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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多》

前言

柏拉图的对话录《斐多》，描绘的是哲人苏格拉底就义的当日，与其门徒就正义和不朽的讨论，以及
饮鸩致死的过程。在西方文化中，论影响的深远，几乎没有另一本著作能与《斐多》相比。因信念而
选择死亡，历史上这是第一宗。    苏格拉底生在动荡的时代。伯罗奔尼撒的战事，令现存的价值观受
到了怀疑。从业石匠的苏格拉底，在雅典的市集内牵引市民参与讨论：什么才是正确的思想和行为。
他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方法，后世称之为“接生法”：苏格拉底并不作长篇大论，而是提出问题，往返
之间。令对手渐渐自缚于矛盾，而从困境中获得新见地。他于公元前399年在雅典受控被判死刑。从柏
拉图另一对话录《辩护》中，我们得知他的罪名是误导青年、颠倒是非黑白。以及否定希腊传统神祗
的存在。事实上，恐怕嫉妒和毁谤，才是他被控的主因。    苏格拉底本人不曾留下文献。我们可以想
知，柏拉图对话录中苏格拉底所说的话，不尽出于其口，其中有不少应是柏拉图借老师的口说话。《
理想国》内最脍炙人口的意念论，即是其中一例。苏格拉底的风韵神态令门徒心仪，倒是显然易见的
。而这种风韵和他的相貌无关，纯粹是心灵的外发力量。从另一对话录《酒会》中可以得知，他又胖
又矮、相貌奇丑、酒量惊人、充满反讽，而非常能言善辩。    在《斐多》中，苏格拉底予人的印象最
为活泼而深刻。如果他要苟且偷生，大可以逃往其他城邦，或答应从此保持缄默，不再在雅典街头与
人论道。但他不肯背叛他的信念。即在今日，他在就义前从容不惧，与门徒侃侃论道的情景，仍然令
人惊叹向往。    在《斐多》中，苏格拉底一再呼唤他内在的“灵祗”指引他正直的途径。我们可以说
，在西方文化史上，苏格拉底第一个发现了个人良知。对他来说，这个内在的声音并不囿于个人，而
指向一个更高的层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哲学既是对智慧和正义的热爱，也就是团结人类社群和宇
宙的义理定律。由此观之，哲学是幸福快乐不会枯竭的泉源，因此能战胜死亡。    对苏格拉底的审判
和他最后时刻的描述，至今天还是西方伦理学的基础。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中，自然有不同的传统，但
与西方文化也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不论在西方或中国，我们都应该感谢杨绛先生把《斐多》译成了中
文。推动中西思想和意念的汇合和交流，《斐多》实在是一本最适当的经典著作。    德国莫芝宜佳(博
士、教授)敬序    史仁仲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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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多》

内容概要

《斐多:柏拉图对话录》描绘苏格拉底受死当日，与其门徒就生死、灵魂、智慧、快乐等问题进行讨论
，其对西方文化影响之深远，几乎没有另一本著作可以相比。杨绛先生的译文清新可读，充分还原了
苏格拉底与其门徒平易家常的对话风格，为中文世界贡献了一部文学价值与哲学价值并重的经典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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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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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绛，(1911—)，本名杨季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作家，评论家，翻译家。
主要著有《洗澡》、《干校六记》、《将饮茶》等作品。翻译有《小癞子》、《堂吉诃德》、《斐多
》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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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多》

章节摘录

版权页：认为当前的问题还可以谈得更深入些，而愿意和我一起讨论，觉得和我在一起你们能谈得更
好，那么，别迟疑，说出来大家一起讨论。”西米说：“苏格拉底，我给你老实说吧。我们俩各有些
疑惑的事想问你，听听你的回答。他呢，叫我问。我呢，让他问。我们都怕打扰你，打不定主意。因
为在你当前不幸的情况下，问这种问题怕不合适。”苏格拉底听了这话，温和地笑着说：“啊，西米
！我并不认为我当前的处境是不幸。我连你们都说不相信，要叫别人相信就更难了。你们以为我和平
时不一样啦？脾气坏啦？你们好像把我看得还不如天鹅有预见。天鹅平时也唱，到临死的时候，知道
自己就要见到主管自己的天神了，快乐得引吭高歌，唱出了生平最响亮最动听的歌。可是人只为自己
怕死，就误解了天鹅，以为天鹅为死而悲伤，唱自己的哀歌。他们不知道鸟儿饿了、冻了或有别的苦
恼，都不唱的，就连传说是出于悲伤而啼叫的夜莺、燕子或戴胜也这样。我不信这类鸟儿是为悲伤而
啼叫，天鹅也不是。天鹅是阿波罗的神鸟，我相信它们有预见。它们见到另一个世界的幸福就要来临
，就在自己的末日唱出生平最欢乐的歌。我相信我自己和天鹅伺候同一位主子，献身于同一位天神，
也从我们的主子那儿得到一点天赋的预见。我一丝一毫也不输天鹅。我临死也像天鹅一样毫无愁苦。
不用我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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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多》

编辑推荐

《斐多:柏拉图对话录》杨绛先生百岁寿辰特别纪念版，中英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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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多》

精彩短评

1、人类思想根基的一环
2、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说苏格拉底的论证方法是诡辩的，但苏格拉底面对死亡的毫无畏惧，对灵魂
不朽的坚定信仰让人动容，最后几页描写苏格拉底之死的细节时我忍不住流泪了。
3、灵魂独自思考的时候，就进入纯洁、永恒、不朽、不变的境界。这是和它相亲相近的境界。它不
受纠缠而自己做主的时候，就经常停留在这里了。它不再迷迷惘惘地乱跑，它安定不变了，和不变的
交融在一起，自己也不变了。灵魂的这种状态就叫智慧。2014/6/20 15:46:53
4、作业，有些地方没有读懂。
5、说得很有道理我竟无法反驳⋯⋯努力看了五页附赠的英文版，对就是开始讨论的正文之前
6、做了标注，阿图还是有点意思的，先师就是启蒙，而尊敬像着诗意，明知道种种残酷做忽视状从
容牵着残酷。
7、8月份，“人最好是在安静中死。”冥冥中为逝去的送行。
8、在柏拉图所有的对话录中，《斐多》是最为人熟知和称道的。作为古希腊哲学三颗巨星之一的苏
格拉底，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字。我们只能从柏拉图和色诺芬等人的作品中去感知他的思想。这本书是
有关苏格拉底最后死亡时与朋友之间有关灵魂和死亡的辩论。整个读下来，我们可以发现：苏格拉底
到底是伟人。对问题的思考，辩论时的态度，对比喻和类比的运用，都是极为精彩的。还有就是，苏
格拉底在面对死亡时的态度，要不是有着极高的智慧，是不可能做到的。然而，现在来读，我们可以
发现，古人的智慧毕竟有限。现代才有智慧可言。还有，古人是好玩的。说气话来，很有耐心，但是
显得有些啰嗦。要说最意外的收获，就是，苏格拉底在临死时，竟然要向神献上一只公鸡。这和蒙田
死时去请牧师做弥撒是一样的。被木心说为：怀疑主义的两个“败笔”。
9、书主要讲的是苏格拉底临死前和他的学生谈论关于死亡和灵魂的话题。苏格拉底能够坦然面对死
亡，是因为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家一生都在追求着死亡，练习着死亡的，希望摆脱肉体的束缚。还有他
相信转生，相信灵魂不朽，并用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进行了相当严密的论证，虽然并不能说服我们现
代人。但他的确是他们那个时代最睿智的人之一，尤其是他对知识态度和面对死亡的坦然，让肃然起
敬。
10、我一定是脑子坏掉了才在手机上看这东西。完全没想明白通过比喻来讨论灵魂能说明什么问题。
11、杨绛先生啊
12、挺薄的一本书，后面一半还是英文，就那么百来页，看了几个小时，慢慢品味？应该是说慢慢纠
结，被柏拉图的逻辑逼到角落的感觉，
13、意思不大。突出的就是能坦然面对死亡。但不能坦然面对的，也未必不是好的哲学家
14、真理作为人的一种光辉品格：苏格拉底慷慨赴死前二十四个小时谈话录
15、思想性、语言性兼具，好书。
16、特地找杨绛版本来读，苏格拉底死前的对于真理的执着信念由他从容赴死的状态中可见一斑
17、和着耶鲁公开课看的，之后一年又写了一篇小论文，看了很多遍。几个月前和朋友讨论关于“认
识”和“理解”的原理问题，一路轮到了这本书里的说法，我曾以为很简单便可以直接驳倒的论点在
那时又好像合理了起来，一切又进入混沌。以前想得简单，不断地疑问才能在理所当然的无知里得到
一点隐约的光亮。
18、流畅。遗憾的是书后附录的英文译本不知出处
19、易读，只是有些地方不重视哲学的术语罢了
20、没有看太懂。
21、现在还没开始看翻译，看的是英文原版。但杨绛先生的译文一定是极好的，哈哈~英文版并不生
涩难懂，相反倒很活泼，很少有十分复杂的词汇。我越读越喜欢，每天都要读十几页，还要读出声才
好。现在遇到英文的好书还真是喜欢朗读呢~也喜欢读日语听日语。在我眼中，语言是极美的东西。
22、苏格拉底是个好老头。他的有些理论还蛮有意思的，热与冷高与低生与死的互相转换这个论证印
象好深刻。【重看西哲史的时候又觉得自己说的第一句话过于武断了，谁晓得是不是柏拉图的美化呢
】
23、苏格拉底
24、适合初学者，因为是文学经典，所以对学英语的孩子蛮有帮助，对于初涉哲学的人来说，也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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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多》

不错的入门级哲学书
25、好难懂啊
26、我曾经以为过于远古的哲学已经可以摒弃，但是斐多实际确实是值得通篇背下来的。
27、楊絳先生的譯文
28、苏格拉底在论证完灵魂不朽后便抛弃了他的肉体安详的走了，留下一群孤儿。
29、柏拉图写苏格拉底，杨绛译，质量正，放心阅读（出版社不太满意，别人送的，也将就了，目测
三联那版会更好）
30、只读了杨绛先生的中文译版。|作业，有些地方没有读懂。 2013-10-22
31、柏拉图主义的很多观点都有在斐多篇中出现。诚如罗素所言，斐多所述之苏格拉底慷慨就义就好
比福音经所述基利斯督之十架受难。
32、关于灵肉关系及灵魂不死。
33、可惜是英译的中译
34、与佛教有相通之处
35、人生阅历加上精彩的文笔，更加突出了《斐多》的文学性。
36、追求智慧，探索灵魂，比现代人强多了
37、杨绛翻译得真不错。终于知道苏格拉底为啥不怕死了，因为他以为人死了灵魂还可以思考，谁让
他最爱的事就是思考呢。。那个时候的人没什么知识材料，还这么求知欲强这么爱思考，真牛逼，好
想和他辩论233
38、“这说明一个道理：要探求任何事物的真相，我们得甩掉肉体，全靠灵魂用心儿去观看。”苏格
拉底如是说。
39、没有觉得有多么精彩，对书中的内容不感冒；相比之下，今人对书中的概念有更符合逻辑及更客
观的论述。
40、心不静的时候随手拿起《斐多》，有种书需要一句句的看，边看边思考，《斐多》就是这样的书
，于是就专注在里面。苏格拉底临死前关于生死灵魂智慧的讨论，推理中无法辩驳的是灵魂不朽说，
好想知道，灵魂如果不死，它去了哪里停留？又将去往哪里呢？苏格拉底的灵魂又去了哪里呢？如今
又在哪里呢？想起《一条狗的使命》，是人赋予了狗之灵魂，四生四世，一直没忘记自己的主人，每
一生都和之前不同，甚至不同性别，但唯一不变的，是它一直忘不掉自己的主人，直到机缘巧合，再
度找到自己的主人。书中说“假如灵魂是不朽的，我们应该爱护它，不仅是今世爱护，永生永世都该
爱护。。。灵魂是不朽的，它不能逃避邪恶，也不能由其他任何方法得救，除非尽力改善自己，尽力
寻求智慧。因为灵魂到另一个世界去的时候，除了自身的修养，什么都带不走。”
41、死亡对话录
42、苏格拉底关于灵魂存在以及肉体死后灵魂仍然存在的论证，虽然没有说服我，但是仍然十分精彩
，同时一瞥了苏格拉底（准确说是柏拉图？）的思想。
43、很薄很好懂  那些我们用一生琢磨的道理几千年前就被想通 想想就没意思了 哲学家本身就很没意
思 或者说太有意思
44、这本书里的苏格拉底真是个和蔼睿智的老者啊。
虽然知道从始至终他都是在诡辩。
但不得不承认苏格拉底的辩论技巧相当相当厉害。
再，杨先生的翻译让人读着真舒服。
45、哲学家都是摆脱肉体折磨的超凡脱俗人。人之将死，灵魂不朽。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46、现代人的很多想法早在几千年前就被人想过了，有些甚至还不如前人的。
47、读过才知苏格拉底的伟大 愿为哲学付出生命 试问现在又有几人呢 另外苏老的人生智慧也是值得
学习的哦
48、苏格拉底到底是苏格拉底⋯⋯⋯我都相信了，感觉无懈可击了，通过有限的知识，推导到那种地
步，简直醉了。
49、两小时，读完了中文篇，读的很快，不知是心境未到，还是不合口味，有点消化不良。
50、苏格拉底就像圣人般预见未来，但是真的很绕。。
51、两千四百年的终极智慧
52、舍身成仁，苏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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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多》

精彩书评

1、放到现代，苏格拉底的结论未必完全正确，其论证的方式却多有可取之处。更可叹，古人对真理
的孜孜不倦，一生在于探明生死的真谛，千百年过去了，仍然是一个谜，但这探寻的方式，思维的方
向，思辨的过程，却由后人一步步继承了下来，并逐渐积攒沉淀，成就了西方的以理性、经验、思辨
，和对真理的永恒地求索的文明，进而构建现代文明。可以说，现代文明，正是发源于古希腊文明，
这是毋庸置疑，盖棺定论的。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今天的几乎全世界各地的读者重读古希腊时代
的哲学、历史和文学等作品，基本没有太大隔阂——我们是一脉相承的。相反我们对我们本土的老祖
宗的作品却感觉越来越陌生。
2、这个版本的《斐多》是双语版的。如果你翻译一本书是出于自己的主观意愿选择，那么这本书一
开始就和你的精神有了契合之处。世纪老人杨绛是睿智的，已经去世了2000多年的苏格拉底也是相当
睿智的。能从他人的转述中想见他思想的深邃和立论的高扬。学哲学的人应该不怕死，因为他毕生都
在研究如何死，死到临头反而应该表现为心之皈依。苏格拉底临死前的谈话就具有这种从容不迫的气
度。我们的肉体干扰了我们灵魂太久，要么就摆脱肉体的钳制，单凭理智从每件事物中寻找绝对的单
纯的实质，尽量撇开视觉听觉等肉体的关联，争求孤独自守，真正追求真理，惯于自己凝成一体。除
了哲学家，一般人的勇敢都是出于害怕。可是，勇气出于怕惧和懦怯是荒谬的。节制也是如此。（参
见P19)但是一边的坚持就是另外一边的放逐，这是苏格拉底的认识。一种交易换另一种交易，一点痛
苦换另一点痛苦，一种怕惧交换另一种怕惧（原文翻译如此），但是一切美德只能用这回这一样东西
来交易。没有智慧，这种那种交易的美德只是假冒的，底子里是奴性，不健全也不真实。真实应该是
清除了这种虚假而得到的净化。一切事物，凡是有相反的一面，它就一定是从这相反的一面产生的，
而且只能由这相反的一面产生。相像和不相像的东西，都引起记忆，事物的相等来自于感觉，认识其
实就是记忆。一件东西如果不是复合的，就该始终如一，永不改变。复合的东西经常在变化，灵魂不
能被肉体带错界。灵魂因为经常学习超脱，所以真学到了死的状态。有些人变成了“厌恶人类的人”
，我们也有危险变成“厌恶论证的人”。厌恶论证和厌恶人类出于同样的原因。厌恶人类是出于知人
不足而对人死心塌地的信任。假如一个人还不识人性，就和人结交，他干的事情就是不漂亮的；假如
他知道了人的性情，再和人打交道，他就会觉得好人和坏人都很少，在好坏之间的人很多。别人对我
的见解是否同意，这些都是次要的。我只是急切要我自己相信。少想想苏格拉底，多想想什么是真实
。不对，就尽你们的全力来反对我。别让我因为急切要欺骗自己也欺骗你们，临死像蜜蜂那样把尾部
的刺留在你们身上。和谐之能随顺它的成分，不能支配它的成分。看太阳是危险的。如果我用眼睛去
看世间万物，用官感去捉摸事物的真相，恐怕我的灵魂也会瞎的。我得依靠概念，从概念里来追求事
物的真相，绝不是追求事物的影子。灵魂占有了一件东西，绝不再容纳和这东西相反的东西。灵魂到
另一个世界中去的时候，除了自身的修养，它什么都带不走。人最好是在安静中死。要安静，要勇敢
。
3、Phaedo 斐多篇 读书笔记齐贝 提出疑问哲学家应当情情愿愿的死，但是苏格拉底又说死像是离开自
己最好的主子，所以齐贝认为这时候应该是难过的，而不是情情愿愿的。苏格拉底回答道，死后的那
个世界有更好的天神在等着他。一辈子真正追求哲学的人，临死的时候是轻松愉快的，而且深信时候
会在另一个世界得到最大的幸福。真正的哲学，无非就是学习死，学习处于死的状态。死就是灵魂和
肉体的分离，处于死的状态就是肉体离开了灵魂而独自存在，灵魂离开了肉体而独自存在，就是死。
哲学家不会一心挂念着享乐。除了生活必需品都是瞧不起的。哲学家不愿意把自己贡献给肉体，而尽
可能躲开肉体，只关心自己的灵魂。哲学家能够使灵魂超脱肉体。世上的人认为活一辈子不享受肉体
的快乐，就获得冤枉了。就和死人差不多了。灵魂想要求得真理，就要摆脱肉体。因为肉体带来的感
觉都是不正确的。所以需要思想集中，不受外物的干扰。所以哲学家看不起肉体。只要灵魂有肉体的
陪伴，肉体就会扰乱灵魂，阻碍灵魂去寻找真实的智慧。绝对的公正、美善都是不能够运用感官见到
的，只能够通过理性。真正热爱智慧的人会同意，灵魂与肉体掺杂在一起，追求智识的目的就永远达
不到。因为肉体需要营养会生病，这些就产生了很多麻烦。同时又会有热情、欲望、恐惧和各种忽视
乱想。所以，如果想要探求任何事物的真相，就需要甩掉肉体，全部依靠灵魂去观看。我们声称热爱
的智慧，只有等死了之后才有可能得到。接近真理的唯一办法，就是尽量不和肉体进行交往，不沾染
肉体的情欲，保持自身的纯洁。这样，当我们脱离了肉体的愚昧，自身就是纯洁的，能够和纯洁的东
西在一起，体会一切纯洁的东西。真正的哲学家经常是最急切了要求摆脱灵魂 。他们探索的课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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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灵魂和肉体分开，让灵魂脱离肉体。所以这就是一种训练死亡的行为。假如，你看到一个人在临
死前愁苦，那就说明他爱的不是智慧，而是肉体，也许也同时爱金钱、权位。勇敢是哲学家的特殊品
格。节制也是哲学家的品质。一般人的勇敢和节制都是荒谬的，一般人的勇敢都是出于害怕，害怕遭
受更坏的事。勇敢出于怕惧和怯懦是荒谬的。一般人的节制，是出于一种自我放纵。他们克制某些享
乐，因为贪图者另一些享乐。但是想要获得美德，不能够这样。一切美德只能够用智慧来交换。没有
智慧，这种交易，就是一种假冒。底子里是奴性，不健全、不真实。真实是清除了这种虚假而得到的
净化。神秘宗教的教主说过，反思没有受过启示，没有经过经典的净化的人，到了那个世界就陷到泥
淖里了。而经过启示、经过净化的人就和天神住在一起。齐贝提出观点，认为有可能灵魂离开肉体就
哪儿都没有了。人一死，灵魂也就消灭了。灵魂离开肉体，马上就飞掉了。但是假如，灵能够摆脱上
诉所说的种种肉体的坏处，自己还能够凝聚成一体，还有个地方呆着，所说的幸福就有可能实现。但
是这需要一番论证。苏格拉底认为假如转世投生的说法能够证实的话，那灵魂的存在就有充分的意见
。先从植物动物等一切事物开始讲起。如果一切东西都有相反的一面，那么这些东西，都是会从相反
的那一面产生，而且也只能够从那相反的一面产生。坏的从更强的那里产生，慢是从快那里产生。所
以一切事物都是相反相生的。在每一对相反的事物中间，总有两种变化，变过来变过去。事物也总是
会从一种状态变成相反的状态。因为生是死的相反面，因而生死之间的变化，也无非就是变过来变过
去。生死就是相反相生的。举出睡醒的例子。醒是由睡产生的，睡是从醒中产生的。无论是人是物，
活的都是从死的产生的。但是只有一个过程是看的见的，那就是死。所以说生死是会轮回的，灵魂总
会有一个地方呆着，等候回生。苏格拉底运用另一个方法来说明。假如生生死死只是一代又一代是一
直线的从一头走向另一头，没有来回的循环，那么所有的东西都成了同一个形式，也就没有别的变化
，也不再代代相承了。、假如活的都得死，那么到头来，世上的一切东西都给死吞没了。齐贝说苏格
拉底之前说过的认识仅仅只是记忆，是对这一种说法的一种佐证。生前已经有记忆，之后才能够记得
起来。西米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认识只是记忆的说法没有依据。苏格拉底开始论证。首先一个假如能
偶记得起什么事，那么一定是他从前做过什么事。由从前知道的事而得到的认识就是记忆。看见相像
和不相像的东西都能够引起记忆。同时看到相像的东西，也会想记忆中的和眼前的是不是完全相像。
提到了抽象的相等，有些东西相像不过不过并不是抽象的相等。我们从感觉得到的认识，总像是曾经
认识的，像，却不是绝对相等。我们开始运用眼睛看，耳朵听，或者运用任何感觉的时候，我们已经
从不知什么地方，得到这个相等的概念 了。我们的视觉、听觉早就有了，所以在有感觉之前，就有了
相等的观念。在这里我是反对苏格拉底的论证的，因为由于之前的事，而得到一定的认识，不是记忆
，而是一种思考。对很多的东西进行了一定的总结之后思维的过程，者当然需要历史的一定积累，但
是这不是历史的作用。所以我们字啊出生之前、出生的那一刻就有了这些知识。苏格拉底认为我们生
前所有的知识，在出生的时候忘了，后来运用感觉又找回来了，那么学到的知识就是找回我们原先的
知识，我们就把认识当成记忆。苏格拉底应当是把联想的能力当做了记忆的过程。所以苏格拉底认为
要不就是我们一生出来就有知识，而且一辈子都有知识。要不就是我们所谓的学习仅仅是记忆。至此
，苏格拉底论证了灵魂在转世之前就已经存在，而且不带肉体，是有智力的。但是既然出生的时候就
已经有记忆了，那么是什么时候失去的。我们需要论证什么东西是生来就容易吹散，什么东西的散失
是我们要担忧的，什么东西是不怕吹散的，同时我们应当进一步问，灵魂属于哪一类。复合的东西经
常在变化，不是复合的东西始终如一。假定世界上存在看的见和看不见的两种东西。看的见的总是在
变化，看不见的不变。人是由灵魂和肉体两部分组成的。肉体更加接近于看的见的东西，而灵魂更加
接近看不见的东西。但是灵魂是凭借肉体来观察的，所以它就会被肉体带进变化不定的境界。但是灵
魂独自思考的时候就进入了不变的境界。和不变交融在一起，自己也不变了，这种状态叫做智慧。灵
魂像神圣，肉体像凡人。所以灵魂是神圣的、不朽的、智慧的、一致的、不可分解的、而且永不改变
的。肉体是凡人的、现世的、多种多样的、不明智的、可以分解的、而且变化无定的。所以肉体会分
解，而灵魂不会分解。灵魂离开身体之后，到天神管辖的世界上去了。灵魂到了那里，就在幸福中生
存，脱离了人间的谬误、愚昧、害怕疯狂的热情，以及人间一切罪恶。像那些留恋肉欲的灵魂是不纯
洁的。哲学家是因为真心热爱智慧的原因来克制欲望的。哲学拯救被囚禁的灵魂。痛苦和快乐这些是
由看的到的东西引起的。灵魂被肉欲钉住了。会接近于欲望。西米举出和谐的例子，来对比灵魂。灵
魂是身体各个部分调和而形成的和谐。所以先死的是灵魂。齐贝的回答，灵魂比肉体经久的多，也比
肉体强。灵魂一死，肉体就显现出他的弱质，就腐烂了。但是我们不知道灵魂会不会在那一次受不起
重生而死亡。将灵魂、肉体和人与衣服之间的关系进行对比。认为就算是会重生，但是也是有死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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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两个人的问题，一个是怕灵魂先死，一个承认灵魂比肉体长久，但是保不定那一次灵魂与肉体共
同灭亡了。苏格拉底认为将灵魂比作和谐是不合适的。和谐是复合物，是由很多东西符合而成。只能
够顺随它的成分，不能支配它的成分。灵魂就是一个灵魂。灵魂的和谐是不能够增加一点，减少一点
的。灵魂既然完全是灵魂，就不会有邪恶。  但其实，是由邪恶的灵魂和善良的灵魂的。而且肉体是
听从于灵魂的。举出了“一加一等于二” 的例子。提出一种说法是智慧的心灵来安排这个世界。如果
要追究某一个事物为什么出生，为什么破坏，他就得需要追究这件事物为何这么好。或处于怎么样的
被动状态。由此，就会知道哪些更好哪些更差。一件事物什么样子最好，就是这件东西所以然的原因
。但是之后作者将事物解释为物质控制，这使得苏格拉底不以为然。我们要分清什么事原因，什么事
原因所附带的条件。两眼直接看太阳是会灼伤眼睛的。的需要用一捧水或别的东西来照着太阳。如果
我用眼睛去看世间万物，用感官去琢磨事情的真相，恐怕灵魂也是会瞎的。我们应当从概念中寻找美
。至美至善至大这些绝对的东西是有的，  但是除了他们还有一些别的东西也美善大，那是因为沾染
了绝对的。每件事物的存在，没有任何别的原因，指因为他有他自己的本质。任何相反的两面，正面
就是正面，反面就是反面。反面不能够变成正面，发面出现正面早就没有了，消失了。但是这和之前
的结论又有矛盾。之前认为小时从大那里产生的。相反的是相生的。但是苏格拉底说，之前讲的是具
体的事物，现在讲的是抽象的概念。不仅相反概念相互排斥，一切具体的东西尽管并不彼此相反，却
往往包含着相反的性质。某一种东西是某种东西的具体形式，另一种东西体现相反的概念，这两件东
西如果碰到一处。其中一件或是回避了，或者就是消灭了。有些东西虽然和别的东西并不相反，但是
也互不相容。不仅相反的概念相互排斥，就连体现相反概念的东西，也相互排斥。身体凭灵魂而具有
生命。灵魂占有了一件东西，这东西就有生命了。生命有反面，是死。灵魂在占有一件东西之后，绝
不会再容纳和这件东西相反的东西。和死不相容的是不朽，所以灵魂和死不相容，灵魂不死。正如之
前的推断，不朽的也是不可毁灭的，灵魂碰到了死，灵魂也不可能被消灭。因为之前已经论证了灵魂
不能够同时容纳生死。一个人死了，属于凡人的部分就死掉了，不朽的部分就完好无损的离开了死亡
。下面开始讲关于地球的事。地球是圆的，自有平衡，借四周同等性质的力量，保持自己的位置。第
二:地球很大。将地球比喻成一个皮球。这里讲到的一个比喻，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将另一个维度与
人的关系，用水中动物和两栖动物之间进行对比。我们的限制就是空气。认为地底下有彼此沟通的水
道，上边的水流下去，在下面流一遭，然后再溜回来。可以分成大洋河 苦河、火河、冥河最后一个是
呜咽河。亡灵受审，由船只关到苦湖里面去，干了坏事的就关到地狱，也有半坏的，那就先放到地狱
，然后抛到呜咽河，如果得不到宽恕就再次放回地狱，然后就在地狱苦湖之间循环，知道得到宽恕。
然后就是描述苏格拉底死的时候的样子，真的让人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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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斐多》的笔记-第53页

        名言警句！

2、《斐多》的笔记-第93页

        苏格拉底说地狱，非常像宗教，和但丁的神曲非常像，也非常无聊。但他也说，有头脑的人不会
全当真。

3、《斐多》的笔记-第95页

        苏格拉底的价值观是伟大的，但论证是诡辩，猥琐无聊。这句话，漏了他的底细；毕竟智者也是
凡人。后面就死的描写很可读。

4、《斐多》的笔记-第144页

        Socrates: when the soul inquires alone by itself , it departs into the realm of the pure, the everlasting, the
immortal and the changeless, and being akin to these it dwells always with them whenever it is by itself and is not
hindered, and it has rest from its wanderings and remains always the same and unchanging with the changeless,
since it is in communion therewith. and this state of the soul is called wisdom.

5、《斐多》的笔记-第62页

        “可是我们看到，灵魂和刚才说的恰恰相反呀。灵魂主管这全身的各部分。我们活一辈子，灵魂
简直每件事都和全身的各部分作对，对它们用各种方法专政，有时对它们施加严厉和痛苦的惩罚（例
如体育锻炼和服药），有时是比较温和的惩罚，有时威胁，有时劝诫。总而言之，灵魂把身体的要求
呀、热情呀、怕惧呀等等都看得好像和自己不相干的。”

6、《斐多》的笔记-第41页

        「斐多」里面的苏格拉底，先有定论，后来推理；爱慕死亡，鄙夷肉体。这些都是相当危险和肤
浅的。幸而他的价值观是对的，智慧至上的可贵价值观。

7、《斐多》的笔记-第1页

        关于灵魂不死，灵魂在出生前已经存在的论据： 
　　1 大前提：任何事物都有相反的两面，且相互转化 
　　 小前提：生与死是相反的 
　　 结论：生于死可以互相转化，灵魂存在 
　　 
　　2 反证：假设灵魂不存在，死了永远是死的，那么一切东西全都是死了，世界是一片“混沌”。
这与事实不符，所以假设不成立。 
　　 
　　3 认识只是记忆。论据： 
　　一个人记得什么事，一定是他从前已经知道的事 
　　由一物想起另一物或“相等”“绝对”等概念，说明： 
　　a生来就有知识（与事实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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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学习知识是记起原有的知识 
　　 
　　 
　　死后，灵魂继续存在的论据： 
　　大前提：不是复合的东西始终如一，永不改变 
　　小前提：灵魂不是复合的 
　　结论：灵魂永不改变，不会消失 
　　 
　　灵魂是不死（朽）的论据： 
　　大前提：相反的概念互相排斥，体现相反概念的东西，也互相排斥 
　　小前提：灵魂（生）与死概念上相互排斥 
　　结论：灵魂是不死（朽）的

8、《斐多》的笔记-第19页

        一般人的勇敢都是出于害怕⋯⋯他们的自我克制是出于一种自我放纵。一切美德只可以用一件东
西来交易。这是一切交易的标准货币。这就是智慧。

9、《斐多》的笔记-第1页

        苏格拉底原来是石匠，兼职哲学家。这个兼职做得冠绝古今！

10、《斐多》的笔记-第55页

        现在的人，都不好好说话，害得你想有理有据，反倒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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