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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

内容概要

本书是近代西方第一部系统阐述国家学说的著作。在这部著作里, 作者提出了“自然状态”和“国家
起源说”两个概念, 认为国家是人们为了遵守“自然法”而订立的契约所形成的, 主张利用“国教”来
管束人民, 维护“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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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

作者简介

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英国人，他是西方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他对国家和法律
的根本问题进行了精深的思考。主要著作有《利维坦》、《论公民》等。他的《利维坦》具有非凡的
逻辑性和想像力，使政治哲学得到了一种逻辑严密的系统发挥，成为经世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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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

精彩短评

1、重读-Hob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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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

章节试读

1、《利维坦》的笔记-第12页

        按作者所言，前三章所论感觉、想象及想象序列（系列）是人类出自天赋、只需生而为人就可以
进行的心理活动。
前三章内容主要体现了作者的机械唯物主义。比如作者提到感觉是原始的幻象，是外界物体对人体器
官发生的运动所造成的。在之后的第二章中，作者又提到了人类不应该把自己身上发现的欲望赋加在
没有生命的事物上。此外，提到梦境时，作者详细论述了梦境时身体内某些部分的骚动不宁引起的 批
斥了经院学派关于梦境的邪说。然而作者的思想带有形而上学的色彩。如，作者所言事物自身所处静
止状态的观点。（除非有他物打扰，否则不会运动）
第三章中体现了作者浓厚的经验论色彩，强调经验的作用。慎虑是根据过去的经验对未来做出的假定
。

2、《利维坦》的笔记-第12页

        关于《利维坦》前三章的笔记之前已经写过，仅是当时自己所想。现在结合老师的课上内容，重
新梳理一下思路。
感觉理论是其他知识理论的基础，故霍布斯在《利维坦》前三章对此有了细致的分析解说。霍布斯的
感觉理论反对的是传统的亚里士多德的感觉学说。传统的感觉学说中，感觉运动基于形式概念，灵魂
接受了可感的形式，导致感觉产生。如书中所言，视觉的原因是所见物体向各个方向三付出一种可见
素，用英文说便是散发出可见的形状、幻象、相或被视见的存在；眼睛接受这一切就是视见。而霍布
斯的感觉论是一种机械的过程，可大体分为两步。
一、感觉是外在物体对感官的压力，这种压力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感觉的原因就是对每一专司感觉的
器官施加压力的外界物体或对象。二、这种压力到达身体内部后产生一种反压力，即感觉。原文中写
到，这种压力通过人身的神经以及其他经络和薄膜的中介作用，继续内传而抵于大脑和心脏，并在这
里引起抗力、反压力或心脏自我表达的倾向，这种倾向由于是外向的，所以看来便好像是外在之物。
霍布斯对此有强调，即我们感觉到的并非原物本身而是反压力产生的象。因此，感觉都只是原始的幻
象。霍布斯的观点可看作诗一种唯物主义决定论，但基于他感觉论的第二点，（感觉到的是幻象），
则带有唯心的色彩。
霍布斯的感觉理论存在着两种困境。
一个困境是存在“万物皆有感觉”的困惑。霍布斯的理论中只有物体、运动。（霍布斯所指的物体概
念，相对带有较多的精神性）按照他的感觉理论（机械的过程），任何物体貌似都能产生感觉。但事
实又并非如此。对此，霍布斯给出了一种解释，即能够产生感觉的物体，具有能保存想象（信息）的
感官。故感觉不是一次性的运动，是基于感官保存了以往的记忆、想象。而没有生命的物体，是不具
备这种功能性感官的，因而也没有感觉。
（关于霍布斯给出的解释，我开始存在疑问。即既然感官是保存了以往的想象，那么第一次产生某种
感觉的时候，感官保存的想象从何而来。之后这种感觉再产生的时候，感官所保存的想象（即将要传
向大脑或心脏的信息）是之前所保存的，还新的？后来参照霍布斯关于想象和记忆的解释，不由得融
汇贯通。想象是渐次衰退的感觉。而感觉和记忆是同一回事，只是由于不同的考虑而具有不同的名称
。故，某种感觉第一次产生时，正是由于感官即使保存了外在压力所形成的想象。（继而反压力产生
）而之后类似感觉再产生时，感官亦会保存新的想象。但感官之前保存的关于此感觉的想象并未清除
。就像作者说的，渐次衰退，成为了记忆。这也就能解释，感觉有时会类似，但却不完全一致的现象
了。）
注：霍布斯对想象、记忆的理解构成了其经验论的基础。
第二个困境时霍布斯的感觉理论如何能区分清醒状态和与梦境。我们的梦境都是我们清醒时的想象的
倒转，当我们在清醒时运动由一端起始，在梦中则由另一端起始。由此，梦与现实、真与假很难区分
。这些体内部分由于和大脑以及其他器官有联系，所以他们骚动不宁时就会使关联部分发生运动，于
是过去在这些器官上所形成的想象就会像在清醒时一样出现；只是由于感觉器官这时处于麻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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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

没有新对象以更强烈的印象来支配和遮掩它们；于是，在这种感觉的静止状态中，梦境必然会比我们
清醒时的思维更为清晰。梦可能是强烈的清醒。笛卡尔的解决是，梦中的片段是孤立的，与过往记忆
不能连贯在一起。对此，霍布斯又指出，梦中人在梦中怀疑是否在做梦时的状态，正是把过往记忆与
现在相连，从而对梦质疑，这时记忆的连贯性不亚于清醒时。同时，霍布斯有着他自己的看法。现实
中会看出梦的荒谬，怀疑真实性。而梦中则是想不到清醒时的荒谬，只是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简
而言之，就是再面对对象、（自然秩序）时的心态存在区别，这种心态、思维的区别似乎是可以成立
的关于梦境与现实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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