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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色龙才是政治的徽章》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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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色龙才是政治的徽章》

内容概要

本书系塔列朗回忆录的简洁版。塔列朗在十九世纪初期是法国绝对的风云人物，法国政权的一次次更
迭中他始终屹立不倒，甚至几乎每次政权更迭背后都能隐隐看到他的手腕。他总能在时势变动之际看
到大势之所趋，然后在背后推动此大势，从而在新局面下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其经略手腕绝对一流。
塔列朗在维也纳和会上凭一己之力，将众矢之的的战败国法国重新带入强国的行列，堪称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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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色龙才是政治的徽章》

作者简介

塔列朗

    (1754～1838)

    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出身贵族家庭，当过主教。1789年大革命时期，为三级会议和制宪会议
代表。1792年奉命出使英国。英法开战后逃往美国。1796年返回法国。1797～1807年历任督政府、执政
府、第一帝国和复辟王朝初期的外交大臣(部长)。1814年4月任临时政府首脑兼任外交部长，1814
～1815年出席维也纳会议时，竭力利用同盟国间的矛盾，改善法国的地位，曾提出“正统主义”原则
。1815年7至9月再次任临时政府首脑。1830～1835年在驻英国大使任内，竭力促进英法接近，并参与
决定许多国际问题。他以野心勃勃、权变多诈著称，为19世纪初资产阶级外交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被称为法国外交之父。
    王新连

    退休外交官，1964年毕业于外交学院，在外交部和我驻外使馆从事外交工作38年，同时进行写作和
翻译，退休后仍笔耕不辍。现为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会员，外交部老干部笔会(外交笔会)理事，参与
外交笔会几本文集的撰稿。出版翻译作品：《乌弗埃一博瓦尼的政治生涯》(合译)、《政治厩房——
法国社会丑闻》(合译)、《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主译)、《非洲民主化浪潮中的华裔外交部长》、
《永恒的玩具》(合译)、《美国制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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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色龙才是政治的徽章》

书籍目录

“观恒丛书”总序
“经略译丛”序言
敬告读者(代序言)
一、我的自述
我为什么要写回忆录
二、我的枕边书
原则与信条
外交官的学校
三、青年时代
我的出生
我的童年
四、伏尔泰
五、德·巴里夫人的圈子
孔蒂王子
路易十六的加冕礼
显贵会议
六、法兰西大革命
三级会议
联邦的弥撒
米拉博
七、英格兰
八、美利坚
九、督政府
德·斯塔埃尔夫人
十、格朗夫人
十一、波拿巴
埃及战役
我的财富
雾月十八日
蒙特隆
执政府
马尔迈松
我之罪
十二、拿破仑
皇帝的婚礼
剑与笔
分道扬镳
喜剧
悲剧
入侵
十三、复辟
莫布勒伊
十四、维也纳会议
十五、百日政变
尼撒王
塔列朗府邸
大布尔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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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色龙才是政治的徽章》

十六、查理十世
十七、七月王朝
伦敦会议
十八、退休生活
雷纳尔的赞歌
最后一幕
译名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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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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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色龙才是政治的徽章》

编辑推荐

《变色龙才是政治的徽章:塔列朗自述》不仅是一部模拟的自传，而且是一部鲜活动人的小说，讲述了
塔列朗生活过的18世纪和19世纪的人和事，从1754年到1838年，从路易十五到路易—菲利普。这也是
共和制法兰西在欧洲棋盘上为对抗各国王朝联盟而进行博弈的棋局的注释，这一系列的联合，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目的明确，分合迅速，总体上反映了现代史的各个阶段，也是塔列朗政治生涯中波澜
壮阔和起伏不定的各个阶段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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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色龙才是政治的徽章》

精彩短评

1、《变色龙才是政治的徽章:塔列朗自述》系塔列朗回忆录的简洁版。塔列朗在十九世纪初期是法国
绝对的风云人物，法国政权的一次次更迭中他始终屹立不倒，甚至几乎每次政权更迭背后都能隐隐看
到他的手腕。他总能在时势变动之际看到大势之所趋，然后在背后推动此大势，从而在新局面下始终
立于不败之地，其经略手腕绝对一流。塔列朗在维也纳和会上凭一己之力，将众矢之的的战败国法国
重新带入强国的行列，堪称奇迹。
2、极有可能是伪作。
3、塔列朗是19世纪法国著名外交家之一，他总能在时局变动之际看到大势所趋，然后在背后推动此大
势，从而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把同时代的中国李鸿章与之对比，值得国人反思⋯⋯
4、以为真的是自传，原来是从众多传记和相关记载、报道中截取的各种评论，以塔列朗的名义拼成
的自传，感觉一般
5、原本想就文章的内容给三颗星的，但是多出来的一颗星献给这位政坛不倒翁的传奇人生
6、这本小书本来是因为薄才被借的 但阅读的乐趣和收获 却超出我的意料 文笔太有趣了 当然 思想 也
是
7、书太薄，价格太高
8、出乎意料地好看。格言部分充满纵横家的洞见，而回忆童年的篇章竟是难得的优美散文！~
9、伪书，难得在作者掌握了大量一手笔记，并且极具悟性体会到塔列朗的精神，不乏英式幽默（挖
苦）。塔列朗的文化基础是寓言、神话，超一流巨匠真是拈花飞叶也可杀人。值得反复阅读。 
10、精彩极了
11、自我挫败的大手
12、有点儿贵，书挺薄的，
13、玩世不恭的天才。
14、云山雾罩的自我辩白
15、慕名而读，没想到是“简明版”，前言不搭后语
16、时代宠儿，人生赢家⋯⋯⋯书很一般，缺乏主角真正魅力的展现！
17、历史部分的叙述有点难读懂，前半部分个人经历的记录很有趣。
18、除了玻璃球游戏之后，第四爱的书，因为第二到第三都还是玻球游戏。这本小册子已经看过好多
遍了，每次看都有新收获。
19、云山雾罩
20、没想到那么短，失望。
21、翻译的乱七八糟，编的不三不四。节与节之间短的太厉害。希望有个完整版。
22、贾诩跟他比起来就是渣渣
23、好好看呀～好像找法文版来看看究竟话是怎么说的呀～
24、其实，可以更好。
25、阿德萨达是的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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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色龙才是政治的徽章》

精彩书评

1、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史中，塔列朗一直是我钟情的人物。一种烂俗的成见是这样说的：人们热
衷于品读一位历史人物，是因为他/她生平遭际及其思想理念的丰富性、复杂性；人物秉性中的“纯粹
”与“乏味”是同义词。我对塔列朗生平的迷恋恰恰是个反例。塔列朗之独具魅力，不是因为他的复
杂，恰恰是因为他的“纯粹”。只不过这种“纯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襟怀坦白，甚至连普通人的道
德水准都够不上。塔列朗内心世界的纯粹是一种无道德的纯粹。我们且来看看他的丰功伟绩吧。塔列
朗的政治生涯始于法国大革命初年，他脱去教士袍，以革命斗士的面貌示人。尔后，他身居督政府要
职，却在关键时刻倒向了独裁者拿破仑。担任拿破仑帝国的外交大臣期间，一面尽情施展外交手腕以
促成拿破仑的帝业，一面向英、普、俄等欧洲列强频送秋波，为自己的政治生命留后路。而当拿破仑
皇帝厌弃他时，他又不失时机地向欧洲各君主国和流亡的波旁王朝势力献媚，因而得以在拿破仑垮台
后继续掌控法国外交。塔列朗先生的事迹，丝毫看不出一丁点忠诚，一丁点廉耻，这便是他的“纯粹
”之处。在法国大革命人物的群像中，丹东、罗伯斯庇尔、拿破仑等常被雕塑成顶天立地的豪杰，而
塔列朗只配在他们的队列末尾做一个貌不惊人的瘸子。然而，无论塔列朗先生在人格上“坏”得多么
“纯”，我们却始终无法忽视他在世界外交史上的贡献。一手构建“正统主义”外交原则、与梅特涅
一起维护欧洲和平局面的，于樽俎之间巧妙地将欧洲列强对法国的损害降至最低的，不是别人，正是
这根法国墙头草。19世纪初的法国史素以暴烈残酷、破多立少而遭诟病，恐怕只有《拿破仑法典》和
塔列朗的外交原则维持了较长的时日。直到今天，拿破仑的名字还印在世界各国的法学教科书上，而
书架另一头的国际关系教科书绝不会遗忘塔列朗。应该说，塔列朗的外交大厦能经革命战争的暴风雨
而屹立不倒，正是得益于他的“纯粹”理念。政坛上的塔列朗可以独步欧洲外交界，不按牌理出牌，
作为一个思想者的塔列朗却无法脱离启蒙运动-法国革命的时代语境。塔列朗晚年在其回忆录中，曾亲
切地称伏尔泰是“两个世纪以来我承认是老师的唯一一个人”，足见他的精神世界不可能不受到启蒙
思想家的渐染熏陶。塔列朗一切从现实情势出发的战略眼光，自然要以启蒙弘扬的“理性”为前提。
然而，正如文艺复兴既产生美术三杰，也产生马基雅维里，启蒙时代也诞生两种典型思想——伏尔泰
的和塔列朗的。而塔列朗又比马基雅维里走得更远。外交大臣阁下才不会像意大利人那样，在《论李
维》和《佛罗伦萨史》中对共和制度发出由衷的赞叹呢。塔列朗的哲学是纯粹现实主义的，它连那种
为实现神圣使命而不得不如此的现实主义都不是。“方式是关键之关键”，这是塔列朗的座右铭，而
其背后是利益——无论是法兰西民族的，还是他自己的。有了上述纯粹现实主义作思想武器，塔列朗
自然能在欧洲外交赌局中无往而不胜。他真是天生的外交家，而外交家的职位，大革命群像中的“豪
杰”们没有一位能够胜任。丹东太富有激情，罗伯斯庇尔太执着于纯净理念，拿破仑一往无前、战不
旋踵的扩张狂热更是外交家的大忌。也正是由于上述几位英雄对种种历史决定论的迷恋，大革命才呈
现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势态。什么都有，就是缺乏稳定和连续性，而这些缺乏的东西，塔列朗将在
外交领域做出补偿。因为他从不坚信什么，也从不怀揣任何形式的激情，他只是决策、行动，理性地
维持着一切的平衡。塔列朗终其一生，只是尽他所能做了最合算的安排。晚年的外交家生活平静，称
不上求仁得仁，自然也不能说是恶有恶报。善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对于今天的读书人来说，塔
列朗的人格当然不值得称道，但他的经略手腕却是不可不学的。毕竟，在坚持内心道德律令的同时，
我们也不得不看到，现实世界中仍有一片叫做“国际政治”的领域，是仍然奉行丛林法则的。今之习
纵横术者，完全可以视塔列朗为导师。只需记住一点：不要纳贿。（【法】塔列朗：《变色龙才是政
治的徽章：塔列朗自述》，王新连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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