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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世間有無數多個主張、學說、理念、信仰……任何思

想都會有正反立場，任何立場都會有溫和、激進甚至狂熱的支

持者。大智大慧的反面就是不智不慧，不智不慧的極致就是狂

熱。 

 任何狂熱皆危險，政治／宗教狂熱最危險。政宗狂熱乃

是「正宗」狂熱。政治宗教乃敏感話題，人們在其他範疇（如

文學、科學、運動、娛樂等）的問題上有分歧，通常不會發生

嚴重的流血衝突，但在政治宗教（尤其是宗教）問題上有分歧，

就往往會造成嚴重的流血衝突—即以強權甚至暴力宣揚己

見、壓制異見，強迫對方接受，此之謂狂熱。 

 很多人不明白，其實政宗狂熱者所狂熱的究竟是些什麼

呢？勒龐一語道破，政治／宗教狂熱者就是「自信掌握現世或

來世幸福祕密的人。」
〔1〕

海納爾更言明：「狂熱主義者認為自

己才是真理的唯一擁有者：『我們掌握真理』。……他們是正

義的、正直的，他們擁有偉大的、不可思議的智慧。……他們

提供着答案，要讓人們相信現世或者來世存在着天堂。……然

而，他們卻會將違反道德的事情合理化，譬如『我們是為了全

人類的福祉而大開殺戒的』。」
〔2〕

 

 這些自以為為天下蒼生找到了現世或來世的幸福祕密

的政宗狂熱者，卻會對其所要救贖的蒼生進行種種恐怖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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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野蠻、混亂、暴力、血腥等等泯滅人性的恐怖統治。

先舉一個相當有代表性的歷史實例— 

  

理性崇拜：「是法國大革命時期出現的反宗教運動，

包括放逐或處決神職人員和修女；大規模破壞宗教遺跡；

強迫神職人員放棄自己的誓言並強迫結婚；引起廣泛西

部旺代地區的暴亂。1793年10月21日法國頒佈法律，將

所有涉嫌庇護神職人員的個人『就地處決』。1793年11月

10日，新的『理性節日（The Festival of Reason）』崇拜儀

式在巴黎聖母院舉行創始儀式，理性崇拜達到最高潮。

持相反意見者被視為『反革命』，1794年春季，激進的埃

貝爾派和溫和的山嶽派等都有人被送上斷頭台。」
〔3〕

 

 

李天命說︰「思方學旨在喚醒人的頭腦，比如鼓勵人看

最劣的宗教毒草，演示如何刺破其弊謬。宗教狂企圖麻痺人的

頭腦，比如勸阻人看最佳的思方傑作，免得識破其宗教弊謬。

『阻撓……』比『勸阻……』更醜陋。」
〔4〕

至於好像上述「理

性崇拜」者那種以暴力迫害「非理性」的相反意見者就最為醜

陋了。口說「崇拜」理性，實則崇尚暴力—因為自以為掌握

了真理、掌握了公義（或正義），於是可以強迫對方接受其所

謂的「理性」的幸福天堂，這可說是一切狂熱者的共通特性了。 

人類經過漫長的演化，由猿人進化成智人，然而這班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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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儘管叫做「智人」，但迄今為止—不論中外哪個文化傳統

—都仍會遭受到自身「不智」的狂熱思緒的恐怖蹂躪，可見

狂熱思緒是個超越文化界限、植根人類思想心靈深處的普遍問

題。而歷史上這些恐怖統治的底因往往就在於這班狂熱者自以

為是的「幸福祕密」，究竟這些「幸福祕密」有何思想上與心

理上的盲點，可以令這班狂熱者如痴如醉？本書嘗試分別就着

這兩個範疇，將前賢的智慧觀點作出整理與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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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管有沒有同政治權勢、現實利益等因素扯上關

係，對這些因素一概置之不理（不讓它們左右評估考

慮），惟以理性為依歸，悖謬則批之，於思維有惡劣

影響則加以刺破—此之謂「獨立思考／批判精神」

的體現。
〔5〕

 

—李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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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宗狂熱者自信掌握現世或來世的幸福祕密，這些幸福

祕密代表着真理、代表着公義，因此他們認為自己可以為所欲

為。換句話說，從思想層面而言，他們自以為所掌握的幸福祕

密，大致可分為兩種形態，一種是自以為所掌握的幸福理論是

為「絕對真理」，另一種是自以為自己直接掌握了「絕對公義」。 

可惜兩者皆屬虛妄。現試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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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政宗狂熱者之所以認為掌握了現世或來世的幸福祕密，

其中一種形態是因為自以為所掌握的幸福理論是為「絕對真

理」。何謂「絕對真理」？李天命指出︰「人們所謂的『絕對

真理』，大抵是指（他們所以為的）某種既有必然性又有信息

內容且有根本重要性的普遍命題。」
〔6〕

然而，這樣的「絕對真

理」是不存在的，因為「沒有任何語句能夠既有實質內容，又

有必然性」。以為有，這正是「各式各樣狂熱而獨斷的教條主

義的盲目態度之所在。」
〔7〕

李天命說。換言之，政宗狂熱者之

所以狂熱於傳銷其「絕對真理」，只是出於真理的幻覺。而這

種真理的幻覺又可以分為語害空想和謬誤妄想兩種。 

 

 李天命的〈思考與心魔〉將其中一種最嚴重的真理幻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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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害空想予以徹底剖析︰「語害有一共同點，就是『可逃

避否證』。……由於缺乏可否證性，無法以事實證據來檢驗，

因而與客觀事實或真實世界隔絕，以致成了一種如同自鎖自閉

的、『與世無涉』的言論。……這類好像無所不包的封閉系統

之所以不能被證實為假，無非語害的特性使然。但許多人都看

不穿這個機竅，反倒以為此等封閉系統之『不可否證性』正表

明了那是絕對真理。這種誤解可以叫做『真理的幻覺』。有此

幻覺的人，一旦以為自己尋找到了放諸四海而皆準、證諸百世

而可行的絕對真理，就容易傾向於以真理使者自居，進而產生

一種要替天行道的狂熱情緒。」
〔8〕

 

 譬如2019年的香港，就有大批人以暴力示威、破壞社會

的方式去追求「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普選」，他們自以為真理在

手，因而訴諸暴力。然而這個「不能被證實為假、不能被推翻」

的「絕對真理」，無非是一個缺乏可否證性，即缺乏信息內容，

對世界一無所述、與世無涉的封閉系統。以下批析這個主張。 

 

（1）曖昧標準 

（ⅰ）熟悉當清晰 

 關於「國際標準」這類詞語，李天命這樣提示：「有許

多其實並無意義或至少意義不明的言辭，由於不算文理錯亂，

起碼沒有違反語法規則，同時又是我們所熟悉的，結果常被視

為有清晰的意義。這類言辭倒是更須注意警惕的。」
〔9〕

譬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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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的觀點」究竟是什麼意思？「如果說，任何一個中國人所

持的觀點都叫做『中國人的觀點』，那麼這個詞語就指稱一堆

互相衝突的觀點，因為不同的中國人有許多觀點都是互相衝突

的。另一方面，如果說大多數中國人所持的共同觀點才叫做『中

國人的觀點』，那麼我們用這個詞語時就必須先弄清楚：那到

底是怎麼樣的一個觀點？」
〔10〕

 

 用相同的方式可以拆穿「國際標準」一詞的曖昧性與蒙

混性。如果說任何一個普選制度所持的標準都叫做普選的「國

際標準」的話，那麼香港就可以不須理會國際上其他地區的普

選標準，自行訂立自己的標準就已經算做符合「國際標準」的

了。然而這時「國際標準」這個詞語就指稱一堆互相衝突的標

準，因為不同的普選制度有許多選舉標準都是互相衝突的，譬

如英國的普選並不是直接選元首的，而法國的卻是，那麼這時

的「國際標準」就是一個曖昧不明的字眼。另一方面，如果說

大多數普選制度所持的共同標準才叫做普選的「國際標準」，

那麼這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標準？要達成這麼一個標準，就要

先對所有的普選制度作出全面的考究和仔細的比較，提出「國

際標準」的有關人等有做過這麼一個龐大的研究嗎？如果有，

那有關的研究報告又在哪裏？最重要的是，這樣的標準究竟具

有哪些具體細節？如參選人在年齡、學歷、職業、政黨背景、

宗教信仰、犯罪紀錄等等方面有何具體的要求？如果沒有相關

的具體細節，有關人等是如何判別哪個制度符合或不符合「國

際標準」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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