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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哲学的趣味》

内容概要

《古典哲学的趣味》与那些以时间为顺序、以伟大思想家为轴线介绍古典哲学的著作不同，《古典哲
学的趣味》着意向读者展示古典哲学的清新与生动，以及古典哲学传统在主题与风格上的广泛多样性
。《古典哲学的趣味》将古代关于情感与理智、幸福与美德等主题的论辩呈现给读者，并引导读者理
解这些主题在古代的流变。
锐利、精练，充满哲学研究的激情。作者的这本导论在叙述与古希腊、古罗马相关的内容时，大胆突
破按时间顺序行文的传统写法，直接切入人类问题的核心，涵盖范围从理性与激情的关系到真理的客
观性。我想不出还有比这更好的叙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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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Julia Annas  亚利桑那大学哲学系董事教授（Regents Professor）。曾在牛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执教，
已出版多部著作，内容涉及古代哲学诸多方面，尤其是认识论、心灵哲学和伦理学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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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哲学的趣味》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人与兽：认识我们自己　　美狄亚的复仇　　科尔喀斯国王的女儿美狄亚由于爱恋希腊
冒险家伊阿宋而背叛了自己的祖国和家庭，伊阿宋把她带回了希腊。他们的日子变得艰难起来；为了
扭转自己的时运，伊阿宋离开了美狄亚和他们的两个儿子，准备另娶科林斯国王的女儿为妻。他不了
解美狄亚对他的恨有多深，她的牺牲和奉献对他来说也微不足道。美狄亚意识到，只有一个办法能让
伊阿宋认识到他做了些什么、背弃了什么承诺。要让他受到的伤害与他给她带来的伤害一样深，唯一
的办法就是杀死他们的儿子，使他失去子嗣，生活一无所有。但是她能这样做吗？他们也是她的孩子
呀。　　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上演的欧里庇得斯名剧中，美狄亚决心杀死她的儿子，但当她看到他们
时又犹豫不决。把他们打发走以后，她又硬起心肠打算采取行动，并说出了一席举世闻名的话：　　
我知道我要做的是一件坏事，但愤怒主宰了我的计划，它是人类的最大灾难之源。　　她发现在她身
上有两样东西在起作用：她的计划和她的愤怒或恼恨（thumos）。她也发现她的愤怒是计划的“主宰
”，而那计划是她经过仔细考虑要实施的。　　这儿发生着什么？我们可能认为这里没有什么是值得
哲学家关注的。这儿发生的仅仅是日常琐事，尽管通常情况下它们不是以这种引人注目的方式来表现
的。比如我认为我选择A方案比B方案更好，但我受愤怒或某种其他情感的驱使，而选择了B。　　但
我们如何知道正在发生着什么？如果我采取了B方案，我怎么能发自内心地认为A是一种更好的做法？
愤怒，或任何其他的情绪或情感，是如何使人们背离自己已深思熟虑决心要做的事情的？在我们拥有
系统的方法来理解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和我们的行为方式对我们自身来说是神秘莫测的。当然，许多
人就是处于这种状态，他们对自己行动的原因及行为模式并不清楚。欧里庇得斯戏剧得以在当时的社
会上演并继续成为经典，这就引发了一种思考，我们称之为哲学思考。这种沉思的、探索性的思考，
主张从他们和许多年后的我们所认同的哲学角度来诠释和理解美狄亚的处境。　　如前所示，如果古
代哲学及其方法有自己的主要特征，那么它们是什么？这个问题会在本书结尾处讨论。这里我们将集
中论述一个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代哲学家在做些什么的问题。　　斯多葛学派：灵魂是个统一体　　在
美狄亚身上真的有两种不同的事物——她的计划和她的极度愤怒——在起作用吗？它们是如何与十分
清楚事态发展的美狄亚本人联系起来的？古代哲学的一个流派，即斯多葛学派，提出了一种诠释美狄
亚的独特观点作为他们的伦理学和心理学的一部分。他们认为，在美狄亚身上确实有两种截然不同的
力量或动机在起作用的看法是个错觉。在这种境况下起作用的始终是美狄亚本人，即完整的当事者，
而认为她思想中的不同部分在起作用是错误的。毕竟，她非常清楚自己在想些什么。首先她决心做一
件事，之后做另一件事——但两者都是她决心耍做的事，是权衡爱与恨的结果。　　作为一个统一体
的美狄亚一会儿转向一个方向，一会儿又转向另一个方向。那么她怎么能在明智地判断出该做什么后
又受更强大的愤怒的驱使去行动呢？斯多葛学派认为，事实不过是当情绪激动的时候，她遵从的是与
那种状态相一致的理性——寻求复仇，因为那是愤怒者的思考方式。但美狄亚思想内部并没有真正分
裂。她是作为一个整体而摇摆于不同决定之间的；而所谓她的不同部分之间的内部斗争，其实并不存
在。她的情形类似于克吕西普常用来解释情感的例子：一个跑步者跑得太快停不下来，以至于整个人
会失去控制。所以，当她说愤怒是她计划的主宰时，其意指愤怒控制了’她的计划；她在思考，但思
考的方法已受制于愤怒并达到了其目的。愤怒的人没有停止思考——他并不盲目行动，但他的思考受
愤怒的支配。　　斯多葛学派认为人的灵魂不能被分成几个部分或区域，它是完全理性的。（他们所
指的灵魂，是使人类能以一种独特的人的方式生活的东西。）情感并非能够推翻理智决定的盲目的非
理性力量，它们本身就是一种人们决心按其行事的理性。后期的斯多葛派学者爱比克泰德说，“她认
为满足自己的愤怒及报复自己的丈夫要比救自己的孩子更可取”。盲目的狂怒不会使美狄亚拥有如此
精心计划且意识清晰的复仇行动。　　但是，我们说美狄亚是身不由己的；她受激情控制，因此可以
肯定地说，她无法作真正的选择。爱比克泰德声称情况并非如此：她认为自己没有真正的选择机会，
但她错了。她本该调整自己来面对所失去的东西，尽管这么做十分困难。他说，“别再要你的丈夫回
来，那么你所想的一切都将如愿”。　　我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我总有可能做了别的事情，采取
了别的态度。如果非要说我是被情感控制了，则是逃避了这样一个事实：我才是行为的主体，而且当
时也认定自己在做的一切是应该做的。爱比克泰德认为我们应该同情美狄亚，她的行动毕竟“源自一
种伟大的精神”。甚至当我们明白为什么她放弃那些复仇的理由会更好时，我们仍能理解她的理由。
“她不知晓去做我们想做之事的力量所在——它不会来自我们自身之外，也不会靠改变或重新安排事
物而得到。”　　斯多葛学派将情感作为一种理性可能不为人所熟知，而且在刚提出的时候，听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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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哲学的趣味》

也很古怪。在刚开始了解斯多葛派时，我也是一头雾水；斯多葛学派属于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哲学阶段
，这一时期常被称为“希腊化”时期。我们可能更熟悉下面要谈的关于美狄亚的哲学阐释。它显得更
近常理，是由更早时期、更为人所知的哲学家柏拉图提出的。　　柏拉图：灵魂有几个部分　　柏拉
图利用心理冲突（即两种选择之间的抗衡）的现象来说明处于如此分裂状态的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统
一体；在灵魂中的两个或更多不同部分由于动机而产生的作用力之间，他也的确感到了分裂。柏拉图
举了两个例子。一个例子为，一个人具有强烈的饮酒欲望，但理性地认为不该这样做，可能因为这不
利于他的健康。这样他就有饮酒欲望，同时在同一方面又有一种力量拒绝这种欲望。然而争论产生了
：同一事物不可能同时受两股反方向力量的影响，因此处在这种矛盾情形中的一定不是作为统一体的
个人，而是其自身中朝相反方向拉扯的不同部分。当我仔细思考时，我会发现我不想饮酒，我想要的
是不饮酒；更确切地说，我的一部分——柏拉图称之为欲望——想要饮酒，而我的另一部分——理性
（我理解理性并按其行事的能力）——却被激发来抑制我的饮酒欲。　　柏拉图认为我们的心理活动
过于复杂，不能单纯地就理性和欲望这些方面来解释。在此之外，还有被称为精神或愤怒的第三个部
分，包括被我们称为情感的大部分内容。它与欲望对立，如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四卷中论及的另一
种情形下的冲突所示；依此情形屈从于病态的欲望会使人对其自身感到恼怒和耻辱。这种情感不同于
理性，因为它也存在于不会推理的动物和孩子的身上。尽管它通常赞同理性，但从根本上来说却语焉
不详，也完全不能掌握或理清原由。　　灵魂的不同部分并非同等的；理性不只是一个独立的部分，
它能洞察各部分的主要利益以及作为整体的个人的利益。柏拉图坚信在灵魂中理性处于主导地位，因
为理性了解自身的需求，也了解其他部分的需求，而其他部分却有其局限且目光短浅，仅了解自身的
需求和利益。因此，真正的差异存在于理性和其他各部分之间：理性清晰地代表了作为整体的人的利
益，而其他各部分不能突破各自需求的局限。由此，不难理解，尽管柏拉图花了许多笔墨描述想象中
的三组分灵魂，可其思想的核心仍然在于我身上的理性与非理性之别，所以跟两组分灵魂说其实是一
致的。　　如果柏拉图的观点正确，那么当美狄亚决定最好还是放过自己的孩子，而之后又受愤怒的
驱使去杀掉他们时，这其中她就经历了真正的内心矛盾和斗争。理性告诉她怎样做最好，然而灵魂的
另一个部分——极度的愤怒却占了上风，成为她单独的动机之源，并且在此情况下使她走上了与理性
相悖之路。　　显然，柏拉图会把美狄亚的关键台词解释为，她的理性知道最好的做法是什么，但愤
怒作为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征服了理性。这看起来是人所共知的道理；我们的确常常会经历内心冲突，
理性或激情因自身更强而占上风。乍听起来，它比斯多葛学派关于愤怒和其他情感都是某种理性的说
法更合常理。但在解释受愤怒支配的人如何仍然能以一种清醒、复杂而又有计划的方式行事时，斯多
葛学派与柏拉图相比则略胜一筹。美狄亚的戕子行为尽管骇人听闻，却是她精心策划的行动。她并没
有沦为杀人狂。那么作为原动力的愤怒，真的能够使她丝毫没有理性地行事吗？　　在思考内心冲突
以及我们在理解这些内心活动方面所出现的问题时，有两种不同的方法来详尽阐释柏拉图的观点。这
两种方法均由柏拉图提出，而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必须择其一。　　什么是灵魂的一个“部分”？是诸
如愤怒或其他的什么情感吗？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视其为一种直觉，在我们身上似乎有两种不同的
动力源。对于理性这一部分的特点和作用，我们能够形成很清楚的概念。毕竟，我们一直在理性地思
考，思考事物存在的实然状态或应然状态，以及我们该做些什么。在每种情况下我在思考的是我将做
什么，而不是我的一部分将做什么。　　但独立于理性而推动我的力量是灵魂的哪个部分呢？可以将
其视为一种完全非理性的力量吗？虽然从与理性抗衡并获胜的激情那儿会得到些许启示，但很难看出
蓄意的行动来自于某种完全非理性的力量。那么在美狄亚的愤怒中，是否肯定具有至少与理性相呼应
的某种力量？　　柏拉图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灵魂的几个部分均具有充分的理性，能够互相沟通，互
相理解。它们能够全部协调一致，人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发挥作用。而除理性之外
的几个部分却不能像理性一样运作，即使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思考；但是它们仍能对理性所要求的东
西作出响应，并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理性。例如，欲望能够渐渐明白在某些情况下理性会禁止其得到
满足，因此会调整自身，不致引发争斗。欲望由此被理性说服并得到教化，而不是受到压制。从作为
整体的人的角度考虑，当我发现某种行为不正确的时候，我如此行事的欲望便会减弱，控制自己不去
做也就容易些。柏拉图将这种情形视为灵魂的几个部分达成默契，和谐一致。理性之外的几个部分对
被理性视为正确的观点有充分的掌握，并乐于接受这些观点，结果呈现的便是和谐而完整的人格。　
　但是这样的情形便意味着：理性从根本上控制着灵魂的其他几个部分——可以说理性要求它们做它
们能够理解并赞同的事。那么为了理解和顺应理性部分的要求，其他几个部分是否有一种它们自己的
理性呢？是否所有的部分均有其自身的理性？——这使得我们该用什么方式找到灵魂中独立于理性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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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哲学的趣味》

在的部分这一点变得含混不清。　　假设我身上有某种完全非理性并独立于理性存在的一面：这一面
看起来像我的一个不同部分，但这一部分内部完全没有理性在起作用；它是如何聆听理性的，或者如
何为了整体人的利益而与理性所要求的保持一致，却不为人知。这样的部分类似比人低级的动物。我
们也确实发现，在柏拉图描述灵魂分裂的一些最著名篇章中，他将灵魂中除理性之外的几个部分称为
非人的动物。在《理想国》接近结尾的一段论述中，柏拉图说我们身上都有一个小人在试图控制两个
动物。一个部分为精神，它狂热，但稳定可控制，似狮子。另一个部分为欲望，不可预测，不断变换
形状。显然，柏拉图认为我们内心的情感和欲望就其自身来说是比人类低级的力量，但可以经过理性
的锤炼而形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实际上也形成他认为的人类生活中最快乐形式的一部分。　　
《费德罗篇》中的另一段论述更为著名：人类的灵魂在此被比喻成一驾马车，理性为驾驭者，驾着两
匹马。一匹马驯良，服从命令，而另一匹马耳聋且桀骜，只能靠武力控制它。在一段生动的描述中，
柏拉图叙述了驾驭者如何拼命控制这匹坏马所代表的性欲，但费了很大的气力。这匹马一直在尽力挣
脱束缚，又不得不被拉回。它只是因为害怕惩罚才学会收敛自己。　　这幅图景的可取之处，就在于
它映射了我们自身；我们确实常常受到内心某些力量的驱使，而这些力量却与我们所接受的理性相抵
触。但是如果我们对某些后果条分缕析，这幅画面会更令人不安。如果我自身的一部分可以用一个动
物来恰当代表的话，那么我的某部分实质上是低于人类的，严格说来也就不会是我的一部分。它之所
以成为我的一部分，只是因为它对真正代表我的“理性”表示顺从。这就出现了一种自我异化现象，
我的一部分被视为脱离了自我本身而存在，因为它以其自然面貌呈现，且从不驯服于真正的自我。　
　这其中的道理是不难看出的，自视为柏拉图主义者的后世作家盖仑在描述美狄亚时指出：　　她明
知自己在做一件邪恶而又恐怖的事⋯⋯但愤怒又一次像一匹桀骜不驯的烈马挣脱了驾驭者的控制，用
强力牵着她奔向孩子们⋯⋯理性又拖着她回来⋯⋯之后又是愤怒⋯⋯然后又是理性。　　基于此，美
狄亚最后的行动是自身不同力量搏斗的结果；强者胜，暴力征服了理性。这种解释便会让人很难接受
斯多葛学派的分析，即美狄亚实际上采取的是精心策划的行动。爱比克泰德认为，美狄亚显然是按照
经深思后对她而言是最佳的方案在行动；问题是，这一想法遭到了愤怒的侵蚀而变形。在愤怒的前提
下，她的行为便完全可以理解了。她不是被冲昏了头脑，而是她的理性被淹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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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锐利、精练，充满哲学研究的激情。作者的这本导论在叙述与古希腊、古罗马相关的内容时，大
胆突破按时间顺序行文的传统写法，直接切入人类问题的核心，涵盖范围从理性与激情的关系到真理
的客观性。我想不出还有比这更好的叙述方式。　　——芝加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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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特别适合带在身边阅读
2、噗，真的没读出啥趣味来。
3、不像是通识读本，难读
4、说是通识，其实需要有些哲学基础才能理解
5、索引类 有趣
6、趣味？在哪里？
7、从句比较吓人

8、“古典哲学”，有；“趣味”，有。不过需要有点底子阅读才会有所得。章节设置很别致，但侃
侃而谈中若能更系统的布置一下小节会更适合连贯性阅读。
9、大部分在讲古典哲学史。
10、good
11、古典哲学的魅力
12、提供思考古典哲学的若干路径，要言不烦。适合有一定基础的读者阅读。
13、对我来说哲学比科学更难攻克⋯  读了只读了中文部分
14、第二部分提到，读者的兴趣（或偏见？）会对经典阐释产生影响，这一现象令人深思。
15、作为门外汉，我读起来感觉不是很枯燥⋯⋯读了几本这套通识读本，感觉挺舒服，我要全部读了
16、说是简介，根本不像是入门级别的书。没有框架感，内容也很庞杂，斯多葛学派、柏拉图、亚里
士多德、智者学派以及一些先苏哲学家的各种道德观，认识论，但又好像浅尝辄止。作者自己也说了
，柏拉图所开创的对话式的、相互驳斥的书写、交流方式，较适合用来学习哲学，不知为什么自己不
遵守。对于没有相关阅读的人，可能反复阅读还是会觉得不明所以。
17、简洁流畅，平实自然，真得趣味。
18、是这书就这水平还是翻译差，牛津以后不看了。。。
19、小册子~
20、没读完，后面很枯燥
21、总体映像是感觉几笔就把主要流派拉完了，总体脉络很清楚，但是细读很纠结，很多推导过程，
是我大二痛苦的根源= =本人有电子书，欢迎索要。
22、非常好读的一本入门书，讨论的问题涵盖面也挺广，并且始终在一种对话的氛围中进行，不仅注
意打通整个古典时期的讨论，还时时引入现代人的讨论。话题主要集中在逻辑和伦理学方面，而古希
腊哲学最困难的形而上学似乎并未涉及太多，但依旧很精彩
23、现代思想基本上在古代能找到源头或雏形
24、翻译一般，很拗口。直接读后面的英文版比较好。
25、人家導論上說得有點基礎的人看才好。我這個哲學盲倒覺得是個很好的入門讀物，看過蘇菲的世
界再看就很能啓發興趣了。爭取把後面英文原文啃下來，雖然覺得不大可能。
26、阅读需要部分背景知识，但是总体来说是很有科普作用的。100多页左右，可以零散时间的时候阅
读。
27、读完。通识本，浅显。有点意思。
28、整体感觉句子比gre阅读更难 其费解程度在我看来和填空“语言是针对经验的阴谋”异曲同工——
也就是看汉语也不太能读懂 距离看一遍读懂不回视的水平还差太远 速度不够啊！这是看的第一本牛
津通识 蛮不错的 以后继续～
29、十三号线专用书
30、还是蛮好读的，倒是我觉得原文部分都是issue的典范之作。。
31、“重要的不仅仅是观点正确，还要以正确的方式持有观点——在理性辩论的基础上理解。柏拉图
是通过撰写对话集表达上述观点的，在对话集中柏拉图从来没有显身发言，这使他与他所持有的观点
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读者应该自己来思考这些观点，并检验自己对这些观点的理解。即使柏拉图对
某个观点很明显地非常确定，他也不会把它强加于人。如果有读者因为柏拉图的权威而接受了某个观
点，那么他就错过了其中的精华部分。这个观点必须被检验、被争辩，这样它才能被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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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智=知 plus daily life
33、像读本，但是觉得谈不上通识，或者说这在英国就是通识？
34、比起吞吃各哲学流派思想的罗列集，由饕餮过后又重新嚼出的客观和理性切入，不失为理想的哲
学入门。
35、坐在巴黎圣母院读完了...读完的一刻赞美诗正好响了起来，想起古希腊，想起古罗马，“万物相
连”。 p.s. 视角有趣，对学派介绍的不够系统，翻译可以更好...
36、除却相当糟糕的翻译。。
37、挺好读的
38、生 平 涩 
39、不错的入门书
40、感受不到趣味⋯⋯
41、看了有3个礼拜。。。好难啊，但内容好充实！
42、很好 梳理了下哲学史？
43、”耐读，有聊，配得上”趣味”二字！
44、sigh～～
45、哪有趣味
46、觉得, 哲学, 就是要把一些原本可能都知道的，但模模糊糊的东西搬上字面，系统的讲清楚。引用:
< 黑格尔说，哲学有不同的道路，一条是“普通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人们是穿着家常便服走过的
；但在另一条道路上，充满了对永恒、神圣、无限的高尚情感的人们，则是穿着法座的道袍阔步而来
的. >
47、角度蛮有趣啊 哈哈哈哈只是隐隐感觉把所有人都写得好婊
48、浅显易懂，是不错的古希腊哲学入门书本。
49、前面几章还挺好看，后面的翻译越来越坑。。放弃了。。
50、译林后面出的几本开本加大，字体看得更为舒服。古典哲学，主要还是古代希腊苏格拉底、柏拉
图和亚里士多德师徒几个。他们各自的哲学思想，受其所处的时代环境影响极大；因此，喜欢古典哲
学的，有必要熟悉古代历史尤其是古希腊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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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我觉得非专业的，对古典哲学了解到这本一半是英文的薄书的程度已经很不错，也是足够了。这
个传奇的古典哲学时期，真的是很有趣。原文和译文都很中肯可读。
2、【理想国】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哲人王即柏拉图本人，而《理想国》是柏拉图
夺取王权的声明。我认为柏拉图的政治纲领，从道德上来讲远非优于极权主义，而是基本上与其一样
。《理想国》中，柏拉图提出的知识模式包含了非常严格的数学学习，因为他认为数学是完美的。在
《理想国》结尾，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诗（或者笼统的文学）与哲学长久以来就争论不休。【
愤怒】“我知道我要做的是一件坏事，但愤怒主宰了我的计划，它是人类的最大灾难之源”《美狄亚
的复仇》【斯多葛】斯多葛哲学学派（或称斯多亚学派）因在雅典集会广场的廊苑（英文stoic，来自
希腊文stoa，stoa原指门廊，后专指斯多葛学派）聚众讲学而得名。“幸福的人需要身体的资本和外界
的物质，比如财富⋯⋯为的是不受牵制⋯⋯有些人说：十分痛苦或陷入极度不幸的人只要善良便拥有
幸福。不论刻意与否，他们都在胡言乱语”——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
3、本书，是中英文对照的简读本。通读这本经裁减过的小书，觉得幸福与哲学问题，从古代至今都
是困扰人类的问题。说明白一点，是这个问题困扰着那些多愁善感的、有精神困境与追求的、有道德
思虑的人。从伊壁鸠鲁的断章残篇到亚里士多德的接近现实的哲学思考，还有《理想国》的至高幻想
社会。无不诠释了对人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可控调和的矛盾思索。这里面，亚里士多德是最为人性
化的，最近乎常理的人，他认为：幸福确实要求拥有一定数量的金钱和成功的“外在物品”作门面。
但这种拥有不一定使你真的成为幸福的角色。你仍然要在成功的人生面前陷入思考，“人无远虑，必
有近忧”在反思中获得一种悟性，你的为人要比金钱的占有重要许多。精神上的恬适，也许才是最重
要的幸福，获得心安理得的佳境，才是哲学的智慧，这与中国的中庸精神不谋而和。这使我想到另外
一本书《身份的焦虑》，当人们为拥有一定财富倍感幸福时，其实焦虑也随着你的虚荣心成长起来，
因为，社会众人靠外在的成功比较获得满足，获得地位获得他人的赞誉、敬重，实际上就是在满足精
神需要。但是，快感总是非常短暂，他人的一点点的高于你的收获，又会使你陷入焦虑，你会觉得差
距感的存在，这就是焦虑的产生原因。你不愿意承认的精神困扰，使你的曾进拥有黯然失色，又会重
新给你自己设定目标而奋斗下去，循环往复的又一轮失落与充实开始了，永无止境。佛家言说：放下
，就是解脱，谁能真解其中的意味？哪怕是自己有一回的“放下”，幸福感即会悠然而生，那些困扰
即刻荡然无存，其实，就是那点感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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