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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教育的贵族化 ①

杨雪峰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１９世纪，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了融入上流社会，在社会文化生活等各方面趋向于模仿贵族。就教育来
说，他们沿用了公学———大学———大陆游学的贵族教育模式；受教育的目的从经济功能转向政治、学术功能；受教育的内

容也从实用型的商业知识转向装饰型的古典教育和艺术教育。接受了这种精英教育的他们，既成了能够轻轻松松融入

英国贵族社会的“知识权贵”；也成了对科学技术、工业生产一无所知甚至厌恶的所谓儒雅绅士。在当时的英国，商业家

族的这种转变并不仅此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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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斯柴尔德家族是现代欧洲史上首屈一指的犹太金
融财阀。家族的创始人梅耶（ＭａｙｅｒＡｍｓｃｈｅｌ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
颇有远见地以合伙人制度把儿子们派到欧洲主要都城建

立了家族分公司［１］１３，并对其实行颇有成效的“家长统治”

式的管理［２］２７５。在整个１９世纪，家族金融势力到达了欧
洲的几大“心脏”，并获取了一定的社会地位［３］１３。然而，

作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摄于当时传统贵族的社会影响力，

出于尽快融入上流社会的心理，家族各国分支竞相向贵

族看齐，先后通过不同途径大体实现了贵族化。其中的

英国分支，不仅购买土地作为进入最高阶层的标志［４］３６９，

狂热追求各种荣誉及各式勋章［３］８９，还践行贵族的价值观

念，采用贵族的社会文化生活方式。这使他们在第二、三

代时就已经融入了当地上流社会［１］２２７。这一切变化的发

生，都与他们所受的教育息息相关。确实，近代以来，教

育就是中等阶层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的一个主要途

径［５］２０。本文拟对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教育历程及

对其贵族化的影响作一个梳理。

１　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教育模式的变化
１．１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二代的教育

家族前两代人几乎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谈不上什

么教育模式。年幼丧父的老梅耶曾在亲戚帮助下，去犹

太学校学习犹太教义。可他三年之后就自动弃学经

商［３］３。后来在汉诺威的欧本海默（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银行实习
期间，他还常常利用业余时间“潜心学习钱币学”［６］４。其

长子阿姆谢洛年轻时忙于工作，即使老年努力补习，外

语、历史以及马术等方面的表现还是很一般［７］８１。其幼子

詹姆斯打从１３岁起就不再上学，同他在德国奔波［３］６０。

１．２　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代的教育模式
内森的儿子辈莱昂内尔等人接受了向贵族教育靠拢

的系统教育。虽然也在犹太男子学校接受过犹太教

育［８］２０７，但他们儿时起接受家教辅导［９］５１。之后，莱昂内

尔和安东尼都上了哥廷根大学［９］６５。纳特还曾就读于新

成立的伦敦大学学院［９］１０２。小梅耶，也先后在莱比锡大

学和海德堡大学学习［９］１６８，并成为家族中在剑桥就读的

第一人［８］２０８。最后，他们都进行了或长或短的大陆游学。

莱昂内尔和安东尼去了瑞、意、法等国（１８２７年）［９］５７－８３。
纳特也在毕业后被送到瑞、意、德旅行（１８３０年）［９］８９－９３。
此外，莱昂内尔游学归来后就到伦敦协助父亲处理公司

业务［４］３６９。安东尼在法国皇家学院时，跟随家里指派的

一个簿记员学习计算能力［８］２０７。纳特在那不勒斯学习期

间，前往君士坦丁堡完成了一笔贷款支付项目［９］１１８－１３１。

１８３１年，梅耶在英格兰作短暂旅行时，去曼彻斯特参观了
纺纱机［９］１０４。

因此，第三代的教育经历大致是：依次接受家庭教育、

大学教育，进行大陆游学。同时，他们还会学习金融技艺

与经商知识。而此时的英国贵族教育，经过１６～１８世纪的
转型，形成的崭新样板正是：家庭教育———公学教育———

大学教育———大陆游学［１０］２６６－２６９。可见，罗斯柴尔德家族

第三代人的教育开始向英国贵族的教育模式靠拢。

１．３　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五代的教育模式
第三代人对剑桥和牛津大学两所贵族式大学早已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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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兴趣了［１０］２６８，只是他们无法接受一些宗教规定［８］２０８。

剑桥大学向非国教徒及犹太教徒开放［１１］４４后，小梅耶就

去剑桥念大学了［８］２０８。第四、五代的教育，不仅延续了前

代人的牛桥梦想与游学情结，还开始向英国贵族的摇

篮———公学进发。他们基本上都在剑桥度过大学生涯：

莱昂内尔之子纳蒂和阿尔弗雷德早先都在剑桥三一学院

学习［１１］２２３；纳蒂之子沃尔特先后在波恩大学、剑桥大学学

习［１１］４４３；纳蒂的侄子小莱昂内尔在剑桥念过社会科

学［１１］４４４。纳蒂的另一位侄子小安东尼的青春年华是在典

型的贵族学校哈罗公学以及剑桥大学度过的［１１］４８０。第五

代人的教育与贵族的已经如出一辙了。

２　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教育目的的变化
２．１　偏功能性的第一、二代教育

前两代人接受教育功能性很强。进入犹太学校学习

是想最好能在犹太教堂里供职［７］２８；学习商业知识，则是

为了处理金融事务。

２．２　兼具功能性与装饰性的第三代教育
第三代人接受的教育使之既不丧失处理金融事务的

热情和能力，又能比上一代更轻松地融入欧洲精英分子

中，因而兼具功能性和装饰性。亦即，学习一些语言和其

他知识；了解一些“高雅文化”，以便能与社会精英们谈论

金融和政治之外的话题；同时学习基本的商业知识与金

融技能［８］２０５－２０８。

２．３　偏装饰性的第四、五代的教育
莱昂内尔夫妇让３个孩子在剑桥接受古典教育，给

家族荣誉碑添砖加瓦［１１］２２４－２２５。因此，第四代所受的教育

是给别人看，而不是给自己用，其性质已经转向了装饰性

了。结果，纳蒂也确以其政治地位和荣誉而闻名［８］２３３。

第五代更未受优良的商业教育，转向了其他更受社会尊

崇的职业。沃尔特是一名杰出动物学家；查尔斯也成为

了一名敬业的植物学家［１１］４４３；亨利从事医学研究，还客串

戏剧写作［１１］４４５。第四、五代的教育具有明显的装饰性特

征，是培养更具社会地位的政治领袖、社会人才、完美

绅士。

３　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教育内容的变化
３．１　罗斯柴尔德家族前两代的教育内容

老梅耶在犹太学校学到的是浅显宗教知识，从父母

身上和实际操作中学到的是投机技巧与商业经验［３］ＩＸ。

他的子女们也几乎未受过正式教育。

３．２　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代的教育内容
教育目的决定了教育内容，第三代所受教育因之内

容宽泛。首先，接受家庭教育与正规的大学教育，学好语

言，掌握一些政治、经济及历史知识。他们在大学时一直

注意学习各门语言及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学［９］６６，１０１。其

次，在大陆游学时，学习高雅文化。如小梅耶游学的重要

内容就是参观私人绘画收藏展，徜徉博物馆和欣赏画廊，

浏览各处名胜古迹，拜访各地文化名人［９］１０３－１０４，１４０－１４７。

再次，如前所述，通过各种渠道学习处理金融业务。总

之，第三代所受的教育，既有被喻为“贵族课程”的古典教

育和艺术教育［１２］３２５，又有从事金融业务所必须的语言、数

学、经济学知识和商业经验及技巧。

３．３　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五代的教育内容
家族的第四、五代的教育内容则偏向政治和学术方

面，经济性的内容相对减少。纳蒂所学的伦理学专业，含

伦理哲学、现代历史、政治经济学、普通法律学以及英国

法律等课程［１１］２２３，属于古典教育内容，是典型的贵族课

程。这样一个剑桥的学位对于处理金融事务时有什么帮

助，实在是匪夷所思的［１１］２２４。第五代人学习的是自然

科学［１１］４４３－４４５。

总之，经过三至四代人的时间，英国罗斯柴尔德人在

教育上越发趋向于贵族教育。他们沿用了贵族的教育目

的、模式与内容。

４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教育对其贵族化的影响
４．１　提升了个人素质，提高了文化品味，从粗俗野蛮的

暴发户变成了彬彬有礼的绅士

古典教育使他们的言谈举止变得优雅起来。老梅耶

操一口粗糙的法兰克福意第绪语［３］ＩＸ，外貌古怪，举止粗

鄙［３］ＩＸ。内森经常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与人交流［９］１５，甚

至被人指称“显得很没有教养”［８］１９８，“简直天生就是讽刺

画的主角”［８］１９６。第三代形象大变，他们的英语、德语和

法语甚至比同时代的贵族还要好［８］２０８。莱昂内尔被称神

态自若，举止得当［９］２０６。安东尼和小梅耶也被认为讲究

礼数，“平易近人”［７］１４２。第四代的阿尔弗雷德“举止很有

风度”，威尔士王储是他的长期座上宾［７］１４７。

艺术教育提升了他们的文化品味。家族前两代对于

所谓的“高雅文化”并不在行［８］２０５。在１８２０年左右出席
内森家宴的客人，发现墙上悬挂的装饰品没什么档

次［９］７５。家族第三代经由古典教育，遵沿了传统贵族的文

化品味。阅读诗歌、参加和举办音乐会和舞会、投资艺术

品、资助文艺工作者都成为了他们的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他们读沃尔特·斯科特（Ｓｃｏｔｔ）的小说，看梅耶贝尔（Ｍｅｙ
ｅｒｂｅｅｒ）戏剧，欣赏穆里略（Ｍｕｒｉｌｌｏ）的油画，购置玛丽·安
托瓦内特（ＭａｒｉｅＡｎｔｏｉｎｅｔｔｅ）的家具［８］２０９，还开始资助文艺

工作者［８］３４４－３４５。第四代同样是艺术庇护者［１１］２３３。典型

的是莱昂内尔的小女婿费迪南德把自己一部分藏品捐赠

给了大英博物馆。世纪初苛刻的“暴发户”俨然已脱胎换

骨成世纪末仁慈的“艺术赞助人”［１１］２２４。

４．２　形成了和贵族趋同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构建了
和贵族趋同的精神和物质生活框架

与贵族的相处，使他们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贵族的审

美追求和生活追求，影响了他们以后的生活方式。小梅

耶在剑桥结交的朋友，大都“拥有很大的乡间宅邸”，这激

发了他对乡间生活的兴趣［９］２８９。利奥波德更是喜欢“打

猎和赛马的乡村生活”［７］１４６。在价值观念中，较为突出的

是古典课程中的普遍的爱国主义教育的熏陶。在英国土

生土长的第三代人已有了对英国的爱国之情，而在剑桥

上学的第五代人更是通过教育产生了深厚的国家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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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这可以从他们在一战中的表现看出来［１１］４４５。

４．３　掌握了专业知识，提高了处理公共事务和打理人际
关系的能力

贵族教育有助于他们的角色由经济界向政治界、学

术界等在英国社会地位更高的职业领域进军，为他们日

后扮演政治角色积蓄了热能。在贵族式大学获得的知识

技能、能力资质、社会关系等“教育优势”衍生出来的“教

育特权”，是常人无法企及的［１２］２７７。这一点在纳蒂身上表

现尤其明显。纳蒂在剑桥学习时，课外最喜欢参加学生

会的辩论［１１］２２３，这无疑为他锻炼了政治家所需的口才。

后来，他第一次在下议院委员会替人作证时，就赢得了伦

敦金融城的满堂喝彩［１１］２２４。１８８５年，他更是进入英国上
议院，成为罗斯柴尔德人中第一名上院贵族［３］１７７。教育

还使第五代罗斯柴尔德人中学术界人才济济。在自然科

学方面，有孜孜以求的动物学家沃尔特、诚恳的植物学家

查尔斯、从事医学研究的亨利。在社会科学方面，有小莱

昂内尔［１１］４４３－４４５。

４．４　缺少应对金融事务的技能，染习了贵族懒散高傲的
作风

“贵族精神”从来不是完全积极向上的，作为贵族精

神温床的贵族教育也自有其弊端。罗斯柴尔德人所受的

教育不仅越发与经济事务脱节，使他们缺少应对金融事

务的基本技能；还使他们染习了贵族的使之远离金融事

务的懒散高傲的作风。

他们懒惰的工作态度与长辈的敬业相去甚远。内森

身上有典型的工业家精神［８］２０１。第三代人继承了这种工

作观。安东尼长期以来问候朋友的开场白是：“有什么新

闻没有？”———一个典型的银行家的问候方式［１１］２２１。受剑

桥同学影响的小梅耶虽然极力追求“有运动体验的英国

绅士生活”，但他尚不抛弃作为一个“城市商人”的责

任［９］２９１，几乎“每天”都往返于蒙特莫尔和伦敦［９］２９５。但

第四代的纳蒂三兄弟在剑桥上学时就完全沉迷于骑马、

猎狐、捕鹿、赌赛马、猎艳等所谓社会精英们的爱好［８］２０９。

结果没有一个人顺利获得学位［１１］２２７。这种漫不经心的学

习态度蔓延到了他们毕业后的工作当中。当有人问起金

融的决窍时，纳蒂轻佻地答到：“有的，快速地买进和卖

出。”［１１］２３４阿尔弗雷德更是“一个天生的享乐主义

者”［７］１４５。诚如爱德华·巴林所评论的那样，“他们智慧

不高、能力不强，又心思懒散，没有激情探索新的

领域。”［１１］２３４

贵族高高在上的价值观使他们打心眼里轻视商业活

动，不屑于亲自打理公司。小梅耶和安东尼就已经“不热

衷于生意场”了［７］１４０。第四代的阿尔弗雷德和利奥波德

更是对公司的运作“漠不关心”［１１］２２０，阿尔弗雷德曾经肯

定地告诉一位年轻的野心勃勃的银行家：“绅士不会在１１
点以前出现在办公室，也不会在下午 ４点之后还在办
公室。”［１１］２３４。

这样，罗斯柴尔德第四、五代人在金融上的成就已大

不如前人。１９１５年，纳蒂辞世时，多方评论对其不吝赞美
之辞，但没有人说他是一个伟大的金融家［１１］４４２。第五代

留给旁人的印象不过是金融大亨的后继者［１１］２２０。

总之，一步步地接受重视古典文化、培养个人素质的

贵族教育，实现在社会文化生活上的贵族化，无疑有益于

罗斯柴尔德家族融入英国的上流社会［８］２０９。可惜，与此

同时，他们也学习了贵族的那套懒惰、高傲、不屑于亲理

商业事务的作风，丧失了他们的祖先赖以建立家族基业

的勤奋刻苦、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这直接导致家族在金

融界地位的减弱［１１］４４２。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１９世纪末的英国，原来具有
工业精神的创业者的后代，由前辈所关注的商业领域转

向其他领域，如政治、科学或是艺术，是当时的商业家族

中“比较常见”的现象［１１］４４４。教育正是他们实现转变的一

大手段。在１９世纪末，伦敦金融城中的银行家们到公立
学校、牛 －桥接受教育的比例又有了显著上升。对于这
些金融家族来说，一个牛桥学位就像是一个议院席位一

样，没有什么经世致用的价值，但可以用来作为他们宣示

自己成功融入异教社会精英群体中的一大资本［１１］２２４。英

国资产阶级虽然在物质上取得对贵族的胜利，却在精神

上折服于贵族，终而丧失工业家精神，成为英国世界工业

霸主地位不保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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