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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茨威格在这里讲述了一场“苍蝇与大象之间的战争”，
即以加尔文为代表的作为异见者的新教徒企图获得自己应有的地位时，如何遭到罗马教廷的无情迫害
；而当新教运动代表人物加尔文控制了一座城市之后，他对待异见者又是何等残酷和决绝。
茨威格在本书中刻画了一个坚持自己独立信仰、一生倡导宽容、理性、自由和独立的小人物卡斯特里
奥，在他面对强权时的无畏精神。

　　塞巴斯蒂安?卡斯特里奥（Sebastian
Castellio，1515－1563），法国传教士和神学家，16世纪宗教自由及良心自由的主要倡导者。
他曾在法国里昂大学修读，并与加尔文在斯特拉斯堡及日内瓦共事，1544年因信仰原则的分歧而被撤
去日内瓦学院院长一职，十年后被任命为瑞士巴塞尔大学的希腊文教授，其间以笔名出版《论异端》
（De
haereticis）一书。
在书中他为被加尔文在日内瓦处以火刑的西班牙医学家及神学家米盖... (展开全部)
　　茨威格在这里讲述了一场“苍蝇与大象之间的战争”，
即以加尔文为代表的作为异见者的新教徒企图获得自己应有的地位时，如何遭到罗马教廷的无情迫害
；而当新教运动代表人物加尔文控制了一座城市之后，他对待异见者又是何等残酷和决绝。
茨威格在本书中刻画了一个坚持自己独立信仰、一生倡导宽容、理性、自由和独立的小人物卡斯特里
奥，在他面对强权时的无畏精神。

　　塞巴斯蒂安?卡斯特里奥（Sebastian
Castellio，1515－1563），法国传教士和神学家，16世纪宗教自由及良心自由的主要倡导者。
他曾在法国里昂大学修读，并与加尔文在斯特拉斯堡及日内瓦共事，1544年因信仰原则的分歧而被撤
去日内瓦学院院长一职，十年后被任命为瑞士巴塞尔大学的希腊文教授，其间以笔名出版《论异端》
（De
haereticis）一书。
在书中他为被加尔文在日内瓦处以火刑的西班牙医学家及神学家米盖尔?塞尔维特写道：“当塞尔维特
以理性和文字战斗时，他只应被理性和文字反击。
”1563年，卡斯特利奥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卡斯特利奥一生提倡宗教容忍，尤其斥责政府对异端的驱逐行为。

　　这部完成于1936年的著作，其核心内容是祈求人的理性和对人的宽容。
作者把历史事件当做镜子，特别清楚地揭示了他自己的那个时代的各种危机和邪恶。
卡斯特里奥挺身而出反对日内瓦宗教改革家加尔文的暴政，其态度之坚决，在他的所有同代人中无人
能与比肩。
加尔文是指控西班牙医学家及神学家米盖尔?塞尔维特为渎神者并最终将其火刑处死的主谋，塞尔维特
被处死后，神学上的和政治上的专制与要求宽容之间的斗争似乎已告结束，但是卡斯特里奥却要竭尽
全力将良知对抗暴力的斗争进行到底。

　　三联书店1986年曾出版根据英译本转译的《异端的权利》。
本书则是译者根据德国菲舍尔出版社德语原著翻译，对书中的人名、地名和历史事件作了必要的注释
，并编写了详尽的“本书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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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斯蒂芬·茨威格，奥地利著名小说家、传记作家。
1881年出生于维也纳一个犹太富商家庭。
早年求学柏林和维也纳，初时作为诗人和翻译家，继而作为传记作家为人所知。
茨威格交游广泛，两次大战期间生活在萨尔茨堡，享有文学盛名。
1934年纳粹崛起后流亡英国，之后曾在美国短期逗留，最终定居巴西，1942年在巴西自尽。

　　茨威格祈求人的理性和对人的宽容是他完成于1936年的《良知对抗暴力》的核心内容。
他把历史事件当做镜子，特别清楚的揭示了他自己的那个时代的各种危险和邪恶。
卡斯特里奥挺身而出反对日内瓦宗教改革家加尔文的暴政，其态度之坚决，在他的所有同时代人之中
无人能与比肩。
加尔文是指控西班牙人米盖尔·塞尔维特为渎神者并最终将其火刑处死的主谋。
塞尔维特被处死后，神学上和政治上的专制与要求宽容之间的斗争似乎已告结束。
但是，卡斯特里奥却要竭尽全力将良知对抗暴力的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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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引言他身处险境而依然顽强勇敢，他面对死亡危险的临近而依然镇定自若，他在自己的生命
被杀戮时依然用毫无畏惧和轻茂的目光注视敌人，他不是被我们人的同类而是被命运所击倒。
他被杀害了但没有被战胜。
最勇敢的人有时最恶惨。
所以说，令人赞叹的失败足可与胜利媲美［1］。
  蒙田“蚊子对抗大象”―这是卡斯特里奥［2］亲笔添加在他撰写的那一册《驳加尔文书》［3］在巴
塞尔流传的原稿手抄本上的一句话。
这句话首先会使人感到纳闷，而且容易被人臆想为，这无非是一些人文主义者的过甚其词罢了。
其实不然，卡斯特里奥的话既不夸张也不是自我调侃。
勇敢的卡斯特里奥只是想要用这样一个非常浅显的比喻清清楚楚地告诉他的朋友阿梅巴克［1］  他自
己心里是多么明白，而且是满怀悲情地明白：当他―卡斯特里奥公开指一责加尔文出于发疯似的固执
己见而杀害一个人，从而也就扼杀了宗教改革所宣扬的良知的自由时，他是在向一个何等强大的对手
挑战嗬。
 自从卡斯特里奥像举起长矛似的举起自己的笔投人这场危险的论战的最初时刻起，他就全然明白：为
反对武装到牙齿的专制独裁的绝对优势而进行的任何一种纯粹思想上的斗争都是处于绝对的劣势，因
而这样一种大胆行为必败无疑。
一切专制独裁都是以一种理念开始。
但是任何一种理念都是先从要实现这种理念的人身上得到形态和色彩。
加尔文的教义既然是他的精神创造，那么这种教义势必会和它的创造者的外形十分相似。
人们只需看一看加尔文的那张脸，就可以预先知道，他的教义将会比在他之前的任何一种对基督教的
诠释更冷酷、更抑郁、更缺乏生气。
加尔文的脸就像喀斯特溶洞的岩石——就像一道孤寂、苍凉、处处是岩石的风景线，其默默无声的冷
漠让人只会想起神，而丝毫不会想起有血肉之躯的人。
凡是平素会使人生变得充实、欢乐、温馨、生机勃勃、富有成果和充满意义的一切在他的那张缺乏慈
祥、冷若冰霜和木然的苦行主义者的脸上一概都看不到。
他那张长长的椭圆形的脸神色阴郁；在狭窄而又死硬的前额下是一双深陷的、因熬夜而发红的眼睛，
好像炭火闪烁发出的微光；在瘦瘪的两颊之间的尖尖的鹰钩鼻向前突出，好像要去钩住什么权力似的
；他的嘴好像是一把刀在脸上划了一道狭窄的裂口，难得显露笑容——整个脸庞显得瘦骨嶙峋和不协
调，冷酷而又难看。
脸上灰色的皮肤千瘪粗糙，没有丝毫红润的光泽。
满脸皱纹的皮肤是如此苍白、如此病态、如此没有血色，犹如吸血的蝙蝠一般。
除了在极短暂的刹那之间由于盛怒而略显潮红之外，面颊上的血液好像全都被吸干了似的。
加尔文留蓄着一部像《圣经》里的先知似的长长的络腮胡须——他的门徒和弟子们还一心一意模仿呢
——原本是想给他的那张患黄疸病的蜡黄的脸平添几分男子气概的表面印象，但完全是白搭。
他留蓄的络腮胡须毫无生气，也不丰满，并不是像《圣经》里所描绘的男神们如摩西那样下垂及地、
又长又厚实的络腮胡须，显露出威严和力量，而是好像生长在岩石缝隙里的灌木——稀稀落落而蓬乱
。
画在油画木板上的加尔文给人的印象就是这样一个为自己的宗教理念殚精竭虑和忘我的痴迷者，而且
人们很可能对这样一个为自己热衷的宗教理念耗尽精力而显得疲惫不堪的人已经产生了同情之心呢；
可是一旦人们用目光往下看，就会突然惊讶地发现，他的皮包骨头的双手既没有肌肉也没有血色——
就像野兽的两只没有血肉而又残忍的利爪，这是嗜权者的一双令人毛骨悚然的手，懂得怎样用坚韧的
几根手节骨去迅猛地攫取能一下子就抓住的一切。
人们很难想象这样几根皮包骨头的手指会轻柔地去摆弄花卉，会去抚摸一个女人的温暖肉体，会热情
而又高兴地向一个朋友伸去；这是一个冷酷无情者的双手，人们从这双手上就可预感到那种源自加尔
文自己生命的巨大而又残酷的统治力量与坚持到底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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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张多么没有光彩、没有欢乐的脸，多么冷若冰霜和漠不关心的脸——这就是加尔文的面容！
很难相信会有人愿意将这个冷酷无情剥夺他人权利的人和专事训诫他人的人的画像挂在自己房间的墙
上。
假如墙上真有一幅加尔文的画像，此人就会不时倒抽一口凉气，他就会始终觉得这个最不讨人喜欢的
人好像在用警觉窥视的目光盯着自己每天的起居呢。
从西班牙画家苏巴朗的绘画中很容易想象加尔文是什么样。
这位画家以西班牙人的诚笃方式描绘了苦行僧和隐修士的生活：他们生活的地方，处处都是一片黑暗
——他们住在远离世界的偏僻之处，蛰居在斗室里，面前始终摆着一本书——一本唯一的书：《圣经
》，有时候还可能摆着一个骷髅或者十字架——这些都是他们的精神生活和教士生活的独一无二的象
征；但是，他们身上挥之不去的是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极度孤独——一种自闭的孤独。
正因为人的自闭性这一面像阴魂似的徘徊在加尔文身边一辈子，所以他从少年时代起就从头到脚穿着
一身冷若冰霜的黑。
头戴一顶遮住前额的黑色四方帽，其形状一半像修道士的圆顶风帽，一半像士兵的头盔；身穿一袭其
长及靴、宽大飘拂的黑色教士长袍——法官就是穿这样一身黑色长袍：穿着这身黑色长袍就是要不断
地惩治别人嘛；而穿着黑色长袍的医生却是要永远医治别人的病痛。
黑色——往往是黑色永远代表着严肃、代表着死亡、代表着冷酷无情。
加尔文除了穿戴这样·身象征自己职务的黑色之外几乎从未穿戴过其他颜色，因为他只愿意让别人将
他视为是天主的仆人——让别人只看到他穿着一身履行职责的黑色长袍而加以敬畏，而不愿意让别人
将他视为一个普通人——视为一个兄弟而加以爱戴。
不过，他严酷地对待世人也严酷地对待自己。
他一生都遵照教规管束着自己的肉体，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精神生活才给予自己的肉体以最起码的食物
和休息。
他夜间睡眠三小时，最多四小时；他白天只进一次非常简单的餐，用餐很快，而且旁边还放着一本翻
开的《圣经》。
但是他从不散步、从不娱乐，他的生活没有欢乐没有松弛，而最主要的是他从来没有一种真正的生活
乐趣：说到底，加尔文的生活始终只是工作、思考、著书、干活、斗争，而从来没有一小时是为自己
而活着——他诚笃地将一生奉献给了自己的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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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33年，希特勒上台，茨威格的著作上了纳粹的禁书名单。
1934年，战争的阴霾已密布欧洲上空，茨威格在奥地利萨尔茨堡卡普齐纳山上的别墅被搜查，茨威格
决心离开奥地利，移居英国伦敦。
    1935年5月24日，一个在日内瓦名叫让·朔雷尔⋯的加尔文教牧师给旅居伦敦的茨威格写信，信中说
，在他的教区内有一个爱读茨威格作品的女读者莉莉亚纳·罗塞小姐在听了让·朔雷尔所作的关于卡
斯特里奥的报告之后建议茨威格撰写一部当时几乎不为人知但又十分重要的16世纪人文主义者卡斯特
里奥的传记。
信中写道：“简短地说，我是想告诉您，唤醒对塞巴斯蒂安·卡斯特里奥这个了不起的斗士——当时
肯定是对抗天才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的最具才智和最为勇敢的反抗者——的记忆，很可能会有非常重
大的意义。
也许在16世纪没有人会以如此的大智大勇针对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家们为了贯彻自己的神权政治的理想
而采取非人性的手段进行如此坚持不懈的斗争。
一本类似于您写的伊拉斯谟传记那样的书很可能会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印象。
再说了，伊拉斯谟还是卡斯特里奥的导师之一呢。
请您相信我的话，这件事可是功德无量呀。
”    1935年6月3日，茨威格给罗塞小姐写信表示感谢。
信中写道：“⋯⋯我自愧没有承认，我自己以前对塞巴斯蒂安·卡斯特里奥所知甚少，但是我觉得，
我自己早已被加尔文的为人和他与塞尔维特的毫不留情的争斗所吸引。
我全然不知卡斯特里奥这个人在这场争斗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您却神机妙算似的猜到，您的建议将会
使我很感兴趣。
我以前很少会像这一次似的从一开始就被一个人物深深吸引并且不由自主地产生极大的好感。
我想，我大概会献给卡斯特里奥一部我的试作。
这也是能促使我们自己目前所进行的斗争的一个极好契机。
”茨威格在这封致罗塞小姐的信中还附上一封致朔雷尔牧师的信，信中写道：“多谢您的来信和您对
我的巨大信任。
您对我说的话使我深受感动。
因为专制统治为了使个人的良知沉默无声而在全世界横行霸道确实不是孤立的现象⋯⋯我厌恶政治，
但我觉得这样一种政治压迫是最大的危险，而这样一种政治压迫现在已进入到宗教和艺术领域，在我
看来，今天只有一种斗争——为良知的自由而斗争最值得投入。
我曾试图在我所写的伊拉斯谟传记中通过将伊拉斯谟作为象征提出这样一些问题。
而且我认为，我们必须重现那些伟大的失败者的崇高形象，以便启示那些今天仍然在专制统治发动的
这样一种可怕的运动中遭受苦难的人们。
”    读者从以上的书信中不难看出，罗塞小姐和朔雷尔牧师的建议是促使茨威格写作《良知对抗暴力
》的直接诱因，而更重要的原因是：茨威格写作此书之时正是希特勒的气焰甚嚣尘上之际，茨威格的
矛头所向，不仅是针对加尔文，而且也是针对希特勒。
对加尔文的鞭笞指名道姓，对希特勒的抨击含蓄隐晦；对加尔文的描述栩栩如生，对希特勒专制独裁
的针砭鞭辟入里。
    1935年7月10日，茨威格从苏黎世致信罗塞小姐，信中写道：“我两个月来一直在这里的图书馆内阅
读所有可供使用的原始资料，我的工作有了相当的进展⋯⋯唯一的困难是要在书中公正地对待加尔文
而不被误导对他充满敌意，因为我是满腔热情地赞同卡斯特里奥。
如果说，加尔文极不公正地对待卡斯特里奥，那么我们就必须尽量不用这种不公正的态度去对待加尔
文。
”    茨威格当时客居伦敦，阅读有关的书籍毕竟有限。
幸亏有朔雷尔鼎力相助，向茨威格提供了不少有关加尔文的文献资料，并且要茨威格关注柏林的一位
女学者伊丽莎白·法伊斯特博士正在整理的卡斯特里奥最后一部著作《论怀疑之道》的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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凑巧的是茨威格于1935年8月在玛丽恩巴德温泉疗养时遇见了法伊斯特小姐，后者给茨威格写了几封十
分诚恳的信，鼓励他要坚持把这本关于卡斯特里奥的书写完。
然而茨威格的朋友们的态度却与此相反，每当谈及这项新的写作计划时，他们都保持沉默。
因为1935年的欧洲局势已相当严峻，这一年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签订了合作条约，即“柏林-罗马
轴心”，德国公开支持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战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四处飘荡。
希特勒在德国的独裁统治变本加厉。
所以，茨威格几乎是在秘而不宣的状态下写作《良知对抗暴力》。
他没有向任何亲友透露他正在写这部书，在他自己的日记中也丝毫没有提及，仅仅是在和罗塞小姐和
朔雷尔的通信中才一星半点儿地谈到创作进展的情况。
如，朔雷尔在1935年10月25日致茨威格的复信中写道：“罗塞小姐向我转达了有关您的最近消息。
我也收到了您寄还给我的书。
尽管眼下发生着那么多悲剧性的事件，我们又重新生活在乌云密布的天空之下，但是您仍然没有失去
您的创作灵感，这使我感到非常欣慰。
您不仅能够专注于历史，而且在目前的形势下仍然能够坚持用您自己的心灵进行斗争。
这说明我是多么了解您。
”    ⋯⋯    由此可见，即便茨威格在强烈谴责加尔文用暴力扼杀良知时，他也意识到加尔文是一个相
当复杂且具有双重性格的人物。
茨威格在1936年3月20日致朔雷尔的信中写道：    我觉得，以公正的态度对待加尔文固然困难，但十分
重要，必须表述清楚，加尔文的残酷并不完全源自性格，而是出于逻辑推理——出于思维能力。
而我在最后一章中主要是强调，加尔文主义越是在人类社会中深入人心，加尔文主义也就必然会失去
其严酷和非人性的一面。
    这就清楚地表明，加尔文在历史上的个人行为和历史上的加尔文主义是两回事，不能相提并论，混
为一谈。
加尔文是一个有功有过的历史人物，但他采用阴谋手段通过暴力剪除异己，不管出自何种动机和何种
目的，都必须受到严厉批判和彻底否定。
否则，人间的正义何在？
对历史人物功过的评价，中国人有时会采用“三七开”或者“二八开”的说法，但这是中国人的智慧
，并不是所有的西方人都能理解。
    第五，由于茨威格当时客居战争乌云密布下的伦敦，查找图书资料有一定困难，因此在《良知对抗
暴力》一书中有极个别的小差错。
例如：    1534年5月，加尔文曾打算约塞尔维特见面，但是，塞尔维特最终并未出现。
而茨威格误记为加尔文曾和塞尔维特在巴黎见过面。
    茨威格误将法国著名法学理论家弗朗索瓦·博杜安的名字写成皮埃尔·布丹。
    意大利宗教改革家奥基诺于1563年被逐出瑞士苏黎世，茨威格将苏黎世误记为瑞士洛迦诺。
    当时奥基诺已七十六岁，茨威格误记为七十岁。
    茨威格在1936年5月28日和在6月一封未写明日期的给妻子弗里德里克的信中写道：    由于我没有通读
最后的校样，所以在《良知对抗暴力》一书中留下一些令人恼火的小差错⋯⋯迁就赖希纳出版社的催
迫是一个错误。
    然而，上述这样一些细枝末节的小差错似乎丝毫不会干扰《良知对抗暴力》的主旋律：呼唤宽容，
挞伐专制，弘扬良知，对抗暴力。
    茨威格的《良知对抗暴力》一书，被许多评论家誉为经典。
读者是否真的爱读这本书有待于读者自己的判断和选择。
但愿爱’读这本书的读者会越来越多。
    在翻译本书过程中，承蒙中国国家图书馆程丽娜女士和张薇小友给予诸多热心的帮助，笔者谨在此
鸣谢。
为方便中国广大青年读者，笔者编写了《本书大事年表和重要注释》。
译本中的差错之处恐或难免，祈望海内外专家和广大读者多多指教，不胜盼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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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昌善    2011年7月1日    识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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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茨威格在《良知对抗暴力:卡斯特里奥对抗加尔文》这部完成于1936年的著作，其核心内容是祈求人的
理性和对人的宽容。
作者把历史事件当做镜子，特别清楚地揭示了他自己的那个时代的各种危机和邪恶。
茨威格在书中刻画了一个坚持自己独立信仰、一生倡导宽容、理性、自由和独立的小人物卡斯特里奥
，在他面对强权时的无畏精神。
《良知对抗暴力:卡斯特里奥对抗加尔文》是译者舒昌善根据德国菲舍尔出版社德语原著翻译，对书中
的人名、地名和历史事件作了必要的注释，并编写详尽的“《良知对抗暴力:卡斯特里奥对抗加尔文》
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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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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