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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 语言及文化

坚守的力量
——

蒙 田对现代 性 问题原初 的 思考

李 征

【
提 要

】
文 艺 复兴是西 欧历 史上 第

一

个 大 转折阶段 ，
面 对社会转型 期各种 矛 盾纷 争带来的 不 稳定性

和 未来 的不 确 定性 ， 文 艺 复兴盛期杰 出 代表蒙田 对现代性 问题给 出 了早期 的 思考与 具有前 瞻性 的认识 ， 并

试 图 通过古希腊文化的给养找到 内 心迷宫 的 出 口
。 蒙田对古代思想 学说的观 照 和态度与 他人有何 不 同 ？ 他

所重构 的与 西 方 古代传统之 间 的 关 系是接近还是另一 种疏 离 ？ 从蒙田 《 随笔集 》 切入并进行分析 ，
以期在

原点上加深对 欧洲现代性 的认识 。

【
关键词 】

文艺 复兴 蒙 田斯 多 葛 主义 怀疑主义 伊壁鸠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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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在充分进人近代社会之前共经历 了 两个大 的转探究古代传统 的路径与方法 的具体研究却不多 。 本文将

折阶段 ，

一

个是文艺复兴 ， 另
一

个是启 蒙运动 。 其 中 发从 《随笔集 》 这部文艺 复兴盛期 的代表文学作品 切人 ，

生在 １４ 世纪初至 １
７ 世纪 中叶的文艺 复兴 ， 因各 国情况考察蒙田如何对古代思想进行重新解读与重新诠释 ， 并通

不同在时间 上具有差异 。 文艺复兴是西欧资本主义萌芽过重新整合古与今 、 传统与现代最终完成内心的 自我救赎 。

的时代 ， 是新的信条 、 新 的价值观涌 现的时代 ， 也是宗

教改革运动推动现代化浪潮的时代 。 宗教改革运动激化
一

了社会 的各 种潜在矛 盾——政治 的 、 经济的 、 贵族之

间 、 国家机关之晒 。 尤其在法国 ， 矛盾尤为剧烈 ， 宗ＪＳＰＪ Ｗ ５Ｉ

教战争发展成为全面 内 战 ， 从 １ ５ ６２ 年至 １ ５９ ４ 年 ， 持续
立大大助长了人们对 自身能力 的信心 ， 也撼动了 人们对

了 ３０ 多 年 。 法 国 作 家 蒙 田 （ Ｍｉｃｈｅ ｌｄｅＭｏｎｔａ ｉｇｎｅ
，

上帝 、 对宗教 的固有认识 。 同时随着人们知识水平的提

１ ５３３
—

１ ５９ ２ ） 几乎从始至终地经历 了 ３０ 年战争 ， 他的高以及 印刷机的发明 ， 不再只能依靠牧师 的宣讲来 了解

《随笔集 》 正是创作于法 国从一个社会形态 向 另一个社 教义 ’ 而是开始通过书籍了解基督 教的信条 。 人们更加

会形态过渡 、 从以基督教意识形态为主导 的 中世纪 向 以关注 天主教会的行为 ， 当认识到教会的腐败与 罪 恶时 ，

人 的 自 由 意志为主导 、 以资本主义的确立 为标志的现代罗马教廷的绝对权力遭 到质疑 ， 于是引发 了 普遍得到下

过波 的特殊转 型期 。 在这
一

时期 ， 随着商品经济的 发展层人 民拥护的新教教徒 与代表 旧势力的天主教集团之 间

及资本主义的萌芽 ， 某些现代性问题已然被当时 的知识的较量与冲突 。 在这
一

时期 ， 各 种教派不断产生 ， 甚 至

人有所觉察与体悟 。 蒙 田凭借他对古希腊 、 古罗马 经典还出 现了打 着
“

斯多葛 主义
”

旗号 的宗教狂热 的殉道

的深厚学养 ， 将古代思想学说变化运用到 现实生活 中 ，
者 。 斯多葛主义 （ ｓ ｔｏ ｉｃ ｉｓｍｅ ） 是古希腊 、 古 罗 马时期兴

对 当时 出现的若干现代性问题或 曰具有现代性特征的 问盛起来的
一

个哲学派别 ， 受到 苏格拉底哲学思想 的影

题给 出 了 自 己独特的思考与某些具有前瞻性的认识 。响 ， 由芝诺 （ ＺｔｏｏｎｄｅＣ ｉ
ｔ

ｉｏｎ ， 公元前 ３３５ ？
—公元前

文艺复兴时期西欧知识人对古代文化的发掘 、 热爱２ ６３ ？ ， 古希腊哲学家 ） 于公元前 ４ 世纪初在雅典创立 。

与崇敬已 经是学界无可争议的共识 ， 但是针对不 同作家斯多葛主义哲学认为宇宙是绝对 的理性 ， 它鼓励人们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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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征 ： 坚守的力量
一

蒙 田对现代性问题原初的思考

思修炼 ， 并通过砥砺心 志 ， 学会坚定 、 从容地面对现与欧洲并存的还有非洲 、 美洲和亚洲
”

。
① 也是在文艺复

实 ， 从而达到像宇宙那样沉静而有序的智慧与幸福的终兴时期 ， 天文学也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 此前 自 希腊

极 目标 。 蒙 田认为如果真正理解斯多葛 主义 ， 就应保持晚期
一

直持续到 １６ 世纪中叶作为古代权威学说的 、 被

冷静清醒的头脑 ， 而不是无谓的坚忍和牺牲 。 他在 《随基督教认可的托勒密的
“

地心体系
”

被哥 白尼 的 日心说

笔集 》 中写道 ：

“

当我们听到殉教者在火焰中对着暴君喊所颠覆 ， １ ５４ ３ 年 《天体运行论 》 这一对于西方天文学历

道 ：

‘

这边的身子烤够了 ， 切吧 ， 吃吧 ， 是熟的 ， 再烤另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的出 版使得人类 中心主义受 到

一边吧 。

’
……

当然必须承认在这些灵魂中有点变态 和疯重创 ， 于是西方知识人开始意识到世界的变化性与 不确

狂的东西 ， 尽管非常神圣
”

（第 ２ 卷 ， 《论饮酒 》 ） 。定性以及人类理性的局限 。 譬如 ， 《随笔集 》 在谈论空

蒙 田之所以否定这种宗教狂热 ，

一

方面是 因为
“

那间时有 ：

“

地球 只是
一

个持久摇动的跷跷板 。 世上万物

时路德的新见解开始风靡一时 ， 旧信仰 中 的许多原则受都在摇动不停 ： 大地 、 高加索的 山岩、 埃及的金字塔也

到冲击 。

… …

普通人没有智力 对事物做出实事求是的判不例外 。 万物不仅因整个地球的摇动而摇动 ， 而且各 自

断 ， 就会受表面 的迷惑随波逐流
”

（第 ２ 卷 ， 《雷蒙 ？ 塞本身也在摇动 。 所谓恒定不过是一种较为缓慢无力 的摇

邦辩 》 ）
。 另

一

方面 ， 更重要 的是 ， 他认为许多宗教纷争动而 已
”

（第 ３ 卷 ， 《谈后悔》 ）
； 在谈论时间时有 ：

“

时

都是以 宗教为名 、 以逐利 为实 的贪欲所致 ：

“

不妨想
一间是流动的 ， 仿佛出现在阴影中 ， 带着永远流动漂浮的

想 ， 如果宗教掌握在我们的手里 ， 岂不像用蜡去塑制多物质 ， 从不停滞也不长 留 ；

……至于这些词 ：

‘

此刻
’

、

少不同 的形状
……

今天在法国这样 的事情看得还不够多
‘

眼下
’

、

‘

现在
’

， 好像主要是通过它们支持和建立我们

吗 ？ 有的人这样解释 ， 有的人那样解释 ， 有的人说成是对时 间观念的 了解 ， 但是理性在发现时间 的同时就毁灭

黑的 ， 有的人说成是 白的 ， 然而都同样在利用宗教去完了时 间 ： 因为它立即把时间切割成未来和过去 ， 好像要

成暴力和野心的 事业 ， 在 行为暴戾 和不 义方面 如 出
一看到它分成两份才会甘 心

”

（第 ２ 卷 ， 《雷蒙 ？

塞邦

辙……我们创立宗教是为 了剔除罪恶 ， 而现在却在遮盖辩 》 ） 。 客观世界是不 确定的 ， 人性本身也是不确定 的 ：

罪恶 ， 培养罪恶 和鼓励罪恶
”

（ ｉ
ｂ

ｉｄ ）
。 蒙 田本人所理解

“

如果你决意要探究人性的 存在 ， 这 无异于用手抓水 ，

的斯多葛主义在其被称为
“

斯多葛 主义
”

的多篇随笔中水的本性是到处流动 的 ， 你的手抓得愈 紧 ， 愈是抓不住

有所体现 ， 如在第 ３ 卷 （ 《论相貌 》 ） 中 ， 他探讨 了苏格要抓的东西
”

（ ｉｂ ｉｄ ） 。

拉底的斯多葛主义特征 。

一方面 ， 蒙 田 为苏格拉底面对由于智识 、 信仰与价值观的剧变及其与社会纷争的

不公正的审判 、
面对死亡时的镇定泰然而感到心灵的震相互冲击 ， 文艺复兴时期西人的精神世界陷人一种紧张 、

撼 ， 认为他的平静来 自他对人 自身力量的肯定 ， 并以其彷徨与不安的状态 。 在这种情况下 ， 蒙 田最终走向 了怀

自身言行向 人们揭示 了
“

人类天性靠 自 身的力量能做到疑主义 （ ｓ ｃｅｐｔ ｉｃ ｉｓｍｅ ） 。

“
……

我什么也不肯定 ， 我不懂 。

多少事情
”

； 另
一

方面 ， 蒙 田强调苏格拉底的美德不是我在怀疑中 。 我考察……
”

。

？ 关于怀疑主义的思想起源

刻意的苦行 ， 也不是矫揉造作的德行 ，

“

他交付于我们最早可以上溯到荷马与古希腊七贤等前苏格拉底哲学家 ，

的是从人们最 日 常最熟悉的活动 中所抽取出 的思考与 比他们都对认知可能性表示过质疑 。 苏格拉底认为他知道

较
”

。 蒙 田认为苏格拉底 的信仰 、 道德是长期认 识 、 征的事情就是一他什么也不知道 。 怀疑主义的诸多观点

服 自 我 的成果 ， 是健康 、 从容 、 简单 的行为方式的成渗透到希腊文化中 ， 但是直到公元 １ 世纪左右才产生系

果 ， 而这样的行为方式正是蒙 田所理解的斯多葛主义的统的形式 。 苏格拉底 、 皮浪 、 西塞罗 、 塞涅卡 、 塞克斯特 、

真谛 。 蒙 田所主张的这种行为理想 旨在阐明面对各种社伊拉斯谟等人都对蒙田怀疑主义的形成产生重要作用 。

会纷争 、 宗教纷争 ， 应保持冷静 、 从容 、 泰然 的 内 心 ，怀疑主义使蒙 田看到人类知识的有限性和认知 的相

淸醒而不随波逐流 ， 坚守道德却不偏激狂热 ， 不受个人对性。 蒙 田发展了古代的怀疑主义思想 ， 他的怀疑主义

命运左右 ， 这样才是顺应 自 然 、 合乎理性的选择 。主要针对的是盲信 、 自 以为是和偏执僵化 ， 它既是蒙 田

＿思维 、 推理的主要方法 ， 也是他探索真理的有 力 手段 。

—例如 ， 在反对盲信方面 ， 他在 《 随笔集 》 中 写道 ，

“

对

在文艺复兴时期 ， 大航海时代带来地理上 的大发

现
——

１ ４８８ 年葡萄牙探险家迪亚斯到达非洲海岸 ， １ ４９２
①

［

意］

＾
金尼奥

．

加林主编 《 文艺 复兴时期 的人 》
， 李 玉成

年哥伦布发现美洲的巴哈马群岛 ， Ｗ９ ８ 年葡萄牙航海家
② 系蒙 田书房 中刻下的怀疑主义格 言 。 参见郭宏 安 《从蒙 田

达 ？ 伽马发现经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路线 ， 使欧洲人了 解到加缪
重建法国文学 的阅读空间 》 ， 三联 书店 ２０ ０７ 年

到
“

除 了地中海之外 ， 还有大西洋 、 太平洋和 印度 洋 ，版 ， 第 １ 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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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表怀疑 ， 是因 为对老生常谈 的观念从不检验 ； 不排斥物质条件的舒适给人带来 的满足与愉悦 。 他甚至说

在根 子上寻找哪里有错误和缺点 ；
而 只问是不是这样听过 ：

“

最贤明 的人有颗坚 强有 力的心 ， 可 以做到只 在精

到的……经院派哲学的鼻祖是亚里 士多德……他的话对神上休息 。 我 的心普通平常 ， 我必须借助物质的舒适来

我们 金科玉律 ， 然而其 中也跟其他学说一样有 对有支撑 自 己
”

（第 １ 卷 ， 《关于隐退 》 ） 。

错
”

（
《雷蒙

？ 塞邦辩 》 ）
。 蒙田也反对盲 目崇拜任何

一

位但是蒙 田同时强调单纯的物质享受 的满足并不能带

Ｈ
丨厂？

：之士 。 在文艺 复兴时期 ， 书籍的大量 出版发行激发来真正的幸福 ， 在这
一

点上 ， 蒙 田 的幸福观与伊壁鸠＃

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求知欲 ， 读书不再是能读懂拉丁文 的主义存在诸多 内 在联 系 。 伊壁鸠鲁 （ Ｅｐ ｉ
ｃｕ ｒｕｓ ， 公元前

少数人的特权 ， 同时随着人文主义的发展成熟 ， 掌握各３４
１ 

—公元前 ２７０ 年 ， 古希腊哲学 家 ） 的名字是蒙 １１１ 笔下

种文学 、 艺术知识被认为是
一

种 不可或缺 的崇高品 德 。
最常出 现的 名字之

一

， 而且大都是从好的方面理解 。
② 伊

蒙田说 ：

“

弗朗索瓦
一世 国 王 （ Ｆｒａｎｃｏ ｉｓ Ｉｅｒ ， 法 国 国王 ，

壁鸠鲁主义 （卽 ｉ
ｃｕ ｒ

ｉ
ｓｍｅ

） 是以伊壁鸠鲁 的学说为菡 础 ，

１ ５ １ ５ 年
一

１ ５４ ７ 年在位 ） 崇 尚文艺 ， 他也沾染 了这份新 的于公元前 ３０ ６ 年在雅典创立的
一

个哲学流 派 ， 与 斯 多莴

热诚 ， 慷慨结交博学之士 ， 延请在 家 ， 奉若圣 贤神 明 ，

主义展开竞逐 。 伊壁鸠鲁主义 旨在 追求
一种持久 的幸福

把他们的言论当作神谕……更对他们尊敬和虔诚 ？ 我喜与智慧 ， 以达到 内心的平 和与宁静 ， 系一种唯物 主义学

欢他们 ， 但是我不崇拜他们
’ ’

（ ｉ
ｂ

ｉｄ） 。 蒙 田不但反对对权说 。 伊壁鸠鲁 为
“

快乐 、 幸福
”

建立 了
一

种层级观念 ，

贵 、 伟人 、 博学之士 的盲 目 遵从 ，
甚至还反对盲 目崇 尚 将快乐 （

Ｐ
ｌ ａｉｎｓ ） 分为

“

休息 中 的快乐
”

（又称
“

静态的

科学 ， 这一点 在今天看来尤为 可贵 ， 不乏前瞻性价值 。

快乐
”

） 与
“

运动中 的快乐
”

（又称
“

动态的快乐
“

从

他说
“

科学触是－项非肺散敝事业 。 娜鮮
头脑 中 的難与 身細締巾纖 出細 自 由是静态 的

的人只是说明 ｔｌ Ｌｌ的愚蠢 ， 但是 我也不会把科学 的 价值

夸大到某些人所说的程度…
…认为科学包含 至髙无上的

‘＿
”

你＿鲁语 ’ 参见 《随笔 第 １ 卷 ’■究
^

善 ， 科学本身可使我们明智和满足 ； 我也不相信有人所力前 高＃

说的 ， 科学是一切美德之母 ， 任何罪恶都是无知 的产物 。

者 。 蒙 田 将
‘

＾
ｏｎ ｔ

ｅｎｔｅｍｅｎｔ

’ ’

列 力
“

静 态 的 快 乐
”

， 将
．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 倒是值得详尽论述－番
”

（ ｉｂ ｉｄ） 。Ｗ 列为
一

“

动态 的快乐
”

’ 法语中
“

ｃｏｎ ｔｅｍｅｍｅｎｔ

”

意 为

可 以看 出 ， 蒙 田 的怀疑主义思想强调人的 良知 、 理
满足 、 報 、

，
悦

”

，

」
Ｗ

’

偏重
‘

：

快感 、

ｆ
乐 、 享

性 、 主体性意识以及独立思考的重要性 ， 旨在指 明人要
ｆ °

做 自 己 ， 成为＿的主体 ， 并 以
一

种开放 、 包容 的心态
更为

細对纷繁 、 复杂 的转型时代的种种矛盾 、 冲突 以及 ＆

此给人带来 的 焦虑 、 混乱与茫然 。 这种态度与中 国古代

人賊他品质更需要難賊合 。
……或许应该用乐趣这

０〇 ．

个词更恰当
一些 ， 更加正面 、 更加柔 和 、 更加 自然 ， 而不

Ｈ是曾经使用过的
‘

欢乐
’

这个词
”

（第 １ 卷 ， 《探究哲理就
—

是学习死亡 》） 。 比较低级的快乐
“

用上这个美好的字眼只

１ ６ 世纪 ， 宗教改革运动促进 了思想的 自 由 ， 任何 人是一种巧合……这种快乐不像美德可 以避免麻烦和困难 。

都不能漠视他人的存在 、 他人的情感 ，

① 以 人文主义为除了它的滋味 比较短暂 ， 很快减退和消失之外 ， 它还有熬

基础的个人主义思想应运而生 ，

“

享受生活
”

、 有些甚至夜 、 挨饿 、 辛劳 、 流血流汗 ， 特别是各种各样令人伤心的

带有
“

耽于声色
”

倾向的追求享乐成为公开的诉求 。 针痛苦 ， 而且这种快乐 容易饱和 ， 到 了
一定程度就变成了 受

对这种现象 ， 蒙 田首先肯定了追求快乐 的正当性 。 他认罪
”

（ ｉｂｉｄ ） 。 高级的快乐与低级的快乐之间的区别除了在于

为无论理性 、 哲学思考 ， 还是德行与觉悟 ， 其最终 目 的精神的清明与否 ， 更在于是否有美德的介人 ， 低级的快乐

都足指 向人的快乐 与幸福 ；

“

事实上 ， 或者理性只是开


７
１

？

玩笑 ， 或者它温情的工作全是为 了让我们活得开也、
，① Ｆｒａｎｃ

ｏ ｉ ｓＳ ａｂａ ｔ ｉ ｅｒ ：ｃ／ ｅ ／ａＭｕ邱ｗｅ
－

Ｊｎｕ ｓｉ ｑｕｅｅｔｓｅ ｓ

＊

如 《圣经 》 所说的活得 自在 。



世界上形形色色的ｃ ｏｒｒｅ ｓ
ｐ
ｏｎｄａｎｃｅ ｓａｖｅｃｌ ａ ｌ ｉｔＵｒａ ｔ ｕｒｅｅ ｔｌ ｅｓｂｅａｕｊｒ

－

ａｒ ｔｓ ，
ｃ
ｌ ｅ ｌａ

思想 ， 尽管采用 的方法不 同 ， 都
一致认为快乐是我们 的ＸＶｅＸＶｌ ＩｋｓＭ ｅ ’Ｔ＿Ｉ ’

眺 否则 ， 它们
－ 出笼就会被撵走 。

…… 不管騰
②＝＝

怎 么说 ， 我们在德行方面追求的终极 目 的是快乐
”

（ 《随Ｋｈｅｄｏｎ ｉ ｓｍｅ Ｄａｎｓ ｌ ｅｓＥｓｓａ ｉ ｓ 》 ，ｉｎＣｏｍｐａｒａ ｔ ｉｖｅＬ ｉｔｅ ｒａ ｔ ｕｒｅ ，

笔集 》 第 １ 卷 ，
《探究哲理就是学 习死亡 》 ） 。 蒙 田也不ｖｏ ｌ ． ２０ ，

ｎａ ｌ
，

１９ ６ ８
，ｐ

． ６４ ．

１ ０ ６



李 征 ： 坚守的力量一蒙田对现代性问题原初的思考


虽然更直接 、 更容易却难 以带给人持久 、 稳定的幸福 。生活的热情 ， 由于这样
一个人的写作而大大提高了 。

蒙 田在 《随笔集 》 中尤其强调德行的重要性 ， 主 张关于蒙 田对现代性问题原初的思考 ， 上述这些只是

德行与幸福 、 快乐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 这种观点显然受管中窥豹 的几点 。

“

文化内在的法则是历史连续性
”

，
①

到伊壁鸠鲁主义的启发 。 伊壁鸠鲁曾说过 ：

“

德行 、 髙身处新旧思想激烈碰撞 ， 新 旧社会利益 、 新 旧社会力量

尚 的德行 ， 在本质上 ， 是幸福生活 的保证 ， 而幸福生活发生酷烈 冲突与争夺的特殊 时期 ，

？蒙 田对问题给出 的

则是髙 尚德行 的不可分 割的
一

部分
”

（第 ３ 卷 ，
《论经出 口是坚守传统 ， 以批判精神重新整合西方古代思想去

验 》 ） 。 他还公开主张善行 、 德行与快乐是一致的 ，

“

德解决现实矛盾 。 黑格尔说过 ，

“

古代希腊思想家的每个

行被优先选取 ， 不是为了德行而实践德行 ， 而是为了快学派都在文艺复兴时期找到它的信徒 ， 但是与古代的信

乐 的 目 的
”

（第 １ 卷 ，
《探究哲理就是学 习死亡 》 ） 。 蒙 田徒完全不同

”

。
？事实上 ， 每位文艺复兴时期作家思考与

则更进一步 阐明 不但善行 、 德行的起点 与终点都是快接近传统的角度与方式都是因人而异 的 ， 或者说每位作

乐 ， 而且其实践过程也是快乐 的 ， 而不像很多人认为的家笔下的传统本身就不可避免地投射 了作家个人理想的

是经历苦行的过程 ，

“

种种困难只能使我们享受到更神光与影。 不同于文艺复兴早期但丁试图通过一套由上帝

圣 、 更完美 、 更高贵和更强烈的快乐 。

……

那些不停地主宰的 、 层级鲜明 的罪罚体系 的震慑力量去改造人性 、

教导我们 ， 享受欢乐是愉快的事 ， 寻找欢乐如何困难和改造社会 、 创造人间天堂 ， 蒙田 的 内省最终指向的是在

辛苦……说这些话的人错 了 ， 因为在我们知 道的全部快正视矛盾 、 直面现实的前提下 ， 强调个人要更好地融人

乐 中 ， 努力地追求快乐 ， 其本身就是极 富 吸引力 的事 。社会 ， 适应复杂 、 多样 、 纷繁的社会生活 。 这也许是蒙

行动本身反映 出事物的本质 ， 因为它是你追求的一个部田对 当代人最大的贡献之所在 。

分
——

与事物本质相
一致 的

一个部分 。 闪耀着美德的乐

与福无处不在
”

（第 １ 卷 ，
《探究哲理就是学 习死亡 》 ）

。本文作者 ： 中 国社会科 学院外 国 文学研 究所助 理研
“

没有一种善行不让 品行高尚 的人感到欣慰 。 当然我们 自究 员 、 巴黎
一大毕业博士

己在行为端正时会感到开心 ， 产生难 以名状的满足感 ， 问责任编辑 ： 马 光

心无愧时也会产生高尚的 自豪感
”

（第 ３ 卷 ， 《论后悔 》） 。

可见 ， 蒙田哲学 中真正的
“

快感
”

、 真正 的
“

享乐
”

是建立在感官与精神的平衡基础上的身与心 的双重愉悦 。 ① ［瑞士 ］ 荣格 ： 《 人格 的发展 ． 荣格文集 》 （第 ８ 卷 ） ， 陈俊

精神与肉体作为人生命 中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的满足 在松 、 程心 、 胡文辉译 ， 国际文化出版社 ２０ １ １ 年版
， 第 １ ４ ０

？

这里被认为同等重要 。 与 １６ 世纪时大多数人认为伊壁鸠 １Ｕ 页 。

鲁主义只是
一种庸俗的 、 无限度地追求快感的享乐 主义的② 柳鸣九 ： 《低调济世 的人 文 主义 巨人 蒙 田 》 ， 参见 《法兰西

观点不同 ， 蒙田发现了伊壁鸠鲁主义中 的逻辑性与道德价文学大师十论 》 ， 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 〇 ＜Ｍ 年版 ， 第 ２ 页 。

值 ， 旨在阐明摒弃人性 中 的贪楚 、 合理适度地追求享受是③ 黑格尔 ： 《哲学史讲演录 》 第 ３ 卷 ， 第 ３ ３ ８ 页
， 参见张志伟

“
一种绝对的 、 如同神性的完美

”

（第 ３ 卷 ， 《论经验 》） ， 更
主编 《西方哲学 史 》

， 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年版 ， 第

是一种
“

生活的艺术
”

。 正如尼采谈到蒙 田时所说 ， 世人对
２ １ 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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