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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逝去的人类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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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十七八世纪哲学家为理性高唱赞歌
、

宣扬无神论思想时
,

卢梭却崇尚友爱
、

善意和皮

诚
,

公开宣布自己是有神论者
。

他的宗教思想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 : 人的真正本性不在于抽象的理性
,

而在于人所共有的感情
。

这种感情对于人类共同体和人类的道德来说至关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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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反教士和教会的时代
,

启蒙思想家们以理性和科学为武器
,

视宗教信仰

为愚昧与盲信
,

主张大胆运用人类的理智去认识

自然和整个宇宙
。

就在十八世纪的启蒙哲学家对

理性
、

文明
、

科学和进步顶礼膜拜时
,

卢梭却敏

锐地觉察到其中的危险的信息
。

他有一种对启蒙

哲学的否定性的反应
,

启蒙哲学家张扬理性
,

卢

梭则弘扬情感
。 “

在启蒙哲学家向个人和自利致

敬的地方
,

卢梭则赞扬共同体和普遍意志
” 。

川也

就是说卢梭有一种用哲学来捍卫宗教和道德的倾

向
。

面对 18 世纪的理性狂热
,

他复兴了情感
,

重

新发现了情感对于人类生存的无以伦比的意义
,

并使之免于颓废和消灭
。

这就是他的自然宗教思

想
。

一 自然宗教思想

面对着文明社会的普遍堕落状况
,

卢梭喊出

了
“

回到自然去
”

的口号
。

他认为
,

自从原始的

自然状态被私有制社会所取代之后
,

不平等
、

奴

役和种种不道德的现象就成为文明社会赖以维系

和发展的前提与基础
。

因此
,

道德对于文明社会

来说是一种失却了的人类精神伊甸园
。

人类社会

要继续存在下去的话
,

最重要的是找回逝去的精

神家园
。

他认为
,

在这方面宗教可以发挥很好的作

用
。

他既指责无神论者的利己思想败坏了整个社会

的真正基础
,

也反对以宗教迷信和狂热为特征的传

统天启宗教
。

他所相信和提倡的是一种自然宗教思

想
。

卢梭的宗教思想
,

首先体现在他对上帝存在的

证明
。

与十七世纪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相同
,

他认

为
,

物质本身是惰性的
,

没有运动的能力
,

只有靠

外力的推动才能运动
。

物质世界究竟是怎样运动起

来的呢? 他说
: “

运动的第一个原因并不在物质之

内 ; 物质接受和传递运动
,

但是并不产生运动
。

我

越是观察各种自然力彼此之间起的作用和反作用
,

就越发现从一个结果到另一个结果
,

永远必须上溯

到某种意志作为第一原因… …
。

因此我认为是一个

意志推动着宇宙
,

鼓动着自然
。

这就是我的第一号

教条或第一号信条
。 ” ’ 2 ’也就是说

,

物质的运动需

要一个
“

第一推动力
”

(最高意志 )
。

这个最高意

志使宇宙运动起来
,

使自然具有了生命
,

赋予散乱

的
、

僵死的物质以运动规律
,

把宇宙组织得和谐协

调
,

秩序井然
。

卢梭的这个宇宙意志 (即所谓的第

一号教条或信条 ) 就是上帝
。

卢梭的上帝是什么样的呢? 他指出
,

上帝是普

遍的
、

永恒的
,

无处不在
。

上帝是万能的
,

具有至

上的能力
,

高于世界上一切事物 ; 它能行使意志
,

收稿 日期 : 2 00 7 一 02 一 14

作者简介 : 周君才 ( 19 73
-

刁隆信 ( 194 5 -

,

重庆秀山人
,

硕士
,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

,

四川 简阳人
,

教授
,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

男男



第 2期 周君才
,

刁隆信
:
追寻逝去的人类精神家园— 卢梭宗教思想新论

它的意志就是它的力量
,

正是靠这种力量它创造

了世界和一切存在物
,

世界就是由有力量有智慧

的意志统治着的
。

上帝是善良的
,

上帝的善良表

现在对秩序的爱
,

它正是通过秩序来维持一切存

在
,

并使每一个部分和整体联在一起
。

上帝是公

正的
,

公正与善良是密不可分的
,

上帝的公正是

它的善良的结果 ; 人类不公正的行为是人 自身造

成的
,

而不是上帝造成的 ; 人的公正表现在给予

每一个人应得的东西
,

而
“

上帝的公正表现在要

求每一个对它给予的东西付出其代价
” 。 ”̀

卢梭认为上帝虽然确实是存在的
,

却是不能

认识的
。

他说
: “

当我想就它本身来思考它的时

候
,

当我想寻找它在什么地方
,

想知道它是什么

样子
,

想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构成的时候
,

它就逃

避我
,

我迷迷茫茫的心灵便什么也看不到了
。 ” `4 ,

这样我们只能通过认识 自然的秩序来推想上帝的

存在
,

至 于 上帝本身究竟是什么
,

却是不可知

的
。

因此
,

上帝虽然存在
,

但人们是无从了解它

的
。

应该说
,

卢梭心 目中的上帝
,

完全不同与天

主教神学中的上帝
。

他指责天主教把上帝人格化

是
“

衰读神的本质
” ,

因此
,

他所说的上帝没有

人格意义
,

虽然是宇宙运动的始因
,

但不能随意

创造或消灭物质
。

可见卢梭的自然神论具有明显

的反对神学的目的
。

既然他反对神学
,

那为什么他要宣称 自己是

有神论者 ? 为什么还要论证上帝的存在? 为什么

还要宣传自然神论思想 ?

二 社会与宗教存在的合理性

卢梭 的 自然宗教 的思想
,

就其社会起源来

说
,

是为其社会理论服务的
。

卢梭所描绘的社会

是奠立在不稳固的基础上的
,

带有某种乌托邦式

的幻想
。

这个社会完全是无组织的个人的简单总

和
。

它既没有阶级团结的纽带
,

又没有政治目的

的一致
。

这就使卢梭力图利用宗教来维系这个缺

乏联系力的政治体
。

自然宗教存在的合理性之一

正在于此
。

自然宗教可 以维护社会契约与法律的

神圣性
,

可以使正直者幸福
,

使坏人受惩
。

卢梭的社会理论的核心是社会契约论
。

他认

为
,

人类是通过共同体生活而形成能力的
,

充分

发展的人类和社会是同龄的
,

离开社会
,

我们根

本无法想象充分发展的个人
。

不仅充分发展的人

类
,

作为一个社会中的公民
,

与共同体具有内在关

系 ; 而且共同体也具有 自在价值
。

他抨击那种认为

只要赤裸裸的理性的自利的契约就有可能把社会凝

聚在一起的观点
。

把人类连接在一个共同体当中

的
,

除了契约
,

还有根深蒂固的感情和态度
,

而不

是利润和快乐的肤浅计算
。

因此
,

宗教作为人类的

感情诉求方式
,

对于共同体的自在价值具有很重要

的作用
。

卢梭的自然宗教的上帝实际上是秩序的颁定者

与保持者
。

它并不干预人类
、

历史和社会的进程
。

它给人以自由活动的权利
,

人才是社会历史活动的

主人和 自己行为的承担者
。 “

真正的心就是神灵

的真正殿堂
,

不管你在哪一个国家和哪一个教派
,

都要以爱上帝胜于爱一切和爱邻人如同爱自己作为

法律的总纲
,

任何宗教都不能免除道德的天职
,

只

有道德的天职才是真正的要旨
,

在这些天职中
,

为

首的一个是内心的崇拜 ; 没有信念
,

就没有真正的

美德
。 ” ` , ’可以看出

,

这样的教义是以近代西方对

人的规定—
“

公民
”

之理想去塑造人
,

使人成为

尊敬上帝及法律
、

洛尽职守
、

德行高尚
、

自律自主

的社会公民
。

人类的宗教实践和信仰需求表明宗教

包含着人性中普遍和共通的东西
,

这种通性构成了

自然宗教的存在合理性
。

自然宗教就其方法和宗旨来说
,

力图使宗教和

信仰纯洁化并能给人们生活以道德监督和激励
。

它

以信条的方式保证了一个有意志和智慧的上帝存

在
,

这样的上帝赐予了芸芸众生 以个人 自由和信

赖
,

不干涉个体生命的活动
,

它虽然创造了万物
,

但只是保持整体的自然秩序不被改变
,

从而显出它

的正义
。

自然宗教的上帝不是实定宗教中的人格

神
,

而是作为整体存在的大自然本身
。

卢梭还肯定

了灵魂的永恒性
,

从而使得上帝能够公平地按照人

们的行为赏善罚恶
。

报应说的提出一方面彰显了上

帝的正义意志
,

一方面也使社会整体的秩序不会因

贫富过分悬殊而崩溃
。

因此
,

自然宗教最适宜于人

性和民主共和制的需要
,

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最

大的普遍性
。

鉴于宗教对人性改善
、

社会稳定所起的促进作

用
,

卢梭探讨了宗教的社会实践问题
。

卢梭指出宗

教从其与社会的关系出发
,

可以分为人类宗教
、

牧

师宗教和公民 (自然 ) 宗教
。

在卢梭看来
,

人类宗

教和牧师宗教都具有反社会性
。

人类宗教只关注彼

岸的灵魂和利益
,

其强烈的出世精神最具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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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无助于国家制度的建设
。

牧师宗教实质上是

牧师和教皇企图实现对天国和尘世的统治
,

制度

化的教会和封建制度相辅相成
,

其结果既败坏了

宗教又扰乱了世俗社会的秩序
。

而公民宗教则最

有利于社会统一
, “

它有自己的教导
,

自己法定

的崇拜表现 ; … … 它把人类的权利和义务仅仅伸

展到和他的神坛一样远
。 ” ` 6 ’公民宗教的实质是将

国家法律 (社会契约 )神圣化
,

给国家另立一个保

护神
,

使宗教义务等同于社会的义务与责任
,

使

宗教服务于社会和国家
,

成为国家整体的一个职

能部门
,

实现了社会与宗教的协调发展
。

三 道德与宗教存在的合理性

卢梭认为宗教存在的另一个合理性在于人的

道德情感
。

他认为由于人性是复杂的
、

变化的
,

人性既可以倾向善良美德的一面
,

也可向恶的方

向发展
。

那么怎样才能使人向善呢 ? 最好的办法

是唤醒人们的
“

良心
” 。

良心是
“

圣洁的本能
,

永不消逝的天国的声音
, ” 17 ’是人生来就有的一种

正义和道德的原则
,

是人们行为善恶的标准
。

在

他看来
,

这种天生的良知
,

就是人心中真正的上

帝形象
,

它是联结具有两面性的人类与神圣的上

帝的唯一的纽带
。

它独立于理智
,

使得人能克服

欲念的诱惑
,

弃恶从善
,

神性复萌
,

秉有神的形

象
。

正是良心而不是理智
“

在妥妥当当地引导一

个虽然是蒙昧无知然而是聪明和 自由的人
, ”

“

在不差不错地判断善恶
, ” “

使人形同上帝 !
”

“

使人的天性善良和合乎道德
。 ” `. ,这就是卢梭宗

教观的核心所在
,

宗教实践的基础在于道德实

践
,

宗教义务的内容是道德责任
。

这样卢梭确立了一种新的理性概念
,

这种新

理性接纳了情感
、

意志等因素
,

从而将推论的理

性改铸为实践意义上的理性— 良知
。

他肯定了

情感
、

意志和感觉在人性结构中的重要作用
,

突

破了唯理主义者将抽象理性视为人本质的旧观念

束缚
,

他让激情和想象自由抒发
,

放纵人的感

觉
,

把人的感觉能力扩展到上帝等超越的事物

上
。

从而调整了上帝
、

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

从

此 自然与上帝隔绝
,

人不能也无须借助自然走向上

帝
,

上帝内在于人性之中
,

人与上帝的关系变成了

道德实践的关系
。

对此
,

康德曾坦言卢梭使他发现

了人性的原理
。

把卢梭对天良的称赞和康德对义务

的召唤摆在一块
,

我们就会发现二者思想之间的亲

缘关系
。

宗教在道德方面存在的合理性也从可以他的
“

灵魂不死
”

宗教学说中看出
。

卢梭指出
,

当肉体

活着的时候
,

由于人们只是通过自己的感官去认识

事物
,

所以一切不能触及感官的东西都逃脱了人们

的注意 ; 而当灵魂和肉体的结合一旦瓦解之后
,

虽

然肉体死亡了
,

但灵魂仍继续存在
,

它并不是同生

命一起结束的
。

因此
,

当人的肉体死亡时
,

他便开

始过一种
“

灵魂的生活
” 。

人要在死后回忆自己的

一生而延长自己
,

这样的回忆将使好人感到庆幸
,

使坏人感到痛苦
。

但是
,

在这个世界上
,

有千百种

强烈的欲望淹没了内在的情感
,

瞒过了良心的责

备
。

道德的实践给人带来了委屈和羞辱
,

因而使人

感觉不到道德的美
。

但是
,

一旦我们摆脱了肉体和

感官使我们产生的幻觉
,

从而喜悦地看到至高的存

在和以它为源泉的永恒的真理
,

一旦秩序的美触动

了我们的整个灵魂
,

使我们诚恳地把已做过的和应

当做的事情加以比较时
,

良心的呼声便又发挥它的

力量和权威
。

这时
,

对自己感到满意而产生的纯洁

的欢乐
,

由于堕落而产生的痛苦的悔恨
,

将通过难

以遏制的情感而看出每个人给自己预先安排的命

运
。

总的来说
,

卢梭提出自然宗教的目的
,

是要使

宗教成为自由的宗教
。

在卢梭看来
,

自然就意味着

自由
,

自由是人所享有的不可剥夺的天然权利
。

自

由在于摆脱一切外在权威的奴役
,

从而实现人类在

一切事务上的自主地位
。

具体而言
,

个人通过社会

契约的签订
,

摆脱封建制度造成的政治
、

经济压

迫
,

做了国家的主人
,

享有社会自由
。

同样
,

人类

在精神事务即宗教领域也要自主
,

通过克制欲念
,

遵守道德律
,

做了自己的主人
,

享有道德自由
。

他

对
“

理性
”

和
“

自然
”

概念的重新理解
,

对宗教基

础的重新思考
,

使得他突破了启蒙思想和唯理自然

神论的狭隘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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