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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孔子和苏格拉底，分别代表了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源头，从17世纪开始，西方人就开

始比较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本文拟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比较孔子和苏格拉底。为什么同为大

师，孔子成了中国第一个编辑家，著作等身，而同一个时代的苏格拉底，却一生没有著作，他

的言行和思想是靠弟子柏拉图和齐诺芬替他记述流传下来的。而且在中国古代编辑家队伍中，

出现了多位大学者，而西方古代难得出现大编辑家。 

    本文不是为了炫耀“我们的祖先有多阔”，而是寻找原因。苏格拉底并非做不了编辑家，

答案在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中国古代重文字，西方古代言语优于文字。所以，古代中国的统治

者比西方更加重视编辑工作，在中国做编辑的社会地位，要比在西方高得多。 

    关键词  孔子；苏格拉底；编辑家；编辑学术地位；中西比较；文化背景；“语音中心主

义”；“语音中心主义” 

    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孔子（前551-479）与苏格拉底（前469-399），分别代表了中国和西方

文化的源头。他们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一个是中国的圣者，一个是西方的智者；一个

是中国人的“至圣先师”，一个被奉为西方人的“导师”。他们的思想分别决定了东西方文化

的走向，两人至今尚为世人称颂不已。 

    从17世纪开始，西方人就开始比较孔子和苏格拉底。进入现代，3次“孔子与苏格拉底”

哲学国际研讨会，分别于1998年在希腊、2000年在中国、2002年在希腊举行。本文拟从一个全

新的角度，来比较孔子和苏格拉底。 

    同为文化大师，为什么孔子成了中国第一个编辑家，而同一个时代的苏格拉底，却一生没

有留下文字，更谈不上是编辑家。另一方面，在中国古代编辑家队伍中，出现了多位大学者的

身影，而西方古代难得出现大编辑家。 

    综观中国古代编辑史，并与西方古代编辑历史作横向比较，就不难发现一个看似奇怪的现

象：中国古代，许多编辑家同时又是大学问家、著作家甚至是思想家，周代的孔子、汉代的司

马迁和刘向、宋代的司马光和郑樵等等，而西方古代难得出现大编辑家。 本文不是为了炫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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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祖先有多阔”，而是寻找原因。苏格拉底并非做不了编辑家，答案在于文化背景的差

异：中国古代重文字，西方古代言语优于文字。所以，古代中国的统治者比西方更加重视编辑

工作，学者也希望通过编书立言而辉映史册。 

一、惊人的相似 

    今天我们谈哲学精神和传统文化，在西方不能不上溯到苏格拉底（前469年-前399年），

在中国不能不上溯到孔子（-前479年）。 

    作为中西历史上的惊人巧合，苏格拉底和孔子有许多相似之处，以致于有人将苏格拉底比

做希腊的孔子，将他的学生柏拉图比做希腊的孟子。 

    第一，孔子死后10年苏格拉底出生；两人都活到了“古来稀”，孔子享年73岁，苏氏70岁

的时候被迫服毒而死。 

    第二，他们都生活在乱世。孔子的春秋时代，五霸纷争，民不聊生，他寝不安蓆，周游列

国，思所以行其道。苏格拉底所处的希腊半岛，城邦纷立，战争不断。 

    第三，当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学术地位方面，他们都是伟大思想家的典型，分别思考

到人生和社会的许多重大问题，也都培育出了不少杰出的学生。 

    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并塑造了“亚洲价值观” 。他创立的儒家学派，以系统的

学术思想、明确的治世纲领、可行的治国方略，构建中国的文化。西汉武帝时推行“罢黜百

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之后，儒家思想作为治世之学，逐渐成为官方认定的正统思想。儒学以

深远的影响，居佛、道、儒三教之首，是中国文化精髓所在。 

    苏格拉底是西方智慧的代表，以独特的思想与实践、崇高的人格与精神，照耀了古希腊和

整个西方文明。 

    第四，苏格拉底和孔子都采用对话的形式讲学，并拒绝把自己的教诲写成文字。后世保存

下来的关于孔子和苏氏的文本，都不是他们直接撰写而是后人的记载，而文本的形式都是对话

体。 

    在西方人看来，历史上有三个伟人没有留下自己“亲笔”作品，但对人类文明产生了重大

影响。[1]流传下来的《论语》，是由孔子的学生在他去世后编撰的；记录苏格拉底思想的

《辩白》，是由他的学生柏拉图在他被处死以后撰写的；描述耶稣言行的《福音书》，也是由

他的门徒在他被钉上十字架后几十年里完成的。  

二、重要的不同 

    作为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人，孔子和苏格拉底不同之处也很多，如哲学思想、学术观点、教

育思想等都不同，但本文仅从编辑史的角度探讨。 

    尽管都不愿意用文字留下自己的原创思想，都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但在拒绝“动笔”

方面，苏格拉底做得要比孔子彻底得多。 

    苏格拉底的不立文字（不写作），是既不写也不编。而孔子虽然不写，却呕心沥血地编

辑、整理文化古籍。 

    当代许多学者认为，孔子是我国第一位大编辑家，他编《六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古

典文献进行总结账式的大整理。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自己从整理古籍中选编教材的大编



辑家”。[2] 

    孔子编辑古籍的历史贡献在于：打破了文化知识为贵族垄断的局面，首创书籍的多种体

裁，使中国史学脱离神话的轨道，有效地保存了中国古代的文史资料，树立了中华一统的爱国

主义思想。 

    复旦大学教授姚福申指出，孔子是“第一个将官藏档案文献经过校订、选编以书籍形式流

传于民间的首创者”，“对我国古典文献作如此全面的审读、删订和编纂的，在中国历史上，

孔子是第一人”。[3] 

    在整个古代，西方难寻著名编辑家，而在中国，除孔子之外，古代编辑家队伍中，还出现

了许多大学者的面孔。以下略举几例。 

    （一）西汉杰出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他编写的《史记》，记叙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

年间，共计三千多年的历史，全书共50多万字。他生活在古代中国，却知道以世界视野研究中

国历史，观察世界各民族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写了许多与汉朝帝国有关的其他地区与民族

的历史。1957年，司马迁被联合国命名为“世界历史之父”。 

    （二）西汉学者刘向。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对中国编辑事业作出了三大贡献：①使儒学

著作首次得到系统整理；②确立起目录学框架；③基本上完成了我国校雠事业的奠基工作。 

    （三）宋代学者司马光。花费15年时间主编《资治通鉴》的陕西人司马光，一生研究史

学、经学、哲学、诗词乃至医学等，著述甚多。在《通鉴》系列著作中，还有《通鉴举要历》

80卷等。另外，尚有其他著作200余卷，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孝经》、《易

说》、《医问》等等。 

    （四）宋代郑樵。郑樵是我国宋代伟大的史学家和科学思想家，博通经旨、礼乐、文字、

天文、地理、虫鱼、方书。他编纂的《通志》,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名著。 

三、原因初探 

    苏格拉底之所以没有编书，没有像孔子那样成为大编辑家，并不是因为能力问题，而是他

愿意不愿意编的问题。造成这种差异，可以从文化背景中找到答案。 

（一）西方奉行“语音中心主义” 

    英文以及一切拼音文字，都是“语音中心主义”文字。文字跟着语言走，书写跟着读音

走。拼音文字注重拼音，更多的是言语，而不是文字，其文字使其言语具有聆听的性质。所

以，西方文明则重声音、重言说、重聆听。[4] 

    语言、文字都既是交流的符号，也是文化的载体。自从进入拼音文字时代，在西方文化

中，一以贯之的传统是重言语轻文字。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有了语音中心主义，认为言谈优

于书写，书写由声音派生。 

    苏格拉底认为，在同一性的思想、言语和文字等级系列中，人的思想无疑处于最接近“上

帝之思”的真理起源和中心的位置；而人的口头语言和文字更是思想表达的工具。 

    苏格拉底“不立文字”以来，西方文化传统总是鄙夷书面语言--文字，认为最好的工具也

辞不达意。[5] 

    在西方传统中，人们看重对话，认为它是一种双方在场的交流活动，使语境不发生变化，

思想的传达使确切的，不可能产生歧义。世上万物的存在都与它的“在场”紧密相联。言语与

 



意义之间有一种自然、内在的直接关系。言语是讲话人思想“自然的流露”，是其“此刻所

思”的透明符号。 

    书写和文字，由于交流不在场，表达思想的人和接受者不在同一时间、空间，文字保留时

间虽长，却是导致误解和误读的根源。就传达意义而言，在场的言谈比不在场的书写更优越。

则传统地被认为是第二位的，是一种对于声音的代替，是媒介的媒介。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苏格拉底的“述而不作”比孔子更彻底。苏格拉底认为，书籍会使

人懒于思索，强不知以为知。所以大思想家不把自己的思想写在纸上，而把它写在心灵里，写

在自己的心灵和弟子的心灵里。 

    苏格拉底一生没留下任何著作，却并未妨碍他成为“西方哲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他聚

徒讲学，却一生不立文字，言行由他的徒弟柏拉图和齐诺芬记录下来。 

    苏格拉底的最出名的徒弟柏拉图，受老师影响，多数著作都采用对话体，而非写作。柏拉

图称文字是儿童的玩意，而言语却是成人的智慧。 

（二）中国“文字中心主义” 

    与西方的“语音中心主义”相比，中国古代文化重文轻言语字，可以称为“文字中心主

义”。象形文字注重的是文字，而不是言语，其性质在于阅读与目视。中国文化是重书写的文

明，更重视目视。[6] 

     汉语是文字中心主义：语言跟着文字走。古时候，南方的广东人、北方的陕西人等等，

各说各的方言，多数字的发音五花八门，互相听不懂，怎么交流呢？搞“话同音”太难，秦始

皇便推行“书同文”。“书同文”为两千年的“大一统”立下了汗马功劳。统一的文字，使中

央政府和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也能保证稳定的信息联系，促进了各地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联

系。尽管幅员广阔，交通不便，但可以用文字作为纽带，来维系国土统一。象形文字注重的是

文字，而不是言语，其性质在于阅读与目视。所以，中国文化是重书写的文明。 

    一、尊崇文字的心理和风俗习惯，使通过立言以达到不朽，成为中国古代学者的人生奋斗

目标。而立言最重要的方式，无非是著书、编书、印书，所以编辑工作在社会文化心理结构中

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孔子、司马迁、刘向、司马光等学者，皆通过编书立言而万世流芳，不

仅成为思想家、史学家，也被后人称为杰出的编辑家。[7] 

    二、“文字中心主义”价值观，使中国历代统治者对编辑工作高度重视，编辑社会地位

高，很受尊敬，出现了一流学者做编辑的局面。 

    我国历朝历代，多数都很重视巩固与发展有利于其统治的文化，重视编辑工作，设有负责

文献的生产和管理的机构，如两汉、魏晋、隋、唐、元、明设秘书监，宋代设馆阁、崇文院及

秘书省，清代设官书局等。现在遗留下来的古籍中，有不少标注着“敕修”、“奉敕编修”字

样。 

    尤其是自宋代开始，形成了官刻、坊刻、私刻的三大图书出版系统。官刻是中央和地方政

府开办的编书刻书机构，组织了许多工程浩大的释藏、道藏和大型类书、丛书的编辑印制工

作。像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四库全书》等杰作，还都是由朝廷重臣领衔，在皇帝的

直接支持下完成的。刘向父子整理儒学著作以及创立目录学，是汉成帝下诏，让他们整理皇家

藏书是实现的。 

    朝廷办官刻时，用人时严格选才，任命大学者做编辑；编者们身兼官职，有相当高的政

治、经济待遇；编辑过程中有充足的人、财、物后勤保障等。 



    司马光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称赞、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设立书局，自择官属，神

宗以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制序文，以示重视。除了允

许其借阅国家所有的图书资料外，神宗还将颖邸旧书3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参考。修书所需

笔、墨、绢、帛，以及果饵金钱之费，尽由国家供给，为他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司马光著

史，还选取了刘恕、范祖禹等人做为助手，他们既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又与司马光在政

治、史学上观点一。[8] 

四、结语 

    中国古代，一流学者做编辑，并涌现出孔子等许多大编辑家，而古代西方难寻著名编辑

家，苏格拉底甚至连编辑也不做，并不能反映文化的优劣，而是在不同的价值观下做出的不同

的选择，不能说明我们祖上比人家高明。语音中心主义的西方文化有它的优点，也有值得我们

借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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