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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理想国》是柏拉图最重要的一部哲学对话，是西方哲学史乃至西方思想史上最具奠基性的经典
之—。
这本《[理想国]讲演录(第2版)》根据作者2008年5月至6月间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授《理想图》的
内容整理修订而成。
它用尽可能浅近的语言阐明《理想国》的专门概念，探讨其问题背景，分析其论证内容，并介绍西方
学界关于该经典的最新争议与解释。
在第八讲中它也呈现了作者自己的释读。
希望《[理想国]讲演录(第2版)》能引起阅读或再阅读《理想国》的兴趣，并能帮助深化对这部伟大经
典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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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纪元
1964年生，浙江诸暨人。
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哲学系教授、古典系兼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座教授，山东大学“
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希腊哲学，古希腊与古代中国哲学比较、德性伦理学、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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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讲 《理想国》与柏拉图的对话
 一、《理想国》的主题
 二、柏拉图的对话
 三、如何阅读柏拉图的对话
 四、苏格拉底问题
第二讲 什么是正义
 一、正义问题的提出
 二、正义与每个人的应得之份
 三、强者的利益与他人的利益
 四、考察色拉叙马库斯
 五、苏格拉底的方法
第三讲 为什么要正义
 一、《理想国》为什么需要第二个导论
 二、格劳孔的挑战
 三、格劳孔挑战的性质
第四讲 理想的城邦
 一、个人与城邦的类比
 二、理想城邦的建构
 三、对保卫者的教育
 四、保卫者的生活方式
 五、理想城邦的性质
第五讲 灵魂三分与四主德
 一、城邦中的正义
 二、从城邦到个人
 三、灵魂三分的方法
 四、灵魂三分的内容
 五、灵魂三分与意志薄弱
 六、个人的正义
 七、心理正义与日常正义
第六讲 理性世界和感性世界
 一、第三次浪潮
 二、谁是哲学家
 三、eidos和idea
 四、形式与具体事物
 五、形式与being(是，存在)
 六、知识与意见
第七讲 太阳、线段、洞穴
 一、哲学家与统治问题
 二、太阳之喻(504a～509c)
 三、线段之喻(509d～51le)
 四、洞穴之喻(514a～517c)
 五、对哲学王的教育
 六、形式论的问题
第八讲 哲学王与正义
 一、哲学王悖论与《理想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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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功能论证
 三、短的路：心理正义与城邦之王
 四、走向长的路：哲学家的正义和幸福
 五、回到色拉叙马库斯的问题
第九讲 不完美的城邦与灵魂
 一、堕落的开始与欲望的分类
 二、不正义的城邦与个人
 三、希腊哲学与希腊民主
 四、个体的正义与幸福
第十讲 诗与死
 一、为什么要对诗进行再批判
 二、批判诗的主要论证
 三、灵魂不朽与死后生活(608c～621a)
 进一步阅读的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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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大致来说，哲学读法在英语世界中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
20世纪中期以来在英美主导柏拉图研究的G.弗拉斯托斯（Vlastos）及大批比较有影响的英美的柏拉图
学者都秉承这一传统。
哲学读法的优点在于该读法的名称所表明的，即把柏拉图当做哲学家。
虽然柏拉图的对话大有文学价值，但柏拉图自己将哲学与文学对立，对诗人们嗤之以鼻，大加挞伐，
甚至要剥光上衣，涂上油漆，粘上羽毛，轰出他的理想城邦。
因此对他的哲学作诗的解读难免有悖于他的原意。
哲学读法的缺点是把某一论证从对话形式中剥离出来，难免失之偏颇。
而且忽略对话体裁会使我们对柏拉图的理解失去重要的一面。
文学读法的优点在于顾及了对话特征，缺点是不重视哲学学说的论证逻辑，而且其解释中牵强臆想的
成分较多。
文学读法的一个主要论点是，柏拉图的真理是隐藏着的，需要我们从他的字里行间来发现、来解密。
可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即使我们发现了，又如何能证明我们发现的就是柏拉图自己所要表达的真理呢
？
哲学读法和文学读法的对立一度十分尖锐。
不过，最近，情况慢慢地有所转变，现在在学界占主流的分析传统的学者一方面注重柏拉图的论证，
另一方面也注重柏拉图的论证是在什么样的对话场景之中发生的，从而际补传统上只重逻辑分析的片
面。
学者们之间大致有这样的两个共识。
首先，对话不是柏拉图哲学的一个外在的装饰品，而是对他的哲学理论有建构作用。
二者有内在的联系。
其次，哲学理论也并不是他的对话的原材料，而是柏拉图对话想要传达的最主要内容。
无疑，如果能够注意到柏拉图哲学的对话特征的话，对我们理解柏拉图的哲学思想肯定有帮助。
我们既要把握柏拉图对自己哲学思想的论证过程，也要看到他的这些哲学论证所发生于其中的对话语
境。
哲学论证的动因及发展需放在整篇对话中考察。
将二者结合起来，会更好地理解柏拉图的哲学思想。
柏拉图采取对话的形式写他的哲学，显然表明他看到了哲学与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
他是想将最优秀的哲学和最优秀的文学结合起来去探讨最深奥的哲学问题：我们应当如何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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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理想国〉讲演录(第2版)》是人文大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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