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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可以说是我30余年呕心沥血的结果。
在漫长的岁月里，斯宾诺莎一直是忠实陪伴我的挚友，他的观念和思想几乎已成为我生命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
因此，本书的出版不得不使我对自己这些年来所经历的坎坷生活作一番回忆，特别勾起了我对这些、
年来一直关怀我研究的三位现已相继去逝的老师的追忆。
　　还是在无锡辅仁中学读书的时候，我就对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发生浓厚的兴趣。
记得在那时我曾读过陈康先生译注的《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尽管当时我才16岁，但对陈康先生在
该书序中说的这样一段话深受感动：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著作如若“也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
文为恨(这决非原则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为！
)，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那时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昭著于世界”。
这是一位真正有胆识的中国学者的心声，作为一个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者应当有这种崇高的理想和抱
负，应当以自己艰苦的探索性的劳动实现陈康先生这一宏愿。
　　1956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年轻人的狂热、执拗，甚至稚气充塞于心灵，幸喜在第一学期我就认识了自己一生中受惠最大的老师
贺麟教授。
一天晚上，我冒昧地去燕东园拜访贺麟教授。
象我这样刚入学的年轻人竟敢去造访这位西方哲学权威，心里本来就忐忑不安，但当贺师在书房里给
予我亲切而又仁厚的接待后，就使我顿时恢复了平静。
贺师首先问我读了哪些西方哲学的书籍，在我据实回答之后，贺师告诉我：“一般的西方哲学史知识
只是一个初步，还不是基础，基础应当从某一位哲学家研究开始”。
我请贺师具体指示一位哲学家，他立即说：“当然是斯宾诺莎啊！
黑格尔早就说过，要开始研究哲学，就必须首先作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继后，贺师又问及我的西欧
文学知识和外语水平，我说自己正是从文学走向哲学的，他听了很高兴。
当了解到我可以用英语看书时，他要求我再学一门德语，并且抽空学些拉丁文，以便直接掌握斯宾诺
莎原著。
　　这次拜访可以说是我哲学研究生涯的一个起点。
我在完成北大哲学系规定的一般课程外，重点是阅读斯宾诺莎的著作，同时我在西语系选修了谭玛丽
女士教的德语课以及李赋宁教授的拉丁文课。
也正是从此时开始，我边读斯宾诺莎著作，边写注释和体会，我暗暗构思，试图撰写一部斯宾诺莎哲
学的专著。
　　正当我风华正茂、怀着美好的憧憬在哲学大道上向前迈进时，不幸却被英须有的罪名打成了“右
派”。
我当时既未写一张大字报，又未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
唯独在学习上偏重于西方哲学史的研究，谁知这一点在按比例定右派的形势下却成了无视马列主义学
习的罪行证据。
当你被打成了右派后，周围的人立即疏远你，甚至过去最亲密的朋友也要与你划清界限，以免给自身
带来麻烦。
在北大哲学系我原认识好几位教授，此时却都不敢与我有什么接触，神情非常冷淡。
但是，唯有贺师似乎还仍同既往关心我的研究，尽管他此时也巳被认为走在右派边缘。
不久，我终于被迫暂离开北大去门头沟区斋堂劳动。
　　当一辆中吉普车载着我们这些哲学系和西语系所谓“极右分子”斋堂乡上清水村时，我仿佛看见
在那里守候的乡村干部和农民有一种迷惘的表情，因为按照上级事先通知他们的说法，这是一伙穷凶
极恶的敌人，个个本应该是青面獠牙，可是下车的却个个是白皙皙的文弱书生，难道这些人会造反吗?
忠厚质朴的农民心里似乎在嘀咕。
我们都被编排在北大下放干部的队伍里，按校党委的指示，唯有老老实实的劳动改造才是自己的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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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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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在漫长岁月里断断续续撰写的，从统体上说，本书是属于哲学史历史性和考证性的解释著
作。
鉴于斯宾诺莎哲学思想是一个从中世纪神学和经院哲学向近代哲学过渡时期的产物，它的许多概念和
术语无疑会打上时代的烙印，作者试图通过对斯宾诺莎哲学体系的一些主要概念作历史探讨和具体的
解释，来寻找一条正确理解斯宾诺莎哲学思想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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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洪汉鼎，北京社科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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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斯宾诺莎的生活和活动时期——17世纪，可以说是从封建专制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重要世纪。
这个时期的最鲜明标志，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西欧，特别是在西欧最先进的国家——英国和斯宾诺
莎的祖国荷兰取得了胜利。
　　靳宾诺莎的第一批哲学著作问世，是在17世纪后半叶初期。
在此之前，欧洲已经发生了两次初期的资产阶级革命：1525年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结果由于资
本主义发展的不成熟而遭到失败；1566—1609年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这是一场以尼德兰的资产阶级
为主体的全民族反抗西斑牙封建君主专制和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战争，结果产生了欧洲第一个资产阶
级共和国——尼德主联邦，或称荷兰。
斯宾诺莎生活和哲学活动的时期，正是1640—1689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发展到高潮时期，这次革命，
正如马克思听说的，乃是“欧洲范围的革命”，它“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
”。
　　因此我们可以说，斯宾诺莎的一生正是处于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伟大历史进程中，
特别是他的祖国荷兰在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后发展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依照马克思的说法，也
就是“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
这一历史进程无疑会对斯宾诺莎的哲学思想的形成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方面，我们首先要提到法学理论家雨果·格劳修斯(1583—1645)，他
是国际法和航海法的奠基人，最早提出资产阶级自然法权和道德观点的代表人物。
戏剧家和诗人冯代尔(1587—1679)从圣经和民族史中选取主题，写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颂歌和讽刺作品
。
一代绘画大师伦勃朗(1606—1669)以他那明暗对照的光线效果和普普通通的现实题材为17世纪欧洲绘画
开辟了一个崭新境界。
　　17世纪的荷兰是当时欧洲的科学文化中心。
欧洲第一所新教大学——莱登大学创立于1575年，在整个17世纪一直是欧洲人文主义思潮的诞生地。
在它提倡学术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影响下，欧洲其他国家的一些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来到这里从事科学研
究，荷兰已成为欧洲所有酷爱自由的学者所向往的中心。
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曾这样写道：“伦敦这个城市以及其他大的商业城市，由于赞美低地国家(指荷兰)
在摆脱他们的君主西班牙国王统治之后的繁荣昌盛，都倾向于认为如果这里作类似的政权变动，也会
对他们产生同样的繁荣昌盛。
”霍布斯本人曾经到过阿姆斯特丹，并在那里出版了他的一些英国检查官拒绝出版的著作。
同样，笛卡尔这位法国哲学开创者的科学和哲学活动差不多全是在荷兰进行的，他曾经在给池朋友巴
尔扎克的信中这样写道：“请选择阿姆斯特丹为足下的避难所，⋯⋯这样完全自由的乐上，在哪个国
家能找到呢！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也到这里作过短期学术访问。
甚至在17世纪末，法国哲学家培尔的启蒙活动和政论活动也是在这里展开；最伟大的英国唯物主义哲
学家洛克亦曾在这里侨居数年，并在这里完成了他最有名的著作《人类理智论》。
　　　　1656年7月26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犹太教堂里吹响了一种名叫“沼法”的山羊角，人们带
着紧张而沉重的心情聚集到教堂周围，惶恐不安地等待一桩可怕的事件的发生。
终于这个时刻来到了，身着黑色法衣的威严不可一世的犹大拉比们来到了大庭中央的讲台，以他们那
种阴森可怖的语言，宣判将一位摩西律法的轻蔑者永远逐出教门。
当时谁能预料，他们这种残酷而愚昧的判决将在人类历史上永远留下了可耻的一页，而他们所宣判驱
逐的离经叛道者将是全世界人民永远怀念和尊敬的伟大哲学家、战斗无神论者和杰出的自由思想战士
！
　　　　在《神、人及冀幸福简论》里，斯宾诺莎一开始就给出神存在的两种证明方式：第一种是所
谓先天的证明：“凡我们清楚而且明晰地知道是属于一个事物本性的东西，那么我们也就能真实地肯
定它属于该事物，现在我们能清楚而且明晰地知道存在是属于神的本性，所以(存在属于神，或神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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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
”按照斯宾诺莎在注释中的解释，这个论证的大前提是明显正确的，因为所谓一物的本性，“即由于
它，事物才成为其事物，同时在没有毁灭孩事物时，它决不会离开该事物，比如，属于山岳的本质的
东西就是它应当具有溪谷，或者说，山岳的本质就在于它有漠谷，这是真正永恒的和不变的，并且必
须一直包含在山岳的概念里，即使这样的山岳从未存在过，或者现在并不存在”。
现在既然我们清楚而且明晰地知道存在是属于神的本性，所以神必然存在。
这种把必然存在看成神的无限本性之一、并以此证明神的存在的方式，从形式上看，显然笛卡你的第
一个证明的再述，即单独考察神的本性就能知道神必然存在，其典型的论证方式可以用笛卡尔在《哲
学原理》里的活来说：“人心在复检其具有的各种观念时，它发现了一个极其主要的观念——一个全
知、全能、全善的神的观念。
他看到，在这个观念中，不仅含有可能的偶然的存在(如他在他所明白知觉到的其它一切事物的观念中
那样)，而且含有绝对必然的、永恒的存在。
例如在三角形的观念中，必然含有‘三角形三内角等于两直角’这个观念，因此人心就坚决相信，三
角形三内角是等于两直角的，现在他既然看到至极完美的神的观念中含有必然的永恒的存在，因此他
显然断言，这个至极完美的神就存在着。
”很清楚，这种证明实际上就是安瑟伦的本体论证明，不过它采取了更为精致的形式。
斯宾诺莎给出的第二种证明就是所谓后天的证明，即“假如人具有神的观念，那么神必然有其形式的
存在，现在人具有神的观念，所以(神必然有其形式的存在)”回。
这一证明按照斯宾诺莎的解释，是“假如有神的观念，那么这个观念的原因必然有其形式的存在，并
且在其自身中包含着该观念客观地所具有的一切”。
从形式上看，这个证明也显然是笛卡尔的第二种证明，即从神的观念的客观存在推出其形式存在，其
论证的根据就是利用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所谓形式本质和客观本质的理论。
斯宾诺莎说：“人的观念的原因并不是他的想象，而是某种使他不得不理解一个事物先于另一个事物
的外在原因，这种外在原因不外乎是：由于在人的理智中有其客观本质的事物是形式地存在着，并比
其它事物更接近于人。
因此，假如人具有神的观念，那么显然神一定是形式地存在着，虽然不是卓越地存在着，因为在神之
旁或在神之外没有更真实或更超越的东西。
”为了加强这一论证，斯宾诺莎在注释里区分了三类理念，一类观念其本性是矛盾的，因而其对象是
不可能存在的，例如一个既是鸟又是马的动物的观念，这种动物是不可能在自然中出现　　的；另一
类观念其本质虽然是必然的，但其对象却是可能存在的，例如三角形的本质，即三内角之和等于两直
角，虽然是必然的，但三角形的存在却不是必然的，而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在自然中可能有三角形存
在，也可能没有三角形存在；再有一类观念其本质是必然的，而其对象也是必然存在的，斯宾诺莎认
为这种观念只能 有一个，这就是神，神的本质和存在都是同样必然的。
这里斯宾诺莎似乎比笛卡尔的论证还深入一层，光根据形式本质和客观本质的统一原则，我们可能推
出观念的对象的可能存在来，而不能论正该对象必然存在，因此我们还需要分清观念的种类，只有当
我们确切地认识到我们的神的观念是属于第三类观念，即其本质是必然的，而其对象的存在也同样是
必然的，我们才能证明神必然存在。
现在既然我们的神的观念不可能属于第一类和第二类观念，所以我们就能证明神必然存在。
不过，如果我们翻看一下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里关于上帝存在的几何学证明，斯宾诺莎这一补
充显然也是根据笛卡尔的公理十，即“每个东西的观念或概念里都包含着存在性⋯⋯然而不同的是，
在一个有限的东西的概念里，仅仅包含着可能的或偶然的存在性，而在—个至上完满的存在体的概念
里，却包含着完满的、必然的存在性。
”正是根据这一公理，笛卡尔在他的第—个证明里论证必然存在性是在上帝里。
所以我们完全有根据说，斯宾诺莎在《神、人及其幸福简论》里给出的关于神存在的第二个证明基本
上是笛卡尔的证明的继续。
　　由此可见，斯宾诺莎在《神、人及其幸福简论》一书中关于神存在给出的两个证明乃是综合了安
瑟伦和笛卡尔的证明，他自己似乎并没有什么新的创造，这里明显反映了他当时仍是处于笛卡尔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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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影响之下，尚未完全建立自己独特的哲学观点。
不过，有一点重要区别值得我们注意，即斯宾诺莎这时已明确感觉到了第一种证明即先天的证明比第
二种证明即后天的证明更好，并且坚决反对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神不能先天被证明的观点，他说：“
由上述一切清楚可见：我们既能先天地同时又能后天地证明神的存在。
固然，先天的证明更好，因为用后一种方式被证明的种种事物必须通过它们的外因才能得到证明，在
这两种方式之中，它显然是不完善的，因为事物不能通过它自身来认识自己，而仅能通过外在的原因
。
然而，神因为它是万物的第一因，并且也是其自身的原因(自因)，故神能通过它自己来认识自己。
因此人们无需太注重托马斯·阿奎那的主张，即认为神不能先天地被证明，因为神的确是没有原因的
。
”　　这里蕴涵了斯宾诺莎关于神存在的证明将有一个重大的转折，即他不愿像他以前的哲学家和神
学家那样仅外在地证明神的存在，而要内在地、即从神自身来证明神的存在。
外在地证明神的存在，只能把神看成是万物的外因，而不能看成万物的内因，同时也可能引导出神是
一个超自然的存在的荒唐结论。
所以他认为神存在的先天证明“比通常仅依赖于种种外因的后天的证明还更有决定性”。
在他看来，托马斯·阿奎那那种后天的证明最多只适合于有限的事物，而不能适用于无限的事物，西
为无限的事物的存在是不依赖于任何外因的，其自身就是自身存在的原因，我们根据其自身就足以证
明它的存在。
正是这种考虑，他发展了“自因”(causa sui)这一概念，认为神既是万物的第一因，同时也是其自身的
原因，因此我们通过神自身就足以认识神的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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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斯宾诺莎的哲学可以说是苦难人的福音书，不论你遭遇多大的不幸，斯宾诺莎总是在教导我们对
于命运中的幸与不幸都要以同样的新情去冷静的观看和对待，他要求我们把一切都从大自然的必然性
去加以理解，这无疑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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