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桑西桑西桑西桑西门门门门的的的的历历历历史史史史观观观观(1923/8) 

  

（（（（一一一一））））桑西桑西桑西桑西门门门门（（（（Saint Simon））））在社在社在社在社会会会会主主主主义义义义思想史上的地位思想史上的地位思想史上的地位思想史上的地位 

  

近世的社会主义，以马克思及恩格尔的社会主义划一新时代。他们以前的社会主义，为

空想的社会主义；他们以后的社会主义，为科学的社会主义。这种名称，纯是为分类的便宜

而加的，并没有褒贬的意味存于其间。有些人骤见“空想的”一名，便误认这是含有讥嘲的

意思，其实“空想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不但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有一样重要的

价值，而且科学的社会主义可以说是空想的社会主义的产儿。 

  

空想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的社会主义的不同的点，就在两派对于历史的认识的相异，——

就是历史观的相异。 

  

空想的社会主义者流的社会哲学，为十八世纪启蒙派的社会哲学。他们以为宇宙间有超

越时间与空间的绝对的真理在。只靠着诉于人间的理性，就是只要人间能理解此真理，把握

此真理，无论何时何所，此真理都能实现。此真理实现之时，即是理想社会实现之时。据他

们的见解，为实现理想社会所必要的事，只在发见真理，而以此真理诉于人人的理性；为实

现此真理的历史的条件，他们绝不看重。欧文曾说：“过去的世界历史只以表示人间的非合

理性，吾人今始向理性的曙光，向人间的魂再生的时代，开始进行。”这话便含有人间的

魂、人间的理性能改变历史的进行的意味。结局他们主张依人间理性的力量能以实现社会主

义的社会。这是空想派社会主义者的理想的历史观。 

  

科学的社会主义把他的根据置在唯物史观的上面，依人类历史上发展的过程的研究，于

其中发见历史的必然的法则；于此法则之上，主张社会主义的社会必然的到来。由此说来，

社会主义的社会，无论人愿要他不愿要他，他是运命的必然的出现，这是历史的命令。 

  

社会主义的思想，由马克思及恩格尔依科学的法则组成系统。以其被认为历史的必然的

结果，其主张乃有强固的根据。社会主义的主张，若只以人的理性为根据，力量实极薄弱，

正如砂上建筑楼阁一样。今社会主义既立在人类历史的必然行程上，有具有绝大势力的历史

为其支撑者。那么社会主义之来临，乃如夜之继日，地球环绕太阳的事实一样确实了。 

  

立在这由空想的社会主义向科学的社会主义进化的程途而为开拓唯物史观的道路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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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桑西门。 

  

（（（（二二二二））））桑西桑西桑西桑西门门门门与与与与孔道西孔道西孔道西孔道西（（（（Condorcer）））） 

  

桑西门是一位浸染于福禄特尔时代的理想而同情于革命精神的自由人道主义者。他的主

要师友为孔道西和些生理学者。他由他们得到两个主要的观念：（一）伦理和政治全以物理

学为依据，（二）历史是进步的。 

  

孔道西以知识进步的运动解释历史，桑西门亦认此为真理；但他以为孔道西用此原理，

嫌狭隘了一点。于是犯了两个错误：（一）不解宗教的社会的意义，（二）说中世是前进运

动中无用的中歇。 

  

桑西门则看出宗教有一自然而合理的社会的任务，不能被认为单纯的害恶。他说明一切

现象都有相互联络的道理：一个宗教的系统，适合于那种科学所出现的社会所达的科学阶

段；实际上宗教只是科学，饰以合于他所满足的感情的需要的一种形式就是了。一个宗教的

组织基于当世科学发展的体态，所以一时代的政治组织适应于那个时代的宗教的组织。中世

的欧洲，不是表示一个无用而且可为太息的蒙昧主义（Obscurantism）的暂时胜利，乃是人类

进步上一个有价值的必要阶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一个社会的组织的重要原理，就是

教权与俗权间的正当关系，实现于此期间。 

  

限于中世时期，显出是一个陋劣的枝节，于前进运动没有贡献，宁有迟之阻之的中间；

“进步”乃暴露于一种批评论之前，说“进步”是一个任意的综合，只是部分的为历史事实

所产生，并不供给保证于将来。限于百科全书派（Encycolpaedic School）的唯理主义者，视

宗教为一愚昧而诈欺的麻烦的产物的中间；那“进步论”背后的社会哲学，乃以非科学的而

见咎。因为反乎社会现象的密结，他（社会哲学）不承认宗教为这些现象中主要之一，须于

“进步”中自行参与而合作。这些见解把孔道西的理论变成更可承认的样子。 

  

孔道西提议历史的价值，乃在供给可以预见将来的材料。桑西门崇奉此提议为教义，但

在孔道西的非科学的方法上，预见将于不可能。为了预告，这运动的法则必须被发见。而孔

道西则不但未曾立下这法则，抑且未曾寻求这法则。那些十八世纪的思想家，把“进步”当

作一个立在一个极不充分的推论上的单纯假设遗留下来；他们的承继者乃依发见一个和引力

的物理法则一样确实的社会法则，以求把他提到科学的假设之列，这是桑西门的目的，亦是

孔德的目的。我们可以说桑西门是孔道西的承继者，孔德是桑西门的承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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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桑西桑西桑西桑西门门门门的的的的历历历历史法史法史法史法则则则则 

  

依桑西门的见解，宇宙一切的现象形成一个有统一的全体。各种科学的任务，在各于其

特有的范围内，发见其统一，即在探究现象间的因果关系。今于人类的历史，从来称为历史

家的人们，把那些驳杂万状骤然一见似无何等联络统一的诸事实，照原样看作个个独立的事

实，于此等诸事实中，以特记述说明君主战争等所谓显著的政治现象，就算毕了历史学的能

事；此等态度，非全行改正不可。历史的现象，如以之为一个全体而观察之，则以个个独立

象而表现的诸现象间，必有何等统一，必有何等因果关系。关于此点，历史现象与自然现象

无何所择。恰如自然科学以发见现象间的因果关系为任务，历史学不能不脱于单纯事实记述

的范域，而进到因果关系统一之点。换言之，即是不可不以历史为一科学。这样子历史现象

间的因果关系弄得明白的时候，历史的法则便能建立。依此法则，凡历史的过程均能明快以

为说明。不宁惟是，被确立的历史法则不但说明过去及现在，并且说明将来。即依此亦能预

测将来的社会如何，将来的历史阶段如何。这样一来，历史的范围实亘过去、现在及未来，

而为一个一贯的法则所支配。 

  

桑西门由历史抽绎出来的法则，为组织的时代与批评的时代的递嬗，亦可以说是建设的

时代与革命的时代的递嬗。中世是一个组织的时代。继续此时期的，乃是一个批评的、革命

的时代；这个时代，到了现在才渐次终结。继续这个时代的，必是另外一个组织的时代。桑

西门既于历史的行程中发见一条导线，他于是能为预告。因为吾人关于宇宙的知识，曾已达

到或且现方达到一个在各局部久已不是推测的而是实证的阶段，社会将应之以为变迁；一个

新物理学家的宗教将胜过基督教和自然教（Delsm）；科学家们将扮演中世僧侣所曾扮演的

组织者的脚色。 

  

能为桑西门的进步论与以完满的说明的，只有他的弟子巴札尔（Bazard）。他说：按桑

西门的说，人类是被认作一个集合的生物，这个集合的生物，在累代的经过间按一种法则—

—进步的法则——显露其本性。这个法则可称为人种的物理学的法则。这是桑西门所发见

的。这是为组织的时代与批评的时代代嬗而成的。他宣传一种对于进步的信仰，认进步为解

释历史的关键，为集合的生活的法则。 

  

依桑西门的解释，在一个组织的时代，人类认出一个运命，而协调其一切的能力以达此

运命；在一个批评的时代，人类不知有一个标的为共同协赴的鹄的，人们的努力将以消涣与

不调。在苏格拉的（Socrates）时代以前，希腊有一个组织的时代，继此时代，乃是一个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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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代，至于蛮人侵入而止。继此而起的，又是一个组织的时代，此时代由Charlemagne

至十五世纪末止。复次又来一个新批评时代，此时代由路德时以迄于今日。现在是预备一个

必须继起的组织的时代开始的时候了。 

  

（（（（四四四四））））知知知知识识识识的的的的历历历历史史史史观观观观与与与与经济经济经济经济的的的的历历历历史史史史观观观观 

  

桑西门有两个历史观：一为知识的历史观，一为经济的历史观。他的知识的历史观，很

强烈的表现于他的初期的著作；嗣后他的思想发生变化，经济的历史观乃以取而代之。 

  

从桑西门的知识的历史观，则横于历史过程的根底而决定其行程的，惟有知识；依人类

知识的程度如何，而附与其特性于历史上的各时期。由一时期向一时期的推移，可求于知识

程度的变化中。然人类的知识本身，虽亦能直接成为社会力以决定历史的进行；而在很多的

时会，知识常经由宗教云者的伟大社会力以于历史上发生作用。这就是说知识决定宗教，宗

教决定历史。本此思想以解释历史，便是知识的历史观，后来承继他的知识的历史观而发扬

光大之者厥为孔德。 

  

桑西门曾本此思想以说明现实的历史，先从希腊说起，希腊以有筑在多神教上的社会，

故希腊各邦间缺政治的统一；有许多互相歧异的道德系统，而社会的调和乃不能维持。然自

苏格拉的出，遂开由多神教向一神教的道路。每当历史内一阶段向一阶段推移的时候，随着

必有一次显著的社会混乱。由多神教向一神教的推移，遂以演成罗马晚年的社会的混乱，此

混乱终依基督教的成立告终，基督教遂以造成中世纪的社会的组织。 

  

厥后亚拉伯人科学的知识输入，基督教内部又发生混乱，中世末期的黑暗时代，又复出

现；迨经路德的宗教改革，得与当时的知识调和，基督教又被改造，新教时代于是乎诞生。

厥后桑西门观于法兰西大革命及革命后的法兰西的经济情形，他的历史观乃一变而重视经济

的因子；但其方法论，即根本原理，固未尝有所变动。 

  

法兰西大革命时，几多政治的激变使桑西门确信国家与社会间有本质上的不同。革命时

的法兰西，约二十五年间，遭十度政治的激变。虽曾变革其政治的构造，而于社会生活的根

底，未有何等可认的变化。桑西门躬逢这种事实，乃以看出政治形式的如何实于人类生活无

何等本质的意义，于社会不过是第二义的。构成社会生活的根底者，又从而附与其特质于各

历史阶级者，不是知识，不是宗教，亦不是建筑于知识宗教之上的政治，实是那致人类物质

生活于可能的产业组织。他于是确立一种历史的法则，认历史过程，惟有经由产业组织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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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才能理解；将来的社会，亦惟依产业发达的倾向，才能测度；这就是他的经济的历

史观。后来承此绪余而建立唯物史观的学说者，厥为马克思。 

  

桑西门主张为社会生活的根底而又为历史发展的原动力者，实为产业。他的历史观，就

是建筑在这个主张上的。他的社会观，曾于他作的一篇小论文“寓言”（Parable）里，巧妙

的表示出来。他的大意，是说假定法兰西突然丧失第一流的学者、艺术家、劳动者，其损失

真不在小。因为那些人是法兰西人中最活动的人们，是掌重要的生产供始有益的劳动于科

学、艺术工业方面，致法兰西愈益丰富的人们。他们是社会的精华，于是邦也贡献独多，赍

伟大的声誉，促进其文化的发达而致其繁荣。今骤失之，则法兰西直成为“无魂之体”

（Corps sana ame），将不能与其他国民竞争，而沉沦于卑劣的状态。法兰西在此等损失恢

复、新人物产生以前，不能不屈忍于此种状态之下。由如此的不幸而谋元气的回复，至少亦

要一时代的长时间；而且真能供应有用的劳动的人们，实在是例外的人们，自然不是滥行多

多产出例外尤其是这种例外的。又设此等科学、艺术、工业方面的天才的人物，全部保有而

无恙，而于一日之中，丧失了皇室宫廷、王公世爵、达官显位、国务大臣、国会议员、元

帅、大僧正、大地主等等；荣华世界之中，突遭意外之厄，仁慈的法兰西人，固必有所不忍

而顿兴悲悯，然由法兰西国民的生活上言之，此等享有高爵厚禄的人们，纵一时耗丧至于三

万人之多，亦只能与国民以感伤的悲痛而已，国民丝毫不因是而陷于不幸。此果何故？其理

极明。填此空位的人，实在易得，彼能承继而又想承继此优游阔绰的生活者，固不知其凡几

也。 

  

由他这一段话，可以看出他怎样的推崇科学、艺术、产业等，怎样的轻视政治或政治

家、僧侣、贵族等了。但在此时，他的社会观，尚不能说是经济的；这里他尚认科学家、艺

术家与产业者有同等的价值，以于社会生活有用的分子相待遇。后来著“产业者问答”，他

的思想乃益趋于经济的，他才认只有直接从事产业的阶级，是社会的基本阶级；科学家、艺

术家等，只有赍健全的社会生活的副次的因子的价值。 

  

什么是产业者阶级呢？在桑西门的意思，以为产业者阶级，是由为生产货财而劳动的农

民并手工业者，以及立于此等生产者与消费者间从其需要而掌配给货财的商人，三大部分而

成的。 

  

桑西门认进步的标的，在社会的幸福。因为劳动阶级在社会上占多数而且极其重要，所

以向此标的进行的第一步，应是劳动阶级运命的改善。这是改造社会中的政治的主要问题，

他主张以社会主义解决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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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西门认产业者阶级为社会的基本阶级，为历史的原动力。他以此阶级的发达及其社会

的地位变动，说明法兰西的历史。据他看来，法兰西大革命，是中间阶级的懒惰的所有者阶

级利用产业产阶级的实力，以之为台阶以反抗在社会上无何等实力的贵族阶级的支配势力，

而图自立于支配者地位的变动。然其结果，被建设的社会组织未能正当：所以革命以后，社

会的混乱与不安，纷至迭起，此等混乱与不安，直到产业者阶级击破所有者阶级握政治的权

力立在社会的最上层的时候，才一扫而清。因为产业者阶级实为社会的富与幸福的创造者，

所以他于实质上于形式上都有支配社会的必然性，此为历史过程所证明的。旷观过去的社会

历史，别的阶级都丧失其意义；惟独产业者阶级，其意义反以逐渐增加，吾人不能不由这种

事实，断言产业者阶级毕竟是最大重要的阶级。 

  

（（（（五五五五））））桑西桑西桑西桑西门门门门的的的的““““黄黄黄黄金金金金时时时时代代代代””””观观观观及其世界的及其世界的及其世界的及其世界的国国国国家思想家思想家思想家思想 

  

拿破仑没落后，桑西门和他的秘书Augustin Thierry合刊一本小册子。在这小册子里，表

示他的“黄金时代”观并他的世界的国家思想。他说：“诗人的梦想，以为只于太古蒙昧人

类原始的时代，才有‘黄金时代’。抑知那却不是黄金时代，宁认他为铁时代尚为得当。黄

金时代，不在我们背后，乃在我们面前；不在过去，乃在将来。这是社会秩序的完全。我们

的祖若父，未曾看见世他；我们的子若孙，将有达到此境的一日；为他们开辟路径，是我们

的责任。”他又在此小册子中重新提起Abbe de Saintpierre废止战争的理想，并且提议一种比

Pierre的各国同盟更奢望更理想的欧洲新组织。当此时顷，他于那复位的布尔奔朝

（Bourbons）在法兰西所建立的议会政治里，看出一个对于政治紊乱的统治权的救济。他想

设若将此种政治组织引用到全欧各国，于维持平和的永续上将有长足的进步；设使敌国的英

法，成立一个密切的联合，将比较的容易造成一全欧国家，如同英国的平民政治各州政府共

戴一议会的政府一样。这就是“人类的巴力门”（Parliament）的理想新萌芽。 

  

历史的发展，是由孤立向联合进动，由战争向平和进动，由反抗向协合进动，将来的计

划，是依科学的原理组织成的协合。中世时代的加特利教教会给吾人以立在一个普遍的教义

上的大社会组织的创证，现代的世界亦须是一个社会的组织，但那普遍的主义，将是科学

的，不是宗教的。精神的权威，将不存于僧侣，而存于指导科学及公共教育的进步的学者。

每一公共生活中的会员，都有应给他的地位与本分。社会由工业劳动者、学者和美术家三级

劳动者构成，各阶级优越劳动者的委任，将依其人的能力以为决定。谓各人的地位完全不

等，是无稽之说；基于劳绩的不平等，是合理而必要的。不信任国家的权力，是现代的错

误。为提出伟大的理想，图维进步上所必要的革新；一个指导民族势力的权威，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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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一个组织，将以增进各方面的进步；在科学则以协力，在产业则以望誉，在艺术亦

然，因为艺术家将求所以表现他们自己时代的理想与情感。现在已有趋向几分属于此类者的

象兆，他的实现，必不是由革命而得，乃是由渐进的改革而得。 

  

历史上显著而最可注意的事实，乃为协合精神继续的扩张。由家族而都市，而国家，而

超国家的教会，更进一步，而包括全人类的广大的联合。前面说过，桑西门派的历史哲学，

谓历史实由批评的、破坏的和组织的、建设的二种时代递演代嬗。前期则支配的势力的原

理，以战争主义无政府为特征；后期则为宗教所支配，而以服从、献身、协合的精神为特

征。此种反拨与结合的精神，乃社会的二大原理。二者的盛衰，依时代的性质。协合

（Association）的精神，渐次超越其反对的势力。在原始社会，强者对于弱者施以压迫，是

当时主要的情形，这是联合的不完全的结果。但是他的继起的形式，显出一个渐次的和缓。

食人风息，继之以奴隶制；奴隶制废，继之以农奴制；农奴制绝，最后又发生资本家工业上

的榨取。强者对于弱者的压迫，最后的形式，全靠财产权。对此压迫的救济，在把个人的袭

有财产权，由家族移转到国家。将来的社会，必须是社会主义的。协合的原理，是将来社会

发展的键。社会的主眼，在生产生活必要品；社会生活的终局目的，“在地球的共同利

用”。这是桑西门的世界的国家思想。 

  

（（（（六六六六））））桑西桑西桑西桑西门门门门的宗的宗的宗的宗教教教教观观观观及其及其及其及其门门门门徒徒徒徒 

  

桑西门于其晚年，发表一篇大著“新基督教”。他作此论文的目的，乃在欲把基督教醇

化于单纯而又实质的要素。他于此书，揭明加特利教从普罗铁士坦特教所添附的独断无用的

形式和误谬，加以锐利而警透的批评。他认新信仰当以道德为最重要的东西。他说：“新基

督教不可不把凡人皆宜为互为兄弟的行为的原理推而及于现世的组织。”桑西门更以近世的

语言，详细的说明新基督教。他说：“全社会不可不努力于改革最贫阶级的道德的及物质的

状态，社会当以能达此目的的最善的法则被组织。” 

  

最使他的门徒感激的，就是此“新基督教”。当他临终之际，他的友生孔德（August 

Comte）和罗德丽格（Rodrigues）围绕他的床头，他殷殷以此书的希望属托于他们。他说：

“所有的宗教形式不可不消灭，因为加特利教的弱点与缺点既为人所证明，人民全为此教所

骗了。宗教不能有自此世界灭亡的事，只是变化罢了。”桑西门以为新社会的学说，必须不

只是由教育与立法所传播的，必须为新宗教所裁决。从前的基督教，不能为此，因为旧基督

教是基于物质与精神间的二元论（Dualism）而成者，而且加诅咒于物质。新宗教必须是一元

论（Monistic）的。新宗教的原则，简举如下：神是一，神是全体，就是全体是神。他是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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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爱，自显而为精神与物质。宗教、科学、产业的三界，适合于这个三体一致论

（triad）。 

  

桑西门死后，他的门徒巴札尔（Bazard）和恩范亭（Enfantin）辈，自结一社，成一家族

的组织，在Rue Monsigny营共产的生活。厥后巴札尔派与恩范亭派分裂，至一八三二年，此

宗遂归于消灭。但在当时，其影响所被，亦不为不广了。 

  

１９２３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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