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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高传》

内容概要

荷兰画家温森特·梵高是19世纪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他热爱生活，但在生活中屡遭挫折，艰辛
备尝。他献身艺术，大胆创新，在广泛学习前辈画家伦勃朗等人的基础上，吸收印象派画家在色彩方
面的经验，并受到东方艺术，特别是日本版画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创作出许多洋溢
着生活激情、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表现了他心中的苦闷、哀伤、同情和希望，至今饮誉世界。
被誉为传记小说之父的美国现代作家欧文·斯通，在梵高还默默无闻的时候便写出了这部文学传记，
时年仅26岁。60余年来，梵高的身世打动了无数读者，其魅力至今犹在。这部作品也便成了作家的成
名之作，并被译成80余种文字，发行数千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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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欧文·斯通（Lrving Stone）  译者：常涛欧文·斯通，传记小说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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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高传》

章节摘录

书摘　　提奥多鲁斯·梵高乘马到布雷达车站接儿子。他穿着牧师庄重的黑色外衣、大翻领的背心、
浆过的白衬衫。由于黑色蝴蝶结领带太大，衬衫的高领几乎全被掩住，只露出了窄窄的一条边。温森
特一眼就看到父亲的面部有两个特征：右眼皮耷拉着，比左眼皮低，差不多遮住了眼睛的大部分；嘴
唇的左半边很薄，像绷紧的一条线，右边却显得饱满，给人以美感。他的眼睛是温顺的，那神气只是
说：“这就是我。”　　松丹特的居民常常看到这位提奥多鲁斯牧师戴着高高的缎子帽四处行善。　
　他至死也没明白，究竟自己为什么没有获得更大成功。他觉得上面本应在多年前就派自己去阿姆斯
特丹或海牙担任更重要的教职了。他被他教区的教民们赞为宽大仁厚的牧师，他禀性善良，有教养，
道德高尚，而且一向勤于职守。然而二十五年来，他被埋没、遗忘在松丹特这个小小的村镇上。他是
梵高家六兄弟中惟一没有在全国范围取得重要地位的一个。　　松丹特教区牧师的住宅是座木结构的
房子，与市场和镇公所隔着一条马路。温森特就出生在这所住宅里。他家厨房后面有个园子。园内栽
着刺槐，几条小径穿过精心培育的花圃。教堂坐落在园子后面的树丛中。那是一座小小的木头房子，
两侧各有两扇哥特式的小玻璃窗，地板上放着十来条硬板凳，几只取暖用的炭火盆固定在地板上。后
部的楼梯通向一架老式风琴。这是座简朴的礼拜堂，属于加尔文教派。　　温森特的母亲安娜·科尼
莉亚正在前窗观望。没等马车停稳，她就把门打开了。甚至在她不胜怜爱地把儿子搂在她宽大的胸脯
上时，她就觉察出这孩子有点不对头。　　“我亲爱的儿子，”山她喃喃地叨念着，“我的温森特。
”　　她的眼睛总像在温和地询问什么似的，睁得大大的，时而呈蓝色，时而呈绿色。她从不用过于
苛刻的目光看人。随着岁月流逝，她脸上从鼻翼到嘴角的两条浅浅的皱纹逐渐加深，这使她的面容更
给人一个总在微笑的强烈印象。　　安娜·科尼莉亚·卡本特斯是海牙人。她的父亲是海牙有名的“
皇家装订工”。威廉?卡本特斯的生意兴隆，尤其在他被选去装订荷兰的第一部宪法之后，就更成了全
国的知名人士。他的女儿们都很有教养山，其中一个嫁了温森特?梵高叔叔，第三个则成了阿姆斯特丹
有名的斯特里克牧师的妻子。　　安娜·科尼莉亚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她看不到人世间的罪恶，也
根本不理解。她只知道世上存在弱点、诱惑、艰难和痛苦。提奥多鲁斯，梵高也是个善良的人，但是
他对罪恶了解得十分透彻，而且总是不留情地加以谴责。　　饭厅是梵高家房子的中心，晚餐的盘子
撤下去后，那张大桌子便成了他们家庭生活的中心了。全家人都聚在那盏令人感觉亲切的油灯周围，
一同度过夜晚的时光。安娜?科尼莉亚在为温森特焦虑，他消瘦了，举止变得神经质。　　“哪儿不舒
服，温森特?”晚饭后她问儿子，“我看你脸色不大好呢!”　　温森特瞥一眼桌子周围，三个碰巧做
了他妹妹的陌生的年轻姑娘安娜、伊丽莎白和维莱米恩在那儿坐着。　　“不，”他说，“没什么不
好。”　　“你觉得在伦敦生活如意吗?”提奥多鲁斯问，“如果你不喜欢那儿，我就和你温森特叔叔
说。我想他准会把你调往巴黎的一个店里去的。”　　安娜·科尼莉亚多么渴望自己能像儿子所期待
的那样去理解他啊!她的嘴唇触到儿子那粗硬的红胡须，思绪把她带回到在松丹特的住所里度过的那个
担惊受怕的日子——那一天，这个如今在自己怀中强壮结实的男子汉的身体，刚刚从她身上生下来。
她的头胎婴儿一落生就是死的，后来，当温森特用一声充满渴求的拖长的叫喊宣告自己的降生时，她
真说不出心里是怎样的感激和喜悦。在她对他的深情厚爱中，始终掺杂着一点对她的头生子从未睁开
眼睛的遗憾，还有为了其他所有相继出世的孩子而对温森特怀有的感激。　　“你是个好孩子，温森
特，”她说，“走你自己的路吧。你知道什么最好。我只是想帮帮你。”　　这天，温森特没去野外
，而是请园丁皮特?考夫曼来给他摆姿势。为了说服他，温森特颇费了一番工夫，不过最后他倒是答应
了。 　　“饭后就来，”他同意了，“在花园里。”　　后来温森特出去时，发现皮特认认真真地穿
起了笔挺的节日盛装，洗净了手脸。“等一会儿，”他兴奋地嚷道，“等我找个凳子来。那时我就全
准备好了。” 　　他摆好小凳子坐在上面，直挺挺地像根木头棍儿，聚精会神，单等人家给他用银板
照相法照相了。温森特不禁大笑起来。　　‘可是，皮特，”他说，“你穿着这样的衣服，我没法儿
画呀!”　　　　皮特惊异地低头看着自己的衣服。“衣服怎么啦?”他问，“这身衣服是新的呀，我
只在星期天上午做礼拜时穿了几次。”　　“我知道，”温森特说，“原因就在这里。我要画你穿着
你那身旧工作服弯腰耙草的姿态，那样才能显出你身体的线条来。我要看见你的肘部、膝盖和肩胛骨
。可现在呢，除了你那身衣服，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正是“肩胛骨”这个词儿，使皮特下了决
心。　　“我的旧衣服不干净，何况还打了补丁。如果你要我摆姿势，那你就得照我现在这个样子画
。”　　因而，温森特又回到田野上，去画弯腰挖地的人了。　　夏天过去了。他知道，此时至少靠
自学是无法再提高了。他又一次产生了同某位艺术家建立联系，并到一间好的画室里继续学习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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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感到，去接触一下好的作品，看看别的艺术家怎样工作是绝对必要的，因为那样一来，他就
可以看出自己的缺欠，学会怎样才能画得更好。　　提奥来信邀他去巴黎，但温森特心里明白，他还
没有成熟到可以去冒那样大的风险。他的作品现在还太幼稚，太粗陋，太浅薄。而海牙离这里只有几
个小时的路程，在那儿他可以得到古比尔公司经理，他的朋友特斯提格先生和他的亲戚安东·毛威的
帮助。他缓慢学步的下一个阶段，也许在海牙定居比较合适。他写信证求提奥的意见，他的弟弟寄来
了火车票钱作为对他的答复。　　在决定移居之前，温森特希望弄清楚特斯提格和毛威是否愿意支持
并帮助他，如果不是这样，他就到别的地方去。他把自己所有的画稿仔细包好——这回换了一块亚麻
布——然后就按照所有年轻的乡下艺术家的传统习惯，出发到这个国家的首都去了。　　温森特和高
更沿着空荡荡的石谷走去，然后登上了往蒙马特尔去的山坡。巴黎尚未醒来。绿色的百叶窗紧闭着，
商店挂着窗帘，乡下来的菜农用小车把蔬菜、水果和鲜花放在市场之后，又走在回家的路上了。 　　
“咱们上到高坡顶上，看看太阳怎样把巴黎唤醒吧。”高更说。　　“我同意。”　　走到克里希林
阴大道之后，他们取道勒皮克街，绕过拉加莱特磨坊，随后又顺着盘旋而上的路登上蒙马特尔高坡。
住宅越来越少，出现了栽着花草树木的平地。勒皮克街突然中断。两人选取一条弯曲的小路穿过丛林
。　　“坦白对我说，高更，”-温森特说，“你对修拉怎么看?”　　“乔治吗?我猜你就会问这个。
自德拉克罗瓦以来，他是比任何人都更懂得色彩的一个人。对于艺术，他有一套纯理性的理论。那理
论是错误的。画家不应当思索他在做的事情。把理论留给批评家去摘吧!乔治会在色彩上做出一定的贡
献，而且他的哥特式建筑说不定会促进原始派在艺术上的复兴。不过他是个疯子，完全是个疯子，正
如你亲眼所见到的。”　　那是个峻峭难登的山坡，当他们到达顶点时，整个巴黎都展现在他们面前
。黑色的屋顶像一片湖水，比比皆是的教堂的尖顶从夜雾中显现出来。塞纳河像一缕弯曲的光线，把
这座城市分为两半。房屋顺着蒙马特尔高坡朝下流向塞纳河谷，然后又努力朝着蒙帕纳塞高坡奔去。
太阳冲散了夜雾，照亮了下面的维生土森林。在城市的另一端，葱茏翠绿的布隆尼森林还是黑压压一
片，沉在梦乡之中。这座城市的三大标志——市中心的歌剧院、城东的圣母院和城西的凯旋门——耸
立在空中，宛如三座各具形态的石山。　　温森特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颜色捣得越细，它就变
得越容易被油渗透。对颜色来讲，油是惟一的传送媒介，但对此他并不很关心，尤其是因为他并不反
对他的油画有一副粗糙的外表。他决定自己当自己的颜料工，而不再购买那些在巴黎用了天晓得多少
时间在石头上捣碎的颜料。提奥请佩雷，唐古伊给温森特寄来三种铬黄、孔雀石、朱砂、赤黄铅、钴
蓝和群青。温森特在他的旅店小房间里把它们碾碎了。这样一来，他的颜色不仅便宜，而且更鲜艳持
久。　　下一个使他不满意的，就是他的画布的吸收性能。画布上覆盖的那层薄薄的石膏涂层，吸不
进他涂上去的浓厚的颜料。提奥给他寄来成卷的未加工的画布，晚上他就在一个小碗里调好石膏，涂
在他打算第二天画画用的画布上。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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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导言　　—九二七年春，我在巴黎偶然地接触到温森特?梵高的绘画。当时索尔邦大学有个年轻学生，
怂恿我去参观卢森堡画廊，“⋯⋯去看看温森特的画展吧，这是自从一八九O年他的小型画展以来第
一次较大的展览。一八九O年那次画展，是他的弟弟提奥在他去世数月之后举办的，后来没有几个月
，提奥也与世长辞了。”　　画廊的墙上，并排悬挂了大约七十到八十幅光辉灿烂的油画，都是温森
特在阿尔、圣雷米和瓦兹河边的奥维尔画的。这间稍微小了一点的沙龙，在色彩的辉映下，就像阳光
透过彩绘玻璃照进大教堂一样，波光流泻，色彩斑斓。对于受过意大利宗教画和巴黎寓意画过多熏陶
的我来讲，绘画已经成了一种不能令人激动的艺术。然而，此刻，突然间面对着温森特的这个由色彩
、阳光和运动组成的骚动不安的世界，我的确惊呆了。当我惊诧不已地徘徊于一幅又一幅壮丽辉煌的
油画面前时，我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整个世界豁然开朗：在人、植物、动物从那富有生命感的大地
升向富有生命感的天空和太阳，然后又向下会聚到同一中心的运动中，一切生命的有机成分都融合在
一起，成为一个伟大崇高的统一体。　　这个如此深切、如此感人地打动了我的心，为我拨开了眼中
的迷雾，使我能够把生命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的人，是个什么人呢?　　详述温森特的生活经历是困难
的，因为关于他的文字记载寥寥无几。资料的主要来源就是他写给他弟弟提奥，又由提奥的遗孀乔安
娜翻译出版的那些信件。　　为温森特的一生找到史实依据的惟一途径，就是追随他的踪迹遍访英国
、比利时、荷兰和法国。这是一段值得纪念而又有益的经历，因为当时距温森特三十七岁早逝才过去
四十年，他的绝大多数亲友和曾与他有过交往的人依然健在。我肩背旅行袋，走遍了欧洲，住在温森
特曾经居住和作画的每一处房屋，跋涉在布拉邦特和法国南部的田野上，寻觅温森特曾经在那里安插
画架，把大自然变成不朽艺术的确切地点。　　回到纽约，回到格林威治村我的单身公寓，我意识到
这样两个实际情况：其一，温森特的一生，是人所经历过的最为悲，惨然而成就辉煌的一生；其二，
年仅二十六岁、毫无写作经验的我，对于胜任写作温森特的故事来说，是太年轻了。　　但是⋯⋯没
人愿意做这件事，我不能拒绝这个艰巨的工作。我已经被温森特的生活经历迷住了，尽管能力有限，
我知道，我将会忠实地表现他那非凡的才能，并且设身处地地去写，那就能使读者读来如历其境，深
入到温森特的心灵、思想和灵魂之中。　　我是用六个月的时间四易其稿写成《对生活的渴求》的。
不知怎么，就在几近发狂的状态下，我居然完成了写作，并写得让人尚能看懂。在此后三年中，这部
手稿被美国的十七家大出版社一一拒绝，其理由则总是如出一辙：　　　　“您怎么可以要求我们，
让正处于萧条时期的美国公众，接受这个关于一位默默无闻的荷兰画家(在一九三O年至一九三三年期
间，美国人尚不知有温森特其人)的故事呢?”　　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手稿终于在删减了十分之一
，并由我当时的未婚妻、现在的妻子琼重新打字之后，为英国一家老出版社的小分社朗曼格林出版社
所接受。出版即日，我曾试向该社负责人表示谢意。他神情阴郁地回答：　　“我们印了五千册，我
们还在求神保佑。”　　他求的那个神算是求对了。据最近的统计，《对生活的渴求》已经翻译成八
十种文字，现已销出大约两千五百万册，想必也有这么多的书被人读过吧。　　不过，永远要记住，
是温森特的身世打动了读者。我只不过是以小说的形式再现了它。　　欧文·斯通　　一九八二年　
于贝弗利希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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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高传》

编辑推荐

　　本译本于1982年出版， 18年来屡印不衰，正如译者常涛女士所言：“是梵高那在人生的磨难中摆
脱了传统的桎桔而化入永恒的美丽灵魂吸引了一代代读者，《梵高传》也许会因此而有幸成为一部可
以传之久远的书。”

Page 8



《梵高传》

精彩短评

1、Vincent, are you fine?
2、会落泪⋯会感动的画
3、不知是不是翻译的原因，有些篇章有点蜜汁尴尬了⋯
4、天才的痛苦别人永远不会知道，同样天才的快乐世人永远也体会不到。在画出来自己得意画作时
那一刻幸福和狂乐是世界上除了他自己之外再无人可得知，更不是我等平凡之人所能体会的，这一刻
的美妙胜过他经历的世间所有的苦难:金娜，凯.非斯，西恩，玛高特，阿格斯蒂娜，瑞秋，每一段不
如人人意的爱情。
5、一个可怜的人，一个天才的画家，一个悲剧的人生
6、南法的阳光和向日葵给予了梵高灵感，凡人站在这片土地上也会得道成仙
7、艺术来源于热爱和坚持把。风格平实，了解梵高名画家的一身，出身算优越吧，但是被他自己“
玩坏”了，看到后面画别人赠画，笑了，大概没想到今天随便一幅画会金贵金贵的
8、你必须很喜欢和自己做伴。好处是：你不必为了顺从别人或讨好别人而扭曲自己。

9、欧文·斯通先生用他美妙的文笔，完美的刻画出了一个精神世界的梵高。读这本书，就是一趟走
进梵高精神世界的旅程。
10、这个世界配不上你.
11、很感人的一本书。真是同情梵高生时的遭遇，这本书写的很棒.
12、在画布上肆意挥洒人生。那浓烈鲜艳的色彩，一如他的人生。
13、活着，在别处活着，勇敢的人都是孤独的

14、弟弟，和其他的一些知音真是好。
15、10年的时候读的，浦东图书馆
16、当年的影响是很大的。
17、苦难成就救赎，梵高是自杀还是被偷猎者误杀？
18、画家都是受过苦的
19、唯有绘画是和他的生命接在一起。 致敬靠痛苦过日子的凡人。
20、是传记中写得不错的一本.
21、本来打了四星，因为我觉得好坑我也来画画了，然而想想看的时候我的感动让我不敢少打一星
22、2016-11-19
23、一流的作家。苦难中才有了美。
24、一直怀疑纪传体
25、可怜的娃⋯⋯居然无人认可你的星月夜
26、很动人 很感人 很细腻 太值得一看 再看 孤独可怜的梵高 不被理解的你绝望的你怎么能想到有一天
全世界都想去解读你 称赞你呢 看完再听Vincent会哭
27、被梵高对于绘画的执着感动~
28、glad to know more about u
29、最动人的是那份坚持
30、我也想像太阳释放能量，大地长出麦子那样好好绽放自己的生命啊。
31、人伟大
32、喜欢梵高，必读书之一。是的，热爱生活。是热情而非太阳灼烧了向日葵。
33、渴望生活
34、梵高，生前是个可怜的生命，作品却表现了他生命的绽放
35、这高分是给梵高的，但也十分感谢作者。现在的世界好像有把梵高神话的倾向，没有提奥梵高就
湮灭了，提奥给梵高的不单单是物质上的支持，还有梵高能感觉到而不善表达的家人亲情
36、与其说天才，不如说梵高是一个疯子。只有这样愿意为艺术着迷，疯狂，借以实现自我价值或者
说逃避现实去往一个理想中的世界的梵高，才值得画出超越了凡人的眼光之物。   
这传记本身一般般，吸引人的在于梵高早已如雷贯耳的名气，书籍便也跟着沾了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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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今天是他的诞辰。结缘这本书，认识梵高，还是因为一个阿姨的推荐，读过两遍，虽然好多细节
已经模糊，但内心的感受还在。是一个疯子，也是一个天才。是时候读一下书架上那本堪比辞海的传
记了。
38、2001年的秋天，跟着妈妈在艺术展上看到了梵高的《有乌鸦的麦田》。那时的我天真的像个在麦
田里叽叽喳喳的小乌鸦，02年我收到了做为生日礼物的传记，那时的我对文字对绘画毫无概念，把它
丢进柜子里的最底下。而今的我已近而立，慢慢读懂了一个桀骜不驯，不墨守陈规的孤独画者在金黄
的麦田下的守望。而今我也飞离麦田，孤独的像只乌鸦，嗷嚎着。
39、高尚的灵魂是孤独的，孤独的灵魂需要共鸣
为了梦想一生都在努力追逐，为了自由一直都在偏执的向往
那是一个无法复制的人生，短暂而美丽，诚挚而热烈
40、震撼的人生， 伟大的艺术家！
41、旗忠 kindle20161015
42、-这个世界会好吗？
-我不知道⋯
43、让我反驳。他不可怜，他很伟大。因为他所有的都是为了掏出去，去表达，去喷发。火中取粟。
他倾尽毕生点一把火，以自己为柴。梵高是提奥的英雄梦想。
44、想念那段在地铁上看书的日子～
45、读完，精疲力竭的震撼和感动。
46、无论是高更，梵高，无一不透露出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绘画的狂热。能对19世纪的生活有所了
解。现在一些事情···可能人们还理解不了，别说100多年前了··
47、当我画一个太阳，我希望人们感觉它在以惊人的速度旋转，正在发出骇人的光热巨浪。 
当我画一片麦田，我希望人们感觉到麦子正朝着它们最后的成熟和绽放努力。
当我画一棵苹果树，我希望人们能感觉到苹果里面的果汁正把苹果皮撑开，果核中的种子正在为结出
果实奋进。 
当我画一个男人，我就要画出他滔滔的一生。 
48、独特的人，独特的个性才能成就一个疯子般的人，他在世时就是疯子，他离世后才成为天才。天
才往往认为是疯子，因为他们不一般。为这个疯子感到悲哀，向这个天才致敬。
49、一个让人流泪的故事。
50、艺术家的一生和普通人是不一样的。
提奥，哎。。
51、哭了好几次，难忘，由此爱上梵高，喜欢上传记类的书，现在比较想看欧文斯通写的米开朗琪罗
的传记，痛苦与狂喜
52、苦难而伟大的一生，深思学习。追求艺术的道路重来都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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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Page 11



《梵高传》

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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