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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诺斯》

内容概要

《米诺斯》（Minos）是柏拉图的一部简短对话，副标题是“论法”，写作时间与《法义》（Laws）
相若，均属于柏拉图的晚期著作。本书将通过疏解《米诺斯》本身，并对勘柏拉图的其他文本（如《
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高尔吉亚》、《王制》、《治邦者》，尤其《法义》），来回
应对于《米诺斯》的那些质疑。
米诺斯贵为宙斯之子，每九年造访一次父亲的神社，与他讨论，向他求教。宙斯的“美德教育”无比
成功，因为，米诺斯以此为子民立法，不仅是克里特人，就连向他们学习的斯巴达人，自从使用了这
些法律，便获得了“永世的幸福”。
米诺斯为何会拥有恶名呢？苏格拉底声称，那是因为他招致了“我们”雅典悲剧诗人的嫉恨。为报复
他强迫“我们”纳贡，“我们”就将他绑在悲剧诗行里“严刑拷打”。其实，米诺斯是个好人、好分
配者，他制定的法律恒久不变。苏格拉底还对自己的雅典同伴说，米诺斯是最好的立法者⋯⋯
礼法涉及我们的生活方式，涉及我们灵魂的“善和恶”，并与我们“永世的幸福”息息相关。不弄清
法是什么，就不可能制定出善法来。而没有善法维系的政治共同体，显然不会是“幸福”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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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义》中的形象/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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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诺斯》

章节摘录

苏格拉底接下来问，我们使用的法律是因时而异、因人群而异，还是一直相同。这相当于问，我们使
用的法律是否总与法的意图相符，如果相符，我们就是一直使用相同的法律。同伴对苏格拉底的问法
深感诧异：不同人群使用不同的法律不是明摆着的事吗？同伴以人祭的例子为证，发表了他在该对话
中最长的一段话。同伴指出，在“我们”雅典，人祭既“不合法”也“不虔敬”，但对迦太基人来说
却相反，他们甚至有人将自己的儿子献给了克洛诺斯（Kronos）（315c）。在此，同伴不再抱怨雅典
法律的频繁改变，反倒为其变得“文明”而骄傲。他接着得意洋洋地指出，实行人祭的，并不限于那
些与“我们”使用不同法律的外邦人，就连某些希腊人——吕凯亚（Lycaea）人和阿塔曼托斯
（Athamas）的后裔也同样如此。此外，有些人曾把死者埋葬在他们生前住的房子里，但“我们”雅
典人“从未干过这等事”。而这类事情，任何人都可信手拈来，举出无数个例子（315c-d）。  雅典法
律禁止实行人祭，其他法律却将人祭视为合法；雅典法律不许将死者葬在屋内，其他法律却允许。同
伴由此表明，不同的法典彼此相互冲突，人类并不拥有相同的、不变的法律。同伴特地提到，吕凯亚
人和阿塔曼托斯后裔这些希腊人也实行人祭。吕凯亚位于阿卡狄亚（Arcadia，一希腊城邦），据说宙
斯出生于阿卡狄亚的一座山里。吕卡翁（Lycaon）曾在此为宙斯献祭了一个男孩，而触怒了宙斯。尽
管宙斯惩罚了吕卡翁，当地居民仍保留着每九年献祭一个男孩的习俗（《王制》565d也提到了这一献
祭）。宙斯不喜欢人祭似乎与其父克洛诺斯有关：克洛诺斯因惧怕儿子们会推翻他的统治，而吞吃了
他的孩子，宙斯受母亲瑞亚（Rthea）的保护而躲过此劫。克洛诺斯吞吃儿子如同将儿子献祭，因此，
宙斯反对人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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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诺斯》

后记

尼采将柏拉图对话比作“小船”，如果此言不虚，《米诺斯》在柏拉图对话中可谓“小小船”，在后
现代的海市蜃楼中，可能很不起眼。不过，这艘“小小船”在“舵手苏格拉底”的指挥下，确能引人
欣赏无限风光，去领略经典的优雅景致。重读经典，首先是自我教育的过程。在将文本译成中文时，
我们得以触摸每个语词的真实面相；在翻译西文相关研究时，我们有了进一步深入经典的契机；在最
终以论文的形式面对文本时，我们必须弄清各个细节，才能对其堂奥略窥一二。经典之为经典，是因
为它面对的是永恒不变的问题：人性、政治、法律、宗教等等。只要人类社会存在，我们就无法摆脱
这些问题。悖论的是，尽管现代社会高速发展，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却没有高过古人，我们仍需借
助古人的眼光来理解人世。这也是我们不断重返经典的动因。本稿是我的硕士论文的扩展，编译部分
是论文的基础性工作，我要感谢李兰芬老师的大力支持。李老师在哈佛访学期间，百忙之中还留心帮
我收集文献；在我写作论文时，不时关心进展情况，提出指导意见⋯⋯这一切都令我不胜感激。刘小
枫老师一直细心指引、栽培，让我得以真正回到书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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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诺斯》

编辑推荐

《米诺斯》编辑推荐：“盛世必修典”——或者说，太平盛世得乘机抓紧时日修典。对于现代之后的
中国学术来说，修典的历史使命当不仅是续修中国古代典籍，同时得编修西方古典经籍。〈br〉“柏
拉图注疏集”将提供足本汉译柏拉图全集（36种+托名作品7种），篇目结构从忒拉绪洛斯的古本“九
卷集”，亦收义疏性专著或文集，共含三个部分：〈br〉1.注疏体汉译柏拉图全集〈br〉2.历代柏拉图
注疏选刊〈br〉3.柏拉图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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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诺斯》

精彩短评

1、柏拉图注疏集的出版开始显得有些时不我待（或急不可耐）的感觉，此本尤其明显
2、从译文、注释到后面的附文来看，令人满意。
3、其实注疏直接用附录也挺好的
4、送货很快，买到了自己想要的书，很开心。
5、其实我想欺骗自己已经看完了⋯⋯我还差一点点没有看完⋯⋯那就这样吧。米诺斯非常具有启发
性，关于法律的问题还得在法义里接着讨论
【研究生论文？好彪悍啊。】
6、神作！LS神解读！
7、柏拉图系列的经典，内容很不错，读完后感受很深
8、看看，了解一下
9、研究生的注疏真是。。。
10、还是不知道最终到底苏格拉底认为法是什么。莫非要看了法义才知道？
11、疏译本的书感觉还是得看过直译才更容易懂一些
12、参考文献比较有意义 斯特劳斯强力抢镜
13、暂时未看，只能评价一下外观，品相良好，绝对正版，值得购买，价格若能再便宜五元左右更合
算
14、译者的注疏基本就是山寨施特劳斯的相关论文，附录选取的文章显然更有价值
15、128法有两个来源：智慧（真实的意见）、同意（城邦的意见）。131柏拉图认为人性并不高贵
。141该书最早支持规范源于世界的本质。213从守法者转向立法者视角。258苏：应普遍永远认可基于
事实判断的法律，它虑到最有益灵魂的东西。法的任务与灵魂中最好东西和谐一致。
16、法义导言
17、先读下那短短一篇原文，后面评注还是先暂时搁置吧
18、让尼采来疏义本篇大概会很有趣，标题就叫《哲学王受奴隶道德所妒的上升之旅》
19、非常滑稽 很有意思
20、法是什么，法律篇的先导
21、法是什么？关键词：古老 神圣 善 技艺
22、这本书是不错的，就是希望不要这么脏=v=
23、那些人，就是很傻很天真⋯⋯总是很难活下去的呀。。
24、“米诺斯九岁为王，他握有宙斯的权杖，藉此成为列邦之王”“ 无疑，米诺斯不会像卑贱的人那
样，认可某些东西，而又做出与他认可的东西背道而驰的事情来⋯⋯米诺斯为其邦民制定了这些法律
，克里特和拉刻岱蒙自从使用了这些法律，便获得了永世的幸福，因为这些法律是神圣的。”以上這
段話摘自此書。非常好的一本書，促人思考。也在讀完這本書以後，對歷史的態度就更為嚴密嚴謹。
25、法律篇的前言，自施莱尔马赫以来被认为伪作，但争议很大。
26、一直很喜欢这本书，期待了特别久，就是没有塑料皮，特别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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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诺斯》

精彩书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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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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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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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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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诺斯》

章节试读

1、《米诺斯》的笔记-第148页

        教育与传授技术无关，教育旨在培养好公民所必须的理解力。智慧与健全的意见是成年的产物，
一个人即使在将近年老之时，才获得智慧与健全的意见，仍堪称幸运。早年教育旨在培养喜欢好东西
、拒绝坏东西的能力。

2、《米诺斯》的笔记-第170页

        对悲剧的这个解释所暗含的观点是，米诺斯的错误在于没有消灭诗人。诗人具有革命性，可引导
公民不服从法律。

3、《米诺斯》的笔记-第167页

        苏格拉底“承认”，米诺斯错就错在，他“攻打那个城邦”——这犹如说，米诺斯败给了雅典，
而非征服了雅典。米诺斯的“错误”在于，在这个城邦里，“有着各式各样的聪明人，以及五花八门
的诗人，尤其悲剧诗人”。米诺斯像是为聪明人击败，这些人包括诗人和悲剧作家，他们不断诋毁米
诺斯及其法律。他们断言（并生动地描述到），米诺斯的“教育”不仅仅包括谈话。他们指控米诺斯
和宙斯滥饮并发生了鸡奸。
两千年前就擅长从私生活中寻找突破口的悲剧诗人2333 他们“从伟大人物的受难中获得巨大的感官愉
悦”（尼采愤世嫉俗状）。然而被指控与父乱伦的克里特王，舆论评价竟然只是“没有教养”及“残
酷”。对比起最著名的那位与直系血亲乱伦者（俄狄浦斯的罪行中，娶母重于弑父）的命运，大概够
理解罗念生特地提到的那条雅典法律了——一父所出的兄妹婚姻是被许可的，一母所出则被视为罪孽
。

4、《米诺斯》的笔记-第140页

        自公元前5世纪以降，时至今日，法学思想在两种学说间展开了拉锯战，一种学说认为，规范只是
涉及人类喜好的问题，另一种则认为，规范源于世界的本质。

5、《米诺斯》的笔记-第34页

        [C本]在此，δóξαν（意见）这个语词也可以理解为“名誉”。尽管苏格拉底刚才视（古老的
）诗人为法律的伟大维护者，但在此他似乎表明，“现代”诗人是拙劣的“立法者”。或许，他们的
“立法”尝试与神圣性和知识没有恰切的关联，因此“不是正确的法律”。

6、《米诺斯》的笔记-第55页

        这是因为，民主城邦的法律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而非限制个人的欲望。个人的欲望多种多样
、永无止境，法律也得随之不断改变。

7、《米诺斯》的笔记-第33页

        无疑，米诺斯不会像卑贱的人那样，认可某些东西，而又做出与他认可的东西背道而驰的事情来
。

8、《米诺斯》的笔记-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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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之为法，必须迷人。如果法仅仅诉诸理性或合理性，那就不成其为法。苏格拉底似乎怀疑，“
理性的法律”和理性的义务是政治技艺的恰切目标。理性的法律可以满足灵魂的理智部分，但无法满
足灵魂的欲望和血气部分，因此，理性的义务作为一个可实现的目标令人怀疑。法律有魅力是必要的
，因为，要让人服从严酷而痛苦的法律，而不感到一直在受强迫或压制，富有魅力是唯一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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