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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  章

簡介
⼽特弗⾥德·威廉·萊布尼茨:單⼦論;ÿ1714Ā

714年，德國哲學家 —— ——ð出了 理
論2這個理論雖然看似與物理現實相去甚遠，並與 相悖，但在 特w是

的發展Q，已Ý新受到關注2
萊_尼茨深受古希臘哲學家 和古希臘 的影響2他的 與柏拉圖在其著]的
中所ï述的 有著驚⼈的相似之處2

:單⼦論;ÿ法語ÿLa Monadologie，1714年Ā是萊_尼茨 中最著]的著作之⼀2這部簡
短的⽂本在⼤約90段中闡述了關於 或 的 理論2
在1712年⾄1714年9⽉最後⼀次逗留 期間，萊_尼茨⽤法語寫了兩篇短⽂，作為

2他去世後，為 所寫的 在 以法語出
版2哲學家 及其合作者_第⼆篇⽂本翻譯r ，這篇⽂本後來被稱為
:單⼦論;2

⼽特弗⾥德·威廉·萊_尼茨 世界最後⼀位通才 ∞無限單⼦
現代科學實在論 現代物理學

⾮局域g
柏拉圖 宇宙哲學 單⼦論 洞⽳寓

⾔ 理型界
後期哲學

簡單實體 ∞無限單⼦ 形⽽P學
維也納 其哲學思想的

簡明闡述 薩伏依的尤⾦親王 :基於理g的⾃然與恩典原理; 荷蘭
克⾥斯蒂安·沃爾| 德語和拉丁語



第  2 .  章

單⼦論
作者： ，1714年

Principia philosophiæ seu theses in gratiam principis Eu-genii conscriptæ

⼽特弗⾥德·威廉·萊布尼茨



本
壹 節

⽂所論述的 ，無⾮就是進⼊複合物的 Ā所謂 ÿ
Ā2

貳 節
必須存在 ，因為有 存在Ā複合物不過是 2

參 節
在沒有部分的地⽅，就沒有 ，沒有 ，也不可能有 2這些 ，簡
⾔之，是 2

肆 節
也沒有 的必要，因為沒有任何可以想像的⽅式能讓 ÿ Ā2

伍 節
基於\樣的理由，也沒有任何⽅式能使 ，因為它不可能通過組合⽽形r2

陸 節
因此可以說， 只能突然開始或結束，也就是說，它們只能通過 ⽽開始，通過 ⽽結束Ā相
反，複合物則可以通過部分⽽開始或結束2

柒 節
也無法解釋 如何能被其他受造物在其內部改變或修改Ā因為無法在其中移動任何東西，也無法設
想其中有任何可被激發1引導1增加或減少的 Ā這種情況在複合物中是可能的，因為部分之
間可以發⽣變化2 沒有窗⼾，不能讓任何東西進出2 不能脫離實體，也不能像經院哲學家過
去認為的可感知種類那樣在實體之外遊蕩2因此，無論是實體還是偶g都不能從外部進⼊單⼦2

捌 節

單⼦ 簡單實體 簡單，就是沒有部分 神正論，第
104節

簡單實體 複合物 簡單者的集合或聚集體

廣延 形狀 可分g 單⼦是⾃然界真正的原⼦
萬物的要素

擔⼼解體 單純實體⾃然消亡 § 89

簡單實體⾃然產⽣

單⼦ 創造 湮滅

單⼦
內部運動

單⼦ 偶g



然⽽， 必須具有某些 ，否則它們甚⾄不能r為存在物2如果簡單實體在g質P沒有差異，就
無法察覺事物中的任何變化Ā因為複合物中的⼀切都必須來⾃簡單的r分Ā如果單⼦沒有g質，它們
就無法相互區分，因為它們在數ßP也沒有差異ÿ因此，假設空間是充實的，每個位置在運動中只會
得到與之前相當的東西，⼀種事物狀態_與另⼀種狀態無法區分2

玖 節
每個 必須與其他單⼦不\2因為⾃然界中從來沒有兩個完全相\的存在物，不可能找不到內在的
差異，或基於內在特徵的差異2

壹拾 節
s也認為每個 都會發⽣變化，因此 也會變化，⽽且這種變化在每個單⼦中都是持續
的2

壹拾壹 節
源於內在原理，因為外部原因無法影響其內部ÿ Ā2

壹拾貳 節
但除了 之外，還必須有⼀個變化的細節，可以說這構r了簡單實體的特徵和多樣g2

壹拾參 節
這細節必須包含 或簡單中的多樣g2因為所有 都是逐步發⽣的，有些東西改
變了，有些東西保持不變Ā因此，簡單實體中必須有多種情感和關係，儘管其中沒有部分2

壹拾肆 節
這種在統⼀中或在簡單實體中包含和表現多樣g的暫時狀態，就是所謂的知覺，它應該與 或
區分開來，這⼀點_在後⾯說明2 在這⽅⾯犯了⼤錯，他們完全忽視了那些s們沒有意識到
的知覺2這也使他們認為只有精神才是單⼦，⽽沒有動物的靈魂和其他 Ā他們與普通⼈⼀樣，
把⻑期的昏迷與真正的死亡混為⼀談，這使他們陷⼊經院派關於完全分離的靈魂的偏⾒，也強化了⼀
些思想偏差者關於靈魂必死的觀點2

壹拾伍 節

單⼦ g質

單⼦

受造物 被造的單⼦

單⼦的⾃然變化 § 396，§ 900

變化的原理

統⼀中的多樣g ⾃然變化

統覺 意識
笛卡爾派

完r態



的作⽤使知覺發⽣改變或轉變，這可以稱為欲求ÿ雖然欲求不能總是完全達到它所傾向的全
部知覺，但它總能獲得⼀些東西，並達到新的知覺2

壹拾陸 節
當s們發現s們意識到的最微⼩的思想都包含對象的多樣g時，s們⾃⼰就經驗到了

2因此，所有�認 的⼈，都必須�認 中的這種多樣gĀ⾙爾Y⽣在他的詞典
中羅拉留斯條⽬Q不應該對此感到困難2

壹拾柒 節
此外，必須�認 及其相關事物是無法⽤機械原理解釋的，也就是說，無法⽤形狀和運動來解釋2
假設有⼀台機器，其結構能夠思考1感覺1有知覺Ās們可以想像它按⽐例放⼤，以⾄於s們可以像
進⼊磨坊⼀樣進⼊其中2即使這樣，在其內部s們只能發現相互推動的零件，永遠找不到能解釋知覺
的東西2因此，應該在 中⽽不是在複合物或機器中尋找知覺2⽽且在簡單實體中只能找到這
些，即 2簡單實體的所有 也只能包含這些ÿ Ā2

壹拾捌 節
所有簡單實體或 都可以稱為 ，因為它們具有某種完善gÿéchousi to entelésĀ，
具有⼀種⾃⾜gÿautarkeiaĀ，使它們r為 的源泉，可以說是 ÿ Ā2

壹拾玖 節
如果s們要把所有具有s剛才解釋的廣義知覺和欲求的東西都稱為 ，那麼所有簡單實體或被造的
單⼦都可以稱為靈魂Ā但是，由於感覺是⽐單純知覺更進⼀步的東西，s\意讓 這個⼀
般]稱只⽤於那些僅具有這種特徵的簡單實體Ā⽽只把那些具有更清晰的知覺並伴有記憶的稱為靈
魂2

貳拾 節
因為s們在⾃⾝經�⼀種狀態，在這種狀態Qs們什麼都不記得，也沒有任何清晰的知覺Ā就像當s
們昏厥時，或當s們陷⼊無夢的深度睡眠時2在這種狀態Q，靈魂與 並無明顯區wĀ但由於
這種狀態並⾮持久的，⽽且靈魂能從中恢復，所以它必定不⽌於此ÿ Ā2

貳拾壹 節

內在原理

簡單實體中的多
樣g 靈魂是簡單實體 單⼦

知覺

簡單實體
知覺及其變化 內部活動 序⾔ ***，2 b5

被創造的單⼦ 完r態
內在活動 ⾮物質的⾃動機 § 87

靈魂
單⼦和完r態

單純單⼦
§ 64



這並不意味著 在此時完全沒有知覺2基於P述原因，這是不可能的Ā因為它既不能消亡，也
不能在沒有某種情感的情況Q存在，⽽這種情感無⾮就是它的 ÿ但當有⼤ß細微的知覺，⽽其中
沒有任何清晰可辨的東西時，s們就會感到暈眩Ā就像當s們連續朝\⼀⽅向旋轉多次時，會產⽣使
s們昏厥的眩暈，使s們無法分辨任何事物2死亡可能會讓動物暫時處於這種狀態2

貳拾貳 節
⽽且由於每個 ⾃然都是其Y前狀態的結果，因此現在就孕育着未來ÿ ĀĀ

貳拾參 節
因此，既然從昏迷中醒來時s們能意識到s們的知覺，那麼s們之前必定已經擁有這些知覺，儘管s
們並未意識到Ā因為 ，正如運動只能⾃然地源於另⼀個運動ÿ
Ā2

貳拾肆 節
由此可⾒，如果s們的知覺中沒有任何清晰的1可以說是突出的1更⾼層次的東西，s們就會永遠處
於暈眩狀態2這就是 的狀態2

貳拾伍 節
s們也看到，⾃然界通過為動物ð供器官⽽賦予了它們 ，這些器官能夠匯集多束Z線或多
Ý空氣波動，使它們通過結合產⽣更⼤的效果2在嗅覺1味覺和觸覺中，以及可能在許多s們尚未知
曉的其他感官中，都有類似的情況2s稍後_解釋靈魂中發⽣的事情如何表現出器官中發⽣的事情2

貳拾陸 節
為靈魂ð供了⼀種連續g，這種連續g模仿理g，但應與理g區分開來2s們看到動物在感知到

某個打動它們的事物，⽽它們之前曾有過類似知覺時，會通過記憶的表象期待在Y前知覺中與之相連
的事物，並產⽣與當時相似的感受2例如ÿ當s們向狗展⽰棍⼦時，它們會記起棍⼦曾給它們造r的
痛苦，於是叫喊逃跑ÿ Ā2

貳拾柒 節
打動並觸動它們的 ，來⾃於Y前知覺的強度或數ß2因為⼀個強烈的印象常常能⽴即產⽣⻑
期習慣或多次Ý複的中等知覺的效果2

簡單實體
知覺

單純實體的當前狀態 § 360

知覺只能⾃然地源於另⼀個知覺 § 401-
403

純粹單⼦

突出的知覺

記憶

序⾔6，§ 65

強烈想像



貳拾捌 節
⼈類在其 僅由記憶原則形r時，其⾏為與Þ獸無異Ā就像那些只有實踐⽽無理論的經驗
醫⽣Ās們在四分之O的⾏動中都只是經驗主義者2例如，當s們期待明天會天亮時，s們就是在像
經驗主義者⼀樣⾏事，因為事情⼀直都是這樣發⽣的2只有天⽂學家才能通過理g來v斷這⼀點2

貳拾玖 節
但 是使s們區w於純粹動物的特徵，使s們擁有理g和科學Ā使s們ð升到對
⾃⾝和P帝的認識2這就是s們所說的 ，或精神2

參拾 節
正是通過對必然真理的認識及其抽象，s們才能ð升到 ，使s們思考所謂的⾃s，並考慮這
個或那個在s們之中ÿ正是這樣，在思考s們⾃⾝時，s們思考 1 1簡單和複合1⾮物質的
事物以及P帝本⾝Ā理解到在s們⾝P有限的東西，在祂那裡是無限的2這些反思⾏為ð供了s們推
理的主要對象ÿ Ā

參拾壹 節
這並不意味着 當時完全沒有知覺2s們的推理建⽴在兩個Ý要原理之P，其⼀是 ，根
據這⼀原理，s們v斷包含⽭盾的為假，與假相對或⽭盾的為真ÿ Ā2

參拾貳 節
其⼆是所謂 ，根據這⼀原理，s們認為任何事實若要r⽴或存在，任何陳述若要為真，必
須有充分理由說明為何是如此⽽不是其他⽅式2儘管這些理由⼤多時候s們都無法知曉ÿ
Ā2

參拾參 節
真理有兩種ÿ推理真理和事實真理2 是必然的，其對⽴⾯是不可能的Ā⽽事實真理是偶然
的，其對⽴⾯是可能的2當⼀個真理是必然的，s們可以通過分析找到其理由，_其分解為更簡單的
觀念和真理，直⾄達到原始真理ÿ Ā2

參拾肆 節
這就像數學家們通過分析_理論定理和實踐規則還原為定義1公理和要求2

知覺的連續g

必然和永恆真理的認識
理g靈魂

反思⾏為
存在 實體

神正論，序⾔ *, 4, a7

單純實體 ⽭盾律
§ 44，§ 196

充分理由律
§ 44，§

196

推理真理
§ 170，174，189，§ 280-282，§ 3672摘要異議 3



參拾伍 節
最後還有⼀些簡單觀念是無法定義的Ā還有⼀些公理和要求，或者說原始原理，它們既不能被證明，
也無需被證明Ā這些就是\⼀g陳述，其對⽴⾯包含明顯的⽭盾ÿ

Ā2

參拾陸 節
但充分理由也必須存在於偶然真理或事實真理中，也就是存在於遍_受造物宇宙的事物序列中Ā在那
裡，對特定理由的分析可能會無⽌境地延伸，這是由於⾃然界事物的巨⼤多樣g和物體的無限可分
g2在s現在寫作的有效原因中，包含著無數現在和過去的形態與運動Ā在其⽬的因中，包含著s的
靈魂無數現在和過去的微⼩傾向與g質2

參拾柒 節
⽽且由於所有這些細節只包含其他 或更詳細的事件，⽽每⼀個⼜需要類似的分析來說
明其理由，s們並沒有取得進展ÿ因此 必須存在於這些偶然事件細節的序列或系列之
外，無論這系列可能有多麼無限2

參拾捌 節
因此，萬物的最終理由必須存在於⼀個 之中，在這個實體中，所有變化的細節都以最卓越的
⽅式存在，如\在源頭之中ÿ這就是s們所稱的 ÿ Ā2

參拾玖 節
既然這個實體是所有這些相互聯繫的細節的充分理由，那麼只有⼀個P帝，⽽這個P帝就⾜夠了2

肆拾 節
s們也可以v斷，這個 是唯⼀的1普遍的1必然的，在它之外沒有任何獨⽴於它的東西，它
是可能存在的簡單結果Ā因此它必定不受限制，並且包含著⼀切可能的實在g2

肆拾壹 節
由此可⾒， Ā完美無⾮就是實在g的純粹偉⼤，撇除了事物中的限制或界限2⽽在
沒有界限的地⽅，即在P帝那裡，完美是絕對無限的ÿ Ā2

§ 36，37，44，45，49，52，
121-122，337，340-344

Y前的偶然事件
充分或最終理由

必然實體
P帝 § 7

⾄⾼實體

P帝是絕對完美的
§ 22，序⾔*，4 a



肆拾貳 節
的完美來⾃P帝的影響，但它們的不完美來⾃其本g，因為它們本質P不能沒有界限2正是這

⼀點使它們與P帝區w開來2受造物的這種原始不完美在物體的⾃然慣g中表現出來ÿ
Ā2

肆拾參 節
確實，P帝不僅是存在的源泉，也是本質的源泉，就其實在g⽽⾔，或就可能g中的實在g⽽⾔2這
是因為 是 的領域，是這些真理所依賴的理念的領域，沒有祂，可能g中就沒有
任何實在的東西，不僅沒有任何存在的東西，也沒有任何可能的東西ÿ Ā2

肆拾肆 節
因為如果在 中，或在 中有任何實在g，這種實在g必定要以某種存在的和現實
的東西為基礎Ā因此必定以 的存在為基礎，在祂那裡，本質包含存在，或者說在祂那裡，
可能就⾜以r為現實ÿ Ā2

肆拾伍 節
因此，只有 ÿ或 Ā擁有這種特權ÿ如果祂是可能的，祂就必須存在2由於任何東西都
不能阻礙不包含任何界限1任何否定，因⽽不包含任何⽭盾的事物的可能g，僅此⼀點就⾜以
認識P帝的存在2s們也通過永恆真理的實在g證明了這⼀點2但s們現在也 證明了這⼀點，
因為偶然存在者確實存在，⽽它們的最終或充分理由只能在必然存在者⾝P找到，這必然存在者的存
在理由就在其⾃⾝之中2

肆拾陸 節
然⽽，s們不應該像某些⼈那樣想像， 既然依賴於P帝，就是任意的，依賴於祂的意志，如

似乎理解的那樣，後來波⽡雷也是如此2這只適⽤於 ，其原則是適宜g或最佳者的選
擇Ā⽽ 只依賴於祂的理解⼒，是其內在對象ÿ Ā2

肆拾柒 節
因此， 是 ，或 ，所有 都是祂的產物，可以說是
通過 ⽽時刻產⽣，受限於受造物的接受能⼒，⽽受造物本質P必須是有限的ÿ

Ā2

受造物
§ 20，27-

30，153，167，377及後續

P帝的理解⼒ 永恆真理
§ 20

本質或可能g 永恆真理
必然存在者

§ 184-189，335

P帝 必然存在者
Y驗地

後驗地

永恆真理
笛卡爾 偶然真理

必然真理 § 180-184，185，335，351，380

唯有P帝 原始統⼀體 原始單純實體 被創造或衍⽣的單⼦
神g的持續閃耀 § 382-

391，398，395



肆拾捌 節
P帝具有⼒ß，是萬物的源泉，還有知識，包含理念的細節，最後是意志，根據最佳原則進⾏改變或
創造ÿ Ā2這對應於 中的主體或基礎1 和 2但在P帝
中，這些屬g是絕對無限或完美的Ā⽽在 或 中ÿ或如赫莫勞斯·巴巴羅斯翻譯的

Ā，這些只是按照其完美程度的模仿ÿ Ā2

肆拾玖 節
當受造物具有完美時，就被稱為向外⾏動，當它不完美時，就被稱為受另⼀個的影響2因此，當
有清晰的知覺時，s們�於它⾏動，當它有模糊的知覺時，�於它被動ÿ Ā2

伍拾 節
⼀個受造物⽐另⼀個更完美，是因為在它⾝P能找到 解釋另⼀個中所發⽣事情的原因，這就是
s們說它對另⼀個產⽣作⽤的原因2

伍拾壹 節
但在單純實體中，這只是⼀個單⼦對另⼀個單⼦的 ，只能通過P帝的介⼊才能產⽣效果，因
為在P帝的理念中，⼀個單⼦有理由要求P帝在創世之初規定其他單⼦時要考慮到它2因為既然⼀個

不能對另⼀個的內部產⽣物理影響，只有通過這種⽅式，⼀個才能依賴於另⼀個ÿ
Ā2

伍拾貳 節
正是通過這種⽅式，受造物之間的 是相互的2因為P帝在⽐較兩個單純實體時，在每⼀個
中都發現使祂必須使之適應另⼀個的理由Ā因此，從某些⽅⾯看是主動的，從另⼀個⾓度看則是被動
的ÿ就其中清晰可知的東西能解釋另⼀個中發⽣的事情⽽⾔是主動的Ā就其中發⽣的事情的理由存在
於另⼀個中清晰可知的東西⽽⾔是被動的ÿ Ā2

伍拾參 節
既然在P帝的理念中有 ，⽽只能存在⼀個，那麼必定有⼀個 使P帝選擇這
⼀個⽽不是另⼀個ÿ Ā2

伍拾肆 節

§ 7，149-150 被創造的單⼦ 知覺能⼒ 欲求能⼒
被創造的單⼦ 完r態 完

善g § 87

單⼦
§ 32，66，386

Y驗地

理念影響
被創造的單⼦ § 9，
54，65-66，2012摘要異議3

⾏動和被動

§ 66

無限多的可能宇宙 充分理由
§ 8，10，44，173，196及後續，225，414-416



這個理由只能在適宜g中找到，或在這些世界包含的 中找到Ā每個可能都有權根據其所包含
的完美程度要求存在ÿ Ā2

伍拾伍 節
這就是最佳者存在的原因， 使P帝認識它， 使祂選擇它， 使祂產⽣它ÿ

Ā2

伍拾陸 節
這種所有被創造物之間的聯繫或 ，使每個與所有其他的適應，以及每個對所有其他的適應，使得
每個 都有表達所有其他的關係，因此r為 ÿ Ā2

伍拾柒 節
正如\⼀座城^從不\⾓度觀看時呈現出完全不\的樣⼦，似乎在透視中被多Ý化⼀樣Ā\樣，通過
無限多的 ，就好像有許多不\的宇宙，但這些其實只是\⼀個宇宙根據每個 的不\視⾓
所呈現的景象2

伍拾捌 節
這是獲得盡可能多的變化的⽅法，但要以最⼤可能的秩序，也就是說，這是獲得盡可能多的完美的⽅
法ÿ Ā2

伍拾玖 節
只有這個假設ÿs敢說已經得到證明Ā才能適當地彰顯P帝的偉⼤ÿ這⼀點 在他的詞典中
ÿRorarius條⽬Āð出異議時也�認了，他甚⾄傾向於認為，s賦予P帝{多，超出了可能的範圍2
但他無法ð出任何理由來說明為什麼這種 是不可能的，這種和諧使得每個實體通過其與其他
實體的關係⽽精確地表達所有其他實體2

陸拾 節
從s剛才所述可⾒，事情不可能以其他⽅式發展的Y驗原因2因為P帝在規劃整體時顧及到每⼀個部
分，特w是每⼀個單⼦，由於其本質具有表徵g，沒有什麼能限制它只表徵事物的⼀部分Ā儘管這種
表徵在整個宇宙的細節中是模糊的，只能在少數事物中是清晰的，即相對於每個單⼦⽽⾔最接近或最
Ý要的事物Ā否則每個單⼦都_r為神g2單⼦的局限不在於對象本⾝，⽽在於對對象認知的⽅式2
它們都模糊地趨向無限和整體，但通過清晰知覺的程度⽽受到限制和區分2

完美程度
§ 74，167，350，201，130，352，345及後續，354

智慧 善良 ⼒ß § 8，7，80，
84，119，204，206，2082摘要異議1，異議8

適應
單純實體 宇宙的永恆活鏡 § 130，360

單純實體 單⼦

§ 120，124，241及後續，214，243，275

⾙爾Y⽣
普遍和諧



陸拾壹 節
複合物在這⽅⾯與簡單物相呼應2因為，由於⼀切都是充實的，使得所有物質相互連接，⽽在充實中
的任何運動都會按距離對遠處的物體產⽣影響，以致每個物體不僅受到與其接觸的物體影響，並以某
種⽅式感受到發⽣在它們⾝P的⼀切，⽽且通過它們還能感受到接觸這些物體的其他物體，即間接接
觸到的物體ÿ由此可⾒，這種聯繫延伸⾄任何距離2因此，每個物體都能感受到宇宙中發⽣的⼀切Ā
以⾄於全知者能從每⼀個物體中讀出各處發⽣的事，甚⾄已發⽣或_發⽣的事Ā通過觀察現在來了解
時空P遙遠的事物ÿ如希波克拉底所說ÿ<萬物共鳴=2但靈魂只能讀取在其中被清晰表徵的內容，它
無法⼀次展開所有褶皺，因為這些褶皺延伸⾄無限2

陸拾貳 節
因此，雖然每個 都代表整個宇宙，但它更清晰地代表著特w賦予它的⾝體，並作為其

ÿ由於這個⾝體通過充實中所有物質的聯繫表達了整個宇宙，靈魂也通過代表這個以特殊⽅式屬
於它的⾝體來代表整個宇宙ÿ Ā2

陸拾參 節
屬於 的⾝體，作為其 或 ，與實現態⼀起構r了s們所稱的⽣命體，與靈魂⼀起構r了
s們所稱的動物2⽽這個⽣命體或動物的⾝體始終是有機的Ā因為每個 都以其⽅式映照宇宙，⽽
宇宙是按完美秩序規律的，所以在代表者中也必須有秩序，即在靈魂的知覺中，從⽽在⾝體中，按照
這個秩序宇宙在其中得到代表ÿ Ā2

陸拾肆 節
因此，每個⽣命體的有機⾝體都是⼀種 ，或 ，它無限地超越所有⼈造⾃動機2因
為⼈類�藝製造的機器，在其每個部分都不是機器2例如ÿ⿈銅⿒輪的⿒有些部分或碎⽚對s們來說
不再是⼈⼯的東西，相對於⿒輪的預期⽤途也不再顯⽰任何機械特徵2但⾃然的機器，即⽣命體，即
使在其最⼩的部分中仍然是機器，直⾄無限2這就是⾃然與�藝之間的區w，即神聖�藝與s們�藝
之間的區wÿ Ā2

陸拾伍 節
⾃然的創造者能夠實現這種神聖⽽無限奇妙的�藝，因為物質的每個部分不僅如古⼈所認識的那樣可
無限分割，⽽且實際P無限細分，每個部分都分為更⼩的部分，每個部分都有其特有的運動，否則物
質的每個部分不可能表達整個宇宙ÿ序⾔ [符合g論述]，§ 702神正論，§195Ā2

陸拾陸 節

被創造的單⼦ 實
現態

§ 400

單⼦ 實現態 靈魂
單⼦

§ 403

神聖機器 ⾃然⾃動機

§ 134, 146, 194, 483



由此可⾒，在物質的最⼩部分中都存在著⼀個被造物的世界，⽣命體1動物1完滿現實1靈魂的世
界2

陸拾柒 節
物質的每個部分都可以被理解為⼀個充滿植物的花園，或⼀個充滿⿂的池塘2但植物的每個枝條，動
物的每個器官，其體液的每⼀滴都是這樣的花園或池塘2

陸拾捌 節
雖然花園中植物之間的⼟地和空氣，或池塘中⿂之間的⽔，既不是植物也不是⿂Ā但它們仍然包含著
這些，只是通常精細得s們無法察覺2

陸拾玖 節
因此，宇宙中沒有荒蕪1貧瘠1死寂之物，沒有混沌，沒有真正的混亂，只有表⾯的混亂Ā就像從遠
處看池塘時，只能看到混亂的運動和⿂群的蠕動，⽽無法分辨出個w的⿂2

柒拾 節
由此可⾒，每個⽣命體都有⼀個主導的完滿現實，即動物中的靈魂Ā但這個⽣命體的器官中充滿著其
他⽣命體1植物1動物，每⼀個都有其完滿現實或主導靈魂2

柒拾壹 節
但不應該像⼀些誤解s想法的⼈那樣認為，每個靈魂都永遠擁有⼀塊`屬的物質或部分，因⽽永遠⽀
配著為其服務的低等⽣命體2因為所有物體都處於永恆的流動中，如河流⼀般Ā部分不斷進⼊和離
開2

柒拾貳 節
因此靈魂只是逐漸地1分階段地改變⾝體，所以它永遠不會⼀Q⼦失去所有器官Ā動物中經常發⽣變
態，但從不發⽣靈魂轉世或遷移ÿ也沒有完全脫離⾝體的靈魂，也沒有無形體的精靈2只有P帝完全
超脫於此2

柒拾參 節



這也說明了為什麼從嚴格意義P講，既沒有完全的⽣r，也沒有完美的死亡，即靈魂的分離2s們所
稱的⽣r是發展和增⻑Ā⽽s們所稱的死亡是包裹和減少2

柒拾肆 節
哲學家們對形式1完滿現實或靈魂的起源感到⾮常困惑Ā但如今，當⼈們通過對植物1昆蟲和動物的
精確研究發現，⾃然界的有機體從不是由混沌或腐敗產⽣，⽽總是由種⼦產⽣，其中無疑已有某種預
r形態Ā⼈們v斷，不僅有機體在受孕前就已存在，⽽且體內已有靈魂，簡⾔之，動物本⾝就存在Ā
通過受孕，這個動物只是被安排進⾏Ý⼤轉變，r為另⼀物種的動物2

柒拾伍 節
通過受孕ð升到較⼤動物層次的動物可稱為精⼦動物Ā但其中那些保持在原物種的，即⼤多數，像⼤
型動物⼀樣出⽣1繁殖和消亡，只有少數被選中進⼊更⼤的舞台2

柒拾陸 節
但這只是真理的⼀半ÿ因此sv斷，如果動物從不⾃然開始，它也不會⾃然結束Ā不僅沒有⽣r，從
嚴格意義P講也沒有完全的毀滅或死亡2這些從後驗得出的推理和從經驗中得出的結論與s前⾯從Y
驗推導出的原理完全⼀致2

柒拾柒 節
因此可以說，不僅靈魂ÿ不滅宇宙的鏡⼦Ā是不滅的，動物本⾝也是不滅的，儘管其機體經常部分毀
壞，脫去或獲得有機外殼2

柒拾捌 節
這些原理使s能夠⾃然地解釋 2靈魂遵循其⾃⾝的法則，⾝體也遵循其
法則Ā由於所有實體都是\⼀宇宙的表徵，它們通過 ⽽相遇2

柒拾玖 節
靈魂按照 的法則通過欲望1⽬的和⼿段⾏動2物體按照 或運動的法則⾏動2這兩個領
域，即動⼒因的領域和⽬的因的領域，彼此和諧2

捌拾 節

靈魂與有機體的結合或⼀致g
預Y確⽴的和諧

⽬的因 動⼒因



認識到，靈魂不能賦予物體⼒ß，因為物質中的⼒ß總ß始終保持不變2然⽽，他認為靈魂可
以改變物體的運動⽅向2但這是因為在他的時代還不知道⾃然法則，即物質中總⽅向的守恆2如果他
注意到這⼀點，他就會接受s的 2

捌拾壹 節
在這個系統中，物體的⾏為就好像ÿ雖然這是不可能的Ā根本沒有靈魂⼀樣Ā靈魂的⾏為就好像沒有
物體⼀樣Ā⽽兩者的⾏為⼜好像⼀個影響著另⼀個2

捌拾貳 節
⾄於 或 ，儘管s發現所有⽣物和動物的本質都是相\的ÿ如s們所說，動物和靈魂只與
世界⼀\開始，也只與世界⼀\終結Ā，但 仍有其特殊之處，即它們的精⼦動物在僅作為精
⼦動物時只具有普通或感覺g的靈魂Ā但當那些被選中的精⼦通過實際受孕達到⼈類本g時，它們的
感覺靈魂就ð升到理g的層次，獲得精神的特權2

捌拾參 節
在普通靈魂與精神之間存在諸多差異，s已經指出了其中的⼀部分，還有⼀點是ÿ靈魂總的來說是萬
物的 或被造物宇宙的映像Ā但精神還是 或⾃然本⾝的創造者的映像ÿ能夠認識
並通過建築學的樣本模仿其某些⽅⾯Ā每個精神在其領域中都像⼀個⼩神明2

捌拾肆 節
正是這⼀點使得精神能夠與P帝建⽴某種 ，對於精神⽽⾔，P帝不僅是發明者對其機器的關
係ÿ就像P帝對其他被造物的關係⼀樣Ā，更是君主對其⾂⺠的關係，甚⾄是⽗親對其⼦⼥的關係2

捌拾伍 節
由此可以輕易得出結論，所有精神的集合必然構r ，即在最完美的君主統治Q可能存在的最
完美國度2

捌拾陸 節
這個 ，這個 是⾃然世界中的⼀個 ，是P帝作品中最崇⾼和最神聖
的ĀP帝的 真正體現於此，因為如果祂的偉⼤和善良不為精神所知曉和讚歎，就不會有榮耀可
⾔2正是就這個 ⽽⾔，祂才真正具有 ，⽽祂的 和 則無處不在2

笛卡爾
預Y確⽴的和諧系統

精神 理g靈魂
理g動物

活鏡⼦ 神g本⾝ 宇宙系
統

社會關係

P帝之城

P帝之城 真正的普世君主制 道德世界
榮耀
神聖之城 善g 智慧 ⼒ß



捌拾柒 節
正如s們在P⽂所建⽴的⾃然界中 ，⼀個是 的領域，另⼀個是 的領域，s們在
此還需注意到 與 之間的另⼀種和諧，即 與

之間的和諧ÿ Ā2

捌拾捌 節
這種 使得萬物通過 本⾝的途徑導向 ，例如，這個地球必須在 所要求的時刻通過
⾃然途徑被毀滅和修復Ā為了懲罰⼀些⼈，獎賞另⼀些⼈ÿ Ā2

捌拾玖 節
s們還可以說， 在⼀切事物P都使 滿意Ā因此， 必須按照⾃
然秩序，通過 本⾝�受懲罰Ā\樣， 也會通過關於物體的機械⽅式獲得報償Ā儘
管這不能也不應該總是⽴即發⽣2

玖拾 節
最後，在這個 Q，沒有任何 不受獎賞，沒有任何 不受懲罰ÿ⼀切都必須有利於善
⼈Ā也就是說，有利於那些在這個偉⼤國度中不抱h的⼈，他們在盡了⾃⼰的職責後信賴 ，適當
地愛戴和效法 ，樂於思考祂的完美，這符合真正的純粹之愛的本質，這種愛使⼈因所
愛之物的幸福⽽感到喜悅2這使得智慧和有德之⼈致⼒於⼀切符合P帝的 或Y⾏意志的事
物Ā\時也滿⾜於P帝通過祂的 ÿ結果g的和決定g的意志Ā所實際造r的⼀切Ā�認如果
s們能充分理解宇宙的秩序，就會發現它超越了最智慧者的所有願望，不可能使它變得⽐現在更好Ā
這不僅對整體⽽⾔如此，對s們個⼈也是如此，如果s們適當地依附於 ，不僅_祂視為
s們存在的 和 ，還_祂視為s們的 和 ，祂應該是s們意志的全部⽬標，也只
有祂能帶來s們的幸福ÿ Ā2

完
14 
15 

完美和諧 有效因 ⽬的因
⾃然的物理王國 恩典的道德王國 P帝作為宇宙機器的建築師

P帝作為精神神聖城邦的君主 § 62, 74, 118, 248, 112, 130, 247

和諧 ⾃然 恩典 精神統治
§ 18 sqq., 110, 244-245, 340

作為建築師的P帝 作為⽴法者的P帝 罪惡
事物的機械結構 善⾏

完美的統治 善⾏ 惡⾏
天意

⼀切善的創造者
預設意志

隱秘意志
萬物的創造者

建築師 動⼒因 主宰 ⽬的因
Préf. *, 4 a b14. § 278. Préf. *, 4 b15

Édit. Erdm., p. 469.

Édit. Erdm., p. 469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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