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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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第五卷第六卷第七卷第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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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因为在生成事物中那个持久不变的是与形式结合着的伴随因，它就像一位母亲；但是，对立的另
一部分，如若人们集中注意力于坏的方面，就会觉得它仿佛不存在。
因为，如若认为有些东西是神圣的、善良的和令人向往的，那么，我们就断言还有两个东西，一个是
与它相反的，另一个是按照其本性它自然要欲求和渴望的。
但按照他们的 观点，其结果就是，相反者渴望自己的消灭。
然而，形式不能渴望它自身(因为它并不缺少)，形式的反面也不能渴望它，因为相反的双方是彼此消
灭的。
真实的说法是质料渴望形式——似乎就像阴性渴望阳性，丑陋欲求漂亮一样。
区别只在于，丑陋以及阴性的这种渴求不是由于本性，而是由于偶性。
　　因为一切感觉物体在本性上都处于何处，它们也各有自己特定的地点，而且，各物的整体和部分
的地点是同一的，例如，整个大地与一块土、火与一星火的地点同一。
所以，假如无限的感觉事物是同类的，那么，它就或者会不能运动，或者总是运动。
但这都不可能。
因为，为什么更要朝下而不是向上或往其他什么方向呢?我的意思是，假如以一块土为例，那么，它会
在何处运动，或在何处静止呢?因为根据假定，与它同类的物体的地点是无限的。
那么，它是否会占有整个地点呢?又如何占有呢?它的静止和运动到底是什么?或者，到底在何处进行?要
么它就会在一切地方都静止(因此就不会运动)，要么它就会在 一切地方的运动(因此就不会静止).但是,
如若宇宙万物不是同类的，那么，各物的特有地点也就不同；而且首先,除了通过接触外，宇宙的物体
就不会是统一体；其次,各部分物体在属上就或者是有限的，或者是无限的。
但是，它们的属不会是有限的；因为假如宇宙是无限的，要么，其中的一些就会是无限的，另一些则
不是无限的，例如火或水，但这样一来，就像前面所说过的，无限的那种元素就会消灭与它相反的那
些东西了。
(正是由于这个道理，自然哲学家们都不把火或土，而是把水或气或它们的中间物当作无限的统—体，
因为火或土的地点显然是确定的，而水或气朝上或向下运动都可以。
)但是，如果各个部分是为数无限的和单一的，那么，它们的地点和元素也就会是为数无限的。
如果不能够这样，地点是有限的，整体也就必然会是有限的；因为地点和物体不能不相互对应。
整个地点不可能会比物体占有的地点更大(所以，物体就不会是无限的)，物体也不会比地点更大。
因为不然的话，就会或者有某个空的地点存在，或者有其本性不占据任何地点的物体了。
　　但是，如若无变化，也不会有时间。
因为当我们的思想没有发生变化，或者虽然变化了但却没有觉察时，我们就不会认为时间已经发生了
，犹如神话中萨丁岛上那些睡在英雄身边的人们醒来时所发现的那样。
因为他们把前一个现在和后一个现在重合在一起，当成了一个，由于无所觉察而漏掉了居间的时间。
所以，就像把这个现在与另一个现在视为同一个就不会有时间一样，如果觉察不到两个现在之间的不
同，也就会同样地认识不到那个居间时间的存在。
因此，当我们还没有辨明任何变化，灵魂还显得是停留在单一而未分化的状态中时，我们就会不知道
时间的存在，相反，当我们感觉到并且辨明了变化时，我们就会说时间已经过去了。
因此显然，如若没有运动和变化，也就不会有时间。
　　所以显然，时间既不是运动，又不能没有运动。
　　既然我们的企图是要探索时间是什么，那么，我们就必须从这里出发来把握时间是运动的什么。
因为我们是同时感觉到运动和时间的。
尽管时间是模糊的，我们不能通过身体感受到，但是，如若某种运动在灵魂中发生，我们就会立即得
知同时有某个时间已经过去了。
反之，当得知有某个时间过去了时，也总是发现同时有某种运动已经发生了。
所以可见，时间要么是运动，要么是运动的什么；既然它不是运动，就必然是运动的什么。
　　既然被运动的东西是从某处被运动到另一处，并且所有的积量都是连续的，那么，运动就与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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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一致；而且，由于积量是连续的，所以运动也是连续的；而如果运动是连续的，时间也就是连续的
了。
因为运动有多少，时间也总是被认为已经过去了多少。
先于与后于的首要含义是在地点方面；在那里，它们表现为位置。
此外，既然积量中有先于和后于，那么，运动中也必然有和积量相类似的先于和后于。
但是，由于时间总是和运动相互一致的，所以，时间中也就有了先于和后于。
先于和后于在运动中，它们作为存在时是运动，不过，在与存在相异时又不是运动。
但是，当用先于和后于作规定时，我们规定了运动当然也就知晓了时间；换言之，只有在我们把握了
运动之中的先于和后于的感觉时，我们才说时间已经过去了。
通过判明先与后这两者的互不相同以及它们之间的某个居间者，我们才确定了它们。
因为只有在我们想到两端与中点有区别时，并且在灵魂告之现在是两个时——一个在先，另一个在后
——，我们才可以说，这就是时间。
因为能被现在规定的东西才可被认为是时间。
让我们把这个作为前提。
　　当我们感觉到现在只是作为一个，并且，既不作为运动中的先与后，也不作为时间的先与后的同
一，我们就不会认为有什么时间已经过去了，因为没有任何运动。
当我们感觉到先与后时，我们就说有时间，因为时间乃是就先后而言的运动的数目。
　　因此，时间不是运动，而是运动得以计量的数目。
这就表明：我们依据数目来判定多和寡，又依据时间来判定运动的多和寡；因此，时间就是某种数目
。
既然数目有两层含义(因为我们是说，有被计数的或能被计数的数目以及我们用以计数的数目)，那么
，时间显然是被计数的数目，而不是我们用以计数的数目。
我们用以计数的数目与被计数的数目是不同的。
　　就像运动一样，时间也总是彼此相随的。
一切同时的时间都自我同一；因为现在在存在时是同一的；作为先与后来规定时间，它就不同于自身
了。
而且，现在自身既作为同一，又不作为同一：作为处于彼此相随的现在，它不同一(现在之为现在正是
这个意思)，但现在作为存在而存在时，它又是同一的。
因为正如我们所说过的，运动和积量相一致，时间则要和运动相一致。
同样，正如被移动凭借着点一样，我们也凭借着一个东西来认识运动以及运动中的先与后。
这东西在存在上是同一的(因为它或者是一个点，一块石头，或者是诸如此类的其他什么东西)，但在
原理上则不相同。
就像智者们所主张在吕克昂中的科里斯考斯与在市场上的科里斯考斯是不同的科里斯考斯一样，这东
西从这里被移动到那里当然也是不同的。
正如时间和运动相一致，现在也和被移动的东西相一致。
因为正是凭借着这被移动了的东西，我们才认识了运动中的先与后；而作为能被计数的先与后，就是
现在。
所以，不论是在先于中还是在后于中，现在作为存在时都是同一的(因为先与后都是在运动中)；但又
不相同，因为现在是作为能被计数的先与后。
这是最容易认知的道理：运动是通过被运动物，移动是通过被移动物；而被移动物是某一“这个”，
但运动则不是。
所以，现在在一方面总是作为自身同一的，但在另一方面则不是作为自身同一；因为被移动物也是这
样。
　　很明显，如若没有时间，就不会有现在，反之，如若没有现在，也不会有时间。
因为正像被移动与移动同时并存一样，被移动的数目与移动的数目也是同时并存的。
因为时间就是移动的数目，“现在”对应于被移动物恰似数目的单位。
　　可见，时间既依靠现在而得以连续，又通过现在而得以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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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这里，也有类似于移动与被移动物之间的那种关系：由于被移动物是单一体，运动和移动才据
此成为单一的；它之所以是单一，并不由于处在存在中(因为这可能中断)，而在于原理。
这个被移动也规定了运动的先与后；就这方面而言，它与点有某种类似之处。
因为点既连续长度又规定长度：它既是这一长度的起点，又是另一长度的终点。
但是，如若有人要这样地把一个东西当作两个来使用，即如若把同一个点既作为起点又作为终点，那
就必然有个停顿。
然而，由于被移动物处在被运动中，所以，现在总是不相同的。
所以，时间是数目，不是作为既是起点又是终点的那种点，它更像是线段的两端，而不是作为线段的
部分。
前者的理由已如上述(因为把线段的中间点作双重使用，就会出现停顿的结局)，后者的理由很清楚：
现在不是时间的部分，段落也不是运动的部分，就像点不是线段的部分一样；一条线的部分是两个线
段。
所以，现在作为限界，它不是时间，而是时间的偶性；它作为计数的东西，因而也就是数目。
因为限界，只是有限界的东西的限界，而数目，例如10，则是这10匹马以及其他可数东西的数目。
　　由此，显而易见：时间乃是就先与后而言的运动的数目，并且是连续的(因为运动是属于连续性的
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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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关心自然科学的人不应该错过这部经典之作的！
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尝试研究物理学并给出"物理学"这一名称的人。
他的物理学理论几乎统治了西方物理学界达两千年之久。
此书真实地再现了原著的精神，翻译深入浅出，可以让我们领略亚里士多德这位先哲的思想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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