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波斯人信札》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波斯人信札》

13位ISBN编号：9787100065894

10位ISBN编号：7100065895

出版时间：2009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作者：孟德斯鸠

页数：372

译者：梁守锵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波斯人信札》

内容概要

《波斯人信札(珍藏本)》是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小说。该书一出
版便取得巨大的成功：当年就出了四版，印刷十来次，还有若干伪版，并立即被译成欧洲各国文字。
孟德斯鸠靠着这部处女作，从一个外省法官，跻身巴黎上流社会，出入著名沙龙，于38岁就摘取了法
兰西学士院院士的桂冠，得到了法国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荣誉，这一切应归功于该书的美学价值和认
识价值。
《波斯人信札》这部书信体小说继承了法国笔记文学的传统。这种文学体裁虽有结构松散的缺点，但
却可自由选择主题，组合素材，剪接文字，铺陈事实；可以蓦然而来，飘然而去，戛然而止。但孟德
斯鸠与前人不同，或者说，胜于前人之处，在于此书融传奇与哲理于一体，虽无拉伯雷《巨人传》的
想象丰富，恣肆汪洋，诙谐生趣，却以虚构影射现实，用事实晓谕真理，借荒诞以娱众，寄覃思于诡
谲，情节离奇，文笔幽默，叙事简洁，说理明晰。孟德斯鸠说：“此书出版时，人们并没有把它视为
严肃作品，它其实也不是严肃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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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2009年读过
2、看到蔡同学想读，才记起我读过了。。。。后院失火云云，波斯人的面纱下有着一样的人性。
3、　　day1:
　　换书回家的车上，刚好那么巧，随手翻到几页都是情欲的描写，发觉位置旁的乘客也在瞄了偶手
上的书，赶紧合紧，注意形象，咔咔。想想老马同志一脸严肃交给我的书，文艺复兴启蒙思想家孟德
斯鸠写的仅仅是这样一本书？
　　感觉：书信体，人物关系有点乱，有点晕，开头几页写的东西看起来有点费解。
　　
　　day2：
　　这次再翻，没觉得太费解，难道又是刚好？感觉还挺有意思滴，对人性的描写尖锐、讽刺而真实
。突然发现信的方式其实很适合偶的翻阅，因为偶经常无厘头翻到哪看到哪，看不懂再往前往后去找
。
　　感觉：老孟当时为什么要匿名写，尚未考证，第一感觉内容太尖锐了，还是匿名保险一点，看来
这种风气中外古来有之。
4、这样的书，还是得买一本！！！摘抄得我累坏了⋯⋯
5、有意思的风俗画。奇思妙想。
6、　　译者曰：小说满足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殖民主义的扩张，人们对东方的猎奇心理⋯⋯
　　
　　那我们读的时候何尝不也是带着对“波斯人”和“欧洲人”的猎奇心理呢？
　　
　　起码这本小说我的的确确是拿来作消遣物的⋯⋯
　　
　　要说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第十四封信中特洛格洛迪特人选举国王的故事⋯⋯
　　
　　“特洛格洛迪特人！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你们开始感到道德是个沉重的负担了。在目前情况下
，你们没有首领，所以你们只得勉强凭道德行事，否则你们就不能存在下去，就会重蹈你们祖先的覆
辙。但是你们觉得道德束缚太厉害了，你们宁愿听命于一个君主，服从他的那些法律，因为那些法律
还不如你们现在的风俗严格。你们知道那时你们便可以实现你们的野心：发财致富，弛禁纵欲，消闲
自在，而只要不犯大罪，你们就无须道德的约束了。”
　　
　　忍不住想到之前的银英，同盟的堕落也于此。西方的民主，不就被称作——用一天的权利行使来
换取其他时间权利的放弃么⋯⋯
　　
　　再看新朝，总想着从道德的角度来约束官员、期盼着所谓的伟人、清官的出来拯救万民于水火，
而民众只要“被做主”就可以了，所以才会有“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说法吧⋯⋯
　　
　　
7、三百年后再看这本书，最吸引人的还是其中艳情的部分。政治体制在发展（或者说叫在进步），
然而人类最原始的猎奇与性欲却始终没变。很难说什么才是更有价值的。
8、　　本书通过波斯人郁斯贝克为主的波斯人在欧洲居住，游历，探索，所闻所感对应出了亚洲地
区以波斯为主的地区的社会生活的不同之处。在书中，可以感觉到欧洲相对于亚洲的民主，平等和自
由。但也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欧洲（主要是法国）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并非是十分完美的。
　　书中，从郁斯贝克与阉奴们还有后房的妻妾们的通信中可以看出在波斯，妇女的地位是十分低下
的，是依附于男人的，而阉奴像极了当时中国的太监，亚洲这样的做法很摧残他们的生理和心理。所
以才有信中阉奴一次次的想去对后房们进行严厉的统治的想法，很明显，他们的人性已经扭曲，只能
发泄到更弱势的一方身上去。郁斯贝克作为他们的主人，是高高在上的，掌握着实权和生杀大权，一
句话既可要了他们的性命。作为阉奴和后房们是没有人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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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人信札》

　　有几封信提及，当妻妾们去乡下时，都是躲在箱子里的。全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的，如果路边有
人敢望一眼，也许就会被无情的打伤或者打死，对于平民来说，生命如蝼蚁。在封建等级制度下，人
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
　　郁斯贝克与其朋友的信中在描述欧洲各个信仰基督教城市时，如第二十三封信是这样说的：我们
到了里窝那（意大利一座城市），这是一座新兴的城市⋯⋯这里的妇女享有很大的自由：她们可以隔
着一种叫做百叶窗的窗子观察男人，可以在老妇人的陪伴下天天上街，而且只蒙一块面纱，她们的表
兄弟，叔伯可以登门看望她们，而他们的丈夫几乎从不生气。第二十四封信说：世界上没有人比法国
更善于利用机器了。他们又飞又跑，亚洲慢吞吞的车子，我们那些款款而行的骆驼，会使他们气昏⋯
⋯有一位魔法师，称为教皇，他能支配国王的思想，就像这位国王支配臣民的思想一样，他能叫国王
相信三等于一，人们吃得面包不是面包，如此等等⋯⋯从这里可以看出，欧洲国家相对于亚洲是民主
，自由的，那里的妇女不再被禁闭在家院里，与男人的地位是同等的。而且那里工业比亚洲发达很多
，大多都已使用机器，呈现出一种亚洲前所未有的先进，这些都是亚洲国家远不能及的。然而，欧洲
，以法国为例，教皇依靠政治力量，心安理得的迫害异教徒，当时国王路易十四的昏庸腐败，广大群
众贫困，社会混乱不堪，也是在书信中可以看出来的，透过郁斯贝克等波斯人的眼睛，我们看到的欧
洲大陆也是满目疮痍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迫切需要变革。孟德斯鸠通过此书，唤醒民众，引发一
场社会革新运动。为后来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提供了思想条件。
　　第十一封信中，说到穴居人，他们不奉行任何公平和正义的原则，只凭野蛮的天性行事，每个人
都表示不再服从任何人，各人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根本不考虑他人的利益。最后因为不懂的公平和正
义的原则，他们也遭遇了一场大瘟疫，并且没有医生再愿意救治他们。这里可以看出，人类要发展必
须摒除自私的劣性，恪守公平和正义原则。
　　第一百零四封信中，说到欧洲各国人民对君主并不都一样顺从，例如英国人不让英王有充分的时
间加强权力。他们根本不认为恭顺服从是可引以为荣的品德。他们认为，任何没有限制的权力都不可
能是合法的，因为没有限制的权力绝无合法的根据⋯⋯从中可以看出英国相对于法国是民主的，并且
英国人认为权力是有限的，没有没有限制的权力。
　　信的最后是郁斯贝克的后房之一罗莎娜写的：你以为我上当了，其实我在欺骗你，你想错了，我
是生活在奴役之中，但我始终是自由的，我按照自然的法则改造你的法律，我的思想一直保持着独立
。最后她服毒自尽了，象征着她对专制后房的反抗。标志着亚洲妇女们也开始慢慢认识到了自由和平
等的重要性。
　　可以看出波斯人信札，是一本带有批判色彩的小说，揭露了以法国为主的欧洲和以波斯为主的亚
洲的社会弊端，唤醒了沉睡中的人民，启迪了人们变革的意识，具有很大的思想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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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他模拟东方人的陌生口气来写法国又以法国人的先入之见来想象波斯人的“后院”又奇异又新鲜
，还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难怪成为巴黎众沙龙的敲门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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