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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认为：诗人冲击人民内心的欲望，动摇理

性；诗人擅长讲述虚假丑恶的故事，将英雄污名化，不

利于城邦护卫者的德性培养；诗人“制造”的诗是对事

物表面的简单模仿，远离事物本质，是灵魂中最低级的

部分；诗人蛊惑城邦居民，公然倡导僭主制，有悖于城

邦的建设。1

一、诗的本性

年轻的柏拉图在文学创作方面才华横溢，诗对其产

生了深刻影响。但是在第十卷中再次提及诗的时候，柏

拉图认为对于诗人和诗的喜爱并不能超越对真理的执着，

对诗的批判理应遵循坚持真理的原则。基于诗自身的本

质来说，柏拉图开始了对诗的本性剖析。

首先，论诗之所出：即诗的最大魅力，模仿。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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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使人相信他们所看到的人和物，这构成了诗人的真

正力量——使人相信他们所经历过的经验。诗人用激情

浮夸的表达满足人们最本能的需求，无限放大自己的欲

望。此外，诗人通过模仿和臆想，虚构出多样的情节和

风格化的人物，辅以极端的情绪渲染，增添不幸和苦难

或者激情与幻想，最能煽动人最原始的欲望，不幸的、

受苦的人或滑稽可笑的人是它最钟爱的题材。总之，诗

人通过模仿散发诱人的香气，蛊惑观众步入放纵沉沦，

走向堕落。

在准备对诗进行详细剖析之前，柏拉图在第十卷中

一开始就提出好的城邦应该拒绝模仿：“即我们无论如何

不能从它那里接受任何属于模仿性质的东西；模仿不可

被接受”（595a），当快进到诗的产生时，之前提到的—模

仿不可被接受，为诗不可被接受定下的基调：诗是非理

性的产物。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对此进行了三方

面的论证。首先，苏格拉底以床为例，他对格劳孔说有

一种床是理念中的床，姑且将其视为神制作的床，这个

理念中的床是依据事物的特性和本质被构建出来的，是

现实生活中被工匠模仿创造的摹本。显然，工匠以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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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来的床是对床的理念的模仿，与事物或者说是床的

本质疏远了一些。此时，第三类模仿—画中的床出现了，

画家或者诗人创造出来的床是以工匠制造出来的床的模

仿，此时被模仿创作出来的床更加远离事物的本质，是

仅凭肉眼观察得到的产物，与事物本质无关。

随后，苏格拉底举出了荷马的事例，尽管他事先对

格劳孔声明对荷马的尊崇，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地追

求让我不得不对其作品中远离理性的部分进行批判。苏

格拉底对格拉孔说，荷马在诗学方面的成就毫无疑问，

它对战争、教育以及国家统治的描述栩栩如生，但他本

人却不是真正的教育家、战争指挥者，他所做的只是凭

借不假思索的事物表象加上丰富的想象力以及生动的言

语表述就可以描绘出一个动人史诗，但这也无法改变其

脱离事物真正本质的真相。

紧接着，苏格拉底以马具为例为格劳孔举例。具有

使用需求的驭马人根据具体情况说出想法，并提供给马

具制造者，马具制造者根据马具使用者的实际需求制作

出来，满足驭马人的使用，但是画家依旧是对马具制造

者造出来的现实中的马具模板进行模仿。“诗人亦是如

此，看似掌握一切技艺，明晰人事善恶，甚至知晓诸神

众事，实质是长于模仿”。诚然，诗歌是诗人对事物表面

进行简单模仿的创造物，对事物最深层次的本质缺乏一

定了解，对民众的引导自然而然的就会产生偏差。

论诗之所及。诗的效果会动摇一个理智的人的坚定

内心。一个理智、懂得克制的人会在情绪被触动时极力

忍受，克制住情绪爆发的冲动，当他沉迷于大众诗歌时，

他的情绪就会在人海中尽情地被发泄。诗歌引诱人们无

限制地放大内心的情绪，以精心编织的故事情节和巧妙

的言语措辞去迎合大多数民众内心原始欲望，压制灵魂

中理性的部分。诗人虚构编造众神荒诞无序的故事，引

导群众下意识去模仿众神的生活，低级无趣的言辞韵律

更加放大了民众心灵中的低劣成分，败坏理性部分，使

得民众易于沉沦于诗人构建的虚幻世界，如此便是忽略

掉了城邦最为重要的思考能力。柏拉图自身并没有否认

诗歌的存在必要性，其反对的是诗歌对本该具有正向教

导意义的故事进行歪曲解读并大肆传播的行为。

当城邦里充满快乐的缪斯时，城邦的统治者被感官、

情绪主宰时，这个城邦注定不是一个好的城邦。与此相

反，哲学教育则致力于提升民众灵魂中的理性，使人能

够摆脱低级的趣味和感官诱惑，更加有利于城邦的建设。

由此可见，诗人模仿而成的诗对城邦的危害，由此垫下

了将诗逐出城邦进行改造的基调。

二、诗的放逐

诗为何要被放逐？柏拉图将矛头指向诗人：诗人随

心所欲地捏造虚假的荒诞的神话故事，对民众产生误导，

也不利于城邦护卫者的培养；诗人堂而皇之地向众人推

崇不义与放纵，推行城邦僭主制，不利于城邦民主的建

设。诗之“改造”迫在眉睫。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到“你不知道？每一项工

程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开头，针对一个年幼、柔弱的儿童

尤其是这样？因为，就是在这个时期，他最容易改变，

人们想用什么模子给他定型，他就属于什么类型”（377b）

在古希腊城邦，诗歌主宰着古希腊民众的思想走向，民

众应该从诗歌中获取如何建设城邦，如何行善的思维和

行为标准，但是在荷马的诗歌中，人可以贿赂天神：“天

神们也会被恳求打动，对他们，人们利用祭品和甜蜜的

许愿以及祭奠的香气，改变对方意志，使对方接受恳求，

即使某人违法犯罪（364e），而这种境况也构成了诗哲之争

的现实发展背景。

诗的发展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柏拉图认为应该将

其暂时搁置在城外进行改造，“有这么一个人，他凭本

事能够成为任何人，模仿任何事物，如果他来到我们

的城邦 ....... 我们会说，我们城邦中并无像他这样的人，

让他留在这里并不合适……然后偶把他遣送到另一个

城邦”（398a），但是，欲望和激情是民众内心的常态，彻

底地将诗驱逐出城邦会造成民众对自己的围攻，所以，

柏拉图选择将诗进行暂时搁置城外，进行改造。当它试

图不再为人们灌输靡靡之音，转而教化人懂得节制，克

制自己欲望时，它就能回归城邦，享受到它应该享受到

的待遇。诗歌必须为城邦教育和发展服务，诗歌应该要

蕴含哲学思辨，唯有如此，诗人创作的新诗歌才能真正

实现教化民众、传递正义的目的。由此可见，柏拉图对

诗歌的批判不是为了彻底地将其驱除，而是要对之加以

改造再利用，以协助哲学来教化城邦民众。

三、诗的回归

在柏拉图看来，城邦的教育对城邦的未来发展具

有深远的影响，因此所有的艺术都应该为城邦的教育服

务。毫无疑问，诗歌进入城邦诗应该接受审查，直至其

对儿童的成长、民众的引导、城邦的建设具有正向教导

作用时才可以被允许进入。“看来，我们首先必须对讲

故事的人进行审查，如果他们讲出优秀的故事就接受，

如果不好，就拒绝”（377b）普通民众因受到欲望和激情的

支配，不具有直接理解真理的理性能力，所以哲学王必

须借助诗歌教化民众，柏拉图对诗抱有的态度并不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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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驱逐，而是“暂时地搁置在城外”，当它被证明“用

不带格律的语言为它答辩 ....... 而且对于城邦管理和人民

的生活有益”（607e）、当它变得崇尚真理、追随崇高事业

时就可以被迎回城内。

最后，柏拉图隐晦地以名为厄尔的勇士展开叙事，

为格劳孔构建了一个他理想中的故事。厄尔是一名勇

士，在他战死准备轮回之际被判官委以重任：转述正义

或者不义之人死后发生的故事。正义之人在死后会飞升

天堂，不义之人在死后会进入地狱受到折磨。除罪不容

恕的极恶之人外，每个人都有机会重新选择生活方式转

世投生。在轮回之前，将依据前世善恶决定每个人选择

下一世轮回生活的顺序。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每个人的

选择大多是与前世善恶互换的。人大多时候的选择取决

于法律和风俗习惯的强制约束，当人失去一个外在秩序

的监管时，自身就会受到欲望的捆绑，但是如果人学习

了哲学，便可以保持自身的纯净，行正义之事，保持灵

魂不朽。

柏拉图在构建新的神话故事时定下基调：灵魂不朽。

灵魂真正本质可根据它对智慧的热爱来判断，人在死后

会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地下法官对人生前的所作所为进

行审判，正义者的灵魂会进入天堂，非正义者的灵魂会

被判进入地狱，此轮回为一千年。千年过后，这些灵魂

会被聚集在一起，再根据生前所作所为对下一世想要过

的生活进行选择，但是，人所作的选择大多与前世善恶

互换的，所以我们要认清楚灵魂的本质，学习哲学，行

正义之事。这就是柏拉图的诗同旧式诗的区别：促使人

向上向善！促使无哲学能力的人因为害怕来世将发生的

在他身上的事情而关心正义；为了使有哲学能力的人转

向对灵魂的研究。

四、结语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对诗的批判实质上是对教

育主导权的争取。诗与哲学之争最初表现与苏格拉底对

诗人的批判，重启于《理想国》。节制与理性、正义与善

良同放纵与感性、不义与善良的交锋伴随时空渗透于现

代教育，同时也为现代教育提供启发：当诗对哲学，也

就是感性对理性产生绝对性统治时，教育就偏离了理性

的轨道，人们会被天然的欲望所统治，内心情感被无限

放大，自然违背了教育的初衷。同样，当哲学对诗，即

理性产生绝对性统治时，受教育者的天性就会无处安放，

当个人情感乃至社会情绪积压到一定程度而没有得到释

放时，矛盾逐渐激化从而对公民或社会产生不可逆的伤

害。所以，诗与哲学之争只是对教育主导权的争夺，二

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一个状态，而不是以二者存一的排

他性竞争。

再次回到柏拉图对诗人的批判上，其实质是为了诗

的重建，构建一个哲学之诗。在厄尔神话讲述结束时，

苏格拉底发出了这样的独白：“就这样，格劳孔，故事

被保全了下来 ...... 如果我们能听从我的劝告……我们都

会过得很顺利”（621b），哲学是我们生前身后的智慧根源，

只有热爱哲学，保持思辨，我们才可能摆脱欲望的束缚，

摆脱对死亡的恐惧，所以，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不仅

仅只着眼于对诗的批判，更为重要的是，柏拉图对诗的

重构——真、善、美。

注释：

① 本 文 中 所 有《理 想 国 》 引 文 均 参 照 王 扬 译 本

（柏拉图著，王扬译注 . 理想国 [M].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2），并根据希腊原文和布鲁姆译本（Plato，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erpretive Essay（3 edition）by Allan Boom，

2016，The Republic of Plato [M]. New York：Basic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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