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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引领读者由点及面，以最快捷的方式去获取这30部经典名著中的精髓，这些优秀的作品历经几
十年到几千年的历史的淘洗和世界性的文化选择，早已成为经典中的经典。
    每一个时代都可能诞生经典的作品，而每一部经典的作品永远不会只影响一个时代。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基本道德规范经常是通过文学经典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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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部 《理想国》  古希腊文明是与古中华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并称于世的四大文明源头之
一，它曾经创造了思想与制度的光辉典范，它所达到的智慧顶峰是无人可以企及的。
恩格斯曾说：“如果理论自然科学和哲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和发展的历史，差不多都要回
到希腊人那里去。
”而柏拉图在希腊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他和德谟克里特、亚里士多德一样，都
是当时希腊最博学、最睿智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这位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在西方的地位与影响，比之孔子于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璀璨的古希腊文明的众多光辉灿烂的星辰中，柏拉图无疑是最为耀眼的一颗。
其《理想国》、《会饮篇》、《斐多篇》、《美诺篇》、《费德罗篇》等著作为历代学者竞相传诵。
  柏拉图对中世纪文艺复兴及近现代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
文艺复兴中大量的柏拉图著作被重新发现，保存在伊斯兰世界的典籍被带回欧洲，重新引起了人们对
古希腊艺术、思想的强烈兴趣，从而掀起了一场发掘和整理古代文化的运动。
人们在整理古籍过程中开始重新理解柏拉图。
意大利的一些柏拉图作品的翻译家组成了“柏拉图学园”，他们翻译了第一部《柏拉图全集》，并将
柏拉图主义基督教化了。
他们所创立的柏拉图学园对文艺复兴思潮有直接的影响，不仅在哲学上有深刻影响，而且也扩展到了
文学、艺术等领域。
  在哲学领域，其思想根源受到柏拉图影响的哲学家不胜枚举。
突出的有法国行为哲学家布隆代尔、柏格森。
黑格尔的理念论从内容到形式上都浸透了浓厚的柏拉图气息，并且发扬了柏拉图的辩证法。
柏拉图的《理想国》也启发了其他类似著作的问世。
如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培根的《新大西岛》，以及康帕内拉的《太阳城》等，都描绘了作者
所想象的理想国家。
在此后对空想社会主义，乃至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产生都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柏拉图的智慧星空里，《理想国》无疑是最为耀眼的一颗星辰。
它已经照耀人类几千年，为人类指引着方向，今后必将继续散发着它不朽的光芒。
  内容精要  《理想国》是柏拉图集毕生精力所著的不朽之作，集其哲学与政治思想之大成：全书共分
十卷，一般研究者都将全书分为五个部分：第一卷是第一部分；第二至四卷是第二部分；第五至七卷
是第三部分；第八至九卷是第四部分；第十卷是第五部分。
  第一卷首先提出了全书要讨论的主题，并且绪论性地对这个问题作了讨论：关于什么是正义及其对
人是否有益。
正反两方面的答复都给出了，第一个回合，反方遭到驳斥，苏格拉底作为正义的辩护人的角色已经确
定，全书的基调也确定了下来。
  从第二卷开始，详细地讨论了苏格拉底的观点。
第二至四卷作为第二部分，将个人正义与国家的正义作了类比，因其问题的相似性也就是苏格拉底所
说的“大字”与“小字”的关系，将问题从个人道德上的正义转向了国家的正义。
国家由三个阶层组成：卫国者、辅助者、生产阶级。
国家的正义在于三个阶层各司其职，互不相乱，和谐一致。
与此相应，灵魂也由三部分组成：理性、激情、欲望。
三部分的和谐一致构成灵魂的正义。
这样就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什么是正义。
这个问题是回答正义对人是否有利的关键。
这一部分还提出了社会分工基础上的国家生成论。
分工使人的生存能力增强，可以使效率提高。
国家产生自人类生活需要的多样性，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做到自给自足，因为人们的需要是多种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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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由于彼此相互需要和相互帮助而居住在一起。
人们不再满足于生存的标准，而要舒适地生活，城邦要扩张，军队因而产生．这样一个真正的国家就
出现了。
  第五至七卷作为第三部分，是以作为柏拉图哲学主体的相论为基本内容的。
这部分论述了理想的国家中的妇女儿童问题。
在古希腊，妇女是处于从属地位的，但柏拉图超越了这种流行的观点。
在妇女问题上他是倾向于男女平等的。
柏拉图极其强调在培养未来的统治者中教育的作用。
教育成为实现理想国、培养下一代统治阶级、维持理想国的重要手段。
他认为国家应该由且必须由哲学家来统治，整体的幸福才有可能获得。
哲人王的教育是有计划地进行的，教育理论的基础是以至善为目的的相论。
哲学家在理想城邦中不再允许脱离公众与社会独享沉思之快乐，他必须用劝说或者强制手段来帮助其
他人认识到善。
在哲人王的治理下，达到城邦的整体和谐与幸福。
  第八至九两卷再次讨论起正义还是非正义对人更加有益的问题。
其中讨论了由于理想政体的败坏而形成的四种不同的政体：荣誉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僭主政
体。
柏拉图首先探讨了第一种不完善的政体是荣誉政体，他认为这种政体相当于斯巴达所推行的政体。
比较而言，柏拉图对于这种政体更多的是持肯定的态度，认为它是现实政体中最好的。
接着柏拉图指出寡头政体是建立在财产的考虑上的政体，在这种政体下，政权操纵在富人手中，穷人
不能分享政权。
而民主政体则政治机会平等，允许个人有从事他所愿意的任何事情的自由。
这无疑是指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政体。
而当民主政体中的穷人与富人之间产生冲突与斗争时，僭主就乘机取得政权，建立个人的独裁统治。
这种政体是四种政体中最坏的、最可鄙的政体。
与这四种政体相对应的是不同政体下的四种性格的公民，他们依次失去对欲望的节制而品德递降。
到了僭主政体，人们的人格完全为欲望所控制以致失去了理性，成了私欲的奴隶，成了最不正义的人
。
正义的灵魂在理性的统治下，三个组成部分相互和谐。
就是说幸福在于正义。
  第十卷重新讨论了诗歌的形而下性。
柏拉图认为，艺术的本质是复制和模仿，故而认为诗歌相对而言，只是摹本的摹本：可感事物是对理
念的一种模仿，而诗歌创作又是对可感事物的模仿，因而距离本身更为遥远，是形而下的。
诗人对模仿的东西没有真知，甚至也不能有正确意见，而他们创造的作品使人迷惑，妨碍了人对真知
的追求，因为诗歌吟咏引发人的情感与欲望，对理性是一种威胁，因而要将诗歌逐出城外。
  借柏拉图一双慧眼看世界  经典导读  哲学作为文明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是所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
学的统帅。
“有了哲学，你看世界的眼睛将更明亮。
”“两千年的西方哲学史都是柏拉图的注脚。
”可见柏拉图其人与其作品在西方哲学中的重要性。
《理想国》作为他的代表作，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自明。
  柏拉图在震古烁今的《理想国》里谈及了道德问题、教育问题、专政问题、民主问题、独裁问题、
共产问题、文艺问题、宗教问题以及男女平权、男女参军、男女参政等等问题，其所涉及之广、言论
之深，无不让人击节叹赏、瞠目结舌！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学问是分科性的，那么柏拉图的学说便是综合性的。
在当今这个急需通才的时代，柏拉图是我们每个人的楷模。
书中的核心思想是“哲学家应该为政治家，政治家应该为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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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不应该是躲在象牙塔里死读书而百无一用的书呆子，应该学以致用，去努力实践，去夺取政权
。
政治家应该对哲学充满向往，并不断地追求自己在哲学上的进步，并利用哲学思想来管理民众”。
柏拉图在很大一段篇幅中不仅仅是发表了一下个人对此的观点，更是拟出了一份详尽的治国方略。
  最后柏拉图得出了正义的定义：“每个人都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
正确的分工乃是正义的影子。
心灵的各个部分（理智、激情、欲望）各起各的作用，领导的（理智）领导着，被领导的（激情、欲
望）被领导着。
”他又针对人们容易把诡辩家当成哲学家的情况，提出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哲学家：“那些专心致
志于每样东西的存在本身的人——爱智者——是真正的哲学家⋯⋯哲学家是能把握永恒不变事物的人
，而那些做不到这一点，被千差万别事物的多样性搞得迷失了方向的人就不是哲学家。
”  此书最精彩的部分乃是第七章。
柏拉图把理想国中的人分为三等：立法者、保护者和平民。
而众所周知，“一切以人为本”，要建立柏拉图心目中的那种理想国，非得有优秀的哲学家不可。
应该如何进行教育才能培养出哲学王实在是个让人头痛的问题。
柏拉图在这里为那些将来要成为哲学王的好苗子们，列出了一张从初等到高等教育的课程表：初等的
文艺教育和体育教育一代数学一平面几何一立体几何一天文学+音乐一辩证法。
相传柏拉图所建学园的门楣上写着“不懂几何者莫入此门”，可见柏拉图对数学这门“自然科学的皇
后”、“大脑理性思维的体操”科学的重视。
在谈论音乐时，他提出“应该用心聆听音乐，而不是耳朵”，我的看法是：单用耳朵听音乐，会错过
音乐的深邃；单用心灵听音乐，会失去音乐的激情和灵魂。
  柏拉图在辩论中的代言人苏格拉底（这可见柏拉图的伟大和谦虚，他曾说：“过去和将来都不会有
柏拉图写作的著作。
现在以他署名的作品全属于苏格拉底，被美化与被恢复了本来面目的苏格拉底。
”）对辩论术掌握得炉火纯青，显得游刃有余。
正如阿那克西曼德所形容苏格拉底的：“那些听你讨论的人由于缺乏问答法的经验，在每一问之后被
你的论证一点儿一点儿地引入了歧途，这些一点儿一点儿的差误积累起来，当讨论进行到结论时，他
们发现错误已经很大，结论已经和他们原来的看法相反了。
”他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能把握住辩论的主动权，向对手发难或是提出一些仅需对方附和的说法，让对
手明知进入了对方的逻辑圈套而无法跳出。
不管我们把他的方法叫做诡辩也罢，辩论艺术也罢，他都高明得很。
我又想到，如果不是生活在古希腊那样盛行辩论的国家，又怎能出如此英才！
古希腊人在食不果腹的生活条件下，还有闲情看星星，谈月亮，讨论哲学问题，现代的一些人整日为
名利所累，怎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我从柏拉图的角度来看他的反动观点，并不是感到可笑，相反，我感受到了他对雅典贵族政治堕落
为寡头政治的痛心疾首。
我仿佛触摸到了这位伟人思想的脉搏，不禁与他同喜同悲，与他同呼吸了。
而读书的乐趣便在于此：作者用文字记录下自己的思想，读者以文字为基础，加上自己的阅历经验，
近似地了解到作者的思想，并产生联想和思考。
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对《理想国》这本书，我每天读都会有新的收获、新的理解；相信当我不再是个毛头小伙而垂垂老矣
时，当我经历了许多事，见过了许多美好的和丑恶的事物，心情变得苍凉起来时，对这本书的理解一
定会与现在有大的不同。
拜《理想国》所赐，我改变了自己对人文的看法。
谁说“当今世界是需要技术多于需要思想的年代”？
现今的人们难道还不够浮躁吗？
有时我真的无法想象没有人文思想领导的科技究竟要把我们带往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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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理想国》这本书带给我的是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的人口处的模糊印象，给人不同凡响的感
觉。
（佚名）  文名成就  古希腊的大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27年出生于雅典，父母皆是名门之后。
他出生与成长的环境使他受到充分的贵族子弟应受的熏陶和系统教育。
柏拉图出生时，正值雅典城邦衰落的时期，柏利克里已去世两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还在继续，雅典
社会正进行着剧烈的变动。
柏拉图的叔父查密底斯是苏格拉底的好友，因此柏拉图后来拜在苏格拉底的门下学习也是顺理成章之
事。
在大约二十岁的时候，柏拉图正式加入贵族青年团体，从此放弃了成为一名诗人与悲剧作家的愿望，
致力于哲学研究。
  青年时代的柏拉图对政治生活曾经十分迷恋。
属于三十人委员会的亲族曾邀请他参加他们的团体，但三十人委员会的暴政劣行使人们对寡头政治抱
的梦想破灭了，柏拉图痛心于雅典贵族政治堕落为寡头政治，这使他猛醒过来，重新考虑他的政治立
场。
柏拉图出身贵族，他认为农民、工人、商人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者和推销者，他们不可能也不必要去担
负行政上的许多事务。
政治活动是领导阶层的专职，是领导阶层义不容辞的一种道德责任。
在柏拉图看来，国家应当好好培植下一代的年轻人。
他自己决意钻研数学、天文学及纯粹哲学，与兼有朋友身份的老师苏格拉底反复论证，将欲立人，先
求立己。
  公元前339年雅典民主派当权，苏格拉底以传播异说、毒害青年的罪名遭到控告，被法庭判以死刑，
处变不惊的苏格拉底在从容地申辩之后，慷慨赴难。
这令亲眼目睹了全过程的柏拉图悲痛不已，终生难以忘怀。
柏拉图决心要继承苏格拉底的衣钵，在思维最为成熟的壮年时期著成《理想国》。
这部书前后共著对话25篇，影响深远。
除了最后写出的《法律篇》之外，其余24篇均以苏格拉底为主要对话者。
另有6篇对话经后人考证认定为伪作。
苏格拉底一生不著一字，而柏拉图是西方哲学史上有大量著作流传下来的哲学家。
  苏格拉底去世以后不久，柏拉图便离开雅典，周游于地中海地区，包括小亚细亚沿岸的伊奥尼亚一
带，及意大利南部的若干希腊殖民地城邦，访问过毕达哥拉斯门徒所组成的学派。
  柏拉图在不惑之年返回雅典，在这一年雅典签订丧权辱国的绞太尔西达和约》，将所有小亚细亚地
区割让给波斯。
雅典与斯巴达继续交战，统一的希望渺茫，整个希腊世界日渐垂危。
柏拉图下定决心，在雅典城外西郊买了阿卡得穆花园，建立了自己的学园，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
他的学园成了“中世纪和近代大学直接的先驱”。
当时有许多学者登门造访，质疑问难。
他的学园不仅成为雅典的最高学府，而且成为全希腊的学术中心。
不少学生都是希腊城邦的世家子弟，教学活动是通过对话方式进行的。
除了纯学术的研究，其重点仍在于学术与现实政治的结合，它不是意在超凡脱俗、远离社会生活，而
在于用柏拉图的哲学、政治学引导下的教育方针培养城邦管理的中坚。
从此柏拉图放弃政治，开始讲学著书，前后有20年之久。
公元前347年，柏拉图以80岁的高龄无疾而终。
  华文精选  苏：说真的，克法洛斯，我喜欢跟你们上了年纪的人谈话。
我把你们看做经过了漫长的人生旅途的老旅客。
这条路，我们多半不久也是得踏上的，我应该请教你们：这条路是崎岖坎坷的呢，还是一条康庄坦途
呢？
克法洛斯，您的年纪已经跨进了诗人所谓的“老年之门”，究竟晚境是痛苦的呢，还是怎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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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我很愿意把我的感想告诉你。
亲爱的苏格拉底，我们几个岁数相当的人常常喜欢碰头。
正像古话所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大家一碰头就怨天尤人。
想起年轻时的种种吃喝玩乐，仿佛失去了至宝似的，总觉得从前的生活才够味，现在的日子就不值一
提啦。
有的人抱怨，因为上了年纪，甚至受到至亲好友的奚落，不胜伤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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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有时，一本适时的好书能够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或者成为他的指路明灯，确定他终生的理想。
如果你想从阅读中获得值得你永远铭记于心的知识，你就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研读那些无疑是富有天
分的作家的作品，不断从他们那里取得养料。
�  　　　　　——塞涅卡�  阅读所有的优秀名著就像与过去时代那些最高尚的人物进行交谈，而且是一
种经过精心准备的谈话。
这些伟人在谈话中向我们展示的都是他们思想中的精华。
�  　　　　　——莫洛亚�  我们读书之前应谨记“绝不滥读”的原则。
不滥读有方法可循，就是不论何时儿为人多数读者所欢迎的书，切勿贸然拿来读，不如用宝贵的时间
专读伟人的已有定评的名著，只有这些书才是开卷有益的。
�  　　　　　　——叔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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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次读完30部西学经典》:从明末传教士利玛窦等人输入西学算起，中国人对西学的接触已有400多
年。
培根、蒙田、帕斯卡尔、尼采、叔本华、罗素、马克斯·韦伯等已成为激励我们了解生活的伟大导师
，他们的经典作品涵盖了哲学、宗教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心理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
等学科，这些经典之作铸就了有史以来两方文明的全部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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