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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卢梭和伏尔泰：新旧世界之交的两个巨人歌德曾经说过：“伏尔泰标志着旧世界的结束，卢梭代表了
新世界的诞生。
”短短一句话，切中了伏尔泰和卢梭之间关系的要害：他们俩同为新旧世界之交的历史巨人，启蒙运
动的主将，距离不可谓不近；然而毕竟一旧、一新，着眼点不同，所以两人虽然同时叱咤欧洲文坛达
半个世纪，相互却恍若隔世，其间距离又不可谓不远。
加之他们各自的个性、共同的朋友圈子、生活际遇等因素，使俩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又多了几分传奇色
彩。
所以，自从伏尔泰和卢梭在1778年相继去世后，他们之间的关系成了法国乃至欧洲思想史界的热门话
题。
不仅像康德、歌德、柏格森、罗素这些大家有所论及，以此话题充当饭后茶余谈资的寻常文人骚客，
也不乏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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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伏尔泰和卢梭”或“卢梭和伏尔泰”为题的研究为数众多，以至人们不敢再沿用类似的标题
来写一本厚书。
当然，伏尔泰和卢梭的对子很有法兰西精神的特性，在他们之前有过“笛卡尔和帕斯卡尔”、“高乃
依和拉辛”、“波舒哀和费纳隆”.在他们之后又出了“保尔·克洛代尔和保尔·瓦莱里”⋯⋯《卢梭
与伏尔泰：两面镜子里的肖像（第2版）》涉及的不是比较.而是对历史事件的历史性研究。
我们想知道卢梭怎样看伏尔泰。
伏尔泰又怎样看卢梭。
迪德凡夫人在给伏尔泰的信中这样写道：“后人将会把我们这个世纪称作伏尔泰的世纪。
”当时如果有人对他们说：“不，后人将会把这个世纪称作伏尔泰和卢梭的世纪”，甚或是“卢梭和
伏尔泰的世纪”，那么迪德凡夫人一定会笑出声来。
伏尔泰也一定会觉得这是无稽之谈。
⋯⋯伏尔泰生前一刻也没有想过，卢梭其书其人将会在思想和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1765年，他非常自信地宣称：“让一雅克·卢梭只配被人们遗忘。
”在卢梭的想象世界中，有两个伏尔泰：对其中之一的崇拜，并不必然导致对另一个伏尔泰说过的侮
辱话的忘却；两个伏尔泰可以不矛盾地并存。
1760年6月17日的那一句“我恨你”没有被划掉，而且也不可能被划掉；它只不过失去了现实的意义。
作为一个“孤独漫步者”，卢梭投向文学共和国的眼光是一个智者的眼光，他不仅要求自己超越一切
纠纷，而且相信自己已经超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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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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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见到老教授难过的样子，我.赶紧宽慰他说：我们的德语文学界似乎也没有谁在研读维兰德，好些学德
国文学的兴许都还没听说过维兰德哩⋯⋯我身边另一位在座的同伴也赶紧插话：我们的大学正在与国
际接轨，大学外语系有“外报阅读”、“科技德语”一类课程，却没有古典文学课程。
从前的外语系以教古典文学作品为主，如今的外语系不过是在培养会说外国话的机器⋯⋯我们也在与
“国际接轨”呵，学美国大学⋯⋯老教授说，美国就是如今的“国际”，我们的大学时兴不知所谓的
“文化研究”，我要是现在做大学生，可真就惨咯⋯⋯我们七嘴八舌地把话题转到了维兰德身上。
维兰德（1733-1813）是德国启蒙运动中的重要代表，作家、批评家，也是古典学家，史称德国小说的
鼻祖。
老教授说，如此集学者和作家于一身、对古典和现代两边都了如指掌的大师，德语文化史上真还数不
出几个来；他创办的著名评论刊物《新德意志信史》在德国文化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担任爱尔福特
大学哲学教授期间，维兰德研究古希腊史学和卢梭哲学，还翻译了莎士比亚的22个剧本，晚年转而从
事古希腊、罗马文学翻译（翻译了阿里斯托芬、色诺芬、贺拉斯、卢奇安、西塞罗等人的作品）——
我接过话头说，维兰德翻译色诺芬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不是单纯的爱好，而是为了清除当时正在兴盛起来的康德哲学的“流毒”（用维兰德的语词）。
维兰德的小说创作带有深刻的思想史意涵，哪里是现代和当今的小说家可比的⋯⋯长篇小说《阿里斯
底波和他的几个同时代人》篇幅长达千余页，无异于以文学的写作方式来反驳和抵制康德的新形而上
学，我觉得是有意识承接阿里斯托芬和色诺芬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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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卢梭与伏尔泰:两面镜子里的肖像(第2版)》：巴黎上流绅士与日内瓦公民“闻名遐迩的阿鲁埃”与
“只配被遗忘的让一雅克”，属于自然和真理的伟人与升华人类精神的导师新旧世界之交两个巨人长
达半生的思慕和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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