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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古希腊的传统思想观念中，中庸之道无论对科学、技术还是艺术或者对思想、情感和行为，都是最理想的
方式方法。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直接继承古希腊这一传统思想，他在汲取前人思想的同时，根据当时社会状况，
对中庸思想在理论上作出论证，并作为一项准则在伦理学、美学、政治等各个领域里加以使用。应当说，亚里士多
德的中庸伦理观作为一种对于人的情感和行为的道德指南，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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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tle＇s Golden Mean Ethics and Its Enlighte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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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ancient Greek traditional ideas，moderation was the best way in the fields of science，technology，

and art，or to deal with thoughts，emotions and behaviors． Aristotle ＇s doctrine of the golden mean is the direct
successor of the traditional moderation thought in the ancient Greece． Learning from his predecessors，according to
the prevailing social conditions at that time，Aristotle demonstrated the doctrine of the golden mean as a criterion in
ethics，aesthetics，politics and other fields． It can be said that Aristotle＇s golden mean ethic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a person＇s emotions and behaviors and is ethical guidelines i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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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庸，许多人可能会以为只有我国才有，其

实事实并非如此。不仅中国，古希腊也有中庸的理

念。“中庸，即不偏不倚，恰到好处”［1］。就方法论

而言，中庸是评判美德的根本标准。在古希腊，“中

庸”的思想很早就已经出现。德谟克利特、苏格拉

底和柏拉图都曾经谈及过节制和适度的问题，他们

都非常推崇“理性指导下的节制，倡导通过节制使

人的情感行为达到适度”。“亚里士多德继而对中

庸的思想进行了深入地分析与探究，并且在前人的

基础上把中庸的思想理论化和系统化”［2］。

一、亚里士多德中庸思想的基本观点

“中庸”的“中”表达出了西方哲学智慧知性的

特征。亚里士多德美学思想的核心是中庸。他认

为，一切事物都有其“中”。一个圆，圆心就是它的

“中”。而“人事界之中，名为中庸”。
“中庸”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核心思想。亚

里士多德认为“道德乃是一种中庸之道”。他指出:

“事物并不一定就是非好即坏，在好与坏之间还可

以存在着中间物”。［3］亚里士多德这里所说的“中间

物”实际上就是哲学上的中介。亚里士多德还指出

了三个准则: 第一，以“中间物”作为衡量作品的标

准; 第二，感觉太多或太少都不好; 第三，应适当地感

受这些感觉。
亚里士多德认为: “可以把中庸分为绝对中庸

和相对中庸。”［4］绝对中庸是客观事物的中庸，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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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极端的距离都相等，并且它对一切人都是一样

的。例如，10 较大，2 较小，那么 6 就是事物的中庸，

因为 6 与 10 的距离及 6 与 2 的距离都等于 4，并且

任何人的正确计算都如此。所谓“相对的中庸”就

是指一种因人而异的适度状态。就人而言，身体的

健康也离不开中庸。对此，他指出: “我们把诸如健

康和适宜等身体好，看成是热和冷在体内相互之间

按适当比例混合的结果，即中庸”。亚里士多德作

为一个美学家，非常重视“通过中庸来追求生命的

健康”。在他看来: “唯有适度才能健康，清泻和器

械，都是达到健康的方法之一”［5］。另外，亚里士多

德非常反对人们偏离中庸的行为。比如说，他反对

为一味追求竞赛成绩而对运动员进行过度的身体训

练。应当说，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是根据具体情况来

正确处理自身行为与情感的一种态度。
另外，亚里士多德还指出:“判别一个人是否是

道德的，就看他的品格是否符合中庸之道。”［6］“过

度和不及，均足以败坏德行”。因此，“德行就必定

是一种志在求适中的品质”。惟有适度，才能增进

和保持德行。德性的中庸，是对人而言的相对中庸。
“一个毫无节制的人，会变成放荡的人; 一个忌避一

切快乐的人，会变为麻木不仁; 一个无所畏惧的人，

可以变为莽汉。”［7］

对于怎样才能获得中庸，亚里士多德指出: “道

德的建立需要我们养成良好的习惯，长期如是，即能

拥有美德”［8］。应当说，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学说非

常重视良好习惯的养成，他将良好习惯的养成作为

达到中庸的条件之一。他的中庸思想强调以理智控

制欲望，重视养成具有中庸品质的良好习惯。

二、亚里士多德中庸思想在其政治理论

中的体现

亚里士多德对“中庸”持褒扬态度。他认为中

庸包含着各种德行，比如公正等等。“亚里士多德

在其政体思想中非常注重适度与节制。”［9］在他看

来，凡是适度的事物，就是善的; 反之，就是不善的。
城邦的财富分配也是一样，倘若一些人赤贫而

另一些人奇富，内乱就会发生，对奴隶的管理也一

样，“如果宽于管理，他们则会企图谋反，如果对他

们过于严酷，他们就会企图谋害主人。”在亚里士多

德看来，“极端显然并不是某种善，而是使城邦毁灭

的原因”。应当指出，亚里士多德的公正意味着以

人的天生不平等为基础而求得社会秩序的稳定，以

利于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协调。他认为，人与人

在本质上是不平等的，并且以此为基础实行一种不

平等的分配，作为一种分配上的公正。而纠正的公

正，也就是人们杜绝相互损害之后进行补偿的原则。
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是不平等的观点是有待

商榷的。
亚里士多德指出“极贫或极富都是不好的”［10］。

他主张加强中产阶级以缓和社会矛盾，建立共和政

体以稳固城邦的统治。而且，共和政体的维持必须

同时兼顾富人和穷人的利益，并且要尽力地维护他

们的权益，政体必须保持平衡，而中产阶级符合其中

庸的理念。然而，在当时，他所奉行的中庸之道的政

治主张是难以实现的。其原因在于他的主张是在不

变更财产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加强中产阶级的人数

和地位，来改变富有阶层和贫穷阶层之间的矛盾，从

而稳定社会。可惜他所希望建立的政府形式实际上

都是“在城邦制范围内的，而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

已要求打破小国寡民的城邦制，所以他的政治理论

有许多方面是不适应当时的社会现实的”。
应当说，亚里士多德生逢希腊世界的动荡时代，

处于奴隶制解体、封建制确立的社会大变动时期。
那种充满腥风血雨的现实，使他对国家的长治久安

忧心忡忡。对此，“亚里士多德与我国孔子的中庸

思想有着非常大的相似性”。［11］他们都从所处时代

的现实生活出发，怀着救世治国的热忱，把中庸原则

作为指导思想贯穿于他们的政治观点和主张。总的

来说:“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政治理念比孔子更为明

确和形式化，虽然他们的思想具有许多共同之处，但

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差异”。相同之处主要在于

他们都把中庸之道当做最高的德，都意识到了中庸

之道是道德评价的主要标准。而他们的不同之处则

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亚里士多德认为“中庸

并非是先天具有，而是在后天的行为习惯中形成获

得的”。孔子则认为中庸实际上是“仁”，是人生来

就本有的，它内在于人自身的，“只要通过不断地修

养就能最终获得中庸之道”。另一方面，亚里士多

德的中庸思想相对来说，在内涵上包含有更多的求

知成分，可以说是一种理性中庸，而孔子的中庸思想

则“更加具有人性意味，可以说是一种性情中庸”。

三、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对我们建立

和谐幸福生活的启发意义

苏格拉底强调“惟有自制才能给人带来最大的

快乐”; 亚里士多德则主张“对快乐的追求应是适度

的，并且绝不能与理性相背驰”。亚里士多德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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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钱财为目的的生活是身不由己的生活，追求的

不过是手段性而非目的，而以名声为目的的生活太

依赖于外在的东西，这是本末倒置的观念，难以获得

真正的幸福”。［12］

而“净化”则有利于幸福的建立，“净化是中庸

思想在亚里士多德理论中的运用，它能够使恐惧达

到适度和平衡”［13］。亚里士多德重视悲剧的“净

化”作用。为何悲剧能净化人的情感，并使之达到

适度呢? 亚里士多德指出: “因为悲剧在激发人的

怜悯之情时，能够积极引导这些情感沿着无害化渠

道 而 畅 流，从 而 感 到 轻 松 愉 快，有 利 于 身 体

健康。”［14］

应当说，以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及我国的孔子

为代表的中庸思想对我们幸福生活的建立与社会和

谐的构建具有重大的启发作用。然而，“他们的中

庸思想在当今社会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反中庸思想

的冲击”［15］。在西方国家，“由于片面强调竞争与大

国霸权，人们逐渐不顾中庸的平衡发展之道，导致涸

泽而渔以及各种各样的霸权主义，最终导致自然与

精神的失衡，并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心理问题”［16］。
在反 中 庸 的 时 期 重 新 提 倡 中 庸，显 得 非 常 迫 切。
“假如说别的国家是因为过而要重新回到中庸，那

么中国正在过与不及之间重新找寻中庸之道”［17］。
在现代社会所存在的道德严重缺失与过度急功近利

的不良氛围下，“我们应当把握好内心的尺度，避免

过度 和 不 及，践 行 亚 里 士 多 德 充 满 智 慧 的 中 庸

之道”［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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