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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欧洲的文化传统在传承中同源而分流，有批判、有扬弃，但在批判和扬弃中有创新。
  从15世纪以来的科学思维和实践，自由民主理念的从胚胎孕育到发芽和生成，这条道路在”精神的历
史“里可谓历历在目。
  欧洲不只是一个地理的概念，它更是一个文化的概念。
欧洲的文化也是博大精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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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乐民，193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前所长。
著有《戴高乐》、《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撒切尔夫人》、《东欧巨变和欧洲重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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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讲　希腊欧洲的“精神家园”今天我们主要讲希腊。
讲古希腊文化，需要结合上一次讲的。
上一次讲的是希腊文明的源泉。
希腊文明的根基一个是它本土的远古的传说、神话；地理和人文方面的希腊和古希腊文明还有一个来
源，就是两河流域。
从两河流域到尼罗河这一带，给了远古希腊文明以很大的资源。
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大迁徙时期，人员流动非常频繁：希腊人向各个地方流动经商，这些地方的人也向
希腊流动，进而产生文化上的融合。
现在要是看古希腊的艺术雕刻，再看看古埃及的雕刻，有很多是相似的，从中能看出它们之间的渊源
，就是这个原因。
文字语言也是从两河流域传过去的，就是从腓尼基字母过去的，腓尼基大致相当于现在的黎巴嫩，那
个地方的字母只有子音字母，被希腊人加上了一些母音，构成了后来的希腊字母，希腊文字实际上也
是欧洲文字的祖先。
宗教、希伯来语也是从两河流域一带过去的，因此古希腊文化有相当深厚的小亚细亚、北非成分，同
时希腊也在向这些地方移民经商，这在早期时就叫做希腊殖民化。
希腊人陆陆续续地出走，希腊人不可能不出去，因为希腊都是一些小岛构成的，它有经商的传统。
希腊有许许多多的城邦，也就是“城市”，当然这些城市跟我们现在的城市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么小
的一块地方，有它自己的一套管理办法。
所谓“城邦政治”、“城邦民主”，也就是大家共同选举首席执行官，选举首长，还有他们的元老院
，还有参议会。
为什么讲欧洲的近代民主、近代文化是源于希腊呢，恐怕这是一个原因。
希腊当时的地理历史条件具备了实行“城邦民主”的条件，许多城邦甚至不实行民主也不行。
当然，他们这个政治制度的表现是各不一样的，亚里士多德在写他的《政治学》的时候，考察了150个
城邦的政治体制，而后写成了《政治学》。
城邦制度是古希腊的一个特点，城邦的政治、城邦的历史也就是古希腊的历史，这是一以贯之的。
从一开始也就是说自从有了希腊、希腊本土的文化以来，也就是说大约从公元前1000年以来，就有了
城邦的形态，这是希腊文明的一个极大的特点。
统治城邦的有时候是僭主，僭主就是自封的主，实行他的个人统治。
还有叫做执行官，或者叫做国王的，但是这个头总是选举出来的，现在我们叫做是奴隶主选举出来的
。
如果我们用阶级观点来讲，奴隶制度、地主制度，城邦的头能不是奴隶主选举出来的吗？
他们确确实实只是奴隶主的民主，但它是民主的一个起源。
这里我希望同学们认真看一本书，就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作者是希腊著名的，也可以说是第二著名的历史学家——第一位是希罗多德——他在这本书里转述的
公元约前500-400年一位执政官——伯里克利的讲演词。
他是我们研究希腊时不能不提的一个人，这本书中全文引述了他在第一年的战争中，也就是雅典同斯
巴达的战争中，为了吊唁雅典牺牲的战士所作的一篇悼词——这篇悼词我希望同学们好好看看，有中
文本子，而且翻译得很好——他这篇悼词就是说和斯巴达会战的第一年雅典取得了胜利，这场战争横
尸遍野，据说死了成千上万的人，那个时候死成千上万可不简单，用的是那样原始的武器。
在这一年年末的时候，照例根据雅典的风俗习惯，要推举一个人出来向死者作一篇悼词。
这一年举行了一个“国葬”仪式，因为雅典打败了比它强悍的斯巴达，一个部落一口大棺材，里面装
上尸体，一共是四十几个部落，然后要推举一个人来做悼词，大家就推举伯里克利。
这篇悼词相当长，给我的印象，就好像是现在的国家的总统或者是主席所发表的谘文。
他把雅典的“民主制度”、“法律”归纳出来，他讲到雅典的“民主制度”不是从别人那里模仿出来
的，是自己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只能供别人仿效，而不是雅典仿效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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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词里边还讲到了“雅典精神”——“冒险”，我体会这个“冒险”就是“进取”的意思，不达到目
的决不罢休的精神，勇敢的精神、探险的精神、不怕牺牲的精神。
他在这篇悼词里还提到了“国家荣誉”，当时雅典是希腊各城邦中最大的一个，而且是模范。
雅典和斯巴达的联盟打败了那么大的一个波斯，当时的波斯也是了不起啊，是一个霸权国家。
雅典和斯巴达暂时联合起来，打了好几场战争，即希波战争，在打败了波斯的基础之上，雅典发达了
起来。
斯巴达因为它的文明比较落后，只知道蛮干，文化比较落后，没有民主制度。
因此，在伯里克利的这篇悼词里面，没有点名地指出了，雅典是“民主制度”，而另外一个国家，即
斯巴达是专制。
毛主席有过一句话，“不要言必称希腊”。
毛主席是批评那些复古主义者，可是我们现在在研究欧洲问题，探讨欧洲的文明，包括欧洲文明当中
民主成分的时候，就不能不提到希腊。
黑格尔有一句话，只要我们提到希腊，我们欧洲人就有了一种“家园之感”。
怎么体会他的这句话，伯里克利的这篇悼词很值得参考，在那个时候，公元前5世纪，能够说出那样
的，现在看起来那么具有现实感的话，不能不说是古希腊人的智慧。
他在这篇悼词里还提到，希腊人是爱美的，但是绝不娇柔；希腊人是勇敢的，但是绝不蛮干。
真是大气磅礴、文辞美妙的一篇悼词。
最后他用了很长的篇幅，来慰问死者的父母，死者的家人，向死者致敬，号召雅典人团结起来，进行
新的战斗。
伯里克利执政时期有很多这样的悼词，都是比较短的，这篇是最有代表性的，也是西方文论当中的模
范，从中可以了解古希腊的精神是什么。
黑格尔一再强调希腊的精神是自由，是雄伟的、美丽的，这篇东西可以帮助大家理解这句话。
当然希腊的文化也不只是伯里克利讲的这些，伯里克利对它进行了集中的表述。
对于希腊的古文化约定俗成地可以划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700年，这段
时期希腊开始有了自己的文明，这之前的历史大体上是以传说为主，还有就是我之前说的大迁徙时代
，与在两河流域的希伯来文明的联系等。
到公元前1000年，希腊文明有规模了。
这一段时期形成了两个最大的城邦，一个是雅典，一个是斯巴达。
其他还有很多小城邦，我们现在主要看到的是雅典和斯巴达，一个实行民主，一个实行专制。
第二个时期是公元前700年到公元前400年，这段时期是希腊文明的辉煌时期，希腊文明走向成熟，出
了很多像伯里克利这样杰出的人，哲学家如柏拉图，这一个时期最重要的是哲学的发展。
在伯里克利之后，雅典的文明进一步的发展、繁荣。
在思想界里出现了“诡辩派”，有些老先生不太同意这样的译法，因为诡辩这个词给人的印象就是没
理搅三分，所以他们主张把它翻译成“智术之士”。
后人为什么把它叫做诡辩派呢？
我想这是后人总结的，后人觉得这帮人称不上是哲学家，他们只满足于口头上的舌辩之辞。
其实他们也应该算是自然哲学家，希腊文化首先关注的是自然，关注自然是怎样产生的。
远古哲学家泰勒斯关注世界是如何产生的，就是元素论，也就是由元素产生的。
诡辩派也是从这里出发的，去研究自然，探讨自然界的问题。
那个时候雅典确实已经到了非常自由的时期，思想是自由的，街谈巷议，组织各种讨论会，很随便。
逐步地，这些辩者有的就变成了无理搅三分，把真理抛在了一边，专门为了辩论而辩论，所以后来人
们就叫他们诡辩者。
在这些“智术之士”里面，就出现了我们的第一位大哲学家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同智术之士最不同的一点就是他追求真理，不是为辩论而辩论。
当然，在第二个时期，雅典所盛行的这种辩论的风气对于雅典的民主和自由是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的，
正是在这种辩论过程当中产生了哲学。
在古希腊，哲学和科学是不分的，哲学就是追求知识、寻求智慧的学问，和科学在当时是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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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出现了各种文学和艺术、诗歌、戏剧，戏剧也是在辩论过程中产生的。
你们都知道有几大喜剧几大悲剧，都是这个时期产生的。
当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还是在哲学方面。
和苏格拉底同时期的在中国就是孔子。
我觉得苏格拉底和孔子有相通的地方，比如他说你不要把你不知道的东西说成是知道的，用孔子的话
来说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可见这些先哲们在探讨一些问题时，是可能有通感的。
什么叫正当的辩论，什么叫无理搅三分，是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共同的心理的。
苏格拉底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他留下来的一些话都是他的学生柏拉图记录下来的。
在第二个时期里，在哲学界里有两大人物——苏格拉底和柏拉图。
在这个时期里，也有很复杂的现象，比如说雅典民主已经在希腊本土成为一种典范，但是这种民主现
在看来是很粗糙的，甚至可以说是很原始的，它是一种“直接民主”。
我觉得它是一种没有经过修饰的民主，带有相当大的本能性：群众说了算。
五百人的公民大会可以决定苏格拉底的生死，而不顾他的意见是不是正确的。
到这个时候，雅典的民主已经有点异化了。
但就是雅典式的民主，希腊式的民主，它给欧洲文明播种了一颗很好的种子，只是它在希腊时期不可
能成长成一个非常完美的事物。
苏格拉底的死是一个悲剧，死于雅典的民主，而民主制度是欧洲文明的源泉之一，这是矛盾的，也是
辩证的。
现在我们要了解苏格拉底的思想，只能通过他的学生柏拉图的记录。
柏拉图写了很多的“对话集”，就是以苏格拉底为主，和他周围的学生、朋友一起谈话，有的是学生
提问，苏格拉底回答，有的是苏格拉底请一位学生开讲。
然后他加以可长可短的评论。
我在读这些书的时候确实觉得这体现了一种很自由的气度，学生要是不同意苏格拉底的话，就说他不
同意，他就讲他的道理。
柏拉图有一篇东西叫《蒂麦欧》，说的是有一次苏格拉底问蒂麦欧正在想什么，他说他在想两件事情
，一件是在想“梭伦改革”，梭伦是更早的时候，可以说是希腊文明刚刚兴盛的时候，雅典的一位首
席执政官。
他说梭伦的改革，他是听他祖父的一个朋友讲的，接着他转述他祖父的朋友追述梭伦改革的往事。
“梭伦改革”实在是了不起，用两句话来概括就是“对内民主，对外进攻”。
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讲，梭伦认为首先应该把我们自己的事情管好，主张解除奴隶的负担。
“梭伦改革”是在公元前640年到公元前558年，内容包括以下这些：发布了一个“解负令”，消除当
时奴隶欠奴隶主的债（非常繁重，还不起，当时已经快要暴动了），当时的奴隶欠奴隶主的钱，在他
们家的门口都立一个牌子，写上欠了多少钱，叫做“记债牌”。
梭伦的第一项改革就是将这些“记债牌”拔掉，还有就是禁止人身奴役、买卖奴隶，废除与土地无关
的工商业债务，禁止输出谷物，等等，这是为了发展本国的农业，同时又搞好外贸。
外邦人可以获得雅典的公民权。
我觉得这在那个时候还是相当有眼力的，在希腊真正的希腊人说不上有多少，很多都是外来人口，从
小亚细亚来的。
再有一条就是奴隶人身安全，杀人要偿命，把治安的问题提上日程。
再有就是废除贵族政治上的世袭特权，而代之以按照财产来分配权力。
另外就是设立元老院和400人议事会，400人议事会里提出的东西交给元老院去处理，人们把这两项叫
做“梭伦船上的两支锚”，从中可以看出后来代议制的一些雏形。
最后一条十分重要，首创了“陪审法庭”，邀请有公民资格的人陪审。
到公元前4世纪左右的这一段时间，政治、法律、文学、艺术都日渐发达，所以说这一时期是希腊古
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
第三个时期从公元前400年到公元纪元，也就是到罗马占领希腊，把希腊变为罗马的一个行省，希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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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是亡国一样。
这个时期有两件大事。
一件大事是亚历山大东征，亚历山大东征是很了不起的。
亚历山大是希腊北部的一个比较落后的城邦——马其顿的国王，人民很强悍，在文化文明方面都远远
比不上雅典。
但是亚历山大凭借他的武力，不但把希腊本土征服了，而且还扩张武力，向东向西扩张，东边打到小
亚细亚、波斯，打到现在的北非，往南一直打到印度。
我们发现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希腊人已经知道中国人了，但是我们查不到很多的记载，最古老的记
载是公元前4世纪，在古文献里提到了“seres”这个字，这个词的词根是“丝”的意思，蚕丝、丝之国
，这可能是希腊古文献里第一次提到中国。
因为他打到印度了，个把人跑到中国是可能的，当然主要是很多稀奇古怪的传说了，说看到“丝之国
”里面的羊毛是长在树上的!还有的说“丝之国”的人做买卖非常狡猾。
亚历山大有一个非常高明的老师，他就是亚里士多德。
亚历山大大帝武功最盛的时候，也是他的文治非常发达的时候，他继承了古希腊的各种制度，特别是
亚里士多德在文化教育方面规划了很多东西。
本来希腊的教育是自然而然这样下来的，到了亚里士多德的那个时候，教育制度就有一点眉目了，把
希腊的一种精神继承下来了。
亚里士多德说你或者可以做农夫，或者做官，或者去做买卖，但是教育是最需要看重的。
也是在亚里士多德的手里面，教育的分科逐渐有了眉目，比如说文法课、逻辑课、动物学、数学、几
何学、气象学等。
所以第三个时期的前半部分，公元前三百多年亚历山大东征这段时期，及其以后的一段还是非常繁荣
的，雅典的发展势头还是很可观的。
亚历山大从印度打完仗回来，走到巴比伦突然得病死亡，年仅33岁。
后来亚里士多德就继续做他的学问，做他的教育事业去了，成为了一个继苏格拉底以来的哲学的集大
成者。
这个时候希腊的国运已经不太行了，我想这里有一个原因就是雅典的民主制度不是全境的，不是整个
希腊都这样。
再有就是它的民主制度都是短命的，经常是贵族的民主制度从独裁专制的国王——也就是僭主轮换，
一个时期出来一个僭主，变成一个独裁政体。
这个僭主搞不下去了，群众造反，贵族又把他推翻，变成一个“民主制度”，它不是一个一贯的东西
。
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罗马已经起来了，到了公元纪元之前不久，越来越强，后来罗马帝国吞并
了希腊，把希腊变成了一个行省，古希腊的历史也就结束了。
我这样说是一个非常非常粗线条地讲这个古希腊的历史，现在人们对希腊又开始注意起来了，比如说
有写希腊哲学史的，有写希腊思想史的，实际上思想史和哲学史也不大分得开。
但是现在还没有人写一个比较全的、整体的、一看就明白的“希腊史”，因为实在是太难写了，从什
么时候开头很难找到。
一想到那个远古的时候，比如说荷马史诗，大家都知道，但是是不是真有荷马这个人呢？
还是众说纷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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