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讲

《理想国》第一卷之三



 Polemarchus：第一卷331d-336b

 Thrasymachus：第一卷336b-354a



 玻勒马霍斯的介入和论证：331b-331e；

 苏格拉底帮助后的玻勒马霍斯之定义：助友攻敌
（331e-332b）；

 正义：技艺与德性；技艺与德性略说；

脱离技艺的德性：毫无用处 （332c-334b）；

脱离德性的技艺：可以为恶（333e-334b）；
如何正确地分辨敌友：334e-335b；
正义作为德性能否带来伤害；德性（arete）与善

好（agathos）作为健全存在、好好存在之内在根
据（334b-335e）；

 苏格拉底的方法与第二轮讨论的结束

Polemarchus



    技艺(τέχνη/art)  与
                   德性(ἀρετή
/virtue/excellence)

他们一旦在海上吃一个败仗，就可能导致全盘皆输。
如果他们坚持下去，就将使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操练海
军战术；一旦我们的技术达到和他们一样的水平，在
勇敢方面，我们无疑是优于他们的。我们所拥有的天
生的优良品质不是他们通过教育可以获得的，而他们
在技术上的优势是我们通过训练一定可以取得的。

——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科林斯使节在斯巴达第二次
                                            拉栖代梦
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商务版第一卷第九章，广西师大版第一卷第五章）  



 技艺略说

技艺中的“知识”：《申辩》中提到的对工匠的询问，知识
作为看原型、通定义。

 
亚里士多德对技艺的分类：制作技艺与使用技艺。制作技艺
中的看原型。使用技艺中的知善恶（知利害）

 
技艺与形而上学：形式、质料；
 
技艺与政治哲学：优劣与高下；技艺共同体。

技艺与德性各自的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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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德性观：
    一切事物（包括自然与人工）功能良好发  
    挥、健全地存在、好好地存在的根据；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观：

 伦理德性（勇敢、正义、节制、慷
慨）；

 理智德性（技艺、明智、科学、智的直
觉、智慧）



脱离技艺的德性：毫无用处 （332c-334b）；

脱离德性的技艺：可以为恶（333e-334b）；

如何正确地分辨敌友：334e-335b；

正义作为德性能否带来伤害；德性（arete）与
善好（agathos）作为健全存在、好好存在之内
在根据（334b-335e）；



重新解释权威

归纳法问题

苏格拉底的方法与第二轮讨论的结束



Thrasymachus (第一卷336b-354a)

  色拉叙马霍斯的出场 (336b-338c)

  色拉叙马霍斯对正义的定义及其论证 (338c-339b)

苏格拉底与色拉叙马霍斯辩论的第一回合；苏格拉底的失败与玻勒马
霍斯的助友攻敌 (339b-341c) ——依据技艺界定主体

  苏格拉底与色拉叙马霍斯辩论的第二回合；苏格拉底对技艺的政治分
析之一：技艺谋求其对象之利益(341c-343a)；色拉叙马霍斯未露败相

  苏格拉底与色拉叙马霍斯辩论的第三回合  (343a-348a)

苏格拉底与色拉叙马霍斯辩论的第四回合：反攻与胜利 (348b-352d)

第一卷的结束：自知其无知；驯服怒气 (354b-c)



接下去我们的所作所为不足为怪，与人类的普遍惯例也没
有相悖之处；如果我们确实接受了一个奉献给我们的帝国，
而且不肯放弃它的话，那是由于三个最强有力的动机所驱
使，即：恐惧、荣誉和利益。我们也不是首创这个先例的。
因为弱者应当臣服于强者，这一直就是一条普遍的法则。
同时，我们相信我们自己是无愧于这种地位的，而且迄今
为止你们也是这样认为的。当你们考虑利益的时候，才开
始高喊“正义”的口号——当人们有机会以武力获得更多
利益之时，没有人会因为这种考虑而放弃其雄心的。那些
没有超乎人性而拒绝行使统治权的人，比那些为形势所迫
而不得不注意正义的人更值得称赞。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雅典使节在斯巴达第一次 
                                       拉栖代梦
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商务版第一卷第六章，广西师大版第一卷第三章）



我们【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祖先使全希腊
获得自由，而我们连自己的自由都难以保
证，我们甚至还容许在希腊建立一个僭主
式城邦【指雅典】。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科林斯使节在斯巴达第二次
                                          拉栖代
梦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商务版第一卷第九章，广西师大版第一卷第
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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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的失败与玻勒马霍斯的助友攻敌
（339b-341c）——依据技艺界定主体

第一回合



 第二回合

苏格拉底对技艺的政治分析之一：
               技艺谋求其对象之利益341c-
343a；
               色拉叙马霍斯未露败相



第三回合 （343a-348a）

  色拉叙马霍斯的演说：不义之利与正义之害

苏格拉底对技艺的分析之二：
     一事一技一利；具体的利益分析；为何所有工作都要报酬。

格劳孔的插话：最优秀的统治者的报酬。

苏格拉底在此显露的基本方法：
    对善的分析与确定；自然善与约定善。
    通过自然善（好处和利益）分析正义；通过技艺分析确定自然善。



第四回合：反攻与胜利（348b-352d）

色拉叙马霍斯：不义是卓越；正义是天真淳朴；

正义与聪明有知者的相似；
    苏格拉底对技艺的分析之三：技艺与共同体问题；

正义作为德性，是一切团体好好存在的根据 （351a-352b）

正义作为德性，是个体好好存在的根据；
    正义是灵魂之德性；生命是灵魂之功能；
    正义者生活得好、幸福352b-354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