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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小学课本里的名人传记丛书：柴可夫斯基》：柴可夫斯基是个天才，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
曲家之一，是用音乐传扬19世纪的俄罗斯精神的艺术家，被称为“俄罗斯音乐之魂”。
他的一生是痛苦的，祖国的命运、人民的苦难、个人的不幸始终折磨着他敏感而脆弱的心灵。
就在这难以忍受的痛苦中，他给世界人民创作了丰富而宝贵的音乐作品。

《中小学课本里的名人传记丛书》涉及了中小学生课本中所接触的各个时期、各个学科的名人。
人物多从名人的出生讲起，记述他们成长中所遭受的社会或家庭变故，还有他们面对困难时所表现出
来的顽强精神。
着重于探讨人物的平凡生活，研究人物个性的形成和人物走向伟大和成功的历程。

沿着“皮波人物系列”的光辉足迹，皮波人物国际名人研究中心集体协力打造出了这套传记丛书，封
面是大幅的人物头像画，内容是伟大与平凡相结合的成长奋斗史。
让读者捧起一本书，打开华丽的封面，读一段动人的故事，悟万千个深奥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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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皮波人物”是国文传媒重点打造的经典人物类图书品牌，创建于2003年。
创建后，致力于该品牌的团队不断成熟壮大，作品也包罗万象，涉及军政、人文、财经、历史、明星
等各个领域，出版有全球权威版本《基辛格传》、《毛泽东传》《周恩来传》《蒋介石传》《希特勒
传》。
还有深受读者喜爱的《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朱元璋传》《仓央嘉措》《林徽因传》《蒋经国传》
《张居正大传》《慈禧大传》《季羡林读书与做人》等。

皮波人物国际名人研究中心在此基础上，寻找在军事、政治、艺术、经济等领域的优秀作者，收集大
量相关资料，并对该套人物传记丛书的撰写质量提出了严格要求：文字流畅，内容扎实、准确，对人
物的叙述和评价客观公允，写作风格统一，每本书都记录了名人由少年到成年的成长过程，详细记述
了他们的生活经历，并对人物的成长和性格进行了透彻分析，尽可能为读者提供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
形象，讲述一段真实的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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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献身音乐梦想　　柴可夫斯基曾在1878年这样写道：“在音乐方面，第一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
是《唐·乔凡尼》。
它唤起了我对音乐的痴迷，启发了我对音乐的爱好。
是它带我进入了'艺术'的世界⋯⋯莫扎特使我终生献身音乐，我对音乐的爱好远超过其他一切。
”剧乐曲谱《唐·乔凡尼》是柴可夫斯基的姑母给他看的，同时她也鼓励他去唱歌及演剧。
　　柴可夫斯基除了向当地著名音乐老师学习声乐外，还拜德国著名钢琴家为师。
这位钢琴家虽然对柴可夫斯基的作曲才能赞誉有加，却劝父亲不要让儿子从事音乐工作。
他说：“首先，我看不出柴可夫斯基在音乐方面有什么天赋，其次，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音乐家想
要在俄国生存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　　不过，几年以后，这位老师却坦诚他自己以前的观点错误：“当时我如果知道他会有今天的成
就，一定会把每天的进度都记录下来。
现在我要厚着脸皮说，没想到他真的有音乐细胞⋯⋯他的确是个天才，听力和悟性都不错，而且别具
风格，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资质可以显示他能成为作曲家或者是杰出的音乐演奏家。
”　　柴可夫斯基与老师皮考里所建立的友谊是一桩奇特的事情。
皮考里是一个染发、涂面的怪人，而且说自己的年龄永远不到50岁。
皮考里除了欣赏意大利的歌剧，其他的都不欣赏。
柴可夫斯基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他的影响，一度把意大利歌剧作为修习的重心。
　　1859年，柴可夫斯基以全班第13名的成绩从法政学校毕业，接着他从事司法部的工作。
他的工作能力和求学时的后半期一样不出色，但却凭着自己的努力进取，在9个月后升任主任书记官
的高级助理。
这时他最大的收获就是独立。
　　他一有空就在圣彼得堡的社交界打转，钢琴的造诣及英俊的外表使他很快就被周围的人赏识。
夜晚的时候，他是剧院与芭蕾舞厅的常客与宠儿，他觉得在游乐场中要比司法部工作轻松舒适得多。
1861年，他决定把音乐作为工作的重心。
他写信告诉新婚不久的妹妹亚历山德拉说：“父亲说我如果想成为一个艺术家的话，似乎为时已晚，
不过我很怀疑是否真的如此。
但即使有天才，我也无从发挥，我是个必须力求上进的小职员，再说，我还得去学低音歌唱。
”　　柴可夫斯基在声乐的学习上获得了极为需要的信心，几个月后他乐观地告诉亚历山德拉：“我
现在学习歌唱很有进步，你可能在三年内就会听到我所演唱的歌剧。
”年底他又写道：“凭我这种非凡的天才，如果不在音乐方面求发展，似乎就太过愚蠢了，这一点我
想你会同意，我只怕被自己的懒散习惯宠坏，否则我敢保证终会有所成就，幸好，现在还不算太迟。
”　　柴可夫斯基在俄国音乐学会学习一般的音乐课程，教师是崇尚德国音乐派的尼古拉·查伦巴。
为了面对新的挑战，柴可夫斯基以无比的勤奋来发挥自己的音乐天赋，旧日的游荡作风全部收敛了。
除了在1862年初为求再次晋升，勉为其难地努力工作外，他始终把音乐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
　　1863年，俄国音乐学会获得了沙皇的支持，扩充为音乐学院，柴可夫斯基成为首批学生之一，继
续跟随查伦巴学习旋律配合法、声乐、横笛、钢琴和风琴。
他在入学两天后，写信给亚历山德拉说：“我迟早要为音乐而放弃现在的工作的。
别以为我只是在梦想成为伟大的艺术家⋯⋯我只是觉得应当从事适合自己的行业。
对我来说，不论是成为名满天下的作曲家，或只是为生活奔波的音乐教师，都没有什么不一样。
在没有把握成为音乐家以前，我是不会把现在的书记工作辞掉的。
”　　虽然1863年时他曾再次得到晋升的机会，但是朋友们对他的音乐的欣赏使他受到鼓励，所以他
辞而未就。
他的朋友中，较有名气的，是比他年长5岁的拉罗什，他们自从在音乐学院相识以后，即结为好友。
拉罗什对柴可夫斯基的天赋与潜能推崇备至，而他也就是因为具备这种观人于微的特殊眼力，后来才
成为俄国最杰出的音乐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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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拉罗什之外，音乐学院的许多教授也都认为柴可夫斯基日后必成大器。
据身为院长的安东·鲁宾斯坦回忆说：“柴可夫斯基的学习态度相当惊人。
有一次我上作曲课时，要他根据一首曲谱编写对位变换曲，我告诉他说'质'固重要，'量'也不可忽视。
我本以为他交卷时至多12首，谁知第二节课他交出的竟然超过200首。
”　　柴可夫斯基和鲁宾斯坦两个人在彼此的关系未臻成熟以前，并不特别欣赏对方的音乐才华，但
是熟稔之后就开始互相期许。
柴可夫斯基对鲁宾斯坦的意见尤其看重。
柴可夫斯基一直想把自己献身音乐的意向告诉家人。
　　1863年4月27日，柴可夫斯基在离开司法部时写信告诉亚历山德拉说：“我知道我将成为一个好音
乐家，而且能靠着音乐过活。
教授们很器重我，他们认为凭我的努力一定会前途无量。
我并不是对你吹嘘（我不是那种人），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我想学成以后到你那里去住一年，以便在安静的环境中谱写伟大的乐曲。
”　　亚历山德拉对哥哥柴可夫斯基的反应没有文件可查，不过他的哥哥尼古拉听说他要去从事那么
一种“不高尚”的行业时，倒是十分惊讶。
他讥讽柴可夫斯基“永远都不会成为另一个格林卡”。
柴可夫斯基却满怀信心地答复尼古拉说：“我也许永远不能成为另外一个格林卡，但是你有一天会以
我为荣。
”　　与尼古拉的反对态度截然不同，柴可夫斯基从父亲那里得到了很多帮助。
但是父亲的养老金有限，而且还要养活两个13岁的儿子，因此只能提供一间小屋和些许食物。
不过柴可夫斯基并不在意，像这样的困苦生活已不再使他烦恼，他不但感激万分，而且心满意足。
　　这时，以往时髦的衣服变得褴褛不堪，同时，他还留着长发，这是模仿他所崇拜的偶像鲁宾斯坦
。
他靠教授钢琴的有限收入维持生活，可是弟弟莫杰斯特回忆道：“柴可夫斯基比任何时候都开心。
在一间只能容纳一床、一桌的小屋里，他过着那种艰苦却快乐的新生活。
”　　鲁宾斯坦和查伦巴属于古典派的音乐家，所以柴可夫斯基在这个时期所作的曲子都很接近那种
流派，自是不足为奇。
但是他一直对管乐器有特殊的感情，尤其当他在音乐会中了解了瓦格纳、李斯特等人如何在乐曲中运
用管弦乐的力量以后，他那不肯拘泥于传统音乐形式的意愿就很难被压抑了。
　　1864年夏，当他做了葛理斯坦太子的上宾时，就开始脱离学院派的束缚，以崭新的风格创作乐曲
。
他对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本《暴风雨》特别喜爱，因此为它创作了一首序曲。
　　根据规定，音乐学院的学生过完暑假后，在开学的时候需要把假期作业交给院长。
柴可夫斯基碰巧生病，于是就请拉罗什代他把《暴风雨》的序曲交上去，没想到他因此躲过了一场责
骂，而拉罗什却惹来鲁宾斯坦的一顿责骂。
鲁宾斯坦要看的是古典乐曲，当他看到歌剧音乐时自然是气愤难消，更糟糕的是柴可夫斯基竟然连管
弦乐都搬了上去，这就犯了音乐学院的大忌。
这件事成了柴可夫斯基与鲁宾斯坦感情交恶的开端。
　　由奥斯特洛夫斯基剧本改编的《暴风雨》序曲，直到柴可夫斯基死后才被编入作品集问世。
虽然它并不是十全十美，但是却是柴可夫斯基早期音乐才能的一个代表作。
　　柴可夫斯基并没有气馁，他一方面继续学习，一方面在以后所写的两首序曲中减少了新潮的意味
，以缓和与鲁宾斯坦的矛盾。
第一首是利用《暴风雨》序曲中的素材所写成的《C小调序曲》，第二首《F大调序曲》则适于音乐学
院交响乐团演奏及柴可夫斯基自己指挥。
这两首曲子及其他作品在1865年的夏季举行露天演奏，结果非常成功，使处于困境的柴可夫斯基在精
神上获得了很大的激励。
　　但是，在这时柴可夫斯基陷入了巨大的烦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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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停地工作带来了极度疲劳感、山穷水尽的经济状况，以及视力不佳等。
这时安东·鲁宾斯坦介绍柴可夫斯基到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该学院的负责人尼古拉·鲁宾斯坦正是
安东·鲁宾斯坦的老弟。
柴可夫斯基计划在音乐学院毕业后前往任教，月薪是50卢布。
　　1865年年底，柴可夫斯基为音乐学院的毕业典礼谱了一首抒情声乐歌曲，准备在第二年1月12日的
毕业典礼上亲自演唱。
不过，他由于过度紧张，竟然没有参加两天后所举行的毕业生口试，鲁宾斯坦很是恼火，宣称不让他
毕业。
好在过了几天后，他的怒气消了。
柴可夫斯基虚惊了一场。
　　没想到柴可夫斯基的这首抒情歌曲却意外地惹起一场批判风暴，不但鲁宾斯坦认为需要修改，有
名的作曲家也不以为然，一位作曲家甚至连着几个月都在对它作无情的攻击。
　　只有拉罗什对柴可夫斯基心悦诚服，他说：“坦白地说，我认为只有柴可夫斯基才是俄国最伟大
的音乐天才⋯⋯他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他的创作或许在五年内不会公之于世，但他那些成熟的正统乐曲较之任何其他的音乐作品都来得好⋯
⋯我对他未来成就的期望是远胜于对他那已完成作品的敬仰⋯⋯”　　几天之后，柴可夫斯基告别了
圣彼得堡的家人和朋友，起程前往莫斯科就任新职位。
他的心情低沉极了，他的前途未卜，不过正如洞察入微的拉罗什所说的，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天赋已在
这时开始获得启发，而渐渐地步入坦途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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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皮波人物”团队历经数年精心打造！
　　秉承伟大与成功的话题，从教育与成长的角度诠释平凡与伟大的差别。
　　“立足课本，超越课堂”，以提高中小学生的综合素质为目的，让中小学生从课内受益到课外，
是一生的良师益友。
　　《柴可夫斯基》——“俄罗斯音乐之魂”的波折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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