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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一个具体事物同时拥有多个普遍性质 , 并且 , 其中许多性质间彼此无关甚至相反 , 这就是异质性现象。

“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较早遭遇到了这一现象 , 但却以同质性思路去化解 , 即通过普遍性概念之间的辩证关

联而将各种差异和矛盾加以消除。这种哲学通过拯救现象来拯救实践 , 前者实现了哲学理论内部的本体论、目

的论、认识论、辩证法与实践论的统一 ; 后者企图把哲学理想在政治实践中实现出来 , 由此就留下理论和实践相

结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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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对异质

性问题的处理

一 个 具 体 事 物 同 时 拥 有 多 个 普 遍 性 质 , 并

且其中许多性质间彼此无关甚至相反 , 这就是

异质性现象。异质性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单一

的范型或一套同质的范型系统足以提供对于一

个具体事物的完备规定 , 而要完备规定具体事

物 , 范型或范型系统就一定是复数 , 它们之间不

可能最终化约为一。

在 哲 学 史 上 , “苏 格 拉 底 — 柏 拉 图 哲 学 ”

较 早 遭 遇 到 了 异 质 性 问 题 。 在 《巴 门 尼 德 斯

篇 》中 , 柏 拉 图 发 现 , 像 苏 格 拉 底 这 样 一 个 具 体

事 物 可 以 同 时 既 类 似 又 不 类 似 , 既 是 一 又 是

多 , 既 是 静 的 又 是 动 的 。也 就 是 说 , 具体事物

可 以 同 时 分 有 多 个 相 ( idea, eidos) , 包 括 相 反 之

相。在他看来 , 相反之相在具体事物身上结为一

体属于直观事实 , 没有什么稀奇的 , 但相反之相

本身如果也相互结合 , 那在逻辑上就显得十分

荒谬 , 可如果不相互结合 , 具体事物分有相反之

相的现象就无法得到解释 [1](P38- 39)。这是 “苏 格

拉底—柏拉图哲学”遇到的最大问题。

柏拉图的解决之道是 : 放弃相之为同类事

物范型的绝对性 , 转而通过相与相之间的指谓

关 系 将 诸 相 联 结 成 “相 的 集 体 ”[1](P272), 借 以 说

明何以一个具体事物可以分有多个相。这就是

所谓“拯救现象”[1](P19)。在其后的《智者篇》中 ,

柏拉图将诸相化约为抽象的三组六个“种”———

存 在 与 非 存 在 、静 和 动 、同 和 异 , 并 以 之 织 成 一

张 “论 辩 之 网 ”[2](P978), 实 即 最 基 础 的 理 论 思 维

程序 , 借以解释万有。这样一来 , 相与相之间的

异质性就被这套同质性的思维程序消解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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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拉图的政治思想中, 与这张理论上的“论

辩之网”相对应的是实践上的“国家之网”[3](P170)。

柏拉图深谙社会生活的复杂性 , 但他坚信 , 一个

真正的政治家可以把社会生活中各种差异甚至

冲突的因素织造成一个同质性的网络。这一思

想 最 集 中 地 反 映 在 《政 治 家 篇 》中 。 这 样 一 来 ,

对柏拉图来说 , 消解异质性就不仅是单纯的理

论方案 , 而且成了实践方案。由此 , 理论与实践

之间的同质性关联被建立起来 , 并成为后世仿

效的哲学致思的典范。

异 质 性 尽 管 可 以 在 哲 学 思 辨 中 被 消 解 , 却

不能在实际生活中被清除。实际生活是无数个

别事物及其所具有的无数异质性因素相互作用

的结果 , 不是任何单一的同质性理论可以解释

清楚和规划妥当的 , 也不会听命于任何一个理

论家的意志。正因为如此 , 柏拉图的理想国才最

终无法实现。据此来说 , 他尽管在“拯救现象”时

足 以 自 圆 其 说 , 但 在 “拯 救 实 践 ”上 却 无 疑 是 失

败的。下面是对此观点的一个展开说明。

二 、作 为 实 践 哲 学 的 “苏 格 拉 底—柏

拉图哲学”

如果哲学只是解释世界 , 怎么解释都关系

不大。如果哲学还要改变世界 , 解释上差之毫

厘 , 实践上就会谬以千里。在这个意义上 , 理论

上 解 决 了 问 题 , 不 等 于 实 践 上 也 解 决 了 问 题 。

实际的情况往往是 : 理论上高歌猛进 , 实践上寸

步难行。所以 , 论评哲学理论的是非曲直 , 既要

内在于学理去剖析 , 也要参照外在的实践去判

断 , 特别是对于像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主张的

这种哲学 , 实践维度的分析更不能缺少。

苏格拉底发明了归纳和定义 , 柏拉图提出

了相论、通种论和相应的辩证方法 , 这些工作把

人 类 思 维 的 水 准 提 升 到 了 纯 粹 概 念 思 维 的 层

面 , 无 论 按 照 哪 种 标 准 都 应 该 属 于 理 论 哲 学 。

但是 , 他们所有这些理论都服务于实践的目的 ,

特 别 是 政 治 实 践 的 目 的 , 这 也 是 不 争 的 事 实 。

苏 格 拉 底 的 哲 学 活 动 可 以 发 生 在 体 育 场 上 、马

路 边 、筵 席 间 、客 人 家 中 、法 庭 上 、监 狱 里 等 , 方

式为跟各种各样的人闲聊 , 特点是通过论辩揭

露众人观念中的错误 , 目的在于充当叮咬雅典

这匹大马的虻子 , 以免它过于怠惰 [2](P16- 17)。 柏

拉图出身政治世家 , 早年追随苏格拉底 , 老师被

处死后周游列国 , 以期实现政治抱负 , 受挫后开

办学园 , 即政治学校, 培养人材, 批评“附和现状的

人是懦夫”, 呼吁不“给那些卑鄙者让位”[3](P85,115),

并继续关注现实政治的动向 , 不放弃任何改善

政治的机会。柏拉图对话很少以纯粹学理为主

题 , 讨论纯粹学理多半是为了攻击对手、表达伦

理和 政 治 主 张 。 正 是 在 这 个 意 义 上 , 我 把 柏 拉

图 对 话 中 的 “苏 格 拉 底—柏 拉 图 哲 学 ”看 做 实

践哲学。

从实践哲学视角看 , 苏格拉底—柏拉图 哲

学之所谓拯救现象 , 其实乃是拯救实践。或者

说 , 他们要用理论去拯救的现象不是一种作为

纯粹认识对象的现象 , 而是一种作为实践对象

的现象 , 尽管这种现象也必须先从认识上得到

拯救。

三、“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中有关

实践的同质性预设

“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中包含着若干有

关实践的同质性预设。

其一是内部同质性预设 , 即 : 在哲学理论内

部 , 本 体 论 、目 的 论 、认 识 论 、辩 证 法 与 实 践 论

具有统一性。这一预设表现为下述基本信念。首

先 , 生成变化的具体事物具有某种不变的根据 ,

即同类事物的相或相的集体 , 它们是实在的存

在。这是其本体论信念。复次 , 相或相的集体是

具体事物的价值范型或尺度 , 具体事物以之为

趋近的目标。这是其目的论信念。再次 , 相或相

的集体可以用灵魂的理性能力加以认识 , 所获

得的认识就叫知识、真理。这是其认识论信念。

再 次 , 对 话 式 的 相 互 辩 驳 、超 越 假 设 的 推 导 、纯

粹概念的分析与综合等方法足以用来认识相或

相的集体。这是其辩证法信念。最后 , 这些相或

相的集体都可以而且应该诉诸实际的社会生活

和政治实践 , 作为城邦的蓝图和政治家的技艺

而发挥作用。这是其实践论信念。

其二是外部同质性预设 , 即 : 在理论与实践

之间、哲学与政治之间具有统一性。本体论、目

的论、认识论、辩证法和实践论的统一是理论体

系内部的统一 , 是哲学对所有这些问题在解释

上的统一。“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还追求理

论与其外部实践的统一 , 特别是哲学与政治的

统一。

苏格拉底式的统一是参与型的。作为城邦

的一员 , 他把哲学当成一种自处和跟其他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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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生活方式 , 哲学活动对他来说既是一种理

论沉思 , 又是一种交往实践和政治参与。

相比之下 , 柏拉图式的统一就是改造型的。

柏拉图不满足于像他的老师那样只是跟同胞们

聊聊天 , 改变一下他们的观念 , 他的抱负是以哲

学为指导 , 彻底改造不合理的城邦。他发现 , 要

实现这一抱负 , 必须找到这样一个人 , 既是哲学

家又是政治家———改造型统一的典型。为此 , 他

先是游说叙拉古的国王 , 继而建学园 , 著书立说

设计城邦模型 , 直到晚年还在奔走 , 并继续修订

城邦方案 , 以期有朝一日付诸实行。

四、统一性预设中的异质性张力

尽管“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的基本预设

是同质性的 , 但其中也包含着显著的异质性张

力。其表现有两方面 : 一是对政治实践的特殊

性的强调 , 二是对诸善的冲突性的直面。这两

方面在《政治家篇》中有集中阐述。

关于第一方面 , 柏拉图指出 , 判断政治制度

的真正标准是有无一种指导统治的技艺。这种

技 艺 不 是 照 搬 整 齐 划 一 的 法 律 条 文 去 管 理 国

家 , 而是根据变动着的实际情况来为人民谋取

切实的幸福。他说 , 法律从来不能签署一条对

所有人具有约束力的命令 , 这条命令能使每个

人处于最佳状态 , 也不能精确地规定社会每一

成员在任何时候都知道什么是好的 , 怎样做是

正确的。人与人之间有差异 , 人的行为有差异 ,

人的经历各不相同 , 由此造成的不稳定使得无

论何种技艺 , 无论何种统治 , 想要在所有时候良

好地处理所有问题都是不可能的⋯⋯用那些始

终保持一致的、不变的东西来处理多变的事物

不可能获得满意的结果[3]( P145- 146) 。

这种说法非常像后来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

和政治学中不断重申的观点。对此 , 他主张真

正的政治家有如真正的船长 : 一艘船的船长在

任何时候都会把他的精力集中在为这艘船和水

手们谋取真正的利益。他并没有制定什么书面

规则 , 但却通过实际运用他那适用于航海的知

识 而 提 供 了 一 套 行 为 准 则 。 以 这 样 的 方 式 , 他

保全了他那条船上的所有人的性命。如果统治

者真的明白所谓统治就是运用他们的技艺作为

一种比成文法更加强大的力量去谋取幸福 , 那么

一个真正的政治体制就可以建立起来了 [3](P150)。

如此看来 , 柏拉图并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 ; 如果

他 有 教 条 的 话 , 那 应 该 是 “实 事 求 是 ”( We must

take things as they are) [2](P1072)。

关于第二方面 , 柏拉图反对“善的所有部分

都 处 在 相 互 谐 和 的 状 态 中 ”的 说 法 , 而 主 张 “一

种善与另一种善相冲突”的观点 , 并揭示了这种

冲突的原理和危害。他特别指出 , 如果仅仅是两

种气质间的冲突 , 那倒还无关紧要 , 但若这种冲

突在重大的公共事务中产生 , 就会成为一种危

害性极大的灾难 , 足以损害社团的生活。例如 ,

勇敢和温和都是善 , 但在面对战争与和平的抉

择时却往往相互冲突 , 有时因过于温和而亡国 ,

有时又因过于勇敢而亡国 [3]( P165- 168) 。

这也表明 , 柏拉图并不是一个迂阔的同一

论者 , 他对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是有

着清醒认识的。

五、理想政治实践对异质性的最终克服

对柏拉图来说 , 异质性并不是一种消极 的

作 为 , 而是为了用“最具神性的纽带去统一本性

上差异、倾 向 上 对 立 的 善 的 诸 要 素 ”[2]( P1083 ) , 以

最终克服异质性。这就需要真正的政治家或真

正 的 国 王 出 场 , 他 们 是 “少 数 人 ”或 “受 上 苍 启

迪 的 个 人 ”, 是 “始 终 大 公 无 私 地 、公 正 地 对 待

他 们 的 臣 民 ”的 人 , 是 “得 到 上 苍 的 恩 赐 而 拥 有

政治智慧和统治能力”的人 [3]( P150) 。这跟《理想

国》中所讲的“哲学王”并无二致。

真正的政治家和国王将 “从社团中驱逐出

去”一些人 , “他会处死他们或驱逐他们 , 或者

让他们在公众场合受到最严厉的羞辱 , 以此惩

罚他们”[3]( P170) 。然后 , 政治家会让所有其他人

接受训练———这些人事实上不具备足够的能力

去像国王那样织造城邦 , 但愿意成为材料 , 让国

王能够科学地把他们织成一个整体。政 治 家 会

把 那 些 勇 敢 品 质 占 主 导 地 位 的 人 当 作 经 线 来

使 用 , 而 其 他 人 则 被 当 做 又 细 密 又 柔 软 的 纬

线 。他 会 努 力 把 这 两 种 具 有 相 反 性 格 的 人 织 在

一起 [3]( P170) 。这样一来 , 就会造成如下局面 :

在政治家的织造下 , 这些毛线都在起作用 ,

既有温和型的 , 又有勇敢型的。这些毛线织成了

一种统一的类型。国王的技艺依靠相互和谐与

友谊的纽带把两种类型的生活织成一种真正的

同胞关系 , 赢得了这种统一。这块织物成为一切

织物中最美好的 , 最优秀的。它把城邦里的所有

居民都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 无论是奴隶还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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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民。这位国王纺织工保持着他的控制权和监

督权 , 这个国家拥有获取人间幸福生活所需要

的一切 [3](P174)。

这就是柏拉图为真正的国王和政治家所描

绘的“一幅完美的图画”[3](P174)。

有了前面对《巴门尼德斯篇》和《智者篇》分

析的基础 , 我们在此就不难发现 : 真正政治家的

统治术就等于理论层面上哲学家的辩证法。哲

学家把诸相编织成一个集体 , 把诸种连通起来 ,

以构成“论辩之网”, 体 现 到 实 践 中 不 就 是 政 治

家把各色人等纺织成一个“国家之网”吗? 如果

说 《政 治 家 篇 》中 的 政 治 思 想 跟 《理 想 国 》中 的

政治思想有什么差别的话 , 那 就 在 于 《理 想 国 》

中 的 “哲 学 王 ”是 一 位 “制 度 画 家 ”, 照 着 “绝

对 正 义 、美 、节 制 ”在 人 类 中 描 画 “它 们 的 摹

本 ”[5](P253- 254),而《政治家篇》中的政治家则是一

位 织 工 。 二 者 的 哲 学 方 法 都 叫 “辩 证 法 ”, 只 不

过 前 者 是 “相 论 ”( 关 于 相 的 理 论 ) , 后 者 是 “通

种 论 ”( 关 于 最 普 遍 的 种 的 理 论 ) 。 一 切 的 异 质

性都可以在真正政治家的洞察和权衡中得到动

态的调控和有机的统一 , 这是柏拉图按照其哲

学原则最后打出的实践底牌。至于《法律篇》的

法制设计 , 则是权宜之计。

六 、拯 救 现 象 的 成 功 与 拯 救 实 践 的

失 败

柏拉图对现象的拯救是成功的 , 不论这个

现象是纯粹的认识对象还是实践对象。这种成

功也就是成就的意思 , 也就是成就了一套在人

类思想史上具有典范意义的哲学理论。像他那

样关心现实, 追求真理, 著书立说, 不仅解释世界,

而且改变世界, 从此便成了无数爱智者的梦想。

可是 , 柏拉图对实践本身的拯救却无疑是

失 败 的 。 他 的 政 治 设 计 无 论 怎 样 尽 善 尽 美 , 也

没有得到过采纳和实行。希腊城邦在按照自身

的节律演变 , 众多的内外力量不管在哲学家看

来多么不合道理 , 却实际地相互作用着 , 共同决

定着城邦的命运。不仅柏拉图三赴西西里推行

自己的学说一事无成 , 而且在政治上最受他器

重的弟子狄翁也在推翻僭主之后的宫廷斗争中

被自己的学园同学所谋害 , 至于复位的僭主则

很快又被外敌所废黜。后来 , 他在学术上最重

要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倒真成了帝王之师 , 但授

业对象却是马其顿王子亚历山大。马其顿不仅

在柏拉图死后十年就征服了希腊诸邦 , 而且在

继 位 后 的 亚 历 山 大 的 率 领 下 还 远 征 波 斯 和 印

度 , 不过这位年轻的国王本人不久也死于非命。

再往后是三百余年的所谓希腊化时期 , 然后是

罗马人的一统天下 , 最后关闭柏拉图学园的是

信 仰 耶 稣 基 督 的 罗 马 皇 帝 , 其 时 为 耶 稣 诞 辰

529 年———一 个 早 已 不 按 奥 运 会 的 届 数 来 纪 年

的年份。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哲学所料想得到的。

在这中间 , 哲学所能起到的作用实在有限。可

见 , 想让人们按照哲学的设计来建设完美的城

邦 , 实在是哲学家的一相情愿。

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 : 为什么最高明的

哲学理论 , 在它自信发现了唯一的真理并决意

以之去改变现实、特别是改变政治时 , 其实行的

效果跟理论预期相比会有如此之大的反差?

当然 , 柏拉图早在《理想国》中就有言在先 :

“真 理 通 常 总 是 做 到 的 比 说 到 的 要 少 ”[5]( P214) 。

他还反问过 : “如果一个画家 , 画一个理想的美

男子 , 一切的一切都已画得恰到好处 , 只是还不

能证明这种美男子能实际存在 , 难道这个画家

会因此成为一个最糟糕的画家吗⋯⋯如果我们

不能证明一个国家能在现实中管理得像我们所

描述的那样好 , 难道就可以因此说我们的描述

是 最 糟 糕 的 理 论 吗 ? ”[5]( P213) 到 了 《法 律 篇 》, 他

还在感慨 : “要想确保一种制度的运作像他的理

论一样无可置疑 , 看起来确实非常困难! ”[3]( P380)

尽管如此 , 柏拉图仍然相信 : “我们可以找到一

把 钥 匙 , 打开这些制度的最初起源及其改进的

关键”[3](P428) 。“我们提出的理论对将要建设的社

会是有用的。”[3](P460)后面又总结说 : “我认为在

讨论将要实施的计划时展示一个完善的、可供

模仿的模型是最公平的 , 不能视之为毫无优点

和真理 , 而对那些根本不包含这种完善性的计

划 , 人 们 应 当 拒 绝 加 以 实 施 。 人 们 应 当 尽 一 切

努 力 去 实 现 完 善 的 计 划 , 使 现 实 尽 可 能 接 近 理

想 , 使 现 实 状 态 在 性 质 上 与 理 想 状 态 最 接

近 。”[3](P504- 505)这些论述表明 , 尽管柏拉图深知

实现理想困难重重 , 但他从未满足于让理想停

留在理论状态 , 尤其从未把描绘理想当成一种

纯粹的理论兴趣 , 而总是坚信理想的实际作用

并实际推动理想的实现。这样一来 , 我们就要

问 : 如 果 理 想 是 完 善 的 真 理 的 体 现 , 为 什 么 难

以 实 现 ? 既 然 理 想 难 以 实 现 , 它 的 具 体 作 用 到

底 是 什 么 ? 对 此 , 柏 拉 图 也 许 会 说 : “把这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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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 深 深 地 埋 藏 在 心 中 吧 。 ”[3](P736) 我 的 回 答 则

是 : 柏拉图尽管可以在理论上用同质性去消除

异质性 , 从而把可感世界和可知世界、理论和实

践圆满地统一起来 , 但这丝毫不会减少可感世

界本身所包含的异质性 , 而那些异质性对于实

践则具有刚性的约束力 , 正是它们而非单一的

理论同质性逻辑在决定着实践 , 其间 , 理论虽然

以唯一合理的计划自居 , 但实际作用只是异质

性因素之一种。

简言之 , “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 特别是

柏拉图的哲学尽管在理论上论证了理论与实践

的统一 , 但在实践中并没有如其所愿地实现这

种 统 一 , 不 仅 如 此 , 这 种 哲 学 尤 其 没 有 回 答 : 理

论和实践的统一为何在理论上可以做到而在实

践上不行? 于是 , “拯救实践”就成了一项未竟

的哲学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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