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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进化论》

内容概要

《诺奖得主人文译丛:创造进化论》流行于20世纪早期，现代演化综论出现以前。书中提出并论证了作
者关于“生命冲动”的理论和直觉主义方法论，标志着析格林的生命哲学的完成。《创造进化论》是
柏格森的代表作，书中提出和论证了"生命冲动"的理论和直觉主义方法论，并对之前的进化论哲学体
系进行了批判。该书1906年在法国巴黎首次出版，标志着柏格森生命哲学的成熟。生命哲学的影响远
远超出了哲学的范围。
除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斯和英国过程主义哲学家怀特海这样的哲学家之外，英国戏剧家萧伯纳
和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等人都吸纳了柏格森生命哲学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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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进化论》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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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进化论》

书籍目录

导论
第一章 生命的进化：机械论与目的论
第二章 生命进化的不同方向——呆滞、智力、本能
第三章 论生命的意义：自然秩序与智力形式
第四章 思维的摄影机原理与机械论错觉：各种哲学体系浏览——真正的变化与虚假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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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进化论》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软体动物和脊椎动物尽管是各自独立进化的，但是它们同样受到光线的影响。光线
作为一种物理原因，造成了某些明确的影响。光线的行为是连续的，它能在固定的方向产生连续的变
化。脊椎动物和软体动物的眼睛，自然不可能是通过纯粹机遇使然的一系列变异形成的。即使把光线
作为选择装置，仅仅允许有益的变异留存下来（即便从外部进行监控），机遇的操弄也不可能在两种
情形中以同样的方式把相互协调的元素排列成同一种形态。不过，如果假设光线直接作用于有机物质
，改变其结构，并将这种结构转变为自身的形式，那结果就大相径庭了。如此一来，两种结果的相似
性就可以用原因的一致性来解释。越来越复杂的眼睛，就像是光线在物质上越来越深的印记一样，而
光线照在其上的这种物质是有机的，而且具有接受光线的特殊倾向。 然而，有机结构能够比喻为一个
印记吗？我们已经强调过“适应”一词的含糊性。一个日益适应外部环境的模具，其形式逐渐复杂化
是一回事；而一个从环境中越来越多地汲取好处的器官，其结构逐渐复杂化，则是另外一回事。前一
种情况，物质仅仅接收一个印记，而后一种情况，物质则进行积极的回应，是在解决问题。当一个人
说眼睛已经越来越能适应光线的影响时，他很显然是在使用“适应”这个词的第二种含义。不过，我
们往往会有意无意地从一个含义转向另外一个含义。并且，纯粹机械论的生物学，也会极力把无生命
物质的被动适应，即对环境影响的屈服，等同于有机体的积极适应，而积极适应就是从环境影响中汲
取好处从而据为己有。事实上，我们必须承认，大自然本身似乎在诱使我们的大脑去混淆这两种不同
的适应，因为它通常从消极适应开始，此后才建立一种积极回应的机制。于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
我们无疑能够在低等有机体的色素斑里，找到眼睛的雏形，这个斑点或许的确产生于物理原因，即单
纯的光线行为。而在简单的色素斑和像脊椎动物那样复杂的眼睛之间，还存在着大量中间形态的眼睛
。不过，从一个事物逐渐过渡到另外一个事物，并不自然就表示这两件事物具有相同的性质。一个演
说家为了操纵听众，首先跟随观众的激情，不能因此说跟随和引领是一回事。现在，有机物要使环境
变得有利于自身，除了先从消极适应环境开始之外，别无他法。要引导运动，首先必须适应运动。生
命在屈就中前行。色素斑和眼睛之间的种种中间形态全都无关紧要，这些中间形态，无论如何种类繁
多，色素斑和眼睛之间的差距，都仍旧像照片和相机之间的差距一样。当然，照片已经逐渐演变成相
机了，可是光线这种物理力量，是不是就能完成这个变化，把光线留下的印记转变成使用光线的机器
呢？ 或许有人会说：在这个问题上考虑实用性完全不合时宜，眼睛不是为了看而生，但我们看却是因
为我们有眼睛。器官就是器官而已，不是别的，而“实用性”仅仅是我们使用的词语来标记这个结构
的功能效果。不过，当我说眼睛“利用”了光线的时候，并非仅仅是指眼睛有看的能力，同时也暗示
了这个器官与运动的装置之间存在着一种精确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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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进化论》

编辑推荐

《诺奖得主人文译丛:创造进化论》经典再现亨利柏格森最里程碑式的著作，为您展现他完备的哲学体
系。作者曾对法国哲学及文学产生过广泛影响。他用文学家的笔调写出优美的哲学著作。《创造进化
论》是他的代表作，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此书中提出了自己的哲学理论，并对原有的哲学体系加以
批判。《诺奖得主人文译丛:创造进化论》在国内尚未有非常权威的译本，值得译介并加以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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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进化论》

精彩短评

1、这版本翻译得不错啊，反正比其他版本好懂！
2、书中还配有彩图，包装很精致，握在手中很有正能量~！
3、[1]（法）亨利·柏格森.创造进化论[M].高修娟，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279.
4、读过商务的，不知道这个版本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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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进化论》

章节试读

1、《创造进化论》的笔记-第7页

        我们的个性在萌发着、生长着、成熟着，从不停息。它的每一个瞬间，都是前一瞬间加上了新的
事物。

2、《创造进化论》的笔记-第49页

               这是它们一致抛开时间的又一原因。真正的绵延是，这种绵延一步步吞噬事物，并在其上留下
自己的齿印。如果一切都是即时的，一切都在内部发生变化，那么，同一个具体现实绝不会再度出现
。因而，重复的只能只可能是抽象的现实：重复出现的只能是被我们的感觉，尤其是我们的智力，从
现实中挑选出来的某些侧面，而这恰恰是因为我们的行动（我们智力的全部努力其指向就在行动）只
能在重复中进行。这样，我们的智力，将注意力集中于那些重复的东西，只忙于将相同的东西连接在
一块，它的目的就从时间的身上移开了。它不喜欢流动的东西，它将触到的一切都固定住。我们并不
思考真正的时间，但却生活着真正的时间，因为生命超越智力。我们对自身进化的感觉，对纯粹绵延
中所有事物进化的感觉，合在一起形成了智力概念周围的那种可以被恰当的成为消退到黑暗中的模糊
边缘，机械论和目的论达成一致，仅仅关注在中央地带闪耀的明亮核心。它们忘记了，这个核心乃是
由其余部分凝结而成；它们也忘记了，为哦了把握生命的内在运动，整个全体都必须被运用起来，其
中那些流动的东西，和凝结的东西一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3、《创造进化论》的笔记-第67页

        微小的差异来源于机会和持续的积累。

4、《创造进化论》的笔记-第19页

        时间对于生命体的现实性，被假定为和它对于沙漏的现实性一样：顶部空了，底部却满了，而将
沙漏反过来，沙子又回到了原先的所在。

5、《创造进化论》的笔记-第32页

        “相似的原因产生相似的结果。”这一原则恰恰就是用常识来预测未来的原则。而科学上尽管最
大限度地提高了这种预测能力的精密性和准确性，其本质却未改变。。。。这些非常相似的复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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