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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柏拉图的道德哲学观及其影响 
◆曾荣雄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  650500） 

 
摘要：柏拉图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位巨匠，在哲学方面有诸多著述，道

德哲学观是他的重要思想及成就之一，他的哲学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

说是开启了意识与物质的对立统一基础，为后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

也起到了一定促进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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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柏拉图道德哲学产生的根源 
在西方哲学派别里，智者派作者西方哲学史上较为有影响力

的一个派别，在哲学思想里，智者派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
士多德也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而作为柏拉图哲学思想中一个重要
的组成部分，道德哲学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智者派在 疑主义方面与道德存在着
一种关系的例证中有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知识是相对的，也就
没有普遍的不变的道德标准。这种 疑主义使他们得出一些关于
道德的结论。一是他们认为道德规则是由每个社群刻意制造出来
的，只针对特定的地方的居民，也只对他们有效力。第二，智者
派相信，道德规则是非自然的。而人们遵守这些规则仅仅是迫于
社会的压力。他们认为，如果人们的行为是私下发生的，那么即
使是我们中的那些“好人”也不会遵从道德规则，可以看出柏拉
图的思想中，道德规则不是随着自然物的产生而产生，随着自然
物的消亡而消亡，但是却随着社会群体的产生和消亡而发生变
化。在这里，柏拉图在某种思维上也认可道德产生是为了服务于
私人的某些诉求的。第三，智者派认为，正义的本质是权力，或
者说“有力即有理”。第四，在回答“什么是好的生活”这一基
本问题时，智者派认为愉快的生活就是“好的生活”。针对智者
派这些令人难以反驳的教导，柏拉图提出了苏格拉底式的思想认
为“知识即美德”但是他强调的是灵魂概念和德性概念。 

二、柏拉图对道德哲学的阐述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他把灵魂分为三个部分，称之为

理性、精神和欲望。灵魂一分为三的概念是建立在一切人都有内
心困惑和冲突的共同经验上的，这种经验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并不
代表整个社会群体，而是柏拉图认可或者说他认为在社会层面有
着某些共同因素的群体。在分析冲突本质时，他发现人身上的三
种不同活动。一是对目的或价值的意识，这是理性的活动。二是
激发行动的驱动力——精神，它是中立的，对理性的指示能够做
出响应。三是存在对物质的欲望。柏拉图把这些都与归咎于灵魂。
他认为：灵魂是生命和运动的原则。而作为无生命的物体，它的
运动则需要生命的原则去推动。柏拉图通过好马和坏马在相同的
人指挥下运动而结果不同来凸显灵魂的重要性。他还通过分析好
马与坏马在同样的人指挥下，通过人使用自己拥有的权力，可以
操纵和改变马运动的结果。他认为灵魂的理性部分有权支配精神
和欲望。灵魂的理性部分和精神、欲望就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欲望和精神对身体有影响，但是理性作用于精神和欲望，而精神
和欲望也推动着理性。不过，理性和精神与欲望的关系是由理性
来决定。他认为理性是一种追求目的并对目的进行权衡的能力，
而情欲也从事对目的的追求，它们不断追求愉悦。对此，柏拉图
认为情欲仅仅倾向于能带来愉悦的事物，情欲并不能将那些带来
更高的或者持续时间更长的愉悦的东西和那些只是貌似能够提
供这些愉悦的东西区分开来。柏拉图认为追求人类生活的真正目
标，本是灵魂理性部分的功能，但是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根据
事物的本性来估量价值。激情和欲望或许引我们向一个幻相世
界，诱骗我们相信某些愉悦将带给我们幸福。而理性的任务却是
识破幻想世界并发现真实世界，引导激情到那些能够真正产生愉

悦和真正幸福的爱的对象上去。柏拉图看来，道德上的恶是无知
的后果。只有理性部分能够控制住精神和欲望的部分时，人类灵
魂才会安宁有序。从柏拉图的这些思想可以看出，他这种肯定理
性的作用，将理性认为是支配一切物体运动的主要原因，在道德
哲学的层面，把一切运动的好与坏都归咎于理性的支配作用是否
真正发挥。 

通过对人类道德经验的分析，柏拉图在对人们德性能力的乐
观看法与 疑人们是否能够将德性潜能付诸实现的否定性意见
之间动摇不定。他的双重 度是以他道德上的恶的理论作为根据
的。他认为，如果人的灵魂受到了恶的方面的引导，欲望压倒理
性，那么灵魂就会朝着有害的方面发展而出现颠倒的统一。使得
理性服从于欲望。于是，柏拉图的道德哲学里对恶也做了阐述。
从这些道德思想里，我认为柏拉图试图将道德哲学的一切运动结
果都产生于理性或者理性的支配力。如果一个物体的运动向善或
者倾向于好的，那么它的理性或者驱动它运动的理性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如果一个物体的运动是坏的，那么它的理性或者驱动的
它的理性就没有真正发挥作用或者作用发挥不够强。是不是可以
认为理性成为了道德哲学的运动驱动着，也就是万物运动的支配
力？而从德谟克利特等人哲学的角度看，柏拉图在这里也有着将
理性描述为推动万物运动的本源的可能。 

柏拉图在对于道德哲学的划分有向善的一面和不向善的一
面，他认为在灵魂与身体的关系中存在着一种恶的原因。灵魂在
进入人身体之前是一个前世的存在，进入人身体之后，作为理性
和非理性两个部分，理性部分是对诸理念都清晰认识的，而非理
性就是精神和欲望有着堕落倾向。于是，柏拉图将灵魂向不善的
部分认为是非理性，是灵魂中不完善的部分。而这些非理性在前
世进入身体后无法控制恶的本性。因此他得出结论，恶的原因可
能在灵魂的前世就已经存在了。不过，柏拉图接着说堕落的灵魂
在不善的方面是灵魂某些方面的特性，它是灵魂发生一些“遗
忘”，而真正被“遗忘”的灵魂才会堕落。它据此认为灵魂在本
性上是完善的，但是灵魂也存在着不完善的一个原则，如果这个
原则进入人身体就会使得灵魂所处的困境变大而且复杂。灵魂之
所以会出现不善的方面是因为灵魂受到身体刺激里灵魂的非理
性部分，使得灵魂错乱或者其和谐受到破坏，一方面灵魂进入人
身体环境变得大而复杂，另一方面人身体的欲望刺激非理性追求
享乐。柏拉图于是得出一个认识结论，他认为一定社会的错误价
值观会让个体认为这些价值观是他们自己的并在社会活动中去
实施并沿袭形成恶的世代相传和传播，这些都源自于身体的鲁
莽、无知、贪欲等原因，身体如洪水般使得理性与精神和欲望的
和谐关系受到破坏。柏拉图这种独立于身体的灵魂概念状 中，
灵魂的理性与非理性有根本性的和谐，而理性要通过真理性的知
识控制精神和欲望。如果灵魂的非理性部分以其不完善的方面因
欲望被低俗领域引领并拉上精神和例行一起堕落，那么身体里原
有的和谐将被打破而变得不和谐，那先前具有的知识就会被遗
忘。为了让灵魂重新回归于理性并支配精神和欲望，就需要唤起
灵魂，让真理的知识得到恢复。 

三、道德不和谐后的重新寻求 
柏拉图认为，道德的目的在于恢复已经失去的内在和谐，要

让理性重新控制精神和欲望，实现之前不和谐的内在颠倒，不管
人们做什么样的行为，其本性在于人身体内的理性，而理性的不
善的方面则是人的内部灵魂不和谐，做出错误的行为，当理性真
正控制精神和欲望使之协调时，人们做出的行为也不会是错误
的。要实现将错误的行为扭转，就需要从错误知识走向真正知识，
必须面对物质的状 继而采取一些改正式的做法使之恢复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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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从而实现想理性的至善的行为。柏拉图认为这一过程就像
从“无知的沉睡”中唤醒一样。另外他还认为外在的因素也可以
将“无知的沉睡”唤醒，就比如一位老师能够将一位学生教化改
造一样。实际上这是柏拉图在寻求真正理性的恢复途径。在今天
的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道德被退出社会引导舞台或者被轻视的
情况，曾经备受争议的小月月事件，以及老人摔倒无人搀扶，老
人碰瓷行骗，云南大学学生在火车上救人被误认为骗子等一系列
的事件说明，在社会现实中却有不道德的事件令人不敢再去相信
身边的善言善行，以至于在某些时候人们没有看到具体的做法就
不会再去相信道德。作为当前的社会，正好也需要一种道德的重
新寻求或者说是顺应时代要求的道德体系重建。让善回归社会，
“沉睡的道德”需要唤醒。 

四、柏拉图道德哲学的德性观 
柏拉图认为，始终向善的生活那就是内心和谐、健康、幸福

的生活，把善的生活比作事物功能的实现。他认为一个物体真正
实现其功能时，这个物体就是好的。于是柏拉图开始探索灵魂有
没有其他物体所不具备的功能，通过艺术以其乐器等实现其功能
为例试图探讨灵魂的至善。认为德行的功能就会实现。于是他认
为既然灵魂都有三个部分，那么德行也应该是三种。而这三部分
各自实现自己的功能时，就达到了三种德性。欲望必须被控制在
界限和尺度内，才不会侵占灵魂的而其他部分，从而实现有节制

的德性。而三种德行的相互协调，可以使得灵魂在不同部分之间
的关系更加和谐， 后倾向正义，实现德性。 

五、柏拉图道德哲学的地位和影响 
从柏拉图的道德哲学思想里，他关于道德哲学的思想超越前

人，在西方哲学史上也是一种新的突破，不过，他在把道德作为
一种灵魂的行为阐述时，也带着猜测性的构想。从当时的时代背
景看，既是一种突破，又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而他在寻求支
配万物运动的理性的至善时没有将其归功上帝神灵等，在一定程
度来说也是注重从物质内部去寻求运动的推动着和本源，这种道
德哲学观对于之后的哲学向唯物主义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现实
的道德需要重新建构，或者说有些方面需要改进，不管出于是私
人诉求还是社会共同心声，良好的道德都是时代必不可少的行为
规范和舆论体系。是维系社会良性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撑。柏拉图
的道德思想为今天的社会道德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历史借鉴和精
神依托，也为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奠定了一定的基
础，对于推动后世的哲学向唯物主义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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