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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圣 西 门 的 宗 教 思 想



论圣西 门 的 宗教思想

了
∀

人类把 自然现象看作是万物的伟大荃因 & 荃因
,

圣西门指为世界本原或推动力∋ 的时候
,

是
“

偶象崇

拜时代
” + 当人们把 自己的主观意志

、

欲念
、

感觉视

为基因时
,

就进入了名为
“

多神教
”

的时代
∀

在这两

个时代
,

人们把基因看作是多重的
∀

随着理性的发

展
,

人类逐渐认识到
,

如果世界象过去所认为的那

样是被多重基因支配
,

势必出现世界的紊乱
,

于是

的神身上⋯⋯这样就产生一神教
” ∀ 〔幻

圣西门谈到的一神教主要是基督教
。

由于自己

的知识所限
,

他很少涉及伊斯兰教
,

基本没有谈到

树立至上神的佛教
∀

他比较关注基督教的产生过程
∀

他在 《十九世纪科学著作导论》中说
,

摩西发明了上

帝的观念
∀

但只是苏格拉底
“
明确了这个观念的含

义
,

并且把它作为 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基础
”

甲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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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结束了这一时期
。

圣西门看到了这一时期基督教

由民间宗教向官方宗教转变的事实
。

所谓君士坦丁

承认基督教的精神权力
∀

当是指 !�! 年君士坦丁和

莱里尼乌斯联合发表 《米兰救令》& 《宽容救令》∋
,

承

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
,

这次事件是基督教官方化

的重要开端
。

! %) 年
,

君士坦丁 召开尼西亚会议
∀

制

关系时
,

有过相同的认识
∀

这些是他对宗教作用的

总体看法
∀

也是他的一贯思想
。

宗教观念对政治观

念的影响自不待言
。

一些宗教观念影响着或实际上

表明了政治观念
,

其中有些甚至还明确地指向了政

治行动
,

如阂采尔的
“
千年太平天国

”
的宗教旗帜激

发了德国农民战争
。

认为宗教体系是政治体 系的基



论 圣西 门的 宗教思想

英法两国
,

就有 � ! ! . 一 一 �  ) ! 年的百年战 争
+

从

0 世纪到 � 世纪
∀

政教斗争更是连绵不绝
,

到 � 

世纪初
,

教皇权势 已失却 旧 日光彩
,

法王美男子膝

力甚至 在 � ! 1 ! 年痛殴了教皇 卜尼法斯八世
。

在整个

中世纪
,

教权与政权的明争暗斗经常可见
。

中世纪

农奴的境况优于从前的奴隶
,

不仅是基督神学道德

律令的作用
,

更应该说主要是因为保护劳动力
、

维

护封建关系的客观要求所使然
。

僧侣阶级固然也在

些
,

然尚称妥贴
。

一旦他把笔触专门投诸宗教的社

会作用领域
,

则往往失之偏颇
,

主要是强调了宗教

的社会作用
,

而忽视了社会经济事实对宗教的决定

作用
,

几乎没有明确分析过宗教社会作用的发挥受

到其他上层建筑的制约
,

没有指出阶级对抗社会中

宗教的本质作用是消极的
,

对其作用的积极面谈论

过多
∀

且有不少错误
∀

其它社会因素对宗教的制约

有 听涉及
,

但不是主流
。

他后来之所以要创立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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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的组织
、

上层僧侣阶级以及天主教的教理
、

教

义
∀

他的批判使我们今夭感到兴趣的
,

不仅在于对

天主教谬误的那些抽象的理论厘定
,

而更为重要是

他试图为人们提供宗教新旧易代的合理过程
∀

他指

出
,

在欧洲
,

人类的理性于 �) 世纪获得的巨大成

就
,

几乎全部应当归功于世俗人士的劳动
,

无论是

科学的新发明
、

发现
∀

艺术的昌盛
∀

抑或实业的进

步
,

世俗人士都起了决定作用
,

世俗人士已对宗教

界人士取得了实际优势
。

现在
,

科学 已超出神学结

要 比以往详细得多
∀

一般认为
,

圣西门在 《新基督

教 》中才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言人出现
。

但我们如果全

面地看
,

圣西门成为空想社会主义者之后
,

终生都

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
,

他的社会主义著作无一不是

在为改善穷人的命运而呐喊
∀

另一方面
,

资产阶级

倾向在他作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全部生涯中都有影

响
∀

《新基督教》亦复如是
,

只不过 《新基督教》中

这种影响已大为削弱了
。

他是一个矛盾的人物
,

这

也可以从他对路德的评价中看出来
∀

圣西门总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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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前面已说过
,

这与他夸大宗教的社会作用有关
。

再一个原因或许是
,

圣西门一向强调理性
,

道德的

社会功能
, “
人之皆兄弟

”

和
“

为穷人谋福利
”

的道

德要求他早就反复提到过
,

但总似乎缺乏撼人心魄

的力度
∀

圣西门当然不可能从社会经济事实中寻找

这些道德的社会荃础
,

这样
∀

这些道德要求在圣西

门的著作中长期成为悬置和虚浮的东西
∀

当他把目

光触及基督教时
,

发现其中的某些成份和他的主张

相似
,

而基督教又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

于是他就转

向借助于宗教来宣扬他的思想了
。

由此看来
,

圣西

有看到劳动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

他关于

科学的社会作用的观点
,

引起了一些当代西方学者

的注意
,

其中有些人推崇圣西门关于科学的社会价

值的思想
,

并认为他已正确地预见到未来将是科学

技术统治的世界
∀

他们同样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社会

进步中人的因素
。

由于圣西门不主张政治革命
,

认为新秩序将通

过渐进
、

改良的道路实现
∀

所以在他的思想深处现

存社会和未来新社会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历史界限
∀

这样
,

就混淆了现存社会的改造纲领与未来社会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