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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有所成：习读柏拉图札记》

内容概要

刘小枫教授最新作品，综汇多年习读柏拉图之体悟
“一旦服从‘众人的权力’成为一种制度，人们的灵魂难免因行不义而败坏。”
《王有所成》收入刘小枫教授晚近几年所作数篇习读柏拉图的札记，是在施特劳斯讲课稿的指引下阅
读柏拉图的一点心得。刘小枫教授重新识读了柏拉图的数篇希腊文原典，在亲自重译的基础上，对思
想史上的一些经典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理解。重点涉及的篇章包括《克力同》《理想国》《会饮》
《普罗塔戈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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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有所成：习读柏拉图札记》

作者简介

刘小枫教授（1956-），男，重庆人，1978.09—1982.07 就读于四川外语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
；1982.09-1985.01 就读于北京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导师：宗白华，甘霖）；1989.04—1993.07 就读
于瑞士巴塞尔大学，获哲学博士（Heinrich Ott）。
曾任深圳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学术兼职有：
（1）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客座教授（2002）
（2）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研究员（1995）
（3）中山大学“逸仙”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2012）
（4）牛津大学出版社（中文学术出版） 顾问(1995年以来）
（5）中国现象学学会 执行委员（1995-2001）
（6）香港现象学学会 秘书长（1995-2001）
（7）香港政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研究课题 审定顾问（1995-1998）
（8）北京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兼任教授、兼职博导（1994-2003）
（9）中国比较古典学学会会长（2011年至今）
主要学术著作有：《诗化哲学》、《拯救与逍遥》、《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
》、《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沉重的肉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刺猬的温顺》、《圣灵
降临的叙事》、《重启古典诗学》、《拣尽寒枝》、《设计共和》、《共和与经纶》、《睇视之光》
、《比较古典学发凡》、《王有所成》等，编修有《凯若斯》，译有《柏拉图的<会饮>》（华夏
，2003）。代表性论文有：（1）《王有所成》，台湾《哲学与文化》卷四十；（2）《政制与王者》
，《求是学刊》，2013年第2期；（3）《卢克莱修的诗性启蒙——<物性论>卷三行978-1023绎读》，
《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等等。
现在研究方向 为古典诗学、古典语文学等。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系及“古典诗学实验班”开设如下课
程： 文艺学原理与古典诗学、古典诗学原著讲疏、古希腊语文学导引、古典拉丁语文学导引、古典学
引论等。科研项目：有（1）“经典与解释：柏拉图注疏集”，中国人民大学重大基础研究计划（2010
至今）；（2）“基督教与西方古典传统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基地重大项目（2010-2013）主
编《经典与解释》（CSSCI辑刊）；“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丛书主编、“中国传统：经典与解释
”等多套大型丛书。
一直倡导建立中国自己的古典学，又提出”新国父论“等极富争议的理论，是当代中国思想界最重要
的学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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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有所成：习读柏拉图札记》

书籍目录

弁　言
苏格拉底与“众人的权力”
——《克力同》44b5—47e4发微
柏拉图笔下的佩莱坞港
——《王制》开场绎读
民主政制中的自由爱欲立法
——《会饮》中的泡萨尼阿斯讲辞识读
内敛的哲学与外显的诗
——《普罗塔戈拉》中苏格拉底关于哲学和诗的戏言
王有所成
——关于柏拉图Politeia 的汉译书名
《王制》与大立法者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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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有所成：习读柏拉图札记》

精彩短评

1、自说自话。
2、刘氏吐槽，品质保证
3、过度解读是否同样脱离了文本？
4、期刊论文合集，在校都看过了。
5、治国是否技艺？
6、刘小枫老师细读柏拉图作品的读书札记，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分析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跟中国
传统经典《王制》一文中的政治制度设想之间的异同。可能受制于札记的形式，很多论述口语化严重
，多少有点自说自话、引申过多的感觉。尽管如此，书中仍有不少干货可寻。
7、对柏拉图《理想国》的一种政制向的解析。泡萨尼阿斯与斐德若关于爱欲的看法，苏格拉底对于
哲人王的构想，和智术师的辩论，凡此种种原来都是在言辞中建造一个城邦探讨起政制。
8、丁丁老师给予称赞的书，我却觉得寡然无味，真是境界的差异了TAT
9、刘小枫老师的一般水准。
10、读柏拉图的参考书。2016-4-30
11、就是个论文的集子，这些论文还凑乎吧
12、刘小枫至少一直都在思考重要的问题！比邓晓芒这种抱着启蒙和自由主义，做着文字考据工作的
人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13、喜欢第二章与第三章。
14、这种书为什么要出版，浪费资源。成天他妈逼的王啊父啊的，毛儒基督徒真是一群臭傻逼，施派
的杂碎。柏拉图认识你列奥·施特劳斯是你妈逼哪块，操你妈
15、文章写得好不好，评说即可，何必骂人。如果骂能让自己或别人提高，那也罢了，问题是不能。
16、包萨尼亚解说比较有趣。下比雷埃夫斯港的综述也很到位。克力同那篇以后读了再评。politeia的
翻译那篇太专业了
17、国师之作还是要标记一下的。
18、挺无聊。。
19、Good~...but So what??   施派真的没有办法进入哲学的内容，这是致命缺陷——更不要说阶级斗争
和市民社会的成熟了。
20、小枫老师的语言很值得玩味，，，虽然，感觉这本书有些话太过口语。。。毕竟这不算普及读物
。。。
21、不光宅男废纸，“哲人”也废纸。
22、“习读”两个字道尽一切；君主论、社会契约论之外还要有现代版的“智者论”；心不可谓不大
，情不可谓不切。日后一招庄周梦蝶，和光同尘，立个法又算什么，立个时空又有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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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有所成：习读柏拉图札记》

章节试读

1、《王有所成：习读柏拉图札记》的笔记-第136页

        对智慧有热情与对智慧有判断力是两回事情。

2、《王有所成：习读柏拉图札记》的笔记-第175页

        P.175，“非常人的脑筋没法记住更无从进入论理式的长篇大论”。【“非常人”疑为“寻常人”
。】

3、《王有所成：习读柏拉图札记》的笔记-第74页

        即便在真正的哲人那里，我们最终得到的仍然是个人意见，而非纯真的知识——哲学的含义不外
乎是热爱智慧，亦即永远处于探寻真知的途中。问题在于，探寻真知基于人的心智和心性，而人的心
智和心性有高低等差，因此，人的意见也有高低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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