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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的权利》

内容概要

《异端的权利》是记述加尔文、卡斯特利奥和塞文特斯等鲜为人知的经历的传记。它的可读性和感人
的力量，尤其是其中所透射出来的那种对人类信仰自由与宽容精神的吁求和激情，并不亚于房龙的那
部名震遐尔的著作《宽容》。茨威格动笔时正值希特勒的魔爪肆虐之时，此书可谓有影射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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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的权利》

作者简介

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RH ）：奥地利著名小说家、传记作家，出身于富裕的犹太家庭。青年时
代在维也纳和柏林攻读哲学和文学。后到世界各地游历，结识罗曼·曼兰和罗丹等人。第一次世界大
战时从事反战工作,成为著名的和平主义者。上世纪20年代赴苏联，认识了高尔基。1934年遭纳粹驱逐
先后流亡英国、巴西。1942年因人道主义理想破灭，与妻子双双自杀。代表作有小说《最初的经历》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危险的怜悯》以及传记《三位大师》三个描摹自己生活的诗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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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的权利》

书籍目录

【译序】【第一章】加乐文夺权【第二章】“清规戒律”【第三章】卡斯特利奥登场【第四章】塞文
特斯事件【第五章】杀害塞文特斯【第六章】宗教宽容宣言【第七章】良心对抗暴力【第八章】暴力
泯除良心【第九章】两极相遇【附录】16世纪大事件表

Page 4



《异端的权利》

精彩短评

1、凯撒之物归于凯撒”，那么上帝的归于上帝， 
　　 
　　信仰上帝的是基督徒，“不信仰上帝的人呢？对突厥人和犹太人，基督徒并不把他们看成是异端
“， 
　　 
　　所以异端不是因为信仰或者不信仰什么而称为异端， 
　　异端因为观点与“他们”不同而称为异端。 

　　所以，“在所有与我们观点不同的人眼中，我们都是异端”。  
　　 
　　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不断往复上演着围绕宗教、信仰、学说的异端之争和残酷的迫害？“
        原本各种思想并驾齐驱，思想上的分歧为什么总要用刀剑来加以解决？”  
　　 
　　引用卡斯特里奥的话说，无论人们信仰还是不信仰，上帝还是上帝，将一种思想绝对化的目的不
是为了信仰本身，而是为了矮化现实中的人们：统一人们的思想，从而便于建立世俗中的极权统治。 
　　 
　　可是又是谁给了他们（加尔文们）判定对错的权力？ 
　　没有人有这样的最终裁判权，如果真的有这种权力，也只能在上帝那里，所以加尔文们只能“利
用上帝的言语，攫取至高无上的地位，并排斥异端，而这还远远 不够，通过流放、监禁、火刑和绞杀
，让异端永无翻身之日”，从而维护稳固的统治，思想上的或是世俗的或者常常兼而有之。 
　　 
　　而信徒们做了什么？ 
　　或许人们天生厌恶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当看到那些被指斥为异端的人，就不由自主的变成”充
满愤怒的打手，尽管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还是会试图镇压对那些令人不快的言语。” 
　　 
　　可是，历史并不全是这些人性的丑恶的表演。无论如何，在各个时代，也都有卡斯特里奥这样的
人存在，“提醒着健忘的（或许也是野蛮的）人类那些人道的声音”。 
　　 
　　无论如何，“真／理可以用以传播，却不能强加于人，教义不会因为狂热而变得更加正确，真理
也不会因为狂热而变得更真实”。所以，“把人活活烧死，，并不能捍卫教／义，而是对人的屠杀”
，这是最简单不过的又是最直接的真理。 
　　 
　　“－－我们不应该通过烧死别人来证明自己的信仰，而应该准备为自己的信仰，被别人烧死。” 
　　 
　　卡斯特里奥的宽容的理念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从他死后60多年开始一直到今天，”人人生而
自／由平／等，有权表达自己的思／想，不受限制的表明自己的信／仰“逐渐为文明世界所接受并成
为不可剥夺的准则。”

（带引号的话出自书中）
2、世界上的独裁是一致的，如达尔文和希特勒。
3、攻乎异端，斯害也己
——评《异端的权利》

在一个戴墨镜者的眼里，世界黯淡了光辉。而如果把墨镜戴在了心上，入其法眼的便可能只有了黑暗
。茨威格便是如此墨黑了加尔文，随后，世人也便如此墨黑了加尔文。
在《异端的权利》中，在茨威格的笔下,加尔文只是一个对权力贪婪、对人性冷酷的独裁者，是他操纵
将塞尔维特绑上了火刑柱，将卡斯特利奥迫害致死，加尔文只是一个十足的扼杀人类自由的刽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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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的权利》

是一个绝不宽容的罪不可赦的人类的“异端”。
茨威格用小说家的笔触对加尔文进行了一番“貌相”：
“任何人，只要看一看加尔文的相貌，就可以预见到，与以前对基督教义作出的解释相比，这一教义
将更加苛刻、更加乖僻和暴虐。加尔文的脸庞酷似石灰岩，宛如一幅孤寂、遥远、多岩石的风景画。
情调可能神圣，但没有一点儿人性。凡是能使我们的生命丰硕、快乐、美好、温暖、富于情欲的东西
，在这张不仁慈、不合群、不适时的禁欲主义者的脸上是看不到的。加尔文的脸长而椭圆、粗糙丑陋
、多棱、阴郁、不和谐。前额狭窄严肃，下面是深陷的、象灼炭般闪光的眼睛。鹰钓鼻专横地从凹下
的面颊中间突出；薄薄的嘴唇在脸上构成一个横向的裂缝，一张难得有笑容的嘴巴。无光泽、苍白的
皮肤上没有血色。这张脸看上去是那样的惨白和病态，就好象因为发烧连颊上的血都已被吸血蝙蝠吸
光了一样。只在愤怒之下，在刹那间，它才变成潮红。这先知的胡须徒劳地在那暴躁易怒的面容上添
加上男子汉活力的外表。稀疏的头发，象它们所附的脸皮一样，毫无生气。它们不象古画里摩西的髯
，威严地下耷，倒象是长在瘠土上稀稀朗朗、一无生意的灌木。”
不容否认的是，茨威格的描写生动而传神，但在饱含讥讽意味的文字后面，我们似乎可以看见戴在这
个“情感判官”心头上的墨镜。
任何历史，都是彼时彼地的历史。茨威格跨过二十世纪的门槛，在两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在遭遇纳
粹迫害的颠簸流离中，对十六世纪倡导宗教改革的加尔文进行某种类比和评判，显然是不合时宜。更
为关键的是，茨威格站在一个人文主义的立场，以世俗的视角去评判宗教思想和宗教论争，本来就是
不合情理。因为，我们根本不该忽视宗教和世俗层面在思想和话语体系上的天壤之别。
宗教是纯粹的严肃的。在信仰的原则底线上，上帝的归上帝，撒旦的归撒旦，没有所谓的宽容。对于
迷途的羔羊，上帝会拯救其返回正道，让其重沐主的荣光。但是，上帝也会清剿道上的恶狼，上帝绝
不会施恩典于“异端”身上。可见，无论是“异端”还是“外道”，彼此即使不杀伐，但决不会宽容
，“我的地盘我作主”，这毕竟是基本的生存之道。宗教和和世俗的相处无异于一种此消彼长的竞争
，要维护好宗教的纯粹和严肃，必须恪守一条准则，那就是宗教影响世俗而不能为世俗所影响。从各
种宗教的发展历程来看，宗教的“异化”正是在与世俗竞争之中式微的结果，而“异端”正是“异化
”的结果。从宗教层面来说，宽容“异端”的存在，听任“异端”的权利折腾，那无疑是在革自己的
命！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众多宗教在世俗强大的钝性和惯性面前举起了白旗，失去了其本来面目，
放弃了其教化和救赎众生的神圣职责。
概括加尔文的宗教信条，就是“按上帝的福音和启示生活”，终其一身义无反顾地维护宗教的纯粹和
严肃。而其受到茨威格、伏尔泰等所谓人文主义者最严厉抨击的，莫过于加尔文坚守的清规戒律以及
对世俗层面的人类自由和宽容的清理。而我们恰恰应当看到，戒律和自由的对立，正是宗教和世俗的
根本界线。如果立世俗的享乐和权利为参照，去评价抨击一位神学家的宗教教化和管理，无疑易于失
去公正。
对此，房龙在其《宽容》中倒是显出对加尔文的宽容，他感叹：我很高兴没有生活在十六世纪的日内
瓦。不过同时，我也深感庆幸十六世纪有日内瓦存在。没有它，二十世纪的世界会更为糟糕，我这样
的人很可能会啷当入狱。
其实，即使茨威格在其心头戴上了墨镜，但对加尔文在那个时代维护宗教纯粹的光辉也只能黯淡而不
能遮盖。他这样写道：
“加尔文开始有条不紊地致力于实现他的计划：把日内瓦改造成尘世上第一个上帝的王国。这是一个
没有污染、没有腐化、动乱、堕落或罪恶的公社；日内瓦要成为新的耶路撒冷，成为一个中心，从这
里辐射世界的拯救。这唯一的思想扎根在加尔文的生命里，他将全部的生命奉献给这一思想。这位钢
铁一般严酷的理论家，以最严肃、最神圣的态度对待他崇高的乌托邦。在他精神独裁统治的四分之一
的世纪里，加尔文从来也没有怀疑过：当他要求他的追随者“正直地”生活时，他正在恩赐给他们以
巨大的利益，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应该按照上帝的意志和指示生活。
然而，如果说他对世界是那样的严酷，他对自己的严酷也不少逊。他恪守最严格的教规。为了心灵之
故，他只允许他的身体享受绝对的、最低限度的食物和休息。夜间只睡三小时，至多四
4、茨威格真是容易读啊
5、他写的传记有心理描写，也有客观见解，阅读体验不像一般的传记那么枯燥，论述重点突出，很
好看。
6、终于出新版了，不过还是只能当小说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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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的权利》

7、买了很久了，还没看完。怎么办呢。
8、伟大的卡斯特利奥因为茨威格这本书而被广为人知，而伟大的茨威格亦将不朽。
9、十分
10、最值得读的是引言部分：反对宗教恐怖的檄文，讴歌人道主义。
11、鲜血会玷污为之而流血的信念，暴力也会贬低为之而辩护的思想
12、看完这本书，最大的感慨是翻译很重要
13、看的是希望出版社的版本。自由与宽容，独裁与暴力。
14、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好好反复的看完这本书，久久不愿意放下。我终于深刻的领会到，为什么
自由与宽容出自基督教，美国建国先贤们的伟大之处，正来源于被卡斯特利奥影响下的加尔文主义。
卡斯特利奥通过与极权加尔文的反抗，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新教徒们。没有唯一正确的信仰，每个人
都可以自由的解说信仰，这些自由，正式因为宗教宽容，在这里人类文明之下，没有异端，没有邪说
，有的就是宽容地对待别人和自己，用爱与和平。

对于我们，是不是能够借鉴些什么呢？我们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利帮助别人信仰什么。而且，我们总是
希望别人先宽容起来，但是我们控制不了别人，我们只能控制自己，请从自己做起。

这本书对原始加尔文主义如何演变成宽容的加尔文主义并且如何孕育出资本主义精神，没有做过多的
阐述，可以接着看韦伯的那本著作了。

建议在看书之前，先了解一下基督教与天主教的区别以及新教的运动史，可能会更好理解些。
15、— — 干涉与压制无关反叛国家实体的思想观念就是越权与专制。
16、。。。到底谁是异端啊
17、茨威格的书 都是好书
18、一个有了权力而不腐化的理想主义者 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加尔文让我联想到一句话: 终有一天 
我竟变成了那个当初我最厌恶的人。。向永不屈服于权势 始终为维护真理而勇敢发声 同时充满着对
世人的悲悯和同情的少数斗士致敬~自由万岁~很爱茨威格的文字和思想
19、透射出来的那种对人类信仰自由与宽容精神的吁求和激情
20、独裁终不会持久，但宽容是要一生学习的事情。
21、最初知道以及了解宗教改革仅仅只是通过历史课的教授，现在多年以后以新的视角再看宗教改革
，再看加尔文，这本书还是带来很深的感受，里面有些话很触动的！
22、两个人的对决 身死后成为两种思想的抗衡 只有后者才会生生不息
23、加尔文的故事：
专制跟暴力的起因，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恶意。理性、克制、规则、智慧，有太多怀着善意、真挚热
烈的因素，经过一个错误的系统酝酿发酵，反而成了暴政。这本书就是在剖析这个错误的系统。
24、远在我认识《一个陌生女人来信》之前，我就捧读了《异端的权利》，并知道了茨威格这个名字
。我读《异端的权利》大概和《人的发现》有某种因果关系。2012补誌。
25、这本书很不错。个人评价很高。但好书也要因人而异，个人口味不同，对待书的看法也不同，过
多的评论会干扰你的思维，自己去品吧。
26、我从不知道加尔文的新教改革如此的血腥、残暴、砖制、赤裸裸。让人感受到了历史再现的现实
是多么的可怕，愤怒和无奈。
27、怎么说呢，一直觉得茨威格是个特别会写的人，而且有煽动性。客观地说这种正邪分明的阅读感
受怪怪的
28、虽然翻译。。。很别扭
29、迫害者所持的理由及所使用的手段，与今日相比是何其地相似。当宽容、自由、平等已成为人类
共识的时候，那个迫害异端的幽灵却找到了它得以继续肆虐的归宿地。斯蒂芬&#183;茨威格在其书中
写样写到：“思想家之间的分歧只应该用思想的工具来处置。‘如果塞维特斯拿起武器来对付你，你
就有权利找市行政会帮助你。但是，由于他反对你的唯一武器是笔，为什么你要用火与剑抨击他的著
作呢？告诉我，为什么你去找地方当局做你的后台呢？’“一个国家在良心问题上没有管辖权，在维
护神学教义上市行政会不应插手，因为那只与学者们有关。市行政会的业务是保护一个学者，正如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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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的权利》

保护一个匠人、一个雇工、一个医生，或者别的任何公民，使他们免受坏人之害。“把一个人活活烧
死不是保卫一个教义，而是屠杀一个人。我们不应用火烧别人来证明我们自己的信仰，只应为了我们
的信仰随时准备被烧死。“总有一些特定的人要对流血行为负责，杀人是不能用抽象的哲学格言加以
宽恕的。“真理可以传播但不能强加。没有一个教义能因为狂热性而变得更正确；没有一个真理能因
为狂热性而变得更真实。也不能靠吹捧一个教义或者一个真理而去传播教义或者真理，更不必说通过
杀害出于良心而拒绝那‘真理’的人，来使一个教义或者哲学变得更真实。“观点和概念是个人的经
验和事务，除了隶属于持有它们的个人以外，不从属于任何人。它们无法加以训练和控制。一个真理
可能会援引上帝的名字一千次，可能会一再宣称它本身的神圣不可侵犯，但没有批准它去毁坏上帝所
给予的一个人的生命。“要最后剥夺你们的官员们使用武力或进行迫害的权力。要给予每一个人自由
地使用舌头和笔的权力（因为，这是圣&#183;保罗的意思，他说：‘你们可能都在预言⋯⋯你们想要
预言，并禁止人用舌头说话’）。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一旦从高压统治下解放出来，自由将会创造何
等的奇迹！”——历久弥新，彷佛刚刚说过的。不可多得的一本好书。
30、我们很缺乏一些本该我们应该了解的常识，只可惜我们的教育⋯⋯⋯ 阅读这些舶来品，才能获得
教育之外不曾了解的常识！！！ 书很不错，可以细心一读
31、很好的书，书中所写的帮事跟我们的处境有相似之处。历史一再证明，人类惟有宽容才能共存，
宽容是唯一的智慧之道。而偏狭让文明之花枯萎。——加尔文的秘诀并不新颖，他的手段与古往今来
的独裁者们所使用的并无不同。恐怖！加尔文所使用的就是神圣的恐怖。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违言：暴
力是无所顾忌的。——唯有宽容成功对抗偏狭的观念，它是消除地球上所有敌意的唯一方法。出于对
人性的怀疑，以及对现世的绝望，我常常会想到宗教。如果我们像基督教国家，每个人几乎与生俱来
便是上帝的子民，顺其自然地获得上帝给予的基本道德教导，那么也许能够避免如今的贫乏。它将设
定一条底线，使每个人站在这条底线之上，使人和猪有基本的区别。然而宗教是可怕的，当人性中的
恶劣跟宗教连在一起，世界就如书中所写一样陷入困境。但是，虽然如此，我仍然渴求获得信仰，不
愿意在荒漠徘徊。
32、非常好读的一本书。书中的加尔文是个极端恪守清规戒律的独裁者，不容许相异观点的存在。操
纵除掉烦人的塞文特斯，将之用文火活活烧死。而卡斯特里奥则是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宣扬宗教宽容
，但其思想却被审查制度所扼杀。强权者终究可以除掉微不足道的异端。但是历史的发展却很讽刺，
精神领域的独裁统治想要保持一代以上，基本不可能，原本决意阻碍个人自由的加尔文主义，却从中
诞生了政治自由的思想。卡斯特里奥的理想反而焕发崭新的活力。
33、谁能定义异端？与你观点或思想不能的人就是异端吗？茨威格通过本书告诉我们，谁也无权定义
谁是异端，能定义的只是个人的观点不同吧。或许上帝能公正毫不偏私的定义谁是异端，问题是上帝
自己并不能显现他的真身，而只能等到末日审判去裁决。所以，别去定义异端。更何况异端也是具有
权利的，而不能因为他是异端便可剥夺他作为人的其他权利。本书告诉我们，遇到异端时宽容的重要
性。
34、［珍藏］能获得与房龙的《宽容》相齐名的声誉，实至名归，文字优美顺畅，道德感很强
35、强烈推荐这本书！！！
36、我总是会为这样的人落泪。心中的崇敬之情却无法现任诉说······
37、一边倒的批判了加尔文及加尔文派，下次找本正面评价加尔文的书看看。
38、当加尔文成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神的时候，让这些基督教徒清醒一下头脑，看看他们心目中的神
的真实面目，是多么的必要和及时。
39、喜欢茨威格的书 所有的书都喜欢
40、我想痛恨那个形象跃然纸上的加尔文更能说明茨威格的写作功力，卡斯特利奥因为这本书更让世
人所铭记而茨威格也因此而不朽。不容许其他的声音并以某种大义之名戕害所谓异端的声音以此维护
自己的正统，人类总是弱智重复类似的错误。一边去，你们这些为非作歹的恶人。
41、还没来得及看，速递很快
42、有生之年还是要多读经典 亲戚送给我500元当当礼券，正好可以把攒了好几年想读的名著买回来
了。
43、茨威格这本《异端的权利》以宗教改革为大背景，通两种思想家交锋的故事为主题，为我们展现
那个时代特有的时代氛围。虽然说的是宗教思想问题，但其中所渗透的哲理很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反思
，通过宽容的立场，允许各家观点自由交流，也许是重建我们民族文化的必要之路！

Page 8



《异端的权利》

44、茨威格的文笔就不用多说了，看他的书就是四个字——欲罢不能。
45、然后真心想看《论异端》序和《驳加尔文书》
46、让人震撼的好书
47、细细度过，对于宽容的呼求感动人心。
48、好书，茨威格的又一好书，值得一读．
49、真正的独裁是不让被统治者有自由的思想  
50、完全看不懂
51、| B979.522 /C84Y
52、真痛苦。。
53、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异端、弱势群体也有表达的机会
54、当初一口气读完，主人公的名字依稀是叫做卡斯特利奥吧，现在已经音箱模糊了。有机会要重读
一遍。一本人类反观自鉴的好书。
55、宗教之争，实际上是政治斗争
56、虚伪的正义，个人的集权。迫害镇压民主。教义是幌子，个人集权才是真的。
57、2016-11-19
58、推荐和乌合之众一起读。
59、每个人都是异端，因为他视每个人都是异端
60、细细思考，发现茨威格笔下的那个人与中国的一代领导人颇为相似。
61、茨威格的作品可读性都很强。不少他的书翻译水平都不错。要说传记，还是《人类的群星闪耀时
》最好，不过作者不认为是传奇或者传记，至多只是一种纪实或者历史特写。我认为应该成为大中小
学生的必读书目。另外，茨威格的短篇小说也非常好。我信为最感人的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写法也有些特别。
62、“只有一件东西能拯救人类于野蛮，那就是宗教宽容。我们的世界有足够的空间，能够容下许多
的真理，只要人们心存友善，这些真理就能和平共处。”茨威格语言简练引人入胜，讲述历史和讲述
一个女人内心世界一样精彩。不愧是大师。
63、提高知识面，可以看看
64、思想之独立、自由。令人激动而又不愿仓促提起的话题，异端的光芒闪耀恒久。
65、无外乎是宗教改革时的人和事,却看得我心潮澎湃.  真是服了他了,打算继续读他的作品.为了人权,
人道,多少人流血,又引发了多少文人的思考和激辨,欧洲所经历的这些,才造就了他们的浓厚的人文精神.
推荐!
66、作者通过对一些被正史忽略的一些所谓小人物的关注，把整个宗教改革的血淋淋得历史展现在我
们面前，完全颠覆我对宗教改革家加尔文的看法，不宽容就是文明的敌人，也是人类的敌人！也教会
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读史，多思考。去伪存真，历史才会显现他本来的面目！茨威格大师作品，必为
精品！
67、语言比较生硬，文字上西化比较严重，希望看到更好的版
68、只要你耐着性子读完此书，便会体会到作者在书中表达的那种对自由的追求和人道主义的精神。
69、重头戏在后面，卡斯特里奥反击那部分真是荡气回肠，酣畅淋漓！翻译不错～
70、不用说什么了，就是值得看！
71、异端的权利和宽容差不多是一起读的，茨威格的文字似乎一贯的给人以思考和启发。
异端是那些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人，是潮流的抗争者。而事实往往显示，异端的存在是一个社会文
明的代表。他们很可能是不为同时代人们认同的先驱者。但我们终将纪念他们，为自己的无知和愚昧
感到懊悔。
宽容的氛围和自由的信仰，我们距离我们所期望的究竟还有多远？
72、无论这场宗教斗争的结局如何，茨威格也许只想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只有一件事能拯救人类与野
蛮，那就是宗教宽容。”这位一生奉行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大师告诫后世：“鲜血会玷污为之流血
的观念，暴力也会贬低为之辩护的思想。”加尔文 卡斯特里奥和塞文特斯只是笔下的棋子罢了。
73、10年春节至大一下。
74、在飞机上打发时间随便借了这本书，不想看入迷了。回国后直接下定单。值得反复看。
75、此书经典无需累述，书嘛9成新，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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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这可能是一本传记小说？因为扉页作者介绍写的是【传记作家】，实际是一本【ＰＰＴ】，章节
名是一页幻灯片，小字是章节名的扩写。修辞华丽【不知道是作者的锅还是翻译的锅】，感觉是成语
词典一半用在正面人物身上，一半用在反面人物身上。读起来很出戏，大概知道了要说的事情，很悲
剧，原来是双男主设定，但是前大半部分写了反角男主加尓文，后小半部写正角男主卡某与加某的对
仗。全文完。
77、这本书的可读性很强，史实也很丰富，篇章段落分得很短小细致，所以即使庞大的主题读起来也
很轻松，翻译也很好，读来全无生涩之感。
78、原来西方教会明争暗斗也很激烈，还以为只是纯粹的理想主义空想者凑在一起闲扯呢。
79、在所有和我们观点不同的人眼里，我们都是异端。
80、当当的书中我比较满意的一本了，首先茨威格是个讲故事的好手，让我一口气读完而不觉得累，
另外书中没有一句说教，却让人感慨万千，宽容是唯一的万能钥匙，我相信！~
81、有个问题我想了很久，那就是为什么曾经的受迫害者一旦当权就会变成迫害者？这例子举不胜举
。这背后到底是什么促使的？是人性的弱点吗？还是社会制度使然？甚至说是神的安排？（唯有斗争
，人类才会进步？）
82、好书，具有茨威格的典型风格！特别值得中国人深思！
83、本来以为是写加尔文的，结果发现他是个反面角色，写的是他的反对者，所谓异端，书中反映了
茨威格人道主义的观点，但是由于对于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熟悉，看来有些费力！
84、这种对“历史”的描绘也只有在中国会有市场。
85、很不错的一本书，茨威格的书永远都值得珍藏，无论是他的大爱，还是他思想的自由都会给人深
刻的思想冲击，而且书的纸张都很好，绝对可以收藏的！！！
86、信仰的界限应当停留在：我只能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而不能达到我认为别人是错误的。历史上异
端的权利始终是被剥夺的
87、⋯⋯重复而又重复。都在反反复复的绕着圆圈走，直到末日。
88、单看书名感觉是本很费劲的书，以为类似议论文，没想到读起来异常顺利，除了作者本身，译者
功不可没。没有提前做功课就看了这本书，看的过程中总让人想起美国的《独立宣言》，在最后一章
终于印证了感觉。有种猜到了结局却没想到过程的感觉。
89、很好的书，很便宜。好故事，适合中学生读。
90、书名足矣
91、挺好的一本书，可以思考很多东西。
92、这书有力度，句句直指要害。金三胖什么的会很怕
93、又是茨威格的书，又是一口气读完！
茨威格文笔之流畅，叙事之生动，眼光之独到，实在令人佩服。
历史上究竟会有多少轮回？当年崇尚争论自由、敞开论辩的学者，一旦掌权得势，就开始铲除异端，
竟然实施火刑，而原因居然仅仅是因为对方不信仰自己对《圣经》的解读。而这个人，加尔文，当年
就是一个异端。
也许，有些东西，比如信仰、宗教、意识形态等等，是无法改变的，尤其被那些心胸狭隘、心狠手辣
的人利用之后。。。
94、真后悔怎么大学毕业了才意识到茨威格是如此伟大的一位作家。看完这本书，屏弃之前所有的狭
隘，带着宽容和包容去接纳一切属于人类的文明灿烂之光。像茨威格致敬。
95、不知道作者还是译者的缘故，中文文本流畅自然，随处都是振聋发聩的警言，读来感人至深
。2012.8.8～2012.8.18
96、太好的书了。第一次看是在图书馆借的，因为好，所以又专门买了一本。但当当寄给我的书前几
页似乎有点倾斜。不过总体很好
97、接近一本政论杂文，如果没有故事和主线的话。
98、我知道那是历史的规律，却依然无法按捺内心的冲动⋯⋯
99、虽为传记体，不过处处闪现着学者的灵光。一针见血，一语中的。快哉。
100、宗教宽容
101、这本书不错,是正品,价格也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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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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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异端的权利》的笔记-第163页

        卡斯特里奥拒绝染上这样一种迫害狂症。他知道，在每一个时代，总会找到一批新的倒霉的家伙
，成为倾倒集体仇恨的出气筒。有时是由于他们的宗教，有时是由于他们的肤色、种族、出身，他们
的社会理想或哲学观，于是这样一批相对弱小的群体，就成了潜伏在我们大多数人身上的毁灭性精力
的靶子。口号可以变，情境可以变，然而那些污蔑、轻视、毁灭的方法却一直没变。现在，作者宣布
，一个聪明的人，不应被那些诽谤的词句所蒙蔽，也不应该由于群众直觉的狂怒而丧失理智。他必得
胸怀进一步献身于公平与正义的精神，一次又一次地追求公正。

2、《异端的权利》的笔记-第21页

        加尔文的一生，尽管在其他方面表现得聪明机智，他却从来不曾怀疑只有他一人有资格解释上帝
的语言，只有他一人掌握了真理。然而，正是由于傲慢的自信，由于这预言家式的兴奋得意，加尔文
这位超级的偏执狂在实际生活中才能够坚持得住。那是一种僵硬的沉着，一种冷冰冰的非人的刚强。
他在政治舞台上能够取胜，应该归功于这些品质。不是别的，只不过是这样一种自我陶醉。不是别的
，只不过是这样一种说有限却也无限的自我满足，才会使得一个人在世界历史领域中成为了领袖。人
民很容易就会接受建议，既不需要耐心的说服，也不需要正义的道理，只需要偏执狂们宣称他们的真
理是唯一可能的真理，他们自己的意志是世俗法律的基本准则。于是这真的不是在影射某小胡子么⋯
⋯

3、《异端的权利》的笔记-第5页

        （法里尔）凭着冲动和狂热，他能够推翻旧秩序，却没能力建立起一个新的秩序。他是一个辱骂
的高手，却缺乏组织的才干；他是一个破坏者，却不懂得建设。他能够辱骂罗马教会，能够煽动愚蠢
的民众去仇视修士修女，靠着亵渎神灵的双手，他也能够破坏法律条文。而一旦大功告成，他却只是
带着绝望的困惑，凝视着自己造成的废墟，因为他的心里并没有目标。

4、《异端的权利》的笔记-第15页

        任何人若拒绝宣誓，立即会被驱逐出城。这清清楚楚、一劳永逸地表明，从即日起，生活在日内
瓦城墙内的任何自由民，再也没有人敢冒如此风险，敢于在宗教信仰方面与加尔文的要求和观点存在
丝毫的分歧。在这个行政区里，路德所要求的把宗教当作个人良心的事情那种“基督徒的自由”已经
结束。理性战胜了宗教改革的气质，法律战胜了精神。如今，加尔文已经进了城，在日内瓦便没有了
自由。个人的意志将支配一切。
没有武力，专政就无法想象，也站不住脚。无论谁想要维持权力，就必须要掌握权力的工具;若要进行
统治，就必须要有实施惩罚的权力。

5、《异端的权利》的笔记-第4页

        历史无暇顾及公正。历史作为不偏不倚的编年史学家的工作只是记录各种各样的成功，至于这些
事情的道德价值，她极少评估。她的目光之只是盯着胜利者，而把失败者晾在一旁。于是这些“无名
的战士”便被随意弃入遗忘的阴沟。既没有十字架，也没有花环来记录他们徒劳无功的牺牲。然而事
实上，心底纯洁的人们所做的努力，都不会徒劳无益；道德能量的任何消耗，也不会消散长空，毫无
回响。那些人虽然生不逢时，虽然被击败了，在实现永恒理想的过程中，却自有意义。因为理想是一
种烦人难以看见的观念，只有通过这些人的构思，这些人的全力以赴，还要准备着为它步上尘土扑面
的死亡之路，才能在现实世界中得以实现。从精神方面看，“胜利”和“失败”两个词都有了新的意
义。从此以后，我们一定要不断提醒这个眼里只有战胜者丰碑的世界，我们人类真正的英雄，不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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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通过堆积如山的尸体才打到昙花一现的王国的统治者，而是那些毫无抵抗力量、被高高在上的势力
压倒的人们。

6、《异端的权利》的笔记-第195页

        把人活活烧死，并不能捍卫教义，而是对人的屠杀。日内瓦人迫害塞文特斯，他们不是在捍卫教
义，而是让人牺牲。我们不应通过烧死别人来证明自己的信仰，而应准备因为自己的信仰，去被别人
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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