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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吉本自传》包含《吉本回忆录》和《吉本书简》两个部分，是在吉本去世后，由他的朋友谢菲尔德
勋爵（原名约翰·贝克·霍尔罗伊德）检取他的遗稿和他致谢菲尔德及其家人的信件编纂而成的。
    据吉本自己说，他在完成《罗马帝国衰亡史》之后，决定写《我的生活和著作回忆录》。
这回忆录他写了，但没有写完；写下来的是六篇体制不一、详略参差的草稿。
其中写得最详细的一篇，也是全文的第一部分，是从他的家世写起到一七五三年他离开牛津大学为止
的那一段历史。
第二篇的记述，终止于他的旅游意大利（1764年）；第三篇终止于他父亲的逝世（1770年）。
第四篇写到一七九一年三月，是按年月顺序作记的，笔墨较前三篇简略得多。
另外两篇草稿则更为简略。
所以读者所见的《回忆录》，是由谢菲尔德煞费苦心地编缀成为整体的文章。
    谢菲尔德发现吉本自己在草稿上所记的往事，到一七八八年他回返瑞士后就没有什么内容了。
从此时到他去世，《回忆录》中有五年多时间实际上属于空白。
他和吉本通信三十年。
为弥补这个缺陷，他从吉本自一七八八年七月以后寄给他和他家人的书信中选取了一批，续刊于《回
忆录》的后面，借此使读者见到这位历史家生活的起讫和他的完整形象。
而且，就如谢菲尔德所说，由于书信写来较为随便，较为亲切，也可以使读者见到这位作家更多的真
实面目。
    吉本是个富家子弟。
他祖父善于经商，积产达十万英镑以上，购买了许多田地，在伦敦和乡下都有房屋。
吉本的父亲和吉本本人因此都成了“有身份的人”，或称绅士。
凭着这一点，父子俩先后都进议会当了议员；在乡间成立民兵组织时，父子俩很自然地当了军官，一
个是营长，一个是连长。
    他在家庭中是独子。
他母亲养了七个孩子，他是第一个。
其余六个在幼小时都死了。
他母亲因为连续生育，身体很不好，在吉本十岁时就去世。
吉本也是生来就孱弱多病，是依靠他的一位姨妈的抚养照料才长大的。
    由于吉本从小体弱多病，所以在他进入青春期之前，一直没有正规上学。
进人威斯敏斯特公学两年，也因多病而时时请假。
直到满了十五岁，他在体格上方才有了转机。
    就在满了十五岁的那一年，他进了牛津大学。
但在牛津只呆了十四个月。
呆不住的原因，一方面是导师教学的内容与方法不能引起他的兴趣，另一方面是他手里可以零花的钱
多了，就跟上一批玩乐朋友溜到校外去游耍，甚至上酒馆逛妓院，换句话说是无心读书。
不过最大的问题是他对英国国教发生了怀疑，暗地里改宗天主教。
此事一经揭穿，学校立即就叫他退学。
    他父亲为此十分恼火，于是采取了一个断然措施：一七五三年六月，派人送他出国到洛桑，住在一
位私人教师家里，接受严格的基础教育。
他从小喜欢读书，在这样的压力下，他就认真用功起来，如此将近五年，打好了文科教育的底子，特
别是外语方面的底子。
他父亲特别托付教师一项引导他改变宗教信仰的任务，这个目的也达到了：吉本在到洛桑的第二年又
成了新教徒。
    “七年战争”使英国人想到要加强海防，于是在英吉利海峡沿岸兴起了民兵。
吉本应父命返国。
嗣后于一七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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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五月参加了民兵组织。
一七六三年战争结束后，吉本开始欧洲大陆的旅游，走了法国、瑞士、意大利三国，访问了巴黎、佛
罗伦萨、罗马等许多名城，并且重游洛桑，直到一七六五年六月回返英国。
一七七。
年他父亲去世。
两年后，他从乡下移居伦敦。
一七七四年进入议会，居有议员名义近十年。
1783年第三次到洛桑，从此就在这里定居。
    一七九三年五月，他闻知谢菲尔德丧偶，赶回英国慰唁。
他自身原来患有严重的阴囊水囊肿，回国半年后，囊肿溃疡，手术无效，死在伦敦朋友家里。
    吉本从略识文字时起，就喜欢书本，见到什么书都想读。
后来逐渐将兴趣从一般古典著作集中到古代历史上。
他在一七六一年出版第一本著作，题日《论文学研究》。
一七六五年与德韦尔登共同编写瑞士革命史；一七六七年又共同编印丛书式的刊物《大布列尼文学研
究》。
    但他的卓然成名，他对历史学所作的杰出贡献，他的才智和学识的最大发挥，无疑是在于《罗马帝
国衰亡史》这部著作上。
他从一七七二年冬天起撰写此书，一七七六年出版第一卷，一七八一年出版第二、三卷，一七八七年
完成全稿，并出版最后三卷。
这部著作使他在史学上一下子与写《苏格兰史》的罗伯逊和写《英国史》的休谟两位巨头并驾齐驱了
。
    这部著作是他生平事业的顶峰。
书出之后，学术界扬起一片赞誉之声，同时也出现许多指摘和诋毁。
但功力和识见是客观存在的。
出书至今两百年了，史料的增多和史识的进步，“后浪推前浪”，必然减损此书的光辉。
但两年前据美国《生活》杂志评选“有史以来最佳书”的结果，吉本此书在二十种首选书中位居第十
七，可见它至今仍有广大的影响。
    在吉本完成此书以后，他没有再向上攀登，却是很快就往下坡走了。
写《回忆录》，起了六份草稿而不曾亲自完成。
计划写亨利八世及以后的英国名人传记，据他自己说，材料是现成的，可是他不曾动手。
这同他经常为疾病所苦有关，也同他在成功后的志得意满思想有关。
    但他的伟大成就是世所公认的，而这个成就的取得，显然是他长时期艰苦努力的结果。
    他对拉丁文、希腊文、法文、意大利文的学习，花过很大的功夫。
特别是学习拉丁文和法文，他采取了这样的自学方法：将拉丁文名作译成法文，过了若干时间，等到
原文词句完全忘记了，再将那法文译成拉丁文，然后拿这译文与原作对照，寻取其同异。
他用这个方法达到了精通这两种文字的目的。
    就他的读书劲头来说，他可以称为“书呆子”。
不过自从他拿读书活动与历史研究结上关系之后，他也讲求读书方法了。
涉略的范围始终是广泛的，但在这中间逐渐走上有目标、有选择的途径；对于古典作品，不放过任何
一个难懂的或疑似舛错的词语；经常执笔在手，一面阅览，一面写摘记，摘录书中要点和对他有用的
材料。
另外还写阅读心得，有时写多了，竟成了短篇论文。
    与此同时，为了寻觅和查证历史记录，他还时常研究古代铭文和勋章、纪念章等实物。
写历史离不开一点一滴的考古，吉本在方法上也做了个很好的榜样。
    登高自卑，聚沙成塔，吉本在学术上成为巨人，原不是偶然的。
    四    倘使说吉本在学术上是个强者，那么，从生活上来说，他又是个弱者。
他过的是畸形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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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弱，首先弱在体格。
青春时期以前的十五年，他的生活显然很不正常。
他的外貌，身材矮，脑壳大，到了中年以后又发胖了，总之是仪表不动人。
据说他喜欢穿漂亮衣服，目的似在遮丑，结果不免给人作为笑话资料。
中年以后，他经常带着痛风症和疝气病在身上。
痛风症多次使他躺在床上或坐在椅子里过日子。
疝气病则不但对他的身体上是个负担，而且还在他的精神上形成一个阴影；此病发展成为水囊肿，到
最后夺去了他的生命。
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对后者是隐讳的，也不愿别人提到它。
    在他父亲去世之前，他的经济来源一直依靠他父亲。
父亲要管他。
有时管得很严，他也怕父亲。
他在早年出现在头脑里的“独立”、“自由”的观念，就是同他们父子关系的实际生活分不开的。
    一七五九年，他在瑞士同苏珊·居尔肖小姐恋爱了，女方父母同意了他们的婚姻。
这位小姐品貌既优，才学亦高。
可是吉本的父亲认为这样办婚事不合习惯，简单地表示一个不许。
吉本没有办法，也简单地表示一个服从。
他自我解嘲说：“作为恋爱者，我叹息；作为儿子，我遵命。
”这以后，他继续过着独身生活，直到生命的末日。
    他不是独身主义者，特别是在五十岁以后，他苦于孤独和寂寞，曾经明白表示：“我现在的心事，
是必须结婚和传代。
”然而，在婚姻问题上，当他父亲在世之日，他不敢自己作主；到他父亲死去之后，他还是不敢冒一
冒险。
    一七七四年，他进了议会。
平日在朋友们的交谈中，他是以吐属高雅吸引了不少人的。
可是在议会里，他只投票，不发言，成了“无言议员”。
为什么？
因为他胆怯。
他自己说，“无论从天禀上或教育上，我都没有得到勇往直前地发挥心智和辩才的能力。
”    当了议员，首相诺思勋爵照顾他，派了他一个商务参议的闲差使，每年有八百英镑的官俸。
他喜欢交游，现在手头宽裕了，就在伦敦广泛结交上层人物。
后来差使停了，议员也不当了，他无力维持在伦敦的开支，于是“退隐”到了洛桑。
在洛桑，他除了读书、写书之外，仍然喜欢广招宾客。
这里开支小，他的经济能力足以时常请人吃饭、玩乐。
有一次在寓所举行了有一百三十人参加的晚宴和舞会，玩了个通宵。
可是他自己没有这样一份玩乐的精力。
招待事务是托别人办的，他自己过了午夜就溜走睡觉去了。
所以批评他的人说他“浮夸”，“强装门面”。
    这一切都是弱者的矛盾，弱者的悲哀。
    五    在思想上，吉本一贯强调独立和自由。
独立、自由是他的最高价值标准。
他认为独立和自由是人间第一幸福。
他写历史。
评价过去时代人类的祸福休咎，就是首先拿独立、自由作为必要的量尺。
    然而，在独立、自由的实践上，他的观点是保守的、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
最突出的事例是他对待法国大革命的看法和态度。
他同情路易十六和大革命中逃亡国外的贵族，咒骂法国革命群众是“野蛮人”、“吃人者”，把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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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国民公会称为“群魔殿”。
    他对瑞士民族为争取自由所作的斗争，是竭力歌颂的。
但对处于法国革命影响下的瑞士联邦政府，却十分担心它施行平民政治。
    又如对待英国的贩奴贸易，他坚决反对放纵奴隶买卖的政策，但又主张在制止奴隶买卖的措施中严
防“天赋人权”和“人类生而平等”一类民权思想在这里发生作用。
    总之他是反对民主主义的。
他说，“民主原则的有害结果，就是通过一条布满鲜花的道路导入地狱的深渊。
”由此可见他是怎样深恶民主。
    然而，从他的个人生活来说，当他父亲限制他的行动和生活费用时，他是深感痛苦的，一旦从这两
方面得到放松，他就大为愉快。
他不能从法国的专制政治如何残害人民而想到革命的火山必然爆发的道理，也不能用他自己理解和写
述过的罗马暴君如何荼毒生灵、终于导致专制统治崩溃的历史事实来“古为今用”，因此形成他在思
想上的重大矛盾。
    这是时代的局限，更重要的还是阶级的局限所致。
    六    综观吉本的生平，虽然没有错综曲折的经历，也没有什么浪漫的或惊险的遭遇，却也不是一部
平淡无奇的历史。
从这里有可能产生一篇社会小说的素材。
不过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本平铺直叙的传记。
这传记所写的，主要是两百年前经常关在书房里，凭着一己的努力而在学术上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历
史家，一般读者读来也许兴趣不大。
但若我们有意想从一位学者的苦学过程中寻找他取得成功的途径，想从一个伟大的社会变革时代的许
多侧面记述中摸到历史前进的脉搏，想从山川、人物的简单描绘中探索生活的趣味或哲理，我们是可
以从这部自传里得到若干好处的。
    我们更可以细细欣赏一下吉本的文笔。
    两百年来，对于吉本的文笔，不断有人加以赞赏，因此使他在文学史上也占有一个崇高的地位。
吉本自己说：“文笔应当是质朴而且平易的。
不过文笔是性格的映像；而认真写作的习惯，又可能不费什么经营或设计，就将技巧和学问显示出来
了。
”《吉本自传》的《回忆录》部分，在作者手里是随手写下的草稿，有时写得很认真，有时也有些轻
率和粗糙，但确实显示出了他的技巧和学问，也显示出了他的性格。
《书简》部分有一些信札是一挥而就之后未加复阅便寄发的，从这里可以更多地看到作者“性格的映
像”。
    吉本的文字，具有十八世纪英国散文一般共有的质朴、平易的特点。
又由于他长期从事历史材料的搜集、整理和鉴别，养成了致密和谨严的习惯，所以不但他的历史著作
写得很致密和谨严，其他文章也有这样的优点。
读他的《自传》，我们还觉得致密之中不失活泼，谨严之中仍多温润。
    在吉本的文章里，虽然也常有愤怒的言语和泄气的口吻，但总的调子是亲切、和婉的。
古书读得多了，又有良好记性，所以取用材料时，往往掉书袋子；不过并不装腔作势，叫人读来不会
觉得太讨厌。
    七    此书的翻译，所据原本是一九。
七年出版、一九七八年第八次重印的《牛津世界古典文学丛书》本，卷首有约翰·巴格纳尔·伯里所
写的《引言》和谢菲尔德于一七九五年为第一版《吉本杂著集》所写的广告。
还有一个提纲式的《目录》。
卷末附有吉本墓前的碑文。
    上述《引言》、广告、《目录》和碑文，在这个译本中都省略了。
原本中，作为正文的脚注，录有吉本用英文和法文所写的许多日记和信札。
这些日记和信札，对于《自传》本身有参考作用，但琐细太甚，也不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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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全书的可读性，亦将这些脚注予以省略。
    由于考虑到可读性，译者在编纂方式上做了一些小小的加工。
原文常常一口气写下一大段，很不醒目；译者按内容加以分段，以便阅读。
原文《回忆录》部分不分章节，译者参照卷首由编书人所写的那个提纲式的《目录》，将《回忆录》
分成二十一章，并且加上了章目，也是便于阅读的意思。
    另外，在标点符号方面，原文多用分号和冒号，这是十八世纪的习惯。
译文对此也按现行标点方法随处作了改变。
    由于考虑到可读性，译者在《回忆录》和《书简》两个部分都省略了一些繁琐的议论、引用或记述
，一些无关大旨的人名和地名。
有些片段，例如关于家族谱系，关于教会关系，关于与当时某些小名人的结交往来，不加译注不易看
懂，加了译注对了解吉本又无甚意义；有的是一时一地的人或事，欲注又无从注起的：这些在译文中
也作了省略。
    所以这译本是个节本。
    译者希望通过上述种种改动，能使这个译本在文字上眉目清楚，格调轻快，而不损伤原作的好处。
此中倘有糟蹋原作的错误，当然不仅应由译者负责，而且译者是愿意承受一切指责的！
    1987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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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吉本自传》的作者吉本是十八世纪的英国大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其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闻名遐
迩，二百多年来盛行不衰。
本书同样是一本在西方闻名遐迩的自传名著，由《吉本回忆录》和《吉本书简》两部分组成。
书中记述了作者看似平淡无奇却又蕴藉厚致的一生，重点则是其如何通过一己努力在学术上取得巨大
成就。
而吉本与启蒙运动诸领袖的交往及其对当时法国大革命的强烈反感，今日读来也饶有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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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英)爱德华·吉本 译者:戴子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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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吉本回忆录一  楔子二  家族的历史和轶闻三  我的出生和童年四  从出门求学到母亲去世五  进人和离开
威斯敏斯特公学六  在牛津的十四个月七  改信天主教和离开牛津八  到洛桑后的生活和再改宗九  为渴
求进步而奋力学习十  恋爱的始末和回返英国十一  在伦敦和伯里顿的两年十二  我的第一本著作十三  
汉普郡民兵生活的回忆十四  回返到做学问的道路十五  初访巴黎、重游洛桑十六  游历意大利的前后十
七  编辑·写作·论争十八  开始写罗马史和当议员十九  写作生活和政治活动二十  离开英国定居洛桑
二十一  罗马史引起的毁誉和感触吉本书简吉本书简（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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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我完成了一部辛苦撰写、终获成功的著作之后，如今在我的五十二岁上，我打算利用一部分闲暇时
间，回顾一下个人文墨生活上的简单事务。
这篇个人生活的叙事文章，必须以真实作为它的唯一可以推许的特点，这就是严肃一点的历史书所应
具有的首要品质：赤裸裸的、不怕出丑的真实。
文笔应当是质朴而且平易的。
不过文笔是性格的映像；而认真写作的习惯，很可能不费什么经营或设计，就将技能和学问显示出来
了。
    我的动机是自娱，能白娱就使我得到了报偿。
这批文稿倘使传送到某几位审慎而又宽容的朋友手里，我希望在我未能逃脱世人的批评或讥笑之前，
暂时不要将它公开发表。
    目前有一种了解并记录先人的热烈要求，流行得很广泛，因此使人想见，这种要求必然是人们思想
上某种共同原则的影响所致。
我们仿佛依托在祖宗身上而生活着；是虚荣心理致力扩展了这种虚构的生命长度，从中得到满足。
我们的想象力永远在积极扩大自然给我们限定的狭隘圈子。
一个人可能活到五十岁或一百岁；但我们怀着宗教与哲学所能提供的那种希望，跨越到了死后的年代
。
同时我们又将自身与先人联结起来，借以填充我们出世以前那个没有记载的空白。
我们冷静一点的判断，对于因出身历史悠久的高门华族而产生的骄傲心理，往往只是减轻它而不是压
制它的。
讽刺家也许会讥笑，哲学家也许会劝诫；但是理智本身将尊重人类经验历来奉为神圣的那些成见和习
惯。
    在政府中，凡是出身高贵者可居于优越地位的地方，教育和实际事例总是在他们中间造成一种情操
的庄严性和行为的合宜性，以后也将常常是这样；而由于他们自身和社会公众的尊重，又使他们的情
操与行为不至于失去光彩。
就我自己来说，要是我的家世可以追溯到一位将军、一位政治家或者一位著作作家的话，我就将以苗
裔爱祖之心勤奋地研究他们的生平事迹。
我们在考察历史事件的时候，凡有直接或间接涉及我们自身的，都会引起我们的好奇心；但在荣誉的
评价上，我们应当懂得重视天赋才能胜过于幸运的赐予；应当尊敬我们祖先的最能促进社会利益的品
质；还应当明白地宣示，一个国王的后裔，并不真正比一名用其著作启迪或悦乐现世的天才作家的子
孙更为高贵。
    据我看来，孔子的家族是世界上声名最盛的家族。
我们欧洲的贵族和诸侯，经过八个或十个世纪的艰苦攀登，都在中世纪的黑暗中沉没了；可是在中国
，孔子的后裔竞保持其安静的荣誉和永久的世袭地位达二千二百多年。
这个家族的首脑，至今仍被视为圣贤的实在形象而受到君主和人民的崇仰。
英国的斯宾塞家族，它的贵族地位一直是很出名的，更因马尔巴勒公爵征伐所得的战利品而提高了声
誉；不过我劝他们把《仙后》①看作他们冠饰上最珍贵的珠宝。
不朽的菲尔丁②出自丹拜伯爵那个后起的支派，他们把世系追溯到属于七世纪时阿尔萨斯公爵埃尔特
里科的直系后裔的那些哈布斯堡伯爵。
哈布斯堡家族的英格兰和日耳曼两个分支，气运大不相同：前者当到莱斯特郡的郡选议员和行政司法
长官，是缓慢地上升到贵族的崇高地位的；后者当了日耳曼皇帝和西班牙国王，曾经威胁了旧世界的
自由，侵夺了新世界的财宝。
查理五世的后继者可能鄙夷他们的英格兰兄弟，但《汤姆·琼斯》的传奇，书中关于人类风俗的精巧
描写，将比西班牙的埃斯科里亚尔宫殿和奥地利王室的帝国鹰徽留存得更为久远。
    我愿意相信这种看法是合理的，或者至少是自然的，因为我自己对帝王事业不感兴趣；因为我从我
的祖先那里所能承袭到的，既没有荣耀，也没有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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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简单老实地叙述一下我的生活，可以使我自己闲中取乐；但这种叙述不免叫我遭受谋求虚名的非
难，而且也许非难得很有道理。
然而，我可以从过去和当代的经验中作出判断，认为公众对于身后留有任何心灵图像的人，向来都是
热切希望了解他们的：他们勤奋地搜集有关这些人物的点滴记录，如饥似渴地加以阅读；任何一类读
者，都可以从与他们自身最相似的事迹中获得教训，或者取得榜样。
    我的姓名日后也许会列入一部《英国名人传记集》的上千篇文章里，因此我必须想到，要介绍我的
一系列思想和行动，没有人能像我自己那样完全合格了。
我所崇奉的大师，如庄严的图阿努斯①和冷静的休谟，他们的权威性言论大概足以说明我这打算是充
分有理的。
我也不难就古往今来用各种方式描成自身画像的人物开出一份长长的名单来。
这类画像往往是他们著作中最有趣的，有时还只有这一部分著作使人感到有兴趣。
而且，只要描述真挚，我们对于这类个人往事记录的琐细或哕唆之处，也不大觉得讨厌。
小普林尼、彼特拉克以及伊拉斯谟的生平事迹，是从他们自己留与世人的许多书简中表述出来的。
蒙田和威廉·坦普尔爵士的小品文，使我们充分了解到这两位作家的家庭和胸襟。
我们读到本佛奴多‘切利尼的任性爱憎和科利·西伯的憨傻作乐，会莞尔而笑而无轻视之意。
圣奥古斯丁和卢梭的忏悔录，揭示了人类心灵的秘密。
博学的于埃所写的许多注解文字，比他的传道活动留存得更长久。
哥尔多尼的回忆录，比他用意大利文所写的戏剧具有更真实的戏剧性。
在惠斯顿和纽顿主教的性格和运气上，明显地标示了不信国教与信仰国教者的差别。
甚至米夏埃尔·德·马罗勒和安东尼‘伍德的迟钝性格，也从他们为人处世的忠实描写上获得了若干
价值。
①谦虚或伪装的一切效用，都不能迫使我遮掩住我可以比得上或者胜过上述人物中的某几位。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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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爱德华·吉本所著的《吉本自传(精)》包含《吉本回忆录》和《吉本书简》两个部分，是在吉本去世
后，由他的朋友谢菲尔德勋爵（原名约翰·贝克·霍尔罗伊德）检取他的遗稿和他致谢菲尔德及其家
人的信件编纂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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