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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形态的演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恶化$人的道德观念迷失催

生了具有社会批判性的现实主义文学%自然科学思维的浸润催化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写实精

神%对人性理解的深化与拓展强化了现实主义文学对人的灵魂描写的真实性与深刻性&社会

批判性$真实性及深度人性抒写"是!7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本质性特征"也是这种文学文本'经

典性(的要素呈现&!7世纪现实主义作家以真实而深度的社会观察与人性剖析"展示了上帝

缺位$金钱主宰的社会中人的心灵的千姿百态"描写了金钱激发出来的人性之'恶(的破坏

力&他们通过自己的创作向当时乃至今天的人们发出了警告)物欲诱发的贪婪"将把人送入

地狱***'自己成为自己的地狱(&他们的创作也普遍成了至今依然拥有深刻警世意义的'文

学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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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标志着近代欧美文学的繁荣%它也是世界文学史上影响最为广泛而深远的

文学思潮&社会批判性*真实性及深度人性抒写%是!7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标志性本质特征%也是这种文

学文本#经典性$的要素呈现&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透过社会和文化的表层%寻找#人类永恒的破坏或

创造之力$%开掘#来源于人类之天性和人类共有的心理及玄学之本原$

+!,

%正是在这方面的不懈努

力%现实主义文学在深层文化内涵上到达了空前的深度*广度与高度%从而拥有了恒久的经典之魅力&

一

现实主义文学是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和发展时期的产物&!#6%年法国爆发#七月革命$%从此%

法国资产阶级取得了统治地位)!#6$年英国实行了议会改革%英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得到了进一步

巩固&这两大政治事件%是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的标志&欧洲各国在英*法资本主义势力的影响下%

相继经历了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过渡&这种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直接影响着文

学%成为现实主义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的关键性因素&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形态的剧变%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恶化%人的道德观念和文化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后%欧洲社会中人的生存处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人对自身的认识也不断深化&

资本主义新的政治经济制度打碎了原有的社会结构%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封建时代%每个人

在社会秩序中都有自己应该感到满足的固定位置%每个人的地位与价值似乎一生下来就已被确定好

了%无需做出个人的努力&爱上帝*爱邻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基督教伦理观念使人与人之间不无脉脉

温情&在社会经济上%行会制度限制了商品交换的地域范围%人们参与商品交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

取生活必需品%而不是为了积聚财富%否则是要受道德谴责的&因此%在封建时代%商品经济不发达%人

的物质生活相对处于贫困状态%但人们却有一种满足感*稳定感和安全感&资本主义的出现%传统的社

会关系破坏了%个人从各种封建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商品经济激活了人们的竞争意识和物欲意识%人

的自我观念得到了强化%人的命运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不再是万物的尺度%#商

人之间的激烈竞争毫无道德限度%就像资本家对工人剥削一样$

+$,#"

&在强烈的竞争观念支配下%物欲

的无限膨胀使人们想尽办法超过他人%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成功而奋斗%因而%#人不再是

自身的目的%人成了他人的工具$)#人被人所利用%表现了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的价值体系$

+$,76

&

所以%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群体关系恶化%个人从家长式的专制及等级制度中-摆脱.出来%却付出

了放弃群体联系这个代价&人们的相互关系失去了道德义务感和情感特征%从而变得靠单一的经济利

益来维持&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基于物质利益$

+6,

&

因此%资本主义的出现一方面标志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向前发展%它给人带来了一定程度

自由*解放和物质的富裕%而另一方面又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恶化%新的文明给人

带来了新的束缚%尤其是物对人的束缚%使人的自由得而复失&财富的创造提升了人对财富的占有欲

和支配欲%#自由竞争$原则为人与人之间#搏斗$戴上了合理的道德光环%于是%#万物之灵的人类终

于悟出了他的兽性)这个兽性原来就是物质-文明.的所赖$

+",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人对自身的

处境*命运与前途的思考也不断深化&现实告诉人们'启蒙主义者的#民主$#自由$#平等$与#博爱$并

不存在%他们描绘的#理性王国$只不过是肥皂泡而已)浪漫主义者那脱离现实的#理想$也不过是画

饼充饥&人们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现实社会并思考人的命运%从更现实的角度去寻求改善人的生

存处境的方法&于是%讲究务实%追求客观冷静地分析与解剖现实的社会心理和风气随之形成&正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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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心理和风气的影响下%一种批判性*写实性与很强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应运而生&而!7世纪欧洲

的自然科学兴盛%则进一步催发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写实精神&

二

自文艺复兴起%欧洲人就开始借助科学的力量抨击教会和宗教%展开了对上帝的不停的排斥%到

了科学空前繁荣的!7世纪%人更自信自傲了%人对上帝也失望了&科学导致了西方文明史上人文观念

的根本性转折%也导致了西方文学对人性理解与表现上的根本性变化&也正是由于科学对!7世纪现实

主义文学深刻影响%致使其人文观念与人性抒写上拥有了承先启后的特征&

浪漫主义从卢梭的感性主义那里获取灵感与精神养分%发展壮大之后又在整体上构成了与启蒙

哲学的反叛&然而%启蒙哲学最主要的精神是张扬理性*崇尚科学%卢梭本人也是不排斥理性的%理性

毕竟是!#世纪的最强音&而且%理性与科学几乎在!#世纪摧毁了宗教世界观之后%高视阔步地走向了

!7世纪&因此%尽管浪漫主义不无先见地预感到了人偏于理性与科学的不良后果%但是%由于理性本身

所拥有的人文性%启蒙运动也进一步昭示了这种人文性%人们对它的崇尚无疑有增无减&在这种理性

精神鼓舞下%!7世纪的科学取得了比!#世纪更辉煌的成就)或者说%!#世纪的理性启蒙之花%在!7世纪

结出了科学的丰硕之果&#同以往所有时期相比%!#6%到!7!"年这段时期%标志着科学发展的顶峰$

+3,

&

而且%科学与技术相结合加速了财富的创造%给人们带来了生存实惠&所以%科学成了人们心目中给人

以力量的新的上帝%理性也自然被认为是人之为人*人之高贵强大的本质属性&较之!#世纪%!7世纪对

理性的崇拜有增而无减%甚至达到了#理性崇拜$的地步&科学史家曾经为我们描绘过!7世纪人类科学

与理性的壮美图画'

!7世纪的最初$3年"此时以工业革命为转机"人类社会已经天光大亮了&这个时代"资本

主义高度发展&与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相伴随的经济危机"开始周期袭来&在打破了过去僵

化的世界观之后"科学研究也开辟了新的领域&新的发明和新的发现接连不断地涌现出来"

!7世纪建设科学文明的篇章就由此展开++从而出现了科学的黄金时代&非欧几里德几何

学的诞生"能量守恒定律的确立"电报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铁为原料$以煤为动力的

大工业取得了巨大发展&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像一发巨型炮弹炸开"把进化思想带进了哲

学$艺术$政治$宗教$社会以及其它一切领域&!7世纪下半叶"近代欧洲的政治发生了非常大

的变化"#%年代"自由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这是近代史上一个转折时期"卡

特尔和托拉斯全面发展&革命性的动力***电能的出现和应用"电动力开始代替蒸汽动力"

这是生产中的革命变革&与此同时"!7世纪的风格是"科学家***工程师***商人"而不是

!1$!#世纪的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的风格了 .9/

&

这幅!7世纪的科学图画告诉我们'在西方人的文化观念中%!7世纪是一个科学取代上帝的时代%

是一个理性崇拜的时代%是西方理性主义文化发展到了高峰的时代&此时%人们更坚定了三个信念'人

是理性的动物)人凭借科学与理性可以把握自然的规律与世界的秩序)人可以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对

科学的崇拜%使人们对科学的理解不仅仅限于科学本身%而是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一切问题&英国科

学史家丹皮尔曾指出'

在!7世纪的上半期"科学就已经开始影响人类的其他活动与哲学了&排除情感的科学研

究方法"把观察$逻辑推理与实验有效地结合起来的科学方法"在其他学科中"也极合用&到

!7世纪的中叶"人们就开始认识到这种趋势 .1/

&

科学的这种影响在!7世纪的欧洲形成了与其他世纪明显不同的普遍风气'任何其他学科%唯有运

用科学的方法才令人信服&正如赫尔姆霍茨所说'#绝对地无条件地尊重事实%抱着忠诚的态度来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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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对表面现象表示相当的怀疑%在一切情况下都努力探讨因果关系并假定其存在%这一切都是本

世纪与以前几个世纪不同的地方$

+#,

&不仅如此%!7世纪的许多人还以借助理性思维和科学方法%建立

一门科学并相应有一整套严密的概念*定理*范式予以支持%这被认为是一种非常荣耀的事%为此%人

们称这是一个#思想体系的时代$

+7,

&恩格斯也对当时的这种现实深有感触地说'#在当时人们是动不

动就要建立体系的%谁不建立体系就不配生活在!7世纪$

+!%,

&

不管是在理论观念层面还是在具体的创作实践当中%西方文学中的所谓#写实$%并非一成不变%

而是处于不断生成的动态历史过程之中的!U-@>C :H+-O.>C6A$6"

+!!,

&正是上述这种区别于以前世纪的

精神文化风气%影响着文学的发展%熏陶出了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等一批写实主义倾向的作家%形

成了新的#写实$观念&巴尔扎克就是用动物学*解剖学等自然科学方法去从事文学创作的%正是动物

学的#统一图案说$帮助他构建了/人间喜剧0的社会结构图%正是科学思维启发他把文学创作看成研

究社会与历史的写实主义理念&左拉几乎在相同的文化思想路线上追随着巴尔扎克且又做出了独特

的贡献&福楼拜则借用医学科学的方法%更冷静细致地解剖人的心灵&其他的现实主义作家如狄更斯*

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现实主义大师%尽管不像巴尔扎克*左拉和福楼拜那样直接运用自然科

学进行文学创作%但他们创作中的写实原则%无不与科学理性精神血脉相联&

也许读者要问'你这里讲的科学*理性对现实主义的影响%不过是在创作方法*艺术思维方式和审

美观上的影响而已%这些都是艺术理念上的问题%而不属于人文观念上的事&其实不然&且不说艺术理

念原本就要影响文学创作中的人文观念的表达%就是艺术理念本身%也是由作家的人文观念和人文追

求决定的&或者也可以说%正由于现实主义作家有一种延续自启蒙理性的人文观念%才会接纳科学的

方法与观念去从事他们的文学创作)正是由于接纳了科学方法%现实主义文学才形成了普遍遵循的

#真实$#写实$理念)正是这种#真实$#写实$理念%才会有现实主义文学对人的灵魂的空前真实*细致

的剖析%才会出现与浪漫主义文学不同的人文观念&如果说源自启蒙哲学之先验理性%重灵感与感性

的浪漫主义文学理念对#人$的形象的塑造起一种扩张与外现作用的话%那么%源自启蒙哲学之经验理

性%重分析与理智的现实主义文学理念对#人$的形象的塑造起一种收缩与内敛的作用%而这都直接或

间接地影响着!7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人文观念的表述和人性抒写的方式&

由此可见%科学对!7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表现在更深层次上%正是它在驱逐了上帝之后带

来的人文震撼&

三

在!7世纪与$%世纪之交%德国哲学家尼采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惊呼'#上帝死了1$这一声惊呼告诉

人们'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崩毁了&那么%上帝是怎么#死$去的2他的#死$给人

类带来的后果是什么2

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者虽然并不反对上帝%但他们以人的感性抗拒上帝对人性的压抑%以人

智向上帝索要人的独立性&他们在向上帝标示自身价值与意义时%就意味着人同上帝开始疏离&到了

!1世纪%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和#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实际上是用人的智性能力向上帝标示人

的强大%认为人自己就有上帝一般的智慧%因而可以知道上帝才能知道的事(((世界的奥秘%这种理

念推动了科学的快速发展&!#世纪科学的发展%进一步增强了人的信心%也增强了对上帝的傲慢%人们

开始以科学为武器攻击上帝存在的合理性%一种没有人格化上帝存在的新的宇宙观和世界观开始形

成&再到!7世纪%科学走向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它不仅给人类创造了极大的财富%导致人们对它的热烈

追求%更重要的是%科学使人们确立了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历史观&人们认为有了科学%人可以做一

切上帝能做的事%人们把科学当作上帝来崇拜%实际上%科学成了上帝%人也就走到了上帝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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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把上帝给驱逐了&或者说%在人类不再需要上帝之后%上帝也撒手而走了&所以%如果说#上帝死了$

的话%那也正如尼采所说的'他是被人杀死的1而且%尽管尼采在!7世纪末报告了上帝之死的消息%这

不是一种预告%而是一种对#已死$之实的报告&!7世纪就已经是一个上帝退隐的时代&

就这样%从文艺复兴到!7世纪的几百年里%西方的所有世俗学说%几乎都在竭尽能事驱赶上帝%改

变人与上帝的关系%正如鲍姆所描绘的那样'

从宗教改革以来到现在为止的上帝观念史"宛如一份地震仪的记录"所记录的是许多诞

生$死亡"以及一次大震撼的事迹&在这段时期"人们把那么多的注意力放在这个大震撼上"

竟至很容易忘掉欧洲所具有的创生新神的能力"或赋予上帝新特征的能力"或必要时把旧特

征重新加以组合的能力&上述的新神"包括十八世纪自然神论'缺席者(式的神&十九世纪内

在演化式的神&这两种神大大不同于'正统的($超越而全能的上帝&不过"记录在地震仪上最

引起纷扰的是宗教大动乱"还是较近的所谓'上帝之死(&尼采所预言的这件事情"不仅仅是意

味着一个神的死亡"而是意味着所有神氏的死亡&这件事情代表着欧洲思想朝着宗教的怀疑主

义与宗教的无所谓心态发展之趋向"这趋向从十七世纪以来就很强烈"后来更是加速发展&这

个趋向的最终产物在今天仍具体可见"就是西方文明世界有史以来最世俗化的社会.!$/

&

这里所说的#最世俗化的社会$%就是上帝退隐的社会%这个社会从!7世纪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就开始了&

上帝退隐了%西方人实现了多少代人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然而%上帝退隐了%魔鬼却肆无忌惮

了&这是人的灾难%这是人类文明的悖谬&

人在自然属性上是感性的动物%进入了文明社会之后%才成了理性的动物%然而%人的动物性一面

原始欲望依然存在%它会导致人自私*贪婪*好斗等劣根性&因此%进入文明社会后的人%必须凭借自己

创造的文明%如国家权力*世俗道德*宗教规范等等%来约束原始本能%以维持正常的人与人*人与社会

的关系&宗教在道德的意义上起到了国家权力和世俗道德规范所起不到的作用&上帝设置的天堂与地

狱的境界%其实是道德上给所有俗世平民与权贵*弱者与强者*贫民与富人平等的道德天平%因为在上

帝面前%谁也逃脱不了末日的审判%贪婪自私者无论在俗世处于什么位置%都只能因自己的罪恶而进

不了天堂&因此%上帝的存在%对世俗的人来说%无疑从道德的角度扼制贪欲的膨胀%扼制邪恶的滋长%

也就制止了魔鬼的横行&#在上帝之光的普照下%人人平等%无高低贵贱之分&末日审判时%谁进天堂%

谁进地狱%一切均取决于人们自身的善恶行为&身后的归宿决定了人们的价值取向&权贵们为了身后

的理想去处%不得不对自己的贪婪之心有所收敛$

+!6,!3%

&所以%#上帝的意义%在于人的有限性%在于人

需要爱护*怜悯和救赎%在于人的灵魂在爱与恨*贪婪与满足之间需要平衡%受伤的心需要慰藉和温

暖&上帝是一种光%一分温暖%一线希望%一块精神馅饼$

+!6,!6$

&而上帝退隐之后%就意味着他设置的天

堂和地狱都不存在了%宗教道德不再对人的善恶起规范作用%对处于!7世纪的西方人来说%个性自由*

自由竞争%人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追求私利和自由竞争创造了出空前的西方物质文明$

+!",

%

但是%#自由竞争$原则的道德光环摧毁的恰恰是传统的道德原则&一个在道德领域里上帝退隐的时

代%必定是一个恶欲横行的时代&这就是!7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这是一个上帝远离人世的时代1这

个一向来靠天堂*地狱*上帝等制约人的行为*扼制人的恶欲冲动的西方社会%一旦既有的道德规约逐

渐丧失%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2这是一个#他人成为自己的地狱$的社会&

在此%我们要引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启蒙运动昌明了人的理性%繁荣了科学%激活了人的个

性%改变了社会结构%这无疑是文明的进步%然而%当科学在思想领域里动摇了上帝在人们心目中的地

位时%当激活了的个性为了个体生存而无视上帝的规约时%当科学给人以力量和自信进而成了人们崇

拜的上帝%而这个上帝又对世俗中的人在道德上无动于衷也无能为力时%人到底是趋善还是趋恶的

呢2人们还应该一个劲儿地倡导个性自由与解放吗2这大致上也可以说是!7世纪现实主义作家的普遍

关注与忧虑的问题&现实主义作家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热衷于描写人性中的恶%并借此守护着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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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纯洁%追寻着使人性完善和趋善的方法与途径的&请看'

!7世纪中叶%巴尔扎克等现实主义作家确实创造出了若干堪称经典的文学作品%一时间构成了

#现实主义$勃兴的繁荣局面%#巴尔扎克通过给新兴城市和初期的资本主义动力以及猖獗的个人崇拜

赋予形式%-发明了.十九世纪$

+!3,

&他们的艺术成就不容置疑%巴尔扎克在他的/人间喜剧0中#把新

生的资本力量*灵魂的统治者(((金钱作为他伟大史诗的主人公$

+!9,

&他警告人们%恶欲和利己主义

已成为这个世界的动力&他的小说%展示了人类善良天性是如何在金钱的诱惑下向地狱沉落的&/人间

喜剧0为人们展示的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人被异化的历史悲剧%巴尔扎克也由此探索着人类的命运与前

途的普遍性问题%他借小说抒写了自己为人类的善良天性的失落而发的满腔忧情%表达了他对人类本

体之哲学思考&他还借/高老头0中高老头之口发出了#这个世界不是要灭亡了吗$的惊呼&

萨克雷热衷于揭露身居高位的人的丑恶%展示金钱对人的心灵的侵蚀&#他跟维多利亚女王时代

早期的大多数作家一样%倾向于对人类的邪恶进行自负的说教$

+!1,

&

福楼拜在他的小说中揭示了情欲正如#魔鬼$一样潜伏于人的灵魂深处%人的行动不可抗拒地受

其控制&在他看来%人们生活的世界是由#魔鬼$操纵的%而这个#魔鬼$就隐藏在人的心灵深处%它时

时诱惑着人们%并把他们引入毁灭的深渊&/包法利夫人0把爱玛的堕落与她自身难以自制的欲望冲动

联系起来%她不断地走向死亡&欲望燃烧了她的生命%欲望也毁灭了她的生命%#自己成为自己的地

狱$

+!#,

&福楼拜用$1年时间写成了剧本/圣安东的诱惑0%以梦幻的手法描写中世纪圣洁的隐士圣安东

与魔鬼的诱惑做斗争的故事&魔鬼引诱圣安东进入#梦幻之乡$%经受灵与肉的煎熬之苦%展示了人的

潜意识深处#超我$与#本我$的冲突&作者借此进一步证明了无法抗拒的#魔鬼$在人身上存在的事

实%他也因此产生了对世界的悲哀与厌恶&

列夫3托尔斯泰描写了俄国社会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时期人的心灵状况&他通过对人类做反

复细致的研究发现了人类自身存在的恶本能&托尔斯泰从对自我灵魂的解剖扩展到对人类本性之善与恶

的研究%再转向对现有制度的批判%标明他对人类的研究与把握已从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文学那种注重

人的外部获得的研究转向人自身的研究%这是对人的认识上的深化与现代化&他在对人自身的研究中发

现了人身上隐藏着不可抗拒的情欲和邪恶本能%也即他所说的人身上存在着#动物的人$&这一发现首先

是在他自己身上完成的&#托尔斯泰做感苦恼的还是他情欲和堕落的行为$

+!7,9%

%#这种情欲是人之常

情$

+!7,7!

&由此他又发现这种情欲是整个人类天性中的恶的本能%#没有任何一个人像托尔斯泰那样目睹

并感受发自尘世的情欲$

+$%,"39

&在他看来%人本身的邪恶和情欲%是孳生社会罪恶的根源&聂赫留朵夫身

上的#动物的人$造成了玛丝洛娃的悲剧%安娜的#堕落$也和她自身的情欲有关&既然如此%那么%#为了

改变世界秩序%必须改变人$

+$%,"9"

&在尚存有人文主义理性文化的托尔斯泰看来%这种改变是有可能的%

因为%人身上除了#动物的人$之外%还要有#精神的人$%即理性的人&所以%他时时期待着*梦想着#内心

革命$*#灵魂革命$的发生&聂赫留朵夫的#复活$便是通过自身的善克服恶*理性战胜情欲的#灵魂革命$

的实例&托尔斯泰似乎通过聂赫留朵夫证明了人像浮士德那样永远不会坠入地狱&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处于对人类天性之恶的无休止的发掘之中%他告诉人们'#恶在人身上隐

藏得要比那些社会主义者兼医生所估计的要深得多%在任何制度下也避免不了恶%人的灵魂永远是那

个样%反常现象和罪孽主要来自灵魂本身$

+$!,

&他的小说告诉人们%由于人自身存在着永恒之恶%因而

人永远成不了人文主义者想象的#巨人$%而是#虱子$&

44

不必再多列举了%现实主义作家似乎个个都像有#嗜恶癖$%以展示人之恶为快&其实不然&确实%他

们不像浪漫主义者那一味地张扬个性自由%也较少直接抒写人性美的颂歌%而更多的是披露人性之恶&因

为%在他们看来%在上帝不管人类道德事务的时代%个性的自由将会激活人的恶欲%!7世纪的欧洲现实已

然如此&然而%他们披露恶是为了消除恶进而保持天然人性之善与美%因而在人性之善的根本追求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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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与浪漫主义者愿望一致&然而%恰恰是现实主义作家的这种#嗜恶癖$%使他们的小说空前深入*全面地

展示了那个上帝退隐时代的人性之真实状况%他们的创作也成了拥有警世意义#文学经典$&

!7世纪现实主义作家以真实而深度的社会观察与人性剖析%展示了上帝缺位*金钱主宰的社会中

人的心灵的千姿百态&他们描写了金钱激发出来的人性之#恶$的破坏力%对此%他们深感忧虑%在这种

忧虑的背后%隐含了他们对人性之善的坚守与期待&他们通过自己的创作向当时乃至今天的人们发出

了警告'物欲诱发的贪婪%将把人送入地狱(((#自己成为自己的地狱$&在此%笔者特别要引用!#世纪

爱尔兰文学史*思想史学者伯克的一段发人深思的话%以进一步引证!7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之深度人性

抒写的经典意义'

人们能够享受自由的程度取决于他们是否愿意对自己的欲望套上道德的枷锁%取决于

他们对正义之爱是否胜过他们的贪婪%取决于他们正常周全的判断力是否胜过他们的虚荣

和放肆%取决于他们要听的智者和仁者的忠告而不是奸佞的谄媚&除非有一种对意志和欲望

的约束力"社会就无法存在&内在的约束力越弱"外在的约束力就越强&事物命定的性质就是

如此"不知克制者不得自由&他们的激情铸就了他们的镣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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