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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２１世纪是教育的世纪。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

２１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增长，离不开文学与历

史的锤炼。

文学，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提

高人的综合素质能力；历史，能够传播历史文化，提高人的历

史素养，培养新时期下的人文精神，塑造人的健康人格，铸就

新时代的民族灵魂。

２１世纪的文学与历史教育，应该互相渗透，有机结合，使

历史与文学完美统一。

正是基于这一点，在新课程改革的形势下，为了贯彻素质

教育，充分体现国家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

来”的思想，培养学生成为社会合格人才，我们组织了一些历

史与文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编写了这套丛书———《文史风



景线》。它主要介绍了历史与文学方面的知识，包括我国历代

帝王的风云一生、中外历史人物的介绍、外国文学精粹、中外

文学发展史话与理论漫谈以及部分文学大师的作品介绍。内

容翔实，涵盖了古今文化、历史的各个方面；知识性、趣味性、

学术性兼备；语言准确、生动、深入浅出、雅俗共赏，适合广大

学生阅读。

在编写过程中，难免在细节方面有不足之处，在此只希望

尽我们微薄之力，给广大青少年朋友的学习与生活提供必要

的帮助。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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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章　不妙的开端

１８７３年，时年２４岁的伦道夫决定同他在欧洲旅行中认

识的美国百万富翁杰易姆的一个女儿结婚。

１８７４年１１月３０日他们生了一个儿子，早产两个月。并

从该家族的传统名字中给他取名温斯顿·伦纳德·斯潘塞·

丘吉尔。伦纳德是他的美国外公伦纳德·杰罗姆的名字。

温斯顿是在他父亲的伦敦住所长大的，由一个姓埃弗雷

斯特的保姆照管。

小温斯顿的出世使布伦海姆宫的主人们十分不安。这是

因为他的伯父布伦德福德侯爵，即未来的马尔巴罗第八代公

爵，只有一个儿子。倘若这个唯一的继承人有个好歹，那么马

尔巴罗的爵位和领地就应该由温斯顿·丘吉尔继承。有２０

多年的时间温斯顿一直有做马尔巴罗爵位和领地继承人的希

望。１８９５年，当１８岁的康苏埃拉·范德比尔特———一位有

名的美国百万富翁的女儿———作为马尔巴罗第九代公爵的妻

子来到布伦海姆时，老公爵夫人（温斯顿·丘吉尔的祖母）对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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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您的主要任务是生孩子，而且要生儿子，不能让这个早

产儿温斯顿继承公爵的爵位。”康苏埃拉·范德比尔特圆满地

完成了这个任务，而“早产儿”温斯顿因此也就永远失去了成

为马尔巴罗公爵的可能。

温斯顿的母亲在布伦海姆宫是不受欢迎的。这或许是因

为她的外貌、魅力、聪慧及活动的性格都超过了布伦海姆宫有

爵位的女人。所以，伦道夫·丘吉尔和妻子宁可离开布伦海

姆宫住在伦敦。

伦敦社会很喜欢这对年轻的夫妇。这或许是詹妮的美

丽、聪敏和她的优雅风度起了作用。詹妮随母亲在巴黎居住

多年，与达官贵人经常交往养成了优雅的风度。此外，詹妮还

是一个出色的钢琴家、有才华的画家，又善于写妙趣横生、感

情细腻的书信。英国贵族中的杰出人物都来登门拜访，保守

党领袖迪斯雷利首相更是他家的常客。

可是，没过多久，上流社会出现了一件轰动一时的丑闻，

而年轻夫妇在伦敦贵族社会的地位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

原来，伦道夫的哥哥布伦德福德，已经结婚并有了孩子的

马尔巴罗公爵爵位和领地的继承人。他疯狂地追求着一位伯

爵夫人，即艾基特·艾利斯福德伯爵夫人。这样的事本来很

平常，可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儿子、将来英国王位继承人威尔士

也在追求这位伯爵夫人，结果伦道夫被大法官的授意，写出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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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士王子道歉的信。可是，王子并没有就此善罢甘休，他提

出如果谁接待了伦道夫·丘吉尔，他就和谁断交。上层社会

的人当然不想与王室作对，所以伦道夫及其妻子四处都遭到

冷遇。

伦道夫·丘吉尔面临着这场灾难，迪斯雷利首相帮了他

一把。首相建议伦道夫的父亲马尔巴罗公爵出任爱尔兰总

督，目的是让伦道夫作为公爵的秘书同公爵一同前往爱尔兰。

虽然担任这个职务开销很大，但苦于没有别的出路，公爵只好

接受这一建议，并和儿子及儿媳一起前往都柏林。他们在那

儿住了３年，直到１８８０年自由党人格莱斯顿政府上台后才免

除公爵的这一职务。

年仅两岁的小温斯顿·丘吉尔也来到了都柏林，不过在

这里小温尼（直到温斯顿·丘吉尔的暮年，人们还一直这样亲

切地称呼他）还是完全托给保姆和家庭女教师照管。他长得

很结实，可并不很漂亮。他说话有缺陷，多少有点口吃，而且

发音不清。他还是一个饶舌的孩子，从学会说话时起就几乎

没完没了地说个不停。温尼非常自信和固执己见。随着年龄

的增长，他的这些特点越来越明显了。

从小就看出，温斯顿不愿意像别的孩子那样学习。他有

极好的记忆力，但是，他只对感兴趣的东西才能领会得快也记

得快。凡是他不感兴趣的东西，他根本就不想学。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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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的童年和少年正处于他的国家的转折阶段。１８５０

至１８７５年是英国的鼎盛时期，即维多利亚黄金时代。１９世

纪中期的英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工业，它所生

产的产品比其他国家要优良得多。英国在世界市场上实际占

有垄断地位。它变成了“世界的工厂”，而其他国家则是这个

工厂的原料供应者和不列颠群岛产品的倾销地。这一切使英

国资产阶级获得了巨额利润，同时也使英国比其他国家更早

地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

１８７５年之后，英国的地位开始急剧下降。然而在１８７４

年，即温斯顿·丘吉尔出生的那年，甚至最明智的资产阶级活

动家都不了解英国的发展方向，不清楚这个国家在以后的几

十年中将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危险。

１９世纪的最后２５年是英国向帝国主义转变的时期。从

表面看来，英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地位似乎没有发生变化。不

过这一时期美国和德国作为新的工业正在崛起，世界形势开

始发生变化。这些国家在快速发展，而英国的工业增长速度

却逐渐落后，这就是说，英国在工业领域的世界垄断地位很快

就要成为历史了。对外贸易方面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在１９世纪最后２５年中，延续几乎２０年（其中有些小小

的间歇）的经济危机严重阻碍了英国的经济发展。这是英国

所经历的一次时间最长、最严重的危机。工业危机伴随着农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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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危机。危机连续发展的结果使国内阶级矛盾加剧，英国同

其他列强之间的对抗激化，因此，国内政治生活也出现了新

趋势。

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英国工人运动活

跃起来了，诞生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组织，国内社会主义的宣传

活动也广泛发展。

经济和政治的新形势迫使英国各个政党着手从根本上改

变自己的方针。保守党和自由党是在１９世纪下半叶的初期，

即在资本主义的英国社会明显地划分成阶级集团的阶段建立

的。如今这两个党差不多依旧是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老样

子。英国的两党制大约也是在１９世纪下半叶形成的，就是英

国的两个主要政党（当时是保守党和自由党）轮流执政，由在

下院选举中取得多数的党组织“英王陛下政府”。另一个党则

在议会中充当“英王陛下的反对党”。反对党时刻准备取代执

政党上台执政。两党的领导权都分别掌握在比较狭隘的领袖

集团手里，他们通常在政府中担任或者打算将来担任大臣

职务。

人民群众在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有所加强，他

们的文化水平在逐渐地提高，阶级斗争在不断发展，所有这些

情况使英国的两大政党不得不实行议会改革，并逐步扩大选

民面。１８６７年，扩大选举权之后，除了有产阶级之外，工人阶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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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上层也有了选举权，选民由一百万人增加到二百万人。

１８８４年，又增加了一倍多，达到５００万人。工人选民所占的

比重大大提高。

由于英国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新趋势和广大人民参与了国

家政治生活，保守党和自由党迫切需要在内政和外交方面探

索新的政策思想，以便在变化了的形势下仍能对日益增加的

选民施加影响。在寻求新政策思想的同时，各政党还讨论了

开展活动的组织形式。保守党和自由党展开了竞争，看谁能

够更好地充当人民群众的代表。保守党领袖迪斯雷利提出一

个所谓民主托利主义的模糊纲领。

那时候自由党已经开始瓦解了，该党原先是主张贸易自

由和企业自由的，这在１９世纪中期还行得通，当时，英国在世

界上占垄断地位。１９世纪末，世界市场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自由贸易主义已经不合时宜，于是一部分工业资产阶级摒弃

了这一原则，投向保守党阵营。尽管如此，多年来自由贸易主

义仍然是自由党信念的象征。

自由党由于在１８８０年的大选中战胜了保守党。当时保

守党协会全国联盟虽然也成立了，但是还没有积极地开展

活动。

１８８０年，保守党在选举中败北后，面临着谁该对失败负

责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领导人之间产生了争论。保守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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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著名领袖迪斯雷利去世使得情况更加复杂了。党内缺乏

像他那样的大人物。这时马尔巴罗公爵和伦道夫·丘吉尔已

经从爱尔兰回到英国。伦道夫决心趁党内局势混乱登上政治

舞台，实现自己功成名就的目的。

伦道夫·丘吉尔并没有明确的政治原则。对他来说，提

出怎样的主张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他能够通过演说提高自

己的声望，为他开辟攫取权力的道路。根据局势伦道夫首先

提出在他看来能够恢复保守党在选民中的威信的一些主张；

其次，他展开斗争以改进党的组织结构，说这样可以使党的工

作符合人民的利益。

伦道夫的大胆言论立即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他用侮辱性

的口吻不仅咒骂了自由党政府的活动家们，而且也攻击了保

守党的首脑人物。不久，他又把反对保守党领导人的活动从

下院转移到报纸和各种集会的讲台上。通过发表演说和写文

章伦道夫很快就出了名。可是他在议会里只有几个三心二意

的追随者。他同这些人建立了所谓“第四政党”。

迪斯雷利死后，保守党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到了两个人的

手里：保守党上院领袖索尔兹伯里勋爵和保守党下院领袖斯

塔福德·诺思科特爵士。伦道夫·丘吉尔反对由两人出任领

袖的做法。他显然是在觊觎保守党领袖的宝座，因为他一旦

登上保守党领袖的宝座，只要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就会成为
—７—

英国政治活动家丘吉尔



当然的首相。因此，他要求结束党内的“集体领导”。他说，党

内人才济济，不难选出“敢于面向人民并且懂得如何引导广大

工人阶级群众”的领袖人物。虽然这好像指的是索尔兹伯里，

但谁都清楚，伦道夫认为只有他自己才配称这样的人，是伦道

夫自己想要当党的领袖。那时，他才３４岁。

议会改革扩大了选民面。保守党只好通过讨好工人阶级

中的上层分子和小资产阶级来赢得选举中的多数票。因此，

他们的纲领性演说必须要在某种程度上迎合这部分选民的

利益。

伦道夫·丘吉尔百般讨好工人阶级。他说：“保守党只有

赢得工人阶级的信任才能恢复自己的力量。如果我们信任工

人阶级，我们的利益由他们掌握就会是安全可靠的……我们

应该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党，并且使他们在管理党务方面发

挥实际作用。”

伦道夫·丘吉尔和他的追随者呼吁由各个阶级的代表来

领导保守党，要求取消贵族领袖集团对党务的垄断。

伦道夫·丘吉尔广泛采纳了从自由党人那里抄袭来的口

号。他喜欢重复说：“信任人民，人民就会信任你！”与此同时，

他还学着迪斯雷利的腔调大谈“民主托利主义”，然而他自己

也不大清楚这一概念是什么含义，他曾对一位朋友开诚布公

地说：“我总担心有人会当众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想，民主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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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利主义大概就是机会主义。”可是在另外一个场合，伦道夫

却给这个术语下了一个完整的定义。他说：“民主托利主义就

是支持保守党人的民主。”

许多保守党人都相信伦道夫和“第四政党”的其他活动家

所说的话。正因为如此，他才当选为保守党协会全国联盟主

席。他除了党的正式机构之外还建立了一个称为保守党雪花

联盟的非正式组织。

这个非正式组织的目标使保守党恢复迪斯雷利的思想。

伦道夫和他的拥护者对党的领导人连续进行了数月之久的复

杂斗争，最后，终于同索尔兹伯里达成了协议。根据协议伦道

夫保证停止对保守党上层的攻击，索尔兹伯里同意把伦道夫

列为党的领导人。事情似乎正如伦道夫谋划的那样发展着，

过不了多久他就将取代索尔兹伯里担任党的领导职务，并将

随之成为英国首相。

保守党领导人密切注视着伦道夫·丘吉尔的活动。出于

策略考虑，他们对他的飞黄腾达常常采取忍让态度，同时他们

也在耐心地等待时机，一旦他失误，他们就会一劳永逸地结束

这位政治家造成的麻烦。由于伦道夫粗鲁、自命不凡，完全不

把他的战友放在眼里并且野心勃勃，原本可以支持他的人也

同他越来越疏远了。

保守党人在１８８５年的议会选举中取得了胜利。倘若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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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成功的原因只在于伦道夫·丘吉尔和“第四政党”的蛊惑人

心的活动，那是不妥当的。然而，在伦道夫开展运动的同时，

保守党人也加紧进行了相应的活动，这种情况无疑是保守党

人取得胜利的一个因素。

根据选举结果，索尔兹伯里来组织政府。伦道夫·丘吉

尔一次得到了仅次于首相的最重要的职位———财政大臣。他

还成为了下院领袖。年轻的伦道夫求成心切。有一次，他把

自由党领袖格莱斯顿称为“急于求成的老头子”。英国《笨拙》

幽默杂志中称伦道夫·丘吉尔是“伟大的年轻人”，不久人们

取笑他是一个“伟大的急于求成的年轻人”。后来，这个称呼

又转给了他的儿子温斯顿。

伦道夫不想只局限于财政领域，他干预外交政策，公开要

求与德国和奥地利靠近。１８８６年１２月，伦道夫公开主张减

少军事开支。海军部同意了，陆军部则拒绝。伦道夫用辞职

来要挟索尔兹伯里，之前他已经有两次利用辞职要挟首相了，

首相让步了。伦道夫认为政府中没有他不行，因此这次索尔

兹伯里也同样让步。但是老谋深算的索尔兹伯里紧紧抓住了

他的话柄，迫使他只能辞职，如此，伦道夫在财政大臣的交椅

上还坐不到５个月。

伦道夫·丘吉尔希望他的辞职会引起保守党内的公愤，

党内会要求首相采纳他提出的缩减军事预算的建议，并让他
—０１—

英国政治活动家丘吉尔



重回政府。假如这样的话，索尔兹伯里就将被迫辞职，伦道夫

就会成为党的领袖，取代首相之职，从而取得彻底胜利。

可是他错了，保守党没有反对索尔兹伯里，保守党这艘轮

船把伦道夫从船长台上推开了，而这艘船一如既往地继续航

行。正如伦道夫在财政部的私人秘书所说，“伦道夫是自己从

梯子顶端跳下来的，他再也爬不上去了。”伦道夫财政大臣的

空缺由戈申填补了。温斯顿·丘吉尔的父亲闪电般的政治生

涯就这样画上句号了。

他的体力日见衰竭。１８８２年夏天他很长时间被病魔缠

身。经过护理、治疗和呼吸新鲜空气使他的精力稍有恢复。

但是，医生诊断他患的是不治之症，这就意味着他将不久于人

世了。

小温尼在这个阶级的生活经历是相当复杂的。他７岁时

被送到阿斯科特贵族子弟预备学校读书。这是一所专为上流

社会办的学校，学费昂贵，依然保持着高傲的贵族传统。这里

的生活令小温尼相当不自在，对学生的严格管教似乎是学校

主事人的关注所在，教学却仿佛在其次。

阿斯科特的生活使温尼的健康受到损害。因此，依据家

庭医生的建议，他被送到布赖顿的预备学校就读。这里的一

切又是另一种情形。虽然温尼依然不守纪律，但他不再受到

体罚了。布赖顿的老师后来回忆温斯顿时说，他是一个最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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