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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文版《亚里士多德全集》(10卷本)1997年出齐后，获得了第四届国家图书奖(1999年)、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1999年)等多项大奖。
为了读者使用的方便，也为了把自己研究西方哲学尤其是古希腊哲学的心得传达给读者，全集主编苗
力田先生又编选了带有注释的《亚里士多德选集》(包括形而上学卷、伦理学卷和政治学卷，1999
—2000年出版)。
几年来，不断有读者尤其是大学生和研究生反映需要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单行本。
为了满足这些读者的需要，我们将亚里士多德最具影响的著作(《工具论》、《物理学》、《形而上学
》、《尼各马科伦理学》、《政治学》和《修辞术·亚历山大修辞学·论诗》)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
　　需要说明的是：单行本的译文与《亚里士多德全集》大体一致。
个别术语和人名的改动，是苗力田先生在全集重印和做电子版时亲自订正的。
单行本的注释与全集保持一致。
全集的脚注中所引证的希腊语词是按照国家颁布的《汉语拼音方案》的字母表对应拼写的。
　　对西方哲学名著的译介和研究是一项没有止境的事业。
准确、完美的译文，深入、详尽的注释，以至创造性的阐释和发展，是只能接近而难以完全达到的理
想境界。
不断接近这一境界，既有赖于学术界的努力，也需要出版界的推动。
我们愿与学术界一道，不断为学术进步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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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一前322)，古代希腊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科学家，柏拉图称之
为“学园之灵”，恩格斯称之为“最博学的人”。

　　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他对占希腊人已知的各个学科的知识进行了整理，并提出了自己
的创造性见解。
作为一位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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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卷  范畴篇  解释篇  前分析篇  后分析篇下卷  论题篇  辩谬篇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工具论(上下)>>

章节摘录

书摘    这样的一些事物被称为关系，它们或者通过别的事物、或者与别的事物相关而被述说。
如“较大的” 就是与别的事物比较而被说成是较大的，因为当我们说某物较大时,就是指它比别的事
物大。
我们说某物是“两倍"的,乃是说它是其他某物的两倍。
其他同类的事物也是一样。
还存在着一些属于关系的事物，如习性、状况、知识、姿态，因为所有这些都是通过别的事物来加以
说明，而不可能用任何其他方法来说明，一种状况得用另一种状况来说明，一种知识得用另一种知识
来解释，一位置得用另一位置来述说，其他属于关系的事物也都是如此。
通过别的事物来说明自身的、或者与别的事物相关，都属于关系。
如一座山乃是与另一座山相比较而是大的，因此山的“大”就可以说属于关系。
“相似”也是通过与其他相同事物的比较而相似，其他一些类似的事物也都可以同样地被说成是关系
。
躺着、站着、坐着，乃是某种特殊的姿态，而姿态自身是相对而言的，躺、站、坐，它们自身并不是
姿态，但它们的名称则是从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些姿态而来的。
    关系有时有相反者，如德性和邪恶就是相反的，这两个词都属于关系范畴。
知识和无知是相反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关系都有相反者。
“两倍”和“三倍”就没有相反者，而且诸如此类的事物都澄有相反者。
    关系似乎有时可以允许有更多或更少。
“相同”、“不同”、“相等”、“不等”都可以使用“更多”或“更少”这 样的字眼。
这些词都属于关系范畴。
“相同”是指和某个其他东西“相同”，“不同”是指和某个其他东西“不同”。
然而，并非所有的关系都可以具有更多或更少等程度的不同，因为“两倍”就不能被说成“更多的”
或“更少的”两倍。
诸如此类事物都是如此。
    所有的关系都有和它们相互转换的东西。
如“奴隶”乃是“主人”的奴隶，“主人”乃是奴隶的主人。
“两倍”是指一半的两倍，“一半”是指两倍的一半。
“大”是指比某一较小的事物大，“小”是指比某一较大的事物小。
所有的关系都是这样。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关系词的格或语法的复杂变化会有所不同。
例如，知识乃是知识对象的知识，而知识对象是被知识所认知的东西，感觉乃是被感觉对象的感觉，
而被感觉对象乃是通过感觉而被感觉到的东西。
    但有时这种相互关系似乎并不存在。
一旦出了差错，这种相互关系就不能被正确地表达出来。
例如，如若说羽翼是鸟的羽翼，那么这里便没有相互关系，羽翼和鸟并不是相互关系。
把羽翼规定为鸟的羽翼，这开头就是用词不当。
因为只有在作为有羽翼的生物，而不是作为鸟时，才能说它是有翼的，许多其他的东西并不是鸟，但
有羽翼。
如若我们使用了恰当的词，相互关系就会马上出现。
例如，羽翼乃是有羽翼生物的羽翼，有羽翼生物乃是因为羽翼而成为有羽翼的生物。
    有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正确地说明相互关系， 这时我们就必须造出一个新词。
例如，“船的舵”，而“船的”一词不宜于说明相互关系，因为舵并不必然属于作为船的船，有些船
就没有舵，所以，舵和船的关系并不是相互关系，“船”并不是“舵的船”，虽然舵是船的舵。
因为这里并没有适当的词，我们就必须造出一个词，以适应这种情况，并且以便说得更精确一些，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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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有舵之物”的舵。
如若我们有了恰当的表达，那么这两个词之间便有了相互关系。
有舵之物乃是由于它的舵而成为有舵之物。
一切其他的类似情况也是如此，例如，规定“头”和“有头的东西”有相互关系，要比规定“头”和
“一个动物”有相互关系来得更为恰当。
作为动物的动物井非必然有头，许多动物就没有头。
理解那些没有适当名称之事物的最佳方法，是把从与原来相关事物得来的名称，应用到与它们有相互
关系的事物上，就像上面的例子，”有羽翼的东西”一词就是从“羽翼”一词而来，“有舵之物”就
是从“舵”一词而来。
    所以，所有的关系，都有与它们相关的事物，如若对它们加以正确地规定的话。
我必须增加这个附加条件，因为，如若相互转换的事物碰巧是以随便的不精确的方式被说出来的，这
些事物就不可能存在相互关系了。
我是说，只要有适当的名称，事物便会存在相互关系。
如若我们从两个并不能说明关系，而且其意义不相互的名称中，拿出一个名称，便不会有相互关系。
例如，我们规定“奴隶”和“人”、“两足的动物”或其他这一类的东西相联系，而 不是规定它和“
主人”相联系，那么便不会有相互关系，因为这里所关联的事物是不确切的。
再者．如若两件事物是相互关联的，而且为了说明另一事物使用了适当的词，即便我们撇开它的所有
不相干的属性，只要剩下相关联的属性，那么所说的相互关系也会存在。
例如，和“奴隶”相关的是“主人”，假如我们撇开他的所有其他不相干的属性，堵如他是‘两足的
”、“能获取知识的”、或者“人”，而只剩下他作为“主人”的属性，那么，“奴隶”便会有相互
关联的事物，“奴隶”意味着是“主人”的奴隶。
    三段论所由得出的前提，可能两者皆真，可能两者皆假，也可能一个真另一个假。
结论也必然是真的或假的。
从真实的前提中不能得出虚假的结论，但从虚假的前提中却可能得出一个真实的结论，只有当结论不
是关于原因而是关于事实时才是真实的。
从虚假的前提中不能推出关于原因的结论，其中理由待以后再予以解释。
    首先，从真实的前提中不可能得出一个虚假的结论，这通过下面的论证可以看得很清楚。
如果当A存在时，B必定存在，那么如果B不存在时，则A就必定不存在。
因而，如果A是真实的，B也必定是真实的；否则就会推出同一件事物同时既是又不是，而这是不可能
的(不要以    为因为A已经被设定为一个单一的词项，就可以从任何一个论断中得出一个必然的推断。
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必然的推断是结论，而得出结论的最基本的条件是三个词项和两个相联系的前提)
。
如果A属于B所属于的一切事物，B属于c所属于的一切事物，都是真的，则A必然属于C所属于的一切
事物，这不可能是假的；否则，同一属性将同时既属于又不属于。
所以，尽管A被确定为是一个单一的词项，它也代表两个前提间的联系，否定三段论的情况也相同；
因为不可能从真实的前提中证明一个虚假的结论。
    从虚假的前提中可以得出一个真实的结论，不仅当两个前提都虚假时可以，而且只有一个前提虚假
时也可以。
但不是哪一个虚假都无所谓，而只能是第二个为虚假，即如果它在其中被断定的形式中整个是假的；
否则，虚假可能属于任何一个前提。
    让A属于C的全部，但不属于任何B，让B不属于任何C，这是可能的。
例如：动物不属于任何石头，石头不属于任何人。
然后，如果设定A属于所有B，B属于所有c，则A也属于所有c，这样从两个虚假的前提中得出的结论就
是真实的(因为每个人都是动物)。
否定三段论的情况也相同，因为A和B都可能不属于任何c，但是A可能属于所有B，例如，设定与上述
相同的词项，以“人“作为中词，动物、人都不属于任何石头，但动物属 二每个人。
如果设定属于一切的不属于任何一个，不属于任何一个的属于一切，虽然两个前提都是假的，但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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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中得出的结论都是真实的。
如果设定两个前提部分是假的，则会获得同样的证明。
    如果设定只有一个前提是虚假的，当第一个前提(如AB)整个是虚假的时，结论就不是真实的。
但当BC整个是虚假的时，结论可能是真实的。
我所说的“整个虚假”是指相反的论断，即设定不属于任何一个的属于一切，或属于一切的不属于任
何一个。
让A不属于任何B，让B属于所有c，如果我设定的前提BC是真实的，前提AB整个是虚假的，即A属于
所有B，则结论不可能是真实的。
因为根据假设，A不属于任何C，如果A不属于B所属的一切，B属于所有巳同样，如果A属于所有B，B
属于所有c，已经设定前提Bc是真实的，AB整个是虚假的，即A不属于B所属于的一切事物，则结论是
虚假的；如果A屑于B所属于的任何事物，B属于一切C，则A属于所有C。
很显然，当第一个前提(无论它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被设定为是整个虚假的，另一个前提是真实的时
，则从中得出的结论不是真实的。
但如果所设定的前提不是整个虚假时，则结论是真实的。
让A属于所有C，属于某个B，B属于所有c，例如，动物属于每只天鹅，属于某个白的东西，白的属于
每只天鹅，如果假定A属于所有B，B属于所有c，则A将属于所有c，这是真实的。
因为每只天鹅都是一个动物。
假如朋是否定的，则情况也    25  同样；因为A可能属于某个B，但不属于任何C，B属于所有c，例如，
动物属于某种白的东西，但不属于任何雪，但白的东西属于所有雪。
假定如果A不属于任何B，B属于所有C，则A不属于任何C，但如果前提AB被假定为整个是真的，Bc整
个是假的，则三段论是真实的。
因为投有什么阻止A属于所有B，属于所有c，而B不属于任何c，正如同一个种之所有的属不互相从属
一样．因为动物既属于马，也属于人，而马不属于任何人。
因此，如果假定A属于所有B，B属于所有C，则结论就是真实的，尽管前提Bc是整个虚假的。
    当前提AB是否定的时，情况亦相同。
因为A可能不属于任何B，也不属于任何c，B也不属于任何c，正如一个种不属于另一个种的属一样。
动物既不属于音乐，也不属于医学，音乐也不属于医学。
所以，如果假定A不属于任何B，B属于所有C，则结论就是真实的。
如果前提Bc并不是整个而只是部分地虚假，则结论也会是真实的。
没有什么阻止A属于所有B，属于所有c，而B只属于某个c。
例如，种既属于属，也属于屑差，动物属于每似，属于所有在陆地上行走的东西，但人只属于某种而
不是所有在陆地上行走的东西。
所以，如果假定A属于所有B，B属于所有C，则A属于所有C，它是真实的。
    如果前提朋是否定的，则情况亦同样。
A可能不属于任何B，不属于任何c，但B可能属于某个C，譬如说， 一个种不属于另一个种的属与属差
，动物既不属于实践智慧，也不属于理论智慧，而实践智慧属于某种有理论智慧的东西。
所以，假定A不属于任何B，B属于所有C，则A不属于任何C，这是真实的。
    如果前提AB是否定的，则情况亦同样。
A可能不属于任何B，不属于任何C，但B可能属于某个C，譬如说，一个种不属于另一个种的属与属差
，动物既不属于实践智慧，也不属于理论智慧，而实践智慧属于某种有理论智慧的东西。
所以，假定A不属于任何B，B属于所有C，则A不属于任何C，这是真实的。
       至于特称三段论，当大前提整个是虚假的，另一个前提是真实的时，结论是真实的。
当大前提部分虚假，另一个是真实时，结论是真实的。
当大前提真实，另一个部分虚假的时，结论是真实的，当两个前提都是虚假的时，结论也是真实的。
因为，(1)设有什么阻止A不属于任何B，但属于某个c，而B属于某个巳例如，动物不属于任何雪，但
属于某种白的东西，雪属于某种白的东西。
如果规定“雪”是中词，“动物”是大词，假定A属于整个B，B属于某个c，朋整个是虚假的，但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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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实的，则结论是真实的。
当前提朋是否定的时，情况也同样。
因为A可能属于整个B，不属于有些C，但B属于有些C。
例如，“动物”属于每个人，但不是某些“白的东西”的—个后件，人属于某种白的东西，所以，如
果规定“ 人”是中词，假定A不属于任何B，B属于某个C，那么尽管前提AB整个是虚假的，结论也是
真实的。
      (2)当前提厶卫是部分虚假时，结论也是真实的。
没有什么阻止A属于某个B，屑于某个C，而B属于某个c。
例如动物属于某种美的东西，属于某种大的东西，美的东西属于某种大的东西，因而，如果假定A属
于所有B，B属于某种c，前提朋是部分虚假的，但BC是真实的，那么，结论是真实的。
如果前提朋是否定的，情况也相同，可用同样的词项及它们同样的联系加以证明。
     (3)再者，如果AB是真实的，BC是虚假的，则结论是真实的。
没有什么阻止A属于整个B，属于某个C而B不属于任何巳C。
例如，动物属于每一只天鹅，属于某种黑的东西，天鹅不属于任何黑的东西，所以，假如A属于所有B
，属于某种C，那么结论就会是真实的，尽管BC是虚假的。
    如果前提AB是否定的，则情况也相同。
因为AB可能不属于任何B，不属于某个C，而B不属于任何C。
譬如说，一个种不属于另一个种的属，不属于它自己的属的某种偶性，因为动物不属于任何数，不属
于某种白的东西，数不属于白的东西。
因此，如果设定“数’’是中词，A不属于任何B，B属于某个C，则A也不属于某个C，而我们已经知
道这是真实的。
前提坝是真实的，Bc是虚假的。
    (4)如果朋是部分虚假的，BC也是虚假的，则结论也可能是真实的。
没有什么阻止A属于某个B，属于某个c，而B不属于任何c。
例如，如果B与C相对反，而 它们都是同一个种的偶性，因为动物属于某种白的东西、某种黑的东西
，白的东西不属于任何黑的东西。
因而，如 果设定，A属于所有B，B属于某种C，则结论是真实的。
如果规定前提厶卫是否定的，则情况亦相同。
可以用同样的词项以及相同的词项联系加以证明。
        当两个前提都是虚假的时候，结论也可能是真实的。
因为A可能不属于任何B，但属于某种C，而B不属于任何C。
例如，一个种不属于另一个种的属，但属于它自己的属的偶性，因为动物不属于任何数，但属于某种
白的东西，数不属于任何白的东西。
这样，如果设定A属于所有B，B属于有些C，则结论也是真实的，尽管两个前提是虚假的。
     当AB是否定的时，情况亦同样。
没有什么阻止A属于整个B，但不属于某个巴而B不属于任何巳例如动物属于所有天鹅，但不属于某种
黑的东西，天鹅不属于所有黑的东西。
所以，如果设定A不属于任何B，B属于某个c，则A不属于某个C，尽管两个前提是虚假的，结论却是
真实的。
    再次，在考察源于对立的种种情形时，首先要看从相反出发的那些对立情况。
对于驳论，要考察相反的东西是否不是相反者的特性；如若这样，相反的东西就不是相反者的特性。
例如，虽然不公正与公正相反，最恶与最善不是公正的特性，最恶也就不可能是不公正的特性；倘若
是，相反的东西就是相反都的特性。
例如，既然恶与善相反，避免之物与选择之物相反，那么，如若选择之物是善的特性，避免之物也就
应该是恶的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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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亚里士多德使形式逻辑从哲学、认识论中分化出来，形成了一门以推理为中心，特别是以三段论为中
心的独立的科学--形式逻辑学。
《工具论》即主要论述了演绎法，为形式逻辑奠定了基础，对这门科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也为
西方的思维形式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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