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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七六二年六月八日是卢梭一生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那天夜里，卢梭被人从睡梦中叫醒。
他的居停主人卢森堡元帅夫人派人前来通知他，巴黎最高法院即将于次日下令查禁他那部在十多天前
开始发售的《爱弥儿》，并要逮捕作者。
第二天，六月九日下午，卢梭只身出走，逃离法国国境，开始他长达八年的流亡生涯。
他先在瑞士伯尔尼邦的依弗东住下。
在他到达依弗东以前，日内瓦小议会就已下令查禁他的《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不久并将这两
部作品焚毁，同时下令通缉作者。
伯尔尼当局接着下令将卢梭逐出它的辖区。
卢梭在依弗东居住未及一月，即被迫迁居普鲁士国王治下的讷沙泰尔邦的莫蒂埃村，在那里住了三年
零两个月。
一七六五年九月六日夜间，暴徒向卢梭住宅投掷石块，卢梭再度被迫迁往伯尔尼邦所属的圣皮埃尔岛
。
但他在岛上仅仅住了六周，又被伯尔尼邦小议会逐出。
卢梭离岛后，经柏林、斯特拉斯堡，于是年十二月十六日抵达巴黎，不久即去英国休谟处。
卢梭在英国住了一年多，于一七六七年五月回到法国，长期辗转各地避难，直到一七七。
年六月才重返巴黎。
　　在卢梭居住莫蒂埃村期间，日内瓦在通缉卢梭这个问题上意见分歧。
宗教界的正直人士以及广大公民和市民认为通缉令违反教会法，起来保卫卢梭。
掌握行政权的小议会则与法国政府亦步亦趋，坚持对他进行迫害。
小议会的检察长特龙香在一七六三年九十月间发表《乡间来信》，为议会辩护。
卢梭针锋相对，在一七六四年十二月发表《山中来信》作为答辩。
此书发表未及十日，日内瓦就出现了以《公民们的感想》为题的匿名小册子，揭露卢梭抛弃亲生的几
个孩子，并以十分恶毒的语言对卢梭进行人身攻击。
这份谤书出自伏尔泰之手。
早在一七六一年底，出版商雷伊就建议卢梭写一部自传。
这时卢梭眼看自己身后的名声将遭到玷污，为使世人认识他的真正面目，决心撰写他的《忏悔录》。
　　《忏悔录》于一七六六年三月开始写于英国的武通，约于一七七〇年年底完稿于巴黎，记载了卢
梭从出生到一七六六年被迫离开圣皮埃尔岛之间五十多年的生活经历。
《忏悔录》写完后，卢梭犹恐后世对他的一生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印象，又在一七七二年至一七七五年
间写了三则长篇对话，在他身后于一七八〇年汇成一集，以《对话录&mdash;&mdash;卢梭论
让&middot;雅克》之名发表。
对话是在一个法国人跟卢梭之间进行的。
这个法国人从来没有读过卢梭的作品，但盲目地接受卢梭的敌人伏尔泰、格里姆、霍尔巴赫所塑造的
卢梭的形象。
这部作品充分展示了作者心中那种感觉&mdash;&mdash;即世人一致对他进行迫害。
这种感觉有时甚至发展成为幻觉。
在《忏悔录》的第二部中，人们已可看到他这种精神错乱的端倪，而在这部作品中，这种错乱就发展
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卢梭担心这部作品的手稿会落入他的敌人手中，就在一七七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携往巴黎圣母院，想把
它藏进主祭坛中，但发现平常开着的祭坛栅栏却紧闭着。
后又将此书内容摘要抄写多份，在街上散发，但无人接受。
　　这时，卢梭终于感到他的&ldquo;一切努力全都归于无效，徒然自苦而一无所得，于是决心采取唯
一可取的办法，那就是一切听天由命，不再跟这必然对抗&rdquo;（《漫步之一》），从而得到了内心
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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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时住在巴黎普拉特里埃街（今让一雅克&middot;卢梭街）五层楼上一套简朴的小套房里，每天都
在巴黎近郊乡间作长时间的漫步。
他将自一七七六年春至一七七八年春这两年中漫步时的遐想笔之于书，共得十篇，即这部《漫步遐想
录》，在其身后于一七八二年出版。
　　《漫步遐想录》中的十篇《漫步》没有预定的次序，并不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漫步之一》说明作者在写这部作品时的精神状态以及这部作品的主旨：现在的问题已不再像《对话
录》那样想要说服读者并进行辩解，而是对作者的内心进行分析，进行解剖，以认识自己。
《漫步之二》记述一七七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作者在梅尼孟丹山冈附近被一条狂奔的大狗撞倒、晕死过
去的那次事故。
在这次事故后，作者发现人们在他死后将给他怎样的对待，从而对争取世人对他有所了解失去最后的
希望。
在《漫步之三》中，作者讲到他怎样在青年时期就下定决心，一到四十之年就摆脱社交生活，开始隐
遁，过自食其力的清贫生活。
而正是这个转变遭到他原来的友人的猛烈攻击，导致与他们决裂。
《漫步之四》严格说不是一篇遐想，多少像是对说谎这个问题的论述。
《漫步之五》是对圣皮埃尔岛小住时的回忆，无疑是十篇《漫步》中最优美的一篇。
在这里，作者指出真正的幸福在于既不回顾过去，又不瞻望将来，心中既无匮乏之感也无享受之感，
既不觉苦也不觉乐，既无所求也无所惧，而只感到自己的存在这样一种境界。
《漫步之六》通过作者和一个小瘸子的一段轶事，说明他生来就不能容忍为跟别人生活在一起而必须
忍受的束缚，因此从来就不适于生活在这个文明社会之中。
《漫步之七》说明植物标本的采集怎样使卢梭得以跟天地万物融为一体，跟整个自然打成一片，从而
忘记他的迫害者。
在《漫步之八》中，卢梭再一次讲到他向他的迫害者对他的污蔑凌辱进行长期的辩解挣扎之后，发现
这种辩解挣扎出于自负之心，而一旦摆脱了这种自负之心，他就能听命于必然，得到内心的宁静。
在《漫步之九》中，卢梭说明他把他的几个孩子送进育婴堂的原因，驳斥他的敌人把他说成是一个不
近人情的父亲，驳斥他们说他仇视孩子的指责。
《漫步之十》是在同华伦夫人相识五十周年时对她的追思，对在她身边的短暂幸福岁月的回忆。
原稿仅写了两页，作者就在一七七八年五月二十日离开巴黎，应吉拉丹侯爵之邀，迁居到他在埃尔姆
农维尔的别墅中去。
七月二日在那里猝然离世。
这篇《漫步》也就始终没有完成。
　　贯串于这十篇《漫步》之中的是卢梭生活在其中的社会中的人对他一致进行迫害的感觉，是他孤
立于人类社会之外的感觉。
当他走上街头，他觉得人人都在暗中对他进行监视，人人都对他抱有敌意。
甚至有一次当他只身深入山间幽谷，以为到了自古以来从未有人到过的地方时，出乎意料之外地发现
了一座织袜厂，他也深信在这厂子里，没有参加过莫蒂埃村以蒙莫朗牧师为首的制造阴谋的人，连两
个也数不出来（《漫步之七》）。
在《漫步之八》中，又说&ldquo;这个联盟网罗了世间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它也一成不变；我完全相
信，我将在这可怕的放逐中了此一生，永远也窥不透它的秘密&rdquo;。
这种错觉当然是卢梭得了被迫害狂后精神错乱的产物。
　　卢梭受到迫害，这是客观事实。
他的迫害者是下一个小姑娘的苹果分给几个小伙子，这两个场面都说明卢梭追求的是集体的幸福。
这种集体的幸福，卢梭认为在被他视作平等民主政体象征的日内瓦和瑞士是存在的。
在那里，每一个人的幸福产生于所有的人的幸福。
《社会契约论》中的思想在这里得到了回响。
　　卢梭的文学作品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
他崇尚自我，抒发感情，热爱自然，被公认为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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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特色在《漫步遐想录》中表现得比在他的任何其他作品中都更突出。
在这部作品中的卢梭是处于最纯真状态中的卢梭。
这部作品是他跟自己的心灵亲切交谈的产物，是对自己的心灵的分析和解剖。
他的遐想纯粹是写给自己看的，是为自己在重读时能重尝撰写时的甘美而写的。
我们在这部作品中可以看到他不加修饰的淳朴、无可怀疑的真诚、不再被论战和热情所激动的才智。
这正是《遐想录》的魅力所在。
　　卢梭对大自然的热爱，在这部作品中也得到最充分的抒发。
他没有费较多笔墨去描写自然的景色，而是展现大自然在他心中激起的种种情怀，记下大自然启发他
所作的沉思、默想和遐想。
在漫步中，卢梭在和谐的大自然的抚慰下，处于心旷神怡的境界中，陶醉于广阔无垠的天地之间，感
到自己同天地万物融为一体，跟整个自然打成一片。
正是同自然的这种交融，决定了他文章风格的无比质朴和富于音乐感。
《遐想录》全文可说是一首极其优美的抒情散文诗。
　　受到《漫步遐想录》决定性影响的作品不胜枚举。
这种影响，我们首先可从他的朋友和门生贝那丹&middot;德&middot;圣比埃尔的作品中看出，也正是
在这种影响下，歌德写出了他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夏多布里昂写出了他的《勒内》。
从拉马丁（《沉思集》）、雨果（《颂歌集》）直到勒孔特&middot;德&middot;李勒，所有法国浪漫
派诗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漫步遐想录》的影响。
在十九世纪散文作家的作品中，如米舍莱的抒情散文、乔治&middot;桑的田园小说，这种影响也同样
可以觉察出来。
　　这个译本根据一九八一年巴黎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中《卢梭全集》卷一译出。
注释为译者所加，并曾参考原书马塞尔&middot;雷蒙所作的注释。
　　徐继曾　　一九八三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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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卢梭的文学作品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
他崇尚自我，抒发感情，热爱自然，被公认为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
这些特色在《漫步遐想录》中表现得比在他的任何其他作品中都更突出。
在这部作品中的卢梭是处于最纯真状态中的卢梭。
《漫步遐想录》是他跟自己的心灵亲切交谈的产物，是对自己的心灵的分析和解剖。
他的遐想纯粹是写给自己看的，是为自己在重读时能重尝撰写时的甘美而写的。
我们在这部作品中可以看到他不加修饰的淳朴、无可怀疑的真诚、不再被论战和热情所激动的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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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法国）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译者：徐继曾让－雅克·卢梭
（Jean-JacquesRousseau，1712-1778），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学家、文学家。
出身于瑞士日内瓦钟表匠家庭，少年时期在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地流浪，当过学徒、仆役、乐谱抄
写员等，后定居巴黎。
1762年困发表《社会契约论》、《爱弥儿》遭迫害而逃亡瑞士。
1767年回巴黎。
主要著作还有《论科学与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小说《新爱洛漪丝》，自传作品
《忏悔录》，以及《音乐辞典》。
徐继曾（1921－1989），出生-r江苏宜兴。
195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
1952年院系调整后，历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
译有拉斐德《活着的人们》（1953）、斯梯《巴黎和我们在一起》（1956）、柏格森《笑》（1980）
、埃梅《别人的脑袋》（1983）、卢梭《漫步遐想录》（1986）、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I》（1989
）、斯达尔夫《人论文学》；校订范希衡译卢梭《忏悔录Ⅱ》（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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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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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之五
漫步之六
漫步之七
漫步之八
漫步之九
漫步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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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这里去找什么药物。
在大自然这些多种多样的产物中，我看不出有什么东西表明它们有这样的用途；如果大自然规定了它
们有这样的用途的话，它就会像告诉我们怎样去挑选可食用的植物一样，告诉我们怎样去挑选可供药
用的植物。
我甚至感到，当我在林中漫步时，如果想到什么炎症，什么结石，什么痛风，什么癫痫，那么我的乐
趣就会遭到这些疾病的败坏。
再说，我也并不否认人们赋予植物的那些奇效；我只是说，如果这些奇效果然如此，那么让病人久病
不愈，岂不就纯粹是恶作剧了？
在人们所患的种种疾病中，哪一种不是有二十来种药草可以彻底根治的呢？
把什么都跟物质利益联系起来，到处都寻求好处或药物，而在身体健康时对大自然就无动于衷，这种
思想从来就和我格格不入。
我觉得我在这一点上与众不同：凡是跟我的需要有关的东西都能勾起我的愁肠，败坏我的思绪；我从
来都只在把肉体的利益抛到九霄云外时才能体会到思维之乐的真正魅力。
所以，即使我相信医学，即使药物可爱，如果要我去搞，我也绝不会得到纯粹的、摆脱功利的沉思所
能提供的乐趣；只要我感到我的心受到我的躯壳的束缚，它就不会激昂起来，就不会翱翔于天地之间
。
此外，我虽从没有对医药有多大的信赖，但对我所尊敬、我所爱戴，把我的躯壳交给他们全权支配的
医生却是有过充分的信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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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卢梭是指引我的第一人，对我思想的基本倾向有着决定性影响。
　　——康德卢梭眼中，一切内在、外在的束缚都与自由格格不入⋯⋯人们能从卢梭那里学到的本领
，是沦落到理性层面之下的那种本能的地步，而不是力争达到理性层面之上的那种洞察的境界。
　　——欧文·白璧德（《卢梭与浪漫主义》作者）自我折磨的诡辩家，狂野的卢俊  这鼓吹痛苦的
人，他给激情施了魔法，并从困苦中挤出势不可挡的滔滔雄辩⋯⋯　　——拜伦苏格拉底死在诡辩家
手里，卢俊受尽基督徒折磨而死，卢悛－他要把基督徒改化成人。
　　——席勒必须通过人类的理性，按照人类天性的样子来使人类得以完善，这⋯根本观念贯穿卢梭
的所有著作，并赋予其本质上的统一性。
　　——E.H.赖特（《卢梭的意义》作者）卢梭的一生：不规矩的男孩、超级流浪者、涉世之初、灵
感进发的疯子、被追捕的逃亡者⋯⋯他泛观博览，无书不读，然而消化能力欠佳。
他是个感情用事的狂热者，说话小经大脑。
他是个不负责任的作家，却拥有写作隽语警句的大纵之才。
　　——F.J.C.赫恩肖，《卢梭》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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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漫步遐想录(插图本)》是一本能够让你重新找回灵魂之安宁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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