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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

内容概要

很长一个时期，在欧洲一般人的心目中，苏格拉底作为一个哲学家的地位曾经是确定了的。他是柏拉
图的老师，而柏拉图则是古代欧洲哲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人物，是古代希腊哲学最重要的代表之一，被
这样一位哲学家极力推崇的老师，其历史重要性，自不待言，加之柏拉图对这位老师之死的描述，当
人们没有怀疑它的政治意义时，其人格之感人，使苏格拉底的形象更增加了一层道德、伦理典范的“
圣光”。欧洲人对自己的先辈的这种传统看法，是根据一些基本事实得来的，虽然一般人对这些事实
并没有多加分辨，更没有故意搜集相反的材料；然而学者们、哲学史专门家们不同于一般人的地方正
在于发常人之所未发，终于对这个传统的苏格拉底的形象提出了一大堆疑问，写了一本本的大部头著
作，考证、分析了有关苏格拉底的各种材料，在弄清许多史实方面，这些学者是有很大贡献的。在一
个阶段，苏格拉底似乎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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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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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

章节摘录

　　总之，在这样的条件下，雅典城邦就比较容易地保持并发扬原始氏族公社当时是“自然长成的民
主制”的一面；而在斯巴达，由于具体历史条件的不同，他们则保留并发扬了原始氏族公社当时同样
是自然长成的集中的一面。在原始氏族公社本来是处于朴素的和谐之中的民主和集中这两个方面，随
着阶级分化也分化了。希腊民族在奴隶制时代早期出现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城邦——雅典的民主制和
斯巴达的集中制，它们各自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需要，继承和发展了氏族公社的某一个方面。
　　比起原始氏族公社来说，雅典城邦的民主制的确是大大发展了那种自然长成的民主权利，因为它
把公民从繁重的生产劳动中解脱出来，使公民们能够从事在氏族公社中受到极大限制的各种的文化活
动。雅典的公民被称为“自由民”，所谓“自由”，首先是摆脱了生产劳动，是不事生产的“自由”
，雅典公民没有辜负历史的宠幸，利用这个“自由”，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可是在金碧辉煌的宫
殿背后，却有着千百万奴隶的呻吟，希腊公民的自由是以奴隶的不自由为代价的，因而这种自由只是
一个阶层的自由，而且是一个很小的阶层的自由。雅典的公民是一个特权阶层，是一个剥削阶层。整
个雅典政制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维护、巩固这一个特权阶层。　　可是要维护这样一个公民阶层并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个政制无法解决这样一个基本矛盾：创造自由的人没有自由，有自由的人却不
创造自由。雅典公民的自由是在火山上的自由，是在沙堆上的自由。　　如果说，雅典公民在刚刚获
得这种奴隶主式的自由时是那样意气风发，表现了多方面的创造才能，那么当两个阶级对立日益尖锐
，创造自由的人要收回自己的自由、因而首先要收回自己创造的财富时，希腊公民的自由就发生了深
刻的危机。同时，由于这种自由不是自己创造的，对于掠夺得来的自由，经过几代以后，就自然产生
了对自由的滥用。当劳动与自由被分割为两大阵营时，这种滥用自由的局面是不可避免的。　　于是
，雅典的民主制发生了深刻的危机，这个危机是这个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因为它归根结底是奴隶制度
；而当时的一些具体历史事件则更进一步促使了这个危机的爆发。　　雅典政府主要的任务既然是在
于进一步巩固、发展这个公民阶层，而雅典本土经济上的条件以及本身奴隶数量的相对较少，使这个
政权在一定时期变得野心勃勃、富有侵略性起来。过去波希战争为抵御波斯侵略结成的提洛同盟，逐
渐变成雅典的剥削对象，盟邦变为属国，由于交不起雅典的贡赋，经常发生所谓盟邦“叛变”的事件
，因此为了巩固自己的特权阶层，雅典政府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巩固自己的海上同盟，以便榨取盟国
，赡养自己。　　同时，由于本国的实际需要，助长了雅典奴隶主政府的霸权欲望，雅典已经成为一
个海上帝国，伯利克里的野心是要把全希腊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这样势必与本来是希腊民族盟主的斯
巴达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于是就爆发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雅典与斯巴达争霸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这场战争的开始意味着雅典的黄金时代的结束，繁荣、昌盛、和平为饥荒、瘟疫和战争所代替，雅
典从此以后一蹶不振。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的那一年，苏格拉底是37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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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

精彩短评

1、当初开题的时候读起来觉得十分浅显易懂，大概那时候还是处于德国的那种语境里面的...如今在语
言分析的那些论文里跑了一圈再回过头来看，发现竟然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已经没法进入那个语境
了...有些见地很到位，讲不清了的地方也坦然承认，但是叶先生终究不是专家啊...
2、本书精彩的不是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而是作者对雅典民主制度形成原因的分析。
3、“少数服从多数”会导致不可调和的分裂。
4、国内研究苏格拉底必看。
5、好书
6、一般。。。
7、马克思味道不重，思路还算广泛。
8、打不了分，因为我压根没看懂。
9、叶秀山的哲学思维方式很赞，是继陈嘉映之后又一个令我敬重的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者。
10、咋写的这么罗嗦呢。。
11、NUFE F4 B502.231 6
12、上过叶老师的课！很喜欢！
13、2007年4月版，封面不同，叶秀山著。前一二部分如历史课本中内容般一样（苏和雅典奴隶民主制
的兴衰、主要政治主张、苏之死），但过于啰嗦。第三部分挨个叙述各大主张：（1.认识你自己（“
自然”到“自我” 2.精神与物质的进一步分化 3.理念论 4.道德 5.辩证法）【其实适合高中历史老师讲
哲学的时候看，再提取一下精髓教给学生。对于已经很清楚这个脉络的人收获不显著，全书较平淡】
14、满纸希腊文 考据派 意思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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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

精彩书评

1、我认为“自知”和“毋过”这两个话题与哲学有着莫大的关系。提及哲学，不得不提希腊；提及
希腊，不得不提苏格拉底；提及苏格拉底，不得不提德尔斐神庙；提及德尔斐神庙，“自知”和“毋
过”正是德尔斐神庙中两个最为重要的神谕。关于苏格拉底和“自知”这个神谕曾经有过一个著名的
故事。有一天，苏格拉底在德尔斐神庙获得神谕：“苏格拉底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苏格拉底十分
纳闷，明明有许多人比我聪明，为什么神谕上会说我是最聪明的？带着这个疑问，苏格拉底遍寻他所
认为的“聪明人”，发现这些人大都喜欢夸夸其谈，以此来掩饰自己的无知。至此，苏格拉底才明白
神谕的真正含义。正因为苏格拉底承认自己无知，所以他才是世上最聪明的人。所以，自知是一种内
敛的美德。从哲学意义上来说，自知则更体现了哲学的巨大转变。在此之前，米利都学派也好、南意
大利学派也好、爱利亚学派也好，研究的焦点都在于世界的本原，自然的本质，既玄而远。在当时既
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所以在研究的道路上，渐行渐窄。苏格拉底把人们的视线，从遥远的天
际拉回内在的心灵。重视知识、追求真理、探讨正义与理想的社会。“自知”的另一种解读是——“
人啊，认识你自己”。因此哲学开辟了另一个方向：重视人本、重视伦理。这种思潮一直到现在仍然
有着深刻的影响。“毋过”是德尔斐神庙中另一个重要的神谕。“毋过”的思想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来理解应该是“中庸”，是“存天理，灭人欲”。 “毋过”与“自知”是不可分的，唯其“自知”，
方能“毋过”。自知是根基，毋过则是目的。这里又包含着哲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转折——价值哲学
。在苏格拉底之前人们只研究自然的原因，是苏格拉底把哲学的研究和哲学的现实意义结合起来——
不能只是在思想上“自知”，更应该在行为上“毋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
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的这个观点未免过于武断。起码在苏格拉底的那个
时代，人们就知道应该“毋过”。而这正是改变世界的一个重要态度。知识不仅是对自然原因的知识
，而且同时是事物的客观价值的知识，这样才是真正的知识，才是真理。所以，人贵自知，行求毋过
。BY  ZJMR2009.11.4
2、丘吉尔曾经在评价西方民主制度的时候说过：“民主制度很不好，但是其他制度更不好”。这句
话在之后被人们引申为民主制度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而且这个观点似乎不是在贬低民主，而是在为
民主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开脱。那么民主到底是什么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我一向觉得解释一个
东西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分析这种解释背后的动机和目的。在我们所接受的教育中，民主是
被这样解释的：“民主是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的原则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共同管理国
家事务的国家制度”。    这个解释强调阶级性，这种强调的动机不难理解，不作评论。这个解释中还
提及的是两个原则：平等以及少数服从多数。这就需要进一步的分析了。首先是平等。平等意味着人
的地位平等，人的权利平等。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每看到人与人之间并不是平等的——有高下
之分，有贵贱之别。原因其实很简单，这是因为人的能力不同；能力不同，获取的社会资源也就不同
；获取的社会资源不同，人的地位权利自然也就不同。启蒙运动中，卢梭曾经高喊：“人是生而自由
平等的”。但是人又何曾自由平等过？理想主义者们天真地认为人们也许在其他能力方面各有所长，
但是在政治权利方面，每个人的天赋都是相同的。柏拉图在他的《普罗塔格拉斯》中，记录了智者学
派对于城邦政制的描述：在人类产生之后，人们不能形成社会，于是宙斯把政治技术分配给人类，但
是政治与其他技术不同，不是分配给个别的人，比如这个人会做鞋，那个人会种植等等，而是平均地
分配给每一个人，人人都有政治的技术，才能结成城邦社会。但是现实生活中，我们所见到的并非如
此。有很多人在其他技能方面十分突出，在政治方面却是个白痴。比如擅长书画的宋徽宗，最后让北
宋亡国；比如喜欢木匠的明熹宗，把国家大权交给魏忠贤⋯⋯所以所谓的每个人的政治技术是相同的
这种说法，根本就是一种政治乌托邦。政治能力不平等，治理国家能力有高下，所以国家应该托付给
政治能力突出的人，这无关平等，这关系到人民的福祉。再说少数服从多数。这就更是不能让人接受
了。在历史的很多时候，多数人的意见往往并不能代表正确。多数人的意见往往只是一种偶然的、冲
动的意见表达；多数人的意见往往是容易被蛊惑，容易被误导。苏格拉底就曾经说过：“我认为，要
想得到正确的判断，要根据知识，而不应根据多数。”在柏拉图许多对话里，苏格拉底从各个方面论
证了意见与知识的区别，意见有时也可以是正确的，但并不能保证永远正确，意见只是个别人的感性
观念的总和，而感性加感性仍然只是感性，观念加观念也只是观念，还未能上升到理性的、必然的认
识。（叶秀山《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30页）群众在历史中的短视行为是屡见不鲜的。最典型的例
子在西方是苏格拉底之死，在我们中国，则是袁崇焕被凌迟。明末张岱的《石匮书》是这样记载袁崇

Page 6



《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

焕被处磔刑的：“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顷间肉已沽清。再开膛出五脏，截寸而沽
。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这是一幕暴行的真实记载，暴行的对象是独卧孤城，面对满
清铁骑，拼死保护百姓的袁崇焕。群众，往往就是盲目的多数。“历史的事实往往是：即将消亡的阶
层总是要消灭自己队伍中的优秀分子。”（叶秀山《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46页）明朝最终灭亡了
，雅典的民主制最终也灭亡了。他们不是灭亡于没有采纳多数人的意见，而是灭亡于他们采纳的只是
意见，不是真理，而这真理，往往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所以，不要对民主寄予厚望，因为它只是
一种最不坏的制度。BY  ZJMR2009.10.2
3、这是一本很奇怪的书，其重心与书名失调，本书精彩的不是作者对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研究，因
为超大篇幅扑面而来的奇怪字母绝对令普通读者受不了，而是他对雅典民主制度形成原因的分析。分
析得十分详尽深刻。看了这些，后半部书似乎没必要翻了。
4、建议同《前苏格拉底的哲学》那本一起看。我感觉是国内对柏拉图以前的希腊哲学史介绍得最详
细的。我当时看得是图书馆里的旧书，爱不释手。这一版出了以后立刻去买了一本。
5、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年）被后人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苏格拉底常说：“我
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我像一只猎犬一样追寻真理的足迹”，“我的母亲是个助产婆，我要追随
她的脚步，我是个精神上的助产士，帮助别人产生他们自己的思想。”他曾自问：什么是哲学？他自
答： “认识你自己！（know yourself）” 苏格拉底在2000年前提出了“知识即美德”的神圣思想，他
的思想中心是探讨人生的目的和善德。他强调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获得的各种有益的或有害的目的和道
德规范都是相对的，只有探求普遍的、绝对的善的概念，把握概念的真知识，才是人们最高的生活目
的和至善的美德。他提倡人们认识做人的道理，过有道德的生活。苏格拉底认为，一个人要有道德就
必须有道德的知识，一切不道德的行为都是无知的结果。人们只有摆脱物欲的诱惑和后天经验的局限
，获得概念的知识，才会有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等美德。他认为道德只能凭心灵和神的安排，道
德教育就是使人认识心灵和神，听从神灵的训示。苏格拉底提出肉体易逝，灵魂不朽，认为天上和地
上各种事物的生存、发展和毁灭都是神安排的，神是世界的主宰。 　　　　　　苏格拉底在白天闹市
中就常会进入到深深的禅定中，在他身上常有神迹现象出现。在古希腊，有一回，有位叫凯勒丰的来
到以准确的预言而闻名的德尔斐神庙，向神提出问题，求神谕告诉他谁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女祭司
传下神谕说，没有人更智慧了。苏格拉底并不认为自己是最有智慧的人，他造访了一个又一个享有智
慧声誉的人，发现这些自认为聪明的人，最不聪明之处就是以自己所不知者为知。于是他终于明白，
神谕通过苏格拉底告诫人类，最聪明的人是意识到自己的智慧微不足道的人。 　　　　　　柏拉图自
二十岁起师事苏氏，前后八年，苏格拉底亡故时，柏氏才二十八岁，老师的死，使他受刺激很大，因
此他看清了雅典的民主本质，明白了群众的无知，柏氏受苏格拉底的精神感召，变成一个酷爱智慧的
青年，自柏拉图开始，人类开始有大学制度了。柏拉图非常敬爱他的老师，他常说：“我感谢上帝赐
我生命，······；但是我尤其要感谢上帝赐我生在苏格拉底的时代”。　苏格拉底还被称为是
西方的孔子，因为他们都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不是靠政治的力量来成就，而是透过理性，
对人的生命作透彻的了解，从而引导出一种新的生活态度。 　　　　　　更多内容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0958801000bz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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