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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时代哲学家的天城》

内容概要

卡尔·贝克尔是20世纪前半期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曾任美国历史学家协会主席。本书旨在研究启蒙
运动思想的基本特色。
　　作者提出，启蒙思想家们并不像人们一般所认为的那样理性，而是以现代的思路重建了一座思想
上的，有似于基督教神学奥古斯丁那样的天城。本书已成为思想史上研究启蒙运动的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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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时代哲学家的天城》

作者简介

何兆武，1921年生，西南联合大学研究生毕业，曾长期任职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
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译有帕斯卡、卢梭、康德、孔多赛、伯克、科林伍
德、罗素等西方思想家的经典著作多种，著有《历史理性批判论集》、《苇草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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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时代哲学家的天城》

书籍目录

第一章  舆论的气候第二章  自然法与自然界的上帝第三章  新史学：用前例教哲学第四章  对于后世的
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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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时代哲学家的天城》

精彩短评

1、经典之作，译文质量极高
2、第二章是比较精彩的一章，以史解人，18世纪的Zeitgeist风华毕现
3、非常满意，男友很喜欢。好不容易买到了
4、马可·奥勒留：“一个四十岁的人，如果有点脑筋的话，有鉴于这种相同性，就已经看到了曾经
有过的一切和将要出现的一切了。”
5、首先得褒奖作者的勇气可嘉，至少有零星的一些质疑算是有理有据有一点价值。然而绝大部分内
容都是断章取义的诡辩而已。另外又不得不说的一点是作者的文采看似确乎了得，旁征博引言之凿凿
颇有阅读快感，可惜仔细一想无非是今日十分眼熟的油嘴滑舌冷嘲热讽——俨然一个20世纪初的高级
五毛
6、伯林常提到。。。。看看吧。。。
7、关于启蒙时代的经典文献
8、其实20世纪中期欧美其他学者也有关注到所谓启蒙思想的基督教特征，不过贝克尔的意思是，启蒙
哲学家们是这样的，而我（们）不是。问题是，我们不是吗？
9、很有分量的一本小书。
10、文学性很强，思想上有一定的原创性，语言流畅，精彩绝伦，除了原作者也有翻译者一份功劳！
严重支持翻译事业！
11、不枯燥也没什么废话，好久没读一部学术著作都能有这么好的心情了，这家伙超棒！（何兆武老
先生翻译也超棒！）
12、最喜欢这种小册子了
13、确实是本研究启蒙的经典著作。
14、见解独到。
15、敢说话，在天朝学界肯定被说成标新立异
16、文笔实在太流畅了，读起来非常爽，所以不敢给太高~
17、还不错，译笔很流畅
18、睿智清明
19、浪费了一半以上的纸
20、写历史的地方写的好，写哲学的地方写的差，相对主义色彩太重了，而看不到一些根本性的变化
。
21、是一本小书，为作者的四篇演讲，演讲提供的信息量较大，理解需要有一定的知识背景。何兆武
先生的翻译比较可靠。但此书装帧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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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时代哲学家的天城》

精彩书评

1、对于启蒙主题的讨论，已经谈论了不少了。而贝克却另辟蹊径，对于启蒙哲人们的历史著作进行
了讨论。根据启蒙哲人对于历史的讨论，揭示出启蒙哲学一方面反对传统，另一方面却有同宗教传统
一道对历史进行肆意的解读，从而达到重构历史解释的目的。在这个角度上，贝克对于启蒙运动的解
读，非常接近于托克维尔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反思，认为启蒙哲学和大革命更像是传统政治文化的翻版
，而不是对立物。在这个意义上讲，贝克这部书也同样是对于启蒙哲人历史观的解构。像所有其他的
历史著作一样，贝克也将启蒙哲学的起源向中世纪寻找根源，就如本书的名字来源于奥古斯丁的《上
帝之城》一样，他认为启蒙哲学与基督教神学有着类似，或者相同的来源。在对比了自然神学和启蒙
哲学的类似性后，贝克认为虽然启蒙哲人宣称自己新的信仰，来自于对于自然的观察，但事实上神学
论者也同样将上帝的根源基于自然，只不过前者是将自然与上帝区分，而后者则认为二者本身就是一
回事。在表面的分歧下面，掩藏的是深层的思想气候，双方都将各自的根基奠定在对于自然的探讨与
信仰上。在探讨过启蒙哲学的来源后，贝克又转而论证了启蒙哲人对于历史的兴趣。他问道，为何哲
学家们对于历史突然感起兴趣了？这是因为，启蒙哲人要与宗教争夺对于历史的解读权，在传统神学
认为人类在此世由于原罪而受苦，是上帝对于亚当夏娃后裔的惩罚。而启蒙哲人则认为这根本就是无
稽之谈，如果不存在上帝的话，人类的历史应该是怎样的？这个问题，就成为启蒙哲人构建其哲学的
一个重要问题。对此，他们宣称利用理性，人类可以无需依靠上帝，也可以面对自然的世界。因而，
他们阐释历史，就是将人类从蒙昧中解放出来，使其能够运用自身的力量，来对抗自然和征服自然。
这么浪漫的主张，如何能不鼓舞人心呢？但显然贝克对此是悲观的，他不断利用我们所熟知的当代历
史与之进行对比，将二十世纪所发生的种种灾难，都与之相关联。毕竟，在上帝隐退之后，人类必须
面对自己的罪恶，世界上再没有阻挡人类作恶的可能了。因而，贝克在目睹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对
当下人类的历史视为罪恶的发展史，显然是启蒙哲人在杀死上帝后，人类才会堕落如斯的。这样的判
断，不禁令我们惊愕不已，为什么西方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屡屡在质疑启蒙神话之时，而我们却一直
在宣扬这种神话呢？也许，恰恰是我们依旧相信自己仍然生活在黑暗之中，才如此希望进入启蒙哲人
所描述的新的天国吧！
2、公元四世纪，古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思想家，那位曾撰写闻名于后世的著作《忏悔录》的中世纪
基督教神学、教父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奥古斯丁，还曾写了另外一本名著《上帝之城》。在书中奥古
斯丁认为，自亚当、夏娃因偷食禁果而被逐出伊甸园之后，现实世界即被划为两座城：“一座城由按
照肉体生活的人组成，另一座城由按照灵性生活的人组成。”前者是“尘世之城”，它是撒旦的领域
，是肉体淫乱的渊薮；后者是“上帝之城”，它是上帝的“选民”即预定得救的基督徒的社会，这是
一座永恒之城。在这本书中作者贝克尔颠覆人们通常认为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启蒙运动的思想家
和宣传者）是“近代”意识形态的先驱且称那个时代为“理性时代”的看法，提出一种相反的论点，
即认为所谓的“理性时代”远不是理性的，那批“哲学家”所做的工作只不过是以新的材料重新建构
另一座中世纪奥古斯丁式的“天城”罢了。作者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1873～1945)是20世纪美国著名
的历史学家，曾任康奈尔大学教授、《美国社会哲学杂志》主编、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美国科学院院
士，曾获耶鲁、哥伦比亚等校名誉博士。生前著作等身，这部多少是惊世骇俗的作品应是作者最为著
名的杰作，这本书中对于启蒙运动的观点与普遍的传统看法迥然不同，故而一问世就引起了学术界的
震动。学者们对此书的评价也一直争论不休，这也注定本书会是思想史上的一部经典著作。我们中国
读者自然也有权根据自己的见解对于18世纪的“哲学家”们作出不同于贝克尔的评价。即使如此，本
书仍不失为一部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有助於深化我们观点的著作。世间诸事，有些确是见仁见智的，学
术界（尤其思想界）亦盖莫能外。以前我也和普通的看法相似，认为“启蒙时代”即是“理性时代”
，读完此书，我开始会去思考：18世纪（启蒙时代）的那批“哲学家”们思想的实质究竟是什么。有
了问题自然会激发我们去思考和进一步求知的欲望。　 其实学术界本应是“百家争鸣”的，即是容得
下不同看法的存在，这样才会激发持不同观点的学者的进一步思考，有了这些学者的开拓，人们也会
更深入的认识自身，从而形成所谓的“理性时代”。有时我们不尽会想在这片对马克思主义推崇备至
的土体所处的又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呢、会是另一座“天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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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时代哲学家的天城》

章节试读

1、《启蒙时代哲学家的天城》的笔记-第21页

        近代思想最令人费解的讽刺之一便是，人们曾寄予厚望的本是会把神秘驱逐出这个世界之外的科
学方法，竟使得这个世界一天比一天更加无法解释。物理学是被人认为已经摆脱了对形而上学的需要
的。物理学家越是专心致志地观察这个世界的物质实质，所看得见的东西也就越少。在物理学家的匠
心经营下，牛顿物理学的实体世界已经被融解为一套辐射性能量。没有任何精巧的工程师或是“最高
的推动者”可能设计出来过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用机械礼学的术语已经不再能充分为人所理解了
。怀特海教授问道：“当你不知道你所说的力学是什么意思的时候，谈论力学有有什么意义呢？”

2、《启蒙时代哲学家的天城》的笔记-第19页

        在19世纪的历程中，这种乐观的看法却蒙上了一层阴影。事实与理性的联姻、科学与自然界普遍
法则的联姻已显得有点尴尬，而到了20实际，它就——并非毫不沮丧地——完全解体了。自然哲学被
转让为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就变成了科学，而科学家们则摒弃了遗忘自己曾引以为荣的哲学家这个偷
闲，认为那是对个人的一种侮辱。把人和他的世界当做是由以为睿智的“宇宙创造主”所设计出来的
一部精巧有效的机器这一看法，逐渐的消逝了。科学教授们不再以任何肯定的信心谈论自然法则了，
而是满足于以并未消减的热忱但又不带有任何神学的含义去钻研他们自己的专业，即对成其为宇宙实
质的某种事物进行观察和实验，测定并掌握它的力变和于东。劳埃德·摩尔根说：“科学是专门与形
态变化打交道的，它追踪被观察到要出现各种加速度而把背后的作用——加入有的话——留给了形而
上学”。

神学，哲学，自然哲学到自然科学，然后到科学。无怪乎黑格尔还写过《自然哲学》。牛顿写的书名
字叫做《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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