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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新基点 （ＮＥＷ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全国高等院校商务英语专业本科系列规划教材由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联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上海对外贸易学

院、东北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学校的骨干教授编写而成。

２００７年国家教育部批准设立了商务英语本科专业。为促进商务英语学科建设，适
应教学改革和创新的需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特组织编写了 “新基点”系列教

材。本系列教材体现商务英语专业最新教学特点和要求，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一套全新

的立体化商务英语教材，主要适用于全国各高等院校商务英语专业本科学生。

本系列教材旨在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基本功，掌握国际商务基础理论和知识，具备

较高的人文素养，善于跨文化交流与沟通，能适应经济全球化，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复合

型英语人才。共由语言技能、商务知识、人文素养三个子系列组成。

语言技能子系列包括商务英语综合教程１－４册、商务英语听说１－４册、商务英语
写作１－４册、商务英语翻译１－２册。

商务知识子系列介绍商务基础理论和商务实践的具体知识，主要包括经济学原理、

管理学原理、商法导论、跨文化交际导论、国际贸易实务、营销学等主干教材。

人文素养子系列主要包括语言学导论、英美国家概况、欧洲文化、英美文学选读、

英美散文、大学英汉翻译、大学汉英翻译等核心教材。

上述的每套子系列教材都自成体系，合在一起又形成了有机的整体。本套教材不是

封闭的，而是随着教学模式、课程设置和课时的变化，不断推出新的教材。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出版社旨在广泛调动社会智力资源，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推出一套适合新兴商

务英语专业本科学生的系列教材。

编撰者们不仅具有丰富的语言教学经验，而且获得工商管理、经济学等商科专业的

硕士、博士学位，具备商务活动的实践经验。他们集教学经验和专业背景于一身，这正

是本套商务英语系列教材编撰质量的有力保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外语图书事业部

２００８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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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编者序

《英美散文选读 （一）》、《英美散文选读 （二）》和配套的 《英美散文选读 （１～２）
辅导用书》系 “全国高等院校商务英语专业本科系列规划教材·人文素养子系列”中

的一套针对英语专业高年级本科生的高级阅读教材。本套教材自２００８年问世以来，在
全国诸多高校的商务英语专业教学中使用，并且被指定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翻

译专业硕士 （ＭＴＩ）考生的参考书目。
在经过五年多的使用之后，承蒙广大读者的厚爱，本套教材受到一致好评，同时也

有一些建设性的改进意见通过各种渠道反馈至编者。在此向使用本教材的教师和同学们

表示由衷的感谢！

编者也想借再版的机会与读者交流一些自己的管窥之见，以供读者在学习英语的过

程中少走些弯路。

当前一个流传甚广的谬见就是，认为英语只是一门工具，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应付各

种考试，如大学英语四、六级、“寄托”（托福和 ＧＲＥ），以及商务英语领域里的 ＢＥＣ
（剑桥商务英语）和ＴＯＥＩＣ（托业）等。再有就是与外国人进行口头沟通之用，因此前
十多年有各种号称 “速成”的英语口语训练机构应运而生，其极具诱惑力的浮夸广告

挑战人们的智力底线，让人在幻觉般的白日梦中乖乖掏出口袋里的真金白银。

编者以为，学习一门外语若是抱着太强的功利心，追求 “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

那么最后肯定会失落的。要真正使一门外语成为自己熟练掌握的表达方式，我们必须使

其词汇和句型与我们的实际经验融为一体，必须熟悉使用这门语言的民族的文化背景和

思维方式。在更高的层次上，我们必须熟读这门语言中若干哲学、文学大师的几部代表

作，因为这些是炉火纯青地运用这门语言的至高范例。正如美国大诗人庞德所说：“我

们是在语词的统治下，法律雕刻在语词中，文学是保持语词活力和精确的唯一方式。”

在学习任何一门知识的过程中，我们要用虔诚之心取代功利之心。英国维多利亚朝哲人

卡莱尔曾如此尖锐地批判纯实用或技能型教育：“没有虔诚之心的知识算不上知识，至

多只是内在或外在的逻辑或手艺的培养，却并不是对一个人灵魂的教化。”此语可谓击

中了国内当下教育体制的要害。

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像以往的探险家一样，享受冒险和发现之乐。只有

不断地将自己的母语和外语作对比，我们才会更鲜明地看出这门外语所代表的文化对世



２　　　　 　　英美散文选读 （二）（第二版）

界的感知和对内心情感的表述与我们自己的文化有什么异同。反过来说，我们通过这种

比较也会对自己的母语有更深刻的了解。记得歌德曾说过，“不懂外语的人也不会了解

母语。”

英国２０世纪的智者、大哲学家罗素一针见血地击中了现代教育的弊病：“在最近
１５０年中，人们越来越激烈地争论着 ‘无用的’知识的价值，而且日益相信，唯一值得

具有的知识就是能够应用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某个领域的知识。”①他怀旧地赞美英国文艺

复兴时期人们对待学问 （尤其是古典学问）的态度：“学习，在文艺复兴时候，是 ‘生

之欢乐’的一部分，完全同饮酒调情一样。这非但对于文学是适用的，对于一些较为

枯燥的科目也是适用的。”②

在近年来，英语高年级传统的精读课程被日益增多的实用性课程所挤压，课时大幅

度减少，所以高级阅读的能力培养在今日如何探索出一条新道路来，是个迫切的问题。

过去英语教学界的前辈如许国璋、俞大薩和徐燕谋所编的英语教材，编者在读大学时都

一一苦读过，对这几位前贤的精湛语言功底和深厚人文素养深感钦佩，自觉难以望其项

背。在编写本套教材时，也是以他们的教材为楷模的。

如今的大学生在就业压力下，纷纷寻求能为自己找到个好饭碗的专业，而外语类的

学生也转而选修许多经济类的课程，希冀成为所谓 “复合型”人才。编者并不反对这

种做法，但提醒同学们，只有外语才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本钱，若要跟其他专业的同学比

的话，还是自己的外语在求职时才是真正的 “敲门砖”。

明末清初文学家和戏曲家李渔在 《闲情偶寄》中曾写道：“学技必先学文。非曰先

难后易，正欲先易而后难也。天下万事万物，尽有开门之锁钥。锁钥何为？文理二字是

也。寻常锁钥，一钥止开一锁，一锁止管一门；而文理二字之为锁钥，其所管者不止千

门万户。”这段话深刻地指出了文学素养的基础作用。

这次再版的 《英美散文选读 （一）》、《英美散文选读 （二）》，对过去排版的少数

错误进行了修改，并且为每篇课文都配上了 “难句选译”和注释，希望能对读者更有

帮助。在读完这两本书后，读者若不仅提高了自己的英语水平，而且也丰富了自己的思

想，培养了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增加了人文素养，那编者就该额手称庆了。

编　者
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０日写于惠园 “一统斋”

①

②

罗素，《罗素文集》，改革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５０页。
同上，第１４９页。



　

前　　言

在中国成功地举办了举世瞩目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年，编者高兴地看到英语在中国

大众心目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强，举国上下、男女老幼都纷纷以会说几句英语为荣，各大

学里也都竞相开设以英语或英汉双语授课的课程，英语俨然代替了中世纪时期的拉丁

语，成为某种 “准世界语”了。作为一名英语教师，笔者当然为这英语表面的繁荣而庆

幸不已。但是深思之后，藏在心底的一丝忧虑又浮上了意识的表层。

首先，英语借助以其为母语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大英帝国的势力而传遍了世界各角

落，随后，它又跟在星条旗后面流布在五大洲。原先的殖民地国家受过高等教育者以能

操英语为自己身份显赫的标志，而学术界也以英语为主要的工作语言。与此同时，人类

学家告诉我们说，全球各弱小种族的语言在快速消逝，或被英语所同化。据说最流行的

搜索引擎 “谷歌”雄心勃勃地要把世界上全部书籍都数码化并存入其数字图书馆，供

所有浏览者阅读 （当然是英语书籍了）。

正如某些西方国家倡导文化多元主义一样，笔者认为也应该倡导语言多元化。一门

语言就是一种看世界和解释世界的哲学体系，反映了一个民族独特的历史和人文，是这

一民族多少代人智慧的结晶。正如美国１９世纪哲学家爱默生所说：“语言是历史的档
案”。一个拥有丰富语言的世界就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可以想象，将来世界上若是

只存在一种语言，人们会感到思想是多么贫乏，会觉得这个世界变成了黑白照片，而不

是悦目的彩色照片。在维护本国语言的地位这一点上，法国人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他

们骄傲地保持法语在本国的主导地位，并且十分注意提防某些 “霸权”语言借助流行

电影侵入年轻人的语言中。

根据上述思想，我们学习英语是为了突破本族语的束缚，可以放眼看世界，可以把

西方世界最精粹的人文思想借鉴过来，使汉语更为丰富，更与当前世界潮流接轨。英语

和汉语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它们各有千秋，都是这两个民族在千百年中建造其文

化的结果。若要比较的话，我们似乎可以说汉语由于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由于其

象形文字的起源，更为封闭一些，更不容易接受外来语对其根本语法结构的影响。而众

所周知，英语则是著名的混杂语 （ｍｏｎｇｒｅ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在其盎格鲁－撒克逊语的基础之
上，又融合了拉丁语、诺曼底法语和其他各种语言的成分。在与其他各文化的交流碰撞

之中，英语来者不拒，采取 “拿来主义”的立场，因此其词汇量极为丰富，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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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灵活多样。

话归本题，《英美散文选读 （二）》是继 《英美散文选读 （一）》之后的教材，是

为国内高等院校商务英语专业本科生所编写的一套教材。《选读 （一）》是针对大学三

年级第一学期的教学所编的，《选读 （二）》是针对大学三年级第二学期的教学所编的。

关于编写一套质量上乘的英语教材的标准，请参阅笔者在 《选读 （一）》中所写的 《前

言》，在此恕不重复。

本书与 《选读 （一）》相比，所选的篇章在语言和内容上难度都更大，长度也有所

增加。因此，供正式讲授的课文一共有十二篇，每篇可用 ６课时讲授 （包括讲解练

习）。这些篇章均出自英美名家之手，涉及的主题也多种多样。然而它们共同的特点就

是观点新颖、视角独特、行文流畅，用词精巧准确，论证符合逻辑，因此可供写作范文

之用。每篇课文前均有课前讨论的一些名言，与课文内容相关，可引发学生对课文主题

进行深入思考。课文后练习的编排与 《选读 （一）》体例类似，建议采用本书的教师把

重点放在讨论课文内容和作者写作技巧的问题上，同时也不要忽略难句释义练习。对课

文中出现的生词，建议教师要结合其使用语境来教，并且注意一词多义现象。在讲解完

每一课后，最好能总结一下要点和思维脉络，以使学生既见 “木”又见 “林”。

一如既往，笔者强调英语学习中要注意吸收其人文思想的精华，只有阅读过英美大

师的作品，才能领会到英语之妙，才能增进自己的智慧。这就是为什么笔者第一篇课文

选的就是 “２０世纪的智者”罗素的 《知识与智慧》一文的原因。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务处和英语学院的大力支持，教学团队的

各位同仁也提出过许多有益的建议。笔者尤其要感谢自己的导师北京大学教授赵萝蕤和

英语学院已故教授何曾楣前辈，他们在过去对笔者的谆谆教诲使笔者受益匪浅。最后，

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有所收获，并希望同行专家不吝指正。

蒋显瞡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写于惠园



　

!

"#$%&$'

ＵｎｉｔＯｎ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Ｗｉｓｄｏｍ （１）
!!!!!!!!!!!!!!!!

ＵｎｉｔＴｗｏ　 Ｈａｂｉｔ （１５）
!!!!!!!!!!!!!!!!!!!!!!!

ＵｎｉｔＴｈｒｅｅ　 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ａｓＲｅｂｅｌ （３１）
!!!!!!!!!!!!!!!!

ＵｎｉｔＦｏｕ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ｌｅＣｒｉｓｅｓｏｆＡｄｕｌｔｈｏｏｄ （４５）
!!!!!!!!!!!!

ＵｎｉｔＦｉｖｅ　 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ＧｏｏｄａｎｄＢａｄ （５９）
!!!!!!!!!!!!

ＵｎｉｔＳｉｘ　 Ｆａ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Ｅｎｅｍｙ （７３）
!!!!!!!!!!!!!!!!!!

ＵｎｉｔＳｅｖｅｎ Ｇｉｂｂｏｎ （８５）
!!!!!!!!!!!!!!!!!!!!!!!

ＵｎｉｔＥｉｇｈｔ ＰｈｉｌｉｓｔｉｎｅｓａｎｄＰｈｉｌｉｓｔｉｎｉｓｍ （１０１）
!!!!!!!!!!!!!!

ＵｎｉｔＮｉｎｅ 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ｃｈｏｌａｒ （１１１）
!!!!!!!!!!!!!!!!

ＵｎｉｔＴｅｎ Ａ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Ｍａｌａｉｓｅ （１３１）
!!!!!!!!!!!!!!!!

ＵｎｉｔＥｌｅｖｅｎ ＨｅｂｒａｉｓｍａｎｄＨｅｌｌｅｎｉｓｍ （１４５）
!!!!!!!!!!!!!!!

ＵｎｉｔＴｗｅｌｖｅ ＴｈｅＧｉｆｔｏｆＴｏｎｇｕｅｓ （１６１）
!!!!!!!!!!!!!!!!!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Ｒｅａｄｉｎｇ （１７９）
!!!!!!!!!!!!!!!!!!!!!!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２３３）
!!!!!!!!!!!!!!!!!!



书书书

１ＵｎｉｔＯｎ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Ｗｉｓｄｏｍ
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Ｒｕｓｓｅｌｌ

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


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Ａｒｔｈｕｒ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ｕｓｓｅｌｌ（１８７２—１９７０），ｗｈｏｗａｓ
ｂｏｒｎ ｉｎ Ｍｏｎｍｏｕｔｈｓｈｉｒｅ，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ｗａｓｏｎｅ ｏｆ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ｉａｎｓ，ｌｉｂｅｒ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ｉｓｔｓ，ａｎｄａｕｔｈｏｒｓ
ｏｆｔｈｅ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Ｈｉｓｗｏｒｋｓ，ｃｏｍｐｒｉｓｉｎｇ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ｓｉｘｔｙ
ｖｏｌｕｍｅｓ，ｒａｎｇｅｆｒｏ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ｔｏ
ｆａｓｃｉｎａｔｉｎｇｍｅｍｏｉｒｓｔｈａｔｒｅｃｏｒｄＢｒｉｔｉｓｈ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ｙｅａｒｓｏｆ
ｔｈｅ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１９０３）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Ｍｅａ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ｒｕｔｈ（１９４０）ｔｏｈｉｓ
ｔｈｒｅｅｖｏｌｕｍｅＡｕｔｏ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１９６７—１９６９），Ｒｕｓｓｅｌｌ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ｈｉｓｍｕｌｔｉｆａｒｉｏｕｓｔａｌｅｎｔｓ
ａｓａｗｒｉｔｅｒ，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ｔｈｉｎｋｅｒ，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ｉｓｔ．ＨｅｗａｓａｗａｒｄｅｄｔｈｅＮｏｂｅｌＰｒｉｚｅｉ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
１９５０．Ｉｎ１９５５ｈｅ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ｔｈｅＳｉｌｖｅｒＰｅａｒｓＴｒｏｐｈｙｆｏｒｗｏｒｋｏｎｂｅｈａｌｆｏｆｗｏｒｌｄｐｅａｃｅ．Ｉｎ
ｔｈｉｓｅｓｓａｙｆｒｏｍ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ｓｆｒｏｍＭｅｍｏｒｙ（１９５６），Ｒｕｓｓｅｌｌａｒｇｕｅｓｔｈａｔａｓｗ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ｉ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ｗｉｓｄｏｍｂｅｃｏｍｅｓａ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ｐｅｏｐｌｅｓ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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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英美散文选读 （二）（第二版）

ＢｅｆｏｒｅＣｌａｓｓ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ｉｓｃｕｓｓ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ｑｕｏｔｅｓａｂｏｕｔｗｉｓｄｏｍ：
 Ａｌｗａｙ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ｄｅｓｉｒｅｗｅｍｕｓｔｂｅｆｏｕｎｄ，
Ｉｆｉｔｓｄｅｅｐｍｙｓｔｅｒｙｗｅｗｏｕｌｄｓｏｕｎｄ；
Ｂｕｔｉｆｄｅｓｉｒｅａｌｗａｙｓｗｉｔｈｉｎｕｓｂｅ，
Ｉｔｓｏｕｔｅｒｆｒｉｎｇｅｉｓａｌｌｔｈａｔｗｅｓｈａｌｌｓｅｅ．— ＬａｏＴｚｕ

 ＴｈｅｆｅａｒｏｆｔｈｅＬＯＲＤｉｓ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ｕｔｆｏｏｌｓｄｅｓｐｉｓｅｗｉｓｄｏｍａｎｄ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ｖｅｒｂｓ１∶７

 Ｗｉｓｄｏｍ ｉｓ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ｔｈ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ｇｅｔｗｉｓｄｏｍ：ａｎｄｗｉｔｈａｌｌｔｈｙｇｅｔｔｉｎｇｇｅ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ｖｅｒｂｓ４∶７

 Ｗｉｓｄｏｍｉ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ｗｅａｐｏｎｓｏｆｗａｒ．— Ｅｃｃｌｅｓｉａｓｔｅｓ９∶１８
 Ｍｅｍｏｒｙｉｓｔ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ｏｆａｌｌｗｉｓｄｏｍ．— ＳａｍｕｅｌＪｏｈｎｓｏｎ
 Ｉｈｏｐｅｏｕｒｗｉｓｄｏｍｗｉｌｌｇｒｏｗｗｉｔｈｏｕｒ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ｔｅａｃｈｕ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ｌｅｓｓｗｅｕｓｅｏｕｒ
ｐｏｗｅｒ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ｅｒｉｔｗｉｌｌｂｅ．— Ｔｈｏｍａｓ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

 Ｔｈｅ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ｗｉｓｄｏｍ，ａｎｄ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ｔｒｕ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ｓｔｏ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ｕｒｗａｎｔｓｔｏｏｕｒ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ｕｒ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ｓｔｏｏｕｒ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ｗｅｗｉｌｌｔｈｅｎｂｅａｈａｐｐｙａｎｄａｖｉｒｔｕｏｕ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ＭａｒｋＴｗａｉｎ

 “Ｎｅｖｅｒｍｉｓｔａｋ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ｆｏｒｗｉｓｄｏｍ．Ｏｎｅｈｅｌｐｓｙｏｕｍａｋｅａｌｉｖｉｎｇ；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ｅｌｐｓｙｏｕ
ｍａｋｅａｌｉｆｅ．”— ＳａｎｄｒａＣａｒｅｙ

Ｔｅｘｔ


１　Ｍｏｓｔｐｅｏｐｌｅｗｏｕｌｄａｇｒｅｅｔｈａｔ，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ｏｕｒａｇｅｆａｒｓｕｒｐａｓｓｅｓａｌｌ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ａｇｅｓｉ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ｈｅｒｅｈａｓｂｅｅｎｎ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ｗｉｓｄｏｍ．Ｂｕｔ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ｃｅａｓｅｓａｓｓｏｏｎ
ａｓｗｅａｔｔｅｍｐｔｔｏｄｅｆｉｎｅ“ｗｉｓｄｏｍ”ａｎｄ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ｍｅａｎｓｏｆ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ｉｔ．Ｉｗａｎｔｔｏａｓｋｆｉｒｓｔ
ｗｈａｔｗｉｓｄｏｍｉ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ｗｈａｔｃａｎｂｅｄｏｎｅｔｏｔｅａｃｈｉｔ．
２　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ｓｅｖｅｒ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ｈａｔ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ｔｏｗｉｓｄｏｍ．ＯｆｔｈｅｓｅＩｓｈｏｕｌｄｐｕｔｆｉｒｓｔａ

ｓｅｎｓｅｏｆ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ｔｏｔａｋｅａｃｃｏｕｎｔｏｆａｌｌ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ａ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ｎｄ
ｔｏａｔｔａｃｈｔｏｅａｃｈｉｔｓｄｕｅｗｅｉｇｈｔ．Ｔｈｉｓｈａｓｂｅｃｏｍｅｍｏｒｅ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ｔｈａｎｉｔｕｓｅｄｔｏｂｅｏｗｉｎｇｔｏ
ｔｈｅｅｘｔ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ｅ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ｋｉｎｄｓ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ｉａｎｓ．Ｓｕｐｐｏｓｅ，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ｔｈａｔｙｏｕａｒｅｅｎｇａｇｅｄ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ＵｎｉｔＯｎ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Ｗｉｓｄｏｍ　　 ３　　　　

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ｓ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ａｎｄｉｓｌｉｋｅｌｙｔｏａｂｓｏｒｂ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ｏｆｙｏｕｒ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Ｙｏｕｈａｖｅ
ｎｏｔｔｉｍｅｔｏ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ｗｈｉｃｈｙｏｕｒ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ｅｓｏｒ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ｍａｙｈａｖｅｏｕｔｓｉｄｅｔｈｅｆｉｅｌｄ
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Ｙｏｕｓｕｃｃｅｅｄ（ｌｅｔｕｓｓａｙ），ａｓｍｏｄ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ｈａｓｓｕｃｃｅｅｄｅｄ，ｉｎｅｎｏｒｍｏｕｓｌｙ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ｆａｎｔｄｅａｔｈｒａｔｅ，ｎｏｔｏｎｌｙ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ｂｕｔａｌｓｏｉｎＡｓｉａａｎｄ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ｉｓｈａｓｔｈｅｅｎｔｉｒｅｌｙｕｎｉｎｔｅｎｄ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ｍ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ｆｏｏｄｓｕｐｐｌｙｉｎａｄｅｑｕａｔｅ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ｉｎｇ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ｌｉｆｅｉｎｔｈｅｍｏｓｔｐｏｐｕｌｏｕｓｐａｒｔｓ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Ｔｏｔａｋｅａｎｅｖｅｎｍｏｒｅｓｐｅｃｔａｃｕｌａ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ｗｈｉｃｈｉｓｉｎｅｖｅｒｙｂｏｄｙｓｍｉｎｄａｔ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ｉｍｅ：ｙｏｕ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ａｔｏｍｆｒｏｍ ａｄｉ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ｄｅｓｉｒｅｆｏｒ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ｌｙｐｌａｃｅｉｎｔｈｅｈａｎｄｓｏｆ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ｌｕｎａｔｉｃｓｔｈｅｍｅａｎｓｏｆｄｅｓｔｒｏｙｉｎｇ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ｒａｃｅ．Ｉｎｓｕｃｈｗａｙｓｔｈｅｐｕｒｓｕｉｔ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ａｙｂｅｃｏｍｅｈａｒｍｆｕｌｕｎｌｅｓｓｉｔｉ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ｗｉｓｄｏｍ；ａｎｄｗｉｓｄｏｍｉｎｔｈｅｓｅｎｓｅ
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ｖｉｓｉｏｎｉｓｎｏｔ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ｌｙ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ｓｉｎｔｈｅｐｕｒｓｕｉｔ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ｌｏｎｅ，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ｓｎｏｔｅｎｏｕｇｈｔｏ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ｗｉｓｄｏｍ．Ｔｈｅｒｅｍｕｓｔ

ｂｅ，ａｌｓｏ，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ｅｎｄ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ｌｉｆｅ．Ｔｈｉｓｍａｙｂｅ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ｔｕｄｙ
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Ｍａｎｙｅｍｉｎｅｎｔ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ｈａｖｅｄｏｎｅｍｏｒｅｈａｒｍｔｈａｎｇｏｏｄ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ｙｖｉｅｗｅｄ
ｆａｃｔ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ｎｇｍｅｄｉｕｍｏｆｔｈｅｉｒｏｗｎｐａｓｓｉｏｎｓ：Ｈｅｇｅｌｈａｄ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ｈｉｃｈｄｉｄｎｏｔｓｕｆｆｅｒｆｒｏｍａｎｙｌａｃｋ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ｓｉｎｃｅｉｔｓｔａｒ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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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ｔｈｅｉｒｔｉｍｅａｎｄｂｏｔｈ，ｂｙ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ｆｒｅｅ，ｗｅｒｅｂｅｎｅｆｉｃｅｎｔａｎｄ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ｎｏｔｉ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ｂｒａｈａｍＬｉｎｃｏｌｎ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ａｇｒｅａｔｗａｒｗｉｔｈｏｕｔｅｖｅｒｄｅｐａｒｔｉｎｇｆｒｏｍｗｈａｔＩ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ｃａｌｌｉｎｇ
ｗｉｓｄｏｍ．
８　Ｉｈａｖｅｓａｉｄｔｈａｔｉｎｓｏｍｅｄｅｇｒｅｅｗｉｓｄｏｍｃａｎｂｅｔａｕｇｈｔ．Ｉｔｈｉｎｋｔｈａｔｔｈｉｓ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ｈ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ａｌａｒｇｅｒ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ｔｈａｎｈａｓｂｅｅｎ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ｉｎｗｈａｔｈａｓｂｅｅ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ｆ
ａｓｍｏｒａｌ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ｄｉｓａｓｔｒｏｕ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ｈａｔｒｅｄａｎｄｎａｒｒｏｗｍｉｎｄｅｄｎｅｓｓｔｏｔｈｏｓｅｗｈｏ
ｆｅｅｌｔｈｅｍｃａｎｂｅｐｏｉｎｔｅｄｏｕｔ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ｌｙｉｎ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ｇｉｖｉｎｇ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ｄｏｎｏｔｔｈｉｎｋ
ｔｈａ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ｍｏｒａｌｓｏｕｇｈｔｔｏｂｅｔｏｏｍｕｃｈ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Ｉｔｉｓｔｒｕ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ｋｉｎｄｏｆ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ｅ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ｗｈｉｃｈｉｓ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ｆｏｒｖａｒｉｏｕｓｋｉｎｄｓｏｆｓｋｉｌｌｈａｓｌｉｔｔｌｅｔｏｄｏｗｉｔｈ
ｗｉｓｄｏｍ．Ｂｕｔｉｔ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ｉ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ｂｙｗｉｄｅｒｓｕｒｖｅｙ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ｔｏｐｕｔｉｔｉｎ
ｉｔｓｐｌａｃｅｉｎ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Ｅｖｅｎｔｈｅｂｅｓｔｔｅｃｈｎｉｃｉａｎｓｓｈｏｕｌｄａｌｓｏｂｅｇｏｏｄ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ａｎｄｗｈｅｎＩｓａｙ“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Ｉｍｅａｎ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ａｎｄｎｏｔｏｆｔｈｉｓｏｒｔｈａｔｓｅｃｔ
ｏｒ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ｅｖｅｒ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ｓｋｉｌｌ，ｗｉｓｄｏｍｂｅｃｏｍｅｓｍｏｒｅ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ｆｏｒ
ｅｖｅｒｙｓｕｃｈ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ａｕｇｍｅｎｔｓｏｕｒ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ｆｏｒｒｅａｌｉｓｉｎｇｏｕｒｐｕｒｐｏｓ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ａｕｇｍｅｎｔｓ
ｏｕｒ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ｆｏｒｅｖｉｌ，ｉｆｏｕｒｐｕｒｐｏｓｅｓａｒｅｕｎｗｉｓｅ．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ｎｅｅｄｓｗｉｓｄｏｍａｓｉｔｈａｓｎｅｖｅｒ
ｎｅｅｄｅｄｉｔ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ｉ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ｔｏ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ｗｉｌｌｎｅｅｄｗｉｓｄｏｍｉｎ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ｅｖｅｎ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ｉｔｄｏｅｓｎ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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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ｎｅｐａｒｔｔｏａｎｏｔｈｅｒｏｒｔｏ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ｗｉｔ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ｏｒｄｅｇｒｅｅ

２．ｉｎｆａｎｔｄｅａｔｈｒａｔｅ：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ｄｅａｔｈ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ｔｈｏｓｅａｌｉｖｅｗｉｔｈｒｅｇａｒｄ
ｔｏｌｉｔｔｌｅｂａｂｉｅｓ

３．ｐｏｐｕｌｏｕｓ：ａｄｊ．ｗｉｔｈａｌａｒｇ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４．ｄｉ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ａｄｊ．ｆｒｅｅｆｒｏｍｓｅｌｆｉｓ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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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ｉｎｃｕｌｃａｔｅ：ｖ．ｔｏｔｅａｃｈａｎｄｉｍｐｒｅｓｓｂｙ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ｓ
６．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ｂｅａｒｅｒ：ｎ．ａｌｅａｄｅｒｉｎ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ｇｒｏｕｐｏｒ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７．ｉｎｈｅｒｅｎｔｌｙ：ａｄｖ．ｂｙｏｎｅｓｎａｔｕｒｅ，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ａｌｌｙ
８．ｃｏｎｆｅｒｕｐｏｎ：ｔｏｇｒａｎｔ，ｂｅｓｔｏｗ
９．ｅｎｍｉｔｙ：ｎ．ｍｕｔｕａｌｈａｔｒｅｄ
１０．ｉｍｐａｒｔｉａｌｉｔｙ：ｎ．ｆｒｅｅｆｒｏｍａｎｙｂｉａｓｅｄｉｄｅａｓ
１１．ｉｎｔｈｅ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ｂｅ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ｔｈａｔａｇｒｅ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１２．ｅｘｈｏｒｔ：ｖ．ｔｏｕｒｇｅ，ａｄｖｉｓｅ
１３．ｐｒｅｃｅｐｔ：ｎ．ａ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ａｃｔｉｏｎｏｒｃｏｎｄｕｃｔ
１４．Ｓａｍａｒｉｔａｎ：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Ｇｏｓｐｅｌ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Ｌｕｋｅ，ｒｅｆｅｒｒｉｎｇｔｏａｋｉｎｄａｎｄｇｅｎｅｒｏｕｓ
ｐｅｒｓｏｎｒｅａｄｙｔｏｈｅｌｐｔｈｏｓｅｉｎｎｅｅｄ

１５．ｖｉｇｏｕｒ：ｎ．ｆｏｒｃｅ
１６．ｂｅａｒｏｕｔ：ｔｏ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ｔｒｕｔｈｏｆ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１７．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ａｄｊ．ｕｓｕａｌ，ｈａｂｉｔｕａｌ
１８．ｐｕｔ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ｉｎｉｔｓｐｌａｃｅ：ｔｏｐｌａｃｅ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ｗｈｅｒｅｉｔｓｈｏｕｌｄｂｅ
１９．ａｕｇｍｅｎｔ：ｖ．ｔｏｃａｕｓｅ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ｔｏｂｅｃｏｍｅｂｉｇｇｅｒ
２０．ａｓｉｔｗａｓ：ｉｎｆａｃ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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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Ｈｅｇｅｌ：（ｂｏｒｎＡｕｇｕｓｔ２７，１７７０，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Ｗüｒｔｔｅｍｂｅｒｇ；ｄｉｅｄ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４，１８３１，
Ｂｅｒｌｉｎ）ｆｕｌｌｎａｍｅ：ＧｅｏｒｇＷｉｌｈｅｌｍ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Ｇｅｒｍａ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Ａｆｔｅｒｗｏｒｋｉｎｇａｓａ
ｔｕｔｏｒ，ｈｅｗａｓｈｅａｄｍａｓ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ｇｙｍｎａｓｉｕｍａｔＮüｒｎｂｅｒｇ（１８０８—１６）；ｈｅｔｈｅｎｔａｕｇｈ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ｌｙａｔ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１８—３１）．Ｈｉｓｗｏｒｋ，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ｏｎｔｈａｔｏｆ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Ｋａｎｔ，ＪｏｈａｎｎＧｏｔｔｌｉｅｂＦｉｃｈｔｅ，ａｎｄＦ．Ｗ．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ｍａｒｋｓｔｈｅｐｉｎｎａｃｌｅｏｆ
ｐｏｓｔＫａｎｔｉａｎＧｅｒｍａｎｉｄｅａｌｉｓｍ．Ｉｎｓｐｉｒｅｄｂｙ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ａｆａｎｔａｓｔｉｃ
ｆｕｎｄｏｆ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Ｈｅｇｅｌｆｏｕｎｄａｐｌａｃｅｆｏｒ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ｌｏｇｉｃ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ｕｍａｎ，ａｎｄｄｉｖｉｎｅ— ｉｎａ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ｓｃｈｅｍｅｔｈａｔ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ｌｙｓｗｕｎｇｆｒｏｍ ｔｈｅｓｉｓｔｏ
ａｎｔｉｔｈｅｓｉｓａｎｄｂａｃｋａｇａｉｎｔｏａｈｉｇｈｅｒａｎｄｒｉｃｈｅｒ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Ｈｉｓｐａｎｏｒａｍ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ｅｎｇａｇｅ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ｌ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ｎｏｎｅｏｆｗｈｉｃｈ
ｃｏｕｌｄａｎｙｌｏｎｇｅｒｂｅｄｅｅｍｅ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ｏｉｔｓ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ｉｔｄｅｐｒｉｖｅｄａｌｌｔｈ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ｔｈｅｉｒ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ｔｈｅｍｔｏｓｙｍｂｏｌｉｃ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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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ｔｈｅｏｎ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Ｓｐｉｒｉｔｓｑｕｅｓｔｆｏｒａｎｄｃｏｎｑｕｅｓｔｏｆｉｔｓｏｗｎｓｅｌｆ．Ｈｉ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ｈａｓｂｅｅｎａｓｆｅｒｔｉｌｅｉｎｔｈ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ｈ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ｅｄａｓｉｎｈ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ｉｍｐａｃｔ．
Ｈｉ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ｗｏｒｋｓａｒ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Ｍｉｎｄ（１８０７），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ｏｆ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８１７），ａｎ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Ｒｉｇｈｔ（１８２１）．Ｈｅｉｓｒｅｇａｒｄｅｄａｓｔｈｅｌａｓｔｏｆｔｈｅｇｒｅａ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ｂｕｉｌｄｅｒｓ．（Ｓｏｕｒｃｅ：ＢｒｉｔａｎｎｉｃａＣｏｎｃｉｓｅ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ＨｅｇｅｌＱｕｏｔｅｓ：
“Ｔｈｅｏｎｌｙｔｈｉｎｇｗｅｌｅａｒｎｆｒｏｍ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ｓｔｈａｔｗｅｌｅａｒｎｎｏｔｈｉｎｇｆｒｏｍ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ｈａｔｅｖｅｒｉｓ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ｉｓｔｒｕｅ，ａｎｄｗｈａｔｅｖｅｒｉｓｔｒｕｅｉｓ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Ｎｏｔｈｉｎｇｇｒｅａｔ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ｈａｓｂｅｅｎ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ｅ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ｐａｓｓｉｏｎ．”

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Ｓｔｏｎｅ：ａｍａｇｉｃｓｔｏｎｅｂｅｌｉｅｖｅｄｔｏｈａｖｅ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ｏｆ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ａｓｔｏｎｅｉｎｔｏ
ｇｏｌｄ．

３．ＥｌｉｘｉｒｏｆＬｉｆｅ：ａ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ｂｅｌｉｅｖｅｄｔｏ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ｌｉｆｅ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ｌｙ．
４．Ｓａｍａｒｉｔａｎ：ｕｓｕａｌｌｙ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ｔｏａｓｔｈｅＧｏｏｄＳａｍａｒｉｔａｎ— ａ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ｏｎａｔｅｐｅｒｓｏｎｗｈｏ
ｕｎｓｅｌｆｉｓｈｌｙｈｅｌｐｓｏｔｈｅｒｓ，ａｓｉｎ“Ｉｎｔｈｉｓ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ｙｏｕｃａｎｔｃｏｕｎｔｏｎａｇｏｏｄＳａｍａｒｉｔａｎ
ｉｆｙｏｕｇｅｔｉｎｔｒｏｕｂｌｅ”．Ｔｈｉ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ｌｕｄｅｓｔｏＪｅｓｕｓｓｐａｒａｂｌｅａｂｏｕｔａＳａｍａｒｉｔａｎｗｈｏ
ｒｅｓｃｕｅｓａｎｄｃａｒｅｓｆｏｒａｓｔｒａｎｇｅｒｗｈｏｈａｄｂｅｅｎｒｏｂｂｅｄａｎｄｂａｄｌｙｈｕｒｔａｎｄｈａｄｂｅｅｎｉｇｎｏｒｅｄ
ｂｙａｐｒｉｅｓｔａｎｄａＬｅｖｉｔｅ（Ｌｕｋｅ１０：３０－３５）．ＴｈｅＳａｍａｒｉｔａｎｓｗｅ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ａｈｅｒｅｔｉｃａｌ
ｇｒｏｕｐｂｙｏｔｈｅｒＪｅｗｓ，ｓｏｂｙｕｓｉｎｇａＳａｍａｒｉｔａｎｆｏｒｔｈｅｐａｒａｂｌｅ，Ｊｅｓｕｓｃｈｏｓｅａｐｅｒｓｏｎｗｈｏｍ
ｈｉｓｌｉｓｔｅｎｅｒｓｗｏｕｌｄｆｉｎｄｌｅａｓｔｌｉｋｅｌｙｔｏｂｅ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ｃｏｎｃｅｒｎ．

５．Ｈａｔｒｅｄｏｆｅｖｉｌｉｓｉｔｓｅｌｆａｋｉｎｄｏｆｂｏｎｄａｇｅｔｏｅｖｉｌ：ｐｒｏｂａｂｌｙａ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ｏＳｔ．
Ｐａｕｌｓｉ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Ｌｏｖｅｍｕｓｔｂｅｓｉｎｃｅｒｅ．Ｈａｔｅｗｈａｔｉｓｅｖｉｌ；ｃｌｉｎｇｔｏｗｈａｔｉｓｇｏｏｄ”—
Ｒｏｍａｎｓ，１２．９（ＮＩＶ）．

６．Ｑｕｅｅｎ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Ｉ：（１５３３—１６０３；ｒｕｌｅｄ１５５８—１６０３），ｑｕｅｅｎｏｆＥｎｇｌａｎｄａｎｄＩｒｅｌａｎｄ．
Ｔｈｅ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ｏｆＨｅｎｒｙＶＩＩＩｂｙｈｉｓｓｅｃｏｎｄｗｉｆｅ，ＡｎｎｅＢｏｌｅｙｎ，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ｗａｓｒｅｎｄｅｒｅｄａ
ｂａｓｔａｒｄｂｙＨｅｎｒｙｓｒｅｐｕｄ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ｎｅｉｎ１５３６．Ｓｈｅｗａ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ｒｅａｒｅｄ
ａｓａｐｒｉｎｃｅｓｓａｎｄ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ｔｈｅｓａｍ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ａｓｈｅｒｈａｌｆ
ｂｒｏｔｈｅｒ，ＥｄｗａｒｄＶＩ．Ｉｎｈｅｒｆａｔｈｅｒｓｗｉｌｌ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ｗａｓｐｌａｃｅｄｔｈｉｒｄｉｎ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ｔｏｔｈｅ
ｔｈｒｏｎｅａｆｔｅｒｈｅｒｔｗｏｓｉｂｌｉｎｇｓ，ＭａｒｙａｎｄＥｄｗａｒｄ．ＩｎｈｅｒＣａｔｈｏｌｉｃｈａｌｆｓｉｓｔｅｒＭａｒｙｓｒｅｉｇｎ，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ｆｅｌｌｕｎｄｅｒｓｕｓｐｉｃｉｏｎｆｏｒｈｅｒｓｕｐｐｏｓｅｄ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ｓｙｍｐａｔｈｉｅｓａｎｄ，ｉｎｔｈｅｗａｋｅｏｆ
ｔｈｅ１５５４ｒｅｖｏｌｔｌｅｄｂｙＳｉｒＴｈｏｍａｓＷｙａｔｔ（ｉｎｗｈｉｃｈｓｈｅｈａｄｒｅｆｕｓｅｄｔｏ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ｓｈｅ
ｗａｓｉｍｐｒｉｓｏｎｅｄｉｎｔｈｅＴｏｗｅｒｏｆＬｏｎｄｏｎ．Ｈｏｗｅｖｅｒ，ＰｈｉｌｉｐＩＩｏｆＳｐａｉｎ，Ｍａｒｙｓｈｕｓｂ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ｈｅｒ．Ｆｒｅｅｄｆｒｏｍ ｔｈｅｔｏｗ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ｎ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ａｔＷｏｏｄｓｔｏｃｋＨｏｕｓｅｉｎ
Ｏｘｆｏｒｄｓｈｉｒｅ，ｓｈｅｗａｓｆｉｎａｌｌｙ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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