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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伏尔泰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最杰出的代表，有“思想之
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之称。
他一生多才多艺，著作颇丰，就连法国启蒙运动的著名人物如狱德罗、卢梭等人也对他推崇备至，视
其为启蒙运动的先驱。
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曾说，扶尔泰的名字所代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个时代。
这句话或许可以说是伏尔泰在18世纪法国乃至欧洲历史地位的恰当写照。
至今人们仍然把18世纪的欧洲笼统地称作伏尔泰的世纪。
    伏尔泰的这部著作旁征博引，论述范围极其广泛，从宗教、历史到文化的各个方面均有涉及。
他的思想跨越古今，但是对许多问题他并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而是摆出各种可能，促使读者自己思
索并得出正确的结论。
这部著作对我们深入了解这位斗士，这位终其一生都在抗争的思想者，也是一部必须阅读的、绕不开
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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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
原名弗兰苏阿·马利·阿鲁埃。
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旗手，自由思想和自由主义的倡导者，被誉为“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
秀的诗人”。
文学作品有史诗《亨利亚德》、《奥尔良少女》，悲剧《欧第伯》、喜剧《放荡的儿子》，哲理小说
《老实人》等；重要历史著作有《路易十四时代》、《论各民族的风俗与精神》等；哲学代表作有《
哲学通信》、《哲学辞典》、《形而上学论》、《牛顿哲学原理》等。
其中《哲学通信》曾遭禁售，被誉为“投向旧制度的第一颗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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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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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A亚当第一节我们在这里将用一种新颖的观念去谈亚当，这种观点以前从未出现在任何预言家、批评
家的作品中。
 关于亚当的传说刚开始并不为人所知，主要是因为《圣经》没有被译成希腊文，因此只局限在巴勒斯
坦流传。
再加上当时大本书籍造价昂贵且稀少，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谴责亚历山大的犹太人把《圣经》译成俗文
，便不停地咒骂他们。
后者只好把译文藏起来，因此便没有流传开来。
犹太人的科学观念非常粗浅，他们到了亚历山大城后才开始了解其他民族的历史。
他们的语言混合了古腓尼基语和迦勒底俗语，并且不对外人介绍自己民族的书籍、文化和传说，除了
他们自己，外人根本不知道亚当、夏娃的存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方人知道亚伯拉罕的事迹，却不承认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始祖。
亚当和夏娃的名字在穆罕默德时代以前根本不为世人所知。
古希腊、古罗马、古波斯等国家的史书、史诗中找不到任何提及这两位人类始祖之处。
不过，在婆罗门教名为《夜柔吠陀》的书中可以找到亚迪莫和普罗克丽提这两个名字，亚迪莫与亚当
有些相似。
但印度人说他们的历史要早于埃及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他们的普罗克丽提完全不同于夏
娃，因此不会是从亚当那里借用的亚迪莫。
而《吠陀经》也被认为比犹太书籍更古老。
腓尼基作家桑收尼亚通认为人类已有十代，然而在这人类最初的十代中，根本找不到亚当、夏娃的名
字，甚至连诺亚的名字也未被提起过。
不仅如此，当时诺亚、亚当的名字在古埃及、迦勒底，甚至在全世界都没有人听说过，并且在任何古
籍中也不曾被提及。
这点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原以为人类始祖的事迹应该妇孺皆知，怎么会没有人知道呢？
是神有意忽略人类始祖这段历史，还是有一种奇迹毁灭了人们对始祖的回忆。
我们不得而知。
第二节布里尼翁，这位据称幻觉通神的女人，虔信亚当是雌雄同体。
她说这是上帝向她启示的秘密。
我没有类似被启示的经历，所以略过不谈雌雄同体这个问题。
有几位自称博学多闻者，在读了古婆罗门教《吠陀经》后，发现世上第一个人是在印度创造的，他叫
亚迪莫，含义为“繁殖者”；他的妻子名叫普罗克丽提，含义为“生命”。
他们说印度的婆罗门教要早于犹太教，犹太人在迦南定居后才用迦南语写书；他们还说犹太人的一切
都是模仿印度人等等。
而我呢？
我一句话也不说。
我把这类研究留给耶稣会的德高望重的贝吕耶神甫去做，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像他这样洁白无罪的人。
他的著作《上帝子民史》被认为是想要取笑《圣经》因而被焚毁了，但我可以断言他没有丝毫恶意。
第三节我们无法推断记述亚当事迹的《创世记》写于什么时代，但令我们感兴趣的是：犹太人禁止25
岁以下的青年阅读《创世记》的第一章。
许多犹太法师宁可把亚当夏娃的故事看做是一个比喻。
在世界上其他民族也找得到类似于亚当夏娃的故事，这种巧合证明我们人类天性之弱，各民族均用相
似的观点说明我们身心两方面所受的痛苦之源。
迦勒底人、印度人、波斯人、埃及人也都说明了我们星球所独有的这种善恶交织的现象。
犹太民族本出自埃及，他们只会粗浅地模仿埃及人，因此才会想象出女人来自于男人的一根肋骨这种
荒谬的比喻。
但更奇怪的是，明明《出埃及记》比《创世记》讲述得更令人惊诧、违背常理，犹太人却未禁止2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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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人读它。
我们来看看《创世记》的开篇，它说，“太初，诸神创造了天地”。
若年轻的犹太人读了这段，会不会因此而更信神呢？
第一章和第二章都谈到上帝创造了男女，圣书里还说“诸神按照他们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这会不
会让上帝的形象过于具体了呢？
书上说上帝造女人时从亚当身上取一条肋骨，这些冒失鬼看到这里会不会伸手去数自己身上的肋骨，
进而产生怀疑呢？
难道这些充足的理由还不够第一章被禁止吗？
灵魂第一节灵魂是什么？
在拉丁文及其派生的语言里意思是活力，这个词相当于拉丁文的“anima”（嘘气之意，生命的本原）
，人们就把灵魂当做生命的根源和生命的起因或生命本身。
一切都随躯体而逝。
埃及人首先把智慧、灵魂区分开来，但两者有何区别呢？
一个是思想之源，一个是生命之源，它们一样还是不一样呢？
人类从来没有搞清楚过这些问题，因此我们暂且不论。
我们是如何知道我们在生活，在思想呢？
我们怎么会行动、清醒和睡眠，四肢是如何服从意志，观念是怎样形成的呢？
我们不过是一台自动机器，被一只手牵引着，在这个世上生存。
但谁看得到仿佛冥冥之中主宰我们的那根线呢？
灵魂是否先于我们而存在？
它出自虚无吗？
灵魂伴我们而生，可它在我们死后还存在吗？
如果我们想了解一块金属，我们就会把它放在一只坩埚中用微火烧，可到哪里找一只可盛放灵魂的坩
埚呢？
有人说灵魂就是心灵，可心灵又是什么呢？
我们无法解释。
有人说灵魂不同于物质。
但证据在哪里？
是因为物质可分，而思想不可分吗？
请告诉我物质的最初本原是可分的、有形状的吗？
你还可以说思想没有具体的形状，不是木石、沙子等，因此它不属于物质。
可悲的推论家啊，您对万有引力、生命等抽象的东西也这么论证吗？
人们形容灵魂为种种不同的名称，如第五元素、以太等。
这些有什么意义呢？
灵魂是普遍的、轮回的，是什么意思呢？
最初，教士们相信灵魂是具有形体之物，著名的拉丁护教家德尔图良（北非迦太基人，博学，极力排
斥异端，主张信仰高于理性）用他惯用的矛盾法肯定灵魂既具有形体，同时又是象征的和单纯的。
这些看法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存在，我们感觉着、思维着，这就够了，再多想就仿佛坠入无底的、黑暗的深渊。
呼呼吹过的风仿佛还在讨论灵魂是随生命而逝还是永存，殊不知我们对灵魂一无所知。
论灵魂的文章不能脱离教义。
首先，要相信一切天启，天启高于哲学。
凡问的学识会让心灵得到锻炼，而信仰却如明火引领我们。
风箱有了裂缝，无法去吹燃火焰，女仆们会说风箱的灵魂坏了；园丁悉心打理庭院里郁郁葱葱的植物
，他不理解植物为何会长得如此旺盛，如此有蓬勃生命力，因此说这一切皆因“植物的灵魂”，尽管
他不理解灵魂是什么，可是依然种植得很好；乐匠们制造小提琴时，把琴心木放好了，就会有和谐的
琴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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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之意义就是使之有活力。
英国人所称“soul”就源自克尔特人的“seel”。
希腊人把灵魂区分为三种：一是感觉的灵魂；二是气，我们译为“心灵”，是把生命活力赋予机体的
；三是智慧。
基督教最大的神学家和经院派哲学家阿奎那说这三种灵魂分别在人的胸部、全身和头脑里。
当我们热爱、愤怒、恐惧时，肺腑会激动不已。
心肝是一切情欲的中枢；当我们沉静思索时，人脑便会聚精会神；生命每一刻都在呼吸，因此，生命
之魂在呼吸空气的胸膛里。
人们在梦中见到已逝的亲人，会想看到的是什么呢？
这确实不是肉身，那又是什么呢？
并且显现在他们面前之物还开口说话，这是感觉的灵魂，是气，还是智慧？
人们还没有深究这个问题，就形成了定论说灵魂是具有形体的。
柏拉图试图让灵魂脱离物质。
唯物哲学家圣伊雷内说灵魂不过是生命的气，相对于会死亡的肉体，它没有形体，但它仍留有人的形
象，以利于被人认识。
如果灵魂不具有躯体，福音书里灵魂的形象又怎么能有躯体的形象呢？
有人还引证擅长辩证的法国主教圣希来尔的话：“不管天上还是地下，不管是可以目睹之物或是无影
无踪之物，任何创造物均具有形体。
万物由元素构成，灵魂要么附在人身体内，要么离开身躯，总是有形的实质。
”我们显然需要万无一失的教会对这些问题做出解答。
我们对于物质认识不够深，我们不了解什么是实质，造物主没有向我们揭示这个秘密。
我们不知生命源自何处，我们如何生长，如何消化，如何睡眠、思维和感觉。
最大的难题是：一切生物如何具有思想的呢？
第二节 洛克的灵魂说哲学家是怎么说的呢？
洛克的观点是：凭我们人类的浅知不能了解物质是否能思维。
我们不知道上帝是否把一种知觉、思维的能力赋予某些物质，我们不会发现上帝有没有把一个能思维
的非物质实体与物质联系统一起来。
当然，如果上帝愿意的话，他可以这么做，把一种思维能力加到物质上，或者把思维的实体加到物质
上。
但思维是什么？
哪一种实体适合被赋予这种思维能力呢？
洛克相信万能的上帝，但他不是说物质能思维，只是说我们还远未认识物质，更无法理解上帝为何赋
予物质万有引力和永恒运动，但却不赋予物质思维的才能。
先哲也这么说：灵魂是一种微妙的物质，它能感觉，能思维。
法国数学家、唯物主义哲学家伽森狄反驳笛卡儿时说道：“您说您在思维着，那么，您，这位思索的
人，是什么实体呢？
您思维，却不明白自己是什么，您就像一个肓人，他感觉到太阳的热度就自以为懂得了这个星球，难
道太阳只是个发热的东西吗？
”伽森狄声称灵魂是纯精神的，且不具有数学的明显可推理性。
笛卡儿在给伊丽莎白公主的信中说：“单凭理性是无法把握灵魂实质的。
”灵魂最初被教徒们认为是不朽的、有形的，上帝令它思维。
哲学家马勒伯朗士证明，我们没有任何观念，客观事物也不能给予我们什么观念。
由此，他便得出结论，认为我们的一切事情都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做的，上帝就是我们的主宰。
哲学家们在灵魂问题上无能为力。
我们还是承认膜拜上帝吧，承认我们对灵魂所知甚少。
第三节 关于动物的灵魂和若干空洞概念动物有灵魂吗？
动物有感觉、记忆和观念，却没有心灵，是上帝赋予动物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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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毫不否认上帝的万能，他能使动物具有若干能力，能赋予某些较灵巧的动物学会一定技艺的才能
。
宇宙万物就是明证。
佩雷腊和笛卡儿却说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说上帝没有给予动物真正的生命，只是给了它们若干感觉而
已。
另一伙人因此给予反驳，慷慨地把一种纯灵魂赠给了癞蛤蟆和昆虫。
引用贺拉斯的诗句，真是“本想避免小错，谁知却犯了大过”。
这两种观点都不对，于是又有人想了个折中的办法，提出了“本能”。
有人说：动物的灵魂是一种有智慧的无形实体⋯⋯人们是怎么样想象一种无形的实体呢？
想象某物总是先想出此物的形象来，可谁能言说心灵呢？
如果我试着证明灵魂的实在性，有人就会说，灵魂是一种能力。
如果我肯定这种说法，说自己有思维的能力，他们又会嘲笑我的错误，说上帝是一切的主宰。
如果我有思维的能力，那肯定会知道后一分钟我会想什么，可遗憾的是我不知道，那么只能证明我只
是一台自动机器而已。
我承认自己的无知，关于灵魂实在说不出什么来，可若想在浩瀚的形而上学的巨著中找到答案也根本
是妄想。
因此，我们还是膜拜上帝吧，承认我们对灵魂所知甚少。
灵魂一词是最混乱、最模糊、最空洞的词之一，从历史上找不到它的答案。
只有以理性作为基础，才能找出解决之路。
第四节 谈灵魂，谈我们的浅知据我们后天所学，我提出以下疑问：灵魂是早已有的，从茫茫虚空来到
我们体内的吗？
离开了人的肉身，灵魂永不灭吗？
灵魂和上帝都是精神，那么它们的性质相似吗？
我们从古代哲学家那里根本得不到什么教益。
三尺之童也比他们明智——对于他所不理解之事他从不去思索。
我们知道什么呢？
万能本原是什么，空气如何传递声音，动物是怎么形成的，四肢是如何服从意志的，手的观念是怎么
放入记忆里并保存起来，又从记忆里把观念提出来等等，我们到底了解什么？
我们仿佛坠人无底深渊。
 我们只知道人是能行动、有感觉和思维的存在物，但为什么人能感觉、能思维，我们根本不知道。
我们同样无法理解一个实体怎么会有观念，有感情。
阿基米德和蠢人的灵魂，两者性质相同吗？
它们思维且独立于肉体。
那么，一个不懂数学规律的灵魂跟一个懂得测量天体的灵魂是否是同一种类呢？
人的脑髓构造都一样，可很难解释阿基米德和蠢人的差距何在。
我们懂得什么呢？
我们不懂一切的本原，可如果不懂还在装腔作势，那岂不比猿猴更可耻。
第五节 沃伯顿关于灵魂的争论沃伯顿是莎士比亚著作的刊行人和注释者，这位格洛斯特主教写了四本
书证明圣经前五书里并没有说灵魂不死。
他相信人有来世，善有善报，恶有恶果，灵魂并非永生。
第六节 唯有依赖神启《新约》启示了灵魂永生。
沃伯顿千方百计想掩盖这一真理，他故意曲解《圣经》原文，说上帝是活人的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
。
人类如此空虚，不信灵魂永存，不信死后善有善果，恶吞恶食。
伟大的恺撒在处置叛乱的喀提林时就说人死万事空。
罗马帝国的两大派系之一的伊壁鸠鲁学派肯定“神无用论”，死后灵魂与肉体同时寂灭；而另一派斯
多葛学派则认为灵魂是神的一部分，死后复归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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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两派又都不信善恶赏罚说。
第七节 傻子和怪物之魂一个心智不健全的儿童，会有观念吗？
他只是无意识地活着而已，是介于人与动物问的。
有人说他生命里缺乏理性灵魂，只有感性灵魂，他有行动等感觉，却不思维。
一个妇人如果生了个怪胎，人们就会说他是个怪物，而不给他受洗。
该如何断定一个怪胎有没有灵魂呢？
那些怪胎不论长着四只爪子也好，还是根本不像人，都应该有灵魂。
第八节英明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这些谈论灵魂的学者，在我看来，都应该冠以“荒谬大师”的称号
。
笛卡儿和马勒伯朗士神甫也可位于此列。
笛卡儿说灵魂是一种会思维的实体，在母胎中就在构建哲学了，不过后来忘掉而已；马勒伯朗士神甫
则坚信我们应把一切都看成上帝。
理性与信仰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
如果让我从人类的观点来思索一下，灵魂正如大伙都知道的那样——大伙都会说，却没有人懂。
我们对它的观念不像我们对灯、桌子那般明显，但我们却把这种感觉、思维的能力叫做灵魂，正如我
们把生活看做生命，强烈的欲望看做意志一样。
一些信口开河的议论家说：人由物质和心灵组成，物质可感可触，占有一定的空间，可以分割；而心
灵却无处可寻，不可分割，因此两者性质不一样。
可我要反驳你们，你们所看到的物质具有广延性，占据一定的空间，是可感的，这只是物质成千上万
的属性之一，其他属性我们根本还无从知晓。
你们就像一个无知的中学教员，没有见过表，忽而得到一只，惊呼有神性、有灵魂，却根本不知道表
的机械推动力。
而我就像一个知道表的物理构造的学生，且昕我解析：譬如一个新生儿，在他满六周时灵魂进入他的
体内，他仿佛因此就具有一切观念，全知全能，到他出生后，却什么都忘记了。
让我们再看，这个小孩在出生的那天，恰好家里生了只小狗、猫和黄雀。
在第十八个月头上，小狗已被训练成了一只训练有素的猎狗，黄雀都在哼曲子了，而猫也早已经满地
打滚了，而孩子四岁了却什么都不懂得。
对于这种差异，我这个粗浅的人该说什么呢，是那些动物们聪明灵巧，而小孩却蠢笨吗？
可慢慢地小孩有了观念，并开始记忆，懂得用讲话来传递思想意图了，就像猎狗汪汪叫，告诉我们它
正需要出门溜溜还是要食物一样，六七岁的孩童和此时的猎狗有些类似。
可孩子的观念知识还在不断地增长，我们该怎样看待他呢？
他天性有什么不同吗？
牛顿和蠢材不过是一个才能大、一个没有才能而已，他们的天性总还是相同的。
就像一棵参天巨树旁紧挨一棵随风摇摆的小灌木，它们有什么不同吗，它们的本原不都是种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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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典通读(第2辑):哲学辞典》：经典通读。
这是一套将经典学术巨著进行全新通俗化编译的丛书，旨在引领读者轻松快速阅读学术经典，从而普
及对人类影响深远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名家名著。
《经典通读(第2辑):哲学辞典》：理性、独立、自由、平等的启蒙之作，冲破宗教的樊篱，奠定了现
代文明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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