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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文版《亚里士多德全集》（10卷本）1997年出齐后，获得了第四届全国图书将（1999年）、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将（1999年）等多项大奖。
为了读者使用方便，也为了把自己研究西方哲学尤其是古希腊哲学的心惊传达给读者，作者又编选了
带有注释的《亚里士多德选集》。
几年来，不断有读者尤其是大学生和研究生反映需要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单行本。
为了满足这些读者的需要，作者将亚里士多德最具影响的著作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
　　单行本的译文与《亚里士多德全集》大体一致。
个别术语和人名的改动，是苗力田先生在全集重印和做电子版时亲自订正的。
单行本的注释与命令保持一致。
全集的脚注中所引证的希腊语词是按照国家颁布的《汉语拼音方案》的字母表对应拼写的。
　　对西方哲学名著的译介和研究是一项没有止境的事业。
准确、完美的译文，深入、详尽的注释，以至创造性的阐释和发展，是保能接近而难以完全达到的理
想境界。
不断接近这一境界，既有赖于学术界的努力，也需要出版界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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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古代希腊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科学家，柏拉图称之为“
学园之灵”，恩格斯称之为“最博学的人”。

　　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他对古希腊人已知的各个学科的知识进行了整理，并提出了自己
的创造性见解。
作为一位哲学家，他对哲学的几乎每个分支学科都作出了贡献。
他的写作涉及逻辑学、形而上学、神学、论理学、心理学、政治学、修辞学、教育学、诗学、风俗以
及雅典法律。
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对西方文化的根本倾向和内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句名言鲜明地表达了他对智慧和真理的热爱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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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从自足来看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自足似乎就是终极的善。
我们所说的自足并不是就单一的自身而言，并 不是孤独地生活，而是既有父母，也有妻子，并且和朋
友们，同邦人生活在一起，因为，人在奉性上是政治的。
在这里也应该有一个界限，如若伸延开去，上到祖先，下至后代，朋友的朋友，那就没有个止境了。
这个问题留待以后加以讨论。
我们现在主张自足就是无待而有，它使生活变得情快，不感匮乏。
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幸福。
它是一切事物中的最高选择，我们不能将它与其他的善事相混同。
如若相混同那么显然再少加一点善，它就会变得更加更欢迎，因为附加物会使善更大些，所以也就更
受欢迎些。
幸福是终极的和自足的，它是行为的目的。
    不过把幸福称为最高的善，看来是种同语反复。
还应更着重地谈谈它到底是什么。
如若以人的功能为例，事情也许会更清楚些，例如一个长笛手，一位雕刻家，总之那具有某种功能和
行为的人，在他的功能中存在着善和优美，由于他们有着某种功能，所以他们的人也是善和优美的。
    为什么在木工和鞋匠那里都有某种功能和行为，而在人却一无所有呢，是他天生无能吗?或者，在眼
睛，在手，在脚，在整个的身体四肢似各有功能，在这一切功能之外，还有什么人给予人以共同功能
吗?那么这种功能到底是什么呢?生命对于植物也显得是共同的。
要寻求人所司有的功能，那就要把生命的生长功能、营养功能放在一边：再下一个就是感觉功能，这
是为牛、马和一切动物所共有的。
再下来就是有理性部分的活动(在这里，一部分是对理性或原理的服从，另一部分是具有理性或思索，
即进行理智活动)。
理性部分有双重意义，我们应该就其为现实能力来把握它，因为这是它的主要意义。
如若人的功能就是灵魂根据理性的现实活动，至少不能离开理性，并且，我们说这个人的功能和这个
能手的功能并没有什么不同，(例如长笛手和长笛能手，总的说来都是如此。
)能手就是把出众的德性加于功能之上。
(长笛手的功能是吹奏长笛，长笛能手则把笛子吹得更加优美动听。
)若是情况实际如此(我们把人的功能看作是某种生命，它是灵魂的现实功能，合乎理性而活动。
如若一个人的功能是优秀美好的，那么他就是个能手。
每个人只有在他固有的德性上，才完成得最好)，那么人的祷就是合甲‘德性而生成的灵魂的现实活动
。
如若德性有多种，则须合乎那最美好、最完满的德性，而且在整个一生中都须合乎德性，一只燕子造
不成春天或一个白昼，一天或短时间的德性，不能给人带来至福或幸福。
    在这里，让我们对善作一概观，首先勾勒一个略图，以后再往里面添加细节。
如若把略图画得很好，那么任何人都可以添加细节把它完成。
在这里时间是一个出色的发现者和开拓者，技术就是这样为后继之人所完成，每个人都可补充其不足
。
且记住以前所说过的话，无须在全部研究中都要求同样精确，这要看那一门科学的主题是什么，要看
它所固有的程序和方法。
例如一位木匠和一个几何学家都研究直角，在木工这里能用于他的工作就足够了，一个关心真理的人
才研究它是什么，具有什么样的性质。
在其他方面也是这样，以避免主次不分，使次要的东西盖过主要的东西。
    同时也没有必要，对所有的事物都同样找出一个原因，而能够很好地说明它们是怎么一回事也就足
够了。
例如关于始点或本原，只要指出那最初的东西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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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点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从归纳方面被研究，有的从感觉方面被研究，有的从风尚方面被研究，还有
其他不同的方面、不同的研究。
所以，我们必须按照每一始点的本性，并最精确地给它下一个定义，因为这对下一步有重大的影响。
行百里者半九十，通过它可影响着研究的许多方面。
     在这里我们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幸福是学到的，获得的，以什么办法培养出来的，还是某个神的恩
赐或机遇呢?如若神真给人送过什么礼物的话，我们就很有理由说幸福就是神之所赐了。
在人所有的东西中，它是最好的。
不过这问题属于另一研究范围。
显而易见，即或幸福不是神的赠礼，而是通过德性，通过学习和培养得到的，那么，它也是最神圣的
东西之—。
因为德性的嘉奖和至善的目的，人所共知，乃是神圣的东西，是至福。
它为人所共有，寓于一切通过学习，而未丧失接近德性的欲求的人。
人们有充足理由主张，通过努力获得幸福比通过机遇更好，这表明，凡是合乎自然的东西，在本性上
就是最好的，正如人工的东西一样。
一切原因，特别是那些合乎最高善的东西，都莫不如此。
说什么最伟大、最美好的东西出于机遇，这是令人万难接受的。
    对问题的定义也许有助于问题的回答。
人们说，幸福就是一种合乎德性的灵魂的现实活动，其他一切或者是它的必然附属品，或者是为它本
性所有的手段和运用。
在本书开头我们就一致同意，政治目的是最高的善，它更多地着重于造成公民的某种品质，即善良和
美好的行为。
所以，不论是牛，还是马，以及其他动物，我们都不能称之为幸福的。
因为它们没有一种能分有这种现实活动。
出于同样的理由，也不能说孩子们是幸福的，因为年龄的关系他们没有这样合于德性的行为。
对于他们只能说有希望获得至福。
还须如我们所说过的，德性是完满的，须终其一生。
在一生之中变化多端，随机投缘，一些人气运亨通，到老年却陷于悲惨的境地，正如史诗中关于普利
亚莫斯的故事那样。
没有人把这样的遭遇和结果叫做幸福的。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人只要还活着，就不能说    是幸福的呢?因为梭伦要人们“盖棺定论”。
如若作这样理解，那么人只有在死后才幸福吗?这样的看法当然完全荒唐，特别如我们所主张幸福是某
种现实活动。
我们不甚同意死后幸福的说法，并且梭伦也不是这个意思。
他的意思只不过是，一个人在身死以后就能摆脱邪恶与灾难而享其至福。
但就是这样的解释也是有争议的。
正如活着而无所感觉的人一样，死者也会碰到好事和坏事，例如儿孙们是享受荣华还是遭到侮辱，以
及一般而论后代是兴旺发达还是日益败落。
但这里依然是疑难重重，尽管一个人一生直到老死都一直享其至福，但从道理上讲，他的后代仍会变
化无常。
他们之中，有的享受着自所应得的良好生活，有的却完全相反。
而且，用不着说，这些后代和祖先之距离是各不相同的。
如若后代的生活变化无常，那么死者就会此时变得幸福，彼时变得倒霉，这是荒唐的。
而在一定的时间之内，若说祖先不受后代一定的影响，也说不通。
    现在再让我们回到以前的难点，从那里也许可能找到解决现在问题的一点线索。
如若“盖棺定论”，那就是说当一个人在享其至福的时候，不说他洪福齐天，而是在事情过去了才说
。
而在一个人幸福的时候，不去说出真实，岂不是荒唐之极吗?人们所以不愿承认活着的人幸福，在于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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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的多变，而在他们看来，幸福却应是牢固难变的，不像机遇围绕着人们往复旋转。
一个人如若由着命运摆布，他显然要一会儿倒霉，一会儿幸福，所以我们经常把幸福比做空中楼阁，
比做朽木镌雕。
或者，听从命运的摆布是不对的吗?在机遇里面并没有善和恶，人的生活却少不了这些，正如我们所说
，介乎德性的现实活动，才是幸福的主导，其反面则导致不幸福。
现在所讨论的问题就是一个证明。
在各种人的业绩小，没有一种能与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相比，较之那些分门别类的科学，它们似乎更
为牢固。
在这些活动中，那享其至福的生活，最为持久，也是最荣耀和巩固的。
正因为如此这才难以令人忘记。
    所以，像这样的生活，幸福当然是持久而巩固的。
因为他是永远地，至少比一切人更多地合乎德性而行动和静观。
他能以适当的方式来对待机遇，他是“真正的善良”，“刚正不阿”。
    然而机遇也是多种多样，大小不一。
有一些微不足道的机遇，不论好还是坏都不足以造成生活的大灾大难。
而那些巨大而多发的机遇，如果好的就能使人享其至福(机会的本性就是锦上添花，但对机遇的利用必
须美好、娴熟)。
如果是坏的，就要带来灾难，破坏幸福的生活，招致痛苦降临，给许多现实活动以障碍。
不过，尽管在噩运中，美好的东西仍然投射出光辉。
因为人们所以能平心静气地承受那多发和巨大的坏机遇，并不是由于感觉迟钝，乃是由于他们高尚和
大度。
    人们很有理由认为，全部道德品质都是与同一事物联系着，我们说体谅、理解和理智都集中在那些
既能体谅又有理智，并且既明智又富于理解的人们身上。
因为这一切能力都是终极事物的能力，都是对个体东西的能力。
一个对明智对象具有判别力的人，也就是个富于理解的人，具有体谅和宽容精神的人。
因为公平是一切善良的人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所共有的。
一切实践的对象都是个体的和终极的(所以明智的人对此应该知道)。
而理解和体谅都以实践事物为对象，这都是些终极的东西。
理智从两个方面来看待终极事物，原始定义和终极对象，终极事物是理智的对象而不是推论的对象。
在证明上，理智以不动的原初定义为对象，在实践上它以终极的东西、可能的事件以及其派生物为对
象。
因为这东西才是它所为的始点，普遍出于个别，对于这些东西应该去感觉，这也就是理智。
    快乐之所以完全不是善，首先由于一切快乐都生成为感性能自然，而生成与其目的在种上是不同的
，正如营造术和房屋一样。
其次，节制的人避免快乐。
再其次，明智的人追求的是无痛苦，却不追求快乐。
再其次，快乐妨碍明智者的思维，享乐越多，则妨碍越大，例如性行为中的快乐，在这时候，无论什
么人都不能进行思维。
再其次，一切善都有是技术的成果，却没有制造快乐的技术。
再其次，儿童和兽类只知追求快乐。
    快乐之所以不都是好事情，首先，有的快乐是可耻的、下流的，有些是有害的，有些是导致疾病的
。
快乐之所以不是最高善，是由于快乐是生成而不是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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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亚里士多德全集》编辑推荐：朋友们，我们每天都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你是否想过，我们的行
为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
你是否想过我们每天的行为能否达到我们对幸福的追求标准呢？
读读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吧，它会告诉你善是什么，快乐是什么，幸福又是什么？
亚里士多德用细腻而富有哲理性的语言向我们揭示了这些情感的本质，形式和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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