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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典哲学的趣味》与那些以时间为顺序、以伟大思想家为轴线介绍古典哲学的著作不同，本书
着意向读者展示古典哲学的清新与生动，以及古典哲学传统在主题与风格上的广泛多样性。
本书将古代关于情感与理智、幸福与美德等主题的论辩呈现给读者，并引导读者理解这些主题在古代
的流变。
　　锐利、精练，充满哲学研究的激情。
作者的这本导论在叙述与古希腊、古罗马相关的内容时，大胆突破按时间顺序行文的传统写法，直接
切入人类问题的核心，涵盖范围从理性与激情的关系到真理的客观性。
我想不出还有比这更好的叙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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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Julia Annas，亚利桑那大学哲学系董事教授（Regents Professor）。
曾在牛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执教，已出版多部著作，内容涉及古代哲学诸多方面，尤其是认识论、
心灵哲学和伦理学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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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古典哲学的趣味》前言导言第一章　人与兽：认识我们自己第二章　我们为什么阅读柏拉图的《理
想国》？
第三章　幸福人生：古代与现代第四章　理性、知识与怀疑论第五章　逻辑学与现实第六章　一切始
于何时？
它们究竟为何物？
年表索引英文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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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人与兽：认识我们自己　　美狄亚的复仇　　科尔喀斯国王的女儿美狄亚由于爱恋希腊
冒险家伊阿宋而背叛了自己的祖国和家庭，伊阿宋把她带回了希腊。
他们的日子变得艰难起来；为了扭转自己的时运，伊阿宋离开了美狄亚和他们的两个儿子，准备另娶
科林斯国王的女儿为妻。
他不了解美狄亚对他的恨有多深，她的牺牲和奉献对他来说也微不足道。
美狄亚意识到，只有一个办法能让伊阿宋认识到他做了些什么、背弃了什么承诺。
要让他受到的伤害与他给她带来的伤害一样深，唯一的办法就是杀死他们的儿子，使他失去子嗣，生
活一无所有。
但是她能这样做吗？
他们也是她的孩子呀。
　　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上演的欧里庇得斯名剧中，美狄亚决心杀死她的儿子，但当她看到他们时又
犹豫不决。
把他们打发走以后，她又硬起心肠打算采取行动，并说出了一席举世闻名的话：　　我知道我要做的
是一件坏事，但愤怒主宰了我的计划，它是人类的最大灾难之源。
　　她发现在她身上有两样东西在起作用：她的计划和她的愤怒或恼恨（thumos）。
她也发现她的愤怒是计划的“主宰”，而那计划是她经过仔细考虑要实施的。
　　这儿发生着什么？
我们可能认为这里没有什么是值得哲学家关注的。
这儿发生的仅仅是日常琐事，尽管通常情况下它们不是以这种引人注目的方式来表现的。
比如我认为我选择A方案比B方案更好，但我受愤怒或某种其他情感的驱使，而选择了B。
　　但我们如何知道正在发生着什么？
如果我采取了B方案，我怎么能发自内心地认为A是一种更好的做法？
愤怒，或任何其他的情绪或情感，是如何使人们背离自己已深思熟虑决心要做的事情的？
在我们拥有系统的方法来理解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和我们的行为方式对我们自身来说是神秘莫测的。
当然，许多人就是处于这种状态，他们对自己行动的原因及行为模式并不清楚。
欧里庇得斯戏剧得以在当时的社会上演并继续成为经典，这就引发了一种思考，我们称之为哲学思考
。
这种沉思的、探索性的思考，主张从他们和许多年后的我们所认同的哲学角度来诠释和理解美狄亚的
处境。
　　如前所示，如果古代哲学及其方法有自己的主要特征，那么它们是什么？
这个问题会在本书结尾处讨论。
这里我们将集中论述一个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代哲学家在做些什么的问题。
　　斯多葛学派：灵魂是个统一体　　在美狄亚身上真的有两种不同的事物——她的计划和她的极度
愤怒——在起作用吗？
它们是如何与十分清楚事态发展的美狄亚本人联系起来的？
古代哲学的一个流派，即斯多葛学派，提出了一种诠释美狄亚的独特观点作为他们的伦理学和心理学
的一部分。
他们认为，在美狄亚身上确实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力量或动机在起作用的看法是个错觉。
在这种境况下起作用的始终是美狄亚本人，即完整的当事者，而认为她思想中的不同部分在起作用是
错误的。
毕竟，她非常清楚自己在想些什么。
首先她决心做一件事，之后做另一件事——但两者都是她决心耍做的事，是权衡爱与恨的结果。
　　作为一个统一体的美狄亚一会儿转向一个方向，一会儿又转向另一个方向。
那么她怎么能在明智地判断出该做什么后又受更强大的愤怒的驱使去行动呢？
斯多葛学派认为，事实不过是当情绪激动的时候，她遵从的是与那种状态相一致的理性——寻求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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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那是愤怒者的思考方式。
但美狄亚思想内部并没有真正分裂。
她是作为一个整体而摇摆于不同决定之间的；而所谓她的不同部分之间的内部斗争，其实并不存在。
她的情形类似于克吕西普常用来解释情感的例子：一个跑步者跑得太快停不下来，以至于整个人会失
去控制。
所以，当她说愤怒是她计划的主宰时，其意指愤怒控制了’她的计划；她在思考，但思考的方法已受
制于愤怒并达到了其目的。
愤怒的人没有停止思考——他并不盲目行动，但他的思考受愤怒的支配。
　　斯多葛学派认为人的灵魂不能被分成几个部分或区域，它是完全理性的。
（他们所指的灵魂，是使人类能以一种独特的人的方式生活的东西。
）情感并非能够推翻理智决定的盲目的非理性力量，它们本身就是一种人们决心按其行事的理性。
后期的斯多葛派学者爱比克泰德说，“她认为满足自己的愤怒及报复自己的丈夫要比救自己的孩子更
可取”。
盲目的狂怒不会使美狄亚拥有如此精心计划且意识清晰的复仇行动。
　　但是，我们说美狄亚是身不由己的；她受激情控制，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她无法作真正的选择。
爱比克泰德声称情况并非如此：她认为自己没有真正的选择机会，但她错了。
她本该调整自己来面对所失去的东西，尽管这么做十分困难。
他说，“别再要你的丈夫回来，那么你所想的一切都将如愿”。
　　我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我总有可能做了别的事情，采取了别的态度。
如果非要说我是被情感控制了，则是逃避了这样一个事实：我才是行为的主体，而且当时也认定自己
在做的一切是应该做的。
爱比克泰德认为我们应该同情美狄亚，她的行动毕竟“源自一种伟大的精神”。
甚至当我们明白为什么她放弃那些复仇的理由会更好时，我们仍能理解她的理由。
“她不知晓去做我们想做之事的力量所在——它不会来自我们自身之外，也不会靠改变或重新安排事
物而得到。
”　　斯多葛学派将情感作为一种理性可能不为人所熟知，而且在刚提出的时候，听上去也很古怪。
在刚开始了解斯多葛派时，我也是一头雾水；斯多葛学派属于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哲学阶段，这一时期
常被称为“希腊化”时期。
我们可能更熟悉下面要谈的关于美狄亚的哲学阐释。
它显得更近常理，是由更早时期、更为人所知的哲学家柏拉图提出的。
　　柏拉图：灵魂有几个部分　　柏拉图利用心理冲突（即两种选择之间的抗衡）的现象来说明处于
如此分裂状态的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统一体；在灵魂中的两个或更多不同部分由于动机而产生的作用
力之间，他也的确感到了分裂。
柏拉图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为，一个人具有强烈的饮酒欲望，但理性地认为不该这样做，可能因为这不利于他的健康。
这样他就有饮酒欲望，同时在同一方面又有一种力量拒绝这种欲望。
然而争论产生了：同一事物不可能同时受两股反方向力量的影响，因此处在这种矛盾情形中的一定不
是作为统一体的个人，而是其自身中朝相反方向拉扯的不同部分。
当我仔细思考时，我会发现我不想饮酒，我想要的是不饮酒；更确切地说，我的一部分——柏拉图称
之为欲望——想要饮酒，而我的另一部分——理性（我理解理性并按其行事的能力）——却被激发来
抑制我的饮酒欲。
　　柏拉图认为我们的心理活动过于复杂，不能单纯地就理性和欲望这些方面来解释。
在此之外，还有被称为精神或愤怒的第三个部分，包括被我们称为情感的大部分内容。
它与欲望对立，如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四卷中论及的另一种情形下的冲突所示；依此情形屈从于病
态的欲望会使人对其自身感到恼怒和耻辱。
这种情感不同于理性，因为它也存在于不会推理的动物和孩子的身上。
尽管它通常赞同理性，但从根本上来说却语焉不详，也完全不能掌握或理清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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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魂的不同部分并非同等的；理性不只是一个独立的部分，它能洞察各部分的主要利益以及作为
整体的个人的利益。
柏拉图坚信在灵魂中理性处于主导地位，因为理性了解自身的需求，也了解其他部分的需求，而其他
部分却有其局限且目光短浅，仅了解自身的需求和利益。
因此，真正的差异存在于理性和其他各部分之间：理性清晰地代表了作为整体的人的利益，而其他各
部分不能突破各自需求的局限。
由此，不难理解，尽管柏拉图花了许多笔墨描述想象中的三组分灵魂，可其思想的核心仍然在于我身
上的理性与非理性之别，所以跟两组分灵魂说其实是一致的。
　　如果柏拉图的观点正确，那么当美狄亚决定最好还是放过自己的孩子，而之后又受愤怒的驱使去
杀掉他们时，这其中她就经历了真正的内心矛盾和斗争。
理性告诉她怎样做最好，然而灵魂的另一个部分——极度的愤怒却占了上风，成为她单独的动机之源
，并且在此情况下使她走上了与理性相悖之路。
　　显然，柏拉图会把美狄亚的关键台词解释为，她的理性知道最好的做法是什么，但愤怒作为一种
更强大的力量征服了理性。
这看起来是人所共知的道理；我们的确常常会经历内心冲突，理性或激情因自身更强而占上风。
乍听起来，它比斯多葛学派关于愤怒和其他情感都是某种理性的说法更合常理。
但在解释受愤怒支配的人如何仍然能以一种清醒、复杂而又有计划的方式行事时，斯多葛学派与柏拉
图相比则略胜一筹。
美狄亚的戕子行为尽管骇人听闻，却是她精心策划的行动。
她并没有沦为杀人狂。
那么作为原动力的愤怒，真的能够使她丝毫没有理性地行事吗？
　　在思考内心冲突以及我们在理解这些内心活动方面所出现的问题时，有两种不同的方法来详尽阐
释柏拉图的观点。
这两种方法均由柏拉图提出，而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必须择其一。
　　什么是灵魂的一个“部分”？
是诸如愤怒或其他的什么情感吗？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视其为一种直觉，在我们身上似乎有两种不同的动力源。
对于理性这一部分的特点和作用，我们能够形成很清楚的概念。
毕竟，我们一直在理性地思考，思考事物存在的实然状态或应然状态，以及我们该做些什么。
在每种情况下我在思考的是我将做什么，而不是我的一部分将做什么。
　　但独立于理性而推动我的力量是灵魂的哪个部分呢？
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完全非理性的力量吗？
虽然从与理性抗衡并获胜的激情那儿会得到些许启示，但很难看出蓄意的行动来自于某种完全非理性
的力量。
那么在美狄亚的愤怒中，是否肯定具有至少与理性相呼应的某种力量？
　　柏拉图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灵魂的几个部分均具有充分的理性，能够互相沟通，互相理解。
它们能够全部协调一致，人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发挥作用。
而除理性之外的几个部分却不能像理性一样运作，即使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思考；但是它们仍能对理
性所要求的东西作出响应，并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理性。
例如，欲望能够渐渐明白在某些情况下理性会禁止其得到满足，因此会调整自身，不致引发争斗。
欲望由此被理性说服并得到教化，而不是受到压制。
从作为整体的人的角度考虑，当我发现某种行为不正确的时候，我如此行事的欲望便会减弱，控制自
己不去做也就容易些。
柏拉图将这种情形视为灵魂的几个部分达成默契，和谐一致。
理性之外的几个部分对被理性视为正确的观点有充分的掌握，并乐于接受这些观点，结果呈现的便是
和谐而完整的人格。
　　但是这样的情形便意味着：理性从根本上控制着灵魂的其他几个部分——可以说理性要求它们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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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能够理解并赞同的事。
那么为了理解和顺应理性部分的要求，其他几个部分是否有一种它们自己的理性呢？
是否所有的部分均有其自身的理性？
——这使得我们该用什么方式找到灵魂中独立于理性存在的部分这一点变得含混不清。
　　假设我身上有某种完全非理性并独立于理性存在的一面：这一面看起来像我的一个不同部分，但
这一部分内部完全没有理性在起作用；它是如何聆听理性的，或者如何为了整体人的利益而与理性所
要求的保持一致，却不为人知。
这样的部分类似比人低级的动物。
我们也确实发现，在柏拉图描述灵魂分裂的一些最著名篇章中，他将灵魂中除理性之外的几个部分称
为非人的动物。
在《理想国》接近结尾的一段论述中，柏拉图说我们身上都有一个小人在试图控制两个动物。
一个部分为精神，它狂热，但稳定可控制，似狮子。
另一个部分为欲望，不可预测，不断变换形状。
显然，柏拉图认为我们内心的情感和欲望就其自身来说是比人类低级的力量，但可以经过理性的锤炼
而形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实际上也形成他认为的人类生活中最快乐形式的一部分。
　　《费德罗篇》中的另一段论述更为著名：人类的灵魂在此被比喻成一驾马车，理性为驾驭者，驾
着两匹马。
一匹马驯良，服从命令，而另一匹马耳聋且桀骜，只能靠武力控制它。
在一段生动的描述中，柏拉图叙述了驾驭者如何拼命控制这匹坏马所代表的性欲，但费了很大的气力
。
这匹马一直在尽力挣脱束缚，又不得不被拉回。
它只是因为害怕惩罚才学会收敛自己。
　　这幅图景的可取之处，就在于它映射了我们自身；我们确实常常受到内心某些力量的驱使，而这
些力量却与我们所接受的理性相抵触。
但是如果我们对某些后果条分缕析，这幅画面会更令人不安。
如果我自身的一部分可以用一个动物来恰当代表的话，那么我的某部分实质上是低于人类的，严格说
来也就不会是我的一部分。
它之所以成为我的一部分，只是因为它对真正代表我的“理性”表示顺从。
这就出现了一种自我异化现象，我的一部分被视为脱离了自我本身而存在，因为它以其自然面貌呈现
，且从不驯服于真正的自我。
　　这其中的道理是不难看出的，自视为柏拉图主义者的后世作家盖仑在描述美狄亚时指出：　　她
明知自己在做一件邪恶而又恐怖的事⋯⋯但愤怒又一次像一匹桀骜不驯的烈马挣脱了驾驭者的控制，
用强力牵着她奔向孩子们⋯⋯理性又拖着她回来⋯⋯之后又是愤怒⋯⋯然后又是理性。
　　基于此，美狄亚最后的行动是自身不同力量搏斗的结果；强者胜，暴力征服了理性。
这种解释便会让人很难接受斯多葛学派的分析，即美狄亚实际上采取的是精心策划的行动。
爱比克泰德认为，美狄亚显然是按照经深思后对她而言是最佳的方案在行动；问题是，这一想法遭到
了愤怒的侵蚀而变形。
在愤怒的前提下，她的行为便完全可以理解了。
她不是被冲昏了头脑，而是她的理性被淹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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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锐利、精练，充满哲学研究的激情。
作者的这本导论在叙述与古希腊、古罗马相关的内容时，大胆突破按时间顺序行文的传统写法，直接
切入人类问题的核心，涵盖范围从理性与激情的关系到真理的客观性。
我想不出还有比这更好的叙述方式。
　　——芝加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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