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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对话集》

内容概要

《柏拉图对话集》选译了古希腊圣哲柏拉图的对话七篇，柏拉图的对话文笔生动、富有戏剧性，不仅
是优美的哲学著作，亦是杰出的文学作品，可以说是整个西方文化永不枯竭的源头和取之不尽的宝库
。戴子钦先生的译本在国内众多柏拉图译本中可以说独树一帜，是文学性最强的译本之一，足堪与朱
光潜先生的《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相互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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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对话集》

作者简介

柏拉图（Platon，Πλτων， 约前427年－前347年），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
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和老师苏格拉底，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古希腊三
大哲学家。另有其创造或发展的概念包括：柏拉图主义、柏拉图式爱情、经济学图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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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对话集》

书籍目录

莱西斯(或友谊)
拉克斯(或勇敢)
普罗塔哥拉
梅尼克齐努士
蒂迈欧
克里蒂亚
克立托封
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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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对话集》

精彩短评

1、居然没有标准斯特方码！没有标注斯特方码！没有标注斯特方码！翻译也一般
2、西塞罗指出：柏拉图并不肯定什么，而是在对某个问题摆出若干论点、并从各个方面加以考察之
后，最后留下一个有待解决
3、读着有像喝白开水一样的感觉，可是渐渐就发现自己喝高了
4、看完第一个故事想吐血⋯⋯哲学什么的最难懂了⋯⋯
5、柏拉图问话的循序渐进，论点的有理有据值得我们学习
6、诡辩啊。。。
7、囫囵吞枣读完的。。。我只想说，古希腊人的脾气真好啊，要是苏格拉底站在我面前跟我辩论我
真的很想学会降龙十八掌然后一巴掌拍死他_(:зゝ∠)_
8、这七篇对话比较有价值的是“普罗泰戈拉篇”、“莱西斯”和“拉克斯”，“克里托封篇”是《
理想国》的续篇，里面苏格拉底还没有开口讲话
9、实在是看不太下去...吼吼!
10、读戴子钦先生译《柏拉图对话集》，竟发现苏格拉底是个恋爱高手，于此可见，早期的“论理家
”们，绝不像我们今天的哲学家们，只有纸上谈兵的本事。这并非说纸上谈兵不好，甚至认为纸上谈
兵就是容易的，而是想指出，我们可以在智力上取得巨大的进步，而在涉及生存智慧的意义上，则似
乎永远都在原地踏步。
11、里面有八篇对话，感觉自己看不下去。
12、讨论的话题很广 人 世界 虽然时间久远但是有些回答仍在今天可用 对友谊的讲解 善与恶 刚开始觉
得有点绕
13、“西方两千年来的哲学，不过是柏拉图的注脚而已” “赏心悦目的对话文学集”
14、狡猾呀。
15、前面还好 后面不好
16、希望以后柏氏的书能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
17、经典固然是经典，但是口舌之利太多，感觉逻辑也不怎么严密，容易陷入无穷无尽的辩驳论述里
，容易搅浑思维。谁喜欢谁就看去。
18、真正意思上读的第一本哲学原著，对古希腊的哲学算是有一个基本的认识。理性辩论确实能够碰
撞思想的火花，柏拉图那种确实辩论方式步步紧逼让人难以接驾。其中一篇对于人体构造还有天文阐
述虽然现在看来有着明显的硬伤但是却能够给我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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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对话集》

章节试读

1、《柏拉图对话集》的笔记-第49页

        读柏拉图的对话集越多，越会体会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是怎么一个样子——虽然这个形象跟色
诺芬的苏格拉底还是相差蛮多。记得有种说法，其实柏拉图的这些对话书写之目的，有对苏格拉底真
实生活刻画的成分，尤其是柏拉图前期的作品。
这部《拉克斯》的核心是苏格拉底同两人探讨勇敢是什么的问题，虽然刚开始本来是其他的话题，通
过这篇对话的如下描述倒是能够看到柏拉图所推崇的哲学家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图景。如果柏拉图在
著作当中反复思考的那个恒久问题“人应该如何生活”或“什么样的生活最值得过”有一个倾向性的
答案，那么毫无疑问就是他著作中的苏格拉底的形象，下文尼西亚斯之口的阐述实际就是柏拉图对这
样的生活状况的一种表达。
因为你似乎不知道，无论什么人，只要他接近苏格拉底并且同他进行谈话，都容易被拖入一场辩论；
同时不管开头谈的是什么题目，总是要被苏格拉底不断地问来问去，问得他团团转，到最后不得不将
他当前的和过去的生活底子揭出来；只要他这样被缠上了，苏格拉底不将他全部、彻底地掏挖干净是
不肯放他走的。我熟悉他的那一套；我知道现在他当然还是要这样做，同时也知道我自己将要成为他
的对象了；因为我是喜欢和他谈话的，呂信麻恪士。⋯⋯就我来说，听苏格拉底反复考问，既不会感
到不惯，也不会感到不快；说实在话，我一开始就断定了，有苏格拉底在场，讨论的题目很快就会转
到我们自己身上，而不再是我们的儿子；因此，我表示我个人的态度，我是十分愿意同苏格拉底按照
他的方式进行谈论的在这里可以回忆一下，柏拉图已经在这样几部作品里面通过他人之口侧面描述过
苏格拉底的生活和辩论状况：
1.《理想国》当中的智术师特拉叙马霍斯
2.《会饮》里的阿尔喀比亚德
3.《拉克斯》（本篇）的尼亚西斯

2、《柏拉图对话集》的笔记-第100页

        “那么这种事物原本是具有虔敬性质的，还是具有不虔敬性质的呢？”我听他提出这样的问题，
就会光起火来，对他说道，“住嘴，你这家伙；如果虔敬本身没有虔敬的性质，那么天下就没有具有
虔敬性质的东西了”在这里集中的问题是“虔敬本身是否有虔敬性质”，如果没有进一步做个详细解
释，我认为这似乎是个假问题，只是普罗泰格拉和苏格拉底误用语言，无法进行进一步的语言分析，
虔敬本身是个形容词，没有对应的客体实在，所以根本没有办法来操作和判断虔敬是否有虔敬的性质
，除非给出一定的神话故事背景或把虔敬给人格化。

3、《柏拉图对话集》的笔记-第286页

        在研究柏拉图著作的学者给出的35部作品的四联排当中，本篇《克里托封篇》是巨著《理想国》
的前篇，真正读过之后确实发现这样安排蛮有道理，很可能是柏拉图本来的精心安排，如下面跟苏格
拉底对话的克里托封的发言，他已经提出了关于正义的特别矛盾与困惑的问题，并声明了要苏格拉底
帮助回答这些问题。而《理想国》本身的副标题就是“论正义”，那就很明显了，本篇里面所提到的
有关正义的困惑在《理想国》里面被充分地进行推证和解答。到了最后，苏格拉底，我拿这些问题提
请你自己来解决，你告诉我说，损害敌人和善待朋友都属于公正。可是后来我发现公正的人从来不损
害什么人，因为他的一切行动都以有利于一切人为目的在这里我惊奇地发现，苏格拉底对于“正义就
是助友攻敌”的说法并没有彻底拒斥，克里托封说了苏格拉底曾经跟他说过善待朋友和损害敌人是属
于公正的范畴（跟《理想国》里面的苏格拉底言辞有相悖之处，有待调和），这个说法跟Allan Bloom
在《人应该如何生活——&lt;王制&gt;释义》里面对《理想国》的这部分讨论的解释立场很相似
，Bloom也提醒我们苏格拉底也不彻底否定此观点，虽然他也不赞成任何条件下损害敌人都是正义
。Bloom看来理想国所建立需要的守护者对自己城邦之人友善，但对异邦人残暴，这种建设是对这样
的助友攻敌的正义定义的部分承认。而且Bloom肯定地给出一个条理分析，敌友划分和助友攻敌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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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对话集》

略是一切政治行为的必需基础，否则政治生活根本无法进行。【如果朋友和敌人之间的区别以及帮助
前者伤害后者的倾向，被从人的心灵和头脑中消除，政治生活将会不可能】p37《人应该如何生活—
—&lt;王制&gt;释义》
回到本篇内容，克利托封在把问题交给苏格拉底后，还在后文说了一个人，并声称如果苏格拉底不能
够给予他满意的答案，他将求教与此人，这就是《理想国》里面苏格拉底最大的辩敌——特拉叙马霍
斯
从这些蛛丝马迹来看，本篇之后接下一篇是《理想国》非常合理。

4、《柏拉图对话集》的笔记-第78页

        柏拉图的这个“普罗泰戈拉篇”集中表达了作为哲人的苏格拉底对作为智术师代表的普罗泰格拉
的质疑，简单来讲苏格拉底作为哲人的代表认为智术师只是在贩卖知识，而缺乏对这种贩卖活动在伦
理意义上的反思。一部分智术师是没有自觉意识到这种善恶的后果，而有一些智术师则是明知而故犯
。
下面这段是当苏格拉底听闻友人要想普罗泰格拉要学习时给出的基本立场，在苏格拉底看来向智术师
学习实在是危险的事情，苏格拉底给出了一种并行的比喻，那就是将食物-身体的关系与知识-心智（
其实这里理解作灵魂更契合）并举，食物营养身体而知识营养灵魂，不好的食物也会危害身体，不适
当的知识摄入也会影响心智。所以在苏格拉底这边，他要求友人慎重又慎重地考虑向普罗泰格拉这个
异乡客学习智者术——因为在他看来，普罗泰格拉只能将友人塑造为另一个智术师，而无法变成哲人
。
毫无疑问，哲人和智术师共同都在一场战斗当中，争夺希腊青年的竞争。可是现在你所要托付的是心
灵，这是你看得比身体远为贵重的东西：你的一切安危祸福，全都系于它的为善抑或为恶；可是对于
这件事情，你却决未和你的父亲或者哥哥商量一下，也没有找我们这些伙伴中的任何人作个计较，以
决定你是否把心灵托付给这个新来此地的外邦人

5、《柏拉图对话集》的笔记-第98页

        这个不难答复，苏格拉底，美德是个整体，你所说的那些品质，乃是整个美德的若干部分。
我说，它们之为一个整体的若干部分，意思是不是和嘴巴、鼻子、眼睛、耳朵之为面孔的若干部分一
样呢？抑或有如黄金，它那部分与整体或者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体积的大小呢？这里的
发问成为苏格拉底与普罗泰格拉的共识与分歧之处，故此我们在阅读的时候要做个落标。无论苏格拉
底还是普罗泰格拉都坚持认为美德是个整体，这是共识，然而在具体怎么是一个整体的理解方面互相
之间的阐释产生了分歧，而且这个分歧在篇末也没有真正回应，至少是有待新的对话继续研讨，或者
作者柏拉图是将这个任务交给了读者。
在这里普罗泰格拉是正面给出了他的立场，那就是苏格拉底说的第一种状况，这种立场在后面的的确
确遭到了苏格拉底的不断攻击和质疑，某些质疑现在看来真的是有点死缠烂打不太厚道。
而苏格拉底的立场或许就比较暧昧，从某些意义上讲他部分赞同普罗泰格拉的这种美德各个特性分属
公有美德面貌的状况，但又不断尝试否定普罗泰格拉。从其他文献互相参考的看，苏格拉底的意思是
真正的美德都是依赖于真正的知识作为保证的，任何意义任何面貌的美德（虔敬、智慧、正义、节制
、勇敢）都必须建立在对知识的真正把握才可以，所以在个意义上他们互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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