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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如何生活？
Q. How to live？

以文字描述自己可以创造出一面镜子，旁人可以借由这面镜子看出自己的人

性。

这种想法的产生并非理所当然，它是被创造出来的。

和许多文化创造不同，这种想法可以追溯到某个人身上，那就是米歇尔·埃康

·德·蒙田。



向蒙田提出的一个问题和二十个尝
试的回答

二十一世纪到处可见不吝于表现自我的人。如果花半小时上网浏览

博客、推特、“优兔”（You Tube）、“视窗现场”（Windows Live）分享

空间、脸谱（Facebook）、微信、微博与一些个人网页，你会发现在这

片网络大海里可以捕捞到数千个有趣的人，他们使出千奇百怪的手法，

只为了吸引浏览者的注意。这些人持之以恒地谈论自己。他们每天发

文，在网上聊天，把自己做的每件事拍照上传。他们一方面展现出无拘

无束、活泼外向的性格，另一方面也显现出少见的反思与内省。即使这

群博主在网络上深入探讨自己的私人经验，他们仍以一种大家都能参与

的嘉年华风格，欢迎网络同好前来共襄盛举。

有些乐观主义者认为，这种将全球各地人们的心灵汇集起来的现

象，可以为建立国际关系的新途径打下基础。历史学家西奥多·泽尔丁

（Theodore Zeldin）设立了一处名叫“牛津缪斯”（The Oxford Muse）的

网站 [1] ，鼓励大家用文字发表简短的自我描述，内容不外乎每日的生

活与学习经历。许多人上传文章供他人阅读与响应。对泽尔丁来说，与

人分享自己每日的成长历程，是在这个世界建立信任与合作的最佳方

式，是用真实而活生生的个体形象来取代国家、民族的刻板印象。泽尔

丁表示，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发掘住在这个世界上的人，

而且每次只发掘一个”。“牛津缪斯”网站因此发表了许多个人随笔或访

谈，

其中一些文章的标题如下：



为什么一个受过教育的俄国人会在牛津当清洁工？

为什么担任美发师可以满足对完美的追求？

为什么以文字描述自我时会发现自己并不像自己所想的那

样？

如果你不喝酒、不跳舞，你能有什么发现？

当你以文字描述自己时，会比用口语描述丰富多少？

如何在懒散度日的同时获得成功？

主厨该如何表现仁慈？

借由描述自己与“他人”有什么不同，这些投稿人反而显现出他们

与“所有人”的共通之处：身为人的经验。

以文字描述自己可以创造出一面镜子，旁人可以借由这面镜子看出

自己的人性，这种想法的产生并非理所当然，它是被创造出来的。和许

多文化创造不同，这种想法可以追溯到某个人身上，那就是米歇尔·埃
康·德·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蒙田是贵族、政府官员与

葡萄庄园园主，生于一五三三年，卒于一五九二年，他一直生活在法国

西南部的佩里戈尔（Périgord）地区。

蒙田是通过实践来展现这一想法的。与当时流行的回忆录写法不

同，蒙田不记录自己从事了什么伟大的事业或取得了什么伟大的成就，

也不描述自己目击了哪些历史事件，尽管他的确亲身经历过一些大事：

他生活的年代正值宗教战争期间，数十年的战乱使法国满目疮痍，蒙田

正是在这一时期酝酿与书写自己的作品的。蒙田父亲那一辈所抱持的希



望与理想主义，到了蒙田这一代已一扫而空；面对当时四处弥漫的悲伤

与不幸，蒙田只能埋首于私人生活。他平安度过混乱时代，管理自己的

家产，以法官身份审理法院案件，曾治理过波尔多（Bordeaux），并且

成为该市有史以来最随和的市长。在这期间，蒙田一直写着探索性的文

章，但内容五花八门。作品完成后，他通常会取个简单的标题：

论友谊

论食人族

论穿着习惯

我们为什么为同一件事又哭又笑

论姓名

论气味

论残忍

论拇指

我们的心灵如何画地为牢

论转移注意力

论马车

论经验

蒙田总共写了一百零七篇随笔，有些只有一两页的篇幅，有些则属



于长篇，而最近出版的蒙田全集竟达千页以上。这些随笔很少解释或教

导人们任何事物。蒙田把自己呈现成一个脑子里想到什么就匆匆记下的

人，随时奋笔疾书，不断捕捉心灵的感受与状态。他以这些经验作为向

自己提问的根据，特别是某个让他深感兴趣，同时是当时人们关注的大

问题。虽然这么说不完全合于文法，但我们还是可以用几个简单的字来

概括这个问题：“如何生活？”

这个问题不同于“应该如何生活”这类伦理问题。蒙田固然对道德两

难的问题感兴趣，但他关心的不是人应该做什么，而是人实际上做了什

么。他想知道如何过好的生活，亦即，不仅要过着正确而高尚的生活，

也要过着充满人性、顺遂而富足的生活。这个问题驱使蒙田不断写作与

阅读，因为他对人类的一切生活（无论过去或现在）充满好奇。他持续

思考人类行为背后的情感与动机；由于自己就是现成的例子，他也同样

努力思考自己的生活。

“如何生活”这个实际的问题可以衍生出无数实用性的问题。蒙田与

其他人一样，生活上也曾遭遇许多令他茫然的疑惑：如何面对对死亡的

恐惧？如何克服丧子之痛或挚友逝去的悲伤？如何平心静气地接受失

败？如何充分运用每一寸光阴，使自己不至于虚掷人生？但除了这些问

题，有些日常琐事也令人烦心：如何避免与妻子或仆人发生无意义的争

吵？如何让认为自己被女巫下了咒语的朋友安心？如何让难过的邻居破

涕为笑？如何保卫自己的家园？如果你被一群武装盗匪劫持，而他们不

确定是要杀了你还是拿你来勒索，此时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如果你无意

间听到女儿的家庭女教师教导的内容，而你认为那是不正确的，此时出

面纠正是明智的做法吗？如何面对蛮不讲理的人？如果你的狗想出去

玩，而你只想待在书桌前写书，该怎么对狗说？

蒙田提出的解答一点也不抽象，他告诉我们面对每一种状况“他”做



了什么，做的时候感觉又是什么。他描述了一切足以让我们感同身受的

细节，有时还远超过我们需要的程度。蒙田无来由地告诉我们：他唯一

喜欢的水果是瓜类；他喜欢躺着做爱，不喜欢站着做爱；他不会唱歌；

他喜欢活泼的朋友，机智的问答总能让他雀跃不已。但蒙田也描述了一

些言语难以形容甚至难以察觉的体验：懒惰、勇气或犹豫不决是什么感

觉；爱慕虚荣、想改掉过于胆小的毛病又是什么感觉。他甚至描述了单

纯地活着是什么感觉。 [2]

蒙田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探索这些现象，不断质问自己，并且建立

自我的形象——这是一幅不断变动的自画像，读者感受到的是一个活生

生的蒙田，仿佛他就坐在自己身旁，注视着自己的一举一动。他能说出

令人惊奇的话语。蒙田出生的时间距今已近五百年，在这漫长的岁月

里，许多事物改变了，无论那时的风俗还是信仰，恐怕都已难以理解。

然而，阅读蒙田的作品却能让人经历一连串熟悉的震撼，二十一世纪的

读者将惊觉蒙田与他们几乎不存在任何隔阂。读者不断从蒙田的作品中

看到自己，就好像浏览“牛津缪斯”的访客，在一名受过教育的俄国清洁

工的故事中，或是在不去跳舞的选择中，看见自己或自己的某个面向。

一九九一年，《泰晤士报》（The Times ）记者伯纳德·列文

（Bernard Levin）为这个主题撰写文章时表示：“我不相信有哪个人在

阅读蒙田作品时不会中途停下来，半信半疑地说：‘他怎么这么了解

我？’” [3] 当然，蒙田之所以能了解你，是因为他了解自己。相对地，读

者之所以能了解蒙田，是因为读者了解自己拥有的“一切”经验。布莱斯

·帕斯卡（Blaise Pascal）是早期一名热爱蒙田作品的读者，他在十七世

纪时写道：“我在蒙田作品中看到的一切不是蒙田，而是我自己。” [4]

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想象人们在画廊里经过



蒙田的自画像的情景。每个人都会在画前驻足，倾身凝视玻璃画框上反

射的人影。“总有一群人站在画前，深深地注视着。他们看着玻璃映照

出自己的脸孔；凝视得愈久，愈说不出自己看到了什么。” [5] 肖像的脸

孔与他们的脸孔叠合为一，对伍尔夫来说，这就是人们平日响应彼此的

方式：

当我们在公交车与地铁列车中与他人面对面时，我们望着

的是一面镜子……未来的小说家将愈来愈了解这些镜像的重要

性，因为可以想象，不只存在一个镜像，而是近乎无穷个。这

些镜像将是他们要探索的奥秘，也是他们要追索的幽灵。 [6]

蒙田是第一位以这种方式细心创作的作家，而他运用的大量题材均

来自自己的生活，而非来自纯粹的思辨或虚构。他是最具人性的作家，

也是喜爱交际的作家。如果蒙田活在这个大众网络传播的时代，他应该

会对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规模之庞大感到吃惊：不是在画廊中的数十或数

百人，而是数百万人从不同的角度，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

无论是在蒙田的时代还是在我们的时代，这种从他人身上看到自己

的感觉，总会让人兴奋不已。蒙田的十六世纪崇拜者塔布洛·德·阿寇德

（Tabourot des Accords）曾说，凡是读过蒙田《随笔集》（Essays ）的

人都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这些文章是他们自己写的。两百五十年后，

随笔作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几乎用同样的

话表达相同的看法：“我觉得自己仿佛在上辈子写下了这部作品。”二十

世纪小说家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说：“我几乎要把蒙田的杰作当

成自己的作品了，他简直就是另一个我。”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这名奥地利作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迫流亡，一度濒临

自杀的边缘，他发现蒙田是自己唯一真正的朋友：“这里的‘你’反映出我



蒙田《随笔集》（一五八〇年版）

的‘我’，此刻一切距离都弭除了。”书页上的铅字渐渐模糊，一个活生生

的人走入房内。“四百年就像轻烟般消散无踪。” [7]

在亚马逊网络书店订购蒙田作品

的热心读者，反应也是一样的。有人

说蒙田的《随笔集》“与其说是一本

书，不如说是人生的伴侣”，另一个

人则预言它将是“你交往过的最好的

朋友”；一名总是将《随笔集》放在

卧榻旁的读者哀叹说，这本书（完整

版）太厚重，没办法随时带在身上，

另一个人则表示：“这本书可以让你

读一辈子。《随笔集》虽然是这么大

部头的经典，读起来却宛如新近完成

的作品。要是它真的在昨天出版，作

者早就登上名人杂志《你好！》

（Hello ！）了。” [8]

这些感想的产生有迹可循，因为

《随笔集》并不宣扬伟大的意义，也不想立什么观点，更不想和谁争

论。《随笔集》并未要求读者如何阅读它，你爱怎么读就怎么读。蒙田

尽情倾泻自己的想法，从不担心自己在某页说了某事，到了下页甚至于

下一句又说出完全相反的观点。蒙田应该会把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这几行诗当成自己的座右铭：

我自相矛盾吗？

很好，那么我就是自相矛盾，



（我心胸宽大，能够包容各种不同的说法。） [9]

只要一想到某种看待事物的全新方式，哪怕只是寥寥数语，蒙田就

会改变方向。即使这些想法非常不理性，如同做梦，他还是会把它们记

下。蒙田说：“我无法让我的主题保持静止，它总是昏昏沉沉、跌跌撞

撞，好像天生处于酩酊状态。” [10] 任何人可以自由跟随他的想法，想跟

到哪儿就跟到哪儿，就算不想随着他的思绪起舞，也可以在一旁看着他

天马行空。迟早，你们的想法会在某一点上交集。

借由这种写作方式，蒙田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文体，并为这种文体发

明了一个新的名词：essais。今日，“essay”这个词听上去就让人觉得单

调沉闷。它让许多人回想起在学生时代用来检视阅读成果的练习：将文

章里的论证重新说明一遍，然后在开头与结尾分别添上乏味的导言与简

单的结论，感觉就像把两把叉子插在已经被啃光的玉米上。这种论述方

式也存在于蒙田的时代，但蒙田所说的“essais”并不采用这种方式。法

文的“essayer”指“尝试”，essay（当动词使用）某事就是测试或尝试某

事，或者是稍作试探。十七世纪的一名蒙田主义者把蒙田的写作方式比

作试射一把手枪， [11] 看其弹道是否呈一条直线，或是试骑一匹马，看

这匹马是否容易驾驭。然而对蒙田而言，即使枪子儿乱窜，马儿飞奔，

他也不感到心烦。他倒是乐于见到自己的作品以不可预知的方式呈现在

大家面前。

蒙田也许从未打算单枪匹马掀起一场文学革命，但回顾往事，他知

道自己的确创造了些什么。“这是世上独一无二的作品，”他写道，“一

本充满狂野与古怪计划的书。” [12] 或者更符合实情地说，这是一部毫无

计划的作品。《随笔集》的写作从头到尾并未遵照一定的次序，它就像

珊瑚礁一样，从一五七二年到一五九二年，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一



篇篇文章缓慢地覆盖上去，结成坚硬的外壳。直至蒙田去世，《随笔

集》不得不宣告收尾。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随笔集》从未结束。它持续发展着，不是借

由无止境的写作，而是通过无止境的阅读。从十六世纪蒙田邻居或友人

在他的书桌上浏览草稿开始，到最后的人类（或者其他有意识的生命

体）从未来虚拟图书馆的记忆银行中取出这份资料，每次全新的阅读都

意味着新的《随笔集》诞生。读者通过自己的私人视角接触蒙田，投入

自己的生命经验。与此同时，这些经验也受到古往今来各种思潮的冲

击，潮起潮落，优哉游哉地拍打你的思绪。回顾四百三十年来许多人对

蒙田的解读，可以发现各种思潮的兴起与退却，就像天上的云朵或月台

上等待通勤电车的旅客一样聚散无常。每一种解读方式的出现似乎都再

自然不过；然后新的解读出现，旧的解读消失。有时候，一些解读实在

太过陈旧，甚至得要历史学家才能看懂。

《随笔集》因此不仅是一本书，还是一部延续数世纪的对话录，是

蒙田与所有接触他的读者之间的对话。这是一段随着历史而变迁的对

话，然而每一场对话的开头几乎都会出现同样的惊呼：“他怎么这么了

解我？”通常，对话存在于作者与读者之间，但读者与读者之间也在不

断对话。无论读者是否意识得到，每一代人在接触蒙田时总会带着源自

同代人与之前所有人的各种期待。随着故事的发展，整个场景变得愈来

愈拥挤，从私人的晚餐扩大成为热闹的宴席，而身为晚宴的主人，蒙田

却对此浑然不知。

本书谈论蒙田这个人与其作品。本书也讨论蒙田举办的这场漫长的

宴会——四百三十年来不断累积的公共的与私人的对话。这趟旅程将是

古怪而颠簸的，因为蒙田的作品在每个时代的遭遇并不都是平顺的，它

不像溪流中的鹅卵石，在河水的打磨中逐渐呈现光滑的流线外形。相



反，它遭受来自各个方向的撞击，半途还裹上各种残石碎砾；有时还会

搁浅，露出诡谲的一角。我的故事将随着这些潮流行进，也将“昏昏沉

沉、跌跌撞撞”，经常转变航向。一开始，本书会比较仔细地讨论蒙田

其人：生平、人格与文学事业。然后，本书将转而深入探讨蒙田的作品

与他的读者，并且一路延伸到晚近的时期。由于本书是二十一世纪的作

品，因此不可避免将弥漫着二十一世纪的风格。蒙田有一句相当喜爱的

谚语，说明我们永远无法摆脱自己的观点：我们只能靠自己的脚走路，

只能靠自己的屁股坐着。 [13]

绝大多数阅读《随笔集》的读者总想从中得到一些收获。他们也许

在寻找乐子，也许在寻求启发——对历史的理解或某种纯属个人的启

悟。小说家福楼拜的朋友对于该如何阅读蒙田感到苦恼，而福楼拜的建

议是：

不要像孩子一样想从中得到乐趣，也不要像野心家一样想

从中得到指示。你阅读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为了生活。”

[14]

福楼拜近乎命令的说法给我留下

深刻的印象，于是我以文艺复兴时代

的问题——如何生活——作为我的导

引绳，让其协助我穿越蒙田复杂、纠

结的人生及其身后世界。这个问题将

贯穿全书，但章节将采取二十种解答

的形式来表现，每个解答都是想象蒙

田可能给予的答案。事实上，蒙田回

答问题时通常会反问对方，或者提出



蒙田画像（佚名）大量的趣闻轶事；这些响应通常会指

向各种不同的方向，并且产生矛盾的

结论。这些问题与故事“就是”蒙田的解答，或者是尝试性的响应。

同样地，本书的二十种可能的回答，也将采用某些趣闻轶事：这些

插曲或主曲出自蒙田的生平，或取材于他的读者。这里不会出现漂亮工

整的解决方案，但这二十篇作答的“随笔”将可让我们一窥这段漫长对话

的部分片断，并且充分享受蒙田本人的陪伴。他将是最和蔼可亲的对话

者与东道主。

注释

[1] 　http://www.oxfordmuse.com.

[2] 　瓜类 ：III：13 1031。性 ：III：13 1012。唱歌 ：II：17 591。机智的问答

：II：17 587； III：8 871。活着 ：III： 13 1036。

[3] 　The Times （ 2 Dec. 1991） ，p. 14.

[4] 　Pascal，Pensées  no. 568，p. 131.

[5] 　Woolf，V.，‘ Montaigne’ ，71.

[6] 　‘ The Mark on the Wall’ ，in Woolf，V.，A Haunted House ：The Complete
Shorter Fiction （ London：Vintage，2003） ，79— 80.

[7] 　塔布洛等人 ：Étienne Tabourot，sieur des Accords，Quatrième et cinquième
livre des touches （ Paris：J. Richer， 1588） ，V：f. 65v. 引用 Boase，Fortunes 7— 8
与 Millet 62— 3. Emerson 92. Gide，A.，Montaigne （ London & New York：
Blackamore Press，1929） ，77— 8. Zweig，‘ Montaigne’ 17。

[8] 　http://www.amazon.com/Michel-Montaigne-Complete-Penguin-
Classics/dp/0140446044。评论来自 tepi， Grant，Klumz，diastolei与 lexo-2x。

[9] 　Whitman，W.，‘ Song of Myself’ ，in Leaves of Grass （ Brooklyn，1855）
，55.

[10] 　III：2 740.

[11] 　Saint-Sernin，J. de，Essaiet observations sur les Essais du seigneur de



Montaigne （ London：E. Allde， 1626） ，f. A6r.

[12] 　II：8 338

[13] 　III：13 1044.

[14] 　福楼拜写给勒鲁瓦耶·德·尚特彼（ Leroyer de Chantepie）的信 ，1857年 6
月 16日 ，引自 Frame，Montaigne in France  61。



1　我们问：如何生活？
How to live？

蒙田说：别担心死亡
Don’t worry about death

死亡是上古之人永不厌倦的课题，西塞罗以一句话漂亮地总结道：“探究哲理

就是学习死亡。”

蒙田的发现悖逆了古典哲学体系。对他来说，只有完全不懂哲学的人，才能像

哲学家说的那样，勇敢地面对死亡。

“别担心死亡”成了蒙田对“如何生活”这个问题所做的最根本也最具解放性

的回答。你只要做一件事就行了：“活着。”



悬于他的唇尖上

蒙田并非总是热衷于社交活动。在他年轻时，有时候朋友跳舞、欢

笑与饮酒，他一个人坐在一旁。在这样的场合里，他的朋友几乎认不出

他来——他们平日见到的蒙田总是与女人打情骂俏，或者拿出自己刚成

形的想法热切地找人辩论，他们因此狐疑蒙田是否因为他们说了什么而

动怒。事实上，蒙田日后在《随笔集》中吐露，当时他正深陷于某种情

绪之中，几乎忘了身旁还有其他人。蒙田在节庆中突然想起最近听来的

一则可怕故事——几天前，有个年轻人刚从类似的节庆归来，他先是抱

怨自己有点发烧，不久后便一命呜呼，而当时他的朋友甚至还没从节庆

的宿醉中清醒。 [1] 如果死神会开这种玩笑，那么蒙田觉得自己与虚无

之间几乎只有一线之隔。他变得非常害怕失去生命，即使此刻仍活着，

也无法敞开心扉享受人生。

蒙田二十多岁时，因为过度沉迷于阅读古代哲学家的作品，所以脑

子里经常萦绕着这种忧郁的妄念。死亡是上古之人永不厌倦的课题，西

塞罗以一句话漂亮地总结道：“探究哲理就是学习死亡。”蒙田日后将把

这个可怕的想法用作《随笔集》某一章的标题。 [2]

然而，如果说蒙田的问题起源于他在易受影响的年纪读了太多哲学

作品，那么这些问题并没有因为他长大成人而消失无踪。按照一般情

况，三十几岁的蒙田想法应该更为沉稳，然而那时的他却感受到死亡逐

步迫近。这种感觉甚至比过去更为强烈，也更为个人化。死神从抽象转

为现实，举起长柄镰刀，一路挥砍蒙田关爱的每一个人，而且离他愈来

愈近。一五六三年，蒙田三十岁，他最好的朋友，艾蒂安·德·拉博埃蒂



（Étienne de La Boétie）死于瘟疫。一五六八年，他的父亲去世，死因

或许是肾结石引起的并发症。来年春天，蒙田的胞弟阿诺·德·圣马丁

（Arnaud de Saint-Martin）在一场奇怪的体育竞技意外中丧生。蒙田大

约是在这时候结婚的，第一个孩子只活了两个月，于一五七〇年八月死

亡，接下来他又先后失去了四名子女——六个孩子中，只有一个平安活

到成年。一连串丧失亲友之痛，使“死亡”不再只是个模糊的威胁，但它

的面目依然不清楚。蒙田的恐惧仍与过去一样强烈。

拉博埃蒂的死显然令蒙田最为伤痛，他们是莫逆之交，但最让他震

惊的还是弟弟阿诺的不幸遭遇。阿诺在打球（称作“jeu de paume”，是

今日网球的前身）时被球击中头部。这种伤害不可能太严重，而他看起

来亦无大碍，但五六个小时之后他陷入昏迷而死亡，死因也许是血栓或

脑出血。没有人能想到如此轻微的头部撞击，竟然会夺去一名年轻男子

的性命。这毫无道理，而且也比那则年轻男子因发烧而升天的故事更为

惊悚。蒙田谈到阿诺的死时说：“我们对这种例子司空见惯，脑子怎么

会不一直想着死亡，这个念头怎么不会随时掐住我们的喉咙呢？” [3]

蒙田无法摆脱死亡的念头，而他也不想这么做，他仍然深受哲学家

的影响。蒙田在早期一篇谈论死亡的随笔中提到“让我们的心灵尽情充

斥着死亡”，又说：

让我们随时随地任由自己的想象去描绘死亡的模样。在马

儿失足倒地、屋瓦掉落、细得不能再细的针刺入体内时，让我

们好好思忖：死亡本身到底是什么？ [4]

蒙田最喜爱的斯多葛学派哲人（Stoics）说，如果你经常想着死亡

的形象，那么当死亡来临时，你将不会感到惊恐。知道自己已做好万全

的准备，你就可以毫无恐惧，自由地活着。但蒙田发现实际上刚好相



反。他愈是想象可能降临在自己与朋友身上的各种意外，愈是无法平

静。即使他能短暂而抽象地接受死亡，但只要一想到细节，就难以承

受。他的心灵充斥着受伤与发烧的景象，还有在他临终前人们围绕在他

床边啜泣，或者是“熟悉的手”按着他的额头向他告别的场景。他想象自

己躺在墓穴里，眼前的一小圈天光就是人生的最后一幕：他的财产会被

清算，他的衣物将分送给朋友与仆人。 [5] 这些念头非但未能给他自

由，反而使他成了“阶下囚”。

幸运的是，这样的压迫感并未持续下去。到了四五十岁时，蒙田变

得无忧无虑。他可以写出最流畅、充满生活乐趣的文章，从他的文字完

全看不出他曾陷入忧郁。我们之所以知道蒙田一度苦闷，是因为他在作

品中主动告诉了我们，只不过现在的蒙田已不想为任何事操心。他在最

后几则附加的笔记里提到，死亡只是人生结束时一个短暂的、令人不适

的时刻，为这种事焦虑只是浪费时间。 [6] 原本在朋友中最为忧郁的蒙

田，此时却成了最无忧无虑的中年男子，而且也成为享受人生的专家。

蒙田的改变，归功于他在鬼门关前走了一回：他曾戏剧性地遭遇死亡，

接踵而来的中年危机使他开始了《随笔集》的写作。

蒙田与死神的相遇发生在一五六九年或一五七〇年初的某一天，确

切时间已不可考。当时他为了排遣心中焦虑而外出，想借此摆脱眼前的

杂务，而他做的事情是骑马。 [7]

蒙田此时约三十六岁，正是诸事烦心之时。父亲过世后，他继承了

家族位于多尔多涅（Dordogne）的城堡与庄园。这是块美丽的土地，覆

盖着葡萄园（今日亦是如此），有着平缓的丘陵、村落与广阔的森林。

但对蒙田来说，这些代表了责任与负担。庄园里事事都要他负责，他必

须满足每个人的要求，也必须接受许多人的挑剔。他是这块土地的领



主，事无巨细，他都要照顾妥当。

幸运的是，一般情况下要找到理由外出并不难。蒙田二十四岁时开

始在波尔多（当地首府，离蒙田的庄园约三十英里）担任法官，所以他

可以假借法院有事而外出。蒙田拥有广阔的葡萄园， [8] 这些园地零星

地散布在绵延数英里的乡野中，因此若他觉得有必要，也可以以探视葡

萄园为由出门。蒙田偶尔也会到邻近的城堡拜访：敦亲睦邻显然也是件

重要工作。以上的任务都是蒙田在风和日丽的天气里骑马穿过树林的好

借口。

走入林间小径时，蒙田可以放任自己的思绪四处奔驰，尽管这时他

的身旁依然有仆役与亲信陪伴。十六世纪时，人们很少单独外出，不过

蒙田可以纵马疾驰，逃离无聊的对话，或索性做起白日梦，或看着日光

穿过繁密的枝叶，在小径上闪烁。他也许想着：柏拉图说男人的精液来

自脊髓，这是真的吗？鱼真的那么有力气，只要用嘴唇牢牢吸住船

身，就能让船只动弹不得？某天他在家里看到的怪事又该怎么说：他的

猫专心看着树，结果有只鸟掉了下来，刚好落在它的脚爪之间。鸟已经

死了？这只猫拥有什么样的力量？ [9] 蒙田太过专注于空想，完全没注

意路况，也未留心随从的动静。

蒙田平静地穿过树林，此时已离开城堡三到四英里，身旁有一群骑

马的人同行，他们绝大多数是蒙田的手下。这是一段轻松的旅程，蒙田

不认为会遭遇什么麻烦，所以骑了一匹温和而力气不大的马。他穿着日

常的服装：裤子、衬衫、紧身上衣，或许还加了一件披风。他的剑佩戴

在腰间（贵族外出一定会佩剑），但并没有穿戴盔甲或其他特别的防护

设备。然而，只要走出城镇或城堡的高墙，总是会遭遇危险——强盗非

常普遍，两次内战之间的法国正处于毫无法纪的时代。无业的士兵在乡



间流窜，打家劫舍，以取代在和平时期损失的薪饷。尽管蒙田对死亡感

到焦虑，他却对这类具体的危险淡然处之。他不像一般人对可疑的陌生

人感到畏惧，也不会因树林里传来的奇异声响惊慌失措。然而空气中弥

漫的紧张感一定感染了蒙田，当他感觉身体被重重敲了一下，他的第一

个念头是：遭人暗算了。他觉得攻击他的武器是火绳枪。 [10]

蒙田没有时间思索“为什么”有人朝他开枪，只觉得自己“好像被雷

劈中”。马倒地不起，他自己则飞了出去。他重重地摔在几米外的地

上，随即失去意识：

马倒地不起，我离马匹有十到十二步的距离，像死尸般仰

躺着。我的脸伤痕累累而且破皮流血，原本拿在手里的剑甩落

到十步以外的地方，皮带断成碎片。我像根木头一样，无法移

动，也没有任何知觉。

蒙田觉得自己是被火绳枪攻击的——事实上，整起事件跟武器毫无

关系。蒙田有一名身材强壮的仆役，骑着一匹精力充沛的马跟在他后

头。他驱策马匹，全速奔驰在小径上，蒙田猜测：“他大概是为了炫耀

自己的大胆才超越同伴。”他没有注意到蒙田就在路中间，或许误判了

路的宽度，以为自己可以从旁边穿过。结果，他“就像个巨人一样砸在

这名瘦弱的男子与这匹瘦弱的马身上”。

其他人惊恐地停了下来。蒙田的仆役下马试图唤醒他，但他还是昏

迷不醒。仆役们把蒙田抬起来，费力地将他松软的身躯运回城堡。他印

象中的第一个感觉是头部遭到撞击（昏迷不醒说明这个印象是准确

的），但他开始咳嗽，仿佛胸部也遭到撞击。看到蒙田喘不过气来，仆

役们七手八脚地将他的身体直立起来，使他维持一种奇怪的角度，就这

样将他抬回城堡。蒙田数度吐血，这是个危险的征兆，但咳嗽与呕吐有



助于保持清醒。

随着逐渐接近城堡，蒙田的神志也慢慢清醒，但他觉得自己是在接

近死亡，而非重返人世。他的视线开始模糊，几乎感受不到光亮。他可

以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但谈不上舒适，因为他的衣服沾满自己吐出来的

鲜血。就在逐渐失去意识之际，蒙田脑子里浮现出火绳枪。

目击者后来告诉蒙田，他那时拼命挣扎。他用指甲撕扯紧身上衣，

似乎是想减轻身上的重量。“我的胃里涨满淤血；我的手不由自主地往

肚子上扯，就像平日抓痒那样，但这并不出于我自己的意志。”他看起

来在尝试撕开自己的身体，又像是想把身体拉开，好让灵魂离去。然

而，在这个时候，他的内心却异常平静：

我觉得自己的生命就悬于自己的唇尖上；我觉得此时应该

闭上眼睛，试着推灵魂一把。当我逐渐软弱无力，准备听任自

己离去时，一股愉悦感油然而生。那是一种只漂浮在灵魂表面

的念头，就跟其他观念一样，既纤细又脆弱。然而实际上，它

不仅让我摆脱一切烦忧，也夹杂着甜蜜的情感，就像人自然而

然地进入梦乡。

就在这种内在平静而外在激动的状态下，仆役们带着蒙田继续朝庄

园前进。他的家人发现外头一阵骚动，于是出来一探究竟。蒙田日后

说，他们“发出了在这种情况下常有的哭喊声”。他们问起事情的缘由，

蒙田还能回答，虽然说得七零八落。他还看见妻子艰难地走在崎岖不平

的路上，心里想着吩咐属下让夫人骑马。你会以为能够这么做的人应

该“脑袋很清醒”，但蒙田写道：“实际上我已神志不清。”蒙田在路上折

腾了一段时间。“这些都是无意义的念头，我的灵魂早已出窍，我的举

止全由眼睛与耳朵操控——做主的不是我。”他的行动与言语全由他的



身体产生。“此时灵魂正忙着做梦，微弱的感官印象只是轻轻触摸，甚

至只是舔舐着灵魂，或轻洒于其上。”蒙田与他的人生，眼看着就要在

毫无悼念又无正式道别的情况下分离，就像两名醉酒的宾客离开筵席，

因为醉得晕头转向而无法向对方说再见。

蒙田被搬进屋内之后，神志还是一片混乱。他仍然觉得自己被高高

地置于魔毯上，而不是被仆役的手抬着。他没感到疼痛，而且对周遭的

危急气氛毫无感触，只觉得慵懒与虚弱。仆役们把蒙田抬上床，他躺在

那儿，感到全然的幸福，脑子里只觉得休息实在是一件美好的事。“我
在歇息中感受到无尽的甜蜜，因为我一直被这群可怜的家伙粗暴地拉扯

着，他们辛苦地用双手抱着我，在非常恶劣的道路上行走了漫长的距

离。”蒙田拒绝接受医治，相信自己注定要死，而这将是“非常幸福的死

亡”。

这个经验远超蒙田早先对濒死的想象。这是一趟真实的进入死亡领

域的旅程：他悄悄地接近，然后用嘴唇轻轻地碰了一下。他“尝”了一

口，就像人们尝试陌生食物一样。这是一篇有关死亡的随笔：他记述这

次经验时，用了“预演”（exercitation）这个词。日后，他将花上许多时

间反复重温心灵当时的感受，尽可能精确地重现那时的感觉，并且从中

学习。幸运之神给了他一次完美的机会去检视哲学对死亡的认识，但我

们难以确知蒙田是否找到了正确答案，斯多葛学派的思想家必然会对他

的结论深感怀疑。

蒙田得到的启示有部分是正确的：借由“预演”，他学到无须恐惧死

亡。死亡正如哲学家所许诺的，可能有一张友善的脸庞。蒙田仔细看过

这张脸，但未能像理性的思想家那样把这张脸看透。蒙田并未像士兵一

样睁大眼睛迈步向前；相反，他几乎是在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受到死亡的

诱惑，徐缓地漂向它。蒙田现在了解到，在濒死的状态中，你无法完全



遭遇死亡，因为你的意识会在抵达死亡的前一刻消失。死亡就像睡着一

样，是意识逐渐消散的过程。如果其他人试图把你拉回人世，你会

在“灵魂的边缘处”听见他们的呼喊。你的存在被一条绳子系着——如蒙

田所说，这条绳子栖息在你的唇尖。濒死不是一场行动，你无法为它做

准备。濒死是一场漫无目标的幻想。

此后，蒙田阅读有关死亡的作品时，不再对伟大哲学家无懈可击的

论证感兴趣，而是对一般人的感想投以更多的关注，特别是那些在“虚
弱而恍惚”的状态中感受过死亡的人。在最成熟的随笔中，蒙田赞美像

佩特洛尼乌斯（Petronius）与提吉里努斯（Tigillinus）这样的人。这两

个罗马人死的时候身边围绕着笑语、音乐与日常对话，死亡是在充满欢

乐的美好气氛中流入他们体内的。他们不像蒙田年轻时想象的那样，把

宴会变成死亡场景；相反，他们把临终变成一场宴会。蒙田尤其喜爱马

尔克里努斯（Marcellinus）的故事，他不想因为疾病而痛苦地死去，于

是以温和的方式进行安乐死。在绝食数天之后，马尔克里努斯把自己浸

泡在烧烫的热水里。疾病无疑已令他极为虚弱，热水澡只是让他能轻松

地咽下最后一口气。马尔克里努斯慢慢地失去意识，最后终于离开人

世。离世之前，他疲惫地低声向朋友说，他感到无比愉快。 [11]

人们也许希望死的时候能像马尔克里努斯一样感到愉快，但蒙田学

到某种更令人惊讶的东西：即使他的身体不断抽搐与扭动，在旁人看来

是饱受折磨，他本人却在享受马尔克里努斯那样的愉快以及漂浮的感

觉。

蒙田的发现悖逆了古典哲学体系，也挑战了那个时代居于支配地位

的基督教理想。对基督徒来说，人临终前应该神志清醒地将自己的灵魂

交给上帝，而不是在极乐的状态下忘情地叫嚷。蒙田在经历那次体验时



显然没有想到上帝，而他也不认为因沉溺酒色而死会对基督徒造成危

害。他更珍视自己对死亡的纯粹世俗的理解，也就是人类的心理状态与

宽泛意义上的自然，是濒死之人最好的朋友。对他来说，只有完全不懂

哲学的人，才能像哲学家说的那样，勇敢地面对死亡，比如那些在他的

庄园与村落里生活的无知的农民。“我从未见过我的农人邻居中有谁仔

细想过要以什么样的面容与自信来面对人生的最后一刻。” [12] 蒙田写

道。如果有谁真的做到这一点，那么他一定知道。一切顺其自然。自然

告诉他们，除非到了临终那一刻，否则不需要去思考死亡。然而，即使

真的到了临终那一刻，他们也一样对死亡不假思索。哲学家总觉得离开

人世是一件艰难的事，那是因为他们一直想掌控一切，所以才有“探究

哲理就是学习死亡”这句话。哲学要人“舍弃”天然的技巧，而这些技巧

却是每个农民与生俱有的。

在濒死的那一刻，蒙田愿意离开人世，但并没有死——他恢复了健

康。从此以后，他活得跟过去不一样了。在蒙田谈论死亡的随笔中，他

提到自己得到了一个明显不属于哲学范畴的“哲学教训”。他以随性的语

气总结自己的收获：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死亡，别担心，到了那个时候，自然会

充分而适当地告诉你。自然会周全地为你做好这份工作，不用

你费神去想这件事。 [13]

“别担心死亡”成了蒙田对“如何生活”这个问题所做的最根本也最具

解放性的回答。你只要做一件事就行了：“活着。”

然而活着比死亡更难。活着不能被动屈服，活着必须靠专注与技

巧。活着可能更痛苦。蒙田曾在死亡的潮水中愉快地漂浮，然而并未继

续漂浮下去。两三个小时后，他清醒过来，遭到剧痛的侵袭，四肢“受



重击而伤痕累累”。往后几天里，他疼痛难耐，这些伤也留下长期的后

遗症。三年或许更久之后，蒙田写道：“至今，我仍感受得到那场撞击

带来的震撼。” [14]

蒙田的记忆花了比身体更长的时间才恢复，尽管他花了几天的时间

询问目击者，试图还原事件的原貌。但无论他怎么询问，也无法重建那

电光火石的一幕，除非他愿意再一次遭遇来自背后的撞击，再度承受那

种闪电通过全身般的痛苦，重演最初遭雷电击中似的震撼。生命此时已

深深嵌进他的体内；死神只是轻巧地拂过他的肌肤，随即离去。

从这时起，蒙田尝试将死亡的况味与轻盈带进生活之中。他在晚期

的随笔中写道，走到哪里都有可能遭遇“最坏的状况” [15] ，我们最好能

脚步轻盈地滑步走过世界的表面。在滑动与漂浮着探索时，他不再感到

莫名的恐惧，同时也取得崭新的意义。生命——那穿过他的身体、独一

无二的“他的”生命，蒙田的生命——是非常有趣的考察对象。蒙田将继

续关注感觉与经验，不是为了探讨它们该是什么或它们可能提供何种哲

学教训，而是要了解它们的真实过程。他将跟着感觉与经验走。

这对蒙田来说是一项新课题，它不仅掌控了他的日常生活，通过写

作，它还给了他一个不朽的形式。因此，正值中年的蒙田，原本迷失了

人生方向，却在此时重新找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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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们问：如何生活？
How to live？

蒙田说：活在当下
Pay attention

从现在起，蒙田将为自己而活，而非为责任而活。

学习如何死亡，就是学习如何放手；学习生活，就是学习把握人生。

把自己当成河流一样书写自己的经验，蒙田开启了一项仔细观察内在的文学传

统。

“别担心死亡”与“活在当下”，是蒙田针对自己中年时人生陷入茫然所做的

响应。



开始写作

坠马的意外改变了蒙田的生命视野。意外虽然在片刻间发生，但它

的影响绵延了数年之久，并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在第一阶段，蒙

田倒在地上，在感到愉悦的同时撕扯着自己的肚子。然后是第二阶段，

蒙田在往后的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里不断思索这段经验，试图将其与自

己的哲学阅读经验联系起来。最后一个阶段是在数年之后，蒙田坐下来

书写这段经历，同时书写其他各种事情。第一个阶段可能发生在任何人

身上；第二个阶段可能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任何敏感且受过教育的年轻

人身上；然而最后一个阶段，却是蒙田所独有的。

意外与写作的联结并不是那么简单——他并没有在意外发生后很快

在病榻上坐直身子，振笔疾书。相反，动笔写作《随笔集》是在两年之

后，也就是一五七二年，而即使在那个时候，他写的也是别的篇章，与

丧失意识这件事完全无关。然而，蒙田打算写作时，正是这段经验促使

他尝试不同的书写方式，一种几乎没有任何作家尝试过的方式——他重

现感受的次第顺序是：从内在的源头开始，将接续的每一个瞬间的变化

完整地记录下来。看起来，那次意外与人生另一个转折点存在经年的联

结，这种联结开启了他的文学之路。蒙田因此决定辞去在波尔多的法官

工作。

在此之前，蒙田一直过着两种人生：一种是城市与政治的，另一种

是乡村与经营的。虽然从一五六八年父亲过世后就接掌了庄园，蒙田还

是继续到波尔多工作。然而，到了一五七〇年初，他决定出售自己的法

官职位。这不单是因为坠马意外，还因为他在申请法官职位升迁的事情

上遭遇了挫折——或许是因为政敌从中阻挠。面对阻挠通常的做法是提



出申诉，或索性决斗，但蒙田选择退出。他可能是在气愤之中决定不当

法官的，但也可能是因为理想的幻灭。或许与死神的擦身而过，加上弟

弟的去世，使他对人生有了不同的规划。 [1]

蒙田做此决定之前，已在波尔多法院工作了十三年。此时的他三十

七岁，以当时的标准来说算是中年，但还不算老。然而他认为自己应该

退休，离开生活的主流，另行开启全新而具反思性的生命。三十八岁生

日即将来临之际，蒙田把自己的决定——几乎是在他实际下决定的一年

之后——用拉丁文题写在书房侧室的墙上：

主后一五七一年，二月的最后一日，度过第三十八个生日

的蒙田，长久以来对法院与公务深感劳累。此后，他将投向学

问女神的怀抱，在免受俗务搅扰的平静中，把消耗过半后的残

余生命投入其中。若命运允许，他将返归故乡，在惬意的祖先

安眠之处，好好地保有自由、平静与安闲。 [2]

从现在起，蒙田将为自己而活，而非为责任而活。他也许低估了管

理庄园的辛苦，也未提及写作；他只提到“平静”与“自由”。尽管如此，

他已完成了几项简易的文学计划。过去，在父亲的要求下，蒙田曾不情

愿地翻译了一篇神学作品。之后，他编辑好友拉博埃蒂的遗稿，并且附

上献词与一封描述拉博埃蒂最后时光的书信。在一五七〇年转折点前后

数年时间里，蒙田开始涉猎文学，也有了各种人生体验：一连串丧亲之

痛与自己的濒死经验，想从波尔多政治圈脱身，渴望平静的生活——此

外还有其他事，例如妻子怀了第一个孩子。对新生命的期待遭逢死亡的

阴影，这些因素诱使蒙田选择新的生活方式。

蒙田在三十五岁以后的转变，可以媲美文学史上几桩著名的人生转

变，如堂吉诃德放弃自己的例行工作，步入骑士的冒险生涯；但丁



在“人生走到半道”时于森林中迷了路。 [3] 蒙田此时也走进中年的迷雾之

中，但终究找到了出路，并且留下一连串足迹——这些足迹标志着一个

男人蹒跚、跌撞，却又继续前进的过程：

一五六八年六月，蒙田完成神学作品翻译。父亲去世，他

继承庄园。

一五六九年春，弟弟打网球时死于意外。

一五六九年，在波尔多升职无望。

一五六九年或一五七〇年初，差点意外身亡。

一五六九年秋，妻子怀孕。

一五七〇年初，决定退休。

一五七〇年夏，退休。

一五七〇年六月，第一个孩子诞生。

一五七〇年八月，第一个孩子死亡。

一五七〇年，编辑拉博埃蒂的作品。

一五七一年二月，在书房墙上题写生日感言。

一五七二年，开始写作《随笔集》。

一旦决定过沉思冥想的新生活，蒙田随即发现实际过这样的生活，

跟打算过这样的生活同样不易。退休以后，他在城堡角落的两座塔楼之



中挑了一座，作为全心隐遁的起居之所；另一座塔楼就留给妻子。这两

座塔楼，连同城堡主楼及连接各楼的城墙，刚好围成一个简单的矩形庭

院。整座城堡则隐身于田野与森林之中。

蒙田的城堡（左下方的塔楼是蒙田的起居之所）

主楼现已不存。它在一八八五年遭遇祝融之灾，之后在原址又重建

了一座设计完全相同的新建筑。幸运的是，火灾并未波及蒙田的塔楼，

它基本上仍维持旧貌，而且向参观者开放。走进里面一看，不难想见蒙

田为什么如此喜欢这个地方。从外表来看，这座四层塔楼圆圆胖胖的，

相当可爱，墙壁的厚度就跟沙堡一样。塔楼原本做防卫之用，但蒙田的

父亲将它改建成承平时期也可利用的地方。他把一楼变成小礼拜堂，并

且在里面增设了回旋梯；小礼拜堂的楼上成了蒙田的卧房，他通常睡在

这里，而不回到主楼。楼梯旁的墙壁刚好有个凹处，被设计成厕所。再

往上走，放置“大钟”（敲钟时会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的阁楼下方，就

是蒙田最喜爱且长时间待着的地方：他的书房。 [4]



蒙田的书房（约翰•斯塔福德摄）

今日走上阶梯（多年来在众人的踩踏下，石阶的表面已经凹陷），

人们可以进入书房，在狭窄的圆形空间里走走，透过窗户俯瞰庭院景

色。想必蒙田当年也曾这么做。窗外的景致或许与他当初所见没有太大

差别，但房间本身却有很大的变动。书房的地板如今看来是白色光秃、

裸露在外的石头，但过去应该铺着蔺草编的席子；墙上则应是绘制好不

久的壁画。冬天时，绝大多数的房间都会生火，但主书房无法这么做，

因为这里没有壁炉。天冷时，蒙田会到舒适一点且可以生火的侧室取

暖。

蒙田的主书房里最打眼的是精美的藏书，这些书籍被安放在五层美

丽的曲形书架上。曲形是必要的，因为要配合圆塔的弧形墙面，而这肯

定花了木匠一番巧思。蒙田只需一眼就能浏览书架上的书籍，光是这样

就能让人心满意足。搬进这个书房时，蒙田拥有的书籍约一千册，其中

不少是继承自朋友拉博埃蒂，有些则是自己购入的。蒙田的藏书相当丰

富，而他也确实读过其中的每一本。今日，这些藏书早已散佚各地，书

架也已消失无踪。 [5]

书房里还有蒙田的其他收藏：具有历史价值的纪念品、家传的物

品、来自南美洲的手工艺品。提到祖先，蒙田写道：“我保留他们的手

稿、印章，以及他们使用过的祈祷书与宝剑，而我也未将父亲惯用的手



杖从书房里清理出去。”旅人馈赠的来自南美洲的收藏品慢慢累积起

来，包括珠宝、木剑与跳舞时使用的仪杖。 [6] 蒙田的书房不只是置物

间与工作室，还是个充满奇异之物的房间，听起来就像弗洛伊德在伦敦

汉普斯特德（Hampstead）最后住处的十六世纪版本：一间藏宝屋，装

满了书籍、纸张、小雕像、绘画、花瓶、避邪之物与各地原住民的珍奇

物品，它们可以激发他想象与思考。

这个书房表明蒙田是个追求流行的人。这种寻求僻静的潮流，源于

一个世纪前的意大利，后来慢慢地在法国传播开来。富人会在房间里摆

满书籍与阅读架，然后把这个地方当成摆脱俗务的去处，他们常用的借

口就是我必须到书房工作。蒙田则更进一步，索性让书房与住宅分离。

对蒙田而言，这个书房的位置优越，就像洞穴一样；或者用他自己的话

来说，这是一个“店铺后间”（arrière-boutique）——“店铺后面的小房

间”。如果他愿意，他会邀请访客进入他的书房，而他确实经常这么做

——从不觉得这是一种负担。他爱这里：“对我来说，一个人在家里完

全没有属于自己的空间，没有不需要看别人脸色的地方，没有可藏身之

处，是很可怜的！” [7]

书房象征自由，无怪乎蒙田会把装饰这里当成仪式，并且将书房与

住宅分离。在书房侧室里，除了为庆祝退休题写的文字，蒙田还在墙壁

上——从地板到天花板——绘制了彩色壁画。这些壁画的色彩已然褪

去，但从残余的形象仍可看出它们是激烈的战争、维纳斯（Venus）哀

悼阿多尼斯（Adonis）之死、满脸胡须的海神尼普顿（Neptune）、暴

风雨中的船只，以及田园生活景象——全是古典世界的主题。蒙田在主

书房横梁上题写的字句，绝大多数出自古典时代的作品。这种做法也是

当时的时尚，不过只在小范围的精英阶层里风行。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马

西里奥·菲奇诺（Marsilio Ficino）也在其位于塔斯坎尼（Tuscany）的别



墅墙上题写名言警句。后来，在波尔多地区，孟德斯鸠

（Montesquieu）为了表达对蒙田的敬意，也写下了一些句子。 [8]

随着时光流逝，屋顶的横梁也褪了色，但日后经过修复，上面的文

字又如往日般清晰可读。因此，现在你在蒙田书房走动时，会听到从头

顶传来的低语声：

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没有任何事是确定的。

世上没有任何生物比人类更悲惨或更傲慢。

——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

光是人生首次遭遇的意外就可能完全毁灭你，

你如何能视自己为伟人？

——欧里庇得斯（Euripides）

人生最美好的事，莫过于当个无忧无虑的人；

没有烦恼确实是一种不会带来痛苦的邪恶。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



蒙田书房屋顶的横梁（本书作者萨拉•贝克韦尔摄）

这根横梁是个醒目的提示，表明蒙田决定离开政治圈，投入沉思的

生活——此后生活的重心将是哲学，不再是政治。这种生活重心的转

换，也得自古人的忠告。伟大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塞内卡（Seneca）苦

口婆心地呼吁他的罗马同胞们摆脱俗务，以“找到自己”。摆脱俗务是加

强对人生控制力的一环，在文艺复兴时代跟在古罗马时代都一样。你已

经尽了市民应尽的义务，接着应该退回来，探索人生真谛，并且开启为

死亡做准备的漫长过程。蒙田对于这第二阶段有所保留，但无疑，他对

思索人生有浓厚的兴趣。他写道：“让我们把捆绑自己与他人的绳索切

断；让我们从自我取得力量，好好地孤独地活着，过悠闲自在的生

活。” [9]

塞内卡虽然奉劝大家摆脱俗务，却也提出了警告。在一篇题为《论

心灵的宁静》（On Tranquillity of Mind ）的文章中，塞内卡写道，闲散

与孤立可能令生活误入歧途，而这种错误通常可以借由保持忙碌来避免



[10] ——你也可以说这是以过去错误的生活方式来避免新的错误。闲散

与孤立可能造成欲求不满、自我嫌恶、恐惧、优柔寡断、死气沉沉与忧

郁。放弃工作会导致精神萎靡，如果又不幸染上阅读过多书籍的恶习，

情况将更为不妙；更糟的是，不读书，只陈列书籍，仿佛光是注视它们

就能心满意足。

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初，也就是蒙田的价值观发生转变的时期，蒙田

似乎经历了塞内卡所警告的存在危机。他手边仍有工作，但不如以往繁

重。活动的减少使蒙田产生各种奇怪的念头，也表现出与以往的个性迥

然不同的“忧郁气质”。蒙田说，他才刚退休，整个心就像野马一样不断

奔驰。想想那段时间发生的事，这样的比喻还真是贴切。他的脑子里充

满奇想，就像休耕的田地长满野草。而在另一个比喻中（蒙田喜欢用这

种方式加强印象），他把自己闲置的脑袋比拟成不孕的子宫，就像当时

流传的说法，这种子宫只能生下不成人形的肉块，无法生下婴孩。此

外，蒙田也借用维吉尔（Virgil）的比喻，称自己的思想就像照射水碗

的阳光被反射到天花板后形成的图案，随着时光流逝而舞动、摇晃。就

如老虎条纹般的光影踉跄移动，蒙田心猿意马的思绪中无预警地产生疯

狂而混乱的妄念。 [11] 他的意识产生奇想（fantasy）或幻想（reverie）
[12] ——这两个词在当时与其说是白日梦，不如说是疯癫的妄想，可不

像今天这么正面。

“幻想”又令蒙田产生其他疯狂的想法：写作。他认为写作也是一种

幻想，但它是一种承诺提供解决之道的幻想。蒙田发现自己的心灵充

满“喀迈拉 [13] 与其他各种幻想出的怪物，一头接一头，毫无秩序，也毫

无目的”。 [14] 他决定将这些幻想写下来，不是为了克服它们，而是闲着

也是闲着，干脆仔细考察这些幻想的诡异内容。他提起笔，《随笔集》



的第一篇由此诞生。

想必塞内卡也会支持蒙田的做法。如果你在退休之后感到沮丧或无

聊，他建议你环顾四周，试着让自己对事物的多姿多彩与崇高产生兴

趣。一个人能否获得救赎，取决于他能否全心投入自然之中。 [15] 蒙田

做出尝试，不过他眼中的“自然”主要是最贴近自己的自然现象，事实上

就是他自己。他开始观察、质疑自己的经验，并且将所得一一记录下

来。

起初，蒙田的写作主要是记录他个人热衷的事物，尤其是他阅读到

的各种故事：奥维德（Ovid）的传说、凯撒与塔西佗（Tacitus）的历

史、普鲁塔克（Plutarch）留下的传记片断，以及塞内卡与苏格拉底针

对如何生活提出的建议。然后，他写下从朋友那里听来的故事、庄园里

的大小事、过去他在法律与政治界服务时听到的案例，以及他在旅行

（虽然次数不多）中听到的乡野奇闻。他刚开始记录的内容平淡无奇，

往后材料愈来愈多，乃至于包含他经历过的所有情感或思想的细微变

化，而不仅限于他在无意识内外穿梭的奇妙体验。

出书的想法也许很早就在蒙田心中浮现过，不过他表示，自己写东

西只是为了家人与朋友。或许蒙田一开始就有编纂一本寻常书籍的想法

——一部根据各项主题收录各式名言警句的作品，这是当时文人雅士热

衷的时尚。 [16] 即使如此，蒙田也很快超越了原先的构想，可能是因为

他受到另一名作家普鲁塔克的影响。蒙田喜欢他胜于塞内卡。普鲁塔克

是公元一世纪的著名作家，以平易生动的文字写下历史人物的生平传

记。此外，他也完成了许多短篇论文，后来结集成《伦理论集》

（Moralia ）一书，这部作品刚好在蒙田开始写作《随笔集》那年被翻

译成法文。《伦理论集》搜罗了各种思想与轶事，其中包括对一些问题



的思索，例如“动物有智力吗”“人如何获得心灵的平静”。就第二个问题

来说，普鲁塔克的建议与塞内卡相同：专注于眼前的事物，并且投入其

中。

随着一五七〇年慢慢退后，蒙田逐渐适应了自己在危机后的新生

活。“活在当下”成为他最喜爱的消耗时间的方式。一五七二年是蒙田写

作分量最重的一年，《随笔集》第一卷绝大多数的文章与第二卷的部分

文章，都是在这一年动笔的。其余部分则在一五七三年到一五七四年陆

续完成。然而，此时距离蒙田准备好要出版《随笔集》还有很长一段时

间，或许这只是因为他没想过出版的事，也或许是因为他还需要好几年

的时间，才能对自己的作品感到满意。从一五七〇年退休开始，一直到

一五八〇年过四十七岁生日，十年过去了，而就在这一年的三月一日，

蒙田为《随笔集》第一版的序言署名并注明日期。蒙田将因此一夕成

名。 [17]

写作曾使蒙田熬过“疯狂幻想”的危机。现在，写作教导他更仔细地

注视这个世界，而且让他逐渐养成精确描述内在感受与日常酬酢的习

惯。蒙田引用普林尼的说法，希望人们留意捉摸不定的片断：“每个人

都可以从自己身上学到东西，前提是他能仔细地审视自己。” [18] 当身为

庄园主人的蒙田每日为庄园事务忙进忙出时，身为作家的蒙田也在他身

边跟前跟后，仔细观察并做记录。

蒙田终于开始描述自己的落马意外，这不仅表明他已将死亡的恐惧

如抖落鞋上尘土般抛诸脑后，也显示他的观察技巧已提升到前所未有的

水平。意外发生几天后，他反复要求仆役告诉他事情的始末，希望再次

体验那些漂浮的感受，那种气若游丝或灵魂与肉体若即若离的感觉，以

及神志恢复后的痛苦。今日的心理学家大概会说，蒙田借由文学“加



工”了这些体验。然而，蒙田想通过写作“如实”地重构这些经验，而不

是像哲学家一样去主张经验应该是什么。

蒙田的新嗜好一点也不简单。他总喜欢装出《随笔集》是无心之作

的样子，但偶尔还是会露出马脚，承认写作是一件辛苦的工作：

追寻心灵游荡的脚步，穿透内心最深处的杂陈意念，找出

那些搅扰心神的刺激之源并予以固定，是一件艰难无比的工

作，而且比原先想象的辛苦许多。 [19]

蒙田轻巧地走过生活的表面，赞颂生活的美好。随着年龄增长，他

捕捉日常感受的技巧也愈来愈高超。身为作家，他努力培养测度心灵深

度的技艺。“我思索满足是怎么一回事，”他写道，“并非只是浮光掠影

地描述它，而要测量它的深度。”就连一般无法界定的现象——睡眠

——蒙田也要追根究底，于是他要仆役在半夜固定的时间叫他起床（真

是辛苦这些下人了），希望能在无意识离开他之前窥得它的踪影。 [20]

蒙田一方面想远离现实，另一方面又想抓住现实，从中汲取每一份

经验。写作同时实现了他的这两个愿望。即使沉迷于幻想，蒙田也会在

每件发生的事情上秘密地插入一根钩子，好随心所欲地将自己拉回原

处。学习如何死亡，就是学习如何放手；学习生活，就是学习把握人

生。



意识流

然而不管怎么努力，人永远不可能完整地找回过去的经验。上古哲

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说过一句名言，你无法两次踏进同一条河

流。即使回到原来的岸边，流经你的河水已不再是先前的河水。同样

地，要看到跟半小时之前完全一模一样的世界是不可能的，正如面对同

样的世界，身旁的人看到的不可能与你相同。意识不断流动，就像永不

停歇的“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

（William James）于一八九〇年创造了这个词，不过这个词在小说界更

为风行。 [21]

蒙田跟许多人一样引用赫拉克利特的话语，思索人类如何被自己的

思想带着走，“思想就像水势的湍急、和缓，有时剧烈，有时轻柔……
每天都有新奇的念头，我们的情绪就跟天气一样阴晴不定”。也难怪意

识如此，即使明显而稳定的物质世界，也在不断地缓慢变动着。看着宅

邸周围的地貌，蒙田想象它们如同煮沸的麦片粥一样上下起伏。当地的

多尔多涅河冲刷河岸，宛如木匠在木头上凿刻出纹路。蒙田曾惊讶于梅

多克（Médoc，蒙田有个弟弟住在这附近）沙丘的千变万化：它们在地

面漫游，吞噬一切。蒙田想到，如果我们能以不同的速度来看世界，会

发现万事万物“总是变幻无常”。物质不断地“摇晃”（branloire），这个

词源自十六世纪的农民舞蹈布朗莱舞（branle）。世界是个摇晃的宇

宙，就像在不断扭肩摆臀跳西迷舞（shimmy）。 [22]

十六世纪的其他作家也和蒙田一样深受不稳定事物的吸引，但蒙田

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的本能告诉他，观察者与被观察的对象一样不



可靠。两者之间的互动，就像复杂数学方程式的变量一样，人们最终找

不到一个确定的点来衡量任何事物。想了解世界，就如同想抓住一团气

体或一摊液体，而用来抓住气体或液体的手，也是由气体或液体构成

的。只要你伸手接近它们，它们马上就消失无踪。

因此，蒙田的作品不断流动，跟随作者的意识流，而他从未尝试暂

停或遏止这意识。《随笔集》典型的描述是一连串迂回、转折与歧出；

你必须随波逐流，并且留心不要在方向转变时因失去平衡而摔跟头。

《随笔集》里有一篇《论跛子》，蒙田依照他的习惯先提出一则有关跛

足女子的传言：听说，跟这种女子做爱妙不可言。为什么呢？蒙田感到

纳闷，因为她们的动作不同于常人吗？或许吧。但蒙田紧接着说：“我
最近才发现古代哲学其实已经解答这个问题了。”亚里士多德认为，跛

足女子的阴道肌肉比较发达，因为她们的腿被剥夺的养分全都会集中到

阴道这儿来。 [23] 蒙田记下这个说法，但随即提出质疑：“要这样说的

话，岂不是什么都说得通？”这类理论完全是不可靠的。事实上，蒙田

最终揭示——他亲自做了实验，而且得到相当不同的观点——这个问题

没什么意义，因为你的想象力会让你“相信”自己真的比较快活，至

于“实际上”是不是如此，根本没人在意。最后，我们能确定的是人类的

心灵的确是相当奇怪的事物——这个离奇的结论，跟他原先讨论的主题

一点关系也没有。

另一篇随笔《幸福要等死后方可定论》一开头就引用梭伦

（Solon）的陈词滥调：一个人幸不幸福，要等他死后才能确定。 [24] 话

刚说完，蒙田就转向另一个更有趣的想法：或许，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

幸福，跟他“怎么”死更有关系。善终的人，我们总觉得他的人生一定过

得不错。而在举出一些例子之后，蒙田又换了一个话题：事实上，一个

一直过好日子的人有可能不得善终；反之亦然。而蒙田知道，他生活的



时代有三名恶名昭彰之徒得以善终，“他们的死法无可挑剔”。这篇随笔

有如一条扭了三次的长面包，然后蒙田在结尾说道，无论如何，他希望

自己好死。但在最后，蒙田又表示他的“好死”是指“安详而不知不觉地

死去”，跟一般认为的死得光彩不太一样。此话说完，这篇随笔就遽然

结束，而读者才刚开始猜想蒙田这句话到底是在说他的人生过得好还是

不好。

因此，蒙田绝大多数的想法是由一连串的领悟构成，那就是生活不

像他想的那样简单，往往结论刚出来，马上就被推翻：

如果我的意识可以获得一个稳固的立足点，我就不会写随

笔了，我会做出各种决定；然而事实上，意识总像一名学徒，

不断跌跌撞撞地尝试错误。 [25]

蒙田写作方向的多变，部分是因为他对许多事情存疑，也因为他的

写作持续了漫长的二十年时间。在二十年间，一个人的想法当然会发生

很大的变化，尤其这个人在这段时间还四处旅行、阅读、与有趣的人交

谈，并且参与高层的政治与外交活动。蒙田反复修改早先的随笔，只要

一有灵感，就为作品增添材料，但从不试图把作品硬生生地塞进前后一

贯的小框框里。在寥寥数行的空间中，我们可能刚遇见年轻的蒙田，接

着就撞上一只脚已经踏进棺材的老蒙田，然后又看到被职务压得喘不过

气的正值中年的蒙田市长。我们聆听蒙田抱怨性无能，但不一会儿，又

看到他生龙活虎、精力充沛，一副充满“干劲”的样子。蒙田急躁、鲁

莽，有话直说，但有时又谨慎、周到。他深受其他人吸引，有时又觉得

受够了这些闲杂人等。蒙田的思考往往停留在当下。他要我们“感受”他
内在世界的推移递嬗。“我不描写存在，”他写道，“我描写的是流逝的

过程——不是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而是每日的变迁，每一分钟



的经过。” [26]

蒙田描写经验流动的方式吸引了许多读者，其中包括二十世纪

初“意识流”小说的伟大先驱弗吉尼亚·伍尔夫。她的文学技巧的主要目

的，就是让自己沉浸在意识的河水中，不预设任何目的，只是一心一意

地随着河水流动。她的小说探索人物“每分钟意念的流转”。有时，她会

将一条河道接通到别的河道，就像把麦克风从这个人嘴边移到另一个人

嘴边，但流动本身从不停歇，直到作品结束。伍尔夫认为蒙田是第一位

尝试这种写作方式的作家，只不过他只描写自己的“意识流”。她也认为

蒙田是第一位如此专注于“活着”这种单纯感受的作家。“观察，不断地

观察”，就是他的规则，伍尔夫说 [27] ——而他所观察的，主要就是流经

他的存在的生命之河。

蒙田是第一位以这种方式写作的作家，但不是第一位尝试专注

于“活在”当下的人。早在古典时代，就有许多哲学家讨论活在当下的各

种方式。生命在你计划其他事情时流逝着，所以哲学必须周而复始地引

导你的注意力回到原来的地方——“当下”。哲学扮演的角色就像赫胥黎

的《岛》（Island ）里的八哥，人们训练它整日飞行，它一边飞一边叫

着“注意！注意！”及“就是现在！”。 [28] 如塞内卡所言，生命不会停下

来提醒你它正愈用愈少，唯一能让你保持警醒的就是你自己：

生命不会大张旗鼓地提醒你它流逝得有多快，而是静悄悄

地溜走……结果会是什么？你全神贯注的时候，生命正急速逝

去。当死亡来临时，你已经丧失拥有生命的机会。

如果你未能掌握生命，生命就会逃避你；但即使你抓住了生命，无

论如何它还是会挣脱你。所以你得跟着它，“你必须快些喝下它，仿佛



这水来自一股不会永远流动下去的湍流”。 [29]

活在当下的诀窍是时刻保有一颗天真惊奇之心，但蒙田也学到，最

能实现这点的技巧就是把所有的事情写下来。单纯地描写桌上的东西或

是从窗户看出去所发现的景象，睁开眼睛看看平凡无奇的日常事物有多

么令人不可思议。注视自己的内在，将会开启更令人难以置信的领域。

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称蒙田“把意识置

于人类存在的核心，因而使意识对它自己感到吃惊”。最近，评论家柯

林·伯罗（Colin Burrow）谈及这种惊讶的感受时，也提到蒙田其他的重

要特质，例如多变。他认为这些都是哲学应有的性质，只是长久以来一

直被西方传统忽视。 [30]

随着年纪增长，蒙田对生命投以惊奇的注意的欲望未尝稍减，反而

愈加炽烈。创作《随笔集》的过程接近终点，他常葆天真惊奇的技巧也

趋近完美。知道自己来日无多，蒙田说道：“我试着增加生命的重量，

试着加快捕捉的速度，以赶上生命飞翔的速度……我拥有的生命愈短，

我愈要更深刻而充实地挥洒它。” [31] 蒙田发现一种在散步中沉思的技

巧：

当我一个人走在这座美丽的果园时，如果我的思绪在某段

时间已经飘到与此地无关的事物上，那么我会在另一段时间将

思绪重新拉回散步这件事上，回到果园，回到这孤独的美好，

回到我自己身上。

在这样的时刻，他仿佛达到禅定的境界——一种纯粹感受“存在”的
能力：

我跳舞时就跳舞；睡觉时就睡觉。 [32]



看起来很简单，就是做好当下的事，但没有任何事比这更难。禅宗

大师必须花费一生，乃至于好几世的时间悟出这个道理。即使如此，我

们从传统禅宗故事得知，他们只有在导师以巨大的木板（“香板”，用来

提醒冥想者集中注意力）敲打他们之后，才能达到顿悟的境界。但蒙田

却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领悟到这个道理，部分原因是他花了许多时间不

断地在纸上书写。他手中的笔杆其实就像一根小巧的香板，不断警醒着

他。

把自己当成河流一样书写自己的经验，蒙田开启了一项仔细观察内

在的文学传统。这种写作方式现在极为常见，但实在太过普遍，以致人

们几乎忘了它确是一项传统。生命看上去就是那个样子，而观察其内在

状态的演变正是作家的工作，但这种做法在蒙田之前并不普遍。他特有

的那种永不停止、形式自由的写法，在当时是相当新鲜的。在创造这种

写法，并因此尝试对“如何生活”这个问题提出第二种解答——“活在当

下”——的过程中，蒙田克服了自己的危机，甚至化危机为转机。

“别担心死亡”与“活在当下”，是蒙田针对自己中年时人生陷入茫然

做的响应。这是一名年纪大到足以犯下错误，而且好几次重新出发却又

不断犯错之人，根据自己的经验所做的答复。然而，这两个答案也标志

着一个开始，催生了撰写随笔的新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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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们问：如何生活？
How to live？

蒙田说：呱呱坠地就是福
Be born

蒙田早期的学习完全是在好奇心的引领下进行的。他完全出于己意选择未来的

路径，而非一味顺从责任与纪律。

学习不一定需要书籍，想学跳舞就去跳舞。思考也是一样，生活更是如此。

每个经验都是一次学习的机会。



米修

最初的蒙田，也就是还没开始撰写随笔，只是像其他人一样四处走

动、呼吸的蒙田，人生经历其实相当单纯。蒙田在一五三三年二月二十

八日来到这个世上，与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同一年出生。出生的时

刻在十一点到正午之间，地点在家族城堡，而这里也将成为他毕生的住

所。他被取名为米歇尔，但家人通常称呼他米修（Micheau），至少父

亲是这么叫他的。即使在蒙田成年之后，米修这个名字依然在一些正式

文件中出现，例如蒙田父亲的遗嘱。 [1]

在《随笔集》里，蒙田提到自己在母亲肚子里待了十一个月。这个

说法相当古怪，因为众所皆知，这种有悖自然的事几乎不可能存在。喜

欢恶作剧的人自然会想到一些不入流的事。在弗朗索瓦·拉伯雷

（François Rabelais）的《高康大》（Gargantua ）中，那位名叫高康大

的巨人就在母亲的肚子里待了十一个月。“这听起来奇怪吗？”拉伯雷问

道。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提到一连串难以置信的案子，其中一个案子

是，尽管父亲早在孩子出生十一个月前就已经死亡，聪明的律师硬是有

办法证明孩子不是私生子。“多亏这些博学的律师，我们这些贞洁寡妇

才能在丈夫死后不到两个月就纵情玩乐，为所欲为。” [2] 蒙田读过拉伯

雷的作品，必定知道这些笑话，但他显然毫不在乎。

蒙田在《随笔集》里对于生身父亲的猜想仅限于此；在其他篇章，

他思索家族遗传的威力，列举从曾祖父、祖父与父亲遗传到他身上的特

征，包括个性随和诚实，以及容易罹患肾结石的毛病。显然，他认为自

己的确是父亲的孩子。 [3]



蒙田乐于谈论诚实与遗传疾病，但对于其他的世袭传承则有所保

留，因为蒙田并非源远流长的贵族后裔（无论父系、母系都不是）。蒙

田家能拥有贵族头衔，乃是数代商人力争上游的结果。蒙田甚至表示家

族先祖“绝大多数” [4] 都是在这座庄园出生的。他的这一说法完全是胡

扯，因为蒙田的父亲是家族里第一个在这里出生的人。

不过，这片庄园属于他们家已有很长一段时间倒是真的。蒙田的曾

祖父拉蒙·埃康（Ramon Eyquem）在一四七七年买下这块地，这是他长

年成功从事葡萄酒、鱼与菘蓝（一种可以提炼出蓝色染料的植物，是当

地的重要特产）买卖的最终成果。拉蒙的儿子格里蒙（Grimon）在这块

土地上没什么建树，只是修筑了一条通往邻近教堂、两旁种满橡树与西

洋杉的道路。尽管如此，格里蒙却进一步扩充埃康家的财产，而且开启

了另一项家族传统：加入波尔多的政治圈子。格里蒙逐渐放弃商业，过

上“贵族般”的生活，这是相当重要的一步。贵族不像“阶级”或“风格”这
些抽象概念，它具有技术性的内容，被称为“贵族”的重要标准是你与你

的子孙必须未从事商业，而且必须至少三代不用缴税。格里蒙的儿子皮

埃尔（Pierre）也不从事商业，于是贵族的身份首次落到第三代——蒙

田的身上。讽刺的是，就在这个时候，蒙田的父亲皮埃尔把庄园用于商

业用途，而且生意兴隆。城堡成为大型酿酒事业的总部，每年酿造数万

公升葡萄酒；至今这里依然酿酒。这种做法是被允许的，你可以利用自

己土地生产的作物来赚钱，这种行为不算是“商业”。 [5]

埃康家族的故事说明当时社会流动的程度，至少显示出向上攀升的

可能。新贵族有时很难获得尊敬，但这主要反映在所谓的“袍贵

族”（nobility of the robe）身上，这些人通过在政治领域做出贡献而获得

擢升；他们不同于凭借财产获得地位的“剑贵族”（nobility of the

sword） [6] 。属于后者的蒙田家族，对于自己可能将要背负军事任务深



感自豪。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农民只能维持原来的地位，即待在底层，

生活仍然受到地方领主的支配。以这里的例子来说，就是听从埃康家大

家长的吩咐。领主拥有农民的住房，雇用他们，将酒醡与烤面包炉出租

给他们使用。无论蒙田在《随笔集》里怎样赞赏农民的智慧，当他继承

庄园时，在农民看来，他跟其他的领主没什么两样——庄园里的农工不

可能读他的书。

家族记录簿上关于蒙田出生的条目写着他生于“波尔多与佩里戈尔

的边境”。 [7]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波尔多的绝大多数居民是天主教

徒，而佩里戈尔的绝大多数居民则是新宗教（改革派或新教徒）的支持

者。埃康家族必须同时与这两派人马和平相处，而宗教分歧将在蒙田有

生之年和死后持续使欧洲分裂。

宗教改革在当时仍是晚近的事：它的起点一般被认为是一五一七

年，也就是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撰文抨击天主教贩卖赎罪券传统

那年，而后他将论纲钉在威滕伯格（Wittenberg）教堂的大门上，形同

向教会宣战。经广泛传播，路德的论纲点燃了反教会的“大叛乱”。教宗

起初把路德当成“日耳曼的醉汉”而不予理会，随后又将他逐出教会。神

圣罗马帝国的世俗权威宣布路德是非法之徒，人人得而诛之，此举反而

使他成为人民英雄。最后，欧洲绝大部分地区分裂成两个阵营：忠于教

会的人与支持路德的人。但这场分裂在地理与意识形态上绝非截然二

分。分裂的欧洲更像是碎裂的面包，而非一剖为二的苹果。几乎每个国

家都受到牵连，但很少有国家完全属于某个阵营。在许多地方，尤其在

法国，断层线不是沿着行政区的界线延伸，而直接划过村落乃至于家

庭。

蒙田所在的吉耶讷地区［Guyenne，又称阿基坦（Aquitaine）］的



确显示出这种模式：粗略来说，乡村信仰的是一种宗派，首府信仰的则

是另一种。其实，紧张的气氛早在宗教改革前就已酝酿，因为一般认为

阿基坦并不属于法国。它有自己的语言，与北方的法国没有什么历史联

系。过去，阿基坦一直是英格兰的领土。一四五一年，英格兰人被驱离

该地，法国入侵者被当地人视为外人与不可信任的掠食者。民众以怀旧

的情绪回顾过去，不是因为他们非常想念英格兰人，而是因为他们痛恨

北方的法国人。暴乱频传，当局建立了三座坚固的要塞来监视城市：特

隆  特堡（Château Trompette）、多哈堡（Fort du Hâ）与路易堡（Fort
Louis）。这三座要塞都受到憎恨，而今也都已消失无踪。

如果可能的话，波尔多宁可与任何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也不愿与它

的征服者打交道。在蒙田的时代，这个地区深受信奉新教的纳瓦拉

（Navarre）王国影响，纳瓦拉王国是个位于南方西班牙边境贝阿恩城

（Béarn）的小邦国。波尔多也与英格兰维持联系，后者对波尔多的葡

萄酒情有独钟。英格兰的运酒船队固定来此买酒，这不仅对埃康家族是

件好事，对当地的其他酒类供货商也是如此。 [8]

随着庄园日渐重要，“蒙田”这个名号也逐渐盖过“埃康”这个旧名

号。“埃康”这一姓氏带有特定的地方色彩，人们仍然记得埃康家族的一

个分支拥有一处传奇的产酒庄园：迪坎堡（Château d’Yquem）。蒙田

对地方上各项事务存有浓厚兴趣，但还是率先选择以“蒙田”这个较具法

国风味的姓氏作为家族名。传记作家因此对他颇有微词，但他只是追随

父亲的做法——父亲在文件上签的其实都是“蒙田”这个姓氏。不同的

是，他父亲签名时若想略写，往往会先删掉“蒙田”，但蒙田自己却是先

删掉“埃康”。 [9]

米歇尔·埃康·德·蒙田——其家族的社会地位在短时间内急速攀升。



蒙田在《随笔集》里对父亲从商的背景一笔带过，可能是为了让作品更

能迎合贵族与有钱有闲阶级，但也有可能是因为蒙田自己对这方面确实

所知甚少。他的父亲也许一直避免在他面前提起家族的历史，蒙田在成

长的过程中也未涉足经商。无疑，这当中有虚荣的因素，这是蒙田欣然

承认的自己诸多弱点之一，他说：

其他人如果跟我一样聚精会神地检视自己，同样会发现自

己只有空洞而愚蠢的言行。想摆脱这些弱点，我就必须摆脱我

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深陷在这些弱点之中，没有一个人能置身

其外；但是，能察觉自己的弱点还是比全然无知好些——不

过，我不确定是否真是如此。 [10]

最后一句话，“不过，我不确定是否真是如此”，完全表现出蒙田的

风格。仔细一想，他写的几乎所有东西在精神上都含有这个意思。这段

话完全体现了蒙田哲学的精髓。是的，他说，我们是愚蠢的，但我们的

愚蠢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我们干脆敞开心胸，好好地与愚蠢相处。

如果说蒙田的父亲有一段不愿提起的过去，那么蒙田的母亲安托瓦

妮特·德·卢普斯·德·维尔纳夫（Antoinette de Louppes de Villeneuve）的

家族潜藏的秘密亦不容小觑。安托瓦妮特的祖先是商人，也是西班牙移

民，结合当时的背景来看，很可能是犹太难民。与其他犹太人一样，他

们在胁迫下改信基督教，并且在十五世纪末因西班牙大肆迫害犹太人而

逃离当地。 [11]

蒙田可能并未意识到他也许具有犹太血统。蒙田对于犹太人兴趣不

高，《随笔集》只偶尔提到他们，而且语气要么像是个旁观者，要么就

是只带点同情，从文字中嗅不出他个人对犹太人的分毫关心。 [12] 蒙田

日后到意大利旅行，参观犹太教堂且目睹割礼，但他对这些事物的好奇



就跟面对其他事物一样，例如新教仪式、处决犯人的现场、妓院、整人

喷泉、岩石花园与罕见家具。

蒙田对当时一些难民“改信”的事也深表怀疑——其实事实很明显，

这些人改变信仰并非出于己意。有些人认为，蒙田这样怀疑其实是变相

挖苦母亲的家族，而这并不令人意外。蒙田在政治生涯中不断遭受母亲

在波尔多的亲戚百般刁难，甚至与安托瓦妮特本人都相处得不太融洽。

蒙田的母亲显然是位个性强悍的女子，然而传统的限制使她无法掌

握权力，同时也使她饱受挫折。和当时的大多数女性一样，她年纪轻轻

就出嫁，而且或许没有选择的自由。皮埃尔·埃康年纪显然比她大许

多：根据一五二九年一月十五日的婚姻文件记载，皮埃尔当时三十三

岁，而安托瓦妮特则是“适龄”。“适龄”二字可能是从十二岁到二十五岁

之间的任何年龄，而蒙田的母亲怀最后一胎已经是结婚三十年后的事，

因此我们可以认定她结婚时相当年轻。她在生蒙田之前已生了两胎，然

而两个孩子都未能存活。生下蒙田时她可能还不到二十岁，但这已经是

她婚后第四年了。 [13]

安托瓦妮特初为人妇时也许有过稚气、娇羞的一面，但这些特质如

昙花一现，很快就荡然无存。从产生自她人生各时期且留存下来的法律

文件可以看出，这是一位性格暴烈、坚持己见且极为干练的女子。她的

丈夫于一五六一年拟就第一份遗嘱（虽然他日后做了更动），将家中大

小事全托付给妻子而非长子。此时的皮埃尔·埃康要么是对米修（快二

十八岁了）缺乏信心，要么就是对妻子有着难得的高评价——那是一个

公认女性没有理性思考能力的时代。 [14]

皮埃尔于一五六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拟了第二份遗嘱，遗嘱显示他对

儿子的能力已经大为放心，但此时的他似乎想利用这份遗嘱来提醒妻子



疼爱子女，同时也嘱咐子女应该尊重与敬爱母亲。显然，他担心妻子与

长子无法和睦相处，所以吩咐蒙田，他如果与母亲无法共处一室，那么

必须想办法为母亲另觅良居栖身。但安托瓦妮特在丈夫死后还是与儿子

一家人共同居住了很长时间（一直到一五八七年左右），尽管相处得并

不是非常愉快。一五六八年八月三十一日，蒙田与母亲签订了一份法律

文件，言明安托瓦妮特有权享有“子女对她的敬爱、尊重与侍奉”，她理

当拥有仆役在身边伺候，每年也能得到一百图尔里弗尔（livre
tournois）的零花钱。相应地，安托瓦妮特必须承认蒙田对城堡与庄园

拥有“命令与支配”的权力。从这份契约可以看出，安托瓦妮特觉得自己

没有受到妥善的照顾，而蒙田则希望母亲停止过问家中的大小事务。

[15]

然而母子二人的关系并未因此改善，反倒是愈来愈恶化。安托瓦妮

特在一五九七年四月十九日（她的儿子已经去世五年，而她还活着）拟

好的遗嘱中表示，她不想被葬在庄园里，也不想把遗产分给蒙田的女儿

莱奥诺尔（Léonor）。安托瓦妮特抱怨，她当初带来的嫁妆应该被用来

购买更多的地产，但并未如此。她又说道：“我在蒙田家跟着丈夫工作

了四十年，勤奋努力、照顾与管理家庭，让这个家兴旺起来，家产也日

渐增长。”儿子蒙田一辈子享尽了好处，孙女莱奥诺尔也一样，他们已

经够“富有”了，因此不需要把遗产分给他们。最后，安托瓦妮特提到，

她知道自己已经到了“意见容易被忽略的年纪”——那时，她可能已经八

十岁左右。显然，她担心有人会以年纪大而脑筋不清楚为由，拒绝履行

她的遗嘱。

从《随笔集》里频繁出现的蒙田对自己懒散与笨拙的忏悔不难看

出，安托瓦妮特为什么认为庄园在蒙田的主持下荒废了。蒙田觉得这些

实际的管理事务实在令人厌烦，因此总是尽可能地规避责任。令人惊讶



的是，安托瓦妮特竟然对丈夫皮埃尔有相同的怨言，而这一点与《随笔

集》的描述有很大的差异。蒙田笔下的父亲是一名精力充沛的男子，勇

于负责，不断地改善庄园——只要有一丁点儿不满意，就会按捺不住，

亲自前去处理。 [16]

皮埃尔·埃康·德·蒙田生于一四九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因此勉勉强强

算是十五世纪的人物。 [17] 他的言行举止与儿子有着极大的反差。皮埃

尔遵循贵族传统，将从军作为自己的职业，是埃康家第一个这么做的

人。蒙田并未追随父亲的脚步：身为贵族，他必须随身佩戴刀剑，但这

些武器似乎没能派上用场，至少《随笔集》很少提到他拔剑。与蒙田同

时代的布朗托姆（Brantôme）形容蒙田“拖着”剑在镇上走动，说他宁可

带笔也不愿佩剑。 [18] 这样的中伤从未落到皮埃尔头上，因为他在机会

到来后立即自告奋勇地加入法国在意大利的战事。

从一四九四年开始，法国军队就不时攻击、征服意大利半岛上的小

邦国。一直到一五五九年《卡托—康布雷齐和约》（Peace of Câteau-
Cambrésis ）签订，法国外侵的历史才告结束，但法国真正的灾难也开

始了：内战。在意大利的冒险行为造成的破坏不大，但法国为此付出了

高昂且毫无意义的代价，许多参与意大利战事的士兵身心都遭受创伤。

皮埃尔投入战场大约是一五一八年的事。除了来年短暂回乡休息外，他

一直在外征战到一五二九年初，而后才返乡结婚。 [19]

十六世纪的战争不再是驰骋沙场的风光景象，更多的是肮脏污秽、

不堪入目的状况。士兵们饱受低体温症、热病、饥饿、刀伤与枪伤感

染，以及其他疾病的荼毒，而在当时尚无有效的方法治愈这些痛苦。此

外，在围城战中，不仅是士兵，就连民众也遭受敌军断粮逼降的威胁。

皮埃尔也许参与了一五二二年米兰与帕维亚（Pavia）的围城战，或许



还参加了一五二五年惨烈的帕维亚围城战，这场战争最后造成大量法军

伤亡，就连法国国王也沦为阶下囚。皮埃尔晚年经常向家人谈起这些令

人毛骨悚然的战争经历，包括好几个村子的居民在饥饿下求生无门，索

性集体自杀的故事。蒙田选择拿笔而不愿持剑，或许和父亲的影响有

关。

法国与意大利的战争就某方面来说也许不甚光彩，但确实产生了教

育的效果，法国人的知识水平大幅提升。法国人在围城战以外的时间里

看到了许多令他们眼睛一亮的事物，例如科学、政治、哲学、教育，以

及当地流行的风俗习惯。虽然意大利文艺复兴此时已盛极而衰，但意大

利仍是欧洲最文明的地区。法国士兵在这里学习到全然不同的思维方

式；他们返乡时，也将这些新的发现带回国内。皮埃尔显然也是深受意

大利文明影响的贵族之一。旅行扩展了贵族们的视野，而且，充满魅力

的近代化领袖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对他们也产生巨大影响。弗朗

索瓦一世之后的法国国王放弃了他的文艺复兴理想。内战期间，人们普

遍丧失了对未来的信仰。然而，皮埃尔年轻时看到的一切使他产生许多

想象，这些想象的幻灭则是很久以后的事。日后回想起文艺复兴的理

想，还是足以让他兴奋莫名。 [20]

皮埃尔与儿子体格大致相仿，唯一的差别是，他的言谈举止带有军

人的气质。蒙田形容父亲是个“个子矮小的男子，充满活力、姿态端正

且秾纤合度”，有着一张“吸引力十足、近乎棕色的脸庞”。他身材匀

称，而且始终保持着标准的体格。他喜欢在木棍上挂满铅块，利用举重

来训练肱二头肌，或者在鞋底里加入铅块，锻炼跑步与跳跃的能力。皮

埃尔尤其擅长跳跃。“他的跳跃能力在许多人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

象，”蒙田写道，“我亲眼目睹年过六旬的他做出矫健的动作，确实让我

们这些年轻人汗颜：他穿着毛皮长袍跳上马鞍，用拇指撑着身体翻跟



斗；他每次回房时总是把三四级台阶当成一级爬。” [21]

这位威廉老爹 [22] 般的人物还有其他优点，而这些优点主要是他那

一代人不同于蒙田这一代的特有的性格。皮埃尔认真严谨，要求自己穿

着整齐美观，对所有事情表现出“负责谨慎”的态度。皮埃尔身手不凡，

加上他的骑士风度，自然深得女性青睐。蒙田形容他“总是能把女人照

顾得服服帖帖，这是他的本性使然，但他的技巧也确实高明”。为了取

悦女性，皮埃尔甚至可以跳上餐桌。至于性方面的越轨行为，皮埃尔告

诉儿子的说法前后不一：一方面他提到“相当隐私的内容，特别是他与

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女性之间的关系，且说得绘声绘色”，另一方

面“他又郑重宣誓，结婚前他仍是处子之身”。蒙田似乎不大相信父亲的

后一种说辞，只是淡淡地说：“这个人在结婚前可是在意大利战场待了

很长一段时间。”

皮埃尔从意大利返国后结婚，之后便开始了在波尔多的政治生涯。

一五三〇年，他当选为法官与市政官员，一五三七年当上副市长，一五

五四年终于成为市长。这段时间刚好是波尔多遭遇艰难的时期：一五四

八年，地方新课征的盐税引发暴乱，法国因此剥夺波尔多的各项法律权

利以惩罚这座城市。皮埃尔身为市长，努力地为城市创造财富，但收回

权利显然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压力腐蚀了他的健康。皮埃尔讲述的残暴

的战争故事使蒙田对军旅生活敬而远之，此时蒙田眼见皮埃尔为了市政

而身心俱疲，因而也萌生远离政治的念头。只是在三十年后，他还是步

父亲的后尘，成为波尔多的市长。 [23]

皮埃尔曾提出一些绝妙的点子，其中包括类似十六世纪版易贝（e
Bay）的概念。他提议每座城镇都应该设立一个场所，每个人都可以在

这个场所向大家宣布他的需要：“我想卖珍珠；我想买珍珠。某人想寻



伴一同前往巴黎；某人想找符合某些条件的仆人；某人想找雇主；某人

想找工人；某人要这个，另一个人要那个。” [24] 他的想法听起来很合

理，但不知何故，计划并没有实现——哪怕一点点。

皮埃尔另一个不错的点子是把每天发生的事记录下来，他记录了庄

园里发生的大小事：仆役的雇用与离职，各项财务与农业资料。皮埃尔

鼓励儿子也这么做。在他死后初期，蒙田还认真照做，但最后不了了

之，只留下一份未完成的文件。“我觉得自己实在太蠢了，居然没有坚

持下去。”他在《随笔集》中写道。他的确曾努力赓续父亲开创的一项

纪录：借用现成的历书印刷品来进行。这种历书被称为星历

（Ephemeris），制作者是日耳曼作家米歇尔·波特（Michel Beuther）。

这份历书留存了下来，只少了几页，保存得相当完整，当中写满他与家

族其他成员的笔记。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一天都有完整的一页供人记

录。此外，历书上面还印了历史上这一天曾发生的大事，并且留有空白

以便逐年增加备注。蒙田使用波特的星历记录家族成员的诞生、他的旅

行，以及重要人物的来访。他相当忠实地记下这些事情，却总是把日

期、年龄与其他细致的信息搞错。 [25]

皮埃尔相当热爱工作，尤其致力于开发庄园，尽管如此，他的妻子

还是满腹怨言。令安托瓦妮特不悦的或许是皮埃尔倾向改善庄园，而非

添购新的地产；此外，皮埃尔似乎有虎头蛇尾的习性。他后来放弃开设

贸易站的想法，之所以如此，与其说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不如说是性格

使然。皮埃尔去世的时候，蒙田继承了许多半途而废的工作，他总认为

自己可以完成这些工作，然而实际上没有一样工作顺利收尾。荒废的建

筑工地最让人恼火，或许蒙田的处理方式就是置之不理；但母亲安托瓦

妮特看到这种状况时则暴跳如雷。 [26]



这些半途而废的工作也显示皮埃尔的精力已大不如前。从六十六岁

开始，肾结石便逐渐消耗他的元气。在人生的最后几年，蒙田总是看见

父亲痛苦地蜷曲身子。他永远无法忘记首次目击父亲病症发作时的震

撼，无预警的疼痛让皮埃尔当即昏了过去，蒙田赶紧搂住父亲。皮埃尔

最后可能是因为肾结石或其他层出不穷的并发症而去世的。他死于一五

六八年六月十八日，享年七十三岁。 [27]

皮埃尔很早就已经拟妥新遗嘱以取代原先的遗嘱。第一份遗嘱隐约

显示皮埃尔对蒙田的能力存有疑虑，但在新遗嘱中，皮埃尔把照顾弟弟

妹妹的责任交付给米修，要他担负起父亲的角色。他在遗嘱中明确写

道：“他必须取代我的位置，代替我来照顾他们。”蒙田的确扮演起父亲

的角色，而且觉得这是个重担。 [28]

在《随笔集》中，蒙田以皮埃尔的反面形象出现，经常在夸赞父亲

之后，指出自己是完全相反的类型。他一方面描述皮埃尔对建设庄园投

注的热情，另一方面则以近乎喜剧的夸张手法，形容自己面对这类工作

既缺乏能力又毫无兴趣。他说，无论自己做了什么，不管是“完成一堵

停工许久的围墙，还是修缮破旧的建筑物”，都是为了荣耀记忆里的父

亲，而不是为了自我满足。十九世纪的哲学家尼采曾提出警告：“人们

不该努力超越自己的父亲，那只会让自己精神失常。”大致来说，蒙田

并未尝试这么做，所以还能保持神志清醒。 [29]

蒙田知道自己欠缺实际的生活技能，但了解自己的长处，特别是在

文学与学问上面的长处。皮埃尔对书籍的了解相当有限，但对书籍的热

爱却难以估量。在蒙田眼里，父亲就跟他那一代的其他许多人一样，把

书当成膜拜的对象，而且花费很多的功夫找来作者，“将他们当成圣人

在宅邸中接待”，并“将他们的言谈话语当成神谕一样收集”。 [30] 然而皮



埃尔对书本欠缺理解，按照蒙田的讲法，他可以用拇指撑起身子翻跟

斗，以此表现男子气概，但谈到书籍这种需要动脑的事物时，可就一筹

莫展了。皮埃尔崇拜书，却不懂书里面写什么；他的儿子正好相反。

蒙田准确地指出了皮埃尔那一代人的特点。十六世纪初的法国贵族

喜欢一切看似聪慧且具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气息的事物，有意与上一辈粗

鄙无文的形象划清界限。但蒙田没有发现，自己对盲目崇拜书本的反

感，其实正反映出自己这一代的特征。许多父亲让自己的儿子学习文学

与历史，训练他们批判性思考的能力，要他们就像玩抛球的杂耍戏法一

样反复论辩古典哲学。而这些儿子“感谢”父亲的方式，却是视书本如糟

粕，摆出拒斥的姿态。有些人甚至试图恢复反对钻研学问的古老传统，

仿佛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激进尝试。

蒙田这一代人普遍带有一股厌世与乖僻的倾向，然而在反叛精神中

也孕育着一种新形式的创造力。我们不难了解这一代人为什么充满愤世

嫉俗的情绪：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指引自己成长的理想沦为可怕的笑话。

在早期思想家口中为教会带来清新空气的宗教改革，最终却引发了战

争，使整个文明社会遭受毁灭的危机。文艺复兴美丽、均衡、清晰与理

智的原则，逐渐被暴力、残忍与极端主义神学取代。蒙田生活的那半个

世纪，法国受到灾难性的破坏，致使它需要再半个世纪来恢复。就某方

面而言，法国一直未能恢复元气，因为十六世纪晚期的动乱，使它未能

像英格兰与西班牙一样在新世界里建立庞大的帝国，并因此过度闭锁在

国门之内。蒙田去世时，法国的经济已饱受疾病、饥荒与战乱的残虐。

无怪乎蒙田这一代的年轻贵族成了学养丰富的厌世者。

蒙田也有这种反智（anti-intellectual）倾向。他在成长过程中逐渐

觉得，人类唯一的希望就在于农民的单纯与无知。农民是近代世界真正

的哲学家，是塞内卡与苏格拉底这类古典哲人的继承者。只有他们才知



道如何生活；或者精确地说，除了生活，他们什么都不知道。蒙田因此

转而崇拜无知，这狠狠地给了皮埃尔一记耳光。

然而这种返璞归真的追求与中世纪的反智不完全相同。蒙田的随笔

与大胆陈述，以及总是在自己的文章结尾添上一句不确定话语的做法，

都说明他与中世纪贵族有所区别。蒙田在文字末尾隐约或明白地写

上“不过，我不确定是否真是如此”，这种做法显然迥异于旧日的作风。

皮埃尔的理想仍然在蒙田身上留存着，只是形式变了：变得柔和、阴

沉，而且确定性已被去除。



实验

这种质疑确定性与偏见的倾向，也许源自家族特质。在教会分裂期

间，埃康家族以不涉入教派间的争议著称（蒙田以“闻名”二字来形容这

一声誉）。绝大多数埃康家族的成员仍信奉天主教，但还是有一些人改

信新教；尽管如此，家族内部很少有人对此表达不满。当家族里一名信

奉新教的年轻成员显露出极端倾向时，蒙田的朋友拉博埃蒂便奉劝他不

可如此：“你的家族向来重视和谐，你应当珍惜这份优良的名声——我

尊敬你的家族，一如我尊敬世界上其他的家族。老天，这是多么了不起

的家族啊！它的成员所作所为完全符合一名受尊敬的人该有的举止。”
[31]

这个令人尊敬的家族人口众多。蒙田有七个弟弟妹妹，这还不包括

在他之前出生、已经夭折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成了长子。他与弟

弟妹妹的年龄相差甚大，与最小的几乎隔了整整一代：最小的弟弟贝特

朗（Bertrand）出生时，蒙田已经二十七岁了。 [32]

就目前所知，蒙田的弟弟妹妹中没有人像他小时候那样获得那么多

关注与教育。皮埃尔的女儿接受的应该是当时一般女性的教育，也就是

说，几乎没受过教育；其他儿子接受的也是比较传统的教育。在埃康

家，关于孩子的记载中有关蒙田的最多——他不只受过教育，还成了史

无前例的教育实验对象。

这场不寻常的实验从蒙田出生后不久即告展开，他被送到邻近村落

的穷人家中生活。找农民当奶妈是当时相当普遍的做法，但蒙田的父亲

希望儿子除了品尝农民的乳汁，还要了解一般平民的生活方式，以便长



大后能与这些最需要“领主”协助的人相处融洽。皮埃尔不是把奶妈带到

婴儿身边，而是把婴儿送到奶妈家，并且让他住在那里到断奶为止。就

连在受洗命名礼上，皮埃尔也让“最底层的民众”抱着襁褓中的蒙田到洗

礼盆前。从一开始，蒙田就产生一种印象，他既是农民中的农民，又与

众不同。这种混杂的情绪将会跟着他一辈子。他觉得自己很平凡，但也

了解自己的平凡造就了自己的不平凡。 [33]

把儿子送到农家的计划有一个缺点是皮埃尔未曾想到的：与陌生人

一起生活的蒙田势必无法和亲生父母建立“纽带关系”（我们也许可以用

这个词）。这一点或许适用于所有由奶妈带大的孩子——尽管绝大多数

孩子除了吃奶，大部分时间还是跟母亲在一起。蒙田不是如此。如果二

十与二十一世纪的观念是科学的（当然也有可能不成立，也就是说，母

子之间的纽带关系本就跟孩子与奶妈的关系一样淡薄），那么生命最初

的、关键几个月的分离，将永久地影响他与母亲的关系。然而，蒙田自

己认为这个计划相当不错，还奉劝读者最好照着做。蒙田说，让你的孩

子“在平民与自然的法则下，由命运来养成”。 [34]

蒙田返回城堡时，无论年纪多大（或许一两岁），与寄养家庭之间

的关系必须马上中断，因为这场教育实验的第二阶段将与第一阶段完全

不兼容。回到亲生父母身边之后，已经成了小农民的蒙田要学习拉丁文

以作为母语。

到目前为止，蒙田在寄养家庭听到的最多的语言，是当地通行的佩

里戈尔方言。如果蒙田从那里离开时年纪已经大到能吃他们的食物，那

么他的耳朵应该也已习惯他们的语言，尽管他还没学会怎么说。蒙田现

在必须跳过这个语言直接学习拉丁文，而且要越过他未来用来书写的语

言——法文。对任何人来说，光是想象这样的计划就会非常吃惊，遑论



付诸行动，而这个计划确实也显示出实际的困难。皮埃尔只懂一点拉丁

文，他的妻子与仆人则对拉丁文一窍不通。即使到外地寻访，也会发现

当时已经没有人以拉丁文为母语。在这种情况下，皮埃尔凭什么认为可

以让蒙田流利地讲出西塞罗与维吉尔的语言？

皮埃尔想出的解决方式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聘请一名家庭教

师，这位老师可以母语不是拉丁文，但至少要说出近乎完美的拉丁文。

皮埃尔找来日耳曼人霍斯特博士（Dr. Horst），霍斯特最大的长处就是

精通拉丁文，但几乎不懂法文，更别说佩里戈尔方言。如此一来，他就

只能用拉丁文与小蒙田沟通。因此，霍斯特博士或霍斯塔努斯博士

（Dr. Horstanus，以拉丁文拼写后的名字）从最初阶段开始——蒙田

说“从我牙牙学语的时候开始”——就成为蒙田人生中最重要的人物。

[35]

第二步是禁止家中任何人用任何现代语言与蒙田说话。他们如果想

叫蒙田吃早餐，必须使用拉丁文祈使句，并且依照文法格式做相应的语

尾变化。每个人都要适当地学习一点拉丁文，包括皮埃尔在内，他必须

温习儿子学会的拉丁文知识。蒙田写道，因为这个缘故，每个人都学到

一点拉丁文：

我父母学习的拉丁文已足以让他们听懂这种语言，而他们

也掌握了必要时足以供他们使用的词汇；当然，我的贴身仆人

也必须懂一点拉丁文。所以我们全家上上下下都拉丁化了，这

种现象甚至一路蔓延到村子里。因为经常使用的缘故，直到现

在，村里人仍习惯用拉丁文来称呼工匠与一些器具。至于我，

到六岁之后，对法文或佩里戈尔方言的了解才超过阿拉伯语。

因此，“不用不自然的方法，不用书本，不用文法或规则，不用鞭



子，不用流泪”，蒙田就学会了拉丁文，而且说得跟他的老师霍斯特一

样好，甚至比老师还流利。蒙田后来遇到的每位老师都夸赞他的拉丁文

既臻于完美又切实中用。 [36]

皮埃尔为什么要这么做？思索这个问题，马上让我们感受到五百年

的时代隔阂确实会造成理解上的障碍。今日许多人一定认为，为了一个

死掉的语言而亲子分离，实在过于疯狂。然而在文艺复兴时代，这样的

牺牲会获得足够的报偿。精通优美而文法正确的拉丁文，是人文主义教

育的最高目标：不仅打开了通往古代世界（被认为是人类智慧的宝库）

的大门，也开启了走向现代文化的坦途，因为绝大多数学者仍以拉丁文

写作。拉丁文是拓展事业的敲门砖，是从事法律事务与成为政府官员的

必要条件。凡是能说拉丁文的人，都能获得拉丁文给予他的神奇祝福。

如果你能说一口好拉丁文，你的思路也一定清楚通透。皮埃尔想让儿子

获得人们所能想象的最大优势，使他不仅能够进入古代的失乐园，也能

走向个人成功的未来。

皮埃尔为蒙田规划的学习方式，也显示出那个时代普遍的理想。许

多男孩在学校里辛苦地学习拉丁文，罗马人却不需要这么做，他们说拉

丁文就像呼吸一样自在。有一种说法认为，正因为今人以不自然的方式

学习这种语言，他们智能或灵魂的卓越程度才无法与古人等量齐观。

[37]

皮埃尔的做法绝非残酷的实验，至少看起来不是。新教育理论强调

学习应该愉快，因此孩子唯一需要的动机就是他们内在固有的求知欲

望。蒙田年纪稍长时开始学习希腊文，也是在愉快的精神状态下学习

的。“我们把球抛向空中，在它还没落地时必须讲出语尾变化，”蒙田回

忆说，“就和有些人利用西洋棋来学习算术与几何学一样。”他没能学成



希腊文，日后坦承自己对这种语言所知有限。 [38] 总体来说，这种快乐

主义的教育方式确实对蒙田产生了影响。早期的学习完全是在好奇心的

引领下进行的，这使他成长为一个具有独立心智的人。他完全出于己意

选择未来的路径，而非一味顺从责任与纪律——他的父亲恐怕没想到自

己的做法会造成这么深远的影响。

除了教育，蒙田童年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受这种原则支配。当时的人

认为，“早上突然把孩子摇醒会伤害孩子柔软的脑袋”，所以皮埃尔每天

像吹笛人引诱眼镜蛇那样，在蒙田床边弹奏鲁特琴或其他乐器，利用哀

伤的曲调吸引蒙田下床。蒙田从未遭受过体罚，只吃过两次棍子，但都

相当轻微。那是一种“智慧与机敏”的教育。 [39]

皮埃尔的想法源自他喜爱的几位学者朋友，可能也源自他在意大利

遇见的人。然而，他接受的这些观念，其实都可追溯到荷兰鹿特丹的伊

拉斯谟（Erasmus of Rotterdam）二十年前居留意大利期间写的一篇教育

论文上。蒙田表示，这套教育计划是他父亲“穷尽各种方式进行研究，

请教了许多学者与智者”才得出来的。 [40] 这是典型的皮埃尔风格，同时

具备学者的观念与他个人的奇想。这项实验显然是由皮埃尔而非安托瓦

妮特一手主导的，人们应该很想知道她对此作何感想。蒙田一出生就被

送往农家，这使他与母亲产生隔阂；此时他接受的教育更加剧了他与母

亲之间的疏离。现在他们住在同一栋房子里，但语言与文化却仿佛来自

不同的星球。虽然蒙田表示母亲为他学习拉丁文，但她不可能娴熟于这

种语言。蒙田也提到，皮埃尔的拉丁文仅仅达到基础程度。假如这个实

验真的像蒙田描述的那么严格（这是个大胆的假设），那么父母只能以

造作而不自然的方式与他交谈。霍斯特就算再怎么学识渊博，也无法完

全下意识地使用拉丁文和蒙田沟通，这显然与“自然”的学习有一段距

离。我们因此有理由怀疑（乃至于预料）皮埃尔的教育计划有时会有窒



碍难行之处，但蒙田却从未提到这一点；相反，他认为这项实验非常成

功。

从培养蒙田以拉丁文为母语的角度来看，早年的这些努力确有成

效，只是这些效果未必能够持续久远。因为疏于练习，蒙田的拉丁文最

后只达到跟其他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贵族一样的程度。尽管如此，拉丁

文已经深植于他的内心之中。数十年后，当父亲因肾结石发作而昏厥，

蒙田搂住他时大声叫嚷的竟是拉丁文。 [41]

蒙田受的教育对他人格的影响更为持久。幼年的生活经验带给蒙田

很多好处，但也给他造成伤害。他不仅与家人分离，还与当时的世界脱

节。这样的生活固然使他拥有独立的心灵，却也使他失去缔结人际关系

的机会。蒙田在古代最伟大作家的陪伴下成长，对邻近的地方作家却一

无所知，他因此对自己有很高的期许。然而，他对其他比较传统的事物

兴趣缺缺，总是质疑其他人追求的目标。年轻时期的蒙田特立独行，不

需要与人竞争，只需要展现自我。他在成长过程中遭受极其古怪的限

制，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孩子有过他这样的经历，但也没有任何一个孩子

拥有像他这样近乎无限的自由。他的自我自成一个世界。

蒙田最后还熟练掌握了法文，不过他使用的并非往后几世纪的作家

坚持使用的那种严谨而完美的法文。蒙田的写作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

可能会有人指责他的文字读起来活像出自未受过训练的乡巴佬。对蒙田

来说，法文不同于拉丁文，只是可有可无的语言。他在《随笔集》中提

出古怪的解释，说法文不可能像古典语言那样永久流传，因此他的作品

绝对不会存在太久，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不计毁誉地写作。事实上，正

因为无须拘执于完美无瑕，蒙田乐于用法文书写：如果法文本身就不完

美，那么使用法文时，也就少了追求完美的压力。 [42]



蒙田不太喜欢唯心主义的想法，却赞成父亲在教育上的实验。他撰

写教育方面的文章时，看起来像是比较稳健一点的皮埃尔——皮埃尔的

想法太极端，很难让其他人接受。与蒙田同时代、风格也接近的作家塔

布洛·德·阿寇德的确提到，有一群士绅想一起建立一个拉丁文社区，让

他们的子女在里面生活，因为光凭一个家庭营造出说拉丁文的环境实在

太难了，但这个计划似乎没有成功。 [43]

十六世纪“以孩子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中合理的层面在往后数年不断

发展，持续至今。在十八世纪，卢梭狂热地崇拜以自然方式养育小孩的

方法。他借用了蒙田的一些观念，特别是蒙田那不同于惯常风格的、具

有规范性的关于教育的随笔里的观念。

蒙田必然要写得规范些，因为《论教育》这篇随笔其实是有孕在身

的邻居——顾尔松女伯爵（comtesse de Gurson）黛安娜·德·富瓦（Diane
de Foix）委托他写的，她希望蒙田能指点她如何让孩子（假设是个男

孩）的人生有个最好的开端。蒙田的建议显示，他非常赞同自己幼年的

经验。他说，首先，女伯爵必须充分克制自己的母性，然后找个外人担

任儿子的老师。父母太容易受到亲情的牵绊，会忍不住担心孩子是否因

为淋雨而着凉，或者从马上摔下来，或者在练习击剑时受伤。家庭教师

一方面要能勤教严管，另一方面也不能太过严酷。学习应该是一件快乐

的事，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应该想象智慧是带着笑脸的，而非一副凶猛可

怕的神情。 [44]

蒙田指责许多学校实行的野蛮教育方式。“停止使用暴力与强迫学

习的方法！”蒙田说。如果你在授课时间进入学校，“你只会听到被责罚

的孩子的哭声与盛怒教师的吼声”。这种教育方式只会让孩子终身拒绝

学习。



学习不一定需要书籍，想学习跳舞就去跳舞，想学习弹奏鲁特琴就

去弹奏鲁特琴。思考也是一样，生活更是如此。每个经验都是一次学习

的机会，包括“侍从的恶作剧、仆人犯的错误、餐桌旁的议论”。孩子应

该懂得对每件事提出质疑，“仔细探查事情的原委，不能只因为权威与

信任就接受别人的说法”。旅行是有益的，社交也是，社交可以教会孩

子向他人敞开心扉并与周围的人相处。乖僻的性格愈早消除愈好，因为

它妨碍与人相处。“我曾经见过有人讨厌苹果的香味甚于火绳枪击发的

火药味，有人怕老鼠，有人看到鲜奶油就想吐，还有些人则看到蓬松的

羽绒被就逃之夭夭。”这些诡异的习性都是良好关系与生活的绊脚石。

它们都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年轻人的可塑性很强。

至少在一定程度之内，年轻人的习性很容易被改变。蒙田很快就改

掉了圆滑的毛病。蒙田说，不管再怎么努力，你都无法真正改变本性。

你可以引导它或训练它，但无法摆脱它。蒙田在另一篇随笔中写

道：“只要愿意聆听自己的声音，任何人都可以发现自己有一套习性，

一种与生俱来的性格，它会顽强地抗拒教育。” [45]

不难想象皮埃尔不像蒙田那样对人性持宿命论；他认为年轻的蒙田

可以被塑造，因此实验再麻烦也值得一试。皮埃尔一贯抱持着“人定胜

天”的信念，像建设与开发庄园一样，着手打造与培育儿子。

可惜的是，跟其他计划一样，皮埃尔培养儿子的工作并没有完成

——至少蒙田是这么认为的。六岁时，蒙田突然被从原本特别为他打造

的温室中移出，并且像其他孩子一样被送进学校念书。终其一生，蒙田

深信这是他自己的错：他的冥顽不灵——他的“本性”——终于让父亲对

他放手不管。然而，蒙田的父亲也许只是屈服于传统，特别是过去给他

建议的人此时已不在他身旁出谋划策。然而更有可能的是，皮埃尔早就



打算在蒙田到达某个岁数时送他到学校上课。蒙田不了解父亲的盘算，

因而将父亲的做法解读成对自己的批评，但这一切完全是子虚乌有。这

是个多阶段的进程，从农民家庭到学习拉丁文再到学校，目的是让蒙田

成为一名完美的绅士，除了具有独立心灵，必要时也能够融入社会。在

这种情况下，到了一五三九年，蒙田必须与其他同年龄男孩一起就读于

波尔多的吉耶讷学校（Collège de Guyenne）。 [46]

蒙田至少要在这所学校待上十年，直至一五四八年。虽然他终将适

应这里的生活，但起初，学校的一切带给他的是极大的震撼。首先，在

乡野过着无拘无束生活的蒙田，必须试着习惯城市的环境。波尔多离蒙

田家约四十英里，即使骑快马也要数小时才能抵达。这趟旅程必须横渡

多尔多涅河，因而格外费时。渡船在绿意盎然的和缓山丘与葡萄园边接

上旅客，下船的地方则是波尔多商业区的核心——一个完全不同的世

界。

城市四周围起高墙，与外界完全隔绝，居民密集地聚居于岸边。十

六世纪的波尔多，面貌与今日迥然不同，彼时古老的街道已于十八与十

九世纪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大道与巨大的乳脂色建筑，使波尔多披上

一层略微抽象的外衣。在蒙田的时代，波尔多完全不是乳脂色。它是一

座人口稠密的城市，拥有约两万五千居民，繁忙、热闹。波尔多濒临的

河川上驶满货船，岸边设有卸货码头。这里的货物主要是葡萄酒，空气

中混杂着腌渍的鱼、盐与木材的气味。 [47]

抵达吉耶讷学校之后，人的心情为之一变。这座学校位于城内一处

宁静的区域，周围环绕着榆树，远离市中心商业区的嘈杂喧嚣。虽然蒙

田对此地有所批评，但不可否认，这的确是一所优秀的学校。这所学校

的课程与教学方法肯定会让现代人震惊，所有的教学内容都以死背拉丁



文为核心。蒙田在这门课上显然有很大的优势，老师们想必会对他的表

现感到吃惊。在学校里，师生间的交谈必须以拉丁文进行。就跟在蒙田

家一样，在学校里经常可以听见古怪的、不自然的对谈声调——然而，

两者之间也只有这点类似。在学校里，没有人弹奏轻柔的乐曲，学校的

教育也不强调快乐。但更令小蒙田震撼的是，他不再是世界的中心。

蒙田现在必须学习与其他人和睦相处。早上的课程是研讨文学作

品，通常使用的是西塞罗这类最无法引起年轻学子兴趣的作家的作品。

下午，学生在毫无具体例子的情况下学习抽象的文法。到了晚间，由老

师朗读文章并分析，学生则要记忆与复诵这些内容。

起初，对拉丁文的精通使蒙田轻易地超越了同侪。然而，其他没那

么优秀的学生也给他造成了不良的影响，甚至使他的拉丁文大为退步。

因此，蒙田说，他离开学校时，所拥有的知识反而比入学前少了。 [48]

事实上，吉耶讷学校算是相对前卫而开放的学校。对于学校生活，

蒙田颇乐在其中，只是不愿坦承。到了高年级时，学生在演说与辩论上

力求表现，当然完全使用拉丁文，但关注的与其说是内容，不如说是铺

陈的方式。蒙田在这个阶段习得修辞的技巧与批判性的思维，而这将影

响他的一生。蒙田或许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使用“笔记

本”（commonplace book），记下阅读时看到的知识片段，并且发挥自

己的创意，将片段加以分类比对。之后，十几岁的蒙田开始研习更有趣

的课程，包括哲学。然而遗憾的是，学校传授的不是他喜欢的讨论如何

生活的哲学，而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与形而上学。课程中也有轻松的

内容，学校的新教师马克—安东尼·穆雷（Marc-Antoine Muret）自己写

作与执导剧作，蒙田在当中饰演一个角色。事实证明，蒙田是个天生的

演员，（他自己写道）拥有出人意料的“自信神情，以及灵活的声音与



动作”。 [49]

这些事情全发生在吉耶讷学校特别艰难的时期。一五四七年，高瞻

远瞩的校长安德烈·古维亚（André Gouvéa）在保守政治派系的施压下被

迫离职。 [50] 他前往葡萄牙，并且带走了最优秀的教师。次年，波尔多

爆发动乱，盐税引发的暴动带给蒙田的父亲极大的压力。法国西南地区

传统上一直是免除盐税的，国王亨利二世（Henri II）刚登基就突然开征

这项税捐，不满的情绪随即蔓延开来。 [51]

反抗的群众集结示威，从一五四八年八月十七日到二十二日，暴民

们在街头恣意纵火焚烧税吏的房子。有些人看到貌似有钱人家的房子就

攻击，事态逐渐扩大成全面性农民暴动。几名税吏被杀，尸体被拖到街

上，成堆的盐巴覆盖其上。民众通过这种方式表达诉求。最糟糕的事件

是，驻防波尔多的陆军中将兼总督（国王的官方代表）特里斯坦·德·莫
兰（Tristan de Moneins）遭私刑处死。莫兰驻守在波尔多巨大的皇家要

塞特隆佩特堡闭门不出，但群众在堡外聚集，向他大声叫嚣。莫兰或许

是想以面对面商谈的方式赢得民众的尊敬，于是大胆出城，但这是个错

误——他被民众活活打死。 [52]

蒙田当时十五岁，学校因暴乱而停课，他闲来无事便上街一探究

竟。他亲眼目睹莫兰被杀，那幅景象令他终生难忘。他的内心产生一个

疑问（或许是第一次），这个疑问将以各种不同的面貌在他的《随笔

集》中出现：是抵死不从才能赢得敌人的尊敬，还是任由对方处置、摆

出低姿态，才能说服对方或引起对方的同情？

在这个例子里，蒙田认为莫兰的错误在于他根本没搞清楚自己想做

什么。他一方面勇敢地面对群众，另一方面又丧失自信，表现出屈服的



样子，如此一来便释放出混杂的信息。莫兰也低估了暴民扭曲的心理。

民众一旦陷入狂暴难制的状态，如果不对其使用怀柔策略，就只能镇

压，这时候你不能期望他们像正常人一样同情你。莫兰似乎不了解这一

点，以为民众会跟他一样，怜悯一个示弱的人。

莫兰当然是个勇者，因为他毫无武装地置身于“一群疯子”当中。然

而他唯一能全身而退的希望，就是从头到尾保持大无畏的态度。

他必须前后态度一致，绝不能放弃自己的角色。他后来遭

受的惨剧，起因于他一看到危险迫近就陷入恐慌。他的勇气不

翼而飞，表情也变得畏畏缩缩，说话的声调里充满恐惧，眼神

里流露出惊惶与悔恨。他试图躲藏的行径激怒了群众，说他是

自掘坟墓也毫不为过。

莫兰被杀的一幕，以及那个星期接连出现的混乱场景，令蒙田感到

震撼，也让他深刻体会到冲突的心理状态极其复杂。一个人身处危机之

中，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并不容易。这场暴动之所以能够平息，主要归功

于蒙田未来的岳父杰弗里·德·拉夏瑟涅（Geoffrey de La Chassaigne），

是他促成双方的和解。然而波尔多将因为这一连串不服从的行为受到严

惩。同年十月，蒙莫朗西骑士统帅（Constable de Montmorency）率领一

万大军进驻当地。“骑士统帅”这个官衔原本的职务是“主掌皇家马厩”，
此时已成为大权在握的重要官职。军队在波尔多停留了三个月，蒙莫朗

西在此地实行恐怖统治。他鼓励士兵像占领外国土地那样抢掠杀戮，凡

是被直接指认曾参与暴动的人，即被处以车轮刑或火刑。波尔多在物

质、财政与道德上遭受彻底的羞辱，丧失独立的司法管辖权，当地火炮

与火药全数充公，“法院”（parlement）被解散，而且有一段时间必须接

受法国其他地区行政长官的统治。波尔多还必须向军队支付其占领期间

所需的所有费用。当莫兰的遗体被掘出，并且重新安葬于主教座堂时，



波尔多的官员必须跪在蒙莫朗西的住所前乞求饶命。 [53]

在蒙田父亲的四处奔走下，波尔多逐渐恢复各项权利，并且在国王

的密切关注下重新恢复繁荣。令人惊讶的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来

看，这场暴乱的确达成了目的——在暴乱的震撼下，亨利二世决定不征

收盐税。然而，代价实在太过高昂。

正当波尔多逐渐走出阴霾之际，一五四九年，城市爆发瘟疫。虽然

疫情为期不长，规模也不大，但已足够让每个人不安地检视自己的皮

肤，或是一听到咳嗽声就提心吊胆。瘟疫也使学校暂时停课——蒙田此

时或许已经离开波尔多。他大约在一五四八年左右毕业，即将展开人生

的下个阶段。

我们不清楚在瘟疫爆发到一五五七年这段漫长的时间里，蒙田做了

些什么。他也许回到家乡的庄园，也许被送进某类学院接受最后阶段的

学校教育：年轻人在此学习贵族应有的技能，如骑马、决斗、打猎、歌

唱与跳舞，还要学习纹章学。（若真是如此，蒙田唯一专心学习的大概

就是骑马，他日后表示自己只擅长骑马。）在这期间，蒙田势必也研习

了法律。在迈入成年时，他一定在学校里积累了身为年轻成功的“领
主”所需的能力与经验（尽管他不喜欢这类经验）。在各种探索中，有

一样最能取悦父亲，那就是他对书籍的热爱，以及书籍为他开启的世

界。书籍不仅使蒙田不受吉耶讷葡萄园的限制，也使他从十六世纪枯燥

乏味的学校课程里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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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们问：如何生活？
How to live？

蒙田说：多读书，然后忘掉你读的
那些，把自己变笨一点

Read a lot, forget most of
what you read, and be slow-

witted

我们无法想象蒙田会像伊拉斯谟或诗人佩脱拉克（Petrarch）那样，把书本当

成圣物来亲吻。

如果蒙田发现有人觉得他是一名治学认真的学者，他可是会发火的。

蒙田阅读的原则是从奥维德那里学来的：读书是为了追求乐趣。

“如果遇到艰涩难懂的书，”他写道，“我不会继续苦思下去，我的做法就是

放下这本书。我不做没有乐趣的事。”



阅读

蒙田对文学的兴趣，差点因为他过度钻研西塞罗与贺拉斯

（Horace）作品的文法而胎死腹中。幸好在学校某些老师的协助下，他

得以维持对文学的爱好。老师看见蒙田阅读娱乐性质的书籍时，并没有

将它们没收。他们或许还会悄悄地留下几本其他的书，让蒙田在不经意

间发现——老师们刻意这么做，使蒙田在享受阅读的同时，又能体验青

少年反抗师长的乐趣。 [1]

蒙田在七八岁时找到一本不属于他那个年纪的孩子阅读的作品，这

部作品将改变他的人生，那就是奥维德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

）。 [2] 这本书收集了大量古代神祇与人类不可思议地变化外形的故

事，要说文艺复兴时代有什么书与这部作品最为相似，大概非童话大全

莫属。《变形记》与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一样，充满恐怖而有趣的内

容。它迥异于学校的课本，足以让充满想象力的十六世纪男孩一边读一

边瞪大眼睛，两只手因为害怕而紧抓着书不放。

在奥维德的书中，人会变化外形，会化身为树木、动物、星辰、水

流或无形的声音。他们能改变性别，甚至会变成狼人。一个名叫丝奇拉

（Scylla）的女子走进一座有毒的池子，发现自己变成四肢像狗一样的

怪物，她无法从怪物的躯体里脱身，因为怪物就是她。猎人阿克特翁

（Actaeon）变成一头雄鹿，遭到他自己养的猎犬猎捕。伊卡洛斯

（Icarus）飞得太高，结果太阳熔化了蜡制的双翼，使他活活摔死。国

王与王后变成了两座山。女神萨玛西丝（Samacis）纵身跳入俊美的赫

马弗洛狄特斯（Hermaphroditus）沐浴的池子里，像乌贼紧抓猎物一样



用整个身体包裹着他，直到两人的身体合而为一，成了一个雌雄同体的

人。一旦开启了对这类事物的兴趣，蒙田便开始大量阅览其他有着类似

故事的书籍：先是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Aeneid ），然后是泰伦提

乌斯（Terence）、普劳图斯（Plautus）的作品，以及当时流行的各种意

大利喜剧。蒙田在阅读学校禁止的书籍时意识到，阅读是可以很有乐趣

的。这是他求学期间遇到的少数几件好事之一。（“然而，”蒙田补充

说，“这里毕竟是学校。”） [3]

蒙田在幼年时的一些探索发展为他一生的爱好。虽然《变形记》带

给他的刺激随时光流逝而逐渐消散，但蒙田仍经常在《随笔集》里提到

这些故事。他仿效奥维德的风格，在不同主题之间不停穿插，不写引导

之语，也不遵循任何秩序。虽然成熟时期的蒙田坦言《埃涅阿斯纪》中

的一些段落可能“需要整理一下”，但这无损于维吉尔在他心目中的地

位。 [4]

蒙田更想知道人们真实的作为，而不是谁想象人们做了什么，因此

他的喜好对象很快就从诗人转变为史家与传记作家。蒙田说，从真实的

人生故事中，你可以看到人性极其复杂的一面。你不仅能学习人的“多
样与真实”，也能了解“人的性格是以千奇百怪的方式组合而成的，而人

无时无刻不面临着各种威胁”。 [5] 在所有史家中，蒙田最喜欢塔西佗，

他说自己曾一口气读完他的《历史》（History ）。他喜爱塔西佗从“私
人行为与性格”的角度来分析公共事件，也惊讶于塔西佗如此幸运地活

在一个“诡谲而极端”的时代，就和他自己一样。事实上，蒙田提到塔西

佗时表示：“你可以说，塔西佗描写的是我们这个时代。”

蒙田希望传记作家不仅能够描述传主的外在行为，也尝试利用各项

证据重建其内在世界。他最喜爱的作者正是这方面的翘楚：希腊传记作



家普鲁塔克（生于约公元四十六年，卒于一二〇年左右）。他的巨著

《希腊罗马名人传》（Lives ）透过各种主题将希腊与罗马名人两两关

联，进行比较性的叙述。普鲁塔克之于蒙田，正如蒙田之于后世的读

者：他是可遵循的典范，是观念的宝库，他的作品拥有丰富的名言、轶

事可资引用。“普鲁塔克的著作无所不包，涵盖一切可能的内容，无论

你选择的主题有多古怪，他都能进入你的作品中。”蒙田最后的说法毋

庸置疑，因为《随笔集》有几个段落几乎是一字不改地引用普鲁塔克的

作品。没有人认为这么做是抄袭，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可以说是对伟

大作家的仿作，而当时的人也认为这是相当好的练习。此外，蒙田对自

己“窃取”的句子做了些微调整，也许是在完全不同的语境下引用这些句

子，也许是特意在文章末尾表现出存疑的语气，以规避抄袭的嫌疑。

蒙田喜爱普鲁塔克的写作方式：描述各种形象、对话、人物、动物

与事物，而不是冷冰冰地陈列抽象的说辞与论证。蒙田说，普鲁塔克的

作品充满了“事物”。如果普鲁塔克想告诉我们活得好的诀窍在于知足常

乐，那么他会讲故事来说明这点，例如有人朝自己的狗扔石头，结果没

砸中狗，反而误伤了后母，这人于是叫道：“也没那么糟嘛！”如果普鲁

塔克想说明人总是忘记生活上的许多好事，而惦记着坏事，那么他会

说，苍蝇没办法安稳地停在镜子上，因为光滑的镜面会让它四处滑动，

除非落在粗糙的表面，否则它不可能立定脚跟。普鲁塔克从不留下完整

的结局，但他开启的各项主题却延伸出各种可供探索的可能。他表示，

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谈论任何主题，但他不是引导话题的人，我们可以

自由决定是否要接着他的主题谈论下去。

蒙田还喜爱普鲁塔克作品中强烈的个人色彩：“我觉得我甚至可以

感受到他内心深处的灵魂。”这是蒙田在普鲁塔克作品中追寻的东西，

也是后世读者在蒙田作品中追寻的东西：与相隔数世纪的古人心灵相



通。阅读普鲁塔克时，蒙田忘却了彼此的时间隔阂——他与普鲁塔克相

距的时间比他与我们相隔的时间更久。蒙田写道，自己所爱的人无论是

已死了一千五百年（如普鲁塔克）还是十八年（如他的父亲），对他来

说并没有太大差别。两人都一样遥远，也一样贴近。 [6]

蒙田将自己喜爱的作者拿来与父亲相提并论，充分显示了他阅读的

方式：把书当成人，欢迎它们加入自己的家庭。这个嗜读奥维德的叛逆

小子，有天将会拥有藏书千册的书房，但这些书并非随意收集而来，其

中某些继承自他的朋友拉博埃蒂，其他则是自行出资购得。 [7] 蒙田并

非有系统地收集书籍，精美的装订或罕见的奇书并不是他收藏的重点。

蒙田绝不重蹈父亲的覆辙，盲目地以收集书籍与崇拜作者为能事。我们

无法想象蒙田会像伊拉斯谟或诗人佩脱拉克那样，把书本当成圣物来亲

吻；他也不可能像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那样，在读书前必先换上

最好的衣服。马基雅维利写道：“我脱掉尽是尘土与臭汗的工作服，换

上宫廷礼袍。穿上这身华服，我就能进入古人的殿堂，接受他们的热忱

欢迎。”蒙田一定会觉得这种想法荒谬可笑。他比较喜欢与古人平起平

坐地对话，有时甚至会揶揄他们，例如他曾嘲弄西塞罗炫耀才学，还要

维吉尔再加把劲。 [8]

蒙田也说自己最缺乏的就是努力，无论阅读还是写作都是如

此。“我随意翻览这本书，然后又匆匆翻阅另一本书，”他写道，“毫无

次序也毫无计划，得到的全是片段的印象。”如果蒙田发现有人觉得他

是一名治学认真的学者，他可是会发火的。有一次，他意识到自己说了

书籍可以抚慰人心这种话，便随即补上一句：“其实我跟那些不知书为

何物的人没什么两样，我几乎不看书。”他讲话时也经常这么起头：“我
们这种几乎不碰书的人……”蒙田阅读的原则是从奥维德那里学来的：

读书是为了追求乐趣。“如果遇到艰涩难懂的书，”他写道，“我不会继



续苦思下去，我的做法就是放下这本书。我不做没有乐趣的事。” [9]

事实上，蒙田有时的确会下苦功，但只有在他认为值得的时候才如

此。在蒙田的藏书中，有些还留存着他做的批注，比较知名的有卢克莱

修（Lucretius）的《物性论》（On the Nature of Things ） [10] ——这显

然是一部值得细读的作品。它风格独特、观念大胆，一看就知道是蒙田

喜欢的类型，不难想见蒙田会不厌其烦地钻研它。

蒙田形容自己是个心性不定的人，拿到书往往只是随便翻上几页，

然后打个哈欠把书扔到一旁。这种描述倒是挺符合蒙田的形象，他总是

在自己的写作中营造一股粗浅地涉猎文艺的气氛。但从蒙田在卢克莱修

作品上留下的批注可以看出，他绝不只是一名业余的文艺爱好者。然而

不可否认，他的确跳过了不少令他厌烦的部分，毕竟他从小到大接受的

教育就是如此。皮埃尔告诉他，不管学习什么，都必须“和缓而自由，

无须过于严谨拘束”。 [11] 父亲的这句话成了蒙田一生奉行的准则。



迟缓而健忘的蒙田

蒙田说他遍览群书，但总是看过就忘。“记忆是件好用的工具，如

果没有记忆，下判断会变成一件难事，”他接着便补了一句，“像我就没

什么记性。” [12]

我大概是最没有资格谈论记忆的人，因为我几乎没什么记

性。我想天底下应该没有人跟我一样健忘。 [13]

蒙田坦承这给他添了不少麻烦，而最让他懊恼的是，如果外出骑马

时脑子里刚好浮现绝妙的想法，此时苦于手边无纸笔，就只好任由珍贵

的点子从脑中消失。蒙田又说，要是他能记得更多梦境里的东西就好

了，他引用泰伦提乌斯的句子：“我的脑子到处都是裂缝，才想到什

么，马上就从四面八方流出去。” [14]

蒙田经常为有记忆障碍的人辩护。举例来说，他读到林塞斯提

（Lyncestes）的故事时，内心充满了“愤怒”与“切身的憎恶”。林塞斯提

被指控阴谋颠覆亚历山大大帝，被迫在士兵面前自清。他默记了一篇讲

稿，然而当面对军队时，他脑子里早已一团混乱，把稿子也忘个精光。

结果他只讲了几句话就开始结巴，说话吞吞吐吐，旁边的军士听了不耐

烦，索性拿起长枪将他刺死。他们认为林塞斯提的语塞证明他心里有

鬼。“这家伙死得还真冤啊！”蒙田叫道。这件事充其量只能证明人在压

力之下，大脑负担太重，会把记忆里的内容忘得一干二净，就像惊慌的

马儿将背上的担子全抖落到地上一样。 [15]

撇开这种危及性命的极端例子不提，背稿绝不是件好事，自然的谈



话通常较容易引起听者的兴趣。蒙田在公众面前发言时，总是试着冷静

下来，摆出“自然而未经演练的样子，仿佛演说全是即兴发挥”。他尤其

避免分点叙述（“接下来我要讨论六种可能的做法……”），这么做无趣

且容易出错，讲者要么会漏掉其中几项，要么讲到最后可能多讲出好几

项。 [16]

蒙田有时就是无法记住事物最重要与最有趣的部分。他曾有幸与法

国殖民者从巴西带来的图皮族人（Tupinambá）见面，他仔细聆听这些

人被问到对法国有何看法时的回答。图皮族人说了三件事，每一件都让

蒙田印象深刻，但蒙田准备在《随笔集》里记下这段对话时，却发现自

己只记得其中两件。这还不是最糟的。在一封已出版的描述拉博埃蒂

（蒙田最好的朋友）去世的信里，蒙田坦承，他已经不太记得朋友临终

时的情景与遗言。 [17]

蒙田承认的缺点，完全悖反文艺复兴时期口齿伶俐、能言善辩的典

范。当时普遍认为思想清晰就能辩才无碍，而演说流畅取决于清楚掌握

一连串的论证，并且善用名言警句与华丽辞藻来装饰自己的言辞。记忆

术的学习者努力练习串连话题的技巧，好让自己能滔滔不绝地讲上好几

个钟头，甚至发展出一套哲学性的自我改善计划。但蒙田对此兴趣索

然。

有些读者从一开始就不相信蒙田的记性像他说的那么差，蒙田因此

很不高兴，甚至在《随笔集》中抱怨。但怀疑者振振有词，说蒙田似乎

能轻轻松松地想起自己读过的每一句话，《随笔集》中到处可见引自其

他书籍的文字——蒙田曾说自己的脑袋像一只漏水的瓶子，这只是从别

处引用来的诸多比喻之一。因此，如果蒙田的确如他宣称的那么健忘，

那他应是个极为勤勉的人。这些引文若非通过回忆写下，就有可能是他



先前看书时抄录的。有些人可能对蒙田的说法感到不悦，大约与他同时

代的诗人多米尼克·博迪耶（Dominique Baudier）表示，蒙田哀叹自己

的记忆力奇差无比，让他感到“作呕与可笑”——真是极端的反应。十七

世纪的哲学家尼古拉·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认为蒙田说

谎，对于一名标榜自己诚实的作家来说，这是一项严重的指控。 [18]

然而这项指控并非空穴来风，蒙田的记性肯定比他自己所宣称的

好。但不可否认，我们每个人总会抱怨自己记性欠佳，这是人类不完美

的表征之一。我们不难想象蒙田在成长过程中过惯了惬意的日子，几乎

没有人逼迫他强记任何事情，由此可知他的记忆力并未经过训练。蒙田

虚心地表示自己记性不好，其实表现的是一种他认为比记性更重要的美

德——讽刺的是，这项美德就是诚实。古语说得好，记性不好的人不适

合说谎。如果蒙田无法完整记住自己编造的故事，那么他最好诚实。此

外，也因为记性不好，蒙田的演说总是简短，讲述的轶事也总是简洁明

了，因为长的故事他记不住，而这也使他拥有高明的判断力。记忆超群

的人脑袋里总是装了一堆信息，但蒙田的脑子却因为少了大量资料的堆

砌，得以顺畅地运用常识来下判断。最重要的是，他听了就忘，所以也

很少将人们的批评放在心上，因此几乎不会产生愤懑不平的情绪。简单

地说，蒙田形容自己仿佛坐在一条能让人忘却一切不如意的魔毯上，自

在地游历世界。 [19]

蒙田的记忆也有表现绝佳的时候（其实他若真的想记，就能记

住），那就是重述个人经历时，例如对落马事件的重述。蒙田描述这起

事件时并不是井然有序地重建事情的来龙去脉；相反，他试图恢复内在

的感受——仍不完整，因为赫拉克利特的时间之流不断推着他往前走，

但我们可以说他拼凑的图像已极为接近原貌。十八至十九世纪的心理学

家杜格尔德·斯图尔特（Dugald Stewart）认为，记忆力不佳反而有助于



蒙田恢复内在感受，而后重述个人经历。 [20] 蒙田这种“无心的”记忆深

深吸引了普鲁斯特（Proust），过去的记忆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出

现在脑海中，或许是由闻到许久未闻的气味，或许由尝到许久未尝的滋

味而引发。只有置身于各种被遗忘的事物之中，这种情况才有可能发

生，此时只需要一股适切的情绪与充足的时间，就能召唤出尘封的记

忆。

蒙田当然不喜欢死记。他在谈到自己的记忆时说：“我想求它，但

必须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它想记的时候自然会记，它不会顺着你的意

思去做。”你愈是努力回想过去，愈是想不起来。相反，蒙田说，记住

事情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努力地忘记它。 [21]

“我只是顺其自然地轻松记忆，”蒙田说，“如果严格地要求自己记

忆，那我什么也记不住。”自然而然地记忆，这点的确符合蒙田的风

格，他总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愿勉强自己。童年的时候，他经常看

起来一副懒散的样子，显得一无是处，而从各方面来看也真是如此。蒙

田写道，尽管父亲不断鼓励他多做点事，但“懒散、漫不经心与呆滞，

让人不禁怀疑我是否一辈子都要与慵懒为伍，甚至连玩耍都提不起

劲”。 [22]

蒙田认为自己不只是懒散，还有点迟钝。他的智力无法理解最浅显

的事物：“天底下的事无论多么简单，总是能难倒我。只要是与动脑有

关的游戏，像是西洋棋、纸牌，我顶多学个皮毛。”他的“理解力迟

缓”，“想象力薄弱”，“脑袋迟钝”，再加上记忆力差，说是“无药可救”也

不为过。 [23] 他的能力似乎全睡着了，而且还发出微弱的呼噜声；他的

脑子似乎正在开茶会，只是客人全睡死了。



然而与记忆力差一样，迟钝也是有好处的。蒙田虽然事情懂得慢，

但一旦理解就能触类旁通。还只是个孩子时，他就说过：“我只要看到

了什么，一定看得非常仔细。”此外，蒙田刻意把自己的迟钝当成一种

掩护，隐藏一些“大胆的观念”与个人的想法。 [24] 他外表看似驽钝，实

际上却得到比机智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周延的判断能力。

可以称蒙田为现代“慢活运动”（Slow Movement）的典范。“慢
活”始于二十世纪晚期，在休闲风气的推波助澜下，逐渐成为民众关注

的焦点。与蒙田一样，慢活的支持者也将缓慢当成一项道德原则。这项

运动始于施滕·纳多尔尼（Sten Nadolny）的小说《发现缓慢》（The
Discovery of Slowness ），书中描述北极探险家约翰·富兰克林（John
Franklin）的生平。富兰克林的生活与思考步调完全遵循自然法则，他

就像一只享受长时间按摩且抽了一袋鸦片烟的老树懒一样迟缓。富兰克

林被他人当成小孩一样嘲弄，但他抵达极北之地时，发现自己的性格在

当地如鱼得水：在此地，人们可以依照自己的步调生活，日子过得悠闲

平静；人们有充足的时间思前想后，避免做出匆促的决定。《发现缓

慢》于一九八三年在德国上市后一直畅销，甚至被宣传成另类的管理手

册。与此同时，意大利也发起了“慢食运动”（Slow Food），这场运动

原本是为了抗议麦当劳在罗马设立分店，最后却衍化出讲求生活质量的

人生观。 [25]

蒙田应该很了解缓慢的好处。对他而言，缓慢开启了通往智慧的道

路，也培养了稳健节制的精神气韵，这种精神可以制衡当时在法国盛行

的过度与狂热。蒙田很幸运，本性完全不受过度与狂热这两种情绪影

响，也不像其他人那样容易被热情冲昏头。“我几乎从未离开原有的立

场，就像笨重而全无生命力的尸体。”蒙田写道。一旦确定立场，他就

能轻易地抗拒任何威胁，他的本性令他“难以屈服于恐吓与暴力”。 [26]



蒙田有诸多特质，缓慢只是其中一项。蒙田年轻时其实是个容易发

怒的人，而且经常感到不安。他在《随笔集》中说：“我不知道是控制

心灵比较难，还是控制肉体比较难。” [27] 或许，蒙田选择缓慢只是因为

这么做适合他。

“把所学抛诸脑后”与“迟钝一点”，成了蒙田回应“如何生活”的两个

最佳答案。它们使蒙田睿智地思索，而不只是能言善辩；它们使蒙田免

于像其他人一样沦为狂热观念与愚弄欺诈手段的受害者；它们使蒙田在

自己思想的引导下生活，即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迟钝与健忘是可以培养的，但蒙田相信他的迟钝与健忘完全出于天

性。他很小就表现出特立独行的倾向和异于常人的自信。蒙田说：“我
记得在我非常年幼时，身旁的人就已注意到我的身体流露出某种难以言

喻的气质，而我的举止则透露了自负与近乎愚蠢的自尊。”虚荣心是肤

浅的，然而蒙田并未沉溺其中，而只是把它当成外表的“点缀”。 [28] 蒙

田内在的独立使他冷静自持。年轻的他已准备好陈述自己的心声，也准

备好让其他人聆听他要吐露的一切。



动乱中的年轻蒙田

想维持冷静自重的态度并不像蒙田说的那么容易，尤其是像他这种

身材矮小的男子——蒙田对于这个外形上的缺憾一直耿耿于怀。女孩子

个子矮没什么关系，他说道，她们只要展现出其他方面的美丽，就能弥

补身高的不足。但就男性来说，体格是“唯一审美的标准”，而这恰恰是

他缺乏的。

身材矮小，那么尽管额头宽阔饱满，眼神清澈柔和，鼻子

大小适中，口耳小巧玲珑，牙齿洁白如贝，茶色的胡须浓密滑

顺如栗子壳，卷发似波浪流淌，头形浑圆，气色红润，表情怡

人，体味清新芬芳，四肢比例完美，你仍然无法成为英俊的男

子。

仆役从未仰视蒙田，而且，他带着随从进宫时，总会遇到一个令人

气恼的问题：“主人在哪里？”面对这种情况，蒙田无计可施，除非立即

跳上马背——这是他最喜爱的消遣。 [29]

只要造访蒙田的塔楼，就能了解他说的是实情：塔楼的入口只有五

英尺高。当时的人个子普遍比现代人矮小，而这扇门早在蒙田住进这里

之前就已存在。显然，蒙田进出时并不需要特别低头，所以他从未因感

到不便而叫人把这扇门的顶端敲掉。当然，我们无从确认他为什么不改

造这扇门，也许真的是因为他个头矮小，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他生性懒

惰，不想大兴土木。

蒙田告诉我们，他虽然矮小，但体格强健、厚实，举止优雅。他经



常拄着拐杖外出散步，且总是“做作地”倚在拐杖上。他晚年的穿着与父

亲一样，喜欢朴素的黑白色调，不过年轻时追随流行的穿衣风格：“把
披风当围巾，把披风的风帽挂在一边肩膀上，长袜中的一只特别松

垮。” [30]

有一段文字生动描绘了年轻时期的蒙田，这是年纪稍长的好友拉博

埃蒂写给他的诗。 [31] 在指出蒙田的缺点的同时，这首诗也透露出这些

缺点正是蒙田的魅力所在。拉博埃蒂认为蒙田很优秀，他的人生理应前

途光明，但他也可能虚掷自己的才华而一事无成。蒙田需要一名冷静且

睿智的导师从旁指引，拉博埃蒂扛起了这一重担，但蒙田经常顽固地拒

绝旁人给他指点。他太容易受到年轻美丽女性的吸引，也过于自

满。“我的家族给了我庞大的财富，我的年少给了我无穷的精力，”拉博

埃蒂在诗里让蒙田如此满意地说道，“事实上，现在就有一名甜美的女

孩正对着我笑。”拉博埃蒂把蒙田比拟成受命运眷顾、外表俊美的阿尔

西比亚德斯（Alcibiades），以及擅长建功立业却在道德的十字路口犹

豫不决的海格立斯（Hercules）。蒙田最吸引人的地方，也是他最大的

缺点。

拉博埃蒂写这首诗的时候，蒙田已离开学校很久，已进入波尔多高

等法院工作。蒙田在波尔多完成学业后，有关他的生平记载便一片空

白；等到再有他的消息时，他已经是波尔多的年轻法官。

蒙田能够当上法官，想必一定在某处攻读过法律。他学习的地点不

可能在波尔多，比较可能的城市是巴黎或图卢兹（Toulouse），也许这

两个地方蒙田都曾待过。 [32] 从《随笔集》的描述来看，蒙田对图卢兹

相当熟悉，而他也花了相当多的篇幅描述巴黎。蒙田告诉我们，他小时

候就非常喜欢巴黎——这里的“小时候”可能是指二十五岁以前的某个时



期。“我喜爱这座城市，”蒙田说，“甚至包括它的缺点与瑕疵。”蒙田向

来以身为加斯科涅人 [33] 为荣，但只有在巴黎，他才能自在地当个法国

人。不管从哪方面来看，巴黎都是一座伟大的城市：“人口众多，居于

地理枢纽，最重要的是，你不可能在别的城市拥有如此富足、舒适而多

样的生活。”

蒙田在哪里攻读法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将所学派上用场。一

如父亲的期望，他终于展开自己的法律与政治事业。从此，蒙田在波尔

多工作了十三年。各种版本的传记对蒙田这段时期的记载都不多，通常

是一些补缀性质的叙述，然而这段岁月（从蒙田即将满二十四岁到刚过

完三十七岁生日）其实相当重要。他退休返乡，在自己的庄园种植葡

萄、蛰居塔楼伏案写作时，已经累积了相当丰富的公职经验。从几篇早

期创作的随笔可以看出，当时的蒙田谈起自己的工作仍记忆犹新。而后

来的随笔，写的是更难写的内容。

蒙田的第一个职位并不在波尔多，而是在波尔多附近的佩里格

（Périgueux），这座小镇就在蒙田庄园的东北方。佩里格法院于一五五

四年设立，随即在一五五七年遭到废除。设立该法院的主要目的是筹

钱，借由贩卖法院公职来赚取收入。后来法院被废除，主要是因为权力

更大的波尔多高等法院不承认佩里格法院，令前者更为光火的是，佩里

格人员的薪水居然比他们高。

一五五六年底，蒙田前往佩里格上任，任职时间虽短暂，但他的法

律生涯由此展开。往后一连串事件的发生，加快了蒙田进入波尔多政治

圈的脚步。佩里格法院被废除，当地工作人员转调波尔多，蒙田也是其

中一员，转职名单上有他的名字。波尔多的法官不欢迎佩里格的人前

来，但他们对这波人事调动没有置喙的权力。为了发泄怨气，他们处处



为难佩里格的人员，除了将其安排至狭小的办公室，还不分配僚属供他

们差遣。这种怨憎的情绪不难理解——尽管转调到波尔多，佩里格人员

的薪水依然比波尔多的人员高。一五六一年八月，佩里格来的人员终于

被减薪，这回轮到他们不高兴了。蒙田此时二十八岁，是资历尚浅的法

官，但还是接受推举，代表大家向法院提出申诉。从波尔多的文书记录

来看，此次发言是蒙田被法院所有人熟知的开始。他虽然使出刚磨炼好

的演说诀窍——即兴展现魅力——却未能奏效。高等法院驳回抗议者的

申诉，薪水照减。 [34]

尽管官场上明争暗斗不断，在波尔多高等法院的生活肯定比在佩里

格有趣。波尔多法院是法国八个高等法院之一，虽然它的特权仍未完全

恢复，却已掌握了比其他高院更大的权限。波尔多法院负责绝大多数的

地方法律与民政案件，可以否决国王的诏令，或在国王颁布民众不喜欢

的法律时，向其提出正式抗议信——在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抗拒王命

的景象经常可见。

起初，蒙田每天处理的多半是法律案件，而非政治案件。 [35] 他在

调查庭（Chambre des Enquêtes）工作，负责评估案情过于复杂、大审议

庭（Grand’ Chambre）的法官无法立即解决的案子。蒙田要研读细节，

做出摘要，并且写下自己的法律见解，交给评议员。此时还轮不到蒙田

判案，他只要写出明智而清晰的总结，切实抓住当事人的观点即可。蒙

田或许从这份工作中体会到应该从多个的角度观看人类的处境，这种观

点贯串了整部《随笔集》。

从蒙田的工作内容可以看出，十六世纪的法律需要从业人员全神贯

注于案牍，但烦琐的寻章摘句工作经常让人吃不消。所有的法律辩论必

须依据成文的法令，符合既定的范畴。案例事实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



法典、条例、成文的风俗、司法文件，以及评释与批注——这些文书可

说是卷帙浩繁。即使处理简单的案子也需要研读无穷无尽的冗言赘语，

而这类工作总是交给资历浅的法官处理，蒙田就经常成为这项烦琐工作

的“受害者”。

在各种二手文件中，蒙田最讨厌的是司法评释：

这是诠释诠释，而不是诠释事物。这是讨论书的书，而不

是讨论某个主题的书：我们只是不断地彼此批注。 [36]

拉伯雷曾讽刺每件案子总会产生堆积如山的案牍：他笔下的人物布

里德古斯法官（Judge Bridlegoose）会花上几个小时阅读与思索，到了

最后时刻却以掷骰子的方式下决定，他认为这比任何方法都要可靠。

[37] 许多作家也抨击律师的腐败无能。蒙田抱怨说，整体而言，司法不

公的印象深植人心，民众对官司唯恐避之不及。蒙田提到当地发生的一

个案件：一群农民发现一名男子倒在路旁，身体被刺伤。这名男子恳求

农民给他水喝，扶他站起来，但这群农民一哄而散，没有人敢碰他，他

们害怕攻击的罪名会落到自己头上。这些人一个个被找出来之后，蒙田

与他们谈话。“我能跟他们说什么呢？”他写道。他们害怕是应该的。蒙

田提到另一件案子：某人已经被判有罪，而且即将被处死，此时有一伙

人承认犯下杀人案的是他们。按理说应该马上停止行刑，但并没有。法

院表示：这样会立下判决被推翻的恶例，所以必须继续行刑。 [38]

蒙田并非十六世纪唯一呼吁司法改革的人，他提出的许多批评与当

时法国开明的掌玺大臣米歇尔·德·洛皮塔（Michel de L’Hôpital）若合符

节，后者推动一系列措施的实施，促成真正的改革。 [39] 蒙田还有一些

独创且影响深远的论点。对他而言，当时司法最大的问题是未考虑到根



本的人性事实：人会犯错。我们希望审判能够定案，但我们也知道最终

的审判结果不可能完全公正。证据总是充满瑕疵，错漏百出；而雪上加

霜的是，法官自己也会犯错。 [40] 诚实的法官不会认为自己的判决完美

无瑕——法官受自身偏见的影响甚于证据，就连午餐吃得好不好都会影

响判决。这种事相当自然且难以避免，但明智的法官至少能意识到自己

并非完人，会反省自己可能做出错误的判决。他知道事缓则圆，会再三

考虑自己最初的见解，谨慎做出最后的判断。法律至少有一项好处：充

分显示出人类的不完美——这是个值得省思的哲学教训。

如果司法界人士容易犯错，那么他们制定的法律也好不到哪里去，

因为法律是人类意识的产物。 [41] 既然法律容易出错的事实无法改变，

我们只能承认与适应这个事实。这种对不完美的迂回的自我怀疑、自知

与承认，成为蒙田对各种主题（不只是法律）思考的普遍特征。我们有

理由相信这种思维源自他早年在波尔多法院的经历。

除了法律，蒙田还做与政治有关的工作，他将在这个领域充分感受

到人类的局限与不可靠。蒙田经常出差到其他城市，其中有几次前往巴

黎，每次都会停留一个星期左右。 [42] 除了拜会巴黎高等法院，蒙田有

时还必须进宫。进宫这件事，尤其使他见识到人性真实的一面。

蒙田首次进宫觐见的国王是亨利二世。他应该亲眼见到了国王，因

为他抱怨亨利“从来没有叫对这位来自加斯科涅（Gascony）的绅士的姓

名” [43] ——或许是因为蒙田在此时仍使用具有地方色彩的姓氏：埃康。

一五四七年，亨利二世继承父亲弗朗索瓦一世的王位，但显然不像父王

那么英明。亨利缺乏弗朗索瓦的政治才能，因此极为倚重左右的建言。

然而他听取的建议来自徐娘半老的情妇黛安娜·德·普瓦捷（Diane de
Poitiers），以及强势的王后凯瑟琳·德·梅迪奇（Catherine de’



Medici）。亨利二世的软弱是法国日后陷入动乱的主因，敌对派系利用

主上的无能进行权力斗争，内部倾轧主导了法国往后数十年的政局。权

力竞争主要在三大家族间发生：吉斯家族（the Guises）、蒙莫朗西家族

与波旁家族（the Bourbons）。与欧洲其他国家一样，这些家族的政治

野心和法国既有的宗教紧张形势合流，使得冲突范围扩大。

在宗教事务上，亨利二世比弗朗索瓦更强势。直到一五三四年，弗

朗索瓦才因新教的传播愈来愈具威胁而下令镇压异端。法国宗教改革领

袖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逃往日内瓦，并且在当地成立流亡的革命

总部。往后，法国新教主流不是宗教改革初期出现的温和的路德派，而

是加尔文派。加尔文派对法国王室与教会权威构成真实的威胁。 [44]

今日的加尔文派是规模很小的教派，但他们的意识形态仍有强大的

影响力。加尔文派最根本的信条是“完全堕落”，认为光凭人类无法产生

美德，一切必须仰赖上帝的恩典，无论是救赎还是改信加尔文派，都要

依靠上帝的意旨。人类几乎没有对自己负责的能力，因为一切都由神预

先决定，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面对上帝，你只能完全顺从，而上帝将

赋予信徒无可匹敌的力量：你虽放弃自己的意志，但上帝的国度会成为

你的后盾。尽管如此，这并不表示你可以袖手旁观，无所事事。路德派

倾向于不过问世俗，只依照自己的良知过活；加尔文派则不然，他们积

极参与政治，努力在世间传播上帝的意旨。十六世纪的加尔文派信徒通

常先在瑞士的一所特殊学院接受培训，然后带着禁书进入法国传教，以

辩才颠覆政府。到了十六世纪五十年代，“胡格诺派”（Huguenot）逐渐

成为法国内外加尔文派信徒的代称。“胡格诺派”一词可能源自早期流亡

到国外的改革派分支，当时称“盟友派”（Eidgenossen或confederates），

这一称呼后来固定下来，不仅法国新教徒这么称呼自己，就连新教徒的

敌人在攻击新教徒时也使用这个名称。



面对新教的威胁，天主教会起初的响应是从内部进行改革。因此，

蒙田成长时接触的天主教会主要倡导灵魂的自我探索与自我质疑，宗教

机构并不强调运动。但往后教会内部主战派势力抬头，罗耀拉

（Loyola）于一五三四年创立天主教耶稣会（Jesuit），与宗教敌人进行

思想斗争。而从十六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法国反新教运动从思想论辩转

为诉诸暴力，这群人没有严密组织，被概括地称为“天主教同

盟”（Leagues）。他们不想通过论辩的方式驳倒异端，而试图以赤裸裸

的武力将对方从地球表面抹除。天主教同盟与加尔文派水火不容，双方

对宗教的狂热也不分轩轾。天主教同盟反对法国国王对新教的宽容，而

随着时间推移，反对宽容的声浪愈来愈大。

在天主教同盟的压力下，亨利二世很快屈服了。他制定严格的异端

法，甚至要求巴黎高等法院设立宗教法庭，专门审理宗教案件。从一五

五七年七月开始，亵渎圣人、出版禁书与非法传教最高可以判处死刑。

然而在推动这些措施的同时，亨利有时会收回成命，让胡格诺派有喘息

的机会，例如他允许某些地区信仰新教，或者减轻对异端的刑罚。然而

只要亨利稍微放宽对新教的政策，天主教团体就会发起抗争，此时亨利

便转而加强压迫新教的力道。亨利的做法反反复复，两边都不讨好。

与此同时，法国国内还有让人忧心的其他问题，例如失控的通货膨

胀，受害最深的是底层贫民，获利最大的则是地主乡绅。地主可以借此

获取更多地租，并且趁机兼并贫农的土地，这是蒙田家族世代以来惯用

的手法。对于运气欠佳的阶级来说，经济危机促使他们走向极端。人类

带着原罪，并为这个世界带来许多苦难，因此人类必须顺服唯一而真实

的教会，才能取悦上帝。然而，谁能代表真正的教会呢？

法国在宗教、经济与政治上蓄积的不满，是内战发生的主因。这场

持续到十六世纪末的内战，从一五六二年，也就是蒙田二十九岁时开



始，直到一五九八年，也就是蒙田已去世多年后才结束。十六世纪六十

年代之前，法国忙于与意大利及其他地区的战事，为国内的紧张局势提

供了一个宣泄的出口。一五五九年四月，《卡托—康布雷齐和约》结束

了好几场对外战争，民众的注意力又回到国内。经济萧条，国内充斥着

大量无业的复员军人。于是，和平的到来反而在国内引发更惨烈的战

争。

随着和约签订，王室开始联姻。然而，在庆祝婚礼的比武大会上发

生了一件不幸的事，人们认为这是预示日后内战爆发的第一个不祥征

兆。在比武大会上，喜爱马上竞技的国王亲自上场一展身手。但在比试

中，对手折断的长矛意外撞开国王的面甲，一块木头碎片从国王眼睛的

上缘刺进脸部，国王被抬到场外。他在床上躺了几天，看似神志清醒，

然而由于木头碎片已然插进脑中，第四天，他开始发高烧，而后于一五

五九年七月十日去世。

新教徒认为亨利二世的死是上帝惩罚他打压他们的结果，然而亨利

的死对他们来说有害无益。王位依序由他的三个儿子继承：弗朗索瓦二

世（François II）、查理九世（Charles IX）与亨利三世（Henri III）。

前两任国王都是幼冲即位，分别在十五岁与十岁登基。这三任国王的健

康状况都不好，大权掌握在母亲凯瑟琳·德·梅迪奇手中，而他们均无法

平息宗教冲突。弗朗索瓦二世即位不久就因结核病去世，之后查理继

位，一直统治到一五七四年。查理即位之初由他的母亲摄政，凯瑟琳试

图在宗教与政治派系间求得平衡，可惜成效不彰。

在十六世纪六十年代的十年里，蒙田一直待在波尔多发展法律事

业。而从十六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法国就面临着主少国疑、党派倾

轧、经济艰危与宗教冲突日益严重的难题。一五六〇年十二月，掌玺大

臣洛皮塔在一场演说中表述当时弥漫的气氛，说：“要让持不同信仰的



人和平相处、和谐相待与维持友谊，简直是痴人说梦。”这是个美好而

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想要政治一统，首要条件就是要宗教统一。一名西

班牙神学家表示，如果“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上帝才是唯一真实的上

帝……而其他人都是盲目的，遭到了欺骗”，那么国家绝对不可能长治

久安。绝大多数的天主教徒认为这是不证自明的道理，连提都不需要

提。即使是新教徒，也认为他们如果拥有自己的国家，也一定会要求宗

教统一，即所谓“一个国王、一种信仰与一套法律”（Un roi, une foi, une

loi）。 [45] 这些持不同信仰的人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仇视主张妥协的

人。

洛皮塔与盟友并未推动现代意义下的宗教宽容或“宗教多元”，但他

确实认为，要想让新教徒迷途知返，重点是让天主教会更具吸引力，而

非以恐吓胁迫的方式逼迫新教徒放弃新教。在洛皮塔的主导下，十六世

纪六十年代初，异端法稍微放宽。一五六二年一月的敕令允许新教徒在

城外公开做礼拜，但在城内只能私下做。与先前的妥协一样，这项措施

两面都不讨好。天主教徒觉得遭到背叛，新教徒则大受鼓舞，认为自己

应该提出更多要求。而就在几个月前，威尼斯大使表示有一股“强烈的

恐怖氛围”正在法国境内蔓延；如今这种恐惧已经发展成近在咫尺的灾

难。

导火线于一五六二年三月一日点燃，地点是东北部香槟

（Champagne）地区的瓦西镇（Vassy，也作“Wassy”）。五百名新教徒

聚集在镇上的一座谷仓里做礼拜，这项举动是违法的，因为这类集会只

能在镇外进行。吉斯公爵（duc de Guise）是天主教激进派领袖，刚好

带着一队士兵经过此地。公爵听说有这么一场聚会，于是率兵前往。根

据生还者的描述，他纵容士兵冲进谷仓，并且呐喊：“把他们杀个精

光！” [46]



胡格诺派的信众开始反击。他们早已预料会遇上这种麻烦，已经做

好防卫的准备。他们将士兵赶出谷仓，然后堵住谷仓大门，接着爬到屋

顶的鹰架上——那里早已屯集了一些石块——拿起石块朝着吉斯的士兵

丢掷。士兵一方面以火绳枪射击屋顶上的信众，另一方面设法再度攻入

谷仓。新教徒开始四散逃命，许多人从屋顶摔下来，有些人则在逃跑时

中弹。在这场骚动中，大约有三十人死亡，一百多人受伤。

这起事件的后果充满戏剧性。法国新教领袖、孔代亲王路易一世·
德·波旁（Louis I de Bourbon，prince de Condé）呼吁新教徒起身抵抗接

下来可能出现的攻击。许多新教徒拿起武器，天主教徒的回应方式是也

拿起枪——双方这么做与其说是出于仇恨，不如说是因为恐惧。查理九

世此时才十二岁，母后凯瑟琳·德·梅迪奇以他的名义下令调查瓦西镇事

件，然而与公开听证一样，这场调查最后不了了之，而且时间已经太

迟。双方领袖连同他们的支持者群聚巴黎，吉斯公爵进城时刚好遇见孔

代亲王率领的新教群众，两人只是轻按剑柄的圆头，冷冷地向对方打招

呼。

艾蒂安·帕基耶（Étienne Pasquier）是该事件的密切关注者。他是蒙

田的朋友，也是一名律师。他在书信中指出，几乎每个人都认为瓦西镇

的屠杀是一场战争。 [47] “如果允许我评估这起事件，我会告诉你，这是

一场悲剧的开端。”他说得没错，双方的冲突不断升级，最后演变成赤

裸裸的战争，法国内战就此展开。这场战争虽然残酷但为时不长，第二

年吉斯公爵遭到枪杀，天主教徒顿失领袖，只能勉强与新教徒订立和

约。然而问题并未获得解决，双方仍感到不满，于是第二次内战于一五

六七年九月三十日爆发，这次也是由一场屠杀引起，只不过换成了新教

徒杀害天主教徒，地点是尼姆（Nîmes）。



一般都用复数形式表述法国内战，但我们也可以将这些内战视为一

场长期战争，只是中间穿插了几段和平时期。蒙田与当时的法国人通常

称这些冲突为“动乱”（troubles）。比较公认的说法是，法国前后一共爆

发了八次动乱，我们可以简要地列出这些动乱，从而了解蒙田的人生受

这些战争的影响有多大：

第一次动乱（一五六二至一五六三年），始于瓦西镇新教

徒遭到屠杀，终于《昂布瓦斯和约》（Peace of  Amboise ）
签订。

第二次动乱（一五六七至一五六八年），始于尼姆天主教

徒遭到屠杀，终于《隆朱莫和约》（Peace of Longjumeau ）

签订。

第三次动乱（一五六八至一五七〇年），始于新的反新教

法颁布，终于《圣日耳曼和约》（Peace of Saint-Germain

）签订。

第四次动乱（一五七二至一五七三年），始于在圣巴泰勒

米日（St Bartholomew’s Day），巴黎和其他地区对新教徒

的屠杀，终于《拉罗谢尔和约》（Peace of La Rochelle ）

签订。

第五次动乱（一五七四至一五七六年），始于普瓦图

（Poitou）与圣通日（Saintonge）的冲突，终于《王弟和

约》（Peace of Monsieur ）签订。

第六次动乱（一五七六至一五七七年），始于布洛瓦三级

会议（Estates-General of Blois）通过反新教法，终于《普



瓦捷和约》（Peace of Poitiers ）签订。

第七次动乱（一五七九至一五八〇年），始于新教徒攻下

诺曼底（Normandy）的拉费尔（La Fère），终于《弗雷克斯

和约》（Peace of Fleix ）签订。

第八次动乱（一五八五至一五九八年）。最漫长与最惨烈

的一次内战，始于天主教同盟的暴动，终于《维尔凡条约》

（Treaty of Vervins ）签订与《南特诏令》（Edict of

Nantes ）颁发。

每一场内战都重复了第一次与第二次内战的模式。和平状态往往因

为突如其来的屠杀或挑衅而中止，随之而来的便是战争、围城与举目可

见的苦难，直到其中一方示弱，双方缔结和约为止。和约通常无法令双

方都满意，但他们会先休养生息，直到下次挑衅出现时再厮杀——然后

相同的模式又重来一遍。事实上，就连最后一次和约也未能生效。此

外，敌对的阵营并非泾渭分明，至少有三大派系参与了绝大多数的动

乱，目的主要是控制国王。法国的这几场内战与同时期欧洲其他国家爆

发的战争一样，属于宗教战争，但这些战争也具有浓厚的政治意义。

最初，一场对外冲突的结束使内战一触即发；到了一五九五年，法

王亨利四世（Henri IV）对西班牙宣战，这一场对外冲突彻底终结了经

年累月的内战。当时的人们其实很清楚矛头对外的好处。在最后一

次“动乱”期间，蒙田发现有很多人希望将战火移往国外。暴力需要疏

解，就像伤口感染流脓一样。然而蒙田对于这种做法的伦理性五味杂

陈：“我们居然为了一己之便而启衅邻国，我不认为上帝会赞许这种不

义的行径。” [48] 然而这是法国需要的，而亨利四世这位法国不世出的英

主，也确实为法国带来了和平。



回到十六世纪六十年代，这场漫长的内战刚开始，人们做梦也没想

到恐怖将持续很久。蒙田在高等法院任职期间经历了第一次到第三次动

乱。即使在和平时期，政治气氛也是非常紧张。到了第三次动乱结束

时，蒙田已经受够了，决定从公职退休。在此之前，他在波尔多担任的

职务使他置身于极其复杂的派系关系之中。波尔多是座天主教城市，但

四周围绕的是信奉新教的地区，波尔多城内新教徒亦不在少数，这些人

随时可能做出破坏偶像与其他具有威胁性的行为。

一五六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深夜，也就是瓦西镇发生屠杀几个月后，

波尔多爆发了一场相当严重的暴力冲突，一群新教暴民攻击象征政府权

力的特隆佩特堡。这场暴动最后遭到镇压，不过与“盐税暴动”一样，随

后的惩罚之严厉远甚于暴动之残酷。为了给管理无方的波尔多当局一点

教训，国王派遣新任陆军中将布莱兹·蒙吕克（Blaise Monluc）前来“平
定”地区暴乱。

蒙吕克知道“平定”指的是“大屠杀”，于是不经审判就绞死大量新教

徒，或在车轮上打断他们的四肢。他攻下泰罗布（Terraube）这个村落

之后，杀死许多村民，并且将他们的尸体全部弃置在井里——由于数量

实在太多，几乎站在井边伸手就可以摸到堆上来的尸首。数年后，蒙吕

克写回忆录时，还记得一名叛军首领被俘后向他讨饶的情景。蒙吕克一

把掐住他的喉咙，重重地将他往石头十字架上一摔，用力过猛的结果

是，不仅石头碎了，那人也死了。“如果我不这么做，”蒙吕克写

道，“我会遭到世人的嘲笑。”有一名信奉新教的、曾追随蒙吕克在意大

利打仗的陆军上尉许多年前，希望老长官念及旧日情谊网开一面，然而

蒙吕克当场就杀了他，理由是他知道这个人有多勇猛善战——是个危险

的敌人。这些场景不断出现在蒙田的随笔中，有人求饶，有人思忖着要

不要饶恕，这当中牵扯的道德两难吸引了他的注意。什么样的道德两



难？蒙吕克说过，杀戮一直是最有效的解决方式：“绞死一个人，要比

在战场上杀死一百个人更有效。”事实上，他在当地处决的人太多，以

致绞刑台不敷使用，他因而要求木匠制作更多绞刑台、用来轧断四肢的

车轮，以及执行火刑的木柱。绞刑台挂满尸体时，蒙吕克便改用树木来

行刑，他夸耀道，人们只要循着路旁在树上晃荡的尸体，就能知道他在

吉耶讷的行进路线。结束这场行动时，他说，此后这个地区应该不会再

生事。幸存的人应该了解什么叫沉默是金。 [49]

蒙田认识蒙吕克（这是日后的事），对蒙吕克的兴趣主要是他私底

下的个性——特别是他未能扮演好父亲的角色这件事——而非他的公众

行为。 [50] 蒙吕克的儿子年纪轻轻就去世了，丧子之痛始终折磨着他，

令他痛悔不已。蒙吕克向蒙田坦言，他太晚才了解自己对待儿子的方式

过于冷酷，事实上，他非常疼爱儿子。他误信当时流行的教养方式，以

为父母不该对子女流露任何情感。“可怜的孩子，他对我的印象大概只

有愤怒与鄙夷的神情，”蒙吕克说，“我努力克制、折磨自己，仿佛戴着

一副毫无意义的面具。”“面具”这个词用得恰如其分——一五七一年，

蒙田退休没多久，蒙吕克的脸遭火绳枪射中而毁容，此后他外出时都用

面罩遮住伤疤。蒙吕克这名心狠手辣的将领，在毁容前已无人敢正视他

那如面具般冷酷的神情，毁容后他又戴上一副真正的面具，更令人不寒

而栗。

在动荡的十六世纪六十年代，蒙田经常为了在高等法院的工作到巴

黎出差。一五六二年大部分时间与一五六三年初，蒙田都不在波尔多，

尽管他从巴黎返回波尔多就像现代人开车或搭火车回一样方便。一五六

三年八月，挚友拉博埃蒂逝世，蒙田此时一定回到了波尔多。一五六三

年十二月，蒙田应该也在波尔多，因为当时发生了一起离奇的事件。市

府档案里关于蒙田的记载并不多，但很多集中在这个时间，因此值得我



们特别留意。

就在前一个月，天主教极端派人士弗朗索瓦·德·佩吕斯·戴斯卡

（François de Péruse d’Escars）公然挑战温和派的高等法院院长雅克—
贝诺瓦·德·拉吉巴东（Jacques-Benoît de Lagebâton）。戴斯卡大剌剌地

走进法庭，当面指控拉吉巴东没有资格担任院长。拉吉巴东当场反驳他

的指控，但过了一个月，戴斯卡故技重施。为了反制，拉吉巴东拟了一

份支持戴斯卡的法官名单，这些人或许会为了钱与戴斯卡共谋。令人惊

讶的是，蒙田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名单里，过世不久的拉博埃蒂也在其

中。一般认为这两个人是拉吉巴东坚定的支持者——与拉吉巴东一样，

拉博埃蒂也积极支持掌玺大臣洛皮塔，至于蒙田，则在《随笔集》里公

开赞扬过洛皮塔的派系。然而另一方面，戴斯卡也是蒙田家的朋友，拉

博埃蒂养病时曾暂住戴斯卡家中。蒙田与戴斯卡的关系引发拉吉巴东的

疑虑与联想，因此蒙田必须接受调查。

所有被告都有权在高等法院为自己辩护——蒙田又有了展现辩才的

机会。在所有人之中，蒙田是最引人注目的发言者。“他展现出特有的

活力。”档案中的注记这么写着。蒙田在总结陈词时表示“他叫得出全体

法官的名字”，然后拂袖而去。

法官叫住蒙田，问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蒙田回答说，他不是拉吉

巴东的敌人，拉吉巴东不仅是他个人的朋友，也是他家族的朋友，但是

——蒙田在提到“但是”时故意拉高音量——他知道依照惯例，被告有向

原告提出反诉的权利，而他也准备行使这项权利。蒙田再次让现场的人

满头雾水，其实他是暗示，行为不妥当的人不是他，而是拉吉巴东。蒙

田未再多做说明。法院方面向他施压，希望他撤回反诉，蒙田照做了，

这起事件就这样不了了之。这起诉讼案件无关紧要，很快就被大家遗



忘。 [51]

真相依然成谜，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这时的蒙田完全不同

于《随笔集》所展示的冷静、节制的作者形象，也难以让人联想到他自

称的年轻时一看到书就想睡的模样。蒙田向来以“活力充沛”著称，总是

来去匆匆，提出各种不着边际的指责，说起话来杂乱含糊，没有人能确

定他话里的意思。蒙田在《随笔集》里坦承：“我天生想到什么就说什

么，尽管无伤大雅，却足以毁了我的工作。” [52] 这句话让人不禁怀疑，

他是否因为口无遮拦而葬送了自己在高院的前程（不一定是因为这件案

子，也许是因为别的事情）。

年轻的蒙田行事鲁莽，这并不让人意外，真正令人惊讶的是他居然

与顽固的极端主义者为伍。他的政治效忠对象扑朔迷离，我们难以猜测

他对特定主题会有什么看法。但蒙田的立场与其说是信念，不如说是一

种个人忠诚。他的家族与两派政治人物都有来往，因此两边他都不愿得

罪。或许因为如此，双方冲突造成的紧张局势使他不得不反复无常。拉

吉巴东对他的指控是一种侮辱——不仅对他是如此，对拉博埃蒂来说更

是如此，因为后者已不可能再为自己申辩。事实上，拉吉巴东质疑的是

蒙田心目中最高尚的人物，这个人大概也是蒙田一生中最敬爱的人，而

他这辈子已不可能再见到这个人。因此，蒙田发出无助的怒吼，完全是

可以理解的。 [53]

到目前为止，迟缓与健忘似乎可以作为“如何生活”的好答案。它们

可以充当绝佳的掩饰，使人们有充足的空间仔细思考，做出周详的判

断。但人生中的一些体验能燃起更强烈的热情，驱使人们追寻另一种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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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蒙田发现奥维德 ：I：26 158。关于奥维德与蒙田 ，见 Rigolot，and Mc
Kinley，M.，‘ Ovide’ ，in Desan，Dictionnaire  744— 5。

[3] 　蒙田幼年的探索与“然而 ，这里毕竟是学校” ：I：26 158。

[4] 　奥维德带来的刺激逐渐消散 ：II：10 361。但仍然仿其效风格 ：II：35
688— 9。 Villey发现《随笔集》有 72处引用奥维德的句子 ：Villey，Les Sources  I：
205— 6。见 Rigolot 224— 6。维吉尔需要整理一下 ：II：10 362。

[5] 　人的“多样与真实”与“人的性格是以千奇百怪的方式组合而成的” ：II：10
367。 Tacitus：III：8 873— 4。

[6] 　蒙田论普鲁塔克 ：“普鲁塔克的著作无所不包” ：III：5 809。他的作品充

满“事物” ：II：10 364。“也没那么糟嘛”与镜子上的苍蝇 ：Plutarch，‘ On Tranquility
of Mind’ ，Moralia  VI，467C and 473E，Loeb edn VI：183，219。普鲁塔克表示我

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谈论任何主题 ：I：26 140。“我觉得我甚至可以感受到他内心深

处的灵魂” ：II：31 657。人们喜爱的人死去多久并不重要 ：III：9 927。普鲁塔克的

作品有两部法文译本获得蒙田的赞赏 ：Jacques Amyot：Plutarch，Vies des hommes
illustres （ Paris：M. de Vascosan，1559） ，and Oeuvres morales （ Paris：M. de
Vascosan，1572） ，both tr. J. Amyot。见 Guerrier，O.，‘ Amyot，Jacques’ ， in
Desan，Dictionnaire  33— 4。

[7] 　关于蒙田的书房 ：Sayce 25— 6。藏书在他死后分散各地 ，此后人们不断

努力重建原来的藏书清单。见 Villey，Les Sources  I：273— 83； Desan，P.，‘
Bibliothèque’ ，in Desan，Dictionnaire  108— 11。

[8] 　佩脱拉克 、伊拉斯谟与马基雅维利 ：Friedrich 42。马基雅维利的信 ，转

引自 Hale 190。西塞罗 ：II：10 365；维吉尔 ：II：10 362。

[9] 　“我随意翻览这本书”与“我几乎不看书” ：III：3 761 — 2 。“我们这种几乎不

碰书的人” ：III：8 873 。“如果遇到艰涩难懂的书” ：II：10 361 。

[10] 　卢克莱修 ：Screech，M.A.，Montaigne's Annotated Copy of Lucretius （
Geneva：Droz，1998）。

[11] 　I：26 157.

[12] 　II：17 598.



[13] 　I：9 25.

[14] 　希望能记得点子与梦境 ：III：5 811。“我的脑子到处都是裂缝” ：II：17
600。出自 Terence，The Eunuch ，I：105。

[15] 　林塞斯提 ：III：9 893。出自 Quintius Curtius Rufus，History of Alexander
the Great  VII：1. 8— 9。

[16] 　蒙田谈公众演说 ：III：9 893— 4。

[17] 　图皮族人 ：I：31 193。拉博埃蒂的死 ：蒙田写给父亲的信 ，收录于他

编辑的拉博埃蒂全集 ：La Boétie，La Mesnagerie ［ etc.］ ，and Montaigne，The
Complete Works ，tr. D. Frame，1276— 7。

[18] 　因人们不相信他而生气 ：I：9 25。关于他记得引文的能力 ，见 Friedrich
31，338。博迪耶 ：出自他的拉丁韵文后的散文评论 ，‘ To the noble heroine Marie
de Gournay’ ，Baudier，D.，Poemata （ Leyden，1607） ，359— 65。引自 Millet 151
— 8，and Villey，Montaigne devant la postérité  84— 5。马勒伯朗士 ：Malbranche
187— 8。

[19] 　不好的记忆暗示着诚实 ：I：9 26— 7； II：17 598。讲述的轶事简洁明了

：I：9 26。拥有高明的判断力 ：I：9 25。不会因此愤懑不平 ：I：9 27。

[20] 　斯图尔特 ：Stewart，D.，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the Human Mind ，
in Collected Works ，ed. W. Hamilton（ Edinburgh：T. Constable，1854— 60） ，II：
370— 1。

[21] 　“我想求它 ， 但必须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II：17 598 。你愈是努力回想

过去 ， 愈是想不起来 ：III：5 811 。 记住事情最有效的方式 ， 就是努力地忘记它 ：
II：12 443 。

[22] 　“我只是顺其自然地轻松记忆” ：II：17 599 。“懒散 、 漫不经心与呆滞” ：
I：26 157 。 

[23] 　“天底下的事无论多么简单” ：II：17 600 — 1 。“理解力迟缓” ：I：26 157

[24] 　一旦理解就能触类旁通 ：II：17 600。“我只要看到了什么 ，一定看得非

常仔细” ：II：10 31。“大胆的观念” ： I：26 157。

[25] 　纳多尔尼 ：Nadolny，S.，Die Entdeckung der Langsamkeit （ München：
Piper，1983） ，translated by R. Freedman as The Discovery of Slowness （ New York：
Viking，1987）。关于“慢活” ，见 http://www.slowmovement.com/。也可见 Honoré，
C.，In Praise of Slow （ London：Orion，2005）。 World Institute of Slowness：



http://www.theworldinstituteofslowness.com/。

[26] 　“我几乎从未离开原有的立场” ：III：2 746。“难以屈服” ：I：26 159。

[27] 　III：13 1034.

[28] 　“我记得在我非常年幼时” ：II：17 582。只是把它当成外表的“点缀” ：
II：17 584。

[29] 　“身材矮小”与“主人在哪里” ：III：17 590。因为矮小而被轻视 ：II：17
589— 90。骑马消遣 ：III：13 1025。

[30] 　体格强健 、厚实 ：II：17 590。拄着拐杖 ：II：25 633。穿着黑白色调的

衣服 ：I：36 204。披风 ：I：26 155。

[31] 　拉博埃蒂的诗 ：是拉博埃蒂写给蒙田的两首诗的第二首 ，这两首诗都收

录到蒙田编辑的拉博埃蒂全集中 ： La Boétie，La Mesnagerie ［ etc.］ ，ff.102r-
103r（‘ Ad Belotium et Montanum’） and 103v-105r（‘ Ad Michaëlem Montanum’）。

这两首诗也刊载于 Montaigne Studies  3，no. 1，（ 1991） ，由 R. D. Cottrell译为英文

（ 16— 47）。

[32] 　蒙田说他曾在图卢兹遇见西蒙·托马斯（ Simon Thomas）（ I：21 82） ，
并且提到马丁·盖尔（ Martin Guerre）的审判 ，不过蒙田没有说他是否亲眼目睹这场

审判 ：III：11 959。巴黎 ：III：9 903。

[33] 　加斯科涅人（Gascon）：法国南部地区居民。——译注

[34] 　蒙田担任法官 ：见 Almqvist，K.，‘ Magistrature’ ，in
Desan，Dictionnaire  619— 22。关于早年在佩里格的生活与转调到波尔多 ：

Frame，Montaigne  46— 51，包括 Frame翻译的蒙田发言的内容。

[35] 　蒙田的工作 ：现今还留存五件蒙田做的司法诠释。见 Lazard 89。

[36] 　III：13 996.

[37] 　布里德古斯法官 ： Tiers livre ，chaps 39— 44，in Rabelais，The Complete
Works 。掷骰子 ：457。

[38] 　III：13 998.

[39] 　蒙田论法律 ：见 Tournon，A.，‘ Justice and the Law’ ，in Langer（ ed.）
，Cambridge Companion  96— 117，and‘ Droit’ ，in Desan，Dictionnaire  284— 6。
至于同时代批评法律的人物 ，见 Sutcliffe，F.，‘ Montaigne and the European legal
system’ ，in Cameron（ ed.） ，Montaigne and his Age  39— 47。



[40] 　II：12 514.

[41] 　III：13 1000.

[42] 　蒙田在 1559年到 1561年间曾数度前往巴黎。见 Lazard 91，107。

[43] 　I：46 244.

[44] 　法国 16世纪 50年代与 60年代的政治与宗教背景 ：见 Holt；
Knecht，Rise and Fall and The French Civil Wars ； Nakam，Montaigne et son temps 。

[45] 　“痴人说梦” ：Michel de L’ Hôpital，引自 Knecht，Rise and Fall  338。“每
个人都认为自己的上帝”与“一个国王 、一种信仰与一套法律” ：Elliott，J.
H.，Europe Divided  1559— 1598（ London：Fontana，1968） ，93— 4，前句引自

Pedro Cornejo的 Compenio y breve relación de la Liga （ Brussels，1591） ，f. 6。

[46] 　“强烈的恐怖氛围” ：Knecht，Rise and Fall  349。瓦西镇与战争爆发 ：
ibid.，352— 5。

[47] 　帕基耶给 M. de Fonssomme的信 ，1562年春 ：Pasquier，E.，Lettres
historiques  98— 100。引自 Holt 50。

[48] 　II：23 628— 9.

[49] 　蒙吕克的故事 ：Monluc 246— 72。下令设置更多的车轮与火刑柱 ：

Nakam，Montaigne et son temps  144。

[50] 　蒙田论蒙吕克 ：II：8 348。

[51] 　戴斯卡的阴谋与蒙田的回应 ：见 Frame，Montaigne  53— 5。该书也翻译

了蒙田的辩词 ，法文取材自 Payen， J.-F.，Recherches sur Montaigne. Documents
inédits ，no. 4（ Techener，1856） ，20。蒙田赞扬拉吉巴东的派系 ：II：17 609。

[52] 　III：5 824.

[53] 　关于蒙田的回应的讨论 ，见 Frame，Montaigne  52— 5。



5　我们问：如何生活？
How to live？

蒙田说：经历爱与失去
Survive love and loss

拉博埃蒂死后，蒙田收起叛逆的性格。他将拉博埃蒂的藏书搬进书房，从自己

最珍贵的财产中挪出一块空间给他的朋友。

蒙田尽可能地写下记忆中拉博埃蒂逝世的过程，并将这名年轻哲学家的遗言传

诸后世。

写下拉博埃蒂的一切，这个想法终使蒙田完成《随笔集》。



拉博埃蒂：爱情与暴政

蒙田遇见拉博埃蒂是他二十五岁左右时的事。 [1] 两人都在波尔多

高等法院工作，见面之前均已耳闻彼此的大名。拉博埃蒂听说蒙田是个

坦率而早熟的年轻人；蒙田知道拉博埃蒂是一名前途看好的作家，他的

手稿《论自愿为奴》（De la Servitude volontaire ）在当地流传，引发不

少争议。蒙田最早读到这篇文章是在十六世纪五十年代晚期，他后来写

了一篇谢词，感谢这篇文章让他结识了作者。这篇文章开启了一段美好

的友谊：“如此完美无缺的关系肯定世间少有……需要多少因缘际会才

能交到这样的朋友，只有非常幸运的人才能得到这个千载难逢的机

会。” [2]

这两名年轻人虽然对彼此感到好奇，但一直没有机会见面。两人的

碰面其实相当偶然。他们参加了一场在波尔多举行的宴会，从闲聊中发

现“彼此非常契合，仿佛相交多年的旧识” [3] ；从此，他们成为最好的朋

友。蒙田与拉博埃蒂结识六年，但由于两人有时会分别被派到外地工

作，六年之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分隔两地。即使是这么短的时间，也足

以让他们像相处一辈子的好友一样亲密。

从有关蒙田与拉博埃蒂的描述，你会得到一种印象，拉博埃蒂的年

纪似乎比蒙田大，而且更为睿智。事实上，拉博埃蒂只比蒙田年长两

岁。他既不英俊也不潇洒，却给人一种聪明、亲切、言之有物的感觉。

拉博埃蒂与蒙田不同，他们相识时他已经结婚，而且在高等法院担任较

高的职位。同事眼中的拉博埃蒂既是作家又是公职人员，而此时的蒙田

还没有自己的作品，只写过法律文书。拉博埃蒂获得了众人的关注与尊



敬——如果你能回到十六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对那些认识拉博埃蒂的人

说他在现代之所以出名，主要因为他是蒙田的好友，而不是因为他本身

的才学，他们绝不会相信。

拉博埃蒂给人一种成熟稳重的感觉，这可能跟他幼年即成为孤儿有

关。一五三〇年十一月一日，拉博埃蒂生于市集城镇萨尔拉（Sarlat）
一栋优美而华丽的建筑物里，此地离蒙田庄园约七十五英里。拉博埃蒂

的父亲在五年前兴建了这座宅邸，与蒙田的父亲一样，他也是个精力旺

盛的人，但在拉博埃蒂十岁时就去世了。拉博埃蒂的母亲不久也撒手人

寰，留下他独自一人。他的叔叔——名字也叫艾蒂安·拉博埃蒂——收

养了他，而且让他接受当时流行的人文主义教育，不过不像蒙田的父亲

那么极端。

与蒙田一样，拉博埃蒂后来也攻读法律。一五五四年，他娶了已经

有两个孩子的寡妇玛格丽特·德·卡尔（Marguerite de Carle），其中一个

孩子后来嫁给了蒙田的弟弟托马斯·德·博勒加尔（Thomas de
Beauregard）。同年五月，也就是蒙田到佩里格上任的两年前，拉博埃

蒂进入波尔多高等法院工作。往后当佩里格的法官转调到波尔多，仍然

领取较高薪资时，拉博埃蒂的心里恐怕也不是滋味。

拉博埃蒂在波尔多高等法院的表现相当杰出。撇开一五六三年发生

的诡异指控不提，他给人的印象一直是一副信心十足的样子。院方放心

地把敏感的任务交付给他，让他担任协商者的角色——日后，蒙田也将

担任这一角色。在同事心中，拉博埃蒂相当可靠。他行事稳重、工作认

真且有责任感。他与蒙田的个性有着天壤之别，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

两个人一拍即合，成为知心好友。他们有许多特别的共同点：心思细

腻，对文学与哲学充满热情，以及决心像他们从小喜欢的古典时代的作

家与军事英雄一样拥有美好的人生。这些特质拉近彼此的距离，也使他



们有别于其他受过相同教育但厌恶冒险的同事。

我们现在知道的拉博埃蒂的形象，主要来自蒙田的描述——十六世

纪七十和八十年代，蒙田带着悲伤的心情追思已经过世的好友。他的描

述创造出一种怀旧的迷雾，使人必须眯着眼睛辨识拉博埃蒂的真正形

象。拉博埃蒂呈现的蒙田形象则清楚许多，他的十四行诗明确地表达出

他对蒙田的看法，包括他希望蒙田精益求精。拉博埃蒂的诗刻画的不是

冻结在记忆中的蒙田的完美形象，而是活生生的、不断转变的蒙田。他

不确定蒙田是否能改正性格上的缺点，因为他看到的蒙田一直将精力虚

掷在宴会与追求美女上。 [4]

虽然拉博埃蒂提到蒙田时像个循循善诱的长者，但他的关怀却不像

家人间的情感：“蒙田，你我紧紧相系，这不仅出于天性，也基于德

行；这是爱的甜蜜引诱。”蒙田在《随笔集》里也用相同的口吻表示友

情攫住了他的意志，“引领我的意志融入拉博埃蒂的意志之中，两者合

而为一”，而友谊也攫住了拉博埃蒂的意志，“引领他的意志融入我的意

志之中，两者合而为一”。这种说法看似诡异，但在当时并不罕见。 [5]

在文艺复兴时代，虽然关于同性恋的暗示令人惊恐，但男性好友在书信

往来时却时常表现得像热恋中的青少年，而时人也习以为常。与其说他

们彼此爱恋，不如说他们爱上了崇高的、理想的友谊，如同希腊与拉丁

文学表现的那样。两名出身上流社会的年轻人的这种联系，象征着哲学

的至高境界：一起研究学问，接受彼此的监督看护，鼓励彼此提升生活

的技艺。蒙田与拉博埃蒂着迷于这种典范，他们见面时，或许都正追寻

着这样的可能，而相聚时间的短暂使他们免于对这一理想的幻灭。在诗

中，拉博埃蒂表达了自己的期许，希望自己与蒙田的名字能一同流传后

世，就像历史上“著名的莫逆之交”一样。他的心愿的确实现了。



蒙田在《随笔集》（波尔多本）页缘

处写道：“只能说：因为是他，因为

是我。”

蒙田与拉博埃蒂似乎认为他们的关系足以与古典时代的典范——哲

学家苏格拉底与他的俊美小友阿尔西比亚德斯——相比。拉博埃蒂曾在

诗中将蒙田比拟成阿尔西比亚德斯。相对地，蒙田则暗示拉博埃蒂宛如

苏格拉底：他拥有智慧，但更令人惊讶的是他的丑陋。 [6] 苏格拉底的

外表极不讨喜，蒙田毫不避讳地表示拉博埃蒂的“丑陋掩盖了他美丽的

灵魂”，而这正呼应了柏拉图《飨宴篇》（Symposium ）里阿尔西比亚

德斯把苏格拉底比拟成森林之神西勒诺斯（Silenus）的小塑像的情节，

这种塑像在当时经常被用来收藏珠宝与其他贵重物品。与苏格拉底一

样，这些塑像的脸孔与身形相当丑怪，但里面收藏的东西价值连城。蒙

田与拉博埃蒂显然乐于扮演这两种角色，而且还刻意强调这一点。至

少，对蒙田来说是如此。拉博埃蒂如果因此感到被冒犯，他的哲学尊严

绝不可能允许他勉强装出乐在其中的样子。

根据柏拉图的说法，丑陋的苏格

拉底婉拒了俊美的阿尔西比亚德斯的

殷勤追求，但不容怀疑的是，他们的

关系充满挑逗与肉体诱惑。蒙田与拉

博埃蒂也是如此吗？今日已很少有人

认为他们之间存在性爱关系，尽管性

关系说仍有追随者。他们表达友谊时

使用的语言非常醒目，不仅拉博埃蒂

的十四行诗如此，蒙田在随笔中也形

容他们的友情具有超验的神秘性，像

爱的狂潮般将他们席卷。蒙田平日的

稳健与独立，在提到拉博埃蒂时消失

无踪。他写道：“我们的灵魂融合得天衣无缝，无法分离。”任何文字都

无法形容这种关系，他在页缘写下注记：



如果你硬要我说明我为什么爱他，我觉得这实在难以说

清，只能说：因为是他，因为是我。

文艺复兴时代的友情，和古典时代的一样，理当建立在当时被普遍

接受的风俗上。只有如此，这些友情形式才具有哲学价值。蒙田对友情

的描述“不可能脱离当时通行的惯例”。事实上，蒙田坦承：“我们的友

谊没有其他模式可以用来形容与比拟，自成一家，只能自己描述自

己。”如果一定要找出一个参考点，还是只能以《飨宴篇》为例。阿尔

西比亚德斯同样对苏格拉底的魅力意乱情迷，说：“有好几次，我多么

希望他能从世间消失，但我知道，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我的悲伤将远

超过我的解脱。事实上，我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 [7]

拉博埃蒂在十四行诗里不像蒙田那样纠结，他的情感不像蒙田的那

样带着回忆的感伤。他与蒙田类似的、关于个人吸引力与非理性的话语

并未显现在十四行诗里，而是表现在其余的作品中，甚至出现在他写给

一些女性的平庸情诗里。事实上，这类情感也隐约表现在他早期谈论政

治的文章中——这篇论文在波尔多被广泛传阅，蒙田就是因为这篇文章

才得知拉博埃蒂这个人的。

拉博埃蒂完成《论自愿为奴》这篇论文时还很年轻。根据蒙田的说

法，拉博埃蒂当时才十六岁，这篇文章只是他作为学生的习作：“按照

一个共同的主题从各种书籍中搜集上千份资料拼凑而成。”蒙田很可能

是故意淡化这篇文章的严肃性，因为这篇文章引发不少争议。他既不希

望毁了拉博埃蒂的名声，也不希望自己因为他的文章惹上麻烦。然而，

这篇文章其实不像蒙田说的那样稚气未脱；相反，它显示出拉博埃蒂的

早慧。有作家说过，拉博埃蒂是政治社会学领域的阿蒂尔·兰波（Arthur

Rimbaud）。 [8]



《论自愿为奴》谈的是历史上的暴君为何能轻松地支配群众，明明

群众只要拒绝被支配，就能让暴君的权力瞬时瓦解。民众不需要革命，

只要停止合作，不提供奴隶与阿谀者来支持暴君，便能推翻暴政。然

而，即使君主残暴地虐待臣民，臣民也不会这么做。君主愈是让人民挨

饿，愈是忽视他们，人民就愈敬爱君主。尼禄（Nero）暴虐无道，他去

世时罗马人仍同声哀悼。尤利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遇刺身亡时也

是如此——拉博埃蒂并不欣赏凯撒，这点很不寻常（蒙田也对凯撒有所

保留）。凯撒“废弃法律与自由，在我眼里，这样的人一无是处”，但他

却广受民众爱戴。暴政跟爱情一样神秘，令人难以理解。 [9]

拉博埃蒂相信，暴君可能使用某种手段来催眠人民——在拉博埃蒂

那个时代还没有“催眠”这个词。换句话说，就是人民迷恋上了暴君。他

们丧失自己的意志，以暴君的意志作为自己的意志。“一百万人可悲地

让人在脖子上架起牛轭，不是出于强迫，而是受惑于君主的名号”，真

是一幅可怕的景象，“其实他们根本不需要惧怕，因为君主只有一个

人，而且他也不值得众人敬爱，他总是野蛮而毫无人性地对待臣民”。
[10] 然而，民众就是不愿从梦中醒来。拉博埃蒂叙述这些人仿佛中了巫

术。如果巫术只迷惑了少数人，那么施法的人可能会被绑上火刑柱；然

而当整个社会都被蛊惑时，就不会有人质疑巫觋了。

拉博埃蒂对政治权力的分析，像极了蒙田从拉博埃蒂身上感受到的

神秘力量：“因为是他，因为是我。”暴君的魅力就像咒语或春药，这一

点可以从晚近历史中一连串独裁者身上清楚地看出。乌干达独裁者伊迪

·阿明（Idi Amin）的追随者在访谈中被问及为什么如此忠心地敬爱领袖

时，他的回答就跟蒙田提到拉博埃蒂或阿尔西比亚德斯提到苏格拉底时

一样：



你也知道，爱这种东西就是这么一回事：你看到有男人爱

上一个独眼的女人，你问那名男子为什么爱上那个丑女人，你

以为对方真的愿意告诉你吗？事情的真相只存在于他们两人之

间。正是这种说不出来的东西，使我爱他，使他也爱我。 [11]

暴政创造了一出臣服与支配的戏码，就像蒙田形容的激烈战争场

景。百姓心甘情愿地放弃，而这只会让暴君得寸进尺，夺走他们的一切

——如果他决定送他们上战场，那么他还要夺走他们的生命。人性中有

种东西驱使着人们“打心底忘却自由”。整个体制从顶端到底层，每个人

都被为奴的意愿与习惯的力量催眠，因为他们的眼睛只能看到这些东

西。然而，民众需要的只是清醒，一旦清醒，就不会再与暴君合作。

[12]

拉博埃蒂又说，有些人能挣脱束缚得到自由，通常是因为他们研读

了历史而眼界开阔。 [13] 他们得知历史上的暴政总是雷同时，自然会发

现自己身处的社会的困境。这些人不愿接受自己出生后就面临的处境，

因此想尽办法逃离，并且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每件事情——蒙田在《随

笔集》中曾提到这种独特的思考与写作诀窍。可惜呀，拥有自由精神的

人太少，产生不了影响。他们无法通力合作，只是孤独地活在“他们自

己的想象里”。

从这里不难理解蒙田在读了《论自愿为奴》之后，为什么急着想见

文章的作者。这是一部大胆的作品，无论蒙田是否同意其中的论点，这

篇文章都令他感到震惊。文中对习惯的力量所做的反思（这也是蒙田

《随笔集》的关键主题），以及阅读史书与传记可以让人获得自由的观

点，都与蒙田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而文章呈现出的进取精神与思考能

力，也令蒙田心有戚戚焉。



拉博埃蒂写这篇论文时，或许没有鼓动革命的意思。他只准备了少

量复本以流通，从未打算印行出版。他就算有此意，目的也只是敦促统

治精英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非呼吁下层阶级起而夺权。 [14] 他如果能

多活几年，也许会因作品造成的影响感到恐慌。就在他去世十年后，

《论自愿为奴》成为新教激进派的指导文件，并被命名为《反对定于一

尊》（Contr ’un ）。它产生更大的影响，鼓动起反对法国君主的风潮。

一连串新教出版物刊载了这篇论文，先是《警醒法国人与周邻》

（Reveille-matin des François et de leurs voisins ，1574），然后是西蒙·
古拉特（Simon Goulart）不同版本的《查理九世时代法国回忆录》

（Mémoires de l ’estat de France sous Charles IX ，1577）。 [15] 古拉特的

作品具有煽动性，得到同样具有煽动性的响应。一五七九年五月七日，

波尔多高等法院公开烧毁古拉特的第二版作品，就在两天后，蒙田获得

出版《随笔集》的首次官方批准。无怪乎蒙田想强调拉博埃蒂的作品是

年轻时的习作，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

《论自愿为奴》漫长而多彩多姿的发展历程从此展开。即使到了现

在，《论自愿为奴》有时仍被用来号召群众，至少被用于鼓吹原则性的

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论自愿为奴》在美国被改名为《反独裁

者》（Anti-Dictator ）。 [16] 书页的边缘上注记了一些醒目的主题，例

如“绥靖政策是没有用的”与“为什么独裁者要演说”。日后，无政府主义

者与自由意志主义者团体也使用《论自愿为奴》做宣传，他们自行添加

激进的前言与评注。拉博埃蒂的名声之所以能流传后世，除了因为他是

蒙田的朋友，也因为他被当成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英雄。

无政府主义者与自由意志主义者最赞赏拉博埃蒂的地方，在于他与

甘地颇为相似的观念：要让社会从暴政中解脱，要做的事情只有一项，

就是宁静地拒绝合作。有一篇今人写的序言指出，拉博埃蒂鼓励人们进



行“匿名的、低调的、个人式的革命” [17] ——这是人类所能想象的最纯

粹的革命。“唯意志论者”援引拉博埃蒂的观点来支持自己的论点，认为

应该回避一切政治活动，包括民主投票，因为它会产生一种假象，好像

国家会因为投票选举而具有正当性。早期有些唯意志论者基于这一点而

反对妇女持有投票权：既然男人不应该投票，那么女人也不应该。 [18]

《论自愿为奴》在政治上提倡“宁静拒绝”的做法，这种思想显然对

蒙田深具吸引力。蒙田也认为在面对政治压迫时，最重要的就是维持个

人的心灵自由——这种想法可能意味着脱离公共生活，而非参与其中。

《论自愿为奴》坚持以不合作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正直，从这点来看，

它宛如蒙田自己写的一篇随笔。我们可以把它当成蒙田早年仍喜争论时

所写下的论述不够周延的作品。蒙田阅读《论自愿为奴》时的感受，很

可能跟几个世纪之后爱默生阅读他的《随笔集》时的感受相同。蒙田也

许也会禁不住叫嚷：“我觉得仿佛是自己写下了这部作品，它由衷地说

出了我的想法与经验。” [19]

早在胡格诺派挪用《论自愿为奴》为新教宣传之前，蒙田就已经打

算将这篇文章收录到他的《随笔集》里，不过他还是忠实地标上了拉博

埃蒂的姓名。蒙田准备将这篇文章摆在《论友谊》的后面——这篇随笔

是蒙田投入情感最多的作品。蒙田把《论自愿为奴》收录在自己的书

中，把它当成《随笔集》最重要的篇章，如同众星拱月一般。 [20]

然而，当蒙田把书交给出版社时，局势已有了变化。《论自愿为

奴》被当成革命的宣传品，如果蒙田出版这篇论文，不仅无法表彰拉博

埃蒂的才学，反而可能引起众怒，造成相反的效果。蒙田只好撤下这篇

论文，但他留下一小段简介，说明删除的始末。他写道：“我发现有些

居心不良、企图颠覆与改变政府现状的人四处传播这篇论文，但这些人



毫不考虑自己是否真有能力改善现状，还利用这篇论文来‘偷渡’自己的

想法，因此我改变心意，不在这本书中发表这篇论文。”或许就是在这

个时候，蒙田称这篇论文是拉博埃蒂年轻时的练笔。

做了这件事之后，蒙田又改变心意。他不想让拉博埃蒂看起来言不

由衷，于是增添了一段注记，提到拉博埃蒂对自己写下的东西深信不疑

——他不是那种说一套做一套的人。蒙田甚至说他的朋友宁可出生在威

尼斯共和国，也不愿生在法国的地方小镇萨尔拉。咦，等等！这么说岂

不是让拉博埃蒂更像叛国贼吗？此时蒙田话锋一转：“但拉博埃蒂心里

铭记着一个至高无上的准则，他必须以最虔敬的心，遵守并服从他出生

之地的法律。”总而言之，蒙田身陷拉博埃蒂的论文引发的混乱之中。

或许，他曾窝在出版社的某个角落，在印刷前的一刻潦草地写下这些

话，胳肢窝还夹着已经被移除的手稿。

考虑到当时波尔多已开始焚毁《论自愿为奴》，我们不得不说，蒙

田公然提起这篇文章是相当大胆的举动，更别提他还撰文为拉博埃蒂辩

护。然而，蒙田内心还是一如既往地充满矛盾，一方面小心翼翼地放弃

出版，另一方面却勇气十足地提出不同的看法。此外，在讨论作者为何

要写这篇文章时，蒙田还说出他的真实的姓名。 [21] 或许已经有不少人

知道拉博埃蒂就是作者，但就连新教的出版物，也很少直接标出拉博埃

蒂的名字。

决定删除《论自愿为奴》之后，蒙田写道：“我打算用其他文章取

代这篇严肃的论文，这些文章与《论自愿为奴》同时完成，但内容较为

轻松活泼。”蒙田选了拉博埃蒂作的几首诗，这些诗不是写给蒙田的，

而是写给一位身份不明的年轻女性的，一共有二十九首。然而，几年

后，蒙田再度改变主意，删了这些诗。最后留下的只有他自己写的介绍



与献词，再加上一小段注记：“这些诗还有别的版本。” [22] 这一整章，

也就是《随笔集》第一卷第二十九章，前后被删改了两次。蒙田似乎完

全不想遮掩删改留下的残余与漏洞，他甚至是特意让读者注意到这一

点。这样的行为实在太过诡异，因此引起许多揣测。蒙田是否只是慌乱

地增删文字，完全没考虑到要做整理，抑或他是故意如此，为的是给我

们一个提醒？

近年来流传着一种激进的说法，认为《论自愿为奴》实在太接近蒙

田的风格，几乎可以推论它就是蒙田本人的作品。《论自愿为奴》谈到

习惯、天性、观点与友谊——这四项主题在《随笔集》中反复出现。它

强调内在自由是通往政治抵抗的道路，这也是蒙田的立场。这篇文章充

满古典时代的例证，这点与《随笔集》相同。它给人的“感觉”就像一篇

随笔。它具有说服力、娱乐性，而且经常离题。作者时常岔开话题谈起

另一件事，例如讨论十六世纪的七星诗派（Pléiade），谈完后再补上一

句“我差点忘了，回到我们的主题吧”或“回到原先讨论的主题吧，真是

怪了，我居然在不知不觉中讲到别的地方去了”。 [23] 一般说来，年轻人

的习作应该不会出现这种以戏谑方式带过杂谈的做法，不过这种写作的

确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作者跟我们说话的方式，仿佛是一群人坐在一

起，一边啜饮葡萄酒一边闲聊，或者是在波尔多的街角巧遇，就这样聊

了起来。人们不禁怀疑：该不会《论自愿为奴》的真正作者是蒙田，而

不是拉博埃蒂吧？

然而，《论自愿为奴》肯定是拉博埃蒂写的，理由是他的手稿复本

曾在波尔多流传。不过今日留存下来的复本并非出自拉博埃蒂之手，全

是其他人制作的。而能够证实这篇论文确实曾在波尔多“流传”的唯一证

人，却是蒙田本人。此外，指出文章作者是拉博埃蒂的也是蒙田，而蒙

田还说这篇文章是学生习作。或许这名十几岁的“兰波”并不是早熟而睿



智的拉博埃蒂，而是个性急躁、在高院各个法庭来回穿梭的蒙田；又或

许，这篇文章根本不是年轻人写的，而这正可解释文本中为什么会出现

错误的时代信息；再或者，就像某些一头热的阴谋论者所说，是蒙田自

己写了这篇文章，而他故意在文中加入有时代错误的句子，好让聪明的

读者看出其中的名堂。

第一个称《论自愿为奴》是蒙田所作的，是特立独行的阿瑟—安托

万·阿曼戈（Arthur-Antoine Armaingaud）。他于一九〇六年提出这一观

点。在此之前，他已提出许多令人震怒的见解，而在引起轩然大波之

后，他往往是两手一摊，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当时几乎没有人同意阿

曼戈的见解，即便到了现在，也只有极少数人支持。尽管如此，他的假

设还是获得了新生代非主流派的认同，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丹尼尔·马丁

（Daniel Martin）与戴维·刘易斯·薛佛（David Lewis Schaefer）。薛佛与

阿曼戈一样，专注于寻找蒙田革命思想的蛛丝马迹。马丁则倾向把《论

自愿为奴》当成一本字谜书，认为书中充满各种线索。他表示：“把
《论自愿为奴》从《随笔集》中删除，就好像把长笛从交响乐团剔除一

样。” [24]

认为蒙田写了这么一篇激进、无政府主义倾向的论文，又故布疑阵

埋下各种暗示，好让眼光锐利的读者看出其中奥妙，这种想法确实颇具

吸引力。就跟各种阴谋论一样，这种猜测能引发人们拼凑真相的兴趣，

也增添了蒙田的魅力：一名骨子里想革命的男子，工于心计的阴谋家。

我们从《随笔集》里看到的一些迹象显示，蒙田如果愿意，确实有

能力玩弄这种把戏。有一次，为了帮助一名罹患阳痿却深信自己是被下

了符咒才会如此的朋友，蒙田略施小技，不跟朋友讲大道理，只拿了一

件睡袍与一枚刻着“天使图案”、看似被施了魔法的纪念币给他。蒙田告



诉他，每次行房前务必用这枚纪念币进行一连串仪式。首先将它贴于肾

脏的位置一会儿，然后将它绑在腰上，再跟妻子躺下，并且将睡袍覆盖

在两人身上。 [25] 这个建议奏效了。虽然结果是好的，但蒙田觉得有些

良心不安。从这点可以看出，蒙田如果觉得有必要或特别有趣，确实会

使出骗人的伎俩。

不过，整体来说，蒙田确实很少耍这种把戏，他更愿意表现出诚实

与坦率，以及自己拙于猜谜的一面。 [26] 当然，诚实与拙于猜谜也有可

能是他装出来的。但是，如果蒙田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我们便不得不

怀疑他在书中说过的每一个字——若真是如此，我们可就要晕头转向

了。而且，这样也会产生各种难解的状况。如果拉博埃蒂并未写下《论

自愿为奴》，那么他显然不是蒙田在《随笔集》中形容的那个人， [27]

而成了一个没有明确轮廓与清晰特质的人物，在聪明的蒙田眼里无足轻

重。如果拉博埃蒂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如果他不是那种能写出《论自愿

为奴》的饱学之士，蒙田为什么会如此爱他？拉博埃蒂一定有什么过人

之处，蒙田才会钟情于他，而这个特点绝非俊美的外形——除非蒙田在

这一点上也对我们说了谎。

如果人们认真看待他们的感情故事，那么阴谋论的说法就难以成

立。如果蒙田称《论自愿为奴》是拉博埃蒂所作，只是为了掩盖他本人

才是真正的作者这一情况，那么他显然是在玩弄对拉博埃蒂的追忆——
蒙田在回忆拉博埃蒂时，几乎是将其当成偶像来崇拜。当《论自愿为

奴》在波尔多广场被公开焚毁时，蒙田居然透露这篇论文的作者是拉博

埃蒂，他这么做令人感到吃惊。然而，如果拉博埃蒂并非文章的作者，

这件事将会更令人惊骇，简直是背叛，甚至是仇恨拉博埃蒂的行为。从

蒙田《随笔集》（包括未出版的旅行日记）中对拉博埃蒂的描述，实在

看不出他对拉博埃蒂有任何怨恨。



蒙田与拉博埃蒂的深厚感情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两个人的写作风格

如此类似。他俩无话不谈，完全融进了彼此，但这并不是作家与笔名的

相融，而是共同发展出他们的观念和思想的两个作家的相融。他们经常

争论，经常意见相左，但也不断“吸取”彼此的观念。在他们相处的短暂

时光中，蒙田与拉博埃蒂一定时常从早晨聊到深夜。他们谈论习惯，反

对既有的观念，改变观看世事的角度，讨论暴政与个人自由。起初，拉

博埃蒂把自己的观念陈述得较为清楚；而后，蒙田或许逐渐超越了他，

并开始从拉博埃蒂未尝试过的角度来思索风俗与观点。最后，这些想法

全汇聚到《随笔集》之中，这本书也成为从各方面表彰拉博埃蒂的作

品。蒙田与拉博埃蒂的心灵紧紧交织，即使运用世界上最具批判性的工

具，也无法将它们分离。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蒙田与拉博埃蒂可以这样携手共度数十

年，成为现代版的雅典思想家。然而，年轻的苏格拉底即将离开宴席，

提早踏上归途。



拉博埃蒂：死亡与哀悼

这事要从一五六三年八月九日说起，拉博埃蒂当天待在戴斯卡开阔

的庄园里（前面提过，戴斯卡背叛了波尔多高等法院的拉吉巴东）。拉

博埃蒂与蒙田约好当天共进晚餐，都在准备离开戴斯卡的宅邸时突发胃

痛、腹泻，不能下地。他差人告诉蒙田他病了，可否改由蒙田前来看

他。蒙田赶来了。接下来我们知道的一切，全来自蒙田写给父亲的信里

的漫长描述，后来蒙田还出版了这封信。 [28]

来到戴斯卡宅，蒙田发现朋友深陷痛苦之中。拉博埃蒂告诉蒙田自

己一整天待在外头，染上风寒，然而病情看起来没那么简单。两人都想

到有可能是感染了鼠疫。当时疫情已蔓延到当地、波尔多与阿吉内

（Agenais），而拉博埃蒂最近去过阿吉内出差。拉博埃蒂就算还没有

感染鼠疫，以他当时衰弱的身体来看，也有感染鼠疫的危险。蒙田劝他

搬到疫情不太严重的地区，跟他的妹妹与妹夫［雷斯托纳克家族（the
Lestonnacs）］一块儿住。但拉博埃蒂身体太过虚弱，无法外出。事实

上，已经太迟了，几乎可以确定他染上了鼠疫。

蒙田当晚离开了，第二天早晨，拉博埃蒂的妻子前来通知他，说她

丈夫的病情愈来愈严重。蒙田再度来到戴斯卡宅，在拉博埃蒂的请求

下，留在那里过夜：“他极为恳切又极其坚持地要求我尽可能陪在他身

边，我的内心极为难受。”第二天晚上，蒙田又留下来过夜。拉博埃蒂

的病情持续恶化。星期六，拉博埃蒂坦言自己的病具有传染性，而且不

容乐观——表明他知道自己的确染上了鼠疫。他再次要求蒙田留下，但

不希望他停留太久，以免也被感染。蒙田未理会他的提醒。“我不会再

离开他。”他写道。



星期日，拉博埃蒂极其衰弱且深受幻觉困扰。在度过这段危险期

后，拉博埃蒂说他“似乎陷入一场巨大的混乱之中，眼前乌云密布，浓

雾中伸手不见五指，所有的事物一团凌乱，毫无秩序”。蒙田安慰他

说：“死亡不会比你看见的更糟，我的兄弟。”拉博埃蒂听了便回答，的

确，最糟的状况也就是如此。此时，他告诉蒙田，他已不抱任何希望。

拉博埃蒂决定交代身后之事，要蒙田好好照顾他的妻子与叔叔，不

要让他们过于悲伤。拉博埃蒂准备好之后，蒙田把他的家人叫进房间。

他们围坐在床边，“尽可能不哭丧着脸”。拉博埃蒂向他们交代遗言，并

且明确表示将绝大多数的藏书赠予蒙田。之后，他要求把教士找来。拉

博埃蒂做临终告别时神志相当清楚，蒙田一度认为病情有好转的可能，

然而他把事情交代完毕后再度陷入昏迷。

几个小时之后，仍在床边守候的蒙田对拉博埃蒂说，与在一旁目睹

死亡的自己相比，直接面对死亡的拉博埃蒂表现出更大的勇气，这点令

他“深感惭愧”。蒙田向拉博埃蒂承诺，他会牢记拉博埃蒂树立的典范，

直到自己的大限之日来临。很好，拉博埃蒂说，你能这么做就太好了。

他提醒蒙田，他们过去已经就“死亡”之类的主题做过许多次富有启发的

讨论。他说，死亡是“我们思考的真正对象，也是哲学的真正主题”。

拉博埃蒂握着蒙田的手，安慰他说，自己这一生已经历许多比死亡

更痛苦也更艰难的事。“当人生走到尽头，”他说，“我已做好万全准

备，也谨记学到的教训。”拉博埃蒂与这个时期的蒙田一样，奉行古人

的教训，已经多次想象过自己的死亡。他又说，无论如何，他这辈子活

得健康，也活得够久，感到心满意足——这种想法也有古人的智慧相呼

应。他了无遗憾。然而，拉博埃蒂真的已享尽天年了吗？“我将满三十

三岁，”他说，“上帝待我不薄，我活到现在，人生充满健康与喜乐。世

事无常，如此幸福的日子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老年只会为他带来痛



苦，很可能会让他变得吝啬贪婪，能避免变老反而是件好事。蒙田露出

忧伤的神情，拉博埃蒂叮咛他一定要坚强。“怎么了，我的兄弟，难道

你希望我心存恐惧？如果我感到恐惧，除了你，还有谁能为我消除恐

惧？”

拉博埃蒂充满勇气与理性的智慧，正在践行完美的斯多葛式死亡。

蒙田也有应尽的责任：要协助朋友保存勇气，并且担任死亡的见证者；

要详细记录这段过程，让其他人也能从拉博埃蒂的故事中获益。这么做

或许也能起到一点很实际的作用，让拉博埃蒂看起来更加高尚而勇敢。

或许根本无须如此。拉博埃蒂深受古典美德的熏陶，直到死前，他都力

图让自己符合心目中哲学典范的形象。如蒙田所言：“他的心灵以其他

时代而非我们这个时代为准绳。” [29]

然而，蒙田与拉博埃蒂并非同一类型的人物。从蒙田的文字可以看

出，他真正的性格乃是多疑，对令人尴尬的小事特别在意，对事实总是

不吐不快。蒙田对临终前的拉博埃蒂的描述甚至带有不敬的成分。他后

来写下拉博埃蒂临终的场景，评论道：“整个房间充斥着号啕的哭声，

尽管如此，他还是连珠炮般地说着，让人觉得有点冗长。”

隔天，星期一早晨，拉博埃蒂时而清醒时而昏迷，靠醋与葡萄酒稍

微恢复体力。他责备蒙田：“你难道看不出来吗？你现在为我做的不过

是延长我的痛苦！”不久，他突然丧失视力，身旁的人哀伤恸哭。由于

看不见，他对哭声感到恐惧。“主啊，是谁为我哀痛逾恒？在安详与宁

静之中，我感到无比安适，他们为什么一再来搅扰？让我耳根清净一点

吧，我求你们。”

拉博埃蒂喝了一小口葡萄酒，视觉又恢复了，但江河日下的身体已

不可救药。“他的四肢，乃至于他的脸，都已冰冷；濒死的身体上全是



汗水，几乎摸不到脉搏。”

星期二，拉博埃蒂接受临终仪式，他要教士、叔叔与蒙田为他祈

祷。他叫嚷了两三次，其中一次喊道：“好的！好的！该来的总是会

来，我已等候多时，我的脚步强健而坚定。”

晚上，“毫无生气、徒具人形”的拉博埃蒂再度出现幻觉。他向蒙田

描述这次看见的景象：“不可思议，无穷无尽，且难以形容。”他试着安

慰自己的妻子，说有故事要告诉她。“但我现在要合眼了。”他说。然而

看到妻子惊慌的样子，他又改口道：“我要睡了。”

她离开房间，拉博埃蒂对蒙田说：“我的兄弟，拜托，靠近一

点。”床边还有许多人在，蒙田说他们“全是亲朋好友”。在文艺复兴时

代，很少有事情是一个人做的，送终更是如此。拉博埃蒂的妻子似乎是

唯一被叫出房间的人。

此时，濒死的拉博埃蒂变得激动，在床上猛烈翻滚，开始提出诡异

的要求。蒙田写道：

他非常激动，而且不断求我给他一个位置，我因此怀疑他

已经丧失判断力。即使我非常轻柔地提醒他，他已经被病魔牵

着鼻子走，这些不是向来神志清醒的他会说的话，他也不理会

我的劝告，反而更使劲地嚷道：“兄弟，我的兄弟，‘你’拒

绝给我位置吗？”我不得不努力说服他，他还有气息，还能说

话，显然还拥有身体，当然有自己的位置。“是啊，你说得没

错，”他回道，“我是有位置，但不是我需要的位置；等我死

了，我在人世间就没有任何位置了。”

拉博埃蒂的话很难回应，蒙田试着安慰他：“上帝很快会给你一个



更好的位置。”

“我已经在那儿了吗？”拉博埃蒂说，“三天了，我挣扎着要走，却

走不了。”

往后几个小时，拉博埃蒂时常喊叫，蒙田写道：“他只是想知道我

是否还在身旁。”蒙田一直陪着他。

到了此时，蒙田的描述逐渐与开头的写法不同，除了更具情感，也

有些怪诞。他把拉博埃蒂说过的话与做过的事巨细靡遗地记录下来，无

论它们是否具有哲学意涵。拉博埃蒂已经偏离他想效法的典范。他说自

己需要一个位置时，似乎是无意识说出的，就跟几年后蒙田无意识地胡

言乱语与撕扯自己的紧身上衣一样。

凌晨两点，拉博埃蒂终于平静下来，这似乎是个好兆头。蒙田离开

房间去告诉拉博埃蒂的妻子，两人都对病情的改善感到高兴。但一个小

时之后，当蒙田回到房里，拉博埃蒂又躁动起来。他呼唤蒙田的名字一

两次，然后叹了一口气，便没了气息。拉博埃蒂死了。“一五六三年八

月十八日，凌晨三点左右去世，享年三十二岁九个月又十七天。”蒙田

这么写道。

这次近距离观察死亡，或许是蒙田第一次就近观察自己深爱的人死

去。实际景象令人震撼，尤其鼠疫是令人闻之色变的病症，不过蒙田丝

毫未提及他个人对被传染的恐惧。蒙田在目击死亡时产生的念头，日后

在他自己面临死亡时浮现于脑海：他希望人能平静安详地经历死亡，就

算看起来不是如此。他曾与拉博埃蒂讨论过这个问题：蒙田认为人死的

时候看起来虽然痛苦，但内心应该感到平静；拉博埃蒂却不这么认为。

[30] 现在，想必蒙田非常希望自己的想法是对的。他希望拉博埃蒂在身



体冒汗与挣扎的同时，内心能感到极乐与至福。往后蒙田提到自己失去

意识的经历时，又重提这个话题。他想问朋友“看吧，你并不觉得痛

苦，是吗？”，他希望拉博埃蒂回答“是的，我不痛苦”。

蒙田借由文字来纾解情绪，但他依然悲伤，且这种痛苦随着时间流

逝逐渐加深。拉博埃蒂死后，一切都成了“阴暗而沉郁的深夜”。十八年

后，蒙田到意大利旅行，在日记里写道：“清晨写信给多萨（d’Ossat）
先生，想起今天是拉博埃蒂先生的忌日，内心满溢着痛苦。这股情绪持

续很久，挥之不去，带给我莫大的伤害。”蒙田还在《随笔集》里提

到，他多么希望在意大利觅得真正的朋友，与他志同道合、兴趣相

投。“在旅途中，我一直深切地想念一个人。”

没有情感的交流，任何愉悦都没了滋味。更不要说我想出

什么有趣的事，身旁没有人可以分享，我会转而恼火。 [31]

蒙田从不排斥有人取代拉博埃蒂地位的可能。塞内卡曾提出忠告：

智者很容易交到新朋友，并且脸不红气不喘地换掉旧朋友。蒙田有时会

在《随笔集》里向一些可能的人选提出吸引人的呼唤：他希望他的作品

能够取悦“一些相称的人物”，这些相称的人物会进而与他交往。然而，

蒙田并不认为真有人能够取代拉博埃蒂的地位。他一直感到沮丧：

我不与命运安排我认识且生活上不可缺少的那一千人好好

相处，却执迷于……追求不可能再次相逢的人，这不正是我愚

蠢的性格造成的吗？ [32]

蒙田冷淡或不愿搭理他人时——有时会如此——我们应该想到拉博

埃蒂。蒙田写道，我们不应该让其他人“跟我们粘得太紧，以免大家未

来分开时非得撕下一层皮或扯下一块肉不可”。 [33] 这是一个曾遭受锥心



之痛的人会说的话。

拉博埃蒂在世时，蒙田有时会违逆其精益求精的劝告，但现在已没

有人苦口婆心地叮咛他。拉博埃蒂死后，蒙田收起叛逆的性格，毫无保

留地听从挚友过去的劝诫——拉博埃蒂曾要求他做的事，他都愿意做

到，包括给他一个位置。

他将拉博埃蒂的藏书搬进书房，从自己最珍贵的财产中挪出一块空

间给他的朋友。然后，蒙田尽可能地写下记忆中拉博埃蒂逝世的过程，

并将这名年轻哲学家的遗言传诸后世。他准备将拉博埃蒂的著作付梓。

最后，蒙田退休后，以拉博埃蒂为自己新事业的向导。在书房的墙上，

除了退休时写下的字句，蒙田还写下其他的一些句子。文字已模糊难

辨，但他显然想在未来“辛勤工作”，以作为对拉博埃蒂的缅怀，因为拉

博埃蒂是十六世纪所能找到“最甜蜜、可爱，也最亲密的朋友”。 [34] 拉

博埃蒂将监督蒙田在书房里的一举一动，将成为蒙田的文学守护天使。

死去的拉博埃蒂从蒙田现实人生中不完美的伙伴，摇身一变成了他

塑造的理想典范。与其说拉博埃蒂是个人，不如说他变成了一种哲学技

巧。塞内卡曾建议他的追随者以这种方式“使用”他们的朋友。他说，如

果找到值得赞赏的人，就应该把他当成在你身旁聆听你说话的听众，这

样你才能努力改善自己，以符合更高的标准。塞内卡又说，如果你想为

自己而活，你就应该为别人而活——特别是为你自己选择的朋友而活。

[35]

如果这么做能带来安慰，蒙田当然愿意尝试这种技巧。蒙田为拉博

埃蒂死后出版的作品撰写献词时写道：“他仍然如此完整而生动地活在

我的心里，我几乎无法相信他已长眠于九泉之下，此生不复与我有任何

联系。” [36] 让拉博埃蒂继续活在自己心中，是实现拉博埃蒂临终心愿的



一种做法，也能纾解蒙田的寂寞。此外，蒙田也运用转移注意力的技

巧，帮助自己克服丧友之痛。最重要的是，他发现写作具有疗愈的效

果。把拉博埃蒂的死亡与临终告别以文字的形式保存下来，蒙田重新经

历当初的过程，也因此成功度过这段历程。他无法忘怀拉博埃蒂的一

切，但学会了在没有对方的世界里生活，人生因此改变。写下拉博埃蒂

的一切，这个想法终使蒙田完成《随笔集》：这真是最高明的哲学技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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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们问：如何生活？
How to live？

蒙田说：略施小技
Use little tricks

猛烈的攻击、争论、失去朋友，这些都是人生在向你咆哮质疑，如同老师一天

到晚盯着你有没有专心上课。

就连烦闷也属于此类。

无论发生什么事，不管它多么突然，你都应该以适当的方式来回应。

正因如此，蒙田认为，学会如何“适切地”生活，是一项“了不起的人生成

就”。



小诀窍与生活的艺术

对学院派哲学家，蒙田总是嗤之以鼻，厌恶这些人的学究气息与说

话时的不着边际。然而对另一项哲学传统，蒙田却表露出无穷的向往，

那就是伟大的实用主义学派。这个学派专门探索以下问题：如何面对朋

友的死亡？如何鼓起勇气？如何在艰难的道德处境下坚持善行？如何让

生命充实？蒙田面临悲伤与恐惧，遭遇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却令人气恼

的事情时，往往求助于这类哲学。 [1]

其中最著名的三种思想体系是斯多葛主义（Stoicism）、伊壁鸠鲁

主义（Epicureanism）与怀疑论（Scepticism）。这三种哲学统称“希腊

化时代哲学”，起源于公元前三世纪，希腊的思想与文化在这个时期传

播到罗马与地中海其他地区。这三种哲学在细节上略有不同，但本质极

为接近，让人难以区别。与其他人一样，蒙田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交替

混用这些哲学理念，有时也会比较它们之间的差异。

这三个学派目标相同，都想实现某种生活方式，也就是古希腊文中

的“eudaimonia”，我们通常将之翻译成“幸福”“快乐”或“富
足”。“Eudaimonia”意指在各方面都过着良好的生活，除了富足快乐之

外，还要成为品德高尚的人。这三个学派都认为通往“eudaimonia”的最

佳途径是“ataraxia”，这个词也许可以翻译为“冷静”或“免于焦虑”。 [2]

“Ataraxia”意指“均衡”，是一种让心情维持平静的技巧，使你不致在一

帆风顺时扬扬得意，也有助于你在遭受挫折时免于意气消沉。必须学习

控制情绪，才不会受到情绪的打击与拉扯，才不会像被狗群争抢的骨

头。



在如何获得平静这个问题上，三个哲学流派间存在分歧。举例来

说，三者对人们该与真实世界妥协到什么程度，有不同的看法。公元前

四世纪，伊壁鸠鲁（Epicurus）建立最早的伊壁鸠鲁社群，要求追随者

离开自己的家人，像小型教派一样共居于隐蔽的“庭园”（garden）。怀

疑论者则完全相反，他们跟一般人一样投入喧嚣的公共事务，差别在于

抱持的心态与一般人大不相同。斯多葛学派介于伊壁鸠鲁学派与怀疑论

者之间，该学派最著名的作家是塞内卡与爱比克泰德（Epictetus）。他

们的读者主要是罗马的精英阶层，这些上层人士平日忙于处理事务，没

有闲工夫待在庭园里，但他们无论身处何地，都渴望一处宁静、安详的

绿洲供自己休息。

斯多葛学派与伊壁鸠鲁学派在理论上也有许多共通点。他们认为有

两项重大弱点会削弱人们享受人生的能力：无法控制情感，以及鲜少专

注于当前的事物。人们只要改正这两个弱点，学习“控制”与“专注”，剩

下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但症结在于这两件事实在太难做到，没有人能

硬着头皮做成；你必须悄悄地从侧面前进，略施小技才能达成。

因此，斯多葛与伊壁鸠鲁等思想家努力设计出各种技巧与思想实

验。例如，想象今日是你人生的最后一日，你准备好面对死亡了吗？甚

至可以想象这个时候——“现在！”——是你人生的最后一刻，你的感受

是什么？你有遗憾吗？如果重新来过，有什么事是你想改变的？在这一

刻，你是生龙活虎，还是充满恐慌、否定与悔恨？这个实验让你检视对

你来说什么是重要的，而且提醒你时间如何持续地从指间流过。

有些斯多葛学派学者甚至为“最后时刻”的实验找来了道具与配角。

塞内卡提到一个名叫帕库维乌斯（Pacuvius）的富人，此人每天为自己

举行隆重的丧礼，丧礼以一场宴席作结。宴席过后，他躺在棺架上，让

人从桌旁抬到床上，此时所有宾客与仆役齐声吟诵：“他享尽天年，此



生无憾。”你可以用更简单、更廉价的方式获得同样的效果，你只需要

在心里想象死亡，并且专注地投入其中。伊壁鸠鲁派作家卢克莱修建议

人们想象自己的死亡，并且考虑两种可能：如果这一生衣食无缺，可以

像一名酒足饭饱的宾客一样，满足地离席；如果这一生贫病交迫，那么

失去生命又何妨，反正你的人生本来就一无所有。这么做也许对于实际

临终时的你起不了抚慰的作用，但如果你在世时这么思考，将有助于改

变人生观。 [3]

思想实验的目的是促成态度的转变。如果你失去至亲好友或珍视的

宝物，可以试着用不同方式看待这样的事。你可以想象自己从不认识那

个人，或从未拥有那件物品。 [4] 你怎么可能想念从未认识的人或未曾

拥有过的东西呢？只需一念之转，就能产生全然不同的情感。普鲁塔克

两岁的女儿死了，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上提到这种方式：他劝妻子回想女

儿出生前的时光，假装他们又回到了过去。这么做是否成功安抚了妻

子，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让她有事可做，免于继续沉溺于一望无际的

悲伤之海。蒙田与拉博埃蒂熟悉这封信，拉博埃蒂曾将它翻译成法文，

由蒙田编辑后付梓。想必蒙田每次遭逢丧子之痛时都会想起这封信；而

当拉博埃蒂去世时，他更是如此。他们成为朋友的时间如此短暂，要蒙

田回想认识拉博埃蒂前的平静时光，应该没什么困难。

这种想象的技巧不仅可以用于极端的状况，也能用在日常生活中，

它甚至可以有效排遣轻微的烦闷或沮丧。如果你对自己拥有的一切感到

厌倦，普鲁塔克建议，你可以假装自己失去一切，并且极度想念这些东

西。 [5] 无论这些东西是你喜爱的盘子、朋友、情妇，还是幸运地生活

在和平时代且身体健康，想象失去可以神奇地让你重新感受这些事物的

可贵。这种做法跟想象死亡一样：假装自己“现在”失去了某件东西，你

会马上感受到这件东西的价值。



重点是培养专注力——“prosoche”，另一个重要的希腊语词汇。“专
注”是所有诀窍的根本。它要求倾听内在世界，因此能看清外在世界，

因为失控的情感会扭曲现实，如同泪水会模糊视线。塞内卡说，凡是能

看清世事、洞察世界真实面貌的人，绝不会厌烦人生。 [6]

此外，你只要不是在这世上梦游，就一定能正确地回应各种处境。

一如爱比克泰德所言，这些处境就好像突然提出的问题。猛烈的攻击、

争论、失去朋友，这些都是人生在向你咆哮质疑，如同老师一天到晚盯

着你有没有专心上课。就连烦闷也属此类。无论发生什么事，不管它多

么突然，你都应该以适当的方式来回应。正因如此，蒙田认为，学会如

何“适切地”（à propos）生活，是一项“了不起的人生成就”。 [7]

斯多葛学派与伊壁鸠鲁学派都是借由训练与冥想来达成这个目标。

就像网球选手每天花好几个小时练习截击与杀球，他们利用反复训练的

方式刻画习惯的沟渠，使心灵循着沟渠活动，就像水在河床上流动。这

是一种自我催眠。信仰斯多葛派的罗马皇帝马克·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有做笔记的习惯，借此训练自己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事情：

你烤肉或烘烤类似食物的时候，脑子里可以想着这是鱼、

鸟或猪的尸体，那真是有趣极了。同样，佛勒努斯酒

（Falernian wine）只是葡萄汁，滚紫边的礼袍只是染了贝血

的羊毛！性交不过是薄膜的摩擦与黏液的突然射出。 [8]

奥勒留也曾想象自己飞上云端， [9] 从高空俯瞰人类渺小的烦忧。

塞内卡也曾这么做过：“想象自己置身于辽阔舒展的时光深渊中，然后

思考整个宇宙；将我们的短促人生与无穷相比。” [10]



斯多葛学派还有一种做法，就是想象时间不断循环。 [11] 苏格拉底

再度降生，然后跟他第一次来到人间时一样，在雅典教书；每一只蝴蝶

舞动双翅的方式都跟第一次一样；每一片云朵掠过头顶的速度也没有改

变。你将再度出生在世间，拥有与先前相同的思想与情感，一次又一

次，永不停止。这个想象看似可怕，却能让人感到安慰——就像前述的

观念一样，它使人们的烦忧看起来短暂而微不足道。此外，因为你遭遇

过的事将再度纠缠着你，因此每一件事都很“重要”。没有任何事应该遭

到遗漏，也没有任何事应该遭到遗忘。沉思这一点可以迫使你更多地留

意自己每天是怎么过的。它是一项挑战，但也引导出听天由命的态度

——这就是斯多葛学派所说的“热爱命运”（amor fati）。斯多葛学派的

爱比克泰德写道：

不要企求每件事都称心如意，而要希望该发生的事情能够

发生，那么你的人生便会充满平静。 [12]

人应该心甘情愿地接受原本就会发生的事，不应该徒劳地想扭转命

运。蒙田觉得要他这么想并不难，因为他的天性即如此。“如果必须再

活一次，”他开心地写道，“我会照我原来活的方式再过一遍。” [13] 但绝

大多数人必须通过学习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才需要心灵的练习。

塞内卡有一个极端的技巧，可以用来学习“热爱命运”。他有气喘的

毛病，严重时几乎能让他窒息。 [14] 他经常觉得自己快死了，但他也学

习如何把气喘发作当成哲学思考的良机。当咽喉闭锁，肺挣扎着要呼吸

时，他会试着接受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他会向气喘说“好的”，我“接
受”这些事，必要的话，我也“愿意”因此而死。症状减轻时，他觉得自

己变坚强了，因为他对抗恐惧而且战胜了它。



斯多葛学派对于他们最害怕的事物，往往急于施予无情的心灵训

练。而伊壁鸠鲁学派则倾向于避开恐怖的事物，将心思专注于正面的事

物上。斯多葛学派会绷紧肚子的肌肉，让对手打他的肚子。伊壁鸠鲁学

派则尽可能避免挨打，一旦遇上坏事，会躲得远远的。如果把斯多葛学

派比作拳击手，伊壁鸠鲁学派就相当于东方的武术家了。

蒙田觉得多数时候伊壁鸠鲁学派的想法与他较为契合，因此接受他

们的观念，并加以发展。蒙田说他很羡慕疯子，因为他们总是心猿意马

——若一个人将伊壁鸠鲁学派的“闪躲”发展到极致，就会变成这个样

子。疯子有着扭曲的世界观，但这又如何，重点是他很快乐。蒙田重述

了几则古典时代的故事，例如里卡斯（Lycas）每天四处游荡，且顺利

地保有一份工作，但他一直认为自己看到的一切全是舞台上的戏剧表

演。医师治好他的幻觉后，他感到十分难过，于是控告医师夺走了他生

活的乐趣。另一则类似的故事是，一个名叫斯拉西劳斯（Thrasylaus）
的男子，相信每艘进出比雷埃夫斯（Piraeus）当地港口的船只只为他一

人载运货物。他每天都很高兴，每当有船安全进港，他便雀跃不已，至

于这些货物有没有真的运到他手中，他似乎一点也不在意。可惜啊，弟

弟克里托（Crito）治好他的妄想症后，他的快乐时光也随之结束。 [15]

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疯狂带来的好处，但是想让生活轻松一点儿的

人，有时可以考虑少用一点理性。尤其在悲伤的时候，蒙田了解自己不

可能光靠嘴巴的提醒就能从悲痛中恢复。他的确尝试了斯多葛学派的一

些诀窍，而且敢于长期而专注地回想拉博埃蒂的死，并将其记录下来。

但绝大多数时候，蒙田还是觉得把注意力转向别的事物对自己较为有

利：

痛苦的念头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我发现，换个想法要比



压抑想法有效。我可以换个完全相反的念头，如果没办法这么

做，就想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换个想法总能抚慰、消除与驱

散烦闷。我若无法对抗它，就逃避它——为了逃避，我会躲藏

起来，会耍点伎俩。 [16]

蒙田也使用相同的技巧来帮助别人。有一回，他试着安慰一名因丈

夫去世而真的陷入悲伤的妇人（蒙田提到有些寡妇的悲伤是装出来

的）。 [17] 蒙田起初想的是比较寻常的哲学方法：提醒她悲伤无益，或

者说服她这辈子已不可能再见到丈夫。但蒙田后来决定用不同的方

式：“慢慢地偏移我们的谈话，逐步转到邻近的话题，然后再远离一

点。”寡妇起初没注意到这点，但到了最后，其他的话题引起了她的兴

趣。因此，蒙田写道，在她察觉发生了什么事之前，“我不知不觉地偷

走令她痛苦的念头，让她保持好心情。只要我陪着她，她就能获得充分

的抚慰”。蒙田承认他的做法并未根除她的悲伤，只是让她度过眼前的

危机，接下来将由时间冲淡她的苦闷。

蒙田的有些技巧来自他阅读的伊壁鸠鲁学派作品，有些则来自得来

不易的亲身经历。“我曾遭受沉重悲伤的打击。” [18] 蒙田这么说时，显

然是想起了拉博埃蒂。如果只凭理性来拯救自己，他恐怕早已一蹶不

振。蒙田知道自己需要“一帖猛药”，于是想尽办法让自己坠入新的感情

中。他没有说对象是谁，而这点无关宏旨，重点是他因此找到抒发情感

的对象。

类似的诀窍对于另一种不受欢迎的情感同样有用，那就是愤怒。蒙

田曾成功排解“年轻王子”（此人或许是纳瓦尔的亨利，也就是日后的亨

利四世）报仇雪恨的莽撞情绪。蒙田并未告诉王子要放弃报复的念头，

也没劝他忍辱负重或警告他此举可能造成悲惨后果。蒙田从头到尾都没



有提到与愤怒或报复有关的事：

我不提报复心切的事，只是让王子想象一幅完全相反的美

丽景象，他将因为宽厚与仁慈而获得荣誉、爱戴与善意。我激

起了他的野心，让他忘记报复的事。 [19]

晚年时，蒙田也曾用转移注意力的方式使自己免于对年老与死亡的

恐惧。随着岁月流逝，人逐渐走向死亡。蒙田无法拒绝死亡，但不一定

非得直接面对死亡。相反，他选择面向另外一边，回顾自己的年轻岁月

与童年时光，借由愉快的回忆让自己平静下来。因此蒙田说，他努

力“别过头去，不让自己直视前方的狂风暴雨”。 [20]

蒙田成为规避话题的高手，他甚至觉得有些政治权谋也令人激赏，

但前提是这些伎俩不能用来支持暴政。蒙田相当欣赏古希腊时代洛克里

人（Locrians）的君主萨勒库斯（Zaleucus）为国家减少额外开支的方

式。 [21] 他下令，妇女只有在喝醉的时候，才能拥有好几名女仆服侍在

侧；只有为娼妓的妇女可以穿金戴银，拥有华美的服饰；做皮条客的男

子才可以炫耀自己的金戒指。这个方法十分奏效：金饰与大批随从一夜

之间消失无踪，但没有人起而反对，因为没有人觉得非反对不可。

从自己的濒死经验，蒙田了解到最能化解恐惧的做法就是顺其自

然：“不要为此烦心。”从失去拉博埃蒂的哀痛中，他发现这是度过悲伤

最有效的办法。大自然有自己奏鸣的韵律。转移注意力之所以有用，正

是因为它符合人性：“我们的心思无法停留于一处。”我们容易走神，总

是逃避痛苦与错失快乐，“仅仅扫过它们的表皮”，完全出于天性。我们

所要做的就是顺着自己的本性。 [22]

蒙田从斯多葛与伊壁鸠鲁学派的作品中撷取自己需要的养分，正如



他的读者从《随笔集》中撷取他们需要的部分，不去为其余部分烦心。

对于与蒙田同时代的人来说，他们从蒙田那里撷取的养分，多半来自与

斯多葛及伊壁鸠鲁学派有关的篇章。他们把蒙田的书诠释成生活手册，

称赞他是具有古风的哲学家，足以与古代哲人平起平坐。蒙田的朋友帕

基耶说他是“法文世界的塞内卡”。 [23] 蒙田在波尔多的朋友与同事弗罗

里蒙·德·雷蒙（Florimond de Raemond）也称赞他有勇气面对人生的痛

苦，并且建议读者从他的著作中寻找智慧，特别是学习如何看待死亡。

克劳德·艾斯匹利（Claude Expilly）在其十四行诗（发表于一五九五年

出版的蒙田著作中）中推崇《随笔集》的作者是“气度恢宏的斯多葛

派”，而且热切地提到他在写作中表现出来的男子气概与无畏精神，以

及他总能让最软弱的灵魂获得勇气。 [24] 艾斯匹利认为蒙田“充满勇气的

随笔”将受到后世的赞扬，因为蒙田就像古代的贤哲一样，教导人们如

何好好地说话、好好地生活与好好地死亡。

艾斯匹利的说法预示了往后几个世纪蒙田在读者心中形象的转变，

因为每一代的读者都从蒙田的作品中获得各自需要的启发与智慧。每一

股热潮里的读者或多或少都从蒙田的书中寻找自己预期的东西，将自己

的想法投射到他身上。最早阅读蒙田作品的人是文艺复兴时代晚期的读

者，这些人大多属于新斯多葛与新伊壁鸠鲁学派，深受如何好好生活与

如何在面对痛苦时获得“eudaimonia”等问题的吸引。他们把蒙田当成自

己的一分子，使他成为畅销作家。他们的热情支持，奠定蒙田作为实用

派哲学家与生活艺术指导者的名声的基础。



被奴役的蒙田

蒙田将拉博埃蒂与自己合而为一的做法——拉博埃蒂仿佛是鬼魂，

也仿佛是蒙田所有行动的秘密参与者——似乎与他转移注意力、不受悲

伤影响的想法有所矛盾。然而，这种做法确实可以转移注意力：它使蒙

田走出丧友之痛，并且从全新的角度思考当下的人生。蒙田一方面保有

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又想象拉博埃蒂如果尚在人世可能会怎么想。借

由这种方式，他使自己随时在不同的观点间游走。或许蒙田正因此得到

灵感，说出这样的话：“不知何故，每个人的内心似乎都有两个我。”
[25]

蒙田曾说，如果他的内心没有分化出自己及想象中的拉博埃蒂，那

么他可能写不出《随笔集》。蒙田也提到，如果没有“倾诉的对象”，他

很可能只会出版书信集这类模拟传统的文学作品。 [26] 但蒙田没有这么

做，相反，他在心里想象自己与拉博埃蒂对话。现代评论家安东尼·维
尔登（Anthony Wilden）把蒙田的作品比拟成黑格尔（G. W. F. Hegel）
哲学的主奴辩证：拉博埃蒂成了蒙田想象中的主人，命令他工作，而蒙

田则成了自愿的奴隶，以辛勤的笔耕维系主奴关系。 [27] 这是一种“自愿

为奴”的形式。《随笔集》就是这样诞生的，几乎可以说是蒙田为排遣

悲伤与寂寞的副产品。

拉博埃蒂死后留下的大量未出版手稿，以更加现实的形式，让蒙田

沦为文学的奴隶。这些稿子除了《论自愿为奴》（假设它真的是拉博埃

蒂的作品），其他既不独特，也非原创。但将这些手稿整理起来，总比

任由它亡佚遗失好。无论是出于拉博埃蒂的要求，还是蒙田自身的意



愿，总之，蒙田成了拉博埃蒂身后作品的编辑——一份吃力不讨好的工

作，但也促使他走上文学之路。

令人相当惊讶的是，拉博埃蒂做事向来有条不紊，但他遗留的稿子

却杂乱无章。蒙田在某部将要出版的拉博埃蒂的作品的献词中提到，

他“勤奋地收集拉博埃蒂散置各处的笔记与文稿”。 [28] 这是一项辛苦的

任务，但他确实发现不少值得出版的作品，包括拉博埃蒂的十四行诗，

此外还有一些古典作品的翻译，例如普鲁塔克为帮助妻子走出子女早夭

的伤痛而写的书信，以及色诺芬（Xenophon）《家政论》

（Oeconomicus ）的第一部法文译本。这是一篇讨论如何完善管理地产

与土地的论文——刚好契合蒙田的需要，此时他正要辞去在波尔多的法

官工作。

将手稿分类整理之后，蒙田准备将这些作品付印出版。他到巴黎与

出版商接洽，并且进行宣传。他为拉博埃蒂的每部作品找到合适的金

主，并且为这些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写下优美而奉承的献词，其中包括洛

皮塔与波尔多的一些大人物。至于普鲁塔克给妻子的信，这部作品是题

献给蒙田自己的妻子。虽然献词的写法通常有一套制式，但蒙田的笔调

却相当生动而具有个人风格。蒙田也增补了一篇更具个人特色的文章到

拉博埃蒂的作品集之中，那是他对拉博埃蒂死亡的描述。蒙田出版拉博

埃蒂的作品，充分显示他已与拉博埃蒂的回忆结为文学伙伴，他们两人

也将共同迎接美好的未来。此外，洽询出版的过程使蒙田进一步了解出

版界的工作方式，也认识到时尚巴黎人的阅读口味，这些信息有助于他

未来的事业发展。

蒙田在给父亲的信里描述了拉博埃蒂的死，这是相当奇怪的做法。

或许是皮埃尔要蒙田这么做，他过去曾提出类似的要求。一五六七年左



右，皮埃尔交给蒙田一项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文学任务，其中一部分用意

就是希望蒙田成为作家。

皮埃尔一开始这么要求，是为了让儿子不要再懒散下去。这算是一

种“偏方”，看起来是件苦差事，其实是为了蒙田好。即使已经三十五

岁，蒙田还是带有青少年的倔脾气。他对法官这份工作不是很满意，也

不愿担任廷臣。他鄙视法律，对于庄园的开发与建设也漠不关心。此

外，虽然蒙田对文学有兴趣，此时还看不出来他有从事写作的打算。皮

埃尔也许感到自己来日无多，而认为蒙田必须尽快做好承担责任的准

备。蒙田需要挑战。

米修想写东西，好吧，那就让他写！皮埃尔交给蒙田一本一个世纪

前加泰罗尼亚神学家所写的五百页对开本书籍，里头全是生硬的拉丁

文。皮埃尔说：“有空的话就把它翻译成法文，然后交给我。办得到

吧，儿子？”

这种做法很可能会让蒙田放弃文学志愿，而这或许就是皮埃尔的目

的。这本书不但冗长无趣，所主张的神学观点也与蒙田不相合。但这反

而使他从神游中醒来。编辑拉博埃蒂的作品及书写描述朋友临终的书

信，恐怕都不如父亲交代的翻译任务更能点燃蒙田日后写作《随笔集》

的热情。

这本书是《自然神学，或创造物之书》（Theologia naturalis ，sive
liber creaturarum ）。一四三六年，雷蒙·塞邦（Raymond Sebond）完成

此书，但此书一直到一四八四年才出版，不过这个时间仍远早于蒙田与

皮埃尔生活的时代。 [29] 这本书是皮埃尔一位爱书的朋友送他的，书中

的拉丁文对他来说太难，因此他把它扔到一旁的书堆里。几年后他整理

书堆，这本书的某些特质（也许是艰涩难懂的内容）让他想起陷入迷惘



的儿子。

皮埃尔先是丢开这本书，然后又拿起它，这种立场的转变可能与他

对教会的爱憎有关。一五五八年，《自然神学，或创造物之书》被列入

《禁书目录》（Index of Prohibited Books ），随后又在一五六四年被解

禁，因为它提倡的是一种“理性”的神学，而教会对于如何看待这类神学

的态度模棱两可。争论的核心，在于宗教的真实是否可以通过理性论辩

或检视自然界的证据来证明。塞邦认为可以，与蒙田及教会（有一段时

间是如此）的立场相左。蒙田倾向于信心主义（Fideism），也就是认

为不应该尽信人类的理性或努力，并且否认人类可以借由信仰以外的事

物来获取宗教真理。蒙田对于信仰或许不抱热情，但十分厌恶人类的妄

自尊大——结果是一样的。

于是，蒙田必须翻译这本厚达五百页的神学论著，而且这本书论证

的是他不赞成的主张。“对我来说，这是一项十分诡异且从未尝试过的

工作。”蒙田写道。在《随笔集》中，蒙田把这件事说成是无意间从事

的工作。“在闲暇无事时偶然接到这个要求，”蒙田说，“我那无可挑剔

的父亲下的命令岂可违抗，我只能尽力而为。”然而，这本书的翻译工

作显然工程浩大，蒙田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完成。 [30] 他或许对于自己

从翻译中得到的各种灵感感到惊讶。这本书对他的刺激，就好像沙粒刺

激牡蛎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蒙田一定不断在心里说“但是……不

过……”，乃至于“不！不！不是如此”——翻译迫使他分析自己的想

法。蒙田在翻译时或许未曾深刻质疑过此书，但数年后他接到为这本书

写辩护文的委托时［或许是玛格丽特·德·瓦卢瓦（Marguerite de Valois）
的委托，她是国王的妹妹，也是新教徒纳瓦尔的亨利的妻子］，也就要

为一本他认为毫无道理的书辩护时，他须深思一番。



这篇文章就是蒙田的《为雷蒙·塞邦辩护》（Apology for Raymond

Sebond ） [31] ，它同时也是《随笔集》第二卷第十二章（亦称《辩

护》）。《辩护》是《随笔集》里最长的文章，篇幅远大于其他各章，

几乎可以说与其他各章不成比例。在一五八〇年版的《随笔集》中，其

他九十三章的平均篇幅是九页半，但《辩护》占了两百四十八页。尽管

如此，它的风格与其他各章完全一致。它吸引读者阅读，而且就像其他

章节一样，交织了各种复杂而离题的陈述。从某些方面来讲，它也赋予

了《随笔集》一定的重要性。少了这篇文章，《随笔集》在往后几个世

纪里将不会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读者将不再那么怨恨这本书，但相

应地，阅读它的人也将大为减少。

“辩护”意味着“维护”，因此这篇论文一开始的确维护了塞邦。然而

蒙田只为塞邦辩护了半页，随后文字便出现巨大转折。其转折幅度之大

表现在，往后蒙田的说词与其说是在为塞邦辩护，倒不如说是在攻击塞

邦。如同评论家路易·孔斯（Louis Cons）所言，蒙田支持塞邦，“就像

绳索支持被绞死者”。 [32]

如此一来，蒙田怎能说这篇文章是在为塞邦“辩护”呢？在此，蒙田

使用了相当简单的技巧。他声称要为塞邦辩护，企图驳倒那些想以理性

论证推翻塞邦理论的人。蒙田首先证明理性论证“普遍”带有谬误，因为

人类的理性是不可靠的。因此，为了替塞邦这名理性论者辩护，反驳其

他理性论者对塞邦的攻击，蒙田主张凡是以理性为根据的宣示一概毫无

价值。蒙田的辩护固然驳倒了塞邦的敌人，却也对塞邦本人造成更致命

的伤害——蒙田对此心知肚明。

尽管《辩护》的篇幅庞大且论述复杂，但这丝毫不减它的娱乐价

值，这是因为蒙田借用了普鲁塔克的技巧：以大量事例建构自己的论



点，每个段落的故事与事实就像锦簇花团般竞相绽放。几乎每一则故事

都是人类理性毫无用处与人类力量极其微薄的例证，同时也显示人类的

愚蠢与痴妄——蒙田自己也不例外，而他对此坦承不讳。

蒙田从普鲁塔克的作品中引用了许多例子，但这篇未起到辩护作用

的《辩护》真正的力量来源却不是普鲁塔克，或者说不止普鲁塔克。蒙

田还求助了希腊化时代哲学的第三个学派，它也是希腊化哲学中最诡谲

的思想潮流，即皮浪的怀疑论（Pyrrhonian Scep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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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们问：如何生活？
How to live？

蒙田说：凡事存疑
Question everything

怀疑论使蒙田赞颂不完美。

对蒙田来说，摆脱不完美是不可能的，理由显而易见，没有人能超脱人性。

任由自然与怀疑主义两相结合，使蒙田成为新类型思想家的英雄。

这些思想家不会成天紧盯着某件东西，更不会睁圆了双眼，让自己活像只静止

不动的猫头鹰。

相反，他们眼皮半眯，狡狯地看着人类，观察他们的模样——而且从观察自己

开始。



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甚
至连这点我也不确定

与斯多葛主义和伊壁鸠鲁主义相比，怀疑论显得格外特殊。斯多葛

主义与伊壁鸠鲁主义是两条通往平静与“富足”（human flourishing）的

道路。它们教你如何面对生活上的困难，使你精神专注，养成勤于思考

的好习惯，让你能运用一些技巧说服自己不要钻牛角尖。怀疑论关心的

范围则较为狭窄。怀疑论者总被当成不断追寻证据的人，对于旁人相信

的表象，他们总是存疑。怀疑论者给人的印象是只专注知识方面的问

题，对于如何生活则漠不关心。然而在文艺复兴时代与产生怀疑论及其

他实用哲学的古典时代，对于怀疑论却有不同的看法。

与斯多葛主义和伊壁鸠鲁主义一样，怀疑论也是一种疗愈心灵的形

式，至少皮浪（Pyrrho）的怀疑论就是如此。皮浪主义源自希腊哲学家

皮浪，他去世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二七五年。到了公元二世纪，塞克斯

都·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更严谨地发展了皮浪的学说。［其他

的怀疑论，如“教条的”（Dogmatic）或“学院的”（Academic）怀疑论，

则未能广泛传布。］世上流传着一个皮浪主义对人有奇怪影响的说法，

这个说法显然来自亨利·艾蒂安（Henri Estienne，与蒙田同时代人，是

最早将塞克斯都的作品翻译成法文的学者）阅读塞克斯都的《皮浪主义

哲学概要》（Hypotyposes ）时的反应。有一天，艾蒂安在书房工作，

在处理了大批例行公事之后，他感到有些厌烦，于是随意翻阅旧书箱里

的一些文稿，结果发现一本书。他一开始读这本书便笑得开怀，心中的

厌烦不翼而飞，而且重新恢复了思考的活力。 [1] 同时代另一名学者姜

提安·埃尔韦（Gentian Hervet）也有类似的经验。他也是在雇主的书房



里不经意地翻阅塞克斯都的作品，即刻感到有个光明而愉悦的世界在眼

前展开。 [2] 塞克斯都的作品也许不能教导或说服读者，却能让人们发

出咯咯的笑声。

今日的读者即使细读《皮浪主义哲学概要》（下文简称《概

要》），可能仍旧搞不懂这本书哪里有趣。《概要》跟一些哲学作品一

样，里面有一些生动活泼的例子，然而读起来并不至于让人捧腹大笑。

我们搞不懂这部作品为什么能消除艾蒂安与埃尔韦的倦怠，也不清楚这

部作品何以能对蒙田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蒙田从《概要》中发现了完

美的解救之道，认为这本书可以把人从雷蒙·塞邦提出的人类极为重要

这一郑重而夸大的观念中解放出来。

《概要》疗愈人心的关键，在于它显示生命中没有任何事情需要严

肃看待，就连皮浪主义本身也可草草带过。教条的怀疑论总是认为知识

不可能存在，这种思维充分表现在苏格拉底说过的一句话上：“我唯一

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皮浪的怀疑论从这个论点出发，但之后又

说，事实上，“甚至连这点我也不确定”。这样的哲学原则形成一种循

环，不断地吞噬自己，最后只剩下荒谬。

皮浪主义者以这种思维来处理生活上遭遇的种种难题，这种思维可

以简单地用一个字来表示，即希腊文“epokhe”，意思是“存而不论”，或

者是蒙田的法语说法：“je soutiens”——不予置评。 [3] 这句话征服了所

有敌人。它瓦解了对方，使对方在你眼前崩解成细小的原子。

这种说法听起来就像斯多葛或伊壁鸠鲁“漠不关心”的观念，可以让

人精神为之一振。不过它（跟希腊化时代的其他观念一样）确实管用，

这才是最重要的。“存而不论”有如难解的禅门公案，是一种简洁、奥妙

而不可解的问题。例如：“一只手能拍出什么声音？”这类说法起初只会



让人更困惑，但日后却开启了一道海纳百川的智慧之门。皮浪主义与禅

门的亲缘性并不令人意外，皮浪曾追随亚历山大大帝前往波斯与印度，

对东方哲学稍有涉猎。当然这里指的东方哲学不是禅宗（当时尚未存

在），而是禅宗的前身。

“存而不论”这个技巧可以让你发笑且心情愉快，因为你可以省去为

各种问题寻找确定答案的麻烦。我们可以借用怀疑论史家艾伦·贝利

（Alan Bailey）举的例子 [4] ，如果有人宣称撒哈拉沙漠的沙粒数量是偶

数，并且征询你的看法，你的自然反应可能是“我没有意见”或者“我怎

么知道”。又或者，你想让自己的说法听起来有点哲学味：“我存而不

论”——即“epokhe”。如果第二个人说“鬼扯！撒哈拉沙漠的沙粒数量明

明就是‘奇数’”，你还是可以不慌不忙地说自己“存而不论”。事实上，你

在响应时应该不露任何情感，因为塞克斯都认为这么做才真的叫“存而

不论”：

我无法判断人们说的这些事哪些可信，哪些不可信。

或者：

我现在无法对大家正在研讨的事项明确表示支持或反对。

又或者：

我深入考察过的所有事物确有其理，但与这些事相反的事

物也言之凿凿。两者同样合理，也同样不合理。 [5]

特别是最后一段陈述，大家应该默记下来，这应该可以让那些提出

古怪主张（例如撒哈拉沙漠的沙粒数量）的人闭嘴。复诵这些话，你会

感到平静。当人们不知道某件事的答案，而这件事有没有答案也没那么



重要时，就不要钻牛角尖，免得让自己不愉快。

对皮浪主义者来说，即使面对更复杂的问题，这种做法仍然管用。

为了让某人觉得好受而撒谎，是对的吗？“存而不论。”我的猫比你的猫

好看吗？我比你仁慈吗？爱使人幸福吗？世上存在正义之战吗？“存而

不论。”更有甚者，一名真正的皮浪主义者在响应一般人认为答案一目

了然的问题时，也同样“存而不论”。鸡生蛋吗？其他人真的存在吗？我

现在正注视着一杯咖啡吗？全部都可以“存而不论”。

皮浪主义者这么做，不是为了让自己极度不安定或陷入偏执的怀疑

泥淖中。相反，他们这么做是为了让自己轻松面对一切，借此走向“平
静”（这是怀疑论者与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学派的共同目标），进而

获得快乐与富足。皮浪主义者的做法最明显的好处，是不用担心自己出

错。如果他们赢得论证，就表示他们是对的；如果他们输了，那也只是

证明他们的确有理由怀疑自己的知识。皮浪主义者尤其喜欢跟人唱反

调，而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好玩。蒙田写道：

如果你说雪是黑的，他们就会反过来说雪是白的。如果你

认为雪既不是黑的也不是白的，那么他们会认为雪既是黑的又

是白的。如果你说自己在稍加考虑之后认为自己一无所知，他

们一定会说你知道。没错，如果你引用一句肯定的格言，向他

们担保你对这件事有所怀疑，他们会无视你的回应，仍然认为

你并无怀疑，或者坚称你无法判断和证明自己有所怀疑。 [6]

如果你赏他一记重拳，这次他们会闭嘴了吧！但即使如此也无法阻

止他们，因为他们对于人们朝他们生气这件事毫不在意，而且也不受肉

体痛苦的影响。谁说痛苦比愉快糟呢？即使碎裂的骨头插进他们的脑

袋，要了他们的命，那又怎样呢？活着真的比死了好吗？



“多好啊，怀疑使人安适！”蒙田之后的爱尔兰诗人托马斯·摩尔

（Thomas Moore）写道：

驶离错误的浪头

终于航抵你平静的港口，真是惬意，

船只在起伏的怀疑中摇曳，

我笑着迎接与世无争的海风！ [7]

这种安适自在的感受实在太强烈，人们一眼就能看出怀疑论者与一

般民众的不同。即便如此，这些怀疑论者也与隐居在庭园里的伊壁鸠鲁

学派南辕北辙，因为他们宁可融入真实世界。一些关于皮浪的奇特故事

说他极为冷漠、平静，几乎对任何事都没有反应。外出时，即使碰上断

崖或遇上迎面而来的马车，他也不为所动，照样沿着自己的路线往前

走，因此他的朋友总要跟在他身旁，替他排除危难。而且，根据蒙田的

记载，“如果皮浪开始谈起某件事，他绝对会坚持把这件事说完，就算

他的谈话对象已经离开，他依然故我”——因为他不想受外在变化的影

响而偏离内在现实。

与此同时，其他故事却显示，即使像皮浪这样的人，也无法随时保

持冷漠。 [8] 他的朋友有次意外发现他与妹妹发生“激烈争吵”，于是指控

他违背自己的信条。“什么，跟这个蠢女人吵架也算数吗？”皮浪回道。

另一次，他被人发现正在躲避一条凶暴的狗。皮浪坦承：“要完全抛弃

人性实在是太难了。”

蒙田非常喜爱这两则故事。其中一则呈现的皮浪，行为完全脱离常

轨；另外一则呈现的皮浪，与一般人没什么两样。此外，与真正的怀疑

论者一样，蒙田也尝试对这些故事存而不论。然而实际上，蒙田认为皮

浪跟他一样，都是普通人，他觉得皮浪只是努力让自己目光敏锐，不把



所有的事视为理所当然：

他不想让自己麻木不仁；他希望成为活生生的、能思索和

推论的、可以享受一切自然愉悦与舒适的、能施展精神能力和

运用自己身体的人。

蒙田认为皮浪拒绝接受的，是一般人最容易用来自欺的托词，也就

是那些“被编排、安排好的固定真理”。 [9] 这是怀疑论传统最吸引蒙田的

地方，他喜欢的不是怀疑论为了逃避痛苦与悲伤而采取的极端方式（对

此，蒙田比较欣赏斯多葛学派与伊壁鸠鲁学派的做法，认为他们比较贴

近实际生活），而是怀疑论以一种权宜且质疑的眼光看待所有事情，这

也正是蒙田自己的处世之道。为了让自己铭记在心，他特地在一五七六

年打造几枚纪念章，上面不仅刻了塞克斯都的神奇咒语“存而不论”，还

附上了蒙田家的家徽及天平图案。 [10] 天平是象征皮浪的另一个图像，

用来提醒蒙田维持平衡，在面对事情时不能只是接受，而要仔细权衡。

蒙田使用的图像很不寻常，但这种将个人喜爱的名言警句刻在纪念

章或钱币上的做法却是当时的习尚，既可作为“备忘录”，又可作为个人

归属或认同的象征。如果蒙田不是生在十六世纪，而是成长于二十一世

纪初的年轻人，我敢打赌他会把皮浪的话文在身上。

如果纪念章是用来提醒蒙田牢记这些原则的，那么这个做法确实管

用。怀疑论不仅成为他工作的指引，也引导他的家庭生活，甚至影响了

他的写作，例如《随笔集》浓厚的怀疑论笔调，如字里行间经常出现

的“或许”“某种程度来说”“我认为”“对我而言”等用语。蒙田自己也提

到，这种说法可以“缓和、减轻我们提出观点时的草率” [11] ，这印证了

文学批评家胡戈·弗里德里希 [12] 说的，蒙田的思想是一种“谦逊”哲学。



蒙田的作品中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它们是蒙田最纯粹的思想。有数百

万人曾活跃在历史上，却无法完全掌握他们的真实事迹，这是蒙田一直

在想并困惑不已的事。“即使我们得知的过去是真的，也有人可以作

证，但这些已知的部分与未知的部分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蒙田认

为，即使是最具好奇心的人，所掌握的知识也是微不足道的；相较之

下，这个世界是多么让人吃惊。 [13] 我们可以再次引用弗里德里希的说

法，蒙田“渴望得到惊奇的感受，因此不断追寻独特的、不可名状的与

不可思议的事物”。 [14]

而在所有不可思议的事情当中，最让蒙田吃惊的还是他自己——一

个最难以理解的现象。数不清有多少次，蒙田注意到自己的想法从一个

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或者是喜怒无常，情感在转瞬间波动得十分剧

烈：

我的步子变得如此不牢靠与不稳定，我觉得自己摇摇晃

晃，随时有可能滑倒。我的视线变得极不可信，只因为肚子空

空如也，我便觉得自己与饱食之后判若两人。如果健康对我微

笑，搭配上和煦晴朗的日子，那么我是个好脾气的人。如果我

的脚趾头长了鸡眼，那么我将摇身一变，成为摆着臭脸、一点

儿也不可亲的家伙。 [15]

就连最简单的知觉也不可信。如果他发烧或吃药，那么他将食不知

味、目不辨色。轻微的感冒足以令心智昏迷，痴呆则会使其完全瘫痪无

用。中风或脑部损坏足以令苏格拉底成为两眼无神的白痴。如果患有狂

犬病的狗狠狠咬了他一口，他会胡言乱语。狂犬的唾液将使“所有的哲

学——如果哲学化身为人——口出狂言”。而这正是重点：对蒙田而

言，哲学“是”人。哲学寄居在个别的、会出错的人类身上，因此，哲学



充满了不确定性。“在我眼里，哲学家几乎未曾触及这点。” [16]

不同物种的知觉能力呢？蒙田正确地猜出（在他之前的塞克斯都也

猜对了）其他动物对色彩的知觉与人类不同。或许“看错”的是我们，而

非它们。我们无从得知色彩真正的样子。动物拥有的能力，我们要么缺

乏，要么虽拥有却相当微弱，也许这些能力当中有部分是充分理解世界

的关键。“我们运用与统合五官来获得真理，然而或许我们需要八到十

种感官的一致结论，才能真正而确实地掌握事物的本质。” [17]

这段看似寻常的陈述，却带有令人震撼的观念：我们之所以无法如

实地观察事物，是因为天性的限制。 [18] 人类的视角不只是偶然导致错

误，而是先天就局限人类的认知，如同我们理所当然地（并高傲地）认

为狗的智力有限。唯有拥有非凡能力的人，才能超脱自己眼前的一切，

进而领悟这一观点。蒙田就是如此，他能摆脱肉眼看见的景象，以皮浪

的存而不论的思路重新审视一切。就连原初的怀疑论者也未能提出如此

激进的主张。这些怀疑论者怀疑周遭的一切，但他们通常未能思及自己

内在的灵魂其实也充满了不确定性。而蒙田总是如此怀疑：

我们与我们的判断，连同世间一切生命短暂之物，不断流

逝，永不止息。因此，我们无法用一件事来确切衡量另一件

事，因为判断的与被判断的都处于永恒的变迁与运动之中。

[19]

这种说法似乎造成了僵局，它否定了认知事物的可能，因为没有事

物能被其他的事物衡量。尽管如此，这种说法仍为我们开启了新的生活

方式。它让事物变得更复杂，也更有趣。世界变成多维度的风景，每个

观点都应该被列入考虑的范畴。我们要做的就是谨记这项事实，才能如



蒙田所言，“从自身的不足中得到智慧”。 [20]

即使是蒙田，想保持专注也需要持续的努力：“我们必须绷紧灵

魂，才能意识到自己错误百出。”《随笔集》可以帮助他发现这一点。

通过写作，蒙田把自己当成实验室里的小白鼠。他手里拿着笔记本，将

自己的一举一动仔细地记录下来。每当察觉自己的诡异行径时，他便禁

不住感到雀跃，甚至对自己的记忆模糊感到高兴，因为这提醒他自己有

缺陷，使他不致错误地坚信自己绝对正确。 [21] 蒙田只在一件事上不

持“凡事存疑”的态度，那就是他始终谨慎地陈述自己认为正确无疑的宗

教信仰。他谨守天主教会既成的教义，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讨论的空

间。

蒙田对宗教信仰的态度同样令现代读者感到吃惊。今日，怀疑论与

有组织的宗教通常水火不容，后者代表了信仰与权威，而前者则与科学

和理性为伍。在蒙田的时代，这条界线画在不同的地方。现代意义的科

学在当时并不存在，而人们不认为少了上帝的支持，人类理性还能单独

存在。当时的怀疑论者顶多怀疑人类心灵是否真能发现事物的本质。当

时的教会也不赞成“理性神学”的信仰观，因此理所当然地把皮浪主义视

为盟友。 [22] 皮浪怀疑论抨击人类的傲慢，所以特别有助于对抗新教

的“创新说法”，即个人的理性与良知高于教会的教义。

所以，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天主教一直支持皮浪主义，认为亨

利·艾蒂安翻译的塞克斯都作品与蒙田的《随笔集》可以有效地对抗异

端邪说。蒙田对教会的支持，不仅表现在他对傲慢理性的攻击上，也表

现在作品中到处可见的信心主义。蒙田写道，我们从上帝手中获得宗

教，靠的是“超凡的灌注”， [23] 而非我们一己之力。上帝提供茶包，我

们提供热水与杯子。如果我们无法直接从上帝那里获得启益，那么我们



可以信任教会，它是由上帝授权的巨大茶壶，里面已预先泡好了信仰。

蒙田清晰地表达他承认教会有权管辖他的宗教信仰，甚至可以监督他的

思想。 [24] 蒙田写道，当人们一窝蜂地标新立异时，无条件遵循教会使

他好几次免于犯错：

若非如此，我大概已经随波逐流。由于上帝的恩典，我免

于心猿意马，良知未受到搅扰或妨碍。我依然坚信自上古流传

至今的信仰，并且对于今日出现的各色各样的宗派说辞无动于

衷。 [25]

我们很难分辨蒙田所说的“妨碍”指的是灵性上的阻碍，还是指被贴

上异端标签、书籍被焚所带来的不便。对于秘而不宣的不信仰者来说，

信心主义是个现成的托词，表面装出信仰上帝的样子，就能规避所有不

信仰的指控。理论上，只要表明自己是个虔诚的信徒，那么其余时刻再

怎么世俗，都不会有人管你。对于一个在每个细节上都顺服上帝与教会

教义的人，你还能指控他什么呢？事实上，教会终究还是察觉到其中隐

含的危险，因此到了下个世纪，也开始严词抨击信心主义。然而在蒙田

那个时代，主张信心主义的人还不至于受到责难。蒙田是否属于这一种

人呢？

我们很难看出蒙田对宗教存有真正的兴趣。《随笔集》并未提到太

多基督教的观念。蒙田似乎对牺牲、悔改、救赎无动于衷，他既不畏惧

地狱，也不渴望天堂。他对女巫与魔鬼横行人间，远不如对猫儿如何让

小鸟陷入恍惚而从树上坠下有兴趣。蒙田沉思死亡时，显然忘记自己应

该相信来生。他如此形容死亡：“我愚蠢地一头栽进死亡……如同陷入

寂静而黑暗的深渊。它一个箭步将我吞没，瞬息间将我包围。我深深睡

去，没有任何感受，也不再感到痛苦。”往后一个世纪的神学家对于这



段无神论的描述感到惊恐。此外，蒙田对耶稣基督也兴趣缺缺。他提到

苏格拉底与加图（Cato）为了崇高目的而死，却不愿提起钉十字架，这

起关乎救赎的神圣事件未能引起蒙田的热情。他更关心的是世俗道德

——怜悯与残忍的问题。正如现代评论家戴维·昆特（David Quint）做

的总结，蒙田或许认为基督钉十字架带给人类的信息是：“别把人钉上

十字架。” [26]

另一方面，蒙田不可能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在十六世纪，几乎不

会有人是无神论者。因此，我们无须讶异蒙田会受信心主义吸引；信心

主义不仅与蒙田的怀疑论哲学相符，也投合他的脾气——尽管蒙田喜爱

独立，但他不喜欢事必躬亲，特别是对于他没有兴趣的事。此外，虽然

蒙田确实接受信心主义主张的上帝高高在上的说法，但真正吸引他的却

是眼前实际的“世俗”之事。

无论如何，蒙田终其一生均未与教会出现严重冲突，对于一个行事

如此自由、生活在天主教与新教交界处，同时还在宗教战争时期担任公

职的人来说，这的确是了不起的成就。十六世纪八十年代，蒙田到意大

利旅行时，宗教裁判所的官员的确检查了他的《随笔集》，而且把他们

不太同意的地方挑了出来，列出一张清单。其中一项是蒙田使用了“命
运”（Fortune）这个词，而未使用官方准许的“神意”（Providence）。

（神意来自上帝，自由意志在当中有挥洒的空间；命运则如同饼干碎

裂，没有人能决定碎成什么样子。） [27] 其他一些地方则是蒙田引用了

异端诗人的文字，以及他为背教皇帝尤里安（Julian）开脱，还有他建

议以自然与自由的方式养育孩子。尽管列出一堆问题，宗教裁判所对于

蒙田的死亡观、他对女巫审判的保留态度，以及（尤其是）他的怀疑

论，其实并不怎么介意。



事实上，《随笔集》之所以首次出版就广受欢迎，与这本书的怀疑

论思想关系密切；当然，书中的斯多葛主义与伊壁鸠鲁主义也颇能迎合

读者的胃口。《随笔集》吸引了好学而独立思考的人士，但绝大多数的

正统派教会成员也对此书爱不释手，例如蒙田在波尔多的同事雷蒙就很

喜欢《随笔集》。雷蒙是个热忱的天主教徒，在自己的作品中写道，他

深信敌基督（Antichrist）即将到来，而且认为《启示录》里记载的一切

将要成真。雷蒙奉劝人们阅读蒙田的作品，加强自身的信仰以对抗异

端。他尤其推崇其中的《为雷蒙·塞邦辩护》一文，认为这篇优美的文

章有许多例证可以让人们了解自己对于这个世界有多么无知。雷蒙在自

己的作品《敌基督》（L ’Antichrist ）中的某章借用了一些这样的故

事，将这章命名为《无法解释的奇闻》。他问，为什么一头愤怒的大象

一见到绵羊马上就冷静下来？为什么把野牛拴在无花果树下，它就会变

得温驯？鱼如何利用身上的小钩抓住船身，使船在海中动弹不得？雷

蒙的语气和蔼可亲，而且对于大自然的奇观表现出极大的惊奇。他的行

文经常会让我们忘记他其实是利用这些例子，警醒民众世界末日即将到

来。信心主义促成了一些古怪的联结，极端主义者与世俗的温和派人士

都对自身的无知感到惊奇，并因此被联系在一起。 [28]

正统派教会人士认为早期的蒙田是虔诚的怀疑论哲人，宛如皮浪与

塞内卡再世。他的作品不仅抚慰人心，还能提升民众的道德水平。因

此，到了下一个世纪，当人们开始避谈蒙田的名字，他的《随笔集》也

被列入《禁书目录》达一百八十年之久，这样的转折不得不让人感到惊

讶。

这一切，起源于某个人们认为微不足道的主题：动物。



动物与恶魔

蒙田最喜欢以动物故事针砭人类的自负心态，这些让雷蒙兴致盎然

的故事，有许多出自普鲁塔克之手。蒙田喜欢这些故事，不仅因为它们

富有娱乐性，也因为它们带有严肃的寓意。描绘动物聪明敏锐的寓言，

充分显示了人类的能力并不特别高明。事实上，有很多事动物做得比人

类做得好。

举例来说，动物善于分工合作。牛、猪与其他生物为了自卫，会群

聚起来。如果有鹦嘴鱼吃了渔夫的鱼饵，其他鹦嘴鱼会赶过来咬断鱼

线，让它逃脱。如果一只鹦嘴鱼被渔网网住，那么其他的鹦嘴鱼也会将

自己的尾巴伸进网中让它咬住，再将它拖到网外。即使不是同类，动物

也懂得互助，例如领航鱼会引导鲸鱼，而有些鸟类会清理鳄鱼齿间的残

渣。 [29]

鲔鱼显然很了解天文学。冬至的时候，鲔鱼群会待在水里一动不

动，直到来年春分。鲔鱼也懂得几何学与算术，因为曾有人看见一群鲔

鱼组成了六面全等的正立方体。 [30]

在道德上，动物证明它们至少可以跟人类一样高尚。以悔恨这件事

情来说，谁能赢得了大象呢？因为一时脾气失控而杀死照顾自己的人，

它悲恸莫名，于是绝望地将自己活活饿死。还有雌翠鸟，它会忠实地用

肩膀背负受伤的伴侣，直到自己死去为止。这些可爱的翠鸟也显露出科

技本领：它们会用鱼骨建造一个既能当巢又能当船的东西；为了测试成

品是否漏水，它们会聪明地先在岸边试验，然后再将其推入海中。 [31]



动物在许多方面的能力胜过我们。人类的脸色会变，但并非出于自

我的控制。我们在困窘时脸红，害怕时脸色苍白。我们跟变色龙一样，

会在偶然的状况下改变颜色。但跟章鱼比就差远了，无论何时何地，它

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变换色彩。我们与变色龙只能以崇拜的目光看着无所

不能的章鱼——这对人类的自负来说是个很大的冲击。 [32]

然而，人类仍坚持自己不同于其他生物。我们认为自己更接近上

帝，与变色龙或鹦嘴鱼迥然不同；我们从不认为自己与动物同列，也不

思考动物会怎么想——我们从来不曾停下来追问动物是否拥有心灵。然

而对蒙田来说，光是看到狗在做梦就足以说明动物跟人类一样拥有内在

世界。梦见罗马或巴黎的人，他的内心浮现的是罗马或巴黎的幻影；同

样，梦见野兔的狗，必然看见一只虚幻的野兔在梦境里奔跑。我们看见

睡梦中的狗儿脚爪抽动，就知道它正在追逐。它看见了一只野兔，尽管

那是一只“没有毛皮或骨骼的野兔”。 [33] 动物的内在世界就跟我们的一

样，充满了虚构的幻影。

蒙田的动物故事对于早期的读者来说，有趣又无害。就算提到道德

层面，主要也是一些有益于道德发展的说法，例如人类应该谦逊，不能

自以为能够主宰或了解上帝创造的世界。然而当十六世纪走入历史，十

七世纪来临时，人们逐渐对于人比章鱼“低等”或“无能”的描绘感到不安

——这种说法与其说是谦逊，不如说是贬抑。到了十七世纪六十年代，

人们不再认为讲述许多动物故事的《辩护》是提升人类智慧的百宝箱；

相反，它被视为前一个世纪道德沦丧的明证。蒙田轻易接受人类注定犯

错与具有兽性的说法，使他的作品成为十七世纪攻击的目标，几乎被当

成魔鬼的把戏。

这种态度的转变，可以从一六六八年雅克—贝尼涅·波舒哀



（Jacques-Bénigne Bossuet）主教在讲道坛上提出的抨击中看出。他说蒙

田：

喜欢动物甚于人类，喜欢动物的本能甚于人类的理性，喜

欢动物简单、纯真而平易的本性……甚于人类的优雅与恶意。

但告诉我，狡猾的哲学家，你如此聪明地嘲弄人类的自以

为“比动物优越”，是否认为人类能认知上帝并不是什么大不

了的事？ [34]

这种挑战的语调是前所未有的，同样新奇的是，人们开始觉得必须

护卫人类的尊严，使其不受“狡猾的”敌人污蔑。十七世纪的人们不再认

为蒙田是哲人；相反，他被视为骗子与破坏者。蒙田的动物故事与他对

人类虚荣的揭穿，尤其令新时代两位最伟大的作家——勒内·笛卡儿

（René Descartes）与布莱斯·帕斯卡——感到心烦意乱。这两个人对彼

此并无好感，因此他们异口同声地反对蒙田，就更值得注意了。

笛卡儿是近代初期最伟大的哲学家，他对动物感兴趣，主要是为了

与人类做对比。 [35] 人类拥有意识与非物质的心灵。人类可以反思自己

的经验，并说出“我想”这样的话，但动物不能。对笛卡儿而言，动物缺

乏灵魂，它们只是机器。动物被设计成能行走、奔跑、睡眠、打哈欠、

打喷嚏、狩猎、吼叫、搔痒、筑巢、哺育后代、吃喝与排泄，但它们这

么做，如同钟表的自动机械装置，只是单纯地转动齿轮到处活动。笛卡

儿认为，狗无法区别远近，也没有真实的经验。狗无法在内在世界中创

造出野兔，并在原野上追逐它。狗可以打呼，它的脚爪可以抽动，但笛

卡儿认为这不过是肌肉收缩与神经被刺激所致，是脑子里的机械运作造

成的。

笛卡儿无法认真地与动物交换眼神；蒙田可以这么做，而且真的这



蒙田与猫（A. 迪奇菲尔德绘）

么做了。蒙田有一句名言，他沉思说：“当我跟我的猫玩耍时，谁知道

是它在陪我消磨时间，还是我在陪它消磨时间？”他又说：“我们一起玩

耍嬉戏，但我有想消磨时间的时候，也有不想玩耍的时候，而猫也一

样。” [36] 蒙田会相对地站在猫的角度来看自己，正如他平常用自己的视

角看猫。

蒙田与猫之间的小小互动，是

《随笔集》中最吸引人、最重要的段

落。它捕捉到了蒙田的信念：所有生

物共同分享着这个世界，但每个生物

各有自己一套知觉世界的方式。“蒙
田的所有想法全包含在这么一句漫不

经心的句子里。”一名评论家说道。

蒙田的猫声名远播，不仅启发了一篇

完整的学术文章，连菲利普·德桑

（Philippe Desan）的《蒙田字典》

（Dictionnaire de Montaigne ）也专为

它编写了一个条目。 [37]

蒙田描写动物时，充分发挥了他

来回转换视角的技巧。蒙田说，我们

很难了解动物的心思，同样地，动物一定也很难了解人类的想法。“这
种缺陷阻碍了动物与我们的沟通，与其责怪动物不会说话，为什么不反

省自己听不懂它们的语言呢？”

我们对动物表情达意的方式稍有了解，动物对我们也是如

此。动物讨好、威胁与乞求我们，我们对动物也是如此。 [38]



蒙田每次看着他的猫，都会发现猫回头看他，他因此想象自己在猫

眼中的样子。不同物种之间虽然存在着障碍，却能感受到彼此，对于笛

卡儿（以及跟他同时代的人）这种对不同物种间的互动感到不安的人来

说，这类交流是绝不可能发生的。

笛卡儿的问题出在他的整个哲学结构完全建立在“绝对确定性”的基

础上，而绝对确定性只能存在于清楚明晰的意识观念中。这种观念没有

空间容纳蒙田暧昧、含糊的思维，无论他思索的是精神错乱的或染上狂

犬病的苏格拉底，还是狗的感官比人类来得优越的主张。这些复杂的问

题为蒙田带来乐趣，却让笛卡儿不敢掉以轻心。讽刺的是，笛卡儿对纯

粹确定性的追求主要是从对皮浪怀疑论的理解中产生的，而皮浪怀疑论

却是经由蒙田流传下来——蒙田是近代世界的皮浪主义大师。

一六一九年十一月，笛卡儿得出了解答。在此之前他游历各地，遍

览各种民情风俗。此时身在日耳曼的他，把自己关进一个小房间里，房

内有个烧火的炉子用来取暖。就这样，他整天不间断地思考。笛卡儿从

怀疑论的假定出发，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是真实的，因此他之前抱

持的信念都是虚假的。 [39] 然后他缓慢地、一步步地谨慎推论，“就像一

个单独在黑暗中行走的男子”，以经过逻辑证明的信念取代虚假的信

念。这纯粹是一段精神历程：他一步接一步地移动时，身体仍在火堆

旁，我们可以想象他的眼睛一直盯着余火，持续数小时之久。火炉前的

笛卡儿或许弓着身子，就像罗丹（Rodin）的“沉思者”（Thinker ）一

样，这个形象与蒙田跑上跑下，从书柜里拉出书本，经常分神注意别的

事情，把一些奇怪的想法告诉仆人以助记忆，在晚宴中与邻人热烈讨

论，或是在森林中骑马时得到最珍贵灵感的形象大异其趣。即使已

经“退休”，蒙田仍在人群中思考，四周总是不乏物品、书籍、动物与人

群。反观笛卡儿，则需要静止的隐遁。



在火炉旁，笛卡儿逐渐编织出一条推论的链子，他认为每个部件都

已牢牢地铆接在一起，环环相扣。笛卡儿的第一项发现是他自身的存在

不容怀疑：

我思，故我在。

以这个确定无疑的说法为根据，笛卡儿借演绎法进行推论，认为上

帝必定存在，因为他对上帝的存在具有一种“清楚而明晰”的观念，这种

观念肯定来自上帝本身。因此，其他能让他产生清楚而明晰的观念的事

物，也一定为真。笛卡儿甚至大胆地在他的作品《沉思录》

（Meditations ）中提出最后这个论点，他写道：“我清楚而明晰地知觉

到的事物，不可能不为真。” [40] 这是哲学上最令人震惊的一段陈述，也

是人们所能想见的与蒙田行事方式差异最大的一种说法。然而，笛卡儿

的思考却是从蒙田喜爱的怀疑论中产生的——怀疑一切，甚至怀疑自

己。欧洲哲学的核心因此被打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笛卡儿所谓的绝对无误的理论之链，听起来有点荒谬，但如果把这

条链子放在十六世纪的观念脉络里，似乎就合理多了——笛卡儿主要是

为了摆脱十六世纪的观念才提出这种主张的。有两项重要的思想传统透

过蒙田传承到笛卡儿这一代，一个是拆解一切事物的怀疑主义，另一个

是以信仰为基础、将所有事物结合起来的信心主义。笛卡儿不想接受这

类思想传统，反对信心主义。但现实摆在眼前，要摆脱传统并不是那么

容易。

笛卡儿真正创新的地方是很少有人像他一样如此渴求确定性。笛卡

儿的另一个特点在于他具有普遍的极端主义精神。为了摆脱怀疑主义，

他对怀疑主义做出令人难以想象的延伸，就好像把粘在鞋底的口香糖拉

成一条线。人不可能像漂浮在“空想之海”那样一直怀疑下去，也不可能



像蒙田与皮浪主义的创造者那样，把不确定性当成一种生活方式。对笛

卡儿来说，充满怀疑是他生命中的一个危机。我们可以从《沉思录》中

看出他的茫然：

昨日的沉思使我的心中充满疑云，疑云至今徘徊不散……

我无法将双脚稳稳踏到底，也无法泅游以让头部露出水面。

[41]

这是十七世纪的世界与蒙田的世界最为不同的地方，十七世纪从怀

疑论中得到的是一场梦魇。在“昨日的沉思”中，笛卡儿——他总是善于

使用生动的隐喻来形容自己的主张——甚至将自己的不确定性拟人化，

描绘出一个饱受惊吓之人的样子：

我想这个世界并没有真实的上帝，也没有决定真理的最高

主宰；这个世界有的是邪恶的魔鬼，他的狡猾欺诈强大无比，

总是无所不用其极地让我上当。我想，天空、空气、大地、色

彩、形状、声音与一切可见的外在事物，全是他用来欺骗我的

幻觉与陷阱。我会认为自己是没有手、没有眼、没有血肉与感

官的人，我只是误以为自己拥有这些东西。 [42]

在笛卡儿的时代，恶魔仍被视为真实骇人之物，与在蒙田的时代一

样。有些人认为它们让这个世界陷入迷雾，就像在微生物里塞满污染

物。它们与它们的主人撒旦可以用空气编织幻象，可以制造光影的变

化，可以搅乱你的思绪，让你以为自己看见了野兽与怪物。 [43] 恶魔有

计划地愚弄我们，使我们看不清整个外在世界的真实面貌，也看不清自

己，进而疯狂。更糟的是，也许上帝本身就是个骗子 [44] ——笛卡儿曾

做出这样的暗示，但很快就收回这句话。



诡异的是，笛卡儿拥护纯粹理性，誓要击败想象的把戏，却想尽办

法以小说手法玩弄读者的感情。与绝大多数恐怖故事作家一样，笛卡儿

的动机本质上是相当保守的。恶魔对事物的秩序构成威胁，但终究会被

击败，而世界也会在更稳固的基础上恢复常态——如果未恢复，那就表

示基础不够稳固。在恐怖小说中，怪物经常在故事末尾威胁要卷土重来

——它并没有被彻底击败，故事还留个尾巴。笛卡儿不希望还有续集，

认为自己已经彻底弥补了漏洞，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他信誓旦旦要完

成结尾的同时，他的主张也开始分崩离析。

最终我们还是找到了摆脱困境的方式，只不过不是笛卡儿提出的挑

战极端主义，而是与蒙田的精神更为贴近的实用主义妥协。现代科学并

不寻求完全的确定性，在理论上容许些微的怀疑。在实务上，科学家根

据一套公认的准则从事研究，以观察来验证假说。我们看到漏洞，但并

不十分挂心。就像蒙田安然接受人必犯错的天性，我们接受世界的原

貌，也接受没有任何事是确定的这项事实。恶魔在一旁伺机而动，但日

子还是得过下去。

蒙田的皮浪主义在十七世纪衍生出更焦虑与更自我分裂的意识，也

难怪会出现笛卡儿的恐怖故事。蒙田也曾对自己的存在感到焦虑，

说“不知何故，每个人的内心似乎都有两个我”，也提到“我们无法与人

沟通”。但笛卡儿对溺死在怀疑中的恐惧，恐怕是蒙田无法了解的。 [45]

今日，许多人也许更容易了解笛卡儿的恐惧。蒙田，以及从怀疑论

衍生出来的皮浪主义者，他们内心的安适反而无法让现代人产生共鸣。

将一切事物的根基归于虚无，这种观念显然无法产生抚慰人心的效果。

我们的虚无感主要来自笛卡儿对蒙田的反面解读，还有一部分来自

一位十七世纪的蒙田门徒与反对者。这个人对皮浪主义思想的不安，比



笛卡儿还要严重，他就是帕斯卡——哲学家、神秘主义者，同时是恐怖

故事作家。



巨大的诱惑机器

帕斯卡最让人记忆深刻的作品是他的《沉思录》（Pensées ），这

本书并不是用来惊吓他人的，而是作者用来警醒自己的。帕斯卡从未致

力于写出体系完备的神学论文，这本《沉思录》只是将他写下的杂乱的

神学观点集结起来。要是他真的完整地写完了这本书，恐怕它就不会那

么引人入胜了。事实上，帕斯卡留给我们的是一部极其神秘的文学作

品，字里行间充分流露出他试图逃避他所认为的蒙田《随笔集》带有的

危险力量。

一六二三年，帕斯卡生于克莱蒙—费朗（Clermont-Ferrand）。早

在幼年时，他就已展现出数学与发明才能，甚至设计出了初具雏形的计

算器。三十一岁时，帕斯卡待在皇家港修道院（Port-Royal-des-
Champs），他产生了幻象，事后在纸上描述这段经验，并把这段文字

命名为“火”：

确实。具体。感受，愉悦，和平。

耶稣基督的上帝。

你的上帝将是我的上帝。

世界与万物终归尘土，唯有上帝才是永恒。

唯有遵循福音书的指示才能找到他。

庄严的人类灵魂。

正义的圣父，世人不识你，但我识你。

愉悦，欣喜，快乐，喜极而泣。 [46]

圣灵的显现改变了帕斯卡的人生。他把这张纸缝进衣服里，这样就



能随身携带。从此以后，帕斯卡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神学写作上，这些

神学笔记日后便构成了《沉思录》。帕斯卡从事这项工作的时间并不

长。他在三十九岁的盛年因脑溢血而去世。

帕斯卡与笛卡儿几乎没有共同点，两人唯一的相同之处就是对怀疑

论相当着迷。帕斯卡以一种兴高采烈的神秘情绪，表达对笛卡儿信仰理

性的厌恶，并且对于“几何学精神” [47] 接管哲学表示哀悼。帕斯卡对理

性的厌恶，照理来说应该使他接近蒙田——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因为

《随笔集》一直是他不断阅读的作品。但帕斯卡也觉得，透过蒙田传承

下来的皮浪怀疑论传统实在太令人不安，他在阅读《为雷蒙·塞邦辩

护》时，总是念不完一页就赶紧拿出笔记本，激烈地倾泻他的想法。借

用诗人艾略特（T. S. Eliot）使用的词来形容他们两人的关系——帕斯卡

把蒙田描绘成“大敌”（the great adversary） [48] 。这个词一般只用在撒旦

身上，但这个比喻很恰当，因为蒙田是让帕斯卡感到痛苦的人物，蒙田

不断地吸引他，诱惑他。

帕斯卡对皮浪怀疑论感到恐惧。不同于十六世纪的读者，帕斯卡强

烈意识到皮浪怀疑论对宗教信仰构成威胁。到了这个时期，怀疑论已不

再是教会的朋友；它是魔鬼的属下，因此必须加以反抗。但这里存在着

一个问题，因为每个人都看得出来，要驳倒皮浪怀疑论几乎是不可能

的。 [49] 与它争论只是巩固了它的主张，显示所有事物都是有争议的；

另一方面，如果你维持中立，那便证明了它的观点，显示存而不论是好

的。

《沉思录》有一篇短文，记述了帕斯卡与皇家港修道院院长艾萨克

·勒梅特·德·萨西（Isaac Le Maître de Sacy）之间的对话。帕斯卡总结了

蒙田的皮浪主义论点，以及蒙田论点的不足：



他怀疑一切，而不断怀疑的结果是，就连怀疑本身也受到

怀疑；也就是说，他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怀疑，甚至怀疑仅剩的

最后命题。他的不确定因此陷入无穷无尽的循环。他与主张一

切不确定的论点矛盾，也与主张一切并非不确定的论点龃龉，

因为他不想主张任何论点。

蒙田“因怀疑一切而居于有利的位置，无论成功或失败，都能加强

他的论点”。 [50] 你可以感受到那股挫败感：谁能敌得过这样的对手？但

我们必须抵抗。这是个道德责任，若不如此，怀疑将如洪水般冲走一切

事物，包括我们所知的世界、人性尊严、理智与对上帝的信仰。艾略特

也说过：

在所有作家当中，蒙田是最难以摧毁的。你可以借由投掷

手榴弹来驱散迷雾，而蒙田就是迷雾，是气体，是阴魂不散的

流动元素。他不讲道理，含沙射影，引诱并影响你；或者，当

他开始讲道理，你必须小心他另有图谋，而非真的想用论证来

说服你。 [51]

帕斯卡无法对抗蒙田，因此不得不阅读蒙田的书，并写下感想。他

与《随笔集》角力，却因为靠得太近而找不到挥拳的角度。如果拉博埃

蒂像个看不见的朋友盘旋在蒙田的书页上，那么，蒙田就像永恒的敌人

与共同作者，在帕斯卡的字里行间与帕斯卡纠缠。与此同时，帕斯卡知

道真正的戏剧正在他的灵魂深处上演。他坦承：“我从蒙田作品里看到

的一切不是蒙田，而是我自己。” [52]

帕斯卡可能也曾看着自己的笔记本，念道：“不是从我自己，而是

从蒙田身上，我得到在这里所写的一切。”因为他习惯近乎一字不漏地

大量誊抄：



蒙田：我们是这般为了相同的事哭泣与大笑。

帕斯卡：我们因此为了相同的事哭泣与大笑。

蒙田：他们想摆脱自己，远离身为人的一切。这简直是疯

了：他们并未变成天使，反而成了野兽。

帕斯卡：人既非天使亦非野兽；人无论想当天使还是野

兽，都不可能快乐。

蒙田：把一名哲学家放进用细铁线与粗网眼构成的笼子

里，然后将笼子吊在巴黎圣母院的塔顶上，他有充分的理由相

信自己不可能坠落，但（除非他当过尖塔修理工）他还是无法

看着这极度高耸的景象而不感到害怕与全身僵硬……在两座塔

楼的宽阔间隔之间搭上一根横梁，我们必须走过去，但没有任

何哲学智慧能有如此坚定的意志，能使我们鼓起勇气，如履平

地般走过。

帕斯卡：如果你把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放在宽度足够他

行走的木板上，而底下是深不见底的断崖，那么无论有多么充

分的理由足以说服他自己是安全的，他的想象力终究会居于上

风。 [53]

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在《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 ）中称《沉思录》是“不求甚解的恶例” [54] ，即帕斯卡未能领会



蒙田的思想。然而，帕斯卡在照抄蒙田文字的过程中，也改变了后世对

蒙田的印象。即使他用的是蒙田的字句，但从不同的角度去诠释了它

们。就像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二十世纪主角

皮埃尔·梅纳德（Pierre Menard）写了一本刚好与《堂吉诃德》一模一样

的小说，帕斯卡在不同时代以不同性格写下相同的文字，因此创造出全

新的内涵。

情感的差异才是重点。蒙田与帕斯卡对于人性较不讨喜的部分有着

类似的洞察——他们窥破了“人性的，太人性的”领域，这里潜伏着自

私、懒惰、卑鄙、虚荣与无数的人性缺点。但蒙田以宽容且幽默的眼光

看待它们，而对帕斯卡来说，这些缺点造成的恐怖，远非笛卡儿的理性

所能应付的。

帕斯卡认为，人一定会犯错的特质令人无法忍受：“我们认为人类

的灵魂是崇高的，而无法想象这种想法是错的。因此，我们无法不看重

人类的灵魂，人类全体的幸福完全奠基在这份重视之上。” [55] 对蒙田来

说，人类的缺点不仅可以忍受，甚至值得额手称庆。帕斯卡认为人性的

局限不可接受；蒙田整个哲学的立论点则完全与帕斯卡相反。即使蒙田

说“我们不可能掩饰自己原本的样子” [56] ——这种话帕斯卡也一直挂在

嘴边——他的语气仍是雀跃的，还添了一句：人类与其说是邪恶的，不

如说是愚蠢的。

帕斯卡的立场似乎总是偏向极端，要么是极度绝望，要么就是极度

欣喜。他的写作就像驾着飞车疾驰一样惊心动魄，带领读者穿过巨大的

空间与不相称的天平。他思索世界的虚无与自己躯体的渺小，于是说

道：“凡是用这种方式观察自己的人，都对自己感到惊骇。” [57] 正如笛

卡儿掀起皮浪主义者安抚心灵的毛毯——怀疑一切事物，结果发现里头



藏着怪物——帕斯卡同样用上了斯多葛派与伊壁鸠鲁派喜爱的伎俩即想

象的空间之旅与人类渺小论，结果走进了恐怖之域：

思忖我们的盲目与苦难，观察沉默不语的宇宙，遭世界狠

心遗弃的人类迷失在宇宙阴暗的一角，不知是谁将我们舍弃于

此，也不知自己最终的结局，死后将会如何。我们茫然无知，

我感到恐惧，就像人在睡梦中被一把抓起，放置在一座恐怖

的、无人的荒岛上，醒来后完全不知道将发生何事，也苦于无

求生之门。 [58]

这样的描述初看令人觉得刺激，但数页之后，人们便转而渴求蒙田

随和的人文主义风格。帕斯卡希望人们能随时将终极事物放在心上，那

广大无垠的虚无空间、上帝与死亡。但很少有人能长久抱持这样的想

法。我们容易分心，意识很容易被具体事务与个人事务吸引。帕斯卡对

此大为光火：“世人都在想什么？难道都不想正经事吗？整天只想着跳

舞、弹鲁特琴、唱歌、吟诗作对、持矛比武……” [59] 蒙田也喜欢思索大

问题，但他更喜欢阅读与观察庄园里的牲畜；他旅行时会注意路上发生

的各种事，留意邻人如何教养子女，这些都是他探索人生的方式。帕斯

卡写道：“人总是注意小事而忽略大事，这显示人类意识的冷淡与混

乱。” [60] 蒙田的说法则跟他完全相反。

一个世纪之后，极度讨厌帕斯卡的伏尔泰写道：“我大胆支持人们

反对这位崇高的厌世者。”他把《沉思录》里五十七处引文从头到尾审

视一遍，逐条驳斥。伏尔泰写道：

对我来说，当我看着巴黎或伦敦时，我找不出帕斯卡所说

的绝望的理由。我看到的城市完全不像无人的荒岛，反倒是熙

熙攘攘、富足繁荣，一片升平景象，而人类的幸福莫过于此。



理智清醒的人会因为不知道人类如何正视上帝而跑去上吊

吗？……我们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存在感到恶心呢？人生并不像

某些人试图说服我们相信的那样充满苦难。把世界看成牢房，

把人类视为囚犯，这么想的人脑子已经烧坏了。

伏尔泰因此反驳帕斯卡说蒙田是“大敌”的指控：

蒙田对于自己的描绘全无狡诈欺瞒，读来令人愉快！因为

蒙田描绘的正是人性本身。反观帕斯卡，则完全以贬损蒙田为

能事……十足的卑鄙猥琐！ [61]

伏尔泰对于蒙田的信条极为熟悉，例如《随笔集》最后一章的这段

话：

我充满感激地接受大自然为我做的一切，我对自己感到满

意，也自豪自己能这么想。我们若拒绝、否定，乃至于扭曲馈

赠者的礼物，就等于冤枉了伟大而无所不能的馈赠者。 [62]

豁达地接受生命，泰然地面对自我，这种态度要比皮浪怀疑论更让

帕斯卡愤怒。这两种态度相辅相成。蒙田怀疑一切事物，但也明确地肯

定一切熟悉的、不确定的与日常的事物——因为我们拥有的就是这些。

怀疑论使蒙田赞颂不完美，而不完美正是帕斯卡乃至于笛卡儿一直想摆

脱的——可是功败垂成。对蒙田来说，摆脱不完美是不可能的，理由显

而易见，没有人能超脱人性 [63] ：我们无论提升自我到什么程度，身上

总带着人性。在《随笔集》最后一卷结尾的最终版本中，蒙田写道：

了解如何正确地享受人生，我们就能实现绝对完美与神

圣。我们寻求其他的可能，因为我们不了解自己 生命的用



处；我们往外寻求，因为我们不了解自己的内在。然而，就算

我们踩上高跷也毫无意义，因为即便踩上了，我们还是要运用

自己的双腿。就算坐世界最崇高的宝座，我们还是要靠自己的

屁股才能坐上去。 [64]

与皮浪主义一样，这个“屁股”论点是不可能反驳的；然而，帕斯卡

似乎还是非反对不可，因为这个论点带有道德上的危险。帕斯卡表示，

蒙田把“方便与冷淡”原则放在最优先的位置，这种做法是有害的。 [65]

帕斯卡对此极为忧虑，乃至陷入无望的愤怒中，仿佛蒙田占有他无法拥

有的优势似的。

类似的愤懑也可以从同时代另一名读者的反应中看出，他是哲学家

尼古拉·马勒伯朗士。马勒伯朗士是理性论者，和帕斯卡相比，其立场

更接近笛卡儿。然而与帕斯卡一样，马勒伯朗士对于蒙田一切淡然处之

及接纳怀疑的态度深表不满。

马勒伯朗士承认蒙田的书是持久畅销的作品——这本书当然会大

卖，他苦涩地写道。蒙田善于说故事，而且能激发读者的想象力，大家

都喜欢他的书。“他的观念是错的，但很动听；他的表达无礼而粗鲁，

但读起来很过瘾。”然而，在蒙田的作品中找乐子是很危险的，就像泡

在舒服的浴缸里，蒙田使你的理性沉睡，然后让你喝下他的毒药。“阅
读一位作者的作品时，心灵不可能完全不采纳他的意见，也不可能完全

不受作品多彩多姿的表达影响。因此，原有的观念受到新思想的沾染并

与之混合，变得混淆模糊。” [66] 也就是说，阅读令人愉悦的作品会使笛

卡儿“清楚而明晰”的观念受到污染。蒙田既不提出任何主张，也不说服

你信从任何主张；他不需要这么做，因为他只以“诱惑”为能事。马勒伯

朗士刻画出一个近乎恶魔的人物。蒙田愚弄你，就像笛卡儿的恶魔，引



诱你陷入怀疑与精神的放纵之中。

这些邪恶形象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一八六六年，文学学者纪尧姆

·基佐（Guillaume Guizot）仍然称蒙田为法国作家中的大“引诱者”。艾

略特也这么看他。吉塞勒·马蒂厄—卡斯泰拉尼（Gisèle Mathieu-

Castellani）形容《随笔集》是“一部巨大的诱惑机器”。 [67] 蒙田以一种

事不关己、漫不经心的口吻施咒，假装不在乎读者——这些伎俩都是为

了吸引读者阅读，进而沉迷其中。

在这种机器的引诱下，现代读者通常会像芭芭丽娜 [68] 一样，往后

一靠，享受其中的愉悦。十七世纪的读者感受到较大的威胁，因为他们

比较认真地看待理性与宗教的问题。

然而，即使在十七世纪，还是有人因为蒙田能让他们感到愉快而喜

爱他的作品，其中有些人还为蒙田辩护。警句家让·德·拉布吕耶尔

（Jean de La Bruyère）在他的《论品格》（Caractères ）中表示，马勒

伯朗士没看懂蒙田的重点，他过于强调理性思考，因此无法“领略自然

产生的想法”。 [69] 任由自然与怀疑主义两相结合，使蒙田成为新派思想

家的英雄。这些新派思想家松散地结合了机智与反叛性格，因而被称为

放荡主义者（libertins）。 [70]

在英语中，“放荡主义者”让人联想起声名狼藉如同卡萨诺瓦 [71] 一

般的人物，但放荡主义者不完全如此（事实上，卡萨诺瓦这个人也不肤

浅）。虽然有些放荡主义者确实不断追寻性自由，但他们也希望得到哲

学自由——自由思想的权利，无论是在政治、宗教，还是其他领域。怀

疑论是通往内在与外在自由的自然途径。

放荡主义者有不同的团体，从重要的哲学家如伽桑狄（Pierre



Gassendi）到地位较不重要的学者如弗朗索瓦·拉莫特·勒瓦耶（François
La Mothe le Vayer）、幻想作家西拉诺·德·贝热拉克（Cyrano de
Bergerac）。贝热拉克以科幻小说闻名于世，写过描绘登月之旅的作

品。（他因为鼻子特别大而在一篇故事中担任要角，这篇故事日后的名

声大过他的科幻小说。）蒙田的第一个编辑玛丽·德·古尔奈（Marie de

Gournay）可能是一名秘密的放荡主义者，她的许多朋友均属此类。 [72]

另一名放荡主义者是让·德·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他的寓言故

事深具普鲁塔克风格，而且以动物的聪明与愚蠢为主题。 [73] 拉封丹的

表达较为和缓，因而他的作品见容于世，但还是对人类尊严构成挑战。

这些故事的设定与蒙田相同：动物与人类由同一种物质构成的。

放荡主义一直是属于少数人的运动，但影响力相当深远。从放荡主

义者发展出的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哲学家，赋予蒙田危险但正面的新形

象，而这个形象就此固定下来。启蒙哲学家建立了不是很激进的沙龙社

交圈，如警句家拉布吕耶尔与弗朗索瓦·德·拉罗什富科（François de La
Rochefoucauld）。后者的《箴言集》（Maximes ）集合了对人性的蒙田

式简短观察：

有时我们看自己就像看别人一样陌生。

自以为比别人聪明，最容易受骗。

世事偶然无常。

拉罗什富科有一句箴言中肯地评论了蒙田在十七世纪的困境：



我们以为自己不可能激怒别人，但通常这样最容易激怒别

人。 [74]

与蒙田一样，许多放荡主义者与警句家说的话，往往围绕着如何好

好生活这个问题打转。放荡主义者重视一些品质，例如“bel esprit”，这

个词也许可以翻译成“美好的精神”，但当时有一名作家为这个词下了更

好的定义：“快乐，活泼，像蒙田的《随笔集》一样充满热情。”放荡主

义者也追求“正直”，这意味着道德良好的生活，但也包括“好的沟

通”与“好的伙伴”，这些说法都是根据一六九四年法兰西学术院（French

Académie）编纂的字典而来。 [75]

帕斯卡这种人甚至不想好好生活，因为这会使他们分心于世俗事

务，忘却了终极关怀。我们可以想象帕斯卡两眼直盯着开阔的天空，眼

神充满神秘、恐怖与至福，就和笛卡儿以同样的专注盯着炽热的火炉一

样。这两个例子里都有沉默，也都有长久地凝视一个地方的眼神，其中

充满敬畏、沉思、警戒或恐怖。

放荡主义者与其拥有“美好精神”的伙伴并不凝视事物。亲爱的！这

些思想家不会成天紧盯着某件东西，无论那件东西是在天空的高处还是

低处，更不会睁圆了双眼，让自己活像只静止不动的猫头鹰。相反，他

们眼皮半眯，狡狯地看着人类，观察他们的模样——而且从观察自己开

始。这些蒙眬的睡眼比笛卡儿“清楚而明晰的观念”或帕斯卡精神的狂喜

更能看清生命的真谛。几个世纪之后，尼采说道，对于人类行为与心理

学（也包括哲学）的观察，真正最有价值的部分“通常最早出现在一些

社交圈的观察与陈述里，人们在这上面所做的各项努力，往往不是为了

科学知识，而是为了机智地卖弄风骚”。 [76]

尼采发现了其中的讽刺意味，因为他厌恶职业哲学家这个群体。对



他来说，抽象的体系一无是处，真正有用的是批判性的自我省察：能够

窥知自己的动机，并且接受它们。这就是尼采喜爱警句家拉罗什富科与

拉布吕耶尔，以及他们的前辈蒙田的原因。他称蒙田为“最自由、最强

有力的灵魂”，又说：“此人写的作品的确增添了在这个世上生活的乐

趣。”蒙田显然想出不少生活诀窍，而这正是尼采一直想做的：没有微

不足道的憎恨或遗憾，接受已经发生的事，不要妄想去改变它。这名随

笔作家漫不经心地写道：“如果必须再活一次，我会照我原来活的方式

再过一遍。”这句话体现了尼采毕生希望达成的期许。蒙田不只做到

了，甚至对这件事轻描淡写，仿佛这没什么特别的。 [77]

与蒙田一样，尼采既质疑一切也接受一切。帕斯卡最讨厌的蒙田的

特质——无止境的怀疑，“安于怀疑”，冷静沉着，愿意接受不完美——
反而一直深受其他人的喜爱。自放荡主义者以降，至尼采，直到今日许

多极崇拜尼采的人士，均是如此，已成另一项传统。

遗憾的是，在十七世纪，厌恶蒙田的人比支持他的人更有势力，前

者甚至有组织地提出禁止蒙田作品的直接要求。一六六二年，帕斯卡过

世之后，他先前的同事皮埃尔·妮科尔（Pierre Nicole）与安托万·阿尔诺

（Antoine Arnauld）完成的《皇家港逻辑学》（Logique du Port-Royal

），对蒙田进行攻击，还成为畅销书。 [78] 这本书于一六六六年发行第

二版，并且公开呼吁将《随笔集》列入天主教会的《禁书目录》中，因

为书中具有反宗教的危险内容。这项要求在十年后获得重视，一六七六

年一月二十八日，《随笔集》被列为禁书。蒙田之受到责难与他的阅读

者有关：喜欢他的书的是一些恶名昭彰之辈，如纨绔子弟、文人、无神

论者、怀疑论者与放浪形骸之人。

蒙田的作品在法国的销路自此一路下跌。从一五八〇年第一次出版



到一六六九年，《随笔集》每两三年再版一次，编辑把受欢迎的部分作

了修订，特别是具有浓厚皮浪主义色彩的段落。受到查禁之后，完整的

版本无法在天主教国家出版或售卖，没有任何法国出版社愿意碰这本

书。有好几年时间，《随笔集》只印行删节版或在法国以外出版，通常

也是法语本，被走私到法国国内，供一些不遵从教会命令的人阅读。

蒙田说过，某些书“因为遭到查禁而变得销路更好、流传更广”。
[79] 从某种程度来说，他的作品也是如此。法国查禁《随笔集》，反而

让这本书势不可当。在遭禁后的一个世纪里，蒙田作品深受反叛的启蒙

哲学家喜爱，甚至吸引了臻于成熟的政治革命分子的注意。

然而整体来说，查禁确实让蒙田作品的销量在作者殁后大幅降低。

在法国，他的读者相当有限；但在其他国家，他的作品却能迎合各类读

者的口味，不管是社群的反叛者还是支持者，都能从他的书里得到灵

感。令人惊讶的是，《随笔集》足足被查禁了近两百年的时间，直到一

八五四年五月二十七日才得到解禁。这是一段漫长的流放，蒙田实际引

发的“震颤”其实只发生在十七世纪晚期，但作品遭受查禁的时间却远逾

于此。

帕斯卡曾说：“我从蒙田作品中看到的一切不是蒙田，而是我自

己。” [80] 这句话就像一句可吟咏的咒语，贯穿了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故

事。往后几个世纪，每位新读者都从《随笔集》中找到了自我，而且为

这本书增添了新的可能的意义。以笛卡儿来说，他从《随笔集》中发现

的是来自他内心的两个梦魇般的人物：反抗逻辑的恶魔与能够思考的动

物。笛卡儿看到它们马上就躲藏起来。帕斯卡与马勒伯朗士发现自己在

安于怀疑的床榻上受到诱惑，感到恐惧，于是逃之夭夭。

放荡主义者看到相同的景象，但他们的反应却是扬起眉毛，开心地



笑了。他们也从蒙田身上认出了自己。他们较为晚近的子孙尼采也看到

相同的景象，并把蒙田送回他的哲学故乡：送回希腊化时代哲学三大流

派的核心，以及他们对如何生活所做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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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们问：如何生活？
How to live？

蒙田说：在店铺后面保留一个私人
房间

Keep a private room behind the
shop

可能的话，我们应该拥有妻子、子女、财富，以及最重要的——健康；但我们

不能过于执着于这些事物，以免幸福完全受它们主宰。

我们必须在店铺后面保留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小房间，使我们可以在这里享有

真正的自由。

在这里，我们的日常对话只存在于自己的内心；在这里，我们谈笑风生，仿佛

自己没有妻儿，没有家当，也没有仆役随从。

一旦真的失去了这些事物，我们也不会感到不舍。



勉为其难地做爱

回到一五六〇年代，当时尚在人世的蒙田仍思索着如何生活的问

题。他以希腊化时代的三个哲学传统来管理自己的人生，并且协助自己

走出失去拉博埃蒂的哀痛。蒙田成功将他的怀疑论和他对天主教教义的

虔诚融合在一起，对这种结合在当时还没有人感到不妥。此时蒙田也完

成了第一项重要的文学工作，也就是翻译雷蒙·塞邦的作品。然后他又

为拉博埃蒂的作品撰写献词，并且将自己描述朋友去世的信件出版。这

段时期还出现了一项转折：蒙田完成了终身大事，成为一家之主。

蒙田似乎颇有女人缘，至少他的外形很能吸引女性的注意。蒙田曾

经讽刺地说，女人宣称她们只喜爱男人的心灵之美，然而“无论男人的

心灵多么睿智而成熟，我从未见过女人喜爱男人是为了他的内在美。最

能赢得她们喜爱的通常是岁月尚未留下痕迹的肉体”。 [1] 尽管如此，蒙

田的机智、幽默、随和，乃至于容易沉迷于思索或高声谈话的特质，都

是他魅力的来源。甚至连拉博埃蒂死后，蒙田在情感上的故步自封，也

能引起女性对他的兴趣。愈难得到的愈能激起欲望。事实上，蒙田看上

某个人时，他的冷漠很快就消失了：“我采取主动，而且热切投入。我

不会掩饰我的爱慕之情，无论到哪儿，我总会设法引起对方注意。” [2]

蒙田热衷性事，而且毕生沉溺其中。直到过了中年，体力、欲望，

连同吸引力都大不如前时，他才歇手——这些全记录在《随笔集》最后

一卷，他在其中写下不少哀叹文字。蒙田说，被拒绝固然令人沮丧，但

因为怜悯才愿意跟你在一起，则更令人觉得不堪。 [3] 蒙田不愿纠缠那

些对他没兴趣的人。 [4] “我讨厌跟毫无感情的肉体在一起，”这与跟死尸



做爱没什么两样，就像在一则故事里，“一名丧心病狂的埃及人在为女

性尸体涂上防腐药物、裹上尸布之后，居然色欲熏心起来。”性关系应

该是相互的。 [5] “事实上，在性爱的欢愉中，我给予对方的愉悦比对方

给予我的狂喜，更能让我产生甜蜜的想象。” [6]

然而，蒙田很写实地提到他与女性做爱的状况。她们有时会心不在

焉，“那种感觉像是勉为其难地跟你做爱”。或许她跟你做爱时，脑子里

正幻想着与另一个人缠绵。“要是她一边吃着你的面包，一边想象自己

蘸着别人更美味的酱汁呢？” [7]

蒙田知道女性对性事的了解远超男性的预期。事实上，女性的想象

力使她们期待太高，等到面对现实时，不免有落空之感。“在欲望与希

望驱使下，她们想象中的阳物总是比实际的大三倍。”蒙田看着不负责

任的壁画，嘴里啧啧地说道：“那群年轻人在宫殿的走道与楼梯间画了

这么大的东西，这不是给大家找麻烦吗？女人看了这些画，必定会残酷

地藐视全天下的男性。” [8] 人们可以从这句话推知蒙田的阴茎很小吗？

是的，事实上，蒙田后来在同一篇随笔中坦承，自然待他“不公又不

仁”。此外，他还引用了几句古典时代的作品：

即使是已婚妇女——她们懂的可多了——

看到男人的东西短小，也会露出鄙夷的神情。 [9]

他毫无愧色地透露：“我们的人生有部分痴愚，部分明智。无论是

谁，只能毕恭毕敬地描写，而且要依照惯例略去一半以上的人生不

提。”在蒙田看来，这似乎不太公平，诗人写的是诗文，应该容许他们

有更多题材可写。蒙田引用当时文人的两个句子为例：

如果你的孔隙已非隐约可见的细缝，那么让我一死了之。



——泰奥多尔·德贝兹（Théodore de Bèze）

一件友善的工具可以让她满意，把她照顾得服服帖帖。

——圣杰雷（Saint-Gelais） [10]

尽管蒙田的“友善工具”经历了各种冒险，他还是做了所有负责任的

贵族（尤其身为广大庄园的继承人）都必须做的事：娶妻。

蒙田的妻子名叫弗朗索瓦·德·拉沙赛涅（Françoise de La
Chassaigne），来自波尔多一个颇具声望的家族。婚礼于一五六五年九

月二十三日举行，这段婚姻主要是由双方家族努力促成的。这是传统的

做法，就连配偶的年纪也符合当地风俗。蒙田注意到自己的年纪（他自

称是三十三岁，实际上是三十二岁）接近亚里士多德建议的适婚年龄。

他以为亚里士多德说的是三十五岁，实际上是三十七岁。如果说蒙田比

适婚年龄稍微年轻一点，那么他的妻子似乎比一般的适婚年龄稍微年长

一些：她生于一五四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在结婚当天将满二十一岁。

[11] 在这个年纪结婚，适合生育的时间还是相当长的。不幸的是，子女

带给这对夫妻的多半是沮丧与悲伤。尽管蒙田比妻子年长十岁以上，但

他的选择显然跟许多男人一样，娶了一个跟自己母亲相似的女人，而这

个决定并未让他特别幸福。

蒙田不常在《随笔集》里提到弗朗索瓦；就算提到，听起来也仿佛

是在说自己的母亲安托瓦妮特，差别只在于他的妻子嗓门更大。“妻子

总有一种倾向，喜欢跟丈夫唱反调，”蒙田写道，“她们总是找借口跟丈

夫作对。” [12] 蒙田写作时，或许经常想到弗朗索瓦，因此才写下这么一



段话，述说对仆役发没有用的脾气毫无意义：

我劝告……我的家人不要对着空气发脾气，一定要确认自

己的责骂是不是真的传进自己要骂的那个人的耳朵里。因为一

般来说，他们总是在那个人出现之前就大呼小叫，然后在他离

开后又痛骂好一段时间……没有人因为他们的责骂受到惩罚或

影响，唯一受苦的只有在他们身旁必须忍受他们大声吼叫的

人。 [13]

我们可以想象蒙田捂着耳朵逃回塔楼的景象。

蒙田赞扬哲学家苏格拉底的许多优点，其中一项就是他拥有与悍妻

共同生活的高超本领。蒙田认为这项磨难足以与苏格拉底遭雅典公民大

会以毒药赐死相提并论。他希望自己能像苏格拉底那样忍耐与幽默，也

相当喜爱苏格拉底给予阿尔西比亚德斯的回答。后者问苏格拉底如何受

得了妻子的唠叨，他回答说，这就和住在磨坊附近的人一样，一旦听惯

了水车转动的声音，就不觉得难受了。蒙田也欣赏苏格拉底把这种经验

转化成哲学“诀窍”的做法，这么做有助于自身精神的提升，即利用妻子

的坏脾气来训练自己忍受灾厄的能力。 [14]

除了个性强悍，弗朗索瓦也相当长寿。她比蒙田多活了近三十五

年，于一六二七年三月七日去世，享年八十二岁。她也比所有子女都活

得久，包括唯一一个顺利长大成人的孩子。蒙田的母亲也比蒙田长寿。

人们免不了产生这样的想象，他大概是因为夹在母亲与妻子之间才早死

的。

比较详细的弗朗索瓦生平记载集中在她晚年的时候，此时蒙田已去

世多年。这段时期的弗朗索瓦相当虔诚，她女儿的第二任丈夫夏尔·德·



加马什（Charles de Gamaches）说她每个星期五与四旬斋一半的日子都

遵守斋戒，即使在七十七岁高龄时亦然。她一直与精神导师多姆·马克

—安托万·德·圣贝尔纳（Dom Marc-Antoine de Saint-Bernard）神父有密

切的书信往来，其中几封书信留存至今。 [15] 神父送她橙子与柠檬，她

则回赠以榅桲果酱与小额捐款。弗朗索瓦经常向他诉苦，提及自己遭遇

的金钱困扰与法律麻烦。她的最后一封信显示她在一些商业交易上终于

能够松一口气：“上帝保佑，我终于能保住亡夫与孩子们生活过的这栋

房子。”有时候，她的语气相当热切：“说真的，要是您有个三长两短，

我大概也活不下去了。”另一方面，导师想来拜访她时，她也担心他的

安全：“我宁可死也不愿见您在这种天气上路。”弗朗索瓦年轻时也许没

那么焦躁，但对金钱与法律事务的关注却数十年如一日。至少我们可以

大胆地说，她在生活事务方面比蒙田精明得多。这并不困难，我们每个

人都是这么过日子的——如果蒙田自己的描述可信的话。

弗朗索瓦与丈夫通常在城堡的不同角落各自生活。蒙田有自己的塔

楼，弗朗索瓦的塔楼则在围墙的另一端，那里是“夫人的塔楼”（Tour de

Madame）。 [16] （这座塔楼在十九世纪初被改建为鸽舍后便倾倒了，今

日已不复存在。）主楼留给蒙田的母亲做起居空间，蒙田结婚之后，她

就一直住在这里，直到一五八七年。两座塔楼看起来就像是这对年轻夫

妻逃避彼此与母亲的隐秘处所。在作品中，蒙田对于母亲在他们生活中

所扮演的角色三缄其口；他所描述的全家人晚上一起玩牌的情景，独缺

老太太的身影。

家人散居城堡各处的情景令人难受，但这幅情景中肯定还是有着和

乐的时光，而且不管怎么说，城堡内很少有空无一人之处。这里总是人

来人往，有仆役、雇工、宾客及其侍从，有时还有孩子。蒙田并不像戈

门格斯特伯爵 [17] 那样整天窝在自己的塔楼里，他喜欢外出走动。“如果



我就这么一直坐着，我的思想会睡着。除非我的双腿开始移动，否则我

的心智不可能运转。” [18] 男性与女性生活空间隔开在当时很常见，丈夫

与妻子应该有不同的生活领域。当时崭新的现代化房屋，通常根据这种

观念来设计。一四五二年，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在他的《论建筑》（De re aedificatoria ）中指出：“丈夫与妻子

应该分房睡，不只是为了确保丈夫不会因为妻子即将临盆或生病被影

响，也是为了他们晚上睡觉时不会被彼此吵醒，即使是在夏日。” [19] 蒙

田家生活空间的安排符合这个潮流，唯一的差异是户外的回廊把他们

的“房间”隔开，而塔楼同时也是蒙田的工作室。

以当时的标准来看，蒙田夫妇的婚姻幸福吗？有些评论者认为它是

一场灾难，另一些人则认为那是那个时代典型的现象，蒙田的婚姻甚至

可以说是比较好的。平心而论，这段关系并没有差到让人觉得可怕的程

度，只能说有点令人不满意。蒙田的传记作家唐纳德·弗雷姆（Donald
Frame）引自《随笔集》的一句话或许能简要说明蒙田的婚姻生活：“我
注视着妻子，眼神有时冷淡，有时充满爱意。如果有人认为我是装出来

的，那么他一定是白痴。” [20]

蒙田将他首次出版的作品献给妻子弗朗索瓦，充分表现出他的情

感。这是拉博埃蒂翻译的作品，是普鲁塔克在子女死后写给妻子的信。

在献词里表现出对妻子的疼爱之情，这种做法在当时并不多见，甚至有

人认为这么做有点老土。蒙田却高傲地表示：“要说就让他们去说……
你跟我，我的妻子，我们过过老派法国人的日子。”他的献词充满温暖

的语调，甚至言及：“我相信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你更亲密的

人。”妻子在蒙田心中的地位，不下于拉博埃蒂。 [21]

无论蒙田对弗朗索瓦怀有何种情感，这些情感或许都是在婚后而非



婚前培养的。他进入婚姻生活，就像一名放弃抵抗的犯人被铐上手

铐。“若我可以选择，那么即便智慧女神自愿下嫁，我也会敬谢不敏。

然而有很多事不是我们说了就算，习俗与日常生活都帮我们决定得好好

的。”蒙田并不在意旁人为他安排这门亲事，他总觉得这种事别人可以

做得比他更好。但他仍需要理由说服自己，因为他“还没做好准备，对

此事也有一点反感”。如果他有选择的自由，他不会选择婚姻。“像我这

种心还没定下来、痛恨任何拘束或义务的男人，并不是那么适合婚

姻。”往后，他努力扮演好自己在婚姻中应该扮演的角色，一直忠于自

己的婚姻——他曾说，这场婚姻比他预想的成功。从某方面来说，他感

到满足，因为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不愿接受的新情况中，却能有此表现，

已经相当不错。“无论是令人感到不便的事还是其他的事，无论它怎么

丑陋、邪恶与令人讨厌，一旦与之相处久了，也可以接受它。” [22]

幸好弗朗索瓦并不丑陋也不惹人嫌恶，蒙田甚至还觉得她极具魅力

——弗罗里蒙·德·雷蒙在《随笔集》的页缘做了如此批注。他们婚姻的

主要问题出在必须按时行房这一婚姻“原则”上，蒙田不喜欢这种动弹不

得的感受。他不情愿地履行配偶的责任。如他所言，他“勉为其难”地做

该做的事好生下孩子。这点也出现在雷蒙的页缘批注中，完整的文字如

下：

我常听作者说，虽然充满爱意、激情与青春活力的他娶了

极为美丽而惹人疼爱的妻子，但跟她做爱完全是为了履行婚姻

义务。除了妻子未遮盖的双手与脸孔外，他从未见过她的身

体，就连她的胸部长什么样子也不知道——而他与其他女子有

过放荡不羁的风流韵事。 [23]

这段话在现代读者眼里，相当令人震惊，但这种现象在当时却很普



遍。丈夫对自己的妻子表现出热恋的样子，在道德上是不容许的，因为

这么做可能会让妻子变成花痴。基于婚姻关系的性交，次数应尽可能

少，而且不应该产生欢愉的感受。在一篇几乎通篇谈性的随笔中，蒙田

以亚里士多德的智慧作为借镜：“一个男人……应该谨慎自持地抚摸妻

子，如果过度挑动她的情欲，则狂乱的快感可能使她失去理智。”医师

也警告，过于放荡的性爱会使精液在女性的体内凝结，使其无法受孕。

因此，丈夫如果想痛快地宣泄欲念，最好是到别处寻欢，尤其是在造成

损害也没有关系的地方。蒙田说：“波斯国王会邀请妻妾前来参加宴

饮，等到酒酣耳热，国王想毫无拘束地享受声色之乐时，会打发妻妾各

自回到自己的寝宫。”他另外再找一群能让他寻欢作乐的女子前来。 [24]

在这一点上，教会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医师及波斯国王一致。当

时的告解者手册记载，丈夫与自己的妻子行有罪的淫行，要比与其他女

子行有罪的淫行更需要以苦行来赎罪，因为丈夫的做法可能败坏妻子的

感官，甚至可能会对她的灵魂造成永久的伤害，因此违背了先生对太太

应尽的责任。如果一名已婚女子“无论如何”都会染上放荡的习性，那么

她最好是在无须负这份责任的男子身上养成这个习性。根据蒙田的观

察，绝大多数的女人似乎喜欢这么做。 [25]

蒙田谈到女性时经常有一些有趣的嘲讽，但他的说法也有符合传统

的一面。与当时的人不同，蒙田似乎不认为妻子只是用来传宗接代的。

他心目中的理想婚姻不只是肉体上的结合，也包括心灵的契合——这样

的婚姻甚至比理想的友谊更完整。然而婚姻与友谊毕竟不同，婚姻不是

自由选择的，必须受限于各种拘束与义务。此外，要与女性建立崇高的

关系相当困难，因为绝大多数女性在智性上有所欠缺，而且没有蒙田所

说的“坚强”特质。 [26]



蒙田认为女性精神软弱，这种说法足以让一些女性感到颓唐丧志。

乔治·桑（George Sand）曾坦承蒙田的话“伤了她的心” [27] ——蒙田曾在

其他方面给了她很大的启发，正因如此，她受的打击很大。然而，别忘

了十六世纪时绝大多数的女性是什么样子。她们未能接受教育，通常是

文盲，而且与外面的世界少有接触。有些贵族家庭会聘请家庭教师来教

导女儿，但与维多利亚时代一样，这些教师教的绝大多数都是乏味的科

目，像是意大利语、音乐与家务算术。唯一值得拥有的是古典教育，而

女性几乎无法接触。十六世纪拥有学问的女性可说是凤毛麟角，像是玛

格丽特·德·纳瓦尔（Marguerite de Navarre），她是故事集《七日谭》

（Heptameron ）的作者。还有诗人露易丝·拉贝（Louise Labé）——假

设真有此人，而不是像最近有人指出的，这只是一群男性诗人共同使用

的笔名。她鼓励女性“稍稍把心放在卷线杆与纺锤以外的地方”。 [28]

法国在十六世纪确实出现了女性主义运动，而且构成了“女性论

战”（querelle des femmes）的一个面向，赞成与反对女性的知识分子争

论女性能力的问题。支持女性的人似乎占了上风，然而这场激辩并未给

女性的生活带来多少变化。

蒙田经常被批评是反女性主义者，然而他如果也参加这场论战，或

许会站在女性这一边。蒙田的确写了这么一句话：“当女性拒绝接受这

个世界施行的生活准则时，她们并没有错，因为这些准则是男性制定

的，她们并没有参与。”蒙田也相信，就本性来说，“男人与女人是同一

个模子刻出来的”。蒙田很清楚人们在评价男女的性行为时抱持着双重

标准。与亚里士多德不同，蒙田认为女人的激情与需求和男人并无不

同，然而她们纵情声色时，却遭受远比男人严厉的指责。蒙田喜欢站在

不同的立场设想问题，因此了解自己对女性的看法充满偏见，完全不可

靠，但女性对男性的看法也是如此。他对整件事的观点浓缩在下面这句



话里：“我们几乎在各方面对女性做了不公正的评断，但女性也对我们

有相同的误解。” [29]

偏见无法避免，因此我们无须惊讶蒙田竟认为在家中最好的做法，

就是尽可能不要出现在女眷生活的地方。他让她们过她们想要的家庭生

活，如此一来，他自己也能拥有独处的时间。在一篇谈隐退的随笔中，

蒙田写道：

可能的话，我们应该拥有妻子、子女、财富，以及 最重

要的——健康；但我们不能过于执着于这些事物，以免幸福完

全受它们主宰。我们必须在店铺后面保留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

小房间，使我们可以在这里享有真正的自由，并将其作为主要

的隐遁与独处之所。在这里，我们的日常对话只存在于自己的

内心，它的内容极为私密，以致完全不需要与外在的联系或沟

通；在这里，我们谈笑风生，仿佛自己没有妻儿，没有家当，

也没有仆役随从。一旦真的失去了这些事物，我们也不会感到

不舍。

“店铺后间”或“店铺后面的小房间”（从“arrière boutique”翻译过

来），这些词语在蒙田的作品中反复出现，但它们早已超脱了语境限

制。蒙田自顾自地远离家庭生活，不只是担心自己有一天将因失去家庭

而痛苦；他寻求远遁与隐退，更在于建立“真正的自由”，以及思考与内

省所需的空间。

蒙田有充分的理由让自己养成斯多葛派的超然态度。他在很短的时

间内接连失去了好友、父亲与弟弟，而后又几乎失去所有的子女——全

都是女儿。他在作为日记本的波特星历里记下这一连串生离死别的过

程：



一五七〇年六月二十八日：托瓦妮特（Thoinette）。蒙

田写道：“这是我们婚后第一个小孩。”又说：“孩子在两个

月后死去。”

一五七一年九月九日：莱奥诺尔出生——唯一活下来的女

儿。

一五七三年七月五日：未取名的女儿。“她只活了七个星

期”。

一五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未取名的女儿。“大约三个

月后死去，在急迫中匆促为她施洗”。

一五七七年五月十六日：未取名的女儿。一个月后死去。

一五八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我们生下另一个女儿，取名

叫玛丽，由波尔多市议员乔里雅克（Jaurillac）先生，也就

是她的舅舅，以及我的女儿莱奥诺尔为她施洗。她在数日后撒

手人寰。” [30]

蒙田写道，他几乎失去所有的孩子，但他“并不悲伤，至少毫无怨

言”，因为这些孩子都在很小的时候去世。当时的人通常不会跟婴孩建

立感情，因为孩子的死亡率很高，但蒙田表现得比一般人更加事不关

己。十六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蒙田甚至表示他失去了“两三个”孩子，不

太确定数目似的。他搞不清楚数字的习性，不单表现在孩子早夭的事

上；同样的例子还包括他搞不清楚自己落马的日期，他说这件事发生

在“第三次内战期间，还是第二次？我其实记不太清楚了”。蒙田在普鲁

塔克作品的译本里写给妻子的献词，细节更是错得离谱，他说他的大女



蒙田记下女儿托瓦妮特的夭折

儿“活了两年”，其实她只活了两个月。 [31] 或许这是单纯的笔误，而不

是他真的记错了。又或者是刚好相反？像蒙田这样的人，什么事都可能

发生在他身上。

蒙田知道，生活中的其他劫难也

不会像困扰别人那样令他烦恼：

我看过太多悲惨的事，如果

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我应该会

无动于衷。尽管我亲身经历过不

少残酷的事，但我对这些事不屑

一顾。我不敢向人夸示我的冷

漠，因为这只会令我感到羞赧。

[32]

有人猜测蒙田在写这段时想到了

妻子或母亲可能撒手人寰。若是如

此，他并没有机会看到这两件事情发

生。或许蒙田是在回想父亲的死，又

或者是在想着城堡在战争中沦陷，以及庄园陷入火海的样子。蒙田似乎

认为自己可以应付任何事，但有一项例外，那就是拉博埃蒂的死：这件

事令他心烦意乱，使他不愿再与任何人建立紧密的关系。

其实蒙田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超然。他在描述孩子的死时文字虽然平

易，却充满酸楚。他可以在《随笔集》里以生花妙笔描摹为人父亲的悲

伤——只要那不是他自己的事。蒙田谈论忧伤的随笔完成于十六世纪七

十年代中期，当时他已失去几个孩子，因此文中出现一些对丧子之痛的

描述。他也充满感情地提到上古时代（希腊神话中）的尼俄柏



（Niobe）：她先失去七个儿子，而后又失去七个女儿。她哭得如此伤

心，最终化为一块哭泣之石——“当意外远非我们所能忍受时，我们势

必会在过度的悲伤中变得既聋又哑且麻木瘫软”。蒙田无论是否感同身

受，都一定知道那是什么滋味。 [33]

蒙田身为贵族，却未能尽到最主要的责任——生下嗣子以继承家

业，但他确实拥有一个健康的孩子：莱奥诺尔。 [34] 她平安长大，蒙田

也给予她无限的疼爱。莱奥诺尔于一五七一年出生，蒙田大概是在一五

七〇年正式退休后不久有了这个孩子。她因此是蒙田中年危机与精神重

生下的产物。或许正因如此，她拥有格外充沛的生命力。她是蒙田仅存

的子女，一直活到一六一六年。她结过两次婚，育有两个女儿。

莱奥诺尔长大后，绝大多数的时间里，蒙田都让她待在女眷生活的

地方，就像他待在自己专属的塔楼一样。“女人自有一套神秘的办事之

道，我们不能打扰她们。”蒙田如此写道，似乎在暗示有人蹑手蹑脚地

离开不欢迎他的地方。事实上，有一次他无意间听到一件他认为对莱奥

诺尔不太好的事情，但他并未干预，因为他知道自己一定会被冷言冷语

地赶到一旁。莱奥诺尔大声朗读一本书给家教听，书中出现“fouteau”这
个字，意思是山毛榉，但它的发音让人联想起“foutre”，也就是性交。

纯真的孩子根本不会对这个字有任何联想，但女教师却慌张地呵斥她不

要念出声来。蒙田觉得这么做是错的：“就算跟二十个仆人厮混六个

月，也比不上这位高尚的老太太对她的训斥与责骂，后者更容易让她对

这个邪恶音节的意思、用处与使用的结果充满想象。”但蒙田还是保持

缄默。

蒙田谈起莱奥诺尔时总是用把她当成小孩子的语气，即使她已届适

婚年龄。她“还没发育成熟，身子骨儿纤细柔弱”。他认为这是妻子造成



的，她过度保护这个孩子。而蒙田也认为应该让莱奥诺尔跟自己一样，

尽可能轻松快乐地成长。蒙田表示，他们夫妻都同意，如果女儿犯错，

顶多只是口头上狠狠教训一番——然而实际上所谓的教训，也不过

是“轻轻叨念几句”罢了。 [35]

尽管蒙田声称自己几乎完全不插手养育女儿的事，但从《随笔集》

的一些段落，可以看出他与家人相处的温馨画面。他描述全家一起玩游

戏的情景，包括大家一起赌点小钱：“我拿着牌，把两枚硬币当成两枚

金币，斤斤计较。”蒙田一家人也喜欢玩字谜游戏。“我们在家里玩游

戏，看谁能找出最多的同时与一对极端有关的词”。例如“sire”这个词，

既能作为国王的头衔，也能用来表示地位低下的商人；又如“dames”这

个字，最高尚与最卑下的女人都可以使用。 [36] 这里出现的不是冷淡、

漠不关心的蒙田，也不是轻视女人、不理睬孩子的蒙田；这里的蒙田是

居家好男人，努力地在满是女人且她们经常对他感到不满的家中，扮演

好一家之主的角色。



实际的责任

蒙田坦承自己在家中一无是处，这种说法洵非虚语。蒙田乐意把管

理庄园的工作交给妻子，她与母亲安托瓦妮特一样擅长这类事务。蒙田

很高兴弗朗索瓦能在他外出旅行或工作时担起治家重任；或许他待在家

里时，也希望弗朗索瓦继续照管家中的大小事。蒙田拙于管理，这可能

是他经常离家的主因之一。“倘若所有的事都要由你来处理，一睁开眼

便诸事烦心，真是苦不堪言。” [37] 他写道。

管理庄园确实有辛苦的一面，蒙田抱怨“总是有解决不完的问题”。
[38] 庄园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酿酒，葡萄盛产的时节，一年可以生产数万

公升的葡萄酒，但并不是年年如此。一五七二年到一五七四年，恶劣的

气候造成葡萄歉收——蒙田刚开始撰写随笔就是在这个时候。另一次歉

收发生在一五八六年，士兵在邻近的乡野肆虐，造成严重破坏。为了弥

补损失，蒙田运用他在波尔多高院的影响力，将庄园里剩余的酒出清。

这说明在有需要的时候，蒙田还是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的。然而，蒙田对

于酿酒生意的整体掌握，可以从一句话看出——他说自己一直到晚年才

了解“葡萄酒发酵” [39] 是什么意思。

蒙田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但也承认自己并不喜欢这些事，所以总是

尽可能花最少的气力去做，这也是他从未尝试扩大或建设庄园的原因。

皮埃尔从事这类工作，主要是基于工作本身的挑战性及工作带给他的快

乐——他就是这样的人。皮埃尔总是亲力亲为，忙得不亦乐乎，但也总

是虎头蛇尾，留下许多未完成的工作。皮埃尔的做法如此，蒙田不遑多

让，对于庄园的管理，他的两句座右铭就是“一动不如一静”与“没彻底



坏掉就别去修它”。

蒙田如果真的找到做事的动力，那么会干劲十足。“我可以辛勤工

作而不以为苦，但前提是我心甘情愿，由欲望来引导我从事这份工

作。”他不喜欢强迫自己去做他认为乏味的事。蒙田表示，在长达十八

年的管理庄园的生涯中，他从没搞清楚过土地权状，也没仔细看过契

约。 [40] 他不仅欠缺能力，还心不甘情不愿：

我不会使用筹码计算，用笔算也不行；我们使用的钱币，

绝大多数我都不认识；除非很明显，否则无论在田里还是在谷

仓中，我都无法辨识谷物的不同，也无法分清甘蓝与莴苣的差

异。我甚至不知道主要农具的名称或最基本的农业原理，对于

这些事情，小孩都比我清楚。此外，我对机械技术、贸易与商

品所知有限，对各种水果、葡萄酒与食物也一知半解，更不用

说训练鸟类、医治马匹或狗这样的事。既然已经说了这么多丢

脸的事，再多说一样也无妨，不到一个月前，我被人发现不晓

得做面包时要使用酵母。 [41]

蒙田列举自己不会做的事，以这种方式说明自己的缺点， [42] 日后

他用同样的方式列举巴西“食人族”生活中不存在的事物。食人族没有仆

役、法官、契约与私有财产，但也因此少了欺瞒、贫穷、背叛、嫉妒与

贪婪。少了这些事物反而是一种福分。

蒙田并不是不想学习。基本上，他同意实际操作的技巧有其用处，

也赞赏一切具体而明确的事物。尽管如此，他对这些事仍兴趣缺乏，如

果逼迫他去做，反而会适得其反。之所以如此，可能与他童年时经常听

轻柔的鲁特琴有关：“从小到大，老师从不逼我，我总是随兴所至，顺

着自己的步调。这使我在服侍他人这方面显得软弱无能。我无法取悦别



人，只能取悦自己。”这段话透露了蒙田些许真实的动机：他想要过“自
己的”生活。不切实际反而让他自由。“极度懒散，极度独立，部分是天

性使然，部分是刻意为之。”这是蒙田对自己性格的总结。他只听命

于“自由与懒散”。 [43]

蒙田知道，这么做除了要受妻子的苛责，也要付出一点别的代价。

经常有人利用他的无知占他便宜。然而对蒙田来说，偶尔破财还是比浪

费时间追问每一分钱的下落、紧盯仆役的一举一动划算。无论如何，即

使再怎么努力防止，还是免不了有人想诈取你的钱财。 [44] 蒙田最喜爱

的一个愚蠢例证来自他的邻居，财大势大的特朗侯爵（marquis de

Trans）热尔曼—加斯东·德·富瓦（Germain-Gaston de Foix） [45] 。他在

晚年成了一个吝啬鬼，整天在家里颐指气使。他的家人与仆役表面上忍

受他厉声责骂与克扣粮食，暗地里却想方设法满足自身所需。“在他家

的每个角落，每个人都找到了生活下去的办法。他们在赌博挥霍之余顺

便交换信息，嘲弄主人无用的怒火与不切实际的空话。”不过，蒙田反

思了一下，觉得这一切并不打紧，反正这个老头深信自己掌握了家中权

柄，只要他乐在其中就好了。

“我最不想遇到的事就是劳心与麻烦，”蒙田写道，“让自己冷漠与

放松是我唯一愿为之付出努力的事情。”我们可以想象帕斯卡读到这段

话时，血压又要升高了。蒙田宣称他晚年最想要的，是一个能为他背负

所有责任的女婿。 [46] 然而，要是蒙田真受到外人的资助与迎合，他对

独立的热爱恐怕又会站出来大声反对——而蒙田也确实基于这个立场作

了完全相反的陈述：

我不接受任何义务的束缚。 [47]



我不接受任何公开的援助……接受别人的资助不仅可怜而

且危险。 [48]

我痛恨凡事为别人或依靠别人，而非为自己或依靠自己。

[49]

蒙田写下这些话时，想的其实不是庄园管理，而是法国新王亨利四

世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与效忠。此时蒙田年事已高，以近乎高傲的姿态回

绝了这一请求，然而这只是反映了他毫不做作的一面。在他的自我描述

中，“懒散”占了一半，另一半则是“自由”。蒙田甚至幻想能成为埃利斯

的希庇亚斯（Hippias of Elis）。 [50] 希庇亚斯是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诡

辩学派哲学家，他尝试过自给自足的生活。为此，他学习烹饪，自己理

发、刮胡子、缝制衣物与鞋子，一切所需都独立完成。这是个不错的想

法。因此，蒙田若想自给自足，就必须拿起针线缝补自己的紧身上衣，

必须自己种地、烘焙面包、制作制鞋所需的皮革。但是，蒙田做得到

吗？恐怕他自己也知道这是个难以实现的梦想。

与过去一样，蒙田使这个话题陷于矛盾与妥协之中。尽管声称自己

能力不足却依然无法摆脱责任，蒙田还是会努力做好分内的工作，甚至

比他所说的还要认真而尽责。

尼采提到某些拥有“自由精神之人” [51] ，他们自足于“较低的地位或

仅能满足基本需求的财富。他们设法以这种方式过活，以免经济条件的

巨大变化，乃至于政治结构的革命会倾覆他们的生活”。尼采又说，这



样的人倾向于与周遭的人维持“谨慎而简洁的关系”。这听起来像极了蒙

田在家中的安排，不禁使人猜想尼采是否以蒙田作为蓝本，尤其尼采又

提到这个人“必须相信，一旦有人指责他缺乏爱，那么正义的精神将会

为其门徒与追随者辩护”。

以蒙田来说，他是第一个跳出来这样指责自己的人。其他人把蒙田

的话语视为鼓励，以刺耳的语调不断地予以传扬，因而少了蒙田自身或

尼采的讽刺感。但蒙田的作品或他的性格却从未如此直截了当。无论蒙

田如何极力说服我们相信他生性冷漠而超然，他的其他形象还是徐徐浮

现：在高等法院中一跃而起与人激辩，与拉博埃蒂热情对话，甚至在炉

火旁与妻子和女儿为了几枚铜板认真地玩游戏。蒙田面对“如何生活”这
个问题给予的一些解答确实令人心寒：管好自己的事、专注于自我的感

受、远离麻烦、在店铺后面保留自己的房间——但其实他还提供了一个

几乎完全相反的答案，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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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们问：如何生活？
How to live？

蒙田说：与人自在地相处
Be convivial：live with others

蒙田喜欢加入人群。他喜欢与人交谈胜于其他娱乐。

甚至到了宁可牺牲自己的视觉，也不愿丧失听觉或说话能力的地步，因为他认

为交谈比阅读有趣多了。

对蒙田来说，“放松与和蔼可亲”不只是有用的才能，也是让自己好好生活的

关键。



欢愉而善于交际的智慧

“有人天生喜欢独处、腼腆而且个性内向。”蒙田写道。他自己可完

全不是如此：

我健谈且善于表现自我。我总是敞开胸怀，什么事都可以

谈，生来就容易找到伙伴与朋友。 [1]

蒙田喜欢加入人群。他喜欢与人交谈胜于其他娱乐。他喜欢交谈，

甚至到了宁可牺牲自己的视觉，也不愿丧失听觉或说话能力的地步，因

为他认为交谈比阅读有趣多了。交谈无须严肃，蒙田最喜欢的就是“敏
锐而令人惊奇的机智言谈，朋友之间尽可插科打诨，嬉笑怒骂”。只要

能交谈，便是好事，但前提是大家说话必须基于善意与友谊。这种社交

仪态应该从小开始培养，好让一些内向害羞的人能早日走出孤僻独处的

世界。“与人相处，可以让自己的判断力更加敏锐。如果我们只是活在

自己的小世界里，那么我们的眼界将只及于自己的鼻尖。” [2]

蒙田喜爱公开辩论。“没有任何主题吓得倒我，也没有任何信仰能

冒犯我，哪怕与我的看法对立，尽管放马过来。”他喜欢听到与自己的

见解相左的看法，因为许多有趣的对话往往因此展开，而且可以刺激思

考。蒙田喜欢通过与人互动的方式来思考，像笛卡儿那种盯着火的方

式，他可是敬谢不敏。他的朋友雷蒙形容蒙田的谈吐“极为惬意且优

雅”。然而，一旦蒙田不是那么惬意，或者当他为某个主题所激，他说

话的音量可就只能以“喧哗”来形容。蒙田容易激昂的性格使他总是轻率

发言，而他也鼓励其他人这么做。在他的宅邸，众人无话不谈。雷蒙

说，在蒙田的庄园里，“你不需要等候谁，也不用担任谁的护花使者，



更不用理会繁文缛节（喔，那些是多么烦人与作践自己的规定啊）”。
[3] 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想独处的客人也可以自行离去，不必担心这

样可能会冒犯主人。

蒙田不仅讨厌形式化的礼节，也对无聊的家常话感到不耐烦。自顾

自地讲自己的事的情景，也让他感到厌烦。有些朋友总是围在一起聚精

会神地聊奇闻轶事，但蒙田比较喜欢一来一往的自然谈话。出门参加正

式晚宴时，宾客们的谈话总是惯常的酬酢，蒙田经常无法集中注意力；

如果有人突然对他说话，他常会做出不恰当的回应，“连小孩都不如”。
蒙田觉得可惜，因为即使在肤浅的场合与人简单交谈，也能产生价值：

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此外，人们若能轻松地谈笑风生，岂不是

能为晚宴平添一点愉快的气氛？ [4]

对蒙田来说，“放松与和蔼可亲”不只是有用的才能，也是让自己好

好生活的关键。他试着培养所谓的“欢愉而善于交际的智慧”，这句话令

人想起尼采为哲学下的著名定义：欢愉的智慧。 [5] 尼采和“放荡主义

者”一样，同意蒙田的看法，认为有人情味、在交际中善于理解相当重

要，只不过尼采自己不一定做得到。尼采的人际关系常常让他满身是

伤。然而在他早期的作品《人性的，太人性的》（Human ，All Too
Human ）中，曾有篇感人的段落，他写道：

在多到不可胜数的微小但予人深刻印象的事物中，有一种

智慧应被赋予比伟大而罕有的事物更多的关注，那就是善意

（goodwill）。我指的是人与人之间互动时表达的友善，眼神

流露的微笑，握手，一举一动中表现出的和蔼可亲。每个老

师、官员都应该以这样的态度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是人性的持

续展现。我们可以这么说，它是普照大地的光辉，可以滋养万



物……善意、友好与敦厚有礼……要比著名的驱力，即所谓

的“怜悯”“慈善”与“自我牺牲”，能对文化做出更多贡

献。 [6]

对蒙田来说，要获得友好的善意并不难。他很幸运，因为无论在家

里还是在事业上，他的确很需要旁人的友善对待。蒙田必须与波尔多的

同事愉快相处；另外，他也必须在工作中取悦外交人员、国王与战场上

令人惧怕的军阀。他还必须与因宗教狂热而陷于盲目的对立者建立和谐

关系。而在他的庄园周围，也有许多需要他去交际的邻居──这些人并

不是那么容易讨好。《随笔集》偶尔提到他们，他们的每次出现都伴随

着有趣的故事，比如吝啬的特朗侯爵，他来自当地势力强大的弗瓦家

族；让·德·吕西尼昂（Jean de Lusignan）为自己的成年子女举办太多宴

会，因此把自己累坏了；拉罗什富科觉得用手帕擤鼻涕太恶心，直接用

手指擤更卫生。蒙田也将《随笔集》的一些篇章献给当地的贵族女性，

如顾尔松女伯爵黛安娜·德·富瓦、玛格丽特·德·格拉蒙（Marguerite de
Gramond）与埃斯蒂萨克夫人（Mme d’Estissac），她的儿子后来跟蒙田

一起去意大利。 [7] 与蒙田交游的女性中有一位最为重要，她后来成为

纳瓦尔的亨利（也就是日后的法王亨利四世）的情妇，此人就是基什与

格拉蒙特女伯爵（comtesse de Guiche et de Gramont）黛安娜·丹都安

（Diane d’Andouins），人称“科丽桑德”（Corisande），这个名字来自

她最喜爱的骑士小说中的角色。

为了维持与这些朋友的关系，蒙田必须参与许多他并不喜欢的流行

娱乐。有客人的时候，他可能会为了宾客而把森林里的鹿赶出来，但他

本人其实有点害怕打猎。不过，蒙田至少可以成功躲过马上比武，他认

为这种竞技既危险又无意义。他也尽可能地避免参与当时流行的室内娱

乐，包括诗文游戏、纸牌与画谜──蒙田承认他对这些游戏并不擅长，



或许这是他不想参加的原因之一。 [8]

蒙田的庄园里经常出现一些巡回艺人，像是杂耍演员、舞者、驯狗

师与长得“奇形怪状”的人，这些人主要依靠巡回表演为生。蒙田答应让

他们演出，但显然对这些自以为有趣的表演缺乏兴趣，例如从远处将小

米粒扔进针眼的特技表演。蒙田感兴趣的是有意义的新奇事物，例如他

在鲁昂（Rouen）看到的图皮族人。他会不辞辛劳，长途跋涉去调查畸

形儿，比如，有个孩子出生时身上还粘着一具没有头的婴儿躯干。他曾

在梅多克看到一个雌雄同体的牧羊人，还遇到了一个没有手臂的男子，

此人能用自己的双脚为手枪装填子弹并且开枪，此外，他还能穿针引

线、缝衣服、写字、梳头与玩纸牌。就像那个把小米粒扔进针眼的人一

样，这个失去双臂的人也是靠展示自己为生，但蒙田觉得他比扔小米粒

的人有趣多了。蒙田写道，人们说这些人是“怪物”，但这些人与自然并

不相违，只是长相跟我们习以为常的样子不同。 [9] 谈到真正的奇闻怪

事，蒙田另有人选：

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看过比自己更丑怪与更不可思议的

人。我们因为长久使用自己的身体而习惯于自己身体的奇怪之

处，但我愈仔细端详与认识自己，愈觉得自己身形之诡异令人

吃惊，而我也愈来愈不了解自己。 [10]

因此，蒙田的庄园成为繁忙的十字路口，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川流

不息地在此交会。 [11] 从气氛来看，这里与其说是私人的住宅，不如说

像是一座村落。蒙田即使到塔楼写作，也很少独自一人或是在静默中工

作。周遭总是有人谈话与走动。从塔楼的窗子望出去，马厩里马匹进进

出出，鸡鸣与狗叫不绝于耳。到了酿酒时节，四周不断传来压榨葡萄的

响声。甚至在烽火四起之时，蒙田也比其他城主更愿意开放庄园──在



这么危险的时刻，很少有人会做这种决定。

从某方面来说，蒙田的世界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宇宙，有着自身的

价值与自由的气氛。但是，他从未让他的世界成为一座堡垒。不管是

谁，只要来到他的门前，他总是热烈欢迎，但他也清楚其中的风险。蒙

田坦承，这么做有时意味着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在睡梦中被散兵游勇杀

害。 [12] 但原则实在太重要。蒙田写下“我总是敞开胸怀，什么事都可以

谈”，这显然不是随口说说的应酬话，他确实想与其他人维持自由而真

诚的沟通──即使对方可能想杀了他。



坦率、怜悯与残酷

乔瓦尼·博特罗（Giovanni Botero）是意大利政治作品作家，曾在十

六世纪八十年代于法国定居。他提到当时法国乡间充斥着杀人越货的贼

寇，家家户户莫不加派人手“看管葡萄园与果园；门锁、门闩与獒犬，

能用来看门的全用上了”。博特罗显然没到过蒙田的庄园。蒙田描述他

家唯一的看守人是“一名根据古代习尚与礼仪设置的门房，与其说他负

责防守，不如说他必须合宜而优雅地迎接客人进门”。 [13]

蒙田坚持这种生活方式，因为他决心反抗胁迫，不想沦为看管自己

的狱卒。吊诡的是，蒙田相信门户洞开可以让他更安全。地方上重兵防

守的庄园反而遭受了比他更严重的攻击。蒙田引用塞内卡的话来解

释：“重重锁链反倒引起窃贼觊觎，大门敞开则让宵小兴趣缺乏。”戒备

森严说明这个地方藏有贵重之物；有老门房欢迎入内的庄园，反而让人

动不起歪脑筋。此外，内战时构筑的防御工事几乎毫无用处：“你的手

下可能就是你该提防的人。”高垒深壁防不了内贼，还不如以慷慨与荣

誉来感化敌人。 [14]

事实证明蒙田是对的。他曾邀请一小队士兵进到庄园，结果发现这

些人原本计划利用他的好客抢夺此地，然而他们放弃了。主事者告诉蒙

田，他一看到主人的“面容与真诚”，马上就“打消念头”。 [15]

在庄园以外的世界，蒙田的坦率使他免于受到暴力伤害。有一次，

蒙田穿过某个危险的农村森林地带，结果遭到十五到二十名蒙面男子的

攻击，然后是一群骑马的弓箭手的追击，这场严重的袭击事件显然是经

过策划的。蒙田被这帮盗贼带往密林深处，他的财物被洗劫一空，行李



箱与钱箱也被拿走。这群人还讨论该如何分配蒙田的马匹与其他行李；

更糟的是，他们打算拿他当人质来勒索，但无法决定要多少赎金。蒙田

听到他们讨论赎金的问题，发现他们把价码定得太高，这表示如果没有

人付得出这笔钱，他就得赔上性命。蒙田忍不住打断他们的讨论。他

说，他们已经拿到想要的东西，接下来无论提出多少赎金，都没有意

义。他们一毛钱也拿不到。显然，这个时候开口说话十分危险，但蒙田

说完之后，这群强盗的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们围在一起讨论

一番，之后首领走向蒙田，气氛似乎变得友善起来。他取下面罩──极

富意义的动作，表示两人现在可以面对面，就像正常的互动──说他们

决定让他走。他们甚至还给蒙田一些钱财，包括他的钱箱。蒙田日后写

道（如同那名首领的解释）：“因为我的神情及说话时的语气坦率且坚

定，我保住了一命。” [16] 自然而诚实的表情，加上面对威胁时的勇敢，

使他活了下来。

这种情况可能在任何时间发生在任何人身上，蒙田经常思考怎么做

才是良策。是直接面对与挑战敌人好，还是虚与委蛇、人家说什么就做

什么好？是该向施暴者求饶，希望他良心未泯放过自己，还是说这么做

太过鲁莽？

问题在于，每一种回应都有危险。正面反抗也许让人印象深刻，却

也可能激怒对方。听话也许能让对方心生怜悯，但也可能遭到轻视，让

对方因此认为杀死你就像踩死一只虫那样不必多虑。至于诉诸人性，那

也要看对方有没有人性！

在暴力泛滥的十六世纪面对这些问题，并不比在上古时代的地中海

战场上面对这些问题或是在现代城市的巷弄内面对抢匪容易。这是亘古

不变的难题，蒙田不认为有明确的好答案。尽管如此，他仍不断思考这



个问题。在《随笔集》中，他经常提到两个人对立的场面，失败的一方

也许讨饶，也许昂然不屈，另一方则可能饶恕或要了他的命。

蒙田在第一篇随笔中提到，十五世纪阿尔巴尼亚的军事英雄斯坎德

培（Skanderbeg）在盛怒下准备杀死麾下的一名士兵。这名士兵向他讨

饶，但斯坎德培不为所动。在绝望中，士兵抽出利剑反击，此举反而让

斯坎德培印象深刻，他怒气消散，饶了这个人的性命。另一个故事提到

威尔士亲王爱德华（Edward，Prince of Wales）走过被攻陷的法国城

镇，下令将自己所到之处看见的民众全部杀死，直到他遇见三个负隅顽

抗之人。他赞赏他们的勇气，于是饶了他们的性命，而后又收回成命，

饶了全城百姓的性命。

这两篇故事显示反抗是比较好的做法，但蒙田在同一篇随笔中却提

到另一则下场完全不同的故事。亚历山大大帝攻打加沙城（Gaza），发

现敌将贝提斯（Betis）“只身一人，部属全舍弃他，盔甲也残破不堪，

全身满是鲜血与伤口，却仍苦战不降”。与爱德华一样，亚历山大也赞

美他的英勇，但这只是暂时的。当贝提斯坚持不屈服，甚至无礼地直视

亚历山大的脸孔时，亚历山大耐性尽失。他持剑刺穿贝提斯的脚后跟，

再将其以马车拖行，直到断气为止。这名战败的将领错估了形势，没搞

清楚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对手。 [17]

另外一些故事同样清楚地显示屈服会带来危险。蒙田对于陆军中将

特里斯坦·德·莫兰的事记忆犹新。一五四八年，此人在盐税抗争者面前

表现得太过怯懦，结果在波尔多街头被处以私刑。当一个人示弱却引发

对方的狩猎本性时，万事休矣。如果你面对的是一名猎人，那么几乎没

有活命的希望。蒙田想象一头雄鹿在历经数小时的追逃后，筋疲力尽，

受困于一处，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任由猎人宰割——“用眼泪乞求怜



悯”。这么做是缘木求鱼。 [18]

无论想起多少抗争场景，似乎都没有得到一致的诠释与固定的解

答，而这也是这些故事令蒙田着迷的原因。在每一起事件中，失败者要

做决定，胜利者也必须做出抉择。如果他误判形势，可能会对自己不

利。如果他饶恕的对象把他的慷慨当成弱点，那么下次被杀的可能是他

自己。如果他过于严厉，那么将引发一连串的反叛与报复。

对于这个问题，基督教的做法比较简单：胜利者要表现出怜悯，受

害者要完全顺服。但在真实世界里，这么做显然不可行——绝大多数基

督徒在充满暴力的宗教战争时代，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蒙田对于神学关

注不多，依然埋首于古典作品，似乎完全忘记基督教的存在。对他来

说，真正的难题是心理上的而非道德上的。就算与道德有关，也是古典

哲学使用的广义的“道德”，也就是说，不是死守某个教条定义，而是学

习如何在真实生活中做出公正而明智的决定。

整体来说，蒙田认为受害者与胜利者都应该设法让双方达成最大的

互信——就像善良的基督徒一样，失败的一方应该寻求怜悯，胜利的一

方应该施予怜悯，但双方都应该开诚布公，“无私坦荡”，不要畏畏缩

缩，也不要摇尾乞怜。双方应该展现出“纯粹的自信”。 [19]

但这无法适用于雄鹿，因为狩猎关系破坏了同情的前提；遭指控的

人与拷问的人之间似乎也无法产生同情——狂热与职责的要求阻碍了这

种可能。战争扭曲了正常的心理，暴民的歇斯底里正是心理扭曲的表

现。在古典时代，乃至于在蒙田的时代，士兵在战场上的行为不受限制

的原则与事实是被普遍接受的。他应该处于“狂怒”状态：无所畏惧，充

满狂暴，你无法也不该期望他们做到自制或施予怜悯。



蒙田从最极端的例子发现了“狂怒”的可怕。他不喜欢凯撒在开战前

用言语煽动士兵在战场上做出野蛮行径的做法：

在刀光剑影中，虔敬之心实属无用，

战场上面对父亲，难免感到迟疑，

但尽管拿起刀剑，朝那张令人崇敬的脸砍去。 [20]

在所有著名的战士中，蒙田最推崇的是底比斯将军伊巴密浓达

（Epaminondas），他以能在战场上克制“狂怒”而闻名于世。有一次，

战火方殷，“在鲜血与刀剑的恐怖中”，伊巴密浓达发现站在自己面前的

是曾招待自己留宿的朋友。他转过身去，饶了这人的性命。这个行为看

起来不值一提，但在战场上，军人总是杀红了眼，克制狂乱几乎不可

能。蒙田写道，伊巴密浓达证明了他“掌控住战争”，在狂热之际，他使

战争“受到仁慈的束缚”。 [21]

蒙田怀疑“狂怒”的传统只是一种借口。“我们还是不要试图证明这

些邪恶、血腥与奸诈的倾向是合理的。” [22] 残忍本身已经够糟了，以崇

高的心灵状态作为借口从事残忍的行为，则更低劣。蒙田哀叹宗教狂热

分子的神圣热忱，他们相信上帝要求他们从事这类极端而毫无道理的暴

力行为，是为了让他们表现自己的虔诚。

残忍让人作呕，蒙田禁不住产生这种感觉。他“矛盾地”写道，自

己“残暴地”痛恨残忍。他对残忍的嫌恶完全出于本能，就像他坦率的神

情一样。因此蒙田无法忍受狩猎，就连看到鸡被扭断脖子或是兔子被狗

攫住，都会心惊胆战。蒙田喜欢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这使他可以假想

猫怎么看事情，也使他在看到兔子被撕成碎片时，不自觉地浑身难受。

[23]



如果蒙田不愿看到痛苦的兔子，那么他更不能忍受人类受到折磨与

司法杀戮，而这些在当时都极为常见。“即使是依法处决，无论理由多

么充分，我都无法全程观看。”身为法官，蒙田有必须做出死刑判决的

时候，但他总是拒绝这么做。“我不愿意让人痛苦，因此经常无法做到

理智。当情势看来非判处死刑不可，我还是难以主持正义。” [24]

蒙田不是当时唯一反对狩猎或拷问的作家，他不寻常的地方在于所

秉持的理念——发自内心地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提到鲁昂的巴西原

住民时，蒙田惊讶于这些原住民用“一半”来形容人。他们看到有些富有

的法国人狼吞虎咽地饱食终日，而“另一半”却饥饿得瘫软在富人家门前

时，这些原住民感到十分困惑。而对蒙田来说，所有人都有着相同的生

命元素，其他生物亦然。“单一而相同的本性主宰了生命的进程。” [25]

即使动物与人类不那么类似，我们还是有责任同情它们，因为它们具有

生命：

人性中具有的某种面向与一般性的责任，不仅使我们喜爱

具有生命与情感的动物，也使我们喜爱树木与植物。我们要以

正义待人，对于其他具有感受的生物要施予怜悯与仁慈。其他

生物与我们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某种相互的义务。

这项义务不仅适用于琐事，更适用于生死攸关的大事。我们应该以

仁慈与同情（尼采称之为“善意”），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仁慈与同情，去

对待其他生物。在这段文字之后，蒙田提到他的狗：

我不介意承认自己极为软弱、幼稚，我的狗即使在不适当

的时间找我玩耍，我也无法拒绝。 [26]

蒙田宠爱他的狗，因为他可以想象狗儿的想法，他可以“感觉”到狗



儿有多么想排遣无聊与吸引主人注意。帕斯卡因此嘲笑蒙田，说蒙田骑

马，却不认为自己有权这么做，而且想着“动物是否也能这样役使人

类”。 [27] 事实上，蒙田的这种想法正中尼采下怀，尼采的例子也许会令

帕斯卡发怒。根据（不太可靠的）传闻，尼采在精神崩溃之前，曾在都

灵（Turin）环抱马的脖子痛哭失声。

在其他不像尼采那么感情用事的读者中，有一个人深受蒙田讨论残

忍的随笔影响，他就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丈夫，伦纳德·伍尔夫

（Leonard Woolf）。在其回忆录中，伍尔夫认为蒙田的《论残忍》远比

人们普遍理解的意义深远。他表示，蒙田“最早表达出个人对残忍深刻

的恐怖感受。他也是第一位彻头彻尾的现代人”。这两种特征紧密联

系，蒙田的现代性恰恰表现在“他对于自己与其他人（乃至于人类以外

的生物）的个别性有着深刻的体会与热切的兴趣”。

伍尔夫认为即使是一头猪或一只老鼠，也能感受到“我”的存在，而

这正是笛卡儿极力否定的主张。但伍尔夫并非通过笛卡儿式的理论，而

是通过个人的经验得出这个观点的。他回忆自己小时候曾被要求淹死几

只多出来的、才出生一天的犬崽──我们应该认为，对一个孩子来说，

这的确是项可怕的工作。伍尔夫照做了，但对此感到非常难受。数年

后，伍尔夫写道：

乍看之下，这些出生一天的犬崽是一堆微小、眼盲、蠕

动、与一般物体无异的事物或东西。我把其中一只放进水桶

里，一件诡异而可怕的事情随即发生。这个眼盲、形体难辨的

东西拼命挣扎求生，用脚爪奋力拍击水面。我突然理解到它是

一个个体，就像我一样。它是一个“我”。在水桶中，它正经

历我将经历并将与之对抗的死亡，它和在无垠的海上溺水的我



一样努力求生。我感受到这一切，也感受到一个可怕而不文明

的事物，要把水桶中的“我”淹死。

成年后的伍尔夫阅读蒙田作品，便回忆起这个场景。他把这份领悟

运用在政治上，特别是用于反思自己对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记忆，当

时整个世界似乎即将陷入野蛮主义之中，微小的个别自我几无容身之

地。伍尔夫写道，以全球为尺度来看，任何单一的生物都显得微不足

道，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我”是“唯一”真正重要的事物。唯有政

治能认识到这些“我”时，未来才有希望。 [28]

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在提到意识时也有类似的说法。我们不了解

狗的经验，比如它们为什么“喜欢将骨头埋在篱笆底下，喜欢嗅树干与

灯柱下的气味”。狗也不了解我们的经验，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一直盯

着书本看。但是这两种意识状态有着共同的特质：完全投入在某件事情

所产生的“热情”与“兴奋”之中。即使彼此感兴趣的对象不同，这股兴奋

之情应能让我们了解人与狗之间的相似之处。而这样的认识，应能让我

们产生同情与仁慈。忽略这种相似性是最糟糕的政治错误，也是最糟糕

的个人错误与道德错误。 [29]

在了解威廉·詹姆斯的观点，以及伦纳德·伍尔夫与蒙田的想法之

后，我们不能再像独居于房间里的笛卡儿那样，只关注自己的想法。我

们生活在一个人与人密切相关的世界，我们可以跳出自己的观点，去了

解其他人的想法，哪怕只是短暂地了解。这种能力正是本章回应“如何

生活”这个问题的答案，“与人自在地相处”，这是通往文明的最大希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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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们问：如何生活？
How to live？

蒙田说：从习惯中觉醒
Wake from the sleep of habit

“习惯”使一切事物变得淡而无味，令人昏昏欲睡。

“换个视角”是让人们重振精神的一种方式。蒙田喜爱这种技巧，在他的写作

中经常可以见到这个技巧。

蒙田描述这些残暴的行为……其实在法国国内也有同样恐怖的事，只是大家习

以为常。

他写道：“我难过的不是这类行为的野蛮与令人恐惧；平心而论，真正让人难

过的，是我们对自己的野蛮与恐怖视而不见。”



一切全看你怎么想

站在另一个人或其他动物的角度看世界，这种观察技巧对某些人来

说也许是一种本能，然而即便无此本能，我们也能靠后天培养来补足。

小说家总是这么做，伦纳德·伍尔夫思索自己的政治哲学时，他的妻子

弗吉尼亚则在日记中写下这段话：

我记得我躺在一个凹洞旁，等待伦纳德回来，蘑菇，看到

一只红色野兔迈着大步走到旁边，突然想起“这是大地的生

命”。我发现这只兔子如此贴近土地，进而领悟到自己是只演

化后的兔子；仿佛有个月球造访者看着我似的。 [1]

这个诡异的、几近幻觉的时刻，使弗吉尼亚意识到在某个视觉未受

习惯麻痹的第三者眼中，她与兔子会是什么样子。弗吉尼亚因此能以陌

生的角度重新审视原本习以为常的事物——这是一种心理技巧，就如同

希腊化时代的那些哲学家，曾想象从遥远的星辰观看到的人世会是什么

样的景象。与其他类似的技巧一样，这种做法有助人们对一些事物投以

适当的注意。“习惯”使一切事物变得淡而无味，令人昏昏欲睡。“换个

视角”是让人们重振精神的一种方式。蒙田喜爱这种技巧，在他的写作

中经常可以见到这个技巧。

蒙田喜欢的做法是检视世界各地南辕北辙的风俗习惯，这些前所未

见的、出人意表的习惯总让他惊讶不已。他的随笔《论习惯》与《说说

古人的习惯》介绍了许多国家的风俗。有的地方，女性站着小便，男性

蹲着小便；有的地方，孩子到十二岁时还在吃奶；有的地方，人们认为

孩子生下来第一天就吃奶会有生命危险；有的地方，人们要剃光身体左



半边的毛发，而让右半边的自由生长；有的地方，父亲到了一定岁数就

要被子女杀死；有的地方，人们会在棍子上绑块海绵来洗屁股；还有的

地方，人们把前面的头发留长，而把后面的头发剪短，跟我们刚好相

反。《为雷蒙·塞邦辩护》中也有类似的介绍，例如秘鲁人会把自己的

耳朵拉长，而东方人会把自己的牙齿涂黑，因为他们认为露出白牙是粗

俗的表现。 [2]

每种文化皆拥有不同的习惯，但每种文化的主体都以为自己的风俗

放诸四海皆准。如果你生活在把牙齿涂黑的国家，你会以为黑牙才是世

界上唯一美丽的事物。知道其他地方拥有不同的风俗，有助于我们打破

偏见，哪怕只是获得片刻的启发也好。蒙田写道：“这个广大的世界有

如一面镜子，我们必须看着这面镜子，从适当的角度认识自己。” [3] 知

道世界上有这么多奇风异俗之后，我们将会用不同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存

在。我们的眼界由此开启，因此知道自己的风俗习惯其实跟别人的一样

怪异。

蒙田对转换视角产生兴趣，始于他在鲁昂对图皮族人的观察，这个

过程令他体验到惊奇。图皮族人看待法国人的方式让蒙田有大梦初醒的

感觉，就像弗吉尼亚在山坡上的领悟一样。这个见闻刺激了蒙田，使他

从此对新世界充满兴趣。直到蒙田出生前数十年，欧洲人才知道“新世

界”的存在；尽管如此，这个未知的半球仍让欧洲人感到惊异，不敢相

信它是真的。

蒙田出生时，绝大多数欧洲人已相信美洲确实存在，而非出于幻

想。有些人已经食用辣胡椒与巧克力，少数人则在吸食烟草。马铃薯的

栽种已在进行，不过这种作物的外形类似睪丸，许多人还因此以为这种

食物只能做催情剂。 [4] 从美洲回来的旅人传播着食人族与活人献祭的



故事，并且提到当地金银矿产多到令人难以置信。随着欧洲生活日渐穷

困，许多人考虑移民到美洲，于是殖民地如霉菌孢子般扩散到美洲东

岸。绝大多数殖民地由西班牙人建立，但法国人也想碰碰运气。蒙田年

轻时，法国的新殖民冒险事业蒸蒸日上。法国拥有强大的舰队与设备优

良的国际港口，波尔多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座。

十六世纪中叶，法国几次发动远征，却接连遭遇失败。法国殖民者

把国内的宗教冲突带往殖民地，使他们在当地的成果毁于一旦。法国在

巴西建立的第一个殖民地［十六世纪五十年代由尼古拉·迪朗·德·维尔加

尼翁（Nicolas Durand de Villegaignon）建立，地点靠近今日的里约热内

卢］，因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的分裂而遭葡萄牙人趁机夺取。十六世纪六

十年代，主要由新教徒建立的法属佛罗里达（Florida）被西班牙夺占。

此时，法国本土也爆发全面内战，庞大的航海事业所需的金钱与组织变

得更难取得。法国错失在海外积累财富的首次机会，这个机会最终使得

英格兰与西班牙赚进大笔财富。等到法国恢复秩序，准备再度进军海外

时，早已错失大好时机。 [5]

蒙田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对凡是与美洲有关的事物都神往不

已，然而神往中也夹杂着对殖民征服事业的嘲讽。蒙田珍惜而且牢记他

与图皮族人的对话——这些图皮族人搭乘维尔加尼翁返航的船来到法国

——并且在自己的塔楼橱柜里收藏了许多南美纪念品：“他们的床、绳

索、木剑与打斗时用来保护手腕的木镯，还有几根一端开口的大木棍，

敲打木棍产生的声响可以作为跳舞的节拍。” [6] 这些物品大概是从一名

家仆那儿得来的，这名家仆曾在维尔加尼翁建设的殖民地生活过一段时

间。这名仆人也介绍一些水手与商人给蒙田认识，以满足他的好奇心。

这名仆人本身是个“朴实的粗人”，但蒙田认为这刚好使他成为一名完美

的目击者，因为他不会忍不住去渲染或过度诠释他所看到的一切。



除了对话，蒙田也阅读与美洲相关的所有作品。他的藏书包括法文

译本的洛佩斯·德·戈马拉（López de Gómara）《西印度群岛史》

（Historia de las Indias ）与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西印度毁灭述略》（Brevisima relación de la destruccion de las
Indias ）。此外还有晚近的法国人写的作品，其中知名的是关于维尔加

尼翁殖民地的两种针锋相对的描述，两名作者分别是新教徒尚·德·莱里

（Jean de Léry）与天主教徒安德烈·特维（André Thevet）。在这两人的

作品之中，蒙田更喜爱莱里的《航往巴西的历史》（Histoire d ’un
voyage fait en la terre du Brésil ，1578），因为这本书以同情而精准的眼

光观察图皮族社会。身为新教徒，莱里的观点恰如其分。他赞扬图皮族

人赤身裸体，不像法国人那样在身上装饰襞襟与裙褶。他发现图皮族老

人很少有白头发，怀疑这是因为他们很少挂心于“猜忌、贪婪、争讼与

口角”。莱里也推崇他们在战争中的勇气。图皮族人拿起华丽的刀剑参

加血腥的战争，但是为荣誉而战，并非为了征服或贪婪的目的。他们通

常在战争结束后大摆宴席，主菜就是俘虏来的人犯。莱里曾亲自参加过

一次这样的宴席。当天夜里，他从吊床上醒来，看见一名男子自暗处朝

他走近，手里挥舞着一条烤人腿，看起来触目惊心。莱里吓得跳起来，

把在场的图皮族人逗得哈哈大笑。之后，有人向他解释，那名男子只是

一位好客的主人，想让他尝尝人腿的滋味，莱里这才释怀。莱里说，他

觉得跟图皮族人在一起，比“跟国内那群不忠而堕落的法国人在一起”安
心。事实上，他日后在法国内战中看到同样骇人的情景。一五七二年冬

天，在桑塞尔（Sancerre）围城战中，身陷这座山城的莱里，亲眼看见

镇民为了存活而吃起人肉。 [7]

蒙田热切地阅读莱里的作品，他在《论食人族》中谈到自己与图皮

族人的接触，并且遵循莱里的做法，除了比对法国，也提到欧洲优越

论。之后的《论马车》也提及印加人与阿兹特克人涂上金箔的花园与宫



殿，如何让欧洲各国的建筑相形失色。 [8] 但最让蒙田感兴趣的还是单

纯的图皮族人，他用一连串否定句来赞扬他们：

在这个国家……没有买卖，不识文字，不懂算术，不设官

长，无蓄奴之风，无贫富之别，不订契约，无财产继承，亦无

财物需分配，无工作职业，只知休憩闲游，爱无等差，共同照

顾亲族，无衣裳，不务农，不用金属，不饮酒，不食谷物，亦

不崇尚德行。找不到词汇来表示说谎、背叛、虚伪、贪婪、嫉

妒、轻视与饶恕。 [9]

在古典文学中，这种“否定列举”是一种常见的修辞形式，早在“新
世界”被发现之前就已经出现。它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至四千年前苏美

尔人的楔形文字文学：

很久以前，世界上没有蛇，没有蝎子，

没有鬣狗，没有狮子，

没有野狗，没有野狼，

没有害怕，没有恐怖，

人类没有对手。 [10]

这种文学手法再次出现在文艺复兴时代对“新世界”的描写上，并不

令人意外。这项传统一直有传人，十九世纪，赫尔曼·梅尔维尔

（Herman Melville）描述马克萨斯群岛（Marquesas）上的泰皮

（Typee）这座快乐谷时，说这个地方“没有抵押权人行使终止回赎权，

没有拒付票据，没有到期账单，没有口头之债……没有贫穷的亲戚……
没有赤贫的寡妇……没有乞丐，没有债务监狱，没有傲慢、狠心的富

翁，总而言之——这里没有金钱”！ [11] 他的描写透露出，人生活在近乎

自然的平静生活中，就能像生活在伊甸园里的亚当与夏娃那样幸福快



乐。斯多葛派特别强调这种“黄金时代”的幻想， [12] 塞内卡就想象了一

个财产不囤积、武器不用来施加暴力，以及污水管线不再污染溪流的世

界。没有房子，人类可以睡得更安稳，因为半夜里木头不会发出吱呀声

响，把你从睡梦中惊醒。

蒙田了解这种幻想，也有这种幻想。他写道，就像野生果实一样，

这些野人仍维持着纯粹的自然特色。他们能如此勇敢，因为他们的战争

行为未受贪婪污染。 [13] 图皮族的吃人仪式绝非堕落，相反，它显示出

原始民族最好的一面。受害者在等待死亡降临时，表现出惊人的勇气，

甚至奚落俘虏他们的人。蒙田还记得图皮族人唱的一首歌，一名将死的

犯人用话撩拨敌人动手，希望对方吃个饱足。犯人唱道，你们吃我的时

候，要记得是在吃自己的父亲与祖父——过去我吃了他们，所以你们尝

到的会是“你们自己”的肉！这是相当原始的对立场面：失败的人终必一

死，但他以斯多葛派的精神来面对敌人。这意味着，如果人类只顺应天

性行事，那么他们随时能做到图皮族人这样。

蒙田《随笔集》里有两首《食人族之歌》 [14] ，这首战俘之歌即其

中之一。另一首歌也是图皮族人唱的，是一首情歌，蒙田曾在一五六二

年在鲁昂听他们唱过。他对这首歌赞誉有加，形容图皮族语是“一种柔

软的语言，有着悦耳的声音，就像希腊语的语尾一样”。他把这首歌的

歌词翻译成散文：

蛇，蝰蛇，请停下来。我的姐姐要画下你身上的花纹，做

条精美的腰带，让我送给我的情郎。如此，你的美丽将流传后

世，永远受人称颂。

与当时欧洲过度雕琢的诗文相比，蒙田更喜欢图皮族情歌简洁中的



雅致。他在另一篇随笔中提到，如此“纯粹自然的诗歌” [15] 、他住的吉

耶讷地区流行的传统短诗，以及从“新世界”传入欧洲的歌曲足以跻身上

乘作品之林。就连古典诗人的作品也无法与其相比。

蒙田的《食人族之歌》后来脱离《随笔集》，独自发展的它不起眼

却令人印象深刻。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在《墓中回忆录》

（Mémoires d ’outre-tombe ）里借用了这首歌，让一名吸引人的北美原

住民女孩唱类似的歌曲。这首歌后来传到德国，在十八世纪发展成“艺
术歌曲”（Lied）的形式——正是因为这首歌，德国人开始注意到蒙田

的作品。这两首食人族歌曲，搭配几段对德国火炉的恭维之词，是德国

人在尼采之前对蒙田作品感兴趣的唯一表现方式。《蝰蛇，请停下来》

被几位一流的德国浪漫主义诗人翻译成德文，比如埃瓦尔德·克里斯蒂

安·冯·克莱斯特（Ewald Christian von Kleist）、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与伟大的歌德——他把这两首歌曲译为《美洲野蛮人

的情歌》（Liebeslied eines Amerikanischen Wilden ）与《犯人的死亡之

歌》（Todeslied eines Gefangenen ）。德国浪漫主义者对关于爱情与死

亡的歌曲情有独钟，因此他们寻求蒙田作品抄本的热情并不令人意外。

比较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从蒙田的作品里撷取这两首歌，却对他的其他

随笔视若无睹。不过这种事倒很常见，每个读者或多或少都是如此。

[16]

跟莱里一样，蒙田也遭受一些指责，有人认为他们过度浪漫地看

待“新世界”的原住民。然而蒙田就是因为太了解人心的复杂，才想要返

璞归真，希望人能像野生果实一样活着。其实他知道美洲文化跟欧洲文

化一样愚蠢而残酷。他最反对残忍，因此当他毫无保留地记述“新世

界”里宗教的残忍时（有些确实非常血腥），其中的意义更值得我们深

思。“他们焚烧活人，而且烤到一半又把人从火盆里拖出来，扯掉他的



内脏。另外有些人则是被活活剥皮，女性也会被这样对待，他们甚至将

血淋淋的人皮直接盖在自己身上，当成衣服或是某种乔装。” [17]

蒙田描述这些残暴的行为，但也指出这种行为可能被过度夸大了，

因为欧洲人对这种事少见多怪。其实在法国国内也有同样恐怖的事，只

是大家习以为常。在提到“新世界”的活人献祭时他写道：“我难过的不

是这类行为的野蛮与令人恐惧；平心而论，真正让人难过的，是我们对

自己的野蛮与恐怖视而不见。” [18] 蒙田希望他的读者能睁大眼睛“看清

楚”这个事实。南美原住民并不是因为自身的特质而吸引人，而是因为

他们像一面理想的镜子，可以让蒙田与他的同胞“从适当的角度认识自

己”，让自己从得意自满的美梦中醒来。



高贵的野蛮人

十八世纪的德国读者对蒙田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他的“民
歌”（Volkslieder）上；但新时代的法国读者却重新发现了蒙田，他们从

食人族与镜子中，挖掘出比蒙田期望的还多的意义。

许多读者都受到一七二四年出版的时髦版本激励。《随笔集》在法

国仍是禁书（禁令已颁布五十年），但它却被源源不断地从英格兰走私

到法国，流亡英格兰的法国新教徒皮埃尔·科斯特（Pierre Coste）甚至

印制了崭新的十八世纪版本。科斯特谨慎处理蒙田作品中具颠覆性的部

分，但他的做法不是将有争议的文字删除，而是添入非蒙田的作品，特

别是拉博埃蒂的《论自愿为奴》。科斯特把这篇文章收录到一七二七年

版的蒙田《随笔集》里。这是这本新教小册子从十六世纪完成以来首次

得以完整出版，同时也是第一次与《随笔集》合成一部著作。这两部作

品的结合改变了蒙田作品原本的调性，赋予它政治与叛逆的气息，使蒙

田具有了以冷静哲学掩饰狂暴内心的作家形象。科斯特塑造的蒙田形象

至今仍深植人心：一个神秘的激进分子，将自己隐匿在谨言慎行的面纱

背后。在科斯特的编辑下，蒙田看起来就像一名提倡思想自由的启蒙运

动“哲士”（philosophe），只是早生了两个世纪。跟许多人一样，十八

世纪的读者在蒙田的作品中看到了自己，惊讶于蒙田居然等待了这么长

的时间，才遇到懂得欣赏他的一代人。 [19]

新时代的“启蒙”读者，对于蒙田笔下英勇的图皮族人投以热情的回

应。蒙田描绘的食人斯多葛主义者完全符合新时代的幻想：高贵的野蛮

人。这个近乎完美的形象，结合了原始的朴实与古典的英雄主义，因而

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这类崇拜者认同蒙田的看法，相信这些食人族具



有自己的荣誉感，可以作为欧洲文明的借鉴。但他们却忽略了蒙田的另

一种看法，那就是“野蛮人”跟其他民族一样也有缺点，一样野蛮而残

忍。

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是喜爱蒙田笔下图皮族人的作家之

一。他也是一名哲学家，所编纂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集当

时知识之大成。此外，他还写下无数哲学小说与对话。狄德罗在开始写

作生涯时已经读过蒙田的《随笔集》，他喜欢蒙田的作品，而且经常在

自己的文章中引用其文字以表示致敬——通常他都会告诉读者那是出自

蒙田的作品（但不是每次引用都如此）。狄德罗在一七九六年完成的小

书《布干维尔航海记补遗》（Supplément au voyage de Bougainville ，下

文简称《补遗》）中，兴高采烈地提到欧洲人近来发现的南太平洋民

族，刚好与蒙田和美洲原住民的相遇前后辉映。与图皮族人一样，这些

太平洋岛民也过着简单的生活，可以说是活在上帝的恩宠之中。但他们

的文化也有令人不悦的部分，只不过因为欧洲人对他们所知甚少，所以

略而不提。这本书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尤其狄德罗提到岛民们过着享

乐主义的日子，想跟谁做爱就跟谁做爱。在《补遗》中，狄德罗还让大

溪地岛民奉劝欧洲人：顺着本性就能得到快乐，不待他求。这些话正是

狄德罗的同胞想听的。 [20]

卢梭是另一位受蒙田影响的作家，在他笔下，高贵的野蛮人被提升

到更高的层次——由卢梭批注的《随笔集》至今尚存。 [21] 与狄德罗不

同，卢梭把原始社会视为极其完美之物，甚至不存在于真实的世界中，

就连太平洋上的岛屿也一样——并非真实存在。原始社会只是一种理

想，用来对照真实社会的混乱，因为按照卢梭的定义，所有现存的文明

都是腐败的。



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Discourse on the Origin of Inequality
）中，卢梭想象如果没有文明的束缚人类会是什么样子。“我看到动

物……在橡树下饱餐，在最近的溪边喝水止渴，然后又回到方才的树下

睡觉。”大地给了这个自然之人所需要的一切。大地并未娇宠他，而他

也不需要娇宠。从呱呱坠地开始，他就遭逢困难，这使他有能力对抗病

痛，而他也强壮到足以徒手击退野兽。他没有斧头，但有足以折断粗大

树枝的肌肉。他没有弹弓或枪炮，但可以猛力掷出石头击毙任何猎物。

他不需要马匹，因为他跑得跟马一样快。唯有当文明使人“学习社交与

成为一名奴隶”时，人才失去了男子气概，变得软弱而畏首畏尾。人也

学会了绝望。卢梭说，从来没听说过“自由的野蛮人”会自杀。人甚至失

去了本性中该有的怜悯之心。如果有人在哲学家的窗下割开另一个人的

喉咙，哲学家很可能会用手捂住耳朵，假装什么也没听到；野蛮人绝对

不会这么做。 [22] 自然之人不可能对同类的声音置若罔闻——蒙田也曾

受到召唤，这召唤要他同情所有受苦的同类。

如果我们把时间颠倒过来，想象蒙田坐在单人沙发上阅读卢梭的作

品，他读到什么时候才会把书扔到一旁？这一想象颇令人好奇。一开

始，他可能觉得深受吸引，认为这个作家与自己心意相通。然而读了几

段之后，蒙田可能有所动摇，甚至皱起眉头。“不过，我不知道……”随
着卢梭愈来愈咄咄逼人，蒙田开始喃喃自语起来。他想要暂停一下，从

其他的角度来思索。蒙田会问，社会真的让我们冷酷无情吗？分工合作

不是比单打独斗更好吗？人真的生来自由吗？难道人不是一生下来就充

满弱点而不完美吗？人际关系与奴役必定相伴而行吗？此外，真的有人

力气大到从远处扔石头就能击毙猎物而不需要弹弓？

卢梭从未停止或调转方向。他大步前行，而且沿途招揽他的读者一

同前进。他成了当时最受欢迎的作者。然而，尽管卢梭的观念来自蒙



田，但只需阅读几页卢梭的作品，就能了解他与蒙田有多大的不同。蒙

田并未沉溺于对原始社会的幻想，他总是对自己所说的一切有所保留，

即使是当下正说着的事。他那句“不过，我不知道”总会在关键时刻出

现。此外，蒙田的整体目的不同于卢梭。他不认为现代文明是腐败的，

而认为人类看待世界的“视角”在本质上才是腐败与片面的。这种观点也

适用于图皮族人。图皮族人观察鲁昂的法国人，正如莱里与特维在巴西

观察原住民一样，双方都带有一己之见。想走出错误诠释的迷雾，唯一

的希望就是提醒自己错误诠释的存在；也就是说，唯有了解自己带有偏

见，才能够避免偏见。然而即便如此，也只能提供不完美的解决方案。

我们永远都无法摆脱自身的局限。

狄德罗与卢梭这类作者，他们注意的不只是“食人的”蒙田，也重视

蒙田作品中提到的简单而自然的生活方式。卢梭的作品中引用《随笔

集》最多的是《爱弥儿》（Émile ）。这是一本极为成功的教育小说，

改变了一整代人的孩童教育，使父母转而采用“自然的”养育方法。蒙田

建议，父母与老师应该温和地教育孩子，让他们凭借自己的好奇心来认

识世界，并且借由旅行、对话与经验来开阔孩子的视野。与此同时，孩

子也要像小斯多葛派一样，接受艰苦的体能训练。这些说法显然取材自

蒙田讨论教育的随笔，但卢梭在书中只偶尔提到蒙田，而且通常是严词

批评。

卢梭在自传《忏悔录》（Confessions ）——这部作品描绘自我的技

法或许受到蒙田的影响——的开头再次侮辱蒙田。在最初的序言（日后

的版本将它删除了）中，卢梭为了否认自己受到蒙田的影响而写

道：“我认为蒙田是个十足的伪君子，他刻意以直言无隐的方式欺骗大

众。他所描绘的自己的缺点，总是些让人喜爱的缺点。”如果蒙田误导

了读者，那他卢梭就是历史上第一个诚实而完整地描述自我的人了。他



的确如此评论自己的自传：“这是世界上唯一一部描绘人的本性与和它

相关的一切事实的作品，不仅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 [23]

《随笔集》与《忏悔录》确实不同，不只是因为《忏悔录》采取了

从幼年时期描述到长大成人的叙事文体，《随笔集》则是一口气写下包

罗万象的内容，还因为两部作品在目的上也存在着差异。卢梭写《忏悔

录》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才华横溢，有时又相当邪恶。他希望

趁这个结合了各种特征的独特人格消失之前，将自己完整地呈现出来：

我了解人。我跟我见过的人完全不同，我敢这么说，我在

这个世上是独一无二的……大自然塑造出来的我是好是坏，这

要留给阅读我的作品的人来评判。 [24]

与卢梭相反，蒙田认为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平凡人，唯一不寻常的

地方是习惯把事情写下来。他“全身上下” [25] 无一处与一般人无异，因

此乐于作为其他人的镜鉴——他认为图皮族人也扮演着这样的角色。这

是《随笔集》的主旨所在，如果人们无法从他身上看出自己，那么读他

的书要做什么呢？

当时有些人注意到卢梭与蒙田之间有着可疑的类似之处。卢梭被指

控剽窃蒙田的作品，修士约瑟夫·卡若（Joseph Cajot）写了一篇露骨的

文章《卢梭抄袭〈论教育〉》（Rousseau ’s Plagiarisms on Education
），表示蒙田与卢梭唯一的差异是蒙田没有那么装腔作势，文字也比较

简洁清晰（这应该是唯一一次有人以“简洁”“清晰”来形容蒙田的作

品）。另一名评论家尼古拉·布里凯尔·德·拉迪斯梅里（Nicolas Bricaire
de la Dixmerie）则创作了一篇对话录，让卢梭在文中承认自己抄袭了蒙

田的观点。但卢梭认为两者并不相同，因为他的表现“充满启发”，而蒙



田的文字却很“冷漠”。 [26]

卢梭生活的时代推崇装腔作势、给予启发与充满热情。拥有这些特

质，意味着你与“大自然”产生了联系，不再只是冷冰冰的文明制度的奴

仆。你是野蛮而真诚的，充满“食人风”。

十八世纪的读者接受蒙田对图皮族的赞美，也认同他在《随笔集》

里表达的对自然的看法。这些读者逐渐发展为成熟的浪漫主义者，并且

在十八世纪末与十九世纪初支配了思想潮流。等到浪漫主义者与蒙田分

道扬镳时，蒙田的形象也变得与过去迥然不同。

“从习惯中觉醒”最初是以温和而叛逆、心灵开放的形式，来回应如

何好好生活的问题，而后却逐渐蜕变成某种更具煽动性，乃至鼓吹革命

的形式。经过浪漫主义的渲染之后，我们很难再将蒙田看成是冷静而温

和的希腊化的智慧源泉。此后，蒙田的读者将持续为蒙田加温，使他的

形象变得愈来愈狂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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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们问：如何生活？
How to live？

蒙田说：温和稳健
Raising and lowering the

temperature

文艺复兴时代的读者沉迷于各种极端，写诗时要出神忘我，正如战争时要狂

暴，恋爱时要狂热。

在这三件事上，蒙田似乎拥有一只内置的恒温器，只要温度升到某一个点就会

自动断电。

他说：“超越常理的性格总是让我感到恐惧。”

适切的生活才是“伟大而辉煌的杰作”──这般华丽的语言，描述的却是一点

也不华丽的特质。



散发的浪漫蒙田

保持心灵的平静

十八世纪末与十九世纪初的读者

发现，喜欢自己建构出来的蒙田并不

是什么难事。他们除了欣赏蒙田对美

洲原住民的赞美，也对他的各种特质

做出响应——例如他坦白说明自己是

什么样的人，愿意探索自己性格上的

矛盾、漠视传统，以及想打破僵化的

习惯。读者喜爱蒙田对人类心理的探

讨，特别是他发现在同一个心灵中可

以同时存在不同的冲动与欲望。此

外，这是第一次有数量庞大的读者表

明对他的写作风格及混乱失序深深喜

爱。他们喜欢蒙田在任何时刻不假思

索地说出脑子里的念头或心里的感

受，从不停顿下来加以组织和整理。

浪漫主义读者尤其钟情于蒙田对拉博埃蒂的强烈感受，因为唯有在

这个地方，蒙田才显露出充沛的情感。他们的故事最后以悲剧收场，因

而更显凄美。蒙田在回答他们为什么彼此热爱时，只淡淡地说了一

句：“因为是他，因为是我。”这句话也成了一句标语，象征着人与人彼

此吸引的神秘性与超越一切的力量。

浪漫主义作家乔治·桑提到自己年轻时沉迷于蒙田与拉博埃蒂之间

的情感，认为这是她渴望已久的灵魂伴侣的模范——日后，她也确实从



福楼拜与巴尔扎克这些作家朋友那里得到这份情感。诗人阿方斯·德·拉

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也有类似的感受。他在一封给朋友的信

里提起蒙田：“我最赞赏他的地方，就是他与拉博埃蒂的友谊。”在此之

前，拉马丁已经在信中借用蒙田的话来描述自己对这位朋友的感

情：“因为是你，因为是我。”他把蒙田当成知交，并写道：“我的朋

友，蒙田，没错，朋友！” [1]

因蒙田而起的这些响应充满了活力与热情，与此相应的是愈来愈多

的人前往他的塔楼“朝圣”。 [2] 许多人在好奇心驱使之下来到蒙田的庄

园，一到这里，就陷入狂热。他们痴迷地站立冥想，感应蒙田的魂魄在

他们身旁如活人般来回走动，他们甚至会在某个时刻表现得像被蒙

田“附身”。

在上个世纪，这种热潮可说是绝无仅有。蒙田的子孙住在这座庄园

里，一直到一八一一年，在这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人来搅扰他

们。他们将塔楼的一楼改造为马铃薯仓库，二楼的卧房有时充当狗舍，

有时用来养鸡。当浪漫主义访客的规模从涓涓细水汇聚为股股洪流时，

原本存放马铃薯并畜鸡的塔楼也就顺应时势，恢复为蒙田昔日工作时的

样子。 [3]

这些前来瞻仰、访问的举动对浪漫主义者来说似乎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你想响应蒙田的作品，一定会想亲自前来造访他的旧居，从他居处

的窗户望出去，看着他每天观赏的景色；或者在他可能坐着写作过的地

方稍事停留，凝视桌案，仿佛蒙田的文字即将鬼魅般地在你眼前浮现。

姑且不论底下庭院的喧嚣，以及书房的鼎沸人声，你大可把这座塔楼想

象成一座修道院的房间，在此居住的蒙田宛如一名隐士。早期的参观者

夏尔·孔庞（Charles Compan）提到塔楼书房时说：



我们赶紧跨过门槛吧。如果你的心跟我的一样无以名状地

悸动，如果对伟大人物的缅怀使你萌生深切的敬意，那么谁能

拒绝这位充满人性的作家呢——快进去吧！

到蒙田庄园朝圣的传统，甚至延续到浪漫主义时代结束之后。一八

六二年，加永侯爵（marquis de Gaillon）记述他到塔楼参观的情景，用

恋人般的语言总结与其分离的痛苦：

然而每个人终究要离开这间书房，这方小室，这座可爱的

塔楼。再会了，蒙田！离开这个地方等于与你分离。 [4]

投入蒙田怀抱的热情一直存在一个基本的问题，那就是蒙田本人

——许多人幻想出的蒙田形象，与实际的蒙田根本是冲突的。把《随笔

集》的内容翻出来，比对人们对他的诠释，你就会发现错误怎么挑都挑

不完。在这当中，错得最离谱的首推热血澎湃的浪漫主义者。他们的想

法与蒙田说过的话时常完全相左：

我是个懒散驽钝的人，从来没产生过愤慨激昂的情绪。

我喜欢温和稳重的人。

纵然我有过分的行为，但这些行为也严重不到哪里去，因

为我做不出极端或诡异的事。



蒙田在费拉拉拜访塔索

依我看，最美好的人生，是符合一般常识、安于秩序、不

追求奇迹亦不标新立异的人生。 [5]

诗人拉马丁就是其中一位受挫的读者。他第一次阅读蒙田作品时就

把他当作英雄来崇拜。他随身带着《随笔集》或将它放在案上，只要一

有需要就拿起来阅读。然而，日后他却以同样的热忱反对自己的偶像：

他认为蒙田根本不了解生活的苦难是什么。拉马丁在信中向朋友解释

道，他只有在年轻时才喜欢《随笔集》——他说的是九个月前的事，那

时他首度在信中提及自己对这本书充满兴趣。现在的他二十一岁，已经

饱受痛苦的折磨，并且发现蒙田过于冷静与节制。拉马丁猜想自己可能

会在多年以后，也就是到了老年，当更多苦难令他的心灵枯竭之时，会

重新阅读蒙田。至于当下，这名随笔作家的稳重只让他浑身不舒服。 [6]

乔治·桑也提到，她发现蒙田带

有斯多葛派或怀疑主义式的“冷漠”时
（均衡或冷静对她来说是个老掉牙的

人生目标），便“不再是蒙田的门

徒”。她曾喜爱蒙田与拉博埃蒂之间

的情谊，认为这是蒙田充满温情的表

现，但光是这点还不够，于是她逐渐

对蒙田感到厌倦。 [7]

对浪漫主义读者来说，蒙田作品

最令他们不悦的话，出现在他一五八

〇年到意大利旅行时，那是一段描述

他在费拉拉（Ferrara）探望名诗人托

尔夸托·塔索（Torquato Tasso）的文



字。就在那一年，塔索出版了他最著名的史诗作品《被解放的耶路撒

冷》（Gerusalemme liberata ），并且广受好评。然而在此之前，塔索

已经因为精神错乱而被送进疯人院，跟一群忧郁的疯子生活在恶劣的环

境里。蒙田经过费拉拉时顺道去探望塔索，却被眼前的景象吓得说不出

话来。然而在同情之余，他也怀疑塔索是咎由自取，因过度沉溺于诗意

的狂喜而无法自拔。灵感的光芒引领他走进非理性的世界，“强光使他

眼盲”。看到天才沦为白痴，蒙田悲从中来。不仅如此，塔索的境遇还

让他感到愤怒——真是太可惜了，居然这样糟蹋自己的天赋！蒙田知道

写诗需要某种程度的“狂热”，但如果狂热到让自己无法再提笔写作，那

么狂热还有什么意义？“如果百发百中的射手脱靶的次数跟不善射的射

手一样，两者还有什么差别！” [8]

在回顾蒙田与塔索这两位风格截然不同的作家时，浪漫主义者推崇

他们，但也同意蒙田的说法，认为塔索过度沉溺于诗的世界而把自己搞

疯了。他们可以理解蒙田的悲伤，但无法理解也不能原谅蒙田的愤怒。

浪漫主义者推崇耀眼的才华，认同忧郁，认同深度幻想中的身份。然

而，他们不认同愤怒。

蒙田显然“不是诗人”，反对他的读者费拉瑞特·沙勒（Philarète
Chasles）如此骂道。朱尔·勒菲弗—德米耶（Jules Lefèvre-Deumier）哀

叹蒙田的“斯多葛式冷漠”无视他人的痛苦——这似乎误解了蒙田对塔索

的看法。 [9] 问题其实出在浪漫主义者自身的偏见上。在蒙田探望塔索

这件事上，浪漫主义者认同塔索，不认同蒙田。他们认为蒙田代表的是

不懂得谅解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总是与他们作对。尼采的这段话也许能

对蒙田产生警示的作用：

稳健认为自己是美好的，但它没有发现，在不稳健的人眼



中，稳健看起来是黑色而单调的，因此是丑陋的。 [10]

其实在这种处境下，真正扮演反叛者的反而是蒙田。蒙田赞扬稳健

与冷静，怀疑过度诗意的价值，这么做等于是与他当时的潮流相左，也

与浪漫主义者的精神相悖。文艺复兴时代的读者沉迷于各种极端，写诗

时要出神忘我，正如战争时要狂暴，恋爱时要狂热。 [11] 在这三件事情

上，蒙田似乎拥有一只内置的恒温器，只要温度升到某一个点就会自动

断电。这是蒙田如此推崇伊巴密浓达这名古典时代战士的原因，此人在

乱军之中仍然能保持头脑清醒；这也是蒙田重视友情甚于热情的原因。

他说：“超越常理的性格总是让我感到恐惧。” [12] 蒙田珍视的特质是好

奇、善交际、有同情心、热爱同胞、适应力强、有智性而能够反思、能

从别人的角度看事情，以及“善意”——这些特质没有一项能与火热炽烈

的灵感相容。

蒙田甚至主张真正伟大的灵魂是在“平凡” [13] 中寻得的——这是个

令人震惊的说法。吊诡的是，这也是个极端的说法。现代人大部分认为

平凡是一种匮乏、受限的状况，这是现代教育导致的认知。蒙田这么说

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从什么角度去理解他的话。他是否又在跟读者玩

游戏？就像有些人怀疑蒙田提到自己记忆力不好与思考迟钝，只是一种

开玩笑的说法。或许某种程度来说真的是如此，但蒙田说这句话时似乎

是认真的。蒙田不信任野心勃勃的人；对他来说，想超越众人，最终只

会让自己连人都当不了。 [14] 有些人就像塔索一样，想超越极限，却适

得其反，连最寻常的能力都失去了。想当个真正的人，意味着在行为上

不仅要跟一般人一样，还要做到“稳当”（ordinate）。根据《牛津英语词

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的定义，“稳当”指的是“合于秩序，

进退有节；井井有条，规律，稳健”。它意味着适切地生活，正确地评



估事物的价值，在每个场合做出恰当的表现。蒙田说，适切的生活才

是“伟大而辉煌的杰作”——这般华丽的语言，描述的却是一点也不华丽

的特质。对蒙田来说，平凡不等于愚笨。“愚笨”指的是思虑不周或无法

从别人的角度思考；“平凡”指的是接受自己与他人相同这一事实，以及

接受自己彻头彻尾是一个“人”。这种说法与卢梭认为自己独一无二的想

法简直是天壤之别。对蒙田来说：

天底下最美好与最合乎道理的事，就是良好而适切地扮

演“人”这个角色；天底下最难获得的知识，就是如何好好地

生活，以及如何顺乎自然地生活；最野蛮的病症，则莫过于轻

视自己的存在。 [15]

蒙田知道，人性不一定能遵循这一智慧。人类虽然渴望得到幸福，

在情感上希望得到安宁，想让自己的能力获得充分发展，但每隔一段时

间总会有别的事物驱使人类毁灭自己的成果。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说

的“塔纳托斯原则”（The Thanatos Principle）：朝向死亡与混乱的驱动

力。二十世纪的作者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如此描述这项原

则：

我们当中只有一部分人神智正常：喜爱愉悦与长久幸福的

日子，想活到九十几岁，然后平静地死去，想住在自己亲手建

造的房子里，希望这栋房子能继续庇荫子孙。另一部分人则几

近疯狂：喜欢不愉快的事甚于愉快的事，喜爱痛苦与黑夜里的

绝望，想死于灾难，让人类倒退到文明初始之时，让我们的房

舍化为灰烬，只留下焦黑的地基。 [16]

韦斯特与弗洛伊德都尝过战争的滋味，蒙田亦然，所以他不可能忽

视战火中暴露的人性黑暗面。对于蒙田关于稳健与平凡的描述，从法国



内战的角度来解读方能理解：战争造成的过度与极端，只会让人类陷入

非人的状态。法国第三次“动乱”结束于一五七〇年八月，之后的和平维

持了两年。就在这段和平时期，蒙田生活在自己的庄园，开始撰写《随

笔集》。然而，作品尚未完成，和平便突然而令人震惊地中止，接下来

的事件使人充分体会到人性黑暗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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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们问：如何生活？
How to live？

蒙田说：守住你的人性
Guard your humanity

蒙田赞赏的寻常生活与平凡，在末世里无人聆听。

末日迫近的征兆大量出现，显示上帝不再赐予大地温暖。

新教与天主教极端主义分子纷纷投入“神圣崇拜”的怀抱，愿意将自己的所有

奉献给上帝。

蒙田说，你不能只梦想着天堂与宗教的超验境界，而拒绝面对真实的凡俗世

界。



恐怖

跟过去的和平协议一样，一五七〇年的《圣日耳曼和约》无法让所

有人满意。新教徒总希望得到更多，认为条款承诺得不够，他们只获得

了有限的崇拜自由；天主教徒则认为和约过于宽松，担心新教徒会把这

些让步当成鼓励，也担忧他们可能针对具正当性的天主教君主发动全面

革命，并且开启另一场战争。天主教徒对于战争的预测是正确的，但对

于谁该为这场战争负责，他们猜错了。

局势日渐紧张，一五七二年八月于巴黎举行的庆典使紧张的气氛达

到高峰。这场庆典是为了庆祝天主教徒玛格丽特·德·纳瓦尔与新教徒纳

瓦尔的亨利的王室婚礼。三个主要派系的领导人带着不悦的心情前来参

加这场盛会，包括温和的天主教国王查理九世，激进的新教领袖、海军

上将加斯帕尔·德·科里尼（Gaspard de Coligny），与极端的天主教徒吉

斯公爵。每个派系都对其他派系充满疑惧。狂热的煽动者在巴黎鼓动百

姓，激起民众情绪，要他们起而反对这场婚礼，希望借这个机会扫除他

们心中的异端领袖。

婚礼于八月十八日举行，随后是连续四天的官方庆典。活动结束

时，确实有许多人松了一口气。然而在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也就

是庆典最后一日的深夜，新教领袖科里尼从卢浮宫步行返家时，有人用

火绳枪对准他射击。他的手臂被打断，没有丧命。

消息在城内传开。第二天早上，胡格诺派信徒川流不息地前来探望

科里尼，誓言为其复仇。许多人相信（大部分历史学者也如此认为），

这场暗杀行动的幕后指使者是国王及王太后凯瑟琳·德·梅迪奇——他们



想借由杀死新教领袖，使新教徒的暴乱胎死腹中。倘若真是如此，国王

查理可就失算了，攻击科里尼使新教徒群情激愤。然而更危险的是，刺

杀行动也使天主教徒惶恐不安。预料新教徒将起而报复，巴黎的天主教

徒集结起来，准备保护自己的身家安全。国王或许也感到气馁，体认到

叛军领袖受伤比死去还要危险。于是在他授意之下，皇家卫队闯入科里

尼的住所，在床上杀死这名受伤的男人。他们终于完成了先前未完成的

工作，但手法极为拙劣。这是八月二十四日清晨发生的事，那天是圣巴

泰勒米日。 [1]

杀手砍掉科里尼的头，然后迅速地将它送往皇宫；首级被拿香油做

了防腐，送去罗马向教宗讨赏。而科里尼遗体的其余部分就没有这么好

的“待遇”，被扔出窗外，天主教群众将其放火焚烧，并在市区内拖行。

尸体在焖烧中碎成尸块，群众拖着破败的尸身游街。随后的数日，他们

继续肢解它。

科里尼家发生的暴乱，使巴黎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大为恐慌。天主教

暴徒冲上街头，抓住并杀害任何看上去像是新教徒的民众，冲进他们知

道的新教徒的家中——许多人仍在睡梦中，浑然不知城内发生了什么

事。暴民们将他们拖到屋外，割开他们的喉咙，将他们的身体砍成碎

片，然后放火焚烧，或将尸体扔进河里。暴行煽动了愈来愈多的群众，

并且激起更严重的残暴行径。一则报道提到，一个名叫马蒂兰·吕索

（Mathurin Lussault）的男子错不该应门，因而被杀。他的儿子听到喧

闹声，下楼查看究竟，也被刺死。吕索的妻子弗朗索瓦从楼上的窗户跳

到邻居的院子里逃命，却跌断双腿。邻居试图帮她，但攻击者一拥而

上，扯着她的头发将她拖到街上。他们想抢她的金手镯，于是砍掉她的

双手，接着又用烤肉的铁叉把她叉死。最后，他们把她的尸体扔进河

里。她的双手被狗衔走，过了几天，人们还可以在屋外看到那双手。同



样的景象在巴黎各处不断上演，许多尸体被扔进塞纳—马恩省河，据说

河水都给染红了。 [2]

无论查理原先基于什么动机主导暗杀（如果真是他指使的话），他

绝对想不到会引发这样的后果。他下令军队镇压暴乱，但为时已晚。屠

杀在巴黎市内持续了近一个星期，而后蔓延至全国各地。光是发生在巴

黎一地的屠杀——日后被称为“圣巴泰勒米大屠杀”——就造成五千人死

亡。在这一事件引发的暴行里，法国总共有一万人左右被杀。 [3] 城市

就像渔船驶进龙卷风一样被卷入暴乱之中，包括奥尔良、里昂、鲁昂、

图卢兹、波尔多，以及无数小城镇。

即使对传统战场上的“狂暴”蒙田都感到厌恶，更何况受害者是一般

百姓的杀戮。整体来说，参与杀戮的人也是平民，只有在少数地区出现

士兵或官员参与的现象，波尔多即一例。原本相安无事的状况到了十月

三日便完全改变，当时狂热的天主教市长夏尔·德·蒙费宏（Charles de
Montferrand）策划与推动了这场暴动，甚至拟了一张攻击对象的清单。

在绝大多数地区，流血事件通常是在混乱的状况下发生的，而攻击者平

日都是和善的良民。在奥尔良，暴民不杀人的时候就在小酒馆庆祝，根

据史家的记载，他们“唱歌、弹琴、弹吉他”。有些暴民队伍的主要成员

居然是妇女或孩子。天主教认为孩童的参与是一项征兆，显示上帝也支

持这场屠杀，所以才让纯真的孩子也参与其中。许多人认为，这场杀戮

的规模超乎人类的想象，一定是因为背后有神意的主导。这绝不是人的

力量所能造成的，而是上帝传达给人类的信息，就像歉收或彗星一样，

是末日将至的凶兆。一枚于罗马打造的大屠杀纪念章，上面显示胡格诺

派被打倒，但打倒他们的不是凡人，而是挟神圣之怒、手执武器的天

使。新教宗格列高利十三世（Gregory XIII）似乎对法国发生的事相当

满意。除了纪念章，教宗还委托乔治·瓦萨里（Giorgio Vasari）在梵蒂



冈的国王厅（Sala Regia）绘制一幅著名的壁画。法国国王也加入感恩

祈祷的行列，并且下令打造两枚纪念章，其中一枚把国王描绘成与许德

拉（Hydra）打斗的海格立斯，另一枚则描绘他坐在王座上，手持象征

胜利的棕榈叶，旁边环绕着赤裸的尸体。 [4]

法国国王查理九世下令打造的纪念章

胡格诺派组织起来，集结军队展开反击，战争再次爆发。整个十六

世纪七十年代，法国一直笼罩在战争中，只有几次短暂的停战。以圣巴

泰勒米事件作为分水岭，在此之后，战争变得更加无法无天，也更为狂

热。除了一般的战事，失控的士兵还到处肆虐，造成更大的破坏。即使

在停战期间，乱兵抢掠如故，因为他们没有主子，也没有薪水。农民纷

纷逃往野外，藏匿于森林，因为在城镇只能坐以待毙，有时甚至会被乱

兵凌虐取乐。这是报复相寻的自然状态。一五七九年，外省律师让·拉
鲁维埃（Jean La Rouvière）向国王请愿，希望陛下协助当地的农村贫民

——这群“可怜的、殉难的与遭到遗弃的人”只能仰赖土地为生，如今却

一无所有。他听闻许多恐怖的事：

有人被粪肥活埋，被丢到井内与沟渠中，自生自灭，像狗



一样痛苦地哀号；有人被钉在箱子里闷死，被封在塔内饿死，

或者被吊死在深山与密林之中；有人被架在火上烤，腿部的脂

肪滋滋作响；有人的妻子被强奸，怀孕的妇女被堕掉胎儿；有

人因子女被绑架而被勒索，甚至，子女在父母面前被活活烤

死。 [5]

这一连串的战事是由宗教热忱所驱动的，但战争的痛苦进一步催生

人们关于天启的想象。天主教徒与新教徒都认为事件即将发展到超出常

态的状况，因为局势看起来将发展成上帝与魔鬼的最后决战。这就是天

主教徒欢欣鼓舞地庆祝“圣巴泰勒米大屠杀”的原因，他们把大屠杀看成

是战胜邪恶的证明，是将无数误入歧途的民众赶回真正的教会，使他们

的灵魂及时得救。

这样的救赎相当要紧，因为时间已经不多。当末日来临之时，基督

将会再临，这个世界将被抹除，每个人都必须在上帝面前交代自己的行

为。其间没有妥协的空间，无须考虑对方的立场，敌对的信仰也没有相

互理解的可能。蒙田赞赏的寻常生活与平凡，在末世里无人聆听。

末日迫近的征兆大量出现。十六世纪七十与八十年代接连出现饥

荒、歉收与酷寒，显示上帝已不再赐予大地温暖。天花、斑疹伤寒与百

日咳在全国范围内蔓延，而在传播至各地的疾病中，最糟糕的莫过于鼠

疫。《启示录》中的四位骑士似乎已经脱缰而出，他们是瘟疫、战争、

饥荒与死亡。狼人在荒野漫游，连体婴在巴黎出生，一颗新星在天空爆

炸。即使是那些对宗教没那么狂热的人，也感到整个世界似乎正加速走

向某个不可知的结局。蒙田的编辑玛丽·德·古尔奈在晚年时回忆，她年

轻时的法国就像一个遭到舍弃的混乱世界，“人们不禁觉得国家将走向

最终的毁灭，而非恢复旧貌”。有些人认为末日已经非常接近，语言学



者，同时也是神学家的纪尧姆·波斯特尔（Guillaume Postel）在一五七

三年的信中写道：“八天之内，人类将会灭亡。” [6]

撒旦也知道自己在地上逞凶的时间已然不多，于是派出恶魔大军把

所剩无几的最后一批脆弱灵魂带走。它们确实是大军。让·维耶（Jean
Wier）在他的《恶魔的蛊惑》（De praestigis daemonum ，1564）中算

出路济弗尔（Lucifer）麾下至少有七百四十万九千一百二十七个恶魔，

分别由七十九名魔王带领。此外还有女巫。十六世纪六十年代之后急剧

增加的女巫案件，充分证明末日即将来临。只要一发现有女巫，法院会

马上烧死她们，但撒旦补充女巫的速度，远比法院烧死女巫的速度快。

[7]

当时的恶魔学家让·博丹（Jean Bodin）表示，面对如此的危机，证

据标准必须降低。巫术问题如此严重，难以用一般的证据和方法查明，

要社会坚守“法律规定与正常程序”是缓不济急。传言可以视为“几近真

实”，如果村里每一个人都认为某个女人是女巫，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

把她抓去拷问。为了审理这种案件，法院甚至搬出中世纪的拷问技巧，

包括把嫌犯放进水里看她们会不会浮起来，以及用烧红的铁块烙烧犯

人。随着证据标准的降低，被定罪的“女巫”人数也持续增加，而“女
巫”人数的增加又进一步“证明”这场危机的真实性，于是进一步修正法

律的必要性得到确认和强化。历史上有太多例子显示，想破坏传统法

律，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主张当前的犯罪极其危险以及其背后有不寻常的

力量在指使、操弄。任意拷问与轻率定罪似乎获得普遍的认同，几乎没

有反对的声音。只有极少数的作家除外，如蒙田。他认为拷问无助于获

知真相，因为人为了避免痛苦，什么话都说得出口。此外，只根据某人

的猜疑就把人架起来烤，“这代价未免太大”。 [8]



神学家警告世人提防一个重大的事项，那就是敌基督将要来临。在

往后的日子里，这类征兆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一五八三年，非洲某

国家的一名老妪生下的婴孩长着猫牙，这个婴孩发出成人的声音，自称

是弥赛亚。与此同时，巴比伦有一座山突然裂开，里面出现一根深埋于

地底的柱子，柱子上面用希伯来文写着：“我诞生的时刻即将到来。”蒙
田在波尔多高院的后继者雷蒙是敌基督故事的专家，同时也是狂热的女

巫焚烧者。他的作品《敌基督》（L ’Antichrist ）分析了天上的恶兆、

草木的枯萎、收成的减少、人口的迁徙，以及战争中残暴的乃至吃人的

事例，他认为这些现象充分证明撒旦即将到来。 [9]

在这样的局势下，参加群众暴力是为了让上帝知道你站在他那一

边。新教与天主教极端主义分子纷纷投入“神圣崇拜”的怀抱 [10] ，愿意

将自己的所有奉献给上帝，并且弃绝在世上的一切。在这样的时代里，

如果还有人在意自己的日常琐事，轻则会被指责道德有瑕疵，重则会被

指控是撒旦的信徒。

事实上，许多人的确过着自己的生活，而且尽可能地远离动乱。他

们甘于过平凡的日子，而这正是蒙田所认同的智慧的表现。即使相信撒

旦与上帝之间的战争即将降临，这些人对此事的兴趣也远不及他们对宫

廷丑闻与纵横捭阖的外交的关心。许多新教徒在一五七二年后一声不响

地放弃信仰或隐匿宗教立场，此举等于默认今世的生活比来世的信仰更

为重要。但也有少数人走向反面的极端，过分激进，居然想对天主教发

动全面性的战争，甚至想杀死国王——这位该为科里尼与所有受害者负

责的“暴君”。在这种大环境下，拉博埃蒂的《论自愿为奴》突然被胡格

诺派激进分子搬上台面，并且出版。他们将这本书重新包装后进行宣

传，所宣传的却是拉博埃蒂自己从未主张过的观点。 [11]



结果，弑君是毫无必要的举动。查理九世在一年半后，也就是一五

七四年五月三十日因病去世。王位由凯瑟琳·德·梅迪奇的另一个儿子继

承，是为亨利三世。但他比查理九世更不得人心，就连天主教徒也不喜

欢他。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天主教极端派人士（称为“天主教同盟”）获

得愈来愈多的支持，在能干而深具野心的吉斯公爵领导下，这些极端分

子给国王制造的麻烦并不比日后的胡格诺派带来的麻烦少。从这时起，

法国的内战将成为三方之间的战争，而国王经常是最弱的一方。亨利偶

尔尝试将天主教同盟收归自己的阵营，以减弱他们造成的威胁，但这些

极端派人士拒绝国王的好意，还将国王形容成乔装打扮的撒旦喽啰。

对天主教同盟来说，亨利三世可能太稳健了，但他在其他方面却相

当极端，这显示他完全不了解蒙田的“稳健”是什么意思。蒙田与亨利三

世见过几次面，他不怎么喜欢亨利。一方面，亨利的宫中聚集的都是些

纨绔子弟，他把宫廷变成了腐败、奢侈且充满愚蠢礼仪的地方。他年轻

时每晚外出跳舞，穿着深紫色绸缎织成的袍服与紧身上衣，戴着珊瑚色

手镯，把身上的披风剪成一条条缎带。他开启了四袖衬衫的流行时尚，

两个袖子用来穿，另外两个袖子拖在后面，就像翅膀一样。他的其他一

些装模作样的做法更让人觉得奇怪，像是用餐时使用叉子而非刀子与手

指，穿睡衣睡觉——有时还会洗头。另一方面，亨利也公开主张夸张的

神秘主义与悔罪仪式。他对王国面临的问题愈感到烦心，就愈常参与鞭

笞者的行列，和他们一起赤足，艰难地走在铺满鹅卵石的街道上，一边

吟唱赞美诗，一边鞭笞自己。 [12]

蒙田认为，如果解决政治危机必须仰赖祈祷与极端的精神惕厉，那

简直是把治国当儿戏。他对加入祈祷行列毫无兴趣，也不相信彗星、诡

异的雹灾、丑怪的新生儿或任何末日征兆。蒙田指出，凭借这类现象提

出预言的人，经常把话说得含混不清，往后不管发生什么事，他们都能



宣称自己的预测正确。在蒙田眼里，绝大多数的巫术指控只是人类想象

的结果，与撒旦无关。他喜欢的还是自己的座右铭：“我存而不论。”
[13]

蒙田的怀疑主义招来一些温和的批评，当时波尔多有两位人士，马

丁—安托万·德尔·里奥（Martin-Antoine del Rio）与皮埃尔·德·朗克雷

（Pierre de Lancre），他们警告蒙田，以人类的想象力来解释末日，在

神学上相当危险，因为这会使人忽略真实的威胁。 [14] 总体来说，蒙田

小心翼翼地避免招来严厉的质疑，但对拷问与审判女巫的公开反对，确

实对他的名声造成损害。蒙田在许多人心目中属于一群思想家所组成的

派系，这群人被其敌对者称为“政治派”（politiques）。 [15] 政治派人士

的特点是，他们认为法国的问题与敌基督或末日无关，纯粹只是政治问

题。他们主张从政治层面去寻求解决方法，所以才有了“政治派”的绰

号。他们在理论上支持国王，相信法国唯一的希望是统一在一位具正当

性的君主之下；然而私底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希望能出现一名比

亨利三世更能激励人心、凝聚“共识”的君主。不过，政治派仍忠于国

王，也寻求与其他党派达成共识，希望战争早日停息，为法国的未来奠

定基础。

遗憾的是，能将极端天主教徒与极端新教徒拉在一起的共通点，竟

是对政治派的敌视。“政治派”这个词本身即代表了无神的指控。这些人

只专注于政治的解决方式，而不在意自己的性灵。他们是戴着面具的

人，是骗子，就像撒旦一样。“他披着羊皮，”当时的人提起典型的政治

派人士时如此说道，“却是只不折不扣的狂暴的狼。” [16] 政治派人士不

同于真正的新教徒，他们试图传递的并不是自己本来的面目。他们既然

如此聪明、富有智能，也就没有借口说自己是受撒旦欺骗的无知受害

者。蒙田与政治派的关联，使他有充分理由强调自己的坦率与诚实，以



及他身为天主教徒的正统性（不过，说自己诚实像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会做的事）。

天主教同盟指控政治派不可信任，但政治派也反过来指控天主教同

盟放纵激情，因而失去了判断力。这真是太奇怪了，蒙田反思说，基督

教怎么会这么频繁地引导人们走向过度的暴力，并且让这些人陷入毁灭

与痛苦：

热忱支持我们朝向仇恨、残忍、野心、贪婪、责难与背叛

直奔而去时，我们总是跑得比谁都快。相反，若要我们朝着善

良、仁慈与稳健前进，除非奇迹出现，让我们拥有极少数人才

拥有的这些特质，否则我们一动也不动。

“没有什么仇恨能超过基督徒的仇恨。” [17] 蒙田甚至这么写道。他

不喜欢目露凶光的基督教狂热分子，宁可期待斯多葛风格的贤者：一个

行为道德、情感稳健、判断力良好且知道如何生活的人。

政治派里的确有许多人笃信斯多葛哲学。他们不鼓吹革命或弑君，

而是建议接受眼前的生活，奉行斯多葛派“热爱命运”的原则。他们也提

倡斯多葛派的连续观，认为世界或许会以盛衰相寻的方式持续循环，而

非加快脚步一味地朝末日前进。宗教党派想象天上集结了准备进行善恶

决战的大军时，政治派则认为一切迟早尘埃落定，人们将会恢复理智。

[18] 在这个末日审判时代，他们是唯一一群能够系统地转换自身视角，

并思索当“动乱”成为历史时该怎么做的人。唯有他们能明确地计划该如

何建造这个世界的未来。

蒙田因持斯多葛派观点，在作品中对战争的轻描淡写到了令人震惊

的程度。传记作家不约而同地强调蒙田的战争经验，其理由很充分：战



争确实深刻影响了他的生活。有些评论者以战争作为理解蒙田的基础，

然而当我们阅读这类作品后回头来看《随笔集》，将会感到十分惊讶。

我们会发现蒙田在书中说“看到我们的战争如此轻柔而温和，我感到惊

奇”这样的话，以及“如果一百年后人们还记得我们这个时代有过内战，

那已经很了不起了”。蒙田说，生活在现代的人总是把事情看得很严

重，因为他们无法超脱自己的视角：

只要有人把自然之母的伟大造化当成一幅画作，只 要有

人在她的脸庞上发现万事万物的千变万化，只要有人能在画中

找到自己，而且不止找到自己，还发现了一整个王国在画中不

过是极为纤细的画笔绘上的小点，这个人就能以真实的尺度来

评价事物。

蒙田以古老的斯多葛训示提醒当时的人：避免让自己的情感陷入困

难的处境中，试着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意义尺度来想象自己的世

界。古人就是这么做的，他们从高处俯瞰自己遭遇的苦难，就像看着蚁

窝乱成一团。蒙田写道，占星家警告会有“巨大而迫近的动乱与变迁”，
但他们忘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无论事情再怎么糟糕，日子还是要

过。“我并不感到绝望。”蒙田淡淡地添了一句。 [19]

不可否认，蒙田是幸运的。一连串的战争毁了他的庄稼，使他担心

自己在睡梦中被杀，而且迫使他参与自己亟欲避免的政治活动。十六世

纪八十年代，战争使他陷入更大的麻烦，此时内战已接近尾声，却进入

最惨烈的阶段。然而，我们看不出这些经历在蒙田身上留下过深刻的伤

痕；他也许曾经参战，却从未在《随笔集》中提及。简言之，他在最糟

的处境中得到了最好的结果。然而，绝大多数人并不会因此停止沉湎于

哀伤。



蒙田是对的，日子还是要过。“圣巴泰勒米大屠杀”虽然恐怖，但带

来的是连绵不绝的个人苦难，而非世界末日。敌基督并未降临。如蒙田

所料，只过了一代的时间，人们便对自己经历过的惨烈战争记忆模糊。

之所以如此，部分是因为蒙田与政治派人士确实恢复了国内秩序。他摆

出一副随和且自在的样子，但在挽救国家方面的贡献远大于同时代的狂

热分子。他有部分工作直接涉及政治，然而他最大的贡献是远离政治，

写下了《随笔集》。在许多人眼中，这部作品使他成为英雄。



英雄

认为蒙田是英雄的人，通常把他当成与众不同的人：一名反对英雄

主义的英雄。蒙田晚年确实完成了一些令人称道的工作，但人们尊敬他

并不是因为他在公共事务上做出了伟大贡献，而是因为他顽固地坚持在

非常时期维持正常的生活，以及他拒绝牺牲自己的独立。

当时有许多人是这么看蒙田的：伟大的斯多葛派政治思想家于斯特

斯·利普修斯（Justus Lipsius）要蒙田继续写作，因为人们需要可遵循的

典范。 [20] 十六世纪过去，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斯多葛派的蒙田早

已被人遗忘，但处于乱世的读者，仍视蒙田为模范。他的《随笔集》提

供实际的智慧来解决各种问题，例如如何勇敢地面对胁迫，如何在门户

洞开与居家安全之间找到平衡点。他也提供了某种更加含糊而朦胧的东

西，那就是如何在公共灾难中存活下去，又不至丧失自尊。你可以直截

了当地向敌人求饶，却不做任何妥协，或者选择以不设防的方式保卫自

己的财产，如此你可以安然地度过一场没有人性的战争，却又能维持住

自己的人性。蒙田的这段表述对于曾在二十世纪经历战祸，或是遭遇法

西斯主义独裁统治的读者来说，特别具有吸引力。在这些时代里，文明

社会的结构似乎已经倾颓崩坏，一切无法恢复旧观。蒙田一方面对这种

感伤投以最少的同情，另一方面却抱持着最大的确信——他提醒读者，

一切终将恢复常态，人们的感伤将不复存在。

许多读者对于《随笔集》的这个面向有所回应，其中突出的首推奥

地利犹太裔作家斯蒂芬·茨威格。茨威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迫流

亡南美，借由撰写与蒙田有关的个人长篇随笔获取平静，使自己不再受

到苦难的搅扰。对他来说，蒙田是一位非典型的英雄。



年轻的茨威格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维也纳首次翻阅《随笔

集》时，并未对此书留下深刻印象。他与之前的拉马丁和乔治·桑一

样，觉得这本书过于冷静，缺乏“灵魂与灵魂间通电的感受”，他无法从

中找到与自己生活的关联。“对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来说，蒙田先生在

《国王待客的礼仪》和《评西塞罗》中的漫谈闲扯，能有什么意

思？”即使蒙田谈到理应吸引人们目光的话题，例如性与政治，他那“温
和节制的智慧”以及不要涉入世界太多才属明智的想法，也令茨威格倒

尽胃口。“年轻人生性不喜欢听劝，更何况要他们保持温和或存疑。每

一种怀疑似乎都是一种限制。”青年渴望信仰，希望被唤醒。

此外，在一九〇〇年，似乎没有保卫个人自由的必要。“长久以

来，它不就是个不证自明的事物吗？自人类被从暴君手下与奴役之中解

放之后，它不是一直被法律与习惯保障着吗？”茨威格那一代人（他生

于一八八一年）认为繁荣与个人自由只会不断成长。有什么理由让人相

信会走回头路？没有人觉得文明正面临危机；没有人被迫退缩到自己私

人的自我中，以保存精神自由。“蒙田毫无意义地晃动枷锁，发出嘈杂

的声响，而我们认为这道枷锁早在很久之前就已断裂。” [21]

当然，历史证明茨威格这一代人是错的。正如蒙田自己成长于一个

充满希望的世界，而后却眼见其堕落败坏，茨威格也生于一个最幸运的

国家与世纪，却亲眼看见它们四分五裂。人们又铸出枷锁，而它比过去

的更牢固，也更沉重。

茨威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幸免于难，但随后而来的却是希特勒的

崛起。他逃出奥地利，沦为难民，数年里四处流浪，先是到了英国，然

后前往美国，最后抵达巴西。他在自传里写道，流亡使他“如苍蝇般朝

不保夕，如蜗牛般无望无助”。茨威格觉得自己像个死囚，在囚室中等



待处决，而且愈来愈无法与周遭的世界交流。为了保持清醒，他全心投

入工作。在流亡期间，他撰写了巴尔扎克的传记、一系列中篇与短篇小

说、一本自传，以及谈论蒙田的随笔。在写作的过程中，他没有足够的

数据或笔记，因为他逃出奥地利时孑然一身。茨威格无法像蒙田那样冷

静自持，因为他的处境远比蒙田艰难：

我不属于任何地方，我到哪儿都是陌生人，顶多是个客

人。欧洲，我心所属的故乡，已在我面前消失；它再度引火自

焚，在兄弟相残的战争中化为灰烬。天不从人愿，我竟看到人

类历史上理性最惊心动魄的败亡，野蛮极其残酷的胜利。 [22]

一九四一年，茨威格来到巴西，流离失所，已不知家为何物。尽管

对未来不抱希望，他仍感谢当地政府愿意收留他。茨威格在其寓居的房

子里发现一卷《随笔集》，反复阅读，发觉这本书已非自己原先知道的

那本。原本无聊乏味与无关紧要的作品，突然直接而亲密地与他对话，

仿佛这本书专为他一人而写，或者说专为他这一代人而写。茨威格随即

想写一篇有关蒙田的文章。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道：“他的时代和处

境与我们的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我写的不是传记；我只是要以他为典

范，为内在自由而奋斗。”在随笔中，茨威格坦承：“在这个兄弟相残的

世界里，对我来说，蒙田不仅是个不可或缺的帮手，也是个知己，是位

密友。” [23]

茨威格的蒙田随笔看起来确实像是传记，然而是具有高度个人色彩

的传记，因为他不做任何区分地将蒙田的经验与自己的经验融合在一

起。茨威格写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或法国内战期间，平民百姓的生活

成了狂热分子痴心妄想的牺牲品。因此，对于任何心存正直感的人来

说，问题已不仅仅是“我如何活下去”，而是“我如何维持完整的人性”。



[24] 这个问题会以各种不同的面貌呈现，像是如何保存真实的自我？如

何确保自己的一言一行不违背内心的善恶标准？如何避免失去自己的灵

魂？最重要的是，如何保持自由？蒙田并非寻常意义上的自由斗士，茨

威格说：“他不像弗里德里克·席勒（Friedrich Schiller）或拜伦（Lord
Byron）那样能发出慷慨激昂的言词或写出感动人心的美文，更不像伏

尔泰那样咄咄逼人。” [25] 蒙田不断表示自己是个慵懒、无用与不负责任

的人，听起来就是个可怜的英雄；然而这些特质不完全是缺点，它们是

能让蒙田维持真实自我的核心要素。 [26]

茨威格知道蒙田不喜欢说教，但还是努力从《随笔集》中汲取一系

列的通则。他不是以条例的形式来表现，而是以自己的话语描述这些原

则，使它们看起来有如八条诫命——我们也可以称它们是八项自由：

免于虚荣与骄傲。

免于信仰与不信仰，执念与党同伐异。

免于习以为常。

免于野心与贪婪。

免于家庭与环境的束缚。

免于狂热痴迷。

免于命运的宰制；做自己人生的主人。

免于死亡：生活不免仰人鼻息，但死亡全凭我们自己。 [27]

茨威格选择理解的是非常具有斯多葛色彩的蒙田，这等于是回到了

十六世纪对蒙田的解读。最终，茨威格在意之至的还是最后一项原则，

它直接承自塞内卡。而在极度的忧郁中，茨威格选择了最终极的、内在

的迁徙方式。他于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服用安眠药自杀，妻子选择

一同赴死。茨威格在道别的信息中表达他对巴西的感谢：“这个美好的

国家”，如此热情地接纳他。他在最后说道：“我要向所有朋友道别！愿



诸位在漫漫长夜过后，能够见到黎明的到来！我是个急性子的人，要先

走一步了。” [28]

在茨威格眼中，一个人只有在被逼到如此极端的程度时才会发现蒙

田的真正价值。此时已无任何事物值得保护，只剩下赤裸裸的“我”：人

最单纯的存在。 [29]

只有在战争、权力与暴虐的意识形态威胁自己的生命与珍

贵事物，也就是个人自由之时，人才知道要在这个集体疯狂的

时代维持内在自我需要多大的勇气、诚实与决心。 [30]

茨威格想必同意伦纳德·伍尔夫的话。伍尔夫说，蒙田内心

的“我”连接着其他人的“我”，这种相互关照与同情，是文明的核心。当

恐怖消逝，战争结束，这种态度将是未来赖以重建的基石 [31] ——然

而，茨威格已不耐久候。

蒙田维持内心正直与政治希望的观点，在今日是否还有同样的道德

权威？有些人显然这么认为。有些人推崇蒙田是二十一世纪的英雄，如

法国记者约瑟夫·马塞—斯卡隆（Joseph Macé-Scaron）明确主张蒙田可

以做新宗教战争的解毒剂。 [32] 另一些人也许觉得今日最不需要的，就

是鼓吹我们应放松并退回到自己私人的领域。人们花更多的时间独处，

牺牲的是公民责任。

把蒙田当成英雄或伙伴的人，并不认为他对社会责任采取“随心所

欲”的态度。相反，蒙田认为要终止世界的分崩离析，必须要让人们重

新联结：学习“如何生活”，第一步就是脚踏实地。你的确可以从蒙田的

作品中看到无所事事、懒散与消极，或许还可以发现蒙田提出各种理

由，劝你在暴君得势时不要做任何抵抗，只是默默接受。但《随笔集》



也有许多篇章希望读者努力规划未来；蒙田说，你不能只是梦想着天堂

与宗教的超验境界，而拒绝面对真实的凡俗世界。蒙田以各种方式鼓励

人们尊重彼此，勿以取悦上帝为理由而杀人，且要抗拒每隔一段时间便

起而引诱人们毁灭一切、使人类“倒退回文明初始”的驱动力。福楼拜曾

对朋友说：“读读蒙田吧……他能让你冷静下来。”他也说：“阅读他，

是为了生活。”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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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杀的介绍 ，见 Diefendorf， and Sutherland，N. M.，The Massacre of Saint
Bartholomew and the European Conflict  1559— 72（ London：Macmillan，1972）。蒙

田在《随笔集》中对此事只字未提 ，但他可能在日记中提及此事 ，波特星历 8月 24
日与 10月 3日的书页不见了 ，这两天在巴黎与波尔多分别发生了大屠杀事件。或许

蒙田对于自己写的感到不妥 ，因此将其撕去；或许是他的子孙撕的。见

Nakam，Montaigne et son temps  192。

[2] 　吕索的故事引自 Diefendorf 100— 2。关于火与水的净化作用 ：Davies，
N.Z.，‘ The rites of violence’ ，in her Society and Culture  152— 87，esp. 187。

[3] 　关于死亡人数 ，见 Holt 94 and Langer，U.，‘ Montaigne ’s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context’ ，in Langer（ ed.） ，Cambridge Companion  14。

[4] 　波尔多大屠杀 ：Holt 92— 4。在奥尔良唱歌与弹琴 ：Holt 93。对孩子参与

的解释 、超越人类规模的事件 ，以及罗马的纪念章 ：Crouzet II：95— 8。查理九世

的纪念章 ：Crouzet II：122— 3。

[5] 　引自 Salmon，J. H. M.，‘ Peasant revolt in Vivarais，1575— 1580’ ，in
Renaissance and Revolt （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221—
2。见 Holt 112— 14。

[6] 　关于末日将近 ，见 Cunningham and Grell 19— 91，其中分析了依次出现的

每位“骑士”。狼人 、连体婴与新星 ：Crouzet II：88— 91。“最终的毁灭” ：

Gournay，Apology for the Woman Writing ［ etc.］ 138。波斯特尔 ：Crouzet II：335。

[7] 　撒旦最后奋力一搏 ：Clark 321— 6。维耶 ：Wier，J.，De praestigis
daemonum （ Basel：J. Oporinus，1564） ，引自 Delumeau，251。



[8] 　博丹与女巫 ：Bodin，J.，On the Demon-Mania of Witches ，tr. R. A.
Scott（ Toronto：Centre for Reformation and Renaissance Studies，1995） ，De la
Démonomanie des sorciers 的译本（ Paris：I. Du Puys，1580） ，200（“法律规定”）
and 198（坊间的传言可以视为“几近真实”）。关于中世纪拷问技巧的重启 ，例如水

试法与烙烧法 ：Clark 590— 1。对“女巫”的恐慌在 1640年左右达到巅峰 ，欧洲各地

对“女巫”的恐慌达到巅峰的时间各不相同 ，这些恐慌导致数万人死亡。拷问是无用

的 ：II：5 322— 3。“这代价未免太大” ：III：11 961。

[9] 　敌基督 ：非洲 、巴比伦的故事 ，见 Jean de Nury ’s Nouvelles admirables d
’un enfant monstre （ 1587） ，引自 Crouzet II：370。雷蒙 ：Raemond，L ’ Antichrist
。见 Magnien-Simonin，C.，‘ Raemond，Florimond de’ ， in Desan，Dictionnaire 
849— 50。

[10] 　热忱 ：Crouzet II：439— 44。

[11] 　激进的新教徒在这个时期的出版品包括 François Hotman的 Francogallia
（大部分在之前写成 ，但出版于 1573年 ，并在大屠杀发生后大受欢迎） 、

Theodore de Bèze的 Du Droit des magistrats sur leurssubiets （ 1574）与 1579年由

Hubert Languet写成的 Vindiciae contra tyrannos ，不过有些人认为这本书的作者应该

是 Philippe Duplessis-Mornay。见 Holt 100— 1。

[12] 　亨利三世不得人心与行为异常的故事 ，绝大多数来自 Pierre de L
’Estoile，一名多少还算可靠的新教回忆录作家 ，见 L’Estoile，P. de，The Paris of
Henry of Navarre as seen by Pierre de l ’Estoile ，ed. N. Lyman Roelker（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8）。用叉子进食 、穿睡衣睡觉 、洗发 ：

Knecht，Rise and Fall  489。

[13] 　蒙田论悔罪行列 ：I：26 140。关于预言的暧昧 ：I：l1 34— 5。巫术是想

象 ：III：11 960— 1。

[14] 　想象的危险 ：Del Rio，M.，Disquisitionum magicarum libri sex （ 1599）
与 Lancre，P. 2I2 De l ’Incrédulité et mescreance du sortilège （ 1622） ，两者引自

Villey，Montaigne devant la postérité  360，367— 71。见 Courcelles，D. de，‘ Martin
Del Rio’与 Legros，A.，‘ Lancre，Pierre Rostegui de’ ，两者出自 Desan，Dictionnaire
243— 4，561— 2。

[15] 　Crouzet II：250— 2.

[16] 　Dieudonné，R. de，La Vie et condition des politiques et athéistes de ce temps
（ Paris：R. Le Fizelier，1589） ， 17.



[17] 　政治派对天主教同盟的指控 ，见 Lettre missive aux Parisiens d ’un
Gentilhomme serviteur du Roy ... （ 1591） ， 4— 5，引自 Crouzet II：561。“热忱支持

我们”与“没有什么仇恨” ：II：12 393— 4。

[18] 　政治派认为一切终将尘埃落定 ，见 Loys Le Caron，De la Tranquillité de l
’esprit （ 1588） ，Saint-Germain d’Apchon，L ’Irenophile discours de la paix （ 1594）
，与 Guillaume du Vair，La Constance et consolation ès calamitez publiques （ 1594—
95）。 Crouzet II：555— 7。

[19] 　认为蒙田深受战争影响的评论者中最重要的是 Frieda Brown，见 Brown，
F.，Religious and Political Conservatism in the Essais of Montaigne （ Geneva：Droz，
1963）。关于这一议题 ，见 Coleman，J.，‘ Montaigne and the Wars of Religion’ ，in
Cameron（ ed.） ，Montaigne and his Age  107。“我感到惊奇”与“只要有人” ：I：26
141。“已经很了不起了” ：II：16 577。“我并不感到绝望” ：III：9 892。

[20] 　利普修斯要蒙田继续写作 ：于斯特斯·利普修斯给蒙田的信 ，1588年 8月
30日与 1589年 9月 18日 ，引自 Morford，M. P. O.，Stoics and Neostoics ：Rubens
and the Circle of Lipsius （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 ，160。

[21] 　Zweig，‘ Montaigne’  8— 9。

[22] 　茨威格的流亡 ：Zweig，World of Yesterday  430— 2。“我不属于任何地

方” ：ibid. xviii。

[23] 　“他的时代和处境” ：茨威格写给 Jule Romains的信 ，1942年 1月 22日 ，
引自 Bravo Unda，G.，‘ Analogies de la pensée entre Montaigne et Stefan Zweig’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s Amis de Montaigne  11，no.2（ 1988） ， 95— 106。“在这

个兄弟相残的世界里” ：Zweig，‘ Montaigne’  10。

[24] 　Zweig，‘ Montaigne’  14.

[25] 　Ibid. 15.

[26] 　Ibid. 76.

[27] 　Ibid. 55— 8.

[28] 　自杀前的道别 ：Zweig，World of Yesterday  437，见该书附录。

[29] 　Zweig，‘ Montaigne’  10.

[30] 　Ibid. 7.

[31] 　Woolf，L. 18— 19.



[32] 　Macé-Scaron 76.

[33] 　福楼拜给 Mlle Leroyer de Chantepie的信 ，1857年 6月 16日 ，引自

Frame，Montaigne in France  61。



13　我们问：如何生活？
How to live？

蒙田说：做没有人做过的事
Do something no one has done

before

纵然是首次出版，《随笔集》已卓尔不群。

亨利三世对它赞赏有加，据说，蒙田这么回应：“想必陛下也会喜欢我这个

人。”

如此公开地写下每日的观察与想法，等于触犯了禁忌。

蒙田形容他的《随笔集》是“荒诞不经的”，如同“怪物的躯体”。



巴洛克畅销作家

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和平与战争交错上演。蒙田的生活没变，写作

也持续不辍。在这十年绝大多数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写作，并修改最初

完成的几篇随笔，然后于一五八〇年将这几篇随笔交由波尔多当地的出

版商西蒙·米朗吉（Simon Millanges）出版。

蒙田选择米朗吉是件耐人寻味的事。他的公司才刚在波尔多开业几

年，大概跟蒙田写作的时间一样久。对蒙田来说，找巴黎出版商帮忙并

不难，他们已有往来；而对《随笔集》这样的作品，出版商绝不可能轻

易放过。纵然是首次出版，《随笔集》已卓尔不群，不过还是能够巧妙

地划归书市中既有的分类，譬如“古典文集”与“大众作品”。《随笔集》

完美地结合了两种商业元素：令人惊奇的原创性与易于分类。然而，蒙

田坚持把作品留在波尔多出版，也许是因为个人的交情，也可能是基于

加斯科涅人的原则。

蒙田作品最早的版本，与我们现在阅读的版本有很大的差异。最早

的版本分为两卷，虽然已经收录大篇幅的《辩护》，但整体的文字量仍

相当小，绝大多数的篇章都轻薄短小。这些随笔经常在彼此冲突的观点

间摆荡，但和日后的随笔相比，蒙田这个时期的作品主题比较明确，内

容也不至于散乱无章，其中一些随笔的焦点甚至相当集中。然而这些作

品已经表现出蒙田好奇、多疑与求变的性格，提到各种令人困惑与怪诞

的人类行为。当时的读者对于特殊的书籍很感兴趣，蒙田的《随笔集》

马上就找到了热情的知音。

米朗吉出版的《随笔集》第一版印量不多，大概只有五六百册，很



快就卖完了。两年后，他出版了第二版，而且做了一些改动。五年后，

在一五八七年，《随笔集》再次改版，并且交由巴黎的让·里歇尔（Jean

Richer）出版。 [1] 此时，《随笔集》已成为十六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法

国贵族中流行的读物。一五八四年，传记作家拉克鲁瓦·杜迈内（La
Croix du Maine）说蒙田是当代作家中有资格与古人平起平坐的人物

——此时距离他的书在波尔多一家普通出版社出版仅仅四年光阴。蒙田

自己也说《随笔集》受欢迎的程度远超出他的预期，它成了咖啡桌上供

人翻览的精装书，广受贵妇们的喜爱：“是一件公开展示的家具，客厅

里的摆设。” [2]

《随笔集》的赞赏者中甚至包括亨利三世。一五八〇年底，蒙田前

往巴黎，依照惯例向国王献上他的作品。亨利三世对它赞赏有加，据

说，蒙田这么回应：“想必陛下也会喜欢我这个人。”就如他向来的主

张，他人如其书。 [3]

照理来说，这种风格应该会成为蒙田成功的障碍。如此公开地写下

每日的观察与想法，等于触犯了禁忌。你不应该在书里抒写自己，就算

写，也只能记录伟大事迹——如果有的话。文艺复兴时代的几本自传之

所以没有出版，如本韦努托·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的《自传》

（Vita sua ）与吉罗拉莫·卡尔达诺（Girolamo Cardano）的《自传》

（De vita propria ），主要就是这个原因。圣奥古斯丁写过自己，但目

的是为了锻炼灵魂与记录对上帝的探索，不是为了赞颂自己能成为圣奥

古斯丁的奇妙历程。

蒙田确实曾赞颂做“蒙田”的乐趣，这让一些读者感到不安。古典学

者约瑟夫·尤斯图斯·斯卡利杰尔（Joseph Justus Scaliger）尤其对蒙田在

一五八八年版《随笔集》中的坦率言论感到恼火，蒙田在书中说自己喜



欢白葡萄酒甚于红葡萄酒。（其实斯卡利杰尔说得太简略，蒙田是告诉

我们他从喝红葡萄酒改成喝白葡萄酒，然后又改喝红葡萄酒，接着又改

喝白葡萄酒。）另一名学者皮埃尔·迪皮伊（Pierre Dupuy）问道：“谁想

知道他喜欢什么？”当然，蒙田的作风也惹恼了帕斯卡与马勒伯朗士：

马勒伯朗士说蒙田“厚颜无耻”，帕斯卡认为他应该适可而止。 [4]

唯有在浪漫主义来临之时，蒙田坦率表达自己的做法才不仅得到欣

赏，还受到喜爱。蒙田尤其吸引了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读者。英国评论家

马克·帕蒂森（Mark Pattison）于一八五六年写道，在人们眼中，蒙田的

以自我为中心使他的形象跃然纸上，如同小说人物一般。而贝尔·圣约

翰（Bayle St John）评论说，所有真正的“蒙田爱好者”都喜爱他的“连篇

废话”，因为那使他的性格看起来真实，也使读者从他身上找到了自

己。苏格兰评论者约翰·斯特林（John Sterling）把蒙田描写自己的方式

拿来与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公众人物写回忆录的方式做对比，得出结

论：后者只记述令人厌烦的“喧闹应酬”这类外在事件，蒙田则给予我

们“人物本身”——他的“核心本质”。在《随笔集》里，“其内心清晰可

见”。 [5]

早在一五八〇年的版本出版时，蒙田就以他的内心世界吸引了读者

的目光。以下这段话不是出自日后充满冒险的篇章，而是来自《随笔

集》的第一版：

我把目光转而向内，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每个人都看向自

己眼前的事物；至于我，则看向自己的内心。我唯一注视的就

是我自己。我持续观察自己，打量自己……在自己的内心打

滚。 [6]

这段描述极为具体，人们把蒙田在自己内心打滚的样子想象成幼犬



在广阔草地上打滚的模样。他不打滚时，便把自己“折叠”起来。“我把

目光转而向内”是对“je replie ma veue au dedans”（上述引文中第一句话

的原文）更贴近字面的翻译。他似乎不断地转身朝向自己，层层叠叠地

增厚与加深，结果形成一种巴洛克式的褶皱衣纹，汹涌狂暴的波浪纹

饰。无怪乎蒙田有时被称为首开先河的“巴洛克时代作家”，尽管他生活

的年代比巴洛克时代早得多；另一种不那么时代倒错的说法，则是将他

称为“风格主义作家”。 [7] 风格主义艺术繁盛于巴洛克时代之前，但更为

繁复且离经叛道。它的特征在于视觉的幻象、畸形、零乱，以及频繁出

现各种诡异的天使，强烈否定主导文艺复兴时代的均衡与节制的古典理

想。蒙田形容他的《随笔集》是“荒诞不经的”，如同“怪物的躯体……
没有确定的形状，没有次序、先后或比例，一切纯粹出于偶然”，这些

话听起来就像是出自风格主义者。根据贺拉斯提出的古典原则，在艺术

中甚至不能提起怪物，因为它们是丑陋的，但蒙田却把自己的作品比拟

成怪物。 [8]

蒙田在政治上是保守主义者，却从一开始就是“文学革命家”。他写

作的方式违背常规，不遵循普遍的范式，而是自然地带出谈话的韵律。

他省略了连接，跳过推理的步骤，只引用材料而不做任何处理，其作品

就像刚切好的一块牛排。 [9] 他如此写道：

我不看事物的整体。每件事物都有上百种面向，而我只取

其中一面，有时只是舔一舔，有时只是扫过表面，有时则用力

拧到骨子里去。我刺了一下，但没有刺得很宽，而是尽可能地

刺得很深。我最常做的事就是从一般人想都没想过的角度来看

待事情。 [10]

最后一句话无疑是真的。在最初写作的时候，蒙田就已经采用“拐



弯抹角”的叙述手法；到了十六世纪八十年代，这种手法变本加厉。

《论马车》一开始讨论一些作者，然后稍微谈了一下喷嚏，两页过后，

终于说起本篇该谈的马车，却是匆匆带过，剩下的篇幅则全用来谈“新
世界”。《论相貌》讨论相貌这个主题时，突然评论起苏格拉底的丑

陋，在这篇长约二十八页的（以唐纳德·弗雷姆的英译本为准）随笔

中，这个话题居然占了二十二页。 [11] 英国作家撒克里（Thackeray）开

玩笑说，蒙田为每一篇随笔取了另一篇随笔标题，他会把一篇称为《论

月亮》，把另一篇称为《论新鲜乳酪》，但其实取什么名字根本不重

要。蒙田坦承他的标题与内容并没有明显的关联，“这些标题通常只是

一种用来标示文章的符号”。但他也说，如果标题的出现看似出于偶

然，或从中无法找到文章的条理线索，“相关的一些话语一定可以在文

章的某个角落找到，光是这些只字片言就已足够”。 [12] 文章角落的话语

经常藏匿着最有趣的主题，蒙田总是将这些字句插进文章最致命的部

分，打断叙事的流畅性，把干净的水弄得一片混浊，使读者无从跟随他

的论点。

蒙田的《随笔集》起初呈现出传统作品的风貌，从伟大的古典作家

的花园里采集一束花，加上对外交与战场伦理的全新思考。然而，一旦

打开书本，这束花马上就像奥维德的生物一样变成畸形的怪物，但只需

一样事物就可以将它们联系在一起，那就是蒙田。在违反传统方面，几

乎没有人比他更彻底。这本书不仅古怪，而且原本应该谦虚地隐没在背

景里的事物，居然凸显为主轴。蒙田是这本书的引力的核心，随着这本

书随后不断出现各种变化，乃至于必须负担起沉重的额外枝干、装饰、

行李与杂乱的身体部位，这个统合一切的核心变得愈来愈强大。

十六世纪七十年代是蒙田写作初试啼声的十年，随后的八十年代则

是他跻身名作家的十年。在这第二个十年里，《随笔集》的篇幅足足增



加了一倍，蒙田也从无名小卒变成明星。他离开宁静的吉耶讷乡下，前

往瑞士、日耳曼与意大利长期旅行。声名鹊起的他在各地受到热情款

待，之后还成为波尔多的市长。旅行使蒙田在文学上更有发展，并使他

成为公众人物。旅行也损坏了蒙田的身体，耗尽他的精力，使他成为记

忆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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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见 Blum，C.，‘ Dans l’Atelier de Millanges’ ，in Blum & Tournon（ 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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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我们问：如何生活？
How to live？

蒙田说：看看这个世界
See the world

早在幼年时期，蒙田就已发觉自己对这个世界有着“真实的好奇”。

当时，旅行可算是一项极限运动，其危险性完全不亚于决斗。

每游至一地，他就会大力夸赞当地的风土人情，反倒对自己家乡一点好话都没

有。



旅行

一五八〇年《随笔集》初版的成功，肯定改变了蒙田思考人生的方

式。喝彩声使他远离了日常琐事，或许还给他一种感觉：时候到了，应

该结束隐居生活，重新投入外在世界。虽然蒙田在《随笔集》里几乎未

提此事，但这时的他应该感受到了外交事业有趣的引诱，而从事外交的

最好方式就是拥有跨国的人脉网络。蒙田也亟欲摆脱庄园家务的束缚，

幸好他有个能干的老婆，可以让他放下家里的工作出外远行。蒙田一直

想旅行，想亲眼见识“大自然中无穷种类与形式的事物”。早在幼年时

期，蒙田就已发觉自己对这个世界有着“真实的好奇”，想亲眼目睹“建
筑物、喷泉、人、古战场、凯撒或查理曼曾驻足的地方”，以及其他一

切事物。蒙田想象自己追随着古典英雄的足迹，同时探索当前世界的各

种景象，在那些地方他可以跟异邦人接触，让自己“脑袋灵光”。 [1]

此外，还有另一个比较不那么吸引人的旅行理由。蒙田从父亲身上

遗传了容易罹患肾结石的体质。他曾经亲眼看见父亲因肾结石痛晕过

去，这使得他对这种疾病极为恐惧。年过四十五岁的他，到底也尝到了

这种病痛的滋味。

钙或其他矿物质在泌尿系统里沉积，并产生粒状物与结晶，我们称

之为“肾结石”，严重时甚至会堵塞尿道。这些结石会碎裂开来，形成锯

齿状的碎片。无论整块还是碎片，一定会在体内流动，而这往往会导致

刀割般的痛感。结石也会造成肾脏周围不适，使腹部与背部感到刺痛，

有时还会让人恶心与发烧。即使它们被顺利排出体外，也不代表病症已

经结束，因为这种疾病很容易复发。在蒙田那个时代，结石发作往往会

造成生命危险，不是堵塞尿道，就是导致感染。



今日，可以利用声波击碎结石，使其轻易通过尿道；但在蒙田的时

代，人们只能盼望这些球状物、钉状物、针状物与带刺的东西能够自行

排出体外。蒙田尽可能憋尿，利用压力将结石排出。这种做法很痛苦，

而且具有危险性，但有时会奏效。蒙田也试过其他疗法，不过他对所有

形式的医药都不太信任。有一次，他服用了“威尼斯松节油。据说这种

油来自蒂罗尔州（Tyrol）山区。服用的方法是，将两大剂松节油抹于

银匙中的威化饼上，再淋上一两滴滋味不错的糖浆”。然而这种做法的

唯一效果，就是让他的尿闻起来像三月的紫罗兰。据说喝了特殊草药与

酒的公山羊的血液也有效。蒙田想尝试这种疗法，于是在自己的庄园里

养山羊。但杀了它们后，他发现羊器官里的结石跟他自己的还真像，于

是马上放弃这种疗法。他不知道一个有问题的泌尿系统如何能治疗另一

个泌尿系统。

最常用来治疗肾结石的做法是泡温泉浴。蒙田也试过这种疗法，至

少这种方法是自然的，不会造成伤害。温泉通常位于引人入胜的环境

里，几人结伴泡温泉也颇有乐趣。十六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蒙田在法国

两个地方泡过温泉。虽然泡完之后结石还是复发，但他愿意继续。因

此，泡温泉浴就成为旅行的另一个理由，毕竟瑞士与意大利的温泉胜地

颇为知名，而以治疗结石为名义，他也可以轻易说服妻子与朋友。 [2]

于是，在一五八〇年夏天，这位四十七岁的著名作家离开他的葡萄

园，出发到异邦治疗痼疾，顺便看看这个世界，至少是看看欧洲世界的

几个地方。 [3] 这趟旅行使他远离家园，直到一五八一年十一月为止，

总共十七个月的时间。蒙田一开始在法国境内游历，显然是出于公事，

或许是接受上级委托，在旅程中完成某些政治任务。也就是在这个时

候，他向亨利三世进献《随笔集》，使国王成为他的读者。之后，蒙田

转向东行，跨越国境，进入日耳曼地区，然后朝阿尔卑斯山区与瑞士出



发，最后抵达意大利。如果完全顺从他自己的心意，那么这趟旅行可能

为期更久，而且不知最终将抵达何处。蒙田一度梦想前往波兰，但最后

没有达成心愿。然而，他仍因造访一般人都会前往的目的地——罗马

——而感到满足。对每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与文艺复兴时代的知识分子来

说，这是一生必去的伟大的圣地。

蒙田想独自旅行，随兴所至地任意游玩，可惜现实由不得他如此。

他是财富殷实的贵族，理应有大批仆役随从、好友旧识与食客附庸跟

随，而这些人恰恰令他唯恐避之不及。与他一同前往的有四个年轻人，

他们全是为了寻求学习经验而去。其中一位是蒙田最小的弟弟，贝特朗

·德·马特库隆，才二十岁；其他则分别是蒙田的妹夫、邻居的十几岁的

儿子，以及他的一位朋友。随着旅程的展开，这些人也因各有追寻而在

半途分道扬镳。这当中运途多舛的首推马特库隆，他待在罗马学习击

剑，却在一场决斗中杀了人，最后多亏了蒙田，他才被从牢里放出来。

[4]

当时，旅行算是一项极限运动，其危险性完全不亚于决斗。既有的

朝圣路线路况或许不错，其他路线则崎岖难行。你必须时刻准备着，在

听闻前方出现鼠疫或有拦路抢匪出没时改变路线。蒙田就曾接获前方有

武装强盗的警告，因而变更前往罗马的路线。有些人会雇用保镖或组织

护卫队前往。蒙田自己已带了相当庞大的队伍，这也许对他们的安全有

帮助，但也招来不友善的目光。 [5]

此外，还有一些令人生气的事。一路上，官员经常索贿，尤其是在

意大利，这里的官员腐败得出了名，而且官僚习气极重。在欧洲各地，

城市的大门总是戒备森严，你必须持有有效的护照、旅行与行李通行

证，以及近来并未经过鼠疫区域的证明。城市的检查哨会分发通行证，



让你在特定的旅店住宿，而旅店老板必须在通行证上签字。看来当时的

旅行并不是很自由，因为当时的社会秩序更糟，也更危险。

旅途中也有让人感到很不舒适的地方，比如绝大多数时间都骑在马

背上。你可以搭乘马车，但马车座位通常比马鞍还要硬。蒙田当然比较

喜欢骑马，他一路上买马、卖马，或者租用马匹做短程旅行。河流航行

是另一项选择，但蒙田容易晕船，因此对舟船敬而远之。一般而言，骑

马能让蒙田享有自由的感觉，而令人惊讶的是，他发现当肾结石发作

时，骑在马鞍上可以减轻痛苦。 [6]

蒙田最喜欢的旅行方式是随遇而安，不想一切照计划进行。“如果

右边的景色很丑，我就看左边的风景；如果我觉得骑马很不舒服，我就

不骑。”他在旅行期间仍持续阅读与写作，但是在感到兴味盎然时才这

么做。三个世纪之后，伦纳德·伍尔夫与妻子漫游欧洲，他描述妻子漫

无目的地前进，就像鲸鱼温吞地筛浮游生物。她“不会预先去想接下来

的事”，因此“既雀跃又放松”，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组合；蒙田

也是这样。旅行不过是蒙田每日生活乐趣的延伸，他炫耀地说，他让自

己“如在天堂里打滚一样轻松地滚着”，而每天看见的新事物，总让他像

孩子一样目不转睛，这更增添了旅行的乐趣。 [7]

蒙田不喜欢计划，也不喜欢错过精彩的事。他的随行秘书有段时间

负责为他记录《旅行日志》，提到宴会里的宾客总是抱怨蒙田每次一听

到自己没听过的事，就会离开原来讨论的主题，急着一探究竟。但蒙田

一定会说自己不可能离题，因为根本就没有主题。 [8] 他唯一的计划，

就是到未知的地方旅行。只要路线不重复，便等于是完全恪守计划。

唯一看不出蒙田充满活力的地方，就是他不喜欢太早启程。“我的

赖床习惯，使我的随从得以悠闲地享用早餐，再从容出门。”他在家里



也是如此，总是不喜欢在早上准备事情。然而，整体来说，蒙田在旅行

时还是努力改变自己的习惯。与其他旅人不同，他只吃当地食物，而且

希望尝到当地的做法。在旅途中，他一度因为没让厨师随行而遗憾——

不是因为想念家乡的料理，而是希望让厨师学习异国菜肴。 [9]

蒙田看到其他法国人在国外遇见同胞时的热络样子，每每感到困

窘。法国人在国外总是寻找其他法国人的身影，聚在一起喧闹，然后一

整个晚上不断抱怨异邦人的粗鄙无礼。但其实这些人只在少数，且他们

至少还注意到了异邦人与法国人的不同。其他人旅行时则“完全沉默寡

言，故意不与人沟通，因为他们不愿受到未知气氛的感染”，这些人因

此也就对各地的民情风俗一无所知。在日志中，秘书提到蒙田跟其他法

国人简直是天壤之别。每游至一地，他就会大力夸赞当地的风土人情，

反倒对自己家乡一点好话都没有。“事实上，在他的判断里夹杂着一点

情绪，一种对自己国家的蔑视。”秘书如此写道。他怀疑蒙田是因为“想

起其他的事”，才这么讨厌法国——或许是想到了内战。 [10]

蒙田也入乡随俗地学上几句当地语言。在意大利，他讲意大利语，

甚至在自己接手记录日志后，用意文在上面书写。他仿效变色龙或章

鱼，试图隐姓埋名——或者说是自以为隐姓埋名。秘书写道，在奥格斯

堡（Augsburg），“蒙田先生不知何故，希望我们掩盖身份。他在无侍

从陪伴的情况下，在城里闲逛一整天”。这么做一点用也没有。蒙田坐

在奥格斯堡教堂的长椅上，室内非常寒冷，他发现自己流着鼻涕，于是

下意识地掏出手帕。然而当地人并没有使用手帕的习惯，因此他擤鼻涕

时，马上就露出马脚。这里有臭味吗？当地人狐疑，还是说他怕染上什

么疾病？无论如何，他们早已看出他非本地人，他的衣着早已露了底。

蒙田感到极为困窘，这是唯一一次，“他犯了最不想犯的错误——因为

风格品位的差异，使人一下子就注意到自己”。 [11]



教堂在蒙田的旅途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是因为他喜欢祈祷，而是

因为他对各种宗教仪式感到好奇。他观察日耳曼的新教教堂，对意大利

的天主教教堂也感兴趣。在奥格斯堡，蒙田目睹孩子受洗的过程，步出

教堂时（他已被发现是个外国人），他问了许多关于洗礼的问题。在意

大利，蒙田参观犹太会堂，而且“向对方讨教不少关于典礼仪式的问

题”。他也在一间民宅目睹了犹太割礼。 [12]

各种乡野奇闻让蒙田兴致盎然。刚开始旅行时，蒙田在洛林

（Lorraine）的普隆比耶尔莱班（Plombières-les-Bains）遇到一名士兵，

他的胡子有半边是白的，眉毛也有一边是白的。男子告诉蒙田，他的胡

子与眉毛都是在一天内变白的。当时，他的哥哥死了，他单手掩面哭了

好几个钟头，结果就变成这个样子。在附近的维特里—勒弗朗索瓦

（Vitry-le-François），有人告诉他这里曾有七八个女孩“共谋”要像男性

一样穿着与生活，其中一人还娶了老婆，两人一起生活了几个月

——“老婆很满足，他们都这么说”——直到有人向官府密报，事情才抖

搂出来，这名女子被处以绞刑。在同个地区流传的另一则故事提到一个

名叫杰尔曼的男子，在二十二岁之前一直是女性，直到有一天跳过一个

障碍物，底下开始长出“男人的东西”，变成了“他”。小镇因此流传一首

民谣，民谣警告女孩跳跃时不要把双腿张得太开，以免发生同样的事。

[13]

蒙田对不同的饮食习惯也很感兴趣。对任何旅行者来说，饮食都是

个显著的文化比较对象。在瑞士，向高脚杯里斟酒时是用长嘴容器从远

处倒，而在吃过肉之后，每个人都要把盘子丢到桌子中央的篮子里。瑞

士人用刀子吃东西，“他们的手几乎从不伸进盘子”，而且用的餐巾是小

到不能再小的六英寸方巾，偏偏瑞士人又特别喜欢汤汤水水的食物，搭

配着容易弄脏衣物的酱汁。更奇怪的还在后头，瑞士的卧房“床铺架得



特别高，你通常需要搭个梯子爬上去，而且几乎每个地方的大床底下都

还摆着小床”。 [14]

所有事情都能吸引蒙田或秘书的注意，秘书还必须依照蒙田的指示

在日志上详加记录。林道（Lindau）旅店的餐厅里，有一个占据一整面

墙的鸟笼，里面满是鸟儿，另外还有小走道与黄铜线，让鸟儿能从笼子

的这一端蹦跳到另一端。在奥格斯堡，他们看到有人用绳子圈着两只鸵

鸟，准备将它们进献给萨克森公爵（duke of Saxony）。蒙田也在当地

看到“民众在木棒末端绑上鸡毛，用以掸落玻璃器皿上的灰尘”。奥格斯

堡有好几道可以遥控的城门，这也让蒙田颇为好奇，这些门会依次关

闭，就像运河里的水闸门，如此一来入侵者就无法长驱直入。 [15]

他们每到一个地方，都会造访当地时髦的喷泉与亲水公园，那些地

方可以让人徜徉数小时，享受虐待式的娱乐。在日耳曼富格尔

（Fugger）家族的花园里，有条通往两座鱼池的木头步道，步道下设有

机关，浑然不知的绅士和淑女只要走过步道，就会被隐蔽的黄铜喷嘴喷

得一身湿。在同一座花园的另一处，你摁下按钮，一道水柱就会射向正

专注观赏某座喷泉的游客。花园里有一句拉丁文这么说道：“你在寻找

无聊的乐趣吗？全在这里，好好享受吧。”蒙田一行人显然乐在其中。

[16]

伟大的艺术品似乎没有在蒙田心中留下格外深刻的印象，至少他很

少提及，只是偶尔评论一下。例如在佛罗伦萨，蒙田只说“米开朗琪罗

的雕像美丽而出色”。《随笔集》也很少提到视觉艺术。蒙田的塔楼墙

壁上画满壁画，他在赏画方面有一定品位，但似乎没有意愿写这些事

——尽管他看见的是刚刚完成、色彩鲜艳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作

品。 [17]



日后，《旅行日志》的一些读者会因为蒙田对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

只字未提而感到不满，尤其是浪漫主义者，他们是日志手稿一七七二年

自蒙田城堡被翻找出来后的第一批读者。读者对于这项发现感到振奋，

但因自己阅读到的内容，振奋中夹杂着沮丧。十八世纪的读者除了对艺

术有更深刻的爱好，也喜爱阿尔卑斯山崇高的自然美景与罗马废墟带给

他们的思古幽情。然而蒙田在日志上的记录完全是另一回事，除了不断

提到自己的尿道阻塞，还详细描述在每一处看到的有趣但一点也不崇高

的细节，这些细节事关旅店、食物、技术、风俗与社会习尚等。秘书的

描述也让读者倒尽胃口：“蒙田先生在星期二喝的水让他上了三回厕

所”，两天后，另一剂温泉水让他“大小便”都极为通畅。到蒙田接手记

录时，读者还是高兴不到哪里去。蒙田提到他排出的石头“又大又长，

像松子一样，有一端却像豆子一样厚。说真的，它看起来就像个带刺的

玩意儿”。瑞士与日耳曼读者唯一感到欣慰的，在于日志对他们的家乡

赞誉有加，特别是瑞士的火炉，蒙田觉得设计得太好了。 [18]

最初的读者对《旅行日志》几乎没有什么回应，这决定了此书日后

的命运：一直被视为《随笔集》的贫困远亲。然而，《旅行日志》比任

何一本过度渲染的浪漫主义游记都更具可读性，因为它对细节的描述极

为翔实。《旅行日志》提到大床下摆的小床、容易弄脏衣物的瑞士酱

汁、和房间一样大小的鸟笼、割礼、性别改变与鸵鸟，这些描述有什么

让人不喜欢的？

日志另一个吸引人的地方是秘书对蒙田外表的描述，他的描绘与

《随笔集》中喜欢反思的蒙田如出一辙。读者发现蒙田总会抛开民族偏

见，就像人们对他的预期一样。他总是充满热情与好奇心，但有时也很

自私；他经常不分青红皂白，就将满嘴牢骚的侍从带到一处看来实在没

什么值得参观的地方。秘书甚至还古怪地暗示蒙田在正式演说时说了太



多不该说的话，尽管（或者正因如此）他对正式演说毫无兴趣。在巴塞

尔（Basel），秘书写下蒙田在晚宴中听了“一段冗长的欢迎词”之后，也

给了“同样冗长的回应”。而在沙夫豪森（Schaffhausen），有人送酒给

蒙田，“宾主双方免不了好几次客套地寒暄与致辞”。 [19]

一五八〇年十月二十八日，蒙田一行人抵达意大利，此后需要蒙田

演说的场合也变少了。然而，蒙田愈来愈接近意大利时，逐渐对此行的

意义产生疑问。这段旅程的伟大目的地即将到达，它是欧洲文化的中

心，蒙田这一生一直听到威尼斯与罗马的呼唤。但此刻他发现，自己喜

欢的并不是这么有名的地方。他们抵达阿尔卑斯山时，秘书写道，蒙田

如果可以选择，很可能会改道前往波兰或希腊，或许只是为了延长旅

程。但蒙田受到众人的劝阻，于是只得同意跟其他人一样前往意大利。

他很快就振作起精神。“我从未见过他精神这么好，或这么少抱怨自己

的病痛，”秘书写道，“因为他的心思全专注于眼前看到的一切。无论是

在路上还是在寄宿的旅店里，他在各种场合都主动与陌生人攀谈，我想

这些都使得他暂时忘却了病痛。” [20]

威尼斯是他们在意大利的第一站，也是重要的一站。然而一到了威

尼斯，蒙田先前的担心马上应验了——这里已成为人潮汹涌的观光景

点。秘书说，蒙田觉得这里并不如人们说的那么美好。尽管如此，蒙田

还是不减探索的热情。他租了一种被称为“贡多拉”（gondola）的小舟，

而且遇到许多有趣的人。他也深受威尼斯各种特质的吸引，包括古怪的

地理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以及独立自主的共和国政府。威尼斯似

乎拥有别的地方独缺的政治魔力，只在有利可图时才发动战争，而且有

致力于建立国内公正秩序的政府。蒙田也对威尼斯娼妓获得的尊严与其

生活的奢华印象深刻：她们受到贵族公开的资助，也受到所有市民的尊

重。蒙田与威尼斯最著名的妓女韦罗妮卡·佛朗哥（Veronica Franco）见



过面，她才刚从宗教裁判所的魔掌中逃出生天，并且出版了《家书与其

他书信集》（Lettere familiarie diversi ）。她亲手将自己的作品交给蒙

田。 [21]

从威尼斯启程之后，他们经过费拉拉，蒙田在这里见到了塔索。然

后他们抵达博洛尼亚，在这里看了击剑表演。他们也到了佛罗伦萨，逛

过机关重重的花园，比如你坐下时，椅子会朝你的屁股喷水。在另一座

花园里，蒙田一行人“有非常奇妙的体验”，从“四面八方无数的小孔喷

出水花”，水汽非常细致，使他们宛如置身迷雾之中。 [22]

他们继续前进，愈来愈接近罗马。在抵达罗马的前一天，一五八〇

年十一月三日，蒙田异常兴奋，于是仅此一次，他起了个大早，在天亮

前三小时叫醒大家，准备完成这最后几个小时的旅程。穿过市郊的道路

视野并不辽阔，全都是些小丘、地缝与壶洞，但他们继续前行，首先窥

见几处废墟，而后便是伟大的罗马城。 [23]

然而罗马城门守卫的官僚习气给他们的兴奋之情泼了一盆冷水。他

们的行李遭受“巨细靡遗”的搜查，官员花了太多时间检查蒙田的书籍。

罗马是教宗的直辖之地，这里把思想犯罪看得特别严重。他们没收了一

本时祷书，只因为这本书是在巴黎而非在罗马出版，此外还没收了蒙田

在日耳曼买的天主教神学作品。蒙田觉得自己运气不错，没有携带任何

可能构成犯罪的书籍。他没想到罗马当局的检查如此严格，不然很可能

带上一些异端作品，因为如秘书所言，他“总是喜欢探索新事物”。

此外，蒙田的《随笔集》也被拿去检查。直到来年三月，也就是四

个月后，官员才把书还给他，还在书上加了不少批注。书中“命运”这个

词一出现便被圈起来，被圈起来的还有其他零星的词语。不过，一名教

会官员事后对蒙田说，不用认真对待这些反对意见，而且负责检查的法



国修士水平也不怎么高。“看来我在这些官员心中留下了不错的印

象。”蒙田在日记里写道。他的确忽视了所有的建议。有些作家提到蒙

田确实在很多方面违反了宗教裁判所的指示，但他不必像伽利略一样，

必须表明自己的立场。 [24]

然而，这些遭遇仍使蒙田对罗马有了不好的印象，他觉得罗马的气

氛并不宽容。不过，罗马具有世界主义的精神。成为罗马人就等于成为

世界公民，蒙田梦寐以求的正是这个。因此，蒙田试图取得罗马市民身

份，而在这里待了四个半月之后，终于获得这项荣誉。蒙田非常高兴，

甚至把这份文件完整抄录在《随笔集》的《论虚荣》一章里。蒙田知道

把它放进讨论“虚荣”的篇章是准确的，对此一点也不在乎。“不管怎么

说，能获得这项荣誉实在太令人高兴了。” [25]

罗马如此巨大而多样，蒙田在当地似乎有做不完的事。他可以聆听

布道或神学争论；他可以参观梵蒂冈图书馆，获准进入连法国大使都不

能进入的区域，看见他心目中的英雄塞内卡与普鲁塔克的珍贵手稿；他

可以参观割礼，拜访花园与葡萄园，与娼妓聊天。蒙田想从娼妓口中套

出一些商业机密，却只发现她们连谈话都要索取高额费用。或许这就是

她们的赚钱之道吧！ [26]

除了与娼妓交谈，蒙田也觐见当时年过八旬的教宗格列高利十三

世，秘书详细描述了这场朝见。首先，蒙田与同行的一名年轻人进到房

间，教宗就坐在里面，他们跪下来接受祝祷。他们侧身沿墙壁而行，随

后直接穿过房间走向教宗，走到半道，停下来接受另一次祝祷。然后他

们跪在教宗脚边的天鹅绒地毯上，由法国大使在一旁引见。大使跪着，

将教宗的袍子往后褪去，露出他的右脚。教宗穿着红色便鞋，鞋子上面

有一个白色十字架。觐见者俯身向前，亲吻教宗的脚，蒙田提到教宗把



脚趾头略微抬高，让他们亲吻时不那么费力。在这个略带色情遐想的仪

式结束后，大使盖住教宗的脚，接着起身介绍这两名访客。教宗祝福他

们，并且说了一些话，鼓励蒙田继续为教会奉献，然后示意访客可以告

退。他们顺着原路退出房间，但不能转身，而是要倒退着缓缓离开，中

间还停下来两次，跪下接受祝祷。最后，他们倒退着出了房门，仪式才

完全结束。蒙田后来要他的秘书记下教宗讲话有博洛尼亚口音——“意
大利最糟糕的方言”。他是个“气宇轩昂的老人，中等身材，身姿英挺而

面容庄严，留着雪白的长须；已经年过八旬，但比一般人想象的更加健

康有活力；没有痛风，没有疝气造成的疼痛，没有胃病”——与饱受病

痛折磨的蒙田完全不同，让人不禁觉得上帝也许就是这个样子。教宗看

起来“个性温和，对俗世并不十分关心”，这一点可以说很像上帝，也可

以说很不像上帝——完全取决于你怎么想。无论他是否温和，至少我们

知道，他曾经打造纪念章与画作来庆祝“圣巴泰勒米大屠杀”。 [27]

不要忘了罗马是教宗的城市。蒙田经常看到教宗主持典礼，加入游

行队伍。在圣周（Holy Week）期间，他看到数千人手持火炬涌进圣彼

得大教堂，用绳索鞭打自己，其中有些甚至只有十二三岁。这些人旁边

还跟着持酒的男子，当绳索沾满凝结的血块时，男子含口酒，一口喷在

鞭子的末端，好让血块脱落。“这是个难解之谜，我到现在还是不了解

为什么。”蒙田写道。这些忏悔者伤得很重，不过他们似乎不觉得痛，

对于自己所做的事也感到稀松平常。他们喝了许多酒，而且“如此冷淡

地进行这个仪式，你甚至看到他们跟同伴聊天、嬉笑、在街上大叫、到

处奔跑跳跃”。蒙田的推断是，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为了钱才干这档事

的：虔诚的富人出钱请他们代为悔罪。但这更让蒙田不解了：“雇用他

们的人在想什么，这些不都是假的吗？” [28]

蒙田还亲眼目睹了驱魔仪式。被魔鬼附身的男子看似昏睡过去，被



压制在祭坛旁边，僧侣不断用拳头揍他，往他脸上吐口水，对他吼叫。

还有一次，他看到一个人被绞死，这个恶名昭彰的强盗名叫卡泰纳

（Catena），他的受害者包括圣方济会（Capuchin）的两名修士。显然

卡泰纳已经答应这两名修士，只要他们否认上帝，他就饶他们一命。两

名修士冒着丧失永恒灵魂的危险照做了，但卡泰纳还是杀了他们。在蒙

田碰见过的所有吸引他目光的离奇事中，这或许是最让他不悦的一件。

但卡泰纳至少还有勇气面对死亡。被人架起来绞死时，卡泰纳居然完全

不吭气；之后他的尸体被砍成四段。然而戮尸比处决更令群众激动，每

砍下一刀，群众便一阵鼓噪。这个现象令蒙田困惑，他觉得，残酷地凌

虐活生生的人，要比破坏一具死尸更令人心烦意乱才是啊。 [29]

这些全是当时罗马发生的奇事，但十六世纪绝大多数人文主义者前

来罗马，并不是为了争睹这些怪现象；他们来罗马是为了沐浴在古人的

风华当中。不过，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比蒙田受到的影响深，他几乎算是

当地人了，毕竟拉丁文是他的母语，罗马可谓他的故乡。

古典城市的遗迹俯拾皆是，但对蒙田与他的秘书来说，多数时间他

们走过的并不是古城“之内”，而是古城“之上”。土石瓦砾经过数百年的

累积，早已将地表提高好几米；古代建筑的遗址就像陷在泥里的马靴，

深埋在地表之下。蒙田惊觉原来自己正踩在古城的墙顶上，这些古迹只

有在雨水侵蚀或车轮压过的凹痕中才能得见。“这种事经常发生，”蒙田

带着欢欣的震颤写道，“往地下挖了很深的距离后，你会发现巨大立柱

的柱顶，而整根巨柱依然耸立在地底。” [30]

今日的情况已非如此。考古挖掘使绝大多数的废墟重见天日，有些

古迹甚至已经得到复原。今日，塞维鲁凯旋门（Arch of Severus）高高

地矗立着，蒙田当时却只能看到这座建筑物的顶端。罗马竞技场（The



Colosseum）过去只是一堆长满杂草的乱石。中世纪与近代初期的建筑

物覆盖了一切，民众要么是在遗址顶端重新造屋，要么就是将旧材料回

收，当作新建筑的原料。古老的石板不断被更换到更高的位置，不是用

来修补墙壁，就是用来搭建简陋的小屋。有些地区被夷为平地，以落实

彰显政绩的计划，例如全新的圣彼得大教堂。罗马的历史层理并不是那

么整齐划一，它不断地被反复搅动与重新排列，仿佛经历了多次地震。

断壁残垣足以使人发思古之幽情，从而产生对古罗马的印象，就和

从一盘炒蛋中看见一颗刚嬎下的完整鸡蛋那样。事实上，现代罗马的形

成方式，就跟蒙田撰写《随笔集》的方式一样。蒙田写作时不断添入引

文与典故，并重新运用自己阅读过的古典作品，这就像罗马人回收利用

旧建材。蒙田应该也感觉到两者的类似，所以才说自己的作品是由从塞

内卡与普鲁塔克身上抢来的战利品组合而成的建筑物。罗马正如同他的

作品，他认为有创意的修补与不完美，要比井井有条却死气沉沉好得

多，而他总是能从沉思古迹中得到许多乐趣。然而沉思也需要一定的心

灵上的努力，才能获得更深刻的满足。许多罗马经验其实是人们想象的

成果，因此，人们几乎可以足不出户——我是说“几乎”！正所谓敝帚自

珍，家中的平凡事物，还是有许多外界无法想象的独特之处。 [31]



蒙田的旅行线路（一五八〇年至一五八一年）

这种幻想制造的疏离感经常使人对罗马魂牵梦萦，也许是因为当地

的一切，对于长久以来不断想象罗马却未亲见的人来说十分熟悉。两百

年后，歌德发现罗马既令人振奋，又教人迷惘。“我年轻时的梦想又苏

醒过来，”他抵达罗马时如此说道，“我还记得看到的第一幅雕版画，那

是父亲挂在大厅的罗马风景，但我现在确确实实看到它了。长久以来，

通过绘画、素描、蚀刻画、木刻画、石膏像与软木模型认识的罗马，如

今完整地陈列在我面前。”弗洛伊德看到雅典的卫城时，也有类似的感

受。“原来这些真的存在，正如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他先是惊呼，而

后立即笃定地说：“我在这里看见的绝不是真的。”蒙田也感觉到这种内

在想象与外在认知交会时的奇异感受，因而写道：“我灵魂中的罗马与

巴黎……既无形体也不占空间，没有石头、灰泥与木材。”它们是梦中

的影像，就像狗在梦中追逐的野兔。

罗马带给歌德一种几近神秘的安详感：“我现在处于澄澈而平静的



状态，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了。”蒙田也有这种感受，尽管在游历时受

到一些挫折，整体来说，意大利还是带给他平和的时光。“我享受心灵

的平静，”他后来在卢卡（Lucca）写信时提到，但也说，“我只有一个

遗憾，我喜爱的伴侣不在身旁，我只能独自品尝这些美好事物，无人可

以分享。” [32]

一五八一年四月十九日，蒙田终于离开罗马。他越过亚平宁山脉

（Apennines），前往伟大的朝圣之地洛雷托（Loreto），并且加入带着

旗帜与十字架朝圣的群众行列。他在洛雷托教堂为自己、妻子与女儿祈

福，且留下许愿人偶。然后，蒙田沿亚得里亚海岸北上，翻山越岭返回

温泉胜地拉维拉（La Villa），他在那里做了一个多月的水疗。一如预

期，身为贵族的蒙田在做客期间，为当地人与其他宾客办了好几场宴

会，而他自己也与“农村的女孩”共舞，“以免别人觉得他太冷淡”。 [33]

他也曾绕道前往佛罗伦萨与卢卡游览，而后又回到拉维拉避暑，从一五

八一年八月十四日一直待到九月十二日。然而蒙田的肾结石疼痛发作，

牙痛也使他下不了床；他的脑袋昏沉，连眼睛也肿痛难当。他怀疑是水

的问题，温泉虽然帮助他缓解下半身的疼痛（如果这真是温泉带来的效

果的话），却毁了他的上半身。“我开始觉得泡温泉是件不愉快的事。”

就在这段时间，蒙田突然受到召唤。他曾说自己只想过平静的生

活，希望有机会能到欧洲各地满足“坦率的好奇心”，然而他收到来自远

方的邀请——一项他无法拒绝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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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我们问：如何生活？
How to live？

蒙田说：把工作做好，但不要做得
太好

Do a good job，but not too
good a job

人们埋怨蒙田在市长任内少有建树，他则写道：“这样才好！他们指责我毫无

作为，但值此非常时期，已有太多人因好大喜功而引起民怨。”

“改革”（指宗教改革）已然造成惨重的破坏，蒙田认为，只要做到让城市长

治久安，就足以令人赞扬。

他会为波尔多尽到该尽的责任，不多也不少。他不会矫揉造作地在众人面前演

戏。

人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蒙田的政策，那就是把工作做好，但不要做得太好。



市长

正于拉维拉温泉胜地休养的蒙田，突然接到远方寄来的一封权威信

件。这封由波尔多市府全体官员联署的信件（这六名官员负责襄助市长

处理市政），通知蒙田就在他不在波尔多的这段时间，他已被选为下任

波尔多市长。蒙田必须火速返乡履行职务。 [1]

在旁人眼里，这是一种恭维，但对蒙田来说，担任市长是他最不乐

见的事。市长的责任远比法官繁重，各种要求将占去他的时间。他不仅

要发表演说，还要参加典礼——在蒙田前往意大利途中，这些事都是他

极力避免的。蒙田需要用上他的外交手腕，因为市长除了必须协调城市

的宗教与政治派系，也要调和波尔多与不得民心的国王之间的关系。而

且，担任市长也表示他必须缩短旅程。

蒙田虽然对于温泉的疗效感到幻灭，但还不想打道回府。到目前为

止，他已离家十五个月，这算是一段漫长的旅程，但仍难以满足他。他

似乎想尽可能延长逗留在国外的时间。蒙田没有拒绝市政官员的要求，

但也不急着回去与他们见面。他先是返回罗马，而且步调悠闲。途中，

他在卢卡停留一段时间，一路上又泡了几次温泉浴。人们不禁要问，蒙

田又去罗马做什么？不仅要走两百英里以上的路，还不是返回法国的方

向。或许他希望得到忠告，让他能摆脱这份任务。若真是如此，那么答

案肯定令他十分沮丧。十月一日，蒙田抵达罗马，结果发现波尔多市府

寄给他第二封信。这封信口气更为强烈，不容他有推辞空间。蒙田现在

受到“紧急要求”，必须立刻返国。

在接下来的一版《随笔集》中，蒙田强调他完全不想谋求这个职



位，想努力推掉这份差事。“我推辞了。”他写道。但从对方的回复可以

看出蒙田个人的想法无法动摇既定的结果，因为此事是“国王的裁断”。
国王甚至亲自写信寄给当时人在国外的蒙田，蒙田在返抵庄园后才收到

这封信：

蒙田先生，我对你服侍主上的忠诚与热忱有很高的评价，

因此得知你被选为我治下的城市波尔多的市长时，我非常高

兴。我也发现在这场选举中，众人的意见一致，毫无异议；更

可取的是，这场选举是在毫无阴谋诡计且于你远在国外时完成

的。基于这一点，我的心意已决，而我也将明确地命令与叮嘱

你，切勿拖延时间与另寻借口。你一接到这封信，就必须立即

返国，担负起应尽的责任与义务。你能返国赴任，我将感到满

足与喜悦，你倘若还是一意推辞，恐怕只会引起我的不悦。

[2]

这对于毫无政治野心的蒙田来说，无疑是一种惩罚——如果蒙田表

现出来的不情愿是发自真心的话。

蒙田不想马上返家，充分显示出他不贪恋权力。他好整以暇，迂回

地经由卢卡、锡耶纳、皮亚琴察、帕维亚、米兰与都灵回到法国，总共

花了约六个星期的时间。当他进入法国境内时，日记里的文字马上由意

大利文改为法文，而他终于回到庄园时，除了记录自己的抵达，也附带

记下这趟旅行持续了“十七个月又八天”——这是个罕见的例子，他居然

正确地记住了精确的数字。在波特星历中，蒙田也于十一月三十日当天

写下注记：“我到家了。”接着，他与波尔多的市府官员会面，同意接受

且准备好负起自己的职责。 [3]

往后的一五八一年到一五八五年四年时间，蒙田担任波尔多市长。



这是一份辛苦的工作，但不完全是吃力不讨好。担任市长可以获得各项

尊荣与礼遇：他有自己的办公室，有特别的侍卫，有市长专属的袍服与

饰件，而且在公共典礼上受到尊崇。唯一匮乏的是薪水。不过蒙田也非

有名无实的领袖，除了市政官员外，他还必须选任其他要员，决定市府

法律与审判法庭案件（蒙田觉得这项工作非常难以符合他对证据要求的

高标准）。此外，他还必须谨慎地与政界人士周旋。他必须在国王面前

充当波尔多的喉舌，同时在波尔多市政官员与当地其他名人显贵面前传

达国王的旨意，其中有许多人因为不满国王的政策而起身反抗。 [4]

上任市长比隆男爵（baron de Biron）阿诺·德·巩托尔（Arnaud de
Gontault）惹恼了不少人，所以蒙田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修补这项损

害。比隆的统治很严厉，却不负责任；他纵容派系间的仇恨滋长，并且

疏远纳瓦尔的亨利。亨利是贝阿恩城附近实力强大的亲王，是应该努力

维持关系的对象。就连国王亨利三世也对比隆同情天主教同盟的行为大

加抨击，因为天主教同盟依然蔑视王室的权威。从比隆的做法不难理解

市府官员何以会选择蒙田担任下届市长，蒙田向来以稳健与长袖善舞著

称，而这正是比隆缺乏的特质。尤其，蒙田虽然善待受人轻视的政治

派，但也知道如何跟其他派系相处。他向来以善于聆听各方说法著称，

他的皮浪原则使其愿意广开言路，却不屈从任何人的意见，因此总能保

持一贯的立场。

在蒙田担任市长期间，地方上大致维持着和平的局面，而这也有助

于他施政。一五八〇年到一五八五年之间战事止息，这一时期刚好横跨

蒙田出国旅行与返国担任市长的时间。跟过去一样，和平底下仍暗潮汹

涌，每个人都对新教信仰获得的有限宽容感到不满。波尔多是一座分裂

的城市，有七分之一的市民是新教徒，市郊全是新教徒的土地，但此地

天主教同盟的实力亦不容小觑。即使在最好的时期，波尔多仍属难治之



地，更何况此时并非最好的时期。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此时亦非最坏的

时期，蒙田在上任后不久将指出这一点。

为维持治安与表达忠诚，蒙田必须与国王派驻当地的陆军中将马蒂

尼翁伯爵（comte de Matignon）雅克·德·戈永（Jacques de Goyon）合

作。马蒂尼翁是老练的外交人员，比蒙田年长八岁。从某方面来说，他

让蒙田想起拉博埃蒂。这两个人并未成为亲密好友，但相处融洽。他们

都善于应付极端人士的要求，而且都坚守原则。在“圣巴泰勒米大屠

杀”期间，马蒂尼翁是少数在自己辖区保护胡格诺派信徒的官员，当时

他负责管理圣洛（Saint-Lô）与阿朗松（Alençon）。马蒂尼翁冷静坚

定，吉耶讷的局势最需要他这种人来应对。蒙田也是个好人选，只不过

还缺乏两项特质：经验与热情。 [5]

蒙田极力避免重蹈父亲的覆辙，不想被工作拖垮身体。蒙田犹记得

自己看到父亲因出差而累坏身体的样子，“他的灵魂受到公务残酷地搅

扰，已然忘却家的甜蜜滋味”。蒙田对旅行的热情逐渐消退，因为他跟

父亲一样，现在必须为了工作而外出“旅行”。但他无法推辞，到巴黎出

了几趟公差，其中一五八二年八月的巴黎之行，使波尔多恢复因盐税暴

动而遭剥夺的各项特权。在第二任的任期末尾，蒙田更是到处奔波。文

件显示他到了蒙德马桑（Mont-de-Marsan）、波城（Pau）、贝尔热拉

克（Bergerac）、弗雷克斯与内拉克（Nérac）等地。蒙田也固定地往来

于波尔多与自家城堡，只有在自己家里才能写作。蒙田在城堡继续施行

他的计划，一五八二年出版修正后的第二版《随笔集》，这是他接任市

长第二年的事。 [6]

蒙田并没有将市长当成一份全职工作，但他任内的表现应该非常杰

出，否则人们也不会在一五八三年八月一日让他连任。蒙田对此深感自



豪，因为连续两次当选市长是相当罕见的事。“我获得连任，在我之前

这种情形只发生过两次。”但确实也有人反对蒙田连任，特别是想当市

长的竞争对手梅维尔爵爷（sieur de Merville）雅克·德·卡尔（Jacques
d’Escars），他也是多哈堡的总督。蒙田不想退让，这说明对待这份工

作，他比当初更加投入了。 [7]

蒙田改变心意，或许是因为他发现自己有处理政治事务的才能。在

马蒂尼翁的协助下，他负责在国王麾下的官员、叛军波尔多天主教同

盟，以及新教徒纳瓦尔的亨利（他对当地的影响力有增无减）之间斡

旋。在第二届任期内，蒙田逐渐扮演起中间人的角色。他与官员以及纳

瓦尔阵营的关系尤佳，天主教同盟则逐渐成为烫手山芋，因为他们拒绝

妥协，而且处心积虑地要将蒙田赶下市长的位置，好让波尔多变成他们

的囊中物。 [8]

最具戏剧性的一场叛乱，是由特隆佩特堡的天主教同盟派总督瓦雅

克男爵（baron de Vaillac）发动的。一五八五年四月，马蒂尼翁与蒙田

听说瓦雅克正计划在波尔多发动大规模政变，两人对于如何处理此事作

了讨论：直接以武力反击，还是主动示好，让瓦雅克改变心意？一番激

烈争论之后，两人一致认为软硬兼施是最好的办法。也许是因蒙田的积

极配合，马蒂尼翁邀请瓦雅克与他的同谋来到高等法院，等到他们一进

门，他就把出入口完全封死。马蒂尼翁给受困的瓦雅克两条路，一条是

接受逮捕，而他犯的很可能是死罪；另一条则是放弃特隆佩特堡的控制

权，乖乖离开波尔多。瓦雅克选择了后者。他决定流亡，但刚走到城

外，就立即号召天主教同盟的军队，准备发动攻击。怜悯敌人总是会有

这种风险。

经历几天胆战心惊的日子之后，一五八五年五月二十二日，蒙田写



信给马蒂尼翁，信中说他与其他官员日夜看守城门，知道对方就集结在

城外。五天后，蒙田在信中提到瓦雅克仍在该区活动。每天都会响起五

十次警报，他如此说道：

每天夜里，我要么是全副武装绕城巡视，要么就是到城外

的港口巡逻。其实在接获你的警告之前，我已听说有艘满载武

装人员的船只即将经过，于是派人前去拦截。但一无所获。

[9]

最后，瓦雅克并未发动攻击。或许是因为他发现蒙田早有防备，打

消了念头，连夜逃走，这证明蒙田与马蒂尼翁软硬兼施策略的成功。但

战争的阴影仍挥之不去，不仅在波尔多，当时整个法国都是如此，天主

教同盟仍持续反对蒙田提出的各种妥协方案。

蒙田这段时期的表现赢得许多人的赞许。担任法官同时也是史学家

的雅克—奥古斯特·德·图（Jacques-Auguste de Thou）表示，他“从蒙田

身上学到很多，他是个思想自由、不结党立派的人，他……对波尔多有

着充分透彻的认识，对他出身的吉耶讷地区更是如此”。政治人物菲利

普·迪普莱西—莫尔奈（Philippe Duplessis-Mornay）赞扬蒙田的冷静，

说他这个人不会无事生非，而且老成持重。 [10]

当时的人记录下他们对蒙田的印象，这些说法与蒙田对自己的评价

不谋而合。蒙田提到，他在市长任内最显著的成绩是维持了“秩序”以

及“温和安详的宁静”。 [11] 他有敌人，但也不乏朋友。瓦雅克危机的顺

利解决，说明蒙田有能力在紧要关头作出决断，除非所有的决定都是马

蒂尼翁完成的。

事实上，的确有人觉得蒙田过于散漫而率性，蒙田因此在《随笔



集》里写入一些辩解之词。蒙田在书中坦承自己遭受一些责难，人们认

为他“漫不经心”。在一些人眼中，他像是典型的政治派人士，拒绝表明

自己的立场。这是事实，蒙田也承认这点；不同的是，反对他的人认为

这是坏事，但当时的斯多葛派与怀疑论者（包括蒙田自己）却不认为这

样不好。斯多葛派鼓励明智超然的态度，而怀疑论者基本上是凡事存

疑。蒙田的政治立场源自他的哲学观。人们埋怨蒙田在市长任内少有建

树，他则写道：“这样才好！他们指责我毫无作为，但值此非常时期，

已有太多人因好大喜功而引起民怨。”“改革”（指宗教改革）已然造成

惨重的破坏，蒙田认为，只要做到让城市长治久安，就足以令人赞扬。

早在担任市长之前，蒙田就已察觉到有些人热情投入公共事务只是为了

炫耀。这些人投注心力，可能是为了沽名钓誉或满足个人喜好，或者只

是想让自己有事可做，这样就不会闲下来思索人生问题。 [12]

蒙田这种坦率的言论为他带来麻烦。其他人不像他这么诚实，他们

会装出乐于助人与充满活力的样子，以博得赞誉。蒙田提醒他的雇主，

这不是他的风格——他会为波尔多尽到该尽的责任，不多也不少。他不

会矫揉造作地在众人面前演戏。 [13]

发表这一席话的蒙田，像极了文艺复兴文学作品里一个说真话的伟

大人物：寇蒂莉亚（Cordelia）。莎士比亚剧作《李尔王》（King Lear
）里的这个角色，拒绝像贪婪的姐姐们那样假意讨好，以赢得父亲的喜

爱。跟她一样，蒙田总是诚实坦率，因此在人们心中留下板着脸孔的冷

漠印象。蒙田的以下这番话与寇蒂莉亚在剧作中为自己辩护的话差不

多：

我尤其讨厌阿谀奉承者的嘴脸，所以我说话的方式自然索

然无味、坦白且直截了当……我对最崇敬的人称赞得最少……



我对志同道合的人，总是寥寥数语且毫无修饰；对于自己最在

意的人，总是表达得最少。我觉得他们应该与我心灵相通，而

且应该知道我的话语会扭曲我的想法。 [14]

这种想法似乎离经叛道了点，但蒙田与寇蒂莉亚的性格，并不完全

与文艺复兴晚期的世界冲突。诚恳与自然的美德其实广受人们推崇。此

外，蒙田的坦率也使他免于一直遭受反政治派人士的攻击：他们指控政

治派人士都是些戴着面具、花言巧语的人，绝对不可信任。有时在《随

笔集》中，蒙田的言词看起来就像梦魇里的政治派，模棱两可、老于世

故、俗不可耐且捉摸不定。偶尔直言，对他来说不算是坏事。

此外，蒙田刺耳的言论，反而比处处修饰的话语更能建构信任的基

础，这说明坦率是绝佳的交际手段。相较于同僚的迂回和欺瞒，蒙田反

而开启了更多沟通的可能。甚至在面对境内最强大的几个亲王时（当时

他们正值势力巅峰），他仍能直视他们的脸孔。“我坦白地告诉他们我

做不到。”他的开诚布公使他人也跟着敞开心扉。坦率的言谈就像酒与

爱情，能让人卸下面具。

谈到周旋于两派人马间的政治难度，蒙田总是一笑置之。要跟两个

彼此敌视的党派进行磋商并不是那么困难，蒙田写道，你要做的就是以

温和的态度面对他们，不让任何一方以为你已经被对方拉拢。别对他们

要求太多，也不要提供太多好处给他们。人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蒙田

的政策，那就是把工作做好，但不要做得太好。基于这项原则，他不仅

让自己免于麻烦，也得以维持自己的人性立场。蒙田只做分内的事，所

以与他人不同，他总能尽到自己的责任。 [15]

蒙田知道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他的做法。他的态度在当时其实没遭

遇什么问题，反而是到了后世，一些质疑的声音才浮现出来。寇蒂莉亚



的选择在戏里受到肯定，她对父亲的爱无疑出于真心。蒙田却没有这么

幸运，自从担任市长之后，他的形象一直成为人们质疑的焦点。蒙田知

道在《随笔集》里过于保守地描写自己担任市长时的作为，可能会为他

带来危险：“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做了，你不可能希望在谈论自己

的同时，又能全身而退。你对自己的责难，人们总是信以为真；你对自

己的赞美，人们总是质疑不绝。”或许那些劝人不要轻易写下自己言行

的古老箴言真的有道理。 [16]



道德瑕疵

蒙田只做自己分内的事，这种态度在一五八五年六月的事件中显露

无遗。当时波尔多遭遇热浪袭击，紧随其后的是瘟疫的爆发。两个灾难

结合起来，破坏力惊人。瘟疫持续到十二月，几个月的时间里，波尔多

有超出一万四千人死亡，几乎占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个数字已经超

过“圣巴泰勒米大屠杀”在全法国导致的死亡人数。然而，就跟战时经常

发生的瘟疫一样，这场灾难也并未在人们的历史记忆里留下太多痕迹。

无论如何，疫疠在当时相当常见。十六世纪因为太常爆发瘟疫，人们已

经感到麻木，很容易忘记疫情的蔓延如何惨烈地夺走了大量的生命。

一五八五年，当波尔多城内开始传出瘟疫，跟过去一样，有能力逃

离的市民逃出城外；有些留下了，但他们之中很少有人是出于自己的选

择。尽管如此，还是有少数官员坚守岗位。高等法院的人员绝大多数都

撤离了，六名市政官员中只有两名留下。马蒂尼翁于六月三十日写信给

国王：“瘟疫已传遍全市，留在城里的只剩无力在别处生活的市民。”这
还只是开始。一个月后，马蒂尼翁告诉蒙田：“每个居民都已弃城，我

的意思是，有办法离开的人都离开了；至于仍留在城内的小市民，就像

蝼蚁一样死去。” [17]

显然马蒂尼翁还留在波尔多，但蒙田从一开始就不在城内。瘟疫爆

发时，他正在家里准备前往波尔多参加交接仪式：他的市长任期已经结

束，往后将由马蒂尼翁接掌他的职位。一五八五年八月一日是蒙田担任

市长的最后一天，当马蒂尼翁在七月三十日写信给蒙田时，蒙田还有两

天就要前往波尔多。这两天他唯一的任务是参加典礼，公开宣布由马蒂

尼翁接任市长。然而在瘟疫肆虐的状况下，这场活动就算如期举行，恐



怕也无人参加。

蒙田现在必须决定是否前往波尔多参加交接典礼。他的庄园并未受

到疫情影响，如果他现在前往波尔多，等于是为了参加仪式而进入疫

区。参加仪式到底算不算他的职责？蒙田不确定该怎么做，于是来到波

尔多附近还不属于疫区的利布尔讷（Libourne）。蒙田在这里写信给还

留在波尔多的少数几名市政官员，寻求他们的建议。“我不会吝惜自己

的生命，也不会眷恋其他事物，”蒙田写道，但也说，“我将由你们来决

定，这场典礼中我应履行的职责，是否值得我在如此恶劣的状况下冒险

进城。”蒙田待在与波尔多一河之隔的弗亚（Feuillas）城堡中等候回

音。第二天，蒙田从弗亚写信到波尔多，在信中重复了他的问题：各位

有何建议？ [18]

就算市政官员真的回信了（如果他们中真的还有人待在波尔多的

话），这封信也未留存下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蒙田最后没去波尔

多。事实上，这些官员倘若真的回信给他，也一定会建议蒙田不要入

城。他们之中肯定有人在高院做事，而就在蒙田等待回复期间，一道新

命令已经发布：除了原本待在波尔多的居民，其他人一律不准进入此

地。 [19] 蒙田如果坚持要进来，将违反这项命令。显然，蒙田找到了自

我宽慰的理由，于是返回自己的庄园。至此，两天已经过去，他的市长

任期已告结束。最后，蒙田的公职不是以令人欣慰的感谢典礼与演说画

下句点，而是在迷雾之中自行结束。

当时的人们并未苛责蒙田的决定，真正的麻烦发生在两百七十年

后。十九世纪的古文物研究者在波尔多市立档案馆里发现了相关书信，

并且将它们出版。这使蒙田遭受了价值观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审判——一

个对于英雄主义与自我牺牲精神有着崭新看法的世界。



研究者阿诺·德切维里（Arnaud Detcheverry）发现了这些书信，认

为这些文件显示了蒙田“冷漠的伊壁鸠鲁主义”倾向，而他的说法也为其

他评论者的批评定下基调。早期的传记作家阿方斯·格林（Alphonse
Grün）认为蒙田躲在河岸的另一边，分明是因为缺乏勇气。莱昂·弗热

尔（Léon Feugère）在课堂上讨论格林的书时表示，蒙田“不幸地在最严

峻的时刻忘了自己的责任”。对弗热尔来说，蒙田的做法等于是否定了

整部《随笔集》。如果作者在这样的时刻失败了，叫读者怎么相信他

对“如何生活”提出的种种看法？这起事件也暴露出《随笔集》最深刻的

哲学弱点：“绝对不做决定。”其他作家也同意他的观点。编年史家朱尔

·勒孔特（Jules Lecomte）则用一个词就将蒙田这个人以及他的哲学一票

否决：“懦夫！” [20]

他们无法忍受的不只是个人勇气的缺乏——毕竟蒙田曾在染上鼠疫

的拉博埃蒂病榻旁待了一个星期以上——也在于蒙田未能履行他的“公
共”责任。对于道德标准仍带有浪漫主义遗绪的时代来说，蒙田的冷酷

算计与书面探询令他们作呕。针对书面探询，他们认为事无大小，都应

做好牺牲的准备；针对冷酷算计，他们希望蒙田能不惜生命做好市长的

工作。

与十七世纪一样，十九世纪对蒙田的反感主要源自对蒙田所持怀疑

主义的嫌恶。自帕斯卡以降，人们对怀疑主义的不安便有增无减，十九

世纪的读者感受尤其强烈。他们不在意蒙田对事实的怀疑；他们只是不

喜欢蒙田将怀疑主义运用到日常生活上，并且对一般人接受的标准缺乏

敬意。怀疑主义者的“存而不论”或“不予置评” [21] 充分显示出其本性的

多疑，而且像极了新时代的可怕巨兽：虚无主义。

在十九世纪晚期，虚无主义意味着无神、无意义与漫无目的。它可



以作为“无神论”的代称，但其潜在意义比无神论还糟糕，即抛弃一切道

德标准。到最后，“虚无主义者”几乎成了“恐怖分子”的同义词。他们心

中没有上帝，他们投掷炸弹而且破坏现存的社会秩序。他们是怀疑主义

者当中的革命派，或者说是变坏的怀疑主义者。如果让这些人掌权，则

所有的事物将被舍弃，原本理所当然的一切也将不复存在。 [22]

面对这些指责，残存的蒙田支持者挺身而出，不仅要证明蒙田在瘟

疫爆发时的行为是合理的，还要表明他并不是怀疑主义者。他们认为蒙

田其实是个保守的道德主义者与虔诚的基督徒。颇具影响力的评论家埃

弥尔·法盖（Émile Faguet）写了一系列文章，说明《随笔集》里的怀疑

主义色彩微乎其微。另一位评论家埃德姆·尚皮翁（Edme Champion）则

认为《随笔集》虽然带有怀疑论元素，但并不是那种企图“否定”或“毁

灭”一切的怀疑论。 [23]

这场论战之所以受到各方关注，也与《随笔集》刚被从法国《禁书

目录》中移除有关。解禁的时间是一八五四年，距离蒙田第一封瘟疫时

期的书信被发现也不过一两年的时间，当然，书信的发现绝非《随笔

集》得到解禁的理由。事实上，这是个迟来的决定。在解禁之前，尽管

教会多有责难，蒙田仍成为法国的正典作家，且成为文学与传记研究这

项新产业的探究对象。解禁之后，蒙田的形象更趋具体，并且吸引了大

批读者，但他的道德标准也受到更大的质疑。

在许多人眼里，蒙田再度成为帕斯卡与马勒伯朗士批评的那种人：

灵魂败坏的骗子。基佐在一八六六年称蒙田为大“引诱者”，竭尽所能地

提醒读者对抗蒙田的诱惑。基佐自己也曾受到蒙田的迷惑，现在的他就

像已放弃邪说的前崇拜者，努力写作以引导其他受害者逃出罗网。

基佐列出蒙田带来的各项危险，每一项皆对应着特定的性格缺陷。



蒙田意志软弱。他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他并非自己所说的虔诚的基督

徒。他从公职退休纯粹基于自私的理由，即想花更多的时间沉思，而他

所做的甚至不是宗教沉思——如果是的话，还可以原谅。他内省并发现

错误时，不想更正这些错误——他接受自己的瑕疵，并且将瑕疵当成自

己的一部分。他心中无神，又不负责任。蒙田不是我们需要的作

家：“他无法使我们成为这个时代的中坚。” [24]

历史学家朱尔·米舍莱（Jules Michelet）是抨击蒙田最有力的批评

者，他认为一切都要归咎于蒙田接受了过度放任的教育，这种教育只会

养成“软弱消极”的人物，而非英雄或好公民。蒙田幼年时靠着悲戚的音

乐声叫他起床，光是这点就说明了一切。米舍莱把长大后的蒙田描绘成

一个病弱的个体，将自己封闭在塔楼里，“整天做着白日梦”——是以堕

落、无纪律的方式养成的人，有这种结果是必然的。 [25] 另一方面，英

格兰神学家理查德·威廉·丘奇（Richard William Church）以不同的观点

提出令人赞赏的研究，他认为蒙田一味“视人类为无物，认为自己的伟

大计划极其渺小，把自己的杰出成就当成无足称颂的东西”，这些都是

虚无主义的清晰表征，使蒙田缺乏“责任的观念、对善的渴望与对不朽

的追求”。整体来说，蒙田给人一种“懒散而欠缺道德”的印象。 [26]

另一个较不严重的道德问题也困扰着十九世纪的读者：蒙田对待性

的开放态度。（对今日的我们来说，这已不是那么严重。）这个问题并

不新奇，但对蒙田身为作家的权威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在更早的时

代，蒙田对屁股、缝隙与工具的高谈阔论，已造成人们的困扰。哈利法

克斯勋爵（Lord Halifax，十七世纪时《随笔集》英文版的受赠者）提

到：“我无法忍受在谈完圣人堪称典范的人生之后，居然马上提起通奸

与私处，以及诸如此类的话题……我真希望他能略过这些东西，这样女

士们才不会因为在书房里发现这本《随笔集》而害臊。” [27] 最后一句话



似乎有点讽刺，因为蒙田曾开玩笑说，《随笔集》最后一卷的淫秽内容

将使他的书不见容于书房，而是收藏于女士们的起居室。他宁可自己的

书被后者收藏。

避免女性害臊的方式是出版删节本，这是十九世纪流行的做法。

《随笔集》删节本早已行之有年，但通常是为了使人更容易读到书中睿

智珍奇的部分。现在，人们则是以品位与道德为由来删节蒙田的作品。

典型的删节本于一八〇〇年在英格兰问世，由一名自称霍诺里娅

（Honoria）的编辑为女性读者量身定制。她的《蒙田随笔选集》

（Essays ，Selected from Montaigne with a Sketch of the Life of the Author
）采用当时的标准英文译本，也就是查尔斯·科顿（Charles Cotton）的

译本，去除了所有令人烦恼与困惑的部分，将其删减成符合即将到来的

世纪所需要的、完美的蒙田形象。

“如果披沙拣金能让这些随笔适合我们女性阅读，”霍诺里娅说

道，“我将感到极为欣慰。”但她忽略了，为了删减，她自己必须仔细研

读书中所有“粗俗下流的暗示”。她在编辑蒙田的作品时使用了基本的写

作技巧。“他的主题之间经常没有联系，意见也前后矛盾，以致他的意

义无法充分发展。”霍诺里娅使蒙田表达得更清楚，而且为他增添了脚

注，有时还在脚注中谴责他（举例来说，对“圣巴泰勒米大屠杀”只字未

提），并且提醒读者不要在信从书中的危险观念而在家中尝试，尤其是

用音乐轻柔地叫孩子起床的“反常的教育模式”，“这本书提到这件事，

不代表这是一种值得推荐的方法”。

霍诺里娅在序文里描述蒙田是一个极为诚实且值得尊敬的人。“他
希望自己的哲学不只是空想，也要求自己依照哲学的戒律立身处世；不

仅在老年时如此，终其一生，他都是如此。”她强调蒙田在政治上重视



传统，也发现“他的随笔经常展现出崇高的宗教情怀”。今日，这些特点

很难激起读者的阅读欲望，但霍诺里娅面对的是即将来临的十九世纪的

书市，因此她创造了一个拘谨忧郁、眉头深锁的新蒙田形象。 [28]

当然，还是有很多十九世纪的读者喜爱原本那个充满颠覆精神、个

人主义与放荡不羁的蒙田形象。但在霍诺里娅与其他人的努力下，蒙田

的名声逐渐扩展及各个阶层，不同的读者各自追求自己想象中的蒙田。

此后，阅读蒙田成了一件容易的事，无论在起居间、浪漫主义者的山

巅，还是老练世故者的书房，即使在花园，在夏日，你都可以看到一名

年轻、道德无瑕、天真纯洁的女性专注地阅读删节后的八开本蒙田作

品。如果她想窥探删节本中没有的部分，那么可偷偷潜进父亲的书房一

探究竟。



任务与暗杀

蒙田确实经常有惊人之举，而且这些举动通常发生在人们意想不到

的地方。他在看似最温和的时刻最令读者感到不安，例如他愉快地

说：“我怀疑我能否冷静地坦承，我的人生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战乱中

度过的，生活的安详与宁静往往一转眼就被破坏无遗。” [29] 无论在什么

时代，无论是谁用这样的话来描述自己的人生，都会让人感到吃惊。有

些过惯被动、宁静日子的人，也许会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十六世纪八

十年代，伴随战争而来的各项责任压得蒙田逐渐喘不过气，他在书里对

此轻描淡写，但显然难以维持心灵的平静。

蒙田担任市长期间，法国维持着表面的和平，等到他退休回到自己

的庄园时，天主教同盟又处心积虑地挑起新的战事。此时的冲突已不只

是为了宗教，也带有政治考虑。最大的政治问题是谁将在亨利三世之后

继承法国王位。亨利三世没有儿子，也没有适合的近亲，因此没有明确

的顺位继承人。就在国家极不稳定的时候，王位继承人出现空缺，真可

谓祸不单行。

绝大多数的新教徒与少数天主教徒都支持纳瓦尔的亨利继承王位。

这位来自贝阿恩城的新教亲王在波尔多地区有着极大的影响力，而且就

技术层面来说，他在王位继承上也应排在第一顺位；但还有许多人认为

他信仰的宗教使他没有资格继承王位。亨利的主要对手是他的叔叔，波

旁枢机主教查尔斯。天主教同盟及其强而有力的领袖吉斯公爵亨利支持

查尔斯继承王位。与此同时，健在的国王却未决定由谁接棒。战争的下

个阶段被称为“三亨利之战”，因为它在亨利三世、纳瓦尔的亨利与吉斯

的亨利之间展开，如同三叶纸风车一样疯狂地转动着。



政治派人士，包括蒙田本人，原则上支持现任国王的任何决定。但

就继承人问题，绝大多数政治派人士倾向支持纳瓦尔，这一选择进一步

加深了天主教同盟对政治派人士的怨恨。天主教极端分子认为，拥立新

教国王，就跟把撒旦拱上王位没什么两样。 [30]

身为市长，蒙田努力想让双方达成协议。就政治层面来看，他是邻

近纳瓦尔领土的天主教城市的市长；就个人来说，他是杰出的外交人

员，因此由他来促成协商再适合不过。蒙田有时会与纳瓦尔见面并且款

待他，同时也与纳瓦尔颇具影响力的情妇黛安娜·丹都安（或叫科丽桑

德）关系良好。一五八四年十二月，纳瓦尔在蒙田的庄园里停留几天，

当时国王正试图说服他放弃新教以继承王位，却遭到拒绝。因此，法国

仅存的几个希望之一，就是说服纳瓦尔改变心意——而这正是蒙田的任

务。

从私人层面来看，这次拜访相当成功。纳瓦尔信任庄园的主人，甚

至把所有的事情交给蒙田的仆役处理，饮食上也不像以往会先试毒。蒙

田在他的波特星历里记录了这一切：

一五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纳瓦尔国王第一次莅临我的居

所，并在这里停留两天。他没有随行人员，一切交由我的仆役

照料。他不试毒，也不自带厨师。他睡在我的房间。

这是项重大的责任，而且身份如此尊贵的客人需要王室等级的待

遇。蒙田安排了一场游猎活动：“我在森林里放了一头雄鹿，让他追逐

了两天。”这场娱乐活动让客人相当满意（或许雄鹿不这么认为），但

外交计划的施行可没这么顺利。 [31] 一个月后，蒙田写信给马蒂尼翁，

信中显示他还在为这一任务烦心。 [32] 与此同时，天主教同盟正向亨利

三世施压——其力量变得非常庞大，尤其在巴黎——要求他颁布反新教



的立法，让纳瓦尔永无继承王位的机会。亨利三世在自己的城市孤立无

援，只好让步。一五八五年十月，他下令胡格诺派信徒必须在三个月内

公开放弃信仰，否则就得流亡他国。

如果这道旨意的目的是避免战争，那么它促成的是相反的效果。纳

瓦尔号召追随者起事，抗拒这波新的压迫。来年春天，亨利三世通过更

严厉的反新教法，进一步疏远纳瓦尔。太后凯瑟琳·德·梅迪奇巡视全

国，与蒙田一样，她试图在最后一刻以中间人的身份促使纳瓦尔与国王

达成协议，然而也失败了。最后，战争爆发。

这一战争是法国内战的最后一场，也是持续时间最久、破坏力最强

的一场。它持续到一五九八年，这意味着蒙田将无法再次看到和平，因

为他只活到了一五九二年。在这场规模超过以往的“动乱”中，受害最深

的是陷入混乱的地方各省，无法无天的乱兵与饥民组成的盗匪团伙在乡

村流窜，此外，还有饥荒与黑死病肆虐。

蒙田的处境相当危险，不仅乡村已陷入无政府状态，他在波尔多的

过去的敌人也对他造成威胁。身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似乎拥有太多新

教朋友；人们知道他曾接待过纳瓦尔，也知道他有个弟弟加入了纳瓦尔

的军队。蒙田说，他就像吉贝利内家族（the Ghibellines）眼中的古尔夫

与古尔夫家族（the Guelphs）眼中的吉贝利内——几个世纪以来使意大

利分裂的两个派系。“没有正式的指控，因为他们的利齿还找不到地方

咬啮”，他写道，但空气中充满着“无声的怀疑”。尽管如此，蒙田仍不

防卫自己的庄园，坚持他的开放原则。一五八六年七月，一支人数达两

万的天主教同盟军围攻多尔多涅的卡斯蒂永（Castillon），那里距离蒙

田的城堡只有五英里远，战火波及他庄园的边界。有些士兵甚至在他的

土地上扎营，不仅掠夺农作物，也抢劫他的佃农。 [33]



此时，蒙田正埋首写作作品的第三卷，并且对已经完成的章节进行

增补。在战事方殷之时，蒙田写道：“几个月来，我一直承受动乱带来

的沉重负担。一方面，敌人已经逼近家门口；另一方面则是掠夺者，他

们是更恶劣的敌人……而我不断品尝各种军事灾难带来的苦涩。”八月

底，围城的军队中爆发瘟疫。疫情蔓延到当地居民中，蒙田的庄园也未

能幸免。 [34]

蒙田发现自己必须再次面对瘟疫的威胁作出选择。耳熟能详的英雄

行为也许让蒙田觉得自己必须陪伴佃农以及家人，必要时牺牲生命亦在

所不惜。然而跟以前一样，现实的状况显然较为复杂，能够逃离疫区的

人绝对会想办法逃离。农民几乎没有别的选择，但蒙田有，所以他离开

了。蒙田当时正在撰写《论相貌》，他放下笔，带着家人离开了庄园。

人们可能认为蒙田这么做等于舍弃了自己的佃农，但早在蒙田离开

之前，这些农民的处境已然黯淡无光。蒙田在《随笔集》里提到，他看

见民众挖下自己的坟，然后躺在里头等死。 [35] 走到这步田地，说明已

经没有好转的机会。显然，蒙田是带着仆役与随从一起离去的，但他不

可能带走全村的农民。他们看见蒙田的家人打包离去，肯定觉得自己已

被留下等死；或许他们也知道自己一定会被贵族保护者抛弃。奇怪的

是，当初蒙田抛弃波尔多的行为被人们炮火猛烈地攻击，但对这件事，

几乎没有批评的声音。也许是因为此时的蒙田已无计可施，而他有责任

保护家人。

蒙田一家人沦为无家可归的游民，必须远离家园六个月，直到一五

八七年三月听说疫情已经减弱为止。在这六个月里，要找到容身之地并

不容易。蒙田有些过去担任公职的前同事，其中一些人跟他及他的妻子

有着家族渊源，此时蒙田及家人不得不利用这些人脉。然而，几乎没有



人可以一下子收容这么多人；有些人虽然家里有足够的空间，但对于逃

避瘟疫的难民充满疑惧。蒙田写道：“像我这么好客的人，却在为家人

寻找容身之地时遭遇这么大的困难：一个流离失所的家族，对他们的朋

友乃至于他们自己来说，都是恐惧的根源。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往往造

成恐慌，只要家族里有人的指尖开始疼痛，主人就不得不对他们下逐客

令。” [36]

在流浪的这几个月里，蒙田重操旧业，涉足政治，或许这是为了替

家人寻找庇护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政治派与其他一些人士为了解除危机

与确保法国的未来而四处奔走，蒙田在这方面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

色。一五七〇年，蒙田从法官的职位上退休，有了沉思生活的空间，但

从市长的职位上退休后则完全不同。此次卸任，反而使他更接近权力金

字塔的顶端，走进高处不胜寒的领域，一旦失足，就可能跌个粉身碎

骨。蒙田与当时法国的权力核心保持联系，先是纳瓦尔的亨利，后来是

太后凯瑟琳·德·梅迪奇。 [37]

凯瑟琳·德·梅迪奇深信，如果每个人都能坐下来谈，问题一定可以

获得解决。她比任何人都致力于讨论协商，因此自然发现蒙田是自己可

靠的盟友。从一五八六年十二月到一五八七年三月初，凯瑟琳在科尼亚

克（Cognac，也译作“干邑”）附近的圣布里斯城堡（Château of Saint-
Brice）与纳瓦尔召开多次会议，其中至少有一次传召蒙田参与。蒙田带

着妻子一同前往，太后特别赏赐这对夫妇一笔钱，作为此行的旅费与置

装费。 [38] 蒙田夫妻因此有了栖身之地，但也承受极大的压力。凯瑟琳

希望通过这些会议促成条约的签署。可惜的是，跟过去一样，协商是解

决不了问题的。

佩里戈尔的疫情逐渐转好，于是蒙田与家人重返家园，发现城堡完



好如初，但农地与葡萄园已残破不堪。蒙田仓皇逃离这里之后，便荒废

了写作，此时他再次提笔，接续先前的讲述，从动乱带来的沉重负担开

始。然而，他对政治的投入未尝稍减。一五八七年秋天，蒙田与科丽桑

德见面，而后又单独与纳瓦尔会面。纳瓦尔在同年十月再次造访蒙田的

城堡。蒙田又劝他与国王妥协。纳瓦尔随后去见科丽桑德，她也向他作

相同的劝解。她与蒙田似乎串通好了，两人一唱一和地劝说纳瓦尔，而

纳瓦尔似乎开始动摇。 [39]

一五八八年年初，蒙田再次与纳瓦尔会面。不久，纳瓦尔便交代蒙

田一件极机密的任务，要求他到巴黎觐见国王。突然间，首都的每一个

人都在谈论蒙田此行的目的，也对蒙田这个神秘人物充满好奇，由此可

知此次任务的重要。新教作家穆尔内在写给妻子的信里谈到这件事。英

格兰驻法大使爱德华·斯塔福德爵士（Sir Edward Stafford）在报告里谈

到蒙田，形容他是“纳瓦尔国王手下一名非常睿智的绅士”，又说“纳瓦

尔国王派驻此地的属下对于蒙田的到来莫不感到嫉妒”。纳瓦尔平日的

随从显然搞不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蒙田为他们的主子办差，却没有人

告诉他们他办的到底是什么差事。西班牙大使唐·贝尔纳迪诺·德·门多萨

（Don Bernardino de Mendoza）写信给国王菲利普二世（Philip II），信

中提到纳瓦尔在巴黎的属下“不知蒙田为何前来”，“怀疑他身负秘密使

命”。几天后，二月二十八日，门多萨暗示有谣言指蒙田对科丽桑德施

加了影响，又提到“大多数人认为蒙田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不过有点糊

涂”。斯塔福德也提到蒙田与科丽桑德的关系，说蒙田是她的“亲信”，
还说蒙田是“一个面面俱到的人”，这样的描述在当时是指非常能干。看

起来，蒙田与科丽桑德成功地操纵了纳瓦尔，使他达成某种妥协，或许

是初步同意在必要的时候放弃新教，而蒙田前来巴黎，就是为了传达这

一信息给国王。



此事的敏感程度足以使天主教同盟与纳瓦尔的新教支持者，都有充

分的理由阻止蒙田来到巴黎。事实上，几乎没有人喜欢这项和谐而稳健

的使命。就连英格兰大使也感到忧心，因为英格兰想维持对纳瓦尔的影

响力，不希望纳瓦尔再次改信天主教。唯一感到高兴的是国王、凯瑟琳

·德·梅迪奇太后以及零零散散的政治派人士，他们一直希望法国能获得

统一。 [40]

因此，蒙田的旅程并不平顺。他出发后不久，经过昂古莱姆

（Angoulême）东南方的维勒布瓦（Villebois）森林，一行人遭到武装

盗匪的伏击与拦截。蒙田曾因为坦率而被盗匪释放，可惜这次事件跟那

一次是两回事。上次的遭遇纯粹是偶然，这次抢劫却是出于政治动机或

类似的目的——至少蒙田是这么想的。事后，蒙田在给马蒂尼翁的信上

写道，他怀疑这群盗匪是天主教同盟的人，他们想阻止他们的两个仇敌

——国王与新教徒纳瓦尔——达成协议。 [41] 在暴力威胁下，蒙田被迫

交出钱财、行李箱里的上好服饰（可能是为进宫准备的），以及文件。

无疑，里面包括纳瓦尔阵营的秘密文件。幸运的是，他们并未杀死蒙田

以绝后患，反而放过他，（人们推测）他安全传达了信息。然而，尽管

蒙田冒了这么多险，尽管他引发了民众如此兴奋的情绪，最后还是没有

达成协议。局势即将恶化。

就在蒙田抵达巴黎后不久，吉斯公爵于一五八八年五月来到首都。

他仍是国王最危险的敌人，他的出现也引发了纷争。亨利三世早已下令

禁止吉斯进入巴黎，所以吉斯的举动等于公开挑战王室的权威。但吉斯

乃是有备而来，他已经得到不服王命的巴黎高等法院的支持。国王理应

逮捕吉斯，却没有这么做，反而接受吉斯的觐见。据说新任教宗西克斯

图斯五世（Sixtus V）日后曾评论两人的会面：“吉斯是个鲁莽的蠢蛋，

先是侮辱国王，而后又觐见国王，此举无异于自投罗网；国王则是个懦



夫，居然还让吉斯全身而退。”这是脆弱平衡的又一个例证：在这里，

强者必须决定自己要提出多大的挑战，而弱者必须决定自己应该低头，

还是起而反抗。

往后，亨利三世又陆续作出三个错误的决定。首先，他应该有所行

动，却按兵不动。然后，为了补救先前的错误，他做了过当的反应。五

月十一日晚间，亨利三世在巴黎全城部署军队，貌似全面开战，甚至可

能要屠杀吉斯的党羽。在惊恐与愤怒下，天主教同盟群众蜂拥而出，堵

塞街道，准备自卫。于是第二天成了著名的“街垒日”（Day of the

Barricades）。 [42]

亨利三世接下来犯了第三个错误。他在惊慌中让步，显示他既软弱

且行为过当，而这正是蒙田认为的灾难，特别是在面对暴民的时候。国

王恳求吉斯安抚他的支持者。吉斯骑马上街，表面上顺从国王的要求，

实际上却变本加厉地煽动群众，暴乱于是爆发。“我从未见过民众如此

狂暴胡为。”蒙田的朋友帕基耶日后在信中说道。 [43] 这场暴乱看起来像

是另一场“圣巴泰勒米大屠杀”，差别在于死亡的人数较少，且这一次有

特定的目标，而目标很快达成。到了第二天末尾，帕斯基耶说：“一切

恢复平静，你会说好像是做了一场梦。”但这并不是梦：清醒后的巴黎

面临着改变的现实。国王已经逃离，一声不响地溜出城门，根本没有人

注意到他。他已经逃往沙特尔（Chartres），把巴黎拱手让给了吉斯。

亨利三世未打一仗就放弃都城，成为不折不扣的流亡者。实际上他

已形同退位，但他的支持者仍视他为国王。吉斯命令亨利三世接受波旁

枢机主教为继任者，亨利别无选择，只能同意。当时明眼人都知道这场

灾难是怎么发生的。亨利三世曾有除掉吉斯的机会，但没好好把握——
他大可逮捕吉斯，或是釜底抽薪直接杀了他。蒙田仍是忠诚的保王派人



士，于是前往沙特尔加入国王的阵营。亨利后来移驻鲁昂，蒙田也跟随

前往。蒙田的选择并不令人意外，若非如此，他就只能待在巴黎与天主

教同盟为伍，或是直接告老还乡。这两样蒙田都没有选择，但最后他还

是告别国王，于一五八八年七月回到巴黎。蒙田当时深受痛风或风湿病

折磨，病情非常严重，因此在停留巴黎期间，绝大多数时候都卧病在

床。

蒙田原本预期自己会风平浪静地离开巴黎，他做的最具煽动性的事

就是与出版商见面——他最近才完成《随笔集》的最后一卷。然而巴黎

不是与国王有关系的人该待的地方。一天下午，蒙田正在床上休息，身

体仍极为不适，一群人在天主教同盟的命令下，全副武装地冲进屋内将

他带走。逮捕的动机可能是为了报复最近在鲁昂发生的类似事件，即亨

利三世下令逮捕一名天主教同盟人士。至少这是蒙田的说法，他把这件

事记录在波特星历中。他们带走蒙田，让他骑上自己的马，前往巴士底

（Bastille），并且将他囚禁。 [44]

在《随笔集》中，蒙田写下对被捕的恐惧：

我从未进过监狱，甚至从未造访过。光是想象监狱的外

观，就足以让我浑身不快。我是如此渴望自由，要是有人不让

我前往西印度群岛的某个角落，我就会活得不愉快。 [45]

被关进巴士底监狱，又是在病重之时，对蒙田来说确实是一种震

撼。但蒙田有理由相信自己不会在狱里待得太久，而他也确实很快就出

狱了。五个小时之后，凯瑟琳·德·梅迪奇前来救援。她此时也在巴黎，

一如既往地希望通过谈判解决危机。她先与吉斯协商，就在谈判时，听

到蒙田被捕的消息，便立即要求吉斯放人。吉斯显然不太愿意，不过还

是照做了。



吉斯的命令传达给了巴士底的指挥官，但即使如此，一开始还是无

法放人。指挥官坚持要取得巴黎市长拉沙佩勒爵爷（sieur de La
Chapelle）米歇尔·马尔托（Michel Marteau）的认可，而马尔托又将他

的同意命令通过另一名强有力的人物维勒鲁瓦爵爷（seigneur de
Villeroy）尼古拉·德·纳维尔（Nicholas de Neufville）传达给指挥官。因

此到最后，总共经过四名重要人物下达命令，蒙田才获释。蒙田自己对

此事的了解是：他能“获释乃是基于闻所未闻的恩典”，而且是在凯瑟琳

·德·梅迪奇的“再三坚持”下才得以成功。凯瑟琳一定很欣赏蒙田；吉斯

公爵或许讨厌他，不过即使是吉斯，也能看出蒙田是值得特别考虑的。

这起事件过后，蒙田在巴黎短暂逗留。他的关节病逐渐好转，另一

种病痛却紧跟其后，袭击了他。这个病痛或许是肾结石，蒙田受此病折

磨已有一段时间，但病情一直没有好转。他经常担心这个病很可能要了

他的命，此时的病情已显示出这样的倾向。蒙田的朋友皮埃尔·德·布拉

克（Pierre de Brach）在多年后写了一封颇具斯多葛风味的信给思想家

于斯特斯·利普修斯，信中描述：

几年前，我们在巴黎见面，医生对他的病情感到绝望，而

他只求一死。他与死神面对面时，我发现他把死神推得远远

的，并且蔑视死神带来的恐惧。绝妙的论点悦耳动听，美好的

教诲使灵魂睿智，坚定的勇气安抚恐惧的内心，这就是那个人

当时所展现的！我从未听过有人比他说得更好，或比他更有决

心遵照哲学家的指示面对死亡。他身体的病弱未能击倒他灵魂

的活力。 [46]

布拉克的描述是传统的，但它的确显示蒙田已接受自己必死的事

实，其实他从落马那一天以来就是如此，何况此后还经历了许多事。肾



结石迫使他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近距离地面对死亡，这也是一种战场上

的对峙。到最后，死神注定是更强的一方，但蒙田至少曾挺直身子面对

它。

后来，蒙田逐渐恢复，便前去拜访一年前在巴黎认识的新朋友：玛

丽·德·古尔奈。她是他作品的热情读者，而且邀请蒙田到她位于皮卡第

（Picardy）的城堡与她的家人同住一段时间。 [47] 这是一处怡人的休养

场所。与此同时，新版《随笔集》出版，而蒙田已开始考虑增补自己的

作品，或许会把最近的经验写进去。蒙田着手为新出版的作品增添注

释，有时他独自工作，有时古尔奈与其他人从旁协助。

一五八八年十一月，蒙田已完全恢复健康，于是前往布洛瓦。国王

此时正在此地参加全国性立法会议——又称“三级会议”，吉斯也前来与

会。会议的目的理应是进行更进一步的协商，但亨利三世另有所图。身

为一名没有王国的国王，他感到绝望。过去六个月来，他一直聆听谋士

的建议，如果能把握机会除掉吉斯，那么情势将转而对他有利。

现在，吉斯跟亨利一起待在布洛瓦城堡，机会又来了，而亨利决心

改正过去的错误。十二月二十三日，他邀请吉斯到他的私人房间一叙。

吉斯的左右认为此行相当危险，劝他不要前往，但吉斯还是答应了。他

走进亨利三世卧房旁的私人房间时，几名皇家卫士从藏身处跳出

来，“啪”的一声关上他身后的门，随即一拥而上，将他刺死。这一次，

就连国王的支持者也大吃一惊，亨利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绕过

了蒙田明智稳健的中庸之道。

虽然蒙田来到布洛瓦加入国王的行列，但没有证据显示他提前知道

这场刺杀阴谋。就在事件发生的前几天，蒙田过得相当惬意，与几个老

朋友叙旧，如德·图与帕基耶，虽然后者总是喜欢惹人生气——他把蒙



田拉到自己的房间里，告诉他最新版的《随笔集》在文体上有什么地方

出现错误。蒙田礼貌地听着，但不管帕斯基耶说什么他都没听进去，就

像他过去面对宗教裁判所的官员时那样。

与蒙田相比，帕基耶的情绪很容易激动，听到吉斯被杀时，他马上

陷入极度的沮丧之中。“哦，多么悲惨的景象！”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上如

此表示，“长久以来，我的体内生成了不少忧郁的体液，现在我非得吐

在你膝上不可。我害怕，我相信，我正亲眼见证国家的灭亡……国王将

失去王冠，或眼见自己的王国陷入完全的混乱。” [48] 蒙田没有说这么戏

剧性的话，但他肯定也感到震惊。最糟糕的是，对政治派人士来说，这

起冷血而时机有误的暗杀事件，使国王遭受严重的道德质疑，因为在他

们眼里国王理应带给国家稳定的希望。

亨利三世认为这场外科手术式的攻击行动可以终结一切麻烦，就像

查理九世主导“圣巴泰勒米大屠杀”那样。然而，吉斯的死反而激化了天

主教同盟的情绪，新的革命组织在巴黎成立，称为“四十人会

议”（Council of Forty），该组织宣布亨利三世是暴君。索邦神学院向教

宗询问，杀死一名已经失去在位正当性的君主在神学上是否被允许，教

宗给予了否定的答案。尽管如此，天主教同盟的传道者与律师认为，任

何一名充满热忱与受上帝召唤的臣民都可以这么做。“暴君”是他们不断

呐喊的词汇，但这些传道者不认同拉博埃蒂《论自愿为奴》的主张，不

主张消极抵抗，也不提倡以和平的方式表示反对。他们发表了自己的教

令，如果亨利是撒旦在地上的代理人——如洪水般的宣传品所说——那

么杀死他就是履行神圣的责任。 [49]

一五八九年巴黎的骚乱，其影响波及生活的各个层面。新教编年史

家皮埃尔·莱斯图瓦勒（Pierre L’Estoile）提到已经陷入疯狂的城市：



今日，袭击邻人、屠杀最亲近的亲人、掠夺祭坛、亵渎教

堂、强奸妇人与年轻女孩、抢劫每一个人，已成了天主教同盟

者的家常便饭与狂热天主教徒绝对无误的印记。嘴巴上总是挂

着宗教与弥撒，心里却充满无神论与抢夺的邪念，手上沾的全

是谋杀的鲜血。

灵异现象与恶兆不断在各地涌现，就连蒙田的朋友、平日相当冷静

的德·图看到柴堆里出现双头蛇，也不禁认为那是一项预兆。 [50] 就在局

势看起来糟到不能再糟的时刻，一五八九年一月五日，凯瑟琳·德·梅迪

奇去世。母亲的撒手人寰使亨利三世顿失依靠，此时的他完全被仇恨围

绕，能仰仗的只有欠饷的军队与依照原则坚定支持他的政治派人士。

与以往一样，政治派依然不得人心。此时像蒙田这样的人提出任何

主张，恐怕都于事无补。他以冷静而节制的语调表示，现在已经分不清

天主教同盟与激进胡格诺派谁是谁了：

这一议题如此严肃：臣民为了宗教而反叛，并且拿起武器

对抗自己的君主，这么做是否合法？犹记得去年，某些人高

喊“赞成”作为自己的立场，另一些人则高喊“反对”作为自

己的主张；现在再听听看，这些“赞成”或“反对”的声音又

是出自何人之口，“赞成”与“反对”，哪一方动用的干戈少

于对方？ [51]

至于神圣暗杀的观点，怎么会有人认为弑君可以让人上天堂？救赎

怎么可能来自“大剌剌地做出必定遭受诅咒的行为”？ [52] 在这段时间，

蒙田失去了对政治仅存的兴趣。一五八九年初，他离开布洛瓦。一月

底，他回到自己的庄园，埋首于书房。蒙田在这里仍保持活跃，继续与

马蒂尼翁通信（马蒂尼翁仍是该区的陆军中将与新任的波尔多市长），



但不再担任传达信息的外交使节。讽刺的是，就在蒙田放弃后不久，亨

利三世与纳瓦尔终于恢复人们期待已久的友好关系。他们合兵一处，准

备在一五八九年夏天围攻首都。

但国王在这个时候又犯了一个错误。巴黎天主教同盟发现，军队在

城门外集结扎营时，亨利三世也在他们伸手可及的范围内。道明会

（Dominican Order）的年轻修士雅克·克莱芒特（Jacques Clément）收到

上帝要他行动的旨意。他佯称自己接到城内秘密支持者的信息，在八月

一日来到军营，并且获得国王的接见，此时国王正坐在便盆上——这是

当时皇室接受觐见的普遍做法。克莱芒特拔出短剑，赶在卫士杀死他之

前，把剑刺入国王的腹部。几个小时之后，亨利因流血过多而死。国王

最后确认由纳瓦尔担任他的继承人，不过不断重复自己的条件，那就是

纳瓦尔必须回到天主教会。

国王的死讯使巴黎响起欢呼声。在罗马，就连教宗西克斯图斯五世

都赞扬克莱芒特的行动。纳瓦尔终于同意回归天主教。起初，有些天主

教徒仍拒绝承认他，尤其是巴黎高等法院的成员，他们坚持波旁才是他

们的国王。有一段时间，法国出现两个不同的政治实体，人们需要选择

支持哪一方。但纳瓦尔缓慢而耐心地获得了胜利。他成为无可争议的法

王亨利四世。他终将找到一条结束内战的途径，并促成国内的团结，所

仰赖的大多是自身的人格力量。他一直是政治派期盼的国王人选。

蒙田长久以来一直与纳瓦尔维持友好的关系，此时再次受邀担任半

官方的角色，做亨利四世的顾问——一名直言不讳的顾问。依照惯例，

蒙田必须写信给亨利，表达自己愿意为主上效劳的心意。亨利则于一五

八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回应，传召蒙田前来图尔（Tours），当时他暂以

此地作为朝廷所在地。要么是这封信送得太慢，要么就是蒙田任由信件

躺在壁炉架上不去理会，因为直到一五九〇年一月十八日，他才回信



——此时回复王命已然太晚。向国王效忠，理论上没问题，但蒙田已决

定不再远行，特别是他的健康状况已比过去糟糕。蒙田向国王解释，

唉，这封信回得迟了。他不断表达祝贺之意，并且表示愿效犬马之劳。

这封信的写法算是因袭了惯例，但蒙田在当中加了几句比较刺耳的

建议。他的文字依然恪守形式上的礼仪，然而他也告诉新王应该早日停

止对军队的纵容；国王应该展现自己的权威，同时要以“仁慈与宽厚”赢
得人心，因为善意总是比威胁更能获得人民的支持；国王应该强悍，但

也要信任人民；国王应该受人民的爱戴，而非令人民感到恐惧。

九月二日，蒙田写了另一封信给亨利，在此之前亨利再度要求蒙田

动身启程，这次是希望他与马蒂尼翁见面。国王表示他会支付蒙田的一

切费用。然而蒙田还是优哉游哉了六个星期才回信说他刚接到信。蒙田

说他已经写给马蒂尼翁三封信，信中提到要去拜访他，但马蒂尼翁并未

回信。蒙田表示，或许马蒂尼翁是顾及“道路的漫长与艰险”，想免去他

旅行的危险与舟车劳顿之苦。这个暗示相当明显：亨利四世也该考虑这

一点。此外，蒙田对国王提出可以支付旅费也略感不悦：

无论君王如何慷慨，我从未接受多于自己要求或理当获得

的馈赠；我服侍主上也不是为了获得赏赐，在这点上陛下恐怕

对我不甚了解。我为历代国王作出许多贡献，但我愿为陛下付

出更多。主上，我已如愿地富足。我若为您在巴黎倾家荡产，

肯定会厚颜向您索求奖赏。 [53]

这么坦白地对国王说话的确令人吃惊，但蒙田年事已高而且病魔缠

身（此时得了热病），加之他与国王相识已久，因此敢直率地发言。在

《随笔集》中，蒙田写道：“我以百姓的忠诚情感来看待我们的国王，

不受私人利益左右……因此走到哪里都能抬头挺胸，毫无愧色，内心也



一片坦然。” [54] 他写给亨利四世的信显示出他依然善于言词。事实上，

这两封信的写法与《随笔集》如出一辙：直言不讳，不因权力而动摇，

而且决心维护自己的自由。

蒙田也许察觉到亨利四世的统治模式正逐渐成形：国王有建立个人

崇拜的念头。亨利四世相当强悍，法国在历经几任软弱而放纵的国王之

后，正需要这样的领袖；可惜亨利不够精明。演说时简短快速，具有决

断力，这些是他的风格。他不像亨利三世那样会定期洗澡，用餐时不使

用叉子；相反，他非常肮脏，就像一般的男人一样，而且据说身上散发

着一股腐肉的臭味。亨利四世深具领导魅力；蒙田喜爱强而有力的君

主，但不喜欢故弄玄虚。 [55] 在《随笔集》里，蒙田提到亨利四世时，

总是充满理智的肯定而非愚蠢的盲从；类似的有所保留也出现在他的信

里。蒙田赢得了这场特别的战争，因为他确实从未加入亨利四世的朝

廷。

一五九五年初，亨利四世成功击败外敌西班牙（可惜蒙田已无缘得

见），借此宣泄内战的精力，而内战最终在一五九八年全面终止。法国

开始建立起真正的集体认同，虽然这种集体认同感仍相当薄弱，且多半

集中在亨利四世一个人身上。许多民众热情地拥护他，但同时，也有一

些人极度痛恨他。他最后于一六一〇年遭暗杀身亡，凶手是狂热的天主

教徒弗朗索瓦·拉瓦亚克（François Ravaillac）。

亨利四世对历史的贡献是一五九八年四月十三日颁布的《南特诏

令》，它保障了良心自由与两个分裂教派信仰崇拜的自由。与先前的和

平条约不同，这道诏令确实成功地维持了一段时间。法国因此从饱受宗

教战争蹂躏的国家转而变成西欧第一个正式承认两种不同基督教形式的

国家。一五九九年二月七日，亨利在高等法院的一场演说中明白宣示，



这道诏令不是软弱地想讨好谁，人们也不该把这道诏令当成制造麻烦的

令箭。“我会拔除所有分裂与煽动的幼苗，会砍掉所有鼓动者的头。”
[56]

在强力执行下——蒙田应该会欣赏这种直截了当的自信——《南特

诏令》的效力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直到一六八五年被废除。彼时，法国

又掀起一波难民潮，胡格诺派信徒纷纷逃往英国或其他地方。这些难民

中，有许多人是蒙田的读者，包括皮埃尔·科斯特。科斯特秘密出版的

《随笔集》日后越过英吉利海峡，被偷偷运进法国，他把具革命色彩的

新蒙田介绍给国内苦难的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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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我们问：如何生活？
How to live？

蒙田说：偶然探究哲理就好
Philosophise only by accident

蒙田很少以哲学家自居，只偶然如此。

他用很多的篇幅作思想漫游，但实用的生活哲学才是他感兴趣的部分，而这与

真正的哲学是两码事。

不断书写，永不停歇，蒙田没有地图，也没有计划。他不知道自己的终点在哪

儿，也从不知道抵达终点后要做什么。



十五名英格兰人与一名爱尔兰人

一七二四年，科斯特重新出版蒙田的作品，奇妙的是，在此之前的

一个世纪——这段时间《随笔集》在法国度过了艰难的时期——英格兰

人从未停止对蒙田的赞誉。法国以外，最早接受蒙田的首推英格兰人，

他们几乎把蒙田当成自己的一分子。英格兰人心灵中的某种因子使他们

与蒙田一拍即合；此后，即使其他地区对蒙田的看法几经变迁，英格兰

人仍不改初衷，一贯地喜爱蒙田的作品。

数百年来蒙田在英吉利海峡对岸遭逢了什么样的命运，值得我们简

要地加以介绍，因此关于蒙田晚年生活的描述，就请容我先暂时打住

（前面的章节以蒙田的生平为主线，其间也旁及他对十九世纪中叶的影

响）。蒙田从未想到要去英格兰旅行，而他也应该对自己日后被英格兰

当成难民一样收容感到惊讶，尤其英格兰还是个新教国家。

从十七世纪末开始，众多的英格兰读者能自由地阅读蒙田的作品，

宗教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英格兰新教徒并不理会罗马教会将蒙田的书

籍列为禁品，阅读蒙田的作品反而让他们觉得自己比天主教徒高上一

等，而且能读法国人不能读的书更令他们感到满足。法国人由于未能赏

识自己国内最好的作家，因此被英格兰人讥为有眼无珠，尤其是在法兰

西学术院对所有文学作品施加严谨的古典优雅标准之后。“自由而不受

拘束”的作家（蒙田这么描述自己） [1] 在新法语美学中没有容身之处，

但英语世界却把蒙田当成在外游荡的儿子，欢迎他回家。英语是让乔叟

（Geoffrey Chaucer）与莎士比亚生气蓬勃、无拘无束的故土，对于蒙田

这样的作者来说，英语似乎是个恰当的语言。哈利法克斯勋爵认为，翻

译蒙田的作品“对我们来说不仅如获至宝，也是对法国二流作家的莽撞



无礼作出公正的谴责。这些人无所不用其极地以鸡毛蒜皮的小事贬损这

位伟大人物的名声。他的才华卓然天成，原本不该拘于一格”。 [2] 随笔

作家威廉·黑兹利特（William Hazlitt）硬是把蒙田与拉伯雷塞进《论古

英语作家与演说者》（On Old English Writers and Speakers ）里头，他

解释自己这么做的原因：“我们认为这些作品相当程度上可被视为英语

作品，而它们也展现出法语还未受到宫廷与吹毛求疵的学者败坏时的品

格。” [3]

英格兰读者喜欢《随笔集》这样的书写风格，更易被这本书的内容

吸引。蒙田喜爱细节甚于抽象，这一点颇合英格兰人的口味。他对学者

的不信任，对稳健与舒适的看重，以及对私人空间的追求——如“店铺

后面的房间”的观点——也深受英格兰人青睐。另一方面，英格兰人也

跟蒙田一样喜爱旅行与欣赏异国事物。蒙田沉浸于安详的保守主义中，

但有时也会猝不及防地表现出激进的立场；英格兰人也是如此。蒙田总

是开心地看着自己的猫在火炉旁玩耍——和英格兰人一样。

此外还有蒙田的哲学，如果能说那是一种哲学的话。英格兰人欠缺

哲学的气质，不喜欢空泛地思索存在、真理与宇宙。英格兰人喜欢的作

品经常充满奇闻轶事、古怪的角色、诙谐的妙语，以及些许幻想。弗吉

尼亚·伍尔夫在提到托马斯·布朗爵士（Sir Thomas Browne，一位写作中

带有蒙田色彩的英格兰作家）时附带指出：“英格兰人生性无拘无束，

唯有任他们的念头四处奔驰，性格恣意挥洒，他们才能感到自在与快

乐。” [4] 因此，黑兹利特赞扬蒙田，认为他的作品一定能得到欠缺哲学

气质的民族的喜爱：

他奋笔疾书，从不以哲学家、才子、演说家或道德家自

诩。他所做的不外乎是大胆地告诉我们他脑子里闪过的任何念



约翰·弗洛里奥

头，并且以毫无修饰的方式，坦白而直接地表述出来。 [5]

蒙田很少以哲学家自居，只偶然如此。他“无意间成为一名哲学

家”。 [6] 他用很多的篇幅作思想漫游，不可避免地误闯了某个伟大的古

典理论。但实用的生活哲学才是他感兴趣的部分，而这与真正的哲学是

两码事。整体来说，这些现象也发生在英格兰人身上。

然而，蒙田在英格兰的成功，与他和英格兰人气味相投有关，但主

要是运气。蒙田说自己是个人生中充满偶然的人，这话说得一点不错。

《随笔集》一开始就误打误撞地遇见了卓越的译者约翰·弗洛里奥

（John Florio），蒙田作品的命运自此改变。

弗洛里奥应该是最早将蒙田内心

隐含的英格兰气质揭示出来的人；更

引人注目的是，弗洛里奥自己是个具

有多种文化背景的漫游者，他的感性

反而使他不像英格兰人。他经常被说

成是意大利人，然而他的母亲是英格

兰人，他自己则于一五五三年生于伦

敦，所以弗洛里奥受英格兰的影响其

实相当深。他的父亲是意大利人米凯

莱·阿尼奥洛·弗洛里奥（Michele
Agnolo Florio），一名语言教师与作

家，多年前以新教难民的身份来到英

格兰。当信奉天主教的玛丽·图尔多

（Mary Tudor）登基时，弗洛里奥一家只能再次流亡，并且在欧洲各地

流浪。年幼的弗洛里奥因此学会了多国语言。成年后，弗洛里奥回到英



格兰，成为知名的法语与意大利语教师。他不仅出版了一系列初级对话

课本，也编纂广受欢迎的英—意字典。

弗洛里奥在富有的金主贝德福德女伯爵（Countess of Bedford）的

鼓励下从事《随笔集》的翻译工作。女伯爵为他找来一群朋友及合作

者，帮助他追溯引文的出处与宣传这本书。弗洛里奥为了报答女伯爵的

帮助，写了辞藻华丽的献词，部分文字甚至堆砌到连接受献词的人都难

以看懂的程度。 [7] 在弗洛里奥写给女伯爵的信里，有一段话是这么说

的：

能完成这部作品，全赖女伯爵阁下的不吝指正。若无您和

颜悦色地从旁叮咛嘱咐，面对如此漫长的事业，恐怕我早已迷

失在庞杂浩大的文字之中。我可能会心猿意马地整日追逐微末

枝节，而无法回归主题（有谁能够束缚住这股欲望呢，它总是

跑在思想前面，逾越思想的范畴，然后引诱你思考无须思考的

事）。或者，若无您时时提示应有的轻重缓急，为我权衡利害

得失，恐怕我早已偏离正轨，误入歧途。 [8]

如果放任弗洛里奥去做，让他自由发挥，很可能就会发生信里所说

的事。弗洛里奥跟蒙田一样，写作时会不断歧出至其他复杂的想法之

中，如同蜘蛛吐丝一般。不过蒙田总是不断向前，反观弗洛里奥，则是

迂回地返回自身，将自己的句子逐步收拢出巴洛克式的螺旋纹路，直到

所有的意义消失在语句之中。这两位作家相遇时，真正不可思议的事发

生了。蒙田的朴实无华拘束了弗洛里奥的回旋缠绕，而弗洛里奥则为蒙

田的作品注入了伊丽莎白时代的英语风格，以及大量纯粹的趣味。蒙田

写道：“我们日耳曼人全是被酒给淹死的。” [9] 弗洛里奥则说：“我们这

些狂饮到烂醉的日耳曼士兵，一堆人把头埋进酒杯里，像老鼠一样地溺



死了。” [10] 现代译者唐纳德·弗雷姆冷静地将某个句子翻译成“狼人、精

灵与怪物” [11] ，但在弗洛里奥笔下，这个句子却成了“幼虫、妖精、好

汉罗宾、其他类似的妖怪与喀迈拉” [12] ——就像《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 ’s Dream ）里的文字。

莎士比亚与弗洛里奥确实彼此相识，而且莎士比亚还是《随笔集》

译本最初的读者之一。他甚至在作品付梓前就已读过手稿：《哈姆雷

特》（Hamlet ）发表于弗洛里奥的译本出版之前，但在《哈姆雷特》里

隐约可见蒙田的影子。另一部较晚出现的剧作《暴风雨》（The Tempest
），里头有一段话与弗洛里奥译本中的一处内容非常相似，充分显示莎

士比亚确实读过弗洛里奥的作品。莎翁笔下的贡萨罗（Gonzalo）颂扬

他所想象的自然状态下的完美社会：

在这个国家，我要施行

完全相反的制度，我要禁止

所有的买卖交易；不设官员；

不习文字；富有、贫穷，

与仆役，全部废止；契约、继承、

疆界、领域、耕作、葡萄园，无一存在；

不使用金属、玉米、酒或油；

没有职业，所有人闲散无事，毫无例外。

上述诗句与弗洛里奥翻译的蒙田对图皮族人的描述极其相似：

在这个国家……没有买卖，不识文字，不懂算术，不设官

长，不雇用仆役，无贫富之别，不订契约，无财产可继承，亦

无财物需分配，无工作职业，只知休憩闲游，爱无等差，照顾

共同亲族，无衣裳，不务农，不饮酒，不食谷物，亦不崇尚德



行。

自从十八世纪末爱德华·卡佩尔（Edward Capell）点出这个相似之

处后，就掀起了一阵寻章摘句的热潮，许多人在莎翁的其他剧作里寻找

与蒙田作品相似的描述。 [13] 人们觉得最有可能的作品是《哈姆雷

特》，因为这出剧里的主人翁就像在舞台上陷入戏剧性两难处境的蒙

田。蒙田写“不知何故，每个人的内心似乎都有两个我”，或连珠炮似的

用彼此矛盾的形容词来描述自己时——如“羞怯的、傲慢的，贞洁的、

淫荡的，饶舌的、寡言的，强悍的、柔弱的，聪明的、愚笨的，脾气暴

躁的、和蔼可亲的，爱说谎的、可信任的，博学的、无知的，慷慨的、

吝啬的与挥霍的”——就像是剧中人物在独白。他也评论说，对于行动

的环境与结果考虑太多的人，必定一事无成——一语道破哈姆雷特生前

的主要问题。 [14]

蒙田与莎士比亚之间的类似，可能是因为他们同受文艺复兴晚期混

乱而优柔寡断的气氛影响。一般认为蒙田与莎士比亚是最早表现出“近
代性格”的作家，他们捕捉到近代充满不确定感的特质，例如对于自己

的归属、自己是谁，以及自己该做什么缺乏明确的感受。研究莎士比亚

的学者J. M.罗伯逊（J. M. Robertson）认为，蒙田与莎士比亚以后的文

学作品，只是对这两名作家的共同主题进行增添而已，而这个主题就是

自我意识的分裂。 [15]

不应夸大蒙田与莎士比亚之间的相似之处。莎翁是一名剧作家而非

随笔作家，可以将自身的矛盾表现在舞台角色的冲突中，蒙田则必须将

所有的矛盾集合在自己身上。另一个差异是，蒙田不像莎翁在英格兰拥

有崇高的地位，在叙事的领域并非一直居于顶端。他因此不像莎士比亚

那样招来嫉妒，也没有偶像破坏者宣称蒙田并非《随笔集》的真正作者



（经常有人对莎士比亚提出这样的指控）。

或者应该说，几乎没有人怀疑《随笔集》的作者是蒙田。在极少数

的例外中，有一位十九世纪重要的“反斯特拉福人士”（anti-
Stratfordians）（或称莎士比亚怀疑者）：伊格内修斯·唐纳利（Ignatius
Donnelly）。唐纳利长篇大论地主张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才

是莎士比亚作品的真正作者，在文末又用专门的一章证明培根还完成了

蒙田的《随笔集》、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的《忧郁的解剖》

（Anatomy of Melancholy ）以及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的所有作品。他找到许多埋藏在《随笔集》里的线索，例如

在某个段落写道：“谁能让顽强拒吃面包、‘培根’或大蒜的孩子改变心

意，谁就能让孩子戒除美食佳肴。”《随笔集》里出现几次“弗朗西

斯”这个名字，不可否认这一定是法文的“弗朗索瓦”，一般来说指的是

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但毫无疑问，这也是一条线索。为了进一步证

明，唐纳利引用了某个波特太太（Mrs. Pott）的发现。她提醒唐纳利，

莎士比亚在剧作里经常提到“山”（mountain），指的或许就是蒙田。既

然培根写了莎士比亚的剧作，那么在剧作中提及蒙田，必定显示他也写

了《随笔集》。“有谁会相信这一切完全出于偶然？”唐纳利问。

唐纳利承认自己对《随笔集》当中某些看似充满线索的段落感到困

惑。这些文字往往难以诠释，比如一名年轻女性在她的兄弟遭到杀害之

后捶打自己雪白的胸部这一段。 [16] 唐纳利放弃了， 说：

谁是这名年轻女士呢？文章并未详细描述她的事。是雪白

的胸部杀死了她的兄弟吗？……子弹从哪儿来的？是从雪白的

胸部射出来的吗？这一切都太荒谬了……像这样的陈述还有数

百处。



《随笔集》是以法文写成的，这理当构成问题，但唐纳利不这么认

为。他的解释是，培根想出版一本怀疑论的、宗教上非正统的书籍，但

不敢在英格兰这么做，于是打算以翻译书为幌子来出版自己的作品。培

根的运气不错，他的哥哥安东尼·培根（Anthony Bacon）当时在法国，

而且认识蒙田。 [17] 安东尼说服蒙田将姓名借给培根使用，而另外某个

人则说动弗洛里奥扮演译者的角色。于是，培根写书，蒙田挂名，弗洛

里奥很可能真的做了翻译，只不过是将英文译成法文。“蒙田”的确是英

格兰人，比哈利法克斯勋爵与黑兹利特的想象更货真价实。

从某方面来说，这个故事确实存在着事实基础：安东尼·培根的确

认识蒙田，而且拜访过他两次，第一次在一五八〇年代初，第二次是在

一五九〇年。安东尼可以轻易带一本蒙田的《随笔集》回去给他的弟

弟，这表示培根可能早在他自己的《随笔集》（Essays ）出版（一五九

七年）之前，就已经读过法文版的蒙田的《随笔集》。而这也解释了人

们经常感到困惑的一件事：为什么前后相差不到数年，培根与蒙田分别

发表了书名相同的作品。 [18]

然而我们必须说，蒙田与培根类似的地方，也仅止于作品的名称而

已。蒙田作品带有的“英格兰特质”，在培根的作品中完全不见踪影。培

根的写作比蒙田更强调思想的严谨与精确。他更敏锐、更具哲学性，也

更令人厌烦。他处理阅读或旅行这类主题时，使用的是命令的语

气。“这”是你应该读的，“那”是你旅途中应该造访的地方。如果一个主

题可以分成几个子题，他就会加以区分，而且预先宣布有哪些子题，然

后再一一介绍，毫无半点遗漏。可以确定的是，蒙田绝对不会这么做。

自从弗洛里奥与培根以“随笔集”作书名，往后无数英文书籍的书名

均采用“随笔集”一词。有些人是受到弗洛里奥的译作启发，有些则是受



到培根的影响，但绝大多数作品都采取了蒙田的写作与思想风格。十七

世纪初以后的英格兰随笔，几乎很少针对重要主题作严谨的哲学思考，

多数是以愉快的笔调漫谈平凡无奇之事。其中最典型的是威廉·康沃利

斯（William Cornwallis）的作品，他阅读过弗洛里奥早期译本的草稿，

并且在一六〇〇、一六〇一、一六一六与一六一七年出版了自己写的一

系列《随笔集》，主题包括“论睡眠”“论不满”“论荒诞”“论酒馆”与“论观

察与事物的用处”。 [19]

有些作者即使未用“随笔集”当书名，也会在作品中呈现出个人杂谈

的风格。法国文学愈来愈强调均衡与形式时，英格兰却涌现一批古怪的

作家。罗伯特·伯顿在他的大部头作品《忧郁的解剖》中描述自己的写

作方式宛若“一条四处嗅闻的猎犬，一看到鸟就吠叫”。 [20] 更奇怪的是

托马斯·布朗爵士，他以随笔的形式探索医学、园艺、殡葬与想象中的

图书馆，描述方式充满回旋的巴洛克风格。 [21] 这与其他人（甚至包括

弗洛里奥）迥然不同，任何人只要一看到布朗的句子，就能立刻认出是

他的手笔。

就在蒙田的作品出人意料地在英格兰大受欢迎时，一名新译者开始

重新翻译《随笔集》，并且在译文上稍微作调整。查尔斯·科顿于一六

八五年与一六八六年出版的新译本，距离法国把《随笔集》列为禁书还

不是很久。科顿的译文比弗洛里奥精确，而且吸引了新一代英格兰读者

接触蒙田的作品。令人意外的是，这位在译文上要求严谨的译者，其本

人的性格却比弗洛里奥更为反复无常，而且更雅好文艺。科顿在当时主

要以写作下流低俗的诗文闻名，他曾形容自己是“来自北方的鄙陋之

人”，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整晚待在酒馆里畅饮麦酒，然后再回到书房去

——



撰写淫秽的书信，有时翻译

来自吉耶讷与普罗旺斯的古老木桶故事，

并且不断地与法国老人争吵。 [22]

科顿死后，他的名声就跟蒙田或莎士比亚一样，历经各种离奇的转

折（也许没有蒙田或莎士比亚那么大起大落）。十九世纪的读者认为他

的喜剧韵文令人生厌，却对他的抒情自然诗称赞有加，不过与科顿同时

代的人却完全未留意到他的诗作。之后，科顿的诗也慢慢遭到遗忘，反

倒是他为艾萨克·沃尔顿（Isaac Walton）的《钓鱼大全》（The
Compleat Angler ，这部作品本身就极具蒙田的风格）所写的讨论钓鳟鱼

的章节，广受读者好评。今日，科顿自己的作品几乎已无人知晓（只有

钓客还会看他的文章），人们只知道他翻译过蒙田的作品。

往后两个世纪，科顿翻译的《随笔集》一直是这部作品的标准译

本。他的译文让蒙田褪去了巴洛克风格，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气象。蒙田

不再编织幻想之网，而成为致力捕捉日常生活心理现实的作家。诗人蒲

柏（Alexander Pope）在他拥有的科顿译本上写下这句注记：“我认为，

这是至今为止谈论风俗习惯最好的作品；这位作者字字句句都说到人们

的心坎里。” [23] 文学杂志《旁观者》（Spectator ）的一篇文章赞扬蒙田

善于将个人的经验与特质交织起来，化为文字，这种做法虽然有点放纵

自我，却极具娱乐价值。法国评论家夏尔·德德扬（Charles Dédéyan）则

说，英格兰人乐于让作家写自己爱写的东西，只要他的作品读来令人愉

快。 [24]

此后，英格兰出现大量的个人随笔作家，这些人成为评论家沃尔特

·佩特（Walter Pater）口中“真正的蒙田家族”。他们显示出“个人的私密

性与近代的主体性，我们或许可称之为文学的蒙田元素”。 [25] 利·亨特



（Leigh Hunt）是相当受欢迎的随笔作家，他在自己收藏的《随笔集》

里画上重点，并且在页缘写上评论——通常是一些相当愚蠢的内容。蒙

田曾讲了一则故事，提及他在法国看到一个没有双手的男孩可以拿起沉

重的宝剑，也可以像马车夫一样持鞭驾车，亨特在页缘小心翼翼地写

道：“显然他是用手臂才有办法做到，但这还是令人惊讶。” [26]

思想远比亨特敏锐的黑兹利特是蒙田的崇拜者，他赞扬蒙田不以哲

学家的身份自诩。黑兹利特认定，好的随笔作家自有一套标准，而他的

看法也显示当时英格兰人对蒙田所表现出的特质的向往。他说，随笔作

家从人类生活中搜集奇闻趣事，正如自然历史爱好者在森林小径或海边

散步时，信手捡拾贝壳、化石和甲虫。他们搜集事物乃是出于天性，而

非强迫。蒙田是最杰出的随笔作家，允许一切事物以原本的样貌展现在

他面前，包括他自己在内，而且他知道如何“观察”事物。对黑兹利特来

说，一篇理想的随笔——

必须记录我们的服饰、神态、相貌、言词、思想与行动；

显示我们是什么与不是什么；在我们面前展示人类生活的整体

过程，使我们成为启蒙的旁观者，注视人类生活多彩多姿的景

象，（可能的话）并成为兼具包容与理性的行动者，参与我们

必须涉足的人生。 [27]

换句话说，随笔与小说或传记不同，它是一种能帮助我们学习如何

生活的文体。

黑兹利特的儿子跟父亲同名，也叫威廉·黑兹利特。老黑兹利特把

科顿的译本、蒙田的书信、蒙田前往意大利时记录的旅行日志，以及一

篇简短的传记汇集起来，于一八四二年编辑成《全集》（Complete
Works ）出版。这部作品后来成为英国的蒙田作品标准译本。一八七七



年，《全集》由小黑兹利特再做修订，即黑兹利特修订黑兹利特编辑的

科顿翻译的蒙田作品。在黑兹利特家族的数代努力下，他们定义的英格

兰蒙田终于比弗洛里奥塑造的蒙田流传得更为久远。毕竟，新蒙田是因

为黑兹利特家族崇尚的美德才受到喜爱：留意日常生活的真实面向，不

受文学形式的限制，并以令人愉快的笔调如实描绘生活的原貌。 [28]

修订蒙田作品的传统自十九世纪延续到二十世纪，而且看起来应该

会持续到二十一世纪。每个时代都会产生新的英格兰蒙田派作家，在无

数昙花一现的随笔作家与周末报纸专栏作家的努力下，这项传统延续至

今。无论是有心还是无意，这些人都让“文学的蒙田元素”得以存续下

来。

在英吉利海峡两岸的蒙田的继承者中，最重要的人物是一个出生于

爱尔兰的英国人：劳伦斯·斯特恩（Lawrence Sterne），十八世纪《项狄

传》（Tristram Shandy ）的作者。他的伟大小说（如果可以这么归类的

话）是一本经过夸大的蒙田《随笔集》，不仅公开呼应它的法国前辈，

也充满戏谑、矛盾与杂谈。原本应该放在一本书开头的献词与序言，居

然杂乱地散见于书中各处，例如“作者序”出现在第三册的第二十章。而

书里某处居然出现空白页，让读者可以依自己的想象画出一个角色的样

子。还有一页则呈现一系列线条图案，作者声称这是他总结的这本书截

至此处任意岔题的线索图。

《项狄传》持续摇晃地走在瓦解的边缘。无论一开始承诺出现什么

样的情节，最后都会化为泡影，取而代之的是叙事的破碎与迂回。“我
曾向读者承诺写一篇专门讨论绳结的文章吗？”斯特恩在书中的某处回

想着，“用两章来讨论女性好的一面与坏的一面？一章讨论胡子？一章

讨论愿望？一章讨论鼻子？不，鼻子我已经谈过了。一章讨论我叔叔托



比的谦逊？更不用说还要用一章来讨论我死前想完成的几个章节！”这
段描述使斯特恩看起来宛如在赶时间的蒙田。

但是当然，斯特恩说，这里的故事全是对世界的如实描绘，不可能

从起点直达终点。生活是复杂的，并不存在单一的路线：

历史学家谈论历史时会像赶骡子的人一样直线前进吗？举

例来说，从罗马前往洛雷托，旅途中绝不左顾右盼。他也许敢

大胆向你预言一小时后就会抵达目的地，但从心理层面来说，

这是不可能的。倘若他的精神不济，一路上他会有五十次偏离

直线。 [29]

与蒙田的意大利之旅一样，我们无法指责斯特恩脱离原先的路线，

因为他的路线就是离题。他的目的地就是他下一秒钟临时动念要去的地

方。

《项狄传》开启了爱尔兰的一项传统，这项传统发展到乔伊斯

（James Joyce）的《芬尼根的守灵夜》（Finnegans Wake ）时达到极

致。这部小说将无数联想的分支与细流发散到数百页的篇幅上，最后才

返归主题：末尾的半句呼应了开头的半句。对于避免首尾连贯的斯特恩

与蒙田来说，《芬尼根的守灵夜》显然过于秩序井然。他们认为，写作

与生活应该自然流动，即使这意味着不断的歧出，乃至于偏离常轨，甚

至最后得不到解答。斯特恩与蒙田持续地描述一个不断产生事物、拥有

无穷书写主题的世界——所以，为什么要停止呢？这使他们成为偶然的

哲学家：对人类灵魂从事田野调查的自然学家。不断书写，永不停歇，

蒙田没有地图，也没有计划。他不知道自己的终点在哪儿，也从不知道

抵达终点后要做什么。



注释

[1] 　II：17 587.

[2] 　哈利法克斯对蒙田作品的评价收录于 Cotton原初译本（ 1685— 1686）的

书信 ，之后又重印于黑兹利特 1842年版的无页码序文页。

[3] 　Hazlitt，W.，‘ On old English writers and speakers’ ，Essay X in The Plain
Speaker （ London：H. Colburn， 1826） ，II：277— 307，本章所引见页 305。

[4] 　Woolf，V.，‘ Reading’ ，in Essays ，ed. A. Mc Neillie（ London：
Hogarth，1986—） ，III：141— 61，本章所引见页 154。

[5] 　Hazlitt 180.

[6] 　II：12 496— 7.

[7] 　弗洛里奥 ：Yates，John Florio ； Pfister，M.，‘ Ingleseitalianato-
Italianoanglizzato：John Florio’ ，in Höfele， A. and Koppenfels，W. von（ eds）
，Renaissance Go-Betweens ：Cultural Exchang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 Berlin &
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2005） ，31— 54。他出版的初级对话课本与字典 ：
Florio，J.，Firste Fruites ［ London：T. Woodcock，（ 1578）］ ，Second Frutes （
London：T. Woodcock，1591） ，and A Worlde of Wordes （ London：E. Blount，
1598）。他的《随笔集》译本 ：Montaigne，Essayes （ 1603） ，详见“出处”。

[8] 　Montaigne，Essayes （ 1915— 21） ，I：2.

[9] 　II：2 298.

[10] 　Montaigne，Essayes （ 1915— 21） ，II：2 17.

[11] 　I：18 62.

[12] 　Montaigne，Essayes （ 1915— 21） ，I：17 67。弗洛里奥译本的章节数字

与弗雷姆的版本不同 ，因为二人依据的的是不同的文本 ，弗洛里奥采用的是玛丽·
德·古尔奈 1595年版。关于这个问题 ，参见本书第 18章。

[13] 　贡萨罗的说法 ： The Tempest  II. i.145— 52。类似的描述是蒙田《论食人

族》里的某个段落 ：Montaigne，Essayes （ 1915— 21） ，I：30 220。同样地 ，章

节数字的不同是因为两个版本根据的是不同的文本。爱德华·卡佩尔最早注意麦萨罗

颂扬的完美社会与蒙田描述的图皮族人相似 ，见 Notes and Various Readings to
Shakespeare （ London：H. Hughs，［ 1775］） ，II：63。

[14] 　与“不知何故 ，每个人的内心似乎都有两个我” ：II：16 570。“羞怯的 、



傲慢的 ，贞洁的” ：II：1 294。考虑太多不利于行动 ：II：20 622。关于这个问题

，见 Boutcher，W.，‘ Marginal Commentaries：the cultural transmission of Montaigne’s
Essais in Shakespeare’s England’ ，in Kapitaniak and Maguin（ eds） ，Shakespeare et
Montaigne ，13— 27，及‘“ Learning mingled with Nobilitie” ：directions for reading
Montaigne’s Essais in their institutional context’ ，in Cameron and Willett（ eds） ，Le
Visage changeant de Montaigne ，337— 62， esp. 337— 9； and Peter Mack’s
forthcoming Shakespeare ，Montaigne and Renaissance Ethical Reading 。针对《哈姆雷

特》的成书年代 ，最近出现了许多研究结论；一般的看法认为应该是在 1599年底或

1600年初完成 ，而这引起了莎士比亚是否真的读过弗洛里奥译本的疑问。但我们知

道弗洛里奥的手稿复本在还没出版前就已经流传甚广 ，与莎士比亚同时的威廉·康沃

利斯（ William Cornwallis）在 1599年提到这些复本“到处传阅”。

[15] 　共同主题 ：Robertson，J. M.，Montaigne and Shakespeare （ London：The
University Press，1891） ，引自 Marchi 193。蒙田与莎士比亚同受文艺复兴的气氛

影响 ，见 Sterling 321— 2。

[16] 　培根完成了《随笔集》的说法 ：Donnelly，I.，The Great Cryptogram
：Francis Bacon ’s Cipher in the So-cal-led Shakespeare Plays （ London：Sampson，
Low，Marston，Searle & Rivington，1888） ，II：955— 65，971— 4。雪白的胸部

：Donnelly II：971。“山” ：II：972— 3。“有谁会相信这一切完全出于偶然？” ：
II：974。

[17] 　安东尼·培根 ：II：955。

[18] 　关于培根的哥哥 ，见 Banderier，G.，‘ Bacon，Anthony’ ，and Gontier，
T.，‘ Bacon，Francis’ ，in Desan，Dictionnaire  89— 90。弗朗西斯·培根确实在自己

的《随笔集》里提到蒙田 ，但不是在第一版。

[19] 　Cornwallis，W.，Essayes ，ed. D. C. Allen（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46） .

[20] 　Burton，R.，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 （ New York：NYRB Classics，
2001） ，I：17.

[21] 　Browne，Thomas，The Major Works （ Harmondsworth：Penguin，1977）
，见 Texte，J.，‘ La Descendance de Montaigne：Sir Thomas Browne’ ，in his Etudes
de litérature européenne （ Paris：A. Colin，1898） ，51— 93。

[22] 　科顿 ：Montaigne，Essays ，tr. Cotton（ 1685— 86） ：详见“出处”。关

于科顿 ，见 Nelson，N.，‘ Montaigne with a Restoration voice：Charles Cotton’s
translation of the Essais ’ ，Language and Style  24，no. 2（ 1991） ， 131— 44； and



Hartle，P.，‘ Cotton，Charles’ ，in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

http://dx.doi. org/10.1093/ref：odnb/6410） ，本章的诗句引自此处。

[23] 　引自 Coleman 167。

[24] 　《观察者》 ：Spectator no. 562（ 1714年 7月 2日） ，引自 Dédéyan I：
28。“他的作品读来令人愉快” ：Dédéyan I：29。

[25] 　Pater，W.，‘ Charles Lamb’ ，in Appreciations （ London：Macmillan，
1890） ，105— 23，本章所引见 116— 17。

[26] 　Montaigne，Complete Works （ 1842） ，41，大英图书馆复本（

C.61.h.5）。这个段落引自弗雷姆版本的 I：22 95。

[27] 　Hazlitt 178— 80.

[28] 　黑兹利特编辑科顿的蒙田作品译本 ：Montaigne，Complete Works （

1842）。儿子黑兹利特修订父亲黑兹利特编辑的科顿翻译的蒙田作品 ：

Montaigne，Essays ，tr. C. Cotton，ed. W. Hazlitt and W. C. Hazlitt（ London：Reeves
& Turner，1877）。关于黑兹利特的家族事业 ，见 Dédéyan I：257— 8。

[29] 　斯特恩 ：Sterne，L.，Tristram Shandy ，ed. I. Campbell Ross（ Oxford：
Oxford Paperbacks，1998）。该作品提到蒙田的部分 ：38，174，289— 90（第 1册
第 4章 ，第 2册第 4章 ，第 4册第 15章）。线条图案 ：453— 4（第 6册第 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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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我们问：如何生活？
How to live？

蒙田说：时时回顾，但从不后悔
Reflect on everything；regret

nothing

蒙田始终“热爱命运”，对自己写下的东西从不感到后悔。

但这并未阻止他重新阅读自己的作品，并频繁地进行增补。

只要还活着，他就必须写作。

质疑的声浪此起彼伏：蒙田这么写不会太离题了吗？有点太私人了吧？他到底

知不知道自己的作品里充满了怪词、新字与加斯孔地区的口语？

这些质疑未曾使他动摇。蒙田坚信，自由是唯一的原则，而离题是唯一的路

径。



“我从不后悔”

有些作家只是“写”书，有些作家则如同捏陶土或堆积木似的造出一

本书。乔伊斯属于后者，他的《芬尼根的守灵夜》在一连串草稿与版本

中发展演进，直到第一版相当正常的句子“Who was the first that ever
burst？”演变成极其诡异的句子“Waiwhou was the first thurever burst？”。
[1] 蒙田不像乔伊斯那样涂改自己的文字，但的确会反复检视写下的文

章，并加以增补。蒙田虽然持续回顾自己的作品，但几乎未曾删改过既

有的内容，只是不断地添加扩充。蒙田始终“热爱命运”，对自己写下的

东西从不感到后悔。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都欣然接受。

这种想法违背基督教教义。基督教坚持人必须不断悔改过去的错误

行为，洗刷不良记录，让自己重获新生。蒙田知道过去做的事对他来说

已无意义，也认为当下的他已与过去完全不同，因此逝去的就让它逝

去，无须牵肠挂肚。过去的蒙田就像宴会里的人群一样五花八门。他从

未想过要对满屋子的熟人指指点点，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与观点

来解释自己的行为，所以他也从未想过要对过去的自己说三道四。“我
们每个人都是拼凑起来的，”蒙田写道，“我们的气质与性情无定形且多

样，每个部分、每个时刻的我们，都呈现出不同的样貌。” [2] 世上不存

在单一的整体性观点，可以让人回味与建构一个首尾连贯的自己。蒙田

从未试图将过去的自我从生命中抹去，因此他也没有理由对自己的作品

这么做。《随笔集》伴随他成长了二十年，每一篇随笔都原封不动地存

在着，而蒙田也乐于维持它们原来的样貌。

蒙田拒绝后悔，但这并未阻止他重新阅读自己的作品，并频繁地进



行增补。他不认为自己可以放下笔宣布：“我蒙田现在已说了想说的每

一件事。我已经把自己完整地保存在纸上。”只要还活着，他就必须写

作。这一过程可能会永远持续下去：

任谁都看得出来，只要这个世界还有笔墨和纸张，我就会

毫不停歇，努力沿着这条该走的路一直走下去。 [3]

最后唯一能阻止他的，是死亡。一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言，《随

笔集》的停止不是因为它抵达了“终点，而是在全速前进时戛然中止”。
[4]

蒙田持续写作的动力，有部分来自出版商的鼓励。他早期出版的作

品销售成绩非常好，读者显然希望有更新、更多、更好的随笔问世。一

五八八年，此时的蒙田拥有意大利之旅与担任市长的经历，有更多素材

可写。此后，他更是勤于写作。他在落难国王的宫廷里经历过许多不

安，想必这些遭遇触发了许多新灵感。灵感不一定局限于法国当前的局

势，也涉及其他各种主题，例如稳健适切、良好的判断、世界的不完

美，以及蒙田喜爱的许多其他主题。

一五八八年版的《随笔集》［改由颇具声望的巴黎阿贝尔·朗热利

耶（Abel L’Angelier）出版社出版，而非原先的波尔多出版商］，扉页

中提到这本书“增添了第三卷，前两卷也扩充了六百多页”。这样的介绍

固然没错，却低估了内容的实际增量：一五八八年版的《随笔集》几乎

是一五八〇年版的两倍。第三卷有十三个长篇章节，而前两卷则几乎每

一章都做了补缀。 [5]

一五八八年版问世时，蒙田正追随落难的亨利三世，并且计划到新

结交的朋友玛丽·德·古尔奈位于皮卡第的住处调养身体。与蒙田现实遭



遇的窘境相反，这部作品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惊人的自信。对于蒙田这样

一个没有悔罪观念的人来说，新完成的《随笔集》依然具备离题的特点

且充满个人色彩，这点并不令人惊讶。蒙田也毫不犹豫地要求读者进入

他的世界。“是恍神的读者离题，不是我离题。” [6] 他在提到自己的漫谈

时如此写道。他现在也不以作品是写给家人与亲友看为幌子，他知道自

己有话要说，不想再低调地隐藏与简化自己的想法以符合一般的规矩。

此外，描写个人世界时的自我怀疑有时仍会袭上蒙田心头。他提笔

写作时，灵感与困惑往往相伴而来。“以我来说，我对自己作品的价值

产生怀疑，就跟我怀疑其他人的作品一样，一下子认为《随笔集》很

糟，一下子认为《随笔集》很好，对它的评价前后矛盾，拿不定主

意。” [7] 每当蒙田有话要说，这种复杂的情绪就会涌现，不过之后带出

的各种想法随即掩盖了这份矛盾，使他能继续奋笔疾书。

如同出版商的预期，一五八八年版的《随笔集》极为畅销。一五八

〇年版的读者原本认为《随笔集》是一部关于斯多葛派智慧的手册，此

时他们对一五八八年版的内容感到吃惊。质疑的声浪此起彼伏：蒙田这

么写不会太离题了吗？有点太私人了吧？他是不是说了太多自己的日常

习惯？随笔的章名与内容有关联吗？有必要把自己的性生活说给大家听

吗？此外，正如朋友帕基耶与他同在布洛瓦时暗示的那样：蒙田该不会

连自己的语言也忘了？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的作品里充满了怪词、新字

与加斯孔地区的口语？

尽管蒙田内心充满不确定，但这些质疑未曾使他动摇。如果这类批

评曾使他修正自己的做法，那也只是让他更离题、更个人化，在风格上

则更加放浪地挥洒。一五八八年版问世之后，蒙田在他人生仅余的四年

时间里仍笔耕不辍，而且文风更加曲里拐弯，内容也更诡谲怪诞。



一五八八年版《随笔集》挣脱束缚，蒙田得以纵情驰骋。在接下来

的写作中，他虽未在一五八八年的基础上增添新章节，却陆续补充了一

千个段落，有些段落的长度足以媲美第一版的某些篇章。一五八八年版

已然扩充到最初版本的近两倍之多，是年之后续写的部分又让全书篇幅

增加了三分之一。即使到了这个时候，蒙田仍觉得只能对许多事情点到

为止，他既无时间也无兴致将它们谈个仔细。“为了多放入几篇随笔，

我只能列出一堆主题的名称。如果我还要在这些主题下补充更多内容，

这本书恐怕会扩大好几倍。”这就如同他提到普鲁塔克时的说法：“他只

是用手指指出我们要去的方向。”蒙田坚信，自由是唯一的原则，而离

题是唯一的路径。 [8]

蒙田在《随笔集》的扉页上引用了维吉尔的一句拉丁文“viresque

acquirit eundo”，意思是“随着事情的进行，聚集的力量将愈来愈大”。 [9]

这句话或许暗指他的书卖得很好，但更可能是指随着写作的继续，素材

就像从山上滚落的雪球一样，一发不可收拾，连蒙田自己也担心局面将

会失控。他赠送一五八八年版《随笔集》给朋友安托万·卢瓦泽尔

（Antoine Loisel）时，在题词中表示，希望卢瓦泽尔能在阅读之后将心

得告诉他——“因为我担心自己愈写愈糟糕”。 [10]

事实上，《随笔集》确实已经逼近让人难以理解的临界点。人们有

时还能从第一版缠绕的行文中看出概略的主旨，特别是有些现代版本会

用小字母标示对应的文字分别出自哪个版本：“A”是一五八〇年

版，“B”是一五八八年版，“C”是一五八八年以后撰写的文字。这种效果

宛如从层层覆盖的热带树叶中隐约辨识高棉石庙的外观，我们只能猜

想“D”可能会是什么。蒙田如果能再活三十年，是否会不断地增添随

笔，直到这本书完全无人能理解？就像巴尔扎克《不为人知的杰作》

（The Unknown Masterpiece ）里的艺术家，一直画一直画，直到最后把



作品变成一团毫无意义的黑。还是说蒙田早有定见，知道什么时候该收

手？

我们虽然无法得到问题的解答，但可以确定的是，蒙田直到去世

时，还没有停下的意思。蒙田最后几年至少完成了大批密密麻麻的评

注，这些数据在他去世后全部交给编辑来处理，成为日后各种版本《随

笔集》的基础。这名编辑不是别人，而是在蒙田刚完成一五八八年版

《随笔集》时闯入他生命的玛丽·德·古尔奈，一位年轻女性。



蒙田《随笔集》（一五八八年版）

注释

[1] 　这些例子来自 Burgess，A.，Here Comes Everybody ，rev. edn（ London：
Arena，1987） ，189— 90。

[2] 　过去的蒙田是完全不同的人 ：III：2 748— 9。“我们每个人都是拼凑起来



的” ：II：1 296。

[3] 　III：9 876.

[4] 　Woolf，V.，‘ Montaigne’ ，77.

[5] 　Montaigne，Essais ，‘ 5th edn’（ 1588）。见“出处”。

[6] 　III：9 925.

[7] 　III：8 872.

[8] 　“为了多放入几篇随笔” ：I：40 224。普鲁塔克用手指指明方向 ：I：26
140。

[9] 　这句话写在“波尔多复本”的扉页上 ，见 Montaigne： Essais. Reproduction
enfac-similé 。句子出自 Virgil， Aeneid，4：169— 77。

[10] 　蒙田写给卢瓦泽尔的 1588年版复本题词 ，见 The Complete Works ，tr. D.
Frame，1332。



18　我们问：如何生活？
How to live？

蒙田说：懂得放手
Give up control

古尔奈塑造出蒙田生不逢时的神话，使他成为一名等待读者发现其价值的作

者。

阿曼戈相信蒙田在文字中藏了许多秘密，只有他才能解读出来。

维莱和阿曼戈都认为自己所编订的《随笔集》是无可挑剔的定本。

有些编辑介入得更深，不只裁剪文字，甚至卷起袖子，将双手伸进《随笔集》

里，把它当成鸡一样肢解，使其变成全新的生物。

于是，浪漫主义的蒙田、道德主义的蒙田、带有英格兰气质的蒙田、具备后现

代主义倾向的蒙田……纷纷出炉。

一部真正有野心的作品，一定能接受诠释。人们想象蒙田会说：“主啊，让世

人误解我吧。”



女儿与弟子

玛丽·勒雅尔·德·古尔奈（Marie Le Jars de Gournay）是蒙田作品最

初的重要编辑与宣传者，她与蒙田的关系好比圣保罗与耶稣、列宁与马

克思。古尔奈是一名极富热情、感性的女子，自从在巴黎第一次与蒙田

见面的那一刻起，便决心毫无保留地为他付出。往后古尔奈成为蒙田生

命中最重要的女性，其影响甚至超越蒙田的妻子、母亲与女儿。与这三

名女性一样，古尔奈活得比蒙田久，然而这并不会让人惊讶，毕竟她比

蒙田小三十二岁。他们第一次见面时，蒙田已经五十五岁，而古尔奈只

有二十三岁。 [1]

玛丽·德·古尔奈的人生开始于一五六五年。她与蒙田有许多相似之

处，但有两个关键性的差异：首先，她是一名女性；其次，她没有蒙田

那么有钱。她出身于不起眼的外省贵族家庭，一年当中有部分时间住在

巴黎，部分时间住在皮卡第的城堡。此外，她会在父亲于一五六八年购

入的阿隆德河畔古尔奈（Gournay-sur-Aronde）庄园里稍作停留。成年

后，玛丽承袭庄园的姓氏。这种权利通常只保留给儿子，但忽视这类规

则似乎是典型的玛丽作风。她决心要超越性别与身份的限制，为自己的

人生争取更多的东西。

一五七七年，玛丽的父亲去世，不仅对她个人造成打击，也是整个

家庭的灾难。少了父亲的收入与管理，全家的生活濒临瓦解。在巴黎生

活的花费远比在皮卡第昂贵，于是他们几乎完全放弃在城市生活的念

头。此后直到一五八〇年，玛丽一直被局限在外省的世界里。这种环境

显然不是她想要的，于是她（已是一名倔强的少女）尽可能利用家中的

藏书教育自己，并且阅读含有法语译文的拉丁文作品，为自己打下古典



文学的基础。她的知识是东拼西凑而来的，虽缺乏系统，却具有强烈的

目的性。

蒙田也许认同这种毫无秩序的学习方法——理论上来说是如此。然

而，我们实在无法想象蒙田在现实中会满足于古尔奈的学习内容，而这

恐怕会使他对自己更不自信。蒙田可以即席与人谈论学问，揶揄父亲对

书籍的毕恭毕敬；古尔奈则相当重视并自豪于自己的学识，因为这是她

努力的成果。但这一点也容易使她遭受质疑，她经常觉得自己受到嘲

弄。的确，她说，人们——

看到一名完全未受过正式教育的女子装出有学识的样子，

当然会觉到可笑。这名女子靠死记硬背学习拉丁文，以译文对

照原文的方式帮助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她不敢大声念出拉丁

文，生怕人们发现她的念法有误，而认定一名有学识的女子居

然无法正确朗诵拉丁韵文——一名有学识的女子，竟不懂希腊

文、不懂希伯来文，而且没有能力对古典作者作出学术评释。

[2]

古尔奈的语调中满是不平。终其一生，这样的愤懑一直纠缠着她。

在《性格肖像》（Peincture de moeurs ，以韵文撰写的自传）中，古尔

奈形容自己是智性与感性的混合物，无法隐藏情绪。 [3] 她的文字显然

就是证据。

同样复杂的感受也出现在古尔奈首次遇见蒙田的时候。她先是接触

蒙田的作品，而后又亲眼得见作者本人。古尔奈快二十岁时偶然间读到

《随笔集》，这次阅读经历带给她极大的震撼，使她的母亲一度以为她

已经疯了。她的母亲还准备了嚏根草（hellebore）这种治疗疯症的传统

秘方让她服用。 [4] 这些都是古尔奈自己说的，或许是夸大其词。古尔



奈觉得，自己已在蒙田这位与她极为相似且唯一能与她心灵相通的人身

上，找到了另一半的自我。长久以来，有许多蒙田的读者都有这种经

验：

他怎么这么了解我？

——伯纳·列文

他简直就是另一个我。

——安德烈·纪德

这里的“你”反映出我的“我”，此刻一切距离都弭除

了。

——斯蒂芬·茨威格 [5]

古尔奈渴望与蒙田见面，但她打探消息时，却得到蒙田已辞世的传

言。 [6] 数年后的一五八八年，古尔奈与母亲在巴黎时又听说，蒙田依

然健在；不仅如此，他还因为担任纳瓦尔与国王的密使而成为人们谈论

的焦点。这出戏的高潮出现在古尔奈大胆地邀请蒙田来访之时。以她的

身份，加上又是年轻女性，邀请地位较高且年高德劭的男性前来，其实

是有违规矩的，更何况蒙田还是当时整个巴黎热议的人物。然而，这种

不太礼貌的做法反而引起蒙田的兴趣；再者，他向来对年轻女性的奉承

难以抗拒。于是，第二天他就去拜访古尔奈。



《书房中的蒙田》

H.瓦利斯绘，画中古尔奈随侍蒙田身

旁，记录他口述的内容）

从古尔奈的描述可以看出，两人在这场会面中表现得十分热络，或

许不是表现在肉体上，因为到了最后，蒙田提出纯洁的要求，希望古尔

奈做他的养女，而她马上就答应了。古尔奈是否曾在蒙田面前急切地畅

谈自己对于两人“肖似”的感受？她是否曾告诉蒙田嚏根草的事？无论如

何，她滔滔不绝地将想讲的话一股脑儿地吐露了出来。在晚期补写的

《随笔集》内容中，蒙田曾描述一段古怪的插曲，而这段插曲显然就是

他与古尔奈见面后发生的。他说他看见一名女孩——从之后的陈述可以

明显看出，这名女孩就是古尔奈——

为了显示对承诺的狂热与坚定，拔起别在头上的发簪，用

力往手臂上刺了四五次，发簪刺破了皮肤，血流如注。 [7]

无论古尔奈第一次与蒙田见面时

是否曾做出这种自残举动，人们都有

理由认定古尔奈当时的情绪极为亢

奋。蒙田认她当养女，这很可能出自

她的提议，而不是蒙田自己的想法。

或许他本想利用古尔奈对他的迷恋而

在性事上尝点甜头，最后却被古尔奈

说服，两人反而成了养父和养女的关

系。早在第一次阅读《随笔集》时，

古尔奈便已感受到自己与蒙田在精神

上同属一家。而现在，他们真的成为

官方认定的家人。蒙田取代她去世的

父亲，而她则加入蒙田家那一小圈随

侍在侧的女性成员中——这群女性的

想法往往令蒙田猜不透。



蒙田即使是为了迎合古尔奈才同意做她的养父，但事后并未冷落

她。古尔奈邀请蒙田到皮卡第的乡间与她和她的母亲同住，这使蒙田有

了休养的机会。他不仅得以远离巴黎的政治纷乱，也能避开再次被捕的

危险。此外，这也使他有了继续写作的可能。蒙田与刚收养的女儿几乎

一到皮卡第就立即投入《随笔集》一五八八年版的修订工作之中。 [8]

可以想见，古尔奈一定非常兴奋。她的梦想并不是为蒙田裹上披巾，让

他安心养老；相反，她希望蒙田继续写作，这样她才能在一旁担任学

徒。古尔奈的出现或许真的带来了一些改变：身旁有一名热情的支持

者，足以激励蒙田在一五八八年版问世后持续笔耕不辍，并且在离开皮

卡第之后仍毫不停歇。这也成为蒙田晚年写作的基调。

相对地，古尔奈的表现也无负蒙田“养女”的身份。她为蒙田死后出

版的《随笔集》写序时，署名“蒙田的养女”，并且表示“自己有幸能称

他‘父亲’”。她又说：“诸位读者，我无法用别的称呼，因为我若不是他

的女儿，就什么都不是了。”古尔奈在她自己的一部作品中写道：

也许有人惊讶于我们明明不是亲生父女，彼此间的善意与

关爱居然能超越真正的父女（在血缘亲属中最基本也最亲密的

关系），但这些人如果找到与自己志趣相投的伙伴，将不难领

会其中的奇妙——原来心灵相通产生的吸引与力量竟比血缘强

大。 [9]

蒙田的亲生女儿莱奥诺尔对于古尔奈这一席养女更胜亲生女的说法

作何感想，令人好奇。如果她因此生气，相信没有人会怪她；不过，她

似乎不以为意。莱奥诺尔后来与古尔奈成为好友，古尔奈还叫她“妹
妹”。而这也相当合理，毕竟她们的父亲是同一个人。古尔奈提到“超
越”二字时，想到的或许是她与蒙田之间的契合，而非有意与莱奥诺尔



较劲。古尔奈真正嫉妒的，恐怕是早已不在人世的拉博埃蒂，而她也不

讳言拉博埃蒂是她比较的对象。古尔奈在题词末尾引用拉博埃蒂的韵

文：“我不担心后世如何看待我们的友情，若命运如此，我也坦然接

受。”而在《随笔集》序言中，古尔奈写道：“我拥有他才四年的时间，

远远比不上拉博埃蒂。”

同一段落里还有一句奇妙的，或说是真情流露的有关蒙田的陈

述：“他称赞我时，我便拥有了他。” [10] 蒙田显然称赞了她。在她编辑

的《随笔集》里，蒙田曾说古尔奈是他的养女，他对她的喜爱甚至超越

父女之情（姑且不论他的意思是什么）；在退休的岁月里，他把古尔奈

当成自己的一部分来珍视。蒙田又说：

在这个世界上，她是我唯一挂心的人。如果她年轻时的承

诺并非儿戏，那么她的灵魂总有一天可以完成最美好的事，实

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女性能够实现的目标，并且拥有一段

神圣而完美的友谊。她的诚恳与坚定无可挑剔，她对我的情感

溢于言表。简单地说，我对她别无所求，只希望在我离开人世

之时（考虑到我五十五岁时才与她结识），她能节哀顺变，不

要过度悲伤。

最后，蒙田充满温情地提到古尔奈对《随笔集》有着毫无瑕疵的理

解：“她是一名女性，而且这样年轻，在这样的时代，没有其他女性跟

她一样……她对我的爱是如此真切，她如此渴望与我的友谊。”

这些句子多年来一直饱受质疑，因为它们只出现在古尔奈编辑的

《随笔集》里，而未出现在由蒙田亲自评注的最后版本中——这本《随

笔集》又称为“波尔多本”（Bordeaux Copy）。对古尔奈这段文字是从哪

里来的，我们不得不感到纳闷。这段文字的语气似乎比较像古尔奈的，



而不像蒙田的；耐人寻味的是，在后来的版本中，古尔奈又将这段文字

删除了。另一方面，波尔多本在这些文字出现的地方残留着粘贴的痕

迹，此外还有蒙田亲手画上的小“十”字——他通常用这个符号来表示有

文字插入。或许粘贴于上面的纸条，在十七、十八世纪重新装订时不小

心脱落了。无论这段文字是真是假，我们都没有理由怀疑蒙田对这名女

弟子的情感，也不能怀疑她的发簪、嚏根草与其他事物。 [11]

然而，蒙田只在皮卡第待了一年，之后便只通过书信与古尔奈保持

联系。一五九三年四月，古尔奈告诉另一名文学朋友于斯特斯·利普修

斯，她已将近五年没见到蒙田。古尔奈一直与蒙田定期通信，她之所以

写信给利普修斯，主要是因为蒙田已有六个月没写信给她。她的忧虑是

对的：蒙田在这期间过世。他的胞弟曾写信通知她，可惜信并未送到她

手里。利普修斯在回信里告诉她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以温柔的语气对

她诉说：“你称呼‘父亲’的那个人已不在这世上，你尽可把我当成你的兄

弟、你的依靠。”古尔奈在惊讶之余回信给利普修斯，说道：“先生，今

日看见我的人发现我变了一张脸，完全认不出我来，恐怕你也将认不出

我的样貌。失去父亲的痛苦使我完全变了一个人。我是他的女儿，是他

的坟茔；我是另一个他，是他的灰烬。” [12]

在同一时期，古尔奈还有自己的问题要处理。她的母亲于一五九一

年过世，遗留下大笔的家庭债务，而她还要照顾弟弟妹妹。古尔奈不想

为了金钱而接受没有爱情的婚姻，于是决心以写作谋生。这是一条艰苦

的道路，几乎没有任何女性尝试过。终其一生，她不断撰写她认为可能

有销路的作品，像诗与风格的分析、女性主义、宗教争议、她自己的人

生故事等，并且尽可能地找文学界的人士来帮忙，利普修斯就是其中之

一。然而，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名声比得上总是与她的名字紧紧相随的导

师：蒙田。



古尔奈十分有技巧地运用蒙田的名声为自己造势。一五九四年，她

出版了第一部突破以往成绩的作品，这是一本小说，书名叫《蒙田先生

的漫步》（Le Proumenoir de Monsieur de Montaigne ）。小说的内容其

实跟蒙田没什么关系，至于作品的灵感，则源自某日古尔奈与蒙田漫步

于她家的花园时，她对蒙田讲的一则小故事——她在题献的书信里对此

做了简单的介绍。 [13] 事实上，《蒙田先生的漫步》里那名充满异国风

情的顽皮女孩形象，几乎完全窃取自另一名作者的作品。但《蒙田先生

的漫步》获得了极大的反响，为古尔奈下一部真正开启她事业的作品奠

定了基础：她编辑的最终版《随笔集》，终于在一五九五年堂堂问世。

[14]

古尔奈显然是在蒙田死后才决定做他的作品的编辑与遗稿保管人。

当时，蒙田的遗孀与女儿在遗稿中发现蒙田亲自评注的一五八八年版

《随笔集》，她们把这本书寄给在巴黎的古尔奈，由她安排新版《随笔

集》的出版事宜。或许蒙田的遗孀与女儿是希望古尔奈另找一家合适的

出版社，但古尔奈似乎会错意了，以为这是蒙田家人委托给自己的一项

重大任务，让她来负责这本书的编辑事宜。编辑《随笔集》是一份艰难

的工作，就连比古尔奈经验丰富也更有能力的编辑，也会感到力不从

心。直到今日，没有任何编辑敢拍胸脯保证自己能处理这么多一直在变

动的文字、这么复杂的文本，并逐一找出蒙田所引典故的出处，但古尔

奈做得非常好。也许，她禁不起诱惑，把一些似乎提到了自己的句子增

添上去；另一方面，这些句子有可能的确与她有关。无论如何，就整体

来说，古尔奈对精确的要求比同时代绝大多数的编辑都高。该书第一次

印行的版本至今仍有留存，从其中几册我们可以看出，即使书页已自印

刷机印出，乃至于已经出版，古尔奈仍持续修改，这显示她多么希望

《随笔集》得到完美的呈现。 [15]



从此时起，与其说古尔奈是蒙田的女儿，不如说她是《随笔集》的

养母。“在失去父亲后，”她写道，“《随笔集》需要一名保护者。”她不

仅整理作品，而且支持它、为它作辩护与宣传，并为第一版写下一篇论

辩的长序，预先反驳各种可能的批评。她的论点绝大多数合理且论证严

密，但也注入了丰富的情感。针对蒙田的风格粗俗淫秽的批评，古尔奈

写道：“对这类指控，我总是嗤之以鼻。”当有人认为蒙田的写作杂乱无

章，古尔奈则回应：“在意细微末节不可能写出伟大的作品……这不是

学徒的入门书，而是大师的圣经，哲理的精髓。”

如果有人含糊地称赞《随笔集》，古尔奈也会感到不满。“一味地

认为西庇阿（Scipio）是高尚的领导者，或认为苏格拉底是智者，这种

人云亦云的评价还不如什么都不说。”你不可能用冷静的语调赞美蒙

田“才华出众”（古尔奈大概忘了蒙田稳健节制的观念），你必须“痴
迷”，就像古尔奈那样。此外，还必须说明“为什么”对蒙田感到痴迷

——在拿蒙田与古人比较时，你必须就每个细节进行比较，确切显示蒙

田能与古人平起平坐，甚至超越前人。在古尔奈眼中，《随笔集》似乎

是完美的智能测验，从人们对这本书的看法，她可以评判这些人。在稍

晚些的世纪，狄德罗也对蒙田提出几乎相同的评论：“他的作品是健全

心灵的试金石，如果有人讨厌这本书，你可以确定这个人的心灵或思维

一定有瑕疵。” [16]

不过，古尔奈确实有权利向读者提出各种要求，因为她自己就是蒙

田的优秀读者。尽管有点过度迷恋，她确实敏锐地捕捉到《随笔集》何

以有资格跻身于经典之林。就在许多人仍将《随笔集》视为斯多葛派的

语录大全时（这样的诠释确实没有错），古尔奈已然对这本书其他的非

凡之处加以赞扬，包括风格、散乱的结构，以及吐露一切事物的意愿。

在察觉周遭的人完全忽略蒙田在这些方面的特质后，古尔奈塑造出蒙田



生不逢时的神话，使他成为一名等待读者发现其价值的作者。事实上，

蒙田在当时是一位非常受欢迎的作者，其文字坦率而直接，但古尔奈却

把他说成是深受世人误解的天才。

古尔奈一点也不介意自己活在蒙田的阴影之中，她说：“无论写作

还是说话，我都亦步亦趋地跟随着蒙田。” [17] 事实上，古尔奈的个性大

而化之，与蒙田南辕北辙。她赞美蒙田稳健的美德时，语气毫无节制。

在称许斯多葛派的超然与宁静致远的生活时，她的语气充满了情感，令

人喘不过气来。 [18] 这使得古尔奈编辑的《随笔集》版本呈现出两名作

家之间耐人寻味的角力，正如蒙田与弗洛里奥，以及蒙田与拉博埃蒂一

样。蒙田与这几个人之间的矛盾对话，是《随笔集》搅动人心的最初例

证。

从各方面来看，蒙田与古尔奈就像一般的文学伙伴，只不过古尔奈

身为女性的事实，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令古尔奈恼火的是，她与蒙田

的伙伴关系始终未受到人们的正视，就连她自己也未获得众人认真的看

待。终其一生，她都受到民众的揶揄，对此她始终无法释怀，甚至因而

动怒。古尔奈在《随笔集》的序言中宣泄自己的不平，那副样子简直就

像要穿透纸面，扯着男性读者的衣领责难他们。“各位读者，如果你们

不属于不许拥有财产、自由，乃至于一切美德的性别，那么你们可真有

福气。” [19] 即使是最愚蠢的男人，也能得到众人的聆听，只因为他们长

了胡子。女性如果大胆说出自己的看法，只会招来男性勉为其难的微

笑，他们的表情仿佛在说：“啊，是女士要说话了。”如果是蒙田受到这

种对待，他很可能会报以微笑，可惜古尔奈无此天分。她愈是控制不了

自己的怒气，愈是招来更多的讪笑。然而这种压力与焦虑，也使她成为

一名具说服力的作家。古尔奈的序言不只是最早介绍蒙田经典作品的导

论，也是世界上最早、最为辩才无碍的女性主义文章。



以这样的文章来介绍蒙田未免有点古怪，因为蒙田显然不是伟大的

女性主义者，但古尔奈的女性主义始终紧密联结着她的“蒙田主义”。她

相信男女平等（谁也不比谁优越，唯彼此在经验与处境上存有差异），

这个信念与蒙田的相对主义不谋而合。蒙田坚持对既有的社会假定提出

各种质疑，而且愿意站在别人的角度上思考，这些都让古尔奈深受启

发。对她来说，如果男人能运用一点想象力，站在女性的立场看世界，

那么即使只是几分钟，都可以让他们有所体悟，进而改善自身的行为。

可惜这样转换视角，男人绝不可能去做。

不过，就在《随笔集》出版后不久，古尔奈对于措辞辛辣的序言突

然另生想法。此时的她暂住在蒙田庄园里，成了蒙田遗孀、母亲与女儿

的客人。她们接纳她显然是出于友谊、忠诚或同情。一五九六年五月二

日，古尔奈写信给利普修斯，信中提到她是因为蒙田去世的缘故，才在

过度的悲伤中写了这篇序言，现在希望删掉它。她说，这篇序言里出现

的过激之语是“灵魂极度狂热”的结果。不久，送往巴塞尔、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与安特卫普（Antwerp）等地出版商的《随笔集》全都删

除了原先的序言，取而代之的是长度只有十行、简短而又无趣的注记。

古尔奈把序言原稿放在抽屉的最底层，其中有一部分出现在一五九九年

版的《蒙田先生的漫步》中，而且在形式上做了一些改动。又过了一段

时间，古尔奈对于自己先前删除序言的决定感到后悔，或许因为蒙田去

世时的那股反抗情绪又造访了她。于是，她在自己人生中最后一次出版

《随笔集》时，把那篇言辞过激但内容精彩的序言重新放回去。 [20]

古尔奈一生除了为《随笔集》做了数次改版外，自己也发表过几部

篇幅较小但引起较多争议的作品。无论如何，她确实依循了自己原先的

想法：以写作为生。古尔奈后来回到巴黎，与忠心耿耿的仆人妮科尔·
贾敏（Nicole Jamyn）住在阁楼里。她偶尔举办沙龙，与当时最有趣的



人交游，其中包括放荡主义者弗朗索瓦·勒普尔什尔·德·拉莫特—梅塞默

（François le Poulchre de la Motte-Messemé）与弗朗索瓦·拉莫特·勒瓦

耶。许多人怀疑古尔奈是放荡主义者与宗教上的自由思想家，而她的确

在自传《性格肖像》里提到自己缺乏想要的深刻信仰，或许是在暗示自

己是一名彻底的无信仰者。 [21]

古尔奈的作品有一定销路，但人们对她的好奇往往与丑闻或公开的

嘲弄有关。读者从未把焦点放在《随笔集》上，甚至从未关注过她的女

性主义作品——至少在她有生之年如此。读者总是嘲弄她非正统的生活

方式以及她的一些论辩短文。古尔奈有时能获得某些人的尊敬，尽管这

些敬意有点心不甘情不愿。一六三四年，她成为颇具影响力的法兰西学

术院创始人之一，但这样的成就却伴随着两个巨大的讽刺：首先，身为

女性，她无法参加任何一场组织会议；其次，学术院在随后的几个世纪

推崇谨守文法格式的枯燥的写作方式，而这正是古尔奈讨厌的做法。学

术院既不支持她的文学语言观点，也不认同她敬爱的蒙田的写作方式。

[22]

古尔奈于一六四五年七月十三日去世，再过几个月就是她的八十岁

生日。坟墓上的碑文正是她想要的：“一位独立的作家，蒙田的女

儿。”与蒙田一样，古尔奈身后的名声注定遭到奇怪的扭曲。她喜爱的

写作风格是丰富生动，但这种风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受青睐。十八世

纪的评论者写道：“她已在生前得到最高的赞誉，我们无法给予她同等

的评价；无论她作出何等贡献，她的作品今日已无人阅读，而且终将为

人遗忘。” [23]

古尔奈编辑的蒙田作品一直有人购买阅读，但这也引来人们的嫉

妒。十八、十九世纪，有人认为古尔奈是“蒙田背上的水蛭”。 [24] 这种



说法有部分符合实情，因为古尔奈确实靠蒙田为生，但这种说法也忽视

了她在宣扬、辩护蒙田作品方面的贡献。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对古尔奈

的努力程度提出怀疑。二十世纪时，蒙田作品的编辑莫里斯·拉特

（Maurice Rat）仍把古尔奈形容成“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处女……她的错

误是活得太久”，她“咄咄逼人或满腹牢骚的态度”帮了倒忙。就连一向

明智审慎且总是支持她的学者皮埃尔·维莱（Pierre Villey），有时也会

开开她的玩笑，而维莱最不喜欢的，就是古尔奈将自己和蒙田的友谊，

与蒙田和拉博埃蒂的友谊相提并论。一般来说，人们看待古尔奈和蒙田

友谊的方式，与看待蒙田和拉博埃蒂友谊的方式完全不同。蒙田与拉博

埃蒂的情谊受到人们的赞扬、解构、推论、分析，乃至于有人探讨两人

之间的情欲，并对他的生离死别进行精神剖析。反观古尔奈的“被收

养”，则只被视为一种资助。这点也令古尔奈恼火不已。 [25]

近年来这一局面发生很大扭转，主要是因为兴起的女性主义把古尔

奈视为先驱。她在现代的第一位支持者是一名男性——马里奥·希夫

（Mario Schiff）。希夫在一九一〇年为她写了一本完整的传记，并出版

了她的女性主义作品。从此以后，古尔奈的地位不断提升。玛乔丽·亨
利·伊尔斯利（Marjorie Henry Ilsley）于一九六三年完成传记作品《文艺

复兴的女儿》（A Daughter of the Renaissance ），书中最后一章即是“玛
丽·德·古尔奈命运的扬升”。从此时起，古尔奈愈来愈受到重视，不仅新

的传记不断出现，学界也将她的作品编辑出版，甚至将她的故事改编成

小说。 [26]

此外，近年来，人们对于古尔奈一五九五年版《随笔集》的态度也

有了转变。这个版本曾有三个世纪的时间居于不可质疑的地位，近百年

来却遭到废弃而无人使用。在整个二十世纪，一五九五年版一直沉没在

最深的海底，只有少数脚注被提及，但现在它重新浮出水面。这个版本



就像古尔奈一样，拥有惊人的复苏能力。



编辑战争 [27]

就在古尔奈的名声开始恢复之际，她编辑的《随笔集》遭受到最严

厉的否定，这种诡异的现象有一个简单的解释：在此之前，古尔奈的版

本毫无竞争者；读者对她个人有何看法，不至于影响他们对一五九五年

版《随笔集》的接受。但到了十八世纪晚期，波尔多档案馆出现不同的

版本——一五八八年版，上面除了有蒙田自己写下的详细评注，也有他

的秘书与助理（包括古尔奈自己）留下的注记。

这个版本（即波尔多本）直到十九世纪末才在学界考证之风盛行时

受到重视。人们发现，波尔多本与古尔奈编辑的一五九五年版大致相

同，但在细节上有出入。两者之间的差异有数千处，就像沙砾一样散布

于全书各处。在这些差异中，约有一百处是语义的不同，还有一些差异

十分重大，包括蒙田称赞古尔奈的那段文字。事实上，所有的差异都一

样重要，因为它们显示出古尔奈并不是一名细心的编辑。讲好听一点是

无法胜任，讲难听一点就是欺骗。这项结论引发反古尔奈的风潮，并且

于二十世纪初激发一连串的编辑战争。这场战争后来平息了一段时间，

到今日再次掀起。

编辑战争依循古典时代的战争原则，把重点放在攻克关键据点与获

取补给上。彼此敌对的抄写者与编辑竞相攻取波尔多本，他们采取行动

的时间大致相同，紧盯着对方的一举一动，而且用尽一切办法阻止对方

取得这份宝贵资料。每个抄写者与编辑各有一套辨识褪色墨迹的技巧，

设法找出各种层次的增补与评注，并区别不同的笔迹。有些人因此深陷

于对方法的研究而毫无进展。早期的一名抄写者艾伯特·凯尼尔（Albert
Caignieul）写信给他的雇主波尔多图书馆，解释为什么他得花这么多的



时间：

通过观察与分析确定无疑的事实，可以区别出不同的阶

段……我们认为如果能满足两个条件，就能适当地作出区别：

首先，把分析提供的所有元素全考虑进去；第二，只考虑这些

元素。结果证明这个方法是有效的……

几年后，凯尼尔再次遭到责问时——此时还是看不出他已完成抄写

工作——又说了另一种方法：

已经准备好做余下的事，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

然而，这些部分难以辨识，经常会突然跑出特殊的问题。

凯尼尔最后一事无成，但其他人倒是获得了好的成果。二十世纪初

出现了三种不同版本的《随笔集》，其中之一是“凸版照相版”（Edition
Phototypique），它只是对原版的完全复制。另外两种分别是：自视甚

高的学者福蒂纳·斯特罗夫斯基（Fortunat Strowski）编订的市府版（the
Edition Municipale），以及同样顽固而难以相处的阿曼戈编订的印刷版

（the Edition Typographique）。后面这两个人就像两匹在漫长跑道上缓

慢奔跑的赛马，彼此互有胜负。斯特罗夫斯基在第一圈获胜，他的版本

前两卷分别在一九〇六年与一九〇九年出版。他自夸说，现在已不需要

其他版本，而且说服波尔多档案馆要求阿曼戈遵守严苛的新研究规定，

包括在足以冻僵手指的低温环境下工作，以及所有页面都必须透过绿色

或红色的厚玻璃片来检视，以免古籍受到光线的直接照射。阿曼戈努力

克服困难，其版本的第一卷于一九一二年出版，不过他假装把出版时间

误标为一九〇六年，好让以后的读者以为这一卷与斯特罗夫斯基的版本

是同时问世的。 [28]



比赛继续。有一段时间，阿曼戈逐渐超越斯特罗夫斯基，但他随后

的编辑工作遭遇瓶颈。此外，阿曼戈也因为自己对蒙田抱持着特殊见解

而遭到孤立，尤其是他主张蒙田是《论自愿为奴》的真正作者。与之前

的古尔奈以及之后的许多文学理论家一样，阿曼戈相信蒙田在文字中隐

藏了许多秘密，只有他才能解读出来。阿曼戈的某位反对者讽刺

说：“只有他才能深入了解蒙田，只有他才清楚蒙田的秘密，只有他才

能谈论蒙田，只有他才能诠释蒙田的思想。”不过，阿曼戈至少能缓慢

而持续地从事编辑工作；反观斯特罗夫斯基，则因分心于其他计划而未

能完成最后一卷。原本资助斯特罗夫斯基的波尔多当局，转而将工作移

交给弗朗索瓦·热伯兰（François Gébelin），他于一九一九年出版了最后

一卷——这项出版计划的首次提出已是五十年前的事。评注与索引则于

一九二一年与一九三三年出版，由精明能干的蒙田主义者皮埃尔·维莱

在接掌计划后编订。他的成就值得大书特书，因为此人三岁就失明了。

维莱赶在一九三三年波尔多庆祝蒙田四百岁诞辰之前完成了工作，然而

庆典的主办者居然忘了邀请他。 [29] 与此同时，阿曼戈也完成了他的版

本，于是世界上出现了两套精美的《随笔集》副本。这两套作品有着共

同的关键特征：编辑都竭尽所能地运用波尔多本，并且完全以这一版为

主，而忽略现成的古尔奈版本；他们也都具有一种与蒙田相左的倾向，

那就是双方都认为自己所编订的《随笔集》是最终的、无可挑剔的定

本。

这两个版本成为二十世纪人们阅读的《随笔集》的主要版本。 [30]

此后，一五九五年版只用在比对偶尔出现的文字差异上，且只会在脚注

里被提及。即使如此，被提及的往往是重大的差异，一般的微小差异只

会被当成古尔奈编辑功力欠佳所致，或者说一五九五年版本状态不良。

人们认为古尔奈只是做了单纯的编辑工作（也就是抄写波尔多本），然

而即使是这么简单的事，她还是搞砸了。



不过，早在一八六六年，便已经有人提出不同的解释。莱因霍尔德

·德泽梅里（Reinhold Dezeimeris）认为，也许古尔奈的编辑工作做得相

当不错，只是她依据的是完全不同的本子。这个想法过了一段时间才获

得理解，而一旦流传，支持者随之增多，就有人开始研究两个本子究竟

为何如此不同。 [31]

如果这个说法是真的，那么可能如同这项说法的支持者所言，故事

要从蒙田花了好几年的时间评注波尔多本说起。蒙田可能在增补一段时

间后，发现书页空白处已经写满文字。他觉得原书太过杂乱，于是重新

制作新的本子——这个本子如今已不存在，为了便于说明，我们权且称

它为“模板”。蒙田继续在模板上作增补，只不过增补的内容并不多，因

为此时的他已步入写作生活的最后阶段。蒙田去世后，模板（而非波尔

多本）被送到古尔奈手里进行编辑与出版。这说明为什么模板已不复存

在：作者的手稿或已经增补过的旧版本，通常会在作品印刷后被毁弃。

同时，未拿去印刷的波尔多本则原封不动，就像蝉长大后褪下的外壳，

仍挂在树上。

这个假说相当周全。它不仅说明波尔多本何以留存至今，为何与一

五九五年版有文字上的差异，也能说明古尔奈在编辑工作上所做的努力

——如果她一开始就不认真编辑，那么何须直到其编辑版本出版前最后

一分钟仍不放弃修改工作？如果人们同意这项假设，那么结果将极具戏

剧性。这表示古尔奈的一五九五年版《随笔集》（而非波尔多本）才是

最接近蒙田所期望的《随笔集》的定本。那么，二十世纪的编辑们所做

的努力，到头来只成了历史上一个误判的雷达光点。

不难想见这场论战使蒙田的世界再度陷入混乱，它点燃的冲突与一

百年前的相比毫不逊色。有些编辑将整个优先次序颠倒过来，原本脚注



里提及的是古尔奈版本，现在反客为主，波尔多本的文字被放进脚注。

这么做的有二〇〇七年由让·巴尔萨莫（Jean Balsamo）、米歇尔·马尼安

（Michel Magnien）与卡特琳·马尼安—西莫南（Catherine Magnien-
Simonin）共同编辑的七星文库版（the Pléiade edition）。其他学者则仍

支持波尔多本，最显著的例子是一九九八年安德烈·图尔农（André

Tournon）编辑的版本，它在细节的考证上远超过先前所有的版本。 [32]

图尔农研究蒙田标点与注记符号的方式，这些记号原本已被掩盖或改成

现代的标记方式，但图尔农仍一一加以详察，仿佛这么做可以凸显他与

蒙田的手及意图有多么接近；仿佛蒙田仍握着笔，溢出的墨水正从笔尖

滴落。

当一切尘埃落定（假使真是如此），面对未来的世纪，势必要另立

一个新的标准本。蒙田的读者可能要面对几个结果。新版本可能把某个

版本的文字摆在优先的位置上，而非将各种版本的文字统合起来，因为

各版本的文字差异现在已经为人所知。如果是以古尔奈的版本作为主要

文本，那么蒙田作品的页面看起来会清爽许多，因为它在视觉上不会出

现此起彼落、用来标示不同版本年代的“A”“B”“C”字母。这些标识仍然

有其用处，但最早乃是编辑在处理波尔多本时添加的，部分原因是为了

让别人看见他们努力的成果。古尔奈从未想过这么做，蒙田更是如此。

法语世界以外的读者还要面对其他的结果。可能急需新的英译本，因为

目前市场上流通的两个优秀版本——弗雷姆译本与M. A.斯克里奇（M.
A. Screech）译本——完全是依据波尔多本编辑的。我们可能要回溯到

先前的主流译本上，如弗洛里奥、科顿与黑兹利特家族的译本。

无论发生什么事，故事不可能就这样结束。争议将持续，或许未来

的战场只局限在标点符号上。然而，事到如今，我们已很难继续主张斯

特罗夫斯基的傲慢信念：制作完美的最终版本。事实上，对《随笔集》



的编辑永远无法真正结束。身为普通人的蒙田可以高高挂起靴子，放下

手中的鹅毛笔；但只要读者与编辑对结果仍有争论，身为作者的蒙田还

是会继续在纸上留下他的墨迹。



被重新混合与附会的蒙田

蒙田很清楚，从作品出版那一刻起，他就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作

品。而其他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它：他们可以把它编辑成奇怪的形

式，或诠释出自己从没想过的意义；就连还没出版的手稿，都可能脱离

他的控制，拉博埃蒂的《论自愿为奴》就是一个例子。

蒙田与拉博埃蒂的时代并没有著作权法，加上当时的人拥有我们意

想不到的自由，把抄袭当成一种文学技巧。你如果喜欢《随笔集》里的

某一段文字，就可以将这段文字拿出来单独出版；人们可以删减或扩充

整部作品，去除他们不喜欢的某个章节或段落，并且重新安排文章的先

后次序，或是冠上不同的书名出版。读者可以从《随笔集》里抽出十二

章左右，独立编成轻薄短小的书册，这可以让那些二头肌无法支撑大部

头书籍的读者轻松不少。还有人帮你去除书中杂乱无章的部分：面对蒙

田长达二十页的漫谈，大胆的修订者如霍诺里亚可以帮你删减到只剩两

页（完全违反了蒙田的精神），也就是只剩下与标题相符的内容。 [33]

有些编辑介入得更深，不只裁剪文字，甚至卷起袖子，将双手伸进

《随笔集》里，把它当成鸡一样肢解，使其变成全新的生物。在这方面

最为杰出，同时也是最早与最具知名度的人物，即与蒙田年纪相仿的朋

友皮埃尔·沙朗（Pierre Charron），他写过一本在十七世纪畅销的书

《智慧》（La Sagesse ）。蒙田也许看不出来这部作品跟他的关联，但

这本著作本质上就是换个名字与编排方式的《随笔集》。它被称为一

部“改造”（remake）之作，人们也可以称它是“重新混合”（remix）之作

——这两个词都无法充分反映本书与原作在精神上的差异。沙朗创造的

蒙田少了他个人独具的气质，文字中少了引文或杂谈，少了粗鄙辛辣，



也少了个人私事的揭露。沙朗给予读者能加以辩驳或表达认同的事物：

一套不再轻易从原有主题上溜走或蒸发成薄雾的陈述。他将蒙田对某个

主题（例如人类与动物的关系）的杂谈整理成以下的工整结构：

1.动物与人类共有的特征。

2.人类与动物未共有的特征。

A.有利于人类的特征

B.有利于动物的特征

i.一般

ii.特殊

C.有利与否仍有争议的特征 [34]

《智慧》令人印象深刻但乏味——如此乏味，以致大受欢迎。在书

籍畅销的激励下，沙朗进一步将作品精简成《智慧小语》（Petit traité
de la sagesse ）。这本书同样大卖，与前一本一样，不断再版。纵观十

七世纪，愈来愈多的读者在此类作品中认识蒙田，这部分解释了他们为

何能条分缕析地理解并反驳蒙田的皮浪怀疑论。（如果帕斯卡仍觉得蒙

田的捉摸不定令人火大，那是因为他的确读了原版《随笔集》。）然

而，古尔奈不赞同沙朗的做法。在一六三五年版《随笔集》的序言中，

她称沙朗“拾人牙慧” [35] ，且表示沙朗作品唯一的好处，是能提醒你真

正的蒙田多有才华。

十七、十八世纪，沙朗的后继者进一步重新混合蒙田的作品；有时

他们也重新混合沙朗版的蒙田作品。《随笔集》被列入《禁书目录》期



间，唯有靠混合与改造，才能让它继续在法国出版。市场上因此充斥轻

薄短小而未署名“蒙田”的作品，还有些其标题即表明内容撷取了精华的

书籍，如《蒙田随笔集的精神》（L ’Esprit des Essais de Montaigne ）、

《蒙田的思想》（Pensées de Montaigne ）。后者将蒙田的文字删改得

所剩无几，全书居然是只有两百一十四面的小开本。它的开头这么写

着：“再烂的书也有可取之处，再好的书也有可以挑剔的地方。” [36]

《蒙田随笔集的精神》（左）与《蒙田的思想》（右）

作者们不乏作品遭到删减的经验。对伟大作品进行删缩，至今仍是

出版业常见的做法，书名处通常会冠有“精简版”（Compact Editions）字

样。最近，英国一套丛书的代言人表示：“《白鲸记》（Moby Dick ）在

一八五〇年时就已经是一部难以卒读的作品——到了二〇〇七年，要读

者竟读全书，更是奢求。”然而刮除过多鱼油，最终可能让《白鲸记》

中的鲸鱼荡然无存。同样，蒙田的“精神”就存在于编辑最想去除的部

分：他的偏离主题、他的杂谈、他想法的多变，以及不断从这个想法跳

到另一个想法的节奏。难怪蒙田会这么说：“对好书的每一次删减，都



是愚蠢的删减。” [37]

然而蒙田也知道，在阅读的过程中难免会有拣选，他每拿起一本书

都会这么做。如果这本书相当乏味，他的做法更为决绝，会将它扔到一

旁。蒙田只读他觉得有趣的书；他的读者与编辑在读他的书时也是如

此。每个读者只选择《随笔集》中他们喜欢的部分阅读，每个读者都有

自己的“《蒙田随笔集的精神》”，就连学者也是如此。

事实上，或许学者比一般人更倾向于这么做。令人惊讶的是，现代

评论家重新混合与改造蒙田，让蒙田与他自己和他们那个群体更加相

像。正如浪漫主义者发现浪漫主义的蒙田，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家发现

道德主义的蒙田，英格兰人发现带有英格兰气质的蒙田，在二十世纪晚

期掀起风潮（并延续至二十一世纪）的“解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评论

家们，很高兴地发现了他们想要看到的：一个具备解构主义与后现代主

义倾向的蒙田。当代评论家太熟悉这些蒙田，必须花费大量力气跳出自

己的立场，才能看清蒙田的样貌：一种人造物，或至少是充满创意的重

新混合物。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世界是不断变化的意义系统，因此留意的是曾说

世界是舞动的跷跷板、人类“多元而起伏”，且“每个人的内心似乎都有

两个我”的蒙田。 [38] 他们认为客观的认知不可能存在，因此深受蒙田关

于视角与怀疑的文章吸引。（本书与其他作品一样，也受到这种倾向的

吸引，因此算是一种时代产物。）这是欺骗，也是谄媚。人们阅读手上

的《随笔集》，如同《白雪公主》（Snow White ）里的皇后看着自己的

镜子。你甚至还没问起那个只会存在于童话里的问题，镜子便已低声回

道：“你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近来批评理论的一项特征更容易促成这种魔镜效果：批评家总是习



惯讨论文本，而忽略作者。批评家既不思索蒙田话里的“真意”，也不调

查其作品的历史脉络，只是将心力集中在只存在于书里的联结与意义之

网络——这个网络就像巨大的渔网，可以网罗书中一切事物。这种特征

并非狭义的后现代主义所独有，近来的精神分析批评家也运用其分析方

法研究《随笔集》的文本本身，对作者蒙田则置之不理。有些人把《随

笔集》视为一个拥有自身潜意识的个体。正如分析师可以解读病人的

梦，以发掘潜意识，批评家也可以探索文本的语源、声音、偶然的脱

漏，乃至于印刷错误，发现隐藏的意义。他们知道蒙田并非有意如此，

但这并不打紧，因为文本有自己的意图。

从这种思潮衍生出来的文本解读，就跟蒙田的写作一样繁复而美

丽。举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汤姆·康利（Tom Conley）的《吸吮城

市的乳汁：蒙田在巴黎与罗马》（A Suckling of Cities ：Montaigne in
Paris and Rome ）引用了蒙田《论虚妄》里的一句简单陈述——蒙田说

自己在知道巴黎卢浮宫之前就已经知道罗马这座城市。卢浮宫

（Louvre），当时法国的皇宫，拼法与法文“母狼”（louve）类似。对康

利来说，这显示《随笔集》与哺育罗马建城者——双胞胎罗慕路斯

（Romulus）与雷穆斯（Remus）——的母狼存在潜意识上的联结。他

们张大嘴巴吸吮着；同样，我们在思考罗马、巴黎如何历经数世纪仍屹

立不倒时，开启了自己的视角。嘴巴打开了这个视角；它“开启”（法文

称“l’ouvre”）了它。因此，蒙田并列地提到卢浮宫与罗马时，文字显露

出一种隐藏的意象，“这位随笔作家的嘴唇紧紧含住皇室的乳头”。

这种哺乳的意象使我们联想到乳房，而乳房的形象在罗马到处可

见，例如城市里数量繁多的圆顶与观景楼。“充满情欲的尖端凸起于城

市景观的地平线，象征不可胜数的哺育意象。”而对蒙田嘴唇的想象也

变得更加诡异：



蒙田撮起双唇从下方含着哺育罗马建城者的母狼的乳头

时，有如从上方吸吮罗马农神之丘上朱庇特神庙的直立尖端。

这些都可以在蒙田关于卢浮宫的注记里找到，但蒙田往下又说了一

些话。在同一篇随笔中，蒙田提到：“我的脑子里经常想着（plus en
teste）卢库鲁斯（Lucullus）、梅特鲁斯（Metellus）与西庇阿的能力与

命运；至于自己的同胞，我反而很少将他们记挂在心。”这句话看起来

无关紧要，但“tester”或“teter”在法文里有“哺乳”的意思。我们可以将这

三名古典时代的英雄想象成某种肖像，或许就像钱币上的人头——蒙田

会把钱币塞进嘴里，“吸吮它们”。就在这几页里，我们看到了“时空巨

大的吸吮与流动”。

此外还有更多的例子。蒙田在《论虚妄》中提到自己“迷
恋”（embabouyné）——意指“陶醉”或“受蛊惑”，但也有“哺育”的意思

——罗马的历史。其中法文的意思还有另一层暗示，如果我们

把“embabouyné”念成“en bas bou（e）y n（ais）”，那么意思就成了“我
在泥泞里出生”。这句话依然与那两名婴孩与母狼有关，因为婴孩必须

在台伯河（Tiber）的泥巴里弯着身子，在母狼的身体下方喝奶。而由于

泥巴既黏滑又呈现为棕色，迷恋罗马的蒙田，可以被看成掉落到“由香

气与排泄物构成的前象征世界中”。 [39]

康利的随笔本身是吸引人的和充满魅惑的。他玩弄文字时，并非如

罗慕路斯与雷穆斯一样随意丢掷台伯河的泥巴；他也不认为蒙田在提到

罗马时，脑子里真的想着乳头。康利的目的是要辨识出一张联结之网：

从一些看似平淡的字句里找出如空气般难以捕捉的意蕴，并且揭露隐藏

于其中的梦境。结果，他从《随笔集》里找出像梦一般美的事物。我们

没有理由对他的发现感到恼火，尽管他寻找的事物与蒙田没什么关联。



就像蒙田提到普鲁塔克时说的，像《随笔集》这种内容丰富的作品，每

个句子中都含有指示之物，指点“想知道方向的人要去的地方” [40] 。现

代批评家把这句话牢牢记在心里。

长久以来，真正躺在分析师躺椅上的病人（即那些急需解梦之人）

不是《随笔集》的文本，也不是蒙田，而是批评家自己。这些“文学侦

探”把蒙田的作品当成藏宝库，从中找出通往未知事物的线索，同时又

将这些线索与原本的脉络分离；这些人因此让自己堕入开启潜意识的精

巧把戏中。这种做法与算命师将杯中茶叶挑出来摊开，或心理学家运用

墨迹作测验的技巧没什么两样。人们随机地找出线索，将它们拿到原有

脉络以外的地方，然后注视着它们，看看能够想出什么。结果不可避免

地会跟《蒙田随笔集的精神》一样，答案都是基于读者自身的喜好与突

发的念头而产生。

对喜欢这种解读方式的人，我们只能遗憾地说，现代批评理论的这

股潮流——它们是有些人窥探蒙田反复无常的蛙跳之旅时拨开的最后一

片百合叶——似乎正走进历史。近年来反弹的声浪已经出现，气候正在

转变。愈来愈多文学研究者回归历史，冷静地研究蒙田的语言在十六世

纪时的意义，推敲他写作的意图与动机。由此看来，似乎一个时代即将

结束，而另一个时代即将开启。

蒙田会怎么看这件事呢？他喜欢跟随普鲁塔克作品的指点前进，但

也表示，自己对许多文学诠释大为光火。蒙田说，批评家对作品的评论

愈多，读者就愈难了解该作品。“第一百位评论者把作品交给下一位评

论者时，这第一百零一位评论者面对的问题，显然要比第一位评论者面

对的问题艰深。” [41] 任何作品都有可能变成一堆混乱的矛盾：

看看柏拉图是怎么任人摆布的。每个人都以引用柏拉图来



说明自己的想法为荣，每个人都想用柏拉图的说法壮大自己的

声势。他们把柏拉图当成炫耀品，并且把他塞进当前世界所接

受的各种新观点里。 [42]

蒙田感到纳闷，这样的时代是否将会来临？诠释者齐聚一堂，对某

部作品达成共识：“针对这本书已经讨论得相当充分，因此无法再增添

任何意见。”当然不可能。蒙田也知道，自己的作品只要还有读者，就

必然会遭受不同的评论。人们总能从他身上找到他不曾想说的话，因

此，这些评论者实际上创造了新的东西。“聪明的读者经常可以从其他

人的作品中发现比作者原有的想法更完美的东西，因而赋予作品更丰富

的意义与面向。” [43]

我曾从李维（Livy）的作品中读到一百个道理，这些道理

完全没被李维的其他读者发现。普鲁塔克从李维作品中读到的

一百个道理，不仅与我读到的不同，或许也与作者想说的不

同。 [44]

数个世纪以来，作品的诠释与再诠释创造了一条长链子，这条链子

把作者与所有未来的读者串连起来——读者们除了阅读原作，也经常阅

读彼此的看法。对于这种跨世代的联结，弗吉尼亚·伍尔夫有过美丽的

想象：“心灵被串连在一起——所有活生生的心灵与柏拉图和欧里庇得

斯的心灵一样，都是由相同的物质构成的……正是这个共通的心灵将全

世界联结起来。全世界就是心灵。” [45] 在历史长河中，通过读者的内在

世界而得以生生不息的能力，正是《随笔集》成为经典的原因。《随笔

集》在每个心灵里以不同的形象重生，而它也让这些心灵彼此紧紧联

系。



一部真正有野心的作品，一定能接受诠释，也一定能接受被改得与

原来大不一样。蒙田在艺术上接受这项原则，在生活中亦然。他甚至乐

在其中，愿意让人们从他的作品中产生奇怪的想法，并根据自己的需要

加以改编。顺其自然，不掌控自己的作品，你可以从希腊化时代的“热
爱命运”中悟出一些道理：乐天知命。以蒙田来说，“热爱命运”是“如何

生活”这个大问题的解答之一，这个答案也使蒙田的作品获得永恒的生

命。蒙田遗留下来的并非不完美、模棱两可、不适切或容易遭受扭曲的

东西，而是更好的东西。人们想象蒙田会说：“主啊，让世人误解我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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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我们问：如何生活？
How to live？

蒙田说：做个普通人与不完美的人
Be ordinary and imperfect

学习生活，就是学习与不完美共处，甚至拥抱不完美。

比较好的做法是稳健、适度与带点模糊。

其余的事，就交给上天来安排吧。



做个普通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书讲的是，蒙田思想随时间流逝在不同的意

识之运河流淌的故事。蒙田思想在每个闸口，都留下了样本——

——最初的热情读者赞美蒙田的斯多葛派智慧，以及他搜

罗古人杰出思想的技巧；

——笛卡儿与帕斯卡这些人，对于蒙田的怀疑论以及他抹

除人类与其他动物的界线，一方面感到不满，另一方面也深受

吸引；

——十七世纪的放荡主义者喜爱蒙田，认为蒙田是大胆的

自由思想家；

——十八世纪的启蒙哲学家再次受到蒙田怀疑论的吸引，

而蒙田对新世界文化的喜爱，也让他们感到好奇；

——浪漫主义者一方面为“自然的”蒙田欢呼，另一方面

则希望蒙田更热情一点；

——生活被战争与政治动乱破坏殆尽的读者，把蒙田看成

英雄与伙伴；

——十九世纪晚期的道德家对于蒙田的淫秽感到羞赧，同

时哀叹他在伦理观念上的匮乏，但这群道德家仍设法将蒙田改

造成像他们一样的体面绅士；



——四百多年来出现了许多解读蒙田的英格兰随笔作家与

一些偶然间成为哲学家的人物；

——不那么偶然的哲学家尼采称赞蒙田的机敏，并且想象

蒙田的斯多葛派与伊壁鸠鲁派诀窍如何能在新时代里存续；

——现代主义者如弗吉尼亚·伍尔夫，试图捕捉活着与有

意识的感受；

——编辑、抄写者与重新混合者，把蒙田塑造成不同的面

貌；

——二十世纪晚期的诠释者凭借蒙田的片言只字，建构出

非凡的结构。

这一路上，有人认为蒙田写了太多关于自己泌尿系统的事，有人认

为他的写作风格需要名师指正，还有些人认为他过得太惬意，另一些人

则从他身上看到哲人的身影或是第二个自己。他们因此无法确定自己是

在阅读《随笔集》，还是在撰写《随笔集》。

这些内容各异的解读，有许多其实是希腊化时代三大思想传统的变

形，蒙田传承了这些传统，也改变了它们。这并不令人意外，这些传统

原本就是蒙田思想的基础，而它们的影响也贯穿整个欧洲文化的发展历

程。即使在最初发源时，这三项传统也难以分辨；经过蒙田以近代观点

所作的诠释后，它们交缠的程度更胜以往。如此紧密结合的原因更在于

它们都追求“eudaimonia”，而且认为获得“eudaimonia”最好的方式就是做

到冷静或均衡，也就是“ataraxia”。这些原则约束着蒙田，而当后世读者

阅读《随笔集》以寻求情感支持，或是为了追求可派上用场的日常实用

智慧时，这些原则也跟着传达给了他们。



现代读者向蒙田寻求帮助时，提出的问题往往与蒙田向塞内卡、塞

克斯图斯与卢克莱修问的问题一样，而这些哲人也向“他们的”前辈问过

相同的问题。这就是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的“心灵之链”的真正含义：

它不是学术传统，而是一连串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困惑的自利个人，这些

人不约而同地追问同一个问题。他们拥有一种共通的特质，我们称这种

特质为“人性”，也就是能够思考，同时觉得必须过着与一般人一样的普

通生活。不过，蒙田还想将这种心灵的结合进一步扩大，将其他物种也

涵盖进来。

对蒙田来说，这正可说明，即使是最日常的经验，也能告诉我们一

切我们需要知道的东西：

我开始过着寻常而不足称述的生活，这并没有什么不好。

你可以将所有的道德哲学与普通而私人的生活连结起来，就跟

与更丰富的生活连结起来没什么两样。 [1]

事实上，这就是普通而私人的生活的样子；这也是你所能想象的最

富足的生活。



做个不完美的人

晚年的蒙田健康状况不佳，大约有一半时间徘徊在生死的边缘地带

——他在壮年时就曾因为意外落马而短暂地造访过“死神”。这时的蒙田

并不算老，才将近六十岁，但他知道肾结石随时可能夺走自己的性命。

有时他也希望自己能早日解脱，因为实在太痛苦了。然而，这些日子肾

结石并未像恃强凌弱的壮汉抓住他的衣襟，一把将他架到死神残暴的脸

孔前。死神“有技巧且温柔地”引诱蒙田，让他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如斯

多葛学派所言，死神看起来还算友善：

肾结石至少还有一个好处，它能完成我无法完成的事，让

我安于死神的存在，并且愈来愈熟悉他。 [2]

蒙田昏厥后首次领会的事，现在已豁然开朗：上天自有安排，你无

须烦恼费心。蒙田写道，自然引领着我们，那种感觉“就像走下徐缓而

不可见的斜坡，一步接着一步”。 [3] 自然使他生病，但也给予他梦寐以

求的东西：冷静与均衡。因此，他能够幸福与快乐。结石排出的那一

刻，是他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刻。那是身体的解脱，在精神上也如释重

负：

天底下有任何事比如此突然的变化更甜蜜吗？只要结石一

消失，我便能从极度的痛苦中恢复，仿佛沐浴着美丽的健康之

光，如此自由且充实…… [4]

就连在结石病发作期间，蒙田也能找到类似的快乐。 [5] 结石仍让

他痛苦，但他试着在从痛苦中得到的少许补偿里寻找安慰，包括从别人



眼神的赞许中得到些许满足：

听到别人的赞美是一件快乐的事：他很了不起，是个坚强

的人！他们看到你痛苦地冒汗，脸色惨白，而后又泛红，全身

颤抖，呕血，不自主地痉挛抽搐，有时眼中泛着大量泪水，排

出浓稠、暗沉而又令人惊悚的尿液，或者因为尖锐粗糙的结石

硬生生地插在龟头里而无法排尿——此时，你仍神色自若地与

朋友交谈，在症状发作的空档，还能与仆人谈笑风生。 [6]

只有蒙田才知道真相：在疼痛时与人聊天说笑，其实要比旁人想象

的简单得多。早期的濒死经验告诉他，一个人的外表与他的内心世界不

一定有关系。但这一回与上次他被扯开紧身上衣的状况大不相同，他必

须真正面对死亡的痛苦。不过蒙田的灵魂仍然漫不经心，痛苦的经验似

乎未对他构成多大的伤害：

我已经安于这段痛苦的日子。我从中找到了安慰与希望的

食粮。 [7]

蒙田也从衰老的过程获得类似的启悟。不是说衰老就能得到智慧；

相反，蒙田认为老人比年轻人更容易患有虚妄的毛病，也更容易犯错。

他们有着“愚蠢而老耄的自尊，说起话来冗长枯燥，幽默感只用来挖苦

人，迷信，对于财富有着异于常人的执着”。 [8] 这是一种人性的扭曲，

我们必须确立老年的价值，才能改正这些缺点。老人比年轻人更能看出

一个人的成败。只要看到岁月在人的身心刻下的痕迹，就能了解人的局

限与人性的一面。了解衰老“无法”让人更睿智——这样的领悟本身就是

一种智慧。

最终来说，学习生活，就是学习与不完美共处，甚至拥抱不完美：



疾病是与生俱来的……如果有人将疾病的种子从人类身上

除去，就等于毁了人类生命最根本的条件。 [9]

即使是哲学，在运用到真实人生时，也需要“调整浓淡”。“我们不

需要一味地强调某些事或淡化某些事。” [10] 塔索的人生一无所获，因为

强光使他眼盲了。比较好的做法是稳健、适度与带点模糊。其余的事，

就交给上天来安排吧。

晚年的蒙田更为圆融，仍写作《随笔集》。他一直待在家里，仍然

勤于写信，其中包括几封写给亨利四世的书简。他也与一些朋友、作

家，以及先前在波尔多等地的同事会面，其中包括培根的哥哥安东尼。

[11] 他的女儿莱奥诺尔已经长大成人，嫁给了弗朗索瓦·德·拉·图尔

（François de la Tour），婚礼于一五九〇年五月二十七日在蒙田的庄园

举行。第二年，也就是一五九一年的三月三十一日，莱奥诺尔产下一名

女婴，取名弗朗索瓦，蒙田也顺理成章地当上外公。 [12] 他还在写作，

持续给《随笔集》添入各种奇闻轶事，包括他最后的想法：试着接受生

活中的普通与不完美，让自己的人生充满和谐。蒙田看起来越来越像一

个懂得如何生活的人。或许，他只是已将自己淡然处事的态度，修炼到

炉火纯青的境界。

注释

[1] 　III：2 740.

[2] 　II：37 698。此外 ，关于习惯于肾结石发作以及濒临死亡可见 III：13
1019。

[3] 　I：20 76。也可见 III：13 1020，III：13 1030。

[4] 　III：13 1021.

[5] 　III：5 775.



[6] 　III：13 1019.

[7] 　II：37 697.

[8] 　III：2 752.

[9] 　III：1 726— 7.

[10] 　II：20 621— 2.

[11] 　蒙田写给亨利四世的信 ，收录于 Montaigne，The Complete Works ，tr. D.
Frame，1332— 6。蒙田的访客 ：Frame，Montaigne  303— 4。

[12] 　蒙田的外孙女弗朗索瓦在成年后不久便死去。莱奥诺尔在第二段婚姻中

生下的女儿玛丽 ·德·加马什长大后继承了蒙田的庄园 ，家族传承达数世纪之久。

Frame：Montaigne  303— 4。关于加马什家族 ：Legros，A.，‘ Gamaches（ famille
de）’ ，Desan，Dictionnaire  425— 6。



20　我们问：如何生活？
How to live？

蒙田说：生活会给你答案
Let life be its own answer

蒙田真正的遗产，必须从《随笔集》颠沛流离的命运中去找寻。

那是他永无止境、不断演变的第二自我。

《随笔集》依然活着；对蒙田来说，最要紧的事就是“活着”。

生活本身就是目标，生活本身就是目的。



并非尾声

一五九二年九月初，蒙田的肾结石病又发作了。他先前已经遭遇无

数次，每次都化险为夷，此次或许也不例外。然而，如同每次发作时他

所担心的，这次不幸地引发了严重的并发症。结石并未顺利排出，让他

得以解脱；相反，它一直停留在原地不动，于是出现感染症状。

蒙田全身肿胀，不久，炎症扩散到喉咙。这种状况又称为“锁
喉”（cynanche，源自希腊文，指用来勒住狗或其他动物脖子的皮带或

套索），光是名称就让人很不舒服。随着发炎的状况日趋严重，蒙田的

喉头也越来越紧缩，以致每次呼吸都变得十分吃力。

锁喉导致扁桃体周围脓肿，这是一种严重的喉咙感染，即使到了今

日，不加治疗仍是致命的。此时蒙田需要的是抗生素，然而当时还没有

这种药物。由于喉咙肿胀，蒙田无法说话，但他还是可以通过写纸条的

方式与人沟通。

扁桃体周围脓肿三天后，蒙田被支撑着坐在床上，家人与仆役在一

旁看护与守候。蒙田最不愿见到的场景出现了，他的房间成了人挤人的

临终告别地。这种仪式让死亡变得更加难受：除了使将死之人恐惧，也

使告别的人惊恐。在床边弯着身子的医生与神父，悲伤的访客，“脸色

苍白、涕泗滂沱的仆役，阴暗的房间，光亮的烛火……简言之，这里充

满了可怕与惊悚”——这跟蒙田期望的简单的，乃至于在昏迷中死去的

场景相差太远。然而，事已至此，蒙田也不打算把人赶走。

病情不见好转，蒙田自知来日无多，于是写下遗言与最后的心愿。



波尔多当地的作家贝尔纳·欧托恩（Bernard Automne）提到，在死前数

日，蒙田“穿着睡衣从床上起身”，让随从与遗嘱里其他的小受益人进到

房间，亲自把打算分给他们的财物交给他们。或许真有此事，只是跟他

临终前瘫痪在床的描述不符。关于蒙田死前几个小时的描写，没有一样

是可靠的，全是二手说法。但至少有一项描述相当精确，那是蒙田的老

朋友帕基耶从蒙田妻子弗朗索瓦那里听来的——弗朗索瓦一直守在床

边，直到丈夫断气。与多年前去世的拉博埃蒂不同，蒙田并未叫他的妻

子远离病榻。

遗嘱安排妥当之后，蒙田在房间里做最后一次弥撒。他几乎无法呼

吸。根据帕基耶的说法，神父诵念经文时，蒙田自床上坐起身子，“努
力扣紧双手”，将灵魂交给上帝。这是天主教的最后仪式——蒙田一直

过着欢乐的世俗生活，现在终于以简短的方式承认上帝。

不久，他咽下最后一口气。死因可能是中风，也可能是单纯的窒

息。家人、朋友与仆役随侍在侧，米歇尔·埃康·德·蒙田于一五九二年九

月十三日去世，享年五十九岁。

蒙田死去的过程肯定让目睹的人感到痛苦——挣扎的呼吸，绝望的

努力，骇人的肿胀；他自己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而这是他一直想避免

的。然而，也许蒙田并不是那么痛苦。他在落马意外中，身体曾不断挣

扎扭动，还吐了不少血，但他的灵魂却愉悦地漂浮在身体上；同样的事

情也可能发生在他临终之时。蒙田也许只感觉到自己的生命轻悄地脱离

唇边：那条绑住灵魂的细绳，至此终于断了。



《奄奄一息的蒙田》（约瑟夫•罗伯特—弗勒里绘）

帕基耶与另一位朋友布拉克把听来的各种说法写成文章，让当时的

人阅读。他们把蒙田的死描绘成斯多葛派的典范。他们为文纪念蒙田，

正如蒙田纪念拉博埃蒂。布拉克在写给利普修斯的信中表示，蒙田拥有

幸福的人生，死时没有遗憾，毫无牵挂地离开人世。唯一感到痛苦的是

活在世上的人，他们从此少了一位令人愉快的伴侣。 [1]

生者的第一件工作是举行葬礼，同时还要处理蒙田的遗体。这是项

相当恐怖的任务。蒙田家的波特星历里记载着：

他的心脏被安放在圣米歇尔教堂里，遗孀蒙田夫人弗朗索

瓦·德·拉沙赛涅则将他的遗体带往波尔多，安葬在弗扬派

（Feuillants）的教堂中。她已经在此买了一块地，并且立好



蒙田的棺椁

了墓碑。 [2]

将遗体分开安葬，这种做法并不罕见，只是在自家庄园的十二世纪

小教堂里安葬心脏而非整具遗体，这个决定稍微奇怪了点。自家庄园的

教堂理应是一个安详的安息地点，蒙田可以长眠在父亲身旁，此外还有

子女的小骨骸相伴。

将蒙田剩余的遗体送到弗扬派教

堂安葬，也是个古怪的决定，而且违

背原先的计划。原先的计划是要将他

葬在波尔多的圣安德烈主教座堂

（cathedral of Saint-André），教会已

经准许在一五九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举

行葬礼。如此一来，蒙田将与妻子的

家族葬在一起，而非葬在自己的家族

墓地。但弗朗索瓦改变初衷，也许是

因为她自己是弗扬派的信徒，也可能

因为蒙田信仰的就是弗扬派——他曾

在《随笔集》里赞扬这个教派。 [3] 这项决定显然让该派的僧侣获得了

好处：弗扬派接纳蒙田的遗骨，定期为他的灵魂举行弥撒，使他们获得

了一笔丰厚的租金，教堂内部壁画的绘制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弗扬派为

蒙田修建了一座华丽的坟墓，这座坟墓至今尚存；坟墓里，躺卧的蒙田

全副骑士甲胄装扮，双手伸出臂铠，合十做出祈祷动作。以希腊文与拉

丁文书写的墓志铭覆盖在坟墓两侧，称颂墓主的基督教皮浪主义思想，

以及他恪守祖先的法律与宗教，他的“仁慈温和”，他的决断、诚实与勇

敢。拉丁文墓志铭末尾有一段动人的文字：



长期处于哀恸中的弗朗索瓦·德·拉沙赛涅建造了这座坟

墓，缅怀她思念的丈夫。他没有别的妻子；她也不会有别的丈

夫。 [4]

少了心脏的蒙田遗体，终于在一五九四年五月一日安葬于这座坟

墓，此时离他去世已过了一年半。他等了这么久的时间才得以安息。即

使如此，他也无法就此长眠。大约十年后，教堂开始扩建，整个内部陈

设必须加以改动，如此将使蒙田的坟墓远离新祭坛，同时也违背教堂与

弗朗索瓦当初达成的协议。弗朗索瓦于是提起诉讼，控告弗扬派，最后

获得胜诉：弗扬派于一六一四年将蒙田的坟墓迁移到新教堂里最好的位

置。

此后蒙田便在此地安息了数十年，直到大约历经九代人之后法国大

革命爆发，才又起了变化。新成立的世俗政府废除了弗扬派与国内其他

大大小小的宗教派别，并且将教会的所有财产没收充公，包括教堂与教

堂内部的一切。此时也正是蒙田被推崇为启蒙运动英雄的时期——他是

自由思想的哲士，是值得革命政权尊崇的人物。因此，让蒙田的遗骨继

续留在原处似乎不大妥当，法国政府便在一八〇〇年下令将蒙田的遗骨

迁葬到波尔多巨大的新世俗神庙（即当地的科学、文学与艺术学院）的

纪念堂里。珍贵的遗骨被取出后，便以盛大庄严的仪式运往新地点，沿

途有骑兵行列护送，还有铜管乐队一路致敬。

两年半后，一名古物研究者在波尔多学院研究各项记录，提出令人

困窘的发现：被迁葬的遗骨不是蒙田，而是蒙田外甥的妻子玛丽·德·布
里安（Marie de Brian），她与家族其他成员一起葬在同一座坟墓里。这

一回不像上次那样大张旗鼓，玛丽的遗骨被静悄悄地迁出纪念堂，回到

她原本安息的地方；蒙田则一直待在原来的坟墓，完全未受到惊扰。这



名不喜欢大兴土木、不想从事“改建”工作，也不愿经历不必要变动的男

子，就这样躲过革命的骚扰。革命浪潮从他头上掠过，如同深海上方的

波浪一样，对他毫无影响。

之后，一八七一年五月的一把火烧毁了教堂，蒙田的坟墓没受到什

么损伤，但教堂成了废墟。因此，往后近十年的岁月里，这座坟墓在毫

无遮蔽的情况下遭受风吹雨淋。一八八〇年十二月，法国政府打开蒙田

的坟墓，评估这处受人尊崇的遗迹的状态，结果发现覆盖蒙田遗骨的铅

壳已经变成碎片。将这些碎片清理之后，政府制作了一具橡木棺材安放

蒙田的遗骨。修复后的棺椁有五年时间被暂时存放在卡尔特修道院仓库

（Depository of the Charterhouse），随后于一八八六年三月十一日安放

在波尔多大学一栋新大楼（包含了神学院、科学院与文学院）的入口大

厅里。今日，这具棺椁摆放在波尔多的阿奎丹博物馆（Musée

d’Aquitaine），成为令馆方自豪的展品。 [5]

对蒙田这样一位与世界的变迁如此协调、如此了解人类的努力总是

混杂着错误的人来说，这段死后的冒险的确适合他。即使在他死后，似

乎仍有一股力量拉着他回到真实的生活之中，而非任由他冻结在人们完

美的回忆里。蒙田真正的遗产与他的坟墓毫无关系，必须从《随笔集》

颠沛流离的命运中去找寻。那是他永无止境、不断演变的第二自我。

《随笔集》依然活着；对蒙田来说，最要紧的事就是“活着”。弗吉尼亚

·伍尔夫尤其喜欢引用蒙田最后一篇随笔的观点，这大概是蒙田对于“如
何生活”这个问题给予的最后也是最好的答复：

生活本身就是目标，生活本身就是目的。 [6]

这句话存在两种仅有的可能，一个是，它根本不是答案；另一个则

是，它是唯一可能的解答。它与禅宗大师给予的回应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徒弟问师父“什么是顿悟”时，师父会重重地在徒弟头上敲一棍。顿悟

就是用自己的身体学到东西，借由亲身体验的方式来获得。这是为什么

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学派与怀疑论者总是教导诀窍，而不教导教条。

哲学家可以提供的教导就是当头棒喝，这是一种实际可行的技巧、一种

思想实验，或一种体验——以蒙田的例子来说，就是阅读《随笔集》的

经验。蒙田教导的主题就是他自己，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

虽然《随笔集》在每个人眼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书中的每件事

都统合在一个人物身上，那就是蒙田。因此，读者在思索时往往会回溯

到蒙田身上，这种现象不仅极少出现在蒙田同时代的其他作家身上，事

实上，任何时期的绝大多数作家都鲜有这样的待遇。《随笔集》是“蒙
田的”随笔；这些随笔抽样检查了一个处处充斥着“我”的心灵，就跟所

有的心灵一样。

有些人可能会质疑：现代人是否还需要蒙田这样的随笔作家？处于

二十一世纪这个充分开放世界的人们，个人主义上已发挥到极致；另一

方面，人与人彼此紧密结合的程度，也超越了十六世纪时蒙田的想象。

蒙田在所有事物中意识到的“我”，似乎是在向已经改信的人传教，甚至

是在向有毒瘾的人喂毒。但蒙田提供的不只是自我放纵的刺激品。二十

一世纪的人们可以从蒙田的生活态度中得到不少启示；而且，世界已经

历了许多重大苦难，正需要蒙田风格的政治观点。人们可以学习蒙田的

稳健，他对人际关系的重视与谦恭有礼，他的存而不论，他在对峙与冲

突中对微妙心理的体察。人们需要蒙田的信念，即世上没有天堂，没有

想象中的末日，也没有完美的幻想，这些都比不上真实世界里最微小的

个人重要。蒙田无法想象人类可以“借取悦天堂与自然之名，行屠戮杀

害之实，而这居然是所有宗教都普遍支持的信念”。 [7] 相信生活中可以

做出这种事，等于是忘记了每天真实的日常经验。这种心态也使人忘



记，你看到幼犬在水桶里载浮载沉，甚至看到一只猫玩得正开心时，你

看到的是活生生的生命，而这个生命也正注视着你。这当中没有空泛的

道理，只有具体的两个生命彼此的对望，双方都希望从对方身上得到最

大的善意。

或许蒙田最后的回答有部分要归功于他的猫——一个生活在十六世

纪的独立的生命。它在乡村庄园里过着愉快的日子，有溺爱它的主人，

没有其他动物与它争宠。它总是在蒙田忙碌的时刻找他玩耍，提醒蒙田

它是活生生的。他们互相对望，而就在此时，蒙田穿越了彼此的隔阂，

从它的眼中看到了自己。也就在这个时刻——以及其他无数类似的时刻

——蒙田的哲学产生了。

当时他们就在那儿，在蒙田的书房里。他振笔疾书的声音吸引了猫

的注意；它试探性地用脚爪朝移动的笔杆抓了几下。蒙田看着它，或许

一时间对它打断工作的行为感到不悦。然后蒙田笑了，倾斜笔杆，用有

鹅毛的一端在纸上扫动着，逗弄猫儿追逐。它一阵猛扑，脚掌的肉垫沾

到最后几个字的墨迹，几张纸滑落到地面上。蒙田与他的猫还待在书房

里，他们的生命与尚未完成的《随笔集》一起暂停在过去；我们则要继

续生活，或许也要跟我们的猫相处——连同尚未读完的《随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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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e de Bourdeaux （ Bordeaux：Millanges，1621） ，引自 Frame，Montaigne 305。
关于蒙田真正死因的讨论中 ，1996年由 Société des Amis de Montaigne主办的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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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 Villey ，Montaigne devant la posterité  350— 1与 Millet 6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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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beau de Montaigne’ ，in Desan，Dictionnaire  983— 4。革命时期的迁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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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II：12 980。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的日记里写道：“我越来越常复述我对

蒙田的理解，‘最要紧的事就是“活着”’” ，见 Woolf，V.，Diary III：8（ 1925年 4月
8日条）。她在另外两个条目也说了类似的话 ：II：301（ 1924年 5月 5日）与 IV：

176（ 1933年 9月 2日） ，以及她讨论蒙田的随笔 ，‘ Montaigne’ ，in Essays  IV：71
— 81。

[7] 　不再需要蒙田了吗？早期战后对这项可能的讨论 ，见 Spencer，T.，‘
Montaigne in America’ ，The Atlantic 177，no. 3（ March 1946） ，91— 7。无法想象

可以“借取悦天堂与自然之名 ，行屠戮杀害之实” ：I：30 181。



蒙田生平年表／Chronology

1533年　·2月28日，蒙田出生

约1539年至1548年　·就读于波尔多的吉耶讷学校

1548年　·8月，波尔多发生盐税暴动事件，目睹暴民杀害莫兰

1548年至1554年　·可能在巴黎与（或）图卢兹攻读法律

1554年　·开始在佩里格的税务法庭工作

1557年　·佩里格法院的所有人员转往波尔多高等法院工作

1558年至1559年　·与拉博埃蒂成为朋友

1559年　·《卡托—康布雷齐和约》结束法国的对外战争，却带来灾难性

的结果

1562年　·瓦西镇屠杀，内战开始

·查理九世围攻鲁昂，蒙田在鲁昂看见三名巴西图皮族人

1563年　·8月18日，拉博埃蒂逝世，蒙田陪伴于病榻旁

1565年　·9月23日，迎娶弗朗索瓦

1568年　·6月18日，皮埃尔·埃康逝世，蒙田继承庄园



1569年　·出版译作塞邦的《自然神学，或创造物之书》

·弟弟阿诺死于网球意外

1569年或1570年初　·差点死于落马意外

1570年　·从波尔多高等法院退休

·第一个孩子出世，两个月后夭折

·编辑拉博埃蒂的作品

1571年　·2月，在书房写上生日题词

·9月9日，后来唯一长大成人的孩子莱奥诺尔出世

1572年　·可能于此时开始撰写《随笔集》　

·8月，圣巴泰勒米大屠杀

1574年　·查理九世崩殂，亨利三世登基

1576年　·铸造纪念章，上面刻了天平与座右铭“存而不论”

1578年　·第一次出现肾结石症状

1580年　·《随笔集》第一版问世

1580年6月至1581年11月　·到瑞士、日耳曼与意大利旅行

1581年　·8月，当选波尔多市长

1582年　·《随笔集》第二版问世



1583年　·8月，连任波尔多市长

1584年　·12月，纳瓦尔的亨利暂住蒙田的庄园

1585年　·瘟疫侵袭庄园，蒙田逃离

1587年　·《随笔集》第三版问世　

·10月，纳瓦尔的亨利再次造访蒙田的庄园

1588年　·以密使身份前往巴黎，而后追随亨利三世，遇见古尔奈

·5月，街垒日，亨利三世逃离巴黎

·6月，《随笔集》大量扩充的“第五版”问世（假如真的存在第

四版，则至今仍未找到）

·7月10日，被监禁于巴士底监狱，而后被释放　

·秋，在皮卡第的古尔奈住处休养

·12月，亨利三世暗杀吉斯公爵

1588年至1592年　·对《随笔集》做最后的增补

1589年　·8月，亨利三世遭到暗杀，亨利四世在质疑声中继承王位

1592年　·9月13日，死于扁桃体周围体肿

1595年　·古尔奈版《随笔集》问世，成为往后三个世纪蒙田作品的标准

版本



1601年　·母亲安托瓦妮特逝世　

·沙朗的“重新混合”版《智慧》问世

1603年　·《随笔集》第一部英译本问世，弗洛里奥翻译

1616年　·女儿莱奥诺尔逝世

1627年　·妻子弗朗索瓦逝世

1637年　·笛卡儿的《方法论》（Discours de la méthode ）问世

1645年　·古尔奈逝世

1662年　·帕斯卡逝世，遗留的笔记出版为《沉思录》

1676年　·《随笔集》被列入《禁书目录》

1685年至1686年　·科顿将《随笔集》译为英文

1724年　·逃到伦敦的科斯特出版法文版《随笔集》

1772年　·蒙田的《旅行日志》在旧箱子里被发现

·从档案库中发现蒙田批注的《随笔集》，又称“波尔多本”，
并且以此确认《旅行日志》为蒙田的作品

1789年　·法国大革命

1800年　·革命当局决定把他们心目中的世俗英雄蒙田迁葬到波尔多学

院，但计划出差错



1850年　·蒙田在“瘟疫”期间写的书信出版，引发争议

1854年　·《随笔集》被从《禁书目录》中移除

1880年至1886年　·重修蒙田棺椁并且移至波尔多大学

1906年　·斯特洛夫斯基版《随笔集》第一卷问世，主要根据波尔多本

1912年　·阿曼戈版《随笔集》第一卷问世，主要根据波尔多本

2007年　·七星文库版《随笔集》问世，主要根据古尔奈的一五九五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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