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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哲学研究》

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斯宾诺莎哲学研究》是作者洪汉鼎研究斯宾诺莎哲学三十余年的呕心沥血之作。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斯宾诺莎哲学研究》共分四编。第一编“绪论”详尽介绍了斯宾诺莎哲学思想产
生的时代背景、科技条件和思想渊源，全面考证了斯宾诺莎所有著作的写作年代和主要内容，论述了
斯宾诺莎哲学体系及其方法的形成，澄清了西方哲学史上某些哲学家对斯宾诺莎思想的误解、歪曲和
夸大。第2编“自然系统”是对斯宾诺莎哲学体系及其方法的系统研究和宏观把握，详细论证了斯宾
诺莎的神即自然、自然即实体的一元论本体论。第3编“认识系统”通过对斯宾诺莎认识论的阐述，
指出它是自成系统的认识论唯理论，同时也指出其内在矛盾和混乱之处。第4编“伦理系统”把斯宾
诺莎哲学体系的归宿——伦理学作为讨论的主题，指出斯宾诺莎所说的上帝就是至善，爱神就是追求
至善，提示了斯宾诺莎无神论的泛神论的真实面目，从而驳斥了把斯宾诺莎看做宗教家的错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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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哲学研究》

作者简介

洪汉鼎，1938年11月19日生于江苏省南京市，原籍湖南长沙，1951至1956年在江苏无锡市辅仁中学读书
。1956年夏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从习于贺麟教授、洪谦教授和冯友兰教授，研习西方哲学，1961年
毕业。1963年考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197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任贺麟教授助手
。1983年获德国洪堡基金会研究资金，赴德国进修两年，由于对中德哲学交流作出贡献，1984年10月
受德国总统卡斯顿斯的接见。1985年返国后，任职于北京社会科学院哲学所。1986年任研究员(教授)
。1991年荣获德国杜塞尔多夫哲学名誉博士，之后多次赴德国、香港等地讲学。1992年成为享受政府
特殊津贴专家。1994年代表作《斯宾诺莎哲学研究》(199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5年任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哲学院客座教授，并在德国讲学一一学期。
回国后，先后任山东大学、东南大学客座教授，担任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和南开大学博士论文答辩委
员会委员，并任北京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1996年译著《真理与方法》两卷本(1993—1995年台
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出版)获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自2001年起，一直在台湾几
所大学任教。现任北京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山东大学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华全国西方
哲学史学学会和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以及国际斯宾诺莎学会(荷兰、德国)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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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哲学研究》

书籍目录

第一编 绪论
第一章 斯宾诺莎的时代
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和联省政治
经济繁荣、科学和艺术的黄金时代
教派林立和宗教纷争
第二章 斯宾诺莎的生平
“希伯来之光”（1632—1645）
新世界漫游（1645—1654）
被犹太教放逐（1654—1656）
精神与世俗的冲突（1656—1660）
莱茵斯堡时期（1660—1663）
伏尔堡时期（1663—1670）
海牙时期（1670—1677）
第三章 斯宾诺莎著作考释
《神、人及其幸福简论》
《知性改进论》
《笛卡尔哲学原理附形而上学思想》
《神学政治论》
《伦理学》
《希伯来简明语法》
《政治论》
《论虹的代数测算》和《机遇的计算》
《书信集》
第四章 斯宾诺莎哲学思想的发展及其最后之统一
神或自然，万物的卓越因到万物的内在因
神或实体，“实体或属性”到“神或实体”
神或自然或实体，斯宾诺莎哲学思想的三位一体观
第五章 斯宾诺莎哲学体系的逻辑结构及其几何学方法
存在、认识、自由，斯宾诺莎哲学三大系统的统一
“在自身内”和“在他物内”的对立统一，斯宾诺莎
哲学体系的内部逻辑结构剖析
斯宾诺莎的几何学方法
第二编 自然系统
第一章 神
神的定义
神存在的证明
神的三重内涵
第二章 实体和样态
在自身内和在他物内
实体和样态的一体两面关系
有世界论还是无世界论？论黑格尔对斯宾诺莎实体
概念的错误解释
实体概念在西方哲学思辨中的意义
第三章 实体和属性
属性和实体的区分
有关属性的几种解释
“由知性看来”的真正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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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哲学研究》

第四章 思想和广延
思想和广延作为自然解释原则
思想和广延的同一两面关系
谢林和黑格尔的错误解释
同一两面论的困难和问题
第五章 无限样态和有限样态
无限样态作为神与个别事物之间的中介
直接的无限样态和间接的无限样态
广延属性的无限样态系统和思想属性的无限样态系统
有限样态系统
第六章 逻辑性的自然架构和绝对必然的因果系统
逻辑性的自然架构与自然的现象描述
双重的同一两面论
绝对必然的因果系统
第三编 认识系统
第一章 观念和对象
“观念”一词的两种涵义
神内的观念和人的心灵内的观念
观念和对象的两种区别关系
观念和对象的同一
第二章 心灵和身体
心灵是人的身体的复合观念或观念系统
身体是构成人的心灵的观念的对象
人的心灵与人的身体的统一
斯宾诺莎的身心同一两面论的历史意义
第三章 理智和想象
观念和知觉形象
观念的主动性及其重要特征
理智和想象
理智和想象作为两种认识方式的差别
第四章 真理和错误
关于斯宾诺莎真理论的两种对立的解释
“真观念必定符合它的对象”释义
观念的对象和观念所表象的事物
真理是真理自身的标准，又是错误的标准
正确观念和虚构观念、错误观念、可疑观念
斯宾诺莎真理论的意义
第五章 想象、理性和直观知识
第一种知识：意见或想象
第二种知识：理性
第三种知识：直观知识
哲学理性思维和科学知性思维
第六章 语言和真理
语言是想象的产物
语言真的不能表达真思想吗？
语言必须从想象中解放出来
第四编 伦理系统
第一章 自由和必然
内在的必然和外在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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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哲学研究》

人的自由的基础：努力
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
第二章 情感和认识
笛卡尔和霍布斯关于情感的理论
情感的起源和基础
情感的定义、性质和种类
情感与想象认识
情感的奴役及对其的理智克制
自由人的伦理学
第三章 国家与社会
近代自然法理论的发展
自然权利、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
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
自由主义的倡导者
第四章 宗教与道德
斯宾诺莎是位宗教家吗？
宗教与迷信
人性生活的三个阶段：感性生活、理性生活、神性生活
附录一 斯宾诺莎在欧洲哲学史上的影响以及中国的斯宾诺莎研究
附录二 斯宾诺莎的“一切规定都是否定”考释
附录三 斯宾诺莎生平和著作年表
参考书目
新版附录一 洪汉鼎先生学经履历与学术成就述略
新版附录二 洪汉鼎先生著作目录
新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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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哲学研究》

精彩短评

1、很好，读完一本翻译的很烂的伦理学之后，直觉小斯说的很多都是非常符合自己的口味的，但是
又是模糊的，这种模糊衍生出一种光环。读完这本书后很多东西都“清楚明晰”了，光环消释了，更
多的思考是如何指导行动的层面⋯⋯
2、阅读《伦理学》时，会不断翻到“界说”“公理”部分，ok我认为没有人会蠢到专门研究斯宾诺
莎，因为不可避免地需要大量的重复，除非你把那27个界说、22个公则、259个命题都牢记于心，不然
你迟早会乱了套。正如黑格尔所说“至于他的学说体系，那是很简单的，大体上是很容易掌握的。唯
一的困难部分在于方法，在于他用来表达思想的那种错综复杂的方法，”因此洪老先生的书中大量冗
杂，因此很难说是一本“足以与西方一流学者相抗衡的具有国际水平的学术著作”，只能说它太过全
面并清晰而分明的展示了斯宾诺莎哲学的基本样态，不过本书对《神学政治论》论述极少，而主要是
在《伦理学》体系之下的，因而全书主要分为自然系统、认识系统、伦理系统三部分。斯宾诺莎哲学
的生命性在于其总是斩钉截铁地调和对立冲突，最终归于神这个唯一的实体。

Page 7



《斯宾诺莎哲学研究》

精彩书评

1、哈哈，但是我找到了有趣的东西。比如，斯宾诺莎24岁的时候，犹太教集团视斯宾诺莎的言论为异
端邪说，对他采取了大开除的处罚，处分的措辞如下：遵照天使和圣徒们的审判，并征得神圣上帝和
本圣公会全体的同意，在这些神圣的摩西律法之前，并根据他所载的六百一十三条训诫，我们诅咒，
孤立，憎恨和咒骂斯宾诺莎，按照约书亚诅咒耶利哥那样诅咒他，按照以利亚来诅咒他：白天他被诅
咒，夜里他被诅咒：他出去的时候被诅咒，在他回来时被诅咒；当他睡下的时候被诅咒，在他起身时
也被诅咒，主将永不饶苏他；主将对他表示愤怒和处罚，并使他领受摩西律法所载诅咒的所有灾祸；
主要是在普天之下毁他的名；并且对他的堕落，主将照载入摩西律法中的苍天之下的所有诅咒把他逐
出以色列的十二族；但是对于依恋与主的人，上帝与你同在！我们命令：任何人都不得以口头或书面
的方式与他交往，不得对他表示任何好感，不得与他同住一屋，不得与他同在两米的距离之内，不得
读他的著述和他书写的任何东西。书摘：1 每个年轻的犹太人都要学习一种手艺以为将来谋生的手段
（斯宾诺莎就学了磨镜片）2 斯宾诺莎死后留下的财产很少，主要是160本书。3 越是把国家交给一个
人，国家就越没有权利，它的臣民的状况就越可怜。4 歌德曾说：斯宾诺莎的书信是我们在正直和人
道的世界里所能读到的一本最有趣的书。5斯宾诺莎把知识分为三种：第一种知识是一种不依理智的
秩序而由直接的经验和间接传闻而得到的感性知识，他把这种知识称为”意见“或”想象“第二种知
识是据事务的共同概念和正确观念进行推理的科学知识，他把这种知识称为”理性“；第三种知识是
直接从神的本质观念出发，进而达到对事物本质认识的哲学知识，他把这种知识称为”直观知识”。
斯宾诺莎认为第一种知识是片段的、混淆不清和不正确的知识，第二种知识和第三种知识才是真知识
，但唯有第三种知识才是最完善的知识，可以产生“心灵的最高满足”6 内在的因素才是自由的因素
，内在的因素越多，我们就越自由。凡是仅仅由身体本性的必然性而存在，其行为仅仅由它自身决定
的东西叫自由，相反，反一物体的存在及其行为均按一定的方式为他物所决定，便叫做必然或受制
。7 心灵对神理智的爱，就是神借以爱它自身的爱，这并不是就神是无限而言，而是就神之体现于在
永恒的形式下看来的人的心灵的本质之中而言，这就是说心灵对神的理智的爱乃是神借以爱它自身的
无限的爱的一部分。8 斯宾诺莎：一般哲学家是从被创造物开始，笛卡尔是从心灵开始，而我则是从
神开始。9 构成人心的形式的观念不是简单的，而是多数观念组成的。10 心灵所知越少，而所感觉越
多，则它虚构的可能性越大，反之，心灵知道的越多，而其虚构的可能性也必定越小。11 我明白的说
，只要人心常依自然共同秩序以观人事物，换言之，只要人心常常=为外界所决定或为偶然的机缘所
决定以观认此物或彼物，而非为内在本质所决定以同时观人多数事物而察见其相同、相异和相反之处
，则人心对于它自身、它的身体，以及外界物体都没有正确的人数，而仅有混淆的、片段的知识。12 
即使我们可以认识事物，我们也无法把它说出来告诉别人。13 斯宾诺莎相当熟练地掌握了希伯来文、
拉丁文、荷兰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意大利文、法文，他也曾经试图用各种各样的表达形式来说
明他的思想，例如他使用过对话体、真传体、格言、历史的《圣经》的批判、书信等方式，并最后选
取了几何学证明方式作为他代表作《伦理学》的最好表达方式。正是基于这种研究，斯宾诺莎在《伦
理学》、《知性改性论》等著作里相当明确地论述了他关于词语和语言的观点。14 语言对于表达或直
接表达哲学真理，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的；或者说，即使语言表达了这些真理，那也是不正确的表
达。15 主动的行为或者人为的力量或理性所决定的欲望永远是善的，其余的欲望则是可恶克善的。16 
斯宾诺莎区分了两种人，即受情感或意见支配的人和受理性指导的人，“前者的行为，不是受他人的
支配，而是基于自己的意志，而且仅做他所认识到在他生活中最为重要之事，亦即仅追求它所最愿望
的对象。斯宾诺莎把前一种人称为”奴隶“，后一种人称为”自由人“17 主动的情感只包括快乐和欲
望，快乐指一种从心灵对自己活动力量的沉思的经验的愉快的感觉，而欲望则指一种借理性指导而自
我保存的努力。18 情感有主动与被动之分。19 斯宾诺莎：我把人在控制盒克制情感上的软弱无力称为
奴役。20 自然界中任何事物的产生或者消灭，都有其必然产生或消灭的原因，如果我们认识到它们之
所以产生或消灭的必然原因，那么我们对他们所产生的各种被动情感也会减轻。21 奴隶就是是受情感
或意见支配的人，他不求理解而行动，或者说他行动不知所以然；相反自由人则是为理性指导的人，
他不为任何盲目的情感或意见所支配，他的行动基于充分的理解，或者说纯处于自身。前者的行为，
无论他愿意与否，完全不知道他所做的是什么；而后者的行为，不是受他人支配，而是基与自己的意
志，而且仅做他所认识到在他生活中最为重要之事，亦即仅追求他所愿望的对象。因此我们称前者为
奴隶，后者为自由人。22一个其臣民由于恐惧而不敢造反的国家与其说是享有和平，不如说没有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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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哲学研究》

更为恰当一些，因为和平不只是没有战争，而且也是建立在精神力量之上的德行，一个国家如果其和
平依赖于他的臣民胆小怕事，使他们如绵羊一样，除了奴性以外什么也不学，这与其称之为国家，不
如称之为荒芜的沙漠更为恰当些。23 我所谈的，是自由的人民建立起来的国家，而不是由战争的权利
驾到人民头上的暴政，自由的人民主要是被希望而不是被恐惧所指引，而被征服的人民却主要是有恐
惧而不是由希望所引导，因为前者追求的是改善他们的生活，而后者仅仅企求避免死亡。24 人的天性
往往使得民主政体转化为贵族政体，而贵族政体最后转化为君主政体。25 政治的目的不是把人从理性
的动物变成傀儡或畜生，而是使人更加理智的生活，政治的真正目的只有自由。政府的最终目的不是
是用恐怖来统治或约束，也不是强制使人服从，恰恰相反，而是使人避免恐惧，这样他的生活才有保
障。换句话说，加强他生存与工作的天赋之权利而于他个人或别人无损。政治的目的是使人发展他的
身心，没有拘束的运用他的理智，既不表示憎恨，愤怒，或欺骗，也不用嫉妒，不公正的眼加以监视
，实在说来，政治的真正目的是自由。26 一个人获得这种知识越多，便越能知道自己，且越能知道神
，换言之，他将越益完善，越益幸福，因为他的灵魂是不受激动的。而是依某种必然性能知其自身，
能知神，也能知物，他绝不会停止存在，而且永远享受真正灵魂的满足。27 他明确承认奇迹是以无知
为根据，如果立足在奇迹之上，也就立足在万恶之源的无知之上，那么他们也就使他们的信仰变成迷
信了。28 他曾说那些以无知为基础的宗教说教乃是”希望用某种本身跟晦涩的东西来说明某种晦涩的
东西。是一种“归无知法”。其结果非但对宗教德行无益。反而危害更大。29 心灵最高的闪是对神的
认识，心灵最高的德性是认识神。这种神不是上帝，而是无限的大自然，所谓对神的理智的爱乃是一
种由认识大自然而带来的幸福感。30 世俗的宗教不外送 对教士的尊崇。这种错误观念的传布使无用之
徒醉心获得教职，这样，传播宗教的热诚遂衰败退化，一变而为卑鄙的贪婪的野心。每一教堂成了戏
院，雄辩家而不是传道士在里面高声演说，其意不在教诲公众，而是力图招人崇拜敬服，使自己敌对
者为公众所鄙弃，信仰已变成轻信和偏见的混合，是一些人吧人从有理性之物降为畜生的偏见，完全
把判断真伪的能力闷死。事实上处心积虑养成这种偏见是为扑灭理智最后一个火花！31 哲学的目标是
追求真理，而宗教的信仰仅在于使服从，因此哲学和宗教信仰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他写道：”哲学的
目的至在求真理，宗教的信仰我们已充分地证明，只在寻求顺从与虔敬。32 人律是外在的、强制性的
适用于人类社会状态，相反神律是内在的、非强制性的，运行于人类的宗教状态。33 哲学就是伦理学
，而伦理学就是真正的宗教。厌恶斯宾诺莎的人：培尔、修馍、巴莱克受斯宾诺莎印象却不承认的人
：莱布尼兹喜欢斯宾诺莎的人：雅思·贝尔斯、库诺费舍、费希特、黑格尔、赫尔德、诺瓦利斯、歌
德、柯勒律治、雪莱、拜伦、马克思、恩格斯、尼采、弗洛伊德。尼采在读完库诺费舍写的《斯宾诺
莎》一书后说：我完全惊呆了，完全着迷了，我竟有了这样一位先辈·······不仅他的那种独
异的倾向是类似我的，即知识要成为最有力的情感，而且它的五个主要观点也是我承认的，以致这位
最奇特和最孤独的思想家在下面这些观点上最接近于我“他否认意志自由、目的论、世界道德秩序、
公共利益和罪恶。即使我们之间有非常明显的差别，但这种差别主要是由于时代、文化和科学背景造
成的。总之，我的孤寂——正如高山顶上这孤寂使我呼吸困难和心跳加快——至少是两个人的。贺麟
赞：先生之学，亦诗亦哲，先生之品，亦圣亦仙；世衰道微，我辈也晚，高山仰止，忽后瞻前。贺麟
还以斯宾诺莎的身心同一两面论来解释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知行合一乃知行同时发动之意。据届
说，”知“是一世的活动，”行“是生理的活动，所谓”知行合一“就是两种活动同时产生或同时发
动。在时间上，知行不能分先后，不能说知先行后，亦不能说知后行先。两者同时发，同时静止。不
能说今日知，明日行。更不能说，此时只有意识活动，他时另有生理活动。用“同时发动”来解释“
合一”，乃系采自斯宾诺莎。斯氏是主张身心合一的人。他便认为身体的动作与心的活动是同时发动
的。他说：“身体之主动与被动的次序，与心之主动与被动是同时发动的。哎哟，爽哦，看完了，这
本书啊，我是在回武汉的动车上看，在去上海的高铁上看，在上班的地铁上看，在下班后回家的床上
看，刚开始看，完全搞不懂他在说什么，你能体会当你在看一本书的时候，每个字你都认识，但是读
了十来页至五十页，你还不懂他表达的是啥意思，我的瞳孔忽大又忽小，渐渐进入了白日梦游的状态
，但是呢，到后来慢慢能读懂一些，就像我进入了一个黑不隆冬的巨大的山洞，啥也看不见，路还很
崎岖，但是渐渐的我看到前面有些蜡烛般的火光能照亮一些局部，然后我捡起蜡烛点了一个火把，开
始能照亮十米五米之内的路·······作者勾起了我想看斯宾诺莎原著的好奇欲望注：洪先生说
莱布尼兹心胸狭窄，罗素又很喜欢研究莱布尼斯，而罗素的很多观点我不太赞同。以后挤挤时间也看
看莱布尼兹到底何如。先MARK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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