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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培根于我们并不陌生，说起他，就想起格言——知识就是力量。
    弗朗西斯·培根，出身名门，从小受过良好的古典教育，但早年丧父后屡屡受辱豪门。
他年轻时就以精通法律名闻一时。
曾经仕途春风，历任副检察长、总检察长、掌玺大臣、大法官、上议院议长。
晚年因受贿被逐出国会，身陷囹圄。
    对于培根是否真的受贿或卖友，指责声和申辩声不绝于耳，多年来也一直有人在考证。
人们之所以对这么一个历史人物兴趣不减，主要不是因为他，曾经做过高官，而在于他为后人留下了
一份丰富的精神遗产。
他议论世事头头是道，人们自然也就想看看他自己的处世为人究竟如何。
    培根以文学和自然哲学名世，但终其一生，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从事法律事务，或沉浮于宦海，他
的文学创作和哲学著作都是业余时间的产物。
而正是这些哲学和文学作品，使培根名留青史。
《伟大的复兴》、《新工具》、《自然史和实验史概论》、《科学推进论》这些著作足以奠定培根在
科学哲学史上的伟大地位，充满智慧的《随笔集》几个世纪以来也一直为人称道。
    欧美的随笔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是由法国散文家蒙田首创的。
他于1580年出版了一本题名为“随笔”(essays)的集子，文笔轻松自然，亲切随便。
培根则是第一位英文随笔作家。
培根的随笔论述的题目有的跟蒙田相近，但写法迥然不同。
在随后的数百年里，按蒙田的路子写随笔的大有人在，但至今却很少有人能用培根的笔法写随笔。
    《培根随笔集》最早发表于1597年，后来几易其稿，多次增删，直到作者去世，仍未定稿。
五十多篇随笔是培根一生的经验总汇，虽然篇幅不大，但内涵丰富，称得上是一部人生小百科。
作品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宗教、爱情、婚姻、友谊、艺术、教育和伦理等诸多方面，几乎触及了
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随笔集》语言简洁，文笔优美，说理透彻，警句迭出，几百年来深受各国读者欢迎，据说有不少人
的性格曾受到这本书的熏陶。
作为一名学识渊博且通晓人情世故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培根对他谈及的问题均有发人深省的独到之见
。
对今天的青年读者来说，读《随笔集》就像听一位睿智的老人侃侃而谈，因为《随笔集》里包含着这
位先哲的思想精髓。
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篇篇的随笔，用培根的眼睛看到培根的那个年代，用培根的思想感受到培根对那个
年代的感悟。
    人是复杂的，作为一个兼哲学家、文学家、法官和政治家于一身的培根，其思想尤其复杂，人们不
难从他的随笔中发现面目各异的培根。
    “论真理”、“论死亡”、“论善与性善”、“论人的天性”⋯⋯从这些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
个热爱哲学的培根。
    他崇尚真理，认为：“人生至乐莫过于高居清新纯净的真理之巅，俯瞰谷底种种谬误迷惘，云遮雾
障。
⋯⋯如果所思所念能以仁慈为主宰，以天道为归宿，以真理为枢纽，那简直是身居尘世乐比天堂。
”    他参透生死：“复仇之欲压倒死亡，爱恋之情蔑视死亡，荣誉之尊高于死亡，悲伤之极向往死亡
，畏惧之心期待死亡。
⋯⋯死亡开启荣誉之门，熄灭嫉妒之心。
”    他直指人性：“德以善为首，此乃上帝的特性。
若无这种品性，人将沦为惹是生非，无可救药的贱货。
”    “论高官”、“论谋反与动乱”、“论王权”、“论野心”、“论强国之道”⋯⋯从这些篇章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热衷于政治，深谙官场运作的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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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深知民为国之本，国家要想强大，关键要有骁勇善战之民，不可竭泽而渔：“负重的驴子难以成
为好斗的幼狮，赋役深重的百姓难以成为骁勇尚武的国民。
”为政既不可得罪巨室，也不可视百姓为草芥，因为“肚子造反，后果最惨。
如果上层的破产和下层的赤贫同时发生，那就更是危在旦夕。
民怨之于政体，犹如气血之于人体，郁积不畅，必然遭殃。
”    从“论爱情”、“论友情”、“论婚姻与独身”等篇章中，可以看到一个富有生活情趣的培根。
从“论逆境”、“论幸运”、“论残疾”等篇章中，可以看到一个自强不息的培根。
从“论作伪与掩饰”、“论言谈”等篇章中，可以看到一个工于心计、老于世故的培根⋯⋯    五十多
篇随笔的内容可谓丰富各异，篇幅上却长短一致，多数都不超过千字，个别最长的也只有五千多字。
与培根同一时代人的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一剧中借波乐纽斯之口说：“简洁是智慧的灵魂，冗长
是乏味的枝叶、肤浅的花饰。
”培根自己也在《谈快捷》一文中说：“冗长而玄妙的讲话不利于快捷，就像长袍拖裙不利于赛跑一
样。
”所以培根力求以最短的篇幅摆明事实，讲清道理，摈弃那种空洞、肤浅、絮聒的毛病，注重文字的
深刻老练、沉重有力，几乎篇篇都是警句格言层见叠出，都恰到好处，为文章增添了不少文学色彩，
使读者读起来更为有趣，不使这本哲学书那么死板、枯燥，这不仅展现了作者广阔的知识面，也展现
了作者渊博的学问。
    《培根随笔集》在英国首版后，即以趣味隽永、格言精妙而大受欢迎，多次再版重印，世界上几乎
所有文字都有译本，历四百多年而未衰，2000年还被美国公众评选为最受喜爱的10本著作之一，与《
蒙田随笔集》、《帕斯卡尔思想录》一起，被人们誉为欧洲近代哲理散文三大经典。
它是培根大半生的思想精华，它们以一篇篇的随笔的形式存在着，被世人品味着，散发出浓浓的魅力
，吸引着一代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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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培根随笔集》最早发表于1597年，后来几易其稿，多次增删，直到作者去世，仍未定稿。
五十多篇随笔是弗兰西斯·培根一生的经验总汇，虽然篇幅不大，但内涵丰富，称得上是一部人生小
百科。
作品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宗教、爱情、婚姻、友谊、艺术、教育和伦理等诸多方面，几乎触及了
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随笔集》语言简洁，文笔优美，说理透彻，警句迭出，几百年来深受各国读者欢迎，据说有不少人
的性格曾受到这本书的熏陶。
作为一名学识渊博且通晓人情世故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培根对他谈及的问题均有发人深省的独到之见
。
对今天的青年读者来说，读《随笔集》就像听一位睿智的老人侃侃而谈，因为《随笔集》里包含着这
位先哲的思想精髓。
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篇篇的随笔，用培根的眼睛看到培根的那个年代，用培根的思想感受到培根对那个
年代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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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培根（1561～1626）英国哲学家，英国唯物主义和现代实验科学的始祖。
提出“假相说”，主张打破“假相”，铲除各种幻想和偏见。
主张用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的理性方法整理感觉材料，被称为是归纳逻辑的创始人。
主要著作有《论科学的价值和发展》《新工具》《新大西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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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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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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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花园
论交涉
论追随者与朋友
论请托者
论学问
论党派
论礼节与仪容
论赞扬
论虚荣
论荣誉
论司法
论愤怒
论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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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人们所说的掩饰只不过是一种让他们懦弱的策略。
因为，要想把握讲真话和干实事的机会，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晰，心态坚强，无需掩饰。
所以，在政治之中的弱势的人，往往才是最善于装腔作势的人。
 塔西佗曾经说过：“利维娅（古罗马皇后，奥古斯都大帝的妻子，提比略的母亲）既有她丈夫的智慧
和能力，同时也有她的儿子深藏不露的优势。
”塔西佗还说道，当莫西努斯（罗马将军）鼓动韦斯巴芗（罗马皇帝）向维特利乌斯发起进攻的时候
，他说：“我们需要面对的敌人，不仅没有奥古斯都明察秋毫的判断能力，而且也没有提比略的隐秘
低调的深沉。
” 这些话将两种才干——谋略与韬晦——分开了。
这两种能力的确需要出于习惯或者出于素质，它们有的时候是十分卓越的。
 因为，如果一个人明察秋毫到可以分辨出什么事情是应该公开的，而什么事情是不应该公开的，什么
时候应该半藏半露，以及对象是哪个人，时机在哪里（这些都正是培西佗提到的治国与处世的道理）
的时候，那么，对他来说，掩饰的习惯就是一种阻力或者说是一种缺点了。
 但是，一个人如果不能获得这种果断的判断能力，那么一般来说也就应该叫他谨慎做事，成为一个理
所应当的学会掩饰的人了。
因为如果当一个人面对不能控制的困境但又不能随机应变的时候，采取一种看上去最为安全和最为稳
妥的做法也就是最为成功的，这与一个人视力不好但走路却十分稳当是一样的道理。
当然，强者往往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不仅具有宽广坦率的胸怀，而且也拥有真实诚恳的名声。
他们就好像那些训练有素的马匹，可以识别什么时候应该加速前进，什么时候需要转弯。
如果他们能够灵巧地把握坦诚与沉默不言之间的分寸，假使他们会因不得已而掩饰自己，也是不能轻
易被识破的。
这是因为他们一如既往的开诚布公和处理事情的坦率获得了人们的信任和支持，这让他们的掩饰几乎
不被发现。
 进行自我掩饰的方式通常有三种。
 第一，最为保险的方式就是沉默。
沉默让秘密得以保留下来，也让他人无法进行探测。
 第二，即为故意施放烟幕弹，向人们散播似真似假的消息，使人难以辨明真假。
也就是说故意泄露事件中无关痛痒的一部分，但其真实目的却是隐藏真相中关键那一部分。
 第三，是积极地进行掩饰，故意发布虚假的消息来掩盖真实。
 关于第一点，有过去的经验显示，一般是沉默的人往往更容易获取别人的信任：所以，守口如瓶的人
无疑可以听到很多人的忏悔。
因为没有人想要对一个多嘴多舌的人透露内心的秘密和隐私，这正像一个密闭的空间能够盛放更多的
空气一样。
这是人的天性所希望和驱使的，人们更愿意将心中的秘密向一个能保守这件事的人倾诉，而并不是让
自己的心灵去承受。
简而言之就是，沉默是获取他人秘密的方式之一。
 从另一方面讲，一个人如果赤裸裸地袒露自己的心事，就像裸露自己的身体一样，都是不雅观的。
含蓄的仪态和举止更加为人所接受和尊重。
所以说，沉默无疑是一种修养。
不难看出，那些多嘴多舌的人都是空虚轻信之徒。
他们不但要议论自己所知道的，而且更为喜欢议论他们所不清楚的。
因此，沉默不仅仅是策略性的，同时也是道德性的。
还有一点要明白，善于沉默不仅在于能够管住自己的口舌，而且也应该学会控制自己的表情。
观察一个人，首先便是应当观察他的嘴部的线条和表情。
它们往往会背叛人的内心，从而泄露秘密。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培根随笔集>>

因为表情往往比语言更加引人注意和值得信赖。
 关于第二点，也就是施放烟幕弹，这种谋略一般是用于有十分重要的秘密需要别人进行保守的时候。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这个严守秘密的人首先应该必须是一个善于施放烟幕弹的人。
因为人们大多是狡诈的，不能够容忍你保持中立，不偏不倚，不容忍你将秘密深藏在心中而不向任何
一方的人进行透露。
他们会向你提出一大堆难题，而且还会设法诱使你开口将关于这个问题的话说出来。
总之，他们就是要想方设法地挖出你心中的秘密。
结果，如果你想要避免一种违背情理的沉默，那么总会在某一句话中不小心走漏出一些信息，也就是
说，即使你在几经引诱下刻意不说，他们也能从你的沉默中发现出味道，就如同从你的话语中可以打
探到口风一样。
至于那些支吾搪塞、闪烁其词，都只能暂时掩人耳目，而并不是长久之计。
因此，如果不学习使用一下施放烟幕弹的本事，那么，任何人都难以保守秘密。
 最后是第三点——说谎或作伪证，即使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其作用，那么我们也应给予一些谴责
而并不是称赞。
一个社会中普遍说谎的风气是十分邪恶的，是人性弱点的显露。
即便一个人开始是为了掩饰一些事情而说谎，但是到了后来他会因为不使谎言被人看穿就不得不说更
多的谎话来弥补了。
 掩饰有三大益处： 首先是可以迷惑对手，出奇制胜地攻击敌人。
但是如果一个人的意图被识破，那么结果就只能是引起恐慌警报或抵抗。
 其次是可以给自己留有喘息的余地，能够从容地全身而退。
所以如果一个人只知道忙忙碌碌却毫不懂得掩饰，那么他必定会经历很多不能抵抗的挫折，或者最终
被打败。
 再次，谎言可以作为诱饵，洞悉对方的真实想法。
所以西班牙人有一句绝妙的格言：说出一句谎话，能够得到一句誓言。
所以假如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发现真相，说谎也是迫不得已的。
 掩饰也有三种缺点： 第一，说谎就意味着让自己变得虚弱，因为说谎就有随时被揭穿的可能性，不
得不随时防备。
 第二，伪装会让朋友误会自己，从而失去伙伴，陷人孤独之中。
 第三，这也是最大的害处，因为虚伪和掩饰就会损害一个人的人格，毁掉他自己的信誉和人们对他的
信任。
所以，较为合适的做法，就是不仅要努力树立起自己真诚坦率的名声，又要善于并且谨慎地运用虚伪
和掩饰这个工具。
这告诉我们，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要欺骗和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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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培根随笔集(全译本)》中可以看到一个热衷于政治，深谙官场运作的培根；可以看到一个富有生活
情趣的培根；可以看到一个自强不息的培根；也可以看到一个工于心计、老于世故的培根。
你可以把它当作生活交友的教科书，也可以把它看成混迹官场的厚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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