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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道路与真理--解读约翰福音的思想史密码(精)》由谢文郁所著，本书试图以一个第三者的口吻，来
讲述约翰福音所记载的耶稣言行和历史事件；在与符类福音中相关记载的对比过程中，来思考有关圣
经研究的某些理论；在充分正视现今时代所带来的挑战和希望的前提下，来寻求约翰福音的祝福和智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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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因此，柏拉图认为，在信念认识论中我们无法获得真理。
那么，我们应该通过什么途径来认识并把握真理呢？
根据柏拉图的分析，信念认识论之所以无法认识真理，原因在于人们在盲信中接受他人的意见。
“盲信”就是放弃自己的判断权，把他人的想法不加判断地接受为自己的意见。
在盲信中，人们只能随波逐流，生活在变动不居的意见中。
真理不能在盲信中。
那么，作为盲信的反面，柏拉图指出，就是自己占有判断权，即要通过自己的理性判断进行选择。
这种认识途径，柏拉图称为“理性认识论”。
 柏拉图从vovs（理性）这个字开始他的讨论。
人的选择是建立在判断基础上的。
判断所依据的是人现有善观念。
人的生存乃是在自己的善观念基础上进行判断与选择的过程。
这里，善观念是人的生存的原始出发点，而判断权则是人的生存的动力。
这一点需要特别强调。
人们在讨论理性这个字的含义时，往往忽略了“拥有判断权”这一层含义。
理性与信仰（或盲信）的对立体现在“拥有判断权”与“放弃判断权”这两种倾向上。
拥有理性即拥有判断权。
这说明，这人拥有能力进行思想—判断，并在判断中进行选择。
信仰则是把判断权交在信任对象手上，让信任对象为自己做判断选择。
从这个角度理解柏拉图的理性，我们可以说，拥有理性就意味着拥有判断权，能够从自己的心思意念
出发，自己做主，不受任何他人的意见所左右。
这是理性的原始含义。
 就形式而言，判断涉及概念界定，命题构造及命题演算。
在判断中，我们所使用的概念必须有准确的界定，任何概念混淆都会导致判断失去准确性。
柏拉图发现这个工作是巨大的工程，并专门写了《巴门尼德篇》、《智者篇》和《菲利布篇》，希望
能够找到一个好方法来界定概念。
他的这项工作，建构了西方思想史上的第一个概念论。
 这里我试举几例来说明柏拉图的概念论。
在《巴门尼德篇》，他对“理型”的界定进行了分析，发现这个词的使用十分复杂。
一方面，理型是一；另一方面，它又是多。
应该如何理解这里的“一”与“多”之间的关系？
比如，作为桌子理型，它是对所有桌子的指称，因而是一；同时，每一张桌子都必须包含桌子理型，
所以它又是多。
应该如何理解并使用“桌子”一词呢？
在《智者篇》，我们读到柏拉图关于“非存在”一词的分析。
巴门尼德指出，“非存在”不能成为认识对象，是绝对的无，即指那子虚乌有的东西。
但是，柏拉图发现，我们还可以从“不是这个”这个意义上讨论非存在，即它不是这个，却可以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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