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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

内容概要

《亚里士多德全集7》内容简介：古希腊哲学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跋涉，在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都已充
分展开的基础上，终于在亚里士多德这里达到了一个全面系统的综合。这套《亚里士多德全集》是自
西方哲学进入我国百余年来第一部西方古典哲学家的全集，洋洋的300万言充溢着爱智慧、求真知的精
神，内容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外至万事万物，内至人本身的肉体与心灵⋯⋯本册为第七卷，现在就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哲学大师悉心构筑的理性大厦吧！中文版《亚里士多德全集》共十卷，包括迄今
所发现的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48种和一些残篇。它是自西方哲学进入我国百余年来第一部西方古典
哲学家的全集，在国际上也是德、英、法、日等文以外的少数《亚里士多德全集》现代语译本的一种
。它以柏林皇家科学院的标准本为依据，直接由希腊文翻译为中文，并完全按照国际惯例进行页码编
排。全集前面有一个总序，全面地阐述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本精神，以及译文依据的版本，亚里士
多德著作的传播及现存状况，翻译亚里士多德著作所遵循的根本原则。全集出版后产生广泛影响
，1998年获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999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
果一等奖和第四届国家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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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

书籍目录

论麦里梭、克塞诺芬和高尔吉亚形而上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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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

精彩短评

1、包含《论麦里梭》《论克塞诺芬》《论高尔吉亚》还有《形而上学》。苗力田翻译的《形而上学
》，现代文的语感让我看了一眼商务印书馆的《形而上学》以后果断看了苗的版本。《形而上学》脉
络我还是没有把握清楚，感觉亚里士多德说的没有《范畴篇》那么清晰。。。我看到的是他对柏拉图
及以前的流派的批判，以及他认为柏拉图“相”论的多余。。。而且似乎应该先看《物理学》，所以
等看完《物理学》之后，再看一遍商务的《形而上学》吧~~
2、而色情凶杀引进的倒是很多，以此来炫耀“社会主义优越性”
3、亚里士多德全集7
4、7月底购买后 获不到赠卷
5、全集内容很完整
6、一颗星扣在翻译上~
7、形而上学，最帅的学科
8、完全可以五星
9、晦涩艰深，太思辨了。这只有的文风还有内容本身真的很难翻译好。
10、形而上学
11、扫读

12、形而上学写的更多地是数学与物理。没有他老师有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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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

精彩书评

1、哲学史让我了解，仅仅知道一个人、一种哲学说了什么是不够的，一个学说只是一个答案，其言
外还有它所面对的问题，它的论据或者说来源，以及其更深的蕴意。今天，我就是出于这点考虑，考
察一下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来源。简单回顾一下“四因说”的问题和作为答案的内容：其问题来
自早期希腊哲学对于世界本原所做的不懈探索，前苏格拉底在这个问题上的流派纷呈表现出希腊人借
助理性反思摆脱原始直观思维的反思。各家彼此冲突的学说提供了一个内部讨论的平台，而随着苏格
拉底而来的是批判原则，拓展了其后哲学讨论所具备的深度。理性观点不再作为单纯的意见停留在一
个平台上，反思在深入，综合、褒贬提供了新的思维方法论。而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就是站在批判
的基础上，对前人的各种本体论做出审视后，对世界本原问题做出的全新回答。这不仅仅是一个内容
上全新的回答，同时还渗入了新的思辨方式。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做出了他的回答，“原因
有四种意义，其中的第一个原因我们说是实体或是其所是（因为爸为什么归结为原因时，那最初的为
什么就是原因和本原）；另一个原因就是质料和载体；第三个是运动由以起始之点；第四个原因则与
此相反，它是何所为或善，因为善是生成和全部这类运动的目的”。这四个原因分别对应的是《物理
学》中的形式因、质料因、动力因、目的因。成书上《物理学》在前，但今天我们之所以反常的选取
《形而上学》，因为从中我们更好的看到四因说的来源。以下则是亚的论据：亚里士多德总结前人的
知识，注意到，早期哲学家在本原这个问题上，思考的结果可以归结到几个不同的对象中。泰勒斯的
水、阿那克西米尼的气、赫拉克利特的火关注的是万事万物的构成，亚里士多德将此归结为质料，即
构成事物的基本元素，亚认为这是“最初的哲学思考”，而其中实体“只是表面承受各种作用而变化
”。而在这些人眼中，没有任何东西生成、没有任何东西消灭也是因为此，质料仍然不变，保持着同
一性，只有实体在变，且只是表面在变。然而作为一种事物形成的原因，亚认为仅有质料因是不够的
，他指出“木料不能自称床榻，青铜不能自成雕像”。事物的变化是一种运动，那么我们就要到这个
运动开始之点去寻找原因。赫西俄德、巴门尼德不约而同地把这种运动归结为爱情。但是进一步讲，
爱情和欲望只考虑了事物有利的一面，然而世界万物充满了秩序和善的同时也充满了无序和恶，甚至
在亚看来，后者要多与前者。于是进一步的，恩培多克勒提出了友爱和争吵的二元对立，将这一学说
进一步完备。亚指出，到这里为止，恩培多克勒是一个集成者，因为他的学说第一次兼容了质料因即
四元素与动力因即友爱与争吵。形式因的启发则来自柏拉图的理念论。柏拉图的“理念”是不变的一
，不同于感性实体，一是不变的，是至高的真正本质，由此一的世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因为理念的
特性，所以它必是万物本来的原因。这提供了亚里士多德这样一种观点，既然智慧要把握的不是“就
个别而言的知识”，那么必然有那么一种普遍形式可以被知识所把握的，当我们看到同样是木头做的
床和柜子而能够顺利区分，说明其中必然有一种可以为我们所把握的普遍性。这种普遍，就是柏拉图
的理念，就是形式。而目的因则是亚里士多德自己思考的产物。通过对前人观点的分类，依然有解决
不了的问题，以上三种原因不能解释事物为什么会成为他最终的样子，瓶子要成为瓶子还要蕴含其要
成为瓶子这一目的。所以动力因，也是考察事物的原因所必需的。最后，亚里士多德思想之创见在哪
里呢，用他自己的话说，“不对多种意义进行区别，就不可能找到存在着的东西的元素”，亚所注意
到的是讨论问题是要做出意义的区分，而通过这种区分，亚得以比较在意义中问题的确实部分，融合
前人的同时提出自己的目的因，这将讨论带入了一个新的层次。意识到意义的区分意味着对抽象概念
的理解上，人类思维又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就是四因说的提出，在其内容之外的蕴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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