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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百科全书》由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无神论者，它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
象征，是一部多卷本的畅销图书，是传播启蒙运动思想的最好载体。
它把当时全部知识（科学、神学、哲学的等等，狄德罗百科全书给出的分类知识树）汇编为一部以字
母顺序排列的多卷本图书，并大量出版发行，这本身就是出版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事件，从某种角度可
说是整理人类有史以来全部信息Google的精神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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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丹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无
神论者，1749年因抨击专制制度和宗教神学而被捕入狱。
出狱后，组织许多思想家编纂《百科全书》，坚持二十余年之久，于1772年完成这一巨著。
　　主要著作有《对自然的解释》、《关于物质和运动的哲学原理》、《拉摩的侄儿》、《论美》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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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总之，在那些黑暗的年代中，大多数伟大的思想家们⋯⋯满脑子装的尽是有关抽象的和形而上学
的东西的无聊问题，而不去对自然进行彻底的考察，或对人进行研究。
为了解决那些无聊问题，无论好坏，往往需要极大的敏锐，以致相当严重地滥用了人的头脑。
除了这种严重的混乱和无秩序的状况之外，如果再加上遍及欧洲的那种暴政，以及那猖獗一时的迷信
—这是无知的结果，而它又反过来制造无知——那么，你可以看到，理性和高尚情趣的复归是怎样地
困难重重。
因为，只有有了行动和思想的自由，才有可能产生出伟大的作品，而自由又正需要启蒙来防止它失去
节制。
　　为了使人类得以挣脱这种野蛮状态，就需要进行一次能够使地球面貌一新的革命。
希腊帝国被推翻了，它的毁灭把地球上仅存的一点点知识扩展到了欧洲。
印刷术的发明以及美第奇（Medici）家族和法兰西斯一世对文化的保护唤醒了人类的心灵，在各个领
域里又重新燃起了理性之光。
　　在愚昧的年代里，曾经出于必要而受到冷遇的语言学和史学，成为最先被研究的学科。
当人类的头脑刚刚从蒙昧状态中挣脱出来的时候，还显得相当幼稚；它急于积累观念，开始时却理不
出个头绪来，这是人的智力长期处于呆滞状态所造成的。
在所有这类精神能力中，记忆力是最先被开发出来的；因为它最易于满足，而借助于它所获得的知识
最便于积累。
所以，他们没有像史前人类所不得不做的那样，从研究自然开始。
因为在某些保护人的慷慨赞助之下，又受惠于印刷术的发展，他们有幸阅读各种古代的书籍。
他们认为，只要读书就可以变得有学问，而阅读比理解要容易得多。
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古人留下的各种学科的所有书籍，对所有的文献都予以翻译和注释；出于感激
之心，他们开始崇拜古人，却并不了解后者的真正价值何在。
　　于是就涌现出一批饱学之士，他们深谙古典语文，甚至到了藐视自己原来的语言的程度。
正如一位著名作家所说，他们通晓古人的一切，只是不理解古人的典雅和手法。
他们炫耀自己的博学，自视甚高，因为这种不用费多大力就可以得到的好处，正是人们孜孜以求的。
就像那些大封建领主，虽然没有自己祖上的能耐，却平白以其血统高贵而傲视于人。
不仅如此，这种傲气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装出来的。
知识王国本来是无穷的。
你认为每天都可以顺利地通过不同的途径而获得资料，使它们逐渐积累起来，诚然如此。
但是，理性和发明的王国却与此相反，它并不十分辽阔，而你的成就往往并不在于学到了过去所不了
解的东西，却仅仅在于锻炼自己学会抛弃那些自以为已经明白了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才华并不
很高的学者必定会傲视于一个哲学家甚至一位诗人的缘故。
一个视野广阔、有创造力的头脑总是不满足于自己的进展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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