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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名人的磨难》选取了古今中外众多名人的生平事迹，着力刻画了他们面对人生种种不幸依然奋
斗不已的生命历程。
作者以感人肺腑的笔墨，再现了名人与命运抗争的无限勇气和超越苦难的伟大精神。
一个个曲折动人的故事，组成了一阕激越昂扬的命运交响乐，让读者领略名人风采的同时，感受精神
的陶冶与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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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俊科，1972年参军，翌年发表作品。
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
曾任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市委副秘书长。
现任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版权局）局长，首都出版发行联盟主席，北京出版发行业协会主席。
著有专著《帝王治国策》《西方幸福论》《西槐居论稿》，散文集《写在墙上的思念》《江河日月》
（获第五届冰心散文奖）《千山碧透》和杂文集《有话直说》等十多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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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布鲁诺——火刑中献身的科学家。

因信仰科学真理，为宗教势力不容，时而亡命天涯，时而身陷牢狱，却依然不改初衷，即便烈火焚身
，也烧不断铮铮铁骨。
磨难如火，他却在烈火中永生。

逆境中勇探真理的科学家——罗蒙诺索夫
命运悲怆，挡不住勇者的奋发向上；世人毁谤，掩不住科学家的智慧光芒。
世界上没有路，就披荆斩棘，开出一条大道通天。

以不幸著称于世的——卢梭
不幸的人生，是命运在捉弄，然这又何惧，天才生来就是命运的死敌，即便仅剩下思想，也可化为冲
天流星，迎着黑暗迸发出满天的绚烂。

饥寒贫困中绝不退缩的——圣西门
为科学忍抛贵族爵位，为进步甘愿扶苦救贫，病魔折磨算什么，冷眼嘲笑又如何，迎着苦难而上，留
下一段不朽的生命华章。

血泪中奋起的瘸腿诗人——拜伦
不堪回首的童年，屡受挫折的情感，血泪中走出一位跛足诗人，迎着千疮百孔的人生，吟唱出礼赞生
命的诗篇。

屡遭挫折的哲学家——叔本华
艰辛是寻常，坎坷是主题，孤独是宿命，荣誉是浮名，精神是永远，沉浮在红尘之中，叙写出一部部
启迪心灵的哲学名著。

苦涩的爱河中浸泡的诗人——海涅
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双目失明的孤独无人知，屡受挫折的爱情更是惹人怜，痛彻心扉泪洗面，妙
语连珠诗千万。

终生坎坷的作家——巴尔扎克
命运已经失明，看不到穷困潦倒的艰难；命运已经耳聋，听不到声嘶力竭的呼喊，生活要靠自己，贫
困也好，痛苦也罢，我独握手中笔，写下生命的灿烂。

诞生在棺材架上的作家——安徒生
生活的折磨，不但不能使其退缩，还使其斗志更勃——擦亮小女孩手中的火柴，棺材架上的“丑小鸭
”，绘出一个多彩的童话王国。

备受艰辛的短命作家——果戈理
半生跌打滚爬，多年流浪他乡，终养成其犀利的笔风，如带着锋芒的长剑，刺破了黑暗，刺痛了那卑
鄙龌龊的世界。

百折不挠的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
人生的路崎岖不平，勇敢是最好的拐杖；前途渺茫如汹涌的海，无惧是最好的船舵，向一切阴霾亮剑
，百折不挠，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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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歌来建造丰碑的血栓病人——欧仁·鲍狄埃
命运多舛的岁月，培养出伟人的坚毅品格，肆意狰狞的病魔，吓不倒愿为革命献身的斗士。
一声枪响，一个伟人倒下了，一首《国际歌》传遍全世界。

连丧三妻的著名化学家——威廉·冯·霍夫曼
三次丧妻，悲痛难耐，天意如此弄人，又怎能认输？
命运要把美好毁灭给人看，他势必要还以颜色，把奇迹带给世间。

被流放的作家——屠格涅夫
为真理不惜得罪权贵，被无情放逐，习惯了挨饿受冻，颠沛流离，却无法掩藏炽热的心，心中的话，
手中的笔，流淌出犀利华章。

爱情煎熬中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
千里流放，追寻爱的芬芳；流水无情，难改为爱痴狂。
把煎熬织入生命，用文学倾诉衷肠，转角遇见爱情，终见幸福模样。

三次流浪的著名诗人——裴多菲
勇气是行囊，自由是信仰，流浪是促进心灵成长的最好良方。
三次流浪，信念愈坚，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努力飞翔。

命运最惨的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
泪水模糊的是眼睛，而不是心灵；牢房关押的是身体，而不是精神。
傲立的青松，任风狂雨骤，信念不改显峥嵘。

监禁流放不改初衷的——克鲁泡特金
流放磨砺出坚强的意志，监禁中挺直生命的脊梁，即便奄奄一息，也要把自由高唱。
18世纪末阴暗的天空里，他是一颗璀璨的星，点亮了俄罗斯的夜晚。

沦落天涯的疯子——尼采
我是电，我是光，我是疯狂的神话！
思想是雷声，传递上帝死亡的讯息，文字是闪电，预示着圣哲的降临。

从流浪儿到世界文豪的——高尔基
乌云在狂风中翻卷，海浪在愤怒中滔天，他是一只骄傲的海燕，箭一般冲向黑天，疯狂的暴风雨，永
远阻挡不了勇士的呐喊。

监狱中的革命家——李扑克内西
黑暗挡不住光明，枷锁缚不住苍龙。
腐朽的时代，囚禁了他的身躯，却永远夺不走他对自由的信仰，永远不能！

被不幸爱情折磨终生的作家——毛姆
人生的悲欢，以洒脱来对待；情感的不幸，用文学来救赎，游弋在爱与恨的边缘，书写出一篇篇旷世
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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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火刑中献身的哲学家布鲁诺　　乔尔丹诺？
布鲁诺（1548&mdash;1600），意大利著名思想家、文学家。
少年时代进入神学院学习神学，同时攻读希腊哲学、罗马哲学和东方哲学，因为对宗教教义提出批评
被革出教门，长期流亡国外。
寄居欧洲期间，他发表了许多科学、哲学著作，如《论无限性、宇宙和诸世界》《驱逐趾高气扬的野
兽》《论原因、本原和一》等，发展了哥白尼的日心说，从根本上否定了上帝的存在。
布鲁诺还用意大利文、拉丁文写了不少诗歌，歌颂科学力量、斥责宗教迷信。
他创作的喜剧《烛台》和对话录《论英雄激情》等作品，在意大利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
　　1600年2月17日凌晨两点，漆黑的夜色笼罩着罗马城。
全城的居民都已进入梦乡，呈现出死一般的寂静。
　　突然，城中的塔楼上响起一阵悲壮、凄厉的钟声。
全城立刻骚动起来，因为这是施行火刑的信号。
人们纷纷穿衣起床，惊惧地涌向火刑刑场&mdash;&mdash;鲜花广场的街头。
　　一　　大街上，行进着一队僧侣。
为首的两个神甫，不停地划着十字，口中念念有词，正向着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子进行规劝：　
　&ldquo;上帝是仁慈的，只要你能放弃异端邪说，即可免刑。
&rdquo;　　回答他们的是一个斩钉截铁的声音：&ldquo;我宁可做一个烈士就义，也决不放弃自己的
观点！
&rdquo;　　&ldquo;你不要执迷不悟，熊熊的烈火会把你烧成灰烬的！
&rdquo;一个神甫两眼露出凶光，威胁着。
　　&ldquo;烈火并不能征服我，你们可以把我烧成灰烬，但是，未来的世纪会了解我，知道我的价值
的！
&rdquo;　　神甫们从牢房一直劝到火刑场，但铁骨铮铮的男子汉丝毫没有忏悔的表现。
　　一束束的火把点上了。
一条条血红的火舌吞噬着黎明前的黑暗。
男子汉被带到火刑场上，一个刽子手扯掉他身上的衣服，把一块浸满了硫黄的粗布披在他的身上；另
一个刽子手用力掏出男子汉的舌头，用一个特制的木夹夹住，以防止他再呼喊出什么，然后把他用铁
链捆绑在火刑柱上。
即使这样，凶残的刽子手们还不满足，他们用醮湿了的绳子再次将男子汉紧紧地捆起来，等大火点燃
时，绳子收缩，便会紧紧勒入肉中，使受刑者更加痛苦。
　　中世纪的刑法之残酷，是闻名于世的。
刽子手们先把一桶滚烫的油浇在男子汉的身上，用挑衅的口吻问道：&ldquo;勇士，你现在是否想到高
加索的冰川？
&rdquo;　　男子汉痛苦地抽搐着，但那坚毅的目光仿佛回答说：&ldquo;高加索的冰川，也不能冷却
我心头的火炬！
&rdquo;　　天主教会和神甫们彻底绝望了。
他们高喊：&ldquo;快点火，烧死他，烧死他！
&rdquo;　　熊熊的烈火燃起来了。
围观的群众都把目光盯住最后一个环节：在火焰中，一个刻有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伸向男子汉的面前
，这是对死者进行的最后一次考验，考验他在最后的时刻对宗教的态度：吻它，就意味着和解，意味
着屈服。
但是，正气浩然、宁死不屈的男子汉露出轻蔑的、愤慨的目光，唰地将脸扭了过去。
　　反动的、腐朽的、黑暗的宗教势力，用罪恶的火，烧死了这个宁死不屈的男子汉。
大火熄灭之后，刽子手们把他的尸灰收集起来，投入河中，为的是使这个异端邪说的&ldquo;狂妄之
徒&rdquo;在人世间不留下任何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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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天主教会和神甫们绝没有想到，人们没能忘记这个人，因为他是为科学真理而献身的。
当杀害这个男子汉的刽子手们进入坟墓，变为一抔黄土的时候，就在这个鲜花广场上，人们却为这个
男子汉树立了一尊铜像，在铜像的台座上镂刻着：　　献给乔尔丹诺？
布鲁诺　　&mdash;&mdash;他所预见到的时代的人们　　在《西方著名哲学介绍》一书中，作者这样
写道：&ldquo;乔尔丹诺？
布鲁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卓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和勇敢的抗逆中世纪天主教黑
暗势力的不屈战士&hellip;&hellip;&rdquo;　　著名哲学家狄德罗在他的《百科全书》中，专门写了布
鲁诺词条。
他称布鲁诺是&ldquo;稀世之才&rdquo;，是&ldquo;哥白尼的地球绕日运动说的拥护者&rdquo;，他敢于
向&ldquo;经院哲学最崇拜的偶像&rdquo;进攻，为打破&ldquo;亚历士多德的专制&rdquo;做出了贡献。
　　如今，布鲁诺的学说已被科学的发展证明为真理，布鲁诺的名字已传遍整个世界，特别是他那种
为了科学真理而英勇奋斗、不屈不挠的献身精神，留给了后人无限的敬意和怀念。
　　二　　布鲁诺，1548年初出生在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附近诺拉镇的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
其父乔万尼？
布鲁诺曾在那不勒斯总督的军队里服过役，当过旗手，平均每年的薪饷是60个杜卡特。
当时罗马的下级官吏每年的薪俸为200~300杜卡特。
可见布鲁诺当时的家境是相当贫寒的。
　　布鲁诺很小的时候，父母便去世了。
他成了一个孤儿，家境贫穷，无法生活，村中的神甫们抚养了他。
但是，他很小就对神甫和村民们的宗教信仰持不赞赏态度。
他们的宗教仪式引起少年布鲁诺的嘲笑和怀疑，因为他们那原始的盲目的信仰全是对死人、妖怪、圣
者、天象等的恐惧。
以致后来布鲁诺在他的著作中曾用辛辣的笔法，讽刺那些只会重复圣经教条的僧侣神甫们像&ldquo;驴
子一样的愚蠢&rdquo;。
　　11岁时，布鲁诺来到了那不勒斯，就读于一家私立的人文主义学校，学习人文主义课程、逻辑、
论辩术。
他学习刻苦，除了完成专业课学习之外，还偷偷地阅读了一些禁书，参加社会上一些人文主义小组的
活动，倾听他们中间有识之士的一些独到见解和深刻的思想。
当时，西蒙？
波尔齐奥曾驳斥了宗教神学灵魂不死的学说。
倍尔那独诺？
特勒肖号召人们抛开教会和世俗的权威，驳斥了亚历士多德关于第一推动者的学说，证明天与地在物
质本性上是统一的。
特别是尼古洛？
弗朗哥，在他的讽刺性小册子中，大胆地揭露了僧侣、修道士、罗马教皇的丑恶嘴脸，嘲笑了各种迷
信与偏见，勇敢地对当局禁书提出了诘难。
所有这些，都在青少年时期的布鲁诺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因此，有人说，布鲁诺的思想影响主要来自社会，而不是修道院和学校。
　　4年以后，15岁的布鲁诺想到大学去深造，但是由于家境贫寒，无人能供养他上学，没有办法，只
好进了修道院。
他当时进的修道院名叫圣多米尼克，极为富有，不但在那不勒斯首屈一指，就是在全欧洲也是闻名遐
迩的。
它保持了经院哲学的学术传统，有欧洲藏书最多的图书馆。
圣多米尼克僧团是神学家的僧团，也是宗教裁判官的僧团。
监狱的牢房就在离僧侣宿舍不远的地方。
思想单纯的布鲁诺，以为进了这座修道院，便可以展开理想的翅膀，在知识的天地里遨游了。
没想到，这里正是扼杀他思想的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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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鲁诺当时年轻聪颖，思想活跃，酷爱科学，求知欲强。
在修道院里，他置教会的禁令于不顾，大胆地阅读了许多进步书籍。
由于受宗教改革和新思想影响，有一次，他竟把圣者像从他的僧房里扔了出去。
不久，虔诚的宗教徒们便发现这个年轻人有&ldquo;异端&rdquo;思想。
这些人为了挽救他的灵魂，便把他的一言一行都向修道院的院长添枝加叶地汇报了。
一天，见习修道士的班主任把布鲁诺叫去，拿出别人告密的材料让他看。
布鲁诺这才发现，自己周围的人都是一些表面温和善良、背地里阴险毒辣的小人。
从此后，他对自己周围的这些道兄师弟们不再抱什么幻想，开始一心一意地读书。
他熟读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阿拉伯、犹太、基督教的学者注释亚历士多德的著作，还有古今哲学家
、科学家的著作，以及剧作家和诗人的著作。
真可谓博览群书，通晓各种学问。
布鲁诺记忆力惊人，对一些警句或精彩的章节，可以倒背如流。
圣多米尼克僧团曾把他作为见习道士中的佼佼者引见给教皇。
他靠着顽强不息的自学，于1572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成为当时知识渊博的学者之一。
　　当时，被恩格斯誉为&ldquo;自然科学从神学解放的独立宣言&rdquo;&mdash;&mdash;哥白尼学说
，已经在西欧传播，这在布鲁诺思想上引起很大震动，使他早就蕴藏在心底的反宗教、追崇科学的热
烈愿望燃烧起来。
特别是几年的修道院生活，从反面教育了他，更增加了他对僧侣的仇恨，在对神学的研究中更引起了
他对神学空谈的憎恶。
他决心用科学的、批判的态度，去审查各种传统观念。
　　有一天，僧团中一位受人尊崇的神学家阿古斯蒂诺？
达？
蒙塔尔齐诺在修道院组织的论证会上发言，大肆批驳亚历山大的修道士阿里安。
阿里安生活于公元4世纪，当时他曾激烈反对三位一体的宗教教义，被教会视为异端分子。
阿古斯蒂诺在发言中故意歪曲阿里安的思想，把阿里安说成根本不懂一些简单思想的无知之徒，说
他&ldquo;思想简单，无知而且狂妄&rdquo;。
这种对异教徒的指责在当时即使再过火也会被视为是正当的，而且会受到当局的赞扬。
没想到他刚讲完，布鲁诺便走向讲台，大胆地向这位权威人士提出挑战。
他指出：阿古斯蒂诺的发言中完全歪曲了阿里安的思想。
阿里安思想敏锐，观点明确，他对三位一体的宗教教义的批判是有道理的。
他的历史地位，不亚于教会的神父。
只是到了后来，教会神甫们利用自己的权力，极力歪曲、攻击阿里安的观点，这是很不明智的做法。
　　布鲁诺的指责非同小可，立即引起了剧烈震动。
他刚一讲完，僧侣们便一哄而上，疯狂地对布鲁诺进行围攻、谩骂，个别极端分子甚至高呼：&ldquo;
烧死他，烧死他！
&rdquo;在一位有正义感的僧侣的帮助下，布鲁诺才走出重围，回到了僧房。
　　夜，已经很深了。
这是布鲁诺第一次为了科学和正义进行的呼喊，没想到竟遭到教徒们这样猖狂的攻击。
这对他来说，确实震动不小。
他内心十分痛苦，思想斗争也很激烈。
他想到，如果自己完全随波逐流，放弃独立思考，终生为那些神学进行论证和宣传，把自己的全部知
识和能力变为捍卫宗教神学的武器，那么，摆在他面前的将是锦绣前程。
因为他是修道院的高才生，当时，天主教的最高学府&mdash;&mdash;罗马明哲学院当时急需一批能揭
批&ldquo;异端邪说&rdquo;的人。
布鲁诺的入选是毫无问题的。
以往，这个修道院的不少道士，平步青云，有的当上了修道学校的校长，还有的当上了大学教授。
然而，这样就是自我麻痹，就会走向知识和科学的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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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放弃科学，追崇神学，那将终生遗憾；而如果追崇科学，放弃宗教，就要作出牺牲，甚至献出生
命。
因为当时的罗马宗教裁判所十分猖獗。
1567年，前教皇秘书长彼埃特罗？
卡尔奈赛吉被处于死刑；1568年，被判罪的有60人，其中5人被烧死；1569年，有4人被判死刑；1570年
被处决的人中有哲学家和诗人阿奥尼奥？
帕列阿里奥；1572年处死了5名异教分子。
这些都是布鲁诺亲眼所见的。
权衡再三，布鲁诺决定：宁可为科学献身，也决不向宗教屈服，更不能做一个宗教的卫士。
他想起了诗人汤希洛的诗句：&ldquo;有价值的勇敢的死，强于卑鄙可耻的凯旋。
&rdquo;正在这时，他的一个朋友来找他，悄悄地告诉布鲁诺：&ldquo;赶快逃走吧，教会僧侣们很快
就要来抓你了。
他们要把你送往宗教裁判所。
到那不是被判处死刑，就是流放做苦役。
&rdquo;布鲁诺没料到局势变得如此之快，便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偷偷跑出修道院，逃往罗马。
　　三　　布鲁诺逃走之后，僧侣们搜查了他的僧房，在他的僧房里搜出了一些被称之为异端邪说的
著作。
这些著作大都对教会和罗马教皇的世俗权力进行了谴责，对教会聚敛财富和僧侣的虚伪进行了大胆的
抨击。
这些著作都在禁书之列，谁窝藏禁书就犯了弥天大罪，仅此一桩，就足以定为异端分子。
宗教裁判官对布鲁诺提出控诉，罗织了百余条罪状，将他革除了教籍。
　　罗马也不是一块净土。
布鲁诺在那里待了不到一年，便又开始了长年流亡漂泊的艰苦生活。
在北意大利的热那亚、都灵、威尼斯、米兰、瑞士等地，布鲁诺孤独一人，四处流浪。
他有时给一些贵族青年讲讲学，挣一点糊口的小费；有时写一点小文章，得到一点稿费，购置几件衣
裳。
即使这样，他也没有忘记投身于反对封建统治、反对教会黑暗势力的斗争。
同时，他大力宣传新的哲学思想和自然科学。
不久，他流浪到日内瓦，在当地的印刷厂找到了校对员的工作。
在这个暂时的稳定时期，他认真仔细地考查了宗教改革者们的思想。
他发现，新教虽然不满于旧教，但他们并不接受自然科学的成果，反而对自然科学大肆攻击。
因此，布鲁诺不仅反对旧教，同时抨击新教。
他在日内瓦很快被卡尔文教会抓捕入狱，并被革除教籍。
布鲁诺失望了，他原想日内瓦可以容他立身，容他发展自己的思想，没料到这里同样不允许有丝毫的
异议存在，有不少具有新思想的人往往会被送上火刑场活活烧死。
几个月以后，他一从监狱放出来，便马上逃离日内瓦，前往法国的里昂。
在那里由于找不到工作，他只好又到图卢兹。
后经人介绍，凭他优异的才华，被聘于图卢兹大学讲授天文学。
正是在这里，他研究了哥白尼的学说，几年时间执笔疾书，写出了著名的哲学著作《论原因、本原和
一》、《论无限性、宇宙和诸世界》。
他用火一样的热情，宣讲哥白尼的学说，严厉地痛斥了那些听命于教会的大学教授们空泛无物的种种
谬论，猛烈地抨击了经院哲学和神学的陈腐教条，坚决地反对亚历士多德&mdash;托勒玫的宇宙体系
。
　　但是，对于哥白尼关于太阳是宇宙的中心的说法，布鲁诺也认为不够科学。
他认为，不仅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太阳也不是宇宙的中心，太阳只是太阳系的中心。
而在地球和太阳之外，还存在着无数的世界。
宇宙是无限大的，既无固定中心，也无绝对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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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居住的地球、太阳系以及目击到的世界，只是整个宇宙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
地球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粒尘埃。
地球在转动，太阳也在转动，每一个&ldquo;世界&rdquo;都在围绕着另一个&ldquo;世界&rdquo;在转动
。
&ldquo;宇宙是无限大的，其中的各个世界是无数的&rdquo;。
他断言：在无限的于宙中，虽然有无数个&ldquo;世界&rdquo;在不断地产生，也有无数个&ldquo;世
界&rdquo;在毁灭。
因此，作为无限宇宙的本身，永恒存在，它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既无开始，也无终结。
　　布鲁诺这些天才的思想，不仅为天文学的发展在神学统治的链条上炸开一个缺口，引导着天文学
向科学方向发展，更重要的是，在哥白尼把地球逐出宇宙中心之后，布鲁诺又把太阳系逐出了宇宙中
心。
他根本否认了宇宙有什么中心，这就是把上帝从宇宙中驱逐了出去。
这就沉重地打击了宗教神学关于&ldquo;上帝创造世界&rdquo;、&ldquo;上帝主宰一切&rdquo;的荒谬论
点。
　　布鲁诺的这些观点，不仅使宗教神学家们惊恐不已，而且连一些自然科学家们也认为他的思想大
胆到了&ldquo;骇人听闻&rdquo;的地步。
著名的天文学家开卜勒曾说道，当他在读布鲁诺的著作时，感到一阵阵头晕目眩，令人难以接受。
他的大学同事们更是对他表示了极端的愤慨。
后来布鲁诺回忆说：&ldquo;我到处受到憎恨、谩骂和侮辱，甚至有性命危险&hellip;&hellip;&rdquo;然
而，在大约三百年之后，科学的发展用雄辩的事实向人们证实，当年布鲁诺的宇宙无限性理论不但不
是什么&ldquo;狂妄思想&rdquo;，而且是惊人的科学预见。
　　1581年夏天，布鲁诺又流浪到巴黎。
在巴黎最古老的学府&mdash;&mdash;索尔蓬纳大学艺术系当一名编外教授。
因为编内教授必须去教堂做礼拜，布鲁诺宁可做编外教授，也不愿去履行宗教仪式。
　　1583年，由于法国巴黎和宫廷反动天主教集团势力加强，布鲁诺又逃到英国，在那里居住了两年
多时间。
他曾在牛津大学讲学，仍然宣传他的哲学观点。
校方开始表示冷淡，后来则公开敌视。
有一个叫乔治？
艾包特的人当时曾攻击布鲁诺说：　　&ldquo;他像个变戏法的，卷着袖子，登上我们光荣而神圣的大
学讲坛，他讲了一大堆什么圆心、圆、圆周等玩意儿，企图证明哥白尼的观点：地球是旋转的，而诸
天体是不动的。
其实嘛，我看倒是他自己的脑袋在旋转着。
&rdquo;　　但是，布鲁诺并没有被攻击所吓倒。
他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撰写了6部哲学著作，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他的哲学观点。
特别是第5部对话集《飞马的秘密？
附齐弗尼克的驴子》，矛头直指天主教会和中世纪亚历士多德主义以及不可知论。
它清算了各种神学家们的&ldquo;神圣的驴性&rdquo;。
该书指出：宗教提倡的是一种驴性，即愚蠢。
因为宗教的基础是盲目信仰、否定理性和无条件地服从教会权威。
在此之前，对宗教世界观的讽刺与抨击还从来没有如此不留情面，如此尖锐、大胆过。
紧接着他又发表一部著作《论英雄热情》，表达了他对待科学问题上的态度。
他指出：思想家的最高品德就是为求真理而把个人生死安危置之度外。
一个为真理而奋斗的战士，应当&ldquo;什么也不怕，为了热爱神圣事业而轻视其他快乐，对自己的生
命也毫不挂虑。
&rdquo;正是这种&ldquo;英雄热情&rdquo;，才促使他成为一名抗逆黑暗势力的不屈战士。
　　1585年秋，法国的局势发生了变化，布鲁诺又返回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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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春，他到康布雷学院进行公开反对逍遥派的讲演。
逍遥派是指亚历士多德哲学的信徒。
在这次讲演之前，有人警告说：他如果打算摧毁整个逍遥派的哲学，那么，&ldquo;在这个大学里，人
家将会用石头砸他！
&rdquo;5月28日，布鲁诺还是毅然决然地派他的学生前往康布雷学院，代表布鲁诺向与会者挑战。
果然不出所料，他的观点立即遭到与会大多数人的攻击和反驳。
有人甚至挑拨说，布鲁诺这是明目张胆地造王室的反。
为了免遭屠杀，布鲁诺又慌忙逃往德国。
　　他先逃到美因茨，后又到威斯巴登，但由于他的&ldquo;坏名声&rdquo;已扬播四海，根本没有人
敢录用他。
他又漂泊了两年多，直到1589年1月，才在赫尔姆斯泰特找到一份教书的工作。
可是不久，庇护布鲁诺的老公爵尤里死了，他立刻被路德派宗教逐出教门。
这时，他既无庇护人，又无固定工资，不得不靠别人的施舍过日子。
就这样，他从意大利&mdash;&mdash;瑞士&mdash;&mdash;法国&mdash;&mdash;英国&mdash;&mdash;再
次法国&mdash;&mdash;德国&mdash;&mdash;再次瑞士，不停地，流浪着、漂泊着。
　　布鲁诺不管走到那里，都每时每刻用自己的笔和嘴，大胆地捍卫哥白尼的学说，热情地宣传唯物
主义世界观，无情地痛斥经院哲学和宗教神学。
因此，天主教会把他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后来，罗马教廷施展一个阴谋，他们收买一个叫莫切高尼的人，写信将布鲁诺骗回意大利。
　　1592年5月23日，布鲁诺在威尼斯码头刚一踏上祖国的土地，立即遭到逮捕。
翌年2月，布鲁诺被押送罗马，投入宗教裁判所的监狱。
在监狱里，他受尽了严刑拷打，但他对自己的信念坚信不渝。
他透过牢房的铁窗，遥望着繁星灿烂的夜空，向同牢的犯人讲述关于宇宙无限的学说，辛辣地嘲笑了
经院哲学和宗教神学的无知和愚蠢，高谈阔论地讲他对教会、宗教的看法，使听者胆战心惊。
从入狱到被处决，布鲁诺几乎蹲了8年监狱。
在8年期间，由最高、最有权威的神学家组成的检查小组，从布鲁诺的书中不断找出一些矛盾，企图
劝说他放弃自己&ldquo;不成熟&rdquo;的观点，并告诉他，只要他能放弃自己的观点，就可以保全自
己的生命，最多也只是流放到外地几年，即可获得自由。
1599年1月，他们给布鲁诺最后40天的时间。
时间一到，布鲁诺郑重向他的裁判官们声明：决不放弃自己的观点。
　　裁判官们的企图落空了，1600年2月8日，在红衣主教马德鲁契的宫殿里，布鲁诺衣衫褴褛，瘦弱
不堪，被强制跪在一小撮趾高气扬的宗教裁判官面前。
他目光炯炯，大义凛然，听着裁判官对他的宣判：布鲁诺宣扬异端邪说，亵渎神灵，毫无悔悟，为
了&ldquo;尽可能地仁慈和不流血，特处以火刑。
&rdquo;　　布鲁诺听完宣判，他鼓足全身力气高声呼喊道：&ldquo;你们宣布对我的宣判词，比我听
到判词还要恐惧、还要胆战心惊！
&rdquo;　　一位卓越的哲学家在熊熊的烈火中离去了。
　　罪恶之火，在烧死布鲁诺的同时，也烧毁了腐朽的宗教神学的锁链。
科学还是毫不畏惧地向前发展了。
布鲁诺为科学献身的大无畏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在追崇科学的道路上艰苦奋斗，不断前进！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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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如何正确面对人生的困难磨折，是每个人都必经的考验。
《名人的磨难》以感人肺腑的笔墨，再现了历代名人挑战命运、超越苦难的生命历程，他们的人生不
可复制，但他们的精神却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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