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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通过阅读文学名著学语言，是掌握英语的绝佳方法。
既可接触原汁原味的英语，又能享受文学之美，一举两得，何乐不为？
　　对于喜欢阅读名著的读者，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有成千上万的书可以选择；这又是一个不
好的时代，因为在浩繁的卷帙中，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的好书。
　　然而，你手中的这套丛书，值得你来信赖。
　　这套精选的中英对照名著全译丛书，未改编改写、未删节削减，且配有权威注释、部分书中还添
加了精美插图。
　　要学语言、读好书，当读名著原文。
如习武者切磋交流，同高手过招方能渐明其间奥妙，若一味在低端徘徊，终难登堂入室。
积年流传的名著，就是书中&ldquo;高手&rdquo;。
然而这个&ldquo;高手&rdquo;，却有真假之分。
初读书时，常遇到一些挂了名著名家之名改写改编的版本，虽有助于了解基本情节，然而所得只是皮
毛，你何曾真的就读过了那名著呢？
一边是窖藏了50年的女儿红，一边是贴了女儿红标签的薄酒，那滋味，怎能一样？
&ldquo;朝闻道，夕死可矣。
&rdquo;人生短如朝露，。
当努力追求真正的美。
　　本套丛书的英文版本，是根据外文原版书精心挑选而来；对应的中文译文以直译为主，以方便中
英文对照学习，译文经反复推敲，对忠实理解原著极有助益；在涉及到重要文化习俗之处，添加了精
当的注释，以解疑惑。
　　读过本套丛书的原文全译，相信你会得书之真意、语言之精髓。
　　送君&ldquo;开卷有益&rdquo;之书，愿成文采斐然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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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培根散文集（中英对照全译本）》世界文学名著表现了作者描述的特定时代的文化。
阅读《培根散文集（中英对照全译本）》可以领略著者流畅的文笔、逼真的描述、详细的刻画，让读
者如同置身当时的历史文化之中。
为此，我们将这套精心编辑的&ldquo;名著典藏&rdquo;奉献给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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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罗门说过：&ldquo;美名就好比是稀有的香膏一样。
&rdquo;而我对此深信不疑，如您这般荣耀之名必将永垂不朽。
因为您的伟业和美德都将千古流传。
且您的成就和建树也将永远流传下去。
如今我将出版我的拙作《论说文集》，其中收录所有我流传最广的作品，因其既能通达世务，又直指
人心。
我对文章的篇数做了增加，也在内容上有所扩充，事实上这些可以算作新著的作品。
因此我怀着一颗惶恐而恳切的心想要请求尊贵的公爵您为本书以英文和拉丁文作序。
因为我相信，以普天之下通用的拉丁语著成的版本会和书本一样永垂不朽。
我曾将《我的复兴》献给国王；将《亨利七世本纪》（今已被我译为拉丁文版本）和《自然史》的部
分献给王子；而如今我将这部汇集我一生中最出色的作品的文集谨献给您，这本书耗尽我诸多心血，
且感谢上苍赐予我的天赋，我才能写完这本书。
愿上帝也能庇佑您无限的荣光。
　　诙谐的彼拉多。
曾提出：&ldquo;什么是真理？
&rdquo;他并没有期待一个答案。
当然，总有人喜欢轻率地发表看法，并且把它当做束缚自己的一种信念，这就会在自由意志上影响其
思想和行动。
虽然这一派系的哲学家都已不在了，但是仍然存在某些高谈阔论的智者与他们属同一支脉一尽管如此
，这些人与古人相比还是功力欠缺一点儿。
然而，让人们喜爱虚假的原因既不是由于探索真理的周折劳顿，也不是担心找到真理后，它会强加于
人们的思想，而是由于一种自然而然的情愫，虽明知其性质恶劣，仍然喜好虚假本身。
一位后期哲学学派的希腊人曾探究过这种现象，他长久地思考虚假之中究竟有什么东西能让人们如此
喜爱。
它既不能像诗人那样，作诗吟乐；也不能像商人那样，从中获利。
只是因其本身罢了。
然而我不明就里：&ldquo;真理&rdquo;就像是一种毫无修饰的日晖，它无法展示世界上的假面舞剧、
哑剧以及胜利的光辉，远不如烛光华贵而优雅。
真理的价值大概相当于一颗珍珠，在日光下才能彰显其最好的一面。
但是它绝达不到钻石和红宝石的价值，因为它们可以在千变万化的光线下显露其最美的一面。
混合一些虚假的东西总是能够带来欢乐的。
有人对于以下观点怀疑吗？
如果从人们的头脑中拿走了他们喜爱的虚饰的想法、乐观的希望、错误的价值观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留给头脑的就只剩下一些可怜的、缩水的事物，充斥着忧郁和不适，自己也不舒服。
一位先人曾经郑重其事地把诗歌称为&ldquo;鬼酒&rdquo;，因为它充满想象力，但却只是虚假的影子
。
害人的不是那么从头脑中掠过的虚假，而是那沉淀于心，驻扎于心的虚假，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
然而不管怎样，这些事物存在于人们堕落的见识和情感中。
而真理只是受自：身的评判，教给我们寻求真理就像求爱或者求婚；了解真理就是与其共存并且信仰
真理（也就是欣赏它）。
这是人性中至高无上的美德。
在世界被创造的那些天中，上帝的第一件创造物就是用来感知万物的光；最后一件创造物就是理智的
光；自那以后直到现在，他安息日的工作就是用他的心智启示众生。
起初他在事物或混沌世界的表面吹送光明；然后他向人的面庞中呼出光明；直到现在他还在向他的选
民面庞上吹吐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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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派哲学在别的方面都逊色于其他派，然而一位诗人却为这派哲学美言道：&ldquo;在岸边看船只在
海上颠簸是一件心旷神怡的事；站在_座城堡的窗前看下面的战争和其中的历险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
；可是没有一件愉悦之事能比得上站在真理之巅（一座不能被俯瞰的山峰，那里的空气总是纯净而静
谧）眺望下面山谷中的谬误、恍惚、迷雾和暴风雨。
&rdquo;我们得永远怜惜这番景象，而不要自我膨胀。
当然，一个人如果能从慈悲出发去考虑问题，在上苍的护佑下安息，并且以真理为核心，那他就如生
活在人间天堂一般。
　　从理论上的真理和哲学上的真理，到生活中的真理。
即使那些行为不坦荡的人也会承认坦诚相待是人性的道义；而真假混杂就像金银币中减少本身的含量
、掺以他物一样，可能能够让金银更好地发挥其作用，但却将其价值降低了。
因为蛇的爬行方式是曲折前行的，所以它主要是靠肚子，而非脚。
恶行是不能像被发现欺诈和不忠那样让人感到羞耻的。
因此，蒙泰涅在他探索为什么说谎被视为一种耻辱，一种可憎的行径时，说得恰如其分。
他说：&ldquo;仔细衡量一下，说一个人撒谎就相当于说他在上帝面前大胆，而在世人面前懦弱。
&rdquo;因为谎言是面对着上帝，而回避着世人的。
当然，再没有比虚假的邪恶和背信弃义这种说法揭露得更彻底了，因为这是上帝对这一代人的最后的
评判的呼声。
曾有这样的预言说，当基督降临时，他将无法在地球上找到信任。
　　成人害怕死亡就像小孩子害怕走到黑暗的地方；小孩子天生的恐惧是随着故事而增加的，成人也
是如此。
当然，冥想死亡&mdash;&mdash;它作为罪恶的报应，通向另一个世界&mdash;&mdash;是圣洁而虔诚的
。
但是对于死亡的恐惧，算是我们对大自然的敬畏，是软弱的。
然而在宗教的冥想中有时却混有自负和迷信。
你会在一些修道士的自戒书中读到：一个人应当自己思考，倘若他只是手指末端被按压或被拷打，据
此可以想象当人全身溃败、消融，死亡的疼痛是怎样的。
路过死亡许多次要比折磨四肢中的一个少些疼痛，因为人体最致命的部位并不是最敏感的器官。
仅作为哲学家和人类一员的先人说得极妙：&ldquo;由死亡带来的一切，比死亡本身更恐怖。
&rdquo;叹息与抽搐，，变色的脸庞，朋友的抽池污渍吸葬礼；类似这些都展示着死亡的骇人。
值得深切关注的是，不管人的思想感情多么脆弱，没有什么是不能战胜对死亡的畏惧的。
当一个人身旁有很多的随从，都能打败死亡，这么说来死亡不算是骇人的劲敌。
复仇之心战胜了死亡，爱恋之心忽视它，荣耀之心追求它，悲痛之心奔向它，恐惧之心占据它。
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在书中读到奥索大帝自杀之后，怜悯之情（最柔弱的感情）触动了许多人也奔
赴死亡。
他们的死是为了展示他们对君主的怜悯并且是为了最虔诚的追随者的缘故。
此外，塞内加还加了挑剔和厌倦。
他说：&ldquo;回忆一下相同的事情你已经做多久了&rsquo;！
不只是勇敢者和可悲者想死，厌倦和无聊者也想死亡。
&rdquo;一个人虽然既不勇敢，也不可悲，然而因为总是要一次又一次地做同样的事情，他也会想死的
。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死亡的临近给精神状态良好的人所带来的改变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因为他们直到
最后时刻依然能够保持面不改色。
奥古斯都&middot;恺撒是在称颂中去世的：&ldquo;永别了，利维亚；请你永远记得我们婚后生活的日
子。
&rdquo;提比利乌斯始终虚伪地活着，就像泰西塔斯评论他的：&ldquo;提比利乌斯的身体每况愈下，
但他的虚伪还是跟以前一样。
&rdquo;维斯帕先去世时还在开玩笑，他坐在一个凳子上说：&ldquo;我想我正在变成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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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quo;加尔巴牺牲前留了一句豪言壮语：&ldquo;砍吧！
如果这样会有益于罗马人民。
&rdquo;同时把脖子伸出待砍。
谢普提米乌斯&middot;塞维鲁在急件中说：&ldquo;倘若还有什么我应该去做的事，快点来吧。
&rdquo;类似这种。
画廊学派当然把死的价值推崇得太高了，并且因为他们将死亡准备得过于充分，因此死亡看起来更加
恐怖了。
有句话说得更贴切一些：&ldquo;他把生命的结束看做自然的恩泽之一。
&rdquo;死亡是如同出生一样自然的，也许对一个婴儿来说生与死是一样痛苦的。
在热烈的渴求中死亡的人跟在热血沸腾时受伤的人一样，当时几乎察觉不到疼痛。
因此，拥有一个坚定不移、向往善良的头脑是可以免除死亡的痛苦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请相信；最悦耳的颂歌就是当一个人已经实现了某种有价值的结局和一切期望后
所唱的&ldquo;如今请你让你的仆人离去&rdquo;。
死亡还有这样的特点：它向名誉敞开大门，同时将妒忌之心熄灭。
&mdash;&mdash;生前被人妒忌羡慕的人，死后将被人爱。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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