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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走自己的人生路    人生的意义存在于最平凡的生活中，但这不是说，每个过着这种生活的人都能找到
自己人生的意义。
关于人生意义的问题会纠缠人一生，让无数人感到茫然无措，为此，我们特意精选编译了蒙田、培根
、叔本华这三位西方哲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对人生问题的阐述，所选文章经典而不枯燥，涵盖面
广而寓意丰富，对于有志于探索这一问题的读者来说，未尝不是一个好选择。
    本书所谈的处世是指对待人生的态度，而活法则指度过人生的方法。
两者都是构成人生意义的关键，但这两者的组合千姿百态，从来没有什么标准答案，这是因为人生而
不同，看待世界的眼光也不尽一样。
    印度有一个民族以蜘蛛为食，在粮荒时连蛤蟆也能卖出高价，蒙田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生活在气
候差异很大的地区，习惯使然，所以他一点也不大惊小怪。
他还补充说，在别的民族的人看来，法国人所吃的东西很多也是有毒的。
所以说，同样的一个人，生活的环境不同，看法就会不一样。
当今社会的人所面临的环境比过去复杂得多，而且充满变数，选择处世态度和活法，重点就在于适度
，单纯把某个理念移植到自己身上，迟早会产生痛苦的排异反应。
    为了避免我们踏入所谓理性的误区，叔本华提醒道：“一种纯粹靠读书学来的真理，与我们的关系
，就像假肢、假牙、蜡鼻子或者人工植皮。
而由独立思考获得的真理就如我们天生的四肢：只有它们才属于我们。
”真理的局限就在于它适用范围的有限性，所以即便蒙田和叔本华都是衣食无忧的巨富，他们所信奉
的真理也颇为不同。
    蒙田所生活的时代，人们刚刚开始摆脱对神的仰视，发现除了在神的面前自抑自责，还有更多有意
义的事可以去做。
蒙田在此方面可谓一个先行者，他怀疑一切既有的价值评判，不拘泥于日常生活中的习俗，虽然他两
度担任波尔多市的市长，但在38岁的时候就选择了归隐故乡，读书写作，为的是“投入智慧女神的怀
抱”。
说蒙田的文章是随笔，那是因为它的确是随意至极。
他兴之所至，直抒胸臆，无所保留，似乎不知套路、结构为何物。
初读者很容易被他说得云里雾里，因为他总是从一个话题转到另一个话题，标题与内容也常常对不上
号，乍看之下相互矛盾之处也不少。
但细品之后，就会从那些看似无用的絮语中觉出点儿什么来。
这便是蒙田随笔的独特魅力，他不需要用论文式的层层推论来使人相信什么大道理，而是真实地记叙
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就够了。
    而叔本华所生活的年代，欧洲社会已经历了文艺复兴，正处于工业革面的巨变中。
与蒙田那个时代不同，这时的人自命天之骄子，沉浸在征服世界的幻想中。
叔本华一生所做的最重要之事，就是用他那狂狷的笔写下骇人的字，试图把人们从这幻境中拽出来。
他认为，人之所以活着，靠的是一种生存的欲望冲动，而这种欲望本身就是不满足或匮乏感，其结局
必然是痛苦，而光怪陆离的现代社会对人类欲望的刺激更是会加重这种痛苦。
叔本华没有蒙田天马行空般的行文，也没有培根的旁征博引，甚至于在有的人看来，他的用词粗俗不
地道，但他那略带黑色的、诚恳的讽刺，不留情面地扯下了蒙在事物上的迷人面纱，道出了生存意志
如何在人生诸象中超越与升华的智慧。
与蒙田诗意的退隐生活不同，继承了巨额遗产的叔本华选择过一种严格的禁欲生活，为了不把痛苦留
给后代，他甚至没有结婚。
    和蒙田和叔本华的出身富贵相比，培根的家境并不好。
他18岁那年父亲去世，使他饱尝生活之苦。
通过多年的奋斗，他获得了十分显赫的职位，但还来不及得意，就陷入饱受争议的受贿案而被罢官，
这样坎坷的经历使得他的哲学与前两者相比，少了几分洒脱，但多了一层实用主义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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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的学术重心在于对外部世界的探索，他对科学的影响甚至要大过对哲学的影响。
他是第一个意识到科学及其方法论的历史意义以及它在人类生活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的人。
他试图通过分析和确定科学的一般方法和表明其应用方式，给予科学运动以新的发展动力和方向。
他把这种客观认识事物的态度移植到了他的哲学上，可说是唯物主义哲学的鼻祖，也许有人会觉得他
的文字尖酸刻薄，但他对于人生、人性、社会等问题的洞见，显示了其丰富的阅历、独特的品味和有
力的智慧，这都是他的作品几百年来深受读者喜爱的原因。
“知识就是力量”是培根最著名的口号，在其极富戏剧性的一生中，他对知识和真理的探求是贯穿其
中的主旋律，这就无怪乎他会在观察冷冻对防腐的作用时染风寒而死了。
    在寻找人生意义的旅途，人必须独自上路，好在有这样一些人，用闪闪发光的思想为我们指出了一
条捷径，让前路不再昏暗迷茫。
阅读思想大师的作品，千万不能只读一个人，也不能只用一种读法来读。
应该多读、多想、多比较，让自己的灵魂接受大师智慧的熏染，如果你真正用心去读，就会在那些貌
似迥然相异的观点中收获一种平衡。
这也是本书特意选编了蒙田、培根、叔本华三位大师文章的原因。
    由于这三位大师分别用法文、英文、德文写作，蒙田的随笔还大量使用意大利文和拉丁文的引文，
这都为我们的翻译工作带来了许多困扰。
我们经过谨慎的比对，最终选择了市面上流通的较为权威的版本，如蒙田的文章选自《蒙田随笔全集
》(The Complete Essays of Montaign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培根的文章选自《培根随笔集
》(Francis Bacon，Essays，Rowman&Littlefield，1972)，叔本华的文章选自《随笔与箴言》(Essays and
phorisms，Penguin Classics，1973)。
我们按照读者的阅读习惯对原文进行了重新编排，并视情况加了小标题。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在翻译中首先是注重准确，某些地方可能不太贴合原文的语境，还望各位读者批
评指正。
    孙翠玲  陈魏魏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处世与活法>>

内容概要

　　怎样的现实才算真实，怎样的付出才算值得，怎样的放下才算洒脱，⋯⋯如果你还对这些问题感
到困惑，请翻开《处世与活法》一书，聆听大师的教诲，改变生命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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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古希腊有一条格言：人通常是对某些事物有看法，而不是被那些事物本身所困扰。
如果人们能把这句话当成真理，那么人类的不幸就会少一些。
如果坏事出现只是因人们的主观判断失误的话，这完全是可以改变过来的。
也就是说，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
    如果事物受我们的支配，为什么不去加以利用，使之符合我们的利益呢？
如果我们面临的烦恼和痛苦并不出自事物本身，而来自我们的想象，我们自己就能改变这种现状。
如果选择权在我们手中，没有人强迫我们，你为什么还要自寻烦恼，使疾病、贫困和蔑视带上一种苦
涩而恶心的味道？
我们完全可以使它们变得富有情趣，如果说机遇只能提供内容的话，形式都可以是我们自己能掌握的
。
所谓的坏事并不都出自事物本身，这要看你的态度是什么了。
    如果我们担忧的事可以随意在我们身上出现，它们也会在别人那里出现。
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同一类的，都具备相同的想象力和判断力。
但我们对这些事物的看法是不尽相同的，这表明，事物进入我们的世界时已被我们的想法同化。
偶尔有人接受了事物的真正状态，但其他成千上万的人却为它们想象出一个与众不同的现状。
    哲学家皮浪在海上遇到风暴，周围的人惊慌失措，他便以船上的一头无忧无虑的小猪为例，鼓励人
们不要害怕。
既然我们为有理性而由衷高兴，多亏理性我们才自认为可以君临他人，那么，我们能不能大胆地说，
我们身上的理性是为了让我们苦恼而存在的呢？
既然知道实情会使我们心绪不宁，坐立不安，使我们还不如那头小猪，那么，了解真相又有什么用呢
？
换句话说，人的智慧又有什么作用呢？
应该说都是为了谋取最大的利益。
难道我们要把智慧又用来毁灭自身，与事物的普遍规律相抗衡吗？
事物的规律不就是要每个人尽自己所能来谋取自己的利益吗？
    也许会有人说，你那个规律适用于死亡，但贫困和痛苦又是怎么回事呢？
亚里斯提卜、希罗尼姆及大多数哲学家称痛苦为最大的不幸，有一些人口头上否定，实际上也是这样
认为。
    波塞多尼奥斯患了疾病，痛苦万分，庞培来看他，为选择如此不合适的时机来聆听老师谈论哲学而
深感抱歉。
波塞多尼奥斯对他说：“但愿我的病痛不至于妨碍我研究哲学。
”他忍着病痛讲了起来，这同时也是对痛苦的蔑视。
可是，痛苦仍对他大摆威风，不停地折磨他。
他喊道：“痛苦啊，如果我不把你当作不幸，你这样岂不是徒劳吗？
”    此事被传为佳话，可是，蔑视痛苦又有何意义呢？
他不过是在字面上去辩论罢了，如果他不够痛苦，又何必中断谈话呢？
为何要如此克制自己，不把它称作不幸呢？
让我们的皮肉相信鞭子揍上去只是搔痒吗？
我们的味觉会相信芦荟的味道是葡萄酒的味道吗？
不妨借用小猪为例，它确实不怕死，但如果你去打它，它就会叫起来，就会痛苦不堪。
    世上任何生灵都怕痛苦，就连树木受到伤害也会呻吟。
许多牲畜和人与其说生命遭到威胁，不如说是名存实亡。
其实，对于死亡，我们所惧怕的主要是死前所遭受的痛苦。
    一位圣人说，“人死后才会有痛苦。
”我认为死之前或死之后都与死亡本身无关，我们却在作自我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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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忍受不了痛苦，是因为忍受不了对死亡的想象，想到痛苦会带来死亡，就更加焦虑不安。
但理性又会责备我们懦弱无能，不该为这种突发的、不可避免的、冷漠无情的事担惊受怕，这时，我
们就会发现，这个理由是合理的。
    一切只有痛而无其他危险的病痛都是没有什么危险的病痛。
牙痛和痛风，不管多么疼痛难熬，因为不危及生命，谁会把它们当成是疾病？
我们惧怕死亡，主要是惧怕痛苦。
像贫困一样，不过会使我们遭受饥渴、冷热和不眠之痛苦罢了。
    还是让我们来面对痛苦吧！
我把痛苦当成是生存的最大不幸，这很自然。
我这人对痛苦没有好感，我尽量躲避痛苦，至今我与它尚未有过多交往。
我们即使不能消除痛苦，也可以耐心忍受，以求减轻，即使身体疼痛难熬，我们的心灵和理性仍能做
到坚强不屈。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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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蒙田从来不沉闷，从来不虚伪，从来没有一个人思想这样丰富，从来没有一本书写得这样自然。
    ——美国思想家、文学家  爱默生    在读完叔本华书的第一页以后，就知道得很清楚，我将要把他写
的所有东西都读完；他所说的每一个字我都要听。
    ——德国哲学家  尼采    培根的文字有一种优美而庄严的韵律，给情感以动人的美感，他的论述中有
超人的智慧和哲学，给理智以深刻的启迪。
    ——英国诗人  雪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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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陈魏魏、孙翠玲编译的这本《处世与活法》是西方思想史上的三位大师蒙田、培根、叔本华有关处世
与活法方面的代表作精选集。
它用人类最高的智解答了你的人生困惑，用理性消除偏见，用智慧化解纷争，让读者对近现代西方哲
学的人生观发展有大致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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