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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哲学精神的写照 
——读《名哲言行录》有感 

王晓阳 

(东华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1620) 

摘要：在众多关于希腊哲学的文献中，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是一本独特的哲学史书，它采用了一种 

传记体的方式，记载了希腊哲人的种种轶事，因而显得比较零散。本文尝试以一种哲学分析的方法来解读这本书： 

首先选取了五个具有典型性的哲人故事，分别对这五个故事进行论述，以求如实展现出五位哲人迥异的性格和思 

想特征；而后采取一种哲学分析的方法，滤去这些故事表层的差异，揭示出五位哲人的共性，即从古希腊延续至 

今的西方哲学的内在精神：哲学乃是对智慧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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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名哲言行录》是一本独特的哲学史书。它的独 

特之处也许在于：通过作者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记叙和 

描述(也许还加上些想象的成份)，仿佛那些在我们这 

个时代，已经逐渐模糊和被人淡忘的古希腊先哲们的 

古旧形象重又变得鲜活生动和清晰了起来。这是读任 

何一本现当代哲学论文集或哲学史书所难以获得的生 

动感受和体验。因此，确如这本书的英文译者在序言 

里说得那样，“《名哲言行录》更多属于文学而不是哲 

学”。 [1] 另一方面， 这也体现出了此书的独特价值所在。 
“因为对于碰巧成为哲学家的那些文人学者的传记而 

言它是一个贡献。它具有独特的价值，因为流传至今 

的这类古老传记是如此至少”。 [1] 

换句话说，这不是一本标准的哲学史书，而更像 

是一本参杂了各种奇闻轶事以及大量的史实和想象成 

分并存的有关古希腊哲学家的历史故事书。因此，这 

么一本“混合体”史料集无疑让某些哲学史家或者古典 

学家们头疼不已或者不屑一顾；但是另一方面，恰恰 

也因此“缺陷”，这本书才有幸从众多严肃谨慎的哲学 

史书籍中脱颖而出，让那些被成天板着面孔的枯燥乏 

味的论述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可怜的人们得以呼吸些清 

新的空气。 

二 

相对于其中所记叙的种种哲学史实(这些史料相 

当庞杂，如何鉴别其真实性，以及它们的种种来源如 

何，那是哲学史家们干的事情。我不敢奢望在这方面 

有什么发言权，还是保持沉默比较明智些)，我更感兴 

趣的还是些哲人们的奇闻趣事。这些有趣的故事，就 

像一幅幅生动传神的素描画，巧妙而随意地勾勒出了 

一个个古希腊哲人的独特个性，展现着他们在日常生 

活中另类、可爱而又不失风趣的一面，仿佛让我一下 

子和这些早已远去的陌生先哲们亲近了许多。这种奇 

特而美妙的感受是在众多严肃而正统的思想传记中所 

难以体会得到的。此外，令我惊讶的是：这些性格迥 

异的先哲们种种显得有些古怪和可笑的举止以及某些 

偏执和顽固的言行，竟然或多或少地折射出了一种独 

特而宝贵的哲学精神。 

顺便说一下，也许有人觉得我应该先交代一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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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写作年代和背景，或者至少也应该先简单交代 

一下所描写的那些哲学家的思想背景吧。但是，我并 

不打算这么做。原因有三：第一，关于写作年代和背 

景的介绍，此书的中英文译者已经做得非常详细了，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序言。我已经从中受益匪浅， 

觉得如果在这方面再说些什么都显得多余；关于所描 

写的那些哲学家思想背景的介绍，我觉得书中已经说 

得够多了。如果有人还想了解得更多些，或是质疑其 

中某些内容的真实性如何，我建议他们找些正统的哲 

学史书来看看。在这方面，我实在也是没有什么发言 

权的。第二，多谈些奇闻轶事或许才能够彰显这本书 

的独特价值；第三，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么做也许 

更能体现出作者本人的初衷。透过这些有趣的故事， 

拉尔修想要传达给我们的很可能不是什么史实，而是 

希望我们能够真正体会到“一种独特而宝贵的哲学精 

神”。 

然而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呢？我选取并简要叙述 

其中五个哲人的故事，经由对这五个故事的具体分 

析，以揭示出这些先哲各自的离奇经历以及鲜明个性 

背后蕴藏着的一种共同的精神特质。这就是一种从古 

希腊延续至今的“独特而宝贵的哲学精神”。 

故事一：泰勒斯和三角鼎的故事。 

这个故事出现在 《名哲言行录》 第一卷第一章中， 

大意如下：有人发现了一个三角鼎，神谕宣称应该把 

它送给希腊人中最有智慧的人。于是人们就想到了泰 

勒斯，然而泰勒斯却把他让给了其他贤者，结果这个 

三角鼎传遍了希腊每一个贤者又回到了泰勒斯手中。 

于是，泰勒斯就把这个鼎献祭给了阿波罗。泰勒斯是 

当时“最有智慧的人”，这是公认的，然而他最终还是 

把鼎献给了神。 [2](21−43) 

故事二：苏格拉底死前的小插曲。 

有关“苏格拉底之死”的记载有很多。例如，柏拉 

图的《斐多篇》，记载了苏格拉底在临死前与其跟随者 

的长篇谈话，很值得一读。《名哲言行录》第二卷第五 

章中记载的一个有关苏格拉底死前的小插曲：我们知 

道，苏格拉底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在众人面前常常 

显得邋邋遢遢。当他以渎神和腐蚀青年罪被雅典法庭 

判以死刑后，阿波罗多送给他一件漂亮的外衣，希望 

他在喝下毒药之前穿上这件衣服。苏格拉底却拒绝这 

样做，他说“什么是我自己的东西，这种东西足够好以 

使我活在其中，而不是死在其中”？ [2](51−177) 

故事三：犬儒主义者第欧根尼的趣事。 

第欧根尼的言行举止极其古怪另类，有时显得疯 

疯癫癫，有时显得滑稽可笑，有时令人讨厌，有时又 

让人不由得心生钦佩。据拉尔修记载，第欧根尼是与 

柏拉图同时代的人，思想言行却于柏拉图大相径庭。 

他常语出惊人，行为举止更是令众人刮目相看。这一 

点有些类似于“令人头疼的苏格拉底”，却过之而无不 

及。对于柏拉图而言，第欧根尼的确是个比苏格拉底 

更难对付的家伙。因此，当有人问及他有关第欧根尼 

的印象时，柏拉图干脆说“他是‘发了疯的苏格拉 

底’”。 [2](553) 下面是拉尔修记载的有关这位犬儒主义者 

的三则对话(第六卷第二章) [2](525−579) ：对话 1：有人嘲 

笑第欧根尼：“你虽然是个哲学家，却什么都不懂。” 

第欧根尼回答：“即使我在装着有智慧，但这本身就是 

在从事哲学。” [2](563) 对话 2：有人对第欧根尼说自己不 

适合学习哲学，第欧根尼就对他说：“如果良善地活着 

是你从不关心的事，那你为何还要活着？” [2](563) 对话 

3：据据说曾有人问第欧根尼：“如果你死了，希望如 

何料理你的后事？”第欧根尼回答说：“不要埋他，而 

是将他抛到荒野里，以便所有的动物都可以分享 

他。” [2](575) 

故事四：平静出奇的怀疑主义者皮浪。 

相对于第欧根尼的古怪举止和唠唠叨叨，怀疑主 

义者皮浪则显得平静的出奇。据拉尔修的记载，皮浪 

仿佛对什么都无所谓似的。他不做任何预见，任何新 

奇的事物都难以引起他的兴趣。他从不逃避任何事 

物，甚至在面临各种危险时，例如狂风巨浪、火灾、 

被狗追咬。他怀疑一切，否定以往和现存的(甚至包括 

还没出现的)一切学说， 却从不提出自己的丝毫观点或 

主张。他否认事物有美丑善恶等各种性质的区别，甚 

至认为世间万物没有什么真假可言，因此他也拒绝做 

出任何肯定的言论。他这种“与世无争”的生活态度和 

“随遇而安”的生方式，引起了当时许多人的好奇与效 

仿。《名哲言行录》中记载了不少皮浪的事迹，其中最 

广为人知的也许就是“皮浪与猪”的故事(第九卷第十 

一章) [2](929−967) ：有一次，皮浪乘船出海，遇上了风暴， 

除了皮浪和同船的一只猪神态安详，镇定自若之外， 

其余人都显得惊慌失措。等到风暴过去了，大海又恢 

复了平静。皮浪指着那只猪对这群惊魂未定的乘客说 

到，“智慧的人就应像那样毫不慌乱”。然而此刻，那 

只猪也没有因为人们的关注而显出丝毫“沾沾自喜”的 

神情来，依旧埋头在默默啃食着自己的食物。 [2](935) 

故事五：异常“神秘”的毕达戈拉斯。 

相对于以上四位哲人的种种奇闻趣事而言，毕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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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拉斯则显得异常“神秘”。但是这么说并不准确，因 

为在他幽秘的学说里面，透射出一种耀眼的“理智 

性”。拉尔修告诉我们，毕达戈拉斯是第一个使用哲学 

这个术语并称自己是哲学家或智慧爱好者的人。而 

且，他首次把宗教的神秘与数学的理性结合在了一 

起，在罗素看来，这可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在其名 

作《西方哲学史》中，罗素用了如下的语句来评说毕 

达戈拉斯的学说：“他代表了希腊的、中世纪的以及直 

至康德为止的宗教哲学的特征。 ” [3](64) 这是一个相当高 

的评价。下面是拉尔修记载的有关毕达戈拉斯的二则 

轶事(第八卷第一章) [2](783−821) ：①有人问：哲学家怎样 

生活？毕达格拉斯把生活和盛大的聚会作了一个比 

较：一些人去是为了赢赏，一些人则是为了做买卖， 

而最好是去作观众。因此，他说生活中那些具有奴性 

的人，生来就只知道追逐荣誉和财富，而哲学家追求 

的是真理。 [2](789) ②毕达格拉斯相信灵魂存在，它与肉 

体的生命不同，可以从一个生物体内转到另一个生物 

体内。他指出，人的灵魂分为三个部分：感知、理性 

和意愿。感知和意愿也为其他动物所有，但是理性则 

为人所独有。理性是不朽的，其余则是可朽的。又由 

于整个空气中都是充满各种各样的灵魂，一些被称为 

鬼魂，一些被称为英雄。它们将梦托给人，也向人们 

以及其他动物显示健康疾病以及旦夕祸福。正是因为 

有了这些灵魂，才有了洁净、驱邪、各种预言、征兆， 

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因此，毕达格拉斯认为， 

能够引领灵魂向善而不是向恶，此乃人身上最好的东 

西。当灵魂变善时，人就是幸福的；如果灵魂是恶的， 

那人就会不得安宁，限于纷乱中。 [2](803−805) 

三 

由上面的故事，我们发现五位哲人的言行举止各 

个不同，性格迥异。通过对以上五个故事的论析，我 

们已经可以发现：一方面，拉尔修笔下的古代先哲人 

人都是个性鲜明，思想学说自然也就千差万别，难以 

一概而言了；另一方面，他们之所以能够被拉尔修称 

为“名哲”，自然有着某种内在的相似性或延续性，否 

则本书就不该叫“名哲言行录”，而改叫“名人言行录” 
岂不更合适？因此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这种相似性 

或者说延续性是什么呢？在弄清楚这个问题之前，还 

需要对上面五个故事做些简要地处理：滤过表面的差 

异性，找找内在的相似性。 

先来看故事一。泰勒斯为什么要把鼎让给别人？ 

最后鼎传了一圈又回到他手中，他为什么要把鼎献给 

神？对于前一个问题，我认为表明了泰勒斯的“谦 

让”，因为他是公认最具有智慧的人。对于后一个问 

题，我们可以从中译者的序言中找到解答：因为古希 

腊人认为真正的智慧属于神，把鼎献祭给神，表明了 

哲人对神的尊崇， 同样也表明了对智慧的尊崇。 [2](25−27) 

故事二里苏格拉底对阿波罗多洛斯好意的拒绝， 

说明他并不看重现实的物质生活。否则他就不会拒绝 

美丽的外衣，更不会明知可以逃走却宁愿饮毒芹汁而 

亡。 [2](167) 他的回答表明，他真正追求的是“可以在其 

中永生的东西”，这就是他反复强调的“真正的知识”， 

他毕生不懈追求的“智慧”。相对而言，世间的万物则 

都是暂存的。诚如他在《斐多篇》里说的：哲人应该 

追求永恒的东西，那就是真正的知识，那就是不朽的 

智慧。因此，哲人追求智慧，就应该忽视暂存的可朽 

的物质生活，应该快乐地平静地接受死亡，因为死去 

乃是一种真正的解脱罢了，是一种获得新生的途径。 

换句话说，哲人应该“向死而生”。 [4](14−21) 

故事三里记载了第欧根尼的三段对话。对话 3 是 

说他根本不在乎别人如何料理其后事，表达了他对世 

俗生活的漠视；对话 2 通过反问的形式，表明了第欧 

根尼认为哲学才是使人生获得意义的东西；那么，哲 

学是什么呢？对话 1 给出了第欧根尼的解答：哲学就 

是智慧本身；哲学家就是追求智慧的人。 

皮浪的平静是一种智者的平静。这是一种只有通 

过哲学修炼，获得真正智慧的人才能有的平静。这是 

故事四要告诉世人的：平静的底面乃是智慧。因此， 

当皮浪指着那只吃食的猪对一群惊魂未定的乘客说 

“智慧的人就应像那样毫不慌乱”时，他的意思其实也 

是说：我们要获得这种“泰山崩于面前而不惊”的宁静 

从容，就应该追求真正的智慧。 

而毕达戈拉斯则认为，哲人应该追求真理，而真 

理则体现在驱邪、各种预言、征兆，以及其他等等诸 

如此类的知识之中，通过对这些知识的学习和运用， 

哲人才能最终获得或领悟到“人身上最好的东西”，即 

智慧。只有智慧能引领灵魂向善，从而使人获得幸福。 

因此，要获得幸福，哲人追求的终极目标乃是智慧(尽 

管表面上看来， 哲人学习和运用的是种种具体的知识， 

但这和追求智慧在根本上并不冲突)。 

可见，尽管五位哲人经历有别，性格迥异，思想 

见解不一，但是他们似乎都在坚守着某种共同的精 

神。换句话说，这五个故事无一例外地表明了“哲学乃 

是对智慧的追求”，而这恰恰印证了拉尔修在序言里 

说的一句话：哲学，即对智慧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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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ogenes Laertius’s the Lives and Opinion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is a special philosophical history book. 
In the essay, the author tries to review the book with a philosophical analysis method, that is, make an analysis of five 

stories about five different Greek philosophers. The five stories in turn are Tales and the tripod, the episode before the 
death of Socrates, the funny thing about Diogenes, Pyrrho’s the weirdly peaceful attitude, Pythagoras, who is a famous 
mysticist, on soul and reasonality. Although these philosophers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s and philosophical thoughts, the 
author  contends  that will  argue  they  have  the  same  faith.  viz.,  all  of  them  believe  that  philosophy  is  the  pursuit  of 
wis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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