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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下的启蒙 导学案

一、背景

1、经济基础：17、18 世纪，西欧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力量日益壮大。

2、政治基础：专制王权和宗教神学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障碍。

【材料】：

3、思想基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4、自然科学的进步为启蒙思想家提供了自信。

【材料】：

牛顿的发现，给人类带来从未有过的自信。曾经匍匐在上帝脚下的人类，终于大胆地抬起头来，开始

用自己理性 的眼光打量世界。”

笛卡尔对现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而被认为是解析几何之父。他

从逻辑学、几何学和代数学中发现了 4 条规则：其中一条是：除了清楚明白的观念外，绝不接受其他任何

东西。

笛卡尔第一步就主张对每一件事情都进行怀疑，而不能信任我们的感官。从这里他悟出一个道理：他必须

承认的一件事就是他自己在怀疑。而当人在怀疑时，他必定在思考，由此他推出了著名的哲学命题――“我

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他还是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是近代唯物论的开拓者，提出了“普

遍怀疑”的主张。他的哲学思想深深影响了之后的几代欧洲人，开拓了所谓“欧陆理性主义”哲学。

二、性质：

1、概念解释：

启蒙：中文的“启蒙”一词，源于对西语“enlightenment”的翻译，其原始意义为“点亮、照耀”，引

申为“光明、智慧”。即通过点亮来破除迷信和偏见的意识，使人所固有的理性思考能力得到自主的发挥，

照亮人的精神世界。

启蒙运动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即启迪蒙昧，反对愚昧主义，提倡普及文化教育的运动。提出新理论

学说（社会契约、人民主权、三权分立、反对宗教专制），而后出版传播，启迪民众。

2、性质：精神实质上看，资产阶级反对君主和教会专制的斗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是新兴资产阶级

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是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反封建、反禁欲、反教会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它是宣

扬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体系的运动。

三、指导思想：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Rationalism）：否定一切外在权威，认为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只有人自己的“理性”，运用

人自己的智力去认识、判断和理解事物，而不是用外界的权威来判断事物。

理性是基于正常的思维结果的行为。理性主义是建立在承认人的推理可以作为知识来源的理论基础上

上的一种哲学方法。一般认为随著笛卡尔的理论而产生，17-18 世纪间主要在欧洲大陆上得以传播，本质上

体现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民主，是启蒙运动的旗帜。

启蒙运动在理性主义指导下主要有三方面内容：

1、号召人们用理性的力量去构建一个更符合理性和人性的社会；

2、批判宗教愚昧和专制主义，号召消灭贵族特权、专制王权和等级制度；

3、追求政治民主、权力平等和个人自由。

四、英国的启蒙运动（早期启蒙思想）

1、霍布斯：代表作：《利维坦》，代表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

①每个人都有天赋的自然权利，国家不是根据神的意志而是人们通过社会契约创造的；君权也不是神授

的，而是人民授予的。

②他坚持统治者一旦获得授权，人民就要绝对服从，不可反悔；因此，他并不反对君主专制，甚至认为

专制政权有权干涉臣民财产的权力。

http://baike.baidu.com/view/29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42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563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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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否定君权神授，有利于摧毁封建专制和思想启蒙，但又带有封建落后意识。

2、洛克：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

①国家起源于社会契约，君主和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有权更换国王及政府，人民是最高的裁判

官，反对君主专制。

②赞成君主立宪，认为国王及政府应在立法权控制下行使行政权，国家权力应该分属于不同部门，较早

提出分权学说。

③认为人们按契约成立国家的目的是保护私有财产，因此国家不应干涉公民的私有财产。

评价：反封建方面比霍布斯彻底，其主张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

五、法国的启蒙运动（高潮）

1、伏尔泰（1694-1778）代表作《哲学通信》、《路易十四时代》

①提倡自然权利学说，天赋人权，人生来是平等自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②反对君主专制，赞成“开明君主制”----英国的君主立宪制。

③抨击天主教会和等级制度，但主张信仰上帝和信仰自由。

评价：伏尔泰是法国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他比同时代的启蒙思想家更尖锐地批判封建制度，更热情地讴歌

理性，倡导平等、自由和民主。他的思想在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

2、孟德斯鸠（1689-1755）《论法的精神》

【材料】：政治上的自由是公共自由，要保障公共自由，就应该避免把权力单独委托给一个人、几个人或多

数人，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为此，提出一条原则，要防止滥

用权力，就必须用权力来约束权力，形成一种能联合各种权力的政体，其各种权力既调节配合，又相互制

约，即权力要分开掌握和使用。

——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

①明确提出三权分立，认为立法权归议会，行政权归君主，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之外，归法院，三权分立

权力制衡。

②反对君主专制。

③法律应当体现理性。

评价：孟德斯鸠是资产阶级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奠基者。三权分立学说是古代希腊、罗马政治理论的发

展，继承和发展了洛克的学说，它体现了人民主权原则，为资产阶级设计了一个依法治国的方案，奠定了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制与法律理论的基础。

3、卢梭（1712-1778）《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材料】：人人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而不论其出身。人们应自由订立社会契约，组成国家。社会中应有“共
同意志”，人人遵守。社会契约就是共同意志的体现，代表所有人的权利与自由。这是至高无上的人民主权，

不可侵犯，……为维护这一主权，必须使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包括立法、司法、守法、受法律保护和

受法律制裁各方面的平等。政府官员只是人民委派的工作人员、不享有主权。随着政府职位诱惑力的加大，

人民应采取更有力的监督手段。人们在行使自由权时，绝不允许损害他人的自由，否则他自身也就不自由

了。这时，共同意志就要通过法律手段制裁他，“强迫他自由”。
———《社会契约论》

①天赋人权，人生而自由，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②社会契约论，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于人民，（主权在民），论证了革命的合法性。

③私有制是不平等的根源 ，反对贫富悬殊，但不主张废除私有制。

④把理性视为人类行为和真理的先导是不可靠的，人类天性本善，对生活中很多问题，依靠情感、听任本

能和情绪办事更可靠、更经常，凸显了人的情感和个性。

评价：①否定了封建王权的合法性，描绘了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的蓝图，成为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导，是启

蒙思想家中最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并直接影响了美国政治制度（共和制）的建立，“人民主权的捍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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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震动了整个欧洲思想界，由此形成了浪漫主义思潮，卢梭成为浪漫主义之父。

4、狄德罗（1713--1784）主编《百科全书》

宣扬科学和理性、反对迷信和专制，倡导唯物主义，认为人人享有与生俱有的自然权利，人民是主权所有

者，国家起源于社会契约。

六、启蒙运动的拓展（18 世纪中后期）

康德（德国，1724--1804，代表作：《纯粹理性批判》）

①强调人的重要性，人不是他人的工具。

②人应该运用自己的理智，独立思考、理性判断。

③人要自由的同时也要自律。

评价：康德对启蒙运动作了经典的总结，是近代西方哲学史上划时代的哲学家，他的理性批判哲学最终确

立了人类的主体地位。

七、启蒙运动的影响：

1、进一步弘扬了人文主义精神，启蒙运动尊崇理性、呼唤人本身的彻底解放，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2、法国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对封建制度进行了深刻揭露，为资产阶级革命作了舆论准备（在启蒙运动俄

影响下，法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推翻了专制王朝，确立了资产阶级统治，传播了自由平等思想）。

动摇了欧洲的专制统治。

3、启蒙运动还陆续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美洲、亚洲），启迪了人们的思想，动摇着封建统治。极大鼓

舞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

4、给人类留下充满个性、影响深远的浪漫主义。

补充思考 1： 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运动之比较

文艺复兴 启蒙运动

相同点

背景： 都是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

性质： 都是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的继续和深化

内容：
都弘扬人文主义精神，追求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都是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

反封建斗争

影响： 都促进了思想的解放，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不

同

点

背景： 资本主义萌芽时期（14-16 世纪） 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17-18 世纪）

起源： 意大利 英国

中心： 意大利 法国

核心： 人文主义 理性主义

内容：

矛头指向天主教会，侧重于对旧秩序的批判，

反禁欲主义，要求个性解放，执着尘世，面向

现实，侧重于思想意识、伦理道德的范畴，

没有成熟的政治理论和完整的思想体系；局限

于社会上层和知识阶层

直接抨击封建主义和教权主义，提倡天赋人权、

三权分立，自由、平等、民主和法制 等，进一

步提出要求获得政权，建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

影响：
把人从神学桎梏中解放出来 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反封建斗争的思想武器，为资

产阶级革命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补充思考 2：明清之际的民主思想与欧洲启蒙思想的比较

1、条件：

①政治条件：中国封建制度虽然衰落，封建专制却空前强化，封建统治仍十分稳固，还未形成资产阶级力

量；而西欧已进入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封建统治风雨飘摇，资产阶级力量空前壮大。

②经济条件：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受到封建制度的严重阻碍；而欧洲资本主义手工工场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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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③文化条件：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仍占统治地位；欧洲的文艺复兴使资产阶级文化迅速传播，为启蒙运动奠

定了基础。

2、内容：中国的思想家抨击君主专制，提倡注重实际，具有初步的民主色彩，但未明确提出建立新的社会

制度，也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启蒙运动批判封建制度，并为之设立一套政治方案，形成了完整的理论

体系。

3、本质：由于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经济，这就决定了明清之际的批判思

想在本质上还未跳出传统儒学的范畴，在根本上有别于西欧的启蒙思想，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思想；而西

欧启蒙运动时，资产阶级已经作为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因而其思想主张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

4、影响：明清之际的民主思想对当时的封建专制起了一定的冲击作用，但无法动摇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

对后来的辛亥革命只起了一定的影响；启蒙运动则为法国大革命作了充分的恩想动员．极大地推动了欧美

资产阶级革命，对亚洲革命运动也起了一定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