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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这本谈话录中，以赛亚?伯林讲述了他的思想及政治哲学的发展历程，其中穿插着许多个人回忆。
他谈到了马克思、维柯、赫尔德、赫尔岑等令他着迷并给予他深刻影响的思想家，也谈到了他的诸多
挚友，如诺埃尔?安南、W.H.奥登、大卫?塞西尔、阿尔弗雷德?布伦德尔、斯蒂芬?斯彭德，尤其是他
与阿赫马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颇富传奇色彩的交往。
从伯林精彩纷呈的谈话中，读者可以分享他对自由主义与宽容的信念，可以分享他对音乐与文学的激
情，也可以对他的生活与个性获得一种独特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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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拉明·贾汉贝格鲁（1961—
）　伊朗哲学家，1974年迁居法国，曾任哈佛大学研究员，现执教于多伦多大学。
主要著作有《甘地：非暴力之源》、《黑格尔与法国革命》、《现代人》，以及与以赛亚?伯林、乔
治?斯坦纳等人的谈话录。
他也是法国《精神》、《生长》、《研究》等杂志的重要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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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贾汉贝格鲁（以下简称贾）：首先，我要感谢您接受这次采访。
如果可能，我想向您提出一些传记性的问题，也就是关于您以往的种种经历和它们如何影响了您的思
想，以此作为我们讨论的开端。
您于1909年6月6日生于里加，10岁时便随双亲离开俄国。
关于这个时期您还有些记忆吧，尤其是移民的情况怎么样？
伯林（以下简称伯）：我于1915年随父母离开里加前往彼得格勒[1]，我们是1919年离开彼得格勒的。
在那里，8岁那年，我目睹了俄国的两次革命。
头一次革命我记得很清楚。
到处是集会、旗帜，街道上拥挤着人群，人们激动万分，广告上画着李沃夫新政府部长们的头像[2]，
立宪会议的二十多个党派在做宣传。
人们关于战争的议论倒不太多，至少在我们家生活的小圈子里3很少谈论。
自由党人的革命主要得到犹太人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欢迎，而这种状况持续不久。
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在11月爆发，我们——我全家和我家的朋友们——几乎都不知道。
第一个信号是发生了反对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总罢工。
各种各样的报纸消失了。
我记得有一家自由党人的报纸名字叫做《白天》，后来改名为《傍晚》，又改为《夜》，再改为《子
夜》，最后改为《黑夜》，再过四五天吧，它终于被查封了。
那时，隐隐约约听见远处有枪声。
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都以为暴动最多能持续两三个星期。
如果您翻阅那些日子的《泰晤士报》，会读到俄国驻巴黎大使写的报告，他预言暴动（putsch）会很
快结束。
在《泰晤士报》上，布尔什维克被称为“最高纲领派”，不算是主要的力量。
列宁和托洛茨基逐渐作为革命领袖人物崭露头角。
我父母属资产阶级自由派，他们以为列宁要创造一个让资产阶级不能生存的社会。
他们把列宁看作一个危险的狂人，但又是一个纯粹的信徒，正直而清廉，在政治上热烈追求某种理想
的罗伯斯庇尔式的人物，而把托洛茨基看作一个邪恶的机会主义者。
只有八岁大的我不明白父母为什么对这两个人有如此不同的感觉。
当时，“列宁和托洛茨基”，这两个名字连在一块，人们常常一口气说着，好像一个公司的名称那样
。
现在想来，当时仍旧忠于沙皇政府的人就只有警察了。
关于这一点我觉得在文学作品中反映不够。
人们管街道上的警察叫“法老”——民众的压迫者。
有些警察在顶楼或房顶上向革命者射击。
我记得看见一个警察被暴民拖着，脸色苍白，挣扎着，显然快死了。
那是我永远忘不了的4可怕的一幕，给我一种终生不灭的对肉体施暴的恐怖感。
[1] 圣彼得堡。
该城为彼得大帝于1703年所建，1914年改称彼得格勒，1924年又改称列宁格勒，1991年复称圣彼得堡。
[2] 李沃夫亲王的临时政府是短命的（1917年3月14日至7月25日）。
继他之后的克伦斯基于5月5日便夺取了全部政权。
贾：您在革命后离开俄国有没有麻烦？
伯：没有。
我家是从里加来的，里加当时已经成了一个独立国家的首都[3]。
如果你能证明你是拉脱维亚人，他们便让你走。
我们离开俄国到达拉脱维亚。
我父亲是一个木材商人，给俄国铁路供应枕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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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继续为新的苏维埃俄国政府工作了两年，最后显然是没法再做下去了。
我们从未受过触动，不论是我父亲还是哪一个亲人都没有被捕或受到任何形式的骚扰。
我记得人们排成长队购买面包和其它生活必需品。
我站在长长的队伍里等四五个小时才能买到东西。
我们家邻近有个救济贫民的施粥所，那里有些食品供应。
还有个小电影院，放映有关19世纪沙皇政府迫害革命者的社会主义影片（当时还没有共产主义的影片
），一些憔悴的歌手演唱莫扎特和罗西尼的选段。
那都是当时我作为一个小孩子所特有的记忆。
我们全家挤住在一个小房间里，因为只有一个火炉。
但是我不害怕，我没有压抑感——也许因为我太小而不理解当时发生的事情，我父母也很少跟我说。
[3] 拉脱维亚在1918年11月宣布独立，1920年8月11日苏联承认其独立（《里加条约》）。
贾：你们怎么来到英国的？
伯：我们先来到英格兰乡下，然后才搬到伦敦。
开头，我上伦敦郊区一所预备学校，那时我很少说英语，我父母互相之间都说英语。
从那以后我们很少看见俄国人。
我父母不怀念里加，5不怀念俄国。
我父亲是一个狂热的崇英派的人，而我是在英国人不会干坏事这样的信念中成长的。
我还没丢俄语，我想主要是阅读俄国的古典名著的缘故。
结果我的俄语说得很流利，我每次访问苏联都被看作老乡亲。
在我们学校有个男同学是俄国人，名字叫比利宾。
他父亲是一个著名的俄国画家。
他的儿子至今仍然是一个虔诚的俄国保皇派。
我偶然跟他说说俄语，此外就极少碰上说俄语的人了，我的俄语水平主要归功于阅读以及在儿童时期
扎下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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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编 后 记几年前故去的以赛亚·伯林（1909—1997），是当代西方学界享有盛名的思想家和思想史家。
在本书中，伯林就他本人的思想、经历和他自己进行的若干思想史专题的研究，做了极为精彩而又深
入浅出的阐发。
本书对于我们了解当代西方尤其是伯林本人的学术思想状况，无疑有着重要的价值。
广西师范大学杨祯钦教授在身患重症之际，仍然伏案译毕此书，其为人为学之精神令人感佩不已。
编者在对译文作了校订润色、编译索引之外，还酌情增写了若干注释，以方便读者对本书内容的理解
。
此中译本的错误不妥之处，还请广大读者指正。
200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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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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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伯林谈话录(新编版)》精彩纷呈的谈话中，读者可以分享他对自由主义与宽容的信念，可以分享
他对音乐与文学的激情，也可以对他的生活与个性获得一种独特的认知。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伯林谈话录>>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