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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希腊哲学史上的三 

杰。他们师徒三人 ，奠定了西方哲学的基础。 

一

、 苏格拉底 

1、苏格拉底其人 

苏格拉底 (公元前 469一公元前 399年)是人类思想 

史上最有声望、最有声誉的人物。他的地位和影响 。几乎 

堪比中国的孔子 苏格拉底是地道的雅典人 父亲是一个 

石匠．母亲是一个接生婆。苏格拉底仿其母亲职业的名 

称．称自己的对话式推论方法为助产术。苏格拉底好学多 

思，身体强壮．话语幽默。他有很多学生 ．包括著名的学 

生柏拉图、色诺芬等等。苏格拉底没有 留下任何文字著 

作，但他的一些口头谈话却通过柏拉图、色诺芬、亚里士 

多德的著作为我们所知 这些谈话奠定了苏格拉底哲学的 

基础 。 

2、 “美德即知识 ” 

苏格拉底对道德与知识的认识和理解集中体现在他的 
一 句名言： “美德即知识”上面。 “美德即知识”是苏格 

拉底道德哲学的一个基本命题 ．它表 明美德的本性是知 

识．人的理智本性和道德本性是同一的。 

色诺芬 《回忆苏格拉底》一书清楚地记述了苏格拉底 

对这一命题的解释： “苏格拉底还说：正义和其他一切德 

行都是智慧 因为正义的事和一切道德的行为都是美好 

的．凡认识这些事的人决不会愿意选择别的事情：凡不认 

识这些事的人也决不可能把他们付诸实践 ．即使他们试着 

去做 ，也是要失败的。所以智慧的人总是做美好的事情 ， 

愚昧的人则不可能做美好的事．即使他们试着去做 也是 

要失败的 既然正义的事和其他美好 的事都是道德的行 

为，很显然．正义的事和其他一切道德的行为，就都是智 

慧。”①“美德即知识”相反的一面就是 “邪恶即无知”。关 

于这一点 ，苏格拉底有如下说明： “你难道不同意，邪恶 

把人们与智慧分隔开来，把他们驱向反面?邪恶把它们从 

有益的事情上拉向快乐 ．阻止他们对这些事情的注意和专 

心学习．并且经常混淆善恶之感，使他们选择坏事，不做 

好事 ” 苏格拉底认为 ，一个人做坏事并非是由于他存心 

想做坏事．而是因为他无知 ．任何人都不会做 自己认为是 

坏的事情 我以为 ．俄国寓言文学家克雷洛夫曾有一个 

《熊与隐士》的寓言最能说明 “美德即知识”这个命题。 

这个寓言说的是有一个栖息于山林的隐士同一头熊成为极 

要好的朋友．有一天隐士在林问睡着了．他的熊朋友坐在 

一 旁守护着他，挥舞着巨大的熊掌为他驱赶着蚊蝇 。这 

时．有一只苍蝇不停地在隐士的头上叮落．任凭熊怎样驱 

赶也不肯离去，熊被激怒了。它拿起一块大石头想狠狠惩 

罚这只苍蝇．当这只苍蝇再一次落在隐士的头上的时候， 

熊高高举起了石头，狠狠地向这只苍蝇砸下去⋯⋯。克雷 

洛夫这个寓言告诉人们：如果没有知识．良好的动机可能 

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这就是人们经常说的．好心办不成好 

事，这个寓言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 “美德 即知识”、 

“邪恶即无知”这些话语的含义 

苏格拉底的这一思想 ．奠定了希腊文化乃至整个西方 

文化中的 “爱智”倾 向和道德价值观。同学们 ．西方科学 

发达，与这种 “美德即知识”这种观念有无关联呢? 

3、遵守法律 

苏格拉底主张：治理国家的最高原则就是遵守法律． 

他认为一个公民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城邦的法律． “守法就 

是正义” 苏格拉底在这里所说的法律不是统治者为了维 

护 自己的利益而随意制定的人定成文法律．而是组成城邦 

的人们根据 自己的利益需要制定的一致的协议。城邦与法 

律的关系是互相依存的．法律脱离了城邦就不能成为法 

律 ，而一个城邦若没有法律也不能称其为城邦。所以苏格 

拉底认为：法律是一个城邦的基石。 

由于这样的法律是人民志同道合的产物．它最大限度 

地反映了人民的意愿和利益 ．所以城邦的人民为了自己的 

利益也应该遵守法律。苏格拉底同大多数智者一样 ，已经 

把 自然法与人定的法律区分开来．只不过他没有象某些智 

者那样．把 自然法与人定法对立起来．视为一种不相容或 

敌对的关系。苏格拉底认为，无论是神定的自然法 ，还是 

人定的成文法律。都必须考虑到正义．正义性并不只是立 

法的标准．而且是立法的共同本质。当智者学派的代表人 

物希比亚追问苏格拉底有关正义的学说是什么时。苏格拉 

底对他说 ： “我认为，不愿行不义的事就足以证明其为正 

义．如果这一回答还不能使你满意．那么下面的回答或许 

也不和你的心愿：我确信，凡合乎法律的就是正义的。”② 

苏格拉底既然认为法律中已经包含了正义的概念．所以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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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法律就是履行了正义 

以含有正义性的法律来治理城邦国家．是苏格拉底全 

部政治学理论的核心思想 那么 ．这种含有正义性的法律 

从何而来呢?苏格拉底认为，这种法律不是来源于统治者 

的规定．而是来源于城邦人民的意愿 ．这种意愿符合城邦 

人民的利益．是人民利益一致的最高的反映。苏格拉底心 

中最高的法律是神定的法律，也就是自然法。苏格拉底在 

与希比亚的谈话中曾论及一种所有人都一致遵守的不成文 

法 ．苏格拉底将其称之为神定的法律。比如孝敬父母、不 

与父母结婚乱伦和以德报德等等。这是 自然法的雏形 ，是 

早期 自然法理论的发端之一 而所有的城邦的法律都必须 

与神定的自然法律相一致 。由此我们看到，苏格拉底号召 

人们服从法律．并不意味着他主张政府的任何随意规定和 

命令都是法律，都必须遵守，一个城邦的法律与人类的理 

性也应该是一致的 

4、对理性的尊崇 

苏格拉底绝非无神论者．在苏格拉底的言论中．我们 

可以经常发现 “神”的语词。但值得说明的是：苏格拉底 

在信仰方面绝对不是一个浅薄 、迷信或轻信的人，作为一 

个拥有 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尊崇和信 

仰的是人类 自身蕴涵着的理性 ，他崇信的神是 “理性神”。 

色诺芬 《回忆苏格拉底》的第一卷第四章和第四卷第 

三章都集中论述了理性神 苏格拉底认为创造宇宙万物和 

人类本身的、体现宇宙中最高智慧的神 ，才是真正的神 、 

伟大的神．而这种神是普遍的无所不在的理性。苏格拉底 

认为：每个人的身体中都有一个最高的、指挥身体各个部 

位的理智 (苏格拉底称其为 nous)．而在字宙中也有一个 

最高的理智，它如同人身体中的努斯 (nous)一样，也指 

挥着宇宙万物。苏格拉底说： “住在你身体里面的智力 

(nous)既能随意指挥你的身体 ，那么，你也就应 当相信 ， 

充满宇宙的理智 ．也可以随意指挥宇宙间的一切 ”③在苏 

格拉底看来这最高的神就是同人身上普遍存在着的努斯一 

样的理性。正是这种理性．才使得宇宙万物有序、和谐安 

宁并充满着无限巧妙的安排。苏格拉底认为：理性神是最 

关怀人类的 “聪明仁爱的创造者”，太阳的旋转 、四季的 

更替、动物的创造这一切都是为了人的缘故而出现的。苏 

格拉底认为人是万物的灵长．神最关怀 、也最眷顾人．人 

是神所设计和安排的宇宙万物的中心 目的 理性神 “为供 

给人们的需要而操心”．他的一切设计和作为 “都是为了 

人类的缘故而发生的”。神为人的视力提供光 ．为人的休 

息提供黑夜 ．日月星辰的照耀能使人们区分 白昼与黑夜、 

能够辨别时辰和月令 ．这位理性神向人提供土地和水使人 

能够生产食物．提供火使人能为保全生命策划一切有益的 

事情．提供气和风使人维持生命和扬帆远航．使太阳与地 

的距离不远又不近． “深怕向我们提供的热超过需要会伤 

害我们”。神使 “其他生物的生长也是为了人类”。神还赋 

予人以同各种事物相适应的感官 ．使人能享受各种更为美 

好的东西。神还赋予人表述能力和政治智慧 ．使人能够 

“制定法律，管理国家”。按照神的吩咐去做。就是对神表 

示的尊重。④基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说，正是苏格拉底 

在西方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了一种理性神的理论和以人为中 

心的宇宙设计论 ．这是智者学派以来西方古典人文主义思 

想的又一次释放和梳理。在西方思想史上，苏格拉底是第 
一 个提出理性的概念并信仰理性的人 ．近代启蒙运动的思 

想家们．完全可以把苏格拉底视为他们古代的先驱和战友。 

5、苏格拉 底之死 

苏格拉底一方面主张公民应该服从城邦的法律．但另 
一 方面也主张：凡是为一个人的理智所宣判为错误的东西 

就不应该去想．不应该去做 ．哪怕受到当权者或任何法庭 

的强迫，也要不惜任何代价予以抵制。未受 (理性)考察 

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那么如何在无条件服从城邦法律的 

同时．又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性呢?这个凡人很难解决的悖 

论，苏格拉底做到了。但他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西方思想史上，苏格拉底之死最为著名。苏格拉底 

在七十岁的时候 ．被已经堕落的雅典陪审法庭以不敬神和 

腐蚀败坏青年的两项罪名判处死刑，这显然是不公正的。 

本来．只要苏格拉底认一下错 。略表一点妥协，他完全可 

以避免死刑而选择流放或交罚金了事。可是那就违背了自 

己的理性 !在死刑判决之后 ，他的学生又安排他逃跑，可 

他认为那又逃避了城邦法律对他的处罚。苏格拉底自愿选 

择死!他在雅典陪审法庭上发表的毫不媚俗、深深刺痛雅 

典民众的演说．生动而清楚地表明了苏格拉底对真理和死 

亡的态度。 

苏格拉底悲剧性的死亡给他的一生、荣誉、事业、学 

说和个性增添 了无与伦比的严整性 、完美性和永久的魅 

力 苏格拉底的泰然赴死 ．使有关苏格拉底的一切都闪射 

出诚实和高度正义的特殊光辉 苏格拉底的受审和被处 

死，一方面使他的生命到了尽头 ，另一方面又成了他精神 

不死的出发点。他以自己的生命为牺牲，在真理的祭坛上 

为他在后世获得了永恒的尊崇 

二、柏拉图 

1、柏拉图的生平与著作 

柏拉图 (公元前 428年一348年 )出生于一个非常显 

贵的雅典家族。他是一个漂亮的少年，受过很好的贵族式 

教育。在他青年时代 ，师从苏格拉底。他时常说， “感谢 

神啊．使我生来就是希腊人而非蛮夷 ，是 自由人而非奴 

隶．是男子而非女子 。不过最难得的，是使我生在苏格拉 

底的时代 ”⑤ 

在他 28岁的时候 ，苏格拉底逝世。这对他的打击和 

影响是深重的。他由此痛恨雅典的民主政治。并思考该建 

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的问题 

公元前 399年．他因曾经营救苏格拉底而被迫离开雅 

典四处游学。十二年过后返 回。此间，凡是智慧的发源 

地，他都一一朝拜过；凡是宝殿 ，他都一一瞻仰过；凡是 

信条 。他都一一尝试过。他去过埃及、西西里、意大利， 

有的说他去埃及时．受到传说中近乎社会主义先知们的影 

响；甚至还说他取道到恒河岸上，学到印度人神秘的思维。 

公元前 387年，柏拉图回到雅典 ，在雅典郊区以神话 

英雄阿提卡德摩斯的名字命名的绿园中建立了举世闻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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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提卡德摩斯学园，即柏拉图学园 (Academv)．到公元 

529年这个学园被查士丁尼大帝关闭 

学园的学习科 目大体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传统学科相 

一 致，算数、平面几何与立体几何 、天文学等是全部课程 

的基本学科 、数学被特别强调，据说学院门口有一行字 ： 

不懂数学者禁止人内 

这种教程的目的是要把人们的思想从现实世界的纷纭 

变化之中转向内在的永恒不易的实质 这些学科都不是各 

不相关的．到头来它们都服从于辩证法的准则．而学习这 

些准则正是教育的真正的显著特点 

直到今天，这仍然应该是教育的目的．大学的作用不 

在于把许多事实塞进学生的头脑 大学的正当任务应该是 

引导学生养成批判地审查的习惯 使他们懂得那些与一切 

问题有关的准则和标准 

在所有古代哲学家中，柏拉图是唯一把所有著作几乎 

全部传给我们的人。柏拉图的思想观点来源于苏格拉底 、 

毕达哥拉斯 、赫拉克利特 、巴曼尼德和智者学派 ．以及他 

自己的独创思想 

柏拉图的著作是对话式的．语言流畅生动 他把哲学 

披上了一件瑰丽多彩的文学外衣 英国诗人雪莱对他的文 

笔也是非常的仰慕。他 的主要著作有 ： 《苏格拉底的申 

辩》、 《普罗塔哥拉篇》、 《克力托》。在这几篇著作中， 

占主导地位的基本是苏格拉底的观点与方法——理性主 

义。对包罗各式各样经验现象的一般概念的探索 ．对道德 

问题的深刻关注。柏拉图稍晚时期 的对话 ： 《理想国》 

(国家篇)、 《政治家篇》、 《智者》、 《巴曼尼德》中才出 

现了他自己的理念学说 

2、理念论 

柏拉图说： “真正的存在是某种能被智慧理解的无形 

的理念．而被感觉到的经验的物体 、事物和现象则不是真 

的．因为一般说来它不属于存在．而属于某种易变的东 

西、属于形成。”@柏拉图告诉我们：世界上存在着两个 

世界．一个是我们用感官能够感觉到的现象世界．一个是 

真实、独立自存的理念世界。前者看来好像存在实际上只 

是后者的某种歪曲的摹本和影子而已 实际上柏拉图并不 

否认物体的、事物的、现象的世界，而是认为无论就本体 

论 、认识论来说，还是就价值论来说，这个现象世界都是 

虚幻的．不能独立自存的。理念论至少告诉我们：诸如影 

视剧 《三国演义》、 《红楼梦》中的角色 ，远不及我们读 

过那些小说由此在脑海中形成的形象更真实。 

3、灵魂不朽说 

灵魂不朽说是柏拉图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柏拉图 

认为灵魂的性质是自动的、不朽的。灵魂 由理智 、激愤 、 

情欲三个部分组成。三者的关系就像御者 (理智)驾着一 

匹驯马 (激愤)和一匹劣马 (情欲)关键就在于理智是否 

控制住情欲．那么，灵魂怎么会降到人身上?又怎么从善 

去恶呢?柏拉图编了一个神话 ，他说天神巡天时，灵魂随 

神巡天 好的驾御者控制住劣马，驾好驯马，随天神到天 

外。到达真善美的境地。如果灵魂困于外部物质世界，它 

的羽翼就坏了．落到人间与各种人的肉体相结合形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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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阶层人物。在柏拉图眼中，奴隶不是人．他们是没有灵 

魂的，也不存在着灵魂升天的问题。柏拉图主要强调的是 

灵魂是轮回的，肉体死后灵魂要受审，合乎道德生活的就 

升到天堂；如果过罪恶的生活，灵魂就要下地狱 

灵魂怎样摆脱肉体的束缚飞升到本体世界去呢?也就 

是如何达到真善美统一的道德最高境界呢?在柏拉图看 

来，灵魂本身是从本体世界来的。只因为受肉体的束缚而 

不知道自己的本性．道德修养的过程就是灵魂回忆知识的 

过程，即人通过理性关照理念本体世界．灵魂达到善的本 

体，也就求得了真理。也就达到了真善美统一的世界 ．这 

就是柏拉图所谓最高道德境界。具体说来。就是要通过驱 

除爱欲来达到 

柏拉图认为灵魂要飞升，首先要去除欲望。因为欲望 

造成了人的感官苦乐。柏拉图在 《斐多篇》中说： “每种 

快乐和痛苦都是一个把灵魂钉住在身体上的钉子 ”道德 

修养的过程就是使灵魂摆脱肉体欲望的过程 人一旦摆脱 

肉体欲望，灵魂就进入了一个光明圣洁的不朽世界 可是 

这种境界，人在现世中是无法达到的，只有肉体死后．灵 

魂才能达到这种境地。柏拉图说： “因为灵魂若是和肉体 

在一起的时候就不能有纯粹的知识．知识如果真能获得的 

话 ，也必须是在死后才能获得。”柏拉图要求人们放弃现 

世的享乐和利益．寄希望于来世 

另一种就是通过爱情来达到最高道德境界。柏拉图认 

为人身上有两种生殖力 ：身体的生殖力和心灵的生殖力。 

身体的生殖力．表现为肉体上延续后代．这种肉体上的两 

性爱不是柏拉图意义上的爱情。在柏拉图心目中．心灵的 

繁殖力才是真正的爱情 他理解的爱情 ．是指心灵上的一 

种狂迷。柏拉图在 《会饮篇》中具体描述了如何从爱情参 

悟到绝对美的本体时说 ： “先从人世间个别美的事物开 

始，逐渐提升的最高境界的美 ，好像升梯，逐渐上进 ，从 
一 个美的形体到两个美的形体到全体美的形体：再从美的 

形体到美的行为制度。从美的行为制度到美的学问知识． 

最后再从各种美的学问知识一直到只以美本身为对象的那 

种学问．彻悟美的本体。”这就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 

总之．柏拉图认为神是善的真正源泉，真正的美的在 

于神．人生的目的也就在于净化 自己的灵魂 。通过爱的 

“狂迷”和驱逐感官欲望达到神人相通的神秘境界。 

柏拉图以他的灵魂不朽说 、天堂地狱说等理论学说为 

以后的基督教打下了理论基础。 

三、亚里士多德 

l、亚里士多德的生平及著作 

亚里士多德 ．公元前 384年生于马其顿的斯塔吉拉 

城 他的父亲为马其顿王阿敏塔的朋友和御医，阿敏塔便 

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祖父。亚氏似乎做过医师联合会的会 

员 在医药氛围中长大．这足以养成他心理上的一种科学 

倾向 他从开始就是预备着做科学之始祖的。 

他的少年时代．故事传说不一，有一个记载讲述了他 

生活放荡。挥霍尽了祖产 ．便去投军以免挨饿。后来又回 

到斯塔吉拉行医 三十岁才到雅典，受教于柏拉图。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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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说．讲他十八岁就来到雅典．受教于柏拉图。 

这是两位天才的相遇 从流传下来的那句 “我爱我 

师．但我更爱真理”的老话看来．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并 

非和睦。但这并不影响学生的学习和老师对学生的欣赏。 

师生的志趣不同．柏拉图沉溺在主观的未来 ，而亚里士多 

德倾力研究客观的现在 

离开了柏拉图学园．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开办了一个演 

说学校。同伊索克拉底对峙。这个学校的富家子弟赫密亚 

不久作了阿塔内斯城邦的专制君主 便请他的老师亚里士 

多德到他的朝廷里去。在公元前 344年，赫密亚将自己的 

姐妹 (或侄女)赐给亚氏成婚。夫妻十分恩爱。第二年 ． 

马其顿国王腓力请他到培拉 (pella)的宫廷里担当亚历山 

大的教师 

从公元前 342年一公元前 340年 ．亚里士多德做了两 

年亚历山大的老师。这又是两个天才的相遇!两年后．亚 

历山大就放弃哲学．鞭策世界去了。他们彼此之间有多大 

影响．很难评估 或许后来亚历山大对诗人品达故居的保 

护和对犬儒学派狄奥根尼的尊敬以及对希腊文明的敬慕来 

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影响 

公元前 335年．亚里士多德重返雅典。在这里创办了 

自己的学院叫做 吕克昂 (1yceum)与柏拉图的学园不同的 

是柏拉图的学园侧重于数学 、玄想哲学 。而吕克昂学院则 

趋向于生物学与自然科学 亚里士多德几乎终生主持这个 

学院。公元前 323年亚历山大死后．亚氏因其马其顿的立 

场而受到威胁，有人指控他不信神 、对雅典不忠诚．就像 

指控苏格拉底一样 亚里士多德被迫匆匆离开雅典 对 

此．他讥讽地解释道他不愿意让雅典人重犯反对哲学之 

罪。公元前422年．他在母亲的故乡欧波岛上的卡尔吉斯 

去世。他于病困之际．以服毒结束了自己的生命。⑦ 

亚氏的著作有好几百种。有的古代作家说他的著作有 

400册 ，有的说有一千册。流传下来的仅仅是一部分。然 

而这一部分已经是一个 图书馆了。逻辑学方面的著作 ： 

《范畴》、 《正位》、 《前分析篇》、 《后分析篇》、 《解 

释》、 《论智者的驳诘》，这些著作后来被集订为亚里士多 

德的 《工具论》。科学方面的著作 ： 《物理学》、 《论生与 

灭》、 《论天》、 《气象学》、 《论灵魂》、 《动物的分类 

学》、 《动物的运动论》、 《动物起源论》。美学方面的著 

作： 《修 辞学》、 《诗学》。哲学方面 ： 《形而上学》、 

《伦理学》、 《政治学》、 《雅典政治》。 

2、形而上学 

亚里士多德创立了形而上学 (Metaphysics)，原意为 

“在物理学之后”。这本来是一种人类探寻事物表象背后本 

质的一种努力 ．可是多少年来。它被我们的政治课给异化 

了，只剩下了 “孤立地、静止地 、片面地看待世界了”。 

按照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形而上学是一种哲 

学研究 ，其 目的在确定事物的真实本质。是一种对超感觉 

事物的知识 ，也就是确定存在物的意义、结构和原理。对 

形而上学通常有四种看法 ：a它是对存在物的探求：b是 

关于终极实在的科学 ；C它是对世界整体的研究：d它是 

第一原理 (或本体论)的理论。 

在形而上学与哲学其他部门的关系上．康德一派称形 

而上学是各种科学 ．包括哲学科学的女王 ．认为那些在逻 

辑伦理领域工作的学者同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一样都必须 

在形而上学学家所赞成或改正的设想上进行研究 现代英 

美哲学家一般主张哲学应从事于哲学的分析 ．而形而上学 

工作者的兴趣则在于推测．他要揭示到现在为止还未为人 

知的关于整个世界的事实。形而上学与科学的差异：科学 

的理论可证之于经验，而形而上学的理论则不可能。 

形而上学一般研究的问题是 ：a关于形式、范畴和个 

别的存在；b关于上帝的存在；C关于灵魂、心灵和身体； 

d关于自然与外部世界 ；e空间与时间；f关于精神概念。 

⑧亚氏反对柏拉图的理念说 ．他认为 “理念”是一种与物 

质世界毫无关系的虚构的东西 ，是不能用来解释世界的。 

亚氏在 《形而上学》一书中肯定了客观世界的独立存在， 

认为它是真正的实在、是概念感觉的源泉。他说 “引起感 

觉的东西是 外在的 ，要感觉 ．就必须有感觉 的东西 ” 

“知识的对象看来是先于知识本身而存在的 ” 

他的形而上学从字面上看与物理学有关系．但形而上 

学是从他的生物学上来的 亚氏认为世界上的每一物都为 
一 种内在的逼迫所推动 ．去变成比原来更大的一物。每一 

物是个形式 (form)或实体 ，这个形式是从某物发展出来 

的．该物是它的 “质料” (matter)或者原料。而这个形 

式同时也将轮到做质料 ，从而发展出更高的形式来。例 

如 ：一个成人是一个形式 ，他是由婴儿这个质料形成的． 

而婴儿在充当成人的质料的同时．他本身也是一种形式． 

他由更低一级 的质料胚胎构成。而胚胎作为婴儿的质料 ． 

他本身也是一种形式⋯⋯ 

如图：成人 +__婴儿 一 胚胎 一 卵子 一 ⋯ ．． 

形式 一 质料 (形式 )+_I质料 (形式)+．质 

料 (形式)+-一⋯⋯ 

如此追溯下去．必然追溯到一个概念．为完全没有的 

形式 的质料 ．可是这样 一个无形式的质料将是 “无物” 

了。因为凡物都有一个形式。那么没有形式的质料显然已 

经处于我们感官的范围之外了，于是就形而上了。质料 ， 

从广义上讲 。是形式的可能。形式是质料的现实，或完全 

的实体。质料在阻碍，形式在构造。形式不仅是形，而且 

是形成力 ，为一种内在的必然和冲动．将原料依着一种特 

殊的形状和目的而铸造。它是质料的潜能之实现。大 自然 

便是形式战胜质料，便是生命不息的前进和胜利。 

世界上每一种物莫不 自然而然走向一种特殊的造就 

决定一件事的各种原因里面．要推导那个决定目的的原因 

最有决断性也最为重要。这种把事物内在潜能转化为现实 

的机制 ，亚 氏把它叫做 “entelethv”翻译成 为 “生命原 

理 ”。我 觉得可 以把 它视 为 “生命机 制 ”．谁是 这种 
“ entelethy” 的 操 纵 者 呢 ? 亚 氏 把 它 归 诸 于 “神 ”。 

entelethy决定了鸡蛋注定要孵出小鸡儿而不是小鸭 

我以为：亚里士多德以诚实严谨的科学精神探索出一 

个科学难以解释的形而上学。我们若要以唯物主义和唯心 

主义来区分他的学说，是不是有些简单呢? 

3、逻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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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氏第一个伟大的特征，就是他几乎没有先驱 、全凭 

自己的思索独创了一门新科学——逻辑 

西方学者雷南 (renan)说 ： “一个人的思想若未直 

接或间接纳于希腊的纪律，便缺乏了正当的训练。” 

在亚氏 “逻辑”创立之前 ．希腊的理智和思想也是杂 

乱无序的。希腊人放纵不羁的心灵陷于神化的云雾。泛溢 

的美的言论往往把真理的面目遮隔了。亚里士多德的 《工 

具论》经鲍依修斯 (BoethiUS470—525)译成拉丁文做了中 

古思想真正的规范．作了经院哲学严厉的母亲 这种经院 

哲学虽被包围着的教条弄得毫无成绩 ．却练就少年的欧洲 

去穷理析微．制造了近代科学的术语 ．并筑下了心理智慧 

成熟的基础 

逻辑，实际上就是思考正确之技术和方法。它是各种 

科学、各种教练、各种艺术之学问或方法。就是音乐里也 

包含着它。它能令思想在不知不觉之中与正确接轨。没有 

比逻辑更乏味的．也没有比逻辑更重要的了。 

苏格拉底不厌其烦地探究定义．柏拉图不息地精炼各 

个概念．也是对于这新科学的一种暗示。亚氏在他的一小 

篇文章 《论定义》中，已显示他的逻辑取资于这个渊源 

了。 

所谓逻辑要求在郑重的言论中．每一个紧要的字跟应 

经过最严格的考究和定义。这一点便是逻辑的要义。要做 

到言论完全经得住逻辑的推敲是很难 的。但如何一旦贯 

彻．什么都事半功倍 

如何立出一东西的定义呢?亚氏认为：每一条完美的 

定义要有两部分，第一 ．要把每一件东西归入某一类，该 

类的概念共同性质也就是该件东西所有的。比如说，人是 

动物：第二．要表明该件东西所以异于其它同类的东西在 

于哪一点。如：人是 “有理性的”动物。他的特点就在于 

有 “理性”与其亲的一切动物不同。 

苏格拉底、柏拉图有一种离开物体和事实而倾向于理 

性和概念．离开特体而倾向于通性的习惯。而亚氏则宣讲 

返于事物．他酷爱具体和血肉的个体。 

亚氏还是逻辑三段论的创立者。@ 

4、伦理学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生的目的不是为了善的本身而求 

善乃是要幸福 “因为我们为了幸福本身选择幸福 ，绝没 

有另外的用意，反之 ．我们所以选择光荣 、理性 、感官的 

快乐．只因为我们相信借此会达到幸福。” 

除了身体上必先备的某几点外。幸福的主要条件就是 

理性生活——理性为人所专有的光荣和权利。 

德性 ．或为 “优能” (excellence)，它不是简单的人 

所固有的．也不是不怀恶意而得的天赐，它乃是充分发展 

的人由经验得来的成功 欲达到德性的至善或 “优能”极 

好的途径就是中道即中庸。 (golden mean)亚氏认为，人 

品的性质可分为许多组 ．每组三项，其首末两项为极端为 

恶．其中项性质为德性为优能。如：胆怯与鲁莽之间为勇 

敢．悭吝与奢侈之间为慷慨 ，卑屈与骄傲之间为谦和，悭 

戾与调戏之间为风趣 ．寻衅与谄媚之问为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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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是一种艺术．它只显示给成熟而能伸能缩的理 

性。优能全靠判断之明确，行为之自制，欲望之均衡 。手 

段之艺术化 

柏拉图谓德性为和谐。苏格拉底谓德性为知识。在德 

尔斐有一句箴言 “勿过度”。 亚氏说道，中庸远不是幸福 

全部的秘诀 我们必得再有一些世俗的财货．贫困让人悭 

吝、委琐．宽裕令人免予忧虑．贪婪而自由此为贵族生活 

的安闲与乐趣的泉源。对于幸福种种处界助力中最高贵的 

要首推友谊了。 “朋友是一个灵魂寄居在两个躯壳之中。” 

但亚里士多德认为：每个人都是他自己最好的朋友．人应 

该最爱他自己 

虽然外界的财富和友谊为幸福所必需．但幸福的精髓 

仍然在我们 自身内部。在知识的圆满与心灵的清明。@ 

5、政治学 

在亚氏之前．伦理学中包含了政治问题．使伦理学与 

政治学分开的是亚氏。亚氏可以说是政治学科的创始者。 

他曾考察 了一百多个希腊城邦的政制 。写出了他的专著 

《政治学》。 

在 《政治学》一书中，亚氏认为国家是 自然的产物。 

与家庭、村庄的产生一样 ．但是 国家是包括其它一切结合 

的最高结合形式。 “国家的本性先于家庭和个人的本性”。 

他有一句名言 ： “人是城邦的动物”。城邦 (polls)一词， 

后来演变为 “政治” (politics)。所以，那句名言也就变 

成了 “人是政治动物”了。基于他的中庸思想 。他认为最 

好的政体既不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也不是民主政治。 

而是一种介乎于寡头和民主制之间的一种混合政体——共 

和国 应由中产阶级掌权。 “中产阶级组成的国家将是最 

好的国家制度。”从他的 “自爱”说出发，亚氏坚决拥护 

个人权利和私有财产权。他认为私有制源于人的本性。 

在法律思想方面。亚氏认为：无论自然法还是人定法 

都代表正义．体现国家的最高权力的是法律。而不是人。 

法律摆脱人的情感是 “不偏不倚的理性”。所以法大于人。 

在政治生活中．他主张法治而不是人治。在阶级观上，亚 

氏认为：大多数人是天生的蠢物和懒汉。主人和奴隶是天 

生的。 “为一切劣等人设想。他们最好应在一个主人的管 

辖之下 ” “奴隶是含生命的工具 ，工具是无生命 的奴 

隶。”⑩ 

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 ，他们都倾向于认为人 

的阶级是天然生成的．因而也是天经地义的。他们的这种 

思想暴露了希腊城邦视野的局限。 

亚里士多德无疑是古希腊文化的集大成者。他的博学 

多思．他对一切前人的思想和现存的知识，镇静与怀疑的 

态度．使他取得了在人类文化史、思想史上难以企及的地 

位。他的箴言是： “不惊羡一切”。 

在世界的范围内．至少在西方的范围内，他创立了形 

而上学 、逻辑学 、物理学 、生物学 、伦理学、政治学等等 

重要的学科。他被誉为科学的始祖。 

亚里士多德给了我们思想和行为的规矩，但太缺乏激 

情。有人说他 “中庸到过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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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 

① 参见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商务印书馆 ，1984年版，第 ll8页。 

② 参见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商务印书馆 ，1984年版，第 164页。 

③ 参见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商务印书馆 ，1984年版，第 3l页。 

④ 参见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商务印书馆 ，1984年版，第 155—159页。 

⑤ 参见【美】威尔．杜兰著《西方哲学史话》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9年版。第 l2页。 

⑥ 参见【苏】涅尔谢相茨《古希腊政治学说》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 134页。 

⑦ 参见【苏】涅尔谢相茨《古希腊政治学说》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 176页。 

⑧ 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八卷，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年版，第 675页。 

⑨ 参见【美】威尔·杜兰著《西方哲学史话》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9年版。第 58—60页。 

⑩ 参见【美】威尔·杜兰著《西方哲学史话》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9年版。第 76—79页。 

⑩ 参见【苏】涅尔谢相茨《古希腊政治学说》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 180-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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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非权力性多党派的协商机关。尽管早在1949年9月 

21日的日记中．沈钧儒就已告诫自己和盟员 “今后大家参 

加政府工作了，应该严肃一些 ．改造 自己，不能再像以前 

那样 自由散漫了”。BI(p )但一些民盟成员身处此境。心有 

不满．依旧发表了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言论 ，如罗隆基的 

“谁坐天下”、 “有职无权”．章伯钧的 “政治设计院”，储 

安平的 “党天下”．纷纷出笼 ．导致了1957年反右运动的 

开展。经过反右斗争后 。民盟有6000多盟员、59名中委和 

候补中委被划为 “右派分子”。这是 民盟的一次大劫难 。 

沈钧儒从1955年起．虽一直担任民盟主席职务 ．但因健康 

原因．只以休养为主。不再主持实际工作。面对民盟如此 

大灾难．沈钧儒除对昔 日同事、朋友的遭遇深表同情、给 

以安慰、鼓励他们改过 自新、重新做人外 ，从不歧视 、打 

击：对章、罗等的错误表示 “非常痛心”，立即在盟内开 

展整风．要他们 “老老实实、清清楚楚地交代”，要他们 

认真考虑 “究竟要走那一条路。”尽管有时也想不通，十 

分不理解．感到惋惜。但相信党会正确处理的。他对党还 

是坚定信仰、坚决服从 。甚至把毛泽东定的 “六条政治标 

准”抄在纸片上、放在121袋中，好随时拿出来看看。 “使 

自己所作所为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嘲( 313-316)：还在衣袋中 

放一纸条．上书 “你是不是听党的话?你是不是听毛主席 

的话?你是不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你对人民究竟做了些 

什么事情?”[ 39-)时时取出。反躬 自省。1962年．他还向党 

第三次提出了入党要求 (前二次为1939年、1950年) “恳 

求党加以考虑 ．如生前不能入党 。希望在我死后追认为共 

产党员 ” [1l(p·403)从而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维系着中共 

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渡过了危难时期。也正 

因为如此．1963年1月2日．周恩来在祝贺沈钧儒九十寿辰 

时，高度赞扬道 ： ‘沈老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他曾经 

为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奋斗到老。“[1l(p蝴1963年6月14日， 

董必武在首都各界公祭大会上说 ： “沈钧儒先生的一生， 

在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中．特别是在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沈钧儒先生具有革命热情。善 

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又能坚持革命的原则性，在阶 

级斗争的风暴中．站稳脚跟 ，明辨是非 。分清敌友，即使 

遇到挫折和困难 ．也决不离开党。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这 

个称号．沈钧儒先生是当之无愧的⋯⋯沈钧儒先生所走过 

的道路，是知识分子的光明道路。沈钧儒先生是一切爱国 

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 ”【txpP 406_埘) 

今年是沈钧儒先生逝世45周年纪念。我们在缅怀他不 

平凡的一生 ，追思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时，最好的纪念就 

是要学习他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情操 ．爱国爱民爱社会 

主义爱共产党 ，不断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严于律己、自 

觉改造．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贡献我们 

的力量。 

注 释 ： 

① 《除夕纵饮狂欢》：“一串秧歌扭上楼，神灯枉为13皇留。光明自有擎天炬，照澈千秋与五洲。”《沈钧儒年谱》第328页。 

② 《月光射枕上睡不着》：“夜窗见月忽思家，亲切如闻唤阿爷。万里关山缘底事?阿爷身已许中华。”《爱国老人沈钧儒》第 107页。 

③ 《松江杂咏》两首：“捷书如片雪飞来，一月名城万里灰。敌势已随枯叶尽，关门应共晓云开。”(闯锦州克后一连串捷音)“江心冻后见 

奔湍，雪意连朝亦欠酣。地气也随人事转，从今北雁不须南。”(松江封后复开)《爱国老人沈钧儒》第 106页。 

参考文献： 

【l】沈谱，沈人骅编．沈钧儒年谱[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 

[2】2毛泽东选集(一卷本)[MJ．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3】陈水林，陈伟平．沈钧儒与中国宪政民主【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3． 

『41民盟文献(第三辑) 

【5】史良在民盟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N】．团结报，2925期． 

【6】杭州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组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三册)【M]．内部教学用书，1975． 

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