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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思维》

内容概要

本书为史学名著.主要探讨中世纪思想情感发展的历程及其特征,全面概括了中世纪思维形成的过程和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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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前一章讲到，安瑟伦对议题的选择受他在诺曼底贝克的北部居住地影响，而且此地距离激烈批
评安瑟伦的戈尼罗的修道院（马穆提）不远。这些地方位于法国中北部范围之内，这里是中世纪许多
原创性发展的故乡。就这个地区而言，加洛林时期研究的复兴为11世纪的成就提供了合适的前提。研
究的主题实质上并没有改变；但是11世纪体现了吸收古代和教父时期素材的新阶段，这时期的作品比
加洛林时代更清晰地表现出作者们的才能，后者只是吸收了教父的材料片断，或借鉴了古代的片言只
语。　　在奥里亚克的热尔贝特（Gerbert）①的个性和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区别。从这位具备
思想宽容的人开始，这一时期的故事徐徐展开。人们会震惊于他思想方法的枯燥和生硬。枯燥是必然
的，是中世纪思维思想历程中不可避免的阶段，而生硬则并非如此。然而，这样有趣的人也染上这样
的毛病，确实有点像是命运的嘲弄。因为热尔贝特是10世纪后半期起着拯救性作用的思想家。他头脑
中渴望的东西涵盖了同时代人所有的思想旨趣。在他那里出现的，并非僧侣的渴望，而是世俗的渴望
；尽管他在僧侣中长大，担任了博比奥的修道院长、兰斯的大主教、拉文那的大主教并最后担任了教
皇，但是宗教动机并没有支配这一非凡的人。　　他大概在950年稍早的时候出生。我们对他的父母和
在阿奎丹的确切出生地一无所知，可以推定他出身贫寒。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就被接受进圣吉拉
杜斯修道院，该修道院位于奥弗涅的奥里亚克。在那里，他在一名僧侣指导下学习语法（从广义上而
言），逐渐喜欢上了古典学问。具有真情实感是热尔贝特一生的品质，后来他写的许多信件，都证明
从未停止对奥里亚克僧侣的爱，他的青年时代就是与他们一起度过的，他尤其热爱雷蒙德（Raymund
），正是在他那里，热尔贝特接受了初级教育。　　雷蒙德后来成了这所修道院的院长，但正是他的
前辈杰拉尔德接纳了这位男孩热尔贝特，并作了一些重要的事情来引导他的事业。西班牙边区的一位
伯爵前来奥里亚克朝圣；杰拉尔德恳求他把热尔贝特带回到西班牙，接受修道院无法提供的进一步教
育。伯爵离开后把热尔贝特带走了，让他接受巴塞罗那附近比克城主教的教诲。他在这里学习了数学
。传说他游历了整个西班牙，并向阿拉伯人学习，这似乎不大可能。但是在这期间，伯爵和主教为了
祈求获得各种各样的物质目标而动身前往天主教的大本营，而且他们也把他们的被保护人一起带到罗
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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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史杜疲在这里大摇大摆地大骂译者想必自身功夫了得 铜头铁臂不怕车撞轮压 那就请你从上下册各
举一例 错译的句子 并列出原文，给出你认为正确的译法  一证明你读过本书，二证明你确有高超译技  
关于译序译后记没有就被说成是不好意思写并成了罪名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更无语 本人倒是真准
备过一份后记，因该译稿被另一家出版社抢去排版好了又给三联抢回快速出的故未收 可找三联对质
2、不错，唯一有些缺憾是书里字太大了，不习惯，不过注释很详尽！
3、还可以，就是有些老旧。上海三联的这套书大都是翻译二十世纪初的老书，大概是因为版权期已
经过了，少些麻烦吧。
4、该译作之原作者系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法律学家，尤长于中世纪研究，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
其笔甚美，堪称诗、史、识的集合典范。《中世纪的思维》原文甚美，更具深度广度，但由于作者的
行文个性之故，遣词造句多有艰深之处，且因作者所学宏富，史实识见，洋洒拈来，同一主题时空跨
度极大，非浸淫中世纪之域有年者不能举译。两位译者其中一位（赵立行教授）在中世纪领域耕耘有
年，且多具该领域翻译经验；另一位（周光发老师）皈随主步，与中世纪之“信仰”世界尤其切近，
且长于外语，亦具学术翻译经验。两位译者并具专业与语言之长，举数年之功，竭二人之策力，反复
斟酌校核，终成读者眼前这两厚册。幸逢三联“人文经典书库”新版设计倡行，该译作装帧尤其是封
面有显朴雅知性，相信有心者自会体觉喜欢。当然，再好的译作也问题难免。总之，我非常喜欢这套
译作，并且相信：考虑到原文的艰深庞博，大多数读者（甚至包括一些专业学者）会倾向于需要一套
尽可能近原文而又免却原文之难懂苦恼的中文母语译作。好书，推荐！
5、很好的中世纪思想史，值得收藏
6、這本書本身是很好的書，對中古時代性格類型的把握非常敏銳而犀利——但許多地方的翻譯靠不
住。
7、厚厚的2册！重重的2本！用纸不错！非常满意！！只是开本窄了点，不过作为海派书来说，性价比
应该说是相当高了！值得抢购啊！
8、: �
B80-091/5945
9、太深奥了。只能看懂部分，挑着看的。
10、为我打开了一道中世纪的大门
11、现代欧洲的一切，皆发源了中世纪。但目前我们对中世纪的理解，还存在诸多偏差。尤其对中世
纪人的生活、思维与情感，更是无从谈起。读这本书，尽管不能解答我们的所有疑问，但的却能够让
我们有所感知与领悟。

Page 8



《中世纪的思维》

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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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世纪的思维》的笔记-第680页

        上帝出于怜悯，给人类送来了一个人——人类可以将他代替他们这伙罪人献给上帝。上帝为了人
类化身为人，作为人类的一分子为人类把自己献上。这样上帝过去扮演的是人类的创造者角色，现在
又变成了人类的救赎者。上帝满可以用其他方式救赎人类，但他选择把获取人性作为最合适人类弱点
的方式。

2、《中世纪的思维》的笔记-第1095页

        一小段时间他什么也干不了，很显然，他被禁止写作，传播其思想，他屡次被训话，只靠面包和
水度日。所有这一切都没能使他的性格软化，也未能使他屈服于当下的观念。

3、《中世纪的思维》的笔记-第1141页

        他写道：要用别人的观点中更强的部分与他自己的才华之水相混合，制造出一种最甜美的蜜酿！

4、《中世纪的思维》的笔记-<<中世纪的思维>>上下卷

        &lt;&lt;中世纪的思维&gt;&gt;原价128元，在天猫网站上的好多家各地网上书店有售,从76元起（北
京盛才文博图书专营店）至106元,包邮或另加邮费6元起至10元不等 http://t.cn/zWwtq0u

5、《中世纪的思维》的笔记-第900页

        但经院学者是人，我们也是。我们的人性与他们是相通的。是人，就需要反思自己的存在和外部
世界的存在；是人，就需要对颇感重要的命题形成一致的认识。在此类情形中⋯⋯；我们都有一种作
为人的高贵天性——努力思索并表达那些能满足心灵渴望的问题的答案。⋯⋯相似的挣扎⋯⋯同情之
感⋯⋯

6、《中世纪的思维》的笔记-第273页

        Dispensativa est consideratio, sensibus sensibilibusque rebus ordinate et socialiter utens ad promerendum
Deum.
－S.B.Claraevallensis

Distributiva est virtus, quae de rebus communibus ipsius Civitatis membris, qua talibus, suum cuique tribuit
secundum proportionem geometricam.
－A.P.

7、《中世纪的思维》的笔记-第12页

        拉丁文化提供了基础教育的手段和方法以及供研究的素材；而拉丁基督教则以其改造的力量，深
入到新生的中世纪民族的灵魂。这两种力量毋庸置疑地塑造了中世纪的一切发展；所有那些超出它们
作用范围的活跃力量，都不是中世纪的，尽管我们在12世纪看到了它们的闪光。
艾玛这刀切的倒是好方便啊⋯⋯

⋯⋯敬畏地站在神圣的和世俗的监督者面前，而且认为知识来自过去的宝库⋯⋯可以依赖任何事情，
但是不依赖罪恶深重的自我，相信任何东西但不相信自己的感觉⋯⋯在现实中寻求理想，在具象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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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象征，在地上的教会中注视神圣，在肉体的欢悦中，辨别出魔鬼的诱惑⋯⋯存在于世俗的贪欲和虚
荣与获得救树之间无法调节的矛盾中⋯⋯认为生命可怕而又可怜，反过来去追求永恒的希望；在它周
围涌动着真实的无限，而在它之上则升腾着黑暗和末日审判的恐怖
（以上P. 13）妈呀⋯⋯默念“这是1911的书”一千次⋯⋯

8、《中世纪的思维》的笔记-第21页

        我们看到的是，在塑造中世纪发展的各种力量的相互影响下，其思想和生活极为复杂，因为这些
力量或者是相互抵牾或相互协作，它们表现在生活严酷和极力追求精神的可怕对比中，或者表现在他
们初期理想不一和努力追求广泛一致的对比中。教皇、国王、骑士、僧侣、修女、异教徒、讽刺家、
吟游诗人所阐明的不同阶段的中世纪精神是大不相同的；在情感渴望和知识理想、在爱的文学和禁欲
文学，在情人崇拜以及颂歌中，在童贞女和受难耶稣的崇拜中，阐明着同样的差异。这种精神会庄严
地表现在对象征体系抑制不住的颂扬中，并表现在说明中世纪秩序和美之概念的艺术和诗歌中。中世
纪精神的其他阶段表现在最热切的灵魂追求精神必然性的努力之中，表现在经院哲学的结构和成就中
；表现在人们感知古典魅力的方式中；并且普遍地表现在中世纪生活丰富多彩和关注灵魂拯救的冲突
中。

9、《中世纪的思维》的笔记-第11页

        在德国和英国，拉丁文化的地位更加有限⋯⋯在这些地区既没有古代的氛围，也没有古代异教的
基础——除非说所有的人类灵魂都是异教的。
古代异教如果是有具体范围的专用名词且不论，如果只是泛指的话就很怪了，德英两地还是有原始宗
教的啊⋯⋯

以及虽然知道1911年的意识水平就到那里，老是看到“有教养”之类的字眼依然会觉得咯应。

10、《中世纪的思维》的笔记-第689页

        砌石头用的灰浆是用石灰、沙子与水混合而成的。石灰是热烈的爱，它自己就裹上了沙子，也就
是俗务，然后是水，即灵命，使石灰与沙子得以掺和在一起。正如墙壁的石头若没有灰浆就不会稳固
，所以人若无爱就无法被镶入天国耶路撒冷城的墙壁，圣灵是带来爱的。造墙用的石头要打磨、抛光
琢磨得方方正正，意指圣华与净化。有些石头是天成的，但自身不能承载任何重负，这些就是教会中
软弱的肢体。另有些石头是天成的，但也可以承载；还有别的能承载，但不是天成的，只有基督是唯
一的基石，是唯一完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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