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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文版作者序　　我对沃格林哲学的研究现在就要以中文示人，对此我备感荣幸。
自本书三十年前（1981）首次出版以来，已发生太多的事情&mdash;&mdash;既在这世界上，也在学术
上。
不过，沃格林工作的论点和洞见，作为永久的哲学的一种代表，并没被改变多少，除了他对政治现实
的理解已不再新奇。
他的工作现已大部分被吸收到政治科学对一些问题的理解，而他对那些问题的处理既有说服力，又有
效。
当然，沃格林本人是在20世纪极权暴政&mdash;&mdash;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国家社会主
义&mdash;&mdash;的阴影下写作，而且他自身也遭受其害。
他的分析致力于理解这些暴政，因为它们是对人类实在的简约描述，这种描述隐匿了宰制意志（libido
dominandi）或权力欲&mdash;&mdash;自世界开始以来，这种宰制意志就是每一种暴政的标记。
在当前时代，批判性理解和科学本身的广泛崩溃所带来的困难，使我们对现象的理解从理论上变得模
糊不清。
沃格林纵身跃入并嵌入他自己的批判性才智的，正是这一空白。
沃格林之所以如此，乃是为了力图把握他被迫生活其中的处境，并力图找到一种有说服力的意识形态
理论来说明它。
结果他发现，古代基督教诺斯替主义异端，作为一种新兴群众(ersatz)宗教而复活，且盛行于世，同时
，以诺斯替主义为中心的思想和实践之意识形态化的扭曲变形，则要为政治生存提供&ldquo;最终答
案&rdquo;，并不祥地赋予这种生存以终末论维度。
此重大洞见和论辩构成他第一本、也是最闻名遐迩的英语著作《政治的新科学》（1952）的核心，并
在《科学、政治和诺斯替主义》（1959）中得到阐明&mdash;&mdash;其中的第一章是他1958年在慕尼
黑大学所作的就职演讲。
此两本著作反过来也扩展了他篇幅较小的德语著作《政治宗教》的原初视野。
《政治宗教》是沃格林1938年逃离盖世太保前往美国之前，在维也纳最后一段忙乱日子中出版并随即
被销毁的著作。
他逃离了极权压迫，而相当惊人的是，早在1933年他在德国出版的三项研究已经尖锐地揭露了纳粹政
权的真面目。
而奥地利，犹如系紧在欧洲上的套索，很快被拖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当中&mdash;&mdash;这灾难
也同样蹂躏了中国。
　　本书标题中的&ldquo;革命&rdquo;所指向的，当然是知识革命，而不是政治革命。
这种革命在本书第七章中作出勾勒。
这涉及政治探索以及从中产生的对科学的调整，即从以外部世界的数学化科学为基础，转向以哲学科
学为基础，这里的哲学科学是指首先由古代希腊哲人所建立，并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达到顶峰的那种科
学。
本书由此论证一个科学范式的转移，以及应用到人间事物时，科学本身之意义的重新定义，这对我们
理解&ldquo;什么是人类所特有的&rdquo;这类问题，以及人类为了自身治理所创造的政治安排，有着
重大意义。
　　对于沃格林研究，现在正值有利时刻，而本书作为入门著作，可以服务于几个良好目的。
我们生活在日益全球化的共同体之中，在那里，&ldquo;人类的统一&rdquo;远不是令人茫然的词句，
而是被全世界范围内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联系所构造的，由此产生的新式的、令人清醒的相互依赖，
对全世界的人都是至关重要的。
再则，沃格林已不再是相对无闻，在今天，他已经被视为现代时期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之一，他对人
类所面对的重大问题提出了强有力的分析。
还有，他所有主要著述都已经以学术版问世，即由我本人主编的三十四卷本的《沃格林全集》（密苏
里大学出版社，1991-2009）已经全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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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这些基本资料之外，沃格林的学术成就以极为广泛多样的方式影响日隆，其中有些成果可以在路易
斯安那大学沃格林研究所的网站找到。
在那里，过去二十七年沃格林协会的会议论文目录都可以追踪到，也有视听影像资料链接。
沃格林研究所的&ldquo;政治哲学&rdquo;专著系列和&ldquo;宗教与政治&rdquo;专著系列（亦由密苏里
大学出版社出版）也值得提及。
最后，沃格林本人的著述，以及与他的工作有关的两手文献，正不断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更不用说中
文了，因为沃格林的一些最重要著作的中文版已经陆续出版或正在翻译当中。
　　为此，我很高兴欢迎读者进入这本微不足道的引介著作，我希望它有些许价值，有助于读者去理
解一位极为重要的政治哲学家。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徐志跃这位出色的学者，是他把本书带给中文读者，并付出辛劳、才能和热心。
对于他在把我的书译成中文过程中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和不凡的译文，我非常感激他，并向他献上真诚
的敬意。
　　写于2012年3月　　第二版作者序　　《沃格林革命》既已绝版多年，我自然很乐意看到它再版，
而且是针对学生和学者群体的。
1981年版的文本此番再版未做文本和版式更改。
但为了纠正错误，本序后附有更正表。
　　此外，本版增加了&ldquo;尾声&rdquo;部分。
　　自本书初版以来近二十年间，论及沃格林的二手文献虽有不少增长，但我相信，公平地说，我的
研究依然是通观沃格林全部著作并以思想传记形式作出的仅有尝试。
我原本讲的故事直到1981年；四年后沃格林去世了，是在1985年1月19日，享年八十四岁。
传记性叙述的&ldquo;脊骨&rdquo;，是让这位哲人自己述说自己，这即是通过我事先采访听录后所整
理的叙述，本书中引用时标记为&ldquo;自传式回忆录&rdquo;（AM）。
该文件后来编辑出版，作为由我本人编辑的沃格林著作《自传性反思》刊行（路易斯安那大学出版社
，1989；1997年平装版）。
　　《沃格林革命》初版后的主要进展是汇集沃格林的著述，1991年先由路易斯安那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8年后由密苏里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即如今三十四卷规模的《沃格林全集》&mdash;&mdash;截
止本序写作时（2000），已有十七卷印行，另五卷正在制作。
这意味着所有沃格林的著作即将全部以英文出版。
因此，请注意本书从原刊处引用的所有论文现在都已被汇集并出版于《全集》，其中第十一卷和第十
二卷，包含1953至1985年刊登在诸多不同刊物上最经常被引用的论文。
相关信息的更新，可以在密苏里大学出版社网页上找到：　
　http:/www.system.missouri.edu/voegelin/voegelin.htm.　　我要特别感谢圣约翰大学的亨利(Michael
Henry)教授盛情邀请我再版《沃格林革命》并收录于由他主编的一个系列，也要特别感谢Transactions
Publishers的霍洛维兹(Irving Louis Horowitz)和库缇斯(Mary E. Curtis)的鼓励和支持，还要感谢考丽
特(Christina Kollet)和施耐德(Anne Schneider)在本版编辑上的辛劳。
我还要感谢普尔(Monika Puhl)，来自波恩大学在沃格林学院做研究的访问学生，她帮我校正植字错误
并核对引文。
　　写于2000年　　第二版编者前言　　&ldquo;革命&rdquo;是意味着恢复、复兴，回到以前状态的
循环，还是意味着与过去决裂的新开端？
按阿伦特在《论革命》第一章中的观察，此词在政治语境中原本采用前一个含义（正如在&ldquo;光荣
革命&rdquo;中），但到了18世纪末获得了后一种含义。
在&ldquo;哥白尼革命&rdquo;这一表述的意义上，正是桑多兹教授所用这个词的含义，&ldquo;革
命&rdquo;强调的是新式，就如在&ldquo;哥白尼革命&rdquo;中，&ldquo;革命&rdquo;是指看待我们的
宇宙及其我们在其中的位置的全新方式。
相应地，桑多兹说到沃格林的&ldquo;哥白尼式革命&rdquo;，意指某种新的想象性洞见，&ldquo;使得
科学思维本身结构中的重大转移成为必要&rdquo;。
不过，哥白尼的&ldquo;范式转移&rdquo;涉及到与所有先前思想家的决裂，而沃格林的洞见之新，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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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在拒斥传统的意义上，而是意味着对往昔洞见的理解更深入，表述更清楚，也更为&ldquo;区
分&rdquo;。
沃格林的&ldquo;革命&rdquo;本质上是强化的恢复，试图克服作为现代性主要特征的意义之失落。
桑多兹教授在本书&ldquo;尾声&rdquo;中睿智地引用了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循此精神，我认为
我们也可以把沃格林力图做的事理解为必要的求索和探索（用艾略特的语言），这种求索能使我们返
回到、并最终知道我们所由开始之处。
沃格林并不称自己是保守派，相反可以被称为革命性的传统主义者，但他对传统有着保守派的深刻尊
重。
　　现代人的头脑把&ldquo;革命&rdquo;与拒斥过去联系在一起，认为过去太落后、缺陷太多，乃至
对身处更先进发展阶段的我们没有用处。
对现代知识界来说，革命性的原创意味着某种新的学说或意识形态，某种新奇的、迄今为止从没被认
识到或想象过的&ldquo;真理&rdquo;，它一扫往昔的所有错误，并最终让人类走到正确的轨道。
这一革命性真理的发现者于是就成为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
　　当然，沃格林从来不曾直接或间接地就自己有过这样的声称。
因为他和他的著作恰恰是此类傲慢的反面。
沃格林追求他的&ldquo;有学问的非原创&rdquo;（桑多兹语，见本书页107），他拒绝所有暗示任何种
类教条论取径的标签，因为一个将自身局限于哲学的或意识形态的教义的思想家，就已经至少部分地
弄瞎了自己，使得自己看不见超越的不可预料的突入，而对超越之最深刻的可能理解，恰恰是思想的
开端。
不同于那种总想担当新型设计师的意识形态分子，沃格林的科学与考古学家的科学有着很多共同之处
，他试图挖掘、保存和恢复过去，使之作为活生生的世界。
在严格的语源学意义上，他的工作是&ldquo;根本的&rdquo;(radical)，因为他毕生的求真引导他去探索
人类思想的真正根源，不仅在西方传统中，而且也包括非西方传统。
　　我本人第一次邂逅沃格林的思想大约是在三十年前，那时有人向我推荐他论述柏拉图的书，我几
乎将其一口气读完。
从第一个句子，该书就开启了哲学中的意义之深处，那是我此前的阅读所不曾向我启迪的。
桑多兹教授多年前撰写的现已增订的这本书，对沃格林思想的分析和背景研究是如此清晰和彻底，有
着无以估量的价值。
对那些试图理解沃格林思想的读者来说，让这本启人心智的引论著作再次刊行，实在是件幸事，我要
感谢桑多兹教授让《沃格林革命》第二版作为&ldquo;保守思想文库&rdquo;之一而出版。
　　亨利(Michael Hen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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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20世纪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埃里克?沃格林生平和思想的评介性著作。
作者是34卷本《沃格林全集》的主编，本书堪称最为清楚、综合、权威的沃格林入门著作。

　　关于“沃格林革命”的意涵，本书第二版编辑亨利(Michael
Henry)说，“沃格林的洞见之新，并不是在拒斥传统的意义上，而是意味着对往昔洞见的理解更深入
，表述更清楚，也更为‘区分’。
沃格林的‘革命’本质上是强化的恢复，试图克服作为现代性主要特征的意义之失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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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桑多兹(Ellis Sandoz)是路易斯安那大学Hermann
Moyse政治科学终身特聘教授，沃格林美国文艺复兴研究所所长。
他创建并至今依然领导着“沃格林协会”，是三十四卷《沃格林全集》的总主编。
1965年他在沃格林指导下于慕尼黑大学完成博士论文，是政治哲学领域（欧洲、美国和俄罗斯）的专
家，并受邀在意大利、捷克、加拿大等地讲学。
曾被里根总统任命为国家人文委员会委员。
除《沃格林革命》之外，还撰有《政治的启示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之研究》《伏法
的政府：政治理论、宗教和美国之创建》《真理的政治》《共和主义、宗教和美国之魂》等主要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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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引  论　　撰写本书，目的有二，一是为沃格林思想提供一般的引介，二是由此表明其革命性。
近年来，学界对沃格林的学术兴趣稳固增长，但他所做的工作对学界外的广大领域同样具有重要性，
本书所要面向的正是范围更广的读者。
我希望，本书对这样一些读者具有价值：他们对人之生存的恒久问题有着严肃的兴趣。
在过去半个世纪，有一位一流的思想家已经探索了这些难题。
本书也旨在为跨越鸿沟架起一座桥梁，正是这一鸿沟把沃格林与其他思想家和一般公众相分离，因为
对他们来说，沃格林是位晦涩难懂的人物。
沃格林既不属于某个思想流派，也不属于构成当前意见氛围的各类主流正统。
作为思想家，他很独特，他的著作又相当复杂，这就表明很有必要为那些愿意理解和欣赏他的重要性
的读者提供一本入门读物。
　　沃格林留下十五本著作和九十篇以上正式发表的论文，这些著述对引介者提出了很高的知识要求
，甚至需要一项全面的评估研究。
但我认识这位巨人并追随他的工作达三十年之久，他的工作伴随着我对自古代以降的政治理论史的反
思，并引导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沃格林的成就确实不同凡响。
要评价当代事件的长期意义，包括知识成就的地位，无疑要小心翼翼，但是，就沃格林这一个案而言
，证据具有说服力&mdash;&mdash;其实是很有说服力。
按照有关学术造诣、对材料的技术性把握、哲学分析以及异象(vision)的广度所有这些可用准则，沃格
林的工作都堪称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性。
　　因此，本书除了对沃格林生平的解说性呈现之外，主要论证这样一个观点，即沃格林的思想已然
构成哲学和政治科学上的一场革命，这一革命在其领域内配得极大瞩目，因而本书书名可谓在在有理
。
当然，我的前提是，任何革命之发生，乃是伴随事件本身之时，而非在后来相隔相当时间距离之后，
人人都辨别出这些事件的革命含义之际。
在下面的呈现过程中，对当前这场革命的性质及其范围有所提示，而最后两章则是对这一革命的概括
。
　　本书是解释性的引介，不是定论或批判性评估。
之所以无法做定论，乃因为所介绍的工作还在发展中。
老实说，我的介绍也无法成为批判性评估，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是沃格林的学生和朋友。
在研究他的著作时，我没有感到这样的尴尬，要去做出&ldquo;吾爱真理甚于爱友&rdquo;这样的抉择
，尽管我也有心理准备作这种选择。
这是因为，在他的著作所触及的每个主题上，对我都很有启发，而且在科学上又有最高的说服力和有
效性。
但接下来所展开的，是一种解释，而不仅仅是一种欣赏。
作为学者和教师，沃格林一直力求避免把他的学生打造成门徒。
他相信，最为重要的是，他和他的学生都服务于真理，这是韦伯式智性诚实的根本要求，也是一切科
学探索的根本原则。
因此，尽管我对沃格林著作一手资料本身予以最严谨的注意，并采用了与沃格林的长时间访谈所得，
同时也得益于他对录音整理稿的修改意见，但对于这一做法，以及从中选作本书核心材料的内容及给
出的解释，他本人不应该承担任何责难。
　　出于帮助读者的考虑，就我的方法以及对相关原始资料的组织和处理，我也许需要再做些说明。
沃格林总是把自己认同为一个政治科学家和研究政治的哲人。
虽说本书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思想传记，但除了第一章之外，著作结构或多或少是按照编年进行的。
第二和第三章是传记性的，它们勾勒出沃格林的生平和著作，其中包括对即将出版英语版的五本德语
著作所做出的最详尽的讨论。
写作这几章的主要资料来源是我所称的沃格林的&ldquo;自传性回忆录&rdquo;(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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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重要文献得自于我与沃格林于1973年夏天在数周内进行的一系列访谈录音。
就我提出的问题，他的回答总计有将近二十七小时，录音整理后由他亲自订正，由此形成一份叙述，
既是自传性的，又是他回顾自己之前工作时所做的评论。
这份录音文献的主体成为本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原先就计划好的。
　　在承担对沃格林思想的这项研究时，虽然关注点主要是几十年来沃格林的思想发展，但我更侧重
近些年的工作和他的哲学的当前状态。
我首先勾勒了迄今为止他工作的整体，然后更仔细地聚焦于后续的四个横切面，这四个知识水平线上
的横切面旨在表明他探究的阶段，这也意味着会有交叉重复。
即先是展现1938年前各阶段的&ldquo;眼界&rdquo;（horizon），然后是1952、1957、1966和1981年四个
时间节点上的眼界，这样的顺序也要求我相应地考虑沃格林在同一个问题上眼界的扩大和&ldquo;视
界&rdquo;（perspective）的变化。
再说，这些眼界不能靠单一章节进行综合处理；因此，对眼界的梳理，必须通过对比早前的眼界，由
此才能确定哪里有变化，或哪里被强调，不过，在此基础上的梳理也是有选择的。
论题的选择性本身必然要求我们在沃格林不同时期的不同作品之间往返穿梭。
&ldquo;简化&rdquo;的沃格林思想的介绍或许可以按照&ldquo;人&rdquo;、&ldquo;政治&rdquo;
、&ldquo;历史&rdquo;和&ldquo;存在&rdquo;这样的关键议题来布置各章。
但对材料的这种组织，其实忽视了各议题间的互相联系。
如此剖析所能给出的，仅仅是对一个身体的解剖，所理解的人是已成过去的，无法给出对内容的准确
理解，更遑论其动态发展和生命力。
这内容当然是指沃格林对于人在历史中的政治生存的实在和&ldquo;整全&rdquo;的探索。
　　沃格林的思想应被视为一位致力于哲学探索的人探求真理的朝圣之旅，这样的旅程无法分离于政
治的现实和当代生活的紧要事情，而是与之处于恒常的、响应性的互动之中。
他沉浸于政治现实的深处，抵抗其中的腐败，这对他的思想来说举足轻重。
我力图强调他思想中的实际维度和常识维度，即使他的思想上升到极为复杂的理论分析和沉思之际。
走进沃格林工作的这一取径，乃本于他自己的观点，即他对&ldquo;理性&rdquo;(reason)和&ldquo;人的
合理性&rdquo;(human rationality)的理解，从作为基础的常识，到哲学的和科学的洞察，构成了一个连
续谱，而且，人的合理性之概念也呈现于他1920年代开始的所有工作。
但是，在研究沃格林思想时，这样的装备还是不足以处理实际遇到的复杂性。
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朋友提醒过我，沃格林的《人居领地时代》就像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一样复
杂，若有人想找一本历史上最难啃的书来比赛，这本书是很好的候选者。
我并不同意上述评价，因为沃格林是清晰的，而黑格尔则狡猾到了故意含混的地步。
我的观点先放在这里，本书最后一章会面对《人居领地时代》一书，也许到时会提供我的理由所在。
　　我也试图写得更为清楚，按顺序渐进地介绍材料，为的是让沃格林理论之主要特征得以呈现，使
得细心的读者能够理解它们，并与我一道分享受到启发所带来的欣喜。
沃格林所走的旅程，以及我们在不同层次参与的旅程，将会带领我们和他本人一起进入新的眼界；我
就像指南针的保管者一样，只是尝试描绘出他穿越崎岖地形，从一个高峰进入另一高峰的进程。
在这描绘过程中，我主要持守在沃格林思想的高地（即使不是绝对如此），因为沃格林曾在这样的高
地展开对实在的全新分析，并最终提供给我们人间事物的新科学。
我为此而实际上省略了他所有精彩的细节，那是在他处理无数文献源时所呈现的，而他的洞见也从中
产生。
同时我也只是简要地考虑了对有缺陷的、&ldquo;扭曲变形的&rdquo;实在描述（比如诺斯替主义和现
代意识形态）的分析，虽说他的研究与这些糟糕的实在描述一再地进行批判性交遇，而且，对于它们
的恶，沃格林的分析是一种治疗。
我的目的一直是彰显沃格林思想的核心，通过一个说明的过程把读者引入其内核，并在此过程中不仅
显明其关键性洞见，而且也表明它们与探索方法本身的有机联系。
在此过程中，与有缺陷的实在描述的张力显然也会水落石出。
不过，对于表明不足之处的理由之细节和全方位论证，则很大程度上不予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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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那样做也许会推翻我写本书的意图，即为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沃格林之工作的独特性及其在西方政
治哲学全景中的地位，提供精炼且探索性的、平衡的描述。
因为探索的&ldquo;语言&rdquo;对沃格林的整个努力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只要有可能，在每
个重要问题上，我都会尽量让他亲自告诉我们。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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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沃格林革命(传记性引论第2版)》由埃利斯·桑多兹著，徐志跃译，本书作为沃格林入门著作的出版
，可以服务于几个良好目的。
我们生活在口益全球化的共同体之中，在那里，“人类的统一”远不是令人茫然的词句，而是被全世
界范围内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联系所构造的，由此产生的新式的、令人清醒的相互依赖，对全世界的
人都是至关重要的。
再则，沃格林已不再是相对无闻，在今天，他已经被视为现代时期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之一，他对人
类所面对的重大问题提出了强有力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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