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八章 

    在人口原理的作用下，人类经常处于贫困的压力之下，由此而使我们寄希望于来世 

--受苦受难的状态不符合我们先知先觉的上帝的观念--现世也许是唤醒物质，使其转换 

为精神的一伟大过程--有关精神的形成的理论--肉体需要带来的刺激---般法则带来的刺 

激--在人口原理的作用下生活困苦带来的刺激。 

    人类困苦不堪地生活着，经常处于贫困状态，且几乎毫无希望在这个世界上达到尽 

善尽美的境界，人类生活的这样一幅图景，似乎会使人不可避免地把希望寄托在来世上。 

与此同时，在我们前面考察的那些自然法则的作用下，人类又必然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诱 

惑，由此而使世界显得象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似乎是考验孤磨练人的品格与意志的 

学校，以使人进入较高级的幸福状态。但我希望人们能谅解我，我要对人类在这世界上 

的处境提出一种与此有所不同的看法，在我看来，我的这种看法更加符合我们所观察到 

的各种自然现象，更加与我们有关全能的、仁慈的、先知先觉的造物主的观念相一致。 

    如果我们对人的理解力抱适当的怀疑态度，并正当地感觉到我们无法完全理解我们 

所看到的一切事物的原因，如果我们怀着感激之情为照射进我们心灵的每一道光线而欢 

呼，而当没有光线时认为黑暗是来自我们心灵的内部而不是外部，如果我们对造物主的 

最高智慧谦卑地表示敬意，认为他的"思想高于我们的思想"，"犹如天空高悬于大地之上"， 

那么我希望人们不要把这看作是对人的智力的无谓滥用，试图"证明上帝为人作出的安排 

是正当的"。 

    不过，在我们试图以自己微薄之力"发现尽善尽美的上帝"时，我们的推理应该是由 

自然推论至自然的上帝，而不是由上帝推论至自然，这一点似乎是绝对必需的。一旦我 

们不是尽力去说明事物现在的这种样子，而只是一味询问为什么某些事物不是另外一种 

样子，我们的推理就会无所适从，陷入极其荒谬、极其幼稚可笑的境地，我们在了解神 

意方面的全部进展就会停止，甚至为此而作出的探究也不再是对人脑的有益训练。我们 

总是单纯而幼稚地想象造物主具有无穷大的力量。这一观念太大，太叫人无法理解了， 

每当思考它时，人的头脑便被弄得混乱不堪。由于带有这种观念，我们往往想象上帝能 

创造出无数生存物，其数目之多犹如整个无限的空间所能容纳的点，所有生存物都不会 

遭受痛苦的折磨，都很完美，都具有出众的美德与智慧，都能享受到最高级的快乐。但 

当我们的目光离开这种虚无缥缈的梦幻境界，转向我们唯一能看清上帝面目的大自然这 

本书时，我们看到的则是绵延不绝的有感觉的生物，它们显然产生于大量的物质微粒， 

在这个世界上要经历长期的、有时是痛苦的过程，但其中许多在这一过程结束之前，肯 

定会具有很高的才能，拥有强大的力量，从而能处于某种较高级的状态。既然如此，难 

道我们不应根据我们实际所看到的存在物纠正我们对万能的上帝所抱的看法吗？除了根 

据已被创造出来的天地万物之外，我们又能根据什么来品评造物主呢？倘若我们不想贬 

抑上帝的仁慈而吹捧上帝的力量，我们就应得出结论说，即使是伟大的造物主，尽管其 

力量无比巨大，也仍需要一定的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至少是我们所认为的时间）， 

才能创造出符合其崇高目标、具有高尚精神品质的人。 

    如果认为人处于受磨难的境地，那似乎意味着，人在未来到这个世界以前就已存在， 

而这是与婴儿期的人所表现出来的样子不一致的，同时又使人怀疑上帝是否有先见之明， 

而这是与我们有关上帝的观念相矛盾的。所以，正如我在前面一个注释中所暗示的，我 

宁愿将这个世界和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看作是上帝安排的一伟大过程，其目的不是为了 

使人遭受磨难，而是为了创造和形成人的精神。若要唤醒死气沉沉、浑沌无序的物质， 

使其成为精神，若要使地上的尘埃升华为灵魂，若要使泥土迸发出耀眼的火花，这一过 

程是必不可少的。倘若这样来看待这一问题，则可以把人在生活中得到各种印象和受到 

各种刺激看作是造物主的手通过一般法则在起作用，怠惰的存在物通过与上帝接触而被 

唤醒，具有活力，得以享受较高级的事物。人类所犯的原罪，就是混沌的物质的麻木与 

腐败，而人可以说正是从混沌的物质中诞生的。 

    考察精神究竟是与物质不同的实体，抑或仅仅是物质的较为精致的表现形态，是毫 

无用处的。这一问题最后很可能仅仅是名词之争。精神无论是由物质形成的还是由任何 



其他实体形成的，从本质上说仍是精神。我们根据经验知道，灵魂与肉体是非常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的，所有迹象似乎都表明，它们是自从婴儿期起一同成长起来的。很少有人 

认为，每个婴儿都具有健全而完整的精神，只不过在人生的头20年，身体的各个器官软 

弱无力、缺少感觉，精神未能起作用。人们都倾向于认为，上帝既是肉体的创造者又是 

精神的创造者，肉体和精神是同时形成，同时发展的，因而如果设想上帝在不断用物质 

创造精神，而人在生活中不断得到各种印象便是创造精神的过程，如果这种设想是符合 

自然现象的，那也就不会与理性相悖，不会与天启相悖。从事这样的工作肯定是与造物 

主的最高属性相称的。 

    这样来看待人类在地球上的处境，完全是有理由的，因为根据我们对精神的性质的 

那少许了解，通过仔细考察会发现，我们周围的现象以及人类生活的各种事件，似乎都 

是特意安排来达到那一伟大目标的，特别是因为，根据这一假设，我们甚至可以运用我 

们自身有限的理解力来解释生活中那许多艰难困苦与坎坷不平，爱怨天尤人的人正是为 

此而经常埋怨自然之神的。 

    精神的最初重大觉醒，似乎产生于肉体方面的需要。正是肉体方面的需要，最先刺 

激了婴儿的大脑，使其进行有感觉的活动，而原初物质却具有非常大的惰性，以致如果 

不通过特定刺激方式产生出同样强有力的其他需要，那就似乎仍要有肉体需要的刺激来 

保持已唤起的活动不中断。如果不是饥饿和寒冷把野蛮人从麻木状态中唤醒，他们会永 

远躺在树下打盹。他们不得不尽力获取食物、为自己建立栖身之所，以免受饥饿和寒冷 

之苦，为此而作出的努力便造就了他们身体各部分的官能，使其处于不断的运动。状态， 

而如果不必为此作出努力，他们就会陷入无精打采的懒散状态。根据我们对人脑结构的 

了解，如果广大人民群众没有肉体需要，从而不被刺激去作出努力，则我们与其说有理 

由认为他们会由于拥有闲暇时间而脐身于哲学家的行列，还不如说有理由认为他们会由 

于缺少刺激而沦为野蛮人。物产最丰富的国家，其居民的智力不见得最敏捷。需要是发 

明之母这句活是很有道理的。人脑进行的一些最崇高的努力，就是出于满足肉体的需要。 

肉体需要常为诗人的想象力插上翅膀，使历史学家的创作进入旺盛期，使哲学家的研究 

更为深刻。虽然毫无疑问，现在有许多优秀人物，其大脑已在各种知识和社会同情心的 

刺激下变得非常发达，即使不复存在肉体刺激，也不会重新陷于无精打采的状态，但是， 

几乎可以肯定他说，广大人民群众如果没有肉体刺激，则会陷于普遍而致命的麻木不仁 

状态，未来改善的萌芽便会消灭殆尽。 

    根据我的记忆，洛克曾说过，主要是避免痛苦而不是追求幸福刺激了人们在生活中 

采取行动。我们想获得某种快乐时，只有等到时这种快乐思考了很久，以致没有这种快 

乐而感到痛苦不安时，才会采取行动以得到这种快乐。避恶趋善似乎是人类的神圣职责， 

而这个世界似乎是特意安排来提供机会让人不懈地做这种努力的，正是通过这种努力， 

通过这种刺激，才产生了精神。如果洛克的观点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 

洛克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恶对于促使人类作出努力似乎就是必不可少的，而作出努力 

对于产生精神显然也是必不可少的。 

    为了维持生命而对食物产生的需要，也许要比肉体或精神的任何其他需要在更大的 

程度上促使人类作出努力。上帝下了这样的命令，在人类尚未向地球表面投入大量劳动 

和才智以前，地球不得向人类提供食物。就人类的理解力来说，种子与产生于种子的草 

木之间没有任何可以想象的联系。毫无疑问，造物主无需借助于我们称之为种子的那一 

丁点物质，甚或无需借助于人类的劳动和照管，就能使各种植物生长，供其创造物使用。 

耕地、除草、收割、播种等项劳动，肯定不是帮助上帝来进行创造的，而是上帝规定的 

先决条件，只有满足了这些先决条件人类才能享受生活的幸福，借此促使人类积极行动， 

按理性的要求塑造精神。 

    为了经常不断地刺激人类，为了敦促人类精心耕种土地以促使上帝的神圣构想得以 

实现，上帝已下了这样的命令：人口的增长将远远快于食物的增长。毫无疑问，正如前 

文所指出的，这个一般法则产生了许多局部的恶，但稍稍思考一下，我们也许会看得很 

清楚，这个法则产生的善远远超过了恶。要使人不懈地努力，似乎得有很强的刺激才行， 

而要给人的努力指引方向，使人类具有推理能力，上帝的所作所为必须符合一般法则。 

自然法则的固定不变，或者相同的原因总是会产生相同的结果，是人类推理能力的基础， 



如果在正常情况下经常可以看到上帝的力量，或者更确切他说，如果上帝经常改变其意 

志（其实，我们在所见到的每片草叶上都可以看到上帝的力量人致使人类不能肯定其努 

力是否会带来预期的结果，那么人体各器官的功能也许很快会陷入普遍而致命的麻痹状 

态，甚至连人类的内体需要也不再能刺激人类积极努力。正是由于自然法则保持不变， 

农民才勤奋劳作、深谋远虑，工匠才不知疲倦地运用其技巧，医生和解剖学家才熟练地 

搞研究，自然哲学家才仔细观察和耐心考察。人类运用智力所取得的所有最伟大、最辉、 

煌的戌就，都仰赖于自然法则的固定不变。 

    所以，就连对我们的理解力来说，自然法则保持不变的理由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人口原理，看一看人类的真实面目，认识到除非被需要所逼迫，人 

类总是惰性很大的，懒散的，厌恶劳动的（毫无疑问，按照我们幼稚的幻想来谈论人类 

可以成为什么样子，是极其愚蠢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断言，若不是人口增殖能力大 

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力，这个世界就不会有人居住了。这不断刺激人类去耕种土地，倘若 

受到如此强烈的刺激，土地的耕种仍进行得很缓慢，我们就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比这轻的刺激是不会起作用的。即便经常受到这种刺激，物产丰富地区的野蛮人也要经 

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从事畜牧业或农业。假如人口和食物按相同比率增长，人类很可能永 

远也不会脱离野蛮状态。但假设一个亚历山大、一个凯撒、一个帖木儿或一场流血革命 

可以把本来人口稠密的地球弄得人烟稀少，致使造物主的伟大计划落空。而且一场瘟疫 

的影响可以持续几个世纪之久，一场大地震可以使一个地区永远荒无人烟。这种人类的 

恶行或自然灾害是一般法则带来的局部的恶，人口增长法则可以阻止它们妨碍造物主实 

现其崇高的目标。在人口增长法则的作用下，地球上的人民总是会与生活资料的数量不 

相上下，这一法则是一种强大的刺激因素，不断促使人类去进一步耕种土地，使土地能 

养洁更多的人口。但这一法则在产生上述明显符合上帝意图的结果时，不可能不带来局 

部的恶。除非人口原理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而发生变化（这不仅与我们有关自然法则的 

一般经验相抵触，而且甚至还与人类的理性相矛盾，在人类的理性看来，要形成理智， 

一般法则是绝对不可少的），否则很显然，既然人口原理在勤劳的帮助下能在短短几年 

中使富饶地区人烟稠密，它必然也会使早已有人居住的国家陷于贫困。 

    然而，从各方面来看，人口法则所带来的那些公认的困难，很可能会促进而不是阻 

碍达到上帝的一般目的。这些困难会刺激人们作出普遍的努力，有助于造成无限多样的 

处境和印象，而这从整体上说是有利于精神的发展的。当然，太大的刺激或太小的刺激， 

太穷或太富，很可能同样不利于精神的发展。处于中产阶级的地位似乎对智力的发展最 

为有利，但想要全体社会成员都成为中产阶级却是违反自然的。地球上温带地区似乎最 

有利于人类发挥其精力与体力，但不可能整个地球都是温带。由于只有一个太阳温暖和 

照耀着地球，因而在物质法则的作用下，有些地方必然永远覆盖着冰雪，另一些地方则 

必然永远炽热炎炎。每一块平放的物质，必然有上面和下面，不可能所有物质微粒都在 

中间。对于木材商来说，栎树最有价值的部分既不是树根也不是树枝，但树根和树枝对 

于人们所需要的中间部分即树干的存在却是绝对不可少的。木材商不能指望栋树没有树 

根或树枝而生长，但是，如果他发明了一种栽种方法，能使树干长得较大，树根和树枝 

长得较小，那他尽力推广使用这一方法就没有什么不对。 

    同样，虽然我们不能指望消除社会中的贫富现象，但是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种政治制 

度，能借以减少两个极端的人数，增加中产阶级的人数，则我们无疑就有义务采用这种 

制度。不过，正象栎树的情况那样，大量减少树根和树枝必然会减少输往树干的树液， 

与此相同，在社会中，减少两极的人数超过一定限度，就必然会减弱整个中产阶级生气 

勃勃的活力，而这种活力正是中产阶级智力最发达的原因所在。如果谁也不想在社会的 

阶梯上往上爬，谁也不担心会从社会的阶梯上摔落下来，如果勤劳得不到奖励，懒惰得 

不到惩罚，中产阶级就肯定不是现在这种样子了。讨论这一问题时，我们显然应着眼于 

全人类，而不是着眼于个别人。毫无疑问，现在有许多富有才智的人，而且从概率上说 

也应该有许多富有才智的人，因为已有那么多的人早已由于受到特殊的刺激而焕发了活 

力，无需再经常受狭隘动机的驱使来保持活力。但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各种有用的发现、 

有价值的著作以及人类作出的其他值得称道的努力，我想我们会发现，人们作这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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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是出于影响许多人的狭隘动机，而不是出于影响少数人的高尚动机。 

    闲暇对于人类来说无疑是非常宝贵的，但就人类现在的这种样子来说，闲暇很可能 

将给大多数人带来恶而不是善。人们常常发现，弟弟往往要比哥哥更加富有才能，但却 

不能认为弟弟一般说来天生就具有较高的才能。如果说实际上有什么可以观察到的差别 

的话，那也只能是不同的处境所造成的差别。对于弟弟来说，付出努力和积极活动一般 

是绝对不可少的，而对于哥哥来说，则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 

    生活上的困难有助于使人具有才能，这一点即使从日常经验上看也会使人深信不疑。 

男人必须为养家糊口而付出努力，由此而唤醒了他们身体的一些机能，否则这些机能会 

永远处于休眠状态，而且人们常看到，每当形势发生新的特殊变化时，总会造就出一些 

富有才智的人来应付新形势带来的困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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