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章 

    孔多塞先生对人类有机体的可完善性和人类寿命的无限延长所作的推测——以动物 

的繁殖和植物的栽培为例，说明由界限不能确定的局部改善推论无止境的进步，是一个 

谬误。 

    孔多塞先生提出来考察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人类有机体的可完善性。他说，如果已经 

提出而在发展中当能发挥更大作用的各种证据，在人们现有的天赋不变、有机体也不变 

的假设下，已足以证明人类具有无限的可完善性，那么，如果这种有机体、这些天赋是 

可以改善的，事实会是怎样，人们抱有的希望又将达到什么程度呢？ 

    他认为，随着理性和社会秩序的进步，医术将不断得到改进，人们将食用更卫生的 

食物，住在更卫生的房间里，将采取较好的生活方式，依靠锻炼增进体力而不因锻炼过 

度而损害体力，世人堕落的两大原因——贫困和极其富有——将被消灭，遗传性疾病和 

传染性疾病随着物理知识的增进将逐渐被消除，这一切使他作出如下的推论：人虽然不 

能绝对不死，但是从出生到自然死亡之间经历的时间将不断增加，无从确定，也许可以 

用“无限”一词来表示。他提出，“无限”这个词有两种意思，一是，不断地向一无限 

的界限靠近，但永远达不到这一界限，另一个意思是，寿命可以无限延长，以致大于任 

何可以确定的界限。 

    但是，这个名词在任何一种意义上应用于人类寿命的长短，无疑是极不明达的，不 

能在自然法则上找到任何根据。由各种原因引起的寿命的变动；其性质与有规则的、有 

进无退的寿命的延长是截然不同的。人类的平均寿命在一定程度上因气候对健康有益还 

是有害、食品卫生与否、社会风俗的善恶及其他各种原因而有不同，但是，从我们有可 

信的人类历史以来，人类的自然寿命是否确有稍许觉察得到的增加，是很可怀疑的。一 

切时代的成见都正好同这个假设相反，虽然我不愿意过分强调这些成见，但它们确实可 

以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人类的自然寿命未曾明显增加。 

    也许有人会说，世界刚刚诞生不久，尚处于幼年期，期望它很快有所变化，是不应 

该的。 

    如果事实果真如此，人类的一切科学马上就会完结。从结果到原因的整个推理顺序 

都会被破坏。我们可以闭眼不看自然这本书，因为读它不再有任何益处了。最不切实际、 

最不可能成为现实的推测，就同建立在小心谨慎的反复试验基础上的有充分根据、极其 

卓越的理论一样确定无疑了。我们也就可以重新采用陈旧的推理方法，使事实屈从体系， 

而不是根据事实来建立体系了。牛顿的宏大而首尾一致的理论也就同笛卡儿的轻率而古 

怪的假说平起平坐了。总之，如果自然法则如此变化无常，如果竟可以断言和相信亘古 

从未发生变化的自然法则将有所改变，则任何刺激都将不复能激起人类的研究精神，人 

们必然会停留在迟钝麻木状态，仅以迷人的梦想和狂妄的想象自娱。 

    自然法则的不变性和因果的不变性是一切人类知识的基础，不过，我完全不是说制 

定和执行自然法则的力量不能“在一刹那，在转瞬之间”完全改变自然法则．这种变化 

无疑是可以发生的。我要说的只是，我们不能从理性推论这种变化。倘若事先没有任何 

明显的征兆或迹象表明某种变化会发生，我们就能够推断这种变化必将出现，那么，我 

们作出任何判断都可以认为是合理的，一如肯定明天月球将与地球相碰，同说明天太阳 

将照常升起一样是合理的。 

    从远古到现今，没有任何永久性征兆或迹象表明人类的寿命在不断延长。关于寿命 

的长短，有人提出，气候、习惯、饮食及其他原因所产生的显著影响，已向人们提供可 

以断定寿命能够无限延长的理由；但这种议论是建立在如下不稳固的基础上的，即：人 

类寿命的年限是不能明确划定的，而由于你不能精确地划定它的期限，你就不能确切他 

说它是这样长，不能再长，因此，寿命可以永远增加，并且可以恰当他说它是无定限的 

或无所限制的。然而，这种议论的谬误和荒唐，只要对孔多塞先生所说的各种植物和动 

物有机体的可完善性或退化（他说，这可以看作一般自然法则之一）略加考察，就可以 

充分看出。 

    据孔多塞先生说，家畜改良家有一准则，即：你想要多么优良的家畜，就可以繁育 



出多么优良的家畜；这一准则是以另一准则为依据的，即，某些牲畜的崽儿可以在很大 

程度上具有其母体的优良品质。著名的莱斯特羊的繁殖，其目的在于促使这种羊的头和 

腿变小。从上述准则出发，这种羊的头和腿显然应当能够改变到近似消灭，但这显然是 

极其荒唐的，因而我们完全可以肯定：那个前提是不正确的；虽然我们不能够看出改良 

的限度，或者准确他说出这个限度，但它确实是存在的。就这个例子来说，最大的改良 

限度或最小的头和腿可以说是难以明确划定的，但这与孔多塞先生所说的无定限或无所 

限制是两码事。尽管在目前情况下我不能划定改良所无法逾越的限度，但我却可以很容 

易说出改良所无法达到的一点。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断定，即使这种羊的繁殖持续不断地 

进行下去，莱斯特羊的头和腿也决不会象老鼠的头和腿那样小。 

    所以，说某些动物的崽儿会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具有其母体的优良品质，或者说动 

物具有无限的可完善性，都是不正确的。 

    由野生植物变成美丽的园花，也许是比动物界的任何变化都更为明显和惊人的进步， 

但即使在这里，断言这种进步是无所限制的或无定限的，也是极其荒谬的。植物改良的 

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体积增大。花卉通过栽培而逐渐增大。如果进步真是无限的，则其 

体积应当也可以无限增大，但这是极端悖谬的，因而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植物的改良同 

动物的改良一样是有其限度的，虽然我们不确切知道这个限度是在哪里。也许争夺花奖 

的花匠们往往施用效力较强的肥料，但都没有成功。同时，有人如果说他看见了最美丽 

的麝香石竹或银莲花，这或许过于夸张。然而，他如果断言麝香石竹或银莲花的体积永 

远不能通过栽培增加到同大甘蓝一样大，却不会同未来的事实相抵触，虽然还有比甘蓝 

大得多的可定量。谁也不能说他看见了最大的麦穗或栎树；但是他可以很容易而非常肯 

定他说出它们所不能达到的一点。因此，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对于无所限制的进步和只 

是其限度难以明确划定的进步，应当细心地加以区分。 

    也许有人会说，植物和动物的体积不能无限增大的原因，是它们本身的重量会把自 

己压倒。我的回答是，不实际体验构成它们躯干的力量有多大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一点呢？ 

我知道，在麝香石竹的体积增加到象甘蓝那样大以前，它的茎就支承不了它了，而我知 

道这一点，只是由于我体验到麝香石竹之茎的质地是脆弱而缺乏韧性的。自然界中有许 

多同石竹的茎同样大小的物质可以支承象甘蓝那样大的头状物。 

    植物死亡的原因，现在我们还完全不知道。谁也不能说明为什么这种植物是一年生 

的，那种植物是二年生的，另一种植物则是多年生的。在这一切场合，在植物、动物和 

人类方面，一切都还是取决于经验，我只是因为一切时代的经验都证明构成有形人体的 

那些物质是会死亡的，才断言人会死亡。 

    我们只能根据我们所知道的进行推理。 

    在能够充分证明人类的寿命已经、并且还在明显地延长到接近无限的程度以前，正 

确的哲学不允许我改变世人都会死亡的看法。而我从动物界和植物界引用两个特殊事例 

的主要原因，是在于揭露和说明（如果我能够）一种论点的谬误，这种论点仅仅因为看 

到了某些局部的改进，而这种改进的限度不能精确地规定，就推论这种进步是无限的。 

    植物和动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是谁也不能怀疑的。在这方面已取得显而 

易见的进步；但是我认为，宣称这种进步是无限的，似乎是极其荒谬的。人的寿命虽然 

由于各种原因而有很大的变动，但自有世界以来，能否明白地确定人的身躯得到了有组 

织的改良，是大可怀疑的。因此，有关人类有机体的可完善性的论点所据以建立的基础， 

是非常脆弱的，只能认为是一种推测。不过，通过注意生育，人类也许会在一定程度上 

发生类似于动物界发生的那种改良。智力能否遗传或许是一个疑问；但身材、力气、美、 

气质甚或长寿却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遗传给后裔的。谬误并不在于假设较小的改良是可 

能的，而在于对限度难以确定的小规模的改良和真正无限的改良不如区分。不过，若要 

用这种方法去改良人类，就必须禁止劣等人结婚，但人们却不可能普遍注意生育；实际 

上，据说，除了古代比克斯塔夫族曾通过谨慎的婚配、特别是非常审慎地同挤乳女工 

“杂交”，在使皮肤变白和增加身高，从而矫正族人体格上的一些主要缺点上得到很大 

的成功以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这类目标明确的尝试。 

    我认为，为了更加充分他说明世人不能不死，不必强调寿命的延长会大大增加人口 

问题的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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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多塞先生的著作不仅可以看作一位名人的意见的概述，而且可以看作革命初期法 

国许多工人的意见的概述。因此，它虽然是一个概述，似乎也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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