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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伽森狄（1592—1655）是法国十七世纪上半叶的伟大的唯物主
义哲学家。他和笛卡尔是同时代的人，两人都既是哲学家又是科学家；但在
哲学思想上两人却走着完全相反的道路。他们的哲学争辩是哲学史上著名
的，这种争辩不但引起当时西方哲学家和神学家们很大的注意，而且也给后
世的思潮以重要影响。

法国在十七世纪上半叶正处在封建制度逐渐瓦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
渐成长的时期。当时的法国同西欧的荷兰和英国比较起来，是一个较落后的
国家。法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还很软弱，没有能力同封建制度做公开决裂的
斗争。君主专制制度借助宗教势力，从政治和思想两方面压制资产阶级，但
在经济方面也还能给予资产阶级某些发展的可能，因此资产阶级也并不拒绝
同封建制度达成一定的妥协。资产阶级的这种软弱性和妥协性在哲学上最鲜
明的表现就是笛卡尔的哲学。笛卡尔认为有两个互相依赖的实体——精神实
体和物质实体的存在。因此，在物理学，即关于自然的学说中，他是唯物主
义者；在形而上学，即关于超感觉的精神世界的学说中，他是唯心主义者。
但在实质上他仍然是反对作为封建制度精神支柱的神学和经院哲学的。神学
和经院哲学推崇盲目信仰，贬低人的理性。笛卡尔则强调理性的作用，他认
为感官知觉所提供的一切都是可以怀疑的，只有怀疑本身，即人的思维（理
性）是无可怀疑的，由此得出他的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原理。他进一步就
提出思维的清楚明白是真理的标准，以及“天赋观念”和上帝是最完满的观
念等思想。笛卡尔最后给上帝的存在提出一些证明，并且企图用上帝的存在
来保证科学的可靠性，这是他对神学和经院哲学最明显的妥协和调和。

伽森狄从唯物主义立场逐条批判了笛卡尔形而上学的各种论点。马克思
说：“在法国以笛卡尔为主要代表的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从诞生之日起就
遇上了唯物主义这一对抗者。唯物主义通过伽森狄（他恢复了伊壁鸠鲁的唯
物主义）来反对笛卡尔。”①伽森狄出生于法国普罗旺斯省尚太尔西耶的一个
农民家庭，曾在该省的迪尼和艾克斯受过教育，于 1614 年在阿推尼翁得神学
博士学位；  1617 年成为神甫，同年担任艾克斯大学哲学讲座。在哲学讲授
中，他批评了亚里斯多德，因而引起耶稣会士们的不满，终于在 1623 年被迫
去职。翌年他发表了《对亚里斯多德的异议》。不久以后他到了巴黎，在那
里结识了麦尔塞纳、笛卡尔以及当时的其他一些学者。他还到过荷兰和英国，
结识了英国唯物论者霍布斯，并且对他大加赞仰。1631 年他回到普罗旺斯
省，在那里一直住到 1637 年，这期间他主要是研究天文学。这以后他又回到
巴黎。164O 年笛卡尔写成了他的《形而上学的沉思》，在出版前曾托麦尔塞
纳替他征求当时在巴黎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们的意见，打算取得巴黎神学院的
出版许可。伽森狄写出了他的诘难，这就是我们现在题为《对笛卡尔<沉思>
的诘难》这本书。这些诘难收在《形而上学的沉思》里作为第五篇诘难，连
同笛卡尔的答辩于 1641 年出版。伽森狄后来把这些诘难又补充了他对笛卡尔
的答辩的反驳于 1644（？）年自己单独出版，题为《形而上学探讨》。

1645 年伽森狄到法兰西皇家学院教授数学，翌年发表了《关于重物下落
的加速》和《天文学指南》。他关于天文学的著作都是维护哥白尼和伽利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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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太阳中心说的。1647 年以后，伽森狄重点深入地研究了伊壁鸠鲁的哲学，
采纳了他的原子学说。在 1647 至 1649 这几年中，他发表了《关于伊壁鸠鲁
的生、死和快乐学说》和《伊壁鸠鲁哲学体系》。不过，慑于反动的天主教
会的压力，他在对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阐述上不得不附加上神学
性质的说明。

伽森狄于 1655 年卒于巴黎，他的全集于 1658 年在里昂出版。
《对笛卡尔（沉思）的诘难》是伽森狄的一本非常重要的哲学著作，也

是十七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一本宝贵的著作。在这本书里，伽森狄虽然对他
自己的哲学思想没有做系统的阐述，但是通过他对笛卡尔形而上学的逐条反
驳，我们明显地看到他自己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观点。笛卡尔的形而上学最
充分地表现了他同神学和经院哲学的妥协，因此伽森狄从唯物主义的观点上
批判了笛卡尔的形而上学，实际上不难看到这种批判的矛头是针对神学和经
院哲学的。

首先他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物质性的，都有广延，而且能够自己
运动；反对有所谓精神本原，反对物质不能自动而只能被精神本原所推动的
说法。世界是无始的，没有所谓“第一因”，而物质是不灭的，虽然对于个
别物体来说有产生和消灭；这样就实质上驳斥了神学关于上帝创造世界和“世
界末日”的宣教。

人的灵魂并不是什么精神本原的东西，而只是一种渗透和散布到肉体中
的非常精细、稀疏的物质，当人死了以后，它就烟消云散了（虽然作为物质
来说，它不等于消灭）；这样就反驳了神学和经院哲学所主张的灵魂不灭和
“来世”的说法。

其次，关于上帝存在的问题，他虽然说他公开承认他相信上帝的存在，
但他实际上是抽象地承认，具体地反对，他对于上帝存在的一切“证明”都
逐条予以驳斥。他的论点主要有以下几点：1.从完满性上并不能证明上帝的
存在，因为人们加之于上帝身上的那些完满性实际上都是从某些人和东西上
所观察到的一些优点而集于一身的；2.即使肯定了这些完满性也不能由之而
证明上帝的存在，因为并不是有了完满性就必然有存在性，而是有了存在性，
完满性才存在；3.从“无限”的慨念也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因为“无限”
是从“有限”推论出来的，它只是“有限”的否定词，并没有一个“无限的
实体”。因此他结论说，上帝的观念并不是天赋的，它一部分是人们从感官
接受来的（比如听别人讲的），一部分是人们捏造的。关于上帝存在的问题
是伽森狄给神学和经院哲学最严重的打击。

关于认识论问题，伽森狄强调感官知觉，反对天赋观念说，认为先有感
性知识，后有理性知识。事物必须是首先落于我们的感官，被看见、摸到或
听别人说过，然后我们才能有事物的观念（概念）。不是先有一般，而是先
有特殊。一般是由许许多多特殊经过抽象和概括而得出来的。比如，是看到
了许多人都有理性之后才做出“一切人都有理性”这个命题的。

伽森狄反对把感觉视为错误的来源。他认为表象永远是真实的，“即使
理性告诉我们不要去相信的东西”（比如一根棍子半截插在水里看起来是弯
的），也“并不能去掉现象的属实性”。感官不过是如实地把影像按照“当
时感官、对象、环境等情况而必然地应该对它[感官] 表象的那样提供出来”。
因此错误并不来自感觉，而是来自判断。伽森狄强调感觉并不等于他轻视理
性的作用，因为他说：“为了检查和改正我们自己的判断，⋯⋯我们必须把



我们的心灵[指理性]运用到更清楚的认识上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随之而
来的就一定会是一种更好的、更可靠的判断。”所谓“更清楚的认识”，是
由反复、全面的观察而来，比如感性的太阳是较小的，而理性的太阳比地球
大一百多万倍，这就要考虑到“理性的经验告诉我们：同样的东西距离我们
远的时候就比距离我们近的时候显得小”。

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伽森狄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这种精神本身就是唯
物主义的，而且也就是这种精神使伽森狄成为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他不
止一次地批评笛卡尔不实事求是。比如在笛卡尔普遍怀疑之后，伽森狄就指
责他说：“你因此就真能使你自己相信你决不是醒着，而你眼前所有的和所
发生的一切事物都是假的、骗人的吗？⋯⋯对事情直截了当、老老实实、实
事求是地加以说明，而不是像人们将会反对你的那样，借助于装腔做势，捏
造那些幻觉，追求那些拐弯抹角、稀奇古怪的东西，岂不是更适合于一个哲
学家的坦率精神，更适合于追求真理的热诚态度吗？”又如“如果你还不相
信有地，有天，有星辰，那么请问为什么你在地上走？为什么你拾头看太阳？
为什么你靠近火炉取暖？为什么你吃饭来解饿？为什么你转动舌头说话？为
什么你手里拿笔来给我们写你的思想？当然，这些事情很可能是说出来的，
或者是巧妙地捏造的，不过人们费不了多少事就可以揭穿这种欺骗；既然你
不可能真地怀疑这些事物的存在，你不可能不是很清楚地知道它们存在于你
之外，那么就让我们严肃地、老老实实地对待这些事物，让我们习惯于按照
事物是什么样就把它们说成什么样吧。”这真是对一切唯心主义的一针见血
的、最有力的、再尖锐不过的揭露和驳斥了！

当然，由于时代的限制，他的唯物主义还是不彻底的，甚至有些地方是
不科学的，而在论证上仍然是形而上学的。比如，他把事物的产生和消灭只
是机械地归结为原子的聚合和消散，看不到它的辩证的发展过程；他虽然否
认灵魂（意识）不灭，否认它是一种独立于物质的单独实体，但他不是把它
视为第二性的、由物质派生出来的东西，而是把它视为本身就是一种有广延
的物质，而且也和肉体一样需要摄取营养以维持生存；他虽然也主张物体和
运动是分不开的，但是他所看到的运动只是机械的、空间的运动，不认识事
物内部的发展变化，当然更不认识事物内部存在的矛盾的对立和统一——它
的发展变化的真正原因。不过，把这些都拿来要求于新兴资产阶级力量还很
软弱、科学还不十分发达的十七世纪初期的一个唯物主义者，那是不切合实
际的。然而伽森狄最大的缺点还在于他的软弱性，在于他向天主教神学的妥
协、调和，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他想“把自己的天主教徒的良心和自己的异
端的知识，把伊壁鸠鲁和教会”调和起来，这种调和“当然是无益的劳动”。
①这种调和模糊了他同神学和经院哲学对抗的锋芒，它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
攻击的目标不是神学和经院哲学，而只是为天主教会所不能同意的笛卡尔的
形而上学，这就使他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给予当时的官方哲学和神学的
震动不是很大，而只是在他去世很久以后，到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波澜壮
阔地出现时，才对他的哲学做了充分的估计。他的哲学是法国唯物主义的宝
贵遗产。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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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年 2 月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
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
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
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
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
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
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今年着手分辑
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现在刊行五十种，今后打算逐年陆续汇印，经过
若干年后当能显出系统性来。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
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
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
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
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伽森狄对笛卡尔《沉思》的诘难
  

伽森狄致笛卡尔
 

先生：
尊贵的麦尔塞纳神甫让我参与到你关于第一哲学所写的这些崇高的“沉

思”里边来，这种好意使我非常威激，因为[这些”沉思”] 主题的宏伟，思
想的强劲和言辞的纯练，已使我异常喜悦；同时，的确，看到你那样意气风
发、勇气百倍，并如此成功地为推进科学而工作，看到你开始为我们发现了
在过去一切世纪里从未被人认识到的事物，这也使我感到高兴。只有一件事
情不如我意，那就是他要我在读过你的《沉思》之后，假如在心里还剩有什
么疑难问题时，就把它们写出来给你；因为我确实认为，假如我不赞成你的
那些道理，我写出来的东西只不过是我自己心智上的缺点，甚至也可以说，
假如我竟敢于提出一点点相反的东西来的话，那只说明我自己的愚昧无知。
虽然如此，我竟未能拒绝我的朋友的要求，因为我想到，这样做并不是出于
我的意图，而是出于他的意图，你会赞成的；也因为我知道你是如此地通情
达理，你会很容易相信我只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向你提出我的疑难，此外没有
任何想法。其实，如果你能不惮其烦地从头看到尾，那已经就十分好了。因
为我绝不想让我的这些疑难来扰乱你的情绪，来使你对你的论断感到有丝毫
不放心，或使你不得不拿出你本来可以更好利用的时间来解答我的这些疑
难。我不但绝不这样想，而且更不会劝你去这样做。我甚至于建敢于把这些
疑难向你提出来都不能不脸红的，因为我确知我的这些疑难中没有一个不是
在你心里反复多次加以考虑过 的，没有一个不是你有意置于不顾或认为不值
一提的。我终于把它们提了出来，但仅仅是一个提议，没有任何其他意图。
我的这个提议并不反对你所谈的以及你打算论证的那些事物，它只是反对你
在论证这些事物时所用的方法和道理。事实上，我公开承认我相信有一个上
帝，相信我们的灵魂是不灭的；我的问题仅只在于想弄明白你在证明这些形
而上的真理，证明在你的著作中所包含的其他问题时所运用的推理的力量如
何。



对《沉思第一》的诘难
 

关于可以引起怀疑的事物
 

关于《沉思第一》，我用不着谈很多，因为你所采取的把你的一切成见
都破除出去的办法，我是赞成的。只有一件事我不大明白，即为什么你不愿
意直截了当用很少的几句话把你一直到那时所认识的全部事物都假定是不确
定的（以便然后再把你承认是真实的那些事物挑拣出来），而宁愿把它们都
假定是错误的，不惜从一个旧成见中解脱出未，去采取一个另外的、完全新
的成见。你看，为了得出这个结论，你如何不得不假想一个骗人的上帝或一
个什么样的恶魔用了他的全部心机来捉弄你，虽然只要把你不信任的理由归
之于人心的不明智和自然的唯一弱点似乎就足够了。此外，你还假想你是在
睡梦中以便你得以有机会对一切事物置疑并把此世所发生的一切都委之于虚
幻。

但是你因此就真能够使你自己相信你绝不是醒着，而你眼前所有的和所
发生的一切事物都是假的、骗人的吗？不管你怎么说，没有一个人会相信你
会完全相信你所知道的一切没有一点是真的，都是感官，或是睡梦，或是上
帝，或是一个恶魔继续不断地捉弄你。对事情直截了当，老老实实，实事求
是地加以说明，而不是像人们将会反对你的那样；借助于装腔作势，捏造那
些幻觉，追求那些拐弯抹角、稀奇古怪的东西，岂不是更适合于一个哲学家
的坦率精神，更适合于追求真理的热诚态度吗？虽然如此，既然你认为那样
好，那么我也不再多加反驳了。



对《沉思第二》的诘难
 

关于人的心灵的本性，以及它是比物体更容易认识的
 

一、关于第二个《沉思》，我看出你还没有从迷惘与幻想中走出来；不
过，我也看出，你透过这些鬼影，还是认识出，这至少是真的，即受了如此
迷惑的你，毕竟是一个事物；这就是为什么你下结论说：每当你说出或在心
里想到“有我，我存在”这个命题时，它就必然是真的。但是我看不出你为
什么需要费那么多的事，既然你已经确实知道你存在，既然你能够从你任何
别的行动上得出同样的结论，既然自然的光明明显地告诉我们，凡是起作用
的东西都“有”，或都存在。

你接着又说，虽然如此，你还不大清楚你究竟是什么。我知道你这话是
认真说的，我也十分愿意同意你的话，因为问题的焦点就在这上面；而且，
实际上，这正是用不着绕那么大的湾，不必使用全部那些假设去追求的东西。

这以后你提出要检查一下你一直到现在认为你是什么，以便在把凡是能
容有一点点可疑的东西都从那里铲除出去之后，使剩下来的仅仅是确定的、
不可动摇的东西。当然你可以这样做，这是每个人都赞成的。在你按照这个
美好的计划试做下去，接着又找到了你一直认为你是一个人这件事之后，你
提出了下面这个问题：一个人是什么呢？在这上面，你故意把普通的定义抛
弃掉之后，又在从前最初提到的那些东西上停下来，譬如，你有一张脸，两
只手，以及你称之为肉体的其余一切肢体；还有你摄取营养，你行走，你感
觉，你思想等等你归之于灵魂的东西。这些我都同意你，只要我们保持住你
在心和物之间所划的区分。你说，你那时还没有进一步细想灵魂是什么；或
者，如果说你进一步细想了，那就是说你曾想像它是某种较为精细的东西，
好像风、火、或空气，渗透并且散布到你身体的较为粗浊的那些部分里。这
的确是值得注意的；但是对于物体，你毫不怀疑它是这样的本性的一种东西：
能具有一定形状，能占据某一地位，能充满一个空间并把一切别的物体排挤
出去，能由于触觉、视觉、听觉、嗅觉和味觉而知觉到，能以若干种方式被
移动。你现在还可以把这些东西称之为物体的属性，只要你不把所有这些东
西都归之于每一种物体，因为风是一种物体，然而它却不能由视觉感觉到；
只要你不把你称之为灵魂的属性的其他东西从物体的属性里排除出去，因为
风、火以及其他许多种物体都是自动的，同时有推动别的物体的性质。

至于你接着说到你不认为物体有自动性，对于这一点，我看不出你现在
怎么能够辩解。因为，假如按照你的说法，那么，一切物体，由其本性，必
须是不动的；每个运动只能从一个无形体的本原发出；假如不借助于一个理
智的或精神的能动者，水也不能流，动物也不能行走。

二、后来，你考察了，在假定了你的幻想①的条件下，你是否能肯定，你
认为属于物体的本性的那些东西，也有一些是你所有的；接着在做了一个冗
长的考察之后，你说，像这样的东西，你一点也没有。就是在这里，你开始
不再把你视为一个整个的人，而把你视为你自己的最密切、最隐蔽的那一部
分，也就是你在前面所认为的灵魂。灵魂啊！或者不管你是什么吧，请你告

                                                
① 指笛卡尔说：“⋯⋯假定有某一个极其强大，并且，假如可以这样说的话，极其恶毒、狡猾的人，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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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我，你曾经想像你是和风或者这样性质的别的物体一样的东西，它渗透并
且散布 到你的身体的各个部分中去；你现在已改变想法了吗？当然你没有这
样做。为什么你不可以仍然是一阵风，或者是被心脏的热或不拘什么别的原
因所刺激起来的、由你的最纯的血所形成的一种非常精细、非常稀疏的、散
布到你所有的肢体里的精气，它，也就是你，给你的肢体以生命，并能用眼
睛看，用耳朵听，用大脑想，就是这样执行着通常归之于你的一切功能？假
如是这样，为什么你不是有着和你的身体同样的形状，就像罐子里装着的空
气有着和罐子同样的形状一样？我为什么不会以为你同你的身体有着同一的
外包，或是被那包着你的身体的皮所包的呢？为什么我不可以认为你充实着
一个空间，或至少充实着你的粗浊的形体和它的最精细的部分所没有充实起
来的那些部分空间呢？因为，实在说来，身体确有着一些微小的空处，你就
是被散布在这些小孔里的；因此，你的部分在哪里，哪里就没有你形体的部
分；这同酒和水搀和起来一样，有酒的部分的地方就没有水的部分，虽然视
觉分辨不出来。既然在你所充实起来的全部小空间中，你的粗浊的身体不能
同你在一起，为什么你不能从你所占据的地方把别的物体排挤出去呢？为什
么我不会认为你用许多种方式自己动起来？因为，既然你的肢体由于你而接
受许多种不同的运动，那么你怎么能够自己不动而把你的肢体动起来呢？的
确，一方面，你自己不动，你就不能推动别的东西，因为不用力那是做不到
的；另一方面，你不被身体的运动推动，那也是不可能的。假如所有这些都
是真的，那么你怎么能说在你里边就没有什么东西是属于物的呢？

三、以后，在继续你的考察的时候，你说你也看到在归之于灵魂的东西
里边有这样一些东西，譬如摄取营养和行走，不是在你里边的。但是，首先，
一个东西可以是物而不摄取营养。其次，假如你就是像我们以前描写动物性
的精气那样的一个物，那么，既然你的粗浊的肢体是为一种粗浊的物质所营
养，而你自己是精糊的，你为什么不能是为一种更精细的物质所营养的呢？
再说，你的肢体是这个身体的部分，当这个身体生长时，你不是也生长吗？
当它衰弱时，你自己不是也衰弱吗？至于行走，既然你不使你的肢体动起来，
你自己不把它们转移到什么地方去，它们自己就不能动起来，就不能自己转
移到任何地方去，那么假如没有你这方面的任何行动，这怎么可能呢？你将
回答税：不过，假如我真地没有身体，那么我当然就不能行走。如果你这
么说，你的意图是耍弄我们，或者是耍弄你自己，那就用不着那么认真；如
果你认真地这样说，那么不仅你必须证明你真没有你所说的身体，同时也必
须证明你没有那些能行走、能摄取营养的东西的本性。

你接着又说你甚至没有任何感觉，也感觉不到事物。然而确实是你自己
看见颜色，听到声音，等等。你说：这些，没有身体是做不到的。这话我
相信；但是，首先，你有一个身体，你在眼睛里，眼睛没有你就不能看；其
次，你可以是用感觉器官来作用的一种非常精细的物体。你说：我在睡梦中
好象感觉过许多我后来知道并没有感觉过的事物。不过，虽然在你不用眼
睛时似乎也感觉到非用眼睛不能感觉的事物这一点上你弄错了，可是你并没
有一直犯同一的错误；还有，你从前使用过眼睛，你是用眼睛感觉和接受了
影像，这才使你现在不用眼睛而能够使用影像。

最后，你注意到你在思想。当然这是不能否认的；但仍然有待于你证明
的是：思想的功能超过物体的本性到如此程度，以致无论是人们称之为动物
性的精气，无论是任何别的物体，不拘它们是怎样稀薄、精细、纯粹、脆弱，



都不能够适于做出像能思想那样的事情。同时也必须证明，动物的灵魂也不
是有形体的，因为动物思 想；或者，假如你愿意的话，动物除了运用外感官
以外，同时也内在地认识一些事物，不仅是在醒着的时候，即使当它们睡着
的时候都是这样。最后，必须证明，虽然你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粗浊、沉重
的身体，从来没有同它分开而思想过任何事物，但它并无助于你的思想，从
而你能够不依靠它而去思想，使你不致被有时居然给大脑引起那么多混乱的
汽体或那些黑而浓的烟所障碍。

四、在这以后，你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么，确切说来，我只是一个在
思想的东西，这就是说，一个心灵，一个灵魂，一个理智，一个理性。
在这里我承认我是弄错了，因为我本来想是和一个人的灵魂说话，或者是和
人由之而活着，而感觉，而运动，而了解的这个内在的本原说话，然而我却
是和一个纯粹的心灵说话；因为我看到你不仅摆脱了身体，而且也摆脱了一
部分灵魂。在这一点上，你是追随那些古人的榜样吗？那些古人虽然相信灵
魂散布于全身，却认为它的主要部分（希腊人称之为？）是住在身体的某一
部分，譬如在心脏里或在大脑里；并不是他们相信灵魂本身不是在这一部分
里边，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心灵在这个地点好比是附加在灵魂上，和灵魂结合
起来，认为心灵和灵魂一起告知这一部分。不错，关于这一点，我本应该记
起你在《论方法》①一书里所讲过的话；因为你在该书里说过，你的想法是：
人们通常归之于生长、感觉的灵魂的全部职能，都不依赖于理性的灵魂；那
些职能在理性的灵魂进入肉体之前就能够行使，就如同它们每天在你认为毫
无理性可言的动物里边行使着的那样。但是我不知道我怎么把它忘了；也许
是因为我还不能确定是否你不愿意用灵魂这个名称来称呼我们由之而像动物
那样生长和感觉的这个内在的本原，或者是否你以为这个名称仅仅适合用于
我们的心灵，虽然这个本原本来的意义是使之有生机，而心灵只是我们用以
思想的东西，正如你自己所确信的那样。无论如何，我很愿意你此后被叫做
一个心灵，愿意你确切地说来只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

你接着说，只有思想是与你分不开的。这却不能否认你，主要因为你只
是一个心灵，而在灵魂的实体和你的实体之间，除了在学校里大家所说的那
种理性的区别之外，你不承认有其他区别。不过，我还犹疑，不大知道当你
说思想是与你分不开的时候，你的意思是否是说：只要你存在，你就一直不
停止思想。当然在这一点上是和某些古代哲学家的思想有很大的共同之处
的，他们为了证明人的灵魂不灭，说灵魂是在一种不断的运动状态中，即，
按照我的了解，它一直在思想。但是对于不能懂得你怎么可能在昏睡状态中
思想，怎么可能在你母亲的肚子里思想的那些人，却不好说服。再说，我不
知道是否你认为早在你母亲的肚子里的时候，或者在你从你母亲的肚子里出
来的时候，你已经被渗透到你的肉体里，或渗透到你的肉体的某一部分里去
了。不过我不想再进一步追问你，甚至也不想问你，当你还在你母亲肚子里
的时候，或刚出来的头几天，或头几个月，或头儿年，你是否还记得你都想
了些什么；假如你回答我说你都忘记了，我也不想再问你为什么忘记了；我
只想告诉你去考虑一下，姑且不说你在那个时候几乎根本没有什么思想吧；
即使有，它也应孩是多么浑沌，多么轻微啊。

                                                
① Disours de la méthode 一书旧译为《方法论》；最近有人译为《方法谈》。 我看最好应该按照“dis 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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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接着又说，你不是人们叫做人体的那种由肢体聚集起来的东西。这一
点应该同意你，因为到现在你只被认为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只被认为是人
的组合体的一个部分，这一部分有别于外在的、粗浊的那一部分。你说：我
也不是渗透在这些肢体里边的一种稀疏的空气，不是风，不是火，不是
汽体，也不是气息，也不是我所能虚构和想像的任何东西；因为我曾假
定这些都是不存在的，而且，即使不改变这个假定，我觉得我仍然确知
我是个东西。不过，心灵啊①！请你在这里停一下，把这一切假定，或者不
如说，把这一切虚构都停止下来并一劳永逸地消灭掉吧。你说：我不是空气
或类似空气的什么别的东西。但是，假如整个灵魂是类似这样的一种东西，
为什么你（人们可以说你是灵魂的最高贵的部分），你不会被认为是灵魂的
最精细的花，或者灵魂的最纯粹、最活跃的部分呢？

你说：也许我假定不存在的那些东西都是实在的东西，同我所认识
的我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过对于这件事我一点都不知道，我现在也不去
辩解。然而，如果你一点都不知道，如果你不去辩解，那么为什么你说你不
是那些东西？你说：我知道我存在：而对于如此明确地取得了的这个知
识，是不能取决于或得自我还不知道的东西的。好吧；不过至少你要记得，
你还没有证明你不是空气，不是汽体，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呢。

五、你接着描写了你所叫做想像的是什么。因为你说：想像不是别的，
只是去想一个有形体的东西的形状或影像。然而这是为了说明你是用一种
和想像迥然不同的思想去认识你的本性。不过，既然你可以随意给想像下定
义，那么我请你告诉我，假如你真是有形体的（可能是这样的，因为你还没
有证明你不是这样），那么为什么你不能用一种有形体的形状或影像来想你
自己？我问你，当你想你自己的时候，你体验了出现在你的思想里的是什么
呢？难道不是一种纯粹的、明白的、精细的实体，它像一阵令人舒适的风，
散布在全身，或者至少散布在大脑里，或者身体的某一部分里，使之有生机，
它在那个地方行使你所认为行使着的一切职能？你说：我承认，凡是我能
用想像的办法来理会的东西，都不属于我对于我自己所具有的这种认
识。但是你并没有说你怎么认识的；而且，不久以前你说过你还不知道是否
所有这些东西都属于你的本质，那么请问，你现在从什么地方可以推断出这
个结果来呢？

六、你接着说：必须小心地从这些东西上抽回他的心灵以便使它自己
得以非常清楚地认识它自己的本性。这个意见非常好；不过，在你这样非
常小心地抽身回来之后，请你告诉我们，对于你的本性、你得到了什么清楚
的认识；因为光说你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你只说了一种活动（opération），
而这是我们大家早已知道了的，你并没有让我们知道这个在行动着的实体是
什么，这个实体的本性是什么，它怎么和身体结合起来的，它怎么并且用多
少不同的办法来作用那么多不同的东西；你也并没有让我们知道直到现在我
们还不知道的许多诸如此类的别的东西。你说用想像不能理会的东西就用理
智去理会，你要把想像和良知等同起来；但是，好心灵啊！你能给我们指出
在我们里边有好几种功能，而不是只有一种功能，我们不是只用这一种功能
来一般地认识一切东西吗？当我们把眼睛睁开看太阳时，这是一种显明的感

                                                
① 伽森狄称呼笛卡尔为“心灵”，而笛卡尔说伽森狄缺乏常识，不会推理，因此称 呼他为“极好的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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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然后，当我把眼睛闭上，在我心里呈现出太阳时，这是一种显明的、内
在的认识。然而，最后，我怎么能辨认我是用良知或是用想像功能而不是用
心灵或是用理智来感知太阳，使我得以随心所欲地一会儿用一种与想像不同
的理智，一会儿用与理智不同的想像，去理会太阳呢？当然，如果大脑发生
了错乱，或想像力受了挫伤，理智不能行使它自己的纯职能，那时才可以真
正说理智不同于想像，才可以真正说想像不同于理智。然而，既然我们看不
出是这样，那么也就当然非常难以在二者之间做出一种真正的、确定的区别
来。因为，像你所说，当我们思想一个有形体的东西的影像时，这是一种想
像，那么，既然不可能用别的办法来思想物体，其结果不是物体只能用想像
来认识吗？或者，假如物体能够用另外的办法来认识，那么那另外一种认识
功能不是不能被辨认的吗？

在这以后，你说你还不能不相信对于其影像是由思想做成的那些落于
感官的有形体的东西比对于不落于想像、不知道是什么的你自己会认识
得更加清楚；因此奇怪的是：一些可疑的、在你以外的东西倒被认识和
了解得更加明白、清楚。然而，首先，你说这不知道是什么的你自己，你
这样做得很好，因为，实在说来，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不认识它的本性，因
而你不能确定它是否不能落于想像。其次，我们的全部知识似乎都来源于感
官，虽然在这一点上你不同意一般哲学家的意见（他们说：在理智中的一切
都是首先曾经存在于感官中的），这也仍然不失为真的，尤其是在理智里的
东西没有什么不是首先提供给感官，不是由于同感官接触（或者像希腊人所
说的①）而来的，尽管它是以后才完成并且由于类比、粗合、划分、增加、削
减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一些办法而改进的，这都用不着在这里谈。因而假如
说自己呈现出来、本身撞击着感官的那些事物给心灵的印象比心灵自己做成
的、自己按照事物的模样、根据事物曾经接触感官时那样而表象出的那些事
物给心灵的印象强烈得多，那也没有什么奇怪。不错，你说有形体的东西是
不确定的。但是，如果你愿意承认真理的话，那么你对于你在其中居住的身
体的存在和你周围的一切事物的存在的确定程度并不比你对于你自己的存在
的确定程度差。还有，你除了用思想，没有其他办法把你表明给你自己，这
怎么能和具有各种办法来表明自己的那些东西来比呢？因为那些东西不仅用
许多不同的活动来表明自己，同时还用许多非常可感觉、非常显明的偶性，
比如用大小、形状、硬度、颜色、气味等，来表明自己，因而不必奇怪，它
们虽然在你以外，你对它们倒比你对你自己认识和了解得更加清楚。但是你
会对我说：我怎么会对在我以外的东西比对我自己还理会得更好呢？我回答
你说：这和眼睛什么都看得见就是看不见它自己是同样的道理。

七、你说：那么我究竟是什么呢？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什么是一
个在思想的东西呢？那就是说，一个在怀疑，在理解，在肯定，在否定，
也在想像，在感觉的东西。你在这里说了很多，不过我并不想每一个都谈，
我只想谈谈你说的你是一个在感觉的东西。因为，实在说来，我很奇怪，因
为在这以前你说得恰好相反。难道也许你不是要说，除了心灵以外，在你里
边还有一个物体性的功能，它住在眼睛里，耳朵里和其他的感官里，这个功
能接受到了可感知的东西的形象就开始了感觉行为，而你自己接着就把这种
行为完成起来，结果是你看见、听见、感觉到一切东西？我相信你就是因为

                                                
① 即“由于遇合”。——译者



这个原故才把感觉和想像放在思想一类里去的。我倒是愿意这样的；但是你
要看看是否动物的感觉——它是和你的感觉没有什么不同的——也应该用思
想这个名称来称呼；这样一来，是否在动物里边也有一个在某种方式上像你
一样的心灵。然而你会说：我的位置是在大脑里，在那里我不用改变位置就
接受到通过顺着神经而流动的精气给我传来的一切东西；严格说来，所谓在
全身 行使着的感觉就是这样地在我里边行使着、完成着。我同意；不过在动
物里边同样有神经，有精气，有大脑，在大脑里边有一个能知本原，它用同
样方式接受通过精气传给它的东西，它完成并且结束感觉行为。你会说，这
个本原在动物的大脑里边不是别的，正是我们称之为幻想或想像功能的那个
东西。但是你自己给我们指出来你在人的大脑里是别的东西而不是人的一种
幻想或想像的功能吧。我刚才向你要一个论据或者一个确定的标志，通过它
你可以告诉我们你是别的东西而不是人的一种幻想，但是我想你速一个也拿
不出来。我知道你能够给我们指出比动物所做的活动高得多的一些活动来；
不过虽然人是动物中最高贵、最完满的，然而无论如何，人还是动物的一种，
不能从动物中被除掉；因此，虽然这非常足以证明你是一切幻想或想像中的
最好的幻想或想像，但是你总不能不认为你是属于它们一类的。因为，就算
你用了一个特殊的名称，把你叫做一个心灵吧，这可能是一个性质比较高贵
的名称，但不能因此在性质上就不同了。当然，为了证明你是属于一种完全
不同的性质，也就是说，像你所自称的那样，属于一种精神的或非物质的性
质，那么你就应孩用不同于动物产生行动的方式来产生一个什么行动，而且，
假如你不能不用大脑去产生行动，至少你应该不依赖大脑去产生一个什么行
动，虽然如此，你却不这样做。因为大脑刚一昏，你自己就昏了；它一乱，
你自己也乱了；它一受到压迫，全部被蒙蔽了，你也一样；如果它丢失了某
些东西的影像，你也就一点影子也剩不下。你说：在动物里所做的一切都
是由于一种动物精气和其他一切器官的盲目冲动，和在钟表里或在类似
的其他机器里所做的一样。但是，即使像营养、脉搏、以及诸如此类的功
能（它们也和在人里边的备种功能一样）真是如此，能够肯定感官的行动，
或被称为灵魂的激情的那些运动，也是由于一种在动物里边的动物精气的盲
目冲动，而在人里边并不是这样吗？一块肉把它的影像投入狗的眼睛里，这
个影像传到大脑以后，用一些看不见的钩子建接在灵魂上，然后，灵魂本身
和全身（灵魂好像是用一些秘密的、看不见的链子一样地连接在全身上）就
被吸引到这块肉上。同样的方式，人们用一块石头吓唬狗，这块石头把它的
影像投出去，这个影像就好像一种杠杆一样，撬动起来灵魂和与之一起的身
体去逃走。然而所有这些东西，在人里边不是这样做的吗？假如你知道还有
另外一条道路，这些活动是用另外一种道路进行的，那么请你告诉我们吧，
我们将非常感激你。你将说，我是自由的，我有能力制止或推动人去避恶趋
善。但是在动物里边的这种能知本原也能做类似的事；虽然狗有时扑到食物
上去，毫不怕打或威吓，但是人不是也常常有这种情况吗？你说，狗完全是
由于冲动而叫，和人说话时经过事先想好的选择不一样；但是，难道就不能
认为，人说话也是经过这样的一种冲动吗？因为你所归之于选择的是来自激
动他的运动，这运动的力量促使他选择；即使在动物里边，可以说，当使动
物动作起来的冲动非常强烈时，也有一种选择。因为我真地看见过一只狗，
按照喇叭调整它的声音，模仿喇叭所有的声调和变化，不管有多么急剧和突
然，不管它的主人如何毫无秩序地、随心所欲地抬高或者降低，拉长或者缩



短喇叭的声调。你说，动物没有理性。不错，没有人的理性，但是它们有一
种按照它们的样式的理性，这种理性使得我们，如果不是同人来比较的话，
不能说它们是无理性的；再说，言辞或理性似乎是一种功能，这种功能同它
们用以认知、通常被叫做内感官的那种本原或功能一样普遍， 一样能够合法
地为它们所有。你说它们不能推理。但是，虽然它们的推理不像人们的推理
那样完善，那样广泛，它们还是能够推理的，它们的推理和我们的推理之间，
只存在程度上的不同。你说它们不能说话。但是，它们虽然不能像人们那样
地说话（因为它们不是人），却能按照它们的方式说话，发出它们所特有的
声音，它们使用那些声音就像我们使用我们的声音一样。然而你说，甚至一
个傻子也能凑起几个字来表示一个什么事物，而最聪明的动物也做不到这
样。但是我请你看看你要求一个动物说出一个人说的话而不注意到它们自己
特有的话，这是否公平合理。不过，所有这些东西，辩论起来长得很。

八、你接着提出蜡的例子。关于这一点，你说了好几件事来表示人们叫
做蜡的偶性①的那些东西并不是蜡本身或蜡的实体，能够清清楚楚理会蜡
或蜡的实体的只是心灵自己或理智本身，而不是感官或想像。但是首先，
能够从蜡的偶性的概念中抽象出蜡或蜡的实体的概念来，这是大家都同意
的。但你能因此就说你清清楚楚地理会了蜡的实体或本性吗？诚然，除了颜
色、形状、可融性等等以外，我们理会到还有一种东西，它是我们所观察到
的这些偶性和变化的主体；不过要说这个主体是什么东西或可能是什么东
西，我们当然不知道，因为它永远是隐蔽着的，我们仅仅是用猜测的办法来
判断应该有个什么主体好像支柱或基础一样托住蜡可能有的一切变化。因此
我很奇怪为什么你敢说在你把蜡，简直就像脱掉它的衣服一样，把它的一切
形式都去掉之后，你更明白、更完满地理会了它是什么。因为，我同意你理
会到蜡（或者更恰当地说，蜡的实体）应该是和它的一切形式不一样的；不
过你不能说你理会到了它是什么，假如你没有意图来欺骗我们，或者你不想
欺骗你自己的话。因为这不像一个人那样明显。对于一个人，我们只看见了
衣服和帽子，我们想知道他到底是什么，只要脱掉他的衣服和帽子就行。然
后，既然你以为用某种方式了解了这个东西，那么我请你告诉我们，你是怎
么理会它的？是不是把它理会成为一种可融的、有广延的东西？因为，我想
你不是把它理会为一个点，虽然它有时大有时小。这样的一种广延既然不能
是无限的，而是有其界限的，那么你不能也以某种方式把它理会为有形状的
吗？然后，既然把它理会为好象是你看见了它，那么你不能给与它一种颜色
吗，尽管这种颜色是非常模糊不清的？当然，你既然把它视为比纯粹的空虚
有更多一点的物体和物质，那么对你来说它似乎是更可见的；由此可知，你
的理智是一种想像。假如你说你把它理解为没有广延，没有形状，没有颜色，
那么请你老老实实告诉我们它是什么。

你说我们看见了并且由我们的心灵理会了一些人，虽然我们看见的却是
他们的帽子和衣服。这话并不能给我们说明是理智而不是想像功能在判断。
事实上，一只狗（你不同意它有一个和你的一样的心灵）不是用同样方式判
断吗？它不是仅凭看到了它主人的衣服或帽子就能认出来它的主人吗？还
有，不管它的主人是站着，是躺着，是弯着身子，是蜷缩着或是伸展着，它

                                                
① accidents，譬如蜡的形状、软硬、香味等，这些东西虽然改变了或消灭了，但 不影响主体的存在，因此

叫做蜡的“偶性”。——译者



不是总能认出它的主人，虽然它的主人可以用所有这些形象而不是只用这一
种而不用那一种形象表现出来，和蜡一样。当它追逐一只野兔，它首先看见
它活着，然后又看见它死了，剥了皮，切成一块块的，你想它不认为这还是
原来的野兔吗？因此，你所说的对于颜色、软硬、形状等等的知觉不是看，
也不是摸等等，而只是心灵的一种观察，这话我同意，不过，心灵要同想
像功能实际上没有分别才行。但你又接着说：这种观察可以是片面的、模
糊的，也可以是全面的、清楚的，这要根据对于组成蜡的那些东西所进
行的研究的程度而定。这就不能给我们说明心灵对于在蜡里边的那种超乎
它的外在形象以外的、我不知道是什么的那种东西所进行的观察是对于蜡的
一种明白、清楚的认识，而只说明感官对于自己在蜡上所能注意到的一切偶
性，对于蜡所能有的一切变化，所进行的研究或观察。从这上，不错，我们
能够了解和解释我们甲蜡这个名称所指的是什么东西；但是，能够了解，甚
至也能够让别人理会这个越是赤裸裸地来看就越是莫名其妙的实体是什么，
对于我们来说却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

九、你紧接着说：关于这个心灵，或更恰当地说，我自己，因为直到
现在我在我自己里边只接受了心灵，我将说什么呢？关于好像那么清
楚、明白地理会了这块蜡的这个我，我要说什么呢？我对我自己认识得
难道不是既更加真实、确定，又更加清楚、明白吗？因为如果说由于看
见蜡而断定有蜡、蜡存在，那么由于我看见蜡，因此有我、我存在这件
事当然也就越发明显，因为可能我所看见的，事实上不是蜡；也可能我
甚至没有眼睛看任何东西；但是当我看见的时候，或（关于这一点，我
不去加以分别）当我想是看见的时候，这个在思想的我倒不是什么东西，
这是不可能的。同样，如果由于我摸到了蜡而断定它存在，其结果也是
一样。我在这里关于蜡所说的话也可以应用到外在于我、在我以外所遇
到的其他一切东西上去。这些都是你自己的话，我把这些话拿过来是为了
使你注意，它们的确是证明了由于你看见和清楚地认识了那块蜡的存在和所
有那些偶性，因而你清楚地或不清楚地认识了你存在，但是这些话不能因此
证明你清楚地或不清楚地认识了你是什么或什么是你的本性；而恰恰这是必
须主要加以证明的，因为人们并不怀疑你的存在。我在以前没有进一步提出
我的意见，现在我也不想坚持，不过请你注意：在你里边除了心灵以外你什
么都不接受，为了这一点，你甚至不愿意同意你有眼睛、手以及身体的任何
别的器官，可是你谈到你所看见，你所摸到⋯⋯的蜡和它的偶性，而这些，
实在说来，假如没有眼睛，没有手，你就不能看见，不能摸到，或者按照你
的说法，也不能想是看见，想是摸到。

你接着说：然而，如果说蜡在不仅经过视觉或触觉，同时也经过很
多别的原因而被发现了之后，我对它的概念和知识好像是更加清楚、明
白了，那么我对于我自己的认识岂不是应该越发更加明显、清楚、明白
了吗？因为一切用以认识和理会蜡的本性或别的物体的本性的道理都更
加容易、更加明显地证明我的心灵的本性；但是，既然你所推论关于蜡的
东西，都只能证明人们知道心灵的存在，而不能证明它的本性，同样，其他
一切也不会证明出更多的东西来。即使除此而外你想要从对蜡的实体的这一
知觉中推论出别的什么东西，你也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既然我们对于
这个实体只不过是理会得非常模糊，只不过是把它理会成为我不知道是个什
么，那么同样，心灵也只能以这种方式而被理会，以致的确可以在这里重复



你在别处说过的话：我不知道是什么的那个你自己。
你最后说：然而我终于不知不觉地回到了我原来想要回到的地方；

因为，既然这是我现在弄清楚了的一件事，即心灵以及物体本身不是用
感官或超像功能所能真正认识的，而是只有用理智才能认识的，而且它
们不是由于被看见了或被摸到了才被认识的，而只是由于被思想所理解
了或者了解了才被认识的，那么我非常显然地认识了没有什么对我来说
比我的心灵更容易被认识的了。对你来说，这话说得很好；但是对我来说，
我看不出你从什么地方能推输出，对于你的心灵，除了它存在以外，还能清
清楚楚地认识别的东西。因而我也看不出这个《沉思》①的标题本身（即《人
的心灵是比物体更容易认识的》）所许的愿已经实现了；因为你的计划不是
要证明人的心灵的存在，或人的心灵的存在比物体的存在更清楚，因为肯定
的是没有人怀疑它的存在，你无疑地是想要使它的本性比物体的本性更加明
显。不过我看不出你做到了什么。谈到物体的本性时，你，心灵啊！你自己
曾说过，关于物体，我们认识了许多东西，例如广延、形状、运动、对地位
的占据等等。然而关于你自己，除了你不是有形体的一些部分的一种聚集，
不是空气，不是风，不是一种在行走或在感觉的东西等等以外，你说了什么？
但是，即使我们同意了你所有这些东西（虽然你自己反对了其中的某几 个），
这也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因为，实在说来，所有这些东西都不过是一些否
定，而我们并不要求你向我们说你不是什么，而是要求你告诉我们你是什么。

因此你终于说你是一个在思想，也就是说，在怀疑，在肯定，在否
定⋯⋯的东西。但是，首先，说你是一个东西，这一点都没有说到已知的什
么；因为“东西”是一个一般的、泛泛的、不确指的词儿，它对你并不比对
世界上一切东西更合适，并不比一个不是纯粹“什么都不是”更合适。你是
一个东西，那就是说你不是一个“什么都不是”，或者换言之，但意思完全
一样，即你是一个什么东西。但是，一块石头也不是一个“什么都不是”，
或者，假如你愿意的话，是一个什么东西；一个苍蝇也是一样，世界上所有
的东西都是这样。然后，说你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这倒是真地说到已知的
东西了，但它在以前并不是未知的东西，它也不是我们所要求于你的；因为
有谁怀疑你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但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们因而希望要知
道的，是认识并深入到专以思想为其职责的那个实体的内部。因此，我们所
追求的，也是你应该得出结论的，并不是你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而是以思
想为其属性的这个东西是什么。怎么啦！假如请你对于酒给我们一个更准确、
高于寻常之见的知识的话，你以为光说酒是葡萄挤出来的液体的东西，它有
时是白的，有时是红的，它是甜的，能醉人等等就算满足了，而不想尽量揭
露和表明它的实体的内部，指出这个实体如何由酒精、蒸溜液、酒石酸以及
其他若干部分以适当的分量、适当的温度混合到一起而构成的吗？因此，既
然大家期待你，而你也答应关于你自己给我们一个比寻常之见更准确的认
识，那么你自己会判断像你那样做的，即对我们说你是一个在思想、在怀疑、
在理解⋯⋯的东西，那是不够的；你应该对你自己做一番像化学分解那样的
工作，使你能够给我们揭露并且使我们认识你的实体的内部。当你这样做了
以后，要由我们来检查一下，看看比起物体来（它的本性已经由解剖学、化
学、那么多不同的技艺、那么多的感觉和那么多不同的实验给我们表明得如

                                                
① 即《沉思第二》。——译者



此清楚了），是否你更被认识了。



对《沉思第三》的诘难
 

关于上帝，以及上帝存在
 

一、首先，你认为对于我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这个命题的清楚、明白的
认识，是你所具有的确定性的原因，你从这里推论出，你能够把凡是我们理
会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的东西都是真实的这一条订为总的准则了。不
错，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在人类事物的暗昧之中找出我们关于确定性的更
可靠的准则，不过，既然有那么多伟大的学者，他们虽然似乎本来已经非常
清楚、非常明白地认识了许多事物，却认为真理是存在于上帝的心里或者是
高深莫测的，那么难道不能怀疑这个准则可能是错误的吗？当然，在怀疑论
者们所说的话以后（你一定知道他们的论据），从认识得清楚的一件事物里
我只能得出事物真地就像它们对每个人所表现的那样；除此而外，我们还能
保证什么真理呢？举例来说：我清楚、明显地感觉到瓜的味道很好吃，因此
瓜的味道对我来说就真是这样；但是如果因此就说这个味道在瓜里真地就是
这个样子，那我怎么能相信呢？因为在我年轻时和在我的身体健康情况非常
好的时候，我认为它并不是这样，我那时明明白白地感觉在瓜里有另外一种
味道。甚至我现在还看到有不少人并不认为它好吃；我看见有不少动物的味
觉非常灵敏，体格非常强壮，但它们的感觉并不和我的一样。那么难道“真”
反对它本身吗？或者换言之，难道一个事物，虽然它被清楚、明白地理会了，
它本身却不是真的，而实际上只是被清楚、明白地理会为真的吗？对于心灵
的东西，也几乎一样。我从前曾 经起过誓说，从一个小量达到一个较大的量，
不可能不经过一个相等的阶段；我曾经以我的生命来赌咒说，两条不断接近
的线，如果延长到无限，不可能最后不相交。我觉得这些事情是如此清楚、
明白，以致我把它们当作非常真实、毫无可疑的定理；而后来却有些理由使
我相信不是这样，因为我把相反的东西理会得更清楚、更明白了；即使现在，
当我想到数学假定的性质的时候，我还免不了对它俩的真实性感到某些怀疑
和不信任。因此我承认人们可以说我是真地按照我假定或我理会量、线、面
等的性质而认识这样的和那样的一些命题；然而至于说它们本身因此就是我
所理会的那个样子，这却不能加以肯定。虽然这是数学上的真理，不过这与
现在所谈的其他的事物有关，因此我问你：为什么在人们之间有那么多不同
的见解？每个人都认为他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地认识了他所辩护的见解。你
不要说他们之中大部并不坚持他们的意见，或者说他们不过是装腔做势说他
们理解得很清楚；因为我知道有许多人将以自己的生命来坚持他们的意见，
尽管他们也看见别人也以同样的热情坚持反对的意见，除非你也许这样地认
为：甚至到这最后时刻他们还伪装他们的感情，还不到从他们的良心的最深
处把真话拿出来的时候。当你说你早先把许多事物当作非常确定、非常显然
的接受了下来之后你又看出它们是可疑的、不确定的时候，你自己也碰到这
样的问题；不过你是把这个问题悬而不决，也不去证实你的准则；你只是利
用这个机会去论述你可能由之而受到了欺骗的观念，你把那些观念认为是表
象在你以外的什么东西，而这些在你以外的东西也辞并不存在；在这以后你
再一次谈到一个骗子上帝，你可能在“二加三等于五”、“一个正方形的边
不能多于四个”这些命题的真实性上受到这个骗子上帝的欺骗，以便由之而
向我们指出必须等到你证明出来有一个不可能是骗子的上帝的时候才来证实



你的准则。实在说来，你用不着费那么大的力气去证实那个非常容易使我们
把假的当作真的接受下来并且引导我们误入歧途的准则；而最必要的是你应
该教导我们一种好的方法，使我们学会指导我们的思想，使我们知道：每次
当我们以为清楚、明白地理会了什么事物时，我们倒底是弄错了，还是没有
弄错。

二、在这以后，你把观念（在它们作为影像这一点上，你想把它们算做
是思想）分为三种：有些是与我们俱生的，有些是来自外界的、外来的，还
有些是由我们制造和捏造的。在第一类下面你放上你对于一般称之为一个东
西、或一个真理、或一个思想所具有的理智；在第二类下面你放上你对于你
所听到的声音，你所看见的太阳，你所感觉到的火所具有的观念；在第三类
下面你放上你自己所虚构和捏造的人鱼、鹫马以及诸如此类的怪物。接着你
说也许你所有的观念都是外来的，或者都是与你俱生的，或者都是由你创造
的，因为你还没有足够清楚、明白地找出它们的来源来。出此为避免错误（可
能一直到观念的来源完全被认清以后，错误也还会发生）起见，我想现在请
你注意：似乎是全部观念都是外来的，它们是由存在于理智以外的事物落于
我们的某一个感官之上而生起的。因为，实际上，心灵不仅有（甚至可以说
它本身就是）理会从外在对象发出，通过感官而达到心灵的那些外未的观念
的能力，有把这些观念赤裸裸地、清清楚楚地理会为就是心灵本身所接受它
们的那个样子的能力；而且也有把这些观念各式各样地加以集合、分割，加
以放大、缩小，并用其他若干方式加以对比、组合的能力。这样一来，至少
你所建立的第三类观念就和第二类观念毫无区别；因为，一个狮头羊身龙尾
怪物的观念实际上和一个狮头的观念、一个羊身①的观念、一个蛇尾的观念并
没有什么不同，心灵把它们聚集起来，组成为一个单一的观念；因为，把它
们分割开来看，或对每一个加以个别的观察时，它们都是外来的，来自外界
的。同样，一个巨人的观念，或者是人们理会为像一座山，或者是，假如你
愿意的话，像世界那样大的人的观念，就是心灵任意加以放大的一个普通高
度的人的外来观念，而心灵把这个观念越放大，理会得就越模糊。同样，从
来没有见过的一个金字塔的观念，或者一个城市的观念，或者其他任何东西
的观念，就是人们以前见过的一个金字塔或一个城市的外来的、多少改样了
的、因而是模糊的观念，心灵把这个观念加以某种方式的增添、划分和类比。

至于你所称之为自然的，或是你所说的与我们俱生的那一类观念，我不
相信有任何一种观念是属于这一类的，我甚至认为人们以这个名称称谓的一
切观念似乎都是外来的。你说：由于我的本性使然，我能够领悟一般称之
为一个东西的是什么。我想你不是指领悟功能①本身说的，关于这个功能，
并无可怀疑之处，在这里也不是问题之所在；我想你是指东西的观念说的。
你也并不是指一个特殊东西的观念说的；因为太阳、这块石头、以及一切个
别的东西，都是属于你所说的其观念是外来的而不是天然的那一类东西。你
指的是一种被一般地考虑、作为有的同义语并有着和有相等的广延的东西的
观念。然而，请问你假如不是同时在心灵里有那么多的个别东西，心灵把这
些东西抽象出来，做成一个一般地适合于一切东西而不是特殊地适合于一个
东西的一种概念或一种观念的话，那么这一般的观念怎么可能在心灵里呢？

                                                
① 原文是羊肚子。——译者
① 即“理智”。——译者



假如一个东西的观念是天然的，那么一个动物的观念，一个植物的观念，一
块石头的观念，以及一切普通观念当然就都是天然的，而我们就用不着费那
么大的事去把许多个别的东西加以辨识，以便在把所有不同点去掉之后，我
们得到的只是对各个东西都有共同性的东西，或者是（这也一样），以便得
以由之而做成一个类的观念。你还说你的本性使你能够“领悟真理是什么”，
或者，把这话诠释出来是，真理的观念天然地印到你的灵魂里。但是，假如
真理只是判断和所判断的事物二者之间的一致性而不是别的，那么真理就只
是一种关系，因而它就不能同事物本身和事物的观念二者之间的比较中分得
开，或者（这也没有什么两样）就不能同事物的观念分得开，因为事物的观
念不仅有表象它自己的性质，同时也有如实地表象事物的性质。既然观念同
事物一致，或者，既然观念事实上如实地表象事物，那么真理的观念和事物
的观念就是一回事；因此，假如事物的观念不是与我们俱生的，假如事物的
观念是外来的，那么真理的观念也是外来的，而不是与我们俱生的。这一点
既然适合于每个特殊的真理，也能适合于披一般地考虑的真理，这种真理（像
我们刚才谈到一般的事物的观念时所说的那样）是从每个特殊的真理的概念
或观念中抽出来的。你还说“领悟什么是思想，”这对你来说是天性使然的，
（换言之，像我一向诠释的那样）思想的观念是与你俱生的，并且对你来说
是天性使然的。然而，心灵能从一个城市的观念做成另外一个城市的观念，
同样，它也能从一个行动的观念（比如说一个看的观念或一个类似的别的行
动的观念）做成另外一个行动的观念（比如说做成一个思想本身的观念）；
因为在认识的各功能之间总有某种关系和类比，使得很容易从一个去认识另
外一个。实在说来，多么不应该费很大力气去知道思想的观念是属于哪一类
的。我们最好应该留着我们的精力去考虑心灵本身的或灵魂的观念。假如我
们一旦赞成这个观念是与我们俱生的，那么要说思想的观念也是与我们俱生
的就没有什么不合适了。这就是为什么应该等待着心灵的观念是天然地在我
们之中这件事被证明出来。

三、在这以后，似乎你不仅怀疑是否某些观念是来自存在于我们以外的
一些事物，甚至怀疑是否在我们以外就根本没有事物存在。从这里你似乎推
论说，虽然你在你的心里具有人们称之为外在的事物的观念，但是这并不等
于说这些事物存在于世界之上，因为你所具有的观念不是非从这些事物来的
不可，而可能是或者来自你自己，或者由你所不知道的什么别的方式放进你
的心里的。我想也就是由于这个原故在不久以前你不说你知觉到了地、天
和星辰，而只说你知觉到了地、天和星辰的观念，你可能受了这些观念
的骗。如果你还不相信有地，有天，有星辰，那么请问为什么你 在地上走？
为什么你抬起头来观察太阳？为什么你靠近火炉取暖？为什么你吃饭来解
饿？为什么你转动舌头来说话？为什么你手里拿笔来给我们写你的思想？当
然，这些事情很可能是说出来的，或者是巧妙地捏造出来的，不过人们费不
了多少事就可以揭穿这种欺骗；既然你不可能真地怀疑这些事物的存在，你
不可能不是很清楚地知道它们存在于你之外，那么就让我们严肃地、老老实
实地对待这些事物，让我们习惯于按照事物是什么样就把它们说成什么样
吧。但是，假如你想，一经假定了外在事物的存在，我们就不能充分地证明
我们所具有的观念是从它们身上搬过来的，那么你就不仅要回答你自己所提
出的疑难问题，而且还要回答人们可能给你提出的一切反对意见。

为了指出我们对这些事物所具有的观念是来自外面的，你说似乎是自然



这样教导我们的，似乎是我们体会出来这些观念不是来自我们、不依于
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但是，不必光讲一些道理和它们的解决办法，也应该
在其他许多疑难问题之中讲讲和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即为什么在一个天生的
瞎子的心里没有任何颜色的观念，或者在一个天生的聋子的心里没有任何声
音的观念，是不是因为这些外在的东西本身浚有能够把它们自己的影像送到
这个残废人的心里，由于一生下来这些道路被障碍所堵塞住了而它们没有能
够打通。

在这以后，你又借用太阳为例，说对太阳，我们有两种很不同的观念：
一种是我们通过感官接受过来的，根据这个观念，我们觉得太阳非常小；
另外一个是从天文学的道理中得来的，根据那个观念，我们觉得太阳非
常大。然而，在这两个观念里边，那个不来自感官，而是从与我们俱生
的某些概念中抽出来的，或是由我们用另外的不拘什么方法制造出来的
那个观念是最真实的，最和太阳本身相符的。但是人们可以这样回答：太
阳这两个观念都象太阳，都真实，或者说都与太阳相符，只是在程度上一个
较多一些，另一个较少一些罢了，正如同对同一个人的不同的两个观念，其
中一个是从十步以外粉我们送来的，另一个是从一百步以外或一千步以外给
我们送来的；两个都像那个人，都真实，都相符，只是在程度上前一个较多
一些，后一个较少一些罢了；因为来自较近的那个观念比来自较远的那个观
念缩小得较少一些。你看我会是多么容易地用很少的儿句话就能给你解释，
假如在这里可以这样做，并且你同意我的原则的话。再说，虽然我们不是用
别的办法，而只是用心灵来知觉太阳这个巨大的观念，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这
个观念是从天然地在我们心里的什么概念中得出来的；而可能是由我们的感
官所接受的这个观念（完全符合于依靠理性的经验告诉我们：同样的东西距
离我们远的时候就比距离我们近的时候显得小）是随着太阳距离得如此远，
它的直径等于地球的那么多的半径①，而被我们的心灵加大了多少倍。你想要
看看自然怎么一点都没有把这个观念放在我们心里吗？你在一个生来就是瞎
子的心里去找吧。你将看到，首先是这个观念在他的心里既没有颜色，也没
有光；接着你将看到，它并不是圆的，假如不是谁告诉他，假如他事先不是
拿到什么圆的东西的话；你最后将看到它并不是那么大，假如不是理性或权
威使他扩大他所理会的这个观念的话。但是，让我们再多说一点而不是过甚
辞，我们这些人观察了那么多次太阳，考量了那么多次太阳的表面直径，推
论了那么多次太阳的真实直径，我们对于太阳所有的观念或影像和一般人的
不相同吗？不错，理性告诉我们太阳比地球大一百六十多倍，然而我们因此
就具有一个这样巨大的物体的观念吗？我们尽我们所能地放大我们通过感观
接受来的这个观念，我们的心灵尽其所有的力量对它加以扩大，但是最后我
们的心灵自己就闹不清了，越弄越糊涂；如果我们要有一个太阳的清楚的思
想，我们就必须借助于我们通过感官的媒介而接受来的观念。如果我们相信
太阳比我们看到的那个样子大得多，假如我们的眼睛距离它更近，它就会接
受一个更宽广得多、更巨大得多的观念，这也就足够了；但是我们的心灵必
须满足于我们的感官给它提供的那个观念，那个观念是怎么样，我们的心灵
就必须把它看成是怎么样。

四、在这以后，你承认了在观念与观念之间的不等性和分歧性，接着你

                                                
① 原文如此。——译者



说：的确，给我表象了实体的那些观念无疑地是比仅仅给我表象了样式
或偶性的那些观念更多一点什么，本身包含着（姑且这样说）更多的客
观①实在性；最后，我由之而理会到一个至高无上的、永恒的、无限的、
全能的、除他自己以外的一切事物的普遍创造着的上帝的那个观念本身
比给我们表象了有限的实体的那些观念无疑地要有着更多的客观实在
性。你的心灵在这里带领你跑得真快，因此必须把它稍微停住一下。不过我
并不想首先问你用客观的实在性这几个字，你指的是什么意思；只要我们知
道下面这一点就够了：普通说外在的东西是形式地②和实在地在它们本身之
中，但客观地或由于表象而在理智之中，这句话你好像只想说观念应该完全
符合于它由之而成为观念的那个事物；因而它所合有的对象没有一点不是实
际上在那个事物里边所有的，而被它所表象的事物本身所合有的实在性越
多，它表象的实在性也就越多。我知道你紧跟着就区分了客观的实在性和形
式的①实在性。形式的实在性，我想它就是观念本身，它被视为不是表象什么
东西，而是一个单独的存在，本身有着某种实体（entite）。但是，不拘如
何，肯定的是，观念和它的客观实在性都不应该按照事物本身所有的全部的
形式实在性而被衡量，而只是按照心灵所认识的那一部分，或换言之，按照
心灵所有的认识而被衡量。因此，当然，人们将说，对于一个你经常看见的、
你仔细观察过的、你从各方面部看见过的人，你心里对于这个人的观念是非
常完满的；然而对于你仅仅是顺便看到过一次的、你没有很好看过的人，你
所得到的观念是非常不完满的；而假如你没有看见本人，你只看见他的帽子
遮盖住脸，只看见他的衣服遮盖住全身，那么人们一定会说，你没有这个人
的观念，或者，假如你有这个人的观念，那个观念也是极其不完满，极其模
糊的。

由此我推论出，我们对于偶性，可以有一个清楚的、真实的观念，但是
对于被蒙蔽的实体，我们充其量只能有一个模糊的、假造的观念；因此，当
你说在实体的观念里比在偶性的观念里有更多的客观实在性的时候，人们
应该首先否认他们对于实体能够有一个素朴的、真实的观念，因而人们也就
不能从这个观念得出任何客观实在性；其次，即便承认了你这一点，人们不
能说实体的观念里的客观实在性比偶性的观念里的客观实在性更大，因为它
所有的实在性都是从偶性的观念中搬过来的，我们在前面说过，实体就是从
偶性，或者说，就是按照偶性的方式，而被理会的，我们说过，实体只能当
做有广延的、有形状的、有颜色的、⋯⋯的东西而被理会。

关于你接着说的上帝的观念，我请你告诉我，既然你还不确知他是否存
在，你怎么知道他通过他的观念向我们表象为一个永恒的、无限的、全能的、
万物之创造者、⋯⋯的东西呢？你为你自己所造成的这个观念难道不是来自
你以前对他的认识，即他就是不只一次地被人在这些属性之下介绍给你的
吗？因为，实在说来，假如你从未听人说过这样的事，你会把他描述成这个

                                                
① “客观的”（objeetif），或“客观地”（objeetivement），在十七世纪的涵义和今 天的涵义不同，在笛卡

尔的用法是：仅就其在观念上的存在而言的就叫做“客观的”，或 “客观地”存在。在十七世纪，“客观

的”一词的反义词不是“主观的”，而是“真实的”或 “形式的”。——译者
② “形式的”（formel），或“形式地”（formellement），在笛卡尔的用法是：存在 于我们所具有的观念

所表象的东西之上，亦即真实地、实在地存在于我们的观念之所 本的对象上。——译者
① 同本书第 30 页注②。



样子吗？你也许会对我说，现在不过是拿他做为例子，你还一点没有给他下
定义呢。好吧；不过你要注意，不要以后拿它做为一个臆断来提。

你说在一个无限的上帝的观念里所具有的客观实在性比在一个有限的事
物的观念至所具有的客观实在性多。然而，首先，既然人类心灵理会不了无
限性，那么它也既不能具有也不能想得出一个表象着无限的东西。从而，谁
要说一个无限的东西，谁就是给一个他所不懂得的东西加上一个他所不理解
的名字。还有，既然这个东西扩大到超出了他的全部理解能力，那么归之于
这种扩大的这个无限性或者这个否定词①，对于其智慧永远被限制在某些框子
之内的人来说，是不能理解的。再说，我们习惯于加到上帝身上的所有这些
高尚的完满性似乎都是从我们平常用以称赞我们自己的一些东西里抽出来
的，比如持续、能力、知识、善、幸福等等，我们把这些都尽可能地加以扩
大之后，说上帝是永恒的、全能的、全知的、至善的、完全幸福的、等等。

这样一来，不错，上帝的观念就表象了所有这些东西，不过，既然这个
上帝的观念是按照我前面所描述的样子从各种有限的事物的观念组成然后加
以扩大的，那么它就不能比各种有限的事物总和起来有着更多的客观实在
性。因为，谁说永恒，谁也并不能在他的思想里领会这个无始无终的时间全
部过程；谁说全能，谁也并不能理解可能的全部纷歧复杂的结果；至于别的
属性也一样。最后，有谁可以说是具有一个上帝的整个的、完满的，也就是
说，如实地表象了上帝的观念呢？假如上帝就像我们所理会的那个样子，假
如上帝只有像我们看到在我们心里的那么一点点完满性（尽管我们理会这些
完满性在上帝里更为完满得多），那么上帝也就没有什么了不起！上帝的大
小和人的大小这二者之间的比率，比起大象和小蛆二者之间的比率来，不是
要小到无限倍吗①？假如说有谁按照他在小蛆里看到的完满性的模样做成一
个观念，想要说他这样做成的观念是一个大象的观念，并且说这个观念如实
地表象了大象，假如这个人是可笑的话，那么谁要是按照人的完满性的模样
做成一个观念，想要说这个观念就是上帝本身的观念，并且说这个观念完满
地表象了上帝，这个人为什么不值得嘲笑呢？还有，我请问你：我们怎么知
道我们在我俩自己里所找到的这一点点完满性也在上帝里找到呢？在承认了
这一点之后，我再请问你：从这里我们能够给他想像出来的本质可能是什么
呢？当然，上帝是无限倍地超过全部理解力的；当我们的心灵要把它自己应
用到对上帝的观察上去时，它不仅看得出它自己是太渺小了，理解不了他，
同时它会看不清道理，并且自己也弄糊涂了。因此不可能说我们对上帝有任
何真正的观念，这个观念如实地给我们表象了上帝。只要这样说就足够了：
我们按照在我们里边的那些完满性的程度来产生、做成一个观念，这个观念
适合我们的渺小，也恰好适合我们的用处，它并不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不
包含我们以前在别的事物里边所没有认识到的、或从别的事物里边没有知觉
到的任何实在性。

五、你接着说：凭自然的光明①，显然可以看出，在动力的②、总的原

                                                
① 即“有限”一词的否定。——译者
① 比如 1/100 就比 1/10 小 10 倍。——译者
① “自然的光明”指理性而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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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里，一定至少和在结果里有一样多的实在性。你用这话来推论说，在观
念的原因里所有的形式实在性一定至少和观念所包含的客观实在性一样多。
这一步也还是迈得太大，我们最好还是停一停。首先，在结果里的东西没
有不是在它的原因里的这句普通话，似乎指的是质料因，而不是动力因；
因为动力因是个外在的东西，而且它的性质常常是和它的结果的性质不同
的。即使说一个结果从动力因得到它的实在性，然而也不一定结果里所有的
就是动力因本身所有的，结果可以有一个动力因从别处搬过来的突在性。这
在艺术的结果里看得很清楚；因为，房子虽然从建筑师那里得到它的全部实
在性，但是建筑师给与房子的实在性并不是他自己的，而是从别处搬过来的。
太阳所做的事情也一样，它以不同方式改变地上的物质，它由于这个改变而
产生各种动物。再说做父亲的和做母亲的也是这样，虽然孩子从他们身上接
受到一点质料，然而不是作为一个动力本原，而是作为一个质料本原得到它。
你反驳说在一个结果中的有一定是形式地或卓越③地在它的原因里，你想
要说的不过是：结果的形式和它的原因的形式有时相同，有时不同，但是不
如它的原因的形式完满，因此原因的形式就比它的结果的形式更高尚。然而
这并不等于说，卓越地包含了桔果的原因把它自己的有的什么部分给它的结
果，或者说，形式地包含了结果的原因把它自己的形式分给它的结果。因为，
虽然用种子的办法生化的生物，在它们的生化中是这样做的，但是我想你不
能说，当一个做父亲的生他的儿子的时候，是把他的有理性的灵魂切下来一
部分给了他的儿子。总之，动力因只有当它能够用某一种质料形成它的结果
并且能够把它最后的完满性给与这个质料时才包含它的结果。

后来，关于你所推论的客观实在性，我举我自己的影像来做例子说明。
我的影像可以从镜子里来观察，也可以从一个画家画的画像上来观察。既然
我自己是镜子里的影像的原因由于是我自己把我的影像投到镜子里去的，而
画家是画像上的影像的原因，那么同样，当我自己的观念或影像是在你的心
灵里或在别人的心灵里时，人们可以问，是否我自己是这个影像的原因，由
于是我把我的形象投到眼睛里去，并且通过眼睛的媒介达到理智本身；或者
是否有一个别的什么原因，它像一个技艺熟练、精细的画家一样，把它刻划、
贴放在理智里。但是，似乎不必从我以外寻找别的原因；因为，虽然理智后
来能够把我自己的这个影像随意加以放大、缩小、组织、捏揉，不过不拘如
何，我是它本身所有的全部实在性的第一和主要原因。这里说到我的东西，
也应该同样应用到其他一切外在对象上。你现在把归于这个观念上的实在性
区分为二：形式的实在性和客观的实在性；说到形式的实在性，它不可能是
别的，只能是这种精细的、稀疏的实体，这种实体不停地从我流出或发出，
而一旦被收到理智里边就变成一个观念。如果你不愿意说来自对象的这种东
西是一种实体的流动的话，那么你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你总免不了要减
少它的实在性的。至于说到客观的实在性，它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这个观
念所具有的我自己的表象或形象，或者至多是使这个观念的各部分得以把我
表象出来的配合和安排。不管你把它当成什么，但无论如何我看不出它有一
点是实在的，因为它仅仅是在与我有关的各部分之间的一种关系；或者它是
形式的实在性作为是这样子而不是那样子地被安排和处理的一种样式。不过

                                                
③ “卓越地”（eminement）存在，指存在于高于自己而且包含了自己的东西上。 一个东西可以有三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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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没有多大关系，既然你顾意，那么我也同意它被叫做客观的实在性。提出
了这个问题以后，我觉得你应该把这个观念的形式实在性拿来同我自己的形
式实在性或者同我的实体比较，把它的客观实在性拿来同我的身体的各部分
的配合或者和我自己的轮廓和外表比较；而你却高兴把它的客观实在性拿来
同它的形式实在性比较。最后，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来解释前面这个定理，显
然不仅在我里边所有的形式实在性同在我的观念里边所有的客观实在性一样
多，而且这个观念的形式实在性同我的形式实在性比较起来，也就是说，同
我的全部实体的实在性比较起来，简直就算不了什么。因此我同意你所说的，
在一个观念的原因里所有的形式实在性一定至少同在这个观念里所有的
客观实在性一样多，因为在一个观念里所包含的一切东西同它的原因比较起
来，简直就算不了什么。

  六、你接着说，假如在你心里有一个观念，它的客观实在性大到你无
论形式地或卓越地都包含不了它，因而你不可能是它的原因时，那么其结果
必然是在世界上除了你还有一个别的东西存在，必然是没有它你就不能有任
何论据使你肯定任何事物的存在。然而，我以前已经说过，你并不是观念的
实在性的原因；观念的实在性的原因是被观念所表象的事物本身，由于事物
把它们自己的影像好像送到镜子里边一样地送到你的心里，即使在你有时能
够想出一些怪物的时候都是如此。但是，不管你是原因也罢，不是原因也罢，
你真地因此就怀疑世界上除了你而外就没有别的事物存在了吗？我请你不要
向我们故弄玄虚了；因为，不拘观念是什么吧，我想对于一件如此可靠的事
是用不着去找一些道理来给你证明的。

在这以后，你罗列了在你心里的一些观念；在这些观念里边，除去你自
己的观念以外，你也列举了上帝的观念、有形体而没有生命的东西的观念、
天使的观念、动物的观念和人的观念。你列举了这些是为了（在你说对于你
自己的观念不会有任何问题这话之后）推论人的观念、动物的观念和天使的
观念是可以由你所具有的上帝的观念、你自己的观念和有形体的事物的观念
组合而成，甚至有形体的事物的观念也可以由你自己而来。然而我觉得这里
很值得惊讶的是，你怎么有那么大的把握认为你具有你自己的观念，这个观
念的内容甚至丰富到如此程度，以致你可以从它本身里提出那么一大堆其他
的观念，而对于它，竞不会有任何问题；虽然的确可以说，要么是你根本没
有你自己的观念，要么是，即使你有，它也是非常模糊、不完满的，就像我
已经在关于前面的沉思①里所提到的那样。不错，你在这一点上坚持说，没有
什么能比你自己更容易、更显明地被你认识的了；然而，如果我在这里指出，
既然你不会有也不可能有你自己的观念，那么你对任何东西都没有比对你或
你的心灵更容易、更显明地认识的了，这话怎么说呢？的确，考虑到眼睛为
什么和怎么不能看见它自己，理智为什么和怎么不能理会它自己，我就想到
无论什么都不能作用于它本身，因为事实上，手，至少是手指，不能打它自
己，脚也不能踢它自己。再说，为了认识一个事物，既然必须是这个事物作
用于认知的功能，也就是说，必须是这个事物把它的形象送到认知的功能里
边，或者说，必须是这个事物告知认知的功能，把它自己的影像装在它上面，
那么显然的是，官能本身既然不在它自己以外，就不能把它自己的形象送给
或传给它自己，因而也不能形成它自己的概念。而你想为什么眼睛不能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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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里边看见它自己却能在镜子里边看见它自己呢？这无疑地是因为在眼睛
和镜子之间有一个距离，眼睛把它自己的影像送给镜子以作用于镜子，使镜
子随后把眼睛的形象送还给它以作用于它。给我一面镜子，你用同样的办法
来作用于镜子吧，我向你保证，在它把你自己的形象反射、送还给你之后，
你能够看见和认识你自己，当然这种认识不是直接的，不过至少是一种反射
的认识；我看不出你用别的办法能够对你自己有任何概念或观念。我本来还
可以在这里坚持问你，你怎么可能有上帝的观念，除非这个观念是像我以前
所描述的那一种；你怎么可能有天使的观念，除非你事先听说过，我怀疑你
会对它有过任何思想；你怎么可能有动物的观念以及其余一切事物的观念，
对于那些事物，我相信你永远不会有任何观念，除非它们落于你的感官；而
你对于数不尽的其余事物也永远不会有任何观念，除非你看到或听说过它
们。但是，我不在这上面继续坚持下去了，我同意人们能够把存在于心灵的
各种事物的观念进行安排、组合，从而产生许多别的事物的形式，不管你能
数得出多少事物的形式来，都不足以说清那么多种多样的形式，也不能说清
任何一种事物的清楚、明确的观念。 我只想在有形体的东西的观念上停一
下。提到这些观念，要知道你怎么能够（在你一直认为你不是有形体的，并
且把你自己看做是那样的时候）单独从你自己的观念得出有形体的东西的观
念来，这倒不是一个小的难题。因为，假如你只认识精神的或无形体的实体，
那么你怎么也能理会有形体的实体呢？这两种实体彼此之间有任何关系吗？
你说它们彼此之间在它们都是能够存在的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不过，如果不
首先理会你说有共同性的东西的性质，这种共同性就是不能被理解的。因为，
你是做出一个共同的概念，而这个共同的概念只有从对于个别的一些事物的
认识上才能做成。的确，假如理智用对无形体的实体的认识就能做出有形体
的实体的观念来，那么就用不着怀疑一个天生的瞎子，或者是一个自从生下
来就被关到一点光都看不见的地方的人，能够做成颜色和光的观念了。你说
人们也可以有广延、形状、运动以及其他一些共同可感觉的东西；但你只是
空口说白话，而没有事实根据。光是说一说，那太容易了。因此我奇怪的是：
为什么你不能用同样容易的办法得出光的观念、颜色的观念以及成为其他感
官的各自对象的一些别的东西的观念。不过对于这件事不要扯得太多了。

七、你最后说：因而只剩下上帝的观念了，在这个观念里边，必须考
虑一下是否有什么东西是从我自己来的。用上帝这个名称，我是相一个
无限的、永恒的、不变的、独立的、全知的、全能的、以及我自己和其
余一切东西（假如真有东西存在的话）由之而创造和产生的实体。所有
这些，事实上都是使我越认真考虑它们，就越不相信我对它们所具有的
观念能够单独地来源于我；因此，从上面所说的一切中，必然得出上帝
存在这一结论。这样一来你终于达到了你预期的目的；至于我，我把你刚才
所得出的这个结论拿来琢磨一下，我看不出你从什么地方能得出它来。你说
你从上帝身上所理会的那些东西，不能是从你自己来的，以便从而推论它们
一定是从上帝来的。然而，首先，它们绝不能是从你自己来的，并且单独靠
你自己，你也不能认识它们，这是再真实不过的了。因为，除去外在的对象
本身把它们的观念给你送来以外，这些观念还是来自你的父母、你的老师们、
圣贤的话里、以及和你一起谈话的人的话里，你是从那些话里学来的。然而
你也许回答说：我不过是一个心灵，我不知道在我以外是否有什么东西；我
甚至怀疑是否我有用以听到任何东西的耳朵，不知道是否有我与之谈话的



人。你可以这样回答；但是，假如你真地没有耳朵来听我们说话，假如没有
人教过你说话，你会说以上的话吗？我们说话要严肃一点，不要歪曲真理；
你所说的关于上帝的那些话，难道你不是从同你一起生活的那些人们经常接
触中学来的吗？既然你记住了他们的话，难道你不是也从他们那里记住了那
些话所指的和你所理解的概念吗？因此，虽然人们同意我们说它们不能单独
由你而来，但这并不等于因此就说它一定来自上帝，而只能说它是来自你以
外的什么。然后，在你以前所看见过和学过的事物上你所不能形成和组成的
那些观念里边有什么呢？你因此想理会超乎人类智慧以外的什么东西吗？的
确，假如你如实地理会了上帝，你就真地可以认为你是亲自受过上帝的培养
教导了；但是你所给予上帝的所有那些属性不是别的，而只是一大堆你在某
些人们身上和其余的东西上所观察到的某些完满性，对这些完满性，你的心
灵有能力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加以理解、组合和扩大，就如同我们多少次所
观察到的那样。

你说，虽然你能够由你自己得出来实体的观念，因为你自己是一个实体，
但是你却不能由你自己得出一个无限的实体的观念，因为你自己不是无限
的。假如你认为你有无限的实体的观念，那你就大错而特错了。无限的实体
的观念在你心里只不过是一个空名，而且只是按照人们所能够了解无限的那
样了解的，而实际并没有了解无限；因此像这样的一个观念并不一定是从一
个无限的实体发出的，因为，就像以前曾经说过的那样，它们可以是由人类
心灵有能力理会的那些完满性加以组合、扩大而被形成的；除非是像古代哲
学家们那样，把他们对于这个可见的空间，这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所由之
而组成的很少的本原所具有的观念加多了多少倍，做成了无限广大的世界的
观念，无限多的本原的观念，和无限多的世界的观念，你想说他们不是用他
们的思想做成的这些观念，而是这些观念是由一个真正广大无垠的世界，由
真正无限多的本原，由实际存在无限多的世界送到他们心灵里边的。

至于你所说，你由一个真正观念而理会了无限。当然，如果这个观念是
真的，它就可以如实地给你表象无限，你从而就可以理解在它里边的最本质
的东西，即现在所谈到的无限性本身。不过你的思想总是为有限的东西所局
限，而你除了无限这个名称本身以外，没有说到别的，因为你不能理解超乎
你的理解力之外的什么，所以人们有理由说，你只是用有限的否定词来理会
无限。光说你在一个无限的实体里边比在一个有限的实体里边理会到更多的
实在性，这是不够的；因为你必须理会一个无限的实体，而这却是你浚有做
的；而且实在说来，光是扩大有限的实体，你也理会不到更多的实在性；然
后你想像，在你用你的思想像这样放大了和扩展了起来的东西里边，比它在
被缩小了和没有被扩展时有着更多的实在性，这除非是你也认为这些哲学
家，当他们想像许多世界的时候所理会的实在性真地比他们只理会一个世界
时所理会的实在性要多。关于这一点，我将顺便提到：我们心灵越增加和扩
大某一形象或观念，它[心灵]就越模糊，其原因就在于，当它扰乱了这个形
象的自然情况，从自然情况中去掉了各部分的区别，把这个形象扩展到如此
程度，使它如此稀薄，以致最后它消散了。我也不能不说，心灵由一个完全
相反的原因，即当它把它以前以某种大小所理会的观念过份地加以缩小时，
它也同样会模糊的。

你说，你不能理解无限，甚至不能理解无限中的很多东西，这都没有关
系；而重要的是，只要你对其中很少的东西理会得很好，以便真地可以说你



对这些东西有了一个非常真实、非常清楚、非常明白的观念就行了。绝非如
此；假如你真地不理解无限而只能理解有限的话，那么你就没有一个真实的
无限的观念，你有的只是一个有限的观念。最多只能说你认识了一部分无限，
而不能因此就说你认识了无限本身。同样，谁要只认识了一个洞穴的窟窿就
可以说他认识了世界的一部分，但不能说他有整个世界的观念。因此，假如
他相信一个如此小的部分的观念就是整个世界的真实的、自然的观念，那就
是十分可笑的。你说：然而，无限不能被有限的你所理解，这是它的特点。
不错，这一点我也相信；不过，只把无限表象出一个非常小的部分，或者甚
至一点也没有表象出来，这也绝不是无限的真实观念的特点，因为这个部分
同全部是不能伦比的。你说：只要你把这很少的东西理会得很清楚就够
了。是的，就如同你想要对谁有一个真正的观念，只要看看他的头发梢就行
了。一个画家为了在画布上如实地表象出我来，只要画上我的一根头发，或
者甚至画上我的一根头发梢，不是就可以成功吗？而实在说来，在我们对无
限所认识到的一切同无限本身之间的差别要比我的一根头发，或者我的一根
头发梢同我的全身之间的差别不仅大得多，甚至大到无限倍。总之，你的全
部推理既不证明无限多的世界，也同样不能证明上帝，那些古代哲学家们倒
还容易由他们对这个[世界]所具有的清楚、明白的认识而做出、理会出那些
[世界]的观念来，而你却不容易由你对你的实体（你连它的本性都还不知道）
的认识而理会出一个上帝，或者一个无限的有来。

八、你在这以后又做出了另外一个推理：因为，假如在我心里我不是
有一个比我的有更完满的有的任何观念，不是由于同那个有做了比较我
才会看出我的缺陷的话，我怎么可能知道我怀疑、希望；也就是说我知
道我缺少什么东西，我不是完满无缺的呢？然而，如果说你怀疑什么东
西，你希望一个什么东西，如果说你知道你缺少什么完满性，这有什么不得
了呢，既然你不全知道，既然你不是在一切东西里，既然你不具有一切？你
说你知道你不是完满无缺的。我当然相信你的话，你可以毫无顾虑地这样说
而不会有错；你最后说：因此，有一个比我更完满的什么东西存在。为什
么不是呢？尽管你所希望的并不总是比你更完满。因为当你希望一些面包
时，你所希望的面包无论如何并不比你或比你的身体更完满，它只能是比饿，
或者枵腹，更完满而已。那么你怎么结论出有什么比你更完满的东西存在呢？
这是因为，比如说，你看到了包括你、面包、以及同你一起的其他一切在内
的全部事物；因为既然宇宙的每个部分本身都有一些完满性，并且这些部分
相辅相成，使彼此更为完满，那么很容易理会，在全部里比在部分里有着更
多的完满性，而结果，因为你不过是全部的一部分，你一定认识什么是比你
更完满的。你因此可以用这个方式在你心里有一个比你的有更完满的有的观
念，由于同它比较，你才认识你的缺陷，而不去说在这个宇宙里有其余的部
分比你更完满；这样一来，你可以希望它们所具有的东西，而由于同它们比
较，你的缺陷才能够被认识出来。因为，你能认识一个比你更强壮、更健康、
更精干，长得更美、更有知识、更温和、因而更完满的人；而你并不难理会
他的观念，并且，经过同这个观念做了比较，就不难认识到你没有那么好的
健康，没有那么大的力气，一句话，没有像他所拥有的那么多的完满性。

稍后一些，你给你自己提出这样一个意见：然而也许我是比我所想的
更多一些的什么东西，也许我归之于上帝的所有这些完满性是以某种方
式潜在于我之中，虽然还没有产生出来，还没有由它们的行动表现出来，



而假如我的知识越来越向无限去增长，就有可能产生出来，由它们的行
动表现出来的。但是你自己回答说：虽然我的知识的确每天都获得更进一
步的完满，虽然有很多东西是潜在于我，而不是现在于我，但是没有一
个是属于上帝的观念；在上帝的观念里，一点没有只是潜在的东西，而
全是现在的、实在的东西，尤其是从我的知识逐渐增加，一步步地增长
这一点上，难道不就是说明了我的知识的不完满性的必然论据吗？但
是，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可以这样回答：不错，你在一个观念里所理会的东
西，在这个观念里边是现在的，但是不能因此就说这些东西在观念所表象的
事物本身里边是现在的。就如同建筑师想像一个房子的观念，这个观念，不
错，是现在地由墙、地板、房盖、窗户以及其他的部分所组成的，按照他所
采取的计划那样，但是房子以及它的各部分还不是现在的，而只是潜在的；
同样，古代哲学家们对于无限多的世界所有的那个观念实际上也包含着无限
的世界，但你不能因此就说这些无限的世界现在地存在。因此，不管在你心
里有什么潜在的东西也罢，没有也罢，你的观念或知识能够一步步地增加、
增长，就已经足够了，不应该因此就推论说被它所表象或认识的东西现在地
存在着。你在这以后所提到的，即你的知识永远不会是现在地无限的，这
一点倒是完全可以同意的；不过你也应该知道：关于上帝，你永远不会有一
个真实的、自然的观念，你对上帝要比你对仅仅看了他的头发梢的那个人，
还有多得多、无限多的东西有待于你去认识呢。因为，即使你没有看见这人
的全身，不过你看见过别的人，同别的人比较以后，你就能够用揣测来想像
出他的观念来；但是不能说我们看见过同上帝、同他的本质和广大无垠性相
似的东西。

    你说你理会上帝是现在地无限的，因此在他的完满性上不能有所
增加。但是你并不知道他而竟这样地判断了他，你所下的这个判断不过是出
于你心灵的一种臆断，同古代哲学家们以为有无限的世界、无限多的本原，
和一个广大到不可能增添任何东西的宇宙一样。你接着说一个观念的客观的
有不能取决于或产生自一个仅仅是潜在的有，而只能来自一个形式的或
现在的有。如果说我刚才说的关于一个建筑师的话以及关于古代哲学家们的
话是正确的，主要地是，假如你注意到这一类的观念是由其他的、其原因的
现实存在性早已告知了你的理智的那些观念所组成的，那么你看你说的这句
话就如何能够是正确的。

九、你在这以后问，假如没有上帝，那么具有一个比你的有更完满的有
的观念的你，你自己能够存在吗？你回答说：那么我将从谁那里得到我的
存在呢？是从我自己？还是从我的父母？还是从不如上帝完满的什么其
他原因？接着你证明你不是由你自己而存在的。但这是不必要的。你也讲出
为什么你以前也不是一直存在的；但这也是多余说的，除非你想从而推论出
你不仅具有你的存在的动力的、生产的原因，而且你还具有一个时时保存你
自己的原因；而你说这是因为，既然你的全部生存时间可以分为许多部分，
那么由于各个部分之间彼此独立，因此必然在每一个部分上你都是重新被创
造的。但是我请你看看这话怎么理解。因为，不错，某些结果，为了坚持存
在，为了不是每一时刻都被消灭，就需要给它们第一次存在的那个原因在当
前并且继续不断地作用着。太阳的光就是属于这类性质的。实在说来，虽然
这类的结果事实上同无形中接续它们的那些另外的结果不那么完全一样，就
像从河流中的水所看到的那样；但是我们还看见别的，不仅在产生它们的原



因不再作用了的时候，甚至在那个原因完全腐朽和消灭的时候，它们依然存
在。我们看见的其原因已经不继续存在了的一切东西部属于这一类；在这里
我们用不着一一加以列举，只举你就够了，你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不管你
的存在的原因是什么。但是你说，你的生存的时固的各部分彼此不相依赖。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辩解说，我们想象不出任何东西，它的各部分彼此之同
比时间的各部分彼此之间是更不可分的，比时间的联系和连续是更不可分
解，比它的后来的各部分是更不容易分开，比先前的备部分更有结合性，更
有依存性。但是，不必在这一点上再争执下去，我只问你：时间的各部分彼
此之间的这种依存性或独立性（它们是外在的、交替的不起任何作用）对于
你的产生和保存有什么用处呢？肯定的是它们对于你的产生和保存并不比潮
水不断的涨落冲激一块岩石而对于这块岩石的产生和保存所起的作用更多。
你后来说：但是从我以前存在里并不能得出我现在必定存在这一结论
来。我很相信这话。但不是由于因此就需要一个原因不断地重新创造你，而
是由于并非无可能有什么原因能够毁灭你，或者你在你里边所具有的力量和
能力少到使你自己最后消灭了。

你说由于自然的光明，这是一件非常明显的事，即保存和创造只是
从我们的思想方法来看才是不同的，而从事实上来看并没有不同。但是
我看不出这是明显的，除非也许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在这样的一些结果里，
它们要求它们的原因在当前而且继续不断地作用着，像光和诸如此类的东西
那样。

你接着说你在你里边没有那种能力能够使你自己保存下来，因为你既然
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那么假如这样的一种能力是在你里边，你会认识出它
来的。但是在你里边的确有某一种能力，它使你确信你将继续存在；不过不
是必然地、无可怀疑地，因为这种 能力，或者是自然的构造，不管它是什么
吧，还做不到给你铲除一切种类的毁灭原因，不拘它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
这就是为什么你将继续存在下去，因为你在你里边有足够的能力，不是为了
重新产生你，而是为了使你在万一有什么毁灭原因突然到来的情况下，得以
继续存在下去。

然而，你从你的全部推理中结论得很好：你依赖一个和你不同的什么东
西，但不是由于你被它重新产生，而是由于你以前曾经被它产生过。

你接着说，你所依赖的这个有既不能是你的父母，也不能是除了你的父
母以外的东西。但是，为什么不是你的父母呢？你不是好像那么明显地和你
的身体一起被他们产生的吗？不必说太阳和许多别的东西也助成你的产生。
你说：但是，我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一个在我里边有上帝的观念的东
西。

然而你的父母，或者你父母的心灵，他们不也是和你一样是在思想的东
西吗？不是也有上帝的观念吗？而你为什么要在这里，像你所做的那样，喋
喋不休地又说你以前说过的那个定理，即这是一件非常明显的事：在原因
里一定至少和在它的结果里有一样多的实在性？你说，假如我所依存的
是上帝以外的东西，那么人们可以问：他是自在的呢，还是他在①的？因
为，假如他是自在的，那么他就是上帝；假如他是他在的，那么人们将
再一次地问同样的问题，一直到人们达到一个自在的原因时为止，而结

                                                
① 由于别的原因而存在。——译者



果，这个自在的原因就是上帝；因为在这个面无穷地追溯下去是不可能
的。然而，假如你的父母曾经是你的存在的原因，那么这个原因之存在也不
是自在的，而是他在的，而这个别的原因又是由于别的原因而存在的，这样
一直到无穷；而假如你不能同时证明世界有始，因而有第一个父亲，在他上
面再没有父亲了，你就永远不能证明这样无穷地追溯下去有什么不合理。的
确，这样无穷地追溯下去之所以似乎是不合理，仅仅在于这些原因彼此是如
此紧密地互相连结和从属，以致低级的东西没有高级的推动就不能行动；就
如同一个什么东西被一块石头碰动了，石头是由一根棍子推动的，棍子是被
手摇动的；或者如同一个重量是吊在一根链子的最末一个环上，这个环是被
在它上面的一个环牵引着，而那一个环又被再上面的一个环牵引着；因为，
这样一来，就必须追溯到一个使其余的一切都动起来的首动者。然而在这些
原因里（它们是这样被安排了的，即当第一个原因毁灭时，依存于它的那个
原因就不能续存下去，就不能起作用），好像是假定追溯到无穷去也并没有
什么不合理。因此，当你说，非常明显，不可能追溯到无穷这话的时候，你
看亚里斯多德是否这样判断的；他认为世界是无始的，他并不认为有第一个
父亲。

你继续进行你的推理说，人们也不能够假定也许很多原因共同产生了你
的存在，你从其中的一个原因里接受了你归之于上帝的那些完满性中之一的
观念，从另外一个原因里接受了一个另外的观念，因为所有这些完满性都只
能存在于以杭一性或单纯性为其主要完满性的唯一的、真实的上帝之中。不
过，无论你的存在的原因只有一个也罢，有许多也罢，这些原因不一定是把
它们的（也就是你后来所凑集起来的）完满性的观念印到你的心里。但是，
我想问你，就算是你的存在不能有许多原因，但是至少，为什么那许多东西
不能都存在于世界之上，而你关于这些东西，在分别地察考和赞美了它们的
不同的完满性之后，竟认为一切完满性都集之于一身的那个东西该是幸福？
你知道诗人们如何给我们描述了潘朵腊①；你不也是一样吗？你不是也把你所
赞美的属于不同人们的卓越的知识、高尚的智慧、至高无上的能力、充沛的
健康、完满无瑕的美貌、永不衰落的幸福、以及长寿等完满性都集合起来，
并且想到，谁要是能够具有这一切，他该是多么值得令人赞美吗？接着你不
是把所有这些完满性扩大到这样的程度，使具有这些完满性的人更值得令人
赞美，不仅是由于他在他的知识、能力、持续、以及他的全部完满性上毫无
所缺，同时也由于这些完满性达到如此高度，以致人们不能再增之一分，而
这样一来，他就成为全知的、全能的、永恒的，他就把各类完满性具有到至
高无上的程度？而且，当你看到人类的本性不可能包含有这么一大堆五花八
门的完满性时，你不是就想到把所有这都集于一身的那个东西该是完全幸福
的吗？你不是也相信，像这样的一种东西是否存在于世界之上是值得你去追
求，去知道的吗？你不是由于某些论据使你相信。像这样的一种东西似乎是
存在比不存在更合适一些吗？在终于假定了它存在之后，你不是否认了它具
有形体性、有限性以及在概念上含有某种不完满性的其他一切性质吗？许多
人无疑地就是像这样进行他们的推论，虽然大家可能并没有走同一的道路，
有些人把思维推进得比另外一些人更远一些，有些人把神关闭在物体里面，
另外一些人给神赋以人的形象，而还有一些人不满足于一个神，于是按照他

                                                
① 潘朵腊（PandOra）是希腊神话中在宙斯的命令下造的第一个女人。——译者



们自己的想法造了许多神，另外还有一些人随心所欲地在神的问题上想入非
非，像无知的偶像教那样。关于你所说的统一性的完满性，你把你归之于上
帝的那一切完满性理会为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而不可分割，这倒无妨，虽然你
对他的观念并不是他放在你心里，而是你从外在的一些对象抽出来然后增加
上去的，像我们以前所说过的那样；他们就是这样地不仅把潘朵腊给我们描
绘成一个具有一切完满性的女神，每个神都把自己的一个主要的优点赠给了
她，而且他们也是这样地做成了一个完满的理想国的观念和一个十全十美的
演说家的观念；等等。最后，从你存在以及从一个至高无上地完满的有的观
念之存在于你心里这件事上，你得出结论说这非常明显地证明了上帝存
在。然而，虽然结论是非常正确的，即上帝存在，但是我看不出这个结论是
必然地从你所提出的一些前提得出来的。

十、你说：我只剩去检查我是用什么方法获得了这个观念的； 因为
我不是通过感官把它接受过来的，而且它也从来不是由于遇合而呈现给
我的；它也不是我的心灵所产生的或捏造的，因为我没有能力在上面加、
减任何东西，因而只好说，和我自己的观念一样，它是从我被创造那时
起，与我俱生的，此外再无话可说。然而我已经不只一次地指出过，一部分
是你可以从感官接受来的，一部分是你自己捏造的。至于你所说的，你不能
“在上面加、减任何东西”，你要记得你开始时对他的观念是多么不完满；
你想想，可能有些人，或有些天使，或有些比你更有知识的别的东西，你可
以从他们那里学到你还不知道的有关上帝的本质的什么东西；你至少想想，
上帝可以（无论是在今生或是在来生）教导你，提高你的认识，使你得以把
你已知的有关他的一切都认为不算什么；最后你想想，从对万物的完满性的
考察上，如何可以上升到认识上帝的各种完满性，并且由于这些完满性不能
一时都被认识，而是日复一日地发现一些新的，因此我们不能一下子对上帝
有一个完满的观念，这个观念是随着我们的知识的增加而不断完满起来的。

你接着这样说：当然，这是不足为奇的，上帝在创造我的时候，把这
个观念放在我里边，就如同工人把标记刻印在他的作品上一样。这个标
记也不必一定和这个作品本身不同；而只就上帝创造我这一点来说，非
常可信的是：他是有些按照他的形象而产生的我，对包含有上帝的观念
在内的那个形象，我是用我理会我自己的那个功能去理会的，也就是说，
当我自己反省的时候，我不仅认识到我是一个不完满、不完全、依赖于
别人的东西，这个东西不停地倾向、希求比我更好、更伟大的东西；而
且我同时也认识到我所依赖的那个东西，在他自身里边拥有我所希求
的、在我心里有其观念 的一切的伟大东西，不是不确定地、仅仅潜在地，
而是实在地、现在地、无限地拥有这些东西，而这样一来，他就是上帝。
不错，所有这些，表面看起来都非常正确、非常漂亮，我并不说它们不对；
然而我还是要问，你是从什么前提上推出来的这些东西。因为，我以前所反
驳的那些，姑且搁下不管，我要问你，假如真把“上帝的观念在我们心里就
如同工人的标记刻印在他的作品上一样”，那么请你告诉我，这个标记是用
什么方式刻印的？它是什么样形式的？你是怎么去辨认的？如果它和作品或
事物本身没有不同，那么难道你自己不过是一个观念吗？你不过是一个思想
方式吗？你既是刻印的标记，同时又是刻印的主体吗？你说非常可信的是：
上帝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你。实在说来，这话用信仰和宗教的光明
是可以相信的；但是，除非你假定上帝是有一个人的形象，这话怎么能用自



然的理性去理会呢？这个相似性在什么上呢？你不过是灰和尘土，你胆敢和
这个永恒的、无形体的、广大的、非常完满的、非常荣耀的、以及尤其重要
的是，对我们的很少光明的、软弱无能的心灵来说，非常不可见的、非常不
可理解的东西相似呢？你曾经面对面地看见过他，把你和他比较，以便相信
你是和他相符的吗？你说这是非常可信的，因为他创造了你。相反地，就
是因为这个，它才是不可信的，因为作品永远不能和作者相似，除非作品是
作者用把自己的本性传过去的办法生出的。但是你并不是上帝用这样的办法
把你生出来的；因为你不是他的儿子，你也不能分有他的本性；你仅仅是被
他创造的，就是说，你仅仅是被他按照他所想出的主意而制造的；因此，你
不能说你和上帝相似，就如同你不能说一座房子和一个泥瓦匠相似一样。而
且即便是这样，而假定你是上帝所创造的这一点，你还没有证明。你说你理
会出这个相似，同时你又理会 出你是一个不完全、依赖于别人的东西，
这个东西不停地希求更伟大、更好的一些东西。但是，为什么这不反而是
一个不相似的标记呢，既然上帝相反地是非常完满、非常独立、非常自身满
足无缺，他是非常大、非常好的？不必说当你想到你是依赖于别人的时候，
你不是因此就立刻想到你所依赖的是你的父母以外的人，或者，假如说你想
到的正是你的父母以外的人，你也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你相信你和他相似；
也不必说，奇怪的是为什么其余的人，或者是，假如你愿意的话，其余的心
灵们，和你理会的不一样，既然主要的是毫无理由认为上帝没有把他自己的
观念像刻印到你心里那样也刻印到他们心里。肯定地说，仅仅这一点就再好
不过地足以证明这不是上帝亲手刻印的一个观念了，即：假如是上帝亲手刻
印的观念，那么一切的人就会都有同样的标记刻印在他们的心灵上，他们就
会以同一的方式，同一的样子理会上帝了；他们就会都把同样的一些东西归
之于上帝，就会对他有同样的感觉；然而我们所看到的却显然与此相反。但
是，关于这个问题，已经谈得太多了。



对《沉思第四》的诘难
 

关于真理和错误
 

一、在这一《沉思》一开始你扼要地叙述了你认为以前充分论证了的一
切事物，你以为你用这个办法就开辟了道路，使我们的认识再前进一步。至
于我，为了不拖延一个如此美好的计划起见，我先不打算坚持说你应该把那
些事物再论证得更清楚些；只要你记住什么是你同意了的，什么是你没有同
意的，这就够了，怕的是你以后把它做为一种已定之论。

在这以后你继续推理说，上帝绝不可能欺骗你；而为了原谅你从他那
里得来的那个容易错误的功能起见，你把错误归咎于无。你说无的观念时常
出现到你的思想中去，而你也以某种方式分享无；因此你认为你是介乎
上帝与无之间的。这个推理当然是非常 漂亮的；但是，我姑且不说这不可
能解释无的观念是什么，或者我们怎么理会这个观念，也不可能理解我们在
什么上分享无，以及许许多多别的东西；我仅仅提一下，做这样的一个分别
并不能说明上帝能给人一种免于错误的判断功能。因为，虽然那种功能不是
无限的，但是它可以阻止我们去同意错误；因此，我们所认识的，我们都会
认识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我们所不认识的，我们都不会加以任何迫使我
们置以可否的判断。

你自己反驳你自己说：假如你不能懂得为什么上帝做了他所做的，这
也不值得惊奇。这话说得太好了；不过，值得惊奇的是：你在你心里有一个
真实的观念，它给你表象了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而你却看到在他的作
品之中有许多并没有完全做好。这样，既然能够做得更完满而竟没有那样做，
这似乎就说明他或者是缺少知识，或者是缺少能力，或者是缺少志愿；说明
他至少在这一点上并不完满，也说明他宁愿不完满而不愿更完满，假如他知
道怎样做，也能够那样做，就是不愿那样做的话。

至于你说：人们习惯于从目的里得来的所有这一类的原因，都不能
用于物体的东西，假如是在别的场合上，你这话说得也许有道理；可是在谈
到上帝时，怕的是你把主要的论据给反驳掉了，这个论据说明了上帝的智慧、
他的能力、他的神见①、甚至他的存在都是能够用自然的理性加以证明的。因
为，姑且不去说这个有说服力的证明是可以从对宇宙、天、以及宇宙的其他
主要部分的观察上得来的，我只请问你，证明上帝的最有力的论据，如果你
不是从观 察在每一类造物（无论是植物、动物、人、或者你自己的带有上帝
的影像和特性的那一部分，甚或你的身体）中的各个部分的美好秩序、功用
和节约①上得出来的，那么又从什么地方得出来的呢？而事实上，我们看见许
多伟大的人，他们从人体解剖的观察上不仅提高了他们对上帝的认识，而且
对上帝加以五体投地地赞美，因为他们在上帝给与人体每一部分的完满性和
安排中看到了一种如此美妙的智慧，如此卓绝的神见。

你也许说，应该做为我们研究对象的是这种形式和情况的物理性的原
因，而那些注意目的而不注意动力或质料的人是可笑的。  但是，直到现在

                                                
① “神见”（providene），即上帝事先有意的一种安排，相当于我国旧时的成语“天意如此”的“天意”。

——译者
① “节约”指天工之巧妙而言，详见下段。——译者



还没有人能懂得（更不要说解释）像十一个小门一样地掌管两个心房上的四
个孔道开闭的那十一块小皮②是怎么做成的；它们所具有的安排是谁给的；它
们的性质是什么，做成它们的原料是从哪里来的；它们的动能怎么使用到动
作上去，使用什么器官和工具，以及怎样使用它们，必须有什么东西才能给
它们以它 们所具有的节制力，把它们做成彼此一致、互相联系、富有弹性，
以及大小、形状、地位都合度，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我说，直到现在还没
有一个生物学家能够懂得并且解释这些事情，而其余很多人，我们，为什么
我们不能至少对这种美妙绝伦的功用，对把这些小门那么合适地安放到心房
入口处的那种无以形容的神见去加以赞美呢？对于因此而认为一定要承认一
个第一因的人，认为这个第一因不仅把这些东西，而且把我们所看到的宇宙
间一切更令人惊叹的东西，都如此明智地安排得恰合它们的目的，对于这样
的人，我们为什么不该加以赞仰呢？

你说你觉得你不能过于大胆地去探求和打算发现上帝的深不可测的目
的。如果你指的是上帝要隐蔽起来的或者是他不许我们探求的那些目的，这
倒可能是对的；不过，不能指上帝摆在大家眼前的、大家毫不费力就能发现
的、以及令人由之而对它们的作者——上帝大加赞美的那些原因。

你也许要说，在我们每个人心里的上帝的观念已足够使我们对上帝和他
的神见有一个真实的、全面的认识，用不着去探求上帝为了什么目的而创造
万物，用不着费心去考虑别的事情。不过大家并不都是生来就有那么大的幸
运，像你那样与生俱来地有这种如此完满、如此明白的上帝的观念以致把他
看得再明显不过了。这就是为什么对上帝没有赋与那么大的一种光明而只能
靠观察作品而去认识和赞美它的作者的那些人，不能有丝毫嫌弃之心。除了
这并不妨碍人们使用这种观念而外，甚至这种观念之得以完成起来都似乎是
如此地有赖于对世界上的事物的观察，以致，如果你愿意说真话的话，那么，
肯定的是，你对上帝的认识即使不是全部，至少是很大一部分是由这种观察
得来的。因为，我请问你，假如从你被渗透到你的身体里去的那时起你一直
闭住眼睛，堵住耳朵，没有使用其他任何外感官，因而对全部事物以及在你
以外的一切都毫无所知，你这样度过一生，只是在你自己里边沉思，只是在
你自己里边把你自己的思想思来想去，假如是这样的话，你想你的认识会走
到什么地方去呢？我请你告诉我们，不过请你说老实话，并且请你给我们朴
朴实实地描写一下你以为你对上帝和对你自己会有的观念是什么样子吧。

二、你后来提出来这样的一个解决办法：不要把表现为不完满的造物
看成为一个隔离开来的整体，而要把它看成为宇宙的部分，这样它就完
满了。这种对待法的确值得赞美；不过，在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部分（真正
的一部分，或和全体来比较的一部分）的不完满，而在于作为本身是整体并
且起着一种专门的、特殊的作用的不完满；即使你把它连系到整体上来看，
问题也仍然在于知道；假如宇宙的各部分都是完满的，是否整个宇宙就真地
比现在（它的许多部分都是不完满的）更完满。因为人们同样可以说，一个
国家，如果它的全体国民都是好人，就比它有一部分国民习惯不良更完善。

因此，当你不久以后说，在某种意义上，宇宙的某几个部分容易错误
比起所有的部分都一样，会有着更大的完满性，这无异于说：在某种意义
上，国家的某几个国民是坏的，比起所有的国民都是好的会有着更大的完满

                                                
② 即瓣膜。——译者



性。由此可见，正如同一个好的国王只希望他的国民都是好的一样，宇宙的
作者的意图和尊严也同样应该是让宇宙的所有部分都不错误。虽然你可以
说，没有错误的那些部分好像比有错误的那些部分更完满，不过这是偶然才
会发生的事；同样，假如好人的德行在同坏人的对比之下以某种方式显得出
来，这也不过是偶然地显得出来那么多。在一个国里既然不希望有坏人来使
好人显得更好一些，那么同样道理，在宇宙里也好像不适于让某些部分有错
误来使没有错误的部分更有光彩些。

你说假如上帝在把你投入世界中时，没有想把你放在最高贵、最完
满的造物的行列里去，你也无权去埋怨。然而这并不能解决这样的一个问
题，即他把你放到最不完满的造物中间，而不是把你放在容易错误、受欺骗
的造物的行列里，难道这还不够吗？因为同样，虽然一个国王不把他的全体
国民都提到最尊荣的爵位上去，而  把其中某些人放在比较低级的职位上，
把另外一些人放到更低的地位上，对于这样的一个国王人们可以不去责骂
他；但是假如他不仅是把有些人放在最坏、最低的职位上，而且让有些人做
下贱的行为，那样一来，他就是极其有罪，就不能不让人责骂了。

你说实际上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证明上帝本来应该给你一个比他已经
给你的那个认识功能更大一些的认识功能；不管你把他想像为多么熟巧
精练的工人，你也不能因此就认为他本来应该把他可以给几个作品的全
部完满性都放在每一个作品里边。可是这样丝毫答复不了我的诘难，而且
你看，问题不在于知道上帝为什么没有给你一个更大的认识功能，而是在于
要知道他为什么给了你一个容易错误的认识功能；问题不在于为什么一个十
分完满的工人不愿意把他的艺术的全部完满性都放在他的每一个作品里边
去，而是在于为什么他甚至要在某些作品里边放上一些缺点。

你说：虽然你用对于能够落于你的思考中的一切事物的一种清楚、
明白的知觉这样的一种办法仍然不能使你免于错误，但是你有能力用另
外一种办法使你免于错误，那就是下定决心，在事情的真相没有弄清楚
以前无论如何不去下判断。然而当你随时都非常小心地去遵守这个原则
时，对于我们要下判断的事物却认识得不清楚，不断有弄错的危险，这不终
究是一种不完满吗？

你说：错误在于运用上，这种运用是从你而来的，是一种缺陷，而
不在于你从上帝接受来的功能上，也不在于从上帝而来的运用上。我愿
意在被视为直接来自上帝的那个功能里没有错误；可是，假如我们对那个功
能再远一点加以观察，看到它是同能够错误这一不完满性同时被创造的话，
那么它还是有错误。因此，你说得很好：你没有理由埋怨上帝，他事实上
从来没欠过你什么；反而你有理由感谢他，感谢他分给了你的一切财富。
不过总是有使人惊奇的东西，即为什么他没有把更完满的财富给了你，假如
他知道，假如他能，假如他不因此而嫉妒你的话。

你接着说：你也不应该埋怨上帝助长你做成了这个意志的行为，即
是说，做成了使你弄错了的那些判断，因为这些行为是依赖于上帝的，
因此就是完全真实的、绝对善良的；在某种意义上，你能够做成这些行
为比你不能做成这些行为，在你的本性上有着更多的完满性。至于缺陷
（错误和罪过的形式理由就在于缺陷），它不需要上帝方面的任何助长，
因为它不是一个东西，也不是一个存在，因为假如把它连系到上帝上去，
把上帝当做它的原因，那么它就不能叫做缺陷，而应该叫做否定，按照



学校中所给予这两个辞的意义来说。然而尽管这个定义相当细致，却不能
令人完全满意。因为尽管上帝不助成存在于行为里边的缺陷（这种缺陷正是
人们称之为错误或虚假的那种东西），他却助成了行为；假如他不助成行为，
那就不会有缺陷。再说，他自己就是弄错或发生错误的能力的作者，从而他
就是一种无能力的能力；因此，看来存在于行为中的缺陷不应该过于往能力
上去牵扯，因为能力本身是软弱无力的，而应该牵扯到它的作者身上，作者
既然能够使它有能力，甚至使它超过需要地更加有能力，而他却愿意把它做
成它现在那个样子。的确，人们并不因为一个锁匠没有做一把大钥匙去开一
个小匣子而责备这个锁匠，而是责备他虽然做了一把小钥匙，却把这把钥匙
做得不合适以致开不开或很难开这个小匣子。同样，实在说来，这不是上帝
的过错，如果说上帝愿意给像人这样懦弱的造物一种判断能力，而他给他的
这种能力没有大到能够足以理解一切，或理解大部分事物，或理解最崇高的
东西，这倒不是他的过错；而问题无疑地在于，令人惊奇的是，为什么在他
想要交给人去判断的那么一点点事物里面，几乎没有什么是他所给予人的能
力所不感到没有办法、犹疑不决和无能为力的。

三、在这以后，你又追求你的错误都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它们的原因
可能是什么。我先不和你争辩为什么你把理智叫做“认识观念的唯一功能”，
即是说，它有不加可否，单纯领悟事物的能力，为什么你把意志或自由裁决①

叫做“判断的功能”，即是说，由它来 肯定或否定，赞同或不赞同。我只问
你，你为什么把理智限制在某些界限之内，而对于意志或对于随便裁决的自
由却不给予任何限制。因为，实在说来，这两种功能的范围似乎相等，或者
至少理智似乎有着和意志同样大的范围；因为假如不是理智事先已经预见到
了，意志是不会趋向于任何事物的。

我说，理智至少有着同样大的范围，这是因为它的范围似乎比意志的范
围还大。这不仅由于，无论什么东两，假如我们事先对它没有领悟，它的观
念浚有被理智所理会和提出，那么我们的意志或自由裁决就无所趋向，我们
就不能加以任何判断，因而我们就不能做任何选择，对任何东西就不能有所
爱、憎；同时也由于，我们模模糊糊地理会了许许多多的事物，而我们对这
些事物并没有加以任何判断，也没有任何鄙弃或希求的感情。甚至判断的功
能有时是如此地拿不准，以致借以判断的理由在两方面的分量都一样，或者
两方面都没有理由，因而就没有任何判断，虽然理智理会了、领悟了这些事
物，而这些事物因此就仍然不能确定。

还有，你说：在你心里的其他一切东西里边，你不知道有任何一个是
这样完满、这样广大，虽然它还可以更大、更完满，举例来说，譬如知
的功能，对于这种功能，你甚至能够做成一个无限的观念。这明白地表
示了，理智的领域并不比意志的领域小，因为它可以扩大到一个无限的对象
上去。至于你所承认的：你的意志和上帝的意志相等，不是在领域上相等，
而是形式地相等，我请问你，你为什么对于理智不也可以这样说，假如你像
界说意志的形式概念一样地界说理智的形式概念。

然而，为了用一句话结束我们的争辩，请你告诉我，什么是意志能达到
而理智不能达到的。假如没有，那么，看来是，错误，就如同你说的那样，

                                                
① Librearbitre 这个辞我国一般都按英文 free will 译为“自由意志”。根据上、下文，此处似乎应该按照这个

辞的原义译为“自由裁决”，——译者



不是由于意志的领域比理智的领域大，它要判断的事物是理智所没有理
会到的，而是由于两种功能有着一样大的领域，理智把某些事物理会得差
了，意志就在这些事物上也做出一个坏的判断来。这就是为什么我看不出来
你一定要把意志扩展到理智的界线以外的道理，既然意志并不判断理智所没
有理会到的事物，而意志判断得不正确的事物，也正是因为理智理会得差。

关于你推论各种事物的存在，你举了例子来证明你的意见。这个例子谈
到对于你的存在的判断这一点上，实在说来是非常好的；不过，谈到别的事
物时，似乎就很糟；因为，无论你怎么说，或者甚至可以说，无论你捏造什
么，千真万确的是：你既不怀疑也不能不断定除了你之外还有某种别的东西
存在，而且它和你不同，既然你已经非常清楚地理会到了在世界上不只你一
个人。你假定说你没有理由使你相信这一个而不相信另外一个，不错，你
可以这样假定；不过你同时也应该假定这并不等于由此就可以说有任何判
断，应该假定意志总是停留在“无所谓”的情况，总是下不了任何判断，一
直到理智找到了这一方面的真实性比另外一方面的真实性更多时为止。

从而你接着说：这种“无所谓”的情况一直达到理智所不能领会得相
当清楚、相当明显的事物上去，以致不管你适于对某种事物进行判断的
那些猜测的可能性有多么大，你所有的唯一知识，即这些不过是一些猜
测，就足以便你有可能把事物判断得恰好相反。这话，我认为是不对的。
因为，你有的知识，即这些不过是一些猜测，很可能使你的心灵为猜测所左
右，而所下的判断将是不坚定、不牢靠的，但它绝不能使你把事物判断得恰
好相反，除非后来你的心灵有了不仅同样可能，而且更有力，更显明的猜测。
你接着说，你这几天对这一点有过经验，这几天你把你以前当作非常真
确的 一切事物都假定为假的。不过你要记得，你这句话并没有得到过大家
的赞同；因为，说实在话，你并没有能够使你自己相信你从来没有看见过太
阳，没有看见过地，也没有看见过人，从来没有听见过声音，没有行走过，
没有吃过东西，没有写过字，没有说过话，也没有做过用身体来做的其他类
似的行动。

由此可见，错误的形式不见得像你所认为的那样，是在于自由裁决运用
得坏了，而是在于在判断和被判断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太少的原故，这是由于
理智所理会的和事物本身不一样所致。这就是为什么，错误不是来自自由裁
决方面，由于它判断得坏；而是来自理智方面，由于它理会得不好。因此可
以说自由裁决对于理智是这样的一种依存关系，即假如理智把某一事物理会
得或认为是理会得清楚，自由裁决就会把判断下得坚定、确切，无论这个判
断在实际上是正确的也罢，或者它被认为是如此的也罢；但是，假如它把事
物理会得很模糊，自由裁决就会把判断下得犹豫、不确定，不过带有这种信
念，即它更可能是对的，而不会是它的反面，即使这个判断可能与事实相符
合，也可能与事实不相符合。由此可见，问题并不怎么在于我们是否有能力
阻止我们自己犯错误，而是更在于我们是否有能力阻止我们自己坚持错误；
而为了检查和改正我们自己的判断，不怎么需要我们强行使用我们的自由裁
决，而是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心灵运用到更清楚的认识上去，有了更清楚的认
识，随之而来的就一定会是一种更好的，更可靠的判断。

四、在结论里你夸大了你所能够丛这一《沉思》里得出的成果，同时你
预先规定了你要达到真理的认识的做法，你说如果你对你理会得非常完满
的一切东西都加以足够的注意，如果你把它们从你理会得模糊不清的东



西里边分别出来，你就将万无一失地达到真理的认识。这不仅是真的，而
且事实也是如此，即前一个《沉思》（即使没有它，这也能够理解）整篇似
乎就是无用的，多余的了。不过，请你注意，为了不致弄错起见，问题不在
于知道是否应该把事物理会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是在于知道怎么，用
什么方法，才能认出我们有一个如此清楚、明白的智慧，使我们可以确信它
是真的，使我们不可能弄错。因为你将会注意到，自一开始我们就反驳你说
甚至在我们觉得我们对一个事物认识得如此清楚、如此明白，以致我们不能
想我们还能认识得更清楚、更明白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弄错。你自己也做
过这个反驳，不过我还是在期待这个艺术，或者这个方法，我以为你主要地
应孩在这方面下工夫。



对《沉思第五》的诘难
 

关于物质的东西的本质以及上帝的存在
 

一、你首先说你清清楚楚地想像了量，即是说，有着长、宽、厚的广
延，以及数目、形状、位置、运动和绵延。在你说其观念在你的心里的所
有这些东西里边，你提出形状；在形状里边你提出直线三角形，关于这个三
角形，你是这样说的：即使在我思想之外也许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能有这
样的一种形状，也许从来也不曾有过这样的一种形状，但毕竟这个形状
的某一种确定的性质，或形式，或本质还是有的，这种性质，或形式，
或本质是不变的、永恒的，它不是我捏造的，它也绝不依赖于我的心灵；
既然人们可以论证出这个三角形的各种特性，譬如它的三角之和等于二
直角，最大的角对最大的边，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不
管我现在愿意不愿意，我认识得非常清楚、非常明显都是在三角形之中
的，虽然当我第一次想像一个三角形的时候我绝对没有想到过；因而不
能说这是我捏造的。这就是你关于物质的东西的本质所说的一切；因为你
后来增加上的一点点东西，归根到底也不过如此。因此我不想在这方面提什
么问题。

我提出的只是，除了至高无上的上帝的本性以外，似乎很难再建立什么
不变的、永恒的本性了。你也许要说，你所说的不过是在学校里每天所讲授
的，即：事物的本性或本质是永恒的，人们对事物的本性或本质所做的命题
也是一种永恒的真理。不过就连这个也非常勉强，难以令人置信；再说，没
有人而说有人的本性，或者甚至连玫瑰都还没有而说玫瑰是一种花，这怎么
去理解呢？我知道他们是说，谈事物的本质是一回事，谈它们的存在是另一
回事，并且他们都一致认为事物的存在并不是完全永恒的，不过他们却想要
让事物的本质是永恒的。然而，如果真是这样，事物里边主要的东西是本质
这件事既然也是肯定的，那么当上帝生产存在时，他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呢？
的确，他所做的并不比一个缝衣匠给人缝了一件衣服做得更多。可是他们将
如何证明人的本质（比如说柏拉图的本质）是永恒的、不依赖于上帝的呢？
他们将说，以它作为共相的这一点来证明。但是在柏拉图里边只有个别的东
西；事实上，理智惯于从柏拉图身上，从苏格拉底身上，以及从其他一切人
身上所看到的一切相同的性质中，做成一个共同的概念，在这个共同概念上
他们大家都一致，因此这个概念很可以被叫做人的一种共相的本性，或人的
本质，因为人们理会它是一般地符合于大家的。但是，要说在柏拉图以及其
他一切人存在以前它就已经是共相的，理智就已经做成了这种共相的抽象，
这的确是不可解释的。

你将说，怎么啦！难道人是动物这个命题甚至在任何人存在之前，不也
是真实的吗？从而它不是完全永恒的吗！对于我来说，我坦白地向你说，我
并没有理会它在任何人存在之前是真实的，除非是在这种意义上，即只要一
有人，他就必然地是动物。因为，实际上，虽然人是①和人是动物这两个命题
之间似乎是有区别的，即在第一个命题上特别着重存在，在第二命题上特别
着重本质，但是，肯定的是：在第一个命题里并没有排除本质，而在第二个

                                                
① 即“人存在”。——译者



命题里也没有排除存在；因为，当我们说人是或人存在时，我们指的是动物
的人；当我们说人是动物时，我们指的是人，当他是存在的时候。再说，人
是动物这个命题比起柏拉图是人这个命题来既然并不是一个更有必然性的真
理，因而柏拉图是人这个命题也应该是一个永恒的真理，并且在不依赖于上
帝这一点上，柏拉图的个别的本质也应该并不比人的共相的本质差；其他的
事情也是如此，一一列举起来就太麻烦了。不过我还要补充一点：当我们说
人的本性使其不可能不是动物时，不要因此就想像这个本性是一个什么实在
的或存在于理智之外的东西，而只是说，一个东西如果是人，它就一定和另
外一些由于彼此之间的相似性而被我们称之为“人”的东西相似。这种相似，
我说它是个别本性的相似，在这种相似上面，理智做成了一个共同本性的概
念，或观念，或形式，凡是必须成为人的东西都不能没有它。

这样地解释了以后，对于你的三角形或它的本性，我也是这样说；因为，
不错，你在心灵里边的三角形是如同一个尺子一样，你用它来检查，看看某
种东西是否应该用三角形这个名称来称呼。但是不要因此就以为这个三角形
是什么实在的东西或者是在理智以外的一个真实的、存在的东西，因为这完
全是心灵根据感官使它知觉到的一些物质的三角形的模样做成的，心灵把这
些模样的观念凑集起来，按照我刚才解释关于人的本性那种方式做成的一个
共同的观念。

因此对于人们论证为属于物质的三角形的那些特点，也不要因为它们对
这些三角形都合适就想像它们是从那个理想的、共相的三角形搬过来的；因
为，恰恰相反，本身真正具有那些特点的是那些物质的三角形，而不是那个
理想的、共相的三角形；除非在这样的情况下，即理智认出了这两种特点是
在物质的三角形之内，然后把它们给了那个理想的、共相的三角形，而为了
使它们注意这种情况，后来又在遇到论证的时候把它们归还到物质的三角形
上去。同样，人类本性的特点不是从这个共相的本性搬过来而存在于柏拉图
或苏格拉底身上的；因为，恰恰相反，这个共相的本性之具有这些特点只是
由于理智在柏拉图身上，在苏格拉底身上，以及在其他一切人身上认出了这
些特点之后把这些特点加到共柏的本性上去的；只有在需要做一个论据时，
为了使他们注意这些特点，才把它们归还到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身上去。因
为，非常明白而且众所周知的是：理智是在看到了柏拉图、苏格拉底以及其
他很多人都有理性之后才做了一切人都有理性这个命题的；当它以后想要证
明柏拉图有理性时才把它拿过来做为他的三段论法的前提。

不错，心灵啊！你说你在你心里有三角形的观念，而且即使你在物体
里边从来没有看见过任何有三个角的形状，你在你心里也仍然会有三角
形的观念；同样，你在你心里有许多从未落于你的感官的其他形状的观
念。但是，我不久以前说过，假如你一切的感官作用都没有了，以致你什么
都没有看见过，物体的什么表面或尖端都没有摸到过，你想你能够在你心里
做出三角形的观念或其他任何形状的观念来吗？你说你现在有许多从未落于
你的感官的形状的观念。这一点我同意，这一点对你来说也并不难，因为根
据你的感官曾经接触过的那些形状的模样，你能够按照我以前所解释过的那
种方式做出和组成无限多的其他形状。

除此而外，在这里应该谈谈三角形的那种假的、虚构的本性，根据那种
本性，人们假定为三角形是由没有宽度的线所组成，它包含一个没有厚的面
积，它终止在没有部分的三个尖端上。但这未免离题太远了。



二、在这以后，你接着再一次证明上帝的存在，其主要的论据在于以下
这几句话：你说，谁如果在这上面认真地去想，谁就会看出，显然，和一
个直线三角形的本质之不能同三角形的三角之和等于二直角分开，或一
个山沟的观念之不能同一座山的观念分开一样，上帝的存在性也不能同
上帝的本质分开；因此，理会一个没有山沟的山，和理会一个上帝（即
是说，一个至高无上完满的有）却缺少存在性（即是说，缺少某种完满
性），这是同样不妥当的。在这里应该注意的是，你的比较似乎是既不够
正确，也不够恰当。因为，一方面，你做得很对，拿本质来比本质；但是在
这以后，你不是拿存在性来比存在性，或拿特点来比特点，而是拿存在性未
比特点。因此，似乎应该说，要么，和（比如说）三角形的三角之和等于二
直角之不能同三角形的本质分开一样，上帝的全能也不能同上帝的本质分
开；要么，和三角形的存在性之不能同三角形的本质分开一样，上帝的存在
性也不能同上帝的本质分开；因为这样一来，这两个比较都会很好了，而且
不仅可以同意你前面的一个比较，同时也可以同意你后面一个比较。不过，
对于一个上帝之必然存在来说，这可并不见得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明；同样
也并不能必然地由此得出结论来说世界上有三角形，虽然它的本质实际上是
和它的存在性分不开的，不管我们的心灵把它们怎样地区分，即是说，虽然
它把它们分开来理会，就如同它也可以把上帝的本质和他的存在性分开来理
会一样。

接着要注意到，你把存在性算做上帝的完满性之一，而不把它算做一个
三角形或一座山的完满性之一，虽然根据各自的情况来说，它对于这一个和
那一个都同样是完满性。不过，实在说来，不管你在上帝里边观察存在性也
罢，或者是在别的事物上观察它也罢，它并不是一个完满性，而仅仅是一种
形式，或一种现实，没有它就不能有完满性。事实上，不存在的事物既没有
完满性，也没有不完满性；而存在的事物，它除去存在性之外还有许多完满
性，它并不把存在性当做特殊的完满性，不把它当作完满性之一，而仅仅把
它当做一种形式或一种现实，有了它，事物本身和它的一些完满性就存在，
没有它，就既没有事物，也没有它的那些完满性。因而一方面不能说存在性
在一个事物里边是一种完满性，另一方面，假如一个事物缺少存在性，也不
能说它不完满，或缺少某种完满性，只能说它没有，或者说它什么都不是。
这就是为什么，在你举三角形的完满性时，你并不把存在性包括进去，也不
由之而得出结论说三角形存在，同样，在你列举上帝的完满性时，你也不应
该把存在性包括进去以便由之而得出结论说；上帝存在，假如你不是想要把
有争辩的东西当作已经证明了的东西，并且把问题当作前提的话。

你说，在其他一切事物里，存在性是和本质有分别的，只有在上帝
里除外。但是，请问，柏拉图的存在性和本质，除非是用思想，它们怎么能
分别得开呢？因为，假定柏拉图不存在，他的本质又将如何呢？而同样情况，
在上帝里边的存在性和本质不是用思想分别开的吗？

你接着给你自己做了这样的一个反驳：也许是这样的；和不能仅仅由
于我理会一个带有一个山沟的山，或看一个带翅膀的马，就说在世界上
有山和有带翅膀的马一样，也不能由于我把上帝理会为存在，就说他存
在；①并且在这上面，你说这个反驳的外表下掩盖着一种诡辩。但是你并没

                                                
① 笛卡尔《沉思第五》中的原文是这样的：“但是，虽然事实上我不能理会一个没有山沟的山，同样，我



有费很大事就解决了你自己装扮的那种诡辩，你主要是使用了揭露如此明显
的一种矛盾的办法，即：存在的上帝并不存在，而你对于马或山却不采用同
样的办法，即是说，你不把它们当作存在的东西。但是，假如你像在你的比
较里把山沟包合在山里，把翅膀包含在马里一样，把上帝和知、能、以及其
他属性连结在一起去观察的话，那么问题就完全出来了，那就要由你来向我
们解释你怎么能够理会一个有斜坡的山或一个带翅膀的马而不想到它们存
在，而在理会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时就不能不同时想到他存在。

你说，我们有自由去想像一个马没有翅膀或带有翅膀，但是我们没
有自由去理会一个上帝而没有存在性，也就是说，一个至上完满的有而
没有至上完满性。这倒没有什么话可说了；不过，既然我们有自由去理会一
个马带有翅膀而不想到存在性，而假如它一旦有了存在性，那么按照你的说
法，那就将是在它里边的一种完满性了；同样，我们有自由去理会一个上帝，
在他里边有知、能以及其他一切完满性，而不想到存在性，而假如他一旦有
了存在性，到那时他的完满性才算完成。因此，既然从我之理会一个马带有
翅膀这一完满性这件事上不能推论出它有存在性（按照你的说法，存在性是
一切完满性中最主要的），同样，从我之理会一个上帝具有知以及其他一切
完满性这件事上也不能得出结论说他存在，而是他的存在性尚有待于证明。

虽然你说过在一个至上完满的有的观念里，存在性和其他一切完满
性是都包括在内的，但你是没有证据地肯定了成问题的东西，是把结果当
成前提了。因为另外我可以这样说：在一个完满的佩伽斯①的观念里，不仅包
含了带有翅膀的完满性，而且也包含了存在性这一完满性；因为，既然上帝
被理会为在一切完满性上的完满，那么同样，一个佩伽斯也被理会为在它那
一类上的完满；而且这个对比如果保持住的话，那么看来就不能硬说它不能
在两者的身上都应用得上。

你说在理会一个三角形的时候，不一定想到它的三角之和等于二直
角，虽然这同样是真实的，因为任何人只要以后仔细研究一下，就会看
出它是这样的；同样，人们很可以理会到上帝的其他一些完满性而不想
到存在性，但是不能因此就说他不是真地具有存在性，既然人们不得不
承认存在是一种完满性。不过，你很可以判断出人们能够回答什么，即：
既然人们以后承认这一特点是在三角形里，因为人们用一种很好的论证证明
了这一点，那么同样，为了承认存在性必然地在上帝之中，也必须用很好的、
坚实的道理来论证它；因为否则就没有什么东西是人们不能说成或认为是任
何别的东西的本质了。

你说当你把一切种类的完满性都归给上帝的时候，你并不是像假如
你想一切四方形都能内切于圆那样做。你在那一方面弄错了，因为你后
来知道菱形就不能内切于圆，可是你在这方面并没有同样弄错，因为后
来你认识到存在性是实际上适合于上帝的。然而的确似乎是你也同样弄错

                                                                                                                                           
也不能理会一个没有存在性的上帝，不过，也不能仅仅由于我理 会一个带有山沟的山，就说在世界上有山，

同样，虽然我理会带有存在性的上帝，我觉 得也不能因此就说上帝存在；因为我的思想并不能给事物强加

以任何必然性；而且，既 然是由于想像出来一个带有翅膀的马，虽然并没有任何马带有翅膀，同样，我也

许能够 给上帝加上存在性，虽然并没有任何上帝存在。”——译者
① 佩伽斯（Pegase），希腊神话中飞马的名字。它是宙斯的儿子培尔塞的坐骑，曾于一怒之下踢出一个“灵

感之泉”，诗人后来就从这个泉中汲取灵感。——译者



了；要不然，假如说你没有弄错，那么你就必须像人们指出菱形能够内切于
圆是矛盾的那样，指出存在性是和上帝的本性不相矛盾的。

我对其他许多东西就不说了，那些东西不是需要进一步地加以解释，就
是需要给以更有说服力的证明，要不就是和以前说过的互相抵触，例如：除
了上帝以外，我们不能理会有任何其存在性是必然地属于其本质的东
西；然后，不可能理会同样的两个或许多上帝；而既然现在只有一个上
帝存在，那么必然地是他以前是完全永恒地存在了，将来也永恒地存在
着；并且你在上帝里边理会了无限多的东西，这些东西你既不能减少一
点，也不能改变一点；最后，这些东西必须就近加以观察，必须非常仔
细地加以检查，以便知觉它们，并且认识它们的真实性。

三、最后你说全部科学的可靠性和真实性绝对有赖于对真实上帝的认
识，没有这种认识，在各种科学里边就永远不可能有任何确定性或真理。你
举了下面这个例子，你说：当我考察三角形的性质的时候，我显然知道（我
在几何学方面有些内行）三角形的三角之和等于二直角，当我把我的思
想运用到论证它的时候，我不可能不相信这一点；但只要我的注意力稍
一离开论证，虽然我记得我是清清楚楚地理解了它的三角之和等于二直
角，但是很可能我会怀疑它的真实性，假如我不知道有一个上帝的话；
因为我可以使我自己相信大自然使我生来就很容易能够在即使我以为理
解得最显明、最确定的东西上弄错；主要因为我记得经常把很多事物认
为是真实的、确定的，而在以后，又有别的道理使我把这些事物判断为
绝对错误。但是当我知道了有一个上帝之后，因为同时我也知道了一切
事物都有赖于他，而他并不是骗子，从而我断定凡是我理会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事物都不能不是真的，虽然我不再去想我是根据什么道理把
一件事物断定为真实的，只要我记得我是把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理
解了，人们就不能给我提供任何相反的道理使我再会怀疑它；这样我对
这个事物就有了一种真实的、确定的知识；而这个知识也就扩展到我记
得以前曾经论证过的其他一切事物上去，譬如几何学的真理以及其他类
似的东西。先生，看到你谈得这样认真，并且相信你说的都是老实话，我看
我再也没有别的话可说了；除非一点，那就是你很难找到什么人相信你以前
不相信几何学论证的真理，而现在你由于认识了一个上帝才相信了。因为，
事实上，这些论证是非常明显、确定的，它们本身无需有待于我们的思虑就
会得到我们赞同的；而当它们一经被理解，它们就不容许我们的心灵对它应
有的信念再持犹疑不定的态度，因为，同样情况，我认为你既然有理由在这
一点上不去害怕那个不断企图捉弄你的恶魔的狡诈，你也同样有理由使你如
此坚定地认为你不可能在我思故我在这个前提和结论上弄错，虽然那时你对
上帝的存在还不肯定。同时，即使事实上不能比这再真实的了，的确真有一
个上帝，他是万物的造主，而且他不是骗子，不过，由于它好像不如几何学
的论证那样明显（关于这一点，只要这一个证据就足够了，即很多人并不相
信上帝的存在、世界的创造、以及谈到上帝的其他许许多多东西，然而没有
一个人怀疑几何学的论证），有谁相信几何学的论证的明显性和确定性要从
对上帝的证明中得来呢？有谁相信迪亚果腊（Diagore）、太奥多腊
（Théodore）、以及其他一切类似的无神论者们不能确信这些种类的论证的
真理呢？最后，你到什么地方去找到这样的人，当你问他为什么确信一切正
角三角形 底边的正方形等于其他两边正方形之和的时候，他回答说他之确信



这条道理是因为他知道有一个上帝，这个上帝不是骗子，他本身是这一真理
的创造者以及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创造者？或者，相反地，你到什么地方去找
到这样的人，他回答说他之确信这条道理不是因为他的的确确知道这一点，
他不是从绝无错误的论证使他非常相信这一点？尤其是，可以认为毕达哥拉
斯、柏拉图、阿几米德、欧克利德以及其他一切古代数学家都会做出这样的
回答，我觉得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会提出来上帝以确认像这样的一些论证的
真理的！不过，因为这话也许你不是对别人说的，而只是对你自己说的，再
说，也因为这是一件可赞仰的、虔诚的事，那么就不必再多说了。



对《沉思第六》的诘难
 

关于物质的东西的存在，以及人的心灵和肉体的实在区别
 

一、你说物质的东西，就其被视为纯粹数学的对象来说，是能够存
在的。关于这一点，我不想在这里多说，虽然物质的东西是组合数学的对象，
而纯粹数学的对象，例如点、线、面、以及由点、线、面组成的不可分割的
东西，不能有任何实际的存在性。我只就你再一次在这里把想像从理智或纯
概念里区分出来这一点来说；因为，我以前曾说过，这两个东西似乎是同一
种功能的两种行动，而假如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只能是多一点和少
一点的问题；事实上，请你注意我是怎么用你所提出的话来证明它的。

你前面说过，想像不是别的，只是思考一个有形体的东西的形状或影像；
而在这里你认为理会或领悟就是去思考一个三角形、一个五角形、一个千角
形、一个万角形、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一些有形体的东西的形状；现在你把
它们做了这样的区别，你说想像是能知官能对物体的某种用心，而理智不要
求这种用心或精神专注。因此，当你单是毫不费力地把一个三角形理会为有
三个角的形状时，你把这叫做理智；当你用某种努力和专注，把这个形状呈
现出来，观察它，检查它，把它理会得清清楚楚、细细致致，分别出三个角
来时，你把这叫做想像。从而，既然你真是非常容易地理会到一个千角形是
一个有一千个角的形状，而不管你用了多么大的精神专注都不能把所有这些
角都清清楚楚、细细致致地分辨出来，不能把它们都呈现出来，在这方面你
的心灵的模糊的情况并不比你观察一个万角形或一个有很多边的其他形状时
轻一些，因此，你说在千角形或万角形上，你的思想是一种理智而不是一种
想像。虽然如此，我看不出有什么能阻止你把你的想像以及你的理智伸展到
千角形上去，就如同你对于三角形所做的那样。因为，你的确做了某种努力
以某种方式去想像那么多的角组成的这种形 状，虽然它们的数目多到使你没
有办法理会得清楚；再说，你的确用千角形这个字理会了一个有着一千个角
的形状，但是这不过是这个字的力量或意义的一种结果，并非由于你是理会
而不是想像这个形状的一千个角。

但是在这里必须注意，清楚的程度之消退和模糊的程度之增长是如何循
序潮进的。因为，肯定的是，你对一个正方形比对一个三角形将呈现，或者
想像，或者甚至理会得更模糊些，但是比对一个五角形更清楚些，而对五角
形又比对正方形更模糊些，比对六角形更清楚些，如此类推，一直到你再也
不能清清楚楚地提出什么东西来时为止；因为到那时，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概
念，那个概念既不能是清楚的，也不能是明晰的，到那时，你任心灵上也就
不再想去做任何努力了。

因此，如果当你清清楚楚地、比较专注地理会一个形状时，你愿意把这
种理会方式叫做想像同时也叫做理智；而如果当你的概念模糊，当你用很少
的精神专注或毫无精神专注地理会一个形状时，你愿意只用理智这一名称来
称呼它，当然你这样做是可以的；但是你没有理由因此建立一种上面所说的
那种内在认识，因为，你把某一种形状理会得有时更强烈些，有时不那么强
烈，有时理会得清楚些，有时模糊些，这对于这种内在认识不过是一件偶然
的事。的确，如果从七角形和八角形起，我们愿意达到其他一切形状一直到
千角形或万角形，同时如果我们愿意留心最清楚和最模糊之间的每一个等级



的话，我们能够说得出到什么地方或到哪一个形状上想像就停止了而只剩了
理智吗？难道我们不是将看到一个同一的认识的一种连续不断的过程，随着
这一认识的模糊的程度和疏忽的程度不知不觉地增加和增长而它的清楚的程
度和专注的程度也逐潮减少吗？还有，我请你观察一下，你如何贬低了理智，
并且把想像抬高到何种程度；因为，当你把忽略和模糊给予理智而把各种清
楚、明晰、勤奋都归之于想像时，你不是想贬低一个、抬高一个，还会是什
么呢？

你后来说，在你里边的想像能力，就其不同于理会的能力来说，对
你的本质（也就是说，对你的心灵的本质）并不是必不可少的。然而，
如果二者只是一个同一的能力或功能，其功用的不同只在于一个多一点，另
一个少一点，这怎么可能呢？你接着说，心灵在想像时转向物体，而在理会
时观察自己或自己心里的观念。但是，心灵如果不是同时转向什么有形体的
东西或什么由有形体的观念所表象的东西，怎么能转向自己、观察任何观念
呢？因为，事实上，三角形、五角形、千角形、万角形、以及其他一切形状，
或者甚至所有这些形状的观念，都是有形体的，心灵只有把它们理会为有形
体，或者按照有形体的东西的方式来理会时才能够思维它们。至于我们认为
是非物质性的东西的观念，例如上帝、天使、人的灵魂或心灵等的观念，的
确，我们心里所有的这些东西的观念都或者是有形体的，或者差不多是有形
体的，它们都是从人的形象和其他一些非常简单、非常轻、以及非常不容易
知觉的东西（例如风、火、或空气）的形象抽出未的，就像我们所说过的那
样。至于你说的，你猜测有什么物体存在着，这不过是可能的事，对于这
句话，用不着多说，因为你这句话不可能是老老实实说的。

二、这以后你谈到感觉，你首先列举了你通过感官所认识的和你当做真
实的而接受下来的一切事物，因为大自然似乎是那么教导你的。紧接着你又
谈到某些经验，这些经验把你对于感官的信仰全部推翻了，以致把你弄到我
们在《沉思第一》里所看到的那 个地步，即怀疑一切事物。

然而，我并不打算在这里争论我们的感官的真实性。因为，错误或虚假
倒不是在感官里，感官并不主动，它只是接受影像，只是按照影像对它表现
的那样，按照影像由于当时感官、对象、环境等情况而必然地应该对它表现
的那样把它们提供出未。错误或虚假是在判断里，或是在心灵里；判断或心
灵没有给予应有的周密细致对待，没有注意到离得远的东西只是由于离得远
或由于别的原因，而应该比它们离我们较近时显得小和模糊；在别的情况下
也是这样。虽然如此，不过，不拘错误来自何处，必须承认有错误；问题只
在于是否真地我们永远不能确信感官使我们知觉的任何事物的真实性。

然而，的确我看不出应该费很大力气来解决一个由日常那么多的例子决
定得那么明白的问题；我只回答你所说的，或不如说，你所反驳的问题：千
真万确的是，当我们在近处观看一座塔，我们差不多可以用手摸到它的时候，
我们不再怀疑它是方的，虽然当我们离开稍远时，我们曾经以为它是圆的，
或至少曾经怀疑它究竟是方的还是圆的，或者是其他什么形状的。

同样，在手或脚割去了以后，还会感觉到手疼或脚疼，这种感觉有时就
欺骗了把手或脚割去了的人，这是由于动物性的精气的原故，这些精气以前
惯于被带到这些肢体里面，在那里引起感觉。不过，四肢健全的人在手上或
脚上新近受了伤时，千真万确地感觉到手上或脚上疼痛，不可能有所怀疑。

同样，我们不是在醒着就是在睡着，的确在睡着的时候我们有时就受欺



骗，那时我们觉得好像看见了一些东西，而实际上并没有看见；但是我们也
并不总是做梦；当我们真地醒着时，我们就非常有把握，绝不再去怀疑究竟
我们是醒着还是在做梦。

同样，虽然我们可以认为天性使我们能够在我们觉得是最真实的事物上
弄错，但是我们也知道天性使我们能够认识真理，我们虽然有时弄错，譬如
当一种诡辩把我们迷惑住了，或当我们看见一根棍子一半插在水里时；但有
时我们也认识真理，譬如在几何学的论证里边，或在一根棍子在水外面的时
候；因为这些真理太显明了，不可能让我们能够有所怀疑；即使我们能够不
信任我们其他一切知识的真实性，但至少我们不能怀疑这一点，即：一切事
物给我们表现得就像它们给我们表现的那样，而且它们那样地表现给我们也
不可能不是非常真实的。并且虽然自然似乎给我们呈现出许多为理性所告诉
我们不要去相信的事物，但这并不能去掉现象的真实性，并不能使这件事不
是真的，即我们把事物看成我们所看见的那样。不过，在这里不是去观察理
性和感官的刺激怎样矛盾，以及是否也许像左手没有自持之力而用右手托住
它那样，或者像什么别的样子。

三、你随后就进到问题里面来了，但是你好像仅仅轻微地接触了一下；
因为你接着这样说：但是现在既然我开始更好地认识我自己，开始更清楚
地发现我的来源的创造者，事实上我就不认为我应该糊里糊涂地接受感
官好像教导我的一切事物，不过我也不认为我应该一总地把什么都拿来
怀疑。你这话说得有道理，我想毫无疑问，你的思想一向是建筑在这个基础
上的。

你继续说：首先，由于我知道我所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理会的一切
东西，可能就是被上帝像我所理会它们的那个样子产主的，这就足以使
我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把一个东西同别的东西分开来理会，以便
确信这一个同那一个有分别或不同，因为它们可以分开放置，至少可以
由上帝的全能来分开放置，而这种分别是由什么力量做的以便迫使我把
它们断定为不同，这倒没有关系。对此我没有什么别的话可说，只有一点：
你是用一个模糊的东西来证明一个清楚的东西，更不要说你所得出的结论中
有某种模糊不清的东西。我也不去反驳你：必须事先论证了上帝存在以及他
的能力能够达到哪些东西上去，然后再来指出他能做出你所能够清清楚楚地
理会的一切东西。我仅仅问你是否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把三角形的这个特
性，即最大的角对最大的边，同另外的一个特性，即三角之和等于二直角，
分开来理会；是否你因此就相信上帝能够把这个特性同另外的一个特性分
开，使三角形能够有时有这个特性而没有那个特性，有时有那个特性而没有
这个特性。但是，为了使我们不要在这上面谈得太多，也因为这个分别对于
我们的问题关系不大，你接着说：从而，就是由于我确实知道我存在，而
在必然属于我的本性或本质的东西里边，除了我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以
外我却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就是由于这一事实我就足以得出这个结
论：我的本质就在于我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或者就在于我是一个其本
质或本性只是思想的实体。就是在这里我想要停一下；不过在这上面只要
重复一下我关于《沉思第二》所说过的话就够了，要不然就等一等看看你想
怎么论证。

这就是你得出来的结论：而且虽然也许，或者不如说的确，像我即将



要说的那样，我有一个肉体①，我和它非常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但是，由
于一方面我对我自己有一个清楚、明白的观念，即我只是一个在思想的
东西而没有广延，而另一方面，我对于肉体有一个明白的观念，即它只
是一个有广延的东西而不能思想，因此肯定的是：我，也就是说我的心
灵，或者是我的灵魂，也就是说我之所以为我的那个东西，是完全地、
真正地与我的肉体有分别的，它可以没有肉体而存在。这无疑地是你想要
达到的目的。既然全部问题主要在于此，因此就有必要在这里停一下，看看
你怎么去解决。首先，这里的问题在于区别人的心灵或灵魂和物体②；但是你
是指什么物体说的呢？当然，假如我理解得不错的话，那就是由肢体组成的
粗实的肉体；因为，你的话是这样说的：我有一个肉体，我和它是连结在
一起的；不久以后你又说：肯定的是：我，也就是说我的心灵，是与我的
肉体有分别的；等等。但是，心灵啊！我请你注意，问题可是并不在于粗实
的肉体上。我最好是按照某些哲学家的想法那
样来反驳你是像希腊人叫做ε τελε χβια——现实、形式、种类，` V ′
以及用普通的话来说，身体的样式的那种完满性；因为，的确，有着这种想
法的人是不能认为你同肉休比形状或别的什么同它的样式更能分别开来或分
得开的；不管你是人的全部灵魂也罢，或者你是像希腊
人称之为 δ ——潜能理智或被动理智那样的νονς νναµετ νονς παθητικ ος~ ~ ` ,

一种外加的能力或力量也罢。但是我愿意更自由一些地对待你，把你看作是
能动理智，希腊人叫做 ；甚至把你看做是可以分得开的，
希腊人叫做 ；虽然这不是他们所想像那样的分开。

νονς ποιςτικ ον
χωριστ ον

~ `
`

-

因为，既然这些哲学家以为这个能动理智是世界上所有的人甚至所有的事物
都有的，它作用于潜能理智，使潜能理智去知，就如同光作用于眼睛，使眼
睛去看一样（由此他们习惯于把能动理智比做太阳的尤，因而把它视为外来
的，来自外边的东西）；因此我呢，我就宁愿把你看作（而且我看得出你很
喜欢这样）是个心灵，或者是一种特殊理智，你在肉体里面统治着。我再说
一遍，问题不在于知道是否你可以同这个粗实的肉体分得开，因此我不久前
曾说过，没有必要借助于上帝的能力来使你分开理会的那些事物分得开，而
是在于知道是否你自己不是什么别的 物体，因为你可以是一个更精细、更稀
疏而渗透到这个粗实的肉体里面去，或者仅仅住在它的某一部分里面的一种
物体。再说，不要以为一直到现在你已经给我们指出来了你是一个纯精神的
东西，一点物体的东西都没有；而当你在《沉思第二》里边说，你不是风、
火、汽体、空气的时候，你应该记得我曾经向你提醒过，你说这话一点根据
都没有。

你也说过，你在那个地方不去争辩这些东西；可是我没有看见你后来
谈过这件事，没有看见你提出过任何理由来证明你不是这类性质的物体。我
一直等待你在这里来做这件事；可是，假如说你说了或证明了什么东西的话，
那只是说你不是这种粗实的物体，对于这一点，我已经说过是没有问题的。

四、你说：但是，由于一方面我对我自己有一个清楚、明白的观念，
即我只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而没有广延；而另一方面，我对于肉体有一
个明白的观念，即它只是一个有广延的东西而不能思想。然而，首先，

                                                
① 法文（英文也是如此）“物体”、“形体”、“身体”、“内体”都是一个字。——译者
② 法文（英文也是如此）“物体”、“形体”、“身体”、“内体”都是一个字。——译者



关于肉体的观念，我觉得是用不着费很多力气的；因为，假如你是就一般的
物体的观念说的，我就不得不在这里重复我已经反驳过你的那些话，即你应
该事先证明思想与物体的本质或本性是不能相容的；这样一来，我们就又陷
于我们的第一个困难中去了，因为问题在于知道是否你，在思想的你，不是
一种精细的、稀疏的物体，既然思想这种东西是与物体的本性不相容的。但
是因为当你说这话时，你指的仅仅是粗实的物体①，你认为你是与这种粗实的
物体有分别、可以分开的；所以我并不反对你可以有物体的观念；但是假定，
像你所说的那样，你是一个没有广延的东西，我坚决反对你有这样东西的观
念。因为，我请你告诉我们，你怎么认为有广延的东西的形像或者观念能够
被接受到你——也就是说， 一种没有广延的实体——里边去呢？因为，要么
这种形像是从物体产生的，那么因此它就必然是有形体的，它就必然有它的
彼此判然相别的一些部分，从而它就必然是有广延的；要么它是从别处而来
的，而且是用别的方法而被感知的。不过，就是因为它必然表象物体，而物
体是有广延的，那么它就必须要有各部分，因此它就必须是有广延的。否则，
假如它没有各部分，它怎么表象各部分呢？假如它没有广延，它怎么能表象
一个有广延的东西呢？假如它没有形状，它怎么去感知一个有形状的东西
呢？假如它没有位置，它怎么能理会一个东西的这些部分高，那些部分低，
这些部分在左，那些部分在右，这些部分在前，那些部分在后，这些部分直，
那些部分弯呢？假如它没有多样性，它怎么会表象各种各样的颜色呢？⋯⋯
因此物体的观念并不是完全没有广延的；但是，假如物体的观念有广延，而
你没有广延，那么你怎么能接受它呢？你怎么能使它和你配合得上呢？你怎
么掌握住它呢？你怎么感觉它逐渐暗淡下去而最后消失了呢？

然后，关于你对你自己的观念，在我主要关于《沉思第二》上已经说过
了，我没有更多的话说。因为，在那上面，大家看得很清楚，你绝不是对你
自己有一个清楚、明白的观念，而相反地，似乎你对你自己根本没有观念。
因为虽然你肯定知道你在思想，可是你并不知道在思想的你是什么东西，因
而尽管你清清楚楚地知道了这一个活动，但主要的你还不知道，即你还不知
道这个实体是什么，而思想只是这个实体的许多活动之一。从而我觉得我很
可以用一个瞎子来比喻。瞎子感觉到热度，听人说热度是来自太阳的，因而
会以为对于太阳有一个清楚明白的观念；这样，假如有人问他太阳是什么，
他就会回答说这是一个发热的东西。但是你将说，我在这里并不是只说我是
一个在思想的东西，我还说我是一个没有广延的东西。不过，先不要说这是
一件你并没有证明的事，虽然这在我们之间还是问题；我请你告诉我，你由
此对你自己就有一个清楚、 明白的观念吗？你说你不是一个有广延的东西；
当然我由此就知道了你不是什么，但并不知道你是什么。怎么！为了对于某
一个东西有一个清楚、明白的观念，也就是说，有一个真实的、自然的观念，
难道不是必须正面地认识那个东西本身是什么，也就是，姑且这样说，肯定
地认识那个东西吗？光知道它不是什么就够了吗？谁要是仅仅知道布塞法勒
①不是一个苍蝇，他对于布塞法勒就算有一个清楚、明白的观念吗？

然而，为了不更多地在这上面纠缠，我只请问你：你说你是一个没有广
延的东西；那么你不是渗透到全身去吗？当然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回答；因为

                                                
① 指“肉体”。——译者
① 布塞法勒（Bucéphale）是罗马帝国亚历山大大帝的坐骑的名字。——译者



虽然在一开头时我认为你仅仅是在大脑里，这不过是仅仅由于猜测，而不是
真正相信这是你的意见。我的猜测是根据你不久以后所说的那句话。你说：
灵魂并不直接接受肉体一切部分的感触，而仅仅接受大脑的感触，或者
也许大脑的最小的那些部分之中的一个部分的感触。但是这并不能使我完
全肯定你究竟是在大脑里，还是在大脑的一部分里；因为你可以是散布在全
身里而只能在一部分里感觉到；正好像我们平常所说的：灵魂散布在全身，
然而它只能在眼睛里去看。

底下这些话也使我怀疑。你说：虽然全部灵魂似乎是结合在全部肉体
上，⋯⋯因为在那里你真地并没有说你结合在全部肉体上，但是你也并没有
否认。然而，不管怎么样，我们首先假定，假如你愿意的话，你散布在全身，
不管你和灵魂是同一的东西也罢，你和灵魂不是同一的东西也罢，我请问你，
你——你从头顶一直到脚底，你和你的肉体一般大，你的肉体有多少部分，
你就有多少部分来与之配合——你难道没有广延吗？你要说你没有广延，因
为你在整个身体里边是整个的，而在每一部分里也是整个的吗？如果你是这
样说，那么我请问你，你怎么去理解它呢？同一的东西能够同时在许多地方
都是整个的吗？不错，宗教信仰教导我们圣体①的神圣的神秘性就是如此；但
这里我说的是你，除了你是一个自然的东西以外，我们在这里考察的东西是
仅就这些东西之能够被自然的光明②来认知的角度上考察的。既然如此，能够
理会有好些地方而没有好些东西住在那里吗？一百个地方不比一个地方多
吗？假如一个东西是整个地在一个地方，它能够又在别的地方吗，假如它不
是在它自己之外，就像第一个地方在其余的地方之外一样？你愿意怎么回答
就怎么回答吧；不过，要知道你究竟是整个地在每个部分中呢，还是你是按
照你自己的每个部分而在你的身体的每个部分里，这至少是一件不清楚、不
确定的事情；而既然任何东西部不能同时在许多地方这件事是更为明显的，
那么你不是整个地在每个部分里，而仅仅是整个地在整个里，由之你是按照
你的每个部分而散布在全身，因此你不是没有广延的，这件事也是更为明显
的。

我们现在假定你仅仅是在你的大脑里，或者是你仅仅是在你的大脑的最
小的一些部分之一里，你看这也仍然是不妥当的：不管这个部分是多么小，
它也仍然是有广延的，而你也和它一样，因而你也是有广延的，并且你也有
许多小部分，和它的一切小部分相配合。你不是也许将说，你把你和大脑连
结起来的那一小部分当作一个点吗？我不能相信是这样；不过，就算是一个
点吧；然而，假如说这是一个物理学上的点，同一的问题照样存在；因为这
个点是有广延的，而且绝不是没有部分的；假如这是一个数学上的点，你首
先知道这是我们的想像做成的，事实上并没有点。然而，我们假定有点，或
者不如说，假想是在大脑里有这些数学的点，你在其中的一个点上连结起来，
你就住在这个点里；那么请你注意，这个假想是毫无用处的；因为，不管我
们怎么假想，你也必须是正好在神经交汇的地方，为灵魂所通知的一切部分
都是从那里把感官所知觉 的东西的观念或形象传递给大脑。但是，首先，全

                                                
① “圣体”是天主教的“圣事”之一，是一种直径约三厘米大小的、和纸一样薄的面饼，代表面包和酒，按

照天主教的说法，它真实地、物质地包含了耶稣的血肉、灵魂和神圣性，教徒吃了它，就和耶稣在灵魂与

肉体方面全面结合在一起。——译者
② 即从理性上而不是从信仰上。——译者



部神经并不达到一个点，这或者是因为由于大脑一直延长到脊髓，因而在背
上散布着的许多神经都达到并终止到脊髓上；或者是因为大家注意到伸向头
的中间的神经并不都终止于，或达到，大脑的同一个地方。即使它们都达到
一个地方，它们的交汇也并不能终止于一个数学的点上；因为这是一些物体，
不是一些数学的线，不能汇集、结合到一个点上。即使它们可以汇集、结合
到一个点上，沿着神经流动的动物性精气也既不能从那一个点里出来，也不
能进到那一个点里去，因为它们是物体，而物体不像数学的点的那样，它不
能不在一个地位，不能越过一个不占地位的东西。就算它能不在一个地位，
能越这一个不占地位的东西吧；然而，就像这样地存在于一个既没有地方，
也没有部位，既没有左、右，也没有上、下的点里的你，你总不能辨认出东
西从什么地方来，向你报告什么。关于你必须发送到全身以传达感觉和运动
的那些精气，我认为也是那样，且不说不可能理解你怎么把运动印到那些精
气上，假如你是在一个点里，假如你不是一个物体，或者假如你没有一个物
体用以整个地接触和推动它们的话。因为，假如你说它们是自动的，而你只
是指导它们的运动，你要记得你在某一个地方曾说过物体不能自动，因此我
们可以推论你是它的运动的原因。然后请你给我们解释，没有某种专注，没
有从你这方面的某种运动，这种指导怎么进行？没有能动和所动的接触，一
个东西怎么能对于另外一个东西去进行专注和努力并使之动起来呢？没有物
体怎么能有这个接触呢，既然自然的光明教导我们只有物体才能触动和被触
动？

    不过，既然应该是由你来告诉我们说你是一个没有广延的东西，因
而是没有形体的东西，那么我为什么在这里耽搁那么多时间呢？我不认为你
想用大家习惯说的：人是由肉体和灵魂合成的这句话做证明，好像说假如把
物体这个名字给了这一部分，那一部分就不能称之为物体。因为，假如是这
样的话，那么你就使我可能这样地区分：人是由两种物体合成的，一个是粗
实的，另一个是精细的；既然把物体这一通常的名字给了前者，那么就把后
者称为灵魂或心灵。对于其他动物也可以这样说，我相信你是不会同意它们
也有同你一样的一个心灵的，这且不说，只要你让它们具有它们的灵魂，这
对它们来说就足够了。因此，当你结论说肯定地你和你的肉体是有分别的，
你看得出，很可以同意你这一点，但你不能因此就不是有形体的，不是一种
非常精细、稀疏的物体，有别于另外一种粗实的物体。

你接着说，因而你可以没有它而存在。但是当人们同意你可以没有这
个粗实、浊重的身体而存在，就如同苹果香气从一个苹果出来，散布到空气
里的时候一样，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呢？当然，这比我以前所谈过的那些哲学
家所想的还稍多一些，他们认为你一死就什么都完了，不多不少正如同一个
形状一样，面一改变，这一形状就完全消失了，就完全不存在了。因为，并
不像他们所想的那样，认为你只是物体的样式，而是除此而外你还是一种轻
微的、精细的有形体的实体，因此我们不说你死了以后就完全消灭了，你又
重新陷入你最初的无的状态中去，而是说你残存在你的彼此如此分散、孤立
的各部分之中；由于你的各部分的过大的拆散、分离的原故，你就不可能再
有思想了，你就没有权利再说你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或者是一个心灵，或
者是一个灵魂了。不过，我之反驳你所有这些东西，不是由于我怀疑你打算
得出来的结论，而是由于我 不相信你就这个问题所提出来的论据。

五、在这以后你又推论一些属于这一类的别的东西，对于所有这些东两，



我都不打算坚持。我只提出一件事情。你说自然用疼痛、饥渴等等感觉教
导你，使你知道你不仅仅是往在你的身体里，像一个领航员在他的船里
那样；而是，除此而外，你和它非常紧密地连结在一起，融合、掺混得
像一个整体一样地同它合在一起。因为，你说，假如不是这样，那么当
我的身体受伤了的时候，我，这个仅仅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的我，就不
会感觉到疼痛，而只会用理智去知觉这个伤，就如同一个领航员用视觉
去知觉是否在他的船里有什么东西坏了一样。当我的身体需要饮食的时
候，我就直截了当地知道了这件事，用不着饥、渴的模糊感觉告诉我，
因为，事实上这些饥、渴和疼痛等感觉只是思想的某些模糊方式，它们
是有赖于，并且来自，心灵和肉体的联合和（姑且这样说）混合。这话
说得实在不错，但是仍然没有解释出来：假如真地像你所说的那样，你是非
物质的，不可分的，没有丝毫广延，那么这种结合，这种类似的混合或混杂，
怎么能对你相称呢？因为假如你不比一个点大，你怎么能和那么大的全身来
结合或联合到一起呢？至少你怎么和大脑或大脑的最小的一个部分连结起来
呢，那一部分，就像我以前说过的那样，不管怎么小，也得有个大小，或有
个广延吧？假如说你没有各部分，那么你怎么和那个物质的最精细的部分混
合或类似混合在一起的（你承认你是和它们联合在一起的），既然没有互相
能够混合起来的部分就不可能有混合这个事实？假如你是完全不同于这个物
质，你怎么和它混合起来，和它合成一个整体呢？既然一切组合、结合或联
合都只能在各部分之间才能有，那么这些部分之间不应该有一定的相称性
吗？但是在一个有形体的东西和一个无形体的东西之间，你能够理会也有一
个什么相称性吗？我们能够理解，譬如说，在一块轻石里边，空气和石头是
怎么掺混和结合在一起而成为一种真正的、自然的组合物吗？然而在石头和
空气之间的相称性要比物体与心灵之间的相称性大得多，因为石头和空气都
是物体，而心灵完全是非物质的。再说，一切结合，不应该是由两个结合起
来东西的非常紧密、非常亲切的接触而成的吗？然而，我刚才说过，没有物
体，怎么去接触呢？一个有形体的东西怎么能把一个无形体的东西拿过来接
合和连结到它自己上呢？或者，无形体的东西怎么能附着于有形体的东西上
来互相结合、连结合起来，假如在它里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以连结它或用
以被它连结呢？关于这一点，我请你告诉我，既然你自己承认你能感觉疼痛，
那么像你那种性质和情况，即是说，你是无形体的，没有广延的，你怎么能
够经验这种感觉呢？因为疼痛的印象或感觉，假如我理解得不错的话，是来
自各个部分的一定的拆散或分离，这种拆散或分离是在某种东西溜进各部分
之间以致断绝了它们以前存在的连续性的时候发生的。不错，疼痛是一种违
反天性的情况；不过，一种东西，它天性一向是一致的、单纯的、同一方式
的、不可分的、不可能接受改变的，怎么能把它置于违反天性的情况中去呢？
疼痛既然是一种变坏，或不能没有变坏而发生的情况，那么一种东西，它既
然是比点还更不可分，不可能改变成为别的东西或不可能使它不再是它之所
以为它的东西而不完全消灭，那么它怎么能变坏呢？再说，当疼痛是自脚上、
臂上以及其他好儿部分一起发生的时候，在你里边不是必须要有许多不同的
部分来不同地把疼痛接受到里边去，以免于使疼痛的感觉模糊不清，使你觉
得好像是来自一个部分？不过，总而言之，总的问题仍然存在，即要知道有
形体的东西怎么使之被感觉，怎么与无形体的东西进行交通，在有形体的东
西与无形体的东西之间的相称性怎么能建立起来。



六、对于你后来为了指出在上帝和你之外在世界上还有别的东西存在而
非常丰富地、非常漂亮地论证的其他东西，我就都不提了。因为首先你推论
你有一个肉体和一些肉体的功能，此外在你的肉体周围还有许多别的物体，
那些物体把它们的形象送到你的感官里边，这些形象就是这样地从那里传到
你那里，并且在你里边引起来快乐和痛苦的感觉，这些感觉就告诉你对这些
物体要去趋就和去躲避。

从所有这些东西里边，你最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既然你所有的全
部感觉通常在物体的安与危上向你报告的多半是真的而不是假的，那么
你就不用害怕感官每天告诉你的那些事物都是假的。关于你在睡着时做的
梦，你也认为是这样。梦不能同你的生活的其他一切行动连结起来，像你
醒着所遇到的那些事物那样；这就说明在你思想里边有真实性的东西，必
然是在你醒着的时候所有的那些，而不是在你梦中的那些。由于上帝不
是骗子，因而，你说，必然地你在这上面就没有受骗，而在你醒着的时
候向你表现得如此显明的东西，也一定不可能不是真实的。你在这方面
的虔诚实在令我敬仰，同样也必须承认，你在你的著作中的最后儿句话也是
非常有道理的：人的生活是可能会犯很多错误的，必须承认我们的本性
的弱点和残缺。

先生，以上这些就是我在心里对于你的“沉思”所想到的一些意见；但
是，我把我在开头时所说过的话再说一遍：这些意见没有什么重要，不值得
你去费心；因为我不认为我的判断值得你重视。因为，譬如一块肉很合我的
口味，而我看到它不合别人的口味，这时我并不认为我的口味比别人的口味
高；同样，当一种意见为我所喜欢而别人的心灵并不以为然的时候，我绝不
想我的意见是最真 实的。我倒相信“各有所好”这话说得十分好；我认为要
让大家都有同样的感觉和要让各人的口味都一样，这差不多是同样不公道
的。我这样说，是为了使你相信，我不反对你对我这些意见随便做怎样的判
断，或者甚至认为它们毫无价值：只要你承认我愿为你服务的感情，只要你
不忽视我对于你的品德的尊敬，这对我就已经足够了。说不定我也许说了什
么失礼的话，因为在争论的时候更容易激动，这是常有的事。假如是这样的
话，那绝不是我的本意，我完全同意把它从我的文章里边涂掉；因为我可以
向你保证，我最初和唯一的意图只在于享有你的友情的荣誉，并且把这种友
情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再见。



译后记
 

1.本书是对笛卡尔《形而上学的沉思》的七篇诘难的第五篇。七篇《诘
难》和笛卡尔的《答辩》，和《形而上学的沉思》一样，原来都是用拉丁文
写的，附在《形而上学的沉思》后面。第一版于1641 年出版，包括前六篇《诘
难》和《答辩》；第七篇《诘难》和《答辩》是在第二版（1642 年）里加进
去的。

2.《形而上学的沉思》的法文版第一版于 1647 年出版，包括前六篇《诘
难》和《答辩》。《沉思》的译者是德吕钠（de  Luynes），《诘难》和《答
辩》部分都是克莱尔色列（Clerselier）译的。全书（除去第五篇《诘难》
和《答辩》）都经过笛卡尔亲自校阅过，并做了适当的增订，因此一般公认
《形而上学的沉思》法文版比拉丁文版价值高。伽森狄的《诘难》（即第五
篇《诘难》），笛卡尔原意不想把它放在法文版里，因此法文译文没有经过
笛卡尔校阅过。

3.本书是根据克莱尔色列译的法文版翻译的。（手头有的书是《CEuvres
de  Desoartes》，  Paris，  Charpentier，  1865。）在翻译时也参考了
哈耳丹（E.S.Haldane）和罗斯（G.R.T.Ross）的英译本（Th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Descartes，Cambridge UniversityFress，  1912）。

4.本书引用笛卡尔《沉思》中的话的地方很多，但伽森狄经常把原话的
第一人称改换为第二人称，这样一来就很不适合我国使用引号的习惯；因此
就根据拉丁文原版，一律不用引号而改用黑体字表示，以示区别。此外，这
些引语和《沉思》中的原话，在文字上有出入的地方不少，翻译时在译文上
能一致起来的地方都已尽量使其一致，不能一致的地方并未强求一致，而个
别相差较远的地方，已在译文中注出。

5.本书著者伽森狄（Gassendi）近来在有些书里写作“伽桑狄”。按“ssen”
在法文里一般读为“桑”（sang），但恰恰在Gassendi 以及 gassendisme（伽
森狄主义）这两个词上应该读作“森”（sen）。现在在这位伟大的古典唯物
主义者的著作还是第一次用中文出版时，考虑到如果乘此机会把他的译名更
正过来，应该算是及时的。同时也建议把“伽”字读作 ga，专用为外文 ga
的译音。（我国古时就用“伽”译 ga 的音，如 yoga 译为“瑜伽”，samgha
译为“僧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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