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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旧政权旧时代，生活在伊甸园中的只有少数人。
君主专制政体只是给极少灵敏人创造了相会，让他们得以过放荡的寄一生生活。
这种生活，甚至在古代希腊罗马文化时期，欧洲人都是没有见识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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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德)爱德华·傅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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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大多数专制君主不仅热衷于跟上凡尔赛宫的样板，而且还常常有一种超越这样板(当然是在鸡毛
蒜皮的事情上)的虚荣心。
许多人确实实现了他们的虚荣的理想。
在这方面，最出名的是萨克森的卡尔·奥古斯特和符腾堡的卡尔·欧根。
话说回来，这倒也是情有可原，因为他们的智能同他们发情的能力成反比。
符腾堡的“微型君主”别看国家小，出手却大方，每逢节日都邀芭蕾明星维思特里斯登台演出，每年
付酬一千二百盾。
节庆的压轴戏是焰火，花费更大，是当时著名焰火大师威洛内兹斯应公爵之邀专程来符腾堡操办的。
这位大师即使遇到时辰不利，无法尽情施展他的才能，也不得不出场表演他的绝活。
    一本介绍符腾堡的书，标题叫《符腾堡王室真相或大事记》出版于1765年，其中说：    “宫中笑声
不多，吃得不少，喝酒也不少。
饭后吃甜点时放焰火，美不胜收，不亚于至诚笃信基督之国王的宫廷。
不过，这焰火还是不能同户外的盛大焰火比美。
不管天气如何，户外焰火照放不误。
1763年，一场小雨浇湿了礼花。
然而公爵绝对不愿推迟(礼花价值五万二千盾)，虽然焰火专家断言，只有五十分之一的礼花会燃着。
公爵把这种排场看成是真正的气派和大手笔。
”    数目真够气派的——五万二千盾!这笔款子当时够全国百姓吃一天。
    因为袒露胸部(不管愿望多么热切)总得有一定的限度，所以尽量利用胸褡把乳房往上托。
当时许多做母亲的都持有这样的观点：姑娘们应当尽量把上天赐予她们的东西显示出来。
波克尔的《试论女性》一书中说：    “不少母亲不仅允许女儿穿不得体的衣服，甚至还鼓励。
不久前，一位母亲在既有女士也有男子在场的社交场合对她女儿说：“傻丫头，你把你的胸部几乎全
都封起来了。
我可受不了这愚蠢的腼腆劲儿。
姑娘长得不难看，而她的gorge(胸部)是附近一带最美的。
”’    在有经验的妇人看来，这样的腼腆是愚蠢的，因为她们知道，对于男子，没有比胸部更具诱惑
力的鱼饵了。
    成熟的妇女已经失去了妙龄少女的娇嫩的酥胸，她们甚至会装出风情万种的胸脯；在这方面天生有
缺陷的女子采用人工的方法即衬垫。
因为全部袒露胸部时不可能装伪作假，所以不兴全部裸胸，或者只有个别人这样做，而且主要是在庆
典上。
例如查德雷小姐即后来的金斯顿公爵夫人，1719年在威尼斯大使举办的舞会上打扮成伊菲涅亚。
蒙塔古夫人描述了她的服装：    “查德雷小姐身上的衣服，或者不如说是无衣服(undress)，值得一提
。
她打扮成被人当作祭品的伊菲涅亚，几乎一丝不挂，首席祭司要研究她的内脏是很容易做到的。
”     许多例子证明，美丽的女子并不满足于在家里或者在庆典的厅堂里大胆地展示她们的胸。
她们就这样上街。
苏格兰德波特先生美艳的妻子在巴黎常常挽着她丈夫的胳膊散步，胸前一无遮掩。
虽说这一类景象并不罕见，但据当时的记载，有时周围人头攒动。
当然绝不是敌意的示威，而是相反，“人人都想在近处欣赏那美妙的胸，它叫观众色心大动”。
关于上面提到的查德雷小姐也有记载，说她喜欢在伦敦街头“向男人们贪婪的、色迷迷的目光展示她
那无与伦比的胸脯的美”。
当时另一个人讲过三个英国女郎的故事。
这三个女郎每天一起在车站附近的林阴道上溜达。
她们的胸叫人们议论纷纷，因为三人的胸各有千秋。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欧洲风化史>>

“人们天天争论桂冠应该判给哪位女郎，但怎么也得不出结果”。
    不过，这样大胆的袒胸大概属于例外；这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局部袒胸比全部袒胸更容易装出乳房
经常亢奋勃起的样子。
全部袒胸只是英国的时髦风气，例如在查理二世的宫廷里。
    关于袒胸的程度，当时的道学家牧师们的记述最为翔实。
其他作家大多能理解袒胸装，所以只是顺便提及。
而道学家们则把袒胸装视为“万恶之源”。
他们把开得很低的领口视为地狱之门，里面是火焰地狱，能吞噬众人，威胁众人，不管是小伙子，成
年人还是老头儿，能毁灭一切美好的意图，等等。
17世纪关于领口的大小有这样的说法：“女人希望领口至少能让男人的两只手很容易伸进去，当然她
们一点也不反对领口稍微再大一些。
”据讽刺作家说，这“稍微”的意思的能让女人把什么都暴露无遗，让男人把什么都一览无余，因为
如果认真地把女人的心探索一番，很快便会发现她们自个儿都喜欢一丝不挂地出现在人前。
    爱情不过是品尝这时代最为重视的乐趣。
这一点，人们根本不想掩饰，反倒是公开承认的。
布丰在18世纪上半叶声称：“爱情只有它的生理方面是美好的。
”尚弗在半个世纪后插科打诨：“爱情无非是两张皮的接触。
”说白了，这些话无非是宣扬瞬间的情欲、没有后果的情欲。
然而在这种瞬间的情欲中，生理方面大大不如以前。
喷发的火山变成了暖融融的炉火。
再也没有了同别人融为一体的愿望。
人们变得温和了，或者用这个时代的说法，变得“合乎理性”了，而且在各种情况下都是如此。
亚伯拉罕·阿·圣克拉拉把本时代和以往时代的区别表述得有些粗鲁，但一针见血。
他在他的一部作品说：“过去，婚床在洞房花烛夜之后像是两只熊恶战过的地方，如今却连杀只鸡的
痕迹都见不到。
”    在真正的激情高扬的时代，恋爱是把自己给予别人，把自己整个儿地、永远地贡献出去。
现如今，恋爱却像是把自己暂借出去。
恋爱关系在这个时代成了不要求长期承担责任的契约，随时可以解除，事后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过，双方在以后的生活中都有自己的自由。
女人答应向她求欢的男子时，并不是整个儿地献身给他，而只是给他若干瞬间的乐趣，或者竟是同他
做笔交易，以换取社交场上的地位。
    旧政权时代的巴黎警方记录，是18世纪风化史最重要的史料之一；其中有许许多多这一类的记载，
例如：“马佐瓦尔伯爵夫人今天早晨对一位抱怨她变心的国会顾问说：‘难道我答应过你什么吗?’”
    “他同她总共才睡过一次。
”才睡过一次，就以为永远有什么权利、能提什么要求，实在太蠢了!这位国会顾问不懂享乐的基本法
则——那就是这样一句话“du nouveau tourjours du nouveau(要新的，要不断翻新)。
但凡一心追求新，一切都会变得无足轻重，一切都会化为虚无。
整个生活态度都是这样子。
     一位偶然来到巴黎的意大利女子，写信给她的女友说：“这里一切都是虚无，一切都围着虚无转，
干的是虚无，为虚无激动，为虚无结婚，半瓶子醋的聪明人把灵魂和宗教视为虚无，我自从入乡随俗
以后，光拿虚无来叫人开心。
”这段话只有一点不对：似乎这纯粹是法国的现象。
其实柏林、伦敦和维也纳也都是这样。
只是在君主专制文化中心的巴黎，这个现象特别明显罢了。
       这种到处风行的浅薄的爱情观越演越烈，自然必定导致有意识地取消爱情的最高逻辑——生儿育
女。
男人不愿生殖，女人不愿当母亲，人人都只想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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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女是对性生活的最高制裁，因此被说成是灾祸。
在17世纪，人们把无儿无女视为上天的惩罚，如今却倒了过来，许多人把这看做是上苍的福佑。
18世纪把多子多女起码看做是丢人的事。
这种风气不仅弥漫在社会上层，还影响到很大一部分中产市民，各国都是这样。
在这方面，另一个因素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这个经济萧条时代，对于大多数家庭，养许多子女是个
不堪忍受的重担。
        人们如此藐视爱情的生理规律，必定会同任何一种偏离自然规律一样遭到报应。
普遍的体质下降成为时代的特色，旧政权时期是中世纪以来欧洲文化史上最突出的颓废时代。
       任何颓废时代在性领域都有这样一个特点：明显偏好享乐的精致。
这种倾向表现于两个典型的现象。
一是肆无忌惮的淫乱，常常违反自然，在肉体享受上不断追求技术的花样翻新；其二是表现于消沉颓
唐的感伤情绪。
或此或彼，都是兴奋剂，强者需要前者，而弱者需要后者，才能找到他们在正常情况下得不到的感觉
。
    文学中，这方面最著名的典型是罪恶的淫棍瓦尔蒙和失望 的弱者少年维特。
在颓废时代，瓦尔蒙和维特之流不再是个别现象而日见其多。
他们的生活哲学成为时代的信条。
一是统治阶级的信条，另一是被压迫者的信条。
       这两种颓废表现形式乍看来截然相反，其实彼此密不可分。
这是互相敌对的两兄弟，固然是冤家，却总是同胞手足，不管是表现于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都是
如此。
两者都同精神上的放纵有关系。
这主要指的是理性而不是心灵。
两者都表达了力求在意念上增加乐趣的愿望。
两者都用哲学和反省代替了行动，把哲学和反省放在首位。
强者和统治阶级把爱情搞成淫乱，而性行为却并不唱主角，让位于精美的hors d’oeuvres(冷盘)。
至于弱者和被压迫阶级，他们的感伤爱情中，性爱至多在多愁善感的书信中达到高潮；在这样的书信
中，性行为仅仅是一种兴奋剂。
如果说前一个现象代表了极度的积极性，那么，后一个现象则表示出极度的消极性。
    当旧政权时代普遍的颓废登峰造极的时候，感伤成了整个时代的基调，发展成为普遍的世界观，不
仅两性关系，连全部精神现象都具有这样的性质。
    这是势所必然。
当没落的君主专制主义在肆无忌惮的大淫乱中吞噬了一切美德的时候，必定产生绝望和听天由命的哲
学，而这正是感伤主义的本质。
所以，感伤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不仅是弱者和被压迫阶级的思想，那些感到自己注定要灭亡而不想
认真抗争的人也是满腔这样的情绪。
这世界观表现于只是眼泪汪汪的怨天尤人，在有气无力、多愁善感的思索中化解。
    感伤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条件说明了它为什么在18世纪成为普遍的思维和感受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
还告诉我们，为什么它作为生活哲学在德国表现得特别明显而持久。
德国的市民阶段在精神和政治上受奴役最深，所以，无奈的感觉也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强烈，历时
更久。
    当时在德国有大量的弱者，一味听天由命而尚无行动的愿望，更谈不上采取行动。
软弱和听天由命，是当时德国资产者作为一个阶级惟一鲜明的特点。
因此，感伤主义在德国表现得最为明显，遍及各个精神领域尤其是爱情，有时竟成了流行病。
惟有德国才会产生少年维特热及其种种怪诞的表现，叫各方十分惊奇（虽然当时全世界都有这样的风
气）。
这种状况在德国保持最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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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早就开始革命活动，把公民自由的政治理想付诸实现的时候，德国却一无作
为，我行我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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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失去了天堂呵!    塔列朗这老头有一次说：谁要是没有在1789年以前生活过，那就压根儿不算生活
过。
和他同时代的成千上万人都持有这种看法。
    谁要是活过了那一年，有生之年都会怀念沉没了的极乐岛。
他们在青年时代都品尝过极乐岛的醉人的欢乐。
1789年之后，局势越来越糟。
明摆着，那奇妙的幸福一去不复返了。
美和欢娱从此好梦难续。
    旧政权时代最鲜明的证据——反映那时代精神的艺术和文学，说明人们的悲哀和怀念确有道理。
那时代的文学艺术，呈现了一派无可挑剔的、辉煌的美。
其中无一不美：女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迷人，男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文雅，连真理都不是赤裸裸
地出现在世人面前，而是披着滔滔不绝的俏皮话的外衣。
玫瑰不再有刺，罪孽不再丑陋，而德行也不再面目可憎。
什么都是芬芳馥郁，优雅动人，光华四照。
人们不再为内心的悲苦、肉体的疼痛和罪恶的阴谋阴沉着脸。
欢乐和幸福使他们脸上的每一道线条都显得生气勃勃。
眼泪被微笑稀释，而痛苦只是升腾到更高一级欢愉的一个台阶。
    人们不承认他们会年老体衰。
他们永远年轻，永远在开玩笑，甚至死到临头还在那里调情。
一切都浸透了淫佚，一切都表现出肉欲。
生活成了无休无止的行乐。
销魂之后，不是叫人难受的觉醒，而是新的欢娱。
事情和行为都没有后果。
只有“今天”，“明天”是没有的。
规矩正派并不责难肉欲，曲解肉欲。
肉欲像是一座施过魔法、驱出了罪孽的大森林，林中没有一棵树长着禁果。
凡是甜蜜的、诱人的果子都可以品尝，每一步都有成千的、形形色色的愿望等着实现。
享乐是人们至死不渝的伴侣，它慷慨地赐予每一个人。
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子，目光中便已燃烧着享乐的预感；而红颜老去的妇女，许诺施舍的眼神仍是那
样的燎人。
大自然废除了它的铁定的法则，连反自然的行为也不令人嫌恶。
连反自然的行为都淹没在辉煌的美的海洋之中。
放眼四望，美无处不在，到处是耀眼的光芒。
人在美中生活，在美中死去。
美，在新生儿的摇篮旁；美，在垂死者的病榻边。
美是永不落山的太阳。
    这就是那些在旧政权底下生活过的人到最后一息仍苦苦追忆的伊甸园。
洛可可时代热情的诗句、精巧的版画、华美的画幅，把一个安乐欢愉的世界再现在我们向前。
它们开没有说谎：这个伊甸园确实一度存在过，后来却永远从地面上消失了。
昔日的见证人并没有说谎——这是没有疑问的。
不过，他们隐瞒了一部分真相，而且是对于历史最为重要的一部分真相。
他们闭口不谈这样一个事实：在旧政权时代，生活在伊甸园中的只是少数人。
君主专制政体只是给极少数人创造了机会，让他们得以过放荡的寄生生活。
这种生活，甚至在古代希腊罗马文化时期，欧洲人都是没有见识过的。
    上述的证据还闭口不谈当时其余的人类几乎是生活在水深火热、名副其实的地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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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只能生活在地狱里，才能叫世界成为极少数人的天堂。
    正因为这样，旧政权时代不是全人类的失去了的天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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