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译林人文精选>>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译林人文精选>>

13位ISBN编号：9787544729871

10位ISBN编号：7544729877

出版时间：2012-8

出版时间：译林出版社

作者：布莱兹·帕斯卡尔

页数：30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译林人文精选>>

内容概要

　　《思想录》是十七世纪法国数理科学家、思想家帕斯卡尔的重要理论著作。
全书集中反映了帕斯卡尔的神学和哲学思想。
作家继承和发展了理性主义传统，对人的本性、世界、人生、社会、历史、哲学、宗教等多方面进行
了深入的探讨，在西方思想史上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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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布莱兹·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1623—1662)　法国十七世纪著名的数理学家，在理论科学和实验科学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
就。
《思想录》是其思想理论的集中表现，作者继承和发展了理性主义传统，对人的本性、世界、人生、
社会、历史、哲学、宗教等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是一部博大精深、充满睿智的哲理散文经典，
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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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思想录》与思想的消遣尚杰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几乎影响了十八世纪每个法国思想家，他们中的
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需要截取发挥《思想录》的片段，要确定知道这些影响到底是什么，几乎是不可
能的。
在这个意义上，《思想录》是整个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的重要来源。
一 强力、见解、判断的选择帕斯卡尔区分了人生的三大方面：肉体对应于世俗；精神对应于理智和科
学；神圣对应于在“纯粹善良意志”的指引下，上帝与人和人与上帝接触的领域，其理解力要大于人
的理性。
帕斯卡尔关于政治和伦理学的观念，大都可以从他以理性精神的语言，对世俗世界的论述中找到答案
。
最能体现帕斯卡尔卓越精神天赋的，是他对神圣性的论述。
以上三方面的划分，对于准确理解帕斯卡尔的思想非常重要。
在他看来，政治是低卑的事物，因为政治是世俗的，人只能在神圣性中得到拯救。
帕斯卡尔像奥古斯丁一样，开启了人的天赋。
帕斯卡尔为以上三个领域分别制定了社会角色、荣誉、生活方式。
世俗世界的荣誉给予了君主、掌握权力和财富的人，人们羡慕他们的职位，但是并不尊重他们人本身
；精神的领域则是一个赢得尊重的领域，这里存在着的一切，都具有科学性质，这里也并不执行君主
的命令；至于神圣性，则是精神的最高境界。
帕斯卡尔认为要清晰地分离这三种人生境界：一个在世俗世界里自私的人在精神世界里能做出成就来
，就在于他在这个世界里不可能自私，而神圣的领域又处于精神所达不到的高度。
人是由肉体与精神共同组成的，处于三个领域中间的位置，既堕落又高尚、既悲惨又陶醉。
鉴于以上的判断，帕斯卡尔认为，君主所获得的荣耀应该远远低于我们对精神领域里天才的尊重，更
低于对神圣性的尊重。
帕斯卡尔从来没有像历代中国人那样，认为君主是神圣的天子。
相反，在他眼里，君主或世俗的权力在人生应该有的成就中，处于最低级的序列，我们可以对它们怀
疑、恐惧、服从，但是它们绝对不配我们尊重。
根据帕斯卡尔的哲学：往往一个人越是拥有强力，他就越不需要除了想象中的权力统治之外的其他想
象力，不需要用其他想象力去冒险。
国王使用军队并不想赢得人民的尊重，而是让人民恐惧，因为全部问题恰恰在于，来自权力的判断，
就被当成来自真理的判断。
换句话说，人有各种各样的“权力尊严”，一个士兵直接服从长官的强力。
但是，帕斯卡尔认为“判断的尊严”应该服从于“沉思的强力”，它根植于最基本的人性需要、人心
的动机。
人身上还有一种天生的“想说了算”或“压迫别人”的权力欲，但是结果总是分成“欺负人的”和“
被欺负的”。
关于这个问题，帕斯卡尔以他杰出数学家的眼光，认为所有判断（力）都是建立在“赌”或“概率”
基础上的。
换句话说，严肃的判断来自不严肃的游戏态度。
权力是总合为零的游戏：你或者命令别人，或者是被命令。
与内心漂浮不定的状态相比，决定或判断都发生在瞬间——在这个游戏或博奕过程中，人“正确”的
选择能力几乎是零。
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一种瞬间的选择能挺直腰板被说成是优于其他的瞬间选择，人们只是在碰运气。
最终决定我们的心思向哪个方向走的，是来自外部或心中的强势或强力，它在某个瞬间迅速解决了我
们的犹豫不决，也就是那个下命令的人。
必须有权力，以解决没有休止的争吵。
二 政治选择权与“严肃的消遣”长期支配人类政治生活的“政治的决定”通常是荒谬的、不讲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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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出人类选择能力的低下，帕斯卡尔列举的例子，是世袭的君主政体，它是人类事务中最大的不
合理——这种不合理的选择形式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政权移交的合理的方式。
这种不讲道理的道理不啻一种疯狂，当疯狂被认为正常，“合理的正常”（政治革命）就是大逆不道
的。
这是一种最野蛮（最简单）的做事方式，也最原始——它们是和“不争论”联系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没有其他的选择权。
长子继承王位天经地义——在关系人民命运最大的选择上竟然如此轻率，在“小”些的事情上人们却
不是这样的，比如一个船长就不是这样推举出来的，要比任命一个国王慎重得多。
人是多么愚蠢的动物啊！
这是可笑的、不公正的，但这只是因为人生来就是可笑的和不公正的，而且永远如此。
统一标准总比多标准好。
人们批评政治世袭制，但是，除了选举长子当国王之外，我们是否还有别的更好的选择呢？
如果我们选择最有德行的人，那几乎立刻就会陷入痛苦而无休止的争吵，每个人都会宣称自己是最有
德行的。
换句话说，独断的决定可以避免争论、提高效率——国王的长子就这一个，这是很清楚的，没有什么
好争论的！
不可能有比这更好的理性了，因为内战是所有邪恶中最邪恶的事情。
换句话说，只能有一个标准，因为“见解”比不上强权，所以这个“真理性”的“见解标准”最好由
强权来领衔，因为它能在最大限度上避免由于无休止的争吵而导致的不稳定危机。
在这个意义上，由于权力说的一切永远是对的，因此，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丧失权力就丧失了一切
。
我们为什么要跟随多数人的决定呢？
是因为他们是正确的吗？
否！
只是因为它们更有权势。
同样让我们失望的是，帕斯卡尔在强权面前和蒙田的态度一样：一个理智的人（一个“识时务的人”
）应该顺从习惯、屈从权威，以便保证有自己私人的时间和空间从事自己喜欢的个人爱好。
但是这样的话只是貌似服从，是口服心不服，因为他们早就有言在先：权力和掌握权力的事情其实是
非常卑微的、不值得尊重的、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也不是所谓“大事业”，而是以适合个人天赋的形式去消遣。
甚至按照“严肃的政治原则”行事，也不过是一种消遣，因为在帕斯卡尔看来，这些所谓的“政治科
学”就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哲学家在消遣的心态下，为那些穿着国王的衣服的“疯子们”写
出来的。
也就是说，游戏的生命态度比“严肃”更重要、也“更正经”。
在看透了政治本身的“肮脏”之后，帕斯卡尔和蒙田一样，不准备用这些道理启发人民（告诉人们政
府存在的基础是多么的荒谬和野蛮）以内战的方式造反，因为这会导致无政府状态（甚至最坏的政府
也比无政府要好，暗含着帕斯卡尔和蒙田对人类在政治问题上的智慧没有信心）。
也就是说，不要去推翻既有的政治秩序，即使或正因为这些法律和习惯是荒谬的，才应该去服从它们
。
为什么呢？
因为“推翻”旧政权所建立起来的，只不过是一个略微不同的“新”的“旧政权”。
这个政治见解，几乎与莱布尼茨如出一辙：现有的政治秩序已经是一切可能秩序中最好的了。
这当然是一种深刻的、建立在人类已经有的历史经验基础之上的怀疑主义，是对“普遍的正义”的深
刻怀疑——因为永远不会有“共同的意见”。
“共同的意见”越是“共同”，就越抽象，越没有使用价值。
在帕斯卡尔看来，毫无疑问，自然法是有的，但是这种美丽而腐败的理性已经腐败了一切。
正义和真理是如此细微的两个点，以至于我们迟钝的工具决不会精确地碰到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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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试图接触它们，它们马上就变得模糊不清，使我们碰到的总是谬误而非真理。
这是理性的丑闻！
不是因为理性无能，而是由于人的本性就是腐败的。
“公正”不过是一个旗号或象征，它服从在它背后的某些非理性、不公正的因素，这对人类的智慧是
多么大的讽刺啊！
于是，最聪明的立法者这样说服追随他们的人：我所建立的规则是真正永恒的真理。
其实，在帕斯卡尔看来，在任何情况下，正义都是由背后的强力决定的（做出解释的）。
三 公正、强力、人的本性人的支配他人的本性，或者说是“某样东西是属于我的”的本性是如此强大
，以至于我们绝对于不要指望通过祈祷公正来改变这种本性。
帕斯卡尔指出，从小孩子哭闹着喊“那只猫是我的”，我们就能“开始窥见到篡夺整个地球的影子”
。
财富的每次分配都只能具有抽象的公正性，人们会自然而然地顺从强势的一方，即强势者获得的总是
多些。
所以帕斯卡尔认为，不可能把公正强势化，我们只是要把强势公正化，以便最终达到强势与公正的和
谐、和平共处，这样的主权，就是善的主权。
这是对人类本性比蒙田更为悲观的看法，人生来就渐渐学会了把自己的真实面孔掩盖起来。
换句话说，一切社会的规则都具有“虚假性”。
一方面，这种“虚伪”是必须的。
为了避免与他人同归于尽，人必须对自己“恶”的本性加以掩饰与遏制。
另一方面，必须的“虚伪”总是无法战胜“自私”的本性。
但是，在我看来，说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仍旧是一个只看表面现象的说法，更准确的说法，应该
是人的本性琢磨不透，是任性的。
社会的规则或理性终究不能战胜人的任性，以至于人类历史总要在纠正由于人的任性带来的灾难过程
中循环往复。
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彻底掌握了人性，事实上我们不可能认识我们自己，这甚至是人活着的最大趣味
之一。
比如，人的力量能力、感受力与思考力、给予事物秩序的能力、寻找刺激与快乐的能力，等等。
帕斯卡尔强调人的根本动机是获得幸福，这种目的论的模式，也是古典哲学的典型模式。
也就是说，似乎人的目标始终如一。
人不可能离开这个目标一小步，人活动的动机是为了获取幸福，甚至那些上吊的人都是如此。
目的论的解释，也是一种“第一原因”的解释，问题是我们能否对动机的性质下如此确定的判断，能
否确定人真是“为了什么而活”这样一个模式。
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而活就不是一个清楚的人？
不能实现自己理想目标的生活就是悲惨的一生？
如果事实上所有人都是这样想的，那么是否相当长的历史中支撑人类活下去的方向有问题？
问题不在于应不应该寻找幸福，也不在于对什么是被寻找的幸福的理解五花八门，而在于目的论性质
的思维也许并不合理，因为如果这样，就有太多的痛苦被没有实现的大小人生目标暗示出来。
但我认为这只是社会强加给我们的心理习惯，而没有了这样的心理习惯，人生将变得更加芬芳动人，
更加充满情趣。
也许还有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即也许无动机的动机、精神与举止活动的散漫状态、不刻苦努力或只沉
醉于“无动机的动机”或游戏状态，是幸福的更美好状态。
同样的道理，关于人的本性是爱自己或爱快乐的说法也是目的论的或单调的。
反面的提问是，如果没有以性欲为代表的人类欲望推动，人活着的乐趣何在呢？
但是，我认为问题在于，也许欲望可以被分解为以非欲望的形式存在，或者说，“欲望”并非准确地
击中了人内心的实际状态，人并不真地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在多数情况下，所谓“人生目标”是文化传统和社会习惯从外部强加给人的。
实现了这些习惯赋予的“人生目标”，我们会获得一种得到幸福的心理暗示——但是这些暗示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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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本来感受到的真实之间，并没有划等号——我们会很快厌烦自己得到的东西，或者这些东西给
我们的“幸福感”并非像事先想象的那样强烈。
换句话说，我们的一生过得极不真实，不仅自己欺骗自己，而且人之间相互欺骗——这也是人的本性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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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帕斯卡尔最为伟大，无论昨日，还是今日。
&mdash;&mdash;［法］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加缪帕斯卡尔之于法兰西，犹如柏拉图之于希腊，但丁之于
意大利，塞万提斯之于西班牙，莎士比亚之于英格兰。
&mdash;&mdash;［法］谢瓦里埃在这些不朽的争论者之中，只有帕斯卡尔留存到现在，因为只有他是
一个天才，只有他还屹立在世纪的废墟之上。
&mdash;&mdash;［法］伏尔泰帕斯卡尔是一位注定要被人们一代一代研究的作家，改变的并不是他，
而是我们。
并不是我们的知识增加了，而是我们的世界和对他的态度变化了。
&mdash;&mdash;［美］T.S.艾略特如果整个法国文学只能让我选择一部书留下，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
选择留下《思想录》，它是一个崇高的纯粹法国天才的标本。
&mdash;&mdash;［法］维克多&middot;吉罗正如帕斯卡尔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一样，他的书也是他自
己的精神自传。
&mdash;&mdash;［美］梭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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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译林人文精选:思想录》编辑推荐：《思想录》是十七世纪法国数理科学家、思想家帕斯卡尔的重要
理论著作。
由著名学者钱培鑫翻译，尚杰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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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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