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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关于友爱或亲情问题，关于世界缺乏友爱，缺乏亲情即世界不和睦状况的原因及恢复亲
情的方法问题；超道德主义或普遍结合(及普遍联合)论调节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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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个独特的思想家——费奥多罗夫其人其事    范一关于友爱或亲情问题，关于世界缺乏友爱，缺乏亲
情即世界不和睦状况的原因及恢复亲情的方法问题卷一卷二卷三卷四超道德主义或普遍结合(即普遍联
合)论调节  爬行姿势和直立姿势——死与生  谁是我们的共同敌人，惟一的、无时无处不在的、存在于
我们自身和我们以外的，但只不过是暂时的敌人  作为事实和作为行动方案的天体科学  天文学的未来  
孤儿生活的终结：无限的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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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一年之中的一系列教会节日就是一套完整的教育儿子的课程。
在这些节日里，学习公民和人的职责即法律性和经济性职责的人摆脱了理论，而为法律和经济事务服
务的人则从服务工作中解脱出来。
在这些节日里儿子的心转向了父亲或转向了作为惟一真正宗教，惟一真正生活的祖先崇拜。
这种生活将使所有的人摆脱日常工作，代之以父亲的事业、气象的调节，而这一调节将成为世界性调
节的开始。
在援引把自己称做父亲的上帝自己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真理(宗教即祖先崇拜)时，我们既无权将上帝同
我们的父亲或我们的父亲同上帝分离开来，也无权将他们同上帝融为一体即让他们被融合掉(这将意味
着上帝与自然融为一体)，也无权把父亲的范围只限制在本氏族或本种族。
在三位一体上帝理论里，除了上帝的万能、世界性外，父亲与上帝的不可分离，他们同他的不可融合
，都是神圣不可动摇的。
也就是说，在他身上，在三位一体里，除分离主义、分裂教派外，受到谴责的既有将上帝与父亲分开
的自然神论，也有将上帝与父亲合二为一的泛神论。
不管是自然神论还是泛神论，都导致无神论，即导致对盲目力量的承认，对它的崇拜，导致为它服务
。
既然崇拜盲目的力量，就要求神化它，承认它是生的力量。
但是，倘若这种承认和神化存在，那么这就不是宗教，而是对宗教的歪曲了。
而真正为盲目力量服务就是直接否定宗教。
它既表现在人间的工艺(工场手工业)上，也表现在地狱的工艺(用于军事、残杀)上。
否定宗教意味着不是真正地或善意地而是不正当地利用盲目的力量，意味着表面上主宰它而实际上屈
从于它，既通过性择(工场手工业)又通过天择(各种残杀)屈从于它。
为父亲的上帝服务就是通过调节把盲目的、带来死亡的力量变成带来生命的力量。
与使用和利用自然相反，即与浪子们为了妻子而滥用自然，从而导致枯竭和死亡相反，调节导致生命
的恢复。
并非只有偶像崇拜才是对宗教的歪曲；思想崇拜也是对它的歪曲；而哲学作为脱离他人的有文化者阶
层的产物则是对宗教的最大歪曲。
    如果说宗教就是祖先崇拜或所有活人共同为所有死人祈祷，那么现在并没有宗教，因为教堂里已经
没有附设的墓地了。
面在墓地上，在这些神圣的地方，到处是一片荒凉。
看来，正是这种荒凉的境况应当引起居住在安葬着死人的某个墓地所在城市某地某部位的人注意。
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人应当把墓地变成集结、协商的场所，变成经常关心如何最完整、最完美和最有意
义地重建它的场所。
由于父亲的被遗忘，由于儿女的不平等，这种集结、协商、关心遭到了破坏。
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在墓地建造博物馆及学校。
凡是父母兄弟埋在这块墓地上的儿子、兄弟，都必须在这里的学校学习。
上帝那里是没有死人的，要是我们这些戴着上帝圣像的人面前横着一座座坟墓，那我们还有哪一点像
他呢?如果说宗教即死人崇拜，那么这并不意味着崇敬死亡，相反，这意味着所有活着的人在认识包含
饥饿、瘟疫和死亡在内的盲目力量的努力中，在将其变为带来生命的力量的努力中联合起来。
墓地也像博物馆一样，只作为贮藏处，作为存放之所是不够的。
正因为墓地变成了单纯的存放之所，这些神圣的地方才呈现出一派荒凉的景象，也就是说，向所有民
族宜讲福音书以后必定要发生的事已经到来，这是末日来临的迹象⋯⋯在墓地，不但富人那些傲气十
足的墓碑倒塌了，穷人的坟墓也被夷为平地，荡然无存，这无疑表现了今天儿子对父亲的态度⋯⋯墓
地的神甫及其助手天天从这里走过，眼看着这种破坏却无力加以阻止，虽然他们想这么做，甚至想方
设法这么做过。
怎么办?墓地的荒芜是亲情衰竭的自然结果，是亲情变成公民义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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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或许把保存墓碑的事交给了亲属，却没有规定神甫和墓地的主管有责任照料它们。
该由谁来关心、管理墓碑，谁来使儿子的心转向父亲?谁来恢复墓碑的意义，由于不平等——它无孔不
入，连死亡王国也不能幸免——而失去的意义呢?无疑，需要有博物馆，而且是附设有学校的博物馆。
不过，考古学家看来也对墓地的墓碑的命运漠不关心，因为考古学也和任何一门科学一样，是没有生
气的，它同样只有在墓地才会获得活力。
    伊斯兰教教义产生于基督徒的第一次争论。
倘或那些承认基督是上帝即复活者和和解者的人承担起上帝的使命和事业，那么他们便不会去争论，
而会去谋求与反对者和解。
这些反对者既不把和解和复活看做恶，一旦在行动上达成一致，就不能不在理论上也承认基督是复活
者和和解者。
正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伊斯兰教正是来源于因争论而分离出来的伊比奥尼派和“拿撒勒”派。
异教满足于艺术上的复活，而伊斯兰教既否定艺术的东西，又不以真正的复活为目标，因为它只是一
种否定的理论。
伊斯兰教专以消灭偶像为宗旨，这是其基本教义使然。
根据这一教义，神不能以儿子作为自己的形象，人也不能与他相类似。
穆罕默德称人为助手，但似乎从未说过人是按神的形象或神的相似者创造的。
可是这并不符合可兰经总的意思。
伊斯兰教力图确立对独一无二的神的崇拜，取消偶像，它把我们的圣像也置于偶像之列。
可以用伊斯兰教的影响来解释圣像破坏运动的出现，人们也正是这样做的。
圣像破坏运动的拥护者拒不接受对圣像的崇拜，理由是它们来自异教。
他们说：“异教对复活不抱希望，故而发明了这种幻觉(伪造的偶像)，目的是使不存在的东西变成存
在的”。
由此可见，圣像破坏运动的拥护者把圣像画当做假想的或艺术的复活而予以否定。
754年的圣像破坏运动大会的决议说：“用物质的颜料和颜色在没有生命和没有生气的圣像上重现圣徒
的形象是一种渎神行为”(普世会议记述，卷七，第491—492页)。
东正教也将圣像与基本教义结合起来，指出圣父可以具有圣子的形象，创造人就是创造活的圣像。
如此提出问题，东正教就把圣像破坏运动的拥护者置于了在拒绝接受圣像崇拜的同时也必须拒绝接受
基督教的最基本教义的境地。
也就是说，圣像问题成了君土坦丁堡、东方基督教的存在问题。
东正教把圣像破坏运动看做集一切邪教，包括摩尼教而且特别是摩尼教，于一身的宗教，认为摩尼教
是佛教在西方的表现。
对摩尼教的这种态度甚至在祈祷里也有所表现。
假使君士坦丁堡抛弃了圣像崇拜，它势必断绝与西方的一切联系，势必减少西方使斯拉夫人加入天主
教的困难，将自己同伊斯兰教的斗争由宗教纷争变为政治斗争。
君士坦丁堡如果没有受到宗教的激励，将很快变成伊斯兰教城市，同它融为一体，与它共命运。
而保留圣像崇拜又使君士坦丁堡面临着另一种危险——屈从西方。
可是东方的教会虽然保留了圣像，并未放弃画像，但却注意到了圣像破坏运动拥护者的不同意见。
它不希望用画像制造错觉，因而不仅不关心画像的生动，甚至禁止做这种努力。
它规定了标准圣像样本，作为画像时不可更改的样板。
与此同时作为写生画的样本，使其更加生动的雕塑被清除出了教堂。
甚至可以说，从这时起写生画本身也被清除掉了。
它被圣像画取代，或者不如说，变成了圣像画。
    圣像画的目的是不制造画中人相像或生动的错觉。
它力求只借助象征提供概念，只起提醒的作用。
这时所注意的不是圣像本身，不是它的艺术加工，而是它应当起的作用，它必须导向的目标。
圣像画变成神学的工具后，必须经常提醒人并导致得救。
但是为了使这种提醒不至于徒劳无益，圣像画必须为了所有的人而面向每一个人，尤其是为了他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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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亲人。
为了能对所有的人起作用，圣像画本应该画所有的人。
教会在把圣像用作教育手段时，必须用圣像提醒所有的人和每一个人——不分阶级、性别、年龄等—
—不要忘记拯救，也就是说，教堂必须收集所有死人的画像，以便经常提醒所有活人记住他们。
可是这一目标在当时没有也还不可能解释清楚。
拜占庭否定了艺术上的偶像崇拜，却接受了工业的偶像崇拜——奢侈。
它为拯救服务是假，为死亡(奢侈)服务是真。
它没有把从古人那里继承来的知识用于为拯救服务，而在圣像破坏运动之后开始的知识更新只是为死
亡做准备。
    复活节是从上帝通过人自己创造人开始的。
它表现为儿子站立起来(直立状态)和还原(以文物形式)死去的父亲。
它也表现为春天的霍尔。
这是一种在复活节后第一周即在墓地进行的假想的太阳舞，目的是把太阳从冬天拉回夏天以使生命复
活⋯⋯这种复活节——儿子把生命还给父亲——是失怙的儿子的必不可少的功能，必不可少的作用。
即便在儿子被迫离开父亲的坟墓，带走一撮父亲坟墓上的泥土时这种复活节也不会中断。
只有在那些与父亲完全断绝关系的浪子那里，即农村被变成了城市的时候，复活节才会中止。
这种情况的突出表现，就是将死人的遗骸迁出居民点。
而在农村，在尚未被城市污染的今天的农村，这遗骸永远占据着中心位置。
在城市，儿子越发达，他们对父亲的感情失去得越多。
随着感情的丧失，用某种方法(哪怕就是在想像中也好)还原、恢复父亲生命的愿望也随之消失。
复活节或复活的名称虽然仍保存了下来，但这个名称的含义只剩下春天的复苏，只剩下性欲了。
这种情形从所有报纸的复活节专刊上即可见到，也可以从托尔斯泰的《复活》的头几页里见到。
复活节随人的诞生而诞生，它永远不会抛弃人，也不会被人所抛弃，因为它就是人类儿子的本质。
我们可以随时随地见到各式各样的复活节，从前面说到的第一次站立、直立状态这一人的最初有意识
行动，从人创造自己(上帝通过人自己创造人)开始，从人类的儿子最早以文物形式再现死去的父亲开
始——这就是最早的复活节，最早的复活。
    人类的儿子也珍惜父亲的遗骸本身。
他们是如此珍惜他们盼望恢复其生命的遗骸，以致他们在迫不得已必须离开父亲坟墓时也要带着它一
起迁移。
即使那些同自己的祖先断绝了关系的人——我们指的是将死人遗骸移到城市外面的城市居民，即使那
些有文化者——他们是高级的城市居民，他们摈弃了儿子这个称呼，代之以抽象、含混、什么也说明
不了的词汇“人”，即使这些人，身上也都包含着他们的父亲、祖先，并且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再
现他们，尽管他们并未意识到，并不懂得这一点。
就连复活的最大敌人托尔斯泰，也在复活他的祖先，虽然他只是假想地而不是真的这么做。
托尔斯泰为了否定真正的复活，把无关紧要的，完全徒劳的道德背叛称做复活，他在创作《战争与和
平》时，就是这么做的。
霍米雅科夫也不懂复活节，他在他那首著名的诗歌里把它同没有父子关系的友爱相提并论。
复活节在西方尤其是远西销声匿迹后，在俄罗斯保存了下来，特别是在克里姆林宫那些集结者或为了
父亲的复活事业而把儿子联合起来的人的灵柩所在地。
克里姆林宫是保护父亲遗骸和一旦缺乏友爱状况不复存在时负有将保护的工具变成使遗骸复活的工具
义务的要塞。
加冕礼就是将登上父亲皇位者置于使父亲复活的共同事业中，它如果不在克里姆林宫而在别的地方进
行，便没有意义。
但如果放在复活节进行，加冕礼的意义就更大了。
1898年8月12日宣言，即人们所说的裁军宣言只有在复活节才会有圆满的意义。
复活节以复活日，以大赦代替了报复日、审判日、惩罚日。
金口约翰通常在复活节晨祷结束时说的那句名言就是大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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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正教徒在复活节上互吻三次以示祝贺也体现了这一点，这种礼仪说明过去受到的一切侮辱和委曲都
烟消云散。
复活节在其发祥地旧耶路撒冷及大牧首尼康仿照它建造的新耶路撒冷更是炙手可热。
在这里它是经常性的，全年不断，人们对把复活节与东正教等同起来的看法特别容易理解，容易接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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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一个独特的思想家——费奥多罗夫其人其事                   范一    列夫·托尔斯泰曾对人说：“我为和
这样一个人生活在同一时代感到骄傲。
”又说：“假如我没有自己的理论，我一定会成为尼古拉·费奥多罗维奇的追随者!”有谁会想到；这
位受到举世闻名的大文豪如此推崇的费奥多罗夫，竟是一个寂寂无名、不见经传的图书管理员。
而他却提出了一套惊天动地的改造自然的计划，成为一个独特的哲学体系和人类发展史上最大胆的乌
托邦的创始人和俄国宇航学的奠基人。
    高尔基称费奥多罗夫是“最奇特”，“最有趣”的人。
果然，他从外表到生活习惯，到世界观，都与一般人迥不相同。
人们很难把他归入哪一种类型。
    费奥多罗夫是一个公爵的私生子，生于一八二八年。
一八四九年中学毕业后进入贵族学校。
这时他已表现出非凡的才能和独特的性格。
一八五二年在毕业考试时他与一位教员发生激烈辩论，愤而离开学校。
从一八五四年起，费奥多罗夫在一些县中学任史地教员。
由于他的教学方法与众不同，主张不受课本限制，通过师生直接研究当地的历史、地理和动植物，通
过观察星球和实地试验共同获得知识，他常常与学校当局发生龃龉，因而频频更换学校。
一八六七年他徒步走到莫斯科。
一八七四年起在鲁缅采夫图书馆(列宁图书馆的前身)担任馆员。
一九○三年去世。
    费奥多罗夫粗衣淡食，恬淡寡欲，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
一年四季，无论寒暑，他总是穿着同一件无领的旧短大衣。
他身居斗室，每天只在光溜溜的柜子上睡三四个小时。
饮食仅限于面包和茶。
他薪水不多，却拒绝给他加薪。
而且常常济困恤穷，把大部分薪水拿去接济图书馆的看守人，或者为图书馆购买欠缺的书。
托尔斯泰叹道：“尼古拉·费奥多罗维奇是圣人!斗室。
履行!——而且自然而然。
——不要薪俸。
没有内衣、卧具，没有床铺”，“他一贫如洗，把一切都奉献出来。
他永远乐观，温厚和平。
”费奥多罗夫反对财产私有。
他把财产，包括对思想的占有看成“罪恶”，因为财产和思想应当属于大家。
他几乎不发表和出版著作，至多也只在外省的报刊上写点文章，而且从不署名。
由他的学生在他死后整理出版的《共同事业的哲学》第一卷，按照他的这一思想，总共只印了四百八
十册，全部免费赠送给各图书馆和想要得到的人，而不出售。
    费奥多罗夫以学问鸿博而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知识阶层中洋溢口碑。
他的博学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甚至使他带上传奇的色彩。
他博览书史。
据说他几乎知道鲁缅采夫图书馆所有藏书的内容。
他不仅精通欧洲各主要语言，而且对不少东方语言颇有研究，一度对汉语十分入迷。
他对哲学、艺术、自然科学都有很深的造诣，被称为百科全书。
    费奥多罗夫独树一帜，自成一系，制订了一套“调节自然”计划，内容包括驾驭自然，改造人的机
体，进入宇宙，直至战胜死亡，使先人复活。
费奥多罗夫把实现这一计划称做全人类的“共同事业”。
他认为，人必须从道德感和理性的深远需要出发，自觉地控制进化，改造整个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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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仅是自然发展的最高成就，而且应当反过来成为影响自然的主体。
调节自然是进化的新阶段、世界发展的自觉阶段。
如果说进化是下意识的、痛苦的、消极的进步，那么调节就应当成为自觉自愿的改造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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