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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

内容概要

《秩序与历史》卷三完成了沃格林对古希腊文化的研究，从它在希腊古典时期之前的起源，一直到它
在雅典统治时期达到的全盛。本卷正如其标题所示，主要是致力于对两位代表了古希腊哲学探究顶点
的伟大思想家的作品的研究。
通过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灵魂、城邦和宇宙的思考的生动分析，沃格林展示了旧的神话象征体
系是如何被更为分化的哲学象征所取代。尽管对旧的真理象征的淘汰和拒斥可能会导致混乱而令人绝
望的相对主义，但沃格林仍然将它当作某种关于历史进程的深刻思想的基础。
在他看来，历史并没有明显的“意义”，然而每个社会都同样追求过真理。尽管每个社会都在不同的
情境下展开自己的命运，然而它们在各自的行为和制度中都创造出了承载各自生存意义的象征。历史
就在对意义和秩序的共同追寻中获得了统一性。这种历史观的合理性和崇高性对当今时代有着诸多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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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

作者简介

埃里克·沃格林（1901—1985），20世纪最具原创性和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生于德国科隆，求学于
维也纳大学，并成为该校法学院的政治科学教授。为躲避希特勒迫害，1938年和妻子移民美国，并
于1944年成为美国公民。沃格林的大部分学术生涯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慕尼黑大学以及斯坦福大
学胡佛研究所度过。主要著作包括八卷本《政治观念史稿》和五卷本《秩序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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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

精彩短评

1、比前两本难读，暴露了古典知识存储不足，读的碎片化严重，没法把握整书。
2、宏大叙事的楷模
3、下行
4、绝大多数都看完了吧...
5、晦涩
6、这学期莫名的对哲学感兴趣，对西方哲学知之甚少，初步入学，读一些普及读物。舍友师弟厉害
，了解得非常多，多学习。
7、沃格林的理想国让人叹服，对照《王制要义》的旧译看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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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

精彩书评

1、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沃格林试图为正统哲学绘制真身。对智慧的爱欲，对神的思考
，对生命不朽的渴望，是古典正统哲学的精髓。沃格林以超凡的创造力引古喻今，令人拍案！古典哲
学的智慧是解决今天人类各种危机的良药，需要用心去品。古人之学博大精深，反倒是今人之学显得
愚昧和粗鄙。回到学问开始的起点，或许才能找到我们安身立命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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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

章节试读

1、《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笔记-333  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

        在这种文明痛苦的苦难之外，存在着无法逃避的社会分裂。当分裂被承认为超出任何人行为范围
之外的事实，思考的精神状态将完全改变。在柏拉图的作品中，我们感受到一种忧郁的紧张，这种紧
张来自他想要实现不可能之事并恢复精神与权力之纽带的神权政治的愿望。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我们
感受到一种冷静和沉着，这种冷静和沉着来自他已经“放弃”这一事实，如果我们可以激烈地表达他
的话。

2、《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笔记-337页  科学与沉思

        精神创始人的愿望赋予柏拉图的政治以神权政治的紧凑性。在亚里士多德沉思的眼中，柏拉图创
造意志的产物会土崩瓦解，片段成为独立的话题。柏拉图之所以选择5040这个数，是因为其宇宙论关
系，它不能被改为5039或5041而不破坏数字象征手法的音乐和其黄道带的含义。然而，那正是亚里士
多德所做的。它破坏了柏拉图与宇宙数字的游戏，它剥除数字的象征含义，把它当做一个统计学意义
上的人口数目。

3、《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笔记-第61页

        埃斯库罗斯意义上的悲剧是正义的礼拜仪式，它特别是政治正义的宗教仪式。然而，悲剧为人而
写，为人而表演，当这些人不再能够将正义的戏剧体验为他们自身灵魂中的秩序典范时，作为一种政
治性的宗教仪式，悲剧将失去其意义。曾经秩序与激情之间的紧张由悲剧的宗教仪式控制，现在它已
经变成苏格拉底和雅典人的公开冲突。宗教仪式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从现在开始，悲剧只有一个
内容，即苏格拉底的命运。

4、《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笔记-第64页

        作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柏拉图让死亡（Thanatos)——苏格拉底之死——的力量流入对话。......那
些有精神欲望的人通过在年轻人灵魂中的生产来使自己返老还童，即通过爱、照料和发展他们中最好
的人来使自己返老还童。......老人苏格拉底对年轻人讲，通过他灵魂的力量，他唤醒年轻人心中对善
类似的欲望。在对话交流中唤起的善的理念充盈于参与唤起行为的人的灵魂。

作为定向力量，死亡与爱在苏格拉底的灵魂中紧密联系。......爱欲支配他的生活，因为它是朝向死亡
的生；他的爱欲是强有力的，因为期待通过死亡来净化的生存赋予世俗生命的小事适当的距离。在个
人行为中追求善和避免不高尚的东西，灵魂的高贵得以显现自身，它赋予他超越其他人的力量，他们
愿意打开灵魂接受崇高者的影响。因此，爱欲称为社会关系中的规范力量。只有高尚的灵魂被引向唤
起爱欲的交流；不太崇高的灵魂仍然不关心或抵制唤起爱欲的交流。爱欲的吸引和不关心，爱欲关系
中的能力和反应，创造出精神等级中的级别。如死亡的力量一样爱欲的力量逐渐变成正义的力量。

5、《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笔记-第1页

        柏拉图所代表的秩序比雅典更为恒久，它到现在也仍然是没有放弃西方文明传统的人的灵魂中最
重要的组成要素之一。
友爱是柏拉图用来表示生存共同体状态的术语。友爱是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也是天与地、人与神之间
的纽带。因为友爱与秩序渗透于万事万物，所以宇宙被称为秩序，而不是失序或放纵。

高尔吉亚：即使在具体社会层面已经瓦解的时候也能维持人类共同体的条件，是对先验人类共同体的
信念。---死者的审判时今生交流失败的解决办法。---情感共同体是为死者的审判做准备，作为在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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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没有实现的生存交流对话的先验延续。

只有当死亡进入灵魂，它才能清楚地通肉体的坟墓区分开来；只有那个时候，它的非肉体本性才变得
可以理解，即灵魂与宇宙一起生存的共同永恒性和灵魂秩序的自主秩序。

【灵魂被死亡解放】对生存的渴求得到了某种终极权威的支持，这种权威要求坦然地服从无可避免的
审判：进入由那些灵魂被死亡解放并且能面对审判的人所组成的共同体中。----灵魂的俗世存在与其
不灭性质之间的障碍被消除。净化是存在对于那些处于脱离肉体的边界的灵魂的意义。

智者：预言/哲人：对神的无知

有的灵魂先前过着名声不大好的生活，结果不仅自己遭受惩罚而且看到他人受苦，这些灵魂一般是谨
慎的。先前在秩序良好的城邦中过着好生活、出于习惯而非爱智慧参与美德的灵魂则易于做出愚蠢的
选择。例如，他们会迫不及待地接受闪耀的僭主政治，然后到太迟了才发现其中灵魂的邪恶。这是重
大抉择时刻烦人一个大风险。---此生的人应该将所有努力集中在一件事情上：找到使他能够做出合理
的选择，将目光集中在灵魂的本性上，而不被生命中愉快的或不愉快的境遇和事件转移注意力。当他
认识到让灵魂堕落并使它更不正义的生活方式是坏的，而将灵魂向上引至更高的生活方式是好的，他
就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当一个人向下走到冥府，他必须带着一种坚定的信念：生活的质量必须由它
能在灵魂中发展正义美德的适当性来判断。
城邦的理念已经充分发展，不是因为它明显获得了历史的维度，而是因为在灵魂的生命中，沉思的孤
独现在人民、人类与宇宙的超个人节奏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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