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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风俗论》所关注的是各民族的风俗，同时也研究这些风俗后面隐藏的民族精神与心态，所以，这本
史学著作就不是单纯的王朝史、政治史或事件史，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可以被看作是当代法国年鉴
学派的先驱，我们可以在其中发现许多日后社会科学方法的萌芽。
伏尔泰在书中明确地说："我的主要想法是尽可能地了解各民族的风俗和研究人类的精神。
我把历代国王继承的顺序视为撰写历史的指导线索而不是目的。
"法律、艺术、风尚是这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
因而，它就不是一部严格的编年史和世系录，作为一种比较个人化的教学方式，他甚至没有特意去参
考大量书籍以弄清细节，而是试图对世界提供一个轮廓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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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波斯在巴比伦的东边。
当柯勒施(我们称为居鲁士)在波斯北面的米地人①协助下夺取巴比伦时，波斯人把他们的军队和宗教
带到了这个城市。
关于居鲁士，有两个主要的神话，一个是希罗多德所写，另一个是色诺芬所写，两者在各方面互有出
入，但许多作家却都不加区别地照抄不误。
希罗多德设想有一个米地国王，即邻近希尔卡尼亚②地方的一个国王，他称之为阿斯蒂雅日L这是个
希腊人名。
这个希尔卡尼亚人阿斯蒂雅日下令将自己的外孙居鲁士溺死在襁褓中，因为他梦见自己的女儿“居鲁
士的母亲曼达娜撒一泡尿淹没了整个亚洲。
”神话的其余部分也大致与此同一格调，正而巴经地写出来的卡冈都亚④的故事就本于此。
这一切就像是希罗多德的故事以及其他同样的无稽之谈。
也许更有可能的是，这些民族相继前来掠夺。
罗马人曾经抢掠各民族，哥特人和匈奴人又来抢掠罗马人。
但是为什么罗马人不像马略消灭森布里人那样消灭他们?因为当时没有马略，因为风尚已经改变，因为
帝国已分裂为阿里安教派和阿塔那修教派。
人们只关心两件事：竞技场的角逐和上帝的三位③。
当时罗马帝国僧侣多于士兵，这些僧侣成群结队，从一个城市跑到另一城市去支持或者反对圣子的同
性同体。
在埃及，便有72万名僧侣。
 基督教打开天国的大门，但却丧失了帝国；因为不仅基督教内部各教派以神学论争的狂热性互相攻讦
，而且这些教派又一起共同反对帝国的旧宗教。
旧宗教无疑是谬妄的、可笑的，然而在这种宗教信仰下，罗马从胜利走向胜利，历时10个世纪。
科尔多瓦是块乐土，瓜达尔基维尔河流贯其间，茂密的柠檬树、柑桔树、石榴树香飘四野，一切都令
人沉醉。
奢侈与逸乐终于腐蚀了穆斯林国王。
他们统治的地区在10世纪时就像几乎所有的基督徒君主一样，分成许多小国。
托莱多、穆尔西亚、巴伦西亚，甚至胡韦斯卡①，都有自己的国王。
这正是击败这个分崩离析的强国的好时机。
然而西班牙的基督徒却更加分裂。
他们彼此争战不休，今朝联合，明日叛离，而且经常与穆斯林沆瀣一气。
莱昂国王阿尔丰沙五世。
甚至把妹妹泰蕾丝嫁给托莱多国王阿卜杜拉苏丹(10lO)。
小国王侯之间的嫉妒比大国君主之间的嫉妒会产生更多的罪恶。
大国的命运只能靠战争来解决；然而在相邻的敌对者之间，更常用的是突然袭击、背信弃义、行刺、
毒杀，因为他们野心勃勃，而实力不强，于是只好不择手段以补力量的不足。
10世纪末，卡斯蒂利亚伯爵加尔西亚毒死他的母亲，他的儿子堂·加尔西亚③在即将结婚时被国内3个
领主用匕首刺死。
书摘1智慧的发展如此缓慢，眼睛的错觉如此强烈，先人之见如此顽固，因此一个只有1900年历史的民
族不可能达到那样高度的认识水平，因为这种认识推翻了肉眼所见的现象，它要求有最高深的理论。
所以，迦勒底人应有47万年历史，不过这种对宇宙真实体系的认识，在迦勒底人中也还只是极少数哲
学家的事。
这是一切伟大真理的命运。
后来的希腊人则只是采用了一般的体系，即妇孺皆知的体系罢厂。
47万年①，在我们这些出生不久的人看来很悠久，但就整个宇宙来说，则址微不足道的。
我知道，我们不能这样计算，西赛罗对此曾嘲笑过，这样计算是过分厂，因此，我们尤其应当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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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五经》，而不要相信桑科尼雅松②和贝罗萨斯③的说法。
但是，我再说一遍，人类(就常人而言)在1900年内推断出如此惊人的真理是不可能的。
首先要能够维持生活，在古代，这件事对人类来说要比兽类难得多；其次要会创造语言，这肯定需要
极长的时间；第三要会搭盖茅屋；第四要会缝制衣服。
后来为了炼铁，或者为了用别的东西来代替铁，需要碰上多少机遇，运用多少技能，花费多少年月，
以至于我们想象不出人类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从这种状况到天文学，这是多大的飞跃!在很长时期中，迦勒底人把他们的观测结果和他们的法律用象
形文字刻在砖坯上。
象形文字是一种富有表现力的文字，埃及人在若干世纪之后才学会使用。
用字母表达思想的技术，大概是很晚以后才在亚洲的这个地区发明出来的。
可以认为，迦勒底人是在建造城市时开始使用字母的。
在这以前，他们怎么办?人们可以说，就像我们的村庄和世界卜千千万万个其他村庄那样，那里虽无人
会读会写，可是大家能很好地：互相了解，必需的技能也能培养，而且有时做得很巧。
巴比伦在成为一座美丽的大城市之前，可能是个很古老的小城镇。
但是，谁建造了这个城市?我对此一无所知。
是赛米拉米斯①?是贝卢斯②?是纳博纳萨尔③?也许亚洲从来没有一个女人名叫赛米拉米斯，也没有一
个男人名叫贝卢斯。
就像我们把希腊一些城市称为阿尔玛尼亚克和阿布维尔④一样，希腊人把所有蛮族语言的词尾希腊化
，结果把所有亚洲的名字弄得面目全非。
另外，赛米拉米斯的历史完全像是东方的故事。
可能是纳博纳萨尔，或纳邦一阿索尔装点了和加固了巴比伦37城并最后把它建成一座如此美丽的城市
。
此人是真正的君主，在亚洲以纳博纳萨尔纪元而为人所知。
但这个无可争议的纪元只是从公元前．747年开始的，而要能建成强大的统治则需要许多世纪，所以相
比之下，这个时代是太晚了。
从巴比伦这个名字来看，似乎此城在纳博纳萨尔以前很久便已存在，这便是巴贝尔城。
正像埃尔伯洛①所说的，迦勒底的“巴”(Bah)是“神父”(Pere)之意，“贝尔”(Bel)是天主之名。
东方人只知道这个城名叫“巴贝尔”(Babel)，即“天主之城”、“上帝之城”，或者，按其他一些人
的说法，称“上帝之门”。
可能既不存在建造宁瓦(Ni—vah)——我们称为尼尼微(Ninive)的尼努斯(Ninus)②，也不存在建造巴比
伦的贝卢斯。
没有一个亚洲君主的名字是以“US"结尾的。
巴比伦城的周边可能有我们的平均古法里24里长，要说有一个名叫尼努斯的人，在底格里斯河岸离巴
比伦这么近的地方，建造一座跟巴比伦一样大的叫尼尼微的城市，这似乎并不可信。
有人说，古代曾同时存在过三个强大帝国：巴比伦帝国、亚述或尼尼微帝国和叙利亚或大马士革帝国
。
此事不太可能。
这就犹如说，在高卢的一部分地方曾同时存在过三个帝国，它们的首都巴黎、苏瓦松、奥尔良三城的
周边各有24古法里一样。
我承认我对巴比伦和亚述这两个帝国毫不了解。
有几位学者想弄明白这些模糊不清的问题，他们断言迦勒底和亚述是同一个帝国，但有时由两个国王
治理，一个住在巴比伦，一个住在尼尼微。
在找到更为合理的解释之前，这种言之成理的见解是可以接受的。
可使我们认为迦勒底这个民族确实极为古老的旁证是那座有3名的、为观察星象而建造的高塔。
几乎所有的评论家都无法否认这一宏伟建筑的存在，因而不得不假设这是往昔人们想把它一直修筑到
天上的巴别塔①的残余。
我们不太清楚，这些评论家所谓的“天”是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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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月亮?还是指金星?从地球到那里可远啦。
或者他们只不过想盖一座比较高的塔?这没有什么坏处，也没有什么难处，只要有大最的人力、齐备的
工具和充足的食物就行。
我们知道，巴别塔、各民族的分散、语言的混乱，这些都是值得重视的事情，我们不想讨论。
这里我们只谈谈天文台，这是跟犹太人的历史毫无共同之处的。
如果纳博纳萨尔确曾修造过这一建筑物，那至少要承认迦勒底人比我们早2400多年便有了天文台。
然后我们可以设想，发展缓慢的人类智慧要建成这么一座科学建筑物，需要多少世纪的时间!黄道带的
发现是在迦勒底而不是在埃及，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有三个相当有力的证据：第一、在常被尼罗河淹
没的埃及成为可以居住的地方之前，迦勒底人已是一个民智开通的民族；第二、黄道十二宫符合美索
不达米亚地区而不符合埃及地区的情况。
埃及人不可能用金牛宫表示4月，因为他们不是在这个季节耕地；他们不可能用扛着麦穗的少女象征
室女宫来指我们称为8月的月份，因为他们不是8月收获。
他们也不可能以宝瓶宫代表1月份，因为埃及极少下雨，而!月份更从不下雨。
第三、迦勒底人的古老的黄道十二宫是他们的宗教信条之一。
西西里的狄奥多尔①在其所著《世界史》第二卷中告诉我们，迦勒底人受十二个副神即居间神管辖，
每个副神主宰一个星座。
占代迦勒底人的宗教是拜星教，即在礼拜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的同时，还礼拜星宿和掌管星宿的天神。
他们祈祷时，面向北方之星，他们的宗教信仰同天文学有着如此密切联系。
维特吕夫②在其所著《建筑十书》第9卷中论述日晷、太阳的高度、日影的长度、月亮的反射光时，
总是引证古迦勒底人而不是引证埃及人。
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有力的证据，说明古人是把迦勒底而不是把埃及视为天文学这门科学的摇篮，因
此古代拉丁文有一条谚语“Tradidit AEgyptis Babylon， AEyptus Achivis”③，这真是再确切不过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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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风俗论》(下册)是一部纪念碑式的鸿篇巨著，以宗教问题为重点旁及文化各个方面进行深入阐述，
指出人类从愚昧进步到文明的艰辛历程。
书中用大量事实揭露教廷的黑暗和腐朽，反对宗教狂热、宗教迫害和教派斗争，并以犀利的文笔、磅
礴的气势，上下数千年，纵横几大洲，向人们展示了世界各重要民族的精神和风俗的宏伟画卷。
其叙述纷繁的历史事件，撮其要，取其精；描绘人物栩栩如生，而且善于以简洁的笔触勾勒世态人情
，展现历史风貌。
《风俗论》(下册)不仅是历史学家而且是想了解世界历史的一般读者值得一读的一部学术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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