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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篇》的中间一部分，即自第五卷的后半部至第七卷的末尾，主要地是论述与 

政治学相对的纯粹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以一种相当突然的论述被提了出来： 

    除非哲学家就是王，或者这个世界上的王和君主都具有哲学的精神和力量，使政治 

的伟大和智慧合而为一，并把那些只追求两者之一而不顾另一的平庸的人们驱逐到一旁 

去；否则城邦就绝不会免于灾难而得到安宁——而且，我相信就连全人类也不会得到安 

宁，——唯有到了那时候，我们的这个国家才有获得生命并见到天日的可能。如果真是 

这样，那末我们就必须决定，构成一个哲学家的是什么以及什么是我们所谓的“哲学”。 

继之而来的讨论便是《国家篇》中最有名的那部分，并且也许是最有影响的那部分。其 

中有些部分有着非凡的词章之美；读者们可以象我这样不同意他所说的话，但却不能不 

被它感动。 

    柏拉图的哲学奠基于实在与现象的区别之上，这最初是由巴门尼德提出来的；在我 

们现在所要谈到的通篇讨论里，也不断地出现着巴门尼德式的辞句和论证。然而，他谈 

到的实在却带有一种宗教的情调，那与其说是巴门尼德式的，倒不如说是毕达哥拉斯式 

的：并且其中有很多的数学和音乐，还可以直接追溯到毕达哥拉斯的弟子。巴门尼德的 

逻辑与毕达哥拉斯和奥尔弗斯教派的出世思想相结合，就产生了一种被认为既可以满足 

理智又可以满足宗教情操的学说；结果便是一种非常有力的综合，它以各种不同的形态 

影响了直迄黑格尔为止的大多数的大哲学家，包括黑格尔本人也在内。但是受柏拉图影 

响的不仅仅是哲学家。清教徒为什么要反对音乐、绘画和天主教会的繁文缛礼呢？你可 

以在《国家篇》第十卷中找到答案。为什么学校要强迫儿童学习算术呢？理由就写在 

《国家篇》的第七卷里面。 

    下面的几段就概括了柏拉图的理念论。 

    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是哲学家？第一个答案是与字源学相符合的：即，哲学家是个 

爱智慧的人。但这与一个好奇的人也可以说是个爱知识的人的那种意义上的爱知识的人， 

并不是同一回事；庸俗的好奇心并不能使人成为哲学家。因此，这个定义就应该改正为： 

哲学家是一个爱“洞见真理”的人，但是这种洞见又是什么呢？ 

    假设有一个人爱好美的事物，他决心去看一切的新悲剧，去看一切的新图画，去听 

一切的新音乐。这样的一个人并不就是一个哲学家，因为他只不过爱好美的事物，而哲 

学家则是爱着美的自身。仅仅爱美的事物的那个人是在做梦，而认识绝对的美的那个人 

则是清醒的；前者只不过有意见，而后者则有知识。 

    “知识”和“意见”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一个人有知识，就是他有着关于某种事 

物的知识，也就是说，关于某种存在着的事物的知识；因为不存在的事物并不是某种事 

物（这使我们回想到巴门尼德）。因此知识是不会错误的，因为知识之犯错误，这在逻 

辑上乃是不可能的。但是意见则可能错误。而这又是怎么可能的呢？意见不可能是关于 

不存在的东西的意见，因为那是不可能的；意见也不可能是关于存在的东西的意见，因 

为若是那样，它就是知识了。所以意见就必须是关于既存在而又不存在的东西的意见。 

    但这是怎么可能的呢？答案就是：特殊的事物永远具有着相反的特性：美的事物在 

某些方面也是丑的；正义的事物在某些方面也是不正义的，等等。一切个别的可感觉的 

对象，柏拉图这样说，都具有这种矛盾的性质；所以它们都介乎存在与不存在之间，所 

以就适于作为意见的对象，而非知识的对象。“但是那些看到了绝对永恒与不变的人们 

则可以说是有知识的，而不仅仅是有意见的。”这样，我们就达到了一个结论，即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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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属于感官所接触的世界的，而知识则是属于超感觉的永恒的世界的；例如，意见是涉 

及各别的美的事物的，但知识则是涉及美的自身的。这里所提出的唯一论据就是：设想 

有一种事物可以是既美而又不美、或者既正义而又不正义，这种设想乃是自相矛盾的； 

然而个体的事物又似乎是结合了这些矛盾的特性。所以个体的事物是不真实的。赫拉克 

利特曾说过：“我们既踏进又不踏进同一的河流；我们既存在又不存在”；把这和巴门 

尼德结合起来，我们就达到了柏拉图的结果。 

    可是柏拉图的学说里也有某些有着重大意义的东西是不能推源于他的前人的，那就 

是“理念”论或者说“形式”论。这一理论一部分是逻辑的，一部分则是形而上学的。 

逻辑的部分涉及一般的字的意义。有许多个体的动物，我们对它们都能够真确地说“这 

是一只猫”。我们所说的“猫”这个字是什么意义呢？显然那是与每一个个体的猫不同 

的东西。一个动物是一只猫，看来是因为它分享了一切的猫所共有的一般性质。没有象 

“猫”这样的一般的字，则语言就无法通行，所以这些字显然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但是 

如果“猫”这个字有任何意义的话，那末它的意义就不是这只猫或那只猫，而是某种普 

遍的猫性。这种猫性既不随个体的猫出生而出生，而当个体的猫死去的时候，它也并不 

随之而死去。事实上，它在空间和时间中是没有定位的，它是“永恒的”。这就是这一 

学说的逻辑部分。支持它的论据（无论其最后有效与否）是很有力量的，并且与这一学 

说的形而上学的部分完全无关。按照这一学说的形而上学部分说来，“猫”这个字就意 

味着某个理想的猫，即被神所创造出来的唯一的“猫”。个别的猫都分享着“猫”的性 

质，但却多少是不完全的；正是由于这种不完全，所以才能有许多的猫。“猫”是真实 

的；而个别的猫则仅仅是现象。 

    在《国家篇》的最后一卷中作为对画家进行谴责的一篇序言里，关于理念或者形式 

的学说有着非常明确的阐述。在这里柏拉图解释道，凡是若干个体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 

的，它们就有着一个共同的“理念”或“形式”。例如，虽然有着许多张床，但只有一 

个床的“理念”或“形式”。正如镜子里所反映的床仅仅是现象而非实在，所以各个不 

同的床也不是实在的，而只是“理念”的摹本；“理念”才是一张实在的床，而且是由 

神所创造的。对于这一个由神所创造出来的床，我们可以有知识，但是对于木匠们所制 

造出来的许多张床，我们就只能有意.见.了。这样，哲学家便只对一个理想的床感到兴 

趣，而不是对感觉世界中所发见的许多张床感到兴趣。他对于日常的世上事物有着某种 

程度的漠不关心：“有着高明的心灵而且又是一切时代和一切存在的观察者的人，怎么 

能对人世生活想得很多呢？”能够作哲学家的青年，在他的同伴之中会格外地显得正直 

而文雅，潜心学习，具有良好的记忆力和天生的和谐心灵。这样的一个人就将被教育成 

为一个哲学家和卫国者。 

    谈到这里，阿戴芒土斯就插进来一番抗议。他说，当他想要与苏格拉底争论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总是被苏格拉底一步一步地引向歧途，直到他原来的观念全都被颠倒过来为 

止。但是不管苏格拉底说什么，人人都可看得到情形总归是：凡是死钻哲学的人都要变 

成怪物的，更不消说要变成十足的无赖了；即使是其中最好的人也要被哲学弄得百无一 

用。 

    苏格拉底承认这种情形在现存的世界之中是真的，但是他坚持说这只能归咎于别人， 

而不能归咎于哲学家；在一个有智慧的社会里，哲学家就不会显得愚蠢了；只有在愚蠢 

的人中间，有智慧的人才被认为是缺少智慧的。 

    我们在这种二难推论里应该怎么办呢？我们的理想国可以有两种开国的方式：一种 

是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另一种是统治者成为哲学家。作为一个开端，前一种方式似乎是 

不可能的。因为在一个还不曾哲学化的城邦里，哲学家是不受欢迎的。但是一个天生的 

君主却可.以.是一个哲学家，而且“有一个就够了；只要有一个人能使一个城邦服从他 

的意志，那末他就可以实现为这个世界所如此之难于置信的理想政体”。柏拉图希望能 

在叙拉古的僭主小狄奥尼修斯的身上发见这样一位君主，但是这位年青的君主结果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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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令人失望的。在《国家篇》的第六卷和第七卷里，柏拉图谈的是两个问题：第一， 

什么是哲学，第二，一个品质相宜的青年男子或女子，怎样才能够被教育成为一个哲学 

家？ 

    在柏拉图，哲学乃是一种洞见，乃是“对真理的洞见”。它不纯粹是理智的；它不 

仅仅是智慧而且是爱智慧。斯宾诺莎的“对上帝的理智的爱”大体也同样是思想与感情 

的这种密切结合。凡是做过任何一种创造性的工作的人，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都经验 

过一种心灵状态；这时经过了长期的劳动之后，真理或者美就显现在，或者仿佛是显现 

在一阵突如起来的光荣里，——它可以仅是关乎某种细小的事情，也可能是关乎全宇宙。 

在这一刹那间，经验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事后可能又有怀疑，但在当时却是完全确凿可 

信的。我以为在艺术上、在科学上、在文学上以及在哲学上，大多数最美好的创造性的 

工作都是这样子的一刹那的结果。它对别人是不是来得也象对我个人那样，我不能肯定。 

就我而论，我发现当我想对某个题目写一本书的时候，我必须先使自己浸沉于细节之中， 

直到题材的各部分完全都熟悉了为止；然后有一天，如果我有幸的话，我便会看到各个 

部分都恰当地相互联系成一个整体。这时以后，我只须写下来我看见的东西就行了。最 

近似的类比就是先在雾里走遍了一座山，直到每一条道路、山岭和山谷一一地都已经非 

常熟悉了，然后再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远处来清晰地整个地观看这座山。这种经验我相 

信对于优秀的创造性的工作乃是必要的，但仅仅有它却是不够的；它所带来的那种主观 

上的确实可靠性，确乎也可以致命地把人引入歧途。威廉.詹姆士描写过一个人从笑气里 

面所得的经验；这个人只要一受笑气的作用，就知道了全宇宙的秘密，但是当他醒过来 

的时候，就又把它忘记了。最后他以极大的努力，乘看这种景象还未消失，就把秘密写 

了下来。等到完全清醒过来以后，他赶忙去看他写的是什么。他写下的是：“整个都是 

一股石油的气味”。看来好象是一种突如起来的洞见的东西，很可能是把人引入歧途的， 

所以当这场神圣的沉醉过去之后，就必须加以严格的检查。 

    在柏拉图写他的《国家篇》的时候，他是完全信赖他所见到的景象的，但为了把它 

的性质传达给读者，他的这种景象最后就需要有一个比喻来帮忙，那就是洞穴的比喻。 

为了引到这一步，他利用了各式各样的预备性的讨论，以便使读者看出理念世界必要性。 

    首先，他把理智世界和感觉世界划分开来；然后又把理智和感官－知觉各分为两种。 

两种感官－知觉，我们可以不必去管它；两种理智便分别地叫做“理性”和“悟性”。 

这两种之中，理性是更高级的；它只涉及纯粹的理念，而它的方法是辩证的。悟性便是 

数学里所运用的那种理智，它之所以低于理性就在于它使用的假设是它自身所不能加以 

验证的。例如在几何学里我们说：“假设ABC是一个直线三角形”。如果要问ABC实际上 

是.不.是.一个直线三角形，那就不合规矩了；尽管如果它是我们所作的一个图形的话， 

我们有把握说它绝不是一个直线三角形，因为我们不能画出绝对的直线来。因而数学永 

远不能告诉我们实际有.什么，而只能告诉我们，如果……，则会.有什么。在感觉世界 

里并没有直线，所以如果数学要具有比假设的真理更多的东西的话，我们就必须在一个 

超感的世界里找出超感的直线之存在的证据来。悟性是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但是按照 

柏拉图说，理性则可以做到这一点。理性证明了在天上有一个直线三角形，有关它的几 

何命题我们可以绝对地、而不是假设地加以肯定。在这一点上，有一个困难似乎没有逃 

过柏拉图的注意，而且这个困难对于近代唯心主义的哲学家来说也是显而易见的。①我 

们已看到“神”仅只创造了一个床，因而我们可以很自然地设想他只创造了一条直线。 

但是如果天上有一个三角形，那末他必须至少创造了三条直线。几何学的对象虽然只是 

理想的，却必须存在于许多的事例之中；我们必须有两.个。 

    圆相交的可能性，等等。这就提示了在柏拉图的理论里，几何学应该是不能达到最 

后的真理的，并应该是被贬斥为只属于现象研究的一部分的。然而我们可以略过去这一 

点，因为柏拉图对这一方面的答案是含糊的。 

    柏拉图力图用视觉上的类比来解说清晰的理智洞见和混乱的感官－知觉的洞见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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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不同。他说视觉和别的感官不同，因为它不仅需要有眼睛和对象，而且还需要有 

光。太阳照耀着的物体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在熹微朦胧之中我们就看得很模糊，在漆黑 

里我们就什么都看不见。理念世界就是当太阳照亮着物体时，我们所看到的东西；而万 

物流转的世界则是一个模糊朦胧的世界。眼睛可以比作是灵魂，而作为光源的太阳则可 

以比作是真理或者善。 

    灵魂就象眼睛一样：当它注视着被真理和存在所照耀的东西时，便能看见它们，了 

解它们，并且闪灼着理智的光芒；但是当它转过去看那变灭无常的朦胧时，这时候它就 

只能有意见并且还闪烁不定，先有这样一个意见，然后又有那样一个意见，仿佛是没有 

理智的样子。……赋予被认识的东西以真理性并赋予认识的人以认识能力的东西，就是 

我要你们称之为善的理念的东西，而你们也将会把它认为是知识的原因。 

    这就引到了那个有名的洞穴的比喻，那个比喻是说，那些缺乏哲学的人可以比作是 

关在洞穴里的囚犯，他们只能朝一个方向看，因为他们是被锁着的；他们的背后燃烧着 

一堆火，他们的面前是一座墙。在他们与墙之间什么东西都没有；他们所看见的只有他 

们自己和他们背后的东西的影子，这些都是由火光投射到墙上来的。他们不可避免地把 

这些影子看成是实在的，而对于造成这些影子的东西却毫无观念。最后有一个人逃出了 

洞穴来到光天化日之下，他第一次看到了实在的事物，才察觉到他前此一直是被影象所 

欺骗的。如果他是适于做卫国者的哲学家，他就会感觉到他的责任是再回到洞穴里去， 

回到他从前的囚犯同伴那里去，把真理教给他们，指示给他们出来的道路。但是，他想 

说服他们是有困难的，因为离开了阳光，他看到的影子还不如别人那么清楚，而在别人 

看起来，他仿佛比逃出去以前还要愚蠢。 

    “我就说，现在让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我们的天性能够明白或糊涂到什么程度：— 
—看哪！有许多人住在一个地下的洞穴里，这个洞有一个通光线的小口一直通到洞穴里 

面去；他们从小就在这里面，他们的腿和脖子都被锁着，所以他们不能动；他们只能看 

着前面，锁链使他们的头不能转过去。他们的上面和背后有一堆火在远处熊熊地燃烧着， 

在火和这些囚犯之间有一条高高的通道；如果你看过去的话，你就会看见沿着这条通道 

筑有一座低墙，好象是演木偶戏的人在他们面前所摆设的一块幕，要在这块幕上表演傀 

儡。 

    “我看见了。 

    “我又说，你看见有许多人在墙上来往，背着各种器皿，又有由木头、石头和各种 

材料做成的各种动物形状和影象出现在这座墙上吗？其中有些人在说话，有些人则沉默 

着。”你指给我看到了一幅奇异的影象，他们都是些奇形怪状的囚犯。 

    “我回答说，这就象我们自己一样，他们只看见了自己的影子或别人的影子，那些 

都是火投射在洞穴对面的墙上的”。 

    善在柏拉图哲学里的地位是很特别的。他说科学和真理都有似.于.善，但是善有着 

更高的地位。“善不是本质，而且在尊严和威力上要远远高出于本质之上。”辩证法导 

向理智世界的鹄的，即对于绝对善的知觉。正是靠了善，辩证法才不必凭借于数学家的 

假设。这里的根本假设是：与现象相对立的实在乃是十足的完全的善；所以认识善也就 

是认识实在。在整个柏拉图的哲学里也象在毕达哥拉斯主义里是同样地有着理智与神秘 

主义的揉合，但是到了最后的峰顶上却是神秘主义明显地占了上风。 

    柏拉图关于理念的学说包含着许多显然的错误。但是尽管有着这些错误，它却标志 

着哲学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因为它是强调共相这一问题的最早的理论，从此之后共 

相问题便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一直流传到今天。一切的开端总归是粗糙的，但是我们不应 

该因此便忽视它们的创造性。柏拉图所说的话哪怕是加以一切必要的改正之后，其中仍 

然有某些东西是要保存下来的。所要保存下来的绝对最低限度的东西（纵令是从最敌视 

柏拉图的观点出发）就是：我们不能够用一种完全是由专名词所构成的语言来表达我们 

自己的思想，而是必须要用一些象“人”“狗”“猫”这样的一般性的字；或者如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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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些字的话，便要用一些关系字，如“相似于”、“先于”等等。这些字并不是毫无 

意义的声音；但是假如世界全都是由那些专名词所指的个别事物所构成的话，那末我们 

便很难看出这些字怎么能够有意义了。尽管可以有回避这个论证的方法，但无论如何它 

总提供了一种表面上看起来是有利于共相的情况。我将暂时承认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效 

的。但纵使是这样承认了，也还是得不出来柏拉图所说的其余的话。首先是柏拉图完全 

不理解哲学的语法。我可以说“苏格拉底是有人性的”，“柏拉图是有人性的”，等等。 

可以认为“有人性的”这个词在这些陈述里有着严格相同的意义。但是无论它的意义是 

什么，它的意义总是指某种与苏格拉底、柏拉图或者任何其他构成人类的个人并不相同 

的东西。“有人性的”是一个形容词；要说“有人性的是有人性的”便毫无意义了。柏 

拉图所犯的错误就类似于说“有人性的是有人性的”。他认为美是美的；他认为“人” 
的共相是神所创造的人的类型的名字，而实际的人则是这个人的类型之不完全的并且多 

少是不真实的摹本。他全然没有能认识到共相与个体之间有着多么大的鸿沟；他的“理 

念”其实恰好不外是在伦理上和审美上较凡颇为高的另外一些个体罢了。到后来他自己 

也开始看出了这个困难，如象他在《巴门尼德篇》中所表现的那样；《巴门尼德篇》中 

包含有历史上一位哲学家进行自我批判的最值得注意的先例。 

    《巴门尼德篇》据说是由安提丰（柏拉图的同母兄弟）所叙述的，只有安提丰还记 

得这次谈话，可是他这时却只喜欢弄马。他们发见他正拿着一套马具，于是就费了很大 

的气力劝说他来叙述巴门尼德、芝诺和苏格拉底的那次有名的讨论。据说这件事发生的 

时候，巴门尼德已经年老（大约六十五岁），芝诺是中年（大约四十岁），而苏格拉底 

还十分年青。苏格拉底阐发了理念的理论，他肯定有相似性、正义、美以及善这些理念； 

他不能肯定有没有人这一理念；他愤怒地反对象头发、泥土、尘垢这些东西也能有理念 

的那种说法，—— 
    不过他又说，有时候他认为没有东西是没有理念的。他避开了这种见解，因为他怕 

陷入到一场无止境的无聊争辩的深渊里面去。 

    “巴门尼德说道，是的，苏格拉底；那是因为你还年青。如果我不错的话，那么总 

有一天哲学会更牢固地把握住你的，那时候你就不会蔑视哪怕是最卑微的事物了。”苏 

格拉底同意，依他的看法，“有某些理念是为其他一切事物所分享的，并且事物由此而 

得到它们的名字；例如相似者之成为相似，是因为它们分享了相似性；伟大的事物之成 

为伟大，是因为它们分享了伟大性；正义的和美的事物之成为正义的和美的，是因为它 

们分享了正义和美”。 

    巴门尼德继续列举了许多难点。（1）个体是分享全部的理念呢，还仅仅是分享其一 

部分呢？无论是哪一种观点，都可以有反驳的理由。如果是前者，那么一个事物就必须 

同时存在于许多地方；如果是后者，则理念既然是不可分割的，那么一个具有“小”的 

一部分的事物就要比“绝对的小”更加小，而这是荒谬的。（2）当一个个体分享一个理 

念的时候，个体和理念就是同样的；所以就必须另有一个既包含这个个体又包含原来的 

理念的理念。于是就必须再有一个理念包括这个个体和这两个理念，如此类推从至无穷。 

这样，每一个理念就不止是一个，而会变成为理念的一个无穷系列。（这和亚里士多德 

关于“第三个人”的论证是同样的。）（3）苏格拉底提示说，理念也许仅仅是思想；但 

是巴门尼德指出，思想必须是关.于.某种事物的。（4）由于以上第（2）条所举的理由， 

所以理念便不能与分享它们的个体相似。（5）如果有任何理念存在的话，它也一定不能 

被我们所认识，因为我们的知识不是绝对的。（6）如果神的知识是绝对的，他就不能认 

识我们，因此也就不能统治我们。 

    然而理念论并没有完全被放弃。苏格拉底说，没有理念，心灵便没有可以依据的东 

西，因此便摧毁了推理过程。巴门尼德告诉他说，他的难点来自于缺乏预先的训练；但 

是始终并没有达到任何确切的结论。 

    我并不以为柏拉图对于可感觉的个体的实在性所做的逻辑反驳是经得起检查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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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他说，凡是美的在某些方面也是丑的，凡是成倍的也是一半，等等。然而当我们谈到 

一件艺术品在某些方面是美的，而在另些方面是丑的的时候，分析总可以使我们能够说 

（至少在理论上）：“这一部分或这一方面是美的，而那一部分或那一方面是丑的”。 

至于“一倍”和“一半”，则这些只是相对的名词；2是1的一倍，是4的一半，这一事实 

并没有任何矛盾。柏拉图由于不了解相对性的名词，所以经常遇到麻烦。他以为如果A大 

于B而小于C，那末A就同时是又大又小的，在他看来这就是一种矛盾。这种麻烦是属于哲 

学上的幼稚病。 

    实在与现象之间的区别，是不会有巴门尼德和柏拉图和黑格尔所分派给它的那些结 

论的。如果现象实在有表现的话，那末它便不是无物，并且因此之故它便是实在的一部 

分；这是一种正确的巴门尼德式的论证。如果现象实在没有表现的话，那末我们为什么 

要对它伤脑筋呢？但是也许有人要说：“现象实在并没有表现，但是它却表现得有表现”。 

这种说法也没有用，因为我们还可以问：“它是实在表现得有表现呢？还是仅仅表.现. 
为表现得有表现呢？”即使现象是表现得有表现的话，我们迟早也总会达到某种实.在. 
有表现的东西的，因此它便是实在的一部分。柏拉图绝不会梦想到要否认我们面前是表 

现着有许多张床的，尽管说只能有一张唯一实在的床，亦即神所创造的那张床。但是他 

似乎并没有正视我们面前有许多表现的这一事实的涵义，而这种“多”正是实在的一部 

分。任何一种想把世界分成为若干部分而使其中的一部分要比别的部分更为“实在”的 

试图，都是注定了要失败的。 

    与此相联系着的便是柏拉图的另一种奇怪的见解，即知识和意见必定是涉及到不同 

的题材的。我.们.应该说：如果我以为天要下雪了，这就是意见；如果后来我看到天是 

在下雪了，这就是知识；然而在这两种情形下，题材都只是同一个。可是柏拉图却以为 

在任何时候只要是能成为意见的东西，就永远不能成为知识的材料。知识是确实可靠的 

而且不会错误的；意见则不仅仅会错误而且必然是错误的，因为它假定了仅仅是现象的 

东西的实在性。这一切都是在重复着巴门尼德所已经说过的东西。 

    有一个方面，柏拉图的形而上学显然与巴门尼德的形而上学不同。对巴门尼德来说， 

只有“一”存在；但对于柏拉图来说，则有着许多的理念存在。不仅仅有美、真和善； 

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还有神所创造的天上的床、天上的人、天上的狗、天上的 

猫，等等，凡是挪亚方舟里的东西无不具备。然而这一切在《国家篇》里似乎并不曾好 

好地想通过。柏拉图的理念或形式并不是思想，虽说它可以是思想的对象。然而既然理 

念的存在是没有时间性的，而当神决定创造的时候，除非是他思想里已经先有了那张据 

说是由他所制造出来的柏拉图式的床的本身作为对象，否则他就不能够决定创造出一张 

床来；所以我们实在很难明白神是怎么能够创造出理念来的。凡是没有时间的，必然不 

是被创造出来的。这里，我们就遇到那个曾使得许多有哲学头脑的神学家感到烦恼的困 

难了。唯有这个偶然的世界，这个在时间和空间之内的世界，才能是被创造出来的；但 

这又正是那个被贬斥为是虚幻的而且是坏的日常世界。因此创造主就似乎是仅只创造了 

虚幻和罪恶。某些彻底的诺斯替派就干脆采取了这种观点；但是在柏拉图则这种困难还 

没有浮到面上来，在《国家篇》里他似乎从来没有察觉到过有这个问题。 

    哲学家要成为一个卫国者，按照柏拉图说，就必须回到洞穴里面去，并且和那些从 

来不曾见过真理的阳光的人们生活在一片。看来神自己如果想要改造他自己的创造物的 

话，似乎也必须这样做；一个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者是可以这样解说基督的肉身降世的。 

但是这仍然完全不可能解释，何以神竟然要不满足于理念世界。哲学家发见洞穴存在， 

他就被仁慈心所驱使而回到洞穴里去；但是人们会想，如果创造主真的创造了万物的话， 

他是完全可以避免洞穴的。 

    也许这种困难只是从基督教的创造主的观念里面产生出来的，而不能苛责于柏拉图； 

柏拉图说神并没有创造万物，而只是创造了美好的事物。按这种观点，则感觉世界的多 

重性便应该在神以外另有别的根源了。也许理念并不是被神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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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出.来.的，而只是神的本质之组成部分。这样，显然为理念的多重性所含有的那 

种多元主义也就不是最根本的了。最根本的只有神，或者说善，而理念则是形容神的。 

无论如何，这是对柏拉图一种可能的解释。柏拉图接着便对一个将成为卫国者的青年所 

必需的专门教育作了一番有趣的描述。我们已经看到，青年人之获得这种荣誉是根据理 

智品质和道德品质的结合而被挑选出来的：他必须正直、儒雅而好学，有着很好的记忆 

力与和谐的心灵。因具有这些优点而被挑选出来的青年人，从二十岁到三十岁要从事研 

究四种毕达哥拉斯派的学问：数学（片面的与立体的）、几何学、天文学与和声学。这 

些学问绝不能以任何功利主义的精神去追求，而只是为了准备使他的心灵能够洞见永恒 

的事物。例如在天文学上，他不能过多地关心实际的天体，而应关心于理想天体的运动 

的数学。这在近代人听来，可能是非常之荒谬的；然而说来奇怪，这在实验天文学方面 

却证明了是一种非常有用的观点。这种情形的出现方式是非常可怪的，值得我们深思。 

    行星所表现的运动，在它们还不曾被人做过深刻的分析以前，一直是显得不规则的、 

复杂的，而决不会是象一个毕达哥拉斯式的创造主所选择的那种样子。显然，每个希腊 

人都觉得，天体是应该体现数学之美的，而行星唯有在做圆的运动时才能如此。由于柏 

拉图之强调善，所以这一点对柏拉图是会特别明显的。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有没有 

任何一种假说能把行星运动在外表上的无秩序转化为秩序、美和单纯呢？如果有的话， 

那末善的理念就会证明我们之主张这种假说是正当的。撒摩的亚里士达克找到了这样一 

种假说：所有的行星，包括地球在内，都以圆形在围绕着太阳运转。这种观点两千年来 

是被人否定的，一部分理由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权威，亚里士多德曾把一种颇为相似的 

假说归之于“毕达哥拉斯学派”（《论天》293a）。这种学说又被哥白尼所复活了，而 

它的成功似乎证明了柏拉图在天文学上的审美偏见是正当的。然而不幸开普勒发见了行 

星是以椭圆形而不是以圆形在运动着的，太阳位于一个焦点而不是位于圆心；后来牛顿 

又发现了它们甚至于不是以严格的椭圆形在运动着的。于是柏拉图所追求的，而且显然 

是被撒摩的亚里士达克所发现的，那种几何学的单纯性就终于证明是虚妄的了。 

    这一段科学史就说明了一条普遍的准则：任何假说不论是多么荒谬，都可.以.是有 

用的，假如它能使发现家以一种新的方式去思想事物的话；但是当它幸运地已经尽了这 

种责任之后，它就很容易成为继续前进的一种障碍了。把对于善的信仰当作科学地理解 

世界的一把钥匙，这在一定的阶段上对天文学曾经是有用的，但是在以后的每一个时期 

它都成为有害的了。柏拉图的——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的与审美的偏见曾大大 

地扼杀了希腊的科学。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柏拉图对于算学和几何学赋予了极大的重要性，而且算学和几 

何学对于他的哲学也有着极大的影响；但是近代的柏拉图主义者却几乎毫无例外地全都 

不懂数学。这就是专业化的罪过的一个例子：一个人要写柏拉图，就一定得把自己的青 

春都消磨在希腊文上面，以致于竟完全没有时间去弄柏拉图所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了。 

    ============================== 
  ①美国版作“有一个困难似乎逃过了柏拉图的注意，虽说这个困难对于代唯心主义 

的哲学家来说乃是显而易见的”。——中译本编者 

    ------------------ 

  素心学苑  收集整理 

不用1分钱,自己开店做老板
零成本,零风险,无进货及积压烦恼 开个网店,
就是这么简单,快上数百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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