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人物

蒙哥马利（１８８７－１９７６年），英国陆军元帅，军事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杰出的指挥官之一。

艾森豪威尔（１８９０－１９６９年），美国杰出的军事家、
政治家、外交家、陆军五星上将，美国第３４任总统。

温斯顿·丘吉尔（１８７４－１９６５年），英国著名政治
家，曾两次任英国首相。二战三巨头之一。

隆美尔·埃尔温（１８９１－１９４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德国陆军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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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这个问题困扰了

人们几千年。直至今日，尚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其实，到底谁造就了谁，连上帝也说不清楚，即使说清楚

了，对我们也没有多大意义。对我们有意义的，是当年的

那些在各个领域叱咤风云的巨人们，于谈笑之间，对人类

文明进步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这才是后人享用不尽的

宝贵财富。正是这一股股伟力凝聚而成的合力，改变了

我们现在的生活。

而我们更迫切想要知道的是，他们的力量到底从何

而来？是怎样的成长过程让他们脱颖而出，从而站到了

时代的浪尖上长袖善舞？于是，人们对介绍伟人生平的

传记作品趋之若骛，希望从他们的言行、个性、思维方式

中，参悟到一些成功之道。

正是为了给读者打开这样一扇窗户，编者们经过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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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的努力，终于向读者奉献了这套《希望文库》丛书。

本套丛书所写的百位传主，涉及了政治、文化、经济、

军事、科技等领域，编者通过真实可信而又详尽的资料，

既完整地介绍了传主波澜起伏的精彩一生，又不时地通

过深刻的心理描写和独具见解的议论，对传主的性格发

展脉络进行了清晰的梳理。让读者不仅看到扣人心弦的

故事，更从传主在故事中的表现，看到一些成功的端倪。

在编写过程中，编者常常对传主的坎坷人生唏嘘感

慨，更对他们异乎常人的品质叹服不已，比如他们不达目

标、绝不罢休的坚毅隐忍，比如他们面对机遇，毫不犹豫，

立即采取行动的果敢姿态，以及运筹帷幄、处乱不惊的高

超智慧和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我们也真诚希望，读者

朋友们在阅读过程中能得到比编者更大的收获。

当然，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请

朋友们不吝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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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显赫

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人们不禁会想起那些在

战争中立下卓越战功的战将。提起那些名声显赫的

战将，人们自然会想起伯纳德·劳·蒙哥马利。

１８８７年１１月７日，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出生

在伦敦肯宁顿圣马克教区的牧师———亨利·蒙哥马

利家中。蒙哥马利家族在英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创

下了光辉的业绩。蒙哥马利家族的祖先罗杰·蒙哥

马利伯爵，曾于１０６６年协助诺曼底的威廉公爵入侵

英国，因而被视为诺曼贵族中最出类拔萃的人物之

一。后来，他成为占领区的行政长官，直至１０９４年

他逝世为止。在１１世纪威廉公爵的朝廷中，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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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哥马利官运亨通，平步青云，名声显赫。尽管他的

传记作者曾把他说成是一个睿智、温和和热爱正义

的人，但他的成功完全是靠残忍、欺诈和武力。诺曼

人的野心、贪婪和狡猾在他身上暴露无遗。他霸占

了若干诺曼修道院作为私产，娶了声名狼藉的威廉

·塔尔瓦斯勋爵的女儿梅布尔为妻。他娶梅布尔不

仅是为了扩充自己的产业，也是为了拉拢一个气味

相投的同党。他们狼狈为奸，排除异己，撵走了威廉

公爵身旁大部分势单力薄的贵族。罗杰与妻子乘机

用甜言蜜语取得公爵的宠信，并巧妙地进行挑拨离

间，使公爵与身边的大臣失和。威廉公爵是位感情

用事的人，盛怒之下，竟以莫须有的罪名，削除了一

些显赫一时的重臣的贵族爵位，并将他们长期放逐。

心狠手辣的梅布尔对此并不满足，企图把她的对手

置于死地而后快。于是她设宴招待被放逐的阿诺

德·德昌福尔，企图在宴会上将他毒死。梅布尔的

举动引起了阿诺德的警觉，于是拒绝食用她的点心，

使她的阴谋未能得逞。罗杰的弟弟吉斯利贝特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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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情，顺手拿过点心，狼吞虎咽地吞下，结果白白送

掉性命。梅布尔一计未成，一计又起，不除掉对手，

誓不罢休。最后，她买通阿诺德的侍从，将其害死。

１０８２年，梅布尔自己也大祸临头：当她浴后躺在床上

时，被仇人斩首。梅布尔死后，罗杰·蒙哥马利娶性

情温和的阿梯莉莎·甫雪特为妻，并洗心革面，努力

改过，以赎前罪。他后来成为一个虔诚而热心的基

督教徒，在英国和诺曼底捐赠了无数的修道院和教

堂。１０９４年，罗杰·蒙哥马利在自己的什鲁斯伯里

修道院逝世。

１６２３年，罗杰·蒙哥马利的子孙从苏格兰西岸

渡海，到达多尼格尔郡的基勒堤，赶走了当地的天主

教徒，在那里安家落户。他们主要经商、当牧师或任

行政官员。伯纳德·劳·蒙哥马利的爱尔兰血统，

便是从他们那里继承来的。

在爱尔兰，蒙哥马利家族中第一个有据可查的

是塞缨尔·蒙哥马利。他是个酒商。当时的英国在

英王五世的统治下，正是堆金积玉、笙歌旦旦和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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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的全盛时期。那种宴安逸乐和纸醉金迷的社会

生活使他大发横财。他用赚来的钱在伦敦德里等地

购置了大量产业。１７６８年他又购买了１０００英亩农

田，随即冠之以“新公园”的雅号，并在上面建立起自

己亲手设计的别墅。他与附近的一位建筑师的女儿

结了婚，生了８个孩子，但只有一个儿子长大成人。

那个儿子名叫塞缨尔·卢·蒙哥马利，曾就学

于伦敦德里的佛伊尔学院和都柏林的三一学院。２０

岁时，他在爱尔兰基督教堂奉授圣职，被委任为教会

执事。４５岁时，成为莫维尔教区———“新公园”所在

地的教区的教区长。他把“新公园”的房舍用作修道

院，对宗教的信仰一心一意，如痴如醉。在其父去世

的当年，他娶了莫维尔前任牧师的遗孀、３８岁的麦克

伦·苏珊为妻。他们共生了６个孩子，最小的一个

出生时，苏珊已５３岁。为了修缮“新公园”的建筑，

他把伦敦德里的产业卖得一干二净。到１８３２年他

逝世时，他留给子孙的遗产只有从典押产业中得来。

塞缨尔·卢·蒙哥马利的长子继承了父亲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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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成为“新公园”的主人。他也受领圣职，成为德里

郡巴利纳斯克里恩的教区长，后来被家人称为“蒙哥

马利叔叔”。他毫无财政金融方面的才能，一次废

约，便损失了１２００英镑。１８７４年他去世时，负债

１３０００英镑之多。“新公园”的产业已被抵押，抵押的

金额，即使再过５０年也无法偿还。蒙哥马利叔叔去

世后，产业归他的弟弟罗伯特·蒙哥马利（塞缨尔·

卢·蒙哥马利的次子）所有。

罗伯特·蒙哥马利就是伯纳德·劳·蒙哥马利

的祖父，生于１８０９年。８岁时，他被送往佛伊尔学院

就读。那里鞭挞体罚盛行一时，寄宿生与走读生之

间打架斗殴司空见惯。好在罗伯特身强力壮，胆量

过人，一般不受人欺负。他常常腰挂一支大口径短

枪，骑着无鞍之马驰骋于“新公园”的产业之间，到处

打猎。１４岁时，他入阿迪斯康军校受训，成绩出类拔

萃。１８２８年５月末，他带着３００英镑和他父亲的亲

笔信，离开英国到印度任职。初到印度时，他没有什

么社会关系，但他工作孜孜不倦，尽心尽职，深得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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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穆加总督的赏识。２４岁时，他便与阿扎穆加总督

１８岁的妹妹弗朗西丝·托马森喜结连理。弗朗西

斯·托马森羞涩柔顺，厌恶应酬，不幸早逝，死时仅

３２岁。她死后，罗伯特带着３个孩子返回英国度假。

１８４５年，他与美丽、聪慧的艾伦·兰伯特结婚。随

后，他们一同回到印度。１８４９年，罗伯特担任旁遮普

省会拉合尔的都督。

罗伯特·蒙哥马利负责司法、警政、道路、财务、

教育等事务。他勇如雄狮，静如羔羊，从不追名逐

利。印度发生起义时，他沉着机智，很快就解除了英

军印度兵团的武装，使德里安然无恙。此项殖民成

绩受到英国国会的高度赞扬，后来他被提升为旁遮

普省的副省长，并一直任职到１８６５年他以爵士身份

返回英国为止。罗伯特·蒙哥马利的第二次婚姻给

他增添了４个儿子。长子阿瑟在２０岁时不幸夭折，

于是父母亲的荣耀都落在了他的次子亨利·赫钦

森·蒙哥马利身上。

亨利·赫钦森·蒙哥马利便是伯纳德·劳·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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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马利的父亲，１８４７年１０月３日生于印度。８岁

时，他被送到伦敦就读，先入幼年神学院，后入哈罗

学校，１７岁时才与其父重逢。在哈罗学校时，亨利的

身高已超过一米八，他非常喜欢体育活动，在田径、

足球、板球等运动中生龙活虎，出类拔萃。他认为这

些运动是最有价值的成年准备活动。他说：“我从竞

赛中得到的学问，并不比从其他任何活动中所学到

的少，它们是人生中真正的教育，有助于培养一个人

的品格，锻炼他在境中奋斗，在逆境中坚忍，对自己

的脾气加以控制，在一个共同目标下活动而不自

私。”

１８６６年，亨利成为进入剑桥大学的蒙哥马利家

族的第一人。在剑桥大学期间，他曾获伦理学二等

奖。１８６９年他离开剑桥大学，准备出任圣职。１８７１

年，在伦敦法学院院长沃恩博士的安排下，亨利到萨

塞克斯的赫斯特皮尔角教区任副牧师。两年半后，

他被派往伦敦有名的贫民区———黑增路的基督教堂

担任副牧师。罗伯特爵士感到，儿子未来会非常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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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于是便给了亨利１５０英镑，让他随兴所至，到处

旅游。亨利利用这笔钱和其教父留给他的１００英镑

启程前往埃及、巴勒斯坦、地中海和爱琴海沿岸各

国、土耳其等《圣经》发祥地旅游。四个月后归来时，

囊中仅剩１０先令。后来，亨利的旅游日记《东方四

月游》出版，深受读者欢迎，流传数年，经久不衰。

亨利到黑僧路教堂后，立即投入新的工作：安慰

７０００名教友的心灵、禁酒、教学、作讲演、进行游泳训

练……尽管工作烦琐沉重，但亨利从不叫苦，兢兢业

业，勤勤恳恳。

１８７６年，在沃恩博士的推荐下，亨利来到威斯敏

斯特圣玛格丽特修道院，担任新任院长弗雷德里

克·威廉·法勒的副牧师。

法勒１８３１年出生于孟买教会的一个副牧师家

庭。他天资过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在神学上反

正统，在教育上是十足的理想主义者。由于天资聪

颖，法勒早年就锋芒毕露，在学业和运动中崭露头

角。在伦敦大学入学考试中，他名列榜首，荣获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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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奖学金、神学奖学金和伦敦大学奖学金，成

为靠奖学金和奖金维持学业的完全自给的学生。他

在伦敦大学、三一学院和剑桥大学所得的奖不计其

数，并在１８５６年被选为三一学院的研究生，但他已

于１８５４年离开学院去从事教学工作。他兴趣广泛，

学识渊博，尤其喜欢文学。１８５８年，他出版的长篇小

说《埃里克》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小说，在他生前就

再版３６次，并被译成各种文字。后来，他又于１８５９

年出版了《朱利安霍姆》，于１８６２年出版了《圣威尼

弗雷德》。１８６０年他发表论文《论语言的起源》，奠定

了他作为语言学专家的地位，使他成为皇家学会会

员。他在１８７４年出版的《基督传》成为读者喜爱的

畅销书，在他生前就再版了２９次。法勒一生出版的

著述多达７５种，包括古典文学、教育、哲学、神学、地

形学、诗集、社会问题和传记等。

虽然法勒集作家、诗人、学者和教育家于一身，

成为英国家喻户晓的名人，但他的仕途却坎坷不平，

极为不顺。他渴望改革，以满腔的热情对英国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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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教会进行整顿，结果遭到英国社会和教育机

构的纷纷抨击和反对。尽管法勒持有当时英国教师

可能应有的最佳文件和推荐函，但到他当上校长，已

是任教１６年后的事情了。１８７１年，莫尔伯勒学校突

然流行猩红热，一时人心惶惶，学生纷纷退学。法勒

以大无畏的精神，勇敢地接任校长职务。５年后，他

使这所学校成为英国首屈一指的学府。法勒于１８６３

年领受圣职，但到１８７６年才被调往威斯敏斯特圣玛

格丽特修道院任院长兼牧师会全员，并一直在那里

任职达２０年之久。当首相锡伯利爵士于１８９５年最

终提名法勒为坎特伯雷主教时，他已年近６５岁。那

时，许多远不如他的人都已高居主教之职，许多仰慕

他的人都觉得他早就该升到主教位置了。

尽管法勒牧师在布道和著述方面名声卓著，但

对一般的牧师工作并不熟悉，尤其是在教区账目管

理方面，更是一塌糊涂，只好求助于妻子和副牧师

们。亨利是个实干家，对教区的事务了如指掌，干起

事来又总是一板一眼，实实在在，于是成为法勒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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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得力助手，深受法勒夫妇的青睐，并在后来以爱女

相许。

法勒院长的寓所是勃朗宁、霍尔曼·亨特、汤

姆·休斯、路易斯·卡罗尔等文学界、艺术界、宗教

界和科学界的名人雅士经常光顾的地方，也是亨利

这样的年轻副牧师渴望的去处。法勒太太羞怯、温

柔、善体人意。法勒的５个女儿天真无邪，活泼可

爱。法勒本人热情好客。这使得法勒家中总是充满

亲切友好的和谐气氛。亨利每天布道、演讲、写作，

劳累一天之后，自然渴望在轻松的环境中消除疲劳。

因此，亨利也就成了法勒家的常客。

随着交往的增多，亨利·蒙哥马利渐渐对法勒

的三女儿莫德心生爱慕之情。亨利成为圣玛格丽特

修道院的副牧师时，莫德只有１２岁。他们开始恋爱

时，莫德才１４岁，而亨利已３１岁。亨利个子高挑，

头发卷曲，眼睛深蓝，富有幽默感，其父罗伯特·蒙

哥马利又是曾驻印度的高级官员。在情窦初开的莫

德看来，这正是她要寻觅的白马王子。



１２　　　

希
望
文
库

由于对亨利颇有好感，法勒夫妇不仅不反对亨

利的追求，反而立刻允许他们订婚。但是，他们不许

莫德戴订婚戒指，要求她保守秘密，即使对自己的姐

妹也不例外。威斯敏斯特的院长斯坦利（亨利曾作

他的秘书）也同意亨利与莫德的婚事，而且坚持两年

后要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亲自为他们主持婚礼。

１８７９年，也就是亨利订婚的当年，他被派往伦敦

郊区甘宁屯圣马克教堂任教区牧师，这是伦敦南面

最重要的职位之一。当斯坦利听到这个消息时，他

黯然泪下，肯求亨利不要离去，并许诺以后在宫廷替

亨利安排一个光明的前途。但是，亨利还是去了圣

马克教堂。一到任，亨利便按自己的“科学”方法开

展工作。他把整个教区划分为３个分区，由３个副

牧师分别负责。每周举行一次早餐协调会议，讨论

全周的访问、礼拜、授课等各项工作。此外，他还同

居民和学生直接通信，以沟通思想，交流看法。周日

礼拜后，他举行“礼拜后的聚会”，对那些犹豫不决持

观望态度的人们做细致的工作，使他们决心归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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