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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活从来不按照计划进行。
一般情况下，人们有时会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做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
一个正在埃特纳火山(Mount Etna)上骑自行车的普通公民会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战争。
在头脑清醒的瞬间，他问自己到底在做什么。
当我完成这本关于浴室和水厕的书时，正好也有那种“我是怎么扯到这件事情上来的?”感觉。
这不是我的专业：我既不是管道工，也不是社会学家。
我似乎是慢慢地、一步一步地陷入了这个有点可笑的境地。
正如瑟伯(Thurber)所言，事情发生了。
　　这一切始于在奥林匹亚(Olympia)举办建筑展览的蒙哥马利夫人。
在时间很短，而且没有一个明确目标的情况下，我同意筹划并设计这个展览的“特色”。
需要解释的是，所谓“特色”不仅是指展台，还指展出的主题，组织者要向观众提供一种乐趣，使观
众从中受到启发，与任何具体的产品无关。
展览的命题可以是“漂亮的厨房”或“何处的石器工艺”或“历代储藏室”。
是蒙哥马利夫人当时选用了“浴室的历史”这一命题，而我也发现，自己在探讨一些很特别的事情。
在研究不断进展的同时，我发现所研究的对象比原来想象的要有趣，资料很诱人，而且很丰富。
有些事情令人十分惊奇。
谁会想到，罗马人曾经用金属筒来加热水；伊丽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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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谁会想到，罗马人曾经用金属筒来加热水，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曾经用过有冲水阀门的厕所、路易十四
的浴盆里曾经放过浴垫、海绵的使用还有性别之分?尽管书中不时出现一些专业术语，但作者说，《清
洁与高雅》的目的在于供读者消遣。
　　以“浴室和水厕趣史，以及许多习惯、流行习俗和卫生间用品”作为副标题，《清洁与高雅》带
我们走进并游历了家中最为隐秘的房间。
作者在提供丰富的资料信息与笑料的同时，提示我们：人们从浴室中学到的历史可能比从战场上学到
的更多；社会历史发展的模式可能在洗澡水中得到反映，也可能在紧闭的厕所中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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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英)劳伦斯·赖特 译者：董爱国 黄建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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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很多作家重复描绘着这样一个故事，即早期的教会反对沐浴。
他们引用圣本尼狄克的指令：“对于那些好人，尤其是年轻人，应该基本上不允许他们沐浴。
”在洗与不洗的问题上，持不同、观点的两方面均有很多证据。
圣阿格尼斯13岁死亡，之前从来没有沐浴过。
4世纪时一位赴耶路撒冷朝圣的女基督徒炫耀她18年中未曾洗过脸，因为怕洗掉洗礼时涂抹的圣油。
有福的圣哲罗姆训斥他的追随者们太干净了。
但伟大的格里高利是能够适应修道院日常卫生习惯的第一位修道士。
他后来成为教皇，允许并建议星期日沐浴，只要沐浴不是那种“浪费时间的奢侈享受”。
圣波尼法斯在公元745年禁止混合沐浴。
公共浴所确实曾经被称为罪恶的温床(Seminaria venenata)，但教会反对的是犯罪而不是搓洗。
公元8世纪时，教皇阿德良一世建议牧师们每星期四去当时开放的浴池洗澡。
公元10世纪时，科隆的大主教布鲁诺和公元11世纪的不来梅大主教阿德尔伯特均戒浴，但仅仅是作为
自我克制的一种手段，如同法兰克贵族禁浴是以苦行赎罪一样。
另一方面：阿西西(Assisi)的圣弗朗西斯虽然说过“我们的水姐(Sister Water)非常有用、恭顺、珍贵、洁
净”，但仍将肮脏列入一系列具有神性的标志物之中。
锡耶那(Siena)的圣凯瑟琳不仅戒洗，而且还进行另一种形式颇为小气的自我克制。
    在“欧洲千年不洗”的那些肮脏的Et子里，修道院是文化的卫士，也是卫生的卫士。
修道院是后罗马时期供水与排水设施方面的先驱。
性情烦躁的修道士会被送入冷水浴池，这样可以冷却他的情绪。
众所周知，奥尔德雷德记录了方廷修道院和科克斯托修道院的历史。
当他产生世俗想法时，曾坐在齐脖子深的冷水里。
但沐浴并不完全是苦行，表现好的修道士可以洗温水浴。
    英国的修道院对这种沐浴有一整套规矩。
内侍每年必须准备新鲜的麦草做浴垫，必须购买木柴以维持温室里的火不灭，必须准备每年两三次，
甚至四次沐浴所要用的温水和肥皂，以及每三周一次的理发和每周六洗脚用的温水。
理发的时候，修道士们在修道院的走廊里面对面静静地坐成两排，年长的修道士先理，年轻的修道士
后理，轮到年轻者理时，水凉了，毛巾也湿了。
浴室里有用橡木或核桃木制成的简单的圆形或椭圆形的浴盆，麦草用来做浴垫。
有病的人可以多洗。
    餐厅的附近有盥洗处，那里有一个石槽，供餐前餐后用冷水洗手。
厨师负责确保其干净。
盥洗处有的建在走廊上，被龛入墙壁，这样不影响行人往来，像诺里奇的一样。
有的在走廊旁边的地窝里，像格洛斯特的一样。
有的在花园中单独建造的棚子里，像坎特伯雷和达勒姆的一样，或像马奇温洛克的大理石盥洗处一样
，虽然漂亮，但却被无情地毁坏。
一个凹进处用来挂拭巾，拭巾“不许用来擤鼻，也不许用来搓身上的脏东西”。
    P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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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不是研究建筑的，更不是研究厕所建筑的，进入这个领域是热心和无奈杂交的结果。
　　自然法则是无法抗拒的。
人吃了东西就必须排泄，而且每天吃与排的次数几乎相当。
然而，中国人似乎更注重入口而不注意出口。
满街的饭店、酒楼、小餐馆，却难得见到一个像样的厕所。
中国的厕所太少，条件太差，而且还要收费。
　　本人1982年首次出国时就曾对外国舒适的厕所发过感叹。
以后又出去过几次，每次归来之后，都希望中国的厕所能够进化得快一点儿。
但多年以来，斥巨资建造的宾馆、饭店、写字楼总是比普通厕所的建造速度快得多，数量也多得多。
难怪一些情急之下找不着北的人就在墙根、树下方便了。
　　近些年来政府开始关注厕所，据说建设部还成立了专门研究厕所的课题组，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
进步。
我是在一次阅读中偶然发现作者提到《清洁与高雅》一书的，随即便托朋友从美国购回，开始翻译，
目的有两个：　　第一，文化这座庞然大厦是根根钢筋搭建、片片砖瓦累砌、粒粒泥沙搅拌浇注而成
的，希望中国的学术界能够更多地研究小事。
　　第二，2008年奥运在即，希望此书能够引起更多的人对厕所的关注，不要让外国游客在前来观看
奥运，感受五千年文化的同时，凭嗅觉寻找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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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言　　生活从来不按照计划进行。
一般情况下，人们有时会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做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
一个正在埃特纳火山(Mount Etna)上骑自行车的普通公民会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战争。
在头脑清醒的瞬间，他问自己到底在做什么。
当我完成这本关于浴室和水厕的书时，正好也有那种“我是怎么扯到这件事情上来的?”感觉。
这不是我的专业：我既不是管道工，也不是社会学家。
我似乎是慢慢地、一步一步地陷入了这个有点可笑的境地。
正如瑟伯(Thurber)所言，事情发生了。
　　这一切始于在奥林匹亚(Olympia)举办建筑展览的蒙哥马利夫人。
在时间很短，而且没有一个明确目标的情况下，我同意筹划并设计这个展览的“特色”。
需要解释的是，所谓“特色”不仅是指展台，还指展出的主题，组织者要向观众提供一种乐趣，使观
众从中受到启发，与任何具体的产品无关。
展览的命题可以是“漂亮的厨房”或“何处的石器工艺”或“历代储藏室”。
是蒙哥马利夫人当时选用了“浴室的历史”这一命题，而我也发现，自己在探讨一些很特别的事情。
在研究不断进展的同时，我发现所研究的对象比原来想象的要有趣，资料很诱人，而且很丰富。
有些事情令人十分惊奇。
谁会想到，罗马人曾经用金属筒来加热水；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曾经用过有冲水阀门的厕所；路易十四
的浴盆里曾经放过垫子；也不会有人想到浴盆曾经被藏在沙发里，脸盆曾经被藏在钢琴里；威士忌酒
可以倒在浴水里供人享用，羊排却不能在浴盆里吃；淋浴催生了浴帽，而且会引起窒息，海绵的使用
还有性别之分?　　为了展出，英国各地送来了各种各样的浴盆：德文(Devon)的立式浴盆，麦克尔斯
菲尔德(Maccles-field)的淋洒式浴盆(shower-spray-plunge bath)、利兹的带篷式浴盆，还有各式各样的洗
盆和盆厕，均是美妙的陶制艺术品。
上面的花纹很漂亮，使现代的同类产品相形见绌。
维多利亚女王在火车上用的洗盆也送来了，木制的管道，会放音乐的便盆，罗马剃须刀，最早的加热
器等等。
当所有这一切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里程碑被摆放好之后，一种想要通过浴室而不是战场更多地了解过
去的想法便油然而升。
　　展览在“清洁与高雅”的主题下成功地举办并结束。
我的朋友们开始无休止地用一些恶毒的笑话来嘲笑我的工作。
我在奥林匹亚时忙于接待皇室的参观者，同时也成为人们一个小小的话题。
我从这种压力中逐步恢复过来。
但还没等那些盆盆罐罐被打包完毕，事情又发生了。
一位出版商对我说，如果写成书，《清洁与高雅》可能会是一本好书⋯⋯我希望如此。
　　我必须向那些职业的或业余的记者们表示道歉。
他们看到了奥林匹亚展览的书面介绍，而且不约而同地都想要自己写这一本书。
他们向我提出请求，要免费借用我的笔记、藏书目录、书、图片以及照片。
我拒绝了他们。
我希望我的拒绝是温和的。
　　本书旨在反映社会历史的一个方面，目的是为了让大众喜爱，因而不过分强调术语。
只有在课程安排方面比较重视人文科学的建筑学校才有可能将本书作为教科书。
本书尽管在学术上有所突破，但目的在于消遣。
参考书目比较简短，但那些认真的学生在阅读了目录上所有的书籍之后会发现，除了一少部分，他们
基本上可以掌握所有资料。
一般读者可以不去理会那些参考书目。
　　本书所讲述的浴室与水厕的故事没有持续到今天，刻意让它停在了大约50年之前，只是为了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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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见，往后多写了几笔。
这个领域在我们这个时代有所发展，技术书籍和发行广泛的报纸对这些发展均有详述。
本书没有必要去总结当今的技术书籍和报纸，因为不可能面面俱到。
未写到的年代与整个发展过程相比是一个很短的时期。
对于未来的历史学家们来说，今天的技术成就在他们看来也许并不十分重要。
后记　　我不是研究建筑的，更不是研究厕所建筑的，进入这个领域是热心和无奈杂交的结果。
　　自然法则是无法抗拒的。
人吃了东西就必须排泄，而且每天吃与排的次数几乎相当。
然而，中国人似乎更注重入口而不注意出口。
满街的饭店、酒楼、小餐馆，却难得见到一个像样的厕所。
中国的厕所太少，条件太差，而且还要收费。
　　本人1982年首次出国时就曾对外国舒适的厕所发过感叹。
以后又出去过几次，每次归来之后，都希望中国的厕所能够进化得快一点儿。
但多年以来，斥巨资建造的宾馆、饭店、写字楼总是比普通厕所的建造速度快得多，数量也多得多。
难怪一些情急之下找不着北的人就在墙根、树下方便了。
　　近些年来政府开始关注厕所，据说建设部还成立了专门研究厕所的课题组，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
进步。
我是在一次阅读中偶然发现作者提到《清洁与高雅》一书的，随即便托朋友从美国购回，开始翻译，
目的有两个：　　第一，文化这座庞然大厦是根根钢筋搭建、片片砖瓦累砌、粒粒泥沙搅拌浇注而成
的，希望中国的学术界能够更多地研究小事。
　　第二，2008年奥运在即，希望此书能够引起更多的人对厕所的关注，不要让外国游客在前来观看
奥运，感受五千年文化的同时，凭嗅觉寻找厕所。
同时，也希望借奥运的东风，让中国的普通人能够轻松地找到厕所，愉悦地走进厕所，免费地使用厕
所。
　　书中的注释是译者加的。
索引中未出现的人名、地名均在正文中附上了英文。
原作中一些德、法、意文的翻译得到小语种老师和研究生的帮助，古英语和拉丁文的翻译得到英国汉
那研究院资深研究员理查德·C．弗农夫妇(Richard Geoffrey Vernon and Mary Christine Vernon)的帮助
，在此一并感谢。
　　　　　　　　　　　　　　　　　　　　　　　　　　　　　董爱国　　　　　　　　　　　　
　　　　　　　　　　　　　　　2006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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