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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原名为《培根论说文集，又名在世俗上和道德上的忠告》（THE ESSAYES or COUNSELS CIVILL 
＆ MORALL of FRANCIS BACON LORD VERULAM），在这套《人格修养文库》中，命名为《人生论
》。
    以“人生论”名之，可谓恰到好处。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培根作了精湛的权威性论述
。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是“英国法官、朝臣、政治家、哲学家、英语语言大
师。
世人所铭记的，是他几十篇体现了明智处世本领的散文；史家记载的，是他曾经享有的职位和权力；
而真正重要的，是他大声疾呼提倡新方法，使人类藉此树立起驾驭自然的合法权力。
”（第6卷第421页）就他的方法论对后世科学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而言，培根位居人类文明史中的
巨人之列，应该是当之无愧。
    而他为世人所铭记所依赖的那几十篇散文，就是《培根论说文集》。
原书共58篇，这里选用了50篇。
    这本《论说文集》，培根写了大致30年的时间，直到去世前的那一年还在修订，可以说凝聚了他毕
生的心血。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在世俗上和道德上的忠告”，“这些文章以贵族和资产阶级上层读者为对象，
谈论哲学、宗教、政治制度和国家以及处世、修身、养性等问题”（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主编，
《欧洲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上卷，第161页）。
这本书“也是一本为进入仕途的青年的必读书”，“可以看作是一部培养新贵族的教科书”（杨周翰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页；第179页）。
不过培根的这些忠告，有价值处固然很多，但也有一些迂腐之见，有一些论述也难以令人接受。
例如，“他在论述处世接物的文章中肯定自私自利、尔虞我诈的资产阶级道德标准”（《欧洲文学史
》上卷，第161页）。
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培根本人也说，“完全按照书本上的规则来进行判断，则是学者的怪癖”（见“论学业”）。
对书中所言，读者自会取舍。
    培根的《论说文集》篇幅不大，但博大精深。
培根本人就是一位博学之士。
早在1592年，他31岁的时候，培根就在给他的姨夫、权倾朝野的伯利勋爵的信中说，“我是把一切知
识都看作我的研究领域”。
在这本《论说文集》中，培根广征博引，他的用典之广，可以说涵盖了人们所能想到的一切知识：政
治、经济、军事、文学、史学、哲学、神话、宗教、伦理、天文、地理、民俗。
    例如，培根对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圣经》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的知识的运用，就使得这本《论说文
集》成了一本博学的书。
读一本书也许并不能使人博学，但读培根的这本《论说文集》，则一定会有助于人们成为博学的人。
    这还是一本智慧的书。
培根还著有《古人的智慧》一书，解释了古典寓言和古典神话的寓意，这说明培根对人类的智慧有深
厚的积累。
培根是哲学家，这本《论说文集》的副标题是“忠告”，这些忠告自然不乏富有哲理的智慧。
培根善用比喻，用词精练，往往以警句的形式说明他的道理，所以他的一些睿智的话语令人过目难忘
。
再者，他的一些智慧在今天并未过时，而是能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这本书的经久不衰的生命力也就
在于此。
    这本书的智慧，可以用引语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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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睿智的话语俯拾皆是，有的篇目，如“论学业”，可以说是句句都有哲理。
因举不胜举，所以这儿仅举数例。
    如，在“论真理”中，培根说：“诗人说谎，是因为谎言带来愉快。
”这实在是一句饱含着智慧的话，我们不也说，诗歌是美丽的谎言吗？
    谈到爱情，培根引用古人的话说：“又要恋爱又要明智是不可能的”（见“论爱情”）。
读之令人忍俊不禁。
谈到婚姻，培根说：“妻子是青年人的情人，中年人的伴侣，老年人的保姆”（见“论结婚与独身”
）。
我相信，如果明白这个道理，每一对夫妇都能白头偕老。
    谈到金钱，培根说：“金钱好似肥料，不散发开来就没有用处”（见“论反叛和动乱”）。
培根这儿讲的是治国之道，也就是不让国内财富聚集在少数人手中。
笼而统之，这句话也不无道理。
我们就常说，金钱是身外之物。
    在“论谈判”中，培根说：“在一切有难度的谈判中，不可指望能同时既播种又收获。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在求职的时候（求职可以看作广义上的谈判），就不会沉不住气。
    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
“如果他从容地原谅和宽恕别人的冒犯，那就表明他的头脑是被置于伤害之上的，因而他就不能被伤
害射中”（见“论善与性善”）。
我以为，在人生的道路上，这不失为一种可取的哲人态度。
    不再例举了。
读者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会自己挖掘这个智慧的宝库。
    这还是一本大手笔的书。
    有关培根在文学上的造诣，我拟引用我国前辈学者的权威性的论述来予以说明。
    杨周翰先生说：“十九世纪浪漫派批评家科勒律治把泰勒和莎士比亚、培根、弥尔顿并列为早期英
国文学里的四大天才”（《十七世纪英国文学》，第209页）。
    培根的文章能够多么引人入胜？
“琼生有一段话评论培根演说，说得很好。
他说：‘若论说话干净、准确、有分量、最不空洞、最没有废话，谁也比不过他。
⋯⋯听众不能咳嗽，不能回首他顾，咳嗽一下或回一下头，必有损失。
’⋯⋯‘每个听他演讲的人唯恐他结束’”（《十七世纪英国文学》，第12页）。
    有关培根的风格特点，王佐良先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拜读以后，觉得实难割舍其中的任何一个部
分，故全文引证如下。
王佐良先生说：“培根本人喜欢用拉丁文写他认为重要的著作，以为这样才可为全欧洲的学者所知，
而且可垂久远。
这也是他未能摆脱同时代文人的积习的一端。
其实他是很会运用本国文字的。
有两种风格并存于他的文章中：有时简约，有时繁复。
但不论何体，他总以准确达意为目的，文章总是条理分明，论点清楚。
但是如果以为培根只有冷静的智慧而无热情的诗意却是错了：他对于推进科学是充满热情的，在谈到
人类征服自然的前途时真是雄辩滔滔；他的文笔也不时闪耀着诗情，而且正因为他的文章饱含着智慧
，一般是朴素的，在这样的环境下，诗情一出现，就显得特别美丽，令读者的眼睛为之一亮，对于文
章意义的体会也就特别深刻了——总之，决不是那种仅仅写来为装饰与炫耀的浮华辞藻。
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做到马克思所说的，使‘物质以其诗意的感性光泽对人全身心发出微笑’。
诗人雪莱在谈到培根的随笔《谈死》（按，亦即‘论死亡’）的时候，还曾赞叹地说：‘培根勋爵是
一个诗人’（《诗之辩护》）”（王佐良，《英国诗文选译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0年版，
第3页）。
这本《论说文集》是培根的主要文学著作，他的风格特点在这儿表现得也最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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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根用他的著作，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按照培根研究专家斯米顿的说法，这本《论说文集》初版一问世，就几乎成了一本划时代的书。
何为划时代？
举例言之，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就是一本划时代的书。
斯米顿还认为，这本《论说文集》还是一本世界性的书，不是为一个国家而做，而是为世界而做；不
是适应于一个时代，而是适应于所有的时代。
这一点，已被几百年的历史所证实。
而且，我实在看不出，未来的世世代代的人，竞还会有不看这本书的理由。
所谓不朽，也就是能与时间相抗衡。
这本《论说文集》，就是一本能与时间相抗衡的书。
    按照基督教的“千年期”来说，相对于今天的21世纪，《培根论说文集》是上个千年的事情了。
如果要评选在上个千年当中超越国界的书，那么《培根论说文集》位列其中，则自然是当之无愧。
    王义国    2010年9月于浙江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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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论说文集》，培根写了大致30年的时间，直到去世前的那一年还在修订，可以说凝聚了他毕生
的心血。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在世俗上和道德上的忠告”，
“这些文章以贵族和资产阶级上层读者为对象，谈论哲学、宗教、政治制度和国家以及处世、修身、
养性等问题”(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主编，《欧洲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上卷，
第161页)。

这本书“也是一本为进入仕途的青年的必读书”，“可以看作是一部培养新贵族的教科书”(杨周翰，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l9页；第179页)。
不过培根的这些忠告，有价值处固然很多，但也有一些迂腐之见，有一些论述也难以令人接受。
例如，“他在论述处世接物的文章中肯定自私自利、尔虞我诈的资产阶级道德标准”
(《欧洲文学史》上卷，第161页)。
 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培根本人也说，“完全按照书本上的规则来进行判断，则是学者的怪癖”(见“论学业”)。
 对书中所言，读者自会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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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1
561—1626年)，英国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家，是英国法官、朝臣、政治家、哲学家、英语语言大师。
他是一位理性主义者而不是迷信的崇拜者，是一位经验论者而不是诡辩学者。
在政治上，他是一位现实主义者而不是理论家。
主要著作有：《新工具》、《学术的推进》、《新大西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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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译序
题献
一 论真理
二 论死亡
三 论报复
四 论逆境
五 论作伪与掩饰
六 论父母与子女
七 论结婚与独身
八 论嫉妒
九 论爱情
十 论高位
十一 论大胆
十二 论善与性善
十三 论贵族
十四 论无神论
十五 论迷信
十六 论旅行
十七 论君权
十八 论进言
十九 论拖延
二十 论狡猾
二十一 论为了私利的智慧
二十二 论革新
二十三 论迅速
二十四 论表面上的聪明
二十五 论友谊
二十六 论消费
二十七 论王国和政府的真正伟大之处
二十八 论养生
二十九 论怀疑
三十 论谈吐
三十一 论财富
三十二 论预言
三十三 论野心
三十四 论人的天性
三十五 论习惯与教育
三十六 论命运
三十七 论青年与老年
三十八 论美
三十九 论残疾
四十 论谈判
四十一 论随从和朋友
四十二 论请托者
四十三 论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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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 论党派
四十五 论礼貌和尊重
四十六 论赞扬
四十七 论虚荣
四十八 论荣誉与名声
四十九 论司法
五十 论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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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6论父母与子女父母的欢乐是秘而不宣的，他们的悲伤和恐惧亦复如是。
他们没有合适的话语来吐露他们的欢乐，也不愿意吐露他们的悲伤和恐惧。
子女使得辛劳变得甜蜜，但也使不幸更加辛酸。
子女增加人生的忧虑，但却减轻了对死亡的记忆。
通过生殖而繁衍不绝是动物的共性，但名声、功绩和高尚的善行则为人们所固有。
确实，人会看到，最高尚的善行出自无子女的人们，这是因为，他们既然未能把他们的身体的翻版表
现出来，也就寻求把他们的精神的翻版表现出来。
因而对后世的关心，最见于那些没有后裔的人。
创立家业的人对他们的子女最为溺爱，不仅把子女看作他们的家族的继续，而且也看作他们的事业的
继续，因而，子女和创造物都是他们的继续。
父母对几个子女的爱是不同的，这在许多时候是不合适的，有时则是不足道的，对母亲来说尤其如此
。
诚如所罗门所言：“智慧之子使父亲快乐，愚昧之子使母亲蒙羞。
”人们会看到，在一个子女满堂的家里，有一两个最长的子女受到偏爱，最小的给宠坏了，而居中的
某几个却好像被忘却了一般，但结果他们却往往是最优秀的。
父母在子女的零用钱上吝啬，是一个有害的错误，因为这会使子女变得卑贱，使他们学会取巧，使他
们与低劣的人为伍，又使他们在富足的时候愈加放纵。
因而如果人们控制的是子女，而不是子女的钱包，结果也就最好。
人们(这既指父母，又指学校教师和仆人)有一种愚蠢的态度，那就是在兄弟们童年的时候，便在他们
之间引起和酿成一种竞争，其结果是当他们成人的时候，往往造成他们的不和，并令家庭动荡。
意大利人在子女和侄甥或者近亲之间不分彼此，只要他们是本家之人，即使并非系己所出，亦不在意
。
老实说，在秉性上情况也大抵如此，以至于我们会看到，在脾气上有时一个侄子更像一个叔叔或者亲
属，而不是他自己的父亲。
父母应尽早选择他们意欲让子女所从事的职业和发展道路，因为那时他们最具可塑性；父母也不可过
于专注于子女的意向，以为他们最想做的事情，子女也会最喜欢。
的确，如果子女的爱好或者倾向性是非同寻常的话，那么最好是不要否定它。
不过一般说来，下述格言是有益的：“选择最好的吧，因为习惯会使它变得令人感到愉快和容易。
”兄弟中弟弟通常会获得成功，但哥哥被剥夺继承权的情况，则是很少或者从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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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十一九世纪浪漫派批评家科勒律治把泰勒和莎士比亚、培根、弥尔顿并列为早期英国文学里的四大天
才。
”　　——扬周翰“若论说话干净、准确、有分量、最不空洞、最没有废话，谁也比不过他。
听众不能咳嗽，不能回首他顾，咳嗽一下或回一下头，必有损失。
”“每个听他演讲的人惟恐他结束。
”　　——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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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生论》：诗人说谎，是因为谎言带来愉快。
又要恋爱又要明智是不可能的。
妻子是青年人的情人，中年人的伴侣，老年人的保姆。
金钱好似肥料，不散发开来就没有用处。
在一切有难度的谈判中，不可指望能同时既播种又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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