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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 第%期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六月

陳 俊 華

前- 
、

論伏爾泰的偉人史觀

一

口

十八世紀啟蒙時代的法國大文蒙伏爾泰除擅長詩歌 、戲劇 、小說之創作外 ,

更涉獵史學 、政治 、思想 、哲學等研究 ,「充份表現出他對各方面敏銳的觸角」 ,

故有 「啟蒙時代代言人」 (S“kesmanUfEn㎏ htenment)之稱
1。

伏爾泰在文學

上的成就 ,不容置疑 ,可是對於他在歷史觀念方面的認定 ,在他身後的十九世紀

便產生褒貶兩極的看法 ,尤其是伏氏自始至終奉行不渝的 「理性」信條 ,更是為

人詬病的地方 。其實在整個十八世紀期間 ,歐洲思想界皆沈醉在理性主義 (Rat二
。

-

nalism)的 思潮裡並認為理性是 自十七世紀科學革命以來發現人類 「自省 」

(ReΠectiUn9及 「自尊」 (忘elfe茁eem)的利器 ,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因而誕生 。

伏爾泰處於該時代 ,因個人際遇及經歷 ,所產生的影響 ,當然也會肯定及推崇理

性主義 ,在他的數十部大小不一 ,範圍各異的著作中 (尤其是歷史著作 )大都反

映他對理性主義的崇拜 ,而痛斥迷信 ,傳統教會及社會上的非理性所引起的╘

落 、腐敗及不道德的現象 。

前人研究伏氏的歷史觀時 ,大都針對他的理性史觀而評論之 ,當然亦涉及他

的進步史觀及自然神論 (Dekm)的 觀念 ,但較少注意伏爾泰的偉人史觀 。1978

年 ,史家強生 (N.R.JUhIlsUn)曾在 <路易十四與啟蒙時代 :19lj年 至 lT89年之

間 太 陽 王 的 神 話 >(LUukXIvandtheAgeUftheEnlightenment:theM” hUfthe

Sun“ngiUml96tUl989.)一 文中指出伏爾泰所寫的 《路易十四時代》一書

(theAgeUfLUukXIV)有 伏氏 「基本的歷史哲學觀點 :偉人史觀 。贊成王權至

1 丌幼幼 ,《伏爾泰的歷史思想》 ,輔仁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民國ω年 ,頁 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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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排斥無政府 ,愛國主義 ,及宗教戰爭迫害等 。」
2強

生雖然注意到伏氏的偉

人史觀 ,但卻沒有詳細討論伏氏這個 「基本歷史哲學觀點」是怎麼回事 。筆者閱

誼過伏氏的 《路易十四時代》之後 ,初步認為偉人史觀不單是伏爾泰的基本哲學

觀點 ,而是他的核心歷史觀念 。理性主義對伏氏而言似乎是一種信仰 (faith),

是一種方法 ,目 的在促成人類的進步 ,而歷史上的偉人則是一種具體而實際的

「運作」 (。peratiUn),亦 是推向人類邁向安和樂利世界的力量 。

在伏爾泰的歷史著作中 ,最能反映他的偉人史觀的便是他於三十八歲時開始

執筆 ,是後斷斷續續耗時二十年於五十七歲時才完成出版的 《路易十四時代》 ,

因此本文欲就該書討論伏氏的偉人史觀的含義 。由於該書所涉甚廣 (共三十九

章 ),討論範圍幾乎涵蓋整個歐洲 ,就內容而言 ,凡路易十四時代的政治 、軍

事 、司法 、內政 、外交 、經貿 、藝術 、科學 、宗教 、個人軼事等皆在伏氏討論之

列 ,使人有龐雜之感 ,而且有些只是記錄該時代的一些現象 ,對於本文擬探討的

主題 一一 「偉人史觀」無關宏旨。因此本文不打算做各章節摘要式的介紹 ,而

是綜合該書中與偉人史觀有關的部分來加以討論 ,希望能釐清前人所忽略的伏氏

「偉人史觀」的本質 ,並試圖找出伏氏自己本身對歷史的核心理念 、其偉人史觀

的淵源及與伏氏其他史觀的關係 ,從而給伏爾泰在史學上的成就與貢獻作出新的

評價 。此外 ,伏氏既生長於啟蒙時代 ,其一切思想與觀念當然受到該時代思潮的

影響 ,故須對此期的一些觀念加以闡述。因為本文只就伏氏的史觀而論 ,其史學

方法則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故不詳述。

二 、啟蒙時代的思潮

f一(人文主義 、科學革命與理性主義

十八世紀啟蒙時代思潮的基礎是理性 ,事實上康德 (ImmanuelKant,1924-

lSU4)指出 「啟蒙」一詞的意義 「是指自由 (在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 )運用理性

2 丌幼幼 ,《伏爾泰的歷史思想》 ,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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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 。」
3眾

所週知 ,啟蒙時代的思想與理性主義幾乎可以化成等號 ,不過就更

深層的意義而言 ,該時代的思潮主要標示出由以往的超自然主義的 、神話的 、權

威主義的思維類型轉變為 「自然主義的 、科學的 、個體的」思維類型
4,人

類的

觀念因而便從中古以來的傳統基督教 (指羅馬公教 RUmanCatholic,即天主教

或稱舊教 ,以下同 )教義中釋放出來 ,其原動力來自 「理性」的功能 。

在談啟蒙時代的理性主義的本質與意義之前 ,必須追溯理性觀念的由來 。早

在十四世紀至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 (Renaissance)時期便已播下啟蒙時代的理性

主義的種子了 ,此時期稱之為 「人文主義」(Humankm)。 這種思想 ,尤其明顯

的見諸於史學觀念上 :「 從強調上帚救贖及控制的基督教史觀裡解放出來而重視

人類的論治事跡以及道德教訓的人文史觀 ,是文藝復興時代歷史作品的一個重要

特點 。」
5當

然 ,吾人雖然不能將文藝復興時代的 「人文主義」視作啟蒙時期的

「理性主義」 ,但前者是後者的種子 ,是後者的基礎觀念 ,因為若論及 「理性」

則必須落實到人事上面去 ,落實到邏輯 、科學方法上面去 ,而且 ,人文主義強調

的是人類固有之獨立自處的位格 (UriginalIndependentStatus),這便是啟蒙時代

理性主義由純自然科學法則轉化為人文範疇後的第一概念 。人文主義在文藝復興

時興起 ,學者專家們競尚學習研究古代希臘 、羅馬文化的結果 ,終使人類的思想

從基督教教義中釋放出來 ,「 使人類轉而認識人的尊貴與現世價值 。」
‘
若就人

文主義的觀念應用到歷史研究方面 ,則文藝復興史家寫歷史 「是在反映人的感情

與人的本性 ,而不在傳達上帝的意志 :目 的 。」
’
就這一層而言 ,影響日後的伏

爾泰的理性史觀與偉人史觀極深 ,因為伏氏完全接受這種觀念 ,加上他個人的遭

遇與實際經驗 .使他對理性推崇備至 ,痛恨基督教教義的虛妄不實 。

李日幸評 ,ΓΓankl㏑ L.Baumer著 ,《 西方近代思想史》 ,(M°dernEufUpeanT㏑ught:

Cont㏑u” andchangeinIdeas1● UU-195U.)士 北 :聯經 ,民國99年 ,頁 ㏑7。

同註 3,《 西方近代思想史》 ,頁 1●8。

卒弘祺 ,<近代西洋史學之發展>,收入 《史學與史學方法論無》 ,士北 :食竹出版社 ,

民國ω年 ,頁 lU5。

郎世安 ,<理性主義時代中基督教思想之正統化 、理性化與內在花),《 史學研究》 ,第

一期 ,民國9U年 3月 ,頁 ” 。

蔡石山 ,《西洋史學史》 ,士北 :環球書社 ,民國“年 ,頁 99。

眥畤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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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文藝復興人文主義諸家的踏實研究精神而言 ,似乎發展到十七世紀

時 ,卻在另一方面發生另一種理性的出現一一那就是被後世稱為科學革命或懷

海德 (Ali●●Ⅶ㏑ehead)所謂的 「天才世紀」8理性主義在此世紀而言 ,在對象

與涵義上皆與文藝復興時代 「人文主義」的理性不同 ,十七世紀科學革命時代的

理性對象幾乎是與人事無關的東西 ,是以純粹的自然科學或抽象的數理 、邏輯等

科學作為研究對象 .無論義大利的伽利略 (GalileiGalileU,1564-“φ)＿ 法國的

笛卡爾 (Rene。 esca⋯s;lj95一 比5。)或英國的牛頓 (IsaacNewtUn,“ φ-1927)皆在

研究探討自然科學上的物理法則 ,其動機或可說是為研究科學而研究 .並沒有別

的用意 ,因此吾人似乎不應該視科學上的理性主義是在“s9年牛頓發表他的

﹉﹉「自然哲學之數學原理」φmosUp㏑ aeNatuia〝 PⅡnc●㏑M前hem㏕ Ca)一文後

所引起的
°

一

事實上

一

在嵙學革命時代的 「理性」是用來解釋宇宙秩序的一種方

法 .其責哥白尼<N托‘!uSCU●古in㏑us;lη3-b43)早已從事這方面的天體研究 ,

而提出以太陽為中心的天體運行說 ,經過其後無數的科學家的繼續研究 ,到了牛

頓時 ,似乎已集其大成 ,「 而完成微分學與有關行星系統及引力原理的大數學體

系諸事 。在其同時代人視之 ,似已使全部的自然現象獲得解釋 ,或至少證明凡此

現象一一 包括人類行為
一

一皆可以獲得解釋 。」
lU

從純科學上的自然法則 (Natur㏕ Law)的 發現轉化成日後十八世紀啟蒙時代

關乎人文的理性主義似乎不可思議 ,不過 ,吾人若明白文藝復興以來所倡導的人

文主義是拋棄超自然的神格位 (即基督教的上帝旨意 )而把 「人」獨立抽出發展

的一種思想 ,則便不難了解為何牛頓等人的科學理論與發現最終竟被應用到人文

方面 ,而成為啟蒙時代伏爾泰等人深信不疑的 「理性主義」。明顯地 ,人文主義

與科學上的自然法則的理論在本質上是類似的東西一一 一切自然存在之物 (包

括人類 )皆有其秩序與法則 ,此即獨立於上帚 (即超自然的人格神 Pe必UnalGUd)

之外而自然存在並按照一定規則運作之物 (Substance)。 到了啟蒙時代 ,人們便

認為普遍存在於人類的深沈處有一種可以認識自然法則的能力 ,被稱為 「理性」 ,

工德昭評 ,cfaneBΓ inton著 ,《西洋思想史》 ,臺北 :正 中書局 ,民 國71年 ,頁 144。

同註 8,頁 153。

同註 8,頁 i42。

硒畤眹畤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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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使
「
我們得以發現自然的人間制度與人間關係 ,而一但我們達於此種發現 ,我

們將順應此種制度與關係 ,而為幸福之人 。理性將使迷信 、神示 、(宗教 )信仰

所堆稹於世間的拉圾 ﹉蕩幣無餘 。」
11

U理性主義的意義  ﹉                    ﹉

啟蒙時代的人們●大都相信十七世紀以來所發現的自然科學理論,皆深信守

宙間有

一

定的秩序與法則 ;而透過理性 ,苛以認議它 ,車誌弟
,I理性文是人類

特有的功能 ,荋直濂具普遍性」 ;這種睡性寔人蘱與生俱萊的甲﹉。
﹉休爾苹有其

《路易十四時代》
一

書中更強調理性與科學上之邏輯思考的開係 :﹉

「
渾輯冔一切

學習如荷思考的基礎」
l3因

此理性主義者 (:苞活伏薾泰 〉皆痛恨I因為不可能

故我信仰」的迷信 ,並欲將基督教的神命觀 (Ⅲeo呼 UfPr。 vid⋯●e)逐出自然法

則之外 ,且認為透過理性的科學研究 ;未知的自然定將成為可知∥其實 ,洛克

(J.●

一

L‘cke;“牙 i⋯4)已木屑基﹉替教的神命觀 .而運用歸納法建立了「經驗主

義」lEm.irids㎡ ),他在ㄑ人類悟性論>fAnEssayConcer⋯ngHu血●nUnder-

“anding)一 文中特別指出所有知識來自感官 ,此即為後驗(apUst●rion9,而只有

靠觀察與實驗的方法作出歸納 ,︿們才可以判辨真偽‘
。受洛克思想的影響 ,

伏爾泰第一步歷史著作 《查理十二世史》(HistUrvUfcharlesXID已 擺脫中古神

意 PrUvidence)的東縛 ,而注重人類本身在歷史上的地位
㏑

。伏氏在其後的

《路易十四時代》一書內更明白指出 「當人們更瞭解大自然時 ,便是奇蹟 (神

蹟 )不南出現之日。」1’ 因為科學的研究 ,終將神話“⋯hs)消滅 1s。

同註 8,頁 143-144。

丌幼幼 ,〈 啟蒙時代史學的特色〉,《 史學研究》 ,第 一期 P民 國9U年 3月 ,頁 ∞ ;

PageSmith,TheHist° fianandHktU呼 .(台 北 :虹橋 ,民 國 S9年 ),頁 竻 。

VUltaie,TheAgoofLUuisXIV.(trans.MartVnP.PUllack,㏑ Hask爸 llγ .Bl。cked.,

Voltaire:Candideandoth° ΓwrItings.N.Y.:RandomH° use,Inc.,1956),p.292.

沈主柔 ,〈 啟蒙時代的史學〉,《現代學苑》 ,十卷九期 ,民國a年
。
月,頁 l3。

HarryElmerBarnes,AHistU,。 fH〝tUricalWriting.(N.Y.: D° veIPubl㏑ at㏑ns.Inc.,

1993)p.148.

丌幼幼 ,《伏爾泰的歷史思想》 ,頁 ω 。

同註 13,頁 困3。

同註 13,頁 3U8。

眴畤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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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啟蒙時代的人們來看 ,理性是認識大自然秩序法則的方法 ,由於瞭解宇宙

的規律 ,因而理性也是破除迷信的一項利器。在伏爾泰所處的法國時代 ,人們在

各方面皆長期持續受到傳統基督教的神意、啟示等觀念東縛 ,在伏氏眼中 ,這些

非理性的觀念 (在當時是人們一種虔誠的信仰)是導致迷信 、教會專橫 、貴族墮

落的淵藪 ;而迷信更造成 「不寬容」 (intUlerance)的 心態與政策 ,在法國境

內 ,政府與教會到處迫害 「異教徒」及提出反對聲浪的人 ,「這一切皆應被證明

是荒謬的 ,被人唾棄才對 。」1’

因此 ,伏爾泰大聲疾呼不要宗教戰爭 ,以理性

及寬容的態度取代 「那些會產生不幸結果的教條主義」m。

啟蒙時代的理性主義似乎是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主義與十七世紀自然科學上

之法則的結晶 .正如史家卡西斯 tCas“ rer)所言 :「理性不是知識 、原則或真

理 ,它是一種組合“ind)與溶解“issUlve)的力量 ,它溶解 「啟示」←evelati。n)、

傳統與權威 ,進而分析所有的事物 ,再重新建立┬個新架構 。」21伏
爾泰也明

確地指出與其有一個聖哲的國王 ,倒不如全國人民皆有理性 、皆是哲者來得幸福

快樂η
。事實上 ,伏氏也看到其當代的人們前往羅馬時 ,已不再以宗教朝聖者

(pⅡgrim)的 身份自居 ,而按照自己個人的嗜好 ,或一探教皇龐尼菲斯八世 PUpe
BUnifaceXIII,也35-l3U3)的 遺蹟 ,或一睹米開朗基羅 (M㏑helangelU,∥ 75-664)

的建築之美 ,或極目欣賞拉斐爾(Raphad,∥83-l∫2U)的繪畫 ;如果在這些遊客
之中 ,有些是學者的話 ,他定然會一讀義大利詩人阿里奧斯多 (AfiUstU,Ⅱ74-

l“3)和塔素 (TassU,6“-15%)的作品 ,或在偉木的科學家伽利略墳前致敬 ;同

樣地 ,在英國人們也不再談論 「薔薇之戰」(WarUftheRUses),而 是研討牛頓
的墓誌銘一一 「他是人類之光」(Hewasthe日 UryUfthehumanrace)的 含義

羽
。

日啟要時代的史學特色

人們在這個時代的觀念 ,一開始就如上文所述 ,把自然科學的理論與問題跟

JohnViscountMorley,Volta∥ e.(London:Macmilland andCo.Ltd.,1923.Γ irst pub㏑ hed
1872.),p.218.

同註 13,頁 229.

丌幼幼 ,〈 啟裝時代史學的特色),頁 ∞ .

同註 13,頁 285。

同註 13,頁 3U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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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上的歷史問題混為一談 ,並認為可以用同一套普遍適用的 「理性」來探究歷

史問題 ,目 的在擺脫傳統基督教的神命觀
舛

。在理性主義的大前題下 ,啟蒙時

代的史學便產生了一些 「特殊的風貌
’
,要言之 ,就是近代科學與理性的結合 。」

巧
即衍生出 「同」“imila血y)的觀念 。從自然科學上所發現的 Γ同」之觀念 ,

應用到歷史上的 「普遍共同性」上去 ,遂認為人性 、理性及人事的關係變化皆有

其 「共同性」。更有甚者 ,啟蒙時期的史家咸認為人類的知識是會累積的 ,換句

話說 ,它就是人類賴以進步的東西 ,所以他們肯定近代人要較古人更有知識 、更

進步 ,同時 ,能夠創造更高的文化 ,此即進步史觀 。伏爾泰常不屑談論中古或遠

古之事 ,而喜談近代 ‵當代的歷史 ,其所持的理由就是這個觀點 。

此外 ,由於看到各地民族不同的文化表現 ;亦漸漸形成氣候地域說的史觀 ,

其中以孟德斯鳩 (M°ntesquieu,“ S9-1995)最贊同此一論調 ,孟氏在其 《法意》

lThes9ritUftheLaws)一 書中主張 「人類的行為 、制度 、法則與自然環境中的

氣候 、土壞 、地勢 、幅員有交互影響的作用 。」
%啟

蒙史家大都強調地域的不

同 ,氣候的愛fL在人類歷史上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 ,而實際上影響人類的行為 。

在另一方面 ,啟蒙史家由於以理性為主導思想 ,擺脫了基督教神命觀的歷史解

釋 ,因而看到人類的歷史是人類在多方面發展之表現 ,故此漸漸注意人類其他活

動的層面 ,例如社會史 、文化史、思想史、風俗史等各範疇 ,而形成一種前所未

有的 「整體史觀」,不再獨認政治史是人類有價值的史錄而已,人類各民俗的各

種活動紀錄 ,亦甚有價值 ,於此大大擴充了昔日史學研究的範圍。加上注重科學

上講求客觀證據的精神

一

又產生了科學的治史方法 。伏爾泰在其 《哲學詞典》

(Dic㏑ na呼 UfPh且Usophy)一書中論及歷史時 ,即開宗明義地指出歷史的定義 :

「歷史所敘述的是確實發生 ,而非荒誕不經之事。⋯⋯」29伏
氏此言主要是以

實際的、科學的而有史料根據的歷史來否定基督教的傳說 、神話或以神學解釋的

舛 字日幸評 ,ErnstCassiref著 ,《啟蒙運動的哲學》 ,(ThePhilosophyUftheEnlIghten-

ment),士北 :聯經 ,民 國9S年 ,頁 195。 (此外 ,沈正柔 ,(啟蒙時代打史學),頁
14。 )

丌幼幼 ,(啟蒙時代史學的特色〉,頁 ω 。

同宙挖5,頁 91。

周樑楷 ,〈 服爾泰論歷史),《食貸月刊》,八卷七期 ,民國θ年1U月 ,頁 ●3。

紻畤眵畤硈眳畤眳畤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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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種歷史。由於繼承巴黎聖本篤修會 (st.BenedictUrder)修 士馬比龍 (Mab工lUn)

的外考證及後來拜爾 (PierreBη le,“η 1̄906)的懷疑主義方法 ,啟蒙史家特別童

視史料的真偽 ,對於古代的傳說和神示 ,基本上採取懷疑態度 ;甚至對古代的文

字紀錄 ,例如書 、信 、墓誌銘 、神殿內的紀念碑 、石刻等遺蹟遺物也要一一考證

真偽 。對於那些看起來合情合理 ,說起來冠冕堂皇的歷史著作 ,更特別辨其史事

之真偽 。伏爾泰曾指出 Γ人人都應多花點功夫 ,研究教會史上教皇如何僭越權

位 ,大分裂時期的醜劇 、宗教衝突時的瘋狂 、迫害戰爭 、恐怖事件。」田
簡言

之 ,此時期史學方法的運用已開始合乎科學客觀求真的精神了。

除此之外 ,自然神論 (D.ism)的史觀與偉人史觀也是此時期的史學特色 ,不

過其被認同的程度不及上述幾項特色來得普及。可是伏爾泰對這兩項史觀都極為

執著 ,而 自然神論與偉人史觀 ,在伏氏看來是一體兩面的東西 ,也是整個人類歷

史的關鍵所在 ,有關這方面的問題 ,將在下文中探討。

三 、伏爾泰思想之發展

l-)伏爾泰的經歷

伏爾泰原名尚 .范哥斯 .馬利 .阿烏特 (Je.nFranscokMarieArouet),生

於 “與年 l1月 ” 日 ,筆名伏爾泰 (vUltale)是於二十四歲出獄後才採用的 ,白

後皆以筆名行於世 。伏爾泰的父親是一位剛直篤敬之士 ,在當地稍具聲名 ,母親

秀外慧中 ,才思敏捷 ,日 後伏爾泰在文學上及思想上的天賦 ,或許得自母親的遺

傳 。不過 ,很不幸地 ,伏氏在七歲那年 ,母親便過世了 ,在他小刁v●靈上留下不

可磨滅的創傷 。三年後 ,父親把伏爾泰送入當時最有名的大路易學院 (CUllege

LUu你 -1● -Grand)就誼 ,歷時八年 。可惜在學院內由耶穌會士 σesu北s)所灌輸的

是天主教傳統刻板式的知識 ,對年幼的伏爾泰而言 ,不堪負荷 。這可能是他日後

對天主教產生惡感而成為法國自然神論主義者的遠因 ,當他回憶這段學習歲月時

曾說 :「 我所學習的東西 ,皆一文不值 。」
2’

同註 27,頁 49。

JohnViscountMorley,VUItaire,p.45.

硒畤眹眳畤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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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爾泰十八歲時離開大路易學院 ,兩年後前往荷蘭受聘為法國駐荷蘭使節秘

書 ,但不到三個月便掛冠回國 ,未幾攻讀法律 ,以充實自己的學問。

伏爾泰似乎天生愛好自由、不受東縛 ,因而常發高論 ,也不怕得罪權貴。他

一生與法國專制王朝和天主教會對立 ,因而兩度入獄 ,逃亡三次 ,所出版的著作

也被查禁 ,但他卻在八十四歲高齡時一一生命中最後的一年被允准返回巴黎 ,

當時萬人空巷 ,只為爭賭此位一生為爭取思想自由、反基督、反特權而舊鬥的自

然神論 、理性主義大師兼文豪的風采。逝世後 ,其骨灰供奉於名人寺內 ,受後世

景仰。

r6年 ,太陽王 lTheSun“ng)路易十四(LUukXIv)逝世 ,伏爾泰時年二

十一歲 ,因不滿腓力蒲奧爾良公爵(DucdePh山 ped,Urleans)攝政 ,遂寫了一些

諷刺政府的短文 ,事隔一年後 ,政府舊事重提 ,伏氏便被關進巴斯底 (Bast1le)

監獄 ,經各方友人疏通說情 ,終於在一年多之後才被釋放 ,但仍要流戍一段時間

以宗懲戒 ,這就開始了伏氏的第一次流亡生涯。對一個天賦異棄 ,才氣橫溢而富

有正義感的年輕人而言 ,因直言幾句 ,竟招致如此嚴厲無理的對待 ,心中自是

慣憤不平。

伏氏在此段流戍邊疆的歲月中 ,幸得貝多納公爵 (DucdeBethune)熱情招

待 ,並住在公爵位於舒里 (Sully)的堡壘中 。此時期他開始以伏爾泰為筆名發表

詩歌 、文集及創作 ,於 191S年 7月 返回巴黎 ,並在同年公演他的第一部劇作

《奧德帕》 (Uedipe)3U。 不過伏氏在文壇上的聲名並未為他帶來好運 ,仍不免

招致牢獄之災 。因在國內繼續直言不諱 ,終於在 1926年 4月 再度被關進巴斯底

監獄 。不過 ,這次只是短短的的一個多月之監禁而已 ,但無論如何 ,這種感受對

這位三十二歲且頗具聲名的伏爾泰而言 ,則仍耿耿於懷 。他一面希望完全擺脫國

內政府的專制 ,教士的腐敗專橫 ,以及當時法國社會愚昧無知的環境 ,另一方面

也為了增長見聞 ,出獄後伏氏便決定前往傳聞中的自由之邦一一英國遊歷 。

伏爾泰於 1926年 8月 在倫敦登岸 ,隨即展開遊學英國三年的歲月 。在英國

期間是伏爾泰思想的轉捩點
j伏

氏從一個只懂熱愛自由 、人性 、反對專橫與壓迫

3U HaydUnMasUn,Vo1taife:aB㏑ graphy,(LUndUn:GranadePublish㏑ ginPaulElekLtd.,

198i.),p.1SS.附 錄 :年表。

-215一



. lU .
國立交瀯師範大麥歷文學無 第 25期

的年輕文學家轉變為一位日後對理性主義 、自然神論奉行不渝的思想家 、宣傳

者 ,並開始對歷史研究發生興趣
al°

伏爾泰在英國時曾寫信給一位友人盛讚英

國是一個偉大而自由的邦國 :

⋯...在這個國家裡面 ,各種藝術都受到尊重與報酬 ,社會階級的差別固然

也有 ,但人人之間的等級是依才德而定的 ,大家可以自由開放地思想 ,絕

對不必忌諱頹慮η 。

在英國 ,沒有宗教衝突 ,且充斥各式各樣的 「異教徒」 ;科學 、哲學 、人文
思想 、文學藝術等研究皆蓬勃發達 ,成就卓絕 。在政治上與社會上呈現一片祥
和 ,人們可以放言高論 ,政府對人民的思想不加約束 ,在伏氏看來 ,英國正是他

夢寐以求的理想國度 。

伏爾泰於1929年 3月 返國後所見到的巴黎 ,和他三年前離開時並無兩樣 ,

一切依舊 ,「 凡在教義與大臣們見解不同的人 ,似乎天生應該入獄 .或開除教
籍、或被逐出境。」

33

帶有一些理想主義 (Ide.lism)的 伏爾泰當然不滿國內這些現象 ,尤其與英國
比較後 ,更感氣憤 。終於在兩年後又因寫了一首詩追悼一位女演員而被指為大不
敬 ,因為政府實在不能容忍伏氏的 「直言」 :

難道意志不定的法國人長此耽於迷信 ?甚麼 ?難道人們只有在英國才取得
自由思想 ?噢 !倫敦 ,你可以媲美雅典的名城 ,你這塵世的樂園 !只 有在
此 ,大家才無話不談 ,無功不質

鉾
。

Sl 史家街德 (IraU.Wade)將 伏爾泰一生思想的過程ill分為四個時期 ,其 中兩期是 :

第一個時期 (lω4-17巧):接受耶穌教會學校的古典文學訓練後 ,伏 氏從事文學為主的撰
述 ,英定一生愛好寫作 ,反抗傳統權威與教會教條的束縛 ,此時對歷史並未產生興趣 。
第二個時期 (l砲6-1934):從伏爾泰到英國叩始 ,由

於倫敦的思想風氣與知識鐽系與法國
大不相同,給伏氏極深的啟發與衝攀 ,例如培根 、洛克的玄證哲學 ,牛頓的自然哲學等 ,

披大了伏氏知識的深度與廣度 ,在英國的三年裡 ,造成伏氏思想上巾劇愛 ,也開始封歷史
發生興趣 ,並於一七三一年發表了第一部歷史著作 《查理十二世史》。
見丌幼幼 ,《 伏爾泰的歷史思想>,頁 芻-44,引 自 :taU.Wade,TheInteIectua1
Deve1opment ofVo︳ taife.一 書 。

文嘉評 ,AndreMaurUk著 ,《伏爾泰傳》 ,士北 :華新出版社 ,民 國“ 年 ,賓 %。
同註 32,頁 32。

同註 32,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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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 .

伏爾泰因 「大不敬」罪 ,被迫第二次逃亡 ,以免被捕 。

雖然法國政府與伏爾泰形同水火 ,但伏氏在風聲稍減時 ,又潛回法國 ,並於

19鉼 年4月 找到一位書商替他出版他在英國期間所寫的作品 ,命名 《哲學書信》

(Lette“ UfPhilUsUphy)。 但政府下令查禁 ,並將書商關進監獄又通緝伏爾泰 ,

且於同年 6月 1U日 在巴黎公開焚毀所有被查扣的 《哲學書信》 ,理由是 :「 因

為它違反宗教 ,妨害善良風俗 ,不敬權威」
“

。伏爾泰早於一個月前已逃往洛

林 (LUrraire),此 為伏氏的第三次逃亡。幸得好友夏德萊夫人 (Mme.duChatele°

接待 ,躲藏起來。該地靠近法國逸界 ,一但有事 ,容易脫逃。其後的二十餘年伏

氏常往返西鳥里 、巴黎、布魯塞爾 lBrussels)、 柏林 fBerlin,之 間 ,曾於 19的 年

11月 前往柏林覲見普魯士王腓特烈大帝伊redericktheGreat,19的 -198t),極受

禮遇 。此時伏氏的作品越來越成熟 ,他的歷史著作 《路易十四時代》亦在此期間

完成 (1939年 已出版部分內容 ,19五 年全書出版 )。 19Ⅳ 年後 ,伏爾泰已是六

旬老翁了 ,不願返回一成不變的巴黎居住 ,寧願定居於法國與瑞士交界之處的費

爾尼tFerney),繼續為追求年輕時的理想而努力。此時期的作品在文學上有曠

世代表作 《老實人》 (CandⅡe,1959年出版 )、 哲學作品有 《論寬容》(Un

TUlerance,1763);歷 史著作則有 《世界民族風俗及精神史》 tEssayUnthe

Manne6UfSpiitUftheNations,1957) 、 《俄 羅 斯 史 》 (HistUryUfRuss㏑ ,19●9

年出版第一部分 ,1963年 出版第二部份 )、 《路易十五時代紀實》 (Rec。rdUf

theAgeUfLUuisXV,1%S9、 《巴黎法務院史》 (HistUryUfthePaliamentUfParis,

i%99;思想論文集則有 《哲學詞典》 (Dic㏑naryUfPh1Usop” ,19“ 年初版 )。

伏爾泰的作品愈晚愈臻善 。在費爾尼定居二十多年後 ,終於忍不住對故國的眷

戀 ,於生命中的最後幾個月返回巴黎一一 時為 1978年 3月 ,亦即美國獨立後法

國革命思想日益成長之時 。自年輕時即被祖國的政府 、教會 、達官貴人視為思想

叛徒的伏爾泰 ,終於在同年五月三十日病逝巴黎 ,享年八十四歲 。

°伏爾泰對時代的認知

伏爾泰在三十二歲那年 ,一方面厭惡國內政府的專制 、教會的專橫 、貴族的

35 同註 32,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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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化、社會大眾的愚昧無知 ,自 己常受壓迫 ,而萌生離開故國之意 ,另一方面 ,

嚮往英國對人身、私產 、言論自由等保障 ,並欲獲得新的知識 ,遂於 1926年前

往倫敦。伏氏居英三年 ,果能如其所願 ,眼界大開 ,見聞日廣。當抵達英國後 ,

最希望拜訪的是他仰慕已久的自然科學家牛頓。萬有引力所衍生出的 「星體在宇

宙中運行無礙而有規律」的理論 ,深深吸引年輕的伏爾泰。宇宙就像一個設計精

妙的時鐘 ,一旦上足了發條 ,便循著早已設計好的規律不停地在運作 ,永無終

止 。這種 「機械宇宙觀」原本是自然科學的理論 ,但應用到宗教方面 ,便衍生出

自然神論 ;若應用到人事方面 ,則肯定人性中有普遍而共同的 「理性」。自然神

論與理性主義皆是傳統基督教的致命傷。這正符合伏爾泰一貫的想法。在英國 ,

他得到反抗傳統權威與教會專制的理論基礎 ,而認識到應該將人類的俗世事務與

宗教的事務分開來 ,以理性重新檢驗人類俗世事務一一此即人類真正的歷史 。
後來伏爾泰在他的 《哲學詞典》裡便明白指出歷史的定義是 :「記載人類事蹟的

歷史 ,可分為宗教史和俗世史兩種 :而宗教史乃一連串神意及奇蹟的記載而已。」
筘

在英國三年的遊歷 ,使伏爾泰更了解其所處時代之精神一一理性的時代 、
偉入時代。他在英國目睹牛頓的葬禮 :「 國家對科學天才所表示的隆重敬禮 ,使

他非常驚異 。」3’
使他更訝異的是

一

科學家 、哲學家 、文學家 、藝術家及各式
各樣有成就 ,能為人類作出貢獻的人士在英國皆受到禮遇 ,「 例如牛頓與洛克不

但在身後被極尊崇 ,事實上在世時也獲得政府給予優厚的報酬及職位」3s這些
在人類歷史上曾做出貢獻的天才化enius)確實使人類的社會 (至少就當時而言是

指英國 )變得更文明 、更偉大 3’

。伏爾泰並非憑空相信理性主義與自然神論
的 ,此時他不但與當時的名士 、學者切磋 ,更遍讀英國哲學家的作品 ,洛克的著
作對他影響最深 ,洛氏提倡的經驗主義分析法 ,以歸納作為獲得知識的媒介 ,對

伏爾泰而言 ,簡直就是純理性主義的實際應用。至於洛克的 《論寬容》、《人類

周樑楷 ,〈 服爾泰論歷史〉,頁 芻 。
交嘉譯 ,《伏爾泰傳》 ,頁 3U。

JohnViscountMorIey,VUltaire,p6U.

同言主38,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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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伏 爾恭的偉 人

悟性論》和 《理性與宗教》 (ReasUnandRcligbn,“ 94)等作品 ,均對伏爾泰的

思想產生莫大的影響 。

理性是獲得客觀知識的工具 ,且為人類天賦的能力 ,不過長久以來受至j基督

教教條的權威壓抑而隱藏起來而已 ,後來經過人文主義的薰陶 ,現在透過人類自

然的肯定 ,埋沒已久的理性因而得以復甦 ,理性將是破除迷信 、消滅愚昧 、推翻

神諭 、打倒傳統權威 、使人類邁進文明的利器 :進步亦端賴於此 。透過理性人類

重新獲得客觀而真實的知識 ,而這種知識在自然科學中最能體驗它的客觀性 、具

體性與真實性 ,所以牛頓萬有引力原理的發現是一項非常偉大的貢獻。自然科學

上所發現的 「同」與機械式的運作法則 ,使當代人對傳統基督教人格神所創造的

宇宙及安排的人類歷史產生懷疑 ‘一旦揉合了哲學上以理性主義為主導的思想

時 ,便產生 「自然神論」。它起源於英國 ,「是對傳統宗教的反動 ,欲為宗教寬

容●Ulera㏑ n,建一合理的基礎⋯⋯質言之 ,自然神教義在順應潮流 ,為人類創

立一種放諸四海皆準的宗教思想。」的這種沒有 「異教徒」出現而 「放諸四海

皆準」的 「宗教」或稱 「信仰」很明顯就是指相信宇宙機械式運作的存在。康德

曾呼籲大家要注意自然神論與有神論 (the芯 m)這兩個名詞的區別 ,他指出 :「 自

然神論者相信上帝 ,有神論者相信一個活生生的上帝 。」姐所謂活生生的上帚

即是 「人格化的上帝」一一宇宙 、萬事萬物包括人類的一切活動皆在上帚的神
￣
意安排下 ,沒能逃得過衪的控制。但自然神論者卻不相信這一套 ,他們因透過理

性與自然科學上的理論而相信上帝雖是創造宇宙的第一因 (他們稱之為 「至高實

有」,supremeBeing)且是安排宇宙秩序的神 ,但衪好比一位巧妙的鐘錶匠 ,

在製造完成那個無限大的鐘錶後 ,便站在一旁 ,不再管事了。

﹉ 伏爾泰受洛克信徒對自然神論思想的影響 ,對此信仰深信不疑
挖 °伏氏到

最後仍相信宇宙有一個 「至上工匠」 (伏氏稱之為theSupremeArtisan)存在 ,

而不再相信上帚之萬能 、或上帝對人類的慈善φ 。

鄧世安 ,〈 理性主義時代中基督教思想之正統化、理性化與內在化),頁 39。

李日幸譯 ,《 西方近代思想史》 ,頁 ”7。

NormanL.Tofry,VoltaireandtheEnglkhDeists. (C。 nn.:γ aleUnⅣersityPΓ esss,193U.

Rcprintedby ArchonBooks,1969.),p.199.

李日幸譯 ,《西方近代思想史》 ,頁 η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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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與自然神論既然否定了上帝的人格神角色 ,那麼必然否定聖奧古斯丁
(st.Augustine,354-侶 U9名著 《上帚之城》 (cityUfGUd)所 講述的一切 :包括神

的旨意 ,人類將循著神意進行活動 ,而只有永遠服從神的指示 ,才可以到達幸福
而快樂的神之國度裡 。《上帚之城》是長久以來基督教對人類歷史的解釋 ,事實
上已把人的地位附屬於人格神之下 ,這種歷寒觀千百年來不容挑戰。自奧古斯丁

之後 ,人們都認為 ,如果否定了神意在人類歷史上的目的 ,那麼人類將何去何
從 ?沒有了上帚之城 ,人類最終是如何一個了局?這是一個他們不敢想像的嚴重
問題 。可是此時理性主義與自然神論已打破此種迷思 ,在伏爾泰等人而言 ,必須
為人類歷史找出一種合理的新解釋 。因此啟蒙時代的史觀是基於人類理性而產生
的進步史觀 ;伏爾泰更剖析進步史觀只是人類歷史發展的現象 ,其具體的原動力
是來自歷史上的偉大天才 ,此即引發出伏氏的偉人史觀。

四、《路易十四時代》一書的寓意

f-)寫作動機與 目的

啟蒙史學先驅波林布洛克 fBUlingbrUke)替歷史下的定義是 :「 歷史是舉例
以教訓人的哲學」 ,此種強調歷史有鑑戒功用的理念深深影響伏爾泰的歷史觀
念

“ ,加上對洛克將倫理 、道德等觀念視為社會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必要條

件 ,更認為 「社會有責任教導百姓 ,以謀求國民的最大最多的幸福 ,」 巧
更使

伏氏產生經世致用的史觀 ,強調要使歷史有實用與教育功能 。伏氏曾在 《哲學詞
典》中說 :

怎樣才是有用的歷史呢 9當然是那些教導我們有哪些應有的權利和義務 ,

而非嚴格訓斥我們如何做事的史書
伯

。

因此 ,伏爾泰不願做一位純粹的編年史家 ,因為他認為編年史家往往只是在鉅細
無遺地記錄大量不加解釋且無實際功用的事件而已 。至於那些嚴格訓斥我們做事

NormanL.Torfy,Volta︳reandtheEnglishDekts, p.4.

鄔昆如 ,《 西洋百位哲學家》 ,士北 :東大田書公司 ,民 93國年 ,頁 615。
用樑楷 ,〈 服爾泰論歷東),頁 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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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偉 人 文投

的史書 ,伏氏是暗指自 《上帝之城》以來在傳統基督教教義指群下編寫的歷史著

作 ,其中充滿神意 、迷信與荒誕不經的記載 。自然神論的史觀正是掃除這種情況

的利器 ,因而伏氏寫史的態度基本上是反基督教的 。

正如史家衛德 (IraU.wade)所 言 ,伏爾泰在三十二歲以前對史學仍未發生

興趣 。在英國三年的思想無陶之後 ,才真正對史學有確切的認識與浪厚的興趣 。

不過他第一部的史著 《查理十二世史》卻仍未清楚反映出他的歷史觀念 。在往後

的日子裡 ,人生歷練日漸深刻之後 ,《路易十四時代》就是他的歷史現念的反

映 。伏氏在該書的前言禪便開宗明義地說出寫作的動機與目的 :   ﹉ i
⋯此古並非只關於路易十四的一生 ,而 是有更廣問的目的 ,是妥烏後世子

孫描述啟裝時代人類的精神之表現 ,而非個人之成就與行為 ,進在人類的

精神是前所未有南η
.

伏爾泰為何要選擇路易十四的時代來表達他的史觀呢?首先要了解伏爾泰是

相信進步史觀的 ,他把木類自古至今的歷史i分為四個偉大時期 ,即 :腓力浦與

亞力山大時的希臘時期 tTheAgeUfPhilip&Ⅲ exande● 、凱撤與奧古斯都的羅

馬時期 (血eAgeUfCaesar&Augustus)、 文藝復興的佛羅倫斯之麥第奇家族

tTheFamil9。 ftheMediciUfΠ°rence)與法 王 路 易 十 四 時期 (TheAg.UfLUuis

文Ⅳ)。 姑不論伏爾泰將人類的歷史作如此粗略的分期,有其不周延之歷.但他

卻認為後代比前代來得進步,而近代歷史又比遠古歷史來得真i可#,伏氏本人

工生於路易十四時代 ,因而可說是在寫當代史 ,史料也容易華捧 。事i。路易十

四時代所發生的事情 ,不僅關於法國的國運而已 ,該時期更是偉入時代的鼎盛

期 。單就路易十四而言 ,他是全歐洲在位最長的君主 (五歲登基 ,二十三歲梯

政 ,扣除十八年的被撥政期 ,親政長達五十四年之久).相對而言 ,英國在此期

間卻三易其主一一查理二世 (charlesΠ )於 “85年逝世 ,傳位於弟弟居姆士二

世●amedⅡ),但唐姆士卻在“88年的光榮革命中被女婿威廉三世 (WilliamII●

趕下台。路易十四不但要對付三位不同的英國國王 ,又要將法國國威提到空前未

有的聲勢 ,使歐洲各國馬首是略 ,但此時期就法國而言 ,卻是一個既偉大又愚昧

η  向在 13,頁 2m;Ffit2Stern,TheVai︳tiesUfHktUryiomVUltaifetUthePΓ esent.(台

北

一

虹橋 ,民由.U年重印),頁 3S、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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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代 一一 路易十四仍然緊緊擁抱著天主教會 ,竟在 ““年廢除南特詔令 ←he

Ed沁tUfNantes)不斷壓迫 「異教徒」與箝制言論 自由 .迫使四十萬新教徒離開

法國一一 伏爾泰認為這是路易十四的最大缺失與愚昧之處
縐

。另一方面 ,在伏

氏看來 ,路易十四時代與前面他自己所列出的三個時代一樣 ,皆出現了大批的天
才 ,使得八類無論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學上‘

、藝術上屎科學上皆有非凡的成
就 ,而且 「後代」比 「前代」更加進步。伏爾泰於此欲告訴世人偉人史觀在入蘱
歷史上的重要地位 ,這也就是他寫作 《路易十四時代》的動機與目的。

ω該替內容的涵義  ﹉

對伏爾泰而言 ,「歷史並不是目的 ,而是手段 ;它是人類心靈自我教育的工

具。」妙他曾在 《哲學詞典》的ㄑ論歷史>條中指出道德批判是非常重要的 :

大公會議屢次讚美君士坦丁大帝 ,因 為他封國家或教會有貢獻 ;但他卻是

一位割斷兒子喉嚨 ,悶 死妻子 ,幾乎謀殺所有家人的國君∞
。

所以 ,伏氏寫 《路易十四時代》的偉人事蹟時 ,在稱頌政治、軍事上的偉人之同
時 ,亦不忘以道德眼光批評之 ,例如他在該書的第二章內指出路易十四好大喜功
的不是 ,征戰頻頻 ,為了投取多┬些透暉小鎮 ,而犧牲無數生命且令國庫空虛
51。

在同一章內亦論到西班牙自查理五世 (CharlesV,之 後改由奧地利王室
(HUuseUfAu忘 tria)之嫡長繼位後所實施的恐怖統治更甚於前

兒
。

伏爾泰認為單單是一些戰爭 、外交勝利或革命等事情不足掛齒 ,皆沒有多大

歷史價值 ,只有關懷人類民生 ‵智慧 (和識 )與道德等各種進步的事情 ,才值得

大書特書 。所以他在 《路易十四時代》一書中明白指出記載有價值之史事的標準
是 :

並非每一件曾發生過的事都值得記錄下來 ,我們的歷史應該記載的是能代

表人類精神 、風俗與文化 、激發德行 、藝術及祖國愛並產生教辛功用的史 ﹉

。
。
hnVkc°untMorley,Vo∥ airo,p.349.

字日幸評 ,《啟裝運動的哲學》 ,頁 216。

周樑楷 ,ㄑ 服爾泰論歷史),頁 J3。

同註 13.頁 235-236。

同註 13,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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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s3。

伏爾泰把他的理性史觀 、自然神論史觀 、進步史觀和偉人史觀都寓意在 《路易十

四時代》一書中。伏氏認為因為有科學的偉大成就 ,才產生出理性的覺悟 ,它應

用到神學觀念上則產生自然神論 :應用到人類文化文明的創造上 ,則形成日益進

步的現象。人類的理性被傳統的基督教神學觀所壓抑 ,未能真正釋放出來 ,但事

實上卻有偉人在歷史洪流中 ,曾將它發揮出來。伏氏將此過程畫分為上文提到的

四個偉大時期 ,以說明偉人事實上在不斷為人類作出貢獻 ,使人類文化日益進

步。

在 《路易十四時代》一書所記載及歌頌的偉人之中,有君臨天下的法王路易

十四和歐洲各國的君主 ;亦有在思想上、藝術上 、科學上有卓越成就的普通平

民。伏氏在該書中嘗言 「我們的進步其實大都端賴於此等散布各地、曾受迫害和

原本寂寂無聞的天才而產生的⋯⋯在過去一世紀以來 ,證明人類已經較前更開明

進步了。」駟事寅上伏爾泰極端注重各方面天才的成就 ,並認為 「報導及宣揚

科學 、藝術的成就、社會文化的進步、要比記載輝煌的戰役或熱鬧的典禮價值百

倍以上。」平他在該書中的第三十一章裡專論 「科學」“c始 nce)的成就——例

如發現子午線及土星的四個衛星之義大利物理學家卡西尼 lCassini)、 發現土星

光環的荷蘭數學物理學家海更斯 (Huyge汰 )和來自丹麥 ,計算出光的速度的科學

家羅默 ,俱是當時的佼佼者。而在英國的牛頓 ,其成就更是令伏爾泰傾慕不已。

此外仍有不少科學天才 ,各盡其力而締造出偉大的時代 ,若往上推溯 ,當包括義

大利的伽利略和更早引起天體理論革命的哥白尼。在思想界上也出現一批偉人 ,

如法國的笛卡爾 、英國的培根 (ΓranckBacUn,1561-巧26)和洛克等 ,他們擴大了

人類知識及思想的領域 ,使人類更開明進步。

伏氏在該書中論到雖然此時期法國在科學與理性哲學上的成績 ,遠不如歐洲

其他的國家 ,但在文藝方面的成就卻是各國望塵莫及一一無論在修辭學上、詩

歌 、小說及各式各樣的文藝創作上 ,法國獨領風騷 ,在歐洲享有正統地位
茄

,

同註 13,頁 225。

同#l13,頁 3珍 。

蔡石山 ,《 西洋史學史》 ,頁 笓9。

同註 13,頁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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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所及 ,各國王室皆以模仿法國的宮廷禮儀為尚。路易十四個人雖不太了解科

學 ,但他其中的偉大處是崇尚科學 ,於親政後五年 (即 “66年 )便模仿英國皇

家學會 ,成立了法國的 「科學研究院」(Academvsc●ence).延 攬各地科學人

才 ,上述的海更斯也在受聘之列。伏氏在該書中也論到路易十四在治國能力上卓

越不凡 ,他雖然悉心聽取大臣的意見 ,但當作決定時 ,卻能不受群臣之影懇 ,果

斷英明。伏氏在書中節引幾句路易十四晚年的回憶錄的話語 (伏爾泰時代未出

版 ,但伏氏曾至j宮中調閱過手稿 。)便充分說明他有駕馭臣民的能力 :﹉

為了要統治他人 ,必須把自己的地位高高地提升並超越他們 ;在聆聰各方

面的意見後 ,則 必須靠自己在毫無偏見的情況下作出決定 ,要千萬注意時

常保持告受 ,木要破一些封自己毫無價值的事情s7。

但這位雄才大略的太陽王路易十四卻在晚年時英名驟降 ,由於連年征戰 9致使國

庫空虛 ,政府官僚體系亦開始紊亂 ,「 在人民眼中 ,他生命中的最後三年竟把他

昔日建立起來的聲威一掃而盡 。」“雖然如此 ,但伏爾泰仍就路易十四的晚年

的幡然悔悟並承認自己錯誤的勇氣 ,大加讚揚 ,仍認為路易十四不失為一代偉

人。他在回憶錄上說國家昌盛 ,當然歸功於君王 ,但如果該君王犯了錯誤 ,則應

該立刻改過 。晚年時似乎對於下令廢除南特詔令 ,座迫新教徒之措施有後悔之

意 ,因而在給孫子菲力普五世φhilipV)出任西班牙王前夕時的告誠中充分流露

出他對人民公正而寬容的情懷 :

愛你全部的西班牙人民 ,不要偏袒厚愛阿諛奉承之徒 ;接納忠言直辣之

士 ,他們是你真正的朋友⋯應施財於四班牙人民⋯不要對當地一些奇風異

俗的人民挪掄取笑 ,因 為每個國度裡都有它自己獨特的風俗習慣Φ 。

路易十四晚年勇於反省和改適的道德勇氣 ,在伏爾泰看來 ,其偉大處不下於他的

蓋世功黝
一
。在這個時代裡 ,伏爾泰也承認並不是完全耒好無瑕的 ,它仍有宗教上

的迫害 、社會上的動亂 、爾度我詐 、戰事頻頻 ,但每個天才都在發揮自己的特

長 ,為人類創造更開明進步的文化 ,總體而言 ,這的確是偉入時代。

同註 13,頁 29° 。

同註 13,頁 265。

同註 上3,頁 292-27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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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
論伏π恭的偉人文洩

五 、偉人史觀之意義

f-(與卡萊爾之英雄崇拜及尼采的超八現比較

伏爾泰的偉人史觀是基於理性主義和進步史觀而來的。他剖析過文化發展與

人類的關係後 ,肯定了偉人在歷史上的地位 ,但他心中的偉人是指所有那些
「
在

各方面一┬經濟、文學、科學等有傑出表現 ,並能提升人類 ,引導人類申野蠻

走向文明的人。」.U這就是伏氏對偉人的定義。但在伏爾泰逝世後十七年 ,年

於英國蘇格蘭的卡萊爾(Ⅲ
。
mascarlyle,1995-1SB1)於 四十五歲時發表了六次演

說 ,閩述自己的英雄史觀 ,該演講集並於翌年 (1s41年 )編印出版 ,定名為

《英 雄 與 英 雄 崇 拜 》 (UnHerUes,HerU-wU〝 h● andtheHerU沁 ㏑ HⅡ U呼)早 驟

聽卡萊爾的第一講 ,似乎會認為卡氏的英雄史觀與伏爾泰的偉人史觀無異 ,因為

他開宗明義地向聽眾說 :

依我的愚見 ,宇宙歷史道部記載 ,人類在道個世界中完成的事苦的歷史 :

基本上是那些曾在道世界一工作的偉人的歷史。...在世界史上各個時代 ,

我們都會發現偉大人物乃是他那個時代不可缺的拯救者一一 瑋是電米 :

沒有它 ,燃料就不可能焚燒起來,我 己經說過,世界史即是偉人傳.l。

在開場白中 ,卡萊爾只是指出英雄人物 (有時他用偉人這個字眼)是主導歷史●●

原動力而已。綜觀他的六次演說 ,吾人便可知卡萊爾所強調的英雄史觀與英雄崇

拜實在與伏爾泰的偉人史觀有不同的意義。該六次演講中的英雄人物主要為 :第

一 講 做 為 神 明 英 雄 的 歐 丁 (Udin)、 第 二 講 做 為 先 知 英 雄 的 穆 罕 默 德

(MUhammed,田 U-“勾 、第三講做為詩人的英雄但丁 (Dan怕,η“-l3m)和莎幸比

亞 (WilⅡamsh.kespeare,664-““)、 第四講做為教士的英雄馬丁路德 (Mait︳n

Luthe$Ⅱ 8●-l“6)、 第五講做為文人的英雄約翰生 (SamuelJ。 hns。 n,19U9-1984)

和盧梭 (JeanJacqu爸sRUussoau,η咆-1978)與 第六講做為帝王的英雄克倫威爾

丌幼幼 ,《伏爾泰的歷史思想》 ,頁 切 。

何欣評 ,ThUmasCaflyle著 ,《 英雄與英雄崇拜》 (UnHero,Hei° ,wUrSh︳ pandtho

H●roic︳ nHⅢory),士 北 :中華古局 ,民 國兒年 ,頁 1、 15.

絇畤眴；

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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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rCrUmwe11,1599-165砂 和拿破崙 (Nap。㏑⋯ B叩ap.rte,1969-1821)。 卡萊
爾在第二講裡說 :「 依照我們在他們 (指英雄們)身一注意到的性質之不﹉同 ,按

照他們表現自己的不同範圍 ,我們稱偉大人物為 (政治上的)英雄 ,為先知

一

為
詩人⋯在不同的時代和地方 ,有許多不同的名字⋯這英雄可以成為詩人、先知、
帝王、教士或你願給他的任何名字 .」 φ卡氏更進一步指出無論苡任何名稱,

在任何地方出現的英雄 ,在本質上必須完全一樣 ,那就是卡氏稱之為 「忠誠」
(fa北 hful)的特性 ,「 拿破崙、克倫威爾、任何想做一件事的八 ,莫不首先對他
做的事極端誠摯。」.3就是這種對自己、人類、大自然、宇宙等理想的執著與
忠摯之情造就出各式各樣的英雄 ;而在人類的心靈處一直渴望出現此類英雄 ,他

們好比人類的救主 ,自然而然受到崇拜。卡氏認為就英雄本身而言 ,對自己是杏
受到膜拜 ,是從不在考慮之列的 ;「 英雄崇拜」只是人類心理上的一種需妄而
已。

於此 ,可以說卡氏的英雄觀是強調每個時代曾出現過的一
‵兩位偉大人物 ,

由於他們對己身領域內的事情極端 「忠誠」,出於至誠 ,而改變
一
其時代的局面

或帶領人類開創更新更偉大的未來。因此 ,卡萊爾言下的偉人往往與理性主義無
關的 ,也不涉及客觀的科學上去。似乎可以說卡氏有時還看輕科學 ,並請科學只

是后撐的學問 ,不能解決問題 ,「 這個世界仍是一奇蹟」“
卡氏心自中的偉人

是統攝諸功 ,開創新局的領袖 ,是人類的救世主 ;改愛人類文明文化面貌的巨
人 ,一一他們可以是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示教學家、神話傳說中的入
物 ,且在每個時代裡這些 「英雄們 」的出現 ,僅是鳳毛麟角 ,但若沒有他們的簦

高一呼 ,領導群倫的話 ,則人類的活動猶如一堆枯乾的柴薪 ,永遠沒有燃燒起
來 ,發揮功能的時候 ;這些英雄就是點燃人類歷史之光的閃電之火。吾人清楚看
出卡氏的英雄史觀雖亦云人類的發展,是端賴偉人的出現而成就之 ,但他只是鉗
對個別偉人的貢獻而言 ,而其來源並非

一
定與理性有關 :反之 ,伏爾泰的偉人史

觀則指出偉人來自理性的覺悟 ,並且視在各方面對人類有貢獻的︿們為偉人 ,菲

同註 61,頁 lUltlU2。

同註 61.頁 69。 r

同#“l,頁 9。

2U .

眳眽畤眥；

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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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個別的表現 .」 而是指 「集體的力量」∞
。才可以使人類更進步 ,在伏爾

泰眼中,是沒有救世主式的英雄。

伏爾泰的偉人史觀若純就對人類歷史貢獻的角度而言 ,則與之倒有相似之

處 ,但與十九世紀德國哲學家尼采 tFHedr沁kNietZs●he,lB44-19tl19)所謂的 「超

人」(。vermm)的觀念截然不同。尼采的超人理論是對當時的宗教與倫理的一種

挑戰 ,他的超人的定義 :個人是自己內在生命力的發展 ,這種人性之中最高貴而

獨立的內在意志 ,一旦發揮出來 ,即發現自己的自己 ,發展到最高峰時即昇華成

為超人“ 。尼采把人性的傾向歸為兩類 ,一類是勇於冒險犯難 .喜歡自創局面

的人 :另一類則只安於現狀 ,墨守傳統 ,毫無進取心的人。尼采崇拜前者 ,鄙視

後者 ,因為他的 「超人理論 ,德文是ber㎎ nsch,就是已經走過去的 ,已經經過

考驗而成功的人 (就像馬戲團走繩索的人 ,在冒險中前進 )。 」.’
FL采認為惟

獨成為 「超人」之後 ,便可以宣佈 「上帝已死」,不再有超自然的神存在了 ,而

人類的尊貴意志與在宇宙問的獨立自主的地位得以肯定 :進而人類有無限大的能

力去完成人類自己的工作。明顯地 ,尼采所謂的超人 ,主要是一個哲學一的觀念

是指示人類本身應邁向的一個境界而已 ,與伏爾泰的偉人史觀意義幾乎風馬牛不

相及 ,兩人是在不同的領域內談論不同的議題。﹉

°與伏爾泰其他史規的開係

伏爾泰
一
生遵從理性主義 ,理性主義來自科學的客觀與求真的精神 .伏氏在

英三年這種思想影響他最大 .尤其是牛頓的宇宙觀最吸引他 ,自 然神論的思想對

他啟發更大 ,原來伏爾泰早已有反傳統基督教的傾向 ,自 然神論與他的想法不謀

而合。於是 ,自然神論變成伏爾泰的終生信仰 ,而理性是伏爾泰用來辨別是非真

偽的一種方法 ,在伏氏看來 ,理性就是人類進步的基礎 ,可是 ,人類的進步只是

時代比較之下的︸種現象。當然不可否認文明或文化是往前一步一步邁進的 ,無

論它是依循環路線進行或是依直線往上攀升 ,進步的情況似乎沒有不同 ,就這點

!。hhVk.。untMorley,VUltaire,p.3U7.

部昆如 ,《 西洋百位哲學家》 ,頁 “8、 θl。

同註 66,頁 69U.

眻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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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伏爾泰看人類歷史的進步 ,把它到分為四個偉大的時代 ,而且是後時代比

前時代更進步。不過 ,啟蒙時代的進步史觀論者似乎沒有注意到進步的核心力量

是什麼 ,伏爾泰卻能把它指出來 ,那就是他的偉人史觀 ,他心目中的偉人 ,是散

布在各領域的 ,而且往往是平民百姓。伏氏認為雖然人人具有理性 ,如果沒有轉

換為對人類有貢獄時 ,則毫無進步可言,所以只有靠有理性的偉人出現 ,才能創

造尿推動人類文明進步 ,偉人的貢獄才是進步史觀之具體成就表現 ,伏爾泰一再

強調 ,凡是能夠提升人類文明文化而有益於世的人 ,無論他的身份地位 ,各行各

業 ,皆可稱為偉人。所以他稱物理學家卡西尼、數學家海更斯 ‵牛頓 、路易十四

等為偉人。從伏氏的六大冊 《世界民族風俗及精神史》來看 ,更能瞭解他在這方

面的觀點。他在該告的序言上說 :

此古的目的並非獨球玗螢人經年累月的殘暴政權⋯而是介紹值得歌頌的倖
人政權 ,它 能使人類邁向更美好的境地.B。

因此.伏爾泰在該音中稱頌法王亨利四世(HenryⅣ)的政府 ,主要因為亨

利四世 「將所有階級結合在一起 ,使得各派系能夠和平相處 .兩個教派也和睦相

待 ,人民生活於宮庶之中。」.’ 《世界民族風俗及精神史》是伏氏試固從理性

及i用何值的觀點去探討人類文明活動的一部世界史 ,因而伏氏在書中同樣肯定

中國人 .甚至印度人的重要性。

但是 ,伏爾泰在該宙認為能使人類邁向美好之境的 「精神」都是培養出來

玓 ,並非人人都具備的 ,只有少數人才擁有’U。
換句話說 ,偉人可以來自普羅

大眾 ,但普羅大眾卻非一定是偉人 :同樣的 ,領導者或帝皇將相若具備此種精

神 ,則可稱為偉人 ,否則只是匹夫而已。因此該書 「還是集中在政治性大人物 、
天才發明家 、思想家等那些他所謂只有少數人才有的精神之肩負者」身上’1。

於此 .吾人可以清楚看到伏氏寫世界史時仍以他的偉人史觀作中心。

同杜 13.頁 313.

胡昌智 ,(十八世托歐洲托It的世界史——伏η泰 「世界民族風俗及精神史」,)《 田
立士汗師範大手歷史學報》牛十六期 .民 日η年6月 ,頁 311。

同注 69,百 β12.

同杜 ●9,瓦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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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伏爾泰而言 ,自然神論與科學上所發現的普遍共同性 ,只是︸種概念 ,由

於此種概念而產生理性 ,因為機械性的宇宙論否定了人格神的理論 ,而理性推翻

傳統以來的基督教神學史觀地位 ,所以說理性是破除迷信虛妄的一種方法 ,也因

此就是人類自我肯定獨立自主的力量 ,伏爾泰把這套假設來回顧人類歷史的發

展 ,果然看到人類文明是一代比一代進步的 ,這就是伏爾泰的進步史觀 ,可是這

種進步現象 ,它的核心力量是什麼?伏氏認為是由於在歷史洪流中 .不斷出現偉

人所造成的 ,這就是它的偉人東觀 ,在 《路易十四時代》一書中很清楚地表達了

他這種看法。

、結 論

﹉ 啟蒙時代以普混共同性 、理性主義作為歷史解釋的說法 ,在 1974年 開坤單

到挑嶯 ,赫德 ●°iaiid垚crd古∴1,稱-1SU3)於該年發表一篇名為 ㄑ另一種歷史

哲學 >(YetAnUtherPhil。 sUphyUfHistUr” 的文章 ,F,.9始對啟蒙時代的寒觀大肆

批評 .尤其是對 「同 」的觀念不以為然 。赫德認為 :

(歷史 )不 管在時間的過程中或仁空間的廣瀚上都有無止無你的差呆和皮

花 ,由 此咯

一

不同」而嗜淡

一

同」 ,主是忽略歷史的士砡‘::巷蒙翠怎客

所以﹏為人性是相同的 ,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把握住歷史的本I.⋯每
一
個

人都走歷史的產物 ,是精神

一

心各 、情蕙等元妄南遮和 ;未 足南車純南

科學方法可以瞭解或描述的
花 古        ﹉ :﹉ :﹉ ﹉  一

當然 ;單就 「同」與
「
不同」而言 .赫德的Ht評曲是合情合渾

-﹉

不滑平和

灰薾泰 (Wilh各坤 Dilth●”所言 :Γ 啟蒙時代史學最偉大的成就乃有於站仁世界

整體歷史的立場 ,把人類文fL的進步提出來研討。

一

η事工上

一

葦遍 9甲 ●的

觀念孟菲啟蒙時代東學菂核心理論古他們以理性主義為基礎 ,暸解人類的歷史發

展而衍生出進步史觀 ,而伏薾泰更進

一

步嵹調八類進步旳核心力革是來自偉木的

貢獻。可是卡耳φdwardCiii)卻 認為伏薾泰專八這種進步史觀是反歷史的﹉-因

�祩�祤痐︹

眳畤眽硈畤眹

李9A祺 ,〈 近代西洋史學之發展 )

李弘祺扁許 ,(西洋史學名著選》一
頁13β 。   ﹉﹉

一

﹉﹉﹉﹉    :  ﹉
,士北 :時報文化出版 .民田93年 .頁 γ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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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們預設答案而倒推其因 ,並 「企圖建立一種超歷史的標準來衡量歷史事件或

現象」砰 。就這點而言柯蟲烏 (R.G.CUl㏑
呂wUUd)更反對伏爾泰鄙視傳統基督

教的態度 ,他在 《歷史的理念》仃伍 IdeaUfHistUry)一 書中說得最明白 :

他們似乎認為宗教是教士創造以駕u大眾的工具 ,視宗教 、教士 、中古時

代烏野螢等術語 ,是 荒謬的說法 ,只 有情緒意義 ,無概念意義⋯若認為歷

史上某個時期完全不合理 ,則 所持角度不是歷史家的 ,而是政論家的 ;和

擁設天主教的作家的態度沒有兩樣 。因此 ,啟蒙時代封歷史的看法並不無
具歷史性 ,其主要動機是爭論性的 ,反歷史的

’j。        ﹉

啟蒙時代的理性主義、「同」的觀念、反基督教的情緒及進步史觀等所討論
的問題當然有其未盡週延之處 ,而赫德、卡耳、柯靈烏所批評的也有其道理 ,但

就整體而言 ,伏爾泰等人的各項史觀卻不能完全被否定 ,尤其是理性主義的提
倡、進步史觀的肯定、偉人史觀的宣揚 :確實冔自奧古斯丁的《。帝之城》以
來 ,對人類歷史解釋的重大突破 ,也是人從神的附屬中解放出來 ,狄薾泰在他的
<十八#犯與歷史世界》

一

書中說得最為明白 :

基本上所﹉有的啟蒙時代史學家都有共同點 ,封他們全值而言 ,歷 史的日南

在於求得研究來學問的獨工 :求得寬容 ,求得宗教態度上的理智 ,求得史

學的精密 ,以 及求得個人在強大國家的保障下能白由發展他的抽性 ’.。

個人的自由發展確實是人類在歷史上的一個轉捩點 ,但是文明進步的基礎。
啟蒙時代史學家特別強調理性 ,並對人類的發展採樂觀進步的看法 ,其理就

在於此 ,像伏爾泰認清的是人類尊貴的一面 ,人類往前進步的地方 。雖然他也知
道人類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夾雜著很多非理性的、非文明的、甚至有時會倒退的
現象 ,但總體而言 ,在伏爾泰等人看來 ,︿類最在理悻的摹礎下不斷進步 ,人蘱
的天天進步既是歷史的過程 ,也是歷史的甲的 :甭則 :人類只會一天天的衰餃下

三任光#,Edwafd●●ri著

一

《歷史諗無》

年 ,頁 π .

貴宜範評,柯生為著(R.G.cUllingwU6j),

北 :聯經 .民國9U年 ,頁 S2。

字弘祺持秤 ,《 西洋史李名著選》 ,頁 血2。

(WhatkH〝tUfy),士。 :幼獅 ,民 國9

《歷史的理念》(T㏑ IdeasUfHistofy),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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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終至滅亡。此派史學家因而強調理性和進步史觀的用意也在此。他們也知道

凡事有正即有反 ,人類對歷史的解釋 ,當然不能用簡單的 Γ同」的觀念 、理性主

義及自然科學上的客觀理論可以完全解釋清楚的 ,其中含有民族 、國家、地域等

差異性

一

人類的非理性 ‵感性 、主觀性等等。不過 ;就像討論人性一樣 ,他們特

別強調人之善而避談人之惡 ,這樣的選擇似乎沒有多大的錯誤 ,因為一切思想、

理論與觀念皆因為服務木類而存在 ,並能提升人類的福祉 ,才值得研究。況且假

如常常強調理性主意 、偉人史觀 、進步史觀等 ,久而久之也許真的會把人類的非

理性的部分改愛過來 ,此外伏爾泰等人皆認為歷史必須有鑑戒作用 ,在這種大前

提之下他們不周延的各項史觀 ,確實有他們的功用。伏爾泰的偉人來觀更是人類

進步的原動力 ,從他的觀點我們可以看出伏氏除了歌頌褒揚各時代的偉人之外 ,

似乎有意教導後世子孫模仿前代偉人 ,繼績為人類的進步作出貢獄。他被啟為是

一位追求真理 ,熱誠奉獻的新哲學 、文化史家
’’,更曾在 《哲學詞典》一書中

說 :「 歷史是一連串的真理事件之記錄 ;相反地 ,神話則是一連串虛假事情的記

錄 。」’s於此 ,他的理性觀念表露無遺 ,因此伏爾泰被稱為啟蒙時代的休言

人 ,寅在當之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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