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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卷内容是古代希腊与罗马哲学。
它延续的时间很长，从公元前6世纪初早期希腊哲学产生，至公元529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关闭
雅典的柏拉图学园标志着古代希腊罗马哲学的终结，长达1000余年。
本书不将罗马哲学看做希腊哲学的简单延伸与附属部分，而将其专门论述。
    希腊罗马哲学是理解与研究西方全部哲学与文化传统的重要窗口，因为希腊罗马哲学的精神如科学
与人文精神等，一直贯穿在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中，对以后各时代包括当代的西方哲学研究都有深刻
影响，并融渗在西方的科学、宗教与文化生活中。
因此，研究希腊罗马哲学的历史，不仅对认识期哲学本身是有益处的，也可以增进我们对整个西方文
化传统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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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伊奥尼亚传统的自然哲学中，赫拉克利特的学说对他较有影响，使他肯定了流动变易的现象世界。
他年轻时就接受了赫拉克利特和克拉底鲁的学说，认为一切可感觉的事物永远处于流动变易状态，这
运动变化的现象世界是存在的，是感觉的对象，不是知识的对象，但和形成知识仍有关。
他没有像爱利亚学派那样绝对否定存在是运动的。
对于阿那克萨戈拉的“努斯”这个精神实体的运动本原，柏拉图在《斐多篇》中认为它很重要，但不
彻底，于是批判地加以吸取。
他晚年在《法篇》中论述理性神时，认为完善的最高存在是有运动、有生命、有理性、有思想的神。
所以，亚里士多德说他晚年仍坚持赫拉克利特等人的运动学说。
南意大利传统的哲学对他的影响更大。
柏拉图游历南意大利时就结识了毕泰戈拉学派的阿尔基塔，还见过菲罗劳斯和欧律托斯，他对毕泰戈
拉学派的学说很熟悉，在《国家篇》中说毕泰戈拉本人的生活方式受人尊敬。
①毕泰戈拉学派的数的范型说、对立的和谐说、宇宙论及其奥菲斯宗教传统的灵魂不朽说，被吸收来
成为他的理念论哲学体系的重要内容；柏拉图后期与其学园中关于“理念数”的“不成文学说”，更
见毕泰戈拉学派的深刻影响。
爱利亚学派的哲学无疑也是理念论的重要渊源。
在《泰阿泰德篇》中，已是柏拉图代言人的苏格拉底说：“巴门尼德在我眼里，正像荷马所说是可敬
可畏的。
”②巴门尼德强调理智思维才能把握存在的本质，这是理念论的基本立论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说，理念就是在理性把握的本质实在意义上打碎了的巴门尼德的“存在”即“一”。
柏拉图后期在《巴门尼德篇》、《智者篇》等著作中，正是在批判地扬弃巴门尼德的“存在”中，对
他自己的前期理念论作出了修正与发展。
在他的后期对话《蒂迈欧篇》中，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毕泰戈拉学派的“数”和原子论关于粒子的
几何形式也规定粒子性质的见解，都成为他的理念论的宇宙创造说的必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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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历时三载，此书得以写成，首先应深为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吴源和周文彬等同志怀着对学术事业
的可贵热诚，精心组织、具体支持我们撰写多卷本《西方哲学史》；同时也应感谢叶秀山和王树人两
位总主编委托、信任我撰写此卷。
他们给了我机会，能对古代希腊与罗马哲学做一番断代研究。
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刘卫、戴亦梁同志审读篇幅不算少的拙书稿，补删润色很是到位，细心订正一些误
笔，做了大量精细入微的编辑加王工作，此书出版也凝注入他们的许多心力。
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年迈花甲，终于完成此书时，心中不禁涌起对导师全增嘏教授的感恩之情。
1962－1965年我在复旦大学哲学系作为研究生师从他，他很注重古希腊罗马哲学这西方哲学史的基础
性环节，培养方案中有较多安排，指导我们读原著，谆谆讲解，引人入胜。
以后我能在此领域做研究，有赖于当时他给我打下的良好基础。
先师仙逝已逾20年，此书虽非硕果，也算是献给他的一辦心香。
我和范明生、陈村富君随汪子嵩老师撰写《希腊哲学史》约20年。
汪老师是陈康先生的学生，治学严谨，思想开放，待人宽诚。
他和我们一起切磋探讨，多有教诲，使我研习希腊哲学有所深化。
汪老年逾八十，身心健朗。
作为后学，谨表敬谢之意。
写作中研读叶秀山、杨适、范明生、陈村富诸位学长的著述，颇得启迪。
谨向他们表示敬意。
自开展多卷本《西方哲学史》课题以来，田士章学长多有帮助，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平同志也在许多
具体事宜上给予了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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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2卷古代希腊与罗马哲学上下)(精)》是叶秀山和王树人编写的，由江苏人民出
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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