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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英译本序言　　索雷尔的这本著作能被译为英文，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而尤其让人高兴的是
译本质量优秀，同时斯坦利教授所作导言也颇具价值。
要知道，即使是索雷尔最热诚的仰慕者也不以为思想明晰或文体精妙是他的所长。
他的著作与文章中所采取的写作结构与写作方式，在在反映了他的人生、目的以及思想中的明显冲突
。
两位译者能够深入原著曲折幽深之处，给我们提供了一部在我看来无论在语义还是精神上都极为忠实
的译作，足资说明他们的卓越技巧。
　　要由一位法国人来揭示一个尽管风靡四方、从最核心处来说却是法国的观念的理智根源，这事真
有种高卢式的魅力。
现代的进步观念——这一观念认为人类以线性方式从过去进步而来，现在仍在进步，而且还会向未来
无限进步——产生于法国启蒙运动时期。
我们发现早在18世纪修道院院长圣皮埃尔就无比确信地表述过它，而伟大的孔多塞在18世纪末也满怀
先知式的激情声称过它。
　　但是，正如索雷尔在《进步的幻象》第一部分充分表明的那样，在18世纪法国人对文明进步是不
可阻挡的信念背后，存在着一个更早且至关重要的信念，即17世纪法国人坚信知识，惟独知识，处于
不可阻挡的进步之中。
当像帕斯卡、丰特内勒以及佩罗这些法国理性主义名家认定，随着时间而呈现的进步式变动普遍且必
然之时，他们心中所想的并不是人类的制度机构、组织体制以及道德伦理，而仅仅是如丰特内勒本人
所说的“人类智慧的增长与发展”。
　　而且，也正像索雷尔几乎是满怀欣喜地强调的那样，这种对人类知识进步的确定性的信念，至少
在第一步是奠立在并不比丰特内勒与佩罗如下信念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的：即认为他们时代的文学与
哲学著作在质量上超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以及古典时代其他人的著作。
因为正是在被后世视作古代派与现代派之争的知识分子的优雅论战中，必然的、线性的进步观念得到
了首次表述。
索雷尔敏锐地澄清，现代派的理性主义辩护者们受到某种循环论证之累。
17世纪的作家之所以能被声称为优越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作家，是由于知识如同个人心智的成长一样
具有随着时间而逐步增长的自然趋势。
而这种假定的进步式变化原则的真实性反过来可由17世纪哲学家和剧作家明显优越于他们的古典前辈
加以证明。
当我们阅读《进步的幻象》开始的杰出章节时，我们几乎听得到索雷尔的格格笑声。
他似乎在说，随你摆出多少进步的“证据”，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始终存在：现代进步观念的出现，
不是对历史状况的总结性概括，而是17世纪某些法国知识分子力图证明他们及其同辈在知识上优越于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所采取的某种修辞技巧。
　 当然，所要说的远不止此——无论在索雷尔本人的著作中还是在对进步观念之历史的更广阔透视中
都有更多的东西。
斯坦利教授典范性导言的突出优点之一在于他进入了这一广阔的透视，并颇具学识地给我们展现了欧
洲进步观念的更深的根源。
斯坦利的导言文章予以提升的不仅是评述索雷尔的学术文字，而且是处理进步观念之历史的更一般性
的文字。
他相当清晰地阐明，对知识与文化进步的信念，远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它在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思想那
里有着大量的哲学性理解以及吸引力。
对于斯坦利在西方的思想中追究进步观念的根源的做法，怎么赞誉不为过；尽管不得不做到简洁扼要
，这一追究所带来的启发远远不是短短几页文字所能概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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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索雷尔在《进步的幻象》以及他的多数其他著作中的目的，是要表明道德的卓越很早就与政治的进步
主义分离开来，并把本身系于独立生产者的社会主义。
为了保持这种卓越性完好无缺，具有美德的新人必须始终与进步观念相关联的所有观念和制度互相独
立——进步观念的目的正在于抹除这些区分的形成而导致的社会冲突。
这是索雷尔不把马克思这位阐述阶级冲突和斗争的理论家看作进步主义思想家的另一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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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抽象言论的这种大量进发介于两个时期之间，前一个时期是对信条大肆争吵，后一个时期则是
对实际解决之道全神贯注。
实证主义者在此中不会错过对他们著名的三阶段法则的应用。
在他们看来，最高的学科是社会学，且在大革命之前，法国人完全是在这一基础上进行推理的；那么
，就可以说，一个实证的时代已经在神学时代和形而上学时代之后来临了。
这种演变无需深思即可加以解释。
当王朝的腐朽允许第三等级鼓起勇气并把改革视为可能之时，第三等级就不再把自己完全局限于学术
论文的范围。
    巴绍蒙的后继者说：百科全书派完善了形而上学，驱散了神学从中得以发展的含混模糊，摧毁了狂
热和迷信；经济学家们当时为使人们过得幸福而忙于伦理学和实际政治学；“一次次的灾难和压迫孕
育了‘爱国者’，他们借助法律和政体资源，勾画出臣民与统治者之间的互惠性义务，确立起行政的
伟大原则”。
莫普的改革引起了最后这个转变；于是，政府名声扫地，人们相信政治动乱近在眼前。
几年之后，当更大的希望在杜尔哥当政时期成为可能时，出现了这样一种文学，它注定要使大众以当
日的哲学塑造社会科学的那种方式来理解社会科学。
1775年，《公民入门教本》(Caétchisme du Citoven)普及了孟德斯鸠和卢梭的学说，根据同一位编年史
家的看法，这些学说“已经被湮没于复杂的形而上学中”，由此可以看出意识形态的发展如何就是法
国王朝历史的结果。
    现在我们就来仔细审视我们所关注的那个阶级的意识形态；我们将挑出这一意识形态的几个来源。
    第一个因素取决于整个第三等级的存在，它是智囊寡头组织的后备人才库，这些智囊寡头组织辅佐
王室并注定要篡夺它。
第三等级与在一个商人和工厂主的社会中生产富豪的那种经济紧密相连。
由于这类观念，敌视行会、敌视封建统治和敌视独断专行的理论就表现出某种首要性。
这时，从英国引进的许多思想非常成功，因为它们与这些商业生产的思想相适配；它们十分有助于自
由原理的引入。
    这样一个时期不再能够欣赏优雅的感觉、语言的平和以及实际的智慧这些布瓦洛早先确立的原则。
狄德罗又一次得作为典型——丹纳说：“他不仅以甚至比霍尔巴赫更莽撞的严厉逻辑、更喧闹的悖论
沦落到反社会、反宗教学说的深渊，更有甚者，他掉进那个世纪的污秽之中并饱啖了这种污秽，这就
是夸夸其谈。
在他的代表性小说中，他对双关语(double entendre)和猥亵场面大加描写。
在他的著作中，粗鲁盖过机敏和优雅。
这种粗鲁既不微妙也不辛辣。
他不知道如何去描写吸引人的捣蛋鬼——就像小克雷比雍做的那样。
”    雷纳克对他的崇拜对象的道德法则颇为尴尬，这种道德法则“导致了向自然状态最放纵的回归”
，它“常常纵身投入原始兽行的泥沼”，在其中他非常遗憾地发现“对乱伦、卖淫和杂交的颂扬”。
这位百科全书派的仰慕者悲哀地说，狄德罗在将一切事物排除于自然法则时，他在自然法则中只看到
两个目的，“个体的保存和种的繁殖”。
这样我们就能将狄德罗与那些热烈拥抱达尔文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思想家——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找到
了一种方式来说明他们对于类人猿起源假设的可鄙趣味的正当性——加以比较。
    这样我们就触及18世纪人的心理本质：这种对淫荡的自诩不但涉及某种道德法则，而且涉及知识产
品。
事实证明，思考对他们想像的控制非常之弱。
这样历史学家试图探究18世纪思想家的思考就当然是徒劳的；后者只不过是闲谈者，讽刺或阿谀的贩
子，并且首先是堕落贵族的小丑。
布吕纳介针对狄德罗所说的话几乎适用于他们所有人，他说：“要知道他们想的是什么很困难，其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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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在我说出下面一句话后你就会明白，即我相信，他们从来就不知道自己想的是什么。
”    中产阶级是以与贵族不同的态度阅读思想家们的著作的；它严肃对待由有着令人印象如此深刻的
社会交往的人写出的东西。
一种观点越是不落俗套，中产阶级对如此大胆而深刻的思想家将他们从传统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的天才
就越是钦佩；它对它可以经由这种读物获得的启蒙就越有信心；而且它就越加敢于进行类似的尝试。
福楼拜的资产阶级典型奥默先生的愚蠢透顶是文人对法国资产阶级上述影响的逻辑结果。
在几乎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中，有教养的人一直在胡言乱语，原因在于他们理解不了来自一个非常贵
族化的环境的书籍的意义，这些书对他们犹如天书。
    我们的先辈完全缺乏批判能力不应使我们感到惊奇。
在我们刚才审视过其用心所在的文人那里找不到这种批判能力。
我们也不指望在忙于嘲笑、诽谤令他们不悦的人，或者给其设置陷阱的贵族那里寻找它。
经验告诉我们，那些在他们的思想中对其自身的生活状况不予考虑的社会阶层总是缺乏批判能力。
因此资产阶级同样缺乏它。
古代和中世纪作家的历史突出地表明了这种说法，19世纪的经验则对之提供了又一证明。
    在他第十个时代的预言中，孔多塞高呼：“当倾向于压制人类才能之力量的那些准则，将被促进人
类的行动与精力的准则所取代的时候，我们无疑再也不用恐惧在大地上竟有某些地方是光明所不能触
及的，或者飞扬跋扈的专制主义竞能对真理设置长期不可逾越的屏障。
因而，这一时刻将会到来，那时候太阳将只照耀着自由的人们，他们除了自己的理性而外不承认有任
何其他的主人；那时候暴君和奴隶、教士及其愚蠢而虚伪的仆从，将只存在于史书中或者舞台上。
”    现在我们明白了我们的先辈为什么相信制度要为一切罪恶负责，以及他们为什么会认定这些制度
的改变轻而易举。
原因在于，既然他们认为过去的整个世界都依赖教会，而且既然教会已经丧失了几乎所有的活力，那
么就可以期望只需一点善意和精力短时间内就可促成一场剧烈的变革。
我们既然已经不再赋予教会如此的重要性，而且还看到它从废墟中重新崛起，于是我们发现18世纪的
极端乐观主义很难理解。
    C．哲学家们是从教会借来他们关于教育能有力地改变社会的观念的。
传教士们不止一次谈到与野蛮人合作迅速获得的卓越成果。
按照他们的观点，这些野蛮人的某些居所类似于使徒时代的社区。
一位耶稣会士把巴拉圭的大村落比作修道院，在这些村落中人们过着一种纯真无邪的生活，每周都有
交际。
孔多塞相信仍然留在欧洲运动之外的民族很快就要进入其中：东方各大宗教处于衰颓之中，“不再威
胁着要把人类理性禁闭在无望的奴役和永恒的幼稚之中”。
这些民族的进步会异常迅猛，因为欧洲人将长期艰苦研究得来的果实给了他们。
    杜尔哥主政后向国王提出一个公共教育的总计划，这一计划是对牧师建议的精确模仿。
此前，人们所关心的是“塑造有才智，有品味的学者和人”，但是人们现在一定还要关心他人，“以
在所有社会阶层造就德才兼备之人，造就正直的灵魂，纯洁的心灵和积极热情的公民”。
因为民族的基本纽带就在于道德，而道德靠的是“就人在社会中的一切责任”给予年轻人的教育。
因此有必要对儿童进行“道德和社会教育”。
“教育委员会颁布的公民教育⋯⋯由它撰写并要求所有教师采用的启蒙读物，对塑造有学识有道德的
人会更有贡献。
这些读物将在儿童的心灵中种下人道、正义、慈善和热爱国家这些原则的种子，它们的品质将随着儿
童的成长而不断成长。
这些儿童将把爱国主义带到只有古老的民族才提供了几个先例的很高的热烈程度，而这种热烈将更加
审慎、更加牢靠，因为它建立在最大程度的真正幸福之上。
”    这种世俗且公民化的基本教义传授很快就会显出成效。
杜尔哥对国王说：“我敢向他保证，十年之内，他的民族就会面目一新，而且由于启蒙、高标准的道
德以及对国王与国家的服务热忱，他的民族将大大优于别的一切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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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十岁大的儿童将成为为国家做好准备的成人，他们热爱国家，服从权威——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
于理性，善待同胞，习于认识和尊重正义——这是社会的首要基础。
”    当代的民主政体保留了第三等级的所有这些信仰。
它还设想出用于教授一种世俗、爱国与资产阶级的教义的基本教育。
它相信据此可以使大众更容易接受政客们的胡言乱语。
它早就便捷地培育出了轻信和卑贱这一类愚蠢。
缺乏我们的经验的先辈们不能分辨世俗教义能教的与不能教的东西。
他们不知道这种教义只对助长骗子的统治真的有效。
    在这点上，如果我们提请注意他不久后提出的若干非常古怪的论题——它们大大澄清了矛盾学说，
就并未偏离主题。
这些理论并没有给蒲鲁东的同时代人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他们是用一种迥然不同的方式思考哲学的。
在审视这些人的过程中，我们理解了蒲鲁东这一时期著作中的语言为什么如此经常地令人费解：像他
这样一位可称伟大的作者，如果得不到公众的合作，是不可能做到清楚地阐述他的直觉知识的。
    古希腊的形而上学把对绝对——由惯于将他们的同时代人认为注定不朽的著作刻在大理石上的雕刻
家和建筑师所构造——的沉思作为它的目标。
蒲鲁东主张必须采取与古人相反的观点。
“一切事物中确凿、真实、实在、可行的东西，是变动的，或至少是能进步、调和、转变的东西；而
谬误、虚假、不可能与抽象的东西是所有那些表现为凝固、完整、彻底、不能改变、没有缺陷、不能
修正或转化、不能增加或削减，因而难以进行任何更高结合或任何综合的东西。
”    经济矛盾源于我们的抽象理解的幻象——这种抽象理解想要推导出那些仅具某种相对价值的判断
的一切结果。
蒲鲁东说：“我业已证明我们的大部分观念——它们是工业实践(相应地是现代社会的整个经济)当今
所依赖的⋯⋯是有关，整全的分析性概念，是以对立方式相互推出的各个部分及其观念与法则，它们
各自独立开展，没有约束或限制。
其结果，社会不是立在和谐之上，而是处于矛盾之中。
它导致贫困和犯罪并行、系统的发展，而不是在财富和德性上有所进步。
”    蒲鲁东看来未曾作出非常认真的努力给这些漂亮的哲学法则以某种多少系统化的组织。
他从他有关运动的思想中引出的结论远远不符他对我们的承诺。
      1851年政变促使普鲁东更好地理解他作为一位道德家的天职。
在一个为好运所陶醉、除了成功、进步或快乐不再愿意讨论任何别的东西的社会面前，他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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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译本序言索雷尔的这本著作能被译为英文，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而尤其让人高兴的是译本质量
优秀，同时斯坦利教授所作导言也颇具价值。
要知道，即使是索雷尔最热诚的仰慕者也不以为思想明晰或文体精妙是他的所长。
他的著作与文章中所采取的写作结构与写作方式，在在反映了他的人生、目的以及思想中的明显冲突
。
两位译者能够深入原著曲折幽深之处，给我们提供了一部在我看来无论在语义还是精神上都极为忠实
的译作，足资说明他们的卓越技巧。
    要由一位法国人来揭示一个尽管风靡四方、从最核心处来说却是法国的观念的理智根源，这事真有
种高卢式的魅力。
现代的进步观念——这一观念认为人类以线性方式从过去进步而来，现在仍在进步，而且还会向未来
无限进步——产生于法国启蒙运动时期。
我们发现早在18世纪修道院院长圣皮埃尔就无比确信地表述过它，而伟大的孔多塞在18世纪末也满怀
先知式的激情声称过它。
    但是，正如索雷尔在《进步的幻象》第一部分充分表明的那样，在18世纪法国人对文明进步是不可
阻挡的信念背后，存在着一个更早且至关重要的信念，即17世纪法国人坚信知识，惟独知识，处于不
可阻挡的进步之中。
当像帕斯卡、丰特内勒以及佩罗这些法国理性主义名家认定，随着时间而呈现的进步式变动普遍且必
然之时，他们心中所想的并不是人类的制度机构、组织体制以及道德伦理，而仅仅是如丰特内勒本人
所说的“人类智慧的增长与发展”。
    而且，也正像索雷尔几乎是满怀欣喜地强调的那样，这种对人类知识进步的确定性的信念，至少在
第一步是奠立在并不比丰特内勒与佩罗如下信念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的：即认为他们时代的文学与哲
学著作在质量上超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以及古典时代其他人的著作。
因为正是在被后世视作古代派与现代派之争的知识分子的优雅论战中，必然的、线性的进步观念得到
了首次表述。
索雷尔敏锐地澄清，现代派的理性主义辩护者们受到某种循环论证之累。
17世纪的作家之所以能被声称为优越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作家，是由于知识如同个人心智的成长一样
具有随着时间而逐步增长的自然趋势。
而这种假定的进步式变化原则的真实性反过来可由17世纪哲学家和剧作家明显优越于他们的古典前辈
加以证明。
当我们阅读《进步的幻象》开始的杰出章节时，我们几乎听得到索雷尔的格格笑声。
他似乎在说，随你摆出多少进步的“证据”，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始终存在：现代进步观念的出现，
不是对历史状况的总结性概括，而是17世纪某些法国知识分子力图证明他们及其同辈在知识上优越于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所采取的某种修辞技巧。
   当然，所要说的远不止此——无论在索雷尔本人的著作中还是在对进步观念之历史的更广阔透视中
都有更多的东西。
斯坦利教授典范性导言的突出优点之一在于他进入了这一广阔的透视，并颇具学识地给我们展现了欧
洲进步观念的更深的根源。
斯坦利的导言文章予以提升的不仅是评述索雷尔的学术文字，而且是处理进步观念之历史的更一般性
的文字。
他相当清晰地阐明，对知识与文化进步的信念，远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它在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思想那
里有着大量的哲学性理解以及吸引力。
对于斯坦利在西方的思想中追究进步观念的根源的做法，怎么赞誉不为过；尽管不得不做到简洁扼要
，这一追究所带来的启发远远不是短短几页文字所能概括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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