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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随笔》

内容概要

一部历经四百余年检验的思想宝库，欧洲近代哲理散文三大经典之一，“近代随笔之父”代表作，经
典译文，权威版本。
《蒙田随笔》在西方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誉为“思想宝库”、欧洲近代哲理散文三大经典之一
。在书中，蒙田以一个智者的眼光，把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个人经验结合起来，观察和思考大千世界
的芸芸众生，对人类许多共有的思想感情，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并旁征博引了许多古希腊、古罗
马作家的论述，形成了《蒙田随笔》独特的思想意境和艺术风格。作者还对自己做了大量的描写与剖
析，使人读来有亲切之感，增加了作品的趣味性。此版选入的篇章，均为随笔集中的名篇。包括《为
雷蒙·德·赛邦的辩护》一文，是《蒙田随笔》里最长也是最著名的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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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米歇尔·德·蒙田（1533-1592）法国伟大的思想家、散文大师，人文主义者。年轻时在图卢兹大学攻
读法律，后曾在波尔多法院任职十余年，当过国王的侍从，亲历法国宗教战争，游历欧洲各地，1581
—1585年任波尔多市市长。代表作有《蒙田随笔》《蒙田意大利之旅》。蒙田阅历广博，思路开阔，
行文无拘无束。他的散文对弗兰西斯·培根、莎士比亚以及17、18世纪法国的先进思想家、文学家与
戏剧家影响颇大。西方学者称蒙田为“近代随笔之父”、“最现代的古典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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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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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蒙田随笔》的笔记-第104页

        我这么认真仔细、巨细无遗地描写自己，算不算是浪费时间呢？我认为那些偶尔兴之所至、浅尝
辄止地做一番自我分析的人，从来不曾从本质上深入思考自己、观察自己。只有将自我评价和分析当
成研究工作，当成艺术品的作者才能真正地观察入微，洞观自己的一切。为他满腔热情，竭尽全力，
而且持之以恒地做着详细的记录。
最令人陶醉的乐趣，不是形诸于色，更不是当众炫耀，甚至不需要有人在身边。因为这种乐趣只是个
人的内心感受。
多少次郁闷烦躁的时候，我都是靠写书来排遣啊！这才是我最大的乐趣。

2、《蒙田随笔》的笔记-第118页

        一个人的性格与品位不应该固守不变。我们最重要的能力就在于能够因地制宜，随机应变。束缚
于一种生活方式而无法改变，这仅仅是生存而已，算不上生活。越是杰出的人士，他们的生活越是丰
富多彩，富于变化。
如果是我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培养方式，那么，无论一种方式多么优越，我也绝不会固执不变地将其坚
持到底，而不尝试其他的方式。生活是一种不规则的运动，充满变数，崎岖不平，但是也叠彩纷呈。
对于个人的兴趣爱好一味顺从，从不尝试改变，这也是一种自我束缚。这样做的结果，使自己不再是
自己的朋友，甚至变为自我的奴隶。

3、《蒙田随笔》的笔记-第119页

        对于勇于探索自我、认识自我的人来说，冥想是一个成效显著且内容丰富的研究方法。对于我来
说，我更愿塑造自己的心灵，而非将其填满。与自身的思想进行交流是一项最好的活动，没有任何其
他的活动能够与其相比。尽管因人而异，每个人的思想有深有浅，交流的深度也各不相同。但是大人
物无不以此为天职。对于他们，生活就是思考。而大自然也赋予思考以特殊的地位和独特的优势：它
在人类所有活动中最普遍易行，又可以突破时间限制。所以亚里士多德才说：“思考乃是具有神性的
活动，无论是神，还是凡人，都可以从中获得至福。”阅读对我来说，就是为了寻找题材，促进思考
，锻炼的是判断力而非记忆力。

4、《蒙田随笔》的笔记-第130页

        如果有人对我说将诗书仅当成玩具、消遣是对待诗神的侮辱，那么说这话的人一定不懂快乐、游
戏与消遣的价值。甚至我要说：除了快乐、游戏与消遣，其他一切目的都是滑稽可笑的。我的人生是
过一天是一天，而且恕我直言：我只是为我自己而活着——人生所做一切仅限于此。年少时，我曾为
了炫耀而学习，随着年岁渐长，是为了增加学识。如今，我是为了自娱而读书——从不曾有过任何谋
利的目的。
暮年时，无论是对己还是对人，最严重的危害莫过于读书而不加以节制。这一点，应该尽量避免。

5、《蒙田随笔》的笔记-第114页

        我们应该养成这样的习惯，顺应人的天性，注重自己的内心，而不是别人的态度，讲究实事求是
，而不是装腔作势。智者所追求的哲学，其任务是培养人们的智慧，而不是指导人们的行为举止。

6、《蒙田随笔》的笔记-第93页

        我想象要描绘的不是我的所作所为，而是我自己，我的内在本质。在我看来，任何对自己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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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审慎，对待可资证明的材料要认真，无论是褒是贬，都要不偏不倚。如果我觉得自己智慧、善良
，或者与此接近，那我不会吝惜于将我的优点大声说出来。自己评价自己的时候比实际情况说得低，
那并不是谦虚，而是愚蠢。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低估自己就是软弱。任何美德都不以虚伪为基础，而
真实绝不会成为错误的原因。过高评价自己，也不总是自大的表现，往往也摆脱不了愚蠢的因素。自
满自足，动辄沾沾自喜，以及自恋，我认为才是自大这个恶习的表现。
去除自大这个毛病最好的良药就是对某些人的主张反其道而行之。这些人从来都不许别人谈论自己，
从而也不让别人做自我评价。其实骄傲往往隐藏在思维中，言语不过能表现出来一小部分而已。这些
人认为思考自我就是孤芳自赏，认识自我就是自恋。这也许会偶有发生。但是，这样极端的情况只发
生在这类人身上：他们对自己从不做深入认识，幻想和逍遥被视作体验自我，丰富思想和塑造人格被
称为无稽之谈。
倘若有人以学识自居，恃才放旷，盛气凌人，那就让他睁眼看看书本，回头品品历史。之后他自己便
会知道学识比他高深几百倍的高才大德何止千千万。他会因此而敛气收声，自惭形秽。如果有人自恃
勇猛，那就让他了解下两位西庇阿——两位古罗马统帅的生平事迹。

7、《蒙田随笔》的笔记-第142页

        在我看来，很明显死只是生的尽头，而不是目的；只是生的结束，而不是主题。活着自然应该有
自身的目标和设想。生活中的正当追求离不开自我调节、自我引导和自我宽恕。这一生活之道的总章
和主题中还有其他很多章节——其中包含了死亡这个章节。如果不是对于死亡的恐惧给死亡增加了沉
重的分量，死亡本该是生命总章中最轻松的一个章节。
恺撒对于死亡曾有独特的见解：意想不到的死亡是最幸福、最轻松的死亡方式。

8、《蒙田随笔》的笔记-第66页

        毕达哥拉斯曾经说过：我们的生活就像是一场规模盛大、人数众多的奥林匹克运动场。有人在那
里健身，为的是参加比赛，夺得荣耀；有人在那里兜售商品，只为赚钱。还有人（他们并不是最坏的
）从不为了什么，只是在旁观每件事的发展以及为什么会这样。他们只是他人生活的观众，旁观可以
方便他们做出判断，调整自己的生活。

9、《蒙田随笔》的笔记-第67页

        我们平时将轻信归结为无知和单纯，这样也许是有道理的。因为我曾经似乎听说过：信任，是刻
在我们心灵上的印记。心灵越是软弱，抵抗力越小，也就越容易被刻上记号。孤陋寡闻、缺乏心灵抵
抗力的人总是容易被人说服。这也是为什么儿童、平民、女人、病人更容易轻信别人，受人摆布。
但是，与此相反，对那些我们认为不真实的事物动辄蔑视、斥责，那也是愚蠢的狂妄自大。那些自以
为高人一等的人就都犯有这个毛病。
我从前也是这样。只要听到有人谈到回魂、占卜、魔法、巫术之类的事情，或者是我认为不可能的事
情就特别可怜那些相信此等事情的人。然而现在，我觉得当时的自己同样也是值得可怜。之所以这样
说，并不是因为以后的经历让我看到了什么原以为不可能发生的事（过去我也并不缺乏好奇心的），
而是理智告诉我：武断地判断一件事物的虚假，认为不可信，就好似在自己的大脑中擅自为上帝的意
志和大自然的威力定出规则、安排界限。世界上最蠢的事情，无非就是这样了。如果我们将理性无法
接受的事物全部归结为怪诞和神奇的话，那么我们眼前会出现多少怪诞和神奇！
想一想，我们已经认识的大部分的事物是穿过多少迷雾，历经多少摸索才为我们所理解。然而，我们
会发现：为我们揭去这些事物“怪诞”和“神奇”的面纱的，与其说是学识，倒不如说是习以为常。
而自己的习惯又如何能保证真假呢？

10、《蒙田随笔》的笔记-第62页

        我们总是满足于小心翼翼地从别人那里得到观点和学识。然而这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必须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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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观点和学识真正吸收，变成自己的一部分。肚子里即使塞满了肉，如果不能消化、无法吸收，又有
什么用？怎能成为营养，令我们强壮呢？
老靠别人的搀扶走路，我们自己的力气就会慢慢消失。为了鼓舞自己，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就引用塞内
加的话；想要自我安慰或安慰别人就套用西塞罗的词⋯⋯但是如果本来在这些方面就有所锻炼，我自
己就会想出、说出一些话的。那种拾人牙慧的有限的一点本事，我才不稀罕。
借助别人的学识，也许可以成为学者；不靠自己的智慧，却永远成不了智者。

11、《蒙田随笔》的笔记-第107页

        深沉的快乐，庄重多于愉悦；充分的满足，平静也多于欢呼雀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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