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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泽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

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

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 c 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兰十年

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

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

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

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

为大现，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帜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

至 2000 年先后分九辑印行了名著二百六十余种。现继续编印第

十辑。到 2004 年底出版至四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

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

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

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

读这些著作，吸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柏，这

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

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3 年 10 月



谢辞

在这部书稿将最后完成并交付出版时，我诚挚地感谢那些曾

以各种方式关心、帮助和指导过我的工作的人们。

我首先感谢学界前辈、北京大学周辅成教授。在我翻译、注释

《尼各马可伦理学》的过程中，先生给予了我许多宝贵的鼓励与指

导。在本书稿完成后，先生阅读了本书的初稿，提出了许多非常重

要的修改意见，还以 90 高龄，为这个中文译注本撰写了长序，这对

于作为后学的我无疑是最大的褒奖。在 80 年代初读西方伦理学

时，先生的著述曾给了我莫大的帮助。最近这些年，我常常问学于

先生，先生的每次学识渊深谈话都令我受益良多。我也由衷地感

谢已故学界前辈、人民大学苗力田教授。 1999 年 4 月，在我送交我

的博士论文给先生审阅时，先生同我谈到，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
可伦理学》等重要著作还应当有详细中文译注本。是那次以及随

后的另一次谈话促动我最终下决心从 1999 年 12 月起投入了这

项工作。我也要特别感谢哲学研究所姚介厚研究员，他一直热忱

地关心着我的工作，我在翻译、注释方面中的许多问题与困难都

是经过同他的讨论而得以解决的。我还要特别向《哲学研究》编

辑部苏晓离编审表达我个人的诚挚的感谢，他非常仔细地阅读

了第 1-5 卷的译文与注释，并提出了一些十分有益的意见，不

仅纠正了这个译注本的一些错误，而且使其在注释的形式上有

很多改进。

我也衷心感谢英国学术院为我提供了在牛津大学客访三个月

的宝贵机会和所提供的优厚待遇，没有这一条件，我可能现在还完

不成这项耗费精力的工作。我要特别感谢英国学术院的文森（J.

Vinson）小姐和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巴宁（N. Bunnin）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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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旅居牛津的三个月中，他们从生活、旅行等各个方面给了我无

微不至的非常及时的帮助和照顾。我还要向英国牛津大学克里斯

普（R. Crisp）博士致以衷心的感谢，在客访牛津大学圣安娜学院

期间，在对《尼各马可伦理学》的一些概念间的区别和若干希腊本

文引语的本来意义的理解上，他对于亚里士多德的专门知识、我们

在牛津的多次谈话，以及他与 2000 年出版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的

新英译本，都给了我多方面的、莫大的帮助c 我还要感谢英国圣安

德鲁斯大学的阿查德（D. Archard）博士、爱丁堡大学的斯卡尔特

萨斯（T. Scaltsas）教授、威尔士大学兰比得分校的姚新中博士和丹

尼尔 (J. I. Daniel) 博士，感谢他们对这项工作的价值的充分肯

定。我还要感谢牛津大学圣安娜学院图书馆的斯密（D. Smith）先

生、科莱（A. Corley）女士和余拉特（E. Sheratt）女士，他们的体谅

态度和耐心的服务，使得我在牛津的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和愉

快。

我也诚挚地感谢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研究基地及其负责人焦

国成教授，感谢他代表基地聘请我做基地丑剧）－2001 年度特聘研

究员，并将《尼各马可伦理学》译注的工作列入基地的首批资助项

目。同时，我也由衷地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宋希仁教授。在过去的一

年多里他始终关注着这项工作，我从同宋老师的多次面谈和电话

交谈得到很大收获，不少对《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理解上的困难也

是通过这些谈话解决的。

我也要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是哲学研究所

的优越的研究条件和学术气氛使我得以专心地从事这项工作。我

还要特别感谢我的研究室的同事陈瑛、余涌、孙春晨、甘绍平、苑立

强、杨通进、龚颖、王延光，感谢他们对我的这项工作的多方面的支

持。我还要感谢哲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的张敏女士，没有她的理解

与耐心，一次次为我查找书籍和办理续借，我的工作不可能进行得

这样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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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从内心里感谢我的妻子仁凤，她所表现出的对我的工作

的耐心和对我的充满爱意的照顾，是使我始终保持着完成这项工

作的信心的巨大的力量。我也要特别地感谢我的儿子可征，在全书

的正文与附录完成后，他牺牲了他假期的部分宝贵时间，帮助我完

成了特别困难的“名称索引”和“术语索引”的编辑工作。

最后，我还要感谢商务印书馆领导同意把这本书纳入他们的

出版计划，以及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徐奕春先生为本书的出版付

出的辛苦的努力。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不可能这样快地付梓出

版。

廖中白

2001 年 3 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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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辅成

廖申白同志历时一年半多，其中在英国牛津大学三个月，对亚

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作了艰苦的研究，完成《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

的译注工作。这书，就其注释方面讲，对两千多年来西方哲学家对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著作所作的精细详尽的诠释，作了认真慎重

的精选，并加上自己颇有创建的新诠释，可说是在同西方理学大师

走在共同的创新大道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表示中国人介绍西

方文化方面，又进了一步。这是可庆的事。至于本书对亚里士多德

原著的译文，可说是流畅准确，胜过前人译本，这也是值得一提

的。

译注者要我在书前写几句话，这是我乐意做的事。

译注者喜欢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我也佩服亚里士多德（当

然，我们都不是完全同意亚里士多德各种理论的人）。一个研究西

方哲学或伦理学的人，如果忽略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乃是一件大

憾事 ο 德国 18 世纪末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者施莱格尔

( F. Schlegel , 1772一1829）曾说：“一个人，天生不是一个柏拉图主

义者，就是一个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这段话在西方哲学界流传甚

广甚火，直至现在。这是因为哲学上柏拉图被列为理想主义始祖，

重视“理型” (Idea）、“理想”，甚至重视共产的理想国。亚里士多

德重视现实、生命力，主张返于自然，在自然中逍遥，反对君主专

制（甚至包括柏拉图的哲学家皇帝［ Philosopher King] ），拥护立宪

政体：人民决定国家的目的，专家依据实行。施莱格尔的话，充分

表明亚里士多德在整个西方哲学（包括伦理学）史、文化史上地

位的重要。事实上，从后来的发展看，施莱格尔的话也是真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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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学园（Academy）衰落后，继起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学园

(Lyceum）。亚里士多德曾明确地说：“我爱我的老师，但我更爱真

理。”可见师徒二人的理想就不一致。希腊灭亡后，有新柏拉图主

义出现。罗马灭亡后，基督教兴起，奥古斯丁（Augustine,354-430) 

先是以柏拉图思想讲基督教义，后来又以基督教义讲柏拉图思

想。他写下《天城》 （ City of God） 来发展柏拉图的《理想国》
( RepuhUc ） ，这本书在欧洲流行了七八百年。但紧接着出现了托

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 1225一1274），他却采用亚里士多

德思想来解释基督教义，这种传统后来盛行一时。至文艺复兴时

期、启蒙运动时期，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并立或轮流成为当时

人们崇敬的圣哲。英国的莫尔（T. More, 1478-1535）写了一部

《乌托邦》，是柏拉图理想国的延伸；培根（ F. Bacon, 1561-1626) 

写了一部《新大西岛》，他是想用科学知识来建立一个理想国，这
显然是受了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影响。所以，从思想史或文化史的

发展情况来看，施莱格尔说的话，可说是完全真实的。柏拉图、亚

里士多德两人的思想，确实代表了人类思想和气质的两个不同

方向。指出这个线索很有价值，可帮助我们对西方思想与文化作

深入的理解。

但是，若专就两人自身思想的发展来讲，情况却不这么简

单。亚里士多德在 18 岁时到雅典师从柏拉图，总共有 18 年或 20

年，直至柏拉图死。柏拉图晚年有大变化，亚里士多德也跟着有

大变化，甚至比柏拉图走得更远，以致他后来独自建立 Lyceum

学园。推其原因，大约一是柏拉图原想借意大利南部叙拉古

(Syracus）国君实现理想国，两次失败，悲观失望。而亚里士多德

在马其顿教太子很成功，亚历山大大帝也非常尊重老师，老师似

乎心境甚佳，觉得十分得意，处处春风和照。但更重要的原因也

许还在于，柏拉图是从以数学推演他的形上学或哲学，亚里士多

德则以生物学、植物学推演他的形上学或哲学，认为世间每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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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都是由内部力量所推动，注意潜在（potentiality）与现实

(actuality）。神是有的，但不是创造世界，而是推动世界，即只是世

界的总动力的简称。亚里士多德也由于有这种重视外界自然、客观

社会的现实的志愿，所以提倡到自然界中去，到现实社会和政治中

去。他把柏拉图晚年自称的“次好”（the second best）变为“首好”或

“第一好”（the first best）。

这样看问题，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又是不可分割的。两人似

对立而又非对立。难怪后来的哲学家、伦理学家，以至思想家，虽知

理想主义 (Idealism）与现实主义（Realism）的区别，但是实际上，极

端的理想主义者很少，极端的现实主义也很少。这也说明施莱格尔

的话，也对也不对；在抽象意义上是对的，在具体事例上却并不

对。

但我们现在急切要知道的，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哲学基

础。在哲学上或在人生哲学上，他注意到人的灵魂，称之为“隐

德来希”（ entelekhesia; Entellechy）或“生生之德”，是人的道德意

愿（或意志）的根据。这个道理，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著作中并

未明白地讲出来，但他在讲“中道”、追求“适度”时，却明白地承

认现实中，充满矛盾，这就是生命要求表现或表达出来的现

象。人人皆有欲望，欲望也是生命的重要部分。他看重欲望，不

像理想主义者反对欲望，甚至主张禁欲、绝欲；这是亚里士多德

思想的特点。他认为“生飞也是生物学上的生）或现实既在解决

矛盾，又在产生新矛盾：在道德现象上，善与恶的矛盾，也是现

实的变化与规律。这个事实和道理，后来斯宾诺莎有所发挥。他

在《伦理学》一书上，首先讲道德的形上学或哲学基础：先讲世
界的“实体”（ substance ，或 reality ），然后论其属性（ attributes ），即

心与物（笛卡尔称之为 thought 与 extension）；再次讲属性的变化

形态（m叫es），即亚里士多德指的个别事物、个别形式。这种个

别形式，也是千变万化的形态相遇在一起，当然免不了冲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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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但斯宾诺莎曾说：“德性就是人的力量的自身”（《伦理学》，

中译本第 171 页），即善恶都同是一种力量的两面。他把现象与

本体、共相与殊相、动与静，都视为同源异流，相辅相成：没有

恶，不会有善；没有丑，不会有美；没有失败，不会有成功。甚至

意志与理智也是一回事（《伦理学》，中译本第 82 页）。这和中国

老子讲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下皆知善之

为善，斯不善也”，“有无相生，难易相成”，大抵相似。不过，老子

重在“无为”，亚里士多德则重在说明因有对立，还须奋进有为，

这却必须区别。

亚里士多德可算是西方伟大的搏学的哲学家。从他的哲学

发展出来的伦理学，也是对西方、对人类作出的伟大贡献。亚里

士多德的伦理学，在我个人看来，主要的贡献和特征有以下几个

方面c

第一，在古希腊时期，伦理道德思想，有两种倾向。一是从

苏格拉底传下来的理想主义：“知识即道德”；恶行不外是由于

元知与思考错误；行为不正常来自“元意”或非志愿或被动

(involuntary），人并没有明知故犯的道德弱点（moral weakness; 

acrasia）。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思想也是一种极端，把有机会

读书、能求明师的知识分子抬得过高了。但他也不完全拒绝唯

智派的理智道德，仍然被列在一般实践道德之上。另一倾向，是

以普罗泰戈拉斯（ Protagras ）为代表所宣传的“人为一切存在事

物的尺度”，以人为中心来讲道德：所谓人，就是一切现实的人，

不论智愚贵贱，皆一律平等。亚里士多德，并不曾大声反对“智

者”派（ Sophist），似乎也关心一般市民，但确实很不尊重当时的

奴隶，这是他美中不足之处，但也是当时社会或时代的缺点使

之如此。他在这里最大的贡献，是看到了伦理学上自愿或意愿

(voluntary）与非自愿或非意愿（involuntaη）的区分，强调了意愿

或意志的重要。这就为道德建立了稳固的基础，开阔了天地。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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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伦理学者们便知道，道德固然有赖于智识和理性，但也依赖

于意志或意愿；否则道德的范围就变得既偏狭而又干枯，成为有

特权享受教育者手中玩弄的魔术把戏。在此，亚里士多德似乎有意

调和早期苏格拉底、柏拉图与智者派的争论。他不仅以专章来讨论

自愿与不自愿之别，也提出“智性之德”与“意愿或意志性之德”的

区别：前者或称为“哲学智慧”（philosophic, wisdom），包括技艺、科

学、明智、直觉理性（nous, intuition）；后者又称为“实践智慧”或“道

德德行”（如希腊民间流传的勇敢、自制、慎思、公正）。这个区别让

后人知道意志自由的重要，造成中世纪以来关于自由意志的热烈

论战，也让康德依据他那个时代的心理学大讲关于智、情、意之分，

强调道德优于理智；康德的这个论点一直到现在，很少遭受学者们

的反对。

第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大家都知道以“中庸”为原

则。但很多人对这个“中或中庸似有误会，以为这是折中派

论调，是一种乡愿派观点。其实不然。原来，亚里士多德所谓

“中”，虽然有调和妥协意义，可被乡愿利用；但更重要的，是面

向一个高远的目的，坚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去接近它，恰如其分

地取得它：有如射箭惜中目的，也如天平两面取得其平。这种

“中”或“中庸”在物质世界中，在理智世界中，也许得之较易，

但在实践道德中，牵涉到感情、欲望，却甚难得其“中”和“平”，

即不易“适度”。所以我们不能随便说自己或他人做的事合于

中道。离去中道，也就是走向某一极端。这时我们就必须矫

正。有时矫枉，还须过正。①这是一般人在日常实践中过生活的态

度，亦即所谓道德的真正基础。中，与其说是方法，毋宁说是一

种理想或目的。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完全顺从现实，是彻底的

现实主义者（ Realist）。“中”是现实主义的理想。正如《中庸》上

①见《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二卷第 7、8,9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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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c 诚者，不勉而

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

IX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般人很懂得中道，也力求中庸，还想由此取

得快乐幸福，成为有德之人。我们行德，也只能随俗逐渐接近目

的或理想，不能妙想天开。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显然并无神

秘成分。上世纪美国的希腊哲学史专家富勒（B. A. G. Fuller）曾详

细考证，认为柏拉图曾受东方传人的奥菲克密教（0甲hie Mystic) 

的影响，因而在《美诺篇》 （ Merw）和《裴多篇》 （p，阳制中主

张“现实”只不过是一场梦境，主张梦境之外还有一真实的世

界：人只有脱离躯体，灵魂才能接近它；灵魂还能转世。而亚里

士多德的思想，并没有这种痕迹。

第三，亚里士多德对正义或公正 (justice, righteousness）的论

证，至今仍为学术界（特别是哲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界）奉

为经典论述。公正是贯彻一切德行的最高原则，个人道德要依靠

它，社会道德要依靠它。也许这不仅是亚里士多德个人的创见，

而是古代人的普遍认识和普遍道德规范，如古希腊人用 justice

一字表示，古埃及人用 Meat 一字表示，古印度人用 Dhanna 一字

表示，古希伯来人用 righteousness 一字表示。中国法家始祖管仲

讲“礼义廉耻”，墨子讲“贵义”，也是承认义或公正为百德之

王。但亚里士多德讲公正，其最大特点，也是最大贡献，则在于

走人现实中，详细对现实中的公正作了重要的也很详细的分类。

他区分社会中有所谓“自然的公正” (justice by nature），有所谓

“约定的公正”（justice by convention）。换言之，社会上的关系

与行为规范，几乎都是“天生之，人成之”。社会上的道德和公

正，绝大部分是靠习惯。这一思想，成为今日西方学术界区别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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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道德生活，分别地讲自然（nature）与约成（convention）的先

导。亚里士多德进而又分析分配的公正、矫正的公正、回报的公正、

政治的公正。这些创见此后成为经济学、法律学、政治学顿以成立

的依据，也是亚里士多德在哲学、伦理学等学科上重大的成就与贡

献。

第四，亚里士多德在这本《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还用了两卷的

篇幅来论述“友爱”，表明道德伦理生活中，“友爱”占着十分重要的

地位。他把家庭中的爱称为“家室的友爱”，把它看作友爱的一种，

这种看法大约是受斯巴达社会的影响，或者也是由于雅典的社会

生活还是在大氏族时代、还未完全进入家庭生活时期的缘故。不

过，他形成这种看法的也许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古代希腊

半岛上民族复杂、争战激烈，动辄全民族灭亡、沦为奴隶，人们无法

过安静的家庭生活，所以一生只求有朋友互相照顾、慰藉感情，就

己觉得足够快乐幸福了。看古代希腊人人必读的《伊利亚特》和《奥

德赛》，就可知道他们为民族存亡与荣誉而战斗的生活何等紧张，
哪有功夫想念个人家庭？中国人在这方面，似乎走在他们前面，能

很早就说：“孝佛也者，其为仁之本放？川君子有三乐，父母具存，兄

弟如故”是第一大快乐。但后来，中国人似乎强调“孝”过度了。但亚

里士多德的友爱在后来却迎来了基督教讲的仁爱，这种友爱现讲

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一切人都是上帝的儿女。基督教作为宗教当

然不可取，但它说的人人皆兄弟，连奴隶也在内，是比亚里士多德

讲的友爱进了一步。总之，若不先有希腊人重“友爱”的基础，这种

四海皆兄弟的仁爱恐怕也是难受人欢迎的。我们也可换个说法，友

爱是仁爱的基础，仁爱是友爱的扩大c 亚里士多德说：

友爱还是把城邦联系起来的纽带。立法者们也重视友爱

胜过公正。因为城邦的团结，就类似于友爱一一若人们都

是册友，便不会需要公正，若他们仅只公正，就还需要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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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人们都认为真正的公正，就包含着友爱。②

这番话，把友爱与公正列为同等主德，等于中国古代《国语》上说

“爱亲之谓仁”，“利国之谓仁”；孟子说仁内义夕h墨子讲“贵义”，又

重“兼爱”（这与明代文天祥说的“唯其义至，所以仁至”非常接

近）。他们都看到道德的本质和特点，只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受到

城邦生活的限制，只注意友爱的重要，未见到大社会所需的仁爱。

所以，他还说：

与许多人交朋友，对什么人都称朋友的人，就似乎与任何

人都不是朋友，有少数几个，我们就可以满足了。②

这是城邦社会中的生活理想、基本道德，也是他们祈求实现的快

乐和幸福。当然，费们今天已都昕熟了西方追求的情爱、大同、

四海皆兄弟的声音，也许会嫌友爱，太狭小、粗浅；但情爱等思

想，确实是从亚里士多德的“友爱”上逐渐扩大的，正如中国人

从“孝”展开大同思想一样。而在道德上最终的目标，都是治国

平天下。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特征和贡献，确实很多，我们只举出这

几点。他的道德观点或伦理思想，是两千多年来哲学家、伦理学

家的指路明灯：立论持平、深刻、扼要，又易实践，很少人能够

超过他。

我愿意在此告诉今日中国有一些哲学家、伦理学家，如要深

人研究，一定要好好学习亚里士多德。学哲学一定要先把伦理学

学好；学伦理学也一定要先把哲学学好。否则，不是空谈，就是

①本书第八卷第 2章。

②本书第九卷第 1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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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碎平庸，这种人只能做哲学或伦理学的传道士、宣传员，对于

个人与社会并无益处。亚里士多德就不是这样：他的学问，几乎

捞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全部，都有独创见解，也都留下不朽的著

作。他做的学问，既能分，又能合；他既能讲微分，又能讲积分O 这

是他的胜人之处。我们应该好好地读他的书。

2001 年 5 月北大朗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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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氏的三部伦理学著作

尽管亚里士多德生前撰写过相当多的伦理学对话和其他著

作，他名下流传至今的伦理学著作只有三部：《尼各马可伦理

学》 （ Ethica Nicomachea） 、《欧台漠伦理学》 （ Ethicα Eudemiα）和

〈大伦理学》 （ M，咿ia Moralia ）。这三部著作之中，据多数研究

者的意见，前两部伦理学，就像亚里士多德留下的其他著作那

样，是据亚里士多德的授课讲义整理而成的，《大伦理学》则是

由亚里士多德后学编写的前两部伦理学的提要。亚里士多德的许

多课都是在与学生们漫步交谈时讲授的。他的授课讲义大都是提

要式的文稿，讲的时候有所依照，或者有时候也有许多现场发

挥。所以讲义后来大概都多多少少地经过增补和修改。这些增补

与修改有些是由他本人，有些是他离开雅典后由他的继任者们，

还有些也许是后来编辑者们参照学生们的听课笔记做的。据耶格

尔（W. Jaeger）①和罗斯（D. Ross）②等人的看法，《欧台漠伦理

学》的形成当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之前。尽管两者相当接近，

但前者比后者更接近柏拉图的思想，而且在思考的细致程度、表

达的准确和成熟程度上都显然不如后者。《欧台漠伦理学》的初

稿极有可能是亚里士多德在小亚细亚的阿索斯和米蒂利尼与朋友

们交谈时酝酿，并在稍后的时期完成的。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去

①参见耶格尔：｛亚里士多德：他的思想的基本发展过程》川巾阳tle: Fundα附n

too of加 Hu阳ry of his Deve』opment ）［英文版第 2 版，克莱伦顿出版公司， 1948 年］第 230

页及以后。

②参见罗斯：《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 (Aris阳tle: The Nicomachean Eth山j

［阿克瑞尔（J. L. Ackrill）和厄姆森（J. 0. Unnson）修订版，牛津大学出版社，平装本，

1980 年］“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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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后离开雅典来到小亚细亚的阿索斯，在当时的执政者、柏拉图

主义者赫尔米亚斯（Hem

( Xenocrates）、另外两名更早回到小亚细亚的柏拉图主义者埃拉

斯都（Erastus）和克里斯库（Coriscus），以及后来来到阿索斯的塞

奥弗拉斯托（Theophrastus），共同发展了雅典学园的阿索斯分

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Politica ） 的写作和对动物学的研

究都起于那个时期。这部伦理学著作被称作《欧台漠伦理学》，

可能是因为它曾经过亚里士多德的一个学生和朋友一一来自罗得

岛的欧台漠（Eudemus of Rhodes）的编辑。亚里士多德最后离开雅

典迁居哈尔克斯之后，欧台漠继续留任于吕克昂学园，主讲数

学。而《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名称的由来，可能或者是因亚里士

多德欲以此书纪念其父亲老尼各马可（Nicomachus, fa出er of Aris

totle），或者是因此书是经他的儿子小尼各马可（Nicomachus, son 

to Aristotle）之手编辑而成。不过后种说法似乎会使《尼各马可伦

理学》公认的权威性打些折扣。在亚里士多德去世时，小尼各马

可只有十二三岁。所以如果此书的确是经小尼各马可编辑，这也

当是在亚里士多德去世多年小尼各马可成人之后。不管怎样，

《尼各马可伦理学》较之《欧台漠伦理学》更为系统、思想更为

成熟是无可否认的。

这两部伦理学著作间既令人困惑又使人产生兴趣的一点，是

《欧台漠伦理学》的第四、五、六卷恰与《尼各马可伦理学》的

第五、六、七卷完全相同。当亚里士多德的全部手稿辗转两百多

年呈现于罗马人安东尼科（Andronicus）一一它的第一个学术编辑

者面前时，是亚里士多德本人已经作了这样的安排并表明了这样

的关系，还是安东尼科将《欧台漠伦理学》中的这三卷拿到了

《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使之呈现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或

者，是两部讲义的编辑者们（无论是不是欧台漠或小尼各马可）确

定了这样的关系，还是由于其中一部著作的相应部分不慎遗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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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这样的安排？我们迄今所获得的材料尚不足以澄清这些问

题。但是就文本的总体分析而言，至少可以确定一点，即这个部分

在这两部伦理学著作中都可以与上下文承接。的确存在着这样一

种可能性：亚里士多德在讲授《尼各马可伦理学》时，认为原有的

《欧台漠伦理学》其他各卷需要作较大的改动，这三卷则基本可以

照用，所以惟独这三卷没有重新改写。

若我们以主题为线索，追踪这两部伦理学著作各卷之间的联

系，这种猜测也许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印证。因为，不仅绝大部分

主题相同，而且这些主题的被讨论的次序也基本相同。所以，几乎

可以断定，最初→定有一个共同的初步提纲。

《欧台漠伦理学》 主题 《尼各马可伦理学》

第一卷 1-8 善 第一卷 1-13

第二卷 1-5 道德德性 第二卷 1-9

第二卷 6-11 行为 第二卷 1-5

第一卷 1-7 具体的德性 第二卷 6-12

第四卷 1-9

第四卷 1-11 公正 第五卷 1-11

第五卷 1-13 理智德性 第六卷 1-13

第六卷 1-10 自制 第七卷 1-10

第六卷 11一14 快乐 第七卷 11-14

第十卷 1-5

第七卷 1-12 友爱 第八卷 1-14

第九卷 1-12

第八卷 1-3 崇高或完全的德性

幸福 第十卷 6-9

因为不难看出， ｛尼各马可伦理学》基本上是《欧台漠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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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卷的依照原顺序的改写与扩展。例外的只是《欧台漠伦理学》第
八卷 1-3 章。这是残缺的一卷。亚里士多德这一卷的全貌已不可

得见。但是仅存的这三章的理路在于说明理智德性与道德德性的

完美结合，却是可以看得分明的。此种完全的德性，《欧台漠伦理
学》的作者在第 3 章说道，也必须布一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按照理
智生活。或许，《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第 6-9 章，即奏响全书最

辉煌的乐章的幸福论，是从这一思想所做的引申，尽管《欧台漠伦

理学》只笼统地把这种生活描述为朝向一个不发布命令的目的的

沉思生活，《尼各马可伦理学》则进一步把它描述为我们灵魂的最
高部分的合德性的实现活动？

《尼各马可伦理学》概观
让我们走近《尼各马可伦理学》。

从他的整个哲学出发，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总体上是基于对

于人的活动的特殊性质的说明的目的论伦理学。我在这里将着力

说明《尼各马可伦理学》的这种性质。不过，对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

伦理学向来有幸福论与德性论两种诠释。我将努力表明，引出这两

种诠释的原因在于，在亚里士多德对人的活动的性质的说明中，目

的（幸福）与选择构成基本的、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他的伦理学本

质上是基于对人的活动和实现活动的这两个基本前提的理解的伦

理学。我以为，亚里士多德的这种伦理学比一些晚近提出的伦理学

更切中实践事务的本质。而且我以为，我们显然不应当认为，今天

的“我们”的伦理学的问题已经全然地同“我”的伦理学的问题元关

了。因为毕竟，“我们”里面依然有“我”。不过，我们先来看看《尼各

马可伦理学》罢。

活动与实现活动

活动（εP'YOV）在亚里士多德的最宽泛的意义上是属于每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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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的。⑤每种存在物的活动，也像它的性质与能力一样属于它

自身。无生命物也有它们的活动。但是无生命物的活动主要是就

它们的对于人或生命物而言的合目的性来说的，例如石头的活动

是用来造房子，锤子的活动是钉钉子，竖琴或长笛的活动是用来

演奏音乐，等等。每种生命物都有它特有的活动。植物共同的活

动是营养和发育。动物的活动是以它们各自种属的属性来感觉和

运动。在这种概念中，一种存在物的活动也就是它的种属的功

能，并且具有某种合目的性；目的，即最终完善状态，蕴涵于活

动之中；目的的概念又意味着，→种属的完善的活动与其一般的

活动是同种属的，并表现为种属活动的目的。每种较高级的生命

物的最终完善状态就在于它的种属的不同于其他低等生命物的特

有的活动，以及那种活动蕴涵的目的。所以，人的活动不在于他

的植物性的活动（营养、生长等等），也不在于他的动物性的活动

（感觉等等）。人的活动乃在于他的灵魂的合乎逻各斯（理性）的活

动与实践。因为，理性是人特有的，如果我们假定人具有一种区

别于动物的更好的活动，我们就应当把它归之于灵魂的这个理性

部分的活动。

这个特别属于人的活动，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实践的生命的活

动。我们的实践的生命有别于我们的营养的生命和感觉的生命。

因而人的生命活动在本质上不再像植物的和动物的活动那样仅仅

是功能性的。任何其他生命物都未曾达到具有理性和理性的活动

的水平。就是这一点把人的活动的性质同所有低等生命物的活动

区别了开来。人的目的也就是我们的实践的生命的目的。其次，

实践的生命的活动也有别于职业的活动。就像乐师、鞋匠都各有

一种职业的活动一样，实践的生命的活动是我们的非职业的、作

为一般的人的活动，它把职业的特殊的制作活动作为它的一个类

① 本节内容参照本书第－卷第 l 章，第二卷第 1-2,4-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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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

实践的生命的活动确定着人的种属的可能性的范围。然而它

只是人的存在的可能方式，而不是存在的实现。人“是”什么样

的人决定于他的实现活动（8vsp-ys山），即他在其实践的生命的活

动中所实现的东西。切，在希腊语中的意义是“通过……”、

“从……”， ep-ys山是 ep-yov（活动）的名词转形， BuBP"fB山的本

义即通过活动而实现、达到的，从活动而来的东西。实现活动，

正如苗力田先生①所说，也就是实现种的功能的活动。进一层地

说，人的实现活动就是实现人的实践生命的目的的活动。在其自

身的即本质的意义上，实现活动自身就是目的，因它一一如活动

那样一一－自身就蕴涵着目的（最终完善状态）。然而在相对的意义

上，正如格兰特（A. Grant）②所说，它也可以是实现一外在目的

的手段。因为在制作的活动中，实现活动似乎是为着一个外在的

产品的完善的。我们的实践生命的活动，在完全的意义上包括理

论的、制作的、实践的活动。三者之中，理论的活动最高，实践

的活动最重要。所以，实践生命的活动的根本在于实践理性的活

动。实践的生命在人一生中有恃定的发展周期：一个人应当在青

年时期学习好的品质，在壮年时期治理，在老年时期传授智慧。

所谓实现活动，如奥斯特沃特（M. Ostwald）③所说，其意义就是

“积极地”从事这些属于人的实践的生命的活动。生命之德在生

生不息，除非腐败的生命，每种生命都积极地实现着它的活动，

成为它之所是。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隐德来希”

(8阿sXili; ）。

①“品质、德性与幸福”，｛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 年第 5 期。

②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 （ The Ethics of An..阳山川朗曼斯与格林出版公司， 1885
年］，卷 I第 422 页。

③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 （ Ari.J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鲍伯斯－梅瑞
尔公司， 1962 年］，第 3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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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实现活动的概念包含两个核心的判别。首先，人的目的

的实现不同于其他生命物的目的的实现。人的目的，即幸福，是

获得的而不是以自然的方式达到的。生命物的活动的目的是自然

地实现的；人的活动的目的的实现则要借助人的理性的运用，因

而是实践的、非自然的。人的实现活动更由于实践理性的参与呈

现更为积极的状态。周辅成先生①说，亚里士多德注意到一种事

实：人的灵魂的“隐德来希”或生生之德是人的道德意愿（或意

志）的根据。一个人可能只过着动物式的生活，但这只是腐败的

生命。人的正常的生命活动必定包含灵魂的“隐德来希”。其

次，实现活动不同于功能或能力。功能或能力可以作为潜质存

在，眼睛的视觉功能、手脚的运动功能即使在未加运用时也存

在；实现活动则不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潜在的质，而是人获得其本

质力量的方式。人并不具有没有付诸运用的本质力量；这样的本

质力量也就不是他的本质力量。他的本质力量只是他通过其实践

生命的实现活动而获得的那些力量，因而只在这些力量被付诸运

用时才存在。

罄作为目的

人的每种技艺与研究、实践与选择，②都以某种善为目的。

这深层的解释就在于，活动是人的存在的方式，人惟有在他的实

现活动中才能展现其存在。善即某种善的事物。它或者是已在

的，或者是我们希望它成为在的：它具有或是我们希望它将具有

某种（某些）我们认为可归属于那类事物的性质，因而它与我们作

为人的本质力量处于对应的关系中。一种善事物或者是已经作为

类而存在但处于我们的能力之外，因而我们正在通过发展自身能

① 参见本书“序”第 v 页。

② 本节内容参照本书第一卷第 l -2,4-5,7-8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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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活动而获得；或者是被期求在某个或某些方面比已经存在的

事物更善的，因而尚未存在并且正在通过我们的活动而成为存在

的，或成为我们本质力量的对象的。我们对一事物“是”或“显

得”如何如何的判别都服从于某种改善的期求及其活动。善与美

在希腊人的观念中是不可分离的，美善的事物被称为阳λ6v（高

尚、高贵的）。美善是判别的表语，是判别中的核心的、所欲言说的

内容。而美的同时又意味着真的。柏拉图在《菲德罗篇》（ Phaedru.s) 

把它们在本体世界中设定为合一的。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它从

神界下降到人的世界，在这个展开的人的经验世界中，真与美善作

为实践的价值则是可以在理论上加以分别的。

既然技艺与研究、实践与选择有多种，目的也就有多种。善

的事物不是连续性的事物：它们彼此分离，单强地作为我们的目

的。但是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各种目的林林总总地并立而互

不依赖。因为，如果一项活动中包含着不同种的活动并且这些活

动又各有具体的目的，那么这项活动本身的目的就是主导性的，

就比那些具体的目的更优越，因为它具有更大的蕴涵。而且，有

些事物是因其自身之故，有些事物是因另一些事物之故而被我们

追求，有些事物被我们追求是同时因这两者而被我们追求。在所

有为我们所追求的事物中，有些事物通常被我们作为手段而极少

作为目的，有些事物通常作为目的而极少作为手段，另一些事物

则时而作为目的时而作为手段来追求。而且，作为单纯的手段善

的事物往往是因我们的需要而成为善，当需要满足后它就不再是

善。因其自身故和既因其他事物之故又因自身故而被我们追求的

目的善则通常都对我们显得是善。所以，不同的善事物在善的终

极性上是不同的。我们在存在着需要时和在不存在需要时以不同

的事物为善。因为，在存在着需要时我们只以满足我们当下需要

的事物为善，而在不存在紧迫需要时，我们以那些自身便值得我

们追求的事物为善。这后一类事物是总体上对我们是善的即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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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终极性的善。说一个事物自身即善就是说它在总体上对我们

是善或具有更为终极性的善。这类善是后需要的，即在需要满足之

后对我们而言是善的事物。善的自身的、根本的性质由这种目的性

的而不是手段性的善规定。

而如果是这样，如果我们的目的系列中有某种最终的终点，我

们追求它没有更进一步的原因，就一定存在着某种最高的、我们所

有其他追求都是为着它的那种善。这种最高的善或目的就是人的

好的生活或幸福。目的的这种观念上的联系可以从 TBAO＜；这个希

腊词的用法上发现。 TeAoc; 在希腊语中的意义既是目的、终点，又

是最好、最高的状态。所以目的就是最好的终点。如果终极的目的

意味着在在们一生而不是一个时期或阶段中的目的，那么它就是
我们的终极的目的或最高善。

实践与实践的研究

对《尼各马可伦理学》的作者来说，①伦理学或政治学是一种
实践的研究。实践、制作与理论沉思是人的活动的三种主要形式。

理论沉思是对不变的、必然的事物或事物的本性的思考的活动。它

是不行动的活动。实践（叩α机）或制作（1TO叫（J'L＜；）则是人对于可因

自身努力而改变的事物的、基于某种善的目的的行动的活动。所以

实践或制作是对于我们能力之内的事物，即可能由于我们的原因

而成为这种或那种状态的事物的。制作（1TO叫σ冈）是使某事物生成

的活动，其目的在于活动之外的产品。实践是道德的或政治的活

动，目的既可以是外在的又可以是实践本身。实践表达着逻各斯

（理性），表达着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性质（品质）。

所以，实践与制作的研究与理论的研究不同。尽管所有的研

究都以获得对真的把握为目的，实践的研究以及制作的研究却不

① 本节内容参照本书第一卷第 1-3 章，第六卷第 1-2,4-5,9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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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于理论的研究，它们把握真是为着善的。理论的研究是知识的。

实践的、制作的研究是推理的，而推理与考虑是一回事情。理论的

科学包括形而上学、神学、数学和各自然科学。这些科学的题材不

属于推理或考虑的范围。凡不变的、必然的（依某种规律而变化的）

事物都属于理论的研究的题材，而不是推理或考虑的题材。实践或

制作的题材是可变、不必然、不确定的事物。然而，并非所有变动的

事物都可以成为实践或制作的题材。实践与制作只以那些可实践、

可制作的事物，即可以通过人的实践与制作的活动而改变其状态

的事物，为题材。推理或考虑，即实践的或制作的理性，是为着确定

行动并以行动为终点的理智活动。而我们要对之确定行动的事物，

只能是我们的行动能够对之起一定作用并因此而影响其结果状态

的事物。我们显然并不考虑其变化完全没有规律的或完全与我们

自身的原因无关的事物。因为对这类事物，我们无论做些什么都同

样不能影响其结果。

然而实践的研究也区别于制作的研究。制作的科学包括技艺

与修辞学等等。这类研究所以不同于实践的研究，是因为制作活

动都有某种外在的目的，即作为活动的结果的某种产品，而凡是

以某种活动以外的事物为目的的，那目的就显得比活动更重要，

活动就因此而打折扣，成为是外在目的的手段。例如，各种技艺

只因它们能够制作出产品，修辞学的知识只因它能使人创作出影

响人们的感情与心理的演说，而是善的。制作活动既然只以某种

外在善为目的，活动本身就只作为手段才是善，或者从本质上说

不是善。另一方面，实践虽然也常常以某种外在善一一如财富、

荣誉、取胜等等一一为目的，但实践活动本身也是目的。在这个

方面，实践兼布科学或理论活动的性质。科学或理论的活动的目

的既在于活动之外又在于活动自身。实践不是屈从于一个外在的

善的活动，它自身的善也是目的。这种属于活动自身的善就是德

性。所以实践不因它的外在的目的一一如果它有一－而令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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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打折扣。但尽管实践是自由精神的活动，不同活动实现它自身

的善的程度是不同的。对最好的活动来说，实践的自身的善甚至

不显示为目的，因为获得德性与做合于德性的事是一回事。我们

不是先获得德性再做合德性的事，而是通过做合德性的事而成为

有德性的人。所以重要的只是合德性的活动本身。而对例如政治

的活动来说，活动自身的善一一德性也如荣誉一样是基本的目

的。

对《尼各马可伦理学》的作者来说，尽管在理论的科学、实

践的研究和制作的研究这个有差别的序列中，理论的科学占据着

最高的位置，它仿佛是科学的王冠，是照耀着所有科学的光，实

践的研究与制作的研究才是最与人的事务相关的。与理论的科学

相联系的理性活动是我们的灵魂的最高等的东西一一努斯的实现

活动，似乎超越于人的活动。它是神性的，是我们仿佛要作为我
们之中的神来进行的活动。所以，这种活动显然只属于少数人，

属于神学家与哲学家。而且，理论理性的活动本身似乎从不发布

行动的命令，它消极无为，不出于任何利害，因为它是自足的完

善的活动。处于中间的实践的研究则不存在这两个缺点。一方

面，实践的研究是对于变动的与多数人相关的人类事务的善的研

究，与它相联系的实践理性的活动是属人的、多数人可以从事的

活动。另一方面，实践理性是积极的，它把可实践的善作为目

的，发布命令并最终引向指向这目的的行为。实践的研究一方面

透射出理论理性的光，一方面又把这光直接地投射到人类事务上

面。

伦理学与政治学

实践的研究，①即关于人可以实践、可以获得的善的研究，

① 本节内容参照本书第－卷第 2-3 章，第六卷第 8 章，第十卷第 9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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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伦理学和政治学这两个相互联系的科学。不过这两者不是并

列的两门科学。因为在这两者之中，政治学是以人可以获得的最

大的善为对象的，因而是最高的科学。

最高的善即人的好生活或幸福，亚里士多德认为，应当由最高

的科学即政治学来把握。这一点以今天的人们的观点看来大概非

常奇特，但是在古代希腊人那里却非常自然。对古代希腊人来说，

一个人只有在城邦中才可能获得他的幸福或事业的繁荣。因为，按

照亚里士多德在《动物学们Historia Animalium） 所做的分类，人属

于政治性的动物，注定要过社会的生活。作为这样的动物，如莱克

汉姆（H. R配kham）①所说，一个人注定要在社会中，并且要在一个

旨在促进每个公民的福利的、组织良好的社会中，获得他的善。所
以对《尼各马可伦理学》的作者来说，政治学的研究首先要弄清楚
什么是人的幸福，或者，人的幸福在于何种生活方式；其次要研究

何种政制或政府形式能最好地帮助人维护这种生活方式。欲解答

前者，就要研究人的道德或习惯，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

伦理学》中从事的工作。欲阐明后者，就要研究适合这些道德或习

惯的好的、正确的政制，这是他在《政治学》中从事的工作。在《尼各

马可伦理学》第十卷的最后一章，亚里士多德最清楚地表明了这两

步工作间的这种关系。

作为一种实践的研究，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的研究只能
获得粗略的确定性。它不可能提供精确的知识。我们不能要求于

它像几何学那样的精确性。因为一则，政治学所考察的题材一一

德性、高尚、公正等等的行为，都包含着许多差异与不确定性。

二则，善的事物、德性对于人的影响也不确定：有的人由于富有

而毁灭，由于勇敢而丧失生命。所以，当谈论这类题材并且从如

①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 （ Aristotle: The Nicomachean Ethics) ［威廉·海
恩曼公司， 1926 年］，“导论”第 xiv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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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不确定的前提出发来谈论它们时，我们只能大致地、粗略地说

明真：若题材与前提基本确定，结论便基本确定；若题材与前提

不很确定，结论也就不很确定。而一门学科如果题材与前提不十

分确定，它就需要运用经验的材料。所以政治学的研究既是一门

需要经验的技艺，又是科学。政治学的研究需要两个条件，实践的

经验与实践理性的发展。政治学研究的目的是实践而不是单纯的

知识，没有生活的经验便无法研究政治学。然而没有实践理性的发

展，政治学就将仅仅是技艺而不是科学。而无论是实践的经验还是

实践理性，都需要有基本的起点。这种起点就是对我们而言是已知

的、好的东西。所以，希望学习政治学的人，必须预先培养起良好的

道德品性：爱所当爱的事物，恨所当恨的事物。而所应当的也就是

对－个好人而言是正确的。因为一事物对一个好人而言具有的性

质具有更大的真实性。一个人对一件事情的性质的感觉，本身就是

一个始点c 如果它对于→个人是足够明白的，他就不需再问为什

么。而受过良好道德教育的人已经就具有或是很容易获得这些起

点。所以，伦理学既是政治学的一个部分，又提供着政治学研究的

基本出发点。

德性

人所特有的实现活动，①即人的实践的生命的活动，在实现

程度上可能有很大的差别。有些人“出色地”实现着这种活动，

另→些人则只在很有限的程度上一一尽管也还是“权极地”一一

实现着这种活动。德性（αpe叫）就是人们对于人的出色的实现活

动的称赞。德性的概念，正如奥斯特沃特②指出的，在所有希腊

①本节内容参照本书第二卷第 1 -6 章，第三卷第 5 章，第六卷第 1-2,12-13

章。

②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 (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鲍伯斯『梅瑞
尔公司，1962 年］，第 3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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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体系中都是根本性的概念。在希腊人的最初用法中，它被

用来指武士的高贵行为，例如在荷马史诗中，德性（αpe叫）的意

义几乎等同于勇敢，以后它也被用来指那些卓越的公民在城邦生

活中表现出来的公民的美德或品质，并逐步地用来指任何人、生

命物或器物的显著具有的优点。在泛义上，亚里士多德把德性的概

念用于所有生命物及其实现活动。例如他谈到过眼睛的德性、马的

德性，等等。德性是使得一个事物状态好并使得其实现活动完成得

好的品质。而如果是这样，那么德性也就是使得一个人好并使得他

的实现活动完成得好的品质。而且，德性在人的例子中便有了特别

的意义。因为，人的活动不是自然地实现，而是以实践的即积极活

动的方式获得的。在欲望与感情事务上有德性、没有德性还是有与

之相反的性质，使得人的实现活动显现出如此之大的分别，以至我

们把这些方面具有德性的活动与行为就称赞为德性，把具有相反

性质的活动与行为谴责为恶；把由于养成了习惯而倾向于做前一

种行为的人称为好人，把出于习惯而倾向于做后一种行为的人称

为坏人。

所以，人的德性在亚里士多德以及许多其他哲学家那里通常

是指相应于灵魂的非逻各斯的即欲望的部分的德性。人的灵魂有

一个有逻各斯的部分和一个没有逻各斯的部分。相应地，人的德

性可以分为道德的德性与理智的德性两部分。理智德性可以由教

导生成，道德德性则需要通过习惯来养成。理智德性又可以分为

理论理性的和实践理性的。智慧是理论理性的德性，是人的最高

等的德性。明智是实践理性的德性，一方面作为理智德性可以由

教导而生成；另一方面由于与道德德性不可分离其育成又离不开

习惯。道德德性即德性既不出于自然，也不反乎自然。人的灵魂

有三种状态一→感情、能力和品质。在这三者中，能力是自然所

赋予，德性则并非自然使然；自然能力无需运用便存在，德性则

惟有运用它才能获得。所以，我们不称赞或谴责能力，而是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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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性和谴责恶c 但是德性也不是感情，因为－则，称赞与谴责也同

样只适用于德性和恶而不适用于感情；二则，德性意味着在先的考

虑与主动的选择，感情则不含有这两种性质。

德性作为灵魂的实现活动的品质，并不是与实现活动的目的

所包含的那些性质相分离的另外一种品质。出色的实现活动与一

般的实现活动是同类的。我们称赞一项竞技比赛或一个竞技者是

有德性的，并不是说除了那项竞技活动的完善状态所应当包含的

那些性质之外，它（他）的活动还具有其他的某种性质。相反，我

们指的是，它（他）的活动出色地，即比一般的这类活动更为突出

地具有这类性质。然而，活动既然可以使德性生成也就可以使之

毁灭，因为德性只生成于德性的活动。做不公正的事如果成为习

惯便毁灭公正的德性，正如楚脚的建筑活动毁灭一个建筑的德

性。好的和糟糕的琴师都出于操琴。所以研究德性就要研究实

践。其次，德性同快乐与痛苦，并且尤其同快乐相关，而快乐尤

其可能毁灭德性。因为一则，追求快乐的欲望从小就伴随着人，

难于从人的感情中消除；二则，对于快乐，做得正确就使人善

良，做得错误就使人邪恶。与技艺一样，德性也是同比较困难的

事情，即正确地对待快乐与痛苦，相联系的。但是，德性与技艺

又有不同。技艺只相关于对象的性质，德性还必须出于一定的心

态。因为，仅当一个人知道他要做的行为，并且出于意愿地、因

其自身之故地并且出于一种确定的品质而选择它时，这行为才是
德性的。

但是，仅仅说德性是使得我们好并使得我们的活动完成得好

的品质还是不够的。还必须说明德性如何是一种这样的品质。这

需要从人的事务的性质来说明。人的事务除了是可变动的之外，

还是连续性的。这就是说，人的事务都含有变量，都容有程度上

的差别。例如，对快乐可以享受得多一些、少一些或是适度，脾
气可以发得过大、过小或适度。总体上说，在所有连续性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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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都有过多、过少与适度。德性是使得我们在所有这些事务上

做得适度的那种品质。适度有相对于对象的和相对于我们自身

的。相对于对象而言的适度是技艺的目标，技艺是使得我们在

做事时达到对于对象而言的适度的品质。德性的目标则是在感

情与实践事务上达到相对于我们自身的适度。这两者的目标都

是正确。但是在实践事务上德性的正确对于我们更好，因为在

这些事务上德性比技艺更好。德性是使得我们能在实践事务上

命中对我们而言的适度，从而使得我们好井且使得我们的活动

完成得好的品质。

选择与意愿

所以，①德性就意味着做选择（τpoαipeu间）或者以选择为条

件。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选择对于德性的获得，对于使活动

完成得好至关重要。因为，在实践的事务上，错误可以是多种多

样的，正确的道路却只有一条。所谓正确，也就是对于我们而言

的真。这种真，如前面说过的，是为着善的。所以选择就预含了

一个对我们而言是善的目的。我们是因为有目的才要作选择，而

不是因为要选择才确定目的。作了错误的选择，德性便无从获

得。错误的选择主要发生于两种情形。一是预含了错误的、有害

的目的，或者那目的尽管显得是或在偶性上是善，然而在总体上

有害；二是目的虽然是善的，手段却选择错了，或者由于没有能

坚持一个正确的选择而妨害了目的的实现。放纵者把错误的即在

总体上有害的事物当作善的，他出于选择地沉溺于过度的肉体快

乐，认为自己在做正确的事。不能自制者则知道什么是善的却没

有能够坚持正确的选择。斯图尔特（J. A. Stewart）②正确地指

①本节内容参照第三卷第 1-5 章，第六卷第 1 -2,4-5,8-9 章。

② 《尼各马可伦理学注馨）（ No.阳 of the Nicomachean E仇阳 of Ar由归•tie) ［克莱伦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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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亚里士多德的叩oαi.peCT间概念预设着一种不同于当下快乐

的目的的观念，它指的是在追求着某种善的各种能力中伴有技艺

上的正确性的那种能力，这种能力使一个人在所面临的危险中做

出正确的行为。选择意味着在当下显得令我们愉悦然而总体上有

害的事物与本身就有益于善的目的的事物之间作出决定。在这种

概念底下，选择常常是一种困难的决定，它包含着对当下的快乐的

一个判定和处理：如果它总体上有害，就放弃它。所以选择包含技

艺然而不是为着技艺。选择是为着获得德性：我们之所以要作选择

是为了做得正确，即像一个好人那样地行为。获得技艺在于知道某

种技巧，获得德性则在于正确地选择。

选择必定是出于意愿的。因为，只有我们愿意去做的事情才

成为我们的选择。出于意愿意味一个行为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

的，并且我们了解那行为的性质、对象、目的、手段等等。一个

完全在外力胁迫下作出的、违反我们意愿的行为显然不是被选择

的。但是出于意愿的行为未必都是选择。因为，出于欲望、怒

气、希望和意见的行为都可以是出于意愿的，但是它们却不能说

出于选择。选择比行为更能判断一个人的品质。因为行为可能出

于欲望、怒气、希望和意见等等，而选择比欲望、怒气、希望和

意见更能表现出一个人的品质。对于性质、对象等等无知的行为

当然不是出于选择的，但是具有这些具体知识并不等于那个行为

就是出于选择。选择除了必须是出于意愿的还必须是经过了预先

的考虑的。考虑也就是推理，是实践理性的运用。所以好的选择

同实践理性的德性一一明智不可分离。如果具有明智，我们就会

善于考虑，也就会作正确的选择；如果没有明智，我们就只有依

靠聪明。然而我们并不考虑所有的事物。永恒、必然的事物，或

全无规律、纯粹偶然的事物不属考虑的范围。我们考虑的是力所

出版公司， 1892 年1 ，卷 I 第 7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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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及而又并非永远如此的事物，并且，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好的

考虑是对于适合一个好目的的正确的手段的考虑。然而好的考虑

中包含的不是科学的或意见的正确（真），而是理智的即相对于我

扪而言的正确（真）。因为理智只表明一般的道理，要经过考虑才能

具体。

如果德性是出于意愿和选择，恶就在同样程度上如此。在这点

上，亚里士多德反对苏格拉底的观点。因为，如果做一件事情在我

们能力之内，不做就也在我们能力之内。放纵者就是出于选择地追

求显得愉悦然而总体上有害的快乐。所以人应当对自己的品质负

责任。像令一个人成为好人的那些最初的行为一样，使一个人成为
坏人的那些最初的行为也是他本可以不去做的。甚至身体的恶，如

果是出于我们自身的原因，也受到人们的谴责。恶的行动的初因在

我们自身中。但是一个人一旦成为了坏人却不能想成为好人便成

为好人，这正如一个病人不可能想好就好。

快乐

虽然作选择与以某种方式对待快乐有关，但选择并不意味要

全然放弃快乐。在快乐问题上，亚里士多德显然对于多数人的意

见，即快乐是一种善，抱着尊重的态度。因为他相信， “众口相

传的事，就决不会是胡说”。①他并且坚持认为，政治学的研究不

应忽略快乐问题。②因为一则，快乐似乎与我们的本性最为相

合。快乐与痛苦的感觉从小就伴随着我们。所有的人，甚至儿童

和动物都追求快乐和躲避痛苦。而且，多数人都认为幸福就包含

着快乐。二则，德性与恶都与我们以何种事物为快乐、为痛苦有

关。爱所该爱的和恨所该恨的是培养德性的第一步。三则，在快

( 1153b28o 

②本节内容参照第三卷第 3 章，第七卷第 11 - 14 章，第十卷第 1 -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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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问题上有对立的意见。快乐问题上的争论的核心在于它是不是

善的，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是或不是善的。高些人认为快乐是善的，

甚至就是最高善。另一些人则认为快乐或者完全不是善，或者不全

是善，或者即使是一种善，也必定不是最高善。以人人都追求快乐

的事实，快乐是一种善的常识意见，以及柏拉图关于存在着混杂的

快乐的观点为出发点，亚里士多德非常智慧地建立了他的快乐理

论。不过他的思想一定经历过发展，因为在第七卷的讨论中他的理

论的核心在于快乐是一种活动，而在第十卷的讨论中理论的核心

则在于快乐完善活动。

讨论的起点是快乐（η80叫）与“令……愉悦”意义的联系。快

乐意味有些事物令我们愉悦或显得如此。这可以从快乐一词的基

本的动词用法 η80抖阳是被动式的，表明的是“被……愉悦”的意

义这一点看出来。然而在本质上，快乐是或者属于我们的正常品质

的未受到阻碍的实现活动。这种实现活动自身就令我们愉悦。正常

品质是在我们在不存在匮乏的状态下的品质。向正常品质的回复

则是使匮乏得到充实的过程。在正常品质状态下，我们以总体上令

人愉悦的事物为快乐。而在向正常品质状态回复过程中，我们甚至

从相反的事物，例如苦涩的东西中感受到快乐。这种回复性活动不

是因其自身而令我们愉悦，而是当我们处在这种回复的过程中才

对我们显得愉悦的。而且，与正常品质下的快乐相反，回复性的快

乐中总是混杂着痛苦。所以，向正常品质回复过程的快乐不是真正

的快乐。

一事物或过程可以在总体上的或相对于某个人的意义上是善

的。一个总体上好的事物或过程可能对某个人显得不是善的，同

样，一个总体上坏的事物或过程有时对某个具体的人却是或显得

是善的。对好人显得是善的事物就在总体上是善的。因为，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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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①说过的，事物对好人显得如何，其自身也就如何。在实践事务

上，德性即是尺度。所以，重要的是使对人来说真正是善的事物对

我们自己也显得是善。所以快乐有性质的不同。来源于高尚事物的

快乐是自身就值得欲求的。正常品质的实现活动的快乐是善而不

是恶。不正常的品质状态下的快乐则只在偶性上是或显得是善。例

如，药品只对于生病的人才是善，冷的东西只对发热的人才是善。

因为，正常品质的实现活动与匮乏状态下的品质的实现活动具有

不同的形式，并且以不同的事物为对象。在肉体快乐方面，必要的

肉体快乐是一种善，它只当过度时才是恶。与过度的快乐对立的是

必要的快乐而不是痛苦。肉体快乐特别被人们追求是因为它能驱

开痛苦，并且特别强烈，易于为人们事受。

我们的正常品质的未受到阻碍的实现活动是善的，必要的肉

体快乐是善的。因为，快乐与痛苦相反且痛苦是恶；兽类和人都

追求快乐；而且，如果快乐与实现活动不是某种善，幸福的人的

生活就不是令人愉悦的；而如果幸福就在于所有品质的或其中一

种品质的未受到阻碍的实现活动，这种实现活动就是最令人愉悦

的。不正常品质的实现活动混杂着痛苦不等于快乐是恶；过度的

肉体快乐有害也不等于快乐就是恶。不是一种质并不妨碍快乐是

一种善。德性也不是一种质，然而德性是一种善。有程度上的差

别也同样如此。因为，例如公正与勇敢也可以具有得多一点或少

一点。快乐是或属于实现活动而不同于生成、过程或运动。它是

某种整体的、完善的东西，无需时间的延续来完善。生成、过程

和运动则要经历时间，因它在每一时刻都不完满。也没有什么事

物像目的（最终完善状态）比过程更好那样比快乐更好。因为实现

活动的目的（最终完善状态）既可以是外在的，也可以是它自身。

快乐既是实现活动，也是目的。快乐不产生于我们已经成为的状

①参见“伦理学与政治学”一节结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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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而产生于我们对自己的力量的运用。快乐感觉的完善只意味

最好状态的器官与最好的对象相关联的活动。快乐与感觉的完善

的实现活动不可分离井完善着这种活动。

快乐在于品质的实现活动这一理论也引申出另一种关于快乐

的种类区别的理论。每种实现活动都有其特殊的快乐。每种快乐都

属于一种实现活动并且使得它进行得好。所以，一种活动的持有的

快乐必定与另一种活动的不同。一种实现活动为它自身的快乐所

完善而为异己的快乐所破坏。例如，做数学题目的快乐使得我们的

数学演算进行得更好，谈话的快乐则会妨碍我们做数学演算。所

以，对－种实现活动而言，异己的快乐也如自身的痛苦一样会毁灭

它。实现活动有好的和坏的，相应的快乐也就有好的和坏的。每种

动物都有其特殊的快乐。不过在人类中不同的人有完全不同的快

乐。完善着好人的实现活动的快乐是真正的快乐。所以显然，如果

想获得德性，我们应当以德性的实现活动的快乐为快乐，并且在肉

体快乐方面以享受必要的快乐为满足。

幸福

人们都同意，②亚里士多德写道，人的目的，即人的可实践

的最高善，就是幸福。但对于什么是幸福则有不同意见。实践的

研究需要从人们都承认为真的地方出发。如果我们可以确认对一

个好人显得真的事物比对其他人显得真的事物有更大的确定性，

研究最好从有良好品质的人所承认的那些事实开始。有三种生

活：享乐的、政治的和沉思的。享乐的生活只追求肉体的快乐，

是动物式的。政治的生活追求荣誉与德性，但这些也不完善。因

为，幸福是相应于人的特有活动的，在于人的合德性的活动。而

①本节内容参照本书第一卷第 4-5,9-12 章，第六卷第 12-13 章，第九卷第 9

章，第十卷第 6-9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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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特有的活动就是他的灵魂有逻各斯的部分的实现活动。所以幸

福就是人的灵魂的有逻各斯的部分合德性的实现活动。然而灵魂

的有逻各斯的部分又有理论的与推理的两部分。若幸福是合德性

的活动，它必定是合于我们自身中那个最好部分即努斯的德性的

活动。这就是沉思的生活。因为，努斯的实现活动最完美、最能够持

续、最令人愉悦、最为自足，既有严肃性又除自身外别无目的，且拥

有闲暇。这种活动是人的完善的幸福。努斯是我们的真正自我，是

我们之中最好的东西。所以，过着沉思生活的、有智慧的人最幸

福。如若能够，人在有幸摆脱了物质需要的纷扰、拥有中等财富之

后，应当争取过这样的生活。但是我们只有以自身中神性的东西才

能过这种生活，因为努斯是神性的。

亚里士多德坚持幸福是人的最好的实现活动的观点，并且把

智慧的生活即沉思生活的幸福判定为第一好的。但是他充分意识

到，这种幸福有半人半神的意味，因之它虽可实践，却只能有少

数人可以达到。他的幸福论是想要顾及到多数人，以对多数人而

言的真实的善为指归，虽然他以为多数的人是坏的或不好不坏

的。因此，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末卷，亚里士多德转达给我

们这样的信息：合于第二好的德性即道德德性的活动是第二好

的；它是道德德性的实现活动，是完全属人的生活，是多数人若

关怀自身之完善便可以实行、可以努力获得的生活。可实践的幸

福，即灵魂的有逻各斯的部分的实现活动，对于多数人来说，就

在于我们的实践的生命的合道德德性的活动。合道德德性的活动

并不与合理智德性的活动判然分别。相反，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

法，它之所以也是幸福，乃是因它也分有人的最好德性的实现活

动即沉思：努斯与智慧的光透过实践理性投射于道德德性；理智

德性，苗力田先生①说，使道德德性的领域拓宽，层次加深，目光

① 本节内容参照本书第一卷第 4-5,9-12 章．第六卷第 12-13 章，第九卷第 9

章，第十卷第 6 -9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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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远，使它们不再局限于个别而成为普遍；实践理性的德性

一一明智的实现活动与道德德性的实现活动不可分离。所以，

道德德性之实现活动终归有理智德性的参与。所以人与动物不

同：动物因不分布沉思活动而不分有幸福，人则因分有它而分

有幸福。

幸福，亚里士多德说道，是学得的而不是靠运气获得的。一个

人不依靠自己的努力，就不可能获得幸福。因为幸福在于整个灵

魂，尤其是灵魂的欲望部分的合德性的活动。没有通过这种活动获

得的灵魂的善，就是拥有全部的外在的善也是枉然。而且，幸福不

在于一时一事的合乎德性，不在于不确定的东西，而在于一生中的

合德性的活动。尽管不是到生命终结时才可以作结论，一个人只有

不是在一时一事上，而是在一生中都努力合德性地活动着，才是幸

福的。所以，幸福意味持续的、严肃的活动而不是消遣。消遣也是自

身即善的，但它不是终极性的目的。我们要消遣是为恢复精神以继

续严肃的追求。

不过幸福也需要外在善作为补充。沉思的幸福需要得较少

些：它只要拥有中等的财富。德性的幸福则需要得多些，因为有

德性的人需要外在的条件成就其德性的活动。人自身不完善，所

以作为人，幸福就需要外在的善。因为，人们都认为幸福是自足

完善的，而自足完善就意味着所有善事物一应具备。而在所有的

外在善中，朋友就是最大的善。我们需要朋友接受我们的善举和
公正行为，需要朋友来帮助提升品质。因为，两个人的智慧就比

一个人更高。但是我们需要朋友尤其是由于人的活动的特别的性

质所致。严肃的活动需要我们与朋友一道进行才能持续。因为，

人的生命的活动主要就在于去感觉和去思考。生命自身就是善的

和愉悦的。如果是这样，如果幸福的人的感觉与思考是最丰富

的，我们就需要感觉朋友的感觉，思考朋友的思考。因为，好人

朋友的生命的感觉与思考也自身就是善的。幸福最终是在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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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朋友一道持续地进行属人的、合德性的活动。

这份匆匆草就的导言目的在于为初步接触亚里士多德伦理学

的朋友在阅读前做一点预备。它并不是对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理

论的评论性的研究。对于这种评论性的研究，它仅仅构成一种预备

的工作。

读伦理学著作是人一生中的重要经历。一部好的伦理学著作

可以帮助我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善以及当如何作选择。这样的著

作是作者用心写的，所以也必须用心来读。青年人在有足够准备之

前，最好先不要开始读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伦理学著作。人也许是

到了中年，尤其在对于人生与社会有了些体验后，才适合开始读这

样的书。而且，也许最好是过几年再读一遍，反复读几遍。因为，其
中的道理，需要反复地读才能领悟。读好的伦理学著作亦有不同的

阶段：读到并记住一些词句，认同一些道理，对生活事务可以提出

些意见，此其－；悟到作者的真实体验，进而对作者的思想达到一

种整体的理解，并可在实践中借鉴和体会，此其二；对作者的思考

可以作批评性的研究，并能旁通若干其他理论，进而对人的生活事

务与政治事务作出独立的、融会贯通的思考，不因人附言，也不因

人废言，并进而对生活事务、政治事务乃至人类的精神有所贡献，

此其三。学无踵，学也无欺。心灵的培育以求真为贵。这真既是对

心灵自身的，也是行为的正。讲话真不易，做事真就更加难。不过心
灵的品质终归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事，让它一生都偏缺着，我们的

生命中毕竟少了许多的东西。而这样的书，就像我们的先哲孔子的

书那样，可以在多方面帮助我们。

译注者

2001 年 6 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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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善］

-1-
［善作为目的 l

每种技艺①与研究，②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③与选 1094a

择，④都以某种善为目的。所以有人⑤就说，所有事物都以

① T吨，可，或译技术。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 (1）技艺是灵魂的理智部分

的获得真或确定性的五种方式之一，是理智获得与那些不仅可变化而且可制作的事

物相关的确定性的方式。理智获得确定性的莫他四种方式分别是（2）科学（由盯啊iµ，叫·

或译理论）、（3）明智（申po叫O"L号）、（4）智慧（σ0。由）和（5）努斯 （ VO\月）。这五种形式的理智

活动的性质、对象和作用都各有区别。亚里士多德关于这五种理智活动形式的详细

讨论见第六卷。

② 问。。“号，或时叫σ间，或译探究、探索，是理智对可变动的事物进行的思

考活动。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没有对研究作过定义，但是他似乎

把研究作为科学与技艺、智慧与考虑（明智的一种形式）的泛称（参见 1096al2,

1098a29, 11J2b20 - 22, 1142b14）。格兰特（ A. Grant)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朗曼

斯与格林出版公司， 1885 年 l 卷 I 第 421 页）说，研究是“走向科学（理论）的道

路”。在此处，亚里士多德之所以不提科学，是因为科学不专以活动之外的善为目

的。技艺与研究、实践与选择都相关于可变动的题材并以某种善为目的。

③ 叩＆~·~，实践或行为，是对于可因我们（作为人）的努力而改变的事物的、

基于某种善的目的所进行的活动。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著作中，实践区别于制

作，是道德的或政治的。道德的实践与行为表达着逻各斯（理性），表达着人作为一

个整体的性质（品质） ' 
④ 节poaLpEO"L~，意义为自由选择的、有目的的活动。斯图尔特 (J. A. Stewart) 

（《尼各马可伦理学注释｝［克莱伦顿出版公司， 1892 年］卷 I 第 7 、 43 页）说，

叩OOtφEO"L~ 是对于一种不同于当下快乐的目的的观念，指在追求着某种善的各种能

力中伴有技术的正确性的那种能力，这种能力使一个人在所面临的危险中做出正确

的行为。依这种诠释，亚里士多德酌选择概念是同时包含着意图与能力的追求目的

（善）的实践。

⑤ 这可能是指数学家、天文学家欧多克索斯（ Eudoxus of Cnidus，约公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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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①为目的。（但是应当看到，目的之中也有区别。它有时是实

5 现活动②本身，有时是活动③以外的产品。当目的是活动以外的

产品时，产品就自然比活动更有价值。）由于活动、技艺和科学

有许多，它们的目的也就有多种。医术的目的是健康，造船术的

目的是船舶，战术的目的是取胜，理财术的目的是财富。几种这

10 类技艺可以都属于同一种能力，例如制作马勒的技艺和制造其

400-350 年）。他曾就学于柏拉图门下，是亚里士多德的好友，以品德高尚得到亚

里士多德的称赞。

① Ta')'cx6ov，善，那个善；由 'TO α＇）＇cx6ov（那个［被追求的］善）合成，是亚

里士多德的特殊用法； α-ya6ov、为形容词盯住。。哇！善的）之宾格形式。亚里士多德谈

论的善有两种意义：具体的善（cx')'0t6啊？和最终的善（'T＇叫“ov ） 。具体的善是一个具

体的目的。但这种善，如我们在下文中将看到的，有不同的情形：有些只是另一个
较远目的的手段，有些则自身就是目的，但也被作为某种更终极的善的手段而被选

择。最终的善有总体的性质，因为更高的目的都包含了所有低于它的目的。关于亚

里士多德对 T的a6ov 的特别的用法，我得益于克里斯普（ R. Crisp）博士。我在牛津访

问期间曾有机会向他请教。他向我说明，由＇）＇Ot0ov这个亚里士多德的专门术语在亚

里士多德之后才被某些其他哲学家使用；柏拉图没有以这种方式使用过这个术语，

尽管他在《理想国） ( Republic ）中使用过刊的a6ov。我在下文中将努力表达出他对

于具体的善和终极的（总体的）善的区分，因为这种区分对于他十分重要。具体的善

在行文中的通常译法是“某种善”，指在某个种属的事物中被看作好事物的东西，

或“善事物”，指某种善的复数形式，即多种被看作好东西的事物。另一方面，终

极的或总体的善，我在行文中译为“善”，或在亚里士多德指明的地方译为“最高

善”。

② evip-ye凶。格兰特（同上书，卷 I 第 422 页）说， i:vep-ye阳在亚里士多

德的严格意义上是含目的于自身之中的活动，而在相对的意义上它也可以是

实现一外在目的的子段。在亚里士多德的概念中， evi阿ε旧作为实现自身目

的或同时既是内在的又是外在的目的的活动，与能力有基本的区别。它是付

诸运用的能力，而与作为潜质而未起作用的能力元关。而在泛义上，奥斯特

沃特（ M. Ostwald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鲍伯斯－梅瑞尔公司，

1962 年］第 306 页）说， i:ve问S山是指积极的活动状态，意义甚至比实践还要

广泛。

③ ep')'CX, ep1ov。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活动是→般意义上的运用肉体与灵

魂力量的运动，包括道德的行为活动与技艺的（制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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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马具的技艺都属于骑术，骑术与所有的军事活动又属于战术，

同样地，其他技艺又属于另一些技艺。在所有这些场合，主导技艺

的目的就比从属技艺的目的更被人欲求，因为后者是因前者之故 15

才被人欲求的。（并且在这里，选择的目的是活动本身还是活动以

外的什么东西这两者并没有多大差别，刚刚提到的那些科学①的

情形就是这样。）

-2-
［最高善与政治学］

所以，如果在我们活动的目的中有的是因其自身之故而被当

作目的的，我们以别的事物为目的都是为了它，如果我们并非选 20
择所有的事物都为着某一别的事物（这显然将陷入无限，因而对

目的欲求②也就成了空洞的），那么显然就存在着善或最高善。

那么，关于这种善的知识③岂不对生活有重大的影响？它岂不

是，像射手有一个标记帮助他一样，更能帮助我们命中正确的东 25

西？如若这样，我们就应当至少概略地弄清这个最高善是什么，

以及哪一种科学与能力④是以它为对象的。看起来，它是最权威

① 缸盯叫μη。科学如已经说过的（第 3 页注①），是理智的把握事物的真或确

定性的→种活动方式，这种活动，如文中所说，其目的或在于活动，或在于活动的

某种结果即知识，这种区分对于科学并不很重要。所以， e'ITW'I'均μ叫→词在亚里士多

德的用法中有时指一种特殊的寻求真及确定性的实现活动，有时指这种活动所产生

的那些结果，即知识（在这种用法上，由回啊jµ叫一词的意义又大致相等于 'YV(i)(J"L＜；）。

这种知识在严格意义上是对于事物的不变的性质或本质的。技艺则以可制作的事物

为题材并且目的在于活动的结果。所以科学与技艺不同。

② ope~L＜；，欲求在亚里士多德的用法中，是人对于任何对象物，例如财富、荣

誉、快乐等等的主观倾向性和由这种倾向性引出的活动。在人的欲求之中，亚里士

多德把对肉体快乐的欲求称为欲望（e1TL6uµi:a ）。

③ 'YV伽间， γvlil川，经过了解或理解而已经知道具有确定性的东西。

④ 00.，由μ峙。亚里士多德认为能力是灵魂的一种状态，另外的两种状态是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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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或最大的技艺的对象。而政治学似乎就是这门最权威的科

l094h 学。①因为正是这门科学规定了在城邦中应当研究哪门科学，哪

部分公民应当学习哪部分知识，以及学到何种程度。我们也看

到，那些最受尊敬的能力，如战术、理财术和修辞术，都隶属于

政治学。既然政治学使其他科学为自己服务，既然政治学制定着

5 人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法律，它的目的就包含着其他学科

的目的。所以这种目的必定是属人的善。尽管这种善于个人和于

城邦是同样的，城邦的善却是所要获得和保持的更重要、更完满

的善。因为，为一个人获得这种善诚然可喜，为一个城邦获得这

JO 种善则更高尚［高贵］，更神圣。既然我们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

政治学的研究，这些②也就是我们的研究的目的。

-3-
［政治学的性质］

我们对政治学的讨论如果达到了它的题材所能容有的那种确

定③程度，就已足够了。不能期待一切理论都同样确定，正如不

能期待一切技艺的制品④都同样精确。政治学考察高尚［高贵］⑤

（感觉）与品质（品性）。

①此处，亚里士多德以科学与技艺两者说政治学，认为政治学同时兼有两者

的性质。

②指属人的善与城邦的善。

③ ttKpφ巾。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确定性是智慧、科学、明智等等在宇宙

现象、事实与意见中试图抓住的东西。它包括真与似真（或显得真、看起来真）两个

主要的形式。它的相反者是不确定。

④ 与自然的制品相对。自然的制品是自然、本性使然，技艺的制品是人力、

人为使然，这两者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一向是相互区别的。

⑤ 阳λ仰。阳λ6v 一词在希腊语中意义极为丰富，指美的、好的、公正

的、高尚的等等。总之指人的美善的、正确的行为。莱克汉姆（H. Rackham)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海恩曼公司， 1926 年］第 6 页注）说， Kaλ6v 是

指对正确的行为的崇敬。以字意来说，英语词汇 fine 表美善的意义已足，但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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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正的行为。这些行为包含着许多差异与不确定性c 所以人们 15

就认为它们是出于约定而不是出于本性的。善事物也同样表现出

不确定性。因为它们也常常于人有害：今天有的人就由于富有而

毁灭，或由于勇敢而丧失了生命。所以，当谈论这类题材并且从

如此不确定的前提出发来谈论它们时，我们就只能大致地、粗略 20

地说明真；当我们的题材与前提基本为真时，我们就只能得出基

本为真的结论。对每一个论断也应当这样地领会。因为一个有教

养的人的特点，就是在每种事物中只寻求那种题材的本性所容有 25

的确切性。只要求一个数学家提出一个大致的说法，与要求一位

修辞学家做出严格的证明同样地不合理。

一个人可以对他熟悉了的那些事物作出正确的判断，在这些

事物上他是一个好的判断者。所以，对于某个题材判断得好的是 1095a

在那个题材上受过特殊教育的人，在事物总体上判断得好的人是

受过全面教育的人。所以青年人不适合听政治学。①他们对人生

的行为缺少经验，而人的行为恰恰是政治学的前提与题材。此

外，青年人受感情左右，他学习政治学将既不得要领，又无所收 5

获，因为政治学的目的不是知识而是行为。一个人无论是在年纪

确的意义不足， noble 则在后一方面亦能充分表达。所以我在行文中将以高尚来译解

它。不过这只是近似的表达。因为在正确与美善这两个尺度的区别程度上，在汉语

巾与古希腊语中似有不同理解习惯。在汉语中，高尚似乎是指远远高于正确的行

为，正确是容易做到的，美善则不易做到。而在希腊语中，正确、公正大概都是很

高的标准。所以正确的行为本身已经具有美善的性质。大概也因这种习惯意义，希

腊语中的离尚本身就是高贵的，不同平常的。所以我以高尚［高贵］来解读它的意

义η

①韦尔登(J.E.ιWelldon）（《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麦克米兰公司，

1902 年］第 4 页）说，这句话据信是莎士比亚（W. Shakespe盯e）在写《特洛伊鲁司与克

蕾斯达） ( Troilus and Cressida ） 中下面一段话时浮现于脑际的：

年轻人，亚里士多德说他们不适合听道德哲学。 （第 2 场第 2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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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轻还是在道德①上稚嫩，都不适合学习政治学。他们的缺点

不在于少经历了岁月，而在于他们的生活与欲求受感情宰制。他

10 们与不能自制者一样，对于他们知等于不知。②但是对于那些其

期求和行为合于逻各斯③的人，对于这些题材的知识将于他大有

帮助。作为开篇的话，关于什么人适合学习这门学问，应当以什

① 俐饵，习惯、风俗、道德等等；指由于社会共同体的共同的生活习惯和习

俗而在个体成员身上所形成的品质、品性。

② 莱克汉姆（同上书，第 8 页注）说，此论据在于，即使年轻人能够获得伦

理学的知识（事实是他们不能获得，因为伦理学的知识的获得需要生活经验），他

们也无法运用它去指导行为，因为他们受其感情与欲望的宰制：所以，对伦理学

的学习对于他们没有价值，因为伦理学作为实践的学问只能为运用的目的而追

求。

③ λiry饵是古希腊语中最难今译的词汇之一。据其实际的用法，本指说话、

言语、演说、谈论、词等等，进而也指谚语、传说、寓言、箴言、警句、明言等

等，以及包含在这些语言形式中的道理、思想、理性、推理、思虑、意见等等。罗
斯（ D. Ross)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第 9 卷，牛

津， 1925 年。由于牛津版罗斯译本未具页码，引注有所不便，我在下文中所引用的

罗斯译文与注释皆引自他的后学阿克瑞尔(J. L Ackrill）和厄姆森（J. 0. Unnson) 1980 年

子牛津出版的罗斯译本的修订本。下述引文见该书第 4 页注）于此处说明 λ的时在英
语中的翻译的困难时说：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所有常见语汇中， AO'YO~ 为最难译者。直至最近，

公认的译法才是“理性”。但我以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 AO'YO~ 显然不是

指人的理性功能，而是指被理性抓住的某种东西，或是有时也指理性功能

的某种运用。对亚里士多德来说，理性同其对象的联系是非常之紧密，所

以当逻辑迫使他说出那种理性功能的名称时，他常常就说是 λ6-yo哩。

所以罗斯在译解 λ6-y饵时以“理性原则”、“合理理由”、“规则”、“论据”、“推

理”、“推理过程”等等对译。在中译上这个困难当然更大。为读者能了解亚里

士多德所使用的词汇，我在这些场合一般以“逻各斯”音译，而在亚里士多

德将＆J>xiJ ＜开端，初始）置于 A6-yo~ 之前，表达推理的前提和出发点的地方以

“始点（或始因）”来译解。不过值得指出的是， “逻各斯”这一音译在中文

文献中已形成的所谓“客观规律”的理解与亚里士多德之用法的意义相去甚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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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方式来研究它，以及这种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就说到这

里。

-4-

［幸福作为最高善］

我们再回到开头来说一说，既然所有的知识与选择都在追求

某种善，政治学所指向的目的是什么，实践所能达到的那种善又 15

是什么。就其名称来说，大多数人有一致意见。无论是一般大

众，还是那些出众的人，都会说这是幸福，⑤并且会把它理解为

生活得好或做得好。②但是关于什么是幸幅，人们就有争论，一

般人的意见与爱智慧者的意见就不一样了。因为一般人把它等同 20

于明显的、可见的东西，如快乐、财富或荣誉。不同的人对于它

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也把它说成不同的东

西：在生病时说它是健康；在穷困时说它是财富；在感到了自己

的元知时，又对那些提出他无法理解的宏论的人元比崇拜。已经 25

① 白搭cnµovi.a ，在英语中，莱克汉姆（第 JO 页注 a）说？难手造免以 h.1p-'
piness 来对译，但也许更确切的表达是 well-being 或 prosperitx , ，因为亚里无多德
所说的不是一种感情状态而是一种活动。 Happiness 在汉语币一般译为幸福 这
比较妥当。我在下文中将由态aL件ovui 统一地译为幸福。 ill英语中的 well-bemg 与

prosperity 在汉语的对译上都存在困难。 well-being 字面意义为好的存在（或生

活），但汉语中此种表达的俗成意义一般是指生活的衣食住行的物质的方面，

然亚里士多德的原意是指人的肉体与灵魂活动的圆满的实现，尤其是指人的灵

魂的最好的思想活动的圆满实现。另一方面， prosperity 本意是指一神圆满状

态，词典多解为运气、成功等等，都不甚达意。

( TO B’ eU ~11νKa'i. TO eiJτp&竹8LV 。 eU t句ν 即上注所说好的存在（或生

活），区别于简单意义上的存在（或活着）。而 τp&甘8LV，斯图尔特（卷 I 第44

页）说其意义比较模糊。莱克汉姆（第 10 页注）认为， ei\τpix何εLV 在通常的理解
中意义更近于进行得好（ faring-well ）而不是做（行为）得好（ acting-well ）。我在此处

译为“做得好”是因为“进行得好”在汉语中可能与人的行为或活动的意义离

得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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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思想家①说，除了己经提到的这些善事物，还有另一种

善，即善自身，它是使这些事物善的原因。对所有这些意见都作

一番考察不会有什么收获。我们只考察那些最流行的、多少有些

30 道理的意见，就已经足够了。

我们也不要忽略，在从始点②出发的论据同走向始点的论据

之间存在着区别。这个问题是柏拉图正确地提出的。他经常发

问：正确的推理应当从始点出发，还是走向它？就像在赛跑时，

1095b 一个人可以从裁判员那一端跑向另一端，也可以从另一端跑向裁

判员那一端。我们当然应当从已知的东西出发。③但已知的东西

是在两种意义上已知的：一是对我们而言的，二是就其自身而言

的。也许我们应当从对我们④而言是已知的东西出发。所以，希

5 望自己有能力学习高尚［高贵］与公正即学习政治学的人，必须有

一个良好的道德品性。因为，一个人对－件事情的性质的感觉本

身就是一个始点。如果它对于一个人是足够明白的，他就不需再

①这当是指柏拉图及其继任者们的观点。

② apxfuv ).fryOL ，也号’apxa＜；，或译最初原理，第一原理； α似WV 与呻xa<;

都衍生于名词呻X1J （最初的东西） 0 亚里士多德对 apxη 及其衍生词汇的使用非常

频繁，其基本的含义是起点和最初的依据，或相关于思想、意见，以及推理、演
绎，或相关于品质、德性，以及行为、事实，用法十分复杂。格兰特（卷 I 第433

页）认为，亚里士多德的 αPX1J 的基本意义是始点或原理，时常有些含糊。斯图尔

特（卷 I 第 55 页）认为，其中既有一般理解的始点或起点（出发点）等等意义，在某

些场合又有推理的最初前提的技术性意义。基于对亚里士多德的 apx吨的这两种已

经得到公认的诠释，我将在亚里士多德的用法与思想以及推理等等相关时将apx11

泽为始点，在其用法与某种物理上的最初原因相关时译为始因，以便减少术语上
的复杂性。

③ 斯图尔特（卷 I 第 48-49 页）和韦尔登（同上书，第 6 页注①）认为，亚里士
多德在这里并没有特指柏拉图的某一篇对话。韦尔登还认为，亚里士多德可能只指

柏拉图对话中“苏格拉底”的总的方法倾向。

④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通常以复数第一人称（“我们”）写作。 “我们怜的意义
常常要根据上下文判断。莱克汉姆（第 IO 页注）认为，亚里士多德此处的“我们”是

相对于柏拉图学派而言，指吕克昂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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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为什么。而受过良好道德教育的人就已经具有或是很容易获得

这些始点。至于那些既不具有，也没有能力获得这些始点的人，他

们应当昕一昕赫西阿德①的诗句：

自己有头脑最好，

肯听别人的劝告也不错，

那些既无头脑又不肯听从的人

是最低等的人。②

-5-

［三种生活］

10 

我再从前面走了题的地方③接着说。如果从人们所过的生活

来判断他们对于善或幸福的意见，那么多数人或一般人是把快乐 15

等同于善或幸福。所以他们喜欢过享乐的生活。有三种主要的生

活：④刚刚提到的最为流行的享乐的生活、公民大会的或政治的

生活，和第三种，况思的生活c 一般人显然是奴性的，他们宁愿

过动物式的生活。⑤不过他们也不是全无道理，因为许多上流社 20

会的人也有撒旦那帕罗⑥那样的口味。另一方面，那些有品昧的

① Hesiod，希腊诗人，创作时期为公元前 8 世纪。

②｛工作与时日》（ Work and Days) 291 -2950 

③ 1095a30。亚里士多德在此继续考察关于善或幸福的主要的流行意见。

④ 据莱克汉姆（第 14 页注）说，三种生活的说法可追溯到毕达哥拉斯
(Pythagor剧，公元前 580 -560 年）。他把这三种人比作游戏中的三种参与者：商人、竞赛
者和观者。

⑤ 即只求活着而不追求好的生活的生活。这两种生活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与
在柏拉图的著作中一样是始终相互区分的。参见亚里士多德在本卷后面关于人与动、
植物共有的植物功能的论述。

⑥ Sardanapallus ，传说中的一位亚述玉。莱克汉姆（第 14 页注 b）说，阿森

纽司（ Athenaeus ）记录了他的墓志铭的两段话，一段说．“吃吧，喝吧，玩吧，其余不

必记技”；另一段说，“我吃的和我享受的快事仍为我有，而所有财富则离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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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①和爱活动的人则把荣誉等同于幸福，因为荣誉可以说就是政

治的生活的目的。然而对于我们所追求的善来说，荣誉显得太肤

25 浅。因为荣誉取决于授予者而不是取决于接受者，而我们的直觉

是，善是一个人的属己的、不易被拿走的东西。此外，人们追求

荣誉似乎是为确证自己的优点，至少是，他们寻求从有智慧的人

和认识他们的人那里得到荣誉，并且是因德性而得到荣誉。这就

表明，德性在爱活动的人们看来是比荣誉更大的善，甚至还可以

30 假定它比荣誉更加是政治的生活的目的。然而甚至德性这样一个

目的也不完善。因为一个人在睡着时也可以有德性，一个人甚至

1096a 可以有德性而一辈子都不去运用它。而且，有德性的人甚至还可

能最操劳，而没有人会把这样一个有德性的人说成是幸福的，除

非是要坚持一种反论。关于这个题目就说到这里，因为我们在

普通哲学讨论②中已经谈得很多了。第三种生活，即沉思的生

5 活，我们将留到以后考察。③牟利的生活④是一种约束的生活。而

去”。

① xap山哩，体面的、优美的、有魅力的、机智的，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指上层社会中
另一种人，不过这种人仍然不是爱智慧者。依据他引用的赫西阿德的诗句，这大概是指

肯听别人的智慧的人。

② 怡的KllKA臼 φ矶。σ呻叶间恼。关于亚里士多德这一提法的意义，研究者中

一直有不同意见。韦尔登本与斯图尔特本都成书于上世纪末，韦尔登（第 8 页）认为

这是指吕克昂学院举办的对公众的哲学讲演，相当于“公开讲演（B~＜1>TllpLKOL 

>..&yoi）”，斯图尔特（卷 I 第 68' 162 页）则认为掉。repLKOLλ6-yoi 未必是指对公众的

通俗讲演，最好是把它理解为“在其他地方”这样宽泛些的短语。斯图尔特并说新

近的研究者多放弃了亚里士多德是指某类通俗讲演的看法。不过成熟于晚些时的莱

克汉姆译本（第 16 页注）坚持了韦尔登的见解，并以为这一提法同亚里士多德｛论灵

魂》 （ De anima) ( 407b29）中所说的“公众讨论 TdL~ BV KOLVφL 'YLVO抖。。时”所指相
同。韦尔登同莱克汉姆的看法恰好同拉尔修（ D. 』er世us) （名人传》 （ Lives of Eminenl 

Philo•ophers) （第 1 卷）中的判断相合。拉尔修距亚里士多德的年代较近，他的判断很

可能较为真确些。所以我在此以“普通讨论”译解。

( 1177 al 2 - ll 78a8, I l 78a22 - ll 79a32。

④ 牟利的生活，亚里士多德指的不是家庭的经济生活，而是以赚钱为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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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财富显然不是我们在寻求的善。因为，它只是获得某种其他

事物的有用的手段。人们也许更愿意把前面提到的三种对象①当

作目的，因为它们是因其自身而被我扪所爱的。但是显然它们也

不是目的，尽管也有许多支持②它们作为目的的论点。不过我们 IO

可以先谈到这里。

-6-

［柏拉围的善概念］

也许，我们最好先考察一下普遍善的概念，研究一下它的含

意是什么，尽管这种讨论令人为难，因为它要谈及我们自己的朋

友③所提出的理论。不过我们最好还是这样选择。的确，为了维 IS

护真而牺牲个人的所爱，这似乎是我们，尤其是我们作为爱智慧

者④的责任。因为，虽然友爱与真两者都是我们的所爱，爱智慧

者的责任却首先是追求真。倡导这一理论的人们对于他们排列了

先后秩序的事物从不提出型⑤（所以他们不提出一个涵盖所有数

生活，例如｛政治学） ( Politics ） 中提到的交易（ 1257a6-19）、商贩（ 1257al7,

1258a39, hl2-25）、雇工 (1258h25 -27）、放贷(1258h2 - 9' 25 ） 的生活。在这些生

活方式中，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些生活方式是反自然、反本性的。例如高利贷者为放
贷而节衣缩食，就像运动员为保持体重而节食。

⑦ 即快乐、荣沓、德性。

② 莱克汉姆此处作“反对”。此处依姿布希腊文本和罗斯英译本。亚里士多
德此处的意思似乎是说，那些支持的论据也都不能胜过上面已提出的反驳。

③ 指柏拉图及其继任者。希腊语中朋友（φo.. o~）的意思为“所爱者”，或者指
爱者，或者指被爱者，是→个人对之倾注友爱感情的另一个人。所以亚里士多德在
下文中说到为了真而牺牲个人的所爱。

④ φ认6σ呻m坷，即今天所说的哲学家。

⑤ i.8eα。柏拉图的关于事物的普遍本质的概念。由 el8o~ 变形而来。汪子
禽等的｛希腊哲学史》（卷 2) （人民出版社， 1993 年）（参见第 657 -660 页）引证

陈康先生，指出 I.Bea 与 ei.8间来源于动词 e冶ω（看，观看），并取陈先生建议将

此两者译为“相”。罗念生（参见同上）认为此两词所指为“型”，具体物之原

貌 t 我以为在中文中“型”的译法比“相”更好。因为它一则与视觉形象相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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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的型）的概念。①但是他们却既用善来述说实体，也用善来述说性

质和关系。而绝对或实体在本性上优先于关系，关系似乎是实

体的派生物或偶性。②所以，不可能有一个型适合这两种不同的

善。其次，善像“是”一样有许多种意义（它可以述说实体，如

25 神或努斯；可以述说性质，如德性；可以述说数量，如适度；可以述

说关系，如有用；可以述说时间，如良机；可以述说地点，如适宜的

住所，等等），所以它不可能是一个分离的普遍概念。因为否则它

就不可能述说所有范畴，而只能述说某一个范畴。第三，既然凡属

于同一个型的事物必定是同一门科学的对象，那么就本应当有一

30 门科学研究所有的善事物。但事实上，甚至对属于同一范畴的

善事物都有许多科学来研究。例如，时机在战争上由战术学来

研究，在疾病上由医学来研究；适度在食物上由医学来研究，

在锻炼上由体育学来研究。此外，如果同一个关于人的定义既

109“适用于“人自身”又适用于一个具体的人， “某物自身”是否

真有什么含义就很可疑。因为，就“人自身”和一个具体的人

都是人而言，它们没有什么区别。如若这样，“善自身”与具体的

善事物，就它们都是善的而言，也就没有什么区别。 “善自身”

系，二则含有原貌之意。但鉴于 ei.8因为亚里士多德及其他一些哲学家通用，我

在下文中将它译为“型式”（区别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柏拉图专门的概念

lll町，我将译为“型”。

① 亚里士多德认为在有先后次序的事物中无法提出一个普遍的定义，这种定义

只有对互不包含的事物的种提出。例如在｛政治学》 (1275a34）中他注意到在有先后次

序的各种政体中元法提出一个普遍的政体的定义。参见斯图尔特（卷 I第 77 -79 页）。

斯图尔特认为，亚里士多德所针对不是柏拉图学派的“型式数字（εW'ljTLKOL CxpL6µ.oL) ”, 

而是“科学数字（µU611µaTLKOL apL6µ刷）”。科学数字中的每一个都把前面的数字包含于

肉，例如 2=1 +l,3=2+1,4=3+1 或 2 +I+ I ，等等。柏拉图学派在这样的事物系列

中不提出普遍的、分离的型式概念。然而，柏拉图学派却在同样具有先后次序的善事物

中提出了普遍的、分离的善的型式概念。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条批评是针对柏拉图学派

的型式论的逻各斯上的这种矛盾而提出的。

② <TUµJ)e[3ηK饵，亚里士多德有时也用忖X啊，偶性是亚里士多德的一个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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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并不因其永恒就更善，因为长时间的白并不比－天的白更白。 5 

毕达哥拉斯学派对善的说明似乎更真切些。他们把数目一归

在善事物之中。①斯彪西波②似乎在追随他们。但是这个问题我们

在别的地方③再谈罢。

我们可以看出一种反对意见，即这种理论所说的不是所有的

善事物；那些因其自身故而为我们所爱、所追求的善事物是因属 10

于一个单独的型式④而被称作善的；任何产生或保持着这些善或

阻止着它们的对立物的善事物，都是因作为它们的手段而被称为

善的。这样，善事物就可以有两种：一些是自身即善的事物，另

－些是作为它们的手段而是善的事物。那么，我们就把自身即是

善的事物同那些有用的事物区分开，考察一下自身即善的事物被 15

称为善是否是因为它们属于一个单独的型式。哪种事物是自身即

善的呢？是那些无需其他事物之故自身就被追求的事物，如智

慧、视觉以及某些快乐与荣誉吗？因为，尽管我们也因其他事物

而追求它们，我们还是把它们算作自身即善的事物。或者，除了

善的型⑤之外便再没有事物自身即善吗？如若这样，这个型式⑥就 20

是空洞的。而如若所提到的那些事物也属于自身即善的事物，善

的概念就必须显现于所有同类事物中，就如白要显现于白雪与自

漆中一样。然而荣誉、智慧与快乐的概念却是不同的。所以，善

性质概念，相对于“自身”或“本性”。

① 毕达哥拉斯派说一是善，而不是像柏拉图学派那样说善是一。参见莱克汉姆

第 20 页注。

② Speusippus，柏拉图的侄子，继柏拉图之后主持雅典学园。

③ 参照《形而上学》 （ Metaphysica) 986a22 - 26, 1028b21 币 24, I 072b30 - 1073a3, 

1091a29 －悦， b13 - 1092a17。亚里士多德在这些地方谈到毕达哥拉斯派的观点，并且

把这些观点放置在一种柏拉图的观点背景下作对比的考察。

④ et晶o~。格兰特（卷 I 第 205,443 页）与斯图尔特（卷 I 第 85 页 l认为，亚里士多

德此处使用这个词同柏拉图的型式概念有区别，其意义是种（形式）。
( Uiea o 

⑥ ε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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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不是产生于一个单独的型的。

但是不同事物是在何种意义上被称为善的呢？它们肯定同那

些只碰巧地被称为善的事物不同。它们是由于出自或趋向于同一

个善而被称为善呢？还是由于某种类比而被称为善，就像如果视

觉是身体的善，努斯①就是灵魂的善以及其他一些例子一样？②不

到过我们暂时得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因为对这个问题的镇密研究

属于哲学的另一个分支。③对于善的型也只得这样。就算有某种

善是述说着所有善事物的，或者是一种分离的绝对的存在，它也

显然是人无法实行和获得的善。而我们现在在研究的是人可以实

行和获得的善。然而有人可能认为，对于善的型的知识，作为可

1097a 以帮助我们获得那些可实行和获得的善事物的手段，还是值得去

获得的。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型，我们就更清楚哪些事物对我们

是善的；清楚了哪些事物是善的，就更能够获得它们。这个论点

虽然有几分道理，但是却不合乎科学的实际。因为，尽管所有科

5 学都在追求某种善并且尽力补足自身的不足之处，它们却不去理

会这种善的知识。如若它果真有如此重要的帮助，所有的技匠就

① 阿尔。在《尼各马可伦理学》 （ Nicoma!U!an Ethics ） 中， voO<; 在具体的意

义上，如已说明的（第 3 页注①），是灵魂的 81irvo皿（理智）部分的获得真或确定

性的五种方式之中的最高的方式。在较宽泛的意义上，亚里士多德有用它指整个

8uivoux 或它的把握与可变动的题材相关的真的部分。参见第 167 页注⑥和第 169

页注③。在这种意义上，阿尔就是或接近于 8山VOημα。所以有些译者将 vo(民译

为理智 c 但是鉴于亚理士多德赋予了 vσ~ 那种具体的意义，并且以 81.&vo旧作为

理智的活动方式的总概念（参见他在第六卷的讨论），我认为对这两个术语做不同

的处理比较适宜。我将以“努斯”来音译亚里士多德的 v份q 概念，以理智来译

解 8i.Otvo山一词。这两者间的联系相信不致因这样的处理而受到损害。

②这后→种观点是亚里士多德主张的。善事物被视为善，不是因它们共属于某

种善的型式，而是因它们在类比的意义上是善，或相对于某种目的或某个其他的事物

是善。类比是通过同某个其他事物的关系对一事物的述说。参见《范畴篇》 （ Categoria) 

第 7 章。

③亚fl!.士多德在这里所指的应当是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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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不知道它、不去追求它。很难看清，善的型式将给一个织

工、一个木匠什么帮助。也很难看出，对善的型进行沉思如何能

使一个人成为一个更好的医生或将军c 因为，一个医生甚至不抽 10

象地研究健康。他研究的是人的健康，更恰当地说，是一个具体

的人的健康，因为他所医治的是一个具体的人。但是这个话题就

谈到这里罢。①

-7-

［属人的善的概念］

我们再回到所寻求的善，看看它究竟是什么。它看来在每种 15

活动与技艺中都不同。医术的善不同于战术的善，其他类推。那

么每种活动和技艺中的那个善是什么？也许它就是人们在做其他

每件事时所追求的那个东西。它在医术中是健康，在战术中是胜

利，在建筑术中是一所房屋，在其他技艺中是某种其他东西，在 20

每种活动和选择中就是那个目的，其他的一切都是为着它而做

的。所以，如果我们所有的活动都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

那个可实行的善，如果有几个这样的目的，这些目的就是可实行

的善。这样，我们就从一条不同的理路达到了与前面②同样的结 25

① 亚里士多德本章对柏拉图学派的善型式理论的批判有四个要点 0 （一）从

范畴论来看，（ I) 如果善既述说在先的范畴（实体），又述说后面的范畴（性质与

关系），它就不可能是一个分离的型式；（2）如果它可以述说这些不同范畴的事

物，它就不是一个单独的概念；（ 3 ）善不是某一门科学研究的对象，即使只述说某

一个范畴的事物的善也可以是不同科学研究的对象。（二）从所指（意义）来看，以

善的型式同时指善的概念和某一善事物是肤浅的。（三）从述说的对象来看，善的

型式甚至不适用于述说那些自身即善的事物，因为它们是以不同方式而善的。

（阴）从我们研究的目的来看，善的型式也同伦理学无关，因为它是不可实行和不

可获得的。

② 本卷第 2 章第 1 段。从论据上考察，亚里士多德在那里从活动的那些

“因其自身而被欲求的目的”解说善；而在此处，他是从人的“可实行的、

日J获得的”目的解说善。从论据上有所前进。 “从一条不同的”，亚里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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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但是我们还要把它进一步说清楚。如果目的不止一个，且有

一些我们是因它物之故而选择的，如财富、长笛，总而言之工

具，那么显然并不是所有目的都是完善的。①但是最高善显然是

某种完善的东西。所以，如果只有一种目的是完善的，这就是我

30 们所寻求的东西；如果有几个完善的目的，其中最完善的那个就

是我们所寻求的东西。我们说，那些因自身而值得欲求的东西比

那些因它物而值得欲求的东西更完善；那些从不因它物而值得欲

求的东西比那些既因自身又因它物而值得欲求的东西更完善。所

以，我们把那些始终因其自身而从不因它物而值得欲求的东西称

1097b 为最完善的。与所有其他事物相比，幸福似乎最会被视为这样一

种事物。因为，我们永远只是因它自身而从不因它物而选择它。

而荣誉、快乐、努斯和每种德性，我们固然因它们自身故而选择

5 它们（因为即使它们不带有进一步的好处我们也会选择它们），但

是我们也为幸福之故而选择它们。然而，却没有一个人是为着这

些事物或其他别的什么而追求幸福。从自足②的方面考察也会得

出同样的结论。人们认为，完满的善应当是自足的。我们所说的

10 自足不是指一个孤独的人过孤独的生活，而是指他有父母、儿

女、妻子，以及广言之有朋友和同邦人，因为人在本性上是社会

德此处使用的是件肝α自由LVWV ，意思是通过、继续。罗斯解读为通过一条不同

的路，大概是基于上述的论据上的考量 c 斯图尔特（卷 I 第 91 页）则认为这里

没有足够理由把它理解为通过一条不同的路，毋宁说当理解为一步一步地达

到结论。这两种理解可能各有其理由。因为亚里士多德在这里表达得并不很

明确。

① 'l"e:-.e刷。在希腊语中，完善的一词的词根即是目的（'l"BAO＜；），目的是活动的

终点或完成了的东西，完善的也就是目的（终点）或完成了的东西的性质。

② 时TapKB山，自足，自身完备；时T－，自身； apKEUl 来源于动词也t>KEW，意思是保

持、帮助充足地供给。所以但如ap阴阳由在希腊语中是指能够自身（从神佑或自然界）获

有或产生的一切资源的丰足而无所匮乏、元所依赖的状态。这个概念在希腊语常常与

幸福的概念联系在一起。



第一卷 ［善］ 19 

性的。⑦但是这里又必须有一个限制。因为，如果这些关系要扩

展到一个人的祖先和后代，以及朋友的朋友，那就没有完结了。

不过，这个问题还是留到后面②讨论c 我们所说的自足是指一事 15

物自身便使得生活值得欲求且无所缺乏，我们认为幸福就是这样
的事物。不仅如此，我们还认为幸福是所有善事物中最值得欲求

的、不可与其他善事物并列的东西。因为，如果它是与其他善事

物并列的，那么显然再增添一点点善它也会变得更值得欲求。因

为，添加的善会使它更善，而善事物中更善的总是更值得欲求。 20 

所以幸福是完善的和自足的，是所有活动的目的。

不过，说最高善就是幸福似乎是老生常谈。我们还需要更清

楚地说出它是什么。如果我们先弄清楚人的活动，这一点就会明

了。对一个吹笛于、一个木匠或任何一个匠师，总而言之，对任 25

何一个有某种活动或实践的人来说，他们的善或出色就在于那种

活动的完善。同样，如果人有一种活动，他的善也就在于这种活

动的完善。那么，我们能否认为，木匠、鞋匠有某种活动或实

践，人却没有，并且生来就没有一种活动？或者，我们是否更应 3。

当认为，正如眼、于、足和身体的各个部分都有一种活动一样，

人也同样有一种不同于这些特殊活动的活动？那么这种活动究竟

是什么？生命活动也为植物所有，而我们所探究的是人的特殊活 1098a

动。所以我们必须把生命的营养和生长活动放在一边。下一个是

感觉的生命的活动。但是这似乎也为马、牛和一般动物所有。剩

下的是那个有逻各斯的部分的实践的⑤生命。（这个部分有逻各

① 小Xrf:L '!TOλLTLKOV 0 av0pW'ITO~c 或者，人在本性上是政治的。亚里t多德在《政

治学》（ 1253a2 ）中加 f：了 ~WLOV，意为生命物、动物。

② 牛i卷第 10, 11 章；第 9 卷第 10 章。

③ 实践的在亚里士多德的用i击中始终是有选择目的的行为。至于这目的

是伦理的还是也包括技艺的，有不同的解说。依格兰特（卷 I 第 449 页）的意

见， 1Jv. £H I：多德所说的实践专门是指伦理的或道德的行为的 c 这种行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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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有两重意义：一是在它服从逻各斯的意义上有，另一则是在拥

5 有并运用努斯①的意义上有。②）实践的生命又有两种意义，但我

们把它理解为实现活动意义上的生命，这似乎是这个词的较为恰

当的意义。如果人的活动是灵魂的遵循或包含着逻各斯的实现活

动；如果一个什么什么人的活动同一个好的什么什么人的活动在

10 根源上同类（例如一个竖琴手和一个好竖琴手，所有其他例子类

推），且后者的德性上的优越总是被加在他那种活动前面的（一个

坚琴手的活动是演奏竖琴，一个好竖琴手的功能是出色地演奏竖

琴）；如果是这样，并且我们说人的活动是灵魂的一种合乎逻各

斯的实现活动与实践，且一个好人的活动就是良好地、高尚［高

15 贵］地完善这种活动；如果一种活动在以合乎它特有的德性的方

式完成时就是完成得良好的；那么，人的善就是灵魂的合德性的

实现活动，如果有不止一种的德性，就是合乎那种最好、最完善

的德性的实现活动。不过，还要加上“在一生中”。一只燕子或

一个好天气造不成春天，一天的或短时间的善也不能使一个人享

20 得福祉。③

以上是对于善的一个概略的说明。恰当的方式是先勾画一个

略图，然后再添加细节。似乎每个人都能在这幅略图上面添加些

东西，并说出他所勾画了的东西。而时间在这里也是一个好的发

25 现者和参与者。技艺的进步就是在时间中实现的。因为任何人都

在于行为之中，或者是自身即是善的事物。斯图尔特（卷 I 第 99 页）根据人的

更高的沉思活动不是伦理的或道德的这一亚里士多德论据，认为亚里士多德

的实践是指包含伦理的以及更高的思辨的有选择目的的运用的活动。

① 均ov KO<L 8山VOO部εvov 具有和运用努斯。

②括号内的短语，格兰特（卷 I 第 449 页）认为是后人所加。

③ 』L«KCtp啊，神佑的或至高的福分。在词源上由形容词 µ.aKO<p 衍生。

µ.aKO<p 在荷马与赫西阿德笔下用于说那些神以及死后被接纳到福人岛事得福祉的

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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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填充其中的空缺。同时，我们又必须记住前面①所说过的

话：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研究同样确定，而只能在每种研究中要

求那种题材所容有的、适合于那种研究的确定性。木匠与几何学

家都研究直角，但是方式不同。木匠只要那个直角适合他的工作 30

就可以了，几何学家关照的则是真，他要弄清直角的本性与特

性。我们在其他题材上也应当这样做，这样才不会抓住了次要的

东西而忽略了主要的东西。同时，也不需要在所有问题上要求同

样的始点。有时它是已变得明白无误一－就如始因那样－一的事 I098b

实。事实就是最初的东西，它就是一个始点。不同的始点是以不同

的方式获得的。有的是通过归纳，有的是通过感觉，还有的是通过

习惯等等而获得的。对每种始点，我们必须以它的本性的方式理 5

解，必须正确地定义它们，因为它们对于尔后的研究至关重要c 始

点是研究的一半，它使所要研究的许多问题得以澄清c

-8-

［属人的善概念的辩护］

我们不能仅仅把这个始点②当作某些前提和从中引出的逻各

斯，而且应当借助这个问题上的那些普遍意见来研究它。因为， 10 

如果一个前提是真实的，所有的材料就都与它吻合，如果它是虚

假的，所有事实就与它冲突。善的事物已被分为三类：一些被称

为外在的善，另外的被称为灵魂的善和身体的善。③在这三类善

① 本卷第 3 章。

② 即前面关于人的善或幸福的定义。

③ 这种区分，斯图尔特（卷 I 第 119 页）说，可能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前很
久就有了，例如柏拉图在《菲力布斯篇》（ Philebus) ( 48 ）、 《欧叙弗伦篇》
( Euthyphron) ( 279）和｛法律篇》（ The laws) (743 ）中，就将善事物分为外在的、身体

的、灵魂的三类；但是只是在吕克昂学园里，三类善才同对幸福的讨论紧密联系起

来。他还认为，在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学生们中间，大概有像下面这样的这三类善的

某种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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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事物中，我们说，灵魂的善是最恰当意义上的、最真实的善。而

灵魂的活动①也应当归属于灵魂。所以我们的定义是合理的，至

少按照这种古老的、被哲学家们广泛接受的观点是这样。其次，

我们的定义把目的等同于某种活动也是正确的。因为这样，目的

20 就属于灵魂的某种善，而不属于外在的善。第三，那种幸福的人

既生活得好也做得好②的看法，也合于我们的定义。因为我们实

际上是把幸福确定为生活得好和做得好。此外，人们所寻找的幸

福的各种特性也都包含在我们的定义中了 3 有些人认为幸福是德

25 性，另一些人认为是明智，另一些人认为是某种智慧。还有一些

人认为是所有这些或其中的某一种再加上快乐，或是必然地伴随

着快乐。另外一些人则把外在的运气也加进来。这些意见之中，

有的是许多人的和过去的人们③的意见，有的是少数贤达的意

见。每一种意见都不大可能全错。它们大概至少部分地或甚至在

30 主要方面是对的。我们的定义同那些主张幸福在于德性或某种德

身体的善 灵魂的善 外在善

健康（ iryL8ux) 节制（σωφpomil，η ） 财富（τλo&ro~ ）

强壮（材~） 勇敢 （av&pBia) 高贵出身（apx咱）

健美（Ka队的） 公正（8LKaLO『臼厅1) 友爱（ <j>Lλ阳｝

敏锐（ Bi皿印伽）O"Kl) 明智（φpovησ间） 好运（甜ruxt.o: l 

亚里士多德谈到三类善的其他地方有｛修辞学》（ Rhe阳rica) ( 1360b25）、《政治学》
( !323a22 ）、《欧台漠伦理学》（ Ethica E毗mia)( 1218日2）、《大伦理学》（ Magna Moral皿）

(1184 b2 ）。

① 'TCt~ 如叹LKQ~ 1rBpL 仙χ怡，似J)(LKCt~ 是形容词轨”κ的的复数宾语形式，意义
为精神的、活的。亚里士多德以此指灵魂的有生命力的活动。韦尔登（第 18 页）说，'TCt~

仇叹LKQ~ 1T8pL 巾’z恰在英语中没有适合的对应语。我在此始以“灵魂的积极活动”泽

之。

②参见本卷第4 章。

③ 罗斯此处作“老年人”。莱克汉姆、韦尔登均作古老的、过去的。从亚里士多德

使用的 τuλ自由L 来看，很可能是指过去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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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意见是相合的。因为，合于德性的活动就包含着德性。但

是，认为最高善在于具有德性还是认为在于实现活动，认为善在

于拥有它的状态还是认为在于行动，这两者是很不同的。因为，

一种东西你可能拥有而不产生任何结果，就如－个人睡着了或因 l回归

为其他某种原因而不去运用他的能力时一样。但是实现活动不可

能是不行动的，它必定是要去做，并且要做得好。在奥林匹克运

动会上桂冠不是给予最漂亮、最强壮的人，而是给予那些参加竞

技的人（因为胜利者是在这些人中间）。同样，在生命中获得高尚 5

［高贵 l与善的是那些做得好的人。而且，他们的生命自身就令人

愉悦。因为，快乐是灵魂的习惯。①当一个人喜欢某事物时，那

事物就会给予他快乐。例如，一匹马给爱马者快乐，一出戏剧给

予爱剧者快乐。同样，公正的行为给予爱公正者快乐，合德性的 IO

行为给予爱德性者快乐。许多人的快乐相互冲突，因为那些快乐

不是本性上令人愉悦的。②而爱高尚［高贵］的人以本性上令人愉

悦的事物为快乐。合于德性的活动就是这样的事物。这样的活动

既令爱高尚［高贵］的人们愉悦，又自身就令人愉悦。所以，他们 15

的生命中不需要另外附加快乐，而是自身就包含快乐。因为，除

了我们所说过的，不以高尚［高贵］的行为为快乐的人也就不是好

人。一个人若不喜欢公正地做事情就没有人称他是公正的人；一

个人若不喜欢慷慨的事情就没有人称他慷慨，其他德性亦可类 20

① 亚里士多德此处使用的是啊BCT6at，指在过去的经验中自然形成的东商D

② 这种冲突产生的原因，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在于一般的人，或不能自

制者，尽管也企望对于他是善的东西，爱的只是那些由于某种偶性才令他愉悦的事

物(I J66bl0- IJ ）。那些愉悦和快乐并不是本性上令人愉悦和快乐的。所以，他一会

儿爱这样东西，～会儿爱那样东西，因而总是今天为昨天的沉榻和放纵而后悔。而

且，他常常同时地爱那些本性上不相容的事物，或者以这一部分本性爱一样东西，

以另→部分本性爱另→样东西。所以，在他的各种欲望中，或者，在他的欲望同他

的追求他的善的愿望之中，始终存在冲突。参见莱克汉姆第 40 页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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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如若这样，合德性的活动就必定自身就令人愉悦。但它们也

是善的和高尚［高贵］的，而且是最善和最高尚［高贵］的。因为，

好人对于这些活动判断得最好，而他们的判断就是这样的判断。

25 所以幸福是万物中最好、最高尚［高贵］和最令人愉悦的，这些特

性不是像提洛岛上的铭文

公正最高贵

健康最良好

实现心之所欲最令人愉悦

所说的那样彼此分离c 因为最好的活动同时拥有它们。而我们所

30 说的幸福也就是那些或那一种最好的活动。不过，如所说过的，①

幸福也显然需要外在的善。因为，没有那些外在的手段就不可能

或很难做高尚［高贵］的事。②许多高尚［高贵］的活动都需要有朋

友、财富或权力这些手段。还有些东西，如高贵出身、可爱的子

1099b 女和健美，缺少了它们福祉就会暗淡无光。一个身材丑陋或出身

卑贱、没有子女的孤独的人，不是我们所说的幸福的人。一个有

坏子女或坏朋友，或者虽然有过好子女和好朋友却失去了他们的

人，更不是我们所说的幸福的人。所以如所说过的，幸福还需要

5 外在的运气③为其补充。这就是人们把它等同于好运（不过另一

① 1098b26-29 。

② 高尚［高贵］的事，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是指富有公民出资举办的公益活动。

在雅典，富有的公民有义务资助公益活动，例如为合唱队或戏剧演出提供服装、道

具和演出经费等等。亚里士多德这里所说的做高尚［高贵］的事的外在手段，主要指

这些物质的资料的提供。参见莱克汉姆第 42 页注。

③ 忖X呵，T句时，运气或命运。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T问可是从个人的实践与

活动的方面来考察的。 T均η 对于一个人的实践是外在的而不是本己的东西。好运

( eirruxTJ, e\m!xa~）对一个人的实践起促进的作用，厄运（aT均词， a-nJxa~）对之起阻滞的

作用，但是它们对于实践与活动的目的与选择而言并不是根本的东西，尽管重大的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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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把它等同于德性勺的原因。

-9-

［幸福的获得l

从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幸福是通过学习、某种习惯或训练

而获得的．还是神或运气的恩赐。如果有某种神赐的礼物，那么 10

就有理由说幸福是神赐的，尤其是因为它是人所拥有的最好的东

西。不过这个问题也许更适合由另一项研究②来讨论。不过，即

使幸福不是来自神，而是通过德性或某种学习或训练而获得的，

它也仍然是最为神圣的事物。因为德性的报偿或结局必定是最好 15

的，必定是某种神圣的福祉。从这点来看，幸福也是人们广泛享

有的。因为，所有未丧失接近德性的能力的人都能够通过某种学

习或努力获得它。而如果幸福通过努力获得比通过运气获得更

好，我们就有理由认为这就是获得它的方式。因为在自然中，事 20

物总是被安排得最好。在艺术以及所有因果联系，尤其是在最好

的因果联系中，也都是如此。如果所有事物中最大、最高贵的事

物竟昕命于运气，那就同事物的秩序相反了。

我们的幸福的定义也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已经把 25

运可能严重地阻滞实践和活动。然而，对于幸福或完善的实践来说，运气作为条件又是

需要的。参见下面两章的讨论。

① 对于括号里的话，莱克汉姆及其他一些注释家，如吉法纽司（0. Giphani1时、莱

姆索尔（G. Ramsauer）、苏斯密尔（ F. Susemihl) ，认为是后人所添加，不过斯图尔特（卷 I

第 130 页）持相反看法。他认为，既然亚里士多德在本章的主旨是阐述与幸福在于德性

的观点栩符合的幸福概念，在说明那些把幸福归诸于外在的运气的人们的观点时提到

幸福在于德性的观点是很自然的。斯图尔特的理解可能更为合理一些。

②莱克汉姆认为，亚里士多德此处所指也许是神学。从字面看，这既可能是指另

一项研究，也可能是指另一个研究领域，意义不甚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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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规定为灵魂的一种特别的活动，①并且把其他的善事物规定

为幸福的必要条件或有用于段。这个结论②还与我们在一开始③

30 说过的话相符合c 我们在那里说，政治学的目的是最高善，它致

力于使公民成为有德性的人、能做出高尚［高贵］行为的人。所

l IOOa 以，我们有理由说一头牛、一匹马或一个其他的动物不幸福，因

为它们不能参与高尚［高贵］的活动。由于这一理由，小孩也不能

说是幸福的，因为他们由于年纪的原因还不能做出高尚［高贵］的

行为。当人们说他们幸福时，那是在说希望他们将来会幸福。幸

5 福，如所说过的，④需要完全的善和一生的时间c 因为，人一生

中变化很多且机缘不卡，并且最幸运的人都有可能晚年遭受劫

难，就像史诗中普利阿摩斯⑤的故事那样。然而没有人会说遭受

那种劫难而痛苦地死去的人是幸福的。

-10-

［在世幸福］

1。 这是不是说，只要一个人活着他就不幸福呢？我们是否要同

意梭伦所说的要“看到最后”？⑥而如果我们真要确立这样一种理

( 1098al6o 

② l!P幸福决定于我们自己而不是决定于命运c

③ 1094a27 。

( 1098al8 - 20 。

⑤ Ilp山μ肘， Priamus，特洛伊城的最后一个国王，据说有 50 多个儿子和许多

女儿，曾被希腊人看作是最幸运的人c 但在特洛伊战争中，他的许多儿子战死，他

自己也在城破后被阿客琉斯（Achilles）的儿子所杀。

⑥，H梭伦的意见的记述见于希罗多德（ Herodotus）的｛历史》 （ His阳口ae ｝第一卷

30 - 33，梭伦访问日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Croesus），克洛伊索斯向他展示他的贵重

华美的珍宝，但是梭伦不认为克洛伊索斯因此就是最幸福的人。他对克洛伊索斯

说，

人间的万事真是无法逆料啊。说到你本人，我认为你极为富有并且是统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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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一个人不是要在死后才真正幸福吗？这真是一个荒唐的观

念，对于主张幸福是一种活动的我们就更荒谬。而如果我们不是

说 A个死去的人才幸福，如果梭伦的话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 15

只有当一个人死去时他才最终不再会遭受恶与不幸，因而才能可

靠地说是至福的人，这同样会引起争论。因为人们认为，某些恶

与善会在人死后降临在他头上，就如它们在活着的人不知觉时落

到他们身上一样，例如子女或后人的荣誉与耻辱、好运与不幸。 20 

但是这种说法也有一个困难。假如一个人一生直至晚年都享得福

祉且幸福地离世，也可能有许多变故降临在他的后人身上：一些

人可能是好人并且得到应得的好运，另一些人则可能相反，这些 25

后人同这位祖先的关系可能是有远有近的c 如果这位死者的幸福

也要随着他家人的运气而变化，有时幸福，有时不幸，那是很荒

谬的。另一方面，如果说祖先完全不受他们的后人的运气的影 30

响，甚至在很短的一个时期中也不受这种影响，那也是荒谬的。

我们先回过来谈第一个困难。⑤因为它对我们正在考虑的问题也

许有启发。如果我们应当看到最后，应当到一个人死后再说他以

前而不是现在是享得了福祉的，这显然十分荒谬。因为，我们竟 35

由于顾虑运气的可能变故而不愿意说一个活着的人幸福，由于认 llOOb

许多人的国王咽然而对于你的问题，只有在我听到你幸福地结束了你的一生

时，才能给你回答。拥有最多的东西，把它们保持到临终的那一天并安乐地死

去的气，因王啊，我看才能给他加上幸福的头衔3

对于俊伦的意见，、\ft 'l!.士多德的不同意处主要在子，幸福本性上在于活动的方式而

不是在于命运；我们应当根据－个人的活动的性质，而不是根据命运，作出关于他

是否卒福的判断；当由于当事人的合德性的活动的品质而有充分把握作出判断时，

就不应当只在人去世之后才作出。

① 即本章开首提出的问题。亚理士多德在这里共提出三个问题：是否要到一

个人死后才·能说他幸福？人是否死后才不受恶与不幸的影响？人的幸福与否究竟是否

受后人的命运的影响？这里他先从第一个问题开始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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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幸福是永恒的、不受可能的变故影响的，由于认为活着的人还

可能经历某种变故，而不能在他还幸福的时候说出这一真实的事

5 实。显然，如果遵循这种运气的观念，我们就要此时说一个人幸

福，彼时说一个人不幸，就要把幸福的人说成是“一个福祸不定

的存在”。所以，遵循这种观点看来是错误的。因为，幸福和不

幸并不依赖于运气，、尽管我们说过①生活也需要运气。造成幸福

10 的是合德性的活动，相反的活动则造成相反的结果。这里讨论的

这个问题也进一步肯定了我们的幸福定义。因为，合德性的活动

具有最持久的性质。它们甚至比科学更持久。在这些活动中，最

15 高级的活动就更加持久。因为那些最幸福的人把他们的生命的最

大部分最持续地用在这些活动上。这大概就是这些活动不易被人

忘记的原因。②所以，幸福的人拥有我们所要求的稳定性，并且

在一生中幸福。因为，他总是或至少经常在做着和思考着合德性

20 的事情。他也将最高尚［高贵］地、以最适当的方式接受运气的变

故，因为他是“真正善的”、“无可指责的”。③但是运气的变故是

多种多样且程度上十分不同的。微小的好运或不幸当然不足以改

变生活。但是重大的有利事件会使生命更加幸福（因为它们本身

25 不仅使生活锦上添花，而且一个人对待它们的方式也可以是高尚

［高贵］的和善的）。④而重大而频繁的厄运则可能由于所带来的痛

( 1099a31 - b7 。

② 亚里士多德在这里的看法似乎是：基于知识的科学的活动容易被人忘记，基

子品质的合德性的活动则不容易被忘记，因为德性的品质一旦获得，比科学的知识更

稳定。参见韦尔登第 25 页注。

③ 出自柏拉图的《普罗塔格拉斯篇》 （ Protagoras) ( 339）所引西蒙尼德斯

(Simoni des）的诗句。

④ 对于好运，亚里士多德也像对待其他因其自身之故而被我们选择的外在善一

样，从它们自身的善和对于我们的善或有用性（相对的善）这两个方面来解说。一方面，

它们自身即是善的；另一方面，它们对于我们是适合的，因而对我们是一种善，或者我

们对它们的利用是一种善。参见 1099a31 - b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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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和对于活动造成的障碍而毁灭幸福。不过，就是在厄运中高尚

［高贵］也闪烁着光辉。例如，当一个人不是由于感觉迟饨，而是 30

由于灵魂的宽宏和大度而平静地承受重大的厄运时就是这样。如

果一个人的生命如所说过的决定于他的活动，一个享得福祉的人

就永远不会痛苦。因为，他永远不会去做他憎恨的、卑贱的事。 35 

我们说，一个真正的好人和有智慧的人将以恰当的方式，以在他 l IO!a 

的境遇中最高尚［高贵］的方式对待运气上的各种变故c 就像－个

将军以最好的方式调动他于中的军队，→个鞋匠以最好的方式运

用他手中的皮革，以及其他匠师那样。如若这样，幸福的人就永 5

远不会痛苦，尽管假如他遭遇了普利阿摩斯那样的不幸他就不能

说享得了福祉。幸福的人不会因为运气的变故而改变自己。他不

会轻易地离开幸福，也不会因一般的不幸就痛苦，只有重大而频 10

繁的灾祸才使他痛苦。他也不易很快从这种灾祸中恢复过来并重

新变得幸福，除非经过一段长时间，并且在其间取得了重大的成

功η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一个不是只在短时间中，而是在一

生中都合乎完满的德性地话动着，并且充分地享有外在善的人， 15 

就是幸福的人？或者是否要加上，他还一定要这样地生活下去，

直至这样地死去？因为我们主张幸福是一个目的或某种完善的东

西，而一个人的将来却是不可预见的c 如若这样，我们就可以在

活着的人们中间，把那些享有并将继续享有我们所说的那些善事 20

物的人称为至福的人，尽管所说的是属人的至福。关于这个问题

就说到这里罢。

-11-
［后人的命运对幸福的影晌］

如果说一位巳故者的后人或朋友的运气对于他的幸福完全没

有影响，又未免太过绝情，并且也与人们所持的观点相悖。但是

生命中的变故是大量的，不仅性质不同，程度上也有差异。逐－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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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详加讨论将使讨论旷日持久、永无终结。对此作一概括的讨论

就已足够了。既然我们自己的意外事件也有的会对生命造成重大

30 影响，有的则不甚重要，朋友的各种意外也是如此。而且，变故

是发生在一个人在世时还是发生在他死后也是很不同的。这种区

别远远大于被认为是真实地发生的罪行和只在舞台上表演的罪行

35 间的区别。我们应当考虑到这些区别。也许，还应当把对已故者

I !OJ b 真能分享善与恶的怀疑也考虑进来。这些考虑似乎表明，即使善

与恶的确影响到己故者，这种影响不论就其本身还是就对于他们

的作用而言都只是微乎其微的。或者如果不是无关紧要的，这种

影响的程度与性质也不足以使一个不幸者变得幸福，或使一个享

5 得福祉的人失去幸福。①所以，已故者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受朋友

的好运或不幸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达不到使幸福者不幸或使不

幸者幸福的程度。

-12-
［称赞与幸福］

l。 在回答了这些问题后，我们来考虑，幸福是我们所称赞的东

西，还是我们所崇敬的东西，因为它显然不属于作为能力而存在

的②事物。我们称赞一事物，似乎是因为它具有某种性质并同某

个其他事物有某种关系。我们称赞一个公正的人、勇敢的人，总

①在本章中，亚里士多德对第三个问题，即人的幸福与否是否受后人的命运的

影响，作对辩的推理。他的目的是确定讨论这个问题的前提（叩07Cun＜；），对辩推理的前

提， ;w. 哩i多德在＼i仑题篇》 （ Topica) (I 00a30）中说，有两个性质。首先，它不能同人们的
宗教的、道德的感情相抵触C 所以，怀疑已故者是否全无感受后人的幸福与不幸的能力

是绝俏的，是不适合对辩的推理的c Jc!;次，它不可以与流行的意见相冲突，除非有事实

根据门所以，不可以以已故者可能是没有感受能力的这种意见为前提。但是，这种怀疑

的意见如果存在，它也应当被考虑进来。亚里士多德因而得出下文中的结论。斯图尔特

（卷 I 第 149 页）说，亚里士多德在这哩尽管不愿意否定“已故者能够分享善与恶”这个

流行的意见，他却毫不迟疑地弱化了它的意义古

② 7G\v 'YB &uv<iµewv，或作为潜能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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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个有德性的人，以及称赞德性本身，是因那种行为及其结果 15

之故。我们称赞一个强壮的人、一个善跑者等等，是因他具有某

些自然的性质，且与某种善的、出色的事物相联系。从对众神的

称赞可以有出这一点。按照人的标准称赞神的确是荒谬的3 但是

我们正是这样称赞他们的，因为如所说过的，称赞总要以另一个 20

东西为参照。①而如果称赞的本性就是这样，适合于最好的事物
的就不是称赞，而是更伟大、更善的东西。这其实是很显然的

事，比如我们说到神和像神那样的人时是说他们是至面的或幸福

的。适合于善的事物也同样不是称赞c 没有人会像称赞公正的行 25

为那样称赞幸福。我们说幸福是至福，是把它看作更善、更神圣

的东西。欧多克索斯说明快乐属于最高善的那个理由也是对的。

他认为，快乐尽管是一种善却得不到称赞这件事表明．快乐像神

和善一样，是比那些受到称赞的事物更好的东西，那些事物就是 30

因它们才被认为是善的。称赞是对于德性的，人由于德性而倾向

于做高尚［高贵］的事；而歌颂②则是对完成了的行为的，无论是

身体的行为还是灵魂的行为。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的探讨应当是

颂词研究者们的事情。但我们显然可以从上面所说的得出结论， 35 

幸福是受崇敬的、完善的事物。从幸福是一个始点这个事实也可 1102a

以看出这一点。因为我们做所有其他事情都是为了幸福。而属于

始点的和善事物的原因的东西，我们认为，也就是值得崇敬的和

① 就是说，称赞→个事物总要以某种出色的东两（好的结果或杰出的事物）作

比照3 既然在称赞神时找不到口I比照的东西，人们便只能以自身作为比照。

② e'YKWµ础，或作赞颂，按照亚 .IJ!. 士多德的辛辛法，是展示性演说的主雯的形

式η 亚里士多德区分三种主要的修辞演说，除展示性演说外，其他两种分别是议事

演说和法庭演说。展示性演说，亚里士多德认为，主要是对于行为的结果戎者已绎

完成了的行为（ ep'Yn）的。称赞与歌颂虽然都是展示性演说的形式，但它们有所区

别η 称赞适用于行为、选择或实践（τpil！；叫。歌颂则只适用于完成的行为或业绩。所

以歌颂是对于更完全的善的。参见《修辞学｝第一卷第 3 章，第 9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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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东西。

-13-
［德性引论］

5 既然幸福是灵魂的一种合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我们就必

须考察德性的本性。这样我们就能更清楚地了解幸福的本性。真

正的政治家，（例如克里特和斯巴达的立法者，以及其他的类似

10 立法者，）都要专门地研究德性，因为他的目的是使公民有德性

和服从法律。如果对德性的研究属于政治学，它显然就符合我们

最初的目的。但我们要研究的显然是人的德性。因为，我们所寻

求的是人的善和人的幸福。人的善我们指的是灵魂的而不是身体

15 的善。人的幸福我们指的是灵魂的一种活动。但如若这样，政治

家就需要对灵魂的本性有所了解，就像打算治疗眼睛的人需要了

解整个身体①一样。而且政治家对灵魂本性更需要了解，因为政

20 治学比医学更好、更受崇敬。聪明的医生总是下功夫研究人的身

体，政治家也必须下功夫研究灵魂。不过，他应当着眼于他的特

殊对象，并且研究到适合他的目的的程度。追求过分的确定性将

25 要求繁冗的工作，这会超出我们的目的。在普通讨论②中，对于

灵魂的本性这个话题已经谈得很充分。这些内容，如灵魂有一个

①莱克汉姆此处译作，“打算治疗眼睛或身体其他部分的人必须了解它们的［即

眼睛的l 肌体组织”。他认为亚里士多德此处似乎在反驳“打算治疗眼睛的人也必须了

解整个身体”，后者是对柏拉圈《查米得斯篇》（ Ch旷mid时中观点的概括3 不过从文意来
看，这两种表达没有原则的不同。

② t~W'Tl!ptK肌 Xo-ym 原意为外面或外层的讨论，接近于第 5 章提到的怆

t"fKUKA阳 φ认0<10伽1µaTOt（普通讨论）。关于对这两个短语所指的不同理解见第 10 页注

②。以斯图尔特（卷 II 第 162 页）的看法，这两个提法的意义是接近的，但未必有文献或

具体课程活动上的指意。莱克汉姆（第 62 页注 b）则认为 t~wn:ptKo\ AO"fOL 的所指不甚

同于 'Tll t"(K'UKλLaφ山OCTOφηµ<X'T<X，后者指某种通俗性的哲学讨论活动，前者一般指亚

里士多德学派的那些熟知的理论与论点，不过在此处可能特别是指雅典学院中的那些

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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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逻各斯的部分和一个有逻各斯的部分的说法，我们可以在这里

采用。（至于这两个部分是像身体或其他可分的事物的部分那样 30

地分离的，还是只在定义上相区别，而在本性上就如曲线的凹面

和凸面那样不可分，对我们目前的问题并不重要。）在无逻各斯

的部分，又有一个子部分是普遍享有的、植物性的。我指的是造

成营养和生长的那个部分，我们必须假定灵魂的这种力量存在于 1102b

从胚胎到发育充分的事物的所有生命物中。这比假定后者中存在

一种不同的能力更合理些。这种能力的德性是所有生物共有的，

而不为人所独有。因为，这部分活动在睡眠时最为活跃，而好人 5

同坏人的区别则在睡眠时最小。（所以人们说，在生命的一半时

间里，快乐的人同痛苦的人没有区别。）这是很自然的，因为睡

眠是灵魂在可以辨别善与恶那个方面的不活动状态。在睡眠中，

只有极小程度的身体活动影响到灵魂，并使好人的梦不同于常人 10

的梦。这→点就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放下这个营养的部分，因为

它不属于人的德性。灵魂的无逻各斯的部分还有另一个因素，它

虽然是无逻各斯的，却在某种意义上分有逻各斯。因为我们既在

自制者中、也在不能自制者中称赞他们灵魂的有逻各斯的部分， 15 

这个部分促使他们做正确的事和追求最好的东西。但是在他们的

灵魂中，还有一个和这个部分并列的、反抗着逻各斯的部分。就

像麻痹的肢体，当我们要它向右时，它偏偏要向左。灵魂中的情

形也是这样。不能自制者的冲动总是走向相反的方向。在身体中 2。

我们看得到这个部分在反向地行动，在灵魂中则看不到。但是在

灵魂中显然有一个不同于逻各斯部分的部分，抵抗、反对着逻各

斯的部分（至于这两者是在何种意义上不同对我们并不重要）。然

rITi这第二个部分，如所说过的，①又似乎分有逻各斯。至少在自 25

制者身上它昕从逻各斯。在节制者或勇敢者身上它更是昕从逻各

( J 102bJ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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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因为他们的本性是完全合于逻各斯的。这样地说，这个无逻

各斯的部分就是两重性的。因为，那个植物性的部分不分有逻各

30 斯，另一个部分即欲望的部分则在某种意义上，即在昕从（实际上

是在考虑父亲和朋友的意见的意义上，而不是在服从数学定理的

意义上昕从①）逻各斯的意义主分有逻各斯。这个无逻各斯的部分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受到逻各斯的部分的影响，这一点表现在我们

I 103a 的劝诫、指责、制止的实践中。另一方面，如果欲望的部分更适于说

是有逻各斯的，那么灵魂的逻各斯的部分就是分为两个部分的：一

个部分是在严格意义上具有逻各斯，另一个部分则是在像听从父

亲那样昕从逻各斯的意义上分有逻各斯。德性的区分也是同灵魂

5 的划分相应的。因为我们把一部分德性称为理智德性，把另一些称

为道德德性。智慧、理解和明智是理智德性，慷慨与节制是道德德

性。当谈论某人的品质时我们不说他有智慧或善于理解，而是说他

温和或节制。不过－个有智慧的人也因品质而受称赞，我们称那些

IO 值得称赞的品质为德性。

① 罗斯（第 27 页注）说，在英语中不可能准确地说出 λ的ov ex81v （有逻各斯），只
能译成 have a rational principle （有理性），或 take account of（考虑）、 account for （提出，说
出）；亚里士多德的本意是说，那个元逻各斯的部分（欲望）只在它能服从理性向它提出
的一个逻各斯的意义上分有逻各斯，而不是说它能够提出一个逻各斯，就像许多人能
够考虑父亲的劝告而不能说出）个数学定理一样。



第二卷

［道德德性］

-1-

I道德德性的藏得］

所以，德性分两种：理智德性②和道德德性。②l理智德性主要

通过教导而发生和发展，所以需要经验和时间。道德德性则通过 15

习惯养成，因此它的名字“道德的”也是从“习惯”这个词演变

而来。③由此可见，我们所有的道德德性都不是由自然④在我们身

上造成的。因为，由自然造就的东西不可能由习惯改变。例如，

石头的本性是向下落，它不可能通过训练形成上升的习惯，即使 20

把它向上抛千万次。火也不可能被训练得向下落。出于本性而按

① 8山V叫吼叫 btps-r叶。 8山问ηTL吨，理智的，是 8..&vo山（理智｝的形容词形

式。亚里士多德通常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意义上使用 8iirvoi.a 和 vaO<;，参见第 16 页

注①、第 165 页注④和第 167 页注⑥。亚里士多德对理智把握真的各种方式的讨

论，见后面的第 6 卷。

②饷LK、 ap时l。均0

及下注。

③在希腊语中，元音字母叫音长， e 音短E E 转变为 η是元音发音上的强化：

e0o＜；是阳性单数名词，意义是习惯；在转变为句60＜；时，习惯的原意仍然保持，但融

合了一些较具体的意义，如状态、品性、品质、脾气等等；在转变为形容词时，加

进了元音也，以改变发音的节奏，形式演变为咱0LK饵，其意义也更接近名词中那些较

具体的意义，即状态、品性、品质等等。所以在希腊语中，“伦理的”或“道德的”

（这两者在希腊语中是同一个词）是指通过习惯而获得的品性、品质，即人们所说的

道德。

④ 伽X1且，自然、出生、起源、性，等等，我们通常可以把它理解为由自然造

成的作为原因的东西。我们将在作者把它作为主动者来述说的地方译为自然，在把

它作为由自然所造成的性质的地方译为本性。依据亚里士多德的原意，本性的也就

是由于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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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方式运动的事物都不可能被训练得以另一种方式运动。因

此，德性①在我们身上的养成既不是出于自然，也不是反乎于自

25 然的。首先，自然赋予我们接受德性的能力，而这种能力通过习

惯而完善。其次，自然馈赠我们的所有能力都是先以潜能形式为

我们所获得，然后才表现在我们的活动中（我们的感觉就是这

样，我们不是通过反复看、反复听而获得视觉和昕觉的。相反，

3。我们是先有了感觉而后才用感觉，而不是先用感觉而后才有感

觉）。但是德性却不同：我们先运用它们而后才获得它们。这就

像技艺的情形一样。对于要学习才能会做的事情，我们是通过做

那些学会后所应当做的事来学的。比如，我们通过造房子而成为

I 103b 建筑师，通过弹奏竖琴而成为竖琴手。同样，我们通过做公正的

事成为公正的人，通过节制成为节制的人，通过做事勇敢成为勇

敢的人。这一点也为城邦的经验所见证。立法者通过塑造公民的

习惯而使他们变好。这是所有立法者心中的目标。如果一个立法

5 者做不到这一点，他也就实现不了他的目标。好政体同坏政体的

区别也就在于能否做到这点。第三，德性因何原因和手段而养

成，也因何原因和手段而毁丧。这也正如技艺的情形－样。好琴

师与坏琴师都出于操琴。建筑师及其他技匠的情形也是如此。优

IO 秀的建筑师出于好的建造活动，鳖脚的建筑师则出于坏的建造活

动。若非如此，就不需要有人教授这些技艺了，每个人也就天生

是一个好或坏的技匠了。德性的情形也是这样。正是通过同我们

同邦人的交往，有人成为公正的人，有人成为不公正的人。正是

15 由于在危境中的行为的不同和所形成的习惯的不同，有人成为勇

敢的人，有人成为懦夫。欲望②与怒气也是这样。正是由于在具

① 德性在本卷及以下几卷，通常指道德德性σ

② 甜L0uµ.ia，指对于与肉体生活有关的那些快乐，例如性快乐与食欲相联系

的那些快乐的主观倾向。所以，品m!hJµ.以在亚里士多德的用法中是更宽泛的正pe~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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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情境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行动，有人变得节制而温和，有人变 20

得放纵而惺怒。简言之，一个人的实现活动怎样，他的品质①也就

怎样。所以，我们应当重视实现活动的性质，因为我们是怎样的

就取决于我们的实现活动的性质。从小养成这样的习惯还是那样

的习惯决不是小事。正相反，它非常重要，或宁可说，它最重要。② 25

-2-
［实践的逻各斯的性质］

既然我们现在的研究与其他研究不同，不是思辨的，而有一

种实践的⑤目的（因为我们不是为了解德性，而是为使自己有德

性，否则这种研究就毫无用处），我们就必须研究实践的性质，．

研究我们应当怎样实践。因为，如所说过的，④我们是怎样的就 30

取决于我们的实现活动的性质。

我们的共同意见是，要按照正确的逻各斯去做（这种逻各斯

（欲求）的一个部分，因为肉体快乐是快乐的一个特殊的部分。参见第 3 页注①。

① e~屿，来源于动词 f:~仇μ，前缀 ε~ －为出来即离开人之自然之意，动词 elµC 的

基本意义是在，生活。所以， E'~间的基本的意义是出来而形成（在）的东西，即人的品质

状态，是指人自身中作为与感情与行为的选择的原因的东西。亚里士多德认为， e~·~ 既

不反乎于自然（本性），又由于是出来而形成的东西而不再是自然（本性）。亚里士多德

fE讨论品质时有时用 l\.&0e<TL~ ，两个词 般是在相同的意义上替换地使用的。

② 亚里士多德这里的核心论点，即德性既不出于自然也不反乎于自然，要旨如

上所示有三： 0）我们的接受德性的能力为自然所赋予，所以德性不反乎于自然，然而它

又要通过习惯才形成，所以又不是出于自然；（2）德性能力不同于其他功能，我们要先去

做官要求做的事，然后才可以获得它，以这点说，德性不是出于自然；（3）德性由于是在

好的活动中养成的品性，所以也会毁灭于同样的但是坏的活动，所以德性既不是出于

自然也不是毁灭于自然的。在这三点中，第一点是最初的和优先的，后两个论点都从它

引申。在述说这三个论点尤其是第三点时，亚里士多德似乎始终在把技艺或艺术作为

类比来参照。

③叩α-yµcxw.:0. 。

( l 103a31-b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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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以及它同其他德性的关系，我们将在后面J)讨论）。但

II。但是，实践的逻各斯只能是粗略的、不很精确的。我们一开始②就

说过，我们只能要求研究题材所容有的逻各斯。而实践与便利③

5 问题就像健康④问题一样，并不包含什么确定不变的东西c 而

且，如果总的逻各斯是这样，具体行为中的逻各斯就更不确定

了。因为具体行为谈不上有什么技艺与法则，只能因时因地制

JO 宜，就如在医疗与航海上一样。⑤不过尽管这种研究是这样的性

质，我背］还是要尽力而为。

首先我们来考察这样一点，即不及与过度都同样会毁灭德

性。这就像体力与健康的情形一样（因为我们只能用可见的东西

15 来说明不可见的东西）。锻炼得过度或过少都损害体力。同样，

饮食过多或过少也会损害健康，适量的饮食才造成、增进和保持

健康。节制、勇敢和其他德性也是同样。一切都躲避、都惧怕，

20 对→切都不敢坚持，就会成为一个懦夫；什么都不怕，什么都去

硬碰，就会成为一个莽汉。同样，对所有快乐都沉溺，什么都不

节制，就会成为一个放纵的人；像乡巴佬那样对一切快乐都回

① 第六卷第 13 章。

② 第一卷第 3 章。亚里士多德在那里谈到我们所能要求的研究的确切性问

题。

③ σ唱，μφep6川自，有益、有利，指对于某个外在目的的实现或获得有用处。

④ 亚里士多德时常将道德与健康加以比较。格兰特（卷 I 第 488 页）说，亚里士

多德喜欢把健康当作身体结构的一种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平衡状态，正如把道德当

作灵魂的一种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平衡状态。

⑤ 所以，存在着三类事物c 第一类是不变的事物，它们是科学与智慧的对

象。第二类是可以有某种普遍法则的可变事物，例如文法与演奏竖琴，它们的不变

法则是科学的对象，其可变的方面是技艺与明智的对象。第三类是具体的、个别的

可变事物，它们是不确定的，不存在普遍的技艺法则，是具体的制作活动的对象。

这些具体的活动与行为中，有些是准技艺的，例如航海术与医疗c 医疗是获得或恢

复身体的平衡状态的活动，航海术是获得船舶在海上的平衡状态的活动。与此相

似，实践（行为）是使灵魂获得道德的平衡状态的具体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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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就会成为一个冷漠的人。所以，节制与勇敢都是为过度与不 25

及所破坏，而为适度所保存。

但是德性不仅产生、养成与毁灭于同样的活动，而且实现于

同样的活动。⑤其他那些较为可见的性质也是这样。比如体力来到

自多吃食物和多锻炼，而强壮的人也进食多和锻炼多。德性也是

这样。我们通过节制快乐而变得节制，而变得节制了就最能节制 35

快乐。勇敢也是一样。我们通过培养自己藐视并面对可怕的事物 1104b

的习惯而变得勇敢，而变得勇敢了就最能面对可怕的事物。

-3-
［快乐与痛苦作为晶质的表征］

我们必须把伴随着活动的快乐与痛苦看作是品质的表征。 5

因为，仅当－个人节制快乐并且以这样做为快乐，他才是节制

的。相反，如果他以这样做为痛苦，他就是放纵的。同样，仅

当一个人快乐地，至少是没有痛苦地面对可怕的事物，他才是

勇敢的。相反，如果他这样做带着痛苦，他就是怯懦的。这是

因为，道德德性与快乐和痛苦相关。首先，快乐使得我们去做 10

卑贱的事，痛苦使得我们逃避做高尚［高贵］的事。所以柏拉图

说，②重要的是从小培养起对该快乐的事物的快乐感情和对该痛

苦的事物的痛苦感情，正确的教育就是这样。其次，如果德性

同实践与感情有关，丽每种感情和实践又都伴随着快乐与痛 15

苦，那么德性也由于这个原因而与快乐与痛苦相关。这一点也

见证于快乐和痛苦被用作惩罚的手段这件事。因为惩罚是一种

治疗，而治疗就是要借助疾病的相反物来起作用。③第三，如己

①这句话的意义与第 1 章尾相衔接，下面的讨论在意义上又有所发展。

②《法律篇） 653a - c, 

③ 例如，热要用冷来降温治疗，反之亦然。亚里士多德这里表达的观念是，

如果 种恶是由过度的快乐造成，其治疗的手段便是施加痛苦，即惩罚，如果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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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说过的，①灵魂的晶质在本性上与那些会使它变好或变坏的事物

相联系。如果我们追求或躲避不应该追求或躲避的快乐或痛苦，

或者，如果我们在不适当的时间，以不适当的举止，或是以其他

不适当的方式追求或躲避它们，快乐与痛苦就成为品质变坏的原

25 因。由于这个原因，有人就把德性规定为某种不动心或宁静的状

态。②但是他们说得过于绝对，没有加上正确或错误的方式、时

间等等限定。所以我们要这样说，德性是与快乐和痛苦相关的、

产生最好活动的品质，恶是与此相反的品质。以下的考虑可以进

30 一步说明这一点。首先，有三种东西为人们所选择，即高尚［高

贵］的③东西、有利的东西和令人愉悦的东西；有三种东西为人

们所躲避，即卑贱的东西、有害的东西和令人痛苦的东西。在所

35 有这些事物上，好人都做得正确，坏人则做得不正确。这尤其是

1105a 在快乐这个方面。快乐既为人与动物所共有，又伴随着选择的对

象。因为，即使高尚［高贵］的和有利的事物也显得令人愉悦。④

其次，快乐从小就伴随着我们。所以我们很难摆脱掉对快乐的感

恶是由痛苦造成，其治疗就必定是快乐。人们这样使用着快乐与痛苦，由此可知它

们与德性有关。

( J J04a27 - b3o 

② 不动心， d霄血。e(a霄，即不受感情之纷扰的状态。罗斯（第 32 页）和莱克汉姆

（第 81 页注）认为此处是指斯彪西波（Speusippus），斯图尔特（卷 I 第 180 页）和韦尔登

（第 39 页注）认为是指背尼克学派。亚里士多德在措辞上是指某一个人，所以指斯彪

西波的可能性较大些。斯彪西波坚持以不动心为目标（<rTOX~B0m Tot月 a"(a6m}.;

aox问σlac;）的态度。不过这是希腊时代许多哲学家的观点，例如德漠克利特

(Democritus），以及斯多葛学派，等等。

③如己说明的（第 6 页注⑤），希腊语中的阳AOV 指美的、好的、公正的、高

尚的等等。其反 ifif q仿XpOV 指丑的、坏的、不公正的、耻辱的或卑贱的等等。亚里

士多德在伦理学著作中使用的阳l\Ov 和 awxp6v，不仅是在审美的意义上，而且是在

道德的意义上的。

④换言之，好人所选择的事物并不因它高尚［高贵］而不令人愉悦。因为高尚

［高贵］的事物本身就令人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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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因为它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生命之中。第三，我们或多

或少地都以快乐和痛苦为衡量我们行为的标准。所以我们现在的 5

研究元可避免地与快乐与痛苦相关。因为，是正确地还是错误地

感觉到快乐或痛苦对于行为至关重要。第四，战胜’快乐比赫拉克

利特所说战胜怒气①更难，而技艺与德性却总是同比较难的事务

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事情越难，其成功就越好。由于这种原因， 10 

德性与政治学也就必然地与快乐与痛苦相关。因为，对快乐与痛

苦运用得好就使一个人成为好人，运用得不好就使一个人成为坏

人。所以说，德性与快乐和痛苦相关；德性成于活动，要是做得 15

相反，也毁于活动；同时，成就着德性也就是德性的实现活动。

-4-
［合德性的行为与有德性的人］

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什么意义上才可以说，行为公正便

成为公正的人，行为节制便成为节制的人？②因为，如果人们在

做着公正的事或做事有节制，他们就已经是公正的或节制的人 20

了。这就像一个人如果按文法说话就已经是文法家，按乐谱演奏

就已经是乐师了一样c 但是技艺方面的情形并不都这样。因为，

一个人也可能碰巧地或者由于别人的指点而说出某些合文法的东

西。可是，只有当他能以合语法的方式，即借助他拥有的语法知 25

识来说话时，他才是一个文法家。③而且，技艺与德性之间也不

①赫拉克利特（Heracleitus) ｛残篇》（ Frag阳nts) , 105。原话是：困难的是战胜怒气

（莱克汉姆［第 82 页］说，怒气（ 9部制在荷马（Homer）史诗的意义上也就是欲望），无论

你想从这种胜利中获得什么，都要以灵魂的损失为代价。这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国I能

是流传甚广的名句。亚里士多德在《欧台漠伦理学》(1223b23）和《政治学》(1315a30 ）中

都引用了赫拉克利特的这句话或类似的话。

②参照 1103a3 l - b25, 1104a27 - b3 。

③ 所以合技艺的活动有些是出于技艺的，这是本义上的技艺的活动，有些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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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技艺的产品，其善在于自身。只要具有某种性质，便具有

30 了这种善。但是，合乎德性的行为并不因它们具有某种性质就

是，譬如说，公正的或节制的。除了具有某种性质，一个人还必

须是出于某种状态的。首先，他必须知道那种行为。①其次，他

I IOSb 必须是经过选择而那样做，井且是因那行为自身故而选择宫的。

第兰，他必须是出于一种确定了的、稳定的品质而那样选择的。

说到有技艺，那么除了知这一点外，另外两条都不需要。而如果

说到有德性，知则没有什么要紧，这另外的两条却极其重要。它

5 们所述说的状态本身就是不断重复公正的和节制的行为的结果。

因此，虽然与公正的或节制的人的同样的行为被称为公正的和节

制的，一个人被称为公正的人或节制的人，却不是仅仅因为做了这

样的行为，而是因为他像公正的人或节制的人那样地做了这样的

10 行为。所以的确可以说，在行为上公正便成为公正的人，在行为上

节制便成为节制的人。如果不去这样做，一个人就永远无望成为一

个好人。但是多数人不是去这样做，而是满足于空谈。他们认为他

们自己是爱智慧者，认为空谈就可以成为好人。这就像专心昕医生

15 教导却不照着去做的病人的情形。正如病人这样做不会使身体好

起来一样，那些自称爱智慧的人满足于空谈也不会使其灵魂变

好。

-5-
［德性的定义：种 l

我们接下来讨论德性究竟是什么。既然灵魂的状态有三种：感

Hl于某种偶然条件，例如碰巧地或经别人指点，这是合技艺的活动3

① 在第二卷第 1 章中，亚壁士多德把“知道那种行为”进一步地解释为对于所傲

的事的环境与性质是有意识的。这是亚里士多德同苏格拉底的行为观点的共同之点。

但是接下去的对于选择和品质状态的讨论则是与苏格拉底的观点（尽管他并没有表明

这种背景）的不同处。参见第三卷第 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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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能力与品质，德性必是其中之一。①感情，我指的是欲望、 20

怒气、恐惧、信心、妒忌、愉悦、爱、恨、愿望、嫉妒、怜悯，

总之，伴随着快乐与痛苦的那些情感。②能力，我指的是使我们

① 亚里t多德没有说明过他根据什么把灵魂的状态区分为感情（ 'ITCtih], 

节ci0o~）、能力（创阳阳明）、品质（民间）三者。格兰特（卷 I 第 496 页）说，亚里：1：多德

的这一区分的前提是他的性质学说。性质作为基本范畴，在｛范畴篇） (8b25 -

9a33 ）中分为： (1）品质与习性；（2）能与不能的性质；（3）感受性；（4）广延与形状。这四

种性质中，显然最后一种不适用于灵魂。因此，灵魂的状态只有余下的三种。所

以，我们应当把亚里士多德在这里说的灵魂状态了解为灵魂的性质状态。

② 把几种主要的英译本对亚里士多德的这组感情名词的译名加以对照也许对

于读者有些帮助：

正节也队iµ.ia appetite, desire 欲望

opγ叶 anger 怒气

中6j3o~ fear 恐惧

。pO<n' mnfidence, courage 信心

4>06vo' envy 妒忌

χ臼pa JOY 愉悦

中Lλω friendly felling, lo刊， friendship 爱，友爱

』儿町o~ hatred, hate 恨

霄600~ longi吨， regret 愿望，悔恨

L句）＼o~ emulation , jealousy 嫉妒，攀比，仿效，竞争

kλε6~ pity 怜悯

亚嗖士多德所列的感情种类，同中国传统的喜怒哀乐爱恶欲七分法，既有一些相同

点，又有很大的区别。就相同点来说， xap<l 相当于喜， op'Y均相当于怒， φ认的接近

于爱，µ.＂t<TO＜；接近于恨（恶） ' em!hiµ.(a 相当于欲。不过其中的涵义又有些相异处。就

不同处来说，亚里士多德，大概也是西方人对感情的区分传统．也把一些其他的感

情，例如信心、妒忌，怜悯等等列入主要的感情之列。这些在希腊语与汉语中还大

致地可以找到接近的对应语。在汉语中，主要困难在于表达希腊词 τ600＜；与凶λO<;

的意义叮响。饵，亚里士多德用以指，个人的希望、向往、愿望等等。 τr68伺是对于

某种善的事物的，因而不同于完全不分有逻各斯的、盲目追求着快乐的欲望；但是

巾。O＜；中又同时包含着对由于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而未能够实现愿望的悔恨，所以韦

尔警将节600＜；译做悔恨c 民λO＜；的原意极为复杂，有热情、激情、嫉炉、仿效、崇拜

等意义，与 φ06νO＜；的意义有接近的方面一 φ06νO＜；指对于他人的善的妒忌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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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获得这些感情，例如使我们能感受到愤怒、痛苦或怜悯的东

25 西。品质，我指的是我们同这些感情的好的或坏的关系。例如，

如果我们的怒气过盛或过弱，我们就处于同怒的感情的坏的关系

中；如果怒气适度，我们就处于同这种感情的好的关系中。其余

30 感情也可类推。德性与恶不是感情。因为首先，我们并不是因我

们的感情，而是因我们的德性或恶而被称为好人或坏人的。我们

被称赞或谴责也不是因我们的感情（一个人不是因感到恐惧或愤

I l06a 怒而受到谴责，也不是因怒气本身而受到谴责，而是因以某种方

式发怒而受到谴责），而是因我们的德性与恶。其次，我们愤怒

或恐惧并不是出于选择，而德性则是选择的或包含着选择的。①

5 第三，我们说一个人被感情“感动”，可是对于德性与恶，我们

则不说他被“感动”，而说他被“置放于”某种状态中。②同样

由于这些原因，德性也不是能力。因为首先，我们不是仅仅由于

感受到这些感情的能力而被称为好人或坏人，而被称赞或谴责

JO 的。其次，能力是自然赋予的，善与恶则并非自然使然。但是这

E司λ~ 则有出于此种妒忌而不甘示弱、起而竞争、意欲超过的感情。不过译作竞争可

能会带来更大的误解，因为它在汉语中主要被理解为一种活动而不是一种感情。

刊λ~ 我在文中译作攀比，是因为在汉语中没有对应的词。

① 韦尔登（第 43 -44 页）将此句译为：“在某种意义上是选择的，或不存在于无

选择之中” ο

② 8uXK8町自由ι 动词 8uXK&LI且也的被动形式，原意是处于某种状态，被塑造

成，或被置放于某某状态，等等。斯图尔特、罗斯、莱克汉姆译作 be disposed 是比

较妥当的。在英语中也同在古希腊语中相类似，这个动词的被动语态并不必然表明

行为者被某个其他事物影响，它的通常的意义是指被自己以往的行为塑造。所以一

个人的品质状态在希腊语中被称为 8u:i6e1n号或民间，意思是被塑造成的品质状态。

动词 KLV町的被动形式 KLVBW9aL 在意义上则十分不同，它通常是指被某个其他事物

影响而动，如被移动，被感动，因为感受即接受，因而是受动的而不是主动的。亚

里士多德此处以这种对比说明，德性与恶在于我们自身，不同于感情（他的理论认

为， －个人不等同于他的感情），我们的品质不是受动而致的感情，而是因以某种方

式对待感情而形成的倾向。



第二卷 ［道德德性］ 45 

点我们已经谈过了。③既然德性既不是感情也不是能力，那么它

们就必定是品质。这样我们就从种类上说明了德性是什么。

-6-

［德性的定义：属差］

但我们不仅仅要说明德性是品质，而且要说明它是怎样的品

质。②可以这样说，每种德性都既使得它是其德性的那事物的状 15

态好，又使得那事物的活动完成得好。比如，眼睛的德性既使得

眼睛状态好，又使得它们的活动完成得好（因为有一副好眼睛的

意思就是看东西清楚）。同样，马的德性既使得－匹马状态好，

又使得它跑得快，令骑手坐得稳，并迎面冲向敌人。如果所有事 20

物的德性都是这样，那么人的德性就是既使得一个人好又使得他

出色地完成他的活动的品质。这后面一点的意思我们已经说明

过。③但是对德性的本性的研究也有助于说明这一点。在每种连

续而可分的事物④中，都可以有较多、较少，和相等。这三者既 25

( l 103al8 - b2 。

② 在对德性作了最基本的、基于活动的说明之后，前面的第 5 章，如格兰特

（卷 I 第 495 页）所说，是从性质范畴对德性的述说。这一章则是从数量和关系两个范

畴述说德性。从数量说，德性是数量上连续而可分的那种实践事务土的一种数量。

在这种事务上也有较多、较少与中间。从关系说，德性同这些事物主的过多与过少

的数量相关c 然而它不简单地是相对于过多或过少而言的中间，而是在这两者之间

的、相对于实践者的、几何比例的中间（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几何比例的概念，见第五

卷第 3 章的讨论），即适度c

( 1097b22 - 1098a20 。

④ 这可能如彼得斯（ F. H. Peters)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基根保罗出

版公司， 1893 年］第 44 页）所说，是亚里士多德学派内部对事物的数量方面的→种划

分。在数量上连续的事物不同于在数量上间断的事物。前者如线、面、体、时间、

地点等等，后者如数目、语言。连续的事物在任何部分都可以分割，分离的事物则

只在那些可以分离的地方才可以分割，例如语言中可以自然地分割的是音节，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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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相对于事物自身而言，也可以相对于我们而言，而相等就是

较多与较少的中间。就事物自身而言的中间，我指的是距两个端

30 点距离相等的中间。这个中间于所有的人都是同一个一。相对于

我们的中间，我指的是那个既不太多也不太少的适度，它不是

一，也不是对所布的人都相同的。③例如，如果 10 是多， 2 是

35 少， 6 就是就事物自身而言的中间，因为 6-2=10-6，这是一

ll06b 个算术的比例。②但是相对于我们的中间不是以这种方式确定

的。如果 10 磅食物太多， 2 磅食物太少，并不能推定教练将指

定 6 磅食物。因为这对于一个人可能太多或太少：对米洛③来说

5 太少，对一个刚开始体育训练的人又太多。赛跑和摔跤也是这

样。每一个匠师都是这样地避免过度与不及，而寻求和选择这个

适度，这个不是事物自身的而是对我们而言的中间。如果每一种

科学都要寻求适度，并以这种适度为尺度来衡量其产品才完成得

JO 好（所以对于一件好作品的一种普遍评论说，增一分则太长，喊

一分则太短。这意思是，过度与不及都破坏完美，唯有适度才保

存完美）；如果每个好技匠都在其作品中寻求这种适度；如果德

性也同自然一样，比任何技艺都更准确、更好，那么德性就必定

15 是以求取适度为目的的。我所说的是道德德性。⑧因为首先，道

节之中不能再加以分割。参见｛范畴篇｝第 6 章。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观点是，对连

续的事物，我们可以根据意愿取得较多或较少，对分离的事物则不可，能这样做。

①莱克汉姆（第 90 页注）解释说，取相对于事物自身的中间，意思是使取走的部

分相等于留下的部分，即一半；取相对于我们的中间，意思是取相对于我们的正确的数

量（因为已经假定在任何→点上都可以分割），不过这个数量必定是处在过多与过少之

间的那个正好。

② 亚里士多德谈论事物的数量关系时区分算术比例的关系与几何比例的关

系。不过他在此处称为算术比例的数的关系更适合被称作算术数列。

③一个著名运动员。

④所以亚里士多德是说，这个对相对于我们的适度的分析不适用于理智德性。

按亚里士多德的看法，理智即灵魂的有逻各斯的部分除了不是靠习惯养成外，也不具

有连续的事物的那种可分割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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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德性同感情与实践相关，而感情与实践中存在着过度、不及与

适度。例如，我们感受的恐惧、勇敢、欲望、怒气和怜悯，总之

快乐与痛苦，都可能太多或太少，这两种情形都不好3 而在适当

的时间、适当的场合、对于适当的人、出于适当的原因、以适当 20

的方式感受这些感情，就既是适度的又是最好的。这也就是德性

的品质。在实践中也同样存在过度、不及和适度。德性是同感情

和实践相联系的，在感情和实践中过度与不及都是错误，适度则 25

是成功并受人称赞。成功和受人称赞是德性的特征。所以，德性

是一种适度，因为它以选取中间为目的。其次，错误可以是多种

多样的（因为，正如毕达哥拉斯派所想像的，恶是无限，而善是 30

有限①），正确的道路却只有一条（所以失败易而成功难：偏离目

标很容易，射中目标则很困难）。也是由于这一原因，过度与不

及是恶的特点，而适度则是德性的特点：

善是一，恶则是多。⑨

所以德性是一种选择的品质，存在于相对于我们的适度之

① 毕达哥拉斯学派从）种神秘的数的意义出发，认为有限的事物是善的，无

限的事物是恶的。

② 出处不详，韦尔登（第 47 页）认为吁能出自某个毕达哥拉斯学派作者之子。

斯阁尔特（第 200 页）和莱克汉姆（第 94 页注）认为这句诗当接在上面的第二个括号中

的话之后。梅兰特（卷 I 第 254 页）这样说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这种观点：

他们谈论的是相对于他们自己的心灵的善。有限是可计数的，是心灵能够把

握的；无限是不可汁数的、心灵无法把握的、无法还原为法则的、不可知的。在

这种意义上，无限对毕达哥拉斯学派是一个厌恶的对象。所以，他们举出善的

与恶的两种对立事物，把奇数算在善的一边，把偶数放在恶的一边。［因为］他

们把无限的概念同偶数联系起来。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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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07a 中。这种适度是由逻各斯规定的，就是说，是像一个明智的人会

做的那样地确定的。德性是两种恶即过度与不及的中间。在感情

与实践中，恶要么达不到正确，要么超过正确。德性则找到并且

5 选取那个正确。所以虽然从其本质或慨念来说德性是适度，从最

高善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极端c①

但是，并不是每项实践与感情都有适度的状态。有一些行为与

10 感情，其名称就意味着恶，例如幸灾乐祸、无耻、嫉妒，以及在行为

方面，通奸、偷窃、谋杀。这些以及类似的事情之所以受人谴责，是

因为它们被视为自身即是恶的，而不是由于对它们的过度或不

及。所以它们永远不可能是正确，并永远是错误。在这些事情上，正

15 确与错误不取决于我们是否是同适当的人、在适当的时间或以适

当的方式去做的，而是只要去做这些事就是错误的。如果认为，在

不公正、怯懦或放纵的行为中也应当有适度、过度与不及，这也同

样荒谬。因为这样，就会有一种适度的过度和适度的不及，以及－

20 种过度的过度和一种不及的不及了。但正如勇敢与节制方面不可

能有过度与不及一－因为适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极端一一→

样，在不公正、怯懦或放纵的行为中也不可能有适度、过度与不

25 及。因为一般地说，既不存在适度的过度与适度的不及，也不存在

过度的适度或不及的适度。

-7-

［具体的德性引论］

然而我们不应当只是谈论德性的一般概念，而应当把它应用

①格芝特（卷 I 第 502 页）此处有一重要评论。他写道，这段话是对于德性的一个

意义深刻的阐述，说明适度一方面是对于德性法则的一种形上学的表达，即它是两种

恶之间的适度，需要借助理解来把握；然而从善的观点来看，德性又仅仅是一种极端，

即要离开恶或与恶相对立；亚里士多德的这段阐述表明他始终在→种抽象的道德观点

与一种具体的道德观点之间寻找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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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具体的事例上去。因为在实践话语①中，尽管那些一般概念适 30

用性较广．那些具体陈述的确定性却更大些。实践关乎那些具体

的事例，我们的理论也必须同这些事例相吻合。我们可以从我们

的德性表②中逐一地讨论。恐惧与信心方面的适度是勇敢。其过

度的形式，在无恐惧上的过度无名称（许多品质常常没有名称）， l 107b 

在信心上过度是鲁莽。③快乐和痛苦 不是所有的，尤其不是

① τpa~eι~ >..6-yo间，实践事务的以语言说出的东西。实践的事务，在亚里士多

德的用法上主要是与伦理的、政治的目的性的行为和活动相关的事务。

②莱克汉姆（第 98 页注）说，亚里士多德在讲课时显然列出了一份德性表，表

明每种德性是在哪两种极端之间。这个推测很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在《欧台漠伦理

学》 (1220b37 -122lal2）中，我们看到他列举了一份这样的表。我们不可能充分确

定这是否就是同一份德性表，但是即使不是同一份，它们也至少十分接近。为了读

者理解的方便，我把这份德性表的希腊原文及其主要英译和中译名作为附录（见“附

录一”）列举于书后。其中的英译名主要是出现于所参照的几个英译本的。不过，关

于义愤的不足形式，亚里士多德在《欧台漠伦理学》中说是无名称，｛尼各马可伦理

学｝中则以 E'!TLX<Xi.pεK<XK山（幸灾乐祸）名之，此表中所依为｛尼各马可伦理学》。

③斯图尔特（卷 I 第 212 页）引证米奇莱特（Michelet）对亚里士多德此段陈述的

要旨作了如下说明：

［过度 l

恐惧的不及 ［无惧］

勇敢 腼
陌

悖
山
阳

、e
t－
－k
r
l
J

］
度
足

及
过
不

不
的
的

［
惧
心恐
信

信心的过度一一鲁莽

斯阁尔特说，在这两端中存在→种不同：恐惧的过度和信心的不足两者总是不可分，它

们构成同一种恶一一怯懦；然而恐惧的不及和信心的过度则可能分开而构成两种恶。

恐惧的不及米奇莱特称为元惧，一种消极的恶，后者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鲁莽，是一种

积t&的恶。他说，由于怯懦通常被看作一种不及的恶，亚里士多德便把“元惧”与“鲁莽”

都作为过度来说明。我在这里用“无惧”而不是“无畏”，是因为在汉语的习惯理解中，无

畏与勇敢基本是同义的．而无惧则不是一个已经俗成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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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痛苦一一方面的适度是节制，①过度是放纵。我们很少见

5 到在快乐上不及的人，所以这样的品质也无其名，不过我们可以

称之为冷漠。在钱财的接受与付出方面的适度是慷慨，过度与不

及是挥霍和吝啬c 这两种人的过度与不及刚好相反：挥霍的人在

10 付出上过度而在接受上不及，吝啬的人则在接受上过度而在付出

上不及。我们暂且作这一粗略而概要的说明，就眼下的目的而言

这已足够了。我们还将在后面②更缤密地考察这些品质。③在钱财

15 方面还有其他一些品质。其中那种适度的品质是大方（大方的人

不同于慷慨的人，前者与对大笔钱财的处理有关，后者只与对小

笔钱财的处理有关），其过度形式是无品昧或粗俗，不及形式是

20 小气。大方的过度与不及不同于慷慨的过度与不及，我们将在后

面④谈到这种区别。荣誉与耻辱方面的适度是大度。其过度形式

是人们所说的虚荣，不足形式是谦卑。⑤正如慷慨同大方的区

25 别，如已说过⑥的，在于它只涉及对小笔钱财的处理一样，也有

一种晶质以这种方式同大度相联系，而只同对微小的荣誉的处理

有关。因为，对微小荣誉的欲求也可以有适度、过度与不及。过

度地欲求这种荣誉的人称为爱荣誉者，在欲求这种荣誉上不及的

30 人则被称为不爱荣誉者，而欲求得适度的人则无名称。这些品质

也都没有名称，只有爱荣誉者的品质被称为好名。结果，那两种

① σωφ阳时阿1 明智、谨慎、自我控制等等。参见后面第 88 页注②。

② 见第四卷第 1 章。那里对慷慨、吝啬与挥霍作了更详尽的讨论。

③ 韦尔登（第 49 页注 3）将“我们暂且……考察这些品质”括起来，理由是这几句

话打断了对钱财的使用上的德性的讨论。

④ 第四卷第 2 章， I 122a20 -29,h!0-180 

⑤ µ~Kpo似叹归。我在这里没有译为谦虚，因为谦虚在汉语中被看作一种美德。不

过在摹督教的道德中，谦卑也被视为一种德性。参见包尔生（F. Paulsen）《伦理学体系》

(A Sy脚m of Ethic• ）第 3 编第 6 章第 4 节。所以这里讨论的某些德性观念只在希腊时代

有较大的适用性。

⑥ 1107bl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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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反倒要占据适度品质的位置c 我们自己也有时把有适度品质

的人称为爱荣誉者，有时又把他们称为不爱荣誉者；有时称赞爱 I 108a 

荣誉的人，有时又称赞不爱荣誉的人。这是什么原因，我们下面①

将会时论。不过现在，我们还是先按上面的叙述方式把其他的德

性讲完。在怒气方面，也是存在着过度、不足与适度。它们可以

说没有名称。不过，既然我们称在怒气上适度的人是温和的人， 5 

我们姑且称这种品质是温和。在两种极端的人之中，怒气上过度

的人吁以被称为恤怒的，这种品质可以称为恤怒；怒气上不足的

人可以被称为麻木的，而这种品质也可以称为麻木。此外，还有 JO

兰种品质相互间有些相似，又有所不同。它们都同语言与行为的

共同体②有关。不过， －个是关系到这种语言与行为的诚实性，

另两个则关系到语言与行为的愉悦性：其中一个表现于娱乐的愉

悦性中，另一个则存在于生活的所有场合中。我们必须对它们加

以讨论，以便能更加看清，在所有事务中，适度的品质都会受到 15

称赞，而那些极端则既不正确，又不值得称赞，而是应受谴责。

大多数这类品质也是无名称的。但是我们必须像在其他那些地方

一样，尽力地给出它们的名称，以便使我们的讨论明白易懂。在

交往的诚实性方面，具有适度品质的人可以被称作诚实的。这种

适度的品质也可以称作诚实。③在虚伪的品质中，夸大自己的形 20

式可称作自夸，这种人可称作自夸的人。贬低自己的形式可称作

自贬，这种人可称作自贬的人。在娱乐的愉悦性方面，具有适度

( 1008bl I -26, l 123bl4 -18 。

() KOLVwvla ，共同体，即通过交谈、交往、交易、交流等等而形成的有共同的话语

与理解背景的社会群体。亚里士多德认为社会的行为以及道德德性，如友爱与公正，都

存在于一定的共同体之中。关于友爱与共同体的关系的讨论，见第八卷第 9 章。

③ dλη0LV饵，真诚、诚实，衍生于名词也λ叫叫“真）。亚里士多德在第四卷第 7 章

中说，这种交往的诚实品质没有名称。所以诚实在此处其实是亚里士多德为讨论得明

白而“尽力给出的名称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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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的人是机智的，这种品质是机智。过度的品质是滑稽，这种

25 人也就是滑稽的人。具有不及的品质的人是呆板的，这种晶质也

就称为呆板。在一般生活的愉悦性方面，那种让人愉悦得适度的

人是友爱的，这种品质也就是友爱。过度的人，如果是没有目的

的，便是滔媚；如果是为得到好处，便是奉承。那种不及的、在

30 所有这些事务上都令人不愉快的人，则是好争吵的、乖庚的人。

还有一些适度的品质是感情中的或同感情相关的①品质。因为尽

管羞耻不是一种德性，一个知羞耻的人却受人称赞。②在这些事

35 情上，我们也说一个人是适度的，或者另一个人是过度的。例

l 108b 如，羞怯的人对什么事情都觉得惊恐，而在羞耻上不足的人则对

什么事情都不觉羞耻，具有适度品质的人则是有羞耻心的。此

外，义愤是妒忌与幸灾乐祸之间的适度。它们都与我们为邻人的

好运所感受的快乐或痛苦有关。义愤的人为邻人的不应得的好运

感到痛苦。妒忌的人在痛苦上更盛于义愤的人，他为别人的一切

5 好运都感到痛苦。③而幸灾乐祸的人则完全缺少此种痛苦，而是

反过来为邻人的坏运气感到高兴。④我们在后面还有机会讨论这

① 亚里士多德在这里谈到的，似乎是只涉及感情而不诉诸行为的品质，所以

同上面谈过涉及行为的感情或伴有感情的行为的品质有所不同。

② 莱克汉姆（第 105 页）将“尽管羞耻不是一种德性，一个知羞耻的人却受人

称赞”置于“具有适度品质的人则是有羞耻心的”之后，认为这是句序上的误置。

③莱克汉姆（第 105 页）认为此处遗漏了“义愤的人则为他人的不应得的不幸

感到痛苦”。

④ XO'.Lp€LV，字画意义是为某某事务感到高兴。格兰特、斯图尔特和罗斯都认

为亚里士多德此处说的是幸灾乐祸者为邻人的坏运气感到高兴。罗斯（第 43 页注）

说，亚里士多德的意思必定是，妒忌者为邻人的所有好运，不论是否应得，感到痛

苦；幸灾乐祸者则为邻人的所有坏运气，不论应得与否，感到高兴，如他把话说完

整，他必定会看到这两者之间没有对立。这种意见与格兰特的是一致的。格兰特（卷

I 第 508-509 页）也认为，亚里士多德在此处有一种混淆，因为一个人可能同时既妒

忌又幸灾乐祸。而且，妒忌的人为好人的成功感到痛苦， ffl.幸灾乐祸的人也并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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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品质。①关于公正，由于它是在多种不同意义上使用的，我们

将在讨论这些品质之后②区分这些意义，并且表明它们各自在何

种意义上是适度的品质（我们也将以同样的方式讨论逻各斯的德
③
 。性 10 

-8-
［适度同过度与不及的关系］

所以，有兰种品质：两种恶一一其中一种是过度，一种是不

及一一和一种作为它们的中间的适度的德性。这三种品质在某种 15

意义上都彼此相反。④两个极端都同适度相反，两个极端之间也

彼此相反。适度也同两个极端相反。正如相等同较少相比是较

多，同较多相比又是较少一样，适度同不及相比是过度，同过度

好人的成功感到高兴，而是为他的坏运气感到高兴，说这两者沟成对立的两个极端

似乎是个错误。不过斯图尔特（卷 I 第 216 页）建议把亚里士多德指出的分别看作一个

逻辑的区别。以许多人的感情经验来说，我以为格兰特与罗斯说明的经验可能是真

实的。妒忌与幸灾乐祸的确可能发生于同一个人的感情中。但是也可能有这样的情

形：有人不存在妒忌而只怀着幸灾乐祸的感情。所以不妨说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也

仍然是一种事实，尽管也许不是最重要的一种。

CD 参见第三卷第 6 章至第四卷第 9 章对于上面谈到的各种德性的进一步的讨

论。

② 第五卷。

③ 叩。iw~ Be K侃 τep1. T伽 λO'YLK/i)V ctpeT<ilV。这句话被格兰特（卷 I 第 509 页）

加上了括号，理由是：（l)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欧台漠伦理学》的

其他地方从未将“逻各斯的”这一限定语用于德性之前，（2）亚里士多德也不可能说

他将表明理智德性是“适度（中间）”，所以（3）这极可能是后人所加。

④ 在这一章，格兰特（卷 I 第 509 页）说，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德性与两个极端中

每一个极端的关系是某种相反者的关系的思想。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第 7. 8 

章）中说，德性作为性质与关系包含有相反者。但不是德性与德性相反，而是每种德

性都与作为恶的其他性质相反。不过，亚里士多德分析说，一种德性很可能与两种

相关的恶中的→种（而不是另一种）更为对立和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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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相比又是不及。在感情上和实践上都是如此。例如，勇敢的人与

怯懦的人相比显得鲁莽，同鲁莽的人相比又显得怯懦。同样，节

制的人同冷漠的人相比显得放纵，同放纵的人相比又显得冷漠。

慷慨的人同吝啬的人相比显得挥霍，同挥霍的人相比又显得吝

25 啬。所以每种极端的人都努力把具有适度品质的人推向另一端。

怯懦的人称勇敢者鲁莽；鲁莽的人又称勇敢者怯懦，余类推。但

尽管两个极端同适度相反，最大的相反却存在于两个极端之间。

因为首先，两个极端相互间的距离比它们各自同适度品质的距离

30 更大些。这正如较多离较少、较少离较多的距离比它们各自同相

等的距离更大一样。其次，有些极端与适度之间还有某种程度的

相似，如鲁莽与勇敢，挥霍与慷慨，但是两个极端之间却总是表

现出最大的不相似。既然相互远离的事物被规定为相反物，那么

35 越相互远离的事物也就越相反。在某些场合，不及与适度较为相

l 109a 反。在另一些场合，过度同适度又较为相反。例如，与勇敢较为

相反的不是作为过度的鲁莽，而是作为不及的怯懦。与节制较为

相反的不是作为不及的冷漠，而是作为过度的放纵。其原因有

5 二。一是由于事物自身的性质。由于两个极端中有一个同适度的

品质较接近、较相似，我们就不把这个极端，而把它的相反者与

它相对立c 例如，由于鲁莽显得比怯懦更接近于勇敢，我们把怯

10 懦而不是把鲁莽看作勇敢的相反者。因为，离适度的品质越远的

极端就显得越与它相反。这就是事物自身中的原因。第二个原因

是我们自身的性质。那些我们越是出于自身本性而爱好的事物，

15 就越显得与适度的品质相反。例如，我们比较倾向于快乐，所以

比较容易放纵（而不是做事体面）。①我们把我们本性上更容易去

① 甘［霄po写 KOO"µ叮叮恼。 KOσµ•o叫T缸，行为合体面之意。斯图尔特（卷 I第 218 -

219 页）认为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指的是节制，理由是 KOσjLLO<; （体面的）与 σφφpwv （节制

的｝在希腊语中意义非常接近。但是斯本格尔（ L. von Spengel)和莱克汉姆（第 109 页）认

为它可能为后人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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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好的那些事物看作适度品质的相反者。所以作为过度的放纵就

更被看作是同节制相反的。

-9-
I适度的获得］

我们已经详尽地说明了道德德性是适度，以及它是这种适度 20

的意义，即第一一，它是两种恶即过度与不及的中间；第二，它以

选取感情与实践中的那个适度为日的。就是由于道德德性是这样

的适度，做好人⑦不是轻松的事。因为，要在所有的事情中都找

到中点②是困难的。譬如，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一个圆的圆心， 25 

只有一个懂得这种知识的人才能找到它。同样，每个人都会生

气，都会给钱或花钱，这很容易，但是要对适当的人、以适当的

程度、在适当的时间、出于适当的理由、以适当的方式做这些

事，就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或容易做得到的。所以，把这些事做到

好是难得的、值得称赞的、高尚［高贵］的。要做到适度，首先就

要按照卡吕普索③所指点的，

牢牢把住你的船

① στm店“饵，好的，引申义为好人、诚实的人。亚里士多德说好人常常使用

στm必创屑、 a-ycr6o~ 、何1£LKEL 兰个词2 由于＆霄昭LKEL 来源于臼川阳山（公道），我在

文中译为公道的人； στm必αw~ 和＆啊。的基本上是在相同意义上使用，我在文中译

为好人。

② µ.i:crov。这里说的中点及下面所说的圆心显然都是在数学与几何学的意义

｝说的 σ 韦尔登（第 55 页）说，亚壁士多德在这里似乎忽略了他在前面区分的相对于

事物的（即数学与几何学的）中间与相对于我们的适度之间的区别。

③ Ka)..utJiw, Calypso，希腊神话中提坦巨人之一阿特拉斯（Atlas）的女儿，俄古

姿 '11'. 岛 i二的仙女。下面的话亚里士多德认为是她奉宙斯（Zeus）之命放奥德赛

(Odysseus) liiJ 乡时提醒他的。实则这句原话是奥德赛对他的舵手转达埃亚岛的仙女喀

1＋刻（ιirce）预先提出的警告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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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那巨涛与浪雾，①

避开最与适度相反的那个极端。因为在两个极端之中，有一个比

另一个错误得更严重些。既然要准确地选取适度非常困难，我们

35 的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选择②就只能是一一如谚语所说一一在两恶

11附中择其轻。而两恶权其轻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如上所说明的方

法。其次，我们要研究我们自身容易去沉溺于其中的那些事物

（因为不同的人会沉溺于不同的事物）。借助我们所经验的快乐与

痛苦，我们便可以弄清楚这些事物的性质。然后，我们必须把自

5 己拉向相反的方向。因为只有远离错误，才能接近适度。这正如

我们在矫正一根曲木时要过正一样。第三，在所有事情上，最要

警惕那些令人愉悦的事物或快乐。因为对于快乐，我们不是公正

的判断者。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像年长的人对待海伦③那样对待

IO 快乐，并且在每个这样的场合都复诵他们所说过的话。④如果我

们像他们那样地打发走快乐，我们就不大可能做错。总之，这种

做法能够帮助我们选中适度。但这当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尤其

是在具体的场合中。譬如，我们很难确定一个人发怒应当以什么

15 方式、对什么人、基于什么理由，以及该持续多长时间。我们有

时称赞那些在怒气上不足的人，称他们温和。有时又称赞那些容

易动怒的人，称他们勇敢。然而，尽管我们不谴责稍稍偏离正

确一一无论是向过度还是向不及一一的人，我们却的确谴责偏离

20 得太多、令人不能不注意到其偏离的人。至于一个人偏离得多

远、多严重就应当受到谴责，这很难依照逻各斯来确定。这正如

对于感觉的题材很难确定一样。这些事情取决于具体情状，而我

①《奥德赛为Odysseus ）第 12 章 219 。

②次好的选择，希腊的谚语是，“只要风停了，我们就得操桨划船”c

③ ‘ EAeVll , Helen ，海伦。

④《伊里亚特》（ Iliad ） 第 3 章 156 - 1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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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它们的判断取决于对它们的感觉。所以十分明白，在所有品

质中适度的品质受人称赞。但是我们有时要偏向过度一些，有时 25

又要偏向不及一些，因为这样才最容易达到适度。



第三卷

［行为］

-1-
I 意愿行为］

30 既然德性同感情与实践相关，既然出于意愿的感情和实践

受到称赞或谴责，违反意愿⑦的感情和实践则得到原谅甚至有时

得到怜悯，研究德性的人就有必要研究这两种感情和实践的区

别。⑨这种研究对立法者给人们授予荣誉或施以惩罚也同样有帮

35 助。看起来③，违反意愿的行为是被迫的或出于无知的。一项行

11 JOa 为，如果其始因是外在的，即行为者就如人被腿风裹挟或受他人

胁迫那样对这初因完全无助，就是被迫的行为。但是，如果人们

所做的行为是由于惧怕某种更大的恶，或出于某种高尚［高贵］的

目的，它是出于意愿的还是违反意愿的就可能有争论。例如，如

5 果一个懵主以某人的父母或子女为人质，迫使他去做某种可耻的

① eKO白：nov，由于意愿的，前缀以－意义为出子 。 CxKoUσWV，违反意愿的，

前缀任就其语源学意义来说有两种意义：反－或非－（元－）；在有些词汇中指前

者，在另一些词汇中是指后者，亚里士多德在本卷的用法基本上是前种意义。此

外，亚哩士多德还区分了第三种意愿性， mix BKoOOl.OV，即非意愿或无意愿的。但是

正如莱克汉姆（第 116 页注）所说，亚里士多德在后面的讨论中又常常把无意愿的

感情与行为当作违反意愿的来谈论，这似乎同 a－ 的语义上的双重性有关。

② 德性，也pε叫，在希腊人的概念中是同意愿联系在一起的。斯图尔特（卷 I

第 224 页）说， op肘均是（1)可称赞的品质和（2）选择的品质。我们称赞出于意愿的感情

和行为，选择的也就是出于意愿的，是意愿在人身上的特殊的形式。

③ OOKe'i.，似乎是、看起来，等等。亚里士多德习惯于以此方式引人一个人们

普遍承认的、可以作为谈论的出发点的意见。



第一卷 ［行为］ 59 

事，如若做了就释放他的亲属，如果不做就将他们处死，情形就

是这样。在船遭遇风暴时抛弃财物也属于这类情形。因为一般地

说，没有人会自愿地抛弃个人的财物。但是，为了拯救自己和同

伴，头脑健全的人就会这样做。所以，这些实践是混合型的. QJ｛且 10

是更接近于出于意愿的。因为，在那个特定的时刻，它们是被选

择的，而行为的目的就取决于做出它的那个时刻。行为是出于意

愿的还是违反意愿的，只能就做出行为的那个时刻而言。因此，那

个人②的行为是出于意愿的，因为发动他的肢体去行动的那个始 15

因是在他自身之中的，而其初因在人自身中的行为，做与不做就

在于人自己。所以，这些行为③是出于意愿的，尽管如果抛开那

个环境它们便是违反意愿的。因为，没有人会因其自身而选择这

种行为。这些氓合型行为在有些时候，即当人们做耻辱的和痛 20

苦的事是为着伟大而光荣的目的时，甚至受到赞扬。在相反的

场合它们则受到谴责c 因为，没有高尚［高贵］的目的或只为做

小的目的而承受巨大的耻辱是坏人的特点。另外一些混合型的

行为则得到原谅，尽管不是受到称赞。例如当某人是由于超过 25

人性限度因而是无法忍受的压力而做了错事时，情况就是这

样。不过，有些行为是我们即使受到了强制也不大可能做的，

或者是我们宁可受尽蹂躏而死也不肯去做的 c 例如，欧里庇德

斯的戏剧中的阿尔克迈翁被迫杀死母亲营的那种理由就是可笑 30

① µ.c盯白L，即部分地是出于意愿的，部分地是违反意愿的。亚里士多德讨论

伦理学和政治学的问题时，区别两种极端的情形和中间的情形是他的基卒的方法。

第三卷对道德德性的讨论和此处对行为的讨论都采取了这种方法。

( j UP l：文中所说的不得不按照那个懵主的命令去做的人和在遭遇风暴时抛弃

个人财物的人η

③ 韦尔登（第 59 页）在此处加上r “在实践的意义上”。

④ 欧叹！庇德斯（ Euripides）的半个巳侠失的戏剧中的故事。厄里费勒

( Eriphyle) ，阿尔克迈翁（Alcmaeon）的母亲，因接受一条项链贿赂而引诱她丈犬Ji: 11' 
阿拉俄斯（ Amphiareus），阿戈斯的国玉，参加征讨式拜的战争。 l临行时，由于预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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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①我们有时很难决定，究竟应当牺牲什么、选择什么，或

者，究竟应当为获得某种东西而忍受些什么。但是更加不易的是

竖持己作出的决定。因为在这类情况下，所预期的东西总是令人

I I I Ob 痛苦的，而被迫去做的事情又总是耻辱的。正因为这样，不屈从

于强迫才受到称赞，屈从于强迫才受到谴责。那么什么样的行为

才应当叫做被迫的？在一般意义上，初因在当事者自身之外且他

对之完全无助的行为就是被迫的。但是，如果一项行为尽管就其自

5 身而言是违反意愿的，然而在一个特定时刻却可以为着一个目的

而选择，其初因就在当事人自身中。这种行为就以其自身而言是

违反意愿的，但是以那个时刻和那个选择来说又是出于意愿的。

这类行为更像是意愿的行为。因为，实践属于个别②的范畴，而

这类个别行为是出于意愿的。究竟选择哪种行为更好，这很难说

JO 清楚。因为，具体情境中有许多差异。③但是，如果有人说，快

自己将丧命疆场，安非阿拉俄斯要求儿子阿尔克迈翁和安非洛斯科（Amphilochus）在

他死后向厄里费勒复仇，并咒他们如不服从就将遭饥锺和无子之报应。阿尔克迈翁

害怕遭到报应，按父亲的遗嘱杀死了母亲厄里费勒。他为此发了疯，并被复仇女神

厄里倪厄斯（Erinyes）追杀。

① 亚里士多德在这里讨论了四种混合型的而又多少存在着选择的行为： (1）为

着伟大而高尚［高贵］的目的的，这种行为甚至受到称赞；（2）只为着微小的善的，这

种行为受到谴责，是坏人的品性；（3）由于题出人性限度的压力而做出的错误行为，

这种行为接近于然而又不是被迫的行为，这种行为常常得到原谅；但）极其耻辱或卑

贱的、人们通常宁可饱受蹂躏而死也不大会做的行为，一个人如果做了这种行为，

即便是由于超出人性限度的压力，就常常得不到原谅。在（3）、（4）这两种行为中，后

一种行为之所以得不到原谅，是因为人们对这些行为的恶的恐惧甚至比对痛苦死亡

的恐惧更大。所以如果有人做了这样的事情，他必定是选择那样做的。

② hex『阳，原意是每一个、每→件事物。

③ 伯尼特（J. Burnet)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麦修恩公司， 1899 年］，第 116

页）说，像行为这样的事物没有不是发生在这种具体情境中的，所以，说某一类行为

是违反意愿的是不真实的，只能说这个或那个行为是违反意愿的，在这里不可能找

到科学的规则。斯图尔特（卷 I 第 233 页）说，我们应当这样理解亚里士多德，即在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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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和高尚［高贵l的事物也是强制的（从外部强制着我们的），他就

把一切行为就都说成是被迫的了。因为首先，我们每个人所做的

一切都是为着这些事物的。其次，那些被迫的、违反意愿的行为

伴随着痛苦，而那些旨在获得令人愉悦的事物的行为则伴随着快

乐 3 而且，只谴责外在事物而不责怪我们太容易被它们俘虏，只 15

把高尚［高贵］行为的原因归于自己，把卑贱行为的原因归于快

乐，也是很荒唐的。所以似乎是，一个行为仅当其初因在外部事

物仁且被强迫者对此全然无助时，才是被迫的。

出于无知的行为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出于意愿①的，然而它们

只是在引起了痛苦和悔恨时才是违反了意愿的。诚然，如果一个 20

人由于无知而做了某件事情，但是对这种行为并无内疚感，我们

当然不能说他那样做时是出于意愿的。因为，他并不知道他在做

些什么。然而，既然他不觉得痛苦，也不能说他那样做是违反其

意愿的。一个由于无知而做了某件事并感到悔恨的人，才可以说在

那样做时是违反其意愿的。不感到悔恨的人，既然是另外的一种， 25 

可以说是无意愿②的。因为，既然存在区别，最好这种人有自己

特殊的名称。出于无知而做出的行为和处于无知状态的行为③也

论痛苦的环境下的行为的意愿性时，我们必须把行为本身看作一个“个别事务”，

一定不要提出关于它的善的一般问题。

① ωχ 以由盯ων，或非意愿的（韦尔登）。

② d叹 BKφν 意义上与 m批以oUcrLOV 相同。以φv 为 BKO印刷，的变异形式。亚

哩士多德在此处希望给元悔恨的无知行为者命名，所以使用了一个替换的词汇。

③ TO lit' 旨-yvo山ντpa廿εLV Tαb a-yvo价阿白。出于无知的行为， ~p 由于对行为

本身和环境无知识或不知情而做出的行为，所以出于无知而做出的行为是无知者的
行为。处于无知状态的行为，即对行为本身和环境处于无意识状态，这种行为不是
一个本无知识的人的行为，而是一个有知识但没有实际地去运用知识的人的行为。

这后→种行为，类似于我们在汉语中所说的不经心地或由于疏忽而做出的行为。这

两种行为的区别，斯图尔特（卷 I 第 234 - 236 页）说，出于无知而做出的行为是不呵

避免的，处于元知状态的行为则是可以避免的。他还进一步说，出于无知而做出的

行为按亚嗅伫多德的观点只是个别（句阳。’以四肝白， mere particulars），处于无知状态



62 尼各马可伦理学

存在区别。一个喝醉的人或处于盛怒中的人所做的事不被认为是

出于无知，而被认为是由于醉酒或盛怒，尽管他在那样做时的确

30 不是有知，而是处于无知之中。我们应当承认，所有的坏人都不

知道他们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这种无知是不公正的行为

的，总之是恶的原因。①然而，把由于不知何种事物有益而做错

的行为说成是违反意愿的是不妥当的。因为，选择上的无知所

1111 a 造成的并不是违反意愿（而是恶）。违反意愿的行为并不产生于

对普遍的东西的无知（这种无知受到人们谴责），而是产生于对

个别的东西，即对行为的环境和对象的元知。原谅和怜悯是对于

对这些个别事物的无知的。因为，一个对这一切都不知道的人自

然是在违反其意愿地做事的。也许最好明确一下这些个别事物的

性质与数目。一个人的无知，在于对自己是什么人，在做什么，

5 在对什么人或什么事物做什么的无知；有些时候，也包括对要用

什么于段一一例如以某种工具一一做，为什么目的一一如某个人

的行为则是完全的无知（南阳06λou li-yvo旧）。所以按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处于无知状

态的行为才是真正意义上出于无知的行为。这从汉语方面理解有一定障碍。其原因

在于汉语中元知与无意识这两种意义几乎是分开的，然而在希腊语中这两层意义在

语汇 t同源：动词的VOBW 原本这两层意义都包含，在动词 a"fvwµovew 中由于不经

心或无意识而无知的意义才分离出来。我在文中把后者译为处于无知，但这不是一

个合意的译法。但是译为处于疏忽将更为不妥。因为这将完全丧失这个词中对行为

本身与环境的知识的含义，以及在那个环境下行为者仍有选择（意愿）的含义。由于

希腊语语汇中的这种区分，那种处于无知状态的行为才是无知的行为的充分的意

义。因为行为者对自己的行为的结果负有责任，对自己所形成的不经心的品质负有

责任。不过，斯图尔特（卷 I 第 236 页）认为， .'If.哩t多德说出于无知而做出的行为是

无意愿的或违反意愿的会造成混乱。严格地说，这种（偶然的）无知行为的当事人只

是不能对行为的结果负责任，因为他没有能力预见这种后果，但是不能说他在行动

时是违反其意愿的，尽管他事后悔恨。不过，依斯图尔特此种见解，出于无知的行

为就不存在行动时违反意愿的情况。这个问题在伦理学中的确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重

要问题。

① 这句话所指的应当是苏格拉底的观点。



第三卷 ［行为 l 63 

的安全一一而做，以及以什么方式一一如温和的还是激烈的一一

去做等等的无知。一个人除非疯了，否则决不会对这些全然不

知。他也显然不可能不知道谁在做事情。一个人怎么会不知道自

己呢。但是，他可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例如，人们会像埃斯库 IO

罗斯在说到那些秘密时所说的，“话从他们嘴边溜了出来”，或“他

们不知道那不能说”。①或者，他们会像一个弓弩于辩解的那样，

只是想告诉人家弓弩怎样使用，却不小心把箭放了出去。其次，

人们有时会像麦罗帕②那样错把儿子当敌人，或是把一个尖锐的

矛头误作戴着套子的矛头，或把一块重石头误作轻石头。或者，他 15

会把药水给人家喝，③想救人性命，却反把人毒死。或者，他会在

拳击练习时，原想轻轻一击，却致人伤残。④所以，元知是与所

有这些个别方面联系着的。对任何一件事，特别是对那些最重要

的东西，即行为的环境⑤与后果无知，其行为就是违反意愿的。

不过，要说一个行为处于这种无知状态而违反当事者的意愿，它 20

① 嗅斯沃特（第 56 页）引证克雷芒（Clement of Alexandria，公元 2-3tlt纪基督

教哲学家）｛斯特罗麦式斯｝ ( Stromateis ）第 2 卷第 14 章：埃斯库罗斯（ Aeschylus ）在

阿富奥帕古斯（ Areopagus）被控在其悲剧中泄露了得墨成尔（Demeter，希腊古神，传说

她女儿把她的宗教密仪泄露给埃勒夫西斯人）的密仪，埃斯库罗斯以不知道那是秘密

请求赦免并被判无罪。剧中的一句话，“它到了我嘴边”，成 r谚语。亚电士多德此处

所指的吁能是这句话。

② Merope，欧壁庇德斯戏剧《克莱斯丰提斯》中克莱斯非提斯（Cresphontes）之

妻，她险些误把自己的儿子杀死。亚里1：多德在《诗学》（ De Poetica ）中（第 14 ］审）也

提到这个故事℃

③ 各校本此处不尽相同 e 考德（Codd）校本此处为 τOTLa肘，意思是把东西给人

家喝。鲍尼特（M. Bonite）校本此处为 τα旧的，意思是失手猛击。韦尔登（第 63 页）从

此校本，译作原想救人却失子将人击毙。伯内斯（A. Bernays）校本为 τ町的，意义与

霄肝Lo-a~ 间，罗斯（第 52 页）与莱克汉姆（第 127 页）从此校本 r 此处从罗斯＇：；莱克汉

姆。

④ 罗斯（第 52 页）此处译作“致人丧命”。亚堕 f多德此处使用的是

ταT<iEe四v，击伤弓 .t杀两种意义都有。

⑤莱克汉姆（第 127 页）此处作“行为的性质”。



64 尼各马可伦理学

还必须是痛苦并引起了他的悔恨的。①

既然违反意愿的行为是被迫的或出于无知的，出于意愿的行

为就是行动的始因在了解行为的具体环境的当事者自身中的行

为。把出于怒气和欲望的行为称为违反意愿的行为似乎不妥。因

25 为首先，按这种说法，我们就不能再说其他的动物，以及孩子，

能够出于意愿地行动了。其次，是任何出于怒气与欲望的行为都

是违反意愿的，还是高尚［高贵］的行为是出于意愿的，卑劣的行

为是违反意愿的？既然出于同样的原因，②做这样的区别当然荒

唐。但是，说我们是在违反我们的意愿地追求我们应当欲望的东

30 西，这也不合理。对有些事情我们应当生气，对有些事物，如健

康和学习，也应当欲求。第三，人们都认为，违反意愿的东西是

痛苦的，符合于欲望的东西则是令人愉悦的。第四，出于推理而

犯错误同出于怒气而犯错误，这两者在违反意愿这点上又有什么

1111 b 区别呢？它们都是应当避免的。违反逻各斯的感情③也同样是人

的感情。出于怒气与欲望的行为显然也同样是人的行为。把它们

看作是违反意愿的是没有道理的。

-2-
［选择］

在说明了出于意愿的行为和违反意愿的行为之后，我们接下

5 来讨论选择。⑧它显然与德性有最紧密的联系，并且比行为更能

① 莱克汉姆（第 127 页）此句作：我们可以依据这些方面的无知、公正地称一

个行为为违反当事者意愿的，但是有→个前提，即当事者对那样做感到痛苦和悔

恨。

②指怒气或欲望。

③ 证λo-yo.τ缸。η。 ir&fhi 同 9uµo号的区别在于，它指的只是一般所说的感情或

激情。

④ τpooi.peo-间，我已经在前面（第 3 页注④）说明，亚里士多德的选择概念是

同时包含着意图与能力的追求目的（善）的实践。一些译者鉴于其相关于目的与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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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一个人的品质。选择显然是出于意愿的，但两者并不等同。

出于意愿的意义要更广些。因为首先，儿童和低等动物能够出于

意愿地行动，但不能够选择。其次，突发的行为可以说是出于意

愿的，但不能说是出于选择的。有些人把选择等同于欲望、怒 10

气、希望①以及某种意见，这显然都不对。首先，选择不像欲望

和怒气那样，为无逻各斯的动物所共有。其次，不能自制者的行

为是出于欲望的，而不是出于选择的。与此相反，自制者的行为

则是出于选择的，而不是出于欲望的。第三，欲望和选择相反， 15 

欲望却不与欲望相反。②第四，欲望是对于令人愉悦的或痛苦的

事物的，选择则不是。选择更不是怒气。出于怒气的行为和出于

选择的行为相去甚远。选择也不能说是希望，虽然这两者显得很

相近。首先，选择决不是对于不可能的东西的。如果有人说，他 20

能对不可能的东西进行选择，他一定是说傻话。希望则可以是对

于不可能的东西的，例如不死。其次，希望可以是对于自己力所

的含义，用意图来译解。但是在汉语中意图与实践或行为有很大距离。在大多数场

合，夜将以选择来译解这个词，只在作者强调其目的的方面时作必要变通 3 而且，

在亚里士多德的用法上，叩oa(p田间主要是对手段和方法的选择，即在行为的时刻

在可能的范围中对最能实现目的的手段和使用这种手段的方法的选择。这种选择，

由于不是对于目的的，所包含的目的性意图已经不是目的本身，而是从属性的目的

性意图。但是亚里士多德在后面的第六卷第 7' 8 章中似乎采取了对目的或对目的和

手段两者的选择的概念。参见莱克汉姆第 128 页注。

① 。阴间，或自ωλη0峙，动词形式为自oVAO阳ι 意思是希望、愿望、想、愿

意、选择等等。自四川戎 ~oU.λησ间在英语译本中通常译为 wish 或 will。后者在汉语

巾又常常被翻译为意志，然而它的本意是希望最终将发生的事。所以遗嘱在英语中

称作 will。因 ~OlJ间或自ot!A.11σ·~ 意义上包含（对目的的）选择，亚里士多德在本章中

时论剑选择和希望的关系。

② 莱克汉姆（第 130 页）注：这就是说，你无法同时感觉两种相互矛盾的欲望

（尽管你口J以感觉到两种不相容的欲望，但是不可能同时既欲望着一个事物又欲望着

不去欲望它），但是你可以同时既欲塑着做一件事又选择不去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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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及的东西的，例如希望某个演员或运动员在竞赛中获胜。但

25 没有人能选择这样的事情。人们只选择通过自己的活动可以得到

的东西。第三，希望更多地是对于目的的，而选择则更多地是对

于于段的。例如我们希望的是健康，选择的是能够使我们健康的

东西。又如，我们希望幸福井且说我们幸福，但是说我们选择幸

30 福就不妥当了。因为一般地说，选择似乎总是对于我们力所能及

的事物的。选择也不可能是意见。①首先，意见是对于所有事物

的。它既可以是对于我们力所能及的事物的，也可以是对于永恒的

和不可能的事物的。其次，意见只有真和假的区别，没有善与恶

的区别。而选择的区别则主要在于善与恶。所以，人们不大可能

I I 12a 把选择等同于一般意见。但是选择也不等同于某种具体意见。②

因为首先，我们成为具有某种品质的人，是由于对于善的或恶的

东西的选择，而不是关于何者善何者恶的意见。我们选择的是获

得善的东西或避开恶的东西，我们提出意见则是关于某物是什

5 么，它对谁有益，或者对他怎样有益的。我们不就去获得什么或

避开什么的问题提出意见。其次，我们称赞一个选择，是由于它

选择了正确的东西；我们称赞一种意见，则是由于它真实。第

三，我们只选择我们知其为善的东西，我们对之提出意见的则是

我们并不完全知道的东西。第四，最善于选择的人并不是那些最

10 善于提出意见的人。有些人善于提出意见，但是却由于恶而做了

错误的选择。至于是意见先形成，还是选择和意见同时形成，这

并不重要。因为，我们要研究的不是这个，而是选择是否等同于

① 86位，关于事物的一般的或总体上的意见。 bo如的动词形式是 80~如，意

思是想、相信、认为、以为，与傲、实践、行为等等相对立而言。所以，在希腊语

中， 80!;α 不是就做什么而言的，而只与是什么有关。所以 a~，α 与知识有相关的关

系：知识是对于充分了解的事物提出的认识或见解；意见则是对于还不充分 r解的

事物提出的认识或见解。

② oo~a TL•号，即对于某某事物是善的或恶的的见解，与上文的一般意义上的
a~a 相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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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意见c①然而如果选择不是上面说到的那些东西，它究竟是

什么，又属于哪种事物？它显然属于出于意愿的行为，但并非所

有出于意愿的行为都是选择。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选择是包 15

含着在先的考虑的意愿的行为？其实，选择这个名词就包含了逻

各斯和思想，它的意思就是先于别的而选取某一事物。②

-3-

I考虑］

我们是考虑③所有事物，或者，是所有事物都可以考虑，还

是有些事物不能作为考虑的题材？我扪所说的考虑的题材，并不

是指疯子和傻子所想到的东西，而是指有理智的人所考虑的事 20

情。我们不会去考虑永恒的事物，例如去考虑宇宙，或者正方形

的对角线和边的不等关系。我们也不会去考虑总是以同一方式运

动的事物，无论是出于必然的，出于自然的，还是出于某种其他

原因的，例如冬至和日出。④我们也不去考虑经常不以同一方式 25

① 亚里士多德此段对选择与意见的区别的讨论的主要论点可要述如下。 (1）选

择不同于一般的即不涉及具体对象的意见，因为 a）意见可以涉及不可能的事情，选

择只是对于可能的事情的； b）意见的不同在于真与假，选择的不同在于好与坏。（2)

选择也不同于具体的意见，因为叫我们选择的是得到什么和避开什么，而这些不是

意见的题材； b）选择受称赞的是它的善，意见受称赞的是它的真； c）选择某某事物

是因为认为它善，对某物提出意见则没布这种考虑； d）善于提出意见的人并不一定

是善于选择的人。

②就是说，选择不仅像知识与意见一样地包含着逻各斯与理智，而且（也是更

雹耍的）包含着预先的考虑。所以，它就是包含了在先的考虑的意愿的行为（即实

践）η

③ ~OUAeW屿，考虑、考量，或思虑、思量。在这一章中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在
于对考虑的题材（对象）作出规定。

④ 斯图尔特（卷 I 第 257, 259 页）指出，尽管亚里士多德一般地以必然（均 e~

avli'YKU<; ）述说元机界的运动法则，以自然（由 φucn~）述说有机界的运动法则（例如出

生、生长等等），他也用自然来述说无机界的法则，例如第二卷第 1 章谈到的石头的

本性（自然）。所以，斯图尔特说，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必然与自然不能被看作是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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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事物，如干早和降雨，以及找到珍宝这类碰运气的事情。

对于人间的事务，我们也不是全都加以考虑。例如，没有一个斯

巴达人考虑为西徐亚人设计最好的政体。①因为，这些事情不是

3。我们力所能及的。所以其次，我们能够考虑和决定的，只是在我

们能力以内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唯→还没有讨论过的东西。因为

被看作原因的东西中包括自然、必然和运气的东西，以及努斯和

人为的东西）。每一种人所考虑的都是他们可以努力获得的东

1112b 西。对于像科学那样准确和完善的事物，例如文法，不需要作考

虑（因为我们对于一个词该如何拼写没有什么疑问）。但是，那些

既属于我们能力之内又并非永远都如此的事情，如医疗或经商上

的事情，就需要作考虑。我们考虑航海的事多于锻炼上的事，因

5 为航海的事更不确定，其他这类技艺也是同样。而且，我们考虑

技艺多于科学，因为对技艺更难判断。考虑是和多半如此、会发

生什么问题又不确定，其中相关的东西又没有弄清楚的那些事情

联系在一起的。在重大事情上，如果我们不相信自己能够作出判

10 断，我们就会邀请其他人一道来考虑。此外，我们所考虑的不是

目的，而是朝向目的的实现的东西。医生并不考虑是否要使－个

人健康，演说家并不考虑是否要去说服昕众，政治家也并不考虑

是否要去建立一种法律和秩序，其他的人们所考虑的也并不是他

15 们的目的。他们是先确定一个目的，然后来考虑用什么手段和方

式来达到目的。如果有几种手段，他们考虑的就是哪种手段最能

实现目的。如果只有一种手段，他们考虑的就是怎样利用这一手

相互排除的，但是在他的用语中，自然的东西是在必然所许可的范国之内的，所以

必然的东西是优先的。

① 在莱克汉姆本｛第 135 页）中，“对于人间的事务，我们也不是全部加以考

虑。例如，没有一个斯巴达人考虑为西徐亚人设计最好的政体”，被置于“我们能
够考虑和决定的，只是在我们能力以内的事情（这也是……）”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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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去达到目的，这一手段又需要通过哪种手段来获得。这样，他

们就在所发现的东西中一直追溯到最初的东西（因为进行考虑的 20

人似乎像上面所说的那样，研究的是解析一个几何图形那样的方

法。②当然，似乎并非所有的研究，例如数学的研究，都是考虑，

但所有的考虑却都是研究。并且，分析的终点也就是起点②）。如果

恰巧碰到不可能的事情，例如需要钱却得不到钱，那么就放弃这 25

种考虑。而所谓可能的事情，就是我们自身能力可以及达的那些

事情。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包括我们的朋友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因

为这种行为的始因是在我们这里。③人们所研究的有时是工具，

有时是利用这些工具的方法。在其他场合④也是这样。所研究的 30

有时是用何种手段，有时是以何种方式利用它。所以人，如所说

过的，似乎是行为的始因。考虑就是对以自身努力可以去做的事

情的考虑。而行为都是为着别的事物的。⑤所以所考虑的东西并

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同时，我们所考虑的也不是 I 113a 

个别的东西，例如这是不是一块面包，以及它是不是按应该的

① 亚里士多德此处在以几何证明的过程类比考虑的过程。在几何证明中，我

们假定→个几何命题成立，然后分析使官成立的条件，“把它分析成越来越简单的成

分，直到达到某种自明的、足以作为解决那个问题的出发点的东西”（斯图尔特卷 I

第 252 页；参见罗斯第 57 页注，韦尔登第 70 页注，和莱克汉姆第 138 页注）。在亚

堕士多德看来，考虑的研究有时也是在这样地研究方法。

② 吨 yevifoeLo 亚里士多德此处的意思似乎是指完成一种考虑的起点。考虑

就是考虑做事情要从哪里着手。所以找到了这个点（起点），考虑便完成，行动便开

始。

③ 因为，朋友就是另－个自身 (1166a34）。在希腊的古老的友爱观念中，朋友

是属于自身的，是自身力量的延伸3

④ 如果亚里士多德在上面所说的是指对技艺的考虑，这里接下去说的就是其

他的活动中的对方法的考虑，就像莱克汉姆（第 139 页 l所建议的那样。或者也可以

把这两种所指反过来领会。

⑤就是说，行为都是为着某种目的的，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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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子烤出来的。这些事情是感觉①的对象。如果考虑不断继续下

去，就会陷入无穷。考虑的对象也就是选择的对象，除非是选择

的对象已经确定了。因为这时，考虑的那个结论已经被选择了。

5 一个人如果已经把行为的始因归于自身，归于自身的那个主导的

部分，②他也就不用再考虑该怎么做的问题了。因为，我们自身

中作选择的也就是这个部分。③这可以由荷马述说的古代政体④的

例子得到说明。在这些政体中，王向人民宣布他们的选择。既然

, 所选择的是我们在考虑之后所期求的东西，那么选择也就是经过

10 考虑之后的、对力所能及的事物的期望。因为，在选择了某种经

过考虑而确定的事物时，我们也就会按照所作的考虑而期求它。

关于选择我们就概要地说明到这里。我们已经表明了它的题材的

性质，以及它是对于朝向目的的实现的东西的。⑤

-4-

［希望］

IS 如巳说过的，⑥希望却是对于目的的。但是有人说，所希望

的东西是善，有的人则说，所希望的是显得善的东西。⑦然而，

① otl<T州时时，感觉、知觉。

② 即有逻各斯的或理性的部分。
③ 所以，如果是灵魂的有逻各斯的部分在作选择，我们便不再需要作考虑。
④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荷马述说的古代政体是未退化的王政。这种政体

中的主导的部分是王。人的有逻各斯的（理性的）部分告诉他应当选择什么，正如王

向臣民宣布法律。

⑤ 亚里士多德本章对于选择的题材的讨论在结构上分三个部分：（1)选择的题

材不是我们能力以外的事务，例如 a）疯子或傻子所考虑的东西， b）永恒法则， c）必

然或自然的变化， d）无规则性的变化， e）偶性的或碰巧的事情， f) 超出我们能力的

人类事务；（2）选择的题材是那些在能力之内而又不确定、需要作判断的事务；（3）选

择的题材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⑥ 本卷第 2 章。
⑦ 这两种意见中，前者是柏拉图的观点，后者是智者派的观点。参见柏拉图

《高尔吉亚篇们 Georgia) 466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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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认为所希望的东西是善的人元法避免一种结论，即如果一个

人的选择不正确，他所希望的东西就不是他真正希望的（因为假

如他希望的是他真正希望的东西，这就应当是善；但是在所假定

的这种情形下，他希望的东西却对他是恶）。另一方面，那些认 20

为所希望的是显得善的东西的人也不能逃避一个结论，即除了对

各个个人显得善的东西，并没布什么事物自然地就显得善。然而

对于不同的人显得善的东西却是不同的甚至可能是对立的。如果

这两种结论①都不令人满意，那么是否应当说，在一般的或真正

的意义上，所希望的东西就是善；而每个个人所希望的则是对于 25

他显得善的东西：好人所希望的善就是他真正希望的善，坏人所

希望的善则碰到什么就是什么（正像在身体方面，那些真正有益

的东西就对那些体质好的人有益，对那些生病的人，有益的则是

另外一些东西，如苦的、甜的、热的或硬的东西，②等等）？因

为，好人对每种事物都判断得正确，每种事物真地是怎样，就对 3。

他显得是怎样。每种品质都有莫高尚［高贵］的东西和愉悦的东

西。而好人同其他人最大的区别似乎就在于，他能在每种事物中

看到真。他仿佛就是事物的标准和尺度。③许多人似乎是被快乐

引人歧途的。因为它们尽管不是，却显得是某种善。结果，人们 1113b

都把快乐当作善来选择，而把痛苦当作恶来逃避。

-5-
I德性、恶与能力］

既然希望是对于目的的，实现目的的手段则是考虑和选择的

①指！：面两种观点各自不能避免的结论。

② 即其真实的本性是苦的、甜的等等的东西c
③ 哑 If!. t二多德的观点总体t处于柏拉图与智者派之间。希望在一般意义上是

对于荐的，在经验意义t是对于显得善的事物的；但对好人显得善的也就是真正善

的，冈为他的品质使他对何事物是善的看法与事物本身的逻各斯一致c 这里值得注

意的是，在确定善的根据时，亚里士多德最终引人了真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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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那么与手段有关的行为就是根据选择而确定的，就是出于

意愿的。但是德性的活动也是同于段相关的。德性是在我们能力

5 之内的。恶也是一样。因为，当我们在自己能力范围内行动时，

不行动也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反之亦然c 所以，如果做某件

事是高尚［高贵］的，不去做是卑贱的，那么如果去做那件事是在

我们能力之内的，不去做就同样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如果

不去做某件事是高尚［高贵］的，去做是卑贱的，①那么如果不去

JO 做那件事是在我们能力之内的，去做就同样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之
内的。既然做还是不做高尚［高贵］的行为，做还是不做卑贱的行

为，都是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既然做或不做这些，如我们

看到的，②关系到是一个人是善还是恶，做一个好人还是坏人就

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有句话说，

15 
无人愿意作恶，也无人不愿意享得福祉。③

这说得半对半不对。说元人不愿意享得福祉是对的，但是说元人

愿意作恶却不正确。若不然，我们就至少要推翻我们上面所说

的，并且承认，人不是像是他自己的子女的父亲那样地是他自己

的行为的始因。而如果我们上面所说的那些是对的，如果我们不

20 能把我们的行为的始因说成是在我们之外的，那么其始因是在我

们自身的行为就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就是出于我们的意愿

的。这一点在私人的和立法者们自己的活动中都可以得到见证。

因为首先，私人与立法者都惩罚和报复做坏事的人一－除非那个

① ai.axp-Ov，丑的、耻辱的、卑贱的。
( 1112al -4o 

③ 斯图尔特（卷 I 第 275 页）引证伯格克（T.Be咆k），认为此语出于梭伦，莱克

汉姆（第 144 页）也持这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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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是被迫的或出于他不能负责的元知的①－一并褒奖行为 25

高尚 l高贵］的人，以鼓励后者，遏止前者。但是，没有人会鼓励

我们做任何我们能力之外的、并非出于我们意愿的事情。因为，

要说服我们不觉得热、不觉得疼或不觉得饿等等是没有用的，②

我们还是同样地感觉到它们。③其次，如果一个人是应当对于他坷

的无知负责任的，我们还要因这种无知本身⑧而惩罚他。⑤例如，

对于醉酒后肇事的人加倍量刑，⑥因为肇事的始因是在醉酒的人

自身：他元知的原因是他喝醉，而他本可以不喝醉。第三，如果

一个人本应当知道法律的规定、并且获知它也并不困难，却由于 ll 14a 

不知道它而犯了罪，我们也要惩罚他。此外，我们也惩罚其无知

是出于疏忽的犯罪者。我们认为他们本不应当无知，因为他们有

能力做事小心。有人可能提出争论，说有的人也许天生就不会做

事小心。但是，这些人还是要自己来对他们形成了这种不会做事

小心的品质负责任。这正像如果他们由于做事不公止或把时光消 5

磨在饮酒等等上面而变得不公正或放纵，他们就要自己对这件事

负责任一样。因为首先，－个人的品质就决定于他怎样运用他的

能力。这从人们为着竞赛活动而训练自己的例子就可以看出来：

① 参见本卷第 l 章（ 1110b25 - lllla2）对出于无知的行为的讨论。格兰特（卷 II

第 27 页）对于亚里士多德这一段话的观点有一出色的评论·“这→［褒奖与惩罚的］事

实并不足以否定－个形上学的理论， BP立法、法官、罪犯等等都是在由于不可抗拒

的因果链而做着他们所做的事情。但是在伦理学上和政治学上，亚里士多德的论点

足以确立一个实践的自由假定。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必须考虑这个假定。”

② 亚里士多德在此处以感觉作类比。

③ BP ，即使有人努力地说服我们，我们还是同样感觉到热、疼和饿等等。
④ 前己说明（参见第 61 页注③），亚里士多德把疏忽的无知（处于无知），即具

有有关知识然而失之疏忽的无知，看作是本来意义上的出于元知。

⑤ 这句话是接着上文“除非那个人的行为是被迫的或出于他不能负责的无知

的”的，在讨论与之相反的情形。

⑥ 这是一条毕达库斯（ Pittacus of Mitylene）法。 《政治学｝ J274bl9：毕达库斯

法的→个特点是人在醉中犯罪，课刑加重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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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不间断地锻炼的。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品质是养成于行为的，

10 他就是全无感觉了。①其次，说一个做事不公正或行为放荡的人

并不希望成为不公正的人或放荡的人是不合逻各斯的。如果一个

人不是不知道，却做着会使他变得不公正的行为，那么就必须说

他是出于意愿地变得不公正的。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要他希

望，他就能够不再不公正并且变得公正。这就好比，一个病人不

15 可能希望病好就病好。当然，他可能是出于意愿地、由于生活不

节制或者不昕从医生的话而得的病。如若这样，他曾经是能够不

得病的，但是一旦他丢掉了这个机会，他就不再能那样③了。这

就好比，你把石头扔出去了就不能再收回来。但是你能够不把它

扔出去，因为行为的始因在你自身之内。同样，不公正的人或放

20 纵的人一开始是能够不变得那样的，所以他们是出于意愿地变得

不公正的或放纵的。但是在他们已经变得不公正或放纵之后，他

们就不能不是不公正的或放纵的了。第三，不仅灵魂的恶，而

且身体的恶也有时是出于意愿的，因而受到谴责。尽管没有人

会谴责一个人生得丑陋，我们却谴责一个人由于不当心或缺乏

25 锻炼而造成的丑陋。对于身体的屠弱和发展障碍也是这样。没

有人会谴责一个生来失明或由于得病或意外而失明的人，相

反，我们反而怜悯他c 但是我们谴责一个因不节制或放纵而失

明的人。所以在身体的恶之中，受到谴责的是由我们自己的原

因造成的恶，而不是我们不能对之负责任的那些恶。如若这

30 样，我们所谴责的其他的恶就也是在我们能力之内的。可能有

① 阴阳Si] Cr V<Xl.0"创'TOUc

② “如果一个人不是不知道，却做着会使他变得不公正的行为，那么就必须
说他是出于意愿地变得不公正的”这句话，莱克汉姆（第 147 页）放在“其次……”

之前。

③ 即不得那种病，或想不得那种病就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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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会说①：“我们都追求对我们显得善的东西，但是它们对我们显

得善这件事却不在我们能力之内。而每个人的善观念又是由他

的品质决定的。所以，如果一个人在某种意义上对他的品质负有 1114b

责任，②他也在某种意义上要自己对其善的观念负有责任。如果

一个人对自己的善观念不负有责任，就没有人对他所作的恶负有

责任：每个人就都是出于对其目的的元知而做事情的，并且认为

这样做就将获得他的最大的善，他追求其目的的行为也就不是出 5

于选择的行为。所以一个人似乎需要天生具有一种视觉，使他能

形成正确的判断和选择真正善的事物。一个生来就具有善品质的

人也就是在作这种判断上有自然禀赋的人。因为，这种禀赋是最

好、最高尚［高贵］的馈赠，它不是我们能够从别人那里获得或学 JO

会的，而是像生来就具有那样始终具有的东西。＠具有了这样的

禀赋也就是具有了完善而高尚［高贵］的本性。”一一如若④这种

① 下面这段话，似乎是亚里士多德用他自己的话来描述反对者对他的观点的

反驳，号｜号为本文中原布的（见莱克汉姆第 148' 150 页）。其要点有四：（I）一事物对

残们显得善这件事并不在我们的能力之内；但是（2）亚里士多德要求我们对这件不在

我们能力之内的事负责任，因为他认为我们对自己的品质负有责任；（3）如果我们承

认亚奥士多德的要求是合理的，我们就需要有一种天生的（由自然赋予的）禀赋，使

我们天生能够辨别真正是善的事物；（4）而有了这种禀赋，我们也就有了好的品质，

就无须再自己对自己的品质负责任。

② 这是指亚里士多德自己的观点。

③ 亚里士多德在这里使用的语言有柏拉图的背景，例如柏拉图在｛美诺篇》

(Meno）中说德性是神的馈赠，所以接受者无法传之于他人c

④ 亚里士多德丁E文中所作的回应的要点有三：（J)首先，反对者的意见中有二

个墓本的矛盾：他们愿意承认德性的意愿性而不愿意承认恶的意愿性。这表明德性

的意愿性，即德性是我们对之负有责任的品质，是一种一致的意见，这种意见叮以

作为讨论的一个出发点（事实上他也把这作为他整个伦理学讨论的一个出发点）。然

而他们在否认我们对于自己的恶负有责任的同时，也否认了德性是部分地决定于我

们自身的。所以他们是自我矛盾的。（2）不论人的目的是部分地决定于自己，还是尽

管目的是从一开始就被决定的，而德性（作为手段）决定于我们自己，恶都同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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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是对的，那么为什么德性比恶更加是出于意愿的呢？对好人

15 和坏人来说，目的都同样地是由自然或不论什么确定的，而人们

无论做什么，其活动都是指向这目的的。那么，一种被一个人视

为目的的东西是否并非由自然赋予，而是部分地取决于他自己？

或者，是否目的是自然贼予，德性却出于意愿一一因为好人做事

20 情都是出于意愿？无论答案是何者，恶都像德性一样地是出于意

愿的。因为在坏人身上，尽管不是在他对于目的的选择中，也同

样存在着行为的原发性。所以，如所说过的，如果德性是出于意

愿的（因为，我们自己是我们的品质的部分的原因，而正是由于

25 我们具有某种品质，我们才会确定这样那样的目的），恶就也是

出于意愿的，因为对这两者来说情况是相同的。

我们已经概略地讨论了德性的一般性质，表明了德性的种

（即它们是适度，是品质①），表明了德性使我们倾向于去做，并

且按照逻各斯的要求去做，产生着德性的那些行为②（以及德性

30 是在我们能力以内的和出于意愿的）。但是品质出于意愿的情况

与行为不一样。对于行为，只要我们了解具体情况，我们可以自

始至终地掌握。而对于品质，尽管我们可以在初始时掌握它，我

们却察觉不到它的细微的发展，正如我们察觉不到病的发展－

1115a 样。但是由于晶质是在我们能力之内的，它们仍然是出于我们的

意愿的。③

样地是由于意愿的，因而也是我们应当对之负责任的。所以，（3）我们的善（目的）的

观念取决于我们部分地对之负有责任的品质。

①括号里面的话，莱克汉姆（第 154 页注）认为是后人所加。关于品质是德性
的种，参见第二卷第 5 章最后部分和第 6 章开头部分。

②关于德性养成于一定的行为，参见第二卷第 2 章。
③从“但是品质出于意愿的情况与行为不一样”起的这一段话，一些作者，

如斯本格尔和斯卡利格(J. J. Scaliger），认为从所讨论的内容上看当放在上段结尾处。
另几位注释者，如斯图尔特（卷 I 第 281 页）和莱克汉姆（第 153 页注），认为当在更前

面些 (I J 14a22），即接在“但是在他们已经变得不公正或放纵之后，他们就不能不是



第三卷 ［具体的德性］ 77 

但我们还是再回过来谈谈那几种德性，①谈谈它们的性质，

与之相关的题材，以及它们同这些题材相关的方式。在讨论的过

程中我们也会说明白有多少种德性。

［具体的德性］

-6-
［勇敢的范围］

我们首先来谈谈勇敢。我们已经说明白了，②勇敢是恐惧与

信心方面的适度。显然，使我们恐惧的是可怕的即一般所说的坏

的事物。所以，人们有时把恐惧规定为对可怕事物的预感。③诫

然，我们对所有坏的事物都感到恐惧，如耻辱、贫困、疾病、没 10

有朋友、死亡，但是我们并不认为勇敢是同所有这些事物相联系

的。因为首先，对有些坏的事物感到恐惧是正确的、高尚［高贵］

的，不感到恐惧则是卑贱的，例如耻辱。对耻辱感到恐惧的人是

公道的Y有羞耻心的③人，对耻辱不感到恐惧的人则是元耻的

不公正的或放纵的了”的后面，或者是那段话的注释。不过，这段话很可能是亚里

士多德对于从第二卷第 5 章到目前（第三卷第 5 章）为止的对德性的性质的说明的－

个总结。从这点看，这段话在这里是与上下文相关的。

CD 即在第二卷第 7 章概略地说明过的那些德性。亚里士多德下面转向对在那

哩挺到过的几种具体德性的讨论。

( l 107a33 - b4, 

③ 这可能是指柏拉图c 柏拉图在《莱克斯篇》 I Laches ） 中 (198 -201 ）把勇敢规

定为关于恐惧与信心的知识，认为恐惧的原因是“未来的恶”。

④ 向四川啊，公道的、适宜的、体丽的、公平的、公正的等等。亚里士多德

关于公道和公道的事务的讨论，见第五卷第 10 章。

⑤ aIB吗抖ων，面对着羞耻的、值得尊敬的，等等，由名词羞耻（αi品的）演变而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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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人。人们有时在类比意义上称一个无耻的人勇敢，是因为他同勇

敢的人有个类似处，即勇敢的人也是无恐惧的。其次，尽管对贫

困、疾病，总之对不是由于恶也不是由于我们自身而产生的坏事

物，当然不应当感到恐惧，但是对这些事物不感到恐惧不等于勇

敢（尽管我们也在类比意义上说他勇敢）。因为，有些人在战场上

20 怯儒，在使用钱财上却很慷慨、很有信心。此外，一个人如果害

怕妻子或孩子受到侮辱，害怕妒忌或诸如此类的事情，也不等于怯

懦；一个人如果在要受鞭刑时也很有信心，①也算不得勇敢。②那

么勇敢是对于哪些可怕的事物而言的呢？也许就是那些最重大的

可怕事物？因为勇敢的人比任何别的人都更能经受危险。而死就

25 是所有事物中最可怕的事物。因为死亡就是终结，一个人死了，

任何善恶就不会再降临到他头上了。但是，勇敢又不是同所有情

况下的死相联系的。例如，在海上落水时和在疾病中敢于面对死

就算不上勇敢。那么在哪些场合敢于面对死才算是勇敢？也许是

30 那些最高尚［高贵］的场合，也就是在战场上？因为，战场上的危

险是最重大、最高尚［高贵］的。所以不论是城邦国家还是君主国

家，都把荣誉授予在战场上敢于面对死亡的人们。所以，恰当地

说，勇敢的人是敢于面对一个高尚［高贵］的死，或敢于面对所有

35 濒临死亡的突发危险即战场上的那些危险的人。这并不是说，勇

lllSb 敢的人在海上落水时和在疾病中会对于死感到恐惧。不过他的无

恐惧同船员的那种无恐惧并不一样。因为勇敢的人此时不抱得救

① Oappa>.e饵，大胆的、有信心的；由动词。apptiw 派生。如己说明（参见第

48 页注③）的，亚里士多德在指勇敢时，使用的是 av81Tε凶，信心的过度状态在他看

来向恐惧的不及，即无恐惧或不知、不觉恐惧的状态，属同一极端。

② 亚里士多德此处的核心论点是，虽然勇敢是无恐惧，但无恐惧不等于勇

敢。闵为， (J）对某些事物（如耻辱）感到恐惧是正确的；（2）对某些事物，即那些不是

由于我们自身原因而产生的坏事物（如疾病），不感到恐惧也不等于勇敢；（3）对某些

事物（如妻子受辱）感到恐惧也并不等于怯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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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希望，但是也抵抗着死；而船员则出于经验而抱有得救的希

望。而且，我们表现出勇敢是在我们可以英勇战斗和高尚［高贵］

地死去的场合，而在这样的灾难中这两者都不可能。① 5 

-7-
［勇敢的性质］

可怕的事物井非对所有人都同样可怕。但是，有些事物的可

怕是超出人的承受能力的，所以这些事物至少在感觉上对每个人

来说都是可怕的。那些处于人的承受能力之内的则在数量和程

度上差别甚大（那些激发人的信心的东西也是这样）。人能够多勇 10

敢，勇敢的人就能够多勇敢。②所以，尽管他也对那些超出人的

承受能力的事物感到恐惧，他仍然能以正确的方式，按照逻各斯

的要求并为着高尚［高贵 l之故，③对待这些事物。这也就是德性

的目的所在。一个人对于这些事物的恐惧可能过度或不及。他也

①格兰特（卷 I 第 32 -33 页）在此处有一出色的评论。他说，亚哩士多德对于

勇敢的说明虽然在某些方面同柏拉图的观点对立，在某种程度上却得益于柏拉图对

于勇敢的说明。柏拉图在《普罗塔格拉斯篇＞ ( 349 - 351 • 350 - 361 ）中认为勇敢是

关于真正安全和真正危险的事物的知识，然而在《莱克斯篇》（ 198 - 201 ）中又认

为，如果勇敢是知识，它就不是上述那种知识，而是关于善与恶的知识；在《理想

国》 （ Rψublic) (430 b）中，勇敢则被描述为灵魂的不为危险等等的驱使而始终保持正

确的逻各斯的能力。亚里士多德在接受所有这些说明的同时，把它们确定为灵魂的

4种品质（而不是能力）和道德的（而不是理智的）德性，即面对一个高尚［高贵］的死

而无畏惧地战斗的品质或德性。

② 亦即，人的能力的限界也就是勇敢者的勇敢的限界。因为如上文所表明

的，超出人的能力的可怕事物也是勇敢者无法系受的。

③ 关于德性的行为方式的性质，亚里士多德在此处区分了“按照逻各斯的要

求”（ w<; oλ&yo＜；）和“为着高尚之故”（ ToU KatλoU eveK臼）两者。前者相关于行为的正

确性，后者相关于行为的日的。希腊词阳λov，如己指出的，具有高尚［高贵］、美好

等多方面的意义 c 莱克汉姆（第 158 页注）建议在此处以适合性（fitness）来表达 Toil

mλ仙。但适合性是一个正确性的要求，而不是目的的高尚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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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可能对其实没有那么可怕的事物感到了恐惧。错误或者是在于对

不应当害怕的事物，或者是以不适当的方式、在不适当的时间感

到恐惧。信心方面的情形也是这样。所以，勇敢的人是出于适当

的原因、以适当的方式以及在适当的时间，经受得住所该经受

的，也怕所该怕的事物的人。①（因为，勇敢的人总是以境况所允

20 许的最好的方式，并按照逻各斯的要求，去感觉和行动。每个人

的每个实现活动的目的都是同他的那种品质相合的。勇敢的人也

是这样。他的勇敢是高尚［高贵］的，因而勇敢的目的也是高尚

［高贵］的。因为每种事物的品质就决定于其目的。②所以，勇敢

的人是因一个高尚［高贵l的目的之故而承受着勇敢所要求承受的

25 那些事物，而做出勇敢所要求做出的那些行动的。）在那些极端

的人之中，在无恐惧方面过度的人没有专门名称（我们曾说过，③

许多品质都没有名称）。不过，如果一个人任何事物都不惧怕，

就像克尔特人据说连地震和巨涛都不惧怕④那样，我们就会说他

① 在把勇敢规定为为着→个高尚［高贵］的目的而面对巨大的突发危险的品质

（见第 6 章）之后，亚里士多德在本章进一步讨论勇敢所包含的承受（痛苦、危险等

等）含义。承受与柏拉图所说的“保持”是基本一致的。但承受不再是对理智的正确

知识的保持，而是对面对危险的道德德性的保持。亚里士多德提出这样的问题：勇

敢意味着承受一切，还是有所限定？他首先肯定，勇敢只意味着承受人所能够承受的

事物。因为，存在着超出人的承受能力的事物。对这些事物，勇敢的人自然地也抱

有恐惧。但是他是以正确的、恰当的方式，并且为着高尚［高贵］之故，抱着对这些

事物的恐惧。所以，勇敢是在于承受的方式与目的，而不只在于所承受的可怕事物

的巨大。

② 实现活动的目的既是一个外在的事物，又是行为本身的美好、完善。勇敢

的人的勇敢总是为着一个高尚［高贵］的事物（目的）的，同时也总是为着行为本身的

美好与高尚［高贵］的。因为勇敢的人就是这样的人。格兰特（卷 H 第 36 页）于此处

说，在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表达里面，目的（TEAO~）处于动机与完善之间，即它既是动

机又是完善。

( 1107b2 ' b29' ll 98a5 。
④这似乎是指某句诗文。参见｛欧台漠伦理学》 1229b28。与亚里士多德几乎

同时的历史学家艾弗罗斯（Ephon时的著作中也有同样的述说（参见斯图尔特卷 I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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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常和迟钝。在（面对真正可怕的事物时①）信心上过度的人是

鲁莽的。但是，鲁莽的人也常常被看作是自夸的人和只是在装作 30

勇敢的人c 这种人希望的是在面对可怕的事物时，显得是在像一

个勇敢的人那样地行动。所以，在能模仿勇敢的人的场合②他就

总是去模仿。所以大多数鲁莽的人内心里是怯懦的：他们在没有

危险的场合表现得信心十足，可是却不能真正经受危险。在恐惧

上过度的人是怯懦的。因为他对不该怕的事物也怕，而且是以不 35

适当的方式，等等。怯懦的人同时也在信心上不及。不过他的品 1116a

质主要表现在对于所出现的痛苦的恐惧的过度上面。所以，怯懦

的人是那种事事都怕的、沮丧的人。勇敢的人则正好相反。因为一

个对事物抱有希望的人自然就有信心。所以说，怯懦的人、鲁莽

的人和勇敢的人都是与同样的事物相联系的，不过对待这些事物 5

的方式不同。前两种品质是过度与不及，第二种则是适度的、正

确的品质c 其次，鲁莽的人在危险来到之前冲在前面，但当危险

到来时却退到后面；勇敢的人则在行动之前平静，在行动时精神

振奋。

所以，如上所说，勇敢是在所说过的那些场合，③在对待激 10

起信心或恐惧的那些事物上的适度。它这样地选择和承受是因为

这样做是高尚［高贵］的，不这样做是卑贱的。④但是，以死来逃

避贫困、爱或其他任何痛苦的事物却不是一个勇敢的人，而毋宁

说是一个怯懦的人的所为。因为在困难之中，逃避是更软弱的行

为。而一个人这样做不是因为这样地面对死是高尚［高贵］，而是 15

289 页）。

① 莱克汉姆（第 161 页注）认为括号中的话是后人所加，理由是亚里士多德说

信心时的参照不是可怕的事物，而是无恐惧的程度。

② 就是说，在如此地模仿而不会育过大危险的场合。

③本卷第 6 章。

④参见 1115bll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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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样可以逃避可怕的事物。

-8-
［相似于勇敢的其他晶质］

勇敢的性质就是这样。但是、勇敢这个名称也被用到其他五

种品质上面。首先是公民的①勇敢，它最像是真正的勇敢。公民

们承受危险似乎是因为怯懦的行为将会招致法律的惩罚和舆论的

20 谴责，以及勇敢行为将得到荣誉。所以，那些在其中懦夫受到轻

蔑、勇敢的人得到荣誉的民族，似乎都是最为勇敢的民族。荷马

通过例如狄俄墨得斯和赫克托耳来刻画的也正是这种勇敢：

波吕达马斯首先就会责备我产

狄俄墨得斯，

① 节。λLTLKO＜；，政治的、宪法的、公民的。公民的勇敢这→提法，按格兰待（卷

II 第 37 页）说，最早见于柏拉图《理想国》（430c）。斯图尔特（卷 I 第 292 页）与莱克

汉姆（第 162 页注）说，柏拉图所说的公民的勇敢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有－重要的不

同。柏拉图所说的公民的勇敢是指“基于关于什么东西可怕、什么东西不可怕的正

确的意见上”的勇敢，同奴隶的和兽类的勇敢相对。亚里士多德所指的公民的勇敢
尽管也不同于奴隶的勇敢（他所讨论的第五种即“无知的勇敢”最接近柏拉图意义上

的奴隶的勇敢）和兽类的勇敢（他所讨论的激情的勇敢愚接近所谓兽类的勇敢），但仍

然不是真正的勇敢。因为它是出于对荣誉的期求或对耻辱的躲避，而不是出于对美

善即高尚［高贵］的期求的。

② 《伊里亚特》第 22 章 100（赫克托耳［Hector])

天哪，要是我退入城门，

波吕达马斯首先就会责备我。

波吕达马斯（Polidamas）是赫克托耳的朋友，曾阻止赫克托耳单独领兵出城作战。赫

克托耳也同样出于对朋友的爱护，未接受他的意见。这句话是赫克托耳在后悔当初

应当接受波吕达马斯的共同出战的意见时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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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克托耳日后准会在特洛伊城内夸口： 25 

“是我把梯丢斯的儿子＠．．．．．．。②

这种勇敢与我们在上面描述过的勇敢③最为相似。因为，它是出

于德性（即羞耻感④）的，是出于对某种高尚［高贵］（即荣誉）⑤的

欲求和为着躲避某种受人谴责的耻辱的。由军官迫使着这样做的

人们的勇敢也可以算作这一类，⑥不过这种勇敢要低一等。因 30

为，宫不是出于羞耻，而是出于恐惧，它想躲避的也不是耻辱而

是痛苦。他们的军官迫使他们勇敢作战，例如赫克托耳对他的士

兵们况，

。

我要是看到谁在战场上后退，

就把他拿去喂狗。⑦

① 指狄俄墨得斯（Diomedes），其父梯丢斯（Tydeus）是攻打~拜城的七将领之

② 《伊里亚特》第 8 章 148一一

是我把梯丢斯的儿子打回了战船。

③即第 6 、 7 章所说明的真正的勇敢。

④关于羞耻，参见第二卷第 7 章。亚里士多德在那里说，羞耻尽管不是一种德

性，但是它是一种“感情中的或同感情相关的品质”。此处亚里士多德称羞耻为一

种德性似与第二卷的见解有差异，不过在品质的概念上仍然是有联系的。

⑤ 荣誉是政治生活的目的之一（政治生活也追求德性，参见第一卷第 5 章），

它是一种具体的高尚［高贵］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高尚［高贵］。

⑥ 所以，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公民的勇敢的两个亚类，出于荣辱感的和出于强

制即出于恐惧的，前者高于后者。

⑦ 《伊哩亚特》第 2 章 391 5 亚里士多德所引用的不完全是原话，而且这些话

不是赫克托耳而是阿加门农（Agamenmon ）说的。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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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些将军，把队伍驻扎在阵地，谁后退就鞭打他们，或者在营

1116b 地的后面挖掘壤沟等等。这些都是强迫的手段。但是，一个人的

勇敢不应当出于强迫，而应当出于高尚［高贵］。其次，对某些特

殊事务的经验也被当作勇敢。所以苏格拉底就认为勇敢是知识。

5 另外一种这类勇敢则表现在各种境遇，特别是职业士兵①的特殊

的战争经历中。因为在战争中有许多伪诈，对于这些伪诈，只有

那些职业士兵才最有机会去经历。所以，他们显得勇敢是因为别

10 人不了解这些事务的性质。经验还使得他们善于攻防，因为他们

善用武器，并且配备有最好的攻防武器。所以在作战时，他们就

像拿武器的人在对付徒手的人，像训练有素的运动员在对付生

15 于。因为，即使是在比武上，最好的战士也不是最勇敢的人，而

是最强壮、最有训练的人。然而，当危险过大或者对方在人数和装

备上过于占优势时，职业士兵就会变得怯懦。因为他们总是最先

逃跑，而公民士兵则战死在岗位上，就像赫尔墨斯②神庙战斗③

20 中的情形。因为对公民士兵来说，逃跑是耻辱的，他们宁愿战死

也不愿逃跑而生还。而职业士兵从一开始就是依赖于他们的力量

上的优势，所以一旦了解了真实情况他们就会逃跑。他们惧怕死

甚于惧怕耻辱。这不是真正的勇敢。第三，怒气④也被人们算作

25 勇敢。一个人被一种怒气激发时，就像一头在冲向射伤它的猎手

的野兽。这种人被认为是勇敢的。因为勇敢的人都具有一种怒

① ot <rrpan61Tcu，不同于来自公民的战士，罗斯和莱克汉姆译作 professional

soldiers （职业军人）。莱克汉姆（第 165 页注）认为亚里士多德此处所指的是外国雇佣

军人（tevo~）。

②’EpµaL~ , Hennes。在希腊神话中，赫尔塾斯是宙斯和迈亚（M臼a）之子，宙

斯的传令使，在稍后的神话中，赫尔墨斯成了畜牧业与牧童的保护神。

③公元前 353 年发生于克罗尼亚的圣战。在战斗中，克罗尼亚的公民士兵们

被福奇斯人击败和俘获，由彼奥提亚人为帮助克罗尼亚的公民而雇佣的军队则从战

场上逃跑。

④ 6u问号，怒气、激情、冲动、精神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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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怒气首先就是冲向危险的热情。所以荷马写道，“他的力量

在于愤怒”，“唤起他们的力量与怒火”，“他怒火满腔”，“热血沸

腾” c ①因为所有这些都表现着怒气的激发与冲动。而勇敢的人则 30

是由于高尚［高贵］而勇敢，尽管怒气也提高着他们的勇敢。另一

方面，野兽是由于痛苦的驱动而行动的。它们攻击人是因为它们

受到伤害或惊吓。因为如果它们处于森林（或沼泽）②中就不会去

攻击人。所以野兽算不得勇敢。因为，当它们由于伤痛而冲向危 35

险时，它们并未预见到它们要遭遇的危险。如果这也是勇敢，那

么驴在饥饿的时候就也是勇敢的了 D 因为，不论你怎么抽打它 l 117a 

f门，它们也不会离开食物。（通奸者们由于欲望也会做出许多大

胆的事情。）③但是，由怒气激发起来的勇敢又似乎是最为自然的

勇敢，如果再加上选择或目的，那就是真正的勇敢了。人也是愤

怒时就痛苦，报复时就快乐。但是，出于这样的情形的人尽管挠 5

勇，却算不得勇敢。因为他们的行动不是出于高尚［高贵］，出于

逻各斯，而是出于感情。④但是，他们和勇敢的人又有些相似。

第四，乐观的人也算不得勇敢。因为，他们是由于多次地战胜

了敌人才在危险时刻抱有信心的。不过，他们同勇敢的人很相 10

似，因为这两种人都有信心。勇敢的人有信心是由于前面说过

的原因。⑤而乐观的人有信心则是由于己方力量的优势和无遭受

痛苦之虞（喝醉酒的人的行为也和这差不多，因为醉酒使得他们

① 前三句号Ii君出自｛伊里亚特〉第 16 章 529，第 5 章 470，第 24 章 318；第
四句则不是出于荷马，而是出于诗人式奥克里托斯（四eocritus ）。

② 拜沃特（ I. Bywater)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波格拉芙诺·

克莱伦顿尼亚诺公司， 1847 年］第 57 页）于此处把“或沼泽”括起来，认为是重复或

为后人所加。

③ 韦尔登（第 86 -87 页）和罗斯（修订本第 69 页）在此处有“由于痛苦或激情
而冲向危险并不是勇敢” c

④ '!Tallo<;。

( 1115bl I -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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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乐观①）。当结果有违于他们的预想时，他们就会逃跑。而勇敢的

人，如已说过的，②则敢于面对对于人来说是或显得是可怕的事

物，因为这样做是高尚［高贵］，不这样做是耻辱。所以，面对突发

的危险表现出无畏惧和不受纷扰似乎比在所预见的危险面前的此

20 种表现更是勇敢。前种表现更加是出于品质的，因为它无法事先

准备。面对己预见到的危险而如此表现，可以是出于推断和逻各

斯的，而面对突发的危险而如此表现则必定是出于品质的。最

后，对所面临的危险无知的人也显得勇敢。这种人同乐观的人有

些相似，但是不及乐观的人，因为他们不具备自信。所以乐观的

25 人还可以坚持一段时间，而被假象欺骗的元知者如果发现或怀疑

情况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就会溜掉，就像阿尔戈斯人在错把

斯巴达人当作了西锡安人时所做的那样。③关于勇敢的人的特点

和那些被当作了勇敢的人的特点，我们就已经说完了。④

-9-
［勇敢与快乐和痛苦］

勇敢总是同信心和恐惧这两方面相关，但同这两者相关的程

30 度并不相等。它同会引起恐惧的事物的相关程度更大一些。因

为，在引起恐惧的事物面前不受纷扰、处之平静，比在激发信心

①括弧里的话，韦尔登（第 87 页）认为是一个脚注。

②参见本卷第 7 章。

③ 战斗于公元前 392 年发生于科林斯的长城。斯巴达人误用了西锡安人

( Sicyonians）的装束。此事见于色诺芬（Xenophon）《希腊史》 （ Hellenica Hi臼阳riae ）第四

卷第 4 章第 10 节。

④ 在本章，通过提出→个构成对勇敢的性质的否定性的说明，亚里士多德完

成了对于勇敢的性质的讨论。勇敢在这里被依次地区分为(1）公民的勇敢，（2）经验的

勇敢，（3）出于怒气的勇敢，（4）乐观（斯图尔特作“希望”）的勇敢，和（5）无知的勇

敢。这五种类比意义上的勇敢似乎是按照等级的秩序排列的：每一种都优越于它后

面的那些（那种）勇敢，最接近真正的勇敢的是第一种，即公民的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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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场合这样做更是真正的勇敢。如所说过的，②人们有时就把能

承受痛苦的人称作勇敢的人。所以勇敢就包含着痛苦，它受到称

赞也是公正的，因为承受痛苦比躲避快乐更加困难。不过勇敢的 35

目的却似乎是令人愉悦的，只是这种愉悦被周围的环境掩盖着。 1117b 

这就像竞技的情形一样。因为，尽管拳击手所预见得到的那个目

的，即花环与荣誉，是令人愉悦的，其血肉之躯所受到的那一次

次击打却是痛苦的，他们的全部训练活动也是痛苦的。这些痛苦

的活动在数量仁如此之大，以至那个最后的目的倒成了小事情， 5 

好像也不包含什么快乐了。如果勇敢的情形也与此相似，它给勇

敢的人带来的死亡与伤痛对于他就是痛苦的。他承受这些痛苦并

非是出于意愿：他肯承受它们是因为这样做是高尚［高贵l的，不

这样做是卑贱的。而且，他在德性上愈完善，他所得到的幸福愈

充足，死带给他的痛苦就愈大。因为，他的生命最值得过，而他 10

又将全然知晓地失去这最大的善，这对他必定是痛苦的。但是他

的勇敢并不因这痛苦而折损，而且也许还因此而更加勇敢。因为

他所选择的，是在战斗中宁可牺牲生命也要做得高尚［高贵］。②所

① 1115日－ 13 。

② 格兰特（卷 II 第 45 页）说，亚里士多德的这番话明显地表现出对牺牲概念的

意识；这个概念是在亚里士多德之后才在人类的心灵中培育起来的。以亚里士多德

的看法，勇敢的人实际上总在承受痛苦，何以他还要讨论他的愉悦？斯图尔特（参见

卷 I 第 301 - 302 页）说，谈论这种愉悦决不等于可以抵消勇敢者的躯体所承受的痛

苦。在《普罗塔格拉斯篇》和《裴多篇》 （ P阳erlo ） 中，苏格拉底的意思是，很少有

人能够理解他。因为苏格拉底谈论的不是对幸福的意识，而是幸福的型（理念）。一

位殉道者为高尚［高贵］的原因而死，我们并不认为他的死是元痛苦（至少是肉体的痛

苦）的，或者他的肉体的痛苦被他的精神上的愉悦感所抵消。同时我们也不能认为他

的接受死亡是为着死后的名誉，因为核亚里士多德的解说，这样的勇敢者最充分地

了解他的死使他失去的是他的最大的善，那个有丰富价值的生命。然而人们的确说

这样的勇敢者在接受死时也感受到愉悦，并且相信他（勇敢者）的确感受到愉悦，尽

管这种愉悦抵消不了其肉体所承受的痛苦。这种判断的真正理由是人｛们实际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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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以说，在获得果实之前，并非对所有的德性的运用都令人愉悦。①

不过，这样的人也许不能成为好的职业士兵。那些不那么勇敢、

除了自己的生命外就再没有什么好丧失的人倒更可能是好的职业

士兵。因为他们愿意去面对危险，也愿意为一点点钱而出卖他们

20 的生命。关于勇敢，我们就谈到这里。从所谈过的内容里，不难

了解它的性质，至少是大概地了解。

-10-

I节制的范围］

在谈过勇敢之后，我们接下来谈一谈节制。②因为勇敢和节

制是灵魂的无逻各斯的部分的德性。我们已经说过，③节制是在

意，在少数个别场合，做正确的事无需参照公众的意见和行为，勇敢者的实践就是

这样做的结果。勇敢者，或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真正的勇敢者，都是有选择地这

样做的3 他们在巨大痛苦中可能体验到的那种愉悦，我们有理由这样判断，可能就

是基于这一原因。

①参见第二卷第 3 章。对勇敢的运用尤其如此。其他的德性一旦作为品质形

成，便获得成果，对于它们的运用便不是痛苦，而是愉悦。一个人如果以节制为快

乐，他就是节制的人；一旦成为节制的人，就自然以节制为快乐。然而对勇敢德性

的运用，其成果却在最终。所以同其他德性相比，勇敢是始终伴随着对痛苦的承受

的德性。参见斯图尔特卷 II 第 303 页。

②很难在汉语中对译希腊词汇 σωφp0<7加叫，它意味着明智、适度、谨慎、自

制、高雅、体面，包含了道德德性的所有这些与明智相关的含义。据格兰特（卷 II 第
47 页）研究，尽管柏拉图在《克拉底鲁斯篇》 （ Cratylus)(41le ） 中“不很恰当地钊把

σ呻pooUvrj 解说为健全的灵魂（σWTTJP山忡忡η四时， σω中p<><T伽叫很快就获得了与

快乐相关的意义。所以， 柏拉图在《理想国》（430e）中在这种意义上把 σω中p0<1白叫

解说为对快乐与欲望的控制。亚里士多德对σωφ仰而川的讨论是从界定它所相关的

那种特殊快乐开始的。但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讨论都显然是把 σω。”而m 看

作是健全的心灵对快乐的控制。这种观念是希腊生活观念的反映。因此，仅仅把

σωφ阳币”1 理解为节制欲望的行为是片面的。所以韦尔登（第 49 页注 2）说，在英语

中以 temper•皿ce 转达 σωφp0<1仙吨的意义是不全面的。但由于 σω中p何如可在汉语中已

有节制这一俗成的译名，我将仍然沿用这个译名。

( 1107b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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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方面的适度（因为它同痛苦不大相关，而且同痛苦的关系也 25

与同快乐的关系不同），放纵也是表现在快乐这方面的。所以，

我们现在来明确一下与节制放纵相关的是哪些快乐。我们首先要

在肉体的快乐与对荣誉的爱和对学习的爱这样的灵魂的快乐之间

作一下区分。因为爱荣誉或爱学习的人只对荣誉和学习这些事情 30

感到快乐，这种快乐所影响的不是肉体，而是灵魂。但是我们并

不就这些快乐说一个人节制或是放纵。在其他的与肉体快乐无关

的那些快乐上，我们也不说一个人是节制或是放纵。对那些喜欢

打探消息和传播逸事的人，我们说他们饶舌，而不说他机放纵。 35 

对那些因为损失了钱财或朋友亡故而痛苦的人，我们也不会说他 1118a

们放纵。①所以说，节制是同肉体快乐有关的。但是它也不是同

所有的肉体快乐都有关。因为，那些以视觉的对象，例如以颜

色、形体和绘画为快乐的人，我们既不说他们节制，也不说他们 5

放纵c 不过在这些事物上，也有享受快乐是适度还是过度或不及

的问题。听觉的对象也是这样。谁也不会说沉溺于音乐或表演的

人是放纵的，或在这些事上适度的人是节制的。对于喜欢嗅觉上

的满足的人，我们也不说他们是节制还是放纵，除非是在偶然情 10

况下。例如，如果有人喜欢闻苹果、政瑰或熏香的气昧，我们不

会说他们放纵；但是如果有人喜欢油香或佳肴的气昧，我们就会

说他们放纵。因为，放纵的人喜欢这种气昧，是由于这种气味使

他们联想到他们想吃的那些东西。当然，别的人们如果饿了也会 15

觉得饭香，但只有放纵的人才总是喜欢食物的气味，因为这些食

物是他们的欲望的对象。②动物也没有这些感觉上的快乐，除非

①在灵魂的快乐与痛苦里面，亚里士多德只列举了爱荣誉的快乐、爱打探的

快乐和某些感情的这些与灵魂的较低等的部分相关的内容。因为只有这些较低的部

分的与快乐或痛苦相关的问题，才有时被怀疑是与节制和放纵相关的。

② 莱克汉姆（第 176 页注）认为从“当然…”至此处的这两句话与上文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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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偶然的。狗并不喜欢野兔的气味，它喜欢的是吃野兔；那种气

20 昧只是告诉它们野兔在哪儿。狮子也并不喜欢牛的叫声，而是喜

欢吃牛。它只是通过那种声音知道牛走近了它，所以才显得是喜

欢那种声音。同样，它喜欢的也不是因为看见“一只家养的或野

地里的羊吨而高兴，它高兴的是它又能得到一顿美餐。所以，

25 节制与放纵是同人与动物都具有的、所以显得很奴性和兽性的快

乐相关的。这些快乐就是触觉与昧觉。但是，就是昧觉也不都是

有关的。因为，味觉的活动是分辨昧道，比如品酒师分辨酒的味

道，厨师给菜肴添加昧道，但是对味道的分辨并不给人以快乐，

30 至少是对于放纵的人们来说算不上快乐。放纵的人想得到的毋宁

说是享受这些味道的快乐，而要得到这种快乐只能借助触觉。触

觉既存在于所谓性交的快乐上，也存在于享受食物与饮料的快乐

上。所以，某位贪食者②才会希望他的脖子比天鹅还长。这说明

1118b 他的快乐在于接触的感觉。③所以，与放纵相关的感觉是那种最

不协调，有为后人所加之嫌。

① 《伊里亚特》第 3 章 24,

② T间忡。中a:v啊，贪吃食物的人。斯图尔特（卷 I第 310 页）认为这指的是菲洛

克塞努斯（Philoxenus），亚里士多德在｛欧台漠伦理学》！23la16 指出了他的名字3 不

过莱克汉姆（第 176 页注）认为这显然是某个悲剧中一个人物，而不是一个真实的

人。

③ 亚里士多德讨论视觉的、昕觉的、嗅觉的、味觉的和触觉的快乐的方式，

表明他是依照等级次序对它们加以排列的：在这个次序中味觉以及触觉是处于最低

等的地位的，它们是人与动物都共有的快乐；比它们高等的感觉快乐只为人类所具

有；而味觉快乐实际上只是肉体的喉部的触觉的快乐。格兰特（卷 II 第 48 -49 页）与

斯图尔特（卷 I第 308 页）都对亚里士多德的上述论点提出了质疑。问题在于，是否有

些动物不仅有例如视觉、听觉、嗅觉，而且有视觉、听觉或嗅觉的快乐，而不是偶

然地才有这些快乐？狗似乎对人与车辆的活动有明显的兴趣（斯图尔特），猫对薄荷的

气味有明显的喜好，蛇则似乎对音乐布特别的愉悦感（格兰特）。如果这被证明是真

实的，这至少说明，亚里士多德关于动物在触觉以外的其他感觉方面不能感受快乐

的论点是不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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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普遍的感觉。放纵受到谴责也是正确的，因为这种感觉不是我

们作为人独有的感觉，而是我们作为动物所具有的感觉。沉溺于

这种快乐，最喜欢这些快乐而不是别的快乐，是兽性的表现。我

们在这里所说的不是那些最高雅的触觉快乐，例如在健身房里由 5

于摩擦而产生热的感觉。放纵的人喜欢的那种触觉的快乐不是属

于整个身体的，而只是身体的某个部分的。

-11-
［节制的性质］

在欲望之中，一类似乎是普遍的，另一类则是特殊的、由于

习惯而养成的。例如，食欲是正常的，每个没布食物的人都会想

要干燥的或液体的食物，有时则是两者都要。当一个人年轻而强 10

壮时，性欲①一一如荷马②所说一一也是如此。但是并不是每个

人都喜欢以同种方式来进食或性交，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同样的

事物或与同样的异性性交。所以这些欲塑又是特殊的。不过，这

其中还是有某种正常的东西。因为，尽管不同的人对不同的事物 15

感到愉悦，人们都认为有些东西比另外一些东西更令人愉悦。③

在正常的欲望上，很少有人做错，而且只可能有一种错，即过

度。因为，吃喝到肠胃发H区的程度必定是超过常量的，因为正常

的欲望只是补足所需。所以在这方面做错的人被称作贪食者，因

为他们在进食上超出了满足需要的常量。只有极其卑贱的人才会 2。

这样做。但是在那些特殊的快乐上，则有许多人会做错，并且是

① 哑里 t多德此处用的阴1号，直译为婚床。

② ｛伊.!ff 哑特｝第 24 章 130。
③ 所以，个人的偏好在两种意义上是正常的：第一，它是特定的个人的本性

的表现（斯图尔特，卷 I 第 314 页），每个人的本性不同可所以他们的偏好也不同（莱

克汉姆，第 178 页注），第二，它们是在一定限度之内的，它们都不赋予那些偶性的
事物以优先性（斯图尔特，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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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做错。因为，虽然那些被说成是“爱某某事物

的人”可能或者是由于爱了不适当的对象，或者是爱到了多数人

莫及的程度，或者是以不适当的方式来爱了，才被这样称呼的，

25 放纵的人却在这三方面都是错误的。他们爱着不适当的（实际上

有害的）对象，即使他们所爱是适当的对象，他们也是以不适当

的方式来爱，并且爱到超过多数人的程度。所以，在快乐方面过

度是自我的放纵，是应受谴责的。在痛苦方面，节制同勇敢的情

30 形有些不同。一个人并不是因为他面对了痛苦而被称为节制的，

也不是因为他没有能面对痛苦就被称为放纵的。放纵的人被称为

放纵是因为他由于没有得到快乐而不适当地感觉痛苦（由快乐造

成的痛苦）；而节制的人被称为节制则是由于他在没有得到快乐

或回避快乐时不感觉痛苦。

l l l 9a 所以，放纵的人欲求所有快乐或那些最突出的快乐。他受

欲望的宰制，只追求这些快乐而不追求其他的东西。所以，他感

觉着两种痛苦：得不到快乐的痛苦和渴望着快乐的痛苦，因为欲

望就包含着痛苦，尽管因快乐而痛苦十分荒谬。而缺少对快乐的

5 爱或是在这种爱上不及的人则是很少的。这种冷漠不是人的本

性。甚至其他的动物也区分食物的种类，喜欢某种食物而不喜欢

别的食物。一种存在物如若对什么都不感到快乐，在这种事物与

那种事物之间不会做任何区分，就不是人类。一个这样的人没有

专门的名称，因为很少有这样的人。①节制的人在这些事物上

10 处于这两者之间。他不以放纵的人最喜爱的那些事物为快乐，

相反，他厌恶那些事物。他也不以不适当的事物为快乐，对于这

① 亚里士多德所谈到的标准，是“体面的”、身体健康的希腊城邦公民。在

这一群体中间，亚里士多德说，很少有“对什么都不感到快乐，在这种事物与那种

事物之间不会做任何区分的人”。这种少见的人，在第二卷第 7 章和此处被描述为

冷漠的人。但是，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判断并没有普遍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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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事物中的令人愉悦的事物也不会过度地快乐。在没有这些事物

时他也不感觉痛苦或产生对这些事物的欲塑。或者，他也感觉到

适度的痛苦和欲望，而不会不适当地，以及在不适当的时候感觉

到这种痛苦和欲望。对那些既令人愉悦又有益健康并且适合的事 15

物，他将适度地期望获得之。对其他那些令人愉悦的事物，如果

它们不妨碍这些目的，不有悖于高尚［高贵］或超出他的能力，他

也是这样。①因为，如果不遵守这些限制，对这类快乐的享用就

会醒过配得。②而节制的人在这些事物上则遵循逻各斯的指引。 20 

-12-
［放纵］

与怯懦相比，放纵更加是出于意愿的。因为首先，放纵出

于快乐，怯懦则出于痛苦；快乐是我们所选择的东西，痛苦则是

我们所躲避的东西。其次，痛苦遏制和毁灭一个人的本性，而快

乐则没有这种作用。所以放纵更加是出于意愿的。因此，放纵更

加是受谴责的对象。因为，养成面对快乐的诱惑的习惯要容易

些，因为生活中有许多这样的诱惑，而且这样做没有什么危险，

而养成面对可怕事物的习惯则正相反。但是，与具体的怯懦表现 25

相比，怯懦的品质还更出于意愿一些。因为，怯懦的品质本身没

有痛苦，而具体的怯懦行为却充满痛苦，以致使人张皇失措，丢

弃武器，做出耻辱的行为。所以怯懦的行为都显得是出于被迫的

行为。与此相反，在放纵的人这方面，那些具体的行为都是出于

意愿的，因为那些行为是出于欲望和期望的。而放纵的品质却不 30

① 亚堕1：多德在上面区分了四类作为快乐的对象的事物：（1）只令放纵者愉悦

的错误的事物；（2）令（正常）人愉悦但不适当的事物；（3）令（正常）人愉悦且适当的事

物；（4）令（正常）人愉悦旦中性的事物。在这四类事物中，亚里士多德显然认为，只

有第三类才构成适当的目的。

② a~町、配得的东西，即与一个人的德性桶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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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出于意愿的，因为没有人想成为放纵的人。

放纵①这个词我们也用在说儿童的错误行为上。这种行为同

成人的放纵有些类似。②这两者究竟何者是原因，何者是结果，

1119b 对于我们目前的讨论并不重要。然而，较后产生的东西是出于较

先产生的东西③却是显然的。这个类比④看来倒是不错的。因

为，那些追求着卑贱而且又生长得很快的东西应当时时受到管

教。而这些正好是欲望和儿童的特点。因为儿童就像放纵者那样

5 受欲望驱遣，而在儿童身上，对于快乐的欲求又是最强烈的。所

以，如果这种欲求不被训导成昕从最初原理的，它就会走得很

远。因为，一个愚蠢头脑中的对快乐的欲求是永远无法满足的，

它的每一次运用又加强着它的内在倾向，直到这些欲望一一如果

它们是强烈的、有力的一一最终排除掉推理的力量。所以，我们

IO 的欲望应当是适度的和少量的，并且不违背于逻各斯。我们所说

的服从的、受过管教的品质也就是指这种状态。因为，正如一个

儿童应当按照他的教师的指导去生活，我们身上的欲望的部分也

应当服从逻各斯的指导。所以，一个节制的人的欲望的部分应当

合于逻各斯。因为，这两者都以高尚［高贵］为目的。节制的人欲

15 求适当的事物，并且是以适当的方式和在适当的时间，这也就是

逻各斯所要求的。关于节制我们就说到这里c

① 放纵 (inoll.aσLo:）在希腊语中的本意是“没有受过管教的”，其词源意义来

自动词 KOA<lσε印，即管教、训ii导或惩罚。

② 参见《欧台漠伦理学》 1230a38 - b8 。

③ 即成年人的放纵出于儿童时的娇纵。

④ 即以“没有受过管教的”来比喻和说明成年人的放纵行为和儿童的错误的
行为。



第四卷

［具体的德性（续）］

［慷慨］

我们接下来谈谈慷慨。①它似乎是财富方面的适度。我们不

是在战争事务上，或我们称赞一个人节制的那些事务上，说一个

人慷慨。我们也不就他的判断而说一个人慷慨。我们是就一个人 25

给予和接受②财物的行为，尤其是给予的行为，而说他慷慨。所

谓财物，我们指的是可以用钱来衡量其价值的东西。挥霍③和吝

① kλn如pi.6叫m，慷慨、自由、大方等等。在亚里士多德的描述中，它是处

于吝啬与挥霍之间的德性。自文艺复兴时代发现希腊人文主义以来，对 e>..e飞地epi.et 的

诠释注入了强烈的自由精神(liberality）的色彩。自由精神是属人的即区别于人的动物

卒能的特殊精神活动。斯图尔特（卷 I 第 321 页）说，在讨论了勇敢与节制这两种同对

人的动物本能的调节有关的德性之后，慷慨和｛尼各马可伦理学》接下去讨论的德

性不再是同纯粹动物本能相关的，而是同对特别属于人的感情的调节相关的德性。

格兰特（卷 II 第 55 -56 页）称亚里士多德关于慷慨以及下面关于大方和大度德性的讨

论是关于人的自由精神的讨论。韦尔登（第 106 页注）说，像英语中的 l趾rality 一

样， 6λeu6epl.a 意味着“自由（宽宏）”和“体面（可尊敬）”两种意义。他认为亚里士

多德没有意识到这两种意义上的区别。这种情况的合理解释似乎是，这两种意义在

希腊语中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没有明确的区分。慷慨的人， e>-ei.艇puw，也就是有自

由精神的值得尊重的人，这种人，自近代以来在西方传统上被译解为所谓绅士

(gentleman ）。

② 圳机v，在希腊语中与给予（Mow）相反，指得到、收到、接受、获得、

拿、偷等等，总之指一切与给出财物相反的取得财物的行为。在本章的讨论中，我

一般译为接受、得到、拿等等。在亚里士多德的那种比较抽象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术

语时，找译为索取。

③ dσWTLac 对这个希腊词的汉译存在很大的困难。 dσWTLa 由叶与 σWTia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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啬①是财物方面的过度与不及。吝啬这个词，我们通常用来说那

30 些把财物看得过重的人，可是我们对挥霍这个词的用法有时要复

杂些。因为，我们也称那些不能自制的、花钱铺张的人挥霍。所

以挥霍被认为是特别恶劣的品质，因为它集中了几种不同的恶。

可是这不是这个词的本来的用法。因为，一个挥霍的人指的是一

1120a 个有某种专门的恶的人，这种恶就是浪费他的财物。一个挥霍的

人是一个由于自己的过错而在自我毁灭的人。浪费财物就是毁灭

自己的一种方式，因为财物是生活的于段。我们这里所说的挥霍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对有用的事物，②既可以使用得好，也

5 可以使用得很坏。而财物就是有用的事物。对一种事物能够作最

好的使用的人，也就是具有同那种事物有关的德性的人。所以，

对财物使用得最好的人是具有处理财物的德性的人，即慷慨的

成， σWTCa 来源于动词 σφ§ω 后者的意义为积攒财物、保持自身安全。在希腊语中攒

钱和使自己安全是同一个意思。所以 dσW'T蚀的本意是说一个人不知积攒，在用钱和

给予上不加慎思。所以挥霍，亚里士多德说，是同给人以对小事物有关的品质，是

在给人以小事物方面的过度。我们在汉语中也许没有关于给人以小事物方面过度的

品质的专门概念。一般地说，我们在使用慷慨和挥霍这两个品质概念时，通常都是

指对大事物的处理方面的品质。这种情形可能使我们以“挥霍”来了解亚里士多德

的＆σ町I.a 成为问题。不过用浪费来译解也σ町I.a 又会产生一个更大的问题。浪费在

汉语中通常指自己在消费上的过度，而同给予的行为没有多少关系。所以我在这里

仍然沿用挥霍这个译名，但是指出它在理解上可能引起的偏差是必要的。

① ixve.λ时epCa，吝啬、卑贱、奴性等意。在希腊语中，它直接地是慷慨

(e~eu0epi.a）的反义词。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在慷慨、吝啬和挥霍这三种晶质中，

吝啬比挥霍更与适度的品质~p慷慨对立。值得指出的是，在希腊语中吝啬与卑贱、

奴性在意义上有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植根于希腊城邦中自由公民对工匠职业的看

法。

② XPε怡，用处、好处、益处、买卖、公职等等，泛义上指有用的东西。在希

腊语中，名词 x~司μα（钱）和 XP句µa-ra （财富） l!P 由 xpetα 衍生，意义是一种有用的东

西。所以给予的意义，在亚里士多德的原意上，也就是给人以有用的、有利于他的

生命的保存的东西。这种给予，如我们从亚里士多德下文的讨论中看出的，是指对

有用的东西的一种好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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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花钱和把钱物给予他人似乎同对财物的使用有关，得到钱物

和保持钱物似乎同对财物的占有有关。慷慨的人的特征主要是在 10

于把财物给予适当的人，而不是从适当的人那里，或不从不适当

的人那里，得到财物。因为首先，德性是在于行善而不是受到善

的对待，在于举止高尚［高贵l而不只是避免做卑贱的事情。而行

善和举止高尚［高贵］也就是给予，受到善的对待和不做卑贱的事 15

也就是接受。其次，人们感谢的是给予者而不是不去接受馈赠的

人。称赞就更加是这样。第三，不索取比给予要容易些，因为人

们宁愿不取于人也不愿舍弃己之所有。第四，我们称赞给予者是

因他慷慨，称赞那些不索取的人①则是因他们公正而不是慷慨。 20

对那些索取的人，②我们则根本不称赞。在所有有德性的人中

间，慷慨的人似乎最受欢迎。因为，他们对他人有助益，而他们

的益处就在于他们的给予。德性的行为都是高尚［高贵］的，都是

为着高尚［高贵］的事的。慷慨的人，也像其他有德性的人一样，

是为高尚［高贵］的事而给予。他会以正确的方式给予：以适当的 25

数量、在适当的时间、给予适当的人，按照正确的给予的所有条

件来给予。他在给予时还带着快乐，至少是不带着痛苦。因为，

德性的行为是愉悦的或不带痛苦的。德性的行为最不可能是痛苦

的。那些把财物给错了人，或者不是为着高尚［高贵］的事而是为

某种别的原因而给予的人，我们不说他们慷慨，而是用某个别的 30

名称。③在给予时感到痛苦的人也不是慷慨的。因为他喜欢财物

甚于高尚［高贵］的行为，这不是一个慷慨的人的特征。慷慨的人

也不取不当取之物，因为一个不看重财物的人不会这样做。慷慨

的人也不愿意索取，因为一个总是把好处给别人的人不大容易去

n] 即t文所说的不去接受馈赠的人。这种人，亚里士多德当是指不索取不当之

资源和不索取超过其应得的份额的人，而不是指不索取任何事物的人。

② 即取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或取其应得的人。

③ 即挥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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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b 接受好处。如果他要索取，他也只取自适当的地方，比如取自自

己的财产，不是作为高尚［高贵］，而是出于必需，以便使自己还

能够去给予。他也不会不珍惜自己的财产，因为他希望用这些财

产去帮助他人。他也不会不问对象地给予，以便他能够保有些东

5 西，在适当的时间或高尚［高贵］的场合，给予适当的人。①慷慨的

人也常常在给予上过度，以致给自己留的东西过少。因为不会关

照自己正是一个慷慨的人的本性。所谓慷慨是相对于一个人的财

物而言的。因为慷慨并不在于给予的数量，而在于给予者的品

10 质，而这种晶质又是相对于给予者的财物而言的。所以，给予的

数量少的人也可能是一个较为慷慨的人，如果他只有很少的东西

来给予的话。人们认为，那些不是靠自己挣得、而是靠继承而得

到财产的人，可能较为慷慨。因为，他们不知道何为贫乏。而

15 且，人总是更珍惜他自己创造的东西，例如父母珍惜其子女，诗

人珍惜其作品。慷慨的人不大容易富有。因为，他不喜欢索取和

保有而喜欢给予。而且，他看重财富不是因财富本身，而是因财

富是给予的手段。所以人们谴责命运，说最应富有的人反而最不

富有。②但是这其实又很正常。因为同别的事物一样，不付出辛

20 苦去保有③它，便不可能有财富。但是，慷慨的人并不把财物给

予不适当的人，或是在不适当的时间给予，等等。因为如果那样

做，他就不是在做慷慨的事情，也将没有财物可以给予适当的人

①所以，慷慨的人是（1)正确地（适度地）、（纷愉快地给予，而且（3）虽然不愿意索

取，但是为了给予也适度地索取的人。

② 因为人们认为，最应当富有的是慷慨的人，因为他们肯帮助他人。然而他们恰

恰最不富有。命运的安排似乎同人们的希望正好相反：那些吝啬的、不肯帮助他人的

人，即那些从事卑贱职业的人，反倒变得富有。亚里士多德的这番评论，如所说过自（j ＼第

96 页注①），与希腊时代公民社会对工匠阶级的看法有关。

③对财物的处置有保持和使用两面。慷慨的人的德性在于对财物作好的使用，

而不是在于努力地保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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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因为慷慨的人，如上面说过的，是根据他的财物来给予，并

且是给予适当的人，过度了就是挥霍。所以，我们不说一个懵主 25

挥霍。因为，他无论怎样给予和花费，都不会耗尽资财。既然慷

慨是给予和索取财物方面的适度，慷慨的人就不仅要一一在小事

和大事上都一样一一愉快地把适当数量的财物给予或用在适当的

人身上，而且要从适当的资源中索取适当数量的财物。因为，既 30

然德性是在这两个方面的适度，慷慨的人就要在这两方面都做到

他应当做的。适度的索取同适度的给予如影随形，不适度的索取

则同适度的给予相反。所以，两种相互一致的索取和给予总是同

时出现在同一个人身 t。相反的索取和给予则显然不是这样。① l 12la 

如果一个慷慨的人偶然以某种不正确、不高尚［高贵］的方式花

费，他就会感到痛苦。但是，这会是一种温和的、正确的痛苦。

因为，对该愉悦的事物愉悦、对该痛苦的事物痛苦，并且以适当

的方式，是有德性的人的特点。而且，慷慨的人由于在钱财上较 5

好说话，也容易上当。因为，由于不看重钱财，钱要是没花到应

当的数量，他就会比钱花得过多了还要难过。他可不同意西蒙尼

德斯所说的那番话。②另一方面，挥霍的人在这些方面也是错

①所以慷慨的人总是正确地给于和正确地索取。挥霍的人和吝啬的人在这两方

面都不正确（他们不可能在 方面不正确而在另一方面正确）：挥霍的人在给予上过度

而在索取上不及；吝啬的人在给予上不及而在索取上过度。

②西蒙尼德斯，I.L件wvi品的， Simonides，古希腊诗人c 关于亚里士多德寻｜述的西蒙尼

德斯的话，斯图尔特（卷 I 第 325 - 326 页）寻｜证阿森纽司和斯托巴乌司（A. Stobaeus）的

述说作为佐证。梅兰特（卷 II 第 62 页）引证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139la8-12:

在智慧与财物的问题上，当希厄罗的妻子问西蒙尼德斯做一位富人好还是做

一位有智慧的人好时，他说：“做一个富人好。 因为我经常看见有智慧的人在

富人的门前消磨时光。”

罗斯（第 82 页）认为亚里士多德所指是西蒙尼德斯的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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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的。因为，他们对该愉悦的事物不感到愉悦，对该痛苦的事物不

感到痛苦。这在下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得更清楚。我们说过，①挥

霍和吝啬是在给予和索取方面的过度与不及，因为我们把花费看

作一种给予。挥霍是在给予上（而不是在索取上②）过度，在索取

15 上不及。吝啬则是在给予上不及，在索取上过度。但给予和索取

在这里只是就小事情说的。挥霍的这两个特点③很少同时出现于

同一个人身上（因为，一个人如果什么都不索取就很难给予；一

个人如果这样地给予很快就会资财告罄，所谓挥霍者就是指这样

2日的人）。不过，这种挥霍者④还是比吝啬的人好得多。他的毛病

容易随着年龄的增长或由于生活的贫困而得到纠正。他能够学会

适度。因为，既然他给予而不索取，他就有慷慨的人的品性，尽

管他在这两方面都做得不适当和不正确。如若他通过训练或别的

25 途径学会做得适度，他就会是一个慷慨的人，就会把财物给予适当

的人，并且不索取不适当的财物。这就是我们认为这样的人并不

是坏人的原因。在给予上过度而又什么都不索取的人是一个愚笨

的人，而不是一个坏人或无耻的人。这种挥霍的人远远强过吝啬

的人。这不只因为上面说过的原因，而且也因为，这种人对许多人

30 都有益处，而吝啬的人则对任何人，甚至他自己，都没有益处。⑤但

( 1119b27' 

②莱克汉姆（第 196 页注）怀疑此语为后人所加。

③ 即上文所说的在给予上过度而在索取上不足。

④ 即同时具有这两个特点的挥霍者。

⑤ 亚里士多德把上面所说的挥霍者，即在给予上过度而在索取上不及的挥霍

者，看作本来意义上的挥霍者，而把下文谈到的大多数挥霍者，即不只在给予上过度，

而且也在索取上过度的挥霍者，看作是类比意义上的挥霍者，认为前者大大胜于吝啬

的人，后者则在索取方面同吝裔的人相同，因为他（本来意义上的挥霍者）对许多人有

益处，并且他的错误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来纠正。格兰特（卷 H第 63 页）对亚里士多德

这里提出的看法提出反驳。他认为，如果挥霍的人如亚里士多德所承认的容易使不该

得到财物的人得到财物，他就不可能对很多人有益。而且，由于挥霍所造成的损失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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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多数挥霍的人，如刚才说过的，①都不仅不适当地给予，而

且索取不适当的资财。就索取不当资财这方面说，他们同样是吝

啬的。他们急切地索取，因为他们想花费而又由于资财很快告罄

而难以做到。其次，由于他们做事情不是为高尚［高贵］，所以他 1121b

们不加考虑、不作区分地到处索取。因为，他们急于给予，并且

不在意以何种方式和从哪里索取。因此，他们的给予也算不上是

慷慨。因为，这些馈赠本身就不高尚I高贵］，其目的与方式也不 5

高尚［高贵l。有时，他们使得本来应当贫困的人富有，对那些值

得尊敬的人却不予周济，并且大量精赏那些奉承者和使他们快乐

的人。所以，他们大都是花钱铺张的放纵者，没有高尚［高贵］的

目的而只知追求快乐。所以，挥霍的人②如不加调教就会成为放 IO

纵的人。而如果得到细心的教育，他就可以养成慷慨这种适度

的、正确的生活品质。与此相反，吝啬则是不可救治的（因为衰

老和任何一种衰弱都使得人变得吝啬）。吝啬比慷慨更加是与生

俱来的。因为大多数人都喜欢得到钱财而不是予钱于人。吝啬这 15

种恶许多人都有，且样式上多种多样。吝啬似乎有许多种类。因

为，吝啬有两个方面：在给予上不及和在索取上过度。这两种毛

病并不总是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它们有时是分离的：有些

人是在索取上过度，有些人是在给予上不及。那些被称作“小气 20

鬼”、“奸猾的人”、“守财奴”的人，都是在给予上不足。但他们

并不规舰别人的财物，也不想把它们拿来归己 c 有的人不将他

人财物拿来归己是因为他有某种公道意识，③或者不愿意去做卑

可挽回的，从结果上说，毋宁说挥霍比吝啬还要不可救治。

( l 12la16 - 19 。

② 即大多数挥霍者，而不是上文说过的在给予上过度而在索取上不及的，即本

来意义上的，挥霍者。

③ e'lTLS LKeia 公道，也作适宜、体面、公平等等。在白LSLK!ll.a 的英译方面一直有

比较大的差别。例如罗斯此处译作“荣誉”，韦尔登译作“公平”，莱克汉姆译作“可尊敬

的动机”。许多译者往往在不同的地方采用不同的译法。由于亚里士多德把后τLSLKf: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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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贱的事（因为有些人似乎是，至少他们是这样说的，为着日后不

致被迫去做卑贱的事情而帜攒钱财的。那种连欧商萝籽都要劈开

来用的人①以及类似的人也属于此类。这种人之所以被称为吝啬

30 是因为他们在不愿给予上做得过度）。有的人不拿他人财物归己

则是由于害怕。因为，要是把别人的东西拿来归己，自己的东西

就难免不被别人拿走。所以，他们宁愿既不索取也不给予。另一

些人则在索取方面过度。他们什么都要，不论是谁给予都接受，

1122a 如那些从事卑贱的②职业的人，拉皮条者③和诸如此类的人，以

及那些放高利贷者。这几种人都是在索取不当资财，并且索取得

超过其应得。他们的共同处显然是贪婪。④他们都是因贪婪，而

5 且是因贪小得，而背上坏名声的。对那些从不应当的地方获取巨

大财富的人，如洗劫城市、掠夺庙宇的暴君，我们不说他们吝

啬，而说他们恶、不敬、不公正。然而，那些掷假者或悄悄地偷

走人家衣服的人，⑤以及那些抢劫者，则属于吝啬的人之类。因为

作为一个概念使用，我认为在一般的意义上理解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由四阴阳似乎更

好，并将在下文中统一将它译作公道。亚里士多德关于公道的概念与详细讨论，见后

面第五卷第 lO 章。

① Ktlf.1.LVO节p印啊1哩，把欧商萝籽劈开的人，由名词时＇f.l.LVOV （欧蔚萝）衍生，欧商萝

为一种草本植物，其籽是一种重要的香料和调料。亚里士多德此语与汉语中一个铜板

都要掰开来花的人同义。他以此指为积攒钱财而过度俭省的人。他将此种人也归于在

给予上过分不及的人一类。但是他显然把这种人作为这类人中特殊的一种，即在对自

己的给予上都过分不及的人。

② aveλe毗阳，吝啬的、奴性的、低贱的。

③ 1TOpVO~OOKOL，字面意义为纵容私通的人。

④ ai.axpoKiplle山。

⑤ K'IJ~rorTt号，掷锻者；λω霄。8俞啊，原意是偷别人衣服的人，韦尔登（第 106 页注）

说，在希腊语中，这个词指的是在某人洗澡时拿走他的衣服的人。亚里士多德F文中将

掷假者同抢劫者作为两类不同的人来讨论，以前者指用伎俩，以后者指用暴力从朋友

那里取得财物的人。以此推论，他在这里说的当是第三类从朋友那里不正当地获取，即

在朋友不易察觉时悄悄拿走他的财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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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所为都出于贪婪。正是由于贪婪，他们才去施展伎俩和忍受 10

那种耻辱。抢劫者为了劫货而冒生命的危险，掷假者则从他本应去

给予的朋友那里骗得东西。这两种人从这两种不应当的地方索取，

都是出于贪婪。诸如此类的索取都是吝啬的表现。所以，人们自然

而然地把吝啬看作是慷慨的相反者。因为，吝啬不只是比挥霍更大 15

的恶，而且，其错误的程度大大超过前面所说明过的①挥霍。对于

慷慨与同它对立的恶，我们就谈到这里。

-2-
I大方］

接下来应当谈谈大方，②因为它也是与财富有关的德性。但

大方不是像慷慨那样同所有处理财富的行为都有关，而只是对于 20

花钱的铺张说的。而且，它指的是在数量上超过慷慨的花费。正

如其名称表明的，大方意味着大数量的适度的花费。但是数量的

大是相对而言的。花钱造一艘三层舰诚然是铺张，但与造一座神

殿的费用却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花费的适度是相对于花钱的人自 25

身，又相对于花钱的场合和对象的。一个人如果把大量的钱花在

微不足道的事物上，例如那个说“我过去常把钱给路边的流浪

汉咱的人，就算不得大方。只有把大笔钱花在重要事物上的人

才是大方的。因为，尽管大方的人是慷慨的，慷慨的人却未必是 30

( l l i 9b34 一 l 120a4, 

② μ叫“rnrpe咄咄，前缀 µqaA.o－意义为巨大，叩e'ITe山意义是相称、适
合，总体的意义为大而相宜。在亚里士多德时代，阳"laA.o'ITpe'll"e山有为公益花费数

额巨大的钱款的意义。在雅典，富人有为城邦公益提供赞助的义务。莱克汉姆（第

204 Yi 注）说，亚里生多德在讨论时考虑的是雅典富有阶级的 AEL'T呻＂！Lt.a （公益服

务），例如i为城邦装备三层舰，为合唱队提供服装和设备，以及支付雅典参加全希腊

运动会的代表团的费用等等。

③ 《奥德赛》第 17 章 420。这是奥德赛在装扮成－个曾经富有的乞讨者时说

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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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的。在大方上不及是小气，①其过度是虚荣、粗俗等等。虚

荣、粗俗等等不是指在适当的对象上花钱过度，而是指在不适当

的对象上和以不适当的方式大量地花钱来炫耀自己。对这些恶我

35 们在后面②再谈。大方的人是花钱上的艺术家。他能看出什么是

ll22b 适合的对象并且有品味地花大笔的钱。（因为正如我们在开始就

说过的，③一种品质是由它的实现活动和对象决定的。）所以大方

的人的花费是重大的和适宜的，其结果也是重大的和适宜的。因

为只有这样那大笔的花费才同结果相称。所以说，结果应当相称

5 于花费，花费也应当相称于甚至超过结果3 其次，大方的人是为

高尚［高贵］而花大量的钱，因为为着高尚［高贵］是所有德性的共

同特征。此外，大方的人还将高兴地、毫不吝惜地花费。因为，

精心地算计是小气的行为。大方的人愿意去考虑如何最美好、最

10 体面地实现自己的设计，而不愿意算计这样做要花多少钱以及怎

样才能最省钱。所以大方的人必定是慷慨的。因为慷慨的人也愿

意以适当的方式花适当数量的钱。既然大方和慷慨都是在钱财的

花费方面，大方的人的“大”也就表现在适当的方式和适当的数

量这两者的大上面。大方的人能够用同样的钱创造出更宏大的作

15 品。因为，－笔财产的德性同→件作品的德性不是一回事。最有

价值的财产是最值钱的东西，如黄金，最有价值的作品则是最宏

大、最高尚［高贵l的东西（因为，这样一件作品唤起观者的崇

敬，大方的活动也是这样），一件巨大作品的德性就在于它的宏

大。在有些事情上花钱铺张我们认为是荣耀的。这些花费包括同

20 敬神相关的祭物、建筑、牺牲和所有同神事有关的花费，以及同

公共荣誉相联系的公益捐助，例如义务地为合唱队提供设备、修

① µ.LK仰霄pt节e山。

( l 123al9- 33 。

③参见 1123b21 - 23 , 1104a27 -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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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三层舰，或举办体面的公共宴会。但是在所有这些事情上，如

上面说过的，①我们也必须考虑到那个花钱的人的情形：他是什

么人，他有多少资源。因为，花费总要相对于他的资源，不仅要 25

适合那个场合，也要适合那个给予者c 所以，一个穷人不可能大

方。他没有条件把大笔钱花在适当的事物上。他如果努力表现得

大方，那就是愚蠢。因为他那样花钱既不自量力，又方式不当。

一笔花费只有花得适当才是有德性的c 这样大笔的花费对那些自 30

己挣得或从祖先或亲戚继承了适当的财产的人则是适当的。对那

些有地位、名望等等的人也是这样。因为地位、名望这些东西有

巨大价值。所以，大方的人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些人，大方的品质

也如上面说过的②表现在这样的大笔花费③上。因为这些花费最 35

算得上（巨大而荣耀的）花费。至于私人的④花费，首先，那些一 l 123a 

生只有一次的事情，如结婚或类似的事情，那些引起全城人或有

地位的人关注的事情，以及迎送外邦客人，送礼或回赠礼品，都

是最适合的场合。因为，一个大方的人不是为他自己而铺张，而

是为公众的目的而花钱，他的礼品也有点类似于祭品。其次，大 5

方的人也要以与他的财产相称的方式建造其宅邸（因为一幢建筑

也是一件公共饰物）。他愿意把钱花在那些恒久存在的事物上（因

为这些事物是最高尚 I高贵］的）。而且在每种场合他所花的钱都

要相称（因为，给神的祭品不应和给人的礼品一样，建一座神殿

的费用也不应和修一座墓的费用一样）。此外，既然铺张总是就 10

( I 122a24 - 260 

( l 122bl9-23 。

③ 即用于神事的和公益（建造三层舰等等）的这两种大笔花费c

④ Uli:wν 属于私人的。亚里士多德将此种花费区别于上面谈到的两种花费。

U\lwv 源于动词 UIUll7础。（作为 个私人而生活），在希腊语中，这等于说对于某一门子

艺或技艺是外行。所以亚里士多德在谈到上面两种花费时谈到花钱的技艺

( 1122a35 ）。这同下面的对于私人花费的讨论形成对照c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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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钱所做的事情来说的，既然大方就是在大事上花最多的钱，

在一个特定场合中花费相对于那个场合的大量钱，既然花钱铺

张不等于结果就伟大（因为最漂亮的球或罐作为给一个孩子的

礼物是了不起的，可是其花费却微不足道），那么大方的人的

15 特点就在于无论他把钱花在哪里，都创造出一种宏大的成果

（因为这样的一种成果才不容易被超过），－种与那个花费相称

的成果。

这就是大方的人的特点。过度的即那种粗俗的人，如已说过

20 的，①总是在花费上超过适度。因为，他把大笔钱花在微不足道

的事物上，毫无品昧地炫耀。例如，他用婚宴般的规模招待伙

伴，或给一个喜剧中的合唱队装备紫色长袍，就像麦加拉人所做

的那样。②他做这些事情不是为高尚［高贵］，而是因为他想炫耀

25 其富有，因为他认为人们会因为这些事情而崇拜他。他在该多花

钱的地方花得极少，在不该多花钱的地方却花得很多。另一方

面，小气的人则在所有这些事情上都不及。在花了一大笔钱之

30 后，他会为了一点小事而把事情搞坏。他做事总是迟疑，总是考

虑如何能花钱最少，即使花了很少的钱也心疼，也觉得花得过多

了。这两种品质都是恶。但是它们并不使人特别丢脸，因为它们

对别人并无损害，也算不上特别丑恶。

( l 122a31-33, 

②莱克汉姆（第 212 页注 a）说，在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戏剧的前几幕，合唱

队以烧炭翁、骑兵、刻毒的人、云朵等等角色作为插叙出现在舞台上。他们不着特别的

外衣，代表作者对着观众说话。在这几幕中他们着紫色长袍就不妥当。在后几幕中，他

们慢慢变成了伴唱者，像悲剧中的合唱队，整出喜剧在某种胜利进军式的气氛中结

束。这时，他们着紫色长袍（就像埃斯库罗斯的《欧门尼得斯》f E＝四川des ）的合唱队所着

的鲜红色长袍那样）就还算妥当。麦加拉人的喜剧则是以另外的方式表现出粗俗品

味。参见《大伦理学》第一卷第 26 章：《欧台漠伦理学》第三卷第 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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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度］

大度①顾名思义就是同重大的事物相关的。我们先来看→看 35

它是同哪种重大事物有关的。至于是从这种品质来考察还是从表 112兑

现着这种品质的人来考察，这并不很重要。人们认为，一个大度

的人是自视②重要，也配得上那种重要性的人。因为，超过自己

的配得③而自视重要的人是愚蠢的，没有一个有德性的人这样愚

蠢和可笑。关于大度的人就先说这些。只配得微小的事物，并且 5

自视微渺的人是节制的Y但不是大度的人。因为大度意味着

大，正如俊美意味着身体修长。身材矮小的人只能说是标致，匀

称，而不能说俊美。一个自视重要，却配不上那种重要性的人是

虚荣的，尽管不能说所有自我估价过高的人都是虚荣的。自我估

价低于其配得的人，无论其配得是重要的、中等的或低等的，只 10

要他的估价低于这配得，则是谦卑⑤的。所有谦卑的人之中，最

谦卑的是配得上重大的事物而又自视微渺的人。因为，如若他所

配得的真的更低些，他还能再说些什么呢？所以，大度的人就其

自视重要来说是处在一个极端上的，然而就他的这个看法的正确

① μεγαλ。“x.:.i，这个希腊词的汉语转换有很大困难，其前缀 µe"(nl\o－的意
义是宏大的，树xi.& 意义是精神、灵魂，所以其字面意义是宏大的灵魂《 Jt丰二意 I _ i可
以指超越于人的事物，即神。在属人的意义t，它相当于汉语所说宽「的胸怀，伟

大的力最。侧是宽广的胸怀和伟大的力量在汉语中不是 个品质的概念σ 我在下文

小将其译为大度。之所以译为大度，一是大与 μ叫αλo－的意义和合，而是大度在汉

语中的不计较小擎的意义也与这个希腊词的意义相合c 但是它离亚里士多德解说的

自视司主要和配得重要性两个意义仍然距离比较远。

② Bo Kew，想、认为、想象。亚里士多德此处似乎是指一个人对他自己显现的

那种状态，即他对于他自己的评价（Bo础 μ叫。莱克汉姆此处转译为 claim＼要求），

这似孚太过偏离。

③ 悔ω笔，配得的东西，即一个人闵其劳绩、优绩或优点而自己得到的东肉？

④ σφφpwν。

⑤ 名训形式为 µcKpOl\lllXeLa, ep狭小的灵魂，其意义正与 µe1crl\o咖ixei:a 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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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性（他对自己的配得估价得正确）来说他又是适度的。而另一些人

则对他们的配得估价得过度或不及。如果大度的人是自视重要并

且也配得重要的以及最重要的事物的人，他就会关注一种特别的

目标。人的配得是相对于外在的善的。我们会把我们愿意奉献给

神的，把有地位的人们最为追求的，以及我们指定给最高尚［高

20 贵］的行为的那种善，视为最大的外在善。这种善也就是荣誉。

荣誉就是最大的外在善。所以，大度的人就是对于荣誉和耻辱抱

着正确的态度的人。毋庸证明，大度的人所关切的是荣誉。因为

伟人们据以判断自己和所配得的东西的主要就是荣誉。谦卑的人

的自我估价既低于他的配得，也低于大度的人的自我估价。虚荣

25 的人则是在自我估价上超过他自己的配得，而不是超过大度的人

的自我估价。①既然大度的人配得最多，他必定属于最好的人。

因为一个人越是好，他配得的就越是多；一个人如果最好，他就

配得最多。所以，真正大度的人必定是好人。而且，大度的人似

30 乎对每种德性都拥有得最多。一个大度的人不大可能在撤退时拼

命奔跑，也不大可能对别人不公正。因为，既然对于他没有东西

更为重大，他怎么还会去做耻辱的事情呢？②缤密地考察过这种

品质，我们就会觉得，说一个大度的人不一定是好人是荒唐的。

”如果他是坏人，他就根本不配得荣誉。因为，荣誉是对德性的奖

l 124a 赏，我们只把它授予好人。所以大度似乎是德性之冠：它使它们

变得更伟大，而且又不能离开它们而存在。所以做一个真正大度

① 谦卑的人的自我估价低于其配得，也低于大度的人所自我估价的和所配得

的，因为他所配得的没有大度的人的那样多；虚荣的人的自我估价超过其配得，但

是也超不出大度的人所自我估价的和所配得的，因为他的配得同样没有大度的人那

样多。参见莱克汉姆第 216 页注。不过，如已说过的，把 70 a~l.wµ.a（所配得的）解释

为要求似有偏离。

② 即，既然做耻辱的事对于他不再有任何更大的价值一一因为他已经拥有最

大价值，他怎么会有做那些事情的动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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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很难，因为没有崇高①就不可能大度。②所以，同大度的人特

别相关的重大事物主要是荣誉与耻辱。③他对于由好人授予的重 5

大荣誉会感到不大不小的喜悦。他觉得他所获得的只是他应得

的，甚至还不及他应得的。因为，对于完美的德性，荣誉不是充

分的奖赏。④不过他将接受好人所授予的这种荣誉，因为好人没

有更重大的东西可以给他。但对于普通人的微不足道的荣誉，他 10

会不屑一顾。因为他所配得的远不止此。对于耻辱他同样不屑一

顾，因为耻辱对于他不可能是公正的。所以，如己说过的，⑤尽

管大度的人主要关切荣誉，他同时也适度地关切财富、权力和可

能会降临到他身上的好的或坏的命运。他既不会因好命运而过度 15

高兴，也不会因坏命运而过度痛苦。因为，甚至荣誉对于他也好

像算不上是重大的事物。⑥（财富和权力都是因荣誉而值得欲求，

至少是，拥有财富和权力的人是想凭借它们得到荣誉。）而把荣

誉都看得不重要的人也会把别的事物看得不重要。所以大度的人 20

往往被认为是目空一切。财富也被认为会使人变得大度。因为人

① 阳λOKQ'YCI9La~。斯图尔特（卷 I 第 339 页）说，在｛欧台漠伦理学》中，这

个词指使人直观光或神性的品质，但是在此处似乎没有特别的意思。

② 这句话，莱克汉姆（第 218 页注）说，似乎是柏拉图《普罗塔格拉斯篇》

(339）讨论的西蒙厄德斯的诗句“做一个好人是很难的”（也v8p’＜x-yat0ov µev all.a-

9ew~ -yevea9m xall.e'ITov）的回应。柏拉图在对话中判断，西蒙尼德斯的原意是说做

（是）一个好人难，成为一个好人不难。亚里士多德此处是在接着西蒙厄德斯的话说

做一个大度的人更难，因为做一个大度的人首先就要做一个好人。参见 1100b21 。

③这里的讨论回到了本章开头(l !23a35 ）提到的问题。

④ 韦尔登（第 114 页注）说，这句话表明了亚里士多德说的大度的一种已经不

再被使用的意义，即它是一种完满的（即也要求具备其他德性的）德性。在这种意义

t，大度得不到充分的报偿，即使是从好人那里c 因为好人所能给予的东西达不到

大度的人本身的配得。

( l 123bl5 - 22 。

⑥ 大度的人既配得重大的事物，又对这种重要性有正确的自我估价。所以对

于他，没有什么外在善，甚至重要的外在善－一荣誉，算得上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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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认为，出身高贵的人以及拥有权力或财富的人配得荣誉，因为

他们比别人更优越，而一种事物只要在某方面更优越，就应得到

更大的荣誉。所以财富使人更大度，因为人们就是因为财富而从

25 有些人那里得到荣誉。但真实的情况是，只有好人才配得荣誉，

尽管我们认为一个既有德性又幸运的人更配得荣誉。无德性而徒

有财富的人既不配自视重要，也不配被称作大度。因为重大的东

西和大度，一个没有完善的德性的人是不可能与之相配的。不仅

30 如此，那些徒有财富的人甚至会蔑视一切，目空一切。因为，没

1124b 有德性就很难恰当地处理这些善事物。而这种人由于既没有能力

处置它们，又认为自己比别人优越，所以蔑视别人，并且随心所

欲地行事。因为，他们仿效大度的人而又不像他，而且只在他们

有能力仿效的方面仿效。所以他们只是蔑视别人，却不能做事情

5 合乎德性。大度的人蔑视别人是有道理的（他的判断真实），可是

多数人却是没有根据地蔑视别人。大度的人不纠缠琐碎的事情，

也不喜欢去冒险。因为值得他看重的事物很少。但是他可以面对

重大的危险。当他面对这种危险时，他会不惜生命。因为他认

为，不能为活着而什么都牺牲掉。③他乐于给人以好处，而羞于

10 受人好处。因为给予人好处使得他优越于别人，受人好处使得别

人优越于他。对所受的好处他愿意回报得更多些，因为这不仅回

报了那个给了他好处的人，而且使那个人反过来受了他的好处。

大度的人始终记得他给人的好处，不记得他受于人的好处（因为

受惠者是被施惠者超过的人，而大度的人想做一个超过别人的

15 人）。他喜欢听到有人提起他给予别人好处，不喜欢有人提起别

人给予他的好处c 这大概就是；武提斯不向宙斯提起她曾对他做过

① ＆φe州＜； T，剧院LOU W＜； 耐时LOV OV 怕阿时 E司v，不能只为了生命而什么都牺

牲掉。斯图尔特（卷 I 第 342 页）说，亚里士多德此处是在表明，生命的主要目的是活动

而不是感情，他欲描绘的是大度的人的具体特征，但他所描绘的这种大度的人似乎比

斯宾诺莎的理想人和康德的自律人更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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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善举，①以及斯巳达人不提他们给予雅典人的帮助，而只说雅

典人给予他们的帮助②的原因。大度的人的特点还在于，他无求

于人或很少求于外人，而愿意提供帮助。他对有地位、有财富的 20

人高傲，对中等阶级的人随和。因为，超过前者是困难的和骄傲

的事情，而超过后者则很容易。对于前者高傲算不得低贱，而对

于后者高傲则有如以强凌弱那样粗俗c 此外，大度的人也不争那

些普通的荣誉，不去在别人领先的地方与人争个高低。他并不急 25

切地行动，除非关涉到重大的荣誉。他也不会忙碌于琐事，而只

是做重大而引人注目的事情。他一定是明白地表明自己的恨与爱

（因为隐瞒意味着胆怯），关心诚实甚于关心别人的想法，并且一

定是言行坦白（因为，既然持着蔑视，他就会坦然直言，除非在 30

用自贬的口吻③对普通人说话的时候）。他不会去讨好另一个 l l 25a 

人，除非那是一个朋友（因为这样做是奴性的，所以说所有的奉

承者都是奴性的，而所有低贱的人④都是奉承者）。他也不会崇

拜什么。因为对于他没有什么事物是了不起的。他也不会记恨什

么。因为大度的人不会记着那么多过去的事情，尤其是别人对他

所做的不公正的事情，而宁愿忘了它们。他也不会议论别人什 5

么，既不谈论自己也不谈论别人。因为他既不想听人赞美，也不

希堕有人受谴责（他也不爱去赞美别人）。所以，他不讲别人的坏

话，甚至对其敌人，除非是出于明白的目的而羞辱他们。对于避

①《伊哩亚特》第 l 章 393 ,503 -4。事实上政提斯（Thet凹，阿客琉斯的母亲）向宙

斯提到了她曾经给予宙斯的帮助。

② 亚里士多德此说依据不详。因为据色诺芬｛希腊史》（第 6章第 5 节 33 ），斯巴

达人在向雅典人请求帮助以抵御;tA.拜人的入侵时，突出地强调他们曾给予雅典人的帮

助。参见罗斯，第 93 页注：斯图尔特，卷 I 第 343 页。

③ elpwvei'.a。参见 l 108a20 - 23 0 亚里士多德此处显然指苏格拉底的方式。这种

方式亚 !f!_ －±：多德看作是一种在真诚t不及的谈话方式，但是他此处似乎是说，在同普

通人交往时［常常］不得不使用［像苏格拉底那样的］这种方式。

④ ol. 寸U'll'BLV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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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不掉的小麻烦，他从不叫喊或乞求别人帮助。因为在这些事情

10 上喊叫或乞求帮助就意味着很看重它们。他愿意拥有高尚［高贵］

而不实用的事物，而不是那些有利益的、有用的事物。因为拥有

前者更表明一个人的自足。此外，一个大度的人还行动迟缓、语

调深沉、言谈稳重。因为，一个没有多少事情可以看重的人不大

15 可能行动慌张，一个不觉得事情有什么了不起的人也不会受到刺

激，而语调尖厉、行动慌张都是受剌激的反应。①

大度的人就是这样的。这种品质上不及的是谦卑的人，过度

的是虚荣的人。这两种人也不被看作坏人。②因为他们并不伤害

20 别人，而是做错了事情。谦卑的人剥夺了自己所配得的重要性。

而且，他似乎是对他自己不好。因为，由于不认为自己配得那种

重要性（而且似乎不认识自己） ＇＠他没有去追求那些否则他就会

去追求的善事物。我们并不认为这样的人愚蠢，而是认为他们过

25 于谦让。不过这种评价反倒使他们的情况更糟。因为，人们追求

的都是相应于他们的那种善，而他们却由于认为自己不配得而放

弃那种高尚［高贵］的活动和对那些善事物的追求。另一方面，虚

① 黑格尔认为，亚里士多德在这一节的讨论是以亚历山大为模型的。那种杰

出的天才与恶构成那个人的巨大灵魂。斯图尔特（卷 I 第 336 页）认为，尽管亚里士多

德的讨论可能有某种这样的联系，但未必在以某个人为模型。行动迟缓、语调深

沉、言谈稳重毕竟只是一个这样的大度的人的外部特征。也许可以这样说，就像荷

马史诗中某些英雄的某些方面一样，亚历山大的某些方面，例如他的高贵地位以及

某些品质，被亚里士多德纳入了大度的人的理想图景。

②正如小气的人和粗俗的人那样。参见 I 123a32 - 34。小气与粗俗、谦卑与虚

荣的共同特点是并不伤害别人、因而更个人化的品质。

③莱克汉姆（第 227 页）认为括弧中的话是后人所加。它很可能是为点明讨论

是针对着苏格拉底而加的。从上下文看，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式的自贬（亦作自

嘲）的谦卑的批评在于（1)它不是出于对自己的重大价值的正确的判断，和（2）它使人没

有去追求他本应追求的重大的东西。参见亚里士多德在下面第 7 章关于自贬的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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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的人则愚蠢、对自己元知，并且还明白地表现出这种缺点。他 30

们常常追求与他们自身不相称的荣誉，然后又被发现了本来的面

貌。他们讲究穿着，注重外表，希望人人都知道他们多么幸运。

他们还不时地谈论自己，好像这样就能受人尊重。但是谦卑比虚

荣更加与大度相反，因为它更普通，也更加是恶。

所以，如前面所说过的，①大度是同重大的荣誉相联系的品 35

质。②

-4-
［在对待小荣誉方面的德性］

在荣誉这方面，如在一开始谈到这个问题时就说过③的，也 1125b

有一种品质同大度相联系，就像慷慨同大方相联系那样。因为，

这种品质和慷慨都同重大的事物元关，它们都是在处理中等的或

( 1107b26, 1123a34 - b22 。

② 亚里士多德关于大度的这一章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理解的是他通过对大

度德性的描述而赋予它的在其伦理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大度，与慷慨等等一样，作为

基于人的本性而又充分发展了的人的自由精神，是对于最为重要的一种属人的外在善

一一荣誉，而且是最重大的荣誉的欲求方面的适度德性。因它是相关于最重要且最重

大的外在善的，所以它自身也是最重要且最重大的。格兰特（卷 II 第 72 页）曾出色地评

论亚里士多德对大度德性的说明的下述特点。第一，它是对大度德性是什么的说明，而

不是对大度应当如何的说明c 而在做这种说明时，亚里士多德不是把大度作为责任，而

是把它作为与责任相区别的东西，即作为德性或善，来说明的：大度的人不做坏事不是

因为它是错误的，而是因为它不值得一做。第二，这种说明是基于大度的人对其生命的

重要性 这重要性表现于所配得的善（即重大的荣誉）一一的自尊或自爱的。这表明

道德德性自身的根基是某种爱和某种恨（厌恶），即有德性的人对属于他那种人的善的

爱和对桶反者的厌恶，理智只是帮助与指导。第三，这种说明基本上是对并非属于人

的、人所未曾达到的态度的描述a所以它的心理学是一个例外的大度的人的心理学，而

不是普通人的心理学。关于后面这一点，斯图尔特（卷 I 第 335 页）写道，“亚里士多德的

大度的人不是一个真实的人。他是哲学中的一个理想，就如悲剧中的菲洛克，武，武斯

( Philoctetes ）与安提戈涅（ Antigone）一样。他是亚里士多德对人的德性的沉思的一个具

体表现”。

( 1107b24 - 27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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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细小的事物上的适度。正如在索取和给予财富方面有适度、过度

和不及一样，在对荣誉的欲求上也有过度、不及和适度。我们既

谴责爱荣誉者在欲求荣誉上过度或欲求不当的荣誉，也谴责不爱

荣誉者甚至在高尚［高贵］的行为上也不向往荣誉。但有时我们又

10 如在开始谈到这个问题时所说的，①称赞一个爱荣誉者有抱负和

爱高尚［高贵］的行为，称赞不爱荣誉者谦让和节制。显然，爱某

某事物有多种含义，我们在说爱荣誉时所说意思并不相同。当我

们称赞它时，我们是指比大多数人更爱荣誉；当谴责它时，我们

15 是指爱荣誉过度。适度的品质没有名称。所以两个极端相互争

执，仿佛那个位置等着它们来占据。但是，凡有过度和不及的地

方就有适度，而在对荣誉的欲求上的确有过度和不及。所以在欲

求荣誉上也一定会有适度。在荣誉方面我们所称赞的就是那种没

20 有名称的品质。相对于爱荣誉它似乎是不爱荣誉，相对于不爱荣

誉它又是爱荣誉，相对于这两者，它又是既爱荣誉又不爱荣誉。

其他德性的情形似乎也是这样。不过在荣誉这方面，由于适度的

品质没有名称，对立存在于两个极端之间，而不是存在于它们各

25 自同适度的晶质之间。

-5-
［温和］

温和是怒气方面的适度。这种适度的品质实质上没有公认

的。名称，两种极端的品质也没有名称。我们用温和来称呼这种

适度的品质，虽然它有些偏向于那个没有名称的不及。过度的品

30 质也许可以称为惺怒，因为我们在讨论的感情是怒气，尽管引起

怒气的原因多种多样。一个人如果在适当的事情上、对适当的

人、以适当的方式、在适当的时候、持续适当长的时间发怒，就

① 1107b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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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称赞。既然温和受到称赞，那么这样的人就是一个温和的人

（因为，温和的人其实就是一个脾气平和，不受感情左右，而按

照逻各斯的指导，以适当的方式、对于适当的事情、持续适当的 35

时间发怒的人，尽管他由于宁愿原谅别人而不是复仇而显得偏向 l 126a 

不及一边）。而不及，不论把它叫作麻木还是别的什么，则受到

谴责。因为，那些在应当发怒的场合不发怒的人被看作是愚蠢

的，那些对该发怒的人、在该发怒的时候也不以适当方式发怒的

人也是愚蠢的。人们认为，这样的人对事情好像没有感觉，也感 5

受不到痛苦。一个人如果从来不会发怒，他也就不会自卫。而忍

受侮辱或忍受对朋友的侮辱是奴性的表现3 过度也是就这些方面

说的（因为一个人可能对不适当的人、在不适当的事情上、以不 10

适当的方式一一太快或持续太久一一发怒）。但这不是说这些方

面的过度都会同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这种情形不大可能出现。

因为，恶会自己破坏自己。如果它成就了完整的恶，那就将令人

不堪忍受了。易怒的人的怒气来得快，他对不适当的人、在不适

当的事情上发不适当的怒气。但他的怒气过去得也快，这是他好 15

的地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不控制自己的怒气。由于脾气急

躁，他的怒气会立即发世出来，但发泄了，怒气也就过去了。暴

躁的人是脾气最急躁的人。他们不论什么场合，一有事情就会发

怒。他们的名字也因此而得。①惶怒的人的怒气则较难平息，而 20

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他们压抑着自己的怒气。不过，他们

一旦报复了，这怒气就会过去。因为报复产生的是快乐而不是痛

苦，这种快乐消除了他们的怒气。如果得不到这种发泄，怒气就

一直压在他们心里。由于他们不把这怒气表现出来，也就没有人 25

① nKp6xoλ间由前缀 CtKpO－和 x&o~ 组成，UK仰的意思是听到，xoλo~ 的意思是

发怒， nKpOXO"'O~ 的原意是听到一点事情就发作的人，相当于汉语口语中所说的点火就

着戎昕风就是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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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平息它们，而一个人自己消化怒气需要很长时间。这样的人对

自己、对朋友都是最麻烦的。我们把在不适当的事情上以不适当

的方式发怒的人、发怒持续时间过长的人，以及不报复和惩罚别

人怒气就不会平复的人，称为怪癖的人。①我们把温和看作是与

30 过度，而不是与不及相反的c 这不仅因为过度的情形较为常见

（因为人更倾向于报复），而且因为脾气坏的人更难相处。

我们在前面说过的那番话②在这里显得更为清楚。我们很难

确定一个人发怒应当以什么方式、对什么人、基于什么理由。也

35 很难确定，发怒持续多长时间，或者自何时起，就不再正确而成

I 126b 为错误。因为，我们并不谴责一个稍稍偏离一－元论朝过度还是

朝不及一一的人。我们有时称赞那些在怒气上不及的人，称他们

温和。有时又称赞那些易动怒的人，称他们勇敢，认为他们有能

力治理。所以，一个人偏离得多远、多严重就应当受到谴责，这

5 很难依照逻各斯来确定。这些事情取决于具体情状，而我们对它

们的判断取决于对它们的感觉。然而十分明白，适度的品质，即

对适当的人、就适当的事、以适当的方式等等发怒的晶质，受称

赞，过度和不及则受谴责一一轻微的偏离受轻微的谴责，较大的

偏离受较重的谴责，最大的偏离受最重的谴责。所以，我们应当

IO 追求的显然是适度的品质。关于怒气方面的品质我们就谈到这

里。

①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描述的这四种在怒气上过度的人，虽然都是因对不适当的

人和就不适当的事发怒而不正确，但在方式上表现得各不相同。（1）易怒的人太易于发

怒，但发怒持续时闯短。（2）暴躁的人（aKpox6A.oL）的错误在于发怒（发脾气）不分场合。

(3）阴郁的人（'ITLKpoL) 在发怒的持续时间上不适当：他们的怒气会持续过长的时间而难

于平息。（4）怪癖的人（xaA.e'IToL)则似乎集中了暴躁的人与阴郁的人的错误，发怒既不分

场合又持续时间过长。而易怒的品质，即怒气来得快也去得快的品质，则似乎同后三种

品质相互破坏，似乎是四种过度的形式中的错误最轻者。

( 1109bl4 - 26, 



第四卷 ［具体的德性（续）］ 117 

-6-
I 友善］

在人群中，在共同生活以及交谈和交易中，有些人是滔媚

的。①他们凡事都赞同，从不反对什么。他们认为自己的责任就

是不使所碰到的人痛苦。另一些人则相反，他们什么都反对，从 15

来不考虑给别人带来的痛苦。这种人被称作乖庚的。显然，这些

品质都是受谴责的，那种居中的品质才是受称赞的。一个人正是

由于这种适度的品质，才会以适当的方式赞同所该赞同的，反对

所该反对的。但是这种适度的品质没有名称，虽然它与友爱很相 20

似。因为，有这种适度品质的人，如果再具有一份感情，就是我

们所说的“好朋友”了。这种品质问友爱的区别，在于它不包含

对所交往的人的感情。这样的人做事情适度，②不是出于爱或恨

的感情，而是因为他就是那样的人。他同熟人和生人，同亲近的

人和不亲近的人交游，都举止适度，只不过是相应于每一种人的 25

适度。因为，对陌生人和亲朋好友表现出同等程度的关心是不适

二写的，使他们同等程度地痛苦也是不适当的。我们已经在一般意

义上说明了具有这种品质的人在交往中会做事情适度。我们还要

说明，他总是为着高尚［高贵］和有益的目的而努力使人快乐而不 30

使人痛苦。因为，他关心交往的快乐与痛苦。一旦促进别人的快

乐对自己是不体面的、有害的，他就会拒绝那样做，而宁愿选择

让他们痛苦。同样，如果默认另一个人的行为将给那个人带来耻

辱或伤害，而反对那个人的行为只会给那个人带来不很大的痛 35

苦，他就反对而不是赞同。对地位高的人和普通人，熟人和不太

熟识的人，以及有种种其他区别的人们，他将以适合那些人各自 l l 27a 

Q; l:ipeσK邸，讨好的、逢迎的、滔媚的人。

② 即赞同所该赞同的事情，反对所该反对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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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方式同他们交往。虽然他会因快乐自身之故而促进它，并

努力避免造成痛苦，他还是要考虑后果。他要看看这样做的后果

5 是否更好，即是否高尚［高贵］和有益。为了以后的更大快乐，他

可以施加一点小小的痛苦。这种适度品质就是这样，尽管它没有

名称。而那些努力讨好别人的人，如果是没有目的的就是滔媚，

如果是有目的的就是奉承。①那些对于什么都不赞同的人，正如

① 滔媚者与奉承者的区别，亚里士多德认为，在于他们赞同邻人的一切时是

否有某种卑贱的目的，例如获得钱财或某种其他好处。泡媚者没有这种目的而赞同

→切；奉承者则出于一个卑贱的目的而赞同一切。在这样的分析中，奉承显然比滔

媚更加与适度品质对立：有一个坏目的比没有这样一个目的离抱有一个高尚［高贵］

的目的更远。斯图尔特（卷 II 第 354 -355 页）引证塞奥弗拉斯托（Theophr国tus）一一亚

里士多德的后继者－一一的看法。泊媚，塞奥弗拉斯托在《品质论） ( Charac臼巾tic. ） 中

写道，

可以界定为不带有最好的意图而刻意地造成快乐的谈话方式。滔媚者是这

样一种人：他老远地就对你喊着“我的朋友”；在表达过敬意之后，他会

用双臂拥抱你；他会给你一点点照顾，然后问什么时候可以去看望你，临

别时还会说一通恭维的话。

而奉承者，他写道，

是这样一种人：在同另一个人同行时，他会说，“您注意到别人在怎样看你

吗？在雅典，只有对于您人们才会有这种崇敬的眼光……”。他还会边这样

说着，边从他的庇护者的外衣上拣起落在上面的一片羽毛。或者，假如有

一根稻草落在其庇护者的头发上，他会轻轻地拈起它，然后笑着说， “您

瞧，才两天没见您，您的白头发可添了不少。不过，别人到了您这个年

纪，白头发还要多”。然后，他会让他的同伴安静下来， 听这位伟人讲

话，并且会称赞那位同伴听得专心，而且要让那位同伴知道他说的是真

话。或者，他会对于一个平淡无味的笑话开怀大笑． 就好像是情不自禁地

笑出来的那样。

而且，按照杰伯 (Jebb）一一塞奥弗拉斯托的英译者一一的看法，亚里士多德与塞奥弗拉

斯托所说的是那种更为低劣的奉承。他说，KOλQ'.KBCa 的意思与英语词 flatte町的意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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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说过的，①是乖庚的。看起来好像只有这两种极端在相互 10

对丘，这是因为这种适度的品质没有名称。

-7-

［诚实］

自夸与之对立的那种适度的品质也是同这些事情相关的，并

且也没有名称。先来描述一下这些品质是有帮助的。因为，在一

个一个地说明了这些品质后，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品质的性质。 15 

如果我们看到在这些场合德性都是适度，我们也就会相信所有德

性都是适度的品质。我们已经说明了②在共同生活中同提供快乐

或痛苦有关的那些行为，我们接着要说到同语言、行为和外在表

现的诚实与虚伪③有关的那些行为。按通常的理解，自夸的人是 20

表现得自己具有某些受人称赞的品质，实际上却并不具有或具有

得不那么多；自贬的人是表现得自己不具有他实际上具有的品

质，或者贬低他具有的程度；有适度品质的人则是诚实的，对于

自己，他在语言上、行为上都实事求是，既不夸大也不缩小。无 25

论诚实还是虚伪都可能或者有目的，或者没有目的。而如果一个

人没有特殊的目的，他的语言和行为就表现着他的品质。就其本

身而言，⑨虚伪是可谴责的，诚实则是高尚！高贵］的和可称赞

的。所以，具有这种适度品质的诚实的人是可称赞的；虚伪的 30

人，尤其是自夸的人，则是可谴责的。我们就来谈谈诚实的人与

虚伪的人，先从前者说起。我们要说的，不是守约的或涉及公正

与不公正的那些事务上的诚实（因为适用于这些事务的是另外一 l 127b 

不相间，前者还要粗俗些，指的是一种过分夸张的奉承。

( l 125b14 - 16 。

②第 6 章。

③ ψe论饵，谎言、虚伪。

④ 即不是就其目的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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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德性），而是不涉及那些事务时一个人的出于品质的语言和行

为上的诚实。①这样的一个诚实的人被看作是有德性的人。因

5 为，他在无关紧要的时候都爱讲真话，在事情重大时就更会诚

实。他会拒绝不诚实的行为，认为那是耻辱，因为他以往不论后

果怎样都不曾做事不诚实。我们所称赞的正是这样的人。这样的

人会倾向于对自己少说几分。因为，既然说过头是讨人嫌的，对

10 自己少说几分也许更好些。那种没有什么目的而喜欢自吹的人，

在品质上比有目的的还低些（因为，他要是有目的就不会自夸

了）。③但这种人只是愚蠢而不是恶。③那些出于目的而自夸的，如

果是为着名誉或荣誉，就不算太坏；如果是为着钱或可用来得到

15 钱的东西，其品质就比较坏。因为，使得一个人成为自夸者的不

是能力，而是选择：一个人是因为形成了自夸的品质才是一个自

夸者的。这就好比，有的人说谎是因为喜欢说谎，有的人说谎则

是为得到荣誉或好处。④为得到荣誉而自夸的人表现得自己具有

① 因为，那些事务上的诚实是对于具体的是非的，正是对这些是非的判断的

诚实与否表现着一个人是否公正。而这里所说的诚实只是一种交往与交谈方式上的

诚实，这种诚实不涉及对于是非与利害关系的态度，是一种自由的品质。

② 亚里士多德此番评论是基于荣誉是外在善的判断c 为某种目的而自夸的人

通常是为着荣誉，而荣誉是最大的外在善。亚里士多德这里是说，没有目的而自夸

的人甚至不如这样的人，因为他不是为得到荣誉这样一种善而自夸。

③关于这种没有目的而出于品质的自夸者，塞奥弗拉斯托描述道，“当他在一

所租用的房子里时，他会（对每个不了解这点的人）说，这是他的家宅，但是他准备

卖掉，因为对他来说太小了。”见斯图尔特，卷 I 第 358 页。

④ 从“因为，……”到这里的这两句话，罗斯（第 102 页）和克里斯普（《亚里

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第 77 页）用括号括起来，似乎

把它们看作是对上面一句的注释。亚里士多德此处的表达比较含糊，需要作些说

明。格兰特（卷 II 第 88 页）寻｜证｛修辞学》卷 I 1335b20，认为亚里士多德是指，为

得到钱而自夸的人同喜欢自夸的人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出于选择，而不止是基于能

力，正如诡辩者同辩证者的区别不在于理智而在于道德。所谓选择，即出于目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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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那些受称赞和尊敬的品质。为得到钱而自夸的人表现得自己

具有的则是对邻人可能有用的品质，例如预言或治病的本领。这 20

后一类的品质①一个人是否真的具有比较好隐瞒。②大多数人喜欢

表现得自己具有这后一类的品质，也正是因为它们既可能对邻人

有用，你又不大好说他不具有。③有些贬低自己的人似乎比自夸

的人高雅些。因为，他们的目的似乎不是得到什么而是想避免张

扬。他们尤其否认自己具有的，如苏格拉底常做的那样，也是那 25

些受人尊敬的品质。④而那些在细枝末节的小事上贬低自己的人

被人称做伪君子，这种人是真正让人看不起的。有时，这种自贬

又实际上成了自夸，就像斯巴达人的裙子⑤那样。因为，同过度

一样，过分的不及也是一种夸张。但是，在一些不那么明显和突 30

出的事情上适当地用一点自贬倒也不失高雅。⑥

意图的对手段的选择。亚里士多德接下去的话表明，他认为为得到钱财（或可用来得

到钱财的东西）而自夸与出于这种（卑贱的）目的而说谎具有同样的性质。不过，亚里

士多德在前面又说，并非出于目的的自夸表现着一个人的品质。而如果无目的的自

夸与为着卑劣目的的自夸都是品质的表现，即都是出于选择，他在这里说明的区别

就不具有实质性。

① 即对邻人可能有用的品质。

②相比之下，一个人是否具有那些受尊敬的品质，例如是否办事公正，则不

易隐瞒。

③亚里士多德在此共讨论了三种自夸者：（1）没有目的，只是因喜欢自夸而自

夸的人。这种人品质上虽然并不恶，但比较低等，因为他们甚至不是为了荣誉而自

夸。（到喜欢为得到荣誉而自夸的人。这种人是本来意义上的自夸者。其品质也并不

恶，因为他欲表现得自己具有的是那些受人尊敬的品质。（3）喜欢为得到钱或可用来

得到钱的东西而自夸的人。这种人在晶质上是恶的，因为他表现得自己具有对邻人

可能有用的晶质是为着得到钱财；而且他这样做是出于狡计：对这些品质别人不好

确定他是否真的具有。参见斯图尔特，卷 I第 358 页。

④ 同喜欢为荣誉而自夸的人表现得自己具有的相同的那些品质。

⑤斯图尔特（卷 I第 365 页）和莱克汉姆（第 244 页注）都认为，这可能是指雅典

人模仿的斯巴达裙。这种裙子大概因其过分简单而显得夸张。

⑥亚里士多德此处讨论了两种情形的自贬： (1）不失高雅的自贬。这种自贬是

在那些受尊敬的品质上贬低自己。（2）伪君子式的自贬。这种自贬是在有能力做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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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诚实的人相对立的似乎是自夸的人，因为自夸是比自贬更

坏的品质。

-8-
［机智］

生活中也有休息，休息中总会有消遣性的①交谈。在这方

1128a 面，似乎也有一种有品味的交谈c 向人家谈些什么以及怎样向人

家谈，昕人家谈些什么以及怎样昕，这些方面都有做得是否恰当

的问题。同什么人谈或昕什么人谈这方面也有恰当不恰当的问

题。显然，在这些方面，一个人既可能做得过度，也可能做得不

5 及。那些在开玩笑上过度的人被看作是滑稽的或品味低级的人。

这种人什么玩笑都开，目的只在于引人一笑，全不考虑礼貌和如

何不给被开玩笑的人带来不快。那些从来不开玩笑、也忍受不了

别人开他玩笑的人被看作是呆板的和固执的。②有品味地开玩笑

的人被称作机智的，意思就是善于灵活地转向的。③因为，机智

事情上贬低自己。关于亚里士多德对这种自贬的谦卑的批评，参见第 111 页注③。

这两种自贬在亚里士多德的讨论中都有对苏格拉底的指涉。斯图尔特（卷 II 第 358

页）引证杰伯的话说，亚里士多德指的本来意义的自贬是第二种自贬。斯图尔特认

为，柏拉图通常在偏离诚实这种谴责的意义上使用自贬（或自嘲）一词，但是他没有

使苏格拉底自称为自贬者。 ｛尼各马可伦理学》保留着自贬的这种基本的意义，但

是把它用来指苏格拉底式的自嘲。不过当自贬被用来指逃避普通人的注意的策略

时，它又被看作是不失高雅的。不过塞奥弗拉斯托把自贬谴责为一种完全恶的品

质。斯图尔特又说，在希腊人的生活中，除了这两种自贬之外，还有阿那卡西斯

( Anacharsis）所说的纯粹消遣性的自贬c 这种自贬被塞奥弗拉斯托描述为通过隐瞒真

实感情与意图而误导他人的背尼克式快乐。（同上，第 359 页）

① τml\(a哩，霄mllia（消遣）的形容词形式。消遣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生活的必

要组成部分，但不是生活的终极目的。参见第十卷第 6章的有关讨论。

② <TKI\ηpol.，固执的、不灵活的、难对付的人。

③机智，希腊语是 f:i>.7paτel\L<l，“如意义是好， Tpa霄趴阳为动词 T阳霄阳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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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妙语仿佛就是品质的活动。我们判断一个人的品质如何要根据 l。

他的品质的活动，正如判断他的身体如何要根据其身体的活动一

样。由于玩笑的题材俯拾即是，由于多数人都过度地喜欢玩笑和

嘲弄，甚至滑稽的人也会被称为机智的，因为人们觉得他们有

趣。但尽管如此，我们上面所说的也已经表明机智不同于滑稽， 15 

而且两者相去甚远。这种适度的品质的另一个特点是得体。①具

有谈话得体的品质的人只说、只昕适合一个慷慨的人②说和昕的

东西。因为，这样的人在说玩笑和昕玩笑方面都有其适合的语

言。出身高贵的人的玩笑也不同于卑贱的人的玩笑，有教养的人 20

的玩笑也不同于没有教养的人的玩笑。这种区别可以从过去的喜

剧与现在的喜剧的对比中看出来。过去的喜剧用粗俗的语言取

乐，现在的喜剧则是用有智慧的语言③引人发笑，这两者在礼貌

上有很大的区别。我们是否可以把适度的玩笑界定为不会不适合 25

慷慨的人的、不会给听者带来痛苦而会给他带来快乐的那类玩

笑？或者，这类玩笑是否不可能作出规定？不同的人喜欢的和讨厌

的东西是不同的 υ 但一个人愿意说的必定也是他愿意昕的。因

为，他肯接受的也就是他愿意做的。所以，有的玩笑他不会去

开。因为玩笑是一种嘲弄，而立法者们禁止我们嘲弄某些事物。 30 

形，意义是全方位的灵活调整c 所以 ei~-rpa-rreλ归是指在交谈中善于有品味地转换话

题和谈话方式的灵活与机智。

CD 臼L-1\E:~uY叫~＇达到正确或适度之意， － v李老练；时也－意义是达到，

&e~L<Y叫q 来源于 ＆e~t.&，意义是正确的一边，许诺过的、同意过的东西，所以从词源

I：肴， e节也－＆e~白忖号就有达到双方都同意的即相互适合的东西的意义。女0许多希腊词

一样，这个希腊词的中文翻译也有较大困难。原有的“老练”译法，似乎偏向子技

ι的→｜旬，而与对于它的道德德性的讨论语境有些不合。 “老练”的译法适合现代

法学的自由裁屠实践的程度似乎好一衅。 “得体”的译法偏重了达到正确、适度的

→恼，然而在表现交谈者自由运用相；E适合的谈话技巧方面又有不足。

② ελeullep（例。斯图尔特、莱克汉姆、韦尔登解释为绅士。参见第 95 页注①。

③ inrov。旧怀疑、猜测、意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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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他们也应当禁止某些形式的玩笑。所以，温和的、慷慨的人

必定是像上面说到的那样的，①就好像他就是自己的法律。这种

适度的品质就是这样，称它是机智或说话得体都可以。滑稽的人

则屈服于他的开玩笑的冲动。只要能引人发笑，不论对自己还是

35 对别人，他都不会放过机会。他总是说些有教养的人不会去说的

1128b 笑话，其中有的甚至连他自己都不愿意听。②呆板的人对于社交

性谈话没有积极帮助。他什么玩笑也不会开，什么玩笑都接受不

了。可是休息与娱乐却是生活的一个必要部分。

5 珑们已经讨论了同某种语言和行为的交流有关的三种适度的

品质。它们的区别在于其中的一种是同诚实相关，另外两种则同

交谈和交往的愉悦相关。在后两者中，一个表现在玩笑活动中，

另一个则表现在一般社交生活中。

-9-
［羞耻］

10 羞耻不能算是一种德性。因为，它似乎是一种感情而不是一

种品质。至少是，它一般被定义为对耻辱的恐惧。它实际上类似

于对危险的恐惧。因为，人们在感到耻辱时就脸红，在感到恐惧

时就脸色苍白。这两者在一定程度上都表现为身体的某些变化。

15 这种身体上的变化似乎是感情的特点，而不是品质的特点。这种

感情并非适合所有年纪的人，而仅仅适合于年轻人。我们认为，

年轻人应当表现出羞耻的感情，因为他们由于昕凭感情左右而常

常犯错误，感到羞耻可以帮助他们少犯错误。我们称赞一个表现

20 出羞耻的年轻人，但是不称赞一个感到羞耻的年长的人。我们认

① 即有些玩笑不去开。

② 这句话韦尔登（第 131 页）作“他总是说些有教养的人不会去说甚至不会去听

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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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年长的人不应当去做会引起羞耻的事情。既然羞耻是恶的行

为引起的感情，好人就不会感觉到羞耻，因为他不应当做恶的事

情（至于那些事情是本身就是可耻的还是被人们看作是可耻的，

这倒没有什么分别，这两种事情都不该做）。羞耻是坏人的特 25

点，是有能力做可耻的事情的人所特有的。说由于一个人在做了

坏事之后会感到羞耻，我们就应当说他是有德性的，这是荒唐

的。因为，那个引起羞耻的行为必定也是出于意愿的行为，而一

个有德性的人是不会出于意愿地做坏事情的。羞耻只是在这种条 30

件下才是德性：如若他①会做坏事情，他就会感到羞耻。②然而德

性的行为则不是有条件的。而且，虽然无耻一一即做了坏事而不

觉得羞耻一一是卑贱的，这也不说明如若去做坏事就会感到羞耻

是德性。自制③也不是一种德性，而是德性与恶的一种混合。不到

过这一点我们在后面④再谈。现在我们先来谈谈公正。⑤

耻。

①指有德性的人。

② 此句是虚拟语气，其真实意义当为：好人不会做坏事，所以也不会感到羞

③ 的KpclTB山，或译自我控制。

④第七卷。

⑤斯图尔特（卷 I 第 369 - 370 页）对本章的文本的完整性提出质疑，理由是第

二卷第 7 章中对羞耻的扼要说明的要点在这里有遗漏，例如（1）在那里接着谈到了义

愤，本章结尾处却没有提到；（2）那里把羞耻仍然当作羞怯与无耻之间的适度来讨

论，本章则似乎完全没有把羞耻当作这种适度，而仅仅把它看作一种假言意义的德

性η 他认为，很可能是由于历史的偶然事故，这一章关于两个极端的讨论的部分侠

失，而最后的两句话，即对自制与羞耻的比较和对后面关于公正的讨论的提及．可

能是编镜者所加。这种分析是否正确也许还需要以后的考证来说明。不过他在说明

亚里士多德在这里的讨论的那个结论一一即只有坏人才会羞耻一一的片面性时是有

道理的。因为普遍的道德常识似乎是，做了错事而感到羞耻的人不应当同做了错事

而不知羞耻的人一样地是坏人。然而这种区别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似乎并不重要。我

们也许应当设想，一个人是好人并不意味他始终不会有任何出于不公正的意愿的行

为，然而一旦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他必定为之感到羞耻，并且这种羞耻感必定将制止

他日后做出类似的不公正的行为。



第五卷①

［公正］

-1-
［公正的性质与范围］

门29a 关于公正与不公正，②我们先要弄清楚它们是关于什么的，

公正是何种适度的品质，以及它是哪两种极端之间的适度。我们

5 仍然按前面一卷的步骤来进行研究。③

我们看到，所有的人在说公正时都是指一种品质，这种品质

①格兰特（卷 II 第 95 页）认为，第五卷对公正的讨论使第四卷的讨论主题“从中

间被打断了”，并列举一些文本分析的证据，判断第五至七卷是由编订者根据亚里士多

德的一个学生欧台漠（Eudemus）的亚里士多德讲义抄本补进来的o 问题在于，离开了直

接的史事斗证据，这种判断至多只是一种猜测。斯图尔特（卷 I第 375 页）指出，格兰特和

莱姆索尔所提出的一些文本证据不足以证明第五至七卷的作者与其他各卷的不是同

－个作者。而且，亚里士多德的确有可能在讨论了具体的道德德性之后进入对公正的

讨论，以便在恰当的时候完成对学生的授课。我认为，从阅读和研究的角度，我们不妨

仍然把《尼各马可伦理学｝看作亚里士多德的一个完整的授课讲义文本，尽管个别部分

有可能经过了编者的加工。

② 8LKOtl.O时叫，α8LKLa<; D 8LKOt回回叫指按照公正的精神或原则做事的品质，来源

于名词 TO 8LKOtl.OV（公正的原则） , <l8LK阳唱的意义正与 llLKOtl.O而叫相反，是不按照公正

的精神或原则做事的品质。

③在亚里士多德对道德德性的讨论中，对公正的讨论最为详细。伯尼特（第 203

页）说，这不仅是因为公正问题重要，而且是因为公正问题比其他德性的问题更为复

杂。这种复杂性在于，尽管公正也像其他德性那样是作为某种适度的品质讨论的，它却

与其他德性不同，涉及的不只是两个极端与它们之间的适度的品质三项因素，而是涉

及到两种人与两份份额这四个因素。另一个原因是，亚里士多德区别了作为自身的总

体的公正，即与平等或不平等的人对物的据有方面相区别的一般的公正。由于这种公

正也具有实质的意义，对公正的讨论不仅要在具体的水平上，而且要在总体的水平上

加以讨论。亚里士多德对公正的讨论由此显示出极大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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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一个人倾向于做正确的事情，使他做事公正，并愿意做公正的

事。同样，人们在说不公正时也是指一种品质，这种品质使一个

人做事不公正，井愿意做不公正的事。我们先把这个意见作为讨 IO

论的基础。因为，品质的情况同科学①和能力②是不同的。一种

科学或能力是通过相反的事物而达到的一或相同。③而一种品质

则是相反品质中的一种，它只产生某一种结果，而不是产生相反

的结果。例如，健康不产生不健康的行为，而只产生健康的行 15

为。健康的步行的意思就是像健康的人那样地步行。④

对于两种相反品质中的一种品质，我们可以或者从与它相反

的品质来了解它，或者从表现着它和与它相反者的那些题材来了

解它。⑤因为，如果我们了解了身体的良好状态，我们也就从这

种状态了解了身体的不良状态。同时，我们从那些处于良好状态 20

的身体那里就了解了身体的良好状态，从身体的良好状态那里也

就了解了什么样的身体是处于良好状态的。如果身体的良好状态

在于肌肉的结实，那么身体的不良状态必定在于肌肉的松弛，使

肌肉结实的事物也就是使身体状态良好的事物。

其次，两组相反的词语中，如果一组是在多种意义上使用 25

的，另一组也就同样如此。例如，如果“公正”有多种意义，

① t霄盯啊＼µη，此处亦可解为理论，在亚里土多德的哲学中，科学与理论是同

义的η

② 创阳μ弓，能力、功能、力量。参见 43 页注①c

③ 阮阳附 µe川ap Kcx\ e'!TUTT叶间＆oKet TWV evcx时ω 由 rn'rnl 巾CTL0

④ 所以作为品质的健康不同于作为知识或能力的医学。医学是关于健康与疾

病（健燎的相反物）的，健康则只产生健康的行为。

⑤ 闲为，科学是借助相反物而达到的一或相同c 斯图尔特（卷 I 第 379 380 

页）说，亚 fJl.士多德在这理似乎突然意识到上面谈到的品质问科学（以及能力）的区别

的逻辑t的意义。对一种品质的依据其自身的了解是从它产生的一系列行为来了解

（它与它所产生的东西是一）。而对一种品质的科学的（理论的） f解则可以通过它的

缺乏（crrepησ叫来了解（科学或能力是借助相反物而达到的一）。这两者在 iJl' i丑士多

德看来并：＊；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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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正”以及“不公正的”也就同样如此。公正与不公正都是

多种意义的。可是，由于这些不同的意义紧密地联系着，它们的

同名异义之处就不易觉察，不甚明显。只是在极其不同的事物共

用一个名称时，这种同名异义的情况才比较明显（因为在此种情

30 况下，意义的外在的差别十分显著），例如 KABL~ 这个词我们既

用来指动物的脊索，又用来指锁门用的钥匙。①我们先来弄清楚

我们说一个人不公正时有多少种不同的意义。我们把违法的人和

贪得的、不平等②的人，称为不公正的。所以显然，我们是把守

法的、公平的人称为公正的。所以，公正的也就是守法的和平等

① 最早提到队el.~ 的这种相关性的，梅兰特（卷 II 第 100 页）引证普鲁塔克

说，是马其顿的菲力普（Philip of Macedon）。亚里士多德似乎是透过这种相关性看到

了词的多种意义间的一种复杂情况：它们常常因为接近而不为人们所注意。不过希

腊语中 K>..e'i.c; 的这两种意义的相关性在中文的转换中可能有所损失。

② 岳阳TO骂，不平等的、不同等的、不公平的。 ·w~ 为平等的、同等的、成比

例的、公平的之意， av in~ 的意义正与之相反。平等与不平等，在最一般的意义上
是指两个事物的相等与不等。不过在与公正相关的问题上，平等与不平等主要不是

指两个人的能力（财富、地位等等）与贡献上的相等或不等，也不仅仅是指他们各自

占有或得到的份额的相等或不等，而是就两个人的能力、贡献的比例与他们所得到

的分配份额的比例之间的相等或不等的关系（参见第 3 章）。所以，其本来的意义就

包含了（1）两个同等的人同他们的两份份额的关系，和（到两个不同等的人同他们的两

份份额的关系这两种情形。就前一种情形说，两个人的比例是 I: I 。设若两个人所占

份额之比也是 1: I ，这便是平等；若不是如此，便是不平等。这种平等关系，亚里士

多德称之为算术（比例）的平等。后一种情况，姑以两人的比例是 I: 2 的情形为例。

虽 I: 2 意味两人地位不相等，但设若两人所占份额之比也是 I: 2 ，这便是平等；若不

是如此，便是不平等。这种平等关系，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几何（比例）的平等。这种

几何比例的平等的概念显然与汉语中使用的平等的概念有很大的不同。汉语中的平

等概念，基本上是指两个人的实际地位相等，即两个人之比为 I: I ，两份份额之比亦

为 I: I 的情形。上述之后一种情况，在汉语中不是被看作平等，而是被看作不平

等。当这种不平等仍然可以接受时，它就被看作是公平的，反之便被看作是不公平

的。然而在古代希腊的观念里，平等只意味着两个人之比同两份份额之比的相等。

注意到这种区别对于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公正与不公正的概念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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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公正的也就是违法的和不平等的c①首先，由于不公正的 l 129b 

人是所取过多的人，他必定是在那些善的事物上取得过多。我们

不是指所有的善事物，而是指同好运与厄运有关的那些善事物。

这些善事物在一般意义上始终是善的，但是对一个具体的人却并

不始终是善。人们祈祷和追求的就是这些善事物。不过，他们倒 5

是应当在追求对他们而言是善的事物的时候，祈祷那些始终是善

的事物对于他们也能够是善。不公正的人所取的东西并不总是过

多。对于真正坏的东西，他就只取较少的一份。但是，由于两恶

之中取其轻也被看作某种善，且取得过多的意思就是所取的善过

多，他所取的还是过多。我们把这种人称为不平等的，因为所谓 10

不平等就是指这样两种情形，它们的共同点就是不平等。此外，

既然违法的人是不公正的，守法的人是公正的，所有的合法行为

就在某种意义上是公正的。因为，这些行为是经立法者规定为合

法的，这些规定都是公正的。所有的法律规定都是促进所有的 15

人，或那些出身高贵、由于有德性而最能治理的人，或那些在其

他某个方面最有能力的人的共同利益的。②所以，我们在其中之

一种意义上，把那些倾向于产生和保持政治共同体的幸福或其构

成成分的行为看作是公正的。法律还要求我们做出勇敢者的行 20

为，如不擅离岗位、不逃跑、不丢弃武器，做出节制者的行为，

① llLK<no例”1 （公正的精神戎品质）与 cx8cKLa~ （不公正的精神或品质）在希腊语

中同法律的概念有密切的联系。 8CKcx~（公正的）在其词义上同时就是符合法律的，

遵守法律的。 8CKCXLO~ 源于动词 8(Kcxtw （裁决、判决），后者又来源于名词创叫，意义

是法律、秩序、审判、公正。所以在希腊语中公正与维护法律的秩序的意义原本是

密不可分的。

②斯图尔特（卷 I第 390 391 页）引证斯本格尔（第 207 页）认为亚里士多德此

处分别是指民主制、贵族制与寡头制。对这段本文西方学者中间有一些歧见。斯本

格尔、莱索（H. Rassaw）、苏斯密尔认为“出身高贵”是重复，可能是后人所加，拜

沃特则主张删除“由于有德性而”，斯图尔特则坚持保留原子稿文本，理由是在

《政治学》 (1292b3）中德性常常与出身高贵以及有治理能力两者并提。此处依斯图

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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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通奸、不羞辱他人，以及做出温和的人的行为，如不殴打、

不谩骂。在其他的德性与恶方面，法律也同样要求一些行为，禁

25 止一些行为。实行得良好的法律提出这类要求是出于良好的意

图，任意的法律提出这种要求的意图则不那么良好。所以，这种

守法的公正是总体的①德性，不过不是总体的德性本身，而是对

于另一个人的关系上的总体的德性。由于这一原因，公正常常被

看作德性之首，“比星辰更让人崇敬”。②还有谚语说，

30 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括。③

公正最为完全，因为它是交往行为上的总体的德性。它是完全

的，因为具有公正德性的人不仅能对他自身运用其德性，而且还

能对邻人运用其德性。许多人能够对自己运用其德性，但是对邻

I 130a 人的行为却没奋德性。比阿斯④说得对，他说“公职将能表明一

个人的品质”。因为，在担任公职时，一个人必定要同其他人打

交道，必定要做共同体的一员。正是由于公正是相关于他人的德

性这一原因，有人就说惟有公正才是“对于他人的善”。⑤因为，

5 公正所促进的是另一个人的利益，不论那个人是一个治理者还是

一个合伙者。既然最坏的人是不仅自己的行为恶，而且对朋友的

行为也恶的人，最好的人就是不仅自己的行为有德性，而且对他

① TBM阳哩，完全的、总体的。

②据莱克汉姆（第 258 页注），按照经院哲学家丁道尔夫（Dindorf）的研究，此句

（欧里庇德斯〈残篇》［Fr略ments] 490）源于欧里庇德斯的一部侠失的戏剧l 《米兰尼普》
(Mela呻严j，但措辞稍有改变。

③ 8v 88 8U<m.oo伽扫而λλ句。81111 巾8’ <xpm, ’饥。 O'lJAA1J!il>1J11，总括、概要之
意。这句引语出处不详，不过韦尔登（第 137 页）认为是第欧根尼（咽1eognis）、佛塞里得

司（Ph町lid回）及其他－些诗人的诗句。

④ B山VT＇饵， Bi缸，希腊七贤之一。

⑤ 《理想国）（343c）中智者塞拉西玛库斯（Thrasymachus）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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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也有德性的人。因为对他人的行为有德性是很难的。所

以，守法的公正不是德性的一部分，而是德性的总体。它的相反 10

者，即不公正，也不是恶的一部分，而是恶的总体。（德性与守

法的公正的区别从我们上面所谈到的也已经明了。它们是相同的

品质，然而它们的角度不同。作为相对于他人的品质，它是公

正；作为一种品质本身，它是德性。）①

-2-

l具体的公正］

但是，我们所要研究的乃是作为德性的一个部分的公正。因

为，我们都认为存在着这样的公正。我们所要研究的不公正也同 15

样是这种具体的意义上的。这种具体意义上的不公正的存在可以

由下面的事实看出。首先，一个人在表现出其他的恶，如因怯懦

而丢弃武器，因怪癖而辱骂别人，因吝啬而拒绝帮助一个朋友

肘，他尽管是在做不公正的事，却并不是在占得过多的东西。而

一个人在占得过多东西时，常常不是由于上述这些恶，也不是由 20

于这些恶的总体，而是由于（既然我们谴责他）某种形式的恶或不

公正。所以，还存在着另一种不公正，即作为总体的不公正的一

个部分的不公正。也存在着另一种不公正的事，亦即，作为总体

① 总体的德性本身同与另一个火交往上的总体的德性（即广义的或总体的公

正）的 l?5.别，斯图尔特（卷 I 第 394, 401 页）说，只能看作一种语言逻辑的、理解角度

上的区别，即总体的德性是那种品质本身，总体的公正则是从对另－个人的行为的

角度来判断的那种品质。因为，总体的德性本身不可能不包括交往上的总体的德

性。所以他认为，亚里士多德这里想强调的不是此种区别，而是总体的、完全的德

性同片面的、不完全的德性间的对立。只拥有不完全的德性的人，斯图尔特（同上，

第 394 页）说，只能以个人的任意的方式运用其德性。例如，他只当他的切身利益相

关时，只当生气或恐惧时，才表现出勇敢；或者，他只对朋友才平等，对陌生人则

不平等，如此等等。总之，他可以以狭隘的方式运用莫德性，但是不能作为一个公

民普遍地对其他公民运用其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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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公正亦即违法的一个部分的不公正的事。其次，如果两个人

25 通奸，一个是为得利并且收了钱，另一个是出于欲望并且损失了

钱，那么后者就似乎是放纵而不是占得过多的东西；前者就似乎

是做了不公正的事而不是放纵。显然，用自己的行为来获利的那

个人是不公正的。第三，所有其他的不公正行为都可以归结为某
30 种恶，例如，通奸归结为放纵，逃离岗位归结为怯懦，辱骂归结

为怒气，一个人的为着获利的不公正行为却不能归结为任何恶，

而只能归结为不公正。所以，除了总体的不公正外，还有另一种

具体的不公正。它与总体的不公正共用一个名称，因为它的定义

l 130b 与总体的不公正同种。这两者的意义都表现在一个人同他人的关

系之中。但是具体的不公正关涉的是荣誉、钱财、安全或任何

一一如果能有一个适当的术语的话一一能涵盖这三者的事物，其

动机是获得快乐。总体的不公正关涉的则是同好人的行为相关的

5 所有事物。

所以，公正的意义也不止一种。①除了德性总体的意义外，

它还有另一种意义。因此，我们必须弄清这另一种公正的性质与

特点。我们已经区分了不公正的两种意义，即违法与不平等，以

10 及公正的两种意义，即守法与平等。前面所讨论的不公正相当

于违法意义上的不公正。但既然不平等作为部分与作为总体的

违法不同②（因为，不平等的都是违法的，但违法的并不都是不

① 因为，不公正有多种意义，公正也就有多种意义。参见 l 129a24 -30。

( e1Tel. Ile TO liVW"ov Kai. TO 1To:pavoµ.ov oiJ T<r曲rov b.λλ’ inepov ws 』Le~ 'lTpoc; 

'6>.ov。拜沃特校本此句斜体字处亚里士多德用的词是霄·apavoµ.ov（违法的）。依巴黎

抄本（Parisiensis，第 1854 号，完成于公元 12 世纪，简称 Lb 本）、阿尔丁（Aldine)

｛亚里士多德著作权威版》（ editio princeps，公元 1495 - 1498 年），以及其他一些校

本，此处的词是 τ尬。ν（据斯图尔特［卷 I 第 406 页］，其意义为多得的），全句的意义

当是“但既然多得作为部分与总体的不平等不同”，句子中总体与部分的关系需要

倒换一下，因为不平等是总体，多得是其中的一个类（参见格兰特，卷 II 第1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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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叫，具体的不公正行为与品质也就作为部分而与作为总

体的不公正行为与品质不同。因为，具体的不公正是总体的不公 15

正的一部分。我们所要研究的公正也同样是总体的公正的一部

分c 所以我们接下来谈一谈具体的公正与不公正，以及具体意义

上的公正的人与不公正的人。与总体的德性和总体的恶相应的公

正与不公正，即对于邻人所实行的总体的德性或恶，我们暂先放 2。

在一边。总体意义上的公正与不公正当怎样区分也十分明白。出

于总体的德性的行为基本上就是法律要求的行为。因为法律要求

我们实行所有德性，禁止我们实行任何恶。②为使人们养成对公

共事务的关切而建立的法规也就是使人们养成总体的德性的规 25

则。至于使一个人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好人的教育是不是属于政治

学或某种其他科学的范围的问题，我们到后面③再作讨论。因

为，做一个好人与做一个好公民可能并不完全是→回事。④

莱克汉姆本希腊语本文此处（第 264 页）依拜沃特校本。

①括号里的句子与上句的情况相反。拜沃特校本此处依阿尔丁本校为霄λeov,

意义是“因为多得的都是不平等的，但不平等的并不都是多得的”。其意义如文中

所述；巴黎抄本（Lb）与更早的劳伦丁抄本（Laurentianus，第 8 I, II 号，完成于公元

IO 世纪，简称 Kb 本）使用的是 '1Tapcivoµov，斯图尔特（卷 I第 406 -408 页）引证斯本

格尔，猜测亚里士多德的原始文本在此处巳经过手稿编辐者的增补，括号里的话，

不论是何文本，都可能是后人所加。亦参见莱克汉姆，第 264 页注。

② 所以，法律要求的行为就是总体上公正的行为，法律禁止的行为就是总体

上不公正的行为。

③ 1179b20- 1181b12。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三卷第 4 章对此做了更充

分的讨论。如本书开头（第一卷第 2 章）表明的，亚里士多德把伦理学看作政治学的
→个分支。

④ 斯图尔特（卷 I 第 413 -414 页）说，亚里士多德此处的以及在《政治学》第

兰卷第4 章中的观点，似乎同政治学的目的是人的善（《尼各马可伦理学》 1094b8;

｛政治学》 1292bl5）的观点不很吻合。他在此处似乎是在通过提出一个假设来支持

一种怀疑，即一个人可能成为产生这种好人的德性的工具。但是这段讨论所表达的

思想不很明确，不足以引出关于政治与道德的关系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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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具体的公正及其相应的行为有两类。一类是表现于荣誉、钱

物或其他可析分的共同财富的分配上（这些东西一个人可能分到

同等的或不同等的一份）的公正。另一类则是在私人交易中起矫

1131 a 正作用的公正。矫正的公正又有两种，相应于两类私人交易：出

于意愿的和违反意愿的。出于意愿的交易如买与卖、放贷、抵

押、信贷、寄存、出租，它们之所以被称为出于意愿的，是因为

5 它们在开始时双方是自愿的。违反意愿的交易的例子中有些是秘

密的，如偷窃、通奸、下毒、拉皮条、引诱奴隶离开其主人、暗

杀、作伪证；有些是暴力的，如袭击、关押、杀戮、抢劫、致人

伤残、辱骂、侮辱。

-3-
［分配的公正］

10 既然不公正的人与不公正的事都是不平等的，在不平等与

不平等之间就显然存在一个适度，这就是平等。因为，任何存在

着过多过少的行为中也就存在着适度。如若不公正包含着不平

等，公正就包含着平等。这是不言自明的。既然平等的事是一种

15 适度，①公正的事也就是一种适度。然而平等又至少是两个东西

之间的平等。所以，公正必定是适度的、平等的（并且与某些事

物相关的②）。作为适度，它涉及两个极端（过多与过少）；作为

平等，它涉及两份事物；作为公正，它涉及某些特定的人。所

20 以，公正至少包括四个项目。因为，相关于公正的事的人是两

个，相关的事物是两份。而且，这两个人之间以及这两份事物之

间，要有相同的平等。因为，两个人相互是怎样的比例，两份事

物间就要有怎样的比例。因为，如果两个人不平等，他们就不会

① 即，平等是这种不平等与那种不平等之间的一种适度、适宜。

②莱克汉姆（第 268 页注）认为括号里的短语是后人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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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享平等的份额。只有当平等的人占有或分得不平等的份额， 25 

或不平等的人占有或分得平等的份额时，才会发生争吵和抱怨。

从按配得分配的原则来看这道理也很明白。人们都同意，分配的

公正要基于某种配得，尽管他们所要（摆在第一位叫的并不是同
一种东西。民主制依据的是自由身份，②寡头制依据的是财富，

有时也依据高贵的出身，贵族制则依据德性。③所以，公正在于 30

成比例。④因为比例不仅仅是抽象的量，而且是普通的量。比例

是比率上的平等，至少包含四个比例项。

（分离的比例⑤有四项是明白的，但连续性的比例⑥也有四个

比例项。因为，真中的一项被用作了两项，被重复使用了一次， 113lb 

例如 A 与 B 之比相等于 B 与 C 之比。在这个比例里 B 被提到两

次。所以，如果 B 算作两项，这个比例就有四项。）

所以，公正有四个比例项。前两项的比率与后两项的相同。

因为两个人之比与两份物之比要相同。第一、二项之比是多少， 5 

① 切r&pxe•v。劳伦丁抄本（Kb）、理查德抄本（Rice盯dianus，约完成子公元 14

1货纪，简称 Ob 本）略去了这个词，所以拜沃特将它括起来。英译者们一般都依拜沃

特略去r这个词。参见斯图尔特（卷 I 第 423 页）和莱克汉姆（第 268 页本文注）。

② 止λev0epWi。此处作者当不是指慷慨，而是指使一个人能够去做慷慨的事的

自由身份，即按照例如雅典法，他的生父母皆是公民。

③ 参见《政治学》第三卷第 6 章，第八卷第 1 章。

④ c.v&λo-yov，成比例（的）。由vaλoyo'.a，比例；前缀 ava－ 此处意义为按照；

λ6γ山为 λ的。电（逻各斯）之衍生．意义为逻各斯的集合。所以 nvaA.oy(a 的词源意义

为彼照逻各斯，即按照各种有关的逻各斯（真实的说法）之关系，从这里引申出的意

义即按照比例。

⑤ 例如， A: B =C: D，这里四个比例项是分离的，非连续的。

⑥ 咱 auvex啊。这种比例中有一个比例项被两次使用，例如， A: B = B: C。在
说到公正在于某种比例之后，亚里士多德必定想到了比例中的一种特殊的情况一一

只涉及三个比例项的几何比例，例如直角三角形斜边上的高与被它分割的两条线段

的比例关系，所以作出这番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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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四项之比就是多少。①所以，第一、三项之比是多少，第

二、四项之比就是多少。②同时，第一、二项之比是多少，第

一、三项之和与第二、四项之和之比也就是多少。③分配所要达

10 到的就是这种组合。如果把第一、三项组合，第二、四项组合，

分配就是公正的。所以这种组合就是分配的公正。这种公正是两

种违反比例的极端之间的适度。因为，合比例的才是适度的，而

公正就是合比例的。

（这种比例数学家们称为几何比例。因为在几何比例中，整

15 体同整体之比与部分同相应部分之比相等。一一分配的公正不是

一种连续性的比例。因为一个人与一份事物不能由一个单烛的项

来表示。）

所以，分配的公正在于成比例，不公正则在于违反比例。不

公正或者是过多，或者是过少。这样的情况常常会发生：对于好

20 东西，总是不公正的人所占的过多，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的人所占

的过少。在坏的东西方面则正好反过来。因为要是在两恶之中挑

选，小恶就比大恶好些。当然恶总不如善可取，而善是越大就越

可取。

这里说的是一种公正。④

-4-
［矫正的公正］

25 我们还没有讨论矫正的公正。⑤它是在出于意愿的或违反意

①例如，设A、B 代表两个人，c,d 代表他们各自占有的份额，则

A: B =c: d 。

② 即由上述比例推出 A: c :B: d 。

③即（A+c):(B+d)=A:B。

在这个比例中，前两个比例项分别是两个人与他们各自的占有份额的组合。

④即分配的公正。

⑤矫正的公正， TO 8LOp6町LKOV（亚里士多德在稍后的某处使用的是 TO 甜a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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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的私人交易中的公正。这种公正同上面讨论过的公正在性质上

不同。因为，分配公共财富的公正要依循上面说明过的比例①

（因为如果要从公共物中分配，就要按照人们各自对公共事业的

贡献来进行），同这种公正对立的不公正是对这种比例的违反。 30 

可是私人交易中的公正一一虽然它也是某种平等，同样，这种不

公正也就是某种不平等 依循的却不是几何的比例，而是算术

的比例。②因为，不论是好人骗了坏人还是坏人骗了好人，其行

为并元不同。不论是好人犯了通奸罪还是坏人犯了通奸罪，其行 1132a

为也没有什么不同。法律只考虑行为所造成的伤害。它把双方看

作是平等的。它只问是否其中一方做了不公正的事，另一方受到

了不公正对待；是否一方做了伤害的行为，另一方受到了伤害。 5 

既然这种不公正本身就是不平等，法官就要努力恢复平等。如果

一方打了人，另一方挨了打，或者一方杀了人，另一方被杀了，

做这个行为同承受这个行为这两者之间就不平等，法官就要通过

剥夺行为者的得来使他受到损失。（因为在广义上，我们可以用 10

得来说这些事情，尽管在严格意义上③有些事不能这么说，比如

p0W'TLKOV !\i阳WV，两个词意义相同）。格兰特（卷 II 第 l 12 页）说， 'TO bwp0wTLKOV 这

个词名称就表明了已经存在着某种不公正，因为它要阐明的原则是要恢复公正。

① 1131b8-17 。

②算术的比例，格兰特（卷 II 第 112 页）说，依亚里士多德的意思，就是把一

个案例当作一方不公正地得、另一方不公正地失，且得等于失的情况，而不考虑人

是何种人。设 A 欲购买的 B 的产品的真实价值为 v，若 A 以货币 v 换得 B 的产品，

由于产品价值＝ v，两人无得无失。而如若 A 以 v+n 的价格换得 B 的产品，则 A

获得的实际利益为 v - n, B 获得的实际利益为 v +n, A 就有失， B 就有得。在后一

情况下， v-n, v, v+n 构成一个算术的等差数列，亚里士多德说的算术比例当是指

(v+n) v = v (v-n）的算术关系。不过如莱克汉姆（第 276 页注）所说，亚里士多

德不是以代数方式，而是以几何线段的方式表明这种关系的。

③严格意义上的得与失，如亚里士多德后来说明 (I 132bl3 - 20）的，是指出于

意愿的交易中的得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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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打了另一个人就不能说有什么得，被打的人也不能说有什

么失。总体上，在估量所遭受的痛苦时，这类行为可以说是得，

遭受这类行为可以说是失。）所以，尽管平等是较多与较少之间

15 的适度，得与失则在同时既是较多又是较少：得是在善上过多，

在恶上过少；失是在恶上过多，在善上过少。又由于平等一一我

们说过它就是公正一一是过多与过少之间的适度，所以矫正的公

正也就是得与失之间的适度。

2。 这就是人们在有纷争时要去找法官的原因。去找法官也就是

去找公正。因为人们认为，法官就是公正的化身。其次，找法官

也就是找中间，人们的确有时把法官叫作中间人，因为找到了中

间也就找到了公正。所以公正也就是某种中间，因为法官就是一

25 个中间人。法官要的是平等。①这就好像如果一条线段被分成两

个不等的部分，法官就要把较长线段的超过一半的部分拿掉，把

它加到较短的线段上去。当整条线段被分成了两个相等的部分，

就是说，当双方都得到了平等的一份时，人们就说他们得到了自

30 己的那－份。②平等是较多与较少的算术的中间。③就是由于这个

原因，人们把这种做法称为公正，因为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平分的

两份，这就好像是说，公正就是平分，法官就是平分者。因为，

在两份同等的东西中，如果从一份中拿出一部分加到另一份上，

① 在希腊语中，公正（怆 lltKll皿）、公正的（&tKll则）、公正的人（即法官）

( &ucmrr巾）同平分（Iii胆， llLxa,11＞）、平分的（8ixm.ov）、平分的人（llLXll叶剑有十分清楚

的联系：公正就是平分，公正的东西就是平分的两份，公正的人（法官）就是来做平

分的事的人η 这种词源上的联系是实际的生活关系的反映。不过把这种希腊生活观

念问矫正的（而不是分配的）公正相联系是亚里士多德独特的贡献。

( l T<Yre φα<TLV EXeLV TCx 创厅曲。 “自己的那一份”，通常也被译作“应

得”。 “应得”与前文（第四卷第 3 章）中所说的“配得”（cl~·面，尚ω号，或配得的价

值） , fiP一个人因其优点而配得到的东西，有所区别。

③ 莱克汉姆将这句话放在下面一句话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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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份就比前一份多出了两倍的差量。①因为，如果从前面一份 1132b

拿出那个部分而不加到后面那份上，后面一份就只多出前面一份

一倍的差量。②所以，后面的一份多出中间量一倍的差量，中间

量又多出前面一份一倍的差量c 从这里就可以明白，我们应当从

较多的一份中拿出多少，又应当在较少的一份上加上多少。我们 5

应当在较少的·份上加上它不足于中间量的部分，从较多的一份

中拿掉它多出中间量的部分。假设 AA ＇、 BB ’、 cc’三条线段相

等，在假设 AE 被从 AA’上取走， CD 又加到 CC＇上面，这样线

段 DCC’就比线段 EA’多出了 CD ＋ ιF 两段，所以它超出线段

BB’的是 CD。⑤［所有的技艺也都是这样。因为，如果受动的一方 10

接受到的东西的量与质不是主动方所产生的那种量与质，这些技

艺就会被弃而不用o@]

此处说的得与失，是从出于意愿的交易活动中借用的词。例

如在买卖’和法律维护的其他交易中，得到的多于自己原有的是 15

得，得到的少于自己原有的是失。而如果交易中既没有增加又没

① 如l前面注释所表明的：（c +n) - (c -n) =2no 

②即：（c+n)-c=n。

③ 图如：

A E A 

B B’ 

D ....... C F C 

悦耳l t：多德未作说明的条件应当有 AE =CF =CD0 

④ 括号中的句子在第 5 章中（ l !33al4）被重复使用，但它们在所有子搞卫在中都

同时{f在。格兰特（卷 II 第 115 页）认为这是一处楚脚的窜入．在此处全无意义，而在第

5 章中却是一点有意义的评论c 斯图尔特（卷 I 第 437 页）也持相似的见解，认为这句话

在此处没有意义，可能由手稿编辑者偶然误置c 所以大多数英译本都在此处删去了这

句话。从文意看，手稿编辑者很可能是考虑亚型士多德的 CD= AE 这一想法而将这句

话放在这唱的。所以依原编辑者的意见， cc’表示受动一方（接受者） , AA＇表示主动一

力’（主动者 L fE!这种理解看来同亚里J：多德此处文意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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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减少，还是自己原有的那么多，人们就说是应得的，既没有得

也没有失。所以公正在某种意义上是违反意愿的交易中的得与失

20 之间的适度。它是使交易之后所得相等于交易之前所具有的。①

① 亚里士多德作出了这样的区别：在违反意愿的交易中，矫正的公正剥夺获

得者的所得，使交易双方恢复到交易前的利益状态；而在出于意愿的交易中，矫正

的公正允许人们获得，或对这种获得不加干预c 这种不干预如格兰特（卷 II 第 116

页）所说即所谓“自由贸易的原贝U”。格兰特（卷 II 第 112 页）出色地评论道：亚里士

多德本章一开始说，出于意愿的与违反意愿的交易都属于矫正的公正的范围，然而

整章谈到的东西都只适用于违反意愿的交易，且最后又说违反意愿的交易中使用的

得与失的观念是从出于意愿的交易活动中借用来的，这表明他把出于意愿的交易与

违反意愿的交易的区别看作是非常清楚的。他认为，考虑到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叙述

表达出来的这种区别，也许我们可以说，出于意愿的交易其实不属于矫正的公正的

范围；不过，由于这类交易也不考虑对方是什么人，所以处理此类交易的公正可能

与矫正的公正有些共同的地方。格兰特的评论成为对把亚里士多德在本卷中阐述的

具体公正的概念区分为二类公正的意见的一个支持。杰克森（ H. Jackson）在《亚里士

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五卷｝（阿尔诺出版公司， 1973 年）中明确地讨论了亚里

i：多德的分配的公正、矫正的公正、商业的公正的概念，认为这三种公正的核心在

于对适度的比例的说明。按他的看法，亚里士多德的意图只是要用比例的语言来说

明下面的意思一一“分配、矫正、交易中的具体的公正，只有在交易后的双方相互

间仍然处于交易前的相对地位上时，才可实现”。（第 87 -90 页）格兰特与杰克森的

见解其实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文本中得到某种直接的印证，因为第 3 、 4 以及下面的

第 5 章可以被看作是对这三种公正的分述。在亚里士多德的说明中，兰种具体公正

的适度比例因它们涉及的份额的情形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复杂意义。（1）在分配的公正

中，份额 c 与 d 是 A 、 B 双方各自从共有财富析出的部分，公正的比例如已说明的是

令 A+c B+d=A:B，这一比例的含义在于分配的结果需与两个被分配者的

相互比例相等。在任何时候公正都必须考虑双方的地位上的相对比例关系。（2）在矫

正的公正中， c 与 d 是 A 、 B 双方预先占有可供交易的份额，然而因交易并非出于意

愿，一方有得，另一方有失，无论其数量上相差多少，所以在民法或刑法裁决中，

都将两者视为相等，并将一方之所得视为另→方之所失，即 c=d, (c+n)-c=n= 

d-(d-n）。公正的要求是做到令（c+n)-n=(d-n)+n。（3）在商业的公正中， c 与

d 是 A 、 B 双方各自提供自愿交易的产品单位，公正的要求，如下面一章所表明的，

是做到令 A 得到的 B 的产品与 B 得到的 A 的产品之比和 A 与 B 之比相等，即令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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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回报的公正］

还有人把不折不扣的回报①看作是公正。毕达哥拉斯派的学

说就是这样，他们把公正规定为不折不扣的回报。

可是不折不扣的回报既和分配的公正不是一回事，也和矫

正的公正不是一回事（尽管人们是想把那种拉达曼图斯②式的公 25

正一一

一个人做了什么就得什么回报，

才最公正，③

说成是矫正的公正）。因为在许多时候回报都与公正④有区别。

例如，如果一位官员打了人，就不该反过来打他。而如果一个人 30

打了一个官员，就不仅该反过来打他，而且该罚他。其次，一个

行为是出于另一方意愿的还是并非出于他的意愿的也有很大的区

别。⑤不过在商业服务的交易⑥中，那种回报的公正，即基于比例

的产品得到另一方的成比例的产品的回报。设 A=nB，则公正的要求是（A+ nd) : 

(B+c)=A:B。（杰克森，同上。）由此可以明了，按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在三种具

体公正中，分配的公正和商业的公正的适度比例是某种几何比例，矫正的公正则是某

种算术比例。不过我们今天不再把矫正的公正的上述数学表达方式称为算术比例。

① 怕也阿t'1Te'1Toveo~ 。

② Rhadamanthus，人名，此人的来历与身份尚缺乏详细考证。格兰特（卷 II 第

117 页）说“拉达曼图斯式的公正”，即所谓“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公正，必定

是“一种原始的公正观念”。

③这句话据说出自赫商阿德，但还缺乏根据。

④ 即矫正的公正。

⑤ 亚里士多德对于把不折不扣的即算术等量的回报看作（具体）公正的全部含

义的意见提出两点批评： (1）它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地位或利益上的相对比例关系；

(2）它不适用于违反（其中一方）意愿的交易。

⑥ TCXL~ KOLVWVLcx明 Tα＇＇＇ aλλCXKTLK由1号。亚里士多德显然把商业的或服务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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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不是基于平等的回报，的确是把人们联系起来的纽带。城邦

I J 33a 就是由成比例的服务回报联系起来的。人们总是寻求以恶报恶，

若不能，他们便觉得自己处于奴隶地位。人们也寻求以善报善，

若不然，交易就不会发生，而正是交易才把人们联系到一起。所

以，我们才为了提醒人们去回报善而在城邦中建立了美惠女神①

的庙宇。因为，以善报善是一种美好的品质：我们有责任以善来

5 回报一种美好的恩惠，而且在此之后应当率先表现出自己的美

惠。②

成比例的回报是由交叉关系构成的。例如，假定 A 是建筑

(Tai:~ aλλQKTLKat~）同现物交易（Toi:~ <JlJVaλA.a-yµ.αen）作了区别，在商业的或服务的交

易中，如他在下文表明的，总是由一方先向另一方提供了服务，交易要到另一方提

供了相应的回报时才完成；而在现物交易中，双方以物易物或以货币（流通物）易

物，交易当下完成。亚里士多德没有就此引出理论的结论。但他的讨论方式基本上

表明，他认为商业交易比现物交易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相互回报的公正的态度的

信任。

① 即查瑞式司（Xapl·叫霄， Charite• ）。在希腊神话中，她本是司丰收的诸女神，

是宙斯之女，后来成为美惠三女神，即欧佛罗叙涅（Euphrosyne，喜悦）、塔利亚

(Thalia，荣华）和阿格莱亚（Aglaia，光明），她们代表自然所给予的快乐和美好。在

英语中阴阳通常被译为伊ces，但格兰特（卷 II 第 118 页）认为英语中实际上没有相

应的词。看起来， χap间与感恩的观念（例如中国人与日本人的感恩观念）有些相似的

性质，基本上都属于自然的伦理观念。

② 由此可以看出，与违反（某一方）意愿的私人交易不间，商业的公正在更大

程度上属于德性范畴。私人交易（交往）中，违反对方意愿的交易是坏人的行为，德

性只在最小程度上存在（或完全不存在），这种行为以使对方蒙受损失的意图为前

链，所以这种交易的行为直接是民法与刑法的矫正的对象。私人的伦理的交往包含

最多的德性，对家人、朋友的正常交往所以通常不属于法律的范围。公民间出于意

愿的商业交易处于两者之间，成比例的回报的公正既是法律的公正要求（一旦这一要

求受到根本破坏，其中一方利益受损，这种交易便蜕变为违反意愿的交易，成为民

法或刑法的对象。不过，法律公正的裁定以双方预先的协议为准绳，除非情况发生

意外的重大变动等等，法律通常把改变协议的要求看作是不正当的），也是回报德性

的要求。所以，出于意愿的交易同时也是双方出于相互回报对方的意愿的交易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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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B 是鞋匠， c 是一所房子， d 是一双鞋；现在建筑师必须得

到鞋匠的鞋，同时也必须把自己造的房子给鞋匠。①如果在这两

样产品之间先确定好了比例等式关系，②并且两个人都相互回 10

报，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结果就可以实现。否则，这种交易就将

是不平等的和不能持久的。因为，不可能不出现这种情况：一个

人的产品比另一个人的产品价值上更高些，因而必须在交换时达

到等值。［所有的技艺也都是这样。因为，如果受动的一方接受 15

到的东西的量与质不是主动方所产生的那种量与质，这些技艺就

会被弃而不用。③］因为，交易不是发生在两个医师之间，而是发

生在一个医师和一个农夫之间，总起来说，发生在两个不同

的、不平等的人之间，而他们必须在交易上达到平等。所以，

所交易的东西必须是可以以某种方式比较的。正是由于这个原 20

因，人们发明了货币 D 货币是一种中介物。它是一切事物的尺

度，也是衡量较多与较少的尺度：它确定着多少双鞋相当于一

所房子或一定数量的食物。鞋与房子或一定数量的食物的比

例，应当符合于建筑师同鞋匠之比，③否则交易或交往就不会发

①即，

× 
A 以自己的产品 e 同 B 的产品 d 互易： A 得到 d, B 得到 c，如此构成了交叉关系。

这里，构成服务交易或商业交易的要件是：（l）预先讲好的交易比例；（2）一方（比如此

处可能是鞋匠）先提供了自己的产品或服务；（3）另一方随后按照预先讲好的比例回报

以自己的产品或服务。

② 照常规的理解，即先确定了 c = nd 的比值关系。

③ 参见 139 页注④。罗斯（第 1 18 页）的意见与格兰特和斯图尔特不同，他认

为这段话在此处也不构成有意义的评论。

④莱克汉姆（第 283 页注）指出，亚堕士多德此处没有清楚地说明，建筑师与
鞋匠之比是他们在单位时间中劳动创造的价值之比，还是他们各自职业的社会价值

之比。不过斯图尔特（卷 I 第 462 页）明确认为，建筑师与鞋匠之比在这里是指他们生

产自己的产品的劳动之比。从下文 (i 133all ）看，亚里士多德初步表达了个别劳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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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生。①可是，除非这些东西是可以用某种方式平等化②的，否则这

种比例就建立不起来。所以，如已经说过的，所有的东西都必须

由某一种东西来衡量。这种东西其实就是需要。正是需要把人们

联系到了一起。因为，如果人们不再有需要，或者他们的需要不再

30 是相同的，他们之间就不会有交易，或者不会有这种交易。而货

币已经约定俗成地成了需要的代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货币为

流通物③的原因。因为，它不是由于自然而是由于习惯而存在

的，可以由我们来改变或废除。所以，只有当不同的产品平等化

1133b 了，从而鞋匠的鞋同农夫的食物之比例符合于鞋匠同农夫之比，

回报才会发生。但是，我们决不能在他们开始交易之后再定出一

个比例，否则两个极端中得的过多的人就占得了两种优势。④相

以一般劳动作为尺度来衡量的思想。

① 如果建筑师 A 的工作价值是鞋匠 B 的 n 倍 即 A =nB，一所房子的价值 c

就是鞋的价值 d 的 n 倍，即 c ＝时，建筑师应得到 n 双鞋，鞋匠应得到 l 所房子。

② 即建立起相互的比例等式关系。

③ ν6µ盯μα，直译为由于习惯而流通起来的物品，我简译为流通物。 v叩町μα

来源于 νoµ。，即“通过习惯而形成的”，相对子自然地形成的。源于希腊的整个西

方传统，都把基于习惯和约定的东西看作是同自然地或由于自然（本性）而形成的东

西不同的。 v6µo~，通常被理解为法律、规范，其原意是出于习惯或约定的规则。所

以下文有货币这种流通物“可以由我们来改变或废除”的说法。

④ 'Ta, inrepoxa＇，优势。两种优势，依格兰特（卷 II 第 121 页）的释义，即因

他的劳动（作为个别劳动）优越于对方，他的产品优越于对方的产品，他既使自己在

劳动价值地位上过多地超过了适度（即比例的平等），也使自己在所得上超过了这种

适度。格兰特的释义依据于本章 l 133al3 - 15。斯图尔特（卷 I 第 465 页）和罗斯（第

119-120 页注）的解释则依据第 4 章 1132a32 - b2：得的过多的人既得到了一部分他

未付钱的产品，又保有了一部分他本应付而没有付的钱。从上下文利亚里士多德使

用的 T的切repox a.；→词来看，后一种得义更可靠些。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如杰克森
（第 98-99 页）所说，是在提出一种警告，即出于意愿的交易如要成功，必须要在双

方都还处于需要中时协商好交换的比例，否则这种交易就可能蜕变为违反（其中一

方）意愿的交易，优势的一方就可能多得双倍的好处。不过亚里士多德在此处，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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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当在他们还占有他们各自的产品时定出这个比例。这样，

他们才能够成为平等的，才能相互联系起来。因为只有在这样的

情况下，比例的平等才可以建立起来（农夫 A，食物 c；鞋匠 B, s 

他的同食物比例化了的产品鞋 d）。只要回报比例还不能以这种

方式建立，双方就不可能进行交易。既然需要似乎是把双方联系

起来的惟一的纽带，那么在双方或至少一方没有需要时，交易就

不会发生［例如当某人需要另一个人占有的东西，比如酒，因而

同意出让谷物来换酒的时候］。所以必须有这种平等化的关系。① 10

而货币是未来的交易的保证。如果我们现在没有需要，货币保证

我们一旦有需要就可以交易，因为交易者只要提供货币就必定可

以获得所需要的物品c 当然，像其他物品一样，货币的价值也不

是始终不变的。但它比其他的物品要稳定些。所有物品都应当有

个定价，这样就会始终有交易，因而始终有交往。所以，货币是 15

使得所有物品可以衡量和可以平等化的惟一尺度。因为，若没有

交易就没有社会，没有平等就没有交易，而没有衡量的尺度也就

没有平等。尽管对千差万别的事物不可能衡量，对它们却完全可

以借助于需要来衡量。这里必须要有个尺度，一个约定而成的尺 20

格兰特和斯图尔特所说，不必要地使用了过于晦涩的语言来说明需在交易之前先行

确定产品的交易比例这→相当浅显的道理。

① 亚里t多德接着要说的意思是，在建立了这种平等化的关系后才会有交
易。对从“既然 ·”开始的这段话，杰克森（第 33 页）、格兰特（卷 H 第 121 页）和

韦尔登（第 154 页）作了另一种解读：“既然需要似乎是把双方联系起来的惟一的纽

带，那么在双方或至少一方没有需要时，交易就不会发生。可是，当某人需要另一

个人占有的东西，比如酒，并同意出让谷物来换酒的时候，他们就发生交易。所以

必须有这种平等化的关系。”这种解读显然需要加上“他们就发生交易”这个本文中

没有的短语。所以我没有采取这种解读，而采用了罗斯和莱克汉姆的解读。然而，

莱克汉姆（第 286 页注）认为文中用方括号括起的部分为后人所加，与原文班元语法

I：的又无意义 t的联系。这个意见似乎根据不足，因为我们至少可以看出这里存在

意义i二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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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所以它才被称为流通物）。因为，既然各种事物都能用它来

衡量，它就使所有事物都可公约了。假定 c 是一所房子， E 是姆

那，① d 是一张床。再假定 c 等于 E 的一半（假设一所房子值或相

当于 5 姆那） ' d 等于 E 的十分之一，那么多少张床等于一所房

25 子就很清楚了， 5 张床。显然，在货币流通之前，交换就是这样

进行的。因为，是 5 张床换一所房子还是 5 张床的价值换一所房

子，这并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已经说明什么是不公正和什么是公正。根据我们的定

30 义，公正显然是行不公正与受不公正的对待之间的适度：前者得

的过多，后者则得的过少。公正是一种适度，不过不是像其他德

性那样地是一种适度。公正要最终达到一种适度，不公正则要最

终达到两种极端。②其次，公正是公正的人在选择做公正的事时

l 134a 所表现出的品质。一个人要是在自己和他人之间进行分配时不使

自己得的过多，使别人得的过少，或不使自己受损害过小，使别

人受损害过大，而是达到比例的平等；要是在两个其他人的分配

5 上也是这样做，他表现出的品质也就是公正。同样，不公正是同

不公正的事相联系的。不公正的事就是在得益或受损这些事上违

反比例地过多或过少。所以，不公正也就是过多和过少。因为，

它要达到的就是过多和过少。在自己相关的场合，就是好处上过

10 多，害处上过少。在两个他人相关的场合，虽然总的情况是一样

① μ吟。古代希腊币制： I 姆那＝ 100 德拉克马（llpaxµ·训。

②两种极端即，使自己得到的过多，使对方得到的过少。这句话罗斯理解为

“公正相关于适中的数量，不公正则相关于过度”。罗斯的解读切合于亚里士多德

的本意，但离此句本文稍远。关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公正同其他德性的相异处，斯

图尔特（卷 I 第 472 -473 页｝有精彩评论。他说，这种区别不只是在于，其他的德性

的相应的两极端是为不同的人选择的恶，与公正相应的两极端却是所有极端的人所

选择的同一种恶：使自己得的过多，使别人得的过少；而且更是在于，它是一种要

在数量上达到适中或适度的晶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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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比例的偏离却既可以朝着过多的方向，也可以朝着过少的

方向。在不公正中，受不公正对待构成不及，行不公正构成过度

的方面。

这些可以算是对公正的和不公正的性质，以及对公正的和不 15

公正的事的总的说明。

-6-
［政治的公正］

一个做了不公正的事的人并不一定就是不公正的人。可是，一

个人要是做了哪一种不公正的事情就是一种不公正的人，比如一

个窃贼、奸夫或强盗呢？或者，是否问题并不在于行为本身呢？因为 20

一个人可能同一个他熟悉的妇人同眠，然而始因不是选择而是感

情。这样的人虽是做了不公正的事，却不是个不公正的人，如偷盗

了却不是个窃贼，通奸了却不是个奸夫，等等。①

我们已经谈过了回报同公正的关系。

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要探讨的既是公正本身，②也是政治的公 25

正。③政治的公正是自足地共同生活、通过比例达到平等或在数量

上平等④的人们之间的公正。在不自足的以及在比例上、数量上都

①这段话多数学者认为与此处上下文没有直接联系。杰克森把它移至后面

的第 8 章中。杰克森还把下面的一句移至第 10 章开头处。不过斯图尔特（卷 I

第 477 页）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许多讨论都以全书的的内容为背景，所以这段话

虽然是与后面的内容相关，放在此处也无不可，倒是如果把它移至后面反倒更

无把握。

② TO 也τλW~ 8LK<XLOν，字面意义的、未加修饰的公正。

③ 恼，πoλLTLKOV 8lK<XLOν，即存在于城邦中的公正（格兰特，卷 ll 第 124 页）。

韦尔登（第 157 页注）依照杰克森，把政治的公正理解为公正本身的“完美意义上的

再现

④ 比例的，即几何比例的’数量的，即算术（比例）的。在亚里士多德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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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的人们之间，不存在政治的公正，而只存在着某种类比意义

上的公正。公正只存在于其相互关系可由法律来调节的人们之

30 间。而法律的存在就意味不公正的存在，因为法律的运作就是以对

公正与不公正的区分为基础的。不公正的存在又意味着不公正的

行为的存在，尽管不公正的行为并不总是意味着不公正。不公正的

行为就在于在好处上使自己得的过多，在坏处上使自己得的过

少。所以，我们不允许由一个人来治理，而赞成由法律①来治理。因

35 为，一个人会按照自己的利益来治理，最后成为一个懵主。一个治

l l34b 理者是公正的护卫者c他既然是公正的护卫者，也就是平等的护卫

者。一个治理者，如果被认为是公正的，就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因

为他不让自己在好处上得的过多，而只取相称于他所配得的那一

份。他是在为他人的利益工作。因此人们说，如已经说过的，②公正

5 是为着别人的善的）。所以，对治理者必须以荣誉和尊严来回报。一

个治理者如果不满足于此，就会成为一个懵主。主人和奴隶间以及

父亲和子女间的公正不是政治的公正，而只是与它类似。因为，对

于属于自己的东西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不公正。一个人的一份动

IO 产，③以及他的尚未成年而独立的孩子就好比是他自己身体的一

部分，没有人会愿意伤害他自己，一个人对于他自己也不可能不公

正。所以，在这些关系中表现不出政治的公正或不公正。因为，政治

的公正或不公正如我们看到的④是依据法律而说的，是存在于其

15 相互关系可以由法律来调节的，即有平等的机会去治理或受治理

里，（几何）比例的平等，或基于德性或优点的平等，是贵族制以及寡头制的平等；算

术（比例）的平等，即基于自由身份的平等，是民主制的平等。

① 马季安抄本（Marcianus ，第 213 号，约完成于公元 14 世纪，简称 Mb 本）此处为
“逻各斯”。

( l 130a3 。

③ 即奴隶。

④ 1134a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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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们之间的。所以，公正在丈夫同妻子的关系中比在父亲同子女

或主人同奴隶的关系中表现得充分些。这种公正是家室的公正。不

过这种公正也还是不同于政治的公正。①

-7-
I 自然的公正与约定的公正］

政治的公正有些是自然的，有些是约定的。自然的公正对任

何人都有效力，不论人们承认或不承认。约定的公正最初是这样 20

定还是那样定并不重要，但一旦定下了，例如囚徒的赎金是一个

姆那，献祭时要献一只山羊而不是两只绵羊，就变得十分重要

了。而且，约定的公正都是为具体的事情，例如布拉西达斯的祭

礼②以及法令的颁布。有些人认为所有的公正都是约定的，因为

凡是自然的都是不可变更的和始终有效的，例如火不论在这里还 25

是在波斯都燃烧，然而人们却看到公正在变化。③但是，公正是

变化的这个说法只有加上些限制才是对的。在神的世界这个说法

也许就完全不对。在我们这个世界，④所有的公正都是可变的，

尽管其中有自然的公正。但即使如此，公正中还是有些东西是出

①政治的公正，即进行着出于意愿的或违反意愿的交易、分享着城邦共同财

富的公民间的公正，亚里士多德认为，是完全意义上的公正；家室的公正，即丈夫

与妻子间的公正，是半意义或准意义上的政治的公正；父子间的以及主奴间的主人

的公正只是在类比意义上才是政治的公正，因为它其实不是政治的。从现代的民主

制度的政治观点来看，亚里士多德对于奴隶的排斥态度表达着一种狭隘的政治社会

观点。

② 在安菲波利斯（Amphiposis），为纪念斯巴达人布拉西达斯（ [3paσ险的， Brasi

d国）在该地打败雅典军队而举行。

③此处的讨论是针对智者派的“公正都是约定的，因为凡约定的东西都是可

变动的”的见解。关于智者派的有关见解，参见柏拉图《美诺篇） 315e, 513d，自

然同约定的区别及智者派对这种区别的利用，参见格兰特，卷 I第 149 页。

④ 即人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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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于自然，有些东西不是出于自然。在这些有变动的公正中，不难

辨别哪些是一一虽然它们可能会是另一种样子一一出于自然，哪

些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出于法律与约定，尽管这两类都同样是可变

的。在所有其他的事情上这种区别①也同样如此。比如，右于一

35 般比左手更有力，但也有人可能两只手同样有力。②基于约定和

I 135a 方便而确定的公正事物就像是度量用的衡器。谷物与酒的衡器并

不是到处都相同的，而是买进时用的衡器大些，出售时用的小

些。③同样，人为的而非出于自然的公正也不是到处都相同的。

因为，政体的形式并不是到处都相同，尽管在所有地方最好的政

5 体都只有一种。④每一条公正或法律规则同具体的公正行为的关

系都是普遍与个别的关系。⑤因为，公正的行为是多，规则则是

一，因为它是普遍。不公正的事与不公正行为之间，公正的事与

公正行为之间，存在着区别。自然和法律把一件事规定为不公正

10 的，如果有人做了这件事，它就是不公正行为，如果没有人做，

它就只是不公正的事。公正行为（更正确地说，公正的行为，⑥因

为公正行为指的是纠正不公正行为的行为）的情形也是这样。我

们以后再逐条地谈谈公正和法律的规则，说明它们的性质以及它

① 自然与约定的区别。

② 亚里士多德对智者派的意见的上述反驳的要旨在于：（1)公正并非绝对是可
变动的东两；（2）虽然在人的世界中公正都是可变动的，其中仍然有出于自然的东

商；（3）在人的世界中，出于自然的东西也是可变动的，它只是一种倾向而不是一种

法则（格兰特，卷 II 第 127 页）。

③买进（ob 问νφVoU阴阳）和卖出（~lie 霄wl\o齿。LV）在此处可能是指商人的进货
和零售的活动。所以多数英译者此处都译为“批发时”和“零售时”。

④关于亚里士多德对于最好的政体的观点，见｛政治学》卷 3 第 7 、 15 章c

⑤梅兰特（卷 II 第 129 页）认为亚里士多德从这句话开始又重新转过来谈个人

的责任问题。

⑥ llLKCl凶节pQ'Yη阳区别于＆tKaiwµ.a（公正行为） , 8tKClLOτpQ)'11阳是合乎公正

要求的行为，不意味不公正行为的预先存在。 81Kaiwµ.a 则是纠正不公正行为的行

为，意味有不公正行为预先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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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涉及的事情。① 15 

-8-
［公正、不公正与意愿行为］

关于公正的行为和不公正的行为，我们就说到这里。然而，

如果一个人做出的行为是出于意愿的，②他就是在行公正或不公

正；如果那行为是违反他的意愿的，他就不是一一或只在偶性上

是一一在行公正或不公正。③因而，一个行为是否是一个公正的 20

或不公正的行为，取决于它是出于意愿还是违反意愿的。如果它

是出于意愿的，做出这个行为的人就受到谴责，这个行为就是不

公正的行为。所以，如果缺乏这种意愿，一个行为就可能尽管不

公正，却算不上不公正的行为。出于意愿的行为，像前面说过

的，④我指的是一个人能力范围内的、他在知情的情况下，即在 25

并非不了解谁会受到影响、会使用什么手段、会有什么后果（例

如他要打的是谁，要用的是什么武器，打的后果是什么）的情况

下做出的行为。而且，在所有这些方面，所说的行为既不能出于

偶性，也不能出于强制。例如，如果甲用乙的手打了丙，乙就是

[D 最后这句话的所指，有些学者，如杰克森、罗斯，认为是《政治学》中亚

!j!_ i：多德说他打算写或写了后来又遗失了的一卷；有些学者，声日米奇莱特，认为是

指接下去的一章；另一些学者，如莱姆索尔，则认为这句话是后人加的。其所指较

难确定。

(2j eKφv 出于意愿的，是 eKoOOLOV 的变形形式； h川，违反意愿的，是

clKO巾ων 的变形形式。以mULOV 与 aK例如LOV，见第 58 页注①。

③ 因为，做了公正／不公正的事（即公正／不公正地做事）未必就是公正／；不公

1E的人，只有像公正／；不公正的人那样去做这样的事，才是公正／不公正的人。既然

问题目I能并不在于行为本身，那么是什么使得一个人成为公正的／不公正的人？亚里

t多德此处明确得出的结论是：是一个人在做那个行为时的意愿。所以在并非出于

意愿时，虽然所做出的一个不公正的行为在偶性上是一个不公正的行为，它却（在本

’件上）不是他（行为者）的不公正行为。

④ 1109b另一 lllla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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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元意愿的。因为，那个行为不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又如，被打

者可能是打人的那个人的父亲而他却不知道，他知道被他打的是

在场者中的这个或那个，但是不知道那是他父亲。对于行为的结

果方面，以及对整个行为，都可以作这种区别。①所以，违反意

I 135b 愿的行为是出于无知的，或虽然不是出于无知却是超出行为者能

力范围或出于被迫的。因为，有许多自然过程，例如衰老和死

亡，我们也是知情地经历的，但它们却谈不上是出于意愿还是违

反意愿的少但是偶性也可以属于一个公正或不公正的行为。例

如，假如一个人出于害怕而违反意愿地归还了一笔押金，我们－

5 定不会说他做了一个公正的行为，或是像一个公正的人那样做了

这个行为，而只会说在偶性上那是一个公正的行为。同样，假如
他出于被迫而违反其意愿地不归还一笔押金，我们也只会说在偶

性上那是一个不公正的行为，或他偶然地做了一个不公正的行

JO 为。出于意愿的行为有的是出于选择的，布的不是出于选择。前

者是经过事先考虑的，后者则未经事先的考虑。

所以，交往之中有三种伤害。③当受影响的人、行为过程、

手段、结果都与行为者原来认为的不一样时，伤害是出于无知

的，是一个错误。④例如，他本来没有想打，或者没有想用那种

15 武器、同那个人打，以及结果会是那个样子，但是结果和他原来

① l!P行为的后果或整个行为本身，都可能是行为者不知情的或超乎他的能力

范围的。

② 这句话最后的“出于意愿的或违反意愿的”，莱索、格兰特、斯图尔特、

莱克汉姆等认为是稿本抄写错误。但亚里士多德的原意是什么，学者们见解不一。

莱克汉姆（第 300 页注）认为此短语当为“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

③ 三种伤害（自＞..＆~11），即以下谈到的意外伪币阴阳）、过失（也µftp叫川）、不

公正（ allt'.K1J阳）。

④ 也µap-r询问币，与 aµ&P71J川（过失）为同一个词，但如伯尼特（第 236 页）所

说，在此处是在广义上使用，包含下文讨论的意外、过失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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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不同（比如他本来没想弄伤那个人，而只想刺他一下），或者

对于或武器和他原来想的不一样。如果伤害是没有想到会发生

的，它就是一个意外。如果伤害虽然不是没有想到的，但做出这

个行为的人却没有恶意，它就是一个过失（就是说，当行为的始

因在行为者自身时，他是出于过失而伤了人；当这始因不在他自

身时，他是出于意外而伤了人）。如果伤害是有意的，但是没有 20

经过事先的考虑，它就是一个不公正。例如，出于怒气或人难于

避免的其他正常的感情的伤害就是这样的。因为，一个人在作出

这种伤害时，他就是在行不公正，他的行为就是一个不公正的行

为。但是这不等于说他就是个不公正的人或坏人。因为，那个伤

害不是出于恶的品质P 而如果伤害是出于选择的，伤害者就是 25

不公正的人或坏人。②所以，人们正确地认为，出于瞬间的怒气

的行为不可能出于预谋。因为，挑起争吵的并不是出于怒气而行

动的人，而是那个激起了他的怒气的人。而且，问题并不在于那

①杰克森将前面第 6 章的第一段话移至此处一一

‘一→个做了不公正的事的人并不一定就是不公正的人。可是，一个人做了哪一种不

公正的事情就是一种不公正的人，比如一个窃贼、奸夫或强盗呢？或者，是杏问题并

不在于行为本身呢？因为一个人可能同一个他熟悉的妇人同眠，然而不是出于选择而

是出于感情。这样的人虽是做了不公正的事，却不是个不公正的人，如偷盗了却不

是个窃贼，通奸了却不是个奸夫，等等。”

② 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伤害发生过程中的三种主观因素： (1）对结果的预计，（2)

行为过程的控制，（3）伤害的主观意愿（意图）。意外具有(1），然而结果却由于外在的

因素而出于主观预计。过失具有(I）与（2），由于在（2）上疏忽而招致伤害。意外伤害，

格兰特（卷 II 第 129 页）解释说，是由于出乎预计；过失伤害是由于疏忽。此二者亚

里士多德都归入某种错误。这里可以讨论的问题是意外是否可以算作错误。不公正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有两种类型。其中一种只具有（2）与（3），而没有预先的算计，另一

种则同时具有上述三项因素c 前者是出于感情，后者是出于选择。所以前者虽然构

成不公正，然而是出于偶性，不表明恶的品质。在所有的伤害中，只有出于选择的

不公正使得一个人成为不公正的人。



154 尼各马可伦理学

个发恶行为本身，而在于它是否公正（因为怒气显然是因不公正

30 而起的）。他们不会去争论事实是怎样的。这就像商业合同双

方一一其中这一方或那一方必定是骗子一一不争论事实一样，他

们除非是由于忘记了才会去争论事实。他们同意事情是那么个事

情，他们争论的是公正究竟在哪一边。另一方面，策划了对另一

方的伤害的人也不可能不知道他做的伤害的事。所以总是有一方

1136a 相信他受了不公正对待，另一方则不这样认为。但是，如果一个

人出于选择地伤害了另一个人，他就是在行不公正。假如那个行

为违反了比例或平等，①以这样的方式做事就表明他是个不公正

的人。同样，出于选择而行公正的人是一个公正的人。可是只有

5 当他是出于意愿地做事时，他才能行公正。违反意愿的行为有的是

可以原谅的，有的是不可原谅的c 不仅处于无知而且由于无知②

而犯的错误可以原谅，只是处于无知状态，不是真正出于无知，

而是由于不正常的、人不常有的感情而犯的错误，则是不可原谅

的。

-9-
I 受公正、不公正的对待与意愿行为］

l。 但是有人怀疑，对行不公正和受不公正的对待的这番说明是

否不够明白。首先，事情是否真的像欧里庇德斯的诗句里所写的

那样一一

“我杀了我的母亲，简单说来就是这样一回事”；

“你们都是自愿的，还是都不自愿？”③

① 即几何比例的和算术比例的平等。

② 参见第 61 页注③。

③ 这两行诗可能出自欧里庇德斯的逸作《阿尔克迈翁》 （ Alcmaeo时，是阿尔克

迈翁l司菲吉乌斯（Phegeus）的两句对话。阿尔克迈翁杀死母亲厄里菲勒的故事，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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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人是真的可能出于意愿地接受不公正呢，还是接受不 15

公正任何时候都是违反意愿的，就像行不公正始终是出于意愿的

那样？或者，接受不公正的对待始终是出于意愿或违反意愿的，

还是有时是出于意愿的，有时是违反意愿的？同样，对受公正对

待也可以问这样的问题（做公正的事始终是出于意愿的）。也许可

以假定，受不公正对待与受公正对待，都以同样方式同行不公正 20

与行公正相对立：它们①要么都是出于意愿的，要么都是违反意

愿的。但是如果断言受公正的对待都是出于意愿的，这可能有些

问题。因为人们有时接受公正的对待是违反其意愿的。②其次，

这里实际上可以提出一个进一步的问题：接受一件不公正的事是

否就是受了不公正的对待，这种行为是否既是在行不公正又是在 25

接受不公正对待。一个人有时同时既是公正的行为者又是公正的

接受者。不公正也是一样c 做一件不公正的事不等于行不公正，

接受一件不公正的事也不等于接受不公正的对待。行公正和受公

正的对待也是这样的。因为，如果没有人行不公正，就没有人受

不公正的对待；如果没有人行公正，就没有人受公正的对待。但 30

是，如果行不公正意味着出于意愿地伤害某个人，如果出于意愿

的意味着知道要受到影响的人、手段、方式，如果不能自制的人

是出于意愿地伤害他自己的，那么，一个人就不仅能出于意愿地

受不公正的对待，而且可能对他自己行不公正（一个人是否能对

59 贞注④c

① 即受不公正的对待和受公正的对待。

② 所以，受公正的对待有时是出于意愿的，有时是违反意愿的。因为，尽管

人们常常愿意受到公正的对待．人们有时是违反意愿地接受这种对待的，例如一个

罪犯接受死刑。接下去的问题是：受不公正的对待是否也有时是出于意愿、有时是

违反意愿的？这是亚理士多德在本章开头提出的第二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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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 36b 他自己不公正也是一个争论的问题）。①第三，不能自制还可能使

一个人自愿地受另一个人的伤害。这也证明一个人可能出于意愿

地受不公正对待。但是，这是否是因为我们的定义②不正确，是

否除了“知道要受到影响的人、于段、方式”还要加上“违反那个

5 人意愿”？如果是这样，即使一个人能出于意愿地接受一件不公

正的事，也没有人会出于意愿地受不公正的对待。因为没有人希

望受伤害。即使不能自制者，也只是在做违反他自己的愿望③的

事情。没有人不企望他认为是好的东西。不能自制者只不过是在

做着他认为他不应当去做的事情。一个给出自己的全部财物的

① 这一小节的讨论具有过渡的性质，论旨不鲜明，推理过于曲折，作必要的

解说也许有助理解。首先要澄清的问题是受不公正的对待的意义是什么。接受一件

（对自己的）不公正的事是否就是接受不公正的对待。亚里士多德既然把接受不公正

的对待视为→种品质，这两者之间当然就有区别，前者是出于偶然，后者是出于品

质。所以，一个人可能接受一件（对自己的）不公正的事，尽管他不可能出于晶质而

受不公正的对待。其次要澄清的是，做一件不公正的事和接受一件不公正的事这两

者是否可能是同一件事，为同一个人所为。如果一个人有时候可以既是一个公正的

行为者又是其接受者，那么当然可以既是一件不公正的事的行为者又是其接受者。

进一步的问题在于一个人这样做是否出于意愿。如果出于意愿仅仅意味着“知道对

于谁做 ”等等，那么就应当说一个人可以出于意愿地对自己做一件不公正的事

并且出于意愿地接受一件（对于自己的）不公正的事。接下去的讨论表明，这前→方

面是合理的，后一方面却不合理：一个人可能接受一件这样的事情，但不可能出于

意愿。所以不公正的定义中至少要补充“违反接受者的意愿地”这一限定。而如果

一个人出于意愿地（对自己）做一件不公正的事在概念上意味着：他出于意愿地对自

己做一件违反他的意愿的事，这显然是自相矛盾，因为一个人的意愿（不是欲望）是

一而不是多。所以最后的结论是：人不可能出于意愿地做并接受一件（对自己）不公

正的事，他只能违反自己意愿地（即出于偶性地）这样做。

② 即对于不公正行为的定义。

③ 出于意愿的行为，按照亚里士多德，有些可能是符合愿望的，有些则可能

违反愿望。一个人企望的始终是对他是善的事物，他出于意愿而做或接受的则可能

不是这样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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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荷马说格劳科斯对狄俄墨得斯①一一

以黄金盔甲换青铜甲青，

用一百头牛换九头，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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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说是在受不公正的对待。因为，给予是他能力内的事．受不

公正的对待却不是。受不公正的对待必须要有一个行不公正的

人。所以受不公正的对待不可能是出于意愿的。

10 

还有两个问题提出来讨论：不公正是在于给予得过多还是在 15

于接受得过多？一个人能否对他自己不公正？如果不公正在于给予

得过多，在于知情地、出于意愿地多给别人少给自己一一谦让的

人据说就是这么做的，例如公道的人②就倾向于少要求一点一一

的给予者不公正，而不是在于接受者不公正，一个人就可能对他

自己不公正。③或者，这个说法是否需要加些限制？因为首先，给 20

予者可能得到较大份额的其他某种善，例如荣誉与高尚［高贵］本

身。④其次，我们的不公正行为的定义可以说明给予者没有对自

己不公正c 因为，给予者没有接受任何他不想接受的东西。因

而，他没有受到任何不公正的对待，而至多是利益上有些损失。

当然，在有人得到了超出他应得的份额时，显然是给予者做了不 25

'D 格劳科斯， Glaucus，希波洛克斯（ Hippolox）之子，特洛伊战争中吕克昂军的

芮领；狄俄塑得斯，梯丢斯之子，攻打特洛伊的希腊将军之→。两人有世交，据说

每在战场上相遇，必亘换盔甲以致友谊c 关于狄俄墨得斯，亦参见 1 l 16a24 25 o 

② t节LELK巾，通情达理的人，在权利方面肯通融一点的人。

③ 反过来说，如果不公正是在子接受得过多，是在于接受者一边，一个人就

不 liJ能对他自己不公正。因为他能做的事情只是给予，接受是一个被动的行为，必

须有→个给予者η 所以，上面两个问题的联系仅仅在于：一个给予者‘ llP给予别人

过多的人，是否会对于他自己不公正？

口v w♀ omλIi)~ KCXλo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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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的事，接受者并不总是做了不公正的事。因为，不是接受了

不公正的份额的人做了不公正的事，而是给出了这个不公正的份

额的人做了不公正的事。就是说，是发动了那个行为的人做了不

公正的事，而这个人不是接受者，而是给予者。但是，“做了”这

30 个词的意义不很明确。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一个无生命物、

一只于或一个按命令行事的奴隶杀了人。但是这些①只能说是做

了不公正的事，不能说是行了不公正。而且，如果一个法官是出

于不知情而判决错了，就不能在法律公正的意义上说他行了不公

正，也不能说他的判决不公正（虽然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说那个判

1137a 决不公正）。因为，法律公正同最初意义上的公正有区别。而如

果他明明知情却作出不公正的判决，他就是自己多取了超过应得

的东西，这或者是感激，或者是报复。作不公正判决的法官也像

抢劫者那样多得了超过自己应得的份额，尽管在不公正地把一块

土地判给抢劫者时他得的不是土地而是钱。②

5 人们认为行不公正是人能力以内的事，因而行公正是很容易

的。但实际上不是这样。与邻妇通奸、殴打路人、向人行贿是容

易的，是我们能力以内的，但是出于一种品质地做这些事情却不

容易，也不是我们能力以内的事。其次，人们还认为，理解什么

IO 是公正、什么是不公正不需要专门的智慧，因为与法律相关的事

务并不难了解。但是法律所列举的行为仅仅是它宣布为合于公正

① 指工具，可能也指给出了不公正份额的给予者。

② 从“但是……”之后的这段话，语言比较艰涩，其要旨可表达如下。虽然

可能承认，给予得过多的人尽管没有对自己不公正，却由于给了另一个人超出其应

得东西而做了不公正的事，但是这需要做些限定。首先，给予得过多者是像一个工

具那样地做了不公正的事。其次，他是由于不知情、判断错误而做r不公正的事。

所以，这种不公正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而是道德意义上的。而如果他是知情而故意

做出错误的判断，像一个偏袒的法官那样，他就是想自己多得，就是做了法律上不

公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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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①要理解一个行为怎样去做才是一个公正的行为，一个

分配怎样去分才是一个公正的分配，远比理解医疗困难得多。在

医疗中，了解蜜、酒、莞葵、熏灸、开刀的作用容易，但是要理 15

解这些东西和技术如何以及什么时候用到一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才

会使他恢复健康，就同要当个医师一样困难。第三，也由于这个

原因，人们认为，公正的人也同样能够行不公正，因为他们比别

人更有能力做一件不公正的事，如通奸、打人，一个勇敢的人也 20

更有能力丢弃武器，朝这个或那个方向逃跑。但是，怯懦和不公

正并不是在于这些事情（除非偶性地），而是在于出于一种品质地

做这些事情。这正像做一个医师和治疗一个病人并不在于开不开

刀或用不用药，而是在于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做这些事情。② 25 

公正存在于能够享得自身即善的事物，并且能享得的多一点

或少一点的人们之间。有些存在者，比如神，不能再享得更多的

这类善。③还有些存在者，即那些不可救治的恶的存在者，④哪怕

是享得最少的一点这类善都于它们有害。另一些则在一定限度内

可以分享这类善。所以公正是属人的。 30 

① 即只是一些公正的行为的个例。所以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法律不可能

规定公正行为的全部涵义。法律对于道德而言是工具性的，就像医疗工具和手段对

于医师一样，它只能辑录→些公正的行为的例证。真正的公正则要出于公正的品

质3

② 亚里士多德在这段话中评论了关于公正行为的性质的三种流行意见，即公

正是（！）外部的行为，（2）是了解了法律的规定就容易做到的行为，（3）是包含着其相反

者的技艺能力。参见格兰特，卷 H 第 137 页。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见解是：公正（！）不

是外部的行为而是行为的品质，（2）不是对规则的了解（知识）而是一种做事情的方

式，它（3）由于是品质和做事情的方式而不包含相反者（不公正）。

③ 因为神享得着最充分的善，所以无法再增添。

④兽，或兽似的人。同样，上面所说的神也含神似的人之意。多数的人或一

般的人处于兽与神之间，或处于兽似的人与神似的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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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① 

［公道］

我们接下来要谈一谈公道②和公道的事，以及它们同公正和

公正的事的关系。因为我们的省察表明，它们既不完全是一回

事，又不根本不同。我们有时称赞公道和公道的人。在这样称赞

时我们甚至把这个词用到其他德性上面，把它就看作善，意思是

I I 37b 越公道就越是善。有时候，当我们仔细思考时，我们又感到奇

怪，既然公道和公正不同，它为什么又被我们称赞。因为，如果

它们不同，那么就要么公正不好，要么公道不好；如果它们都

5 好，它们就是一回事。在公道概念上的困难就产生于这些考虑。

这些考虑在某种意义上都对，但是又相互有矛盾3 因为一方面，

公道优越于一种公正，本身就公正；另一方面，公道又不是与公

10 正根源上不同而比它优越的另一类事物。所以，公正和公道是一

回事，两者都是善，公道更好些。困难的根源在于，公道虽然公

① 对于第 10 、 l l 两章的位序，不少译注者们都指出了其中发生编排错误的可

能。中自王与特（卷 II 第 138 页｝引证斯本格尔的看法，认为第 10 章与上下文没有关联，

放在此处是子稿编辑者的编排错误所致。斯图尔特（卷 I 第 526 页）赞同尤伯韦格

(F. Ueberweg）的意见，主张把第 9 章最后两个自然段连同第 10 章一起插在第 8 章的

后面。杰克森（“导言”第 14. 21 页）则把第 10 章作为第五卷的结尾章。格兰特（卷

II 第 138 页）认为第 10 章的位序没有错误，相反，是第 11 章的位序有错误，不过他

并没有指出第 11 章的正确位置应当在何处。看起来．第 11 章可能是由于错误的编

排而误置于此是多数译注者的共同见解。韦尔墅、罗斯和莱克汉姆的译本都没有对

此处稿本的位序作任何变更，但韦尔王若也认为第 II 章的正常位置不是在第 10 章之

后。

② E71"1£LKS山，公道，参见第 IOI 页注③。亚里士多德在这一章中，把公道规

定为公正的一种．优越子僵硬的、简单的公正，但不是不同于公正的另类c 格兰特

（卷 II 第 139 页）说， S71"1£LKS旧同 ""fVφμη（体谅）有密切的联系。在民法中，它→般是

指利益t受损的当事人在自己的权利得到法律支持的情况下，体谅对方的情况而自

愿放弃－部分应得的补偿权利的做法。所以，它常常被看作对法律公正的必要补

充。→些西方国家（例如英国）的法律体系中就有所谓“衡平（即公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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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却不属于法律的公正，而是对法律公正的一种纠正。这里的

原因在于，法律是一般的陈述，但有些事情不可能只靠一般陈述

解决问题c 所以，在需要用普遍性的语言说话但是又不可能解决 15

问题的地方，法律就要考虑通常的情况，尽管它不是意识不到可

能发生错误。法律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不对。因为，错误不在于法

律，不在于立法者，而在于人的行为的性质。人的行为的内容是

无法精确地说明的。所以，法律制订一条规则，就会有一种例 20

外。当法律的规定过于简单而有缺陷和错误时，由例外来纠正这

种缺陷和错误，来说出立法者自己如果身处其境会说出的东西，

就是正确的。所以说，尽管公道是公正且优越于公正，它并不优

越于总体的公正。它仅仅优越于公正由于其陈述的一般性而带来 25

的错误。公道的性质就是这样，它是对法律由于其一般性而带来

的缺陷的纠正。实际上，法律之所以没有对所有的事情都作出规

定，就是因为有些事情不可能由法律来规定，还要靠判决来决

定。因为，如果要测度的事物是不确定的，测度的尺度也就是不 30

确定的。就像勒斯比亚的建筑师用的铅尺，①是要依其形状来测

度一块石头一样，一个具体的案例也是要依照具体的情状来判

决。这样，我们就说清楚了什么是公道，说明了它是公正，并且 35

优越于一种公正。从这一点就可以明白什么样的人是公道的人。 1138a 

公道的人是出于选择和品质而做公道的事，虽有法律支持也不会

不通情理地坚持权利，而愿意少取一点的人。这样的一种品质也

就是公道。它是一种公正，而不是另一种品质。

Q) T司~ Aeul3o'.a~ olKo1loµ句~ o µo>.tl31l•v阴阳vwv。莱斯比亚人生活在爱琴海

莱斯波斯岛（ Lesbos），莱斯比亚建筑师使用的铅尺可以弯曲，根据石头的形状来测

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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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对自身的不公正］

一个人能否对他自己行不公正这一问题的答案从前面的讨

5 论①中已经明白了。因为首先，有一类公正的行为②是符合于法律

所要求的所有德性的行为。例如，法律不允许自杀（凡是它没有明

确地允许的就是它禁止的）。所以，一个人如果出于意愿地（即知道

谁会受到影响，使用什么工具）实施（而不是回报）了一种法律所不

允许的伤害，他就做了不公正的事。一个人如果出于怒气而伤害自

JO 身，他就出于意愿（但是违反正确的逻各斯）地实施了一种伤害。所

以，他是做了不公正的事。但是，是对谁不公正？这是不是对城邦不

公正，而不是对自己不公正？③因为，他可以出于意愿地接受一件

不公正的事，可是没有人会出于意愿地受不公正的对待。④所以，

惩罚要由城邦来实施。城邦羞辱自杀的人，③因为他做了对城邦不

15 公正的事情。其次，在不公正的具体意义，即一个人虽做了不公正

的事但总体上并不坏（这不同于前面那种意义，因为这个不公正的

人只在一种具体意义上恶，而在总体上并不坏，所以还必须说明人

不可能在这种意义上对自己不公正叭的意义上，一个人也不可能

对他自己不公正。因为首先，假如一个人能对他自己不公正，就等

20 于说我们能够同时在某物上拿掉并加上同一个东西，而这是不可

能的。公正与不公正防及的必定不止一个人。其次，不公正的行为

( 1129a32 - bl, 1136a!O - 1137a4, 

② l!P总体上公正的行为。参见第 1 章。

③ 按照公正即守法这种总体的公正的概念，一个人自杀就是在违法，因而就

是在做不公正的事，但不是对自己，而是对城邦，因为法律是城邦制定的n

④ 因为，出于意愿地接受一件不公正的事不等于出于意愿地受不公正的对

待。参见第 151 页注③。

⑤ 据埃斯基涅斯（Ae"Chin回，古希腊政治演说家）（《泰西封篇》［ Ctesiphon] 

244）说，在雅典，自杀者的手要被割下来焚烧。

⑥ 括号里面的话似乎只是一个注释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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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定是出于意愿和选择的和主动而为的（由于受了不公正的对待

而进行同样的报复，不是不公正的行为）。但是，如果一个人伤害自

己，他就同时既是伤害者又是受害者了。①第三，假如一个人能够

对他自己行不公正，就等于说他愿意受不公正的对待了。②第四，

一个人如果没有做不公正的事就没有行不公正，而一个人不可能 25

与他的妻子通奸，也不可能抢劫他自己的家舍，不可能偷窃他自己

的财产。总起来说， “一个人能否对他自己不公正”的问题，已经

通过我们对“一个人是否能出于意愿地受不公正的对待”问题的分

析⑤而解决了。

（显然，受不公正对待和行不公正都是恶。因为，前一个是

所取少于适度，后一个是所取多于适度，而适度就相当于医疗中 30

的健康和锻炼上的适量。④不过，行不公正更加是恶。因为它由

于内含着恶，内含着那种完全的恶本身，⑤或是接近于内含着这

种恶一－的确，不是所有出于意愿的不公正行为都内含着恶的

一一而值得谴责。但是在受伤害者这方面，受不公正的对待却必 35

定不内含着恶。所以，就其本身来说，受不公正的对待是较小的 Jl38b

恶。不过这不是说它不会在偶然情况下成为较大的恶。但是没有

什么技术可以确定这种偶然情况。技术判断说胸膜炎比扭伤更严

重，可要是一个人由于扭伤而跌倒，后来又落到敌人手里被杀 5

了，扭伤就比胸膜炎还严重了。）⑥

① 而如果他既是一个伤害者又同时是一个受害者，他就不是一个主动行为的伤

害者，就不是在对自己行不公正。

② 既然没有人自愿地接受不公正的对待，一个人也就不可能对他自己行不公
正，尽管他可以出于偶性地对自己做一件不公正的事。

( 1 136a31 -b5 。

④ 莱克汉姆（第 320 页注）认为，“而适度就相当于医疗中的健康和锻炼上的适

量”这→短语与此处的内容没有直接关联。

⑤ 阳KUx~ 句叶q TeA-ei:a~ KOLL h霄λ仇。

⑥ 括号中的这段话，杰克森（“导言”第 16 页｝将其移至第 5 章最后一自然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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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比喻或类比的意义上，这里也存在某种公正，不是

在一个人同他自己的关系中，而是在他自身的不同部分之间。

不过这不是前面那些意义上的公正，①而是主人的公正或家室的

公正。②因为，在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中，灵魂的有逻各斯的部分

10 和无逻各斯的部分是被人们区别开的。这种区别使得人们认为，

存在着一种对于自己的不公正，因为这些部分会受到某种相反于

它们自身的欲求的伤害。所以在它扪之间可以存在某种像治者与

受治者之间的那种公正。

对公正和其他德性，我们就谈到这里。

前，理由是与此处上下文元关联。

① 即不是总体意义上的和具体意义上的公正。
② 主人的公正或家室的公正，参见 1134bl5 -17 及第 149 页注①。



第六卷

［理智德性］

-1-
［理智德性引论］

前已说到，我们应当选择适度，避免过度与不及，①丽适度

是由逻各斯②来确定的。③我们现在就来考察逻各斯的概念。 2。

我们谈到过的那些品质以及其他的品质，都有一个仿佛是可

以瞄准的目标，具有逻各斯的人仿佛可以或张或弛地用弓来瞄准

它；也有一个合乎逻各斯的标准，确定着我们认为是处于过度与

不及之间的适度。这个说法虽然对，却不很明确。诚然，说在旨勿

在建立起科学的各个领域，我们的努力都应当张弛得当，符合于

逻各斯，这并不错。不过，一个人了解了这一点并不就比原来更

聪明。例如，如果只是告诉他医学的要求是什么，医师的要求是

什么，他还是不知道应当用些什么药。灵魂的品质也是这样。仅 30

仅知道上面那些一般的说法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准确地确定目

标是什么，合乎逻各斯的标准是什么。

我们已经把灵魂的德性分为道德德性和理智德性o＠道德德 35

性我们已经谈了很多了，⑤我们现在先对灵魂作些说明，然后接 1139a

着谈谈理智德性。⑥如已说明的，灵魂分为有逻各斯的和没有逻

( l 104al I - 27, 1106a26 1107a27, 

② 关于逻各斯以及逻各斯的汉译问题，参见第 8 页注③。

( l 103b31, l 107al, 1114b29, 

④ l 103a3 - 7 ，关于理智（8uivo旧）和理智的（8旧VOLcx~ ， 0山ν。可'l"LK巾）．参见第 16

贞注①。

⑤第二卷第 6 章至第五卷第 11 章。

⑥ 以 I：的部分被许多研究者看作是由两个不同的寻｜言构成的：第二自然段为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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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斯的两个部分。我们现在要在有逻各斯的部分①再作一个类似

5 的区分。我们假定这个部分中又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思考其

始因不变的那些事物，另一个部分思考可变的事物。因为．对

于不同性质的事物，灵魂也有不同的部分来思考。这些不同能

10 力同那些不同性质的事物之间也有某种相似性和亲缘关系。这

两个部分中，一个可以称为知识的②部分，另一个可以称为推理

言（ l），第三段开始至此处为引言（2）；两个部分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契合性，其中引言

(2）似乎与前面的第一卷第 7 、 l3 章衔接，号｜言(l）则似乎是某种歧出。基于这种不连

贯性提出的主要的分析意见有下述三种。斯图尔特（卷 II 第 l - 3 页）说，这两个寻｜言

在写作动机上显然不同。引言（2）旨在表明政治家的工作应当涵盖人的本性的整个基

础，把理智德性作为与道德德性不可分离的部分包含于内．所以把理智德性与道德

德性表现为彼此合作的关系。而引言(l）则不是简单地跳跃，而是提供给我们一种逻

辑的联系，使我们了解进入对理智德性的讨论是旨在完成对通德德性的研究并达到

对道德德性的全面的领悟。彼得斯（第 181 页注）认为，这两个引言的不相容以及许

多其他迹象表明这部著作是不完整的。引言（2）与第一卷相衔接，赋予理智德性一种

独立甚至更高的地位；独立的引言(1）则把对理智德性的讨论表达成对道德德性的讨

论的需要，似乎是一个未完成的部分的引言。格兰特（卷 II 第 144, 147 页）则对导言

(l）是不是亚里士多德所写的提出怀疑。除了这两个部分缺乏连贯性这一理由外，他

还提出了另一更为复杂的理由。他指出，在前一部分即导言(l）中的“这个说法虽然

对，却不很明确”这句话也出现在《欧台漠伦理学》（第八卷第 3 章），这表明它是

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欧台漠对老师关于适度与法则的理论的不明确性的抗议（参见 126

页注①）。因此一个可能的推论是这个部分同整个第五、六、七卷一道不是亚里士多

德本人所写，而是欧台漠为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加上去的。这两段文字之间存在着不

一致性这一点，我们的确可以依据文本作出判断。无论引言(l）与后面的讨论部分是

否存在积极联系以及是否为亚里士多德本人所写，两个寻i言之间的突兀转换在本卷

中显然没有得到合理的说明都是一个明显的事实。

① 即理智的部分。

② 白山叫抖OVLKOV，知识的、科学的；参见第 5 页注①。知识一词，亚里士多

德有时用时w叫μη，有时用 -yv&<n~，两者意义大致相同，但有细微差别。

由回叫μη 通常指具有了形态的知识， 'YVOOL~ 则指形成过程中的知识，相当于知道

了、了解了其确定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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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①部分。考虑②与推理是一回事，我们从不考虑不变的事物。③

所以，推理的部分是灵魂的逻各斯部分中的一个单独的部分。我

们必须弄清楚这些不同部分的何种状态是最好的，因为那种最好 15

的状态就是它们各自的德性。

-2-
［两种理智德性及其对象］

但是，一事物的德性是相对于它的活动而言的。灵魂中有三

种东西主宰着实践④与真⑤：感觉、努斯和欲求。⑥在这三者中，

① λO"fL<rTLKOV，计算的、推理的。

② ~OUλeUsσ9m。关于考虑的讨论见后面的第 9 章。
③ 考虑与推理都是对可变动的事物，它们是同一个部分，而不是不同的部

分。

④ τpCt~L~o 参见第 3 页注③。

⑤ a>..116eL<x，真、正确、适当等意。通常的译法是真理，但是这个译法似乎将
原意限制了很多。在下文中，我将其名词形式译作真，形容词形式译作真实的。

⑥ 由’由hσ屿， νoU骂， ope~峙。关于亚里士多德对努斯－词的用法，还需要从它
与欲求的关系的方面作些补充性的说明。亚里士多德对努斯的使用似乎可以区分出

其广义的与狭义的两种。此处，正如莱克汉姆（第 328 页注）指出的，是对于努斯的

广义的用法ι 依此种用法，努斯主要与欲求相对，是灵魂的基于某种目的而把握可

变动的题材的能力的总称。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第三卷第 10 章）中谈到的也是
这种努斯：

如果把想象看作某种运动，那么欲求和努斯就似乎是这运动的原因。’

努斯和欲求能产生位置移动。

努斯是为着某种目的而进行推理的东西，是推理的（λO"f毯。阳阿）和实践的

（节阳K吼叫到思想（理智［llwro山］），它与欲求一道引起动物相人的运动的原因：欲求

是实践的理智的出发点，实践的理智的终点又是行为的始点。在这种意义上努斯是
理智的一个部分，如果理智既是对不变事物的沉思，也是对可变事物的思考、推

理ω 科学，依照亚里士多德在｛后分析篇》和《尼各马丐伦理学》中的看法，不属

于努斯的范围。科学是元欲求的，努斯则是包含了某种欲求（作为出发点），努斯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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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感觉不引起实践。这从较低等的动物的例子可以看出，它们虽有

感觉却没有实践。欲求中的追求与躲避也总是相应于理智①中的

肯定与否定的。而如果道德德性是灵魂的进行选择的品质，②如

果选择也就是经过考虑的欲求，③那么就可以明白，要想选择得

25 好，逻各斯就要真，欲求就要正确，就要追求逻各斯所肯定的事

物。这种理智和真是与实践相关联的。而沉思的理智④同实践与

制作没有关系。它的状态的好坏只在于它所获得的东西是真是

假。获得真其实是理智的每个部分的活动，但是实践的理智的活

30 功是获得相应于遵循着逻各斯的欲求的真。⑤选择是实践的始因

（选择是它的有效的而不是最后的原因），选择自欲求和指向某种

目的的逻各斯开始。所以，离开理智和某种品质也就无所谓选

择。（因为离开了理智和品质，好的实践及其相反者就不存在。）

35 理智本身⑥是不动的，动的只是指向某种目的的实践的理智。实

l l 39b 践的理智真实也是生产性活动的始因。因为，无论谁要制作某

然应当包含明智 c 但是它似乎也应当包含技艺，因技艺也是有欲求的。所以这种广

义的用法常常非常模糊，被经常地与理智混用。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如斯图尔特

（卷 II 第 24 页）所说，在于亚里士多德及其学派一方面一直试图区分作为运动原因的

努斯与理智，→方面又没有明确地区分它们作为这种原因的相互区别的概念。依据

其本意，他们想把理智说成是派生的理智，把努斯说成是原本的理智。但是那个整

体的东西，他们又时而称作 8山vow （理智），时而称作 vail<;，故而时常交替地使用这

两个词。参见第 16 页注①、第 36 页注②。

① 即F文阐述的与沉思的理智相对的实践的理智。
②参见 1 106b36, 

③参见 1 l 13al0 。

④ T句i; 0ewpηTLK司＜； 8皿νOLα号，沉思的（或思辨的）理智。

⑤相应于理智的两个部分，亚里士多德说，灵魂所欲把握的真也区别为两种。因

为，灵魂的不同部分所把握的东西皆与其自身有某种亲缘关系。沉思的理智把握的是

事物的本然的真，因它不是欲求，没离目的。实践的理智把握的是相对于目的或经过考

虑的欲求的真。它仍然是真，然而，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方法，是在本然的真的类比的意
义上的真。

⑥ 即沉思的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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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总是预先有某种目的。制作活动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属于其

他某个事物。而完成的器物②则自身是一个目的，因为做得好的

东西是一个目的，是欲求的对象。所以，选择可以或称为欲求的

努斯，或称为理智的欲求，人就是这样一个始因。 5 

（选择不是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c 例如，没有人会选择去洗

劫特恪伊城。因为，没有人考虑过去，人们考虑的是将来会怎

样，会不会发生某件事情。而已经发生了的事情，谁也无法把它

收回。所以阿加松②说，

就是神也不能

使已经发生的事未发生。） 10 

所以，获得真是这两个部分的活动。因而它们的品质就是使

它能获得真的那种性质。

-3-

I科学 1

让我们再更细致地来考察这些品质。我们假定灵魂肯定和杏

定真的方式在数目上是五种，即技艺、科学、明智、智慧和努斯，③ 15

① 70τ阳K70Vo

② ’A怖。wv, Agathon，与苏格拉底同时代的剧作家。

③ 灵魂肯定或否定真的这五种方式，格兰特（卷 JI 第 145 页）、斯图尔特（卷 JI

第 32 页上伯尼特（第 257 页）都指出，不等于理智的五种德性c 这五种方式中，只

有明智与智慧是德性。这份表格，格兰特（卷 II 第 153 页）说，非常可能是从《后分

析篇》（89日－ 9）中挑选来的。亚里士多德在这里从一个新的角度，即从获求真的方

式的角度，对理智的两个部分一一←知识的和推理的 加以考察。在讨论了知识与

意见的区别之后，亚里士多德列举了理智与努斯、科学与技艺、明智与智慧，作为

知识与意见在其中出现的灵魂活动方式乞斯图尔特（卷 ll 第 31 -32 页）对亚里士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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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①与意见则可能发生错误。科学的品质我如可以作如下表

述。我们必须在准确的意义上使用科学这个词，而不理会其派生

的意义。在们都认为，我们以科学方式知道的事物不会变化，变

20 化的事物不在处于观察的程围之外，我们无法知道它们是存在还

是不存在。所以，科学的对象是由于必然性而存在的。因此，它

是永恒的。因为，每种由于必然性而存在的事物都是永恒的。而

永恒的事物就既不生成也不毁灭。其次，我们还认为，科学可以

25 传授，科学的知识可以学得。然而像我们在《分析篇》②里说过

的，传授都从己知的东西开始。因为传授或者是归纳的，或者是

演绎的。归纳使我们走向始点，它们是一些普遍的陈述，演绎则

从普遍陈述出发。③所以，存在着一些可由之出发进行演绎而它

30 们本身又不能被推演出来的始点，它们可以通过归纳而获得。所

以，科学是我们可以凭借它来作证明的那种品质。科学还具有我

在《后分析篇》中的讨论方式作了下述的概括c 理智（fa&vo山）与努斯被相互区

别：努斯是把握始点（始因）的，理智是派生的；科学、技艺、明智被当作这种衍

生的理智的王种形式来说明（但是如己说明的，科学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不属于

努斯的范阁）；最后，智慧是对这三种衍生的理智以及努斯的总体把握。在这～→章

中，理智被从《后分析篇》的这份表中略去，原来的六种方式遂剩下了五种，理

智被用作这五种方式的总名 2 这种变化的发生，按格兰特（向上）的看法，可能是

由于｛后各马可伦理学〉中的这个部分经过欧台漠的修改。欧台漠可能因不同意

老师对理智与努斯的区分的观点，删除了理智一项，把其余五种方式作为一份项

目完仓的表格保留下来。但是，不论这个改变是不是亚里士多德自己做出的，都

口I以有另外一个解释，即需要一个述说灵魂的所有这些活动方式的总的概念，而

这个概念不是逻各斯，因为逻各斯是灵魂的这个部分的名称，而不是它的活动方

式的名称。在《尼各马IiJ伦理学》中，理智 （＆uivo山）被分离出来作为这个总的概

念。参见：“页注④。
① 切TOA'T]ψ间。观念一词在此处，如斯图尔特（卷 II 第 35 页）所说，是在与

意见大致相同的意义上使用的。观念与意见，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是对于

uJ变动的且不能作出证明的事务所提出的、可能会遭到反对的判断。两者的区别

只在于意见都是表达出来的。

②见《后分析篇》71 al 及以 F 。
③参见 1095a31 bl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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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分析篇》①中举出的其他品质．即只有当一个人以某种方

式确信，并且对这结论依据的始点也充分了解时，他才是具有科

学知识的c 因为，除非对始点比对由始点引出的结论更加了解， 35 

否则他就只是偶然地有科学知识c

-4-
［技艺］

可变化的事物中包括被制作的②事物和被实践的事物。但是 1140a

制作不同于实践（我们甚至从普通讨论中也能看出这种区别），实

践的逻各斯的品质同制作的逻各斯的品质不同。真次，它们也不

互相包含。实践不是－种制作，制作也不是－种实践。例如，建 5

筑术是一种技艺，是－种与制作榈关的、合乎逻各斯的品质。如

果没有与制作相关的品质，就没有技艺；如果没有技艺，也就没

有这种品质。所以，技艺和与真实的制作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品

质是一回事。所有的技艺都使某种事物生成。学习一种技艺就是 IO

学习使一种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的事物生成的方法。技艺的有

效原因在于制作者而不是被制作物。因为，技艺同存在的事物，

同必然要生成的事物，以及同出于自然而生成的事物无关，这些

事物的始因在它们自身之中。如果制作与实践是不同的，并且技 15

艺是同制作相关的，那么技艺就不与实践相关。在某种意义上，

技艺与运气是相关于同样一些事物的。正如阿加松所说，

技艺爱恋着运气，运气爱恋着技艺。③ 20 

① 见｛后分析篇） 7lb9 及以下c

② 节OLη-rov，从名词 τoc叫TLKTJ （制作）派生e

③ -rcxV11 rVxηv ea-rep~e KQL nixη 'TB)(VTfVo 'TB)IYη（技艺）与啊枕η（运气）在希腊

1，吁中词形和读音都相近，所以阿加松的这句诗可能像绕口令一样被人们传诵。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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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上面说过的，技艺是一种与真实的制作相关的、合乎逻

各斯的品质。其相反者，无技艺，则是同虚假的制作相关的逻各

斯品质。两者都同可变的事物相关。

-5-

［明智］

25 我们可以通过考察那些明智①的人来引出明智的定义。明智

的人的特点就是善于考虑②对于他自身是善的和有益的事情。不

过，这不是指在某个具体的方面善和有益，例如对他的健康或强

壮有利，而是指对于一种好生活总体上有益。这一点可由下面的

30 事实得证，如果有人在（某个谈不上有技艺的领域）对实现某个目

l:多德11用它是借此说明技艺也与运气一样具有偶性，与科学不同。

① φp6V'T]σ间。格兰特（卷 II 第 145 页）认为，对作为理智之一种德性的明智的说

明构成了本卷的中心。明智，或实践的智慧，迄今为止一直是被作为一种道德德性来

说明的。在接下去的讨论中，明智被作为理智的一种德性而与道德德性区别开来，尽

管它的确与道德德性不可分离。与多数英译者用 prudence（明智）译解 φpov11u（~的做

法不同，格兰特主张用 thought 来译解这个词，因为 φpcivησ何在柏拉图的哲学中包含

着对普遍的存在的思考。格兰特追溯（阿上，第 158 - 159 页）至《尼各马可伦理学》为
止的明智（φpo叫的，）概念的发展。柏拉图在《裴多篇》（69a）中认为，（道德）德性包含

着明智，何是把这种明智规定为对普遍的思考（79d），即把明智等同于智慧。亚里士多

德逐步地把明智与智慧区分开来。在《论题篇｝（第五卷第 6 章）中，明智基本上是理智
的最高状态，就如节制是欲望部分的最高状态一样c 在《政治学》（第三卷第 4 章）中．

明智被说成是适合于治理者的惟一德性，因而是实践的智慧，不过是在国家事务上的

实践智慧n 最后，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明智被与智慧相互区别，并且其范围包括了

个人生活。格 t毛特未能提到在他之后发现的亚里士多德更早写成的《劝勉篇》

( Prntrepticus），亚里士多德在那里对于明智的观点与柏拉图最为接近，与〈尼各马可伦

理，学》形成了对照。

② 0 ~OUλEVTLKO＇，考虑、考量、思虑等等。如下面（第 9 、 JO 、 11 章）的讨论所表明

的，哑里＋多德把好的考虑（ε由。例λla ）、理解（而veu.＿） 和体谅 ("fvφμ可）看作是明智的

内容或与之相关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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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面精于计算，我们也说他在那个方面明智。（所以，在总体

上明智的人是善于考虑总体的善的人。）但是，没有人会考虑不

变的事物。也没有人会考虑他能力以外的事物。所以，既然科学 35

包括证明，①而对于那些其始点可变化的事物无法作出证明（因为 ll40b

有关它们的一切都是可变化的），既然人不可能去考虑那些必然

的事物，明智就同科学以及技艺不同。明智不同于科学，是因为

实践的题材包含着变化。明智不同于技艺，是因为实践与制作在 5

始因上不同。②所以，明智是一种同善恶相关的、合乎逻各斯

的、求真的实践晶质。所以，我们把像伯利克里③那样的人看作

是明智的人，因为他们能分辨出那些自身就是善、就对于人类是

善的事物。我们把有这种能力的人看作是管理家室和国家的专 10

家。（这也就是我们用节制来称呼那种品质的原因，节制这个词

的意思就是保持明智。④节制所保持的是明智的意见。因为快乐

与痛苦并不毁灭和扭曲所有意见，例如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或不

等于两个直角的意见，而只毁灭和扭曲有关实践的意见。实践的 15

始因是我们的实践的目的。但是，一旦－个人被快乐和痛苦所毁

灭，他就完全不能辨别始点，就不会明白他的选择和行为都应当

向着或为着那个目的，因为恶会毁灭对始点的理解。）所以，明

智是一种同人的善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求真的实践品质。其 20

次，技艺中有德性，明智中却没有德性。此外，在技艺上出于意

愿的错误比违反意愿的错误好，在明智上则如同在德性上一样，

出于意愿的错误更坏。由此可见，明智是一种德性而不是一种技

①＆而8e~呵。

② 莱克汉姆（第 337 页）将此句译作：“因为制作的目的是外在于制作活动的，而
实践的目的就是活动本身，一一做得好自身就是一个目的。”

③ Ilep•K>.e哇， Pericl剧，雅典政治家、思想家。

④ 希腊语的节制（Q"(l)φ仰的时1）一词是由明智（今po叫σ间）变形而来。前缀。ω－来
自动词 σω仙，意思是保持。参见第 88 页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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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艺。在灵魂的两个有逻各斯的部分中，明智必定是一个部分的德

性。就是说，它是那个构成意见的部分的德性。因为，意见是同

可变的事物相关，明智也是这样。但是，明智不仅仅是一个合乎

逻各斯的品质。这可以由下面这个事实得证：纯粹的合乎逻各斯

”的品质会被遗忘，明智则不会。①

-6-

［努斯］

科学是对于普遍的、必然的事物的一种解答。密而证明的结

论以及所有科学都是从始点推出的（因为科学包含着逻各斯）。所

35 以，科学据以推出的那些始点不是科学、技艺和明智可以达到

1141 a 的。因为科学是依靠证明的，技艺和明智则是同可变的事物相关

联的。始点也不是智慧的对象。因为爱智慧者也要依靠证明。如

果我们凭借着在不变甚至可变的事物中获得真，并且从未受到其

5 欺骗的品质是科学、明智、智慧和努斯，如果使我们获得始点的

不是这三者（我们所说的这三者就是明智、科学和智慧）之一，那

么始点就只能靠努斯来获得。

-7-

［智慧］

智慧这个词，我们在技艺上用于述说那些技艺最完善的大

① 明智在这一章中是借助同抖学与技艺的比较来说明的。这种说明的方式表

明了《尼各马可伦理学》同｛后分析篇｝的联系。（参见第 168 页注③）明智与技艺

属于衍生的理智的范畴。明智与科学的不同在于(1）科学考察不变的事物，明智只考

虑可变动的、与实践相关的事物；（2）科学是证明的，明智不包含证明。明智与技艺

的不同在于(I）实践弓制作在起点上不同；（2）技艺包含德性，明智不包含德性（而与

德性不可分离） ; (3）在技艺上出于意愿的错误是好．在明智上出于意愿的错误则更

加错误。

② Vn-6>.11中间，解答、回答、反对、意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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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例如雕刻家菲迪阿斯和雕塑家波利克里托斯。①在这种用法

上，智慧仅仅是指技艺上的德性。但是，我们也认为某些人总体

上有智慧，而不是在某个方面，或者像荷马在《玛基提斯沪中

所说的，

众神没有让他成为一个掘地者或耕夫，

也没有让他在其他某件事上有智慧。

15 

所以，智慧显然是各种科学中的最为完善者。有智慧的人不仅知

道从始点推出的结论，而且真切地知晓那些始点。所以，智慧必

定是努斯与科学的结合，必定是关于最高等的题材的、居首位的 20

科学。③因为，如果说政治和明智是最高等的科学，那将是荒唐

的，因为人不是这个世界上最高等的存在物。而且，人们说智慧

的总是指同样的事情，说明智的则是指不同的事情。这就像是，

① 菲迪亚斯（φεi.&w~ ， Pheidias，约公元前 490 -430），雅典雌塑家，其成名作

是雅典卫城的三座雅典娜纪念像；波利克里托斯（n侃侃M盯饵， Polycleitus），活动时

期为公元前 5 世纪后半期，最杰出的作品有《束发的运动员》（前 430）和《荷矛者》

（前 450 －斜。）。

② 1448b28 。

③ Margi剧，此句话原文是，

品啊’ ELηb 由 σoφ阳 νω写 KCXL 8贺回叶间，

wa节＆p K＆φαλ句v 缸xoooa eτ旧叫μ叫 TWV T也µL<ilTUTWV.

智慧，也就是爱智慧的活动，即与智慧不能舍分的追求智慧的活动c 亚里士多德在

此处提出了一个爱智慧即哲学的定义，即它是努斯与科学的结合。格兰特（卷 II 第

164 -165 页）说，这是一个出色的关于哲学的定义，比《形而上学》中提出的定义更

好。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一卷中把哲学规定为更普遍、更精确、因自身而

被追求的、关于始点（始因）的科学；在第卡卷中，亚里士多德一方面把物理学、实

践科学、数学同哲学相区别，另一方面又把上述科学看作哲学的分支；而在此处，

亚里士多德为了把哲学同实践理智相区别，将哲学定义为努斯与科学的结合，是－

Z只极的结果。亚里士多德的把哲学视为纯桦思辨的研究的理论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

了极致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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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健康与善对于人和鱼来说根本不是一回事，而白的和直的则总是

指同样的意思。因为，凡是能辨清自己的善的人便会被称为明智

的，人们也就会信任他去掌握他自己的利益。所以，我们甚至说

某些低等动物明智，譬如说那些对于自己的生活表现出预见能力

”的动物。同样很显然，智慧也不同于政治学。因为，如果智慧只

是与自己的利益相关的，就会有许多不同的智慧了。那样的话，

就不会存在同所有存在物的善相关的惟一一种智慧了，正像不存

在一种同所有存在物相关的医术一样。有人可能会争论说人优于

1141 b 其他动物，但这个理由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还存在着远比人

优越的事物，例如，举最为明显的例子，组成宇宙的天体。①这

些考察说明，智慧是科学和努斯的结合，并且与最高等的事物相

关。所以，人们说阿那克萨格拉斯②和泰勒斯③以及像他们那样

5 的人有智慧，而不说他们明智。因为人们看到，这样的人对他们

自己的利益全不知晓，而他们知晓的都是一些罕见的、重大的、

困难的、超乎常人想象而又没有实际用处的事情，因为他们并不

追求对人有益的事务。另一方面，明智则同人的事务相关。我们

JO 说，善于考虑是明智的人的特点。然而没在人考虑那些不变的事

物，也没有人考虑不是实现一个目的的手段的事物，或实现一个

不可实现的善目的的手段。→个在一般意义上善于考虑的人是一

个能够通过推理而实现人可获得的最大的善的人。其次，明智也

①所以，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智慧与明智和政治学的不同，不仅在于智慧

比明智更完全，比政治学更惟一，而且在于智慧不仅是属于人的。明智和政治学仅仅

是属于人的。智慧则是人与更高的存在物共享的，是关于永恒的事物的。依照这种观

点，格兰特（卷 II 第 165 页）说，智慧或哲学在最高意义上就是神学，是关于纯粹、

超越、不变的存在的科学， llP作为存在的存在的科学。亚里士多德的这一偏离了其哲

学主旨的思想开启了他之后的基督教神学c

② ’ A vo:~cx-ycSp饵， Anaxagoras，希腊哲学家。

③ 0cx/I.巾， Thales，希腊哲学家、著名的七贤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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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只同普遍的东西①相关。它也要考虑具体的事实。因为，明 15

智是与实践相关的，而实践就是要处理具体的事情。所以，不知

晓普遍的人有时比知晓的人在实践上做得更好。比如，如果一个

人知道鸡胸容易消化、有益健康，却不知道何为鸡胸，他就还不

如一个只知道鸡肉容易消化、有益健康的人更能帮助别人恢复健 20

康。②明智既然是与实践相关的，我们就需要这两种知识，③尤其

是需要后一种知识。不过这种知识，还是要有一种更高的能力来

指导它。④

-8-

［明智的种类］

政治学和明智是同样的品质，虽然它们的内容不一样。城邦

事务方面的明智，一种主导性的明智是立法学，另一种处理具体 25

事务的，则独占了这两者共有的名称，被称作政治学。处理具体

事务同实践和考虑相关（因为法规最终要付诸实践）。所以，人们

只是把那些处理具体事务的人说成是在“参与政治

他们才像工匠那样地活动。明智也常常被理解为同一个人自己相 30

关。一般所说的明智就指的是这种。但是它其实包括所有这些种

类，其他的种类有理财学、⑤立法学和政治学。政治学又包括考

虑的明智和裁决的明智。知道对自己而言的善是什么无疑是一种

( TWV Ka9611.ou。

②莱克汉姆（第 347 页）此处加上了：“在其他事务上，有经验的人也比理论家

更成功。”

③ 即关于普遍的知识和关于具体的知识。

④ l!P下文将谈到的政治学的智慧。爱尔温（《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

［第 2 版，哈奇特出版公司， 1999 年］第 245 页）说，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是想纠正由于

前面的叙述而形成的一种印象，即明智不需要普遍的知识或普遍知识的指导，表明

他并不认为普遍的东西对明智的人不重要。

⑤ oLKovoµ阳，理财学、经济学，来源于 OLKO号（家），原意管理家庭的经济。



178 尼各马可伦理学

I 142a 明智，尽管它同其他的那些明智十分不同。而且，人们都认为，

知道并关心自己的利益的人很明智，而政治家们都是些忙忙碌碌

的人。①所以欧里庇德斯说，

我混迹于大众，享受一份平等的自由，

5 就算是明智？

那些整日忙碌不休的人……②

因为人们都追求他们的利益，并且觉得这样对。于是就有了这样

的意见，那些关心自己的所得的人就是明智的人。但事实上，一

10 个人的善离开了家庭和城邦就不存在。而且，即使是个人的事

务，要掌握得好也不容易，也需要研究。③

另一个证明就是，青年人可以在几何和数学上学习得很好，

可以在这些科目上很聪明，但是我机在他们身上却看不到明智。

这原因就在于，明智是同具体的事情相关的，这需要经验，而青

15 年人缺少经验。因为，经验总是日积月累的。（还可以再研究一

① 1Tol\mrp6'Yµov饵，有许多事情要操劳而不得闲暇的人。

② 出自欧里庇德斯侠失的《菲洛克，武式斯） ( Philoctetes ) （欧里庇德斯《残篇》

［丁道尔夫（W. Dindorf）注本)785-6）。菲洛克式式斯是在特洛伊战争后期起了决定性

作用的希腊英雄。他在奥德修斯和狄俄墨得斯的劝说下重返特洛伊，最后射死帕里

斯（ Paris），为攻陷特洛伊铺平了道路。亚里士多德所引用的第二句是节选的，全句

是：

做人还有什么比这更无价值！

那些整日忙碌不休的人

我们尊敬为有用的人。

③ 格兰特（卷 II 第 168 页）说，本章的作者（依他的意见是欧台漠）的日的是把

作为品质的明智和作为科学的分支的政治学联系起来。为使这两者相互间具有共同

性质，政治学被处理为灵魂的品质和明智的一种处理政治事务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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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青年人何以能成为一个数学家，却不能有智慧，也不能成为

通晓自然的人。①也许其原因就在于，数学只是抽象，那些始点

则得自经验；青年人可以咏诵表达着始点的词句然而不相信它

们，而数学的知识内容则是明明白白的）此外，在考虑上可能发

生两种错误：或在普遍知识方面发生错误，或在具体内容方面发 20

生错误。例如，一个人可能会说，所有的重水都有益健康，也可

能会说这种水是重水。

真次，明智显然不是科学。②因为，如已说明的，③明智是同

具体的东西相关的，因为实践都是具体的。明智是努斯的相反

者。④因为，努斯相关于始点，对这些始点是讲不出逻各斯来 25

的。明智则相关于具体的事情，这些具体的东西是感觉而不是科

学的对象。不过这不是说那些具体感觉，而是像我们在判断出眼

前的一个图形是三角形时的那种感觉。因为，在这种感觉中也有

一个停止点。然而这种感觉更靠近的是感觉而不是明智，尽管它 30

是不同于具体感觉的另一种感觉。⑤

[D CJ'Oφ＜＞~ ＆’均小盯LKO号。ii’。情似盯川的，通晓自然的人。

② 既然明智不是科学（参见第 5 章），既然明智也相关于普遍的东西，就需要

说明它与科学在这个方面的不同。这种区别就在于，亚里士多德在这里说，科学不

处理具体的事务，明智则同具体的东西相关。

( 114lb14 - 22。

④ CrllTLK€L~ClL。努斯相关于始点，明智相关于思考的终点（具体事物），所以是

相反者。两个相反者在亚里士多德的概念中是逻辑上同范畴的c 亚里士多德在此处

是说，明智同努斯是同范畴的（尽管相反），两者都与科学（作为证明的即间接的把握

真的能力）不同，它们都是直接地把握对象的能力。

⑤ 亚里士多德此处所说的这种感觉（a'LIT01)<TL~），即不同于具体的感官感觉（为

TfuV iJl础ν awa,,σ间）的另一种感觉，有的译者译为直觉或数学的直觉（莱克汉姆，第

351 页）。但根据斯图尔特（卷 II 第 74 -75 页）的研究，这是指共同感觉（KOL叶

cit.I.TS,,σ间， BP common sense，汉语中通常译为常识）。亚里士多德对具体感觉（凶u,.

q盯&r]m）与共同感觉的区分是在《论记忆） (Peri Mnemes kai Anam1四seos) ( 450a9 ）中

作出的。所谓共同感觉，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就是有机生命体对于对象的直接的

感觉整体，这种感觉是对于对象的属的感觉，而不是像视觉、听觉等等那样的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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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好的考虑］

研究①与考虑不同，因为考虑是研究的一种。我们需要弄清

楚什么才是好的考虑，以便把它同科学、意见、判断，以及其他

l 142b 这类能力区别开来。首先，它不是科学。因为，人们不考虑他们

知道的事物。而好的考虑是考虑的一种，考虑就意味着研究与推

理。②其次，好的考虑也不是判断3 因为，判断不包含推理，而

且是很快地作出的。而考虑则花费很长时间，而且人们都说，行

5 动要快，考虑要慢。此外，好的考虑也等于思想敏捷c 思想敏捷

是判断的一种。第三，好的考虑也不是一种意见。但是，既然考

虑得糟糕导致错误，考虑得好导致正确，那么好的考虑显然是一

种正确，然而它既不是科学的正确，也不是意见的正确。因为，

JO 科学不可能包含正确（正如它不能包含错误），而意见中的正确的

东西也就是真。③而且，意见的题材都是现成的。④（但是，好的考

的感觉。依照这种区分，共同感觉也就是对共同感觉的意识。这种意识在对事物的

把握上有一个停止点，而不会元休止地变化。

① 时叫σ间，亚里士多德在第一卷开头使用的是同6000哇，参见第 3 页注②。

② 莱克汉姆把开头的一旬，即“研究与考虑不同，因为考虑是研究的一

种．＼移至此处。

③ 而不是好的考虑。亚里士多德关于真实的意见与虚假的意见相互对立的观

点来自柏拉图。柏拉图在《美诺篇》（97e 句 98a）中认为，真实的（或正确的）意见同知

识的区别在于它不像知识那样确定，而是会像奴隶那样跑掉。

④ 因而不需要进行考虑的。因为，凡需要考虑的都是将来可能发生也可能不

发生，可能这样地发生也可能那样地发生的事情。 《会饮篇》（202a）中说，真实的

意见处于有知与元知之间。 《理想国》（477a - b）中说，完善的存在是知识的对象，

元是无知的对象，介于二者间的即存在又不存在的东西是意见的对象。虚假的意

见，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 ( Theaetet旧） (187e 188a）中说，可能因（1)将一所知的

事物误为另一所知的事物，（2）将一所不知的事物误为另一所不知的事物，。）将一所

知的事物误为一所不知的事物，或（份将一所不知的事物误为一所知的事物，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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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有必定包含着逻各斯。所以，好的考虑只能是所剩下的东西，

即理智②的正确，因为理智还不是确定的东西。②）意见尽管不是

研究，却是确定了的东西。而一个在进行考虑的人，不论是考虑 15

得好还是不好，都要做某些研究或计算。但是，好的考虑是正确

的考虑的一种（所以我们需要先弄清楚什么是考虑，以及它的对

象是什么）。正确这个词在这里有多种意义，好的考虑显然不是

指所有这些意义。因为首先，一个不能自制者或坏人可以经过计

算而确立一个他认为正确的目的，这样，尽管他将做的事对于他 20

生。参见汪子海等著：《希腊哲学史》卷 2第 692, 938-940 页。

① 8L<ivo山岳阳，字面意义是衍生的理智，即亚里士多德在《后分析篇》中所

说的 voile; （ 努斯）（参见第 168 页注⑤）。 8tixvo国（理智）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主要

在广义上使用。在这种用法上， 8L<ivo山包含着努斯、智慧、科学、明智、技艺。但

是从本章至第 II 章， 8..C.110山是在与沉思的理智相对的即衍生的意义上使用的，被

称作 8L<ivo山岳阳，即进一步的理智。在这种意义上理智只包含技艺与明智，以及明

智的主要因素，即考虑或研究、理解以及体谅。这种理智被说成是衍生的，原因在

于它是沉思的理智的引申。在初步的或原本的意义上，理智是对不变事物的沉思；

在衍生的意义上，它也包含对可变事物的思考。亚里士多德在这个概念下考察了明

智的三种基本因素，即好的考虑、好的理解（戎理解），和体谅。这三种理智的性

质，亚里士多德说是某种正确，即为某种善的目的而选择正确的手段。格兰特（卷 II

第 174 页）说，这种理智的概念原本是柏拉图使用的，亚里士多德很可能也同意这种

区别。

② 莱克汉姆（第 354 页注）认为这两句话是被误置于此处：第一句当属于前面

的部分，也许当在“而好的考虑是考虑的一种”的后面，后一句使用的是柏拉图的

8Llivo山岳阳概念，与此处没有关联3 莱克汉姆的见解似乎与莱索和苏斯密尔的相

同。格兰特（卷 II 第 174 页）和斯图尔特（卷 H 第 81 页）认为，亚里士多德在此处使用

这个概念，是为了把好的考虑与意见加以区别，所以他自然地要在此强调考虑作为

思想的过程的性质。这种见解似乎比较稳妥。但亚里士多德同时也是为了把好的考

虑与知识加以区别。也avo山证阳（衍生的理智）既然蕴涵于 8L<ivo皿（理智）之中，它的

正确也就蕴涵于 8iiivo山（理智）之中。但由于是 8山110山岳阳（衍生的理智）的正确，

它又不同于知识的正确。换句话说，亚里士多德在广义地使用 8Lli110旧的同时，也使

柏拉图的 8iiivo山岳阳（衍生的理智）概念及其与沉思的理智的区别蕴涵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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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极大的坏事，他却做了正确的考虑。但是人们都觉得，好的考

虑是某种善。所以，好的考虑是所考虑的目的是善的那种正确考

虑。但是其次，一个善目的可能不是通过正确的思考过程而确立

起来的，一个正确的目的可能不是借助于正确的前提，而是借助

25 于错误的中介Z而达到的。这种经由错误的推理而达到的正确，

也不是好的考虑。第三，一个人可能考虑的时间很长，也可能考

虑得很快。考虑的时间长不等于就是一个好的考虑。考虑的正确

是在于它对人有帮助，在正确的时间、基于正确的思考而达到正

确的结论。第四，考虑得好有的是就总体而言，有的是就某个目

30 的而言。就总体而言的好是指达到了就总体的目的而言的正确；

就某个目的而言的好是指达到就某个目的而言的正确。所以，如

果考虑得好是一个明智的人的特点，好的考虑就是对于达到一个

目的的手段的正确的考虑，这就是明智的观念之所在P

① 'TOV µ.eσOVc 按通常的理解，亚里1多德此处是指推理三段论的小前提可能

错误。格兰特（卷 II 第 175 页）认为此说不准确，因为结论的真假是前提的性质所

致，不是小前提所致n 韦尔登（第 193 页）以小前提的事实错误来诠释亚里士多德。

他举例说，在三段论

奎中有益于治疗发烧

此种药品是奎宁

此药有益于治疗发烧

中，当小前提是一个事实错误，即它其实不是奎宁，但恰好也有益于治疗发烧时，

一个人就是通过不正确的小前提而达到了正确的结果。不过这种例证大概在亚卑士

多德看来是偶性的代斯图尔特（卷 II 第 82 页）建议，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错误可能既指

前提的，也指条件（小前提）的c 亚堕士多德此处的确不很明确p

② 莱克汉姆（第 356 - 357 页注）说，代词“这”在此处所指的可能不是（像格

芝特I卷 II 第 176 页］理解的那样）“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肉为亚里七多德在

F文中谈到了明智同手段而不是向目的相关。所以，他说，好的考虑同明智的区别

在于，前者是理智的性质，表现于正确地研究行为问题的过程；后者则是心灵振有

初关照这种研究结果的持久而确定的品质，或更准确地说，明智包含这两种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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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理解］

理解或好的理解，①即我们说某个人理解或善于理解时所指

的那种品质，不同于科学本身（以及意见，因为否则，每个人就

都是善于理解的了）。它们也不同于一种具体的科学，例如关于 1 l43a 

恢复健康的事务的医学，和关于空间的几何学。因为，理解的对

象不是永恒存在而不改变的事物，也不是所有生成的事物，而只

是那些引起怀疑和考虑的事物。所以，理解和明智是与同样一些 5

事物相关联的。然而，理解又与明智有所不同。明智发出命令

（因为它的目的是一种我们应当做或不做的状态），而理解则只作

判断。（因为理解与好的理解是一回事，一个理解的人也就是一

个善于理解的人。）所以，理解既不在于具有明智也不在于获得明 10

智。但是，就像运用科学能力的学习被称为理解一样，运用意见

能力来判断别人所说的有关明智的事情（以及判断得好，因为理

好的考虑是明智的－个方面c

① 而vea间，理解； ev-auveo-U:x，好的理解。本章的作者力图把理解作为明智

的一个方面或因素与之相互区别。其要旨有三。 (1）除了部分与全部的区别外，明智

提出命令，理解只是单纯的判断。明智，格兰特（卷 II 第 176 页）解释说，是理智，

也是意志（意愿），丽理解则仅仅是（衍生的）理智。爱尔温（第 249 页）举出一个有意

义的例子，他说理解是说，如果你向他道歉，他就不那么生气了；明智则说，既然

不想让他生气，你就必须向他道歉。（2）如果理解不意味对行为的要求，那么理解本

身就是好的理解，因为好与坏的区别只在理解与不理解之间。。）理解意味着对某种

并非产生于自己头脑的意见或建议的领会。斯图尔特（卷 II 第 84 页）解读了理解的这

一层含义，即它意味着善于从别人提供的建议中汲取理智的东西。他说，理解是感

悟和肯定另一个人所提供的好建议的能力。理解的人，作为理解的人本身，不提出

行动的办法或计划，但是他具有认识提供给他的好建议的理智。不过理解当然不意

味着不行动。所以斯图尔特（同上）又说，理解可以被看作是明智的思考过程的一个

阶段，多数人也许达不到明智，而只能达到理解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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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解与理解得好是一回事）也被称为理解。理解这个名词，即我们

说某个人善于理解时所指的那种品质，其实就是从学习上的理解

品质那里引申出来的。事实上我们常常把这种学习称作理解。

-11-
［体谅］

体谅，①即我们说某个人善于体谅或原谅②别人时所指的那种

20 品质，也就是对于同公道相关的事情作出正确的区分。这可以由

以下事实得证：我们都认为公道的人最能原谅别人，并且在某些

情况下，公道就在于原谅别人。但是，原谅是对公道的事情作出

① yvφμη。格兰特（卷 II 第 178 页）说，希腊语中的体谅（')'Vφ件叫）很可能是从

同原谅（<n厅＇）＇Vφ问）的联系中分离出来而获得独立的意义的。体谅一词在词源上可能

派生于 γ呻阳（知识），在最早的使用中它就是指认识或知识。格兰特说，它在第欧

根尼的著作中指一般知识，在图西迪德斯（Thucydides）的著作中获得了多种意义，如

心灵、思想、感情、准则（尤其是这个词的复数形式）等等。柏拉图在｛理想国》

(476e）中大致是在知识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第二卷第 21

章）中在道德准则的意义上使用它，在本章中则把它确定为公道的人的正确的判断。

亚里士多德时代的许多箴言和警句也都是这样使用它的。所以，斯图尔特（卷 II 第

87 - 88 页）把它解读为判断。他说，一条 yvwµ叫也就是一条箴言或谚语智慧，它被

人们创造，也无需证明地被人们接受．然而它由于与那个社会的感情吻合而具有说

服力。

② m月－-yvwµη，前缀 <nry－ 中们的意义为你，整个前缀的意义为与你一道或

共同，所以 <nry-yvφ问的原意是与你→道来（按斯图尔特的用语）判断。 m巧－-yvwµη

在古希腊语中很可能出现得比＇）＇l'φμ叫（体谅）更早。一方面，如下文表明的，公道

（何L6LK6La）与原谅的联系似乎比与体谅更为紧密。另一方面，原谅似乎包含着体谅

并且具有意志与感情的直接要求，体谅似乎是从中分化出来的理智成分，尽管它也

伴随有感情。体谅与原谅的关系，从这方面说，恰似理解与明智的关系。所以斯图

尔特（卷 II 第 88 页）说，原谅意味着与他人共同地思考和产生感情的共鸣：善于原谅

的人是一个有社会同情心的人，他与他人共同地思考，分享他们的感情5 尤其是在

正式和非正式的裁决中，当对法律的严格解释会引出对于对方不利的判决时，愿意

考虑他们的困难并作出有利于减轻其困难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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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正确的区分的体谅。③而正确就意昧着真。

可以说，所有这些品质②指的都是同一个东西。因为，我们 25

用体谅、理解、明智和努斯来说同样一些人，③我们说他们长大

了，懂得体谅了，有努斯④了，明智了和学会理解了。因为，所

有这些品质都是同终极的、⑤具体的事务相关的：当一个人能够

分辨这些同明智相关的事务时，他就学会了理解，懂得了体谅， 30 

并且能够原谅别人。公道的事情对所有的好人都是相同的。所有

的实践事务都是些终极的、具体的事务（明智的人都承认这些事

情），而理解与体谅都是同终极的实践事务相关的。其次，努斯

也从两端来把握终极的事务。因为，把握起点和终极的是努斯而 35

不是逻各斯。在证明中，努斯把握那些起点，在实践事务中，努

斯把握终极的、可变的事实和小前提。这些就是构成目的的始 1143b

点，因为普遍的东西就出于具体。所以，我们必定有对于这些具

体事务的感觉，这种感觉也就是努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认为

这些品质是人生来就有的：尽管不是生来就有智慧，一个人却生

来就会体谅、理解，也生来就具有努斯。这种看法表现在这个事 5

实中，即我们认为它们可以随着年龄而生长。我们认为，在某个

年龄阶段，一个人就必定会获得努斯和体谅。这意味着它们是自

然地获得的。（所以，努斯既是一个始因，又是一个目的。因为

证明既是从这些出发又是以它们为题材的。⑥）所以，对有经验的 10

人、老年人和明智的人的见解与意见，即使未经过证明，也应当

像得到了验证的东西那样受剖尊重。因为经验使他们生出了慧

① 句 88 m呐叫阿 Y时间 BIJ'TL KpLTLK辛l T创何L8LKo0<; Op例。

②体谅、原谅和公道。
③指青年人。

④努斯在这两处是在与理智相同的意义上使用的。

⑤ eaxa'Tov，最终的、终极的。实践的事务是终极的，即对于它们的真或正确的理

解有一个停止点（参见第 179 页注④）的那些事务。

⑥括号中的两句话，多数译注者认为与此处无直接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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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限，使他们能看得正确。①关于明智和智慧的性质、各自的题

材，以及它ff]各是灵魂的哪一个部分的德性，我们就谈这些。

-12-
［明智与智慧的作用］

但是，有人可能会提出这些品质有什么用处的问题。因为首

先，智慧不考虑那些增进人的幸福的事物（因为它不关心生成） 0 

20 明智虽然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明智？明智是同对

人而言的公正的、高尚［高贵1的、善的事物相关的，但是这些是

一个好人出于本性就会做到的。如果德性是品质，那么仅仅知道

德性就并不能使我们做事情更有德性。这与健康和强壮的情形－

25 样c 健康和强壮这两个词并不带来健康和强壮，而恰恰产生于健

康和强壮。仅仅知道什么是健康和强壮不等于做有益健康和健壮

的事情。因为懂得医学和运动学并不使我们更能从事有益健康和

强壮的活动。其次，如果我们反过来说人需要明智不是为了知道

30 德性而是为了成为好人，那明智就对已经是好人的人没有用处。

它也对那些还没有德性的人没有用处，因为是自己有德性还是昕

有德性的人的话并没有什么不同。就如同在健康这件事上我们总

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c 我们希望健康．但是并不需要学习医学。

CD 彼得斯（第 201 页注）在此处有一重要评论。他说，亚里士多德不仅在第 6

帝把自觉（ vmJ<; ） 看作是沉思的理智的基础，而且在此处把直觉看作是实践的理智的

棋础n 他以分了亚哩，1’多德对实践的理智的兰种运用方式： (1）无证明的陈述，例如，

“在此种情况 F ，做这个是－，E确的”，这类陈述基于直觉。（2）推理的陈述，例如，“做这个

是1E确的， I耳为它公 LE

（“这个行为］主公 iL的”），或者提供着大前提（“公正的行为是善的”） 0 (3）演绎戎证明，

在这喂理智的直觉提供着前提。或许可以这样说，狭义的努斯是与智慧和科学、明

T\＇ 有l技艺；另列或平行的；广义的努斯则不仅是在智慧和科学中，而且是在明智和技

ι中把握思考的始点的理智活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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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说本身低于智慧的明智反而比智慧优越，这必定荒唐。不 35

过，那个最初的东西①又好像处处在服从c ②我们已经指出这些 1144a

问题上的困难，现在就来谈谈这些问题。首先，我们可以说，智

慧与明智作为理智的两个部分的德性，即使不产生结果，也自身

就值得欲求。其次，它们事实上产生一种结果，即幸福。但不是

像医学产生健康那种意义上，而是在健康的事物带来健康的意义 5

ι 因为，智慧是德性总体的一部分，具有它或运用它就使得一

个人幸福。再者，明智与道德德性完善着活动。德性使得我们的

目的正确，明智则使我们采取实现那个目的的正确的手段。（另

」方面，灵魂的第四个部分，即营养的部分，则没有完善活动的 10

德性。因为在这个部分，做与不做什么不在我们的能力之内。）

但是，对于明智不使一个人更能够做事公正、行为高尚［高贵］这

种意见，我们还要进一步回答。我们先从以下的考察开始。有的

人做了公正的事却不是公正的人（例如，那些违反意愿、出于元 15

知或为着某种目的，而不是因为行为本身而做了法律所要求的事

情的人就是这样，尽管他们也做了一个好人会做的事）。所以，

必定存在着某种品质，一个人出于这种品质而做出的行为都是好

的，就是说，好像是出于选择的和因为那个行为自身之故的。使 20

得我们的目的正确的是德性。而使得我们去做为实现一特定目的

①指智慧。

②本章作者的目的在于说明理智的两种德性一一智慧与明智的关系，以及明智

作为理智德性同道德德性的关系。作者在上面提出的问题可归结为四个：（1）智慧既然

不关乎获得幸福的手段，它对于追求幸福有何种用处？ (2）明智如果只是关于德性（德性

作为使我们获得丰福的品质）是什么的知识，它就不能使我们更有德性，那么它对追求

幸福有们么用处？ (3）如果说明智不仅仅是知识，而且是关于如何可以有德性的技艺，那

么l听 4个有德性的人的教导就够了，何需自己有明智？ (4）如果智慧高于明智，何以智慧

处处在昕从明密？这四个问题中， OX4）相关于明智与智慧的关系，（2X3）相关于明智与道

德德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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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适合于去做的那些事情的却不是德性，而是另外一种能力。我

们必须花点时间把这点说清楚些。有一种能力叫做聪明，①它是

25 做能很快实现一个预先确定的目的的事情的能力。如果目的是高

尚［高贵l的，它就值得称赞；如果目的是卑贱的，它就是狡猾。

所以，我们才会称明智的人是聪明，称狡猾的人是卑贱。②但是

能力不等于明智，虽然明智也不能没有能力。但是灵魂的这只眼

30 睛③离开了德性就不可能获得明智的品质。这种品质是什么，我

们在上面刚刚说过，④应当是明白的。因为，实践的演绎也有这

样的始点一一既然目的或最大善是某种事物（不论它是什么，因

为这里只是从逻各斯上讲）。但是最大善只对于好人才显得善。

35 恶会扭曲实践的始点或是在始点上造成假象。因此，不做个好人

就不可能有明智。

-13-
［明智与道德德性的关系］

I 144b 所以，我们需要重新考察德性。德性的情形与明智同聪明的

① l\eLV仇响。亚里士多德对于聪明与明智的区分在于，明智是对于一个高尚

［高贵］的、善的目的的手段的，聪明则是对于任何一个确定的目的的。格兰特（卷 II

第 182 页）说，明智离开了德性就只是聪明，并很容易蜕变为波猾（'ITOlV叫＇（La）。斯

图尔特（卷 II 第 IOI 页）说，聪明不常出现于道德的领域，在非道德的领域，它就是

聪明本身，在出现在道德领域时，它便会发生转变：它如果成为实现恶的目的的原

因，就是狡猾；如果是实现善的目的的原因，就是明智。

② 巴山 KαL TOl鸡 φpov(µcn.<; 8eLvoUc; KClL [ ToiJc; l 'ITClV呻＇（O\J<; φαµ.ev elva•o 此处

[To\月 l为克雷恩（A. E. [ ? ] Klein）所加，莱克汉姆（第 369 页）与韦尔登（第 200 页）依

克雷恩的解读，认为这是原文的遗漏，也可能是合理的省略。据上下文，此种解读

似比较稳妥。格兰特（卷 E 第 185 页）与罗斯（第 156 页）此处坚持未采取（ ToiJc;］的解

读，依此种解读，此句当作“所以，我们才会称明智的人聪明或狡猾”。

③ 即由于经验而形成的实践理智的直觉。见 l 143b8 - 10 。

( 1144a6 -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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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大致相同。明智与聪明不相同，但两者非常相像。自然的德

性①与严格意义的德性的关系也是这样。人们都认为，各种道德

德性在某种意义上是自然赋予的。公正、节制、勇敢，这些品质 5

都是与生俱来的。但同时，我们又希望以另一种方式弄清楚，在

严格意义的善或此类东西中是否有别的东西产生。因为，甚至儿

童和野兽也生来就有某种品质，而如果没有努斯，它们就显然是

有害的。一个强壮的躯体没杳视觉的情形更为明显。由于没有视 IO

觉，他在行动时摔得更重。这里的情形也是如此。然而如果自然

的品质上加上了努斯，它们就使得行为完善，原来类似德性的晶

质也就成了严格意义的德性。因此，正如在形成意见的方面灵魂

有聪明与明智两个部分，在道德的方面也有两个部分：自然的德 15

性与严格意义的德性。严格意义的德性离开了明智就不可能产

生。②所以有些人就认为，所有的德性都是明智的形式。苏格拉

底③的探索部分是对的，尽管有的地方是错的。他认为所有德性

都是明智的形式是错的。但他说离开明智所有的德性就无法存在 20

却是对的。一个证明是，即使在现在，人们在定义一种德性，说

明它是什么、相关于什么之后，也还要加上一句，说它是由正确

的逻各斯规定的。而正确的逻各斯也就是按照明智而说出来的逻

各斯。所以，每个人都似乎以某种方式说出了这个道理：德性是 25

一种合乎明智的品质。然而这个说法需要作一个小小的修正。德

性不仅仅是合乎正确的逻各斯的，而且是与后者一起发挥作用的

品质。在这些事务上，明智就是正确的逻各斯。苏格拉底因此认

① 伽肌叫 ape叫c

② 所以，正像聪明的能力离开了德性的品质就不能成为明智－样，自然的德

性（例如自然的勇敢、公正等等）离开了明智（实践的、把握终极事务的努斯）就不能

成为道德德性。所以德性离不开明智。这种关系，伯尼特（第 286 页）写道，吁以这

样来表达：“德性元明智则盲，明智无德性则空”。

③ 苏格拉底的名字前面没有加冠词，梅兰特（卷 II 第 188 页）据此认为此处指
的是历史t的苏格拉底，而不是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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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为德性就是逻各斯（他常说所有德性都是知识的形式）。而我们则

认为，德性与逻各斯一起发挥作用。①显然，离开了明智就没有

严格意义的善，离开了道德德性也不可能有明智 ο （这一见解也

解答了有些人在对辨中提出的一种语难。他们说，德性可以相互

35 分离。他们说，→个人不可能具有所有的德性，所以，他获得了

某种德性，而没有获得另一种德性。说到自然的德性，这是可能

1145a 的。但说到使一个人成为好人的那些德性，这就不可能。因为，

一个人如果再了明智的德性，他就有了所有的道德德性。）从这

里也可以明白，即使明智不引起实践，它也是需要的。因为它是

它所属的灵魂的那个部分的德性。与没有德性的情形一样，离开

5 了明智我们的选择就不会正确。因为，德性使我们确定目的，明

智使我们选择实现目的的正确的手段。然而，明智并不优越于智

慧或理智的那个较高部分。这就像医学不优越于健康一样。医学

不主导健康，而是研究如何恢复健康。所以，它为健康，而不是

10 向健康，发出命令。此外，我们还可以补充说，说明智优越于智

慧就像说政治学优越于众神。因为，政治学在城邦的所有事务上

都发布命令。

① 斯图尔特（卷 II 第 108 页）说，亚里士多德在此处力图避免苏格拉底的极端

一－德性即知识，恶都不是出于意愿。亚里士多德此处的论点是：德性（作为品质）

与逻各斯（理智的知识）－道起作用，如果 个行为也出于品质，那么它就是由于意

愿的，因为品质本身最终是在我们能力之内的、出于我们的意愿的。（第i卷第 5

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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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

-1-

［自制、不能自制和关于它们的流行意见］

我们现在开始讨论一个新题目。①我们说，要避开的品质有 15

三种：恶、不能自制②和兽性。③其中两种品质的相反者很明白，

一个我们叫做德性，另一个叫做自制。④兽性的相反者，我们最

适合说它是超人的德性，一种英雄的或神似的德性，就像荷马笔 20

下的普利阿摩斯⑤在说赫克托耳有超常的善，

且不似凡人所生，

而像某位神板的后裔⑥

时所描述的那样。所以，如果像人们所说，超越了德性人就成为

① 亚里士多德从本卷开始，转而讨论那些特别与人的心理意志相关的品质，

自制与不能自制、坚强、软弱和柔弱。这些品质，他说，既不同德性和恶是－回

事，又不与它们根本不同。格兰特（卷 II 第 191 页）评论说，与前面的讨论仅仅区分

德性与恶相比，本卷的前 9 章采取了一种更为实践的观点，考察伦理学体系常常过

多忽略的中间品质，提供了关于人的道德弱点的一种细微然而不甚清晰的现象心理

学。

② 也Kp<Xσ阳，不自制、不能自制。我之所以倾向于译为不能自制，是因为亚

里士多德把它看作是一种与意志状态相关的品质，而不仅仅对于过去的不自制行为

的陈说。

③ 。可p山叫q，兽性，与人性相对。

④ 向KpaTe山，自制，或自我控制，与不能自制相对。

⑤ 见第 26 页注⑤。

⑥ 《伊嚷亚特》，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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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神，与兽性相反的品质就不属于人。①因为，野兽与神概无德性

与恶可言c 神性高过德性，兽性则与恶不属同种。如果在斯巴达

人断言他们特别崇拜的人是神人②这种意义上用这个词，像神那

样的人就是很少的。同样，兽性在人类中也是少见的c 只有在野

30 蛮人、病人或有发展障碍的人中间才见得到兽性。不过我们也用

兽性这个词责骂那些超乎常人的恶。但是兽性我们要放到后面一

点③来谈，而恶我们已经谈过了。⑧我们现在必须谈谈不能自制、

软弱⑤和柔弱，⑥还要谈谈自制和坚强。⑦这两类品质既不能看作同

35 德性与恶一回事，又不能看作是同它们根本不同的。⑧讨论这个

l 145b 问题的恰当方式，和讨论其他问题时的一样，也是先摆出现象，

⑨然后考察其中的困难，最后，如果可能，就肯定所有关于这些

感情＠的意见，如不可能，就肯定其中比较重要或最重要的意

① 因为，神与兽这对相反的存在吻皆与人不属同种。

② σε:Lo~ ixvijp，斯巴达土话，意为神似的人， O"&Lo~ 为 0eo<;（神）的变形，意为

准神， av均p 意为人，男人。

③本卷第 5 章。

④第二至五卷。

⑤ μα~C<KLa，软弱、脆弱。亚里土多德主要在意志品质的意义上使用这个

词。

⑥ TJW中词，柔弱、娇柔。在亚里士多德的术语表中，它是软弱的一种。见后面

第 7 章的有关讨论。

⑦ KC<pTepLα，坚强、坚忍，与软弱相反的意志品质状态。我译作坚强是取其

与软弱相对的意义。而且，在汉语中，它也包含着亚里士多德强烈地赋予阳fl'TBP山

的忍耐与抵抗两种消极性意义，尽管这两种意义的区分不很明显。

⑧ 111'. 壁士多德在上面共排列r六种品质状态：（l)神性或神的德性，（2）属人的

德性，（3）自制，（4）不能自制，（5）恶，（6）兽性。（参见格兰特，卷 11 第 193 页，斯图尔

特，卷 II 第 l 16 - 117 页。）神性是人不能达到的。臼制与不能自制是处于德性与恶

之间的品质。所要避免的品质状态是后面的三种。

⑨ φαLVbµeva，现象、显现出来的东西，这里指有关这个问题的各种意见c

⑩ 亚.'I!. 士多德在这里存在表达上的不一致性：他在上面称自制与不能自制等

等是品质，在此处又称官们为感情（τci6呐。或者，他所指的是与这些品质相关的感

情。



第七卷 ［自制］ 193 

见。因为，如果困难可以解决，且流行的意见还有一些站得住 5

脚，真实的意见就可以充分地确立。①

首先，人们看来是认为，自制和坚强是好的和可称赞的，不

能自制和软弱是坏的②和可谴责的。其次，人们认为，自制者是

遵守他经推理而得出的结论的人，不能自制者则是放弃此种结论 10
的人。第三，人们认为，不能自制者总是出于感情而做他知道是

恶的事，自制者则知道其欲望是恶的，基于逻各斯而不去追随

它。第四，人们认为，节制者都是自制的和坚强的。但是有些人

否认自制者都是节制的，有些人则肯定这点。肯定这点的人认为 15

不能自制者就是放纵者，放纵者就是不能自制者，这两者不分；

否定这点的人则区分这两者。第五，人们有时说明智的人不会不

能自制，有时又说有些明智的人不能自制。第六，人们是在怒气

方面，以及在对荣誉或财富的追求方面，③说一个人不能自制。 2。

这些就是所提出的意见。

-2-
［不能自制方面的疑难］

首先，困难在于，一个行为上不能自制的人在何种意义上有

① 这段话是亚里士多德对他的伦理学方法的说明。这种方法分为（1）举出所论

问题上的流行意见，（2）分析其中的困难，（3）保留其中经得住辩难的部分三个步骤或

阶段。这种方法表明他的伦理学是把辩证推理运用于对常识意见的分析而形成的。

莱克汉姆（第 376 页注）说，亚里士多德认为常识意见、哲学家的意见以及行为事实

中可能有真实的成分。斯图尔特（卷 II 第 121 页）评论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伦理

学就是常识意见的形式化。 〈范畴篇》与《论题篇》中讨论的有关辩证推理的方法

j止他把常识道德形式化的基本方法。

'2> φalt AO号，衍生于名词 φauλ命啊。由于把自制与不能自制看作是既与德性和

恶不同又与之相关的中间性品质，在谈到不能自制品质的性质时，亚里士多德较多

使用的是 φ自由λO<;（坏），而不是阳KLa 或节。叫pl.a （恶）。

③ 韦尔登（第 206 页）在此处加上了“而不是只在感官快乐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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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判断。②有些人说，一个人如果知道那个行为是恶的，就

不会去做。因为，如苏格拉底所说，一个人有知识，又奴隶般地

被别的事物宰制，这是荒唐的。苏格拉底一直完全反对这种观

25 点。他坚持说，既然没有人会明知而去做与善相反的事，除非不

知，那么就完全不存在不能自制的情形。这种说法与现象②不相

符。如果那种感情③是出于无知，我们就要弄清它是出于何种无

知。因为，不能自制者在受感情影响之前显然不认为那个行为是

30 正确的。但是对上面的说法，④有些人的看法略有不同。他们同

意知识比别的事物有力量，但是不同意一个人不可能做与他认为

善的行为相反的事的说法。所以他们认为，不能自制者在屈从于

欲望时不是具有知识，而是具有意见。⑤可是，如果不能自制者

35 具有的是意见而不是知识，如果意见不是一种强有力的抵抗的观

1146a 念，而比较脆弱一一就像优柔寡断的人那样，我们就会原谅在强

烈欲望下没有坚持其意见的人了c 然而我们并不原谅这种行为，

也不原谅其他可谴责的品质。那么，是抵抗着欲望的明智吗？⑥

因为，明智是强有力的。但是这又非常荒唐。因为这意味着

5 一个人同时既明智又不能自制，然而又没有人会认为明智的

人会出于意愿地做卑贱的事。而且，前面也已经表明，明智是

① 抑或，这种判断是知识的、意见的还是明智的？因为判断的概念本身是很含

糊的。

② 在这里指经验的事实。

③ 指不能自制。

④ 即苏格拉底的观点。

⑤ 这种见解，伯尼特（第 293 页）说，可能是柏拉图的追随者们的。但斯图尔

特（卷 II 第 129 页）认为，这是柏拉图本人在《美诺篇） (97e-98a）中表达的见解。

这种见解在于，意见不像知识那样确定，因为意见的观念不像知识的观念那样．应

们不是关于事物与它们的原因的联系的。所以一个人的即使是真实的意见也会像奴

隶那样地逃离他。

⑥ 完整的形式当是：不能自制者所具有的是抵抗着欲望的明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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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的①（因为明智同具体的事务相关②），明智意味着同时具有

其他德性。③第二，如果自制意味着有强烈的、坏的欲望，节制

的人就不是自制的，自制的人也不是节制的。节制的人没有坏的 10

欲望。但是一个自制者必定有。因为，如果他的欲望是好的，阻

止他去追随其欲望的晶质就是坏的了，自制也就不总是好的。而

如果他的欲望是脆弱的但不坏，抵抗此种欲望也就没什么可骄傲

的；如果这种欲望坏但是脆弱，抵抗它也就没什么了不起了。第 15

工，如果自制使一个人坚持他的任何意见，这可能不是好事，因

为它使人坚持他的虚假意见3 如果不自制使人容易放弃任何意

见，这有时倒是好事。例如索福克洛斯的《菲洛克，武成斯》中的

涅俄普托勒墨斯④的行为就值得称赞：他因说谎太令他痛苦而放 20

弃了奥德赛说服他作出的一个虚假选择。⑤第四，智者派的说法

也指出了一个困难。他们希望使论敌陷入矛盾来表现他们的聪

明，如果他们成功，演绎就会最终是一个死结。因为，我们的思

考不肯停止，除非有了满意的结论。但是我们又无法推进结论， 25 

因为解不开那个死结c 他们的一个论点是：愚蠢⑥加不能自制等于

德性。因为，如果一个人是愚蠢的和不能自制的，困不能自制他

就会去做与他判断为好的事情相反的事，但是他判断为好的事情

恰恰是坏事，⑦所以他将做好事而不是坏事。第五，出于信念⑧与 30

① 1140b4-6 。

( l 141hl6, I 142a24 。

( I 144h30 - 1145a2 。

④ Neo'!T'Toλ81TO~. Neoptolemus，阿客琉斯之子。阿客琉斯死后，为夺取特洛伊

域，奥德赛让他冒充阿客琉斯欺骗菲洛克成或斯。

⑤ 中础。阿隅。申础。．意为虚假的， µev四意为选择、判断、决定等等。格
兰特（卷 II 第 200 页）说，此语或者是指智者派的粗陋的诡辩形式，或者指欧布里德

斯（Eubulidos）的著名的“说谎者”二难推理。

⑥ 时间时阿1，愚蠢、元头脑。
⑦ 因他是愚蠢的。

⑧ 哈L 霄凹e'l.a6邸，由于信念，而节6恼。倒是名词 τLcrn.c;（信念）的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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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而追求快乐的人，①可能比全无推理、因不能自制而追求快

乐的人好些。因为，他可以被说服改变其信念。而不能自制的人

35 正如一句谚语所谴责的，“假如被水噎住了，你还能用什么把它冲

下去呢？”要是他原来相信他做得对，说服他改变信念还可以使

I 146b 他停止。可是，他却信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一回事。②第六，

如果自制与不能自制是对于任何事物的，什么是一般的不能自制

呢？谁也不会在任何事上都不能自制，可是我们却笼统地说一些

5 人不能自制。

这些大概说来就是那些意见中存在的困难。那些意见中一部

分要槟弃，一部分要保留下来。因为解决难题就是寻找答案。

-3-
［不能自制与知识］

我们接下来考察，不能自制者是否具有知识，以及如果具有

知识，是在何种意义上具有；自制和不能自制是同哪些事物相

IO 关，就是说，是同所有的快乐和痛苦相关，还是只同某些特殊的

快乐和痛苦相关；自制与坚强是一回事，还是有所区别，以及其

① 即放纵者。莱克汉姆（第 382 页注）说，这是智者派提出的另一难题。智者
派把不能自制者等同于放纵者，同时肯定不能自制者的行为不是出于选择的，并基

于这种矛盾提出下述的难题。

② 劳伦丁抄本（Kb）：“同v 'YCrP 由何e盯TO 函 τpa廿e•, µ,e•1wrre旧0eC~ i:iv 

何时町0. v旬， Be 1Te1Te旧μ仇的。由Bev 1)竹ov 队λα 叩C.neL(要是他原来相信他做得

对，说服他改变信念还可以使他停止。他信的是一回事，做的却是另一回事）。

阳时εLO'TO，即呻• 1Te1Tew0<n，意思是，由于昕信别人的说服，把坏的行为当作好

的行为c 巴黎抄本（Lb）在 s1Te1TeLOTo 之前有间（不、没有）。格兰特（卷 II 第 201 页）

依照此抄本将这两句译为“要是他原来不相信他做得对，说服他还可以使他停止。

他信的是→回事，做的却是另一回事”。莱姆索尔和拜沃特（见莱克汉姆，第 384 页
注）认为应当在悦 τε霄ε旧μ仰的之间加上否定性的连词也队缸，其意义如正文中所

示。多数译者，如罗斯（第 163 页）、莱克汉姆（第 385 页）、克里斯普（第 123 页）、

奥斯特沃特（第 179 页），都采取莱姆索尔和拜沃特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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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些与此相关的问题。作为开始，＠我们先来考察，使自制者

和不能自制者与具有其他品质的人相区别的是同这两种品质相关

的对象，还是行为的方式。就是说，一个人被称为不能自制者是 15

因他在某些事物上不能自制，还是因他的行为方式本身，或是同

时因这两者。下一个问题是，自制与不能自制是否同一切事物相

关。因为，我们在笼统地称一个人不能自制时，不是指一切事

物，而是指说一个人放纵的那些事物。而且，我们也不仅是指这 20

个人沉溺于这些事物（因为那样就与说他放纵没有区别了），而是

指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同这些事物相关。放纵者是出于选择，认

为应当追求当下的快乐。不能自制者则不是出于此种选择，但也

同样沉溺于这些事物。

至于不能自制者的行为所违反的不是知识而是真实的意见的

见解，②对我们的讨论没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有些人对所持的意 25

见坚定不移，把这种意见当作他知道的东西。所以，如果有人

说，具有意见的人由于其信念的脆弱更容易违反正确的判断，我

们就可以回答说，从这方面来说，意见与知识没有什么区别。因

为，有的人对所持意见的信念也像其他人所具有的知识一样坚 30

定。赫拉克利特就是这样一个例子。③但是首先，具有知识有两

种不同的意义（有知识而不运用它，与有知识并且去运用它都是

CD 从此处到本自然段尾的这一节，按许多学者研究，与上下文元必然的关
联。斯图尔特（卷 II 第 243 页）引证莱姆索尔，怀疑它是亚里士多德的其他侠失作品

的一段引言被误置于此。格兰特（卷 II 第 202 页）把它看作是对后面几章的讨论内容

的一个楚脚的预告。莱克汉姆（第 384 页注）认为它是对前一小节的不必要的重复。

彼得斯（第 215 页注）认为它可能是作者临时写下的手记或片段，表明作者准备对前

面的一小节作些修改， 《尼各马可伦理学》的许多部分在他看来都具有这种尚未完

成的特点。

( 1 145b32 7 。

③ 这可能是指，彼得斯（第 216 页注）说，赫拉克利待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
说，亚里士多德不公平地把这个学说解释成对矛盾法则的否认。参见《形而上学》

1012a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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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知识）。一个做了不应当做的事的人是有知识而没有意识到这

35 种知识，还是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知识，这是非常不同的。后一种

情形①是非常令人奇怪的，而前种情形则不令人奇怪。其次，前

1147a 提有两种形式，②但是懂得两种前提并不足以阻止一个人做违反

其知识的事。因为，他可以只运用普遍前提而不运用具体前提，

而行为总是同具体事物相关的。而且，普遍性的词语在使用上也

5 有差异，一部分是说行为者自身的，一部分是说事物的。例如，

“干燥的食物对所有的人都有益”，＠“我是一个人”，或者“某种

食物是干燥的食物”。但是“这个食物是某某类食物”这个知识，一

个人可能或者不具有，或者具有而没有去运用。④这些差异使得

JO 具有知识呈现出显著的差别。一个人⑤若是以刚刚说明的那种方

式具有知识便不很令人奇怪，以另一种方式具有知识则令人奇

怪。第二，除上面谈到的之外，－个人还可能以第二种具有知

识。因为在具有知识而未运用知识的情形中，我们还可以作出一

15 种区分。因为，一个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像一个睡着的人、一

① l!P意识到（运用）知识，但出于意愿地做相反的（错误的）事c

② 即普遍前提（大前提）与具体前提（小前提）。

③这个大前提中，前一部分是说事物的，后一部分是说行为者自身的。

④ 前面的讨论谈到了有知识而没有意识到（运用）知识的一般情况，这里的讨

论进一步具体化了。没有意识到（运用｝的不是知识的普遍前提，而是直接关系到结

论（结果）的具体前提。流行意见的有知识观念是知道或了解普遍前提与具体前提c

而实践兰段论的性质则在于对知识的有意识的运用，这种运用在这里被表达为运用

普遍前提于具体知识并引出结论（结果）。莱克汉悔（第 388 页注）认为，作者在这里

举出两个 <if能未出现于意识中的具体前提，－个相关于事物，一个相关于行为者，

表明他认为这种意识（运用）包含两个三段论c 第一个是：“于燥的食物对所有的人都有

益”（普遍前提），“我是一个人”（具体前提），所以“干燥的食物对我有益”（结论）。第三

个是：“干燥的事物对我布益”（普遍前提），“这个食物是T燥的食物”（具体前提），所以

“这个食物对我有益”（结论） ' 

⑤指不能自制者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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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疯子或醉汉那样地既有知识又没有知识。①那些受感情宰制的

人也是这样。怒气、欲望和某些其他感情可以使身体变形，甚至

使人疯狂。所以我们必定会说，不能自制者如果有知识，也只是

像睡着的人、疯子或醉汉那样地有知识。②背诵知识的词句也不 20

说明就具有知识。甚至醉汉也可以吟咏恩培多克勒③的诗句。一

个初学者可以把各种名言收集起来，却一点也不懂。知识需要成

为自身的一个部分，而这需要时间。所以，应当把不能自制者所

说的话当作演员所背的台词来看待。第四，对于不能自制者的情

形，还可以从根本原因上考察。一个意见是普遍前提，另一个与 25
具体事实相关，属感觉的范围。当两个前提结合成一个结论时，

它就在一个领域④表现为灵魂的一种肯定，在制作的领域⑤直接

地产生一个行动。例如，如果“甜的食物是令人愉悦的”，且

“这个食物是甜的”一一作为类的一个个例，你如果能够并且没 30

有被阻止，就必定去品尝。如若有一个普遍意见阻止我们去品

尝，另一方面又有一个意见说，“甜的食物是令人愉悦的”，且“这

CD '-i前面谈到的具有知识而没有意识到（运用）其知识的情形有所区别，这里

谈到的情形是像醉汉戎睡着的人那样既有知识又没有知识，说他没有知识，是说他

在那种状况下不可能意识到（运用）他的知识。彼得斯（第 217 页注）认为，这第三种

情形很可能是亚里t多德“后想起来”而加在这里供将来改写用的们

② l!P既有知识又无知识。

Q) ’ Eµ:rre&oKA.Ecwc;, Empedocles，希腊哲学家，著名的七贤之一。

④ 即知识的领域。

@ TaL每节。叫τLKcU＜；。实践（τp&t间），根据他的理论与上下文，这里的确更应当

提到实践（11p&E叫。斯图尔特（卷 II 第 157 页）认为，制作在这里是在生产性的意义

上使用的η 由于作者想建立严格的实践三段论，所以把具体前提视为直接生产性（即

产生结论或结果）的前提。这个解说的确给人启发。不过也存在另一个可能性，即作

者本欲像在第六卷第 2 章 (I 139a28）那样，将实践与制作（τpetKTIK句号件η＆f:

m叫TLK均创并提，由于疏忽戎文稿抄写上的疏漏而落掉了实践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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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食物是甜的”一一这种意见①有一种现实的驱动力量，如若我们

35 有了欲望，那么即使第一个普遍意见阻止我们，欲望也会驱使我

们向前（因为它能使身体的每个部分都动起来）。所以在某种意

l 147b 义上，不能自制者的行为似乎是出于一种不是自身就与正确的

逻各斯对立的意见（因为与之相反的不是意见而是欲望）。②由于

这个缘故，我们不说野兽不能自制。因为，它没有普遍判断，只

5 有对具体事物的表象和记忆。不能自制者如何克服此种无知并回

到有知识的状态，与醉汉和睡着的人的问题是一样的，没有什么

特别处。在这里应当昕昕生理学的意见。但是，由于后一个前提

是一个对于感觉对象的、主导着行为的意见，不能自制者在受着

10 感情的宰制时就或者不具有这种知识，或者即使具有，所具有的

也不是知识，而只是醉汉所重复的恩培多克勒的词句。而且，由

于这种前提不是普遍的判断，不像普遍前提那样是科学的对象，

苏格拉底所努力说明的问题就仍然是对的。因为，当一个人不能

15 自制时，呈现给他的知识不是真实的知识，也不是受到感情扭曲

的知识，而只是感觉的知识。③关于不能自制者是否具有知识，以

① 即“这种食物是甜的”这个小前提c

② 在实践的推理中，普遍前提（原理）是非生产性的，关于环境与境况的具体

前提（事实）是生产性的。当两者结合时，产生的结论（结果）就既是普遍前提所肯定

的东西，又直接是一个行动。而在不能自制者的例子中，这两者出现了不一致：普

遍前提阻止，但具体前提仍然促使他去行动。从这种分析中可以引出两个主要的推

论。其→，在实践与制作活动中，具体前提是推理中的更加起作用的前提。其二，

Ill 于具体前提的行为并不是本身就与普遍前提对立的，因为具体前提（关于事实的意

见）可以与普遍前提相结合。

③ 苏格拉底致力于说明的问题是，一个人如果有知识便不会做坏事情，除非

是没有知识。作者在证明不能自制者虽然有知识仍然可能做出坏事之后，作了一个

限定，即一个不能自制者所具有的只是感觉的知识（这被解释为知道普遍前提与具体

前提，但未能意识到后者并把前者应用于它），并在这种限定的意义上重新肯定了苏

格拉底的问题的合理性，即一个人如果有真实的知识便不会做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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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具有何种知识的问题，我们就说到这里c

-4-

［不能自制的范围］

接下来，我们需要讨论是否有一般的不能自制，或不能自制 20

是否一定与某些特定的事物相关，以及如果是，同哪些事物相

关。自制和坚强，不能自制和软弱，显然都相关于快乐与痛苦。

在产生快乐的事物中，有些是必要的，有些则是本身值得欲求，

但我们在追求它们时可能过度。必要的快乐是同肉体相联系的， 25 

我指的是营养、性爱，即与放纵和节制相关的那些肉体活动。另

一些则是不必要的，但是它们自身值得欲求，我们指的是胜利、

荣誉、财富以及其它善的和快乐的事物。对这些事物的获得违反

了正确的逻各斯时，我们并不笼统地说它们是不能自制，而是加 30

上些限制，如在财富、获得、荣誉或怒气上不能自制，而不是只

说不能自制。因为，它们同严格意义上的不能自制不同，称它们

是不能自制只是因其类似。正如奥林匹克运动会获奖者安斯罗咱

斯①的例子，他的定义同人的一般定义虽不是根本不同，但还是 35

有些不同。（这可由以下事实得证：在谴责一般的或某种肉体快 1148a

乐方面的不能自制时，我们说它们不但是错误，而且是恶；而对

这里所说的这类不能自制，我们不说它们是恶。）但是，在那些

在与节制和放纵相关的肉体快乐方面出错的人中间，我们把其中

过度追求快乐，并在渴与饿、热与冷及所高影响我们的触觉与昧 5

觉的事物t躲避一切痛苦，且不是出于选择而是违反其选择与理

智而这样做的人，称为不能自制者。我们这样说他们时不加任何

① ’ Av0pw'!To~ ， Anthropos，公元前 56 年奥林匹克拳击冠军o' A v0pwτo~ 在希腊语

中的意义为“人”。亚里士多德这里借这种定义上的逻辑差别比喻上面所说的一般的不

能自制与在某种具体事物方面的不能自制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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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即不说他们在某某方面一一如怒气一一不能自制，而只说

l。他们不能自制。（一个证明是，我们把在这些事上屈从于快乐与

痛苦的人称为软弱的人，对屈从于怒气的人则不这样说。）所

以，我们把不能自制者与放纵者，把自制的人与节制者相提并

论，而不把他们同屈从于怒气等等的人放在一起来讨论。因为，

15 不能自制与放纵是和同样一些快乐与痛苦相关的。然而事实上，

尽管它｛们都与同样的事物相关，它们却不是以同样的方式同这些

事物相关。放纵者是出于选择，不能自制者则不是。所以我们应

当说，那些没有或只有微弱的欲望便过度追求快乐和躲避痛苦的

20 人，比具有强烈欲望而这样做的人更是放纵c 因为，如果他们具

有了青春的强烈欲望，并感受到缺少必要快乐而产生的强烈痛

苦，又会怎样呢？

既然有些欲望和快乐是与在性质上就高尚［高贵］和好的事物

相联系的（因为依照前面岛的区分，令人愉悦的事物之中，有一

25 J些本性上就值得欲求，有一些则与此相反，有一些是中间性

的人例如财富、获得、胜利、荣誉，人们就不会因感受、欲求

和喜爱这些以及那些中性的事物而受谴责，而是因以某种方式这

样做，即过度，而受谴责。（例如有些人违反逻各斯地屈从和追

30 求某种本性上高尚［高贵］和善的事物，如太看重荣誉，太关心子

女与父峙。关心子女与父母本是好事，本应受称赞。但是在这方

面可能做得过分，例如像尼奥贝②那样甚至要与众神对立，或是

像萨图罗斯③那样由于爱父亲而得到“爱父者”的绰号，就太过

句） l 147b23 -31 D 作者在这里引入了第三种愉悦的事物，即自身就是恶的事

物 产牛 f对这类事物的喜爱的快乐因此臼身就是恶的。同这种本性上恶的快乐相

以别的是本作 l二向尚［高贵 ]I币只在迫求得过度时叶是坏事的快乐，和与肉体相关的

必雯的（＇fl 11:的）快乐，后面这种快乐也同样容易追求得过度而成为坏事。

② Ncci~η， Niobe，尼奥贝声称她的孩子比雷托（Leto）的还美丽。

~t l<x呻o<;, Satyrus。文字的记述上说法不一η 据阿斯帕西尔斯（ Aspasios），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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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了。）所以，在这些事物上不存在恶。因为如己说明的，这些 l 148b 

事物就其自身而言都是值得欲求的，尽管过度的追求是坏事情因

而应当避免。同样，在这些事物上也不存在不能自制。因为不能

自制不仅仅是应当避免，而且是应当谴责的品质。但是由于感情

状态上的相似，我们也在这些方面使用不能自制这个词。不过， 5 

在这样说时总要说在某某方面不能自制，就像对某个我们不能简

单地说是坏人的人，我们说他是个坏医师或者坏演员一样D 对于

一个医师或演员，我们不能不加限制地说他坏，因为他们各自的

品质①都不是严格的恶，而只是有些类似c 同样，在前面的不能 10

自制的例子里，我们只能说在与节制和放纵相关的那些事物上的

不能自制是不能自制，而在说怒气方面的不能自制只是在类比意

义上说的c 所以，我们要加上在怒气方面这样的限定，就像说在

荣誉或获得方面一样。

-5-
［兽性与病态］

有些事物是在正常情况下令人愉悦的。其中有些是一般愉悦 15

的，有些是令特定的动物或特定的人愉悦的。但是还有些事物，

不是在正常情况下令人愉悦，而是由于发展障碍Y习惯或天生

残疾③才变得愉悦的。相应于每种这样的快乐，我们都可以发现

一种相关的品质。我首先是指那种兽性的品质，例如人们所说的 20

脐放事巾， 一个叫萨图罗斯（Satyrys）的人当父亲去世时，以自杀来寄托其哀思。但

是，两 lj!_ 奥多罗斯（ Heliodorus）则说，爱父者萨图罗斯敬父如神。斯图尔特（卷 II 第

178 页）说，公元前 4 世纪伯斯普鲁斯（ Bosporus）王叫作萨图罗斯。伯尼特（第 310 贞）

据萨阁罗斯的名字推断这一点很可能属实。

ro llP作为医师或演员的品质。

② τηpwσε屿，由于发展受挫而形成的障碍c

③ µox011p的，天生的能力丧失、残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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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剖杀孕妇、吞食胎儿的女人，①黑海沿岸的嗜好吃生肉和人

肉并易子而食的蛮人，以及法拉里斯②的故事所表现的那种品

质。这些是兽性的例子。另外一些这类品质来自病③（或者，在

25 某些例子中，来自疯，④例如那个把自己的母亲拿去献祭并吃掉

她的疯子，以及那个吃掉自己伙伴的肝脏的奴隶）。其他的病态

的⑨品质则来自习惯，如拔头发、咬指甲、吃泥土，以及鸡奸等

等。这些行为有些是出于本性，有些则出于习惯，例如有些人由

30 于从小成为性欲对象而形成的品质。出于本性的品质不能被责备

为不能自制，正如不能责备妇女在性交中总是被动而不主动一

样。对形成于习惯的病态品质也是这样。这些品质本身不属于

l 149a 恶，正如兽性不属于恶一样。不论是战胜它们还是屈服于官们都

算不得严格意义上的不能自制。⑥说它们是不能自制只是在类比

的意义上说的，正如对一个不能控制其怒气的人我扪说他是在怒

5 气上不能自制，而不简单地说他不能自制一样。（一切极端的品

质，不论是愚蠢、怯懦、放纵还是怪癖，事实上都或者是兽性，

或者是病态。一个生性对一切都害怕，甚至连老鼠的叫声都害怕

的人，表现的是兽性的怯懦。有的人害怕融鼠则是病态。愚蠢也

IO 是一样。有些人，如远方的蛮人，生来就没有推理能力，与世隔

绝，靠感觉生活，这是兽性。有些人则是由于某些病，如癫痛、

疯，而丧失推理能力，这是病态。）在这些不正常的品质上，一

个人可能只是有倾向而并未屈从于它们。我是说，法拉里斯也许

CD 莱克汉姆（第 400 页）说，这可能是指民｜可传说中的一个女魔。

② φtthClp间， Phalaris，见下页注。

③ VO<TO号，疾病、病。病在本卷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用法：狭义上指使人偏离正

常发展的生理变异，区别于发展障碍与残疾；广义的用法将后两者包含于内。

④ μαν饨，疯狂、疯癫、癫瘸等等，属病的一种c

⑤ VOITJ]µ<nφ8ε间，病态，衍生于名词 VO<TO~ （病）。

⑥这毕（正如莱克汉姆（第 403 页注）所说，应当领会为“自制与不能自制” 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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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吃一个小孩的欲望或某种愚蠢的恶欲，但忍住了而没那么 15

做。①但一个人也可能不仅仅是具有，而且受其宰制。所以，对

于人的恶我们便直接称其为恶。对于非人的恶，我们则加上一些

限定语，称之为兽性的、病态的恶。不能自制也是一样。所以有

些是兽性的不能自制，有些是病态的不能自制。只有与人的放纵 20

相应的不能自制才是一般意义上的不能自制。

所以，不能自制与自制只是就与放纵和节制相关的那些事物

说的。涉及其他事物的不能自制则是另一类的不能自制。它们只

是在转义上，而不是在本来意义上被称为不能自制。

-6-
［怒气上的不能自制与欲望上的不能自制］

我们来考察这样一种情况：与欲望方面的不能自制相比，怒 25

气上的不能自制不那么让人憎恶。②怒气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昕

从逻各斯的，不过没有听对，就像急性子的仆人没有听完就急匆

匆地跑出门，结果把事情做错了。它又像一只家犬，一听到敲门

声就叫，也不看清来的是不是一个朋友。怒气也是这样。由于本 30

性热烈而急躁，它总是还没有听清命令，就冲上去报复。当逻各

斯与表象告诉我们受到了某种侮辱时，怒气就好像一边在推理说

① 法拉里斯（Phalaris），一说为西西里岛公元前 570 年阿格里詹图（Agrigentum) 

的惰主。但据伯尼特（第 313 页）说，很少有相关的记述。他认为法拉里斯的名字可

能是文本的誉抄者由于不知道 KetTE:Lxev（忍住）的用法，误认为它没有主语而偶然地

加在这里的。格兰特（卷 II 第 215 页）引证阿里斯托芬的诗句表明， KetWLX口可以以

元主语的形式使用c 伯尼特的推断可能是受此启发。

② 在分别讨论了严格意义上的不能自制和类比意义上的或特殊的不能自制之

后，作者在本章把这两种不能自制加以比较，在这里，怒气方面的不能自制被当作

特殊的不能自制的例证，与此同时，严格意义上的不能自制被宣接称为“欲望上的

不能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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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同侮辱者战斗，一边就爆发出来。与此对照，欲望则一昕到

35 （逻各斯以及①）感觉说某某事物是令人愉悦的，就立即去享受。

所以说怒气在某种意义上昕从逻各斯，欲望则不是。所以屈服于

I 149b 欲塑比屈从于怒气更耻辱。因为，在怒气上失控的人还在一定程

度t受逻各斯的控制，在欲望上失控则不受逻各斯控制而受欲望

宰制。其次，服从正常的冲动更容易得到谅解。因为，就是在欲

堕方面，服从人人都有的欲望也更容易得到谅解，如果它们是人

5 人都有的欲望的话。而怒气与怪癖比对过度的不必要的快乐的欲

望更为正常。这可以由那个打自己的父亲的人用来为自己的行为

作辩护的那番话得证。“是的”，他说，“我父亲过去也打他父亲，他

的父亲也打他父亲的父亲。”他指着自己的儿子说，“这个孩子，将

10 来长大了也会打我，这是我们的家风”。另一个故事也是一个证

明。当父亲被儿子推向门外时，总是央求儿子到了门口就别再推

了，说他过去也是推到门口就不再推的。②第三，一个人越工于

心计③就越不公正，而发怒的人都是不工于心计的。怒气也不是

15 心计，而是明明白白的。然而欲望则是心计，就像人们说阿芙洛

狄特④是

塞浦路斯的诡计多端的女儿；⑤

荷马也写到过她的绣花腰带，说它

① 莱克汉姆（第 406 页注）把“逻各斯以及”括了起来，认为这是后人所加。

② 阿里斯托芬的《云》的最后一幕反映了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提到的父亲与儿

子间的冲突。见爱尔温，第 263 页。

③ 何·~ou：＼叶，计谋、心计。
④ ’ Aφpoll＜叫， Aphrodite，希腊爱神、美神，一说为海水泡沫所生，在塞浦路

斯岛t岸。

⑤ 作者不详，一说（见伯尼特第 315 页以及莱克汉姆第 408 页注）是出于撤础

(Sappho）之子的游吟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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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巧得令最明智者也丧失理智。①

所以，与怒气上的不能自制相比，欲望上的不能自制不仅更耻

辱，而且更不公正。欲望上不能自制是严格意义上的不能自制，

井且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恶。②第四，羞辱他人③不是使人痛苦而是 20

使人感到快乐，出于怒气而做的事情却总是使人痛苦。所以，如

果一个侮辱的行为越不公正，引起的公正的愤怒就越强烈，那

么，出于欲望的不能自制也就比出于怒气的不能自制更加是不公

正，因为怒气中不含有羞辱他人的成分。④所以，欲望上的不能 25

白制显然比怒气上的不能自制更耻辱，自制与不能自制其实都是

同肉体欲望与快乐相关的。③但是对肉体欲望与快乐也需要加以

区别。因为，如已说过的，⑥其中有一些在性质和程度上都是合

人性的、正常的，有一些是兽性的，另外一些则是由发展障碍与 30

病所致。节制与放纵只同前面一类相关。所以，我们不说动物是

节制的还是放纵的，除非在类比意义上说某类动物比其他动物更

① 《伊里亚特） ' 214, 2170 

② 亚里士多德在前面的讨论中把不能自制规定为出于德性与恶之间的中间性

品质，他比校多地使用的表语是坏，他在这里只在限定的即类比的意义上说它是

恶。

③ \$pi\;e印，羞辱或侮辱他人，衍生于名词 tif3p叫（羞辱）。亚里士多德把羞辱
他人看作出于欲望的侵犯行为，同发怒不同，因为怒气在某种程度上是听从逻各斯

的。

④ 因为，莱克汉姆（第 408 页注）解释说，出于怒气的不能自制比出于（羞辱对

方的）欲望的不能自制在受害人（接受发怒的人）那里引起的怒气要小，所受到的公正

的报复也不似后者的那样强烈；所以，它不像出于欲望的不能自制那样是一种不公

正或一种伤害。

③ 怒气上的不能自制比欲望上的不能自制较少受到谴责，亚里士多德说，这

是因为怒气比欲望(l）更昕从逻各斯，（2）更多出于气质戎习惯，（3）更少心计，（4）更多
由于痛苦而更少出于侮辱。

( 1148bl5 - 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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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羞辱、伤害对方和更贪吃。因为，动物既无选择也没有推理

35 能力，它们不属于正常范围①之内，就像人类中的疯子一样。兽

1150a 性虽然可怕，但并非是恶。因为在兽性中，最高的那个部分不像

在人身 t那样被扭曲，而是不存在。要把兽性与恶相比较，就像

把一个无生物与一个生命物加以比较，问何者更恶一样。没有始

5 因的恶总是为害较小，而努斯就是一个始因。（这两者的比较就

好比是不公正和不公正的人的比较：每一个都可以说是比另一个

更恶。）一个坏人所做的事比一个野兽多一万倍。②

-7-
［坚强与软弱］

与放纵与节制相关的触觉与味觉方面的快乐与痛苦，以及对

JO 于它们的追求与躲避，在前面③已经作过说明。在这个方面，一

个人可能在多数人能主宰④的事上反而屈服⑤了，或在多数人会

屈服的事上反而能够主宰。这两种情形在快乐上就是不能自制与

自制，在痛苦方面就是软弱与坚强。大多数人的品质是中间性

15 的，尽管倾向于坏的一端。既然快乐有些是必要的，有些是不必

要的，必要的快乐只是在一定限度内才必要，过度与不及都不是

① 亚里士多德这里说的正常范围，显然是以有选择和推理能力的人为尺度

的。

② 关于兽性与恶不可比较的最后这一小节引起了许多批评。彼得斯（第 229 页

注）认为，把这两者的比较同不公正与不公正的人的比较相类比是楚脚的、多余的；

把它同不公正的行为与不公正本身的比较相类比似乎更好些。伯尼特（第 3 I 7 页）认

为这－小节可能是作者临时写下的手记。莱克汉姆（第 410 页注）也持相同的看法，

并抱怨文意的含混说：“任何两个诠释者都不会对它作出相同的解读”。这一小节的

确像是→段有待扩展的提纲。但是从与本卷第 l 章的上下文联系来看，文意上似乎

并不过于含混。

③ 本卷第 3 章。

④ Kpa-re'Lv，主宰、掌握。

⑤ 巾-r＆σ6m，屈服、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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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并且欲望与痛苦的情形也是一样，一个人如果追求过度

的快乐或追求快乐到过度的程度，井且是出于选择和因事物自

身，而不是从后果考虑而这样做，便是放纵。这种人必然是不知 20

悔改因而不可救药的，因为不知悔改的人便不可救药3 不及的人

则与此相反。有适度品质的人则是节制的。同样，→个人如果不

是因为无力忍受，而是出于选择而躲避肉体痛苦，也是放纵。

（那些不是出于选择而这样做的人中，有些是因受到快乐的引 25

诱，有些是为了躲避欲望中的痛苦。所以他们之间也有区别。人

们都认为，不是出于强烈欲望、而是没有或只有微弱欲望就做了

可耻的事的人①更坏，不发怒而打人的人比发怒才打人的人更

坏。因为，他如果带着强烈的感情，又会做出些什么呢？所以， 30 

放纵的人比不能自制者更坏。）在上面所说的两种品质②中，出

①这里是指放纵者。追求快乐的放纵者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出于选择而追求

过度的快乐或追求到过度的程度，而不是出于强烈的欲望。

② 由于上文在括号里讨论了两种品质，即(l）出于选择地过度追求快乐（放纵）

与（2）出于选择地躲避痛苦（尚未确定名称，但也是一种放纵）；在括起来的部分里也

讨论了两种品质，即（3）不是出于选择地过度追求快乐（不能自制）与（4）不是出于选择

地躲避痛苦（软弱），作者在此处说的两种品质所指究竟是什么，引起了研究者的许

多争论。格兰特（卷 II 第 221 页）、伯尼特（第 319 页）认为作者在把这两对品质（ (1)(2) 

与（3阳））加以比较，而比较的中心是放纵与不能自制。但是这样一种判断即使对，也

显然与接下去的“出于选择而躲避痛苦是某种软弱，出于选择而追求快乐则是严格

意义上的放纵”没有直接联系。斯图尔特（卷 II 第 190 - 191 页）、莱克汉姆（第 414

页注）、罗斯（第 176 页注）和爱尔温（第 264- 265 页）等认为，作者此处是指括号前

讨论的两种品质。亚里士多德此处显然对那里说品质（2）“也是放纵”的说法不甚满

意，因为这与本章一开始确定的“在痛苦方面就是软弱与坚强”的定义不合。所以

他在此处说品质（2）是某种软弱。这可以说是他所做的一个补救。由此构成的相关品

质体系可表示为

在r快乐方面

自制

不能自制（3)

放纵(l)

在痛苦方面

坚强

软弱（4)

软弱（寻｜申意义）（2)



210 尼各马可伦理学

于选择而躲避痛苦是某种软弱，出于选择而追求快乐则是严格意

义上的放纵。不能自制同自制相对立，软弱与坚强相对立。坚强

35 意味着抵抗，①而自制意味着主宰，两者互不相同，正如不屈服

II50b 于敌人与战胜敌人不相同一样。所以自制比坚强更值得欲求c 有

的人缺乏抵抗大多数人能忍耐的痛苦的能力，这就是柔弱（因为，

柔弱也就是软弱的一种表现）。这样的人会把罩袍拖在地上而懒得

5 提起，或佯装病得提不起罩袍，他不知道假装痛苦也是痛苦的。

在自制与不能自制的问题上也是这样。一个人屈服于强烈的或过

度的快乐或痛苦并不奇怪。如果他进行过抵抗，例如像希奥迪克

特斯②笔下的菲洛克战成斯③在被毒蛇咬伤时，或像卡基诺斯④

10 《阿罗比》中的凯尔克翁所傲的那样，或者像克塞诺方图斯⑤那样

忍住不笑出来，那就更容易被原谅。令人奇怪的倒是，有的人既

不是出于天性，也不是由于病，竟也在多数人能够抵制住的事情

上屈服。天性柔弱的例证是西徐亚各位国王。⑤他们有祖传的软弱

15 天性，就像女性与男性相比总是软弱那样。人们还认为，消遣⑦

节制，亚里士多德没有引申到这两方面做分别的讨论，因为似乎不需要作这种区

分。

① ＆阿exe‘v，抵抗、抵制。
② 9eOOBK咽哇， Theodectes，修辞学家与悲剧作家，亚里士多德的一个朋友，曾

在伊索克拉第斯(Isokl'lll田）学园学习过，他把修辞学方法引人悲剧创作。

③ 希奥迪克特斯一悲剧中的人物。关于菲洛克式或斯，见第 178 页注②。

④ K<XpKLV饵， Carcinus，悲剧诗人。他在｛阿罗比》 （ Alope ）中描写了凯尔克翁

(KepKUwν， Cercyon）的残酷品质与道德感之间的斗争。

⑤ Eevoφd阿町， Xenophantus，亚历山大（Alexander）的宫廷乐师。塞涅卡

(Seneca）曾说，克塞诸方图斯的战斗音乐使亚历山大昕到就会抓起武器，而亚历山大

的音乐在克塞诺方图斯身上却效果正相反。

⑥ Scythianso 莱克汉姆（第 416 页）注：据希罗多德，西徐亚人在夺取了乌尔

拉尼亚（Urania）的爱神神殿后，都得了一种柔弱病，并传给了后代；希波克拉底

(Hipp配rates）则说是他们中的富有阶级和地位高贵者得了这种病，因为他们骑马过

多。

⑦ 霄αi.8.W&i]号，消遣、戏耍。



第七卷 ［自制］ 211 

就是放纵。但实际上这是软弱。消遣是体息，是松懈，沉溺于消遣

是过度松懈的一种形式。不能自制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冲动，①

一种是屠弱。②辱弱的人进行考虑，但不能坚持其考虑所得出的 20

结论。冲动的人则由于受感情的宰制而不去考虑。有些人则正像

已经抓过别人的痒自己就不再怕被抓痒③那样，由于能预见到事

情的来临，并预先提高自己，即提升自己的逻各斯，而经受住感

情的一一不论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一一冲击。急性子和好激动的 25

人，容易成为冲动的不能自制者。前者是由于急于求成，后者则

是由于激动而把逻各斯抛到了后面。由于这种特质，他们就只好

顺从表象了。

-8-
［不能自制与放纵］

前己说明，④放纵者都不存悔恨，因为他所做的是他选择要

做的事。然而不能自制者则总是悔恨。所以前面所举出的那种困 30
难⑤并不是那样一种困难。相反，倒是放纵者不可救药，不能自

制者则可能改正。因为，恶就像浮肿和结核，不能自制则像癫瘸

病，前者是慢性的，后者则是阵发性的。总起来说，不能自制与

① 霄po节8-reu宠，冲动、急切等等。

② au6eve础，身体上的房弱。

③ 韦尔登（第 227 页注）说，在这种游戏中，先抓别人的痒的人就好比有了某
种武装，在被抓时也不会产生强烈的效果。亚里士多德在《问题集） ( Problemata) 

(965all）中说，一个人如果不是在不知觉中，就不很怕被抓痒，所以一个人无法抓
自己的痒。

( l 150a2lo 

⑤ ll46a31 - b2。本章的讨论，针对第 2 章中举出的第五种困难，亦即由智者

派提出的第二个困难。这个困难是说，放纵者由于做事是出于选择还可以通过改变

其信念而改正，不能自制者做事不是出于选择所以无可救药，因而放纵者比不能自

制者要好（就其更容易改正而言）。在这里，作者对于这个困难本身作了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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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恶在性质上是不同的。恶是无意识的，①不能自制则不是。其

次，在不能自制者中间，那些冲动类型的人比那些意识到逻各斯

I 151 a 而不能照着做的人②要好些。因为，后面这种人有一点诱惑就要

屈服。而且，与冲动的人不同，他们并不是未经考虑而那样做

的。这种不能自制者就像爱醉的人那样，只要一点点酒，甚至远

远少于多数人的正常量的酒，就会醉倒。不能自制不是严格意义

5 上的恶（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恶）。因为，不能自制不是选择，

而恶则是选择。然而，这两种实践却产生类似的恶。这就像德漠

多克斯③说米利都人一－

。
u

l 

米利都人并不笨，

但做起事来却像笨人

一样。不能自制的人并非不公正，但是却做着不公正的事。第

三，不能自制者在违反正确的逻各斯而追求过度的肉体快乐时，

并不认为自己应当那样做。放纵者则认为他自己应当那样去做0

15 所以前一种人容易经劝告而改正，后一种人则不容易。因为，德

性保存着始点，恶则毁灭始点。在实践中，目的就是始点，就相

当于数学中的假设。所以在实践方面也和在数学上一样，始点不

是由逻各斯述说，而是由正常的、通过习惯养成的德性帮助我们

找到的。所以，具有德性的人就是节制的，相反的人就是放纵

① 即对于逻各斯即正确的道理无意识，而不是没有行为的意愿与选择。彼得

斯（第 233 页注）说，坏人虽然知道人们认为他坏，但是不同意人们对他的判断，所
以可以说他是元意识的。

② 指屡弱的不能自制者。

③ A可µollOKo<;, Demodocus，勒若斯（Leros）的箴言体作家，他写作了一些针对

其他城邦的箴言和警句，有诗歌残篇留世。下面两句警句，是他针对米和l都人而作
的，见于他的《残篇） (Fragments) （迪尔［ E. Diehl］《希腊抒情诗选》［ Anthok>gia 

Lyricα Graeca ］ ，第 3 版， 1949 - 1952 年）第 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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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是，还有一种人①是由于受感情影响而违背了正确的逻各 20

斯并放弃了自己的选择的。感情的影响使他未能按照正确的逻各

斯去做，但是还没有使他相信这样追求快乐是正确的。不能自制

者就是这种人。②他好过放纵者，并且总体上不坏。因为在他身

上，始点还保存着。与不能自制者相反的，是坚持自己的选择而 25

没有在感情的影响下放弃它的人。通过这些考察，自制是种好的

品质，不能自制是坏的品质，就很清楚了。

-9-
［自制与固执］

那么，一个自制的人是任何一种逻各斯或选择都坚持，还是

只坚持正确的？一个不能自制者是任何一种逻各斯或选择都不能 30

坚持，还是仅仅不能坚持那些正确的？这是前面③提出的一个困

难。前者所坚持的和后者所不能坚持的，是否尽管在偶性上可以

是任何逻各斯和选择，在实质上却是同一种正确的逻各斯和选择

呢？因为，如果一个人选择这个事物是为着那个事物，他就实质 35

上是在选择那个事物，选择这个事物只是出于偶性。我们说实质！！Sib

上的意思是说总体上。所以，尽管在某种意义上，自制者坚持、

不能自制者不能坚持的是任何一种意见，但在实质上他们各自坚

持或不能坚持的只是真实的意见。④但是有一种坚持自己的意见

① 这里指上面谈到过的冲动的不能自制者。

② 所以，在冲动的和屠弱的不能自制者中，亚里士多德把冲动的不能自制者

看作严格意义上的不能自制者。

( 1146al6 - 31 。

④ 自制者所坚持的看上去只是他个人的一种意见，但是在本质上是一种正确

的意见；不能自制者所不能坚持的看上去也只是他个人所持有的一种意见，但在本

质上是他所持有的一种正确的意见。为什么亚里士多德不更直接地说，自制者坚持

的是正确的意见，不能自制者坚持的是错误的意见？爱尔温（第 215, 266 页）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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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的人，我们称其为固执的人。①对这样一个人，既不容易说服他

相信什么，也不容易说服他改变什么。这些特点与自制有几分相

似，就像挥霍与慷慨、鲁莽与勇敢有些相似一样，但是固执与自

制实际上在很多方面不同。首先，自制的人不动摇是要抵抗感情

10 与欲望的影响，他有时其实是愿意听劝说的。固执的人不动摇则

是在抵抗逻各斯，因为他们有欲望并常常受快乐的诱惑。其次，

固执的人有固执己见的、无知的和粗俗的兰种。固执己见的人所

以固执是因为快乐与痛苦。因为，如果他未被说服，他就认为是

15 胜利了，就感到高兴；如果他的意见被说服改变了一一就像法令

在公民大会上被改变那样，他就感到痛苦。所以，他们更像不能

自制者，而不是像自制者。还有一种人，他何］没有坚持自己的决

定也不是因为不能自制，而是由于剔的原因。例如索福克勒斯

《菲洛克式矶斯》中的涅俄普托勒墨斯。当然，使得他放弃了他

20 的决定的也是快乐，但那是一种高尚［高贵］的快乐。因为，讲真

话让他感到愉快，而奥德修斯却曾经说服他说了一次谎。②所

以，并不是所有为着快乐的行为，只有为着卑贱的快乐的行为，

才是放纵和不能自制的。

还有一种人对肉体快乐的喜爱少于正常的程度。这种人也是

25 没有坚持逻各斯。自制的人处于这种人和不能自制者之间。不能

自制者没有坚持逻各斯是因为过度，刚刚提到的这种人则是因为

不及。自制的人坚持逻各斯是由于他不因过度与不及而改变。如

果自制是好品质，其他两种相反的品质就是坏的品质。它们事实

这是因为不能自制者对于不同的快乐与善的沉溺是不同的，对音乐的过度沉溺与对

威士忌酒的过度沉溺不同，一个人慢慢地不再过度沉溺于音乐不等于他就同时不再

过度沉溺于威士忌酒，这些不同的不能自制需要不同的训练来达到自制。的确，我

们大致可以悦，自制总是大致相同的，不能自制则是多样的，在肉体快乐t也是间

样，因而不能以坚持错误的意见来充分地加以说明。

⑦ WxvPo"fvwµov响。
②参见第 195 页注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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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的确是坏的品质。不过，由于其中的一种很少见，我们就把 30

不能自制当作与自制对立的惟一品质，就像放纵被当作与节制对

立的惟一品质一样。有许多词我们是在类比意义上用的。我们说

节制的人的自制就是在类比意义上说的。因为，自制的人和节制

的人都不因肉体快乐而违背逻各斯。但是自制的人有坏的欲望， 35 

节制的人则没有。节制的人不觉得违反逻各斯的事令人愉悦。自 1152a

制者则觉得这类事情使他愉悦，但不受它诱惑。①不能自制者与

放纵者也有相似处，虽然它们不同。两者都追求肉体快乐。不

过，放纵者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不能自制者则并不这样认为。 5 

-10-
［不能自制与明智的不相害性］

此外，一个人不可能在同时既明智又不能自制。②因为前已

说明，③明智与道德德性是不可分离的。明智不仅是要知而且要

实践，而不能自制者恰恰是做不到。（另一方面，聪明人倒可能

不能自制。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才觉得有些人明智却不能自 10

制。因为如前面说明过的，④聪明与明智是做事情方式上的不

同：作为领悟逻各斯的能力它们接近，但是在选择上不同。）不

能自制者也不像一个具有知识并在沉思的人，而像一个睡着的人

① 由于把节制规定为德性，把自制规定为中间性的品质，亚里士多德需要在

说明了自制的人所坚持的实质上只是正确的意见，而且不是出于快乐（在这两点上与

固执的人不同）而坚持这种意见之后，说明自制与节制的联系与区别。在前面所谈到

的区别， l!P ~i 制者有坏欲望，节制的人则没有，在此处进一步从对象的愉悦性方面

得到了说明。节制比自制更高的性质因而得到加强，并且提示了这样一种引申的意

义：我们可以谈节制者的自制（在类比意义上），因为节制是更高的品质，但是不能

谈自制者的节制，因为自制低于节制。

②这是对第 2 章列举的第一个困难的回应。

( 1144all b32, 

( l 144a23 -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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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或醉汉，尽管他是出于意愿的（因为他在某种意义上知道他在做什

么以及为着什么）。不过他并不是坏人。因为他的选择是好的，他

只是半个坏人。①他也并非不公正。因为他不是工于心叶的人。其

中一种人②只是不能坚持考虑得出的结论，另一种人③则没有做考

20 虑。不能自制者好比一个城邦，它订立了完整的法规，有良好的

法律，但是不能坚持，就像阿那克萨德里德斯④所嘲讽的，

我简直想去

一个不关心其法律的国度。

坏人则像一个坚持其法律的城邦，不过那法律是坏的。就多数人

25 的品质来说，自制与不能自制都是某种极端。因为与多数人所能

够做的相比，自制的人所坚持的东西过多，不能自制者所坚持的

又过少。好激动的人的不能自制比经过考虑而做事的人的不能自

制更好改正。习惯养成的不能自制比天生的不能自制更好改正0

30 因为习惯可改，本性难移。但是习惯一旦成为自然也就难改了。

所以埃内努斯⑤说道，

朋友，习惯是长期养成，

它最后就成为人的自然。

我们在上面讨论了什么是自制与不能自制，什么是坚强与软

① 中L而V'l]p&; o 1TOVl]p&;，坏人；叫肿，半个。

②指屠弱的不能自制者。

③指冲动的不能自制者。

④ ’ AvaEavBpLll啊， Anaxandrides，雅典戏剧作家，据说在其作品中对雅典人进

行过讽刺。

⑤ E\Jtivo~. Enenus，帕罗斯（Paros）的格言体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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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以及它们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

［快乐］

-11-
［对快乐的三种批判意见］

快乐和痛苦是政治哲学家考察的对象。因为，他是最大的匠 l 152h 

师，专司制定作为判断一般人的善恶的标准的目的。然而这种研

究对于我们的研究也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已经说明，①道德品质

中的德性与恶都与快乐与痛苦有关。而且，多数人都认为幸福包

含着快乐。这就是人们从事福这个词中引出福祉⑧一词的原因。 5

有些人认为，快乐不论就其自身来说还是在偶性上都不是一种

善，他们说这两者是不同的东西。另一些人认为，有些快乐是一

种善，但多数快乐是坏的。第三种意见认为，即使所有快乐都是

善的，快乐也不可能是最高善。③首先，主张快乐根本不是一种 10

善的人提出了这样一些理由。其一，一切快乐都是向着正常品质

回复的感觉过程，而过程与其目的在性质上是不同的，正如建筑

过程同房屋是不同的一样。其二，节制的人都避开快乐。其三，

明智的人追求的是元痛苦而不是快乐。其四，快乐蒙蔽明智，而 15

( l 104b8 -1105al3o 

( Tov µaKapwv 仙。µ<iKaσLV Ct'ITO To0 XO!Lpew. 问Kapwv （问Kap~），福

扯； µ<iAa xaCpetv，享福。亚里士多德认为前者在词源上来自后者。

③莱克汉姆（第 430 页注）说，第一种意见是斯彪西波的（斯图尔特［卷 II 第 224

页］和伯尼特［第 330 页］都认为它既是斯彪西波的意见一一斯彪西波，伯尼特举证

说，最先提出快乐与痛苦是两种相互反对并都与善对立的恶的看法一一也是昔尼克

学派的意见），第二种意见是柏拉图｛菲力布斯篇） (53c）中的观点，第三种观点出

现于《菲力布斯篇〉结尾处（65h-66a），是亚里士多德在后面第十卷中所持的观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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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它越蒙蔽明智就越是快乐。例如，性快乐就是这样。在性快乐

中，没有人会去思考⑦什么。其五，快乐无技艺，然而每种善都

有一种使它产生的技艺。其六，儿童和兽类都追求快乐。第二，

20 主张快乐不都是善的人提出了这样一些理由。其一，有些快乐是

卑贱的、耻辱的。其二，有些快乐有害，因为令人愉悦的事物有

些使人致病。第三，主张快乐不是最高善的人的理由是，快乐是

过程而不是目的。这些大概就是所提出的一些意见。

-12-
［快乐与实现活动］

25 下面的考察将表明，上述论据都不能充分地表明快乐不是一

种善，以及快乐不是最高善。首先，②善有双重意义（一是总体

t，二是对某个人而言） 0 本性与品质，运动与过程的善也有这

双重意义3 同样，那些被认为坏的过程，有时尽管总体上坏，对

30 某个具体的人却相对不坏甚至值得欲求；有时尽管对一个人总体

上坏，在某些场合和某些时候却值得欲求。还有的时候，它尽管

实际上不值得欲求，却显得是值得欲求。例如，施加给病人的充

满痛苦的治疗过程就是这样c 某种善的东西或者是一种实现活

35 动，或者是一种品质。使人回复到正常品质③的快乐只在偶性上

① VOeLV，思考的活动c

② 针对 I二文举出的各种意见，下文（第 12 至 13 章）大致分为七点作出回应。

f§是讨论的理路错综复杂，使人不易看清它们之间的联系。为使讨论的问题转换明

确，我在作~－转．换论题的各处均以“首先

所做的那样。虫H果以 1(1)-(6 ）、 2(1) (2 ）和 3 分别代表前面举出的三种主张及这

些主张之F的具体意见，以下七点回应与所举出的意见的对应之关系可以这样来说

明：－－ L•J应意见 I (1）；二回应意见 3；三回应意见 2 (2）；四回应意见 1 (4）；五四应意

见 I (5）；六间应意见 I (2）、（3）、（6）；七回应意见 2 (1 ）。

③ 叫u 伽m叫V t~LV，正常品质，或自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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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愉悦。在这个过程中，欲望的实现活动只是还处在正常品质

的那个部分的活动。因为，存在着不包含痛苦或欲望的快乐（如 l 153a 

沉思的快乐），这是一个人处于正常的状态而不存在任何匮乏情

况下的快乐。回复性的快乐只在偶性上令人愉悦这一点可由以下

的事实得证：在正常的状态下，我们不再以在向正常品质回复过

程①中所喜爱的那些东西为快乐。在正常的状态下，我们以总体

t令人愉悦的事物为快乐。而在向正常品质回复过程中，我们甚 5

至从相反的事物，例如苦涩的东西中感受到快乐。这类事物在本

性上或总体上都不是令人愉悦的，所以我们从中感受到的快乐也

不是本性k或总体上令人愉悦的。因为，正如令人愉悦的事物不

相同②一样，由此产生的快乐也同样不相同。第二，这不等于像

有些人说的，就像目的比过程好那样，一定有一种比快乐更好的 10

东西。⑤因为快乐不是过程，快乐也不是伴随着所有的过程。快

乐既是实现活动，也是目的。快乐不产生于我们已经成为的状

态，而产生于我们对自己的力量的运用。快乐也不是都有外在的

目的的，只有使我们的正常品质完善的那些快乐才有这样的目

⑦ Ka0e肘可阴阳哩，回复、恢复过程。

② 令人愉悦的事物分为自身便是恶的、自身便是善的和中间性质的三类，参

见 l 148a24 - 26, 

③格兰特（卷 JI 第 237 页）、伯尼特（第 333 页）认为，此处是指斯彪西波本人

的或荷他的学派的观点。斯彪西波及其学派的基本观点在于，快乐是朝向一个目的

的变动不屈的过程，而目的则是一种确定不变的状态，确定不变的东西总是比变化

不定的东西更好，所以目的是比快乐更好的东西。作者在这里的反驳建立在快乐是

实现活 .9J而不是过程（生成）的理据上。生命的实现活动（实践）既是活动又是目的本

身。它朝向它的目的（如果它有目的），同时它自身又是目的c 所以实践不同于制作

活动。制作活动是过程或生成，对制作活动而言，目的（产品）比活动过程更为重

要；但桂对实践而言。实现活动与目的两者同样重要。所以伯尼特的下述评论是不

恰当的·他说，亚里土’多德在这段讨论中使用的实现活动(Bvep-ye旧）一词应当理解为

运动（ KL叫σ叫。因为，运动只是对实现活动的物理意义上的而不是全部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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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的。所以，说快乐是感觉的过程是不对的。最好是把过程这个词

换成我们的正常品质的实现活动，把感觉的换成未受到阻碍的。①

还有一些人把快乐看作是过程，是因为他们把过程看作某种善，

把实现活动看作过程。②然而实现活动与过程是不同的。第三．说

因为有些令人愉悦的事物会使人致病，所以快乐是坏的，就等于

20 说健康是坏的，因为有的健康的事物对赚钱有害。从这个方面说

它们是坏的，但从本身来说它们并不是坏的c 甚至沉思有时也有

损健康。③第凹，明智和任何其他品质都不会被属于它自身的快乐

所妨碍，而只会被其他快乐所妨碍。所以，沉思和学习的快乐能

使人思考和学习得更好。第五，快乐的活动没有技艺，这是很自

25 然的。因为，任何技艺都不产生实现活动，而只产生一种能力，

尽管制造香昧和食物的技艺被看作快乐的技艺。④第六，节制的人

回避快乐，明智的人追求的是无痛苦，以及儿童与兽类都追求快

乐这几条意见，可以由同一个道理来作回答。我们已经说明，⑤在

何种意义上快乐在总体上是一种善，以及在何种意义上并非所有

① Otveµ'ITOl\W'l"OV 0 所以，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提出的快乐的暂时定义是，快乐

是我们的正常品质的未受到阻碍的实现活动。

② 格兰特（卷 II 第 237 页）、斯图尔特（卷 II 第 242 页）和伯尼特（第 334 页）都

认为，这里所针对的是昔勒尼学派（Cyrenaics）的见解。昔勒尼学派认为善只存在于瞬

间的感觉中，把快乐看作最高善，理据是快乐是灵魂的过程，而灵魂的过程就是最

高善。柏拉图学派接受这个定义，但反对这个结论。作者（一般认为就是亚里士多德

本人）在这里则接受这个结论，但是认为理由应当是快乐是实现活动，而不是快乐是

过程。

③ 这里所提出的是根据善的定义而成立的一个反驳c 一个事物如果在相对意

义上坏，并不证明它自身（即在总体意义上）就坏。

④ 快乐不同于技艺，技艺不引出快乐，在本章作者看来并不是一个要辩驳的

访难，而是一种正常的情况。格兰特（卷 II 第 238 页）说，作者的回答包含两个方

面，就像他对于善的双重意义的分析那样：（1)在总体上，快乐不是技艺，它高于技

艺；（2）在类比的（相对的）意义上，又可以说有这种技艺，因为人们把某些技艺说成

是（尽管它们本身不是）制造快乐的技艺。

( 1152b26 - 1153a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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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都在总体上是善。兽类和儿童追求的就是并非在总体上是善”

的快乐。明智的人所追求的就是避免由于缺少这类快乐而产生的

痛苦。这些快乐也就是含有欲望与痛苦的肉体快乐（因为，肉体快

乐才具有欲望与痛苦），或表现着放纵的肉体快乐的极端形式。所

以节制的人避免这样的快乐。因为节制的人也有自己的快乐。 35 

-13-
［快乐与幸福］

痛苦是恶，是应当避免的。它或者在总体上是恶，或者以某 1153b

种方式妨碍实现活动而是恶。与恶的、应当避免的东西相反的，

就是善。所以快乐是某种善。斯彪西波的反对意见，是快乐与适

度品质和痛苦相反，正如过多与正好和过少相反。但这个论点不

能说明问题。因为他不能因此就说快乐是恶。①第七，即使某些 5

快乐是坏的，也说明不了某种快乐不能是最高善。②这正如尽管

某些科学是坏的，某一种科学仍然可以是非常好的一样。首先，

如果每种品质都有其未受阻碍的实现活动，如果幸福就在于所有

品质的，或其中一种品质的未受到阻碍的实现活动，这种实现活 10

动就是最值得欲求的东西。而快乐就是这样的未受到阻碍的实现

活动。从这一点来看，即使大多数快乐是坏的或在总体上是坏

① 斯彪西波说快乐不是善，但是不说快乐是恶。彼得斯（第 244 页注）把斯彪
商波与亚嗖士多德的对立论点做了下述表达：

论题： 快乐是善，因为它同痛苦相反，而痛苦是恶。

斯彪西波：不，善既不是快乐也不是痛苦，而是中间状态，它既与痛苦相

反， 也与快乐相反。

亚里士多德：不，如果那样．快乐就是葱。

② 亚里士多德在此提出一个逻辑的反驳：从特称命题中推不出全称命题c 但

是这皂的讨论有一个论题上的转换：在前面，讨论的主旨是快乐是善，在这里则转

换为有的快乐可以是最高善c



222 尼各马可伦理学

的，某种特殊的快乐仍然可以是最高善。正因为这一点，人人都

15 认为幸福是快乐的。也就是说，人们都把快乐加到幸福上。这样

看是有道理的。因为，既然没有→种受到阻碍的实现活动是完善

的，而幸福又在本质上是完善的，一个幸福的人就还需要身体的

善、外在的善①以及运气，这样，他的实现活动才不会由于缺乏而

20 受到阻碍。（有些人说，只要人好，在贫困中和灾难中都幸福。这

样的话，无论有意无意，说都等于不说。）但是由于还必须有运

气，有些人就认为幸福就等于好运。但是事情并不是这样。如果

过度，好运本身也会成为阻碍。这样，它也就不配称为好运了。

25 因为只有和幸福联系在一起，它才能称为好运。其次，如果兽类

和人都追求快乐，这就表明它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最高善：

众口相传的事，就决不会是胡说。②

但是人们追求的是不同的快乐，尽管都在追求着快乐。因为，没

30 有哪种本性或品质是对所有人都最好或显得最好的。不过，他们

也可能实际上在追求同一种快乐，而不是在追求他们各自觉得或

口头上说自己在追求的那些快乐。因为，自然使所有存在物都分

35 有神性。但是肉体快乐据有了快乐的总名。因为，它是我们接触

1154a 得最多且人人都能够享受的快乐。所以，人们就认为只存在着这

样的快乐，因为他们只知道这些快乐。其三，如果快乐与实现活

动不是某种善，幸福的人的生活就显然不是令人愉悦的。因为，

如果快乐不是某种善的东西，他要快乐做什么？正好相反，他的

5 生活将会是痛苦的。因为，如果快乐既不善也不恶，他又何故要

① 恼 σφμ且n a')'a9a，身体的善； TCr BKTii<; a-ya9＆，外在的善。关于身体的善、外

在的普及灵魂的善的区分，参见第 21 页注③。

②赫西阿德《工作与时日》，7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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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避它？而如若一个好人的实现活动不比其他人的更令人愉悦，

他的生活也就不会比别人的更令人愉悦。①

-14 －② 

［肉体快乐］

有些人说，虽然有的快乐，如高尚［高贵］的快乐，非常值得

欲求，但是肉体快乐，即和放纵相关的那些快乐，却不值得欲 10

求。持这种意见的人应当考察一下快乐的性质。如果这样说是对

的，如果与恶相反的是善，那么与快乐相反的痛苦为什么是恶？

是否应当说，如果不是恶便是善，那么必要的这类快乐就是善的

东西？或者，在一定范围内就是善的？因为，尽管有些品质和过程 15

在善这方面不存在过度，因而也不会有过度的快乐，但在另一些

品质与过程中的确存在这种过度，因而会有过度的快乐。在肉体

快乐方面存在过度。坏人所以成为坏人就是由于追求过度的而不

是必要的肉体快乐。所有的人都在某种程度上享受佳肴、美酒和 20

性快乐，但不是每个人都做得正确。痛苦方面的情形则与此不

① 亚里士多德在本章关于某种善可以是最高善的三条理据的观念可表述如

下： {I）最高善的定义的理据。最高善（人们称之为幸福）的定义恰好与快乐的定义相

合：最高善是所有品质或一种最好品质的未受阻碍的实现活动，快乐恰恰是未受阻

碍的实现活动，两者同种属。（2）事实的理掘。兽类与人都追求快乐是一个事实的证

据，表明快乐被作为最高善来追求，尽管被当作最高善的快乐是不同的。（3）幸福的

性质的理据。幸福的生活是善的和令人愉悦（快乐）的，表明快乐与幸福是不可分离

的。如果快乐不是善，幸福的生活就将是痛苦的。而如果某种快乐是同幸福（最高

普）不可分离的，它也就是最高善。

②格兰特（卷 II 第 243 页）说，这一章的理路与同样讨论快乐概念的前三章判

然有别。前三章，按照他的看法，是欧台漠在老师亚里士多德的体系框架之内所傲

的诠释，本章则是欧台漠自己在讨论一个亚里士多德从未谈到的问题。这个问题

是：如果快乐是不同的，与幸福相联系的那种快乐属于最高善，肉体快乐是什么？为
什么人们更沉溺于肉体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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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人们⑦躲避的不仅仅是过度的痛苦，而且是所有痛苦。②因

为，过度快乐的相反物不是痛苦，除非对追求过度快乐的人才是

这样。③

然而，我们不仅应当说明真，而且应当说明假。因为说明了

25 那些虚假的意见可以使我们增强④对真实的意见的信念。⑤当我们

充分地说明了某种看似真的意见并不真时，我们对于真实意见的

信念就会增强。我们接下来需要谈一谈，为什么肉体快乐显得比

其他快乐更值得欲求。首先，这是因为它驱逐开痛苦。过度痛苦

30 使人们追求过度快乐，一般来说是过度的肉体快乐，作为某种治

疗。由于与痛苦的鲜明反差，这种快乐显得十分强烈，所以人们

追求它。（有些人不把快乐看作是好的有两个原因。首先，有些

快乐是出于坏本性的行为，这种本性有的是天生的，例如兽类，

1154b 有的是由习惯养成的，例如坏人。其次，其他的快乐是从匮乏向

正常品质回复过程中的快乐，而处于正常的状态比处在向它回复

的过程中要更好。但是这些快乐又是伴随着一个走向完善的过程

的，所以它们在偶性的意义上又是好的。）第二，这是因为它强

5 烈。有的人不能享受其他的快乐，只能享受强烈的快乐（例如特

意使自己饥渴）。这种事情如果元害，也无人反对。但是如果有

①此处指追求过度（肉体）快乐的人，即放纵者。

② 罗斯（第 189 页）在这里加上了：‘‘这对于他（坏人，放纵者）是很特别的

③ 对于好人来说，极端快乐的相反物是适度的（必要的）快乐。极端快乐与痛

苦’罗斯（同上，注②）说，仅仅对于放纵者才显得是仅有的选择，并且由于他常常

选择过度的快乐，他始终躲避痛苦。格兰特（卷 II 第 244 页）说，这个论证是要证

明，肉体快乐本身是善，仅当过度时才是恶，另一方面，所有的痛苦都是恶；所以

快乐与痛苦是相反者，→个是善另一个就是恶；斯彪西波的理论要站住脚，就必须

使痛苦与过度快乐构成相反者；然而它们并不是这样的相反者，除非对于放纵的人

才是这样的相反者。

④ 例呻6λ~w，走近、接近子、倾向于。

⑤ 节WrL号，信念、确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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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那便是坏事情。这些人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快乐。

对他们来说，中等的感觉就等于痛苦。（这是因为，动物的机体

经常处于痛苦状态。自然科学家告诉我们，看和昕都是痛苦的，

不过我们①已经变得习惯了，他们是这么说的。）同样，青年人 IO

由于发育而陶醉，因而青春就是快乐。此外，那些好激动的人总

是需要回复到正常的状态。由于性格的原因，他们的身体总是处

于躁动之中，他们的欲求也总是很强烈。而快乐，不仅是相反的

快乐，而且是偶发的快乐，只要是强烈的，都驱除着这种痛苦。

所以，冲动的人会变得既放纵又坏。与此相反，不带痛苦的快乐 15

就不存在过度。这些快乐是自身就令人愉悦，而不是在偶性上令

人愉悦的。所谓偶性上令人愉悦的，我指的是那些治疗性的东

西。实际上，只是由于正常品质还残留的部分的作用，它们才产

生治疗的作用，那个过程才使人愉悦。相反，那些激起正常本性 20

的活动的事物，②则是本性上令人愉悦的。

同一种事物不会永远令我们愉悦。因为我们的本性不是单纯

的，而是有另一种成分（所以是有死的存在）。其中一种成分的活

动必定与另一种成分的本性相反。而当两者平衡时，它们的活动

就既不痛苦也不快乐。如果有某种存在的本性是单纯的，同一种 25

活动就会永远令他愉悦。所以，神享有一种单纯而永恒的快乐。

因为，不仅运动有实现活动，不运动也有实现活动。而快乐更多

地是在静止中，而不是在运动中。“变化是甜蜜的”，③诗人说，因

为人有劣性。因为，正像变化多的人是劣性的一样，变化多的本 30

性也是劣性的：它既不是单纯的，也不是公道的。

我们在上面谈到的自制与不能自制，以及快乐与痛苦，说明

q〕指人，人类。

② 即引起我们的正常品质的实现活动的事物，而不是引起向正常品质的回复

活动的那些事物。

③欧里庇德斯的《奥里斯提斯》「 Orestes )2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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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它们各自都是什么，以及其中的一种在何种意义上是某种善，

另一种又在何种意义上是恶的。下面我们要谈到的是友爱。



第八卷

［友爱］

-1-
［友爱方面的意见，与难题］

在谈过这些之后，我们来谈谈友爱。①因为，它是一种德性 1155a

① φ认la。中也λ阳来自动词中认阳，意义十分丰富，词典意义一般为爱、喜爱

以及出于这类爱的感情的行为，如款待、求爱、吻，等等σ 但是词典解释提供的主

要是 φ认阳的可理解的感情倾向意义与动作意义，这些动作与倾向的那些共同特性

则难以提供。这些特性中至少包含以下几个主要之点： I ）动作者或倾向者是主动

的； 2）动作者或倾向者有意愿； 3）动作者或倾向者在做事情， 4）动作者或倾向者是

出于习惯而在这样做事情。所以 φtλ(a 在希腊语中的最初的意义是指具有上述性质的

爱与行动，指→个人对某种生命物或某种活动的主动的、出于意愿与习惯的爱与关

护、照料，例如爱马、爱父、爱智慧等等，其动词词根 φLA－通常作为前缀用于词

头，表示爱…··，既可以用于对人，对各种生命物，也可以用于对无生命物，对各

种活动的喜爱以及出于此种感情而作出的行为。所以，从动词机1'iw 引申出了述说

爱者的爱的行动的名词中认吗m.~（爱，喜爱），和述说使对象的被爱的那种特殊性质的

形容词中LAT1TOV （可爱的）。 φLALa 在古代希腊语的使用中逐步地变得专指对另一个人

的爱。 φLλω 这种感情的行动有着自然的本性上的原因。在柏拉图的对话中， φLALa

与 epw~ （性爱，倩爱）有着最为自然的联系，是由美的对象激发的对智慧的爱：当爱

者的盲目的爱被理智所驯服并带着崇敬与畏惧去追随美的对象时，爱者称之为 epw~

（性爱），被爱者则把它叫做 φ认阳（友爱）。（｛会饮篇》 204, ｛菲德罗篇｝ [ Phaedrus ] 

253 - 5 ）在亚里士多德的以下的讨论中， φLλLα 则与共恫生活有最为自然的联系。父

母同子女的共同生活与产生于这种共同生活的爱的行动是 φ认阳的最原本的形式。这

种友爱是因对方自身之故而发生的、为着对方的善的。不过由这种共同生活派生的

兄弟的共同生活与爱似乎是所有其他 φ山山的更为直接的母体形式。从这种爱中派生

出我们l司伙伴的基于快乐的，乃至同一般公民（恫邦人）的基于用处的、感情联系变

得弱化，因而需要以法律的契约作为它的主要的维系方式的友爱。在这两卷关于

φ认阳的讨论中，亚里士多德只在很有限的程度上谈到在古代多利安人（the Dori 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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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包含一种德性。①而且，它是生活最必需的东西之一。因为，

5 即使享有所有其他的善，也没有人愿意过没有朋友的生活。②实

际上，富人、治理者和有能力的人③看起来最需要朋友。因为，

有好东西给朋友是最多见也是最受称赞的善举，④倘若没有朋友

可以给予，纵有财产又有何益处？而且，若没有朋友，财产又如

10 何享有和保持？因为，财产越多，危险就越大。而陷入贫困和不

幸时，只有朋友才会出于相援。而且，青年人需要朋友帮助少犯

错误；老年人需要朋友关照生活和帮助做他力所不及的事情；中

年人也需要朋友帮助他们行为高尚［高贵］。因为“当两人结伴

15 时”，⑤－－无论在思考上还是做事情上都比一个人强。其次，

父母对子女或子女对父母的感情似乎是天性，不仅人类如此，鸟

类与多数兽类也是如此。同种类存在物的成员间，人类尤其如

此，都存在此种感情。所以我们称赞爱他人的人。⑥甚至在旅行

20 时，我们也能看到人们之间如何交友互爱。⑦第二，友爱还是把

中曾经很流行的武士忡。λ叩W叶号）或启智者同其患从或追随者（a'i."'MJi;）之间的情爱。

对此格兰特（卷 II 第 250 页）有一出色评论：“这里所谈到的都是广义上属人的东西。
然而中山饨的观念是纯然希腊的。罗马人仿效了这种观念。但近代以来它被制度婚姻

的观念替代了。基督教忽略了中认b。理论上说，它现在只是作为青年人的短暂的特
惠而存在着”。

① ｛尼各马可伦理学｝最早提到友爱的是第二卷第 7 章(I 108a28），那里谈到
友爱是一种在一般生活方面的愉悦性品质。

② 爱尔温（第 273 页）认为，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意在说明朋友与所有其他的外
在的善的区别：那些善是工具性的，朋友则不是。

( 8uva<T1"eCac;, 

④ etiep'Y&<TCa，善举。胁，好的； ep'Yeσ阳，活动、举动。
⑤ m如 Tε 击面’ epxo问阳。 〈伊里亚特＞ 224。柏拉图在｛会饮篇》 (174d）中引

用此句时只用第一个词，这表明这句话在当时已成为箴言或警句。
⑥ 中LAav0pφ节。哩。中认－，爱－；“vepu》节隅，人。
⑦ 亚里士多德只是在这里，爱尔温（第 273 页）说，谈到对于不相识的人的→

般的友爱，并且把这种对于陌生人的自然地发生的友爱看作值得称赞的。在所有其
他地方，他所讨论的都是同认识的或熟悉的人的友爱，因为希腊城邦都是人口不很
多的城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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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联系起来的纽带。立法者们也重视友爱胜过公正。因为，城

邦的团结就类似于友爱，他们欲加强之；纷争就相当于敌人，他

们欲消除之。而且，若人们都是朋友，便不会需要公正；而若他

们仅只公正，就还需要友爱。人们都认为，真正的公正就包含着 25

友善。①友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高尚［高贵］的。②我们称赞那

些爱朋友的人，③认为广交朋友是高尚［高贵］的事。我们还认

为，朋友也就是好人。 30 

但是，关于友爱本身的性质，人们有许多不同意见。有的人

认为，友爱在于相似。④他们说，我们爱的是与我们本身相似的

朋友，所以谚语说，“同类与同类是朋友”，“寒鸦临寒鸦而栖”，⑤

如此等等。另一方面，有的人则说，“相似的人就如陶工和陶工 35

是冤家”。⑥在这方面，有人想说出更高的、更合乎自然的道理 l 155b 

① φLALK的。

②亚里士多德在上面讨论了友爱之所以必要的三项原因：（1）人需要朋友接受

或提供善举，帮助己所不能，或促进自身完善；但）人出于本能或自然而需要友爱；

但）过政治的生活需要友爱。然而所有这三种原因，虽然并不表明朋友的工具性，还

不是过高尚［高贵］生活的原因。

③ φ也λ呻C＞.隅。申认o－，爱； φiλ饵，朋友。

④ 岳阳LO~，相似、相近。

⑤ 据伯尼特（第 349 页） , TOV 旨μ。也iiv φuσLv w~ -rov 旨忡。ων（同类与同类是朋

友）与 Kal. Ko>.oL6vτo吭 KOAOLOV（寒鸦l陆寒鸦而栖）两句，前一句可能出于荷马《奥德

赛） (218），后一句亚里士多德可能寻｜自埃庇卡莫斯（Epicharmus）。这两句诗句在当

时似乎己广为流传。柏拉图《李思篇》（Lysis)(214-5 ）也引用了这两句。

⑥ 8’ e~ f:va町阳 Kepaµ,e'L~ 'lrOtVT＇的 Tot月 TOLO衍。四仙词。呵。此句是对赫西阿德

的《工作与时日》 25 的引申。赫西阿德原诗说，

K<lL Kepa』.Let月 KEpaµet KOTBBL KUL TeKTOVL TEKTWV。

（“陶工嫉妒陶工，木匠欺负木匠”。）

“陶工和陶工”，莱克汉姆（第 453 页）解为两个同行。亚里士多德的原话的意思，

相当于汉语中所说的“同行是冤家”。此句也见于柏拉图｛李思篇》（2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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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①欧里庇德斯写道，“大地干捆时渴望雨露，天空充满雨水时渴

望大地”c②赫拉克利特说，“对立物相互结合”，“最优美的和谐来

5 自不一致”，“万物由斗争而生成气③另一些人则表达了相反的意

见，例如恩培多克勒说，“同类找同类”。④我们先放下这些关于自

然界的问题（它们同我们目前的讨论没有关系）。我们来研究这

个问题的与人相关并对我们的道德与感情有意义的方面，例

10 如，任何两个人都可以是朋友，还是坏人和坏人不能成为朋

友；只有一种友爱，还是有几种不同的友爱。有些人认为友爱

只有一种，因为其中可以有程度的差别。这种意见理由不充

足，因为不同种类之中也可以有程度的差别。但是这个问题我

15 们已经谈过了。⑤

-2-
［三种可爱的事物］

这个问题也许只有在弄清了说某某事物可爱的意思之后才会

清楚。并不是所有事物都为人们所爱，只有可爱的⑥事物，即善

20 的、令人愉悦的和有用的事物，才为人们所爱。但是人们认为，

有用的东西就是能产生某种善和快乐的东西。这样，作为目的的

①格兰特（卷 II 第 253 页）说，这就是说，想说出不仅适合人类的友爱现象，

而且适合整个自然界的道理来：亚里士多德把这样的意见看作是与关于友爱的伦理

学讨论不相关的。

②此句可能出于欧里庇德斯的一个供失的剧本。

③ 出处不详。格兰特（卷 II 第 253 页）认为“对立物相互结合”可能是某戏剧

中模仿赫拉克利特风格的一句台词。柏拉图｛李思篇｝ (215e）也引用了此句。

④这可能是当时流传很广的一句名言。《欧台漠伦理学） (1235all ）和｛大伦理

学＞ (1208bll ）都引用了这句话。

⑤但是这个问题前面并没有谈到过。格兰特（卷 II 第 254 页）认为这可能是抄

写中窜入的错误。

⑥ φLAηTOV，可爱的、使人喜欢的。参见第 227 页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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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的事物只剩下善的和令人愉悦的事物。那么，人们是喜欢本

身即善的事物，还是喜欢对他们而言是某种善的事物？因为，这

两者有时不是一回事。对于令人愉悦的事物也可作同样的提问。 25 

每个人都似乎喜欢对他而言是某种善的事物。尽管本身即善的事

物在总体上是可爱的，只有对一个人而言是某种善的事物才对那

个人而言是可爱的。而且人们所爱的不是真正对于他是善的东

西，而是对于他显得是某种善的东西。但这点并不重要，因为我

们说的可爱也就是显得可爱。所以，爱①有三种原因。②但是友爱 30

不是指对元生物的爱，因为在这里没有回报的爱，我们也没有对

它们的善的希望（例如，希望一瓶酒好是荒唐的，我们最多是希

望它保持得好，以便可以享用）。但是人们说，对朋友就应当希

望对于他是善的事物。如果抱布这种希望但是对方没有回报这样

的希望，它就只是善意。③只有相互都抱有善意才是友爱。而 35

且，也许还要附加一个条件，即这种善意必须为对方所知。因

为，一个人有时对他未曾谋面的他认为好或有用的人抱有善意， I 156a 

这些人中间可能也有某个人对他抱有同样的善意。这两个人当然

相互都有善意，但如果他们每一个都不知道对方的善意，我们怎

么能说他们是朋友呢？所以，要成为朋友，他们就不仅要互有善

意，即都希望对方好，而且要相互了解对方的善意，并且这种善

意须是由于上面所说的原因之一产生的。 5 

-3-
［三种友爱］

由于这三种原因彼此不同，基于它们而产生的爱或友爱也就

① φ也ATJ<H'io 参见第 227 页注①。

② 即菁、令人愉悦、有用。

③ eifv础。胁，好的； VO山，思考；而ow 即善意、好意，即希望一个人好

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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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不同。所以，相应于三种可爱的事物，就有三种友爱。因

为，相互的爱可以因这三种原因中的任何一种而发生，并相互为

10 对方知晓。当人们互爱时，他们是因这三种原因之一而希望对方

好的。①由此便可以知道，因有用而互爱的人不是因对方自身②之

故，而是因能从对方得到的好处而爱的。基于快乐原因的友爱也

是这样。例如，人们愿意同机智的人相处，不是因他的品质，而

是因他能带来的快乐。所以，那些因有用而爱的人是为了对自己

15 有好处，那些因快乐而爱的人是为了使自己愉快。他们爱朋友都

不是因朋友是那种人，③而是因他有用或能带来快乐。所以，这

两种友爱是偶性的。因为，那个朋友不是因他自身之故，而是因

能提供某种好处或快乐，才被爱的。所以，一旦哪一方有所变

20 化，这样的友爱就容易破裂。因为，如果相互间不再使人愉悦或

有用，他们也就不再互爱。而且，有用不是一种持久的性质，它

随着时间的迁移而变化。因此，随着友爱的原因的消逝，友爱本

身也就随之解体，因为这种友爱就是为着那个目的的。有用的友

25 爱似乎最常见于老年人（由于年龄已老，他们不再追求快乐，而

追求有用）以及以获利为目的的中年人和青年人之中。这样的朋

友不喜欢共同生活。④因为，他们相互间有时候会不愉快。既然

①例如，他们希望对方更有德性、更令人愉悦、或更有用。

② 阳。，“厅时月，词画意义为因其普遍的自身，是由阻。，“厅。变形而来。格兰

特（卷 II 第 255 页）说，这不是一种合乎语法的用法，而是一种逻辑的表达c

③ 。由x 古 bφLλωμ凹的 BIT'IW 。那种人此处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l!P好人。我

们不会因为→个人是坏人而与他做朋友。与坏人做朋友总是有其他的目的（如有

用）。如爱尔温（第 275 -6 页）说，亚里士多德使(1）因一个人自身之故而做朋友，与

(2）因他所是的那种人（好人）而做朋友，以及因他的德性（或善）而做朋友这三者相互

蕴涵；或者，在亚里士多德对于善（德性）的友爱的描述中，这三者总是不可分离地

同时出现。

④ m收m，产生于动词 cru!;&w 。 σ也，与你一起； taw，生活。 <rotoo• 原意是

把牲畜拴在一起饲养，引申义为共同地生活。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著作中较常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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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每个人只因对方能给自己带来好处才觉得对方使他愉快，所

以除非相互能期望对方会带来好处，否则也没有必要相互来往。 30

主人与客人的友爱也属于这一类c 另一方面，青年人之间的友爱

似乎是以快乐为原因的。青年人凭着感情生活，他们追求令他们

愉悦的、当下存在的东西。然而他们觉得愉悦的事物随着他们年

龄的增长而不断改变。所以，他们会很快成为朋友，很快又不再 35

是朋友。因为，他们的友爱随着他们觉得令他们愉悦的事物而变 1156b

化，而这种快乐上的变化是很快的。而且，青年人很容易相爱。

而爱主要是受感情驱使、以快乐为基础的。所以他们常常一日之

间就相爱，一日之间就分于。青年人的确愿意共同生活，因为在 5

共同的生活中他们才能得到他们期望于友爱的快乐。

完善的友爱是好人和在德性上相似的人之间的友爱。因为首

先，①他们相互间都因对方自身之故而希望他好，而他们自身也

都是好人。那些因朋友自身之故而希望他好的人才是真正的朋

友。因为，他们爱朋友是因其自身，而不是由于偶性。所以，这

样的友爱只要他们还是好人就一直保持着，而德性则是－种持久 10

的品质。其次，他们每个人都既在总体上是好人，又相对于他的

朋友是好人，因为好人既是总体上好又相互有用。他们每个人也

在这两种意义上令朋友愉悦。因为，好人既在总体上令人愉悦， 15 

用的是其名词形式 m'1:叫ν，词面引申义即共同生活。

① 在下文中，亚里士多德在与快乐的友爱和有用的友爱的比较中，讨论了善

的友爱的五个特点，即在这种友爱中， (1）每一方都是因对方自身之故而希望他好（基

本性质），快乐的友爱和有用的友爱则不具备这种性质；（2）每一方都既在总体上是善

的、令人愉悦的和有用的，又相对于对方是善的、愉悦的和有用的（其他性质），快

乐的友爱和有用的友爱则只具备具体意义上的善、愉悦与有用；（3）善的友爱是持久

的（持久性），快乐的友爱和有用的友爱则只具备相对的持久性，（4）这种友爱产生于

对相同事物的愉悦，并且每一方从这种友爱中得到的东西都是相同或相似的（相似

性），快乐的友爱和有用的友爱只具备部分的相似性；（5）这种友爱不受离间（稳固

性，或相互信任），快乐的友爱和有用的友爱则不具有这种性质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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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之间也感到愉悦。他们每个人都由于自己的实践而愉悦，因

而也由于与他的相似的实践而愉悦，而所有好人的实践都是相似

的。第三，这样的友爱自然地是持久的。因为朋友所具有的所有

特性都包含在这种友爱中。每一种①友爱都因善或快乐一－总体

20 上的或对爱者而言的一一而发生，并且都有某种相似。而这种友

爱，由于友爱双方的本性，把这一切性质都包含于其中了。因

为，它甚至在其他性质②上也都相似：总体上的善也就是总体上

的快乐，这些都是最可爱的东西。所以，只有在这些朋友中间，

爱与友爱才最好。不过，像这样的友爱是很少的。因为，很少有

25 这样的人。这种友爱需要时间，需要形成共同的道德。③正如俗

话所说，只有一块儿吃够了咸盐，人们才能相知。而且，一个人

也只有在表明了自己值得爱、值得信任之后，才会被另一个人接

受为朋友。那些很快就显得友善的人是希塑交朋友，但还不是朋

30 友。因为，只有表明自己值得爱并且有了相互了解，人们才能是

朋友。交朋友的希望可以来得很快，友爱却不行。

①从这里开始的这一段话，格兰特（卷 II 第 257 页）与韦尔登（第 252 页）做了

如下的解读：

“友爱都因善或快乐－一总体上的或对爱者而言的一一而发生，并且

都只在某种程度上相似。而完善的友爱，由于友爱双方的本性，把一切相

似的性质都包含于其中了。因为，其他的友爱只是在某一点上与它相似：

总体上的善也就是总体上的快乐，这些都是最可爱的东西。，，

格兰特认为这段话中的对比是在其他友爱与完善的友爱之间所作的对比，而其他译

者则把这种对比理解为友爱的“因朋友自身之故”而爱的性质和其他性质之间的对

比c

② 即愉悦性和有用性。

③ CTlW可0eLa~o 01胁，共同的； η6ei'.a~ ， 习惯、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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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友爱中的相似性］

第四，这种友爱不仅在持久性和其他特性上完善，而且每一

方从这种友爱中得到的东西都是相同或相似的。朋友之间就应当

是这样。快乐的友爱与这种友爱有相似之处，因为好人都相互感 35

到愉悦。有用的友爱也与它有相似之处，因为好人也相互有用。 l 157a 

在快乐的友爱与有用的友爱中，也只有在双方都得到了同样的东

西，如快乐，并且在同样的事物上得到同样的东西一一如两个机

智的人的友爱的情形①一一时，友爱才能保持。但是爱者与被爱 5

者②的友爱不是这样，因为他们并不是从相同的事物中得到快

乐。爱者的快乐在于注视被爱者，被爱者的快乐则在于爱者对他

的注视。当被爱者的青春逝去，友爱有时就会枯萎（注视不再给

爱者快乐，被爱者也再得不到爱者的注视）。但是，如果有了共 LO

同的道德并变得喜爱这种道德，因而在实际上变得相似，许多人

还是可以保持住友爱。但是，如果所欲换得的不是快乐而是有

用，他们便不是真朋友，友爱也不会持久。那些因相互有用而结

为朋友的人一旦当对方不再有用了就不再做朋友。因为，他们相 15

互间并不存在爱，他们所爱的是能从朋友那里得到的东西。快乐

的友爱和有用的友爱可存在于两个坏人之间，一个公道的人③和

一个坏人之间，一个不好不坏的人④和一个好人、坏人或不好不

坏的人之间。⑤但是，显然只有两个好人才能因相互自身之故而 20

①两个机智的人都同样地从机智中得到快乐，并且从机智的交往中得到同等程

度的快乐。

② epαR利，爱者： epwµe呻被爱者。这两个名称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尤

其是指性爱中的爱者与被爱者。

③此处意义即为好人。

④ μ叫Si-repoc;。问8－，不、不在； 8Tep饵，其中之一；即既不在好人一边也不

在坏人一边的人。此话出自柏拉图的《李思篇》。

③这是对柏拉图的《李思篇） (214 - 8 ）中关于友爱或爱的难题的回应。在〈李

思篇》中，“苏格拉底”（柏拉图）认为，爱不可能存在于两个同类事物之间，因为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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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朋友。因为坏人相互间感到不愉快，除非能得到某种好处。第

五，也只有好人之间的友爱才是不受离间的。①因为，对一个久

经考验、彼此间可以信任，确信他永远不会做不公正的事，并具

25 有真正朋友的所有其他特性的人，我们不会相信别人关于他的闲

话。而其他友爱则不免受到此类中伤。但既然人们用朋友这个词

述说有用的朋友，正如说城邦与城邦是朋友（谁都知道利益是城

邦结盟的动机）那样，并且也用它述说快乐的朋友，例如说儿童

30 交朋友，我们就必须说这些关系也是友爱。这样我们就必须说有

几种不同的友爱，即存在着好人之间的友爱，这是原本的、严格

意义上的友爱，以及其他的在类比意义上的友爱。那些人被称为

朋友是因为那些友爱中有某种类似的善。在爱快乐的人眼里，快

35 乐就是善。不过，这后两种友爱并不总是相容：人们不会既由于

坏的事物，比如坏人，即使被强拉到一起也会相互伤害。两个好的事物之间也同样

不可能有友爱。因为，如果两个好事物是朋友，它们一定不是因它们的“相似”（同

类），而是因它们的德性，而成为朋友。然而，由于它们都有德性，它们就是在品性

上自足的，因为德性在本性上就是自足的，因而不可能在德性上互补。依此推理，

说好人与好人之间有友爱就是悖论。反过来，如果说是相异导致吸引，这又无异于

说一个人最爱那个恨他的人，或者一个人是他的敌人的最好的朋友，这也同样是悖

论。所以，爱也不可能存在于一个好人与一个坏人之间。但是，“苏格拉底”（柏拉

图）说，一个不好不坏的人同一个好人、坏人或不好不坏的人之间也不可能有友爱。

因为例如在他同一个好人的关系的例子中，一个不好不坏的人是因为有恶并欲得到

善而同好人友好，然而恶是偶性的东西，不可能是友爱的真正原因。而如果说不是

思而是欲是这种友爱的原因，一个不好不坏的人也只是因为对属于他自身的东西的

需要而与它友好。于是同类是同类的朋友。但是如前面的推理所表明的，爱也不可

能存在于两个同类的事物之间。亚里士多德反对柏拉图｛李思篇｝中的论点，认为

在这些关系中都存在某种友爱。他从“苏格拉底”认为应当放弃的一个前提一一对

任何一个人，在本性上属于他的都是某种善或对他显得善（而不是恶）的事物一一出

发。所以问题并不在于友爱是存在于同类的人还是异类的人之间，而在于对何种人

显得善的事物是更真实的善的事物。

① C.8~13λ巾的。 Cl－，不； lli.Qj3},.'T]Tck，受离间的、受闲话挑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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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又由于有用而做朋友。即使有人偶然地既是快乐的朋友又是

有用的朋友，这两种友爱也不会总是相互结合。

所以，友爱可以分为上面这几种。坏人之间可以做快乐的或 1!57b

有用的朋友，他们在这方面相似。好人则因自身之故而是朋友，

因为他们是好人。后一种人是严格意义上的朋友c 前面两种在偶

性上、在与后者的类比意义上是朋友3 5 

-5-
［友爱晶质和友爱的活动］

正如在德性上有人是因为具有那些品质，有人是因为在实现

活动中运用那些品质而被称为好人一样，友爱也是如此。共同生

活，相互提供快乐与服务的人们是在做朋友，睡着的人和彼此分

离的人则不是在实际地做朋友，而只是有做朋友的品质。因为， 10 

分离虽然不致摧毁友爱，却妨碍其实现活动。但如果分离得太长

久，友爱也会被谈忘。所以有人说

若不交谈，许多友爱都会枯萎。①

老年人和古怪的人很难成为朋友。他们很少给人快乐，没有人愿

意整日与这种痛苦的、不给人以丝毫快乐的人相伴。因为，人最 15

强烈的本能就是躲避痛苦和追求快乐。那些相互客客气气，但是

不共同生活的人，所具有的是善意而不是友爱。没有什么比共同

生活更是友爱的特征的了：穷人希望得到他们朋友的帮助，甚至

那些享有福祉的人也愿意有朋友一起消磨时光（他们其实是最不 20

愿意过孤独生活的人）。然而，如果相互之间没有快乐，或者不

① τo陆的问 φ认町的po叫'YOPLa 8Li:l.UO"ell；的pOITT']'YOp句，不在一处交

谈c 这句诗的作者尚元详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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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从相同的事物上得到快乐，人们就不可能一起共度时光c 伙伴①

似乎就是这样的。

25 如已经多次说过的，②好人之间的友爱是真正的友爱。因

为，总体上善的和令人愉悦的东西是值得欲求的、可爱的，相对

于一个人的善和愉悦对那个人而言是值得欲求的和可爱的，而每

个好人都对另一个好人在这两种意义上值得欲求和可爱。爱似乎

30 是一种感情，友爱则似乎是一种品质。③因为，对无生命物也可

以产生爱，回报的友爱则包含着选择，而选择出于一种品质。人

们在因所爱的人自身之故而希望他好时，这种善意不是基于感情

而是基于→种品质。爱着朋友的人就是在爱着自身的善。因为，

35 当一个好人成为自己的朋友，一个人就得到了一种善。所以，每

一方都既爱着自己的善，又通过希望对方好，通过给他快乐，而

l J 58a 回报着对方。所以人们说友爱就是平等，＠这在好人之中表现得

最为明显c

-6-
［友爱的数量方面］

在古怪的人和老年人中很少产生友爱。因为他们变得乖庚，

① eTmpL叫，伙伴、同伴。在雅典，莱克汉姆（第 470 页注）说，有年龄和地

位相同的男性公民的组织，类似于我国历史上存在过的兄弟会的帮会组织。在公元

前 5 世纪这种组织在雅典具有了政治的性质。公元前 5 世纪末的一项立法遂禁止为

政治的目的建立此类组织。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这类组织只是社交性的，其成

员！!J 个人感情而相互联系，相互间都有分享对方资源的权利。

( l 156b7, 23, 33; l 157a30, b4 。

③ 亚里士多德在第二卷第 5 章 (l J05b23）把友爱归为一种感情，此处则说它似
乎是一种品质。格兰特（卷 II 第 261 页）认为这完全不矛盾，因为品质只是对感情进

行调整之后的结果3 斯图尔特（卷 H 第 290 页）说，亚里士多德的更明确的理论在于

友爱是品质，而品质被理解为自然感情的理智的表达。友爱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显然

是德性品质包含着最多感情的一种品质。

④据拉尔修（第八卷第 1 章），毕达哥拉斯曾说过平等即爱。毕达哥拉斯学派
把道德观念同数的观念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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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不喜社交。而好脾气和好社交才是友善的特点且最能产生友

爱。所以青年人会很快成为朋友，老年人却不行。因为他们不和

自己不喜欢的人交朋友。脾气古怪的人也是这样。古怪的人和老 5

年人相互间也会有善意，他们也相互希望对方好，并且在需要时

相互帮助，但是他们不能说是朋友。因为他们不能共同生活并以

此为愉悦，而这些正是友善的主要的标志。在完善的友爱的意义

上，一个人不可能是许多人的朋友，正如一个人不能同时与许多 10

人相爱（因为，爱是一种感情上的过度，由于其本性，它只能为

一个人享有）。而且，一个人也不可能同时被人爱。此外，好人

也没有那么多。再者，你必须彻底了解－个人，与之相处亲密，

而这件事做起来是很难的。但是在快乐与有用方面，一个人却可

能同时得到许多人的爱。因为，有用的人和令人愉悦的人很多， 15 

而且他们给予的好处可以同时享得。这两种友爱之中，快乐的友

爱更接近正确的①友爱。因为首先，在快乐的友爱中，双方从同

样的事物得到快乐并且相互间也感到愉悦。青年人的友爱就是这

样。其次，在快乐的友爱中存在较大的慷慨。而有用的友爱中则

充满了斤斤计较。第三，那些事得福祉之人不需要有用的朋友， 20 

但需要快乐的朋友，因为他们追求与他人共同生活。尽管短时间

的不愉快可以忍受，持续不断的不愉快却无人能够忍受，甚至是

最高善自身，②如果它对于→个人是痛苦的话。所以，享福祉的

人要找快乐的朋友。当然，他们也必定要求这些朋友也是好人， 25 

而且也对他们而言是好人。因为这样，他们就具有朋友所具有的

① BOLKe，即 εlK的，正确的、适合的。

② d局’ cxi厅b To O:'Ycx66v。格兰特（卷 II 第 262 -263 页）认为，亚里士多德这里

似带有戏谑的口气，因为按照他的看法，最高善既有用又令人愉悦，说最高善使人

痛苦是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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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品质。那些有权势的人①则似乎交不同的朋友：有些朋友是

有用的，有些是快乐的，但很少既有用又快乐的朋友。因为，他

们所寻求的不是既令人愉悦又有德性的朋友，也不是由于有高尚

30 ［高贵］的目的而有用的朋友。他们寻求机智的人来使他扪快乐，

寻求聪明的人去做要他们去做的事情，这两种本领很少为同一个

人兼有。前己说过，②好人既令人愉悦又有用。但是，好人不能

与有优越地位的人交朋友，除非那个人在德性上也比他高。③否

35 则，他就会觉得这种关系没有达到比例的平等。④不过，既有优

越地位又有突出德性的人是很少见的。

I 158b 然而上面所谈到的友爱都包含着平等。因为，双方或者都提

① T<XL~ B~OI盯U:w； 。

( 1156bl3-15, 1157al -3 。

③ 原文字面意思是，除非他在德性上被超过。关于“他”在此处的所指．彼

得斯和格兰特作了完全相反的解读。彼得斯（第 264 页注）认为，“他”在此处当是指

那个地位高的人，因为好人不可能在德性上被超过；并且，如果好人在地位与德性

仁都处于劣势，在这种友爱中他就不可能找到平衡。格兰特（卷 II 第 263 页）认为，

“他”在此处是指好人，亚里士多德接下去讲到的比例的平等是指分配的公正，即

按照德性之比（配得）来回报（参见第五卷第 6 章）。因为，一个地位较高的人有较

高的德性并不带来对其他人而言的不平等，恰恰是一个没有德性的人占据高位才带

来此种不平等。格兰特的解读似乎更有道理。即使这段话可能有亚里士多德与马其

顿宫廷的关系的背景，似乎也不能简单地说，亚里士多德主张一个有德性的人只

能，如果他愿意，同一个在德性上远远低于他的人做朋友，或者主张这样一个人根

本不能同一个有权力也有德性的人做朋友。亦参见斯图尔特，卷 II 第 296 -297 

页。

④ 因为，如果地位高的人在德性上也更高（是一个富有而更好的人），地位低

的（贫困的）好人必定会以爱与尊敬回报那个地位优越的好人（因为好人把德性的高低

视为配得的尺度），以达到比例的平等。而如果地位高的人在德性上更低（例如一个

富有而邪恶，或富有而不好不坏的人），那么尽管从地位上说好人应当以爱和尊敬来

回报，从德性圭来说则是那个地位高的人应当以爱与尊敬来回报地位低的好人，因
为好人的标准（以德性为配得的标准）是更真实的标准；然而地位高而德性低的人必

定因其地位高而不会以爱与尊敬来回报，所以这种关系无法达到比例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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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同样的东西并希望得到同样的东西，或者以不同的东西，如快

乐和好处，相交换。（但是如己说明的，②这些友爱较为低等，也

不怎么持久。由于它们与友爱既相似又不相似，所以人们认为它 5

们既是友爱又不是友爱。由于与德性的友爱有相似之处，它们似

乎是友爱3 因为德性的友爱既包含快乐又包含用处，这两种友爱

之一包含快乐，另一个包含用处。另一方面，由于德性的友爱既

不受离间又持久，而这些友爱，除其他方面的许多不同外，都很 10

快会变化，它们又显得似乎不是友爱。因为它们与德性的友爱不

相似。）

-7-

［不平等的友爱］

还存在另一类友爱，即包含一方的优越地位的友爱，②如父

亲与子女的，以及广义地说，老年人与青年人的，男人与妇女

的，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3 这些友爱之间也有区别。父母与子女 15

的友爱同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友爱不同，父亲对儿子的友爱不同

于儿子对父亲的，丈夫对妻子的不同于妻子对丈夫的。因为在这

些人之中，每个人的德性与活动都不同，他们爱的动机也不同，

因而爱与友爱也就不同。每一方从另一方得到的和寻求的东西也 20

都与另一方的不同。不过，如果子女对父母做了他们所应做的，

父母对子女做了他们所应做的，父母与子女的友爱就是持久的、

公道的。然而，在所有包含一方优越地位的友爱中，爱又必须是

成比例的。较好的一方，如较有用的一方，在其他例子中亦可类 25

推，所得的爱应当多于所给予的爱。当所得到的相当于配得时，

( l 156al6 24, 1157a20 - 330 

② 一译不平等的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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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产生了某种意义的平等。①这种平等似乎是友爱的本性。

但是，友爱上的平等同公正上的平等不同。在公正上，平等

30 首义为比例的平等，数量的平等②居其次；在友爱中，数量的平

等则居首位，比例的平等居其次。③如果两个人在德性、恶、财

富或其他方面相距太远，他们显然就不能继续做朋友，实际上也

不会期望继续做朋友。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在诸神身上，因为他

35 们在善的方面具有最大程度的优越。这在君主身上也同样明显，

因为他们治下的属民没有人会期望同他们做朋友。此外，一个毫

1159a 元优点的人也不会期望同最好、最有智慧的人做朋友。对这种差

距的界限不可能作出一个精确的规定，差距可以越来越大，而友

爱依然存在。但是差距如果大到像人距离神那样远，友爱就肯定

5 不能保持。从这里也产生了一个疑问：我们是否真的希望朋友得

到最大的善，例如成为神。因为这样他就将失去朋友，③即失去

某种善，因为朋友是善。所以，如若一个真朋友是因朋友自身之

故而希望他好，那个朋友就需要仍然是他之所是的那种人。所

10 以，我们是在朋友仍然是人的前提下希望他得到最大善。而且，

① 这不是本义上的友爱的平等，所以是“某种意义上的”。友爱上的本义的
平等，即数量的平等，见下文中的讨论。

② 比例的平等，亚里士多德在前面第五卷第 4 章中称为“几何比例的平
等”；数量的平等，在那里被称为“算术比例的平等”。几何比例的平等是使所得

相应于配得或应得的平等；数量的平等或算术比例的平等则是使两个地位上平等的

人保持其同等地位（友爱）或在一方的平等的利益受到损害时恢复这种地位（矫正的公

正）的平等。

③ 公正的前提是两个地位不平等的人，公正的要求是使他们各自得到其配得

（应得），所以比例的平等为其首要之义；友爱的前提是两个平等的人，其要求是他

们各得到其配得（应得），所以数量的平等为首要之义。因为，兄弟的共同生活与爱

似乎是广义的 φ认阳的更为直接的母体形式（参见第 227 页注①），父母与子女的共同

生活对于友爱而言则是已变得间接的共同生活母体，尽管它更为原初c

④ 因为由于他太完善，我们无法继续做他的朋友。说我们希望他得到的最大
善意味着他要失去一种重要的善，这似乎是一个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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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不是所有的最大善，因为一个人首先还是希望自己得到这些

善。①

-8-
［友爱中的爱与被爱］

大多数人由于爱荣誉，所以更愿意被爱而不是去爱。②所以

多数人是爱昕奉承的人。因为，一个奉承者是一个地位比你低或 15

表现得自己地位比你低，并表现得爱你胜过你爱他的人。而被爱

的感觉十分接近于多数人所追求的被授予荣誉的感觉。然而，人

们喜欢荣誉不是因其自身，而是因偶性。③多数人喜欢被有权势

的人授予荣誉，是因为他们抱着这样的期望，即他们可以凭着这 20

荣誉从后者那里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他们把这荣誉当作日后从

后者那里得到那些东西的一个象征。那些希望被公道的人和熟人

授予荣誉的人，则是想肯定他们对自身的看法。他们喜欢这荣

誉，是因为如果别人说他们好，他们就觉得自己好。另一方面， 25 

人们喜欢被爱则是因其自身之故。所以，被爱似乎比被授予荣誉

①所以即使是→个好人，按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也首先是出于希望自己还能

保有另一个好人做自己的朋友，而希望那个朋友得到某种或某些最大善。

② 爱尔温（第 280 页）说，亚里士多德在此处似乎在继续关于友爱中的比例与

平等的讨论。格兰特（卷 II 第 266 页）说，被爱相当子被给予荣誉。多数人喜欢被

爱，喜欢昕奉承，是因为他们愿意别人给予他荣誉。在存在着比例的友爱中，处于

优越地位的人和处于较低地位的人，大多数都愿意更多地被别人爱而不是去爱别

人。处于优越地位的人，虽然他们由于贡献（有用等等）大应当被爱多于爱，但是由

于被爱给他们一种被授予荣誉的感觉，他们沉溺于被爱的感觉。处于不利地位的

人，虽然本应爱多于被爱，但是由于爱荣誉，他们也愿意更多地被爱而不是去爱。

所以人不论处于有利地位还是不利地位，都更愿意被爱。此处可以被看作是亚里士

多德对流行道德的一个重要的批评。

③ 荣誉是自身即善的事物，但是它可能被当作子段来追求。当它作为手段被

追求时，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它是在偶性而不是本性的意义上被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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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友爱似乎是因自身而被欲求的。但是，友爱又似乎更在于

去爱而不是被爱。这可由以下事实得证：母亲总是以爱为喜悦。

30 有些母亲把孩子送出去哺育，虽然她们爱着自己的孩子，也认得

他们，但如果不可能被孩子爱，她们也并不期望被爱。她们只要

看到孩子好就心满意足；即使孩子由于不认识她们而不能回报应

属于一个母亲的爱，她们也仍然爱自己的孩子。①所以，友爱更

好在于去爱。而且，我们称赞爱朋友的人c 爱似乎就是朋友的德

性。所以，给对方以所配得的爱的朋友是持久的朋友，他的友爱

l l 59b 也是持久的友爱。而且，提供给对方他所配得的爱也使得不平等

的人们②能最接近于真朋友，因为这使他们变得平等c③可爱在于

平等与相似，尤其是两个都具有德性的人之间的相似。因为，他

们自己做事情有持久性，相互间做事情也同样持久。他们相互间

5 既不会提出坏的要求，也不会提供坏的帮助，甚至可以说完全杜

绝了这种事情。因为，好人既不会自己犯错误，也不会允许朋友

去犯错误。另一方面，坏人则不稳定。因为，他们甚至不能始终

与他们自身相似。所以，他们做朋友只能很短的时间，在这段时

10 间里，他们就相互以邪恶为快乐。有用的朋友和快乐的朋友，如

若他们能相互提供快乐或好处，则稍为长久些。相反者间的友

爱，④如穷人与富人的友爱，无知的人与有知识的人的友爱，似

①在雅典以及其他希腊城邦，由于战争、海难、抢劫等等致使子女与父母离

散而由他人抚养成人的情况相当普遍。在斯巴达，还有子女共养的制度。所以亚里

士多德有此番对于离散或由他人抚养的子女的母爱的评论。

( oL iiv町OLo

③ 亚里士多德从平等的和不平等的友爱，说到相似与不相似的友爱：好人间

的友爱是相似的，但可能是平等的或不平等的；坏人之间以及相反者之间的友爱则

是不相似或只在部分上相似的。

④柏拉图在《李思篇》（215）中似乎对相反者的友爱持一种相当积极的肯定态

度。他把相反者是互有助益的这一点看作是不存疑问的，并且认为两个好人（有德性

的人）不能在德性上互有梅益。柏拉图的这种积极态度．是受到欧里庇德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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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以有用的友爱最为常见。因为，一个人如果缺少某种东西，就

会以别的东西来换它。爱者与被爱者、英俊的人与丑陋的人的友 15

爱也可以算作这一类。所以爱者有时会变得可笑，因为他们竟会

要求他如何地爱就如何地被爱。如果他们也同样地可爱，这要求

倒也合情理。但如果他们不是那么可爱，这就十分可笑了。然

而，相反者欲求对方也许是出于偶性而不是因对方自身之故，也 20

许它真实欲求的是那种中间的状态（因为这就是善）。例如对干来

说，善是不干不湿，而不是湿。对热等等亦可类推。不过我们暂

且搁置这些问题，它们同我们的讨论没有多大关系。①

-9-
［友爱、公正与共同体］

如开始就说过的，②友爱与公正相关于同样的题材，井存在于 25

同样一些人之间。首先，在每一种共同体中，都有某种公正，也有

某种友爱。至少是，同船的旅伴、同伍的士兵，以及其他属于某种

共同体的成员，都以朋友相称。他们在何种范围内共同活动，就在

何种范围内存在着友爱，也就在何种范围内存在公正的问题。其 30

按照欧里庇德斯的看法，相反的事物或人是相互需要的。柏拉图引证他的见解。首

先，同行（同类）都互怀敌意，例如赫西阿德说，“陶匠和陶匠是冤家，吟游诗人和吟

游诗人是对头，乞丐和乞丐是仇人”，所以人们说“同行是冤家”。最相似的人之

间总是充满着最多的妒忌、争斗和仇恨。相反，那些最不相似的人之间却充满最多

的友爱。比如，由于需要帮助，穷人成了富人的朋友，弱者成了强者的朋友，病人

成了医生的朋友，元知者成了有知识的人的朋友。愈相反的东西似乎反而是愈相互

友好，比如干欲求湿，冷欲求热，苦欲求甜，锐欲求钝，空欲求满等等，每种事物

都欲求与其相反的事物 “相反物是相反物的食物”。亚里士多德在下文中对柏

拉回做了一个重要的修正：对于相反者的需要不等于目的，目的是某种中间的状

态，而不是相反者自身。所以，相反者似乎只是进行治疗而需要的东西。参见《欧
台漠伦理学） JJ39b26-9o 

① 参见 l 155b8 -9。

( l 155a22 -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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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朋友彼此不分家”这个俗语也说得对，因为友爱就在于共同。

在兄弟与伙伴之间一切都是共同的。在其他人群中，则某些特殊的

35 东西是共同的。有些人群中这类东西多些，有些则少些，因为友爱

11仙也是有些深些，有些浅些c 公正也因此而不同。父母同子女间的公

正就与兄弟之间的不同。伙伴之间的公正也与城邦公民之间的公正

不同。其他的友爱中的公正也各不相同。所以，在这每种关系中的

5 不公正也是不同的。而且朋友关系越亲近，不公正就越严重。例

如，抢一个伙伴的钱比抢一个公民的钱更可恶；拒绝帮助一个兄弟

比拒绝帮助一个外邦人更可憎；殴打自己的父亲比殴打他人更可

耻。同样，友爱越强烈，对公正的要求也越高。①因为，友爱同什

10 么人相关，公正就同什么人相关；哪里有友爱，哪里就有公正问

题。但是，所有的共同体都是政治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因为，人们

结合到一起是为了某种利益，即获得生活的某种必需物。人们认

为，政治共同体最初的设立与维系也是为了利益。而且，这也是立

15 法者所要实现的目标。他们把共同利益②就称为公正。其他共同体

以具体的利益为目的。例如，水手们结合在一起航海，是为了赚钱

或诸如此类的目的；武装的伙伴③聚集在一起打仗，是为了劫夺钱

20 财、取胜和攻城掠地。氏族和社区④也具有自己的目的。（有些共

①友爱与公正的相关性质，在于(1）友爱与公正都同共同的东西相关；（2）共同

体或关系的性质不同，公正也就如友爱一样地不同；因为 a）友爱越强烈，所犯的不

公正就越严重，或反过来说， b）对公正的要求就越高。所以，虽然有友爱便不需要

公正（ I 155a24），这种相关性仍然可以从公正的相反者方面看出来。

② KOLV币 ITUµφepovo

③ <TOO"τ阳T吵啊1号。

④ 问件。号。在雅典，经克勒斯提尼（Cleisthenes）变法，原有的氏族村社改为社

区，全境共分为 100 个社区，依地域而不是依氏族管理。从此公民不再以部落名相

称，而以居住区名相称，称为 8η问叫＜；（社区居住者）。社区的治理者由民选产生c 以

此基础建主的政制称为 1\11µ0Kp衍I.a（平民政体或民主制）。参见吴寿彭译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第 115 页注①。民族与社区除政治与军事的功能外，一般还具有一些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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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似乎是出于娱乐，例如为了献祭和社交而举行的教会团体

的宴会。但这些共同体都从属于政治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所关

心的不是当前的利益，而是生活的整体利益。①）人们奉献祭品举

行祭典，既是祭祀神明，也是为自己过一个欢娱的节日。古代 25

的祭祀和庆典往往作为丰收节在谷物收获之后举行。因为，只

有在这个季节里，人们才有最多的闲暇。所有这些共同体都是

政治共同体的一个部分，友爱也随着这些具体的共同体的不同

而不同。 30 

-10-
［政治共同体的政体形式］

存在着三种政体，以及同样数目的三种变体，作为它们的蜕

变形式。这三种政体，首先是君主制，其次是贵族制，第三种是

基于资产的，似乎当称资产制，但多数人习惯于把官称作共和 35

制。②这些政体中，最好的是君主制，最坏的是资产制。懵主制 1160b

教的功能。

① 括号中的句子，威尔逊（C. Wilson）、莱克汉姆、汤姆森 (J. A. K. Thomson ）、

奥斯特沃特等认为是亚里士多德本人的修改笔记或为后人所加。

② 1TOALTELa，政体；阳喃喃创峙，变形、变体， 1TQT8K·，旁侧，阳σ间，基

础、基本。亚里士多德对政体的分类是按照政体本身和变体来区分的：

政体

君主制（βαcn>.e.'.a)

贵族制（ ixpL<rTOKpaTLa) 

变体

管主制H吼ipavvl~ ）

寡头制（ciλ叫apx阳）

共和制（1TOλ町ela) 民主制（＆可件OKpih臼）

亚里士多德在这里以及在｛政治学》中谈到的这六种政体，来源于柏拉图的《政治

家篇们 The h阳刚n) (291c - 292a, 300d - 303b）。柏拉图认为，存在着三种治理形

式：）人的治理、少数人的治理和多数人的治理。这三种形式又各有好坏两种：一

人治理的有君主制与懵主制，少数人治理的有贵族制与寡头制，多数人治理的有共
和制与民主制。三种好的政制中最好的是君主制，最差的是共和制；三种坏的政体

中最好的是民主制，最差的是债主制。因为最好的政体的变体就最差，最差的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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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君主制的变体。它们都是一人治理，但是有很大不同。懵主为

自己谋利益，君主则为属民谋利益。因为，一个人只有占有远远

5 优越于其他人的充分财富，才能是君主。而如果这样一个人别无

所求，他就不会去为自己，而是为属民谋好处（那些不能如此优

越的君主，只能是某种抽签选出的②君主）。懵主制则与此相

反。因为懵主追求自己的善。这种蜕变形式是最坏的。因为，最

IO 好的反面就是最坏的c 君主制蜕变就成为懵主制。因为僧主制是

一种坏的一人治理。所以一个坏君主就蜕变为懵主。贵族制蜕变

就成为寡头制。这种蜕变是由于治理者们的恶。他们不按照配得

的标准分配城邦的善，使得全部或大部分好东西归于自己。他们

15 又使得同一些人长期把持公职，只看重财富的地位。这样就形成

少数人的治理，权力就落人坏人手里，而不是在公道的人手里。

资产制蜕变就成为民主制。这两种政体有共同之处。资产制的理

想也是多数人治理，一切有资产的人都是平等的。民主制在所有

20 蜕变形式中是坏处最少的。因为它作为一种政体变形得最少。这

些是蜕变的最常见的形式。因为这些是改变最小、最容易达到的

变体。在家庭中也可以看到与政体相似的形式。父子关系具有君

的变体则最好。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在基本之点上采取了柏拉图

的观点。但是对于 'T\,抖。Kpct'f(<y_ ，柏拉图在《理想国》（545a - b）中认为这个名词的意

义来源于吼叫（荣誉），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它来源于 -rt问问（财产），因此称之为资

产制。

① κλ叫pw-ro~，经抽签选出的；衍生于动词队叫pciw（抽签选出）。抽签选举，

亚理士多德在《雅典政制｝ ( Atheniensium Respubulica) ( 43 - 55 章）中说，是平民亦即

民主政体的一种选举方式。依此方式选出的官员大都有规定的任期，轮流执政。雅

典的执政官就是这样选出的。在古代希腊，许多城邦的政制常常是以一种政体的治

理方式为主，以其他方式辅之。亚里士多德这里说抽签选出的君主，格兰特（卷 II

第 270 页）说，当含着贬义，他未必指某种采用过的实践，而是欲表明，如此选出的

君主只有象征性的仅威和部分的君主功能，甚至还可能指这些人因履行君主职责而

取得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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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制的形式，因为父亲都关心儿子。所以荷马也把宙斯称为父

亲。⑦君主制的理想是家长式治理。但是在波斯，家长式治理是 25

僧主制式的，因为波斯人使用儿子如同奴隶。主人和奴隶的关系

也是懵主制式的，因为这种关系是为着主人的利益的c 在这种关

系上懵主制似乎是对的，但是像波斯人那样对待儿子就错了。因

为对不同对象应当用不同的形式治理。②丈夫同妻子的关系似乎 30

是贵族制式的。因为，丈夫的作用是要按配得的尺度分派事项。

适合于妇女做的事情，就应当让妇女们去做。如若丈夫主宰一切

就成了寡头制。因为那不是按配得的尺度来分派，也不是在让在 35

那些事情上做得比较好的那个人去做。有时候，妻子作为继承人 ll6la

来治家。这种治理显然不是基于德性，而是基于财富和权力，就

如在寡头制中一样。③兄弟间的关系类似于资产制。因为，他机是 5

平等的，且年龄也相当。所以，如果年龄相差过大，就不会有兄弟式

的友爱。一个没有主人的家（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或者一

个主人非常软弱、每个人都各行其是的家，则最像是民主制。

-11-
［不同政体中的友爱与公正］

在这各种政体中都有友爱存在，正如都有公正存在一样。君 lO

主对属民的友爱是优越者的善举。④因为，如果他是好人并关心

① 《伊里亚特》 503 等处。

②亚里士多德认为父亲同子女的关系、男人同女人的关系、主人同奴隶的关

系是一些基本的相互区别的关系，这些关系都含有某种天然的不平等，因为奴隶完

全没有思考能力，妇女有但是不充分，儿童也有但是不成熟。见《政治学》

1260a9 -14 

③在古代希腊，由于战争频繁，许多男子死于战争，以及某些城邦的继承制

度的改革，女继承人成为重要的社会现象。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1270a21 -35) 

谈到这在斯巳达社会造成的后果。

④ inrepox如础P'YB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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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属民，就像牧人关心其羊群那样，他就在提高他们的善。所以

荷马会称阿加门农“众人的牧人”。①父亲对于女的友爱也是这

15 样。（其区别在于，父亲的善举更好，因为他是子女存在的原

因，这是最大的恩惠。而且，他还抚育子女。我们的先祖也都对

我们有这种恩惠。）父亲对子女，祖先对后代，君主对属民自然

20 地享有权力。这种友爱中包含一方的优越，这就是父母受到尊敬

的原因。因此，在这些关系中，公正在双方是不同的，它与配得

成比例。友爱也是一样。丈夫同妻子的友爱相当于贵族制。它相

应于德性，较好的多得，每个人各得其所。公正也是这样。兄弟

25 间的友爱与伙伴的友爱相似，因为他们平等，且年龄相近。所以

兄弟与伙伴通常有同样的感情与品质。因此，这种友爱类似于资

产制。在资产制下，公民们希望平等和公道，所以他们轮流治

30 理，权力共事。他们的友爱也是这样。在那些变体中，少有友

爱，也少有公正c 在最坏的变体中，友爱就最少。在懵主制中，

只有很少的友爱，或是不存在友爱。因为，在治理者与被治理者

没有共同点的地方，就没有友爱，也没有公正。这就像工匠同工

35 具、灵魂同肉体（或主人同奴隶）的关系。即使后者由于得到使用

1161 b 而受益，对于这些无生命物也不存在什么友爱和公正。对于一匹

马或一头牛，对于作为奴隶的奴隶②也是这样。因为，在这两者

之间没有共同点。奴隶是有生命的工具，工具是无生命的奴隶。

5 所以，对作为奴隶的奴隶不可能有友爱。然而，对作为人的③奴

隶则可能有。因为，一个人同每个能够参与法律与契约过程的人

CD 《伊里亚特》 243 等处。基督教关于牧师的职责的观念，看来与这种“牧

人”的观念有某种相似。君主是人世间的牧人，他驱赶着羊群（众人），然而是把它

们赶到水草最丰沃的地方，因为他关切它们的福利。牧师是“神的牧人”；神离人

远，无法关切人的尘世幸福，牧师是受神之遣，在人世关照人的灵魂。

②霄pO~ 80由λov 古 80面λO~o

③白 8’ iivOp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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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中都似乎有某种公正。因此，同每个人都可能有友爱，只

要他是→个人。①所以，甚至在懵主制下，友爱与公正也在非常

小的范围内存在。在民主制下友爱与公正最多。因为，在平等的 10

公民中有很多共同的东西。

-12-

［家室的友爱］

一切友爱，如己说过的，②都意味着某种共同体的存在。然而

我们可以把家室的友爱、伙伴的友爱同其他的友爱分别开来。③

因为，同邦人、同族人、同船人等等更像是某种共同体中的友 15

爱，因为它们仿佛在遵守某种契约。主人与客人的友爱也可以归

于这一类。家室的友爱也有多种，但都是从父母同子女的友爱派

生的。父母爱子女，是把他们当作自身的一部分。子女爱父母，

是因为父母是他们存在的来源。父母更知道孩子是己之所出，孩 20

子则对这点所知较浅。相比之下，生育者更把被生育者看作是属

于自己的。被生青者则较少把生育者看作属于自己。因为，总是

产品属于其制作者，④正如牙齿、头发等等属于它们的所有者，

而制作者则不属于其产品，至少在程度上小得多。父母对子女的 25

①斯图尔特（卷 II 第 316-317 页）此处有一重要评论。他认为亚里士多德在此

处是因于希腊社会现实存在的奴隶制度和人与奴隶两分的观念，而仅仅停留在那些

在生理上是人类的奴隶们“参与”了一些法律与契约的过程这个简单的事实上。他

指出，亚里士多德没有依照他一贯的研究方式，提出下述的进」步的问题：在何种

意义 l二奴隶是人？他的参与法律与契约的过程的能力意味着什么？以及在奴隶身上是

否存在某种尚未得到发展的此类能力？而他本来是可以提出这些问题的。

( l 159b29 - 320 

③在前面（第 10 、 11 章）把家室的关系同政体进行类比之后，这－章的目的，

是具体地讨论家室的三种主要的友爱，即父母同子女的友爱、丈夫同妻子的友爱、

兄弟的友爱以及由此衍生的亲属间的友爱和伙伴的友爱。

④呻L '!TO叫O"OtVT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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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时间上也更长久。父母从孩子一出生就爱他们。孩子则只有

经过一段时间并理解了之后才爱父母。由此便可以明白，母亲何

以对子女有更强烈的爱。父母爱孩子，是把他们当作自身（因为

30 出于己身的就如同是与自身分离了的另一自身）。孩子爱父母，

则是把他们当作自身的来源。兄弟间互爱，则是由于有共同的生

命来源。这种共同的生命来摞造成了他们的共同点。所以人们

35 说，兄弟间是血脉相通，骨肉相连。所以，兄弟实际上是相互分

离了的同一个存在。兄弟的友爱也由于共同的抚育和年龄相近而

1I62a 增长。因为，要是两人一般大，有共同的道德便是伙伴。①所以

兄弟的友爱与伙伴的友爱相似。叔伯兄弟以及其他亲属的感情都

是从兄弟感情派生，因为他们出于同一祖先。而这种感情的强

弱，也总是与同始祖相距之远近相应。子女对父母的友爱类似人

5 对于神的爱，是一种对于善与优越的爱。因为，父母所给予的恩

惠是最大的。他们不仅生养、哺育了子女，而且还是于女的教

师。和非亲非故的友爱比，父母与子女的友爱还具有更多的快乐

与用处。因为，父母与子女的生话有更多的共同点。兄弟的友爱

10 与伙伴的友爱有许多共同之处。而如果他们是公道的，共同之处

就尤其多，并且在总体上彼此相像c 因为，兄弟之间更彼此相

近。他们从一出生就相互喜欢，如果再出于同源，一起由父母抚

养、教育长大，他们自身就更为相似。而且，兄弟的友爱也更为

“持久、牢固。在其他亲属间的友爱中，友善的程度也都同关系的

远近成比例。丈夫同妻子的友爱似乎是出于自然的。与城邦相

① 甘λt在 'YixP 创λLKa, Kai. Ol O"UV'lj0eL号 B'IUipOL。司＞..~ 1ap 司:i.LKa，词面意义为二

人同践。此短语是谚语吗λ吨甘λLKa Tepτre, 'Yepwv 88 Te Tip霄εγipo町α（词面意义：

两人一般大使相处得愉悦，老人喜欢老人）的缩略形式。柏拉图在《菲德罗篇》

(240c），亚里士多德在《欧台漠伦理学》 (1238a34 ）、 《修辞学＞ (1371b14 5）中也

号｜用了这句谚语。 oL O"UV1)0eL~ eTa'l.pOl，词面意义为有共同的道德便成为伙伴。这大

约是当时流行的另一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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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人更需要配偶。家庭先于城邦且更为必需。①繁衍后代是动

物的普遍特性。其他动物的异性共同体只是为了繁衍后代，人的

此种共同体则不只为生育，也为提供满足生活的需要。男子与妇 20

女在活动上有明显的不同：男子的作用与妇女的总是相互区别。

所以他们相互帮助，把自己的独特作用投入到共同的生活中。所

以，这种友爱似乎既有用又有快乐。如果他们是公道的人，这种 25

友爱还是德性的。因为，男人与妇女各有其德性，德性也可以是

相互吸引的原因。孩子也是维系的纽带，没有孩子这种共同体就

容易解体。因为，孩子是双方共同的善，共同的东西把人结合到

一起。丈夫与妻子一－以及一般地说朋友与朋友一一当如何相 30

处，似乎与他们当如何公正地生活是同一个问题。因为，对朋友

的公正，对陌生人、伙伴和同学的公正都是不同的。

-13 －② 

［平等的友爱中的抱怨与公正］

存在着一一如开始就说过的③一一三种友爱，每种之中有些

朋友双方是平等的，有些则包含一方的优越地位0 （因为，不仅 35

两个同样好的人可以做朋友，一个比较好的人和一个比较坏的人

也可以做朋友。快乐的朋友的情形也与此相同。④有用的朋友方 l 162b 

① 亚里士多德此处当是指自然家庭的存在在时间上早于画家。他在《政治

学｝ (1253al9）中谈到过国家在性质（本性）上先于家庭和个人c

② 在第 13 、 14 两章，亚里士多德基于前面一章对家室的不平等的（基于一方

的较大恩惠的父亲与子女的友爱，和基于一方的较高德性的丈夫与妻子的友爱）友爱

和平等的友爱（兄弟的友爱）的讨论，转而讨论“其他的” llP公民（作为同邦人、 I司族

人．同船人等等）之间的平等的与不平等的友爱。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值得注意的对

比．在家室的友爱中，父亲与子女的友爱被看作是更为根本的；在公民的有用的友

爱中，平等的友爱被看作是更为根本的”

( l 156a7 -!lo 

④ 即不仅两个同样令人愉悦的人可以做朋友，一个比较令人愉悦和一个不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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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也是这样，他们提供的好处可能是相等的，也可能是不相等

的。）那些平等的朋友就必须在爱或其他事情上平等。包含一方

优越地位的朋友就必须按照优越的程度以成比例的回报①使之平

5 等化。抱怨和指责②仅仅或主要存在于有用的友爱中，这是可以

想像的。因为，德性的朋友都相互希望对方好（这是德性和友爱

的本性） 0 由于都想努力做到这点，在他们之间就不会有抱怨和

争吵。因为，没有人会对爱他、希望他好的人不满。如果他有美

10 惠的晶质，他还会回报那种善。而如果优越的一方做到了把好处

给对方，他也不会抱怨那位朋友。因为他们每个人希望于对方的

就是善。在快乐的朋友中也不会有抱怨。因为，如果他们以朋友

的陪伴为快乐，他们就同时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一个人要抱

15 怨对方没有给他快乐也荒唐可笑，因为他如果不想去是可以不去

的。但是，在有用的朋友中间则会发生抱怨。因为，他们相互做

朋友是为了获利 3 他们总想多得，总觉得自己得的不够多。所

以，他们总是抱怨说他们没有得到期望的和应得的那么多。而给

20 予的一方则不可能他想要多少就给多少。③有两种公正，不成文

的公正和法律的公正。相应地，有用的友爱也或者是伦理的，或

者是法律的。抱怨所以会发生，主要是双方在终结交易时没有按

照开始那项交易时的做法去做。法律基础上的有用的友爱有明白

的文书④规定。它包括两种形式：当下付款的商业交易，和比较

25 自由些的规定付款时间的交易产而后者又附带着一些关于延迟

令人愉悦的人也可以做朋友。有用的朋友亦可类推。

① 在这里即指以成比例的爱（感情）来弥补自己在善、用处、偷悦性上的不

是。

② 的KAi]µa'Ta，抱怨、埋怨；卢件中8屿，指责、责备。

③ 公民之间的友爱是有用的友爱，这种友爱的最普遍的动机是希望自己多得

或阻止别人多得。

④ 问'TO~，文书、行文、条文；指借助文字表达明白了的规定c

⑤ ＆λ耐Bpl.<U'l"Bp<X BL~ XPOVOV，规定时间的付款、延迟付款。这种商业交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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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的补偿条款。①在后面这种延迟付款的交易中，付款的责任

是清楚的，但延迟付款的做法又包含了一些友善。因此，有些地

方不把这种交易纳入法律的范围，认为一个人既然基于信任而做

这样一种交易，他就应当自己承担其后果。另一方面，伦理的友 30

爱则不是基于明白的文书的。人们仿佛是像朋友那样地相互送

礼。但他们最终还是期求同样的或更多一些的回报，就好像那不

是馈赠而是一笔贷款。②而如果一个人想以与开始交易时不同的

方式③来终结交易，他就会抱怨另一方。这原因在于，所有的或 35

大多数的人，尽管都希望自己做得那样好，选择的却是得到好

处。做事不求回报是高尚［高贵］的，但得到回报却是好事情。④ l 163a 

所以，如果有能力，对所接受的东西应当给予回报。因为，若一

个人不愿意，我们便不能与他交朋友。⑤相反，我们必须承认自

己从一开始就犯了一个错误：接受了一个不应接受的好处，因为

它不是来自一个朋友，他给予我们这好处不是因我们自身之故。 5 

我们应当终结这样的交往，就好像我们是按明白的文书接受他的

好处的。而且，我们会同意尽能力偿还⑥（如若没有能力，对方

别于当下付款的交易。所以，这种延迟只是相对于当下时间而言的，是指当下暂不

付款，而不是指把原定的付款时间向后延迟。

① Ka0 ’ 6抖。λoγ阳v Ile -n: avr• Tiv的。”。λo-ylo.ν，条款；也阿L TLV饵，付款。这

很可能是指关于延迟付款者所要加付的费用（如利息、服务费）的规定。

②公民之间的有用的友爱，亚里士多德说，有伦理的与法律的两种。其中法

律的友爱又分为当下付款的交易与延迟付款的交易，其中延迟付款的交易看上去有

些像是伦理的友爱。但这种有用的友爱即使是伦理的，人们事实上也还是为得到回

报而做朋友的。

③ 开始时是像朋友那样在互相送礼，现在想像法律的商业交易那样结算。

④ 普通人，爱尔温评论（第 287 页）道，希望的是做高尚［高贵］的事，但是当
按照某种选择行动时，选择的意图却不是对高尚［高贵］事物的希望，而是得到某种

其他的快乐或善物的愿望。

⑤ 因为（在有用的友爱中），他的意愿（一般地说）是得到回报，如果你不回报
从他那里得到的好处，就违反了他的意愿，就不能和他交朋友。

( Ct'ITOllWIT&LV, tt节oil肝e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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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不会指望偿还了）。所以，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应当偿还。

但我们更应当从一开始就考虑，是在从什么人、以什么条件接

10 受，以便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关于这好处应当由受惠者来估价

并依此来偿还，还是由施惠者来估价，还会引出争论。受惠者会

说，他所接受的对施惠者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而且他从别人那里

同样可以得到。他尽量贬低那个善举。施惠者则会说，他所给予

的是最好的，是从别的地方得不到的，是在他自己处于危险中并

15 同样需要它的情况下给出的。如果友爱是基于用处的，自然应当

以对受惠者而言的善作为尺度。因为，是他需要那好处，施惠者

提供给他是为得到同等的回报。所以，帮助的大小正好就是受惠

者得别的好处的大小。所以，受惠者应当按他得到的好处的大

20 小，或更多一点，来偿还。在德性的友爱中则不会产生抱怨。但

是，衡量好处大小的尺度似乎是施惠者的选择。因为，选择是德

性与道德中主导的东西。

-14-
［不平等的友爱中的分歧与公正］

在包含一方优越地位的友爱中也存在争吵。因为，每一方都

25 要求得到得更多一点。①而一旦某一方得到了，友爱也就解体

了 c 较好的人认为他应当得到得更多些，因为好人应当多得。提

供的好处较大的人也认为他应当得到得更多些。他说，没用的人

就不应当拿同样多的一份；如果从友爱所得到的不符合活动所配

到得的，友爱就成了公益服务，②而不再是友爱。他们还认为，就

① 地位较低的一方要求从地位优越的一方得到更多一点好处，地位优越的－

Ji则要求从地位较低的一方得到更多一点荣誉（与爱）。

② λEMO\Jf>"fLa。在雅典及其他一些城邦，富人出资赞助公益，例如设立公共设

施、提供剧团的装备、举办共餐会、建造三层舰、修建神殿等等，被看作是值得称

赞的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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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在商业共同体中投资多就得到得多一样，在友爱中也应是如

此。另一方面，穷人和地位较低的人则持相反的看法。他们认

为，所谓好朋友就在于帮人所需。如果他们一毛不拔，做这些有

德性、有地位的人的朋友还有什么用？这双方所提出的要求看来

都是对的。他们应当从友爱中得到得更多些，但不是在同一种东 35

西上。地位优越的人应当得到的是荣誉，穷人应当得到的是收 l 163b 

益。因为，荣誉是对德性与善举的奖赏，收益则是穷人所需要的

帮助c 从城邦生活中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对共同事业无所贡献

的人不应当得到荣誉。共同的财富只能给予对共同事业有贡献的 5

人，而荣誉就是共同财富的一部分。一个人不能从公共财富中既

得钱财又得荣誉。因为，谁也不会满足于在所有事情上都只得到

较少的一份。所以，对在钱财上受损的人①就要给他们以荣誉，

那些受贿的人②就得了钱财。这种按配得分配的安排，如所说过 10

的，＠既重建了平等，又保全了友爱。这也应当是不平等的朋友

之间交往的方式。在钱财上、德性上得到好处的人要尽其所能地

以能够支配的东西，即荣誉，来回报c 因为，友爱所寻求的是尽

能力回报，④而不是酬其配得D 因为，酬其配得有时候是不可能 15

的。例如，用荣誉就不足以回报神与父母的配得。因为，人们甚

至无法给出神和父母所配得的荣誉。所以，一个尽能力回报的人

被看作是公道的人。所以，儿子永远不可以不认父亲，尽管父亲

可以不认儿子。因为，欠债者应当还债，而儿子不论怎么做也还 20

不完父亲给他的恩惠。所以儿子永远是个负债者。但是债权人可

以免除负债者的债务，所以父亲可以不认儿子。同时，除非儿子

太坏，否则谁也不会不要儿子。因为，除了这种自然的友爱之

I) 闵担任公职而在经济上受损失的人。

②｛昔担任公职之机接受贿赂、为自己谋好处的人。

( l 158b27, l 159a35 旧， l 162a34 b4 。

( -ro hoexoµ.eνO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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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外，作为人任何一个做父亲的都不会拒绝儿子的帮助。但是，一

个儿子如果很坏，却可能不去帮助父亲，或不尽心地帮助父亲。

因为，多数人都想得到所希望的并逃避没有好处的事情。关于这

些问题就谈到这里。



第九卷①

［友爱（续）］

-1-
［不相似的友爱中的公正］

所有不相似的②友爱，如己说过的，③都通过比例而达到平等

并得以保持。④例如在公民的生活中，鞋匠按其鞋的所值得到报

①第八卷与第九卷的划分，格兰特（卷 II 第 249 -250 页）认为，完全是作者或

编镜者人为地做出的，在论题上它们完全是连续的，这两卷就像一部单独的论友爱

的著作。他认为这两卷的讨论可以分为三个部分：（1)论友爱的种类、性质以及最好

或完善的友爱，第八卷第 1 -8 章；（2）论友爱与公正的联系，第八卷第 9 章至第丸卷

第 3 章；（3）论其他与友爱性质相关的问题及友爱同幸福的关系，第九卷第 4-12

章。

② 仙”oei.lleaLo av－ ，不； oµoe也＆eai，相似的。不相似的友爱，亚里士多德

是指因于双方是不同的原因而发生的友爱，即双方（1)提供不同的东西，并（2）为得到

不同的东西，而发生的友爱。关于快乐来源上不同的友爱和地位不同者之间的友

爱，参见 1158b27, 1159a35-b3, 1162a34-b4, 1163bll, 

③ 亚里士多德前面只是在谈到与德性对立的两个极端之间的不相似

( l 108b33），以及快乐的友爱和有用的友爱两者同德性的友爱的相似与不相似

( ll 58b5, 11) 时，使用过不相似的→词。所以罗斯（第 220 页注）、莱克汉姆（第 516

页注）、汤姆森（｛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企鹅书屋， 1976 年］第 286 页注）和奥斯特

沃特（第 245 页注）认为亚里士多德前面没有谈到过不相似的友爱。不相似的友爱应

当说是自本卷开始讨论的一个新的概念。

④ 莱克汉姆（第 516 页注）认为，以比例恢复平等的说法适用于说不平等的即

包含一方优越地位的友爱，而不适用于说不相似的友爱，因为（在公民的友爱的例子

中）尽管交易双方提供的东西不成比例，但是它们在价值上可以相等起来（因为它们

都是某种用处），所以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说法似乎不正确。可以确定，亚里士多德这

句话的确是指公民之间的有用的友爱，即他们的交易行为。在广义上，这是相似的

友爱，因为交易双方所提供和所想得到的都是某种用处。但是亚里士多德所持的关

于不相似的友爱的观点不会妨碍他在实质意义上把这类行为看作不相似的友爱。设

甲乙二人为鞋匠，丙丁二人为织工，并且甲的能力等于乙的 2 倍，丙的能力等于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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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①织工与其他工匠也是这样。在这里，货币是共同的尺度，

另一切都以它为标准，用它衡量。然而在性爱②上，爱者有时抱怨

11仰他的热烈的爱③没有得到回报，可能是由于他没什么可爱之处，

被爱者则常常抱怨爱者，说他以前许诺的事情都成了空话。这种

抱怨所以发生，是因为爱者所爱的是快乐，被爱者所爱的是用

5 处，两个人都没能满足最初的愿望。因为，如果友爱建立在这

样的基础上，一旦他们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友爱就会解体。因

为，他们每个人所喜欢的不是对方自身，而是能从他那里得到的

东西。这种东西都是不长久的，所以这种友爱也不会长久。基于

10 道德的友爱则是因朋友自身的，因而如己说过的④是持久的。其

次，争吵所以会发生，有时也是由于一方所得到的不是他所想要

的东西。因为，如果一个人得到的东西不是他想要的，就像没有

得到一样。这就像那个雇琴师弹琴的人的故事所说的。他许诺琴

15 师，琴弹得越好，报酬就越高。当琴师第二天要他兑现其承诺

时，他说他已经用快乐回报了快乐。如若两个人原来希望的都是

得到快乐，这样说是对的。但是，若→个人希望的是快乐，另一

个希望的是拿到钱，前者得到了快乐，后者却没有拿到钱，这个

20 交易就不是公平的。因为，每个人关心的都是他恰好需要的东

西，他是为了这个东西才乐于出让自己拥有的东西的。那么，应

的 2 倍，则甲同乙、丙同T之间是不平等的，甲同丙与丁、乙同丙与丁、丙同甲与

乙、丁同甲与乙之间，以及他们的友爱，则是不相似的。所以，基于用处的不相似

的友爱，如果能够建立一种比例从而被平等化，便能够得以保持。（参见第五卷第 5

章）但是另一类不相似的友爱，即一方为快乐、另一方为有用的友爱，如下面的讨论
所说明的，则难于建立这样的比例。

① 也µo•间，报酬、酬劳n

② i:pW'l"LKO号，爱、性爱。希腊人说爱常用 k帆的与 φ认阳两个词。 Bp<il'l'tKO＜；衍
生于 E阳同（性爱、情爱）。关于 ep<i坷与 φ山b 在柏拉图观点中的自然的联系，参见第

226 页注①η

③ 切re忡LA仙，强烈的、极端的爱。

( l 156b9 -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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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由提供的一方还是由接受的一方来确定一项服务所配得的回报

呢？因为，故事里那位提供服务的人①似乎相信那个接受的一方

所作的判断。据说普罗塔格拉斯②也是这样做的。他不论讲什 25

么，总是让昕讲者对昕课所得的知识作出估价，然后照此收费。

在这类事情上，有些人主张“先讲好报酬”。③但是，那些先收

钱，做了许多许诺而又做不到的人，自然会引起抱怨，因为他们

没有兑现所许诺的事情。那些智者们似乎不得不先收钱，因为人 30

们不愿为他们讲授的知识付钱。所以，要是他们做不到人们付钱

让他们做的事情，就会引起抱怨。但是，在要做的事情没有预先

商定的情况下，如果那是朋友因对方自身之故而做的事情，如前

面说过的，④就不会引起抱怨（因为德性的友爱不会产生抱怨）。

而报酬也应当根据对方所做的选择来给予（因为是选择使一个人 35

成为朋友和有德性）。对那些以其爱智慧之学⑤让我们共同分享⑥ 11铀

的人，我们也应当这样做。因为，这项服务所配得的东西是元法

①指琴师。

② IlpwTcqop时， Protagoras，哲学家、著名的智者。

③ μ盯60~ 8 ’ O:v8pi，词面意义为，那个人的工钱。此语出自赫西阿德的《工作

与时日》（370，一说 368 ），原句为

抖盯9os 8’也v8plφ（｝，，<pL elp呵µ，evo~ lipK山~ SO"TW 。

（那个朋友的工钱，讲好多少就是多少。）

斯图尔特（卷 II 第 341 页）把赫西阿德的建议理解为一种由接受方先出价而在事后付

钱的方式，区别于鲁罗塔格拉斯的由接受方事后定价并付钱的方式，和另一些智者

的要接受方根据他们（智者们）的自我吹嘘先出价和先付钱的方式。亚里士多德在此

处，格兰特（卷 II 第 283 页）说，意在批评后一种做法，把这种做法同普罗塔格拉斯

的做法加以对照。

( I 162b6 13 0 

⑤ φ叭。σo<j>la，即今天所说的哲学。哲学在古希腊语中的意思为爱智慧之学。
前面我按希腊语原意将 φ叭佑。φm 译为“爱智慧犁’（第 13 页注④），这里仍然按

此方式将 φL)\oσ呻la 译为“爱智慧之学”。

⑥ KOLVW叫σαCTLV，共同分享，派生于 KOLl'WVLa（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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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钱来衡量的。而且，任何荣誉都不能与之相等。但是，就像对

5 神与父母那样，尽能力的回报便被看作是相等的。另一方面，如

果所给予的东西不是这样的，而是为着某种回报的，那么，回报

最好是在双方看来相当于配得的。如果达不到这种一致，事先由

接受者确定回报的数额就不仅必要，而且公正。因为，如果提供

10 者从回报中得到了相当于接受者的受益的或接受者愿意为将得到

的快乐付出的东西，提供者就得到了他所配得的东西D 因为，人

们在市场上买东西时也是这样做的。①在布些地方，法律禁止对

自由交易进行干预，认为如果一个人基于信任同另一个人进行交

15 易，他就必须按照开始时的方式终结那项交易。②因为法律认

为，价格由被信任的一方确定比由信任的一方确定更公正。因为

一般地说，物品的所有者与需要那物品的人对它的估价是不同

的。在所有者看来，物品配得很高的回报，然而报酬却要由接受

20 的一方根据其估价来付给。但是，接受者不能根据他有了那物品

以后的估价，而必须根据他得到它之前的估价来付给报酬。

-2-
［不同回报责任的冲突］

还有一个进一步的问题：一个人对父亲应当在任何事情上都

尊重和昕从，还是在生病时昕从医生，在挑选将军时选最善于打

25 仗的人。或者，如若不能两者兼顾，一个人是否更应当帮助一个

朋友而不是一个好人，是否更应当回报一位受其善举的人而不是

施惠于一个伙伴。对这些事情是否不容易确切地作出规定呢？因

为，不同的情况之间在重要程度上，在高尚［高贵］性和迫切性程

① 即价格是买方愿意付出的钱数。

②参见 l 162a29 - 31 。



第九卷 ［友爱（续）］ 263 

度上，都千差万别。不应当把我们所有的东西①都偿还给同一个 30

人，这毋庸置疑。而且一般地说，我们显然应当先回报他人的善

举，而不是先施惠于伙伴。这就像，我们应当先还欠别人的钱，

而不是先借钱给别人。②但是，甚至这一条也不是总是如此。例

如，如果一个人被另一个人用钱赎回来，他是应当先用钱把那个 35

人－一不论他是谁一一赎回来，或者先把钱还给那个人，假如那

个人没有被绑架但是要他把钱还回去，还是应当先把自己的父亲 ll65a

赎回来？因为，一个人甚至都应当先赎出自己的父亲而不是先赎

出自己。②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一一如刚刚说过的，④我们应当先

归还所欠的。⑤但是，如果用钱帮助另外一个人在高尚［高贵］性 5

与迫切性上超过了还钱，我们就应当先帮助。因为在某些情况

下，回报⑥一项先前受到的善待还是不平等的。例如，如果给予

者知道他所给予的是一个好人，而接受者知道他要回报的是一个

坏人，情况就是这样。因为有时候，尽管一个人借过钱给你，你 10

不－定要回借给他。因为，他把钱借给你时知道你会还，因为你

是个公道的人；你把钱借给他却没希望收回来，因为他是个恶

棍。如果是这样的情形，他要你把钱回借给他就是不平等的c 甚

① 即感情、关心、考虑、支持、帮助、服务等等。参见下文所说的（ 1165a15)
即使是“对父亲也不是一切都听从”。

② 这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裁决相互冲突的责任的一般规则。但是他接下去说
明，这条规则容有例外。

③ 如果一个人与自己的父亲同时失去自由并被索要赎金，如果他能够支配－

笔钱赎出一个人并且可以做出选择，他似乎应该，亚里士多德说，先赎出自己的父

亲。所以在上面的例子中，当事人不应当先赎回赎他出来的那个人或是先把钱还给

那个人，而是应当先把自己的父亲赎出来，因为如果他能够，他本应该先赎出自己
的父亲而不是自己。

( 1164b31 - 1165a2 。

⑤ lrno807fov 。

⑥ 回报（alJ'Ta耐何屿，也vnoove盯’reov）比偿还（的0&07sov）意义更丰富，它不

仅指把从别人那里借来的钱物还回去他节份O'TE:OV），而且指在对方需要时把自己的钱

回借给对方（提供一项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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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即使他不是个恶棍，但人们都认为他是，拒绝他也没什么不

15 合情理。在有关感情与实践的事务上，如已经多次说过的，①我

们只能获得题材所容有的那种确定性。我们不应当对所有的人都

同样回报，而且对父亲也不是→切都昕从，②正如对宙斯我们井

不是献上所有牺牲一样，这毋庸置疑。父母、兄弟、伙伴和曾对

2。我们行善举的人都不同，我们对每种人都应当给予适合他们的回

报。人们实际上就是这样做的。举行婚礼时邀请亲戚，因为他们

是家族成员，参与家族的活动。由于同样的原因，人们认为葬礼

尤其应当邀集亲戚们参加。我们似乎首先要奉养父母，因为我们

欠他们的恩。奉养自己生命的给予者比养活我们自己更加高尚

25 ［高贵］。而且，还要让父母像诸神那样享有荣誉。不过不是所有

的荣誉。给予父亲的荣誉与给予母亲的不同。给予父母的荣誉也

与给予一位有智慧的人或一位将军的不同。对父亲要给予适合于

父亲的荣誉，对母亲要给予适合于母亲的荣誉。其次，对所有长

30 辈都要给予适合他们年纪的荣誉，如起立、让座等等。另一方

面，对伙伴和兄弟则应坦率直言、共享所有。此外，对亲戚、同

族人、同邦人和其他的人也要给予适合的回报，并根据他们同我

们的关系的远近、德’性的高低和用处的大小而有所区别。当然，

勿在同类人中间做比较容易一些，在不同的人中间做就比较困难。

但我们不应当逃避困难，而应当尽力而为。

-3-
［友爱的终止1

另一个问题是，当朋友不再是他原来所是的那种人时，我们

( 1094bl 1 -27, !098a26 -29, 1103b34 - 1104a50 

② 也即，不能在一切问题上都把父亲的意见看得高于别人的意见，例如在健康

问题上，一个人更应当昕取医生的意见而不是父亲的意见；父亲的要求也不能在所有

事情上都高于别人的要求，例如在推选治理者时，父亲要做治理者的要求不应当高于
另一个更有治理能力的人的同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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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应当终止友爱。如果是快乐的或有用的朋友，当一个朋友不 1165b

再使人快乐或不再有用时，终止这种友爱是很自然的。我们赞扬

的是朋友的其他性质。①一旦这些性质消失了，我们自然地就不

再爱他们了。如果我们爱一个朋友是因他令人愉悦和有用，却装 5

做是因他的道德，他就会抱怨。正如我们开始时就说过的，②当

友爱不是原来所想像的样子时，朋友间最容易发生分歧。如果一

个人自己犯了错误，认为我们是因他的道德而爱他，而我们却不

是，他就只能责怪自己。如果他是被我们的伪装欺骗，他就理所 1。

当然地会抱怨。这种抱怨、比对骗钱的人的抱怨更强烈，因为友爱

比钱更贵重。而如果一个人作为好人而交了朋友，他却变坏了，

或我们认为他变坏了，我们应当继续爱他吗？③也许，我们不大

可能再爱他，因为（不是所有东西）只有善的东西才可爱，坏人不

可爱？而且，再爱他是错误的，因为不应该爱坏的东西，也不应 15

该让自己去爱不可爱的东西。而且前面说过，④同类爱同类。那

么，我们要立即终止这种友爱吗？或者，也许不是对所有的人，

而只是对不可救药的坏人才这样做？因为，那些人若还可以改

正，他们更需要的也许是道德上而不是钱财上的帮助。对友爱来 20

说，这比钱更重要。但是，终止这种友爱也没有什么不自然。因

① 即愉悦性、有用性。

②这个评论，格兰特（卷 II 第 287 页）与斯图尔特（卷 II 第 349 页）认为，前面

并未提到。但是第八卷第 13 章讨论的某些内容，如在公民的友爱中有些人似乎想以

与开始交易时不同的方式终结交易 (ll62b23-5），以及当一个人遭遇这样的情形

时，他应当把这看作是自己的一个错误，并按照契约的交易的规则终结这种友爱

( l 163a3 -10），是与此相关的。

③前面的回答，是就快乐的友爱与有用的友爱而言的。如果没有伪装（自己所

犯的错误除外），原因（快乐或用处）变化了，友爱便终止，是自然而然的事。下面的

[ill答则是就善（德性或品质）的友爱而言的。参见爱尔温第 290 页。

( 1155a32-4, 1156bl9-21, 1159b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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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已经不是以前所是的那种人。所以，如果朋友已经变了并

且无法挽救他，就与他分手。但是，假如我们仍然是这个样子，

25 朋友却在德性上极大地提升了，与他还能够继续做朋友呢，还是

就不能做朋友了？如果这差距是很大的，例如和孩提时的友爱相

比差距就很大，事情就比较明显。因为，如果一个人的理智仍然

是孩提时的理智，另一个却成为出色的男子汉，志趣与好恶都变

30 得不同，他们怎么能继续做朋友呢？因为，他们甚至不愿彼此相

处。而如果不能彼此相处，他们就不能够做朋友。但这一点我们

已经谈到过了。①那么，对这样一个人②是否就应当视同与他没有

做过朋友一样呢？或者，也许我们应当记得在一起的时光c 而

35 且，如果我们认为对朋友的关照应当与对陌生人的不一样，那

么，只要不是由于极端的恶而分子，因过去的友爱之故我们也应

当对昔日的朋友有所关照。

-4-
［友爱与自爱］

1166a 一个人对邻人的友善，以及我们用来规定友爱的那些特征，③

似乎都产生于他对他自身④的关系。一个朋友是因另一个人自身

之故而希望并促进那个人的善或显得是善的事情的人；或因另一

5 个人自身之故而希望他存在着、活着（这是母亲对于孩子的，或

吵过嘴的朋友⑤相互间还保有的那种感情）的人c 还有人说，一

( l 157bl 7 - 24, 1158b33 斗。

② 即一个与之终止了友爱的朋友。

③ “对邻人的友善”与“用来规定友爱的那些特征

页）解为同位语O 友爱意含着一种友善的感情。这种感情，亚里士多德在下文中析分

为(l）希望对方的善，（2）希望对方的存在，＠）希望与对方共同生活、“）旨趣一致、（砂
悲欢与共五种感情倾向。

④ 止的厅Clll 0 B－，他寸自如6v，自身。

⑤ Ol 霄pDUKBKp即κ07B号。彼得斯（第 294 页）认为这是指“有过不和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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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朋友是希望与我们相互同情、旨趣一致，①或者悲欢与共（这些

也是母亲具有得最多的感情）的人。人们总是以其中这种或那种

特点来规定友爱。然而，这每一种特征都存在于一个公道的人 10

（以及其他的人一一就他们把自己视为公道的人而言，可见正如

已经说过的，德性和好人②就是尺度）同他自身的关系之中。因

为首先，公道的人身心一致，全身心地追求同一些事物。他希望

并促进着自己本身的善（因为一个好人就是要努力获得善），并且 15

是因他自身之故（因为他追求善是为着他自身的理智的部分，而

这个部分似乎是一个人的真实自身）。其次，他希望他自身一一

尤其是其思考的部分一一活着并得到保全，因为存在对好人来说

是善。对他来说，每个人都愿望自己的善，但是没有人愿意成为 20

另外的一种存在，即使因此而得到所有的善（例如神现在所享有

的善）。相反，他愿望善是在他还是他自身这个条件之下。③但是

思考的部分就是他自身或其主要部分。第二，他希望与他自身一

格兰特（卷 II 第 288 页）解为“相互间有了裂痕的朋友”；伯尼特（第 409 页）解为

“吵过嘴彼此不再见面的朋友”，莱克汉姆（第 532 页注）也持相近的解释。斯图尔

特（卷 II 第 355 页）解蒋说，亚里士多德在此处是谈到完善的友爱（友爱本身）的一个

方面，这个方面以母亲对孩子的感情或闹过不和戎吵过嘴的朋友相互间的感情为典

型。这种感情不是友爱中的最高尚［高贵］的感情，它不是希望对方的善的感情。但

是官仍然是一种高尚［高贵］的感情，因为它是无利害的。母亲对孩子自然怀有这种

感情，而且最为强烈c 父亲对子女的感情更高尚［高贵］些（它是希望子女的善的感

情），但没有母亲的那样强烈。闹过不和或吵过嘴的朋友已经没有相互希望对方的善

的感情，因他们不再亲密，不再有共同生活；但是相互还保有希望对方存在和活着

的元利害的感情。这种感情与母亲对孩子的感情同类，但当然没有母亲的那种感情

强烈。

① 'TCXtπCr CXLpoUµ.EVOV，字画意义为，抓住或挑选同样的东西的人。

②凸 crrro由:'Lo<;o

③尽管认为这段话可能是后人加上的，斯图尔特（卷 E 第 359 - 360 页）认为这

段话与本文之间在下述两点上保持着一种“哲学的联系”： (I）人所愿望的是对于他

作为他自身而言的那种善（他所愿望的不是他作为另一种不同的存在的善），神亦如

此；（2）人之善在将来，神之善则现在就完全地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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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起生活，因为他自身使他快乐。回忆令他快慰，所期望的更为美

好，两者都令他愉悦。而且，他的思想中充溢着沉思。第四，他

同他自身悲欢与共。因为，同一些事物同时一一而不是不同事物

不同时一一使他感受到痛苦与快乐。所以，他不会悔恨。①由于

30 公道的人同他自身的关系具有所有这些特点，并且他怎么对待自

身便怎么对待朋友（因为朋友是另一个自身），所以友爱便被说成

是具有其中的这种或那种特点的，具有它们的人便被称为朋友。

至于一个人是否能与他自身做朋友，我们暂且不做讨论。不过，

35 在一个人具有两个或更多的部分的意义上，从刚才所谈到的，以

1166b 及从对另一个人的友爱的极端形式酷似一个人同他自身的关系这

点②来看，似乎可以说存在着这种友爱。其实多数人，尽管是坏

人，都具有刚才所描述的特征。也许，他们具有这些特征，是因

5 为他们还肯定自己的德性，还认为自己是公道的人？因为，最坏

的人和不敬的人都不具有，或看来是不具有，这些特征。其实，

坏人基本上都不具有这些特征。因为，他们与他们自身不一致：

他们欲求的是一种东西，希塑的是另一种东西。不能自制者的情

JO 形也是这样。他们选择的不是他们认为善的东西，而是令人愉悦

但有害的东西。另一些人则由于怯懦和懒惰而不去做他们认为是

对自身最好的事情。那些做过许多可怕的事情的人甚至由于其罪

Q) 因为，他追求同样一些事物，而对每种这类事物他都能同时获得快乐的与

痛苦的全部丰富的感觉，因而他具有感觉的丰富性。而追求快乐的人，则时而追求

这种事物，时而追求那种事物，此事物此时令他快乐，彼时令他痛苦，彼事物此时

令他痛苦，彼时令他快乐；因而，他始终只具有部分的、偶性的感觉；所以他会因

吁下感觉到的东西而悔恨过去之没有感觉到它，然而这种悔恨不是因感觉的全部丰

富性而发生，而是因此时的这一部分偶性地获得的感觉而发生。

② 莱克汉姆（第 534 -535 页注）认为这句话中“在一个人具有两个或更多的部

分的意义上”没有任何意义， “对另一个人的友爱的极端形式酷似一个人同他自身

的关系”可能是后人加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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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而仇视生命。他们逃避生活，残害自身。坏人总想同别人凑在

一起来逃避与他自身独处c 因为，他们在与自身独处时会回忆起 15

许多坏事，并且会想做其他这样的坏事情。如若和别人在一起，

他们就会忘记这些。由于没有可爱之处，坏人对他们自身并不友

善。所以，他们不能与自身共政乐和相互同情。因为，他们的灵

魂是分裂的：一个部分因其邪恶对缺乏某种东西感到痛苦，另一 20

个部分则对此感到高兴；一个部分把他拉向这里，另一个部分把

他拉向那里，仿佛要把他撕裂。如果不能同时感受快乐和痛苦，

一个人享乐之后就很快会感到痛苦，他会希望自己没有享受那种

快乐，因为坏人总是悔恨。①所以，坏人由于没有可爱之处，甚 25

至对他们自身都不友善。如果这种情形是极其可悲的，我们就应

当努力戒除邪恶，并使自己行为公道。这样我们才能对我们自身

友好，也才能与其他人做朋友。

-5-
［友爱与善意］

善意是友善的，但还不是友爱。因为，对陌生人也可以有善 30

意，并且这种善意可以不为对方知晓。友爱却不是这样。但这在

前面②已经说过了。善意也不是爱。因为，它不包含倾向③与欲

求，④而这两者总是伴随着爱的。爱之中还包含着形成共同的道

① 坏人的灵魂分裂，不等于他可以同时感受同→种事物的快乐与痛苦。因

为，灵魂的这些分裂的部分不是同时对他起同样大的作用，否则，一个坏人就会永

远处于不动的状态，而如果那样他也就不会被称为一个坏人。相反，他的感觉是片

段性的：他此时对这种事物感到快乐，彼时又因另一种事物而对这种他刚刚感到快

乐的事物威到痛苦；因为不同的事物对于他的灵魂的不间部分发生著作用。

( I 155b32 …I 156a5 。

③ 8i.&Tα主间，倾向、处置与行为的意向。

④ OpE~L号。关于 op乓间（欲求）与 i:m伽µta （欲望）的相关关系，参见第 5 页

注②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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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德，而善意则是突然产生的。例如，我们会对某个竞赛者突然产

生善意，希望他获胜，但是并不打算提供实际的帮助。这种善意

l 167a 如刚刚说过的是突然产生的、表面性的。所以，善意是友爱的始

点。这就像视觉上的快乐是性爱的始点一样。没有对另一个人的

形象上的愉悦感就没有性爱。但是，有了这种愉悦感不一定就是

5 性爱。只有对方不在场时就想念，就欲求着那个人到来，才是性

爱。同样，没有善意两个人就不会成为朋友，但有了善意也不一

定因此就成为朋友。因为，他们可能只是希望对方好，不打算实

际地做什么，也不因此去找麻烦。所以，在引申的意义上，善意

10 可以说是尚未发展的友爱。如果继续下去并形成共同的道德，善

意便成为真正的友爱。然而这不可能是有用的友爱或快乐的友

爱，因为这些友爱里不存在善意c 因为，一个人做出善举，被帮

助者以善意来回报，这是公正的。如果一个人希望别人好是期望

15 自己能从后者那里得到好处，那就不是对别人的善意，而是对自

己的善意。这就像因为有用而对另一个人好的人不是真朋友一

样。总起来说，善意是产生于德性与公道的。当一个人表现出高

20 尚［高贵］、勇敢等等时，我们就会产生出善意，就像我们在观看
竞赛时会产生善意一样。①

-6-
［友爱与团结］

团结②也似乎是一种友善。所以，它不等同于共同意见。③因

①格兰特（卷 II 第 292 页）说，亚里士多德在本章引入了对与友爱同种的感情

的讨论，就像他在第三卷引人对与选择同种的能力的讨论，在第六卷引人对与明智

同种的品质的讨论一样。善意，亚里士多德说，是由于高尚［高贵］的行为的出现而

激发出来，突然地发生的、被动而浅表的、继续下去便可能产生友爱的那样一种感

情。所以，这种感情同有用的友爱在性质上不同。

② oµovo凶。

③叩o8of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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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共同意见可以产生于与陌生人之间。它也不是关于某个问

题一一如天体一一的共同认识①（因为这样的团结②不是友善）。但

是当城邦的公民们对他们的共同利益有共同认识，并选择同样的 25

行为以实现其共同的意见③时，我们便称之为团结。所以，团结是

就团结起来要做的事情，尤其是那些关系到双方乃至所有人的目

的的大事情，而说的。例如，一个城邦的公民决定要通过选举来分 30

派公共职司，要与斯巴达结盟，或要让毕达科斯当治理者（如果他

本人愿意），④就是这样的大事情。如果每个人都像《福尼克斯沪中

的那两个人⑥那样想自己当治理者，就会引起争端c 因为，每个人

都在想同一件事不等于就团结。团结是在于每个人都把这件事与 35

同一些人相联系，例如当普通人⑦和公道的人都同意应当让最好 1167b

的人当治理者的时候。因为，只有他们都同意这样，他们才得到了

他们想要的东西。所以，团结似乎就是政治的友爱。人们也的确说

它就是政治的友爱。因为，它关系到利益，关系到那些影响着我们 5

的生活的事物。这样的团结只存在于公道的人们之间。公道的人们

不仅与自身团结，相互间也团结。因为，他们就好像是以同样的东

①邮o"(Vwµovei:v。

② 此处本文为印ovoe'Lu（团结，。同VO旧的动词不定式形式），莱克汉姆（第

540 页注）怀疑是作者误将 Oµo'YVW件ovel.11 写成了 oµovoel.vo

③共同的意见，此处用的是 KOLV司 8~，α阿血。

④毕达科斯， IlL'l'mKO号， Pittacus。据莱克汉姆（第 542 页注），公元前 6 世纪，

毕达科斯被选为米梯里恩（ Mi可Jene）的执政宫，执政 14 年后离职，全体公民都希望他

继任，但他本人却不愿意，因此未能达到全体公民的一致。

⑤欧里庇德斯的｛福尼克斯） ( p，阳nissae)588 及以下。

⑥ l!D 厄或俄克勒斯（Eteocles）与被吕尼刻斯（Polineices）兄弟。据希腊神话，他

们二人在式拜轮流执政，等待的一方必须在国外流放。

⑦ 0 81\川、生活在问忡。“社区｝里的人。参见第 246 页注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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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为根基的①：他们的希望稳定而持久，而不像埃夫里普②的潮水

10 那样流转无常。他们所希望的是公正与利益，这是他们共同的追

求。坏人之间不会有这种团结，除非在细小的事情上，正像他们的

友爱一样。因为，他们总是想多得好处，少出力气。尽管他们每个人
都这样想，他们却不愿别人多得好处或少出力气。因为，如果他们

15 不这样做，共同的利益就会被毁灭。其结果就是出现争端：每个人

都强迫别人出力，自己却不想出力。

-7-
［施惠者更爱受惠者的原因］

与受惠者爱施惠者相比，施惠者似乎更爱受到他的恩惠的

人。人们讨论这件事，好像它在些背理。③在多数人看来，这

20 原因在于受惠者处于债务人的地位，施惠者处于债权人的地

位：债务人希望债权人不存在，债权人则希望债务人存在c 所

以，施惠者希望受惠者存在并从后者那里得到回报，受惠者则

不关心回报施惠者这件事。埃庇卡莫斯④可能会说，这种观点

25 是在从坏的一面看问题，但人差不多就是这样。因为，多数人

都很健忘，总想多得好处而不是给别人好处。⑤然而，这种情

CD E'lft 7WV 时厅仙 01月的，的 εi1TELV0 '6V7e弓，格兰特（卷 Il 第 294 页）、奥斯特

沃特（第 257 页）解为“基于同样的根基”；克里斯普（第 173 页）解为“属于同样的
人”

② 位于希腊埃维亚岛与大陆之间的一条狭长的海峡，水流方向→日之内变化

多次。据说亚里士多德因为未能说明其水流变化的原因而感到沮丧。

③ 从理论上说，施惠者提供了帮助或好处，应当从受惠者方面得到爱或感情

的网报，应当被爱多于爱。但是人们注意到，施惠者常常爱多于被爱：他更爱受惠

者，而不是更被受惠者所爱。由于同意施惠者应当被爱这样一种意见，多数人认为

这是背E型的，并且用债权人的类比来解释这种背理。

④ ’ E1TLXotpµ饵， Epicharmus，公元前 5 世纪商西里（Sic山田）诗人、戏剧家， F

文中“从坏的一面看问题”，见于其｛残篇》「Fragmmts) 146 。

⑤ 对埃庇卡莫斯的上述反驳表明，亚里士多德认为债权人解释并非全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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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①还有更为根本的②原因。而且，债权人也不是个合适的类比。

因为首先，债权人并不爱债务人，他希望后者的存在只是因他关

心收回自己的钱。而施惠者则爱与钟爱③接受他的恩惠的人，即 30

使后者现在和将来都对他没有用处。技匠的情形恰巧是这样。每

个技匠都钟爱他的活动所创造的产品，而不是被那产品一一若它

有生命的话一一所爱。这在诗人身上最为明显：他们过度地钟爱

他们的作品，把它们当自己的孩子来爱。施惠者的情形差不多就 35

是这种样子。那个接受到他的恩惠的人就是他的活动的产品，所 l 168a 

以他钟爱那个受惠者，而那个受惠者却并不爱他这个制作者。其

原因在于，存在对于一切生命物都值得欲求和可爱，而我们是通

过实现活动（生活与实践）而存在，而产品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在 5

实现活动中的制作者自身。所以，制作者爱他的产品，因为他爱

他的存在。这其实很自然。因为，一个事物能够是什么，就在于

它在其实现活动中实现了什么。其次，这种实践之中还有对施惠

者来说是高尚［高贵］的东西。所以，施惠者对那个对象感到喜悦。 l。

而对受惠者来说，这种实践中则没有什么高尚［高贵］的东西，至多

是有些不大令人愉悦、不大可爱的好处。实现活动、对未来的期望④

和对已经实现的东西③的回忆都令人愉悦，但实现活动最令人愉

悦，也最可爱。制作者所制作的产品是持久的（因为高尚［高贵］的

东西是经久的），而它对于接受者而言的用处则是易逝的。⑥对高 15

理，因为它适合多数人的情形。

①施惠者爱受惠者甚予受惠者爱施惠者。

② 趴盯LKφTepov，即更合于事情的本性（自然）的。

③ o:ya:rr鸣，或葱爱。

④ eA'lfL~ ，期望、期待。亚里士多德对 eA'lft~ 的用法与日m叫（希望）相近，指
一个人对相对于自身而言的善的企盼。

⑤ Toil Be 'Ye'YBVT)µev例，已经使之生成、实现的东西。
⑥ 莱克汉姆将这句话置于“实现活动、对未来的期望和对已经实现的东西的

回忆……”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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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尚［高贵］事物的回忆令人愉悦，对有用的事物的回忆则不令

人愉悦，至少不像前者那样令人愉悦。对未来的期望则与此相

反。①第三，爱似乎是主动的，被爱则是被动的。所以，爱与友

善都是那优越的一方②的实践的结果。第四，每个人都更珍惜他

经自己劳动而获得的成果。例如，那些自己辛苦地赚得钱的人比

25 那些通过继承遗产而得到一笔钱的人更加珍惜钱3 接受似乎不包

含辛苦，而给予却要付出辛苦。（正因为这点，母亲们更爱她们

的孩子，因为生育的辛苦要更大些。）施惠者似乎也是这样。

-8-
［两种自爱］

还有一个困难的问题，即一个人应当最爱自己还是最爱其他

30 某个人。因为一方面，我们在贬义上用自爱者③这个词来称呼那

些最钟爱自己的人。而且，坏人似乎做任何事情都只考虑自己，

并且越这样他就越坏（所以有这样的抱怨，说这样的人从来不会

想到为别人做些什么④）。而公道的人做事则是为着高尚［高贵］

35 的事物，并且越这样做他就越好，就越关心朋友而忘记他自己。

ll68b 但是，事实与上面的说法并不一致。这也并不令人奇怪。因为首

先，人们说人应当最爱最好的朋友，而一个因我们自身之故而希

望我们好一一即便我们并不知道这一点一一的人才是这样的朋

友。而这些特点，以及朋友的其他那些特点，都最充分地表现在

5 一个人同他自身的关系中。因为前面已经说过，⑤对朋友的感情

CD 在对未来的期待中，对有用的事物的期待令人愉悦，对高尚［高贵］事物的
期待则不令人愉悦，或不像前者那样令人愉悦。

② l!P施惠者。

③ φ认创R饵，爱自己的人。

④ e-y阳λαilrrL 时时巾。山岳TL en地ev 耐 t町、斤。由叩阳肌。
⑤ 本卷第 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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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从对自身的感情中衍生的。其次，所有的俗语，如“朋友

心相通”，①“朋友彼此不分家”，②“友爱就是平等”，③“施惠先及亲

友咱等等，也都与这个说法相合。所有这些俗语都在人同自身

的关系中表现得最充分，因为一个人首先是他自身的朋友。所 IO

以，人应当最爱他自己。这样就自然地产生出一个困惑：既然这

两种说法都可信，究竟该采取哪种说法。⑤

也许，我们应当把这两种说法区分开，弄清它们各自在何种

范围内、又以何种方式为真。如果我们清楚了每种说法在怎样使

用自爱这个词，这一点就会变得明朗。那些在贬义上用这个词的 15

人把那些使自己多得钱财、荣誉和肉体快乐的人称为自爱者。因

为，这些就是被多数人当作最高善而欲求和为之世碌的东西。而

那些使自己多得这些东西的人，也就是满足⑥自己的欲望，总

之，满足自己的感情或灵魂的无逻各斯部分的人。多数人都是这
样的人。所以自爱这个词就这样⑦用起来。因为多数人的这种自 20

爱是坏的。所以，这种意义上的自爱者公正地受到谴责。多数人

是把在这些事物上使自己多得的人称为自爱者，这无可置疑。因

① µ.ia 咖叹叶，此语出自欧里庇德斯的《俄瑞斯式斯》 （ Ores.阳） 1045-60
② 阳U尼泊 TCx φ01.wv, 见 1159b31o 

③ la衍响中也λ伽η哩。 1157b36 ： φIA肘哨 La肝响。

⑧ y仇，U K叫μ唱词'YLOV，字画意义为，膝比小腿更靠近（心）。 'YOVU，膝；
民叫μ吨，小腿；的γLOV，靠近。罗斯（第 235 页）与韦尔登（第 300 页）在此引申义上译
为施惠先及亲友（Ch由市 begins at home）。

⑤ “自爱者是只考虑自己的人”和“友爱的特征都来源于人同他自身的关
系”这两种流行的看法构成常识道德中的一个重要悖论。亚里士多德在下文的讨论
中认为，这个悖论之所以会产生而且显得难以解决，原因在于它们各自理解的自爱
是对灵魂的不同部分的爱。前者所说的自爱是对灵魂的元逻各斯部分的爱，多数人

的自爱属于这一类。后者所说的则是对灵魂的主宰的即有逻各斯部分的爱。这种自
爱是有德性的人的自爱，因而是更为真实和正确的，即真实意义上的自爱。
⑥ xap《0阿CXL。

⑦ 即在贬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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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如果一个人总是做公正的、节制的或任何合德性的事情，总

25 之如果他总是做使自己高尚［高贵］的事情而不是别的事情，就不

会有人谴责他是自爱或者指责他。然而，这样的人才最应当被称

为自爱者。因为，他使自己得到的是最高尚［高贵］的、最好的东

西。他尽力地满足他自身的那个主宰的部分，并且处处昕从它。

30 一个城邦或一个组合体就在于它的主宰的部分，人也是一样。所

以，钟爱并尽力满足自身的主宰部分的人才真正是一个自爱者。

其次，我们说一个人自制或不能自制是就他的努斯是否是他的主

宰而说的，这意味着那个主宰的部分就是他自身。此外，我们觉

35 得，一个人的合逻各斯的行为才真正是他自身的行为，他的出于

1 l69a 意愿的行为J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一个人的自身，这无可置

疑。而一个公道的人最钟爱的也就是这个部分。所以，这样一个

人才真正是自爱者，不过是不同于那种贬义的自爱者的另一种自

爱者。这种自爱者与贬义上的自爱者的区别，就像按照逻各斯的

5 生活与按照感情的生活之间，以及追求高尚［高贵］与追求实利之

间的区别一样大。人们都称赞和赞赏特别热心于行为高尚［高贵］

的人。如若人人都竞相行为高尚［高贵I ，努力做最高尚［高贵］的

事，共同的东西就可以充分实现，每个人也就可以获得最大程度

JO 的善，因为德性即是这样的善。所以，好人必定是一个自爱者。

因为，做高尚［高贵］的事情既有益于自身又有利于他人。坏人则

必定不是一个自爱者。因为，按照他的邪恶感情，他必定既伤害

自己又伤害他人。所以坏人所做的事与他所应当傲的事相互冲

15 突。公道的人所做的则是他应当做的事。因为，努斯总是为它自

身选取最好的东西，而公道的人总是昕从努斯。当然，公道的人

① 合逻各斯的行为，亚里士多德指的是出于欲望然而听从了逻各斯的行为。

亚理士多德尽管也把出于欲望的即并非出于逻各斯的行为看作出于意愿的，但是他

把合逻各斯的行为看作是最充分意义上的出于意愿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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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为朋友的或他的祖国①的利益而做事情，为着这些他在必要

时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可以放弃钱财、荣誉和人们奋力

获得的所有东西，而只为自己保留高尚［高贵］。因为首先，他宁 20

取一个短暂而强烈的快乐而不取一个持久但温吞的享受，宁取一

年高尚［高贵］的生活而不取多年平庸的生存，宁取一次伟大而高

尚［高贵］的实践而不取许多琐碎的活动。那些为他人舍弃其生命

的人也许就是这样做的。他们为自身选取的是伟大而高尚［高贵］ 25 

的东西。其次，他也乐于舍弃钱财，如果朋友们能得到的话。因

为，这样朋友们得到了钱财，他得到了高尚，他仍然把最大的一

种善给予了他自身。此外，在荣誉与地位上他也是这样。他可以

把这些都让与朋友，因为这对于他是高尚［高贵］的和值得称赞 30

的。所以，这样的人自然地是好人，因为他为自己选取的首先是

高尚［高贵l。有时候他甚至会让朋友们去完成某项事业。因为，

让朋友去做有时可能比自己去做更高尚［高贵］。所以在所有值得

称赞的事物中，好人都把高尚［高贵］的东西给予了自己。所以， 35 

如上面说过的，我们应当做这种意义上的自爱者，而不应当做多 1169b

数人所是的那种自爱者。

-9-
［幸福的人也需要朋友的原因］

另一个困惑的问题是幸福的人是否需要朋友。人们说，享得

福祉的、自足②的人不需要朋友。因为，他们自身己经应有尽

有，并且一一因为自足一一不可能再添加什么了；而朋友作为另 5

一个自身，只是在补充一个人不能自身产生的东西。所以有这样

的话：

① 节的pi.a的。

② 希腊语中的自足概念，参见第 18 页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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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神佑，谁还需要朋友？②

但是，说一个幸福的人自身尽善皆有，独缺朋友，这又非常荒

10 唐。因为首先，朋友似乎是最大的外在的善。其次，如果一个朋

友就在于给予而不是接受，如果好人或有德性的人就在于行善

举，如果施惠于朋友比施惠于陌生人更高尚［高贵］，那么一个好

人就需要一个承受其善举的人。正因为这样，人们才会提出一个

15 人是在好运时还是在厄运时更需要朋友的问题。因为人们认为，

处于厄运中我们需要有人对我们行善举，处于好运中我们又需要

有人承受我们的善举。第三，也许把享得福祉的人想像成孤独的

也是荒唐的。如只能孤独地享有，就没有人愿意拥有所有的善。

因为，人是政治的存在者，必定要过共同的生活。②幸福的人也

20 是这样。因为，他拥有那些本身即善的事物，与朋友和公道的人

共享这些事物显然比与陌生人和碰巧遇到的人共享更好。所以幸

福的人需要朋友。③

那么，⑧持前面那种观点的人说的究竟是什么，又在何种意

① 欧里庇德斯的《俄瑞斯~斯》 （ 0叫·s}665o

② τroλmκav y也p 0 av9pw'ITO<; Kat <Tl峭V 响伽腻的。

③亚里士多德说，由于（1）朋友是最大的外在的善（一个幸福的人不可能拥有所

有的善而惟独缺少这种重要的善） ' (2）一个人如果处于好运中就需要朋友来接受他的

善举，以及（3）没有人（尤其是幸福的人）愿意过孤独的生活，幸福的人必定需要朋

友。

④ 支持“幸福的人需要朋友”论点的一个更为重要的论据，即基于对人的实

现活动的说明的论掘，通过以下对反面论点的反驳而得到详细的陈述。对这个论据

的陈述包括两大部分。 (I）理智的实现活动论据： a）幸福在于实现活动； b）我们更能

够沉思邻人的而不是我们自身的实现活动；叫我们需要朋友来沉思人（类）的好的实

现活动。（2）生命的全面实现活动的论据： a）人的生命就在于感觉与思考这两种实现

活动； b）正如一个人自己的存在值得他欲求，他朋友的存在也同样值得他欲求； c)

如果生命之值得欲求就在于感觉到生命的善以及这种感觉本身的愉悦性，一个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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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为真？他们那样说，是不是因为多数人觉得有用的人才是朋

友呢？享得福祉的人不需要这样的朋友，因为他自身拥有所有的 25

善。同样，他也不需要或很少需要快乐的朋友。因为他的生命自

身就令人愉悦，无需另外的快乐。由于他不需要这两种朋友，这

些人便认为他不需要朋友。但是这种看法并不真实。因为首先，

我们在一开始就说过，①幸福在于实现活动，而实现活动显然是 30

生成的，而不是像拥有财产那样地据者的。如果幸福在于生活或

实现活动，并且一个好人的实现活动如开始就说过的②自身就是

善的和令人愉悦的；如果一物之属于我们自身是令人愉悦的；如

果我们更能够沉思邻人而不是我们自身，更能沉思邻人的而不是 35

我们自身的实践，因而好人以沉思他的好人朋友的实践为愉悦 1170a

（因为这种实践具有这两种愉悦性），那么享得福祉的人就需要这

样的朋友。因为，他需要沉思好的和属于他自身的实践，而他的

好人朋友的实践就是这样的实践。同时人们也都认为，幸福的人

的生活应当是愉悦的。然而一个孤独的人的生活是艰难的。因 5

为，只靠自身很难进行持续的实现活动，只有和他人→道才容易

些。如果一种实现活动也自身就令人愉悦，享得福祉的人的实现

活动就必定是这样（因为，好人由于善良而喜欢合于德性的行

为，并厌恶出于恶的行为，正如→个乐师喜欢好的音乐而厌恶坏 10

的音乐），它就会更为持久。此外，和好人相处，正如塞奥哥尼

斯所说，会使得一个人变得有德性。③第二，如果从事物的更根

需要去感觉他的朋友对其存在的感觉c 格兰特（卷 II 第 301 页）把论据（2）理解为感觉

的并称之为“同情”的论据。

( 1098al6, b31 -1099a7o 

( 1099a14, 21 D 

③ 塞奥哥尼斯（8fo"{vi.c;，四eognis），公元前 6 世纪抒情诗人，上述寻｜语是塞奥

哥尼斯诗篇（迫尔的《希腊抒倩诗选｝）第 35 行的转述，原文是：

BCTλ＆νρv -yap a'll"' E:CTaλ也川崎σemo

（和好人相处，人会跟着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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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处考察，好人朋友自然地就值得一个好人欲求。因为，如所说

15 过的，①本性善的事物自身就令一个好人愉悦。动物的生命为感

觉能力所规定，人的生命则为感觉与思考②能力所规定。而每种

能力都与一种实现活动相关，并主要存在于这种实现活动之中。

所以，生命主要就在于去感觉和去思考。生命自身就是善的和愉

20 悦的。因为，它是限定的，而限定性是善的东西的本性。③凡是

( 1099a7 - II, 1113a25 - 33 。

② v叫即时，思考， voeiv 的副词形式。

③ “因为，如所说过的，……而限定性是善的东西的本性”这段话，是亚里

士多德对幸福的人必定也需要朋友的实现活动这一论据的前提或出发点所做的讨

论。伯尼特（第 428 页）认为，这段讨论包含着有关他的实践三段论的起点的两个前

提三段论推理：

前提三段论 1

人的生命在于感觉与思考的能力，

每种能力都要诉诸它的实现活动，

．·．人的生命在于感觉与思考。

前提三段论 2

确定的东西本性上是善的，

生命是确定的，

．·．生命本性上是善的。

罗斯（第 24-2 页注）做了以下更为详细的与此有所区别的分析，认为其中包含五个

前提三段论及一个推论：

前提三段论 1

能力诉诸于实现活动，

人的生命由感觉与思考能力规定，

．·．人的生命由感觉与思考的实现活动规定。

前提三段论 2

确定的东西本性上是善的，

生命是确定的，

．·生命本性上是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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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上善的事物就对公道的人是善，因而也对所有的人都显得愉

悦。但我们所说的生命不是恶的、腐败的和充满痛苦的生命。因

为，这样的生命是无限定的，正如它的属性是无限定的一样（痛

苦的这种无限定性在下面的讨论中将更加清楚）。如若生命自身 25

就是善的和愉悦的（它似乎是这样的，因为每个人都欲求它，公

道的人和享得福祉的人尤其欲求它，因为他们的生命最值得欲

求，他们的生活有最多的福祉）；如若一个人看他就感觉到他在

看，昕就感觉到他在昕，走就感觉到他在走；同样，在进行有其

他活动时也都有一个东西感觉到他在活动，因而如果感觉就感觉 30

到自己在感觉，思考就感觉到自己在思考，而感觉到自己在感觉

和思考也就是感觉到自己存在着（因为我们把存在规定为感觉与

思考）；如若感觉到自己存在着本身就令人愉悦（因为生命本性上 l 170b 

就是善，而感觉到自己拥有一种善自身就令人愉悦）；如若生命

就值得欲求，并且对于好人尤其值得欲求，因为存在对于他们是

善的和愉悦的（因为他对那些自身即善的事物的感觉使他愉悦）； 5 

如若好人怎样对待自己就怎样对待朋友（因为朋友就是另一个自

身），那么，正如他自己的存在对于他是值得欲求的，他的朋友

（隐含的）前提三段论 3

本性上善的对好人是善的和愉悦的，

生命本性上是善的，

·．生命对于好人是善的和愉悦的。

（隐含的）前提三段论 4

生命对于好人是善的和愉悦的，

人的生命由感觉与思考的实现活动规定，

．：感觉与思考对好人是善的和愉悦的。

前提三段论 5

所有人尤其是幸福的人欲求的是自身即善的事物，

生命是被这样地追求的，

．·．生命是自身即善的事物。

推论

自身感觉伴随着感觉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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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也同样或几乎同样值得欲求。①但是，存在所以值得一个

① 这段冗长的推理，是亚里士多德关于幸福的人也必定需要朋友的主要论

证。这样精细的论证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并不多见。伯尼特（第 428 -430 页）将

这段论证分析为二个主要的实践三段论推理，这些三段论的前提都是上述前提三段

论的结论：

三段论 1

生命在于（去）感觉和（去）思考，

生命本性上是善的，因而对于好人是愉悦的，

．感觉与思考在本性上是善的，且对子好人是愉悦的。

三段论 2

感觉与思考是善的，且自身对于好人是愉悦的，

自身感觉是对感觉与思考的感觉，

．对于善的自身感觉自身就是善的和愉悦的。

三段论 3

好人对朋友如对自身，

好人的自身感觉是善的和愉悦的，

·．好人对于朋友之自身感觉的感觉自身就是善的和愉悦的。

罗斯（第 242-243 页）对亚里士多德的这段论证．像对亚里士多德的前提三段论

的分析一样，也做了更为精细的分析。他认为其中含有六个三段论与一个推论：

三段论 1

自身感觉伴随着感觉与思考，

人的生命由感觉与思考的实现活动规定，

．·．对感觉与思考的自身感觉就是对生命的自身感觉。

三段论 2

拥有某种善的自身感觉是愉悦的，

生命自身就是善的，

人对生命的自身感觉是愉悦的。

（隐含的）三段论 3

对生命的自身感觉是愉悦的，

对感觉与思考的自身感觉就是对生命的自身感觉，

二对感觉与思考的自身感觉是愉悦的。

推论

好人的生命尤其值得欲求，因为他所感觉到的实现活动是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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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欲求，是由于他感觉到自己好，是由于这种感觉自身就令人愉 10

悦。所以，一个人也必须一道去感觉①他的朋友对其②存在的感

觉。这种共同感觉可以通过共同生活和语言与思想的交流来实

现。共同生活对人而言的意义就在于这种交流，而不在于像牲畜

那样的一起拴养。③所以，享福祉的人的存在自身就值得欲求。

因为，它在本性上就是善的和愉悦的。如果他的朋友的存在对于 15

他也几乎同样值得欲求，那么朋友对于他就值得欲求。而对他而

言，凡值得欲求的东西就必须拥有，否则就存在匮乏。所以，要

做一个幸福的人就必须要有好人朋友。

-10-
I朋友需有限量的原因］

那么，一个人是应当有许多朋友？还是应当一一像关于待客 20

的俗语所说的，

三段论4

好人对朋友如对自身，

生命对于好人是善的和愉悦的（＝值得欲求的），

．·．朋友的生命对于好人是值得欲求的。

三段论 5

生命对于好人值得欲求是因为他感觉到他的实现活动是善的，

朋友的生命对于好人是值得欲求的，

．·．对朋友的善的实现活动的自身感觉也是值得欲求的。

结论三段论

如要幸福，一个人就必须拥有所有值得欲求的事物．

朋友的生命对于好人是值得欲求的，

·如要幸福，一个人就必须要拥有朋友。

① ouvaw9&veσ。他

② 即他的朋友的。

③共同生活（~伽）一词的本义是指把性畜拴养在一起。所以亚里士多德此处
谈到它的对人而言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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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要太多，也不要过少，①

因为这也适合于说交朋友 既不要没有朋友，也不要有太多朋

友？对于有用的朋友，这话是十分中肯的。②（因为，一个人很难

25 回报许多人，且人生短暂也令我们回报不及3 实际上，朋友多过

需要也就成为多余，会妨碍高尚［高贵］的生活。所以，我们自己

最好不要有过多的朋友。）快乐的朋友也是有几个就可以了，就

像一顿饭有点甜食就够了一样。但是 好人朋友是应当越多越好

30 呢，还是应当像城邦的人口那样，有个确定的数量？十个人构不

成一个城邦，但是若有十万人，城邦也就不再是城邦了。③恰当

的数量也可能不是某一个数量，而是某些限定的数量中间的一

个。所以，朋友的数量也有某些限定，也许就是一个人能持续地

① 赫西阿德的《工作与时日》 715 。

② 首先要谈到有用的朋友，因为“多数人觉得有用的人才是朋友”

( l l 69b23 - 24 ）。

③ 奥斯特沃特（第 267 -268 页）引证艾伦伯格（V. Ehrenberg）的《希腊城邦》

( The Greek State) (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60 年］第 33 页）所提供的亚里士多德时代雅

典的人口结构

总人口

其中：

男性居民

含其妻子、子女

外籍居民

含其妻子、子女

奴隶

258,000 

28,000 

112,000 

12,000 

42,000 

104,000 

证明，亚里士多德此处所指数字为不含奴隶的男性居民的人数。亚里士多德｛政治

学） (1326b8 - 20）中认为，一个城邦的人口当以能保障城邦的丰足生活之所需，以

及人人皆能相互熟悉的人数范围为其上限。所以他在下面认为，朋友的数量当以一

个人能够与之共同生活的最大人数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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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共同生活的那个最大数量（因为，我们已经说过，①共同生活 l l 71a 

似乎是友善的一个主要标志）。但是，一个人不可能与许多人共

同生活或让许多人分享其生命，这无可置疑。其次，一个人的朋

友们相互间也必须是朋友，如若他们也要彼此相处的话。但是如

若有许多朋友，这件事就比较困难。第三，一个人很难与许多人 5

共欢乐，也很难对许多人产生同情。②因为，一个人可能在与一

个朋友一起欢乐的同时，又需要与另一个朋友一起悲伤。所以，

比较好的做法可能是不要能交多少朋友就交多少，而只交能与之

共同生活的那么多的朋友。实际上，一个人也不可能与许多人产 IO

生强烈的友爱。正因为这一点，一个人不可能对许多人产生性

爱。因为，性爱往往是极端的友爱，只能对某一个人产生。强烈

的友爱也同样只能对于少数的人产生。这种看法可由事实得证。

伙伴的友爱只包括少数几个人。常为人们歌颂的友爱③都只存在

于两个人之间。与许多人交朋友，对什么人都称朋友的人．就似 15

乎与任何人都不是朋友（除非说同邦人都是朋友）。我说的是那种

被看作是i在媚的人。当然，一个人可能同许多人都有同邦人的友

爱而仍然是一个公道的人而并不滔媚。但是，一个人却不可能是

许多人的朋友，并且都是因他们的德性和他们自身之故而爱着他

们。因德性和他们自身之故而交的朋友，有少数几个我们就可以 20

满足了。

( l 157bl 9, l 158a3, 10, 

② 阴阳λ-yei:v，同情、感情共鸣。

③例如普鲁塔克（Plutarch）的｛道德论丛》 （ Mora归）（93c ）中提到的希腊神话英

雄阿客琉斯与帕特罗克洛斯（ Patroclus）的友爱、俄瑞斯，武斯（Orestes）与皮拉德斯

(Py lades ）的友爱，以及；武修斯（Theseus）与皮里托俄斯（ Pi目thous ）的友爱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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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好运中的朋友与厄运中的朋友］

一个人是在好运中，还是不幸中需要朋友？因为，我们在这

两种情况下都需要朋友。在厄运中我们需要帮助。在好运中我们

需要有人陪伴，需要有人接受善举，因为我们可能希望这样做。

25 所以在厄运中友爱更必要，更需要有用的朋友。在好运中友爱更

高尚［高贵］，更需要有公道的人做朋友。因为，对公道的人行善

举和与公道的人相处更值得欲求。其次，无论在好运中还是在不

幸中，朋友的在场①都令人愉悦。朋友的同情使痛苦减轻。所以

3。我们有时候竟弄不清，我们的痛苦是因朋友们真的分去了一份，

还是因他们的在场使我们愉悦或使我们感觉到了他们的同情而得

到减轻。痛苦的减轻到底是由于这两种原因的一种，还是由于别

的，我们倒不必去讨论。不管怎样，上面所说明的情况的确是存

在的。不过，朋友的在场似乎既给我们以快乐，又令我们痛苦。

35 因为一方面，见到朋友这件事本身令人愉悦，尤其是当处于厄运

1171 b 之中时。这的确有助于减轻痛苦。因为，一个朋友如若是体贴

的，他的目光和言谈都使我们宽慰。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品质，

知道什么使我们快乐，什么使我们痛苦。但另一方面，看到另一

个人因我们的厄运而痛苦又令我们觉得痛苦。因为，每个人都不

5 愿意让朋友因为自己而痛苦。所以，一个有男子气的人总是尽力

不让朋友分担他的痛苦。除非对一切都感觉不到痛苦，否则他就

无法忍受朋友为他的痛苦而痛苦这件事。他也不愿意让朋友与他

一道悲哀，因为他自己从不悲哀。但是妇女和女性化的男子却喜

10 欢别人与他一道悲哀，把他们当作朋友和同情者来爱。然而，我

们在每件事上都显然应当按照较好的人的样子去做。在好运中，

朋友的在场则总是使时光过得愉快，并且看到朋友因我们的善而

① 1TClpa町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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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也使得我们感到高兴。所以，在好运中我们似乎应当邀请朋 15

友们来分享（因为行善举是高尚［高贵］的）。但是在遭遇厄运时，

我们必定对是否要让朋友知道感到犹豫（因为，恶的东西我们应当

尽量少让朋友分担。所以俗语道，“厄运就都让我来承担吧”①）。

请朋友帮助的，应当主要地是那些他们费力很小而对我们帮助很 20

大的事情。②反过来说，对于遭受厄运的人，我们应当不请自

到，乐于帮助（因为做朋友就应当帮助，尤其是当对方需要而没

有提出请求的时候。这样的帮助才对双方都更高尚［高贵］、更令

人愉悦）。对于交好运的朋友，我们也要乐于合作（因为他们需要 25

朋友合作）。但在分享好处时则不要那么主动（因为急于分享好处

不是高尚［高贵］的举动）。但是，也要注意避免因执意推却而产

生不快，有时候这种情形的确会发生。所以说，朋友的在场在任

何时候都值得欲求。

-12-
［共同生活对于友爱的意义］

对爱者来说，最令他愉悦的是看到所爱的人，这种感觉比其

他感觉更值得欲求，因为性爱就产生和存在于这种感觉之中。那 30

么对友爱来说，共同生活是否就是最值得欲求的东西？因为首

先，友爱就存在于某种共同体之中。其次，一个人怎样对自身，

就会怎样对朋友。自身存在的感觉值得欲求，对于朋友的存在的

感觉也就值得欲求。但是，这种感觉只有在共同生活中才能实 35

① 出处尚无详考。

② 爱尔温（第 300 页）认为第 8 章临近结尾处(ll69a32-4）的一句话， “有时

候他甚至会让朋友们去完成某项事业，因为让朋友去做有时可能比自己去做更高尚

［高贵］”，构成对这句话的含义的解释。但是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这句话只是在

从邀请帮助的一方的角度考虑，因而没有充分地展开他自己的观点在这种场合中的

含义，因为朋友在这种时刻总是希望做得更高尚［高贵l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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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72a 现。所以，朋友们自然地寻求这种共同生活。第三，无论一个人

把什么当作他的存在或使他的存在值得欲求的东西，他都希望与

他的朋友共同享有之。所以，有些朋友一起喝酒，有些一起掷假

5 子，另一些则一起锻炼，一起打猎，一起从事爱智慧的活动。每

种人都在对他们而言是最好的那种事情上一起消磨时光。①由于

希望与朋友共同生活，他们都尽可能参加给他们以共同感觉的那

种活动。所以坏人的友爱是坏事（因为他们做事情不稳定，又共

10 同地做坏的事情，他们会在相互模仿中变得更坏）。而公道的人

之间的友爱则是公道的，并随着他们的交往而发展。他们在其实

现活动中通过相互纠正而变得更好。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把对方

身上值得他欲求的东西当作自己的榜样。所以俗语说，

和好人相处，人会跟着学好。②

15 关于友爱就谈到这里。我们下面要谈谈快乐。

①所以，由于(I）友爱就在于某种共同生活，（2）对于朋友的存在的感觉（它也同

样值得欲求）只有在与朋友的共同生活中才能实现，（3）一个人喜爱什么便会希望与朋

友共享付么，共同生活是所有友爱中最值得欲求的东西。但是关于共同生活的这种

重要性的讨论似乎是对前面的讨论的重复。本章的目的不在于重申共同生活的这种

性质，而在于指出下面的事实：由于在不同的友爱中人们在不同的所喜爱的事物上

分享共同生活，他们会因为这种共同生活而变得更好或更坏。

②塞奥哥尼斯诗篇第 35 行。参见 279 页注③。



第十卷

［快乐］

-1-

［快乐问题上的两种意见，］

接下来我们似乎应当谈谈快乐。①因为，它似乎与我们的本

性②最为相合。所以，我们把快乐与痛苦当作教育青年人的手 20

段。③而且，我们把爱所应当爱的，恨所应当恨的看作养成德性

的品质的最重要的内容。快乐与痛苦贯穿于整个生命，对于德

性与幸福至为重要。因为人总是选择快乐，躲避痛苦。所以，

我们不应忽略这个问题，尤其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许多不 25

同的意见。有些人认为快乐就是善。④有些人则相反，认为快乐

① 《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七卷第 11 - 14 章和本卷第 1 5 章两处集中讨论了

快乐的概念。这两处讨论，斯图尔特（卷 II 第 217 页）说，尽管遵循着相同的理路，

却在某些问题上引出了不同结论。格兰特（卷 II 第 312-313 页）认为，第十卷的讨论

没有引证前面第五至七卷的讨论，其原因可能在于《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五至七卷

不是出于亚里士多德本人，而是出于其学生欧台漠之手。斯图尔特（同上）还认为，

亚里士多德本人不可能在同一部著作中两处专门讨论快乐的概念，这种情况可能说

明现存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手稿是经过编辑者编辑加工的。爱尔温（第 3()1 页）则

认为，亚里士多德在第七卷的讨论是针对学园派斯彪西波关于快乐不是善（以及一种

善）的否定的观点，第十卷则既针对欧多克索斯关于快乐就是善本身的极端快乐主义

观点，也针对斯彪西波的反快乐主义观点，两者似乎有所互补，而亚里士多德本人

的观点在第十卷中表现得更清楚。

② 即我们作为人的本性。

'ID 这句话是对柏拉图的《法律篇｝ 653 的转述。

④ RP认为快乐是一般的或总体的善（Tfrya0ov），而不是某种善（cqa0ov）。例如

下面→章谈到的欧多克索斯认为，快乐不是像其他的善事物那样是某种善（这是｛尼

各马可伦理学｝第七卷所持的观点），而是一般的善。伯尼特（第 437 页）说，欧多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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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是坏的。其中有的人也许真的认为快乐是坏的。有的人也

许是认为，即使快乐不是坏的，把它算作坏的也有利于我们的

30 生活。因为，许多人都片面地追求快乐，成为快乐的奴隶，所

以应当矫枉过正，以期达到适度。①但是这种看法是不对的c 在

感情与实践事务方面，逻各斯不像活动那样可靠。只要逻各斯

与感觉的东西相冲突，它就会遭到嘲笑，其真实的东西就也被

35 弃之一旁。如果一个人谴责快乐而又被发现有时追求着快乐，

ll72b 人们就会认为这表明他把所在快乐都看作可以追求的。因为，

多数人不会把事情分得很清楚。所以，②逻各斯的真实似乎不仅

对看问题有用，而且对生活有帮助。因为，它由于与活动相符

5 而使人信服，并且鼓励着那些已明了它的人去按这种方式生

活。这一点我们就说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考察关于快乐的各

种说法。

-2-
［快乐是善的意见］

欧多克索斯⑤认为快乐是善，因为他看到一切生命物，无论

10 有逻各斯的还是无逻各斯的，都追求快乐。他说，在每种事物

中，所被追求的东西都是善，最被追求的就是最大的善。既然快

乐被一切生命物追求，这就表明它对于所有生命物是最高善（因

为每种生命物都寻求获得某种属于它自己的善，正如它寻求自己

15 的特殊的食物）。而对所有生命物都是某种善、被所有生命物追

索斯用快乐的概念取代了柏拉图的善自身。关于亚里士多德对善（T<i'Ya6ov）和某种善

(l:i'Ya6ov）的相互区别的用法，见第 4 页注①。不过值得指出， T<i'Ya6oν 这个亚里1丁

多德的专门的术语没有出现在第七卷的有关讨论中。

① 这里所指的是斯彪西波及其学派的观点。参见第七卷第 11 -14 章。

② 这里可以直接引出的结论似乎应当是：逻各斯必须真实，即符合于活动和

对活动的感觉。逻各斯在此处的意义相当于“话”或关于快乐所说的“话”。

③ 参见 1102b27 - 34，及第 3 页注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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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东西，也就是善。但是，人们信服他的这些说法是因为他的品

质出众，而不是因这些说法本身。他以节制闻名，所以人们认为，

他这样说似乎不是因为他是个爱快乐的人，而是因为事情的确如

此。①其次，欧多克索斯认为，从相反者方面来看，这一点也同样

明显。痛苦自身就是为所有生命物躲避的东西。所以，它的相反 20
者也就是被所有生命物追求的东西。第三，他还认为，最值得欲

求的是那些因自身而不是因某种它物而被追求的事物，而快乐就

被看作是这样的事物。因为，我们从来不问…个人他享受快乐是

为着什么，我们认为快乐自身就值得欲求。最后，他认为，任何善

的、公正的行为和节制的行为，加上快乐就更值得欲求，可是只有 25

善的东西才能加到善的东西上面。②可是，这后一说法只能说明

快乐是某种善，而不能说明它比别的善更好。因为，任何一种善

在加上另一种之后都比它单独时更值得欲求。柏拉图③就用这个

逻各斯说明了快乐不是善。他说，与明智相结合的快乐生活比单

纯的快乐生活更值得欲求，如果快乐在与明智结合之后更善，这 30

就表明快乐不是善。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加到善上面并使得

它更值得欲求。所以，如果某种东西要加上某种自身即善的事物

才更值得欲求，它自身就不是善。④那么，这个我们能够共同享有

① 因为人们认为，事物对好人（节制的人也就是好人）显现的样子可能就是它

的真实的样子。欧多克索斯没有对快乐的欲望。所以，他说快乐是善，可能就说明

快乐的确是善。

② 欧多克索斯关于快乐就是善的主要理据可表达如下：（1)快乐是所有生命物

所欲求的；但）快乐是所有生命物所躲避的东西（作为恶）的相反者：（汾快乐没有自身

之外的目的；（份快乐使善的事物更值得欲求。

③ 《菲力布斯篇》 20e - 22e, 60b - e。

④所以，按照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观点是，一个事物的“是（某种）善”是

单纯的性质，这种性质可以为其他事物所彰显，而不可能为剔的事物之“是善”所

添加。亚里士多德引用柏拉图的这段论证作为反驳欧多克索斯的一个论据这一点表

明，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虽然许多人把快乐看作是善（目的）本身，明智

更被看作是自身即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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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的善①究竟是什么？这也正是我们所要寻求的东西。

另一方面，②那些反对这种意见并且认为所有生命物所追求

1173a 的并不是某种善的人们，③其实都言之无物。因为，我们认为，

如果某种东西对所有生命物都显得是一种善，它就是善的。而如

果有人反对这种看法，他就很难让我们相信他所说的。如果只是

不能思考的生命物追求它，这还算说出了点东西，如果连明智的

存在物都追求它，这话还有什么意义呢？而且，也许甚至低等动

5 物中也有某种比它们自身更高的东西，使它们趋向于它们自身的

某种善。其次，他们对那条相反者论据④的反驳也同样不妥。因

为他们说，如果痛苦是恶，这不等于说快乐就是一种善，因为恶

也可以与另一种恶相反，并且两者都与那种既不善也不恶的适度

10 相反对。这个说法本身倒还说出了些东西，但放在这里却不真

实。因为，如果快乐与痛苦两者都是恶，它们就都是我们要躲避

的；而如果它们都既不善也不恶，我们就对两者都不躲避或都在

同样程度上躲避。然而，我们显然都把痛苦当作恶来躲避，把快

乐当作一种善来追求。所以，它们是相反的c

一 3 一
［对快乐是恶的意见的反驳］

第三，⑤如果他们说快乐不是一种性质，他们也仍然不能说

① 即那种既不需要附加上别的事物，也不需要加到某种自身即善的事物上而

自身便值得欲求的善。

② 亚里士多德在这里转而讨论斯彪西波学派针对欧多克索斯的论据（1）与（2）而

提出的反对意见。显然，他认为斯彪西波学派所提出的反驳比欧多克索斯的论据更

加没有道理，尽管他不完全同意欧多克索斯的论据。

③ 指斯彪西波及其学派。关于他们的观点，参见第七卷第 II -14 章。

④ 即欧多克索斯关于痛苦是恶表明快乐是善的论据。

⑤ 亚里士多德接下来讨论斯彪西波学派的三条更为广泛的反快乐主义论点：

(3）快乐不是性质，所以不是善（因为善是性质） ; (4）快乐是无限定的，所以不是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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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不是一种善。因为，德性的实现活动也不是一种性质，幸 15

福也同样不是。第四，他们还说，善是限定的，快乐则不是限

定的，因为快乐可以多一点或少一点。如果他们指的是一个人

所享受到的快乐，那么对公正与德性同样可以这样说。我们显

然可以说对它们拥有得多一点或少一点，在行为上更合德性－ 20 

点或不那么合乎德性（例如，一个人可能更公正、更勇敢些，

在行为上可能更合乎公正或节制，或不那么合乎公正或节

制）。如果他们指的是快乐本身的性质，那么他们恐怕没有说

出那个正确的根据，即有些快乐是非混杂的，有些是混杂的。①

而且，快乐何尝不是像健康一样既是限定的，其中又包含着较 25

多和较少呢？因为，健康中不包含→个共同的尺度，②在同一个

人身上也不存在这样的尺度，它是在一定界限内变化的，包含

着较多和较少。快乐也是这样。③第五，他们还提出，善是完成

为善是限定的） ; (5）快乐是运动或生成，所以不是善（因为善是完成了［完善］的）。

① aµ,L'(8t龟，非混杂的；µ，LKTClt，混杂的。非混杂的快乐与混杂的快乐的区分

见于柏拉图的《菲力布斯篇｝ (52e）。混杂的快乐他从低到高分为三类： (1)肉体快

乐，其中肉体因匮乏或欲望而产生的痛苦与肉体的满足的快乐相混合；但）期望回复

的快乐，其中肉体因匮乏而产生的痛苦与从精神上解除这种痛苦的快乐相混合；（3)

滑稽的快乐，其中看到不美的形象的精神痛苦与嘲笑它的精神快乐相混合。非混杂

的快乐柏拉图也从低到高分为三类：（1）嗅觉的快乐；（2）视觉与昕觉的快乐；（3）理智

的快乐。柏拉图认为，混杂的快乐没有尺度可以衡量他µ，mpla），非混杂的快乐则可

以有尺度衡量（ωμ肝p阳）。格兰特（卷 II 第 319 页）说，斯彪西波忘记了老师的这种

区分，似乎把无尺度的特点说成是所有快乐的普遍特点。

② cruµ,µ,eTpLa。参见上注。

③所以，关于斯彪西波学派的论点（劲，亚里士多德以有些不是性质的事物（如

某些活动）也是善提出反驳。关于论点（份，亚里士多德说，如果这是指享受快乐的

人，那么一个人对某些其他德性的具有也含有程度差别；如果这是指快乐本身，那

么他们本应当说许多（混合的一一－依照柏拉图的区分）快乐是无尺度可以衡量的，因

而是无限定的。而且实际上，快乐似乎与健康一样不存在限定的尺度，而是在一定

范围内变化。斯彪西波学派的立场是：限定的东西有尺度，不限定的（包含着较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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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了的①东西，而运动与生成都是未完成的，并试图证明快乐是运

动与生戚。但这种看法似乎不妥。首先，快乐甚至都不是运

动。因为，运动就有快慢之分，不是就自身而言的（例如天体运

动过程），就是就其他事物而言的。但是快乐却没有这样的性

1173b 质。－个人可以很快地变得高兴，很快地变得生气，但是没有

人能够像步行或生长那样很快地是快乐的，甚至相对于其他事

物是快乐的。变得快乐可以或快或慢，但快乐的实现活动却不

可能快，所以快乐也不可能快。其次，快乐又怎么会是生成呢？

5 因为，随便什么事物都不是从某个偶然的事物产生，而是从它

毁灭后要成为的那种事物产生的。所以快乐由之生成的东西，

也就是痛苦使之毁灭的东西。②他们的确是说，痛苦是正常品质

的匮乏，快乐是这种匮乏的补足。③但是匮乏与补足只是肉体的

10 感受。如果快乐是朝向正常品质的补足，那么感到快乐的就是

得到补足的东西。所以是肉体感到快乐。但是，事情似乎并不

是这样。所以，快乐不是补足。但是在补足的生成中也伴随有

快乐，就像在划开皮肤时伴随有痛苦一样。这种意见④似乎是根

较少的）东西没有尺度；快乐是不限定的，所以快乐没有尺度。亚里士多德批判他的

僵化观点，认为有些限定的东西是（相对）无变化的，有些则是包含着变化的，但仍

然在一定限度内保持着那种性质。快乐像健康一样属于后者。

① 7LO垂川的，动词 TLOημ（做、使某某事物产生，等等）的完成式形式，意义是
产生了、完成了的。

② 格兰特（卷 II 第 321 页）认为亚里士多德在此处缺少一个结论性的反问：
“那么，快乐曲之生成而又为痛苦所毁灭的那种质料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显然认

为没有这样一种质料。所以他在后面用实现活动取代了生成：快乐是实现活动，而
不是生成。

③ ava怕吗pwcr屿，补充、补足。补足是帕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一个
重要概念，指从匮乏状态向正常品质的回复，即匮乏的充实的过程。亚里士多德认

为，关于快乐由之生成、痛苦又将之毁灭的那种质料，斯彪西波及其学派所说过的

只是“匮乏”。而匮乏显然并不是构成人的性质的因素或成分。

④ 上面所讨论的斯彪西放学派的痛苦在于匮乏、快乐是匮乏的补足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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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与进食有关的痛苦和快乐而提出来的。因为，我们先经过腹

空的痛苦，才感受得到补充食物的快乐。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快 15

乐都是这样。学习数学的快乐，以及那些同气昧、声音、景象、

记忆、期望相关的感觉的快乐，就不痛苦。这些快乐算是从那里

生成的呢？因为，这里不存在需要补足的匮乏。对于提出这类不

体面的快乐作为意见根据的人们，我们可以回答说，首先，这些 20

东西并不令人愉悦。因为，尽管它们对品性恶的人是快乐，我们

却决不能认为它们就是快乐，除非是对那些人。这正如我们不能

因某些东西对病人是布利于健康的、甜的、苦的，就说它们本身

是有利于健康的、甜的或苦的，或者因有些东西对害眼病的显得 25

白，就说它们本身是白的一样。其次，我们可以说，快乐本身是

值得欲求的，但如果是来惊于这些条件的，它们就不值得欲求。

这正如财富值得欲求，但如果这要求你去背叛，它就不值得欲

求；健康值得欲求，但如果这要求你不论什么都吃，它就不值得

欲求。第三，我们还可以说，快乐在种类上是不同的。因为，来 30

源于高尚［高贵］事物的快乐不同于卑贱的快乐。不做个公正的人

就不能享受到公正的快乐，正如不做个乐师就不能享受到音乐的

快乐，等等。朋友与奉承者的区别也说明快乐不是善，或者快乐

有种类的不同。因为，朋友在一起是为着某种善，奉承者则是为

着让我们快乐。朋友则受到称赞，奉承者则受到谴责，因为奉承 1174a

者总是另有目的。①而且，谁也不会愿意一生都处在儿童的心智

阶段，即使他一直能从令儿童愉悦的事物中得到最大的快乐。也

没有人愿意总是以做卑贱的事情来取乐，即使这没有痛苦。②有 5

① 亚里士多德此处所说的朋友是指善的或德性的朋友。奉承者与我们交往

时，亚里士多德说，有双重的目的：当下的目的是讨我们高兴，为这个目的他可以

做任何事情；但是他这样做不是为着我们自身的善，因为他的更根本的目的是为了

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② 可以假定这两句话之间有某种联系，即后者所说的是儿童时期所做的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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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事情，例如看、记忆、观照①和具有德性，即使它们不会带

来快乐，我们也会积极去做。即使这些活动都伴随有快乐，这

也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即使不伴有快乐，我们也仍然会期望

IO 它们。所以，快乐不是善。或者，并非所有快乐都值得欲求，

只有那些在形式上②和来源上与其他快乐不同的快乐自身才值得

欲求。关于快乐与痛苦，我们就谈到这里。

-4-
［快乐与实现活动］

如果我们再从头说一遍，快乐在种上是什么就会更清楚了。

看③似乎在任何时候都是完善的。它无需任何后续的干预来完成

15 其形式。＠快乐似乎也是这样。因为，它是完整的，它的形式在

任何时候都不可能靠延长时间来完成。所以，快乐不是运动。⑤

因为，每种运动都经历时间，都有一个目的，如建造一所房子。

一种运动只有目的达到了，或者说，只有经历了这整个时间或在

20 那个最后时刻，才是完善的。这个时间中的每个片刻的运动都是

的事情，因为只是在儿童时期的这种行为才没有痛苦。正如爱尔温（第 304 页）所

说，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论证的基本前提是，我们所关切的是我们作为人所独具的那

些能力的实现活动。

① elBeν但也 e'w曲。此处的意义介于看（opaw）与沉思（0ewpew）之间， ε’晶。与

9ewp阳的基本意义都从视觉上的看引申。

( e’'LlleLo 

③ 旨阳<TL~o

④ els饵，其原意即为看。参见第 11 页注⑤。看的形式，奥斯特沃特（第 279
页注）说，在这里的意思就是看的一组性质。莱克汉姆（第 591 页）此处就把 ε而间解

释为“特殊性质”。

⑤ 运动（ KLll'IJσi~）一词在这里是在广义上使用的。变化或者发生在(1）质料，或

者发生在（到性质、（3）数量、“）位置的方面，后三种变化亚里士多德称为运动，但他

的运动概念有时也包括生戚，即一事物从潜在到实在的过程。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运

动的概念，见｛物理学》第三卷第 1 、 2 章和第五卷第 1 、 2 章；《形而上学》
1069日－ 34，参见汤姆森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附录 E”第 2 节（第 355 页）。



第十卷 ［快乐］ 297 

不完善的，它们都同这整个运动不同，同时也相互不同。砌石料

与雕廊柱是不同的，这两者也与神殿建造的整体运动不同。因

为，神殿的建造是一个完整的运动（它无需其他任何东西来令其

完善）。而打地基和拢石柱的运动都是不完善的（因为它们只是部 25

分）。所以，这两种运动在形式上都与总体的运动不同。同样，

我们也无法在其间任何一个时刻，而只有在整个持续的时间中，

从形式上看到这整个运动。行走和其他位置移动也是这样。因

为，如果位移是从一点到另一点的运动，它就包括飞、走和跳等 30

等不同形式。不仅如此，就是走本身也有很多不同（因为，整条

跑道的起止点和某一段的起止点不同，某一段的起止点也与另一

段的不同，在这条跑道上跑也和在那条跑道上跑不同产因为我

们跑的不仅仅是一条线，而且是某一个位置，而这条线的位置不 1174b

同于那条线的位置）。对于运动，我已经在另一个地方②作了讨

论。一个运动似乎在每一时刻③都是不完善的。各个片刻的运动

也都是不完善的并且相互不同的，因为一个运动的起止点确定了

它的形式。快乐则在任何时刻都是在形式上完善的。所以，快乐 5

不同于运动，它是某种整体的、完善的东西。这一点也见证于以

下事实：运动经历时间，但快乐则不经历时间，因为快乐在每一

时刻都是整体的。上面所说的也表明，说快乐是运动或生成是不

对的。因为，这样的说明不适用于所有事物，只适用于那些可分

析为部分的、不是整体的事物。看的活动、几何点和数学单位都 to

① 莱克汉姆（第 592 页）说，讲演者在这里似乎边讲边画出了一个运动场跑道

的示意图并把它分成两条跑道，以便说明一条跑道上的位置不同于另一条上的位

置。据汤姆森（第 319 页注），在雅典和埃庇扎夫罗斯，运动场跑道一般用小柱子分

割成六个各长 100 码的部分，亚里士多德此处提到的线当是这些跑道的分割线。

② 《物理学》第 6 -8 卷。

③ 即既区别于过去又区别于将来的现在时刻。尽管我们谈论过去的快乐（我们

一般不会谈论将来的快乐），但所谈论的只是对那种快乐的回忆，而不是它本身。我

们所感觉到的快乐都是现在的，它并不经历时间，因为它没有生成，在感觉到它时



298 尼各马可伦理学

没有生戚，它们都不是运动或生成。快乐也是这样。因为快乐是

整体的。

其次，每种感觉都通过其实现活动而相关于被感觉的对象。

15 当感觉处于良好状态，并相关于最美好的对象时，它就是完善的

（因为，这似乎就是完善的实现活动，不论就实现活动自身而

言，还是就活动的人而言，都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对每种感觉

来说，最好的实现活动是处于最好状态的感觉者指向最好的感觉

20 对象时的活动。这种实现活动最完善，又最愉悦。因为，每种感

觉都布其快乐。思想与沉思也是如此。最完善的实现活动也就最

令人愉悦。而最完善的实现活动是良好状态的感觉者指向最好的

感觉对象时的活动。快乐使这种实现活动臻于完善。但是，快乐

25 一－如果是好的一－使感觉的实现活动完善的方式不同于感觉对

象与感觉者。这正如健康与医生不是在同样意义上是保持健康的

原因。①（每种感觉都显然伴随有快乐。因为我们用愉悦这个词来

说所看到的景象和昕到的声音。而最完善的快乐就是当最好的感

到觉能力指向最好的对象时的快乐。当感觉能力与感觉对象都处于

这种状态，并且同时发挥作用时，就必定产生快乐。）快乐完善

着实现活动。但是，它不是作为感觉者本身的品质，而是作为产

生出来的东西而完善着它，正如美丽完善着青春年华。②所以，

l I 75a 只要一方面思考或感觉的对象，另一方面在思考或沉思着的人，

都处于适合的状态，其实现活动就将是快乐的。因为，只要主动

的一方与被动的一方仍然彼此相似，并仍然以同样的方式相互关

联，就还会产生相同的结果。那么，为什么没有人能持续不断地

它就是完整的。

①健康是一个人能够保持健康的根本原因，医生（治疗）是使一个人恢复从而

保持健康的原因。

②美丽是青春年华所产生的东西，而不是青春年华的内在原因。同样，快乐

也不是作为感觉者内在的东西而影响他的实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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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快乐呢？这是不是由于疲倦呢？因为，人的实现活动不可能是 5

不间断的。快乐也不可能持续不断，因为它产生于实现活动。由

于这种原因，有些东西在新鲜时让我们喜欢，后来就不大让我们

喜欢了。这是因为，起初我们的思想受到剌激，积极地进行指向

对象的活动，就像我们的目光注视对象一样。但是后来活动就变 10

得松弛了，不那么专注了，快乐也就消逝了。也许可以认为，人

们都追求快乐是因为他们都向往生活。生活是一种实现活动。每

个人都在运用他最喜爱的能力在他最喜爱的对象上积极地活动

着。例如，乐师用昕觉在旋律上活动，爱学问的人运用思想在所 15

沉思的问题上活动，如此等等。快乐完善着这些实现活动，也完

善着生活，这正是人们所向往的。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追求

快乐。因为快乐完善着每个人的生活，而这是值得欲求的。至于

我们是为着生活而追求快乐，还是为快乐而追求生活，我们暂时先

不做讨论。因为，这两者似乎是紧密联系、无法分开的。没有实 20

现活动也就没有快乐，而快乐则使每种实现活动更加完善。

-5-
［快乐在类属上的不同］

所以，①快乐就有类属上的不同。因为我们认为，不同的事

物是由不同的东西来完善的。②每一种自然物品和人工制品，如

动物、树木、图画、雕塑、房屋、工具，都是这样。同样，在形

式上不同的实现活动也由在形式上不同的东西来完善。思想的实 25

① 即由于快乐与生活或实现活动是无法分开的。

② 在上面一章，亚里士多德从两个基本点，即快乐是完整的（而不是运动或过

程），快乐作为结果而完善着实现活动，肯定欧多克索斯关于快乐是（某种）善的意

见。在这一章中，他通过陈述他关子快乐因实现活动的不同而有类属的不间的论

点，表明欧多克索斯关于快乐的抽象的观点的一个基本的缺陷：它没有区别快乐的

不同类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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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活动与感觉的实现活动不同，它们之中这种形式的活动也与另

一种不同。所以，完善着它们的快乐也不同。这一点也可由每种

30 快乐都与它所完善的实现活动相合而得到见证。因为，每种实现

活动都由属于它的那种快乐加强。当活动伴随着快乐时，我们就

判断得更好、更清楚。例如，如果喜欢几何，我们就会把几何题

做得更好，就对每个题目有更深的领会。同样，爱音乐、爱建筑

35 等等的人，也可以由于喜欢它而在取得进步。所以，快乐加强着

实现活动，而加强着－种实现活动的快乐也就必定属于它。实现

l l 75b 活动在形式上不同，属于它们的快乐也就在形式上不同。这一点

更明显地见证于以下事实：有些实现活动会被其他的快乐所妨

碍。例如，爱昕长笛的人听到长笛的演奏就无心继续谈话，因为

他们更喜欢昕长笛演奏而不是谈话。所以，昕长笛演奏的快乐妨

5 碍谈话的活动。当我们同时进行两项实现活动时，情况也是这

样。因为，其中更令我们愉悦的活动会排斥另一项活动。它越令

我们愉悦，就越排斥另一项活动，甚至使后者全然停止。所以，

如果我们从一项活动中得到强烈的快乐，我们就几乎不能做别的

10 事情。我们仅当做→件事情只得到一般的快乐时，才会转向别的

事情。例如那些在剧场里吃甜食的人，演出越糟糕，就越想吃甜

食。既然相适合的快乐使→项实现活动更加准确，持续的时间更

长，进行得更好，而其他的快乐则会妨碍它的进行，快乐就显然
15 是彼此不同的。不同类属的快乐对一项实现活动的作用，其实就

相当于那项活动的属于自身的痛苦。因为，自身的痛苦也毁灭实

现活动。例如，如果写作与推理不令我们愉快并且伴随着痛苦，

我们就不会写作和推理，因为这项实现活动是痛苦的。所以，→

20 项实现活动的自身的快乐与痛苦对于它有相反的影响。自身的快

乐和痛苦，也就是从一项实现活动本身产生的快乐和痛苦c 而不

同类属的快乐，如刚刚说过的，就相当于自身的痛苦。因为，它



第十卷 ［快乐］ 301 

们毁灭实现活动，尽管不是以同样的方式。①

既然实现活动有好坏的不同，有的值得欲求，有的应当避 25

免，有的既不值得欲求也不需要避免，它们各自的快乐就也是如

此。因为，每种实现活动都有自身的快乐。所以，实现活动是好

的，其快乐也是好的，实现活动是坏的，其快乐也是坏的。甚至

是欲望，如果是对于高尚［高贵］事物的，就也值得称赞，如果是

对卑贱事物的，就应受谴责。快乐比欲求更属于实现活动自身。 30 

因为，欲求在时间上租本性上都与实现活动相分离，而快乐则与

实现活动联系紧密，难以分离，以致产生了它们是否就是一回事

的问题。我们既不能把快乐看作思想，也不能把它看作感觉（因

为这样看是荒唐的）。不过，由于快乐与实现活动不能分离，有 35

些人觉得它们就是一回事。②所以，由于实现活动不同，它们的

快乐也就不同。视觉在纯净上超过触觉，听觉与嗅觉超过味觉，

它们各自的快乐之间也是这样。同样，思想的快乐高于感觉的快 l l 76a 

乐，在思想的快乐相互之间，也有一些快乐高过另外一些快乐。

每种动物都似乎有它本身的快乐，正如有它本身的活动。也就是

说，每种动物都有相应于其实现活动的快乐。如果我们一个动物

一个动物地想，这一点就会更为明白。马、狗、人，都有自己的 5

快乐。赫拉克利特说，驴宁要草料而不要黄金，③因为草料比黄

金更让它快乐。所以，不同种的动物有不同的快乐。反过来也可

以说，同种动物有同种的快乐。不过在人类中间，快乐的差别却

相当大。因为，同样一些事物，有些人喜欢，有些人则讨厌；有 10

些人觉得痛苦和可恨，有些人则觉得愉悦和可爱。甜味的东西也

① 因为，一种实现活动在被不同类属的快乐毁灭时，活动者不感觉到痛苦，

他仿佛是被更令他愉悦的事物所吸引。

②－且我们能够把快乐区别于实现活动，爱尔温（第 307 页）解释说，我们就

会看清，我们选择生命及其实现活动并不是因快乐之故。

③ 《残篇） D9，见《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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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同－样东西，健康的人尝着甜，发烧的人却尝着不甜。

虚弱的人与强壮的人对温度的感觉也不同。其他亦可类推。但是

在这类事情上，情况似乎是，事物对一个好人显得是什么样，它

15 本身也就是什么样。①如果这类事情，就像人们所认为的，的确

是这样，如果德性与好人一一就他作为好人而言一一是所有事物

的尺度，那么对于他显得是快乐的东西就是快乐，令他感到愉悦的

东西就是愉悦的。如果令他感到不愉快的事物令某些人愉悦，这

并不奇怪3 因为，人容易在多方面堕落或受到扭曲。那些事物并

20 不令人愉悦，而只是使堕落的或个性扭曲的人感到愉悦。②所以，

我们显然可以说，那些被视为卑贱的快乐并不是快乐，而只是对

那些堕落的人才是快乐。但是在那些好的快乐之中，哪一种是特

别属于人的快乐呢？也许，这需要联系实现活动才看得清楚？因为

25 快乐是属于实现活动的？所以，完善着完美而享得福祉的人的实

现活动一一不论是一种还是多种一一的快乐就是最充分意义上的

人的快乐。其他的快乐，也像其实现活动一样，只在次等的或更

弱的意义上是人的快乐。

［幸福］

-6-
［幸福与实现活动］

30 在谈过德性、友爱和快乐之后，我们接下来要扼要地谈谈幸

福。因为，我们把幸福看作人的目的。如果我们从前面谈到过的

①参见 l099a7-25,ll13a25 - 32, l 166al2, ll 70al4o 

② 坏人，爱尔温（第 307 页）评论道，对于何种事物令人愉悦的观点是错误

的，甚至他们对于何种事物令他们愉悦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因为他们把对他们而言

显得愉悦的事物当作对他们而言是愉悦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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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说起，我们的讨论就可以简短些。我们说过，①幸福不是品

质。因为如果它是，一个一生都在睡觉、过着植物般的生活的

人，或那些遭遇不幸的人们，也可以算是幸福的了。②如果我们 35

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并且更愿意像前面所说过的那样③把它看作 1176b

是一种实现活动，如果有些实现活动是必要的，是因某种其他事

物而值得欲求，有些实现活动自身就值得欲求，那么，幸福就应

当算作因其自身而不是因某种其他事物而值得欲求的实现活动。

因为，幸福是不缺乏任何东西的、自足的。而那些除自身之外别 5

元他求的实现活动是值得欲求的活动。合德性的实践似乎就具有

这种性质。因为，高尚［高贵l的、好的行为自身就值得欲求。但

是令人愉悦的消遣④也是这样。因为，它们之值得欲求不是因别

的事物之故。实际上，它们的弊大于利：它们使人忽视自己的健 10

康与财产。⑤而且，被多数人视为享受着幸福的那些人都喜欢在

消遣中消磨时光。正因为如此，那些精于此道的人才总能得到懵

主们的欢心。他们投其所好，而懵主们也正需要这样的人。由于

有权势的人都在消遣中度日，消遣就似乎被看作具有幸福的性 15

① 1095b31-1096a2,1098日 I - 1099a7。亚里士多德在此处引述第一卷中的结

论，即幸福不是品质，而是人的一种自身就值得欲求的、自足的实现活动。

②相应于对生命的营养的（植物的）活动、感觉的（动物的）活动和实践的活动
的区分(I 097b32 - I 098.S），亚里士多德显然认为人的生活有植物的生活、动物的生

活和实践的生活的区别，并且每一种更高级的生活都把低于它的生活包含于内（例如

动物的生活包含植物的生活，人的实践的生活包含植物的生活和动物的生活），并且

认为对人而言的幸福只属于人的实践的生活。一个睡着的人可以说有品质，但不可

以说有人的实践的活动，所以不能说是幸福的。与此相似，一个不幸的人也可以说

有过幸福生活的品质，但是不具有过幸福生活的外在善（因为幸福的生活作为人的实

践的生活还需要外在善作为条件），所以也不能说是幸福的。

( 1098a5 - 7 0 

④ 呻v τm.8ψν，霄ml\t.WI\啊，或娱乐；派生于动词 τo:L'w（运动、玩耍、消
遣）。

⑤ 也就是说，如果它们是因某种其他事物而值得欲求的，这种作为原因或目
的事物也是坏的而不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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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质。但是首先，①这样一些人②的喜好也许不足以作为证据。德性

与努斯是好的实现活动的源泉，而这两者并不取决于是否占有权

势。如果这些人没有对纯净的、自由的快乐的喜好，而只是一昧

沉溺于肉体快乐，我们就不应当把这种快乐看作是最值得欲求

25 的。因为，儿童也总是把他们看重的东西看作是最好的。正如儿

童和成年人以不同的东西为荣耀，坏人和公道的人对于值得欲求

的东西也有不同的标准。所以，如已多次谈到的，③对好人显得

荣耀的、愉悦的事物才真正是荣耀的和愉悦的。对每个人来说，

适合他的品质的那种实现活动最值得欲求。所以，对好人而言，

30 合德性的实现活动最值得欲求。所以，幸福不在于消遣。其次，

如果说我们的目的就是消遣，我们一生操劳就是为了使自己消

遣，这也非常荒唐。因为，我们选择每种事物都是为着某种别的

东西，只有幸福除外，因为它就是那个目的。把消遣说成是严肃

35 工作的目的是愚蠢的、幼稚的。阿那卡西斯④说，消遣是为了严

l 177a 肃地做事情。这似乎是正确的。因为消遣是一种休息，而我们需

要休息是因为我们不可能不停地工作D 所以休息不是目的，因为

我们是为着实现活动而追求它。第三，幸福的生活似乎就是合德

5 性的生活，而合德性的生活在于严肃的工作，而不在于消遣。第

囚，我们说，严肃的工作比有趣的和伴随着消遣的事物更好；较

①有权势的人沉溺于消遣并不表明幸福就在于消遣．亚里士多德下面提出了

四条论据：（l）对好人（而不是有权势的人）显得是荣耀和愉悦的事物才真正是荣耀的

和愉悦的；（2）消遣不是目的（尽管自身值得欲求）；但）幸福在于合德性的生活，而合

德性的生活在于严肃的工作而不在于消遣；（4）严肃的工作比消遣更好（因为(l）一个人

越好，他就越喜爱严肃的工作）。

②有权势的人。

( 1099al3, ll13a22-33, 1166al2, ll70al4 6, 1176al5-220 

④ ’ Avaxapa间， h配harsis（公元前 6 世纪初），传说中的古代西徐亚的一位王

子，七贤之－，被尊为原始美德的典范，曾游历希腊，有许多警句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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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能力和较好的人，其实现活动也总是更为严肃。所以，较好

的能力或较好的人的实现活动总是更优越，更具有幸福的性质。

而且，肉体的快乐任何一个人都能享受，奴隶在这方面并不比最

好的人差。但是没有人同意让一个奴隶分享幸福，正如没有人同 10

意让他分享一种生活。①所以，幸福不在于这类消遣，而如已说

过的，②在于合德性的实现活动。

-7-
［幸福与沉思］

如果幸福在于合德性的活动，我们就可以说它合于最好的德

性，即我们的最好部分的德性。我们身上的这个天然的主宰者，

这个能思想高尚［高贵］的、神性的事物的部分，不论它是努斯还 15

是别的什么，也不论它自身也是神性的还是在我们身上是最具神

性的东西，正是它的合于它自身的德性的实现活动构成了完善的

幸福。而这种实现活动，如已说过的，也就是沉思。③这个结论

与前面所说的⑧是一致的，并且符合真实c 因为首先，沉思是最 20

高等的一种实现活动（因为努斯是我们身上最高等的部分，努斯

的对象是最好的知识对象）。其次，它最为连续。沉思比任何其

① e协mµovo'.ot<; B’创造&18 avBpa节00《flL µe-ra8Lllwow, el µTi Ka、. 13tou。格兰特

（卷 II 第 334 页）与斯图尔特（卷 II 第 439 页）认为，此处的。刷（生活）是在与如响

（命、生命）区别的意义上使用。在《政治学｝（卷一第 13 章）中，亚里士多德说奴隶

与主人家庭有一种共同的生命，但没有一种共同的生活。在另一处（《政治学》卷三

第 9 章），亚里士多德写道， “奴隶与动物不是城邦的成员，因为他们不分享幸福和

有目的的生活”。

( 1098al 6, l l 76a35 - b9。

③ 关于灵魂的最高部分的实现活动就是沉思，亚里士多德在前面并没有谈

到。不过他多次谈到了这个部分的德性即智慧在理智的德性中的最为优越的地位。

参见 114lal8 旧， 1143b33 1144始， 1145a6- J 1 。

④ 即(1)幸福是终极的、自足的(1097a25 - b2 l) ; (2）幸福的生活自身就令人愉

悦（ 1099a7 - 21); (3）沉思不含有痛苦（ l 173al5 -9); (4）这种实现活动最完善，又最愉

悦(1174b15 - 9) ; (5）沉思的快乐最为纯净(1J75b36-1176a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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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活动都更为持久。第三，我们认为幸福中必定包含快乐，而合

于智慧的活动就是所有合德性的实现活动中最令人愉悦的。爱智

25 慧的活动似乎具有惊人的快乐，因这种快乐既纯净又持久。我们

可以认为，那些获得了智慧的人比在追求它的人享有更大的快

乐。第四，沉思中含有最多的我们所说的自足。智慧的人当然

也像公正的人以及其他人一样依赖必需品而生活。但是在充分得

到到这些之后，公正的人还需要其他某个人接受或帮助他做出公正

行为，节制的人、勇敢的人和其他的人也是同样。而智慧的人靠

他自己就能够沉思，并且他越能够这样，他就越有智慧。有别人

一道沉思当然更加好，但即使如此，他也比具有其他德性的人更

1177b 为自足。第五，沉思似乎是惟一因其自身故而被人们喜爱的活

动。因为，它除了所沉思的问题外不产生任何东西。而在实践的

活动中，我们或多或少总要从行为中寻求得到某种东西。第六，

幸福还似乎包含着闲暇。＠因为我们忙碌是为着获得闲暇，战斗

5 是为着得到和平。虽然在政治与战争的实现活动中可以运用德

性，但这两种实践都似乎是没有闲暇的。战争不可能有闲暇。

（因为，没有人是为着战争而进行或挑起战争。只有嗜血成性的

人才会为战争和屠杀而对一个友好邻邦宣布战争。②）政治也不可

10 能有闲暇。政治总是追求着政治之外的某种东西，即职司与荣

誉。即便政治家也追求自身或同邦人的幸福，这种幸福与政治也

不是一回事（对幸福的追求也显然被认为与政治不是一回事）。③

15 尽管政治与战争在实践的活动中最为高尚［高贵］和伟大，但是它

CD 吨。λ肯。 σxo)I.币不同于咱v rrawi.&v （消遣） , Tfi>V 霄ai.8..&v 是一种休息与松

懈，吨。附则是别无其他目的而全然出于自身兴趣的活动。

② 进行战争的人，除少数兽性的人之外，不是为着战争而是为着得到和平。

然而战争活动本身不可能有闲暇。

③ 政治本身不可能是幸福，它的本性是忙碌的。因为，政治是工具性的，在

政治中，人是像工具那样地被使用的3 而王具的性质就在于它是被使用的，而不是

享有闲暇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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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都没有闲暇，都指向某种其他的目的，并且都不是因其自身之

故而被欲求。而努斯的实现活动，即沉思，则既严肃又除自身之

外没有其他目的，并且有其本身的快乐（这种快乐使这种活动得

到加强）。所以，如果人可以获得的自足、闲暇、无劳顿以及享 20

福祉的人的其他特性都可在沉思之中找到，人的完善的幸福一－

就人可以享得一生而言，因为幸福之中不存在不完善的东西一二

就在于这种活动。①但是，这是一种比人的生活更好的生活。因

为，一个人不是以他的人的东西，而是以他自身中的神性的东 25

西，而过这种生活。他身上的这种品质②在多大程度上优越于他

的混合的品质，他的这种实现活动就在多大程度上优越于他的其

他德性的实现活动。③如果努斯是与人的东西不同的神性的东

西，这种生活就是与人的生活不同的神性的生活。不要理会有人 30

说，人就要想人的事，有死的存在④就要想有死的存在的事。应

当努力追求不朽的东西，过一种与我们身上最好的部分相适合的

生活。因为这个部分虽然很小，它的能力与荣耀却远超过身体的

其他部分。最后，这个部分也似乎就是人自身。因为它是人身上 1178a

主宰的、较好的部分。所以，如果一个人不去过他自身的生活，

① 幸福在于沉思（或爱智慧的活动），亚里士多德在上面说道，因为沉思(1）是

我们本性的最好部分的实现活动；（2）最为持久；（3）能带来最纯净的快乐；（4）最为自

足；（5）自身即是目的；以及（6）含有最多的闲暇。

② 神性的品质。

③ 智慧的实现活动比勇敢等其他德性的实现活动更好，斯图尔特（卷 II 第 443

页）这样解释道，因为其他德性的实现活动更受肉体生活的限制，而灵魂比肉体更高

等。亚里士多德从连续性（元劳顿性）的程度方面说明沉思活动的优点，表明他对灵

魂的省察是时间性的，与对肉体的空间性的省察形成对照。由于人的混合性的品

质，即由于灵魂离不开肉体，有生命力的肉体也不可能没有灵魂，所以人不像神，
不能不间断地沉思。因为，尽管努斯是时间性的（持续的），肉体却是空间性的，即

有间隔性的。但是由于有努斯，他可以进行（尽管有间断）这种活动，并且他的努斯

越优越，他的沉思活动就越优越于其他德性的实现活动。

④ 此处即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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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去过别的某种生活，就是很荒唐的事。前面说过①的那句话

5 放在这里也适用：属于一种存在自身的东西就对于它最好、最愉

悦。同样，合于努斯的生活对于人是最好、最愉悦的，因为努斯

最属于人。所以说，这种生活也是最幸福的。

-8-
［沉思与其他德性的实现活动］

另一方面，合于其他德性的生活只是第二好的。每因为，这

IO 些德性的实现活动都是人的实现活动。公正的、勇敢的以及其他

德性的行为，都是在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做出的，都是在遵守交

易③与需要方面的适合每一种场合的实践与感情，而所有这些都

是人的事务。有些实践与感情还产生于肉体，道德德性在许多方

15 面都与感情相关。而且，明智似乎离不开道德德性，道德德性也

似乎离不开明智。因为，道德德性是明智的始点，明智则使得道

德德性正确。由于它们都涉及感情，它们必定都与混合的本性相

关。而混合本性的德性完全是属人的。所以，合于这种德性的生

20 活与幸福也完全是属人的。努斯的德性则是分离的。④关于这一

点我们就谈到这里。因为详细地讨论它不是我们现在的目的。其

( l 169b33, 1176b26。

② 在这里，格兰特（卷 II 第 338 页）说，第二次把合于德性的生活（明智的生

活）间合于努斯的生活（爱智慧的生活）做了对比：爱智慧的（哲学的）生活及其幸福是

最好的，这是依照人身上的神性的东西（努斯）的生活；明智的生活是第二好的，因

为它是属于人的，是按照我们身上的属人的东西的生活D

③ CJlW(X队的问咽，交换、交易。

④ 阳xwpwµ.i叫，不属于混合的本性的。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 430al5 - 7 

（参见《亚里士多德全集》［苗力回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1997 年］第三

卷第 78 页）中认为，心灵［努斯］也像整个自然界一样区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质料

的、被动的，另一方面是形式的、技艺的、主动的。这种主动或积极的心灵［努斯］

造就万物，作为某种状态，它就像光一样。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光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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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它②似乎只需要很少的，比道德德性所需要的更少的外在的

东西。②我们先假定这两者③都在同等程度上需要存在的手段（尽

管政治的生活对身体等等的需要更多些）。因为它们在这方面的 25

差别比较小。然而它们在实现活动上的差别却非常大。慷慨的人

要做慷慨的事就要有财产，公正的人需要用钱对他人进行回报

（因为希望是看不见的，不公正的人也会装作想做公正的事）；勇

敢的人需要勇气，节制的人需要能力，如果他们要表现出他们的 30

德性的话。否则，他们，或具有其他德性的人，怎么能表明他是

有德性的？这里还有个关于选择与实践到底哪个对德性更重要的

争论，因为德性似乎依赖于这两者。德性的完善显然包含这两

者。但是德性的实践需要许多外在的东西，而且越高尚［高贵］、 35

越完美的实践需要的外在的东西就越多。但是一个在沉思的人， l I 78b 

就他的这种实现活动而言，则不需要外在的东西。而且，这些东

四反倒会妨碍他的沉思。然而作为一个人并且与许多人一起生

活，他也要选择德性的行为，也需要那些外在的东西来过人的生 5

活。第三，从另一个方面来考虑，也同样可以得出完善的幸福是

某种沉思的结论。神最被我们看作是享得福祉的和幸福的。但

是，我们可以把哪种行为归于它们呢？公正的行为？但是，说众神 IO

也互相交易、还钱等等岂不荒唐？勇敢的－一一为高尚［高贵］而经

受恐惧与危险的行为？慷慨的行为？那么是对谁慷慨呢？而且，设

潜在的颜色变为现实的颜色。这样的心灵［努斯！是可分离的、不承受作用

的和纯净的。

所以，像努斯本身（作为积极的理智）一样，努斯的德性也是（可以与质料的或消极的

理智的德性）分离的。

① 指努斯的德性。

② 86~e1.e &’ b K!XL ~句~ eKT°" xoP1l'Y(a~ e'!TI. µ•Kp0＂甘甜’ eA.aTTov 8e'in0m 宁肯q
均0LK句『。

③ 努斯的德性与道德德性，或合于努斯的生活与合德性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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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它们真的有货币等等东西就太可笑了。它们的节制的行为又是

15 什么样呢？称赞神没有坏的欲望岂不是多此一举？如果我们一条一

条地看，就可以看到用哪一种行为来说神都失之琐细、不值一

提。可是我们一般都觉得它们活着并积极地活动着。我们不认为

它们像恩底弥翁①那样一直睡觉。而如果一种存在活着，这些行

20 为又都不属于它，而它的创造力又最大，那么它的活动除了沉思

还能是什么呢？所以，神的实现活动，那最为优越的福祉，就是

沉思。因此，人的与神的沉思最为近似的那种活动，也就是最幸

福的。第四，另一个证明是，低等动物不能享有幸福，因为它们

25 完全没有这种实现活动。神的生活全部是福祉的。人的生活因他

的与神相似的那部分实现话动而享有幸福。动物则完全不能够有

幸福，因为它不能沉思。所以，幸福与沉思同在。越能够沉思的

存在就越是幸福，不是因偶性，而是因沉思本身的性质。因为，

30 沉思本身就是荣耀的。所以，幸福就在于某种沉思。

但是，人的幸福还需要外在的东西。因为，我们的本性对于

沉思是不够自足的。我们还需要有健康的身体、得到食物和其他

35 的照料。但尽管幸福也需要外在的东西，我们不应当认为幸福需

I 179a 要很多或大量的东西。因为，自足与实践不存在于最为丰富的外

在善和过度之中。做高尚［高贵］的事无需一定要成为大地或海洋

的主宰。只要有中等的财产就可以做合乎德性的事（人人都看得

5 到，普通人做的公道的事并不比那些有权势的人少，甚至还更

多）。有中等的财产就足够了。因为，幸福的生活就在于德性的

实现活动。梭伦也对幸福作过很好的描述。他说，那些具有中等

程度的外在善，做了自己认为是高尚［高贵］的事，并节制地生活

① ’ EvBuµ,l.wν ， Endymion，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η 关于恩底弥翁有多种传说，

一说宙斯喜爱他貌美，将他带到天上，但他爱上了赫拉（Hera），宙斯大怒，使他永睡

不醒η 据另一传说，月神塞勒涅（Selene）爱上了恩底弥翁，使他在卡里亚的拉特摩斯

111谷哩长睡不醒，以便能亲吻这个美丽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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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的人们是幸福的。①因为，有中等程度的外在善就可以做高尚 10

［高贵］的事。阿那克萨格拉斯也似乎认为富有的人和有权势的人

并不就幸福。因为他说过，如果他所说的幸福的人在多数人看来

是怪人，他不会感到惊奇。因为，多数人是从外在的东西来判

断，因为这就是他们所感觉的全部东西。所以，那些有智慧的人 15

的意见与这里所说的是一致的。但是，虽然这些话里都有某种可

信的东西，这种实践事务上的真实性却要从事实和生活中得到验

证。因为，事实与生活是最后的主宰者。所以，我们所提出的东

西必须交给事实与生活来验证。如果它们与事实一致，我们就接 20

受。如果与事实不合，它们就只是一些说法而己。努力于努斯的实

现活动、关照它、使它处于最好状态的人，似乎是神所最爱的。②因

为，如果神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对人有所关照，它们似乎会喜爱

那些最好、与它们自身（即努斯）最相似的人们。它们似乎会赐福 25

于最崇拜努斯并且最使之荣耀的人们。因为，这些人所关照的是

神所爱的东西，并且，他们在做着正确和高尚［高贵］的事情。所

有这些都在智慧的人那里最多，这毋庸置疑。所以，智慧的人是

神所最爱的。而这样的人可能就是最幸福的。这便表明了，智慧 30

的人是最幸福的。

-9-
［对立法学的需要：政治学引论］

我们已经详细地讨论了幸福和德性、友爱与快乐的主要之

① 在间克洛伊索斯的谈话中，他说雅典的特鲁斯（Tellus）是他所知道的最幸福

的人；冈为特鲁斯生活得好，活着见到了自己的孙子，并且光荣地战死在疆场。参

hl耳l 26 贞注⑥。

② 0eoφ认iu:rr臼'TD~o 0eo－，神； φ认tσT臼TO＜；最爱的。如。中认由咱TO＜；一词在柏

拉图的《理想国｝中（613a）被频繁使用。在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只

兑于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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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点。我们应当认为这个题目已经完成了，还是像所说的那样，在

I 179b 实践事务上，沉思和知道还不算完成，实践沉思所得的和所知的

东西才算是完成呢？①如果说仅仅知道德性是什么还不够，我们

就还要努力地获得它、运用它，或以某种方式成为好人。如果仅

5 仅逻各斯②就能使人们变得公道，那么讲授它的人就可以公正

地，如塞奥哥尼斯所说，“获得大笔丰厚的报偿”了。③而且，他们

也应当讲授这种课。但是事实上，逻各斯虽然似乎能够影响和鼓

励心胸开阔的青年，使那些生性道德优越、热爱正确行为的青年

IO 获得一种对于德性的意识，它却无力使多数人去追求高尚［高贵］

和善c 因为，多数人都只知恐惧而不顾及荣誉，他们不去做坏事

不是出于羞耻，而是因为惧怕惩罚。因为，他们凭感情生活，追

求他们自己的快乐和产生这些快乐的东西，躲避与之相反的痛

15 苦。他们甚至不知道高尚［高贵］和真正的快乐，因为他们从来没

有经历过这类快乐。那么，何种逻各斯能够改变这些人的本性？

①对伦理学理论的阐述，斯图尔特（卷 II 第 459 页）解释说，到第 8 章就结束

了，但是一种德性的伦理学，还要讨论德性如何得以实现的问题。德性的实现，亚

里士多德在下文中说，与(1）本性、（2）学习与（3）习惯有关。本性或自然不在人的掌握

之中，学习的对象可以由理论提供，习惯或风气则需要由制度对生活加以调整才能

养成。这三者中，格兰特（卷 II 第 343 页）说，习惯（巾o＜；）似乎是伦理学与政治学的
联系环节。因为一方面习惯或风气对人的获得德性和幸福的能力有极大的影响，另

→方面个人的生活习惯与国家的制度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所以本章似乎既是伦理学

的结语篇，又是政治学讨论的引言。

②逻各斯在此处的意义更接近于谈论、言语。

③塞奥哥尼斯诗篇第 432 -434 行（迪尔， 1949 -1952): 

如果神给予医生

治愈人类罪擎的力量，

他们便可获得

大笔丰厚的报偿。

柏拉图的《美诺篇》（95e）引用最后两行来说明说教（理论）无助于获得德性，亚里士

多德显然也是在同样意义上引用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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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逻各斯来改变长期习惯所形成的东西是不可能的，至少是困难

的。因此，当具备了做一个公道的人的那些条件时，如果我们能

够有一部分德性，我们就应当感到满足。有些人认为一个人好是 20

天生的，有些人认为人是通过习惯，另一些人认为是通过学习，

而成为好人的。本性使然的东西显然非人力所及，是由神赋予那

些真正幸运的人的。逻各斯与教育也似乎不是对所有人都同样有

效。学习者必须先通过习惯培养灵魂，使之有高尚［高贵l的爱与 25

恨，正如土地需要先耕耘再播种。因为，那些凭感情生活的人听

不进说服他改变的话。处于那样一种状态，怎么可能让他改变

呢？而且，一般地说，感情是不听从逻各斯的，除非不得不昕

从。所以，我们必须首先有一种亲近德性的道德，一种爱高尚 30

［高贵］的事物和恨卑贱的事物的道德。但是，如果一个人不是在

健全的法律下成长的，就很难使他接受正确的德性。因为多数

人，尤其青年人，都觉得过节制的、忍耐的生活不快乐。所以，

青年人的哺育与教育要在法律指导下进行。这种生活一经成为习 35

惯，便不再是痛苦的。但是，只在青年时期受到正确的哺育和训 l l 80a 

练还不够，人在成年后还要继续这种学习并养成习惯。所以，我

们也需要这方面的，总之，有关人的整个一生的法律。因为，多

数人服从的是法律而不是逻各斯，接受的是惩罚而不是高尚［高

贵］的事物。所以有些人认为，一个立法者必须鼓励趋向德性、 5

追求高尚［高贵］的人，期望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公道的人们会接

受这种鼓励；惩罚、管束那些不服从者和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

人；井完全驱逐那些不可救药的人。①因为，公道的人会昕从逻 10

各斯，因为他们的生活朝向高尚［高贵］；坏人总是追求快乐，应

当用痛苦来惩罚，就像给牲畜加上重负一样。所以他们说，所施

加的痛苦必须是最相反于那些人所喜爱的快乐的。但是，如果想

①参见柏拉图的｛法律篇》 722d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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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成为好人就必须一一如所说过的①一一预先得到高尚［高贵］的哺

育并养成良好的习惯，并且将继续学习过公道的生活，而不去出

于意愿或违反意愿地做坏事；如果只要具有努斯，生活在正确的

制度下，并且这个制度有力量，－个人就能够这样地生活，那么

20 父亲的一一总起来说任何一个男子的一二要求②就不带有强制

性，除非他是一位君王等等。然而，作为表达着某种明智与努斯

的逻各斯，法律具有强制的力量。③而且，如果一个人反对人们

的口味，即使他是对的，他就会引起反感。但法律要求公道的行

25 为却不会引起反感。斯巳达似乎是立法者关心公民的哺育与训练

的惟一城邦或少数城邦之一。在大多数其他城邦，它们受到忽

略。每个人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像库克洛普斯④那样，每个

人“给自己的孩子与妻子立法”。⑤所以，最好是有－个共同的制

30 度⑥来正确地关心公民的成长。如果这种共同的制度受到忽略，

每个人就似乎应当关心提高他自己的孩子与朋友的德性。⑦他应

当能做到这一点，或至少应当选择这样去做c 从上面谈到的可以

( l l 79b31 、 l 180a5, 

② 句节目TPLK句叩町TCX~L哩。
③ C.va-yKrtCT吼叫“阳μ呵。
④ KlJKλωτLKw~. Cyclops，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族或他们中间的任何→个。

荷马在《奥德赛｝中说，他们住在极西方的山洞里，不习耕作，不信神禄，没有法

律与治理。据赫西阿德的｛神谱》 （ Theogony） ，库克洛普斯是天神乌和j诺斯（ Uranus)

与地神盖亚（Gaea）的三个儿子布戎成斯（Brontes）、斯式罗佩斯（Sterores）、阿耳格斯

(Argus），这三个名字的意义分别是霹雳制造者、闪电制造者和亮光制造者，据神话

传说这三个人是希腊工匠的始祖。

⑤ 《奥德赛》 114：他们（库克洛普斯）“每人各自统帅自己的儿女与妻子，彼

此不相往顾”。柏拉图的《法律篇》（630）、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1252b22 ）都
引用了这句话。

⑥ KOL咱也。

⑦ 爱尔温（第 313 页）说，亚 't!.士多德在此是在提出一个中策的建议：如果一

个人未能生活子一个有良好法律的社会，他最好自己来履行提高他自己的孩子与朋

友的德性的责任。



第十卷 ［幸福］ 315 

看出，如果他懂得立法学，他就更能做到这一点。①共同的关心

总要通过法律来建立制度，有好的法律才能产生好的制度。法律 35

不论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是对于个别教育的还是针对多数人

的教育的，都没有什么不同，就像音乐教育、体育和其他行业教 l 180b 

育的情形一样。正像在城邦生活中法律与习惯具有约束作用一

样，在家庭中父亲的话与习惯也有约束作用。由于有亲缘关系，

由于父亲对子女的善举，这种约束作用比法律的更大。因为，家

庭成员自然地对他有感情并愿意服从他。其次，个别教育优于共 5

同教育，这与医疗中的情形－样。虽然一般地说休息与空腹都对

治疗发烧有帮助，但对一个特定的病人却可能无效。一个教授拳

击的人也不可能让所有学生都学一种打法。所以，个别情况个别

对待效果更好。因为这样，一个人更能够得到适合他的对待。不 10

过，一个医生、教练或其他指导者，如果懂得了总体的情形或

某个其他的同类情形，他就能最好地提供个别关照。因为，科

学从它的名称②以及从实际看，都是关乎于共同的情况的。当

然，一个不懂科学的人也能把一个特定的人照料得很好，因为他 15

从经验中了解如何能满足那个人的需要。这正如有些人仿佛就是

他自己的最好的医生，尽管他对别人的病可能一筹莫展。但是，

那些希望掌握技艺或希望去沉思的人似乎就应当走向总体，并尽

可能地懂得总体。因为科学，如刚刚说过的，是关乎于总体的。 20 

所以，假如有人希望通过他的关照使其他人（许多人或少数几个

人）变得更好，他就应当努力懂得立法学。因为，法律可以使人

变好。不是每个人都能把所有的或所接触到的人的品性变好，只 25

①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对生活（方式）的调整有公共的和私人的两种方

式，家庭就是小城邦，或者，城邦在治理的意义上就是大家庭，所以立法学可以通

及这两者。

② 莱克汉姆（第 636 页注）：例如医学是“治疗之学

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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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懂得科学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正如

在医疗或其他要运用关心与明智的活动中的情形一样。接下来，

我们是否应当讨论，一个人从哪里以及如何获得立法学的知识？

30 是从政治家们那里，就像所有从专家那里获得知识的例子一样？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严立法学是政治学的一个部分。或者，政治

学与别的科学和能力的情形有所不同？因为，在别的科学和能力

方面，传授能力者，如医师和画师，同时也是实践者。但是在政

35 治学方面，声称教授政治学的智者们从来不实践。从事实践是政

I 181 a 治家们，但他们所依赖的是经验而不是理智。因为，我们从来看

不到他们写或者讲政治学的问题（尽管这种活动比写法庭辩词和

公民大会演说词更高尚［高贵］）。我们也看不到他们让自己的儿

5 子或某个朋友成为政治家。②如果他们能够的话，他们倒是最好

能这样做。因为，除了政治能力之外，他们既没有更好的东西留

给城邦，也不能为自己及朋友们带来什么好的东西。不过经验在

从事政治方面的作用却相当不小。否则，和政治打交道的人也就

JO 成不了政治家了。所以，想懂得政治学的人还要具备政治的经

验。另一方面，那些声称自己教授政治学的智者，却远不是在教

授政治学。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政治学是什么以及关于什么。

否则，他们就不会把政治学看作修辞学或比它更低，也不会认为

15 立法就像把以往的名声好的法律汇编在一起那么容易。③他们觉

( I 14Jb24c 

② 参见柏拉图的《美诺篇｝，柏拉图在那里（95b）说，政治家们从来不向他们

的儿子传授德性，相反，声称传授德性的是智者们，但是他们是否有资格传授德性

则很令人怀疑。

③ 从“那些声称自己…··汇编在一起那么容易”这段话，据奥斯特沃特（第

300 - 301 页），是针对修辞学家伊索克拉底 Os田rates）的演说｛安提多西斯》

( Antidmis ） 中（ 79 - 83）的下面一段话的：

我认为你们都会同意，我们的法律有助于增进人类生活的最为重要的

善。这些法律自然而然地要在城邦事务以及我们的相互交易方面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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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他们能挑选最好的法律，好像挑选本身不需要融汇贯通，好像

正确的判断不是一一就像在音乐上那样②一一首要的事情。其

实，在每种技艺上，只有有经验的人才能正确地判断作品，才能

理解完成一件作品的于段和方法，才能懂得什么与什么相配。没 20

有经验的人则最多能看出一件作品，比如一幅绘画，完成得是好

还是糟糕。法律似乎可以说是政治活动的产品。法律汇编怎么能

够使一个人懂得立法学或者判断哪些法律最好呢？从未见过有人 1181b

靠阅读手册就成为医生。医生们不仅要说明治疗过程，而且要根

据不同的体质，说明对每种病人的治疗方法和处置方案。而他们

所说的东西对于有经验的人都有帮助，尽管对无知的人没有用 5

处。同样，那些法律与政制的汇编②对于有能力沉思、能判断孰

优孰劣、懂得什么与什么相配的人③有帮助。那些没有这种品质

…所以，发起这种［有关法律的］讨论的人比那些颁布和起草法律的人更

加受人尊敬。因为这样的人更少、更难找，并且需要更高的理智。现在尤

其如此。因为，在竞相来到城邦定居时，人们追求的当然都是同样的东

西。但是，既然我们已经有了争吵并订立了数不清的法律，既然我们既尊

重最古老的法律又重视最新发生的争吵，这就不再只是一个理智的问题。

因为那些意在颁行法律的人已经订立了大量法律。他们不需要再订立新

法 υ 但是他们必须尽力从各个地方搜集那些名声好的法律。任何想这样做

的人都能很容易地做到这一点。但是以演说为职业的人则没办法这样做。

因为他们演说钩题目以前没有人讲过。如果他们讲前人讲过的事情，听众

就会觉得他们是在咿呀学语。而如果他们讲新的东西，他们就没办法找到

好的演讲。所以我说，尽管这两种人都受称赞，那些从事更困难的工作的

人应得到更多的称赞。

①按照臂者们的理解，正确的判断在音乐上不重要。

② 亚里士多德此处是指在他主持编寨的 158 个希腊与非希腊城邦的政制ir:
编， 《雅典政制》是其中的一部。

③ 即在公共的或私人（家庭）的治理上有经验的人。所以总起来说，亚里士多
德是认为， A个人不可能从政治学的专家（政治家）那里，也不可能从智者们那型学

习主法学，而应当在自己取得的（政治的或家庭的）治理经验的基础上，理解那些好

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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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的人阅读这些汇编也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除非这种判断自动地

出现在脑子里，尽管这种阅读可以使人更善于理解这些事务。由

于以前的思想家们没有谈到过立法学的问题，我们最好自己把它

15 与政制问题一起来考察，从而尽可能地完成对人的智慧之爱的研

究。首先，我们将对前人的努力作一番回顾。然后，我们将根据

所搜集的政制汇编，考察哪些因素保存或毁灭城邦，那些因素保

存或毁灭每种具体的政体；什么原因使有些城邦治理良好，使另

20 一些城邦治理糟糕。因为在研究了这些之后，我们才能较好地理

解何种政体是最好的，每种政体在各种政体的优劣排序中的位

置，以及它有着何种法律与风俗。①我们就从头说起。

① 这里列出的三个步骤或方面，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的最初步的纲

要。所以｛政治学》是接着伦理学，从立法学与政制的方面对人的智慧之爱（即哲

学）的进一步的研究。



附录一

全书内容提要

第一卷

［善I

1. 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

某种善为目的。在各种目的中有些是从属性的。主导的目的优越

于从属的目的。

2. 最高的善必定是因其自身而被追求的。而关于这种善的

科学就是政治学。

3. 我们对每种科学只能期求那种题材所容有的确定性。政

治学只能获得概略的确定性。学习政治学需要有良好的品质和生

活的经验。

4. 那么什么是最高善？人们都同意这就是幸福。但对于什么

是幸福则有不同意见。政治学的研究最好从有良好品质的人所承

认的那些事实开始。

5. 享乐的生活是动物式的。政治的生活追求荣誉与德性，

但这些也是不完善的。

6. 我们所爱的哲学家因此提出善型的概念。但是这有违于

他的思想的逻辑，并且也无助于我们的实践。

7. 我们所追求的是可实践的善。作为目的的事物有些是因自

身，有些是因它物而被追求的。最高善必定是完全的、自足的善。

8. 这个定义也可从流行意见得证。因为人们说幸福是最

好、最高尚且最令人快乐的东西，并且始终与外在的善相联系。

9. 然而幸福是学得而不是靠运气获得的。因为幸福在于灵

魂的合德性的活动，并且是一生中的合德性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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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但是这不等于说，一个人只要还活着就不能说他是幸福

的，，

11. 但我们也不能说一个人的幸福丝毫不受他的后代人的命

垣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微乎其微。

12. 幸福可以说并不是适合我们称赞的事物。我们所能称赞

的只是德性。

13. 然而要研究德性就必须研究灵魂。灵魂有一有逻各斯的

部分和一无逻各斯的部分。相应地，德性也分为理智德性与道德

德性c

第二卷

［道德德性l

1. 道德德性由习惯生成，既不出于自然，也不反乎自然。

德性既生成于活动也毁灭于活动，并且只有在活动中实现。

2. 所以研究德性就要研究实践。然而对德性的研究只能是

概略的。我们现在可以明了的是，德性必须避开过度与不及。

3. 其次，它同快乐与痛苦相关。与技艺一样，德性也是同

比较困难的事情，即正确地对待快乐与痛苦，相联系的。

4. 但是，技艺只相关于对象的性质，德性还相关于自身的

心态巳l 获得技艺是知，获得德性是选择。

5. 从种上说，德性不是感受感情的能力而是对待感情的品

质，不是被动的感情而是主动的选择。

6. 从属差上说，德性是选择适度的那种品质。适度有相对

于对象的和相对于我们自身的。德性选择的是相对于我们自身的

适度c

7. 但是这一前提只有深入到具体的德性上，才有更大的确

定性u 在恐惧与信心、快乐与痛苦、财富与荣誉、怒气与羞耻、

言谈与交往方面，都存在着过度、不及和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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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过度与不及相互反对，它们也同适度的品质对立。

9. 要想获得适度，首先要避开那最与适度对立的极端，其

次要弄清那把我们引向错误的东西并努力将自己拉向相反方向。

第三卷

［行为 1

1. 行为有出于意愿的和违反意愿的。凡行为的始因在自身

内的行为都是出于意愿的。

2. 德性意味着选择。选择是出于意愿的，但出于意愿未必

都是选择。选择不同于欲望、怒气、希望与意见，意味着经过预

先的考虑。

3. 我们所考虑的只是我们力所能及而又并非永远如此的事

物，而且，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4. 希望则是对于目的的。好人所希塑的善是他真正希望的

善，坏人所希望的善则是只对他才显得善的东西。

5. 恶与德性一样是出于意愿的。因为，对一件事情做与不

做都在我们能力之内c 行为的始因在我们自身。

［具体的德性］

6. 勇敢是恐惧与信心方面的适度，是面对一个高尚的死时

在恐惧方面的适度品质。

7. 勇敢的人也对那些超出人的承受能力的事物感到恐惧。

但他能以正确的方式，按照逻各斯的要求并为着高尚之故恰当地

对待这些事物。

8. 有五种同勇敢相似的品质：公民的勇敢、经验的勇敢、

怒气的勇敢、乐观的勇敢、无知的勇敢。

9. 勇敢本性上是痛苦的。它意味着承受痛苦，尽管其目的

令人愉悦。而且，一个人越有德性，面对死亡就越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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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0. 节制是快乐与痛苦方面的适度。节制并非与一切快乐与

痛苦相关，而只同肉体的尤其是触觉上的快乐与痛苦相关。

11. 节制的人适度地期望获得那些适当而愉悦的事物。他不

以不适当的事物为快乐，对于这些事物中的令人愉悦的事物也不

会感到过度的快乐。

12. 放纵比怯懦更出于意愿。然而放纵的品质却不是出于意

愿。对快乐的欲望应当时时加以管教。

第四卷

［具体的德性（续）］

I. 慷慨是小笔财物的给予方面的适度。慷慨的人以最好的

方式使用其财物c 在挥霍与吝啬两个极端中，吝啬是更大的恶。

2. 大方是大笔财物的花费方面的适度。大方的人的花费是

重大的和适宜的，其结果也是重大的和适宜的。

3. 大度是对重大的荣誉的欲求方面的适度c 大度的人自视

重要也配得上那种重要性。大度的人最关注荣誉而又对之取适当

的态度。

4. 在对小荣誉的欲求上也有过度、不及和适度。爱荣誉者

在欲求上过度，不爱荣誉者不及，适度的品质则无名称。

5. 温和是怒气方面的适度。温和的人是以适当方式、就适

当的事、持续适当的时间发怒的人，尽管他显得偏向不及一边。

6. 友善是社交方面的适度。友善的人既不随意讨好人，也

不随意使人痛苦。他的友好或所施加的痛苦都出于高尚的目的。

7. 诚实也是社交方面的适度，但相关于交往的真实与虚

伪。诚实的人拒绝虚伪，但是他可能对自己少说几分。

8. 机智是消遣性交谈方面的适度。有品味地开玩笑的人被称

作机智的。机智的人只说和昕适合一个慷慨的人说和昕的东西D

9. 羞耻不是德性，而是由坏行为引起的一种感情。羞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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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帮助青年人少犯错误。所以我们称赞有羞耻感的青年人。

第五卷

［公正］

1. 公正有两种意义：守法与平等。守法是总体上的公正。

守法的公正不是德性的→部分，而涵盖着德性的整个范围。

2. 具体的公正则相关于荣誉、钱物等等这类事物的获得上

的平等或不平等。具体的公正又分为分配的公正和私人交易的公

正。

3. 分配的公正是两个人和两份事物间的几何比例的平等。

这种公正就在于成比例。

4. 矫正的公正是对违反意愿的交易结果进行纠正的公正。

矫正的公正是算术比例的平等，矫正是使双方交易之后所得相等

于交易之前所具有的。

5. 回报的公正是自愿、交易中的公正。它是把城邦联系起来

的纽带。回报的公正是两种产品依几何比例关系的交换。必须预

先建立此比例关系才能实现这种公正。

6. 公正又可分为政治的公正与家室的公正。只有在比例或

算术上平等的人之间才有政治的公正。政治的公正是真正的公

正。家室的公正只是类比意义上的。

7. 政治的公正有些是自然的，有些是约定的0

8. 行公正与不公正都司能出于意愿或违反意愿。出于意愿

的是公正的或不公正的行为。否则就只是公正或不公正的事。

9. 受公正尤其是不公正的对待是否也会出于意愿？如出于意

愿仅意味着知道，一个伤害自己的人就可以说是出于意愿地受此

对待。如它还意味着违反他自己的希望，便不可作如是说。

10. 公道既与公正同类，又不等同于后者。它优于法律的公

正，是对法律的由于一般性而带来缺陷的公正的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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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所以，在本义上一个人不可能对自身行不公正。但是在

人自身中有不同的部分且这→部分可能对另一部分不公正这种转

义L 则可以有对自身的不公正。

第六卷

［理智德性］

1. 但是只懂得行为要适度井不使人更聪明，还必须懂得何

为适度以及如何确定适度。所以还要懂得灵魂的有逻各斯的部分

的性质。这个部分又可分为知识的部分和推理或考虑的部分。

2. 努斯与欲求主导着人对实践的真的追求。灵魂逻各斯的

知识的部分的目标在于真。考虑的部分的目标在于正确。

3. 灵魂以科学、技艺、明智、智慧、努斯五种品质把握此

真实。科学以不变的事物为对象，是可传授的、证明性的。

4. 口J变的事物是制作或实践的对象。制作是使某事物生成，

不同于实践。技艺是与真实的制作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品质ε

5. 明智是灵魂的推理部分的品质，是考虑总体上对于自身

是善的和有益的事情的品质。明智在对象上不同于科学，在始因

t不同于技艺。

6. 努斯是灵魂把握关于不变事物的知识、关于可变事物的

推理的始点的真实性的品质。

7. 智慧有具体的和总体的。总体的智慧是努斯与科学的结

合，是对于最高等的题材的科学。

8. 明智有关于城邦的和关于个人生活的。前者有立法学与

政治学。但是通常所说的是后者c 明智同努斯相反，相关于感觉

的具体。所以获得明智需要生活经验。

9. 明智包含好的考虑。好的考虑不是科学或判断与意见的

真。它是对于达到一个好目的的手段的正确的考虑。

I 0. 明智也与理解相关c 理解和明智都同变化而困难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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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然而有所不同。明智发出命令而理解则只做判断。

11. 明智也包含体谅。体谅是在同公道相关的事情上善于作

出正确的区分的品质。理解与体谅都同终极的实践事务相关。

12. 明智与智慧即使不产生结果，其自身也值得欲求。它们

事实上产生一种结果，即幸福。明智与道德德性完善着活动。

13. 明智与德性不可分离。自然德性离开明智就不能成为德

性，离开了德性也不可能有明智。明智是它所属的灵魂的那个部

分的德性。

第七卷

［自制］

1. 有六种品质：超越、德性、自制、不能自制、恶、兽

性。要避开的是后三种。

2. 自制问题上的疑难问题有：不能自制者是否有正确知识？

是否自制者都不节制，节制者都不自制？自制是否意味着固执？不

能自制是否比放纵更难改正？不能自制与哪些事物相关？

3. 有知识有两种意义：有知识且运用之，有知识但未运

用。不能自制者的知识是残缺的：他或者像醉汉那样不能运用其

知识，或者只运用大前提或小前提。

4. 自制或不能自制同营养、性爱等必要的肉体快乐相关。

财富、荣誉上的不能自制则只是限定意义上的不能自制。

5. 出于残障与习惯的兽性和病态不属于恶，因而不属于不

能自制的范围。它们只是在转义上被称为不能自制。

6. 怒气上的不能自制不像欲望上的不能自制那样可憎。自

制与不能自制只是同肉体欲望与快乐相关的。

7. 放纵的人比不能自制者更坏，因为他没有强烈欲望就做

了可耻的事。自制比坚强更值得欲求，因为战胜快乐比忍受痛苦

更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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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不能自制者比放纵者好改正。因为他保持着德性的始

点，不是出于选择并且存有悔恨。放纵者则相反0

9. 自制与固执相似但不同 c 自制者坚持正确并抵抗欲望，

固执的人坚持一切，抵抗的是逻各斯而不是欲望。

10. 一个人不可能明智而不能自制。明智不仅意味着知而且

要实践，不能自制者恰恰是知而行不及。

［快乐］

11. 对快乐有三种主要批判意见：所有的快乐都不是善；有

些快乐是善，尽管多数不是；快乐是→种善但不是最高善。

12. 快乐是人的正常品质的不受阻碍的实现活动。向正常品

质回复的快乐不是正常的快乐。正常的快乐是善而不是恶。

13. 快乐是某种善，因为快乐与痛苦相反且痛苦是恶；兽类

和人都追求快乐。而且，如果快乐与实现活动不是某种善，幸福

的人的生活就不是令人愉悦的。

14. 必要的肉体快乐不是恶，它只当过度时才是恶。肉体快

乐特别被人们追求是因为它能驱逐开痛苦并且特别强烈，易于为

人们享受。过度的快乐与必要的快乐对立，而不是与痛苦对立。

第八卷

［友爱 1

l. 友爱是或近似一种德性。它不仅必要而且是高尚的。但

友爱是源于相似性还是相反性？是一切人都会有朋友，还是坏人

不会有朋友？友爱只有一种还是有多种？

2. 有三种东西可爱：善、愉悦和用处。友爱需要互有、互

知善意，并且这种善意是出于上述原因之一。

3. 由此产生出三种友爱：善的或德性的、快乐的、有用

的。快乐的和有用的友爱不是无利害的，因而是偶性的。善的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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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因对方自身之故的、既善也愉悦和有用的、持久的。

4. 善的友爱还是相似的。快乐的与高用的友爱也可以是相

似的，且仅当相似时才能持续。一旦一方变化了，友爱便枯萎。

善的友爱也不受离间。其他两种友爱则不免受到离间。

5. 做朋友也与有德性一样有两种意义。只有共同地生活才

是在实际地做朋友。好人因彼此的菁、愉悦和有用而愿意共同生

活。然而友爱不同于爱。爱是一种感情，友爱则是一种品质。

6. 所以德性的朋友不能拥有很多。快乐的、有用的朋友则

可以同时有许多。快乐的友爱更接近于善的友爱。不过这些都是

就平等的友爱而言的。

7. 另一类友爱包含着其中一方的优越地位。其中每一方从中寻

求得到的都与另一方不同。但爱又需要以比例平等化。平等在友爱

上首要的意义在于数量平等。双方如差距过远便不能继续做朋友。

8. 多数人由于爱荣誉，更愿意被爱而不是去爱。但友爱更

在于爱。善的友爱双方能给对方以应得的爱，所以持久。

9. 友爱与公正都依赖于共同体且相关的程度相同。共同体

不同，友爱与公正也就不同。政治共同体是最高共同体。共同利

益被看作政治共同体的公正。

10. 有三种政体：君主制、贵族制、资产制。相应地也有三

种变体：懵主制、寡头制、民主制。它们在家庭中都有其类似的

形式。

11. 君主制和父子的友爱是善的，其公正在于成比例。贵族

制和夫妻的友爱与公正是德性的c 资产制和兄弟的友爱与公正是

平等的。各种变体中，民主制下的友爱与公正最多。

12. 可以把家室的友爱同其他的友爱区分开来。家室的友爱

有多种，但都从父子的友爱派生。与子女对父母相比，父母对子

女知之更深、视为自身并爱得更长久。

13. 平等的友爱中抱怨主要存在于有用的友爱中。因为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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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每一方都想多得。基于法律的那种友爱中抱怨相对少些c 公

正的原则在于尽力偿还。

14. 不平等的友爱也有争吵。分歧在于是依德性、贡献还是

需要来分配。公正的原则在于使不同的人多分得不同的东西。这

种安排既重建了平等又保全了友爱。

第九卷

［友爱（续）］

1. 不相似的友爱当通过比例而达到平等并得以保持。对高尚

的服务应尽力回报。若给予是为得报，就应回报其所配得的。如达

不到一致，事先由接受者确定回报的数额就不仅必要而且公正。

2. 不同回报要求中何者当优先难以确定。总的原则是先回

报后施惠于人。但是这容有例外。一个人的要求不能始终高过别

人。对每种人亦应以适合他们各自的方式回报。

3. 如对方极大改变了，友爱当否终结？若是快乐的或有用的

友爱，这无可厚非。若是善的友爱，则终结虽应当，但仍应为过

去时光故而有所关切。

4. 对朋友的爱是自爱的延伸。友爱的特性存在于好人同他

自身的关系中，而不存在于坏人同自身的关系中。好人对待朋友

像另一个自身。

5. 友爱包含善意，但善意还不是友爱。善意是友爱的起

点。善意继续发展，达到亲密，就成为友爱。然而不是有用的或

快乐的友爱，因为这些友爱里不存在善意。

6. 团结近似于友爱。团结是指全体公民基于共同利益为实

现共同的重大决定而努力。所以团结似乎就是政治的友爱。

7. 进一步的问题。首先，何以施惠者更爱受惠者而不是相

反？施惠者爱受惠者就如作者爱他的作品。施离的行为中有高

尚。感情总是属于主动者。人们对辛苦得来的东西更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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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次，一个人是否当自爱？若自爱是指使自己多得钱财与

荣誉，便不应当。若是指爱自身中最高贵的那个部分，便应当。

好人应当是后种意义上的自爱者。

9. 第三，幸福的人是否需要朋友？幸福的人既然万善具备就

必定有朋友。他需要朋友来接受其善举。人天生要过政治的生活。

幸福在于活动。幸福的人需要好人朋友一起进行持续的活动。

10. 第四，交友是否要适度限量？有用的和快乐的朋友都既

不要没有也不要过多。交好人朋友也当以能持续交往的最大数量

为限。一个人不可能与太多朋友共同生活。

11. 第五，人在幸运时还是不幸时更需要朋友？在这两种情

况下我们都需要朋友。在不幸中我们更需要有用的朋友；在幸运

中更需要有德性的朋友。

12. 共同生活是友爱的本质。它是友爱中最值得欲求的东

西。每个人都在他最喜爱的活动中与朋友共同生活。共同生活使

好人的友爱更好，使坏人的友爱更坏。

第十卷

［快乐］

1. 快乐问题不应忽略，因为快乐似乎与我们的本性最为相

合。有两种对立的意见。有些人认为快乐就是善。有些人则相

反，认为快乐完全是坏的。

2. 欧多克索斯认为，既然快乐为一切生命物所追求，其反面

痛苦为一切生命物所躲避，其自身就值得欲求，且使其他的善更加

善，它就是最高善。但是最后这条论据只能表明快乐是一种善。

3. 持相反意见的人认为，快乐不是一种性质，而且不是限定

的、生成的，所以完全不是善。但是他们所说的是不正常的快乐。快

乐有性质的不同。来源于高尚事物的快乐是自身就值得欲求的。

4. 快乐不同于运动，它是某种整体的、完善的东西。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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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感觉的完善的实现活动不可分离并完善着这种活动。

5. 所以每种实现活动都有完善着它的特殊快乐。每种动物

都有其特殊的快乐。不过在人类中不同的人有完全不同的快乐。

完善着好人的实现活动的快乐是真正的快乐c

［幸福 1

6. 幸福不是品质，而是因其自身而值得欲求的、合德性的

实现活动。幸福不在于消遣。消遣是一种体息，我们需要体息是

为着严肃的工作c 越有德性的人，其活动就越是严肃。

7. 若幸福是合德性的活动，它就是合于我们自身中那个最

好部分的德性的活动，即沉思。它是最完美的活动。但我们只有

以自身中神性的东西才能过这种生活。努斯是神性的东西。

8. 道德德性的实现活动只是第二好的。因为道德德性是属

于人的。德性的实践需要许多外在的东西，沉思则不需要。所以

完善的幸福是某种沉思。智慧的人是最幸福的。

9. 对德性只知道还不够，还必须努力去获得。德性以好品

质为前提，而好品质需在好法律下养成。这种教育可由公共制度

或个人来实施。但懂得立法学才能更好地进行教育。所以我们还

必须懂得立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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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生平简表

前 384 年 生于希腊哈尔基斯（Chalcis）的斯塔吉拉

(Stagira）。这个城市靠近马其顿宫廷所在地贝拉（Pella）。亚里士

多德的父亲老尼各马可（Nicomachus）是马奇顿宫廷的御医，母亲

是来自优卑亚岛（Euboea）的侨民，在斯塔吉拉有房产。亚里士多

德也许在马其顿宫廷中度过了童年。

前 367 年 旅行到雅典（Athens），就学于柏拉图的学园。

前 347 年 柏拉图去世后，也许是因为同马奇顿宫廷的亲近

关系，亚里士多德离开雅典。在一位做了阿索斯（Assos）的情主

的柏拉图主义者赫尔米亚斯（Hermias）的邀请下，亚里士多德到

了阿索斯，并娶了赫尔米亚斯的妹妹（一说养女）庇西阿丝

(Pythias）为妻。与色诺克拉底（Xenocrates）和较早回到小亚细亚

的另两位柏拉图主义者埃拉斯都（Erastus）和克里斯库（℃oriscus)

共同发展了雅典学园的小亚细亚分部。《政治学》第七卷在此期间

完成。开始对动物学的研究。

前 345 年 旅行到米蒂利尼（ Mytilene），继续动物学研究。

前 342 年 在马奇顿王菲力（Philip II）二世的邀请下，旅行

到贝拉，做亚历山大（Alexander）的教师。〈欧台漠伦理学》可能在

这个时期完成。

前 340 年 菲力南征希腊，亚历山大为父王摄政，亚里士多

德回到故乡斯塔吉拉休居。

前 336 年 菲力遇刺，亚历山大继位c

前 335 年 亚历山大远征亚洲，安提帕特（Antipater）一一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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哩士多德的好友 为亚历山大摄政，兼管希腊军务。短居斯塔

吉拉之后，亚里士多德回到雅典，在日克昂（Lyceum）租借了一

些健身房，建立了他自己的学园。

同年，庇西阿丝去世，留给亚里士多德一个女儿小庇西阿丝

( Pythi剧， jr. ）。此后，亚里士多德同一个奴隶海尔庇利丝

(H时叩yllis）共同生活，后者为他生育了一个儿子尼各马可

(Nicomachus, the son）。《尼各马可伦理学》大约在这一时期完成。

前 323 年 在亚历山大猝亡后，亚里士多德被祭司欧吕麦冬

(Eurymedon）控犯大不敬罪，理由是他为赫尔米亚斯写的一首颂

诗亵渎神灵。亚里士多德因此决定在判决前离开雅典，以免使雅

典人“第二次对哲学犯罪”。他迁居哈尔基斯，他母亲的故乡，

那里有他母亲的一处房产。

前 322 年 由于长期消化不良和过度工作，逝世于哈尔基
斯，享年 63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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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亚里士多德德性表

下面列出的德性表见于《欧台漠伦理学》第二卷(1220b37 -al2）。

不及 德性 过度
麻木，aopγησ山 温和， mα6节］＜； 恤怒，Op'YLλ&r咐

inrascibility, gentleness, irascibility, 
spiritlessness good-temper passionateness 

怯懦， 8BLλM 勇敢，av8peCa 鲁莽，Opα时叫q
cowardice COUilll!e rashness, audacity 

惊恐，阳T伽λ咱也唁 羞耻， αi.8削 无耻，也vαUJXUVTLa
shyness, bashfulness modesty, shame shamelessness 

冷漠， UαL0'6ησ阳 节制， σω忡。例叫 放纵，也KOAClσI.Cl
insensibility temoerance intemperance, profliKacY 

元名称， 义愤， vtµ.eσ问 妒忌， φ06vo<;
av白viiµov indiimation envy 

失，如µi.o: 公正， 8i.Kαiov 得， Kepll的
gain justice loss 

吝啬， avelleu6epia 慷慨，品eu6epw叫号 挥霍，＆σ(!)Ti.a
meanness, illiberality liberality lavishne陋， prodigality

自贬， el.pwvei.α 诚实，航向0ei.a 自夸， lxllatovei.a
self-depreciation, irony truthfulness, sincerity boastfulness 

恨， ll'lrex0eLα 友爱， φLλLa 奉承， KollaKei.ll
peevishness, surliness friendliness complaisance 

固执，副局a8ei.a 骄傲， creµv仿市 洛媚， apeσKBLα
stubbornness proper pride servility 

柔弱， Tp\J<f>epO叫q 坚强，阳prep阳 操劳，阳KOτa0eL<X
softne田， luxuriousness endurance sufferinK hardworkin11: 

谦卑， µLKpO趴巧）（i'.α 大度，协B"Jαλo机'Xi.a 虚荣， xauv的咱
humility, smallness mlll!nificence vamtv 

小气， µLKp01TpB咽旧
大方， µ.e-yalloτ pi::ne山 铺张， ＆anavηpl.ex

nigg缸dline脯，
magnamm1ty, greatness vulgarity, tastelessness 

snobbiness, shabbiness 

单纯， eirij0BLα 明智， φp6νησi.<; 狡猾，宵αvoupγi.a
simplicity prudence cunnm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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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这些德性条目及其过度与不及形式的希腊语词汇和主要的英

语译名列在表内，以方便读者理解。从《尼各马可伦理学》的讨

论中我们不难看出，亚里士多德在讲授《尼各马可伦理学》时使

用着一份极其相似的德性表，甚至可能就是同一份德性表。相似

的德’性表还可以从《大伦理学》和《修辞学》中看到 c 在《修辞

学》（ I 366b 1 - 21 ）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份非常简约的德性

表，与每种道德德性相应的只有→种最与它相反的恶的品质，或

者是过度，或者是不及：

德性 相反者

公正 不公正

勇敢 怯懦

节制 放纵

大方 小气

大度 谦卑

慷慨 吝啬

温和 I 未提及］

《大伦理学》（ 1185bl -13, 1190b9 -1193a37）则提供了一份内

容非常丰富的德性表，不仅明智、机智与智慧等等被明确地作为

理智德性与道德德性相区分（尽管机智仍然与道德、德性放在－道

讨论），而且对每种德性都尽可能区分了它的过度与不及的形

式：

不及 德性 过度

冷漠 节制 放纵

公正 不公正

勇敢（与自信和恐惧相关）

呆板 机智 滑稽

麻木 温和 惺怒

吝啬 慷慨 挥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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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卑大度 虚荣

小气大方 铺张

幸灾乐祸义愤 妒忌

自傲骄傲 谙媚

羞怯羞耻 无耻

恨友爱 奉承

自贬诚实 自夸

从上面的引述看，如果我们把《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五至七卷看

作与其他部分是属于一个整体的，《欧台漠伦理学》德性表、《大伦

理学》德性表与《尼各马可伦理学》德性表的相似性便是显而易

见的。

不过填密的研究表明，《尼各马可伦理学》德性表与《欧台漠

伦理学》德性表仍然存在一些区别。乌兹（M. Woods）在所译

{ i亚里士多德欧台漠伦理学》（克莱伦顿出版公司， 1982 年）

“评注”（第 115 页）中指出了两者的下述区别：

l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在不爱荣誉与过

度爱荣誉两种极端之｜同规定了一种适度品质，尽管没有

确定其名称；

2.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骄傲与友爱两者未分，尽管

奉承与滔媚是相互区分的；

3. 在《欧台漠伦理学》中明智被作为两种极端之间的适度

品质，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明智不再像道德德性那

样被表明是存在于哪两种极端之间的，取代明智的是机

智，这与《大伦理学》的做法相同；

4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 11£强没有出现在第二卷第 7

章的道德德性导言中，而是出现在第七卷第 7 章。我认

为还可以补充：

5.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与机智相应的两种极端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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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呆板和滑稽（这一点也与《大伦理学》的做法相同），

而不是天真和狡猾（像《欧台漠伦理学》那样）；

6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羞怯与惊恐或恐惧作为在羞

耻｜二的不及，未加以区分；

7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义愤的不及形式被暂时地确

定为幸灾乐祸这一名称；

8. II毕强的过度的形式，亚里士多德在第七卷中并未直接地

命名，不过他在其他地方也间或提到了操劳，尽管并没

有直接把它与坚强的过度形式联系起来。

依据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把《尼各马可伦理学》实际使用的德

件；灰复原如下：

不及 德性 过度

麻木 温和 惺怒

怯懦 勇敢 鲁莽

羞怯、惊恐、恐惧 羞耻 无耻

冷漠 节制 放纵

幸灾乐祸 义愤 妒忌

失 公正 得

吝啬 慷慨 挥霍

自贬 诚实 自夸

不爱荣誉 无名称 好名
t恨 友爱、骄傲 奉承

请媚

柔弱 坚强 操劳

谦卑 大度 虚荣

小气 大方 铺张

呆板 机智 技猾

像明智与坚强在《欧台漠伦理学》和机智在《大伦理学》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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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机智与坚强是作为理智德性讨论

的ι 不过这一点没有妨碍亚里士多德考虑它们各自的不及和过度

形式。或许，亚里士多德是认为，坚强与机智是同道德德性最相

近的理智德性，所以还可以像道德德性那样地区分出与它们各自

相应的两种极端。而明智（以及特别与它相近的品质：理解和体

谅）与智慧则无法区分相应的极端，而且事实上对于它们总是拥

有得越多越好。

这份德性表仍然采取了《欧台漠伦理学》德性表的顺序，以

便于同该表加以比较。至于这三部伦理学著作在讨论德性条目的

顺序上的异同，这里不做讨论，它超出了这个附录本身的目的。



附录四

〈尼各马可伦理学》
的现代校订、翻译、注释本书目

-1-

本书译文与注释所参照的现代中英文翻译、注释本包括（依

书名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A 《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第 1 、 2 章，第二卷第 1 、 1

5, 6 章，第十卷第 7 章，北京大学外哲史教研室翻译，载北京

大学外哲史教研室编译的《古希腊罗马哲学》，新 l 版，商务印

书馆， 1961 年；

A 《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二、三、六卷，佳冰、再裕文

翻译，载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

馆， 1964 年；

A 《尼各马可伦理学》，苗力田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1990 年；

A 《尼各马可伦理学注释》，斯图尔特注释，两卷本，克莱

伦顿出版公司， 1892 年［ Notes on the Nicomachean Ethics of Arista

tle, by J. A. Stewart, in two volums, Oxford, Clarendon, 1892]; 

A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伯尼特校订并注释，麦修恩公

司， 1899 年［ The Ethics of Aristotle, ed. with notes by J. Burnet, 

Iρndon, Methuen & Co., 1899] ; 

A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格兰特撰文、校订并注释，两卷

本，朗曼斯与格林出版公司， 1885 年［ The Ethics of Aristotle,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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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strated with essays and notes by Sir A. Grant, in two volumes, Iρn’ 

don, Iρngmans, 1885] ; 

A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汤姆森翻译，特里登尼克修订、

注择并编制附录，巴恩斯撰写“导言”并编制书目，企鹅书屋，

1976 年［ The Ethics of Aristotle: The Nicomachean Ethics, trans. by 

J. A. K. Thomson, rev. with notes and appendices by H. Tredennick, 

introduction and bibliography by J. Barnes, Iρndon, Penguin Books, 

1976] ; 

A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爱尔温翻译并注释，第

2 版，哈奇特出版公司， 1999 年［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trans. with notes by T. Irwin, 2nd 叫， Indianapolis, Hachett Publishing 

Co., Inc., 1999]; 

A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奥斯特沃特翻译、注释

井撰写“导言”，鲍伯斯－梅瑞尔公司， 1962 年［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z町， trans.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M. Ostwald,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Co., 1962]; 

A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拜沃特校订，克莱伦顿

出版公司， 1847 年 ［ A巾totelis: Eth比α Nico阳cheα’ adnotation

I. Bywater, Oxonii, E Typographeo Clarendoniano, 1847]; 

A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彼得斯翻译并注释，第

5 版，基根·保罗出版公司， 1893 年 ［ The Nicon阳hean Ethics of 

Ari.1totle, trans. by F. H. Peters, 5th ed., Iρndon, Kegan Paul, 1893];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克里斯普翻译，剑桥大

学出版社， 2000 年［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trans. and ed. by 

R. Crisp,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A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莱克汉姆校订、翻译并注

释，威廉·海恩曼公司， 1926 年 ［ Aristotle: The Nicomachean 

Ethics, trans. by H. Rackham, London, William Heinemans, 19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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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罗斯翻译并撰写“导

言”，阿克瑞尔、厄姆森修订，牛津大学出版社，平装本， 1980

年［刷刷tle: The Nicornachean Ethics, trans.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D. Ross, rev. by J. L. Ackrill and J. 0. Urmson, paperback 饨，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A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韦尔登翻译并注释，麦

克米兰公司， 1902 年 ［ The Nicomαchean Ethics of Aristotle, 

trans. with notes by J. E. C. Welldon, Iρndon, Macmillan, 1902] ; 

A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五卷》，杰克森翻译

并注释， 1879 年版重印本，阿尔诺出版公司． 1973 年 ［ The

F扩th Book of the Nicomαchean Ethics of Aristotle, trans. by 

H. Jackson, Reprint of the 1879 edition, New York, Arno Press., 

1973 ）。

A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格林伍德翻

译并注释， 1909 年版重印本，阿尔诺出版公司， 1973 年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Book Six, wi由 essays, notes, and 

translation by L. H. G. Greenwood, Reprint of the 1909 edition, New 

York, Arno Press., 1973 ］。

希腊语本文主要参照上述格兰特校本、莱克汉姆（委布希腊

文本）校本，间或对照拜沃特校本。

-2-
关于《尼各马可伦理学》主要现代校订本同其手稿之现存古

抄本①关系，我们可以从莱克汉姆校译的《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

① 亚里士多德著作各主要现存古抄本，根据贝克尔（I. Bekker）校勘的《亚呈士

多德全集》（ 1831 年版）影印本（格鲁伊特公司， 1970 年）编者的整理，（该书“重印

者序”），可依四个系列列如下表（下述抄本的名称后面皆略去了“抄本”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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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乌尔屏 35 Aa 马季安 208 Ab 劳伦T 87 - 12 a 梵蒂冈 251

H 马季安 201 Ba 梵蒂冈帕拉亭 162 Bb 劳伦丁 87 - 18 b 巴黎 1859

C 考斯林 330 Ca 劳伦丁 87 -4 Cb 劳伦T 87 -26 c 巴黎 1861

lJ 考斯林 170 Da 梵蒂冈 262 Db 安布罗斯 F - 113 d 劳伦T 250 

E 巴黎皇家 1853 Ea 梵蒂冈 506 Eb 马季安 211 e 梵蒂冈 1025

F 劳伦丁 87 7 Fa 马季安 207 Fb 巴黎 1876 f 马季安 206

G 劳伦丁 87-6 Ga 马季安 212 Gb 巴黎 1896 g 奥托鲍尼 152

H 梵蒂冈 l027 Ha 马季安 214 Hb 巴黎 1901 h 巴罗奇 79

I 梵蒂冈 241 la 劳伦丁 57 - 33 lb 考斯林 161 i 巴黎 2032

K 劳伦丁 87-24 Ka 马季安附件 4 -58 Kb 劳伦丁 81 - 11 k 梵蒂冈 499

L 梵蒂冈 253 La 马季安 263 11> 巴黎 1854 l 巴黎 1860

M 乌尔屏 37 Ma 考斯林 173 Mb 马季安 213 m 巴黎 1921

N 梵蒂冈 258 h 马季安 215 Nb 马季安附件 4 53 n 乌尔屏 39

。梵蒂冈 316 Oa 马季安 216 Ob 理查德抄本 。考斯林 166

P 梵蒂冈 1339 Pa 巴黎 2069 Pb 梵蒂冈 1342 p 考斯林 323

。吗季安 200 Qa 乌尔屏 38 Qb 劳伦丁 81 - 5 q 乌尔屏 76

R 巴黎门02 Ra 梵蒂冈 1302 Rb 劳伦T 81 6 r 乌尔屏 50

5 劳伦丁 81 - I Sa 劳伦丁 60 19 Sb 劳伦丁 81 21 s 帕拉亭 164

T 梵蒂冈 256 Ta 劳伦丁 86 - 3 Th 乌尔屏 46 t 帕拉亭 295

U 梵蒂冈 260 Ua 奥托鲍尼 45 Uh 马季安附件 4-3 u 克里斯蒂安皇家 124

V 梵蒂冈 266 Va 乌尔屏 108 Vb 帕拉亭 160 v 劳伦丁 87-20

W 梵蒂冈 1026 Wa 乌尔屏 44 Wb 克里斯蒂安皇 125 w 劳伦T 87 - 15 

X 安布罗斯 H -50 Xa 梵蒂冈 1283 Xb 梵蒂冈 342 x 马季安 259

Y 梵蒂冈 261 Ya 巴黎 2036 Yb 梵蒂冈 1340 y 

Z 牛津基督学院 WA-7 Za 劳伦丁 87 21 Zb 帕拉亭 23 z 巴黎 2277

t述抄本中， Lb 巴黎抄本（Parisiensis ）第 1854 号，据吴寿彭翻译的（政治学》 “附

录四”注为莱比锡抄本［且Lip阳s由iens叫保罗堂藏本［阳Bib削bh川he回ca配e Pa剧ul巾l

贝克尔本影印本编者，莱比锡 1335 的系列代号是 Ls 而不是 Lb。除上述四个系列

外，据贝克尔校本影印本编者，亚里士多德著作还有更多的系列，这些系列可以从

Ac· … ·Zc, Ad…·剖，一直排列至 As··…·Zs。这些抄本的失真程度大约更高些，所

以很少会被引为根据。不过，这些其他系列的抄本中，有些也被校订者们参考，例

如

Ac 巴黎抄本 1741;

Be 乌尔屏抄本 47;

Cc 坎塔布里抄本；

De 梵蒂冈帕拉亭抄本 165;

01 牛津一号抄本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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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导言”、贝克尔（ I. Bekker）校勘的《亚里士多德全集》

( Aristotel白 Operα） ( 1831 年版）影印本（格鲁伊特公司， 1970 年）的

“重印者序”和“贝克尔之后的校订、翻译本概述

的《政治学》“附录四，，（第 513 一 515 页）中看到下述的联系：

A 贝克尔校订本（ 1831 ）所依的古抄本为

Kb，劳伦丁抄本（Laurentianus）第 81 - 11 号；

Lb，巴黎抄本（ Parisiensis）第 1854 号；

Mb，马季安抄本（Marcianus）第 213 号；

Ob，理查德抄本（Riccardianus) ; 

Ha，马季安抄本第 214 号；

础，马季安抄本附件第 4 -53 号。

但是贝克尔看重的是前四个抄本并常常忽略 Ha 和 Nba

A 格兰特校本（ 1857）所依者同贝克尔，并且比贝克尔更加

忽略后两个抄本。

A 莱姆索尔校本（ 1878 ）以贝克尔校本为基础。

A 杰克森编辑的《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五

卷》也以贝克尔校本为基础。

..苏斯密尔校本（ 1880）所依抄本除上述六抄本外，还包括

t居吴寿彭，贝tl还有

02 牛津二号抄本；

03 牛津三号抄本；

Pl 巴黎一号抄本 2023;

P2 巴黎二号考斯林抄本 161;

P3 巴黎三号抄本 2026;

P4 巴黎四号抄本 2025;

P5 巴黎五号抄本 1858;

P6 巴黎六号抄本 1857 ，等等。

C4 劳伦丁加斯底里昂抄本 4;

H 汉密尔顿抄本，和

Harl. 哈罗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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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马季安抄本第 200 号；

Pb，梵蒂冈抄本（V aticanus）第 1342 号；

。 l ，牛津一号抄本（Oxor时nsis），基督学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 ）第 112 号：

02，牛津二号抄本，所存处不详；

03，牛津三号抄本，所存处不详；

Pl ，巴黎一号抄本（Parisiensis），法国藏书楼（Bibliotheque 

Nationale）藏书第 2023 号；

n，巴黎二号抄本，同上，考斯林藏本（Ms Coisliniani）第

161 号；

Paris 1417，巴黎抄本，法国藏书楼第 1417 号。

A 拜沃特校本(1894）所依者同贝克尔。

A f自尼持校本（ 1900）兼取苏斯密尔校本和拜沃特校本。

A 苏斯密尔校本阿佩尔特（ 0. Apelt）修订本，在苏斯密尔校

本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正。

A 莱克汉姆校本（ 1926）以贝克尔校本为基础，兼取苏斯密

尔校本、拜沃特校本和阿佩尔特修订本。

A 德尔梅尔（ F. Dirlmeier) (1958）校本亦兼取苏斯密尔校本

和拜沃特校本。

-3-
《尼各马可伦理学》目前可见到的其他校本还有（依年代排

列）：

A 布鲁尔 (J. S. Brewer）校本， 1836 年；

A 杰尔特（W. E. Jelt）校本， 1856 年；

A 罗杰斯(J.E. T. Rogers）校本， 1865 年；

A 摩尔（E. Moore）校本， 1871 年。

《尼各马可伦理学》目前可见到的其他主要现代语翻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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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本还有以下几种（依首版年代排列）：

A 帕吉特（E. Pargiter）翻译的《尼各马可伦理学》 ［ Of

Morals to Nicomachus], 1745 年；

A 吉利斯（J. Gillies）翻译的《〈伦理学〉与〈政治学〉》

[Ethicα ＆ Politica] 1797 年， 1804 年， 1813 年；吉利斯翻译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 Aristotle's Ethics ］单行本，拉伯克百书文

库版，路特里奇父子公司， 1893 年；

A 泰勒（T. Taylor）翻译的《尼各马可伦理学》［ Nicomαchean 

Ethics ］ 《亚里士多德全集》版（9 卷本） , 1812 年；《〈伦理学〉、〈修辞

学人〈诗学〉》［ Ethica, Rhetorica & Poetica ］ 单行本， 1818 年；《尼各

马可伦理学》［ Nicomachean Ethics ］单行本， 1819 年；

A 柴斯（D.P.Ch副e）翻译的《尼各马可伦理学》

[ Nicomachean Ethics ］ ，达顿公司， 1847 年；修订版， 1861 年；

刘易斯（G. H. Lewes）撰写导言的卡姆劳特古典丛书版， 1890 年；

米切尔(J.M.M山hell）重编的新世界文库版， 1906 年， 1910 年；

史密斯(J. A. Smith）撰写导言重印版， 1934 年；

A 高尔克（P. Gohlke）编辑、翻译并注释的《亚里士多德尼

各马可伦理学》［ Aristoteles: Nikomachische Ethik] , 《亚里士多

德学术著作》［ Aristoteles: Dielehrschrie如叫版，费迪南德·薛宁

出版公司， 1847 年；重印版， 1956 年；

A 布朗恩（ R. M. Brown）翻译、注释并撰写导言的《亚里士

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 The Nicomachean Ethics of Aristotle ］ ，博

恩古典文库版， 1848 年， 1853 年；

A 威廉姆斯（R. Williams）翻译的《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

理学》［ The Nicomachean Ethics of Aristotle] 1869 年， 1876 年；

A 柯克曼 (J. H. Kirchmann）翻译、编辑的《亚里士多德尼各

马可伦理学》 ［ A巾toteles: Nikomachische Ethik ］ ，梅那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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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 年；

A 哈奇（W. M. Hatch）等翻译、晗奇编辑的《亚里士多德尼

各马可伦理学》［ The Nicomachean Ethics of Aristotle] 1879 年；

A 罗尔非斯（E. Rolfes）翻译、撰写导言并注释的《亚里士

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 i Aristoteles: Nikomachische Ethik ］ ，第 2

版［以柯克曼译本为第 1 版］，梅那公司， 1921 ；比恩（G. Bien）编

辑，第 4 版， 1985 年；

A 向达翻译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3 年；

A 周奇姆（H. H. Joachim）注释、评论的《亚里士多德尼各

马可伦理学》 ［ A巾totle: The Nicomachean Ethics ］ ，里斯

(D. A. Rees）编辑，克莱伦顿出版公司， 1955 年；

A 特里科特（J. Tricot）翻译、撰写导言并注释的《亚里士多

德尼各马可伦理学》［ A巾toteles: Eth均Mα Nicom叫时］，福尔林

哲学文库版， 1959 年；

A 阿踊斯托（H. G. Apostle）翻译、评论的《亚里士多德尼各

马可伦理学》［ Aristotle: The Nicomachean Ethics ］ ，雷德尔出版公

司， 1980 年；

A 戈蒂埃（ R. Gauthier）、约里夫 (J. Jolif) 注释的《亚里士多

德尼各马可伦理学》［ Aristote: L古thique a Nicom叫时］，第 2 版

（第 1 版年代不详） , 4 卷本，卢汶大学出版社， 1970 年；

A 德尔梅尔（ F. Dirlmeier）翻译的《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

理学》［ Aristoteles: Nikomachische Ethik] , 《亚里士多德著作全

集》第 6 卷，学术出版社， 1958 年， 196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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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汉语拼音排列）

A 
301②，如②， 314⑦

艾弗罗斯（Ephorus) 80④ 

a 艾伦伯格（V. Ehrenb吨） 284③ 
阿尔T ( Aldine) 132②， 133① | 

！安非阿拉俄斯（Ar叩hiar阻s) 59④ 
阿耳格斯（坤s) 3附 ｜安非洛斯科（Amphiloch川的
阿尔克迈翁（ Al回国剧。”， 59④， 154③ I 

｜安斯罗琐斯（但由m阳） 201 
冈州狄特（ Aphrodite）脱 ｜《安提多西斯》（ Ar仇IS) 3则
阿格莱亚（ Aglaia）阳① ｜安提戈涅（Antigo时 113②
阿加门农（均皿lffilI酬） 83(, 250 I ~ 

｜奥德赛（ Ody酣出） 55(, 178(, 195, 195 
阿｝JU松（ A伊出on) 169, 171, 171③ | ’ 

|(, 214 
阿客琉斯（ Achill四） 26⑤， 111① | 

i 《奥德赛H Odysseus ) 56(, 103(, 229(. 
阿克瑞尔(J . L. Ackrill) 8③ ! 

i 314④⑤ 
阿富奥~~I古斯（ Aroop咽皿） 63① ' 

V嗜血 《奥里斯提斯》（ Or.由阳） 225③ 
阿111.斯托芬（ Aristophan回） l侃②， 20当①

( 叩 ’｜奥斯特沃特（M. Ostwald) 4(, 196(, 247 
200'2) 

｜①， 259③， 272①，终4③， 296④， 316③
｛阿罗比》（ Alope) 210, 21的

问那卡西斯（岛国，harsis) 121(, 304 

阿那克萨格拉斯（ Anaxagoras) 176, 311 

阿森纽司（ Athe.阳eus) 11⑤，”② 

阿斯帕西尔斯（A年四面） 202③ 

阿特拉斯（ Atl田） 55③ 

埃1庇卡莫斯（ Epicharnrus) 229 (, 272, 

主72⑤

埃斯基涅斯（ Aeschines) 162⑤ 

埃斯库罗斯（ Aeschylus) 63, 63①， 1侃②

爱尔温（T. Irwin) 1γ1④， 183 ①， 206②， 

加②， 21跑， 228②⑦， 232③， 243②，

255(, 265(' 287 :2) ' 289(, 295(, 

B 

巴黎抄本（ Parisien.sis 1854, lli) 132(, 133 

①， 196③ 
拜沃特（ I. Bywater) 85(, 129(, 132(, 

133①， 135①， 196① 
包尔生（ F. p，剧!sen) 5(也

鲍尼特（M. Bonite) 63③ 
比阿斯（ Bi剧） 130 
彼得斯（ F. H. Pete时 45 ④， 165 ⑥， 186

①， 1叨①③， l”①， 208②， 212①， 221
①，则盏， 2“⑤

毕达哥拉斯（岛thagoras ) 11 (, 15, 15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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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47((, 141, 238④ 
毕达库斯（ Pittacus of Mitylene) 73⑥ 
波利克里托斯（Polycleitus) 175 , 175① 
波吕达马斯（Po且也皿s) 82, 82② 
波吕尼刻斯（Polin凹ces）刀1⑧

伯格克（T. Bergk) 72③ 
伯利克里（ Perie!回） 173 
柏拉图（ Plato) 3(, 4(, 10, 10(((, 

11(, 13((, 14(, 15((((, 17 
①， 21③， 28③， 32①，”， 7以v, 71(, 
75(, 77(, 79(, 80(, 82(, 88(, 
l()C)(, 121(, 149(, 172(, 180((, 
181①②， 1但①， 189③， 194⑤， 217③，
220②， 22才①， 228⑤， 229 ⑤， 229⑥，
23跑， 235④⑤， 244④， 247②， 252①，
260②，组9③④， 291, 291(, 293(, 
却4③， 311 ②， 312③， 313 ①， 314⑤，
31以ZJ

伯内斯（ A. Bernays) 63③ 
伯尼特 (J . Burnet ) 00③，山③， 152④，

169③， 189②， 194⑤， m③，朋①，
加⑤， 2C赔②， m②， 217 ③， 219③，
220②， 229⑤， 266⑤，刻。③， 282①，
289④ 

布拉商达斯（Brasi也）间， 149②
布戎i武斯（ Bront田） 314④ 

c 
｛残篇》［埃庇卡莫斯］ ( F1吨阳山） 2η④ 

《残篇》［德漠多克斯］ ( F1吨阳山） 212③ 

E残篇》［赫拉克利特］（ Fn咿阳山） 41(, 

301③ 

〈残篇》［欧里庇德斯］（ p，咿m臼） 130(, 
178② 

《查米得斯篇｝（αarm拙s) 32① 

查瑞成司（α田iti臼） 142① 

D 

230'.Il 
｛道德论丛｝（ Moralia ） 写5③

德漠克利特（Democritus) 4崎

得墨i武尔（Demeter) 63Q) 

狄俄墨得斯（Dion时回） 82, 83(, 157' 157 

①， 178＇① 

迎尔（E. Diehl) 212③，刀9③， 312③

第欧根尼（Th配>gnis) I到③， 184①

丁道尔夫（W. Dindorf) I到②， 178②

E 

俄瑞斯，武斯（。回tes) 285③ 

｛俄瑞斯，武斯》（。回阳） 275①， 278① 

厄里费勒（Eriphyle) 59④， 154③ 

厄里倪厄斯（Eriny田） 59④ 

厄姆森(J. 0. UllDSOD) 8③ 

厄；或俄克勒斯（Et酬如） 271⑧ 

恩底弥翁（Endymion) 310, 31α:D 

恩培多克勒（问咄咄l田） 199 - 200, 230 

F 

法拉奥斯（Phalaris) 204, 2臼①

｛法律篇》（ Thew.础） 21(, 39(, 289(, 

313①， 314⑤ 

｛范畴篇》（仇崎'Oria) 16(, 43(, 45(, 

53④， 193① 

｛菲德罗篇） ( Phaedrw ) 227①， 252① 

菲迪阿斯（Pheidi国） 175 

｛菲力布斯篇》（ Philehus) 21(, 217(, 291 

③， 293① 

菲力普（ Phi且p of M配。d叩） 128① 

菲洛克塞努斯（阳回：enus）佣②

菲洛克式；武斯（血且octet回） 113(, 178(, 

210, 195④， 21α:J) 

《大伦理学》（ M，叩w Moralia) 21③， 1侃②，｜｛菲洛克或i武斯》（ Phi缸蜘s) 178(,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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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赫克托耳（Hector) 82-3, 82(, 83(, 191 

佛塞里得司（阶町旧时 13崎 ｜赫拉（ Hera) 3HX]) 

｛福尼克斯》（ P.阳山皿） 271, 271⑦ ｜赫拉克利特（ Heracleitus) 41, 41 ①， 1叨，

G 
197③，组0, 230(, 301 

赫西阿德（Hesiod) 11, 12①，却③， 141③，

222(, 229(, 244(, 261(, 284(, 
盖亚（G刷） 314④ I 

I 314(4) 
情尔吉亚篇》（臼阴） 70⑦ | 

15~ ｜《后分析篇》（ Analytical P曲曲riora) 167(, 
格兰特（A. Grant) 3(, 4(, 10(, 15(, l 

m山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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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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轩
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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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厄
①

5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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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④

A

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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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4
M
O
明

也
地
队
J
J

川m
J
M
m
④
②

，
④
，
却
刃

(

RP
(

1I 

J
f
ω
川
②
⑤

②
④
②
叮
叮
血

。

2

阴
阳l
l

盹
吼
盹
喇
喇

J 
141(, 142(, 143(, 144(, 145(, 

147③， 14仄！） , 150②⑤， 152②， 153②，｜吉法纽司（0. Gi卢皿i皿） 25① 

159②， 1似卫②， 165⑥， 169③， 172①，｜杰伯(Jebb) 118①， 121⑥ 

17觅， 176①， 178③， 181①②， 182①

(, 183(, 184(, 188((, 1”(, 191 

①， 192⑧， 195⑤， 196②， 1叨①，朋

①， m②， 219③，坦白④， 223②， 224

(, m(, 230(((, 232(, 234(, 

238(, 239(, 240(, 243(, 248(, 

259(, 261(, 265(, 266(, 270(, 

272①， 278④， 289①， 293①，加②，

如①， 3a!②， 312①

格劳科斯（Gl皿cus) 157, 157① 

｛工作与时日》（刷刷d 阳） 11(, 222 

②， 2'19⑥， 261③， 284① 

｛古希腊罗马哲学）301③

H 

荷马（Hon田） 20(, 41(, 70, 70(, 82, 

筒， 85 ①， 91, 112(, 157, 175, 191, 

立施， 2级⑤， 249, 250, 314④ 

赫尔墨斯（Hennes) 84，以②

杰克森 0配kson) 140(, 144(, 145(, 

147①③， 151①， 153①， 160①， 163⑥ 

K 

卡基诺斯（臼rcinus) 210 

卡吕普索（臼ly阳） 55 

凯尔克翁（ Cer句on) 210, 21崎

考德（刨d) 63③ 

喀耳刻（Circe) 55③ 

克尔特人（ Ce!时 80

｛克拉底鲁斯篇）（ Crat炸，.） 88② 

克莱斯丰提斯（Cr呻＇hont四） 63② 

｛克莱斯丰提斯）（ Cres.州。阳） 63② 

克勒斯提尼（αe蛐.enes）刻的

克雷恩（A. E. ［？］阻ein) 188② 

克雷芒（α臼nent of Al阻皿dria) 63① 

克里斯普（ R. Crisp) 4(, 120@, 196(, 

272① 

克洛伊索斯（ Cr四且）篇⑥， 311①



名称索引 349 

克塞诺方图斯（Xen叩hantus) 210, 21崎

库克洛普斯（ Cycl响） 314, 314④⑤ 

L 

拉达曼图斯（阳回皿皿由田） 141, 141② 

拉尔修（ D. Laerti田） 12②， 238④ 

莱克汉姆（H. Rae灿皿，） 6(, 8(, 9((, 

10(, 11((, 12(, 13(, 15(, 22(, 

23(, 24(, 25((, 32((, 40(, 41 

(,“(, 46(, 47(, 49(, 52((, 

54(, 58(, 63((, 64((, 65(, 68 

①， ω①④， 72③， 74②， 75①， 76① 

③， 7织昌， 81①， 82①， 84①， 89②， 90

②， 91③， 1α跑， 101③， 103②， 1()6②，

107②， IC陆①， 109②， 112③， 121 ⑤，

123(, 130(, 132(, 133(, 134(, 

135(, 137(, 138(, 143(, 145(, 

152(, l(JO(, 163(, 167(, 173(, 

177(, 179(, 180(, 181(, 182(, 

188②， 193①， 196①②， 1叨①， 198④，

2凶①⑥， 206①⑤，加④， m②， 209

(, 210(, 217(, m(, 238(, 247 

①，四②④， 2“⑤，施8②，刃1④⑥，
273®，硝④，却7①， 315②

〈莱克斯篇》（ J..ncms) 77③， 79① 

莱姆索尔（G. R皿回剧er) 25(, 126(, 151 

①， 196③， 197① 

莱索（H. Ra脚w) 129②， 152②， 181② 

劳伦丁抄本（Lwrer也皿皿 81-11, Kb) 133 

①， 135①， 196② 

雷托（ Leto) 2但②

理查德抄本（阳四时ian山，仙） 135① 

｛理想国｝（品public) 4(, 79(, 82(, 88 

②， 13α岛， l航盼， 1创①， 247②， 311②

伴思篇》（加） 229⑤⑥， 230③， 235④ 

⑤，组4④

《历史》 （ R翩而e) 26⑥ 

《伦理学体系》（ A 马脚n of E1邸臼）到⑤

《论记忆》（ Peri Mnemes kai Anamnesea< ) 179 

⑤ 

〈论灵魂》（ De oniina) 12②， 167＠，如8④

｛论题篇》（ Topica) 3盼， 1η①， 193①

罗斯（ D. ＆.回） 8(, 13(, 17(, 2 (, 34 

①，物②， 44②， 52④， 63③④， 69①，

例①， 85③， 99②， IOI ③， 111 ②， 120

(, 143(, 144(, 145(, 146(, 151 

①， 1锐。， 188②， 196②， 209②， 224②

③， 2591③， 275④，施。③， 282①

M 

《玛基提斯）（ Margi阳） 175 

马季安抄本（Maicianus, 213, Kb) 148① 

麦罗帕（Merope) 63 

迈亚（ Maia) 84② 

（美诺篇》（ Menn) 75③， 149③， 18闹， 194

⑤， 312③， 316② 

（米兰尼普）（ M，由哼tpe) 130② 

米利都人（阳lesi皿） 212, 212③ 

米奇莱特（附chelet) 49③， 151① 

苗力田 3侃④

｛名人传》（ lives of Eminent Phi.lo.s忡ers) 12 

② 

N 

尼奥贝（Ni伽）扭， m②

｛尼各马可伦理学》 （ Nicoma阳n E蜘） 3 

(, 8(, 16(, 49(, 53(, 95(, 121 

(, 126CD, 133(, 167(, 169(, 172 

①， 174①， 181 ①， 228①， 247②，却2

①， 2891①④， 311② 

｛尼各马可伦理学注释HM阳 m the N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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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chron E仇比s of Arntotle ) ［斯图尔特］ 3④ 

涅俄普托勒墨斯（N呵to！回四） 195, 214 

。

欧布里德斯（Eubuli曲） 195⑤ 

欧多克索斯（ Eudoxus of Cni他） 3(, 31, 

289((, 290-1, 291①②④， 2绍②④，

m② 

欧佛罗叙涅（ Eu阱r明ne) 142① 

欧里庇德斯（ Euripid回） 59, 59(, 63(, 

13崎， 154, 154(, 178, 178(, 225(, 

230, 230(, 244(, 271(, 275(, m 
① 

《欧门尼得斯》（ E1即回昨s )1侃②

｛欧台漠伦理学》（ E1仇ica E1响明） 21(, 

41(, 49(, 53(, 80(, 90(, 94(, 

106(, 1()1)(, 165(, 230(, 244(, 

252Ql 

《欧叙弗伦篇》（ EuJ.h肿ron) 21③ 

p 

帕里斯（ Paris) 178② 

申自特罗克洛斯（p，曲回！us) 285③ 

《裴多篇》（所a础） 87②， 172① 

皮里托俄斯（阳th晒） 285③ 

皮拉德斯（岛lad四） 285③ 

《品质论》（αtuacteris阳） ll8① 

普利阿摩斯（ Pri皿皿） 26, 29, 191 

普鲁塔克（Plutarch) 128①， 285③ 

普罗瑞格拉斯（民咖goras) 261, 261③ 

《普罗塔格拉斯篇》（阳驯us) 28(, 79 

(, Pr7(, 109@ 

a 
〈劝勉篇》（ Prot刷刷） 172① 

s 
撒泊（S叩pho）搅⑤

撒旦那帕罗（San!皿叩allus) 11 

萨图罗斯（句伽ys) 202③ 

塞奥哥尼斯（Theognis) 279(, 288(, 312, 

312③ 

塞奥弗拉斯托（Th吨>hrastus ) 118(, 120 

③， 121⑥ 

塞拉西玛库斯（Thra即回chus) 13崎

塞勒涅（Selene) 310① 

塞涅卡（Seneca) 210⑤ 

色诺芬（Xen~h咀）“③， 111②

莎士比亚（W. Shale呗剧re) 7① 

《神谱》（肌吨uny) 314④ 

《诗学》（ De Poet皿） 63② 

斯巴达人甸回拙， Laced翩翩白跚） 68, 68 

(, 86,“(, lll, lll(, 121, 149(, 

192 

斯本格尔（L. 每剧，是） 54(,76(, 129(, 

133① 

斯彪西波（S阳S咖s) 15, 40(, 221, 217 

③， 219③， 221 ①， 224③，加①， m

①，却2②③⑤， 293①③， 294'.3l

斯卡利格(J. J. Scaliger) 76③ 

《斯特罗麦；武斯｝（岛回回ei.s) 63① 

斯，武罗佩斯（St回可回） 314④ 

斯图尔特（J. A. St仰自t) 3④， 9②， 10② 

(, 121(, 14(, 15(, 17(, 19(, 21 

(, 25(, 30(, 32(, 40(, 44(, 47 

②， 49③， 52④， 54①， 58②， ω③， 61 

③， 67④， ω①， 72③， 76③， 80④， 82 

(,“(, 87(, 88(, 90((, 91(, 

95(, 99(, 109(, llO(, 111(, 112 

(, 113(, 118(, 120(, 121(((, 

123(, 125(, 126(, 127(,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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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132(, 133((, 135(, 139(, 

143③④， l斜④， 146②， 147①， 152②，

160(, 165(, 167(, 169(, 170(, 

179(, 181(, 182(, 183(, 184((, 

188(, 190(, 192(, 193(, 194(, 

197(, 199(, m (, m(, 217(, 

m(, 238(, 240(, 251(, 261(, 

265(, m((, 267(, 289(, 305(, 

如7③， 312①

斯托巴乌司（A. S~也剧且） 99② 

梭伦（Solon) 26- 7，施⑥， 72③， 310

苏格拉底（Socrates) 10③， 42①， 62①，饵，

'157(, I II I岛， 112③， 121, 121(, 169 

(, 189 - 90, 189(, 190(, 194, 194 

④，圳， 200③， 235⑤

苏斯密尔（ F. 句semihl) 25(, 129(, 181 

② 

T 

培利亚（Thalia) 142① 

《泰阿泰德篇》（瓶咽幽阳） I瞅~

泰勒斯（η叫田） 176, 

《泰西封篇》（ Ci阳协on)162⑤

汤姆森(J. A K. Thomsoo) 247(, 259(, 

硝⑤， 2叨①

特鲁斯（Tellus) 311① 

《特洛伊鲁司与克蕾斯达》（ Troilu.i and 

C刷地） 7① 

i武奥克里托斯（Theocrirus) 85① 

式提斯（TI四s) 110, 111① 

i武修斯（白leset且） 285③ 

梯丢斯（Tydet时的， 83①②， 157①

图西迫德斯（Thucydides) 184① 

w 

汪子离 13⑤， l创④

威尔逊（C . Wilson) 247① 

韦尔登 (J.E. C. Well阳） 7(, IO(, 12 

(, 22((, 28(, 40(, 43(, 44(, 
471①，到③， 55②， 59③， 6tCD, 63(, 

69CD, ss③， 86①， 88②，何①， 101③，

102(, 109(, 123(, 124(, 130(, 
145(, 147(, 160(, 182(, 188(, 
193③， 211③， 234①， 275④ 

｛问题集》（丹vblema归） 211③ 

乌兹（M. W困地） 321 

乌剌诺斯（U阻n

｛物理学》（阶皿i加抽田s臼） 296(, 297'.!t! 

吴寿彭 246④

x 
希奥迪克特斯（Th时回国） 210, 210③ 

希波克拉底（阳跻阳刚回） 21崎

希波洛克斯（阳阴阳l哑） 157① 

｛希腊城邦）（ The Greek 如te) 284③ 

｛希腊史》（ Hi幽阳H白阳ine ） “③， 111②
｛希腊抒情诗选》 （ An劝ologin Lyrica Craan ) 

212③， 279③ 

｛希腊哲学史》 13⑤
希罗多德（ H田咄咄皿）蝇， 21昵）

西里奥多罗斯（Heliodorus) 2但③

西蒙尼德斯（ Simonid四） 28(,”, 99(, 
l阳岛

西锡安人（Sicyonians) 86 

西徐亚人（ Sc州首ans) 68, 68(, 86(, 210 

⑥ 

｛形而上学》 （ M，础平-.hysica ) 15(, 175(, 
1叨④， 296⑤

｛修辞学》（肋刷rica) 21 (, 31(, 99(, 
12QG号， 184①， 252①

y 

雅典人（A由enians) Ill, Ill(, 121(,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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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雅典政帘。（抽enieruium &s.严buliro) 248 

①， 317②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 The E阳 of Amt<>

tie) ［伯尼特］“。

《亚理士多德伦理学》（ The E仇ics of Amt<>

tie) ［格兰特J 3②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 The E仇ics of Amt<>

tie ）［汤姆森J 259③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 Arutotle: 

Ni.romncliean E刷口）［爱尔温J 177④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 Arutotle: 

Nicornnch刷刷。）［奥斯特沃特J 4②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 The Nico

madiean E郎。 ofAI也削le ）［彼得斯J 45④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 Arutotle: 

Nicornnch翩翩。）［克里斯普J I却④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 Arutotle: 

The Nioomnch翩翩re. ）［莱克汉姆 J 6⑤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 （ Ar臼tot.le:

The Nicon咀ch£ar. E胁）［罗斯 J 8③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 The Nico

madiean Ethics of Aruwtle ) ［韦尔登J 7①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五卷》

(The F拚h 局批 of 的e Nimmncheon Ethi口

qf Arutotle ) ［杰克森J I物①

《亚里士多德著作权威版） ( editi.o prin呻s)

132② 

亚历山大（Alexander) 11刀， 21崎

《伊里亚特）（ lliad) 56(, 82(, 83((, 

85(, 90(, 91(, lll(, 191(, '2JJl 

①， 228⑤， 24叹D,250①

伊索克拉底(I班时） 316③ 

尤伯韦格（F. u他erweg) l(i(也

｛云》（ c.阳ds ） 硝®

z 
《政治家篇》（ The 岛α阳nan)247②

《政治学》（ PoliJics) 12(, 14(, 19(, 21 

(, 41(, 73(, 129(, 133((, 135 

(, 150(, 151(, 172(, 246(, 247 

②， 249②③， 253①， 284③， 3仍①， 314

⑤， 318① 

宙斯（Zeus) 55(, 84(, llO, lll(, 142 

(, 249, 264, 310① 



术语索引

（依汉语拼音排列）

A 

爱情λ巾且） 13, 13(, 15, 23(, 43, 43(, 

81, 89, 92, Ill, ll4, ll7, 2(刀， 214,

219, 202(, 202(, 227 - 39, 227(, 

约4①， 235⑤， 238③， 240④， 241, 242 

(, 243 - 4, 243(, 244(, 251 - 2, 

饵，写4①， 256①，捕， 2ro<Z: ③， 265,

2ff) - 70, 272- 5, 272(, 273(, 274@, 

m(, 276, 285 - 7, 288(, 289, 291, 

阴，础，扭， 302②，如①， 306, 310 

①， 311-3,311②参见友爱，性爱，自

爱，钟爱

爱朋友（归l1/> i NJ<; ) 2绍， m①， 232 - 3, 

238, 244, 265 

爱荣誉（虹口叩皿） 50, 51,”, 89(, 114, 

243, 243② 

爱者见性爱

爱智慧（帕m和α ） 9, 12(, 13, 42, 174, 

175(, 227(, 261, 261 ⑤，础，勤，

如②， 318, 318①参见智慧

B 

报酬（白阳/n))260- 2 

抱怨（ € 'YKA ~µam) 135，怒4 - 6, 254(, 

260 - I, 265, 274 

暴躁（叩x阳） ll5, ll6① 

卑贱（~）绍， 39, 40, 4盼， 61,72,77,

81, 87，”， ω①， 72①， 96①， 97, 98 

(, 102, 118 ①， l后， 1饵， 218，摘，

301- 3 

被爱者见性爱

本性c~；，σ臼） 6④， 7. 12(, 14, 18, 19(, 

21, 23' 23②，始⑥， 31, 32, 33, 34, 35, 

35④， 37①， 40，饵， 71 ②， 75, 91(, 

”，饨， 113 ②， 144③， 151 ③， 165⑥，

186，江口， m①， 204-5, 216, 218-9, 

222, 224 - 5, 227(, 234, 235(, 239, 

242, 243③， 253①，笃。－ 1,280③， 282

①， 283，挪， 301 ，如③， 308，到8④，

310, 312(, 313 

比例（ a1aA<ftia) 45(, 46, 46(, 128(, 

134, 135- 7, 135((, 136(((, 137 

②， 1物①， 141 - 7. 141(, 142(, 143 

(((, 144(((, 147(, 154, 240-

2，撒哥， 242②③， Z到， 252 • 254 • 254 

(, 259, 25织il

病（明，） 9. 14,”, 74, 76 斗， 121, Iη 

④，加－ 5, 204③④，却7, 210 - I, 

218, 220, 210(, 262, 295, 315 

病人（ν0佣－＂＇） 42, 71, 74, 159, 192, 218, 

244(, 295, 315, 317 

病态（IOO"IJL<lt"~战ts）剧－ 5, 20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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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心（由也皿） 40, 4略

不及（ι＆阻，趴沁如） 38,39,46,47 ,48,49③ 

124, 100, 188, 193, 195, 202, 228 - 9, 

T2P/J), 244，写6②， 276 - 7' 295' 301, 

50,52 - 56, 78(, 79, 81, 89,”, 96, I 310, 316③ 

99(, 100 - l, 100⑤， 101 ②， 102①，｜成比例（ ix叫刘γ但） 128(, 135 - 6, 135(, 

104, 106, 108, ll l (, ll2, ll4 - 6, 

121-2, 147, 165, 208-9, 214，却4

不能自制见不能自制者

不能自制者（φ伊呻） 8, 23(, 33, 65, 96, 

155 - 6, 191 - 216, 191①②④， 192⑧ 

⑩， l归②， 1”⑥，姐陪③， 201①，剧

⑥， m②，加②④⑤， m②， 2ll⑤，

213((, 268, 276 参见自制
不幸（Im由xrparo)27. 21(, 28, 29, 3项〉，

228，施，如，如②

c 
财产（τiµ守皿） 98, 104-5, 163, 228, 247 

②， Z”，筑)3，交)I) - IO 

财富（n'.1.ou=)4, 5(, 9, ll(, 13, 18, 21 

(, 24, 95, 96(, 98, 102-3, 1()1)-ll, 

114, 128(, 134 - 5, 137. 140(, 149 

(, 193, 201-2, 242, 248-9, 257，纷呈

残疾（阿萨rpix<;）细，加③

操劳（ocmc:on:＇晶.a) 12, 178①，如

屡弱（00(论由.a) 74. 2ll, 2ll②， 213② 

询媚（ix阳明α） 52, ll7 - 8, ll7(, ll8(, 

285 

偿还（由曲回） 255-6, 263, 263⑥ 

沉思（险制 17. 19③， ll3①， 167⑥， 1侃，

168((, tSHD. 186①， 219，却， 268,

27蝠， m，硝①， 298 - 9，如－ 10, 

305③，到7①③， 312, 315 

沉思的生活（侃伊严，仿 β0s) ll, 12 

称赞（缸皿im)30, 31((,”, 34, 44, 47, 

51, 52, 55 -00, 58②， ω①，“， 67①， 

町， 95 ，叨， 114 - 6, ll8(, 119-21, 

1物①， 142, 142②， 241 ，却， 252, 254, 

254①，万9④

诚实（丛＃阳） 51, 51(, 1200), 121⑥ 

耻辱（响肚） 27,50,4仅ID. 59 - oo，刷:D.

72(, 77, 78(, 82(, 83, 84, 86,”, 

103. l()! - 9' ){)!(, 117, 120, 124, 

2后－ 7, 218 

冲动（阴阳回） 33, 84④， 1绍，脱， 211,

2ll(, 212, 213(, m 
崇高（阳加句raetas)HJJ①

出于意愿的＜e阔。但剧， EICWV) 58 - 61, 58① 

(, 59(, 64- 65，旬， 67②， 72 - 74, 

7《岛， 75④， 76, 7f/ZJ. fr7. 93 - 4, 125, 

125(, 134, 136, 137(, 139, 140(, 

141, 1421②， 144④， 149①， 151 斗， 151

((, 152(, 154- 7. 155(, 156((, 
162- 3, 162(, 173, I饵， 216, 276, 314 

聪明（ &tνo'tTfl) 32, 165, 178, 188, 188① 

②， 1”， 189②，时， 215, 240 

粗俗（自αiiauruz)50, 104, 106, 106(, Ill, 

112(, ll8(, 123, 214 

D 

大度（f1£YaA叫盯xio.) so. 95Q), 107 - 13, 1切

①， 1创①， 1()1)②④⑥， 110CD. ll3② 

大方（f1£Y~） 50, 95(, 103-6 

呆板（ ixy，阳ci..a) 52, 122, 124 

道德（句&s) 3(, 4(, 7(, 8, 8(, 10, 

ll, 19(, 30(, 35, 35((, 38((, 

4略， 48①， 50⑤， 120④， 125⑤， 133

(, 158(, 159(, 184(, 188(, 189, 

191(, 193(, 210(, 217' 230，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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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组4③， 238④， 243②， 252, 252(, 

写6, 2()(), 265, 2fB-10, 275(, 312-3 

道德德健（份叫占严τ句） 34, 35, 36, 36(, 

”, 51(, 55, 59(, 80(, 88(, 113 

②， 1篇①③， 165, 165(, 168, 172(, 

187' 187 (, 189, 189 (, 190, 215, 

础－9, 30')③ 

得（呻逃回） 129, 131-2, 135, 137-41, 137 

(((, 140(, 143, 143(, 144, 144 

(, 146, 146(, 148, 157 - 9, 158(, 

写4-8

得体（白峭时'ff') 123' 123(, 124 

德性（甲均） 10(, 12, 13(, 14, 18, 20, 

22-6, 25(, 26(, 28-9,28(, 31-

4, 35-57，始①， 37②， 39③， 44②， 45

(, 48(, 49(, 50((, 52(, 53(, 

53((, 58, 58(, 64, 72, 75((, 

76-7, 76(((, 77(, 79((, 83, 83 

((, 87-8,88(, 93(, 95(, 96-7, 

98(,”, 103 - 5, 107 - 10, 100(, 113 

(, 114, 119, 120, 123(, 125, 125(, 

126(, 129 - 31, 129(, 131 (, 133, 

133(, 135, 142②， l俑， l循②， 147④，

160, 162, 165' 167' 169 (, 172 (, 

173-5, 186-90, 187②， 188①， l盼②，

l锁店， 191 - 2, 191(, 192(, 193(, 

195，却7②， 212, 215(, 217, 227- 8, 

23玄D③， 233, 235(, 237' 240, 240① 

(, 241 - 2，组4, 244 ④， 249，写0,

253 - 4, 253(, 256- 7, 259(, 261, 

264，施5③， 266 - 8, 270，刀5⑤， 276,

278- 9，却， 289' 293 ' 293③，那①，
摘，如－ 14，如①，如③，如7③，

3倒2④， 30')③， 312①③， 314⑦， 316

② 

抵抗（φτi.x＆ν） 79, 194 - 5, 210, 214, 192 

⑦， 194⑥， 21αp 

妒忌（畅阳）43, 43(, 52, 52(, 78 

E 

恶（阳eta' 1tOI咿α） 27,27①， 30，皿D. 33, 

39@, 40, 43(, 44, 47 斗，幻①②， 48

(, 49(, 53, 53(, 55, 56, 58, (j(J(, 

62,“,“(, 71, 72, 74-6, 75(, 77 

(, 78, 79(,”, 96, 101 - 4, 106, 112 

(, 113, 113(, 115' 120' 121((, 
125, 129 - 33, 136, 138, 142, 146(, 

153, 153(, 159, 162- 3, 173, 188, 188 

①，用蝠， 191 - 4, 191(, 192(, 193 

(, 201, 202(, 203 - 5，却7 - 8，却7

②，础②， 211 - 2, 217' 217(, 219(, 

221- 3, 221(, 224(, 226, 235(, 240 

(, 242' 244' 248，邸， 2ff}, 276, 279, 

281, 287' 291(, 292, 292(, 295 

F 

发展障碍（mpdoot.<) 74，凹， m，加③，

2σ7 

放纵（出cWJtJ咀） 23(, 38, 39, 48, 50,”, 

55' 73 -4, 76(, 89-94, 89(, 93(, 

”(((, 101, 132, 193, 196(, 197' 

201-5，却7-15,2(盼②， 211⑤， 221,

223, 224(((, 225 

疯（阳山α） 59(, 63, 67, 70⑤， 1”，拙，

204(, m 
奉承（础皿佳iα ） 52, 101, 111, 118, 118(, 

243, 243②，”古， 295①

福祉（问叩oo) 72, 217, 217(, 237, 239, 

2TI-9, 281 ，统3，姐，如7

G 

感觉（α凶rp;)5④， 19, 21, 36, 40, 56，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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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70, 70(, 73 - 4, 73((, 79-

80, 89- 93, 90(, 115 - 6, 125, 167 -

8, 179, 179(, 185' 19') - 200，翻③，

组间，组施， 217, 220, 220(, 225, 243, 

243②， 268①， m①，主78④，棚，加

(, 281, 282(, 283, 2弱－ 8, 288(, 

剖， 290②，衍，却7③， 298 - 9, 298 

(, 301 - 2, 301①，如②， 311

感情＜ !(afh/) s(, 7 - 8, 8(, 9(, 13(, 

页。， 37①，”， 40②， 43-5,43①②，

44②， 47-8，钮， 52①④，”，窍， 58,

58((, 64, 64③， 83④，邸， 89①， 95

(, llOCi), ll4-5, ll7, 121(, 124-

5, 147. 153, 153(@. 154, 192- 4, 192 

(, 19'J －复归，立)3, 209, 211, 213-4, 

227(, 228, 230, 233, 238 - 9, 238① 

③， 2”， 252，应4①， 263①，拙， 2“－
7, 2“③⑤， 27以D，立72③， 275 - 6, 285 

②，剖，础， 312 斗， 315

高贵出身（Upx_~） 21(, 24 

235 ,243, 248,253, 257. 263, 267 - 8, 271, 

274, 276, 278, 281, 285 - 6, 288，页)4,

313 

公正（讪阻正即，＆阳回呵） 6(, 7, 10, 21(, 

23-4, 30-1, 36, 4α岛， 41-2,48，旬，

56, 62, 64(, 73 - 4, 74(, 76(, 77 

(, 87,'fl, !0'2, l()l-9, lll, 119, 120 

(, 121(, 125(, 126 - 138, 126①② 

(, 128(, 129(, 132(, 133(, 135 

⑥， 1到⑤， 137②， 138①， 140 - l, 140 

(, 141(((, 142(, 146 - 64, 146 

(, 147((, 149((, 150((, 151 

(, 152(, 153((, 155((, 156(, 

1571③， 158②， 159①②， 160②， 162② 

((, 163((, 164((, 186- 7, 186 

①， 1”， 1”②，加－ 8, 2σ7④， m②， 
212, 216, 229, 236, 240(, 242, 242② 

(, 245 - 6, 246(, 249 - 51, 253 - 4, 

256，怒9①， 262, 270, 272, 275 - 6, 

291, 2!污， 2汤， 306, 308-9, 312 

共和制（咄咄α）247, 247② 

共同的道德闷，位出） 234 - 5, 252, 252 

(, 'lfl)- 70 

共同利益（盹咐叫点间，） 129，泪， 271-2

共同生活（叫树 117, 119, 147, 227(, 

232- 3, 232(, 237 • 239. 242(, 253, 

2昭~⑤， 278, 283 - 5, 283③，药4③，

高尚［高贵］（时ov)6, 10, 20, 23 斗， 24

(, 26, 28-9, 31, 39-40, 40(, 55, 

58-61, (J()Q), 64, 71-3, 75, 77-81, 

η①， 80①②， 82①， 83- 7，因③，盯

②， 93-4，叨－ 9'J, 101, 104-6, l()l, 

ll2, ll4, ll7 斗， 118①， 157, 186- 8, 

202, 202①， 214，却， 228 - 9, 229(, 

圳， 255, 255④， 2位－ 4, 2“⑤，刃0,
！写7-8，纯8①， 305①27，国）， 273-4, 274(, 276 - 8，却4, I 
1 共同体（刷刷归） 129-30, 245-7，刻6①，

286-7，如②，拐， 301，如，如－ 6, I 

丑”－ 16
歌颂（i:r~料a)31, 31((, 285 

公道（i:m£ct<aa) 55(, 77, 77(, 101, 101 

(, 160- 1, l征跑， 184 斗， 1”②， 185

(, 225, 241, 250, 252. 'lfl) - 70，级8,

310, 312, 314 

公道的人（团出血） l, 157. 160 斗， 184①，

251, 253, 257' 261⑥，组7

共同意见（句~ia）刃l，刀1②⑤

寡头制（阳明白） 247(, 248-9 

乖庆（险叩s) 52, 117, 119, 238 

怪癖（χ队四时） 116, 116①， 131 ，拙，：2“

关系（τ仇，甲的） 14, 15②， 17①， 44，旬，

89, 128(, 130. 132' 135((,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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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仙， 141 ⑤， 142 - 3, 143((, 145, 

145(, 147 - 50, l(J(), 164, lfJ6, 167(, 

168, 168(, 184(, 187(, 189, 189(, 

235⑤，组6, 240, 240(, 246, 246(, 

组8- 52, 249(, 251(, 259(, 264, 

搅斗， 2创②， 274 - 5, 275⑤，础，

315 

观念（Un:c且咐阻） ω③， 75, 75(, 88(, 141 

(, 170, 170(, 182, 194, 194(, 198 

④，却①， 238④

贵族和tl （甲肝回阳出） 247 - 50, 247② 

过度（时咐以肯） 38-39,39③， 46-57,49

(, 78(, 79-81,”,”, 95(, 96, 98 

- 10'2, 99(, 100((, 101(, 102(, 

104, 106, 108 斗， 112, 114- 6, 116(, 

121 - 3, 146(, 147' 165, 201 - 3, 20'2 

①，摘， 208 - 12, 200((, 213(, 

214, 222-5, 224((, 239, 273, 310 

过失（叩ψ啡时152③④， 153, 153② 

H 

好处（战问） 18, 52, 96②，叨， 110, 118 

(, 120, 1料④，闷， 1箱， 232 斗， 236,

239, 241, 244, 248，万4-8, 255＠，万6

(, 257(, 270, 272- 3' 2721(, 287 

好的考虑（ι加以α） 172(, 180 - 182, 180 

③， 181①②， 182② 

好的理解（白白白白） 181(, 183' 183① 

好名（帧onµ以） 50 

好人 Ca a.ra.脉，＝必tos) 20, 23 - 4, 27, 

29, 33, 40-2, 40(, 44, 52(, 55, 55 

(, 71 - 2, 71(, 76, 108 - 10, l()C)② 

(, 125' 125((, 132- 3, 133(, 137, 

185 斗， 1”，却， 224③， 2纱， 232③，

233 - 40, 235((, 240((, 243(, 

244, 244((, 249, 256, 262 - 3，邸，

267' 276 - 81, 279③， 2创③， 282①，

283-4，础， 291①， 302, 304，如①，

312-4 

好运（白白χiα） 21(, 24, 24③， η － 8, 28 

(, 30, 52, 52(, 129, 222, 278, 278 

(, 286-7 

恨（µ i oos; Cm€x阳） 43, 43(, 111, 113(, 

117, 235(, 244(, 289, 301, 313 

滑稽（如~Ox阻） 52, 122-4, 293① 

坏（但泳时亨， f-WX.flrptα ） 37(, 40, 40(, 67 

(, 77-8, 78(, 96, 1()1), 113(, 118 

(, 120, 122, 125' 125(, 129, 136, 

148, 162, 168, 173, 182, 183①， l叨，

193(, 195, 196②，立则， m①，朋，

却7②， 208- 9, 212(, 213 - 8, 215(, 

却－ 1,220③，却－ 5，剿， 247 - 8, 

250, 257 - 8, 235⑤， 247②，始5, 269, 

272, 272(, 274 - 5, 279, 288，却8①，

290, 301, 303(, 310, 312, 314 

坏人（0 ltOIJI严，d 肉价pit) 33, 40-1, 44, 

”， ω①， 62, 71 - 2, 76, 100, 108, 

112, 1万， 125⑤， 130, 137' 142(, 153' 

181，却，础， 212 ①， 216, 216 (, 

223- 4, 224(, 230, 232(, 235 - 7' 

235((, 240(, 244, 244(, 248, 253, 

263, 265, 268 - 9，友”①， 272，刃4,

276，捕， m②， 304, 313 

挥霍caawi:u,) so，到②， 54, 95 - 96, 95① 

(,%(, 99- 101, 99(, 100((, 101 

(, 103, 214 

画报（叫田D阳阻， avn记旧町即） 110, 140 

(, 141 - 2, 141((, 142(, 143(, 

144, 147 - 8, 231, 238, 240((, 244, 

写4-7, 255((, 2(J() - 4' 263(, 270, 

刀2, 272(, 28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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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过程（时如哼仇田） 219, 224 

悔恨（rnfus) 43(, 61, 61((, 64, 64(, 

2ll ，篇8-9, 268① 

活动（(py1册， f.pra) 3(((, 4-5, 4((, 5 

CD®. 9((, 12, 17, 17(, 18(, 19-

2D, I叹J), 22(, 23-4, 24(, 26-9, 26 

⑥，组②， 32, 'YJ-7，主7②， 38⑤， 39-

41, 41(, 43(, 45, 49①， (i6，刀－ 3, 

76，盼，即②， 83③，衍， 9), 95(, 104, 

llOJ), ll2, 123-4, lJ!J, 14(白， 1到③，

167-(f), I刷:ID' 17蝠， 177, 186-7, 186 

(, m (, 2Dl' 219 - 2D, 219③，挡，

2跑， '1Zl①， 241, 245, 253, 256，拙，

m，罚， 281，睛，剧，却②， m③，

硝，现－ 301，如③，如－ 7，如①②，

友万①③， 310, 316- 7 

J 

嫉妒（~协m) 43(, 48, 229⑥ 

疾病见病

机智（ψqimttAia) 52, 122 - 4, 122(, 232, 

235, 235(, 240 

技艺（~χ叫）3 - 6, 3①②， 4③， 5①， 6① 

(, 17' 19(, 20, 36, 37(, 38, 38(, 

41, 41(, 42, 46, 68, (f)④， 1臼④， 123

(, 139, 143, 159(, 167(, l(f), !(f) 

(, 171-5,171(, 174(, 181(, 187 

(, 218, 2却，姐蝠，础④， 315' 317 

竖强（叩啊）191①， 1”－ 3, l”⑦，隅，

201 ，拙， m②， 210, 216 

健康（υγi阳） 4,9,17,21③，”， 38, 38 

(, 64, 66, 92①，”， 1刀， 127④， 159,

163, 172, 176-7, 179, 183, 186-7, 

190, 220, 264(, 293, 293(, 295, 298, 

298①，班， 303, 310 

健美（阳沾阻）24

儒主制（回归ν..，；，） 247 - 51, 247② 

骄傲（即由市）Ill, I妇

狡猾（rrmo.,pyiα） 188, 188①② 

节制（曲~可） 21(, 34, 36-9, 41-2, 

48, 50，”，只①， 55, 74, 88-94, 88① 

(, 89(, 95, 95(, 107, 114, 172(, 

173' 173(, 189, 193, 195, 201 - 3, 

拙，却7斗， m②， 212, 215, 215(, 

217' 220' 221 ，立76, 291, 291 ①，约3,

筑施， 309- 10, 313 

经验（阳也问） 7, 8(, 23(, 35, 36, 56, 

71(, 79, 84, 86(, 178- 79, 185, 188 

③， 315-17,317③ 

惊恐（iai＝出v如） 52 

君主制（陆lmAEia) 247 -49, 247② 

K 

慷慨（€Aa底户α） 23, 34, 50, 50@, 54, 78, 

95- 104, 95((, 96(, 98(((, 99 

(, 113, 113(, 123 - 24, 135(, 214, 

239,309 

考虑（际1AeiJruco•) 3②，刀， 30, 30(, 34, 34 

(,67 - 70, 67①②③， 68①， ω①② 

(, 70(, 72, 73(, 101, 104, 106, 

118, 122, 1371②， 14αD. 152-3, 160-

l, 167 - 9, 167(, 168(, 172 - 3, 172 

(, 174(, 176-7, 179-83, 180(, 

181(, 184(, 186, 200, 2ll - 2, 216, 

256, 263(, 274, 275⑤，却7②

科学（白阳市叫） 3((, 4 - 6, 5(, 6(, 

14, 16, 17(, 28, 28(, 38(, 46, 60 

(, 68, l刀， 127①⑤， 133, 165, I“(, 

167(, J(f) - 71, l(f)(, 171(, 173- 6, 

174(, 175(, 176(, 178(, 179 - 80, 

179((, 181(, 183, l“①，却， 221,

225,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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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的（仙’'fl'Oν ） 227①， 230- 2, 230(, 

234，匀4①， 238，织4 - 5, 260，施5,

26θ， η3, 301 

恐惧忡。际） 43 - 4, 43(, 47, 49, 49(, 

仅陷， n-s1, 1s①②，缸邸， 81①，”，
83(, 86, 124, 131①，细， 312

快乐（句b句） 5(, 9, Jl, 13(, 15, 18, 

22-3, 23(, 31, 33, 36(, 38- 41, 39 

(, 43, 4蝠， 47, 49-50, 52，饵， 56,

ω叶， 71 ，筒，幻，”①， 89-94, 89(, 

货邸， 92①， 93①， 97, IOI, 115, 117 -

9, 118(, 121(, 123, 132, 142(, 173, 

196 斗， 201 - 3, 202①，加， 2al - 15, 

m((, 213, 213(, 215(, 217-25, 

217(, 219(, 220(((, 221((, 

223①②， m①③，却①， 2刻， 232-

41, 233(, 234(, 235(, 244, 252 - 4, 

25蝠， 259②③④， 2()(), 262，施， 265

(, 268- 70, 268①， m①，衍， 277,

279, 284, 286, 288, 289 －筑l2, 289① 

④，拥阁， 291①②④，”2④⑤，如①

③，制②③④，却7③， m②， m①

②， 301 ①②，如－ 7, 305④，如7①，

311 - 13 

匮乏（战阻） 18②， 219, 224, 283, 293(, 

加斗，却4③④

L 

冷漠（丛础tfJrp皿）39, 50, 54，”， 92① 

理财学（句o:woµiα） 1n, ln⑤ 
理解（au四川 119, 158 - 9, 172(, 173, 

181(, 183 - 5, 183(, 184(, 185(, 

252, 317 -8 

理智（&in.ow) 3((, 5(, 16(, 35(, 46 

(, 67, 67(, 113(, 165(, 167(, 

168-9, 168(@(, 169(, 172(, 174 

(, 175(, 181, 181((, 182(, 183 

(, 184(, 185(, 186(, 187' 187(, 

188(, 190, 190①， 201 ，却1, m, 238 

③，施－ 7, 278④， 293①，础④， 316,

316:3) 

理智德性（阳回阳市 d阳市） 34, 35, 46(, 

53(, 79(, 165, 165(, 169(, 187(, 

3仍③， 308④

立法学（哼d如iα） 315- 18, 315(, 317(, 

318① 

利益（叫冉阶） 112, 129 - 30, 131①， l物

(, 141(, 142(, 148, 157, l(J()(, 

176, 178, 236, 242(, 246-9, 271-2, 

2n 
怜悯（队阻） 43-4, 43②， 47，饨， 62, 74 

吝啬（时放战严）；到，筑邸， 54，何－ 6，”

(, 96(, 98(, 99(, 100-3, 100(, 

102(, 131 

灵魂（ψ川） 20, 22- 3, 26, 29, 31-4, 40, 

42, 38((, 41(, 43(, 46(, 74, 79 

(, 88-9,88(, 89(, 107((, 112 

①， 1“， 165 斗， 167⑥， 168⑤， 1刷:ID.
174, 186-90, 199, 220②，匀。， 250<1),

2ff). 2ff)①，万5, 275⑤， 305③，到7③，

313 

灵魂的善（例和α：rciJO) 16, 21 斗， 222①，

令人愉悦的问au.) 23, 24, 40, 40(, 56, 

61, 64 斗， 87-8，”， 93①， 19'J, 202 -

3, 202①，脱， 215. 218 - 20, 219(, 

222-5, 223(, 230- 4, 232(, 233(, 

238 - 40, 239 ②， 253 ④，孤立捕，

273-4, 274(, 279 - 81, 283, 286- 7. 

295' 298, 300, 301①，如－ 3, 302(, 

3臼③，如

鲁莽（句~） 49, 4蝠，饵， 81, 214 

逻各斯 （｝， ,j y1田） 8, 8(, 14(, 19 - 21, 

33-4, 34(, 37-8, 43(, 46(,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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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53(, 56, 64- 5, 67, 67②， 70② 

(, 71 (, 74, 76, 79 - 80, 79((, 

85 - 6, 88, 93 -4, 115-6, 135(, 162, 

164, 165 - 8, 165(, 169(, 171 - 4, 

179, 181, 185, 188 - 90, 190(, 193, 

200-2, 2仍－ 6, 2侃①，却7③⑤， 211-

5, 212(, 275-6, 275⑤， 276①，翻－

1，加跑， 312 斗， 312②

M 

麻木（占口pY可。ia) 51, 115 

美惠（阴阳） 142, 142(, 254 

民主制（ llTflO伊τiα ） 246④， 247②，组8-

9, 251 

敏锐（棚ofJrp<α） 21③ 

明智（怡叩is）姐， 6③， 21③， 48, 88(, 

167(, 169(, 169, 172 - 79, 172(, 

173(, 174(, 176(, 177(, 178(, 

179((, 181(, 182 - 3, 182(, 183 

(, 1”(, 185-90, I揭①， 187②， 188

①②， 189②， l妇… 5, I”①⑥，却7,

215, 217 叶， 220 - I, 270(, 291 - 2, 

291④，础，~②， 314 ' 316 

某种善见善事物

目的（~） 3-9,3②③④， 4①， 5①， 7,

12 斗， 17-19, 17②， 18①， 19③，泣，

组③， 26，”， 300), 32, 37, 38(, 46-

7, 49(, 50, 52, 55, 58-60, 60(, 64 

(, 65(, 66, 67(, 68 - 70, 69(, 70 

(, 71, 75-6, 75(, 79-80, 79(, 80 

①②， 83⑤，邸， 87,93-4,93①， IOI,

③， 238①，”。， 244④， 246 - 7，幻I , 

291((, 295 - 6, 295(, 302, 303(, 

剿， m①，而①，到①，粥，如7①

N 

能力（伪明皿） 3(, 4-6, 4(, 5(, 10-

I, 23, 25, 30, 33, 36, 37(, 43, 43(, 

44, 45, 61(, 64(, 68 - 9, 68(, 70 

(, 72 - 6, 75(, 79, 79((, 80(, 

”, 110, 116, 120, 121(, 125, 127' 127 

(((, 128(, 129, 129(, 151 - 2, 

152((, 157 - 9, 159(, 166, 167(, 

173, 176- 7, 179(, 180, 183, 183(, 

187 - 8, 189 ②， 190 ①， 203 ③，拙，

2侃， 2侃①， 210, 215' 2:刻， 2:28, 249(, 

251(, 255 • 257 ' 259(, 262, 264(, 

270(, 280, 280(, 295 (, 298- 9, 

3仍， 3叨， 309, 312(, 316-7 

努斯（回归） 3(, 14, 16, 16(, 18, 20, 20 

(, 68, 167' 167(, 169, 169(, 174-

6, 175(, 179, 179(, ISi(, 185, 185 

(, 1“(, 189, 18赂，础， 216, 276, 

304-5，到7斗，如7③， 3侃②④，如①

(, 311, 314 

怒气（句功， OpY市） 36, 41, 41(, 43-4, 43 

②， 47,51,56,64 斗， 64②，”－ 5, 84 

(, 114- 6, 116(, 132, 153 - 4, 162, 

193, I”, 201- 7, 2仍②， 207③④⑤

p 

105, 11旧， Ill, 117-2:2118(, 120:zi I 配得（峰时 93, 93(, 107 - 10, I叨①③，

((, 121(, 12:2(, 133(, 167(, I I倒Il, I@((, 112, 113(, 135, 138 

1创斗， 1俗⑤， 173, 176, 181, 181(,| ②， l箱， 240③④， 241, 242((, 244, 

182 斗， 182②，邸，即－ 8, l创①，｜蝇， 248-10, 256-7, 261-2 

190, 212, 217-9, 21抱， 230, 232, 232 I 品质（~s，际） 3(, 5(, 8(, 10(,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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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34, 35(, 37, 37(, 39-40, I 强壮（町山， toxlflOS) 21(, 23, 31,”, 84, 

42, 42①， 43 斗， 43①，斜②， 47' 49-

55, 51 (, 52((, 57, 58(, 61 (, 

65-6, 71, 71(, 73 - 6, 75①④， 76① 

(, 79(, 80-2, 80(, 83(, 86, 88 

(,”, 95(, 96, 96(, 98, 101, 104-

8, 107(, 109(, 112 - 4, 112((, 

116-24,116①， 118①， l笨。③④， 121

(((((, 126 - 7' 126②③， 127④ 
(, 129(, 130 - 1, 131(, 133' 142, 

146, 1物②， 153. 156(, 158 - 9, 159① 

(, 161, 165, 168- 74, 172(, 177' 178 

(, 182@, 183 - 9, 187(, 189(, 190 

(, 191 - 2, 191((, 192((((, 

193(, 194 - 5. 197' 203 - 4，却7②，

208 -9, 209(, 21o©' 213 - 18, 215(, 

220 - 223 ' 223(, 225(, m(, 232-

3, 237 - 40, 238③，现出， 265 ③，

主7α1). 286，缉队 291, 2饨， 303-4, 303 

①②，拙， '307③， 317

平等（臼our>) 126(, 128 - 9, 128(, 131 

(, 132, 132(, 133(, 134-5, 134(, 

137-8, 142-8, 144(, 145(, 147(, 

154, 154(, 178, 238, 238(, 240, 240 

((, 242, 242(((, 243(, 244, 244 

(, 248 - 51, 249(, 253 - 4, 252(, 

257, 259，纺织岛， 263, 275 

铺张（恼田咿α） 96, IOI, 103-6 

Q 

期求见期望

期望 c e1ur<,J 10,”, 233, 243 ” 4, 254, 

268, 270, 273 -4, 273(, 293(, 295-

6, 313 

谦卑（阳明问叫 50, 50(, 107 - 8, 108 

(, 112- 3, 112②③， 121⑥ 

91, 172, 186, 189，又)2

怯懦（ lhliα） 39,48,4蝠，饵， 78, 81-2, 

84,”, 78(, 131-2, 159，拙， 268

情爱见性爱

屈从（守时晶） (J(), 1饵， m，拙， 2悦，

础⑤

确定（出似的，） 3(, 5((, 6, 6(, 7, 16 

(, 21, 3以D. 32, 38, 38(, 46, 48-9, 

56, 68, 70, 70(, 72, 76, 116, 121(, 

150, 161, 163, 165, l“②， 1叙邸， 181,

188. 190. 194(, 219(, 261 - 2, 264, 

2貌。，却4

R 

认识见知识

荣誉（叩市） 5(, 9, 12, 13(, 15, 18, 27' 

50, 58, 78, 82-3, 82(, 83(, 87,”, 

101(, 104, 108 - 111, 109(, 113-4, 

113②， 120，因邸， 121③④， 132, 134, 

148, 157' 193, 201 - 3, 243, 243((, 

247(, 256(, 257, 262' 264. 275，幻7,

306, 312 

柔弱（τ川可） 191①， l究， 1”⑥， 210, 210 

⑥ 

肉体（ awµa)4③， 5②， 9①， 36②， 87②，

”, 90(, 201, 202①，却7, 209, 212, 

213(, 214, 215, 221, 222, 223-4, 223 

②， 224①③，药。， 275, 293(, 294, 

304-5，到7③， 308 也见身体

软弱（阳Aaicia) 81, 191(, 192-3, 192⑤ 

((, 201 - 2，棚， m②， 210- 11, 

216, 249 

s 
善（τ~YciJov) 3 - 34, 3(((,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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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4, 14(, 15(, 16(, 17(, 19(, 

21(, 23(, 24(, 28(, 30(, 42, 43 

(, 44, 47, 47②， 48①，础:D③，“④，

66, 67(, 70 - 2, 71(, 75, 75(, 78, 

79(, 97, I~ ， 112, 113(, 120(, 

129- 30, 133(, 136, 138, 142, 148, 

159(, J(j(), 172-3, 176-8, 1钮， 189-

10, 191, 194, 213④， 217 斗， 217③， 219

(, 22D(((, 221 - 3, 221①②，却

①，却③， m①， 228, 231, 232(, 233 

①，泪， 234①， 235⑤，剖，础， 242,

却④， 245，施， 250, 252 - 4, 254(, 

2元，如③，施，7，却也⑤， 'lfJ7③，万3

(, 276-9, 278③④， 281 ，酶， 2”－绍，

却也④， 291①②④， m①④⑤，却③，

那－6，加①， 312, 31ti® 

善的（；，γ·ciJO.,) 4(, 15-6, 21, 24, 28, 31, 

47((, 66,“(, 71(, 75, 75①，叨，

129, 182, 1“(, 188, 188(, 194, 217' 

223, 223 (, 230 - 31, 233 (, 238, 

施5-6, 268，刃9 - 81, 280(, 282(, 

283, 291 斗， 291④，拐①

善举（ε呻Y四川 Ill, 228, 228(, 229(, 

249-50, 256-7，结6②， 262 - 4, 270, 

278 ， η8③， 286-7, 315 

善事物＜ i.yciloν） 3, 3(((, 4(, 7' 9, 

14- 6, 14(, 16, 16(, 17(,”, 21, 

21(, 22, 'lfJ, 29, 31, 43(, 71, 110, 

112' 129' 156(, 157' 159, 173, 181(, 

182, 186, 201 -2, 218, 220- 22,223① 

226, 230 - 31, 235(, 242 - 3, 243(, 

255④，主78, 280 - l, 280(, 289(, 

别－ 2, 291((, 295, 295② 

善意（功旧a) 231, 231(, 237 - 9, 269 -

70, 271αp 

善自身见善

伤害（ f3Aαf3rl ）凶， 112, 112(, 117, 137, 

152- 6, 152Q)' 153(, 162 - 4, 163(, 

却7④， 2fl!, 235(, 276 

社区（问＂°＇） 246, 246④， 271⑨ 

身体（向伊α） 19, 31-3, 32(, 38((, 42, 

71, 74，”，但①， 1叨， 123-4, 127, 

148, 199- 200, 225，到7，筑”－ 10，也见

肉体

身体的善（τa awpan aYcila) 16, 21, 21(, 

32, 222, 222① 

神（＆as) 14, 20(, 25, 31, 31(, 75(, 

1CT7①， 1~ ， I”(, 149, 159, 159Q)(, 

169, 175, 190, 176(, 191- 2, 192①② 

(, 202, 202(, 222, 225, 242, 247' 

结O①， 252, 257' 262, 264, 267' 'lfJ7(, 

278, 305，如，如7③， 3岱②，如－ II, 

311(, 312(, 313, 314④ 

神人（~iosψYjp) 192, 192② 

失（ ~.，，，； α ） 7 ，刻， 30,41 ①， 87②， 88 - 9, 

1α蝠， 132, 137 - 40, 137((, 139(, 

142(, 157, 242, 257① 

施惠（x.api~ea&t) 110, 256, 262 斗， 272-

5 ， η2③， 273①， 275④，主78

实践（即a~s) 3, 3(((, 4(, 8(, 19, 

l吗， 20, 24(, 31(, 34, 37 - 9, 38 

(, 45(, 47-9, 49(, 54-5, 58-00, 

“(,“(, 67(, 73(, 87(, 123(, 

167 - 8, 167(, 168(, 171, 172(, 

173, 173(, 174(, 175(, In, 179, 

185, 185①， 1杨①， 188, 188(, 189(, 

190, 191(, 194, 198(, 1”(, m(, 

212, 215, 219 ③，拙， 248 ①， 264,

273-4 ， η7, m, 280③， 282①，剧，

303, 303(, 3<Xi, 308- 10, 312, 316 

实体（时阳） 14, 17① 

实现活动（ evep'Y•阳） 4, 5(, 20, 23, 32, 

37, 41 ，创， ω②， 104, 218 - 23,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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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o<D(, 223(, 225' 225~ ＇ 237' 273' 

立73⑤， 278④， 279 - 80, 280(, 282(, 

棚， 293-4，加②， 295②，现－ 310, 

”略， m①②， 301①②，到①，如

③④，如7①③

始点（吼句，吼叫赂， 10-11, l鸣， 21,

167(, 170, 173 - 5, 179, 179(, 186 

(, 188, 212-3, 270, 308 

始因（叩的，αPX.as) 8(, 10(, 21, 58 - 9, 

64, 69 - 70, 72 - 74, 147' 153' 166, 

168-9, 171, 173，硝

适度（阳。可ros) 14,”, 44, 45(, 46-

57, 46(, 48(, 52(, 53(, 55(, 

76- 7' 81,”, 93-4, 88(, 95, 96(, 

98(, 99 - 101, 103, 106, 108 - 9, 113 

(, 114, 116 - 9, 118(, 123 - 4, 123 

(, 125(, 126, 126(, 134, 134(, 

136, 138, 140, 140(, 144(, 146, 146 

(, 163, l臼④， 165, 165(, 209, 221, 

224(, m 
兽性（伽p时11') 90- l, 191 -2, 191(, 192 

⑧， 2臼－ 5, 207- 8, 208②，蜘②

T 

贪婪（叩1J»<i.内a) 102- 3 

贪食者（。呻品rYos) 90- l 

体谅（阳i平均） 160②， lη②， 181①， 184-
5, 184①② 

约8①， 26自①， 281, 286, 289, 291 - 2, 

292④， m①， 294-6，加②③④， 295

(, 300-1, 301(, 305(, 312-3 

团结（中Oi.:xa) 229, 270 『 2，主71④

推理（Miγ田间） 8(, 10, 10(, 30(, 64, 

”, 1“- 7' 167((, 169(, 176, 180, 

l钮， 182①， 186①， 193' 193(, 195(, 

196, 200②，细－ 5，础， m①， 280

(, 282(, 300 

w 
外在善（τci E.町OS dγαBel) 21 - 2, 21③，饵，

28, 28(,”, 108, 109(, 113(, 120 

②， 2坝， 222①， 228②， 278，主78③， 303

(, 310-1 

完善（古沁α） 12, 18 - 20, 18(, 24(, 29, 

31, 36, 75, 8α岛， 87' 110, 174- 5, 180 

(, 187, 189, 219, 222, 224, 229(, 

233, 234(, 235 ' 239 ' 242(, 259(, 

2回岛，硝－ 300, 299(, 302, 30步， 305

④， 3叨， m

违反意愿的“l<l'.UJOOll, ；；胆111) 58-64, 58(, 

“邸， 61 ③， 64①， 134, 136 - 7' 140, 

140(, 141(, 142(, 144(, 149(, 

151-2, 151(, 154- 6, 155(, 156(, 

173, 187, 255, 314 

温和（阳时） 37,51,56,63 ，”， 114- 6, 

124, 130 
痛苦（入时叫，7rOO) 29, 39-41, 43-4, 47, I 元耻＜ a四axwria) 48, 77 - 8, 100, 125, 

49-50, 52, 52((, 56, 59 - 61, (i()(| I 125⑤ 
③， 64 斗，“①， 71，鼠。， 81 83 85, I 

｜无意愿的（ cirx_ Eiam酬，叫时ν） 58(, 61, 
87, 87(, 88(,”, 89(, 92-3, 97, I 

I 61③， 151 吨 2
99 - 100, 109, 115, 117 - 9, 123, 138, 

173, 195 斗， 201 - 2，却7 - 11 ，却7⑤， I x 

209(, 214, 217 - 25, 217(, 221 (, 

223(, m ( 237 ' 239' 239②，姐－ 9, I 希望（倒句） 43(, 61(, 65 - 6,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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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2, 71(, 74,”, 81,“(,”, 98, 

”(, 111, I 日， 156, 186, 189, 195, 

231-4, 231(, 232(, 233(, 237 - 9, 

241-3, 242 ④， 243 ①， 250，第4 - 5, 

写4③， 255④， 258' 2(,()，篇3, 2“- 70, 

2刷$⑤， η1⑥， 272- 4, 273(, 286, 

287(, 288, 288①，粥， 315

习惯（斗队） 8(, 21, 25, 35, 35(, 36-7, 

37(,”, 46(, 49(, 91,”, 144, 144 

③， 203-4，加⑤， 212, 216, 224 - 5, 

312(, 313- 5 

喜爱见爱

闲暇（σxo问） 247，刷， 3侃②③，如7，到7

① 

享乐的生活（时atia-cucm (3u>s) 11 

消遣（mn＆ψ岛市） 121(, 122, 210 斗， 210

⑦，如－ 5，如④， 3例①，蜘①

小气（~） so, 101, 1饵， 1俑， 112

② 

心计（时间句）捕， 2侃③，加⑤， 216

信念（πiστ时 195 - 7' 195(, 196(, 211 

⑤，拙， 224⑤

信心情xlots) 43, 43(, 49, 4蝠， 77 - 81, 

78(, 81(, 85-6, 

形式（ ti /lo<;) 35((, 36, 49- 51, 189 -

90, 198，刀7①， 247 -9，泪，加－ 7' 

朋④， 299- 300，础④

型式（Et8o.) J3(, 14(, 15, 15(, 16(, 

17' 17(, 

型(l阳） 13-7, 13⑤， '61② 

幸福（归祖ψOlitα ） 9, 9(, 11 - 2, 11(, 

18-9, 18(, 20(, 21(, 22, 24 - 32, 

组③， 25①， 26②， 26⑥， 27①， 30①，

66, 87, 87(, 129, 186- 7' 187(, 217, 

221 斗， 2刀①②，却邸， 259①， 277-

9, 278((, 280(, 282(, 283, 289, 

剧， 30'2- 311 ，如①②， 304(1)，如①

④，如＠，到7①，朋②， 311①， 312①

幸灾乐祸（叫咱阳α） 48, 49(, 52, 52 

④ 

性爱（豆严厉） 201, 227(, 234 - 5, 234(, 

235(, 24 5 ' 2(,() ' '2ti.邸， 270，双5，却7

性质（τ机 mφι） 10, 14, 17(, 18(, 31, 

35④， 37-9，钮， 43①， 45②， 46④， 53

④，饵， 56, 62, 70, 76-7, 76(, 79(, 

82，“④，邸， 119, 132, 137, 147, 150, 

159(, 161, 169' 181(' 182~. 186, 

193②， 'lJJ2，却7' 212, 217' 219(, 223, 

223①， 259①，施， 270①， 229, 232, 

233(, 234, 234(, 238(, 246(, 253 

(, 291(,”2 - 4, 292⑤， 293③，硝

(, 296(, 303-5,310 

羞耻（α（llws) 52, 52(, 77, 77⑤，邸， 83

(, 125, 125((, 312 

羞怯（α归科町iα） 52, 110，因⑤

羞辱（惮s) 111, 1刻， 162，加－ 8，加③

④ 

虚荣（ X.<VVfrrp) so，酬， 107-8, I侃① 112

(, 112-3 

选择（仰伊四川， 3②④， 5, 9, 13, 17-

8, 191(, 24(, 28(, 31(, 37(, 40, 

仿④ 42, 42(, 43(, 44, 46 斗， 56, 56 

②， 58②，”， ω，似D. 61(, 62, 64-

7,“(, 65((, 67(, 70-1, 70((, 

75-6,81 ，邸，衍， 87②，”， 117' 120, 

12晒， 146- 7' 146(, 152 - 4, 153(, 

161, 163, 165, 168- 9, 173, 187, 181 

(, 190, 195' 195⑤， 196①， 1叨， 201-

2, 208 - 13, 208(, m ((, 211(, 

212(, 215 - 6, 224(, 238, 255- 6, 

255(, 261, 263(, 268, 270(,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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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9, 301(, 304, 300, 314 

y 

研究（μ放也；5和平s) 3, 3(, 6,9,14,21, 

25, 32, 37 - 8, 38(, 41, 45, 56, 58, 

66, ff} ，。9①， 126, 131, 133, 175(, 

178, 180 - l, 180(, 181 (, 182(, 

190, 217' 230, 318 

义愤（吨阳臼） 4蝠， 52, 52①， 125⑤ 

易怒的（呐阳） 115' 1161'.I) 

意见（SOEa) 6(, 8(, 9-11, IO(, 21 -

3, 3αP，饵， 37' 58(, 65-7,“(, 67 

((, 75(, 82(, g-](, 123(, 127' 

141(, 150(, 159(, lff}, 169(, 170 

(, 173 - 4, 174(, 178, 180 - 1, 180 

(, 181(, 183, 183(, 185' lg-]' 189' 

192(, 193 - 7' 193(, 194((, 198 

(, 199 - 200, 200(, 213 - 4, 213(, 

215(, 217 - 8, 218(, 220 - l, 223 - 4, 

229- 30, 230①， 264②， 271 ，主71 ⑤，

m③，棚， m，挽②，剧－ 5, 294 

(, m(, 311 

意外<irriixrpa) 74, l但②， 152③④， 1日，

153② 

阴郁（ iruqxis) ll5' ll6① 

应得（市民如l\I E'(Elll T~α白白ν） 52, 52(, 

叨①②， lQCJ - IO, 138(, 140, 144(, 

157 - 8, 158(, 160(, 242((, 254, 

316③ 

勇敢（α年iα ） 36, 38 斗， 47 斗， 49③，

饵， 56, 77 - 88, 77③， 78①②，万①②，

80((, 82(, 83(,“(, U(, 88(, 

92，何①， 116, 129, 131(, 159, 189, 

189(, 214, 270, 293，班，如7 ③，

立JS-9

优越（阴阳泊）“④， 1!0, 144(, 160- I, 

l(J(邸， 176, lg-]' 190, 240 - 2, 240(, 

243(, 248 - 50, 252 - 4，写6①， 257'

259④， 274，蹄，如＠，划，到7③，

310, 312 

友爱情λia) 13, 13(, 21(, 52, 43(, 51 

②， ω③， 117' 227 - 258，泣7①， 228①

(, 229(, 230(, 232(, 233(, 234 

①， 23白， 238③， 240③， 242①②③，

243(, 244((, 246(, 251(, 253(, 

写4③， 255②⑤， 259 - 288' 259①②③ 

④， 26均③， 266③⑤， 270①， 275⑤，

285(, 288(, 302, 311 

友善（似阳） 'l29，徊， 239, 252, 255, 

266, 2“(, 2ff}' 271 ' 274' 285 
有用的（ν加μφ） 73, 96, 96(, 112, 121, 

121(, 178(, 230-2, 233(, 235 - 7' 

组9-41, 244-5, 253-4, 253②④，结4

®· 255 ②⑤， 259③④，施，加③，

刀口， 27i邸， 274 ， η4①， 279，拙， 284

(, 286 

愉悦（χ甲） 43, 43②， 51-2,71,87，盯

②， 88①， 90③， 91 ，妇①，叨， 99 -

100, 124, 203, 215(, 228(, 233 - 5, 

233(, 238-9, 252①，写4①， 270, 278 

(, 279- 81, 280(, 282(, 283, 298, 

301-2，剿，如②， 304①， 305④， 308

参见令人愉悦的

愚蠢“你胃口叫）饵， IO币， 107, 112, ll5, 

120, 195' 195⑥⑦，加－ 5，如

欲求（牛队） 5(, 8, 17(, 36(, 50, 83' 

”, l()C), ll3(, 114, 164, 167 - 9, 167 

(, 168(, 225, 244 - 5, 244(, 268-

70，发9④， 273，刀5, 278(, 280 - 3, 

2刷3，施2①， 286- 8, 291②， 301，如7

欲望＜mca机α） 5②， 8②， 23②， 34，到①，

36, 36(, 41(, 43(,“- 5, 65(, 

85, 88(,”, 91 - 4, 132, 156(,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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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用3-4, l”(19'J - 200, 202，如－

7, 2臼②，却7③④⑤， m，朋①，

214- 5, 215(, 219, 221, '}ff)(, 275, 

276(, 291(, 293(, 301, 310 

原谅（M(Y叫问） 58 - 9, 00(, 62, 11击，

154, 184-5, 184((, 194, 210 

愿望（π如） 43, 43(, 65(, 156, 156(, 

255(, 260' 267' 267③ 
运气（τuxri) 22, 9(, 24, 24③，匀， 27 -

9, 52, 52©' 171, 171(, 222 

诅怒＜arri>.仿制 37, 51, ll5 

z 
真（丛梆α） 3①，地，础， 7' 13 斗， 13

(, 16(, 21, 51(, 00@, 66, 67(, 

71, 71(@, 84,”(, 110, ll3(, 135 

(, 167 - 9, 167(, 168(, 169(, 

171 -4, 179(, 180, 180((, 182(, 

185, 185(, 193, 193(, 194(, 197' 

细， m③， 213, 224, 235(, 240(, 

245, U,7 ， η5，刃5⑤，刀9，写到0, ~拟昌，

291(, 292, 305, 3ll 

正常品质（叨，位朋叩问ν） 217 - 20, 218 

③， 224 斗， 225②，拙，却4③

政治的生活（础LnKOs 良机） IL - 2, 83(, 

m(, 309 

政治学（咽L'CU<可） 6-10,6①， 26, 32, 41, 

”(, 73(, 133, 133③④， 176 斗， 176

(, in(, 178(, 190, 312(, 316, 317 

③ 

知道（ "fl.Wats) 42, 42(, 61-3, 63(,“, 

73- 4,”, 113, 152, 154 - 6, 156(, 

162, 165, 166(, 170, 175, 177 - 8, 

180, 186, 193 - 4, 197' 198(, m(, 

朋D. 210, 212(, 216, 222, 231 - 2, 

236, 251, UJ3, 274, 286, 312, 316 

知识（~町ψ可） 5 - 9, 5(, 8(, 16, 28(, 

41,55,61(,“(, 67(, 73(, 791(, 

8αD, 84, 1幻④， 159②， 1“， 1“②，
169③， 170 斗， 177③④， 180③④， 181

(, 184(, 187(, 190, 1叹邸， 194, 194 

((, 196 - 201, 1锦①④， 1”①， m

③， 215，测， 244④， 261，拙， 316

值得欲求的（α巾τos) 18 - 9, 109, 187' 

201-3, 210, 218, 221, 223 - 4, 238, 

273, 278(, 281, 282①， 283，却6 - 8, 

288(, 291, 291 ②， m①，那－ 6, 

拐， 301，如－ 4，如①⑤，到4①

指责（卢附s) 254, 254(, 276 

制作（巾’pis) 3((, 4(, 38(, 168 - 9, 

171-2, 171(, 173(, 174(, 199, 199 

⑤，忽阳岛， 219③， 251, 273 

智慧（rol>iα） 3((, 6(, 12, 12(, 15, 

22,”, 38(,”(, 123, 158, 169, 169 

(, 172<(, 174- 6, 175(, 176(, 177 

(, 179, 181(, 185 - 7' 1炀①， 187②，

190, 242, 264，如＠，班，到7③， 3ll,

318, 318① 

钟爱（~y.叫） 273, 274, 276 

主宰（阳回） 1旬，棚，现③， 210, 249, 

275(, 276, 3仍，到7, 310-1 

资产制（可皿伊τia) 247 - 50, 247② 

自爱者（但由ros）刀＇4-7, 274③， 275⑤ 

臼贬（坪闹出） 51, 111, 112(, ll9, 121-

2, 121⑥ 

臼夸（at.a~.慌iα） 51 ' 81, 119 - 22' 120②③ 

④， 121③④ 

自然的德性（啦m均伊叶） l”- 90, 189② 

自然的情nuc:Os) 6(, 31, 67④， 7以2) ，邸，

149, 150(, 189, 189(, 257, 227(, 

238(, 253(,:m 
自然（阳s) 6(, 12(, 18(, 25, 35, 35 

(, 36, 37((, 44, 46, 62, 67 - 8,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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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 6, 75(, 81, 142(, 144, 144 

③， 141蝠， 150, 152, 171, 179, 179(, 

189, 216, 218(, 222, 225, 229 - 30, 

'129②， 2拟1), 252, 273，朋④， 312①

自制（叫“rci四川65, 88(, 125, 125(, 

191 - 216, 191((, 192((, 193(, 

加⑥， m②， 213④， 215①， η6 参见

不能自制

自足（α时叩由a) 18 - 9, 18②， 112，万7,

277(, 147, 235⑤，如， 303①，到④，

306-7，到7①， 310

最大的善见最大善

最大善（μ阳回 U.yaBOO) 75，初， 87②， 176,

188. 242 - 3. 242④， 243① 

最高善（丰阳τbν） 4(, 5, 18 - 9, 23, 26, 

31, 48, 217 斗， 2剧毒， 221 -2, 221(, 

223①②， 239②， 275，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