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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随笔集》

精彩短评

1、　　很好的一本书，才花了我8块4毛钱。这一次又买了三本书，有中外散文集还有一本朱德庸的《
婚姻是一场华丽的冒险》，但是就是这本书最好看。刚拿到手的时候就是随手翻了一篇读读，就放不
下了，接着又读了好几篇。尽管不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培根离我们都很远，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
性都是共通的，不论古代人、现代人，不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人性中的善与恶都是一直存在的。关
于伦理关于政治培根都有着非常睿智的见解，读他的文章不感到真理是伟大而晦涩的，反而觉得平平
常常但是句句是真。或许我们都懂，或者是将要懂，但总是缺少噢噢那一点点的灵犀。年轻人读他的
书是一种指引，指引着我们正确的在社会、家庭中生活，中年人读是一种升华，升华自己的生存哲学
，活的更好，老年人读是一种总结，在年老将至的时候更能明白生活的真谛。好书，值得大家都去读
！
2、讲道理的书，缺少创造性的观点。
3、很抽象 我还得再成长
4、翻译的着实一般
5、2011.10.11
6、虽然有些时代局限，但是很多可以借鉴。
7、很深刻，曹明伦的翻译非常好，用语简洁却力透纸背
8、论爱情／／爱情一旦干扰情绪，就会阻碍人坚定地奔向既定的目标。 

9、译文像个老学究在说话 文绉绉的 绕来绕去 实在读不下去 是我的问题嘛⋯⋯
10、无聊又cliche
11、没有我想的那般沉闷，关于园林和建筑那两节之外其他的说事说人的都还是比较浅显的！
12、　　里面谈园林一章，多么完整的一章花草列表啊！谈学养一章，翻译不同于常。
　　
　　
　　
　　一谈真理：如若人心能动于仁爱，安于天意，围绕真理之轴旋转，那人间就无异于天堂了。
　　
　　
　　二谈死亡：复仇战胜死亡，爱情蔑视死亡，荣誉渴望死亡，悲哀奔赴死亡，恐惧抢占死亡。
　　
　　
　　三谈宗教统一：人们向壁虚造种种矛盾冲突并赋予它们新的名号，这些名号已约定俗成，以致本
来该受实义支配的名号，反而支配了实义。
　　
　　
　　四谈报复：一个人念念不忘报复，就等于让自己的伤口经常开裂，否则，它就会愈合的。
　　
　　
　　五谈厄运：幸运产生的美德是节制，厄运造就的美德是坚忍。
　　
　　
　　六谈作假与掩饰：裸露，无论肉体的还是精神的，都是不雅观的。
　　
　　
　　七谈父母与子女：小弟通常很幸运，但很少，甚至从来没有因为兄长被剥夺了继承权而走运得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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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随笔集》

　　八谈结婚与独身：性情严肃的人，由于受风俗熏陶，为人忠贞不渝，因而一般能做恩爱的丈夫。
　　
　　
　　九谈嫉妒：嫉妒是一种好动的情绪，喜欢逛大街，不肯在家呆。
　　
　　
　　十谈爱情：如果一个人不得不接纳爱，却又让它安守本位，能把它与人生的重大事务活动截然分
开，此人就算处理爱情的高手。因为如果爱干扰了人的事业，它就会危害人的幸福，使人无法持之以
恒实现自己的目标。
　　
　　
　　十一谈高位：一个人跻身高位，修养亦有提高，足见其品格的高洁，因为高位是或者应当是德行
之位；如同天地万物以排山倒海之势奔向自己的位置，一旦就位，则沉稳安静。德行亦然。野心勃勃
时张狂，大权在手时安静。
　　
　　
　　十二谈大胆：胆大总是盲目的，因为它看不见危险和不便。所以它拙于计议，长于实干。因此要
把胆大的人使用得当，就决不能让他当主帅，只能让他当副手，听从别人的指挥。因为议计时必须看
到危险，实干时却大可不必，除非危险太大。
　　
　　
　　十三谈善与性善：努力向别人行善，但不可照别人的脸色行事；因为那样做只是柔顺随和而已，
而这种表现恰恰捆住了老实人的手脚。你不要把宝石给伊索的公鸡，因为它能得到一颗麦粒反而更高
兴。
　　
　　
　　十四谈贵族：因为新贵族只不过是权力所为，而老贵族则是时光造就。
　　
　　
　　十五谈叛乱与骚动：谣言好像是过去叛乱的遗物，其实它倒是未来叛乱的前奏。
　　
　　
　　十六谈无神论：它（无神论）剥夺了人性超越人类弱点的手段。
　　
　　
　　十七谈迷信：对于神，不置可否胜于说三道四，因为前者是不信，后者是糟践。
　　
　　
　　十八谈旅游：旅游回国以后，不可把旅游过的国家安全置之脑后，而应当与最有价值的朋友保持
书信往来。让他的旅游表现在他的言谈中，而不是他的衣着举止上。在言谈中，也只能小心谨慎，回
答人家的问题，而不是贸然宣讲自己的经历。而且要表现出他不是用外邦的习俗改变本国的习俗，而
是要把从国外学得的精华植入本国的习俗中去。
　　
　　
　　十九谈君权：渴望的东西少，恐惧的东西多，这实在是一种可悲的心态。
　　
　　
　　二十谈诤谏：诤臣的真正品格是精通主公的事务而不是熟知他的脾性，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向他
提出忠告，而不是投其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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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谈拖延：先仔细看，后加紧干。
　　
　　
　　二十二谈狡猾：就像一幢楼房倒有方便的楼梯和门户，却没有一间好房子。
　　
　　
　　二十三谈利己之道：仔细掌握爱己与为公的中间尺度，既要忠于自己，又不欺骗别人。
　　
　　
　　二十四谈革新：人们在革新时最好要以时间本身为榜样。时间日新月异，但不声不响，潜移默化
于不知不觉之中，否则新生事物都成了始料不及的东西。
　　
　　
　　二十五谈快捷：不讲快捷的地方，办事的费用就高。
　　
　　
　　二十六谈假聪明：宁可要一个榆木疙瘩，也不要一个绣花枕头。
　　
　　
　　二十七谈友谊：在没有爱的地方成群并不等于结伴，一张张面孔只不过是一条画廊，交谈也无非
是铙钹的铿锵。
　　
　　
　　二十八谈花销：减少小开销比汲汲于小收入体面一点。一个人设立开销项目时，应当小心谨慎，
因为开销一旦起头，就要继续下去，不过在一生不会再来的事情上，不妨大方一点。
　　
　　
　　二十九谈国家的真正强大：凡是慨允异族人入籍归化的国家都适合成为帝国。
　　
　　
　　三十谈养生之道：一个人自己观察，发现什么有益，什么有害，乃是最好的保健药品。
　　
　　
　　三十一谈猜疑：一个人孤陋寡闻就会疑神疑鬼，因此人们应当用博闻广见来根治猜疑，千万不可
将它闷在心里。
　　
　　
　　三十二谈话语：说到谐谑，有几件事情应当避免，即宗教、国事、伟人、任何人目前的重要事务
、任何应当怜悯的事情。
　　
　　
　　
　　三十三谈殖民地：我喜欢一片纯净的土地上的殖民地，也就是说，在那里不需要为了移植外来的
而根除原有的。否则的话，那与其说是一块殖民地，还不如说是块除民地了。
　　
　　
　　三十四谈财富：不要追求耀眼的财富，而是去追求你可以正正当当地获得、合情合理地使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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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兴兴地分配、心安理得地留下的那种财富，但也不要一概采取苦行僧式的鄙视态度，而要区别对待
。
　　
　　
　　三十五谈预言：这些东西都不屑一顾，充其量也是冬天炉边的闲谈资料。
　　
　　
　　三十六谈野心：君主贵胄应选择有高度责任感而不是一心要向上爬的人为臣，选将敬业精神放在
心上而不是挂在嘴上的人为臣，必须把好事之情与拳拳之心区分开来。
　　
　　
　　三十七谈假面剧与演武会：在热气腾腾的人群中突然香风阵阵，而又不见一丝雨滴，真是清凉宜
人。
　　
　　
　　三十八谈人的天性：天性与职业相辅相成的人是幸运者。
　　
　　
　　三十九谈习惯与教育：从幼年开始的好习惯是最完美的，我们把这叫做“教育”，因为教育其实
就是一种早年开始的习惯。
　　
　　
　　四十谈幸运：幸运之路就像天空的银河，它是许许多多小星星的聚会或集结，这些小星星分开了
是看不见的，但合在一起却会发光。
　　
　　
　　四十一谈放债：以公开认可的方式节制放债，胜过以默许的办法任它肆虐。
　　
　　
　　四十二谈青年与老年：世情如酒，越喝越醉人，老年人在理解能力方面见长，而不在感情方面取
胜。
　　
　　
　　四十三谈美：德行犹如宝石，镶嵌在素净处最佳。就人而言，五官虽不秀丽但体态娴雅，面貌虽
不娇美但举止端庄，这种人身上的德行才识最好的。
　　
　　
　　四十四谈残疾：身上有一种去不掉的东西就会招人轻蔑，因此这种人就会永远激励自己从轻蔑中
解救出来，因而，所有的残疾人都极其勇敢。
　　
　　
　　四十五谈建房：建房是为了住人，不是为了观赏。因此先求实用，再讲匀整，除非可以二者兼顾
。
　　
　　
　　四十六谈园林：万能的上帝率先营造了一座园林。
　　
　　
　　四十七谈协商：在一切棘手的协商中，不可指望一下种就可收割，而应当对事情有充分准备，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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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逐渐成熟。
　　
　　
　　四十八谈随从与朋友：不入低谷难显高山。
　　
　　
　　四十九谈求情办事者：不懂请托的价值是头脑简单，而不明请托中的公正则是没有良心。
　　
　　
　　五十谈学养：心智上的缺陷都可以对症下药。
　　
　　
　　五十一谈党派：初入仕途的人，虽然要有所依附，但要有利有节，参加一个最能跟其他党派通融
的党派，一般才能官运亨通。
　　
　　
　　五十二谈礼貌：人的举止应当像身上的衣服，不可太紧，不可过于精当，而应宽松一点，便于活
动。
　　
　　
　　五十三谈赞扬：自我标榜除了在极少的情况下，都是不得体的，不过称赞一个人的职务和职业，
倒可以做得体面大度。
　　
　　
　　五十四谈虚荣：虚荣心就像油漆，不仅使屋内八面生辉，而且让它历久常新。
　　
　　
　　五十五谈荣誉和名声：有的事办砸了臭名远扬，办成了风光有限，谁若办这种事，谁就不懂珍惜
荣誉。
　　
　　
　　五十六谈司法：法官应当为公正的判决铺平道路，就像上帝通常填沟削山为自己铺平道路一样。
　　
　　
　　五十七谈愤怒：谁失去忍耐，谁就失去了灵魂。
　　
　　
　　五十八谈事变：国家在青年时代，武功昌盛，一到中年，学术兴旺；然后文武共荣一个时期；到
了没落的年龄，发达的则是工艺和商业了。学术开始时仅仅是它的婴儿期，几乎显得幼稚，到了青年
时代便朝气蓬勃，一进壮年则厚积薄发，最后步入暮年便逐渐枯竭。
　　
13、看不下去，所以抄完的一部书。断断续续竟有大半年之久。我只能说，真有很多观点确有共鸣
14、适合我这种智商的人，不过培根真是无聊啊，把每一件事都作为一个大道理郑重地思考和纪录。
15、每一个话题都值得花大时间来细细体味研究，这样才能有方寸长进。蜻蜓点水的一点论及，除非
有一两句金句，读完无深刻印象
16、　　《培根随笔》（英国培根著·徐朴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培根的随笔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大为流行，几乎人手一册。他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更是在
中华大地的各个角落里传播、书写。这句名言，差不多成为了一句咒语，让人对知识大增畏惧。重读
《培根随笔》，那些闪耀着意识形态的话语，开始褪色。反而是那些很朴实的说理让人读得兴味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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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培根谈学问：“学问可以用来自我陶醉、施展才华和增长能力，最主要的是自我陶醉。”这话
说的多好，“学问最主要的是自我陶醉。”简直是一针见血。他谈旅游：“旅游对年轻人来说是教育
的一部分，对年长的人来说是阅历的一部分。”他谈猜疑：“猜疑在思想里就像蝙蝠在鸟群里一样，
不过它们只在黄昏时飞出来。”他谈爱情：“爱情泛滥的时候也总是人最脆弱的时候。”培根的随笔
充满着片断之美，但整篇读下来，其实也就那样，不用细说，你懂的。
17、补录。译文虽稍显不伦，但确如原著之精炼。
18、坏坏的老头，瞎说什么大实话
19、在西方文学中，似乎“培根说”跟“子曰”一效果的；实际读来确实也是一感觉的。。。
20、并不是真的读懂。
21、[Posted by 61.146.64.251. This is added while posting a message via http://webwarper.net to avoid misuse of
WebWarper. Example of using WebWarper: http://webwarper.net/ww/douban.com/review/1004127/ ]
22、包含了作者的人生感悟，虽然只是数百年前的历史环境的写照，但是有些道理于今还是适用的，
当然要读者自己挑选
23、　　刚开始看这本书的时候，还挺认真的一篇一篇看的，但后来发觉没有必要，因为很多章节谈
论的根本引起不了共鸣，所以只找了自己有兴趣的主题看看。其中我觉得谈的比较好的就是《第三十
八章-说人之本性》
　　
　　也许是作者出身背景的原因，大部分谈论的东西都结合了国家政治来谈，但还是比较易懂的，除
了又很多不了解的历史与圣经故事外，都还是比较好理解。但个人觉得部分谈论还是比较偏激，我不
太赞同。也许在当时那个时代来说是成立的，但就当下来看的话就偏激了。
24、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他以孜孜不倦的对知识的努力积累步入给他带来名望和磨折的
坎坷仕途。历史上位高权重又著书立说的人并不少，但培根的思想在欧洲那个还未结束中世纪的黑暗
的年代，已具有自由主义的萌芽。他在《随笔集》里的“论宗教统一”、“论帝王”、“谈革新”或
“论有息借贷”等章节中提出的独到观点许多为后来的资产阶级思想者所采纳，吹响了反攻封建制的
号角。即使培根本人仍以巩固王权的角度出发想要改良上层建筑存在的弊端，但他的思维却没有仅限
制在一个保守的崇奉信条的圈子里，他站在一个评览世事的高度，对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主题发表了
自己的看法，从他优美并且务实的行文间可以发现，培根对某些主题的分析还残存有贵族化的观念，
但已在尽力从一个就事论事的原则狭隘袒陈见解了，时而借用格言警句画龙点睛，令得短小的评论鲜
活丰满。碍于时代和阶层的局限，偏颇之处在所难免，然而《随笔集》里处处闪耀尊重本性的光芒，
层层流露睿智深邃的真知灼见，使培根的作品仍为今所爱。
25、培根随笔大一假期时买的、读完后只记得论复仇里面的帖木儿这名字，前几天再读再发现这本书
是个非常好的随笔集，哎原谅我吧
26、简单的翻译，必定有译者的理解
27、这本书也许是我翻的遍数最多的书了。曹明伦的译文初看不文不白，但细读之下，才会发觉译者
是下了相当的功夫的，译文无不贴切恰当。个人觉得，有些注解很多余
28、了语谈论 老成持重  放浪形骸 眼眸之奴
29、本身作者的思想就是如此 不能自己思考的话确实枯燥
30、我喜欢这个翻译的文风。内容还不错。
31、　　培根很聪明，确实很聪明，我很佩服他对事物细致入微的见解和对诸多史料的拿捏，但也许
正因为如此，他没有成为最一流的哲学家
　　培根的书适合年轻人，最好16岁之前看看这个
32、哲学的生存 无需方向 全面扩散
33、虽然四个世纪过去了 一些话还是很有借鉴性 收获很多！！
34、初中读物。
35、此书给我的感觉是为当时贵族服务的，从个性的培养、生活的方式、治国的要略都有很严谨的论
证。其中很多说法都很熟悉，在许多历史事件中都见过，读透此书差不多可以成为一个老滑头了。
36、遥远的记忆
37、非常赞同！
38、任何思想都有其局限性。不苛责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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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书里的插图到底有什么意义...
40、o
41、三大经典随笔之一，睿智深邃，最优译笔～
42、比较浅显易懂 用平实的语言讨论众人皆知的道理 有些空洞
43、像极了我中学时看的名人随笔，懵懂儿童对富人、美人的抵触，就是被他们挑起的吧。可惜这四
百多年前的语调已经过时，现在的人们追求的完全不一样了。
44、　　《培根随笔集》是一本很不好看的书。我相信这本书如果这不是伟大的培根所写，如果换个
名字，比如绵羊随笔集，那么一定是本彻头彻尾的垃圾书，绝对没人看。这本书的主要就是“论真理
”、“论死亡”、“论人的天性”、“论高官”、“论王权”、“论野心”、“论幸运”、“论残疾
”之类的小短篇组合而成，形式内容类似论语或者旧约箴言，好像一个被圣经烧坏了脑子的圣人高高
在上的说教。也许在那个时代培根就是个圣人（这圣人够厚黑的），或者那个时代的人们就喜欢看这
种高高在上的东西。这本书大概只对研究培根的人有用，从中可以知道培圣人的待人接物为官处事之
道，对于现世却没有什么意义，更别提什么哲学思想。我记得以前看到一个英国作家讽刺说，英国的
莎学家们，早晚得靠研究莎翁的肛毛讨生活。这本书，就是培根的肛毛吧，正合用。
45、比喻恰到好处。议论深刻入理。
46、我倒认为看此类书籍的重点应该放在学习其论证结构方面
47、读书不可无主见，不可有偏见。见识，理解的差异而已
48、您是否有点偏激了 倒不至于这样
49、不得不佩服思想的深刻性与超前性 每句话放到今天来看 依旧受益良多 是迷茫愚蠢时可随时抓来
看的书中良药
50、　　从“论真理”、“论死亡”、“论人的天性”等篇章中，可以看到一个热爱哲学的培根。从
“论高官”、“论王权”、“论野心”等篇章中，可以看到一个热衷于政治，深谙官场运作的培根。
从“论爱情”、“论友情”、“论婚姻与独身”等篇章中，可以看到一个富有生活情趣的培根。从“
论逆境”、“论幸运”、“论残疾”等篇章中，可以看到一个自强不息的培根。从“论作伪与掩饰”
、“论言谈”等篇章中，可以看到一个工于心计、老于世故的培根。培根的一生是追求知识的一生，
也是追求权力的一生。作业一个兼哲学家、文学家、法官和政治家于一身的培根，其思想复杂，面目
多变。我们从这本薄薄的《随笔集》中，能读出种种味道，你可以把它当作生活交友的教科书，也可
以把它看成混迹官场的厚黑学．　　随笔名言　　　　Natural abilities are like natural plants ，that need
pruning by study, and studies themselves do give forth directions too much at large ，except they be bounded In
by experience．　　　　Bacon ，Of Studies ，Essays　　　　天生的能力好像天然生成的植物，必须通
过学习加以修整；然而学习本身如若不由实践去约束，必然方向纷杂而漫无目的。　　　　培根：《
随笔·论学习》　　　　Seek not proud riches， but such as thou mayest get justly ，use soberly ，distribute
cheerfully ，and leave contentedly．　　　　Bacon ，Of Riches ，Essays　　　　不要寻求令人称羡的财
富，应当追求这样的境界：对财富正当地获取，清醒地使用，愉快地施舍并能知足地放弃。　　　　
培根：《随笔·论财富》
51、还是不喜西腔啊，从口吻到角度。
一些语句，需要反复思索，才会解惑，意义是有的
52、智慧是一种狡黠。如论狡黠篇
53、看不懂是大多数 所有选择一字一句读下来 培根该是个神人 各种鸡毛蒜皮都能写出个所以然 只是
书中很多东西都离生活太远 连借鉴可能都说不上 所以正如他自己在谈读书中所言 阅读是一种选择 精
读 泛读 选读⋯各取所需 因人而异 毕竟需要精读的永远是少数 谁说囫囵吞枣就没有收获 我的收获就是
要改改我不加选择的精读习惯 太费时了
54、蒲隆译版本～八月六日读完～
55、大师之见
56、呵呵,有趣的评论
57、　　
　　[Posted by 61.146.64.251. This is added while posting a message via http://webwarper.net to avoid misuse of
WebWarper. Example of using WebWarper: http://webwarper.net/ww/~av/lycos.com ]
58、怎么忘了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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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我看了，没看完，也不想看了
60、断断续续地读下来，虽然总觉得有点老头子在我耳边碎碎念大道理的感觉，但总体来说还是瑕不
掩瑜
61、自相矛盾。虚浮套话，政客演说，毫无干货
62、4.5星
63、    讲了很多道理，非常经典，深为赞同。
64、难读！
65、　　这本书里的说理，其实还是比较浅显易懂的。对于书中所举诸多事例，可以稍微了解一下罗
马史，读起来就不会那么吃力了。
　　我不太喜欢书中，与宗教相关的主题。不是对宗教的讨厌，而是因为培根出自三一学院，本身就
是研究神学的。原本想看一下，他对于宗教是否有何高见，但是看了些之后，这书里的宗教和神学，
引不起我的兴趣。
　　看这本书的话，最好还是按着自己喜欢的主题去读，这样才能有所交流。像关于“谈美”，“谈
建筑”和“谈园林”三个篇，我较认真地看了“谈美”，”谈建筑“只是粗略的扫了一下，而”谈园
林“，我只看了两眼开头两段。”谈美”这篇，写得不怎么样，“谈建筑”和“谈园林”都不是我兴
趣所在。而“谈读书”，“论远游”等等几篇都是挺不错的。
　　”谈读书“虽然不过老生常谈，但是这些真知卓见，再过几百年也不会显得陈腐.
　　然而五十八篇，他终不可能对每一个主题都很有见地。
　　
　　所以，读这书，不要勉强自己，按照自己的喜好，挑你喜欢和感兴趣去读。
66、哈哈　完全同意～
    厄运　远游　友谊（培根偏爱西塞罗）养生之道　读书　赞誉～　都是不错的篇
    人在中看到你认识的　你身边的　很多人　～
    论狡诈 谈疑心　论野心　算了吧　看不懂～
    那么　建筑　园林　和我无关　　
67、短小精悍优雅，初高中写作文必备。
68、智慧的闪烁
69、像欧洲的那位培根，但不知怎么一谈人生就丢开了推理分析过程，只剩下了一堆武断的感想和结
论，读起来倒也顺畅，一到实际生活中却难于印证，联想到作者本人不甚美好的人品和经历，这些谈
论的价值自然就不会很高。余秋雨
70、╮(╯▽╰)╭作者很博学很有见识，但是这种书没兴趣读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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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蒙田与培根的随笔向来都是颇受赞誉，这两本东西我几乎是同一时间看完的，结果感觉截然不同
，这下算是微微理解了为什么尼采赞颂蒙田而对培根竖中指了....蒙田的随笔流畅自然，虽有股自恋的
讨厌味儿，但好歹还算坦诚，不偏不倚又写意洒脱。培根的就完全不同了，说看文如看人的话那培根
绝对是一张板砖脸...文章硬邦邦的，用说教来形容算是奉承了，一个字，累....读这种东西实在没啥愉
悦的，仿佛你不同意他他就会拿鞭子抽你一样。看完了我就差不多把这本东西忘了，就像拍掉一身
灰.....中立一点看的话可以把本书看成是道德简史的一小部分。通过本书可以了解到工业时代道德体系
的雏形，即一种命令与绝对责任的硬性教条，它虽然脱离的宗教，但本质还是宗教的：对上帝的尽责
转移到了对国家和民族的尽责，那时的道德不过是宗教换了一套衣服而已。哎哎哎......没劲......
2、不可否认，偏颇之处在所难免。不过，也许是上了大学见识的人多了，有些以前并不懂的论点有
些清楚。由于年代，且又是译文，有些晦涩。但道理是相通的。不可否认，偏颇之处在所难免。不过
，也许是上了大学见识的人多了，有些以前并不懂的论点有些清楚。由于年代，且又是译文，有些晦
涩。但道理是相通的。不可否认，偏颇之处在所难免。不过，也许是上了大学见识的人多了，有些以
前并不懂的论点有些清楚。由于年代，且又是译文，有些晦涩。但道理是相通的。
3、这本书里的说理，其实还是比较浅显易懂的。对于书中所举诸多事例，可以稍微了解一下罗马史
，读起来就不会那么吃力了。我不太喜欢书中，与宗教相关的主题。不是对宗教的讨厌，而是因为培
根出自三一学院，本身就是研究神学的。原本想看一下，他对于宗教是否有何高见，但是看了些之后
，这书里的宗教和神学，引不起我的兴趣。看这本书的话，最好还是按着自己喜欢的主题去读，这样
才能有所交流。像关于“谈美”，“谈建筑”和“谈园林”三个篇，我较认真地看了“谈美”，”谈
建筑“只是粗略的扫了一下，而”谈园林“，我只看了两眼开头两段。”谈美”这篇，写得不怎么样
，“谈建筑”和“谈园林”都不是我兴趣所在。而“谈读书”，“论远游”等等几篇都是挺不错的。
”谈读书“虽然不过老生常谈，但是这些真知卓见，再过几百年也不会显得陈腐.然而五十八篇，他终
不可能对每一个主题都很有见地。所以，读这书，不要勉强自己，按照自己的喜好，挑你喜欢和感兴
趣去读。
4、---论叛乱与骚动--弗兰西斯培根国民之保护者须知国内风云变化之迹象，而这种变换通常在各种力
量形成均势时最为急剧。对政府的恶意中伤，对内阁的肆意诽谤，以及与之类似的不利于国家的谣言
传闻，全部都属于动乱的前兆，尤其在诽谤中伤频繁，并公开之际，当谣言传闻不径而走并被广为相
信之时。谣言似乎是从前神祗叛乱的遗物，然而它的确又是未来叛乱之前奏。但是不管怎么说，维吉
尔正确的指出了一点，举行叛乱与以谣言为叛乱的差别就象兄妹或男女之间的差别，尤其当谣言导致
严重的后果时，这种差别更加细微，如当政府最值得称道最该赢得民心的举措因谣言被曲解被诽谤之
时，因为他导致了极大的怨愤，而正如塔西陀所说，当对政府的厌恶之情弥散之时，政府的行为无论
好坏都会激怒民众，但是别以为对其严查便可防止动乱，其实到处去辟谣只会引起公众久久不消的疑
惑，而对其置之不理往往是制止谣言的手段。除此之外，塔西陀说，某些人食国家俸禄，但是对于上
司的命令却乐于非议而不乐于执行。对于命令和指示，无论是争长论短还是吹毛求疵，借故推委，都
是一种不服管辖和违抗命令的尝试，在此争论中，赞成者说话战战兢兢，反对者肆无忌惮。另外，正
如马基亚维里所说，本应为万民之父母的君主自成一党或者偏向一党一方的时候，也就是他们将象载
重不平的船舶倾覆之时。明目张胆的党同伐异和勾心斗角也是政府失去威望的信号。当政府的四大支
柱，宗教，法律，议会与财政任何一个遭到猛烈动摇或者严重衰弱之时，人们要祈祷风平浪静。防止
叛乱最稳妥的措施就是消除这种要素。叛乱要素有二，一贫者日众，二不满甚广。填饱肚子的叛乱最
难戡平。政府内部的不满情绪和人心中的抑郁一样，都容易积成一种异常的愤怒喷发而出。痛苦有限
，恐惧无限。作为君主或者政府，切不可因屡见不鲜的由来已久的不满未导致险情而对其掉以轻心，
因为虽说并非每团乌云都会化为暴雨，而乌云有时候也会被风吹散，但暴雨始终有降下的可能。西班
牙谚语说的好，绳子终究会被轻轻的一拉扯断。叛乱的原因与动机有，宗教之改革，赋税之增减，法
律之更新，惯例之变更，特权之废除，压迫之普遍，小人之重用，异族之入侵。，供应之不足，士兵
之遣散，内讧之激化，以及任何会激怒国民并使之为同一目标抱团的事件。防止叛乱的第一种方法，
就是尽可能的消除第一个叛乱要素，国内的贫困。开放并平衡贸易，保护合法厂商，消除游手好闲，
禁止铺张浪费，改良耕耘土地，控制市场物价，减轻捐税贡赋，一般来说，须注意别让一国人口超过
该国可供养他们的财富，，若贵族和官吏的增长超过了与平民的合理比例，那国家很快会陷入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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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职人员过度增长也有害无益，他们不创造财富，培养的学者数量超过任用他们职位的也属于此种情
况。最重要的是保证国家财富不被聚敛于少数人手中不然会出现国富民穷的局面，财富犹如肥料不广
施于田就毫无收益。要使财富分配合理，就必须禁止至少着手整治高利盘剥，垄断商品和毁田畜牧等
惟利是图的交易。至于如何消除不满情绪，或者至少消除其中危险情绪，我们知道，任何国家都有两
类人，贵族与平民，当这两者之一心怀不满危险不可怕，若平民无贵族煽动往往不会轻易作乱，贵族
得不到平民的支持则历力量不足，真正的危险在于贵族恰好等到平民的不满情绪爆发出来才表明他们
的不满。君主若能安得民心何等安然无忧。恰当的给予民众发泄悲愤与不满的自由，不失为一种防乱
的措施--只要这种发泄别肆无忌惮。毫无疑问，能巧妙的孕育并怀有希望，且能指引民众从一个希望
到另一个希望，此乃治疗不满这种流毒的最佳良药。笔者注意到，有些出自帝王的有趣的言语曾引起
叛乱。因此在事态微妙或实事不稳之时，为君者务必出言谨慎，只言片语尤其当心，因为这类短语会
象箭一样不径而走往往被视作吐露心声。反之长篇大论因单调反不受到注意。塔西陀说，真敢为祸者
寡，乐于参加者众，而所有人都会对叛乱默认。---论国家真正强盛--狼从不在乎面对的羊是多少。凡
旨在图强的国家应注意，切勿让本国贵族和缙绅增长过速，因为那样会让平民阶级逐渐沦为萎靡不振
的雇农和贱民实际成为上流阶级的奴仆。但要真正的成为强大的帝国，至关重要的的一点就是国家公
开的尚武从军乃最大的荣耀，最高目标和最的荣耀最佳职业。一个国家如果不直接了当的宣扬尚武就
别想尝到强盛的滋味。人不运动不健壮，政体不运动不强盛，对国家来说，师出有名的体面战争无无
疑是最好的运动。拥有海上霸权是一个强国的象征。使国土更广国势更强在于君王或政府的能力，因
为只要让上文所谈及的那些策略规则惯例得以实施，他们便可以为后代子孙播下强盛的种子。无奈此
等大事通常都被忽略，只能听天由命。---以上均摘录自曹明伦人民出版社译本
5、弗兰西斯.培根这位文学巨匠，出身官僚之家，受到良好的教育，在一步步高升之时，却落入了物
质的陷阱，但他的文学贡献却不可磨灭，《培根随笔集》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其总共有五十八篇文
章，内容从真理到谎言，从精神到物质，从个人到***会，内容丰富而贴近生活，可能过于说理而略显
乏味，但是确实是值得一读的好书......但是，中外文化的差异会给我们造成一定的阅读困难，并且此
书的注释有等之于无，过于简单，对读者基本没有太大的帮助，而且翻译有少许文言味，会给阅读带
来一定的理解性困难，所以，我认为阅读这本书，不仅需要一定的理解能力，还要有绝对的耐力吧！
！！！！！！！
6、很好的一本书，才花了我8块4毛钱。这一次又买了三本书，有中外散文集还有一本朱德庸的《婚姻
是一场华丽的冒险》，但是就是这本书最好看。刚拿到手的时候就是随手翻了一篇读读，就放不下了
，接着又读了好几篇。尽管不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培根离我们都很远，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性都
是共通的，不论古代人、现代人，不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人性中的善与恶都是一直存在的。关于伦
理关于政治培根都有着非常睿智的见解，读他的文章不感到真理是伟大而晦涩的，反而觉得平平常常
但是句句是真。或许我们都懂，或者是将要懂，但总是缺少噢噢那一点点的灵犀。年轻人读他的书是
一种指引，指引着我们正确的在社会、家庭中生活，中年人读是一种升华，升华自己的生存哲学，活
的更好，老年人读是一种总结，在年老将至的时候更能明白生活的真谛。好书，值得大家都去读！
7、培根很聪明，确实很聪明，我很佩服他对事物细致入微的见解和对诸多史料的拿捏，但也许正因
为如此，他没有成为最一流的哲学家培根的书适合年轻人，最好16岁之前看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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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培根随笔集》的笔记-第22页

        独身者虽因花销较少而常常慷慨施舍，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却更为残忍冷酷，因为他们的柔情不常
被唤醒。

2、《培根随笔集》的笔记-第29页

        这世上有条基本法则，那就是爱情总会得到报偿，要么得到被恋者的回恋，要么得到一种深藏于
心的轻蔑。

3、《培根随笔集》的笔记-第70页

        毋庸置疑，狡诈者与聪明人之间有天壤之别，其别不仅在于诚实，而且还在于能力。
须知人情练达是一回事，世事洞明则是另一回事。
把两个人赤裸裸地置于陌生人中间，你便可以从两人中辨出上智下愚。
智者之智在于明道；愚者之愚在于欺诈。              《论狡诈》

4、《培根随笔集》的笔记-随笔笔记

        【论真理】
1、一位先人曾因诗能满足想象力而将其称为“魔鬼的酒浆”，其实诗不过是带有假象的影子罢了。
大概有害的并非脑子里一闪即逝的错觉，而是上文所说的那种沉入心底并盘踞心中的假象。
2、因此蒙田的说法可谓恰如其分，他探究谎言为何这般可耻这般可恨时说：细细想来，说人撒谎就
等于说他不畏上帝而惧世人。因谎言直面上帝而躲避世人。

【谈宗教之统一】
  1、在某些狂热派眼中，一切和平言谈都可厌可憎。“和平与否，耶户？——和平与你何干？站到我
身后去罢”。狂热派所关心的不是和平，而是拉帮结派。与之相反，某些老底嘉派信徒和态度冷漠者
则以为他们可以不偏不倚，可以巧妙地用中庸之法来调和教派纷争，仿佛他们可以在上帝和世人之间
做出公断似的。这两个极端都必须避免，而若能用以下两句说法相反的箴言来正确而清晰地解释救世
主亲自订下的基督教盟约，上述两个极端就可以避免。这两句箴言分别是“不与我们为伍者即我们的
反对者”和“不反对我们者即与我们为伍者”。
  2、说到实现统一的手段，人们务须当心，切莫在实现或加强宗教统一的同时废除并损害了仁慈博爱
之大义和人类社会的律法。
  3、世人的愤怒并不能实现上帝的正义。

【论复仇】
  1、若一个人对其仇敌施加报复，那他与被报复者不过是半斤八两。
  2、有人复仇是想要仇敌知晓这复仇来自何方。这样的复仇更为雍容大度，因为更痛快的报仇似乎不
在于仇敌皮肉受到伤害，而是要让其悔不当初；不过卑怯而狡猾的懦夫则往往想要暗中施放的冷箭。
  3、念念不忘复仇者只会使自己的创伤新鲜如初，而那创伤本来是可以愈合的。

【谈厄运】
  同时具有人之脆弱和神之超凡，那才算是真正的伟大。

【论嫉妒】
  公众的嫉妒对国家来说是一种可能蔓延的疾病，正如传染病可侵入健全的肌体并和使之犯疾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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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一旦产生这种嫉妒，他们甚至会反对最合理的国家行为，并使这些行为背上恶名；而为此采取笼
络民心的举措也几乎无济于事，因为这正好表明当局害怕嫉妒，软弱可欺，结果造成的损害更大。这
也像通常的传染病一样，你越怕它，它越要找上门来。

【论高位】
  无可否认，居高位者须借他人感观方觉自己快活，若自行判断则无切身体会。惟当念及他人对其所
思、对其所慕，他们才会在某种程度上认为自己快活，虽说此时他们内心的感觉也许恰好相反。

【谈无神论】
  不信俗人所谓之神并非亵渎，亵渎在于把俗人之见加于神灵。

【谈貌似聪明】
  有些人对自己弄不懂的一切都装出鄙薄的样子，或将其作为荒唐事古怪事睨而视之，以为如此便可
使他们的无知显得像有见识。

【论友谊】
  1、“喜欢孤独者非兽即神。”
  2、其实在没有爱心的地方，熙攘的人群并非伴侣，如流的面孔无非是条画廊，而交口攀谈也不过是
铙钹作声。此情有句拉丁格言略能描绘：一座城市便是一片荒野。

5、《培根随笔集》的笔记-第27页

        愛情和智慧不可兼而得之。
對我倆而言，彼此就是一幕看不夠的劇。  ——《論愛情》

6、《培根随笔集》的笔记-第17页

        能守口如瓶方有权知道他人的秘密。袒露总是举措失当，无论是敞露心胸还是赤裸身子；而行为
与之若不肆意张扬，人便可平添几分尊严。——《论伪装与掩饰》

7、《培根随笔集》的笔记-第5页

        伴随死亡而来的比死亡本身更可怕。
思及成年累月劳于一事之单调，欲撒手弃世的不啻勇者和悲者，尚有厌腻了无聊的人。
——《论死亡》

8、《培根随笔集》的笔记-第14页

        一般来说，出自幸运之德行乃节制，出自厄运之德行乃坚韧。盖幸运使恶愈昭，而厄运使善愈著
。   ——《谈厄运》

9、《培根随笔集》的笔记-第3页

        细细想来，说人撒谎就等于说他不畏上帝而惧世人。因谎言直面上帝而躲避世人。
撒谎背信将是唤上帝来审判世人的最后钟声；盖预言曾云：基督重临之日，他在这世间将再难觅忠信
。——《论真理》

10、《培根随笔集》的笔记-第23页

Page 14



《培根随笔集》

        自身無德者常嫉妒他人之德。
因為人心的滋養要麼是自身之善；要么是他人之惡，
而缺乏自身之善者必然要攝取他人之惡，
於是凡無望達到他人之德行者便會極力貶低以求的平衡。——《論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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