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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罗提诺生活的时代，是有史以来最悲惨的时代之一。
这个时期，大多数人低下了头，把命运交给了神，只有少数人在黑暗中点燃人性的火种，宣称人的生
命归宿在于人自己。
普罗提诺就是其中之一。
很多学者对普罗提挪关于恶的思想争论不休，本书试图通过详细注释普罗提挪专门论恶的论文《九章
集》一卷第八章，来揭示普罗提诺的根本主旨。
     为什么世界会有恶?我们不能忍受人类永遭不幸。
时代越是不幸，人们越是盼望幸福。
我们期望有一个完美的世界在生命与历史的尽头等着我们。
但问题是，如果我们不知道恶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又如何能够克服它，如何能够走向美好的希望之乡
呢?事实上，对苦难的不同认识，直接影响了每个时代追求幸福的方式。
普罗提诺生活的时代，是有史以来最悲惨的时代之一。
这个时期，大多数人低下了头，把命运交给了神，只有少数人在黑暗中点燃人性的火种，宣称人的生
命归宿在于人自己。
普罗提诺就是其中之一，他关于恶有专门的论文阐释，本书对其《九章集》一卷第八章进行详细注释
，来揭示普罗提诺的根本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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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映伟，江苏句容人。
复旦大学法学学士，北京大学哲学硕士、博士，曾获“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奖学金赴德国
学习。
现在北京交通大学任教，发表论文有《斯多亚派的哲学》，《救赎与天国》，《海德格尔信奉纳粹主
义思想的根源》等。
本书获得北京大学2005年优秀博士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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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2．世界本原和恶的来源问题史    希腊思想产生于对自然的关注，进而扩展到对人事的考虑，最终
由于实践和逻辑上逼迫而不断发展。
“在柏拉图之前，恶并没有被作为一个明确地提出来考虑的哲学问题，甚至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来
说，恶也不是一个有趣的或重要的问题。
他们两人都没有直接面对这个问题，只是在解决其他对他们而言更为重要的问题的过程中，附带地回
答了这个问题。
”①不过对世界的善恶和正义性问题的思考总在零星地出现。
在荷马史诗中，诸神已经开始逐渐摆脱了喜怒无常善恶无端的形象，逐渐以正义的存在者的形象出现
。
由于出现了这个新的更高级的正义观念，也即诸神的道德特征，就产生了调和诸神的正义和世界上存
在着恶和苦难的问题。
这时，出现了解决恶的问题的两种重要方法的萌芽：一是二元论倾向，一些神作为恶的力量和另一些
善的神作对；另一倾向是把恶的原因归结给人，即把苦难视作人的罪恶的必然后果，而罪恶来自人的
错误。
此后，前苏格拉底时期的思想对这两种解决办法少有发展。
文学作品，如品达、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罗斯的作品中，“对‘神对待人的方式’的反思，并没有导
致单纯盲目地反对诸神，抛弃神圣正义的观念，而是寻求找到正义的根据”。
他们同样把人类的不幸的原因向两个方向上追溯，其一是有着自由意愿的人的错误行径，另一是认为
世界中有一个恶的成分，比如质料或者肉体等，罪恶最终来自这个成分的影响。
①哲学首先以自然哲学的形式出现，恶的问题尚未进入视野。
但在阿那克西曼德把“无限定”当作万物的本原时，恶的问题事实上就隐藏在其中了。
阿那克西曼德把由无限定产生万物的过程作为生成，由万物返回无限定的过程作为消亡，生成与消亡
就构成了世界的运动。
根据辛普里丘的记载，阿那克西曼德说：“万物从那源泉中产生，又命中注定要毁灭并复归于那个源
泉；因为它们要在时间的序列中为它们相互之间的不正义而遭受惩罚并相互补偿。
”②这样，在万物从那唯一的源泉产生后，就已经不再是统一体了，因此就注定要遭受惩罚和毁灭，
因为它们相互之间就已经有了侵夺。
    P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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