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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认为维柯的哲学有必要重新阐释，其理由可以通过维柯著作的影响和传记的注释毫不费力地推
断出来。
　　在此，我只希望说明我的阐释不是维柯每部作品以及其中各部分的概要，而是在深谙其作品的前
提下，对必要的地方进行补充，引导读者去领悟作者原意，并对现有的一些理解和评价予以核查。
　　在此前提下，我灵活引用了作者的原文，尤其是在涉及历史的章节里更是如此。
可是，除了强调原作准确措辞之外，我认为把这些原文仅仅当作引证是不合适的。
我原则上把散见于广阔范围内的片段结合起来，缩略或扩充成一些段落，并通过评论的方式灵活地加
进了我自己的看法，接连不断地运用引语只能令人生厌而不能以一种更有效的方式凸显我言不尽意之
处，愿意深究的读者可以在书中提供的参考文献的帮助下进行研究。
　　我渴望在我著作的每一个细节里，尽可能地展示我对维柯这个伟大名字的崇敬之情。
我已经全力凝聚了他认为是真正的科学思想和特征的东西。
正因如此，我甚至避开了对他的各种理解的争议，或满足于单纯的评论，或更多地以我的观点的整体
连贯性来证明我的细节的合理性。
我认为我所支持的一些观点是调查研究和争论的深思熟虑的成果，这些构成维柯文献的大部分内容，
其余的则是我的个人观点，这也是本书的基本观点。
我将不失时机地反驳那些模棱两可和自相矛盾的观点，我本应以详尽和直接的方式来这样做，但我并
不认为在我阐释过程中采取这种方式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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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维柯是西方人文科学、历史哲学的奠基人。
他出生于天才辈出的17世纪，他以创建一种人类社会的科学为己任，《新科学》是他的代表作。
维柯的思想影响了赫尔德、洪堡、黑格尔和马克思，更准确地说，维柯是19世纪西方哲学思想的根源
。
维柯是一位思想的天才，然而他不是驾驭自己思想的高手，他未能把自己原创性的、博大精深的思想
系统地表述出来，这位意大利哲学家的思想光辉闪烁于他的零散论述中。
　　《维柯的哲学》是意大利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美学家、新黑格尔主义者克罗
齐对维柯思想的重新阐释。
克罗齐在本书中提炼了维柯历史哲学的精华，深入分析了维柯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学术价值及其对
后世的影响，其目的在于引领读者领悟维柯思想的本意，把历史哲学的研究推向更深广的层面。
本书是人文科学研究的入门书，也是探究维柯思想堂奥的垫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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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维柯的知识论：第一阶段　　在早期，维柯的知识论采用了直接批评和反驳笛卡儿主义
的形式。
笛卡儿主义已经统领了欧洲思想半个多世纪，在未来的一百年中仍将保持其在思想和精神领域中的最
高权威地位。
　　众所周知，笛卡儿已经在几何学领域树立了完美科学的理想模型，并以此为榜样致力于改造哲学
和知识的每一个分支。
现在，几何学方法依循着分析的道路前进直至自明的真理，接着，通过综合演绎而达到越来越复杂的
命题。
因此，如果哲学想采用一种严格的科学方法，它也必须找到一种具有基本的和自明的真理形式的牢固
基础，从这一基础中演绎出它的所有后继陈述，无论是神学的、形而上学的、物理的还是伦理的，都
应如此。
这样一来，自明性——清楚而明白的知觉或观念——就成了终极判定；直接推论——思维与存在、我
思与我在的直观联系——提供了基本真理和知识基础。
依据这种清楚明白的知觉，连同那些导致他走向我思的系统的怀疑，笛卡儿说服了自己：他已经一劳
永逸地结束了怀疑论。
　　但是，按照同样的论证，那些没有或不能归结为清楚明白的观念和几何演绎的知识，在笛卡儿眼
中必定失去任何价值和意义。
这些知识包括了确凿可凭的历史、对数学领域之外那部分自然的观察、那些从人类特性的经验知识中
抽取有效性的实践智慧和雄辩、诗及其虚构表象的世界。
这些心灵的产品对于笛卡儿来说是幻觉和混乱的观点而不是知识：混乱的观念，注定要么变得清楚明
白而不再存在于它们原初的自然之中，要么缓慢地沦落到哲学家不屑一顾的地步。
数学方法之光照如白昼，使我们放弃无用的灯光，这种灯光在黑暗中引导我们时，也投下了骗人的阴
影。
　　维柯和其他反对笛卡儿的人不一样，他没有把自己局限于对主观方法造成的宗教危机大呼小叫，
也没有在这上面浪费时间。
他没有像经院学者那样去探讨“我思”是不是三段论，如果是的话，这种三段论是否有缺陷。
维柯并非有悖常理地反对笛卡儿主义对历史、修辞和诗的藐视。
他切中问题的核心，直指笛卡儿判定科学真理的标准，深究自明的原则。
然而，这位法国哲学家自信他已满足了严格科学的所有要求。
事实上，维柯看到了从笛卡儿打算满足的那些需要来考虑，他提出的方法助益甚微或毫无作用。
　　维柯说，真正的知识竟然是那种清楚明白的观念！
我认为我所想的当然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但是它绝没有科学陈述的痕迹。
任何观念，即使是错误的观念也可能是自明的：我认为这种自明性也不会给这个观念以知识的力量。
“他思考他存在”对于普劳图斯的索塞亚是熟知的事实，他用几乎与笛卡儿哲学一致的语句表达这个
信条：“但我思考时，我一定存在。
”（sed quom cogito，equidem certo sum）但是，怀疑论者总是这样回答索塞亚和笛卡儿：他对于思想
毫不怀疑；他甚至将强烈坚持：任何在他看来有说服力的东西都是确定不移的，他还会坚持以它来反
对一切异议。
他对于存在也毫不怀疑：实际上，他在通过悬置判断和不用从意见中产生的晦涩不明的东西来模糊事
实这种正确的方式来寻求存在。
但是，在断定这一切时，他仍将坚持他的思想和存在的确定性不是科学的确定性而是意识的确定性，
更确切地说是对那种确定性的普通意识。
清楚明白的观念是如此地远离科学，以至于自从由于笛卡儿主义的影响，这个原则一直被运用于物理
学以来，我们关于自然的知识仍未成为确定的知识。
笛卡儿试图从普通意识阶段跃升到科学阶段：他未实现自己的科学理想却落入普通意识的窠臼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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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科学真理并不存在于直接意识之中，那么它存在于什么之中呢？
科学和简单意识如何区分？
区分的标准是什么？
或者，换句话说，科学成为可能的条件是什么？
清楚和明白未能使我们前进一步。
一条基本真理的清晰表述不能解决这一难题。
问题不在于原初真理，而在于哪一种真理的形式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它是科学的或真正的真理。
　　遇到这个问题时，维柯通过诉诸一个乍一看陈腐且显而易见的原理，证明了自己对笛卡儿标准的
缺陷的批评是正确的。
说其陈腐，不是因为维柯把关于历史的理论和它联系在一起，后来，维柯自己反驳了这个理论：那就
是说，不是因为这一原理属于意大利哲学的早期阶段之一，而是在这种意义上，它与基督教思想相一
致且几乎不可从中分割。
对于一个整日宣称自己信奉上帝是全知全能的、是天堂与尘世的创造者的基督徒而言，没有什么能比
断言上帝通晓万物更熟悉的了，因为上帝自己就是万物的创造者。
维柯重复道，最初的真理在上帝中，因为上帝是最初的创造者。
因为他是万物的创造者，所以这个真理是无限的真理，并且因为他展示了囊括于自身之中的万物的内
在和外在的特征，所以这个真理是绝对真理。
　　某些怀疑论者在哲学的语境中把这个宗教神学的原则召唤回来，作为反对人类知识之僭越的武器
。
例如，弗朗西斯科·桑切斯在其《论不为人知的最高深的第一宇宙学》（1581）中，通过讨论认识灵
魂的本性和力量的难题，已经发现如果人很完美地拥有这种知识的话，他就能像上帝一样，毋宁说他
将成为上帝本身：但这是不可能的——“人应该完全知道完善的事物是他所不能创造的，上帝也不能
创造他没有预先全知的事物，在创造的时候也不能支配它们，因此，他自身属于最完美的智慧、知识
和理智，洞察万物，他有万物之智慧、认知万物和理解万物，因为他就是万物，万物在他之中，而且
万物即是他并且在他之中。
”但是，桑切斯只是暂时地诉诸这种思想而没有领悟它的哲学含义，没有意识到宝藏唾手可得；然而
，维柯首次从对上帝的无限力量和智慧的赞美中，从全能的上帝与人类有限官能的对比中，得出了他
知识论的普遍原则——事物能被认识的条件是认知者是该事物的创造者，真理与创造是同一的：“真
理即创造。
”　　维柯解释说，“科学通过原因求真知”便是“真理即创造”这一说法的确切含义。
既然原因是不需任何外部事物介人而能产生实际效果的东西，那么它就是事物的属或者样式：知道原
因就是能够实现事物了，从事物的原因可以演绎并且创造出这个事物来。
换句话说，它是一直或正在实际操作的过程的理想再现。
认识和行动必须是相互转换并且协调一致的，就如同上帝的理智和意志可以互相转换，形成一个单一
的统一体。
　　现在，一旦真理与创造的联系被认为是理想的，确切地说，由于这种理想作为科学的真实本质是
绝对真的，所以，这种认识的第一结果必然是人不能获得科学。
如果上帝创造了世界，只有他自己知道“原因”，只有他自己知道世界的属或样式，也只有他自己拥
有关于世界的科学知识。
人创造了这个世界了吗？
人创造了自己的灵魂吗？
　　上帝所赐予人类的不是科学，而仅仅是意识。
意识只能横穿客体而不能展示该事物所源出的属或样式。
意识的真实是神圣智慧的人类方面，它与神圣智慧的关系犹如表层与核心的关系：我们应该称之为确
定性而不是真理。
上帝拥有理智、理解力；而人，只拥有认识、思考、搜集实存要素的能力，却永远不能把它们全部组
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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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帝而言，真理自行演示；对人而言，观察是非演示的和非科学的，但是，或者通过不容置疑的
证据而确定，或者通过健全的推论而提出可能性，或者由于一个看似有理的猜测而确定。
　　确定性这一意识的真相不是科学，但它也绝不是谬误。
维柯很谨慎，他没有说笛卡儿的理论是错的：他的意图只是使其理论从完全真理降格到部分真理，从
科学降格到意识。
“我思故我在”远非错误。
我们发现，普劳图斯的索塞亚把这个命题表述为一个论证并不是为了拒绝它，而是为了接受它；仅把
这个命题作为一个简单意识的真理。
思想不是我存在的原因，同样，也不是存在的科学知识的基础。
如果真如笛卡儿主义者所承认的那样，人由肉体和心灵组成，思想就是肉体的原因：这个学说将使我
们陷入由于物质和精神相互影响的争辩而产生的迷宫里。
“我思”只是“我在”的标记或表征，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清楚而明白的思想甚至不能作为精神本身的一个标准，对于其他事物也一无所言；精神虽然认知自身
，却没有创造它自身，因而，精神对拥有这些知识的属和样式也一无所知。
但是，清楚而明白的思想是人类思想被赐予的全部，它作为人类思想拥有的唯一财富有着至高无上的
价值。
对维柯来说，形而上学在人类科学里占据着最高的地位，其他一切都依赖于它；但是对笛卡儿来说，
形而上学可以通过类似于几何学方法的完全证明的方法获得，对维柯来说，它必定只满足于可能性。
它不是依赖原因的科学，而是关于原因的科学。
　　　　它历来在最伟大的时代，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的意大利满足于这种可能性。
无论何时，只要它陶醉于“智者无偏见”的傲慢表白之中，它已试图放弃可能性了，它已步人困惑和
堕落之途了。
上帝之存在是确定的，但不是可以科学地论证的；任何对于这种论证的尝试都必须考虑到对上帝不恭
的言行多于恭敬的证据，因为要证实上帝的存在，我们就得创造上帝：人便成了上帝的创造者。
同样，我们必须承认上帝已经启示的一切是真理，但我们不能问它是如何成为真理的。
那是我们永远也不能理解的事。
人类科学把自身的基础建立在启示的真理和上帝的意识之上，并且找到对其真理的检验，然而基础自
身不是科学而是意识。
　　恰如维柯轻视笛卡儿给予厚爱的形而上学、神学、物理学等科学一样，他把被笛卡儿鄙视的那些
知识分支恢复了原貌：这些分支是历史、自然观察、人类和社会的经验知识、修辞和诗。
他甚至无需复原这些知识分支就能辨明它们。
一旦他用几何方法展示出高尚的哲学真理本身只不过是可能性，只不过是对简单意识有效性的陈述，
那么知识的其他形式就被彻底证明了。
现在，所有的知识分支无论地位高低都建立在我们所描述的平等的基础之上。
完美人类科学的观念虽不与那些不配这个头衔的科学为伍，然而，因其建立在权威的基础之上，而不
是理性的基础之上，最后将被证明不过是幻觉而已。
无论观察和信仰的权威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舆论、传统和人类意识都被恢复到原先他们一直持有的
立场上来：他们一直坚持这个立场，笛卡儿本人也不例外。
尽管笛卡儿足智多谋并且淋漓尽致地发挥应变之才，但他仍同平常一样对随机应变不屑一顾。
作为一个博学之士，他鄙视学问和学识，就像一个从普通食物中吸取了营养而能大放厥词的人对此刻
为其形成精血的普通食品置若罔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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