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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哲学中人学思想初探

雷 红 霞

对希腊人学思想 的研究
,

在 国内学术界较为少见
。

本 文在这方面作 了初步探讨
。

文中概述 了西方人学从理性人学到 宗教 人学再到理性人学的发展
,

论述 T 古代理性

人学的内容和实质
,

说 明了斯多葛派人学的神化
,

标志着向中世纪宗教人学的转化
,

挖掘 了古代各种人性思想 (人性 的自然性
、

社会性
、

先验性 ) 的萌芽及其发展
。

这项研

究对于探索西方人学思想的发展规律
,

弄清哲学与人学的关系
,

正确理解人性和人 的

本质
,

自觉确立马克思主义人学观具有 重要意义
。

“
人是什么

”
这一斯芬克斯之谜

,

始终为古今中外的哲学家所困惑
、

探索
。

可以说
,

人学问题

贯穿于西方哲学发展的全过程
,

只是在不同的时期
,

人学研究的侧重点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

它大致经历了理性人学 (古代 )

— 宗教人学 (中世纪 )

— 理性人学 (文艺复兴至近代 )这一否

定之 否定的过程①
,

其后马克思主 义人学则 向社会性
、

实践性方面发展
,

现代西方人学则向非

理性
、

个体性方面发展
。

研究古希腊人学对于探索整个西方人学思想及其规律
,

对于弄清人学

思想与哲学理论的关系
,

对于正确理解人性和人的本质
,

自觉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观
,

都具

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

理性人学的确立— 人是一个求知求真的理性存在者

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说
:

奇异的事物虽然多
,

却没有一件比人更奇异
.

正是这种强

烈的奇异感驱使着古代哲人开始了对人 自身的探究
。

古希腊哲学的产生
,

就标志着它摆脱了宗教神话的束缚
,

开始清醒地面对令古人畏惧的自

然
,

探讨 自然的本质
,

并趋 向自然本体论
.

②这一 自然本体论深刻地影响着古代哲人对人 自身

的认识
,

并导致理性人学的产生
。

他们往往以客观外在的本体及规律来解释人
,

强调人对自然

本体的认知与服从
,

把人解释为一种求知求真的理性存在者
,

而求得的真即是善
,

善即是真
,

以

真为基础
,

真
、

善
、

美三者合而为一
。

赫拉克利特说
: “

每一个人都能认识自己
,

都能明智
” ⑧ .

而

智慧就在于认识与服从火的运行规律
“

逻各斯
” , “

听从我的
`

逻各斯
’

承认一切是一
,

那就是智

慧的
” 。

④在他看来
, “
逻各斯

”
主宰一切

,

它既统治着自然界
,

又统治着人类社会生活
,

既以必然

性驾驭着自然秩序
,

又以
“

命运
”
支配着人的灵魂

、

行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
。

其实这个
“

逻各斯
”

如同黑格尔所理解的就是
“
理性的规律

” ,

人们只有认识它
,

服从它
,

按它行事
,

才是智慧的
,

才

能避恶趋善
。

这里他已把人看作一个求取真知
、

获得智慧的理性存在者
,

标志着理性人学的产

生
。

德漠克利特也认为
,

原子及其运动的必然规律
,

产生并决定包括人在内的世间一切
。

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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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就是理性
,

人生的目的是灵魂的安宁
。

当理性灵魂认识了原子及其必然性规律
,

就能平静
、

安泰地生活
,

不为任何恐惧
、

迷信或其他情感所扰
,

达到幸福的善的境界
⑥ ,

也就是说
,

理性对

本体的真即是善
。

随后的伊壁鸿鲁更清楚地指出
,

人的理性的
“

审慎
”

是最大的善
,

它是使人们

认识 自然本体及规律和人自身的能力
,

并能指示人们达到幸福生活 目的的美德⑧
。

(在此伊氏

最大的善即是理性对本体规律的真
,

真也就是善
,

真善美合而 为一 )
“
凡是被判定为最好的行

为
,

都是遵从理性正当地作成的峋
,

由此
,

按理性行事
,

具备明智
、

审慎的理性的人
,

就是伊壁

鸿鲁心 目中理想的人格
。

被誉为西方人本主义始祖的苏格拉底
,

提出了
“

认识你自己
”

的重要命题
,

使哲学研究由客

体自然转向了主体的人
.

而苏格拉底的人同样是一个求知
、

求真的理性存在者
,

他所谓的
“

认识

你自己
” ,

就是告诫人们
,

注意智慧
、

真理和心灵的最大程度的改善⑧ ,

认识人的理性心灵中先

夭存在的普遍的道德观念
:

如勇敢
、

正义
、

节制等
,

一旦人们通过归纳获得了这些道德观念的知

识
,

便拥有了一个智慧的灵魂
,

灵魂
“

在智慧的指导之下
,

结局就是幸福
;
但如果在愚盆的指导

之下
,

则结局就相反
” ⑧ ,

智慧知识即是善
、

幸福及美德
,

愚昧无知即是恶
、

痛苦及丑行
,

于是
“

美

德即知识
” ,

善即是真
,

真即是善
,

一个真善美的完人实质上是一个拥有真知与智慧的理性的

人
。

继老师之后
,

柏拉图提出了人的灵魂结构说
,

把灵魂分成三部分
:

理性
、

意志和情欲
,

即知
、

意
、

情
;
理性最高起统帅作用

,

意志次之
,

情欲最低
。

当理性摆脱肉体战胜情欲
,

认识了最高的知

识善的理念时
,

就进入了人生真善美的理想境界
.

在此
,

人生的真实意义和全部价值就在于
:

人

是一个求真的理性存在者
,

真善美的统一了实质上是以求取真知
、

获得智慧为基础与内容的
。

古希腊人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
,

虽力图全面完整地理解人
,

但同样明确提出
: “
人是理

性的动物
” ,

强调理性为人类所独有
,

它是灵魂中较高较优的部分
,

操修理性而运用思想正是人

生至高的目的气
“
对于人

,

符合于理性的生活就是最好的和最愉快的
。 ’ ,

0 至此
,

理性人学的思

想 已被明白无误地阐发出来
。

尽管古希腊哲人都主张理性的人学
,

但作为理性的人所追求的人生 目的至善的内涵则不

同
,

一般说来
,

主张唯物主义本体论的哲人
,

其至善是指现实的幸福
,

如德漠克利特
、

伊壁鸿鲁

(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虽是矛盾的
,

但内含的唯物主义思想使他持同样的主张
,

并与柏拉图相

对 ) ;
主张唯心主义本体论的哲人

,

其至善是指超验的
、

神秘的理念
,

如苏格拉底和柏拉图
。

向宗教人学的转化— 斯多葛派人学的神化

随着希腊奴隶制的衰落
,

哲学也随之衰落了
。

由于哲人们不再关切对本体的真知
,

而转向

伦理道德问题
,

导致求真求知的理性人学开始向宗教人学的转化
,

斯多葛派的人学恰好反映了

这种转化
。

斯多葛派利用了赫拉克利特的哲学
,

宣称世界源于火
,

一切受
“

逻各斯
”

决定
,

并将
“

逻各

斯
”

作了意义的转换
,

称它是神圣的火的理性即世界理性
,

也就是神
、

天道
、

命运
、

必然性 (注意
:

这些概念在斯派这里是同一意思 )
。 “
逻各斯

”

的这一神化
,

便标志着理性人学转向了宗教人学
。

既然神圣的
“

逻各斯
”

决定一切包括人
,

那么人的理性便源于神
,

是神的理性的一点火花
,

个人

的本性都是普遍本性的一部分
,

在此人的理性全然神性化 了
,

人从属于神
,

只有按神即世界理

性行事才是美 德
,

人生的目的至善
,

就是过一种顺应 自然服从命运的生活
,

即按照神亦即世界

理性
,

也是按照一个人 自己的本性来生活
。 ,

因为人在宇宙中是微不足道的
,

仅能分给每一个

人的是无限的
、

不可测的时间中的极少的一部分
,

是无限大的宇宙空间的一小块土壤
,

想到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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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
,

就要认定
,

除了按照人的本性
、

世界理性即神性去作之外
,

再没有伟大的事情了。
.

后期斯多葛派完全转向了宗教人学
,

为基督教神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

由于人的理性源于神

性
,

是神所赋予的
,

人 自然是一种最高级的存在
,

是万物之灵
,

是地球的统治者
,

但人又须回归

于神
,

达到永恒
。

如此人生是短暂的过客
、

风中的残烛
、

是参拜上帝的旅途
,

只有听从神意
,

安于

命运
,

忍受苦难
,

演好上帝为你安排的角色
,

才能回归于神
,

进入夭国
。

这犹如新柏拉图派所描

述的
,

进入一种如醉如痴的神秘境界
,

达到神人合一 这样希腊的理性人学
,

经斯多葛派
、

新柏

拉图派的演变
,

最后为宗教人学所取代
。

人经过中世纪神的千年重压
,

至文艺复兴时
,

理性的人

才重被发掘
,

人性的丰富性才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

理性人学在更高的历史阶段上获得新的发

展
。

各种人性思想的萌芽— 人性的自然性
、

社会性
、

先验性

正如恩格斯所说
:

古希腊哲学丰富多彩
,

在它的
“

多种多样的形式中
,

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

各种观点的胚胎
、

萌芽
.

吻一切近现代的哲学思想
,

不过是对古代哲人提出深奥问题的新 回

答
。

尽管理性人学是古希腊人学的主旋律
,

但同样包含着 以后各种人性思想的胚胎
、

萌芽
。

古

希腊哲人在阐明人的本性是理性的同时
,

也涉及到人的自然性
、

社会性
、

先验性等人性思想
,

发

掘这些人性思想的萌芽
,

便能摸清西方人性思想发展的脉胳
,

把握哲学与人学的关系
。

人性的自然性— 古代原子论者从唯物主义 自然观出发
,

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
,

人的本

质就是 自然的本质
。

其先驱恩培多克勒以自然的四元素说解释一切包括人
: “
从这些元素中生

出一切过去
、

现在
、

未来存在的东西
,

树木
,

男人女人
,

… …
”

气 德漠克利特也认为人是 由自然

的原子所构成
,

人的本性就是从 肉体原子即粗糙的原子和灵魂原子即精细的原子的结合中产

生的
,

这种 自然主义人性论的萌芽
,

经伊壁鸿鲁的继承
,

到 了 18 世纪法国唯物论者那里
,

发 展

为以肉体感受性为基础的人性理论
,

而费尔巴哈则是这一 自然主义人性论的集大成者
,

较为系

统地论证了人的自然的生理属性
,

但却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和历史发展
,

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
。

人性的社会性— 苏格拉底与德漠克利特在哲学观点上虽是不同的
,

但在
“

知识即美德
”

的观点上却是一致的
,

前者强调美德的先验性
,

但并不否认美德可通过后夭的教育
、

训练
。

后者

坚持了唯物主义认识论
,

说明了后天的教育
、

环境的影响对一个人的道德 品性有重要作用
,

指

出
: “

本性和教育有某些方面相似
:

教育很可以改变一个人
. ’ , 。 亚里士多德则提 出人是社会和

政治的动物
,

强调了社会教育与行为实践对形成人的美德的重要作用
, “
人如果离世绝俗

,

就无

法实践其善行
,

勇毅
、

节制
、

正义
、

明哲诸善德实际上就包含在社会的公务和城邦的活动中
” 0

。

亚里士多德这一思想萌芽
,

以后在 18 世纪法国唯物论者
、

19 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那里
,

得到系统的论证和发挥
。

这种社会环境决定人性发展的思想
,

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重大的进

步
,

它不像自然主义人性论
,

只停留在哲学大厦的下半截 (即自然领域 )
,

而是在上半截 (即社会

历史领域 )攀登
,

虽然失败了
,

它不是植根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中
,

但却为马克思主义人学提供了

丰富的思想资料
。

人性 的先验性— 柏拉图以其唯心主义理念论为基础
,

阐述了人性的先验性与血统性
,

把

人的本性 即灵魂中最优秀部分的理性的智慧
,

赋予 由金子做成的
、

能认知善的理念的哲学王即

统治者
;
灵魂中的意志的勇敢

,

赋予由银子做成的
、

认知理念影子的守卫者
; 灵魂中最低劣部分

的欲望的节制
,

赋予由铜与铁做成的
、

认知感性事物的劳动者
。

这种先验论
、

血统论是对奴隶主

人性论的绝妙的解释
。

难怪亚里士多德也说
: “
世上有些人天赋有 自由的本性

,

另一些人则自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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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成为奴隶鸣
,

在他眼里
,

奴隶仅只是无理性的
、

会说话的工具
,

这与德漠克利特所主张的
,

应

该象使用我们身体上的四肢那样来使用奴隶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

反映了他们作为奴隶主思

想家
,

由于阶级偏见所带来的理论局限与错误
。

以后中世纪的宗教人学宜扬人的原罪说
,

马基

雅弗利的性恶论与卢梭的胜善论
,

都是这种先验性人性的鲜明体现
。

综上所述
,

我们不难得到如下的几点启示
:

1
.

经济以及思想文化的发展决定
、

制约着西方人学思想的发展
。

理性人学到宗教人学再到

理性人学的发展粗略再现了西方经济
、

思想文化发展的轨迹
。

古代奴隶制经济文化的发展需要

理性的智慧的人
,

中世纪千年的神学统治
,

只能造就跪倒在神灵脚下的人
,

文艺复兴的曙光照

亮的近代
,

需要勇于反对神学信仰
,

宣扬科学
、

民主的理性 的新人
。

2
.

哲学思想决定
、

制约着西方人性思想
.

哲人的人性思想植根于其世界观中
.

如持人性自

然性的哲人
,

世界观一般是唯物主义的
;
持人性社会性的哲人

,

也往往是唯物主义的
,

或至少有

唯物主义思想因素
,

而在每个哲人那里应作具体分析
,

不能一概而论
; (当然有些哲人

,

既看到

人性的自然性
,

又看到人性的社会性
,

如德漠克利特
、

法国唯物论者 )持人性先验性的哲人
,

也

往往是 唯 心主义的
,

先验唯心的世界观必将导致先验性的人性思想
,

但涉及每个哲人则须具

体分析
。

3
.

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创立了科学的 人学观
。

抛弃了西方人学研究中那种抽象的理性

人学
、

宗教人学
、

人的自然性与先验性
,

将人学研究置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中
,

从社会存在
、

历史

发展和实践活动出发来研究人
,

为正确理解人性和人的本质
,

为人的 自由
、

解放以及全面发展

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

注 释
:

① 理性一词历来难于 界定
,

此处并 4卜指在认识论中与感性相对的理性
,

而是在更宽泛的意义下
,

既指与

愚昧
、

迷信相对的理性
,

又指人们运用概念对世界进行认识
、

判断和逻辑推理的思维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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