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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蒙田的《意大利之旅》 马振骋 当年，蒙田（一五三三&mdash;一五九二）在《随笔集》第三卷提
到，他获得罗马元老院和平民会议颁发的&lsquo;罗马公民证书&rdquo;，人们才知道他旅行到过瑞士
、德国和意大利。
他对人性世情观察入微，在 （髓笔集》中记录了很多家长里短的生活琐事，然而对这次历时一年多的
漫游却只字不提，未免让人感到意外。
岁月荏苒，这件事慢慢也被人淡忘了。
　　（一） 这样过了近一百八十年。
一七七〇年，尚斯拉德的教堂司铎普吕尼神父搜寻佩里戈尔地区的历史资料，来到了蒙田城堡，那时
产业已经易主，由塞居尔&middot;德&middot;拉&middot;罗凯特伯爵居住。
管家给神父捧出一只旧箱子，里面都是遗忘了几辈子的泛黄纸张。
神父发现其中一份书稿，疑是蒙田写的旅行日记。
征得伯爵同意，他把稿子带走再作深入研究。
　　神父对这份遗稿的真实性深信不疑后，再到巴黎请教几位专家，他们一致认定这部旅行日记确是
蒙田的手迹无疑。
　　稿子是小对开本，共二百七十八页，十六世纪末的字体与纸张。
手稿前面三分之一出自别人之手，三分之二是蒙田亲笔。
蒙田在意大利卢卡水疗时，觉得用当地语言记事更加方便贴切，他书写的部分中一大半用的是意大利
语，回到法国境内又改用法语书写。
　　因而这是一部颇为奇特的作品。
　　若要让这么一部文稿出版，要做大量校勘编辑工作。
首先要把上面随意或者当时尚未定型的拼法辨别清楚，几乎不存在的标点补全，这工作由普吕尼神父
开始做了，不久塞居尔伯爵收回稿子，交给更有名望的学者、国王图书馆馆长默尼埃&middot;
德&middot;盖隆编辑出版。
工作人员经过反复研讨，最后定下这条原则，原书只改动错别字，词汇与结构基本保持不变，即使有
点欠通、而又没有把握勘正之处，为了不让读者怀疑对原作有丝毫的不尊重，也尽量保存原貌。
　　原稿中最难处理的还是意大利语部分。
首先意大利书面语言还处在蜕变时期，而蒙田使用_一用盖隆的话说&mdash;&mdash;自以为是的那种
意大利语，夹了许多托卡斯纳地区方言、俗语，这让两世纪以后的意大利人感到无从下手。
幸而，付梓之前，撒丁国王御前考古学家、法国皇家碑铭古文艺学院外籍院士巴尔托利恰巧在巴黎，
他欣然接受这项翻译工作，还增加了一些语法与历史注释。
　　一七七四年，盖隆在罗马和巴黎接连出版了三个版本，稍后在当年和第二年又出了两个版本，可
见当时此书受欢迎的程度。
后来，存放在国王图书馆的日记原稿不翼而飞。
盖隆主编的五个版本虽有不少欠缺之处，相互还不完全相同，但是后来的人只能用这五个版本进行比
对了。
　　（二） 原稿到编者手里时并不完整，缺了前面几页，据盖隆说：&ldquo;好像是撕去的。
&rdquo;缺了这几页，也少了一些重要信息。
蒙田&ldquo;投入智慧女神的怀抱&rdquo;后十年，还在专心写他的随笔，在波尔多出版了一部分，丝
毫没有封笔的想法，怎么突然决定离开妻女，撂下庄园管理外出旅行，而且一走就是十七个月？
 《随笔集》对这次旅行没有直接记载。
蒙田只是说：&ldquo;旅行我觉得还是一种有益的锻炼，见到陌生新奇的事物，心灵会处于不停的活跃
状态。
我常说培养一个人，要向他持之以恒地介绍其他五花八门的人生、观念和风俗，让他欣赏自然界各种
形态生生不息的演变，我不知道除此以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学校。
&rdquo;在另一处又说： &ldquo;贪恋新奇的脾性养成我爱好旅行的愿望，但是也要有其他情景促成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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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rdquo; 那么是什么情景促成了他的旅行呢？
他在路上积极前往有温泉浴场的地区，住上一段时间，医治他从三四年前开始时时发作的肾绞痛。
这是一个家族遗传病，他的父亲就是死于此病。
因此有人说是这件事使他不敢掉以轻心，要走出城堡换一换空气，试一试各地温泉的疗效。
　　缺了那几页，我们也不知道蒙田在什么情况下决定和准备出行的。
这也只能从历史与传记中去拼合当时的情景。
　　一五八〇年，宗教战争在欧洲打得不可开交。
法国历史上称为 &ldquo;三亨利之战&rdquo;也在这时候爆发。
亨利三世代表王室势力，亨利&middot; 德&middot;那瓦尔支持被称为&lsquo;胡格诺&rdquo;的新教派，
亨利&middot;德&middot;吉兹不满王室对新教的妥协态度，率领天主教神圣联盟，是胡格诺的死敌。
　　从蒙田年表来看，蒙田在一五八〇年六月二十二日离开蒙田城堡。
亨利三世已在一周前下令围困被神圣联盟占领的费尔。
那是一座小城，但在宗教战争中是多次易手的兵家必争之地。
拥护王室的马蒂尼翁元帅在七月七日实施围城计划。
蒙田把战争看成是&ldquo;人类的一种疾病&rdquo;，还是要履行贵族的义务。
他未必参加冲锋陷阵，不过七月份大部分时间是在费尔的外围地区度过的。
八月二日，他的好友菲利贝尔&middot;德&middot;格拉蒙伯爵阵前受伤四天后去世，蒙田护送格拉蒙
的灵柩到苏瓦松。
以后一个月他的行踪就没有记录了。
费尔攻城战在九月十二日成功结束。
《意大利之旅》一开始提到蒙田是九月五日，说他已在巴黎北面瓦兹河上的博蒙启程了
，&ldquo;&hellip;&hellip;蒙田先生派马特科隆先生随同那位青年侍从，火速前去探望那位伯爵，看到
他受的伤还不致有生命之虞。
&rdquo; 那位受伤的伯爵是谁？
是不是在围城中受伤的？
都不清楚。
我们读了后面的文章才知道，同行旅伴只是四个不满二十岁的青年，包括他的亲弟弟马特科隆领主。
旅伴中好像就只有一人陪同他走完全程。
此外就是他们的随从仆人。
　　（三） 意大利旅行日记一个特殊之处，就是前面三分之一由另一人代写，由于他的介入，我们在
阅读这部书时就多了一个维度。
　　这个人是谁，不知道；是什么身份，不知道。
他在旅途中照顾行李、安排行程、联系食宿，对蒙田的生活起居真情关切，此外还执笔撰写沿途见闻
。
从他的语言与字迹来看，肯定不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下人，更可能是一位不得志的文人。
因而姑且称他为&lsquo;秘书&rdquo;。
他在日记中提到蒙田时，用第三人称&ldquo;蒙田先生&rdquo;；可是他的文风与蒙田颇为相像，因此
后人认为他是在蒙田口授下写的。
但是从事情的提法来看又不像，显然&ldquo;秘书&rdquo;处理情节有相当的自主权。
　　旅途中他并不始终陪伴在蒙田身边，有时他到前站办理其他事项，然而他不在时蒙田的行程照样
记在日记里。
是事后听蒙田叙述补写上去还是怎么的？
但是层次不乱，完全可以分清哪些话应该派在蒙田头上，还是秘书头上。
在他写的那部分，&ldquo;我认为&rdquo;、&ldquo;以我看来&rdquo;，只是指秘书本人；&ldquo;他
们&rdquo;指&ldquo;蒙田先生等人&rdquo;，&ldquo;我们&rdquo; 指&ldquo;蒙田他们和自己&rdquo;，偶
尔&ldquo;我们&rdquo;与&ldquo;他们&rdquo;交替使用，这确实是一种奇异的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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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以旁观者的身份实录旅途情境，不论如何客观，总掺杂个人感情，因而在他的笔端下，我们
看到的不是在书房对着白纸说话的蒙田，而是在生活中对着人说话的蒙田。
这部分就成了珍贵的蒙田画像与自画像。
这对蒙田其人其事，反而有更多的记述，也带来更多的想法，无意中也包含更多的暗示。
蒙田旅行日记最详尽的编注者福斯达&middot;加拉维尼在一篇序言中说：&ldquo;日记若一开始就由蒙
田自己来写，我们对他的旅行、对他的旅行方式，总之对蒙田本人反而更少知道。
&rdquo; （四） 蒙田，这个习惯于在书本中漫游、遐想、探索的人，一旦走出塔楼里的圆形书房，要
看的是什么呢？
 他有机会深入到不同的国家，就抓住机会去了解当地人。
一般游客都会说上一大通的名胜古迹，不是他的重点关注对象。
他的目光停留在表现&ldquo;人&rdquo;的标志上，不论是乡野播种的土地，还是城市的行政结构、马
路铺设、建筑特点；对于新出现的工艺技术与农耕器械，都表示同样强烈的兴趣，对新奇的虹吸现象
、城门防盗机关，努力作一番认真的描述。
　　他饶有兴趣地观看江洋大盗卡泰纳的伏法场面，犹太会堂里的割礼仪式，礼拜堂内装神弄鬼的驱
魔作法，赛神会上鞭笞派惨不忍睹的自虐，记述自己晋谒教皇的仪礼，出席贵族家的宴请，圣周期间
罗马万人空巷的宗教大游行。
蒙田读过许多古希腊罗马的书籍，惊异于古代名妓的华丽生活；如今到了罗马，也要领略一下这些名
媛的遗风流韵。
据他说在罗马、威尼斯只是想与青楼女子聊一聊她们的偏门子生活，然而陪聊费与度夜资同价不打折
，这令老先生像挨了斩，感觉很不爽。
　　蒙田到了一个地方，不像其他法国人喜欢扎堆。
他远远避开老乡，最怕有人用法语上来搭讪，进餐厅坐到外国人最多的桌子边，点的也是当地的特色
菜。
他入境随俗，充分享受当地人的舒逸生活，组织舞会邀请村民参加，做游戏，搞发奖，时而还跟村姑
说几句俏皮话调调情，充分发扬中世纪乡绅好客的风气。
　　尽管历代有人对蒙田的宗教观争论不休，他毫不讳言自己是天主教徒。
但是他心底所谓的神性其实只是最崇高的人性。
他引用圣奥古斯丁的话说，人自以为想象出了上帝，其实想象出来的还是人自己。
宗教只是以其包含的人性，以其在人的心灵与生活中所占的地位来说，才使他关切。
新旧两大教派大打出手，他觉得都是在假借神的旨意做违反神的事。
他对宗教战争深恶痛绝，他路上遇到新教中的人，不论是路德派、加尔文派，还是茨温利派，都主动
接近他们，努力了解他们推出改革的真意。
这种做法需要极大的勇气与宽容，因为那是个不同教派的人都可以任意相互诛杀的时代。
对他来说，跟教士谈论改革与跟妓女了解生活，都是重要性不相上下的人性研究与自我教育。
　　（五） 蒙田旅行，就像蒙田写作，表面上信马由缰。
他的随笔从古代轶事，掺入个人议论，引到生死、苦乐、人生须臾、命运无常的命题，最后告示世人
怎样过好这一生。
蒙田走在旅途上，一路虽有日程表，但是随时可以改变，好像也是走到哪里是哪里。
有评论家说，要不是波尔多议会正式函告他已当选为波尔多市长，又加上国王敦促他届时上任，真还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打道回府呢。
　　那么，这趟不知其如何开始、原本也可能不知其如何结束的旅行，到底是为的什么？
既然已无法从其主观意图去了解，不妨从事实过程上去揣测和分析。
　　一五八〇年九月五日从法国博蒙出发，途经瑞士、奥地利和德国的意大利之旅，历时共十七个月
又八天。
从一五八〇年十月二十八日进入意大利博尔萨诺之日起，到一五八一年十月三十一日离开都灵和苏斯
之日止，在意大利整整过了一年又四天。
旅居意大利时，又两次进入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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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从一五八。
年十一月三十日到一五八一年四月十九日，逗留四个半月，然后离开到外省旅行。
第二次从一五八一年十月一日到十月十五日，又盘桓半个月。
之前，四月五日获得正式罗马公民资格证书。
他进入罗马时是旅客，离开罗马时是公民。
一直自称不慕名利的蒙田在《随笔集》里全文转录证书的内容，可见他的自尊心感到极大的满足。
　　文艺复兴是古希腊文明的复活，人文主义要让一切归于以人为本，中世纪一统天下的神学史观从
此开始走向没落。
在欧洲首先举起文艺复兴火炬的是意大利。
　　那时亚平宁半岛上各城邦公侯都称雄一方，为了建立自己的霸业与威望，竞相网罗人才，奖励文
学艺术、．知识科学。
这大概也是在积累今日所谓的软实力，在东西方历史上早已不乏其例。
　　当时欧洲人到意大利旅行，接近于一种朝圣行为。
在蒙田内心还有更深切的冲动与理由。
我们知道，蒙田还在牙牙学语时，父亲从意大利带回来一位不会说法语的德国教师，让三岁的蒙田跟
着他学习拉丁语，开始罗马文化培养。
蒙田说自己知道卢浮宫以前就知道朱庇特神殿，知道塞纳河以前就知道台伯河。
他更可以算是个罗马人。
　　他初到罗马，雇了一名导游，后来把他辞了。
前一个晚上静心在灯下阅读不同的图片和书籍，第二天游现场去印证自己的书本知识。
普通游客看到的罗马只是它头上的一片天空和脚下的地理位置。
蒙田对罗马的认识更多是抽象与静观的。
他说：&ldquo;我觉得自己对这个世纪一无用处，也就投身到那个世纪，那么迷恋这个古老的罗马，自
由、正直、兴隆昌盛&hellip;&hellip;叫我兴奋，叫我热情澎湃。
因此我永远看不够罗马人的街道与房屋，以及罗马直至对蹠地的遗址废墟，每次都兴意盎然。
看到这些古迹，知道曾是那些常听人提起的历史名人生活起居的地方，使我们感动不已，要超过听说
他们的事迹和阅读他们的记述&hellip;&hellip;&rdquo; 历史就是这样残酷无隋，罗马扩张它的疆域和文
明，同时也使多少生灵涂炭，多少民族沦为奴隶；它征服全世界，全世界也对它恨之入骨。
罗马消亡了，它的废墟也被埋葬，要做到它湮灭无闻。
　　然而那么多世纪过去，那么多浩劫降临，罗马的废墟还是保存了下来，还从那里掀起了文艺复兴
运动，使欧洲文明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
这座普天下万众景仰的永恒之城&hellip;&hellip;&ldquo;天下还没有一个地方受到天庭这么坚定不移的
厚爱，即使废墟也辉煌灿烂，它在坟墓里也保持帝国皇家的气派。
&rdquo;蒙田到意大利的旅行，我们不是可以说是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一次朝拜，为他的写作增添更为
深刻的论述？
 （六） 《意大利之旅》在我国还是初次翻译和出版。
今天能从这部书里看到什么呢？
首先是它直接反映了十六世纪的意大利。
一五二七年，罗马遭到了神圣罗马帝国查理五世军队的洗劫，那时还处于百废待兴的阶段，虽然
达&middot;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提香、丁托列托、维罗纳斯、柯雷乔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杰作
。
但是真正用绘画、雕塑等艺术品把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装扮得玲珑剔透、光彩炫目的，还是在此
后不久的西克斯特五世教皇时代。
蒙田看到的主要是希腊精神的传承与新旧罗马的交接，这点与二百多年后歌德的游记颇不相同。
歌德看到的是文艺复兴后结出的果，蒙田看到的是文艺复兴前留下的根。
　　沿途城镇在蒙田看来不是孤立的单体，而是珍珠似的串在一起的长链，在时间上如此，在空间上
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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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个地方都郑重其事标出距离，如： 洛雷托（十五里）&hellip;&hellip; 安科纳（十五里
）&hellip;&hellip; 那就是说洛雷托离前一站十五里，而安科纳又离洛雷托十五里。
这个标志想来蒙田也有他的用意，当年马可&middot;波罗行走在路上得到这样的体会，他说：&lsquo;
旅行时你意识到差别在消失，每座城市与所有城市都是相像的。
&rdquo;但是蒙田又像司汤达所说的，一路上眼睛看着不同的东西。
距离是间隔符号，也是连接符号。
　　《意大利之旅》还向我们证实，蒙田在《随笔集》中对自己的描述是真诚的，首先这部书是写给
自己看的，生活中的真性情与语言上的不讲究毕露无遗。
旅行日记写于去瑞士、德国和意大利的来回路途上。
此后在波尔多当了两任市长，共四年；一五八五年卸职后，在蒙田城堡书房阅读大量历史书籍，继续
写他的随笔。
他若有意要出版日记，完全有时间整理修饰。
现在这样出版，虽然有违于作者的原意，倒反留下一件可信的证据。
有人说《意大利之旅》是《随笔集》的后店，意思是店堂卖的与库房藏的货色没有什么两样。
不是像卢梭在《忏悔录》中说的：&ldquo;我把蒙田看作是这类假老实的带头人物，他们讲真话也为的
是骗人&hellip;&hellip;只暴露一些可爱的缺点&hellip;&hellip;蒙田把自己画得更酷似本人，但是只画了个
侧面。
&rdquo;《意大利之旅》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侧面，这两个侧面是完全对得上号的。
　　这部作品文采不追求飞扬华丽，真情则相当流露。
从阅读的角度来看，也有一些不甚有趣的章节。
我们在随笔中看到蒙田，如同在他逝世后三十年出生的莫里哀，对当时的医生极尽嘲笑之能事。
　　蒙田不信任医生，说后悔以前没有对自己病程的详细记录，以便总结出对自己的治疗方法。
他到温泉浴场，不厌其烦地谈一天喝下多少杯矿泉水，泡上多长时间温泉，尿出什么样大小形状的结
石等等。
这有点令人扫兴，但也不能怪他，还是前面那句话，他没有要别人读他这部书，就像外人擅自推开你
的房门，可不能怪你怎么赤裸上身站在镜子前不够雅观。
　　蒙田《随笔集》出版前后都作过几次重大增删修改。
此书若由蒙田亲自定稿，肯定不会像目前这样，如今这部保持原生态的率性之作，读者看来也有其自
然妩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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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蒙田意大利游记》简介：蒙田于1580年9月5日从法国博蒙出发，途经瑞士和德国，进行了为期共十
七月又八天的意大利之旅。
离开蒙田城堡书房，他有机会深入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形象而生动地记录下了所经之地的风土人情
，以及当地人的宗教信仰，集结成《蒙田意大利游记》。
与其他旅客关注点在名胜古迹上面不同，蒙田将目光停留在表现“人”的标志上，不论是乡野播种的
土地，还是城市的行政结构、马路铺设、建筑特点，还有对于新出现的工艺技术与农耕器械，都表示
同样强烈的兴趣，不厌其烦地一一作一番认真的描述。
蒙田旅行，就像蒙田写作，信马由缰，不仅让自己欣赏到了自然界各种形态的生生不息演变，更了解
到了五花八门的人生、观念和风俗。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蒙田意大利之旅>>

作者简介

马振骋，1934年生于上海，法语文学翻译家，先后翻译了《人的大地》、《小王子》(圣埃克苏佩里)
，《人都是要死的》(波伏瓦)，《贺拉斯》(高乃依)，《被扼杀的是莫扎特》(塞斯勃隆)，《瑞典火柴
》(萨巴蒂埃)，《蒙田随笔》(部分)，《大酒店》(克洛德·西蒙)，《如歌的行板》、《毁灭，她说
》(杜拉斯)，《罗兰之歌》、《违背道德的人》、《窄门》，《田园交响曲》(纪德)，《慢》(昆德拉)
，《要塞》(圣埃克苏佩里)，《斯科塔的太阳》(洛朗·戈代)，《雷蒙·塞邦赞》、《论罗马、死亡
、爱》(蒙田)，《蒙田随笔全集》(全3卷)等多部作品，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散文集有《巴黎，人比香水神秘》、《镜子中的洛可可》、《我眼中残缺的法兰西》等。
其《蒙田随笔全集》(全3卷)2009年荣获“首届傅雷翻译出版奖”，并被评为“2009年度十大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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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译序
意大利之旅
穿越法国去瑞士（一五八○年九月五日—十八日）
瑞士（一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十月七日）
德意志、奥地利和阿尔卑斯地区（一五八○年十月八日—二十七日）
意大利，去罗马的路上（一五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十一月二十九日）
意大利：罗马（一五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一五八一年四月十九日）
意大利：从罗马到洛雷托和拉维拉（一五八一年四月十九日—五月七日）
意大利：初访拉维拉（一五八一年五月七日—六月二十一日）
意大利：佛罗伦萨—比萨—卢卡（一五八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八月十三日）
意大利：第二次逗留拉维拉（一五八一年八月十四日—九月十二日）
书信
序文
○一  致安东尼·迪普拉先生，巴黎市长
○二  致父亲的信
○三  致蒙田大人阁下
○四  致亨利·德·梅姆阁下
○五  致洛比塔尔大人
○六  致朗萨克先生
○七  告读者
○八  致保尔·德·弗瓦先生
○九  致吾妻蒙田夫人
一○  致波尔多市市政官先生们
一一  致马蒂尼翁大人
一二  致南都依埃大人
一三  呈亨利三世国王
一四  呈那瓦尔国王
一五  致马蒂尼翁大人
一六  致马蒂尼翁元帅
一七  致杜布依先生
一八  致马蒂尼翁大人
一九  致马蒂尼翁元帅
二〇  致波尔多市市政官先生们
二一  致马蒂尼翁元帅
二二  致马蒂尼翁元帅
二三  致马蒂尼翁元帅
二四  致波尔多市市政官先生们
二五  致马蒂尼翁元帅
二六  致马蒂尼翁元帅
二七  致马蒂尼翁元帅
二八  致马蒂尼翁元帅
二九  致马蒂尼翁元帅
三〇  致马蒂尼翁元帅
三一  致波尔多市市政官先生们
三二  致波尔多市市政官先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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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致马蒂尼翁元帅
三四  致马蒂尼翁元帅
三五  致波尔米埃夫人
三六  致安东尼·卢瓦泽尔先生
三七  呈亨利四世国王
三八  致M
三九  呈亨利四世国王
家庭纪事
序文
纪事
书房格言
序文
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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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穿越法国去瑞士 （一五八〇年九月五日&mdash;十八日） 这部分日记由秘书用法语写成
&hellip;&hellip;蒙田先生派马特科隆先生随同那位青年侍从，火速前去探望那位伯爵，看到他受的伤还
不致有性命之虞。
在博蒙，埃斯蒂萨克先生加入队伍同路旅行，跟着他一起来的有一位贵族、一名贴身男仆、一头骡子
，还有两名跟班和一名赶骡夫随同步行，他分摊一半路资。
一五八零年九月五日星期一，午饭后我们从博蒙出发，马不停蹄到了 莫城（十二里）吃晚饭，这是一
座美丽的小城镇，坐落在马恩河畔。
小城分三部分。
市区与郊区在河的这边，朝向巴黎。
过了桥另有一块地方称为市场，河水环绕，四周还有一条风光旖旎的沟渠，那里有大量居民和房屋。
这地方从前筑有巍峨的城墙和敌楼，防卫森严；然而在第二次胡格诺动乱中，因为大多数居民属于这
一派，所有这些碉堡要塞都被下令拆毁。
这个城区，虽然其余部分俱已沦陷，但仍坚持抵抗英国人的进攻；作为嘉奖，全城居民都免缴人头税
和其他税项。
他们指出马恩河上有一座长约两三百步的小岛，据说是英国人投放在水中的填土，在上面置放辎重武
器以攻击市场，因年深日久已成了实土。
　　在郊区，我们看到了圣法隆修道院，这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寺院，他们给我们看丹麦人奥奇埃的住
屋和他的客厅。
有一间古代膳房，放了一些大而长的石桌子，其体积实属罕见。
膳房中间在内战以前涌出一泓清泉，供三餐之用。
大部分修士还是来自贵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一座显赫的古墓，上面直躺着两具骑士的石头雕像，身躯巨大。
他们说这是丹麦人奥奇埃和另一位辅弼大臣。
上面既没有字碑，也无族徽，只有一名本堂神父约在百年前命人添加的那句拉丁语句子：埋葬于此的
是两位无名英雄。
他们给我们看的宝物中有这两位骑士的遗骸。
从肩胛到肘子的骨头，约有我们当代普通身材者整条胳臂的长度，比蒙田先生的胳臂还稍长一点。
他们还给我们看他们的两把宝剑，长度大约相当于我们的双手剑，剑锋上有不少缺口。
　　在莫城时，蒙田先生前去拜访圣司提反教堂的司库朱斯特&middot;特莱尔，在法国知识界颇有声
望，一位年已六十的瘦小老人，曾游历埃及和耶路撒冷，在君士坦丁堡住了七年。
他给他参观他的图书馆和花园内的珍奇。
最罕见的是一棵黄杨树，茂密的枝叶向四处展开，巧妙修剪后像一只浑圆光｝留的球，有一个人那么
高。
　　星期二，我们在莫城吃过中饭后，赶到 夏尔里（七里）投宿。
星期三中饭后前去 多尔芒（七里）投宿。
第二天星期四上午，赶到 埃佩尔奈（五里）吃中饭。
埃斯蒂萨克先生和蒙田先生到了那里，就去圣母寺望弥撒，这也是他们的习惯。
还因为从前斯特罗齐元帅在蒂翁维尔围城战中战死时，蒙田先生亲眼目睹人家把他的尸体担进这座教
堂。
他打听他的墓地，发现他埋在那里，面对大祭台既没有墓碑也没有族徽和墓志铭之类的标志。
有人告知我们说是王后下令让他下葬时不用任何仪式和排场，因为这是那位元帅的意愿。
雷恩市主教是巴黎汉纳金家族的人，那时是那座教堂的本堂神父，正在那里主持祭礼。
那天也是九月圣母节的日子。
　　弥撒后，蒙田先生在教堂里跟马尔多纳先生交谈，他是知名的耶稣会会士，精通神学与哲学。
那时午饭后，马尔多纳先生到蒙田先生的住处来拜访时，他们好多话都是在讨论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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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谈到其他事，由于马尔多纳与内维尔先生去过列日，刚从那里的水疗浴场回来，对蒙田先生说
那里的水非常冷，大家认为饮用的水愈冷疗效愈好。
那里的水冷得有人喝了会打冷战和起鸡皮疙瘩；但是过不了一会儿胃里感觉十分暖和。
他每次喝上一百盎司。
但有的人根据自己的需要用不同刻度的杯子。
这水不但可以在空腹时喝，还可以在饭后喝。
他说疗效跟加斯科涅的矿泉相似。
就他本人来说，他好几次喝了全身出汗心跳，感到其药力很强，没有任何损害。
他还看到试验，把青蛙和其他小动物扔在水里立即就死亡。
还说在盛了这种水的杯子上放一块手帕，立即就会发黄。
饮用至少两周或三周。
那个地方生活食宿非常方便，适合肠梗阻与尿结石病的治疗。
然而，内维尔先生和他待了一阵后并不比以前更健康。
　　他身边还跟着内维尔先生的管家，他们给蒙田先生一份帖子，上面提到蒙庞西埃先生与内维尔先
生的纠葛缘由，为了让他有所知晓，有贵族问起时可以代为解释。
我们在星期五上午离开，到了 沙隆（七里），投宿在王冠旅馆，这是一家精致的旅合，使用银质餐具
；大部分床单与盖被是丝做的。
这个地区的普通民房用切成小方块的白垩土做成，约半尺左右宽，其他还有用干打垒的，同样形状。
第二天我们在午饭后离开，投宿在 维特里&middot;勒&middot;弗朗索瓦（七里），坐落在马恩河畔的
一座小城，三四十年前建立在另一个被烧毁的维特里的旧址上。
它保留了原有布局匀称、风景宜人的特点，城中心有一座归于法国最美之列的正方形大广场。
　　我们在这里听到三则难忘的故事。
一则是波旁家族的吉兹老公爵夫人，年已八十七岁，尚健在，还能步行四分之一里地。
　　另一则是不多日子以前，在附近叫蒙提埃昂代尔的地方，有人为了下面这件事而上了绞架。
在肖蒙昂巴西尼四周有七八个少女几年前一起商定穿扮成男人，在当地这样继续过日子。
其中有一名到了维特里，取名马里，做编织工为生，做个安分守己的青年，对每个人都客客气气。
在维特里，他跟一个女人（至今还活着）订婚。
但是两人之间有了龃龉，婚约也就解除。
之后他到了这个蒙提埃昂代尔，依然操旧业维持生计，他爱上了一个女人，娶了她，据说还和她琴瑟
和谐地过了四五个月；但是他被从肖蒙来的&mdash;个人认了出来，这事情闹上了法庭，她被判处绞
刑，她还说宁可服刑也不愿改回去做女人。
她就这样被吊死了，罪名是使用不明不白器具作为性器官的代用品。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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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蒙田一生留下来的作品，一是《蒙田随笔全集》，另外一个就是《蒙田意大利之旅》，这是蒙田
的另一散文力作。
著名法语文学翻译家马振骋将其完整译出，在中华文化语境中，这尚属第一次，这对中国读者全面了
解蒙田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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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