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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修辞术是与雅典政治相关联的公民的技艺" 作为第一代智者的最重要人物!普罗塔哥拉开启了修辞术教

育!阐发了修辞术的重要假定!即反对的话语与强弱逻各斯%他的相对主义与他的修辞术实践相关!是在分析与吸收希腊

早期思想运动的基础上!对变化了的希腊社会生活的回应"

关键词#普罗塔哥拉%修辞术%雅典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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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5修辞术教育#积极公民的培育
西方语境中的修辞术与中文语境中的修辞术

不同( 希腊文中#修辞术"bDAM(N)0J$由bDAM(N"演

说者$和)0A"技艺$两部分构成#意思是%演说家

的技艺&#而%演说家&又特指在雅典的公民大会)

法庭上反驳对手)为自己主张辩护的人#因此在希

腊文中与%政治家&意思相同!

( 在雅典#成为政

治家#必须能够在公民大会)议事会与法庭上提出

并证明动议#而学习修辞术#几乎是把自己培养成

政治家的必由之路( 与中文的修辞术属于文学技

巧不同#希腊人把修辞术主要理解为政治的)城邦

的或公共事务中的事情"

(

智者运动)修辞术的兴盛与雅典民主制度的

确立是相一致的( 在希腊语境中#作为在公共生

活中寻求卓越的实践#修辞术有着漫长的历史(

奥德修斯)阿基琉斯)阿加门农等既是战勇#也是

演说家( 他们不仅说出字句#讲出道理#也说出韵

律( 追求言语表达的优胜#因此成为希腊贵族教

育的特点( 语言表达的技艺就像体育)格斗的技

艺一样#是贵族的技艺#也总是在竞争或竞赛"J?

B(/$中体现与提高( 这体现出希腊的教养#

(

就一般情况而言#随着公元前 #世纪的改革#

民主政治在雅典得以确立#修辞术便成为一般公

民进入公共生活)在政治上表现出众的准备( 在

议事会)公民大会上陈述意见#反驳对手#虽然是

少数政治家的特点#但从原则上#任何一个公民#

都可以登台讲话( %民主化的法庭大量涌现#使

得存在于传统神话体系中的那种城邦的社会结构

与诸神的统治和组织之间的密切联系#荡然无

存(&

$要理解辩论和参加辩论#不仅要听懂讲话

者的意思#还要听懂讲话的先后顺序)讲话的组成

部分#熟悉讲话者证明与反驳中对情绪调动甚至

肢体语言的运用( 因而#民主政治催生了修辞术#

并使其进一步发展( 参加公民大会既是权利也是

义务#不投身公共生活的人#在伯里克利看来#只

是一个 )'(EM"无用的人$

%

( %为促进司法公平

"')0JGMAN)J$#厄菲阿斯特将那些凌驾于城邦之上

的)对国家的监护权#从战神山议事会收回#又以

某种必要的方式#将其分散于议事会)公民大会和

民众法庭( 只有这时#我们才能真正称雅典为一

种民主的制度( 在雅典民主时期#虽然那些上层

贵族垄断着军队的统帅权#但所有行政长官行使

权力的行为不再仅是对少数上层人物负责#而是

要面对将自己推选到所在位置的那些选民#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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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作为整体的民众(&

!

智者与雅典民主的关联在于#部分智者通过

修辞术教育参与民主实践#也为民主制度提供辩

护( %在实践层面#智术师的世俗理论和高度完

善的散文形式#与神话3诗歌传统及与之紧密相

关的精英主义出现了断裂( 无论就理论还是实践

层面#普罗塔哥拉都不愧为推进民主制的急先

锋(&

"柏拉图*普罗塔哥拉,中普罗塔哥拉的%长

篇演说&#便是教育与民主的关系的证明( 在这

篇对话中#普罗塔哥拉与苏格拉底讨论的主要问

题便是美德或政治智慧#以及公正人格的培育等

等#是否可以通过教育达成(

一般认为#在希腊世界#西西里岛"希腊人的

殖民地$的科拉克斯"R(NJ]$和蒂西阿斯" )̂G)JG$

发明了修辞术#

( 但是显然#正是普罗塔哥拉公

元前 4++年左右的雅典之行#才使得修辞术+++

公共演说的技艺+++成为希腊世界的文化景观(

前面说过#希腊的民主制度催生了演说术#从阿伯

德拉"普罗塔哥拉$和西西里"高尔吉亚$两个方向

向雅典集聚的智者#通过收费课程#把修辞术变成

雅典公民的技艺( 普罗塔哥拉最重要的影响#便是

在雅典传授修辞术( 正如格思里所说!普罗塔哥拉

%作为政治和道德思想家获得声望-他不支持任何

一个政治派别#不试图进行政治改革#不为自己寻

求权力#而仅仅通过讲座)演说和作为专业的劝说

者和教育者而使别人在其私人的与政治的生涯中

变得更好与更成功( 对于一个处于城邦边缘的有

能力)有抱负的人而言#这也许是最好的选择&

$

(

修辞术教学的内容是训练学员的说服性技艺#训

练他们为案件双方进行论证#也包括%研究和批

评诗人#分析和批评流行的演说形式&

%

(

柏拉图*普罗塔哥拉,记录"或不如说虚构$

的是苏格拉底和普罗塔哥拉的对话#其关键词是

教育)演说和好公民( 在家庭"私人领域$管理和

公共生活中都表现卓越的人#就是好公民( 在这

篇对话中#普罗塔哥拉自称为%智者& "G(HD)GM$#

从事教育活动#教育雅典年轻人从政所需的能

力+德性"JNAMA$( 他和其他智者一样#不讳言这

种教育活动应该被支付-他在招生的时候#公开推

销)吹嘘自己!

)苏格拉底(当别人掩盖自己这个

职业时"你却公开向全希腊推销你自己"

自称为智者"标榜自己是传授德性

!JNAMA#的教师"认为教师值得因教授活

动而被支付'*

&

关于普罗塔哥拉的自夸#从这一段可以略见

一斑!

)普罗塔哥拉!对希波克拉底#(年

轻人"你若跟我学习"这将是回报(你一

天到我这里来"就会有一天的收获,第二

天到我这里来就会有第二天的收获' 每

一天你都会变得更好'*

'

除了自夸以外#普罗塔哥拉通过诋毁别的智

者来为自己招揽生源(

)普罗塔哥拉(你知道"有的智者是

在毁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从各种专业知识

中逃脱出来"那些智者却抓住他们"违背

他们的意愿"把他们扔到别的专业里去"

教他们算术&天文&几何还有音乐!这时

普罗塔哥拉目光犀利地看了希庇阿斯一

眼#"可如果他们到我这里"便会学到他

们真正想学的东西' 那就是(对家庭事务

有好的判断力!A>K(>E)J#"所以能够很好

地管理好自己的私人事务,对于政治事务

有最好的判断力"所以在城邦事务中能够

在行动和言说方面都最有能力'

苏格拉底(你说什么- 我觉得你的

意思是政治的技艺 ! H(E)M).JEMA.D/A#'

你承诺把人变成好的公民'

普罗塔哥拉(非常准确'*

(

对于普罗塔哥拉的教学内容或目的#这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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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非常重要的记录( 普罗塔哥拉在教育)美德

"或不如说技能$与演说"修辞$之间#建立了关

联( 通过教育#人可以在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中

获得成功#或变得卓越(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德

是可以传授的( 但是在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中获

得成功的重要表现#就是能够说服别人#特别是在

议事会)法庭等公共决策场合#通过包括辩论)质

询在内的公共演说#使自己的建议获得同意( 教

育)美德与演说之间存在关联#这不仅是普罗塔哥

拉的看法#也是智者的看法#甚至也是希腊人或古

典时代希腊人的一般看法( 修辞术"演说术$是

一个开放的政治生活中公民的技艺#也可以说是

成为积极公民的必要素质( 这便是为什么它成为

古希腊教育四大科目的原因之一( 可见#普罗塔

哥拉和智者传授的是实践的知识#而不是系统化

或门类化的知识-确切地说#他们传授的并不是柏

拉图3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知识"AH)GMALA$#而是

技能"MA.D/A)$#也就是通过训练使学习者具有良

好判断力"A>K(>E)J$( 这里的关键词 A>K(>E)J值

得分析( <>K(>E)J"A>

q

K(>E)J$字面意思是%好的

建议)合理的判断&( 雅典议事会"7(>E$的字源

是向老人咨询)听取建议( <>K(>E)J便拥有协商)

慎思的意思( 一个人在公共生活中获得成功#需

要拥有良好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是教育培育的#

并且要在行动与口才方面表现出来( 拥有这三

者#便是拥有政治的美德"JNAMA$(

!

二5反对话语与强弱逻格斯#修辞术

的根本规则
普罗塔哥拉著有*反对话语, "J/M)E(B)JA-字

面的意思是%相互反对的逻辑&#可以引申为%相

互反对的话语&)%相互反对的论证&等等$( 不同

的话语"逻辑$具有相互反对的特征#这是人类交

往特别是公共问题辩论中的一种自然现象#把这

种现象突出出来#构成普罗塔哥拉与智者学派的

重要贡献( 既然话语具有相互反对的特征#那么

在话语竞争中使弱的话语变成强的话语#即发现

并强化某一种话语的竞争优势#便是辩论或修辞

术教育的重要目标( 普罗塔哥拉的职业是传授修

辞术#让学习或实践者意识到人类话语的相互反

对的特质#通过反复训练使自己的论证变强)使别

人或反方的论证变弱#便是这种教育的核心内容(

可见在普罗塔哥拉那里#%反对话语&与%强弱逻

格斯&学说是相互关联的( 在*申辩篇,中#苏格

拉底被指控为教授强弱逻各斯的人( 这种指控显

然受阿里斯托芬的影响(

" 实际上终其一生#苏

格拉底都在与这种理论及其运用论战( 不过#试

图将自己的话语变得更强#试图削弱对方的话语

优势#是存在于任何论辩过程中的(

普罗塔哥拉论反对话语与强弱逻格斯的著作

都没有流传下来( 在*修辞术,中#亚里士多德称

%让较弱"DAMM(/$的逻格斯变得较强"0NA)MM(/$&#

是智者的核心主张#

( 公元 " 世纪罗马作家塞涅

卡说!%普罗塔哥拉宣称#从问题正反两方的任何

一方面切入#我们都可以成功地予以论证(&

$公

元 !世纪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蒙特说#双重逻格

斯学说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不过的

了!%遵照普罗塔哥拉的说法#希腊人认为每一个

论题"HJ/M)E(B()$都有其相对应的反论题(&

%

双重逻格斯"')GG()

3

E(B()$可以视为 J/M)

3

E(?

B()A的特例#受到普罗塔哥拉的特别注意( 双重

逻格斯的表述是!%

6

J)HNAM(GAHDA'>(E(B()GA)/J)

HAN)HJ/M(GHNJBLJM(GJ/M)0A)LAP(>GJEEAE()G*&

&意思

是!对于每一件事物"HJ/M(GHNJBLJM(G$#都存在着

相互反对的两种话语( 这里的主要概念是事物

"HNJBLJM(G$)逻格斯"E(B()G$)两个" '>($( 根据

语境#这句话可以做不同的理解!对于任何事物

"实在)事情)事态)议题)问题)话题$等等#都存

在两种话语"叙述)论证)证明)逻辑等等$( 夏帕

称这句话的关键是对事态的描述#因此他认为仅

仅从严格的%修辞术&的角度理解#会使其内容的

#1"

!

"

#

$

%

&

关于A>K(>E)J#也见亚里士多德*尼可马珂伦理学,1*&*""4!K1-A>K(>E)J既与私人事务#也与公共事务有关#见柏拉图!*高尔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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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斯托芬在*云,中对苏格拉底的最重要的讽刺#就是苏格拉底自许可以将弱的论证变成强的论证( 他的两个逻格斯的对驳#

以及斯瑞斯阿德斯与苏格拉底的围绕%赖帐&的对话#都是发现强逻格斯的例证(

亚里士多德!*修辞术,!*!4# "4$!J!+(

CA/A.J*EH(2'/)2%%M4+# MNJ/G*b).DJN' \>LLANA# RJLKN)'BAT6! ;JNPJN' O/)PANG)MIFNAGG# "&!$# H*+2#*

REALA/M*?(2&)//%"()2# eY1## )/ b(GJL(/' QA/MCHNJB>AA'**+)!/4)$3-H+(2'2# Y/')J/JH(E)G,RJLKN)'BA! ;J.0AMMF>KE)GD)/BR(LHJ/I*

Y/.*# !$$"# H*"+*

aJANM)>G# 8)(BA/AG*F(@)2-0E=(")"'#+(/-2-H+)$2# &*#"# N̂J/G*b*8*;).0G# RJLKN)'BA# T6! ;JNPJN' O/)PANG)MIFNAGG# "&!## HH*41+

3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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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含义大打折扣!

( 但是这句话从希腊文化#

从智者实践的发生学而言#显然重点在双重论证

或双重逻格斯(

自从智者特别是普罗塔哥拉提出反对话语与

双重逻格斯以后#在整个古代西方#围绕着这种观

念#就存在长远的争论( 在柏拉图*斐德诺,中#

苏格拉底称智者传授的是这样一种技艺#%它在

面对同一批人论及同一事物时#随意地一会儿将

其表述为正义#一会儿将其表述为非正义&-%智

者在面对公众时#就同一事件时而赞成#时而批

评(&

"这两句话中第一句无疑是曲解( 说同一件

事情或同一个论题#可能有不同的话语#是一回

事-说对于同一件事情或同一个论题#某人一会持

这种观点#一会儿持另一种观点#却是另外一回

事( 同一个事件)行为可能存在两种甚至两种以

上截然不同的描述与评论#这在雅典的政策辩论

与法庭辩论中#是最常见的现象( 在法庭辩论中#

起诉人和辩护人立场相反#体现%公说公有理#婆

说婆有理&的特征( 实际上#公共辩论)道德推理

中具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特性#是对

人类话语的一个重要发现#也是对人类的生活的

一个重要发现( 后一句话则应该这样理解!虽然

在辩论中#一个人只能站在自己的立场论证自己

的观点#但是#从中立的)研究者的立场来看#同一

个行为#的确是既可以这样辩护#又可以那样辩护

的( 对于控辩双方或某项政策的支持者与反对者

来说#重要的是发现对自己有利而对对方不利的

证据-在必要时#站在对方#或自己相反的立场考

虑问题#即设想对方如何反驳并因而制定回应方

案#这也是修辞术训练的常规内容( 可见反对话

语是对希腊政治与法庭辩论基本实践的概括(

相比之下#当代学者对双重逻格斯与反对话语

的理解要客观和准确一些( 克费尔德认为#反对的

话语或逻辑#是理解智者运动的真实本质的关键-

反对的含义是!%用一种话语与另一种话语相对立#

发现或关注这种对立如何呈现在某一个论证或事

态之中(&

#夏帕认为#智者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之

争#其实是修辞术与哲学之争!%当面对_是F&和

%_是非F&的逻辑"话语$冲突时#普罗塔哥拉将两

者的区别分别表述为%/对=而言#_是F0和/对U

而言#_是非F0( 经过了至少五十年思维分析的

发展和前人对神话+诗歌词汇与句型的修证#柏拉

图#或者说苏格拉底#在表述同一问题时便抛弃了

矛盾冲突的谓词和相关的语境#以便能寻找到 _

的不变本质( 于是#同一问题在苏格拉底+柏拉图

那里便成了/什么是_0&

$

(

概括而言#普罗塔哥拉的%反对话语&与%强

弱逻格斯&学说的核心主张是#任何一种主张都

有反对的主张#都可以得到证明-任何一个立场都

有反对立场#都可以得到证明( 这是围绕集体决

策与法庭判决的公共辩论的根本特性#也可以说

是修辞术"演说术$的根本命题( 这种特性在从

古到今的意识形态争论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普罗塔哥拉奠定了修辞术+

演说术的根本法则#也是从古到今公共辩论)意识

形态争论的根本规则( 任何一个立场都有相反的

立场-可以就任何立场进行演说-任何立场都是可

以论证"也是可以反驳$的( 因此#在公共演说

中#应该清楚自己的立场#使自己的立场由弱变

强(

三5相对主义#修辞术的知识基础
在西方思想史上#普罗塔哥拉有多种标签#如

智者"旧译作%诡辩论者&$)修辞术教师)相对主

义者( 其中%相对主义最早代表&的标签可能是

最知名的( 正如齐柳利"U)E)(E)$所说#在哲学史

上#有许多种相对主义#知识论的)伦理的)审美

的)感觉的等等#哲学史对相对主义的讨论基本上

是贴上标签以后的情绪反应%

( 直到 !$ 世纪中

期以前#哲学史特别是伦理学与政治哲学史叙述

中#只要指出某位哲学家是个相对主义者#似乎就

完成了对他的驳斥#这位哲学家也就失去了信誉(

由于人类学的发展和后现代思潮的激荡#在当代

思想界#相对主义逐渐受到平和对待(

在普罗塔哥拉那里#相对主义有若干种表述#

似乎对应于现代哲学的知识论)伦理学与人类学#

但只有在修辞术的意义上#普罗塔哥拉式的相对主

义才是根本的( 修辞术或公共辩论#才是普罗塔哥

拉式相对主义的发源地( 卡恩"QDJ/$认为#人是

尺度残篇)双重逻格斯和强弱逻格斯残篇#形成了

11"

!

"

#

$

%

C.D)JHHJ# <'SJN'# #$-'%<-$%2%"4 F-<-2! % 3'.49(" A$))C#+(/-2-H+9%"4 >+)'-$(&# R(E>LK)J# C(>MD RJN(E)/J! O/)PANG)MI(@C(>MD RJN(?

E)/JFNAGG# !$$+# H*&$*对各种翻译和解释的评论#见该书 HH*&$

3

"$$(

柏拉图!*斐德诺,!1".

3

'( 参见*高尔吉亚,苏格拉底对卡利克勒的评论( 卡利克勒知名度稍微小一点#但对雅典的帝国主义政

策与心理有准确表达( 他的名言便是正义乃是强者的利益(

QAN@AN'# \*7**+)3-H+(2'(&?-@)=)"'# RJLKN)'BA! RJLKN)'BAO/)PANG)MIFNAGG# "&%"# HH*1!

3

1+*

C.D)JHHJ# <'SJN'# #$-'%<-$%2%"4 F-<-2! % 3'.49(" A$))C#+(/-2-H+9%"4 >+)'-$(&# R(E>LK)J# C(>MD RJN(E)/J! O/)PANG)MI(@C(>MD RJN(?

E)/JFNAGG# !$$+# H*"11*也见;JPAE(.0# #$)0%&)'-#/%'-# T6! ;JNPJN' O/)PANG)MIFNAGG# "&1+*

U)E)(E)# OB(*#$-'%<-$%2%"4 '+)5+%//)"<)-0>)/%'(@(2=! #/%'-023.J'/)2'E")=9# ;JLHGD)NA! 6GDBJMAF>KE)GD)/Ba)L)MA'# !$$2# HH*%

3

&*



第 !"卷 胡传胜!普罗塔哥拉与雅典修辞术的开端

对应与共鸣#这是非常准确的!

(

普罗塔哥拉最知名的命题是 %人是尺度&

"J/MDN(H(GLAMN(/$的命题( %人是万物 " HJ/M(/

.DNALJM(/#任何事物)任一事物$的尺度#是事物

存在的尺度#也是其不存在的尺度(&

"在这里#

%人&"J/MDN(H(G$是单数#可以指任何一个人)任

何一个个体#因此它并不是在抽象和集合的意义

上被使用的-%事物&".DNALJM(/$既可以指一般事

物)事项)状况#也可以指货物)财物- %尺度&

"LAMN(/$则既有标准#又有衡量)估价的意思( 由

于普罗塔哥拉更关注公共事务或公共话语#又由

于知识论"典型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产物$

并没有成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哲学&本身也没有

出现在普罗塔哥拉的著作中$#因此这句话的背

景并不是知识论( 普罗塔哥拉这句话的意思是!

不管处在什么关系)什么情景)什么事态中#处在

情境中的那个具体的个人#才是这种关系)情景)

事态的判断标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关键是

发挥自己的%衡量&过程-事物及其性质)价值#总

是相对于某个人的( 这可能才是普罗塔哥拉这句

被争论了两千多年的名言的确切含义( 夏帕说这

句话带有一定的煽动性#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

这样#我们便可以很好理解 "&1&年发现的普

罗塔哥拉残篇!%对于存在"A)/J)$的诸事物而言#

存在就是他们被感知"HDJ)/AGMJ)$( 我坐在这儿#

这对你是清楚的#因为你在场-然而#对于不在场

的人#我坐在这儿#他并不清楚-因此#我是坐在

这#还是没坐在这#这并不清楚(&

$虽然哲学史讨

论一般认为普罗塔哥拉的%人是尺度&的命题是

对巴门尼德的%事物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不可

能既存在又不存在&的命题的回应#但是普鲁塔

克记载的普罗塔哥拉和伯里克利标枪讨论中的参

照系说#才是%存在残篇&的确切理解( 标枪扎到

人#医生关注的是标枪#法官关注的是投标枪的

人#而行政官员关注的是运动场地的管理者( 相

对于不同的人#事物 )事态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

强调参照系#事物的性质或评价总是相对于

某个具体的人的观点#柏拉图在*普罗塔哥拉,中

也有记述!

$普罗塔哥拉说%)我知道有很多东

西+++包括食物&饮料&药品以及很多其

他的东西+++其中一些对人是有害的"

但另一些又是有益的"其中还有一些就

人而言既无害又无益"但对马来说却或

有害或有益"另外还有一些仅对牛羊或

狗才是有害或有益' 有的东西对动物毫

无影响"但对树木却影响极大,有的对树

的根部有好处"但对幼苗却有极大的危

害..所谓/好0的形式如此多样&各不

相同"以至于对我们来说"同一种东西外

用有益"而内服则可能致命' 因此"所有

的医生都叮嘱在准备病人的食物时"除

极少量的油外"禁止使用过多的食油"少

量的标准也仅以能压住食物和调料可能

产生的异味为标准'*

&

相对性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也可以说#

相对主义之所以成为后世所说的%主义&#是将相

对性作为考察世界)考察人与世界的关联的根本

出发点( 就此而言#也可以说#相对性原理是前面

所讨论的反对话语)双重逻格斯理论的基础(

当相对性"某物只有相对于某某人或某某

物#才显示出某某特点$用于自然现象和感觉时#

它对常识的冲击要小一些#因此在古代世界#也就

更好接受一些( 但是它被运用于诸如公正)信仰

这些道德问题时#争论就大了( 普罗塔哥拉是将

相对性原理贯彻到各个方面的哲学家( 例如关于

公正#他说!%我认为#对任何一个城邦来说#无论

实践什么样的行为#只要在城邦看来是正确的和

值得赞许并仍在坚持的#这些行为就应当是正确

和值得赞许的(&

'

%不论每个城邦断定什么东西

是正当的)好的#这些东西事实上对它就是正当

的#好的#只要它还持有这样的观点(&

(这种相对

21"

!

"

#

$

%

&

'

(

转引自 C.D)JHHJ#<'SJN'# #$-'%<-$%2%"4 F-<-2! % 3'.49(" A$))C#+(/-2-H+9%"4 >+)'-$(&# R(E>LK)J# C(>MD RJN(E)/J! O/)PANG)MI(@C(>MD

RJN(E)/JFNAGG# !$$+# H*""2*

<LH)N).>G# CA]M>G*1<%("2''+)3&+--/=%2')$2# eYY1$# )/ b(GJL(/' QA/MCHNJB>AA'**+)!/4)$3-H+(2'2# Y/')J/JH(E)G,RJLKN)'BA! ;J.0?

AMMF>KE)GD)/BR(LHJ/I*Y/.*# !$$"# H*"%*

C.D)JHHJ#<'SJN'# #$-'%<-$%2%"4 F-<-2! % 3'.49(" A$))C#+(/-2-H+9%"4 >+)'-$(&#R(E>LK)J# C(>MD RJN(E)/J! O/)PANG)MI(@C(>MD RJN(?

E)/JFNAGG# !$$+# H*""&( 夏帕用一整章的篇幅#对这句话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U)E)(E)# OB(*#$-'%<-$%2%"4 '+)5+%//)"<)-0>)/%'(@(2=! #/%'-023.J'/)2'E")=9# ;JLHGD)NA! 6GDBJMAF>KE)GD)/Ba)L)MA'# !$$2# H*2*

FE>MJN.D# FAN).EAG+1# )/ b(GJL(/' QA/MCHNJB>AA'**+)!/4)$3-H+(2'2# Y/')J/JH(E)G,RJLKN)'BA! ;J.0AMMF>KE)GD)/BR(LHJ/I*Y/.*#

!$$"# H*&*

柏拉图!*普罗塔哥拉,"++4J

3

.$( 加加林认为#这段可能是直接引自普罗塔哥拉的原文( T).DJAE\JBJN)/# #/%'-%"4 #$-'%<-$%2#

FD*8)GG# =JEAO/)PANG)MI# "&1%# HH*&2

3

&%*

柏拉图!*泰阿泰德,#"12.( 关于普罗塔哥拉中的神话与伦理相对主义#见 ĴIE(N# R*R*Z*#FN(MJB(NJG# d]@(N'# "&& # H*"$"- QAN?

@AN'# \*7*%FEJM(0G6..(>/M(@MDAbAEJM)P)GL(@FN(MJB(NJG&# O.$+%=:"(@)$2('9,-.$"%/# 4!# "&4&# !$

3

!1- eEJGM(G# \*G"'$-4.&'(-" '-#/%'-0

2#$-'%<-$%2# VAS=(N0! a)KANJE6NMGFNAGG#"&#1# ]]

3

]])P- RDJHHAEE# *̂>)%4("< #/%'-02*+)%)')'.2# Y/')J/JH(E)G! ;J.0AMM# !$$## H*"!$*

*泰阿泰德,"12.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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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考察#也被运用于论神!不同的民族#可能有

不同的神#也可能有不同的崇拜方式( 普罗塔哥

拉作为云游各地的人#做出不同的民族有不可的

崇拜方式#有不同的神的观察#是有可能的( 他的

同时代人希罗多德对埃及和波斯的信仰方式#就

有类似的观察(

普罗塔哥拉的相对性学说是在批评与综合自

然哲学与爱利亚学派的基础上#对希腊变化了的

社会生活的回应( 策勒尔认为#智者代表希腊哲

学的主观学派#而这个学派似乎与前期的自然哲

学脱离了关系!

( 实际上#作为哲学家#普罗塔哥

拉继承了前苏格拉底自然哲学家对存在与真理的

探讨#但把这些探讨指向了一个不同的方向( 普

罗塔哥拉的母邦在靠近小亚的色雷斯#而这些地

方正是古希腊自然哲学的诞生地( 自然哲学家从

自然的存在物出发#推测它的构成成分#把存在物

还原为一些基质或不变的元素#并对这些元素进

行测量( 然而#对自然物的描述或构造#都是以感

觉材料#或感观报道为基础的( 世界或自然界的

构成"FDIG>G$问题被转变为知识问题-或者说#存

在论问题只是另一个角度的知识论问题( 基质或

元素并不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而只是在感觉报

道基础上推论出来的( 爱利亚学派在米利都学派

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识与意见区分的主张( 那些

与客观世界相符的感官报道以及判断#是知识

"AH)GMALAG$#而与之不符的报道以及判断#便是意

见"'(]J$( 知识和意见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对

的#一个是错的( 来自希腊本土东面的自然哲学

家的看法#被智者"包括伊索格拉底$继承了-来

自希腊本土西面的爱利亚学派的看法#则被苏格

拉底+柏拉图继承了(

普罗塔哥拉不同意爱利亚学派的看法( 在他

看来#没有哪种主张)看法)判断是完全错误的#因

为人是自己的感觉与信念的唯一判定者-感觉或

信念总是相对于某个个体的#它们对他而言是真

的"真实存在的$#就是真的-并没有绝对的)所有

人)任何论辩各方普遍接受的真理或真相( 所谓

知识和意见#不过是信念而已( 真相#或真实发生

的事物#是需要观察者在自己的立场上建构#并以

此来说服另一方或第三方的( 这是一个把社会的

或交往的因素加入进来的过程( 因此#在普罗塔

哥拉看来#自然哲学和爱利亚学派#省去了复杂的

中介#走向了还原或简单化的路径( 真相或真实

存在是一个可能的事态( 感觉的个人特性并不在

于事物有不同的面相或特征#不同的认知者各自

发现不同的特征且事物的真实需要将这些特征进

行叠加才能产生-而宁可这样说!根本就不存在客

观的存在物#只有被感知的存在物+++存在只是

被感知(

普罗塔哥拉和自然哲学家一样#似乎从常识

开始!不同的人对同一个事物似乎有不同的感受

与报道#这显然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每日每时都被

证实或体验到的事实( 但普罗塔哥拉似乎把这个

常识推向了一个反常识的结论!并没有固定存在

在那里的)等待发现的)作为标准与验证的事物或

特征-客观性并不存在#并不是事物是 J

q

K

q

.

q

44#而你看到了J#我看到了 K#他看到了.#而J

q

K

q

.

i客体#而是对于你来说#事物就是 J#对于

他来说#事物就是 .( 当我们把目光从知识转移

到诸如政策方面时#情况更加如此( 普罗塔哥拉

把存在+知识问题导向了公共生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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