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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默生集（下）》

内容概要

《爱默生集》的很多篇目都对人的道德修养作了论述。他十分注重人的修养和生活的准则。比如他在
《修养》里写道：“当整个世界都在追求力量，追求作为力量标志的财富时，修养却在校正着成功的
理论。”“修养是一种暗示，它来源于某些最优秀的思想。它表明：人具有一系列的亲缘关系，通过
这些亲缘关系，人可以弱化任何一种格调的强烈刺激性；而证实这种格调牢牢地控制着他，在他的天
平上占有一种单调的优势，帮助他反对自己。修养恢复人的平衡，把他搁置在与他相同和比他优秀的
人们中间，复活他那美妙的同情感，告诫他身处孤独和受到排斥的危险。”又如在《论性格》中他说
，“正直是一种永久的胜利，庆祝它的不仅是欢呼，而且是宁静，而宁静却是固定的或习惯性的欢乐
。”这种对宁静的推崇，在喧嚣的红尘中，是人避免浮躁的一种方式。爱默生的很多论述都是极富哲
理的，说理透彻，也很通俗。比如在《论礼貌》中他说，“对于良好教养的各种特点的补充物，我最
需要的、最坚持的就是敬重。”“爱美主要就是爱分寸或调和。那种尖声怪叫、夸大其词或气势汹汹
的人会把整个客厅弄得客走人散。如果你想赢得爱戴，那就热爱分寸吧。如果你愿意把缺乏分寸的情
况掩盖住，你一定会有天才或者可以派做大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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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默生集（下）》

作者简介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美国散文作家、思想家、诗人。1803年5
月出生于马萨诸塞州波土顿附近的康考德村，1882年4月27日在波士顿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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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默生集（下）》

书籍目录

上册：（以下各文集另有单独的目录）上卷（一〉论自然、演说词和讲演录〈二〉随笔：第一集〈三
〉随笔：第二集〈四〉代表人物下卷〈五〉英国特色〈六〉生活的准则〈七〉未收编的散文作者生平
年表文本说明编者注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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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默生集（下）》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世界的眼睛和心灵　　张世君　　知识分子是什么人？如果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我想读者也许
会和我一样感到奇怪，这还不好回答吗？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就是“士”，这是孔子时代出现的凭
知识谋职，受雇于君主的新阶层。在儒家传统中，学而优则仕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就象农民种地，工
人做工一样自然。学者入仕是衡量一个知识分子有无作为的标志，以至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有读书
做官的传统和观念。在今天，倒不一定认为知识分子就是做官的读书人，那样界定，多少遭人看不起
，还那么封建意识，仕途经济，也不符合现代人的追求。在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已经被简化为是有文
凭的人。一个人只要有大学文凭，甚至大专文凭，中专文凭，他就进入了知识分子的圈子。因此，只
要读了书，三教九流都成了知识分子。读书多的是大知识分子，读书少的是小知识分子，对他的人格
素质和思想素质没有规范要求。　　最近我读到一本书，作者对知识分子概念有和中国儒家截然不同
的界定和理解。这个人就是19世纪美国思想家、演说家、散文家和诗人爱默生（1803－－1882），这
本书就是三联书店1993年出版的《爱默生集》（上下卷）。爱默生一生都有写日记的习惯，他有五十
多年一直在日记里写下他的感想，然后从日记里产生讲演词，从连串的讲演里产生了他的散文集。《
爱默生集》收集了爱默生的所有论文、随笔和讲演录，都是用优美、洗炼、生动的散文语言写就的。
　　1837年8月31日，爱默生在美国大学生联谊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讲《美国学者》，宣告美国文学脱
离英国文学而独立。他告诫学者不要学究气，要警惕纯粹摹仿和信从传统。提出“要用自己的脚走路
”，“要讲出自己的思想”。这个演讲轰动一时，被誉为“思想上的独立宣言”。在这篇讲演里，爱
默生对学者，也即知识分子下了一个很严格的定义。他认为知识分子不在于做官，为政府集团效力，
他是一个将自己从私心杂念中提高升华的人，是“世界的眼睛和心灵”。　　　　爱默生一生都热爱
自然，认为人和自然之间有一种精神上的对应关系，精神存在于自然之中。在《论自然》里，他把商
品、美、语言、纪律、唯心主义、精神都和自然联系在一起。比如他认为商品不仅是自然对人类提供
的物质，也是它对人服务的过程和结果。自然界的每个部份的相互协作，抚育了人类，反过来人类又
利用自然的恩惠创造了文明和艺术。大自然对人类心灵的影响具有首位的重要性。在所有的人中，学
者受自然的吸引最大，他把古代的箴言“认识你自己”与现代的格言“研究大自然”合并为一，凭借
心灵的良知去发现真理，表述真理，发挥独创性。真正的学者是“思想的人”和“行动的人”。生活
是我们的词典，行动对学者来说是最基本的。通过行动，经验转化为思想，思想又从下意识上升到意
识，最终成为真理。学者拥有自信的美德，他珍视保全自己的人格，自由而勇敢，他是自己时代的创
造者。学者的职责是鼓舞、提高和指引众人，使他们看到表象之下的事实。以这样的标准来看知识分
子，是需要我们极大地完善自己的。　　　　爱默生是美国超验主义运动的领袖，１８３７年７月１
５日，他在剑桥的神学院发表题为《对神学院毕业班的讲演》的著名的演讲，反对宗教“以神为中心
”的思想，他提出宇宙间存在一种惩恶扬善的“超灵”力量，人可以通过道德本性和直觉认识真理。
一个人只要自信、自助、潜心修养，洁身自好，秉心公正，他在一定范围内便是上帝，他也就有了上
帝的安全、不朽和威严。以后爱默生在一系列的讲演和随笔中宣扬超验主义。它的基本出发点是反对
权威，崇尚直觉，鼓励人去超越各种限制。　　　　《爱默生集》的很多篇目都对人的道德修养作了
论述。他十分注重人的修养和生活的准则。比如他在《修养》里写道：“当整个世界都在追求力量，
追求作为力量标志的财富时，修养却在校正着成功的理论。”“修养是一种暗示，它来源于某些最优
秀的思想。它表明：人具有一系列的亲缘关系，通过这些亲缘关系，人可以弱化任何一种格调的强烈
刺激性；而证实这种格调牢牢地控制着他，在他的天平上占有一种单调的优势，帮助他反对自己。修
养恢复人的平衡，把他搁置在与他相同和比他优秀的人们中间，复活他那美妙的同情感，告诫他身处
孤独和受到排斥的危险。”又如在《论性格》中他说，“正直是一种永久的胜利，庆祝它的不仅是欢
呼，而且是宁静，而宁静却是固定的或习惯性的欢乐。”这种对宁静的推崇，在喧嚣的红尘中，是人
避免浮躁的一种方式。爱默生的很多论述都是极富哲理的，说理透彻，也很通俗。比如在《论礼貌》
中他说，“对于良好教养的各种特点的补充物，我最需要的、最坚持的就是敬重。”“爱美主要就是
爱分寸或调和。那种尖声怪叫、夸大其词或气势汹汹的人会把整个客厅弄得客走人散。如果你想赢得
爱戴，那就热爱分寸吧。如果你愿意把缺乏分寸的情况掩盖住，你一定会有天才或者可以派做大用场
。”　　　　读《爱默生集》是一种智慧的享受和心灵的陶冶，你会觉得自己一下子心胸开朗，神清
气爽，向往变得更加聪明正直。我很热情地把它推荐给我的读者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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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默生集（下）》

编辑推荐

　　爱默生集散文作家、思想家、诗人于一身，他的诗歌、散文独具特色，注重思想内容而没有过份
注重辞藻的华丽，行文犹如格言，哲理深入浅出，说服力强，且有典型的“爱默生风格”。有人这样
评价他的文字“爱默生似乎只写警句”，他的文字所透出的气质难以形容：既充满专制式的不容置疑
，又具有开放式的民主精神；既有贵族式的傲慢，更具有平民式的直接；既清晰易懂，又常常夹杂着
某种神秘主义......一个人能在一篇文章中塞入那么多的警句实在是了不起的，那些值得在清晨诵读的
句子为什么总能够振奋人心，岁月不是为他蒙上灰尘，而是映衬得他熠熠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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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默生集（下）》

精彩短评

1、读过 非常好 珍藏
2、: �
I712.14/2462#2
3、现在，英国的有钱人周游全世界，得到的好处比他们最强的国王所能支配的还要多。许多有教养
的人在一起互相促进，就达到了高标准，经常接触博学广见之人就能学会筛选的艺术。天才是罕见的
、古怪的、危险的、神秘莫测的。诗歌也堕落了，沦为一种装潢。常规的诗歌都是低级的、枯燥的。
英国人已经基本忘记了这一事实，诗歌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表现精神法则，达不到这一条件，什么精
彩的描写、丰富的想象，在本质上就谈不上新颖，跳不出散文的框框。诗分三六九等，我们必须感谢
每一种优美的才华。然而做到悦耳动听仅仅是第一个成功。最好的诗人的最好的职能一直是显示他们
总的风格是怎样低下，没有灵气，只有一两次他们拨动了绝妙的琴弦。那种浩瀚正是诗歌的精华，他
们却没有。健壮的体魄和精神，牛津的教育，社会的习惯，都兼收并蓄，可就是没有一丝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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