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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群在心灵上追求极致的家伙，于阳光慵懒的下午茶时间聚在一起，会聊些什么呢？
《哲学的咖啡馆》里，不只有咖啡味道的哲学，更多的是思考与享受。
求得心灵宁静，比什么都让人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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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荒木清：东京教育大学哲学系出身，日本出版人，社会伦理学家。
出版有金子光晴、土岐善麿、高田博厚等日本作家散文集，以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的原创绘
本。
著有《声音的味道：日本俳句精选100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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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你自己”，纯粹而真实
轴心时代的漫步者
来自灵魂的勇气和执著
怀疑，所以思考
经验的价值
数学天才的哲学观
规律人生
知性的国王
悲悯
生活与勇气
超越人类
灵魂的润滑剂
费解与求解
追求自我，永不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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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ldquo;认识你自己&rdquo;，纯粹而真实　　雅典市民苏格拉底以&ldquo;不信城邦诸神，行不正
之举，企图腐蚀青年的心灵&rdquo;的罪名接受审判。
柏拉图在苏格拉底的审判申辩辞及其所教授的理念的基础上，用诗歌般的富有哲学意味的语言，整理
成了富有戏剧性的名篇《苏格拉底的申辩》。
在审判过程中，苏格拉底称呼法官为&ldquo;雅典诸君&rdquo;，他说虽然这场审判毫无公平性可言，
但自己只为了表明自己理念的正确而欣然前往，丝毫不惧怕死亡。
旁听席上的柏拉图将老师苏格拉底所知的神谕（据说只有苏格拉底一人能在心里听到神祇向其发出的
信息，即　　神 的指令）、国家、正理等理念以及伟大的人格，毫无夸饰地记录到该书中，完成了《
苏格拉底的申辩》一书。
　　柏拉图（plata，前427年～前347年）古希腊哲学家。
师从苏格拉底，与老师苏格拉底及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古希腊三大哲学家。
他周游各国，在四十岁左右时于雅典城外创立了阿卡德米学园。
之后，柏拉图赴西西里岛与叙拉古统治者狄欧尼修一世打交道，试图建立一个律法规范的哲人国家，
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之后，柏拉图将其全部精力用于学生教育和撰写著作上。
探索认识、道德、国家、宇宙等诸多问题，提倡理念说。
柏拉图的著作除《苏格拉底的申辩》外，还包括了《斐多篇》《会饮篇》《国家》《泰阿泰德篇》《
智者篇》等30篇对话形式的作品。
　　1-思考之罪　　｜三十人专制｜　　斯巴达人征服雅典人时，指派了30人统治他们的国家。
这30人开始执政时对一切恶名昭著或众所痛恨的人，甚至不经审判一概处以死刑；人民庆祝这一行动
，称颂他们的公正。
可是后来他们那种不尊重法律的权力逐渐增大，他们发展到随心所欲，不分好歹地杀人，使全体人民
陷入恐怖之中，从而使那被压服和奴役的国家为它轻率的高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故事发生于奥林匹克发祥地&mdash;&mdash;以民主著称的雅典。
在与斯巴达同盟军的长年激战中，雅典盟军败于伯罗奔尼撒　　1　　战争。
在斯巴达人的专制统治下，雅典权势处在下风。
当从战败后三十人专制统治者的恐怖政治中重回民主政治之际，也开始了对苏格拉底的审判，这位伟
大的哲人没有死在凶悍的斯巴达人手上，却倒在了自称&ldquo;民主&rdquo;的雅典人的毒酒中。
　　苏格拉底不同于在此之前出现的诡辩主义者，能够堂堂正正地表达自己关于国家、死亡、正义的
理念。
他的理念不同于空泛的辩论，不仅是为自身利益而辩，而且为国家而辩、为正义而辩。
面对从市民当中选出500人组成的陪审团，还有法官和控诉者之一的莫勒图斯，苏格拉底为自己进行了
申辩。
　　首先，苏格拉底认为，这场审判连一个为其辩护的人都没有，是不完整的审判。
&ldquo;苏格拉底行不正之举，从事毫无意义的事情，研究大地万物，扭曲善恶，并且将其传授给人
们&rdquo;，苏格拉底认为这一控诉完全毫无根据。
　　当人们问苏格拉底&ldquo;为何你会招致恶名&rdquo;时，他回答 说：&ldquo;那是因为我具备了一
种智慧。
&rdquo;一般来说，这是一种　　容易招来误解、令人容忍不了的回答。
　　苏格拉底所说的智慧指的是何种智慧？
　　原来，苏格拉底的朋友凯勒丰曾去特尔斐祈求过神谕。
他问：&ldquo;诸神，请问谁是最智慧的人？
&rdquo;神祇回答说没有比　　苏格拉底更智慧的人了。
具体来看，神谕是这么说的：&ldquo;索福克勒斯很有智慧，但欧里庇得斯比索福克勒斯更智慧，而苏
格拉底是万人中最为智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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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quo;　　凯勒丰把这个结论告诉了苏格拉底，后者问自己：神谕是什么意思？
他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无论在大事还是小事上都算不上贤明。
　　为了探究神谕的内涵，苏格拉底造访了当时雅典城内以智慧著称的政治家的聚集地。
然而苏格拉底不得不承认，那些政治家其实是一无所知的。
这招致了政治家和众多同席者对他的憎恶。
然后他还拜访了诗人们。
最后，苏格拉底探访了手工艺人。
当时手工艺人相当于技术员。
于是苏格拉底认为想必他们会知道一些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吧。
这一点他说　　｜特尔斐｜　　希腊地名，在古代被认为是已知世界的中心，是天堂与大地相接的地
方，是人类在地球上最接近神明的地方。
　　｜神谕｜　　苏格拉底经常听到的神祇　　的指令是一种神向其发出的禁止行动的暗示。
相信神祇的指令，却不相信国　　家公认的诸神，这成了他被控诉的理由。
而且据说苏格拉底能把该作品讲解得比诗人本人更精彩。
不可否认，这也招致诗人本人和同席者的反感。
　　｜无知之知｜　　指的是认识到自身的无知，是苏格拉底思想的基点。
　　｜爱知者｜　　热爱知识的人=哲学家。
以此来批判自称为智者的诡辩派，苏格拉底自知自己无知，所以自称为爱知者。
　　｜问答法＝辩证法｜　　苏格拉底探索真理的方法，也可以叫做对话法。
在和他人的对答中，使对方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并以此为起点达到&ldquo;真知&rdquo;，之后成
为&ldquo;辩证法&rdquo;的词源。
　　对了。
手工艺人对技术确实十分稔熟，但那仅限于自己的专长，这就是著名的苏格拉底&ldquo;无知之
知&rdquo;的理论。
说到底，苏格拉底因为追求探索真理而招致了反感。
　　苏格拉底在法庭上同年轻的莫勒图斯围绕着神祇进行　　争辩。
苏格拉底质问莫勒图斯：&ldquo;有没有人相信神祇的力量，但又不相信神祇的存在呢？
&rdquo;　　莫勒图斯回答：&ldquo;没有。
&rdquo;　　苏格拉底感叹说：&ldquo;真是难得呀。
我相信神祇的力量并　　以此教授人们。
必然的，我相信神祇的存在。
&rdquo;　　莫勒图斯说：&ldquo;确实这样。
&rdquo;　　于是苏格拉底又问：&ldquo;那么，神祇是诸神呢，还是诸神　　之子呢？
难道只是存在诸神之子，而诸神却不存在吗？
若神祇是诸神的私生子，是诸神跟女神或者其他女性生下的后代的话，那我们相信神祇的存在，岂能
不相信诸神的存在呢？
&rdquo;　　苏格拉底的申辩使得莫勒图斯的&ldquo;不信城邦诸神&rdquo;的控诉破绽百出。
苏格拉底认为这和承认马和驴杂交生下骡子的事实，却否认马和驴的存在是同样的道理。
如此一来，苏格拉底有条理有逻辑地用问答法驳倒了控诉状上的罪名之一。
　　《苏格拉底的申辩》中，再现了当时民主国家雅典浓厚的国家和民主意识。
苏格拉底坚信至善是即使深陷危险都应该守护的东西，若不能守护，就犹如死去一样。
苏格拉底作为一名勇敢的战士，曾经三赴战场。
即使面临危险，就算死也要守住神祇的领地，这件事当时似乎为一部分雅典市民所　　接受。
　　假如因惧怕死亡而擅离阵地，那就跟明知自己不智慧却偏要听信别人的话的人没什么两样了。
所以他必须死守住阵地。
　　关于死亡，苏格拉底有其深刻见解。
对于人类来说，死亡是不是最大的幸福无从知道，但人人似乎都认为死亡并不是快乐的事，于是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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惧怕死亡。
这就是无知却自以为知。
　　苏格拉底面对审判官，因为并不认同法官和陪审团成员，他依旧称呼他们为&ldquo;雅典诸
君&rdquo;，而通常应称之为&ldquo;法官诸君&rdquo;。
　　若&ldquo;雅典诸君&rdquo;驳回原告之一安尼图斯的控告，或者若苏格拉底停止对&ldquo;智
慧&rdquo;这个问题的探究，就能无罪释放。
若是不从，就要被判处死罪。
&ldquo;我应该怎么做呢&mdash;&mdash;比起顺　　｜劝善｜　　苏格拉底以&ldquo;德&rdquo;为重的
的生存方式。
重要的不单单是生存下去，更要善待人生。
　　从诸位，我选择顺从诸神。
我将继续探索智慧，并且奉劝各位，若一味追求自身的财富、名声和荣誉而不为真理和完善自身的灵
魂而奋斗的话，那你们不觉得这是耻辱吗？
&rdquo;苏格拉底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仍然坚持着一贯的劝善行为。
　　这样的苏格拉底，对于过着平凡生活的500位陪审团成员来说，可能是虚无缥缈的存在，无法博得
他们的同情或者其他一些正面情感；而苏格拉底的态度又破坏了他在法官心中的印象。
但是苏格拉底根本不会在意这些。
　　苏格拉底说他不是为自己而申辩。
他认为：&ldquo;像我这样的人，是被诸神下派到雅典这个城邦来的。
一旦城邦的运动变得迟钝，就可以把我当作&lsquo;刺激物&rsquo;。
也就是说，一旦国家不能正常运作，我这样的存在可以指出其不正常，并将其引导到正常的道路上。
&rdquo;苏格拉底认为，阻止国家的不正之举和破坏法律的行为，是为正义而战，不应惧怕死亡。
　　接着苏格拉底又以亲身经历为自己申辩。
苏格拉底曾当选过一次五百人议会的议员，那是他一生唯一一次出任公职。
在其当职期间，雅典在小亚细亚海战中败北。
当时，指挥官试图捞起漂浮于海上的士兵的尸首，却被来袭的暴风打断，没能如愿以偿。
　　之后，雅典的陪审团判定该指挥官有罪。
现在我们当然知道这样的判决是不公正的，但那时的雅典处于恐怖政治的统治之下，因此只有苏格拉
底一人对该判决提出了反对。
为了让城邦不做出违反法律的事情，他提起诉讼。
　　那时一些法官对苏格拉底极其愤怒，主张将他关进监狱甚至判处死刑，但苏格拉底仍始终如一地
坚持维护国家法律和正义的主张。
苏格拉底说：&ldquo;为了维护法律，坚持正义，即使以身冒死，陷入万重危险，也在所不辞。
&rdquo;&ldquo;我把这种以死为赌注、避免国家做出违反法律和亵渎神祇的行为，看　　作比任何事
情都重要。
&rdquo;　　苏格拉底认为：&ldquo;握有如此强大权力的政府也无法威胁我做出违反法律的行为。
不管是作为当事人或者旁观者，我都不会改变本身持有的态度。
我是不会背弃正义的，丝毫都不会让步妥协。
&rdquo;　　这也驳倒了&ldquo;行不正之举&rdquo;这一条控诉。
　　那么，第一次判决结果是如何的呢？
　　苏格拉底以280票比220票被判为有罪。
　　陪审员中有人问：&ldquo;苏格拉底，如果你从这里走出去后，能够保持沉默，每天安静地过你的
生活吗？
&rdquo;这个人的暗示很明显，只要苏格拉底回答&ldquo;可以&rdquo;，就会判无罪，至少不会是死刑
。
但苏格拉底回答说&ldquo;那是不可能的&rdquo;。
他认为人最大的幸福就是每天都能够思索人生和道德，对于人类而言，失去探索灵魂的生活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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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言。
　　于是这也就有了第二次判决结果&mdash;&mdash;果然是死刑　　。
　　此时面对着&ldquo;雅典诸君&rdquo;，苏格拉底预言：&ldquo;各位，你们将背负把智者苏格拉底
处以死刑的恶名。
各位，在我死后你们将会被加上更为严重的罪名。
将来若出现向各位问责的人，想必你们会很头疼。
&rdquo;　　接着，苏格拉底称呼投他无罪票的人为&ldquo;法官诸君&rdquo;。
他说：&ldquo;这样称呼各位是正当的，关于神谕我还有话要说。
今日之事对于我来说应该算是非常严重的，然而我一次也没有接到神祇警告的指示。
平时总是一旦出现重大事情，诸神　　就会降下神谕就会劝阻我，但是这次审判，神祇没有给我任何
指示。
所以说，即将降临在我身上的事情我认为是正确 的。
&rdquo;不妨这样考虑：&ldquo;死亡是一种希望。
那是因为死亡是灵魂从这个世界转移到另外一个世界，是一种感觉的消失，是连做梦都不会有的一场
酣睡，是一种令人称奇的收益。
我感慨那些已经逝去的、脱离了人生困苦的人。
&rdquo;　　最后，苏格拉底提到了他的儿子们：&ldquo;各位，某一天我的儿子们长大成人，若是他
们满脑子钱财的思想，又或者他老是在思考人应该怎么去伪装的话，请各位代我对其狠狠地斥责。
那是对我儿子们，也是对我的正当的对待。
&rdquo;作为一名父亲，他把教导儿子人生之道托付给后人。
　　离开法庭时，苏格拉底说了下面这么一句话：&ldquo;为了我的死亡，为了各位继续活下去，是我
该离开的时候了。
但是我们当中的一方会不会遇到更好的命运呢？
那是除了神祇没　　有人会知道的。
&rdquo;　　每次读到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我总会想起那个以法庭为背景、栩栩如生的宏大
场面。
作为一名诗人，柏拉图是多么优秀；作为一名剧作家，他又是多么才华横溢啊！
并且通过这本书，可让人了解到柏拉图受到了老师多大影响！
　　3-理想国度　　｜理念｜　　完美的、非物质的样态（理念），只能通过理性才能捕捉到其事物
的本质。
有价值的理想形态，通过感觉捕捉到的是不完整的，它只是样态（理念）的模仿。
从不完全实例的可感知对象只能概括出个别的、一般存在的本质。
　　柏拉图是在二十岁时遇到苏格拉底的。
那时苏格拉底已经六十二岁了。
苏格拉底面貌奇特，敢于批判诡辩派学者。
柏拉图为苏格拉底的知识及伟大的人格所倾倒。
　　苏格拉底和诡辩派学者不同，不仅仅教授学生辩论的方法，还从根本上怀疑在此之前的传统价值
观和伦理思想。
用现代的遣词方式来说，他是一个怀着信念的哲学家。
　　柏拉图是如何看待这位坚守自己的信念、泰然面对死亡的老师的呢？
柏拉图传承了苏格拉底的思想上，认为有一种存在是比现实世界更为重要的，即使舍弃生命也要去守
护。
那就是他所谓的&ldquo;理念&rdquo;。
这种超乎肉体和感觉而本质存在的东西，后来发展成了柏拉图的&ldquo;回忆说&rdquo;。
　　举猫和狗的例子来说，在这种学说中，猫和狗本就存在于我们的理念世界里，当别人与我们谈论
这两种动物时，它们的形像就被从理念记忆中引导出来。
在《美诺篇》中，柏拉图提及一个孩子，他虽然从没学过几何学与数学，但在提问和启发下，却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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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一些几何问题。
柏拉图因此认为世界上的事物本就存在我们的理念世界中，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见所闻都是假象，只不
过是对理念世界的回忆。
　　这种学说现在来看固然值得商榷，但它却引导着当时及后世之人不断地向内求索，追求生命的真
实本质。
尔后，柏拉图在这之上更进一步，认为人只要生存着，就会从心里涌出很多欲望，这些欲望模糊了我
们追求理念的本心，是生命的绊脚石。
因此，对于追求知识的人来说，脱离肉体的快乐和欲望，以纯粹灵魂的形式而存在是尤为重要的。
　　思考一下就能明白，这种&ldquo;脱离肉体的快乐和欲望，以纯粹灵魂的形式而存&rdquo;的状态
，其实指的就是死亡。
只有当精神脱离了肉体的羁绊和污染之后，才能变得真正纯粹。
这正是苏格拉底认为追求知识的人不应该惧怕死亡的依据。
　　像这样追求绝对存在的理想的生活方式，是赌上性命的生存方式，并不见得应该被每个人借鉴。
但有一种东西是可以如此的，那就是爱情。
人类拥有文字以来，几乎所有伟大的文学作品里都记录了或向往着可以让人舍生忘死的爱情。
这种爱情通常以悲剧或死亡收场，但我想每个人年少时都曾有过这种梦想吧，甚至可能为此独身一生
也绝不妥协。
这是　　｜善的理念｜　　柏拉图的至高追求，最高级的理念就是&ldquo;善&rdquo;。
善的理念，是最值得学习的知识。
　　&ldquo;柏拉图式爱情&rdquo;的最初含义，也是&ldquo;柏拉图主义　　3&rdquo;的缘起。
　　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的灵魂、爱知、正义、不惧死亡的思想，在意大利、西西里（那时尚未并
入意大利版图）、埃及、昔兰尼等地游历多年，始终无法由统治阶层自上而下推行他的思想和治国理
念，于是回到雅典，在英雄之阿卡德摩斯之地创立了日后声名赫赫的阿卡德米学园，吸引着大批古希
腊各地的年轻人前来，为构建人类心灵世界做出了不朽的功绩。
　　我曾有幸在去希腊旅游时参观了雅典古城，当年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这对师生有关的遗迹如今只
有特尔斐的阿波罗神庙尚存。
可正如神庙虽历几千年的时光仍矗立一般，这师生二人对我们的助益也如神庙的基柱般矗立于人类的
心灵世界中，构建了一座源自远古、而又历久弥新的圣殿，供所有后世之人景仰、受益。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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