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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西方文明进程译丛”，是从当代欧洲的对这个问题研究有素的学者们的著作中选
辑出来的。
“西方文明的进程”，顾名思义是讲文明在历史上的进展和演变。
文明这个我们常见的概念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如果不对它进行仔细的研究，那么它只不过是一个空
泛的名词而已。
然而，当我们进入文明进程之中，就会发现，大至宇宙六合，小至纤芥之微，莫不包括在文明的进程
里，其中既有如画的风景，也有惊涛骇浪。
但是，说到底，文明的品格总是把社会推向前进的。
这一套“译丛”好像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透过它，我们看到西方文明特别是欧洲文明在它的进程中
所展现出的种种风采。
虽然选题只能展出文明进程中的吉光片羽，但是足以使我们从中领略到文明的魅力。
在这套“译丛”里，读者们将赞叹荷马史诗的壮美和希腊文化的优美。
黑格尔曾经说，当一个欧洲人提到希腊的时候，“家园之感”便会油然而生。
在古希腊，有历久不衰、充满想象力的神话，有初创的城邦政治，有学苑式的辩论，有睿智的哲学，
有表现大悲大喜的戏剧，有科学的萌芽，有兵戈相见的战争，有“奥林匹克的圣火”：希腊文化，因
此成为后来欧洲文化发展的源泉，人们可以从中汲取力量、智慧和美感。
“译丛”将展现古罗马的“帝王气象”和它的兴衰成败以及法的精神。
中世纪常被称为“黑暗世纪”。
然而早有学者指出，它并不是“历史的断裂”。
欧洲的中世纪起着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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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将近200年来，笛卡尔体现着法兰西精神，再无任何其他人能与之比肩。
虽然这是一种渐行构筑的逻辑，但它却以越来越权威的力度得以确立，笛卡尔替法国人表达出了他们
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国家或者他们厌弃什么。
因为“笛卡尔的”这个形容词——按通常情况，先是表示从一个哲学家的名字衍生了一个词，但之后
却脱逸了它原本的范围——在19世纪之初陆续获得了多种衍生出来的象征意义。
出于某种广而延之的扩展，这位法国哲学家把归结于他哲学的一些特征赋予了整个民族。
就这样，法兰西变成了“笛卡尔式的”，而法国人则获得了“笛卡尔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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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1657年，人们为什么会极力强调这位伟大哲学家的天主教式的临终场景呢？
毫无疑问，首先是因为这符合那些17世纪盛行的对死亡的铺陈描述：一个“高尚的临终”，或是一个
“非常天主教式的临终”，就像人们提及的路易十三的临终那样，二者如出一辙。
但还有一些出于当时具体背景的理由。
各种闲言碎语立即围绕着笛卡尔的临终散播开来：他不是被悄悄地葬在未受洗就夭折的儿童墓地里了
吗？
因为那是沙尼的意愿，他可是个谁都觉得怪异的人。
不是有人说笛卡尔本要皈依他去世的那个国家的宗教吗？
还没说他原来是无神论者呢！
好几个人说他是，他们也许想起了吉斯伯尔·沃埃在这位哲学家生前控告他的话。
另外，他去世后没几年第一批责难就来了，这些责难预兆着1663年罗马的裁决。
1658年，鲁汶大学艺术系的一位医学教授普朗要求他的同事们禁止接触“危害国家”和有害病人健康
的笛卡尔哲学，尽管笛卡尔曾与他通过信，一直把他视为朋友。
1654年以后，普朗在他的《基础医学》第三版中增加了一篇附录，里面提到有三名神学教授提出要禁
止笛卡尔哲学，他们指责它与圣事的圣礼完全抵触。
同时，沃尔格神父写信给笛卡尔的遗嘱执行人克洛德·克莱尔色列，要求后者对笛卡尔哲学中关于变
体的论点进行解释。
笛卡尔的论点在当时极有争议，沃尔格向克莱尔色列道出了自己的怀疑：“在广延是物体的本质的设
论中，为什么连路德甚至加尔文的看法都正确的呢？
”对笛卡尔主义的步步紧逼开始了，是关于圣事的问题启动了它。
1654年出现的这个问题并非无因而起。
早在1641年，安托万·阿诺德在对笛卡尔的反驳中就已经把问题摆上了桌面。
年方29岁的神学学士阿诺德刚毕业，很快又成为索邦大学的博士，正初踏职业之途，这让他恰好置身
于世纪后半期所有神学与哲学争论的中心：还有谁能有朝一日自诩曾和当时最伟大的三位哲学家：笛
卡尔、莱布尼茨、马勒伯朗士，都交换过大量信件呢？
他们在王港修道院的繁盛期可都是最著名的角色啊。
在给笛卡尔的《反驳》中，阿诺德特别指出，在很可能会激怒神学者们的那些观点上，广延物体的理
论攻破了教会的教导，触动了在圣体饼中真有耶稣存在的奥义。
如果真像《形而上学的沉思》的作者认定的那样，那些可感知属性：第二性质，只能在与它们所定性
的物体本身分离后才能理解，如果广延的确是物体的本质，那么又怎么能够“面包已经不在某地，另
一种物体已取而代之，而面包所有的第二性质却依然停留在原地呢”？
阿诺德并不怀疑笛卡尔的天主教信仰，只是请他反思：在捍卫天主之治而反对自由思想派时，是否也
为他们提供了武器？
30年后，反笛卡尔主义的斗士们把此质问转为了确信。
在给阿诺德的《答辩》中，笛卡尔长篇大论地批驳了他的反驳，但并未像人们期望的那样给出有说服
力的解释。
然后是耶稣会士梅斯朗出来叫阵，要求笛卡尔实实在在地进行解释。
在1645年2月和5月笛卡尔给他的信中，涉及的主题很多，其中就有对这个复杂的问题作出的最为详尽
的分析。
除了梅斯朗以外，谁还知道这些信的内容呢？
当然有瓦提埃神父，因为笛卡尔向通信者提到了他；还有克莱尔色列本人；但毫无疑问他们也让其他
很多人看了这些信件。
同时，笛卡尔也很谨慎：他请梅斯朗“销毁”1645年2月的信，认为它没有保留的价值；1648年阿诺德
再次要求笛卡尔对同一个主题作出解释，后者回答他说自己更愿意当面说明他那时的实际想法。
后来就是笛卡尔主义在他本人离世后的际遇了，因为和阿诺德的会面根本没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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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先把一连串的事捋一遍，因为它们与罗马教廷的列禁有直接关系。
我已说过，1654年，沃尔格神父要求克莱尔色列详细说明笛卡尔关于变体的理论。
色列在5月22日和6月5日给他寄去了笛卡尔于1645年2月写给梅斯朗的信件中的不少片段；沃尔格并不
怎么信服，他在6月25日批驳说，他宁可“不要弄得那么明白，好给真正的信仰留有更多余地”。
克莱尔色列显然意识到，目前尚非出版给梅斯朗的信件的时机，所以无论是在1657年出版的笛卡尔未
公开信件的第一卷，还是在第二卷（1659年），他都没有把它们公之于众。
他还是很想尽快出版的，因为在他1659年8月27日写给贝尔泰神父的信中提到笛卡尔关于圣事一题的几
篇文章时说，这是“我希望致力的最后一项工作给笛卡尔先生的所有著作画上句号”。
谁是贝尔泰呢？
一个笛卡尔派的耶稣会士？
一个唐突行事的人？
还是一个两面人物？
反正这个人知道如何获取克莱尔色列的信任，他在后者面前表白说笛卡尔是属于正统的。
他说：“笛卡尔先生完完全全是天主教徒。
我可以说，我已经注意到，这个不耍诡计的人有天主教徒的品德，而且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永生，是
首要的原则，没有它们，他关于物质的哲学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
”再说，这个笛卡尔派的耶稣会士因为在格列诺布尔教授笛卡尔学说给自己惹了一堆麻烦，不是已经
被摆脱了嫌疑了吗？
然而，贝尔泰把这些文件都捅给了“世界上最大的两个人物”，其中一个，因为这门哲学使他产生的
不悦而去了罗马，是“（他的）一个极密切和真诚的朋友”，通过此人，贝尔泰可以不露声色地知道
罗马方面怎么看笛卡尔的理论。
克莱尔色列很快就要知道这一点了，但这对他很不利，因为贝尔泰这位既真诚又深服笛卡尔主义的朋
友，却是个不久前笛卡尔刚说尽了对他的恶感的耶稣会士：法布里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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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为了百年奥运，中国人民大开篷门，扫径以待，迎来了世界各国来串门的客人，又一次让人们看到了
营造一个和谐的地球村的梦想和可能。
为了彼此都更安居乐业地生活，为了合作和共同发展，世界人民太需要求同存异地相处和增进相互问
的沟通了。
近十多年来，译者二人常来往于中法之间，我们感受到，中法两国人民彼此抱有好感，对对方的文化
尤其有浓厚的兴趣，但依然相互知之甚微，隔膜良多。
所以我们一直想为增进双方的沟通和了解多做些什么。
2006年夏，有朋友告诉我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承接了一项相当浩大的翻译工程。
2004年“法国文化年”在中国举办的时候，法国国家图书中心向中国方面推荐了一系列法国文化书籍
，旨在比较深入地向中国介绍法国。
已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不少书籍已经有别人选去翻译，但还有为数不多的待译作品。
正好我们眼下有点余力，便愿意进一步了解一下。
我们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潘女士的接待，她使我们发现了这本《笛卡尔与法国》，这是法国学
者近年研究的新成果，尽管难度较大，这也是它一直“待字闺中”的重要原因，篇幅也不小，但最后
我们还是决定签约，把这本书翻译出来。
因为这本书引起了我们相当大的兴趣。
它研究法国的文化身份，对中国人乃至东方人认识法国和西方，均可提供一个深层次切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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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笛卡尔与法国:一种民族激情的历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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