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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登高山复有高山，出瀛海复有瀛海。
西学东渐以来，接纳、包容和学习西方文化，带给中国的是新的和谐与发展。
作者从《博览群书》杂志中选取与西方思想文化相关的文章，介绍西方名人事迹，阐述西方思想文化
精神，编成《西方拂来的又一阵风》一书，其中包括哲学的天真、在语言的三度空间逍遥、社会的良
心等栏目，引领读者走进西方思想领域，且由彼及此，在中西比较中反思中国文化，寻求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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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哲学的天真　从一滴水窥万象——莱布尼茨陈乐民    　哲学之“锐气”久而弥笃   ——祝《费希特
著作选集》（五卷）出版叶秀山　走近思想大师怀特海  于民雄　罗素是女性主义者吗?  肖巍　生命的
精神之维徐凤林    　操作主义及其现代意义——介绍《布里奇曼文集》  佘灵灵　波兰尼的个人知识与
东方哲学许泽民　散落的思想火星李醒民　感受奎因　王路　狂野之梦中的焰火——惠勒的思想狂欢
与激情理性简述  田松　哲学的天真——读德鲁兹的《对谈》  耿幼壮　真理的伦理学杜小真　理解法
国思想的方法——兼评《（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远西对话》◎在语言的三度空间逍遥　奥
斯丁：写乡野的几户人家——《爱玛》译序李文俊蔡慧　“谁也不为”的写作丁国强　倒读托马斯·
曼段炼　大人物何以不死徐冰　“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读《昨日的世界》  吴蓉晖　卡夫
卡是谁？
——《卡夫卡的自F扫天地》导言林和生　纳博科夫：在语言的三度空间逍遥李小均　创意生猛骆爽
　缺席者的使命止庵　古拉格：经济理性的癌变田方萌　梅尔维尔笔下的以撒——读《漂亮水手》  
孙传钊 　特立独行的哈罗德·品特横槊　大江健三郎的“边缘文学”  姜楠  ◎社会的良心　从东京审
判到普遍正义——日本知识界的思考赵京华　现代日本社会的新解读——K．V．沃尔夫廉《日本／权
力构造之谜》评介　美国的立国之本和强国之道任东来　多样性、复杂性与自然化——读《美国大城
市的死与生》  鲍磊　韦伯眼中的古典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  阎克文　凯恩斯的背影黄成明　阿伦
特传记之外的斯特恩孙存之　“爱这个世界”：哈特和法律实证主义的关怀谌洪果　伯林最重要的思
想遗　邵建　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及其他王纪潮　休谟问题的经济学描述及其联想  桑本谦　作
为社会关系的自由——读鲍曼的《自由论》札记郇建立　社会的良心——读经济学家哈耶克有感卢周
来　用改变思维来改变世界——200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垂青博弈论再坐春风（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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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哲学的天真　　从一滴水窥万象——莱布尼茨　　◎陈乐民　　我对“哲学”，有一种“先天
的兴趣”，有时想到一些超乎现象的问题；但是，在长期当“小公务员”的青年期，这种“兴趣”连
露头的动力和机会也没有。
　　多亏了“改革开放”，也多亏了我奋力从机关事务中摆脱出来，我的思想因而得到了“解放”的
客观条件，并且很快飞出了“国际事务”那既宽大又极窄小的圈子。
能够得到最大的“精神享受”的工作，应该是文化的、人文的、哲学的、精神的⋯⋯　　说来奇怪，
我对中西哲学的兴趣，“起点”竟是十七世纪日耳曼哲人莱布尼茨。
由莱布尼茨散开去，像：“连环套”一样，“套”出同时代的马勒伯朗士，上推至培根、洛克、牛顿
、霍布斯、笛卡儿、斯宾诺莎等等；再向前推，则窥见了中世纪的从圣？
奥古斯丁到圣?阿奎那的“经院哲学”；继续向上追寻希腊罗马时期的一鳞半爪，像“急行军”一样，
又像“旅游团”中的游客一样，匆匆忙忙，蜻蜒点水。
从莱布尼茨往后，则是另一番风景：“告别”了莱布尼茨，迎来了伏尔泰。
伏尔泰嘲笑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但在对中国的政治文化方面都由于听了传教士们的“宣传”，
抱有同情的理解态度；那位伏尔泰在“礼仪之争”中明确地站在中国一边，对天主教廷持批评态度；
就连康熙晚年和雍正驱逐天主教传教士，他也左袒康、雍，认为康、雍驱教，持之有故，说这是教廷
首先“发难”引出来的。
　　从莱布尼茨向下推，把我的注意力引向法囝启蒙时期的思想非常活跃的思想家们，深深地被那些
自由论坛式的“俱乐部”活动所吸引，他们向我展现的新世界刷新了莱布尼茨时期的神学暗影。
随后我自然而然地追踪日耳曼的几位大思想家，尤其是我十分喜欢的康德。
　　我第一次听到莱布尼茨这个名字，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当时只有个模糊的印象，没想着要做
些什么。
在我摆弄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西欧传教士来华时期的材料时，又碰上了这位莱布尼茨，读了他写的《
论中国的自然神学》的英译本，后来又拿到了法译本。
读了几遍，很有兴趣，里面涉及许多《易经》和宋明理学中的概念；开初的“兴趣”多限于好玩。
但有个清楚的印象：莱布尼茨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和与西方哲学的比附，是非常友善的、同情的，尤其
是他有个热烈的愿望，即期望着有一天中国和欧洲的两大文明，携起手来，共建新世纪的文明。
但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可以说是似是而非的，有的根本就是误解。
于是，我觉得只凭这本《论中国的自然神学》不能满足我对菜布尼茨的“好奇”。
必须把阅读范围扩大。
　　中国人对莱布尼茨的兴趣一般来自莱布尼茨根据来华的传教士的传闻所编著的《中国近事》和《
论中国的自然神学》。
两方的“汉学家”们也多是如此。
中国人有一种“以我为中心”的思维习惯。
只要与“我”有关的西方人，便加以特别的“关注”，用“放大镜”把这种“关注”扩大为“特写”
，好像菜布尼茨（还有伏尔泰）等的哲学受了中国多么大的影响，并且由此断言，十八世纪的启蒙时
期的思想家们是受了中国“儒学”的影响而发“蒙”的。
糟糕的是一旦有了这个“发现”便成了先入为主的“定论”，言之凿凿，而不查这个“发现”有多少
根据。
最常见的就是断言莱布尼茨在数学上发明的“二进位制”是从《周易》的“八八六十四卦”得来的。
最近又见到有人很自信地说莱布尼茨的“先定和谐论”也来自《周易》。
《周易》之功何其伟哉！
　　我对这个看法一开始就有怀疑。
莱布尼茨不通中文，他是怎么了解《周易》的呢？
他在《论中国的自然神学》里，提到的宋儒的“理”、“气”，说“理”的作用与西教的上帝的作用
类似，他凭什么这样来比附呢？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方拂来的又一阵风>>

　　这些地方我通不过去，便从莱布尼茨与西方来华的传教士的关系入手，向时试图了解莱布尼茨整
体的哲学体系。
在那种时期，欧洲人了解中国的唯一渠道只能是这些传教士。
莱布尼茨并没有说过他的“二进位制”是从《易经》中得来的，而是说在他发明了“二进位制”以后
，从法国传教士白晋那里得知《周易》中的“八八六十四卦”也含有“二进位制”的道理。
这使莱布尼茨大喜过望，他把白晋从中国写给他的信的主要内容和白晋自己的判断几乎全盘写进《中
国的自然神学》里，甚至有些措辞都是照搬过来的。
白晋和莱布尼茨往返的几封信都在，汉诺威的莱布尼茨“纪念馆”把有关的通信辑有专集，细看这些
信的原件，得不出“二进位制”是受了《易经》的启发的结论。
白晋在康熙宫廷里受康熙御旨学习《易经》，几次表示难懂，但白晋还是把他一知半解的理解连同邵
雍的“八卦图”寄给了莱布尼茨。
　　长话短说，不了解这层细节，就说莱布尼茨的“二进位制”受了《易经》的启发，实在太武断了
。
我写了几篇文章，辩证这个问题的史实，但是几乎没任何反响，最近从报上看到的有关文字，还是照
说不误。
写这类文字的人大多是先存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启发”了欧洲的思想家这一成见，寻来寻去的依据便
是莱布尼茨的“二进位制”。
　　至于对“理”、“气”等概念的理解，也是从传教士那里来的。
莱布尼茨听信的是白晋这一派传教士的意见。
与莱布尼茨同时代的法国哲学家马勒伯朗士的理解就完全不同，他虚拟了一篇《一个基督教哲学家和
一个中国哲学家有关于神的存在和性质的对话》，我花了些力气居然在巴黎拉丁区的“哲学书店”买
到了这本少见的书。
细读之下，发现马勒伯朗士对中国的观点与莱布尼茨明显不同。
那个时代的哲学家还没有走出神学的樊篱，或者说正在不自觉地偏离神学的轨道，所以那些论证的方
式和文字，很不容易读顺。
我努力把马勒伯朗土的这篇长文以及写此长文的起因的有关文献译为中文，并写了一篇解读性的长篇
序言，总题为《有关神的存在和性质的对话》（北京三联书店），我不知道有哪位耐心的读者能把它
从头到尾读完。
　　现在，“莱布尼茨与中国”已成为在中国的有限的圈子里和欧洲（特别是法德）一些“汉学家”
经常言说的话题了，只是说来说去便是以讹传讹地认定莱布尼茨的哲学受了中国的多么大的影响。
莱氏对中国有好感，这是不错的；但不等于说他的理论源自中国。
莱布尼茨的哲学体系是彻头彻尾的西方“产品”。
“学术界”分科各有自己的畛域，彼此无交往，就连同是历史学，搞世界史的与搞中国史的也“老死
不相往来”。
我进了“国际关系”的门，想走出来，涉足到了别人的领域，人家就不理睬你。
这种“河水不犯井水”的现象，在学术界是很普遍的。
　　莱布尼茨对中国的兴趣，反过来引发了我对于莱布尼茨的兴趣。
我想，莱布尼茨那样对中国有兴趣，对东方有兴趣，必有其所以然的原因，于是钻进了我所能找到的
莱布尼茨的著作。
莱布尼茨的文字确实很难读，比康德还难，更晦涩。
康德毕竟是近代哲学家，十八世纪在整个西欧都受到了“启蒙”的熏染；康德生活在这种时代，即使
探讨最艰深的、玄奥的问题，也带着明快的调子。
莱布尼茨不然，他的精神还在神学的笼罩下，却又不自觉地想摆脱神对思维的羁绊，所以，对我们这
些“无神论”说来，就更困难了。
然而，大凡真正的学问，总不能轻而易举就能弄懂；我的办法是把它当作“游戏”来做，当作“谜语
”来“猜”。
所以也就不觉其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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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布尼茨为建立他的“单子论”哲学体系，付出了大半生，仅就我能理解的东西，也可以写成一
本书。
“单子”是一滴晶莹透彻的水珠，莱布尼茨透过它窥见了宇宙万象、大干世界。
由此可以进入莱布尼茨的“精神世界”，感到像进入一座“迷宫”一样扑朔迷离，这里不去讲那些有
趣的“猜谜”的过程，它费去了我许多精力和时间，最终得了这样一个“单子论”体系的“图解”：
　　单子或单纯实体：数量无限，彼此独立　　通过“上帝的中介”，单子问形成各种关系（相互作
用）　　（先定和谐）　　经过上帝的选择，形成众多可能中的“最佳存在”　　（充足理由论）　
　这套“单子论”是一个庞杂的从概念到概念的哲学体系，它的出发点和归结点都是“神”。
但是对“单子”的大量论证却是在“神”以外进行的，是在“出发点”和“归结点”之间进行的。
在莱布尼茨晚年使用“单子”一词之前，他已经对“力”的运动、数和所谓“普遍文字”、“无限”
和“微分”、数学的物理的“连续性定律”，等等，做了十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他把“神”高悬在“主宰”的位置上，即所谓宇宙的“建筑师”和“立法者”的位置上，而把大量的
注意力放在对自然界自身的研究上，他一头抓住作为有机统一体的自然，另一头抓住构成自然界的生
动有力的无限量的基本实体，即“单子”。
费尔巴哈说，莱布尼茨不同于斯宾诺莎的特点是在“实体”的概念上增添了“力的概念”，而且是“
活动的力”的概念。
在莱布尼茨看来，物体实体不像笛卡儿所认为的那样，只是具有广延性的、僵死的、由外力推动的，
而是在“自身”中具有活动力、具有永不静止的活动能量的实体。
　　费尔巴哈比喻说：斯宾诺莎的哲学是把遥远得看不见的事物映入人们眼中的“望远镜”；莱布尼
茨的哲学是把细小得看不见的事物变成可以看得见的事物的“显微镜”。
费尔巴哈下面这段话对于理解莱布尼茨大有帮助：　　莱布尼茨是半个基督徒。
他是一个有神论者，或者是基督徒和自然主义者。
他用智慧、理论来限制神的恩惠和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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