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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

前言

　　巴鲁赫·德·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1632～1677年）荷兰伦理学家、唯物哲学家，西方近代
哲学史重要的理性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与笛卡尔和莱布尼茨齐名。他的一生是为真理和自由而奋斗的
一生。他为人公正、善良、满腔热情，终身为人类进步和正义事业而斗争。主要作品有《伦理学》《
神学政治论》《哲学原理》《理智改进论》等。　　《伦理学》一书是斯宾诺莎的主要著作，他的哲
学思想基本上都表述在这本书中。他写这部著作花费了十多年的功夫：从1662年写起，到1675年才完
成。这本书在斯宾诺莎生前并未出版。而在他逝世10年以后才问世。斯宾诺莎《伦理学》并非论述一
般经验伦理道德的书，他说的“伦理学”不是一般的“道德谱系学”。也不是“道德规范学”，而是
“道德哲学”，是在一种哲学的视野下的“伦理学”。　　斯宾诺莎在这本著作中，推翻了宗教关于
人格的理论。他明确地提出，神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它就是自然。为了取代超自然的神的观念，斯宾
诺莎提出了“实体”概念：实体具有永恒性和无限性；实体是万物的内因和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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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

内容概要

《伦理学》是《依几何次序所证伦理学》的简称。该著作一直到斯宾诺莎死后才得以发表。《伦理学
》是斯宾诺莎最伟大的作品。该书用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方式书写,一开始就给出一组公理以及各种公
式,把人的思维、情感、欲望等也当作几何学上的点、线、面一样来研究，从中产生命题、证明、推论
以及解释。他认为，一个人只要受制于外在的影响，就是处于奴役状态,而只要和上帝达成一致，人们
就不再受制于这种影响,而获得相对的自由，也因此摆脱恐惧。斯宾诺莎还主张，无知是一切罪恶的根
源。斯宾诺莎的名言是：“自由人最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关于死的默念，而是对于生的沉思。”
他的一生也彻底地实践了这句格言，对死亡一直十分平静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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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

作者简介

巴鲁赫·德·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1632——1677)斯宾诺莎是荷兰裔犹太人。父母亲均为商人，
生活颇为宽裕，他得以进入当地的犹太神学校，学习希伯来文、犹太法典以及世纪的犹太哲学等。拉
丁语的训练，使他得以接触笛卡尔等人的著作。也由此脱离正统的学说，并在24岁即被逐出了犹太教
会堂。此后他搬犹太人居住区，以磨镜片为生，同时进行哲学思考。曾有人为他提供海德堡大学哲学
系教职，条件是不可提及宗教，被他婉拒。磨镜片的工伤害了他的健康。由于吸入了大量的硒尘，45
岁就因肺痨而去世。斯宾诺莎开创了用理性主义观点和历史的方法系统地批判《圣经》的历史考察了
宗教的起源、本质和历史作用，把唯理论与唯物主义和泛神论结合起来，较系统的建立了近代西方无
神论史体系。以后的哲学家称具这种特征的学说为“斯宾诺莎主义”。主要著作有《伦理学》《神学
政治论》《政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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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

书籍目录

【译序】【第一部分】  神论【第二部分】  思维的性质和起源【第三部分】  论情感的起源与性质【第
四部分】  论人性的束缚或情感的力量【第五部分】  论理智或人类自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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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

章节摘录

　　论点十五：任何事物都存在于神之中。没有了神，没有东西能够存在。也不能够被认识。　　论
据：根据论点十四，除了神之外，不能设想出任何其他的实体。也就是说，没有东西存在于自身之内
，而又通过自身被认识。但是，如果没有了实体，概念界定第五点中的形式也就不复存在。认识也无
从谈起。但根据公理第一点，任何物体不是存在于自身之内，就是存在于自身之外，所以没有神，就
没有任何事物的存在。事物也不能够被认识。　　注释：有人断言，神就像人一样，是由身体和精神
组成的，受情感的支配。根据之前的论证，我们可以知道这些人对神的认识偏离客观事实有十万八千
里之远，我们暂不加以评论。凡是对神的本质做过研究的人，都否认神是具有身体的。他们会举出有
力的证据，来证明神是没有身体的：身体是有体积、长度、宽度和形状的。那么绝对无限的神的体积
、长度、宽度和形状也将是无限的，而这根本无法解释。与此同时，这妄下结论的人又拿出了其他的
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们指出有形体的实体本身并没有神的特性，而这些实体是神所创造的。　
　但是神是凭什么创造出有形体的实体呢？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说明他们事实上并不知道。　　而
我已经在论点六和论点八里面充分证明了我的观点：实体不是别的东西所能创造的。在论点十四里，
我也证明了，除了神之外，不能设想出任何其他的实体。为了进行详尽的论证，我将对反对者的论据
进行逐条剖析、反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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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

精彩短评

1、Spinoza经典著作，就是看不太懂，深奥
2、书是好书，经典之作，但是纸张太差了，怎么看都不喜欢，感觉像盗版
3、比较独特的体系
4、不能算是最善本哦~还是觉得商务印书馆的伦理学翻译得比较好~
5、这本书年轻时候没买到，现在有了在书架上珍藏一本。
6、伦理学，《伦理学》是《依几何次序所证伦理学》的简称。该著作一直到斯宾诺莎死后才得以发
表。《伦理学》是斯宾诺莎最伟大的作品。该书用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方式书写，一开始就给出一组公
理以及各种公式把人的思维、情感、欲望等也当作几何学上的点、线、面一样来研究，从中产生命题
，证明，推论以及解释。他认为，一个人只要受制于外在的影响，就是处于奴役状态，而只要和上帝
达成一致，人们就不再受制于这种影响。而获得相对的自由。也因此摆脱恐惧。斯宾诺莎还主张无知
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斯宾诺莎的名言是：“自由人最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关于死的默念，而是对
于生的沉思。”他的一生也彻底地实践了这句格言，对死亡一直十分平静面对。
7、物流很不错，帮朋友买的，朋友很满意。
8、太深奥了，不明白，等老了再看
9、书很轻很小，采用我们以前做几何的方法论证，翻译不是很清晰
10、天书。想要的版本没货，耐着性子“相当艰难”的把图书馆借来的这个版本读完了。大概理解了
一些作者的意思，但是绝不够全面和深入。用几何学方法啊，一上来就证明了神的存在⋯⋯只能说偶
的小脑瓜还是受到了冲击
11、想获得幸福请看此书，但前提是对幸福的存在有了一定的认识

Page 7



《伦理学》

章节试读

1、《伦理学》的笔记-第230页

        第一部分
论点�十四；除了神之外，没有任何实体，也不能设想有任何其他的实体。
�二十四：凡是神创造的事物本质上是不存在的
�二十八：任何有限的。其存在受外界影响的事物，在没有收到影响和外界有限动因

的情况下，他是无法存在的，也不能有所作为。而这个外界的有限动因自身的存在有必然受

到其他有限原因的影响。以此类推，无穷无尽。

推论�二十五：各个单独的事物本身什么也不是，只是神的属性的变形，或者是神的属性

以某种固定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形式。

注释�二十九：主动是存在于自身、并且通过自身或永恒无限的实体的属性被认识。
��被动就是遵循神或是神的属性⋯⋯没有神就无法存在，不能被认识。

第二部分
论点�十：实体中不包括客观存在的人类。
�四十三：一个拥有正确观念的人，必然知道自己拥有正确的观念，因而不会怀疑自

己感知到的事物的真实性。

注释
�十：根据知识的逻辑顺序和事物的次序来说，神的本性应该是最先考虑的，而他们

却把它放到最后来考虑，把感知的对象放在最先来考虑。因此，当他们考虑自然现象时，根

本不考虑神的性质；而当他们后来有开始研究神的性质时，他们又不考虑形成自然现象知识

的最初假设，他们以为这些假设对他们了解神的本性没有任何帮助。所以，这些人经常陷入

自相矛盾的境地，实在不足为怪

第三部分
论点二十七注释：好胜不是别的，是对任何事物的欲望，其原因在于我们想象着别人也对此事物，有
同样的欲望。

第四部分
序言
我把人在控制和克制情感时的软弱无能成为人性的舒服，因为，当一个人成为他的情感的俘虏时，他
就不再是主宰自己的主人，而是受命运的掌控。

如果我们感受到的快乐越大，我们才能够做得月完美，最后才能更多地参与到神的本性中去。没有任
何快乐是恶的，因为快乐是着眼于我们的优势而产生的。相反，一个被恐惧控制的人，只会做一些避
免邪恶的事，因此，他没有遵循理性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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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

⋯⋯做任何事情我们必须尽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的力量不足以完全保护自己；我们只是宇宙的一部
分，我们必须遵循自然的规律。如果我们对此有了深刻的理解，这是由我们的智力决定的，换言之，
我们才能坦然地面对我们所遭遇的一切事情，只有我们默许了，我们才会努力维持下去。

第五部分
论点六 当思维认为一切事物是必然的时候，它控制情感的力量便越大，受控于情感的痛苦就越小。

论点十一：与脑海中某个形象相关的事物越多，发生的频率就越大，就月活跃，并更能占据人的思维
。

至此，我完成了所有我需要表达的，关于心灵力量超越情感或者心灵自由的力量的观点。由此可以看
出，一个智慧的人比起一个仅由欲望牵引的愚昧的人，是多么的优越和强大。一个愚昧的人，除了在
多方面受到外因的蛊惑，他从未享受过真正心灵的满足，而且他活着并不能意识到自己、上帝和万物
的存在，当他停止这种被动的时候，他就停止了存在。而一个智慧的人却恰恰相反，他在精神上不为
所动，他能够通过某种永恒的需求意识到自己、上帝和万物，永远不会停止存在，也会常常尽享心灵
的满足。如果说我所指引的到达这一境界的路十分困难，但至少是可以被发现的。只有如此少的人能
够找到，过程势必是艰辛的。如果救赎近在眼前唾手可得，又怎么会人人都忽视呢？所有卓越的事物
都很稀少，故难寻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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