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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生平与著述

2006年5月9日    来源:论坛主题 

一、斯宾诺莎生平与著述Qiao转爱智论坛 

一、斯宾诺莎生平与著述 
    斯宾诺莎的生平恐怕已是众所周知的，这里只是做点勾勒。Thoemmes Press
于1992年重印了1927年版的The Oldest Biography Of Spinoza，Edited and t
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annotations by A Wolf 。（这些传
记里有不少矛盾之处，详细的考察参见Hubbelin 1977年为荷兰语版斯宾诺莎书信
集写的导言。）比较经典的斯宾诺莎传记还属Abraham Wolfson于1932年出版的Sp
inoza：A Life of Reason (New York: Modern Classics Publishers)。中文
的传记可参看洪汉鼎先生《斯宾诺莎哲学研究》。我这里根据的是Herman De Dij
n：SPINOZA：The Way to Wisdom（Purdue University Press，199
6）。     1632年11月24日，斯宾诺莎生于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商人家庭。他祖辈
是所谓马拉诺（Marranos），即西班牙或葡萄牙的犹太人（或摩尔人，Moors），
被迫改宗天主教，但实则保留了犹太信仰。（关于马拉诺问题与斯宾诺莎的联系，
参见Yirmiyahu Yovel. Spinoza and other heretics. 2 vol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父亲在16世纪末期逃至尼德
兰，乃是阿姆斯特丹西班牙或葡萄牙系犹太人社区的重要人物，犹太会堂的长老一
族。母亲在斯宾诺莎6岁的时候去世。斯宾诺莎小时候在社区的犹太学校学习（th
e Talmud Tora school），但没学几年。1654年父亲去世之后，和其同父异母的
兄弟继承了父亲的商业活动，主要从事东方商品贸易。或许在他与基督教自由思想
家的商业交往中，学到了当时在尼德兰广泛讨论的新的哲学和科学思想。     16
56年斯宾诺莎被犹太公会（synagogue）永久弃除，其禁令之严酷令人们做了广泛
的探讨。禁令必定与他异端思想和行为有关，但更多的可能是他面对指控坚强不屈
的态度招至了如此严厉的处罚。但斯宾诺莎如何持有这些异端思想的，现在并不十
分清楚。但阿姆斯特丹的犹太社群中确实有其他的持不同宗教观点的人，有些也遭
到的处罚，并与斯宾诺莎保持着关系。     大约在1656年或稍后，斯宾诺莎与来
自安特卫普的前耶稣会士Franciscus Van den Enden交往密切，后者在阿姆斯特
丹开办了一所有名的拉丁语学校。斯宾诺莎寄宿在Enden的学校里学习拉丁语，或
许还和他的女儿有些感情往来。Enden是位著名的自由思想者，很可能斯宾诺莎在
这里不断学习了拉丁语，还熟悉了笛卡尔派的思想和培根、霍布斯、甚至布鲁诺的
哲学。     由于斯宾诺莎遭到犹太公会的驱逐，不得不放弃了他的买卖，并将名
字拉丁化（从Baruch改为Benedictus），学习磨制镜片。这项手艺达到了国际一
流水平，连莱布尼茨都曾送给他一部关于光学的笔记。可以确定，他从此很快展开
了哲学研究，因为到1661-62年，就可以辨认出带有斯宾诺莎特色的思想。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Spinoza's Workroom at Rhijnsburg [upload=jpg]Up
loadFile/200371919251068195.jpg[/upload] Spinoza's Residence at Rhi
jnsburg     1661年春天，斯宾诺莎迁居Rijnsburg，靠近大学城Leiden。来顿

�

? ? ? ? ? ? ? ? ? ?



大学是尼德兰最早的大学，笛卡尔的观点在这里以及其他尼德兰大学中得到了激励
的争论，有时还与经院哲学思想交织在一起。Rijnsburg是非正统的基督教派社友
会（the Collegiants）的聚集地。（可参见Andrew C. Fix. Prophecy and Re
ason: The Dutch Collegiants in the Early Enlighten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有些社友会成员很快成为斯宾诺莎
圈子里的朋友，一同讨论哲学思想，这在《神、人及其幸福简论》中可见一斑。
《简论》的拉丁文本已经佚失，荷兰文本在19世纪后期才被发现，可视为《伦理
学》的原型。其第一篇附录就是以几何学的方式写的，表明斯宾诺莎早就试图以
“科学”的方式表达哲学思想。斯宾诺莎的许多热爱哲学的朋友都熟稔笛卡尔派的
思想，并具有自由的宗教倾向，其中最重要的就是Lodewijk Meyer。     《简
论》与《理智改进论》孰先孰后，至今仍然争执不下（参见洪汉鼎先生的《研
究》）。一般认为，《简论》当在《改进论》之前，但都写于1662年。后者意在写
成一部哲学的导论，可与笛卡尔的《方法谈》合观（至于《探究真理的指导原则》
当时还没有被发现）；同时也是一部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笛卡尔和培根（可能还有
霍布斯）思想的回应。     斯宾诺莎在雷津斯堡的生活很平静，有助于他进行哲
学创造。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离群索居。在他的一生中，他与知识界中的许多人都保
持着亲自的或通讯上的联系。这些就不谈了。     斯宾诺莎的声望随着《笛卡尔
哲学原理》的出版而进一步确立。此书是应来顿大学的一位学习笛卡尔思想的学生
之请而写的。我觉得此书的另一个目的是方法上的一次演练，试试几何学方法在表
达哲学思想上的效果如何。书后附有一篇《形而上学思想》，是那个时代典型的经
院哲学与笛卡尔哲学的混合物，其目的是与笛卡尔辩论还是反对经院哲学，大概见
仁见智了。     1663年春，斯宾诺莎迁居海牙附近的伏尔堡（Voorburg）。这期
间他的《伦理学》的部分章节已经在朋友中传阅了。到1665年，此书的主体部分已
经完成。从1665-70年，斯宾诺莎开始写作《神学政治论》，当然同时可能也在修
改《伦理学》。之所以要中断《伦理学》的写作，而开始《神学政治论》，主要是
出于当时荷兰的政治形式。关于此处可参见洪汉鼎先生的著作。《神学政治论》意
在呼吁思想自由，同时也间接地支持了当时荷兰省长Johan de Witt的政策，联省
共和国给了斯宾诺莎一笔年金。     也许与此同时，斯宾诺莎还在写一部《希伯
莱语法》。斯宾诺莎真名发表的著作只有《原理》，其他著作中也只有《神学政治
论》是在生前出版的，匿名。尽管当时的荷兰对思想自由有一定的宽容，但此书确
实招至了极大的愤怒。人们很快就知道作者是何许人也。1674年，此书正式被禁，
但也因此声名远播，在启蒙思想的宗教批判中居功至伟。（参见Lewis Samuel Fe
uer. Spinoza and the Rise of Liberalism.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
n Books. 1987.）也许因为身居高位的de Witt兄弟的保护，斯宾诺莎没收到红卫
兵的冲击，而他的一位弟子却被捕入狱。此后斯宾诺莎不再写荷兰语的东西了，只
敢用拉丁文匿名发表。     大概是在1670年斯宾诺莎最后迁居海牙，直到他1677
年去世。1672年，联省共和国受到英、法、德的四面围攻。由于对法作战失败，D
e Witt兄弟被奥兰治派和加尔文教派暴徒的残害，斯宾诺莎义愤填膺，欲伸张正
义，但被房东锁在屋里，幸免于难。尼德兰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为奥兰治亲王威
廉三世所统治，此人也就是后来率兵入英，进行光荣革命的威廉亲王。     1670
年之后，斯宾诺莎继续写作《伦理学》。1675年，他前往阿姆斯特丹，试图出版此
书，但谣言四起，使他放弃了这一计划。1673年，他收到神学教授J. Ludwig Fab
ritius，选帝侯Karl Ludwig的顾问的邀请，得到一个去海德堡教授哲学的offe
r。但斯宾诺莎拒绝了。理由大家都知道。     同年，斯宾诺莎应法国Conde亲王
的邀请，前往被法军占领的乌特里希（Utrecht），进行了一次秘密旅行。但当他
到达之后，亲王却离开了此地，结果斯宾诺莎的外交使命没有完成，却招至了一些
流言。政治形势的根本性变化令他重新思考《神学政治论》中的政治理念。在最后
的岁月中，他开始撰写《政治论》，但直至去世之时仍未写就。此书深深影响了法
国大革命的政治思想。西耶斯（Sieyès）所撰写的宪法与《政治论》中的思想极其
相似。     1677年2月，斯宾诺莎因肺结核与世长辞。尽管他被认为是一个臭名
昭著的无神论者，当然也不是一名基督徒，仍然葬在海牙的新教堂中租用的墓
地。 [upload=jpg]UploadFile/200371919262196894.jpg[/upload] New Chur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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