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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形而上学》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重要的哲学著作。
它是西方思想传统中的最重要的经典文本，或者说是奠定西方思想传统的重要著作，它展示了人类理
性对于事物最普遍的面相和终极的原因的探索。
本书最终考察了人类知识的形成，进而提出关于普遍知识的理论，从根本上奠定了西方哲学思想的基
本概念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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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古希腊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
     
　　亚里士多德所涉及的学术研究领域几乎涵盖了当时已有的全部学科，并留下了大量的著作，主要
有《形而上学》、《工具论》、《物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等。
他创立了形式逻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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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写在《经典通读》第二辑前面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一个形而上学体系——《形而上学》导读第一卷  哲
学的意义和研究对象第二卷  哲学研究概论第三卷  哲学研究的主题第四卷  哲学研究的范围第五卷  哲
学术语的解释第六卷  学科分类与存在第七卷  关于实体第八卷  质料与形式第九卷  潜能与现实第十卷  
相反、居间者第十一卷  哲学研究的有关问题第十二卷  宇宙的总因第十三卷  数学对象与理念第十四卷
 数与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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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卷 哲学的意义和研究对象　　一、智慧是关于本原与原因的科学　　求知是人类的本性。
人类通常使用感觉来认识事物，而在诸多感觉之中，视觉最受青睐。
因为通过观看，我们能够辨明事物之间的许多差别，从而更准确地认识事物。
　　动物也有感觉，有些动物甚至还能从感觉中获取记忆，这就使得它们比其他动物要显得更为聪明
一些。
但所有的动物，包括那些更为聪明的动物，都因为没有经验的获得而无法与人类相比。
人类凭借记忆的多次积累而形成经验，并将经验转化为科学和技术，他们是唯一有着技术和推理的群
体。
　　经验和技术在实践中的区别从表面上看似乎并不明显。
但事实上，经验是一种个别知识，技术则是一种普遍知识。
知识和技能更适合归属于技术的范畴而非经验的范畴。
那些有技术的人要比那些有经验的人更有智慧，因为他们不仅知道事物的所然，还知道物的所以然，
即原因。
而那些有经验的人却只知道事物的所然，而不知道事物的所以然。
知其所以然者能教授他人，不知其所以然者则不能教授他人。
所以，技术比经验更像是一门科学。
此外，我们还不能把感觉当做智慧。
尽管对个别事物的认识不得不通过感觉，但感官并不能告诉我们事物的原因，如它只能告诉我们火是
热的，却不能说明火为什么是热的。
　　那些发明了技术的人之所以能够得到世人的称羡，不仅是因为这些发明有实用价值，更是因为发
明人聪慧过人。
而在众多的发明之中，不以实用为目的的发明，如只是为人们提供快乐的发明要比以满足必需为目的
的发明更有智慧，而既不为生活所必需，也不以娱乐为目的的知识，如数学，其智慧又远在前两者之
上。
　　那到底什么才是智慧呢？
结合之前的分析，即有经验的人比有感觉的人更有智慧，有技术的人比有经验的人更有智慧，思辨科
学比创制科学更有智慧等，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关于某些本原与原因的知识就是智慧。
　　二、哲学的性质　　智慧是关于什么原因、什么本原的科学，是哲学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对智慧之人的理解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
怎样的人才算是有智慧？
我们认为，智慧之人几乎无所不知，即使是那些常人不易了解的事物，他们也知道。
他们能够向他人准确地传授各种原因；以科学本身而不是以其应用为目的而从事着研究。
并且智慧之人应该能够主动作为，发号施令，而智慧不如他的人则应该服从于他。
　　智慧之人何以能做上述诸点？
只有了解事物背后的全部依据，尤其是那些常人往往不易探究到的决定事物本质的最原始和最初的原
因，他才能具有最全面的知识；也只有关于个别事物原因探讨的思辨科学，才更适宜拿来传授；也只
有最值得研究的最初原因为对象的科学才是最高科学，它在各种科学中居于最主导的地位，对其他科
学有着指导意义。
　　哲学就是这样一种科学，它是关于事物最初本原和原因的科学，属于思辨科学的范畴。
　　哲学研究起源于人类对自然万象的思考——日月生辉、斗转星移、万物存灭等，它们在让人类感
到神秘的同时激发了他们为摆脱无知的探索。
这种对于哲理的探索，显然不是为了实用，而是为了纯粹的求知。
因此，哲学当之无愧的是各门科学中唯一的为学术自身而存在的科学。
　　哲学是各种科学中最为神圣的科学。
它的研究对象，即万物的最初原因与神相关，因为神作为万物各种原因的起点已经是世所公认，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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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神才掌握最多的这类知识。
其他科学和哲学相比的确更为实用，但任何科学都不如哲学神圣。
　　三、早期哲学家关于事物原因的探索　　对于事物的认识开始于对于事物原因的认识。
原因有四种：一是本因，即形式或本质意义下的实体；二是物因，即质料和载体；三是动因，即事物
运动及变化的来源；四是极因，即事物生成与运动变化的目的。
以前的哲学家也曾经谈到过某些本原和原因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启发。
　　早期的哲学家们大都认为万物的本原是以质料为形式的。
无论事物的表面发生何种变化，它的本性是永远存在并保持不变的。
但在这种本原的表现形式和具体数量上，他们又有各自不同的看法。
这类学说的创始者泰勒士说这种本原是水；阿那克西美尼与第欧根尼则认为气先于水，它才是最高的
本原；而迈特庞图的希波索斯和爱非斯的赫拉克利特则认为火是万物之原；恩培多克勒则主张土、水
、气、火是万物之原。
克拉佐门的阿那克萨戈拉则认为本原是无限的。
　　从他们的观点来看，似乎万物的原因只有在质料形式下才可称为因。
但这一原因并不能解释事物的运动变化，木材不能自己变成床，青铜不能自己制造成型，载体自身不
可能造成自身的变化。
所以，我们需要探索另一种本原，即事物发生运动变化的原因。
　　四、另外一些关于本原的观点　　巴门尼德和赫西俄德认为，情爱及欲望是现存万物本原。
恩培多克勒则把友爱与争斗当做本原，以此来解释自然中存在着的美与丑、善与恶等对立的事物。
但这些人似乎并未注意到质料因和动因之外的其他原因，而且即使对于这两种原因，他们似乎也并不
能很清楚地予以阐释，就连他们自己都几乎不用或者很少使用他们的原理。
在这些人当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恩培多克勒，他首次把二分法引入了原因理论，即运动的本原不是
一个，而是彼此相对立的两个。
此外，他的关于质料形式有四种的观点也是前所未有的，而留基波和德谟克里特认为，充实和虚空，
即存在和非存在才是事物的本原。
差别也是事物的原因，这些差别有三种，分别是形状、次序和位置。
　　五、以数学为基础的本原论　　素以数学领先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
所有事物的本质和偶性都是由数塑造出来的，数是自然万物之源，万物也都可以用数来说明，数的要
素就是万物的要素。
全宇宙也是一个数，宇宙的各部分在数的作用下共同形成一个完整秩序。
在他们看来，数才是事物的本原、质料或偶性。
而数自己也有它的元素，数的元素就是偶和奇。
　　他们当中还有些人则将此观点延伸开来，认为本原有十对，依次为：有限对无限，奇数对偶数，
一对多，右对左，雌对雄，静对动，直对曲，明对暗，善对恶，正方对长方。
阿尔克迈翁的观点也与此类似。
在他那里，事物都是成对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如白与黑，甘与苦，善与恶，大与小。
与毕达哥拉斯学派不同的，他所谓的这些相反的东西相对随意些，不像毕达哥拉斯学派那样有确定的
数目与内容。
　　我们所能从这些思想家的观点中获得的也就这么多了，即存在物的本原是相反的，甚至对于这些
相反的本原都是些什么，这些思想家们都给了详尽的阐释。
但他们却始终没能让我们清楚地了解他们所谓的本原和我们所要探究的原因如何才能联系起来。
　　上述这些观点与旧观点中的“自然由多种元素构成”的说法如出一辙。
但也有些人把宇宙的构成元素看成是单一的，这个“-”在他们那里是一种不发生变化和运动的存在。
至于这个“-”究竟是什么，他们的说法又发生了分歧：巴门尼德所谓的“-”是原理的一，麦里梭所
谓的“-”则是质料的一，克塞诺芬所谓的“-”就是神。
这些人当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巴门尼德的观点。
他认为，非存在和存在相比显得无足轻重，甚至毫无意义，所以断言存在就是一，除此之外并无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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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提出了两种原因和两个本原，即热与冷，也可以说是火与土。
他把热归属于存在，冷归属于非存在。
　　在此我们可以先总结一下这些古代哲学家们关于事物原因的探索。
从一开始，人们就将有形体的东西，如水、火等当做事物的本原，尽管在有形体是一个还是多个上面
，大家存在分歧.但都认同这些本原的存在形式是质料。
一些人还在这种物因之外又举出了动因，即事物发生运动或变化的原因，这部分人中有的说动因只有
一种，有的说动因有两种。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讨论也曾涉及物因和动因，但他们在此之外还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如他们认为有限
与无限不是火或地或类似元素的本性，无限与“一”正是他们所谓事物的原因，而这就是数成为万物
之本原的根据。
　　六、柏拉图关于事物原因的观点　　柏拉图的哲学在大体上与这些思想家比较接近，但又有着自
己的特点。
他赞同赫拉克利特的观点，即一切感性事物，也就是可感事物永远处在流变之中，而且想要认识这些
事物是不可能的。
柏拉图借鉴了苏格拉底关于用定义来解释事物的观点，但又反对将定义用于普遍事物。
他认为，由于感性事物处在不断变动之中，不可能有一个永远适用于它的定义，因而定义是关于非感
性事物的，而不是关于感性事物的。
而这些非感性的东西在他那里被称为“理念”，那些感性的东西则需要用理念来解释说明。
柏拉图用“分有”这个词来解释和理念同名的事物的存在。
　　他还说，在感性事物与形式以外，还有数学对象。
数学对象具有居间性，它们和感性事物不同，因为它们是永恒不变的；它们和形式也不同，因为形式
是单一的，而数学对象则不是单一的，而是数量众多的，且其相互之间往往类似。
　　形式既然是其他一切事物的原因，那么形式的构成元素也就是一切事物的构成元素。
从质料的意义上来讲，大与小是其本原；从实体的意义上来讲，一则是其本原。
他同意毕达哥拉斯学派所说的一是实体，也同意他们所说的数是一切事物的原因。
但他也有自己的独特观点，即他认为无限不是单一的，它是由一个双数，即大与小构成的。
此外，他还认为数离开感性事物而独立存在，这也与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事物就是数的观点不同。
他将一与数从事物中分离出去，又引入了形式来解释。
他还认为，双数也是一种实体，是各种数目据以产生的基础。
但这一理论并不令人信服。
因为根据他的观点，形式是一次生成，而单一的质料却通过多次制作才能完成。
众所周知，一个质料只能制成一张桌子，而根据桌子的样式却可以制作出许多桌子来。
　　柏拉图显然只讨论了两种原因：事物是什么方面的原因，即事物的形式因；事物在质料方面的原
因，即事物的质料因。
质料因是就事物的载体角度而言的，形式因则是以质料因为依托，描述感性事物。
他所采用的形式是一对，即大和小。
他还像他的前辈，如恩培多克勒与阿那克萨戈拉一样，把善和恶的原因归结为两种。
　　七、各家观点小结　　以上就是前人关于事物本原或原因的探索，从中我们发现，所有这些关于
事物本原或原因的探索都没有超出我们在物理学中的相关讨论而有所创意。
他们中有的人把质料作为事物的本原，但对这些质料是什么又各有不同的观点。
有的人主张质料只有一种，有的人则认为不止一种；有的人认为是有形体，有的人则认为是无形体，
如柏拉图所谓的“大与小”，意大利学派所谓的“无限”，恩培多克勒所谓的“四元素”（火、地、
水、气），阿那克萨戈拉所谓的同素体的无限。
有的人主张气、火、水中的一种为主要元素，另一些人则把某种比火密，比气疏的东西作为主要元素
。
　　上述这些思想家只把握了这一个原因，而另外一些人则提到了动因，即事物发生运动变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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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有人把友爱与争斗，或理性，或情爱作为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
有人把存在和一视为实体的原因，但事物却又并非因为它而产生存在。
但对于事物何以是这个样子的原因，没有人做过清楚的说明。
　　所有这些思想家关于原因的论述都证明了我们对原因的分析是正确的，同时表明探索事物原因或
本原都需要借用诸如此类的方法。
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步考察各家的观点以及他们在事物本原问题上的态度和所可能产生的疑问。
　　八、各家观点评述　　我们首先来看那些把事物的原因只归结为一种的观点。
主张宇宙的唯一原因是某种质料，而这种质料又专指有形体的实体，这显然是误人歧途了。
因为他们无视事实上存在着的无形体事物的元素而只讲有形体事物的元素。
他们也关注事物生成、存在和消灭的原因，却只是从事物本性的角度试图予以阐释，却未从根本上涉
及事物发生运动变化的真正原因。
此外，他们在探究事物的原因时也并不涉及事物的本体。
他们还轻率地将除了土以外的单纯实体都当做事物的本原，却并不探究火、水、地、气是如何互相生
成的，而它们的相互生成关系恰恰就是决定事物先后的重要决定因素。
　　人们一般认为，事物是由最基本的元素物质合并构成的，而这些最基本的元素应是属于实体中精
细的微粒。
基于这种观点，除了土这一明显颗粒太粗的质料不曾被当做事物的唯一元素之外，其他三种元素——
火、水、气，则都有人主张其为唯一元素。
但根据上述主张，那些认为地、水、气以及某种比气浓比水稀的物质为唯一元素的说法，都不如主张
火是唯一元素的说法正确。
但如果说物质的本性是在其生成之后产生的话，那么和上述观点相反的说法才算是正确，即应该是水
的形成先于气，地的形成先于水。
以上就是主张一种元素是事物原因的观点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而主张多种元素是事物原因的观点也是存在问题的。
以恩培多克勒认为事物具有四种实体原因为例，这样的观点同样存在问题。
如我们所见，事物处在互生互成当中，火并不永远都是火，土也并不永远都是土。
至于事物发生运动变化的原因无论是归结为一个还是两个原因，都不具有说服力。
按照他的论点，冷不生热，热不生冷，也就是说冷生热、热生冷的质变是不可能产生的。
如果认为变化是可以产生的，就必须承认事物本身还具有与其本性正好相反的性质，如它能成火也能
成水，而对于这一点，恩培多克勒是不承认的。
　　阿那克萨戈拉的观点中也有关于两种元素的认识。
但他所说的一切事物，在最初时都是混杂在一起的，显然是荒谬的，因为这并不合乎事物的本性。
而且，根据这一观点，各种偶性都可从本体中分离出来，但如果真没有什么偶性可以从本体中分离出
来，那么现存的本体似乎也就不是什么存在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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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典通读（第2辑）：形而上学》全面地展现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也是亚里士多德对古
希腊哲学的总结，该书中的许多思想和范畴对现今的西方哲学仍具有很大的影响。
《经典通读》，一套将经典学术巨著进行全新通俗化编译的丛书，旨在引领读者轻松快速阅读学术经
典，从而普及对人类影响深远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名家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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