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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632——1677)是十七世纪“典型资本主义国家”——荷兰的伟大哲学家
，唯物主义者和战斗的无神论者，同时又是一位理性主义的先驱。
斯宾诺莎的世界观是在尼德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急剧发展的时期形成的，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
和要求，他的哲学思想应该看作是对资产阶级自由的论证。
 　　《伦理学》一书是斯宾诺莎的主要著作，他的哲学思想基本上都表述在这本书中。
他写这部著作花费了十多年的功夫；从1662年写起，到1675年才完成。
在他生前，这部著作并没有发表，死后才由他的友人出版。
而出版不久，就被当时的荷兰当局视为“亵渎的、无神论的学说”，禁止发行。
 　　《伦理学》一书是用“几何学的方法”写的。
斯宾诺莎和比他稍早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儿(1596—1650)一样，认为只有象几何学一样，凭理性的能力
从最初几个由直观获得的定义和公理推论出来的知识，才是最可靠的知识，因此，他写作《伦理学》
时，就把人的思想、情感、欲望等等也当作几何学上的点、线、面一样来研究，先提出定义和公理，
然后加以证明，进而作出绎理。
斯宾诺莎比笛卡儿更加彻底地贯彻了理性主义的精神，他否认笛卡儿“天赋观念”的学说，只承认天
赋的知识能力，他肯定世界是可知的。
 　　斯宾诺莎的理性主义思想，提出人的理性是认识的唯一手段，和评判真理与错误的唯一标准，在
反对当时的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上，是有一定进步作用的，但这种认识方法并不就是正确的、科学的
，它具有很大的片面性，斯宾诺莎只强调理性，而忽视经验，更不了解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因此他
的认识方法依然是唯心主义的。
 　　斯宾诺莎在方法论上和笛卡儿是一脉相承的，在哲学的出发点上，却截然相反。
笛卡儿是一个二元论者，他从“我”开始，斯宾诺莎批判了笛卡儿的二元论，他从客观世界开始。
斯宾诺莎哲学的基本要求，是从世界本身来说明世界。
这是他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根本所在。
斯宾诺莎首先提出了“自因”(causa sui)的学说，这是《伦理学》一书中第一个术语，也是最基本的概
念。
所谓“自因”，就是说“实体”(即客观世界)是自己存在的，实体自身是自身的原因，而不是其它任
何东西作它的原因；对实体的认识也只有通过它自身来认识，而不能通过别的东西来认识。
实体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无限的，是不可分割的，它是无所不包的整个自然。
斯宾诺莎这一学说就从根本上否定掉了超自然的精神实体——上帝，他知道否认上帝是造物主，就不
会得到教会的宽容，于是他给实体、自然界冠上“上帝”的名义，尽管如此，他并没有逃脱掉教会的
迫害。
后来的资产阶级哲学家，企图据此证明斯宾诺莎是一个泛神论者，显然这是对斯宾诺莎哲学思想的曲
解，其实斯宾诺莎在“上帝”名义的掩盖下，是纯粹的无神论思想，“上帝”仅仅是一个赘物。
 　　斯宾诺莎关于自因的学说，在哲学思想发展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它第一次摆脱了中世纪以来神
学的羁绊，扔开了第一推动力的信仰主义。
恩格斯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导言”中说：“应当承认当时的哲学有一
个极大的功劳，就是虽然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是处于局限的状态，但当时的哲学并没有误入歧途，却
是从斯宾诺莎起直到伟大的法国唯物主义者止，始终都坚持要想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而让未来的自
然科学去详细论证这点。
” 　　在物质和思维的关系问题上，斯宾诺莎提出思维是物质的属性，而不是把思维和物质看作两种
独立的实体，这是斯宾诺莎比笛卡儿前进的地方，他摒除了笛卡儿二元论的观点。
可是斯宾诺莎把思维看作是一切物质都具有的属性，不了解思维、意识产生的历史过程，这就陷入一
切物质都具有灵魂的物活论的错误中去。
同时，斯宾诺莎对思维和物质的关系还持着一种错误的平行论的观点，他在论证人的身体和心理过程
的关系时，就是把生理过程和心理过程看作彼此平行发展的，在斯宾诺莎的了解中，两者实际上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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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影响。
这就表明斯宾诺莎对笛卡儿二元论的批判并不彻底。
 　　斯宾诺莎的哲学思想中具有光辉的辩证法因素，自因学说就是辩证因素的突出表现。
但整个说来，斯宾诺莎的唯物主义哲学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
从他的哲学思想中可以看到不少十分鲜明的形而上学的结论：他把实体看作永恒不变的，不了解运动
是物质的属性，他所了解的运动只是物体在空间上的位置转移，在时间上是不发展的，而且运动也只
限于部分物体所具有。
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观点也表现在他对于规律和必然性的看法上，他承认规律的客观性，认为整个自
然界都受客观规律和必然性所支配，不承认自然有什么有意识的目的，这在反对宗教唯心主义和意志
自由的主观唯心主义上，是有功绩的有价值的思想。
可是斯宾诺莎持着机械论的观点，他只承认必然性，而否认偶然性，他认为必然性排斥偶然性，这种
机械的因果决定论就陷入了宿命论的错误。
斯宾诺莎在关于自由和必然性关系的学说上，企图辩证地来克服宿命论，他提出自由就是被意识到的
必然性。
这是斯宾诺莎哲学思想中又一具有光辉的辩证法因素的所在，不过，这仅仅是辩证法的因素，它同马
克思主义关于自由与必然性这一对范畴的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
斯宾诺莎所谓的自由是直观的、消极适应必然性的自由，是个人心理上的自由，这同马克思主义关于
人们掌握客观规律，以求得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人们运用客观规律以改造自然的思想，显然是不能混
同的。
 　　斯宾诺莎和其他的机械唯物主义哲学家一样，没有也不可能把他们的唯物主义哲学贯彻到社会思
想的领域中来，在这个领域中他们都是唯心主义者。
当然，这样的说法并不意味着否定他们从唯物主义哲学观点出发，可以得出在当时是进步的社会政治
思想，斯宾诺莎就是从他的唯物主义哲学得出无神论的结论的，不过他的无神论离了解宗教的阶级本
质和阶级根源还有相当的距离。
 　　总的说来，斯宾诺莎的哲学是十七世纪资产阶级思想的最高成就之一，他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
想具有很大的进步作用，他的思想中辩证法因素，是哲学史上宝贵的思想遗产，但他的世界观中占支
配地位的仍然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观点。
在研究斯宾诺莎时，我们要善于辨别“精华”和“糟粕”，同时要善于向资产阶级学者歪曲斯宾诺莎
哲学的思想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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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斯宾诺莎（1632，1677）是十七世纪“典型资本主义国家”——荷兰的伟大哲学家，唯物主义者和战
斗的无神论者，同时又是一位理性主义的先驱。
斯宾诺莎的世界观是在尼德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急剧发展的时期形成的，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
和要求，他的哲学思想应该看作是对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伦理学>>

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论神第二部分  论心灵的性质和起源第三部分  论情感的起源和性质第四部分  论人的奴役或
情感的力量第五部分  论理智的力量或人的自由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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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别证 不能够存在就是无力，反之，能够存在就是有力（这是自明的）。
因此假如说除了有限之物以外，没有别的事物必然存在；那就无异于说有限之物较绝对无限之物更为
强而有力。
这（显然无疑）是不通的；所以如果不是无物存在，就是有一个绝对无限之物存在。
但是我们存在却是事实，而我们的存在如果不在我们自身内，就必定在必然存在之他物内（参看公则
一及命题七）。
所以绝对无限的东西（据界说六），亦即神，必然存在。
此证。
附释 在前面这个证明里，我是从后天方面（a posteriori）来证明神的存在，为的是使人易于了解；这
并不是说不能根据同样的原理从先天方面（a priori）去证明神的存在。
因为，既然能够存在就是有力，那么一物具有实在性愈多，它能够存在的力量也必定愈多；所以绝对
无限之物或神其自身也必定具有绝对无限的能够存在的力量；所以它绝对地存在。
然而许多人或许不易看出这个证明的真理，因为他们仅仅习惯于观看由外因产生的事物；因而看到那
些由外因很快地产生的事物，亦即很容易存在的事物，也很容易毁灭；反之，那些比较难产生，亦即
不那么容易存在的事物，他们便以为必定具有比较多的属性。
为了扫除他们这种成见，我无须乎指出“产生得快的毁灭得也快”这句话在哪种意义下是真的，也无
须追问就自然界全体而论是否万物同等地难或易。
而只须指出．我这里所说的并不是由外因产生的事物，而是单就（据命题六）不是由外因产生的实体
而言，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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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原著是用拉丁文写的。
译者过去虽曾学习过拉丁文，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也曾一度逐字逐句地对照拉丁文本，但由于受拉
丁文水平的限制，本书主要仍然是参考德文译本和英文译本译出来的。
这册译本所根据的和参考过的各种版本如下：（一）格布哈特校订拉丁文本：《斯宾诺莎集》，共四
册，海德堡，1931年。
（spinoza Opera，Im auftrag der Heidelberger Akade-mie der Wisscnschaften，herausgegeben VOU Carl
Gebhardt，Bdel-IV，Heidelberg，1931）。
《伦理学》正文见第二册41-308页。
格布哈特本是比较最晚出和最完善的斯宾诺莎全集的拉丁文版本。
他的校勘工夫作的很精细，且曾把拉丁文的《伦理学》与最早译成的荷兰文版本对勘过，指出两个本
子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出入和差别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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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伦理学》：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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