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人物

亨利·菲利浦·贝当（１８５６－１９５１年），法国陆军

将领、政治家，也是法国维希政府的元首，总理。他曾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法军总司令，带领法国与

德国对战，被认为是民族英雄，１９１８年升任法国元帅。

曾任陆军总监、国防部长等职。１９４０年任法国总理

时，因向德国投降议和而被判处死刑，后改判终身监

禁。

保罗·雷诺（１８７８－１９６６年），法国总理。１９１９年

当选为议员，历任财政部长、殖民部长、司法部长、副

总理等职。他坚决支持戴高乐将军提出的发展装甲

部队的计划，主张加强国防建设。１９４０年３月出任总

理。在德国法西斯入侵法国的危机时刻，他主张抵抗



侵略，决不投降，有“英雄总理”的美誉。后被囚禁于

德国。战后获释回国，任财政部长、副总理等职。

蓬皮杜（１９１１－１９７４年），法国政治家、银行董事

长、教师，后任法国总理（１９６２－１９６８年）、法兰西第五

共和国总统（１９６９－１９７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任

中尉，被引荐给法国临时政府首脑戴高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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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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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少年

公元１８９０年１１月２２日，一个伟大的生命，在法

国里尔市公主街的一个世代笃信天主教的小贵族家

庭诞生了。他，就是本世纪杰出的国际风云人物，连

任法国两任总统的夏尔·戴高乐。

戴高乐的父亲亨利·戴高乐排行第三。老大夏

尔毕业研究克尔特问题，老二朱尔是昆虫学家。亨

利走了不同的路，少年时期考进了培训陆军技术人

才的巴黎工艺学校。１８７０年，普法战争爆发，法兰西

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亨利应征入伍，在前线负

过伤。战争结束后，他弃军从教，在圣玛利亚学校讲

授哲学、数学和文学，１８岁时和表妹约瑟芬·马约结



２　　　　

希
望
文
库

婚。

戴高乐的母亲约瑟芬·马约是一位相当有才华

的妇女，既聪明又有个性，在许多方面颇有造诣，还

是一位“多产作家”，在《家庭通讯》杂志社担任编辑，

这在保守的戴高乐家族中称得上不同凡响了。她是

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的大部分作品都有浓郁的

宗教色彩，作品中有两部却别有特色。一部是法国

１８至１９世纪的著名浪漫主义诗人夏多勃里昂的传

记，另一部也是传记，写的是１９世纪爱尔兰政治家

达尼埃尔·奥康内尔的生平。奥康内尔曾致力于争

取爱尔兰天主教徒的解放，为他立传固然同宗教信

仰有关，但是传记的主题是把宗教问题同爱国行动

结合在一起的，因为她也可以说是一个爱尔兰人。

于是这本传记也就有了鲜明的政治色彩。

不少戴高乐传记的作者推测，戴高乐酷爱文学，

尤其是夏多勃里昂的诗，而且从小就迷恋于祖国的

传统，同母亲的影响不能说没有关系。亨利和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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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热忱的爱国者。戴高乐在他的《战争回忆录·

召唤》中叙述了对他的成长有着深刻的影响。他说，

父亲是个“有见解、有学问和尊重传统”的人，他“对

于法国人的尊严充满了感情”。他母亲也对祖国怀

着“坚定不移的热爱”，和她对“宗教的虔诚”毫无二

致，此外，父亲还使他懂得了法国的历史，亨利·戴

高乐夫妇亲身经历过法国近代的普法战争和德雷菲

斯事件，母亲曾经向他追忆当时外祖得知巴赞元帅

向普鲁士投降后，是怎样伤心地流泪的情景。戴高

乐在《战争回忆录》中说：“这类追述我国以往灾难的

故事比任何东西都更激动我的心弦。”

在这样一个家庭熏陶下，戴高乐养成了倔强、好

斗，刚愎自用的性格。他和男孩子时常做打仗的游

戏，他们扮演成不同国籍的士兵，但戴高乐总得当统

帅，而且一定是“法国军队”的统帅。有一次他的哥

哥格扎维埃说：“这一回是不是该换换了？”戴高乐十

分坚定的说：“不！我就是要当法国军队的统帅！”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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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所有的孩子都把小小的戴高乐视为领袖，一切都

要听他指挥。有一次做两国交兵的游戏，小弟弟埃

皮尔被“敌人”“俘虏”，没来得及把“情报”吞掉，“情

报”被“敌人”搜去了，为此，埃皮尔被戴高乐狠狠地

敲了一顿脑壳。

到了入学年龄，戴高乐照例进了圣玛利亚学校。

他博闻强记，过目成诵，学习成绩相当出色。

他最喜欢的功课要数文学和历史。他们全家每

年都要到卢瓦尔河别墅去过暑假，戴高乐的暑期读

物总是历史，他说，他很热爱法国的历史。他认为，

法兰西是伟大的民族，有伟大的传统。他说：“法国

如果不伟大，就不称其为法国。”

童年的戴高乐特别喜欢读法国诗人埃德蒙·罗

斯丹的诗剧。十岁那年，父亲带他看了一场罗斯丹

的诗剧《雏鹰》，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故事是

这样：拿破仑的独生子流亡到奥地利，竭力要改变自

己的命运，但是，“雏鹰”空怀大志，终于没有成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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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死都抑郁地怀念着自己的祖国，诗剧的结局是

个悲剧，立意是爱国主义的。戴高乐看完诗剧后激

动地对父亲说，我长大了一定要去当兵。他一直把

“雏鹰”的悲壮结局铭记在心。几十年后，他还时常

问起马尔乐，这只小鹰的遗体是否已经移葬在残老

军人院拿破仑墓宅里。罗斯丹的另一个诗剧《西哈

诺·德·贝热拉克》是个三角恋爱悲剧，据说，他能

从头到尾背诵下来。另外，他还很喜欢古希腊的抒

情诗，喜欢歌德和海涅的诗，虽然他的英语学得并不

好，但并不妨碍他品尝英国文学。

小小年龄的戴高乐就有“文学家”“史学家”的美

称。他十五岁那年还在圣玛利亚学校读书时，就写

过一篇题目为《德国的战役》的小说。他说：“１９３０年

德国军队向法国宣战！第一支德军，２０万之众，携大

炮５００门沿瑞士边界而下，经过贝尔福特进扰巴黎。

第二支德军直接越过群山峻岭，踏向南锡……“１９３１

年１月１８日，法国陆军部长从正在维也纳聚会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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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首脑们那里得到了保守中立的诺言。”在法国，组

织工作很快就绪。“２月１０日，各军进入战斗状态。

戴高乐很快制定了方案，必须拯救南锡，然后声援布

瓦德弗尔。”这是短篇小说的开头。接着，“戴高乐将

军”在小说里调兵遣将，规划了南锡之役，法国士兵

如何构筑工事，如何打肉搏战，又如何势如破竹地扑

向德军。最有寓意的，是”戴高乐的军队“把德国围

困在半个世纪以前法国军队被普鲁士军队打得大败

的麦茨，水泄不通的包围圈使敌军无法突围，伤亡惨

重……这篇小说尽管文笔稚嫩，但却洋溢着少年人

通常的锐气，充分反映了少年戴高乐统领千军万马

的远大志向。

１９０６年，戴高乐又写了一个短诗剧，题目叫《苦

相逢》。主要情节，一个羁旅异乡的游客深夜在森林

里碰上了强盗，强盗把他身上的全部财物都抢走了，

强盗每抢走一件东西，就说：这是最后一件拿走的东

西。但总说个没完，一直把异乡人抢个精光。强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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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的时候，把手枪对着旅客，态度却是十分“谦

和”。最后，强盗向这个倒霉的旅客“热情”道别，扬

长而去。戴高乐给家人表演过这个诗剧，他扮演那

个贪婪而彬彬有礼的强盗。

１９０８年，戴高乐还写了一首无题诗，诗中抒发了

他准备在战场上视死如归的壮烈情怀。

诗中这样写道：

我愿！……

如果我将死去，

我愿死在战场上，

这时我的灵魂，

依然披着战火掀动的如醉如狂的喧嚣，

那宝剑的威武与清澈的撞击声，

使战斗者悲壮地视死如归。

我愿死在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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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夕阳可以使离别少一些遗憾，

并为死者蒙上遮体的丧服，

夜晚！……与夜俱来的将是上帝赐来

的和平，

当我死去的时候，在心窝和眼睛里，

我们得到星光凝重的安宁。

为了死而无憾，

我愿死在夜晚，

那时，我将看到，

光荣之神在床头在向我展示，

节日盛装的祖国，

那时，我虽已精疲力竭，

却能够在死神来临的簌簌声，

感受到光荣之神在我的额头上灼热的

一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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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是戴高乐从军前的最后作品。就这些作

品，足见戴高乐的聪颖和文学才气。难怪有人说，如

果戴高乐选择了文学，也许他会成为一名杰出的作

家或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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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在军旅

戴高乐十多岁时，就下决心要进圣西尔军事学

院，梦寐以求军人生涯。

１９０９年８月，戴高乐终于通过了圣西尔军事学

院入学考试，从此步入了军旅生活。这一年，他只有

十九岁，进入军事学院，这是戴高乐一生的转折点。

这一选择，决定了戴高乐将来不会成为文学家，也不

会成为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在文史哲方面的基础

是牢固的，这对于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是很

重要的。在他的《战争回忆录》中可以看出，戴高乐

的著作不仅文字流畅生动，而且反映出他具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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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博的学识。戴高乐回忆说：“当我参加陆军时，我

国的军队是世界上最庞大的队伍之一。”进入圣西尔

就等于跨进了陆军的大门。根据新规定，新生入校

前要先当一年兵。据说，过去录取的年轻军官一旦

进入了这座培养军事指挥员的圣殿，便自我陶醉起

来，丝毫不体会当军人的甘苦，所以便订出了这条新

规定。戴高乐被安排在驻阿拉斯城的陆军第三十三

步兵团第九连当见习军官。他很不喜欢这一年的生

活，认为整天干许多繁琐的力气活对于培养军事人

才来说简直是浪费时间。他在家信中说，他满可以

给整个营的指挥官们讲课了，但现在却只干些挑水、

烧饭的琐事。一天有人问戴高乐所属连队的连长德

·蒂尼上尉，为什么不提拔这个精明强干的新兵，回

答是：“让这样的青年人当个中士又能算得了什么

呢？他只有当上总司令，才会满意的。”１９１０年１０

月，见习期满，戴高乐正式进入圣西尔。他在同辈当

中是个很有个性的学生，他坚毅果敢，但孤高自傲，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