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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引⾔
⼽特弗⾥德·威廉·莱布尼茨的:单⼦论;ÿ1714Ā

714年，德ÿ哲学家 —— ——提出了⼀个关于
的理论2à个理论虽然看似与物理现实相去甚à，并且与 相悖，但在
特别是 的发展背景Q，已经得到重新审视2

莱_尼茨深Ø古希腊哲学家 和古希腊 的影响2他的 与ï拉Ā在其著名的
中所描述的 有着惊⼈的相似之处2

:单⼦论;ÿ法语ÿLa Monadologie，1714年Ā是莱_尼茨 中最著名的著`之⼀2à部简
短的⽂本在⼤约90段中阐述了关于 或 的 理论2
在1712年⾄1714年9⽉最后⼀次逗留 期间，莱_尼茨⽤法语写了n篇短⽂，旨在

2他去世后，原本~ 所`的 在 以法语出
版2哲学家 及其合`者将第⼆篇⽂本翻译r ，à篇⽂本后来被称~
:单⼦论;2

⼽特弗⾥德·威廉·莱_尼茨 世界最后⼀位通才 ∞⽆限
单⼦ 现代科学实在论 现代物
理学 ⾮局域性

ï拉Ā 宇宙哲学 单⼦论 洞⽳寓
⾔ 理念界

后期哲学
简单实体 ∞⽆限单⼦ 形⽽P学
维也纳 简明阐述其哲

学思想 萨伏依的尤⾦亲王 :基于理性的⾃然与恩典原理; 荷q
克⾥斯蒂安·沃尔| 德语和拉丁语



第 2 .章

单⼦论
作者： ，1714年

Principia philosophiæ seu theses in gratiam principis Eu-genii conscriptæ

⼽特弗⾥德·威廉·莱布尼茨



这
⼀ 节

⾥所说的 ，⽆⾮是ß⼊复合物的 Ā ÿ
Ā2

⼆ 节
ß须存在 ，因~存在着 Ā复合物不过是 2

三 节
在没有部分的地⽅，就既没有 ，也没有 ，也不可能有 2à些
，简⾔之，是 2

四 节
也不ß担⼼ ，因~没有任何可以想象的⽅式使 ÿ Ā2

五 节
基于同样的理由，也没有任何⽅式能使 ，因~它不可能通过组合⽽形r2

六 节
因l可以说， 只能突然开始或结束，也就是说，它们只能通过 ⽽开始，通过 ⽽结束Ā⽽
复合物[可以通过部分⽽开始或结束2

七 节
也⽆法解释 如何能被其他被造物在其内部改Ù或Ù化Ā因~⽆法在其中移动任何东西，也⽆法在
其中设想任何可以被激发1引ü1增ò或减少的 Āà种情况在复合物中是可能的，因~在复
合物中部分之间可以发⽣Ù化2 没有窗⼾，任何东西都⽆法通过它ß⼊或离开2 不能脱离实
体，也不能像经院哲学家们过去认~的可感知种那样在实体之外游荡2因l，⽆论是实体ß是偶性都
不能从外部ß⼊单⼦2

单⼦ 简单实体 所谓简单，就是没有部分 神k论，第104

节

简单实体 复合物 简单者的集合或聚集体

⼴延 形状 可分性 单⼦是⾃然界真k的原
⼦ 万物的要素

消解 单纯实体能够⾃然消亡 § 89

简单实体⾃然地产⽣

单⼦ ]造 湮灭

单⼦
内部运动

单⼦ 偶性



⼋ 节
然⽽， ß须具有ð些 ，否[它们甚⾄不能r~存在者2如果简单实体在性质P没有差异，就
⽆法察觉事物中的任何Ù化Ā因~复合物中的东西只能来⾃简单的r分Ā如果单⼦没有性质，它们就
⽆法相互区分，因~它们在数量P也没有差异ÿ因l，假设空间是充实的，每个位置在运动中总是只
能接收与之前所含相`的东西，⼀种事物状a将与另⼀种状a⽆法区分2

九 节
每个 ß须与其他单⼦不同2因~⾃然界中从来没有n个完全相同的存在物，它们之间总能找到⼀
个内在的差异，或基于内在特征的差异2

⼗ 节
s也认~每个 都会发⽣Ù化，因l 也会Ù化，⽽且à种Ù化在每个单⼦中都是持
续的2

⼗⼀ 节
源于⼀个内在原理，à是由于外部原因⽆法影响其内部ÿ Ā2

⼗⼆ 节
但除了 之外，ßß须有⼀个Ù化的细节，可以说à构r了简单实体的特征和多样性2

⼗三 节
à个细节ß须包含 或简单中的多样性2因~所有 都是逐渐发⽣的，有些东西
改Ù了，有些东西保持不ÙĀ因l，在简单实体中ß须有多种情感和关系，尽管其中没有部分2

⼗四 节
à种在统⼀中或在简单实体中包含和表现多样性的暂时状a，就是所谓的知觉，它应`与 或
区分开来，à⼀点将在后⾯说明2 在à⽅⾯犯了⼤错，他们完全忽视了那些s们没有意识到
的知觉2à也使他们认~只有精神才是单⼦，⽽不存在动物的灵魂和其他 Ā他们ß和普通⼈⼀
样把⻓期昏迷与o格意OP的死亡混~⼀谈，à使他们陷⼊经院派关于完全分离的灵魂的偏⻅，也强
化了⼀些思想偏差者关于灵魂可朽性的观点2

单⼦ 性质

单⼦

被造存在 被造的单⼦

单⼦的⾃然Ù化 § 396，§ 900

Ù化的原理

统⼀中的多样性 ⾃然Ù化

统觉 意识
笛卡尔派

完ra



⼗五 节
的活动使⼀个知觉转Ù或过渡到另⼀个知觉，可以称~欲求ÿ诚然，欲求并不总能完全达到

它所�向的全部知觉，但它总能获得⼀些东西，并达到新的知觉2

⼗六 节
`s们发现s们所意识到的最微⼩的思想都包含对象的多样性时，s们⾃⼰就经验到了

2因l，所有承认 的⼈，都ß须承认 中的à种多样性Ā⻉尔Y⽣在他的词
典中"罗拉留斯"条⽬Q不应ï对l感到困难2

⼗七 节
l外，s们ß须承认 及其相关事物是⽆法⽤机械原理解释的，也就是说，⽆法⽤形状和运动来解
释2假设有⼀台机器，其结构能够思考1感觉1有知觉Ās们可以想象它在保持相同⽐例的情况Q被
放⼤，以⾄于s们可以像ß⼊磨坊⼀样ß⼊其中2在à种情况Q，s们在其内部只能发现相互推动的
零件，永à找不到能解释知觉的东西2因l，s们应ï在 中⽽不是在复合物或机器中û找知
觉2⽽且在简单实体中只能找到à些东西，即 2简单实体的所有 也只能包含à
些ÿ Ā2

⼗⼋ 节
s们可以将所有简单实体或 称~ ，因~它们具有ð种完善性ÿéchousi to
entelésĀ，具有⼀种⾃⾜性ÿautarkeiaĀ，使它们r~其 的源泉，可以说是
ÿ Ā2

⼗九 节
如果s们要把所有具有s\才解释的⼴OP的知觉和欲求的东西都称~ ，那N所有简单实体或被
造的单⼦都可以被称~灵魂Ā但是，由于感觉是⽐简单知觉更ß⼀步的东西，s同意对于只具有简单
知觉的简单实体来说， à个⼀般名称就⾜够了Ā⽽只把那些具有更清晰的知觉并伴有记
à的实体称~灵魂2

⼆⼗ 节
因~s们在⾃⾝经历⼀种状a，在à种状aQs们什N也记不起来，也没有任何清晰的知觉Ā就像`
s们昏厥时，或`s们陷⼊⽆梦的深度睡眠时2在à种状aQ，灵魂与⼀个 没有明显的区
别Ā但由于à种状a并⾮持久的，⽽且灵魂能从中恢复，所以它是⽐à更多的东西ÿ Ā2

内在原理

简单实体中的
多样性 灵魂是简单实体 单⼦

知觉

简单实体
知觉及其Ù化 内部活动

前⾔ ***，2 b5

被]造的单⼦ 完ra
内部活动 ⾮物质的⾃动机

§ 87

灵魂
单⼦和完ra

简单单⼦
§ 64



⼆⼗⼀ 节
à并不意味着 l时完全没有知觉2基于P述原因，à是不可能的Ā因~它既不能消亡，也不
能在没有ð种情感的情况Q存在，⽽à种情感⽆⾮就是它的 ÿ但`有⼤量微⼩的知觉，⽽其中没
有任何清晰可辨的东西时，s们就会感到眩晕Ā就像`s们连续朝同⼀⽅向旋转多次时，会产⽣使s
们晕眩的眩晕感，使s们⽆法分辨任何事物2死亡可能会让动物暂时处于à种状a2

⼆⼗⼆ 节
⽽且由于每个 ⾃然都是其Y前状a的后果，以⾄于现在包含着未来ÿ ĀĀ

⼆⼗三 节
因l，既然从昏迷中醒来时s们能意识到s们的知觉，那Ns们ß定在l之前就已经有了à些知觉，
尽管s们没有意识到它们Ā因~⼀个 ，k如运动只能⾃然地来源于
运动ÿ Ā2

⼆⼗四 节
由l可⻅，如果s们的知觉中没有任何清晰的1可以说是突出的1更⾼层次的东西，s们就会⼀直处
于眩晕状a2à就是 的状a2

⼆⼗五 节
s们也看到，⾃然界通过~动物提供器官，赋予了它们 ，à些器官能够聚集多束Z线或多
重空⽓波动，使它们通过结合产⽣更⼤的效果2在嗅觉1味觉和触觉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也许在许多
s们尚未知晓的其他感官中也是如l2s稍后将解释灵魂中发⽣的事情如何表现出器官中发⽣的事
情2

⼆⼗六 节
~灵魂提供了⼀种连续性，à种连续性模仿理性，但应与理性区分开来2s们看到动物在感知到

ð个曾经感知过的事物时，通过记à的表象期à着在Y前知觉中与之相联系的事物，并产⽣与`时相
似的感觉2例如ÿ`s们向狗展⽰棍⼦时，它们会想起曾经遭Ø的痛苦，随即叫喊逃跑ÿ
Ā2

⼆⼗七 节

简单实体
知觉

简单实体的现在状a § 360

知觉只能⾃然地来源于另⼀个知觉
§ 401-403

纯粹单⼦

突出的知觉

记à
序⾔6，§

65



打动并激发它们的 ，来⾃于Y前知觉的强度或数量2因~⼀个强烈的印象常常能⽴即产⽣⻓
期习ï或多次重复的中等知觉的效果2

⼆⼗⼋ 节
⼈类在其 仅依赖记à原[时，⾏~与动物⽆异Ā就像那些只有实践经验⽽没有理论的经
验�O医⽣Ā事实P，s们在四分之O的⾏~中都是经验�O者2例如，`s们期à明天会天亮时，
s们就是在像经验�O者⼀样⾏事，因~事情⼀直都是à样发⽣的2只有天⽂学家才能通过理性来判
断à⼀点2

⼆⼗九 节
但 是使s们区别于简单动物的特征，使s们具有理性和科学Ā使s们提升到对
⾃⾝和P帝的认识2à就是s们所说的 ，或精神2

三⼗ 节
k是通过对ß然真理的认识及其抽象，s们才能提升到 ，使s们思考所谓的⾃s，并考虑à
个或那个在s们之中ÿk是à样，`s们思考⾃⼰时，s们就在思考 1 1简单和复合1⾮物
质的事物以及P帝本⾝Ās们认识到在s们⾝P有限的东西，在他那⾥是⽆限的2à些反思⾏~提供
了s们推理的�要对象ÿ Ā

三⼗⼀ 节
à并不意味着 `时完全没有知觉2s们的推理建⽴在n个重要原[之P，其⼀是 ，根
据à⼀原[，s们判断包含⽭盾的~假，与假相对或⽭盾的~真ÿ Ā2

三⼗⼆ 节
其⼆是所谓的 ，根据à⼀原[，s们认~任何事实若要r~真实或存在的，任何陈述若要
r~真实的，都ß须有充⾜的理由说明~什N是à样⽽不是那样2尽管à些理由⼤多时候s们都⽆法
知晓ÿ Ā2

三⼗三 节
真理有n种，推理的真理和事实的真理2 是ß然的，其对⽴⾯是不可能的，⽽事实真理是偶
然的，其对⽴⾯是可能的2`⼀个真理是ß然的，s们可以通过分析找到其理由，将其分解~更简单
的观念和真理，直到达到原始真理ÿ Ā2

强烈想象

知觉的连续性

ß然和永恒真理的认识
理性灵魂

反思⾏~
存在 实体

神k论，序⾔ *, 4, a7

简单实体 ⽭盾律
§ 44，§ 196

充⾜理由律
§ 44，§ 196

推理真理
§ 170，174，189，§ 280-282，§ 3672摘要异议3



三⼗四 节
à就像数学家们通过分析将思辨性的定理和实践性的规[ß原~定O1公理和要求2

三⼗五 节
最后ß有⼀些简单观念是⽆法给出定O的Āß有⼀些公理和要求，或者说，原始原理，它们既不能被
证明，也不需要被证明Āà些就是同⼀陈述，其对⽴⾯包含着明显的⽭盾ÿ

Ā2

三⼗六 节
但充⾜理由也ß须存在于偶然真理或事实真理中，也就是存在于遍_被造物宇宙的事物序列中Ā在à
⾥，对特定理由的分析可能会⽆限延伸，à是由于⾃然界事物的巨⼤多样性和物体的⽆限可分性2在
s`前写`的有效原因中，包含着⽆数的现在和过去的形a与运动Ā在其⽬的因中，包含着s的灵魂
⽆数的现在和过去的微⼩倾向与性质2

三⼗七 节
⽽且由于所有à些细节只包含其他 或更ð细的偶然性，⽽每⼀个偶然性⼜需要类似的分
析来说明其理由，s们并没有×得任何ß展ÿ因l， ß须存在于à些偶然性细节
的序列或系列之外，⽆论à个系列可能有多N⽆限2

三⼗⼋ 节
因l，事物的最终理由ß须存在于⼀个 之中，在à个实体中，所有Ù化的细节都以最卓�的
⽅式存在，如同在源泉之中ÿà就是s们所称的 ÿ Ā2

三⼗九 节
既然à个实体是所有à些相互联系的细节的充⾜理由，那N只有⼀个P帝，⽽à个P帝就⾜够了2

四⼗ 节
s们也可以判断，à个 是唯⼀的1普遍的和ß然的，在它之外没有任何独⽴于它的东西，它
是可能存在的简单结果Ā因l它ß定不Ø限制，并且包含着⼀切可能的实在性2

§ 36，37，44，45，49，
52，121-122，337，340-344

Y前的偶然性
充⾜理由或最终理由

ß然实体
P帝 § 7

⾄⾼实体



四⼗⼀ 节
由l可⻅， Ā完美⽆⾮就是实在性的绝对量度，撇开了有限事物中的⼀切界限或限
制2⽽在没有界限的地⽅，即在P帝那⾥，完美是绝对⽆限的ÿ Ā2

四⼗⼆ 节
同样可以得出， 从P帝的影响中获得其完美性，但它们的不完美性来⾃其本性，à本性ß然有
限2k是à⼀点使它们区别于P帝2被造物的à种原初不完美性在物体的⾃然ð性中表现出来ÿ

Ā2

四⼗三 节
确实，P帝不仅是存在的源泉，也是本质的源泉，就其实在性⽽⾔，或就可能性中的实在r分⽽⾔2
à是因~ 是 的领域，是à些真理所依赖的理念的领域，没有P帝，可能性中就没
有任何实在之物，不仅没有任何现实存在的东西，也没有任何可能的东西ÿ Ā2

四⼗四 节
因~如果在 中，或在 中存在ð种实在性，à种实在性ß定基于ð种现实存在的
东西Ā因lß定基于 的存在，在其中本质包含着存在，或在其中仅仅可能就⾜以r~现实
ÿ Ā2

四⼗五 节
因l，只有 ÿ或 Ā具有à种特权ÿ如果他是可能的，他就ß然存在2由于任何东西都
不能阻碍不包含任何界限1任何否定，因⽽也不包含任何⽭盾的事物的可能性，仅l⼀点就⾜以
认识P帝的存在2s们也已经通过永恒真理的实在性证明了à⼀点2但s们现在⼜ 证明了à

⼀点，因~偶然存在者的存在，其最终或充分理由只能在ß然存在者中找到，⽽ß然存在者的存在理
由就在其⾃⾝之中2

四⼗六 节
然⽽，s们不应ï像ð些⼈那样想象， 既然依赖于P帝，就是任意的，依赖于他的意志，k
如 似乎理解的那样，后来波⽡雷也是如l2à只对 r⽴，其原[是适宜性或对最优的
选择Ā⽽ 仅仅依赖于P帝的理智，是其内在对象ÿ Ā2

四⼗七 节

P帝是绝对完美的
§ 22，前⾔*，4 a

被造物
§

20，27-30，153，167，377及后续

P帝的理智 永恒真理
§ 20

本质或可能性 永恒真理
ß然存在者

§ 184-189，335

P帝 ß然存在者
Y验

地 后验地

永恒真理
笛卡尔 偶然真理

ß然真理 § 180-184，185，335，351，380



因l， 是 或 ，所有 都是其产物，可以说是通过
⽽时时刻刻产⽣，Ø限于被造物的接Ø能⼒，⽽被造物的本质就在于有限性ÿ
Ā2

四⼗⼋ 节
P帝具有⼒量，是⼀切的源泉，ß有知识，包含着理念的细节，最后是意志，根据最优原[ß⾏改Ù
或]造ÿ Ā2à对应于 中的�体或基础1 和 2但在P帝中，
à些属性是绝对⽆限或完美的Ā⽽在 或 中ÿ或如赫莫劳斯·巴巴罗所译的 Ā，à
些只是根据其完美程度的模仿ÿ Ā2

四⼗九 节
被造物在具有完美性时被称~向外`⽤，在不完美时被称~Ø另⼀个的影响2因l，` 具有清晰
的知觉时，s们_于它�动性，`它具有混乱的知觉时，_于它被动性ÿ Ā2

五⼗ 节
⼀个被造物⽐另⼀个更完善，是因~在它⾝P能找到 解释另⼀个中所发⽣事情的原因，à就是
s们说它对另⼀个发⽣`⽤的原因2

五⼗⼀ 节
但在单纯实体中，à只是⼀种单⼦对另⼀个单⼦的 ，只能通过P帝的介⼊才能产⽣效果，因
~在P帝的理念中，⼀个单⼦有理由要求P帝在]世之初规定其他单⼦时考虑到它2因~既然⼀个

不可能对另⼀个的内部产⽣物理影响，只有通过à种⽅式，⼀个单⼦才能依赖于另⼀个ÿ
Ā2

五⼗⼆ 节
k是通过à种⽅式，被造物之间的 是相互的2因~P帝在⽐较n个单纯实体时，在每⼀个
中都发现使他ß须使之与另⼀个相适应的理由Ā因l，从ð些⽅⾯看是�动的东西，从另⼀个⻆度看
[是被动的ÿ就其中清晰认识的东西能解释另⼀个中发⽣的事情⽽⾔是�动的Ā就其中发⽣的事情的
理由存在于另⼀个中清晰认识的东西⽽⾔是被动的ÿ Ā2

五⼗三 节

唯有P帝 原初单⼀体 原初单纯实体 被造或衍⽣的单⼦ 神
性的持续闪耀 § 382-
391，398，395

§ 7，149-150 被造单⼦ 知觉能⼒ 欲求能⼒
被造单⼦ 完ra 完善性

§ 87

单⼦
§ 32，66，386

Y验地

理念影响
被

造单⼦ § 9，
54，65-66，2012摘要第3异议

`⽤和Ø动

§ 66



既然在P帝的理念中有 ，⽽只能存在⼀个，那Nß定有⼀个 使P帝选择à
⼀个⽽不是另⼀个ÿ Ā2

五⼗四 节
à个理由只能在适宜性或à些世界包含的 中找到Ā每个可能存在都有权根据其所包含的完美
程度要求存在ÿ Ā2

五⼗五 节
à就是最优者存在的原因， 使P帝认识它， 使他选择它， 使他]造它ÿ

Ā2

五⼗六 节
à种所有被造物之间的联系或 ，使每个与所有其他的相适应，每个 都具有表达所有其
他实体的关系，因lr~ ÿ Ā2

五⼗七 节
k如同⼀座城^从不同⻆度观看会呈现完全不同的样⼦，仿_在透视中被多重化⼀样Ā同样，通过⽆
限多的 ，就好像有许多不同的宇宙，但à些实×P只是同⼀个宇宙根据每个 的不同视⻆
所呈现的景象2

五⼗⼋ 节
à是获得尽可能多样性的⽅式，但具有最⼤可能的秩序，也就是说，à是获得尽可能多完美性的⽅式
ÿ Ā2

五⼗九 节
只有à个假说ÿs敢说已经得到证明Ā才能恰如其分地彰显P帝的伟⼤ÿà⼀点 在其词典中
ÿRorarius条⽬Ā提出异议时也承认了，他甚⾄倾向于认~，s赋予P帝{多，超出了可能的范围2
但他⽆法提出任何理由来说明~什Nà种 是不可能的——à种和谐使得每个实体通过其与其
他实体的关系⽽精确地表达所有其他实体2

六⼗ 节

⽆限多的可能宇宙 充分理由
§ 8，10，44，173，196及后续，225，414-416

完美程度
§ 74，167，350，201，130，352，345及后续，354

智慧 善性 ⼒量 § 8，7，80，
84，119，204，206，2082摘要第1异议，第8异议

相适应 单纯实体
宇宙的永恒活镜 § 130，360

单纯实体 单⼦

§ 120，124，241及后续，214，243，275

⻉尔Y⽣
普遍和谐



从s\才所述中可以看出，事物不可能以其他⽅式运⾏的Y验原因2因~P帝在规划整体时考虑到了
每⼀个部分，特别是每⼀个单⼦，由于其本性具有表征性，没有什N能将其限制~仅表征事物的⼀部
分Ā虽然à种表征在整个宇宙的细节中是模糊的，只能在少数事物中是清晰的，即相对于每个单⼦⽽
⾔最接近或最重要的事物，否[每个单⼦都将r~神性2单⼦的局限不在于对象本⾝，⽽在于对对象
认知的⽅式2它们都模糊地�向于⽆限和整体，但通过清晰知觉的程度⽽Ø到限制和区分2

六⼗⼀ 节
复合物在à⽅⾯与简单物相呼应2因~⼀切都是充实的，à使得所有物质都相互联系，⽽在充实中的
任何运动都会按照距离对à处的物体产⽣影响，以⾄于每个物体不仅Ø到与之接触的物体的影响，并
以ð种⽅式感Ø到发⽣在它们⾝P的⼀切，⽽且通过它们ß能感Ø到接触à些直接接触它的物体的其
他物体2由l可⻅，à种联系延伸到任何距离2因l，每个物体都能感Ø到宇宙中发⽣的⼀切Ā所
以，能看到⼀切的⼈，可以在每个物体中读出各处发⽣的事，甚⾄已经发⽣或将要发⽣的事Ā通过观
察现在来注意到在时间和空间P都遥à的事物ÿk如希波克拉底所说的"万物r鸣"2但灵魂只能读×
在其中被清晰表征的内容，它⽆法⼀Q⼦展开所有褶皱，因~à些褶皱延伸到⽆限2

六⼗⼆ 节
因l，尽管每个 都表现整个宇宙，但它更清晰地表现与其特别相关并构r其 的⾝
体ÿ由于à个⾝体通过充实中所有物质的联系表现整个宇宙，灵魂也通过表现à个以特殊⽅式属于它
的⾝体来表现整个宇宙ÿ Ā2

六⼗三 节
属于 的⾝体，即其 或 ，与实现⼀起构r了s们所称的⽣命体，与灵魂⼀起构r了s们所
称的动物2⽽à个⽣命体或动物的⾝体始终是有机的Ā因~每个 都以其⽅式反映宇宙，⽽宇宙是
按完美秩序规范的，因l在表现者中也ß须有秩序，即在灵魂的知觉中，从⽽在⾝体中也ß须有秩
序，k是依据à个秩序宇宙在其中得到表现ÿ Ā2

六⼗四 节
因l，每个⽣命体的有机⾝体都是⼀种 ，或 ，它⽆限地超�所有⼈造⾃动机2因
~⼈⼯制造的机器，在其每个部分中都不是机器2例如ÿ⻩铜⻮轮的⻮有其部分或碎⽚，对s们来说
不再是⼈⼯制品，就其⻮轮的预期⽤途⽽⾔，也不再显⽰任何机器的特征2但⾃然的机器，即⽣命
体，即使在其最微⼩的部分中也仍然是机器，直⾄⽆限2à就是⾃然与技艺之间的区别，即神圣技艺
与s们技艺之间的区别ÿ Ā2

六⼗五 节

被]造的单⼦ 实现
§ 400

单⼦ 实现 灵魂
单⼦

§ 403

神圣机器 ⾃然⾃动机

§ 134, 146, 194, 483



⾃然的]造者能够实践à种神圣⽽⽆限奇妙的技艺，因~物质的每个部分不仅如古⼈所认识的那样可
⽆限分割，⽽且实×P⽆限细分，每个部分都分r部分，每个部分都有其特有的运动，否[物质的每
个部分不可能表达整个宇宙ÿ序⾔[⼀致性论述]，§ 702神k论，§195Ā2

六⼗六 节
由l可⻅，在物质的最⼩部分中都存在着⼀个被造物的世界，⽣命体1动物1完ra1灵魂的世界2

六⼗七 节
物质的每个部分都可以被理解~⼀个充满植物的花园，或⼀个充满⻥的池塘2但植物的每个枝条，动
物的每个器官，其体液的每⼀滴都是à样的花园或池塘2

六⼗⼋ 节
虽然花园中植物之间的⼟地和空⽓，或池塘中⻥类之间的⽔，既不是植物也不是⻥Ā但它们仍然包含
着à些，只是通常精细到s们⽆法察觉的程度2

六⼗九 节
因l，宇宙中没有荒芜1贫瘠1死寂之物，没有混沌，没有真k的混乱，只有表⾯的混乱Ā就像在⼀
个池塘中，从à处看只能看到混乱的运动和⻥群的蠕动，⽽⽆法分辨出单个的⻥2

七⼗ 节
由l可⻅，每个⽣命体都有⼀个�ü完ra，即动物中的灵魂Ā但à个⽣命体的器官中充满了其他⽣
命体1植物1动物，每⼀个都有其⾃⼰的完ra或�ü灵魂2

七⼗⼀ 节
但不应ï像⼀些误解s的想法的⼈那样认~，每个灵魂都永à拥有⼀个属于它的物质块或部分，因⽽
永à拥有~其服ó的其他低等⽣命体2因~所有的⾝体都像河流⼀样处于永恒的流动中Ā部分不断地
ß⼊和离开2

七⼗⼆ 节



因l灵魂只是逐渐地1分阶段地改Ù⾝体，所以它永à不会⼀Q⼦失去所有器官Ā动物中经常发⽣Ù
a，但从未发⽣灵魂转世或灵魂迁移ÿ也没有完全脱离⾝体的灵魂，也没有⽆形体的精灵2只有P帝
完全超脱于l2

七⼗三 节
à也说明从未有过完全的⽣r，也没有o格意OP的完全死亡，即灵魂的分离2s们称之~⽣r的是
发展和增⻓Ās们称之~死亡的是包裹和减少2

七⼗四 节
哲学家们对形式1完ra或灵魂的起源感到⾮常困惑Ā但如今，`⼈们通过对植物1昆⾍和动物的精
确研究发现，⾃然界的有机体从不是由混沌或腐烂产⽣，⽽总是由种⼦产⽣，其中⽆疑存在ð种预r
形aĀ⼈们认~，不仅有机体在Ø孕前就已存在，⽽且体内ß有⼀个灵魂，简⽽⾔之，动物本⾝就存
在Ā通过Ø孕，à个动物只是被安排ß⾏⼀次重⼤转Ù，以r~另⼀个物种的动物2

七⼗五 节
通过Ø孕提升到较⼤动物层次的动物可以被称~精⼦动物Ā但那些保持在⾃⼰物种中的动物，即⼤多
数动物，像⼤型动物⼀样出⽣1繁殖和消亡，只有少数被选中的能够ß⼊更⼤的舞台2

七⼗六 节
但à只是真理的⼀半ÿ因ls判断，如果动物从不⾃然开始，它也不会⾃然结束Ā不仅没有⽣r，也
没有完全的毁灭，也没有o格意OP的死亡2à些后验的1从经验中得出的推理与s前⾯提到的Y验
原理完全⼀致2

七⼗七 节
因l可以说，不仅灵魂ÿ不可毁灭宇宙的镜⼦Ā是不可毁灭的，⽽且动物本⾝也是不可毁灭的，尽管
其机体经常部分毁坏，并脱去或获得有机外壳2

七⼗⼋ 节
à些原理使s能够⾃然地解释 2灵魂遵循其⾃⾝的规律，⾝体也遵循其
⾃⾝的规律Ā它们之所以能相遇，是由于所有实体之间存在 ，因~它们都是同⼀宇宙的表
征2

灵魂与有机体的结合或⼀致性
预定和谐



七⼗九 节
灵魂按照 的法[，通过欲求1⽬的和⼿段来⾏动2物体[按照 或运动的法[⾏动2àn
个领域，即动⼒因的领域和⽬的因的领域之间是和谐的2

⼋⼗ 节
认识到，灵魂不能赋予物体⼒量，因~物质中的⼒的总量始终保持不Ù2然⽽，他认~灵魂可

以改Ù物体的运动⽅向2但à是因~在他那个时代⼈们ß不知道⾃然法[，即物质中总⽅向的守恒2
如果他注意到à⼀点，他就会接Øs的 2

⼋⼗⼀ 节
à个系统使得物体的运动就像是ÿ虽然à是不可能的Ā没有灵魂⼀样Ā⽽灵魂的活动就像是没有物体
⼀样Ān者的⾏~就像是相互影响⼀样2

⼋⼗⼆ 节
关于 或 ，尽管s发现所有⽣命和动物的本质都是相同的，k如s们\才所说ÿ即动物和
灵魂只随世界开始，也只随世界终结Ā，但 ß是有其特殊之处，即它们的精⼦动物在仅仅是
精⼦动物时只具有普通的或感性的灵魂Ā但`那些被选中的精⼦动物通过实×的Ø孕达到⼈的本性
时，它们的感性灵魂就被提升到理性的程度，获得了精神的特权2

⼋⼗三 节
在普通灵魂和精神之间存在诸多差异，s已经指出了其中的⼀部分，ß有⼀个差异是ÿ灵魂总的来说
是被造物宇宙的 或映像Ā⽽精神ß是 或⾃然本⾝的]造者的映像ÿ能够认识
并通过建构性的样本模仿其ð些⽅⾯Ā每个精神在其领域中都像⼀个⼩神明2

⼋⼗四 节
k是à⼀点使得精神能够与P帝建⽴ð种 ，对它们⽽⾔，P帝不仅是发明者之于其机器的关
系ÿ就像P帝对其他被造物的关系⼀样Ā，⽽且ß是君�之于⾂⺠的关系，甚⾄是⽗亲之于⼦⼥的关
系2

⼋⼗五 节

⽬的因 动⼒因

笛卡尔
预定和谐系统

精神 理性灵魂
理性动物

活镜⼦ 神性本⾝ 宇宙体系

社会关系



由l可以很容易地得出结论，所有精神的集合ß然构r ，à是在最完美的君�统治Q可能存
在的最完美的ÿ度2

⼋⼗六 节
à个 ，à个 是⾃然世界中的⼀个 ，是P帝`品中最崇⾼和最神圣
的ĀP帝的 真k体现在其中，因~如果他的伟⼤和善良不~精神所知晓和赞叹，就不会有荣耀2
k是通过à个 ，他才真k具有 ，⽽他的 和 [⽆处不在2

⼋⼗七 节
k如s们在P⽂中建⽴了 和 àn个⾃然王ÿ之间的 ，s们在lßß须注意到

与 之间的另⼀种和谐，也就是说， 与
之间的和谐ÿ Ā2

⼋⼗⼋ 节
à种 使得事物通过 本⾝的途ßü向 ，例如，` 需要时，à个地球ß须通过⾃
然的⽅式被毁灭和修复Ā~了惩罚⼀些⼈，奖赏另⼀些⼈ÿ Ā2

⼋⼗九 节
s们ß可以说， 在⼀切事物P都满⾜ Ā因l， ß然通过⾃然
秩序，依据 本⾝⽽带来惩罚Ā同样， 也会通过关于物体的机械⽅式带来奖赏Ā尽
管à不能也不应ï总是⽴即发⽣2

九⼗ 节
最后，在à个 Q，没有任何 不Ø奖赏，没有任何 不Ø惩罚ÿ⼀切都ß须有利于善
⼈Ā也就是说，有利于那些在à个伟⼤ÿ度中不`不满的⼈，他们在尽了⾃⼰的责任后信赖 ，以
适`的⽅式爱戴和效法 ，乐于思考他的完美，à符合真k的纯粹之爱的本质，à种爱
使⼈因所爱之物的幸福⽽感到快乐2k是à⼀点使得智慧和有德之⼈致⼒于⼀切看似符合P帝的

或Y⾏意志的事物Ā同时也满⾜于P帝通过其 1后续和决定性意志所实×造r的结果Ā
承认如果s们能够充分理解宇宙的秩序，s们就会发现它超�了最智慧者的所有愿望，不可能使它Ù
得⽐现在更好Āà不仅对整体⽽⾔如l，对s们个⼈也是如l，如果s们以适`的⽅式依Ö于

，不仅将他视~s们存在的 和 ，⽽且ß将他视~s们的 和 ，他应ï是
s们意志的全部⽬标，也只有他能带来s们的幸福ÿ Ā2

终

P帝之城

P帝之城 真k的普遍君�制 道德世界
荣耀
神圣之城 善性 智慧 ⼒量

⾃然因 ⽬的因 完美和谐 ⾃
然的物理王ÿ 恩典的道德王ÿ `~宇宙机器的建筑师的P帝 `~
精神神圣之城的君�的P帝 § 62, 74, 118, 248, 112, 130, 247

和谐 ⾃然 恩典 精神的统治
§ 18 sqq., 110, 244-245, 340

`~建筑师的P帝 `~⽴法者的P帝 罪恶
事物的机械结构 善⾏

完美的统治 善⾏ 恶⾏
天意

⼀切善的]造者
预设

意志 隐秘意志
万物的

]造者 建筑师 动⼒因 �宰 ⽬的因
Préf. *, 4 a b14. § 278. Préf. *, 4 b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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