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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导读》

前言

我一向认为，阅读经典是提高素质的最佳途径之一。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这套面向广大读者的经典导
读系列图书，帮助各界人士尤其青年人走近社科经典，其用心正合我的想法，我欣然为之作序。中国
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前进中也暴露了诸多问题，显示了改革的艰难。分析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可以
发现，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我们最缺少、最需要的东西，一是信仰，二是法治。事实已经证明，没有
精神文化转型和社会秩序转型的配套，经济转型绝不可能孤立地成功。然而，要真正解决信仰和法治
的问题，实依赖于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一个有信仰的民族，必须由精神素质优良的个体组成。一个
法制健全的社会，必须由具备公民觉悟的成员建立和维护。因此，归根到底，中国的前途将取决于国
民整体素质的提高。所谓提高素质，就是要使我们身上那些人之为人的属性——这就是“素质”的含
义——得到健康生长。成为人性意义上的优秀的人。人是凭借精神属性成其为人的。按照通常的划分
，精神属性可分为知、情、意三个方面，亦即理性思维、情感体验、道德实践这三种精神能力。人类
的这些精神能力在极其漫长的自然进化过程中形成了其生物学的基础，而后在相当漫长的文明演进过
程中展现出来并得到发展。作为人类的一员，每一个个体的人通过种族的遗传即已具备这些精神能力
的生物学基础，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它们是人性中固有的禀赋。然而，它们尚处于种子的状态，唯有
在人类文化的环境中，种子才会发芽，潜在的禀赋才能生长为现实的能力。文化环境不是物理学意义
上的环境，对它的理解不能局限于当下的一时一地。几千年来，人类的精神探索形成了一个伟大的传
统，这个传统既包容了又超越了一切时代和民族，对于人类每一个有心提高自己精神素质的成员来说
，它都是最广阔也最深刻的文化环境。那么，我们到哪里去寻找这个传统呢？我的回答是：到经典著
作中去，因为经典著作正是这个传统的最重要载体。把人们引领到经典著作的宝库里，让大家了解、
熟悉、领悟存在于其中的传统，受其浸染，加入到人类精神探索的伟大进程中去，在我看来，不可能
有比这更有效的国民素质教育的途径了。具体地说，与精神属性的三个方面相对应。国民素质教育也
可分为智育、美育、德育三个方面，而在这三个方面，经典著作都是极好的教材。智育的目标是培育
自由、独立的头脑。在这方面，经典作家是最好的榜样。他们首先是伟大的自由思想者，不受成见束
缚，勇于开拓前人未至的新领域，敢于挑战众人皆信的旧学说。尤其在社科领域，权力、利益、习俗
、舆论往往据有巨大的势力，阻挠着对真理的追求和认识，而他们能够不为所动，坚定地听从理性的
指引。从他们的著作中，我们学到的不只是一些社科知识，更是追求真理的勇气、智性生活的习惯和
独立思考的能力。美育的目标是培育美丽、丰富的心灵。在这方面，文学艺术作品诚然是基本的教育
资源，但人文和社科经典著作也能给我们以美好的熏陶。我们会发现，凡大思想家决不是单面人和书
呆子，他们从事研究的领域不同，性格各异，但大多具有鲜明的个性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对于人类情
感每每有或博大精深或微妙细致的体验。这一点也体现在文风上，许多经典作家是表达的大师，读他
们的作品，只要真正读进去了，你绝不会觉得枯燥，只会感到是一次愉快的精神旅行。德育的目标是
培育善良、高贵的灵魂。在这方面，经典作家尤能给我们良多启示。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
和社会，在这个领域中，起支配作用的不只是理性思考和实证观察，更是价值定向和理想愿景。每一
位思想家都心怀提升人类向更好状态发展的愿望，一切思考最终都指向最基本的价值问题：怎样的人
生是好的人生？怎样的社会是好的社会？虽然价值观正是最充满争议的领域，但是，通过阅读经典，
自觉地思考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确立自己的人生坐标，做一个有道德、有信仰的人。国民素质的提
高，人人有责。精神财富的享用，人人有份。可是，即使用严格的标准挑选，社科经典的绝对数量也
是非常大的，叫一个普通读者如何下手？怎样才能把经典中的理念变成社会多数成员的通识和基本教
养？我认为，为了解决这个困难，本系列图书是一个有益的尝试，是一项真正造福国人的事业。该丛
书将选收古今中外社科人文类的经典名著分批推出，出版社为该丛书预定的特点是：绝对经典，轻松
好读。按照我的理解，“绝对经典”就是要求选目精当，不够格的绝不选入，最够格的绝不遗漏，同
时应适合于中学生的接受能力。“轻松好读”则是要求选人得当，专家也必须是够格的，对于相关的
著作确有研究，融会贯通，从而能够把导读做得既准确又深入浅出。这是很高的要求，愿我们共同努
力。

Page 2



《《理想国》导读》

内容概要

《理想国导读》没有艰涩的论述，没有玄之又玄的理论，柏拉图的《理想国》通过苏格拉底和他人你
来我往、环环相扣的精彩对话，给我们勾勒了一个融哲学思想和政治理想于一体的城邦国家。《理想
国》是西方古代政治思想的一个源头，认识西方世界，就从《理想国》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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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导读》

作者简介

柏拉图(Plato，约公元前427—347年)，生于希腊雅典，双亲皆来自重要的贵族家族。他自幼受到良好
教育，后受教于苏格拉底。他曾游学外地，约公元前387年回到雅典创办一所高等学院此学院一般被认
为是欧洲第一所大学，亚里士多德亦曾就学于此。柏拉图的学说对于欧洲的哲学与整个文化发展，影
响深远。《斐多》中描绘的苏格拉底之死事件，被认为仅次于基督之死。著有《对话录》、《理想国
》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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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导读》

书籍目录

一、作者简介雅典城里的贵族青年苏格拉底怀中的小天鹅走出洞穴的的人二、《理想国》的故事穿越
时空——回到《理想国》的年代不得不读的理由三、精彩导读什么是正义城邦的建立文艺教育与体育
锻炼国家妇女儿童问题哲学王知识问题四种恶的国家制度快乐问题灵魂不朽四、大家跟帖五、拓展阅
读柏拉图式的爱情柏拉图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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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导读》

章节摘录

二、《理想国》的故事穿越时空——回到《理想国》的年代哲学须为王公元前427年的柏拉图出生，这
正是大政治家伯利克里死后的第二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第四年，政治局动荡，雅典危机四伏。
作为一个贵族青年，柏拉图毫不例地具有政治抱负。在柏拉图书札第七中他写道：“我年轻时，总想
一旦能独立工作，就要投身政界。后来政局突然变动，影响了我的计划。那时民主政权为一般人所厌
恶，革命发生了。领导这次革命的有五十一人，其中十一人在城区，十人在比雷埃夫斯港。这两个委
员会管理两区的市场及行政。上面还有一个三十人的最高委员会，最高委员会里有些成员是我的亲戚
故旧；他们邀我参加，以为一定会得到我的赞助。我当时年少天真，总以为新政权将以正义取代不正
义，我极端注意他们先是怎么说的，后来又是怎么做的。这些绅士们的一举一动，一下子把他们所毁
坏的民主政权反而变得像黄金时代了！他们居然命令我的师而兼友的苏格拉底去非法逮捕他们的政敌
。苏格拉底严词拒绝，宁死不屈。我敢肯定说苏格拉底是当代最正直的人啊！“当我看到这些，以及
其他种种，我衷心厌恶，决计与这个可耻的最权完全脱离关系。三十人委员会大失人心，被逐下台。
过了一个时期，我故态复萌，跃跃欲试地，虽然，静悄悄地，又想参加政治活动了。当时雅典局势混
乱，私人互相报复，到处械斗。总的来说，东山再起的民主政权，还算比较温和；可是一些有势力的
坏人诬告苏格拉底有渎神之罪，陪审团竞处以极刑⋯⋯当初我对于政治，雄心勃勃，但一再考虑，看
到政局混乱，我彷徨四顾，莫之所措。我反复思之，唯有大声疾呼，推崇真正的哲学家，使学家获得
政权，成为政治家，或者政治家奇迹般地成为哲学家，否则人类灾祸总是无法避免的。”从上面的引
文可以看出，雅典当时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局势令柏拉图大失所望，放弃了从政的想法，也萌发了政治
革新的理想。哲学家成为政治家，或者政治家成为哲学家，总之。哲学须为王，成为他政治革新思想
的核心，也是《理想国》这部政治哲学著作的一个核心。柏拉图就此放弃从政，转向哲学。哲学之路
何其漫长，仕途经济的诱惑何其强大。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描述了在哲学之路上受人诱惑的情况
，他借苏格拉底之口说道：“这种人从童年起不就常一直是孩子中的尖子吗，尤其是假如他的身体素
质也能和灵魂的天赋相匹配的话？”“我想，他的亲友和本城邦的同胞都会打算等他长大了用他为自
己办事的。”“因此他们将跪到他的脚下，向他祈求，向他致敬，估量着他将来的权力，向他献媚。
”“在这种情况下，你以为这个年轻人会怎么样呢，尤其是，假如他是一个大邦的公民，在这里富有
财产，出身高贵，再加上人品俊秀身材魁伟的话？他不会野心勃勃而不能自制，幻想自己不仅有能力
支配希腊人的事务而且有能力支配希腊世界以外的事务，于是乎妄自尊大骄奢自满起来吗？”“那么
，这个人还能继续研究哲学吗？”不难看出，这个受到诱惑的年轻人身上有着柏拉图自己的影子。顶
住压力，继续哲学之路的柏拉图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希望在叙拉古实现其政治理想，正是他写
作《理想国》的直接诱因。叙拉古之行据说《理想国》开始写作于柏拉图第一次叙拉古之行后，学园
创立之际，并且是在学园中完成写作的。《理想国》的产生与叙拉古之行显然大有干系。柏拉图前往
叙拉古是在公元前388年他40岁的时候。当时狄奥尼修一世正处于权力的巅峰，作为雅典贵族和杰出哲
学家的柏拉图受到了他的欢迎，但柏拉图与他相处得并不好。柏拉图与青年狄昂的会见成为一个关键
性事件。狄昂是狄奥尼修一世的妻弟和女婿，后来成为柏拉图可靠的学生和亲密的伙伴，柏拉图对他
给予了很大的希望，显然这种希望是有关其政治理想的实现的。柏拉图第一次去叙拉古，或许并没有
什么明确的目的，也不是受邀成行。但后来第二次、第三次前往叙拉古，都是受到明确的邀请的。对
于他为什么要接受邀请，柏拉图解释道：“狄昂⋯⋯劝劝狄奥尼修，派人来我这里，并且他自己通过
专门使者来找我，让我尽早动身。⋯⋯我选择了去的决定，并且现在得试一试，不管有谁会不会推行
我关于灶律和制度的思想：因为只要我完全说服一个人，我将会使一切顺利实现。”或许正是因为存
有这种希望，柏拉图才创作了《理想国》。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宣称：“只有在
某种必然性碰巧迫使当前被称为无用的那些极少数的未腐败的哲学家，出来主管城邦(无论他们出于自
愿与否)，并使得公民服从他们管理时，或者，只有在正当权的那些人的儿子、国王的儿子或当权者本
人、国王本人，受到神的感化，真正爱上了真哲学时——只有这时，无论城市、国家还是个人才能达
到完善。我认为没有理由一定说，这两种前提(或其中任何一种)是不可能的。”这段话充分表明了柏
拉图对于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怀有多么诚挚的希望，尽管他自己也知道这种希望是多么渺茫。三往叙
拉古，最终的结局还是失败。但政治活动的失败使得柏拉图最终退守学园、著书立说，成为一个伟大
的教育家和哲学家。对于后人，这又何其幸尔！学园中的《理想国》《理想国》所表达的政治思想没
有在现实中得以实现，但其中的教育思想在柏拉图创立的学园中得到了实现。或者说，学园的教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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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导读》

动就是《理想国》中教育思想的一个来源，因为《理想国》是在学园中完成的，它的写作过程伴随了
学园的教育活动。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要求对哲学家的教育一共是15年，10年时间用于学习“算
学、几何以及一切凡是在学习辩证法之前必须先行学习的预备性科目”，5年时间用于哲学自身的学
习。他借苏格拉底之口这样说道：“从二十岁起，被挑选出来的那些青年将得到比别人更多的荣誉，
他们将被要求把以前小时候分散学习的各种课程内容加以综合，研究它们相互间的联系以及它们和事
物本质的关系。”“这也是有无辩证法天赋的最主要的试金石。因为能在联系中看事物的就是一个辩
证法者，不然就不是一个辩证法者。”“在第一次挑选出来的那些在学习、战争以及履行其他义务中
表现得坚定不移的青年里再作第二次挑选，选出其中最富这些天赋条件的青年，在他们年满三十的时
候，给他们以更高的荣誉，并且用辩证法考试他们，看他们哪些人能不用眼睛和其他的感官，跟随着
真理达到纯实在本身。”在学园中，算学、几何学、立体几何学、天文学和音律学等数学学科作为哲
学教育的前提，其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据说学园大门的上方写着：“不懂几何者不得人内”。当
时最好的数学家都是学园的成员，其中包括欧多克索和泰阿泰德。欧多克索在数学、天文学、哲学领
域都非常有名。在天文学中，他发展建立了“地心说”的天体运动理论，在数学中他发展了比例学说
，后为欧几里得几何学全盘接受。泰阿泰德是柏拉图一篇对话录中的谈话参与者，并以他的名字命名
了对话录，他的主要成就在无理数方面。《理想国》中的一个例子表明了他与学园中进行的讨论关系
多么紧密，这就是关于手指的那个例子。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道：“我作了如下说明之后，你就
更明白了。例如这里有三个手指头：小指、无名指、中指。”“每一个指头看上去都一样是一个指头
，在这方面无论它是中间的那个还是两边上的某一个，是白的还是黑的，是粗的还是细的，等等，都
无所谓。因为这里没有什么东西要迫使平常人的灵魂再提出什么问题或思考究竟什么是手指的问题了
，因为视觉官能从未同时向心灵发出信号，说手指也是手指的相反者。”但是手指的大和小怎么样呢
：区别它们是大还是小，视觉能胜任吗？哪一个手指在中间哪一个在边上对视觉有什么分别吗？同样
，触觉能区分粗和细、软和硬吗？在认识这一类性质时，不是事实上所有的感觉都有缺陷吗？它们是
像下述这样起作用的：首先例如触觉。既关系着硬，就必定也关系着软，因此它给灵魂传去的信号是
：它觉得同一物体又是硬的又是软的。不是这样吗？”这难道不就是一堂生动的讨论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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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导读》

编辑推荐

《理想国导读》由著名学者周国平作序推荐。有统计表明：少年时期是否接触过经典，关系到人的一
生。最好的礼物就是为孩子种下一棵知识树。 别怕，《理想国导读》是一读就懂的经典！ 在这本书
中，古希腊智者哲人柏拉图设计了一个充满正义和美德的理想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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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导读》

精彩短评

1、看了导读，很想看原著，是本好书，在现世也很有用，但是还是理想主义了一点，但是就像和孩
子讲童话一样，要有净土在心
2、中心内容全都包括了，但看之前还是应该有读过其他古典哲学的积累，这样就会更喜欢。这一类
丛书对于时间少有想对之有多了解得读者确实不错。
3、上读书课，做读书报告的时候参考下
4、挤青春痘
5、NO.1 省图读书闲着无聊看到，才知道原来形而上学是这样的。
6、。。。
7、给我的感觉 柏拉图的思想都是借的苏格拉底和亚力士的。
8、让经典成为通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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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理想国》导读》的笔记-全书

        在柏拉图那里，存在两个世界。一个是生灭变化的感性知觉世界，由于它永远处于变化的过程中
，对于它不可能具有真知，只能有各种意见；另一个是具有恒久性和持久性的世界，它永恒不变的特
性使它成为认识的对象和客体，这就是思想的世界，也就是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所谓理念，就是事物
的共性，它属于同一“类”事物所共有——这段话，我有时候看得懂，有时候看不懂。在柏拉图那里
，事物的非感觉的本性是唯一真正的实在，事物的感性现象则是虚幻不实的。他认为，沉迷在可见世
界里的人，就像是被禁锢在洞穴中的人，眼睛看到的不过是真实事物映在墙壁上的影像。——我害怕
我不再相信这个世界。在柏拉图看来，可见世界是有生灭变化的世界，它不具有实在性，组成可见世
界的具体事物只不过是理念的摹本。人的灵魂里面有一个较好的部分和一个较坏的部分，而所谓“自
己的主人”就是说较坏的部分受天性较好的部分控制。凡是开头最重要，特别是生物。再幼小柔嫩的
阶段，最容易接受陶冶，你要把它塑成什么类型，就能塑成什么类型。因为受过训练的战士，总能逐
一战胜富人组成的军队。即便面对两个对手，它也能说服其中一个首先与自己联合，因为谁都不会选
择强大却没有可以掳掠的财物的国家作为首要敌人。永无止境地追求法律完善的人，就像是那些纵欲
无度而成痼疾却不愿抛弃对健康不利的生活习惯的人一样虽就医服药却毫无效果，只有 使疾病更复杂
并加重，却还在求医问药。真正的立法家不应该把力气花在法律和宪法方面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政治
秩序不良的国家里法律和宪法无济于事，而秩序良好的国家里法律和宪法有的不难设计出来，有的则
可以从前人的法律条例中很方便地引申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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