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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所收的第一篇著作《柏拉图的哲学》，是阿尔法拉比对柏拉图哲学的总体看法。
第二篇著作《概要》是对柏拉图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的详细解读，尽管有些解读和柏拉图的原文并
不直接相干，但这也许是阿尔法拉比“得意忘言”的解释学境界使然。
阿尔法拉比对柏拉图《法义》的解读，突出了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在继承古希腊文化上的不同趣
味。
第三篇论著旨在调解人们对柏拉图这位“神圣者”和第一导师亚里士多德的看法。
最后一篇著作并非与柏拉图思想毫无关系，实际上正是对幸福的认识和追求，才把阿尔法拉比和柏拉
图(还有亚里士多德)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柏拉图经学的根本目的，也许就蕴含在阿尔法拉比所著的《获得幸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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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者导言：柏拉图经学史的“残篇” 柏拉图的哲学柏拉图《法义》概要两圣相契论   ——神圣者柏
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意见的一致性获得幸福附录  法拉比如何解读柏拉图的《法义》(施特劳斯)   简评迈
蒙尼德和阿尔法拉比的政治学(施特劳斯)   中世纪政治哲学的历史价值(莱纳、马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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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1】柏拉图首先研究了那些能够让人羡慕的人类的事情，①这些事情　　之所以让人羡
慕就在于它们构成了人的完美性，因为每一种存在物都有一种　　完美性。
于是柏拉图研究了，人的完美是否仅仅在于他有未受损伤的身体器　　官、漂亮的脸蛋和柔滑的肌肤
；或者人的完美是否还在于有显赫的祖先和血　　统，或者有一个庞大的宗族以及很多朋友和情侣；
或者是否还在于他富足，　　抑或受人赞美和颂扬，统治着一群人或者一个城邦，他的命令在这群人
和城　　邦中通行无阻，并且城邦和人群都听从他的意志。
为了要获得幸福——这种　　幸福赋予人的终极完美，人具有其中的一些或全部是不是就够了?当柏拉
图　　研究这些事情时，他逐渐清楚，要么那些事情本身就根本不是幸福，而只不　　过被认为是幸
福，要么它们对人获得幸福来说，本身就是不够的，除非还有　　另外某种东西来补充它们或补充它
们中的某一些。
　　[21然后柏拉图研究了其他这个东西必定是什么。
对他来说逐渐变得明　　显的是，获得了这个东西也就获得了幸福，其他这个东西就是某种知识和某
　　种生活方式。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在他名为《大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s Ma—ior　　，“阿尔喀比亚德’’也
就是“榜样”)的书中找到，该书也叫做“论人”(　　On Man)。
　　【3】在那以后，柏拉图又研究了这种知识是什么，以及它的区别性标　　志，直到他找到了它
的所是，它的区别性标志，它的性质，那就是关于每一　　种存在物实质的知识：这种知识是人最终
的完美性，也是人所能具有的最高　　完美性。
这可以在他名为《泰阿泰德}(Theaetetus，意思是“自主”)的书　　中找到。
　　[41在那以后，柏拉图研究那种真正的幸福，它的所是，它从哪类知识　　而来，它具有哪种质态
，它是哪一类行为。
柏拉图把它与被认为是幸福却不　　是幸福的东西区别开来。
柏拉图让人懂得，高尚的生活方式就是引导人获得　　这种真正幸福的那种生活方式。
那可以在他名为《斐莱布》(Philebus，意　　思是“深爱者”)的书中找到。
　　　二　　　　【5】当柏拉图认识到了那种能让人幸福和完美的知识与生活方式后，　　便首先
开始研究那种知识：如果人应该渴求具有这种性质的存在物的知识，　　他能获得吗?或者说，情况是
不是如普罗泰哥拉(Protag—oras，“搬砖者”　　)所主张的那样：人不可能获得这样的有关存在物的
知识，这不是那种可能　　的知识，也不是人天生就有能力获得的知识，他所获得的关于存在物的知
识　　毋宁是每一个思考者的意见，毋宁是每个人碰巧所具有的信念，而且对人来　　说很自然的知
识与每一个个体所形成的信念相关，这种知识不过是人们也许　　会渴求但永不能达到的?柏拉图研究
了普罗泰哥拉的观点后，解释说，与普　　罗泰哥拉所主张的相反，这种知识——其性质在《泰阿泰
德》中有述，能够　　获得，而且的确存在，柏拉图还说这是那种属于人类的完美性的知识，而这　
　种知识却不是普罗泰哥拉所主张的那种人所能拥有的。
这会在柏拉图名为《　　普罗泰哥拉》的书中找到。
　　【6】然后柏拉图研究了，这种可以获得的知识是靠运气，还是靠研究　　或教导加学习来获得
；以及由之获得这种知识的研究方法或教导方法或学习　　方法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压根就不存在
由之获得这种知识的研究方法或教　　导方法或学习方法——正如美诺(Meno，意思是“固执的”)常
常主张的那样　　。
因为他[美诺]宣称，研究、教导和学习是无益的、无用的，并不导向知识　　；人既不懂得事物，也
不是靠研究或教导或学习，而是靠天性和运气，要么　　就不懂得它；不懂得的东西不可能要么靠研
究、要么靠学习、要么靠推论就　　变得懂了；未知者永远就是未知者，而不管那些成天研究的普罗
泰哥拉主义　　者怎样主张一件事物可由研究、教导或学习而懂得。
他[柏拉图]越来越清楚　　的是，这种知识能够靠研究，靠研究所开出的能力和技艺而获得。
这可在他　　名为《美诺》的书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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