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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引导政治学专业的学生学习政治哲学。
作者和编者对政治哲学的态度是极其认真、严肃的，因为我们始终认为，伟大的政治哲学家的学说不
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理解古今社会，我们不仅必须了解这些学说，
也必须借鉴这些学说。
我们相信，历史上政治哲学家们所提出的问题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中依然存在，只要在主要之点上不言
而喻或不知不觉得到回答的问题依然能够存在。
我们也相信，为了理解任何一个社会，即为了在任一深度上分析社会，分析家本身必然会遇到这些经
久不衰的问题，而且不可避免地被这些问题所左右。
　　本书为这些人而作：无论出于何种理由，他们认为政治科学的学生对有关这些经久不衰的问题的
哲学论述必须有所了解；他们不相信排除掉自身历史的政治科学同排除掉自身历史的化学和物理学一
样是科学的。
多年的教学实践证明，政治科学专业的绝大多数人都把政治哲学视为政治科学的必要部分。
　　当把本书公诸于世时，我们清楚地知道，它并不是一部完美无缺的历史研究，甚至不是一部完善
的教科书。
它的不完善是由它的性质所决定的，因为它不是出自一人之手。
假如某个单独的个人就能把握所有必要文献，而且有足够的时间写出一部更系统、更全面的同类著作
，那么，它一旦出现，我们将乐于采用。
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本书作为集体之作融丰富多采的观点、才能和背景于一体，这一优点在某种
程度上弥补了上述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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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列奥·施特劳斯(1899-1973),美国政治哲学家和古典政治理论的阐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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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苏格拉底未长久被允许逃避其巨大的责任，他必须回答正义城邦之可能性问题。
果断的格劳孔迫使他面对这一问题。
或许应该说，苏格拉底明显地脱逃到战争问题——对格劳孔来说这个问题比妇女和儿童的共产主义问
题更容易且更有吸引力——但却按严格的正义要求来论述这一问题，从而极大地削弱了它的吸引力，
苏格拉底以此迫使格劳孔要求他回到上述的基本问题。
尽管可能是这样，但苏格拉底和格劳孔所回到的问题却并不完全是他们所离开的问题。
他们所离开的问题是，符合人的天性的好城邦是否可能；而他们所回到的问题是，好城邦是否能通过
改造现有的城邦而变成现实。
后一问题可能被认为是以对前一个问题的肯定回答为前提的，但这并不完全正确。
就目前所知，我们企图发现何为正义(以便能使我们知道它如何与幸福有关)的全部努力都是在寻求作
为“范型”的“正义本身”。
所谓寻求作为范型的正义本身，意思是说，正义的人和正义的城邦都不会是完全正义的，但确实将特
别密切地近似币正义本身；只有正义本身是完全正义的。
这就是说，甚至正义城邦特有的制度(彻底的共产主义、两性平等及哲学家统治)也不完全是正义的。
正义本身并非在它能变为现实的意义上是“可能的”，因为它总“是”不可能经历任何变化的。
正义是“理念”或“形式”，是众多“理念”之一。
理念是唯一严格说“是”的东西，即是不掺杂任何非存在的东西，因为它们是在变化之外的，而变化
的东西是处于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
由于理念是唯一处于变化之外的东西，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所有变化及所有能变化的东西的原因
。
例如，正义的理念是所有事物(人类、城邦、法律、命令及行为）成为正义的原因。
它们是自足的、永恒的存在。
它们极为壮美。
例如，正义的理念完善无缺地是正义的。
但它们的完美是肉眼看不到的。
唯有对于精神的眼睛理念才是“可见的”，而精神之作为精神所知觉到的只有理念。
然而，有许多理念，而且知觉理念的精神也根本不同于理念本身，这些事实表明，一定还有某种高于
这些理念的东西：“善”或“善的理念”，它在某种意义上是所有理念以及知觉这些理念的精神的原
因。
人具备知觉“善”的天赋，而且人只有通过对“善”的知觉，好城邦才能实现并存在下去。
    苏格拉底给格劳孔阐述的理念论是很难理解的；首先它十分难以令人置信，更不用说它听起来稀奇
古怪。
在这之前我们所理解的正义一直是人类灵魂或城邦的某种基本特征，即某种非独自存在的东西。
而现在又要我们相信它是独自存在的，而且同分享正义的人类及其他任何事物存在于完全不同的地方
。
至今尚无人成功地给予这种理念论以明白的或令人满意的解释。
不过，相当准确地指出其根本困难倒是可能的。
“理念”首先是指事物的样子或外观；其次是指具有同样的“外观”，即同样的特征和力量，或同样
的“自然”(性质)的一种或一类事物；因此它是指属于某一类事物的类特征或“自然”：一事物的“
理念”就是我们试图发现的一个或一类事物的“什么”或“自然”(参见绪论)。
“理念”同“自然”的联系在《理想国》中通过下列情况显示出来，即“正义的理念”被称为“自然
而然是正义的东西”，并且同非理念的东西或可感觉的东西相反的理念被说成是在“自然”中的。
然而，这并未说明理念同分享理念的事物为什么被说成是相“分离”的，或换句话说，为什么“狗性
”(狗的类特征)应该是“真正的狗”。
似乎有两种现象有助于证明苏格拉底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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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数学上的东西永远不可能在感性事物中发现：画在沙地或纸上的线不是数学家所意会的线。
其次，我们所谓正义及其类似的东西，就其纯粹或完善的形式而言，不一定存在于人类或社会之中；
似乎所谓正义毋宁超越人所能成就的所有事物；最正义的人恰恰是最了解自己的正义之缺点的人。
苏格拉底似乎说，数学和美德是这样，其他一切事物也都是这样：存在床或桌子的理念，就如同存在
圆或正义的理念一样。
果真如此吗?说完善的圆或完善的正义超越于所有可见事物显然是有道理的，但很难说完善的床是人可
以在上边休息的东西。
尽管如此，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还是相当容易地接受了这种理念学说，比接受彻底的共产主义还要容
易。
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并不使我们感到十分吃惊，因为不知怎地，我们相信这些有才华的年轻人在苏格
拉底教授的指导下研究哲学，并且在无数场合亲耳聆听过他对理念论的阐述，尽管我们不相信《理想
国》的哲学论述是讲给熟悉更初级(或更早)的对话的读者听的。
不过，柏拉图只以苏格拉底与格劳孔及《理想国》中的其他对话者的对话为媒介，来向《理想国》的
读者讲话，而且他作为《理想国》的作者并没有暗示格劳孔——不用说阿得曼托斯及其他人——已经
认真地研究过理念论。
然而，虽说难以相信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真正理解了理念论，但他们毕竟听说过，而且在某种意义上
也知道有Dike或正义“及Nike或胜利之类的神，并且胜利之神不是这个或那个胜利，也不是这座或那
座神像，而是一切胜利的原因，是独自存在的、完善无缺的存在物。
更概括地说，他们知道有独自存在的神，这些神是一切善的事物的原因，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完满，
但又不能被感官所把握，因为它们从不改变其“形式”。
”这并不否认在《理想国》中“神学”。
所理解的神与理念之间存在着深刻差别，或者说，在《理想国》中神在某种程度上被理念取代了。
它只不过是断定，接受那种神学并从中得出所有结论的人容易理解理念论。
    现在我们必须回到正义城邦之可能性问题。
我们已经知道，正义本身在任何现实事物都能够是完全正义的意义上是不“可能的”。
其后我们马上知道，不仅正义本身，而且连正义的城邦在上述意义上也是不“可能的”。
这并不是说《理想国》中所描绘的正义城邦像“正义本身”一样是一个理念，也不意昧着这样的城邦
是一个“理想”：“理想”不是柏拉图的术语。
正义的城邦不像正义的理念一样是独立自存、位于上天某处的东西。
毋宁说它类似于一个人的完善的画像，只是由于画家的画才得以存在；更准确地说，正义的城邦仅存
于“谈话”中：它之所以“是”(存在)，只因为为它是根据正义本身或天然正确的东西而被描绘出来
的。
虽然正义的城邦比正义本身相比处于较低层次，但即便如此，作为样板的正义城邦也不能变为现实，
因为它只是一个蓝图；只能指望实际的城邦接近于这个蓝图。
这里的意思是不清楚的。
它的意思是说最可行的解决办法将是妥协，所以我们必须容忍某种程度的私有财产(如必须允许每个武
士都拥有自己的鞋子之类的生活必需品)和某种程度的两性不平等(如某些军事或行政职能仍留给男性
武士)吗?没有任何理由假定这是苏格拉底的意思。
根据其后的对话部分，下面的设想似乎更有道理，即有关正义城邦作为蓝图不可能实现的主张只是临
时性的，或只是为后一主张作准备，这后一主张是：正义城邦虽然能够实现，但却不大可能实现。
无论如何，在宣传唯一能合理预期的是近似的好城邦之后，苏格拉底立即提出了问题，现实的城邦转
变为好城邦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是什么?他的答案是，政权与哲学的“一致性”：哲学家必须是最高统
治者，或最高统治者必须真正而充分地研究哲学。
在《理想国》第一卷的概述中我们就已经指出过，所以这个答案一点都不奇怪。
如果正义不是给予或遗留给每个人法律指定给他的东西，而是给予或遗留给每个人于其灵魂有益的东
西，而于其灵魂有益的东西就是善，那么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一个人要是不懂得“善本身”，或了
般说来不懂得理念，或者说不是一个哲学家，那他就不可能是真正正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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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第一版前言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引导政治学专业的学生学习政治哲学。
作者和编者对政治哲学的态度是极其认真、严肃的，因为我们始终认为，伟大的政治哲学家的学说不
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理解古今社会，我们不仅必须了解这些学说，
也必须借鉴这些学说。
我们相信，历史上政治哲学家们所提出的问题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中依然存在，只要在主要之点上不言
而喻或不知不觉得到回答的问题依然能够存在。
我们也相信，为了理解任何一个社会，即为了在任一深度上分析社会，分析家本身必然会遇到这些经
久不衰的问题，而且不可避免地被这些问题所左右。
    本书为这些人而作：无论出于何种理由，他们认为政治科学的学生对有关这些经久不衰的问题的哲
学论述必须有所了解；他们不相信排除掉自身历史的政治科学同排除掉自身历史的化学和物理学一样
是科学的。
多年的教学实践证明，政治科学专业的绝大多数人都把政治哲学视为政治科学的必要部分。
    当把本书公诸于世时，我们清楚地知道，它并不是一部完美无缺的历史研究，甚至不是一部完善的
教科书。
它的不完善是由它的性质所决定的，因为它不是出自一人之手。
假如某个单独的个人就能把握所有必要文献，而且有足够的时间写出一部更系统、更全面的同类著作
，那么，它一旦出现，我们将乐于采用。
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本书作为集体之作融丰富多采的观点、才能和背景于一体，这一优点在某种
程度上弥补了上述的不足。
    我们确信，甚至最优秀的教科书也只能服务于有限的目的。
即便学生掌握了某个思想家的学说的最好的二手资料，他也只掌握了关于那一学说的意见，一种传闻
，而非那一学说的知识。
如果传闻是准确的，学生便有正确的意见，否则便有错误的意见，但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没有知识，因
为知识是超越意见的。
如果我们意识不到灌输意见时的自相矛盾之处，即意识不到超越意见意味着什么，那我们就会陷入最
深的错觉之中。
我们认为，本书或其他同类著作，至多能起辅导学生读原著的作用。
    在众多的思想家和题材中，我们不得不做出加以取舍的决定。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诸如政治哲学的哪一部分富有生气或值得存在这样的问题上抱有偏见。
确实可能有理由为收入但丁、博丹、托马斯·莫尔和哈林顿做辩护，也可能有理由为舍去中世纪基督
教和穆斯林思想家以及笛卡尔等做辩护。
此外，为每个思想家所安排的篇幅的大小可能也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不愿过多地以祈求宽恕的话来烦扰读者。
任何人都知道，像这样一部著作不可能不做出一些决断，而任何一个决断的正当性都难免是有疑问的
。
我们最为确信的是，我们能为我们的决断做辩护。
                                              列奥·施特劳斯                                         约瑟夫·克罗波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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