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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真理总是危险的，由于目的为手段所代替，谎言便积累而成，如此，手段便摇身一变为目的，目
的便不可能被达到。
书中包含着他们的智慧，当然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经验与教训共外。
本书的根本目的在于民族文化的发展，必然以世界文化为背景，我们唯有汲取异质性的思想观念，文
化知识，人文素养，才能从一个先天传统的体系内部，创造出有利于保存、发展和完善我们自己的良
好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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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在俄罗斯，真正的思想解放迄今尚未完成。
俄罗斯虚无主义是思想的奴役，而非解放。
我们的思想还停留在次要位置上。
俄罗斯人害怕思想之罪，甚至在他们不承认任何罪孽的时候也是如此。
俄罗斯人还不曾意识到，在活跃的、创造的思想中存在着改变自然力、穿透黑暗的光明。
知识本身就是生命，所以不能够说，知识应该为生命所利用。
、我们必须使精神从奴役我们思想的功利主义中解放出来，不论它是宗教的，还是唯物主义的。
思想的奴役在俄罗斯知识分子广大的圈子里导致理念的贫乏和落后。
在许多情况下，似乎“先进”的理念，本质上是并未站立在现代欧洲思想高度上的落后理念。
“科学的”世界观之拥护者落后了科学运动半个世纪。
知识分子与半知识分子的群众凭藉着早该送进博物馆的思想旧废料而生存着。
我们“先进”的知识分子无望地落后于欧洲思想的运转，落后于愈来愈复杂和精细的哲学和科学创造
。
他们相信的是50多年前在西方占有主流地位的理念，他们仍然严肃地鼓吹实证主义世界观、社会环境
的旧理论，等等。
这是思想的终极阻隔和僵化。
传统的实证主义不仅在哲学中，而且在科学内部都已崩溃。
倘若从来都不能严肃地谈论作为让人一知半解的流派的唯物主义，那么，要想严肃地谈论实证主义是
不可能的，要谈论康德的批判主义哲学也随即变得不可能。
同样，要想支持那个俄罗斯广大知识分子仍然支持着的激进“社会主义”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也是不可
能的。
“宇宙性”的人生观与世界观的新前景正在展开。
社会性不可能脱离和独立于宇宙生命，不可能脱离从宇宙的整个结构中流注绩生命的能量。
所以，总是建立在社会生活的简单想象中、不想知道宇宙的非理性力量的、存在于纯理性中的乌托邦
主义也是不可行的。
不仅在小圈子里经历了高涨时期的俄罗斯创造思想中，而且在西方思想中，也出现过激进的断裂层。
思想的“先进”完全不是我们许多思想怠惰和消极的人继续相信的那些东西。
    人类的顶峰已经面临着新的中世纪的深夜，此时，太阳已在内部照亮我们，把我们引向新的白昼。
外在的光亮即将消隐。
理性主义的破产，神秘主义的复活，也就是这种深夜时刻。
但是，旧的理性思维崩溃的时候，尤其需要呼唤创造思维，呼唤精神理念的发现。
斗争在人类精神的顶峰进行着，那里，人类意识的命运正在明显起来，这也就是真正的思想生活，理
念生活。
思想的旧惰性把持着中间地带，在理念创造中没有首倡性，旧世界的思绪挨捱着饥饿的生存。
自认为是知识分子的中庸思绪进入了无意义的状态。
但思想就其天性来说，是活跃的，它是永恒的精神活动，在它面前永远竖立着新的课题，永远展示着
新的尺度，它应该永远给予新的解决。
当思想变得静止的时候——它就正在僵化和死亡。
我们许多西欧派分子的思想还停留在60年代，他们是这一旧思想的维护者，他们还停留在西方18世纪
兴起的启蒙运动的那个阶段。
在思想领域里，这些人不是进步分子和革命者，而是保守分子和守旧派；他们向后顾，面向启蒙运动
，他们只是给早已冷却的思想稍稍加温，而敌视思想的整个燃烧。
    德国人不是教条主义者和怀疑论者，而是一个批判主义者。
他从世界所拒绝的东西出发，不接受外在的、客观给予他的；，面非批判现实性的生活。
德国人在体力上和思维上都是北方人，他不像南方人、拉丁民族那样，把外在的客观世界想象成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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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太阳世界。
对德国人而言，生存的最初感觉，首先是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思想的最初感觉。
他是一个唯意志论者和唯心论者。
他有音乐的天赋，却没有雕塑的才能。
音乐是一种主体精神，精神的内在状态。
雕塑是一种客观的、具体的精神。
但在客观、具体的精神范畴中，德国人仿佛能够创造的只是前所未有的技术、工业、军国主义的武器
，而不是美。
甚至在伟人们中间，在歌德身上体现出来的无审美感，是与他们的生活重心转移到了意志和思想的内
在张力之中有关系的。
从作为美学范畴的感性来说，德国人是完全不能被接受和容忍的。
在感情生活中，他们还不过处于感伤主义阶段。
    真正的、深刻的德国人总是期望着被世界拒绝的东西，某种缠绕着教条的、被批判地不信任的，从
自身中、从自己的精神中、从自己的意志和情感中将它修复的东西。
日耳曼精神那种倾向在艾克哈特的神秘主义中已经确立了，它存在于路德新教之中，以强大的力量显
现和落实在伟大的日耳曼唯心主义中，存在于康德与费希特那里，也存在于黑格尔与哈特曼那里。
日耳曼精神的这一倾向被错误地称之为现象学。
这是独特的本体论，有强烈的唯意志论色彩的本体论。
日耳曼人天生是形而上学家，他创造了带有形而上学热情的物理工具，他从来不会是天真—现实的。
德国认识论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形而上学。
德国人经过努力，能把思想的和理念的武器转变成斗争的现实武器。
    浮士德从理念探索、魔法、玄学和诗歌转入现实的人间事物，“太初有为”!太初是意志坚强的活动
，把整个世界从自己的精神深处引向生活的德国人的活动。
通过意志的活动，通过思想的活动，一切从黑暗里，从无形的体验之混沌中孕育而成。
而德国人根本不倾向于接受由他完成的“为”。
他身上没有任何世界之被动—阴柔的体认，没有任何生物存在的宇宙等级的兄弟与色欲情感。
一切都可以从德国人的主动性与组织性中通过。
德国人，就其天性而言，没有色欲，不倾向于婚姻的结合。
    德国人感到了太初的混沌与黑暗，他敏锐地感到了世界现实中的非理性存在。
这显露于日耳曼的神秘主义之中。
但他不能忍受由他的意志和思想完成的行为之后的混沌、黑暗和非理性。
哪里有日耳曼人的手指触及过生活，哪里就是理性的和有组织的。
日耳曼人起初觉得世界是黑暗而混沌的，他不接受一切，不对世间任何物与任何人施予兄弟情谊。
但自从由他完成的“为”之后，自从他的意志和思想的活动之后，一切发生了变化，真正的和有秩序
的世界出现了，其中的一切各就各位，定位于日耳曼精神的指示。
在日耳曼神秘主义和哲学中，非理性的、无意识的和混沌的，由日耳曼固有的原初感觉的相反方面变
成一种要求，希望一切有组织、有纪律、有形式和有理性。
在日耳曼意识面前竖立着一条绝对律令，一切应进入秩序。
世界的无序应该被德国人中止，而德国人依然觉得整体上是无序的。
    世界性混乱应该由德国人加以秩序化，生活中的一切应该由他进行内在的约律化。
德国人看作责任、看作形式的绝对律令之过分的野心便由此孕育而成。
德国人以道德的狂热向生存施予暴虐。
德国意识总是规范化的。
德国人并不关注生活的秘密，他给自己提出的是任务，是必然性。
他以自己的责任感和自己的智慧刺激了整个世界。
德国人从来不把其他民族看成是上帝面前平等的兄弟民族，不接纳它们的灵魂；他总是认为，它们是
无序、混乱、黑暗，唯有他德国人自身才是这些不幸的民族之秩序、组织、光明和文化的源泉。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别尔嘉耶夫集>>

由此产生了德国人的有机文化载体。
唯有从德国人那里才可能出现国家和哲学中的秩序与有机性。
其他的人类正处在混杂的状态中，他们不能让一切各安其位。
    上帝并非如弗·索洛维约夫和许多哲学家所称的“万物一统”。
但是，正在诱惑着哲学理性的“万物一统”理念是一项关于上帝的抽象概念，它是客体化思维的产物
。
“万物一统”内部没有任何生存性。
人不可能与“万物一统”相遇，不可能与之对话，进行对话式的争论。
作为“万物一统”的上帝，是决定论的上帝，它驱逐了自由。
上帝被想象成自然，统治力，而不是自由和个性。
“一统”的理念本身就是虚假的，其后果就是奴役人，对立于人格主义。
唯有在客体化的世界中，我们才会想象“一统”是一种最高的状态。
由于客体化的世界太过破碎，太过混乱无序，才需要构想出一个道德的世界秩序的“一统”，进行强
制性的粘合，并屈从于必然性。
这不过是寻求补偿的堕落世界的投射而已。
    事实上，生存的最高世界不是一统的世界，而是创造的自由的世界。
可以说，上帝之国根本不是客体化的一统，那是无神的世界和无神的王国才需要的。
上帝之国首先是人格主义的，是个性和自由的王国，不是凌驾于个体存在之上的一统，而是爱的溶合
与沟通。
上帝之国需要神圣的沉思。
一统意味着僵死的思想。
“万物一统”理念不过是“绝对”的理念之另一种形式，应予批判。
不能设想以“万物一统”的思维来解决一与多之间的矛盾。
一与多、共相与殊相的综合是一个神秘，它蕴藏在基督的个性之中，完全不能用基督即“万物一统”
的公式来进行表述。
我们说，个性之中寓有共相，但那是一种潜在的形式。
唯有寓于基督的个性中的共相才能得到实现，它既没有个性存在的被抽象化，也没有被客体化。
我们无论是用“一统”还是用“一切”来表述所而对的神秘都非常糟糕。
“一切”不具有现实的存在，“一切”离开抽象思维便不存在。
不存在任何“整体”、“普遍”，那都是思维之幻觉的产物。
    不能袭用如同“整体”的“一’那种凌驾于个性之上的教会意识进行思考。
教会的思想是有机论，它是一种普通的生物学类比，这种类比不可能进抵终极性的目标；圣书中的生
物学象征，如同法律学象征一样具有相对性。
这是一个语言有限性的问题。
作为拥有自己的生存核心，自己的核心意识的最高整体之教会是不可思议的。
基督身上的生存共性和交流已被随心所欲地客体化了。
教会和教会意识的生存核心植根在每一个性和基督的个性之中，也即在基督的神—人个性之中，但不
在任何集体与任何体现“万物一统”的有机体之中。
教会是作为一个社会机构而存在的，但按其自身的观点，它又从属于一个客体化的世界。
教会存在的一切矛盾便由此产生：它本该去拯救人，却经常在奴役人。
      宗教的奴役、上帝的奴役和教会的奴役，也即受上帝理念、教会理念的奴役是入承受奴役最沉重的
形式，也是人受奴役的本源之一。
这也是受客体、普遍性、外在性和异化的奴役。
所以神秘主义劝导人应与上帝决裂。
这正是人的出路。
宗教史告诉我们，对上帝的祭祀是人的社会行为，意味的仍然是对人的奴役。
正是基督承担了把人拯救出这一奴役的使命，以自己的牺牲给予了另一层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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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原始恐惧有关的崇拜上带的奴性因素依然渗入了客体化和社会化了的基督教。
甚至许多似乎已摆脱了奴性的所谓自由的哲学家，也仍然把上帝看成“万物一统”’对之进行奴性的
膜拜。
古罗马功利色彩浓重的有关宗教的理解移入了基督教；使之演变成了一个社会化的宗教。
对上帝的奴性态度甚至进入了上帝之无限的理解，有限的入因而迷失。
上帝的无限性与这个世界上的无限性迥然不同。
前者是人所渴求的生命真实的充盈，它根本不会压迫有限的人。
人受自然的奴役，受作为客体的上帝的奴役，这正如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所说：“上帝死了!他为自身
对人类的怜悯所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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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编者前言：人的精神拯救    在20世纪初俄罗斯精神文化的复兴运动中，尼·亚·别尔嘉耶夫是最
具个性魅力的人物之一。
他毕生关注人类精神史的发展，在整整半个世纪的著述活动中，他始终不懈地探索着人在现代世界中
的命运、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个性和自由的关系等问题。
他保存着俄罗斯灵魂特有的爱和悲悯，以人格主义的眼光审视着尘世间的恶、苦难与不幸，并对人和
宇宙之间存在的各种矛盾：上帝与恶魔、信仰与知识、灵魂与肉体、精神与物质、永恒与时间、存在
与虚无、自由与奴役、真理与伪理、文化与文明、自我与非我、毁灭与复活等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
的思考。
在此基础上，别尔嘉耶夫建构了他本人所命名的末世论哲学。
他那富含宗教意味的思想对20世纪风靡全球的存在主义思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作为俄罗斯最具世界性影响的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是欧洲思想之路由近代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的驿
站。
    一、小传：意义的探索给出生活的意义    1874年，别尔嘉耶夫诞生于乌克兰的基辅。
他的父亲属于行伍出身的上流贵族。
曾祖父和祖父曾是沙皇麾下骁勇善战的将军。
父亲也是一名退役的近卫重骑兵军官，在信仰和生活习俗上烙有典型的俄罗斯特征。
母亲是一名伯爵的女儿，身上有一半法国血统，从小接受的是法国式教育，她在进行交谈和书写的时
候，法语水平远远高出俄语的水平。
她在信仰上尽管属于东正教，但其内心情感却更认同天主教。
别尔嘉耶夫从小就生活在一个东正教文化和天主教文化相遇和冲突的环境里。
此外，如同俄罗斯的许多杰出人物的经历一样，奶妈对未来的哲学家在道德构成上产生了特殊的影响
，善良、仁慈的奶妈激发了别尔嘉耶夫对普通人的热爱与同情，帮助他加入了“忏悔的贵族”的行列
，铸就了他与人民紧密的联系。
    按照贵族的惯例，别尔嘉耶夫在10岁上进人基辅武备学校，以便将来成为沙皇的侍从官。
但是，出乎家人意料的是，这个军人的后裔在天性上极端厌恶战争和军人，对武备学校学生身上的粗
鄙和野蛮深恶痛绝，念到六年级时，他便自动退学了。
1894年，别尔嘉耶夫以校外考生的身份考入基辅的圣弗拉基米尔大学自然学系。
一年以后，他转到了法律学系。
早在少年时代，别尔嘉耶夫就对哲学产生了兴趣，认定自己负有哲学研究的使命，并且啃读过如《纯
粹理性批判》和《逻辑学》那样艰深的著作。
大学期间，他更加广泛地阅读哲学著作，进行哲学思考。
同时他还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别尔嘉耶夫对马克思终生怀有好感，即便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阵营
以后，他依然向往着社会主义)。
1898年，他因参加学生运动而遭到逮捕，并被学校除名。
同年，他的一些有关哲学和社会学的评论文字开始出现在报刊上。
1901年，他被判流放到沃洛格达省，在那里成为一名“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探讨俄罗斯的
命运和知识分子的使命问题。
    1904年，别尔嘉耶夫来到俄罗斯的文化中心之一彼得堡，参加《新路》杂志的编辑工作。
不久以后，他和几位志趣相投的朋友一起创办《生活问题》杂志。
他在那里结识了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吉皮乌斯。
通过这一对夫妇的介绍，别尔嘉耶夫接触到了聚集在彼得堡的几乎所有的文化精英，与他们共同探讨
俄罗斯的出路问题，探索生活的意义。
在别尔嘉耶夫看来：“意义的探索已经给出了生活的意义”。
因此，他已决意在俄罗斯的这场精神文化的复兴运动中做一名推动巨石的西绪弗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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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纪之交，人文学术的发展历程需要回顾和检审，这是前进中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需要，而国
内学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当代西方所获得的相当程度积累则使这种回顾和检审成为可能，于是
我们组织学界的人士翻译、编选《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
　　“文化名人”，仅是一个因俗的称法，人物之入选以学术价值为重，至于每种人物专集之选文，
都旨地真实反映该人物的思想特征和学术见解的风貌，供读者面对其人其文，分析、研究、借鉴、批
评。
　　立志固高，行有未志，我们热诚期待学界的促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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