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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族的智慧》

内容概要

本书意在讨论希腊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关系，以及希腊人的态度对他们历史命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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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族的智慧》

作者简介

1908年，莫米利亚诺出生于意大利皮蒙特地区一个很有声望的犹太知识分子家庭。对于他童年的情况
，我们了解不多。在都灵大学学习期间，他得到当时意大利最著名的古史学家加塔诺·德桑克提斯的
指导，从而确立了他一生的研究方向，并表现出杰出的研究才能。尽管当时意大利已经落入法西斯统
治之下，墨索里尼已经巩固了他对意大利的统治，但身为犹太人的莫米利亚诺的才能，仍然得到广泛
的承认。1932年，年仅24岁的他被任命为罗马大学的希腊史教授；1936年，他重返都灵大学，接替其
老师德桑克提斯出任罗马史教授。此举后来颇遭诟病，因为他的老师由于拒绝宣誓忠诚于法西斯而被
解职，而莫米利亚诺本人确实宣了誓，并接替了老师的教席。两人的关系，大约也因此受到影响
。1938年，莫米利亚诺也终于因为墨索里尼政府的种族主义命令丧失教席，被迫前往英国。出于对老
师的尊敬，同时可能也有同病相怜的因素，莫米利亚诺行前特意拜访了自己的老师。1939年，他携妻
带女到达英国。虽然当时他已经因为《剑桥古代史》写稿以及《克劳狄——皇帝及其成就》英译本的
出版，在英国有较大影响，但可能是当时流亡到英国的学者实在太多（德国大批古典学者，如鼎鼎大
名的雅可比、埃伦伯尔格、普法伊费尔等，也都因为纳粹的上台，被迫流亡到英国），莫米利亚诺在
英国的处境并不理想，虽在牛津大学得到了职位，但薪金非常之低，因此一度准备转道美国。1947年
，他终于获得了布里斯托尔大学的讲师席位；1951年，转任伦敦大学大学学院古代史教授，并在那里
一直工作到1975年退休。但他退而不休，仍在不断从事研究工作，写出大量作品，并往返于英国、美
国和意大利各地讲学。1987年9月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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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族的智慧》

书籍目录

译者序言
序
1　希腊化世界的希腊人和他们的邻人
2　波里比阿与波斯多尼乌斯
3　克尔特人和希腊人
4　希腊化世界对犹太教的发现
5　从安条克三世到庞培时代的希腊人、犹太人和罗马人
6　伊朗人和希腊人
精选书目
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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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族的智慧》

精彩短评

1、对学生的演讲，语境稍高，但写法完全是爱好者式的。翻译偶尔捉急，译名不准。
2、希腊化时代的白左。
3、作者讨论问题的视角很独特。，不过对于语言的强调有点让人头皮发麻。。orz
4、13/11/7  主题清晰，广博兼蓄，在现实感与历史感中，也就是犀利与同情中维持了优雅而绝妙的平
衡。这种艺术似乎只属于已经逝去的精致时代，莫米利亚诺或古典学只是这个时代的孑遗。如果忽略
他对圣经的高等批判理路或者多少有炫耀意味的旁征博引，本书提供的体验是完美的。温柔博雅的幽
默感让我感到仿佛在听一场炉边谈话，耳边似乎不时传来柴火的噼啪声。
5、梳理得非常的赞，但我很多都跟不上⋯⋯
6、一个反思
7、有些小瑕疵，page 87的moschio同一页的中文译名有出入，以及附录译名字母表里的提奥多里图斯
与正文page107特奥多里图斯。莫氏著书信息量巨大，需要google map的路线图模式和wiki pedia助攻，
且通读两边。
8、随手翻了一半，留下的印象除了罗马抄袭希腊，就没别的了，实在看不下去。
9、莫米利亚诺反复强调的困境在于语言。“许多具有政治头脑的希腊人选择了罗马；许多具有宗教
头脑的人转向想象中的波斯与想象中的埃及。随着希腊主义政治命运的衰退，自我怀疑倾向日益增长
，鼓励了意志薄弱者，他们在那种不可能真实的文献中找到一条简便的出路。”E师：“主题清晰，
广博兼蓄，在现实感与历史感中，也就是犀利与同情中维持了优雅而绝妙的平衡。这种艺术似乎只属
于已经逝去的精致时代，莫米利亚诺或古典学只是这个时代的孑遗。如果忽略他对圣经的高等批判理
路或者多少有炫耀意味的旁征博引，本书提供的体验是完美的。温柔博雅的幽默感让我感到仿佛在听
一场炉边谈话，耳边似乎不时传来柴火的噼啪声。”啊⋯⋯其实我觉得莫米利亚诺并不比英国人更有
风度w
10、莫米利亚诺反复强调的困境在于语言。「许多具有政治头脑的希腊人选择了罗马；许多具有宗教
头脑的人转向想象中的波斯与想象中的埃及。随着希腊主义政治命运的衰退，自我怀疑倾向日益增长
，鼓励了意志薄弱者，他们在那种不可能真实的文献中找到一条简便的出路。」E师：「主题清晰，
广博兼蓄，在现实感与历史感中，也就是犀利与同情中维持了优雅而绝妙的平衡。这种艺术似乎只属
于已经逝去的精致时代，莫米利亚诺或古典学只是这个时代的孑遗。如果忽略他对圣经的高等批判理
路或者多少有炫耀意味的旁征博引，本书提供的体验是完美的。温柔博雅的幽默感让我感到仿佛在听
一场炉边谈话，耳边似乎不时传来柴火的噼啪声。」
11、怒占sf！某几处“圣经”写成“希伯来圣经”会清楚点，某一两处“改革”，补充成“宗教改革
”会准确点。顺问，到底古典时代的人名翻译有没有标准可循啊？
12、在书的最后一章，作者将文明的征服与智慧的融入联系到一起，认为希腊人通过探索克里特、犹
太人和波斯人，将智慧融入到希腊文化之中，而罗马人通过征服希腊又将智慧融入到拉丁文明之中。
同样，我想的是从黄河流域扩展的华夏文明是如何形成自己的文明的呢？
13、老吏断狱
14、内容挺有意思的，可惜略显简单，比较令人疑惑的是译文，不少专有名词用的是非约定俗成的译
法
15、有趣的选材，但读起来没大意思。同样是做讲座，还是以赛亚·伯林的风格吸引我。
16、The Greeks in the Hellenistic Period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Romans, Celtics, Jews, Persians, and Ind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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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族的智慧》

精彩书评

1、希腊 = 欧洲罗马 = 美国亚历山大的征服 = 欧洲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希腊化时代诸王国的争斗 =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希腊丧失其在政治上的地位 =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的重要性降低埃及/伊朗 = 
中国/日本希腊化时代的哲学家 = 当代的白左哲学家在东方寻求外族的智慧 = 当代白左先是对日本，继
而对中国的推崇
2、　　本书是意大利－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 一译“莫米格利亚诺”，但据意
大利语发音规则，这里的g不发音，因此，译成“莫米利亚诺”可能更准确。】的一部名作，意在讨
论希腊文化及其与周边文化的关系，以及希腊人的态度对他们历史命运的影响。作为知名的史学理论
和古典世界历史学者，莫米利亚诺的名字对中国学者也并不陌生，他关于希腊、罗马史以及史学史的
一系列论著，经常出现在各种论著的脚注中。不过，对莫米利亚诺其人，国内的学者可能了解并不多
。译者意欲借此机会，对他的生平和著作略做介绍。　　1908年，莫米利亚诺出生于意大利皮蒙特地
区一个很有声望的犹太知识分子家庭。对于他童年的情况，我们了解不多。在都灵大学学习期间，他
得到当时意大利最著名的古史学家加塔诺·德桑克提斯的指导，从而确立了他一生的研究方向，并表
现出杰出的研究才能。尽管当时意大利已经落入法西斯统治之下，墨索里尼已经巩固了他对意大利的
统治，但身为犹太人的莫米利亚诺的才能，仍然得到广泛的承认。1932年，年仅24岁的他被任命为罗
马大学的希腊史教授；1936年，他重返都灵大学，接替其老师德桑克提斯出任罗马史教授。此举后来
颇遭诟病，因为他的老师由于拒绝宣誓忠诚于法西斯而被解职，而莫米利亚诺本人确实宣了誓，并接
替了老师的教席。两人的关系，大约也因此受到影响。1938年，莫米利亚诺也终于因为墨索里尼政府
的种族主义命令丧失教席，被迫前往英国。出于对老师的尊敬，同时可能也有同病相怜的因素，莫米
利亚诺行前特意拜访了自己的老师。1939年，他携妻带女到达英国。虽然当时他已经因为《剑桥古代
史》写稿以及《克劳狄——皇帝及其成就》英译本的出版，在英国有较大影响，但可能是当时流亡到
英国的学者实在太多（德国大批古典学者，如鼎鼎大名的雅可比、埃伦伯尔格、普法伊费尔等，也都
因为纳粹的上台，被迫流亡到英国），莫米利亚诺在英国的处境并不理想，虽在牛津大学得到了职位
，但薪金非常之低，因此一度准备转道美国。1947年，他终于获得了布里斯托尔大学的讲师席位
；1951年，转任伦敦大学大学学院古代史教授，并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75年退休。但他退而不休，仍
在不断从事研究工作，写出大量作品，并往返于英国、美国和意大利各地讲学。1987年9月因病去世。
【 John Cannon et al. eds., 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Historian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1988, pp.282-284.
】　　莫米利亚诺一生著作等身，但他的特点可能与年鉴派大师布罗代尔不同。布罗代尔的书并不太
多，但无论是《腓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还是《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
本主义》，均是篇幅宏大之作。莫米利亚诺的风格则近似于当代英国另一古史学家芬利，少有长篇作
品，所出的几本书，篇幅都不大，他赖以成名的著作如《克劳狄——皇帝及其成就》、《马其顿的腓
力——论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史》两书，篇幅都很小。前者以意大利文出版时，仅有150多页。英译本
的篇幅更小，正文仅70页，加上注释和索引，也只有120页。他的其他著作，如《4世纪异教和基督教
的冲突》、《希腊传记的兴起》等，篇幅也都不大。但这些著作出版后，都得到了西方学者的高度评
价，其中不少已经成为有关领域的经典之作。　　莫米利亚诺更喜爱的，似乎是短篇的论文。据康奈
尔统计，他一生中所发表的各种论文有1000多篇。1955年起，他的各种论文被汇集成册，以《古典历
史与古代世界史研究论文集》[contributi alla storia degli studi classici ( e del mondo antico)]在罗马先后出版
。到1992年，该书共出8卷11册，涉及内容非常广泛，从古代希腊的传记，古典世界的史学，基督教与
古典文化的关系，到近代和现当代的古典学术，举凡与古代世界历史有关的问题，都被纳入了他的视
野，他也因此同时在古代世界史、犹太研究、基督教史及史学史、史学理论领域成为名家。【 John
Cannon et al. eds. 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Historians, p. 283; 晏绍祥：《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华中师
范大学出版社，1999，第165、252页。】　　莫米利亚诺史学方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对学术史的
重视。他认为，古典学术、尤其是古代史研究，所以在现代学术中处在边缘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许多古典学者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为什么做研究。在评价英国古希腊史专家格罗特的史学
成就时，他在结尾处不无讥讽地指出，当代许多研究希腊史的著作，论其水平，远在格罗特之下；而
对考古资料的利用程度，借用他评价罗斯托夫采夫的话说，远在这位俄裔美国历史学家之下。因此，
他呼吁重视对古典学术史的研究，从这些大师处汲取灵感，避免无的放矢。同时，他又坚决反对那种
单纯研究某一作者作品、希望从中发现问题的做法，而主张首先要研究有关作者所利用的资料，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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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族的智慧》

对资料的分析和利用程度，并注意发掘其人生经历对作者观点的影响，以弄清作者和时代及其观点的
关系。所以，他批评那些仅仅研究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而不去阅读有关罗马帝国原始资料的人
。他有关格罗特、迈耶、罗斯托夫采夫等人的专题论文，都是先从有关作者所利用的资料、方法入手
，分析有关作者的史观和方法，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对当时和现在的影响，提出对有关学者的评价。
另一方面，承认历史学家是时代的产物，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仅仅服从于他的时代，完全受制于时代
，而是要汲取他们对资料的分析手段和提出问题的方法的营养，为古史研究开辟新的道路，并从中发
现历史的一般价值，因此，他又坚决反对历史相对主义，并给史学史研究以崇高地位。他的这些看法
，无意中为他在史学史和史学理论领域赢得了大批追随者，成为该领域中的权威人物，他有关的论著
，如《古代和近代史学史论集》、《史学史研究》等，也都成了经典之作。　　其次，莫米利亚诺十
分重视历史人物研究。他的著作中有不少与人物传记有关。除前已提到的两部著作外，他还写有《关
于马卡比传统的历史大纲》、《希腊传记的发展》等。20世纪30年代在意大利工作时，他开始为《意
大利百科全书》[Enciclopedia Italiana]写条目时，大多数是古代和近代人物的词条，如弗兰克·阿德科
克、克劳狄、尼禄、卡利古拉等；50－60年代，当人们因为讨厌通过古代人物传记来研究古代历史时
，莫米利亚诺仍不改初衷，在为《不列颠百科全书》和《牛津古典辞典》写条目时，仍然撰写了大量
人物词条，而且花很大的气力专门从事古代传记研究，写出了《希腊传记的发展》的专著。如布瓦索
克指出的，在如此之多的历史学家已经放弃这个领域时，莫米利亚诺仍为开拓该领域的研究做出了重
大贡献，不仅可喜，而且需要相当大的勇气。【 A. D. Momigliano, Studies on Modern Scholarship, edited
by G. W. Bowersock and T. J. Cornell, Berkeley &amp; Los Ang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p vii-viii.
】不过，他的传记并非传主生平或者其亲朋的简单罗列，“我们需要个人化的经历，不管是传记性质
的，还是自传性质的。我们希望了解的是：个人所受的教育、个人的宗教信仰、社会生活和个人经历
之间的关系。”当然，分析这些个体化的细节不是为了娱乐，也不是为吸引读者，而是希望通过这些
方面，去分析传主的思想、观点的假设前提和行为。所以，在分析克劳狄时，他可以对皇帝早年的一
些小事津津乐道，却忽略了后来我们认为对皇帝有很大影响的麦萨琳娜、阿格里披娜之类的人；【A.
D. Momigliano, Studies on Modern Scholarship, pp ix.】对于罗斯托夫采夫的学术成就，他一方面极为钦佩
，另一方面则指出，罗氏的观点和成就，只有放在他的俄罗斯背景和经历中才能了解。正是因为他生
活在一个资本主义发展十分落后的俄罗斯，才会注意到古典世界不过是游牧世界包围中的一个小岛；
作为自由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所以十分欣赏西方的资产阶级，正是因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
高，城市化水平低下。俄国软弱的资产阶级在十月革命中被消灭后，他受到重大刺激，因此把希腊化
世界和罗马帝国的所有成就归之于资产阶级的创造，并把古代的城市理想化。所以，流亡造就了罗斯
托夫采夫。【A. D. Momigliano, Studies on Modern Scholarship, pp 32-43.】　　对于古代不同文化之间的
关系以及相互影响，莫米利亚诺也非常重视，而且具有非常浓厚的现实关怀色彩。他不仅写有关于古
典文化和基督教关系的论著，对希腊文明与周边文化的关系，尤其情有独钟。以笔者当前翻译的这本
书而论。他重点探讨的，是希腊人对罗马人、犹太人、克尔特人以及伊朗人的认识。虽然这仅仅是一
部篇幅不大的书，但它所提出的问题，却非常重大，而它最终的结论，也非常发人深醒。他明确指出
，虽然希腊人对于异域文化从来没有丧失兴趣，但无论是对犹太人，还是对其他民族，希腊人的民族
自大感，都使他们没有能够更深入地认识这些与自己有着紧密联系，有些甚至是后来成了自己主人的
民族。在有关波里比阿和波斯多尼乌斯的一章中，他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异域文化的态度进行了对比
，揭示出罗马人对希腊语和希腊文化的吸收，是他们得以征服希腊的重要原因；在有关克尔特人的部
分，他得出了大体相同的结论；而在有关伊朗的部分，他宣布，一个对自己的文化缺乏信心、同时盲
目崇拜外族文化的民族，注定是要失败的。因此，在分析希腊文明最终败于罗马文明时，作者向我们
揭示了希腊化、更一般地说，是整个希腊文明另外的一面：“它拥有了解其他文明的所有手段，但掌
握语言除外；它拥有一个征服者和占统治地位的上层阶级，但对自己语言的信心除外。许多具有政治
头脑的人选择了罗马；许多具有宗教头脑的人转向了想像中的波斯和想像中的埃及。随着希腊主义政
治命运的衰退，自我怀疑倾向日益增长，鼓励了那些意志薄弱、原则性不强的人，他们在那种不可能
真实的文献中寻找简便的出路。”“罗马人利用希腊人技术上的合作，最终征服了希腊人自身。但是
，从文化上说，他们通过学习希腊语，把希腊人的知识用于创造一个使用拉丁语的、共同的意大利文
化，从而使自己处在强有力的地位。希腊人探索了克尔特人、犹太人、波斯人以及罗马人自己的世界
，罗马人则征服了克尔特人、犹太人和希腊人自己。在被波斯人或者是帕提亚人打败之后，他们利用
希腊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的帮助，注意避免另一次灾难，而且成功地保持了300年。【 Alien Wis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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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49.】”对于正在大力建设中国特色文化、而且希望代表先进文化发
展方向的中国人来说，希腊人的经历，也许不无启示。⋯⋯　　关于本书的译名，似乎有必要略微说
两句。如前所述，本书的重点，是研究希腊人对周围邻邦的态度和认知，以及这种认知所产生的影响
。书的原名是Alien Wisdom: the Limits of Hellenization，如果追求传神，似乎用《认知他者——希腊化
的局限》比较合适。但这样的译名，与原文出入较大，而且与副标题的关系不是那么一目了然。考虑
再三，还是直译为《外族的智慧——希腊化的局限》，以彰显正副标题之间的联系。用“外族”似乎
有把古代历史现代化的嫌疑，但这里的“族”，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近代民族，而是指与认识主体在外
貌或文化上差异较大者，类似族群的概念。本书所论，又是希腊人和非希腊人文化之间的交流、双方
的态度及其影响，这样处理也算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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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外族的智慧》的笔记-第11页

        希腊人对土著这种努力的承认，明显受到希腊人对土著兴趣的鼓舞，而且一般来说，是与政治形
势同步的。但希腊人很少去检验土著告诉他们的内容，因为他们并不懂得土著的语言。另一方面，由
于土著懂得两方面的语言，精明地了解到希腊人的心思，并据此发言。双方的这种立场让真诚和真正
的理解并没有发生。如果没有迫切的需要，空想呵理想化的情形盛行；如果有明确的意图，则宣传、
阿谀奉承和互相指责流行。

汪晖大师典型的精明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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