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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重温蒙田第一章　重温蒙田1
少数一些作家，如荷马、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他们能被任何人在任何年龄和在任何

的生活时代所发现；而另有一些作家，他们只是在某种特定时刻才展现自己的全部意义。蒙田就是属于

后一种作家。为了能真正读懂蒙田，人们不可以太年轻，不可以没有阅历，不可以没有种种失望。蒙田

自由的和不受蛊惑的思考，对像我们这样一代被命运抛入到如此动荡不安的世界中的人来说，最有

裨益。只有在自己深感震撼的心灵中不得不经历这样一个时代的人——这个时代用战争、暴力和专横的
意识形态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活并又威胁着在他一生之中最宝贵的东西：个人的自由——只有他才会
知道，在那些乌合之众疯狂的时代里要始终忠于最内在的自我，需要多少勇气、多少诚实和坚毅。他才

会知道，世上没有一件事会比在那群众性的灾难之中不被玷污而保持住自己思想道德的独立更为困难和

更成问题的了。只有当一个人自己对理性和对人类的尊严产生了怀疑和丧失信心的时候，他才会把一个

在世界的一片混乱之中独处独醒的人始终保持堪称表率的正直，颂扬为实在了不起。

唯有经过磨难和有阅历的人才会赞赏蒙田的智慧和伟大，对此我有切身体会。当我二十岁那年第一次读

他的《随笔集》——那是唯一的一部在书中把他自己遗留给我们的书——说实在的，我还真不太知道该
怎样读这本书。我固然具备足够的对文学的艺术鉴赏力，十分钦佩地认识到：书中显示出他是一位令人

感兴趣的人物，一位特别具有洞察力和远见的人，一位和蔼可亲的人，此外他还是一位懂得给自己的每

一句话和每一句格言赋予个性特点的文学家。可是我对此书的欣赏始终停留在一种文学上的欣赏，即对

古籍的一种欣赏，而缺乏对内心的激励，缺乏那种心灵与心灵之间电火花般的碰撞。《随笔集》的

题旨，我就已经觉得相当离奇，而且绝大部分随笔不可能涉及到我自己的生活。蒙田老爷在他的随

笔《国王们会晤的礼仪》2或者《评西塞罗》中那些偏离主题而又海阔天空的夹叙夹议和我这个二十世
纪的年轻人又有什么相干呢。即便是他的温和、中庸的至理名言也和我没有关系。他的那些至理名言对

当年的我来说未免为时过早。蒙田的明智告诫：行事不要雄心勃勃，不要太热衷于卷入外部世界——以
及他的抚慰人的劝谕：为人要敦厚温良和宽宏大量——对满腔热忱的年龄层次的人来说究竟有什么意义
呢?这一年龄层次的人是不愿意让幻想破灭、不愿意被人抚慰的，而是潜意识地只想在自己精力旺盛之
际被人激励。青年人的本质就在于不希望自己被规劝成为过于平和、处处怀疑的人。对青年人来说，任

何怀疑都会成为一种拘谨，因为青年人为唤起自己内心的那股冲劲，需要的就是深信不疑和理想。即便

是最激进、最荒诞的妄想，只要它能煽动青年人，青年人就会觉得这种妄想比那些会削弱他们意志力的

最最崇高的至理名言更重要。再说到个人自由——蒙田已成为各个时代个人自由的最坚定的旗手，可是
在我们当时的青年一代看来，难道这种个人自由真的还需要在1900年前后进行如此顽强的捍卫吗?这一
切难道不早已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吗？这一切难道不早已成为从专制和奴役中解放出来的人类通过法

律和习俗得到保障的精神财富了吗?在我们当时的青年一代看来，拥有自己生活的权利，拥有自己思想
的权利，并把那些思想毫无顾忌地用口头和书面表达出来的权利，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就像我们用嘴

呼吸、我们的心脏跳动一样不言而喻。在我们面前的世界是一片又一片自由的土地。当年的我们不是国

家的囚犯，我们没有在服兵役中受到奴役，没有屈从于专横思想的胡作非为，没有人处于被蔑视、被

驱逐、被关入牢房、被赶出家门的危险之中。所以在当时的我们这一代人看来，蒙田去摇撼那些我们认

为早已被打碎了的种种枷锁，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那些枷锁已经被命运重新在为

我们打造着呢，而且是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冷酷无情和更残忍野蛮。我们当时是把蒙田为争取心灵自由所

作的斗争当做一种历史上的斗争来加以尊重和崇敬的。而对当时的我们来说，他所作的那种斗争早已成

为多余和无关紧要。因为人生的神秘法则往往是：我们总是在太晚的时刻——当青春已经远去时，当健
康不久就要离开我们时，当自由——我们心灵最珍贵的本质——将要从我们身上被夺走或者已经被夺
走时，我们才知道人生最最重要和真正的价值是：青春、健康、自由。

这也就是说，要懂得蒙田的生活艺术和生活智慧，要懂得蒙田为获得“自我”（soi - même）所作的斗争
——我们精神世界中最必不可少的斗争——的必要性，一定要有一种和蒙田生活处境相似的处境
出现。我们也一定要像他似的先经历一次世界从最美好的繁荣之中陷入到令人惊愕不已的大倒退；我们

也要像他似的从我们的种种希冀、期待、经验和欢欣鼓舞中被驱回到那样一种处境：我们在那里最终只

好更多地保住孑然一身的自己，捍卫自己难得遇到而又无奈的生活。是在同病相怜的命运之中，蒙田才

成为我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朋友、安慰者、患难之交和兄弟，因为他的命运和我们的命运是何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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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呵。当米歇尔·德·蒙田降世时，一个巨大的希望——一个像我们自己在本世纪之初曾经有过的同样
希望：“世界实现人文主义”已开始渐渐消失。3而在人类生命的那个独一无二的年龄段，文艺复兴曾以
自己的艺术家、画家、诗人、学者把一种新的、空前的、无与伦比的美奉献给了遇上好运的

人类。看来，那种浑浑噩噩的黑暗生活4给非同凡响的人带来后浪推前浪、逐级登高的创造性力量的一
百年5——不，数百年——来临了。世界一下子变得宽广、充实和富裕。学者们用拉丁语、希腊语将柏
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至理名言又从古代带回给了人们。在伊拉斯谟6领导下的人文主义预示着一种统
一的、世界主义的文化。看来，宗教改革除了拓宽新的知识外，还为新的信仰自由奠定了基础。区域之

间和国与国之间的界线被打破了，因为刚刚发明的活字印刷术7使每一句话、每一种想法、每一种思想
获得了迅速传播的可能。一个国家所获得的，似乎成了大家的财富。用思想所创造的这种统一超越了国

王们、侯爵们和武器所进行的流血纷争。随着精神世界扩大的同时，地面上的世界，即世界的空间也扩

大到了意想不到的地方8——这又是一种奇迹。从迄今没有航道的大海中出现了新的海岸、新的
陆地。一片广袤的大陆9为我们今后的世世代代确保了可以居住的家园。贸易循环流动得更快了。财富
充溢着古老的欧洲大陆并创造出奢华，而奢华又会创造出别具一格的建筑物、绘画和雕塑，创造出一个

被美化了的充满精神生活的世界。不过，每当空间扩大的时候，人的好奇心也大大增加。正如在我们自

己这个世纪交替之际——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于太空被飞机和飘荡在各国上空看不见的传话10所
征服，生存空间又再次大大地扩展了一样，在当时，物理、化学、科学和技术揭开了自然界的一个又一

个秘密，从而使自然界的力量服务于人的力量。每当这种时候，巨大的希望就会使已经陷于绝望的人类

振作起来。成千上万的人都会回应乌尔利希·冯·胡登11的欢呼声：“活着是一种乐趣！”不过，如果浪潮
来得太猛和太快，回落得也总是更加迅速。正如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恰恰是新的成就和新的技术奇迹以

及组织的完善随后却成了最可怕的破坏因素一样，在当时显得十分有益的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的各种因

素随后都成了致命的毒素。梦想在欧洲给予基督教信仰以一种新思想的宗教改革随后却造成了那次宗教

战争史无前例的野蛮行径。活字印刷术所传播的不是教育，而是传播狂热的神学；不是人文主义胜

利了，而是排斥异己胜利了。在全欧洲，每一个国家都在血腥的内战中互相残杀；与此同时，来自西班

牙的征服者12正在美洲新大陆以空前绝后的残忍大肆发泄兽性。一个拉斐尔、米开朗琪罗、达·
芬奇、丢勒13和伊斯拉谟的时代却重新陷入到那种阿蒂拉、14成吉思汗、帖木儿15等人穷兵黩武的罪行
之中。

这正是蒙田一生中所经历的真正悲剧——尽管他自己的头脑不受迷惑地清醒，尽管他自己最富同情心的
心灵感到极度的震惊，却不得不束手无策地目睹这种从人文主义堕落到兽性的骇人听闻的倒退。这种倒

退是罕见的人类疯狂大发作之一，正如我们今天又再度亲身经历的一种疯狂大发作一样。蒙田在自己的

一生中未曾有过一刻在自己的国家和在自己生活的世界里看到过所有那些高贵的精神力量——他心仪的
和平、理性、友善、宽容——发生过作用。从他第一眼看到那个时代直至他辞世时的最后一刻——正如
我们一样——他都要怀着恐惧规避“仇恨”凶煞和“狂热”凶煞。是“仇恨”凶煞之神和“狂热”凶煞之神亵渎着
他的祖国和人类，使他的祖国和人类惊恐和茫然。当他在波尔多亲眼目睹民众反抗“征盐税”16的起义遭
到惨无人道的镇压时，他还是一个不满十五岁的男孩呢。是那种毫无人性的镇压使他毕生成为各种残暴

行为的最激烈的反对者。就是这个男孩看到了数以百计的人怎样被那些用最卑劣的本能设想出来的各种

残暴行为活活折磨致死。他们被绞死、被用木桩刺穿致死、17被处以车磔之刑、被用刀斧砍成四块
致死、18被斩首、被焚死。他还看到了乌鸦为攫食牺牲者烧焦的和半腐烂的肉在刑场四周盘旋多天。他
听到了被折磨的人大声叫喊，而且也必定闻到过穿过街巷迎面飘来的烧焦的人肉气味。而当这个男孩刚

刚进入成年时，内战19就开始了。这次内战以狂热的意识形态把法国完全毁掉，就像今天国家社会主义
的狂热分子20蹂躏全世界一样。“火焰法庭”21将无数新教徒判处火焚，“圣巴托罗缪之夜”22那一天就杀
戮了约八千人。胡格诺派也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用罪行报复罪行，用泄愤报复泄愤，用残暴报复

残暴。他们冲击教堂23、打碎雕像，着魔似的疯狂甚至都不让死者安宁。“狮心王”理查一
世24和“征服者”威廉一世25的陵墓被刨开，墓内的财宝被掠夺。武装人员从这个村庄赶往另一个
村庄，从这个城市赶往另一个城市，一会儿是天主教派的武装人员，一会儿是胡格诺派的武装人员，但

总归是法国人对法国人，百姓对百姓。在他们亢奋的兽性中，没有哪一派会向另一派让步。被抓获的驻

在当地的武装人员全都排成一行被枪杀，从第一个到最末一个。河流由于冲下来的尸体而遭到污染。估

计有十二万座村庄被抢掠一空，夷为平地。不久，仇杀就抛弃了意识形态上的借口。一帮帮武装匪徒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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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各地的城堡，袭击旅行者，不管他们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当时，骑马穿过屋前的一片树林所冒的

风险不亚于远航去新大陆或者到吃人的野蛮部族那里去。无人还能知道，他的房屋是不是属于自

己的，他的财物是不是属于自己的；无人还能知道，他明天是死还是活，是被抓走还是依然

自由。1588年，已经上了年纪的蒙田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写道：“在我们三十年来所处的一片混乱
之中，所有法国人，无论个别而言，抑或笼统而言，每时每刻都眼见自己处在倾家荡产的边缘。”26

世上不再有安全。这种基本感觉在蒙田的思想意识中必然会表现为一种智慧：倘若他要拒绝和那些着了

魔似的疯狂人群一起兴风作浪，他要拒绝和他们一起扼杀自己的祖国、扼杀自己生活的世界，那么他势

必要想方设法在这个世界之外——在远离自己的祖国和远离这个时代之外——找到安全之处。那个时代
讲人道主义的人们的感觉和我们今天自己的感觉是多么相似呵！这一点可用拉博埃西27于1560年写给他
的朋友——二十七岁的蒙田的一首诗作为印证。拉博埃西在诗中向蒙田呼吁：“是什么命运让我们偏偏
在这样的时代诞生！”

我眼看自己的国家走向毁灭，

我看不到其他的路，

除了离开家园；

我去向何方，

听从命运的安排。

　

天神们的发怒

早就催促我逃离，

为我指向

大洋彼岸辽阔、开放的土地。

　

在我们这个世纪之初

新大陆在惊涛骇浪中出现，

正因为天神们

要将它当做避难的去处。

　

当残忍的刀剑和可耻的祸害

殃及欧洲时，

那边的人们会在更美好的天空下

自由耕耘农田。

在人生的宝贵价值、在使我们的生活更纯洁、更美好、更富有正义并且使生活充满意义的一切，在我们

的和平、独立、天赋的权利，被一小撮偏激分子和意识形态的狂热牺牲掉的那样一些历史时代里，对一

个不愿为这样的时代而丧失自己的人性的人来说，一切一切的问题都归结为一个唯一的问题，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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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我怎样保持住我自己的自由?尽管有种种威胁和危险，我怎样在党派的癫狂行为之中坚定不移地
保持住自己头脑的清醒?我怎样在这种兽性之中保持住良知中的人性不致错乱?我怎样摆脱那些由国家或
者教会、或者政治违背我的意志强加于我的种种专横要求?从相反的角度讲，我怎样坚持在我自己的言
论和行动中走得不比最内在的自我更远?我怎样摆脱我自己的仅仅只能看到世界某个角落的小天地?我怎
样不去迎合那种受到控制并由外界发号施令的规范?我怎样在面临危险、面临罕见的疯狂和面临他人的
利益要被牺牲掉的时候，保持住最属于我自己的心灵、以及保持住只属于我自己的用心血换来的物质?
我怎样保持住我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健康、自己的思想?我怎样保持住自己的镇定和自己的感情?

蒙田将自己的一生、将自己的所有精力和努力以及自己的艺术和智慧全都用在这样一个问题上而且也只

用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我怎样保持住我自己的自由?为了要在一个普遍屈从于意识形态和党派的时代
里拯救自己的心灵——拯救自由，蒙田所作的这种探索和努力使他对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来说依然如同
兄弟一般亲切。如果说，我们今天把他当做一个艺术家来加以爱戴和主要是把他当做一个艺术家来加以

崇敬，那么恰恰是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像他那样把自己献身于这样一门人生的最高艺术：“人生的最高艺
术乃是保持住自我”——蒙田这样说过。不过，在更安定和更和平的其他时代里，人们会从自己的另一
个视角去考察蒙田的思想遗产、文学遗产、道德教育方面的遗产、心理学方面的遗产。在那些其他的时

代里曾有过学术上的争论：蒙田是不是一个怀疑主义者，或者他是不是一个基督教徒；他是一个伊壁鸠

鲁派的信徒呢，还是一个斯多葛派的信徒；28他是一个哲学家呢，还是一个以读书自娱的人；是一个作
家呢，抑或只是一个天才的业余写作者。然而我今天在蒙田身上所关心的和所思考的仅仅是这一点：在

一个和我们所处的时代相似的时代里，他如何使自己在内心深处获得自由，和我们如何通过阅读他的

作品，用他的思想使我们自己变得坚强。我把他看做是世上每一个自由的人的最早祖先，是保护每一个

自由的人的圣徒，是每一个自由的人的朋友。我把他看做是，面对一切人和面对一切事，都能保持住

自我——这样一门新的然而也是一门永恒的学问——的最好的老师。世上曾有少数人相当真诚和相当顽
强地奋斗过，为的是不受因时代的激荡而泛起的污泥浊水以及有毒的泡沫的影响，为的是不同流

合污，为的是保持住最内在的自我——保持住自己的“本质”，而且确有少数人成功了：他们在自己的时
代面前拯救了最内在的自我，并为所有的时代树立了榜样。

　蒙田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所作的这种斗争，也许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所进行的最自觉和最坚韧的

斗争，可是从外表上看，这种斗争丝毫不显得崇高和英勇。把蒙田归入到那些用自己的言辞声称要

为“人类的自由”而斗争的诗人们和思想家们的行列之中，很可能完全是人为的；他丝毫没有席勒29或者
拜伦30那种慷慨激昂的长篇表白和激情满怀，也完全没有伏尔泰31的那种攻击性。这样一种念头：要把
像“内心自由”这种完全是个人的东西传给别人，甚至要传给群众——很可能会遭到他的取笑。他从自己
心灵的最深处讨厌职业的社会改良家、口头理论家和四处兜售信仰的人。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要在自己

身上保持住内心的独立——仅此一桩——就意味着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因此，他的斗争仅限于
防御，仅限于保卫最最里边的、没有人会允许他人进入的堡垒32——歌德把它称为“碉堡”（Zitadelle）。
他的谋略和手法是，在外表上尽可能做到不引人瞩目和不事张扬，恰似戴着一顶隐身帽走过这个世界

一样，以便找到一条通往自我的道路。

所以，蒙田所写的原本就不是人们称之为传记的东西。他从不慷慨激昂，因为他在生活中不好出

风头，他也不为自己的思想招徕听众和赢得赞同者。从外表上看，他是一个国民、一个官员、一个

丈夫、一个天主教徒、一个不声不响地完成他人所赋予他的职责的人。为了对付外部世界，他故意采用

了这种不令人瞩目的保护色，以便能够仔细观察自己心灵的种种变化，然后用色彩斑斓的文字展示这些

变化。他随时准备让别人借用他所写的东西，却从来不打算把自己所写的东西献给别人。在他生活的每

一种形式中，他始终保存着自己本质中最好的、最真实的东西。他让别人去夸夸其谈，让别人去结成

同伙，让别人去采取极端的行为，让别人去喋喋不休地说教，让别人去炫耀自己；他让这个世界去走自

己迷惘和愚蠢的路。他自己只关心一件事：为了自我保持理性，在一个非人性的时代里保持人性，在乌

合之众的疯狂中保持自由。他任人嘲讽，说他冷漠、狐疑和胆怯。他让别人感到惊讶——他并不追逐官
职和显贵。纵然是认识他的最亲近的人也没有想到，他是以何等的坚毅、顽强、机智和巧妙在社会的阴

影中从事他给自己提出的这项任务：他要度过他自己的一生，而不是仅仅度过一生。

因而，这位看上去似乎是无所作为的人恰恰作出了无可比拟的业绩；他通过保持自我和描写自我，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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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是，他用自己为我们保存了一个不加掩饰的、超越时代的人。蒙田是一个我们同时代的人、一个今天

的人和一个永远有现实意义的人，33他的斗争就是世间最眼前的现实斗争，而蒙田那个世纪里的所有其
他的神学论文和哲理性的议论却都会使我们感到陌生和陈旧。当我一页又一页地翻阅蒙田的书时，我就

会无数次地感觉到，书里商讨的恰恰正是我们的事情：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我心灵中最最内在的忧虑是

什么。我会感觉到，书中的所思所想比我自己所能说的更好、更清楚，比我自己所能想的更清晰。他在

书中所说的“你”不就是我自己么。在蒙田的书中，他所处的时代和其他时代之间的距离消失了。和我在
一起的不是一本书，不是文学，不是哲学，而是一个我视为兄弟一般的人，一个给我出主意、安慰我并

和我交朋友的人，一个我理解他而他也理解我的人。每当我拿起他的《随笔集》时，我仿佛觉得印有字

迹的书页已在昏暗的房间里消失。我仿佛觉得有人在呼吸，有人与我在一起，我仿佛觉得有一个陌生人

向我走来，但又觉得他不再是一个陌生人，而是一个我觉得如同朋友一般的人。相隔四百年的时间仿佛

如同云烟一般飘散而去；和我说话的不是蒙田领地的领主，不是死于非命的法国国王34的侍臣，不是佩
里戈尔地区的一座城堡35的主人；他脱下了白色的有褶裥的宽袖长外套，摘掉了尖顶的帽子，卸下了
佩剑，从颈脖上取下了镶有圣米歇尔勋章的令人自豪的项链；到我这里来的不再是波尔多市的市长36，
不再是一位贵族老爷和作家。来的是一位讲述自己并且给我出主意的朋友。有时候会在他的声音中感觉

到一丝淡淡的悲哀——为我们人的本质的脆弱性而悲哀，为我们的刚愎自用而悲哀，为我们的领袖人物
的固执偏狭而悲哀，为我们的时代丧失理智和残酷无情而悲哀。这是一种高贵的悲哀。他的学生莎士比

亚正是将这种高贵的悲哀赋予给那些最可爱的人物：哈姆雷特、布鲁图斯37、普洛斯彼罗38——这些人
物大家不会忘记吧。然而过后我仿佛又觉得他在笑话我：你何必对待这一切如此心重呢?你何必对你的
时代的荒唐和残暴如此介意和沮丧呢?这一切只会触及你的皮肤、触及你的外在生活，却不会触及你
的“最内在的自我”。只要你自己不让你自己不知所措，外界就无法从你身上得到什么，也无法使你心烦
意乱。“一个头脑理智的人是什么也不会失去的。”时代发生的一切对你是无能为力的，只要你不
介入。只要你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时代的疯狂也并不是真正的苦难。纵使是你的经历中最不堪回首的

经历——表面的种种屈辱、命运的种种打击，也只有当你在这些经历面前变得软弱时，你才会感觉到
它们，因为除了你自己，谁会去重视这些经历呢?除了你自己，谁会去在乎这些经历的欢乐和痛苦呢?除
了你自己，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能提升和降低你的“自我”。一个内心始终坚定和始终自由的人纵然遇到的
是外界最沉重的压力，也容易化解。蒙田的话和明智的劝谕始终意味着是一种善举，尤其是当某个人在

他自己心灵的宁静和自由之中受到困扰的时候，因为在那些迷惘和党派纷争的时代里，唯有正直和人性

可以保护我们自己。读蒙田的书，不一定要读一个多小时或者半个小时，只要翻开他的书，我们每次都

会找到一句言之有理和使人振作的话。蒙田在数百年前所说的话，对每一个竭力争取自身独立的人

来说，依然始终有效和正确。不过，我们最应该感谢的是那样一些人——他们在一个如同我们今天这样
非人性的时代里增强我们心中的人性。他们提醒我们：我们所拥有的唯一的东西和不会失去的东西就是

我们自己的“最内在的自我”；他们提醒我们：不要为一切来自外部的、时代的、国家的、政治的强迫行
为和义务牺牲自己。因为只有面对一切事和一切人始终保持自己内心自由的人，才会保持住并扩大人世

间的自由。

1 本书第一、二、四、八、九章标题为编者所拟，原书阙如。

2 参阅1996年南京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潘丽珍等译《蒙田随笔全集》（以下简称译林版）上卷第十三
章《国王待客的礼仪》，此篇法语原文标题是〉Cérémonie de l’entrevue des rois〈，似应译为《国王们会
晤的礼仪》。——译注

3 以人文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文艺复兴，在法国始于15世纪末，至16世纪中叶——也就是蒙田生活的时代
——已接近尾声。法国文艺复兴的杰出代表拉伯雷于1553年逝世，是年蒙田20岁。——译注

4 指中世纪的生活。——译注

5 指文艺复兴时期。——译注

6 德西迪里厄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7—1536），出生于荷兰鹿特丹的一个神甫家庭，被
称为鹿特丹的伊拉斯谟。1511年春，伊拉斯谟的传世名著《愚人颂》出版。此书集中揭露天主教会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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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哲学，指出：“教会是在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号召废除禁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宗教仪式。伊拉
斯谟在世时，《愚人颂》曾重印27版，被译成欧洲多国文字，他本人被誉为“人文主义的泰斗”、“欧洲
文艺复兴的纪念碑”。——译注

7 欧洲在1450年前后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例如，出生于德国美因兹（Mainz）城市贵族家庭的约翰内斯·
古滕贝格（Johannes Gutenberg，约1397—1468）最迟在1456年就与人合作建立了活字印刷厂，印刷《圣
经》。如果没有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都不可能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译
注

8 指15、16世纪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如发现“好望角”、发现美洲新大陆等。——译注

9 指15世纪欧洲人发现的美洲新大陆。——译注

10 指电报。——译注

11 乌尔利希·冯·胡登（Ulrich von Hutten，1488—1523），德意志人文主义者，出身于骑士家庭，早年曾
入修道院，后参加青年人文主义组织，长期过着流浪诗人的生活，是讽刺作品《愚人书简》的主要作者

之一，书中揭露了经院哲学的荒诞和教士的放荡，从人文主义出发，深信智慧和科学的力量，重视人的

个性。1517年，在德国奥格斯堡被德国皇帝授予“桂冠诗人”称号。在宗教改革中胡登支持马丁·路德，反
对罗马教皇和德意志诸侯，主张建立以骑士为支柱的中央集权君主国。为实现这一计划，他参加了由济

金根领导的骑士暴动（1522—1523），失败后，逃往瑞士，死于苏黎世。——译注

12 原文Conquistadoren，指16世纪在墨西哥、秘鲁等南北美洲地区的西班牙入侵者。——译注

13 阿尔布莱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文艺复兴时期的德意志画家。他的作品生动形
象地体现出基督教人文主义的理想，代表作品有油画《书房中的圣哲罗姆》、铜版画《骑士、死神与

魔鬼》、油画《四圣图》等。——译注

14 阿蒂拉（Attila，406—453），诨号“上帝之鞭”（Scourge of God），入侵欧洲的匈奴王（434—453
在位），公元451年在马恩河畔沙隆被古罗马人与西哥特族人击败。——译注

15 帖木儿（Tamerlane，1335—1405），出身在中亚的河中地区一个突厥化的蒙古贵族家庭，英勇
善战，1370年在撒马尔罕自立为王，1388年正式称苏丹。经过对邻近各国三十多年的征服活动，帖木儿
的河中王国版图名义上发展到从德里到大马士革，从咸海到波斯湾。帖木儿的侵略战争带来巨大的

破坏，农田变成荒原，城池被抢劫一空，百姓惨遭屠杀，甚至残忍地将尸体堆成山，人头砌成塔。——
译注

16 1548年，以波尔多为中心的法国西南部城乡人民掀起反对收税吏及其代理人的斗争，起义群众高
呼“打死盐税商”，把捉住的总督和收税吏处死，波尔多城市的政权也曾一度被起义群众控制，起义失
败后，起义群众遭到残酷报复。是年蒙田十五岁。——译注

17 用尖形的木桩把人刺穿致死，中世纪欧洲酷刑之一。——译注

18 用刀斧将人砍成四块致死，中世纪欧洲酷刑之一。——译注

19 指16世纪发生在法国的胡格诺战争。——译注

20 指希特勒的纳粹党徒。——译注

21 火焰法庭（Chambre Ardente），亦译火刑法庭，法国中世纪的一种特别法庭，由法兰西王国瓦罗亚
王朝的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ois Ⅰ，1494—1547，旧译：法兰西斯一世）在位时期于1535年
设立，用以审判被视为异端的新教徒，其名称来源，一说因法庭四周遮以黑布，仅以火焰照明；一说因

法庭对被告多判处火焚。1562至1594年法国胡格诺内战期间，火焰法庭的活动尤为猖獗。——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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