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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明末传教士利马窦等人传入西学算起，中国人对西学的接触已有400多年，培根、蒙田、帕斯卡尔、
尼采、叔本华、罗素、马克斯·韦伯等已成为激励我们了解生活的伟大导师，他们的作品涵盖了哲学
、宗教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这些经典之作铸就了
有史以来西方文明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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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借柏拉图一双慧眼看世界　　哲学作为文明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是所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的统帅。
&ldquo;有了哲学，你看世界的眼睛将更明亮。
&rdquo;&ldquo;两千年的西方哲学史都是柏拉图的注脚&rdquo;，可见柏拉图其人与其作品在西方哲学
中的重要性。
《理想国》作为他的代表作，其重要性自是不言自明。
　　柏拉图在震古烁今的《理想国》里谈及了道德问题、教育问题、专政问题、民主问题、独裁问题
、共产问题、文艺问题、宗教问题以及男女平权、男女参军、男女参政等等问题，其所涉及之广、言
论之深度，无不让人击节叫好、瞠目结舌！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学问是分科性的，那么柏拉图的学说便是综合性的。
在当今这个急需通才的时代，柏拉图是我们每个人的楷模。
书中的核心思想是&ldquo;哲学家应该为政治家，政治家应该为哲学家。
哲学家不应该是躲在象牙塔里死读书而百无一用的书呆子，应该学以致用，去努力实践，去夺取政权
。
政治家应该对哲学充满向往，并不断地追求自己在哲学上的进步，并利用哲学思想来管理民众。
&rdquo;柏拉图在下面的很大一段篇幅中不仅仅是发表了一下个人对此的观点，更是拟出了一份详尽的
治国方略。
他又比较了五种政体的优劣得失：贵族制、荣誉制、寡头制、民主制和暴君制。
他指出这五种政体是依次退化的，由最正义依次退化为最不正义；相应于这五种政体的人也是依次退
化的，由最正义依次退化为最不正义，由最幸福依次退化为最不幸福。
中文译文将该书名译为《理想国》，达到了严复先生所说的&ldquo;信、达、雅&rdquo;的境界，也是
抓住了这一要点进行意译的缘故。
　　最后柏拉图得出了正义的定义：&ldquo;每个人都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
正确的分工乃是正义的影子。
心灵的各个部分（理智、激情、欲望）各起各的作用，领导的（理智）领导着，被领导的（激情、欲
望）被领导着。
&rdquo;他又针对人们容易把诡辩家当成哲学家的情况，提出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哲学家：&ldquo;
那些专心致志于每样东西的存在本身的人&mdash;&mdash;爱智者&mdash;&mdash;真正的哲学
家&rdquo;，&ldquo;哲学家是能把握永恒不变事物的人，而那些做不到这一点，被千差万别事物的多
样性搞得迷失了方向的人就不是哲学家。
&rdquo;　　此书最精彩的部分乃是第七章。
柏拉图把理想国中的人分为三等：立法者、保护者和平民。
而众所周知，&ldquo;一切以人为本&rdquo;，要建立柏拉图心目中的那种理想国，非得有优秀的哲学
家不可。
应该如何进行教育才能培养出哲学家王实在是个让人头痛的问题。
柏拉图在这里为那些将来要成为哲学家王的好苗子们，列出了一张从初等到高等教育的课程表：初等
的文艺教育和体育教育一代数学一平面几何一立体几何一天文学一音乐一辩证法。
相传柏拉图所建学园的门楣上写着这样的铭文：&ldquo;不懂几何者莫入此门&rdquo;，可见柏拉图对
数学这门&ldquo;自然科学的皇后&rdquo;、&ldquo;大脑理性思维的体操&rdquo;科学的重视。
在谈论音乐时，他提出&ldquo;应该用心聆听音乐，而不是耳朵&rdquo;，我的看法是：单用耳朵听音
乐，会错过音乐的深邃；单用心灵听音乐，会失去音乐的激情和灵魂。
　　柏拉图在辩论中的代言人苏格拉底（这可见柏拉图的伟大和谦虚，他曾说&ldquo;过去和将来都不
会有柏拉图写作的著作。
现在以他署名的作品全属于苏格拉底，被美化与被恢复了本来面目的苏格拉底&rdquo;）对辩论术掌握
得炉火纯青，显得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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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阿得曼托斯所形容苏格拉底的&ldquo;那些听你讨论的人由于缺乏问答法的经验，在每一问之后被
你的论证一点儿一点儿地引入了歧途，这些一点儿一点儿的差误积累起来，到讨论进行到结论时，他
们已经发现错误已经很大，结论已经和他们原来的看法相反了&rdquo;，他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能把握住
辩论的主动权。
向对手发难或是提出一些仅需对方附和的说法，让对手明知进入了自己的逻辑圈套而无法跳出。
不管我们把他的方法叫做诡辩也罢，辩论艺术也罢，他都是高明得很。
我又想到，如不是生活在古希腊那样盛行辩论的国家，又怎能出如此英才！
古希腊人在食不果腹的生活条件下，还有闲情看星星，谈月亮，讨论哲学问题，现代的一些人整日为
名利所累，怎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我从柏拉图的角度来看他的反动观点，并不是感到可笑，相反，我感受到了他对雅典贵族政治堕
落为寡头政治的痛心疾首。
我仿佛触摸到了这位伟人思想的脉搏，不禁与他同喜同悲，与他同呼吸了。
而读书的乐趣便在于此：作者用文字记录下自己的思想，读者以文字为基础，加上自己的阅历经验，
近似地了解到作者的思想，并产生联想和思考。
孔子说&ldquo;温故而知新&rdquo;，大概说的这个意思吧。
对《理想国》这本书，我每天读都会有新的收获、新的理解；相信当我不再是个毛头小伙，当我垂垂
老矣之时，当我经历了许多事，见过了许多美好的和丑恶的事物，心情变得苍凉起来时，对这本书的
理解一定会与现在的有大的不同。
拜《理想国》所赐，我改变了自己对人文的看法。
谁说&ldquo;当今世界是需要技术多于需要思想的年代&rdquo;？
现今的人们难道还不够浮躁吗？
有时我真的无法想像没有人文思想领导的科技究竟要把我们带往何处？
　　总之，《理想国》这本书带给我的是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的人口处的模糊印象，给人不同凡响的
感觉。
（佚名）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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