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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意大利历史上著名的文艺复兴“三杰”之首，达·芬奇的名字可谓无人不晓。
“上天有时将美丽、优雅、才能赋予一人之身，令他之所为无不超群绝伦，显出他的天才来自上苍而
非人间之力。
列奥纳多正是如此。
他的优雅与优美无与伦比，他的才智之高可使一切难题迎刃而解。
”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传记作家瓦萨里对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溢美之词。
后者在人类知识诸多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使之无愧于世间天才的美誉。
　　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对达·芬奇在科学与艺术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进行着孜孜不倦的探索，进行着
各种各样的“解密”。
2006年，丹·布朗的一本《达·芬奇密码》将人们对达·芬奇的狂热推向了一个高潮。
更多的人加入到对这位伟大天才身后隐藏的秘密进行挖掘与探索的行列之中，我便是其中一个。
　　解读大师，从解读大师的笔记开始。
众所周知，达·芬奇留下了大量的笔记手稿。
其内容涉及绘画、植物、地理、建筑、人体、解剖等众多学科，内容之宽泛，足可见达·芬奇涉猎之
广博。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达·芬奇笔记》是1651年由一位名叫拉斐尔·杜弗里森的法国出版商根据达
·芬奇笔记手稿整理出版的。
原来的笔记手稿非常随意，多半写在凌乱的稿纸上，没有排序，也没有编码”。
而且，不得不说的是，“达·芬奇左右手都能写字作画，因此他的笔记有大部分都是用左手写成的反
书——后人需拿镜子才能破解”。
似乎这也是这位天才给后人留下的“密码”吧。
“笔记的原稿无所不谈，中间往往不连贯，同一页稿纸上，开头说的是天文，或者某种大自然的现象
，接下去谈的却是声音的原理，往后说到的又是色彩，许多文字写在稿纸边缘的空白处。
”　　《达·芬奇笔记》的翻译过程对我而言，充满了惊奇。
达·芬奇生活的年代是15世纪的中叶，当时欧洲大地经过了一千余年的基督神权统治，文艺复兴的号
角开始在意大利吹响。
作为艺术家的达·芬奇，凭借着对世界所持有的最直接、最真挚的热爱与兴趣，凭借着倍于常人的好
奇心，用自己的眼睛与头脑去探寻世界的秘密。
他比别人走得更加坚定，因此，除了绘画以外，对机械力学、生物结构、水利灌溉等方面皆有涉猎，
且皆有所长。
在《达·芬奇笔记》中，有些是对先前学者的记录，有些是即兴发挥的评论，还有些是这位天才的自
我思考与估测，以及对自然现象本质背后的哲学含义的深刻思考。
虽然笔记中的一些观点，在几百年后的今天看来，并非十分准确，甚至有些是错误的。
然而，如果置身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我们就会发现，达·芬奇对于一些事物的认识和大胆的推断，
宛如寂静夜空中的明星，令世人震惊。
如今，高度发展的现代科学已经能够将一些现象分析仔细并得出客观的结论，但是，从达·芬奇笔记
的内容中不难看出达·芬奇思想在当时的超前。
在今天，其笔记中所记录的文字依然能够给后人以无穷的智慧的启迪，因为它真实地记录了人类对外
部世界所进行的思考，以及对宇宙的探索所进行的不懈努力。
鉴于此，在编译的过程中，对达·芬奇笔记的内容，我和编辑就采取了全部保留的态度，对与错，留
待读者自己判断，我们就不妄加取舍了。
　　但是，在惊奇的背后，《达·芬奇笔记》的翻译工作却是艰苦与充满了挑战的。
首先，达·芬奇手稿以意大利语书写而成，其中部分书页呈镜像反书。
因此，除了神秘之外，这也给后期的编译及整理工作带来了一些麻烦。
《达·芬奇笔记》的中文文字部分由_艾玛．阿·里希特翻译而成的英文版转译而成，同时借鉴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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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语皈文档作为辅助。
此外，在翻译过程中，我同时参考了三联出版社出版的郑福洁老师所译的《列奥纳多·达·芬奇笔记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芬奇论绘画》，以及台湾晨星出皈社出版的《达文西笔记》，在此对以
上三本书的编(译)者致以深深的谢意。
在图书编辑过程中，我有幸得到了大量的达·芬奇手稿图片，这为《达·芬奇笔记》能够以一个翔实
、精美、内容丰富的形象面对读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达·芬奇涉猎范围广，研究内容众多，思想内容深刻，这也给翻译工作带来了不小难度。
用《达·芬奇大传》的作者塞尔日的话来说，就是“达芬奇的天才让我崩溃”。
的确，在翻译的过程中，我总觉得像是在和这位伟人赛跑，而且多少次我几乎失去了信心。
因为你总能感觉到，无论你多么努力地在赶超，达芬奇似乎总领先你不少，而且还不时回头冲你“嘿
嘿”地笑。
虽然在伟人光芒的笼罩之下，我感到自我的渺小，但是，在伟人引领之下，也令我获益匪浅。
　　其实，抛开达·芬奇深邃的思想与众多对他的研究，在我眼中，达·芬奇真正的伟大之处还是他
那永无休止的探索精神和满腔热情，以及心中那些多于常人的无边的梦想。
我想，这一点才是他于“天才”“伟人”等一系列光环下的最平实、最动人的人生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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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列奥纳多·达·芬奇，一位在绘画、雕刻、医学、科学、机械，以及箴言、戒律等各个方面集大成的
天才大师，留下了令后人惊叹的智慧宝藏与谜团。
本书为破解达·芬奇的一线资料，收录了大量原创手稿，集结了达·芬奇近400幅真迹，解开其雪藏的
过人智慧。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求大师的智慧源头，探索潜伏于大师头脑深处的秘密。
天才大师的未解之谜，将一一为您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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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Part1 美与艺术　　第一章：绘画　　2　　绘画中的微妙情感，使它优于所有的人类精神产品。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是人的主要器官，人依靠眼睛才能最广泛全面地认识大自然的无限作品。
耳朵居于次位，它依靠聆听那些眼睛可见的物体而获得了自己的尊严。
如果你是历史学家，或者是诗人，或是数学家，若没有目睹事物，便无法将他们记录下来。
诗人们啊，你要用笔来讲述故事；而画家们用画笔，便能够更加容易地将故事表达，并且结构更精简
，语言不晦涩。
　　如果你说画是哑巴诗，那画家会说诗是盲人画。
哪个更糟糕，是哑还是盲？
　　尽管诗人和画家一样，在创作作品的时候不受约束，但是，诗人的诗歌也像绘画一样，不令人满
意。
因为，诗歌通过语言描述形状、动作和地点，而画家则注重通过描绘事物的实际外观来表达。
现在，告诉我，一个人名和一个人的形象，哪一种更加贴近一个真实的人物。
人的名字在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表达和写法，但是他的形象却不会改变，除非被毁灭。
　　3　　画家应当有规则地学习，不放过任何未曾牢记的事物。
　　那些作画时单凭实践和肉眼的判断，而不运用理性的画家，只会抄袭摆在面前的一切东西，却对
它们一无所知。
　　画家应当独身静处，思索所见的一切，亲自斟酌，从中提取精华。
他的作为应当像镜子那样，如实反映安放在镜前的各物体的多种色彩。
做到这一点，他仿佛就是第二自然。
为使躯体健康，不妨碍精神的健全，画家和素描家应当保持孤独。
再致力研究思索，不断展现眼前的事物以便为记忆储藏，提供材料时尤当如此。
当你单独时，你全部是自己的，有了一个伴，只剩半个自己，并且做伴的品行愈差，所剩愈少。
同伴更多，麻烦就更大。
如果你回笞说，只要我专注于做我的事，离他们远些，也就能更好地思量自然事物的形态。
那我要回答，这可不容易办到，因为你难免不听他们闲聊。
一仆难事二主。
你将既不能尽朋友之情谊，又不能对艺术进行更加深刻的思索。
假如你说，我可以远离他们，他们的话就钻不进我耳里，乱不了我的心神。
我说，你会被人当傻瓜看待，因为这样一来，你还是孤身独处了。
　　4　　尽管你可以通过讲述或撰写来精准地表达事物的外形，但是画家则能够用画笔通过绘制事
物表面的光与影，将它栩栩如生地展现。
写字的笔是无法企及的。
　　首先，绘画是让物体像浮雕一般地呈现，并且在它周围不同的距离内的场景应呈现在具有三种透
视学图片的前景垂直面内。
透视学分为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称为缩影透视，主要研究物体远离眼睛是变小的原因；第二个主题
探讨物体的颜色随离眼睛远近而改变的方式；第三，物体的轮廓何以越远越模糊。
这三种透视理论中的第一条论证出了眼睛(的结构)，而另外两条论证了介于眼睛和可见物体之间的存
在的空气。
绘画的第二个本质问题是适当的动作和形体适宜的变化，因此所有的人看起来才都不尽相同。
　　如果你想知道你的写生作品与实物是否相符，拿一面镜子将实物映入镜内，并将其与你的图片作
比对，然后考虑一下这两个影像的主题是否相符。
首先应当将镜子作为你的引导者，在许多场合下，平面镜上反映的图像和绘画极其相似。
你看到画在平坦表面上的东西可以显现出浮雕感，镜子也一样能够将平面显现出浮雕。
和镜子一样，图画只有一个平面；图像是不可触摸的，画像中看似有弧度、有凹凸的物体，你却无法
用手抓住，这一点又与镜子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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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子和图画都以同样的方式表现被光与影包围的物体，两者都同样地似乎向平面内伸展得很远。
镜子借助轮廓、阴影和光线使物体呈现出凹凸感，你拥有比镜中光线和阴影更强的色彩，如果你构图
得当，并懂得调配颜色，你创作出的图画就会如同在大镜子中所呈现出的自然景色一样了。
　　5　　躯体的界线是所有事物中最小重要的——这个命题被证明是真实的。
因为一个物体的界限是一个平面，这个平面既不是身体平面中的一部分，也不是躯体周围的空气，而
是置于空气和躯体中的媒介，这一点已经被证实。
它们勾勒出了这个平面的轮廓线，并且这个轮廓线的厚度并不可见。
因此，画家们，不要将你所画的躯体被线条包围，尤其是表现那些比实际要小的物体，因为这样它们
的外部轮廓会变得不清楚，而且如果在远处看，很多地方也会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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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学家往里走，文艺青年绕道！
达·芬奇：“别让数学家以外的人，阅读我这作品的内容。
”　　国内首推达·芬奇笔记，全彩色手稿原图，400余幅达·芬奇原创手稿集中呈现。
　　阅读达·芬奇从他的笔记开始：达·芬奇的一生不断地在写笔记，幸好如此，世人才有幸知道他
的思考记录。
　　探究大师脑袋中的秘密，解开天才创作的原始思考。
　　达·芬奇：“人的记忆力最不可靠。
最好准备一本笔记本在手边，随时可将眼前所见的事物速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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