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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培多克勒·斯宾诺莎的光芒》

内容概要

本书是法国文学大家罗曼·罗兰的两篇哲学随笔——《斯宾诺莎的光芒》和《恩培多克勒》的合编。
罗曼·罗兰早年求学于巴黎高师哲学系。两位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恩培多克勒与斯宾诺莎深深影
响他的一生。《斯宾诺莎的光芒》是一篇罗曼·罗兰阅读斯宾诺莎哲学的感想随笔。《恩培多克勒》
是关于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的个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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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培多克勒·斯宾诺莎的光芒》

作者简介

罗曼·罗兰(1866～1944)，法国著名作家。生于法国中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880年全家迁至巴黎
。1889年高等师范院校毕业后，写了不少剧本，其中《群狼》《丹东》和《七月十四日》合称为“革
命戏剧”。1903年，罗曼·罗兰发表《贝多芬传》引起当时公众的广泛关注。随后他开始撰写古今名
人传记，宣扬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英雄主义，先后发表《米开朗琪罗传》《弥莱传》《托尔斯泰传》
《甘地传》等名人传记。他的小说代表作有《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母与子》。1915年，为了表彰
“他在文学作品中的高尚理想和他在描绘不同类型人物时所具有的同情及对真理的热爱”，罗曼·罗
兰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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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培多克勒·斯宾诺莎的光芒》

书籍目录

恩培多克勒
斯宾诺莎的光芒
附录残篇/恩培多克勒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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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培多克勒·斯宾诺莎的光芒》

精彩短评

1、恩培多克勒的思想有着缪斯一样的步态，婀娜、自信又带一丝倦怠。就像顽皮、机敏的苏格拉底
一样，他知道如何用目光在路上、广场上、在欢乐的泉边，或者通过工艺品店敞开的门捕捉浮光掠影
。他的迷醉如同河口，啜饮整个自然，并与元素相通。
2、果然是已经过了看罗曼罗兰的年龄了_(:3」∠)_顺便和内容比书的价格不是一般的不厚道。。。
3、这本书的附录是恩培多克勒的残篇⋯ 微妙的有种重点错的感觉⋯
4、恩培多克勒，该是个多么有浪漫情怀的诗人。
他把宇宙归源于爱和恨得交互作用的结果。在爱恨交织下，四元素，以太（气）、火、水、土，生成
和聚散。其中爱让万物聚合，恨让万物离散。火分解，水集结。他同时认为一切存在皆有思想，血是
我们思想的居所。
很喜欢残篇的其中两句：
“最微小的身体在跌落时也可以相遇。”（残篇104）
“爱与恨。曾用在，将永在。我相信，无限的时间中，永远不会没有这对力量。”（残篇16）

同时，罗兰讲到斯宾诺莎时，我个人很喜欢他的两种生活：
角色的生活，遗传因素构成；
存在的生活，但它是没有面孔、没有时间、没有地点、没有时间的，它是一切生命的实体本身和气。

如果要分层次，我把第二种看做是一种晋升，我也期望有这样的晋升。
5、谦虚优秀的译者，译注非常周到只是原文掺杂太多希腊语。清晰地领略了恩培多克勒的思想，这
是一个少有人知的先驱，我的印象里他是充满野性的挑战者。而Spinoza则纯粹出于罗兰的热情。残篇
很好。
6、白天等人时随手抽的一本书，诗意的语言写就的哲人传记
7、浑圆
8、新书耶，虽然不知道在说什么
9、第一遍看后：罗兰的随笔给3星，恩培多克勒的残篇给4或5星？
做笔记时顺带浏览第二遍：罗兰的随笔改为4星。

10、感觉罗曼罗兰写东西和茨威格一个风格也一个毛病，文风多少不对我路子⋯⋯当然西西里的缪斯
还是有意思的
11、“让我们相拥吧，亿万众生！”
12、既不能算是对恩培多克勒人生的记叙，也不能说是对恩培多克勒学说的介绍。感觉单独出版没什
么意义啊。斯宾诺莎那篇就更尴尬了。。罗曼罗兰水的一比
13、多么漂亮的散文，即使翻译成了中文！“一个姑娘离开人群，来向我敬酒。我问她：‘今天是什
么节’她答道：‘今天，天气很好。’“恩培多克勒的思想曾照耀过故土阿格里真托，他曾在那里”
头戴桂冠，一只金环绾住长发，足蹬铜鞋，冷漠而高贵“，然而我不知道他如何拯救一战时候的欧洲
？
14、罗马罗兰的语言总是充满炽热的情绪，恩培多克勒的爱恨变得如此饱满而富有激情。“当我阅读
斯诺宾莎，我读到的是自己。”
15、文字很漂亮，感觉营造了一个哲学的“冰火世界”。（然后还是很多不懂的:)
古人智慧如此绚烂夺目，“快乐都是善的，让我们相拥吧，亿万众生！”
还有，读了附录，很喜欢恩培多克勒的诗⋯“让他们的疯狂离开我的舌，让我的唇成为圣⋯”
16、附录恩培多克勒残篇比正文好多了嗯 
17、看了两遍，依旧不是很明白⋯⋯
18、罗曼罗兰对今天的迷惑循古解惑，内容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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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培多克勒·斯宾诺莎的光芒》

精彩书评

1、恩培多克勒，该是个多么有浪漫情怀的诗人。他把宇宙归源于爱和恨得交互作用的结果。在爱恨
交织下，四元素，以太（气）、火、水、土，生成和聚散。其中爱让万物聚合，恨让万物离散。火分
解，水集结。他同时认为一切存在皆有思想，血是我们思想的居所。他的浪漫细腻，让我看到有些句
子时内心还会有悸动。真是爱极了世间一切细微的感动与美好！以下是残篇中最喜欢的两句：“最微
小的身体在跌落时也可以相遇。”（残篇104）“爱与恨。曾用在，将永在。我相信，无限的时间中，
永远不会没有这对力量。”（残篇16）同时，罗兰也讲到斯宾诺莎。我个人很喜欢他提到的两种生活
：角色的生活，遗传因素构成；存在的生活，但它是没有面孔、没有时间、没有地点、没有时间的，
它是一切生命的实体本身和气。如果可以分层次，我把第二种看做是一种晋升，我也期望着会有这样
的晋升。
2、罗曼·罗兰的“光芒”华东师大中文系 李磊在德国文化史上，有所谓的“1918年人”之说，意指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思想成熟起来的一拨人。其实不仅在德国，在法国、中国，甚至世界范围内都
普遍存在着。只因一战的炮火，刺激着世界各国有良知的知识人，激荡着他们的内心意绪，迫使他们
思考“现代性”以及随之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最终汇聚成一个大困惑：人类文化该往何处
去？　　残酷的现实，遭遇的价值真空，必然使人回到传统，追问文化的内在价值。恰如《恩培多克
勒》开篇那一句话所说：在欧洲的废墟里，在我们的文明大规模的坍塌中，思想常游荡于往昔。此时
，世界范围内的知识人大都在反思各自的文化。中国知识界的主流声音就是激烈的反传统；德国的海
德格尔也不例外，他发现西方文化的问题在于对“存在的遗忘”，于是写出了《存在与时间》；斯宾
格勒更是彻底，直接在1918年出版了震动世界的《西方的没落》，戏剧性的表述道出了西方文化的日
薄西山；1921年的平托斯更加悲观，将出版的诗集取名为《人类的黄昏》。罗曼·罗兰似乎有一点不
太合群，他不批判传统文化，因为他深知“当过去不再照亮将来时，人心将在黑暗里徘徊”，于是在
传统中寻觅新的活力，在阐释传统文化中赋予其新的意义与价值，颇有一点中国新儒家的意味。　　
在1918年4月15日写就的《恩培多克勒》，目的就是要回应战后人们对文化的迷惘甚至虚无心态，为此
时的自己以及欧洲人重建新的信仰，走出“一战”后迷惘与虚无的阴霾，正如他在1915年9月发表的《
超越混战》一文中所说：充满希望地把它们播种在血腥的泥土中。而在他心中，希腊哲人恩培多克勒
恰好符合做精神导师的资格。恩培多克勒其实并无完整的作品留存，只能在亚里士多德、普鲁塔克、
拉尔修等人的著作中寻得吉光片羽，罗曼·罗兰用这些断句残片来佐证自己的“欧洲梦”，可谓是六
经注我。　　收在该书中的第二篇长文《斯宾诺莎的光芒》，是罗曼·罗兰回忆录《内心的历程》的
一部分，记录了他年轻时代一次重要的思想转变。这本晚年回忆录展示了他是“从什么地方，从什么
时代的深处来的”，道出了他悲观主义重压下所度过的岁月。回忆十六岁至十八岁期间读斯宾诺莎《
伦理学》时，罗曼·罗兰已经五十八岁，但他依然写得激情四射，热情高涨，仿佛回到了那逝去的年
轻时光。斯宾诺莎“火光般的篇章”，是他备考法国高师痛苦岁月的一抹幸福；而那燃烧着的文字，
又是“毒害了多少年轻人的考试”的消毒剂。　　斯宾诺莎是冷静的哲学家，但罗曼·罗兰并不是用
理智的冷眼来打量分析他，而是“带着内心的激情与感官的强烈欲望”来阅读；对他来说，《伦理学
》也不仅仅是知识，而是一种“共存在的心跳”，一种视野融合。他曾说，这篇文章曾感动了关在印
度监狱里的孟加拉政治犯，那位政治犯读到这“心醉神迷的诉说，通过铁窗，看到了存在那白亮的太
阳”，也在文中看到了他自己。这正如罗曼·罗兰在该文中所说的那样，我们通过书读自己，或是自
我发现，或是自我审视⋯⋯在斯宾诺莎的作品中，我发现的不是他，而是我所不知道的自己。　　两
篇长文，组成了《恩培多克勒·斯宾诺莎的光芒》一书，虽然只有六万多字，但足可以窥见罗曼·罗
兰的个人性情与人道情怀。由于“文学创作中高度的理想主义以及在描写各种不同典型时所表现出来
的同情心和真实性”，他获得了19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虽主要针对他的长河小说《约翰·克
里斯朵夫》而言，但这两篇长文也恰恰是他一以贯之情怀的脚注。刊于2014年01月10日《文汇读书周
报》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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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培多克勒·斯宾诺莎的光芒》

章节试读

1、《恩培多克勒·斯宾诺莎的光芒》的笔记-第59页

        我曾一直平行地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一个角色的生活，遗传因素的组合在某一时空给我披上的
外衣；另一种是存在的生活，没有面孔、没有名字、没有地点、没有时间的存在，是一切生命的实体
本身和气。

2、《恩培多克勒·斯宾诺莎的光芒》的笔记-第79页

        有限的是散布于肢体的力量，
众多的是袭击思想的恶，
短暂的是给予我们的这段生命：
注定如烟飞散、即可消亡。
每个人只相信自己在游荡中的偶遇，
去虚荣地自诩目力宽广、遍阅世情。
我们以为看见、听见、理解的事情，
离我们其实遥远万里。
而你，既然隐退于此，
你将知晓，但不超出凡人的智慧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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