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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0月 9日（礼拜一晚上 7:30-9:30）                                            王艾明 牧师 

第一讲  导论：古希腊哲学概述 

1. 概念和术语 

1.1. 何为哲学？ 

1.2. 何为基督信仰？ 

1.3. 背景：古希腊文化传统：英雄时期：前 12世纪之前；史诗时期： 《荷马史诗》（ 《伊利亚特》和

《奥德赛》）；大移民时期：公元前 8-7世纪，抒情诗时代 ；古典时期：公元前 6-4世纪，三大悲

剧作家 

1.4.  古希腊哲学概述 

公元前 6世纪，希腊哲学开始出现，其特征是：以理性而非想象或情感，以智慧而非幻想或愿望，以因果

律而非超自然的神话作为描述、探索和解释的准则和步骤，将经验事实作为可验证的基础，探求特殊性背

后的普遍性。  

 

1.4.1. 最初的哲学思考是探求客观世界的本质，即，外在的自然哲学； 

1.4.2. 其次开始思考：何为人类？由此进入研究人类精神现象的议题，并开始通过人类行为分辨出来

逻辑问题、伦理问题、心理问题、政治问题和美学问题，这样，人类知识学层面的专门学科就

这样最初建立起来：逻辑学，伦理学，心理学，政治学和美学（诗学）等等； 

1.4.3. 由人类的现实生活中何为善，何为正义，何为法治等去思考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导致着希腊哲

学开始进入真理问题及其如何成为人类生存的基础。  

小结：希腊哲学起始于创造本质为何，最终又归结为人与自然，被造物与造物主的关系上，即本体论或形

而上学的思考，基督教神学由此开始。 

 

1.5. 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观点 

1.5.1. 第一阶段公元前 585年到公元前五世纪中叶，特点： 最初的哲学以自然为思考客体，确信人所生存

的自然具有生命；建立最初的本体论思维；开始从理智层面询问何为事物的本质；关于万事万

物的理解具有一元论最初特征，预备了宇宙论思维系统。史称米利都学派。 

 

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 阿那克西米尼；毕达哥拉斯。 他们是西方哲学史第一次以抽象的概念提出明确的

对立关系的哲学家； 

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公元前 535-公元前 475），首次提出宇宙的变化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定则或规

律。 必然性问题；理性，即，逻各斯(Logos)。 

 

第一阶段还有许多哲学家，他们分别从世界和自然的本质与规律等方面是思考存在的意义。最早的宇宙论

思维也就由此建立。 

 

1.5.2. 第二阶段为公元前五世纪，其特征是哲学的议题有宇宙、自然和物质世界，转向对人类思维和

解决现实问题能力的怀疑。因此，这一阶段的哲学特点是怀疑的、相对主义的，甚至呈现为偏

激的、否认本体论思辨的激进。其实，他们预示着知识学的转型，即，苏格拉底时代的出现。

这一阶段史称智者时期(Sophists, 又译诡辩学派) 。  

 

在哲学史的意义：通过诡辩促使知识界用明确无误的概念和范畴就哲学、伦理学、宗教信仰及国家制度来

探索和确立其所建立的基础和合理性原则。他们的穷追猛打终于使得古希腊哲学在自由思想和真理等问题

上确立其知识学的基础。这些基本问题后来成为整个西方文明的基本构成。他们留下的历史意义深远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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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学问题：知识？真理？正义原则？善？精神世界中神的概念？国家？合乎善的原则和正义原则的人类政

治制度？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和意义？ 

 

1.5.3. 第三阶段是指公元前 430-公元前 320年。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他的主要哲学观点： 

 

a. 以知识去追求真理和德行，由此，奠定以逻辑思维来建立知识体系去获得真理； 

b. 就知识而言，涉及一般和典型，为所用的词做正确的定义，追溯其基本的原理，便可获得确实

的真理； 

c. 以辩证法来探讨关于美、丑、善、恶、正直、高贵、勇敢、国家、政治等基本问题。 

d. 通过对善的定义，建立了西方哲学史上的伦理学系统。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苏格拉底哲学基础上，真正地建立起西方哲学大厦：理性主义的认识论（逻

辑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国家和政治体制研究），此外，还有本体论哲学和以理性和精神去解

释宇宙和世界。今天，西方哲学史所涉及到的几乎所有的学科和领域，都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创立。

他们所处理的议题和所使用的概念、范畴和术语，至今依然成为哲学研究的基本术语和规范。 

 

这一阶段的哲学基本特征：因探索知识的原理，所以具有批判的原创的自由精神；因确立人类理性

是追求真理的基本手段，所以是唯理主义的，从此，理性成为西方文明的基本特征；因始终围绕着

人的存在和意义，及其与自然和世界的关系，所以，具有人本主义的性质，预备了后世至今各个阶

段人类的存在和发展的思考和关注；因着关于现象与本体的思考，所以重视人类精神和心灵，使得

西方哲学从未将超验的思考和人类普遍性问题的发问置于世俗和物质思考之下或之外，进而避免了

淹没于后世任何类型的扼杀真理的灾变。 

 

 

1.5.4. 第四阶段，从公元前 320到公元 529年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公元 395-

1453）查士丁尼大帝关闭雅典的哲学学院。史称后亚里士多德时期。 

 

主要地点是雅典、亚历山大里亚和罗马。第四阶段的哲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伦理学和神学领域。 

 

a. 就伦理学而言，后世的两大传统，即以快乐主义的伊壁鸠鲁学派（Epicurus School），和反对快

乐主义的犬儒学派（Cynicism），后来的以德性为人生高贵目的并秉持人类理性的斯多葛学派

（Stoicism），皆源自苏格拉底的各个不同的观点和思想。  

b. 就神学而言，亚历山大里亚是以希腊哲学去思考基督信仰的中心。新柏拉图主义（Neo-

Platonism）成为就基督教真理进行知识学描述和对话的工具，并由此构成最初的基督教教义神

学的基础和结构。亚历山大里亚的斐罗（Philo，公元前 30-公元 40），犹太哲学家和思想家，

其诸多著作对连接犹太传统与希腊哲学产生深远影响。  

 

1.5.5. 小结： 来自古希腊哲学的特定概念对基督教信仰在辨析真理这一最关键的问题上的作用，如，逻各斯，

理性，自然，良心等。其它构成了基督教信仰的教义基础的概念如三位一体，位格，实在，本质，本体

等，也是希腊教父和拉丁教父在护教过程中，陆续从希腊哲学和思想传统中所选择和提炼出来的概念。经

过漫长的教会发展过程中，通过维护正统，驳斥异端，终于成为从理性层面建立基督教大公传统不可忽略

的专用概念和术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