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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希腊哲学⾃我反省、否定与创新的传统及其产⽣的原因 

     摘要：本⽂通过列举⼀些古希腊哲学兴起过程中后⼈提出新的观点去反对前⼈思想观点

的现象如万物由何组成，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多德师徒三⼈的不同政治观念等，提出

问题来试图从以下三个⽅⾯解释产⽣这种现象的原因。即古希腊的神话传说中的反叛故事和

不完美的神明形象对于⼈们不相信永⽣智慧、不断提出新观点推翻前⼈思想这⼀哲学传统的

影响；爱智者是精神⽅⾯的⽣殖者并典型地体现在古希腊同性恋风⽓中，情⼈与爱⼈进⾏精

神上的⽣育；以及在古希腊民主制度实施的⼤环境下，⼈们进步的民主思想使得思想创新，

奠定了西⽅⾃我反省⾃我否定⾃我⾰新的思想传统特点。 

       关键字：古希腊哲学、否定与创新、神话、精神⽣育、民主政制 

 

        哲学即是爱智。希腊早期的知识分⼦从事不同的职业，但是被看为贤者，也就是有智

慧的⼈。如希腊七贤⽶利都⼈泰勒斯、雅典⼈梭伦、⽶提林⼈⽪塔科斯、科林斯⼈佩⾥安德

罗斯等。⽽随着个⼈主义的兴起，在⽶利都学派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最早的哲学家也是最早

的宇宙论者泰勒斯。泰勒斯是公元前 6 世纪前期的⼯程师、数学家、天⽂学家，预见了公元

前 585 年的⽇全⾷。提出“万物由⽔组成，⽔是万物的开端”，也因此成为第⼀个哲学家。这

个观点也许在现在看来是⼗分平常的，但在早期对世界的理解被神⼒所笼罩时，这样简单的

命题并不平常，开创了新的思想的道路。因为这完全建⽴在他⾃⼰的思考观察上⽽不借助于

外⼒，⾃此⼈把⾃⼰的认识能⼒完全提⾼到思想的核⼼。之后公元前 6 世纪前半期的阿那克

西曼德绘制世界地图，纯粹利⽤⾃⼰的抽象思维提出“万物由⽆限组成”。再之后的阿那克西

美尼又提出“万物由⽓组成”的观点。可以看出古希腊哲⼈所探得万物的组成由⽔到⽆限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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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后⼈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去反对推翻前⼈思想观点并且试图超越的过程，体现了⾃

我反省⾃我否定⾃我⾰新的古希腊传统，也是西⽅思想传统特点。直⾄今⽇，最⼤的思想的

创新还是在西⽅。 

       古希腊这⼀传统还体现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多德三⼈的政治观念的不同中。苏格拉

底在政治上所⽴的前提，可以概括成这样的原则：“整个城邦的⼀切应该尽可能地求其划

⼀，愈⼀致愈好。”可是在亚⾥⼠多德看来，⼀个尽量趋向整体化的城邦最后⼀定不成其为

⼀个城邦。城邦的本质就是许多分⼦的集合。这样的划⼀化就是城邦本质的消亡1。亚⾥⼠

多德在书中论辩说：“组成⼀个城邦的分⼦必须是品类相异的⼈们，各以所能和所得，通⼯

易事，互相补益，这才能使全邦的⼈过渡到较⾼级的⽣活2。”也就是说亚⾥⼠多德认为苏格

拉底论辩的前提即划⼀化就是不正确的，就好像⾳乐中和声缺失⽽沦为单调，节奏压平到只

剩单拍⽽变的劣质。对于柏拉图以及苏格拉底在他们的理想国中同样倡导妇孺归公3，亚⾥

⼠多德同样在《政治学》中花了较⼤篇幅来论辩此观点的谬误。采取妇孺归公不仅实现不了

消除城邦内讧的友爱，还会使⼈⼀⽆所有。苏格拉底还强调主治的⼈们永不更替，⼀直由他

们执政。他规定⼀部分⼈永远执政的理由显然是认为这些⼈具有特殊的禀赋4。对此种种亚

⾥⼠多德都给予了相应的反驳。 

                                         
1 亚⾥⼠多德《政治学》，卷⼆章⼆ 1261a15-20，（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 年版） 
2 亚⾥⼠多德《政治学》，卷⼆章⼆ 1261a27-28，（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 年版） 
3 亚⾥⼠多德：《政治学》，卷⼆章四 1262b40，（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 年版） 
4 亚⾥⼠多德：《政治学》，卷⼆章五 1264b10，（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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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以上罗列的⼀些古希腊哲学兴起过程中后⼈提出新的观点去反对前⼈思想观点的现

象，以下我们将试图从三个⽅⾯和⾓度探寻古希腊哲学⾃我反省、否定与⾰新传统产⽣的原

因。 

 

⼀、 古希腊哲学⾃我反省、否定与⾰新传统产⽣受到古希腊神话反叛故

事及不完美神明形象的影响 

 

       《神谱》作为希腊神话的统⼀，以奥林波斯神系为归宿，把诸神纳⼊⼀个世系，对希腊

⾃然哲学的产⽣和发展也有直接的影响。⽐如之前讨论的古希腊哲学兴起之时以讨论世界万

物的构成为命题，即是探寻世界的本源，和《神谱》中追述诸神的起源和他们之间的亲缘世

系有明显的联系。因此我们也可推知，古希腊神话中种种后辈推翻前⼈的故事，也会对后来

古希腊哲学传统产⽣深刻的影响。在古希腊神话中，克洛诺斯作为⼤地该亚中所有⼦⼥中最

⼩但最可怕且狡猾多计的⼀个，⼿持镰⼑刺向他的⽗亲天神星光灿烂乌兰诺斯5，使得⼤地

与⼴天分离。⽽等到瑞亚嫁给克洛诺斯为他⽣下出⾊的⼦⼥如赫拉、哈得斯、波塞顿等后，

克洛诺斯便将之吞⾷，只因他从群星点缀的乌兰诺斯和地神该亚那⾥得知他注定要为⾃⼰的

⼀个⼉⼦所推翻。⽽这个⼉⼦不久就凭强⼒打败了他，剥夺他的⼀切尊荣取⽽代之成为众神

之王6。 

                                         
5 赫西俄德：《⼯作与时⽇·神谱》，180，（张⽵明、蒋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 年版） 
6 赫西俄德：《⼯作与时⽇·神谱》，490，（张⽵明、蒋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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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神之王在⽗⼦之间不断地更迭，克洛诺斯和宙斯打败⽗亲成为众神之王的事迹何其相

似，且⼆者都惧怕乌兰诺斯和该亚的忠告，害怕⼦⼥替代⾃⼰取得永⽣神灵中的王位，因⽽

⼀个吞⾷了孩⼦⼀个吞⾷了雅典娜之母、智慧的妻⼦墨提斯7。联想⾄古希腊推翻前⼈思想

观点的传统，形成必然是受到克洛诺斯及宙斯打败⽗亲这类具有反叛精神的神话传说的影

响，因⽽哲⼈不断质疑前⼈的观点，⾃我否定敢于提出创新的⾔论甚⾄完全相反的结论，不

囿于传统的⼀成不变的坚持，这⼀点与中国固守传统的态度⼏乎完全不同。这⾥还有⼀个有

趣的例⼦是，⽣于公元前 500 年的主张“⼈是万物的尺度”的普罗泰⼽拉由于其智⼒的优异和

追求真理的全⼼全意⽽被柏拉图及其后的哲学家厌恶8。可以看出古希腊哲⼈由于害怕别⼈

推翻，希望达到千世万世的荣誉⽽进⾏⾃我反省，不断完善⾃⼰的思想，希望找到置于万世

⽽通⾏的理论，从某⼀⽅⾯来讲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真理。因此我们可以说，古希腊神话中

反叛的故事对哲学⾃我反省、否定与⾰新传统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 

       另⼀⽅⾯，希腊的神不是万能的神，他们⼤部分没有创造和永⽣的⼒量。古希腊神话中

的奥林波斯诸神也并不都拥有完美的品德，不是⾼⾼在上不可及反⽽是有⾎有⾁有性格的形

象。荷马史诗中所描写的都是⼈格化的神，他们区别于⼈的地⽅在于不死和⾮凡的能⼒。他

们有⼈的情感、欲望、欲念等9。神话传说把《伊利亚特》叙述的古希腊⼈与特洛亚⼈之间

的战争的原因归结于神明之间的争执，种种可见神话中不仅赋予神灵⾼⼤的形象和正⾯的特

点，还会指出他们的弱点。如⽜眼睛的可敬的天后赫拉就会为银脚的忒提斯劝诱宙斯看重他

                                         
7 赫西俄德：《⼯作与时⽇·神谱》，886，（张⽵明、蒋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 年版） 
8 罗素：《西⽅哲学史》，北京出版社 2012 版，张作成编译，卷⼀第⼀篇第⼗章 
9 罗素：《西⽅哲学史》，北京出版社 2012 版，张作成编译，卷⼀第⼀篇第⼀章第⼆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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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阿基琉斯⽽与宙斯产⽣争吵，使得宙斯宫廷中的众天神烦恼10。可以看到，赫拉也有

⼈的妒忌和贪婪，但是宙斯是主导⼀切神和⼈命运的众神之王，尽管赫拉是他的妻⼦，众神

⼤多是他的世系，这些神也逃脱不了命运的摆布，抵挡不了天神宙斯的盛怒。从这⼀⽅⾯来

讲荷马史诗体现出来⼀种命运必然性的思想，或许就是古希腊哲学思想最开始诞⽣时对⾃然

律的信仰的来源。 

       种种史料表明，古希腊的神不是和基督教中的上帝⼀样是飘渺虚幻且完美的。古希腊对

神的崇拜⾮同⼀般，⽽神话中的神尚且不完美不万能，⼈世中爱智者的认知与⾔论⾃然也不

是绝对正确的。如亚⾥⼠多德相信万物总不能达到尽善尽美，柏拉图各篇⽂章尽管⾼明沉着

却有缺憾11。神话的熏陶使得⼈们不崇拜也不相信永⽣万能的智慧，相反地后辈哲⼈对其前

辈的思想观点常抱有质疑的态度，企图找出⽭盾点发展个⼈的不同的观点。除了神话之外，

古希腊早期的哲学观念也有浓重的宗教⾊彩。对于当时宗教观念，神决定⼈间的事情，我们

也可以有这样的结论，古希腊⾃我反省、否定与⾰新传统的形成很⼤程度上受到了神话中不

完美神明形象的影响。 

 

 

⼆、后⼈对前⼈思想观点的推翻是因为爱智者是精神⽅⾯的⽣殖者 

                                         
10《荷马史诗·伊利亚特》 ，550-570，（罗念⽣、王焕⽣译，⼈民⽂学出版社，1994 年版） 
11 亚⾥⼠多德：《政治学》，卷⼆章六 1265a11，（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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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从苏格拉底同⼥巫狄欧蒂玛关于爱神的⼀番讨论12中谈起。在阿伽通同苏格拉底的⼀

番论辩13中有⼀对⽭盾，那就是爱神作为美的东西要盼望⾃⼰已有的美的东西，⽽⼀个⼈盼

望⼀样东西必定意味着还没有这个，如此爱神便是缺少、没有美。狄欧蒂玛解释为爱神不是

神，不美不丑不好不坏，是介乎于神和⼈之间的精灵。智慧作为最美的东西，爱神必定是爱

智慧的，也即是说爱神同样从事爱智活动，是⼀位哲学家。⽽这些追求爱的、从事爱智活动

的⼈是以在美的东西⾥⽣育繁衍为⽬的和⽅式，期以获得不朽的东西。知识也是类似的，各

种知识在不断地有⽣有灭。狄欧蒂玛认为所谓的钻研就是追索已经失去的东西，遗忘是⼀种

知识的离去，钻研就是构成⼀个想法来代替已经离去的知识，使前后的知识维系住。可以设

想，在这种维系的钻研及爱智之⼈的思考中，以新代旧，是知识的⽣殖过程，后辈所孕育的

知识同前⼈并不是始终如⼀，就像⼈的成长过程⼀般，⾝体和灵魂都在不断更新，习惯性格

见解欲望等都在改变。古希腊⼀代代哲学家就是在这样的⽣殖过程中锲⽽不舍地追求爱，伴

随着爱奔赴不朽。这些爱智之⼈所追求的不朽的东西近似于现在意义中的真理，在⼈类种族

不断繁衍进化保持凡⼈⾁体不朽的同时，达到精神上的不朽。 

       更进⼀步说，对应“天上的”乌兰诺斯的⼥⼉和“凡间的”宙斯和宙尼的⼥⼉这两位⼥神的

爱神是“天上的”爱和“凡间的”爱14。同样对应⾁体、灵魂两种⼈类达到不朽的⽣殖⽅式。凡

俗的爱眷恋⾁体，在⾝体⽅⾯富于⽣育能⼒的会死的凡⼈多接近妇⼥以这种⾃然⽣育后代的

⽅式获得不朽与永恒，使得⼈类⾁体免于消亡。另⼀⽅⾯，天上的爱神所激发的专注与少年

                                         
12 柏拉图：《会饮篇》，201D-212C，（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13 年版） 
13 柏拉图：《会饮篇》，200A-201C，（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13 年版） 
14 柏拉图：《会饮篇》，180E，（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1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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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的爱情，钟爱优良品德。情⼈在和爱⼈这⼀美好对象接触时，使爱⼈在学问道德⽅⾯有

所长进。从⽣殖的⾓度来理解，便是在情⼈与爱⼈的交往和谈话中，情⼈把⾃⼰向来积蓄在

内⼼的东西⽣育出来，即是他的想法，与爱⼈共同培养他所⽣出来的东西，即是⼆者在学问

道德有关的讨论。所以这样的关系远⽐夫妻关系深厚得多，原因在于他们共同拥有更美、更

为不朽的⼦⼥15。换句话说，从事爱智活动不断超越前⼈的创造者是⼼灵⽅⾯的⽣殖者，以

新思想替代旧思想，在知识的⽣灭流转中追求不朽的真理，追求爱的终极⽬标。 

       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后⼈对前⼈思想观点的推翻是因为爱智者是精神⽅⾯的⽣殖者，这

⼀原因典型的体现在古希腊社会中的同性恋现象中。年⽼长者“情⼈”和少年男⼦“爱⼈”的“天

上的”爱所维系的关系，他们之间的代代传承与交流，对美的东西如品德的探讨，不仅是受

城邦尊重的深厚情谊，还是⼀种受城邦重视的精神上的⽣育，知识的创新也在这种哲学交

流、对美的追求中悄然展开。 

 

三、古希腊哲学观点的创造性变⾰性来⾃于古希腊的民主政制 

       希腊雅典的民主制度在很⼤程度上为民主思想的蓬勃发展提供了⼤环境。从根本上说, 

希腊民主政治的核⼼观念是全体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的管理, 在实践上通过抽签的⼿段轮流执

政16。在梭伦所⽴的宪法中，民主法庭审议是极具民主特⾊的17，即任何雅典公民有权向陪

审法庭申诉，第三者起诉权这⼀点是群众⼒量的重要基础，限制少数⼈权利的腐化。和古代

                                         
15 柏拉图：《会饮篇》，209D，（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13 年版） 
16 黄洋：《民主政治诞⽣ 2500 周年——当代西⽅雅典民主政治研究》，《历史研究》，2002 年第 6 期，

第 127 页 
17 亚⾥⼠多德：《雅典政制》，IX.2，（⽇知，⼒野译，商务印书馆，195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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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都为受害者起诉不同，当今由公诉⼈起诉的刑法也可以说来源于梭伦。⽽在法庭的审

判程序中包括被告的两次申辩。这种民主性的源于保障⾃⾝安全利益的强调修辞的申辩⼀定

程度上为⼈们对他者抱有怀疑态度的否定精神提供⼤环境。古希腊政治⽣活中演说占据重要

的地位如公民⼤会演说、陪审法庭演说、国家葬礼演说等，西⽅政治家演说传统由来已久。

其中精英要在公民⼤会上陈述⾃⼰的主张进⾏拉票，且成为政治领袖后需要作为提案者不断

提出政策主张得到雅典⼈民的⽀持。因此贵族⼦弟从⼩接受教育、私⼈训练，他们主要训练

的⼀个技能就是演说的技巧。这种政治⽣活的需要敦促参与政治⽣活的⼈不断依据政策实施

情况进⾏⾃我反省、否定与创新，追求个⼈的荣誉。 

       还有⼀例陶⽚放逐法的实⾏。这个法律开始时是为了防⽌僭主统治、防范个⼈统治，被

放逐的多为有名望的重要的政治家或军事家。著名的阿⾥斯提德因“公正者”名声在外⽽被农

民讨厌亲⼿刻上⾃⼰名字18的故事，⼀⽅⾯展⽰了陶⽚放逐法是可以被操控的，另⼀⽅⾯表

明有威望的⼈会对民主产⽣威胁。公民权⼒的⼴泛也促进了怀疑主义的兴起，⼈们不习惯于

⼀成不变的铁律，反⽽是作主为了民主⽽采取清除。体现在古希腊哲学的发展中便是哲⼈对

前辈以及同辈的看法始终抱有质疑态度，有⾃⼰独⽴的思考与见解，不相信⽼师的绝对权威

⽽⾰新。 

       看到古希腊民主政制促进思想反省、创新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民主并不保障个

⼈⾔论⾃由，尤其是被判定危害城邦安全的⾔论19。⽐如从苏格拉底因慢神、毒害青年⽽被

起诉判处死刑；柏拉图晚年流亡在外等史实中，看到思想的创新是有不可逾越的界限的即是

                                         
18  M.I.芬利：《古代世界的政治》，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晏绍祥、黄洋译，第 64 页 50 
19 亚⾥⼠多德：《政治学》， 卷六章⼆ 1317b10-15，（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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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的根本。从这⼀⾓度来讲，这种民主政制也限制了古希腊哲学思想的⾃我否定与创新。

⽽且，古希腊公民阶级的分明、追求公民⾎统的纯正20、对异邦⼈的排斥难以逾越也限制了

哲学思想的交流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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