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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尽管斯宾诺莎的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他的政治哲学却一直遭到忽视。
长期以来，他的政治哲学仅仅被看成是他的哲学或形而上学的一个简单演绎和应用；相应地，他的政
治哲学著作《神学政治论》也仅仅被看成是他的哲学著作《伦理学》的一个附录和补充，不具有独立
的价值。

《斯宾诺莎的理性启蒙》是研究斯宾诺莎政治哲学的专著。
作者吴增定在书中指出：斯宾诺莎政治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批判“神学家的偏见”
，清除“通往哲学的主要障碍”。

《斯宾诺莎的理性启蒙》认为，《神学政治论》和《伦理学》事实上刚好构成了斯宾诺莎哲学整体的
两个方面：前者的目的是揭露传统神学和宗教是一种束缚和禁锢人的迷信、偏见和蒙昧，后者则是教
导人如何在理性的引导下认识神，获得真正的自由、幸福和拯救。
综合起来看，斯宾诺莎从政治哲学到哲学的“上升之路”正是一条现代性的理性启蒙、解放和拯救之
道：人凭借自己的理性不仅走出了传统启示宗教的“黑暗王国”，而且获得了真理、真正的自由和幸
福；人不仅认识了神，而且甚至通过理性最终把自己变成了神。
就这一点来说，斯宾诺莎的哲学和政治哲学作为一个思想整体，恰恰体现了现代性和现代理性启蒙的
自我筹划、自我解放和自我肯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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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就此而言，契约的有效性并非来自于某种道德约束，而是来自于它的“功利”（utility）。
这也是斯宾诺莎与霍布斯的根本分歧所在。
霍布斯把遵守契约或守信看成是一种自然法，并且认为不遵守契约或违背诺言无论如何都是不正义或
不道德的。
但在斯宾诺莎看来，除非是为了担心遭受更大的坏处或希望得到更大的好处，否则没有人会遵守契约
，所以他认为：“要求另一个人永远信守诺言，但却不同时确保假如他违反诺言就会遭到更多的伤害
而不是好处，是很愚蠢的。
” 斯宾诺莎通常与霍布斯及洛克等一道，被看成是早期现代社会契约思想的经典代表。
所谓“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无外乎是说明，国家如何起源于某种前国家的“自然状态”。
在《伦理学》中，斯宾诺莎言简意赅地陈述了他的“社会契约”思想： 要使人人彼此和平相处且能互
相扶助起见，则人人必须放弃他们的自然权利，保持彼此间的信心，确保彼此皆互不作损害他人之事
。
至于此事要如何才能办到，要如何才可使得那必然受情感的支配和性质变迁无常的人，能够彼此间确
保信心，互相信赖，据第四部分命题七及第三部分命题二十九所说，已很明白，因为在那两个命题里
，我曾经指出，任何情感非借一个相反的较强的情感不能克制，并且又曾指出，一个人因为害怕一个
较大的祸害，可以制止作损害他人的事。
就是这个定律便可以作为建筑社会的坚实基础，只消社会能将私人各自报复和判断善恶的自然权利，
收归公有，由社会自身执行，这样社会就有权力可以规定共同生活的方式，并制定法律，以维持秩序
，但法律的有效施行，不能依靠理性，而须凭借刑罚，因为理性不能克制情感。
像这样的坚实的建筑在法律上和自我保存的力量上面的社会就叫做国家，而在这国家的法律下保护着
的个人就叫做公民。
 斯宾诺莎的这段话包含了三个非常重要的论点：首先，人与人之间若想达成和平，则必须放弃自己的
自然权利，将它让渡给国家；其次，这种放弃权利的承诺或契约是基于人性之“趋利避害”的“普遍
法则”；最后，国家制定法律，维持社会秩序，保障每个人的生命和安全。
 那么，斯宾诺莎的社会契约思想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
严格说来，他对于契约的理解已经大大地偏离了以霍布斯为代表的早期现代社会契约思想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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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中国哲学丛书:斯宾诺莎的理性启蒙》是研究斯宾诺莎政治哲学的专著。
作者吴增定在书中指出：斯宾诺莎政治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批判“神学家的偏见”，清除“通往哲学
的主要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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