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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自传》

精彩短评

1、这是哪门子自传
2、看了三分之一弃了，独立宣言有点儿意思
3、很少读到如此不美化自己、简介又有历史价值的名人自传
4、写得比较简略，如果没有背景知识，还是憋看了，有些地方翻译的有点难受。
5、这样一个谦逊、意志坚强、勇敢、平易近人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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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自传》

精彩书评

1、托马斯·杰斐逊(英语:Thomas Jefferson，1743年4月13日-1826年7月4日)，美利坚合众国第三任总
统(1801年─1809年)。同时也是《美国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及美国开国元勋中最具影响力者之一
。他创立并领导民主共和党（Democratic-Republican Party），成为今日民主党之前身，统治美国政治
达四分之一世纪。杰斐逊曾为第二任维吉尼亚州州长（1779年─1781年）、第一任美国国务卿（1789
年─1793年）、与第二任美国副总统（1797年─1801年）。除了政治事业外，杰斐逊同时也是农业学
、园艺学、建筑学、词源学、考古学、数学、密码学、测量学、与古生物学等学科的专家；又身兼作
家、律师、与小提琴手；也是弗吉尼亚大学之创办者。许多人认为他是历任美国总统中，智慧最高者
。他从法国手中购买路易斯安那州，使美国领土近乎增加了一倍。杰斐逊是美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伟
大的思想家，他所创造出来的博大精深的民主思想体系带有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他是18世纪启蒙思
想在美国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反对一切压迫，仇视君主制和贵族特权。他最反对暴政，为防止暴
政的出现，他设计出周密完善的机制，并且把普及教育和发展教育看作是防止民主蜕化为暴政的最重
要的手段。他最珍视自由，他把自由列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之一；他特别强调思想自由，反对
任何钳制，束缚思想自由的东西，不管它是教会还是政府。他对于人民有深厚的感情，主张消灭贫困
，反对社会不平等。他重视人的尊严，重视人的价值；在他看来，人的生命安全，人的自由及人的幸
福是目的，财产不过是手段，甚至政府也是手段。他说：“关怀人的生命安全及幸福，而不是破坏他
们，应该是一个良好的政府的首要的、唯一的正当的目的。”他所谓幸福，不但包括物质生活的丰富
舒适，而且也包括高尚雅致的健康的精神生活。他反对自私自利、尔虞我诈、互相残害的人际关系，
他渴望看到的是一个重情谊、互相爱护的富有人情味的人际关系。杰斐逊的民主主义是人文主义的民
主主义，他的思想带有明显的“非资本主义”倾向。杰斐逊不但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
杰出的政治家，作为人民的公仆，作为国家领导人，他表现出许多高贵的品质。无论是当州长也好，
当总统也好，他都没有个人荣耀感，没有权力欲，更没有想利用职权地位谋求私利，他只是感到个人
责任加重了。如何克尽职责，如何为人民谋福利，如何维护民主，是他优先考虑的问题，也是他努力
的方向。他虽然是一位学者、思想家，一旦从政，他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实际工作中去，扎扎实实地从
事具体工作，真正做到夙兴夜寐、宵衣旰食。他反对摆官架子，反对讲排场。在任总统期间，他提倡
平民作风，把前任总统的各种各种君主制残余一扫而光。他以平等的态度待一切人，在内阁里面，他
从不以长官自居，从不独断专行。作为国家元首，他以维护民主为己任，遵纪守法，一切按照宪法规
定办事，从来不让行政机关凌驾于人民代表机关之上。他清正廉洁、以身作则、禁绝苞苴。终其一生
，他从未参加任何投机活动，并且认为参加这类活动是一种耻辱。他从来不玩弄政治阴谋，不勾心斗
角，一切光明正大。他一生勤奋不已，自强不息，退休后仍不休息，急公好义，关心国事，特别热心
于教育事业，为了创立弗吉尼亚大学，他耗尽了心血。杰斐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人民公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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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自传》

章节试读

1、《杰斐逊自传》的笔记-精彩书摘

        我今年已经77岁了，我决定写一些东西，回忆回忆这一辈子都干了点儿什么。这么做并不只是为
了让别人想了解我的时候立刻有资料可查，我还想让人们了解一下我挚爱的家人，还有一些大家有必
要了解的事。
　　我父系的祖先，来美国之前居住在威尔士的乡下，那是在大不列颠地势最高的山区，离斯诺登山
不远。我接触到老家姓杰斐逊的人只有两次：一次是在威尔士，有一家弗吉尼亚公司，那是一个姓杰
斐逊的人开的；另一次是我参与了一个威尔士人的案子，在法律报告上我注意到这个人也姓杰斐逊，
估计是我的远亲。
　　我们家有记录家族事迹的习惯，我能从那些发黄的记录册里找寻到祖辈的踪影。我爷爷以前住在
切斯特菲尔德的奥兹伯恩，他在那里有些土地，后来他的土地变成了教区的附属地。他生了三个儿子
，大儿子托马斯不幸早夭；二儿子菲尔德在罗阿诺克的海边定居，生了一大堆孩子，那一大堆孩子又
各自生了一大堆孩子；三儿子彼得，就是我的父亲，他居住在沙德威尔，现在那块地归我所有。我父
亲生于1708年2月29日，和他的远亲表妹简·伦道夫于1739年结婚。
　　我父亲没有上过学，因为家里人不怎么在乎这个，但是他是一个意志坚强、头脑清晰的人，对知
识的渴求让他广泛阅读，自学成才，他的学问实在了不得，所以后来被推举和威廉-玛丽学院的数学教
授约书亚·弗莱一起去弗吉尼亚和北卡罗莱纳的边界勘探土地，之后他还和弗莱教授一起绘制了弗吉
尼亚州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地图，因为之前史密斯船长 做的那张地图只是凭臆测绘制的，顶多算是个
草图。
　　我父亲1737年来到美国，现在我们住的这个州在他到来之前也就只有两三个人。父亲死于1757年8
月17日，母亲一直守寡到1776年去世。
　　我们家有六个女儿、两个儿子，我是老大。父亲把詹姆士河边的一套宅子留给了弟弟。为了纪念
我们的老家，那套宅子叫做斯诺登，留给我的则是我出生和长大的那片土地。
　　我五岁时，父亲送我去一所英语学校读书，九岁的时候我转校去了一所拉丁学校，在那所学校里
一直学习，直至父亲去世。我的老师道格拉斯先生是一个苏格兰牧师，他除了教我基础的拉丁语和希
腊语，还教了我很多法语，跟随他学习的那段时光令我分外怀念。父亲去世后，我又跟毛利先生学习
了两年。毛利先生不只是一位牧师，他的身上还有一种地地道道的古典学者的风范。
　　1760年的春天，我到威廉-玛丽学院继续求学，在那里学习的两年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因为那两年基本上确定了我的人生发展轨迹。
　　我的恩师威廉·斯莫尔博士是苏格兰人，他是位学识渊博的教授，精通所有有用的科学；他乐于
交流，也善于与人交流；他行为得体，是个地道的绅士；他的思维十分开阔。最让我高兴的是，他很
快就喜欢上了我，不在学校的时候，他也总是让我跟在他左右，日日不离。
　　和这位眼界宽广的教授谈话让我受益匪浅，我第一次意识到科学的发展步伐，这有助于形成我的
世界观和人生观。我来到学校不久，学校哲学教授的位置就空了出来，我的恩师走马上任，他是那个
学校第一个同时教授三门学科的教师，包括伦理学、修辞学和纯文学。直至1762年回欧洲大陆之前，
他始终不遗余力地培养我。
　　他让自己的挚友乔治·韦瑟 收我做学生，学习法律，还把我介绍给法奎尔总督和他的朋友们。法
奎尔总督可以说是最优秀的总督。斯莫尔博士、韦瑟先生都是法奎尔总督的座上宾和挚友，我与他们
两位还有法奎尔总督的关系非常好，简直就是一个“四人帮”。我们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我从那些
谈话里学会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韦瑟先生是个难得的知己，他是我青年时代的恩师，是我一生最
亲切的朋友。1767年，我进入法律行业也是由于他的引领。
　　1769年，我被所在地选举为州议会的成员，直到独立战争爆发，议院被迫关闭为止。在那期间，
我曾经试图让议会许可解放奴隶，不过最后都被否决了。实际上，在当时王室的统治下，任何自由主
义的东西都不可能成功。我们的想法被局限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内，当时大家都习惯信奉的东西是
：我们有义务臣服于我们殖民地母国的一切统治，要竭尽所能为母国的利益服务，甚至不能容忍除了
英国以外的信仰。
　　我们的议员所提出的异议都是出于习惯和绝望，而非来自于思考与信念。事实很快就证明，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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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自传》

一要求他们思考，他们很快就把注意力集中到权利问题上。但是国王参议会，却可以随心所欲，完全
服从于国王的意志，对我们的立法有否决权的总督也是如此，他甚至更加虔诚。总之，最终，国王掌
握的否决权关闭了所有改良希望的大门。
　　1772年1月1日，我与芳龄二十三岁的马莎·斯科尔顿结婚，她是巴瑟斯特·斯科尔顿的遗孀，同
时又是约翰·威勒斯的女儿。威勒斯先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不过相比他在专业领域内的卓越才
华，人们反而更常提及他工作勤奋、做事干脆利索。他是一个令人喜欢的伙伴，和蔼亲切，谈吐幽默
，风度翩翩，广受欢迎。
　　他积聚了可观的财富，1773年5月他逝世之后，这笔财产由三个女儿共同继承。我夫人得到的部分
，在偿还债务后，几乎和我得到的祖产相当，这令我们的经济环境变得十分宽松。
　　⋯⋯

Page 6



《杰斐逊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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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111.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