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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故乡。在希腊哲学多种多样的

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西方哲学各种观点的胚胎和萌

芽。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 公元前 384一前 322 年）是古

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被称为古代最博学的人物，出生于马

其顿的斯它古拉城，家族以行医为世业。亚里士多德的一

生，是竭力摆脱外部干扰，潜心于教学和学术研究的一生。

公元前 367 年，风华正茂的青年亚里士多德，离开了宫廷中

正在进行着惨烈的夺权斗争的马其顿王国，来到了雅典，投

入正处鼎盛时期的阿加德米亚，师事柏拉图。他在这里一住

就是 20 年，大约前 10 年按照柏拉图所规定的，修习基础课

程，后 10 年则以辅导员（ agagnos tes）身份，做教学辅助

工作。他最早的著作被认为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它们仍以

对话体为形式，罗马的西塞罗尚见到这一批作品，盛赞其文

采的华美和语言的流畅。柏拉图逝世之后，大半是为了避免

学院的人事纠葛，他离开雅典到了小亚细亚，在这里他充分

利用了沿海礁岛林立的地理条件进行研究，积累了初步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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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学资料。不久他应聘回到了马其顿，作了当时的王子、后

来的亚历山大大帝的教师，在这里他开始注意政治、伦理问

题。他的第一批政治伦理作品，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公元

前 335 年，亚里士多德回到阔别 12 年的雅典，雅典已在马

其顿的控制之下了。这时候，他以知命之年在吕克昂创建了

自己的学校，亲自主持讲授，并广泛地开展学术研究。现在

我们所见到的较为J完整的著作，大都是亚里士多德这一时期

的作品。然而好景不长，公元前 323 年亚历山大猝死于远征

的军旅之中，雅典对他这个外邦人已充满敌意。他不得不把

学校移交给自己的学生和朋友，避居于优卑亚岛卡尔基斯城

他母亲所遗下的老屋中，独享其寂寞，于次年病死，终年

63 岁。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学派，被称为漫步学派（ Peri-

patetikoi) 。

我们说，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并不是

因为他建立了一个无所不包的体系，宣示了几条永恒不变的

真理，而是因为他把希腊哲学爱智慧、尚思辨的精神，也就

是追求知识、探索真理的精神，充实了，具体化了，发扬光

大达到顶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尊重经验，跟随现象，最后

归于理智和思维。他认为，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而对感觉

的喜爱就是证明。人们通过经验得到了科学和技术。经验造

成技术．无经验则只能诉诸偶然 a 并且，对于实际活动来

说，经验和技术似乎并无区别，而一个有经验的人．比那些

只知道原理而没有经验的人，有更多的成功机会。亚里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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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把理智置于灵魂的最尊崇的地位，把它看作是本原。在自

身的思想，是其自身为最善的东西的思想，是以至善为对象

的至高思想。理智通过分享思想对象而思想自身。被思想的

东西生成于接触和思想，所以思想和被思想的东西是同一

的。思想就是对被思想者的接受，对本质的接受。在具有对

象时思想就现实着。这样看来，在理智所具有的东西中，思

想的现实活动比对象的具有更为神圣。思辨是最大的快乐，

是至高无上的快乐。如若我们能一时享受到神所永久享受的

这种至福，那就令人受宠若惊了，如若享受得更多那就令人

感到更大的惊奇，事情就是如此。

亚里士多德把智慧，把哲学称为思辨科学。他更进一步

从不同角度，在与其他科学的不同关系中，对哲学作出不同

的规定。首先，在哲学的起源上，在它和创制科学的关系

上，他把智慧规定为关于最初原因和本原的科学。哲学不能

满足于事物是什么，还要探索日常所见事物生成和存在的原

因，要去解决事物是由什么构成的，以及怎样才能使人去了

解这样的难题。在这一方面，哲学就有别于创制科学。创制

科学进行创制以实用为目的，哲学则不以实用为目的，而是

学以致知，是一种想知道个别事物为什么而做的科学。因此

哲学起源于好奇，不论是在现在，还是在最初，人们都是由

于好奇而开始哲学思考的。在开始，人们对身边所不懂的事

情感到好奇，进而对更重大的事情感到好奇，如关于月象的

盈亏，太阳和星辰的变化，关于万物的生成。一个感到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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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好奇的人，就感到了自己的无知，所以，人们是为了摆脱

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的。很显然，这是为了知识而去追求知

识，而不是为了其他的效益。正如我们把为了自身而存在，

而不是为了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那么，这种为

知识自身而存在的科学，也是唯一自由的科学，是高尚的科

学、神圣的科学。其次，亚里士多德又在哲学的对象上，从

它和其他具体科学的关系上，把它规定为关于作为存在的存

在的科学。这就是说，哲学是一种普遍科学，而不是一种特

殊科学。其他的特殊科学，都是从存在截取一个部分作为研

究对象，而探索它的属性。例如数学，就是从存在截取数量

部分，只探索其数量方面的属性。哲学则以未经任何划分、

不受任何规定的存在为对象，以作为存在的存在为对象，而

探索它就其自身而言属于它的属性。既然哲学所探索的是最

初本原和原因，那么很显然它自身也必然有所依从，有所归

属。如若先辈哲学家们所寻求的事物存在的元素就是这样的

最初本原和原因，那么很显然，它们就不能作为偶性，而只

能作为存在。所以，人们必须就作为存在的存在来把握最初

原因。亚里士多德关于哲学的这两个著名的定义又是相互紧

密联系的。

一方面，必须就作为存在的存在来把握最初原因：另一

方面，又必须就最初原因来把握作为存在的存在。这样就艳

艳荧荧千古绵绵形成了一个不断的循环、宇宙的奥秘，为那

些不以无知为自足的人所不懈追询、无穷探索，却始终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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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个自足的、最后的答案。关于什么是存在的问题，亚里

士多德的回答是否定的。他明确地宣布，存在是什么，换句

话说实体是什么．不论在古老的过去，还是当前的现在，以

至永远的未来，都是一个被不断探索而总不会得到答案的问

题。很显然，如若存在是什么果真得到了最后的答案，那

么，这一存在也就不是普遍的、无条件的了，探索也就终止

了，哲学也就消亡了。关于最初因问题，从形式上看，亚里

士多德似乎作了一个青定不移的回答。他根据无穷后退不可

能的推理原则，最后达到了一个永远不被运动的运动者，或

者称之为神，而停住了脚步。这样一个神启动万物，是宇窗

的最初动因．它甚至具有生命，享受着不尽的至福。看起

来，很有一点人格神、创世主的味道。然而，只要稍微体察

一下亚里士多德的本文，就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因为，

神只不过是一种以思想为实体的东西，神的生命就是思想的

现实活动，它就是现实性，是就其自身的现实性，它的生命

是至善和永恒。如若它是至善，那就是思想它自己，思想就

是对思想的思想。这样看来，神不过是一种不懈追询、无穷

探索的别名，亚里士多德就是爱智慧、尚思辨的希腊哲学精

神的化身。黑格尔说：假如一个人真想从事哲学工作，那就

没有什么比讲述亚里士多德这件事更值得去做了。

作为一个哲学教师，亚里士多德在讲授和著述中大概度

过了 40 年生涯。他所留下来的作品，仅依公元 2 世纪传记

作家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rtius）在其《著名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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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传》中保存的目录所载，就有 164 种 400 余卷，共计

445 270行。可是到现在，在被誉为标准本的《亚里士多德

全集》里我们只能见到 47 种口而其中《论宇宙》（peri Kos

mou）等 13 种，经学者们从内容及文体上多方考证，已被

公认为是后人所托之作品。这些篇目虽非原作，但仍具很高

文献参考价值，所以仍保留在全集中，加以标志以示区别。

标准本的《亚里士多德全集》是由柏林科学院授命．在伊曼

努尔·贝克尔（ Immanuel Bakker）主持下编辑的。全书共

5 大卷，从 1831 到 1870 年历经 40 年才最后完成这一巨著。

这部书的前两卷收集了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本文。两卷计

1 462页，每页分 a 、 b 两栏，每栏从 30 到 40 余行不等，大

多为 35 行左右。每隔 5 行都标出行数号码。例如《形而上

学》一书就是从 980b25 行开始的。这部《全集》的出版被

认为给亚里士多德研究奠定了新基础。这个版本是从最优秀

和最古老的手稿中整理出来的、以亚里士多德为名的全部著

作的版本。在贝克尔版之后，西方各国的古典学者们对亚里

士多德著作做进一步的加工、订证、诠释的工作，出版了各

种文本的版本，如《托布奈丛书》（Teubner Series, 1868-

1961 年）， 《牛津古典本文》 ( Oxford Classical Texts. 

1894←1968 年），希法对照的《布德丛书》 ( Bude Series. 

1926-1968 年），希英对照的《洛布丛书》 ( Leob Series, 

1926-1966 年），不过这些版本都是在贝克尔版的基础土进

行的。此外，学者们还收集了亚里士多德已散失的著作的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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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并加以出版。

在《全集》中，贝克尔对亚里士多德各篇著作的编排从

《工具论》的《范畴篇》开始至1J 《论诗》为止，大体是依照

亚里士多德关于科学的分类来进行的。在这里，以《工具

论》六篇为方法学上的预备，接着就安排了思辨或理论科学

的《物理学》或广义的自然学（Phusika），以及与此相关的

天文、气象、生理、心理、动物、植物诸篇章，然后就是总

名为《形而上学》的物理学后的诸篇章。亚里士多德把数学

和物理学、形而上学并列为思辨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没

有专门的著作保存下来。其次是实践科学，在这里，伦理

学、政治学、家政学（或经济学〉三部分是完整的。最后是

创制科学，其中三个组成部分诗学、修辞学、辩证法三部分

也是完整的。不过辩证法被看作是依据公认的意见立论和反

驳的方法，把与此有关的著作《论题篇》和《辩谬篇》（So

phistikoi elenkoi）提到《工具论》中去了。由于亚里士多

德的著作中缺乏显明的客观标志，使人可以确定其写作时代

的顺序，所以，在这里所用的方法，也许是能从亚里士多德

著作中找得到某种依据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在我们的译本

里，也无可选择，无可创新，只能依照标准本的办法，按贝

克尔的顺序和页码来编排。贝克尔版的第三卷收集了在 15

和 16 世纪译成的、优秀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拉丁文译本。

其他各卷是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注释中，选其重要的编辑整

理而成，一部分包含了亚里士多德已散失了的著作的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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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附加了有关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目录。

贝克尔版问世 90 年之后，在奥托·吉冈（Otto Gigon) 

的主持下出版了《亚里士多德全集》新版 1 、 2 、 4 、 5 卷

(1960-1961 年〉。在新版的《亚里士多德全集》里，贝克

尔版的前两卷，也就是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本文“完全按照原

样重新交付印行”，因为吉冈认为，虽然在更完善的版本中，

肯定会出现某种特点和优点，但和这些新的版本相比较越发

显得贝克尔以其惊人的机敏选择了这些手稿，并且在大多数

情况下审慎地规划并编排了这些手稿。此外，贝克尔版在当

时是唯一用两卷或三卷就把亚里士多德全部著作包容在内的

版本。而在新的版本中所表现的一个或少数特点或优点，在

学术上可能是足够的，但在实用上却显得不够。所以，按照

贝克尔原文重新印行第 1 、 2 两卷。无论对文献研究，还是

对亚里士多德哲学，这都将受到欢迎。在新版中，吉冈删去

了第三卷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拉丁文译本，而代之以一个更完

整的残篇汇编。因为这种拉丁文译本对于亚里士多德著作研

究的发展虽然是很有价值的，但是谁要想解释亚里士多德的

词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了。而且，亚里士多德著作的

残篇，自贝克尔之后，经过许多学者的大力搜求，已经大大

地丰富起来。特别是《雅典政制》的纸草在 1890 年被意外

地发现，更使这种残篇的搜集工作具有了重大的意义。此

外．新版还从亚里士多德本文的注释中选印了最重要的文

献，在第四卷中就刊行包尼茨（Bonitz）的著名的《亚里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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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德著作索引》。编者指出，这个索引虽然在今日看来已有

许多不足之处，但它是渊博的，综合了所有最有价值之点．

即使在今日．这个索引也可以使所有那些想认识亚里士多德

大量主题，以及其各种最重要用法的读者感到满足。新版的

《亚里士多德全集》附有自贝克尔版之后所出版的各种版本

的全部目录，最后加上称作“亚里士多德”的马尔西安传

记。所以要出版这一传记，为的是让文献研究者们能够确有

把握地区别，哪些词句是在今日纸草本中总可以读得到的，

哪些词句是我们时代学者们所补充的。在这最后两卷中汇集

了新的研究成果。

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较为完整的亚里士多德的作品

中，充满了课堂用语，以及复述、小结等显明的教学环

节。这说明，人们对这些作品大多是讲授提纲和听讲摘要

的推测是有根据的。而且《物理学》一书的原名，即明白

标示出是一种讲义（ akroasis）。作为希腊哲学爱智精神化

身的亚里士多德，以 40 年的教学生涯，于今只有这样 30

来种著作传世，其本身就反映了一个愚昧与启蒙、野蛮与

文明、暴力与理智的历史斗争过程。关于亚里士多德著作

的坎坷命运，早在公元 11 世纪，就以传奇故事的形式记

载于著名的地理和历史学家斯特拉波（ Strabo）的《地理

学》和阿加德米亚哲学家、传记作家普鲁塔克（ Ploutark

hos）的《道德论集》中。根据传说，公元前 322 年亚里

士多德疲后，吕克昂由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和朋友塞奥弗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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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Theophrastos）主持。后者在公元前 288 年逝世前，

把藏于吕克昂的亚里士多德和自己的稿本托付于同事斯开

普斯（Skepsis）的纳留斯（Neleus），由纳留斯带回他小亚

细亚的故乡，公开展览，任人抄传。后来瑞加蒙王国的君

主，为自己的图书馆向民间征集书籍，为了避免被征用，

这批稿本就被藏于斯开普斯的地害中，一直沉睡了百余

年，直到公元前 1 世纪才发掘出来，被卖给了台奥斯的哲

学家阿柏里康（Apellikon）重新带回雅典。公元前 86 年

苏拉攻占了雅典，把这批书稿劫到罗马，后来又转手到文

法学家提兰尼奥（Tyrannion）手中，准备编辑抄传。但经

两个世纪岁月的腐蚀，播迁散乱，这批稿子已经面目全

非，又加上眷抄手文化不高、说误百出，所以稿件的内容

次序、写作先后完全不可辨认。直到罗马吕克昂第十一任

主持、罗得斯岛的安德罗尼坷（ Andronicus）收藏了它，

并重新加以编辑，这大概是公元前 60 年左右的事情。在

当时，安德罗尼坷已经无法查清这些著作的写作年代，只

能用当时流行的分类归纳法，把它们按内容排比在一处。

这样一个传奇故事，说来虽也凄婉动听，但总难免启

人疑窦。因为，吕克昂在当时已是古代西方文明世界国际

性的学术机构，自亚里士多德后已存续了 250 余年，很难

想象在各地的学院里连创建者的一份手稿也无保存，更难

想象漫步派的门徒们让其开山祖的典籍受到如此恶劣的对

待。不过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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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次序和每篇的标题，都应归功于安德罗尼坷，这已是

人所公认的了。更令人遗憾的是，安德罗尼坷所编定的

《全集》后来也失散了，甚至连一份目录也不曾保存下来。

至少也可以断言，第欧根尼·拉尔修没能够见到这份目

录，若不然我们就会从保存下来的第氏目录中，更多见到

我们今日所见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标题。特别是那些主要

著作的标题，如《物理学》、《形而上学》等。实际上，公

元后的几个世纪里，罗马帝国战乱频仍、社会腐败，希腊

哲学的智慧火花已濒于熄灭。学者们纷纷带着他们的典籍

移居较安定的东方，继续自己的事业。于是新兴的基督教

就来填补这一精神空位。基督教是一个以信仰为基础的、

排他性很强的宗教，它和把求知看作是人的本性的希腊哲

学针锋相对。特别在公元 4 世纪基督教被宣布为罗马帝国

国教，对世俗的希腊哲学加强限制，终于在公元 529 年查

士丁尼下令封闭了全部非基督教的学校，希腊哲学在西方失

去了最后的存身之所，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几乎不再为人所

知。除了在公元 6 世纪初，罗马的一位学者和政治家波埃修

(Boethius）把《范畴篇》、《解释篇》等几个短篇译为拉丁

语之外，直到 12 世纪初 600 年间，就没有迹象表明，拉丁

语世界还接触过其他亚里士多德著作。 12 世纪之后，随着

东西文化的交流，西方人士通过阿拉伯哲学家阿维洛依

(Averroes）重新见到了亚里士多德著作，并从希伯来语转

译为拉丁语。大约在 1255 到 1278 年，绝大部分的亚里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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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著作已有拉丁文本。不过，在这一时期由佛兰德翻译家莫

依贝克（Moerbecke）所编的亚里士多德全集拉丁文本中，

还有一半是从阿拉伯文转译过来的。在 14 世纪末年，出版

家阿尔杜斯·曼努修（Aldus Manutius）出版了几乎是全部

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希腊本文，不过其中的《论诗》直到

1500 年实际上尚不为西方学术界所知。

现代文化的中国对亚里士多德这个名字并不陌生。那些

热心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人士，如若愿把苏格拉底比做孔丘．

把柏拉图比做孟柯，那么，就会顺理成章地把亚里士多德比

做主张“学不可以已”的苟卿了。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翻译

工作早年就在进行着，特别在 50 年代之后更比较严肃认真。

也许并非纯粹的历史巧合，在我们这里最先出现的亚里士多

德著作的译著也是《范畴篇》和《解释篇》。不过亚里士多

德在我们中华大地上的遭遇比在自己的故土幸运得多，不到

30 年，他的著作已有十来种陆续译为汉语，其中包括像

《形而上学》、《物理学》这样重要的著作，而且《范畴篇》

和《解释篇》又很快地有了不同的译本。所以，我们目前的

工作，说不上什么创新，不过是继续他人已经开始了的事

业，并把它坚持到底而已。国外古典著作的翻译是一个民族

意欲开拓自己的文化前途，丰富自已的精神营养所不可缺少

的。巨大的任务令人’揣惰，不敢自安。困扰使人发现了自己

的无知，比较使人汲取了他人的经验，包括国外翻译亚里士

多德著作的经验。经过商讨和思考，我们给自已的译文提出



序 13 

这样一个要求 z 确切、简洁、清通可读。这个要求在实质上

和信、达、雅没有什么不同，但对于不同的对象，在不同的

时间，须作进一步规定罢了。

就确切来说，在今日汉语中哲学词汇已经相当丰富并日

臻完备的情况下，如若完全用现有词汇来对译亚里士多德的

古希腊词汇，那么，遣词造句就会方便得多，读起来也会顺

畅得多。但这样的译文，我们认为对亚里士多德是不确切

的。因为亚里士多德是一位 2000 多年之前的古代西方哲学

家，这时哲学尚处于自己的幼年时期，它不但在艰难地探索

着如何回答所面临的令人困惑的问题，也同样艰难地，或许

是更艰难地探索着各种回答的表述方式。因为，在许多情况

下，特别是越在关键处，就越难以觅得适当的词汇来表达自

已的概念。于是不得已，亚里士多德往往从日常生活语言中

搬取一个词组或一个短句来完整地表达自已的意思。对于这

样一些词组或短句，如果用一个现代术语相对应，譬如说

“本质”，对于译和读来说虽然是较为轻便了，但不免失去亚

里士多德语汇中所包涵的许多意蕴，失去了亚里士多德之为

亚里士多德的东西。翻译是一种载体，古代外国典籍的翻译

向我们传递了彼时、彼地、彼民族灵魂的消息。所以，在译

文里不但要使我们见到，彼时、彼地、他们的这番议论，在

此时、此地、我们是什么意思，还应该（也许是更应该）使

我们看到，我们这番意思，他们在彼时、彼地是用什么方式

说出来的。从这一角度来看，翻译也是种认识手段，古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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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是认识的历史手段。当今时代，人们还有兴趣去阅读古

代文献，除了在这里进行发掘和寻求启示之外，我们想，还

在于去索解一些思想、一些概念在其最初究竟是个什么样

子。而这一点对于哲学、对于西方哲学尤其重要，因为理论

思维说到底是一种概念思维，离开了概念，没有人能认真地

进行思维。而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观点，可以在古希腊哲

学多种多样的形式中找到自己的胚胎和萌芽。同样，近现代

西方哲学的各种语汇和概念，也可以在那里找到自己的根源

和出处。言必称希腊。这些思想、语汇和概念，则大多是通

过亚里士多德流传下来的，它们是素朴的、与生活血肉相联

的。但从历史上去把握它们的最素朴的意义，也就是最根

本、最本质、最核心的意义时，如若把它们全部以现代词汇

来代替，那就会使古代典籍失去其认识的历史功能，不成其

为古籍。而且，就是在专业语汇已大大丰富的近现代，用词

组来表现一种较为复杂的思想和概念的办法，也难于完全避

免，“自在之物”就是一个例子。确切不但是对作者、对原

文和原意而言，还要对读者而言。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的表

达方式是不同的，外国语言和中国语言的表达方式是不同

的。而且每个著作家还有自己独特的写作习惯和表达方式。

如若机械地把现代汉语和亚里士多德的希腊语的表达方式相

对译．譬如被动语态，那么就会引起歧意和误解，使现代的

中国读者不能确切地理解原意。这两个意义上的确切看来是

矛盾的，但必须使之相反相成，既忠实地传达彼时、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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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的本意，又能使此时、此地的我们无误地把握其本意口

就简洁来说，这可能是亚里士多德著作翻译中的一个特

别突出的问题。如上所说，现存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大部系

讲授提纲、听讲摘要一类的东西，其内容语意简肢，往往是

容许进一步铺陈和发挥的。但这样经过发挥了的译文，正如

牛津英译《亚里士多德全集》修订版编者乔纳逊·巴恩斯

CJ onathan Barnes）教授在该书的序言里所说，并不是在用

英语来转达亚里士多德的希腊语，而是随意地用他们自己的

话来表达自己所想说的话，于是就往往把翻译变成了一种引

申（paraphrase）。在这种引申式的译文里，本文里的一个

词变成了一串词，本文里的一句话变成了几行话，完全失去

了亚里士多德语言简洁、行文严密的风貌。我们生也鲁钝，

对于自已的发挥会在多大程度上合乎斯它吉拉哲人的原意，

没有多大的把握，所以谨约严守本文，宁愿把本文所涵容的

广大思辨空间保留下来，奉献给捷思敏求的读者，去思考、

去想象、去填充。除非在不增加一个词或一个句就词意不全

的情况下，我们都不作增加，更严禁任己意引申铺陈，尽力

保持亚里士多德原来的文风。

至于清通可读，本身就很明白，似乎没有什么可说的。

我们的意愿不过是用现代通用的汉语，以在理论文章中所习

用的方式，在确切和简洁的前提下，把亚里士多德的希腊语

转达给现代汉语的读书界。或者像人们所说，教亚里士多德

说现代汉语。还须说明一下的是，在本《全集》的脚注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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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的希腊语词，都是按照国家颁布的《汉语拼音方案》的

字母表来对应拼写的。在一般的读物中，用本国字母，按照

本国方式来拼写希腊词，目前已成为世界潮流，我们中国的

希腊哲学研究者和出版者，似乎也没有必要再用那些复杂的

气号和重音来麻烦自己，而是寻求一种简便可行的自己的拼

写方法，既不借用法语的，也不借用德语和英语的拼写方

法。关于《汉语拼音方案》和希腊语两种字母的对应表，在

旧编《古希腊哲学》一书后记中可以找到，这里不再重复。

这个设想当然也存在着困难，不能尽如人意，但愿能得到多

方帮助，能产生出一个适当的方案来。像这样一个方案虽说

不上是什么伟业和创举，但我们相信，如若人们想从本文来

研究和阐述希腊哲学，它却是推不脱、绕不过的一个关节。

我们给自己所提出的要求，实际上是我们不断奋斗着以

求实现的目标。古代外国典籍的翻译，是一个民族为开拓自

己的文化前途，丰富精神营养所经常采取的有效手段。这同

样是一个不懈追询、无穷探索、永远前进的过程，求知是人

之本性。

“ Pantes anthropoi tou eidenai oregontai phusei”。

苗力回

1989 年 4 月于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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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 当事物只有一个共同名称，而和名称相应的实体 }a 

的定义则有所区别时，事物的名称就是“同名异义的”；例

如，“人”和“肖像”都可以叫做“动物”，因为这只是它们

的共同名称，而和名称相当的实体的定义则是有所区别的，

因为如若要定义，指出人和肖像作为动物是什么，那么就得 5 

对每一种情况加以适当的定义。

当事物不仅具有一个共同名称，而且与名称相应的实体

的定义也是同一的，那么事物的名称就是“同名同义的”。

例如，“人”和“牛”都可以叫做“动物”，这个名称对于人

和牛来说是共同的，而且其实体的定义也是同一的。因为如 10 

若要定义这两者作为“动物”，各是指什么，那么就得给这

两个特殊的名称以同样的定义。

当事物自身的名称是由某些其他的名称而来，但词尾有

所不同．那么这种名称就是派生的。如“语法家”从“语

法”一词而来，“勇士”从“勇敢”一词而来。

[2] 语言的表达，或者是复合的，或者是简单的。复

合的表达．如“人跑”，“人得胜”；简单的表达，如“人”、

··牛”．“跑”、“得胜”。

其中，有些事物能述说一个主体，但并不依存于一个主

15 

体，例如J‘人”能述说某一个别的人这一主体，但并不存在 20 

于这一主体之中。有些事物则存在于一个主体之中，但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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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述说一个主体（所谓“依存①于一个主体”，我并非指像

25 部分依存于整体那样，而是指离开了主体它便不能存在）：

例如，某种语法知识就存在于心灵这种主体中，但并不述说

一个主体。再如，“白”存在于身体这→主体中（因为所有

的颜色都存在于身体表面），但并不能述说一个主体。有些

30 事物不仅述说一个主体，而且还存在于一个主体中，如“知

识”既存在于心灵这个主体中，而且还述说“语法”这个主

11i 体。有些事物既不存在于一个主体中句也不述说一个主体，

如某一个别的人和个别的马。这样的事物既不存在于一个主

5 体中，也不述说一个主体。一般说来，个体②和在数目上单

一的事物绝不可能述说一个主体。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并不妨

碍它存在于一个主体中，因为某种个别的语法知识就存在于

心灵这个主体中。

10 [3] 当用一事物来表述③作为主体的另一事物时，一

切可以表述宾词的事物，也可以被用来表述主体。例如，

“人”可以表述某一个别的人， “动物”可以表述人；所以

“动物”也可以被用来表述某一个别的人，因为这个个别的

15 人既是人又是动物。

m eno 

⑦ atomao 

③ katcgorcin0 



一、范畴篇 5 

当一些种是并列的并且有所不同时，属差在种类上也会

有所不同。例如“动物”和“知识”这两个神。动物的属差

是“有脚的”、“两脚的”、“有翼的”、“水栖的”。但这些并

不是知识的属差，因为一种知识和另一种知识的区别并不是 20 

以“两脚的”来确定。

但如若有些种隶属于另一些种，那么就没有什么妨碍它

们具有相同的属差。因为较大的种可以表述较小的种。所

以，宾词的所有属差也将是主词的属差。

[4] 一切非复合词包括：实体、数量、性质、关系、 25 

何地、何时、所处①、所有②、动作、承受③。举个例子来

说，实体，如人和马：数量，如“两肘长”、“兰肘长”；性

质，女日“白色的”、“有教养的”；关系，如“一半”、“二倍”、“大

于”；何地，如“在吕克昂”、“在市场”；何时，如“昨天，，、“去年”

所处’如“躺着，，、“坐着，，；所有’如“穿鞋的，，、“贯甲的，，；动作’ za 
如“分割”、“点燃”；承受，如“被分割”、“被点燃”。

这些词自身并不能产生任何肯定或杏定，只有把这样的

词结合起来时，才能产生肯定和杏定。因为，所有的肯定命题 5 

和杏定命题必然被看作或者是真实的，或者是虚假的。而

,j) keisthai. 意为··姿态”. ..状况飞

② echcin 。

( pasche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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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非复合词既没有真实，也没有虚假，如人、白、跑、得胜等等。

<5> 实体，在最严格、最原始、最根本的意义上说，是既

不述说一个主体，也不存在一个主体之中，如“个别的人”、“个

15 别的马”。而人们所说的第二实体，是指作为属或种而包含第

一实体的东西，就像种包含属一样，如某个具体的人被包含在

“人”这个属之中，而“人”这个属自身又被包含在“动物”这个

种之中。所以，这些是第二实体，如“人”、“动物”。

从上述可以清楚地看到，述说一个主体的名称和定义，

20 也一定能表述一个主体，如“人”能述说作为主体的某个具

体的人，也能表述其名称。因为人乃是某个具体的人的表

语，人的定义可以用来表述某个具体的人，因为某个具体

25 的人既是人又是动物，而属的名称和定义都能够表述一个

主体。

大多数存在于一个主体中的事物，无论其名称．还是其

定义，都不能表述一个主体。但是，虽然其定义不能表述一

30 个主体，但有时却没有什么能妨碍其名称能表述一个主体。

例如，“白”就依存于身体这个主体，并被用来表述身体这

个主体（因为身体被说成是白的），但白的定义却不能被用

来表述身体。

除了第一实体．所有其他事物，或者都可以被用来述说

35 作为主体的第一实体，或存在于作为主体的第二实体巾。这

从一些个别的情况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例如．我们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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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来表述人，所以我们也可以用“动物”来表还某个具

体的人。因为如果不存在可用“动物”来表述的个别的人，

那么就不存在可用“动物”来表述的一般的人。其次，颜色 ? 
存在于身体中，那么也存在于某一具体的身体中，因为如果

它不存在于某个具体的身体中，它也就不存在于一般的身体

中。所以，所有其他事物，除了第一实体，或者可以被用来

述说作为主体的第一实体．或者存在于作为主体的第一实体 5 

中。如果第一实体不存在，那么其他一切都不可能存在。

属比种更能被称为第二实体，因为它更接近于第→实

体．因为如果要说明第一实体是什么，那么，用属去说明就

比用种去说明更明白、更恰当。例如，要说明某个具体的 10 

人，用人说明就比用动物说明来得更明白。因为前者更接近

于某个具体的人，而后者过于宽泛。要说明某棵树是什么，

用树说明就要比用植物说明更明白。

而且，第一实体之所以被认为比其他事物更是实体，就

在于第一实体是支撑着其他一切事物的载体，其他事物或被 15 

用来表达它们，或存在于它们中。属和种的关系，就如第一

实体和其他事物的关系一样。因为属支撑着种，人们是用种 20 

来表述属．而绝不会反过来用属来表述种。所以，根据这些

理由，可以说属比种更是实体。

属自身，如果没有一个属还兼为种，就不会有一个属比

另一个属更是实体，因为并不存在用人来说明个别的人比用

马来说明个别的马更为恰当的问题。正如那些第一实体自身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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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不会有某个第一实体比另一个第一实体更是实体，因

为不会有某个人比某头牛更是实体。

除了第一实体，其他事物中只有属和种可以被称作第二

30 实体，因为在所有的表语中，只有它们能够清楚地说明第一

实体。如果要说明某个具体的人是什么，或者用属说明，或

者用种说明，而且，用“人”比用“动物”说明更加恰当。

35 但是，如果用别的东西来说明，如用“白”、“跑”或诸如此

类的其他东西来说明，这对于要说明的事物就不合适了。所

以，在其他事物中，只有属和种可以被称为实体口

3a 由于第一实体乃是其他一切事物的载体，所以，第→实

体乃是在最主要意义上的实体，第一实体和其他一切事物的

关系．正如第一实体的属与种和其他事物的关系一样．因为

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是被用来表述它们的，你可以说某个具体

5 的人是有教养的，同样也可以说人和动物是有教养的，其他

情况也是如此。

所有的实体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不存在于一个主体

巾。因为第一实体既不存在于一个主体中，也不述说一个主

10 体。第二实体显然也是如此：不存在于一个主体中。我们可

以用“人”来述说作为主体的某个具体的人，但立并不存在

于主体中。冈为“人”并不存在于某个人巾 s 同样，我们可

以用··动物”来这说作为主体的某个人，但动物并不存在于

15 某个人中。一事物依存于一个主体，并不妨碍我们可以用这

一事物的名称来表这一个主体，但是，宫的定义不能用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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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一个主体。第二实体的定义和名称都可以用来表述主体。

人的定义就可以用来表连某个特殊的人，动物的定义也是如

此。所以，实体不存在于一个主体中。 20 

但这种特性并不为实体所独有，属差也不存在于一个主

体中。因为我们可以用“有足的”、“两足的”来述说作为主

体的人，但它们并不在主体中，··有足的”、“两足的”并不

在人中白用属差来述说的东西，也可以用属差的定义来表 25 

述，如，我们可以用“有足的”述说“人气也可以用“两

足的”定义来表述“人”，因为人是“有足的”。

实体的部分存在于作为主体的整体中，这个事实不必令

人担心，这样的部分不是实体。因为当我们说，某物存在于 30 

主体中时，并不意味着这些东西是作为部分依存于某物。

实体和属差都有这样的特性，全部由它们所表述的东

两．．都是同名同义的。所有由它们所表述的东西，既有个 35 

体①，也有属。第一实体从来不表述任何事物，因为它并不

述说任何主体，在第二实体中，则可以用来表述个体，而种

既可以用来表述属，也可以用来表述个体。同样，属差也可 3b 

以用来表述属和个体。属和种的定义都适用于第一实体，种

的定义适用于属。因为被用来述说表语的，全都可以用来述

说主语。同样，属差的定义也能够适用于属和个体。“同名 5 

同义的”这个词可用于既有相同名称，又有同样定义的事

( atom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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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正如在由实体和属差所表述的全部命题中，都是被同名

同义地表述着的。

10 所有的实体，似乎都在表示某一“这个”①，而相对于第

一实体来说，它所表明的是一“这个飞更是无可争辩的真

理。因为它所表明的东西是不可分割的，在数目上是单一

的。从表面上看来，第二实体似乎也同样表明的是某一这

15 个，例如，当我们说到“人”或“动物”时就是这样，但这

并不是真的。它更多地表明的是某种性质，它不像第一实体

那样，是单一的主体，我们说“人”和“动物”，并不是一

件事物而是多种事物。但它们所表明的不是某种笼统的性

20 质，如“白的”。因为“白的”除了表明性质以外，别无所

指。而属和种决定了实体的性质，这些性质表明它是什么实

体，而且，种所确定的性质的范围要比属所确定的更宽泛。

因为说“动物”，就要比说到“人”包含得更多。

25 实体自身没有相反者。因为有什么东西能和第一实体相对

立呢？例如，某个具体的人或某一具体的动物，它们是不会有

相反者的。不仅实体无相反者，而且其他许多事物也没有，如

30 数量，“两肘长”或“i肘长”是不会有相反者的，“1。”和

其他同类数目也都没有相反者，除非有人说“多”和“少”、

“大”和“小”是相反者，但确寇的量是绝不会有相反者的。

实体似乎不具有更多、更少等程度上的不同．我说的意

任） tode 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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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并非指实体之间没有更是实体，以及较远于实体的实体 35 

（因为这点已经说过了，是有的），我是说．实体自身不容许

有程度上的不同，例如，人这同一个实体，就不可能会更多

地或更少地是一个人，无论是和他自己比较，还是和别人比

较，这个人也不会比另一个人更多地或更少地是一个人，正如

一个白色的东西不会比另一个白色的东西更多地或更少地是 俨

白色的东西，就好像一个美的东西不会比另一个美的东西更

是一个美的东西。也许同一事物的同一种性质，在不同的时

间里．会在程度上有所区别，例如，身体的白净，现在就可

能比过去更白净；热的东西，在不同的时间里可能会显得或 5 

者更热，或者不太热。所以，实体不能被说成更多地或更少

地是实体。因为现在的某人不会比从前更是人，其他的所有

实体也是如此。所以，实体没有更多或更少的问题。

实体独有的特征似乎是，在数目上保持单一，在性质上 10 

可以有相反的性质。除实体外，其他事物并不具有这种特

点：在数目上保持同一，又可容受相反的性质。如“颜色”，

虽然在数目上保持同一，但同一种颜色不可能既白又黑，某 15 

一行为自身，在数目上是单一的，但不可能同时既是善的又

是恶的。除实体以外的一切事物都是这样。实体不仅能在数

目上保持单一，而且能容受相反的性质，如某个人，在数目

上始终是同一个人，但他有时白，有时黑，有时发热，有时 20 

发冷，有时行善，有时行恶。而其他的事物则不会这样。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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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人们可能会认为，命题①和意见有相反者，因为同一个命

题可能会既是真实的，又是虚假的，如“他坐着”，当他坐

25 着时，这句话是真实的，但他一旦站起来了，这句话就是虚

假的；意见也是一样，当有人坐着时，认为他坐着的意见就

是真实的，当他站起来后，如果还坚持这个意见，那么这个

意见就是虚假的了。即使承认这一点，但在发生变化的方式

30 上还是有差别的。实体有相反的性质仍是在它自身中发生变

化，一事物由热变冷（是发生了性质变化），由白变黑，由

善变恶，都是在自身之内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如此，

每一可接受相反者的实体都要经历自身变化。而命题和意见

35 在任何情况下，它们自身都是保持不变的，如果它们有了相

反的性质，那是因为事实本身发生了变化。因为“他坐着”

4b 这句话始终没有改变，只是由于事实发生了变化，才变得有

真实和虚假之分。意见也是如此口因此，就实体在自身之中

发生变化的方式来说，具有相反的性质，乃是实体的特点。

即或有人坚持说，命题和意见是个例外，它们具有相反

5 的性质，这种看法也不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命题和意见如果

有了这种相反的性质，事实上并不是命题和意见自身，而是

某些别的东西发生了变化。因为人们是根据事实自身的存在

与不存在，来判别命题的真实和虚假的。命题自身并没有相

10 反的性质，因为绝对不会有什么东西能改变命题和意见的性

(Ii logo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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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它们自身不可能发生变化口所以，它们不可能有相反的

性质。但实体自身则允许有相反的性质，这种相反的性质是

在它们自身的意义上被述说的，变得健康以及害了疾病，白 15 

以及黑，诸如此类的相反的性质，都是在实体自身的意义上

被述说的。所以，实体具有这样的特点，它既在数目上保持

同一，而且通过自身变化而具有相反的性质。关于实体我就

说到这里。

(6] 有的数量是间断的，有的是连续的，而且有些数 20 

量，其构成部分相互之间具有相对的位置，而有些数量则没

有这样的位置。间断的量，如数目、语言，连续的量，如

线、面、体，此外还有时间和地点。因为数目的各部分之间 25 

并不存在一个由数目的各部分连接起来的共同边界，如两个

5 等于 10，但并没有一个使 5 和 5 连接起来的共同边界，它

们是分离的。也没有一个使 3 和 7 连接起来的共同边界。一 30 

般地，就数目来说，在它们的各部分之中不可能存在着一个

共同的边界，它们总是分离的，所以，数目是间断的数量。

同样．语言也是间断的数量。语言显然是数量，因为它可以

用长青节和短音节来度量。我所说的是能产生声音的语言。 35 

并不存在一个使语言的各个部分连接起来的共同边界，因为

并不存在一个使各个音节连接起来的共同边界，它的每一个

音节与其他音节都是分离的。 5a 

线是连续的，因为我们发现存在着一个连接其各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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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边界。就线而言，这个界限就是点，就面而言，乃是

5 线，因为面的各部分有一个连接的共同界限。相对于体也是

一样，体也有一个共同的边界，即线或面。时间和空间也是

这样的数量。因为时间的过去、现在与将来是一个连续性的

整体。空间是连续性的数量。因为体的各部分占据着空

10 间①，而且这些部分具有连接它们的共同边界，空间的部分

也是如此。体的每个部分都占据着空间，和体的各部分一

样，空间有连接它的各部分的同样界限。所以，不仅时间，

而且空间也都是连续的数量，因为它们有连接其部分的共同

界限。

15 数量由部分构成，这些部分之间或者有着相对的位置，

或者没有这样的位置。如线的各部分之间就有这样的位置，

因为每条线都位于某处，可以与某条线加以区别，而且可以

20 说出每一条线位于面的位置以及它与哪一部分相连接。同

样，面的部分也具有位置，因为可以说出面的每个部分处于

哪种位置以及每个部分和哪一部分相连接。对于体和空间也

是如此。但数目的各部分之间则不可能有相对的位置或某一

25 特殊的位置，也不可能确定哪些部分是连续的。时间的部分

也没有这样的位置，因为时间的部分不能维持住，而不能维

持住的东西，又怎么能够有其位置呢？但说时间的部分具有

30 相对秩序倒更合适一些，时间的部分有先后之分口数目也是

( top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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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在计数中，有的数目就是在先的，如 1 先于 2, 2 先

于 3. 所以，数目的部分也具有相对的秩序，但没有位置。

语言①也是这样，因为语言的部分不能持久存在，人们一旦 35 

把它说出来，它也就不能再维持其存在了。所以，语言的部

分没有位置，它不能持久存在。因此，有些数量，其部分具

有位置，而有些数量，其部分则没有位置。

只有我们说到的这些事物，才能在严格的意义上叫做数

量，其他所有事物被称为数量则是在偶性的意义上说的。当 ? 
我们注意到某一真正的数量时，我们才把其他事物也叫做数

量。如某一白的物体所以被说成是“大的”，乃是因为白色

所覆盖的“面”是大的，某一行为或某一运动过程被说成是

“很长久的气乃是因为它们所费的“时间”很长久，因为

这些事物就自身而言②不能被称为数量。例如，有人会问

“这一行为有多长”，而回答所指出的时间乃是行为所费的时 5 

间，如“它持续了一年”等。有人会问“这个白色的东西有

多大”，回答所指的是白色所覆盖的面。白色所覆盖的面积

有多大．你就会说白色的物体有多大。所以，只有那些我们

说过的事物才能就其自身被称为真正的数量。其他事物都不 10 

是就其自身被称作数量，而是在偶性的意义上说的。

数量不会有相反者。所有确定的数量都显然不会有相反

( logoso 

( kath hau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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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如“两肘长”或“三肘长”，或“面”等类似的事物，就

不会有相反者。但有人也许会说，“多”和“少”、“大”和

15 “小”是相反者，但所有这些都不是数量，而是关系。这些事

物并不是就其自身被说成“大”或“小飞人之所以这样称它

们，乃是相比较而言的。如一座山被说成是小的，而一颗谷

20 粒被说成是大的，这不过是说，这颗谷粒比其他谷粒更大，

这座山比其他山更小而已。所以，这里就涉及一个外部标准，

如果是就自身而言的大或小，那么，一座山就不可能被说成

是小，一颗谷粒也不会被说成是大。再者，我们说，在某个

村子里有很多人，而在雅典则人很少，虽然雅典的人比村子

25 里的人多出许多倍；我们说，在屋子里有很多人，而在剧场

里则人很少，虽然剧场里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屋子里的人数。

“两肘长”、“三肘长”以及其他同类的东西表示的是数量，而

“大”或“小”，并不表示数量而主要是表示关系，因为“大”

30 和“小”与外在的标准相关，所以，它们显然是一种关系。

无论是否把它们确定为数量，它们都没有相反者。因为

要知道，它们并不是在自身意义上说的，而是相对于某种外

在的东西来说的，所以，它们怎么可能有相反者呢？如若

35 ··大”和“小”是相反者，那么，同一主体就会在同一时间具

有相反的性质，这些事物就会同它们自身相反。街时会产生

同一事物既是大又是小。因为和一事物相比较它是小的，而

初另一事物相比较它又是大的，所以，同一事物在同一时间

511 里既是大又是小，因此它在同时就具有相反的性质D fg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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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似乎不可能同时具有相反者，如实体。虽然实体能接受

相反的性质，但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既有疾病又很健康，一事

物也不可能同时既是白的又是黑的。其他事物也都不可能同

时具有相反的性质。如若“大”和“小”是相反的，那么它们 5 

应当对自身就是相反的，同一事物在同时就应当既是大又是小，

这样它对自身就成为相反的了，但这是不可能的，它不可能对

自身是相反的。所以，大和小、多和少并不相反。虽然有人并 10 

不把它们叫做关系，而是称为数量，但它们并没有相反者。

对空间，说它作为数量似乎具有相反者，好像是很有道

理。因为人们把“在上”称作是“在下”的相反者。“在下”

乃是指在中心的地方，这是由于人们认为，没有什么比从宇

宙的极端到中心更远的了。的确，我们在限定所有其他相反 15 

者时，都会想到空间。因为我们把那种属于同一种，而且相

互之间距离最远的东西叫做相反者。

数量似乎不允许有更大或更小，如“两肘长”，一个 20 

“两肘长”就不会比另一个“两肘长”在更大的程度上是

“两肘长”。数目也是如此。如没有一个 3 比另一个 3 在更大

的程度上是 3，也不会有一个 5 比另一个 5 在更大的程度上

是 5。不会有一段时间比另一段时间在更大程度上是时间。 25 

我们所说的任何东西都没有更大或更小，所以，数量不可能

有更大或更小。

数量最突出的特点，是用“相等”或“不相等”来述

说。因为我们可以用“相等”和“不相等”来指所有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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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量。如用相等和不相等来述说物体，用相等和不相等来述说

时间，同样，我们所提到过的其他数量，都可以用相等或不

相等来述说。不是数量的东西，就不能用“相等”和“不相

等”来述说。例如，两种气质之间就不能说“相等”或“不

相等飞而只能说是否“相同”，白也不能说成相等或不相

35 等，而只能说成是否“相同”。所以，数量最突出的特点，

就是可以用相等和不相等来述说。

(7> 这样一些事物被称作关系①，它们或者通过别的

事物、或者与别的事物相关而被述说。如“较大的”就是与

别的事物比较而被说成是较大的，因为当我们说某物较大

时，就是指它比别的事物大。我们说某物是“两倍”的，乃

6b 是说它是其他某物的两倍。其他同类的事物也是一样。还存

在着一些属于关系的事物，如习性、状况②、感觉、知识、

姿态，因为所有这些都是通过别的事物来加以说明，而不可

5 能用任何其他方法来说明，一种状况得用另一种状况来说

明，一种知识得用另一种知识来解释，一位置得用另一位置

来述说，其他属于关系的事物也都是如此。通过别的事物来

说明自身的、或者与别的事物相关，都属于关系。如一座山

10 乃是与另一座山相比较而是大的，因此山的“大”就可以说

CD pros ti 。

( heksiso 



一、范畴篇 19 

属于关系。“相似”也是通过与其他相同事物的比较而相似，

其他一些类似的事物也都可以同样地被说成是关系。躺着、

站着、坐着，乃是某种特殊的姿态，而姿态自身是相对而言

的，躺、站、坐，它们自身并不是姿态，但它们的名称则是

从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些姿态而来的。

关系有时有相反者，如德性和邪恶就是相反的，这两个

词都属于关系范畴。知识和无知是相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 15 

所有关系都有相反者。“两倍”和“三倍”就没有相反者，

而且诸如此类的事物都没有相反者。

关系似乎有时可以允许有更多或更少。“相同”、“不同”、

“相等”、“不等”都可以使用“更多”或“更少”这样的字眼。这 20 

些词都属于关系范畴。“相同”是指和某个其他东西“相同”，

“不同”是指和某个其他东西“不同”。然而，并非所有的关系

都可以具有更多或更少等程度的不同，因为“两倍”就不能被 25 

说成“更多的”或“更少的”两倍。诸如此类事物都是如此。

所有的关系都有和它们相互转换的东西。如“奴隶”乃

是“主人”的奴隶，“主人”乃是奴隶的主人。“两倍”是指

一半的两倍，“一半”是指两倍的一半。“大”是指比某一较

小的事物大，“小”是指比某一较大的事物小。所有的关系 30 

都是这样。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关系词的格或语法的复杂

变化会有所不同口例如，知识乃是知识对象的知识，而知识

对象是被知识所认知的东西，感觉乃是被感觉对象的感觉， 35 

而被感觉对象乃是通过感觉而被感觉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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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时这种相互关系似乎并不存在。一旦出了差错，这

种相互关系就不能被正确地表达出来。例如，如若说羽翼是

7a 鸟的羽翼，那么这里便没有相互关系，羽翼和鸟并不是相互

关系。把羽翼规定为鸟的羽翼，这开头就是用词不当。因为

只有在作为有羽翼的生物，而不是作为鸟时，才能说它是有

翼的，许多其他的东西并不是鸟，但有羽翼。如若我们使用

了恰当的词，相互关系就会马上出现。例如，羽翼乃是有羽

5 翼生物的羽翼，有羽翼生物乃是因为羽翼而成为有羽翼的

生物。

有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正确地说明相互关系，这

时我们就必须造出一个新词。例如，“船的舵”，而“船的”

一词不宜于说明相互关系，因为舵并不必然属于作为船的

船，有些船就没有舵，所以，舵和船的关系并不是相互关

10 系，“船”并不是“舵的船”，虽然舵是船的舵。因为这里并

没有适当的词，我们就必须造出一个词，以适应这种情况，

并且以便说得更精确一些，舵乃是“有舵之物”的舵。如若

我们有了恰当的表达，那么这两个词之间便有了相互关系。

15 有舵之物乃是由于它的舵而成为有舵之物。一切其他的类似

情况也是如此，例如．规定“头”和“有头的东西”有相互

关系，要比规定··头”和“一个动物”有相互关系来得更为

恰当。作为动物的动物并非必然有头，许多动物就没有头。

理解那些没有适当名称之事物的最佳方法．是把从与原来相

20 关事物得来的名称．成用到与它们有相互关系的事物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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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上面的例子，“有羽翼的东西”一词就是从“羽翼”一词

而来，“有舵之物”就是从“舵”一词而来。

所以．所有的关系，都有与它们相关的事物，如若对它

们加以正确地规定的话。我必须增加这个附加条件，因为，

如若相互转换的事物碰巧是以随便的不精确的方式被说出来 25 

的，这些事物就不可能存在相互关系了。我是说，只要有适

当的名称，事物便会存在相互关系。如若我们从两个并不能

说明关系，而且其意义不相干的名称中，拿出一个名称，便

不会有相互关系。例如，我们规定“奴隶”和“人气“两足的

动物”或其他这一类的东西相联系，而不是规定它和“主人”

相联系，那么便不会有相互关系，因为这里所关联的事物是不 30 

确切的。再者，如若两件事物是相互关联的，而且为了说明另

一事物使用了适当的词，即使我们撇开它的所有不相干的属性，

只要剩下相关联的属性，那么所说的相互关系也会存在。例如，

和“奴隶”相关的是“主人”，假如我们撇开他的所有其他不相

干的属性，诸如他是“两足的”、“能获取知识的”、或者“人”， 35 

而只剩下他作为“主人”的属性，那么，“奴隶”便会有相互关

联的事物，“奴隶”意味着是“主人”的奴隶。

但如若用一个不正确的名称来说明相互关联的事物中的 7b 

一事物，即便我们除去它的其他属性，只剩下相互关联的属

性，那么也不会有相互关系存在。如若把“奴隶”规定为和

“人”相关，并把“主人”这一属性从“人”那里拿开，那

么在“人”和“奴隶”之间就不会有相互关系存在。如若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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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翼”规定为和“鸟”相关，并把“有羽翼的东西”的属

性从鸟这里拿开，则羽翼便没有相互关联的东西，那么羽翼

便不可能有相互关联的东西了。

10 所以，应该对相互关系的词作确切的说明，如若已经有

了名称，那么便会轻而易举，如若没有适当的名称，我们就

得制造一个名称。很清楚，一旦有了适当的名称，所有的关

系词都会有相关的事物。

15 相关的事物被认为是同时存在的，总的说来这是对的．

例如，“两倍”和“一半”就是这样，“一半”存在也就同时

意味着“两倍”存在，“主人”的存在也就蕴含了“奴隶”的

存在，如若“奴隶”存在，“主人”也必然存在。在所有同类

20 的情况下都是如此。而且，一个不存在了，另一个也必然不存

在，例如，没有“两倍”便没有“一半”；反之，没有“一半”

也就没有“两倍”。在所有同样情况下都是如此。认为相互关系

的两个事物同时存在的观点，似乎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正确。因

为知识的对象似乎就先于知识而存在，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

25 获得事物的知识J之前，事物就已经存在了。因为，我们的知识

与知识的对象同时存在只是极个别的情况，或者说绝无仅有。

如若知识的对象一旦被取消，那么知识自身便不复存在

了，但相反的情况则不会出现．生日若知识的对象不再存在．

30 也就不可能再有任何知识了，就不会有任何东西可以认知

了。但是，即使我们还没有关于某一特殊对象的知识，对象

自身也依然存在。例如，使圆的面积等于i五万形的面积，如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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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这也可以被称为知识的对象的话，虽然它作为知识的对象

是存在的．但还没有关于它的知识。如若所有的动物都不存

在，则根本不可能存在知识，尽管这样，知识的对象却依然 而

存在。

对于感觉来说也是如此，因为感觉的对象似乎先于感觉

活动。如若感觉对象消失了，那么感觉便也会消失。而感觉

消失了，则感觉的对象仍然存在，因为感觉首先涉及的乃是

被感觉到的物体，然后是感觉在其中发生的物体，所以，如

若取消了感觉对象，那么也就取消了物体自身，因为物体自 ga 

身就是感觉对象。物体不存在了，感觉也会随之而消失。取

消了感觉对象，也就取消了感觉。但取消了感觉却不会取消

感觉对象。如若动物自身被消灭了，感觉也就会被消灭，但

感觉对象仍然存在，诸如物体、热、甜、苦以及其他所有能 5 

被感觉到的东西。

而且，感觉乃是和进行感觉的主体同时存在的，因为动

物是和感觉同时存在的。但感觉对象则先于动物和感觉。这

样的东西如水、火（动物就是以这些东西为质料结合而成 10 

的），在所有这些东西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且先于所有的感

觉活动。所以我们认为，感觉对象似乎是先于感觉的。

实体是否像人们所看到的那样，不能被说成是相关的，

这尚是一个难题。也许对第二实体来说可能会有例外，关于 15 

第一实体，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无论是它的整体还是部

分，都不可能是相对的。某一个人或某一头牛绝不可能是相



24 一、范畴篇

对于任何其他外在的东西而被说成是人或牛。相对于第一实

20 体的部分来说也是如此。某只手并不是相对于其他的东西而

被说成是一只手，某个头也不是因为其他的东西而被说成是

一个头，我们把它们叫做某个人的手和头。相对于第二实体

也是如此，至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如此，例如，“人”并

25 不是相对于某个外在的东西而被说成是“人”广‘牛”并不是

相对于其他东西而被说成是“牛”J‘木头”并不是相对于其

他东西而被说成是“木头”，但木头作为某人的财产而不是

在木头自身的特性上，可以被认为是相对的。显然在这样的

情况下，实体几乎不可能是相对的。但有时某些第二实体则

可能有例外的情况。例如，“头”指的是某个人的头，“手”

是指的某个人的手，这些似乎是相对的。

30 如若我们充分地定义了关系的含义，那么要证明没有任

何实体是相对的，虽然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但的确也是极其

困难的。相反，如若我们定义并不充分，如若只有这些事物

是相对的（这些事物的存在就在于与其他对象相关）．也许

35 便可以找到某个答案。前面的定义无疑地可以适用于所有关

系。但事实上，一事物要相对于其他事物来述说，并不等于

它就必然是相对的。

从以上所说，可以看得很清楚．如若有人确切知道某物

是相对的，那么他也一定确切知道它是和什么相关。这从事

gh 物的表面上就可以看清楚，假如有人知道某一这个是相对

的，作为相对的东西和相对于其他事物而存在的东西是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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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他也一定知道和这一事物所相对的其他事物是什

么，因为他如若根本不知道它相对的事物是什么，那么他也

不可能知道它是不是相对的。这可以用一些个别事例说明。

假如有人确切地知道某一这个是“两倍”，那么他也一定同 5 

时知道它是什么的两倍。假如他不知道它是某个确定事物的

两倍．他也就不可能知道它是“两倍气再者，如若他确切

地知道某一这个更美丽，那么他也就必然同时知道，它比什

么东西更美丽。所以他不会含糊地说，这东西比不太美丽的 10 

事物更美丽。这根本就不是知识，而只是一种假设，只是知

道它比不太美丽的东西更美丽乃是不确切的，因为可能并没

有什么东西不如它美丽。由此显然可见，确切地知道一事物 15 

为关系的人．也一定会知道和它相关的事物是什么。

头和手，以及其他这类的东西都是实体，人们不需要必

然知道它们和什么东西相关，也能够确切地知道，这些事物

在本性上是什么。因为人们并不必确切地知道这个头或这只 20 

于是谁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些东西以及

类似的东西并不是相对的，既然这样，那么肯定实体不是相

对的也就是正确的了。对于这样的问题，如若不作出更为详

尽的研究便要简述出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详细地提出

这些观点并不是完全无用的。

<8> 所谓“性质”，我是指决定某一事物如此这般的 25 

原因。性质可以在多种意义上被述说。有一类性质我们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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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和习性①。状况与习性又有不同，前者比后者更持久、

更稳定。各种知识和德性就是状况或品质。因为知识似乎很

30 能持久，而且难以忘记（虽然人们可能只是在中等程度上掌

握了知识），除非发生极大的变故，如疾病或其他类似的事

情。德性也是一样，如公正、节制以及所有类似的事情，这

35 些德性似乎难以被取代，难以发生变化。而习性则是易于动

变的性质，如热和冷、疾病和健康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一

个人就是由这些而处于某种特殊的状态，但他很快就会由热

变冷；由健康变为疾病缠身。其他同类情况也是如此，除非

ga 某习性由于经年累月偶然成为人的本性，它已经根深蒂固，

难以改变，那么我们也许就可以把它叫做状况或品质了。很

5 显然，人们倾向于把这样一些更为持久、更不易变化的性质

叫做状况。因为那些不能握有知识而且易于变化的人，就不

能说他们具有品质，虽然他们在知识方面处于某种坏的或好

10 的习性。状况和习性的差别就在于，后者易于变化，而前者

则更持久、更稳定。所有的状况、品质也是状态，而所有的

习性并不一定是品质，因为有某种品质的人同时就有某种习

性，具有某种习性并不拥有某种品质。

另一种性质是，由于具有这种性质，我们说某人善于拳

15 击，或善于奔跑，或健康，或有疾病，简单地说，人们用这

种性质来述说所有天生的能力或无能。我们说某人具有这样

( he.ksis. diathe.si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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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质，并不是由于某人具有某种习性，而是由于他具有某

种天生的能力或无能，使他善于做某种事情或不受某种事物 20 

的影响。比如我们说有些人善于拳击或善于奔跑，并不是由

于他们具有某种习性，而是指他们拥有一种易于从事某种事

情的天生能力，我们说某些人是健康人，是由于他们具有抵

抗一般疾病的天生能力，说有些人是多病的人，乃是由于他

们不具有这种抵抗疾病的天生能力。．硬的东西和软的东西也 25 

是→样，说一个东西硬就是由于它具有某种不易被击碎的能

力，说它软是由于它不具有这种能力。

第三种性质指感受的性质和承受①。这一类事物如甜、

苦、酸，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事物。冷与热以及白与黑也属

于这一类事物，这些事物显然是性质。因为拥有它们的事物 30 

乃是由于它们而被说成是如此的，如蜂蜜自身即包含有甜，

所以被说成是甜的；身体自身即包含着白色，所以被说成是

白的，其他同类情况也是如此。 35 

但是，这类事物被称为感受的性质，并不是因为拥有这

些性质的事物以任何方式受到了作用。蜂蜜并不是因为受到 gb 

了某种方式的作用而被称为甜的。对这一类的其他事物也是

如此。同样，热和冷被说成是感受的性质，也不是因为拥有

这种性质的事物受到了任何方式的作用，而毋宁是我们所说

的这种性质对感觉产生了某种作用，因为味觉就是受到了甜 5 

① pathos：在人作“情感”、“感受’·．在物作“规定”、“性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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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酸的影响，触觉是受到冷或热的影响，其他同类事物也是

一样。

10 白色、黑色以及其他颜色虽然被说成是感受的性质，但

与我们以上所说过的那些事物并不是在同一意义上说的，它

们作为感受的性质主要因为它们是作为感受的结果而产生

的。很显然，颜色的多种变化，事实上就是作为某种感受的

15 结果而产生的，因为当人们害羞时就会脸红，恐惧时脸就会

变得苍白，如此等等。一个天性羞涩或天生胆怯的人就更是

如此，一旦他的身体有了某种习性，他的脸上就会出现相应

的颜色。伴随着羞怯所发生的这种身体变化也是由于他的体

质构造所造成的，所以说，类似颜色的产生是自然的。所有

这一类情况，如果是由于某种经常的持久的作用所引起的，

20 就叫做感受的性质，如果某人皮肤白或黑属于天生的构造，

那么它就被说成是性质，因为正是由于它，我们才被说成是

如此这般的人。如若由于长期的疾病或日光曝晒而产生了同

样的白或黑，而且将不会轻易改变颜色，甚至终生不变，那

么它也可以被说成是性质，因为我们也是由于它而被说成是

25 这样的一类人。但是，那些容易毁坏而且很快就会消失掉

的、作为事物结果的状态，却只能被说成是承受，因为人们

并不是由于这些状态而被说成是这样的一类人，一个由于害

羞而变得脸红的人，就不能被说成是红皮肤，一个由于恐惧

而变得脸色苍白的人，就不能说他是白皮肤，而且宁说它们

30 是受了某种方式的作用，所以，这样的事物只能被说成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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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而不是性质口

同样地，灵魂也存在着感受的性质和承受，那种作为作

用的结果而与生俱来的事物，诸如疯狂或性情暴躁，可以被

说成是性质，因为正是由于这些，人们才被说成是这样的→

类人，如脾气暴躁的人或疯子。而且，那些并非夭生、而是 1oa 

由于某种变故引起的疯癫，如若难以根除，或者完全无法治

疗，那么我们就说它们是性质，因为人们被说成是这样一类

人就是由于它们。但作为变化很快的偶然事件之结果的事 5 

物，则只能是感受。例如，若某人因烦恼而发怒，就不能说

他是脾气暴躁的人，我们说，他是受了某种事情的影响。所

以，这样的情况只能是感受，而不是性质。

第四种性质是所有事物的形状和外表形式，除此以外，

还有直和曲，以及所有这一类事物。正是由于这样的性质，

10 

事物才被说成是这样的事物。比如，由于三角或四角，由于 15 

直或曲，事物才具有一定的性质。的确，事物的性质正是由

于它的形状或形式而获得的。“疏松”和“稠密”、“粗糙”

和“光滑”，似乎也表明事物性质，但这些词显得并不属于

性质，事实上，这些词毋宁说表明的是部分的位置：一件事 20 

物各部分相互间如果排列很紧凑，那么它就是“稠密”的，

如若事物各部分离得较远，就是“疏松”的，如若某事物的

各部分沿直线排列，就是光滑的，如若它的各部分有些部分

竖起，而有些部分则竖得更高，就是粗糙的。

也许还有其他性质，但主要意义上的性质我们都已经说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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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我们说到的这些都是性质，那些或者因它们而得名．或

依赖于它们的事物便在某些方面被说成是这样的事物，在大

多数情况下，实际上几乎在所有情况下，事物的名称都是从

30 其性质的名称而取得的。比如，一个人由于“白”的性质，

就被说成是自净的；由于“有教养”而被叫做有教养的：由

于“公正”而被称为公正的．在其他同类情况下也是如此。

但是，有时有些性质本身就没有名称．因此也就不可能

35 从它们产生出派生词来。比如善跑者、拳击家的名称就不是

lOb 从性质而来，而是从其天生的能力获得的。因为这些能力并

没有一个特别的名称，但各种关于它们的知识有名称，我们

就根据这些知识的名称而把某人称作拳击家和角斗士。我们

用知识的名称来表示习性．每种知识都有自己的名称，如拳

5 击术、角斗术，而那些具有这种习性的人就是从这种知识的

名称而得到自己的名称的。有时，虽然某一性质具有十分确

定的名称，但具有这种性质的事物却并非从这种性质的名称

而得到自己的名称，比如作为德性的结果．我们说某人是善

良的，我们说他善良乃是因为他有德性，善良这个词并不是

10 从德性这个词派生出来的。不过，这一类的事情并不常有。

所以，那些所谓有性质的事物，或者是从所说的性质而获得

名称，或者在其他方面出于它们。

性质具有相反者，此如公正和非公正是相反的，白与黑

15 是相反的，等等。那些由此而具有性质的事物也是这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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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公正的事物和不公正的事物是相反的，白的东西和黑的东

西是相反的。但并非所有的性质都是如此，比如红的或黄

的，或任何这一类的颜色，就没有相反者，虽然它们都是

性质。

两个相反者中，如若其一是性质，那么另一也是性质。

只要我们比照一下其他的范畴就会十分清楚：不公正和公正 20 

是相反的，公正自身是性质，所以不公正也是性质。因为不

公正并不属于其他范畴，如数量、关系、地点，或者任何其

他范畴，一切属于性质范畴的其他相反者也都是这样。 25 

性质可以有更多或更少。因为，一个东西可以被说成比

另一个东西更白或没有另一东西白，一事物比另一事物更公

正；某一个别事物可以更多地具有某种性质，白的东西可以

变得更白。但并非所有的性质都是这样，只有大多数的性质 30 

是如此。如若说公正自身或任何其他习性有程度上的不同，

那么困难就会产生出来，并引起争论，有的人认为公正自身

或健康自身毫无疑问是存在着程度上的不同的。他们说，一

个人可以比另一个人在更大程度上具有健康或公正啻对于有 l l3 

教养或其他习性也是如此。但无论如何，这些具有性质的事

物有程度上的差别乃是无可置疑的。一个人可以比另一个人

更有教养或更公正、更健康，对于其他的情况也是如此。 5 

但三角形和正方形似乎没有程度的差别，其他的任何形

状也不存在程度上的不同，因为，所有的三角形或圆形都符

合“三角形”或“圆形”的定义。那些不符合其定义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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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也没有一个比另一个更多或更少地是“三角形”或“圆形”，

一个正方形不会比另一个长方形更是一个圆形，因为它们都

不符合圆形的定义。简单地说，如若两件事物都不符合某一

确定的定义，那它们根本就不能进行比较。因此，并不是所

有的性质都允许有程度上的不同。

15 以上所说的这些特性并不为“性质”范畴所独有；但只

有“性质”范畴可以使用“相同”或“不同”这样的词。因

为一事物和另一事物相同只是就某种性质而言的。所以．性

质的独特之点就在于它能使用“相同”或“不同”这样的词。

20 如若有人说，在说明性质时，事实上我们列举了许多属

于关系的词，对此我们不必担心。因为我们把状况和习性说

成是关系词。事实上，在几乎所有情况下，“种”都是相对

于某事物来说的；但个别事物并不是这样，因为知识作为种

25 在本性上是相对于某一外在于它的事物而说的，因为知识乃

是某事物的知识。但个别的知识并不能这样加以说明．例

如，我们就不能用某种事物来述说语法的知识或音乐的知

识。因为如若它们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关系，那么只能相对于

30 它们的种或知识而被看作是关系。也就是说，我们把语法叫

做某事物的知识，而不是某事物的语法；把音乐叫做某事物

的知识，而不是某事物的音乐。

所以，个别知识并不属于关系范畴，人们由于拥有这些

个别的知识而被看作是这样的人。这些个别知识是人们所拥

35 有的东西，而不是“种”或一般的知识，所以人们被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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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练的”或“老练的”。由于这些个别的情况我们便被认为

有这样的性质，所以，这些个别的知识自身当然属于性质范

畴，而不属于关系范畴。而且，如若某事物碰巧既是关系又

是性质，那么把它归属到这两类范畴就完全没有什么不合理

的了。

(9> 动作与承受，既有相反者，也有更多或更少。例 111i 

如，加热与冷却相反，被加热与被冷却相反，令人快乐与令

人痛苦相反。所以它们可以有相反者。而且，它们有更多或

更少等程度上的不同，因此可以更热或不太热，或被弄得更 5 

热或不太热。所以动作与承受都可以有更多或更少等程度上

的差别。

关于这两个范畴就说到这里。我们在前面谈到关系范畴

时．谈到过所处范畴．这样的词是从与它们相关的属性获得

莫名称的。而何时、何地、所有这样的范畴很容易说明白， 10 

所以，我除了在开头说过的话外，就不再多说什么了。“穿

鞋的”、“贯甲的”表示“所有”，“在吕克昂”表示地点，如

此等等。

<10> 关于所提出的这些范畴，我们已经说得够多的

了，接下来我们必须讨论对立①，以及对立这个词的多种意 15 

① antikeimen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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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对立有四种意义： 1. 有相互关系的两事物是对立的。

2. 两个相反者是对立的。 3. 缺乏与具有是对立的。 4. 肯定

20 命题与否定命题是对立的。概括地说，有相互关系的事物的

对立，如“两倍”和“一半”，相反者的对立，如“好”和

“坏”，缺乏与具有的对立，如“盲”和“视力”．肯定命题

与否定命题的对立，如“他坐着”和“他没坐”。

25 相关事物的对立者就是以所属表示的对立者以及以其他

方式与之相关的事物。例如，“两倍”正好是一半的两倍；

再者知识和知识的对象也是属于关系范畴的对立者，所以知

识正好就是知识对象的知识，而知识对象也正好是与它相对

30 立的知识的知识对象，因为知识对象是通过知识而被称为知

识对象的。所以，属于关系范畴的对立物正好是与它相对立

事物的对立物。

但是，属于相反①事物的对立物，则绝不可能是与它们

35 相反事物的对立物，虽然它们是另一事物的相反者。因为好

不是坏的“好”，而是坏的相反者；白不是黑的“白”，而是

黑的相反者。所以这两种对立完全是互不相同的。但是，如

12a 若两个相反者的某一个必然在本性上属于官们在其中生成的

事物．或者它们所表述的事物，那么就不可能有中间物介于

这两个相反者之间。例如，疾病和健康在本性上存在于动物

5 的身体之中，两者必有其一属于某一动物的身体，或者是痪

( enant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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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或者是健康：另外．奇数和偶数在本性上表述数，两者

必有其一属于数，或者是奇数，或者是偶数。不可能有中间

物介于疾病和健康或奇数和偶数之间。但是如若一方或另一 10 

方并不必然属于某事物，那么在两者之间就会存在中间

物①。例如，黑和白在本性上存在于身体之中，但两者的某

一方并不一定属于身体，因为身体并非必然要么就是白的，

要么就是黑的：另外．好和坏被用来表述人以及许多其他事

物，但是这两者的任何一方并不一定属于它们所表述的那些 15 

事物，因为并非任何事物要么是好的，要么就是坏的。介于

这两者之间的，还可以有某种中间物，如灰色、黄色以及所

有其他颜色就介于白色和黑色之间，在好和坏之间存在着既 20 

非好也非坏的事物。有时候，中间物有名称，在白色和黑色

之间的中间物有灰色、黄色等名称；但有时中间物就难以找

到一个名称，这就得采用再定两个极端的名称来规定中间

物，如既非好也非坏．既非公正也非不公正。

短缺和具有②是就相同事物而言的，如“盲”和“视

力”都是相对于眼睛而说的，一般而论，这两者都是就拥有

它们的事物在本性上所有的东西而言的，所以，可以拥有某

25 

种能力的东西，一旦在这一能力本应有，而且即使在失去时 30 

也应当有，事实上却完全没有时，我们就可以说这一能力是

( mesono 

( steresis. heks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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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缺的。所以，那些本来就无牙齿或没有视力的东西就不能

说缺牙或盲。本来应有牙齿或有视力，而且即使在没有了这

些东西时也应当有牙齿或有视力，然而事实上并没有牙齿或

视力，这时我们才能使用“无齿”、“盲目”这样的词。因为

35 有的动物天生就没有牙齿或视力，这些动物就不能说是缺乏

牙齿或盲目的。

拥有或没有某种能力并不等于具有或短缺。例如，“视

力”是具有，它的对立面“盲”是短缺，但“视力”和“有

视力”并非同一回事，“是盲的”和“盲”也不是同一回事。

因为“盲”是一种短缺，而“是盲的”则是一种损失。“是

盲的”本身并不是短缺。而且，如若“是盲的”与“盲”是

12b 同一回事，则这两者所表述的也是同一回事。但这是绝不可

能的，一个人可以被说成是盲的，却不可以被说成是“盲”。

处于短缺的状况和拥有某种能力，这两者是对立的，正

如“具有”与“短缺”是对立的一样，而且其对立的方式也

是相同的。“是盲的”与“有视力”是对立的，就像“盲”

5 与“视力”是对立的一样。

在命题中，被肯定或被否定的事物自身，并不就是肯定

或否定。“肯定”意味着“肯定命题飞“杏定”意味着“杏

定命题”，但是，在命题中被肯定或被否定的事物是一件事

实，而不是命题。然而，我们所肯定和否定的事物则可以在

10 同样的意义上被称为对立，因为这里的对立方式是同样的，

正直11肯定命题和杏定命题是对立的一样．如对1L命题“他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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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和“他没有坐着”，命题所表达的事实，“坐着”和“没

有坐着”也是对立的。

显然，“具有”与“短缺”之间的对立，和有相互关系 15 

的两事物之间的对立不同，因为这两者无论哪一个都不能借

助于它的对立面来说明，视力不是盲的视力，而且也不能在

其他方面说它们两者相互转换，我们也不能把盲说成是视力 20 

的盲，盲是视力的缺乏，并不是视力的盲。而且，所有的关

系都有相关者，所以，如若盲属于关系范畴，那么它和与它

相关的事物之间便有相互关系，但是它却并没有与它相关的

东西，因为视力不是育的视力。

缺乏和具有并不像相反者那样对立着，这可以从以下事

实看清楚：对于其间不存在中间物的相反者来说，两者必有

25 

其一是在本性上在其中生成并且被用来表述它的事物，因为 30 

只有两者之中必有其一是能接受它们的事物，才会没有中间

物，如疾病和健康，奇数和偶数。但是，在存在着中间物

时．两者的一方或另一方就并不一定属于任何事物，并不一

定所有能接受这些性质的事物要么就是白的，要么就是黑

的，或者要么就是热的，要么就是冷的。因为在这两者之间 35 

还会存在着中间物，而且，只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两者之

中有一方并不一定属于能接受它们的事物，这时才会有中间

物，除非有一方在本性上即属于某一事物，如“是热的”属

于火，“是白的”属于雪。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反者的一方，

而不能随便是任何一方，必然存在于事物之中．因为火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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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能是冷的，雪不可能是黑的，所以，相反者的一方并不必然

存在于能接受这种性质的任何事物之中，只存在于这一方本

性上所属的事物，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只是两者中的确

1311 定的一方，而不是随便任何一方，必然存在于其主体之中。

但是，这一切并不适用于短缺和具有。因为，这两者的

5 某一方并不必然属于能接受它们的事物，对于本性上并不需

“有视力”的事物来说，既不能说它是盲的，也不能说它有

视力。所以，这两者并不属于没有中间物的那种相反者，但

也不属于有中间物的那种相反者，因为有时这两者中必有一

10 方属于能接受它们的一切事物。如若一事物本性上应有视

力，那么我们就说它有视力，或者是盲的，但它并不确定是

这样，并不一定是这样，只是偶然是这样，即它并不一定有

视力，也不一定是盲的。它必然或是这样，或是那样，但对

15 于有中间物的相反者来说，两者中某一方并不必然属于任何

事物，而只属于某些事物，属于某一确定的事物。所以很清

楚，短缺和具有之间的对立的两种方式和相反者对立的两种

20 方式互不相同。

对于相反者来说，两者可以相互变化为对方，而其主体

始终保持同一，除非两个相反者的一个在本性上属于某物，

如“是热的”属于火。健康可以变为疾病，臼可以变为黑，

热可以变为冷，好可以变为坏，坏可以变为好。因为当给一

25 个坏人介绍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思维方式时，他便可以

有些改进，也许进步甚徽，但他一旦有了进步，即使进步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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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他也还可以有更大的进步，甚至完全改变。因为人总是

更容易倾向于德性，尽管在开始时进步微乎其微，所以，他 30 

是可以有更大进步的。如若是这样，这个过程不断进行，最

终他便会变得具有相反的品质，假如时间允许的话。然而，

对于具有和短缺，不可能产生相互变化。因为变化只能出现

在从具有到短缺之中，却不能出现在从短缺到具有之中。一

个盲了目的人，就不可能再恢复视力，一个秃了头的人再不 35 

能生出头发，一个掉了牙的人，也不能再长出牙齿。

显然，我们以上所涉及的这些对立的方式，和肯定与否

定的对立并不一样，对于这两者来说，对立双方必有一方是 13b 

正确的，而另一方必然是错误的。而其他的对立，如相反者

的对立，相互关系之间的对立，缺短和具有的对立，则不是 5 

这样。例如健康的对立面是疾病，这两者是相反者，它们既

非真实，也非虚假。短缺和具有也是这样，如盲和视力。概

而言之，不把词和词结合起来，就不可能有真实或虚假产 10 

生。而以上所提到的那些对立都不过是一些没有结合的词。

但是，一旦相反的词成为对立命题中的组成部分，那它

们就似乎特别有权要求这个特性。 “苏格拉底生病了”和 15 

“苏格拉底健康良好”是相反命题，但我们在这里，仍然无

法确定两者之中必有一方真实，另一方必然虚假。因为如若

苏格拉底确有其人，那么便有一方是真实的，另一方是虚假

的，但如若苏格拉底是个乌有先生的话，那么这两个命题便

都是虚假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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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具有阳短缺构成的命题来说，如若苏格拉底根本不存

在，则两个命题都不是真实的，如果他存在，两个命题也并

非必有其一真实，另一虚假。在具有和短缺意义上的对立命

25 题，如“苏格拉底有视力”和“苏格拉底是盲的”，如若苏

格拉底确有其人，那么并不一定一个命题必然是真实的，另

一命题必然虚假。因为他也许还没有发展到…个人该有视力

的阶段，所以，这两个命题都是虚假的，就像他并不存在时

两个命题都是虚假的一样。

30 我们再回到肯定和否定上来，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他存

在与杏，我们都可以说，必然有一个命题是虚假的．另一命

题是真实的。假如苏格拉底确有其人，必然不是“他生病了”

真实，就是“他没有生病n 真实￥必然不是“他生病了’p 虚

假事就是满他没有生瘸”虚假，假如他并不存在，情跑也是

一样。因为假如他不存在，那么“他生病了”便是虚假的，

“他没有生病”则是真实的．所以，在常定和否定意足上的所

茹 有对立命题，必有一个命题是真实的穿一个命题是虚假的。

[llJ 善的相反是豁然是恶，用归纳法便可以证明这一

段 点＊健康的相反者是疾病，勇敢的相反者是怯儒，如此等等。

捏某种悲剧相反者，可能既是一种善，又是某种惑，例如啻

“不及”是恶事它的相反者“过度始也是惑，商、“中道”愈是

①础酶’阳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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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善‘ {El它与这两者是在同样程度上的相反者。不过这样 5 

的情况是极少的，一般说来．恶的相反者是善。

但这并不能必然推出：如若两个相反者有一方存在，另

一方也一定存在。假如所有的东西都十分健康，那么将只存

在健康，而不存在疾病。再如，所有的东西都是白的，那么

将只有白，而没有黑。“苏格拉底生病了”与“苏格拉底健 10 

康良好”是相反的，由于这两者不可能同时存在于同一事物

中，因此，如若相反者的一方存在，则另一方就不可能存

在，假如事实上他是健康的，则他生病便不是事实。

显然，性质截然相反的两事物必然同属或同种。健康和

疾病同属于生物的身体．白和黑的主体是需进一步说明的身 15 

体。同样，公正和不公正的主体是人类的灵魂。

此外，两种相反的性质，必然地或者同属一个种，或者

分属相反的种，或者它们自身即是种。白与黑就属于同一个

种一一颜色；公正和不公正属于两个相反的种－－德性和邪 20 

恶；善和恶不属于别的种，它们自身即是种，并且具有从属

的属。 25 

<12> 一事物是“在先”的有四种意义，最基本、最

主要的意义是相对于时间来说的，所以，一事物比另一事物

在时间上更长久，我们就说它更年长、更古老。

其次，当存在的次序被确定，并且这个次序不能转换的 30 

情况下．也可以使用“在先”这个词。在数目中，“1”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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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为假如“2”存在，便可以推出“1”必然存在；相

35 反，我们并不能从“1”的存在推出“2”也存在。因此，在

这里，存在的次序是无变化、不能颠倒的，在一个不能颠倒

的序列中，我们把前面的事物看作是“在先”的。

再次，“在先”这个词是相对于任何次序而说的，如

在科学中、在讲话中就是这样。在论证的科学中，有的在

14b 先，有的在后，如几何学的元素点、线等，就先于命题；

同样，在语法中，字母先于音节；在讲话中，开场白先于

叙述。

除了这三种意义外，似乎更优秀的东西，更令人尊敬的

5 东西，在本性上也被说成是“在先”的。所以，人们一般在

说到他们所尊敬的人时，总是把他们看作在自己心目中占有

优先位置的人。但是这种用法似乎是最牵强附会的。

“在先”可以在这几种意义上被述说，除了这些外，似

10 乎它还有一种含义。在两件相互蕴含的事物中，作为原因的

事物，可以被看作在本性上先于另一事物。我们可以清楚地

看到这种事例。例如，某人存在这一事实，就蕴含了肯定他

20 存在之命题的真实，反之亦然。如若他存在，则肯定这一事

物的命题便是真实的；如若这个命题是真实的，那么我们便

可以推出这个人必然存在。但真实的命题不是一个人存在的

原因，然而他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说．似乎是这一命题真

实的原因。因为后者的真实或虚假乃是根据一个人是否存在来

判断的白所以，使用“在先”这个词似乎有五种不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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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同时”，在最基本、最一般的意义上说．是指 25 

发生在同一时间里的事情，它既不在另一事情之先，也不在

其之后，那么我们就说这两者“在时间上同时”。“同时的”

在本质上也指两件互为原因或互不为原因的事情。例如，

“两倍”和“一半”就是这样，因为这两者是相互依赖的。 30 

两倍存在，一半也存在；一半存在，两倍也存在。再者，两

者互不为原因的事情也可以被说成是“同时的”。

在同一个种里，相互区别、相互对立的那些属，在本质

上也被说成是“同时的”，我是指按照相同的分类方式加以

区别的那些属，即“会飞的”这个属在本性上和“水栖的”、

“陆生的”这两个属是“同时的”。因为这些属都是在同一个 158 

种里相互区别、相互对立的，这些属都统一在“动物”这个

种里，它们是按照同样的分类方式而加以区分的，而且没有

哪一个属在先，哪一个属在后，所以，这些属在本性上乃是

“同时的”。这些属的每一个种还可以继续区分为更小的亚

属，同理，这些亚属也可以被说成是“同时的”。种先于属，

即是说，存在的这种次序是不能转换的，如若“水栖的”这

一属存在，则“动物”这个种也存在，但假如“动物”这个 5 

种存在，则并不一定有“水栖的”这个属存在。

所以，我们把两者互为原因、或互不为原因的事物以及

属于同一种内被相互区分开并且相互对立的那些属，说成是

同时的。而“同时”这个词的一般意义，则是指那些在同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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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里发生的事情。

<14] 运动有六种：生成、毁灭、增加、减少、变化

以及位移。显然，除了有一种运动是个例外．其他的运动相

15 互间都是有区别的。毁灭不是生成，增加并非减少，也不意

味着位移。相对于其他运动亦复如此。但对于变化来说，可

能有人会反对说，一个主体发生变化时，乃是由于其他某种

20 运动的作用而发生的变化。然而这并不是正确的。因为，一

切作用，或者说大多数作用①，会在我们身上产生一种与其

他几种运动截然不同的变化。因为受到作用的事物，并不一

定要经历增加或减少，或诸如此类的其他某种运动。所以

说，变化乃是一种和其他运动形式不同的运动。如果它和其

25 他的运动相同，那么被改变了的东西便会同时被增加或被减

少，或受到某种别的运动的作用。但情况并不是这样。而

且，被增加的东西，或者易于经受其他运动影响的东西，并

不一定有变化。有些事物有增加， f！！并不因此而发生变化。

例如，将一个盘折形加到一正方形上，那么正方形的面积有

30 所增加，但形状并没有发生变化，它仍然和从前一样是正方

形。其他的同类情况也是如此。所以，变化和增加乃是两种

不同的运动。

l 5b 一般地说，静止是运动的相反者。特妹的运动形式有自

G] pathos,



一、范畴篇 45 

己特殊的相反者．毁灭是生成的相反者，减少是增加的相反

者，位移似乎和静止在同一地方不动是相反者，但是，在严

格的意义上说，也许逆向的位移才是相反者，如向上的位移

与向下的位移相反，向下的位移与向上的位移相反。但是， 5 

对于以上所提到的这些运动形式中的变化来说，就很难说它

的相反者是什么。它似乎没有相反者，或者说，它的相反者

是“性质保持不变”，或者是“朝相反性质的变化”，正如我

们说位移的相反者是“在同一地方静止不动”或“逆向的位

移”一样。变化就是指性质的改变，所以，我们可以说性质 10 

变化的相反者，乃是“性质保持不变”，或者“朝相反性质

的变化”。白是黑的相反者，所以，变白是变黑的相反者，

因为一事物由于性质发生改变而变化为相反的事物。 15 

<15> “所有”在多种意义上被使用。“所有”，首先

是指作为一种习性和状况，或其他性质，因此我们“有德

性”、“有知识”。其次，“所有”被用于数量，如人所有的高 20 

度．我们说某人身高“有”三肘或四肘长。再次， “所有”

被用于衣物服饰，如某人“有”一件大鳖或一件外衣。而

且，我们还用“所有”来指我们身上某个部分所有的物件，

如手指上的戒指；我们还用“所有”表示身体的部分，如人

“有”子和脚。“所有”还被用来说明容器，如装酒的瓶子和 25 

量具里“有”酒，谷物量具里“有”麦子。“有”还被运用

于财产：我们“有”房子，“有”土地。或者，还可以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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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成“有”妻子，或“有”丈夫，但这个意义似乎有些牵强附

会，因为“有妻子”并不是指别的，而只是说他娶了她。

“所有”一词也许还有许多别的意义，但常见的意见我

们都已经指出来了。



解释篇

秦典华译



音 peri Hermeneias 据《洛布古典丛书》希腊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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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们先来定义名词和动词，然后再来解释否定、 168 

肯定、命题以及句子各是什么意思。

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正如所有

民族并没有共同的文字，所有的民族也没有相同的口语。但 5 

是语言只是内心经验的符号，内心经验自身，对整个人类来

说都是相同的，而且由这种内心经验所表现的类似的对象也

是相同的。但是，我们已经在关于灵魂的论文里讨论过这些

问题，这些问题与我们目下所进行的研究有所不同。 10 

有时，我们心中的思想并无真实和虚假可言，有时则必

然真实或者必然虚假。语言也是这样，通过结合与分离它才

会产生真实和虚假，名词和动词自身，正像没有结合或分离

的思想一样，如“人”，或“白飞如若不再增加什么，那它 15 

便既不是真实的，也不是虚假的。我们可以用吃一一牡

鹿”一词来说这一点，这个词有所指，但若不加上“是”或

“不是”，则无论它是一般的时态还是某种特殊的时态，都无

所谓真实或虚假。

<2> 名词是因约定俗成而具有某种意义的与时间元关 20 

的声音。名词的任何部分一旦与整体分离，便不再表示什么

意义。例如“好马”， “马”本身并不表示什么，正如它在

“一匹良种马”这个短语中不再表示什么一样。但必须说明 汩

的是，简单名词与复合名词不同，简单名词的部分不表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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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而复合名词的部分则有所表示。不过．如若与整体分

离．那也会不表示什么了，如“海盗船”，“船”这词本身就

不表示什么。

我们已经说过，名词的意义通过约定俗成而来．声音本

身并非名词，只是在它作为一种符号时才能成为名词．例

如，野兽所发山的那种含糊不清的声音虽然具有一定意义．

但这种声音并不是名词。

30 “非人”不是名词。这样的词我们还无法用一个确定的

名称来表示，它既不是句子，也不表示否定．我们就把它叫

做不确定名词。因为这一类词既可用来表示存在的事物，也

可表示不存在的事物。

16b “菲罗所有的”、“给予菲罗”以及类似的情况，并不是名

词，而是名词的格。我们要像给名词下定义一样，来定义所

有的格。即使加上“现在是”、“过去是”或“将来是”，它们

并不能形成或者真实或者虚假的命题，就像名词本身一样。

因为“菲罗的是”这样的表达，既不能构成一个真实的命题．

5 也不能构成一个虚假的命题。”菲罗的不是”也同样如此。

(3> 动词是不仅具有某种特殊意义而且还与时间有关

的词。动词的部分没有独立的意义，它只是表示由其他事物

所述说的某种情况。“动词与时间有关”是什么意思呢？举

例说明，“健康”是名词．也可以作为动词．闵为这个动 i司

10 除了它自身有一定意义外，还表示现在所布在的这种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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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动词表示的只是由其他事物所述说的某种情况．例如曹

由主项所述说的某种情况，或在主项巾被述说的某种情况。

“尚未康复”与“无病”这样的词不是动词．虽然这些

词与时间有关，而且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用作谓项，但我们没

有确定的名称来表示这样的显然不同的词，我们就把这样的

词叫做不确定动词，因为这样的词既可以用来表示不存在的 15 

事情，也可以用来表示存在的事情。

同样，“已康复”与“将康复”也不是动词．而是动词

的时态．动词与时态的区别是，动词表示现在的时间，而时

态则表示除现在时间以外的一切时间。

动词本身便是个词，并且有一定意义，因为说话的人一

旦停止了他的思想活动，昕话的人，其心灵活动也跟着停 20 

止。但是．动词既不表示肯定也不表示否定，它只有在增加

某些成分后，不定式“是”、“不是”，以及分词“是”才表

示某种事实。它们自身并不表示什么，而只是蕴涵着某种联

系．离开所联系的事物．我们便无从想象它们。 25 

<4> 句子是一连串有意义的声音，它的每个部分都有

其独立的意思，但只是作为表达，而不是作为肯定命题或否

定命题。我的意思是说，比如“人”表示某事物，但并不表

示人是否存在。但如若增加某些成分，它就会成为肯定命题

或否定命题的一部分。“人”的单个音节根本不能表示任何 30 

东西，如 mus （老鼠）一词中的 us 就不能表示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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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只是一种声音。而在复合词里．音节就具有某种意义，但

就像我们以前说过的那样，它自身并不是独立的。

17a 所有句子都有意义，不过，并不是作为工具，而是如前

所说是约定俗成的。并非任何句子都是命题，只有那些自身

或者是真实的或者是虚假的句子才是命题。真实或虚假并不

5 为任何句子所有，例如祈祷就是既无真实也无虚假可言的句

子。我们现在研究的只是命题，而撇开其他类型的句子，因

为对这些句子的解释主要属于修辞学或诗学的范围。

<5> 第一类简单命题是肯定命题，第二类简单命题是

10 否定命题，但是如前所说，其他命题都是结合而成的。

所有命题都含有一个动词或一种动词的时态，甚至

“人”的定义，如若不增加“现在是”、“过去是”、“将来是”

或某些这一类的词，那么它就根本无法形成命题。“有脚的

两足动物”如何便是一而不是多呢？连续不断说出这些词并

15 不能使它们构成一个统一体。但这个问题属于和现在的研究

不同的领域。

那些陈述了单一事实，或者通过结合而形成的单一事实

的命题是单一命题。那些陈述了多个事实或者其各个部分并

没有连结起来的命题乃是复多命题。

名词和动词只是一种表示，因为只有名同或动词，并不

能作出有任何意义的陈述，无论是回答某一问题的陈迫．还

20 是对自己意见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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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命题中存在着简单命题，如肯定某事物的某种东

西，或否定某事物的某种东西，另一种是复合命题，如由简

单命题构成的命题。简单命题是一种有意义的表述，它肯定

或否定某一事物在过去、现在或将来的存在。

<6> 肯定命题是肯定某事物属于另一事物，否定命题 25 

否定某事物属于另一事物。

既然有可能将把握的事情说成是不曾把握的，把不曾把

握的事情说成把握了的，而且在现在以外的时间里也同样如

此．那么，有人肯定过的事物，必定也可以加以否定，有人

杏定过的事物，必然也可以加以肯定，所以，肯定命题便有

与其对立的否定命题，否定命题也有与其对立的肯定命题。 30 

所有这样成对的命题，我们称之为矛盾命题，矛盾命题的主

项和谓项必须相同，而且相同的词不应当是“同名异义的”。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其他附加条件以对付难缠的诡辩派所

提出的疑难。

<7> 有些事物是全称的，有些事物是单称的，我的意

思是说，全称可以被表述为多数主体，如“人”，单称则不

35 

能这样，如“加里亚斯”。 17b 

无论是肯定命题还是否定命题，必然或者具有全称主

项，或者具有单称主项。若两个命题，一个为肯定命题，一

个为杏定命题，两者在形式上都是全称的，都具有一个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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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项，那么这两个命题便是“相反”命题。形式上是全称

5 的，都具有一个全称主项，是指诸如“所有的人都是白的”

这样的命题，另外，也指“没有人是白的”这样的命题。但

是，如果两个命题虽具有全称主项，然而在性质上却不是全

称的，这两个命题就不是“相反命题”，虽然有时它们所指

10 的意思是相反的，例如，“人是白的”与“人不是白的”，主

项“人”是全称的，但这两个命题本身都不是全称的，因为

这两个命题都不含有“所有的”这种词，但“所有的”并不

就表示主项是全称的，而只有主项是全称的，整个命题才是

全称的。但是，如若主项和谓项都是全称的，则所得出的命

15 题便会是虚假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肯定命题绝不可能会是

真实的，如“所有的人是所有的动物”，便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如若两个命题的主项相同，肯定命题的主项是全称的，

杏定命题的主项不是全称的，那我们就把这两个命题称为相

对立的矛盾命题，如“所有的人是白的”和“并非所有的人

20 是白的”，以及类似的命题。再如，“有些人是白的”，在我所

说的矛盾意义上，就与“没有一个人是白的”相对立。如若

肯定命题和否定命题都是全称的，即在这两种情况下主项都

具有全称的特点，则这两个命题便是相反命题。所以，“所有

的人是白的”或“所有的人是公正的飞与··没有人是白的”

或“没有人是公正的”并不是矛盾命题，而只是相反命题。

我们可以看到，相反命题不可能同时是真实的，但有时

一对相反命题的矛盾命题则可能同时是真实的．虽然它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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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词是相同的。例如，“并非所有的人是白的”和“有些人 但

是白的”，这两个命题可以同时都真实。但是，一对矛盾命

题，如若主项是全称的，而且命题的性质也是全称的，那么

这一对命题，就必然一个是真实的，一个是虚假的。对于主

项是单称的矛盾命题也是如此，例如， “苏格拉底是白的” 30 

和“苏格拉底不是白的”。但是，如若两个命题在性质上并不

是全称，而只是主项全称，便不会有一个命题真实或一个命

题虚假的情况产生。因为我们完全可以真实地说，“人是白

的”，“人不是白的”；“人是美的”，“人不是美的”。如若一个

人丑陋，他便不是美的，即使他将会变美，但他现在还不美。

这个观点看起来与理性相违背，因为“人不是白的”似乎等 35 

于“并非人是白的”。但是在事实上，这两个命题的意义并

不相同，而且两个命题也不可能同时为真或同时为假。

很显然，与一个单一的肯定命题相对应的否定命题自

身，也一定是单一的。即，这个否定命题所否定的事物正是

肯定命题所肯定的同一事物、同一主项，而且，无论这两个 18a 

主项是全称的还是单称的，无论这两者是采用全称的形式还

是不采用全称的形式。“苏格拉底是白的”与“苏格拉底不是

白的”，就是这样构成的一对命题。但如若否定的是其他任何

事物，或者主项自身发生了变化，虽然谓项没有变化，那么

这个否定命题便与肯定命题不是相对应的命题了，而是与另

外一个不同的命题相对应。例如， “并非所有的人是白的” 5 

与“所有的人是白的”相对应，“没有人是白的”与“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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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白的”相对应，“人不是白的”与“人是白的”相对应。

我们已经说明，单一的否定命题是以我们称为矛盾命题

的方式，与单一的肯定命题相对立，而且说明了它们是哪一

些命题。我们区分了相反命题与矛盾命题，并且解释了相反

命题有哪些。我们还证明了两个相对立的命题，并不必然总

是一个真实、一个虚假，此外，我们还指明了其中的原因，

10 并解释了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如果一个命题真实，另一个命

题则是虚假的。

<8> 如若肯定命题或否定命题陈述的是某一事物的某

一事实，那么便是单一命题，无论它的主项是否全称，也不

15 论这种陈述是否具有全称的性质。例如，如果“白的”一词

只有一种意义，就可得出这些单一命题：

所有的人是白的一一并非所有的人是白的．

人是白的一一人不是白的，

没有人是白的一一有些人是白的。

如若一词项有两种意义，而这两种意义并不能结合为一种意

义，则肯定命题与否定命题便不是单一的。比如我们可以用

20 “外表”这个词来指人和马，因此．·‘外表是白的”就不是一

个而是两个肯定命题，“外表不是白的”也一样，不是一个

而是两个杏寇命题。因为“外表是白的”这个命题．真正的

意思是说，“马和人都是白的”，而这个命题就等于说··马是

臼的”，“人是臼的”。如若这两个命题不止一种意义，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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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形成一个单一的命题，那么“外表是白的”便一定不止一 25 

种意义，否则，便什么意义也没有。因为某一个别的人并不

是一匹马。所以，在两个对立的矛盾命题中，并不一定一个

真实，另一个虚假。

<9> 关于现在或过去所发生事情的判断，无论是肯定

的还是否定的，必然或者是真实的，或者是虚假的。无论是 30 

关于普遍的全称命题，还是关于个别的单称命题，正如我们

所说的那样，总要或者真实，或者虚假。但适用于普遍的非

全称命题则并不一定是这样。关于这些我们已经说过。

但关于将来事件的单称命题则有所不同。因为，如若所

有的肯定命题以及否定命题或者真实，或者虚假，那么，所 35 

有被断定的属性就必然或者属于被给定的主体，或者就不属

于它。因为当一个人说一事件将会发生，而另一人说它不会

发生，如果全部肯定命题和杏定命题必然其一为真实，其一

为虚假，那么很显然，其中一人说的是真实的，而另→人说

的是虚假的。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命题不可能同时为真。如 18b 

果说一事物或者是白的，或者不是白的，这是真实的话，那

么这一事物就一定或者是白的，或者不是白的。如果这一事

物或者是白的，或者不是白的，那么，或者肯定它是白的命

题真实，或者否定它是白的命题真实。如果它在事实上并不

是白的，那么说它是白的就是虚假的；如果说它是白的是虚 5 

假的，那么这事物就不是白的。所以，无论是肯定命题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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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定命题，它们必定或者真实，或者虚假。

如果是这样，那么就不会有什么东两是偶然的或碰巧发

生的，而且将来也不会有。一切事物都是出自必然而非偶

然，或者肯定某一事件将发生的人所说的是真实的，或者杏

定这一事件将发生的人所说的是真实的，否则．→件事的发

生与不发生将会是同样的可能。因为与现在和将来相关的偶

然事件，其意义就是指既可能是这样．也可能不这样。

10 如果一个事物现在是白的，那么．在过去它将是白的就

是真实的。所以，现在发生了的事情，说它现在戎将来要发

生总是真实的。如果说某事物现在或将来发生一定真实，那

么，就不可能说它现在或将来不会发生。如果一事物不可能

不生成，它就会必然生成。所以，一切将发生的事件，就必

15 然发生，没有什么东西是碰巧发生或偶然发生的。因为如果

一事物是由偶然引起的，它就不会是出自必然。

但是，认为两个相矛盾的命题没有一个是真的．则是不

20 可能的。比如说一件事既不会发生，也不会不发生，便是不

可能的。因为，这首先就意味着，当一个肯定命题虚假时．

其否定命题也并不真实 z 以及．当一个杏定命题虚假时，其

肯定命题仍然不真实。其次，如果说，一事物既白又大是真

实的，那么这两种性质就一定属于这事物。如果说它们在明

天将属于它是真实，那么它们在明天将一定属于它：如果某

事件明天既不会发生，又不会不发生，那就不会有偶然性的

25 东西发生了。如某一“海战”，以此为假设．那么它就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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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既不会发生，也不会不发生。

这些和另外一些不可能的结论就要产生，如果我们假

定．在所有相互矛盾的两个命题中 全称或单称的肯定命

题与开定命题一一其一必然是真实的，另一必然是虚假的。

所发生的事情就不可能是偶然的，一切事物的生成都是出自 30 

必然。人们毫无必要进行选择，或者在这种假设上多费心

思．即如果我们做这件事，这件事就将会发生。如果我们不

做这件事‘这件事就将不会发生。没有任何东西妨碍一个人

顶言．在一万年后将会有某一事件发生，而另一个人则预言

它不会发生。由正确的预言所说到的事件，在将来终归要发

生。的确，人们在以前是杏作过这种相互矛盾的预言，那是 35 

无关紧要的，因为某人的肯定或杏定并不能改变事件的发展

方向．事件并不会因为某人肯定或否定而将发生或将不发

生。无论这个预言是在一万年以前或其他久远的年代以前所 198 

作出的，都无关紧要。如果经过漫长的岁月，事物的本性使

得某一预言成为真的，那么这个预言就必定会被实现；一切

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将总是这样，以至于它们的发生都是出

于必然。因为一个人如果正确地预见到某一事件将发生，那

它就不可能不发生；断言已经发生了的事件将会发生，这永 5 

远都是真实的。

但是，这些结论都是不可能的。我们看到，未来的事件

取决于人的意志和行为，一般地说，并不总是处于现实状态

的事物，存在两种可能性，即“可能”和“不可能”。同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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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在这些事件中，也有两种可能性，即“存在”和“不存

在”。这些事件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口关于这种事件有

很多明显的例子，如这件斗篷有“可能被割破”，也有可能

15 不被割破，而是被穿破。“可能不被割破”也是一样，因为

如果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那么它就不可能被先穿破。相对

于可能性的其他情况也是如此，所以很显然，并非所有的事

物都必然地存在或必然地发生，而是存在着偶然性，肯定命

20 题并不比否定命题更真实或更虚假，一般说来，有些情况倾

向于某一方向，但它们有时仍可能改变为其他方向。

存在的东西当其存在时，必然存在，不存在的东西当其

不存在时，必然不存在。但是并非所有发生的事情或不发生

的事情都是必然的。存在的东西当其存在时就必然存在，并

25 不等于说，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是必然的。关于不存在的东西

也是如此。同样的道理也可以适用于两个矛盾命题。所有的

事物在现在或将来的时间里都或者必然存在，或者不存在；

或者必然地产生．或者不产生。但要确定其中一个命题，并

说它就是必然的，这是不可能的，我说的意思是，一场海战

30 在明天或者发生，或者不发生，这是必然的；但这场海战将

发生或将不发生并不是必然的。只是在或者明天发生或者明

天不发生这一点上是必然的。正如命题的真实就在于符合事

实，很显然．就那些包含了偶然性或在相反方向的可能性的

35 事件而言，关于这些事件的两个矛盾命题，也必然具有同样

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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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总是存在的事物，或总是不存在的事物，就是这

样。因为两个矛盾命题中，有一个必然是真，另一个必然是

假，虽然其中一个更有可能，但并不能断定它就是真实的，

或就是虚假的。很显然，就矛盾命题中所有肯定命题和否定 19b 

命题来说，其一为真实，其一为虚假，这并不是必然的。因

为这些事件还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现实的存在，它和现

实存在的事物是有差别的。这正如我们以前所说过的那样。

(10] 肯定命题是对某一事物是什么的陈述，其主项 5 

或者是名词，或者是无名称的事物。在肯定判断中，主项和

谓项必须是单一的。我们已经解释过什么是名词，以及自身

无名称的事物是什么，我们说过，“非人”严格地说并不是

一个名词．我们称其为不确定名词，因为它们毕竟以某种方

式表示单一的事物。与此相似，“不健康”一词严格地说也 10 

不是一个动词，而是不确定动词。所以，肯定判断和否定判

断是由名词和动词所构成的，无论这些词是在严格的意义上

还是在不确定的意义上被使用。如若没有动词，那就既不会

有青定命题，也不会有否定命题。因为“现在是”、“将来

是”、“过去是”、“生成”等用语，都符合动词的定义，而 15 

且，它们除了具有自身的独特意义外，还与时间有关。所

以，“人是”与“人不是”便形成最基本的肯定命题和否定

命题，其次是“非人是”与“非人不是”，最后是“所有的

人是”与“所有的人不是”、“所有的非人是”与“所有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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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人不是”。相对于将来时态与过去时态来说也是同样。

当动词“是”被用来作为句子中的第三种因素时，会产

生两种肯定命题与否定命题。如在句子“人是公正的”中，

“是”这个词被用作第三种因素，元论你称它是动词还是名

词。用这些材料可以形成四种命题，其中两种．就其肯定和

否定来说，它们的结论是和与缺乏有关的那些命题一致的，

25 其他两种命题则不是如此。我所指的是，若将“是”和“公

正的”或“不公正的”放在一起，便会产生两种肯定命题：

如若将“不是”和“公正的”或“不公正的”放在一起．便

会产生两种否定命题。这些加起来便有四种命题：从以下罔

表我们便可以明白：

A. 肯定命题＝人是公正的 z B 否定命题：人不是公正的。

D. 否定命题z 人不是不公正的 z C 肯定命题 z 人是不公正的。

30 “是”、“不是”与“公正的”、“不公正的”在这里被放

在一起。这就是这些命题的正确图式，正如在《分析篇》中

所说的那样。如若将主词换上全称名词，这样形成的肯定命

题也是一样。

A＇.肯定命题：所有的人 B＇.否定命题：并非所有的人

是公正的： 是公正的。

D＇.否定命题：并非所有的人 c＇.肯定命题z 所有的人

是不公正的 3 是不公正的u

在这个图式中处于对角位置的命题．不可能像第一种情

况那样．两者都是真实的，虽然有时情况也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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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就有了两对对立的命题，而且下面我们还将排

列出另外两对命题来。如若我们将第三种因素和“非人”放

在一起．并把“非人”当作某种主词的话：

A飞肯定命题z ~七人 日”．杏定命题：非人

是公正的 z 不是公正的。 2oa 

D＂.杏定命题： 非人 C’．肯定命题：非人

不是不公正的 z 是不公正的。

现在我们不可能再找出更多成对的对立命题了。但最后

的一组命题应当与前两组命题加以区分，因为它是以“非

人”作为主词的。

在动词不适于用“是”这一词时，我们就用“散步”、 5 

“健康”作为动词，这样我们也可形成以“是”作动词所形

成的同样的图式，例如，我们有以下命题：

所有的人健康。 所有的人不健康。

所有的非人健康， 所有的非人不健康。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务必不要使用“并非所有的人”这种说

法。因为“非”必须和“人”放在一起，原因是，主项并不

因为有了“所有的”便成为全称的，但是“所有的”这个词 10 

表明，作为主项自身，它是全称的，这可以从以下例子看出 z

人健康， 人不健康。

非人健康， 非人不健康。

由于这些命题不确定，而且不是全称的，因此与上面的

那些命题有所不同。所以，“所有的”与“非”这两个形容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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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无论是在肯定命题还是在否定命题中，只不过表明主词

自身是周延的而已。故此，命题中的其他部分在所有情况下

都是相同的。

“所有的动物是公正的”，其相反命题是“并非所有的动

20 物是公正的”。很清楚，这两个命题不可能适用于同一主词，

也不可能同时为真，但它们的两个矛盾命题则有时可能同时

是真实的，即“并非所有的动物是公正的”与“有些动物是

公正的”，这两者可以同时是真实的。从“所有的人是不公

正的”可以推出命题“没有人是公正的”；它的相对立的命

25 题“并非所有的人是不公正的”又可以从“有些人是公正

的”推出来。因为一定有某些公正的人。

当主词是单称的时，若提出一个问题，杏定回答是真实

的，那么，某个肯定命题也一定是真实的。如问：“苏格拉

底有智慧吗？”若回答是“不”，那么我们便可以立刻正确地

推论出“苏格拉底是没有智慧的”。但在主词全称的情况下，

同样的推论就是不真实的，而否定的推论才是真实的。如

30 问：“所有的人都是有智慧的吗？”若回答是“不”，那么，在

这种情况下推论出“所有的人是没有智慧的”便是虚假的，

而“并非所有的人是有智慧的”才是真实的。后一个命题与

原命题是矛盾命题，而前一个命题与原命题则是相反命题。

不确定的谓项和名词．诸如“非人”、“不公正”，即使

没有名词、动词，也仿佛实际上是一种杏定命题似的，就像

我们在更为适当的意义上所使用的词一样，但事实上并非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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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所有的否定命题都必然或者真实，或者虚假。如使用

“非人”这个词，若不再增加什么，那就一点不比使用“人”

这个词更真实或更虚假，而是真实或虚假的成分更少。“所 35 

有的非人是公正的”是一个命题，其意义与我们所提到的所

有命题都不相同，它的矛盾命题“并非所有的非人是公正

的”也与那些命题不相同。但是，“所有的非人是不公正的”

与“没有什么非人是公正的”完全是同一回事。

主项和谓项可以相互换位，两个句子的意义并不会发生 20b 

变化，例如，“人是白的”与“白的是人”。因为如若这两个

句子其意义不同，那么，相对于同一肯定命题就会有一个以

上的杏定命题，但我们已经说明，只有一个否定命题，“人是 5 

臼的”的否定命题是“人不是白的”。如若“白的是人”与“人

是白的”有某种意义上的差别，那么“白的是人”的否定命题

就是“白的不是人”，或者“白的不是非人”。因为前者是“人

是白的”的否定命题，后者是“白的是非人”的杏定命题，这

样，同一个肯定命题就会有两个矛盾命题。所以，主项和谓项

换位，无论是肯定命题还是杏定命题，其意义都不会有变化。 10 

<11> 一个命题，若是用多件事实来述说一个主体，

或者用一件事实来述说多个主体，那么，无论它是以肯定还

是以否定的方式出现，它都不是简单命题而是复合命题，除

非多件事实表明的是同一事物。我不使用“一”这样的词来 15 

指虽然有→个名称但并不结合为一个统一整体的事物。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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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人是动物，是两足动物，而且是驯化了的动物，这些都

可以溶进同一事物；相反，“白的”、“人”、·“散步”就不能

溶进同一事物。即使我们用这三者述说同一主体．或月1它们

20 肯定某个单一的谓项，所构成的命题，除了在语言学意义上

可称为单一的命题外，都不能算是单一的命题。

因此．如若辩证的问题需要回答，即承认一个前提．或

者承认两个矛盾命题中的一个（这样的前提本身即是矛盾命

题中的一个），那么，对这种包含有前面所提到谓项的问题

25 的回答，就不可能是个单一命题。即使所寻求的回答是真实

的，这问题也不是单一的。关于这一点我已在《论题篇》①

中作过解释。“它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不是辩证问题，因为

很显然，辩证问题必须让人有机会在两个矛盾命题中选择他

所愿意选择的那个命题，必须使得问题更具体。例如，人是

有还是没有某种明确的性质。

30 在某些谓项的结合中可以看到，一些孤立的谓项自身可

以结合为单一的谓项，但在其他情况下则不能结合。我们要

问，这种区别是怎样产生的呢？我们一方面可以用两个命题

来说，第一，“人是动物”，第二，“人是有两足的东西”；我

35 们在另一方面也可以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变成一个命题，说

“人是两足动物飞所以，我们也可以同样把独立的“人”和

“白的”结合成一个单一的谓项。但是，对于独立的“鞋匠”

① 见《论题篇》．第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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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好的”就不能这样．虽然一个人可能既是鞋匠又是好

的，我们也不能据此说他就是一个“好鞋匠”。因为如果以

为两个独立的谓项真正属于一个主项，便可以得出这两者结

合的谓项也真正属于这一主项，那么便会产生许多荒谬的结

论。例如，一个人既是人，又是白的，所以他将是一个白

人。如若他是白的，那便可以推论出，结合而成的事物也是

白的。这样我们就会得到“一个白的白人”的结论，而且我

们还可以照此无穷尽地推论下去。再如，“有教养的”、“散 2111 

步”、“白的”，我们也可以把它们多次结合。而且，我们也

可以说，苏格拉底说“他是苏格拉底”，他是人，所以“他

是苏格拉底这个人”，我们还可以说他是人，并且是两足的．

所以“他是两足的动物”。

坚持认为谓项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结合起来，不可避免

地要导致许多荒谬的结论。下面我们说说正确的情况。

某些谓项．如若只是偶然属于某一主词，或者主谓之间

r: 0 

只是偶性的关系，那么这些谓项就不能结合成单一的谓项。 1。

我们可以说，“人是有教养的、白的”。但“有教养的”和

“白的”并不能结合为单一的谓项。因为这两者只是偶然地

同属某一主项。即使所有白的东西都可以确切地被说成是有

教养的，“有教养的”和“白的”也不能形成一个统一体，

因为有教养的东西只是偶然是白的而已。所以，有教养的东 15 

西和白的不能结合成单一的谓项。如若一个人既是鞋匠又是

好的，那么我们也不能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说他是一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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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匠”。但是我们可以把“动物”和“两足的”结合起来，

称人是“两足的动物”，因为这两个词的关系不是偶然的。

其次，如若一个谓项蕴涵在另一个谓项之中，这样的谓

项也不能结合成单一的谓项。所以我们不能反复将“白的”

和已经包含了“白的”的东西结合起来，或者将人叫做“动

物人”或“两足的人”，因为“动物”和“两足的”两个概

20 念都已经包含了“人”这个概念。但我们可以用单一的谓项

来称谓单一的事实，如说某一个别的人是人，某一个别的白

人是人。但并非在任何情况都是这样。如若在所增加的词中

包含了某种可以引起矛盾的对立因素，如若这时再用单一的

谓词来指称单一的事实就不是真实的，而是虚假的，比如说

一个死人是人就是虚假的；但是．当它不包含对立因素时则

25 是真实的。准确地说，当包含了对立因素时，就永远不可能

是真实的，当不包含对立因素时就并非总是真实的；例如．

“荷马是某物”，如“诗人”，那么，这是否能推论出他存在，

还是不能推出他存在呢？在这里，这个“是”只是偶然地被

用来述说荷马。因为我们只陈述“他是个诗人”J‘是”在这

里并不是以荷马的真实存在①这一意义来述说他。

30 所以，在那些自身不包含矛盾的述说中，如若名词没有

被定义所取代，而且其宾词并不是偶然地、而是本质地属于

那些事物，那么个别的东西也将是那些单一命题的主词，不

( tou homerou to estin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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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东两因为被人们所思维便说它也存在，那是不真实

的，因为在人们的思维中，并不是它存在，而是它不存在。

<12> 作了前面这些区分之后，我们必须证明这一些

关系，即关于断言或否认可能性、不可能性、偶然性、必然 35 

性的肯定命题和否定命题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个问题解决起

来有些困难。我们先暂且承认，包含了“是”与“不是”的复

合表述是相互矛盾的，试以“人是”为例，“人不是”与其

相矛盾，而“非人是”则与它不矛盾。再如， “人是白的” 2lb 

与“人不是白的”相矛盾，但与“人是不白的”并不矛盾。

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对于任何主词，其肯定命题或否定命

题便都是真实的，甚至“一块木头是一个不白的人”也可以

被证明是真实的了。

这一些我们都可以承认，但大量并不包含“是”与“不

是”而是用其他动词来代替它们的句子，其情况又怎样呢？

如若我们刚才所说的观点正确，那后一种情况也会同样如

此。“人散步”的矛盾命题是“人没有散步’气而不是“非人

5 

散步”，因为“人散步”与“人正在散步”这两个命题是同 10 

一回事情。如若情况始终如此，那这也会适用于“它可能存

在”这样的表述，因此，与这个命题相矛盾的并不是“它不

可能存在”，而是“它可能不存在”。

但同一事物看起来似乎既可能存在又可能不存在。例

如，可能散步或可能被切割的东西，也可能并不散步或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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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切割。其原因就在于，以可能性方式存在的事物并不在任何

时候都现实地存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肯定命题

还是否定命题都是真实的。因此．可能散步或可能被看见的

东西，也可能并不散步或并不被人看见。

但是，既然矛盾命题不可能对于同一主项同时为真，那

20 么我们便可以推论出“它可能存在”的否定命题不是“它可

能不存在飞这样的话，我们便可以从以上所说的推论出，

我们可以在同时对于同一主项，断言或杏认同一谓项；或

者，肯定命题或杏定命题并不是由于增加了“是”或“不

是”而形成。所以，如若前面的观点不可能成立，我们就必

须选择后一种观点。

所以，“它可能存在”的杏定命题应当是“它不可能存

在”，这对于“它偶然存在”的情况也同样适用，它的矛盾

25 命题是“它并非偶然存在”，对于其他类似的命题，如“它

必然存在”、“它不可能存在”等，也是如此。就如在前面的

例子中，“是”与“不是”和主项放在一起，即“白的”与

30 “人”，在这里， “是”与“不是”①则成了基准，而“可

能”、“偶然”则作为附加词和基准放在一起，附加的词项表

明某物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正如在前面的例子中，“是”

与“不是”表明某物是真的还是不是真的一样。

“它可能不存在”的矛盾命题不是“它不可能存在’气而

[D to einai kai to me e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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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它不可能不存在”。“它可能存在”的矛盾命题不是“它

可能不存在飞而是“它不可能存在”。据此看来，“它可能 35 

存在”包含了“它可能不存在”，而“它可能不存在”也同

样包含了“它可能存在”，因为“它可能存在”与“它可能

不存在”乃是同一回事，两者并无矛盾。但是，因为“它可

能存在”与“它不可能存在”这两者是相互矛盾的，所以它 zza 
们不可能相对于同一主项同时真实， “它可能不存在”与

“它不可能不存在”对于同一主项也不可能同时真实。

同样， “它必然存在”的矛盾命题并非“它必然不存

在”，而是“它并非必然存在”；“它必然不存在”的矛盾命

题是“它并非必然不存在”。“它不可能存在”的矛盾命题并 5 

非“它不可能不存在”，而是“它不是不可能存在”，“它不

可能不存在”的矛盾命题是“它并非不可能不存在”。

一般而论，正如我们述说的，必须把“是”与“不是”

当作基准，而其他词则作为附加词与“是”和“不是”放在 10 

一起，从而形成肯定命题和否定命题，我们必须把以下五对

表述看作是五对矛盾表述：

它可能存在一一它不可能存在：

它偶然存在一一一它并非偶然存在 z

它不可能存在 它并非不 I可能存在；

它必然存在 它并非必然存在 z

它真实 它不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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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3> 从以上面方式形成的肯定命题和否定命题，可

以推出：

原命题 蕴涵的命题

1. 它可能存在 1. 它并非不可能存在

它并非必然存在

2. 它偶然存在 2. 它可能存在

20 3. 它可能不存在

（它偶然不存在〉 它并非不可能不存在

4. 它不可能存在

（它并非偶然存在） 它不可能存在

5. 它不可能不存在

25 （它并非偶然不存在） !). 它不可能不存在

让我们根据所附加的这张表，更详细地讨论这也命题：

2 

它可能存在， 它不可能存在，

它偶然存在， 它并非偶然存在，

30 它并非不可能存在， 它不可能存在，

它并非必然存在， 它必然不存在．

3 4 

它可能不存在． 它不可能不存在，

它偶然不存在， 它并非偶然不存在．

它并非不可能不存在． 它不可能不存在，

它并非必然不存在， 它必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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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可能存在”、“它并非不可能存在”可以从“它可

能存在”、“它偶然存在”和“它不能存在”推出，前后正好
转换过来，相互矛盾，因为“它不可能存在”的杏定命题可

以从“它可能存在”推出，而它的肯定命题“它不可能存 35 

在”又可以从“它可能存在”的杏定命题．即“它不能存

在”中推导出来，因为“它不可能存在”是个肯定命题，

“它并非不可能存在”则是个否定命题。

我们现在来看看，有关必然性的命题情况如何。显然，

这里的情况有所不同，相反命题可以由矛盾命题推出，而且

矛盾命题属于不同序列，因为“它必然不存在”并不是“它 22b 

并非必然存在”的否定命题，这两种表述可以对同一主项都

是正确的，因为必然不存在的东西并非必然存在。为什么有

关必然性的命题不能用像其他命题一样的方式推出来呢？原

因就在于，当“不可能”被用于相反主项时，它就等于肯定

”必然”。因为如果它不可能存在，那么它就必然不会存在， 5 

因而是不存在，如果它不可能不存在，那么它就必然存在。

如若肯定不可能或可能的命题，不需改变它们的主项就可以

从表示可能性或不可能性的命题中推出，那么，表示必然性

的命题则需要使用相反的主项才能推出。“它必然存在”与

“它不可能存在”在意义上并不相同，但正如前所述，两者 10 

是转换地联系着的。

是不是不可以按照前面的方式来排列表示必然性的命题

呢？因为必然存在的东西也可能存在，如若不是这样，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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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会推出否定命题z 因为要么必然肯定它，要么必然杏定它。

所以．如若“它并非可能存在”，那“它就不可能存在”，而

15 “它不可能存在”就“必然存在”．这就荒谬了。但是．“它并

非可能存在”可以从“它可能存在”推出． “它并非必然存

在”可以从“它并非不可能存在”推出，这就导致了必然存

在的东西并非必然存在的结论．这是荒谬的。事实上．不仅

“它必然存在”，而且“它必然不存在”都不能从“它可能存

20 在”推出来。因为“它可能存在”表示这两者都可能发生，

而如果刚才说到的这两个命题中有一个是正确的，那么就不

再有二中选一的余地了。可能存在的事物也可能不存在．但

是，如若它必然存在，或必然不存在，这就没有两者都存在

的可能性了。只有“它并非必然不存在”才是从“它可能存

在”中推出来的，这个命题对于“它必然存在”也是合适的。

25 而且，这表明它与从“它不能存在”推出来的命题是矛盾的，

因为从这个命题可以推出“它不可能存在”和“它必然不存

在”，而“它必然不存在”的矛盾命题是“它并非必然不存

在”，所以，这些命题也可以从矛盾命题中按照所说的方式推

出来，而当这样排列它们时，并没有什么不可能的结论产生。

在这一点上，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它可能存在”是否

30 可以从“它必然存在”推出？若不能，必然会推出它的矛盾

命题，即推出··宫不能存在飞若有人认为这不是正确的矛盾

命题，那么便会推出“它可能不存在飞但是，如若将其应用

于必然的事物，这两个命题便都是虚假的。这个观点似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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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被人们所接受．即可能存在或可能被切割的东西，也可能 35 

不存在或不被切割。如果是这样，我们便可以得出结论，必

然存在的事物可能并不存在．而这是虚假的，很清楚，并非

所有可能存在或可能散步的事物都具有相反的可能性，这里

有些事例就属于例外，首先是那些属于没有理性的可能性的

事物．例如火是热的，但可能无理性．而理性的可能性则不 z3a 

止一种结果，或有两种相反的结果，但一切无理性的可能性

不是这样．我们还是说到火，它就不可能既发热又不发热，

任何总是现实存在的事物也没有这样的可能性。但有些非理

性的可能性可以有这样的可能性。不过我们以上的解释就足

够说明问题了，即并非任何可能性都允许这种对立的结果， 5 

甚至在极其明确的意义上使用“可能性”这个词也是一样。

但有时这个词是双关地来使用的，因为“可能”①一词

就不是在笼统的意义上说的，一方面，它被用于那些实际存

在着的事物，例如，对于某个人来说，可以说他“能”散 10 

步，因为他在现实地散步，一般说来，我们说一事物“可

能飞乃是因为它现在已被实现了；另一方面，“可能”被用

于可能被实现的事物，例如，对于某个人来说，他“可能”

散步，因为在某种情况下他将会散步。这一类能力只属于能

运动的事物，而前者则可以属于没有运动能力的事物口对于

正在散步或现实地散步的事物，以及能散步但并没有现实地 15 

① dun盯nis，又作“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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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步的事物，就可以说它并非不可能散步。严格地说，我们

不能用后一种可能性来述说必然的事物，但可以用另一种来

肯定必然性的事物。最后，由于全称命题必然从特称命题推

出，所以，必然存在的事物也就是可能的事物，虽然在它的

20 所有意义上并不见得就是这样，必然性和非必然性也许既是

一切事物存在的本原，也是一切事物不存在的本原，其他一

切都必须被看作是根据它们所推出来的结论。

显然，从我们以上所说，必然的也是现实的。现实先于

可能，因为永恒的在先，所以首先存在的是没有可能的完全

25 现实性，例如第一实体；然后是既属现实又属可能的事物，

在自然的序列中，现实先于可能，虽然在时间上现实并不在

先，最后才是只有可能性而绝不会实现的事物。

<14] 这里将有一个问题：一个肯定命题的相反命题

30 是一个杏定命题，还是一个从属的肯定命题？“所有的人是

公正的”，它的相反命题是“没有人是公正的”呢，还是

“所有的人都是不公正的”呢？例如“加里亚斯是公正的”，

“加里亚斯不是公正的”J‘加里亚斯是不公正的”，这些命题

中哪两个是相反命题呢？假如口头表达和理智判断是一致

的，而且，如若一个判断和另一个表示相反事实的判断是相

35 反的，就像“所有的人是公E的”这个判断和“所有的人是

不公正的”这个判断之间的夫系一样。同理，我们其他口头

表达也适应这种情况。但是，如若我们假定，在说话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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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宣称相反事实的判断和另一判断并不相反，那么一个肯

定判断就不会与另一个肯定判断相反，而它们的否定判断则

是真正的相反判断。在真实的判断中，哪一种判断和虚假的

判断相反呢？是不是否定虚假判断的判断呢？抑或是那宣称

相反事实的判断呢？我们可以拿关于好的事物的三个判断为 23b 

例，真实的判断是“它是好的气虚假的判断是“它是不好

的”，以及第三种判断“它是坏的”，那么，后两个判断中，

哪一个与真实的判断形成相反判断呢？或者，假如它们是相

同的，那么哪一种口头表达是相反判断呢？

以为相反判断是具有相反主项的判断，那就错了。因为

“好的事物是好的”这个判断与“坏的事物是坏的”这个判 5 

断可能是同一的，无论它们是一个判断还是多个判断，它们

两者对于各自的主项来说都是正确的。而且这两个主项是相

反的词，所以，两个判断是不是相反判断并不在于其主项是

否相反，而在于这两种判断在意义上是否相反。

假如关于一件好的事物有两种判断，一种判断认为这件

事是好的，一种认为它是不好的，如果这事物还有一些其他 10 

属性，如既不拥有也不可能拥有好的东西，但我们不能认

为，那些虽然不拥有好而被认为拥有好的判断，以及虽然拥

有好而被认为不拥有好的判断，与真实的判断是相反判断，

因为这两种判断其数量是无限的，我们毋宁把那些虚假的判

断看作是真实判断的相反判断，而这些又和生成有关，生成

是从一端过搜到另一端，虚假就是这样的过渡。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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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东西是好的，而非坏的；某一属性就其自身属于一

事物，那么另一属性则只是偶然地属于该事物。因为它偶然

不是坏的。但如果一个最真实的判断涉及一事物自身，那么

最虚假的判断也同样要涉及事物自身，涉及事物自身的虚假

20 判断是“好的事物是不好的”。“它是坏的”虽然也是一个虚

假判断，但它仅仅涉及偶然的东西，所以，否定好的事物是

好的判断，便要比表示事物其他属性以及和好相反的属性的

判断，更假得厉害。但最假的是那位在这点上持有与真实判

断相反的判断的人。因为相反的事物乃是在同一种类中差别

25 最大的事物。假如两个判断中有一个判断和真实的判断相

反，矛盾判断便是更为相反的判断，所以，后者才是真正的

相反判断。而且判断好的东西是坏的，乃是一种复合判断．

因为作这种判断的人一定会把好的东西判断成不好的。

再者，如若在其他情况下也一定如此，那么对于这些例

子我们所采取的观点便是真实的。因为矛盾判断要么总是相

30 反判断，要么就不是相反判断。在事物没有相反者的情况

下，我们认为，杏定真实判断的判断便是虚假的；假如一个

人认为人不是人，这个判断便是虚假的。所以，如果这些是

相反判断，那么在其他场合．矛盾判断也会如此。

另外，认为好的东西是好的，与认为不好的东西不是好

的，这两个判断是类似的：认为好的东两不好．与认为不好

35 的东西是好的，这两者也是相类似的。那么什么样的看法与

认为“不好的东问是不好的”的真实看法相反呢？当然不 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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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认为“不好的东西是坏的”的看法，因为这种看法有时

可以与上面的看法同时为真，而真实的看法绝不可能相互反

对（因为坏的东西是不好的，所以这两种看法可能会同时为

真）。也不可能是“不好的东西不是坏的”的看法，因为这两 z4a 

者也可能同时为真。这样就只剩下“不好的东西不是好的”

与“不好的东西是好的”这两种相反看法。所以，“好的东西

是不好的”的看法与“好的东西是好的”的看法相反。

显然，如若肯定判断是全称判断，这也绝不会产生任何

差别，因为全称的否定判断将是其相反判断，例如，“没有 5 

什么好的东西是好的”这个判断与“所有好的东西是好的”

这个判断就是相反判断，因为，在“好的东西是好的”这个

判断中，如若“好的东西”是全称的，这就等于“凡是好的

东西是好的”这一判断；这个判断与“所有好的东西是好

的”毫无差别。相对于“不好的东西”，也是一样。 24b 

如若判断的情况就是这样，而且口头的肯定和否定乃是

内心判断的符号，很清楚，当全称否定和肯定陈述拥有同一

主项时，全称否定也就是肯定陈述的真正的相反命题，例

如，“所有好的东西是好的”或“所有人是好的”的相反命

题是“并非所有好的东西是好的”或“并非所有人是好的”，

而“并非所有好的东西是好的”或“并非所有人是好的”乃

是与它们相对的矛盾命题。很显然，无论是一个真实的判断 5 

还是一个真实的矛盾命题，都不可能与一个真实的判断相

反。因为，当两个命题都真实时，一个人可以同时坚持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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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而没有什么不一致，而相反命题则是陈述相反事实的命

题，而相反事实不可能同时存在于同一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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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l> 我们首先要说明我们研究的对象以及这种研究属 z4a10 

于什么科学：它所研究的对象是证明，它归属于证明的科

学。其次，我们要给“前提”、 “词项”和“兰段论”下定

义，要说明什么样的三段论是完满的，什么样的三段论是不

完满的。此后，我们将解释在什么意义上一个词项可以说是

或不是被整个地包括在另一个词项之中，我们还要说明一个 15 

词项完全指称或不指称另一个词项指的是什么意思。

前提是对某一事物肯定或否定另一事物的一个陈述。它

或者是全称的，或者是特称的，或者是不定的口所谓全称前

提，我是指一个事物属于或不属于另一事物的全体的陈述；

所谓特称前提，我是指一个事物属于另一个事物的有些部

分、不属于有些部分或不属于另一个事物全体的陈述；所谓 20 

不定前提，我指的是一个事物属于或不属于另一个事物，但

没有表明是特称还是全称的陈述。例如，“相反者为同一门

学问所研究”或“快乐不是善”。

证明的前提与辩证的前提是不相同的。证明的前提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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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相矛盾陈述中一方的论断（因为证明者的工作不是提

25 问，而是作断定），辩证的前提则是对在两种相矛盾的陈述

中应接受哪一种这一问题的回答。但这种差异对三段论并无

影响。三段论既可以从证明的前提推出，也可以从辩证的前

提推出。因为无论是证明者还是论辩者都是首先断定某一谓

项属于或不属于某一主项，然后得出一个三段论的结论。因

此，根据上面所说的内容，一个三段论的前提，简单说来，

30 是某一谓项对某一主项的肯定或否定。如果它是真实的，是

24bl0 从原初的公设中得出的，那么它就是证明的。而辩证的前

提，对论辩者来说，是对在两个相矛盾的前提中应接受哪一

个这一问题的回答：对推论者来说，它则显得是真实的并被

普遍接受的论断。这一些我们在《论题篇》中已经讨论

过了飞

什么是前提？三段论的、证明的及辩证的前提之间有什

15 么差别？这些问题我们在以后还要详细解释②，对于我们目

前的讨论而言，现有的定义已经足够了。

所谓词项③我是指一个前提分解后的成分，即谓项和主

项，以及被加上或去掉的系词“是”或“不是”。

三段论是一种论证④，其中只要确定某些论断，某些异

CD 见《论题篇》， 104咱，及 1ooa29D

② 证明前提见《后分析篇》，第一卷，（6]-(9），辩证前提见《论题篇儿

( horono 

( logo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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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Z们的事物便可以必然地从如此确定的论断中推出。所谓 20 

＂如此确定的论断飞我的意思是指结论通过它们而得出的东

西，就是说，不需要其他任何词项就可以得出必然的结论。

如果一个三段论除了所说的东西以外不需要其他什么就

可明确得出必然的结论，那么，我们就称这个三段论是完满

的；如果一个二段论需要一个或多个尽管可以必然从己设定 25 

的词项中推出但却不包含在前提中的因素，那么，我们就称

这个二段论是不完满的。

一个词项整个地包含在另一个词项中，与后一个词项可

全部地表述前一个词项①，这二者意义相同。我们说一个词

项表述所有的另一个词项，那就是说，在后一个词项之外再 30 

也找不到可断定的东西。根据同样方式，我们说一个词项不

表述任何词项。

<2> 任何前提的形式都是某一属性要么属于、要么必 25a 

然属于、要么可能属于某一主项。在这三种前提中，每一种

都有肯定和杏定两类。在肯定和否定的前提中，有的是全称

的，有的是特称的，有的是不定的。在全称陈述中，杏定前 5 

提的词项是可以转换的。例如，如果一切快乐都不是善，那

么一切善的东西就都不是快乐。肯定前提的词项虽然也必然

是可以转换的，但却不能换成全称陈述而只能换成特称陈

( to kata pantos kategoreisthai thaterou thater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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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述。例如，如果一切快乐都是善，那么某些善必定也是快

乐。在特称陈述中，肯定的前提必然也能换成特称陈述〈因

为如果某些快乐是善，则某些善也是快乐）。可是否定的前

提却不必然可以转换，因为从“人不属于有些动物”中推不

出“动物不属于有些人”。

首先，让我们以 A 和 B 为词项的全称否定前提为例。

15 如若 A不属于任何 B，那么 B 也就不属于任何 A。如若 A

属于某种 B （譬如说 C），那么“A 不属于任何 B”就是不真

实的，因为 C属于 B。但是，如若 A 属于任何 B，那么， B

也就属于有些 A。因为如若 B 不属于任何 A，那么 A 也就

不属于任何 B。但根据设定， A 属于一切 B，如若前提是特

20 称的啻情况也同样如此。因为如若 A 属于有些 B，那么 B

就必然属于有些 A。如若 A 不属于任何 B. 那么 B 也不属

于任何 A。但是，如若 A不属于有些 B，却不必然可以推出

25 B 不属于有些 A。例如，设定 B 表示“动物”， A 表示

“人”．那么，虽然人不属于每个动物，但动物却属于每

个人。

(3) 如若前提是必然的，则换位的方式亦同样。全称

否定判断可以换位成全称判断，而全称肯定判断却只能换位

30 成特称判断。如若 A 必然不属于任何 B，则 B也必然不属

于任何 A；因为如若 B 可能属于有些 A, A 也可能属于有

些 Bo 如若 A 必然属于一切或有些 B. B 也必然会属于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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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如果这不是必然的， A 也就不必然属于有些 B 了。特称

否定判断是不能转换的，其原因与我们在上面所说的 35 

相同①。

再谈可能的前提。“可能”一词有多种含义②（因为我

们把必然的、不必然的以及潜在的事物都称为可能）。在一

切肯定前提中，转换的方式与以前相同。因为如若 A 可能 40 

属于一切或有些 B, B 也可能属于有些 A （如若 B 不属于任 25b 

何 A，则 A 也不可能属于任何 B，这已经在上面证明过

了句。但是，在否定陈述中，情况就不相同了。凡被认为

是“可能”的例子，无论陈述必然是真的还是不必然是真 5 

的，其转换方式都与以前说过的情况相同。例如，有人说，

人可能不是一匹马，或白可能不属于任何外衣。在前面例子

中，谓项必然不属于主项；在后面的例子中，谓项则不必然

属于主项。这种前提的转换与其他杏定前提相同。如若马可

能不属于任何人，那么人也可能不属于任何马：如若白的可 10 

能不属于任何外衣，那么外衣也可能不属于任何白的。因为

如若它必定属于有些白的，那么白的也必然属于有些衣服。

这在上面已证明过了④。特称杏定前提的转换方式亦相同。

但是，如果在那些由于是经常的或自然的才被认为是可能

① 见《前分析篇》．第一卷• [2]o 

( endekhomenon o 

③ z5a1g 以下。

( 251132., 



88 兰、前分析篇

15 （我们就是按照这种方式来为“可能”下定义的）的前提中，

那么杏定前提的换位方式就与上述情况不相同了。全称否定

前提不能换位，但特称否定前提却能换位。我们在讨论“可

能”时会明白这一点①。

除上述内容外，让我们断定下面这一点也同样清楚，即

20 “A 是不属于任何 B”或“A 可能是不属于有些 B”这样的

论述在形式上是肯定的。“可能是”相当于“是”，而系词

“是”可附加在作为谓项的任何词项上．它总是而且无例外

地具有肯定的结果。例如，“是不善的”、“是不白的”或概

而言之“是非 X”，这一点也将在以后给予证明②。这些前提

25 的转换方式与其他肯定前提一样。

(4] 作了这些区分之后，我们现在就可以讨论每个兰

段论是通过什么途径，在什么时候以及以何种方式产生的。

然后，我们必须研究证明。我们之所以要在讨论证明以前先

30 讨论三段论，是因为三段论更加普遍些。证明是一种三段

论，但并非一切三段论都是证明。

如若三个同项相互间具有这样的联系，即小词整个包含

在中词中，中词整个包含在或不包含在大词巾，那么，这两

35 个端词必定能构成一个完善的二三段论。我所说的“中词··．

（工） 见《前分析篇》．第一巷，（13］以l'.

② 见《前分析篇》，第一卷，［，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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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既包含在另一个词项中又包含着其他词项于自身中的词

项。它被称作中词，也是由于它所处的位置的缘故。端词是

指包含在另一个词项中的词，或者包含着另一个词项的词。

如果 A 可以作为一切 B 的谓项， B 可以作一切 C 的谓项，

那么 A 必定可以作一切 C 的谓项。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

‘一个词项作另一个词项的全体的谓项”是什么意思①。同

样，如果 A不能作一切 B 的谓项， B 可作一切 C 的谓项， 268 

那就可以推出， A不能作一切 C 的谓项。

如果大词属于中词的全体，中词不属于小词的全体，那

么，两个端词便构不成三段论。因为从这样的前提中得不出

必然的结论。因为大词可能属于小词的全体，也可能不属于 5 

小词的全体，结果，既不能必然地推出全称结论，也不能必

然地推出特称结论；而如果从前提推不出必然的结论，三段

论就不能成立。端词间的肯定联系可用动物÷一人一一马这

样的词项来表示，端词间的否定联系可用动物二一人一一石

头这样的词项来表示。

再者，如果大词不属于中词，中词不属于小词，三段论 10 

也不能成立。端词间的肯定联系可用科学一一线一一医学这

样的词项来表示，端词间的杏定联系可用科学－一线一一单

位这样的词项来表示。

因而，如果词项之间处在一种全称的联系中，那么在这

①见 24L28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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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个格中，三段论什么时候能成立，什么时候不能成立就很清

楚了。同样清楚的是，如果二段论能成立，词项之间的联系

就必定如上所述，如果它们之间具有这样的联系，三段论便

能成立。

如果有一个端词跟中词发生全称关系，另一个端词与中

词发生特称关系，当全称陈述（元论是肯定的还是杏定的）

20 与大词相关，特称陈述是肯定的并且与小词相关时，那么，

三段论必定是完善的；但如果全称陈述与小词相关，或者词

项间以其他方式相联系时，三段论便不能成立（所谓大词，

我是指包含中词的词项：所谓小词，我是指从属于中词的词

项）。设定 A 属于一切 B, B 属于有些 C。如果“一个词项

可作另一个词项的全体的谓项”其含义如同我们在一开头时

25 所述①，则 A必定属于有些 C。如果 A 不属于任何 B, B 属

于有些 C，那么 A必定不属于有些 c （我们也曾说明“不作

为另一个词项的谓项”是什么意思的。这样，我们就会获．

得一个完善的兰段论。如果 BC 这一陈述是不定的．但只要

30 它是肯定的，那么情况也相同；因为不论 BC 是不定的还是

特称的，我们都具有同样的三段论。

但是，如果（肯定的或否定的）全称前提与小词相关，

邵么，无论不定的（或特称的）前提是肯定的还是杏定的．

①见 z4bz30

②见 241i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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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段论都不可能成立。例如，如果 A 属于或不属于某个队

B属于一切 C。端词间的肯定联系可表示为：善一一品 35 

质一一明智；端词间的否定联系可表示为 z 善一一品质一一

无知。

再者，如果 B不属于 C, A 属于或者不属于某个 B，即

并非一切 B 都是 A口那么，三段论就不能成立。我们可以

用下面的词项作例子：白色的一一马一一天鹅z 白色的

马 乌鸦。如果 AB这一前提是不定的，也可以用同样的

词项为例。

如若跟大词相联系的前提（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是全 26b 

称的，与小词相联系的前提是杏定的、特称的，那么，三段

论便不能成立，无论小前提是不定的还是特称的；例如，如

若 A 属于所有 B, B 不属于某个 C 或者并非所有的 C；如若 5 

中词不属于某个小词，那么大词既可与所有小词相结合，也

可不相结合。让我们确定动物－一一人一一白色的这组词项，

然后．把“天鹅”和“雪”作为“人”不能以其为谓项的白

色东西的例子。这样，“动物”可表述所有的“天鹅”，但不

能表述任何“雪”，因而兰段论不能成立口再者，让 A 不属 10 

于所有 B. B 不属于某个 C，把词项换成无生命的一一

人←→←白色的，把“天鹅”和“雪”作为“人”不能作其谓

项的白色东西的例子。这样，“无生命的，，可以表述所有的

．．雪，，，却不能表述任何“天鹅”

因为．‘B 不属于某个 C”这一陈述是不定的，而且元论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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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不属于任何 C还是不属于所有 C，它都是真实的，因为我

们选择了这样的词项，让 B不属于任何 C，所以，三段论便

不能产生（这已经在上面说过了的。十分明显，当词项之

20 间处于这样一种联系时，三段论便不能成立。杏则，用这些

词项就能构成一个三段论了。如果全称前提被设定为是否定

的，也可以作出同样的证明。

如果两个前提都是特称的，并且它们都是肯定的，或者

都是否定的；或者一个肯定，一个否定：或者一个前提不确

定，另一个确定：或者两个前提都不确定。在上述情况下，

25 三段论都不能成立。可用来说明它们的词项是：动物一一白

色的－一一马；动物一一白色的－一石头。

从上面所说的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到，如若在这个格中的

三段论有一个特称的结论，那么词项之间必定具有我们所描

述的那种联系。如若它们以别的方式发生关系，那么在任何

情况下，三段论都不能成立。同样清楚的是，在这个格中，

30 一切三段论都是完善的（因为它们都是通过原来设定的前提

而完成的），各种命题都可以用这个格来证明，因为它既能

证明全称的又能证明特称的结论，无论它们是肯定的还是否

定的。我把这一个格称作第一格，或初始格。

[5] 如果相同的词项属于一个主项的全部，而不属于

①见 Z6•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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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主项的任何部分，或者属于两个主项的全部，或者 35 

不属于两个主项的任何部分，我就把这个格叫做第二格。

在这个格中，中词即是表述两个主项的那个词项；端词即

是被中词所表述的主项；大词是与中词较接近的词项；小

词是与中词距离较远的词项；中词被置于端词之外，而且

位于前面。

在这个格中，无论词项如何排列，都不可能产生完善的

三段论，但却能形成可能①的三段论，无论词项间的关系是 z7a 

全称的，还是非全称的。如果它们是全称的，当中词属于一

个主项的全体，而不属于另一个主项的任何部分时，无论哪

个主项被表述，三段论都可以成立。但在其他情况下则不

然。让 M不表述所有 N，但却表述所有 0。由于否定前提 5 

可以换位，所以 N 也不属于任何 M。但根据设定， M 属于

任何 0，因而 N 也不属于任何 0 （这已经在上面证明了句。

再者，如果 M属于所有 N，但不属于任何 0，那么 N 也不 10 

属于任何 0。因为如果 M 不属于任何 0，。也不属于任何

M。然而根据设定， M 属于所有 N，所以 0 也不属于所有

N。我们再次得到了第一格。由于否定前提是可以换位的，

则 N也不属于任何 0。这样，它就与上面的三段论一样。 15 

运用归谬法③也能证明这些结果。

① dunatos。

②见 2Sh40o

( eis to adunaton age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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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很明显，当词项之间具有这样的关系时，我们就

具有三段论，但不是一个完善的三段论。因为除了原有前提

而外，还需要其他因素，才能推出必然的结论。

但是，如果 M 表述所有 N 和所有 0，则三段论不能成

20 立。可说明端词间肯定联系的词项例证是实体一一动物一一

人；可说明端词间杏定联系的词项例证是实体一一一动物一一

数。实体是中词。如果 M 既不表述 N，也不表述所有（） .. 

那么三段论也不能成立。可以说明端词间肯定联系的词项例

证是线一一动物一一→人；可以说明端词间否定联系的词项例

证是线一一动物一一石头。

25 可见，如果端词之间具有全称联系的三段论能成立，那

么词项之间的关系必定如同我们在一开始所陈述的那样乌

如果它们以其他方式联系，那就得不到必然的结论。

如果中词与一个端词具有全称联系，当它与大词有全称

联系（或者是肯定的，或者是否定的），与小词处于与全称

关系相对立的特称联系时（我所谓的“与……相对立”，意

30 思是说，如果全称联系是杏定的，那么特称联系是肯定的；

反之亦然），那么兰段论的结论就必然是特称杏定的。例如．

如果 M不属于任何 N，但属于某个 0，那么必然可以得出－

N 不属于某个 Oo 因为否定陈述可以换位，所以 N 也不属

于任何 M。但根据设定， M 属于某个 o. 所以 N 不属于某

① 见 27113. M 属于所有 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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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0。这个结论是通过第一格推得的飞再者，如果M属于 35 

所有 N，但不属于某个 0，那么必然可以得出， N 不属于某

个 0。因为如果属于一切 0, M 可表述所有 N，那么 M 必 27b 

定也属于一切。。但根据设定， M 不属于某个 00 如果 M

属于所有 N，不属于任何 0，那么三段论的结果将是 N 不

属于任何 0。证明的方法与前述相同。但是，如果 M 表述

所有（），却不表述所有 N，则三段论不能成立。可作为例子 5 

的词项如动物一一实体一一一乌鸦；动物二一白色的一－乌

鸦。如果 M 不表述任何 0，却表述某个 N，那么，三段论

也不能成立。可以说明端词间肯定联系的词项例子是：动

物一一实体－一→单位；可以说明端词间杏定联系的词项例子

是：动物 实体二一知识。

这样，我们就说明了，当全称前提与特称前提相对立 10 

时，在什么条件下，三段论成立，在什么条件下，三段论不

成立。如果两个前提的形式相同，即都是肯定的或者都是否

定的．那么三段论就不能成立。让我们首先设定它们都是否

定的，让全称联系与大词相关，例如， M 不属于所有 N, 15 

而且 M不属于某个 0，那么 N 可能属于所有 0，也可能不

属于所有 0。用以说明端词间再定联系的例证是：黑色

的一一雪一一动物。我们找不到可以说明全称肯定联系的端

词，闵为 M虽然不属于 0 的某些部分，但却属于 0 的另一

①见 26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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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部分。如果 N 属于所有 O, M 不属于任何 N，那么 M 不

20 属于任何 0。但根据设定，它属于某个 0。所以我们不可能

找到符合这些条件的词项，并且我们的证明必须从特称前提

的不定性质中推论出。因为当 M 实际上不属于任何 0 时，

说它不属于某个 0，也是正确的。我们知道，当它不属于任

何 0 时，三段论不成立。所以，很显然，在现在的情况下，

三段论也不能成立。

再者，让我们设定两个前提都是肯定的，让全称联系的

25 情况跟以前一样，例如，让 M 属于所有 N 并且属于某个

0。 N 既可能属于所有 0，也可能不属于任何 0。可以说明

端词间否定联系的词项例子是：白色的一一天鹅一一一石头；

可以说明端词间肯定联系的词项例证，我们找不到。原因与

上述相同：我们的证明必须从特称前提的不定性质中推出。

如果全称联系与小词相关，即是说， M 不属于任何 0,

30 不属于某个 N，那么 N 既可能属于所有 o，也可能不属于

任何 0。可以说明端词间肯定联系的词项例证是：白色

的一一动物一一一乌鸦；可以说明端词间否定联系的词项例子

是：白色的一一石头一一乌鸦。如果两个前提都是肯定的，

那么，可以说明端词间否定联系的词项例证是 z 白色的一一

动物 雪 p 可以说明端词间肯定联系的词项例子是：白色

的一一动物一一天鹅。

35 所以，很明显，当前提在形式上相同，并且其巾一个是

全称的，另一个是特称的时．三段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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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如果中词属于或不属于每个主项的部分：或者属于一个

主项的部分，不属于另一个主项的部分F 或者不属于每个主

项的全部；或者与它们的联系不定，在上述情况下，兰段论

都不能成立。以白色的一一动物一一人，白色的一一动

物一一元生物这些词项为例；可以说明这些情况。

综上所述，可以明显看到，如果词项之间的联系如同我 288 

们所描述的那样①，那么，三段论必然可以产生。如果三段

论成立，那么，词项之间必定具有这样的联系。同样清楚的

是，在这个格中，所有的三段论都是不完善的（因为它们都 5 

是通过断定某些另外的前提而完成的，而这些另外的前提既

不是必然隐含在词项中，也不是被设定的。例如，当我们用

归谬法证明我们的结论时）。通过这个格，我们不能获得肯

定的结论。一切结论，元论是全称还是特称，都是否定的。

[6] 如果一个词项属于一个主项的全部，另一个词项 10 

不属于这同一主项的任何部分；或者两个词项都属于同一主

项的全部；或者两个词项都不属于同一主项的任何部分；那

么，我把这个格称作第三格。在这个格中，中词即是两个端

词都作其谓项的那个词项；端词即是指谓项；大词即是离中

词较远的那个词项；小词即是离中词较近的那个词项。中词

的位置处于两个端词之外，并且在最后。 15 

①见 27“3-5, 26-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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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格中，我们也得不到一个完善的三段论。但无论

端词与中词的关系是全称的还是非全称的，三段论是可能成

立的。如果它们的关系是全称的，当 P 和 R 属于所有 S 时．

P 必定属于有些 R。因为肯定前提是可以转换的. s 属于有

20 些 R，并且 P 属于所有 s, s 属于有些 R，所以 P 必定属于

有些 R。我们通过第一格得到了这个三段论①。这也可以用

归谬法和论述予以证明。当两个词项都属于所有 S 时，如果

25 我们从 S类中选择某个事物，譬如说， N，则 P 和 R 都能属

于它。所以 P属于有些 Ro

如果 R 属于所有 S, p 不属于任何 s..则三段论的结果

必定是 P不属于有些 R。证明方法与上述相同．因为 R、 S

30 可以转换②。跟上面的例证一样，这结果也可以通过归谬法

得到证明。

如果 R 不属于任何 S, p 属于所有 S，则三段论不能成

立。可说明端词间肯定联系的词项是：动物 马←一人：

可说明端词间否定联系的词项是：动物一一无生物一－人。

如果两个端词都不表述任何 S，兰段论也不能成立。可说明

白 端词间肯定联系的词项是：动物一二千马一一无生物．可说明

端词间杏定联系的词项是 t 人一一马 无生物。“无生物”

是中词。

①见 26423c

②见 2naz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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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这个格中，当词项间具有全称联系时，三段论

在什么条件下能成立，在什么情况下不能成立，我们就很清

楚了。当两个前提都是肯定的时，三段论就能成立，其结论

是，一个端词属于另一个端词的部分。当两个前提都是否定 28b 

的时，三段论便不能成立。当一个前提为肯定，另一个前提

为否定时，如果大前提是否定，小前提是肯定，则三段论能

成立。其结论是，一个端词不属于另一个端词的部分；如果

相反，大前提是肯定，小前提是存定，则三段论不能成立。

但是，如果在两个端词中，一个与中词具有全称联系， 5 

另一个与中词具有特称联系，如果前提同为肯定，则无论哪

个前提是全称的，三段论都必定成立。如果 R 属于所有 S,

P 属于某些 S，则 P必定属于有些比由于肯定前提是可以 10 

转换的， S 属于某些 P，由于 R 属于所有 S, S 属于某个 P,

R 也属于某个 P，所以， P 也属于某个 R。再者，如果 R 属

于某些 S, p 属于所有 S，则 P 必定属于某个 Ro 证明的方

法与以前相同。也可以根据归谬法以及论述来证明它，就像

前面的例子一样。

如果两个前提一个是肯定的，一个是杏定的，并且肯定

前提是全称的，那么，当小前提是肯定的时，则三段论能成

立。如果 R 属于所有 s, p 不属于某个 S，那么 P 必定不属

15 

于某个 R ＜因为如果它属于所有 R, R 属于所有 S，则 P 也 20 

属于所有 S；但根据设定，它不属于任何 S。如果我们选取

某些 P所不属于的 S 作例子，那么，这一结论不用归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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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得到证明）。但如果大前提是肯定的，则三段论不能成

立；例如，如果 P 属于所有 S, R 不属于某些 S。可说明端

词间全称肯定联系的词项是：有生物一－人一动物；但我

25 们找不到可以说明全称杏定联系的词项。因为 R 虽然不属

于某个 S，却又属于另一些 S。如果 P 属于所有 S, R 属于

有些 S，那么 P 就属于有些 Ro 但根据设定①，它不属于任

何 R。我们必须像理解以前的例证那样来理解这种情况气

因为“一个词项不属于另一个”这一论述是不定的，所以说

30 “不属于任何的也不属于有些”是真实的。但是，当 R 不属

于任何 S 时，兰段论不能成立③。所以，很显然，在这种情

况下，三段论不能成立。

但是，如果否定词项是全称的，当大前提是否定，小前

提是肯定时，三段论就能成立。如果 P 不属于任何 S, R 属

35 于某个 s, p 也不属于有些 R。因为通过将前提 RS 转换，

我们就可以再次得到第一格④。但当小前提是否定时，则三

段论不能成立。可以说明端词间肯定联系的词项是：动

物一一人－一野蛮的；可以说明端词间否定联系的词项是 z动

物一一知识一一野蛮的。在这两个例子中，中词都是嚼蛮

的”。

① 指“端词间的联系是全称否定的”这→假定。

②见 27b20. 2~L 

③见 2sa30 。

④见 26"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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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两个前提都被设定为是否定的，并且一个是全称的、 zga 

一个是特称的时，三段论亦不能成立。当小词与中词具有全

称关系时，可用作例子的词项是：动物一一知识一一野蛮的、

动物 人一一野蛮的。如果大词与中词有全称关系时，可

以说明端词间联系是否定的词项是：乌鸦一一雪一一白色的；

但我们找不到可以说明端词间具有肯定联系的词项。因为 R

尽管不属于某个 S，却又属于另一些 S（如果 P 属于所有 R, 5 

R 属于有些 s, p 也属于某个 S；但根据设定，它不属于任

何 S）。证明必须从特称前提的不定性质中推得①。

如果两个端词都属于或不属于中词的部分；或者一个属

于中词的某个部分，另一个不属于；或者一个属于某个部

分，另一个不属于任何部分；或者它们与中词的联系不

定；一一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三段论都不能成立。动物一一

人←一白色的；动物一一元生物一一白色的，这些词项可用 10 

来说明所有这些情况。

因而，我们就说明了，在这个格中，三段论在什么时候

能成立，在什么时候不能成立；如果词项是按照我们所论述

的方式②相联系的，那么三段论必定可以成立；并且如果三

段论能成立，那么词项之间的联系必定如此。同样清楚的 15 

是，在这个格中，一切三段论都是不完善的（因为它们都通

①见 z7bzoQ

②见 28318, 26; 28吨， 15,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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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补充另外的前提才得以完成）。这个格不可能达到全称的

结论，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

<7> 可见，在所有这些格中，当三段论不能成立时，

20 如果两个前提都是肯定，或者都是否定，那就根本得不到必

然的结论；如果两个前提一个是肯定，一个是否定，如果否

定前提是全称的，那么，总是能产生一个把小词与大词联系

起来的三段论①。例如，如果 A 属于所有或某个 B. B 不属

25 于任何 C；因为前提是可以转换的，那么必然可以推出， C

不属于某个 A。其他格亦相同。因为三段论总是通过转换法

而产生的。很明显，在所有这些格中，如果特称肯定为不定

所取代，那么结果就将是一个相同的三段论。

30 同样很清楚，一切不完善的兰段论都是通过第一格完成

的。达到结论的途径要么是直接证明，要么是归谬法。在这

两种情况下，第一格都能产生：如若是通过证明而达到结

35 论，则结论是通过换位而得到的，而一旦换位．第一格就产

生了；如若是通过归谬法达到结论的，当一个虚假前提被断

定时．三段论就通过第一格而产生口例如，在最后格中队

如果 A 和 B属于所有 C，那么我们便得到一个兰段论．结

论是 E A 属于某个 B；如果 A 不属于任何 H，而 B 属于所有

[D 小词是谓项，大词是主项。

② 即第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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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则 A 不属于任何 C。但根据设定，它属于所有 C。在其

他格中，情况亦相同口

可以把一切三段论都还原为第一格中的全称兰段论。第 29h 

二格中的三段论显然是借助它们而完成的。但方式并不全一

样：全称三段论是通过否定判断的换位而得到的；特称判断

则是根据归谬法得到的。第一格中的特称三段论确实是通过 5 

它们自身建立的。但如果我们运用归谬法，那么，它也可以

通过第二格得到证明。例如，如果 A 属于所有 B. B 属于有

些 c. 那就可以证明 A 属于有些 C。因为如果 A 不属于任 10 

何 C，但属于所有 B，那么 B也就不属于 C；而这是我们通

过第二格得知的。当前提为杏定时，证明的方式亦相同。

因为如果 A不属于任何 B, B 属于某个 C，那么 A 不属于

某个 C：如果它属于所有 c. 却不属于任何 B. 那么 B 就

不属于任何 C。这就是中间格的形式①。由于中间格中的 15 

三段论都可以还原为第一格中的全称三段论，第一格中的

特称三段论皆可以还原为中间格中的全称三段论，所以，

很显然．第一格中的特称三段论也可以还原为第一格中的

全称三段论。

歪于第三格中的三段论，当前提是全称的时，它们是直 20 

接通过上面提到的那种三段论而完成的②；当前提是特称的

全 见 261》；H. 巾间格即第二格 a

① 即第一格巾的全称三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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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它们是通过第一格中的特称三段论完成的。但我们看

到，这些都可以还原为上面提到的那种三段论；所以第三格

25 中的特称三段论亦可以还原。由此可见，一切兰段论都可以

还原为第一格中的全称兰段论。

这样，我们就说明了，所有证明一个谓项属于或不属于

一个主项的三段论，在同一格中是如何联系的，在不同格中

又是怎样联系的。

30 (8) 既然“属于”与“必然属于”和“可能属于”是

不一样的（因为有许多谓项是属于，而不是必然属于；而另

一些谓项既不是必然属于也不是整个①属于，而是可能属

于），显然，在上述各种情况中，三段论是不一样的，词项

之间并不以同样方式发生联系。有的三段论是必然的，有的

35 是实然的，有的是或然的。

必然前提的情况基本上与实然前提的情况相同。如果词

项间的联系方式相同，那么无论是实然前提还是必然前提．

不管它们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三段论必然以同样方式成立

308 或不成立口唯一的差异是词项要带上“必然属于”或“必然

不属于”的字样。由于否定前提的转换方式相同②，所以我

们对“整个地被包含”或“表述全体”作同样规定气

CD holos., 

②见 25a50

＠见 24b2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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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其他格中．结论跟实然气段论中的情况一样，通 5 

过转换，以同样万式被证明是必然的。在中间格中，当全称

前提是肯定的．特称前提是否定的；再者，在第三格中，当

全称前提是肯定的，特称前提是否定的时，则证明方式便不

相同，就必须以每个谓项都不属于的那部分主项作为例子， 10 

并从中得出结论。因为根据词项间这种结合方式，我们就可

以得出必然的结论。如果根据所选定的例证，结论必然是真

的，那么根据原来的一些词项，结论亦必然是真的，因为它

与所选定的例子相等同。每个三段论都按照它自己的格得出

结论。

【均 有时也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使只有一个前提是必 15 

然的，当然，不能是两个前提中的任意一个，只能是大前

提，我们也能获得必然的三段论。例如，如果我们设定 A

必然属于（或必然不属于） B, B 只是属于 C，如果前提是 2。

这样被设定的，那么 A 必然属于（或不属于） c。因为 A

必然属于（或不属于）所有 B, C 是 B 的一部分，所以，很

显然， A 必定也属于（或不属于） Co 

但是，如果 AB 不是必然的， BC 是必然的，那么结论

就不是必然的。如果它是必然的，则可以根据第一格和第兰 25 

格推出， A 必然属于某些 B。然而这是虚假的。因为 B 的情

况可能是 A 不属于它的任何部分。而且，根据词项例子也

可明显地看到，结论不是必然的。例如，设定 A 表示“运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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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飞 B 表示“动物”， C 表示“人”，那么，人必然是动物，

但动物却不必然是被运动的；人也不必然是被运动的。如果

前提 AB 是否定的，情况亦相同，因为证明是相同的。

35 在特称三段论中，如果全称前提是必然的，结论也会是

必然的：但是，如果特称前提是必然的，那么不管全称前提

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结论都不是必然的。让我们首先设

定，全称前提是必然的， A必然属于所有 B, B 仅能属于某

40 个 C。由此可得的结论一定是： A必然属于某个 C。因为 C

30b 是归属于 B 的。而根据设定， A 必然属于所有 B。如果三段

论是否定的，情况亦同样，因为证明是相同的。但如果特称

前提是必然的，结论却不会是必然的。否定这一点并不会产

生什么不可能的结果，正如在全称三段论中不会产生不可能

5 的结果一样。否定前提的情况亦相同，可作例证的词项是：

运动一一动物一一白色的。

[10> 在第二格中，如果杏定前提是必然的，则结果

也是必然的；如果肯定前提是必然的，则结论就不是必然的。

10 让我们首先设定否定前提是必然的。 A 属于所有 B 是不可

能的， A仅能属于 C。那么，因为否定前提是可以换位的，

所以 B属于任何 A 也不可能。但 A 属于所有 c. 则 B属于

任何 C不可能，因为 C 归属于 Ao 如果否定前提与 C 相夫，

那么这同样适用。如果 A 属于所有 C 不可能，则 C 属于所

15 有 A 也不可能。但 A属于所有 B，所以 C 属于任何 B 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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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这里我们再次得到了第一格。 B属于 C 是不可能的，因

为前提与以前一样可以换位。

但如果肯定前提是必然的，则结论不会是必然的。让我

们设定， A 必然属于所有 B，但它仅是不属于任何 C。这 20 

样．通过否定前提的转换，我们就得到了第一格。前面已经

证明①，在第一格中，如果杏定的大前提不是必然的，那么

结论也不是必然的。因而，在目前的例证中，它不是必

然的。

进一步，如果结论是必然的．那就可以推出， C 必然不 25 

属于某个 Ao 因为如果 B必然不属于任何 C，那么 C也不必

然属于任何 B。但 B 必然属于某个 A，这就是说，如果 A

根据设定必定属于所有 B，则 C必然不属于某个 A。但没有 30 

理由说明为什么 A 不应如此设定以至于 C 可能属于它的

全体。

再者，可以通过词项的例子证明，结论并非元条件地是

必然的．而只是在某些条件下是必然的。例如，设定 A 表

示“动物”， B 表示“人”， C 表示“白色的”，前提的情况 35 

与以前相同②，那么，动物就可能不属于任何白色的事物，

人也不属于任何白色的事物。但这个结论不是必然的。因为

白色的人很有可能产生，但只要动物不属于任何白色的事

① 见 30323 以下。

②见 3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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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它也就不会产生。在设定了这些条件之后，结论就是必

然的；但它并非元条件地是必然的。

3P 在特称三段论中，也可以获得同样的规则。当否定前提

是全称必然的时，结论也是必然的；当肯定前提是全称的，

5 否定前提是特称的时，结论就不是必然的。让我们首先设

定，否定前提是全称必然的， A 不可能属于任何 B，但属于

某个 C。由于否定前提是可以转换的， B也不可能属于任何

10 A。但 A属于某个 C，因而 B必然不属于某个 C。再者，设

定肯定前提是全称必然的，肯定前提与 B 相关，那么，如

果 A必然属于所有 B，但不属于某个 C，则 B显然不属于某

个 Ca 但这并不是必然的。可以证明它的词项与在全称三段

15 论中的词项一样①。

如果否定前提是特称必然的，则结论不是必然的。这也

可以通过相同的词项加以证明。

[11> 在最后格中，当端词与中词的关系是全称的，

20 并且两个前提都为肯定时，如若其中有一个是必然的，则结

论也是必然的。如果有一个前提是否定的，另一个前提是肯

定的，当否定前提是必然的时，结论也是必然的 F 但当肯定

前提是必然的时，结论就不是必然的。

25 让我们首先设定，两个前提都是肯定的。 A 和 B 都属

①见 3oh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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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所有 C .. AC 是必然的。由于 B 属于所有 c. c 属于某个

B （全称判断转换后成特称判断） ；所以，如果 A 必然属于

所有 c, c 属于某个 B，那么， A 就必然属于某个 B：因为 30 

B从属于 C。这样，第一格就产生了。如果前提 BC 是必然

的，则证明方式亦相同；因为通过转换， C 属于某个 A，所

以，如果 B必然属于所有 C，那么它也必然属于某个 Ao

再者，设定 AC 是再定的， BC 是肯定的。否定前提是

必然的。既然通过转换， C属于某个 B, A 必然不属于任何 35 

C，那么， A 也必然不属于某个民因为 B从属于 C。但如

果肯定前提是必然的，则结论就不是必然的。让 BC 是肯定

的，并且是必然的， AC 是否定的，不必然的。由于肯定判

断可以换位， C 必然属于某个 B。所以，如果 A不属于任何 31 h 

c, c 必然属于某个 B，则 A 不属于某个 Bo 但这并非出于

必然；在第一格中已经证明，如果否定前提不是必然的，那

么结论也就不是必然的。

如果用某些词项作例子，那么这种情况会变得十分清

楚。设定 A 表示“好的”、 B 表示“动物”、 C 表示“马气 5 

那么，好的可能不属于任何马，而动物必定属于所有马。但

“动物不是好的”这一陈述并不是必然的。因为每种动物都

可能是好的。或者如果这是不可能的，那就以“醒”与

“睡”这两个词项作例子，因为每种动物都具有这两种状态。 1。

这样，我们就说明了，当端词与中词发生全称联系时，

在什么条件下结论是必然的。如果一个前提是全称的，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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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个前提是特称的，两个前提都是肯定的，那么，如果全称前

提是必然的，则结论也是必然的。证明的方式与以前相

同叭因为特称肯定前提是可以转换的。因此，如果 B必定

属于所有 C, A 归属于 C，那么 B必定属于某个 A。如果 B

属于某个 A，则 A 必然属于某个 B，因为前提是可以转换

20 的。如果 AC 是全称必然的，情况亦相同；因为 B 从属

于 C。

如果特称前提是必然的，那么结论就不是必然的。设定

BC 是特称必然的， A 属于所有 C，但不是必然属于。将 BC

25 转换，我们就得到了第一格。全称前提不是必然的，而特称

前提是必然的。我们已经知道②，如果前提之间的联系是这

样的．则结论就不是必然的。现在的情况亦不例外。用某些

词项作例子，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让 A 表示“醒

30 着的”， B 表示“两足的”， C 表示“动物”。那么 B 必定属

于某个 C, A 可能属于 C。但 A 不必然属于 B。因为某个两

足的东西并不必然是醒着的或睡着的。设定 AC 是特称必然

的，则借助同样的词项也能作出相同的证明。

如果一个前提是肯定的，另一个前提是杏定的，当全称

35 前提为必然否定时，结论也是必然的。因为 A 不可能属于

任何 C, B 属于某个 C7 A 必然不属于某个 Bo f日，当肯定前

①见 3l324 以 1' v 

② 见 3oa35, 3ob 1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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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不论是全称的，还是特称的），或者特称否定前提是必

然的时，则结论不是必然的。其余的证明与以前相同①。当 40 

全称肯定前提是必然的时，可作例子的词项是：醒着的一－ 32a 

动物二一人；人是中词。当特称肯定前提是必然的时，可作

例子的词项是：醒着的一一动物一一白色的（因为动物必定

属于某些白色的事物，“醒着的”可能不属于任何白色的事

物，而“醒着的”不必然不属于某些动物）；当特称否定前

提为必然时，可作词项的例子是：双足的一一被运动的一－ 5 

动物；动物是中词。

<12] 可见，只有当两个前提都是实然的时，实然三

段论才有可能成立。但只要有一个前提是必然的，必然三段

论就能成立。在这两种情况中，无论三段论是肯定的还是否 10 

定的，其中一个前提必定与结论相似（我所谓“相似”，意

思是说，如果结论是实然的，则前提也必定是实然的；如果

结论是必然的，则前提也是必然的）。因而，下面这一点也

很清楚：除非设定一个前提为必然的或实然的，否则结论便

既不可能是实然的，也不可能是必然的。

因而，我们就足够充分地说明了，必然三段论是怎样形 15 

成的，以及它与实然兰段论有什么不同。

① 见 31 a37 以下， 3Jb20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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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我们接着讨论的是，对于可能的事物，我们何

时、如何以及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得到一个三段论。我说不必

然的事情是可能的或可能的，是指它不会产生不可能的结果

20 （之所以说“不是必然的”，是因为我们也含糊地用“可能”

来称谓必然的东西的。从相矛盾的肯定或杏定来看，就能清

楚地看到这一“可能”定义的正确性。“不是可能属于的”、

“不能属于”、“必然不属于”这些表述要么是相同的，要么是

25 相互蕴涵的。它们的矛盾方面也是这样。“是可能属于的”、

“不能不属于”、“不必然不属于”要么是相同的，要么是互相

蕴涵的。每个主项的谓项要么是肯定的，要么是杏定的。“可

能的”②即是“不是必然的”J‘不是必然的”即是“可能的”。

30 由此可以推出，一切可能前提都是可以互相换位的。我

的意思并不是说，肯定前提可以换位为杏定前提，而是指一

切肯定形式的前提可以换位成它们的对立面。例如，“可能

属于”换位成“可能不属于”V‘可能属于全体”换位成“可

35 能不属于任何”：“可能属于某个”换位成“可能不属于某

个”。其余的情况亦相同。因为“可能的”不是“必然的”；

··不必然的”可能不属于。所以很显然.A 可能属于 B，也

32h 可能不属于 B；如果它可能属于所有 B，那官也可能不属于

①见 2G"37 o 

CD to 臼世ekho men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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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 B。特称肯定的情况亦同样，因为证明方式是同样的。

这样的前提是肯定的，不是否定的口我们已经说过，“是可

能”的含义与“是”的含义相应①。 5 

把这些区分清楚以后，我们可以进而指出，“可能”是

在两种意义上被述说的。一种意义是指经常发生但又缺少必

然性的情况。例如，人长出灰白头发、增长或衰退，或一般

来说自然所属的一个东西（这样一种属性没有连续的必然 10 

性，因为人并不总是存在的；但只要人存在，那么这一属性

要么是必然地属于他，要么是作为一个经常出现的现象而属

于他）。另一种意义是指不确定的情况。它可能按一定的方

式发生，也可能以另外的方式发生。例如，动物的行走，或

在它行走时地震的发生，或一般来说偶性的发生。因为这件 15 

事情以这种方式发生并不比以那种方式发生更自然。在这两

种意义下的可能事物，都可以转换成与其对立的前提，但不

是以同样的方式。作为自然是这样的可能事物如此转换，是

因为它不必然属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才有可能不长灰

白头发）。作为不确定的可能事物如此转换，是因为它们这

种方式发生并不比另一种方式更合乎本性。

没有科学知识或证明三段论是关于不确定的事物的，因 20 

为中词还没有确立。它们是关于自然的事物的。一般而言，

论证和研究都是对在这种意义上是可能的事物而作出的。对

①见 25b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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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意义上是可能的事物也能够作出三段论．但去研究它

们却是不自然的。

这些区分我们在下面还要详细论述。我们现在要讨论：

25 在什么条件下，一个兰段论能够从可能前提中推得？这种三

段论的性质是什么？

一个词项可能属于另→个。这一陈述具有两种不同的含

义，即它可能属于另一个词项所属于的主项，或者它可能属

于另一个词项所可能属于的主项（A 可能述说 B 所述说的

30 事物，这一述说的意思是，或者 A 可能述说一个 B 所述说

的主项，或者它可能述说一个 B可能述说的主项：“A 可能

述说 B所述说的主项”这一论断，和“A 可能属于所有 B”

没有什么不同）。十分显然，“A 可能属于所有 B”有两种含

义。首先让我们说明，如果 B 可能述说 C 所可能述说的主

项， A可能述说 B 所可能述说的主项，则什么三段论会成

35 立，又是什么形式的三段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前提

都是可能的；但当 A 可能述说 B 所述说的主项时，一个前

提是实然的，另一个前提是可能的。与在其他例子中的情况

相同，让我们从两个前提在质上相同的形式开始。

(14> 如果 A 可能属于所有 B, B 属于所有 C，那就

会有一个完善的三段论．结论是： A 可能属于所有 C。这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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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来看是十分明显的。我们说过叫“可能属于全体”的 33a 

意义正是这样的。同样，如果 A 可能不属于任何 B, B 属于

所有 C，那么结果是， A 可能不属于任何 co 因为我们知

道②， A 不可能述说 B所可能述说的主项。这一陈述的意思

是说，归属于词项 B 的每一个事物都不会不被考虑到。 5 

如果 A 可能属于所有 B, B 可能不属于任何 C，那么根

据如此设定的前提，我们便得不到三段论；但如果前提 BC

在可能性上是可以转换的，那么我们便得到与上述相同的三

段论③。由于 B 可能不属于任何 C，它也可能属于所有 C 10 

（这在上面已经论述过了）；所以，如果 B 可能属于所有 C,

A 可能属于所有 B，那么我们便再次得到相同的三段论。如

果在两个前提中否定与“可能的”相联系，则情况亦相同。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 A 可能不属于任何 B, B 可能不属于任

何 C；如果前提如此被设定，则三段论不能成立。但通过转 15 

换，我们便再次具有与以前相同的三段论。所以，很显然，

如果小前提是否定的，或者两个前提都是否定的，那么我们

要么得不到兰段论，要么得到一个不完善的三段论；因为必 20 

然的结论是通过转换得出的。

如果我们设定一个前提是全称的，另一个前提是特称

CD 见 32b2s 以下。

（去见 321、 38 400 

③ 见 3zaz9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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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当大前提为全称时，就可得到一个完善的三段论。如果

A 可能属于所有 B, B 属于某个 C，那么 A 可能属于某个

25 C。这从“可能属于全体”的定义中可以明显地看到ω。再

者，如果 A可能不属于任何 B, B 可能属于某个 C，那么必

然可以推出， A可能不属于某个 Co 证明方式与上述相同。

但如果特称前提是否定的，全称前提是肯定的，前提间的联

30 系与以前相同，（如果 A 可能属于所有 B, B 可能不属于某

个 C），根据这样设定的前提，我们得不到明显的三段论。

但如果将特称前提转换，设定 B也可能属于某个 C，我们就

会得到与以前相同的结论，正如第一个例子一样②。

35 如果大前提是特称的，小前提是全称的，那么，无论两

者都是肯定的，还是都是否定的；或者两者在形式上不相

同；或者两者都是不定的；或者都是特称的；一一不论我们

如何设定，在所有这些情况中，三段论都不能成立。因为没

有理由说明 B 为什么不能比 A 有更广泛的意义，所以它们

40 在谓项中相同。让 C 代表 B 比 A所宽泛的那部分。因为 A

33h 属于所有 C，或不属于任何 C，或属于某个 C，或不属于某

个 C，这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可能前提转换，并且 B所能属

于的主项多于 A 的话，这一事实如果以具体词项为例子可

以看得更清楚；因为无论是第一个词项不可能属于最后一个

① 见 32h25 以下，

②见 32与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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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项的任何部分，还是它必定属于最后一个词项的全体，在 5 

这两种情况下，前提必定以这种方式相联系。当第一个词项

必定属于最后一个词项的全体时，对一切情况都适用的词项

例证是：动物一－白色的－一人；当它不可能属于时，词项

例证则是：动物－一白色的一一外套。

因此，很显然，当词项以这种方式联系时，三段论不能

成立。因为每个三段论要么是实然的，要么是必然的，要么 10 

是可能的。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没有实然或必然的三段

论；肯定的要为否定结论所推翻，否定的要为肯定结论所推

翻。这样就只剩下可能三段论。然而它也不可能，因为已经 15 

证明，元论是首项必然属于末项的所有部分，还是首项不可

能属于末项的任何部分，词项间的联系总是这样的。所以，

可能三段论不能成立。因为“必然”不是“可能”。

同样很清楚，当可能前提中的词项是全称的时，我们总

是能得到一个第一格的三段论，元论它们都是肯定的，还是 20 

都是否定的。差别只是在于：当它们是肯定的时，三段论是

完善的。当它们是否定的时，三段论是不完善的。

“可能”这一词必须按照已经给出的定义来理解①，而

不能理解为是指必然的东西。这一点往往被忽略。

<15> 如果一个前提是实然的，另一个是可能的，当 25 

①见 328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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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前提表示可能性时，一切兰段论都是完善的，其“可能”

的类型与上面所给出的定义①相符合。但当小前提表示可能

30 时，那么它们都是不完善的。并且，根据定义，否定三段论

不是“可能”类型，而是不必然属于主项的任何或一切部分

的东西；如果它不必然属于主项的任何或一切部分，那么我

们说它不可能属于主项的任何或一切部分飞

设定 A可能属于所有 B, B 属于所有 Co 由于 C 归属于

35 B, A 可能属于所有 B，那么显然， A 可能属于所有 C。这

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完善的三段论。如果前提 AB 是否定

的， BC 是肯定的，前者是可能的，后者是实然的，那么，

40 同样会得到一个完善的三段论，结论是： A 可能不属于任

何 Co

34a 可见，当小前提是实然的时，我们就能得到一个完善的

三段论。如若要证明三段论在相反的情况下也能产生，我们

就要运用归谬法。同时，这些兰段论都不完善这一点也非常

5 明显，因为证明不是从原来设定的前提中得出的。

我们必须首先说明．如果当 A 存在时. B 必然存在，

那么．当 A 是可能的时，就必然可以推出， B 是可能的。

为了确寇 A 和 B之间具有这样的联系（即 A 蕴涵 B）.让我

们设定 A 是可能， B 是不可能，那么，当可能的东西是可

①见 32“ 18 。

②见 25且：n. 3za20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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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布在时，可能便会产生。不可能的东西是不可能的，不可 10 

能却不会产生：同时，如果 A 可能， B 不可能，那么 A 没

有 B也可能生成；如果官生成，那么它就存在，因为当生

成物已经生成时，它就存在。我们必须不仅联系到生成，而

且要联系到真实的陈述、属性以及“可能”一词被使用的其 15 

他各种意义，来理解“可能”与“不可能”，因为在它们之

中都可获得同样的规则口再者，我们不要认为，“如果 A 存

在，则 B 存在”就是说，只要确立“A 存在”这样一个设

定，则 B就存在；因为只确立一个设定，并不能必然地得

出什么，至少需要两个前提才行，亦即前提之间的联系与我

们在关于三段论时所说的一样①。如果 C述说 D, D 述说 E, 20 

那么 C也必定述说 E。此外，如果每个前提都是可能的，那

么结论也是可能的。因而，设定 A 代表前提， B 代表结论，

则可以推出，不仅当 A 是必然的时， B 是必然的，而且当

A 是可能的时， B也是可能的。

作为这一证明的结果，可见，如果一个设定是虚假的， 25 

但不是不可能的，那么通过这一设定达到的结果也是虚假

的，但不是不可能的。例如，如果 A 是虚假的，但不是不

可能的，并且如果 A存在，则 B 也存在，那么 B 也将是虚

假的，但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证明，如果 A 存在时， B 30 

也存在。所以当 A 是可能的时， B 也是可能的；由于已经

① 见 4ob35 ，《后分析篇》＇ 73"8, 94az40 



120 三、前分析篇

确定 A 是可能的，所以 B也是可能的；如果它是不可能的，

那么同一件事就会同时既可能又不可能。

搞清了这些要点后，让我们设定 A 属于任何 B. B 可能

35 属于所有 C，那么，必然地， A也可能属于所有 C。设定它

不可能属于，让 B从属于所有 c （这是虚假的，但不是不可

能的）。然后，如果 A不可能属于 C，但 B 属于所有 C，那

么 A 就不可能属于所有 B。我们通过第三格获得了这一三

40 段论。但根据设定， A 可能属于所有 B。因而必然可以推

34b 出， A 可能属于所有 C。从一个虽然不是不可能的但却是虚

假的设定中，所推得的结论是不可能的。

我们也能通过第一格，通过设定 B 属于 C 来证明不可

5 能性。如果B属于所有 C, A 可能属于所有 B，那么 A就可

能属于所有 C。但我们已经设定，它不可能属于所有 C。

我们必须明白， “属于全体”并不具有时间性（例如，

“现在”或“在这样一个时间里勺，而是无条件的、总体的。

1。 我们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设定前提才建立兰段论的。如果所设

定的前提与现在相关，那么兰段论就不能成立。或许没有理

由说明为什么在某个时候，例如没有其他事物被运动时．人

不能属于一切被运动的事物；词项“被运动着的”可能属于

15 所有马，而人却不可能属于任何马。让我们设定．大词是

“动物’＼中词是“被运动着的飞小词是“人”，则前提之间

的联系将如同上述，但结论是必然的，不是可能的，因为人

必然是一种动物。所以，很显然，全称前提必须在总体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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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被设定．没有时间上的限制。

再者？设定 AB 是全称否定前提，设定 A 不属于任何

B. B 可能属于所有 C。由此必然可以推出， A 不可能属于 20 

任何 Co 让我们设定它不可能不属于任何 C，设定 B 与上面

一样①，属于所有 C，则必然可得， A 属于某些 B。这样，

我们通过第三格得到了一个三段论。但这是不可能的。因此

A 不属于任何 C 是可能的，通过确立一个虚假的（但不是 25 

不可能的）设定，我们得到一个不可能的结论。这样，这个

三段论并没有产生一个在己规定的意义上来说是“可能”的

结论，而是证明了谓项不必然属于主项的全体，因为这跟我

们所确立的设定是矛盾的。我们确定 A 必然属于某个 C。 30 

三段论通过归谬法确立了相矛盾的论断。

再者，从词项的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结论不是或然

的。让 A 表示“乌鸦”， B 表示“理智”， C 表示“人”。则

A 不属于任何 B；因为有理智的东西不会是乌鸦。 B 可能属 35 

于所有 C；因为每个人都可能有理智。但 A 必然不属于任

何 C。因而，结论就不是或然的。但是，它也并不总是必然

的。让 A 表示“被运动”， B 表示“知识”， C 表示“人”。

这样， A 不属于任何 B，但 B 可能属于所有 C，结论不是必 40 

然的。“没有人在被运动”，这并不是必然的；“有些人在被 35a 

运动”，这也不是必然的。因此，结论清楚地证明，谓项不

①见 341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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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属于主项的全体。但我们必须更好地选择词项。

如果小前提是否定的，并且表示可能的意义，那么从上

5 述前提中得不出任何三段论。但当或然前提转换时，三段论

就能成立，就像上面的例子一样①。设定 A 属于任何 B, B 

可能不属于任何 C，则从如此联系的词项中得不出必然的结

10 论。如果前提 BC可换位，设定 B 可能属于任何 C，那我们

就能得到一个与以前一样的三段论②。因为词项的排列是一

样的。如果两个陈述都是否定的， AB 是实然否定的， BC

是可能否定的，则情况亦相同。因为通过这样的设定根本得

15 不到必然的推论；但如若将可能前提转换，三段论就能成

立。让我们设定 A不属于任何 B, B 可能不属于任何 C。从

这样的设定中得不出必然的结论。但如果设定 B 可能属于

所有 C，而且它是真的，同时前提 AB保持不变．那么我们

再次获得了同样的兰段论①。但如果所设定的不是 B 不可能

20 属于任何 C，而是 B不属于任何 C，那么无论如何也得不到

三段论，无论前提 AB是否定的还是肯定的。对这两种情况

都适用并且可以表示谓项与主项间肯定必然联系的词项是2

白色的－一一动物二一雪3 表示否定必然联系的是＝白色

的一一动物一一黑漆。

①见 33吁， 16 。

但〕见 34°340

③见 3,1b]Q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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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十分显然，如果前提是全称的，一个前提是实然 25 

的，另一个前提是或然的，当小前提是或然的时，三段论总

能够成立，有时是从原来的设定中，有时是从所述前提的转

换中。我们已经说明，它们各在什么条件下出现以及为什么

原因而出现。 30 

但是，如果一个命题是全称的，另一个命题是特称的，

当大前提是全称可能的（元论是否定的还是肯定的），特称

前提是实然肯定的时，就能得到完善的兰段论，正如当前提

都为全称时的情况一样。证明的方式与以前相同①。当大前 35 

提是全称的，但却是实然的而不是或然的，另一个前提是特

称或然的，如果两个前提都是否定的，或者都是肯定的，或

者一个为肯定、一个为否定时，在上述各种情况下，都可以 40 

得到一个不完善的三段论。但有些通过归谬法得到证明，有 35h 

些通过或然前提的换位得到证明，正如在以前的例子中

一样。

当全称大前提为肯定实然或否定实然，特称前提为否定

或然时，我们通过换位也能得到一个兰段论。例如，如果 A 5 

属于或不属于所有日， B可能不属于有些 C，当 BC 换位时，

我们就能得到一个或然的三段论。但当特称前提是实然的和

否定的时，三段论就不能成立。可说明谓项属于主项的词项 10 

例证是：白色的 动物一一雪；可说明谓项不属于主项的

① 见 33h33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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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项例子是：白色的－一动物一二黑漆。证明必定是从特称

前提的不定性质中得到的。

如果小前提是全称的，大前提是特称的，无论前提是肯

定的还是否定的，是或然的还是实然的，在各种情况下，三

15 段论都不可能成立。如果前提是特称的或不定的，无论两个

都是或然的，或都是实然的；或一个是或然的．另一个是实

然的，在这些情况下也不可能有兰段论。证明方式与以前的

论证一样①。当谓项必然属于主项时，可说明所有这些情况

的词项例证是：动物二二白色的一一人 z 当谓项不可能属于

主项时，词项例证是：动物 白色的一－衣服。

20 可见，当大前提是全称的时，三段论总是能够成立；但

当小前提是全称的时，任何种类的三段论都不能成立。

<16) 如果一个前提是必然的，另一个前提是可能的，

如果词项之间的联系方式与以前一样②，那么三段论就能成

25 立，并且当小前提是必然的时，三段论就是完善的。如果前

提是肯定的，则不论它们是全称的还是非全称的，结论就将

是或然的而不是实然的。如果一个前提是肯定的，另一个前

30 提是否寇的，当肯定前提是必然的时，结论将是或然的而不

是实然存定的。当否定前提是必然的时，那就既会有或然的

① 见 33"34 以下。

@ 见《自百分析篇队第一番，（15)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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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有实然的否定结论，元论前提是全称的还是非全称的口

结论中“或然”的含义必须跟以前作同样的理解①。任何三

段论的结论都不会是“谓项必然不属于主项”。“不必然属 35 

于”与“必然不属于”是不一样的。

可见．如果前提是肯定的，那么我们所得到的结论就不

是必然的。设定 A 必然属于所有 B, B 可能属于所有 C，那

么就会产生一个不完善的三段论，结论是， A 可能属于所 368 

有 C。从证明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是不完善的；证明可按

与以前相同的方式进行②。再者，设定 A 可能属于所有 B,

B 必然属于所有 C，则三段论成立。结论是， A 可能属于所

有 C，而不是 A 属于所有 C。这个三段论是完善的，不是不 5 

完善的，因为它的结论是直接从原来的前提得出的。

如果前提在质上不相同，让我们首先设定前提是必然

的：设定 A 不可能属于任何 B, B 可能属于所有 C，那么必

然可以推出， A 不属于任何 C。设定它属于所有或某个 c, 10 

它不可能属于所有 Bo 由于否定前提可以换位，所以 B也不

可能属于任何 Ao 但已经设定 A 属于所有或某个 C，所以 B

不可能属于任何或所有 co 但我们原来设定它可能属于所

有 C②。

①见 to endekhesthai. 33h30. 34bz7 0 

② 见 34“ 34 以下。

③ 见 3oa15 以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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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清楚，我们能得到一个否定或然式的三段论，因为我

们也有一个否定实然式的三段论。现在设定肯定前提是必然

的， A 可能不属于任何 B, B 必然属于所有 C。这样，三段

20 论就是完善的，但它不是否定实然式的，而是否定或然式

的，因为与大词项相联系的前提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被设定

的；我们不能运用归谬法。如果我们设定 A 属于某些 c,

但仍可能不属于任何 B，那么从这些设定中不可能得出不可

25 能的结论。但是，如果小前提是否定的，当它表示可能时句

三段论就可以通过换位而成立，与以前的例子一样叫当它

不表示可能时，三段论就不能成立；当两个前提都是否定

30 的，小前提不是可能的时，三段论也不能成立。可作例证的

词项与以前相同，当谓项属于主项时是：白色的 动

物一一雪；当谓项不属于主项时是：白色的一一动物一一

黑漆。

35 同样的规则亦适用于特称三段论。当杏定前提为必然

时，结论在形式上是否定实然的。例如，如果 A 属于任何

B不可能， B 可能属于某些 C，那么必然可以推出， A 不属

于某个 C。如果 A 属于所有 c. 但不可能属于任何 B，则 B

也不可能属于任何～所以，如果 A 属于所有巳则 B 不

40 可能属于任何 C。但已经设定它可能属于某些 Co

当否定三段论中的特称肯定前提（即 BC），或者肯定二

①见 35314, 35bl.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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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论中的全称前提（即 AB）为必然时，则主段论不是实然 36h 

的。证明的方式与以前相同①。如果小前提是全称可能的 5 

（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而大前提是特称必然的，则兰

段论不成立。可说明谓项必然属于主项的词项是：动物一一

白色的一二人；能说明谓项不可能属于主项的词项是：动

物一－白色的一一衣服。当全称前提是必然的、特称前提是

可能的时，如果全称前提是否定的，则可说明谓项属于主项 10 

的词项是：动物－－白色的一一乌鸦；能说明谓项不属于主

项的词项是：动物一一白色的一－黑漆。如果全称前提是肯

定的，则可说明谓项属于主项的词项是：动物一一白色

的一一天鹅；能说明谓项不可能属于主项的词项是：动

物一一白色的←一雪。

当前提是不定的、或者两个都是特称的时，三段论也不

能成立。当谓项属于主项时，适用于上述全部情况的词项 15 

是：动物一一白色的一一人；当谓项不属于主项时，适用的

词项是 z 动物一一白色的－一无生物。动物属于某些白的事

物，白色的属于某些无生物，这既是必然的，又是不可能

的。如果联系是可能的，情况亦同样；所以这些词项在所有

情况下都是适用的。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实然或必然的前提 20 

中，三段论从同样的词项联系中生成或不生成。此外，如果

①见 36319-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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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前提被设定为是实然的，则结论就是可能的；如果杏定

25 前提被设定为是必然的，则三段论既是可能的，又是实然杏

定的（同样清楚的是，所有的三段论都是不完善的，是通过

已经论述过的格而完成的）。

[17> 在第二格中，当两个前提都为或然时，无论它们

30 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全称的还是特称的，三段论都不能成

立；但当一个前提是实然的，另一个前提是或然的时，如果

肯定前提是实然的，则三段论永远不能成立；而如果全称否

定前提是实然的，则三段论总能成立。当我们设定一个前提

35 是必然的，另一个是或然的时，情况也相同。我们必须明白，

在所有这些情况中，结论中“可能”的意义与以前相同①。

首先必须指出，可能否定前提是不能转换的 z 例如，如

40 果 A 不可能属于任何 B，则不能必然推出， B不可能属于任

37a 何 A。让我们设定 B不可能属于任何A。由于可能意义上的

肯定能转换成它们的否定（无论是矛盾的还是反对的），由

于 B不可能属于任何 A，所以很明显， B 也可能属于所有

A。但这是虚假的。如果一个词项可能属于另一词项的全

5 体，并不必然可以从此推出，后者也必然属于前者的全体。

因而否定的（可能〉陈述是不能转换的。

再者，没有什么阻止 A 可能不属于任何 B，尽管 H 必

①见 33b30 • 24ι21, 35b3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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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属于某个 A。例如．白色的可能不属于所有人（因为它

也可能属于某个人〉，但说人可能不属于任何臼色的事物则

是不真实的，因为人必然不属于许多白色的事物，并且“必

然”不是“可能”。

但是，这类陈述不可能通过归谬法被证明是可转换的。 10 

例如，如果一个人认为， B 不可能属于任何 A 是假的，那

么，它不可能不属于 A 是真的（因为后一个论断与前一个

相矛盾）；如果情况是这样的，那么 B必定属于某个 A 是真

实的；所以， A 也必定属于某个 B；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 15 

从“B不可能不属于任何 A”推不出“它必定属于某个 A”。

我们在两种意义上说谓项不可能不属于主项，即“它必然属

于主项的某些部分”以及“它必然不属于主项的某些部分”。

说“必然不属于某个 A”的东西可能不属于任何 A，这是不

真实的。正如说“必然属于某个”不等于说“可能属于全 20 

部”一样。如果有人声称，由于 C 不可能属于任何 D，那它

必然不属于某个 D，那么这一断定就是虚假的；它属于全

体，但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它必然属于，所以我们说它不可能

属于全体。“A 可能属于所有 B”这一命题不仅与“A 必然 25 

不属于某个 B”相对立，而且与“A 必然属于某个 B”相对

立。“A 可能不属于任何 B”这一命题的情况亦同样。

因此，十分清楚，与我们原来所定义的①“可能”与

①见 3za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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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相反的，不仅是“必然属于某个”，而且是“必然

30 不属于某个”。作了这样的理解后（在前面的例子中），就得

不出不可能的结论，因而三段论也不能成立。由上述可见，

可能否定前提是不能转换的。

证明了这一点之后，让我们设定， A 可能不属于任何

B，但属于所有 C。这样，通过换位就得不到三段论。因为

35 已经说过，这样一个前提（即大前提 AB）是不能转换的。

再者，通过归谬法也得不到三段论。因为已经设定， B 可能

属于所有 C，而不产生虚假的结论，因为 A 可能既属于所

有 C，又可能不属于任何 C。一般地说，如果从这些前提中

可得出一个三段论，那么，它就显然是或然的（因为没有一

40 个前提被设定为是实然的）；这个三段论或者是肯定的，或

37b 者是否定的。但这两种情况都不能成立；如果设定它是肯定

的，则通过具体词项可以证明，谓项不可能属于主项。如果

设定它是否定的，那么，结论就不是可能的而是必然的。让

5 A 表示“白色的”， B 表示“人”， C 表示“马”。则 A （白

色的）可能属于另一个的全体，也可能不属于另一个的任何

部分；但 B不可能属于或者不属于 C。很显然，它不可能属

于 C，因为没有任何马是人；它也不可能不属于，因为没有

10 马是人，这是必然的J‘必然”不是“可能町，所以三段论

不能成立。

①见 32"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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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设定否定前提可以倒转，或者两个前提都是肯定的

戎否定的，那么也可以得到同样的证明口因为它将从同样的

词项中推得。当一个前提为全称，另一个前提为特称：或者

两个前提都为特称或不定；或者以其他任何可能的方式组合 15 

时，情况亦同样。因为证明总是从相同的词项中推出的。可

见，如果两个前提都被设定为或然，则三段论不能成立。

<18> 一个前提表示实然，另一个表示或然时，如果 20 

设定肯定前提为实然，否定前提为或然，则无论前提是全称

的还是特称的，三段论都不可能产生。证明方式与以前相

同，并可从相同的词项中推出。但如果肯定前提为或然，否

定前提为实然时，则三段论能够成立。设定 A 不属于任何 25 

B，但可能属于所有 Co 那么，如果杏定前提可以换位， B

就不属于任何 A，但已经设定 A 可能属于所有 C。因而，

三段论便可通过第一格而产生。结论是： B可能不属于任何

C。如果否定前提与 C 相关，情况也相同。

如果两个前提都是否定的，一个是实然否定，一个是或 30 

然否定，那么从这样的设定中得不出必然的结论。但如若将

或然前提换位，则兰段论就会产生，结论是， B可能不属于

任何 C，正如前面的例子一样，因为我们再次使用了第一

格。如果设定两个前提都是肯定的，则三段论不能成立。可

说明谓项属于主项的具体词项是：健康一一动物一一人；可

说明谓项不属于主项的具体词项是：健康 马一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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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在特称三段论中也可以获得同样的规则。如果实然前提

33a 是肯定的，无论设定它是全称的还是特称的，三段论都不可

能产生（这可以通过与以前相同的方法和词项得到证明）。

但当它是否定的时，通过换位就能得出兰段论，正如以前的

5 例子一样。再者，如果设定两个命题都是否定的，实然否定

是全称的，那么从这样的前提中便得不出必然的结论。但当

或然前提换位时，那么跟以前一样，兰段论可以成立。

如果设定杏定前提是特称实然的，那么，不论另一个前

提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三段论都不能产生。如果设定两个

10 前提都是不定的，那么无论它们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兰段

论都不能成立。如果设定两个前提都是特称的，情况也同

样。证明的方式是同样的，并可以适用相同的具体词项。

<19> 如若一个前提是必然的，另一个前提是可能的，

15 当必然前提是否定的时，三段论便能成立。结论不仅谓项可

能不属于主项，而且谓项也是不属于主项。但当它是肯定前

提时，则三段论不能成立。设定 A 必然不属于任何 B，但

可能属于所有 C。则通过杏定前提的换位， B 也不属于所有

20 A；已经设定 A叮能属于任何 C，这样，我们再次通过第一

格得到了一个芝段论。结论是， B 可能不属于任何 Co 此

外，很显然， B 也不属于任何 C。设定立属于任何 C，那

么，如果 A不可能属于任何 B, B 属于某个 C，那么 A 不可

25 能属于某个 C。但已经设定，它可能属于所有 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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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再定前提与 C 相关，则证明也能通过同样方式

获得。

再者，设定肯定陈述是必然的，另一个是可能的，设定

A可能不属于任何 B，必然属于所有 C。当词项间的联系是

这样的时，则三段论不能成立，因为它会得出 B 必然不属 30 

于 C 的结论。例如，让 A 表示“白色的”， B表示“人”， C

表示“天鹅”。那么，白色的必然属于天鹅，但可能不属于

任何人：人必然不属于天鹅。所以，很显然，没有可能形式 35 

的三段论。因为“必然”不是“可能”。

必然三段论亦不成立。因为只有当两个前提都是必然

的，或者当杏定前提是必然的时，必然的结论才会产生。再

者，当词项被这样设定时， B属于 C 是可能的。没有什么阻

止 C 以这样的方式归属于 B，以至于 A 可能属于所有 B，但 40 

必然属于所有 C，；例如，如果 C 表示“醒着的”，B 表示“动

物”，八表示“运动’气醒着的东西必然在运动；每个动物 38b 

都可能在运动，每个醒着的东西都是动物。因此，很明显，

也没有实然否定的结论。因为当词项这样联系时，结论必定

是实然肯定的．对立形式的论断也不能被确立。所以，三段

论不能成立。

如果肯定前提的位置发生变化，那么也可获得相似的 5 

证明。

如果前提在质上相同，当它们是否定的时，那么通过可

能前提的换位，三段论便能产生，就像上面的情况一样。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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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定 A 必然不属于 B，可能不属于 C。那么，根据前提的换

位， B 不属于任何 A, A 可能属于所有 C。这样第一格就产

生了。如果否定陈述与 C相关，情况也同样。

但是，如果设定前提是肯定的，则三段论不能成立。实

15 然否定及必然否定形式的三段论显然是不存在的。因为不可

能在实然或必然的意义上设定否定前提。或然存定形式的三

段论也不可能；因为当词项具有这样的联系时， B 必然不属

20 于 C。例如，设定 A 表示“白色的”， B 表示“天鹅”， C 表

示“人”。我们也不能断定任何相反的论断，因为我们已经

表明， B 必然不属于 Co 因而根本不能产生三段论。

25 特称三段论的情况也相同。当杏定前提是全称必然的

时，三段论总能产生，结论既是或然的．又是实然否定的

（证明将通过换位而获得）。但当肯定陈述是全称必然的时，

便永远不可能有三段论。证明方式与全称三段论一样，并可

以通过同样的词项。

30 当两个前提都被设定为青定时，三段论也不可能产生。

对它的证明也与以前一样①。

但是，如果两个前提都是再定的．表示不属于的前提是

全称必然的时，尽管通过这样的设定得不出必然的结论，但

35 当或然前提可以转换时．兰段论就可以成立，情况初以前

一样。

①见 38hl3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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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设定两个前提都是不定的或特称的，则兰段论就不

能成立。证明方式与以前相同，并通过同样的词项。

从上面的讨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设定全称再定前提是

必然的，则三段论就能成立，不仅产生或然否定形式的结 40 

论．而且产生实然否定形式的结论；但当全称肯定判断被这

样设定时，三段论便不能产生；在必然前提中就像在实然前 39a 

提中一样，三段论从相同的词项排列中得出或得不出口同样

明显的是，所有这些三段论都是不完善的。它们都是通过已

论述过的格①而完成的。

<20> 在最后一格中，当两个前提都是可能的，或者

一个是可能的时，三段论就可以产生。当两个前提都表示可 5 

能的意义时，结论也是可能的口当一个前提是或然的，另一

个前提是实然的时，情况亦相同。但是，当另一个前提是必

然的时，如果它是肯定的，则结论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实 10 

然的。但如果它是否定的，那就与以前一样，结论是实然否

定的。在这些结论中，“可能”的含义必须与以前作同样的

理解飞

首先，设定前提是可能的，设 A 和 B 都可能属于所有 15 

Co 由于肯定前提可以转换作特称前提，由于 B可能属于所

① 实际上只是通过第一格。

②见 331,30. 34bz7, 35b3z. 35b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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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c, c 也可能属于某个 B，因而，如果 A 可能属于所有

20 c. C 可能属于某个 B，则 A 可能属于某个 B。这是通过第

一格得到的。如果 A 可能不属于任何 C,B 可能属于所有 c,

则必然可以推出， A 可能不属于某个 B。我们通过转换再次

得到了第一格。如果设定两个前提都是否定的，则从中得不

25 出必然的结论。但当前提可以转换时，则与以前一样，兰

段论可以成立。如果 A 和 B都不可能属于 C，如果我们将

它们换作“可能属于”，那么我们通过转换将再次得到第

一格。

如果一个前提是全称的，另一个前提是特称的，则兰段

30 论能否成立的情况与实然判断相同，如果词项排列相同的

话。设定 A可能属于所有 C, B 可能属于某个 C。那么，通

过特称前提的换位，我们将再次得到第一格；如果 A 可能

属于所有 c, c 可能属于某个 B，则 A 可能属于某个 Bo 如

35 果设定 BC 是全称的，情况也相同。如果 AC 是否定的， BC

是肯定的，那么情况也仍然相同：因为通过转换又可以得到

第一格。

如果设定两个前提都是否定的，一个是全称的，一个是

39" 特称的，那么，从这样的前提中得不出任何结论。但与以前

一样，通过转换就可以得到。

但是．如果两个前提都是不起的或特称的，三段论也不

能成立；因为 A 必然既属于所有 B，又不属于任何 B。可说

5 明谓项属于主项的词项是 z 动物－一一人一一白色的：可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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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项不属于主项的词项是 z 马一一人一一白色的J‘白色的”

是中词。

<21> 如果一个前提表示实然，另一个前提表示或然，

那么．结论将是或然的，而不是实然的。三段论将从与前例

中相同的词项排列中推出。首先，设定前提是肯定的，让 A 10 

属于所有 C, B 可能属于所有 C，则通过 BC 的换位，我们

就能得到第一格。结论是， A 可能属于某个队因为我们已

经知道①．在第一格中，当一个前提是或然的时，结论也是 15 

或然的。如果 BC 是实然的， AC 是或然的，或者如果 AC

是否定的， BC 是肯定的，其中有一个是实然的，那么，在

这两种情况下，结论都是或然的。因为我们再次获得了第一

格，并且已经证明，当一个前提是或然的时，结论也是或然 20 

的。但是，如果设定小前提是或然否定的，或者两个前提都

是否定的，则从它们之中得不出三段论。但与以前一样，通

过换位就可以得到三段论。

如果一个前提是全称的，另一个是特称的，当两个前提

都为肯定的时，或者当全称前提是否定的，特称前提是肯定

25 

的时，三段论将以同样方式产生，因为所有的结论都是通过 30 

第一格得到的。因此，很显然，结论将是或然的，而不是实

然的。但是，如果肯定前提是全称的，否定前提是特称的

①见 33b25-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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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则证明将通过归谬法而进行。设定 B属于所有 C, A 可

35 能不属于某个 C，那么必然可以推出， A 可能不属于某个

B。如果 A 必然属于所有 B, B 仍然属于所有 C，则 A 必然

属于所有 c （这在以前已经被证明了的。但已经设定，它

可能不属于有些 Ca

4oa 如果设定两个前提都是不定的，或者都是特称的，则三

段论不能成立。证明的方式与全称三段论一样，并根据相同

的词项。

<22] 如果一个前提是必然的，另一个前提是可能的，

5 当它们都为肯定时，则结论始终是可能的。但当它们一个肯

定，一个否定时，如果肯定前提是必然的，则结论是或然否

定的及实然否定的口没有必然否定的结论，正如在其他格中

10 也没有一样。

首先，设定前提都是肯定的， A 必然属于所有 C, B 可

能属于所有 C。由于 A 必然属于所有 C, C 可能属于某个

15 B，则 A也在或然的意义上而不是在实然的意义上属于某个

B，这是从第一格中得出的结果②。如果设定前提 BC 是必然

的， AC是可能的，则证明也相同 Q

20 再者，设定一个前提是青定的，另一个前提是否定的．

①见 30"15-Z3n

②见到b38-36a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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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前提是必然的：让 A可能不属于任何 C. B 必然属于所

有 C。这样，我们就再次获得了第一格，否定的前提具有可

能的意义。因此，很显然，结论是或然的：因为当词项在第 25 

一格中具有这样的联系时，结论也是或然的。

但是，如若否定前提是必然的，那么结论将不仅是特称

或然否定，而且是特称实然否定。设定 A 必然不属于 C., B 

可能属于所有 C。这样，肯定前提 BC 的转换将产生第一格， 30 

并且否定前提是必然的。但是，我们知道，当前提具有这样

的联系时，就可以推出，不仅 A 可能不属于某个 C，而且

实在是不属于某个 C；所以，也必定能推出： A 不属于某个

B。但是，当小前提是杏定的时，如果它是可能的，则与以 35 

前一样通过前提的替换就可得到三段论；如果它是必然的，

则三段论不能成立。因为 A 既必然属于所有 B 又可能不属

于所有 B。可为前一种联系作例子的词项是：睡一一睡着的

马 人；可为后一种联系作例子的词项是：睡一一醒着的

马一一人。

如果一个词项是全称的，另一个词项与中词有特称联

系，则同样的原则亦适用。如果两个前提都是肯定的，则 40 

结论是或然的而不是实然的。当一个前提是否定的，另一 40° 

个前提是肯定的，肯定前提是必然的时，结论亦相同。但

是，当否定前提是必然的时，结论则是实然否定的。元论 5 

前提是全称的还是非全称的，证明的形式都一样。因为三段

论必定通过第一格而完成，所以它们的结果必定与以前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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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子一样①。如果小前提是全称杏定的，如果它是或然的，则

通过换位可以得到一个三段论；但如果它是必然的，则三段

论不能成立。证明的方式与全称三段论一样，并可以运用相

同的词项。

这样，我们就清楚了，在这个格中，什么时候、在什么

15 条件下三段论能成立。它什么时候是或然的，什么时候是实

然的。显然，在这个格中，三段论都是不完善的，它们是通

过第一格完成的。

<23>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在这

20 些格中的三段论是通过第一格中的全称三段论完成的，并且

可以还原于它们。所有的三段论都不例外。当我们证明每个

三段论都通过这些格中的某一格而产生时，这将变得十分

清楚。

一切证明，所有三段论都必须要么在全称的意义上，要

25 么在特称的意义上，证实某一属性属于或不属于某一主项。

证明必定要么是直接的，要么是基于假设的。有一类基于假

设的证明是根据归谬法而作出的。我们首先讨论直接证明 2

当我们证明了决定它们的条件时，通过归谬法所作出的证明

以及一般的基于假设的证明就都清楚了。

30 如果要求推论谓项 A 属于还是不属于主项 B. 那么我

①见 4QA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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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必须确定某一谓项表述某一主项。如果我们设定 A 表述

B，那么我们就犯了“预期理由”的错误。如果我们设定 A

表述 C，而 C 却不表述任何词项，没有其他词项作它的谓

项，也没有其他词项表述 A，则三段论不能成立；一个词项

表述另一个词项，从这一设定中得不出必然的结论。因而， 35 

我们还必须设定另一个前提。

如果我们断定， A 表述另一个词项，另一个词项表述

A，还有一个词项表述 C，则没有什么阻止兰段论的产生； 40 

但如果它是从这些设定中推出的，那就与 B 元关。再者，

如果 C 与另一个词项相联，它又与第三个词项相联，后一 4P 

个词项还与第四个词项相联，而这个系列不与 B 相联，在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不到关于 B 的三段论。因为我们已

经说过①，除非设定一个中词存在，它以某种方式通过谓项

与其他每一个词项相联系，否则我们使得不到任何三段论，

证明一个词项表述另一个词项。因为所有三段论都是从前提

中推出的。与一个既定词项相联的兰段论是从与那个词项相 5 

联的前提中推出的；证明一个词项与另一个词项的联系的二

段论是通过陈述一个词项与另一个词项的联系的前提而获得

的。但是，如果我们既不对 B 肯定，又不对它否定，则不

可能获得一个与 B 相联系的前提，也不可能获得一个表示 10 

A 与 B 的关系的三段论，如若我们找不到对两者都相同的

①见 2Sb3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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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而只是肯定或否定了它们每一个的特有属性的话。所

以，如果要使证明一个词项与另一个词项的联系的三段论能

成立，我们就必须采用与两者相联的中词，它能把各种指谓

联系在一起。

所以，我们必须采用与两者都相联系的共同词项。这有

15 2种方法，即以 A 表述 C，以 C表述 B；或以 C 表述 A、 B

两者；或以 A、 B 两者表述 Ca 这就是已经论述过的格。很

显然，每个三段论都必定是通过这三个格中的一格而产生

的，如果 A通过几个中词与 B 相联系，则结论亦相同，因

20 为无论中词是一个还是多个．格总是一样的。

很显然，直接证明是通过已经论述过的格而进行的，归

谬法的证明也同样是通过它们而进行的。我们在下面将清楚

地看到这一点。每个运用归谬法进行证明的人都通过三段论

25 证明结论的虚假，并且当一个不可能的结论从所设定的相矛

盾命题中推出时，根据假设，证实原来所讨论之点。例如．

一个人要证明正方形的对角线不能为边所通约，就要首先断

定，如果它是可以通约的，则奇数就可以与偶数相等。这

样，他就推出结论．即奇数变得与偶数相等口由于其矛盾命

30 题产生了虚假的结论，所以，他根据假设证实对角线是不可

通约的。我们看到，用归谬法进行推论即是证明，根据原来

的设定，某种结论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归谬法中．我们用

35 一个直接证明的气段论获得虚假的结论〈所讨论之点是根据

假设证明的）。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直接证明的芝段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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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格而产生的，所以很显然，归谬法的三段论也可以

通过这些格而得出。同样的论断适用于其他一切基于假设的

证明，因为在每种情况中，三段论都导向被替换的命题，这 40 

到所要求的结论的途径是同意其他某个设定。但如果这是真 41 b 

实的，那么，一切证明、一切三段论都叮以通过已经论述过

的格而产生。证明了这一点以后，那就很清楚，每个三段论

都是通过第一格完成的，并且可以还原为第一格中的全称三 5 

段论。

<24] 在每个兰段论中，一个前提必须是肯定的并且

必须有一个全称前提。如果没有全称前提，那就要么三段论

不能成立，要么结论与设定元关，要么犯“预期理由”的错

误口设定我们要证明音乐的快乐是好的。那么，如果我们设 10 

定“快乐”是好的，除非把“所有”加在“快乐”之上，否

则三段论便不能成立。如果我们设定有些快乐是好的，那么

如果它们是与音乐的快乐不同的，则与原来的设定无关；如

果它是相同的快乐，则就是“预期理由”。

在几何学定理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们取“与 15 

等腰三角形底边相连的内角相等”这一定理为例。向圆心画

直线 A 和 B。如果你断定了ζAC＝ζBD，却没有普遍地断

定半圆中的三角形相等；再者，如果你断定了ζC＝ ζD,

却没有确定同一切割部分中的所有角相等，此外，如果你断 20 

定当相等的角从全部角中减去时，剩余的角 E 和 F 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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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除非你断定“当相等从相等者中减去时，剩余者相

等飞不然就要犯“预期理由”的错误。

所以，很显然，每个三段论必须有全称前提。只有当所

有前提都是全称的时，才能证明全称的结论；但无论前提是

25 全称的还是非全称的，都可以证明特称的结论。所以，如果

结论是全称的，则前提必定是全称的；但如果前提是全称

的，结论也可能不是全称的。同样清楚的是，在每个三段论

中，两个前提或者至少有一个前提必须与结论相同；所谓

30 “相同”，不仅是指在肯定或否定方面，而且是指在必然、实

然、或然方面。我们还必须讨论其他指谓形式。

不过，总的说来，我们已经很清楚，三段论在什么时候

35 能够成立，在什么时候不能够成立，在什么时候是完善的。

如果三段论能成立，则词项之间的联系必定与已经讨论过的

三种方式之一相同。

[25> 可见，每个证明都是通过三个词项，而且只能

是通过三个词项得到的一－除非同样的结论通过不同的词项

排列而得到。例如， E 既是从命题A和 B，从 C 和 D，又是

40 从命题 A 和 B、 A 和 C 及 B 和 C 得到结论的〈因为没有什

4za 么阻止在相同的词项间存在几个中词儿但在这种情况下，

就不止有一个而是有几个三段论。再如，命题 A 和 B 中的

每一个都可以通过二段论得到（例如 A 通过 D 与 E, B 通

过 F 与 G），或者一个是通过归纳，另一个是通过二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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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但是在这里又有几个i段论，因为有几个结论，如 5 

A 、 B 以及 Co 如果设定兰段论不是几个而只有一个，那么，

同样的结论可以通过三个词项而达到，但不可能像 C 通过

A 与 B 而达到的那样。设定 E 是通过前提 A、 B、 C 和 D 而

达到的结论。这样，就必须确定其中一个与另一个的联系， 10 

正如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一样；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证明，如

果三段论能成立．那么词项间必定具有这样的联系①。设定

A 与 B 具有这样的联系口那么从这些前提中就可得出某一

结论：要么是 E，或是命题 C 与 D 中的某一个，或是除此

而外的其他命题。如果它是 E，那么三段论仅从 A 与 B 就 15 

可以推出。并且如果 C 和 D 的联系如同整体对部分一样，

则从这些前提中也能得出某一结论：或是 E，或是 A 或 B

中的一个，或是除它们而外的东西。如果它是 E 或命题 A

和 B 中的一个，则要么有几个三段论，要么可以推出，同 20 

一结论可由几个词项按我们已经知道②是可能的方式达到。

如果结论是除它们而外的命题，那就会有几个互不相关的三

段论。此外，如果 C 与 D 的联系不能产生一个三段论，那

么它们将被断定是枉然的，除非是为了归纳，为了棍淆论证

或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

如果从前提 A 和 B 中得出的结论不是 E 而是其他什么， 25 

CD 见 40h3Q,,

CT) 见 42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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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从 C 和 D 中推出的结论或者是命题 A 和 B 中的一个，

或者是另外的东西，则会产生几个三段论。这些三段论不能

证明所要求的结论，因为已经断定三段论是证明 E 的。如

果从 C 和 B推不出任何结论，那就可以得出，这些命题可

被确定是枉然的，并且三段论没有证明原来的设定。因此，

30 很显然，每个证明、每个三段论都只是通过三个词项而得

到的。

明白了这一点以后，我们也就清楚了，每个三段论都是

从两个前提并且只是从两个前提中推出的（因为二个词项只

构成两个前提），除非如我们在一开头所说的，为了完成三

35 段论再作另外的设定①。因此，十分明显，如果在任何三段

论论证中，能得到适当结论的前提（我所谓“适当”是因为

先前的一些结论必然也是前提）在数目上不是偶数的，那么

这个论证要么没有被三段论式所证明，要么为了证明假设提

40 出了过多而不必要的前提。

42b 因此，如果三段论被认为具有合适的前提，那么，每个

三段论都是由偶数的前提和奇数的词项构成的；因为词项比

5 前提在数量上多一个。此外，结论的数目是前提的一半。如

果结论是通过兰段论的前进式或几个连续的中词达到的（例

如，通过词项 C 和 D 获得结论 A酌，那么词项的数目也同

样比前提多一个〈因为每一个附加的词项要么是外在地，要

任〕 即通过转换，见 21h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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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是间接地被加到推论上的。在这两种情况下，结果都是指 10 

谓关系比词项少一个．而前提的数量总是与指谓关系的数量

相等）。但是，前提也并不总是偶数，词项也并不总是奇数z

它们的关系是相互的，当前提是偶数的时，词项是奇数的：

当词项是偶数的时，前提是奇数的（因为加上了一个词项也

就加上了一个前提）；因而，由于前提是偶数的，词项是奇 15 

数的，当把同样的成分加于两者时，它们的数量亦据此发生

变化。但是结论却既不再与词项也不再与前提保持同样的数

目关系。加上一个词项，结论将比原来的词项少增加一个， 20 

因为只有最后的词项不构成结论，其他词项皆可。例如，如

果词项 D加到词项 A、 B 和 C 之上，因此就多出了两个结

论，一个由 D 和 A 相连而构成，一个由 D 和 B 相连而构

成。其他情况亦相同。即使词项是被间接地引入的，同样的

规则依然适用，因为词项除了一个而外，其他皆可构成结 25 

论，所以结论要比词项和前提多得多。

(26> 现在，我们明白了三段论的范围，在每个格中

能获得什么样的证明以及用多少个式；我们也很清楚，什么

样的命题难以证明，什么样的命题较易证明口在较多的格和 30 

较多的式中得到的是比较容易的，在较少的格和较少的式中

得到的是比较困难的。

全称肯定命题只能通过第一格、通过其中一个式得到证

明。但全称否定命题则既能通过第一格也能通过中间格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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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到证明：在第一格中可以用一个式，在中间格中可以用两个

式：特称肯定命题通过第一格和最后格得到证明：在第一格

中用一个式，在最后格中用三个式；特称否定命题在全部三

个格中皆可得到证明：在第一格中用一个式，在第二格及第

40 三格中分别是两个式和三个式。

43a 这就很清楚，全称肯定命题最难确立，又最容易被驳

倒。一般地说，全称命题比特称命题更容易遭到反驳。因为

它不仅在谓项不属于任何主项时不能成立，而且在谓项不属

5 于有些主项时也不能成立。在这两种情况中，后者在所有三

个格中都能得到证明，前者却只能在两个格中得到证明。全

称否定命题的情况亦同样：它不仅在谓项属于全部主项时不

能成立，而且在谓项属于有些主项时亦不成立。这可以在两

个格中得到证明。但要驳倒特称判断则只能用一种方法，即

10 证明谓项属于主项全体或不属于任何主项。特称判断也较易

确立，因为它们能在较多的格中，通过较多的式得到证明。

我们一定不要忽视，一般地说，命题是可以相互反驳

的。全称命题可以反驳特称命题，特称命题可以反驳全称命

题。可是与此相反，全称命题不能通过特称命题而确立，虽

15 然后者可以为前者所确立。同时，反驳一个命题显然比确立

一个命题要容易。

每个＝段论是怎样产生的，通过多少词项和前提，它们

义如何相互联系，在每个格中可证明什么样的命题，什么样

的命题可在较多的格中得到证明，什么样的命题只能在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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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格中得到证明，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在上面的分析中已经

说清楚了①。

<27> 我们进而要讨论的是，我们自己怎样建立适当 20 

的三段论去解决特定的问题，我们通过什么方法找到适合于

每个问题的出发点，因为我们不仅要研究三段论的形成，而

且要拥有构造它们的能力。

在一切存在物中，有些不可能在普遍的意义上真实地表 25 

述其他任何事物（例如，克莱翁、加里亚斯以及其他个别

的、可感觉的事物），但其他属性却可以表述它们（上面所

说的两个例子都是人，是动物）；有些可表述其他事物，但

自身却不能被在先的事物所表述：有些能表述其他事物，其 3。

他事物也能表述它们（例如“人”可表述“加里亚斯飞而

“动物”也可表述“人勺。因此，很明显，有些事物在本性

上是不可能述说其他事物的。大致说来，每个可感事物都是

这样的。除非是在偶然的意义上，它们不能表述其他事物。 35 

因为有时候我们说，“那个白的东西是苏格拉底”或者“那个

正在走来的是加里亚斯”。我们将在其他地方说明②，指谓

的进程亦有一个上限。现在姑且设定这一点。不可能证明其

他事物能表述这类事物（除非是通过意见），但它们却可能 40 

① 见《前分析篇》，第一卷，（23] - (26]0 

③ 见《后分析篇》第一卷. (19] - (22]0 



150 三三、前分析篇

表述其他事物。个体不能表述其他事物，而其他事物却能表

述它们。居于普遍与特殊之间的事物显然具有这两种情形，

因为它们既表述其他事物，其他事物也表述它们。大略地

说，论证和研究的对象主要是这类事物。

43b 我们现在必须以下面的方式选择适合于每个问题的前

提。首先，我们必须设定主体自身，它的各种定义以及它的

全部固有性质 z 继之，我们要设定所有伴随着主体的属性；

5 再次，我们要设定为主体所伴随的各种属性以及不可能属于

主体的各种属性。我们不要选择那些它不可能属于的属性，

因为否定前提是可以换位的。对这些伴随而来的属性，我们

也必须区分出包含在是什么中的东西、被断定为特性的东西

以及被断定为偶性的东西。在这些属性中，我们还必须把看

来是与主体相关的属性与真正是与主体相关的属性区分开。

1。 我们所提供的后者越多，我们作出结论就越快；它们越真

实，我们的证明就越可信。

我们必须选择不是与主体的某些部分相伴随、而是与主

项的全体相伴随的属性。例如，不是属于某个个人、而是属

于所有人的属性，因为三段论是从全称前提中推出来的。因

15 此，如果一个陈述是不定的，则前提是否全称亦不清楚，但

当陈述是确定的时．事情就十分清楚了。同样，由于刚才所

述的理由，我们必须只选择为主体作为整体而伴随的属性。

但是所跟随的属性不能被认为是作为整体而跟随的。我的意

思是说，例如，所有“动物”伴随着“人’＼或者所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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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伴随着“音乐”。但它仅仅是一般性的伴随，正如我们 2。

在一个命题中对立的陈述那样。其他陈述形式（例如“所有

人是所有动物”或“公正是所有的善”等等）都是无用的、

不可能成立的。“所有”只能附加在主项上。

我们必须了解那些伴随着主体的属性。当它们为一个更

广泛的词项所包含时，我们在证明特殊时一定不能选择伴随

着普遍或者不伴随着普遍的属性（因为它们在讨论普遍时已

经被把握了，伴随着“动物”的那些属性也是伴随着“人” 25 

的属性，不伴随着动物的属性也一定不会伴随着人〉。我们

必须了解为个体所特有的属性。为属所特有而不为种所具有

的属性是存在的。因为其他属必定也具有某些为它们所特有

的属性。

再者，在普遍词项的情况中，我们也不要选择伴随着从

属词项的东西，例如，对于“动物气我们就不应选择伴随 30 

··人”的东西，因为如果“动物”是伴随着“人”的属性．

它也必定伴随着所有这一切。不过，它们更适合属于与

“人”相关而选择的东西。

我们也必须了解通常是伴随着主体的各种属性以及为主

体所经常伴随的属性。因为关于“通常”的命题，是三段论

从通常是真实的前提中推出的，要么从它们全部，要么从它 35 

们中的一部分，因为每个三段论的结论都与它原来的出发点

相似。

再者，我们不能选择伴随着所有这些词项的属性，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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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不能产生一个兰段论。至于为什么，我们马上就会

清楚①。

<28> 当我们打算确立一个关于整个主体的命题时，

40 必须研究我们正力图确立的谓项碰巧要断言的主项，以及我

们需要确立其谓项的主项的伴随属性。因为如果存在着为这

两类所共有的东西，则一个必定属于另一个。如果我们要确

44a 立的不是属于全体而只属于某个，我们必须考虑这两类词项

所伴随的词项；因为如果存在着为这两类所共有的东西，则

一个词项必定属于另一个词项的部分；如果要求一个词项不

5 属于另一个词项的全体，我们必须考虑主项的伴随属性以及

不可能属于谓项的属性。或者反过来说，找们必须考虑不能

属于主项的属性以及谓项的伴随属性。因为如果在这两个系

列中有任何词项是相同的，则谓项不可能属于玉项；因为一

个雪段论有时通过第一格而产生，有时则通过中间格而产

10 生。如果要求一个词项不属于另一个词项的部分？我们必须

考虑为主体所伴随的属性以及不可能属于谓项的属性。因为

如果这肉类有共同的东四 7 那就必然叮以推出 7 谓项不属于

某一主项口

如果我们以卡列万式表注2们 7 则上边内容会累加清楚

峙口 i1 B 表示 A 的伴随属性， C表示为 A 所伴随的属性，

①见 44b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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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表汀斗不可能属于八的属性。再者，让 F 表示 E 的属性， 15 

G 去示为 E 所伴随的属性， H 表示不可能属于 E 的属性。

那么，如呆 C 有某些部分与 F 的某些部分相同，则 A 必然

属于所有巳网为 F属于所有 E，而 C 属于所有 A，所以，A

属于所有 E。如果 C 租 G 是相同的， A 必定属于某个 E。因 20 

为 A 是所有 C 的→个伴随属性， E 是所有 U 的一个伴随属

1哇 e 如果 F 和 D是相同的，贝lj根据复合三段论的前进式.A

就不属于任何 E；因为何寇命题可以换位， F 与 D相同，所

以 A 不属于佟何 F；但 F 属于所有 E。再者．如果 B 和 H 25 

是相同的，则 A 不属于任何L B属于所有 A，但不属于任

何 E：因为根据设定， B 与 H 相同，并且我们确定 H 不属

于 E。如果 D 和 G 是相同的，则 A 不属于某些 E。因为它

不属于 D，因而也不属于 G。但 G 归属于 E，所以 A 不属 30 

于某些 E。如果 B 与 G 相同，则通过转换可获得一个三段

论。因为 E属于所有 A，而 B 属于 A，所以 E 属于 B （已

知 B 与 G 是相同的）。可是，并不必然可以推出 A 属于所有

E，而只能推出它属于某个 E，因为全称论述可换位成特称 35 

论述。

因而，很显然，在每个命题的证明中，我们必须考虑主

项与谓项的上述联系；因为三段论都是通过它们决定的。除

此而外，我们还必然考虑每个词项的伴随属性，以及属性所

伴随的主要和普遍的联系。例如，对于 E，我们必须考虑 40 

KF，而不只是单单考虑 F。因为如果 A 属于 KF，它既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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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b F 也属于 E。但如果它不是后者的一个伴随属性，它可能仍

然是 F 的一个伴随属性。同样，我们必须思考为正在讨论

中的词项所伴随的属性；因为如果它是那些主要的词项的一

个伴随属性，那它也是归属于它们的词项的伴随属性；但如

5 果它不是前者的一个伴随属性，它也可能仍然是后者的一个

伴随属性。

很清楚，我们的研究是通过三个词项和两个前提而进行

的。而所有兰段论都是通过已经论述过的三个格而产生的。

因为已经证明，当 C 类事物中的一个被认为与 F 类事物中

的一个相等同时， A 属于所有 E。它们是中词。端词则是 A

10 和 E。这样，第一格就产生了口如果设定 C 和 G 是等同的．

则 A 属于某些 E。这是最后格，因为 G 变成了中词。当 D

和 F 相等同时，八不属于 E。这样．我们就既有第一格又有

中问格：因为八不属于任何 F ＜否定命题可以换位） , F 属

15 于所有 E。这就得到了第→恪 p 肉为 D不属于任何 A. 归属

于所有 E，所以技得中间格。当 D 和 G 等同时『 A 不属于

某个 E。这是最后楠，因为 A 不属于任何 c;. E 属于所

有 G。

可见，？所布主t生it都是通过已经论还过的格而产生的。

zo 孜们一定不要选择所有词硕的伴随属性。肉为没有工段论从
它们之中产尘w 可以从伴随属性中确立J个命题的方法是A,

存在的。而另一方面，通过－个共同的伴随属性去辰驳足半

叮能的，因为立属于J个词现而不属于另一个词王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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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他借助j选择而进行的研党方法对产牛，立段论显然是无 2J 

用的日例如？如果向个词1页的伴随属性相等同？或者，如果

为 A 所伴随的属性与不可能属于 E 的届件相等同：再者－

如果既不能属于 A 也不能属于 E 的属性相等同？因为根据

它们‘二段论不能产生。如果伴随属性．即 B 和 F 是等同 30 

的？则中间格就产生了？并且两个前提都是肯定的 5 如果 A

的前项与不可能属于 E 的属性（分别是 C 和 H）是等同的，

则第一格就产生了，并且小前提是否定的$如果既不能属于

A 也不能属于 E 的属性（即 D 和 H）是等同的，两个前提 35 

都是杏定的，则要么在第一格中，要么在中间格中，在这些

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有任何三段论。

可见，我们所必然了解的是在我们所探索的词项中相同

的，而不是不同的或相反的。首先，因为我们研究的目的是 40 

要发现中词，中词在每个前提中必须是相同的，而不是不同

的东西。其次，即使在有些例子中一个三段论碰巧能从所设 45a 

定的相反属性以及不能属于同一主体的各种属性中推出，它

们也可还原为我们已经论述过的类型。例如，如果 B 和 F 5 

是相反的或不能属于同一主体。因为如果我们设定了这些词

项，就会有一个三段论。结论是， A不属于任何 E。但结论

不是从原来的词项中推出的，而是从上面所论述的类型中推

出的①。因为 B属于所有 A，但不属于任何 E，所以 B 必定

① 见 4.4a11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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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与某些 H 相同。再者，如果 B 和 G 不可能属于同一对象，

那么就会有一个三段论。结论是， A不属于某些 E。在这种

情况中，中间格也能产生。因为 B 属于所有 A，却不属于

某些 E，所以， B必定与某些 H 相同。因为“B 和 G 不可

15 能属于同一主项”这一陈述与“B 与某些 H 是相同的”这

一陈述是等值的。我们已经说明①， H 代表一切不能属于 E

的属性。

可见，没有三段论能直接从上面的研究方法中产生。但

20 如果 B 和 F 是相反的， B 必定与某些 H 相同，则三段论就

能通过这获得。由此可以推出，以刚才所论述的方式考虑问

题的人没有看到某些 B 与某些 H 是等同的，所以他们去寻

找必需方法以外的其他方法Q

(29> 采用归谬法的二段论与直揉证明二段论的规则

25 相同，因为它们也是通过两个端词的伴随属性和为它们所伴

随的属性而产生的。在这两种类型中？研究万法也是相同

的；直接证明的二．段论亦可借助相同的词项根据归谬法而建

立。反之亦然。例如，要证明 A 不属于佳何 EQ 说志宫属

于某些 E，那么，由于 B属于所有 A. A 属于某些巳则 B

3() 也属于某些 E。但根据假设，它不屑T佳何 L 再看1A 属

于某些 E 是可以证明的：因为自日果它不属于，（－＝£何 E, E 属于－

①见 44” l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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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白 t二，则 A 非；属于任何 G.，但损据假设．在属于所有 Gn

骂他命题亦相同也在一切借助两个端项的伴随属性及为属性 35 

月斤伴随的情况巾，用归谬法进行证明总是可能的。

就每个问题而古『无论采取直接三段论还是归谬法，研

究总是相同的？因为两种证明部是从同样的词项中得到结果

的口例如．设定已经证明 A 不属于任何 E。因为如呆 A 属 40 

于某个 E，则可以推出， B 也属于某个 E，而这是不可能 45b 

的。如果断定 B 不属于任何 E. 但属于所有 A，那么很显

然‘ A 不属于任何 E。再者，如果 A 不属于任何 E 是通过

直接三段论得到的结论，如果断定 A 属于某些 E，则我们

能用归谬法证明它不属于任何 E。其他例子亦同样。在每种 5 

情况中，我们必须采用某些共同词项（与已经设定的不同），

证明结论虚假的兰段论与这些词项相联系。这样，当这个前

提转换而其他仍然不变时，三段论将通过同样的词项而变成

直接的。直接证明与归谬法的不同之处在于：在直接证明 10 

中，两个前提都被确定为是真的。而在归谬法中，有一个前

提被确定为是假的。

在我们后面讨论归谬法时①，这些论点会变得更加清

楚。现在，让我们设定这些都已经很清楚。无论是要求直接

证明一个结论还是用归谬法去证明一个结论，我们都必须注 15 

意相同的词项。但是，在其他假设性的三段论中，例如，涉

① 见《前分析篇.».第二卷.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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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替换或性质联系时，研究所涉及的不是原来设定的词项而

20 是被替换的词项．而研究的方法则与以前相同。但是，我们

必须考虑和分析假设性三段论的不同类型。

每类命题都能按照上面所述的方式得到证明．但有些也

用三段论的其他方式得到。例如，全称命题可以借助进一步

的假设，通过适合于特称结论的方法而得到证明。因为设定

25 C 和 G 是等同的， E 只属于G，则 A 属于所有 E；再者，确

定 D 和 G 是相等同的。 E 只为 G所表述，则 A 不属于任何

E。我们也显然必须以这种方式考虑问题。

30 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必然三段论和或然三段论5 因为研究

的过程是相同的。元论宫是或然的还是实然的，三段论都通过

同样排列的词顶得到。但是．在或然命题中，我们必须包括那

35 些虽然不确实属于但也可能属于的词项，因为已经证明白，或

然三段论也是通过它们而我得的。且他指阴形式亦同样。

从上述分析中看得很清楚，平仅一切三fxit都能通过这

种方法得到．而且它们不能通过且他方式产牛： n 已经证明，

40 每个三段论都是通过已经论这过的一个格而产尘的9 在每个

46° 特殊情况中．除了通过词项的伴随属性和！为词项所伴随的而

外，它们不能以其他万式组合u 因为前提是从＇81rJ之中构成

的．中词是从它们主中发现的口因此，一个专段论不能通过

其他词项产生。

①见卫2b2; L1下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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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在所有情况F，无论是在哲学中还是在各类技

术和I研究中．方法都是相同的。我们必须寻求每个词项的属 5 

性相主体，尽可能地找得多一些，然后通过三个词项研究它

们，以这种方式反驳，以那种方式证实也如果要寻求真理，

则必须从以真实联系为根据而排列的词项出发；如果要寻找

辩证的三段论，则必须从以意见为根据的前提出发。 10 

三段论的本原或始点．它们有什么特点以及我们应当怎

样寻求它们，现在都已经得到了一般性的说明。我们获得这

样的结果，不是通过考虑所有可表述所讨论词项的东西，也

不是通过考虑我们在证实或反驳一个命题，无论是证实或反 15 

驳这个命题的全部或部分，或者去设定其全体和某些，而是

通过考虑有限数量的明确属性。我们必须选择跟每个特殊存

在物有关的东西，例如，关于善或知识的。

每一门特殊科学所固有的本原为数众多。因此，把每门

特殊科学的本原传达给我们，这是经验的任务。我的意思是

说，例如，对天体的经验传达给我们有关天文学的知识（因 20 

为只有到现象被透彻地把握时，才能找到天文学的证明）；

其他技术和科学的情况亦相同。所以，如果我们把握了所讨

论对象的属性，我们立即就能轻而易举地揭示证明。如果没 25 

有遗漏研究对象的任何真正属性，我们就能发现和证实一切

可证明事物的证明，并排除一切在本性上就没有证明的

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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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是关于前提选择方法的粗略论述。我们已经在关于

30 辩证法的论文①中，详细地研究过这一问题。

<31> 不难看到，根据种而划分是上述方法的一小部

分。划分好比是一种弱的三段论，因为它预定了所要证明的

35 东西，并且总是推出比所讨论的属性更广泛的东西。首先，

所有使用划分方法的人都忽略了这一点。他们力图使人们相

信，对实体与是什么②也能作出证明。因而，他们不明白通

过划分可以推出什么样的结论，也不清楚这一结论可以通过

4。 我们上面所论述过的方法而达到。在证明中，如果需要推论

46b →个肯定的命题，那么三段论据以产生的中词总是从属于大

词．而不是包括着它的全称。但划分则要求相反的程序，它

把全称作为巾词。设定 A表示“动物飞 B 表示“有死的飞

5 ℃表示“不朽的”， D表示“人”。“人”的定义是现在所要

求揭示的白划分者断定，所有动物都要么是有死的，要么是

不朽的？即是说，所有作为 A 的事物都要么是 B，要么是

10 C。他随后继续划分．人是动物．即以 A 表述 D。所以．结

论是？每个 D都要么是 B，要么是 C。这样，人要么是有死

的．耍么是不朽的。但是．“人是→个有死的动物··．这并不

是必然的推论，丽是预期的电它正是应当用兰段论加以证明

① 见《洽题箱》，第八卷，［l)o

( LU ti Ci:lti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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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点 u 再者’设定 A 表汀t ”有炖的动物＂＇ B 表示”有l己

的．．．仁表示 μ无旦的

5 A 莹：么归｝昌于 B, ~么归属于 c （国为每个有夕已的葫物都要 u 
么是有足的．要么是无足的）．以 A 表述 D （ 因为已经断

定，人是有死的动物〉，因而？人必定要么是有是动物，要

么是无足动物。但是，他是一个有足动物，这也不是一个必

然的推论『而是预期的白它又是阳当通过三段论加以证明之 20 

点口这些人总是以这种方式划分。由此可以推出，他们总是

把全称词项当作中词，把要被证明的主体及属差当作端词。

最后，他们对人或者他们所考察的其他主题究竟是什么并没

有搞清楚，更没有证明它是必然的。因为他们全都追求别的

方法，完全没有顾及可以利用的大量证据的存在。 25 

显然，运用这种方法不可能反驳一个命题，不可能得出

关于偶性或特性的推论，不能得出关于种的推论。在事实不

明确时，例如，正方形的对角线可否用边进行测量，如果某 30 

人设定每个长度要么可测量，要么不可测量，对角线是长

度，则结论是，对角线要么可测量，要么不可测量；如果某

人设定它不能测量，则他是在断定应当用三段论加以证明的

事物。因而，证明是不可能的。因为按照这种方法，不可能

有证明。设定 A 表示“可测量或不可测量”， B 表示“长 35 

度”， C 表示“对角线”。

因此，很显然，这种探索的方法不适合于研究，即使在

它被认为是最适合的情况下，也是无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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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由哪些因素、用什么方法才能产生，在每类问题中

40 应考虑什么样的属性，这些，通过上面的论述就清楚了。

47a (32) 现在，我们必须说明，怎样把三段论还原为以

前所论述过的格，这部分研究尚未进行。如果我们考察了三

段论所由产生的途径，拥有发现它们的能力，而且还能把已

5 建立的三段论还原为以前所论述过的格，那么我们开始时所

提出的任务就完成了。通过下面的研究，我们以前的论述也

将进一步得到证实，它们的精确性也更为明确。每个真理必

须在各个方面都自相一致。

10 首先，我们必须努力选择？．段论的两个前提（因为分析

较大的部分比分析较小的部分容易些，组合物总是大于它的

组成部分）．然后考虑哪一个是全栋的，哪一个是特称的 f

lG 如果只确定了－个，邱就要补上省略的那 4个。有时候，无

论在写作中还是在争论中，人们在论边全称前提时者~未能提

及包含在它之巾的前提，或者，他们论述了肯接前提，却略

而不握它们所从出的前提．并且不必要地寻找其他一些现

定。我们还必须考虑，是否多确定了什么，是百遗漏了什么

20 必耍的东西。对前者．我们必须剔除多余部分；对后苔，我

们必须补充遗漏部分， J豆到我们获得两个前提a 没有它们，

我们就币能把已经确立的论证佳以前所说的方洼①进行还

① 见，《位最重篇》，第八梯. [l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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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有些论证的不适当性是很容易认识到的，但刃’些却往

往被忽略，并显得颇似兰段论。 i均为官们从己设定的前提r-1=1

推出 ·r」』i当必然的结论．例tm. 如果没定尝体不能被非实体 25 

所毁灭，并且如果事物的构成部分被毁灭f，那么向它们组

成的事物也就毁灭了。如果我们断定了这些，那就必然可以

推出，实体的部分是实体5 但它并不是通过设定而用三段论

推出的，而是前提不完整。再者，如果人存在，则动物必定 30 

存在：如果动物存在，则实体必定存在。由此推出，如果人

存在，则实体必定存在。但这并不是一个三段论，因为前提

不具备我们以前所述的条件。

在这些例子中，由于从已经设定的前提中可以必然地得

出结论，而气段论也是必然的，所以，我们常会发生误解。

但是，“必然”的含义比“三段论”要广。因为所有的三段 35 

论都是必然的，但不能说所有必然的都是三段论。因此，如

果某一事物能从某些断定中推出来，我们一定不能立即就想

把论证还原为三段论。我们必须首先把握两个前提，并进一

步分析它们的词项，把在两个前提中都出现的词项确定为中 40 

词，因为在所有格中，中词必定在前提中出现两次。这样， 47h 

如果中词既作为谓项又具有谓项，或者它自身是一个谓项．

而又有别的事物否定它，那么我们就得到第一格；如果它是

一个谓项，并且又否定别的事物，那么我们就得到中间格；

如果别的词项都断定它，或者如果一个词项杏定它，一个词 5 

项肯定它，那么我们就具有最后格。因为中词在每个格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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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就是这样的①。如果前提不是全称的，情况亦相同，因

为中词的定义与以前相同。因此，如果在一个推论中没有多

10 次提到同一词项，那么就没有三段论，因为没有中词。由于

我们现在理解了在每个格中可证明什么类型的命题，即什么

格可证明全称命题，什么格可证明特称命题，所以很显然，

我们不应在某一特定时间中考虑所有格，而只需要考虑适合

于所讨论命题的格。如果命题可以在多个格中得到证明，我

们就通过中词的位置明确这是什么格。

15 <33] 我们在上面改过②在考虑芝段论时我们常因结

论的必然性而发牛．误解。但除此而外，我们也常因词项的相

似排列而发生误解白例如，如果以 A 边说 R，以 R 边说 c ... 

这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口因为当词项这样排列时，缸子就有

20 二段论，尽管没街必然的结i~或豆段论产生。让 A 去示

“胎终存在着的”.B 表示“作为思想对象的阿哩斯托美内

斯”， C 表水”阿甲．斯托美内斯”。这样『 A 属于 B 是真的，

因为作为思想对象的阿里斯托美内斯是始终存在的。但 Ji

25 也属于 C『因为阿里斯托美内斯是作为思想对象的阿堕斯托

美内斯。但 A 不属于（？，因为阿里斯托美内斯是可以雏 ＇K.

的。当词项之间处于这样的联系时『三二段论不能严生。要使

⑤兑 ~G":3C, :u;1,:3G, 28 .. 12 日

lZJ 见 47a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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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段论成立，前提 AB 必须被设定为是全称的。｛O＿“一切作

为思想对象的阿里斯托美内斯始终布在”这一规定是虚假

的，因为阿里斯托夫内斯是可以毁页的。

再者.. ti= c 麦尔“米卡罗斯”， B 表示··有文化的米卡 30 

罗斯”， A 表示“在明夭毁灭”。那么，以 B 表述 C 是真实

的．因为“米卡罗斯是有文化的米卡罗斯”。以 A表述 H 也

是真实的，因为有文化的米卡罗斯可能在明天毁灭。但以 A

表述 C 却是虚假的，因而情况与以前一样，因为“有文化 35 

的米卡罗斯在明天毁灭”并不是普遍真实的。除非如同我们

所表明的那样，确定三段论不存在。

这种错误的产生是由于忽视了一个细微的区分，即“这

属于那个”与“这属于那个的全体”这两个论断是有差异

的，而我们在推论时却忽略了这种差异。 40 

<34] 人们常常由于未能在前提中适当地设置词项而 4811 

犯错误。例如，设定 A 表示“健康”， B 表示“疾病”， C 表

示“人”。说 A不可能属于任何 B （因为健康不属于任何疾 5 

病）及 B属于所有 c （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生病），这都是

真实的。由此似乎可以推出，健康不可能属于任何人。这种

错误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在前提中设置适当的词项。如果我

们分别用状况①来取代与它们相应的对象，那么三段论就不 10 

CD heks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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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成立。例如，用“健康的”代替“健康”，用“有病的”

代替“疾病”。这样，说“健康的”不能在任何时候属于有

病的人，就是不真实的；如果不确定这一点，三段论就不能

15 产生，除非是或然类型的。但这样一个结论是不可能的，因

为健康可能不属于任何人。

这种错误在中间格中也会以同样形式产生，健康不可能

属于任何疾病，但可能属于所有人；因而疾病可能属于任何

人。在第三格中，这种错误也有可能产生，因为健康与疾

20 病、知识与无知以及一般的相反者都可以属于同一主体，但

它们互相属于则是不可能的。然而这与我们上面所说的不一

致①。我们在那里指出，当多个东西可属于同一主体时，立

们也能互相属于。

很显然，在所有这些情况中？错误严生的原因是词项设

ZS 置得不适叮．当孜们用状况去取代与之相应的对象时，错误

就消除了。所以？很清楚，在这样的前提巾 7 我们必须用一

个特定的状况去取代具有那状况的对象．把它确立为我们的

词项。

(JSJ 我们不应当总是边过寻找名称来议主同项审我

乃0 们经常碰到许多没有被认可主轩的麦迪。因此，把它们还原

为＝t支i住是困难的。有时候我们止是因为这种寻求而出了错

①见 3gq4 1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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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例如，说寇在没有中词的命题中可以存在＝段论自 tl=A

表示“两宦角”， lL B 衷示“三角形飞让 C 表示”等腰三

角mrr，则 A 向于 B 而属于 C，而 A 属于 B 不是因为别的 35 

词顷。？角形白身就具有两直角。所以命题 AHt支布中间，

虽然它是可以证明的。很显然，中词并不总是被设定为是

具体事物。有时它也被设定为是公式，譬如上述例子巾的

情形。

<36) 我们下万不要断寇，大词属于中词，中词属于 40 

小词，因为官们总是互相表述．或者大词表述中词，就像中 4gti 

词可表述小词一样（再定命题的情况亦同样〉。我们说一个

事物“是”或者说它“存在”是真的，有很多意义，我们也

必须设定“属于”①这个词有多层含义。例如，有一门关于

相反者的科学。设 A表示“作为一门科学飞 B表示“互相 5 

反对的事物”，那么， A 属于 B 并不是在“相反者作为一门

科学而存在着”这个意义上而言的，而是在“说存在着一门

关于相反者的科学这一论断是真实的”这个意义上而言的。

有时，大词述说中词，但中词却不述说小词。例如，如 10 

果智慧是知识，智慧是关于善的，那就可以推出，知识是关

于善的。善并不是知识，尽管智慧是知识。有时中词述说小 15 

词，但大词却不述说中词。例如，如果存在着一门关于各种

( to huparkhe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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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或相反者的科学，善既是一种相反者也是一种质，那么结

论是，存在着一门关于善的科学。但善不是科学，质与相反

20 也不是科学，尽管善是一种质或一种相反者。有时大同不述

说中词，中词也不述说小词，而大词有时述说小词，有时则

不。例如，如果存在着一个科学对象的种，并且存在着一门

关于善的科学，则结论是：存在着一个善的种。但没有什么

25 事物表述其他事物。如果科学的对象是一个种，而科学的对

象是善，则结论是：善即是种。这样，大词表述小词，但在

前提中它们不能互相述说。

否定谓项也必须作同样的理解。“X不属于 Y”并不总是

30 意昧着“X是非 Y”．它有时是指“Y的 X”或“为了 Y 的 X”

不存在。例如，没有运动的运动，~没有生成的生成。但却

有快乐的产生．因而快乐不是产生。再者，有笑的标志，但

没有标志的标志，因此笑不是标志。在所有其他通过陈述一

35 个与命题中的词项处于某种联系的种而反驳命题的事例中，

情况亦相同。再者，有这样一’个论证：机会不是最好的时候口

因为机会眉r神. I时最好的时候却不是9 没有什么事物能给

神以万便。我们必须把··机会”、协最好的时候”及“神”确

定为词顷。但前提必须艇据么阔的格来理解刽我们认为~元

,1.0 条件地屑T a切情形。但词项必须以原格的形式丽确北（例

49" t日，“人”或“善”或“相压者... ,M不是“人的”、“善的”

或··相反者的勺，前提必须根据每个词顶的格来理解。要么

是与格，例如“相等于它”：害么是牛，格．例如“班倍于’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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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是肉恪p 例如“1T或看到写的事吻勺要么是原格，例如 5 

“人是动物’＼或者是名词在前提中出现的其他方式。

[37] 有多少个范畴‘我们就必须对“X 属于 Y”以

及“X真实地表还 Y”这类论述作多少种意义的理解口范畴

要么是有条件的，要么是无条件的。进一步，它们要么是简

单的，要么是复合的。否定属性亦同样。我们必须更仔细地 10 

考虑和分析它们。

<38> 在前提中重复出现的词项应当与大词相连，而

不是与中词相连。我的意思是说，例如，如果我们要得到一

个兰段论，证明存在着关于公正的知识，它是好的，则“好

的”（或作为好的）应当与大词相连。让 A 表示“好的知 15 

识”， B 表示“好”， C 表示“公正”，那么 A 表述 B 是真实

的，因为对于“好”，存在着好的知识。 B 表述 C 也是真实

的，因为公正与好相等同。因而用这种方式就可对论证作出

分析。但是，设定“它是好的”这一表述被加到 B 上，那 20 

就没有分析，肉为 A 表述 B是真实的，但 B 表述 C 则是不

真实的。因为“好的好”表述公正是虚假的、不理智的。如

果设定要证明健康是知识的好的对象，或者独角兽是知识的

不存在的对象，或者人作为可毁灭物是可感知的，那么情况 25 

也同样口在一切给谓项增加规定的例子中，重复现象必须与

大词相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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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一个事物是无条件地用三段论证明的；有时，对

它的证明与一个特殊的事物或方式或条件相关。在这两种情

况下，词项的排列是不一样的。我是指这样的情况，例如，

30 好被证明是知识的对象，或者它被证明是好的知识的条件。

如果它无条件地被证明是知识的对象，则我们设定中词是

“是”；如果它被证明是好的知识的对象，那么中词是“是某

物”。让 A 表示“关于某物的知识”，让 B表示“某物”，让

C 表示“好”，则 A 表述 B 是真实的。根据假设，关于某物

35 的知识是某物。但 B表述 C也是真实的，因为 C 代表某物。

这样， A 表述 C 也是真实的。所以，关于好的知识是好的。

根据设定，“是某物”表示事物的特殊存在形式。但如若我

们设寇”是”作为中词，在一个命题巾让元条件的“是”取

代“某物”与端词相联系．那就没有三段论可证明。关于好

4911 的知识是好的，而它只是”它是飞例如，让八表示“是知

识”. il B 表示“是··．让 C 表示“好气冈此．很显然. .(E 

一切特殊马段论中？必须以这种方式设定词项。

(39) 我们也必须用相等物去取代相等物『用词取代

G 词，用原理取代原理．并且也 if= i司与原理E 相替换a 但我们

总是愿意用词去取代原理？因为词项的设置曹容易些。例

如，如果我们说“可设想的并不是可想象的一个种··．费者

说“可想象的不与 nf设想的一部分相等间’二都没有什么牛

肉（肉为意义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必定愿意用“可设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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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可想象的”作中词，而不愿意用刚才引用过的表迹。

['10> 因为命题“快乐是善”与“快乐是这种善”是不 10 

相等的，所以我们不能在两者中设定同样的词项。如果二段

论是要证明后者，我们就必须设定“这种善”1 如果三段论是

要证明前者，我们就必须设定“善飞在其他情况下亦相同。

<41> “A 属于 B 所属于的事物的全体”与“A 属于

B属于其全体的事物的全体”，这两个命题无论在事实上还 15 

是在语言上都是不相同的。没有什么阻止 B属于 C，却不属

于一切 C。例如，让 B 表示“美”，让 C 表示“臼色的气如

果美属于某些白的事物，那么说美属于白色的是真实的，但

说属于一切白色的可能就不真实了。因而，如果 A 属于 B, 20 

但不属于 B所表述的每个事物，那么，无论 B 属于所有 c,

还是仅仅属于 C, A 不仅不必要属于所有 C，而且也根本不

必要属于 C。但如果 A 属于 B 所真实述说的事物的全体，

邢就可以推出， A 述说 B 述说于其全体的事物的全体。但 仍

是，如果 A 述说 B述说于其全体的事物，那就没有什么阻

止 B属于 C，但 A 不属于所有 C，或者根本就不属于 C。在

这兰个词项中，很清楚，“A 述说 B 所述说的事物的全体” 30 

意即“A述说一切 B所述说的事物”。如果 B述说第三个词

项．则 A 亦然；如果 B不述说第三个词项的全体，则 A 也

不必然述说它的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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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定不要以为从这些词项的设置中会得出荒唐的结

35 论。我们并不把某个特殊例子当作论证的基础；几何学家往

往说有这样一条一尺长的线，直线或元宽度的线，虽然它们

并不存在。但他并不使用这些例子作为他的推论的基础。我

们的做法与他一样。一般来说，除非两件事物之间的联系如

同整体与部分和部分与整体的联系一样，否则想要证明某物

soa 的人不可能根据它们证明什么；因而也不会产生三段论。相
反，我们（我是指学生）使用所设定的词项就像一个人使用

感官知觉一样，我们不会这样对待它们，即是说仿佛没有它

们，证明就不能产生，就像三段论没有前提便不可能产生

一样。

5 (42] 我们不要忽视，在问一三段论ql ，开不是所有

的结论都是通过一个格而产生的，而是有些通过这个格而产

生，有些通过那个格而产生u 很显然，我们必须据此作出分

析。因为在每个格中并不证明每个命题．而只是证明某些罔

寇类型的命题，因此，从结论中就nJ以清楚地看到，研究是

10 在用什么格进行口

<43> 与定义相关的推论，只要它们肯撞证明建义的

某J部分，那么论证所直接指向的部分〔不是整个原理）应

当被设定为一个词项（这样冒由于词项过长引起混乱的可能

15 性就会减少） ο 例如．如果要证明水是可喝的液体，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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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设定的词项应是“可喝的”和“水”。

<44) 我们不要试图去还原假设性的工段论。不可能

从己设定的前提出发来还原它们。因为它们没有被一个二段

论证明，而都是根据同意而被承认的。例如，如果设定除非 20 

有一种关于相反者的潜能，否则便不可能有关于它们的科

学．那么．你就可以论证说，并不是每种潜能都是关于相反

者的（例如健康的与疾病的）。否则同一事物可以在同一时

间中既是健康的，又是有病的。这样，就证明了没有一种关

于所有相反者的潜能，但还没有证明不存在一门科学。后者 25 

确实必然会得到承认。但仅仅是根据假设，而不是作为三段

论证明的结果。后面的论证不能被还原，但“不存在一种潜

能”的论证则可以，因为这可能确实是一个兰段论，而前者

则只是一个假设。

通过归谬法建立起来的论证的情况亦相同，它们也是不

能转化的。归谬法可以转化（它是通过三段论证明的），但 30 

论证的其余部分则不行，因为结论是从假设中得出的。这些

类型与上面所说的不一样。在那些例证中，如果结论被承

认，则有些基本论证是必然的。例如，如果已证明存在着一

种关于相反者的潜能，那么研究它们的科学也是同一的。但 35 

在这些例证中，结论即使没有一个基本的同意，亦被承认。

因为错误是显然的，例如，如果认为正方形的对角线可被测

量，那么奇数就会等于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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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许多结论也是通过假设达到的。它们需要进一步的

40 研究和清楚的说明。它们的差异是什么，一个假设性的结论

50L 是通过多少方式产生的，我们将在后面论述飞现在让我们

认定．不可能把这些三段论转化成格。我们已经解释过为什

么会这样。

5 <45> 对于可以用许多个格证明的命题来说，如果结

论是从这个格中得出的，那就能把三段论还原为另一个格；

例如，第一格中的否定三段论可还原为第二格。中间格的三

段论（当然不是全部，而是其中某些）可以还原为第一格。

10 我们通过下列例子能清楚地看到这一原理。如果 A 不属于

任何 B. B 属于所有 C 则 A 不属于任何 co 这是第一格。

但只要将杏定判断换位，我们就能得到中间恪 f 因为 B 不

属于任何 A. 归属于所有仁。 h日果二段论不是全称的，而是

15 特称的，情况亦相同。例如，如果 A不属F证何 B1 H 属于

有些仁，将否定前提换位．我们就会得到中问格口

第三中持中的7段论，全称的时还原为第一格？但在两个

特称三段论4-1. 只有－个可仕如此还原。设定 A 不属于1f

20 何 B，但属于所有 C。那么，通过沓足命题的转拽，就究成

了第一格 ： 11'1 __i; H 不会属于，（－f何 A, {tl_ A 可属于所有 C11

但如果已处于肯定论这巾， C~ r杏志沧j革中，则必须设立住

(!) 尚术~之现有义的｛告｝.£.



第一卷 175 

C 为犬j可；同为 c ,f(J,属于任何 A, rM A 属于所有 HQ 因此 C 25 

不属于任何 B，而 B 也不属于任何 C白因为否定命题是能转

换的 υ 但是，如果豆段论是特栋的，当再定论这与大i可相关

时咱二±段论就可还原为第一格口例如，如果 A 不属下任何

B，但属于有些 C；通过杏定命题的转换就可变成第一格。

因为 B 不属于任何 A. A 属于某个 C。但如果肯定论述与大 30 

词相关，则三段论不能转换。例如，如果 A 属于所有 B,

但不属于所有 C。因为命题 AB 是不能转换的。即使通过转

换，也得不到三段论。

再者，第二格的三段论不能全部转换成第一格，尽管第

一格的三段论可全部转换成第三格口让 A属于所有 B, B 属 35 

于某个 Ca 那么，把特称肯定命题换位时， C 也属于某个

B。但已经设定 A 属于所有 B，所以我们便得到了第三格。

如果兰段论是否定的，情况也相同；因为特称肯定判断可以 40 

转换，所以 A不属于任何 B，而 C却属于某个 B。

最后格中的三段论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不能转换成第一 5l8 

格，即当否定前提不是全称的时。但所有其他形式都能作如

此转换，让 A 和 B 都表述 C，则 C 与它们每一个都换位成 5 

特称关系。因而它属于有些 B。这样，我们就获得了第一

格。如果 A 属于所有 C, C 属于有些 B；如果 A 属于所有

C. B 属于有些 C，则道理也一样。因为 B 和 C 可以转换，

如果 B属于所有 C, A 属于有些 C，则必须设定 B 是大词； 10 

因为 B属于所有 c, c 属于有些 A，所以 B属于有些 A；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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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特称论述是可以转换的， A 也属于有些 B。

如果兰段论是否定的，要是两个前提都是全称的，则要

按同样方式处理。让 B属于所有 C, A 不属于任何 Co 那么

15 C会属于有些 B, A 不属于任何 C，所以 C 是中词。如果杏

定前提是全称的，肯定前提是特称的，则情况亦相同；因为

A不属于任何 c, c 将属于有些 B。但是，如果设定否定前

20 提是特称的，那三段论就不能转换。例如，如果 B 属于所

有 C, A 不属于有些 G 因为通过前提 BC 的转换，这两个

前提都会是特称的。

很显然，为了使格与格之间可以互相转换，小前提在两

25 个格中必须转换；因为正是通过这个前提的替换，才使得这

个格变成另一个格。

中间格的三三段论，一个可以转换为第三格，另一个则Jf'\

行。当全称前提为否定时，还原是可能的$如果人不属于

30 任何 B，但属于有些仁，那么这两个前提都同样可将 A 转

换，所以『 B不属于任何八， C 属于有些八， A 是中词。如

果 A 属于所有 B，但不属于有些仁，则转摸不可能 a 闵为转

换后，没有一个前提是全称的。

35 当否定前提为全称时，能二，格的二段论也能转品成中间

格。例如，如果八不属于任何 C, B 属f有些或所有 C；因

为过样一来.c不属于仔何 A. ｛日属于某个 Bo 1曰：置，白日果

否起命题是特栋的 7 则转换不叮酶，因为特利：杏定判断不能

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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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很显然，这类二段论在这些格中不能转换，正如 40 

官们不能转换成第一格一样1 当三段论被还原为第一格时， 511, 

只有它们才是通过归谬法被证实的。

三三段论怎样才能还原，格与格之间怎样才能互相转换，

这些，我们通过上面的论述就清楚了。 5 

<46> 在证实或反驳一个命题时，我们认为，“X 不是

Y”与“X 是非 Y”所表示的意义是不一样的，还是一样的

这会造成很大的差别。例如， “不是白”是否与“是非白”

的意义相同。因为它们表示不同的意思；对“是白”的否定

并不是“是非白”，而是“不是白”。理由如下： 10 

“他能行走”与“他能不走”、“它是白的”与“它是非白

的”、“他知道善”与“他知道非善”，这些表述之间的联系都

是一样的。因为“他知道善”与“他在认识善”没有差别；

“他能够行走”与“他有能力行走”也没有差别。因此，与此 15 

相反的命题，“他不能够行走”与“他没有能力行走”也是相

等同的。然而如果“他没有能力行走”的意思与“他有能力

不行走”相同，那么这些属性也同时属于同一主体（因为同

一个人既能行走，又能不行走，既知道善又知道非善）。但－ 20 

个断定及其相反的形式却不能同时属于同一主体。因此，正

如“不懂得善”与“懂得非善”不同一样，“是不善”与“不是

善”也是不相同的。在一个可类推的系列中，如果一个对应项 25 

不同，则另一个对应项也不同。“是不相等”与“不是相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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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同。因为“是不相等”有一个特定的主体，即不相等的东

西，但后者则没有。因此，并非每个事物都要么是相等，要么

是不等，但每个事物都要么是相等，要么是非相等。

再者，“木头不是白的”与“它不是臼木头”这两个命题

30 不能属于同一主体；因为如果木头不是白的，它们是木头，

但不是白木头的东西却不必然是木头。因此，很显然，“它是

非善”并不是对“它是善”的否定。对每个事物，要么对它

的肯定是真实的，要么对它的否定是真实的。如果否定不是

35 真实的，那么肯定必定在某种意义上是真实的。但每个肯定都

有一个杏定；所以’对所讨论的肯定的杏定是“它不是不善”

这些词项相互间的联系是这样的。让 A 表示“是善

的”， B表示“不是善的”.c 表示“是不善的”〈它们属于

40 B), D 表示“不是不善的”（这归属于 A），则要么 A 要么

B会属于－切事物．但它们永远不可能都属于同一个主体3

5211 要么 C 要么 D 会属于一切事物，但它们本远不可能属于同

一个主体。日也必定属于 C 所属于的一切事物。因为如果说

“它是非白的”是真实的，那么说， ”’已不是臼的”也是真

的 p 但一个事物不可能同时是内又是靠内 n 木头不可能同时

5 是非白又是白。所以如果肯远不属于，则合起就属于... l＿·月二

不总是属于 R，根本不是木头的东西也不可能是白木头目反

过来说？ υ也属于一切 A 所属于的事物 t 要么是 C 要么是

D 必定属下 s 但它不可能同时是非白和肉，所以 D 属于，

因为说白的事物不是不白的．这是直实的。但 A 不可能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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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所有 D11 因为说本是木头的东西是 A，即它是白木头，这 1 () 

是不真实的。闵币i D 是真雯的命 fg A，即它是白木头，是

不真实的。很显然， A、 C 也不能属于同一主体，而 B 莉l I]

则可以同时属于同一对象。

在这个排列中，短缺与肯定的联系是相同的。 A 表示 15 

“相等’＇. B 表示“非相等’.. c 表示“不等”， D 表示“非不

但主”
、J O 

在同一属性寓于其中某些部分但不属于另一些部分的复

多主体中，否定亦能以同样的真实性断言于它们。并不是所

有事物都是白的，或者并不是每个事物都是白的；但说每个事 20 

物是非白的或者一切事物都是非白的，那就是虚假的。同样，

对“每个动物是白的”的否定不是“每个动物是非白”（因为

两个命题都是假的），而是“并不是每个动物都是白的”。“它

是非白的”与“它不是白的”这两句话在意义上显然是有差 25 

别的。一个是肯定的，一个是否定的，所以很显然，证明的

方法在两种情况中是不相同的。例如，要证明“每个动物不

是白的”或“可能不是白的”，以及“说它是非白的”是真实 30 

的；这就是“是非白”的意义所在。但我们可以用同样方式

证明“说它是白的或非白的”是真实的。这两种情况都是根

据第一格而证实的，因为“它是真的”与“它是”是相同层

次的；对“说它是白是真的”的否定不是“说它是非白是真 35 

的”，而是“说它是非白是不真的”，如果说任何人要么是有

文化的．要么是没有文化的，这是真实的，那就要设定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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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要么是有文化的，要么是没有文化的，证明就完成了。

“任何人都没有文化”通过已经描绘过的三个格而得到否证。

一般而言，当 A 和 B 如此联系时，它们不可能同时属

40 于同一主体，但其中有一个必定属于每个事物；当 C 和 D

52b 具有同样的联系， A 伴随 C 而出现，并且不能转换时，那

么， D伴随 B而出现并且这种联系也不是可转换的。 A 和 D

可能属于同一主体，但 B 和 C 不能。

5 首先， D伴随 B 出现，这从下面的证明中可以清楚地

看到。因为在 C 和 D 中有→个必然属于每一个事物， C 不

可能属于 B所属于的事物，因为 C 包含着 A, A 和 B 不能

同时都属于同一主体。所以，很显然， D 将伴随 B 出现。

10 再者， C 与 A 的联系不能转换，要么 C 要么 D属于一切事

物。所以 A 和 D 可以属于同一对象。但是 B 和 C 则不可

能，因为 A 为 C 所包含？由此便产生了一个不可能的结果Q

B 与 D 的联系显然也是不能转换的，因为 D 刷 A 可能同时

属于同－主体。

有时，在这样的词项排列中．我们也会发生错误，因为

15 我们没有正确地选择某一个必起属于每个事物的相反者。例

如，如果 A 和 B 不能同时属于同一幸体：但一个不属了，

另一个则必然属于。再者？仁和 υ具有相同的联系 f A 属

zo 于℃所属于的一切事物。因此可以推出， D 属于 B 所必然

属于的事物g 但这是假的。设定 F 是 A 本u B 的否定.G 是

C 和 D 的杏定，则要么 A要么 F必定属于每一事物。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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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和悍，走’也必定这样属千。再吉， C 或 G 必定如此属于， 25 

闵为它们是肯定和否定 b 根据假设， A 属于 C 所属于的一

切，因而 G 属于 F 所属于的一切事物口再者， F 和I B 中有

一个属于一切事物， G 和 D 也是如此，由于 G 伴随 F 而出

现，所以且也伴随 D 而出现。我们已经知道这一点①q 所

以．如果 A伴随 C而出现，则 B 也是 D 的一个结果。但这 30 

是虚假的，因为在如此构成的词项中，可获得相反的结果联

系。原因在于， A 或 F属于一切事物可能不是必然的。 F 或

B 也不必然如此，因为 F不是 A 的否定。善的否定是非善；

非善既不与善等同，也不与非善等同。同样的论断也适用于 35 

C 和 D。在这两种情况下，两种否定已被确定。

①见 52b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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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b38 【叫 我们已经解释清楚，三段论有多少个格，它由以

产生的前提的性质和数量以及决定它的条件；再者，当一个

5311 人要反驳或确立一个命题时必须考虑什么样的属性，怎么样

用每种给定的探讨方法开始研究所给予的任务；还有．我们

可以通过什么途径获得适合于每种情况的本原。

5 有些兰段论是全称的，有些三段论是特称的。全称二段

i仓总可以得出多个推论，肯定的特称f段论可以得出多个推

论，但否定的特称兰段论则仪能得出一个结i也其他所有前

提都可以换佳，而特称否定判断则不行：结论就是陈述某个

10 中7页的属性，因此，所有其他三段论都吁以推出多个结

讼，例如，如果 A 已被证明属于所有聋某个 B, B 必定也

属于某个 A，如果八不属于任何 H，那么， H 也不属于任

何八（这个结论是与前者不相同的）①白｛口辱，如果 A 不属

于有些 B，却不能推出 B 也不属T街些 A，因为’仨可能属

① 因为主项与渭顶的关系颠倒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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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所有八自

这→原因对所有三段论都是共同的，元论官们是全称的 15 

还是特称的自关于全称二段论也可以作出另外的解释。同一

三段论适用于一切从属于中词或结论的词项，如果这些词项

被放在中词的位置1：和在结论中的话，例如，如果 AB 是通 20 

过 C 而这到的结论，那么 A 必定述说一切从属于 B或 C 的

词项。因为如果 D 整个被包含在 B 之中， B 整个被包含在

A之中，则 D也被包含在 A 之中。再者，如果 E 整个被包

含在 C 之中， C 整个被包含在 A 之中，那么 E 也被包含在

A之中。如果三段论是否定的，情况也相同。可是，在第

二格中，推论只适用于从属于结论的词项。例如，如果 A 25 

不属于任何 B，但属于所有 C，则结论是 B不属于任何 C。

然后，如果 D从属于 C，那么很显然 B不属于D。它不属于

从属于 A 的词项，这不是通过三段论证明的，尽管如果 E 30 

从属于 A, B 就不属于 E。但是， B 不属于任何 C，是通过

三段论证明的，而 B 不属于 A 却是未经证明而断定的。所

以．并不是通过三段论推出， B不属于 E。

对特称三段论而言，有关从属于结论的词项没有必然的 35 

推论（因为当这个前提被设定为是特称时，三段论不能产

生），但是存在着一个对于从属于中词的一切词项都适用的

推论，只是它不是通过三段论获得的；例如，如果我们断定

A 属于所有 B., B 属于某个 C。因为没有关于从属于 C 的词

项的推论，但关于从属于 B却有一个推论，只是不是通过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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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b 已确立的三段论而达到的。其他格的情况也相同①。不存在

关于从属于结论的词项的推论，但存在关于从属于中词的推

论，只是不是通过三段论获得的；正如在全称三段论中，从

属于中词的词项是从一个未经证明的前提中获得证明一样。

这样，要么原则在那种情况下不适用，要么它在这里又

适用。

5 <2> 三段论所由得出的前提，可能两者皆真，可能两

者皆假，也可能一个真，另一个假。结论也必然是真的或假

的。从真实的前提中不能得出虚假的结论，但从虚假的前提

中却可能得出一个真实的结论，只有当结论不是关于原因而

10 是关于事实时才是真实的＠从虚假的前提中不能推出关于原

因的结论，其中理由待以后再予以解释气

首先，从真实的前提中不可能得出一个虚假的结论．这

通过下面的论证可以看得很清楚n 如果当八存在时， H 必

定存在，那么如果 B不存在时？则 A 就必忘不存在。因而－

15 如果 A 是真实的， B 也必定是真实的： 1号则就会推出同一

件事物同时既是又不是，而这是不可能的（不要以为因为 A

已经被说志为一个单→的词项．就可以从f£何一个论断中得

出一个，必然的推断由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必然的推断是结

① 除＆rm;u, Om；旧dv，及 Disatnis 而外。

⑦见 'j7叫。－目7L]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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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而得归结论的最基本的条件是二个词项和l两个相联系的

前提）。如果 A 属于 B 所属于的一切事物， B 属于 C 所属于 20 

的一切事物，都是真的，则 A 必然属于 C 所属于的→切事

物『 i主不可能一是｛匠的 a 否则，同一属性将同时既属于义不属

于。所以，尽管 A 被确定为是一个单→的词项，它也代表

两个前提问的联系，否定芝段论的情况也相同 a 因为不可能 25 

从真实的前提中证明一个虚假的结论。

从虚假的前提中可以得出一个真实的结论，不仅当两个

前提都虚假时可以，而且只有一个前提虚假时也可以。但不

是哪一个虚假都无所谓，而只能是第二个为虚假，即如果它

在其中被断定的形式中整个是假的；否则，虚假可能属于任 30 

何一个前提。

让 A属于 C 的全部，但不属于任何 B，让 B 不属于任

何 C，这是可能的。例如：动物不属于任何石头，石头不属

于任何人。然后，如果设定 A 属于所有 B, B 属于所有 c,

则 A 也属于所有 C，这样从两个虚假的前提中得出的结论

就是真实的（因为每个人都是动物）。否定三段论的情况也 35 

相同，因为 A 和 B都可能不属于任何 C，但是 A 可能属于

所有 B，例如，设定与上述相同的词项，以“人”作为中

词，动物、人都不属于任何石头，但动物属于每个人。如果 40 

设定属于一切的不属于任何一个，不属于任何一个的属于一

切，虽然两个前提都是假的，但从它们中得出的结论都是真 54a 

实的。如果设定两个前提部分是假的，则会获得同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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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

如果设定只有一个前提是虚假的，当第一个前提（如

AB）整个是虚假的时，结论就不是真实的。但当 BC 整个

5 是虚假的时，结论可能是真实的。我所说的“整个虚假”是

指相反的论断，即设定不属于任何一个的属于一切，或属于

一切的不属于任何一个。让 A 不属于任何 B，让 B 属于所

有 C，如果我设定的前提职：是真实的，前提 AB 整个是虚

假的，即 A 属于所有 B，则结论不可能是真实的。因为根

10 据假设， A不属于任何 C，如果 A不属于 B所属的一切， B

属于所有 C。同样，如果 A 属于所有 B, B 属于所有 c. 已

经设定前提 BC 是真实的， AB 整个是虚假的，即 A 不属于

B所属于的一切事物，则结论是虚假的？如果 A 属于 B 所

15 属于的任何事物.B 属于一切 c. 则 A 属于所有 C。很日

然，当第一个前提（元论它是肯寇的边是否寇的〉被没寇为

是整个虚假的．另一个前提是真实的时．则从中得出的结论

不是真实的。但如果所设定的前提不是整个虚假时，则结论

20 是真实的。让 A 属于所有仁．属于某个 B. B 属于所有 C,

例如，动物属于每只天鹅，属于某个口的东西 7 臼的属于每

只天鹅，如果假定 A 属于所有日， B 属于所有 C, JjJ1] A 将属

于所有 C，这是具实的。因为每片天鹅都是一个葫韧9 f.民真u

AR 是青定的．则情况也同样：因为 A 可能属于某个 n. -f日

25 不属于任何 C1 B 属于所有仁，例如，动物属宁某种白的东

园，但不属Ti£何雪，｛日白的东西属于所有雪。假定如果八



第二卷 187 

个属于任何且， B属于所有 L 则 A 不属于任何℃，但如果 ]0 

前提 AB 被｛敲定为整个是真的， UC 罄个是假的，则三段论

是真实的q 因为没有什么阻止 A 属于所有 B，属于所有仁，

而 B不属于传何 C，芷如同一个种之所有的属不互相从属一

样，因为动物既属于马，也属于人，而马不属于任何人。因 35 

此．如果假定 A 属于所有 B. B 属于所有 C，则结论就是真

实的，尽管前提 BC 是整个虚假的。

当前提 AB是否定的时，情况亦相同。因为 A 可能不

属于任何 B，也不属于任何 C, B 也不属于任何 C，正如一

个种不属于另一个种的属一样。动物既不属于音乐，也不属 54b 

于医学，音乐也不属于医学。所以，如果假定 A 不属于任

何 B, B 属于所有 C，则结论就是真实的。

如果前提政7 并不是整个而只是部分地虚假，则结论

也会是真实的。没有什么阻止 A属于所有 B，属于所有 C, 5 

而 B 只属于某个 Co 例如，种既属于属，也属于属差，动

物属于每个人，属于所有在陆地上行走的东西，但人只属

于某种而不是所有在陆地上行走的东西。所以，如果假定

A属于所有 B, B 属于所有 C，则 A 属于所有 C，它是真

实的。

如果前提 AB 是否定的，则情况亦同样。 A 可能不属于 10 

任何 B，不属于任何 C，但 B 可能属于某个 C，譬如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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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种不属于另一个种的属与属差，动物既不属于实践智慧①，

15 也不属于理论智慧②，而实践智慧属于某种有理论智慧的东

西。所以，假定 A不属于任何 B, B 属于所有 C，则 A 不属

于任何 C，这是真实的。

至于特称三段论，当大前提整个是虚假的，另一个前提

20 是真实的时，结论是真实的。当大前提部分虚假，另一个是

真实时，结论是真实的。当大前提真实，另一个部分虚假的

时，结论是真实的，当两个前提都是虚假的时，结论也是真

实的。因为，（ 1）没有什么阻止 A 不属于任何 B，但属于

25 某个 C，而 B属于某个 C。例如，动物不属于任何雪，但届

于某种白的东西，雪属于某种白的东西。如果规定“雪”是

中词，“动物”是大词＇ f民运 A 属于整个 B, B 属于某个 c,

AB 整个是虚假的，但 BC 是真实的．则结论是宜宾的H 当

30 前提 AB是否定的时，情况也同样。因为 A 可能属工整个

B，不属于有些℃，但 B属于有些℃。例归．“动物”属于每

个人，但不是某些“白的东西”的一个后件，人属于某种口

35, 的东四，所以？如果现起“人”是中词，假定 A 不属于任

何日.B属于某个 C，那么尽管前提 An 整个是虚假的咱结

论也是真实的。

(Z）当前提 AB是部分虑假时，结论也是真雯的自没有

口） phrone罚i~ o 

① thenretik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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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阻止 A 属于某个 R. 属于某个 C，而 B属于某个 co 例

如动物属于某种美的东西？属于某种犬的东西，美的东西属

于某种大的东西．因而．如果假定 A 属于所有 B. B 属于某 55a 

种 C，前提 AB 是部分虚假的 7 但 BC 是真实的，那么，结

论是真实的。如果前提 AB是否定的，情况也相同，可用同

样的词项及它们同样的联系加以证明白

(3）再者，如果 AB 是真实的， BC 是虚假的，则结论 5 

是真实的。没有什么阻止 A 属于整个 B，属于某个 C，而 B

不属于任何 C。例如，动物属于每一只天鹅，属于某种黑的

东西，天鹅不属于任何黑的东西，所以，假如 A 属于所有

B，属于某种 C，那么结论就会是真实的，尽管 BC 是虚 10 

假的。

如果前提 AB是否定的，则情况也相同。因为 AB 可能

不属于任何 B，不属于某个 C，而 B 不属于任何 C。譬如

说，一个种不属于另一个种的属，不属于它自己的属的某种

偶性，因为动物不属于任何数，不属于某种白的东西，数不 15 

属于白的东西。因此，如果设定“数”是中词， A 不属于

任何 B, B 属于某个 C，则 A也不属于某个 C，而我们已经

知道这是真实的。前提 AB 是真实的， BC 是虚假的。
(4）如果 AB 是部分虚假的， BC 也是虚假的，则结论 20 

也可能是真实的。没有什么阻止 A 属于某个 B，属于某个

C，而 B不属于任何 C。例如，如果 B 与 C相对反，而它们

都是同一个种的偶性，因为动物属于某种白的东西、某种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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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的东西，白的东西不属于任何黑的东西。因而，如果设定，

A 属于所有 B, B 属于某种 C，则结论是真实的。如果规定

前提 AB是否定的，则情况亦相同。可以用同样的词项以及

相同的词项联系加以证明。

30 当两个前提都是虚假的时候，结论也可能是真实的。因

为 A 可能不属于任何 B，但属于某种 C，而 B 不属于任何

C。例如，一个种不属于另一个种的属，但属于它自己的属

的偶性，因为动物不属于任何数，但属于某种白的东西，数

35 不属于任何白的东西。这样，如果设定 A属于所有 B, B 属

于有些 C，则结论也是真实的，尽管两个前提是虚假的。

当 AB是否定的时，情况亦同样。没有什么阻止八属

于整个 B，但不属于某个 C，而 B 不属于任何 cl,) 例如动物

属于所有天鹅，但不属于某种黑的东西，天鹅不属于所有黑

40 的东西9 所以，如果设湾 A 不属于佳何 B, B 屑T某个 C,

55h 则 A 不属于某个 C，尽管两个前提是虚假的，结论却是真

实的。

(.J] 在中间稿中，真实的结论能从虚假的捷的各种箱

5 合中；在山：（ 1）设定两个前提教个是指假的（每个都是部分

虚假的） ; ( 2）设起一个前提足点东的，另一个前提整个是

虚假的，哪一个虚假可以任意规定； (3）如果两？前提都是

部分虚假的 ： (4）如果→个是绝对真实的，另一个是部分虚

10 假的§如果一个是整个虚假的『另一个是部分桌实的，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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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全称三段论边是在特称＝段论中日

(1 ）柏：！在 A 不属于1f伺 B‘｛tl属于所有 C，例如动物

不属-f佳何石头？但属于所13马日如果现起前提的意义相

应‘ A属下所有日，但不属于往伺 C，尽管前提整个是虚

假的，从它们中得出的结洽也可能是真实的9 如果 A属于 15 

所有 B，但不属于任何 C，情况亦相同，因为芝段论是相

同的。

(Z）如若一个前提整个是虚假的．另一个前提整个是真

实的 7 情况也是这样。因为没有什么阻止 A 能属于整个且

和整个巳而 B不属于任何 C。例如．一个种属于不互相归

属的属，因为动物属于每匹马『以及每个人，但人不是马。 2。

这样，如果设定动物属于一类事物的全体，而不属于另一类

事物的全体，一个前提是整个真实的，另一个前提是整个虚

假的，则结论就会是真实的，无论哪个前提是否定的。

(3）如果一个前提是部分虚假的，另一个前提是整个真

实的，情况亦然。 A 可能属于某个 B，属于所有 C，而 B 不 25 

属于任何 C。例如，动物属于某种白的东西，属于每只乌

鸦，白的东西不属于任何乌鸦。因而如果设定 A 不属于任

何 B，但属于 C 的全体，前提 AB 是部分虚假的， AC 是全

部真实的，则结论是真实的。如果调换为否定前提，则情况 30 

也相同。因为证明是通过相同的词项产生的。如果肯定前提

是部分虚假的，杏定前提是全部真实的，情况也是如此。因

为没有什么阻止 A属于某个 B，不属于所有 C，而 B不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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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 C。例如，动物属于某种白的东西，但不属于任何黑

漆，白的东西不属于任何黑漆。所以，如果设定 A 属于 B

的全体，但不属于任何 C, AB 是部分虚假的， AC 是整个

真实的，则结论也是真实的。

5611 ( 4）如果两个前提都是部分虚假的，则结论也可能是真

实的。 A 可能属于某个 B，属于某个 C，而 B 不属于任何

C，例如曹动物属于某种白的东西、某种黑的东西，但白的

东西不属于任何黑的东西。因而如果设定 A 属于所有 B,

但不属于任何 C，则两个前提都是部分虚假的，但结论是真

实的。如果调换为否定前提，情况也相同。证明可以通过相

同的词项进行。

5 显然，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特称三段论，因为没有什么

阻止 A 属于所有 B，属于某个 C‘而 B 不属于任何 co 例如，

动物属于每个人，属于某种白的东西，但人不属于某种白的

10 东西。因而如果规定 A不属于任何 B，但属于某个仁，则全

称前提是整个虚假的，但特称前提是真实的，结论也是真

实的。

如果前提 AB 被假定是肯定的，情况也相同a 因为 A

可能不属于仔何 B. 不属于某个仁.B 不属于某个仁。例如，

15 动物不属于征何元尘命的东西？不属于某种白的东西，并

且，无牛．命的东西不属于某种内的东同。因而如果规定 A

属于所有 B，不属于某个 C，则全称前提 AB将整个是虚假

的，但 AC 却是真雯的，结论也是直实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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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企陈前提是真实的，特柏：前提是虚假的，情况也一

样。冈 －i1没有什么阻止八不是任何 B或 C 的一个后件，而 20 

且不属于某个仁。例如，动物不属于任何数成无生命的事

物电“数”不是某个“无生命的事物”的后件。因而如呆假

注： A 不属于任何 B，但属于某个 C，则结论是真实的，闵为

全称前提是真实的，尽管特称前提是虚假的。 25 

如果全称前提被假寇是肯定的，情况也相同。因为 A

可能既属于全部 B. 也属于全部 C，但 B不可能是某个 C 的

后件。例如，一个种属于属及属差，因为动物属于每个人，

属于一切在陆上行走的东西，但人不属于一切在陆上行走的 30 

东西。所以，如果设定 A 属于 B 的全体，却不属于某个 C,

则全称前提是真实的，特称前提是虚假的，但结论却是真

实的。

很显然，从两个虚假前提中可能得出真实的结论，因为

A可能既属于 B 的全体，也属于 C 的全体，但是 B 不是有

些 C 的一个后件。因为如果设定 A 不属于任何 B，但属于 35 

有些 C，则两个前提都是虚假的，而结论是真实的。

如果全称前提是肯定的，特称前提是否定的，情况也同

样。因为 A可能不是任何 B 的一个后件，但却是所有 C 的

一个后件， B可能不属于某个 C。例如，“动物”不是“知 40 

识”的后件，但却是一切“人”的后件，“知识”不是一切 56b 

“人”的后件。因而，如果设定 A属于 B 的全体，但不是某

个 C 的一个后件，则前提是虚假的，而结论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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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最后格中，也可能通过虚假前提达到一个真实

5 的结论：（ 1）当两个前提是整个虚假时；（2）当每个前提都

是部分虚假时：（3）当一个前提整个真实，另一个前提整个

虚假时；（4）当一个前提部分虚假，另一个前提是整个真实

时z 反之亦然。其他一切可能的前提结合也可以。

(1 ）没有什么阻止 A 属于有些 B，尽管 A 和 B 都不属

10 于任何 C。例如“人”或“在陆上行走的东西”都不是“元

生命的事物”的后件，但人属于某种在陆上行走的东西。因

而，如果设定 A 和 B 属于所有 C，前提就整个是虚假的噜

但结论却是真实的。如果一个前提是否定的，另一个前提是

15 肯定的，情况亦相同。因为 B可能不属于任何 C. A 可能属

于所有 C. A 可能不属于有些 Bo 例如，黑的东西不属于任

何天鹅，动物属于每只天鹅．动物不属于所有黑的东西。所

以，如果设定 B属于所有 C, A 不属于任何L 则 A 就不属

20 于某个 B，尽管前提是虚假的．结论却是真实的。

(2）如果每个前提都是部分虚假的，结论也可能是真实

的。没有什么阻止 A 和i B 属于有些 c. 而 A 属于有些日。

例如，“白的”和“黑的”属于某种动物，口的东西属于某

25 种美的东西。因而．如果规定 Aln 日都属于所有 c. 前提

就是部分虚假的，但结论却是真实的。如果规定 AC 是~足

的，情况也相同。因为没有什么阻止 A 不属于某个ι 日属

30 于某个 C, A 不属于所有 H。例如 7 白的本届f某种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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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属于某种动物．白的不属于每个美的事物。所以，如果

说运八个属于佳例 C, H 属于所有 C，两个前提都是部分虚

假的‘ 11:l结论是真垂的自

(J）如果一个前提是整个虚假的，另一个前提是整个真

实的‘情况亦然”八和 B 两者都可能是所有 C 的后件，但 35 

足， A nJ能不属于有些已。例如，“动物”和“白的”是一切

“：天鹅”的后件．但动物不属于任何白的事物。规定了这些

词项后，如果设定 B 属于所有 C，但 A 不属于所有 C. BC 

是整个真实的. AC 是整个虚假的，但结论却是真实的。如 40 

果 BC 是虚假的， AC 是真实的，情况亦相同。同样的词项

黑的一一天鹅一－元生命的事物，可用于证明口如果设定两 57n 

个前提都是肯定的，结果也必定如此。因为没有什么阻止 B

是所有 C 的后件， A 不属于所有 C, A 不属于某个 B。例

如，动物属于所有天鹅，黑的不属于任何天鹅，黑的属于某 5 

种动物。所以，如果设定 A 和 B 都属于所有 C, BC 是整个

真实的， AC 是整个虚假的，结论是真实的。如果设定前提

AC 是真实的．情况也相同。可以通过相同的词项得到

证明。

(4）再者，当一个前提整个是真实的，另一个前提是部 10 

分虚假的时，情况还是一样的。 B 可能属于所有 C, A 属于

某个 C, A 属于某个 B，例如，“双足的”属于所有人，但

“美的”不属于所有人，“美的”属于某种“双足的”。因此，

如果设定 A 和 B都属于 C 的全部， BC 是整个真实的， AC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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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部分虚假的，但结论是真实的。如果所设定的前提 AC 是

真实的， BC 是部分虚假的，情况也相同；将同样的词项重

新排列就可以得到证明。如果一个前提是否定的，另一个前

提是肯定的，情况亦然。 B 属于 C 的全体， A 属于某个℃，

2。 这都是可能的。当词项处于这样的联系中时， A 不属于所

有 B，如果设定 B 属于 C 的全体， A 不属于任何 C，则杏定

前提部分是虚假的，另一个是整个真实的，结论也是真实

25 的。再者，已经证明①，当 A 不属于任何 C, B 属于有些 C

时， A 不属于有些 B 是可能的。显然，当 AC 是整个真实

的， BC 是部分虚假的时，结论仍然可能是真实的。因为如

果设定 A 不属于任何 C. B 属于所有 C，则 AC 是整个真实

的， BC 是部分虚假的口

30 在特称气段论中．显然在任何条件下都可能通过虚假前

提获得一个真实的结论 n 因为所设定的词项必志与当前提是

全称的时所设定的词顶相同。在肯定~m论中是肯定词项．

在杏定兰段论中是否定词项。元论我们设定不属T任何一个

35 的属于所有，还是设定属于某个的属于全体．这对于词项的

规定是无所谓的。在杏定三段论巾，情况也同样D

很显然．当结论是虚假的时．则论证的恨据i必定要么全

部、要么部分是虚假的$但结论是真实的时？治证的根据开

40 不必然全部!!t部分是真卖的‘即使二段论没有一部分是重实

m 见 :':l4"L



第二卷 197 

的，结论也可能是真实的，尽管它不是必然可以推出。理由 57ti 

在于，当两件事物相互联系，第一件存在，第三件也必然存

在时．那么，当第 1件不存在时，第→件也必然不存在 1 但

当第二件存在时，第一件不必然存在。因为无论同样的决定

因素属于还是不属于，同一事物都必然存在，这是不可能 5 

的。我的意思是说，例如，无论 A 是白的正是不白的， B

必定是大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这个特殊的事物 A 是

白的时咱这个事物 B必定是大的，并且如果 B 是大的，则 C

不可能是白的，那么如果 A 是白的， C 便不可能是白的。 10 

当两件事物中前者存在时，后者必定存在，如果后者不存

在，则前者 A 不能存在。因而当 B 不是大的时， A 不可能

是白的，但如果当 A 不是白的时， B 必定是大的，那就必

然可以推出，当 B 不是大的时， B 自身是大的，但这是不可

能的。因为 B 如果不是大的， A 就必然不是白的。因而， 15 

如果当 A 不是白的时， B 是大的，那就可以推出，如果 B

不是大的时，它是大的，正如证明是通过三个词项获得的

一样①。

<5> 循环或交互证明就是通过结论，通过一个前提的

简单换位，来证明另一个在原来的三段论中设定的前提。例 20 

如，假如要求证明 A 属于所有 C，这途径是通过 B 来证明，

①见 343}6-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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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又转而要求证明 A 属于民设定 A 属于 c. c 属于 B.,

25 所以 A 属于 B （在原来的三段论中设定了相反形式的命题：

B属于 C）；或者假如要求证明 B 属于 C，人们会说八是 C

的谓项，这是以前的结论，并且 B 是 A 的谓项（而在原来

的兰段论中设定的命题形式与此相反： A 是 B 的谓项），交

互证明在其他任何方式中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我们设定

30 一个不同的中项，则证明不是循环的（因为没有相同的命题

被设定）；如果我们要设定它们，则必定只有一个；如果两

个都被设定，我们就得到了与以前相同的结论，而不是获得

另一个。

因而，当转换不可能时，芒段论由此产生的前提之一是

35 不能被证明的 E 因为，从给定的词项巾不可能证明小词属于

中词或中词属于大词g 但如果转换是可能的．即如果 A、

日、℃可以互相转换，那么就能交互地证明一切事物。设

40 AC 通过中项 B 被证明， AB 通过结论以及前提日C 的转换

5ga 得到证明. BC 也用同样的方式，即通过结论和前提八H 的

转换被证明。可是，我们必须证明前提 CB 和J B八．因为这

些是我们使用过的前提中仅剩的尚未被证明的前提 D 如果设

定 B属于所有 Cr C 属卡所有 A，我们就能得出J个关于 B

5 与 A 的联系的气段论。再者，如果设定 C 属于所有人，八

属f所高 H，则〔必定属于所fr 日。在这两个→段论中．前

提 CA都是断定的，而没有经过证明（其他前提已经被证明

10 T ） ，因此．如果我们证明了它．那么它们就都能变耳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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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证明凸如果设定 C 属于所有 B, B 属于所有八，这两个所

i安定的前提都已被证明，则 C 必主属于所有 AQ

因此，很显然，只有当换位可能时，循环的交互的证明

才可能产生 1 在其他豆段论中，~们的使用情况一直口上述。 15 

ft它们之中也会出现用有待于证明的东西来进行证明的情

况，我们通过设定 C 述说 A 证明 C述说 B、 B 述说 A，我

们又通过这些前提证明 C 述说八。所以，我们是使用了结 20 

论来选行证明。

在否定士气段论中，交互证明是达样产壁的 n 让 B 属于

所有 C, A 不属于任何 B，结论是， A 不属于任何 C。如果

反过来要求确立以前所设定的 A 不属于任何 B，则我们要 25 

有前提 A不属于任何 c, c 属于所有 B；这样，前提 BC 就

颠倒了。另一方面，如果要求确立 B属于 C，则前提 AB 一

定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换位（因为前提“B 不属于任何 A”与

“A 不属于任何 B”是相同的）；但我们必须设定 B 属于 A 30 

所不属于其任何部分的事物的全体。让 A 不属于任何 C

（它是以前的结论），设定 B 属于 A 所不属于其任何部分的

事物的全体，则 B 必定属于所有 C。

这样，在三个命题中，每一个都变成了结论，这就是循

环证明，即设定结论以及一个前提的换位，由此推论出余下 35 

的前提。

在特称三段论中，全称前提不能通过其他前提得到证

明，但特称前提却可以。全称前提不可能被证明是很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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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为全称前提是通过全称前提证明的，但结论不是全称

40 的。而我们必须从结论及另一个前提中得出证明（此外，如

58b 果前提可以互换，则根本不会有三段论产生，因为两个前提

都变成了特称的）。但特称前提是可以证明的。设定通过 B

证明 A述说于有些 C。如果设定 B 属于所有 A，结论不变，

则 B属于有些 C，因为这是第一恪．中词是 A。

如果三段论是否定的，~！IJ 常称前提不可能被证明，原因

如同上述。但特称前提是可以证明的。如果 AB 可以像在全

10 称三段论中那样转换，即 B 属于 A 不属于其有些部分的事

物的有些部分①，否则，就不能产生三段论，因为特称前提

是否定的。

[6) 在第二格中，肯定命题不能以这种方式证明，但

15 否定命题却可以。肯定命题不能被证明，因为两个前提并不

都是肯定的，结论是否定的．而肯定命题只能为两个都是肯

定的前提所证明。再定命题叮作如下证明白让 A 属于所有

20 B，但不属于任何仁．结论是 B不属于佳何 Cn 那么，如果

设定 B属于所有的八，不属于任何 C，则 A 必寇不属于任

何 C，因为这是第二格（中词是由。如果设定 AB 是否定的，

另→个前提是肯定的，那么这就是第一格。因为 C 属于所

25 有 A，日不属于任何 C，所以 B不属丁任何 A，因而八不属

m r.且 5fi"Z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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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ff伺 B.，这样，根据结论和一个前提，？雪段论不能成立自

但如果再设志一个前提，则三段论就叮以成立口

t口果二段论不是金称的咱则全称前提不能被证明（原因

如同上还①）？但当全称陈还是肯定的时，特称前提可被证 30 

朗。 iJ A 属于所有口，但不属于所有 C，结论是 BCo 那么，

如果设定 B属于所布 A，但不属于所有 C，则 A 不属于某

个 c （中词是白。但是，如果全称前提是杏定的，前提 AC

不可能通过 AB 的换位得到证明，因为由此可推出，要么－ 35 

个，要么两个前提变成了否定的，所以三段论不能成立。但

可以用在全称兰段论中所使用的相同方法来证明它，即设定

A 属于某种 B不属于的东西②。

<7> 在第三格中，如果设定两个前提都是全称的，则 40 

交互证明不可能，因为全称命题只能通过全称前提得到证 59a 

明。在这个格中，结论总是特称的；所以很显然，全称前提

根本不可能在这个格中得到证明。但是，如果一个前提是全

称的，另一个前提是特称的，则交互证明有时可能，有时不 5 

可能。当我们设定两个前提都是肯定的，小前提是全称的

时，是可能的，当另一个前提是全称的时，则不可能。让 A

属于所有 C, B 属于某个 C，结论是 AB。那么，如果设定 C

① 见 5ga36 以下。

②见 58329, 58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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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属于所有 A，就可以证明 C 属于某个 B，但不能证明 B属于

某个 C。同样必然的是，如果 C 属于某个 B, B 必定也属于

某个 C，但“x属于 y”并不与“y 属于 x”相同；我们必须

进一步设定，如果 x属于某个 y，则 y 也属于某个 Xo 如果我

们设定了这一点，则三段论就不再是从结论及另一个前提中

15 产生的。如果 B属于所有 C, A 属于某个 C，则在设定 C 属

于所有 B, A 属于某个 B之后，前提 AC 就能得到证明。因

为如果 C属于所有 B, A 属于某个 B, A 就必定属于某个

C, B 是中词。

当一个前提是肯定的，另一个前提是否定的，肯定前提

20 是全称的时，另→个前提就能得到证明。让 B 属于所有 c,

A 不属于某个 C，结论是， A 不属于某个 B。所以，如果进

一步断定 C 属于所有 B，则必然可以推出 A 不属于某个 C,

25 中词是 B。但当杏运前提是全称的时，另一个前提便不能得

到证明。除非像在前一个例子中那样①．设定当一个词顶不

属于某个事物，另一个词项却属于另个事物。例如，如果设

定 A 不属于任何 C. B 属于某个 C，结论是 A 不属于某个

B。所以，如果设定 C 属于某种人所不属于的事物，则 C

30 必然属于某个日。不可能用将全称前提换位的方法证明另一

个前提『因为元论何种情况，三段论都不成立。

因此．很显然，在第一格中．交互证明既通过第芒椅也

(1) 阻 JX11Z9: :'JXbY. :H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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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第一格而产生 u 当结论是肯寇的时用2在一格．当结论是 3~ 

肯定的时用第1格－因为已经设定，女n呆－个词项不属于某

字：物的任何→个，则另→个词顶属于那个事物的全体。在中

间格中，当三段论是全称的时，交互证明无论是通过这个格

自身还是通过第一格都是可能的 1 当它是特称的时．则既可

以借助这个格，也可以借助最后格s 在第二格中，一切证明 40 

都只能通过这个格自身。很显然，在第三格以及在中间格

中．：不通过这些格白身而产生的气段论，要么不能根据循环

论证证明，要么是不完善的口

(8) 转换一个三段论即是将结论倒转，这样构成一个 59b 

要么大项不属于中项，要么中项不属于小项的三段论。因为

如果结论被转换，一个前提仍与以前一样，那么剩下的前提 5 

必定是无效的。如果它是有效的，则结论也必定是有效的。

我们把结论转换成相矛盾的还是相反对的，这是有差异的；

因为转换的方式不同，所产生的兰段论也不相同。这从下面

的解释中将会看得很清楚（“属于所有”的矛盾面是“不属 10 

于所有”，“属于某个”的矛盾面是“不属于任何一个”，而

“属于所有”的反对面是“不属于任何一个”，“属于某个”

的反对面是“不属于某个”）①。

让我们假定， A述说所有 C，已经通过中词 B证明。设

('[) 见《解释篇队 17b 16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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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A 不属于任何 C，但属于所有 B，则 B不属于任何 C。如

15 果 A 不属于任何 C，但 B 属于所有 C，则 A 不属于所有 B,

但根本不能推论出它不属于任何 B，因为以前说过①，全称

命题不可能为最后格所证明。一般说来，不可能通过换位使

全称的大前提无效，原因在于，反驳总是通过第三格；因为

20 我们必须设定两个前提与小词相联系。

如果三段论是否定的，同样的道理也适用。假如 A 不

属于任何 C 已经通过中项 B 得到证明，因此，如果设定 A

属于所有 C，但不属于任何 B，则 B也不会属于任何 C；如

果 A 和 B属于所有 c，则 A 属于某个 B，但根据假设它不

属于任何 B。

25 但是，如果结论是在相互矛盾的意义上被换位，则二段

论也是矛盾的，不是全称的；因为前提中有一个特称，则结

论也是特称的。假定三段论是肯定的并且在刚才所说的意义

30 上被换位，因此，如果 A不属于所有 C，但属于所有 B，则

B 不属于所有 C。如果 A 不属于所有 C，但 B 属于，则 A

不属于所有 B。如果芝段论是否定的，情况也相同。冈为如

果 A属于某个 C，但不属于任何 B，则 B不属于某个 C，但

不是绝对不属于任何一个。如果 A属于某个 C. B 属于所有

35 C，正像原来所假定的那样，则八属于某个已。

在特称三段论中， (1 ）当结论在矛盾的意文上被换位

m l且 29"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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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J-. 两个前提都是可应驳的：（ 2）当它在相反的意义上被换

位时，两个前提都是不同J反驳的。因为结果不再像在全称气 40 

段论中部样是一种应驳，即经过转接后所达到的结论缺少普 Goa 

遍性p 相反？根本就没有反驭。（ 1）假定已经证明 A 属于

某个℃，因此，如果世定 A 不属于任何 C，但 B 属于某个

C，则 A就不属于某个民并且如果 A 不属于任何 C，但属 5 

于所有 B，则 B 不属于任何 C。这样，两个前提都是可反驳

的。（ 2）如果结论是在反对的意义上被转换，则没有一个前

提是可反驳的。因为如果 A 不属于某个 c！＇但属于所有 B,

则 B不属于某个 C。但原来的假定尚未遭到反驳，因为可能

属于某个，而不属于另一个。至于全称前提 AB，根本找不

到可反驳它的三段论；因为如果 A不属于某个 C, B 属于某 10 

个 C，则没有一个前提是全称的。如果三段论是否定的，情

况也相同。因为如果设定 A 属于所有 C，两个前提都可反

驳；但如果它属于某个 C，则没有一个前提可反驳，证明与以

前相同。

<9> 在第二格中．不论换位在什么方式上进行，大前

提也不能在相反对的意义上被反驳；因为结论总是通过第三

格而获得的。而我们以前说过①，在这个格中没有全称的三

段论。但是，另一个前提却可以在与换位相同的意义上被反

①见 zga16. 59b15c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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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驳（所谓“在相同的意义上”，我的意思是指，如果转换是

相反对的，反驳也是在相反对的意义上；如果是矛盾的，则

反驳也是在矛盾的意义上）。

让 A 属于所有 B，但不属于任何 C，结论是 BC。如果

设定 B属于所有 C, AB 不变，则 A 将属于所有 C，这样就

25 产生了第一格。如果 B属于所有 C, A 不属于任何 C，则 A

不属于所有 B，这是最后格。如果 BC 是在相反对的意义上

被换位，则 AB 被证明的方式与以前相同，而 AC 则是在

相矛盾的意义上被反驳的。因为如果 B属于所有 C, A 不

属于任何 C，则 A 不属于有些 B。再者，如果 B属于有些

30 C, A 属于所有 B，则 A 属于有些 C，这样，相反意义的

三段论便产生了。如果前提问处于相反对的关系，则证明

也相同。

可是，如果三段论是特称的，当结论在相反对的意义上

35 被转换时，则没有一个前提被反驳，正如在第一格中没有一

个被反驳一样①，但当结论是在相矛盾的意义上被转换时，

两个都被反驳。设定 A 不属于任何 B，但属于某个 c. 结论

是 BC。那么，如果设寇 B 屑于某个 C, AB 不变？则结论

是 A 不属于某个 co {J同原来的前提是不可皮驳的．它可能

40 既属于某个儿不属于另一个Q 冉者 7 如果 B 属于某个 C，八

606 属于某个 c. 则兰ii论不能成立．肉为没有一个断定是全称

llJ 见 5 日！， j::J-60"14 60":J-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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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 AB就不可反驭。但是，如果结论是在相矛盾的

意立 I-_被转模的电则两个前提都可应驳臼因为如果 B 属于

所有 C, A 不屑于佳何 B，则 A ：不属于任何 c，而以前立去fJ

属于某个仁。再者‘如果 B 属下某个 C. A 属于某个 C，则

A属于某个 B。如果全称陈还是肯寇的，则证明与以前

相同。 5 

(10] 在第三格中，当结论是在相反对的意义上被转

换时，那么．在任何三段论中都没有一个前提可被反驳；但

如果是在相矛盾的意义上被转换，则在一切三段论中两个前

提都可被反驳。假如已经证明 A 属于某个 B，设定 C 是中 10 

词，所有前提都是全称的。因而如果设定 A 不属于某个 B,

B 属于所有 C，则与 A 和 C 相联系的三段论便不会产生。

如果 A不属于某个 B，但属于所有 C，则没有与 B 和 C 相

联系的三段论。如果前提不是全称的，也会有相同的证明。 15 

因为通过转换，要么两个前提都必然是特称的，要么小前提

是全称的。我们以前说过①，在这些情况下，三段论在第一

格以及在中间格中都不能成立。

但是，如果结论是在相矛盾的意义上被转换，则两个前

提都可被反驳。因为如果 A 不属于任何 B, B 属于所有 c. 20 

则 A 不属于任何 C。再者，如果 A 不属于任何 B，但属于

①见 26"17-21. z7a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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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 C，则 B不属于任何 C。如果另一个前提不是全称的，

则同样的道理也适用。因为如果 A 不属于任何 B, B 属于某

个 C，则 A 不属于某个 Co 如果 A 不属于任何 B，但属于所

25 有 C，则 B不属于任何 Co

如果三段论是杏定的，情况亦相同。假如已经证明 A

不属于某个 B, BC 是肯定的， AC 是否定的。我们以前说

过①，三段论就是这样产生的。如果相反对的结论被设定，

30 则三段论不能成立。因为如果 A 属于某个 B, B 属于所有

C，那么就没有关于 A 和 C 的三段论，这是我们以前说过

的②。如果 A 属于某个 B，不属于任何 C，则没有关于 B 和

C 的三段论，这也是我们以前说过的。这样，前提就都没有

被反驳。但当相矛盾的结论被设定时，它们就被反驳了。

35 因为如果 A属于所有 B, B 属于 C，则 A 也属于所有 G

但根据设定，它不属于任何 Ca 再者，如果 A属于所有 B,

但不属于任何 C，则 B不属于任何 G但根据设定，它属于所

有 C。如果前提不是全称的．则也有相同的证明。因为

AC 变成既是全称的，又是否定的，另→个阵、还变成特称

40 的、肯定的。这样，如果 A 属于所有 B. R 属于某个 c.

那么就可以推论出 .A 属于某个 c. {Ii根据设定，它不属

61" 于任何 C。再者，如果 A 属于所有 B，却不属于任何 c.

①见 Z8hl 4, 28"15 2oa10Q 

(2) I且 ZfiCI ]Q-jfi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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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H .:f属于佳何 C，叮原来说起它属于某个 C。但是，如

果 A 属于某个 B‘ B 属 T某个 C‘？更段论就不能成＼／＿ 0 如

果 A J禹卡某个 H，但不属于证fnJ C，二段论也不能产生。

因而在前一种情况下，前提都可被皮驳－但在后一种情况

F，它们都没萄被反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明白了．当结论转换时，三段论在 5 

每个格中如何产生，在什么条件下结论与原前提相反对，在

什么条件下与原前提相矛盾；在第一格中三段论是通过中间

格和最后格产生的，小前提总是为中间格所反驳，大前提总 10 

是为最后格所反驳z 在第二格中，三段论是通过第一格和最

后格而产生的，小前提总是为第一格所反驳，大前提总是为

最后格所反驳；在第三格中，三段论是通过第一格和中间格

产生的，大前提总是为第一格所反驳，小前提总是为中间格 15 

所反驳。

<11> 什么是换位，它在每个格中如何进行，以及产

生什么样的三段论，我们现在都清楚了。

当我们规定结论的矛盾命题并且设定一个附加的前提

时，通过归谬法的三段论就被证明了。它在全部三个格中都 20 

可以产生，它与转换相似，但具有以下差别：我们是在三段

论已经产生，两个前提皆已设定之后才转换的，相反，我们

在使用归谬法时，相矛盾的命题并不是一开始被确认的，但 25 

它显然是真实的。但是，在两者之中，词项是相同的，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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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也是以相同方式被设定的。例如，如果 A 属于所有

B, C 是中词，如果我们规定 A 不属于所有 B或者不属于任

何 B，但属于所有 c （根据假设这是真实的），则 C 必定不

30 属于任何 B，或者不属于所有 B。但这是不可能的。因而这

一规定是虚假的，而其对立面是真实的。在其他格中情况也

相同。因为一切能够转换的例证也能用归谬法加以推论。

35 在所有三个格中，一切其他命题都可以用归谬法证明，

但全称肯定命题在中间格与第三格中可以证明，在第一格中

却不能证明。假定 A不属于所有 B，或者不属于任何 B，也

设定另一个与任何一个词项相连的前提，要么 C 属于所有

40 A，要么 B属于所有 D，这样，我们就得到了第一格。如果

我们已经设定 A 不属于所有 B，则不管所设定的前提与哪

61 b 一个词项相联系，三段论都不能成立。但如果我们已经设定

A不属于任何 B，则（ 1）当 BD 被进一步设定时，尽管我

们能推出一个虑假的结论，但所要证明之点却未能证明。因

为如果 A不属于任何 B, B 属于所有 D，则 A 不属于任何

5 D。假如这是不可能的，则 A 不属于任何 B就是虚假的。但

如果“A不属于任何 B”是虚假的，则推不出“A 属于所有

B”是真实的。（2）如果选一步设起 CA，则三段论不能成

立，芷如当设定 A 不属于所有 B 时，雪段论也不能成立一

10 样 q 因此，很清楚，全称肯起命题在第一格中不能用归谬法

证明。

全称否起命题以及特柯：命题（元论是肯寇的，还是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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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都是可以证明的。假定 A不属于任何 B, B 属于所有 C

或某个 Cr 因此必然可以推出 A 不属于任何 C 或不属于所

有 C。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 A 不属于所有 C 显然是真宴 15 

的儿因而，如果宫是虚假的，则 A 必定属于某个 .89 但如

果设定另一个前提与 A 相联系，则兰段论不能成立；当相

反对的结论（即 A 不属于某个 C）被规运时，三段论也不

能成立。因此．很显然．我们必须规定相矛盾的结论。

再者，规定A属于某个 B，设定 C属于所有 A，那么 C 20 

必定属于某个 B。设定这是不可能的，那么规定就是虚假

的。但如果是这样，则 A 不属于任何 B就是真实的。如果

所设定的前提 CA是否定的，情况也相同。如果与 B相关的

前提被设定，则三段论不能成立。但是，如果相反对的命

题被设定，则三段论可以成立，并且是归谬法论证，但命 25 

题本身却没有得到证明。规定 A属于所有 B，设定 C属于

所有 A，则 C必定属于所有 Bo 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 A

属于所有 B是虚假的。但是，如果它不属于所有 B，从中

并不必然可以推出它不属于任何 B。如果设定另一个前提 30 

与 B相关，情况也相同。因为三段论可以成立并且是归谬

法论证，但假设则没有遭到反驳，因而我们必须设定相矛

盾的结论。

为了证明 A 不属于所有 B，我们必须规定它属于所有

B。如果 A 属于所有 B, C 属于所有 A，则 C 属于所有队 35 

如果这是不可能的，则规定就是虚假的。如果设定另一个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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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与 B相联系，情况也相同。如果 CA 已被设定为是杏定

的，同样的论证也适用，因为三段论以这种方式也能产

40 生。但如果否定命题与 B相关，则没有证明。但是，如果

规定 A不属于所有 B，而只属于某个 B，那么它所证明的

不是它不属于所有 B，而是它不属于任何 Bo 如果 A 属于

62a 某个 B, C 属于所有 A，则 C 也属于某个 B。如果这是不

可能的，那么 A属于某个 B就是虚假的。因而它不属于任

何 B就是真实的。但由于这一证明，真理也被反驳了；因

5 为根据以前的设定， A 属于某个 B，也不属于某个 B。除

此而外，从这个规定中不会产生不可能性。如果这样，则

假说就会是假的，因为一个虚假的结论不能从真实的前提

中产生。但实际上它是真实的，因为 A 属于某个 B。因而

我们必须假定，不是 A 属于某个 B. 而是它属于所有 1

10 如果我们打算证明 A不属于某个 B，情况亦相同。因为如

果“不属于某个”与“不属于全体”是相同的，则两者的

证明也是相同的。

因此很显然，在所有二段论中，我们必须规是相矛盾的

结论而不是相应对的结论．这样，我们就具有必然性。我们

的观点可为一般所承认9 如果一个既起谓项要么其肯定要么

1 !) 其否定对每个既定的主项是直实的，那么，如果证明了百定

不是真实的，则肯远就必然是真实的。再吉，如果“肯志是

直实”站不作脚，则“否定是真实”的论点将为一般所承

认q 但相反对命题是真实的观点没有满足任何」个要求－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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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如果它不属于任何”是假的，并不必然可以推出“它属

于所有”是真的：一般也不景认一个是假的，则另一个就是

真的。

<12) 因此，很显然，在第一格中，其他命题都可以 20 

用归谬法证明．但全称肯定命题却不能。即使在中间格和最

后格中，这也可以证明。假定 A 不属于所有 B，设定 A 属

于所有 C。因而，如果它不属于所有 B，但属于所有 C，则 25 

C 不属于所有 B。但这是不可能的。假如 C属于所有 B是显

然的，那么这一规定就是虚假的。因而 A 属于所有 B 是真

实的。但如果我们规定相反对的命题，尽管兰段论可以成立

并且是归谬法证明的，命题也不能得到证明。因为如果 A

不属于任何 B，但属于所有 C，则 C 不属于任何 B。但这是 30 

不可能的；所以 A 不属于任何 B 是虚假的。但如果这是假

的，则推不出 A属于所有 B 是真实的。

当 A 属于有些 B时，规定 A不属于任何 B，但让它属

于所有 C，则 C 必定不属于任何 B。这样，如果这是不可能 35 

的， A 必定属于有些 B。如果假设它不属于有些 B，那么我

们会得到与在第一格中同样的结果。

再者，规定 A属于某个 B，但让它不属于任何 C，则 C

必定不属于某个 B。但原来设定它属于所有 B，所以这一规

定是虚假的，因而 A不属于任何 B。 40 

当 A 不属于所有 B 时，规定它属于所有 B，但不属于 6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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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 C，则 C必定不属于任何 B。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 A

不属于所有 B 是真实的。因此，很显然，所有的三段论都

能通过第二格而产生。

5 <13> 同样，它们也能通过最后格产生。假定 A 不属

于某个 B，但属于所有 C，则 A 不属于某个 C。所以，如果

这是不可能的，则 A 不属于某个 B 是假的，而它属于所有

B是真的。但如果规定它不属于任何 B，尽管三段论可以成

10 立，并且是归谬法证明，命题也没有得到证明。如果规定相

反对的命题，我们可得到与以前相同的结论①。我们必须选

择可用来证明 A属于有些 B 的假设，因为如果 A不属于任

何 B, C 属于某个 B，则 A 不属于所有 Ca 如果这是虚假

的， A属于有些 B就是真实的。

15 当 A 不属于任何 B 时，规定它属于某个 B，设定 C 也

属于所有 B，则 A必定属于某个 C。但根据原来的设定，它

不属于任何 C，所以 A 不属于某个 B 是虚假的。如果规定

20 A 属于所有 B，则命题没有得到证明 s 这个假设必然被选来

证明 A 不属于所有 B..因为如果 A 属于所有 R. C 属于某个

B，则八属于某个 C，但它原来不是这样的。所以 A属于所

有 B是虚假的：如果是这样• ffl1j它不属于所有 B 是王军雯的。

但如果规定它属于某个 H，则结果，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

① 见 62"28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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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①q

很显然电在一切归谬法芝段论中，必须规定相矛盾的命 25 

题回同样明革的是，在一种意义上，肯定命题可在中间格中

得到证明－全称命题可在最后格中得到证明。

[14) 归谬法证明与直接证明不同 t 归谬法先规定它

所要反驳的命题，然后用它推出一个公认的谬误F 相反，直 30 

接证明则一开始就提出公认的命题。两者都设定了两个公认

的前提，但直接证明设定兰段论所由推出的前提，归谬法设

定一个三段论的前提，一个与结论相矛盾的命题。在直接证 35 

明中，结论不需要是已知的，也不需要预先设定它的真和

假；但归谬法必须假定它预先不是真的。但是，结论是否定

的还是肯定的则无关紧要，在这两种证明中，程序是相

同的。

通过相同的词项，每个可用直接证明法建立的命题也可

用归谬法加以证明，反之亦然。当三段论在第一格中产生 40 

时，中间格或最后格也能找到真理。在中间格中是否定的， 638 

在最后格中是肯定的。当三段论是在中间格产生时，则在第

一格中也能出现真理，并且与一切命题相关。当三段论在最 5 

后格中产生时，在第一格和中间格中都能找到真理，在第一

格中是肯定的，在中间格中是否定的。

①见 6lb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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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通过第一格已经证明， A不属于任何 B，或者不属

10 于所有 B。则假设是 A属于某个 B, C 被设定属于所有 A {El 

不属于任何 B，三段论和归谬法论证就是这样产生的。但

是，如果 C 属于所有 A，不属于任何 B，那么它是中间格；

从这些前提中显然可以推出， A 不属于任何 Bo

15 如果已经证明 A 不属于所有 B，情况也相同。假设它

属于所有 B，以前已设定 C属于所有 A但不属于所有 B，如

果设定 CA 是否定的，则同样的道理也适用。因为在这种情

况下，我们也会得到中间格。

再者，假如 A 属于某个 B 已被证明。那么假设它不属

20 于任何 B，以前己设定 B 属于所有 C, A 属于所有或某个

C，归谬法证明以这种方式就能得出结果。如果 A 和 B都属

于某个 C，那么这就是最后格：从这些前提中显然可以推出

A必定属于某个 Bo 如果设定 B或 A 属于某个 C，则情况也

相同。

25 再者，在第二格中，假定已经证明 A 属于所有 Ba 那

么假设 A 不属于所有 B，并且断定 A 属于所有℃， C 属于所

有 B，归谬法证明以这种方式就能得到结果。当 A 属于所

30 有 C1 C 属于所有 B 时，这是第一格。如果 A 已经被证明

属于某个 B，则情况也相同。假设 A 不属于任何 B，断定 A

属于所有 C, C 属于有些 Bo 如果三段治是否远的，假定 A

属于某个 B，断定 A 不属于任何 c. c 属于所有 B，这样我

35 们就获得J第一格♀如果三段治不是全栋的，但已经证明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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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某个日，则同样的道理也适用？因为假设 A 属于所

有 B. 断定 A 不属于仔伺 c. c 属于某个 B，这样我们就得

到 f第－格。

再者. 』年2在＝：格中．假如 A 属于所有 B 已经被证明 n 40 

那么假设八不属于所有己，断定 C 属于所有且， A 属于所街 631, 

c，归谬法证明以这样方式就能获得结果 P 这是第一格。如

果证明得出了一个特称结论，则同样的道理也适用。因为假

设 A 不属于任何 B，断定 C 属于某个 B’ A 属于所有 C。如 5 

果芝段论是否定的，假设 A 属于某个 B，断定 C 不属于任

何 A，但属于所有 B，这是中间格。如果证明得出一个特称

杏定的结论，则情况也同样。那么假设 A 属于所有 B，而 10 

以前的断定是 C 不属于任何 A，但属于某个 B，这是中

间格。

很清楚，这些命题中的每一个都能通过同样的词项直接

得到证明。如果三段论是直接证明的，则情况也相同。如果 15 

我们设定与结论相矛盾的前提，那么也可能通过已设定的词

项来用归谬法证明。因为我们得到的三段论与通过换位得到

的兰段论相同；这样我们就得到了能产生出每个命题的格。

所以，十分清楚，每个命题既能直接地加以证明，也可用归 20 

谬法加以证明．这两种方法相互之间不可能截然分开。

[15> 我们在下面要分析清楚，在什么格里我们能够

从相对立的前提中得出结论，在什么格中不行。我说的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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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立的前提是指以下四对在字面上表示出对立的前提，即“属

于全体”与“不属于任何一个”γ‘属于全体”与“不属于全

体”；“属于某个”与“不属于任何一个”；“属于某个”与

“不属于某个”。但其中只有三组是真正相对立的，因为“属

于某个”与“不属于某个”的对立仅仅是字面上的。在相对

30 立的三对中，全称前提“属于全体”与“不属于任何一个”

是相反对的（例如，“一切知识都是好的”与“没有任何知

识是好的勺，另外两对前提是相矛盾的。

在第一格中，从相对立的前提中不可能推出三段论，无

论它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肯定三段论不可能产生，因为要

形成一个肯定三段论，两个前提都必须是肯定的，而一组相

35 对立的前提是由一个肯定和它的否定所组成的。杏定兰段论

也不可能产生，因为相对立的前提肯定和否定相同谓项述说

相同的主项，在第一格中，中项不能都陈述另外两个词项．

而是它自己述说一个词项，另一个词项又否定它a 这样构成

的前提不是相对立的。

40 在中间格中．一个三段论既可以从相矛盾的前提中产

64且 生，也可以从相反对的前提中产生。设 A 表示“好的”，且

和 C表示“科学”。如果我们设定所有科学都是好的－则没

有任何科学是好的，八属于所有 H，但不属士佳例仁，所以

5 B 不属于任何 c. 同而没有任何科学是科学问归果在设定所

有科学都是好的之后，我们进而设及二医学千二是好的，情况也

相同。因为 A 属于所有 B. 但不属于仔何 C，所以特殊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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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掌也不是科学。如果 A 属于所有 C，但不属于任何 B,

且表布“科学77' c 表示“医学”， A 衣示“信念”，在设定

没有仔何科学是信念之后．我们现在设定→个特殊科兰兰是信 IO 

念。这与前一个例子不同，因为其词项发生了换位s 在前一

个例子中．肯定命题与 B 相关．现在则与℃相关。如果另

→个前挺不是全称的，情况也相同 4 因为中项总是否定性地

述说一个词项．肯定性地述说另一个词项。 15 

因而，从相对立的前提巾有可能得出结论，｛El并不总是

可以．也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只有当被包含在中项之

下的词项联系是等同的，或者是全体对部分的关系时才行。

如果是其他联系则不可能 p 杏则前提将绝对不会是相反对的

戎相矛盾的了。

在第三格中，从相对立的前提中得不出肯定的三段论， 20 

其原因我们在讨论第一格时已经说过了①。但否定三段论却

是可能的，无论前提是全称还是特称口让 B 和 C 表示“知

识”， A表示“医学”。如果我们设定所有医学都是科学， 25 

没有医学是科学；那么我们已经设定了 B属于所有 A, C 不

属于任何 A，因而有些科学便不是科学。如果我们设定的前

提 BA 不是全称的，情况也相同。因为如果有些医学是科

学，再者没有医学是科学，那就可以推出有些科学不是科 30 

学。如果所设定的词项是全称的，则前提是相反对的，但如

①见 63b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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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一个词项是特称的，则前提是相矛盾的。

应当注意到，一方面，我们可按上述方式设定相对立的

35 命题，如一切科学都是好的，再如没有科学是好的，或有些

科学不是好的（在这种情况下，矛盾通常不会被忽略）；另

一方面，也可能通过另外的问题确立一个命题，或如同我们

在《论题篇》中所论述的那样①设定它。

由于一个肯定命题有三种相对立的形式，那就可以推出

设定相对立命题的方式一一共有六种，即：谓项属于全体与

40 不属于任何一个，或者属于全体与不属于全体．或者属于某

64b 个与不属于任何一个。其中每一组可以转换词项，例如， A

属于所有 B但不属于所有 C，或者属于所有 C但不属于任何

B，或者属于前者的全体但不属于后者的全体g 这仍然能转

换词项。在第二格中情况也同样。这样．三气段论用多少种方

5 式、在哪些格中可通过相对立的前提而产生，我们就清

楚了。

同样明显的是，我们以前说过t2），可以从虚假的前提中

得出真实的结论，但是我们从相对立的前提中却得不出这种

10 结论．闵为所产生的结论总是跟事实相反的。例如，如果－

件事情是好的，推论是宫不是好的 1 或者．如果它是一个功

物．推论是它不是动物8 达是因为二．段论是从相矛盾的前提

① I址《论噩篇》．事八举. (!],, 

② 见《前分析篇》，第二茬，［2) - [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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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推出的，所设定的词项要么是相同的关系，要么是整体与部

分的美系。很显然，在虚假的推论巾．没有什么阳 11－＿产主仁原 lG 

来假设的矛盾面。例如，如i呆它是奇款，则立就不是奇敷u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从相对市：的前提中产牛的结论是与事实

相反的 s 所以如呆我们设定 f这类前提，那就会获得与原假

设相矛盾的结果＠

Tw.. ！与注意到，从一个单斗的三段论中得出相反的结论是

不可能的， f!U不是好的事物是好的．或其他任何相似的矛

盾啕除非相矛盾的形式回复到原米的前提，例如，“每个动 20 

切都是白的和不是白的”，所以“人是一种动物”。我们要么

也设定相矛盾的命题（例如，设定所有科学都是信念，则医

学是科学，但没有医学是信念，正如在反驳过程中那样）， 25 

要么我们必须从两个三段论中得出结论，像我们以前所说的

那样。除此而外，并不存在其他断定在其中可能是真正相反

的方式。

(16) 求助于或设定所讨论之点就是（就这词的最广

泛的意义说〉未能证明所要求证明的问题。但它可以以多种 30 

方式发生，例如，如果论证根本没有采用三段论形式，或者

如果前提并不比所要证明之点更清楚明白，或者如果前者被

后者所证明。因为证明总是从可信的、先在的前提出发的，

在这些程序中没有一个求助于所讨论之点。有些事物由于它 35 

们自身自然是可知的，有些要通过其他事物而得知（因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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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是通过它们自身而得知的，而归属于本原的例证却是通过

其他事物而得知的），当有人试图通过它自身证明不能通过

自身而得知的事物时，那么他就是在求助于所讨论之点。这

可以通过直接提出所要证明的命题而完成，我们也可以诉诸

40 另一类在本性上要通过其他事物来证明的命题，通过它们来

658 证明所讨论之点。例如，如果 A 可为 B 所证明， B 可为 C

所证明，则 C 自然可为 A 所证明；如果有人是以这种方式

5 论证的，那就可以推出他是在通过 A 自身而证明 A。认为

他们正在画平行线的人正是这样的。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

正在提出除非平行线存在，否则便不可能得到证明的断定。

因而可以推知，以这种方式论证的人是在说，如果既定的事

物是这样的，那么官便是这样的。但根据这一原则，一切事

物都是自明的，而这是不可能的。

l。 这样，如果 A 是否属于仁不清楚，它是否属于 B 也不

清楚，假设没人认为 A 属于 B咱那么尚不清楚他是否在求

助于所讨论之点，但很清楚他没有证明宫。因为与所要证明

之点同样不清楚的事物不是证明的出发点。但是，如果 H

15 与 C 的关系是等同的，或者显然是可换位的. mt者一个属

于另一个，那么他是在求助于所讨论之点口因为如果他可以

犯官们换佳，那么他通过这些前提也能证明 A 属于日，现

在尽管论证方式许可，条件却不允许。如果他这样做？那么

他就是在做我们已讨论过的事情．通过－＝个命题交哇地证

20 明白如他设定 B属于 C，则情况也相同？尽管这与 A 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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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 C 同样个清楚 7 他也没有求助于所讨论之点，但他没

有证明它 n 但是，如果 A 和 B 是相等同的，因为它们是可

换佳的，那么 F 要么因为 A 是 B 的后件，要么他正在求助

于时时论之点．理由如同七述。因为我们在前面说过ω，求 25 

助于所讨论之点，即是通过官自身证明不是白明的事物。

如果求助于所讨论之点，即是通过它自身证明不是自明的

事物，即当所粟，证明的命题与证明的理由同样不清楚，要么

因为相等同的谓项属于同一主项．要么因为同一主项属于相

等同的谓项，所以同样不清楚而未能证明时，那么在中间格 30 

和第三格中．所讨论之点的求助可以用任何一种方式。但在

肯定的兰段论中，它只在第三格与第一格中出现。但当三段

论是否定的，当相等同的谓项否定同一主项时，我们就犯了

“预期理由”的错误，它在两个前提中发生并不是无关紧要 35 

的（在中间格中，情况也相同），因为词项在否定三段论中

不可能换位。

在证明中，所讨论之点表现出词项间的真正关系，在辩

证的论证中，它表现为大家所共同接受的关系。

<17> “这不是那个错误的原因”这种异议，我们在

论证中经常习惯性地使用，主要是在归谬法三段论中形成 40 

的。它在那里用来反驳归谬法所证明的命题。因为除非我们 65b 

①见 64b31-38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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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敌手杏定它，否则他不会说“这不是那个错误的原因”，

他会极力主张说，在论证的早期阶段，存在着虚假的断定；

他也不会在直接证明中使用这一异议。因为在直接证明中，

人们提不出与结论相矛盾的东西。

当某一东西通过词项 A、 B、 C 被直接反驳时，人们便

5 不能坚持说，三段论不依靠该断定。因为当某物被反驳时，

兰段论仍能得出结论，那么我们只能说它不是原因。这在直

接三段论中是不可能的，因为当假设被反驳时，与它相关的

10 三段论便不再有效。因此，很显然，当原来的假设与归谬法

（元论假设是杏有效）所产生的不可能的结论具有这样的联

系时，“这不是原因”的异议就可用在归谬法中口

假设不是错误的原因的最明显形式是，当三段论独立于

15 假设．从中项推出不可能的结论时，正如我们在《辩谬篇》

中所描边的那样①，这是把不是原因的东西提出来作为原

因。有些人希塑证明一个芷方形的对角线是不可用边来测量

的，他们也试图证明乏诺运动是不可能的论证？并且想用归

ZO 谬法达到这一结论：因为在谬误与原来的断定之间根本没有

任何方式的联系。当不吁能的结论与假设相联系？并且不是

肉为它而推出时，我们就会有另一种形式。无论一个人认定

向上的方向联系还是向下的万向联系？这都可以产丰田例

25 如．如果设定 A 属于巳.B 属于 c 唱 c 属于 D，则 B 属于 D

m 见《辩理篇》， 1671’ Zl 以下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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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假的。国为如果当 A 被取泊时， B 仍然属于 C ’ C 属于

口．则该谬臣的产牛不是由下原来假设的缘故。或者，如果

一个人认志向上万向的联系，例如，如果 A 属于 8. E 属于 :30 

八， F 属于巳贝lj F 属于 A 是假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假

如原来的假设被取消．不可能的结论仍然可以得出。

不可能的结论必定与原来的词项相联系，这样『它就

是通过假设而产生的，例如，如果我们认定向上方向的联 35 

系．则不可能的结论必定与作为请项的词项相联系。因为

如果 A 属于 D 是不可能的，那么 A 被取消时，谬误便不

再存在。在上升方向中．不可能的结论必定与其他词项作

为其谓项的词项相联系。因为如果 F不可能属于 B，当 B

被取消时，谬误便不再存在。如果三段论是否定的，则情 40 

况也同样。

因此，很显然，如果不可能的结论不与原来的词项相联 66a 

系，则谬误不是由于假设而产生的。确实，即使当结论是这

样联系时，谬误也并不总是由于假设而产生的；假如我们设

定 A 不属于 B，但属于 K, K 属于 C，属于 D，即使如此， 5 

不可能的结论仍然存在。如果一个人设定向上方向的词项，

则情况也相间。由于无论原来的断定持有或不持有，不可能

的结论总能够推出，所以它不可能是从假设中推出。或许当 10 

断定被取消时，谬误仍然会产生这一事实应被认为具有这样

的意思：并不是当另一个断定被作出时．不可能的结论就推

出，而是当原来的断定被取消时．同样的不可能结论可以通



226 兰、前分析篇

过其余前提而产生；因为同一谬误从几个假设中推出这一看

法也并不荒谬。这就等于说，“平行线相交”既可以从内角

大于外角的假设中推出，也可以根据一个三角形的各种角之

15 和大于两直角这一假设中推出。

<18> 错误的论证是从论证所包含的第一虚假命题中

产生的口每个三段论都是从两个或更多的前提中得出的。如

果错误论证是从两个前提中得出的，则必有一个前提或者两

20 个前提是虚假的。因为以前说过①，虚假的结论不能从真实

的前提中推出。但如果它是从两个以上的前提中得出的，例

如，如果 C是通过 A 和 B证明的， A 和 B 是通过 D、 E 、 F

以及 G 证明的，则 D、 E 、 F、 G 之中必有一个是虚假的，

必定是论证虚假的原因。因为 A 和 B 是通过这些命题推论

出来的。所以，结论是，错误的结论是从官们之中的某个产

生的。

25 <19> 骂我们的敌手尚未发现结论．便要求我们承认

他的论证的根据时？如果我们想避兔产生一个反对我们自己

的兰段论，那么我们＆，须小心，不要告诉他在前提中两改使

用相同的词项？因为我们知道？没有申明，三段iS『吏本能产

生，而中项即是山现一次以 t的词项口我们如何警惕与每个

①见 53611 25" 



第二在 227 

结论相关的中顷，这从我们对在每个格中要采取什么形式的 30 

证明的知识来看是 i’分清楚的。我们不会忽视这一点，因为

我们知道如何维护论证。

在论证I二处于守势的学牛，我们一直告诫其不要采用同

样的程序，但当他们处于攻势时，则应当努力悄悄地采用同 35 

样的程序。这是可能的。第一，如果他们避开得出原来的三

段论的结论，而是在作出必然的断定之后让它们处于不显现

的状态：其次‘生日果所要求承认的各点不是通过中项而互相

紧密联系的，而是尽可能地不相联系的。例如，假如要求确

主 A 述说于 F. 中项是 B、 C 、 D、 E，那么我们会问 A 是 40 

否属于 B，进而不是问 B是否属于 C，而是 D 是否属于 E, 66b 

然后是 B是否属于 C，其余的词项亦如此。如果三段论是通

过一个中项产生的，我们就从中项开始，因为这样，回答就

会是不明显的。

[20> 由于我们知道了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样的词项

结合中三段论可以产生，所以，反驳在什么时候可能，在什 5 

么时候不可能也就清楚了。无论一切命题都得到承认，还是

回答是交互的（即一个是杏定的，一个是肯定的），反驳都

可以产生。以前已经说过，词项的前一种排列与后一种排列

两者都可以产生三段论。因此，如果所承认的命题与结论相 10 

反，则反驳必然可以产生，因为反驳即是证明相矛盾结论的

三段论。但是，如果什么也未被承认，则反驳不可能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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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以前说过，当所有的词项都是否定的时，三段论不能成

立。因而也就不可能有反驳。如果反驳存在，则三段论必然

15 存在。但三段论存在，反驳却不一定就存在。如果回答没有

规定全称的联系，则情况亦相同。因为反驳的定义与三段论

的定义是相同的。

<21> 正如我们在规定词项时有时会犯错误一样，我

20 们在思考它们时有时也会发生错误。例如，如果相同的谓项

可直接属于多个主项，有些人知道一个主项，｛旦忘记了另一

个，并认为谓项不属于它的任何部分。假如 A 自身可以属

于 B 和 C, B 和 C 以同样的方式属于所有 D，然后如果他认

25 为 A属于所有 B, B 属于 D. 但 A 不属于任何 C, C 属于所

有 D，那么他对同一件事情自身既有知识义元知。再者，（民

主口一个人对相同系列的词项会发哇错误．例如，如果 A 属

于礼 B属于 C., C 属于 D，并假如 A 属于所有 B，但却不

30 属于任何 c. 则他会同时既认为义不认为它属于。但是．结

果是，他会实实在在地承认他不知道他所知道的事物吗？他

在某种惠义上知道 A 可以通过 B 而属于 c. 正如特称属于

全称一样，所以他承认了根本不知逗他在某种意义上是知边

的东同．而这是不可能的。

35 在前一种情况中？当中顶个属T相同的系列时 7 则识有

什么阻le一个人认为一个前提与每个中项相关，或两个前提

与一个中项相采。例如， A 属于所有 B，但不属于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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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两个都属士 I)，罔此可以推出单一个前提Ioc全体或部分地 40 

与另←个相应 n 因为如果有人设定 A 属卡 B 所属于的事物 67列

的全体，并－知道 B属于口，则他就知道了 A 属于 Do 因而，

如果他立认为 A不属于 C 所属于的任何一个，那么他不认

为人属于且所属于的事物的有些部分。但是，既认为它属

f全部 B所属于的事物的全体，然后义认为’应不属于 B 所

属于的事物的有些部分．这要么是一个无条件的反对，要么 5 

是部分的反对。

因而，这样思考是不可能的，但是并没有什么阻止人们

认为一个前提与每个中项相关，或者两个前提与一个中项相

关。例如，认为 A属于所有 B, B 属于 D，再者， A 不属于

任何 C。这种错误与我们在论及特称事物时所犯的错误是一 10 

样的。例如，如果 A属于所有 B, B 属于所有 C，则 A 也属

于所有 C。然后如果有人知道 A 属于 B 所属于的事物的全

体，那么他就知道了它属于 C，但没有什么阻止不知道 C 存

在。例如，如果 A 表示“两直角”， B表示“三角形”， C 表

示“可感的三角形”。因为一个人可能设定 C 不存在，尽管 15 

他知道每个三角形的内角之和等于两直角，所以他就同时知

道和不知道同一件事情。因为知道每个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

两直角，有着多种含义，要么是普遍的知识，要么是特殊的

知识。这样，借助普遍知识，他知道 C 等于两直角，但根 20 

据特殊知识他却不知道，因而他的无知与他的知识并不相

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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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诺篇》中学习就是回忆的理论①，其情况也相同。

我们根本没有发现我们以前具有的对个体的知识，但是在归

纳过程中，我们发现确实获得了关于特殊事物的知识，就像

25 我们回忆起它们一样。有些事情我们是直接知道的，例如，

如果我们知道 X 是一个三角形，我们就知道它的内角之和

等于两直角。在其他情况中也相同。

我们借助普遍知识思考特殊事物，但借助只为它们特有

的知识则不能知道它们。因为关于它们，很可能发生错误，

不是因为我们有关于它们的相反的知识，而是因为尽管我们

30 拥有关于它们的普遍知识，但却在特殊知识中犯了错误。

在上面提到的情形中也一样②。与中项相关的错误并不

与通过三段论获得的知识相反对，关于两个中项中任何一个

…川『的桂湖II咆互三~之胡 (v 就－．．将在．他企阳＇r ？飞¢t)H毡勾U勇斗 A 国

35 于所有 B 也知道 B 属于 C，但却认为 A 不属于「。例归．

如果他知道螺子都是不孕的，而 X 是骤、于，那么他就口I能

认为 X 是能孕的。因为他不知道 A 属于【＼除作他把两个

前提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因此，很清楚，如果他如遣一个但

不知道另一个．则他也会发生情误．这就是

;7h 知识的联系 o 如果可感对象出现在我们的感觉之外．我们就

不知道它一一甚至即使我们实际感知到’卒，也不知且它一二

U,1 见帕拉罔 f t 唾 i.:f.t骂》. XI 

（罕见 ιbh2Q-]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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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将普遍知识与适合于那个对象的特妹知识的拥有（而不

是现实）相结合”知道一个对象可以说有气种方式，或借助

普遍知识，或根据特陈知识以及在现实申，因而犯错误也可 5 

以具有芝种方式。

因此，没有什么阻止一个人既知道义不知道同一件事

情，只是不是在相皮的意义i二。如果→个人只是孤立地知道

前提咱并且以前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那么这确实是会发生

的。在推测骤子是否能受孕时．他实际上并不拥有这方面的 10 

知识‘ {Ii同时这种推测并不使他的错误与他的知识相反 P 因

为与普遍知识相反的错误是三段论。

另一方面．把善的本质认作是恶的本质的人会认为善的

本质与恶的本质是一样的。让 A 表示“善的本质”， B 表示

“恶的本质飞让 C再表示“善的本质”。这样，由于他认为 15 

B 和 C 是相等同的，他也会认为 C 是 B，再者以同样的方式

可得出 B也是 A，因此， C 也是 Ao 以前说过，如果 B述说

C 是真实的， A 述说 B是真实的，则 A述说 C 也是真实的。 20 

思想的情况就是这样。存在的情况也相同。如果 C 和 B 是

等同的， B 和 A 也是等同的，则 C 与 A 亦相等同。因而，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观念的情况。那么，如果一个人承认了

原来的断定，这就是一个必然的推论吗？但是根据推测，一

个人认为善的本质即是恶的本质是假的，除非出于偶然情 25 

况。这可以从几种意义上来考虑，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考虑

得更详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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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勾 当端项可以换位时．中项必定也随着它们两个

而换位。如果 A通过 B而属于 C，如果这种联系可以换位，

30 C 属于 A 所属于的事物的全体，则 B 与 A 换位，并且通过

以 C 作中词属于 A所属于的事物的全体， C 也通过以 A 作

中词，与 B换位。当三段论是否定的时，情况也这样。例

35 如，如果 B属于 C，但 A 不属于 B，则 A 也不属于 C。因而

如果 B 与 A 换位， C 也与 A 换位。设定 B 不属于 A，则 C

也不属于 A，因为 B被设定属于所有 C。除此而外，如果 C

与 B换位，则它也与 A换位，因为当 B述说全体时.c 亦

68" 然。再者，如果 C 与 A 的联系可以换位，则 B 与八的联系

也可以换位。因为.c 属于 B所属于的事物， C 则不属于 A

所属于的事物。这是从结论开始的唯一的例证，其余的则在

这方面不同于肯定气段论。

再者，如果 A 和 B 是可换位的， C 和 D 也同样是可换

5 位的，要么 A、要么 C 必定属于一切J事物？同样，仁和1 D 

也必定如此联系以至于其中有一个必定属于企体。网主1B

属于 A 所属于的事物， D 属于〔所属于的事物，~么人、

要么 C必定属于全体，但不会两者都同时属下伞体口所以

很显然，要么 B、要么 D 必右属于全体，但本会问者都同时

属于一切。例如，如果没有哇成的东西是不能消灭的，不能

10 消灭的东同是没有生成的．则有生成的东四必定是可7月 3反

的，叫消灭的东西必定是有生成的，我们在这早得到了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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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段i它 ω 再者，如果要么 A、要么 B （但不是两者同时）

属于全体， C 和 D 也－样。如l呆 A 和 C 是可j负位的，则 H

和口也同样。因为如果 B不属于 D所属于的有曲事物．那

么很显然 A 属于它，如果 A 属于，则 C 也属于，因为它 15 

们是可以换位的。所以 C 和口两者也同时属于，但这是不

可能的也

当 A属于 B的全体和 C 的全体，并且不述说其他事物

时， B 也属于所有 C 时， A 和 B 必定是可换位的。因为 A

只边说于 B 和 C, B 既述说宫内身又述说 C，那么很显然， 20 

B也述说 A 所述说的一切主项，除了 A 自身而外。

再者，当 A 和 B 属于 C 的全体， C 可与 B 相换位时，

A 也必然属于所有 B。由于 A 属于所有 c,c 通过换位属于 25 

B，则 A也属于所有 Bo

如果在 A 、 B 这两个相对立的选择项中， A 优于 B，则

D也优于 C，如果 AC 优于 BD，则 A 优于 D。追求 A 的程

度与回避 B 的程度相同（因为它们是相对立的） ' c 和 D 的 30 

情况也同样（因为它们也是相对立的）。因而，如果 A 的可

选择性与 D 的可选择性相等，则 B 的可回避性与 C 的可回

避性相等。既然在可回避性与可追求性方面每一个与另一个

是相等的，所以， AC 与 BD 是同样可追求的。但是由于

AC 优于 BD，所以它不可能是同样可追求的。再则， BD 也

将是同样可追求的。如果 D 的可选择性大于 A，则 B 的可

回避性也小于 C，因为小的一端与小的一端相对立。较大的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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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与较小的恶的可选择性比较小的善与较大的恶要强。所以

BD 的可选择性大于 AC，但其实不然，所以 A 的可选择性

大于 D, C 的可回避性小于 B。

40 如果一个情人在爱情的影响下想要他的被爱者使他满意

CA）而未能做到 CC），而不愿他的被爱者使他满意 CD)'

68b 但并不是有意想这样做（白，那么，很显然， A一一被爱者

的意向一一比满意的行为更值得选择。所以在爱情中，相亲

相爱比与情人性交更值得选择。故而爱的目的在于相亲相

5 爱，而不是在于性交；如果相亲相爱是爱情的主要原则，那

么它也是爱的目标，故而性交或者根本不是目标，或者只是

从感受到亲昵这一角度说才是的。其他各种欲望和技术的情

况与此相同。

[23> 词项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转换，并且表示可

10 选择或可回避的程度，我们就清楚了回实际上，不仅辩证的

证明的三段论是通过已经描述过的格产生，并且修辞兰段论

及一般而言的每种理智信念都是？不管它们采用什么形式口

因为我们的一切信念耍么是通过二段论耍么是从归纳中形

成的。

15 归纳!!v:归纳推理．就是通过另一个端项确立一个端顶与

中项的联系 p 例如 B 是八和 C 的巾项？通过 C 证明 A J高T

B. 我们就是这样进行归纳证明的自例如， -tt A 表示“技寿

20 的n ， 让 H 表示“元胆汁的东西’1 7 c 表不”长寿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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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II人．马、骤子等U A 属于 C 的全体（因为每个充胆汁的

动物都是K寿的），但 B “无胆汁的”也属于所有 Cu 如果 C

与 B 换位，即如果中项在广延上并不更宽．则 A 必定属于 25 

0。上面已经证明m，如果任何两个谓项属于同一个主项，

瑞项可与其中一个换位，则另→个谓项也属于可换位的词

项。但是，我们把 C 理解作一切特殊事例的总和 s 归纳就

是通过百们远行的。

这类兰兰．段论跟第一个或直接的前提相关。中词存在时， 30 

三段论是通过中i司进行的 p 中词不存在时，宫是通过归纳进

行的。在一种意义上归纳与芝段论相对立．因为后者通过中

词证明大项属于第三个词项，而前者通过第三个词项证明大 35 

项属于中项。因此，从本性上说，通过中项而进行的三段论

是在先的，更为可知的，通过归纳而进行的三段论对我们来

说更为显明。

<24] 当大项通过一个相似于第兰个词项的词项被证

明属于中项时，我们就获得了一个例证。必须既知道中项属

于第三个词工页，又知道第一个词项属于与第三个词项相似的 40 

词项。例如，假设 A 表示“坏”， B 表示“对邻邦发动战 698 

争飞 C 表示“雅典反对式拜”， D 表示“；武拜反对福奥克

斯”。那么，如果我们想要证明反对式拜的战争是坏的，我

〔E 见 68421 二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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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们必须认定对邻邦发动战争是坏的，其证据可从相同的例证

中得出，例如，成拜反对福奥克斯的战争是坏的。因为反对

邻邦的战争是坏的，反对；武拜的战争就是反对邻邦的战争，

所以很显然，反对；武拜的战争是坏的。很显然 B 属于 C 和

10 D （因为它们两者都是对邻邦发动战争的例子） ' A 属于 D

（因为反对福奥克斯的战争对式拜也没有好处）；但 A 属于

B将通过 D 而被证明。假如我们的中项与端项相联这一信

念是从许多个词项中得出的，则可获得同样的方法。

因此，很显然，当两者都属于同一个词项，其中一个被

15 知道时，则一个例证所代表的不是部分与整体，或整体与部

分的联系，而是一个部分与另一个部分的联系。它与归纳不

相同。归纳是从对全部个别情况的考虑表明大项属于中项，

并不把结论与小项相联系。相反，例证与它相联系，也并不

使用所有个别情况来作证明。

20 (2S] 我们在F面的情况下化简 z 在第→项显然属于

中项，而中项属于最后一项则不明显，｛Jl尽管如此，却比结

论豆为可能或者可能性不少于结论时，或者如果在最后项与

中词之问只有很少的间接词顶时，因为在所有这哗情况中’

25 结沧吉~使我们殡远知识。例如，让 A 表示“叮，教的

示“知识”’ C 表辰“公芷，，’则知识可教’这是很明显

的 q 但德性是但是知识则不明显u 这样，如果 BC 与 AC

同样可信或者比 AC 更可信，我们就具有化筒，因为我们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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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了另外→个词汇．与知识接近了。而以前我们则不知道

AC 是真的。

如果在 R 布l ℃之间没有许多问楼的词工页，那我们也会 30 

有化简，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揉远了知识。例如，如

果口表示“正方形’＇. E 表示“直线形”.F 表示“圆”，如

果在 E 和 F之间只有一个间接的词项÷一圆通过半月状变

得与一直线形相等一一我们就接近了知识。但是．如果 BC 35 

并不比 AC 更可信，或者存在着几个间接的词项，则我不会

说-A.化筒，当 BC 是直接的时也不会。因为这样一个命题包

含着知识。

<26] 异议①即是一个与另一个前提相反对的前提，

它与可能是特称的前提不同。前提要么根本不能是特称的， 69b 

要么至少在全称三段论中不行。

可以用两种方式，在两个格中提出异议：用两种方式是

因为每个异议要么是全称的，要么是特称的；通过两个格是

因为所提出的异议与前提相对立，而对立者只能在第一格与 5 

第三格中得到证明。因为当我们的敌手声称谓项属于主项的

全体时，我们便提出异议说，它不属于任何主项或者不属于

某个主项。不属于任何主项这一异议是通过第一格提出的，

不属于某个主项这一异议是通过第三格提出的。例如，让 A

( enstas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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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表示“是一门科学”， B表示“相反者飞当前提是“有一门

关于相反者的科学”时，异议要么是同一门科学不研究相对

立的事物，或相反者是相对立者，这样，我们就得到了第一

格；要么是没有一门关于认识与不可认识的科学，这是第三

格 z 因陈述 C，即可知与不可知是相反的，这是真实的，但

15 要述说有一门关于它们的科学，那就错了。

如果对象是一个否定的前提，情况也相同。当有人声称

没有→门关于相反者的科学时，则我们回答，要么所有对立

者，要么有些相反者（例如健康与疾病）为一门科学所研

究。所有对立者为同一门科学所研究这一反对是根据第一格

提出的，有些相反者为一门科学所研究这一异议是根据第二

格提出的。

20 一般而言，在所有情况巾，提出一个普遍异议的人必须

说明他与所提出的词项的普遍者的矛盾。例如，如果有人声

称同一门科学不涉及相反者，他必须坚持说有一门关于一切

对立者的科学（这样第一格必然产尘，因为相对于原主顶是

25 普遍的词项变成了中项）。但当异议是特称的时，提出异议

者必须说明他与一个相对立命题的主项是普遍的词顶相关的

矛盾：例如．研究可知与不可知的科学不是同←·的，因为这

些作为一个普通被包含在相反者中（第豆格也产生了．网为

被设定为是特称的词项，即可知与不可知，变成 f 巾I贝儿

3。 我们努力从有可能据此论证相应者的前提中推论；L;异议。冈

而只有通过这些格，我们才能提出它们，原因在f，片有在



第二在 239 

这些格中．相对立的三段论才是可能的。因为以前已 i兑

明叫通过中间格可获得一个肯定的结论。

除此而外．通过中间格而得到的异议会要求更多的论

证。例如，假如不能根据 C 不是 B 的后件认可 A 属于 Bo

这通过其他前提可以得到清楚的说明。但是一个异议不应当 35 

转到其他的认识上，而应当直接展示出另外的前提白因此，

这是唯一不能推出借助于标志的三段论证明的格。

我们也必须考虑其他种类的异议。例如．来自相反情况

或相似情况的异议，或者来自舆论的反对，特殊的异议是否 7oa 

能够从第一格中产生，或者否定的异议能否从中间格中

产生。

<27> 可能与标示②并不是相同的。可能是一般可以

接受的前提，因为人们通常以一种特殊方式知道要发生或不

发生，存在或不存在的事物，就是一种可能。例如，嫉妒者 5 

是恶毒的，或者情人是温柔的。而标示则意味着是必然地或

一般地被接受的证明前提。如果一个事物与其他事件共存，

或者在它发生之前或以后，其他事情发生了，那么这事物就

是那个事物已经生成或存在的标示。

省略兰段论就是从可能或标示中得出的三段论。一个标

①见 zga7 。

( eikos, semeiono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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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可用三种方式设定－一与在各个格中设定中项的方式一样

多：要么用第一格，要么用第二格，要么用第三格。例如，

15 女人能孕育，因为她有奶，这一证明是通过第一格得到的。

中词是“有奶”， A 表示“孕育”， B 表示“有奶”， C 表示

“女人”。聪明人是好的，因为毕大各是好的，这一证明是通

过第三格得到的。 A 表示“好”， B 表示“聪明人”， C 表示

“毕大各”。因而 A 和 B 述说 C 都是真实的，我们只是没有

20 述说后者，因为已经知道它了，而我们以前已确定了前者。

“女人是能孕育的，因为她是灰黄色的”，这一证明是我们通

过中间格得到的；因为灰黄色是女人孕育时的特点，并且与

这个具体的女人相结合，所以他们认为已经证明她是可孕育

的。 A 表示“灰黄色”， B表示“孕育”， C 表示“女人”口

25 如果只有一个前提被述说，则只能得到一个标示；但如

果另一个前提也被断定，则我们得出一个雪段论，例如．毕

大各是慷慨的，因为爱名沓的人是慷慨的？而毕大各是爱名

誉的：再者，聪明人是好的．因为毕大各是好的．也是聪

明的。

用这种方式．？三段论就能产生，但第一楠中的三段论如

30 果是真的就不能被反驳（因为它是全称的λ 但最后将巾的

干段论能被压骂王．即使结论是真实的．因为它既不是全称

的 7 也不与我们现在的目的相羔q 如果毕大各是好的，那其

不必然由于这个原因能推出其他聪明人是好的。中间格中的

35 i段论总是并且可用各种方式加以反驳，因为我们永远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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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具有这种词项联柔的二段论。如果一个孕妇是灰黄色

的，这个女人是灰黄鱼的，从这两个前提并不必然 nJ 以推

山，她怀孕了。因此，直理叫以在各种标示中拢到，但它们

有着刚才所说的种种不同万式。

我们必须要么以这种方式分类标示，把它们的中项认作 706 

是指标（即是指使我们能够知道的东西，而中项是最具有这

种性质的东西），要么把从端项中得出的论证称作“标示”，

J巴从中项中得出的论证称作“指标11。因为通过第一恪得到 5 

的结论是最被普遍接受的．也是最真实的。

如果一个人承认在一切自然特性中灵魂和身体一起发生

变化，那就可能从人们的生理外表来判断他们的性格（元

疑，当一个人学了音乐之后，他的灵魂便发生了一定程度的 10 

变化，但这种特性不是自然地来到我们身上的。我所谓的特

性是指在自然触发中，愤怒、欲望一类的东西）。假如这一

点被承认为是适合于每类生物的特性和标示，那么我们就能

够从生理外表中判别性格。因为如果一种特殊的特性为一类

特殊生物所特有，例如勇敢之于狮子，那么必定存在着与之 15 

相应的标示，因为已经设定身体与灵魂是一起受影响的。假

定它“具有巨大的四肢”，这可能属于其他类但不能属于整

体。如果特性是为整个一类动物所具有的，而不是像我们习

惯于用这个词项那样，仅是指它一个，那么，在这个意义上 20 

说，一种标示是特有的。因而，同样的特性在另一类生物中

也能找到，人或其他动物也是勇敢的。因而他就会有一个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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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因为根据假设，一种特性有一个标示。如果是这样的，

那我们就能在动物中检验具有一种特性的这类标示。并且，

25 如果每类特性都有一个标示，由于它必然只有一个标示，则

我们就能通过它们的外表判别他们的性格。但如果作为整体

的种有两种特性，例如，如果狮子十分勇敢并且十分大方．

我们如何决定在与种相联系的标示中，哪一个属于哪种特性

30 呢？或许如果两种特性都可在不是作为整体的其他类事物中

找到，即是说，当有的成员具有，有些不具有时，因为如果

一个人是勇敢的，但不是大方的，并且表现出其中一个标

示，那么很显然，这在狮子中也是勇敢的标示。

因此，在第一格中有可能从外表中判别性格，只要中项

可与第一个端项相换位，但在外延上宽于第三个词项，不能

35 与官换位。例如， A 表示“勇敢”， B 表示“巨大的四肢”，

C 表示“狮子”，则 B属于 C 所属于的事物的全体『也属于

其他更多的事物， A 属于 B 所属的全体，但不属于更多事

物，可与 B相换位，再则，一种特性就不会有一种标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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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纪元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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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1) 一切通过理智的教育和学习都依靠原先已有的知 7l3 

识而进行。只要考虑一下各种情况，这一点便显得十分清

楚。数学知识以及其他各种技术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

的。各种推理，无论是三段论的还是归纳的，也是如此。 5 

它们都运用已获得的知识进行教育。三段论假定了前提，

仿佛听众已经理解了似的。归纳推理则根据每个具体事物

的明显性质证明普遍。修辞学家说服人的方法也与此相

同：他们要么运用例证（这是一种归纳），要么运用推证 10 

（这是一种推理）。

在两种情况下，必定要求原先就具有知识。有时必须首

先假定事实，有时必须理解所使用的术语是什么意思，有时

两者都是必需的。例如，我们必须了解，某个陈述要么其肯

定是真实的，要么其否定是真实的；必须知道J‘三角形”这 15 

一术语的含义 z 至于“单位”，我们必须既搞清它的含义，

也确定它是存在的。这些东西并不是同样明显地显示给我们

的。对一个事物的认识既需要原先已具有的知识，同时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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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认识中所获得的知识。譬如说，对归属于我们已知的某

种普遍的特殊事物的认识。已知所有兰角形的内角和等于两

20 直角，但这个半圆中的阁形，我们只有在把特殊与普遍联系

起来时．才认识到它的内角和等于两直角（对某些事物，譬

如对不能述说主体的具体存在物而言，学习就是通过这种方

式进行的，即端词不能通过巾词而得到认识）。在还没有完成

归纳过程或推出结论时．我们或许可以说，在一种意义上．

25 这一事实已被了解，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则没有。因为如果我

们还没有确定地知道它是否存在，那我们怎么能确定地了解

到这个图形的内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呢？很显然，我们对这

一事实的理解并不是纯粹的，而是在我们理解了一个普遍原

则的意义上而言的。

如果我们不作出区分，那就会遇到《曼诺篇》中的难

30 题①：要么一个人什么也没有学，要么他只是在学习他已经

知道的东西。我们一起不要去作某些人在试图解决该难题时

所作的那种解辉口设想某人被问道 E “你知不知道所有的双

数都是偶数？”如果他说“知道’气那么他的i~故就会找出一

些他不知道其存在的双数。肉此他也就不知道它们是偶数白

这些人则解答说，他们并个是知道所有的以数都是偶蚁，而

71b 是他们所知道的双数是偶数。然而他们所知道的乃是他们已

证明是如此的东西？即已经确寇的东西回他们所阻握的小是

① 凡柏拉图. «曼谱篇》， sor←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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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所知道的这一个豆角形或这→个敛，而是纯粹的敷和~

角形，在诸如“你知道什么是－个数”或“你知道什么是－ s 
个古线阁形”这样的问题中，没有一个前提被断定。谓项属

宁主项的全体。但（我认为〉没有什么阻止一个人学习他在

一种意义上知道、在另一种意义上不知道他正在掌习的东

西。如果他在某种意义上知道他所学习的东西，这并不荒

唐：但如若是指他知道学习它的方法和方式，那就荒唐了。

[2] 骂我们认为我们在总体上知道； ( l ）事实’由此

产生的原因就是那事实①的原因. ( 2）事实不可能是其他 10 

样子时，我们就以为我们完全地知道了这个事物，而不是

像智者们那样，只具有偶然的知识。显然，知识就是这样

子的。在无知识的人和有知识的人中，无知者只是自以为

他们达到了上述条件，而有知者则确实是达到了。因而． 15 

如果一个事实是纯粹知识的对象，那么，它就不能成为异

于自身的他物。

是否还具有其他认识的方法，我们在下文再加讨论②。

我们知道，我们无论如何都是通过证明获得知识的。我所谓

的证明是指产生科学知识的三段论。所谓科学知识，是指只

要我们把握了它，就能据此知道事物的东西。

( pragmao 

② 见《后分析篇》．第一番. [3］；第二卷. [19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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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如若知识就是我们所规定的那样，那么，作为证明知

识①出发点的前提必须是真实的、首要的、直接的，是先于

结果、比结果更容易了解的，并且是结果的原因。只有具备

这样的条件，本原才能适当地应用于有待证明的事实。没有

25 它们，可能会有三段论，但绝不可能有证明，因为其结果不

是知识。

前提必须是真实的，因为不存在的事物←→如正方形的

对角线可用边来测量一一是不可知的。它们必定是最初的、

不可证明的，因为否则我们只有通过证明才能知道它们；而

30 在非偶然的意义上知道能证明的事物意味着具有对它的证

明。它们必定是原因，是更易了解的和在先的：它们是原

因，因为只有当我们知道一个事物的原因时，我们才有了该

事物的知识； t:们是在先的，因为官们是原因：它们是先被

了解的．不仅因为它们的含义被了解．而且因为它们被认识

到是存在的。

事物在，两种患义上可以说是在先的．更易了解的。本性

上在先的事物与相对于我们而在先的事物是不相同的？本性

72“ 上更被了解的事物与为我们所更加了解的事物也是不相同

的。相对于我们丽言的”在先”和··旦I解气我是指与我

们的感觉比较接近的东两．而纯粹，宦文i二的“在先”和“更

[j 易了解”则是指远于感觉的东阁。最普遍的慨：2：最远离我们

( cpisteme apodcikti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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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觉电而且体事物刷最与它相近。它们是相互对业的。

从最初前提出~即是从适当的本原出发。“最初前提”

和“本原”我所指的是同一个东两口证明的本原是一个直接

的前提。所谓直接的前提即是指在它之先没有其他前提。前

提是判断的这个或那个部分①．由→个词项作为另一个的谓

词而构成白如果是辩证的，它就随便地断定任何一部分白如 10 

果是证明的，官就明确肯定某一部分是真实的。判断的各部

分是矛盾的。矛盾是在本性1二排斥任何中间物的对立。在矛

盾的各部分中，肯定某物为其他某物的部分是肯定判断，否

定某物为其他某物的部分是否定判断。我把三段论的直接的 15 

本原叫做“命题”，它是不能证明的，要获得某些种类的知

识也不必然要把握它。任何知识的获得都必须把握的东西我

叫做“公理”。确实存在着→些具有这种性质的东西，我们

习惯于用“公理”这个名称来指称它们。判定某判断的这个 20 

或那个部分（例如说某物是存在的，或者说它是不存在的）

这种命题，我叫做假设z 与此相反的命题是定义②。定义是

一种命题，因为算术家把它规定为在量上不可分的单位。但

它不是一种假设，因为单位的是什么与单位的存在是不相 25 

同的。

由于要相信和认识某个事物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具有我们

① morion. 即肯定判断或否定判断。

rl) hori smos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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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作证明的那种三段论，由于三段论依赖它的前提的真实

性，所以不仅必须预先知道最初的前提（全部的或部分的），

30 而且必须比结论更好地了解它们。因为使某种东西拥有某一

属性的东西，其自身往往在更大的程度上拥有那个属性。例

如，使我们喜欢某物的那个东西其自身对我们来说往往更加

可爱。如果最初前提是我们的知识和信念的原因，那么我们

必定也在更高的程度上相信和知道它们。因为正是从它们出

发我们才获得后面的知识。如果我们既不确实地知道某物，

而且即使确实地知道了它也不会处于更佳状态，那么，相信

35 它要胜过相信我们所知道的事物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一个人

通过证明得出的信念没有先在的知识，那么这种情况就可能

出现。我们必然更加相信（全部或部分的）本原而不是结

论自如果某人要获得出于证明的知识，那么他不仅必须更加

72h 明确地认识和相信本原而不是被证明的东西，而且对任何与

本原对立的事物，以及由此导致一个相反的错误兰段论的事·

物的相信和理解必须绝不比对这些本原的相信来得更郎，认

识得更好1 因为有着无条件的知识的人是不应功摇他的信

念的。

5 <3> 由于必须知道最初前提，所以『有些人认为？知

识是不可能的，易→些人承认知识是可能的，但却认为所有

的事物都是可以证明的『这两种观点都不正确，也不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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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断定知识不可能的人认为这会产牛无穷后退CDO 因为我

们不能通过在元的真理知道在后的真理，除非在先的真理自

身建立在最初的前提之t （在这一点1二，他们是芷确的啕因 10 

为穿过一个元穷系列是不可能的）。如果系列到了尽头，存

在着本原．邵么它们是不可认识的．闲为它们不能证明。而

这些人认为证明乃是知识的唯一条件口如果最初前提是不可

认识的，那么也就不可能无条件地、精确地认识由此推得的

结论。相应‘我们只能通过假定最初前提是真实的，从而假 15 

设性地知道它们口另一派同意证明是知识的唯一条件，知识

只有通过证明才能获得，但他们主张一切都可以证明，没有

什么阻止这一点，因为证明可能是循环的和交互的。

我们认为，并不是所有知识都是可以证明的。直接前提 20 

的知识就不是通过证明获得的，这很显然并且是必然的。因

为如果必须知道证明白已出发的在先的前提，如果直接前提

是系列后退的终点，邵么直接前提必然是不可证明的。以上

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不仅主张知识是可能的，

而且认为还存在着一种知识的本原。我们借助它去认识终极

真理②。 25 

如果证明必须从在先的和更为了解的前提出发，那么无

条件的证明显然不可能通过循环方法进行。因为同一事物不

( ta apeira dielthein0 

( ho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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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同时既先于又后于同一事物，除非是在不同的意义上。

例如，有些是相对于我们而言的，有些是在总体上我们通过

30 归纳会熟悉它们的。如果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关于无条件知

识的定义就不完满了。因为它有着两种含义。另一种证明方

式从更为我们了解的前提出发，并不是总体的、无条件的。

认为证明是循环的人所面临的困难，并不止上面这一

些，他们的理论元非就是说，如果一个事物是如何，那它就

35 如何如何。用这个方法可以很容易地证明一切。很显然，只

要确定三个词项，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所面临的这一困

难。因为只要所用的词项不少于两个，那么说一个循环证明

有着较多的词项还是只有较少的词项，这并不会产生差异口

40 如果 A 存在时， B 必然存在，如果 B 存在， C 必然存在，

73" 那么，如果 A存在时， C 必然存在。这样．如果 A 存在时，

B 必然存在，如果 B 存在时， A 必然存在（这就是循环证

明），让 A表示前证明中的 c. 那么 B 存在时， A存在，就

等于说 B 存在时， C 存在$这也等于说， A 存在时＇ c 仔

5 在。但℃与 A 是相同的，由此可见．那些断定证明是循环

的人不过是说，如果人存在，那么 A 存在。用这种万法当

然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一切。

此外，除了那互为后件的事物（例如特性）而外？即使

这种证明方式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证明叭设定一件事

0) 见《前分忻篇》，第一眷，［Z5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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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我所谓的一件事物要么是指→个词项，要么是指一个命

题）并不必然能从中推山另一件事物。如果是三段论，那么 10 

命题的煎量最起码也必须有二个“只有这样，才能得出一个

必然的结论。因而，如果 A 是 B 和 C 的结论，而 B 和 C 既

互为结论，义是 A 的结论，那么就能用第一格交替证明我

们的一切断定。我们在关于二段论的讨论中已经证明过这一

点Ul。但我们也证明了②，在其他格中要么三段论不能产生， 15 

要么产生了．却不能证实我们的论断。其词项不能互为谓语

的命题是不能用循环论证证明的口由于这样的词项极少出现

在证明中．所以很明显，所谓证明是交互的并且一切都可由

此证明的这一观点是空洞的，也是不可能的。

<4> 因为纯粹意义上的知识对象不可能是异于自身

的他物，所以，通过证明科学而获得的知识具有必然性。

当我们借助于一个证明而拥有知识时，那它就是证明的。

20 

所以．证明就是从前提中必然推出的结论。因此，我们必 25 

须把握证明所从出之前提的性质和特性。首先，让我们说

明：什么是“述说所有的”、什么是“就其自身”和“普遍”③的

含义。

① 见《前分析篇》．第二卷，（5】。

② 同上• [6], [7]a 

（立） ti to katholo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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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述说所有的①”，即是说它并不是只可作为一个

主项的谓项，却不能作为另一个主项的谓项，在某时可作为

30 谓项，而在另一时又不行。例如，如果“动物”可以作一切

“人”的谓项，如果说 A是一个人是真实的，那么说 A是一

个动物也是真实的。如果前一个论断现在是真实的，那么后

一个论断现在也是真实的。如果点在线中，则情况也是一样

的。对于这一定义，有这样的事实作根据：我们对一个与

“可述说所有的”相关的命题所提出的异议，要么不是它的

真实事例，要么在那时谓项并不适用于它。

35 说一个事物“就其自身咱是指，它是另一事物的本质

因素。例如，一条线属于三角形以及点属于线。因为其实体

乃是由它们构成的。它们是描述其本质定义的一个因素。它

是一个其本质定义包括着它自身所从属之主体的属性。例

40 如，直和曲属于线．奇和偶、单一和复合、正方形和长方形

73h 属于数。它们各自的本质起义都包含着线或数日我说过的其

他那些是就其自身而言属于他物的东西也是如此：皮之，不

5 在上述任何一种意义上所属士的就是偶性飞如··有教养

的”和“白的”就是动物的偶性。不述说其他某个主体的东

西也是就只．自身而言的。例如，”行走”并不是某个另外的

行走者在行走。“白”亦然凸但是，雯体，戎表示个体的东

( kat.n par1t.v.10 

(2) kath haUlan 

( sumbebeko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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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却不是与其白身相异的。因而，我把不边说某个主项的事

物叫做“就其自身”而言的，把述说某个主项的东西称作偶

性。在另一种意义上．由于白身的性质而属于他物的是“就

其自身”而言的。不是由于自身的性质属于他物的是偶性口 10 

例如，一个人行走时．天空打了个电闪，这就是偶性。因为

天不是因为他在走路而打电闪的，我们认为，它乃是偶然出

现的日但如果一件事物的发生是由于其自身的性质，那它就

是就其自身而言的口例如，某物被杀死，并且由于“杀”这 15 

一行为而死去。因为官死亡的原因是被杀，所以它被杀而死

就不是一个偶性。就纯粹的知识而言，我们称作“就其自

身”的东西，无论内在于它们的主项之中，还是为它们的主

项所包含，都是由于它们自身的性质并且是出于必然的。它

们不可能不属于主项，总是或者在总体上属于，或者按相反 20 

属性同属一主项的方式而属于口例如直和曲之于线，奇和偶

之于数。因为一个属性的反面，要么是短缺，要么是同一个

种之下的矛盾面。例如，在数上，非奇数即是偶数口因为偶

数是随着非奇数而出现的。这样，由于一个属性必定要么肯

定于要么杏定于一个主体，所以，就其自身而言的属性必然

属于它们的主体。

关于“述说所有的”及“就其自身”的定义就说这么多。 25 

至于“普遍飞我是指这样的事物，它作为“述说所有的”而

属于其主体，并且是“就其自身”和“作为自身”而属于那

个主体的。这样，十分明显，所有的“普遍”都必然属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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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主体。“就其自身”而言与“作为自身”相等同．例如，

30 “点”和“直”就其自身而言属于“线”，因为它们也是作为

线而属于它自<J ；“其内角之和等于两直角”是作为三角形而属

于三角形的，因为三角形就其自身而言就是其内角之和等于

两直角。只有当一个属性被证明是属于那个主体的例证．并

且是在最初意义上属于那个主体时，它才是普遍属性。例如，

35 “其内角之和等于两直角”并不是普遍地属于“形状”（诚然，

我们可以使某一形状的内角之和等于两直角，但却不能证明

任一形状的内角和等于两直角，一个人也不能运用任一形状

来证明。例如，正方形是一个形状，但它的内角却并不是等

于两直角）。再者，任一等腰三角形都有等于两直角之和的内

角，但它不是满足这一要求的最初形状，而是兰角形先于它。

40 这样，能被证明在任何情况中都在最初意义上满足包含两直

74a 角之和的内角这一条件并且也满足任何其他条件的那个事物，

就是普遍属性在最初意义上所属于的那个主体s 对这个谓项

普遍真实地属于其主体的证明在它们之间建立了→种就只自

身而言的联系，反之，与其他谓项所建立的联系在某种意义

仁却不是就其自身而言的。再者．“其内角之不11等于两豆角”

也不是等腰三角形的普遍属性s 它具有更广泛的范围自

(SJ 我们必须注意到『有－个错误是经常发牛的自我

5 们所努力证明的属性．在我们看来在某种意义上是首要的和i

普遍的，却被证明本属于首要的和普遍的。我们之所以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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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错庆，要么是由于找们不能发现与个体相分离的更高的东

同，要么这样的东西存在，但它应用于本问属的对象时却没

有名字．要么证明的主体碰巧是作为另一事物一个部分的整

体。尽管证明适用于包含在它之中的所有特殊事物可以作为 10 

它的全体的谓项．但证明仍然不能首要地和普遍地适用于

它。当我说证明首要地和普遍地适用于一个主体时，我的意

思是说它本身首先是属于那主体的。

如果要证明垂直于同一条线的两条线从不相交，就可以

设起垂线的这种性质是证明的适当主体．因为它适用于所有 15 

垂线。但实际并非如此．因为这个结果的推得，并不是因为

这些角以这种特殊方式相等，而是因为它们完全相等。

再者．如果等腰三角形是唯一的三角形，那么，关于它

包含着等于两直角之和的内角的证明就会被认为是作为等腰

二角形而属于它的。

此外，“比例交替”的定律可被认为属于作为数的数，

也同样属于线、体和时间阶段，一一就像它曾经被分别证明 20 

过的那样，虽然可以借助一个证明论证它们全体。但是由于

缺少表示数、线、时间、体的共同性质的单一名词，它们在

属上各不相同，所以它们被分别处理。但现在这条法则已被

证明是普遍的，因为这种属性不是作为线或者作为数，而是

作为拥有这种特殊性质而属于它们。它们被设定普遍拥有这

种性质。如果一个人，无论他是否用一种证明，分别证明了 25 

每类三角形一一等边的、不等边的、等腰的一一的内角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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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两直角之和，那么他除了在诡辩的意义上说而外，自然不

知道一个兰角形的内角和等于两直角之和，或者说它是三角

30 形的普遍属性，即使除了这些而外再无别的三角形。因为他

不知道这种属性是作为三角形而属于一个三角形，也不知道

它属于每一个三角形，即使除这些三角形以外别无其他种

类，他不知道它是专门属于每个三角形的，即使不存在他不

知道拥有它的三角形。

那么，什么时候我们并非普遍地知道，以及什么时候我

们无条件地知道呢？显然，如果兰角形在每一个特例上都与

“等边三角形”相等同．那么我们就具有无条件的知识。但

35 如果它不是相同而是不同的，这种属性是作为三角形属于等

边三角形的，那么我们的知识就不是普遍的。我们必然会

问，这属性是作为豆角形还是作为等腰i角形属于宫的主

体？什么时候官首要地属于它的主体？它能普遍地证明属于

的主体是什么？显然，它作为属差而属于的第一主体是可去

掉的。例如，具有等于两直角之和的角这一属性属于“铜制

7 4u 的等腰三角形”，当“铜”与“等腰”被去掉时，主仍然属

于。但如果你将“形状”或“界限”去摊则不然n 确实不

然，但这些并不是一旦去掉就会使属性不能属于的百要属

差u 那么，什么是首要的呢7 如果它是豆角形，便会因为它

是三角形而使这种属性属于一切其他主体，这种属性能够普

遍地被证明为是属于二角形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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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J 如果证明知识出自必然的本原（因为我们所知道 s 
的条间不能变成别种样子h 依据白身的届性对它们的主体

来L且是必然的（因为它们有一些寓于它们主体的本质中，而

另一些则让它们所表迫的主体寓于它们自己的本质中，在后

面这一类中．一对相反属性中的一个必定属于），那么很显 10 

然．证明＝段论所从lH的前提必定具有这种性质，因为每个

属性要么这样属于，要么在偶然的意义上属于．偶然的不是

必然的口

我们要么以这种方式论证．要么设定“证明是必然的”

这样一个原则．即如果一个事物获得了证明，那它就不可能

是别种样子，只能是它自身。因此，三段论的前提必定具有 15 

必然性。从真实的前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来而无须证明，然

而从必然的前提不经证明却不可能得出任何结论，因为必然

性就是证明。

证明由之进展的前提是必然的。这一论点的证据可在下

面的事实中找到。即当我们反对那些认为他们在证明的人

时，我们就说“它不是必然的”，如果我们认为那个事实或者 20 

是无条件的，或者是为了论证可以变成别种样子。

从这些论证中可以看出，认为只要前提是被普遍接受和

真实的，一个人就获得了正确的本原这种想法是愚蠢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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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如智者们认为知识即是有知识一样①。本原并不是被普遍接

受的或者不被普遍接受的，而是首先真实于证明所涉及的

种，并不是每个真实的事实都为既定的种所特有的。

兰段论必须奠基于必然的前提之上，这从下面的论证中

也可以明显地看出，如果一个人尽管有着可以采用的证明，

却不能解释事实的原因，那么，他就不具有知识。如果我们

肯定这样一个三段论，当 A 作为谓项必然属于 C 的时候，

30 结论由此得以证明的中词 B 却并不与其他项处在一种必然

的联系中，那么，他就不知道原因。肉为这个结论并不依靠

中词，中词可以不是真实的，但结论却是必然的。

再者，如若一个人现在所不知道的东西，尽管他得到过

解释，并且他自己和事实都没有变化，他也没有忘记，那么

35 他从前对它也是不知道的口如果巾词不是必然的，那它就可

自旨j肖逝，在那种情况下，尽管他自己及事实依然是不变的，

他能解释它，他也不知道事实，因而他以前也不知道它。即

使中词实际上并没有泊逝，而只是可能消逝，那么结论也会

75" 是或然的、偶然的，在这样的条件下，知识是不可能的。

当结论是必然的时，官由之得到证明的中词并非自身是

5 必然的。因为从不也然的前提也有可能得到1必然的结论， iI

如从不具实的前提也有可能这到真实的结论一样。但如果中

词是必然的，那么结论也是必然的，在如从真雯的前提中得

① 参见柏拉图：《优台瑛篇h 277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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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的结论总是真雯的二样。让 A 作为 H 的必然谓项， B 作

为 C 的必然谓顷，那么 A 属于℃的结论也是必然的。如果

结论不是必然的，那么巾词也不是必然的g 假定 A 不必然

属于 C却必然属于 B. B 必然属于 c. 那么 A 也必然属于 10 

C咱但达不是原来的设定口

因为如果我们对某一命题有证明知识啕谓项必然属于主

硕唱那么很明显，证明所依存的中词必定也是必然的。否

则，我们既不能把结论也不能把它的原肉认作是必然的。我 15 

们要么认为我们知道（尽管我们不知道，即也不必然的东西

确寇为必然），要么不认为我们知道，无论我们是通过间接

的词项知道事实还是直接知道原因，情况都一样。

按照我们所下的定义①，不依据自身的属性是不拥有证

明知识的，因为它不可能对结论作一个必然的证明。偶然的 20 

属性可能不属于主体，而我所谈论的属性正归属于这种类

型。可能会有人问，要是结论不是必然的，我们为什么要提

出某个确定的前提以便达到某个结论呢？一个人同样可以提

出任何偶然的前提，然后陈述结论。对此的回答是，我们应

当提出明确的问题，不是因为回答影响结论的必然性，而是 25 

因为在陈述它们时，我们的论敌必定陈述结论，并且真实地

陈述它，如果属性是真实地属于主体的话。

因为在每个种里，只有依据自身所属的那个特殊种的属

① 见 73a37 以下电 74吨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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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才必然地属于它，所以，很显然，科学证明关于依据自身

30 的属性并且以它们为始点。偶然属性不是必然的，所以我们

并不必然知道为什么结论是真实的，即使属性总是属于主

体，而不是依据自身而属于，那也不行，如在凭借标示的证

明中那样①。因为我们不知道作为依据自身的事实是依据自

35 身的，也不知道它的为什么。知道一件事物的为什么是通过

它的原因而知道的，因而，中词必定由于自身属于小词．大

词必定由于自身属于中词。

(7> 从一个种跨到另一个种不可能证明一个事实，例

40 如通过算术证明几何命题。证明有干矗个因素： ( 1 ）有待于证

明的结论〈它是就自身而归属了－某个种的属性） ; ( 2）公理

75b （公理是证明的基础） ; (3）载体性的种及其规寇及依据臼身

的属性由证明揭示。如果种互不相同．在日算术和凡何．即使

5 证明的基础是同一的，算术的证明也不nJ能适用于量值的属

性．除非量值是数目。在某些情况下转变是可能的．荒原网

将在下文解释飞算术证明总是拥有作为证明对象的种，其

他科兰兰亦相同＠这样．如果证明是可转换的，科1必志是同一

的，要么是纯粹的，要么是在某些方面同－...，在其他方式

l () 上，这显然是不可能的u 端i司和中词必定属于同一个神＝川

「l) 咀《前钟SrftP. 71l叮 U 卜 ν

② 凡 7G元 O 以下， 7gh3.f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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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联系不是出于自身的，那它必、足是偶然的 q 这就是我们不

能通过几何学证明相应者为同一学科所研究，在毛至不能证明

两个立方体之积是一个立万体的原因。一门科学的命题不能

由另一门科学来证明．除非存在着这样一种联系，即一－门科 15 

学的命题从属于纣一门科学的命题。例如，光擎的命题从属

于几何学．和声的命题从属于算术。几何学也不能决定是否

二个不是作为线的给定的属性属于线，并且从它们自己特殊

的原则中引申出来．例tm. 直线是否是所有线中最美的，它

是育是曲线的对立面，这些属性适用于线不是由于~们特殊 20 

的种，而是由于它们是为其他某个种所共有的性质。

(8> 显然，如果三段论的前提是普遍的，那么，这类

证明 总体意义上的证明一一一的结论必定是永恒的。如果

联系不是永恒的，那就没有总体意义上的证明或知识。而只 25 

是在偶然的意义上而言，即属性不是普遍地而是在特定的时

间和条件下属于主体。要是如此，小前提必定是非永恒的、

非普遍的。它是非永恒的，因为这样结论只能是非永恒的；

它是非普遍的，因为结论只是在某些情况下真实，某些情况

下不真实，所以不可能被证明是真正普遍真实的，而只是在

特定的时间中才是真实的。定义的情况亦相同。因为定义要 30 

么是证明的本原，要么是一个不同形式的证明，要么是证明

的结论。显然，关于间断性发生事物的证明和知识，例如月

食，仅就它们涉及一特殊种类的事物而言，它们是永恒的，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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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它们不是永恒的而言，它们是特殊的。属性可以间断性

地归于其他主体，正如食之于月一样。

。】 除了从与其种相适合的本原出发外，显然不可能

证明这种特殊属性对它主体的归属，所以，知识并不在于从

40 真实的、不证自明的、直接的原则出发的证明，我这样说是

因为一个人不可能以这种方式引导一个证明。例如，就像布

吕松证明他的把圆形作成正方形的理论①一样，这样的论证

通过使用一个共同的中词而证明结论。这个中词同样涉及一

76冉 个不同的主体，因而它们也归属于不同种的主体。这样，它

们就使我们知道属性不是作为它自身，而只是偶然地属于它

的主体，否则，证明不可能也适用于另一个种。

只有当我们在由于其属性才成为一个属性的主体 J-: .从

5 适合于那个主体本身的本原出发认识一个给寇的属性时，我

们对它的知识才不是偶然的。例如．只有当我们把“内角之

和等于两直角”这一属性认作是属于它由自身丽归属的那个

主体．并且从适合于这主体的本原来认识时．我们对它的知

识才不是偶然的。所以，如果这后一个词项由自身属于它自

10 身的主体，那么中词必定属于与端词相同的种。为算术所iiE

明的和声的命题是仪有的例外。这种命题是由同样的方式证

明的．但却具有着差异。 E与被证明的事实属于一门不同的学

rn 参见 t辩窿篇》. 171" I ti. If Z'':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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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因为作为载体的种是不同的〉时，事实的根据属于更高

的科’芋，属于那个属性出于自身所归属的事物。从 I：述可以

很明显地看到，对任何属性作无条件的证明是不时能的，除 15 

4卡从它自己的本原出发 u 不过．在刚才所给的例证中．本原

有着共同的元素。

如果这→点清楚了，那么每个种的特有卒原不能被证明

也就清楚了，因为它们由此获得证明本原是一切存在着的事

物的本原。关于这些本原的科学高于一切。如果一个人从更

根本的原因中知道一个事实，那他就更真实地知道它，因为 20 

当他从它们自身元原因的原因中知道它时，他是从更先在的

前提认识了它。这样，如果他在更真实或最真实的意义上知

道，那么他的知识就是更真实或最真实的。不过，证明不能应

用于不同的种，除了我们已经解释过的①几何学的证明应用

于力学或光学的命题，算术的证明应用于和声的命题以外。 25 

要确定一个人知道还是不知道是很困难的，因为很难确

定我们知识是否奠基于适用于每个种的本原，这些本原构成

了真正的知识。我们觉得，如果我们从真实的和首要的前提

推出结论，那就获得了科学知识，其实不然，推断必须与科 30 

学的原初真理相同类口

<10> 我把在每个种中不能被证明的事实叫做“本

① 见 751’ 14 以下. 76吁以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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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这样，原初真理及由此而证明的属性的意义便被断定

35 了：本原方面的存在必须被断定，属性方面的存在必须被证

明。例如，我们断定了“单位”、“直”、“三角形”的意义．

但当我们断定单位及几何量值的存在时，其他东西的存在则

必须被证明。

在证明科学所使用的本原中，有些是为特殊科学所特有

的，有些则是共有的，但只是在类推的意义上共有。因为每

40 一个只就它被包含在与科学相关的种中而言才能被使用。特

有的原则，如线或直具有如此这般的性质。共有的原则．如

当相等部分从相等物中取走时，剩余者仍相等，只有当它们

76l, 在同一个种中被断定时才是合适的。如若几何学家不断定普

遍的真理而只断定量值的真理，如若算术家只断定数的真

理，那么结果相同。它断定其存在并且研究其出于自身属性

的那些主体也妹于各门科学， i£1{日算术研究单位，儿何研究

G 点和线一样。这些主体的存在和意义皆被断定，但它们的出

于自身的属性只有在意义上才被断定。例如，算术断定奇、

偶、平方、立方的意义．几何掌肯定不可通约、倾斜或接近

10 的意义，但它们的哥在为共同的本原以及已经证明的结论所

证明。天文学的情况亦相同。

一切证明科学都涉及三个因素：它提出的主体〈即它研

究茸本质属性的种）：作为证明的棍卒基础的所谓的其同公

15 理？第二是写肯注：其各种含义的属性。不过，也没有什么阻

止有启科学可以不管其中之一。例如．如果种的存在是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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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可以略而不论它的存在（冈为数的存在不像热和冷那

样明植） 0 或者，如果届性的意义十分清楚，就 nJ 以略而本

论口 iEtm就共同卒原而言． “相等的部分从相等物中减去， 20 

剩余部分仍相等”的意义不用断定 J样，因为它众所周知 g

尽管如此，主体、对象、证明的基础这自然的二－重削分是有

效的。

自身必然真实并且必定被认为是如此的东西不是假设也

不是预定①。肉为证明像气段论一样，所涉及的不是外在的 25 

而是灵魂中的逻各斯。反对外在的逻各斯总是可能的，但要

反对灵魂中的逻各斯却不总是可能的。一个教师断定一个命

题可证明却没有证明它，如果学生接受了它，那它就是一个假

设一一不是一般的．而仅是相对于学生而言的假设。如果学 30 

生对它没有观念或只具有相反的观念，那么这所作的断定即

是预定，这就是假设和预定之间的区别。后者与学生的观念

相反，或者是被断定是可证明的，但未经证明而使用。

定义不是假设（因为它们对存在和不存在都不作断定）， 35 

假设在命题中有地位，定义则只需要被理解。它不是假设，

除非倾听被认为是一类假设。假设是由这样的断定所组成

的：由于它们的存在，结论便从此而推得。因而，几何学家

的假设并不像有些人所坚持认为的那样是虚假的。他们说人 40 

们不应使用虚假的东西，几何学家在他所画的线没有一尺长

( hupothesis, aitem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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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却断定它为一尺长，不直时断定为直，所以是犯了错误。

77a 几何学家并没有从他自己所提到的那条特殊线的存在中推断

出什么，他只是从通过图示而阐明的事实中推出自己的结

论。进一步，一切预定和假设要么是普遍的，要么是特殊

的，而定义则既不是普遍的也不是特殊的。

5 <11> 为了使证明可能，并不必然需要形式或与“多”

相分离的“一”的存在，但陈述一个众多主体的谓项应当正

确却是必然的，否则就会没有普遍的词项。如果没有普遍词

项，那就没有中词，也就没有证明。所以在众多特殊的事物

之上，必定存在着一个自身等同的事物，但却不与它们分有

同一名字。

10 没有一个证明使用肯定和否定同时都不可的原则，除非

官所要证明的结论也是这种形式。大词肯定中词是真实的，

否定中词是不真实的，证明为这样的断定所影响，把对矛盾

面的否定加到中词上或者加到小词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如果

15 我们断定，称谓“人”是直实的东两．称谓“动物”也是真

实的 只要··人是动物”是真实的？”人不是动物”是不

直实的。那么，即使用“非人”来称谓“动物”也同样是真

实的一一那么， J出“刀口里亚斯”叫做动物是真实的？即使础

20 “非加理亚斯”叫做动物也是直实的，但把它叫做“靠动物”

就不真实’ f u 原因在于大词不仅这1日，中词而且也还说另一个

词项或别的词顷，因为它具有广泛的含义口所以，即使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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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它自身也是它的矛盾圃，结论仍不受影响。

“每个谓项的肯定或否定必有一真”这－法则通过归谬法

悦’使用；在证明中 u 它并不总是具有普遍性，而仅是充分的：

即与种相关。所谓“与种相关”，我的意思是，与作为所讨论 25 

的证明玉体的种相夫，如我们在上面所论述的那样①口

所有的科学互相间都使用共同原则（我所谓“共同原则”

是指他们用来进行证明的东西，不是他们在对它导出证明的

主体，也不是他们证明的联系〕，辩证法分有一切其他科学的

原则．试图普遍地证明共同原则的科学亦相同，例如，每个 30 

谓项的肯定或否定必有一真，把相等部分从相等物中取走，

剩余部分仍相等，等等。但根据这定义，辩证法就没有领域，

也不涉及任何→类对象。否则它就不会通过疑问而进展了。

疑问是不可能证明的，因为对相反的事实不可能作出同样结

果的证明。这已在关于三段论的著作中指出过了②。 35 

(12] 如若一个三段论的问题与陈述对立面之一方的

命题相同，而每门科学都有它自己兰段论所依据的命题，那

么必定存在着科学的问题，它与由此可以推得适合于科学的

结论的前提相应。很显然，并不是每个问题都是几何学的 40 

（或医学的，其他科学亦相同），只有其根据与证明几何定理 77b 

①见 761142.

② 可能指《前分析篇’》， 57114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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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任何在其证明中所使用的公理与几何学相同的科学定理

（如光学）相应的问题才是，其他科学亦相同。几何学家必

5 须根据几何学的本原和结论对这些问题作出解释：但作为一

个几何学家，他没有必要对本原作出解释。其他科学的情况

亦与此相同。

因而，我们不能向每个专门家问任何问题，专门家也不

会回答向他提出的与每个给定的主题相关的一切东西。他只

10 回答属于他自己的学科范围内的问题。一个人作为几何学家

跟一个几何学家相辩论，如果他通过从几何学本原中所证明

的论点来辩论，那么他显然是适当的，否则就是不适当的。

如果他的辩论不恰当，那他显然就不能驳倒一个几何学家，

除非出于偶然。所以，不应该在一群不懂儿何学的人中讨论

15 几何学，因为他们觉察不出不可靠的论证。这种情况也适用

于其他一切科学。

儿何问题存在着？那么非儿何问题也存在吗？在佳何科

学（例如几何学）中．是一种什么样的无知仍然提；，~几何学

的问题呢？从虚假的前提中推出的结论，或者虽然虚假却仍

20 是几何学的推论．是无知的结论吗？或者它是一个从一门不

同的学科推？导的论断吗？例如，音乐问题是与儿何学相夫的

非几何学问题．而设想平行线相交在一种直立卜是几何学

的？但在夕1 」种意义上却是非儿何学的口··非儿何学的17 与

“非节奏的”一样有两种含义。一件事物是非凡何学的‘在

25 一种意义上是因为官无企缺二三那种性质，在另一神忘义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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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拥有这种性质但极其微小日主是在后一种意义上的元知－

an从与科学切tn相应的前提中推论而得的无知凸在数学巾，

形式的谬误没有这样菁遍，因为严生歧义的总是中间，一个

i司项作→中词的全体的谓项．中词更依次作另一词硕的全体 30 

谓项，但是谓项并没有说明所有。在数学巾，中词可以被智

慧之眼清楚地看到，而在：辩证的论证中歧义往往容易被忽

视。“每个回都是一个形状吗？”如果人们i国一个圆，那么答

案是很明显的，“叙事诗是因①吗？”显然不是。

如果某一证明具有归纳的小前提，我们就不应对它提出 35 

异议，正如一个只适用于一种情况的前提不是真实前提一样

（因为它不适合所有情况，而二段论是从普遍判断进展的），

这种性质的异议不是真正的异议。前提与异议是相同的，任

何被提出来的异议都可以变成一个前提，要么是证明的，要

么是辩证的。

我们发现有些人通过把握两个词项的后件而错误地作论 40 

证。例如卡纽斯坚持认为火是以几何级数扩展的②，根据是 7ga 

火和这类级数都增长得极迅速。在这种条件下没有三段论。

只有当最迅速的增长隐含着几何比例，火在其运动中隐含着

最迅速的增长率时才行。有时不可能从断定中获得一个结 5 

论．有时它是可能的，但进展的方法却被忽略了。

( kukloso 

① 参见《论诗》. 1457b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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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可能从虚假的前提证明一个真实的结论，那么分

析就会十分容易，因为结论与前提必然是交互的。让 A 成

为一个真正的事实，它的真实性包含着其他一些我知道是真

10 的事物（例如 B）的真实性，那么，从后者我就可以证明 A

确实是真实存在的。交互现象在数学中更加普遍，因为数学

从不具有偶性（这是它不同于辩证推理的另一方面），它只

具有定义口

科学的增长不是由于中词的插入而是由于大小词的附

15 加，例如， A 是 B 的谓项， B 是 C 的谓项， C 是 D 的谓项，

由此无穷后推。它也可以倾向扩展，例如， A 既是 C 又是 E

的谓项。举个例子说， A 是（确定的或不确定的）数， B 是

确定的奇数， C是特殊的奇数，那么 A 是 C 的谓项。再者，

20 D是确定的偶数， E 是一个特殊的偶数，那么 A 是 E 的

谓项。

(13> 在同一门科学中，对事物的知识和对事物原因

的知识在下列不同的条件下是不同的： ( l ）如果结论不是从

25 直接的前提推得［因为这样一来『第一因（近因）不包含在

它们之中．而对原因的知识是依赖第一肉的工（ 2）虽然结

论是从直接前提推饵，但它却不是从原因而是从两个可转换

的词项中知道得更清楚的那个词项中推得口因为在两个可以

转换的谓项巾，不是原国的那一个可能知道得更清楚『所以

30 证明将从此而进展。例归．“行星是相近的．因为它们不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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烁”这样一个证明。 it二 c 衷示“行犀’’’ B 衷刀t “不闪烁”

A 去刁之“相近

屋不闪烁咱但 A 陈述 B 同样是真的，因为不闪烁的东西是

在近的（这已经通过归纳或感觉而确定），这样， A 必定属 35 

于 C‘从而证明了行星是相近的自因此这个兰段论证明的不

是原因而是事实。因为不是因为行星不闪烁，所以官们相

近，而是因为它们相近．所以不闪烁。不过，借助大词证明 40 

中词是可能的，所以证明可以揭示根据。例如，让 C 表示 78b 

“行星”.B 表示“相近”， A 表示“不闪烁’气那么 B 属于

C，并且 A 属于 B，所以 A 也属于 Co 这个二段论揭示了根

据，因为第一因已被断定了①。再如，月亮由于它的盈亏被

证明是球形的，如果展现出这类盈亏的事物是球形，月亮展现 5 

了这类盈亏，那么月亮很显然是球形的。三段论用这种形式

证明事实，但当中词与大词互换时，我们就揭示了根据，因

为月亮不是由于它的盈亏所以是球体，而是因为它是球体所

以呈现出这种盈亏。 C 表示“月亮”， B 表示“球形”， A 表 10 

示“盈亏”。（3）如果中词不能转换，不是原因的东西比原因

更被了解，那么事实能被证明而根据却不能被证明。（4）中

词与大词和小词不相交的三段论亦同样情况。在这些三段论

中，证明说明了事实却没有说明根据。因为原因没有得到陈

述。例如，墙为什么不呼吸？因为它不是动物，如果这是不 15 

① 即作为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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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的原因，“是动物”就应当是呼吸的原因。如果一个否

定陈述给出一个属性所不属于的原因，那么，相应的肯定陈

20 述就会给出其属于的原因。如果我们身体的热和冷的元素失

调是我们不健康的原因，那么，它们的适当比例就是我们健

康的原因。同样，如果肯定陈述给出了一个属性所属于的原

因，那么杏定陈述就会给出它不属于的原因。但在给予的例

证中，结论并不跟随，因为并非一切动物都呼吸①，证明这

25 类原因的三段论出现在中间格中。例如，让 A 表示“动

物”， B 表示“呼吸”， C 表示“墙”，那么， A 属于所有 B

（因为凡是呼吸者皆为动物）但不适用于 C，这样， B 也不

属于任何 C，因而墙不能呼吸。这样的原因就像是牵强附会

30 的解释，我的意思是指用太遥远的一种形式去陈述中词，例

如，阿那赫里西斯②的格言，即在斯库塞人中没有吹笛手，

因为没有葡萄树。

在同一门科学中，根据中词的位置，证明事实的三段论

与证明根据的兰段论的差异就是这样。但事实和根据还在另

35 一方面互不相同，即在每个为不同科学所研究的存在上。所

有宜相联系，一门从属于另一门的学科都是这样。 if如此学

问题从属于儿何，力学问题从属于立体儿何，和声问题从属

40 于算术，自然现象研究从属于天文学这样的联系一样口在这

山 市＿ H主十辛德认为．具有热1m由物刁－哗啦. IA！.《论u乎晚》 47附28 ~'11'" 

② 阿那赫墨西斯（AnakJ山sis），公元前 8 世组斯库塞人类擎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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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学科中有些实际上是同名的．例 lzn ，数掌和航海天文学’都 79“ 

被叫做式文学，数学和和声学都被叫做和谐。在这些学科

巾．收集资料者知道事实 n 数学家揭示根据，后者能证明原

因，但他们却常常忽视事实。 iE~日研究普遍的人由于缺少完

金的考察常常忽略某些特殊事例一样。一切分离存在的、呈 5 

现出特殊形式的对象都属于这一类。数学是研究形式的，官

们并不把它们的证明局限在特殊的主体上。即使几何学涉及

特殊的主体，它们也仅仅是偶然的。正如光学与几何学相关 10 

一样，另一门科学即对虹的研究与光学联系。知道虹存在这

一事实是自然哲学家的任务，认识其根据是光学家一一或者

是纯粹的光学家或者是数学上的光学家一－的任务。许多并

不严格从属于其他科学的科学也具有这种联系，如医学与几

何学．医生知道周期性的伤治愈较慢这一事实，但几何学家 15 

知道该事实的根据。

<14] 在所有的格中，最科学的格是第一格。不仅数

理科学，如算术、几何及光学通过它推进它们的证明，而 20 

且，广而言之，所有探讨根据的科学实际上都通过这一格推

进自己的证明。一般来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探索根据的

兰段论都受这个格的影响。由于这个缘故，第一格也可以被

认为是最科学的，因为知识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对根据的研 25 

究。进一步，仅用这个格也能追求“是什么”的知识口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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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间格中我们得不到肯定的结论①。而对事物的“是什

么”的知识必定是肯定的口在最后格中我们可以得到肯定的

结论，但它不是全称的，而“是什么”却属于全称的范畴。

“人是两足动物”并不是在任何特殊意义上而言的。最后，

30 第一格独立于其他格，而其他格则为它所补充和增加，直到

它们获得直接前提为止，十分显然，第一格对于知识来说是

最关键的。

(15> 正如 A可以不可分割地属于 B 一样，它也可以

35 不可分割地不属于 B。我的意思是，在不可分割地属于与不

属于之间没有中词。在这种情况下，属于或不属于就不再依

赖其他词项。当 A 或 B 或两者被包含在某个整体中时， A

40 就不可能在首要的意义上不属于 B。让 A 被包含在 C 的整

体中，如果 B不被包含在 C 的整体中（A 被包含在某个整

体中，而 B却不被包含在其中，这是完全可能的），那么就

791 会有三段论证明 A 不属于 B。如果 C 属于 A 的所有部分却

不属于 B 的任何部分7 那么 A 就不属于且如果且被包含

在某个整体中，譬如说， b 中，则情况亦相同。因为 b 属

5 于 B 的所有部分？所以 A 不属于 D 的佳何部分？因而通过

二段论表明.A 不属于 B 的佳何部分。如果两者都被包含

在同一个整体中 7 那么证明将会采取同样的形又9

① 见 4前分析篇》，第一卷，［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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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可以不被包含在包含着 A 的整体中，反之亦同样成

主，这一点通过一系列互相排斥的谓项叮以明显地看出。因 10 

为如果 ACI）系列中没有词项能作为 BEF 系列中任何词项的

i胃顶， A 整个被包含在前一个系列的一个词项 H 申，那么

很明显 B就不能被包含在 H 中，不然，系列就不会相互排

斥了。如果 B整个地被但含在另一个词项中，情形也同样。

另方面，如果没一个词项整个地被包含在另一个词项中，如

果 A 不属于 B，那它必然不可分割地不属于 B。如果有中 15 

词，那么它们之中必有一个完全被包含在某个整体中。芒段

论要么在第一格中，要么在中间格中出现口如果它在第一格

中出现，那么被包含在某个整体中的就是 B （因为与 B相联

系的前提必定是肯定的）；如果它在中间格中出现，那么被

包含在整体中的既可以是 A 也可以是 B。因为当否定陈述 20 

只跟其中一个相关时，三段论存在，如果两个都是否定的，

那就没有三段论。

因而很显然，一个词项可以不可分割地属于另一个。我

们已经说明它在什么时候可能以及怎样才可能这些问题。

[16] 不是从否定的意义而是从一种肯定习性来考虑， 25 

元知是由于推论而产生的错误。在陈述一个直接的肯定或否

定的联系的命题中，它以两种方式出现：（ 1）当我们单纯地

设定一个词项属于或不属于另一个时；（2）当我们通过三段

论产生这一设定时，从单纯设定产生的错误是简单的，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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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基于多种形式的推论之上。让 A 不可分割地不属于任何 B。

那么如果我们以 C 为中词，推得 A 属于 B，我们的错误就

是通过推论而产生的。要么两个前提都可能是假的，要么只

有其中一个可能是假的。（ 1）如果 A 不属于任何 c, c 不属

35 于任何 B，而我们对它们都作了相反的判定，那么，两个前

提都是假的。 C这样与 A 和 B 相联系是可能的，以至它既

不从属于 A也不普遍地属于 B。 B 不可能整个地被包含在某

个整体中（因为我们说过 A 不直接属于它） ' A 不必然普遍

40 地属于一切事物，因此两个前提都是虚假的。（ 2）也可能断

goa 定一个真实的前提，当然不可能任何一个都行，而只能是

AC，前提 CB 总是虚假的，因为 B 不被包含在某一整体中，

但 AC 可以是真实的。例如，如果 A 不可分割地既属于 C

5 也属于 B。如果同一词项直接作为多个主项的谓项，那么这

些主项都不属于另一个D 如若＜ A 与 C 的）联系不是不可

分割的，结果并不两样。

这样．关于肯定属性的错误只是从这些原网，在这些条

件中产生的（我们已经知道①证明全称肯运联系i段论不可

能在其他格中出现），但关于否定属性的错误却既可以出现

10 在第一格巾，也可以出现在第二格巾口让我们百先说明在第

一格中，它以多少形式出现，前提立是如何相联系的。

错误在下列两种情况F是可能的. (1）当两个前提都虚

③ 见《前分析篇》，第一卷，（5)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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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才 e 例如，如果 A 不可分割地既属于 C 也属于 8，因为

人被断定不属于任何 c. c 不属 I任何 B，那么两个前提都

是报假的。（ 2〕当两个前提中有→个虚假〔这个前提可以是 15 

任意的〉时Q AC 可以是真的，而 CB 可以是假的， AC 可

以是真．因为 A 不属于一切事物. CB 可以假，因为当 A 不

属于任何 C 时， C 不能属于任何 B，否则，前提 AC 就不再

真实了．此外．如果两个前提都是真实的，那么结论也是真 20 

实的。再者 CB 可以具而 AC 可以假白例如，如果 B 既被包

含在 C 中也被包含在 A 中，因为官们之中有一个必寇从属

于另一个，因而如果我们设定 A 不属于任何 C，那么前提

就是虚假的。十分明显，无论只有一个前提假还是两个前提

都假，三段论都是假的。 25 

在第二格中，（ 1）两个前提都假是不可能的（因为当 A

属于所有 B 时，我们不能找到这样一个词项，它属于一个

的全体却不属于另一个的任何部分，但是我们必须以这种方 30 

式断定三段论，即如果三段论存在，那么中词从属于一个端

词而不从属于另一个。如果这样断定的前提是虚假的，那么

断定相反的前提显然会获得相反的结果。但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2）没有什么阻止两个前提可以部分虚假。例如，如 35 

果 C 属于部分 A 和部分 B，因为如果它被设定从属于所有

A，不从属于所有 B，那么两个前提都是虚假的。但不是从

属于全体而是从属于部分，则可以成立。如果另一个前提被

设定是否定的，情况亦然。（3）单个前提可以是虚假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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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于所有 A 的也属于所有 B，如果 C被设定为属于整个 A但

不属于整个 B, CA 就是真实的，而 CB 则是虚假的。再

80b 者，不属于所有 B 的也不属于 A。因为如果它属于 A，它

就属于 B，但根据假设它不属于 B，因而如果 C 被设定属

5 于所有 A但不属于任何 B，那么前提 CB 就是真的，而另

一个是虚假的，如果调换否定前提，情况亦相同。因为不

属于任何 A 的也不属于任何 B。这样，如果 C被设定不属

于整个 A，但属于整个 B，那么前提 AC 是真实的，而另

10 一个前提是虚假的。又，设定属于所有 B 的不属于任何 A

是虚假的，如果它属于所有 B，它必定也属于某个 A，这

样，如果 C被设定属于所有 B却不属于任何 A, CB 就是

真的， CA 是假的。

15 因而，十分明白，当两个前提都假以及有一个前提假

时，在不可分的命题中，错误的推论是可能的。

[17> 在不是不可分割的属性中．无论它们是肯定的

还是否应的？当推论通过恰当的中词产生虚假的结论时？不

20 可能两个前提都假．只有大前提才可能虚假（所谓“恰当的

巾词”即通过它可产生相矛盾结论的中词儿让 A通过巾词

C属于 B. 为了产生二段论．前提 CB 必被设定为肯定的，

25 很明显？它必起始终是真实的？因为它不能够转换回但 AC

却是假的，随着它的转换，士气段论放得相应的结论。进定中

词罢从另一谓项系列中取得？情况亦同样♀例如，如果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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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先完全包含在八之中，又作为－切 B 的谓项，前提 DB 必

址：静止不变．而另一个却可以被转换．因而口R 始终是真实 切

的，而后者却总是虚假的，这类错误实际上与通过中词推得

的错白相同。不过如果三段论不是通过恰当的中词而产生

的，中词属于八却不属于任何 B，那么两个前提必定都是

虚假的。如果主段论要成立，则前提必须在相反的意义上被 35 

设定。当它们这样被设定时，二者都变成虚假的。例如，如

果 A 属于整个 D, D 不属于任何 B，当这些陈遥友生转换

时，就会有芒段论存在，它的两个前提都是虚假的。但当中

词，例如 D，不属于 A 时，前提 AD 就是真的， DB 是假 40 

的。 AD 是真实的，因为 D 不包含在 A 之中。 DB 是虚假 8l11 

的，因为如果它是真实的，那么结论也会是真实的，然而根

据假设，结论是虚假的。

当错误在第二格产生时，两个前提完全虚假是不可能的 5 

（因为如我们以前说过的①，当 B 从属于 A 时，没有事物能

属于一者的全体而不属于另一者的任何部分），但其中一个

前提可以是虚假的，任意哪个都行。如果 C 既属于 A 也属 10 

于 B，如果它被设定属于 A却不属于 B，那么前提 CA 就是

真实的，而另一个是虚假的。再者，如果 C 被设定属于 B

却不属于 A，那么 CB 是真的，而另一个是虚假的。

这样．我们就说明了如果错误的推论是杏定的，那么什 15 

⑦见 soa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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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时候以及从什么样的前提中错误会产生。如果它是肯定

的，那么，（ 1）当它通过恰当的中词而推得时，两个前提都

假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我们在上文已说过的①，如果有三段

20 论，那么前提 CB 必定是静止不变的，因而 AC 始终是假

的，因为它是（性质）要被转换的前提。（2）如我们在涉及

否定性的错误时所说的②，设定中词取自另一个谓项系列，

那么情况亦相同。因为 DB 必定是静止不变的。 AD 在性质

25 上可以转换，这错误与以前的相同。但是，（3）当结论不是

通过恰当的中词推得，如果 D 从属于 A，那么这个前提是

真实的，而另一个是虚假的。因为 A 可以属于多个互相间

不从属的词项，但是如果 D 不从属于 A，那么很显然这个

前提始终是虚假的（因为2被设定为是肯寇的），反之， DB

30 可以是真的或假的口没有什么阻止 A不属于任何 D 而 D 属

于所有 B （例如，动物不属于任何科学，但科学却属于→切

音乐h 也没有什么阻止 A 不属于任何 D. D 不属于任何日。－

（这就？昆明白，当中词不从属于 A 时，两个前提都可以是假

的．并且典中i=E意一个都可以是假的0) 1j) 

35 这样，二段论的错误可以以多少种方式．以什么样的前

提lh现在直接属性以及证明属性巾，就十分清楚了。

任） 见到（）bl ：~ -

＠见 90h2Su

③ 这句话不 fir能是亚旱I多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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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同样明白的是，如果感觉功能丧失了，那么某

些知识必定随同它而丧失，因为我们的学习要么通过归纳？ 40 

要么通过证明来进行。证明从普遍出发，归纳从特殊开始． 81 l, 

但除非通过归纳，否则要认识普遍是不可能的（甚至我们称

作“抽象”的东西①，也只有通过归纳才能把握，因为尽管

它们能分离存在，它们有一些也居于某类对象之中，仅就每 5 

类对象都有一种特妹性质而言）。如果我们缺少感觉，我们

就不能适用归纳。因为感觉才认识特殊，由于它们既不能通

过缺乏归纳的普遍，也不可能通过没有感觉的归纳得到认

识，所以对它们不可能获得知识。

<19> 每个兰段论都由三个词构成，有一种形式能证 10 

明 A 属于 C，因为 A 属于 B, B 属于 C，另一种形式是否定

的，其中一个前提是肯定的，而另一个前提却是否定的。很

显然，这些是（三段论的）本原和所谓的假设，通过以这种 15 

方式设定它们，一个人必须证明，例如， A 由于 B 而属于

C，叉， A 由于另一个作为中词的词项而属于 B, B 亦以同

样方式属于 C。现在如果我们只是以一种辩证的观点来争

论，那么，很显然，我们只需要考虑结论是否推自最广泛被

接受的前提。所以，尽管一个给定的词项并不真是 A 和 B 20 

( ta eks aphaireseo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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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词，但只要它被普遍接受，我们据此推论，那么推论在

辩证法的意义上是完满的，但如果我们的对象是真实的，我

们就必须从事实出发进行研究。观点就是这样，有些词项在

25 不是偶然的意义作其他事物的谓项（我所谓“偶然地”是

指，譬如，有时我们说“那个白的东西是个人”，它跟说

“那个人是白的”是不一样的，人不是白的东西．因为他是

其他某个东西，而白的东西是人，因为它是白的人的偶性），

有些事物在本性上就是可以作谓项的。让 C 不再能属于其

30 他任何词项，但 B却直接属于 C，没有其他词项居于它们之

间。又．让 E 以同样的方式属于 F, F 属于 B，那么这个系

列有必定的界限吗？或者说，它可以进展到无穷吗？又．如

35 果没有词项自身可作为 A 的谓项．而 A 在接属于 H，不直

接属于任何中间项， H 属于 G., G 属于 B，那么，过一系列也

必然有个终端，还是官也可以进展到无穷呢？它与前一个问

题不同。它问的是，“如果我们从这样一个词项一二百不从属

40 f其他事物而其他事物却从属于它一一开始．是再可能按土

82[1 升方向进展到无穷？”前一个问题问的是＝如果我们从这样

一个词项一丰立自身可作为其他事物的谓现．但没有什么能

作为它的谓项 开始，我们能否接~fl~万面选展到无穷。

近闹，当终端确定时，居问的词顶在数目 i二能无限吗？我的

5 意思是况，例如，如果 A属于 C, H 是它们的中间，只他训

现可作为 B 和l A 的谓现1 ’另外曰顶又可以作为这些词项的

谓项，那么它们能进展到元究H吗？边是不口J能Y 探索这个f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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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与探索证明是百构成→个元穷系列是→样的，也就是说，万

物是青都可证明或终极在互相联系中是有限的自青定的三段

论与前提也有同样情况，例如，如果 A 不属于任何 B，那 10 

么它要么是直接的，要么存在着某个它不直接属于的居间的

词项（例如l它不直接属于 G，但 G 却属于任何剧。再者，

某个词项先于 G，例如， H，八不属于它，可它却属于一切

G。在这种情况F，要么 A更直接所属的同项在数目上是无

限的，要么系列有一个界限。

但是，如果前提是可以换佳的，情况则不同。在词项可 15 

以互作谓项的情况下，没有一个词项是最初的戎最终的谓

项，因为在这一方面，一切都同样处在互相联系之中，无论

可作为述说主项的词项在数目上元限，还是两类词项（我们

对它们都不确定）都在数目上无限，唯一的例外是，如果词 20 

项不能按同样方式换位，而是一个是偶然的，另一个则是真

正的谓项①D

<20> 如果谓项在向上和向下两个方向都有界限（我

所谓“向上”是指朝更普遍的方向上升，我所谓“向下”是

指朝更加特殊的方向下降），那么，十分明白，居间项在数目

上不可能是无限的。因为如果当 A 述说 F 时，居间项 B 在 25 

数目上是无限的，那么，很清楚，就可从 A 开始， JI顶向下

①！见 8lb25-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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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向，找到被另一词项所述说的某一词项，直至无限（因

为在进展到 F之前，居间项在数目上是无限的）。同样，如

果从 F 开始， JI顶上升方向进展到 A，其间亦有无限多的词

项。这样，如若这些结果不可能，那么 A 与 F 之间存在着

30 元限多的居间项同样也不可能。如果有人主张在 AB······ F 

系列中某些词项是连续的，所以在它们之间没有中项，其他

的词项也不可能被把握，则情况也没有什么不同。不论采用

B 系列中哪个词项，朝 A 或 F 方向的居间项在数目上必定

要么有限要么无限。在无限的系列中，不管先从哪个词项出

35 发，直接的或者间接的都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在它们之后的

词项是无限的。

(21> 如果在肯定证明中，这个系列在两个方向上都

有界限，那么，很显然，在杏定的证明中它也有界限．让我

们设定，从最终词项（所谓“最终词项飞我是指不属于其

826 他任何词项．但其他词项．例如 F. 却可以属于它的词项）

不能上升到无限，或者从最初词项〈所谓”最初词项飞我

是指它可以述说其他词项．但其他词项却不述说它）不能下

5 降到终极。如果这些条件得到满足，那么在否足中也有界

限。证明一个词项不属于另一个有芝种方式，（］） B 属于一

切 C 所属于的事物？但 A 不属T佳何且所属T的事物Q 在

前提 BC 中，一般是在小前提中，我们一定可以放得直接的

命题，因为 BC 这一前提是肯洁的 q 至卡另一i可项，？民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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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如果它个属于另一个先在的词项，例如 D，那么？这个

词项侄属于一－~n B。如果它也不属于先-=fD 的另一词项－那 10 

么？这个词项必寇属于一切 υ日这样？向于上升的近程是有

限的‘通向 A 的进理也是有限的电而且将有某个 A不能属

于的最初词项目（2）如果 B 属于一切 A，却不属于任何 C,

那么 A 不属于任何 Co 如果要求证明这一点，那么，很明

显，证明要么用上面描追过的方法，要么用现在的方法，要 15 

么用第芒种。第一种已经说明了－第二种现在就要进行说

明。证明如下iD属于所有 B，却不属于任何 C，因为有些

酒项必然属于 B。再者，由于 D 不属于 C，那么其他某个不

属于 C 的属于 D。由于肯定的属性系列在上升方面有限，否 20 

定系列也是有限的。（ 3）第三种方式是，如果 A 属于所有

B, C 不属于所有 B，那么 C 不属于所有 A 所属于的东西。

它也能被以前所述的方法或为一种相似的方法所证明。在前

面的情况下，系列显然是有限的，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现 25 

在设定 B属于 E, C 却并非都属于 E。而这又被同样地证

明。因为我们已经设定向下方向的系列也有界限，那么很显

然，不能作为 C 属性的系列也有界限口

很明显，即使证明不限于一种方法，而是采用全部方 30 

法一一时而第一格，时而第二格，时而第三格 即使如

此，系列亦有界限。因为方法在数目上是有限的，所以，有

限数目的方法采用的有限数目的事物的结果必定是有限的。

因而，如果肯定属性的系列有界限，则否定属性的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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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显然亦有界限，而肯定属性的系列有界限这种情况借助下列

辩证论述将会明白。

<22] 构成事物的是什么或本质的一部分的谓项系列显

然有界限．因为如果定义可能，也就是说，如果本质可以认

g3a 识，而在数目上元穷的事物又不可能被穷尽，那么，构成事

物的是什么或本质的一部分的谓项在数量上必然是有限的。

但我们一般地可以按以下方式处理问题。我们可以真实地说

“白的东西在行走”，“大的东西是木头”，或者说，“这根木头

是大的”及“这个人在行走”。在这两种情况下作出的陈述是

5 不相同的。当我说“白的东西是木头”时，我的意思是，碰

巧是白的东西是木头，而不是说白是木头所依附的主体，因

为并不是作为白或作为白的一个特殊种．白的事物才成为木

10 头的，内的东西成为木头只是 l.U 于偶然。另二方面，当我说

“这根本头是白的”时，我并不是指其他某个碰巧成为木头的

东西是白的．就像当我说，“有文化的人是白的”的含义一样

（我说这句话的意思是，“那个碰巧有文化的人是白的”）．相

应．在这哩，木头是实在地变成白的东西的主体，百ri且不足

15 作为其他事物，而是作为木头的→个科l_gJi:某根特殊木头)j·这

样。这样，如果我们要制定一条规则，那就让我们把后－类论

断称作谓项，而前→类·l仓断根本不是谓顶．或者说是偶然，宦立

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谓项。上例巾的··口”和”木头”分别是谓

20 项不n主项“因而，让我们设定．谓项始终是一胆地而不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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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追玉项的u 网；与证明依赖于此才得以进行“因此，当→个词

硕述脱词一个词硕时， DB么它所表明的要么是是什么Ul，要么

是庚、星、美系、 1范作、承受、何地、何时中的某一个。

进而，表明实体的谓项意味着主词与谓项或与谓项的→

个神相同，不表明实体却表述另一个既不与谓项或谓项的－ 25 

个种相等同的中项的谓项是偶然的，例如，“白”作为“人”的

i宵项。在这里，“人”既不等同于“白”，也不等同于“白”

的某个种咂 {Q＿他可能是个动物，因为人等同于动物的一个 30 

种。不表明实体的谓项必定表述某个主项，除非一个事物因

为首先是其他事物，否则它不可能是白。“｝岳式”可以排除

掉。因为它们只是元稽之谈，即使它们存在，也是不相关

的，因为证明只涉及我们已讨论过的这些谓项。 35 

如果 X 不可能是 Y 的性质， Y 不可能是 X 的性质，即

如果不能有一个性质的性质，那么， X 和 Y 就不能按照我

们所制定的方式互为谓项。用一个去陈述另一个可能是真实

的．但交互陈述却不可能是真实的。因为谓项可被陈述作实 83b 

体，即谓项的种或属差。我们已经证明这类谓项在向上或向

下方向都不可能进展到无穷（例如人是两足动物，两足动物

是动物，动物又是其他某个事物，或者说动物述说人，人述

说加里亚斯，加里亚斯述说其他某个作为本质的部分的事 5 

物）。因为每个这样的实体都可定义．但要在思想中穷尽一

( to ti es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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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无穷系列是不可能的。因而系列无论是向上还是向下都不

可能是无穷的，因为我们无法定义为无穷数量的词项所表述

10 的某个实体。因而，作为种，它们不能互相作谓项，否则，

一个事物就会相等于它自身的一个部分。也不可能有任何事

物交替表述性质或其他任何范畴，除非是在偶然的意义上。

它们都是属性，只能表述实体。至于系列不能上升到无限的

15 证明，在每一步骤上，谓项表明的要么是质，要么是量或其

他某个范畴，要不然就是实体中的因素。后者在数目上是有

限的。范畴的种类亦是有限的，即性质、数量、关系，动

作、承受、何地及何时。

我们已经阐明一个谓项表述一个主项，除了表明是什么

20 而外，谓项不能相互表述。它们都是属性，有的在其自身的

意义上而言，有的在其他意义 i：而言。我们说它们都表述某

一主体，而属性却不是一类主体。因为我们认为诸如此类不

是其他某个事物的事物，并不与对它所作的陈述相区别. {0 

25 只是陈远了其他某个词项，而其他属性却表述一个不相同的

主体口一个谓项表述一个主项．无论在向上还是在向下都不

能够构成一个元限的系列。因为属性所述说的主体并不多于

在某个个体的实体中所隐含的肉素．而它们非数目上并不是

元限的。在上升万向我们再这些玉词».'E们的属性，两者在

数目七都是有限的，闪而必定存在着某个事物首先表述的主

体，而其他事物义表这这一事物，这个系列必边是有限的，

30 即是说，必定存在着某个词顶，它不表述仔何先下它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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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也没有一个先于它的词表述它。

！综以上说明的证明方式之外．还有另外一种Jr式．一个

能为其他先在的谓项所断言的主体的证明，和不经证明向有

的:g_l将有的知识相比．与可证明的东西相关联不见得更幸返 3G 

些。此外，如若通过其他某些事物而得知。除了知道之外，

对它们不可能有重好的联系．所以．我们通过它们得知的东

西都不是科学知识。如果通过证明一般地知道一件事物一一

不是作为一个有条件的或假设性的结论一一是可能的，届间

的谓项必定有限。如果没有界限 7 始终存在高于最后所使用 g4a 

词项的事物．那么，一切事物都是可以证明的。因此，如果

越过数目上的无限是不可能的，我们就不能通过证明知道这

些可证明的谓项。如果我们与它们的联系不优于与知识的联 5 

系，那就不可能通过证明获得对任何事物的整体的知识，而

只有假设性的知识。

一个人可以有理智地从上述讨论中相信我们所说内容的

真理性。但通过分析的方法可以更简明地从下面的论述中理

解到，在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证明科学中，无论是向上，还 10 

是向下都不可能有无限的谓项系列。

证明与事物的就自身而言的属性相关。属性在两种意义

上说是依据自身的：（ 1 ）因为它们内在于它们主体的“是什

么”之中，或者（2）因为它们的主体内在于它们的“是什

么”之中。例如，在“奇数”与“数”的关系中， “奇数” 15 

是“数”的一个属性，而“数”自身又内在于“奇数”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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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中，另一方面，“复多”或“可分”却内在于“数”的定

义中。这些属性都不能进展到无穷，当联系是奇数与数目的

联系时，系列不可能是无限的（因为这怠味着奇数具有另一

20 个奇数内在于其中的属性。如果这样，那么数必定首先内在

于几个作为其属性的奇数中。这样，因为无限数目的这种属

性不可能属于一个单一的主体．所以，上升的系列也不会是

无限的。实际上所有这样的属性必定内在于终极的主体中，

例如．数的属性都在数中，而数在属性之中，因此它们可以

25 互相转换，但却不能超越这个范围）。内在于它们的主体的

“是什么”中的属性，在数目上也不可能是无限的，否则，

定义就不可能。这样，如果作为谓项的一切属性都是依据自

身的，而且它们在数目上不可能是无限的，那么上升的系列

必定有限，下降的系列亦相同。

如果情况确是如此，那么两个词项的居间项在数日上也

30 必远是有限的，果然这样，那就很明显，证明的本原必寇存

在．而且某些人所持有的观点〈我们在开始时已提到①，即

认为事物都可证明的论点）是错误的。因为如果不原存在，

那么（ 1）并非一切事物都可证明，并且（2）证明也不能构

成一个元限的系列 q 因为反对这两个结果中任何一个都意味

35 着没有前提是直接的和不可分的，一切都是可分的。因为通

过内在地而非外在地附加一个问项，命题 nJ得到tiE明。这

①见 72h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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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如果证明不能进展到无穷，那么，两个词项的居问项就

可能在数目上元限。不过如若谓项系列在上升和下降方向上 841, 

都有限，这是不可能的。然而，谓项系列的有限在上面已用

辩证硅．现在又为分析法所证明。

[23> 从所有这些结论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如果同一

属性属于两个主体，例如，如果 A 既属于 C 也属于 D, C 5 

和 D 不能或者至少不能在一切事例中互相表述，那么这种

谓项并不因为一个共同的特性而始终属于它们。例如，“其

内角之和等于两直角”由于一个共同的特性，既属于等腰三

角形也属于不等边三角形（它之所以属于它们，乃是因为它

们都是某种特殊图形，而不是因为它们彼此之间的差别）。

但情况并不总是这样，让 B表示 A 由此而属于 C 和 D 的特

性，那么很清楚， B也由于其他某个特性而属于 C 和 D，这 10 

个特性又会因第三种特性而属于 C 和 D，所以在两个词项间

可插入无数的居间项，但这是不可能的。从而，如果有直接

的前提存在，那么同一谓项并不必然借助一个共同的特性而 15 

属于多个主体。不过，如果被证明为两个主体的共同属性是

它们的一个依据自身的属性，那么，居间项必定属于同一个

种，并且（前提）来自同一组直接前提口因为我们已经知

道①，在证明的命题中，我们不能从一个种跨越到另一

① 见《后分析篇》，第一卷.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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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种。

20 十分明白，当 A 属于 B 时，如果有一个中词，那么 A

属于 B是能被证明的。这个证明的“因素”等同于中词，

或者说，它们在数目上是相同的，因为“因素”要么是全部

的，要么是普遍的直接前提。没有中词，就没有证明。我们

25 正在研究本原。同样，如果 A 不属于 B，如果要么有一个

中词，要么有一个 A 所不属于的先在词项，那么，证明就

是可能的．否则便不可能。我们只是正在研究本原。因素与

中词的数量相等，证明的本原正是包含着它们的前提。正如

30 存在着某些不可证明的前提，如“X 与 Y”或“X 属于 Y”

一样，也存在着其他不可证明的前提，如“X 不是 Y”或

“X 不属于 Y”．所以有些是作肯定陈述的原则，有些是作否

定陈述的原则。

当要证明一个结论时，我们必须设定表述 B 的直接词

顷，假定它是 C，然后假定 D 同样叮表述 C。如果我们继续

这一边程，我们在证明中从不设定任何超出 A 范围的前提

和属性，而是不断压缩两个词项的间旺，直到主项和谓项成

35 为本可分的或者成为一体＠当前提变成直接的时．我们便得

到了一个单位，只有在接的前提才是纯粹意义上的前提u iE 

如在其他领域中最基本的单位是简单的东两．而且在各处不

83" 尽相同，如重量最基本的单位是梅纳，在音乐巾是四分青，

如此等等。同样，在二段论中．最基本的单位是直接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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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而在证明和认知中宫是一神理会成努斯①u

在肯定的芒段论中，没有什么超过属性的范围。在否定

的三段论中，（ 1 ）在→种方式中没有什么超出其属性需耍被

证明的词项的范围之外。例如，设定冀通过 C证明 A 不属 5 

f-: R （前提是 C 属于所有 R. A 不属于任何 C），随后，如

果要证明八不属于任何 C，那么在 A 和 C 之间必须设定一

个中项．过程就按照这种方式继续。（2）如果因为 C 属于

所有 D，但不属于任何 E （或不属于所有 E），要求证明 D

不属于 E. 则中词绝不会超出 E 的范罔， E 即是谓项被要求 10 

（不归属于它的主项。（ 3）在第三种方式上，中词绝不会超

出结论中被杏定的主项和杏定的谓项的范围。

<24] 因为证明要么是普遍的，要么是特殊的，或者

要么是肯定的，要么是否定的，所以可以争论哪一个更好 15 

些。对于直接证明以及归谬法亦是如此。首先让我们考虑普

遍的和特殊的证明。搞清楚这一问题后，再讨论直接证明和

归谬法。

有些人以下面这些方式考虑问题，所以认为特殊证明较 20 

好些。（ 1 ）可以使我们获得更多知识的证明即是更好的证明

（因为这是证明的特长＠，并且我们借助事物自身认识某个

① nous。

② 省略。u 。

③ arete. 或作“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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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事物比借助他物认识它时可以获得更多的知识，例如，

25 如果我们知道普里斯库斯是个有教养的人．而不仅是知道某

个人有教养，那么我们对“有教养的哥里斯库斯”就是有更多

的知识。其他情况亦同样）。普遍证明表明不是某个特殊事

物而是其他事物有一个既定的属性（例如，它不指明等腰三

角形，肉为它是等腰三角形，所以有一个既定的属性，而是

因为它是一个三角形）。相反，特殊证明却指明正是事物自

身具有这个属性。所以，如果借助事物自身指明事物中的证

30 明是较好的证明，而特殊证明比普遍证明更具有这种性质．

那么，特殊证明也就比普遍证明更优越。（2）进而，如果普

遍离开特殊便不存在，而证明使人产生一种信念，即以为存

在着一种证明赖以进展的具有这种性质的事物，它留居在事

物之中作为特性，如与特殊的三角形不同的豆角形，与特殊

35 的图形不同的图形，与特殊的数目不同的数目。如果涉及存

在的永不错误的证明比涉及不存在的错误证明亮好p j日果普

遍证明属于后一类〈以下述方式推理．例如．关于匀称．匀

称是一个具布明确特征的东西？官既不是线？不是数，不是

851, t体，也不是平面．而是不同T这一切的东两）←一如果这

类证明男孩近于普遍证明？比特殊证明真少涉及存在 7 并且

产牛了某种错误的意见，那么可以推知普遍的证明不如特殊

的i正明。

但事实七（1）第一种论证既可应用丁普遍证明，同样

5 可应用于特殊证明白如果“内角之和等于两直角”这→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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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作为等腰兰角形而是作为＝角形的一种形状．邵么－知

道这个形状拥有这种属性是因为它是等腰i角形的人，对事

物的根本原肉的认t只－不及知道这个形状拥有这种属性是因

为它是一个二角形的人。总而言－之，如果一个属性不属于作

1'1 ＝：角形的主体‘｛tl＿属性却被证明属于主体，那么这便不是 10 

证明。但如果它确实属于作为三角形的主体，那么知道这种

属性属于这种主体的人具有更丰富的知识。如果“三．角形”

是个广义词，具有一个不变的意义，那么，“三角形”一词

便不是歧义的。并且如果“其内角总和等于两直角”这一属

性属于一切三角形，那么是作为三角形的等腰三角形，而不

是作为等腰三角形的三角形才拥有这样的角。因而，知道普 15 

遍的人比知道特殊的人具有更丰富的知识。由此推得，普遍

证明高于特殊证明。（2）如果意义是不变的，普遍的词项不

是歧义的，那么普遍证明的真实存在性并不会少于某些特殊

证明，甚或比后者更为真实存在。因为普遍包括不朽的事物，

反之，特殊则倾向于消亡，进而，没有必要因为普遍有一个

独特的意义便断定它是脱离特殊的某个实在。在范畴不表示 20 

实体而表示性质、关系或活动的情况时更加不必要。如果这

种断定已作出，那么错误不在于证明而在于听者。（3）证明

就是证实原因和根据的三段论。普遍更具有原因的性质（拥

有可依据自身的属性的主体本身即是其拥有那种属性的原因； 25 

普遍是首要的，所以普遍是原因），因而普遍证明更为优越，

因为它证实原因或有根据的事物更为合适。（4）再者，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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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达到一个事实，它的存在戎将要存在不依赖于其他事实

30 时，我们就完成了对原因的探究，并且认为已经知道了它，

因为我们通过这种方法所进行的探索的终点是事实本身的终

极和界限。例如， X 为什么来？为了挣钱，挣钱是为了还

债，还债是为了不做不公正的事。当我们按这种方式进展．

达到一个既不依赖于他物也不以他物作为其对象的原因时．

我们就说他是这个人到来 或已到来或将要到来一一的目

35 的，这样我们就最完全地懂得了这个人来的原因。如果同样

的道理可应用于所有的原因和有根据的事物。如若在刚才所

说的条件下我们对终极因的知识是最完全的，那么在一切其

他情况下，当我们达到一个不再依赖于其他事实的事实时，

我们的知识也是最完全的。所以当我们认识到一个图形的外

角总和等于四个直角时，因为这个三角形是等腰三角形，那

86" 就仍然具有“为什么这个图形是等腰三角形”这个问题。答

案是，它是一个豆三角形，而i三角形具有这种属性是因为它是

直线的图形。如果这一原因不再依赖他物，那么我们的知识

就完全 fo 而我们的知识现在是普遍的，因而普遍知识是较

5 优越的。（5）原因越是特殊，它们就越陷丁－不确定性，而普

遍的证明都倾向士简单和确定。不确定的原因是不可知的，

而确定的原因则是可知的。因而普遍的事物比特殊的事物更

易理解日因为普遍是；更加 nf以论证的。而更加可以论证的事

物的证明是更为真雯的证明，因为相对性在程度上同时变

10 化，因而普遍证明是更为优越的，因为它是更为真实的t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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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6）再者．借助它既可以知道一个给定的事主‘也能知

道另一个事实的证明优于通过它片能知道那个给寇的事实的

证明白知道普遍的人也知道特殊．皮之，知道特殊的人不知

道普遍。据此也可以推出，普遍证明优于特殊证明白（ 7）再

看下币的论证．被认为贾普遍的事物的证明在于通过一个接

近于本原的巾词来证明。而最终接近于本原的是直接的前 15 

提．即本原自身。如果从本原出发的证明比不从本原出发的

证明更为精确，那么较多接近本原的证明就比较少接近它的

证明更为精确。普遍证明更具有这种性质，所以它更为优

越。例如，假定要求证明 A属于 D，中词是 B 和 C, B 是较 20 

高的词项，那么借助 B而作出的证明是更普遍的。

但是，在以上论证中，有一部分只是辩证的。可以最清

楚地见到普遍证明更优越的是在一前一后两个前提中，当我

们理解了前者时，在一定意义上对后者也会有某种知识，有

某种潜在的了解。例如，如果某人知道每个三角形的内角和 25 

等于两直角，那么他在一定意义上也潜在地知道了等腰三角

形的内角和等于两直角，即使他并不知道等腰三角形是一个

三角形。但理解了后一个前提的人却不知道普遍，无论是潜

在的还是现实的。除此而外，普遍的证明是理智的①，但特 30 

殊的证明却终止于感觉。

( no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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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上面的论证充分表明，普遍证明优于特殊证

明。而从下面的论证则可以清楚地看到肯定证明优于否定

证明。

(1）假如其余条件相同，那么可以断定从较少的假定、

35 假设或前提取来的证明形式优于其他证明形式。设定它们是

同样被了解的，当它们其中少数几个的知识可以很快获得

时，这种结论是更合人意的。从较少前提得出的证明较为优

越的论证可以用普遍形式陈述如下。设定在这两种情况下，

中词都同样可知，而且在先的中词比在后的中词更为可知。

86b 让我们设定， A 属于 E 的两种证明，一是通过中词 B、 C、

D，二是通过中词 F、 Go 那么 A 属于 D 的命题与 A 属于 E

（在第二种方式下）的命题同样清楚。但是， A 属于 D 的命

题却比 A 属于 E （在第一种方式下）的命题在先．并比它

5 知道得更多。因为后者要为前者所证明，而证明的途径要比

证明的事物更为确定．所以假定其余条件相同．那么从拉少

前提导出的证明优于其他证明。肯定证明和否定证明都要用

三个词项和两个前提进行．但肯定证明只断定某物是这样．

而否定证明既断定某物是这样又断定某物不是这样，因而它

要依赖于拉多的前提．所以不如肯定证明 e

10 (2）我们已经证明叭如果两个前在都是否远的 7 则三

① 见《前分析篇L 第一卷，（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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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论不能成立．如果一个前提是否定的．邵么另一个前提，必

定应当是肯定的陈述。除此而外，我们必须掌握卡列规则．

当证明扩展时．肯定的前提在数H t必、须增加，但在任何二 lG 

段论小否定的前提却不能多于一个。让我们设起没有任何 H

是 A. 一切 C 都是 B，那么．如果两个前提需要进一步扩

展，那就必须在它们之间插入一个中词，让 D作为 AB 的中

词.E作为目可的中词．那么很清楚， E 是肯定的， D 对 B

的关系是肯定的，对 A 的关系却是否定的， D 必定述说所 20 

有 B，但 A 却必定不述说任何口，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杏定前

提，即 AD。所有其他二段论都是同样情况。如果在肯定的

三段论中，则中词必定同两个端项发生肯定的关系，但在否

定的三段论中，中词必定同两个端词中的一个发生否定的关 25 

系，因而就产生了一个否定的前提，而其他的前提却是肯定

的。如果证明的途径比被证明的事物更为可知、更为确实，

否定命题要为肯定证明所证实，但肯定命题却不能为否定证

明所证实，那么肯定证明由于是在先的，更为可知、更为确

实，所以是更优越的。 30 

(3）再者，如果三段论的本原是普遍的直接前提，如果

普遍的前提在肯定的证明中是肯定的，在否定的证明中是杏

定的，如果肯定前提先于否定前提，并且比它更被了解（因

为通过肯定前提，否定前提才被知晓，肯定前提先于否定前 35 

提，正如存在先于非存在一样），那么，肯定证明的本原优

于否定证明的本原。而运用较优越的本原的证明白身也是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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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的。

(4）肯定证明更具有本原的性质，因为没有肯定证明，

便没有否定证明。

87a (26> 因为肯定证明优于否定证明，很明显，它也优

于归谬法。但我们必须了解它们之间的差别。让我们设定 A

5 不属于任何 B, B 属于所有 C，那么 A 必然不属于任何 C。

如若前提按这种方式被设定，则 A 不属于任何 C 这个杏定

证明是直接的，但归谬法采取下列形式。设定要证明 A 不

属于 B，那么我们必须先设定 A 属于 B, B 属于 C，从而推

10 出 A 属于 C。但已经认定这种情况不可能，所以 A 不可能

属于 B。因此如果承认 B 属于 C，那么 A 属于 B 是不可能

的。词项的顺序都是一样的。它们的区别在于，当作“A

不属于 B”或“A 不属于 C”的陈述时，在哪一种形式中对

15 否寇的前提知道得更多。这样，当结论中的否定判断被知道

得更多时，我们得用归谬法进行论证．当它是兰段论的前提

之一时，我们就得到直接的证明口但命题”A 不属于 B”在

本性上先于“A 不属于℃”。因为结论所从出的前提先T结

论。命题”八不属于 C”是结论？而“A 不属于 B”却是结

20 论所从巾的前提之一。从严格的意义「说，如果结论是摧毁

性的？那么它就不是结论？其所从出的命题也不是前提。三

段论所从出的命题是互相联系的前提，芷如整体与部分或部

25 分与整体的夫系一样日而前提 AC 与 BC 却不是这样互相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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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所以．如若从：更为可切的和在先的前提出发而进行的

证明是优越的，这两类证明都依赖于一先－Jfi的两个否定命

题．那么．否定证明就纯粹优越于归理法，而肯定证明由于

优于否运证明，所以很显然也优于归谬法口 30 

[2苟 同时既夫涉事实也夭涉有根据的事物的知识，

相比于只关涉事实而不关涉有根据的事物的知识来说．是更

为精确的、在先的。其对象不依附某一主体的知识相比于其

对象依附于某一主体的知识（例如，算术相比于和声学）是

更为精确的、在先的。使用较少因素的知识相比于使用附加 35 

因素的知识是更为精确的、在先的（例如，数学相比于几何

学）。我所谓“附加因素”，意思是，例如一个单位是一个没

有位置的实体，但一个点却是有位置的实体，我认为后者就

包含着附加因素。

<28> 一门科学涉及一个种或一类对象，这些对象构

成了那个种的最初因素，是它的部分或者是这些部分自身的

属性。如果两门科学的本原不属于同一个种，并且一门科学 40 

的本原也不是来自另一门科学的本原，这两门科学便不相 87h 

同。当一个人达到不可论证的前提时，这就被证实了。因为

这些前提和结论与被证明的事实在同一个种之内。如果通过

它们而证明的结论属于同一个种，是同类的，那么它就又一

次得到了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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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9> 人们不仅可以从同一系列采用不直接相连的中

词，例如，选择 C 或 D或 F 作为 AB 的中词，也可以从另一

系列中采用一个中词，从而使同一结论获得多种证明。例

10 如， A 表示“改变”， D 表示“感受”.. B 表示“快乐”， G

表示“轻松”。这样， D 表述 B, A 表述 D 都是真实的。因

为如果一个人快乐，那他就是感受的，而感受是改变的。再

者， A 表述 G, G 表述 B也是真实的。因为快乐的人都是轻

松的，而轻松就意味着感受。这样，结论就可以通过不属于

同一系列的不同的中词推出，当然这两个中词不是一个不能

15 表述另一个，两者必定属于某个相同的主体。我们必须用其

他格来研究这一点①，看一看它究竟能用多少方法得出相同

的结论。

(30> 羔于偶然，没有证明知识。因为偶然发生的事

20 情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经常的，丽是一种以不同于上述两者

的万式而发生的。而证明却是关涉这两者之中的某一个的。

每个兰段论借助要么是必然的，要么是经常的前提而进行。

如果前提是必然的，那么结论也是必然的．如果前提是经常

25 的，那么结论也是经常的。因而，如果偶然既不是经常的也

不是必然的，那就没有关于它的证明。

① 尚来发现有尖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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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科学知识不可能通过感官知觉而投得。即使感

宫是美于有性质的对象而不是关于某个东西的。我们所感觉

到的必定是在某一地点、某一时间中的某个东西，但普遍的 30 

而且在一切情况下都是真实的东西是不可能被感觉到的．因

为百既不是一个特殊的东西也不处在某个特寇的时间中？否

则，它就不再是普遍的了。因为只有永远而且在各处都可得

到的东西才是普遍的。所以由于证明是普遍的，普遍不能为

感官所感知，所以很明显，知识不能通过感官知觉而获得口

但很显然，即使感觉到兰角形的内角和等于两直角是可能 35 

的，我们仍然要寻求对它的证明，而不应像有些人所认为的

那样，把它看成是如此。感官知觉必定是关涉特殊的，而知

识则是对普遍的认识。因而，设定我们在月球上，看见地球

遮住了阳光，我们也不会了解月食的原因。我们只感觉到月 40 

食在那时发生，却根本察觉不到它的原因。因感官知觉并未 88a 

告诉我们任何关于普遍的东西。不过，如果通过不断重复地

观察对象，我们成功地把握住了普遍，那么，我们便有了证

明。因为从特殊经验的不断重复中，我们得到关于普遍的见

解。普遍的价值在于它展示了原因。这样，在考虑这类具有 5 

与自身不同的原因的事实时，普遍的知识比通过感官或理

会①得来的知识更为宝贵。最初真理另当别论②。

( noe.siso 

②见｝QQbJ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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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通过感觉不可能获得任何可证明事物的知识．

10 除非感觉一词是指借助证明而获得的知识。不过，确有某些

问题与感官的失败相关。例如，有某些现象，如果我们看见

它们的发生，那么解释它们便没有什么困难。不是因为我们

通过看一个事物知道了它，而是因为看它能使我们把握普

15 遍。例如，如果我们能看见玻璃中有许多通道，光通过它们

射进来，那就明白了它为何能照亮。因为在每一个具体事例

中，我们都能分别看到这个结果，并且理会到在所有情况下

它都必然如此。

(32> 一切三段论不可能有相同的本原。（ 1 ）这可以

20 用辩证的论证表明。（a）有些三段论是真的，有些三段论是

假的。从虚假的前提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当然也是可能的．

但这只是偶尔发生的情况。例如．如果 A表述仁是真实的－

25 但中词 B 是虚假的，因为 A 不属于 B, B 不属于 C。如果我

们采用这些前提中的中词，那么，前提就是虚假的。因为虚

假的结论来自虚假的前挠，反之，真实的结论却来自真实的

前提。虚假的东同与直实的东西是不相同的。 (b）即使虚

假的结论也并不出臼相同的本原。因为谬误要么是彼此相应

的．例也．正义是非_jf.义，相等与大于或小于§要么是不能

30 并在的，例如，止义是怯懦，人是可战牛。

(2）根据我们已经提出的理论，可以阻问题作如rf的论

i止• (a）并非所有真实的三段论都具有相同的本原，它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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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何许多二段论的本原属于本同的类①，并且是不可变换

的 n 例如，单位不能与点相变换，因为前者没有位置，而后

者却只有曰无论如何，那些词项必然要么作为中i司．要么作

为大词或小词而被引人，或者部分作为巾词营部分作为大词 35 

或小词。（ b）也没有任何共同本原用作前提以证明一切结

论（我所谓“共同的飞例如排中律）。因为主体属于不同的

神。~们有些只表述质，有些只表述量。只有借助它们，证 881' 

明才通过共同的本原而成立。（c）本原在数量上并不比结论

少很多。因为前提就是本原，而前提是通过另一个要么外在

地，要么内在地加上的词项而形成的。 (d）结论在数量上 5 

是元限的，而词项的数目却是有限的。（e）有些本原是必然

的，有些是或然的。

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考虑问题，那么，当结论是无限的

时，本原不可能对一切都是共同的或在数目上是有限的。

(3）如果把“相同”用于另一种意义，例如某人说，“这些 10 

都是几何学的本原，这些都是算术的本原，这些都是医学的

本原”，那么除了说明科学具有本原外还有什么其他意义呢？

由于它们自身相同而称之为相同是荒谬的，因为根据这一意

义，任何事物都可被称为是相同。（4）说“所有的兰段论具

有相同的本原”的意思是指任何结论都可以从本原的整体中 15 

得到证实。这同样是荒谬的。在其方法极其明显的数学科学

cD 对不同的科学是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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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况并非如此。在分析中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里作

20 为本原的是直接前提，并且每个新的结论都是通过附加一个

新的直接前提而形成的。（ 5）如果一个人断定最初的直接前

提就是本原，那么每个种类都有一个。（6）不过，如果不主

张任何结论都必定可从本原的整体中得到证明，否认本原对

于各门科学都不相同而且在种上也不相同，那么剩下的要考

虑的问题是，是否所有命题的本原都是同类的，但却有些适

25 合于某门特殊科学的证明，有些适合于另一门特殊科学的证

明。但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①，不同

种的事物的本原自身在种类上也是不同的。本原有两类，一

是证明所由进展的前提，二是证明所涉及的种。前提是共同

的，而后者（例如数目与量值）是特有的。

30 <33> 知识和知识的对象与意见和意见的对象并不相

同。知识是美于普遍的，是通过必然的命题而进行的，必然

的东西不可能变成其他。某些命题虽然是正确的、真实的，

但也可变成其他。显然？知识不涉及'Bff] v 否则能变成其他

汩 的事物就不能变成其他了。知识也不是理会（所谓“理

g9a 会”叫我是指知识的本原〉或不叮证明的知识（即对Ji揉

前提的把握）。但只有理会、知识、意见以及为它们所揭辰

① 见《后分析篇》，第一卷， E币。

( nous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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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才是真的。因而我们断定意见所涉及的就是可真实可

虚阳、能够变成其他的东西凸换言之，意见就是对既非直接

亦非必然的的蜒的断定。这种论述与所观察到的用法相符 5 

合，因为意见是不确定的，它的对象的性质也是如此。除此

而外，当一个人认为一件东西不可能成为其他时，他并不认

为自己只对它形成了意见，丽总认为自己有了关于它的知

识，只有骂他认为某件事物是如此，却很可能变成其他样子

时．他才认为他具有了意见，这表明意见是关于这类命题

的，而知识是夫于必起如此的命题的。

那么，同一事物怎么才能既是意见的对象又是知识的对

象呢？如果有人坚持认为他对他所知迫的一切事物都具有意

见，那么意见为什么不是知识呢？拥有知识的人和怀有意见

10 

的人都借助中词进行，直到他们获得直接的前提。所以如果 15 

前者有知识，那么后者亦同样具有知识，因为对事实以及它

的根据产生意见是同样可能的。而根据却是中词。事实真相

也许是这样，如果某人以把握证明借以产生的定义方式把握

了不可能变成其他的命题，那么他所具有的就不是意见而是

知识，如果他只理解到属性是真实的，但不知道它们通过实 20 

体和形式而属于主体，那么他所具有的就不是真正的知识而

只是意见。如果他的意见是通过直接前提获得的，那就既是

事实的意见也是关于根据的意见曹否则就只是关于事实的意

见。意见和知识并不是在一切意义上都具有相同的对象，而

只是在某种意义上相同，就像真实和错误的意见在某种意义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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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相同的对象一样。某些人所持有的“真实和错误的意见

属于同一对象”的观点使他们产生了许多荒谬的见解，其中

30 之一即是：错误意见根本就不是意见。由于“相同”一词具

有多种含义，所以在一种意义上真实的意见和错误的意见具

有相同对象是可能的，在另一种意义上则不可能。对“正方

形的对角线可以用边通约”有真正的意见是荒谬的，但由于

两种意见所涉及的对角线是一样的，在这种意义上，真实和

虚假的意见具有相同的对象。但根据定义，两种对象的本质是

不相同的。在这种意义上，知识和意见可以有相同的对象。知识

35 认为“动物”不可能变成其他，意见则认为它可以变成其他，

例如，知识认为“动物”是“人”自身的属性，意见则认为

“动物”是“人”的属性，但不是就自身而言的属性D 在这两种

情况下，主体“人”是共同的，但归属的方式却不是相同的。

从上述考虑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同一事物在同一时刻不

89b 能既有意见义有知识，否则人们就会认为同一事物既能义不

能变成其他样子．而这是不可能的。在我们已讨论过的意义

七来说，关于同一对象的知识和意见， nJ以分别存在f小间的

心灵之中．但它们不可能同时存在于同一个心灵中。这意味

着在同一时间得到这样的理解。例如？人本质上是动物（我

们已经知道它的含义是说人不可能不是功物），本质I 又不

是动物曰因为我们已经断态，写的意义是i见人可能成为动物

以外的东西口

关于其他思想方式如何出现在思索、理会、知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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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明智及智慧之中的问题的道一步探讨，部分属于自然哲

学，部分属于伦理学自

<34) 机敏是没有片刻迟疑迅速把握中词的能力。例 l。

如，某人看到月亮的→面总是朝向太阳，便立刻认识到它的

原因，即月亮从太阳获得光线 4 再如，他看到一个人在同→

个富人谈话，便认定他是在借钱 p 再如，他明白人们之所以 15 

有交情唱乃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仇敌。在所有这些情况中，

但握到瑞i可能使他认识到原因或中词。让 A表示“向着太阳

的光明面”， B 表示“从太阳中获得光线”， C 表示“月亮”，

那么 B C从太阳中获得光线）能表述 c （月亮） ' A （向着太 20 

阳的光明面）能表述 B，这样， A就通过 B而属于 C。



312 

第二卷

89b23 <1> 我们所探讨的问题的种类与我们所知道的事物的

种类一样多。它们有四类：事实、根据、存在、本质（是什

25 么）。当我们引入一些词项，探讨这种或那种事物是杏如此

（例如，太阳是否被遮蔽）时，那么，我们就是在探究事

实口证据是：当我们发现太阳确实被遮蔽时，我们的探讨也

就告终了。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知道它是如此，那就不用问它

是否被遮蔽了。当我们知道事实后，我们就探讨根据。例

如 如，如果我们知道了太阳被遮蔽和地球运动，我们就要间’应

们之所以如此的原因。这就是我们提问题的方式。｛g对于某

些研究对象我们还要提出不同种类的问题，例如，半人半马

的怪物或神是存存在［在存在的问题L只涉及纯粹的存在，

而不涉及这个主体（比方说）是白的或不是白的1。当我们

35 确定它们存在后，我们就进而问它的“是什么”，例如，神

是什么？或者，人是什么？

[2] 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有四类。当我们发现了它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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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时？我们就具有了四神知识♀当我们提出事实或纯粹存

在的问题时，我们就在问事物是否有一个中词。而当我们确

定了这神联系是事实或这神主体存在（换言之，确定了主体

的在特殊意义上的存在或在一般意义七的存在〉，并且进一 9oa 

步探讨事实的根据或这主体是什么时，我们就是在间 z 中词

是什么。所谓在特殊意义上的和在一般意义上的“事实”或

··存在”，我的意思是这样的 z 如果我们间 z “月球被遮蔽

吗？”或“月球渐圆吗？”‘那么这就是在特殊意义上的存在的

例子，因为我们在这些问题中所探讨的是：属性是否属于主 5 

体；如果我们问“月球存在吗？”或“夜存在吗？”这些问题时，

这就是在一般意义上的存在的例子。

由此可见，在所有这些问题中，我们所探讨的是：“中

词存在吗？”或“中词是什么？”因为中词是原因，是我们一切

研究的对象。“月球被遮蔽了吗”这个问题的含义是“是否有

使月球受遮蔽的原因”；如果我们发现确实存在着原因时，我

们就要问：“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存在的原因（不是这个或 10 

那个事物的原因而是一般存在的原因）与不是一般存在的而

是具有某种自身属性的事物的原因，这两者都是中词。所谓

在一般意义上的存在，我指的是主项，例如月球、地球、太

阳或三角形；所谓在特殊意义上的存在，我指的是谓项，如 15 

被食、相等、不相等、侵入和非侵入。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原因

和“是什么”是相同的。“食是什么？”回答：“因地球遮蔽而使

月球失去光亮。”“食的原因是什么？”或“为什么月球受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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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由于地球的阻挡而失去了阳光口”这两种回答是完全

20 相同的。再者，“什么是和声？”回答：“一种高音和低音的数

的比率。”“为什么高音与低音相和谐？”回答：“因为它们有

一种数的比率。”这两种回答也是同样的。问题“高音和低音

和谐吗？”与问题“它们有数的比例吗”是相等的。当我们确

认有数的比例时，就会进一步问：那么，它们的比例是什么？

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中词，这从中词能为感官所感知的情

25 况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我们尚未感觉到中词是否存在，

那么我们就要提问题。例如，关于食的发生，如果我们在月

球上，那么我们既不会问它是否发生，也不会问它为什么发

生，它们的答案一清二楚。因为从感觉中我们能够把握普

30 遍。感觉告诉我们地球现在遮蔽着阳光（食正在发生这一事

实是清楚的），所以从此获得普遍。

因此，正如我们所说过的那样，知道了某一事物的“是

什么”，就等于知道了它的“为什么”。元论是对于一般的与

其属性相分离的存在还是对于某一属性的存在来说．情况都

是如此（例如，其内角之和等于两直角，或大于或小于）口

(3) 十分清楚，我们所有的研究都是对中词的研究D

35 现在让我们阎明怎样揭示“是什么”，它用什么方式与证明

相联结，定义是什么以及哪些事物可以下定义口首先考察在

go'· 这些问题中所涉及的困难。让我们在下丽开始讨论与随后的

研究夫系最密切的一点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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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要问．能否既通过定义又通过证明知道同一事

物的同－ Ji 面？一般认为，定义是天寸..：. ..是什么”的，！由j

“~，（－t－么”总是普遍的和肯定的．可是结论却有些是杏定的， 5 

有些不是普遍的。例如，第－格中所有结论都是否定的，在

第兰格中所有结论都不是普遍的自再者，即使第一格中的青

定结论也并不都是可下定义的。例如，每一三角形的内角之

和等于两直角。理由在于：拥有关于可论证事物的知识即等 10 

于具备了对它的证明．所以，如果上述结论的证明是可能

的，那么，很显然，关于它们的定义并非也是可能的。否

则，一个人借助定义而不拥有证明就可能知道结论。但没有

理由说明为什么他缺少一个就不可能拥有另一个。归纳法也

为定义和证明不相同的论点提供了充分的根据。因为我们从 15 

未通过下定义而知道任何属性，无论是依据自身的还是偶然

的①。再者，如果下定义可以认识实体，那么很显然这些属

性不是实体。

因而，十分清楚，并不是所有可证明的事物都能够下定

义。但一切可下定义的东西是否都能被证明呢？在前面提出 20 

的论证中，有一个在这里同样适用。因为一个事物，作为一

个事物，只存在一种知识。所以，如果知道证明即是拥有证

明，那就会产生一个不可能的结论，即定义的拥有者不具备

关于它的证明也会有知识。证明的本原是定义，上面②已经

① 参见 9oa11o

② 见 72h18-25. 84吃于一84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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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表明它们是不可证明的：要么本原是可证明的，具有本原的

本原，这将导致无穷后退；要么最初真理是不可证明的

定义。

如果对所有事物既能下定义又能证明不可能的话，那么

30 部分事物是否可能呢？肯定不可能，因为没有可下定义的证

明。定义是关于“是什么”或本质的。而一切证明很显然首

先把“是什么”确定为一个既成事实。例如，数学先确定什

么是单位以及什么是奇数。其他科学也是如此。每个证明都

35 证实某个谓项表述某个主项，要么是肯定的，要么是杏定

的。但在定义中没有任何事物作其他事物的谓项，例如，

“动物”并不表述“两足的”，“两足的”也不表述“动物”。

再者，“图形”并不表述“平面飞因为平面不是图形，罔形

gp 也不是平面。揭示一个事物的“是什么”与证明一个事实并

不相同。定义揭示“是什么”. ，（＿~证明却证实一个属性属于

或不属于某一主体。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证明，除非它们之

间具有部分和整体的关系。这个意思是说，如果证实了所有

5 兰角形的内角和部等于两直角『那么这就同时也证实了等腰

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两直角。因为“等腰三角形”是部分．

“二角形”是整体。但是，事实和“是什么”之间并不具有

这样的关系，因为－个并不是另一个的部分。

十分清楚，并非每个可下定义的事物都是可以证明的号

也不是每个可证明的事物都是可r1主义的：对于同一事物既

10 有定义又有证明是完全不可能的日因此起义和证明不是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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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不互相包含。否则，它们的对象就会相同或者相

包含。

(41 前面说过的闲难罕，此已经作了充分的说明。但E

是？天于“是什么＂的二段论或证明是可能的呢，还是像我

们在刚才的讨论中所断定的那样是不可能的？＝段论通过中 15 

剖证明 f一个玉体的属性，但是起义既为其主体所独有义作

为属于它的内在的东两所表述。在这种情况下．词项必定可

以互相转换口如果 A 为 C 所特有，那官很明显也为 B所特

有．因 B 为 C 所特有，所以它们都互相特有。进而，如果

A是所有 B 的内在属性，而 B作为所有 C 的内在属性而普

遍地表述 C，则 A 必定作为 C 的内在属性而表述 C。如果没 20 

有这双重假定，那就并非必然能推出 A 作为 C 的内在属性

而断言于 C。我的意思是说，如果 A 真正作为内在属性属

于 B，而 B 不是作为内在属性表述它所表述的主体。所以两

个前提必定陈述“是什么”。 B也作为“是什么”而表述 C。 25 

因此，由于两个前提都陈述“是什么”或本质，本质在推得

结论之前先在中词中出现。概括而言，如果要证明人的“是

什么”，那么，让 C 表示“人”，让 A 表示“是什么”一一

两足动物或任何其他东西，如果我们要用兰段论进行推论， 30 

则 A 必须表述所有 Co 但这个前提又以另一个定义为中介，

所以，这也就是人的“是什么”。这样，我们就断定了我们

要求证明的东西，因为 B也是人的“是什么”。但我们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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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这种情况与两个前提（两个原始的直接前提）的联系，

35 因为它可以出色地说明我们正在讨论之点。那些试图通过词

项的转换去证明灵魂或人或其他事物的“是什么”的人犯了

预先假定所要证明的东西的错误。例如，假如某人断定灵魂

是其自身生命的原因，又主张其自身生命的原因是自我运动

91 b 的数。他必定预先假定灵魂在与自身同一的意义上内在地是

一个自我运动的数。如果 A 是 B 的后项， B 是 C 的后项，

则 A 不是 C 的本质，它只是被认为可真实地表述 C。即使

5 A 表述所有 B 正如属表述种一样， A 也不会是 C 的本质。

动物可表述一切人，凡是能说明人的也能真实地说明动物，

正如“每个人都是动物”是真实的一样，但并非在这个意义

上它们是同一的。因而除非按照我们刚才讨论的方式①设定

前提，否则便不可能推论出 A 是 C 的“所以是的是”或本质。

10 如果它们是这样被设定的，那么在假起 B 时已经预先断定

了 C 的本质是什么。所以，结论不是证明的．因为假定了

预先要加以证明的东西凸

[5) 正如我在对逻辑的格的分析中所说过的口气划分

的方法同样不能产生结i-B Q 没有任何阶段使我们发现，如果

15 给定某些条件．那么对象就必定具有所要求的定义。划分就

m to ti en einai kai he uu吕ia 6 

② 见《前分析篇》．第」卷. [:HJ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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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归纳一样证明不了什么。因为结论必须不是一个问题．也

不是给定的，它必须从其前提巾必然地推论出来，即使国答

的人奋定它。划分的人间＝ “人是有尘物还是无生物？”答

道：“有生物。”这不是→个推论的结果。再者，所有动物要

么是陆生的要么是水栖的。他又断定！ u.人是陆生的。”但这 20 

不是从前提中（动物是陆生的〉必然推得的，他也只是断定

了宫。无论划分步骤是多还是少．情况并无不同．都同样是

断定。确实，如果这样使用划分的方法，那么，它就连对那

些可以推论的事物也不可能作出推论。为什么所有的表述 挡

不是“人”的谓项，然而却仍表明人的“是什么”或“所以是

的是”？再者，怎么保证划分对本质的定义不增加某种非本

质的东西或省略某种非本质的东西，不遗漏某一步骤？

这些缺陷是常常被忽略的。但如果在每一步骤上都把握

住内在因素，如果连续划分，始终确定第一属差，如果不遗 30 

漏什么，那么它们也可以被解决。如果被定义的词项全部纳

入划分之中，什么也不省略，那么这个结果必然会产生。因

为这个过程必定直接导向一个不能再作进一步划分的词项。

即使如此，划分也不包括推论。如果它向我们提供知

识，那它也是以另一种方式提供的。这并没有什么不妥之

处，因为归纳可能也同样没有证明什么，但它却使我们认识

到某些真理。但通过划分选择一个定义并不等于说明了一个 35 

推论。例如在并非通过中词而推得的结论中，如果说结论是

从前提中必然推得的，那么有人就可以问“为什么”。根据



320 四、后分析篇

划分而得到的定义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人是什么？”答

gza 道：“有死的、有足的、双足的、无翼的动物。”对每个附加

属性都可以问个为什么，因为划分者可以像他所设想的那

样，通过划分证明每个事物都要么是有死的，要么是不朽

的。但这一陈述从总体上看并不是定义。这样，即使命题能

5 为划分所证明，定义仍然不会变成推论。

[6] 如果设定本质是由内在的、为主体所特有的因素

所构成的，假定它们有些是内在的因素，而它们的集合为整

个主体所特有（因为这种集合代表了它的根本性质），那么

10 能否由此假设性地证明一个主体的内在属性呢？但在小前提

中，本质必定再次被断定，因为证明必定是通过中词而进行

的气正如在三段论中我们并不把三段论的定义确定为前提

一样（三段论据以推论的前提总是具有整体或部分的夫系〉，

15 所以，本质一定不是呈现在三段论中的本质②．而是与已经

确定的前提不同的东西。如果某位论敌问是否有三段论的证

明，我们就可以回答 z “布，这就是i段论q”如果有人反对

气段论不是对本质的证明．我们就回答！ u是的，因为这就

是我们所断定的本质口”这样，没有关于二段论是什么或

① 只是预先假定了所要迈叨的东西的小前提，此址略而未提0 亿达理所反

对的假设性证明在《论题篇》153＂以下被使用 ，1B只是辩证地做使用。

rZJ 通过它我们希理证明－个特昧的%<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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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所是”什么的明确陈述‘我们必定已经作山了某个

推论。

以下冽方式从假设中得出的证明同样是无效的。如果志 20 

t1J定义为是”叮分的”，相反者可用相反者的运义的反而来

下定义．如果善与恶相应，不可分与可分相反，那么善就可

定义为是不叮分的。在这里，证明首先假定了“所以是的

是”．设定它来证明“所以是的是”。有人可能会反对说z “但 25 

那是一个不同的‘何以是 F 啊！”我承认这一点。因为在证

明中．我们也没定这个词项能表述那个词项。它必定既不是

那个词项，也不是具有相同定义或可与之相调换的词项。

通过划分去证明的人与以这种形式提出兰段论的人都不

会碰到这同一个难题，即为什么“人”是（两足的〉“陆生 30 

动物”，而不是“陆生的”与“动物”？在设定中并没有什么

能保证谓项必定是一个统一体，而不像一个人同时是音乐家

又是语法学家一样。

<7> 下定义的人如何证明本质或“是什么”呢？作为

证明，他很显然不可能从所公认的事实中推论出：如果这些 35 

事实存在，那么必定存在一个与它们所不同的结论（这就是

证明）；他也不能归纳式地从许许多多与之相同的明显的特

殊事例中去推论。因为归纳法并不证明主体是什么，而只是 gzb 

证明它是否具有某种属性。那么还有什么其他方式呢？他总

不可能通过感官知觉或用他的指头去证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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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证明“是什么”？知道“人”或其他任何事物“是

5 什么”的人必定也知道它是存在的，因为没有人知道不存在

是什么。他可能知道一个短语或一个名词，例如“独角兽”

的意义，但不可能知道“独角兽”是什么。但是，如果可以

证明一个事物的“什么”及它的存在，那么它们如何能被同

10 一个论证所证明呢？定义说明一个东西，而证明说明另一个

东同。但人的“什么”与人的存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再者，我们主张必须通过证明证实所有事物都是存在

的，本质除外。任何存在都不是本质，因为它不是一个种。

15 因此，证明事物存在的证明是存在的。这就是科学的进展方

式。几何学家设定“三角形”一词的含义，并证明三角形存

在口那么，给“是什么”下定义的人将要证明的是什么？三

角形吗？这样，某人就可以通过定义知道一个事物是什么，

而不知道它存在，但这是不可能的。

从现在所使用的定义方式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下定义的

20 人并没有证明被定义事物的存在自即使设定存在着与圆心等

距离的某事物，但为什么如此走义的事物存在呢？为什么宫

是一个圆呢？因为人们也可以同样把它说成是铜的定义。定

义并没有确保被下定义的事物能够存在，也不与它们要为之

25 下定义的事物相等同 D 人们总是可以问为什么。

由于下定义者要么说明事物是什么．要么说明它的名称

的意义，如果定义根本没有证明”是什么”，那么，这样一

来．定j这就必定是一个其意立与名称相同的表述8 但这是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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谬的。它会产生下列结果＝首先．就会有非卒质东西的定义 30 

以及非存在的定义，因为非仔在也有一个有意义的名称。其

次，所有的表述就可以变成定义了。因为任何表述都可ha J=-

一个名称，这样，我们就全部用定义谈话，连《伊利亚特》

也会变成定义。再次．没有任何证明能证实特定的名称有特

定的意义，定义也不能说明该名称具有这种意义。

上述考虑表明，定义与二．段论是不相同的。它们没有共 35 

同的对象。此外，同样明显的是，定义既没有证明也没有揭

示任何事物，我们既不能通过定义也不能通过证明认识到事

物的“是什么”。

<8> 现在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上述论证，看看哪些是有 93a 

效的，哪些是无效的；定义是什么以及本质是否在任何意义

上都是可证明的和可定义的。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①，知道一个事物是什么与知道

它存在的原因是一回事（理由是，事物总有一个原因。原因 5 

要么与它相同要么与它不相同。如果不相同，那么它要么是

可证明的，要么是不可证明的）。如果原因与之不相同并且

可以被证明，那它必定是一个中词，能在第一格中证实，因

为所证明的结论是全称的和肯定的。

① 见《后分析篇》，第二卷，【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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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运用这样一个证明的方法是我们刚才所批评的①，通过

另一者来证明“是什么”的方法。因为借助它“是什么”被

推论出来的中词自身即是“是什么”，借助它特殊属性被推

论出来的中词必定是一个特殊属性。这样，对自身等同的事

物的两种形式而言，一种是可以证明的，另一种则不能。

15 前面已经说过②，这种方法不可能成为证明。它只是对

“是什么”的一种辩证推论。让我们重新开始说明用什么方

式证明才是可能的。当我们确定某种事实时，我们就要寻求

它的根据。有时，我们会同时意识到事实与根据。但不可能

在知道事实之前就认识到根据。“所以是的是”显然以同样

20 方式隐含着事实。如果不知道某一事物是否存在，那就不可

能知道某事物是什么。我们知道一个事物的存在，例如，富

是发白云中的某种声音，食是阳光的缺失，人是一种动物．

灵魂是自我运动的东西。我们知道它们有时是偶然的，有时

25 则是因为对事物本身有某种了解。当我们只是偶然地知道事

物是存在的时，那么我们必定不能把握事物是什么。因为我

们并没有真正知道它是存在的。如果不知逗某韧存在f吏去研

究它的“什么

某种了解时’事情就容易得多。由此可推知，我们夭于某一

事物“是什么”的知识依赖于我们对其存在的了解。

CD !Jr~ 川 a 14-in b 门 e

②见。｝b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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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首先采用下面的例子．宜的“是什么”我们已有

所了解。设定八表示“月食”， C 表示··月球，， ' H 表示“地 卫o

球的遮蔽”。这样．问月食是否发生即是问 B 是存存在，这

与问是否有事物说明它并没有什么差别。如果有，那么我们

断定 B也存在着，同样．我们可以问矛盾双方哪一方是真

实的。例如，内角之和等于还是不等于两直角 E 一旦我们找

到了答案＝如果前提是直接的，那我们就同时知道了事实及 35 

其根据，否则就知道事实但不知道根据。设定 C 表示··月

球”， A 表示“月食”， B表示“月球虽然是圆盈的，但却没

有投下影子，而且在我们和它之间没有可见物体横阻着”。

如果 B，即“月球没有技下影子，虽然在我们与它之间没有

可见事物阻挡”属于 C, A “月食”属于 B，那么很明显， 93h 

月食存在，但它的原因却并不明臼。我们知道月食是一个事

实，但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如果 A 属于 C 十分明显，那

么问它为什么属于即等于问 B 是什么：是地球的遮敲还是 5 

月球的转动或消失？但 B 是对另一端词（如这个例子中的

A）的解释，因为食是因为地球的遮蔽而形成的。雷是什

么？云中的火的猝灭。为什么而打雷？因为云中的火猝灭

了。让 C 表示“云”， A 表示“雷飞 B 表示“火的猝灭”。 10 

则 B属于 c （云），因为火在其中猝灭。 A （雷）属于 B，而

B无疑是对大词 A 的解释。如果 B 有另一个中词作为其原

因．那个中词就是 A 的其余的解释之一。

我们已经说明了“是什么”是怎样被了解和认识的。它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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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既没有二段论也没有证明，但却通过三段论和证明而为

我们所把握。由此可以推出，任何具有与其自身不同的原因

20 的“是什么”没有证明就不能被认识，但同时它又不能证

明，正如我们在考察主体的困难时所说的那样①。

(9> 有些事物具有与自身不同的原因，另一些则不

然。所以，很显然，有些“是什么”是直接，是本原。它们

25 的存在及“是什么”必须要用另一种方式来假定或揭示（算

术家就是这样做的：他既设定单位是什么，也设定它存在）。

至于有中词的事物，即与存在自身不同的作为某种实质性存

在之原因的事物（正如我们已说过的那样），或许可以通过

证明揭示它是什么，尽管我们实际上并未证明它。

(10> 由于定义被认为是对事物是什么的解释，很显

30 然，有一类定义是关于名称的含义的解释，或者是羔于同等

意义的名词性惯用语的解释D 例如．它可以说明“雪角形性

质”这一短语的意义。如果我们知道它存在，那就要探讨它

为什么存在。但通过这种方式去把握我们还不知道其存在的

事物的定义是相当困难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叫这种困

35 难的原肉在于＝除了在偶然的意义上外，我们并不真正知道

口） 见 t后分析篇》.~：在. [Zl - [:U~ 

② 见 Q2a2,t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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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物是告存在（使某一陈述能够成为娃一体的方式有两

种：事么通过连结，像《伊利亚特》那样，要么间为百揭示

某→词项在作偶然的意义上断言于另一个词项）。

二七面是关于定义的定义，但另一种起义是关于事物为什

么存在的解释Q 前一类只是表明意义却没有证明，后一类则

显然是一种类似“是什么”的证明的东西。说明为什么打雷 94“ 

与解释雷是什么并不相同。为什么打雷？答 E “因为云中的

火的梓灭’气雷是什么？答：“由于云中的火的猝灭而发出的

响声”。因而．同一陈述采用了不同的表达方式 z 在一种形 5 

式中，它是连续的证明；在另一种形式中则是定义。进而，

可以把“雷”定义为是云中的响声，这是证明“是什么”的

三段论的结论。另一方面，关于直接事物的定义是说明“是

什么”的不可证明的假定。

因而，定义在一种意义上是“是什么”的不可证明的解 10 

释：就另一种意义而言，它是在语法形式上与证明不同的关

于“是什么”的推论；在第三种意义上是说明“是什么”的

证明的结论。从上述讨论中已经明白：在什么意义上“是什

么”是可证明的，在什么意义上是不可证明的：什么事物的 15 

“是什么”是不可证明的；定义一词的各种不同含义；在什

么意义上它说明了“是什么”，在什么意义上则不；什么事

物是可定义的，什么事物是不可定义的；定义与证明的关系

以及在什么意义上同一事物既是可下定义的又是可证明的，

在什么意义上则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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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只有当我们知道事物的原因时，我们才认为具

20 有了关于它的知识。原因有四类： “所以是的是”、必然条

件、最初的动力因以及“何所为”①或目的因。所有这些都

是通过中词揭示的。因为如果只设定一个前提，那就没有必

然的根据，至少必须有两个。但当两个前提有一个中词时，

25 条件就满足了。所以设定了这一词项，结论就是必然的。从

下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为什么半圆的内切角是直

角？什么是它成为直角的根据？让 A 表示“直角”， B 表示

“两个直角的一半”， C 表示“半圆的内切角”，那么， A

30 （直角）属于 c （半圆的内切角）的原因就是 B。 B 等同于

A, C 等同于 B，因为 B 是两个直角的一半。因此， B 是两

直角的一半这一事实就是 A 属于 C，即半圆的内切角等于

直角的必然根据。再者，它与“所以是的是”相同，因为它

是定义所表示的。“所以是的是”意义上的原因也可被证明

白 是中词J‘波斯人为什么向雅典人发动战争？”换言之 z “雅

典人为什么卷入波斯战争？”答曰 z “因为雅典人伙同埃莱特

941J 里人袭击包底斯。”这就是战争的最初动因。设八表示“战

争飞 B 表示“无缘由的袭击”， C 表示“雅典人”．则 B

（无缘由的袭击）属于 c （雅典人），而且 A 属于 B，因为战

争是由雅典人的不正义的袭击而发生的。所以，八〈卷入战

5 争）属于 B （发动战争一方），而 B属于 c （雅舆人）．因为

( tQ 1.imn; ln:n巳k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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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们发动战争的。这样，作为最初动力的原因也是一个中

词““何所为”即口的意义上的原网亦同样。例如．人们为

什么散步？为了健康。为什么要有房子？为 f保存财物。 10 

“何所为”意义上的原因在前一种情况下是健康，在后一种

情况下是保存财物。问人们为什么要在饭后散步或者问人们

饭后散步的目的并没有什么不同。让 C 表示“饭后散步”，

B 表示“食物不反胃”， A表示“健康”，设饭后散步具有防

止食物溢出胃口的作用，又假定这种状态就是健康。因为看 15 

来 B （食物不反胃〉属于 c （散步） ' A （健康〉可归属于

B。那么 A ＜何所为）属于 C 的原因是什么呢？答曰 z B 

（食物不反胃）。它是 A 的一种定义，因为 A 要通过这种方

法加以解释。那么， B为什么属于 C？因为具有 B这种状况

就是健康口这些定义必须替换，使各种情形更加清楚。在这 20 

些例子中，顺序与借动因而具有顺序是相反的。在那里，中

词必定首先出现，在这里，则是小词 C 首先出现，而“何

所为”却排在最后。 25 

同一事物的存在既可能是为了某一目的，也可能是出于

必然。例如光线通过灯笼而照射。光是由小于灯笼孔道的分

子所组成的东西，所以它必然通过它们；但它确实也是为了 30 

某种目的，即为了我们免于绊跌。那么，如果一种事物能因

两种原因存在，它能否通过两种原因出现呢？例如，打雷既

是因为火在猝灭时必然有嘶嘶声和响声，而且也是毕达戈拉

斯派所主张的那样旨在恐吓在地狱中的灵魂，令它们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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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这样的例子非常之多，尤其是在自然的历程和产物中。自然

的行为一方面是为了某种目的，在另一方面是出于必然。必

95a 然性有两种：一种出于事物的自然或自然的倾向；一种是与

事物自然倾向相反的强制力量。因而，一块石头向上和向下

运动都是出于必然，但不是出于同一种必然。在智慧的产物

中，有些事物（例如房屋和雕像）的存在绝不是由于偶然

5 性，也不是出于必然性，而总是具有某种目的；另一些事

物，例如健康和安全的存在则可以是偶然的结果。尤其是在

结果不确定的情况下，当进程不是出于偶然性时，那么结果

就是好的，是有目的的。它要么是自然的，要么是技艺的。

没有任何有目的的事物是由于偶然而产生的。

10 <12] 现在、过去、将来的事物的原因与实际事物的

原因是一样的（原因始终是中词）。但是，实际事物的原因

是一个事实，而现在事物的原因是一个现在事物，过去的事

15 物及将来的事物亦同样。例如，月球为什么已经被遮蔽？因

为地球已经在中间阻挡；月球正在被遮蔽，因为地球正侵入

中问：月球将要被遮蔽，网为地球将要阻挡在中问：月球现

在被遮蔽，因为地球现在阻挡在中间。冰是什么？设起石是

冻结的水， i1 C 表示“水飞 A 表示“冻结”，原因是中词

20 8，即“热的无全消失’＼则 B 属f c，而 A （冻结）属于

B口那么当 B 芷在发生时，冰芷在形成： B 巴聋发牛或将要

发生时，冰就已经形成或将要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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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种方式联系着的原因和结果，当它们山现时是同时

出现的，无论是过去、现在远是将来＠当官们共存时是共存

的。但是在连续的时间中不同时山现的事物是否也像一般所 25 

认为的那样具有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呢？一个过去的结果具有

另一个更为过去的原因，一个将来的结果有另一个先于它的

将来的原因，一个现在的结果也有一个先于它的原因？根据

上述观点．以后来的事件为根据的推论是可能的（虽然这些

后来的事件起源于某些先前的事物）。同样情况适用于现在

发生的事件。但以在先的事情为根据进行推论则不然。例 30 

如，我们不能论证，因为 X 发生了， Y 就随后发生。对于

将来的事件亦同样。无论时间的间隔是确定的还是不确定

的，都不可能因为说 X 已经发生是真实的，则说后面的事

件 Y 已经发生也是真实的。因为在这段时间中，虽然 X 已 35 

经发生了，但说 Y 已经发生却是虚假的，同样的论证也适

用于将来的事件。因为从 X 已经发生推论不出 Y将要发生。

(1）中词与端词必定是同步的。端词是过去时，中词也是过

去；端词是将来时．它也是将来；端词是进行时，它也是进

行时；当端词是存在的事实时，它也是存在的事实。没有任

何中词能与过去的端词和将来的端词相同步。（2）原因与结 40 

果之间的时间间隔既不是不确定的也不是确定的。因为在这 95b 

个间隔中．所推得的结论将是错误的。我们必须研究是什么

连续的纽带使现在发生的事物紧随于一个过去事物的完成之

后。十分显然．一个正在进行的进程不可能与一个过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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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事件相接续；两个过去完成的事情也不可能是接续的。因为

这种完成有界限，是不可分的，正如一条线上的点不互相接

续一样，过去的事物也不互相接续。两者同样都是不可分割

的。根据同样道理，一个现在发生的事物不可能与一个过去

完成的事物相接续。因为前者是可分的，而后者是不可分

10 的。因而现在发生的事物与过去完成的事物的关系是和线与

点的关系相似的，因为在一个现在发生的事物中有无穷的过

去事物。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在关于运动变化的一般学说中作

更明确的论述①。

我们已经表明，在一连串正在发生的事物中．中词怎样

15 可以包含原因。因为在这一系列中，中词与大词必然是直接

相联系的。例如，因为 C 已经发生，所以 A 也已经发生了

(C 是后面的事物， A 是前面的事物。但 C 是出发点，因为

它与现在相近，而现在是时间中的起点），如果 D 已经发

20 生， C也已经发生，那么，如果 D 发生， A 必定也已经发

生。但 C是原因，因为如果 D 发生， C 就必定已经发生。

如果 C 已经发生，那么 A 必定已经首先发生了。但如果我

们以这种方式取得中词，那么这个系列将终止在某个直接的

前提中呢，还是无穷无尽，总是可以插入居间的中词？因为

我们在上面说过吼一个过去的事物不与另一个相接续自

① 见 t物理争》，第四卷，（10］←（HJ，及第六卷由

②见 95h3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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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从直践的事物及现在的时间开 25 

始，同样的道理也适合于将来的事件。因为如果说 D将存

在是真实的，那么说 A 将f于在必然百元真实。 A 的原因是

c. 因为如果口将存在．邵么 C必将先于它而存在；如果 C

将存在，那么 A 必将先于 C 而在在。在这里，系列也与以 30 

前一样是无限可分的，肉为将来的事物并不是互相接缉的。

在这里，我们也必须设定一个直接的事物作出发点。在实际

领域中情况就是如此。如果一所房子已经筑成，则石料必定

已经切割备好。为什么？因为如果房子已经造成。那么房基 35 

必定已经打好；如果房基已打好，则石料必已首先备好。再

者，如果要造一间房子，那么石料也同样将首先备好。这个

证明也同样凭借中词，因为在有房屋之前必定先有房基。

因而，我们看到某些正在发生的事物呈循环形式发生。

这种循环在中词和端词交相替换时是可能的。因为在某些条 40 

件下，后项是可以转换的。我们已经在前面几章中证明结果 96a 

是可以转换的①。这种转换就是循环后项的一种形式。下面

是一个实际的例子：当地面潮湿时必定有雾，当雾升起时必

有云，云的生成必然降雨，降雨的结果地面必定潮湿。这是 5 

我们所从出发之点，所以完成了整个循环。因为肯定其中一

项必定导致第二项，它又导致第三项的产生，从此又回到第

一项。

① 见《前分析篇》，第二卷，（5］；以及 7386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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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物是普遍发生的（因为→个既定的状态和进程适

用于一切事例并始终适用），另一些则不是普遍发生的，而

10 只是经常发生的。例如，并非每个男人都在下巴上长胡子，

而只是男人经常长胡子。在这种情况下，中词也必定是经常

发生的事物。如果 A 可普遍地表述 B, B 可普遍地表述 c.

那么 A也必然可以表述 C，并表述所有 C。这就是普遍．它

15 意味着在每一个事例中，在任何时间中都是这样。要不然，

A 只是经常地表述 C，那样，中词 B 必定也是经常发生的。

因而，经常发生事物之直接前提必定也描绘经常发生的状态

和进程。

20 (13> 我们在上面①已经说明“所以是的是”如何被

证明：它在什么意义上可以或不可以证明或下定义。现在让

我们讨论如何追寻作为内在因素而断言的属性。

在总是依附于一个给定主体的属性巾，有些的应用范围

25 较广．当然不会大过种。所谓范围较大的属性，我的意思是

指普遍属于一个特殊主体，但其应用方面却不限于波主体的

属性。例如．某些属性属于每一个 3，也属于不是 3 的主

体，正如存在属于 3 也属于不是数目的主体一样。另一方

乃o 面．奇数属于每一个 3. 有较大的应用跑回 t因为官也属于

5）；但它并没有跑过属的范围，因为 5 仍是一个数目 n 在教

① 凡《后分析篇》，第二毡，（SJ (lo）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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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是奇款。这类属性是我们所必须选择

的。从单个角度看．它们的ml_用范用比主体大；从集合看则

不然，困为它必定是事物的本质。例如， 3 具有F列普遍属 35 

性 E 它是数．是奇数．是两种意义上的质数，即既不能被数

除尽也不是数目之和。这就是 3 的本质 z 数目、奇数、质数

并且是在这种特殊意义上的质数。这些属性的前两个属于一

切奇数，最后一个也可适用于 2。但没有其他数目拥有它们 96b 

全部。由于我们在上面①已经说明，作为内在因素而断言的

属性是普遍的，普遍的属性是必然的；由于所选择的属性是

构成 3 的“是什么”的因素（或属于按照这种选择方式所选 5 

择的任何其他主体的属性），那么“3”就必定正是在于这些

属性。从下面的论述中可以明确地看到，它们构成了它的本

质。如果这种属性的结合不是 3，那它必定是一个种，要么

有名称，要么无名称，那么，它的应用范围必定会超过 30

让我们设定类有一个特点，即具有可能广泛的应用范围。如 10 

果它除适用不可分割的单个 3 以外，不能用于任何其他事

物，那它必定是 3；因为我们必定进一步设定每一个别事物

的本质即是适用于个体事物中这一类的最后属差。由此可以

推知，任何如此展现的其他属性的集合也是所研究的主体的

“是什么”。

如果一个人研究整个类的对象，那他首先应当把类划分 15 

工） 见《后分析篇》，第一卷.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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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最初的最低种（例如，把数划分为 3 和 2）.然后努力通

过上面所说过的方法去把握它们的定义（例如直线、圆及直

20 角的定义），再有，通过确定种所属的范畴是什么（例如，

它是质还是量），借助最初的共同属性去考察它的特殊性质。

由最低种所合成的主体的属性将在种的定义中得到充分的表

明，因为它们的出发点就是定义、单纯主体、依据自身只属

25 于单纯主体也间接属于其他主体的属性。按照属差进行分类

的方法对这种研究是有用的。它们怎样说明事物在前面的章

节中已经论述过了①。但对于推论一个主体的“是什么”来

说，它的作用是有限的。我在下面将要阐述这一点。确实，

它看起来似乎毫无用处，只是在开始时直接假定一切，正如

30 某人开始不采用分类而断定事物一样。但是，谓项的先后次

序是否被陈述正好会造成差别。例如，你是说动物一一养驯

的一－两脚的，还是说两脚的←一动物一一养驯的（这些差

别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如果每个可下定义的事物都由两个

因素组成， “动物”与“养驯的”构成一个统一体．如果

“人”（或其他我们所要定义的单一的种）从这个种及其属差

35 中被构成一个统一体，那么我们在假定种种因素时必须使用

划分。此外，划分是保证不忽略任何事物的内在因素的唯一

途径口如果我们设定 f最高的种？并从较低级的划分中取某

一分支，那么我们正在划分的种不会全部归属于这个划分的

(l ] l见《后分析篇》．第」替. (5）：《前分析篇》，第一毡，如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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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q 例如，并非所有动物都要么是全翼的，要么是裂翼

的咱只有一切有盟的动物才会如此，因为它是这个届差所属

的类口动物的原初属差为一切动物所具有。同样道理适用于 97副

其他的种，无论是在动物这个类之外的还是在它之下的一个

种类。例如，鸟的原初种差为一切鸟所具有，鱼的原初种差

为一切鱼所具有。如果按这种方式前进，那么我们就能确定

没有遗漏什么。而使用任何其他万法都必定会遗漏什么而不

被察觉。

在下定义和划分时，不一定需要知道事物的全部情况。 5 

然而有些人认为，如果不知道每个单一事物，那就不可能知

道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之间的属差。而不知道属差就不可

能知道每个单一事物。如果 A 不同于 B，那么它们就是等

同的。如果它们是不同的，那就有不同的属。但是，首先，

这是错误的。并非每个属差都是不相同的，许多属差是极其 10 

相同的属性（当然既不是本质上的，也不是出于自身的）。

其次，如果一个人采用了一对对立的属性及区分它们的属

差，设定所有个体要么属于这一方，要么属于那一方，并把

要下定义的事物被包含在这两方某一方之中，他也知道其所 15 

属的一方时，那么，他是否知道属差作其谓项的任何其他事

物就无关紧要了。因为很显然，如果他按这种方式前进一直

到不能进一步划分的属差之点，他就能得到本质定义。如果 20 

对立者排除了中项，那么断定种的每一个成员都属于这个或

那个划分就不再是“假定”了。因为如果这是该种的属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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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种的一切成员都必定属于两方之一。

为了通过划分去建立定义，我们必须记住三点：（ 1）选

25 择说明“是什么”的各种属性； (2）把它们按先后顺序排

列；（ 3）确定选择是完全的，没有遗漏。第一点可以借助关

于种的论题①去建立种和属差的可能性而达到，正如人们借

助偶然的论题可以推出一个属性的结论一样。如果我们把原

初词项，即它能表述其他词项而不为其他词项所表述的那个

30 词项放在顺序的首位，那我们就能正确地安排属性。这样一

个词项必定是存在的。如果我们已经选定了它，那我们可以

用同样方式立即进展到较低的词项。因为第二个词项是其余

词项的首项，第三个词项又是紧随着它的系列中的首项。因

为当系列的首项被排除时，次一项就是其余词项的首项。如

35 此类推。我们选择的完整性从下列事实中可以明显看出：我

们首先采用划分中首先出现的属差，假定（比方说）所有动

物都是 A 或 B，这些属差中的某一个属于宫，然后采用这

样获得的整体的属差．直到我们最后达到的整体不可能再分

97h 出属差，即只要我们设定标示具体事物的最后属差，那么后

者便不可能再进一步分为属了。很清楚．没有包括什么多余

的附加物（因为所有的属性都已被肯定是内在的因素），也

没有遗漏什么，否则，所遗漏的必定是某个种和属差。原初

的词项是一个种，这个词项与它的属差的结合也是一个种。

① 论题（tupo岱）是一种普遍论证或一套认识推理的规则，凡《诠题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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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主是全部被包括在内的，因为我们已经达到不可再划分出

属差之点 e 否则，最后的具体事物就可划分为属，但我们已 5 

经说过，情况并不是这样。

我们必须从寻找在极其不同的意义上相同的一组事物出

发进行研究。首先追问它们所共有的因素，然后把同一进程

应用于不同种中的另一组事物。它们属于同一属，但与前一

组的属不相同口当我们在第二组事物中发现它们的共同因素 10 

之后，我们在其他组事物中还必须同样再次考虑我们已经指

出的共同因素是否与它们相同，直到我们获得一个单一的原

理为止。这就是所要求的事物的定义口

如果我们最后获得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或更多的原理，

那么很显然，所划分的事物就不是一个种而是有许多种。我

的意思是说，例如，如果我们要探讨什么是骄傲，我们就必 15 

须考察我们所知道的许多骄傲的人，看看他们作为骄傲的人

是否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例如，如果阿尔西庇德、阿喀琉

斯、埃阿斯是骄傲的人，那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什么呢？不能

容忍耻辱．正是这一特征使阿尔西庇德投身战争，使阿喀琉

斯勃然大怒，使埃阿斯自杀。我们再把同一进程应用于另一

组人．例如吕山德或苏格拉底。他们所具有的特征是对好运 20 

和厄运漠然处之。我看到这两种结果，并考虑对境遇漠不关

心及对耻辱不能容忍之间有什么共同因素，如果没有，那么

就必定有两类骄傲，但任何定义都始终是普遍的。医生并不 25 

为某一眼睛的健康而作诊断，他为所有的眼睛，为所有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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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状况中的眼睛作诊断。

给特殊下定义要比对普遍下定义容易得多，所以我们应

30 当从特殊进展到普遍。普遍中的模糊比最低种中的模糊也是

更难察觉的，正如证明需要一个完整的推论一样，定义需要

清楚明白。如果我们能借助确定的个别事物分别定义每类物

35 体的概念（例如，不是在一切事物中而是在颜色、形状中

定义相似，在声音中定义尖锐），进而由此上升到普遍的

定义，并小心避免卷入歧义，那就能获得清楚明白的定

义。如果我们一定不要用比喻论证，那么我们必须也避免

用比喻或者给比喻式用语下定义。否则我们就不得不用比

喻①进行论证。

gga [14] 为了便问题有条理，我们必须选择适当的部分

和划分。选择的方法如下：首先确定为一切特殊事物所共有

5 的种，例如，如果我们研究的主体是动物，我们就要确定动

物具有什么样的属性。确定了它们以后，我们就进而考虑属

于剩余种类中的第一个的属性，例如，如果这一种类是

“鸟”，我们就必须考虑每个鸟具有什么样的属性，如此类

推，总是采用最接近的亚属白很明显，用这种方法我们能直

接表明属性属于每个业属（例如人、马）的原因。让 A 表

10 示“动物”， B 表玩“属于每个动物的属性飞 C、 D、 E 衷

( anagke estai met叩hora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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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动物的种”，冈而很明白 .B 为什么属于口。同为 A、℃

和 E 亦相同口同样道理适用于一切其他亚属。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是传统的分类名称．但在研究中我们

不能把自己仅限于这些事物。我们必须收集任何其他被观察 15 

到的共同特征，然后考虑它属于什么主体，具有哪些属性，

例如，有角动物具有第三个胃和一排牙齿，然后问：“什么

动物具有‘有角 F 这样的属性？”因为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

它们由于什么而具有这些属性，即它们有角。

另一种选择的方法是类比。我们必定不可能为乌贼的利 20 

鳝、鱼的脊骨以及动物的骨头找到一个单一的名称，虽然这

些事物也有某种共同特性，这一事实意味着这类事物有一个

单一的自然本质。

(15> 有些问题由于有相同的中词而相同，例如，它 25 

们都可以通过交相替换的原则得到解释。在中词中，有些是

类上相等，它们之间的区别是由于有不同的主体或不同的作

用方式，如回声、反映、虹的各自的原因。在所有这些事物

中，问题在类上是相同的（因为它们都是折射的形式），但

在属上就不同了。

其他问题的区别只在于一个的中词从属于另一个的中 30 

词。例如，尼罗河水为什么在月底上涨？因为那时天气多

雨。为什么月底气候多雨？因月球在渐渐亏缺。两个中词的

联系是一个从属于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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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16> 至于原因和结果的问题可以这样提出：是杏当

结果存在时，原因必定也存在（例如，如果一株树落叶或月

食发生，落叶或月食的原因是存也存在呢？落叶的原因是因

98b 为有阔叶，月食的原因是因为有地球在中间阻挡。因为如果

这个原因不存在，这些结果就会有另外的原因）。如果这种

原因存在，那么这结果就立即为它所蕴涵。如果地球挡在中

5 间，月食就发生；如果树是阔叶的，它就要落叶。果然如

此，原因和结果就是共存的。每一方都可以借另一方予以证

明。让 A 表示“落叶”， B 表示“阔叶”， C 表示“葡萄树”。

则如果 A 属于 B （每一种阔叶植物都是落叶的） ' B 属于 C

10 （所有葡萄树都是阔叶的），那么 A 属于 C，即所有葡萄树

都是落叶的，中词 B 是原因。但我们也能证明葡萄树因为

落叶所以是阔叶的口让 D 表示“阔叶的”，让 E 表示“落

叶飞让F表示“葡萄树”，则 E 属于 F C因为所有葡萄树都

15 是可落叶的） • D 属于 E ＜因为所有落叶的植物都是阔叶

的），所以，所有葡萄树都是阔叶的。在这里，“落叶”是原

因．但因为两件事物互为原肉是不可能的（冈为原因先于结

果，由于地球的侵入才引起月食的产生，而不是相反），所

20 以．依靠原因的证明证实了根据．不依靠原网的证明证卖了

单纯的事实口按后一种方式推理的人知道地球侵入这一事实

却不知道根据。地球的侵入是月食的原因而不是相应．这从

下述事实巾显得十分明显吨即前者是后者定义的一个因素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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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清楚地表明我们是温过前者认识后者的，而乎是相反。

一个结果能有多种原肉吗？如果同一属’性能直接表述多 25 

个字体， tL A 在接属于 B，也直接属于 C，让 H、 C 分别且

J亲属于 D 和 E，那么 A将属于口和 E. 原因分别是 B 和 Co

这样‘原肉的存在必然蕴涵着结果的存在，但结果的吁在并 且）

不必然蕴涵着一切可以作为它的原因的东西，它只蕴涵着某

个原因．而不是每个原因。

但是，如果问题总是普遍的，那么原因就是一个整体’

结果也是普遍的。例女日．“落口

体的一个主体。如果它构成了种’那么属性也普遍地属于它 3 

们．要么属于植物，要么属于植物的一个特殊的属。因而，

在这些事例中，中词必定等于结果，而且是可以互相替换

的。例如．树为什么会落叶？如果它是因为树液的凝结，那

么，如果一株树是落叶的，则必有这种凝结；又如果凝结存

在一不是在任何主体中而是在一棵树中－一那么树必定

落叶。

5 

(17> 在一切事例中．同一结果是杏能够不由同一原 gga 

因产生而由不同原因产生？如果结果证明是依据自身的．而

不是出于某种“标示町或偶然的，那么这肯定是不可能

的，因为这时中词是大词的定义。如果结果未被证明是依据 5 

[1) semeion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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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那么这就是可能的。可以把结果和它的主体作为偶

然的联系来考虑。但这种联系并不被认为是“问题”。除了

偶然的联系外，中词还与两个端词相应。如果它们是歧义

的，中词也会是歧义的，如果它们在类方面同一，那么中词

亦然。例如，比例为什么会变更？①对于线及对于数来说，

10 原因是不同的，但它又是同一的。如果线被认作是线时，它

是不同的，就它们被认为表现一已知的增量而言，它们又是

相同的。所有的比例都是这样。颜色与颜色之间的相似与形

状与形状之间的相似是不同的。因为在这两个例子中，“相

似”一词是有歧义的。在后一个例子中它可能是指边的比例

15 相等或角的相等，而在颜色的相似中，它是指我们对它们的

知觉是一样的，或诸如此类的东西。通过类推而同一的事物

也具有类推的中词。

关于原因的交互作用、结果以及主体的正确观点如下：

如果把各个属分别对待，那么结果比主体有更广的应用范

20 围。例如，“外角之和等于四只直角”就比三角形或正方形

具有更广的应用范围。但把它们集合起来时，结果与主体的

应用范围是相等的（即与其外角之和等于四直角的图形相

等），中词也同样如此。中词是大词的定义，这就是一切科

学都要通过定义建立的原冈所在。例如，落叶是葡萄或无花

果树的一种普遍属性. ~~比其中任何→个的应用范围都｝ •. 7 

(J) 指在 741117 中提到的 lt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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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不比神的全体范围广，而只是与官们相等。这样．如果 25 

你把握住第一个中词，你就可以获得“落叶”的一个足义。

我说“第一个”，是因为在主体的方向上有另外一个第一的

中词，它断定主体是一个具有确定特性的整体，然后是中

词一一”因为树撤是凝结的”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为什么落

叶？树液在树叶与树干连接处的凝结。

如果对原因与结果的相应要形式化地表明，则可作如下 30 

表述 z 设定 A 属于所有 B.B 属于 D 的每个属，但具有更广

的应用范围。那么 B 就是 D 的每一个属的普遍属性。即使

前提不是可以转换的．我也称之为普遍属性。虽然只有当每

个种分别来看不能与它转换，而种的全体却可与之转换并与

之同范围时．我才称之为原初意义上的普遍。这样， B是 A 35 

属于 D 的每个属的原因。所以 A 必定比 B 有一个更广的应

用范围，再则 A也可以同样是 B 的原因。现在如果 A 属于

E 的一切属，它们就会构成一个与 B不同的统一体，否则怎

么能说 A 属于 E所属的一切，却不能说 E 属于 A 所属的一 ggb 

切呢？ A 属于 E 的所有属必定有其原因，正如 A 属于 D 的

所有属有其原因一样。所以看起来 E 的所有属也能构成一

个统一体。我们必须考虑它是什么，让 C 作它的代表。这

样．同一结果有多个原因是可能的，但当主体与属等同时则

不可能。例如四足兽长寿的原因是没有胆汁①，但鸟的长寿 5 

① 参见《论动物部分队 67733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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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则是体质的干燥，或其他某种特定的特征。

如果不能立即获得直接的前提，即是说，不仅只有一个

而是有许多个中词的话，那么，原因也会有许多个。

10 [18] 几个属拥有一个既定属性，其原因是最接近于

普遍的那个中词呢，还是最接近于属的那个中词？很显然，

它是最接近于作为其主体的特殊属的那个中词。因为这是最

接近主体的归属普遍的原因。例如， C 是 B 属于 D 的原因．

所以 C 是 A 属于 D 的原因， B 既是 A 属于 C 的原因，又是

它自身的原因。

15 <19> 我们已经阐明了三段论和证明的性质及条件。

与此同时，与证明相同的证明科学的定义及条件也得到了阐

明。至于我们如何认识基本前提及如何保证这种知识的问

题，如果我们首先考察一些基本的困难就会获得清楚的

答案。

我们在上面说过山，如果不把握直接的基本前提，那么

20 通过证明获得知识是不可能的。对且在的基本前提的知识．

人们可以提出许多问题 f 它是杳与对间接前提的认识相一

致？是否有包括两者的科学知识，还是只有关于后者的科学

① 见《后分析篇》．第一番，【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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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而前者为一不同种类的知识所认识？持久保持知识的 25 

功能我们以前是不拥有的，迁是一直拥有这些功能却不知

道它？

说我们一直拥有它们似乎不能成立。因为它会得出结论

说．我们拥有比证明更为精确的认识力量却不知道宫。另一

方面．如果我们是获得它们的．而不是预先拥有它们的，那 3。

我们怎么能在没有某种先在的认识能力的情况下认识和学习

呢？这是不可能的，正如我们在讨论证明时所说过的那

样①。肉而．十分明显，我们一方面不可能始终拥有它们，

另方面如果我们一无所知，没有确定的能力，那也就不可能

获得它们。因此．我们必定具有某种能力，但并不是在精确

性上高于上面提到过的那些东西的能力。显然，这是一切动 35 

物所具有的一种属性。它们具有一种我们叫做感官知觉的天

生的辨别能力。所有的动物都具有它，但有些动物的感官

知觉后来被固定下来了，而另一些则不。没有被同定下来

的动物，要么在感觉活动以外完全没有认识，要么对于其 1ooa 
知觉不能固定的对象没有认识，而感官知觉能被罔定下来

的动物在感觉活动过去后，仍能在灵魂中保存感觉印象。

当这种进程不断重复时，可从感官知觉的这种固定中获得

一种道理②的动物与没有这种能力的动物之间，便会出现

① 见 7 P 1 以下。

( logo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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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差别。

这样，正如我们所确定的，从感官知觉中产生出了记

5 忆，从对同一事物的不断重复的记忆中产生了经验。因为数

量众多的记忆构成→个单一的经验。经验在灵魂中作为整体

固定下来即是普遍的。它是与多相对立的一，是同等地呈现

在它们之中的统一体。经验为创制和科学（在变动世界中是

创制，在事实世界中是科学）提供了出发点。这样，这些能

10 力既不是以确定的形式天生的，也不是从其他更高层知识的

能力中产生的，它们从感官知觉中产生。比如在战斗中溃退

时，只要有一个人站住了，就会有第二个人站住，直到恢复

原来的阵形。灵魂就是这样构成的，因而它能够进行同样的

15 历程。让我们把刚才说得不十分精确的话重复一遍。只要有

一个特殊的知觉对象“站住了”，那么灵魂中便出现了最初

lOOb 的普遍（因为虽然我们所知觉到的是特殊事物，但知觉活动

却涉及普遍，例如是“人”，而不是一个人，如加里亚斯）。

然后另一个特殊的知觉对象又在这些最初的普遍中“站住

了”。这个过程不会停止，直到不可分割的类，或终极的普

遍的产生。例如，从动物的一个特殊种导向动物的类，如此

等等。很显然，我们必须通过归纳获得最初前畏的知识。因

为这也是我们通过感官知觉获得普遍概念的方法自

G 我们在追求真理时理智①运用的能力中，有些始终是真

① diano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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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另→些则可能是错院的．例如意见和计算，而科学知

识和理会（］＼是始终真实的。｜综 f理会lfrf外，没有其他类知识

比科学知识更为精确。基本前提H：证明更为无知，而且一切 10 

科学知识都涉及根据。由此可以推出，没有关于基本前提的

科学知识口由于除了理会外．没有比科学知识更为正确的知

识．所以把握基本前提的必定是理会。这个结论不仅从上述

考虑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而且也因为证明的本原自身并不是

证明．所以科学知识的出发点自身也不是科学知识。由于除 15 

科学知识外，我们不拥有其他真实的官能，因而这种知识的

出发点必定是理会。这样．科学知识的最初源泉把握本原，

而科学知识作为一个整体与全部事实整体发生了同样的

关系。

( nou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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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题篇

徐开来译



诀 Topika 据《洛布古典丛书》希腊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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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1> 本文的目的在于寻求一种探索的方法，通过宫， 100吃。

我们就能从普遍接受所提山的任何问题来进行推理；并且，

当我们自己提出论证时，不至于说出自相矛盾的话。为此，

我们必须首先说明什么是推理以及它有些什么不同的种类，

以便掌握辩证的推理，因为这就是我们在本文里所研究的

主题。

推理是一种论证，其中有些被设定为前提，另外的判断

则必然地由它们发生。当推理由以出发的前提是真实的和原

初的时，或者当我们对于它们的最初知识是来自于某些原初

25 

的和真实的前提时，这种推理就是证明的。从普遍接受的意 30 

见出发进行的推理是辩证的推理。所谓真实的和原初的，是

指那些不因其他而自身就具有可靠性的东西。不应该穷究知

识第一原理的缘由，因为每个第一原理都由于自身而具有可

靠性。所谓普遍接受的意见，是指那些被一切人或多数人或

贤哲们，即被全体或多数或其中最负盛名的贤哲们所公认的 lOOb20 

意见。从似乎是被普遍接受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的意见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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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似乎从是普遍接受的意见或者好像是被普遍接受的意见

25 出发所进行的推理就是争议的．因为并非一切似乎被普遍接

受的意见就真的是被普遍接受了。在所谓的被普遍接受的意

101 a 见中，没有一种会像争议的论证的第一原理那样非常明显地

出现在表面。冈为其中谬误的性质十分明显，多数人，甚至

理解力很差的人也能发现。可见．在上述的那些争议型的推

理巾，前者称得上是推理．其余的则是争议的推论．而不是

5 推理，因为它似乎是推理．其实并不是口

除了所有上述的推理外，还有一些从只适于某些特殊学

科的前提出发而进行的虚假推论，如像在几何学及其相关学

科中出现的。这类推理与上述的种种推理似乎不同口因为画

10 错图形的人既不是从真实的和原初的东西，也不是从普遍接

受的意见出发来推理的。因为他没有依照定义；他也不根据

一切人或多数人或贤哲们，亦即全体或多数或其中最负盛名

的贤哲所公认的意见，而是从那些虽适于特定学科但并不真

实的假定出发来进行推理。由于他不恰当地绘制半圆形，或

是由于他使用不可能的方法画了若干直线．从而导致了错误

1.5 的结论。

上面所说，可以视为是对推现．种类的概述。一般说来，

有前面讲过的→切和l后面要讲的一切，二民卡’已们的区别我们

就充分地说明了。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对每一种推理下一

精确定义．而只是想、对官们作粗略说明。因此，只要能够用

某种方式去认识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对我们来说就已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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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够了 Q

[2] t球上述之后．接下来应该说明的就是关T本文有 20 

什么作用以及有多少作用的问题。宫的作用有二 z 夭于智力

训练．关于交往会谈．关于哲学知识。它对于智力训练的作

用是显见的，因为有了万法，我们就能更容易地论证提出的

有关问题。它对于交往会谈也有作用。因为一且涉及多数人 汩

的意见时，我们不是以其他人，而是以他们自己的看法为依

据来作出适当反应的：同时也能改变他们的说法中对我们来

说似乎是不正确的某种东同。它对于哲学的知识也有用，因 30 

为假如有了从两方面探讨问题的能力，我们就容易在每个方

面洞察出真理与谬误。此外，对于与每门学科相关的初始原

理，它也有用。因为从适于个别学科的本原出发是不可能对

它们言说什么的，既然这些本原是其他一切事物的最初根 101 b 

据，而且，必然要通过关于每个东西的普遍意见来讨论它

们。辩证法恰好特别适于这类任务，因为它的本性就是考

察，内含有通向一切探索方法的本原之路。

(3] 当我们具有了相似于修辞、医学以及诸如此类的 5 

能力时，我们就会具备完全的方法。这就意味着我们从那些

可以利用的材料出发以达到其目的。因为修辞学家并不用一

切方式去说服人，医生也不用一切方式去治病。只要他没有

忽略任何可以利用的手段，我们就应该断言他已充分地具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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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该门学问的知识。

<4> 因此，首先应该考察我们的方法所依据的那些东

西。因为如果我们把握了论证相关的那些东西、它们是什么

以及依据什么，并且知道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那么．我们

15 就会如愿以偿地达到目的。论证所依的根据和推理涉及的主

题要数目相等、性质相同，因为论证的始点是命题，推理涉

及的是问题。所有命题和所有问题所表示的或是某个种，或

是一特性，或是一偶’性 z 因为属差具有类的属性，应与种处

于相同序列。但是，既然在事物的特性中，有的表现本质，

20 有的并不表现本质，那么，就可以把特性区分为上述的两个

部分，把表现本质的那个部分称为定义，把剩下的部分按通

常所用的术语叫做特性。根据 i：述，因此很明~－按现在的

区分，一共出现有四个要素， ll(J特性、起义、种和偶性u 但

25 是．千万不要误以为上述四要素中每一个自身披立的就是一

个命题或问题，我们只是说任何命题或问题都要由官们构

成。命题盘问题在表述方式 i；是有仄别的。冈为如果把问题

说成这样； ..两脚行走的动物是人的起义，难道不是？”或者

“动物是人的种．对吧？”那么．它们就成了命题口但是，如

30 果反过来说s “肉’脚行远的动物是不是人的定义？” ｛成者

“动物是不是人的种？叫这样，就又成了问题。其他场合也

同样如此。叮JJl，问题和命题在数量上是相等的目因为只要

变换表达的方式，就能从所有的命题中构造出问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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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现在讨论什么是定义、特性、种＠和偶性。起义

)1]是揭不事物本质的短语。之所以用短语替代语词．用某一

知话替代另一短话来表述定义，是因为也可能要为某一短语

所表远的东阿F定义。既然所有定义都是某种短话．那么， 102a 

试罔仅以单个语词构成表述的人显然并没有表示出事物的定

义日但是，诸如“适宜的东西是好的”这类的话也可以看作 5 

具有定义的件质．“感觉与知识相同还是不同”等也一样。

因为夫于定义，大多要涉及相同或相异的问题。总之．我们

把一切与定义相同的具有探寻性质的表述都叫做定义。由此

显见．这里表述的所有例子都具有这种性质。因为当我们能 10 

论证事物相同还是相异时．我们也就能以相同的方式对事物

的定义作出表述；而当我们证明了不相同时，我们也就会推

翻定义。但是，上述的逆命题却不能成立；因为仅仅表明相

同还不足以构成定义。当然，只要表明它们不同，就完全能 15 

够推翻定义。

特性不表示事物的本质，只是属于事物，而且它的逆命

题也能成立。例如，人的一个特性是能学习文化，如果甲是

一个人，那他是能学习文化的；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甲是 20 

能学习文化的，那他就是一个人。没有人会把可能属于其他

事物的东西称为特性，例如睡眠就不是人的特性，它只是在

① genos. 或作“属”．现按原意译为“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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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某个时候碰巧属于人。因此，假如有人要把这些称为特性，

那也不是绝对地，而是暂时地和相对地被叫做特性。“在右

手上”就是暂时的特性，“两脚”则是相对的特性，例如相

对于马和狗而言，它是属于人的。显然，任何可能属于他物

的东两，其逆向性表述都是不成立的；因为不能必然的这样

30 推论：如果什么东西睡着，那就是人。

种是表示在属①上相区别的若干东西之是什么或本质的

范畴。诸如适于回答“你面前的东西是什么”这类问题的语

词，就应被称为是什么范畴。例如，有一个人在那里，当被

问及你面前是什么时，就适于同答说是动物。事物的种相同

还是彼此不同也是种方面的问题，因为这样的问题与种有着

102h 相同的探讨范围。如果已经讨论过动物是人的种，也同样是

牛的种，那我们也就证明了官们是同种的。相反，如若我们

表明某东西属于某个种，而另外的东西则不属于某个种，我

们也就证明了百们不同种。

偶件是指 t 它不是J：述那坞的任何一种．即既不是定义

5 和特性，又不是种，但是也属于事物？并且，立可能属于，

也可能不属于同一的某个体，例如擎的姿势就可能属于也可

能不属于问一的某物。自己也是如此？因为没有什么东四前

10 妨碍同一个事物在此时－为白，在彼时为非白。在偶性的这两

个寇义中，第二个更好一些。因为假如某人要想理解第一个

① eid时，或作“神”．今与 gtmo.c: 相对译作“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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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主（‘就，必须首先说明什么是定义、种和！特性 1 而第二个定

义肉身就能完全充分地使我们知道该词的意义是什么。也可

以把事物放在－起用偶性对它们近行相1f.比较，肉为表述它

们的语而是以某种方式从偶性中得到的白例如，“美好的东 15 

两租有用的东西哪个更好”，··德性的生活与自我放纵的生活

哪个更愉快”．以及其他刚好也是以这种表达方式提出比较

的问题。因为在一切这样的场合中，探索的问题都是＝两个

i冻边的i吾同哪一个更属偶性。从这些显而易见，没有什么能 20 

够妨碍偶性成为暂时的和相对的特性。例如，坐姿虽然是一

种偶性．但是，当某人是唯一坐着的人时．它就成了特性－

即使他不是唯一坐着的，相对于没坐着的人而言，坐姿仍然

是一种特性。因此，没有什么能够妨碍偶性成为一种相对的 25 

和暂时的特性。但是．它绝不是绝对的特性。

[6] 不要忽视这一点：我们所说的有关特性、种和偶

性的一切也都适于定义。因为已经表明，有些东西并不仅仅

属于被定义的事物．就像特性→样；或者在定义中揭示的东 30 

内并不是种；或者在短语中陈述的东西并不属于某物，被偶

性所表明的东西就可能是这样。当出现上述这些情况时，我

们就可能推翻定义。因此，按照前面所说，我们列举过的所

有要素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被说成是定义的。但是，并不是 35 

因此就有一种适于一切的普遍的探索方法。因为它是不易被

发现的，即使能发现，也极不明显，而且不会对当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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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帮助。如果给已经区分出来的每一类以各自特有的方

10311 法，并从适于每一情况的规则出发，那么，我们面前的探索

之路就易于走通。因此，正如前面所说，我们必须作一大致

的区分，把其余的问题归于各自最特有的范围，使之能被称

5 为定义的和类属的问题。实际上，我所说的问题差不多己如

此归类了。

<7> 首先必须区分相同一词的多种含义。一般地说，

“相同”大致有三种不同的含义。因为我们常从数目方面、

种方面或属方面去述说“相同”的含义。当众多语词指称一

个事物时，就是数目方面的相同，例如披风与斗篷。虽然有

10 许多事物，但它们在属上并无区别，这就叫属方面的相同，

譬如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一匹马与另一匹马，像这样一些属

于同一个属的东西就被称为属方面的相同。同样，那些同种

的东西就叫做种方面的相同，例如马和人，从同一泉源流出

15 的水之被称为相同的水似乎与我们上述的“相同”含义布某

种区别； ｛§.实际上这种情况应与因有同一个种而以某种方式

称为相同的那些东两列为同→的类型，因为这一切是同出一

族并且彼此类似的。一切水之所以被说成与任何其他的水在

种I：相同．乃是由于它们有某些相似之处，而j间出一源的水

20 与其他水的区别不在其他方面，只在于更为相似而已。冈

此，我们不把它与因有同一个种而以某种方式称为相同的那

些东西相区别。当相同一词用于指数目上为一的事物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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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每个人最能搔莹的说法。但即使如此？它还是常常被解

释为多层含史。“相！司”的根本的和首先的含义被解释为词 25 

语或在义？如扳风与斗篷？两脚行远的动物与人 P “相同”

的第二层含义被解释为特性，如能放知的动物与人，能自然

地向上运动的元素与火；..相同”的第三层含义来自于偶性，

在日iE坐着的IDt文雅的人与苏格拉底。所有这些含义都力图表 30 

示数目上的一。上面所言的真实性从各种称呼的变更中最可

能使人理解。因为当我们要用称呼名称的方式来命令正坐着

的那群人巾的某位，而他恰巧又不理解我们所言的含义时，

我们就得变更方式，使他从偶性方面较好地理解我们的意

思，所以，我们就指称他为我们所称呼的正坐着或正谈话的 35 

那个人。显然，不论是称呼名称还是指出偶性，它们所表示

的都是同一个东西。

<8> 如上所述，“相同”可以被区分为三种含义。论证须 103b 

从上述种种因素出发，并通过它们和趋于它们，这是通过归纳

而进行的证明。因为假如有人愿意逐一考察每个命题和问

题，就会明白它们都形成于定义或特性或种或偶性。另一种 5 

证明是通过推理进行的。因为陈述主项的任何谓项与主项都

必然是可换位的或不可换位的。如若可以换位，谓项就应该

是定义或特性；因为如果谓项揭示了主词的本质，它就是定

义才日果没有揭示本质，则是特性口因为特性之为特性，乃是 10 

由于它能与主项换位但又不揭示本质。如果谓项与主项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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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换位，它就或者是或者不是陈述主项定义的一个语词。如

果它是陈述主项定义的语词，它就应是种或属差，既然定义是

15 由种加属差构成的；如果它不是陈述主项的语词，它显然就只

能是偶性，因为我们曾经说过，偶性不是定义，不是种，也不是

特性，但它又是属于主项的。

20 【9】接下来，我们必须区分范畴的种类，以便从中发

现上述的四种述语。它们的数目是十个，即本质、数量、性

质、关系、何地、何时、所处、所有、动作、承受。事物的偶性、

种、特性和定义总是这些范畴之一，因为通过这些谓项所形

25 成的任何命题都或者表示事物的本质，或者表示它的性质、

数量或其他某一个范畴。从这些显而易见：揭示事物本质

的人有时表示实体，有时表示性质，有时则表示其他的某一

范畴。因为当有人在他面前，而他又断言在他面前的东西

30 是一个人或一个动物时．那么哩他就是说出了本质并且指明

了那是实体 f 当在他面前的是一种白的颜色，而他又声称在

他面前的是白或某种颜色时，那么，他也就说出了本质并且

指明了那是性质。同样，如果在他面前的是肘的量度，而他

35 立断言在他面前的是肘的量度，那么，他也是说LH 了本质并

且宿明 f那是数量口其他情形也是如此Q 因为如若既断言

了这些谓项的每一个自身，又指出了它所归于的属，那就是

表明了本质。但是，当断言的东西归属于另→谓项时，那

就没有表明本质，而是指的数量、性质或其他某一毡畴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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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论证所归依以＆所出友的东西就是这哩，也就是这

么多。至于我们将如何发现它们以及画过什么办法充分地 104且

拥有它们，则是后面讨论的问题。

(IO) 现在，我们首先要规定什么是辩证的命题以及

什么是辩证的问题。肉为不能把一切命题，也不能把一切问

题都当作是辩证的。没有一个有意识的人会提出一个元人主 5 

张的命题．或者提出一个所有人或多数人都明白的问题。因

为后者无人置疑，而前者则无人接受。辩证的命题存在于一

切人或多数人或贤哲们．即所有或多数或其中最负盛名的贤

哲所提问题的意见中‘而不是与这种意见相悖。因为如若贤 10 

哲们的意见与多数人的意见并不相悖，就会为人所接受。与

普遍意见相似的看法、与那些同普遍意见相反的看法对立的

命题，以及与得到认可的技艺性学科相一致的看法，都属于

辩证的命题。因为如果相反的知识相同乃是公认的，那么，

相反的感觉相同也似乎会是公认的；如果语法知识在数目上 15 

只有一门的看法是公认的，那么．吹奏长笛的技术只有一种

的看法也会是公认的。相反，假如普遍意见认为语法知识有

多门，那么．吹笛技术有多门的看法也会是公认的。因为所

有这些看法都是相似的，而且是近乎同一的。同样．与那些 20 

同普遍意见相反的看法对立的命题也似乎是公认的。因为如

果应为朋友做好事是公认的．那么，不应对朋友使坏也会是

公认的。在这里，与普遍意见相反的看法是应对朋友使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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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此对立的命题就是不应对朋友使坏。同样．如果应为朋

25 友做好事，就不应为敌人做好事。这也是与那个同普遍意见

相反的看法的对立命题，因为与此相反的看法是应为敌人做

好事。其他例证也是一样的。就比较而言，用相反的语词去

述说相反的东西也属于一种普遍意见，例如应对朋友做好事

30 与应对敌人使坏。因为对朋友做好事与对敌人使坏这两种说

法看来是相反的，但这种观点是否具有真实性有待于我们在

后面讨论相反时再说①。凡技术性学科方面的意见也显然属

于辩证的命题；因为人们似应接受那些对这类学科作过研究

35 的人所持的见解。例如，有关医学中的问题应接受医生的见

解，有关几何学中的问题应同意几何学家的看法，其他学科

的问题也一样。

104° (11> 一个辩证的问题就是一个探讨的题目，立或者

引人选择和避免，或者引人得到真理和知识，或者它自身就

5 能解决问题，或者有助于解决其他某个问题。并且，它涉及

的问题或者是兀人有意见，或者是多数人与贤轩的，宦见相

反，或者是贤哲与多数人的意见相反『或者是这一切入中的

每个人都意见各异。我们认为其中的有些问题对选择业避免

有用，例如，应不应该选择快乐 p 有些问题仅仅是对认识卒

10 身有J.H. 例如宇宙是否是水恒的：还有一些问题的认识对自

l]) 见《论题篇》．第二在， (7]. l 1Z1'Z7 以 r 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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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日的是无用的，但却有助士解决相关的其他某问题。因

为有许多东阿.｝吃们并不认识它们白 4，而是另有所为，即通

过它们来认识其他东西。在推理万l国有冲突的种种疑问也属

辩证的问题（网为浏j‘茂某物是再确实如此时，双方都有强有 15 

力的论证） ；还有的疑问我们是无痊论证的，因为它们牵涉

面广，我们很难说出为什么的理由，例如宇帘是否永恒。因

为某人也可能探究这一类问题。

因此．正如1上述，应对问题和命题作规定由论题乃是在

哲学方面著名的人所提出的、与一般意见相反的假定。例如1 20 

像安提斯塞尼所说“矛盾是不可能的’＼或者在日赫拉克利特

提出的“一切皆运动”，或者如麦里梭宣称的“存在是一”。

因为去考究一个普通人随意提出的与一般意见相反的看法是

愚昧的。或者，论题乃是我们所持的与一般意见相反的关于

那些观点的论证，例如像智者们断言，“并非一切存在物是 25 

生成的或永恒的”。因为一个是语法学家的有教养的人就既

不是生来如此也不是永远如此的。对于这种观点，即使有人

不这样认为．但还是可以由于它具有合理性而加以认可。

一个论题就是一个问题，然而，并非所有的问题都是论

题，因为对于有些问题，我们完全没有什么见解。但是，一 30 

个论题显然是一个问题。因为从上述能必然推出：既然论题

是由某人作出的与一般意见相反的假定，那么对于它，就或

者是多数人与贤哲的看法有分歧，或者是在这两个层次的每

一层次内部的人的看法彼此不同。在目前，几乎所有辩证的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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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都被称为论题。至于使用什么名称，是没有区别的；因

为我们这样讨论它们的目的并非想标新立异地创造术语，而

1053 是为了使我们不致忽略它们之间实际存在着的某些区别。

并不需要对所有命题和每个论题都加以探究，而只是考

察那种可能会使人生疑的，但生疑的人并非该受责罚或是知

觉不清，而是需要论证。因为那些怀疑是杏应崇敬神抵和爱

5 戴父母的人该受责罚，而那些怀疑雪是否为白色的人则属知

觉不清。证明不要与题目靠得太近，也不要离得太远，因为

太近就没有什么困难了．而太远则困难太多或超出了智力训

练的范围。

<12] 在分别说明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必须区分辩

10 证的论证有多少种。它有归纳和推理两类。推理是什么前面

已经说过．归纳则是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例如．假如l技术

娴熟的舵工是最有能力的舵工，技术娴熟的战车驭于是最有

能力的驭手．那么一般地说，技术娴熟的人就是在某一特定

15 方面最有能力的人。比较起来，归纳更有说服力也更清楚．

更容易为感觉知晓，因而能够被多数人运用。（旦推埋在反驳

自相矛盾的论证时更加有力，也更为有效。

(13> 论证所夭涉以及由之山发的种类，我们已作了

20 r述区分。我们锁以进行推理的手段有四种 z 第一是获得命

题，第二是区分得－表达的多层含义的能力，第二是发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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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第四是研究相似性。后妥者4年某种宣义上说也是命题，

肉为它们之中的f寻－ .个部可以做成一个命题。例如，”；意欲’ 25 

选择的东西或是美好的，或是愉悦的．或是有利的”：“感觉

与知识的区别在于后者消失后能够再现，而前者则不能飞

··健康的东西和健康之间的关系．与强壮的东丙和强壮之间

的关系是相似的飞上述例子巾，第一个命题由于使用多层 30 

含义的表迹，第二个命题源于发现区别．第三个命题则IU 白

研究相似件。

(14] 命题的选择要以多种方式进行，与用多种方式

对命题作出的区分一样。人们可以选择所有人的，或多数人

的，或贤哲们的，亦即一切或多数或其中最负盛名的贤哲的 35 

意见，或选择那些与似乎为普遍意见相反的看法，也可以选

择技术学科方面的意见。必须从与似乎为普遍意见相反的看

法的对立命题中形成命题，正如前面所述。形成命题的另一 l05h 

有用方式是，不仅要从已被接受的意见中，而且也要从与之

相似的看法中选择它们。例如，“相反者的感觉是相同的”

（因为关于它们的知识相同），“我们是通过摄入而不是通过 5 

放出来看某种东西的”。因为在其他感觉方面也是这样。因

为我们是通过纳入而不是通过放出听见某种声音 z 味觉也是

这样，其他方面亦如此。再有．在一切场合或多数场合，似

乎真实的见解也应该当作本原和已被接受的假定；因为它们 10 

已被那些没有看到它们有什么例外的人所认可。还应从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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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论证篇章中挑选，并为它们制定一览表，将其分开，置于

各自不同的属之下，例如“论善”或“论生命”，并且，要

15 从本质开始论及善的一切方面。也应注意个别人的意见，如

恩培多克勒曾经说过物体的元素是四种；因为或许有人会把

某个人阐述的看法当作普遍意见来接受。

大致说来，命题和问题分为三种。有些命题是伦理的，

20 有些是自然哲学的，有些则是逻辑的。下述这种是伦理命

题，例如，“如果看法不一致，一个人是否更应服从父母或

法律”。逻辑的命题如，“相反者的知识相同还是相异”。自

25 然哲学的命题如，“宇宙是否永恒”。问题也如此。通过定义

来对上述的每一种命题作出阐释是不容易的，但我们必须通

过归纳，去努力地认识其中的每一种命题，并借助于上述例

子予以考察。

对于哲学而言，必须按照真实性的原则来处理这些命

30 题，但是，如果仅仅为了辩证术，则只需着眼于意见凸应把

所有命题都放在最普遍的形式中来考察，这样，一就会成为

多。例如，如果对立者的知识是相同的，那么就会有相应项

的知识相同以及相夫项的知识相同等命题口并且？只要划分

35 仍是可能的．就应以同样方式再度划分它们。例如善与恶的

知识？白与黑的知识？冷与热的知识日其他情况亦如此臼

1068 [IS> 夫卡命题？上面说得很元分T Q ；足于语词的多

层含义问题，不仅要仕理那且不同的含义咱而且要努力揭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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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它们的定理。例妞‘我们不仅在一种意义上把公正租勇敢

叫做苦，在另一神意义上把强壮和健康叫做善，而且认为称 5 

前者为善是由下它们自身具有某种善的性质，称后者为普则

是由于官们能产生某种善的结果，而不是由于它们自身有某

种善的性质。其他情况也如此凸

一个语词到底具有多层含义还是只有一层含义，可以用

下述方法来考察确定。首先－考察相反者是否具有多层含 10 

义，如若有多层含义，其差别是种方面的还是用语方面的。

冈为在某些场合．仅从用语方面也能发现区别。例如，在形

容声音时，尖锐的反义词是低沉的，但在修饰刀刃时，尖锐 15 

的反义词则是滞钝的。显然，尖锐的反义词有多层含义，尖

锐的也就有多层含义。因为对应于尖锐的不同含义，它的反

义词也就不同。因为尖锐的作为低沉的和滞钝的反义词时，

其含义是不相同的，虽然它都是二者的反义词。再有，在形

容声音时．低沉的反义词是尖锐的，但在修饰物体时，其反 20 

义词则是轻飘的。可见．既然低沉的反义词有多个，它就具

有多层含义。同样，用于说明动物时，漂亮的反义词是丑陋

的，但在描述房屋时，漂亮的反义词就是粗劣的。因此，漂

亮的是个多义词。

有时，语词在用法上并无区别，但在种方面的含义却会

立即显现出差别来。例如清和浊；因为它们既可表述声音也 25 

同样能说明颜色。在用语上它们并无区别，但在种上的含

义，其差别就非常明显。因为用清去指称颜色和声音时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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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同的口通过感觉也能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因为对于同种

30 的东西有相同的感觉，但对于声音和颜色，我们并不是用同

样的感觉去判定其明晰性，而是以目视色，用耳听音。用尖

锐的和滞钝的去说明昧道和物体的情形也一样；因为我们用

触觉判定物之利钝，用味觉尝知味之浓淡。这里没有用语的

35 差别，不论是语词自身还是它的反义词都如此，因为尖锐的

反义词是滞钝的。

此外，如若有的语词在一种意义上有反义词，那么，在

另一种意义上却绝对没有。例如快乐之于饮水方面在口渴的

痛苦中有反义词，但在注视对角线与边不成比例时却没有，

可见，快乐具有多种含义。再如，爱在用于心境方面时，有

l06b 憎这个反义词，但在用于物体的活动方面时却没有，显然，

爱也是个多义词。再有，关于中间状态，有些语词及其反义

词存在着中间状态，而有些则没有；有些虽然双方都有中间

状态，但却不相同。例如，清〈明晰）与浊〈晦暗）用指颜

5 色时就有中间状态灰色，但用指声音就没有 p 即使有，那就

是闷音，就像有些人所说，闷音是一种中闭状态。可见．清

是个多义词， 1虫也→样。再有，有些词具有多个巾间状态的

词，有些则只有一个，就像清与浊的情况，肉为当它们用于

10 颜色时．就有多个中间词，而用于声音时，就只有间音

一个

再有．要考事矛盾的对立方面是密具有多神意义q 肉为

如果它具有多种含义，立的对立面也将具有多种含义 n 例 t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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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看见就有多种含义，二是指根本就没邵力，三则指视力设 15 

起作用日如果没看见有多种含立．邵么，必然，看见了也就具

有多种含义－因为没看见的每种含义都有某个对豆面。例

如．设视力的对立面是有视力‘视力没起作用的对立面是视 20 

力起了作用。

再有，要考察缺乏和具有方面的情况。因为如果某一语

词具有多种含义，另一语词也会如此。例如，如果有感觉具

有多种含义，既指灵魂方面又指肉体方面．那么，没有感觉

也将有多种含义，既指灵魂方面也指肉体方面。现在所论的 25 

语词在缺乏与具有方面的对立情况是明显的，因为不论是在

灵魂方面还是在肉体方面，各种动物都自然地具有每种

感觉。

再有，应考察语词自身的词尾变化情况。因为，如果

“公正地”有多种含义， “公正的”也将有多种含义。因为 30 

“公正的”每种含义就是“公正地”每种含义。例如，如果

“公正地”既用于判断按个人自己的看法的行为，也用于判

断作为应该如此的行为，那么，“公正的”也同样有这些含

义。同样，如果“健康的”具有多层含义，那么“健康地” 35 

也将具有多种含义。例如．如果“健康的”既说明能产生健

康的东西，也称谓能维持健康的东西，还意指能表示健康的

东西，那么，“健康地”也将有能产生地、能维持地、能表

示地这样三种含义。其他情况也一样。总之，当语词本身具 107且

有多层含义时，从它衍生出来的词尾变化形式也将有多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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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反之，如果它的词尾变化形式有多种含义，它自身也就

有多种含义。

还要考察用语词表示的谓项的属，看它们是否在一切方

5 面都相同。因为如果不相同，这个语词就显然是多义的。例

如，善在食物中指产生快乐，在医药中指产生健康，用于灵

魂方面指具有诸如节制的、勇敢的或公正的品质，用于表示

人也一样。有时它也形容在某个时间内发生的事，譬如说发

10 生于适当时候的善，因为发生在适当时候的事情叫做善。它

也经常被用于数量，如指谓适量的东西，因为适量也称为

善。可见，善是个多义词。清（明晰）也是如此，它用于物

体时，指颜色；而用于声音时，指易于听见。尖锐的也类似

于此。因为它在一切方面的含义并非相同。因为用于声音

15 时，尖锐的指一种快速的音调，正如那些研究和谐的音乐理

论家们所说：尖锐的角指一种小于直角的角．而尖锐的刀则

指有着一个尖角的刀。

也要考察用相同语词称谓的事物的种，看官们是否不同

20 以及在作二级划分时是否相互区别b 例如， onoδ （驴子）一

词既指动物又指机器Q 但官们的名称所表示的运理是不同

的，因为一个被说成是某种性质的动物，另一个则是某种性

质的机器。但是，如若种是二级划分的，’已们的起理就不必

然有区别了。例如，动物是渡鸟的种，鸟也是渡吨的种n 肉

25 此．当我们说渡鸟是鸟时．我们也说渡鸟是某种动物，因为

鸟与动物两者都表述渡鸟的种。当我们把渡马称为飞翔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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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动物时，与我们叫它是一种鸟是一样的。所以，两个种都

能去示被鸟．并且这也是它们的定理n 但是，不对种作二级

划分时，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当我们称某物为机器时． 30 

就不能叫功物：皮过来，：~叫动物时，也就不能称机器。

不仅要考察语词的种在技作J级划分时是否相异．也要

考察它的反义词方面的情况。冈为如果它的反义词具有多种

含义，那么显然，这个语词本身也有多种含义。 35 

了解来自语词的复合使用而出现的定义方面的情况也是

有用的，例如明亮的物体和清晰的（白色的）卢音的定义。

因为当特有的东西被抽掉时．剩下的也就应该是相同的定理

了。但这并不发生在多义词方面，譬如刚才所说的种种情 107b 

况。因为前者是具有如此这般颜色的物体，后者则是容易昕

到的声音。因此．即使把物体和声音抽掉，在每句话中所余

的东西也并不相同。但是，假如“白色的”一词在每种情况

下含义是相同的，所余的东西就应该一样口 5 

在实际的论证中．常有由于不经心而使多义词进入的情

况，因此，也应考虑论证。例如，若有人把表示健康的东西

与产生健康的东西笼统地说成是与健康密切相关的，那么，

我们就不要停留于此，而要考察他所说的密切相关在每种场 10 

合指的是什么：例如，后者是否指具有适量的因素产生健

康，而前者是否指具有一定的性质表示某种健康的状态。

此外，也要了解这些语词是否不能与“更……”或“同

样”作比较。例如，明晰的（白色的〉声音和白色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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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辛辣的（尖锐的）气味与尖锐的声音。因为它们不能被况成

是同样的白色或尖锐，也不能说一个比另一个更白或更尖

锐。因此，白色的和尖锐的是多义词。因为所有同义词都可

作比较z 因为它们或者同时被使用，或者使用于一个比另一

个更大些的场合。

即使不作二级划分在种上也不相同的种差，在属上也是

20 各异的。例如动物与知识就是如此（因为它们的种差也不

同），所以，有必要考察即使不作二级划分用相同语词表述

的含义是否在种上各异。例如，尖锐的既说明声音也说明物

体。因为用“尖锐的”而把一种声音与另一种声音区别开

来，同样，也因为用“尖锐的”而把一种物体与另一种物体

25 区别开来。可见，尖锐的是个多义词：因为它是不作二级划

分也不相同的种的差别。

再有，要了解用相同语词表述的东西本身是否有不同的

种差，例如，在物体方面与在曲调之中的颜色的含义。因为

30 物体方面的颜色的种差是视觉的渗透性和压迫感，而曲调中

的颜色并无这样的种差，可见，颜色是一个多义词．因为相

同的东两会有相同的种差。

再有，既然属不是届主言，就应考察同一活词的多个含义

中是否有一个为属，另一个为属羞的情况B 例如，白色的

35 （明晰的）用以修饰物体是颜色的属，而用以说明声音则是

居差。冈为一种声音是凭着“明晰的”而 11另一种卢音相

区别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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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可见，有天语词的多种含义问题．耍通过 t述

这些以及类似的其他方法来考察a 相关东西之间的相互差别 108" 

则在同一个种中进行考察。例如公正与勇敢、智慧和节制的

区别是什么（因为它们全都源出于同一个种）；也可以用这

种方法考察一类同另一类的区别，只要它们相差不是太远，

例如l感觉与知识的差别是什么。因为如若相差太远，官们之 5 

间的区别就相当明显了。

(17> 也要考察不同种的事物之间的类似情况。假设

甲与乙相关，那么丙与丁相关。例如，假定知识与知识的对

象相关，那么感觉就与感觉的对象相关。并且，假设甲在乙

中，则丙在丁中，例如，假定视觉在眼睛中，那么理智在灵 10 

魂中；假定浪静在海中，则风平在空中。尤其应该注意的是

那些相距很远的东西；因为在剩下的其他场合中，我们能更

容易地看到那些相似之处。也应考察处于同一种中的东西，

看它们全体是否具有某种相同的属性，例如是否有为人、马

和狗所共具的属性；因为正是由于拥有某种相同的属性，它 15 

们才是类似的。

<18> 就语词的多种含义作出考察，对于弄清词义

（因为某人如若弄清了所用语词的多种含义，就会更能知晓

他所主张的到底是什么），对于保证推理依据事实自身，而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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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相关于所用的那些语词，都是有用的。因为如果没弄

清楚语词的多种含义，就可能出现回答者与提问者在思想中

所指并非同一含义的情况。相反，如若明确了所用语词的多

种含义，而回答者也明白了是什么意思，那么，假如提问者

25 所做的论证不是针对于此，就会显得荒唐。它也有助于我们

不致迷茫和误入歧途。因为知道了语词的多种含义，就不仅

能使我们自己摆脱了谬误，而且假如提问者所做的论证不是

针对于此．我们也能看出来；再有，当我们在提问时，如若

30 回答者碰巧不知道所用语词的多种含义，我们也能把他引人

谬误。当然，这种方法并非在一切场合都能奏效，而只限于

在语词的多种含义中一些为真另一些为假时。但是，这种方

式并不属于辩证法。因此，任何辩证法者都应提防这种玩弄

35 语词游戏的论辩方式，除非实在是没有其他方式来讨论这种

问题。

发现事物的差别不仅对于我们有关相同和相异的推理有

用，而且对于认识每一事物的本质也有用。它在有关相同和

]08b 相异的推理方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闵为当我们发现了所

议论题的某种差别时，我们也就表明了它们不是相同的。它

之所以对于认识事物的本质有用，是因为我们常常通过每一

5 事物所特有的属差去分离出每个事物的本质所特有的定理。

考察相似性对于归纳论证．对于假设性推理以及对于定

义的作出都有用处曰宫之所以对归纳论证有用，是因为我们

认为，只有通过对若干相似的个别情况的归纳．才能得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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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性的结论1 网为“i果不知i益相似之处，就不容易做到这一 10 

点。它之所以对假设性推理布用，是因为一般的意见都认

_'1..J ‘ 王与相似物中的某一个东两具有亘实性时，其余的也如

此。所以？假若我们有着讨论某一个相似物的题材，那么．

按前面所说．我们就会同意：假若其他的那些相似物有什么

真实性，当F正在讨论的这一个也同样具有真实性。当证明 白

了前者时．我们也就会依据假设表明了当下E在讨论的这一

个口因为按照假定，只要其余的相似物有什么性质，当下正

在讨论的这个也同样如此。因为我们已经作出了证明。它之

所以对定义的作出有用，乃是因为当我们能看出每一个别事 20 

物中是什么东西相同时，我们就会毫不迟疑地把要下定义的

当下正在讨论的那个东西放进它所应该的种里去。因为在那

些共同的谓项中，最明显地处于本质之中的那个谓项就应该

是种。即使在有很大差别的东西中，考察相似性对于定义也

同样有用处。例如，海中的浪静与空中的风平是相同的（因

为每种状态都是静止〉；线段上的点和数目中的一也是相同 25 

的，因为每种情况都是本原。因此，如果把一切事物都共有

的东西归于种，我们认为，定义就不会不合适。那些下定义

的人经常都是这样做的。因为他们断言一是数目的本原，点

是线段的本原。因此很显然，他们是把两者共同的东西设定 30 

为种。

可见，推理所赖以进行的方式就是这些。上述的种种方

式对于下面要讲到的方法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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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8b35 [l] 有些问题是全称的，有些则是特称的。例如，

“一切快乐都是善”与“没有什么快乐是善”就属全称，而

像“有的快乐是善的”与“有的快乐不是善”则是特称。－

10911 般说来，立论与驳论的方法对这两类问题都是共同的。因为

当我们证明了什么属于一切时，也就证明了它属于其中的某

个。同样，如若我们证明了什么不属于某个，也就证明了它

5 不属于一切。我们首先来一般地说说驳论的方法，因为这样

的方法无论对于全称还是特称的问题都是共同的．也因为主

张这种观点的人更愿维护这种属性而不是杏认它，而另一些

10 论辩者则想推翻它。要对一个源于偶性的特定名称换位是最

为困难的事，因为偶性方面的东西只可能是特定的而不是普

遍的日也因为换位必然以右义、特性和l种为依据。例如．如

果“两足行走的动物是甲的某种属性”，那么，换位为”甲

15 是两足行走的动物”就是真实的说法。以属为依据的称谓也

同样。因为如果“动物是甲的某种属性飞那么？”甲就是一

种动物”。特性方面的情形亦如此。网为lm果“有教养是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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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属性”，那么，··甲就是有教养的气因为上述这些情

形不可能是部分地属于或不属于，而是完全地属于或不属

于。但是，在偶性方面，就、没有什么东西妨碍部分属于的情 20 

况了．例如白色或公正。所以，证明了“白色或公正是甲的

a种属性”对于证明··甲是自鱼，的或公正的”并不充分 1 因

为能用“甲只是部分的白或部分的公正”去反驳 B 因此，在

偶性方面，换位不是必然的。 25 

也应弄清出现在问题中的错误，它们有两种 z 或误用或

边背约定俗成的语言所致。因为当那些误用语言的人把本不

具有某属性的东西说成具有该属性时，就会出现错误。另一

些人则用并不属于有些东西的名称来称呼它们，如把东方的

阔叶树称为人：这些人就是违背了名称的约定俗成的含义。 30 

(2] 一种方法是考察你的论辩对手是否把某种以其他

方式属于的东西说成是偶性的东西。这种错误在种方面最容

易出现．例如，如若某人说白色只偶然地是颜色。因为事实 35 

上，白色并不是颜色的偶性，相反，颜色乃是白色的种。作

出这种陈述的人可能是把特性当成偶性来定义了，例如把公 109b 

正视为偶然的一种德性。但更多的却不是这样定义，而是明

显地把种说成偶性，例如，如果某人说“白色是染上了颜色

的”或“散步是在运动”。因为一个源于种的谓项不能以派

生的形式被用于说明它的属，而是一切同名的种都陈述它们 5 

的属；因为属得到它们的种的名称和定理。所以，说“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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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染上了颜色的”人没把颜色视为种，而且，既然用颜色的

派生语词来陈述，他也就没有把颜色视为特性或定义。因为

一物的定义和特性绝不会属于任何其他事物，而“染上了颜

10 色的”却为许多其他东西所具有，如木、石、人或马都有颜

色。因此很明显，他们是把“染上了颜色”当作了偶性。

另一种方法是考察被某人所断言的东西属于一切或者不

属于任何一个，这种考察要依据属而不是在无限数目中进

15 行。因为这种考察更多地是方法性的，只需较少的步骤。考

察应该从原初的东西开始．一步步进展，直到不可分割的东

西。例如，如果有人说过对立的知识是相同的，那就应该考

察这种知识是关系中对立的相同、相反者的相同、以缺乏与

具有为依据的谓项的相同还是以矛盾为依据的谓项的相同。

20 假如从这些方面考察还不清楚．这种划分就连要再进行下

去，直到不可分时为止。例如，直到你弄清公正与不公正、

倍与半、盲与明、存在与不存在等对立的知识是杏相同时为

止。因为如若有某个例证表明这种知识不相同，我们就能驳

25 倒那个问题。如若谓项不属于相同也一样。这种方法对于驳

论和立论均可转换使用，因为如若在进行划分之后，谓项似

乎仍然适于一切方面或多数方而．就应耍求对方承认它的普

遍性，或者举出反例，说明它本运于什么场合 4 如若他根本

没做这些事情而更不予承认．就显得荒唐可缝了口

30 再一个万法是做出偶性以及偶差所属东西的定义（或者

两个定义分别做或者只做某一个），然后再考察是再有某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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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东内在定义中被当成真实的了 e 例仙．在日；若要考察神

是再受到f伤害，就耍弄清伤害是什么意思。件i为如果伤害

就是故意毁橱，那么显然．神就不会被伤害：冈为神不可能 :35 

被损毁。再有．如果要考察→个善良人是何爱妒忌，就耍弄

浦什么人爱妒忌，妒忌又是什么。因为如果妒忌意味着对正

派人的明显幸运感到痛苦，那么显然，善良人就不会有妒忌。

因为不然的话，他就会是可悲而可怜的小人了 a 如若要考察 11oa 

一个愤怒者是否爱妒忌，就耍弄清每个词的含义是什么，因

为这样做f才能表明这个陈述真实或者虚假：例如，如果妒 5 

忌之人对吉星高照者感到痛苦，而愤怒之人则对厄运笼罩感

到痛苦的话．那么显然，愤怒者也不会有妒忌。也可采用以

论断去置换论断中的语词的办法来加强理解，并且不要停止

这种置换，直到获得熟悉的语词为止。因为在许多场合，虽

然早已提出了整个论断，但探求的东西仍不明显，而如果用

论断再去置换论断中的语词，所求项就会变得明显起来。

再者，可将问题自身变成命题，然后再提出反对。因为 10 

反对就是力图对于论题的反驳。这种方法与考察被某人陈述

的语词属于一切或不属于任何东西的方法大体上相间，只是

在方式上有区别。

再者，要分清什么东西应像多数人那样称谓，什么又不

应像多数人那样称谓。这对于立论和驳论都有用，例如，应 15 

像多数人所用的语词那样来称谓众多事物，但要回答它们是

或不是什么种类时，就不必顾及多数人的看法。例如，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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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就是能产生健康的东西，就如多数人所说的那样．但

20 在回答当下所论的这东西是否产生健康时，就不要按多数人

而要照医生所言。

<3> 再有，如若一个语词有多种含义，而且已被断言

它属于或不属于某东西，就应证明它在多种含义中有某一

种，假如不能指出两种的话。在多种含义被忽略的场合，这

种方法也有用。因为如若多种含义没被忽略，对于就会反驳

25 说，他自己所选择的根本不是这种含义，而是另一种含义。

这种方法不论对于立论还是驳论都可转换使用口因为假如我

们意欲立论，就应证明它属于某种含义，如若不可能指出两

种的话；相反，如果想驳论，我们就应证明它不属于某种含

义，如若不能指出两种的话。在驳论时，不应从赞同出发进

30 行论辩。不论某人陈述的东西不属于一切或是不属于任何情

况。因为如果我们证明了宫不属于任何情况，我们就会驳倒

他所谓属于一切的陈述：同样，如果我们证明了它属于某一

东西．也就会驳倒他所谓不属于任何东西的陈述。但在立论

时，就应以一致为原则：即 g 如果陈述属于不论什么情况，

35 官就属于一切，这样，我们所立论点就会成立。因为从表明

它属于某一东西来证明它属于一切是不充分的．假如，如果

某人的灵魂不死，就不能因此而证明所有人的灵魂不死。所

llOb 以，必须同意：如果任何灵魂都不死，则一切灵瑰都不死。

这种方法不能总是使用，只是在我们本能充分说明适于－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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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个单一论断时才能使用，就像几何学家证明i角形内角

之和等于两个直角时的情形一样。 5 

如果词的多种含义没被忽略，就应~分这些含义，然后

远行驳论和立论e 例如L. 如果在匀的就是有益的或美好的，

我们就必须纳入当下的讨论巾，试图证明或驳斥这两种含

义，说明宫是美好的和有益的．盘既不是美好的也不是有益 ” 
的白 如果不可能同时说明二者，也应说明一种含义，还要指

出一种含义真实另一种不真。如果词的含义被区分为多种，

也能用同样的定式。

再者，有些词的多种意义并不是由于它们自身如此，而 15 

是因为使用的角度不同。例如，许多东西的知识是一门，而

这些东西或者作为目的以及达到目的的手段。如医学就是产

生健康和饮食规律的知识，或者作为二者的目的，就像相反

的知识被称为相同一样（因为一方并不比另一方更是目的〉， 20 

或者作为由于自身和由于偶性，例如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两

直角就是由于本质，而等边三角形则是由于偶性；因为等边

三角形偶然地是三角形，只是由于我们知道它的内角之和也

等于两直角。因为，如若没有一种意味着多个东西的知识会 25 

相同，那么显然，它就完全不可能相同；相反，如若有某种

含义会相同，它就显然可能相同。要区分出与所用等量的含

义。例如，如果我们意欲立论，就要列举出可能的那些含

义，并只把它们分成对立论有用的含义：但是，如果意欲驳 30 

论，就举出不可能的那些含义，而将其余的略去。在多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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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被忽略的场合，也可实行这种方法。通过这些同样的惯常

方法，也能证明一物是或不是他物。例如，一门知识是某种

35 东西的知识，它就或者作为目的，或者作为达到目的的手

段，或者作为由于偶性；如果它不是某东西的知识，就不是

111'1 上述方式的任何一种。对于渴望以及其他多种含义的语词．

也可使用同样的论证方式。因为某物的渴望或作为目的，如

健康；或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如服药；或作为偶性，就像

喜好甜食的人渴望果酒并不因为它是酒而由于它是甜的。因

5 为渴望甜味才是他的本性，而渴望果酒对他来说只是由于偶

性；因为假如这果酒是辛辣燥热的，他也就不会渴望了。可

见，他之渴望酒纯系偶然。这种方法在关系词中也有用；因

为这些情况常与关系词相关。

(4] 再一个办法是把有的语词换成更为熟悉的语词，

例如在对某个概念的理解中，把精确的换成清楚的，把爱打

10 抱不平换成好管闲事的。因为所用语词更熟悉，把握论题就

更容易。这种方法对于立论和驳论都共同适用。

为了表明属于相同事物的相反属性，应考黎它的种。例

15 如，如果我们想说明感觉中有真实的也有虚假的成分？就应

考察判断，因为感觉是判断，而判断就有rr确与不正确之

分．所以．感觉方面也就会有1E确的和错识的部分， nJ JJl' 

对于属的证明要从种开始。因为判断是感觉的种．感觉者就

是以某种方式在进行判断。反过来，对于种的证明也nJ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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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r属口因为属于属的那些特性也属于种。例如，如果知识 zn 
有优劣，谋略也有优劣．冈为谋略是知识的种白对于立论，

前一种方法是荒谬的，后－种却是真实的白因为属于种的所

有性原并不必然全部属于属．例如动物有双翅和四足，但人 25 

却没有，而属于属的→切特性却必然属于神，因为如果人是

精明的，功物也是精明的。对于驳论‘前一种方法是真实

的．后一种则是虚假的。因为不属于种的特性也不会属于

属 f 但不属于属的特性却不必然不属于种。

既然陈述种的那些东西也必然陈述某个属，既然具有种

或者被种派生的语词所描述的那些东西也必然具有某个属或 30 

者被从某个属派生的语词所描述（例如，如果知识被某人陈

述，文法知识、音乐知识或其他某门知识也会被他陈述；如 lllb 

果某人具有知识或者被派生于某门知识的语词所描述，他也

会具有文法知识、音乐知识或其他某门知识，或者被从这门

知识派生出的语词所描述，例如文法家或音乐家〉，那么，

如若设定的某个陈述是以某种方式派生于种的，例如灵魂是

运动的，就必须根据运动的某个属来考察灵魂是否可能在运

动．例如，考察它是否在增长、衰减、生成或以其他某种形

式在运动。因为如果它没按任何一种形式运动，它就显然没 5 

有运动。这种方法对于两者，即对于驳论和立论都共同适

用。因为如果它按某种形式运动，它显然就在运动；如果它

没按任何一种形式运动，显然它就没有运动。 1。

在没有足够根据来实现反对论题的意图时，就应考虑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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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所议论题的真实的或已被共同接受的定义中找论据，并

15 且，如果从一个方面不行，就应从多方面着手。因为定义做

成后，反驳就更容易。

还应考察当下所议的论题．看它由于什么的存在才存

在，或者，如果它要存在，必然有什么存在。如果意欲立

论，就要考察当下所立论题由于什么的存在才存在（因为如

20 果那个东西已被证明是存在的，当下所立论题也会被证明为

是存在的〉；如若意欲驳论，则要考察如若当下所驳论题要

存在，就要有什么存在。因为如若我们证明了对方论题所依

随的东两不存在，我们也就会驳倒他的论题。

再者，要考虑时间方面的因素，看是否有什么不一致。

25 例如，如果对方说过被喂养的东西必然会长大；因为动物总

是被喂养，但并非总在长大口如果他说过知识就是记忆，情

形也一样。因为记忆在时间上是过去，而知识则是现在和将

来，因为我们说，知识就是认识现在和将来的事情，例如将

30 出现日食：但除了对于过去的事情外，是不可能有所谓记

忆的。

(SJ 再有就是诡辩的方式，即把对于引入我们有充分

理由加以反驳的论断中去。这种方法有时必要，有时显得必

要，有时则既非显得也非实际必要。它在这种时候是必要

汩 的 f 回答者已经否定了对于做成应对该论题的论断有用的某

一点，而这一点又刚好是提问者所提供用以反对该命题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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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先分论证之－...在这种时候它也同样必要 z 通过考察时手

所提观点的方式，由归纳而得到了打算反驳的那一点 4 因为 11211 

驳倒了这一点，也就驳倒了当F所提的论题。官在下述时候

握得必要：论断产生所相关的那一点似乎有用且适于命题，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1 或者是想支持这论断的人杏定了那点：

或者是提问者通过对命题的似乎有理的归纳而得到了那一点 5 

并企图驳倒宫。其余的则是在这样的时候 z 论断产生所相关

的那一点既不是必要也不是显得必要，而是回答者似乎站到

了不相干的论述一边。应该留心提防的是上述若干方式中的 10 

后一种；因为它与辩证法完全分离且不相宜。因此，回答者

不应该恼怒，而要容忍那些无助于反驳命题的东西。同时表

明，它们虽被容忍，但却没被接受。因为如若容忍所有的这

些东西，就更会反令提问者常常陷入不知所措的困境，除非

他们能得出结论。 15 

再者，对某类事物的任何一个作出断言的人也就以某种

方式作出了一系列断定，因为每一断言都必然引出许多结

论，例如，断言甲是人的人也就断定了甲是动物、甲是有生

命的、甲有两足以及甲能获得理智和知识。假如这些伴随的 20 

断定有一个被驳倒，原初的那个断定也就会被驳倒。必须留

意提防使它变得更为困难；因为有时驳伴随命题更容易，有

时驳原初命题自身更容易。

[6] 在两个属性必然只有一个为真的场合（例如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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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人或者有病或者健康），如若我们有充分理由论证其中的某

者不属于某物，对于剩下的属性，我们也就有充分理由说明

了。这种方法对于立论和驳论都可逆向变换，因为证明了一

个属于．我们也就会证明另一个不属于：相反，如若我们证

30 明了一个不属于，也就证明了另一个属于。因此很显然，这

种方法对两者都有用。

再一个反驳的方法是改变论证语词的含义，使它和现在

所述的含义相比最适于把握。例如，竖忍不拔并不是像现今

所用的含义一样指有勇气，而是指具有高尚的灵魂，就像美

35 好愿望是指对于善行的希冀一样。幸运一词也一样，它应该

指某人的命运美好，正如克色诺克拉底所说：“幸运就是某

人有个美好的灵魂。”因为灵魂才是每个人的命运。

l 12b 既然有些事情必然发生，有些经常发生，有些则是巧遇

发生，如果有人把必然的当作经常的，或把经常的当作必然

5 的（或是它自身或是经常发生东西的反面），那么，就总为

我们的反驳提供了机会。因为如若把必然的当作经常的．说

这话的人就显然是把属于一切的当成不是一切的了，因此，

他就是错误的：如若他把经常的当成必然的．也同样不对－

10 因为说这话的人但不属于一切的当成属于一切了。如若他也

经常的皮面称为必然的电也一样会犯错误：因为经常的应而

总是被称为更少的。例如，许多人悲是经常的，善为男少，

如若有人把这些人称为必然的善，错误就更大了。如果有人

15 把巧合的称为必然的或经常的，也会犯同样的错误？因为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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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然也不经常发生的事情才叫巧遇 g 如若有人没有区分必

然或经常就作出了论断．那么．尽管事安L他是当作经常

的，我们也叮以论辩说他的意思是指必然u 例如，如果他不

加区分地说被剥夺了权利的那些人是坏人呻就可以辩论说，

他的论断是指他们必然坏。 20 

再有．考察对方是否由于名称不同而把某东西当成了自

身的偶性，就像普洛底柯把愉悦分为快乐、高兴和欢畅一

样，因为所有这些表现都有愉悦这一相同的名称。因此，如

若有人说快乐是欢畅的偶性，他就是把它当成了自身的 25 

偶性。

<7> 既然相反者能以六种方式相互结合，而其中的四

种能构成反对，那么，我们就应把握这些相反者，以便以某

种方式有助于我们的驳论和立论。结合的六种方式是明显 30 

的，因为或者是一个相反的语词与一个相反的对象结合，这

种结合又有两种形式。例如，行好于友与使坏于敌，或者反

过来．使坏于友与行好于敌。或者是两个相反的语词用于一

个对象，这种结合也有两种形式。例如行好并使坏于友，或 记

者行好并使坏于敌。或者是一个语词用于两个相反的对象，

这种结合亦有两种形式。例如行好于友也行好于敌，或者使

坏于友也使坏于敌。

可见，上述第一组的两种结合形式并不构成反对，因为 1138 

行好于友与使坏于敌并不是相反的；因为两者都是应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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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并有着相同的特性。使坏于友与行好于敌也不相反．因

5 为两者都是应避免的，并且具有相同特性。避免的一方并不

被认为与避免的另一方相反，除非→方被说得过度，另一方

被说得不足；因为过度被认为是要避免的东西，不足也如

此。所剩的四种结合形式全部都构成反对。因为行好于友与

10 使坏于友是相反的；因为它们都来自于相反的特性，并且，

一方是应选择的，另一方是要避免的。其他的结合形式也如

此。因为在每一对中，一方是应选择的，另一方是要避免

的，而且，一方具有适宜的特性，另一方具有不当的特性。

15 根据上述，显而易见，同一个东西能产生出多种相反的结合

形式。因为行好于友的相反命题既是行好于敌，又是使坏于

友。如果按同样的方式去考察，就会发现其他的每一种命题

似乎也一样有两种相反的形式。所以，把握任何一种相反的

东西对于所涉论题都会有用。

20 此外，如果偶性有某种相反者，就要考察它所属的东西

是否正是偶性曾被断言所属的东西。因为如果某物为前者所

属，就不应为后者所属；因为两个相反的东西不可能同时属

于一个相同的事物。

也要考察某类东西是否被说成关乎某个事物，直11若是，

25 相反的属性就必然属于它。例如，如果有人说过理念存在于

我们之中，就会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z 理念是运动的，也是

静止的，是感觉的对象，也是理智的对象。因为断言理念存

在的人们认为理念是静止的，并且是理智的对象，但是，如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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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半们存在于我们之中．就不可能不运础。因为当我们运动

时，存在于我们之中的一－切也必然要随之运动。它们显然也 30 

是感觉的对象．假如它们的确存在于我们之中的话n 因为正

是由于视觉方面的感觉，我们才会认识每一事物中的形式。

再有．如果假定了偶’性有某种相反者，就应考察能接纳

偶性的东西是杏也能接纳它的相反者，因为同一个东西能接

纳相反的双方。例如I ..如果有人说过憎恨跟随着冲动，憎恨就 35 

会处于精神振奋状态 a 因为冲动就是处于这种状态。因此，

要考察憎恨的相反者，即友爱是否处于精神振奋的状态。因 113b 

为如果友爱不是这样，而是处于欲望状态，憎恨也就不可能

跟随冲动。如果有人说过欲望乃是无知，情况也如此。因为

如若能够元知，也就可能有知识；然而，欲望能容纳知识不

是一种普遍的看法。正如前面所说，这种方法对于驳论有 5 

用。但是对于立论来说，这种方法无助于证明偶性一定属于

某物，只是有助于证明偶性可能属于某物。因为当证明了某

物不能有相反者时，我们也就会证明偶性不属于也不可能属

于某物；但是，即使我们证明了相反者属于某物或某物能容 10 

纳相反者，也不能说因此就会证明偶性一定属于某物，而仅

仅会证明它可能属于某物。

[8] 既然有四种对立形式，就应考察，从这些对立

形式出发能推出什么跟随的命题，并且，对于驳论和立 15 

论，还应再倒过来考察，即从归纳中发现和把握它们。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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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如果人是一种动物，非动物就是非人。其他例证的情

形也同样。因为在这里，顺序是倒过来了的。因为动物跟

随着人，但非动物却不跟随着非人，而是倒过来，非人跟

20 随着非动物。通过所有的这些例证，能够归纳出一个公理

性的结论。例如，如果美好的东西是愉快的，不愉快的东

西就是不美好的：如果后一句话不成立，前一句也不成

立。同样，如果不愉快的东西是不美好的，美好的东西就

25 是偷快的。因此显然，颠倒主项词的叙述顺序对于立论和

驳论两者都可以换位。

关于相反者的情况，应考察在驳论和立论中，相反的一

方是否以顺次或倒转的方式眼随着相反的另一方；并且要从

30 对很多有用例证的归纳中把握这些论证。先看顺次方面的情

况，例如勇敢与怯懦。因为德性跟随勇敢，邪恶则跟随怯

懦。而且，应选择的东西跟随勇敢，应避免的东西跟随怯

懦。这里的顺序都是顺次的，因为应选择之物的相反者乃是

11411 应避免之物。其他方面的情形同此。再看顺序倒转的情况，

例如，健康跟随良好的体质，但疾病并不跟随虚弱的体质，

而是虚弱的体质跟随着疾病。因此很明显，这里的顺序是倒

转的。但是，在相反者方面，顺序倒转的情形却少见，适宫

的顺序大多是！｜陨欢的。如若相反事物的→方既不以JI顶次也不

5 以倒转的顺序跟随相反的另」方，那么显然，它们的谓项也

就不会跟随另一方。但是. Jm若相反事物的一方跟随另→

万，百们的谓项的一万也必然跟随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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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考察相应者一样‘也要考集缺乏与具有点面的情况u

快乏方面不能有倒转， JI卵子必然总是JI阪次的，就像感觉必然 10 

跟随视觉，没有感觉必然跟随就没有视觉一样。肉为作为具

有与短缺状态，感觉与‘没有感觉是对立的？这对对立的前者

是具有，后者是短缺。

也必须用与考察具有和短缺同样的方式来考察关系方面

的情况，因为关系方面的顺序也是顺次的。例如．如果三倍 15 

是倍数．三分之一则是分数。因为二倍被说成与三分之一相

关－倍数也与分数相关。再有，如果知识是理解．能认知的

东西就是能理解的东西。如果视觉是感觉，能见的东西就是

能感觉的东西。可能会有人反驳：关系方面的顺序并不是必

然地像上述那样出现的；因为能感觉的东西是能认知的东 20 

西，而感觉并不是知识。但是，这种反驳似乎并不真实，因

为许多人并没有断言有感觉的知识。再有，上述方法对于相

反者的证明是没有多少用处的，例如能感觉的东西不是能认

知的：因为感觉根本就不是知识。 25 

(9> 再者，请考察在驳论和立论中对等词和派生词方

面的情况。所谓对等词，是指如公正的行为与公正的人中的

公正、勇猛的行为与勇猛的人中的勇猛这样的词。同样．产

生或保持某物的东西与产生或保持的某物也是对等的，例

如，产生健康的东西与健康对等，产生良好状态的东西与良 30 

好状态对等。与此同样的其他方面的情况也是对等的。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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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习惯上都被说成是对等的，如像公正的、勇敢的、健

康的以及以这种方式形成的其他派生词。通过派生形成的词

也被认为是对等词，例如公正的与公正对等，勇敢的与勇敢

对等。并且，在同一对等系列中的所有词都被称为对等词，

35 如公正、公正的人、公正的行为、公正的。因此很明显，当

同一对等系列中的任何一个词已被证明是好的或值得称道的

114b 时，其余的一切词也将被证明如此。例如，如果公正是值得

称道的，公正的人、公正的行为、公正的也会是值得称道

5 的。公正的还表明，值得称道的也同样是从称道的中形成的

派生词，就像公正的派生于公正一样。

不仅要考察被述主项自身的相反情况，而且还要考察它

的相反项的相反情况。例如，善不必然快乐，因为并非恶就

痛苦；或者，如果恶必然痛苦，善就必定快乐。并且，如果

公正是知识，不公正就是无知；如果公正的是有知的和熟练

10 的，不公正的就是无知的和生疏的。但是，如果不公正的并

非是无知的和生疏的，公正的也就并非是有知的和熟练的，

就像刚才所说的情况一样。因为和生疏的相比，不公正的更

是熟练的口这种方法在前面考察相反项的顺序时已经说过

15 了，因为我们现在不能假设有任何其他东西比相反的→方跟

随另一方更合适。

再者，在驳论和立论中，要考察生成与毁灭方面的情况

以及使之生成和毁灭的东同的情况口因为生成为善的东两自

身也是善的，并且．如果它们自身是善的．’仨们的生成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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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牛；成为恶的东两．自身也是恶的。毁交方面的情况则刚

好颠倒过来，肉为如若毁灭为苦的东西，自身则是恶的，如l

果毁灭为恶的东两，自身则是苦的。同样的论证也适于使之 20 

尘戚与毁灭的东西，因为使之生成为善的东西自身是善的，

使之毁灭为善的东西自身则是恶的。

(10) 再有．要考察相似物方面的情况，看它们是否 25 

真的相似。例如，如果一门知识‘涉及多样东西，一种意见也

会如此：如果视觉是能看见．昕觉就是能昕见。实际上相似

的以及被公认为相似的其他方面的情形也如此。这种方法对

驳论和立论皆有用。因为如果相似物中的某个方面是真正相

似的，其他方面也会是真正相似的；相反，如果相似物中的

某方面不相似，其他方面也就不相似。也要考察在单一的以

及众多的事物情况下是否相似，因为有时会出现不一致。例 30 

如．如果知道某物就是思虑某物，那么，知道众多的东西就

会是思虑众多的东西。但这并不真实，因为有可能知道众多

东西，但却无法思虑众多东西。因此，如果后一种情况不真

实，前一种单一事物的情况，即知道某物就是思虑某物的情 35 

况也不会真实。

再有就是从更大与更小出发考察。考察更大与更小的方

法有四种。首先，更大的是否跟随着更大的，例如，如果欢

悦是善‘更大的欢悦就是更大的善；如果做不公正之事是

恶．做更大的不公正之事就是更大的恶。这种方法对于驳论 l 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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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立论都有用。因为如果偶性随着它所属的主体而增加，就

像上面所说那样，那么很明显，它就是偶性．但如果不随之

5 增加，它就不是偶性，必须通过归纳才能得到这个结论。其

次，当一个谓项指称两个主项时，如果它不属于更应属于的

那个主项，它也就不会属于更不应属于的那个主项；反之，

如果它属于更不应属于的那个主项，它也就一定属于更应属

于的那个主项。再有，当两个谓项指称一个主项时，如果公

认为更应属于主项的那个谓项不属于，那么，更不应属于主

10 项的另一个谓项就一定不会属于：反之，如果公认为更不应

属于主项的那个谓项属于了，另一个更应属于主项的谓项也

就一定会属于。再有，当两个谓项指称两个主语时，如果谓

项甲公认为更应属于主项甲但却没属于，谓项乙就一定不会

15 属于主项乙；相反，如果谓项乙虽被公认为更不应属于主项

乙但却属于了，谓项甲就二定会属于主项甲。

再者，从同等程度出发考察谓项属于或被认为属于的情

况。这有兰种方式，也就是上面考察更大程度时所述的后三

种方式。因为假如某一谓项同等地属于或被认为属于两个主

项．那么．如果它不属于其中的一个，它也就不会属于另一

个，相反，如果’仨属于其中的→个，也就属于其余的另一

20 个。此外，假如两个谓项同等地属于同－个主项，那么，如

果一个谓项不属于．剩下的另一个谓硕也不会属于．足之．

如果一个属于咱，其余的另→个也会属于。再有，假如两个谓

项同等地属于两个主硕．情形也一样：肉为伽果谓项甲不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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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主顶用‘谓硕艺也不会属 T：主项乙，相反，如果谓项甲属

士主项甲， i胃J男！ L也会属于主项乙，

[11) 可见，从更末与更小以足同等出发进行考察时 25 

能得到的论证方式就是这样一些。此外，还 nf以从添加方面

:-H发予以考察。 tm若将甲加！到乙．使乙成为善的~白的，那

么，乙在以前就不是白的或善的，作为添加物的甲就是白的

或善的，因为官使添加后的整体具有了这种性质。再有，如

果某物已有某性质，添加物又给了它更多的这种相同性质，

那么，添加物自身就具有这种性质。其他情形也如此。但这 30 

种方法并不是在一切场合中都有用，只适用于这种场合：添加

后要产生出更强的结果。对于驳论，这种方法也不能逆推。

因为如果添加物没有使一物成为善，它自身是否就一定不善

尚不明显；因为善加之于恶并不必然地使整体变成善，白加 115b 

之于黑也并不必然地使整体变成白。

再者，如果某物能在更多或更少的程度上被述说，它就

完全地属于；因为不善或不白的东西绝不可能被说成有更多

或更少的善或白；恶的东西也绝不可能被说成有更多或更少 5 

的善，只能被说成有更多或更少的恶。这种方法对于驳论亦

不能逆推，因为有许多不能在更多（或更少）的程度上被述

说的谓项是完全属于的，例如人就不能在更多或更少的程度

上被述说，但并不因此而不是人。 10 

也应以同样的方式考察只在某一方面、某一时间和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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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存在的情况。因为如果它在某方面可能，它也就完全地

可能。某一时间和某一地点存在的情况也如此。因为完全不

可能的东西在任何方面、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都是不可能

15 的口可能有人会反驳说：在某方面，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例

如他们会宽容大度或自我节制，但他们的本性却不会是完全

善良的。因为没有一个人的本性是不受限制的。同样，要毁

灭的某物在某时间可能没被毁灭；但它却不可能绝对地不被

毁灭。同样，在某个地方（例如在有疾病的那些地方）采用

20 某种生活方式可能有益，但它不可能绝对地有益。此外，在

某地方能够离群独居，但却不能绝对地离群独居。同样，在

有的地方（例如在特里巴利人中间）把父亲作为献祭的牺牲

品乃是善举，但在绝对意义上它就不善了。或许，这个例子

说明的不是地方而是人，因为他们居于何处没什么区别，不

25 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他们是特里巴利人，就会出现视牺牲父

亲为善举的事。再有，在某时吃药是有益的，例如当生病

时．但在绝对意义上却无益。或许，这个例子说明的不是时

间而是状况，因为人在何时服药并无区别，；毛键在于他只能

30 处于需要服药的状况。可见，不附加任何限制的善或它的相

反者就是元全的普或主的相反者。例如，不能说牺牲父亲是

善，只能说某也人认为是善 s 因此，这不是完全的善n 但

是，崇奉诸神却是不附加任何限制的善，所以是完全的善v

因此，凡是不附加任何限制的善举或丑行或其他某种这类行

35 为，都会被称为是完全的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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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下面的讨论中，要考察两个或更多个东西中哪 1166 

一个更值得选择或更好。但是首先应明确，我们所作的考察

并不涉及那些有着许多差别，而且彼此之间差别悬殊极大的 5 

东西（因为元人不知道幸福或财富哪个更值得选择），而只

涉及相距很近的东西，并且，关于它们，由于我们不能发现

一个优于另一个，要论证的是更应该倾向于哪一个。所以很

明显，如能在这类东西中表明一点或多点优越之处，两者中

哪个更优越就会被发现，哪个更值得选择的见解也会一致。 10 

那么，首先，更持久或更稳定的东西比那些更不持久或

更不稳定的东西更值得选择。并且，稳重的或善良的人更愿

选择的，或者正确的法律，或者那些在特定方面善良的人在

作这样的选择时所选择的，或者那些在专门领域具有知识的 15 

人，或者他们中的多数人或一切人，例如在医学中或在木工

行业中的多数医生或一切医生更愿选择的，都是些更持久或

更稳定的东西。或者一般地说．多数人或一切人或一切事物

愿意选择的东西，例如善。因为一切事物所向往的都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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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把讨论引到有用于将要探讨的问题上去。在绝对的意义

20 上，更好的和更值得选择的东西是更好的知识，而对于每个

人来说，就是他所特有的知识。

其次，作为种的东西比不在种中的东西更值得选择，例

如公正就比公正的人值得选择z 因为前者是在种中的善，后

25 者则不是，而且，前者本身就是善，但后者不是。因为任何

本来不在种中的东西都不能用种本身来称谓，例如白色的人

不能称为颜色本身；其他情况也是如此。

为了自身而选择的东西要比为了其他而选择的东西更值

得选择，例如健康就比锻炼更值得选择；因为前者是为了自

30 身而选择，后者则是为了其他而选择。并且，由于本性的东

西比由于偶性的东西更值得选择，例如正直的朋友就比正直

的敌人更值得选择$因为前者的选择是由于本性，后者的选

择是由于偶性。我们选择正直的敌人之所以是由于偶性．乃

在于他们可能不会伤害我们。这与前面的选择是相同的，只

35 是表达方式的区别；因为我们选择正直的朋友是为了本性．

如若这根本不会影响我们，即或他们远在印度§但是，选择

i正直的敌人则是为了其他．即他们可能不会伤害我们。

116f, 并且，由于本性是善的原因的东西比由于偶性是苦的原

困的东两更值得选择．就像德性比机遇更值得选挥一样（闪

为前者是由于本性，后者是由于偶性非成为苦的原因的），

且他类似情况也如此。相应者方面也同样向因为由下本性是

5 恶的原因的东西比由于偶性是恶的原因的东四更应当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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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l秉性卑劣和偶骂王恶习：肉为秉性卑劣乃是由于本性的

J嚣，向偶染恶习则是由于偶性的恶u

总体的善 tt特殊的苦更借得选择，例如健康比切割于术

更值得选择f 因为前者是总体的善，后者是对于被手术病人

的特殊的善。再有．秉性的普比非秉性的善更值得选择，例 10 

如公正比公正的人粟值得选择；因为前者是由于秉性所有，

后者是学习获得的。再有，属于更好的和更珍贵的东西就更

值得选择，例如属于神的就比属于人的，属于灵魂的就比属

于肉体的更值得选择，再有．更好的东西的特性比更坏的东

西的特性更好，例如，神的特性比人的特性更好。因为虽然 15 

两者中共有的东两不能把它们相互区别出来，但它们各自具

有的特性就一个比另一个更好了。存在于更好的或在先的或

更珍贵的事物中的东西也是更好的，例如，健康比胖壮和漂

亮更好。因为健康存在于湿和干、热和冷中，一般地说，存

在于动物由以构成的那些根本要素中．而胖壮和漂亮则存在 20 

于次一等的要素中；因为胖壮被认为只存在于肌膛和骨锵

中．漂亮被认为是各肢体的某种匀称。目的比达到目的的诸

手段被认为更值得选择，而且，在两个手段中，靠近目的的

那一个更值得选择。一般说来，达到生命目的的手段又比达

到其他某种目的的手段更值得选择，例如．趋于幸福的手段

比趋于谨慎的手段更值得选择。有能力的东西比无能力的东

西更值得选择。在两个创制物中，目的更好的那个更值得选 25 

择。当甲目的好于乙目的比乙目的更好于它自己的创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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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通过类似的比例关系，就能制定出创制物与目的之间的

优劣 z 例如，如果幸福好于健康比健康更好于使之健康的东

西，那么，使之幸福的东西就比健康更好。因为幸福好于健

康的程度与使之幸福的东西好于使之健康的东西的程度是一

样的。但是，健康又比使之健康较少的东西好些，所以，使

之幸福的东西好于使之健康的东西的程度比健康好于使之健

康的东西的程度更大。因此很明显，使之幸福的东两比健康

30 更值得选择；因为它超过同一的标准更多。

再次，由于自身而更高尚、更珍贵以及更值得做的东西

就更值得选择，例如，友爱比财富、公正比健康更值得选

择。因为前者由于自身而属于珍贵的和值得做的东西，后者

则不是由于自身而是其他；因为元人由于自身而珍视财富，

1176 总是由于其他，相反，我们是为了自身而珍惜友谊，即使它

不可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2] 此外，当两个东西彼此非常相似，而我们看不出

其中的一个比另→个有任何更好之处时．就应从它们的结果

J 出发末考察它们。因为带来更善的东西，更值得选择币或

者，如果结果是恶，带来更少恶的东两就更值得选择a 肉：共1

即使三者都可以选择，但仍会有某种不合适的结果。从结果

出发的考察又有两种方式．因为有在先的结果和在后的结

10 果，例如吁如果一个人在学习？就合得出他以前元知后来有

知的结论。刘多数场合而言．后一种结果哥好。因此，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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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哪一个结果更适于你的目的。

还有．数目 J二重多的善 tt1If少的善芭值得选挥，达又或

者是绝对的，或者是一个包含在另一个之中，目fl更少的包含

在更多的之中 n 可能会有人应驳 E 在某个场合，一个是否为

f另一个f 因为那样，也两个放在一起并不比一个更值得选

15 

择：例如．恢复健康与健康．并不比健康更值得选择，既然 2。

我们选择恢复健康乃是为了健康。而且，也没有什么妨碍不

善的东西比善的东两更值得选择．例如．幸福与不善的其他

什么比正义和勇敢更值得选择。同一个东西伴随着愉悦比没

有愉悦，伴随着无痛苦比伴随着痛苦更值得选择。

每件事情发生得适时就是更值得选择的，例如，无痛苦 25 

在老年就比在青年时更值得选择；因为它在老年时更重要。

根据同样道理，明智在老年也更值得选择；因为元人愿选择

一个年轻人作为头领，由于他不能像他们期望的那样谨慎行

事。反过来则要选择勇敢，因为在年轻人中，勇敢行为是必 30 

耍的。自制也同样，因为年轻人比起年长的人来．更会受到

激情的搅扰。

在一切时候或多数时候，更有用的东西就更值得选择，

例如公正和节制比勇敢更值得选择；因为前两者总是有用

的，后者只是有时有用。再者，如若两种事物都为全体所具 35 

有，我们有了一种就不再需要其他，那么这种事物就比虽为

全体所具有但我们还需其他的事物更值得选择，就像公正与

莞敢。因为当一切人都公正时，勇敢就没什么用处，但即使 1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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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人都勇敢，公正还是有用的。

我们还要从事物的毁灭、丧失、生成、获得以及相反者

5 出发进行判别。因为更能避免毁灭的东西自身就更值得选

择。丧失及其相反者方面的情形也相同。因为更能避免丧失

或相反者的东西就更值得选择。但生成和获得方面的情形却

10 要反过来，因为更值得选择的获得和生成的东西自身也就更

值得选择。

另一个方法是，离善更近的东西就更好，更值得选择，

而且也更相似于善，例如公正比公正的人更好。再次，更相

似于一个更好者的东西比自身更值得选择，就像有人所说，

阿伽克斯比奥德赛更好，因为他更像阿喀琉斯。有人可能会

15 反驳说这不是真的；因为没有什么妨碍阿伽克斯更像阿喀琉

斯，但并不是在阿喀琉斯是最好的人这个意义上像他，而奥

德赛虽然不像阿喀琉斯，但却可能是个好人。这就要考察相

似是否导致荒诞，就像驴相似于人，而马却不相似$因为驴

并不更漂亮，除非官更像人。再次，在甲乙两者中，如若甲

20 更像更好的东西，乙更像更坏的东西，那么，更像更好东西

的甲本身就果好。这里也可能有人提出反驳．因为没有什么

妨碍甲只有点像更好的东西，而乙则极像更坏的东西，例

如，阿伽ft.斯只有点像阿略琉斯，但奥德赛均1损像奈是rr托。

再有，甲像更好的东西是像它较坏的方面， ffiJ乙像更坏的东

25 四则是像’仨较好的方面，就tm写像驴而驴像人一样。

另一个方法是，更显著的东西比更不显著的东西奥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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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更闲难的东同也更值得选拇1 因为如若我们具有了这

些不易得到的东西，就会评价更好。再有，更特有的东西比 30 

更普遍的东西更值得选择。而且．耍选择更不与坏人共同分

有的东西 f 因为没有什么忧烦伴随的东西比有这种事情伴随

的东两更值得选择。

再次，如果甲绝对地比乙吏好，甲中最好的东西也就会

比乙中最好的东西更好，例如，如果人比马更好，最好的人

就比最好的马更好。反过来，如果甲中最好的东西比乙中最 35 

好的东西更好，甲就绝对地比乙更好，例如，如果最好的人

比最好的马更好，人就绝对地比马更好。

再次，朋友分有的东西比不分有的东西更值得选择。我 118a 

们更愿意为朋友做的事情比为偶遇之人做的事情更值得选

择，例如，公正的行为和行善的行为比认为如此行为更值得

选择；因为我们更愿意真心实意地为朋友做善事而不是做认

为是善的事，但对偶遇之人则相反口

再次，富余的东西比必需的东西更好，而且有时也更值

得选择；因为好的生命比生命更好，好的生命就是富余，生

5 

命自身却只是必需，有时候，更好的东西却不是更值得选择 10 

的；因为不能从如果它更好必然地推出它更值得选择。例

如，通晓哲学比挣钱更好，但对于一个缺少生活必需品的人

来说，它就不是更值得选择的。当一个人拥有了必需品，而

又力图获得某些其他美好的东西时，富余就存在了口大致说 15 

来，必需的东西更值得选择，而富余的东西则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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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靠他物提供的东西比靠他物提供的东西更值得选择，

例如，公正比之于勇敢。再有，如果甲无乙是值得选择的，

而乙元甲则不值得选择，那么，甲就比乙更值得选择：例

如，能力如无明智就不值得选择，但明智如无能力则值得选

20 择。再次，在两种事物中，如果我们否认其一，以便我们被

认为拥有另一个，那么，那个我们希望被认为拥有的东西就

更值得选择，例如，我们否认自己的勤勉劳作，以便被人们

认为是天资聪颖。

再次，在缺乏状态中，较少应受非难的东西比遭搅扰的

25 东西更值得选择。而且，在缺乏状态中，较多应受非难的东

西比不遭搅扰的东西更值得选择。

(3) 再次，在同属的东西中，具有属的特有德性的东

西比不具有这种德性的东西更值得选择。当两者都具有属的

特性时，具有得更多的那东西就更值得选掉。

再次．如果某物使可能受它作用的任何东西为苦，而另

30 一物却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使任何东西为善的某物就更

值得选择．正4日使物变热的东西比不能使物变热的东西更热

一样。如若两者都能使事物为善，能使事物更善的东网也就

更值得选择：或者，能使更好的和更有价值的事物为苦的东

西就里值得选择，例如，如果某物使灵啤为普．另一物使肉

体为善n

35 冉有，通过词尾变化、词的用法以巫动作和行为作tB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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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反过来官们是彼此跟随的。例如．如果公正的 tt勇敢的

更值得选择，公正就比勇敢旦值得选择 p 反过来，如果公正

tt勇敢!ff值得选择－公正的就比勇敢的更值得选择。其他情

况也相同。

再汰，如果和某一相同东西相比，甲具有更大的善，乙

具有更小的善，那么，甲就更值得选择。或者，某物的善比

那个更大的还要大．如若两者比某物更值得选择，那么，值

1181., 

得选择的程度更大的东西比值得选择的程度更小的东西更值 5 

得选择。再有，如果甲的优越性比乙的优越性更值得选择，

甲自身也就更值得选择，例如友爱之于金钱D 因为友爱的优

越性比金钱的优越性更值得选择。情愿选择自身作为自己行

为原因的人比选择他物作为原因的人更值得选择，例如朋友

之于金钱。

再次，从添加出发来考察，看某个成分被添加到相同物

中时是否使整体变得更值得选择。但应注意，在共同语词使

用于，或以某种其他的方式结合于被添加的某物的场合，不

10 

要使用于或结合于另一物；例如，不要把锯齿和镰形锯铁与 15 

木工技术结合。因为锯齿只有在成双成对地被结合在一起时

才更值得选择，而不是绝对地更值得选择。再有，如果某物

被添加了更小的善能使整体变成更大的善，它就更值得选择。

从减去出发的考察也如此。因为，如果某东西从同一物中减

去，剩下的部分是更小的善，那么，减去的那东西就会是更

大的善，因为正是它的减去才使剩下的部分变成了更小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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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再次，如若甲是为了自身而选择，乙是为了某种看法而

选择，甲就是更值得选择的，如健康之于漂亮。为了某种看

法的东西可以定义为：如若无人理喻，就不会热衷于表现。

再有，如果甲既为了自身又为了某种看法而值得选择，乙则

仅仅为了其中的一种而值得选择，甲就更值得选择。无论什

么东西，只要它是为了自身而更有价值的，就是更好的和更

25 值得选择的。所谓自身更有价值，指我们完全是为了自身更

愿意选择它，而没有任何其他东西由之出现。

也要区分值得选择的多种含义以及为了什么目的，例如

有益、美好或快乐等。因为对于这一切或多数有用的东西就

会比没有同样用处的东西更值得选择，当这些同时属于两者

30 时，就要考察它们更属于哪一个，即更快乐，更美好或更有

益的那一个。再次，所为了的目的更好的就更值得选择，例

如，所为目的为德性的东西就比所为目的为快乐的东西更值

得选择。应予避免方面的情形也同样曰因为更应避免的东西

35 对应予选择的东西妨碍更大，例如疾病就比丑陋更成避免，

因为疾病豆妨碍快乐和热情。

再次．通过同样方式来证明有关事物既可避免又可选

择。因为既可选择也可避兔的东西比仅仅值得选择的东西更

少选择的价值。

1J 9a (4] 两者之间的相互比较己像上述那样做出了。同样

的方法对于只表明值得选择或者应予避免的东西也有用u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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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只需要减去一物优越于另一物的部分就行了。因为自日果11!

有价值的东西更值得选择，有价值的东西也就值得选择 p 如

果更有用的东同亘值得选择．有用的东西也就值得选择。类 G 

似这种比较的其他情形也如此。因为有时在对二者选行直接

对比时．我们就能断言它们中的每一个或某一个值得选择，

例如当我们说一物本性为善另一物不是本性为善时 p 因为本

性为善的东西显然是值得选择的。

[5] 必须把用于考察更多和更大的那些方法当作最一

般的方法，因为这样，它们就会具有更大的适用范围。上述

的那些例子中，只要对有一些的称谓作少许改变，就会具有

更一般的适应性，例如，本性具有某种性质的东西，就比不

10 

是本性具有这种性质的东西更具有这种性质。并且，如果甲 15 

得到了，而乙却没有得到它们具有的或可能所属的某种性

质，那么，甲就比乙更具有这种性质。如果两者都得到了，

得到更多的那个就会更具有这种性质。

再次，如果和同一东西相比，甲具有更多的性质，乙则

有着更少的性质，并且，如果甲的性质比某种性质更多，乙 20 

则没有这种更多的性质，那么很明显，甲就有着更多的性

质。再有，要从添加的角度来考察某东西添加到相同物中是

否会使整体有更多的性质，或者，某东西添加到更少性质者

中是否会使整体有更多的性质。从减去的角度考察也同样。 25 

因为如果某物被减去时，所余东西的性质更少，那么，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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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自身就具有更多的这种性质。并且，一物具有的某种性质

越多，与之相反的性质就会混合得越少，例如，更白的东西

混合的黑就更少。除了上面所述的那些之外，如果某物能更

30 多地容纳所说东西的特有定理，它也就更多地具有了该物的

性质，例如，如果白色的定理是视力能分辨的一种颜色．更

白就是视力更能分辨的一种颜色。

(6] 如若问题是以特殊的而不是一般的方式来设定，

那么首先．前述的那些立论或驳论的一般方法全都有用。因

35 为当一般地驳斥和立论时，我们也就相应地证明了特殊的方

面；因为如果某东西属于一切，它也就属于某个；如果它不

属于任何一个，它也就不属于某个。这些方法最适宜那些以

l 19b 对立、对应和词尾变化为依据的情况。因为“如果一切快乐

都是善，那么一切痛苦都是恶”的看法与“如果有的快乐是

善，那么有的痛苦是恶”的这个一般性意见，是相同的。再

有，如果某种感觉不是有力的．无某种感觉也就不是无力

的。如果能理解的东西是某种能认知的东西？理解力也就是

5 某种知识。再有．如若某种不公正是善．某种公~就会是

恶 a 如若某公正的行为是恶，某不公正的行为就会是善。如

果快乐的某件事情应予避免．某种快乐也就应F蹬免h 按照

同样远理，如果快乐的某事有利，某种快乐也就有利 u 能毁

10 页的以及生成的布消灭的方面也如此口因为如若快乐或知识

的某种毁灭是善，快乐或知识就会是某种恶。同样，假如I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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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消安是某种普－而知识的主主成是某种J芯，那么，知识也

就会是呆神恶q 例如，如果某人遗忘做过的不光影行为是某

种善，而记住它是某种恶，那么，他对做过的不光彩行为的

认知l就应该是某种恶。真他方而的情形亦如此。因为在一切 lG 

场合，一般看法的形成方式都是相同的。

再次，从更多、更少和同等的角度来考察。如若另外的

种中有某物比所说东西具有更多的某种性质，而那个种下的

其余事物义都无一具有这种性质，那么．所说的这东西也就

不会具有这种性质。例如，如若某种知识比快乐具有更多的 20 

善，而其余的知识义都元一具有这种善，那么，快乐也就不

会是善。从同等和更少的角度考察也一样。如果既要驳论又

要立论，就必须从同等的角度出发，如果只从更少的角度出

发，就只能立论而不能驳论口因为如果某种能力和知识都是

同等的善，而且某种能力是善，知识也就是善；如果没有一 25 

种能力是善，知识也就不是善。如果某种能力比知识具有更

少的善，而这种能力是善，知识也当然就是善；但是，如果

没有一种能力是善，就不能必然地推出没有一种知识是善。

因此很明显，从更少角度出发的推理只能用于立论。 30 

不仅能通过另外的种，而且也能通过把握同一种中的极

端情形来驳论。例如，假如设定某种知识是善并且又证明了

明智不是善，那么，就没有哪一种其他的知识是善，既然连

最被认为是知识的这种东西也不是善。再次，通过假定来论 35 

证。假设某一东西属于或不属于某物，它也就属于或不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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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该物同样的一切口例如，如果人的灵魂是不死的，其他东

西的灵魂也就是不死的；如果人的灵魂不是不死的，其他的

灵魂也就不是不死的。因此，如果设定什么属于某物，也就

要表明什么不属于某物；因为由这个假定就会推出什么不属

12oa 于任何一个。相反，如果假定什么不属于某物，也就表明什

么属于一切。因此显见，作出这种假定的人就以特殊的设定

方式提出了一般性的问题。因为既然他假设某者属于某物．

它就属于与该物同样的一切，那么，他就是假定了在特殊方

面行得通的在一般场合也有效。

5 因此，在问题还不明确时，只可能有一种反驳方式，例

如，如若某人说过快乐是善或不是善而又没有附加任何其

他口因为如果他说的是某种快乐是善，那么．如果要想反驳

10 这个命题，就应一般地表明没有一种快乐是善。同样，如果

他说的是某种快乐不是善．就要一般地表明所有快乐都是

善。除此以外的其他方式就不可能驳倒对方。因为如若我们

只是表明某种快乐不是善或者是善．就没有驳倒对方的命

题。因此显然，反驳的方式只可能有一种，但立论的方式却

1:) 有两种。因为只要我们一般地表明了一切快乐都是善，或者

表明了某种快乐是善，这个命题就会被证明。同样『假设应予

证明的是某种快乐不是善．那么. lm若我们表明了没有一种

快乐是善或者表明 f某种快乐不是善，我们也就以两种方

式，即一般的初特殊的方式证明了某种快乐不是善这个命

题。但是，当命题明确时，就口J以用两种方式来反驳。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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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II ，如果设寇的命题是有的快乐属于善．有的快乐不属于 20 

善，那么，不论证明所有快乐是善，还是证明没有一种快

乐是善．都会驳倒这个命题。如果有人说只有一种快乐是

苦，那就会有三种反驳方式。因为当其证明了所有快乐都

是善．或没有快乐是善，或比一种更多的快乐是善时．我们 25 

也就驳倒了这一命题。假若命题规定得更为明确，例如只

有明智这→种德性是知识，那就有四种反驳的方式。网为

当其证明了所有德性都是知识，或没有德性是知识，或某种

其他德性（例如公正）是知识，或明智本身不是知识时，就驳 30 

倒了那个命题。

考察一些诸如有人说过的什么属于或不属于之类的特殊

事例也是有用的，就像考察一般性问题一样。再有，也要考

察种方面的情况，根据属来划分它们，直到不能再分为止，

就像前面所述那样。因为不论表明什么属于一切还是不属于 35 

任何，在提出了许多的事例后，都应说明自己的看法是普遍

适宜的，或者对它在某特殊方面不如此的反驳提出解释。再

次，无论对方用属还是用数目来规定偶性，都应考察这些东

西是否不属于它 z 例如，通过列举一切种类的运动来说明时

间不运动也不是运动；因为如果这些运动没有哪一种属于时

间啕那么显然，时间就既不运动也不是运动。同样，通过区 1201, 

分所有的数目（或是偶数或是奇数）说明灵魂不是数；因为

如果灵魂不是偶数，也不是奇数，它就显然不是数。 5 

因此．必须力图通过这些方法对于偶性作出这样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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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

<1> 后面应该考察的是与种和特性有关的一些问题。

120bl0 它们都是和定义相关的因素；但是，它们自身却不常成为论

辩者们探索的问题。如若种被设定为某种存在，那么，首先

就应考察与所论主题关连的一切，从而发现是杏有什么没被

它所陈述。例如，如若有人断言善是快乐的种，就应考察是

否有某种快乐不是善；因为如果是这样，善就显然不是快乐

的种；因为种正是由同属的一切事物来表述的。也要考察种

15 是否没有在本质范畴中得到表述，而是仅仅作为了偶性。正

像白色被雪，或者自我运动被灵魂所表述一样。因为雪不是

那白的东西，所以，白色不是雪的种，灵魂也不是那被运动

的东西；因为灵魂只是被运动者的一个偶性，正如它经常也

是能走动并正在走动的动物的偶性一样。而且，被运动似乎

20 也不表示本质，而是表示事物做什么或己经做了什么。白色

也一样，因为百不表示雪的本质，只表示雪有什么性质。可

见，在这里，它们都没有在本质范畴中得到表述。

25 尤其要考察偶性的定义，看官是否适于已被陈洼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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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像刚才所说的那些例于。因为某物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自

我运动的。同样，某物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白色的。因此，它

们中没有←4个是种，而只是偶性，既然我们已经指出过，偶

性就是可能属于也可能不属于某物的东两n 30 

再次，要考察种与属是杏不在同一个范畴分类中，而是

一个为实体．另一个为性质．或者一个为关系，另一个为性

质。例如，雪和天鹅是实体，但白色却不是实体而是性质。

因此，白色不是雪的种，也不是天鹅的种。再次．知识是某 12} a 

种关系．而善和好却是性质，因此，善或好也不是知识的种 P

因为关系的种自身也应该是关系，就像两倍一样：因为作为

两倍之种的倍自身也是关系。一般说来，种应该与属处在同 5 

一个范畴分类中；因为如果属是实体，种也应该是实体；如

果属是性质，种也应该是某种性质。例如，如果白色是性质，

颜色也是性质。其他情形也如此。

再次，还要考察种是必然的还是可能分有那处于种中

的东西。由于分有者的定义要容纳被分有物的定理，因此 10 

显然，属能分有种，但种不能分有属；因为属要容纳种的

定理，但种却不容纳属的定理。所以，要考察被指定的那

个种是否分有或是否能够分有属；例如，如果有人把某物

指定为存在或单一的种，就会得出种分有属的结论；因为 15 

存在和元一要被一切存在的东西所表述，因此，它们的定

理也一定如此。

再次，要考察是杏有这种情况，被指定的那个属是真实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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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种却不真实，例如，如果有人把存在或可知的东西当

成意见的种。因为意见表述不存在的东西；许多不存在的东

西正是意见的对象。所以，存在或可知的东西显然不能表述

25 不存在的东西。因此，不论存在还是可知的东西都不是意见

的种；因为表述属的东西也应该表述种。

再次，必须考察处于种中的东西是否不可能分有它的任

何一个属： I J,11-1 如果’仨不能分有种，也就不可能分有任何一

30 个属．除非它是在最初划分时仅仅分有种的那些属之中的某

一个。川此．例如l ..如果有人把运动当成快乐的种，就应该

考察快乐是否既不属于位移，也不属于性质变化，也不属于

任何一种被规定的其他运动形式；因为显然，如果它不去分

有任何属，也就不能分有种，既然分有种的东西必然地要分

35 有种的某个属。可见，快乐不是运动的属，也不是被运动这

个种所规定的任何不可分的东西。因为不可分的东西要分有

种和属，例如某个具体的人就要分有人和动物。

还有，要考察处在种中的东西是否比种所表述的范围更

121 b 大，例如意见的对象比存在的范围更大。因为存在与不存在

的东西都能够成为意见的对象，所以．意见的对象不可能是

5 存在的属 p 因为种总是要比属所表述的范围更大。还要考察

属和种表述的东西是杏一样多，例如．在伴随着事物的一切

属性中，是否有的被当成种，就像存在和元一那样$因为存

在和元一乃一切事物所具有．所以，不可能一个是另一个的

种，既然它们所表边的东四是一样多的。如果初始和本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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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可－设定为种和属，情形也一样－因为本原就是初始，初始 10 

也就是本原，因此，这两个语词是同一的，或者说．一个不

是另一个的种。在所有这种场合巾，第一要义都是 z 种比属

和属差所表述的范围更大：因为属差所表述的范围要比种

更小。

要考察被断言的种是杏不是或不会被认为是属上无区别 15 

的某物．如要立论，就要考察它是否是属上无区别的某物口

因为属上无区别的一切东西的种都是相同的。因此，如若甲

被证明是一个东西的种，它显然也是一切的种，相反，如若

甲被证明不是一个东西的种，它也就显然不是任何一个的

种，例如，如果假定多条不可分的线的某人断言不可分是它 20 

们的种。因为被断言的种不是与不可分的线在属上无区别的

可分线的种；因为所有直线在属上都是彼此无区别的。

(2> 要考察是否有人把本不被设定的种所包含，也不

归于它的那个设定的属归给了其他的某个种，例如，如若某 25 

人把知识当成公正的种。因为德性是公正的种，而它又不包

含任何其他的种，所以，知识不可能是公正的种；因为一般

的看法是，当一个属归于两个种时，其中的一个种要被另一

个种所包含口当然，这种看法有时也有困难。因为有的人认 30 

为明智就既是德性也是知识，而这里的一个种就不能被另一

个种所包含。但是，谨慎是知识的看法并不为一切人所同

意。因此，假如某人同意这种说法真实，就与接受→般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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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即同一事物的种必然会或者一个被另一个包含，或者二

35 者都被一个共同的东西所包含，就像德性和知识所出现的情

形一样；因为德性和知识二者都被归于一个相同的种；也因

为它们每一个都既是状态又是习性。所以，要考察是否有什

122a 么不属于被给定的种。因为如若那些种既不是一个包含另一

个，也不是二者都被一个相同的种所包含，被给定的东西就

不会是种。

也应考察被给定种的种，并且总是这样考察那个高一层

次的种，看它们是杏全都表述属以及是否表述它的本质。因

5 为一切高一层次的种都应该在本质中表述属。所以．如果有

什么不合，那么被给定的就显然不是种。再次，也应考察种

自身或某个高一层次的种是否分有属；因为高一层次的种不

分有任何低一层次的东西。因为，上述的方法对于驳论是有

用的；对于立论来说，如果已一致认为被断言的种属于属．

10 但它是杏作为种而属于属还有分歧，那么，也能足以表明某

个高一层次的种是在本质中表述属。因为当一个种已在本质

中表述时，比它高一层次和低一层次的所有种，只要它们是

表述属的，就也全都能在本质中来表述：可见，被给定的那

15 个种也是在本质中来表述的白这个道理〈即一个种在本质中

来表述，所有其余的种也是在本质中来表述）能够通过归纳

得到。但是，如果被断定的种是否完全属于属尚有分歧，就

不能充分表明某个高一层次的种会在本质中表述属。例如，

20 如若有人把位移设定为行走的种，并不能因证明行走是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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侈，而充分表明行走是运动．肉为运动坯有其他的形式F 而

是要进一步说明除非分有位移，否则行走就不会分有与位移

同一层次的运动的任何其他形式n 因为属于种的东西必须要 25 

分有从种中第一次划分出来的某个属。可见，如果行走既不

分有增加和减少，也不分有运动的其他形式，显然它就会分

有位移，因此，位移应该是行走的种。 30 

再次，在设定的属被表述为种的场合，要考察这个被假

定的种是否也表述了属所表述的那些东西的本质，而且还要

考察比这个种高一层次的所有种是否也这样。因为如果有什

么不合，那么显然，这个被假定的种就不是种；因为假如它 35 

是种，所有比它高一层次的种以及它自身就会在本质中表述

事物。如果这个种不在属所表述其本质的那些事物的本质中

来表述，就有助于驳论：如果这个种是在本质中来表述，就

有助于立论。因为结果将会是：如若种和属在同一事物的本 122b 

质中来表述，那么，同一事物就被两个种所包含，而这两个

种又必然是一个被另一个所包含。因此，假如证明了我们意

欲确立为种的那个东西没有被属包含，而是反过来，属显然

被它所包含，那么，也就会证明这个东西应该是种。 5 

也要考察种的定理，看它们是否既适合于被给定的属也

适合于分有属的那些事物。因为种的定理必然既表述属也表

述分有属的东西。所以，如果有什么不一致，被给定的东西 10 

就显然不会是种口

再次，看是否有人把属差设定为种，例如把不死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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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种。因为不死的只是动物的属差，有些动物是有死的，

有些动物是不死的。因此，显然是犯了一个错误，因为属差

15 绝不可能是任何事物的种。这一点的真实性是显见的。因为

没有一个属差表现本质，而是更多地表现性质，就像步行的

和两足的一样。

并且，也要看是否有人把属差置入了种中，如把奇数的

当作数。因为奇数的只是数的属差，而不是属。一般的看法

20 也不认为属差分有种；因为一切分有种的都或者是属或者是

不可分的事物，而属差却既不是属也不是不可分的事物。因

此显然，属差并不分有种，奇数的也不会是属，而是属差．

既然它不分有种。

再次，要看是杏有人把种置入了属中，如把接触当成结

25 合，或者把混合当成融合，或者像柏拉图所定义的，把空间

的运动当成位移。①因为接触并不必然地是结合，但反过

来，结合一定是接触；因为并非一切被接触的东西都是被结

合着的，相反，凡是被结合的东西一定是被接触着的口其他

30 情况也如此。因为混合物并不全是融合物（因为例如干燥的

东西的混合物就不是融合物），空间位置的改变也并不全是

位移。因为行走一般地就不被认为是位移，因为位移经常被

说成是无意识地从一个地方变为另一个地方，就像非牛－物中

出现的情形→样。显然，在上面所给出的例子中，属比种只－

① 参见柏拉图 z 《泰阿泰德》，］ 8]D 。



第四举 421 

有豆多的含义，反过来也适宜e 35 

再次．要看是否有人把属差置于属中，如担不死的当成

神 q 因为这样就会导致属在更多场合作述脱；而实际上，属

差述说的场合总是或者与属相同，或者比属更多。再有，要 123“ 

看是仔有人把种置入了属差中．如把颜色写作能混合的，或

把数当作奇数的。也要看他是否把种当作属差来断言了；因

为提出这类命题是可能的，如把混合当成融合的属差．或者

把位移当作地点变化的属差。所有这些情形的考察都通过相 5 

同的方法进行，因为这些方法是相通的；因为种断言的东西

必定比属差更多．而且它也不分有属差。但是，如若种被设

定为属差，上述的任何一种情况就不能够出现；因为那样，

种断言的东西就会更少．而且它也会分有属差了。 10 

再次，如果没有一个种的属差表述被设定的那个属，种

也就不会表述这个属．例如，如果奇数和偶数都不表述灵

魂，数也就不会表述灵魂。再有，要看属是否本性上在先以

及是否毁坏了与之一起的种；因为一般都主张相反的看法。 15 

再有，如果被断言的种或属差有可能与属分离，例如运动与

灵魂分离．或者真理和谬误与意见分离，那么，被断言的那

些东西就既不会是种也不会是属差。因为一般都认为，只要

属存在，种和属差就与它相随。

(3] 要考察置于种中的东西是否分有或者是否可能分 20 

有与种相反的某物；因为如果那样，同一事物就会同时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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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相反的东西，既然种绝不可能离开它，而且分有或可能分

有其相反者。再有，要考察属是杏能分有完全不属于种的任

25 何部分的性质。例如，如果灵魂分有生命，那么任何数都不

可能有生命，所以，灵魂就不应该是数的属。

要考察属是否与种一样具有多种含义（关于多义词的使

用原则已经说过了屿，因为种和属是同义的。

30 既然一切种都有多个属，就要考察被断言的那个种是再

不可能有另外的属；因为如果没有，那么显然，这个被断言

的东西就根本不会是种。

也要考察有人是杏把某个比喻之语词设定为种，例如把

节制当作和谐。因为所有的种都是在严格意义上来表述它的

35 属的，但和谐却不是在严格的而是在隐喻的意义上去表述节

制；因为一切和谐存在于音响之中。

123b 再次，考察是否会有与属相反的什么东西存在，这种考

察有多种方式，首先要看在自身没有相反者存在的同一个种

中是否有相反者；因为如若没有什么与种本身相反，那么，

相反的各方面必定是存在于同一个种中。如果有什么与种本

5 身相反，就应考察相反的属是否存在于相反的种中 s 因为如

若什么与种相反，相反的属必然就存在于相反的种中。这每

一种情形都可以通过归纳搞清楚。再有，要考察与属相反的

东西是否根本就不存在于任何种中．而是它自身就是种，例

① 见《论题窟》，第→茬， [15】. 1ofr"9 kl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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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善 F 因为如果善不存在于任何种中．它的相皮者也不存在 10 

于任何种中，那么，它自身就是种，就像善与恶的情形一

样－ II 因为官们没有→个存在于种中‘而是每一个自身就是

种。再有，要看种和属是杏都有某个相反苔，并且要看一对

相反苦而不是另一对相反者是乎乎有某个中介白因为如果种之 15 

间有某个中介，属之间也会有某个中介 P 如果属之间有某个

中介，种之间也会有某个中介．就像德性与罪恶、公正与不

公正的情形一样；因为每一对都有某个中介。可能有人会反

驳这种观点：健康与疾病之间就没有中介，虽然恶与善之间

有。或者，虽然两对相反者之间，即属之间和种之间都各有 20 

一个中介，但是否不一样，而是一个为杏定，另一个则作为

定语。因为一般认为两种中介应是同样的，就像德性和罪

恶、公正与不公正的情形；因为这两对相反者的中介都是否

定的。再有，在种无相反者时，不仅应考察相反者是杏存在 25 

于同一种中，而且还应考察它的中介是否也如此；因为两个

极点存在于同一种中时，中介也会存在于同一种中，例如黑

与白的情形；因为颜色不仅是白与黑的种，也是它们的一切

中间色彩的种。这里也会遇到反驳：不及与过度是存在于同

一种巾的（因为它们两者都属于恶）。但是，作为它们中间 30 

状态的适度却不属于恶，而属于善。也要考察种是否有某个

相反者，而它的属却没有，因为，如果种有某个相反者，属

也本应如此，就像德性与罪恶相反，公正就会与不公正相反

一样。考察其他方面的情形也如此。这种观点应该是明显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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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当然，健康与疾病方面的情形也能构成反驳的理由。因

为一般地说，一切健康都与疾病相反，但是，作为疾病之属

的某种具体病症却没有相反者，例如感冒发烧、眼睛发炎以

及其他的这类病患。

1z4a 所有这些，就是驳论的考察方法；因为如果上述的那些

条件不具备，那么显然，被设定的那个东西就不是种。如果

要立论，也有三种方式。首先，应该考察当种本身没有相反

5 者时，属的相反者是否存在于被断言的种中；因为如果相反

者存在于这个种中，那么显然，当下论及的这个属也会存在

于种中。此外，要考察中介是否存在于被断言的种中；因为

只要中介是在种中，两个端点也会如此。再有，如若种有某

个相反者，就要考察相反者的属是否存在于相反的种中；如

若存在，那么显然，当下论及的属也存在于当下论及的

种中。

10 再次，要考察词尾变化和对等词方面的情况，看官们在

驳论和立论中是杏同样相随。因为属于或不属于任何一种情

况，也就同时是属于或不属于一切情况？例如？如果公正是

某种知识．那么，公E的也就是有知识的，公芷的人也就是

布知识的人？反过来，如果这些情况中的某一种不成立，其

余的也就会无一成立。

15 (4] 再有，考察彼此具有相似关系的情况，例如快乐

与愉悦、有益与善就具有相似关系 1 因为其中的－｝:i能由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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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产生口可见．如果快乐是善的，愉悦就是有益的 1 因为

既然愉悦是善呼它显然就叮以产生出善。牛：成与毁灭方面的

情形也如此，例如］.如果建筑是活动，建成了就是已经活动 20 

f哩如果学习是记忆，学会了就是记住了；如果被分解是被

毁坏，已被分解就是已被毁坏，因为分解就是某种毁坏。并

且－要以同样的方式考察生成与毁灭者、能力与功用方面的

情况．总之．在驳论和立论中，要按照任何可能的相同方式 25 

来进行考察，就像我们论述的生成与毁灭方面一样。因为如

果毁坏的东西会分解．被毁坏的东西就会被分解；如果生成

的东西会产生，被生成的东西也会被产生，因为生成也就是

产生。能力与功用方面的情况亦如此；因为如果能力是一种 30 

习性，有能力就是有此习性，如果某物的使用是一种活动，

使用就是活动，使用过了就是活动完了。

如若与属对立的东西是缺乏，就有两种驳斥的方式。首

先，考察对立物是存存在于被设定的种中；因为缺乏就是或 35 

者根本不存在于同一个种中，或者不存在于最后的种中。例

如，如果看存在于最后的种即感觉．盲就不会是感觉。其

次，如果缺乏既与种也与属对立，而属的对立又不存在于种 124b 

的对立之中，那么，被设定的属就不可能存在于被设定的种

中。可见，上述的两种方法都能用于驳论，但对于立论来

说，就只能用一种方法。因为如果属的对立存在于种的对立

中．所论的属也就应该存在于所论的种中；例如，如果盲是

一种无感觉状态，看就是一种感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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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要反过来考察否定的情形，就像前面关于偶性的

所说的一样。例如，如果快乐是善，不善就是不快乐。因为

假如不是这样，不善的东西也就会是快乐的了。但是，如果

10 善是快乐的种，就不可能出现不善的东西是快乐的情况；因

为只要种没有被表述，任何属也不会被表述。对于立论，也

要进行同样的考察。因为如果不善就是不快乐，快乐就是

15 善，那么可见，善就是快乐的种。

如若属是一个关系词，就要考察种是否也是关系词。因

为如果属是关系词，种也会是关系词，就像两倍与倍一样；

因为它们各自都是关系词。但是，如果种是关系词，属却不

必然如此；因为知识是个关系词，但文法就不是口或者可以

20 认为在先的那种断言就不是真实的；因为例如德性是某种美

和善，但是，德性虽表示关系，美和善却不是关系而是

性质口

再有，要考察在其自身和种的方面，属是否不在同一关

系中被述说。例如，如果两倍被述说为是一半的两部，倍也

25 应被这说为是一半的倍f 如若不是这样，借就不可能是两倍

的种。

再有，应考察属在神的万国以及与这个种相美的一切种

方面是再没有在同一关系中被述说n 因为如果两情是半的

30 倍，那么，超过宙的东西，并且一般地说，凡是高一层次的

种也都将被说成与半有倍的关系口可能会遇到这样的反驳：

一个语词在表遥自身利l表还种时，不必然具有相同的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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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知识被说成是对能知的东西的知识，但却不是能知的东

两的，而是灵魂的状态和习性。

再次．还要考察在词尾变化方面种和属是仔以相同的方式 3:1 

表述，例如与格”对于什么”、属格“什么的……”以及其他可

能的方式。冈为属那样表述时，种也应如此，就像两倍和官商

一层次的种的情形一样p 因为不论是两倍还是倍都被说成是

“什么的......飞知识的情形也如此$因为不论是知识自身还是

它的种（例如习性和状况）都被说成是“什么的……飞当然。

可以反驳说有时并非如此：因为我们虽然用“对于什么”来 125" 

讲某物与之不合或某物与之相反，但当我们说不同（它应该

是不合与相反的种）时，我们就不说“对于什么”，而是说与

“f十么的……”；因为我们总是说“什么的不同”。

再次，要考察在词尾变化方面具有相同关系的语词在转 5 

换时是存不具有同样关系，就像两倍与倍的情形一样。因为

这每一种情形不论在自身中还是在转换中都被说成是“什么

的……飞因为某物是什么的一半，也就是什么的部分。知 10 

识与理解的情形也如此；因为它们都是“什么的……飞而

词尾转换时，可知的与可理解的也都同样是“对于什么”。

可见，如果在词尾转换中的任何情况都不具有同样关系，那

么显然．一个语词就不是另一个语词的种。

再次，要考察属的种是否没有表达相关之类的东西。因

为一般都认为，对于关系的每一种表述都是同样的，就像馈 15 

赠与给予的情形一样。因为馈赠或表示馈赠什么，或表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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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馈赠；给予的情况也如此，或表示给予什么，或表示给予

谁。给予是馈赠的种；因为馈赠是不需要回赠的一种给予。

但是，对于相关的表述有时也不是同样的 z 因为两倍只是什

20 么的两倍，但超过和更大却既是“什么的……”，也是“对于

什么”；因为一切超过和更大都既是对于什么超过，也是什

么的超过。可见，上述语词不是两倍的种，既然它们对于相

关的表述与属不同。或者，属与种对于相关作同样东西的表

述一般说不是真实的。

25 也要考察种的对立是否是属的对立的种。例如，如若倍

是两倍的种，就要看部分是否也是半的种，因为种的对立必

定是属的对立的种。所以，如若有人假定知识是一种感觉，

30 那么，知识的象也应该是一种感觉的对象。但这是不成立

的：因为所有知识的对象都不是感觉的对象；因为知识的对

象是某些理智的东西。因此，感觉的对象不是知识对象的

种。既然如此，感觉也就不会是知识的种。

在关系词中，有些必然存在于（或表述）它们在任何时

候都恰好要表述的那些相关事物中，如结构、状况和对称

35 （因为这些词除了存在于它们所表示的那些相关事物中，不

可能存在于任何别的地方）：有些并非必然而只是可能仔在

125b 于官们在佳何时候所要表述的那些相关事物中〈例如，如若

把灵魂说成是知识的对象：因为没有什么姊碍灵魂具有自身

的知识，虽然写不是必然地具有？因为这种相同的知识有可

能存在于别仕）：有些则棍本不可能存在于官们在任何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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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恰好要去边的那些相关事物中（例如，相反者不可能布在

于相反者巾，知识不叮能再在卡知识的对象中．除非知识的对

象碰巧是灵魂或人）。网此．假如有人把这种词归于种？就 5 

必须考察这种词是~不该归于这个种，例如. lm果有人说过

记忆是稳罔的知识。冈为一切稳固部存在于稳固的事物之

中，并且总是表这稳固事物的，所以，知识的稳阳性也要存

在于知识之中。闲此，虽然记忆是一种稳固的知识，它也必

定要存在于知识之巾。但这是不叮能的；因为记忆都存在于 10 

灵魂之中，上述方法对于偶性也同样适用 s 因为说稳固性是

记忆的种与说稳固性是记忆的偶性并无区别；因为如果记忆

在某种意义上真是知识的稳固性，那么，关于它的同样的论

点也是合适的。

<5> 再有，要考察是杏有人把状况置于活动中或把活 15 

动置于状况中。例如把感觉说成是通过身体的运动；因为感

觉是一种状况，而运动则是一种活动。如果把记忆说成是保

留在理解中的一种状况也如此；因为记忆绝不是一种状况，

更多地是一种活动。

把状况归于伴随它的能力，是根本错误的，例如，把温 20 

和归于暴躁的自控能力，把勇敢、公正归于怯懦、和j欲的控

制能力。因为勇敢和温和所表述的是那种没有怯儒与暴躁之

人，而自控则表述那种具有暴躁性格只是没有放任的人。当

然，也可能这每一种状况都有这类能力相随，即有激情，只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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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没有放任而是控制了它；但是，这却不是勇敢的和温和

的，而是什么都完全没有了的那类激情。

有时，人们也把以某种方式伴随着的东西当成了种，如

把痛苦当成暴躁的种，把理解当成信念的种。因为在某种意

30 义上，虽然上述的这两者都伴随着设定的属，但都不是它们

的种。因为当一个暴躁的人痛苦时，他的痛苦在暴躁发作之

前就早已产生了；因为暴躁不是痛苦的原因，而是相反，痛

苦是暴躁的原因。可见，暴躁完全不是痛苦。同理，信念也

不是理解；因为即使没有任何信念．也可能有同样的理解。

35 假如信念是理解的属，那么，这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如若某

物从它的属中完全地变化了出来但又仍要保持同一是不可能

的，正如同一个动物不可能在此时是人而在彼时又不是人－

126a 样。如若有人宣称有理解力的人必然也有信念，那么，理解

与信念所断定的东西就将是等量的，因而就不会一个是另一

个的种；因为种所断定的范围应该更大。

也要考察属与种二者是否自然地出现于同一物中；因为

在属存在的事物中，种也会出现，例如在白色存在的地方就

5 有颜色，在文法学存在之处就有知识。因此，如若有人把羞

耻说成怯懦或把暴躁说成痛苦．就会推导出属与种不在同一

事物之中的结论－困为羞耻存在于推断巾，而怯懦则布在于

情感中：痛苦存在于欲望中（因为快乐也存在于欲望中）．

10 而暴躁则存在于情感中。可见，被设定的怯懦、痛苦等词不

是羞耻、暴躁的种．既然它们与眉不是自然地出现于同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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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中。同样 7 如果友爱存在于欲望中．它就不会是一种期

求：因为一切期求都存在于推断之巾。这种方法也适用于对

偶性的考察？因为偶性与偶性的东西存在于同一事物之中，所 15 

以．主日若它们不出现在同一事物中，那么显然，就不会是

偶性。

再有，要考察属是否部分地分有被断寇的种 F 因为一般

的看法是，种不会被部分地分有，因为一个人不会部分地是

动物，文法学也不能部分地是知识z 其他情形也一样。因 20 

此，要考察在某些场合种是杏被部分地分有了，例如，如果

把动物说成是感觉的对象或视觉的对象。因为动物只部分地

是感觉或视觉的对象；只是在躯体方面，动物才是感觉或视

觉的对象，在灵魂方面却不是，所以．视觉的对象和感觉的 25 

对象都不应该是动物的种。

有时由于不注意，人们也会把整体归于部分，如把动物

描述为动物的躯体。但是，部分不能表述整体；因此，既然

躯体只是部分，它就不可能是动物的种。

要考察是否有人把某种耻辱的或应予避免的东西归入了 30 

能力或能够之列，例如把诡辩家、诽谤者或盗贼说成是具有

秘密窃取他人善行声誉能力的人。因为按其本性讲，上述的

每一种人都不能被说成具有某方面的这类能力。虽然神和好

人也有能力干坏事，但这不是他们的本性；因为一切恶行都 35 

被说成由于有意的选择。再有，凡能力都是值得选择的东

西：甚至作恶的能力也是值得选择的，因此我们才说神和好 12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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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具有它们；因为他们有能力作恶。可见，能力不应该是

耻辱的种。不然，就会推出某种耻辱也值得选择的结论：假

如有某种耻辱的能力的话。

还要考察是否有人把由于自身而有价值的或值得选择的

5 东西归入了能力、能够或可以创制之列。因为一切能力、一

切能够或可以创制的东西都是由于他物而值得选择的。

或者，要考察是否有人把存在于两个或更多的种中的东

西仅仅归于其中的某一个种。因为有些东西不能只归于一个

10 种，例如骗子与诽谤者。因为不具有某种嗜好的人也不具有

那种能力，不具有某种能力的人也不具有那种嗜好，而骗子

或诽谤者是两者都具有的人。因此，不能只把他归于一个

种，而要归于上述的两个种。

再次，人们有时颠倒地把种当成了属差，或者把属差当

成了种；例如把惊奇当成好奇的过分，把信念视为看法的强

15 化。因为过分和强化都不是种，而是属差；因为一般说来，

惊奇是一种过分了的好奇，而信念是一种强化了的看法，所

以，好奇和看法才是种，过分与强化只是属差。再有．如若

有人要把过分与强化当成种，那些无生命的东西也就会有信

念和惊奇了。因为每一事物的强化和过分都存在于它们已经

20 强化和过分了的东西中。所以，如果惊奇是好奇的过分．惊

奇就会存在于好奇之中，这样，好奇就会是惊奇q 同样，信

念也将存在于看法巾，既然它是看法的强化，因此，看法也

25 就会有信念。再有，这种假定将会导致把强化称为嘱他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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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把过分称为过分 f的结论。因为信念是强化了的，所

以.. qn果信念是强化．强化就是强化了的。惊奇是过分了的

也如此f 因为如果惊奇是过分，过分就会是过分了的。但

是．按照一般的见解，这些说法没有一个能够成立，就像知 30 

识就是可知的对象，运动就是能运动着的东西一样。

有时．人们也完全错误地把承受归于己承受的东西中作

为它的种，例如说不朽是永恒的生命；因为不朽只是生命的 35 

承受或者是生命偶遇的一个特性。要使这种说法真实，显然

应该取决于人们是否同意人能逃脱死亡变成不朽这种观点；

因为没有一个人会说他将获得另→个生命，只是一个偶然的 1278 

特性或承受出现在同一个生命中。因此，生命不是不朽性

的种。

再次，要考察人们是否断言承受的那个种是承受的那个

东西，例如断言风是运动着的气。然而风更是气的运动；因 5 

为不论是在运动还是在静止时，气都保持着同一；所以，风

根本不是气。如若不然，气不运动却会有风了，既然曾经是

风的气仍然保持着同一。这种类型的其他情形也如此。即使

在这种场合非要同意风是运动着的气不可，也不应接受这种

看法：并非一切这类事物的种都得到了真实的规定，只是设

定的种得到了真实的表述。因为在有些场合，似乎并没有得 10 

到真实的说明，例如烂泥和雪。因为人们说雪就是凝固的

水，污泥就是与水混合了的泥，但是，雪不是水，污泥也不

是泥，所以，被设定的这些不可能是种；因为种应该能够永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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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真实地说明每一个属。同样，酒也绝不是发了酵的水，正

如恩培多克勒所说，“水是在木头中发酵的”①；因为它根本

不是水。

20 (6] 再次，要考察被设定的那个语词是否根本就不是

任何东西的种；如果这样，它也显然不能作为所述东西的

种。考察应从那些分有了被设定的种，并且在属上没有区别

的事物出发，例如白的物体；因为它们在属上是彼此没有区

25 别的。但是，一切种的若干个属却相互区别，因此，白色不

应该是种。

再有，要考察是否有人说过伴随每一事物的属性是种或

者属差。因为每一事物都总有若干属性相随，例如存在和元

一就是跟随着一切事物的。所以，如果有人指称存在为种，

30 显然官就应该是一切事物的种，既然它要表述一切事物 P 因

为种除了表述属外并不表述其他什么。元一也会是存在的一

个属。因此？就会推出这样的结论z 种所表洼的一切事物也

正是属所表述的．既然存在和元一都绝对要表述一切事物：

不然，属所表适的范围就会窄一些。如果他说过跟随每一事

35 物的属性是属差，那么显然，属差所表述的范围就将与种相

同或者更大。因为，如果神是跟随着每一事物的属性，属差

所述范围就会与它相同 s 如果种不是跟随每一事物的属性，

① 残篇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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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差所述范围就会比它大口

再有．如果设定的种被说成存在于作为主项的属中，就 127h 

像白色在雪方面的情况一样，那么，官就显然不会是种。因

为种仅仅被说成是作为主硕的属的种。

也要考察种与属是再不同义，因为种总是同义地陈述－ 5 

切属 e

再有，当属和种都各有一个相反者时，当心有人把相反

中更好的属归于更坏的种：因为这就会导致把剩下的另一个

属归于另－－个种，既然相反的东西出现在相反的种中，所 10 

以，更好的属就将出现在更坏的种中．而更坏的属则会出现

在更好的种中。但是，一般都认为，更好的属的种也是更好

的。并且，如果同一个属同样地与两者相关，就要考察有人

是否把属归于更坏的种而没有归于更好的种，例如说灵魂是

一种运动或者被运动的东西。因为一般都认为，同一个灵魂 15 

是静止同样也是运动，所以，如果静止更好，它就应被归于

这个种中。

再次．通过更大和更小来论证。如果要驳论，就应考察

是杏种能容纳更大程度的东西，但属自身或按属称谓的事物 20 

却不能。例如，如果德性能容纳更大程度，公正和公正的人

也应如此；因为一个人能被说成比另一个人更公正。可见，

如若被设定的种能容纳更大的程度，但属自身或按属称谓的

事物却不能，那么，被设定的词就不会是种。 25 

再次，如果比一般的看法更普遍或与之相同的看法所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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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东西不是种，那么，被设定的这个语词也就显然不是

种。这个方法尤其适用于这样的场合：若干个东西都似乎在

30 本质中表述了属，但却分辨不出差异，我们也说不出它们之

中到底哪一个是种。例如，痛苦和遭蔑视的信念都被认为在

本质中表述了暴怒；因为暴怒之人既有痛苦的煎熬又相信自

己被人蔑视了。同样的考察方法也适于与其他属相关联的

属；因为，如果比一般的看法更普遍或与之相同的看法所认

35 定存在于被设定的种中的东西，在实际上并不存在于种中，

那么显然，被设定的属也就不可能存在于种中。

上述方法对于驳论是有用的。但对于立论来说，这种方

法一一考察设定的种和属是否能容纳更大的程度一一就是没

有用的。因为即使它们两者都能容纳更大的程度，也没有什

12sa 么妨碍一个不是另一个的种。例如，漂亮与白都能容纳更大

的程度，但一个却不是另一个的种。但是，彼此相关的种与

属的比较却有用，例如，如果甲与乙都同样是种，那么，假

5 如一个是种，另一个也会是。同样，如果更小程度的东西是

种，更大程度的东西也会是：例如，如果能力比德性更是自

我控制的种，那么，德性是种时，能力也会是。相同的论证

也适合于属的情形。因为如果甲与乙都同样是所论语词的

10 属？那么，假如一个是属，另一个也是？并且，如果更小刻

度的东西被认为是属，更大程度的东西也会是。

再次，对于立论，要考察种是否已表述了设定的语词

的本质，而且，如果被设定的属不只是一个，而是不同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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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如果是这样．官显然就会是种。但是．如果被设定的属 15 

只是一个，就要考察种是否同样表述了其他属 s 如果是这

样．也会推出它表述多个不同的属。

既然有人认为属差也在本质中表这属，那么，就必须使

用已缉说过的那些因素把种从属差中区分出来。这些因素 20 

是 z 首先，种比属差表述的范围更大。其次，所设定的本质

更适于说明种而不是属差：例如，称人为动物的人就比称人

为步行的人更清楚地说明了人的本质。而且，属差总是表明

种的性质，而种却不表明属差的性质：例如，说步行的人用 25 

它来述说某类动物的性质，但说动物的人却不用它来述说某

种步行的性质。

这样，就能把属差从种中区别出来。既然一般都认为， 30 

如果有教养者（是作为有教养的）是某种有知识者，教养也

就是某种知识；如果散步是通过散步而在运动，散步就会是

某种运动；那么，就必须按上述方式考察你意欲建立的、可

能存在于某物中的种。例如，如果想说明知识是一种信念， 35 

就必须考察在求知的求知者是在信仰：因为如果这样，那么

显然，知识就会是一种信念。在这类情形的其他场合，也应

使用这种同样的方法。

再次，既然要把那个总是跟随着某物但不能与它换位的

东西从不是它的种中区分出来是困难的一一如若甲总跟随着

乙，而乙却不总跟随甲，例如静止常随着宁静，可分性常随 128b 

着数，但却不能换位（因为可分的东西并不全都是数，静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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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全是宁静）一一那么，只要另外的东西不能与它换位．

就可以把这个总是跟随着某物的东西当作种来看待；但是，

5 当另外有人提出这种看法时，就不应在一切场合承认。对这

种处理当然也可以这样反驳：非存在总是跟随着将生成之物

（因为将生成就是现在还不存在），并且也不能换位（因为并

非一切非存在都将会生成），但是，非存在却不是将生成之

10 物的种；因为任何东西都不是非存在的属。

那么，对于种的考察就要像上述这些方法那样进行。



439 

第五卷

【1】被陈述的东西是否是特性，要通过下述方式来考

察。一种特性的被设定或者是由于本质的，或者是永恒的， 128615 

或者是相关于他物的，或者是暂时的。例如，“人在本性上是

一种文明的动物”就是本质特性；灵魂对肉体的关系就是关

系特性，即一个指挥，另一个服从；永恒的特性如“神是不 20 

朽的生命”；暂时的特性如“某人在运动场周围漫步”。

关系特性的被设定会出现两个或四个问题。如若某人想

设定和杏定的东西是同一个特性，就只会出现两个问题，例

如，人相对于马的关系特性是“两足的”。因为某人兴许力图 25 

既论证人不是两足的，又论证马才是两足的；通过这两种说

明，特性就会被他消除，但是，如若某人想设定的是一个特

性，杏定的又是另一个特性，就会出现四个问题。例如，人

相对于马的关系特性是一个为两足，另一个为四足。因为他 30 

既会极力论证人不是两足，四足才是人的特性，又会尽力说

明是两足，而不是四足。只要他证明了上述的任何一种，设

定的那特性就会被驳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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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特性被设定为与其他所有事物相关且又使一事物区

别于其他所有事物的东西；例如，能够获得知识的那种有死

35 的动物就是人的本质特性。关系特性不与每一事物，只与某

种特定事物相区别；例如，德性相对于知识的特性是：德性

的本性体现在多种能力中，而知识的本性只体现在理智能力

中，而且是在具有这种理智能力的人中。永恒的特性在一切

1298 时间中都真实有效并且永不消失；例如，动物的永恒特性是由

灵魂与躯体构成。暂时的特性只在某些时间内真实有效且并

5 不必然地永远跟随；例如，正在市场徘徊是某人的暂时特性。

断定某物相对于他物有什么特性，也就是以普遍的或永

恒的或通常的或经常的方式说明它们之间的区别。例如，人

相对于马的特性是有两足，这就是人与马之间普遍的和永恒

10 的区别，因为每个人都总是具有两足，但没有一匹马是两足。

通常的或经常的区别，如理智相对于欲望和激情的特性，即前

者指挥，后者服从$因为当一个人的灵魂堕落时，理智并不是

在一切场合都指挥．有时它也被指挥：欲望和激情也并不总是

15 被指挥，有时它们也指挥。

最适于论证的是本质的特性、永恒的特性和关系的特性。

因为正如我们在前面就说过的，一个关系特性 hJ 以出现多个

问题；而出现的问题必然或是两个或是四个．所以．产牛的与

20 它们相关的论证也就是多个。本质的特性和永恒的特性”J以

在和若干事物成若干时间过程的对比关系中得到说明初观

察。本质的特性可以在和若千事物的对比天系中得到说明 f



第五岳 441 

网为这个特性必定属于与每一存在的事物相类的那个东西，

所以，如果这个特性没有与相夫的一切事物区分开，官就不可

能很好地被设定。永恒的特性府在若干时间过程的关系中被 25 

观察 f 因为如若它现在不存在，过去未曾存在过，将来也不会

存在．它就不可能是永恒的特件。但是，我们考察暂时的特性

并不涉及其他时间，只与所谓的现在时间有关 p所以，关于它

的论证就不会是多个。但是，这是一个适于论证的问题，许多 30 

好的论证的产生都会与它相夫。

所谓的关系特性能够按照有关偶性的方式来考察，看它

是否碰巧是甲而不是乙；但－是，有关永恒的和本质的特性就应

通过下面的方式来考虑。

(2】首先要看这特性是否得到了正确的或不正确的设 129b 

定。设定得正确与否的一个制定标准是看这个特性是否通过

更容易认识和理解的语词来说明；对于驳论，要看是否通过更

不容易认识的语词来说明，对于立论，则要看是否通过更容易

认识的语词来说明。制定不是通过更容易认识的语词的一个 5 

方法，是看某人所设定的特性比他表述特性的语词从总体上

看是杏更不容易认识了 z因为如果这样，特性就不会正确地被

说明。因为正是为了认识，我们才抽引出特性来，所以，它应

通过更容易认识的语词来被设定；这样，理解它就会更容易。

例如，既然把火的特性说成相似于灵魂的人，所使用的灵魂一 10 

词比火更不容易认识（因为我们更清楚火是什么而不是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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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那么，把火说成相似于灵魂就不该是对于火的特性

的正确说明。另一个方法是看一个比另一个是否没有更容易

15 认识的属性，因为特性不仅应比主体更容易认识，而且它的属

性也应比主体更容易认识。因为不知道特性是否为主体具有

的人也就不会知道它是杏仅仅为主语所具有．可见，这两种情

况无论哪一种出现，都会使特性模糊不清。例如，把火的特性

说成“灵魂在本性上首先存在于其中的东西”的人，就通过引

20 出灵魂是否存在于火中以及是否首先存在于其中的问题而把

特性弄得比火更不容易认识了；所以，“灵魂在本质上首先存

在于其中的东西”不应该是火的特性的正确说明。但对于立

论，就要考察特性是否通过更容易理解的语词而被说明，以

25 及是否在每一种方式中用更容易理解的语词说明。如果是这

样，特性就会在这方面得到正确说明：因为在正确立论的方

式中，一些仅仅是在这方面被正确说明，另一些则是完全地

被正确说明。例如，如果有人把具有感觉说成是动物的特

性．他就是既通过更易理解的语词说明了特性，义使特性在

每一种方式中更易于理解了－所以，具有感觉就应该是在这

30 方面对动物特性的正确揭示。

其次，对于驳论，要考察用以说明特性的话词中是再有

多种含义的情况．或者整个论断是否有着多种意义 p 倘若如

此，特性就不能被正确地说明。例如，既然感觉有多种含

130" 义，一指具有感觉．一指使用感觉，那么．感觉在本性上就

不能i正确地说，明动物的特性。因此，不能使用具有多种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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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词和论断来说明特性．因为多种含义的指称会使说明含

混，意欲论证的人就会弄不清楚对万所用的到底是多种含义

中的哪一种：因为揭示特性本是为了便于把握。此外，采用 5 

另→种方法也必运能反驳以这种万式指明特性的那些人．生日

若他们把多义词中没有关联的含义拿来做成推理的话。对于

立论，要考察任何语词或整个论断是否都不具有多种含义：

网为这样．特性就会在这方面得到正确说明。例如，既然 10 

“物体飞”最容易朝上移动的东网”以及由这两个语词合并

而成的整个论断都没有多种含义．那么，就从这方面正确地

揭示了火的特性应该是最容易向上运动的物体。

再次，对于驳论，要考察对方是否既用多种含义的语词 15 

来说明特性，又没有区分出其中的哪一种含义是规定特性

的；倘若如此，特性就不能得到正确说明。从前面所述，原

因很明显，因为所导致的结果必然是相同的。例如，既然甲

的知识可以指称多种东西（因为它可以指甲有知识、甲运用 20 

知识，也可以指甲的什么有知识、甲的什么运用知识），那

么，甲的知识的特性就不可能被很好地表明，除非区分出它

之中的某一含义是规定特性的。对于立论，则要考察规定特

性的语词是否没有多种含义，而是只有唯一的和单纯的含

义。倘若如此，特性就会在这方面得到正确地说明。例如， 25 

既然人只能在单一的意义上被述说，那么，本性上文明的动

物就应该是关于人的特性的正确说明。

再次，对于驳论，要考察在说明特性时是否出现了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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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因为人们由于粗心大意，在说明特性时经常这样

做，就像在说明定义时一样。这样，就不会正确地说明特

30 性；因为颠三倒四地重复同一语词会淆乱听众，必然导致

模糊，此外，还会带出不少空洞无聊的废话。同语反复可

能会以两种方式出现，其一，多次使用同一语词，例如，

如果某人把火的特性规定为物体中最轻的那种物体（因为

35 他多次使用物体一词）；其二，用定义替换语词，例如，

如果某人把土的特性规定为物体中在本性上最趋于向下运

动的实体，那么，他就是用“某种实体”替换了物体；而物

1301, 体和“某种实体”是同一的和相同的。可见，由于他多次使

用了实体一词，然而并没有能正确说明特性。对于立论，

5 则要考察其是否避免同语反复；倘若如此，特性就会在这

方面得到正确说明。例如，如若有人把能获得知识的动物

10 说成人的特性，他就不是同语反复，而且，人的特性也就

在这个方面得到了正确的揭示。

再次，对于驳论，要考察对方是否采用了周延的语词来

说明特性。因为不能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东两是没有用处

的，说明不同特性所使用的语词必须相互区别，就像在定义

中的语词一样。如果不是这样，特性就不能被正确说明。例

15 如，如果有人把知识的特性设定为”不能向论断吏政的把握

了的观念．因为它是一”．那么．他就在这个特性的设定中

使用了“·”这种属于一切事物的语词，因而就不能正确地

说明知识的特性。对于立论．则要考察他是否没有使用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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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间．而是使用的与其他相区别的语词：倘若如此，特性

就会在这个方面得纠正确说明 E 例如，如i若某人把具有灵魂

说成是动物的特’~-f. 他就没有使用通用的语词，因此，具有 20 

灵魂就在这个方面i正确地说明了动物的特性。

再汰‘对于驳论，要考察对方是否对同一事物提出了多

种特性，但义没有说明所设定的这多种特性 1 倘如此，特性

也就不能得到正确说明。因为就像在定义巾除了阐明本质的 25 

表述之外不应该再有什么更多的东西一样．在特性的说明

中．除了能形成特性的那些表述之外也不应该有其他说法掺

和进来；否则，这样的特性就会是没有用的。例如，如若某

人把最精巧最轻微的物体说成是火的特性，他就是提出了多

种特性（因为最精巧的物体和最轻微的物体每一个各自都是 30 

火的特性的真实表述），因此，最精巧最轻微的物体就不可

能是火的特性的正确说明。对于立论，则要看是否没有提出

同一事物的多种特性，而是只提出了一种；倘若如此，就在

这方面正确地说明了特性。例如，如果有人把液体的特性说

成是能被聚放到任何形状的容器中的物体，他就是只提出了 35 

一种而不是多种特性，因此，就在这方面正确地说明了液体

的特性。

(3] 再次，对于驳论，要看对方是否引人了所要提

出的特性的主体，或者属于它的其他东西；倘若如此，他

就不能正确说明特性。因为提出特性本是为了有助于把 13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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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而当属于主体的什么成分在它之后时，主体自身就会

同样不易把握；而且还会更加不易把握。因此，通过这种

方法是不能更好地把握主体的。例如，如果有人把动物的

特性说成人为其中一个种的实体，他就引入了属于动物的

5 某种东西，所以，就不可能正确地说明特性。对于立论．

则要看是杏有引入主体自身或者没有使用属于它的其他东

西。倘若这样，特性就会在这方面得到正确说明。例如，

如若有人把动物的特性说成灵魂与肉体的结合物，他就没

10 有引入主体自身或属于它的其他东西，因此，就在这方面

正确地提出了动物的特性。

也要以同样的方式考察使或不使主项更容易理解的其他

语词。对于驳论，要看对方是否引人或者与主项对立，或者

一般地说与主项在本性上同时，或者后于主项的某种东西；

15 倘若如此，就不能正确地说明特性。因为一物的对立面本性

上是与它同时的，而本性上与之同时的东西和在后的东西并

不能使该物更容易理解。例如，如果有人把善的特性说成是

最与恶对立的东西，就是引人了善的对立面，因而也就不可

20 能正确地说明善的特性。对于立论，则要看是杏没有引入战

者与主项对立，或者一般地说与王项在本性上同时，或者后

于主项的东西 s 倘若如此，就在这方面正确地提出了特性。

例如，如果有人把知识的特性现起为最真实叮信的观念，就

没有引入与知识对立或者在本性！：与知识同时或者后于知识

25 的任何东西，因而也就会在这万国正确地说明知识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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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对于驳论．耍考察对方是杏把某种并不总是伴随

着主项，而在有时不是特性的东西当成了特性 p 倘如此，就

不可能正确ltk说明特性。因为我们发现主体的名称并非就必

然真实地是特性所属的东西 p 也发现主体的名称并非就必然 而

她不适宜于特性不属于的东西。除此之外，即使在他指出特

性时，由于它是一种可以忽略的属性，它是否属于主体仍是

不清楚的．因此．特性仍是模糊的。例如，如果有人把动物

的特性设定为有时运动有时站立不动，他就是把有时不是特

性的东西指定为这类特性，因而就不可能正确说明特性。对 35 

于立论，则要考察他是否指出了那必然的、永远的特性；倘

如是，就在这方面正确地说明了特性。例如，如果有人把德

性的特性设定为使其具有者为善的东西，他就是把永远跟随 131 b 

着主体的东西规定为特性，因而也就会在这方面正确地提出

德性的特性。

再次，对于驳论，要考察对方提出的事实上是现在的特

性时，是否没有明确地说出他所提出的乃是现在的特性；倘 5 

若如此，特性也就不能得到正确说明。因为首先，任何背离

习惯的行为都应予以明确陈述；而且，人们通常也把总是跟

随着主体的东西指定为特性。其次，凡不明确指出他意欲设

定的是否为现在特性的人，他的设定就是不清楚的；因此没 10 

有什么免遭批评的托辞。例如，当有人说与另一个人坐在一

起是某人的特性时，他所指出的实际上是某人现在的特性；

但是，既然他没有明确声明这一点，就不可能说他正确地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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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特性。对于立论，则要考察他在指出现在的特性时，是

15 否明确地断言过他指的是现在的特性；倘如是，就在这方面

正确地说明了特性。例如，如果有人把现在正在散步说成是

某人的特性，他的这个说明就是作出了明确规定的，因而也

就应该是正确地说明了特性。

再次，对于驳论，要考察对方提出的是否是这样一种特

20 性一一一除了对于感觉以外，它的存在是不清楚的；倘若如此，

就没有正确说明特性。因为任何感觉对象在感觉范围之外都

不显明；因为它是否存在是不清楚的，只有通过感觉才能把

握。真实的情形是：这些东西并不必然地永远跟随着主体。

例如，如果有人把太阳的特性设定为在地球上空运转的一颗

最明亮的星体，他就是在特性中运用了这类情况。因为在地

25 球上空运转是感觉才能把握的，所以，就不可能正确提出太

阳的特性；因为当太阳下落时，它是否仍在地球上空运转就

不清楚了，原因在于我们那时感觉不到。对于立论，则要考

察他所提出的那类特性是杏对于感觉不明显．或者它能感觉

30 但明显地必然属于主体F 倘若如此，就在这方面正确地说明

了特性。例如，把表面的特性规定为“赋予了颜色的第→事

物”的人虽然使用了有颜色这样一种感觉因素，但由于这种

35 感觉因素明显地永远属于主体，所以，也应段承认他在这方

面正确地提出了表面的特性。

再放，对于驳论，要考察对方是否把定义当作特性握了

出来 F 假如这样，就没有正确地说明特性言因为特性并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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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表明本辰。例如 7 如果有人把人的特性说成是两足行走的 1 ~2" 

动物‘就是把本质的表述骂成人的特性提了出来，因而不可

能止确地说明人的特性。对于立论，则要考察他是杏把可与 5 

主硕接位但却不表明本质的述语作为特性提了出来？倘如

此，就在这方面正确地提出了特性。例如．把人的特性说成

是本性上文明的动物的人就是把可与主项换位但却不表明本

质的还语指定为特性，因而也就在这方面正确地指出了人的 10 

特性。

再次，对于驳论，要考察对方是否没有把提出的特性的

主体置于它的本质中去。因为就像在定义中一样，在特性中

的第一个语词应当是种，所剩的其他语词则是被添加的成分

和区别于主项的成分。因此，不以这种方式提出的特性就不

可能得到正确说明。例如，把动物的特性设定为具有灵魂的 15 

人就没能把动物置于它的本质中去，因而也就不可能正确地

说明动物的特性。对于立论，要看他是否把所提特性的主体

置于本质之中以及是否添加了其他语词；倘如是，就在这方

面正确地提出了特性。例如，把人的特性规定为能获得知识

的动物的人就是把特性的主体置于了它的本质中，因而也就 20 

在这方面正确地说明了人的特性。

(4] 正是通过上述这些方面，才能考察特性的被提出

是否正确。而被指称为特性的东西到底是不是特性，则要通

过下述的方式来检验。因为完全地确证特性得以正确说明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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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方法与使特性之完全为特性的方法是相同的；所以，它

们就存在于特性的说明中。

那么首先，对于驳论，就要考察对方所提特性的每一个

主体，看特性是否不属于任何主体，或者看特性在某方面是

30 否不真实，或者看他所提出的那种特性是否不是每一个主体

的特性；倘如是这些情况，他所说明的特性就不会是特性。

例如，断言几何学家为不易被论断蒙骗的人就是不真实的

（因为在画了一个错误的图形时，几何学家就会被蒙骗），因

35 此，不被论断蒙骗不可能是这种知识者的特性。对于立论，

则要看特性在所有场合以及在每一特定方面是否都真实；如

若是这样，被说明不是特性的东西就会是特性口例如，如果

132b 能获得知识的动物，对于所有的人以及作为人而存在的人都

真实，那么，能获得知识的动物就应该是人的特性。对于驳

论，这种方法就是考察论断是否不适于名称为真的场合，以

及名称是否不适于论断为真的场合；对于立论，则是要考察

5 论断陈述的是再是名称所表示的东西，以及名称表示的是杏

是论断所陈远的东西。

其次，对于驳论．要考察论断是否没有陈述名称表示的

东四，以及考察名称是杏没有表示论断陈述的东西§如若是

这样，设定为特件的东西就不会是特性e 例如．虽然能分有

10 知识的动物适于神，但人开不陈运押，所以，能分有知识的

动物不应该是人的特性。对于fr_论，则要看名称表示的是青

是论断陈述的东四，以及论断陈运的是仔是名称表示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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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f 如若是，被说明为不是特性的东西就会是特性。例如，

切果具有灵魂的东商直实地陈述了动物，而动物所表示的就 15 

是具布灵魂的东西，那么，具有灵魂的东间就应是动物的

特性。

再次，对于驳论，要考察对方是否把主项作为被说成是

处下才可项中的东西的特性来设定了$如若是，被设定的特性

就不是特性。例如，把火设定为由最精细的微粒构成之物的 20 

特性的人，就把主项当成了谓项的特性，所以，火不应该是

由最精细的微粒构成之物的特性。由此可见，主项不是处于

主项之中的东西的特性，也就是说，同一事物不是许多不同

属的东西的特性。因为许多不同属的东西要属于同一事物，

而且被说成仅仅属于它，所以，如若某人按这种方式来提出 25 

特性的话，主项就会是所有东西的特性了口对于立论，则要

看他是否把处于主项之中的东西说成主项的特’性；因为，如

若被陈述的仅仅是那些被断言为特性的东西，那么，被说明

不是特性的就是特性。例如，把士的特性说成是属上最重的 30 

物体的人，就是把被断言为仅仅表述它的那种东西设定为主

项的特性，并当作特性来陈述，所以，土的特性就应是得到

了正确说明。

再次，对于驳论，要考察对方是否把特性规定为主体分

有的东西；如若是，被说明为特性的东西就不是特性。因为 35 

主体分有的属性归之为构成本质的东西；所以，它就应被说

成是适于某一个属的属差。例如，把人的特性说成两足行走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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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就是把特性当作了主体分有的东西，因此，两足行走

不可能是人的特性。对于立论，则要看他是否没有把特性规

定为主项分有的东西，以及不是可与主项换位的表明本质的

5 范畴；如果这样，被说明为不是特性的就是特性。例如，把

动物的特性设定为本性上有感觉能力的人，就既没有把主项

分有的东西，也没有把可与主项换位的表明本质的范畴当成

10 特性，所以，本性上具有感觉能力就应该是动物的特性。

再次，对于驳论，要考察对方是否把不可能与名称所属

的主体同时存在，而是把后于或先于它的某个东西当成了特

性；倘如是，被说明为是特性的就不是特性，即它绝不会是

15 或者不会总是特性。例如，既然穿过市场可能是比人先于和

后于的属于某物的行为，那么，穿过市场就不应该是人的特

性，也就是说，它绝不是或不会总是人的特性。对于立论，

则要考察特性是否必然地总是同时属于主项，但既不是定义

又不是属差 z 倘若这样，被说明为不是特性的就是特性。例

20 如，既然能获得知识的动物总是必然地与人同时存在，而且

又不是人的属差和定义，那么，能获得知识的动物就应当是

人的特性。

再次，对于驳论，要考察同一物是否不是若干相同东西

25 〈作为相同的东西）的特性；假若如此．被说明为是特性的

就不是特性。例如，尽管对某人显得是善而不是追求韧的特

性，那么这种特性对某人显得是善也就不会是选择物：闵为

追求物与选择物是相同的。对于立论，则要考察同一物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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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同东西（作为相同的东同）的特性：倘若是．被说明为

不是特性的就是特性。例如，既然人（作为人）的特性被说

成是具有二．个部分的灵魂叭那么，有死之物（作为有死之 30 

物〉的特性也应该是具有三个部分的灵魂。在讨论偶性方面

的问题时．这种方法也有用；因为同一物必定属于或者不属

于相同的东西（作为相同的东西九

再次．对于驳诠．要考察同类事物的特性是否并不总是

同类 4 倘若如此，被说明为特性的就不是所这主项的特性。 35 

例如．既然人和马在种上是相同的．而且，自行停止并不总

是马的特性，那么，自我运动也就并不总是人的特性；因为 133L 

自我运动与自行停止在属上是相同的，并且，它们每一个都

是作为动物而出现的。对于立论，则要考察同种事物的特性 5 

是否在属上总是相同；如若这样，被说明为不是特性的东西

就是特性。例如，如若人的特性为两足行走，鸟的特性就应

为双翅腾飞；因为它们每一个在属上都是相同的，即：人和

鸟的属都归于同一个种一→动物，两足行走和双翅腾飞也归 10 

于同一个种一一一动物和属差。但是，这种方法在下述情形中

会出错误：被述说的一种特性仅仅属于某一个属，而另一种

特性则属于多个属，就像四足行走之物一样。

既然相同与相异都各有多种含义，那么，对于反对诡辩

来说，仅仅通过某一事物自身来规定它的特性就是一件困难 15 

<[) 参见柏拉图：《国家篇》，第四卷， 4358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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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因为属于具有偶性的某物的东西也会属于与某物在

一起的那个偶性z 例如，属于人的东西也会属于白人（如果

20 有白人的话），反过来，属于白人的东西也会属于人。因此，

当一方面仅从主项自身来考虑，另一方面则连同它的偶性来

考虑时，人们就可能把多种特性弄错，例如把人说成是一种

东西，把白人说成另一种东西；此外，也会使状况和按照状

况来述说的情形之间出现区别。因为属于状况的东西也会属

25 于按照状况述说的东西，反过来，属于按照状况述说的东西

也会属于状况。例如，既然知识者的被陈述是按照他所具有

的知识来确定的，那么，不能被论断说服就不应该是知识的

特性；因为不然，知识者也就会是不能被论断说服的人了。

30 对于立论，就应该断言偶性所属的主体与偶性相随的东西的

那个偶性并不是绝对不同的，只是由于它们的本质各异而被

述说得不同。因为人是人与白人不同的口此外，也要观察词

尾的情况。因为，当述说知识者时，就不能用中性说它不能

被论断所说服，而要用阳性说他不能被论断所说服，当述说

35 知识时，也不能用中性说宫不能被论断所确证，而要用阴性

说她不能被论断所确证，因为既然对方使用一切招数来应

134a 驳，你也就要使用每种对立的东西去驳辩。

5 [SJ 再有，对于驳论，要考察这样的情况＝当对万想

提出一个本性 L的属性时，由于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所致，

他是否把它当作了→个总是如此的属性来说明；倘若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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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为特性的东西就会被推翻。例如，如果某人把人的特性 10 

说成两足的本是想提出一个本性1：的属性，但按他所使用的

诺言，表明的却是一个总是如此的属性，那么，两足的就不

应该是人的特性。因为并非一切人都有两只脚。对于立论，

则要考察z 当他想把本性上的属性设定为特性时．自己所用

的语言是杏也表明了这一点咱如果是，设定的特性在这方面 15 

就不会被推翻口例如，既然某人把人的特性设定为能获得知

识的动物．并且想通过他的语言表明它是本性上所属的特

性，那么，就不可能有人以能获得知识的动物不是人的特性

为由在这个方面推翻他的说明。

再次，对于那些通过他物或由于自身而得到最初表述的 20 

东西，要指出它们的特性是不容易的；因为如若指出的是通

过他物而被表述的东西的特性，它就会适于那最初的东西；

如若要设定那最初的东西的特性，它也就会是通过他物而被

表述的东西。例如，如果某人要把着了色的说成是表面的特 25 

性，着了色的也就会适于物体；而如果把它作为物体的特

性，它也就会表述表面。所以，这个名称不适于论证为真的

东西。

在对有些特性的讨论中，由于没有明确规定所提出的特

性是如何设定的以及是什么的特性，也常常会出现某种错 30 

误。因为任何人都试图从多种角度来指出事物的特性：或者

是本性上属于事物的，就像两足的是人的特性一样；或者是

实际上属于事物的，就像有四个手指是某个人的特性；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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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属上的，如由最精细的微粒构成之物是火的特性；或者是

绝对意义上的，如生命是动物的特性；或是按照他物的．如

明智是灵魂的特性；或者是作为原初的，如明智是理智的特

35 性；或者是作为具有某种状况的，如不能被论断说服是知识

者的特性（因为并不是其他方式，而是由于他具有不能被论

134h 断说服这种状况）；或者是由于被加以某种状况的，如不能

被论断确证是知识的特性；或者是由于被分有，如感觉是动

物的特性（因为其他东西也有感觉，譬如人，但人之所以具

有感觉是由于分有了动物）；或者是由于分有，如生命是某

5 一动物的特性。因此，如若不增加本性上一类的字眼．就会

出差错。因为这样的情况是可能出现的；某种本性上的属性

实际上并不属于那个本性上应属于的东西，例如，具有两只

脚在本性上应属于人。如若不明确说明他所指的是实际上具

有的属性，也会出差错，因为某种属性并不是像现在一样地

10 总是存在着，如某人具有四个手指。如若不指明他所设定的

东西是作为原初的或者作为通过他物的，也会出差错，因为

不然．那个名称就不适于论证为真的东西，如着了色的就或

者是作为表面，或者是作为物体的特性来设定的。如若不事

15 先说明他所指出的特性是由于具有某种状况或者是被加以某

种状况，它就不会是特性手因为如果他指出的特性是属于被

加以的状况．它就会属于具有状况，如果那特性属于具有状

况，也就会属于被加以状况，就像不能被论断说服既被设定

为知识的特性又被设定为知识者的特性一样。如1若不附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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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所指特性是山于分有还是由于被分有，特性就会属于另外 20 

的某物 s 因为如若他指出的特性是由于被分布，它就会属于

分有的某物．如l若他指出的特性是由于分有，它也就会属于

被分有的事物，例如，如果生命被设定为某个动物的特性或

动物的特性。蚓果不说明它是由于属的特性，他所设定的特 25 

性就会仅仅归属于某一种事物 g 因为最高级的东两只能属于

一种事物．例如最轻的是火的特性。有时，即使增加了··由

于属”这个词，也仍会出镑。因为当“由于属”的话词被增

加时，被表述的那些东西也应该是一个属 s 当然，这种情况

在有些场合不会发生，例如在火的特性方面就不会发生。因 30 

为火没有一个属；尽管燃烧的煤块、火焰和光在属上有别，

但它们每个都是火。当“由于属”的语词被增加时，必然会

有被说明的另一个属，因此，被说明的特性就会在更大程度

上属于一些事物，在更小程度上属于另一些事物。例如，构

成部分最精细之物就适于说明火；因为比起煤块和火焰来， 35 

光的构成部分更为精细。但是，这是不应该发生的，除非名

称被更真的定义在更大程度上被表述；如果不是这样，就会

在定义更真时名称并不更真。除此之外，同一东西也会碰巧

既是绝对地具有它的某物的特性，又是在绝对具有者中最大 135a 

程度的某物的特性，就像在火的方面具有构成部分最精细之

物一样；因为这相同的性质也是光的特’性；因为光也是由最

精细的部分构成的。所以，如若另外的人要按这种方式提出 5 

特性，人们就应力图反驳，但是，自己不要为这种反驳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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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漏洞，而应该像说明特性时那样采取直接说明特性的方式

予以规定。

再次，对于驳论，要考察对方是否把事物自身当成了它

10 的特性来设定：倘如此，被设定为特性的东西就不会是特

性。因为一切事物自身都是表现本质的，而表明本质的不应

是特性而是定义。例如，把秀丽说成是优美的特性的人，就

是把事物自身设定成了它的特性（因为优美与秀丽是相同

的），因此，秀丽不可能是优美的特性。对于立论，则要考

察他是否没有把事物自身当成它的特性，而是用了另一个可

15 以换位的谓项来规定；倘如此，被设定为不是特性的就是特

性。例如，把动物的特性规定为生命实体的人就不是把事物

自身当成特性来规定，而是用的可以换位的谓项来说明，所

以，生命实体就应该是动物的特性。

再次，当涉及相似于部分的事物时，对于驳论，要考察

20 整体的特性是否不适于部分，或者，部分的特性是否没有表

述出全体；倘若是，被说明为是特性的就不是特性。这种情

形可能发生于一些场合 5 因为当涉及相似于部分的事物时，

某人规定特性可能有时是关注于全体，有时则把自己的注意

力放在陈述部分的东西上 s 但这两种倾向都不能正确地设定

25 特性。例如．在整体方面，把海的特性规定为最大的咸水域

的人说的就是相似于部分的事物的特性，但他规定的这个特

性却是不适于部分的（因为某个具体的海并不是最大的咸水

域九因此，最大的成水域不应该是海的特性口在部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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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如此口例如，把雪气的特性规定为可呼吸物的人说明的就 jQ 

是相似于部分的事物的特性 1 虽然这个规定对于某些专气是

真雯的，但却不能陈述作为整体的主气（因为空气的全体并

不是可呼吸物）．冈此．可呼吸物不应是空气的特性。对于 13Sb 

ti.论，则要考察适于每一个相似于部分之物的东两是杏是作

为整体之物的特性：在日果是．被说成不是特性的就是特性。

例如，如果出于本性地向下移动之物适于所有的土，并且它 5 

也是构成士的某具体士的特性．那么，＇＂于本性地向下移动

之物就应该是土的特性。

[6] 再次，在考察源于对立的种种情形时，首先要看

从相反出发的那些对立情况。对于驳论，要考察相反的东西

是否不是相反者的特’性；如若这样，相反的东西就不是相反 10 

者的特性。例如，虽然不公正与公正相反，最恶与最善相

反，但是，既然最善不是公正的特性，最恶也就不可能是不

公正的特性。对于立论，则要看相反的东西是否是相反者的

特性：倘若是，相反的东西就是相反者的特性。例如，既然 15 

恶与善相反，避免之物与选择之物相反，那么，如若选择之

物是善的特性，避免之物也就应该是恶的特性。

其次，要看从关系出发的那些对立情况。对于驳论．要

考察关系语词是再不是关系物的特性；倘若如此，关系词就

不是关系物的特性。例如，虽然倍被说成与半相关，超过与 20 

被超过相关，但是，既然超过不是倍的特性，被超过也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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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半的特性。对于立论，则要看关系词是否是关系物的

特性；倘如是，关系词就是关系物的特性。例如，既然倍被

说成与半相关， 2 : 1 与 1 : 2 相关，那么，如若 2 : 1 是倍

25 的特性， 1 : 2 就应是半的特性。

再次，对于驳论，要考察按具有语词描述的东西是否不

是具有的特性；假若如此，按短缺语词描述的东西就不是短

30 缺的特性。如果按短缺语词描述的东西不是短缺的特性，按

具有语词描述的东西也就不是具有的特性。例如，既然没有

感觉不是描述聋子的特性，感觉也就不应该是有昕觉者的特

性。对于立论，则要考察按具有语词描述的东西是否是具有

的特’性；倘若如此，按短缺语词描述的东西也就是短缺的特

35 性。如果按短缺语词描述的东西是短缺的特性，按具有语词

描述的东西也就是具有的特性，例如，既然就我们具有视觉

13611 而言，看是视觉的特性，那么，就我们本应具有但实际上却

没有视觉而言，不能看就应是盲的特性。

再有，也要从各种肯定和否定出发来考察。首先，要看

表述肯定和否定的那些语词白身的情况。这种方法仅仅对于

5 驳论有用。例如，考察肯定或按肯足语气表述的东西是否是

主项的特性B 倘若是，否定以及按杏定语气表述的东两就不

会是主项的特性。如果否定语气表洼的东西是主1页的特性，

那么，肯定以及按青定语气表述的东两就不会是主琐的特

10 性。例如，既然有生命是动物的特性，没有生命就不应是动

物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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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从被表迫或不被表述的那些事物情况以？臣表述

或不去述事物的那些情况lU发来考察。对于驳论，要看肯定

语词是否不是肯志事物的特性 1 假若如此．否定语词也就不 15 

是否定事物的特性。如果否定语词不是否定事物的特性，肯

定语词也就不是肯定事物的特性。例如．生日果毛主命不是人的

特性．非生命也就不应是非人的特性。而且，如果非生命不

应是非人的特性，生命也就不会是人的特性。对于立论，则 20 

要考察肯定语词是否是肯定事物的特性 F 倘若是，否定语词

也就是否定事物的特性。如若杏定语词是否定事物的特性，

肯定语词也就是肯定事物的特性。例如，如果无生命是非生

物的特性，有生命就是生物的特性；如果有生命似乎是生命 25 

的特性，无生命就似乎是非生物的特性。

第兰，从主项自身出发来考察。对于驳论，要看被设定

的特性是否是肯定事物的特性；假若如此，同一个东西就不

会是否定事物的特性。如若被设定的是否定事物的特性，它 30 

就不会是肯定事物的特性，例如，如果有生命是生物的特

性，有生命就不可能是非生物的特性。对于立论，则要看被

设定的是否不是肯定事物的特性〔因为如果它不是肯定事物 35 

的特性］①，它就应该是杏定事物的特性。但是，这种方式

是错误的；因为肯定的语词不是否定物的特性，否定的语词

也不是肯定物的特性。因为肯定的语词完全不可能属于否定

① 方括号内的文字是瓦勒斯本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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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b 的事物，虽然否定的语词会属于肯定的事物，但也不是作为

特性而属于。

再次．从区别的对等成分出发来考察。对于驳论．要看

区别的对等成分的一方是存没有一个是另一方的特性；假若

5 如此，被断定为某物特性的东西实际上就不是特性。例如，

如果有感觉能力的动物不是其他生物的特性．那么．有理智

能力的动物也就不是神的特性。对于立论，则要看其他东西

是杏有对等成分是这个东西的每一对等成分的特性；假若如

10 此，剩下的成分也就是这个被断定为不是特性的成分的特

性e 例如，如果自身本性具有推断的德性是明智的特性．并

且也如此看待其他每一种德性．那么，自身本性具有欲求的

能力就应该是节制的特性。

15 <7> 再次，从词尾变化的角度出发来考察。对于驳

论，要看一个词尾是否不是另一个词尾的特性；假若如此，

一个变形词尾就不是另一个变形词尾的特性。例如．既然

“美好地”不是“公正地”的特性， ．．美好的”也就不应是

“公正的”的特性凸对于立论，则要看一个词尾是再是另一

20 个词尾的特性；倘如是，一个变形词尾就是另一个变形词尾

的特性。例如，既然两足行走是人的特性，那么．作为两E

行走的这一表述就应该是作为人的特性的表淫。并且，千二仅

要考察所说的这个词尾变形自身，而且也要考察它的对古1

2日 词．就像前面所说的那种方式→样 1 对于驳i仑，要看一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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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词尾是否是另一个对立词尾的特性：倘若这样，一个对

t的词尾变形就不是另，个对立的词尾变形的特性。例如，

既然“美好地”不是“公正地”的特性，邵么， “丑陋地”

也就不应该是“不公正地”的特性。对于立论，则要看一个 30 

对立的词尾是否是另一个对立词尾的特性s 假如是，一个对

立的变形词尾就应是另一个对立的变形词尾的特性。例如，

如果最好是善的特性，那么，最坏也就应该是恶的特性。

再次，从具有相似关系的那些情况出发来考察日对于驳

论．要看具有相似关系的东西是否不是具有相似关系的事物

的特性；倘若如此，具有相似关系的东西就不是具有相似关 35 

系的事物的特性。例如，既然建筑者对于建筑房屋的行为与

医生对于造成健康的行为二者之间具有相似的关系，而造成

健康的行为不是医生的特性，那么，建筑房屋的行为也就不 137a 

应是建筑者的特性。对于立论，则要看具有相似关系的东西

是否是具有相似关系的事物的特性E 假如是，具有相似关系

的东西就是具有相似关系的事物的特性。例如，既然医生对

于能造成健康与教练对于能造就良好体质具有相似关系，而

能造就良好体质是教练的特性，那么，能造成健康也就应是 5 

医生的特性。

再次，从具有同一关系的那些情况出发来考察。对于驳

论，要看具有同一关系的东西是否不是具有同一关系的事物

的特性；倘若如此，有着同一关系的东西就不是有着同一关

系的事物的特性。如果有着同一关系的东西是有着同一关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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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物的特性，被断言为特性的东西就不应是特性。例如，

如果明智对于善行和丑行具有同一关系，而明智又是作为它

们每一个的知识，那么，只要善行的知识不是明智的特性，

丑行的知识也就不应是明智的特性。即使善行的知识是明智

15 的特性，丑行的知识也不可能是明智的特性；因为同一个东

西不可能成为多个事物的特性。对于立论，这个方式没有什

么用处；因为同一关系的具有就是把一个东西与多个东西放

20 在一起加以比较。

再次，对于驳论，要考察被断言为存在的谓项是杏并非

被断言为存在的事物的特’性；倘若如此，被毁灭就不是被毁

灭的事物的特性，生成也不会是被说成生成的事物的特性。

例如，如果有生命不是人的特性，那么，成为生命也就不是

25 成为人的特性，被毁灭了生命也就不会是被毁灭的人的特

性。依照同样的方式，也能考察从生戚到存在和被毁灭以及

从被毁灭到存在和生成的情形，就像刚才论述的从存在到生

成和被毁灭的情形一样。对于立论，则要看被设定为存在的

30 谓项是否是被设定为存在的事物的特性。假如是，被断定为

生成的谓项就是被断定为生成的事物的特性，被断定为被毁

灭的谓项也就是被设定为被毁灭的事物的特性。例如，既然

而 有死是人的特性，那么，变成有死就应是变成为人的特性呼

被毁灭为死也就应该是被毁灭的人的特性。依照同样的方

137h 式，也能考察从生成和被毁火到有在以及导源于这些的其他

种种情况，就像讨论驳论时所说的那样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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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要注意考察被称之为理念方面的情形e 对于驳

论，~考察被设寇的特性是再不属于理念，或者是否不属于

它署述说的理念：假如这样，被断定为特性的就不是特性。

例如，既然静止不属于作为人，而是作为理念的人白身．静 5 

止就不应是人的特性。对于主论，则要考察特性是否属于理

念，以及在这样的场合是仔属于理念 1 它表述的是部个被断

言为不是特性的东两；倘若如此，被断言为不是特性的就是

特性。例如，既然由灵魂和肉体构成属于动物自身，并且是 10 

属于作为动物的动物自身．那么，由灵魂和肉体构成就应该

是动物的特性口

[8] 再次．从更大和更小角度出发来考察。对于驳

论，首先要看更大程度的东西是杏不是更大程度事物的特 15 

性；假如这样，更小程度的东西就不是更小程度事物的特

性，最小程度的东西不是最小程度事物的特性，最大程度的

东西也就不是最大程度事物的特性，绝对的东西也就不是一

般事物的特性①。例如，既然更大范围的着色不是更大物体

的特性，更小范围的着色也就不会是更小物体的特性．一般 20 

地说，着色就不会是物体的特性。对于立论，则要考察更大

程度的东两是否是更大程度事物的特性：倘如是，更小程度

就是更小程度事物的特性，最小程度就是最小程度事物的特

。） hapl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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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最大程度就是最大程度事物的特性，一般的东西就是一

25 般事物的特性。例如，既然愈高级的感觉是愈高级的动物的

特性，愈低级的感觉就应是愈低级的动物的特性，最高级的

感觉就会是最高级动物的特性，最低级的感觉就会是最低级

动物的特性，一句话，感觉就应是动物的特性。

再次，从原级对于上述这些比较级、最高级的关系的角

30 度出发来考察。对于驳论，要看原级的谓项是否不是原级事

物的特性；假若如此，更大程度的就不是更大程度事物的特

性，更小程度的就不是更小程度事物的特性，最大程度的也

不是最大程度事物的特性，最小程度的也不是最小程度事物

35 的特性。例如，既然施善不是人的特性，那么，更施善也就

不会更是人的特性。对于立论，则要考察原级的谓项是否是

原级事物的特性；假如是，更大程度的就是更大程度事物的

特性，更小程度的就是更小程度事物的特性．最小程度的也

就是最小程度事物的特性，最大程度的也就是最大程度事物

1383 的特性。例如，既然符合本性地向上升腾是火的特性，那

么，愈符合本性地向上升腾就愈是大的特性。依照同样方

式，也能从其他比较的角度考察这所有的情况u

其改．对于驳论．要考察更大程度的谓项是否不是更大

5 程度事物的特性？假若如此，更小程度的就不是更小程度事

物的特性。例如．既然比起知识是人的特惜来，感觉更是动

物的特性，但感觉却不是动物的特性．所以．知识也就不应

是人的特件n 对于在论，则要考察更小程度的是否是更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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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事物的特性4 假如是，旦大程度的也就是更大程度事物的

特性e 例如．既然本性I二文明比起生命是动物的特性来更少 10 

是人的特性，如果本性上文明是人的特性，那么，生命也就

应是动物的特性。

第三，对于驳论，要考察一个语词是否不是在更大程度

上是特性的东两的特性；假若如此，它也就不会是在更小程

度上是特性的东西的特性。并且，如果它是前者的特性，它 15 

就不是后者的特性。例如，如果被着色更是表面的而不是物

体的特性，但它却更是表面的特性，那么，被着色就不应是

物体的特性。并且．即使它是表面的特性，它也不应是物体

的特性。对于立论，这种考察方式没有用处，因为同一个东 20 

西不可能是多种事物的特性。

第四，对于驳论，要考察在更大程度上是特性的东西是

否不是某物的特性；因为假如这样，在更小程度上是特性的

东西也就不是某物的特性。例如，既然能感觉比能分割更是

动物的特性，而能感觉却不是动物的特性，那么．能分割也

就不应是动物的特性。对于立论，则要考察在更小程度上是 25 

特性的东西是否是某物的特性 z 倘若是，在更大程度上是特

性的东西也就是某物的特性。例如，既然感觉与生命相比更

不会是动物的特性，但感觉却是动物的特性，那么，生命就

应是动物的特性。

此外，从同等地属于某物的那些属性出发来考察。首 30 

先，对于驳论．要看一个同等为特性的东西是否不是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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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等为特性的东西的特性；假如这样，这个同等为特性的东

西就不是另一个同等为特性的东西的特性。例如，既然欲求

35 之为欲求能力的特性与推断之为推断能力的特性是同等程度

的，但是，欲求不是欲求能力的特性，因而推断也不应是推

断能力的特性。对于立论，则要考察一个同等为特性的东两

是否为另一个同等为特性的东西的特’性；假如是，这个同等

138b 为特性的东西就是另一个同等为特性的东西的特性。例如，

既然最初的思考作为推断能力的特性与最初的节制作为欲求

能力的特性是同等的，而最初的思考是推断能力的特性，那

5 么，最初的节制也就应是欲求能力的特性。

第五，对于驳论，要考察某物的同等程度的特性是否不

是它的特性；假如这样，这个同等程度的特性就不是它的特

10 性。例如，既然视和昕是人的同等特性，但视不是人的特

性，那么，昕也就不应是人的特性。对于立论，则要看某物

的同等程度的特性是否是特性；假如是，这个同等程度的特

性就是它的特性。例如，既然部分为最初的欲求能力与部分

为最初的推断能力是灵魂的同等特性，而部分为最初的欲求

能力是灵魂的特性．那么．部分为最初的推断能力也就应是

15 灵魂的特性。

第六．对于驳论．要考察在同等程度f是特性的东西是

否不是特性p 假如这样，这个同等程皮上是特性的东西就，不

会是特性。并且．生日若邵一个是特性，另一个就不是特性。

20 例如，如果燃烧同等地是火焰和煤块的特性，但燃烧不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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焰的特性，所以，燃烧也就不会是煤块的特性。即使燃烧是

火馅的特性．它也不应是煤块的特性。对于立论，这种方式

没有用处。

从具有相同关系出发进行考察的方式与从同等程度地属

于某韧的属性出发的考察方式是有区别的。因为前一种方式 25 

依据类似来把握，不考虑所属的属性是什么，而后一种方式

则是通过所属属性的综合比较进行的。

(9> 再有，对于驳论，要考察对方在设定潜能特性 30 

时．是否依据潜能而把与非存在相关的东西设定为特性，因

为潜能的东西不可能属于非存在；假如这样，被断言的特性

就不是特性。例如，把能呼吸说成空气特性的人就是依据

潜能设定特性的（因为只有那种可以被呼吸的东西才是能

呼吸的东西），同时，他也是把与不存在相关的东西设定 35 

成为特性；因为即使没有呼吸空气的任何动物生出，空气

也可能存在；但是，如果没有动物存在，呼吸它就是不可

能的；可见，在没有这样一种呼吸空气的动物存在时，能 1398 

被什么东西所呼吸就不是空气的特性。因此，能呼吸不应

是空气的特性。

对于立论，则要考察在设定一个潜能的特性时，他所设

定的特性是否与存在物相关，或者是否与一个可能属于潜在

的不存在的不存在物相关；倘若是，被断言为不是特性的就

是特性。例如，把存在的特性设定为能被什么作用或能作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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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什么的人，就是通过设定一个潜在的特性而把特性设定为

10 与存在的东西相关，因为当存在存在时，它就能被什么作用

或能作用于什么；因此，能被什么作用或能作用于什么就应

该是存在的特性。

15 再次，对于驳论，要看对方是否使用了最高级来提出特

性；假若如此，被断言的特性就不会是特性。因为按这种方

式去设定特性，其结果乃是名称不适于论断方面的真实性；

因为当事物已经毁灭时，论断将仍会存在；既然它是最大程

度地属于存在的某物。例如，如若某人把火的特性设定为最

20 轻的物体；因为当火已毁灭时，仍然会有某个最轻的物体存

在，所以，最轻的物体不应该是火的特性。对于立论，则要

考察他是否没有使用最高级来提出特’性；倘若是这样，就会

在这方面正确地断定特性。例如，既然把人的特性规定为本

性上文明的动物的人不是使用的最高级来设定特性，那么，

人的特性在这方面就应得到正确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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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对于定义的讨论有五个部分。因为为了推翻一个

定义，必须证明：或者对于名称所指称的主体的论断极不真 1391125 

实（因为人的定义必须对于每一个人都适合）；或者虽然所

论主体有一个种，但他却没有把它置于种中，或者没能把它

置于特有的种中（因为必须把被定义者置于种中，然后再加

上属差；因为在定义的若干构成要素中，种最被认为是揭示

被定义者本质的）；或者论断不是主体所特有的（因为正如

前面所说，定义必须是特有的）；或者虽然他做到了上述的 30 

三点要求，但并没有下出定义，即没有说明被定义者是什

么。除上面所说的几点外．再有．尽管他下了定义，但却不

是一个正确的定义。 35 

对于名称所指称的主体的论断是否不真实的问题，要从 139b 

与偶性相关的那些方式出发来考察。因为考察总是要提出这

样的问题；它是真实的还是不真实的？当我们证明了偶性属

于时，我们就断言它是真实的，而当偶性不属于时，我们就

断言它不真实。如果对方没有把主体置于它特有的种中，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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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如果他提出的论断不是主体特有的，我们就要从与种和

特性相关的已经论述过的方式出发来考察。

剩下的就是如何考察主体是否没被定义或者是否没被

正确定义的问题。首先应考察主体是否没被正确定义的问

题，因为做什么事总要比正确地做什么事更加容易。因此

10 很显然，既然后一种场合出错的机会更多（因为完成它更

为劳苦），我们攻击后一种情形就比攻击前一种情形更容

易得手。

定义不正确有两方面的表现。其一是使用了含混的语言

（因为既然规定定义的目的是为了有助于人们认识主体，下

15 定义者应当尽可能使用最明晰的语言）。其二是看他的论断

是否说了不必要的多余话语。因为在定义中，一切添加成分

都是多余的。上述的这两方面既表现各白，又都可以再分成

若干种情况。

<2> 考察含混语词的一种方式是看他所用的是否是与

20 其他什么同名异义的词。例如，把生成说成导向实体的途

径，或者把健康说成热与冷的均衡就是如此。因为途径和均

衡都是多义词；所以，论这者到底想要说明这种多义词中的

哪一层含义是不明确的自如果被他定义的东西有多层含义，

刃 而他又不加区分，其情形也是如此。因为在这种场合，他所

提出的定义到底是哪层含义就不明显，而且，人们还可能指

责他，说他的论断不适于所提定义的一切对象。如若那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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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有被他发觉．这种责难就尤其可能做出自他自己也可以

划分所提定义巾语词的多层含义并作出推导 p 因为如果他的 30 

论晰并不特别适于｛f:伺一层含义，那么屉然，他就不可能作

出一个特有的定义。

另一种方法是看他是否采用了隐喻的表述。例如，是否

把知识说成不能变更的东西，称大地为乳母，或把节制叫做

和谐。因为所有这些隐喻的表达都是不清楚的。通过把他的

陈述当成特定的表这？也可以语难这种使用隐喻的人：因为 35 

如果这样．他所表述的定义就是不适合的。例如，对于克制

的表述就是如此；因为一切和谐都存在于声音中。此外，如

若和谐是节制的种，同一个事物就会出现在两个互不包含的 1403 

种中；因为和谐并不包含德性，德性也不包含和谐。

再有，要看对方是否使用了没有确认这种用法的语词。

例如，柏拉罔把眼睛称为眉毛遮盖之物，或把毒蜘蛛叫做咬

得疼死人的东西．把骨髓说成生出骨头的东西；因为所有这

些不常用的语词都是不清楚的。 5 

有时候，有的人使用的语词既不是多义的，也不是隐喻

的，但又不是特义的口例如，把法律说成本性公正之物的尺

度或映象就是如此。这种用法比隐喻更糟糕；因为隐喻毕竟

还通过相似性的比较说明使我们增长了一些知识；所有使用 10 

隐喻的人都是按照某些相似物进行隐喻说明的。但是，刚才

所说的这种用法却不增加任何知识；因为按法律是尺度或映

象的说法，并无什么相似物存在，也没有使用特有的常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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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因此，如果有人断言法律是尺度或映象乃是道出了特有

15 含义，他就是在说胡话 z 因为所谓映象，指的是通过模仿才

生成的东西，而这并不属于法律；如果这种用法不是特有含

义，那么显然，他的表述就是含混不清的，并且，比隐喻的

表达还要糟糕。

再次，从他的陈述看相反者的论断是否不清楚：因为正

确规定的定义也能表明相反者。或者，当它被自身说明时，

20 要考察它是否没有清楚地表明定义的到底是什么，就像以前

画家们的作品一样，如若未被标明，就没法知道每一幅表达

的什么。

<3> 可见，如若定义不清楚，就可以通过上述方法来

考察。如果对方的定义用语过多．首先就应考察他是否使用

25 了某种普遍适用的属性，也就是说，它或者属于一般的实

体．或者属于与被定义者同一个种的那些东西 1 假若如此，

就必然会山现用语多余的情形。因为种应把其他东西从被定

义者中区分出去，属差则应把与被定义者同种的其他属性区

分出去。而普遍适用的东西根本不能把其他东西从被定义者

:,o 中分离出去，适于同→种中所有事物的那些属性也不能把与

被定义者同种的其他属性分离出去，因此，添加边样的多余

话语就是没有意义的。

再次，即使添加的成分是主体的特性，也仍要考察在取

;)5 消了这个添加成分之后所剩下来的论断是杳仍是主体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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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是否表明了本质。例如．在对人的论断中，能获得知识

就是多余的添加成分F 因为把这个成分删去后，和rF的论断 1401' 

仍是人的特性．并且能揭明人的本质。总之，只要剩下的论

断仍能清楚地做成寇义，被删去的一切都是多余的。如果把

在啤说成是自我运动的数．灵魂的定义就属于这种情况－因

为正如柏扭图所起义的，灵魂是自我运动的东西①。或许．

尽管这种说法道出了灵魂的特性，但是，一旦删去数这个语

词，它也就揭示不出灵魂的本质了。这样，上述的两种说法 5 

哪一种正确．就难以确定。在所有的这种场合，我们就必须

按经济原则行事。例如，如果把新液定义为从食物中首先产

生出来的未被消化的液体，情形就是如此。因为这里的首先

意指单一而不是众多，因此，再添上未被消化的就属多余； 10 

因为如若把它删去，剩下的论断仍是教液的特性；因为从食

物中首先产生出来的不可能既是蒙古液又是其他东西。或许，

新液不是在绝对意义上首先从食物中产生的东西，而只是那

些未被消化的东西中的第一者，如若是这样，未被消化就应

该添加上；因为根据其他说明，如果黠液不是一切产生物中

的第一者．这个论断就不真实。 15 

再次，要考察论断中是否有某一成分不属于同种的所有

事物；因为这样下出的定义比使用普遍适用的属性来下定义

还要糟糕。因为在那种场合．如若剩下的论断是主体的特 20 

① 参见柏拉图：《斐德罗》• 245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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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整个定义也就会是主体的特性；原因在于，如果完全真

实的某个成分被添加于那些特性时，整个定义也定会成为主

体的特有说明。但是，如果论断中有某一成分不属于同一种

的所有事物，作为整体的论断也就不可能是主体的特性；因

25 为它不能与被陈述的主体换位。例如，把两足行走的动物定

义为四肘高就是如此；因为这样的论断不能与被论断者换

位，因为四肘高不属于同种的一切事物。

再有，要考察他是否同语反复。例如把欲望说成为了快

乐的欲求；因为一切欲望都是为了’快乐的，因此，为了快乐

30 与欲望就是同一的口照此推理，欲望的定义就成了为了’快乐

的为了快乐的欲求；因为说欲望与说为了快乐的欲求没有什

么区别，所以，它们每一种说法都是为了’快乐。或许这种说

法并无悖理之处。因为说人是两足的时，两足的与人就是同

35 一的；而两足行走的动物又与人同一，所以，两足行走的动

物就是两足的。但是．并不因此而11±1，现悖理；因为两足的并

不陈述行走的动物（假若如此，两足的就会两次陈述同一个

14} a 东西了）．而是被用于说明两足行走的动物，因此，两足的

仅仅陈述了一次。欲望的情形也如此F 因为为了欢愉并不是

陈述欲求，而是陈述这整个短语，因此．这里的陈述也仅仅

出现了一次口可见，悖理并不在于同 ιa词说了两次，而在

5 于多次使用某个语词来陈述同一个东西．就像克色诺克拉底

说谨慎是对存在物的规定和深思一样。因为规定 f的东西就

是某种深思熟虑过的东同．冈此，当他再添加深思熟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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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将同一表述说7两吹 n 那些把凉说成是热本性的缺乏

的人也犯 f同样错误q 因为所有缺乏都是本性具有的东同的 10 

缺乏．因此．添加上本性的乃属多余，说热的缺乏也就足够

f ，既然缺乏本身就已经表示出了热就是指的本性的热a

再汰．要考察他说了一般性的语词后，是奋义添加了特

妹性的语词。例如，如果他说过公平就是有利和公E的减 15 

少 a 因为公芷乃是某种有利，所以，它是被包含在有利之中

的。这样，公正就是多余的语词。原因在于他在说了一般性

语词之后又添加了这种特殊性语词。如果把医学说成为了动

物和人的健康的知识，或者把法律说成对本性美善和公正之

物的映像，情形也如此：因为公正就是某种美善的东四。因 20 

此，他是多次述说了同一的东西。

<4> 要看对方的定义是再正确，就应通过上述这些以

及诸如此类的方法来考察。而要看他述说的和定义的是杏是

事物的本质，则应从下述方式出发来考察。 25 

首先，看他是否没有通过在先的和较易理解的语词来作

成定义。因为提出定义就是为了有助于理解主体的含义，而

我们理解它不是依据某些巧合的语词，而是依据那些在先的 30 

相更容易理解的语词，就像在证明中所做的一样（因为适用

于任何一种教授和学习活动）；因此很明显，不是通过这类

语词下定义的人就是没有作出定义。如其不然．同一东西就

将有多种定义；因为显然，通过在先的和更容易理解的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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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来作成的就是更好的定义，这样，二者就会成为同一个东西

的定义了。但是，这是不为一般人所赞同的看法。因为每一

个存在物都只有单一的本质；所以，如若出现了同一个东西

的多种定义，由每种定义所揭明的本质在提出定义的人那里

14111 就应该是同一的；但实际上，既然定义各异，揭明的本质也

就不会相同。因此显然，凡是没有按照在先的和更容易理解

的语词来下定义的人就是没能给出定义。

不按更容易的语词来作成定义的情形有两种；或者是使

用了在绝对意义上更不容易理解的语词，或者是使用了对于

5 我们来说更不容易理解的语词。因为这两种情况都是可能出

现的。绝对意义上在先的东西比在后的东西更容易理解。例

如，点比线、线比面、面比体更容易理解，就像元一比数更

容易理解一样，因为它先于数并且是一切数的本原。同样．

字母比音节更容易理解。但是对我们来说，有时却会出现倒

转过来的情况。因为体最容易被我们感觉到，面又比线，线

10 又比点更容易感觉。多数人理解到的是诸如体、面之类的东

西；因为体、面能被凡夫俗子理解．而线、点之类则只能被

具有准确而优秀思想的人所理解。

在总的意义上，最好是通过在先的东两力图理解在后的

东西；因为这样的方式更为科学。但是，对于那些不能通过

15 这种方法获知的人来说．通过适于他们理解的语词来作成论

断也同样是必要的。点、线和面的定义就属于这种情况n 因

为所有这些定义都是通过在后的东西来证明在先的东西1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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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们说点是线的限．线是面的限．而是体的限。但是必须

注意，这种方式的定义不时能揭京被冠义对象是什么，除非 20 

碰巧同－事物既对于我们是更容易理解的，又在总体意义上

是更容易理解的。因为一个i正确的运义应该是指照种加属差

的方式作出的．而种和属差是tt属在总体意义上更容易理解

的东西啻也是先于属的东西。因为种和属差取消时，属也被

取消了，因此．它们先于属。而且，它们也更容易理解，因 25 

为当属被认识时，种和属差必然也被认识（因为认识了人的

属必定已经认识了动物和两足的东西λ 但是．当种或属差

被认识时，属却不必然被认识，因此，属更不容易被理解。

再有．按其真实情况而言，那些陈述这类定义的人，即从理

解个别性的东西出发的，结果就不得不说同一事物有多个定 30 

义。因为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事物更容易理解，但对于所

有的人来说，同一的事物并不是同等地更容易理解。因此，

相对于每个个别的人，就会提出不同的定义，如若这种定义

必定要从对每一个更容易理解的角度出发来作出来的话。再 35 

有，对于同一个人来说，不同的事物在不同的时候也更容易

理解。首先是那些感觉对象，当对它们的认识更为精确时，

就会出现换位性陈述，因此，对于那些断言定义应通过对每 1422 

个个别事物更容易理解作出的人来说，同一个定义不会总是

被同一个人所提出。因此很显然．不应该按照这样一类语

同，而应该根据在总体意义上更容易理解的语词来作成定

义。因为只有这样，那单一而同一的定义才会不断产生。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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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意义上理解的东西或许并不是一切人所认识的那种东西，

而是那些智力超群、天资聪敏的人所理解的东西，正如总体

10 意义上的健康是指那些身体素质良好的人的健康一样c 所有

的这些情况都应给予密切关注，并在实际的论辩场合中予以

使用。但是应该承认，一个定义也是最有可能被推翻的，如

若下定义的人碰巧既不从总体意义上更容易理解的东西，也

15 不从对我们来说更容易理解的东西出发来作出论断的话。

不按照更容易理解的东西来下定义的一种方式是通过在

后的来说明在先的东西，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那样。另一

20 种方式是通过设定义的和处于运动状态的东西来对处于静止

状态的和被定义了的东西作论断。因为静止的和被定义了的

东西要先于没有定义的和运动的东西。

不按照在先的东西来下定义有三种方式：首先．如果他

通过对立的一方来定义对立的另一方，例如，通过恶来定义

25 善 E 因为对立的双方在本性上是同时的。而且，按照有些人

的看法，对这二者的知识也是相同的，所以，对立的一方不

能比另一方更容易认识。但是也不要忽视这样一点 z 对有些

东西的运义不可能采用其他万式。例如，如若没有半就不能

30 定义倍，那些要在关系中自身才能被陈述的东西也是如） Jft: 

因为对于所布的这类情形来说？它们的存在是和它们与某物

具有何种关系同一的，冈此，如若没有另一方．就不能认定

这→方，因而一万必然要被包含在另一万的论断巾。这样，

我们就不仅府当认定所有这些情况，而口嘈还要把它们当作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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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是便利的原则加以使用。

另外『如果他把一个被定义的词用于自身中，当被运义

的那个词在表面十没有使用于白身时‘这种情况容易被忽

视。例如，如果有人阻末阳起义为在白昼出现的星体就是如 14zu 

此：因为当某人要说明白昼时，就得使用太阳。要考察这类

情形，就应当用论断去取代名称，例如，把自昼说成是地球

上空太阳的移动：肉为很明思，说地球！二字太阳的移动的人 5 

也就用了太阳这个词，所以，说明白昼的人就使用了太阳。

再有，看对方是否通过相互区别的一个对等成分来定义

另一个对等成分。例如，把奇数定义为从元一看比偶数更大

的数。因为来自同一个种的相互区别的若干对等成分在本性 10 

上是同时的，奇数和偶数就是这样的对等成分；因为它们二

者都是数的属差。

同样，也要看对方是否通过低层次的东西来定义高层次

的东西，例如把偶数定义为可以分为二的数，或者把善定义

为德性的状态。因为分为二的表述是从来的，而二就是一个

偶数，同样，德性就是某种善，所以，二和德性是偶数和善 15 

的低一层次的语词。再有，为要说明低层次的语词，人们也

必然要使用高层次的语词。因为说明德性的人要使用善，既

然德性只是某种善；同样，想要说明分为二的人也得使用偶

数，既然分为二表明要由二来分，而二是一个偶数。

<5> 总之，上面所说的这些表现是不按照在先的和更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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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理解的语词来作成论断的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则是要

考察，虽然主项是在种中，但是否没有把它置人种中。这类

错误总是出现在本质没有被首先置于论断中的场合，例如把

25 有三维性的东西说成物体的定义，或者有人把知道计数的东

西当作人的定义。因为他没有说明具有三维性的本质或知道

计数的本质；而种则意味着要表现本质，并且是置于定义中

的第一个语词。

30 再次，要考察对方用以提出定义的语词是否只适于许多

事物而不适于一切事物。例如．他是否把文法定义为书写的

遣词造句知识；因为还应添上它也是阅读的知识。因为称文

法为书写的知识并不比称文法为阅读的知识多规定些什么，

所以，它们两者都不是定义，只是说明，既然同一东西的定

143a 义不可能是多个。在有些场合（如像上面的说法），这是真

实的，但在另一些场合却没有真实性，例如，当主语在本性

上不适于两种说法时，譬如把医术定义为造成疾病和健康。

因为医术造成健康是由于本性．而它造成疾病则是由于偶

然。因为医术造成疾病的说法完全不合洁。所以，把医术定

5 义为既造成健康又造成疾病的人并不比说医术只造成其中某

一结果的人陈述得更正确，甚至还会更糟，既然不是医生的

其他人也能造成族病。

再有，在被定义的语词相关于多个事物时，就要考察他

所规定的东问是否不相关于更好的事物．而是相关于重坏的

10 事物 p 因为一般都认为，一切知识和能力都是相对于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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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

再有. hn果他没有把被陈述的话同置于特性的种中，就

要从有夫种的那些基本规则出友予以考察，就像前面说过的

那样①。

再有，要考察他的陈还是存省略掉了种。例如，如果他 15 

把公正定义为产生平等的一种状况，或者是平等的分布。因

为这样的寇义省去德性。正因为省去了公正的这个种，所以

就没有揭示出它是什么：肉为特殊事物的本质是存在于它的

种中的。这也没有把与主体相同的东西置于它的最近种中；

因为把它置于最近种中的人就说明了一切更高层次的种，既 20 

然一切更高层次的种都陈述那些更低层次的种。因此，或者

它应该被置于最近的种中，或者通过定义最近的种，所有的

属差应被添加到更高层次的种上。这样，他就不会省去什

么．而会用更低层次的种来代替所论说的那个语词。但是．

仅仅陈述更高层次的种自身的人并没有说明更低层次的种 z 25 

因为称某物为植物并没有说明它就是树。

[6] 再次．至于属差方面的情况，也要以同样方式去

考察对方是杏也像说明种种属差那样说明属差。因为如果他

没有按照主体特有的属差来下定义，或者他所陈述的那一切 30 

根本就不可能是属差（例如动物或实体），那么很明显，他

①见 139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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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没有下定义；因为上述的这些语词并不是属差。还要看是

杏存在着与所陈述属差相区别的对等成分；如果没有，所述

的就显然不应是该种的属差。因为一切种都是靠了那些相互

35 区别的对等成分的属差才区别出来的，就像动物是靠行走

的、有翅的、水栖的和两足的来和其他种区分一样。或者，

143b 还要考察虽然存在着相互区别的对等成分的属差，但它是否

并不适于那个种。倘若如此，它们显然不可能是该种的属

差；因为一切相互区别的对等成分的属差趋近于那个特有的

5 种那样，也要考察尽管它适于种，但被添加到种上的东西是

杏并没形成属。倘若如此，它显然就不可能是该种的属方面

的属差；因为与种在一起的一切属方面的属差都要形成一个

属。但是，如果这个语词不是属差，已被陈述的那一个也就

10 不会是，既然它是与这个语词相区别的一个对等成分。

再有，要考察他是杏用杏定语词来区别种，如像有些人

把线定义为无宽度的长度那样，因为这种定义只不过表明了

15 它没有宽度而已。因此，就会推出种分有它的属的结论；因

为一切长度都或者无宽度或者有宽度．既然肯定或者否定适

于→切，所以，线的种，即长度就或者元宠皮或者有宽度u

但是，无宽度的氏度不过是对于属的论断，有宽度的长度也

20 同样如此。因为元宽度和有宽度都是属差，而对于属的论断

是属于属差和种的，因此，种也就应该包容属的论断。同

样，在也应废包含属差的论断，既然上述的属差中必然有一

个要陈述种。上述的方式对于设定理念存在的那坦人是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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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因为如若有民度自身存在，它将如何陈述有宽度或者没 刃

有宽度的种呢？冈为这两种说法中的某一种必定适于一切长

度，既然它会运于种。但是，这个结论是不可能推出的 F 因

为事实是．有些长度无宽度而有战长度有宽度。因此，这种 30 

方式仅仅对于那些断言一切种在数目上都是单一的人有用。

而这正是那些设定理念存在的人所主张的：因为他们宣称，

氏度自身和动物自身才是种。

当然．在有的场合．下定义的人必然要使用杏定语词． 35 

例如缺乏的各种情形。因为盲就是本性上应具有但实际上不

具有视觉。使用否定语词来区分种与在相互区别的对等成分

巾必然地使用和肯定语词对立的杏定语词来区分种，这两种

做法没有什么区别，例如，如果具有宽度的长度作为一个定 14午’

义出现口因为与具有宽度的长度相区别的对等成分是没有宽

度的长度，而不是别的什么，所以．种再次被否定的语词区

分了。

再有．要考察对方是杏把属设定为属差，就像有些人把 5 

傲慢定义为与嘲弄相伴的骄横一样；因为嘲弄就是某种骄

横，所以，嘲弄不是属差而是属。

此外．要考察对方是否把种说成了属差，例如，说德性 10 

乃是一种善的或优良的状况；因为善是德性的种。当然，如

若同一事物确实不可能存在于两个互不包含的种中，那么，

善或许就不是种而是属差；因为善并不包含状况．状况也不

包含善；因为并非一切状况都是善，也并非所有善都是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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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因此，二者不会都是种。既然状况已被确定为德性的种

了，那么，善就显然不再是种，而毋宁作为属差。再者，状

况表明了德性的本质，善表明的都不是本质而是性质；而一

般都认为，表明某种性质的东西应该是属差。

20 也要看被规定的属差所表明的是否不是某种性质而是一

个特殊物。因为一般认为，属差总是表明性质的。

也要考察属差是否只偶性地属于被定义的东西。因为没

25 有一个属差偶性地属于主体，正如没有一个种偶性地属于主

体一样；因为属差不可能属于又不属于某物。

再有，如果某人用属差、属或者归之于属的某个具体事

物来陈述种，他所作出的就不会是定义。因为上述的这几种

30 情形没有一种可能陈述种，既然种所断言的外延比它们都更

宽。再有，也要考察种是否用来陈述了属差；因为一般的看

法是．种并不陈述属差，而是陈述被属差陈述的那些东西。

例如，动物陈述人、牛以及其他行走的动物，但不陈述对属

作出陈述的属差本身。因为如若动物要用来陈述每一个属

35 差，许多动物就会陈述属了；因为属差就是陈述属的。此

外，如若属差是动物，所有的属差就或者是属或者是不可再

144h 分的个体了：因为每个动物都或者是属或者是不可分的

个体u

同样，也要考察属或者归之下属的任何具体事物是存陈

述了属差；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既然属差断言的外延要比属

5 更宽。此外，如若某个属陈述了属恙，就会推出属差是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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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来 f 因为如果用人来陈洁属差，属差就显然是人＠再

有．要考寝属差是杏没有先下属 s 因为属差应该后于种而先 10 

f届日

也要考察邵个被断定的属差是否是既不被它包含也不包

含宫的另外一个不同的种。因为一般说来．同一个属差不能

分属于两个主不包含的种。如若不然，就会推出同一个属存

在于两个互不包含的种中的结论。因为每一个属差都跟随于 15 

自己特定的种．正如行走的和两足的跟随于动物一样。因

此，如若每个种也陈述被属差所陈述的东西，那么显然，属

就存在于两个互不包含的种中。或许同一个属差分属两个互

不包含的种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增加一个说明：这两 20 

者并不同属一类。因为例如，行走的动物和会飞的动物是不

能互相包含的种，而两足的则是它们二者的属差。因此，要

添上这二者不同属一类的说明；因为它们两者都属于动物。 25 

既然同一属差可能分属于两个不相互包含的种，那么显然．

属差就并不必然地要跟随于每一个特有的种了；但是，它跟

随的必然只能是另外一个，而且比它更高一层，就像两足的

跟随于会飞的或行走的动物一样。

也要看对方是否把在什么之中的东西设定成了本质的属 30 

差。因为一般认为，在位置方面并不能使一个本质和另一个

本质相互区别。因此，那些用陆行和水栖来区分动物的人是

不对的．因为在陆行和水栖只是表明位置的不同。或许这种

指责有失公允，因为水栖的可能不表示在什么之中，也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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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示位置，而是表示某种性质：因为即使在干燥的陆地上．它

也同样是水栖动物。在干燥的陆地上生活的动物也如此，即

使处于水中，它也仍然是陆行动物而不是水柄动物。但是．

14511 如若属差表示的是在什么之中的存在．那么显然，他就犯了

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再有，要看对方是否把承受设定为属差。因为一切承受

5 在其强烈时都要背离或者改变本质，但属差并不如此。一般

认为，属差更多的是要保持其属差所以存在的那东两，并

且，如若没有适当的属差，个体就根本不可能存在；因为如

若行走的不存在，人也就不存在口从根本上说，在涉及可变

10 事物时就没有什么是它的属差：因为所有这些东西在其强烈

时都会背离或者改变本质。因此，如若对方把这类东西设定

为属差，他就犯了错误；因为我们所说的属差是根本不会发

生变更的。

也要考察对方是否没有把关系词的属差设定为对另外某

15 物的关系；因为关系词的属差也是关系，就像科学的情形一

样。因为科学被分为理论的、实践的和创制的，而它们每一

种都表示一种关系 1 因为它或是沉思什么，或是创制什么和

做什么。

也要考察下定义的人是否把每一个关系词指定给 f本性

20 上相关的东西。因为在关系词中，一些只能被运用于本性！：

与它们相关的每种东西，而不能用于其他的相关物，另一些

义只能用于本性上与之相关的另外的东西。例如，视觉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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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看，也许可用刮皮器来排除什么，但是，如若有人把刮

应器定义为有关抽取液体的t具．那他就错了：因为这不是 25 

在本恃．上与它相关的用途。所谓本性上相夫的定义是 z 它本

应具有或适于的东西．创作为明智的那个明智人以及有关个

体的特有知识。

或者．也要考察这种情况t 当一个词碰巧有多种关系

时，对方是否没有指出它的首要夫系。例如，他是否把智慧

规志为人和灵魂的德性．却没有定义为推断能力的德性。因 30 

为智慧首要的还是推断能力的德性；正是如此，灵魂和人才

被说成是有智慧。

再有．如果被定义的那个语词被说成是承受、次序或者

其他什么时，事物不能容纳它，那么，他就犯了错误。因为

一切次序和一切承受都自然地发生于有着次序和承受的事物 35 

中，就像知识作为灵魂的次序处于灵魂中一样。但是，人们

有时也在这样的一些问题上犯错误，例如，他们把睡眠说成

是感觉的无能为力，把困惑说成是相反论断的势均力敌．把 145b 

痛苦说成是由暴力造成的结合部分的分离。因为睡眠不属于

感觉，当然，假如它真的是感觉的无能为力，它就会是感觉

的属性。同样．困惑不属于相反的论断，痛苦也不属于结合

的部分；因为假若如此，元生命的那些东西也会有痛苦了，

既然痛苦是被包含在它们之中的。如若把健康的定义说成热 5 

与冷的平衡．情形也如此z 因为倘若这样，热的东西和冷的

东西也就必定具有健康了。因为每一种平衡都存在于具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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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的事物之中，所以，健康也应该存在于它们之中。此外，

10 还会推出一个结论：以这种方式下定义的人是把承受者置于

行为者之中，或者反过来把行为者置于承受者中了。因为结

合部分的分离不是痛苦，而是造成痛苦的原因；感觉的无能

为力不是睡眠，而是一方造成了另一方；因为或者我们去睡

15 觉是由于感觉已无力，或者我们失去感觉能力是由于已经睡

着了。同样，一般认为，相反论断的势均力敌是造成困惑的

原因；因为当我们就一个问题的两方面作出了论断时，似乎

20 每一方都同样的有道理，发生困惑就在于我们两方都想

采纳。

此外，考察一切时间，看是否有某种不一致的地方。例

如，把不死的定义为现在没有毁灭的生物就是如此；因为一

个生物现在没有毁灭就是现在不死。或许在这种场合推不出

这个结论；因为现在没有毁灭的含义是不清楚的。因为它或

25 者表示现在还没有被毁灭，或者意味着现在不能被毁灭．或

者表示像现在一样绝不会被毁灭。因此，当我们说一个生物

现在没有毁灭时，我们就意指它像现在一样绝不会被毁灭。

而这种含义与说宫不死是相同的，所以，就不能得出它只在

现在不死的结论。但是．在日若在论断中所妞定的东两只能属

30 于现在或过去，而名称所包含的含义又不是如此属于，那

么，它们所指称的就不会是同一个事物口冈此，要像1：述一

样使用这种方式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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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还要考察按照某种其他方式来说明这个被定义的

语词是否会比已经提出的这种论断更好。例如，如果把公正 3~ 

定义为分配平等的一种能力。因为比起能够分配平等的人

来，对分配平等能审慎选择的人更是公正的人．所以．公正

不应该是分配平等的一种能力。因为假若如此，最有分配平 1468 

等的能力的人就会最公正了。

再次．要考察是否被定义的对象包含了更大的程度，而

论断规定的东西却没有，或者反过来，是否论断规定的东西

包含了更大的程度．而被定义的对象却没有。因为如果论断

规定的东西与被规定的对象同一的话，它们二者就应该要么 5 

都包含更大的程度，要么都不包含。此外，如果二者都包含

更大的程度．也要考察是杏并不同时增长。例如，把爱定义

为对异性交往的渴望就是如此z 因为更爱的人对异性并无更

多的渴求，因此，这两者并不同时包含更大的程度。如若它

们是同一的，就应该同时如此。 10 

再次．当面临着二者择一的设定时，要考察在被定义的

对象更多适应之处，论断的说明是否更少适应。例如，如果

把火定义成最精细部分构成的物体。因为火更多的是火焰，

但最精细部分构成的物体，与其说是火焰，而不如说是光； 15 

可见，如若二者同一，就应在更大的程度上属于同一个东

西。再有，要考察一方是否同等地属于被设定的两者，而另

一方则不同等地属于两者，而是在更大的程度上属于其中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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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个。

再次，要考察对方是否把相关于两者的定义个别地提了

出来。例如，把美好定义为悦目或悦耳的东西，或者把存在

25 定义为能够被他物作用或者能够作用于他物的东西。因为如

果是这样，同一事物就会既美好同时又不美好，既存在同样

又不存在。因为如果悦耳的东西与美好相同，那么，不悦耳

的东西就会与不美好相同。因为对于同一的事物来说，它们

的那些对立面也是同一的，不美好是美好的对立面，不悦耳

是悦耳的对立面。因此显然，不悦耳就是与不美好相同的。

30 所以，如若某物悦目但不悦耳，那么，它就会既美好又不美

好。以同样的方式，我们也能证明同一事物既存在又不

存在。

再有，在所提出的定义中，作成种、属差和其他一切语

35 词的论断，用以取代那些名称，并考察是否有什么不一致。

(8] 如若被定义者自身或它的种是关系词，就要考察

146b 对方在定义中是否没有表述出与自身或种的关系。例如．如

果他把科学定义为确切不移的观念，或者把意愿寇义为尤苦

痛的向往。因为一切关系词的本质都是与别物相关，既然每

一个关系词的存在都是与某种关系的存在同一的Q 因此，他

就应该础知识说成知识对象的观念，把意愿说成是对善的向

G 往。如果他把立法定立为文字的科学．情形也一样 p 因为他

在定义中应该提出或者与该词自身或者与该词的某个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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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或者？也要考察他是沓没有提出与所论关系词相关

的那个目的。日的乃是每一特殊物巾最好的东西，或者是其

他一切所为了的东西。而最好的东西或终极的东两就应该被

陈述出来。例如，不应当把欲望说成为f快乐，而是为f俯 10 

悦 p 因为正是为了愉悦，找们才选择了快乐的事情。

也要考察对方是否把生戚或活动当成与他所规寇的语词

相关。因为生成或活动都不是目的：因为和正在生成与正在 15 

活动相比，完成了的活动和已经生成了的东西更是目的。或

许这种说法并不完全真实；因为与获得了的愉悦相比，绝大

多数人更为喜欢那正在享受的快乐，所以，人们就更会把正

在进行的活动而不是把业已完成的活动当成目的。

再次，在有些场合，要考察对方是杏没有确定数量、性 20 

质、位置或其他方面的属差。例如，当他想评判一个人对名

利的抱负到底是什么以及有多大的时候；因为人人都有对于

名利的欲求，所以，只说欲求名利的人有抱负是不够的，还

应加上上述的那些属差。同样．也应该说明贪爱钱财的人欲

求的钱是多少，或者放纵声色的人欲求的是什么性质的快 25 

乐，因为并不是把醉心于任何快乐的人都称之为放纵声色，

而是仅指沉醉于特定快乐的人。或者再有．当把黑夜定义为

笼罩着大地的阴影，把地震定义为大地的运动，把云定义为

空气的凝聚，或者把风定义为空气的运动时，就要增加上数

量、性质以及驱动这些运动的原因。在诸如此类的其他场合 30 

中也是如此。因为把任何所要涉及的属差省略掉的作法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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昧着没有说明它是什么。而人们往往总是针对不足之处发

难；因为地震并不是任何种类、任何程度的大地运动的结

35 果，同样，风也不是空气的任何种类、任何程度的运动。

此外，在涉及欲望以及类似的其他场合时，要考察是否

没有增加表面的这类字眼。例如，在向往是对善的欲求，嗜

14 7a 好是对快乐的欲求的定义中，就没有表面的善或者表面的快

乐的限制。因为具有这类欲求的人往往没有把握到善或快乐

的本质，因此，他们所欲求的就不是真正的善或快乐，而仅

仅是表面的东西。所以，人们在作规定时应加上这类限制。

5 但是，设定理念存在的人如若要提出上述的限制，他就必定

会引向理念。因为没有一种表面的东西能够是理念，相反，

一般认为，只有在和理念的关系中才能表述一个理念。例

如，意愿自身是对于快乐自身的意愿，向往自身是对于善自

身的向往。因此．它们绝不是对于表面的善或表面的快乐的

10 向往或意愿$因为要设想有表面的善自身或表面的快乐自身

是荒谬的。

(9] 再次，如若定义相关于具有的状况，就要考察具

有者，如若定义是关于具有者的，就要考察具有状况；对于

诸如此类的其他情形也以同样方式考察。例如，如果快乐乎7

15 利于什么，享受快乐的人就是得到了利益。一般说来，在这

类定义中，以这种方式下定义的人会导出定义几种事物的结

果。因为以这种方式定义知识的人也会去定义无知，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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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定义有知识也会去定义没有知识，要定义知道什么也会去

忘义不知道什么 u 因为在这种场合．只要第一个变得清楚

了，剩下的那些也会以某种方式清楚起来。在所有的这种场

合，还要使用源于相反和相符的种种基本原则来考察是否有 20 

什么不一致。

再次，在涉及关系的场合．要考察属是杏被规定为与种

被规定与此相关的属相关。例如，如若观念与观念的对象相

夫．就要考察某个特殊的观念是否与某一特定的观念对象相

关；如果多倍与多部分的东西相关，就要考察某个特妹的多

倍是存与某个特殊的多部分的事物相关；因为如果不这样规 25 

定，显然就会犯错误。

要看语词的对立面是否是论断的对立面。例如，倍的论

断的对立面是杏是半的论断。因为如果倍是超过一个等量， 30 

那么，半就是被一个等量所超过。相反者方面的情形也如

此。因为在相互连结的某一对相反者中，相反一方的论断也

就表述了相反的另一方。例如，如果有益的是造成善的东

西，有害的就是造成恶的东西或破坏善的东西；因为这些表 14 7b 

述之一必然与那个原初语词相反。因此，假如这些表述没有

一个和原初词相反，那么显然，后面提出的那些表述中就会

没有一个是原初词的相反论断，如果是这样，原初的规定就

不会是正确的。既然有些相反者是由于另一个相反者的缺乏

而得到称谓的一一例如，一般认为不等是相等的缺乏（因为 5 

并非相等被说成是不等）一一－那么显然，由于缺乏而得到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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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的那个相反者也必然要通过另一个相反者来定义，但是，

另一个相反者的定义却不能通过由于缺乏而得到称谓的这个

10 相反者来进行；因为如若这样，就会得出每一方都要通过另

一方才能被认识的结论。因此，在对于相反者的讨论中，必

须提防出现这一类的错误．例如，如若有人把相等定义为不

相等的相反者z 因为他是通过由于缺乏而得到称谓的语词来

下定义的。此外，这样下定义的人也必然要使用他所要定义

15 的那个词。如若用论断去取代那个词，这种情况就会明显可

见；因为说不相等的缺乏没有什么区别。这样，相等就成了

相等的缺乏的相反者，可见，他使用了所要定义的那个词。

再有，虽然相反双方没有一方是由于缺乏而得到称谓的，但

20 是，如若论断以这样的方式来规定，例如把善规定为恶的相

反者，那么显然，恶也就是善的相反者（因为这类相反者的

论断也是以同样方式规定的），这样．就会再一次得出他使

用了所要定义的那个词的结论。冈为善蕴含于恶的论断中。

因此，如若善是恶的相反者，而悲与善的相反者没有区别－

25 那么．善就会是善的相反者的相应者：可见．他显然是使用

f所要定义的那个词。

再次．要考察对方在把阴间规定为短缺时．是杳没有规定

短缺的是什么东西？例如，状况的、相反者的或诸如此类的东

同的短缺，并且也要考察对方是百没有添加！二惧本地自然也

成中的东西或者原初地自然生成中的东西曰例如？在J巳元知

称为短缺时，他是否没有说它是知识的短缺，或者．他是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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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增加上自然生成巾的东西，或者即使他加上了，但却没有把 30 

官规定为原初地自然生成中的东西，例如不是规定为推断能

为中的东西而是现过为人或灵魂中的东西。因为如若他没有

做上述的这些事情，他就犯了错误E 如果他没有把盲说成是

眼中视力的短缺，情形也如此u 因为想要正确规定本质的人 148" 

必须既要说明是什么的短缺，又要说明被短缺的是什么。

也要看在对方不把语词说成是短缺时，他是否把它按照

短缺来规定了。例如在对无知作规定的场合，当有些人不是

把元知的含义仅仅当成否定词来使用时，他们就可能会犯这

种错误。因为这种无知不被当成不具有知识，更多地认为它 5 

有一种混乱的东西，由于这样，我们就不把无生命之物以及

孩童称为元知。因此，无知就不能按照知识的短缺来称谓。

(10> 再次，要考察论断中的那些相同词尾是否也适

于表述该词的其他词尾。例如，如果有益的是能造成健康 10 

的，那么，有益地是否是以某种方式造成健康地，已受益的

是否是已经造成了健康的。

也要考察所作出的定义是否适于理念。因为在有些场合

并不如此，例如．柏拉图把有死的加在他对于动物的定义

中。因为理念（例如人自身）不是有死的，所以，这个论断 15 

就不适于理念。此外，如若要加上行为或承受一类的语词，

定义也绝对必然地要与理念发生冲突。因为按照主张理念存

在的人们的说法，理念不能承受也不能运动。对于这些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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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论证是很有用处的。

再有，要看对方是杏按照歧义语来规定了某个单一的共

同论断。因为与名称同一的那个论断所使用的语词是歧义

25 的，所以，如果被规定的定义同等地适于一个多义词的一切

含义，它也就不能适于这个名称之下的任何一层含义。狄奥

尼索斯对生命的定义就是这样，既然他把它规定为由食物滋

养的有机体的本性运动。因为和植物相比，这个定义并不更

适于动物；而一般认为，生命一词不能只用以称谓某一类事

30 物，而是动物有一种生命，植物又有另一种生命。当然，谨

慎地把这种方式的定义规定为同义词，并把所有生命视为

类，这也是可能的；或者他看见了同义词并且想提出一种含

义的定义，然而并没有看到，他已经提出了共同适用于两者

的说明，而没有作出适宜于一种含义的论断。不论他采取这

两种含义中的哪一种，都同样要犯错误。既然有时容易忽视

148h 同义词，那么，在提出问题时，就应该把它们当作多义词使

用〈因为一层含义的定义不会适于另一含义，所以，一般认

为这种定义是不正确的；因为官本应适于多义词的一切含

义），而当自己回答问题时，则应区别它们。既然当提出的

论断不适于词的一切含义时有些回答者把多义词说成同义

5 词，而如若这个论断适于它的两种含史，他们立把同文词说

成多义词，那么，就必须根据这些获得先行论断，或者预先

证明这个词到底应该是同义的还是多义的。冈为有人们还没

10 预见到结果时．是更会同意的。但是，如若在没布什么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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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某人就由于所提论断不适于特有含义而把一个多义词说成

同义词，那就要考察这种含义的论断是沓也迫于其他的含

义 e 因为如若适于．它就显然应该是一个也可用于其他含义

的多义词。如若不适于，就会有多个其他含义的定义。因为

有两种论断可用于适于它们的词，一种是先前提出的，另一 15 

种是后来提出的。再有，如若某人定义了某个多种含义的

词．他提出的论断又不适于一切含义，而且，他又不说这是

一个同义词，而说这个词之所以不适于一切含义乃是由于论 20 

断不适于它们．那么，就必须对这种人说，虽然人们有时使

用与多含义相同的语词，但却应使用那些传统的和已经约定

俗成的术语，而不要随意变更这类东西。

<11> 如若对方提出的是某种复合性语词的定义，就 25 

先减去这复合词某一部分的论断，然后考察定义中的所余部

分是否是复合词所余部分的论断；倘若不是，整个定义也就

显然不是揭示整个复合词的。例如，假如某人把有限的直线

定义为其中心直接处于端点中的一个有眼平面的限。如果有

限的线的论断是一个有限平面的限，那么，其余的论断，即

中心直接处于端点中就应是表述直的，但是，一条无限的线 30 

既无中心也无端点，直线也如此。可见，定义中所余的部分

不是复合词中所余部分的论断。

再有，当被定义的是合成物时，就要考察提出的论断与

被定义物是否具有相同数量的构成成分。当论断中的名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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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动词在数量上与被定义物的构成部分相等时，就意味着论断

具有相同数量的构成成分。因为在这样的场合，所有语词或

}49a 某些语词自身必然出现变化，既然现在比过去并没有断言更

多的语词。这样，下定义的人就应该提出一个论断来尽力取

代所有的那些语词，如果不行，就取代其中的多数语词。因

为在涉及单一语词时也是这样，如若某人要改变那个语词，

就应该下一个定义，例如用外套来取代披风。

5 再有，如若替换后所形成的更不好理解，所犯错误就会

更大。例如，用闪光的有死者来取代白色的人z 因为它不是

定义，而且，像这样说话也更不清楚。

要考察在语词的替换中，它们所表示的意义是否不再相

同了。例如，如果把思辨的知识说成思辨的观念。因为观念

10 与知识不相同。但是，如若整个短语仍然相同，它们也本应

相同；虽然思辨的在这两个短语中是共同的。但其余的部分

则不同了。

此外，也要考察在替换一个语词时，替换的是否不是属

15 差而是种，就像上述的那样。因为思辨比知识更不容易理

解 s 因为知识是种，而思辨的却是属差，种乃是一切语词中

最容易理解的；所以，被替换的不应是神而应是属差，既然

属差更不容易理解，或许这种指责是荒唐的，因为没有什么

妨碍要用最容易理解的语词来表还属差而本表还神？如果这

20 样，那么显然，在表述的语词中要被替换的应是种而不府是

属差。但是，如果不是用语词，而是用论断来替换语词，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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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g，然．提出的1J!成是属差的定义而不是种的定义，既然提

出定义是为了苟助于理解？因为属差比种更不容易理解。 25 

4日果对方提；（ i 的是属差的定义，就要考察这个被提出的

起义对于其他东西是否是共同的。例如，当有人把奇数说成

是有中介的数时，就要进一步表明如何有中介。因为数在两 30 

个论断中都是共同的，但奇数却被新的论断取代替．一条线

和一个体也有中介，但它们却不是奇，因此，有中介不应该

是奇的定义。如果有中介是在多种含义上被述说，就应定义

中介的这层含义是什么。因此，它或者受责难，或者被证明 35 

为没有作出定义。

【12］再次，要考察对方提出论断的那个语词是否存

在，而论断使用的语词是否不存在。例如，如果把自色定义 149b 

为与火混合着的颜色。因为非物体的东西是不能与物体混合

的，所以，颜色和与火温合着的都不能存在；但白色是存

在的。

再有，在涉及关系词时，那些没有区分出与主体相关的

是什么，但却在述说时把它包含在多个事物之中的人或者整 5 

个地或者部分地犯了错误。例如，如果某人把医学说成一门

存在的科学。因为如果医学不是一门存在的科学，他显然是

整个地犯了错误，如果它是某一存在物的科学但却不是另一 10 

存在物的科学，他就是部分地犯了错误。因为它应该是一切

存在物的科学，如果它被断言为是本性的而不是偶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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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话，正如其他一切关系词所有的那样，因为所有知识

的对象都被说成与知识相关。其他关系词也如此，既然它们

全都能够换位。此外，如若提出说明的人不是在本性上而是

15 在偶性上说它是，他就做出了正确的说明，因为每一关系词

都被说成不是与单一而是与众多事物相关。没有什么妨碍同

一事物既是存在的，又是白色的和善的，因此，如若他的说

明与这之中的任何一个相关，他就可能提出了一个正确的说

20 明，既然从偶性上作出说明的人是正确的说明。此外，这种

论断不可能是被说明者的特性 z 因为不仅医学，而且许多其

他科学都被说成与存在的东西相关，所以，它们每一门都是

存在的科学。因此显然，这样的定义不是任何一门科学的定

义；既然定义应该是特定的而不是共同的。

再次，被定义的不是事物，而是具有良好或完善状况的

东西。讲演家和盗贼的定义就是这种类型，如若某人把讲演

25 家定义为能洞察每一场合中可以巧辩的论题并能绕开不是这

种论题的人，把盗贼定义为暗中拿走东西的人。因为显然．

如若他们各自都能如此行为，一个就会是优秀的讲演家，另

一个则会是高明的盗贼。因为并不是暗中拿走了东西的人．

而是想暗中拿走东西的人才是一个盗贼。

再吹，要考察对方提th的能产生、或者做成、或者能以

其他方式作用于他韧的东西是为 f 臼身而值得选择呢，还是

30 为了他物而倩得选择。例如，把公正说成保持法律的手段．

或者把智慧说成产生幸福的原因？因为这种产生者或保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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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f他物而值得选择的东西口或许 F 也没什么妨碍为了自身

而值得选择的东西‘也是为了他物而值得选择的。但是，这

样来忘义为了自身而值得选择的东西的人也同样犯了错误？

因为每一事物中最好的东西都是其实体之中的东西，而为了

自身而值得选择的东西要比为了他物而值得选择的东西更 35 

好，所以，定义更应该表明它。

<13> 要考察某人是否把某词的定义规定为甲和乙，

或源于甲和乙，或甲和乙。如果他把某词定义为甲和乙，就 1soa 
会导致某词既属于两者又不属于任何一者的结论，例如，如

果他把公正定义为节制和勇气。因为假如有两个人，各自具 5 

有公正的一种含义，那么，两种含义放在一起就是公正，但

单独看都不是，既然两个人在一起他们就具有了公正，而分

开来谁也不具有。如果上述例子还不是十分荒唐的话，那是

因为这类情形也确实出现在其他某些例证中（因为没有什么 10 

妨碍两个人的钱放在一起有一个“米纳”，但分开来各自都不

具有这个数），但是无论如何，要说他们有着相反的性质却

似乎是完全荒谬的。这种情形也会出现：如若他们中的一个

具有节制和怯懦，另一个具有勇气和放纵，那么，把二者放

在一起，他们就会具有公正和不公正；因为假如公正是节制

和勇气，不公正是怯懦和放纵。一般地说，所有能用以证明 白

各部分与整体不同一的论证都有助于对上述例子作出反驳；

因为以这种方式作定义的人显然是断言了部分与整体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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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在这些部分的合并极明显的情况下这些论证是特别合适的，

就像房屋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东两；因为显然，各部分的存

在并不妨碍整体不存在，因此，各部分与整体不同一。

如果他不把被定义的东西说成甲和乙，而说成源于甲和

乙，首先就应考察从他所断言的东西中是否不能自然地产生

25 出单一的东西。因为有些东西是如此紧密地相互关联，以至

于没有什么能从它们之中产生，例如线与数。此外，也要考

察被定义者是否自然地产生于最初的某个单一事物中，而那

些他断言产生了被定义者的东西是否不是产生于某个最初的

单一事物中，而是不同的东西产生于不同的事物中。如果是

30 这样，那个被定义者就不可能是从这些东西中产生的。因为

整体必然存在于各部分所存在的那些事物中，因此，整体不

可能存在于某个最初的单一物中，而是存在于众多物中。但

是，如果各部分和整体都是存在于某个最初的单一物中，就

35 要考察它们是否不是存在于同一事物中，而是整体存在于一

个事物中，部分则存在于另一事物中。再有，要考察整体被

毁灭时，各部分是否也被毁灭了。因为应该推出这样的转换

顺序 z 当部分毁灭时，整体也会毁灭；但当整体毁灭时，部

分不必然毁灭。或者也要考察：整体是善的或者是恶的，各

150b 部分是否不是这样；或者倒过来，各部分是善的或者恶的，

整体是否不是这样。因为善戎恶的某物不能从不是善或恶的

东西中产生，不是善或恶的事物也不能从是善或恶的东西中

产牛。或者也要考察，虽然和另一物的恶相比，某一物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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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但从它们二者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是否不具有比恶更多的

善，例如，如果把无耻定义为产生于勇敢和错误的看法就是 5 

如此。因为和错误看法的恶相比，勇敢具有更多的善1 那

么，从它们巾产生的行为照说也应有着更好的结果，或者是

完全的善‘或者是tt恶有着更多的善。或许，如若每一方不

是本性为善或者恶，这个结论就不是必然的 p 因为许多行为

者本性上并不是善，而是被混合在一起时才是善的。或者反 10 

过来说，每个单独的事物是善的，但是，当被混合在一起时

就是恶的，或者既不善也不恶。现在所说的这种情况在引起

健康与疾病的那些东西方面最容易看到。因为有些药物就有

这种性质，单独使用是好的，但如若将二者混合，就是

坏的。

再次，要考察一个由更好和更坏的东西构成的整体是否

不比更好的更坏，或者比更坏的更好。或许这不是必然的， 15 

除非它所由构成的那些部分自身本性是善的；但却没有什么

妨碍整体不成为善，就像刚才所说的那些情形一样。

再有，要考察整体是否与某个部分同义。因为它是不应

该如此的，就像音节方面不能出现这样的情形一样，因为音 20 

节不与构成它的任何一个字母同义。

再有，要考察对方是否没有说明构成的方式。只说由什

么构成对于理解是不充分的；因为每一个构成物的本质并不

在于它由什么构成，而是为什么以这种方式构成，正如一所

房屋的情形一样，因为不论什么材料随便堆放在一起并不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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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所新房屋。

如果对方把某物的定义规定为甲和乙，那么，首先要说

的就是：甲加乙与甲和乙或源于甲和乙是相同的。因为说蜂

蜜加水的人的意思就或者是说蜂蜜和水，或者是说源于蜂蜜

30 和水的某物，所以，如若他承认甲和乙与上述两种说法中的

某一种相同，那么，对它就适于使用与对前面每种说法使用

过的论证。此外，要区分所谓甲加乙的不同含义，考察甲加

乙是否在任何含义上都不可能成立。例如，甲加乙也许或者

35 指在同一个作为容器似的某物中，就像公正和勇敢在灵魂中

一样，或者指在同一个地方或同一个时间之中；如果所说的

这些含义没有一种适于，那么显然，提出的那个定义就不可

lSP 能适于任何事物，既然甲加乙不能是其中的任何一种含义。

但是，如果所区分的那些含义中有适于各自在相同时间内存

在的，就要考察每一方是否可能不在相同的关系中被述说。

例如，如果勇敢被定义为大胆加正确的看法。因为一个人可

能有着劫掠的大胆，并对健康有着正确的看法，但是，这个

5 在同一时间中具有着甲加乙的人就远不是勇敢的。此外，即

使两者均在同一夫系中被还说，例如都相呆于医学〔因为没

有什么妨碍一个人对于医学问题既大胆又有正确的看法），

但是，具有甲加乙的人也并不一定就是勇敢的。因为每一个

都既不应与所说的不同对象相关，也不应与巧合的相同对象

10 相夫，而是与勇敢的目的相关，例如与战争的危险或某种更

具有勇敢目的的东西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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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以这种方式摆出的定义则完全不归属于 L述的区

分。例如，如果把忿怒定义为痛苦加掉以轻心的观念。因为

这个定义是想表明痛苦的出现是由于这一类的观念所引起$ 15 

但是，在所说明了的任何一种含义中，甲由L所引起与甲加

乙都不相同。

[14] 再有，如果对方把整体说成是某些东西的构成

物，例如说动物是灵魂和肉体构成物，那么，首先就要考察 20 

是否没有指出构成的性质是什么。例如，如果把肉或骨头定

义为火、土和气的复合口因为只说出构成物是不够的，还要

进一步表明构成物的性质是什么；因为肉并不是由这些元素

随便结合而产生的，而是肉有肉的构成方式，骨头有骨头的 25 

构成方式。而且，上述的那些东西可能没有一种与构成物完

全相同；因为一切构成物都有一个与之相反的分离物，而上

述的肉和骨头都没有。此外，如果每个复合物都同样可能是

或者不是一个构成的构成物，如果每个构成的动物不是一个

构成物，那么，其他任何构成物也就没有一个应该是构 30 

成物。

再有，如果相反的双方同样自然地存在于某一事物中，

而定义则是根据一方作出的，那么显然，实际上就没有下定

义，如若不然，就会得出同一事物有多个定义的结论。因为

双方都同样是自然地出现于同一事物中，那么，根据相反的 35 

一方下定义的人比根据相反的另一方下定义的人又更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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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些什么呢？如果把灵魂的定义说成是能接受知识的实体，

就属于这种情况；因为它也同样能接受元知。

151 b 再有，如若不能由于不知晓整体而责备作为整体的定

5 义，但可以责备它的某个部分，如若知晓这个部分，而它又

显然没有被正确提出的话。因为如若部分被推翻，整个定义

也就被推翻了。当定义含糊时，就应修正和重新构造它们，

以使某部分清晰并予以指责，然后再以这种方式进行考察。

因为对于回答者来说，他必然要以接受提问者提出的解释，

10 要么自己弄清楚由论断表达的那隐藏的东西是什么。此外，

就像在公众集会中提出一部新法律所惯常做的那样，如若这

部新提出的法律更好，就废除过去的旧法律，下定义的情形

也是这样，人们自己应该提出另一个定义来。因为如果它明

15 显地是一个更好的定义，并更清楚地表明了被定义的东西，

显然，那个业已确立的定义就应被推翻，既然同一事物不应

该有多个定义。

在论及一切定义时，最为基本的是要事先在自己头脑里

对定义的东西形成一个好的假定，或者接受一个已经得到很

20 好表述的定义，因为这必然推出（就像一个固定的模式〉：

人们能够事先看出定义所欠缺的东西以及任何多余的添加成

分，就能更好地提供指责之点。

那么，羔于定义，就说这样一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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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卷

(1) 按照“相同”一词最严格的字面含义（我们已经

说过，相同最严格的含义是指数目上的单一〉来考察事物相

同或是相异，应该从它们的词尾变化、对等词以及对立面出 15lb25 

发。因为如果公正与勇敢相同，那么，公正者与勇敢者、公

正地与勇敢地也相同。对立面的情形亦如此；因为如果甲与

乙相同，那么，按照任何断言过的对立面来说，它们各自的

对立面也是相似的。因为既然它们相似，把一方或者另一方

相互对立就没有什么意义。再有，要从它们的生成者与毁灭 152且

者、生成与毁灭，以及一般地说，从与它们每一方具有同样

关系的东西出发进行考察。因为在它们完全相似时，它们的

生成与毁灭的生成者与毁灭者也相似。

也要考察当二者中的一方在最高级的意义上被述说时， 5 

与之相同的另一方是否也在相同的方面在最高级意义上被述

说。例如，克色诺克拉底就提出幸福的生活和美好的生活相

同，既然在一切生活中，美好的生活和幸福的生活最值得选

择，因为最值得选择的和最大的东西只能是一种。诸如此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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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情形也如此。被说成最大的或最值得选择的各自都应

该在数目上是一，如若不然，就不可能表明它们是相同的。

因为不能必然地这样推论：如果柏洛波勒斯人和拉克代漠利

15 亚人是最勇敢的希腊人，柏洛波勒斯人就是与拉克代谋利亚

人相同的，既然不论柏洛波勒斯人还是拉克代漠利亚人在数

目上都不是一。但是，一方却必然被另一方包含，就像拉克

代漠利亚人被柏洛波勒斯人包含一样。如若不然，即如果一

些不被另一些所包含，就会推出每→方比另一方更好的结

20 论。因为假如一些不被另一些所包含，就必然会得出柏洛波

勒斯人比拉克代漠利亚人更好的结论来。因为他们全都比另

外的那些人更好。同样，拉克代漠利亚人也会必定比柏洛波

勒斯人更好；既然他们全都比另外的那些人更好。这样，就

25 会变成另一方都比另一方更好。因此显然，如若还想表明二

者相同，被称之为最好的和最大的东西就应当在数目上为

一。克色诺克拉底却没有表明这一点。因为不论是幸福的生

活还是美好的生活在数目上都不是一，因此，县然二者都值

30 得选择，但它们并不必然相同，而是一个被另一个所包含。

再有，要考察当相同双方的某一方与第L者相同时，另

一方是否也相同。因为如果它们二者不与同一个事物相同．

官们自己显然也就不彼此相同。

再有，要从它们的那些偶性以及从它们作为偶性所属的

35 那些事物出发来考察。因为一物的任何偶性必远也是另」物

的偶性，而且，如若它们中的一个是某物的偶件，另一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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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定是某物的｛属性。如果在这些方国有某种不一致，它们显

然就不是相同的。

也要看官们二者是否不在一个种类中被陈述，而是一个

表示性质，另一个表示数量或关系。再有，每一个的种是否

不相同，而是一个为善另一个为恶，或者一个是德性，另一 152b 

个是知识。或者，尽管它们的种相同，但表述它们各自的属

差是杏不相同，而是一个的属差是理论的知识，另一个的属

差是实践的知识。其他情形也同样。 5 

再有，从更大的程度出发来考察，看是否一个容纳了更

大的程度，另一个则没有，或者，虽然二者都容纳了更大的

程度，但是否不是同时的。例如，一个更钟情于爱的人对于

性交就没有更大的欲望，因此，爱与性交欲望就不是相 10 

同的。

再有，要从增加的结果出发来考察，看被增加到同一事

物上去的每一个成分是否没有使整体同一，或者要看，从每

一方中抽去相同的成分后剩下的东西是否不相同。例如，如

果某人说过一半的一倍和一半的倍数是相同的。因为当把－ 15 

半的从每一方中抽去后，所剩下的部分本应表现出相同性，

但实际上却没有；因为倍与倍数不表示相同的东西。

不仅要考察某个不可能的结论是否由两者相同的断论中

推出，而且也要考察它是否从一个假定中产生，就像虚空和 20 

充满空气被说成相同一样。因为很显然，如若空气被排除，

虚空就不是更小而是更大了，因为它不再充满空气。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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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某个错误或者真实的假定（因为这并无区别），两个说

法中的一个被推翻了，一个却没有；因此，它们不相同。

25 一般地说，要从每个语词所陈述的事物以及它们被陈述

的事物出发来考察，看是否有什么不一致，因为陈述甲的东

西也应陈述乙，并且，甲所陈述的东西乙也应陈述。

30 再有，既然相同有多层含义，就要考察相同的东西是否

在不同的意义上也相同。因为属上或者种上相同的事物并非

必然相同，或者不可能是数目上的相同，所以，我们要考察

它们在这种含义上是或不是相同的。

再有，要考察如若没有乙，甲是否能存在。因为倘若不

35 能存在，它们就会相同。

<2> 上述这些就是有关相同的不同考察方式。由此可

见，所有关于相同的驳论方式都有助于定义，就像已经指出

过的那样。因为如果语词与它的论断表明的不是同一个事

1538 物，那么显然，这个提出的论断就不会是定义。但是，关于

相同的立论方式却没有一种有助于定义。因为对于立论，证

明了论断的内容与语词相同，并不能充分说明它就是一个定

5 义，因为定义还应具有一切其他已被设定过的东西，

[3] L述这些，就是企图推翻一个定义所要采纳的方

法。但是，如果要想构成一个起义，曹先必须认识到，在论

辩者中，没有一个或很少有人推演出一个定义，而是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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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把这类假定作为起点，例如那些论及儿何、算术以及诸如l

此类的其他掌科的人。其改．也应看到，要严格地指出定义 10 

是什么以及应当如何F足义片属卡另外的探究任务①，现在

能够做的只是有关当下的考察所必需的事情．因此，只需说

明能够做成事物的定义及“所以是的是”的推论。因为如果

定义是揭示事物所以是的是的论断．而定义中的谓项又应该 15 

是唯一在所以是的是中陈述事物的谓项（种和属差都是在所

以是的是中陈述事物的），那么，显然，如若某人假定甲和

乙是唯一在所以是的是中陈述事物的谓项，包含着甲和乙的

那个论断就必然会是定义。因为不可能再有其他东西是定义 20 

了，既然已无其他东西能够在所以是的是中陈述事物。

由此显见，通过推理是能够做成定义的。关于应从什么

出发来构造定义的问题，虽然在另一个地方已经更为明确地

论述过了②，但是，对于当下的探究，同样的方式也是有用 25 

的。因为必须考察那些相反的方面以及其他的对立面，而且

要从整体及其构成部分方面来考察论断。因为如果对立的论

断是对立语词的定义，那么，给出的这个论断也就必然是当

下所说语词的定义。但是，既然相反者可能有多种联结，就应 30 

从中选况其相反者的定义最为明显的那种。那么，从整体上

考察论断就按上述的方式进行，从构成部分来考察则按下列

① 见《后分析篇》，第二卷，（3) - (13)0 

② 同上，【13), (1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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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进行。首先，看提出的那个种设定得是否正确。因为如

35 果它的相反者是在相反的种中，而当下设定的词不是在同一

种中，那么显然，它就会在相反的种中，既然相反的双方必

153b 然或者在同一种中或者在相反的种。再有，相反的属差被认

为是陈述相反者的，就像白的与黑的一样；因为前者能分开

视力，后者能凝聚视力。因此，如若相反的属差陈述的是相

5 反语词，提出的这个属差就会是陈述当下所说的这个词。既

然种与属差都设定得正确，那么显然，提出的那个论断就会

是定义。或许，相反的那些属差并不是必然地陈述了那些相

反者，除非那些相反者是在同一个种中。但是，当种是相反

的时，就不会妨碍相同的属差陈述二者，例如陈述公正与不

10 公正。因为一个是灵魂的德性，另一个是灵魂的丑恶，所

以，灵魂的就作为属差被用于两者之中，既然也有肉体的德

性和丑恶。但是，这只有在相反者的属差相反或者相同的场

合才是真实的。所以，如若相反的属差陈述的是相反者而不

是这一方，那么显然，所说的这个属差就会陈述这一方。一

15 般说来，既然定义由种和属差构成，那么，假若相反者的定

义是清楚的，当下讨论的这个定义也就会是清楚的。因为，

既然相反者或者在同一个种中或者在相反的种中，并且．陈

述相反者的属差也同样或者相反或者相同，那么显然 z 或者

20 同一个神就会陈遥相反者的那个当下所讨论的东西，属差则

或者全部相应．或者一些相应，另一些相同：或者反过来．

属差相同，种则相反 F 或者种和屑差二者全都相反。因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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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二者都相同 t 如若不然，相反者的定义就会相同了。

再有，从词尾变化和对等词出发来考察。因为在这种场

合，种必定跟随种，定义必定跟随定义。例如，如果忘却是 25 

知识的丧失，会忘记就是会丧失知识，忘记了就是丧失了知

识。因此，只要同意这些说法巾的任何一种，就必然会同意

其余说法。同样，如果毁灭是本质的分离，被毁灭就是本质 30 

被分离，毁灭地就是本质被分离地f 并且，如果能毁灭的是

本质的能分离，毁灭就是本质的分离。其他例证也同样。所

以，只要承认了这些说法中的某一种，就会同意其余的所有 35 

说法。

也要从彼此具有同样关系的情形出发来考察。因为如果

健康的东西造成健康，精力充沛的东西就是造成精力充沛， 154a 

有益的东西就是造成善。因为上述的每种情形都同样地和它

具有的特定目的相关，所以，如果其中某一个的定义能够造

成它的目的，其余的每一种情形的定义也会如此。

再有，从更大的和同等的程度出发，通过将两者与另外 5 

两者加以比较，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来立论。例如，如果甲定

义丙比乙定义丙更好，而较为不好的乙是定义，那么，更好

的甲也就会是定义。并且，如果甲是丙的定义与乙是丁的定

义同样好，那么，如果甲是丙的定义，剩下的乙也就是剩下

的丁的定义。但是，当一个定义与两个事物相比较，或者两 10 

个定义与一个事物相比较时，这种从更大的程度出发的考察

就没有用。因为两个事物不能是一个定义，同一事物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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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两个定义。

[4] 刚才所述的这些以及那些从对等关系和词尾变形

出发的考察是最为恰当的方式。因此，尤其应该把握它们并

15 适当地使用它们。因为在许多场合，它们最为有用。至于其

他的方式，要使用最有普遍性的那些，因为它们是所剩诸种

方式中最为现实的。例如，对个别情形的关注以及对属的考

察就是要看它的论断是否合适，既然属与它所属的个别事物

是同名的。这种方式对于反驳那些主张理念存在的人也有用

20 处，就像前面所说过的飞此外，要看是否比喻地称谓语

词，或者把它自身当作另外的东西来陈述。并且，也要使用

某种其他的方式，如果它是普遍的和现实的。

(5> 从后面将要说到的情况会明白，构造一个定义比

25 起推翻一个定义要困难得多，因为自己要识别出并且要防范

被人语间的那些前提是不容易的。例如，种和属差都存在于

被给予的论断中，而种和属差又都是在本质范畴中被陈述

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前提，就不能做成寇义的推理，因

30 为，如果其他的东西也在是什么范畴中陈述某物，那么，该

物的定义到底是所说的这个论断还是另一个论断就不会清

楚，既然定义乃是表明一物本质的论断。从下面所述看很明

① 凡 148314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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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因为完成一件事情耍比完成许多事情更加容易。所以．

对于驳论来说，论证驳倒 j’一点也就足够了（因为只要驳倒

了任何J→点．我们也就会推翻那个定义），但是，对于立论， 35 

必然要把定义中的一切都开齐备才行。此外，对于立论而

言．要有普遍适用性的推理。因为定义应当陈述那个语词所

表示的一切，除此以外，定义也应该能够换位，如若被设定 1541, 

的定义确实揭示了该物特性的话。但是，对于驳论来说，并

不必然要表明普遍性。因为只要证明那个论断不适于该语词

所指称对象中的某一东西也就足够了。而且，如若发誓要一

般地驳倒定义，也不必要将它换位以便驳斥。因为对于一般 5 

的驳论来说，只要证明了那个论断没有表述出该语词所陈述

对象之中的某一个东西就足够了。但是，反过来却不能必然

地表明该语词是否陈述了被那论断所表述的东西。此外，如

果它属于语词所指代的一切事物，而不是属于语词独有，定 10 

义也会被推翻。

在特性和种方面也有同样情形，因为在这两方面，驳论

比立论更容易。依据前面所说，特性方面的道理是清楚的。

因为特性常常是在复杂表述中被提出来的，因此，只要驳倒

了其中的一个成分，就可以驳倒它；但是，对于立论，则必 15 

须推导出一切成分。并且，被说成是关于定义的，几乎其他

一切也能合适地被说成是关于特性的。因为意欲立论的人应

当表明特性属于语词指称的一切东西，而对于驳论，只需表

明特性不属于其中某一个也就足够了。如果特性属于一切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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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西，而不独属于语词，这样也会驳倒它，就像定义方面已经

说过的情形一样。关于种，意欲立论必然只有一种方式，即

表明它属于一切事物；对于驳论，则有两种方式。因为如若

25 表明它不属于任何东西，或者，如若表明它不属于某一特定

东西，原先所假定的种就会被推翻。此外，对于立论，只表

明它属于是不够的，而是要表明它作为种而属于；但是，对

于驳论，表明了它不属于某一特定事物或者不属于所有事物

30 也就行了。就如在其他一切情形中破坏比制作更容易一样．

在这些方面也似乎如此，驳论比立论更容易。

在偶性方面，反驳普遍的东西也比构造普遍的东西更容

易。因为对于立论，必须表明它属于一切，而对于驳论，只

35 需表明它不属于某一个也就够了。但是反过来，在特殊方

面，立论却比驳论更容易。因为对于立论，表明它属于某一

1558 个东西也就够了，但对于驳论，则要表明它不属于任何

东西。

很明显，一切之中最容易的事情是反驳定义。因为在定

义中有多个称谓．所以也就提供了多种反驳的机会，从这种

机会出发，就能做出里快的推理。因为在众多称谓中比在少

5 许称谓中更容易出现错误。此外．也可以通过其他方面对定

义发起攻击。因为如若论断不是特有的，如若被提出来的东

西不是种，如若论断中有某个成分不属于主体．那么，定义

就会被推翻。但是，却不可能依据起义中的那些成分以及其

10 他→切来对另外那些因素发起进攻 s 因为只有与偶性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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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东西对所说的一切才是共同的。因为所说的每－个方面

都必定属于，但是，如果种不是作为特性而属于．种就不会

被推翻。同样．特性并不必然作为种，偶性也不作为种或者

特性，而仅仅是属于。因此，除了定义外．不能依据一些来 15 

攻击另外一匙。那么很显然，一切之中最容易的事情是反驳

定义，但最困难的事情则是构造定义。因为构造定义必定推

演出一切要素（因为所述的东西属于，被提出的东西是种， 20 

而且论断要确当）。除此之外．论断还要揭示事物的本质，

并且这还必须做得正确。

在定义以外的其他要素中，特性是最容易的。因为由于

它常常由若干成分构成，所以，更容易反驳；但是最难于构

造。因为必须把众多成分集中在一起，而且除此以外，它仅 25 

仅属于主体并能反过来被主体陈述。

偶性是一切之中最容易构造的。因为在其他几个方面，

不仅要表明属于，而且还要表明怎样属于，但在偶性方面，

只需表明属于就够了。但是，反驳偶性又是最为困难的，因 30 

为在它之中提供的反驳机会最少。因为在偶性中，并没附加

如何属于元素的说明，所以，在其他的那些方面可以有两种

反驳方式，即证明它不属于或者不如此属于，但是在偶性方 35 

面，除了证明它不属于外就无法反驳了。

成为我们攻击每个问题有效手段的这些方式，差不多已

经适当地列举了。



520 

第八卷

155b [1> 接下来应该叙述排列方面的问题以及如何提问的

问题。意欲提问的人首先应当找到攻击由以下手的地方，其

次，提出问题并自身予以逐个地排列，剩下来的第三点就是

对另外的人述说它们。到找出攻击之处为止，哲学家和辩证

5 论者的考察是相同的，但是，后面的排列和提问则是辩证论

者的特性；因为这类问题全都相关于另外的一方。对于哲学

家和个别领域的探索者来说，虽然推理由以进行的前提是真

实的和熟知的，由于它们离起点太近，以至于能预见结果，

所以往往为回答者所拒绝，对此哲学家并不在意。哲学家所

10 热望的也可能正是他的那些自明的公理最为熟知并且最贴近

起点：因为从这样的公理出发，知识的推理才能构成。

应从何处入手进行攻击的问题前面已经说过了。现在，

要在区分了除必然前提之外的那些人们必须获得的前提以

15 后，来讨论排列和提问方面的问题。所谓必然的前提，是指

通过它们推理才得以进行的前提。除此之外，必须获得的那

些前提有四种：或者是有助于通过归纳来确定普遍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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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能力日宣论断的分量 a 或者是能掩盖结论币或者是能使

i仓ill:更清楚，除这些以外，不需要获得其他前提．而是要通 20 

过它们来扩充和提出问题。那些掩盖结论的前挺有助于争

辩p 但是，既然这类行为全都针对另一方．所以．也就必然

要使用它们。

不应直接从推理要经由的那些必然前提的原初形式出

发，而要尽可能地远离它们。例如，如若想设定相反的知识

相同，就不要说明相反者，而要说明对立者。因为只要确立 25 

了对立者的知识相同，就会演绎出相反的知识相同，既然相

反者是对立者。如若对方不予承认，就要通过归纳，即提出

相反者的特殊事例来说明。因为要或者通过推理，或者通过

归纳，或者既通过归纳又通过推理来确保必然的前提，虽然 30 

也能从它们那非常清楚的原初形式出发。因为从远距离以及

从归纳中得到的结论更不明显，而且同时，如若不能按那种

方式设定所需前提，从它们的原初形式出发也是有用的。除

这些以外的其他已经说过的前提也要为了这些而被确立，而 156a 

且要这样来运用它们每一个 z 通过从特殊到普遍，从知晓到

不知晓的归纳。就一般人或者多数人而言，对于感觉的东西

更为知晓。当要掩盖结论时，就要通过原初命题的推理由以

生成的前提进行预先推论，而且．这种前提应该尽可能多 5 

些。如若某人想不仅推演出必然的前提，而且推演出有助于

它们的某些其他东西，就应当这样做。此外，不要说出结

论，而要在后面的步骤中推演出它们。因为这样，就会使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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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者尽可能地远离原初命题。一般说来，想通过掩盖结论来

10 寻求的人，就该像这样提问，所以，当整个论断已经成为被

问的问题时，而且，当他已经说出了结论时，也仍然要探求

为何如此的原因，这是通过上述方式所能获得的最好结果。

15 因为如若只说出最后的结论，就不会明白它是怎样得来的，

因为回答者不能预见到它是依据什么得来的，也不能详细区

分出先前的那些推理。如果我们不确立这样一些前提，而是

20 靠推理出现的那些东西，就最不可能把结论的推理详细描述

出来。

不确立推理由以进行的那些公理，而是把导致不同结论

的前提加以彼此交换，这种方式也有用处。因为如果设定那

25 些彼此密切相关的前提，就会清楚地预见到依据它们而推出

的结论。

只要可能，也应通过不与语词自身而与对等词相关的定

义来确立普遍性前提。因为当确立一个对等词方面的定义，

而又不是作为普遍性命题承认时，人们就会使自己判断错

30 误。例如，如若把忿怒的人当成是由于受到当面的蔑视而具

有报复欲望的人，并且把忿怒确定为由于受到当面的蔑视而

产生的报复欲望，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很明显，如若这

个论断被确立，我们就会认可一个所需的普遍命题。对于那

些在语词自身方面提出命题的人，则会常常出现回答者由于

35 特别反对使用这类语词而拒绝认可的情形。例如，忿怒的人

并不是想报复 s 因为我们虽然对父母忿怒，但并不是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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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当然，这种反对也可能不真实，因为有些人仪仅由于痛

背如感到悔恨就做出相应的报复白然而，这就产生了某种印 156b 

象 z 开寇那个命题似乎并非不合道理。但在忿怒的定义方

面，却不容易同样地发现反对。

再次，在说明自己的命题时，要做得仿佛不是为了自身

而是为了其他命题。因为人们密切关注的是对于论题有用的

东西＠总而言之，不论提问者想确立的是那个命题还是它的 5 

对主者，都要尽可能做得含糊些，因为如果对论证有用的东

西是含糊的，人们就会说出他们自己所思考的东西。

再有，通过相同性的类比来提问。因为这是一种巧辩方

法，而且，普遍的命题更不会引起注意。例如，既然知识和 10 

相反者的无知相似，相反者的感觉也就相似；或者倒过来，

既然相反者的感觉相似，相反者的知识也就相似。这个方法

相似于归纳，但并不相似。因为归纳是从特殊的东西确立普 15 

遍命题，而在相似性的类比方面，确立的却是一切相似性所

归属的普遍性。

有时，也应该对自己提出反驳。因为对于那些人进行似

乎公正的攻击时，回答者们是不会有怀疑的。加上“诸如此 20 

类的看法乃惯常所有”也有用。因为如果提不出反驳，人们

就怯于改动习惯的看法。同时，在他们自己运用这类看法

时，他们也想小心翼翼地作些改动。此外，不要热情冲动，

即使这样做完全有益，因为人们更容易与热情冲动对立。而 25 

且，要用比较说明提出命题。因为人们更喜欢接受不是为了



524 五、论题篇

自身而是为了他物而设定的那种命题。此外，不要提出实际

上你需要确立的命题，而要提出必然从它得出的那个东西。

30 因为由于从它所推出的那个结论与它没有同样的明显性，人

们就更容易认可；实际上，当这个被确立时，那一个也就被

确立了。要把最想确立的东西放在最后的问题上，因为由于

多数提问者都把最为珍视之点放在开头来说，人们也就最爱

35 否定这些首当其冲的东两。但是，对于有些人，则要首先提

出这类命题。因为那些急躁者最爱认可的是开头的东西，除

非后面跟随的结论十分清楚，而且，他们在最后还会烦躁起

来。那些在回答问题中自认为尖刻狡诈的人也有同样的情

形。因为当他们承认了许多东西后，最后就玩起花招，说结

157a 论不是从确立了的前提中推出来的；但当他们实际上已经认

可时，还坚信自己的惯常做法，而且以为还没有败下阵来。

此外，也可以拖长论证并且把一些无益的东西放到论证中

去，就像那些错画几何图形的人所做的那样。因为只要充塞

5 了众多的东西，错误存在于何处就不明显了。因此，提问者

们有时就悄悄把一些本身不可能被认可的东西提出来塞入

其巾。

为达到掩盖结论，就要使用上述的那些万法？而为 ［ j左

到修饰，则要使用归纳以及区分那些极为相似的东西。什么

10 是归纳已很明显。所谓区分就是，例如，一门科学或者由于

豆Z精确，或者由于有更好的对象而比另一门科学更好 s 而

且．·有些科学是理论的．有些是实践的，有些是创制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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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每一种~分都有助于修饰论证，虽然不能必然地告诉

结论。

为这到清楚．要引用例证和I说明。例证要从孜们所熟知 15 

的东西中得来，例如是荷马的而不是科伊里洛斯的 F 因为这

样，命题就会更为清楚。

[2] 在论辩中，推理更多地要用来对付论辩家而不是

对付众人，但是，归纳则应更多地用来对付众人F 这个问题 20 

前面已经说过了①。在运用归纳时．有时能够提出普遍的问

题．有时却不容易，因为没有一个适于一切相同情况的共同

语词。然而，当需要确立普遍命题时，人们却说所有这类情

形都是如此。但是，要分辨出哪些是这类被设定的东西，哪 25 

些又不是，却是最为困难的事情。正是如此，人们经常在论

断中把它们相互弄错，有些人把不相同的断言为相同，另一

些人则辩驳说把相同的当成了不相同的。所以，自己必须力

图造出一个适于所有这类东西的语词，这样，回答者就不会 30 

辩驳说把设定的东西作为不相同，提问者也不会错误地把不

同的当作相同来述说，既然许多不同的谓项似乎是当成相同

的来言说。

当对众多特殊的东西进行归纳，而对方又不承认这普遍

命题时，要求他提出反对意见就是公正的。但是，如果自己 35 

①见 1Q51l}6-l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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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说明什么东西如此，要求对方提出什么东西不如此就不

公正了；因为应该先进行归纳，然后要求反驳。也可以要求

157b 对方所提出的反驳不要针对被设定的东西本身，除非它是唯

一的一个这类东西，就像二是唯一的第一个偶数。因为反对

者应该在另一个方面提出反驳，或者说明这一个就是唯一的

这类东西。当人们反对一个普遍命题，但提出的反驳不是针

对它本身，而是针对与它同名的东西时，例如说某人会有不

5 是自己的颜色、脚或手（因为画家就会有不是自己的颜色，

厨师也会有不是自己的脚），就要在区分了这些情形后再提

出问题。因为如果忽略去同名的东西，对命题的反驳就会被

认为有道理。但是，如若他通过不反驳同名的东西而反驳它

10 本身来阻碍提问，就应当删去反驳所针对的那一点，提出剩

下的东西并使之成为普遍的，直到确立起所需的东西为止，

例如在忘却和忽略了的场合。因为人们不会赞同失去了知识

的人就是遗忘了它，原因在于，当事物发生了变化时，他就

失去了对于它的知识，但并不是遗忘了它。所以，要删去反

15 驳针对的那一点，而言及剩F的东西，例如，如果在事物还

保持着时，他就已经失去了对它的知识，他就是遗忘了它。

也要以同样方法对付那些反对更大的悲与旦大的苦，相对立的

人。因为他们提出，比强壮的体魄更少善的健康与更大的恶

20 是对立的；因为不[I瘦弱的身体相比，疾病是更大的恶。所

以，在这个例证中，也应删去反驳所针对的B~个东西：因为

一旦删去它，它就更可能被认可，例如更大的恶与更大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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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主－除非一个普跟随着另一个善而出现，就像健康跟随

着强壮的体魄一样。不仅在对方提出反对时，而且如果由于

他预见到这类情形的什么，不提出反对而否认你的命题时， 25 

都应这样傲。因为如果把反对所针对的东两删去．由于他不

能预见到所剩下的论证中有什么不如此，就不得不承认你的

命题1 即使他不承认，当被要求提出反驳时，他也提不出

来。在这类命题中，有些是错误的，有些是真实的 p 在处理 30 

官们时，要删去某些东西，而把真实的留下来。如若依据众

多事例提出了一个命题，而他又没提出反对，那就说明他认

可了。因为辩证的命题就是这样的命题：有众多事例为依据

而又没有什么反对它。

当不用或依据不能推演出相同的结论可能时，如果使用 35 

的是证明而不是辩证的推理，那么，用前一个或后一个方法

进行推理没有区别；但是，如果是在与另外的人论辩，就不

能运用依据不能这种方法来进行推理。因为如果不用不能来 1588 

进行推理，就不会出现歧义；但是，当推演出不可能的结论

时，除非错误十分明显，人们就不会说不能，这样，就不会

出现提问者们想得到的东西。

因此，应当提出有众多事例为依据的、完全没有反对

的，或在表面上无人看穿的命题。因为如果人们不能看穿那 5 

些不是如此的例证，就会当作真实的来承认。

不应当在问句中作结论。如若不然，一旦受到反驳，就

会被认为推理没有实现。因为即使不把结论放在问句中，而



528 五、论题篇

是作为跟随的结果提出来，也常常会遭人否认，而且，通过

这样做，也能免遭那些没有看到结论的得出是依据确认前提

10 的人的非难。所以，当在问句中做结论，而又不说它是跟随

的结果时，就会有人否认它，推理似乎就完全没有实现。

一般认为，并非一切普遍命题都是辩证命题，例如人是

15 什么？善在哪些含义上被述说？因为辩证的命题就是能对它

回答是或不是的命题z 但对于上述的例子，则不能这样回

答。因此，这一类的问题就不是辩证的命题，除非提问者本

人在说之前先作出规定或区分；例如，善难道是在这个或者

20 那个意义上被述说吗？因为对于这类问句，答案就是肯定或

否定，因而容易作出。所以，必须力图像这样提出这类命

题。同时，当自己已经作出规定时，也有理由向对方询问善

在何种意义上被述说，而且，他提出的一定是不同意。

25 不论是什么人，如果长时间地追问一个论证，就是一种

坏的询问方式。因为如果被问的人回答了问题，那么显然，

如若还再问许多问题，或者多次重复询问相同的问题，就或

者是废话，或者是没有推理能力。所以，一切推理都是以很

30 少的前提为依据的：相反．如果没有回答问题，为什么不责

难他或者是干脆停止呢？

[3) 同一个假远难以反驳，但易于主张。自然初始和

自然终结的东两就是这类假定．肉为初始的东两需要定立．

而最终的东四要通过众多环节来实现，如若想从初始东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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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建立一个遥纹的系列，或者论证力图以诡辩形式出现的

币。因为如果不从道当的起点出发并经由连续不断的论证－ 35 

1主到这终点，要证明某个东两就是不可能的。而那些回答者

既不打算给出定义，即使提问者下了定义他们也没在意？但

是．如果被提出的东西显得不清楚，就不容易皮驳。在起点

方面．这类问题最有可能出现。因为只有通过官们，其他东 158b 

西才能得到证明．它们则不可能通过其他来证明：而要知晓

它们每一个，则必然要通过定义。

离起点非常近的那些东西也难以反驳。因为不可能提供 5 

许多论证来反驳它们．既然在它们与起点之间的中间部分

（必然要通过它们来证明后面相随的东西）是很少的。→切

定义中最难反驳的是使用这样一类语词的定义：首先，不清 10 

楚它们单纯地还是多层含义地被述说，除此之外，不知晓对

于它们是在本来的意义上还是在被定义者陈述的隐喻的意义

上使用。因为正是由于不清楚，才不具备遭反驳之点，而

且，也正是由于不知晓这种不清楚是否根源于使用了隐喻， 15 

才不具备被反驳之处。

总之，所有问题．当它难以反驳时，都能被假定为或者

是需要定义，或者是多层含义，或者被隐喻的述说，或者是

距离起点不远，或者是由于它的初始点对我们不清楚．上述

的这些方式，就是难以反驳的原因。因为如果这种方式是清 20 

楚的，那么显然，就或者应下定义，或者应作区分．或者提

（共中间性命题。因为通过这些，最后的结论才能被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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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正确地给出定义，有许多论题就不容易论辩和反

25 驳，例如，一物有一个或众多相反者。通过给出相反者定义

的方式，就会使人们容易比较出同一个东西是否可能有多个

相反者。需要定义的其他东西也以相同方式处理。在数学

中，有时似乎也存在着由于缺少定义而不容易画线的情况，

例如，证明了能分割与一个边平行的线，也同样证明了能分

30 割线和面。如果说明了“同样的”定义，这个含义就立即会清

楚。因为面和线相对于减少来说是相同的；这就是相同比例

的定义。总而言之，如果确立了定义．那些最初的原则（例

如线是什么和圆是什么）是最容易表明的，除非由于没有众

35 多中间环节而不能对它们每一个提出多条辩驳。但是，如果

1598 起点的定义没被确立，就是困难的，甚至有可能整个都不能

进行。这些以及论证方面的情形都如此。

当一个论题难以反驳时，就不应当忽略上面所提出的种

种情况①。但是，当辩驳公理或前提要比辩驳论题更加困难

5 时，就可以怀疑这类设定是否应该做出。因为，如果对方不

予承认，而认为有必要对它进行论辩，他就提出了一个比原

初的设定更艰巨的任务 p 反之，如果他承认，他赖以出发建

立信念的东西就更少。所以．如果不增加问题的困难．他就

10 应承认；如果是通过更为熟知的前提推理，他就不应承认，

或者换言之，对于求知的人来说．就不应承认．除非它更被

①见 1581,16 -Z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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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晓4 但对于仅仅为 f练习的人来说，就应于承认，如若只

有官显得真实。因此很明：w＿， 对于提问者和教师，不能同样

地要求承认白

(4) 应该如何提出不u排列问题差不多已经适当说过

了。关于回答．首先要规定的是．一个好的回答者的工作是 “ 
什么，就像一个好的提问者所做的一样。提问者的工作是这

样 2 支配论证过程．以使回答者由论题必然地说出最悖理的

答案来口回答者的工作则是指出：结论的不成立或悖理似乎

不是由他自己负责，而是由于对方的论题z 因为最初那个不 20 

应该设定的论题可能是某一类错误，而且在设定之后又没有

适当地保持它。

<5> 既然对于那些为了训练和尝试而进行论证的人没

有确定的规则（因为对于教授或学习的人以及争辩的人来

说，他们关注的目的是不同的．而且．这种争辩的人还是那 25 

些为做有益的考察而花费时间相互切磋的人口因为学习的人

总要确立思考的东西；而且，没有一个人企图教授谎言。但

是，当人们在争辩时，提问者似乎必定竭力施加什么影响，

回答者则似乎不愿意承受。然而，在论辩的遭遇中，所做的

论证不是为了争辩，而是为了尝试和考察，没有什么规则被 30 

确定为回答者应当追求的目的，而且，他所给予的或者没有

给予的那种东西，是和正确地或不正确地关注那论题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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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的），所以，既然没有什么由真他人传下来，我们就只有自

己来力罔说些什么了。

回答者必然是通过设定大家同意的或者大家不同意的或

者既不是大家同意也不是大家不同意的论题进行论证，而

1591> 且，大家同意或不同意的东西又或者是笼统的，或者是有限

定的，例如被某人或者自己或者其他人所规定。但是，大家

以什么方式同意或不同意并无区别；因为正确的回答方式是

相同的，即同意或者不同意所问的问题。如若回答者的论题

5 是大家同意的，结论就会是大家同意的，反之亦然。因为提

问者总是想诱导出与回答者的论题相对立的结论。如果他所

设定的论题既不是大家不同意的，也不是大家同意的，得出

的也会是这类结论。既然进行正确推理的人要从大家更同意

的和更熟知的前提出发来证明自己的命题，那么显然，如果

10 提问者设定的是一个大家绝对不同意的命题，对于回答者来

说，就不应承认那个大家绝对不同意的东西，也不应承认那

个大家所同意的东西，而要承认比结论更少人同意的东西。

因为如果回答者的论题大家不同意，结论就会是大家同意

15 的，因此，提问者想确立的前提必然是大家所同意的，而且

会比结论更为大家所同意，如若更不知晓的东西是通过更为

熟知的东西得到的。所以，直II若提出的不是某个这→类的问

题，回答者就不应承认。但是，如果回答者设定的是大家绝

20 对同意的论题．那么显然．结论就会是大家绝对不同意的。

因此，回答者应该承认所有大家同意的东西，以及那些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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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家同意但却比结－论更为大家同意的东西。因为这样，就

会被认为是合适的论辩口如果回答者设定的是既不为大家不

同意．也不为大家同意的论题．情形也如此。因为在这种场

合，也应承认一切显得真的东西，并且，那些不为大家同意

的东西与结论相比，就是更为大家同意的：因为它所得出的 25 

结论就是论证会为大家同意。所以，如果回答者设定的命题

是大家绝对同意或不同意的，就应与大家绝对同意的东西作

出比较z 如果回答者设定的命题并不是大家绝对不同意或同

意的，而是被他自己所设定的，就应当承认或者不承认他自 30 

己判断为大家同意或不同意的东西。如若回答者想保持另一

个人的看法，那么显然，他就应该对那人的思想作出考察，

并承认或否认其中的每一点。正因如此，那些提供其他人看

法的人们（例如善与恶是同一的，就像赫拉克利特所说句，

就不同意相反者不能同时出现于同一物中，而这不是由于他 35 

们自己不相信，而是按照赫拉克利特，他们要像这样说。这

也是那些彼此接受论题的人们所做的事情；因为他们的目的

就是接受论题者可能要说的东西。

<6> 可见，不论他设定的论题是大家绝对同意还是只

为某个人所主张，回答者要达到什么目的都是清楚的。既然

每个被问的问题都必然或者是大家同意的或者是大家不同意 1608 

① 参见残篇 058 和J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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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或者既不是大家同意也不是大家不同意的，并且，被问的

问题又或者与论证相关或者与论证不相关，那么．如若它是

大家同意且又与论证不相关，回答者就应承认和同意它。如

若它是大家不同意且又不与论证相关，回答者也应承认，但

是，要标示出它不为大家同意，以防头脑简单的人草率对

5 待。如果它相关于论证且又为大家同意，回答者就应说明，

虽然它是大家同意的，但是离起点太近，并且，如果要认可

它，设定的命题就会被破坏。如若它相关于论证，又远不是

大家所同意的公理，回答者就应当指出，如果确立这个，就

会导致所提命题极其蠢笨的结果。假如它既不是大家不同

10 意，也不是大家同意的，那么，如果它不相关于论证，就应

不加任何限制地承认；如果它相关于论证，就要说明：如若

它被确立，将会破坏原初的命题。因为这样，回答者就不会

被认为是由于自己的责任而承受．假如他能预见到各种设定

的结果的话z 提问者则可以通过推理提出一切对他来说比结

论更为大家同意的前提。那些企图从比结论更不为大家同意

15 的前提出发进行推理的人显然不是正确的推理。因此，对于

提问者来说，就不应设定这种前提。

[7> 在意义含混和一题多义的场合，也会遇到同样情

形。因为既然给予回答者的是一个不理解的问题．他就要说

20 我不理解．而且．如果是一词多义，他就不必然地要赞同或

者否认，那么显然『在第一种场合，即如若所说语词不清



第八卷 G35 

楚，他就不要害怕说不理解， 1 闵为人们经常被给予他们的含

糊不清的问题所困扰口如若问题显然明f，但是却有多层含

义，而且，如若所说的问题在每一个方面都是真实的或者错

误的，｛也就应绝对地承认或者否认 F 但是，如若所说的问题

在某方面错误而在另一方面真实．就应当指出它有多层含 25 

义，然后说明一种含义错误，另一种含义真实。因为如果仅

仅区分了后半截．就弄不清楚他所涉及的问题是否本来就有

两层含义。如若他没看出两种含义，而是由于只看见了一层

含义就承认了那个问题，那么，当被引向另一层含义时，他

就应当说：当我承认时，我看到的不是它们的这层含义，而 30 

是另一层含义。因为当多层含义归属于同一语词或论断时，

容易发现不一致。如若被问的问题含义清楚而且单一，就必

须回答是或不是。

(8] 既然每一个推理的前提都或者是推理所从出发的

某一个东西，或者是这些东西所为了的什么（当通过许多被 35 

问的相同问题而被设定为有助于某东西时，这就很明显了。

因为人们常常是通过归纳或者相同性来设定普遍命题），那

么．就必然承认一切特殊的命题，假如它们是真实的以及被 160h 

大家同意的；对于普遍命题，却应力图提出反对意见。因为

如果没有实在的和显明的反对意见，阻碍论证就是粗暴之

举。所以，如果不承认表现于许多方面的普遍命题，而又没

有反对意见，就会显得粗暴元礼。再有，如若提不出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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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论证来证明它不真实，就会被认为更为粗暴。但是，即使这

样也还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具有许多与被承认的看法相反

的，而且难以解决的论断，就像芝诺关于不可能运动和穿

过一个“斯塔得”长度的论证一样①。但是，不要因此而承

10 认与这些对立的观点。所以，如若提不出反对意见和相反论

证而又不予承认，显然就是粗暴元礼的。因为论证中的粗暴

就是在上述方式之外的回答，其目的是破坏推理。

<9> 如要提出一个论题和定义，应当事先对自己提出

反驳，因为他要反驳的显然正是提问者们由此出发攻击他所

15 设命题的那些依据。

应当留心不要提出大家不同意的假定。大家不同意的可

能有两种：一种是从它出发会导致荒谬的说法，例如，如果

某人说一切在运动或无物运动；另一种是品质恶劣的人所选

20 择而与人们的意愿相反的事情，例如享乐是善，施加不公正

比承受不公正更好。人们会憎恨他．因为以为他假定它们不

是为了论证，而是说出了他所想的东西。

<10> 对于论证过程中推演出的错误，解决的办法是

驳倒错误所由产生的依据。即使一个人所驳斥的东西是错误

的，但如果没击中要害．也不会解决问题。冈为一个论证可

① 参见《物理学》. 233“ Zl 以下： z:191’ 9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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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几个错误。例如，如若某人假定“人坐着时在书写飞 25 

··苏格拉底坐着飞就会从这些前提得出“苏格拉底在书写”

的结论。即使驳斥 f “苏格拉底坐着飞也没有进一步解决

论证1 而且．·虽然这里的大前提是错误的，但论i正在这方面

并没有错。因为如若某人碰巧坐着时没有书写，同样的解决

就不会适于这方面的情况。所以，应该驳倒的不是这个，而 30 

是“人坐着时在书写”；因为并非一切坐着的人都在书写。

可见，驳倒了错误所由产生依据的人就完全解决了这个问

题．而知晓论证依据的人也就能知道如何解决．就像在画错

几何图形方面的情况一样。因为即使驳倒的东西是错误的， 35 

但只提出反对还不够，而是要证明它为什么错误。因为这

样，提出反驳的人是杏预见了什么就会清楚。

妨碍论证导致结论的方式有四种：第一是驳倒错误所由 16!8 

产生的依据，第二为对提问者提出反对；因为虽然回答者常

常没有解决问题，但提问者也不能进一步提出问题。第三，

对问题提出反对；因为由于提问不正确，提问者意欲得到的

结论就不会从所提问题中出现，但如果加上某种东西，结论 5 

就会出现。所以，如果提问者不能进一步提出论证，就可以

对他提出反对，如果他能进一步提出论证就对他提出的问题

提出反对。第四种也是最坏的一种，是对于时间方面的反

对。因为有些人对将要论辩的问题所提出的反对要比对当下

所讨论的问题花费更多的时间。 10 

如上所述，反对就有这四种。所说的这些中只有第一种



538 五、论题篇

15 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其余各种都只是妨碍和阻止结论。

[11> 论证的批驳由自身作出时与在提问中作出时一

样，因为被问的人经常没有正确地讨论论证的原因，由于他

不承认正确地论证他的论题所由以出发的步骤。因为要确保

20 双方共同目的的实现，并不仅仅是一方的力量所能为。所

以，当回答者密切注视着与提问者相反的那些东西并且也胡

搅蛮缠时，有时就必然会攻击说话者而不是攻击他的论题。

这样，人们一旦发怒，所做的就不是辩证的讨论而是争吵

了。此外，既然这类论证是为了训练和尝试而不是为了教

25 授，那么很明显，人们所推导出的就不仅有真实的东西，也

有错误的东西，他们所依赖的前提也并不总是真实的，有时

也是错误的。因为当真实的前提被设定时，诡辩者必定常常

要予以推翻，以便提出错误的前提。有时候，错误的前提也

会被错误的前提所推翻D 因为没有什么能阻止一个人更相信

30 不真实的东西，而不是真实的东西。因此，如果论证是依据

于他所认可的东西，他就更会被说服而不是得到益处。想要

正确地改变某人观点的人应该以辩证的而不是争吵的方式进

行，就像几何学家要按几何学的方式推理一样．不论结论错

35 误还是真实。至于进行辩证推理的问题，前面已经说过。既

然妨碍共同事务的人是一个坏的合作者，论证中的情况也显

然一样。因为在这些场合，具有某种其同的目的，除非是彼

16lb 此争夺。对于这些来说，不会两者都达到同样目的；因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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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单→的众多不能获胜。不论是通过回答还是通过提间，他

这样做都无区别。因为不论是以争吵万式提间的人，还是在

同答中不敢认g明答案或不接受’提问者意欲提出的任何问题

的人，都是坏的辩证论者。依据上还显见，对论证自身和对

提问者的应较量不一样的。冈为没有什么妨碍这种情况：论 5 

证是坏的，但提问却可能以最好的方式与回答者论辩。因为

对于那些发怒的人．不能够直接进行所想作的推理，而应进

行可能作出的推理。 10 

既然在人们认可相反者时以及在认可原初物时是不确定

的（因为常常在他们自己言谈时，他们断言相反者，并且先

行反驳，后来又承认它。因此，当被问时，他们就经常赞同

相反者以及原初物），那么，论证就必然会搞糟。但是，要 15 

负责任的应是回答者．既然他不承认这些，而是承认同类的

另一些。所以显然，对于提问者和他们论证的批驳不一样。

论证自身容易受五种反驳。第一，当设定的结论或者一

般而言的任何结论都不能从被问的问题中推出时，当结论所 20 

依赖的一切前提或者多数前提都错误或者不能为大家接受

时，并且，当前提的删减或添加或既删减又添加都不能产生

结论时。第二，如若推理与论题无关，尽管它依据于那些前

提．并且按照前面所述的方式进行。第三，如若推理产生于 25 

某些添加的前提，而这些前提又比所提出的那些问题要差．

并且，和结论相比．也更不容易为大家接受。再有，如若推

理产生于某些应被删减的前提。因为有时候人们假定了比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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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多的前提，所以，不通过它们，推理也能产生。此外．

30 如若它依赖于比结论更不为大家接受的，以及更少可信性的

前提，或者，如若它所依赖的前提虽然真实，但却比问题需

要更多的劳动才能证明。

人们不应要求对于所有问题的推理都同样地为大家接

35 受，并且具有同样的可信性。因为被探索的东西有些更容

易，有些更困难乃属于自然的直接结果，所以，如若某人的

结论是从最可能为大家接受的前提出发作出的，那就是正确

1628 的论证。因此，很清楚，同一个反驳不能既相关于设定问题

的论证又相关于论证自身。因为没有什么妨碍一个论证就自

身而言要受指责，但相关于设定的问题而言则该受赞扬，或

者反过来，就自身而言该受赞扬，相关于设定的问题而言则

要受指责，即使在它从许多容易为大家接受的和真实的前提

5 出发得出结论的时候。得到了结论的论证有时也可能比没得

出结论的论证更糟。如若前者的命题虽然不愚蠢但却是从愚

蠢的前提出发得出结论的；后者则需要添加一些大家能接受

而又真实的前提，尽管论证并不会在这些添加的假定中进

行。批驳那些由错误的前提得出真实结论的人是不公正的，

10 因为错误的结论总是必然由错误的前提推出，但真实的结论

有时也由错误的前提推出，在《分析篇》巾已经清楚地表明

了这一点①。

m 见《前分析篇队第一卷. (l], (Z]. 531.,Z6 以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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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述论证虽然是某物的证明，但如果这个某物是与结

论不相呆的另物时，推理就不是关于后者的。在日若显得是这

样，它就是诡辩而不是证明。哲学的工作是证明的推理，反

驳的工作是辩证的推理‘论辩是争吵的推理，而辩谬的工作 15 

则是导出矛盾的辩证推理。

生n若某东西由两个大家接受的前提所证明，但这两个前

提并不是同等地为大家接受，那么，就没有什么阻碍这被证

明的东西比某一个前提更为大家接受。但是，如果一个前提

是大家接受的，另一个不被接受也不予拒绝，或者，如果一 20 

个是大家接受的．另一个不被接受．那么，如果同等地接受

与不接受，结论也就会是同等地接受和不接受，但如果接受

与不接受的程度不等，结论也随之一样。

当某人通过更长的过程来证明，或者虽然通过更短的过

程但却已包含于论证之中时，这种推理也是错误的，例如某

人要证明一种看法比另一种更合适。如若他假定一个自在的 25 

东西最合适，而且又有一个看法的对象自身真实存在着，那

么，它就比任何特殊看法的对象更合适；并且，如若它更合

适，与它相关的那种说法就会更合适。而且，存在着一种真

实的自在的看法，它比任何特殊的看法都更准确；既然假定

了有一种真实的自在的看法，又假定了自在的东西最合适， 30 

那么，这种看法就是更准确的。这里有什么毛病吗？或者，

难道不正是它成了遮掩论证所依据的原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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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论证清楚的一层含义并且最普通的含义是，如

35 若它能如此这般地推出结论以至于不必要再提问题。另一层

也是最常使用的含义是，设定的结果是从必然的前提中得到

162b 的，而且结论正是通过自身也是结论的前提得到的；再有．

如果它明显地不需要公认意见。

错误的论证有四层含义。一层含义是，当它似乎导致了

结论实际上却没有结论时，这就被称为争议的推理。另一层

含义是，当它得出了结论却与设定的结论不相干时，这种情

5 况最常出现于那些导向不可能的场合；或者，它虽然相关于

设定的结论，但却没有根据适当的方法。也就是说，把非医

学的论证当作医学的，或者把非几何的当成几何的，或者把

非辩证的当成辩证的时，不论所得结论错误还是真实。再－

10 层含义是，如果结论通过错误的前提得到，在这种场合，结

论有时是错误的，有时却是真实的。因为错误的结论总是通

过错误的前提得出，但真实的结论也能从不真实的前提得

15 出，正如前面所说。

论证的错误更多地是论证者的错误而不是论证本身的错

误，但是，论证者也并不总是错误，只是在他没注意到时。

既然我们更多接受的是错误的论证自身而不是许多真实的论

证，那么，如若某个论证从大家最接受的看法出发，它就会

破坏真实的前提。因为这类论证是对其他真实前提的证明：

20 因为被设寇的任何一个前提都无全不应仔在于那里，所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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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是这种情况的证明。但是，如若真实的结论是通过错误旦

完全愚蠢的前提得到，就会比导致错误结论的许多论证更糟，

尽管导致错误结论的论证也可能会是这种类型。因此很明显，

对于i创正自身的考察首先要看它是否得到 f结论，其次看它

的结论是否真实，第三看它的结论从什么性质的前提中得来。

闵为．如果它依据的前提是错误的但却是大家接受的，论证 25 

就是辩证的，如果官依据的前提是实在的但却是大家皮对的，

就是坏的：如果前提既错误又为大家极为反对，那就显然是

坏的，或者是一般的，或者是相对于某问题的坏。 30 

(13> 提问者如何探求原初的和相反者的问题，在

《分析篇》中已经从真实的角度说过了①，现在再从意见的

角度作出说明白

探求原初的问题似乎有五种方式。第一种也是最明显的

一种是，如果某人探求的是需要被证明的那一点。在使用语 35 

词自身时，这是不容易被疏漏的，但是，在使用多义词的场

合以及语词和陈述表示同一东西的场合，它就更容易被疏

漏。第二．当某人探求一般性的东西时，他应该从特殊的方 1633 

面来证明它，例如，如若他企图表明相反的知识是单一，就

应说明对立的知识一般说来是单一。因为如果这样，他就会

被认为与其他许多东西一道探求了应由自身证明的东西。第

① 见《前分析篇》．第二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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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如若某人要证明设定的一般性东西，就从特殊性方面来

5 探求，例如，如果假定要证明一切相反的知识是单一，就要

探求某一对相反者。因为倘若如此，他就会被认为与其他许

多东西一道自身地而且分别地探求了应予证明的东西。再

有，如果某人把命题区分开来探求，例如，如若他要表明医

学既是健康的也是疾病的科学时，他就要分别地说明每一个

10 方面。或者，如果某人要探求必然相互跟随的两者中的一

方，例如，如若他要证明对角线与边不能公约，就要探求边

与对角线无公约数。

探求相反者的方式也和探求原初问题的方式一样多。首

15 先，如若某人要探求对立、肯定与否定。其次，如若他要探

求对等意义上的相反者，例如善与恶是相同的。第三，如若

某人要表明一般性的东西，就在特殊方面探求它的矛盾，例

如，如若要假定相反者的知识是单一，就说明健康的知识和

20 疾病的知识各异。或者，在探求了这个之后，他还企图在一

般的意义上确定矛盾的说法。再有，如若某人想探求与依据

设定前提必然得出的结论相反的东西，但却没有确定对立自

身．只是探求了对主的矛盾所依据的两个这类前提。相反者

的设定区别于原初问题的探求，因为后者的错误相关于结论

25 （肉为在看到那结论时．我们才说操求了原初的问题），但是

相反者则处于前提之中，即它们有某种相互的关系。

[14) 对于训练和尝试这类论证来说，百先就要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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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转换论证。因为这样，我们就会对于所说的论题有着更好

的准备．而且在一些场合中完全知院许多论证自因为转换就 30 

是变换与其余所提问题在→道的结论，并且推翻某一个被确

认的事实。冈为如若结论不真，某一个前提必然会被推翻，

正是由于有这一切假寇，才必然有结论。对于所有论题．必 35 

须既赞成又反对地来考察论证咱而且一旦发现，就必须立即

寻求解决的办法。这样，就会出现同时在提问和回答两方面 163h 

受到训练的结果。如若我们没有找到与之论辩的另外的人，

就和自己论辩。此外，要选择与同一论题相关的论证并且对

它们进行比较。当某人有足够的论证来赞成和反驳什么时．

这对于有力地贯彻自己的观点，能提供许多便利，而且也非

常有助于反驳。因为结果就会使人提防相反的论证。而且－ 5 

眼就能看出，两个假定中每一个的结果都不意味着是对科学

和哲学智慧的工具。因为如果这样，所剩的事情就只是正确

地选择它们中的一个了。对于这类工作，必须具有某种自然 10 

能力，而真正的自然能力就是正确地选择真理避免谬误。那

些具有自然能力的人是能够这样做的；因为他们通过对所提

出事物的正确的爱憎，从而正确地判别出最好的来。 15 

应该完全了解那些最常出现的问题的论证，尤其是关于

首要性论题的论证。因为在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中，回答者们

经常灰心丧气。此外，应该具有一些好的定义，并且得心应

手地掌握一些流行性的和首要性的定义。因为正是通过这些 20 

东西，推理才得以进行。也应尝试并掌握其他论证最常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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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中的那些东西。因为，正如在几何中关于基本的练习是

有用的，在算术中有了到 10 为止的乘法知识就更好地对于

倍数的其他数目进行辨别一样，在论证中也如此，要具有有

25 关原初的知识并牢固地熟知命题。犹如有记忆力的人一样，

仅仅是事物所处的位置也能立即引起它们的记忆，所以，这

些会使某人进行更好的推理，因为他能看到被规定了的有数

30 目依据的前提。比起论证来，更应承认并记住具有普遍性的

前提。因为对于提供原初的东西和假说，它的难度适宜。

此外，应当习惯于把一个论证变成多个，而且要尽可能

35 隐蔽地进行。如若某人能尽量远离与所论题目关系密切的问

题，这种事情就会干好。最普遍的论证最能承受这种做法，

例如多种事物的知识不是一门的说法。因为在关系词、相反

164且 词和对等词方面都是这样。

应当对论证做一般的记载，尽管讨论是在特殊方面的。

因为这样就能使单一的论证成为众多口这也同样适于修辞学

5 中的省略论证。但是，你自己却要尽力避免进行一般的推

理口也应当总是考察论证，看它们是否以普遍性的原则为基

础。因为一切特殊的论证也是对于→般的讨论，而且一般的

证明存在于特殊之巾，原因在于，如若没有→般，就完全不

10 可能推理。

对年轻人应当提供归纳的训练万法，对专门家则应提供

推理的 LJII练方法。也必须力图从推理者那里确立前提．从归

纳者那里获得说明。因为他们各自正是在这些万面受过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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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之．从辩证的训练中，必须力图得到或者关于某物的

推理，或者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命题，或者反驳，或者是 15 

否由白己或别人正确或不正确地提出的某个问题，以及此外 164h 

的其他东西。因为能力来于这些，而训练就是为了获得能力

尤其是有关命题和皮驳的能力。概括地说．善于提出命题和

反驳的人是辩证法家口形成命题就是使众多成为单→（因为

论证所导致的结论必定是在单一的整体中），而反驳则是使 5 

单一成为众多。因为反驳者或是区分或是推翻，承认一个而

否认另一个假定的命题。

不要与一切人辩论，也不要愚弄一般的人。因为对于有

些人，论证必然会变糟。对于那种不惜一切似乎想逃脱被击

败的人，使用一切手段推出结论乃是公正的，但却是不文雅 10 

的。所以，不要轻易地与一般的人交锋，因为这必然会导致

糟糕的论证。因为正在受训练的人难以摆脱争强斗胜式的

辩论。

也应该有准备地来论证那样一些问题，在这些问题中．

尽管提供给我们的论证很少，但在许多场合都很有用。这些

论证是一般性的，而且，很难从经验中提供关于它们的

材料。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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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我们现在来探讨有关诡辩式反驳的问题口这是一 164"20 

种表面！：看起来是皮驳，而实质上是谬误的论证。我们就根

据这个问题的自然过程，从最先发生的开始讨论。

很显然有些推理是真正的推理，有些则是似是而非的推

理。在其他方面也会由于真假混淆而发生这种事情，论证也 25 

是赴日此。有些人具有良好的体质，而有的人则徒有其表，那

只是粉墨妆点，乔装打扮的结果．就像部落的合唱队成员一

样．有些人是真正漂亮，有些人则是由于穿戴华美而显得漂 164b20 

亮 F 无生命的东西也是这样，有些金属是真正的白银和黄

金，有些则只是在我们感官看来好像是白银和黄金，例如铅

黄或锡制作的东西就很像是银的，橙黄色的东西就像黄金。

同样，推理和反驳有时是真的，有时并不是真的，而只是貌

似而已，如果缺乏经验就不易辨别出来，因为没有经验的人 25 

就像从远处看事物的人一样。推理是从某些陈述出发，这些

已经作出的陈述必然要引起对陈述之外的另一些事物加以论

断，而且是作为这些陈述的一个结果。反驳则是推出所给结

论的矛盾命题的推理。有些反驳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也许

有多种原因，其中最为普遍广泛的，是那种取决于名词的论 165a 

证。因为直接将现实事物拿来，那是无法进行争论的。但我

们可以用名词作为事物的符号来代替事物，相对于这些名称

所发生的一切，也就是事物本身所发生的一切，正如计数的 5 

人认为他数的是硬通货币一样。其实这些事例并不真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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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因为名词和语句的数量是有限的，而事物的数目则是无

10 限的；所以同一语句和单一的名称必定能表示大量的事物。

正如上面作的说明，不擅理财的人会被行家欺骗．同样，在

论证中，那些不熟悉名词作用的人．无论是他们自己在争

论，还是在昕别人论证．都容易被虚假的推理所蒙骗。由于

15 这个原因，我们在后面将要提到的问题，就包括那些表面看

来货真价实，然而其实并非如此的推理和反驳。在一些人看

来，表面的智慧比起真正的智慧来，更为有用，真正的智慧

20 也许显得并不智慧（因为诡辩术只是一种表面的智慧而不是

真正的智慧；诡辩家便是仰仗这种似是而非的智慧来获取金

钱的人）。很清楚，对于这些人来说，表面上发挥了智者的

作用，比起虽然表面上并非如此而实际上发挥了智者作用，

25 必然更有价值一些。我们就一点加以比较，在某个特殊领域

里有知识的人，其职责就是避免在自己的知识范围内进行荒

谬的论证，并能够向进行错误论证的人指出错误所在。这些

作用就在于能够给出一个理由，并且能够抓取到理由。所

以，那些扮演诡辩家的人必然要寻求我们所提到的这样一类

30 论证p 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值得的，因为拥有这种能力使他

显得是有智慧的．这也就是诡辩家们的真正动机。

显然存在着这样一类论证，而我们称之为诡辩家的人其

目的就在于追求这样的能力。接下来我们看看各种诡辩式的

35 论证是什么，这种能力的各个组成要素是什么，研究这个问

题属于什么不同领域，以及我们所脱的这一技巧的其他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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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 我们讨论所涉及的论证有四类 E 教导的论证叭

辩证的论证、检验的论证以及争议的论证。教导的论证是从 l 651' 

适应于所有论题的基本原理由发．而不是从回答者的意见出

发进行推理的论证（因为学习者必须要确信所学的东西）：

辩证的论证是从被人们广泛接受的意见：H发进行推理，最后

得Ll\ －－个矛盾命题的论证？检验的论证是从回答者所持有的 5 

观念出发所进行的论证．而且这一观念、必须为每个具有这种

专门知识的人所公认（至于以什么样的方式，我已经在其他

地方讲过了②）；争议的论证是从仿佛被人们所接受而实际

并没有被人们所接受的意见出发所进行的假推理，它只是显

得像推理而已。关于证明的论证我们已经在《分析篇》中讨 10 

论过了，关于辩证的论证和检验的论证也在其他地方讨论

过③。所以．我们现在要说的是竞争的论证和争辩的论证。

<3> 首先．我们必须看看那些在用论证进行争衡和论

辩的人所怀有的各种目的。其数目有五个：反驳、谬误、自 15 

相矛盾、语法错误、迫使对方处于赘语的状态，亦即让他多

次重复同一话语，或者即使并不真正这样，也得在每个这种

事情的表面上显得是这样 D 他们最大的愿塑显然是反驳、揭

.J.1 didaska likoi e 

② 见《论题篇》，第八卷. (5>, 159”25g 

③ 同上．第→至八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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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露对手在说谎、使他自相矛盾、使他犯语法错误（即作为论

证的结果，使回答者说话不符合语法规则），或者使他多次

重复同一事情。

<4> 反驳的方式有两种．其一与语言有关，其二与语

25 言无关。用语言造成错觉的方法有六种：语义双关①、歧义

语词、合并、拆散、重音以及表达形式。我们可以通过归纳

30 法和演绎法来证明这一点。除此之外也可能假设。在这样一

些方面，我们不能用同样的名词或语句来表示同一事物。以

下这些论证就与语义双关有关，例如，“有知识的人学习，因

为知道字母的人学习他们要昕写的东西”飞“学习”在这里

35 就是语义双关，它有两层意思，“通过使用知识而理解”和

“获得知识”。再如，“恶是善，因为必然存在的是善，而恶

必然存在”。“必然存在”在这里就有两层意义，它是指“必

然性的事物”，而这对于恶在许多情况下也都是适用的（肉

为有些恶就是某种必然性的事物），然而我们也说善是··必

166° 然存在”的口再如， “同一个人既坐着又站着．既在生病·．

又恢复了健康，因为过去站起来的人现在正站着，过去iE恢

复健康的人恢复了健康，而过去坐着的人芷站着．牛病的人正

( homonumiu, ampl汕。liuo

@ 在卒节内所举各例旬，由于恬义 'IJ.. 无寺λ种情tli，. 啤噩立宵酬~ A"1甫．

亘直主i胃附指本明．宰等”为与原句意义接近，尽量保持直译，所以H

些例句不太通j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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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恢复健康”。因为“病人”或者要做这样一兽事情，或者

他要经历这样一些事情，因而它并不凡是表示一种意义，在

－个时候它意味着··现在生病的人··．在另外的时候又意味着 5 

“从前生病的人”。病人还在生病时，他就已经开始恢复健康

了，他现在元病时健康良好．但他现在无病以前却有病，以

下这些论证与歧义语词有关，··但愿俘虏我这个敌人吨以及

··人知道这个，这个知道”，因为这种说法既可以表示知识者，

也可以表示作为知识而被知道的东西。“看见了这个，这个看

见4 看见了圆柱，所以圆柱看见”。再如．“你承认是的东西， 10 

你承认其为是：你承认石头是，所以你承认是石头”。再有．

“沉默者的说是可能的”。··沉默者的说”就有两层意义，指说

话者沉默和被说的事物沉默。语义双关和歧义语词包括三个

方面，其一，一个语句或名词恰当地表示多种意义时，如 ae-

tos 和 kuon②这两个词；其二，当我们习惯在多种意义上使用 15 

一个词时；其三，当一个词和另一个词合并后产生了多种意

义时，虽然这个词本身只有一种意义，例如，“识字”，是由

“认识”和“字母”两个词合并在一起形成的，把它们拆开都 20 

只有一种意义，但合并起来后就有了多种意义，即，它既指

字母自身所具有的知识，也指别人具有这些字母的知识。

① 由于“我”与“这个敌人”在句子中均是宾格．故此语既有“但愿我俘

！芳这个敌人”之意，义有“但愿这个敌人俘虏我”之意。

② aetos 有“鹰”、“人形山头”的意义．”kuon”有“拘”、叫天狼星”和

”犬儒派哲学家”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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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义语词和语义双关的形式就是这样一些。我们现在来

25 看看与合并有关的情况，例如，“坐着的人能散步，没写字

的人能写字”。分别使用这些词与把它们合并起来使用，其

意义是不同的，如“一个人能够坐着散步”。另外，如果有

人把这两个词结合起来，情况也是一样，即“在不写字时写

字”，这意思是说他能够同时写字又不写字。如果不把这些

30 词结合起来，其意思是说，当他没有写字时，他具有写字的

能力。再如“他现在知道字母，因为他已经学习过他所知道

的东西”。再有，“能搬运一件物品，就能搬运多件物品”。

下面的情况与拆散有关。“5 是 2 和 3”J‘5 就既是奇数

又是偶数飞那么“大就和小相等”，因为它不过是同样多和

35 再加一些。因为同一语句被拆散时和合并在一起时，并不总

是表示同样的意义，例如，“我给你奴隶以自由”，“神勇的

阿喀琉斯留下了一百又五十人”白

166b 与重音有关的论证，以口语的形式是难以形成的，但以

书面的形式则容易得多，例如．有些校勘者指出，荷马的这

一句话错了 z “其中的一部分因雨水而腐败”。他们解决这个

问题的方法是改变重音．将 hou （其中的）变成 OU （不）．

这样就成为“官并不因雨水而腐败”了。再如，关于阿加梅

5 农之梦，他们认为．宙斯自己并没有说“我们答应他保证使

他的；忻椅成为现实”，而是说··但愿这个迷梦能使他的祈祷

成为现实”。这样一岭例子就与童音有关。

与表这形式有关的反驳，在用同样的形式表示不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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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时就会发生n 例如，用阴性表示阳性，或用阳性表示阴 10 

性，或者用阳性或阴性表示中性 1 再如．用量表示质，或用

质表示量，或者用被动表示主动，用主动表示状况，以及用

我们在前面①所说过的其他种种区分相互表示等等。因为

人们可能会用属于行为的事物来表示不属于行为的事物，例 15 

如，“健康”和“切割”、“建筑”在表达形式上就很像，然

而前者表示性质和某种状况，后者则表示行为。其他一些例

子也是这样。和语言有关的反驳就是由于这样一些原因而产

生。至于与语言无关的谬误则有七种：（ 1）由于偶性而产生 20 

的谬误；（ 2）由于意义笼统而产生的谬误，或者虽非笼统，

但是就某个方面或地点或时间或关系上被述说而产生的谬

误；（ 3）由于对反驳无知而产生的谬误；（4）由于结果而产

生的谬误；（ 5）因假定尚待论证的基本论点而产生的谬误； 25 

(6）把不是原因的事物作为原因而产生的谬误；（7）将多个

问题并成一个问题而产生的谬误。

<5> 因偶性而产生的谬误，当一属性既属于某事物同

时又属于它的偶性时就会产生。因为同一事物有多种属性并 30 

不必然地属于一事物的所有谓项，以及属于它们所表述的东

西。例如，“如果哥里斯库斯不同于人，那么他就和自己不

同，因为他是人”，“如果他和苏格拉底不同，而苏格拉底是

① 见《论题篇’》，第一卷. (9]. 103hz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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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以他们说：我们得承认哥里斯库斯和人之所以不同

是由于偶性，因为他说哥里斯库斯与之不同的人就是人。

35 当措辞只涉及部分却仿佛是被笼统地表述时，这样一种

167<1 谬误就会产生，即由于笼统地使用了表示个别事物的词，或

者由于本应在某一方面被述说但使用时意义不当而产生的谬

误，例如，“如果非存在是意见的对象，那么非存在存在”，因

5 为“存在某物”与笼统的“存在”并不是同一的。再如，“如

果存在不是存在者中的某物，例如如果它不是一个人，那么

存在就不存在飞因为“不存在某物”与笼统的“不存在”并

不是同一的。但由于用语相近．“存在某物”和“存在”、“不

存在某物”和“不存在”似乎差别很小。当措辞本应指某个

10 方面但笼统所指时，也会同样地产生这种谬误。例如，··如果

一个埃塞俄比亚人全身都是黑的，只有牙齿是白的，那么他

既是白的又不是白的”。“如果两种属性都属于某一方面，那

么相反的属性同时存在”。有时人们很容易察觉这种谬误，例

如，如果确知埃塞俄比亚人是黑人．有人会问，他的牙齿是

臼的吗？如果他的牙齿是白的，他便认为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15 证明了埃塞俄比亚人既白又不白。但有时这种谬误会不为我

们所察觉，即不论在什么地方或什么时候，假如在某一方面

指出一属性，则那种笼统的属性仿佛也适用．而且在这种情况

下，我们不易辨别出哪一种属性在严格恰当的意义上属于某一

事物。当两种对立的属性同样地存在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ψ

因为人们通常以为要么两者可以笼统地被表述，要么两者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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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口例如J‘如果某物半白半黑，那它是白的还是黑的？” 2υ 

其他一些谬误的产生．则是因为对芝段论是“么－应驳

是什么没有运当的冠义，或者官们的定义存有不足e 反驳是

具有同样单一谓项的矛盾命题，它并不是与一个名词，而是

与一事件矛盾．这一事件在两个命题中并不是同义词而是同

一个词，反驳就是在同一的方面，以同一的关系，同一的方 25 

式．就同一的时间，从所给予的前提出发（不包括在争论中

的出发点儿进行必然推论。有关某物的虚假陈述也是以同样

的方式发展的。但是，有些人则置上还一切条件于不顾．其

反驳只是表面的，例如．同一事物既是二倍又不是二倍，因 30 

为 2 是 1 的二倍，但不是 3 的二倍。同一事物既是另外同一事

物的二倍又不是它的二倍。然而这二倍并不是就同一方面来说

的，因为就长度来说是二倍但就宽度来说并不是二倍。或者．

它在同一的方面，以同一的方式既是同一事物的二倍又不是它

的二倍。那它也不是就同一时间说的，所以这只是一种表面的

反驳。也许有人把这种谬误硬性归到与语言有关的这一类。 35 

与断言尚待证明的论点有关的谬误和强求基本论点所可能

产生的谬误．是以同样的方式在同样多的方面发生的。它们表

面上貌似反驳，这是由于人们不可能在同时看出同和异来。

与结果有关的反驳，其谬误的产生是由于人们以为因果 167b 

是可以相互倒置的。因为如果甲存在．则乙必然存在的话．

他们便以为，如果乙存在，甲也一定存在。意见是以感觉为

基础产生的，与这种意见相关的欺骗即根源于此。人们常以

为胆汁是蜂蜜，因为蜂蜜总是黄颜色。天一下雨，地上便是 5 



560 六、辩谬篇

湿的，一旦地上是湿的，人们便以为天下雨了。然而这并不

一定是真的。在修辞论证中，从标示而来的证明就是以结果

为根据的。如果人们想证明某人是奸夫，便得根据奸夫的特

征来抓把柄，即这个人穿戴花哨，深更半夜在外面东游西

10 荡口但这些事实对于许多人都合适，而要控告他们是奸夫则

是荒谬的。辩证的推理也是这样，例如，麦里棱论证说．如

果要证明宇宙是无限的，就得假定宇宙没有生成（因为任何

有生成的事物都不可能从非存在中产生出来），就得假定－

15 切有生成的事物是从开端产生出来的．所以，如果宁宙没有

生成，它也就没有开端，所以宇商是无限的，但这个结论并

不能必然推出。因为，如果说一切有生成的事物都有开端，这

并不能必然地推出有开端的事物就有生成。这正如患感冒的

20 人会发烧，但从这并不能必然也推出发烧就是由于患感冒。

当人们把不是原因的东西硬塞进论证中并仿佛反驳是以

此为根据的，这时，与以非原因的事物作为原因有关的反驳

就会产生。在导致谬误的推理中，这种情况就会出现。因为

在这些推理中，人们必然会推翻那些前提中的某一个，所

以，如果把非原因的东西放在必然产生不可能结果的问题之

25 内，那么这种反驳就常常显得是作为它的结果而产牛的。例

如，“灵魂和生命不是同一的”这个论证，如果生成和毁灭

是相反的，那么某种个别的牛，成和某种个别的毁灭也是相反

的，死亡是某种毁灭，与生命相反，所以生命是生成，生活

30 是被生成。然而边是不可能的，所以灵魂和生命这两者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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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一的。但这个结论并不是推理的结果自因为，即使我们

个能断志生命和灵魂是同一的，而只是说生命和作为毁灭的

死亡、牛，成和毁灭是相反的，也不可能得出这个结论口但这

种论证并不是绝对地没有说服力，而只是就争论的论点来说

是没有说服力的，提问者本人常常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35 

与结果有关的论证以及与非原因的事物有关的论证就是

这样→些。至于将两个问题并成一个问题有关的论证的反

驳，如果人们没有注意到问题有多个，由于答案只有一个．

便仿佛问题也只有一个似的，这时，上述反驳就会发生。有 1688 

时．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出，问题有多个，因此不能只作

一种回答，例如，当人们问道：“大地是海洋呢？还是天空

是海洋？”有时则不易察觉。由于人们认为只有一个问题，

他们或者不作回答而让步，或者接受那种表面的反驳。例

如：“他和他是人吗？”那么“如果有人打了他和他，他打的 5 

是一个人而不是多个人”。再如： “如果部分是善部分不是

善，那么整体是善还是不是善呢？”答案似乎可能要么包含

了一种表面的反驳，要么只是一种虚假的陈述。因为，当某

事物是善的却说它不善，或者当它不是善的而说它是善的， 10 

便是一种虚假的陈述。但有时如果增加某些前提，那就可能

成为真正的反驳。例如，如果有人同意，单一的事物和许多

事物就可以同样地被叫做“白的”或“裸体的”或“盲的”。

因为，如果“盲的”一词用来指本性应当有视力而没有视力 15 

的事物，那么它也可以用来指大量本性应有视力而没有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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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物，所以，当一物没有视力而另一物却有视力时，这两

者不可能或者都能看，或者都是盲的，因为这是不可能的。

20 [6] 我们应当或者按照上述方式对表面的推理和反驳

进行分类，或者把它们全部归因于是对反驳的元知，并且我

们以此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因为我们可以把上述所有的谬误

都归结为违反了反驳的定义。首先，我们得看一看，它们是

不是非推理性的。因为结论应当从所设立的那些前提推出，

以便我们能够说它是必然的，而不只是表面上显得是必然

的。其次，我们考察它们是否符合定义的其他部分。因为与

25 语言有关的谬误，有些是由于双重意义引起的。例如，语义

双关和歧义语词①以及结构相同（因为人们习惯于把所有东

西当作一具体事物来表示），而合并、拆散、重音都应归于

不同一的用语或有差别的名词。如果要使反驳和推理产生效

30 果，名词也应当和它所表示的事物是同一的。例如，如果论

点说的是马甲，那么就应当推出马甲的结论，而不是斗篷的

结论，虽然这一个结论也是真实的，但它不是推论出来的。

如果回答者问你是怎样驳倒他的，那就必须指出另一个问题

来说明这两个词指的是同一事物。

一且我们给出了推理的定义，那么与偶性有二是的谬误就

35 会变得十分明显凸因为这同一个定义也适用于反驳，除非我

( log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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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增加矛盾命题。因为反驳就是要推出这个矛盾命题。所

以，如果关于偶性的推理不存在，反驳也就不会发生。如果

甲和乙存在，则丙存在，而R丙是白的，但它是白的并不是

因为三段论必然推出。再如，三角形内角和等于两直角，而 168b 

且它碰巧是因形或基本组成部分或公理，但这并不能推出宫

是因形或公理或基本组成部分。因为证明与作为图形或作为

基本组成部分的二兰角形无关，只与三角形本身有关。其他情

况也是如此。所以，如果反驳是某种推理，与偶性有关的论

证就不可能是反驳。正是在这一方面，行家和学者受到了元 5 

知者的反驳z 他们正是拿那种以偶性为根据而进行的推理和

学者们进行争论，无知者由于不能将这两者区分开来，所以

一旦有人质问便只得妥协放弃，或者以为他们进行反驳了，

而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反驳。

与意义限制在某一方面和意义笼统有关的谬误，其产生 10 

是因为肯定命题和否定命题并不是就同一事物而说的。“非

部分白”是对“部分白”的否定，“非绝对白”是对“绝对

白”的否定，如果有人同意这种说法，即，如果某物部分是

白的，就等于它完全是白的，但这不是反驳，而只是显得像

反驳而已，其原因就在于他对于反驳是什么完全无知。 15 

最明显的谬误是已经说到过的与反驳定义有关的那些谬

误，它们的名称也就是由此而来。表面的反驳是由于定义有

缺陷而造成，如果我们按照这种方式来区分谬误，我们就应 20 

吁把“定义有缺陷”当作所有谬误的一个共同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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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假定尚待论证的基本论点以及由以非原因的事物作

为原因而产生的谬误，我们已经通过定义弄明白了，因为结

论应当是由于这些事物如此而推论出来的，如果所说的原因

25 并非原因，这种情况便不会发生了；其次，结论应当在不包

括基本论点的情况下推论出来，这种情况对于以强求基本论

点为根据的论证并不适用。

与结果有关的谬误是与偶性有关的谬误的一个部分，因

为结果就是一种偶性．但又与偶性有所不同。因为偶性存在

于单一的事物之中，例如黄色的东西和蜂蜜，白色的东西和

30 天鹅便是同一的；而结果则存在于多种事物之中，因为我们

认为，那些相同的事物与另一些事物相同。某一相同的事物

与另一事物相同，这就是与结果有关的反驳所产生的根据，

但是，这并不全是真的。例如，相对于偶性意义的白就不适

用。因为雪和天鹅两者都同样是臼的，再有，在麦里棱的论

35 证中①，有人假设“已经生成”和“有开端”是同一的，“相

等”和“占有同样体积”是同一的，因为已经生成的东西有

开端；而且他也断定有开端的东西已经生成，其理由就在于

“已经生成”和“有限”两者是同一的，因为这两者都有开

端。同样，就相等的事物来说，他假定，如果具有同一体积

169" 的东西是相等的，同时，相等的东西也具有同样的体积，这

样，他实际上假定了一个结果。因为与偶性有夫的反驳，只－

① 167bl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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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就在于对反驳的元知。显然？与结果相夫的反驳，其产

牛：也是I.mi比 n 但我们还必须从其他观点来考虑这个问题飞 5 

由于将多个问题合为一个问题而发生的谬误，其产生就

在于我们没有明确区分命题的定义。因为命题是陈述某单一

事物的某一事实。同一定义既可应用于某单一事物，也可笼

统地应用于这种事物，如应用于人和单一的人F 在其他情况 10 

F也是如此。如果单一命题是陈述的某一事物的某一事实．

那么．笼统的命题也是这一类问题。由于推理是从命题开

始，而反驳是一种推理，所以反驳也是从命题开始。如果命

题陈述的是单一事物的单一事实，那么显然这种谬误也是由

于对反驳的无知而产生。因为在反驳中，并不是命题的东西 15 

仿佛是命题，如果有人所作的回答仿佛是针对某一单一问

题，那么便会出现反驳，但是如果他只是显得好像作了回答

而实际并没有回答，那么这就会出现一种表面的反驳。所

以，所有属于对反驳本质无知而产生的谬误都与语言有关，

矛盾命题是反驳的一个特征，因为矛盾命题只是表面的反 20 

驳，其他的谬误则与推理的定义有关。

<7> 与语义双关、歧义语词有关的谬误，其产生是由

于人们不能将词的多种意义加以区分（因为有些词的意义不

易区分，如“元一”、“存在”以及“同一勺，与合并、拆散 25 

①见 l 79A26 t 18!8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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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谬误，其产生是由于我们认为词的合并或拆散并不会

引起任何不同。与重音有关的谬误，其产生也是一样。因为

一个词的抑音或高音似乎并不会改变词的意义，或者说，改

变词的意义的情况极少发生。与表达形式有关的谬误，其产

30 生是因为语言相同。因为要区分哪一些事物可以用同一表达，

哪一些事物可以用不同表达是很困难的。有能力作这种区分

的人几乎快接触到真理了。最容易使我们犯错误的是，我们

认为所有事物的谓项都是一个别事物，我们把它当作单一的

事物来理解。因为人们通常认为，“具体事物”和“存在”乃

35 是最真实的元一和实体。因为这个原因，这种谬误也可以归

类到与语言有关的那些谬误中去。首先，这种谬误产生的主

要原因是由于我们是和别人一起研究而不是由我们自己研究

（因为和别人一起研究靠的是语言，而在我们心里进行研究则

更主要用的是事物的本质）；其次，是因为在单独研究时，人

169b 们易于为所使用的语言蒙骗；第三，由于相同而易于受骗，

这种相同是出自语言。与偶性有关的谬误，其产生是由于人

们不能区分同和异、一和多，以及什么样的谓项具有作为其

主项的同一偶性。与结果有关的谬误也是如此，因为结果属

5 于偶性的一个部分。而且，在许多时候，这被看作是不证自

明的真理E 如果甲不能和乙分离，则乙也不能和甲分离。与

反驳定义存在缺陷有关的谬误，以及与陈述意义限制在某－

方面和意义笼统有关的谬误．其产生巧是由于这两者之间差

别太小的缘政。因为我们不会认为就某个别事例或万面或万



六、辩谬篇 567 

式成时间的限制具有另外的意义，便承认命题的→般意义。 i。

当有人假定尚待证明的基本论点，拿非原因的事物作原因，

以及将几个问题并成一个问题时，所产生的谬误也是如此。

在这样的情况F，其谬误的产生就是由于差别太小的缘故5 15 

因为我们不能从上述原因精确地给出命题和推理的运义。

[8] 我们知道了那些表面推理所产生的各种原因，我

们也就知道了诡辩式推理和反驳所产生的各种原因。我们说

的诡辩式的反驳和推理并不只是指那种似是而非的反驳和推 20 

理，而且还包括那些虽然真实但与所讨论的问题只是表面上

相关而实际上并不真正相关的反驳和推理。在所讨论的范围

内它们并不能驳倒他人并揭露无知，这就是检验的论证的作

用。检验论证是辩证论证的一个部分，回答者由于元知可能 25 

会推出一个错误结论。诡辩式的反驳，即使它们推出了一个

矛盾命题，人们也不清楚他是否无知，因为人们试图用这样

一些论证诱使有知识的人落入陷阱。

很显然，我们用同样的方法便可以认识它们；因为同样

的原因，那使得昕众以为结论是作为问题的结果而被推论出 30 

来的东西，也会使回答者产生同样感觉，所以，由于所有这

些方法或某一些方法，就会出现虚假的推论；在没有人追问

时一个人会同意他所思想的东西，即使有人追问他也会同

意。但有时，一旦我们提出必要的问题，我们就会把这种谬 35 

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例如，与语言以及文法有关的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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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所以，如果矛盾命题的虚假推理是由于表面的反驳而产

生，很显然，虚假结论的推理一定也和表面的反驳一样，其

产生是由于同样的一些原因。表面的反驳，其产生就在于那

17oa 些构成真实反驳的组成部分，因为如果缺少了某一部分，那

就会只是一种表面的反驳。例如，结论不是通过论证而来

（论证导致谬误）；将两个问题合并为一个；命题不完善；用

5 偶性代替事物的本质等等表面的反驳，以及与偶性的一种即

结果有关的表面反驳。而且，有的反驳，其结果只是从文字

推导出来的，而在事实上并非如此；还有的情况是，矛盾命

题并不是全称的，并不是就同一个方面、同样的关系以及同

样的方式来说的，其外延乃是有限制的，或者与这些限制的

10 某一个相联系。还有这种情况，违背不能将基本论点包括在

内的原则而假定基本论点。这样我们就举出了虚假推理所产

生的各种情况，所有虚假推理都是从以上说到的这些原因得

出，不可能还有其他情况。

诡辩式的反驳并非绝对的反驳，而且相对于某个人，诡

辩式推理也是这样。除非由语义双关而产生的反驳设定同名

异义词只有一种意义，除非由于用词相同而产生的反驳设

15 定，这些用语只是表示个别事物，等等，否则，对于回答者

来说，无论是笼统的，还是相对的反驳或推理都是不可能

的；如果加了这样一些假设，对于回答者来说，反驳或推理

相对地说是可能的？但笼统地说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并

不能确保某种说法只有一种意义．它们只能保证某种说法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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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只有一种意义．而且只能保证从某个别人来看只有一种

J意义q

<9) 如果没有关于存在着的一切事物的知识，我们就 20 

不应当试图去把握从反驳者的反驳所产生的各种方式。但这

并不属于任何学问①的范围，因为知识可能是元限的。同

样，证明显然也是无限的，反驳也有真实的，因为凡是证明

可能的地方，也可能对坚持与真理相悖的矛盾命题的人加以

反驳。例如，如果有人认为，正方形的对角线可以和边长通 25 

约，那么就会有人反驳他，证明不可能通约。所以，我们必

须具有关于一切事物的知识；因为有些反驳取决于几何学的一

些原理及其结论，有些反驳则依赖于其他知识原理。而且，

虚假的反驳也同样是无限的，因为所有的学问都具有自己特 30 

有的虚假推理。例如，几何学有几何学的推理，医术有医术

的推理。我用“学问所特有的”一词指“与该学问的原理符

合一致”。很显然，我们需要掌握的，并不是所有反驳的规

则，而只是和辩证论证有关的规则，因为这些反驳对于所有

的技术和能力来说是共同的。有识之士的任务是考察那些为 35 

各学科所特有的反驳，弄清它们是否只是表面而非真实的反

驳；或者，如果是真实的，其原因何在。相反，考察那些以

不隶属于任何一门技术的共同原理为根据的反驳，则属于辩

( techn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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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b 证法家的任务。因为只要我们把握了任何学科的规范推论的

根据，那么我们也就把握了反驳的根据；因为反驳是一种矛

盾命题的推论，所以，矛盾命题的一个或两个推论就形成反

驳。这样我们就知道了所有这种推论的各种根据，而知道了

5 这些根据，我们也就知道了它们的消除方法：因为对它们加

以反驳就是消除它们的方法。我们也知道表面反驳的各种根

源，这种表面并不是就所有人来说的，而只是就具有某种特

征的人来说的；因为对于偶尔碰到的人来说是表面反驳的各

个方面，如果要加以考查，那将是一项无止境的工作。所

10 以，辩证法家的任务就是要把握那以共同原理为根据而形成

的反驳的各个方面，考查所产生的反驳是真实的还是表面

的，亦即看它们是辩证的，或者表面是辩证的，或者属于检

验的论证。

<10> 在针对语词的论证和针对思想的论证之间，并

不存在有些人所想象的真正的差别。以为有的论证是针对语

15 词，有的论证是针对思想，两者并不同一，这是荒谬的。为

什么就不能用这个论证来针对思想呢？除非一个人不是在被

迫问者所想到的意义上使用名词，而当他正被追问时他是承

认这个意义的：这与使用思想针对话词完全是同一的。然而

使用语词针对思想则等于在这一层意义上使用语词，即一个

人在承认这一意义时所想到的意义自如果这个名词具有多种

意义，而追问者和被追问者都认为它只有→种意义，例如．



六、辩谬篇 571 

“单一”和“存在”都具有多种意立．然而回答者在回答时． 20 

以及逅问者在提问时，都假定只有一种意义，并论证说，万

物是一。难道这种诠证只能被用来针对话词而不能针对被监

问者的思想吗？相反，如果他们中有人认为，某一语词有多

种意义．显然，论证就不能被用来针对思想。因为，首先，

针对语词和针对思想属于有多种意义的那些论证。其次，属 25 

于所有一切论证。因为针对思想并不取决于论证，而是取决

于回答者在心里对于被承认观点的某种态度。再次，所有的

论证都可以针对语词，因为在这里“针对语词”就意味着

“不针对思想”。如果所有的论证既不针对语词也不针对思

想，那么第三种论证也不会针对语词或思想口然而他们宣 30 

称，所有的论证就是这么多，并且他们把论证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针对语词，一部分针对思想，不存在其他的论证。事

实上，取决于语词的推理就是取决于多种意义的推理的一个

分支。这种说法是谬误的，即认为“取决于语词”就等于说

所有的论证都取决于语言。事实上有些论证之所以是虚假 35 

的，并不是因为回答者对它们采取了某种特殊的态度，而是

因为论证本身就包含了具有多种意义的问题。

不预先讨论推理便讨论反驳乃是极其荒谬的。因为反驳 171 a 

即是一种推理，所以我们在讨论虚假的反驳之前应当先讨论

推理；因为这样的推理乃是一种矛盾命题的表面推理。所以

谬误的原因既存在于推理、也存在于矛盾命题之中（因为必 5 

须增加矛盾命题），但有时如果只有一种表面的反驳，则存



572 六、辩谬篇

在于两种情况之中。在“沉默者的说话”这个论证中，其反

驳就存在于矛盾命题之中．而不是存在于推理之中；而在

“人可以放弃他所没有得到的东西”这一论证中，其反驳则存

10 在于两种情况之中；在“荷马的诗是一幅图画”这一论证巾，

其反驳则存在于推理之中，因为它形成一个圆环，它存在于

推理之中。在两方面都没有错误的论证乃是真实的推理。

我们再回到论证所离开的正题上来①，数学的论证是永

远都可以被用来针对思想呢，还是不能呢？如果有人认为

15 “三角形”这个词有多种意义，并且假定它的意义不是已被

得到证明的包含两直角的图形，那么追问者在这里是否已经

用他的论证来针对回答者的思想，还是没有呢？

而且，如若一个名词有多种意义，但回答者并不认为或

想象它有多种意义，那么，回答者是否并没有用他的论证来

针对他的思想？或者除了通过给出区别来，他如何用别的方

法来提出他的问题呢？假如有这样一个问题：“沉默者的说

话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一种意义上是

20 ‘是’，在另一种意义上是‘不是’吗？”如果有人回答说，

这在两种意义上都是不可能的，而另一个人则争辩说，这是

可能的，那么，他的论证是否针对回答者的思想了呢？然而

这种论证被认为是与语词有关的一种论证。所以，不存在什

么被用来针对思想的其他种类的论证。有些论证被用来针对

①见 170h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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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词，这样的论证并不包括全部表面的反驳在内，更不用说 25 

所有的皮驳了。闵为还有一些表面的反驳与语言无关，例如

这些反驳以及其他就与偶性有关。

如果有人要求进行区别，说：“沉默者的说话，→词有

时我是指一事物．有时则是指另一事物。”但是．首先．这 30 

个要求是荒谬的（因为有时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多种意义，

在想不到区别在什么地方而非要进行区别不可．这是不可能

的〉。其次，除了这个以外教导的论证还是什么别的东西呢？

对于那些从来没有想到，或者不知道，或者并不认为还有任

何其他说法的人来说，因为它就使得这种状况变得很清楚

了。在没有双重意义的情况下，是什么阻碍着同一事物的发 35 

生呢？ 4 之中的那些单元是否等于那些 2 呢？要看到，在一

种意义上以某种方式和那些 2 相等，在另外的意义上则以另

外的方式和那些 2 相等。再有，“相反者的知识是一种知识

还是不是呢？要看到，有些相反者是可认识的，有些则是不 1711' 

可认识的”。因此，提出这种要求的人似乎不清楚教导的论

证和辩证的论证是完全不同的，他们不知道进行教导论证的

人不会提问，他会自己把问题弄清楚；而进行辩证论证的人

则要提问。

<11> 而且，要求回答者或者肯定，或者否定，这并

不是证明某事物之人的任务，而是进行检验之人的任务。因

为检验也就是一种辩证法，并且进行沉思的人并非有识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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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而是无知者和假装博学的人。根据特殊事例而静观一般

原理的人是辩证法家，表面上这样做的人则是诡辩家。争论

的推理和诡辩的推理是表面的推理，辩证的推理是作为一种

检验的方法来讨论它，即使其结论是真实的，因为它的原因

10 是靠不住的。所以，存在着一些虚假的推理，它们与某些特

殊的研究方法不一致，却显得和所说到的技术相一致。虚假

的几何学图形并不是争论的（因为这种谬误和这种技术的论

题是符合的），相对于其他说明真实事物的虚假图形也是如

15 此。例如，希波克拉底的图形，或者用圆弧使圆变成正方

形；而布吕松使圆变方的方法，即使可行，也仍然是诡辩

的，因为它和有关的论题不符合。所以，关于这些事物的所

有表面的推理都是一种争论的论证，任何只在表面上和论题

一致的推理，即使它是真正的推理，也仍然是争议的推理。

20 因为它只是表面上和论题符合一致，所以是靠不住的，不公

正的。这正如在体育竞赛中，如果采用某种不公正的形式，

那就是一种不公正的拼博。争议的推理就是在论证过程中的

25 一种不公正的拼搏。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满心期望不惜任

何代价取得胜利的人会不择手段；在后一种情况下，争议中

的争议者也会这样。我们把这样取胜的人通常叫做喜欢抬杠

的人，把那些靠这样赢得反驳而谋取金钱的人叫做诡辩家D

正如我们说过的①，诡辩术是→种利用表面智慧的赚钱术，

①见 l6sa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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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诡辩家们所追求的只是一种表面的证明。喜欢论争的人 30 

和诡辩家且然利用同样的论证？但他们的目的不同。同样的

论证既可以是诡辩式的，也可以是争议式的，但它们并不是

出于同样的着眼点。如果其目的是追求表面的胜利，那就是

争议的；如果其目的是追求表面的智慧，那就是诡辩的，因 35 

为诡辩是一种表面的智慧，但不是真正的智慧。喜欢抬杠的

人和辩证法家的关系就像绘出虚假几何图形的人和几何学家

的美系一样，因为他的错误论证和辩证法家的论证是从同样

的原则出发的，就像描绘错误图形的人和几何学家是从同一

原理出发进行论证一样。但后者并不是争议的推理者，因为

他作的虚假图形所依据的原则和结论属于几何学范围，而前

者进行论证所依据的原则属于辩证论证的范围，所以很清楚 l 72a 

他是就其他问题进行争议论证的人。例如，用圆弧使圆成正

方形就不是争议式的，而布吕松的方法则是争议式的。我们

不可能把前者从几何学范围划分出去，因为它是以几何学所

特有的原则为根据的。相反，后者则被用来反对许多争论

者，即那些在所有个别情况下都不知道什么可能什么不可能 5 

的人，因为它总是可以应用的。这对于安提丰使圆成正方形

的方法也是合适的①。再有，如果有人因为芝诺的论证②而

杏认饭后散步更好，那这绝不会是医生的论证；因为它可以

① 参见《物理学》， 185 “ 17 0 

② 同上， 239b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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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应用于一般的情况。所以，如果争议论证与辩证法家的论证

之间的关系，正如绘出虚假几何图形的人和几何学家的关系

一样，那么关于这些论题就不会存在争议的论证了。但事实

上，辩证论证并没有某种范围，也不证明任何个别的事例，

它和一般的论证也不同。因为没有什么种能包括一切，即使

15 有，也不可能使万事万物归属在同样一些原则之下，所以，

任何旨在证明事物本性的技术都不是由提问开始的。在问题

的两个可能方面中不容许任选一项，因为这两者都不会形成

一个推理。但辩证论证则是由提问开始的，反之，如果它想

要说明某事物，即使它并不是关于所有事物，而只是关于最

20 基本的东西以及一些个别原理，它就不会提问。因为如果对

手不承认这些，则辩证论证便失去了驳斥反对意见的论据。

辩证的论证同时也是一种检验的方法。因为检验的技术并不

25 是一种和几何学相同的技术，而只是即使没有任何知识时也

都具有的一种技术。因为一个对论题没有知识的人可以检验

另一个对论题没有知识的人，只要后者根据那些结果，而不

是根据他的知识或论题的特殊原则予以承认就行了。他即使

知道这些结果也不能就所讨论的技术使他免于元知，而不知

30 道这些结果必然会对这一技术无知口所以，很清楚，检验并

不属于某种特殊的知识。因为这个原因，它涉及所有学科，

因为所有的技术也使用某些共同的原则。所以，所有的人，

包括无专门知识的人，都在某个方面运用辩证和检验的方

法？因为所有的人都会程度不同地验证那些有知识的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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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他们所用的便是那些共同的原则 1 他们自己和行家一样

熟知这些，尽管他们表达起来显得离题太远。所有的人都能 35 

反驳 p 辩证法家有条不紊地从事的事情．他们干起来毫无条

理由用推理的技术进行检验的人就是辩证法家。所有领域都

有着许多同样的原则，但这些还没有达到具有特殊本质并构

成某种特殊种类的程度，它就像否定命题，而其他一些则不

属于这一类．而是局限于某些专门的范围：所以，根据这些 40 

对所有论题进行检验是可能的，而且布在着某种这样做的技

术，虽然这种技术和证明的技术并不相同。因此，争论的论

证并非在所有方面都和绘虚假几何图形的人相同；因为争论

的论证并不是根据某种原理进行错误推理，它所涉及的是各 172b 

种原理。

这些就是诡辩式反驳的种种形式，不难看出，对它们进

行研究并能够应用它们乃是辩证法家的任务；因为这种研究 5 

的全部内容都由探究命题的方法所构成。

<12] 关于表面的反驳我们就说这么一些。现在要说

的是，说明回答者正在陈述的是谬误，他正在使其论证导向

悖论（这是诡辩家的第二个目的）。首先，这最主要地是通 10 

过某种方式的查询和追问而达到的。提出的问题和所设定的

论题毫无关系而且无所限制，乃是达到这些目的的极好圈

套。因为人们在漫无边际地交谈时最容易陷入错误的境地，

而当人们没有一个确定的论题时谈话便会漫无边际。提出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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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多问题（即使某人所驳诉的论点已被限定），并且要求回答

者说出他的思想，这就提供了一个充足的机会使一个人陷入

悖论或谬误，而且，如果有问题，他即使对任何问题回答

“是”或“不是”，这也会使得他陷入这一论点，而别人则有

丰富的材料就这一论点对他进行非难。这种不公正的方法并

20 不比前一种更加实用；因为人们要问：“这和原来的问题有

什么关系呢？”导致谬误或悖论的要则，并不是直接提出论

点，而是假装由于想知道而提问，因为这种追问的方式就提

供了进行非难的机会。

诡辩式的方法有这么一种专门揭示谬误的方法，即，诱

25 使对手达到某一观点，而他自己则有大量论据反对这一观

点；就像前面所说的，这样做既可能用正确的方式，也可能

用错误的方法飞

要使人导致悖论，你就得先查明和你交谈的人属于哪一

派，然后就这一派的某种见解向他提问，而大多数人认为这

30 种见解是荒谬的；因为任何一派都有这种信条。在这里基本

的原则是把各种不同派别的观点都汇集起来，收进你自己的

命题之中。在这里适当的消除方法就是要说明，由于这种论

35 证，悖论才没有产生．而你的对手总是愿望事情应当如此。

而且，你应当从人们的愿望和所持有的意见巾寻找。因

为人们嘴上说的和心里所愿望的事情并不是同一的，他们说

① 见《论题篇》， u 11·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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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最冠冕堂皇的话，然丽他们希望的则是他们的利益。例

如．他们声称．与其快乐地牛．不在日高尚地死；与其卑贱富 l 73ll 

裕，不如诚实贫穷。但是他们的愿望则与他们所说的正好相

应。所以．按照心愿说话的人必定会表达平常所持有的意

见，而那些按照平常意见说话的人，必然会接受被隐瞒起来

的意见。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会必然地产生悖论， 5 

因为他们所说的观点要么和他们所持有的观点矛盾，要么和

他们隐藏的观点相矛盾。

将人们导向悖论的最平常的通例就是应用自然的和法规

的标准，在《高尔吉亚篇》①中卡里克勒斯就应用了这些标

准，所有的古人都认为这些是正当的。他们认为，自然和法 10 

规是相反的，根据法规公正是美好的，而根据自然则不是美

好的。所以，对于根据自然标准说话的人，你应当根据法规

来回答，而当他根据法规说话时你一定得根据自然来进行论

证；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他说的都是悖论。古人认为，符合自

然的事物就是真实的，而符合法规的事物则是人类的一般观 15 

念。所以，很清楚，他们也像现在的人一样，试图驳倒回答

者，或致使他作出悖理的陈述。

有些问题无论从哪个方面回答都包含了一个悖论。例 20 

如：“人是应当服从智者还是服从自己的父亲？”“人是应当

做便易的事还是做公正的事？”以及“宁可我负人还是宁可

① 柏拉图：《高尔吉亚篇》， 482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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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负我？”你应当将人们引到和大众以及智者的意见相反的

意见上来，如果说话者像熟练的论证者一样说话，那么你便

25 将他引到和大众意见相对立的意见上来；如果他像大众一样

说话，那么便将他引到和论证行家的意见相左的意见上来。

因为有的人说：幸福的人必然是公正的，因而“国王是不幸

的”，而这和大众的观点是相互冲突的。将一个人导向这种

悖论，与将一个人导向自然与法规标准的反面是同一回事。

30 因为法则乃是大众的意见，而智者的言论只是和自然与真理

相符合的。

<13> 这就是所应当研究的通过一些通例而达到的悖

论。至于使一个人陷入赘语，我们已经在谈到这个词时指出

35 过它的意义①。在以下所有论证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况，

“如果陈述一个名词与陈述其定义没有什么差别，‘两倍’和

‘一半的两倍’就是同一回事，如果‘两倍’是‘一半的两

倍’，则它就是‘一半的一半的两倍’，如果可以用‘一半的

两倍’代替‘两倍’，同一表达就会重复三次，‘一半的一半

的一半的两倍”’。再有“欲望不是对快乐的渴望吗？”“欲望

173b 是对快乐的渴望”，所以“欲望是对快乐的快乐的渴望飞

这种论证在使用一些关系词时就会发生．这些关系词不

仅其属是相对的，而且官们自己也是相对的，官们是相对于

①见 16日b)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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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和i同→事物而被给出的（例切．渴望是对某事物的渴望，

欲望是对某事物的欲望？两倍是某事物的两倍，即一半的两 5 

倍〕。当使用这样一些词时也会山现这种情况，这些词虽然不

是关系词，但实体（即这些词是其状况或承受或类似性质的

事物）则是在其定义中被指明的，因为它们叙述这些事物。

例如，“奇数”是“包含中间数 1 的数”，有奇数存在．所以

“奇数”便是“包含了中间数 1 的数气再如，如果“塌”是“鼻

的塌”，有··塌鼻”存在，那么“塌鼻”便是“塌鼻的鼻”。 10 

有时似乎也产生了这种重复的结果，但事实上并没有。

这是因为人们并没有进一步追问单独的“两倍”是否有意

义，如果有，那意义是相同还是不同，但他们是立刻得出结

论。而它似乎具有同一意义也是因为这个词是同一的。

(14]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什么是文法错误①。人 15 

们既可能犯文法错误，也可能并没犯错而只是显得犯了文法

错误，以及犯了错误而显得并没有犯文法错误，就像普罗泰

戈拉常说的，如果 menis （忿怒〉和 peleks （头盔）是阳

性②，他认为，把忿怒说成是毁灭女神的人便犯了文法错

误，尽管在别人看来他似乎并没有犯文法错误，而把忿怒

说成是“毁灭者”的人，似乎犯了文法错误，其实并没有犯

①见 165h2Q 。

② 事实上这两个词是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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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错。很显然，人们也可以用技术产生这一结果 z 所以，有许

多论证似乎推出了文法错误而事实上并没有，正如在反驳中

所发生的情况一样。

几乎所有的文法错误都是因为这种情况而发生，即由于

25 “这个咱这个词的词尾变化既不表示阳性，也不表示阴性，

而是表示中性。 “他”②表示阳性， “她”③表示阴性，而

“它”④虽然在意义上表示中性，但经常既表示阳性，也表

30 示阴性。例如，“这＠是什么？”“这是卡里娥佩”，“这是木

头”，“这是哥里斯库斯”。阴性和阳性在格的形式上全都不

同，而中性名词的格的形式，则只是有些不同，而有些则是

相同的。所以，一旦人们假定“它”正确，人们便好像已经

35 使用了宾格的“他”＠一样进行推论，同样，他们在应该用

其他格的地方却使用不同的格，这种错误的推论其所以发

生，原因就在于“它”对多种格都是一样的；因为“它”有

时表示主格的“他气有时则表示宾格的“他”。它可以交替

地表示这两者 z 当和陈述式的“是”联系时它应表示主格的

“他”，当和不定式“是”联系时它应表示宾格的“他”，例

如，“这是哥里斯库斯”和“是哥里斯库斯”。阴性名词以及

( tode0 

( houtos,, 

③ houte 。

④ touto。

( lOUlU0 

CID tout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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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物品也是如此，这些物品既有阳性的，也有阴性的。 17411 

只有那些以－on 结尾的名词才表明属于物品之类．例如－

k氧ulon （木头） , skhonion （绳索〉。那些形式与此不同的名

词或者是阳性，或者是阴性，其中一些就属于物品之类电例

如 askos （皮酒袋）就是阳性， kline （床）是阴性。所以，

在这样的情况下，使用陈述式的“是”如使用不定式的 5 

“是”存在着同样种类的区别。在某种意义上说，文法错误

有些类似于因为用同样的词表达不同的事物而产生的反驳，

因为正如在一种情况下我们是在实际事物上犯了文法错误，

在另一种情况下，我们则在名词上犯了文法错误z 因为

“人”和“白”既是名词又是事物。

很清楚．我们应当在上面所说到的词尾变化的基础上对

文法错误进行推论。 10 

这些就是争论式的论证的种类，以及这种种类的子种

类。以上所说的乃是应用它们的方法。如果为了隐瞒思想以

某种方式来安置提问的材料，这样便有较大区别了，正如在

辩证论证中的情况一样。所以，从我们以上所述推论，我们

必须首先讨论这个问题。

<15> 对于反驳，较好的办法是延长，因为在一瞬间

要同时瞥见多件事物是十分困难的，而要延长就得利用我们

前面说到的那些要则。另一个办法是加快，因为人一旦落后

就很少朝前看，另外还有忿怒和争辩；因为人们在激动时总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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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是很少保护自己。挑起忿怒的要则是挑明某人想行为不公，

而且寡廉鲜耻。另一个计谋是交替提问，看一个人的多种论

证是否得出同一论点，或者看他的论证是否既证明了某物是

这样又证明了某物不是这样，因为这个结果是，回答者得同

时提防多种观点的非难或相反观点的指责。一句话．以上所

25 提到的所有隐瞒自己的方法对于争论的论证都是有用的，隐

瞒是为了逃避被人察觉，而要免于察觉则是为了蒙骗别人。

一旦遇到那些拒不承认自己思想的人，而且那会有助于

你的论证，那么你务必用杏定的形式提问，就仿佛你想知道

30 与你正想知道的答案相反的答案，或者装出一副漠不关心的

样子提问；因为只有在人们弄不清你想要得到什么样的答案

时，他们才比较好对付。在涉及特殊事例时，人们常常同意

个别的事例，那么，在归纳的过程中你不能使用共相来作为

35 你问题的论题，而应假定你同意这一点曹并利用它；因为人

们有时认为，他们自己同意的，似乎他们的昕众也同意。因

为他们对归纳的过程牢记不忘，并且认为，如果没有某种目

的，问题就无法提出来，在没有适当名词表示这个共相时，

为了便利，你应利用与特殊事例相似的东西，因为这种相似

性常常能瞒混过关。为了引出你的前提，你应当在你的问题

l 74b 中将它和它的相反者加以比较。例如，如果你想引出这一前

提E 人应当在所有事情I二服从自己的空母．那么你就问道 z

人在所有事情上是应当服从自己的父母呢，还是不服从他

们？如果你想规定，数通过多次乘方会得出一个大数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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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问道，我们是承认它是一个大数目呢，还是承认它是一个

小数目？如果再强迫一下，那么他就会反认．它应当是一个 5 

大数目 7 因为担相反的东西放在一起？便会让人们看到事物

的大和较大、拉坏和较好。

提问者采取各种诡计而形成的最诡辩的反驳，往往最具

有反驳的显著特征，虽然他们什么也没有证明，他们并不以

问题的形式表示最后的命题，而是作为结论指出来，就仿佛 10 

他们已经证明它了，“所以如此这般的事物并不确实”。

另一个诡辩式的圈套是，如果论题是个悖论，在人们最

新提出一般被接受的观点时，要求回答者回答他对此是怎样

想的，并且以这样的方式提问：“这是你的意见吗？”如果问 15 

题是论证的前提之一，那么结果要么一定是反驳，要么是一

个悖论。如果他同意这个前提，那么便会产生一个反驳；如

果他不承认这个前提，甚至否认它是个被一般接受的观点，

那么他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如果他不承认它但同意它是个被

一般接受的观点，这就会产生反驳的假象。

而且．就像在修辞的论证中一样，在反驳中也同样如

此。你应当在回答者的观点和他自己的陈述或他认为其言行 20 

是正确的人的观点之间，或者与人们一般认为具有相同特点

的人的观点之间，或者与和他自己观点相同的人的观点之

间，或者与大多数人的观点之间，或者与整个人类的观点之

间找出矛盾之处。正如回答者一样，当他们被反驳时，如果

他们将要被驳倒，他们常常提出某种区别，提问者有时也是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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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在他们和反对者打交道时，如果反对一个词的某种意

义是正确的，而反对这个词的另一种意义不正确，那么提问

者常采取这样的权宜之计，即声称对于采取了这个词的后一

种意义。克洛丰在《门得罗布洛斯篇》中就是这样做的，如

30 果回答者在这时已经觉察到了这个动机，事先就提出了反对

意见，并且开始进行论证，那么提问者就应当从论证中退下

来，并中止他们的其他非难。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可能对已

经确立的论点进行攻击，那么他应当攻击除了所提到的观点

外，有时还应当攻击其他一些观点，就像吕科富隆，人们建

议他发表一篇赞美七弦琴的颂词时他就是这样做的。对于那

35 些要求人们对某个确定论点加以非难的人（因为人们通常认

为，一个人应当陈述理由，反之，如果作了某些陈述，那么

捍卫自己的观点就要更容易些），你应当说，你的目的就是

要达到反驳的一般结果。即，否定对于所肯定的，肯定对于

所杏定的，至于相反者的知识是同一还是不同一，并不加以

证明。人们不应当以前提的形式追问结论，有些前提根本不

能追问，而只能默认。

175" [16] 我们已经讨论了问题的来源，以及在争论论证

中应如何提出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必须说到回答，消除的

方法是如何产生的，它们的论题是什么．以及这种论证可以

用于什么样的目的。

5 有两个理由，可以说它们对于哲学是有用的．第一．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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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官们通常依赖于语言．所以．它们使得我们更好地理解了

一个词所具有的各种含义，明白 f在事物之间和在它们名称

之间有什么相同和差别。第二．它们对于一个人在内心所提

出的问题是有用的 f 因为如果一个人容易被另一个进行虚假

推理而且还没有发现自己错误的人创入歧途，那么他在自己 10 

内心也可能常常陷入这种错误。第三，它们给人们以名誉，

即一种表明人们在所有事情」七都受到了良好训练以及在任何

事情上都不是没有经验的名誉。如果有人在论证中发现了论

证的错误，但不能指出错在哪里，这就会使人疑惑：他的烦

恼似乎并不是由于真理，而是因为经验不足。

如果我们在前面正确地说明了谬误产生的根源，并且充

分区分了提问中种种骗人的方式，那么回答者应当如何对待

这样的论证就是显而易见的了。将论证拿来并分辨论证中的

15 

错误，与在被追问时能迅速地对待它并不是一回事。因为当 2。

我们所知道的事物以某种不同的形式出现时，我们常常不能

认出它。而且，就像其他一些事情一样，通过训练可以使快

速更快，缓慢更慢，在论证中也是一样；所以，即使有的事

物对我们来说清楚了然，但如果我们经验不足，那么我们也 25 

常常错过认出它们的时机，有时在几何学阁形上也发生同样

的事情。因为我们有时分析了一个图形，却不能重新作出这

个图。在反驳中也是一样，我们知道该怎样把论证连结起来，

但却不知道怎样把它分开。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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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首先，就像我们说的那样，有时我们更应当精

心地进行一种似乎有理而并非真正有理的论证，我们在解决

问题时，有时也应当这样，解决问题与其说符合真理倒不如

35 说是似是而非。一般地说，当我们不得不与好争论的论证者

论战时，我们不应当把他们看作是在企图反驳我们，而看作

只是表面上好像在反驳我们；因为我们认为他们什么也没有

证明，所以，在纠正他们的过程中，我们的目的就必定是要

175b 消除这个反驳的假象。如果反驳是以某些前题为根据而形成

的非同名异义的矛盾命题，那么就没有必要针对语义双关和

用词歧义作出区分了；因为它们并没有构成推论。但是，作

进一步区分的另一个唯一动机是，结论显得像反驳。所以－

5 个人务必要提防的，并不是被反驳，而是好像是被反驳，因

为以一些有歧义的词和包含了同名异义词的问题提问，以及

所有同类的欺骗性诡计，掩盖了真正的反驳，并且谁被反

驳，谁没被反驳就变得模糊起来。因为在最后，当结论得出

来时，可能会说，如果不是因为语义双关，对于和他所断定

的并不自相矛盾，可能他碰巧是坚持的同一观点，至于一个

人是存被反驳那是不确定的；因为人们并不清楚他此时是再

i正在讲真话。但如果一个人已经作了区分，并就同名异义词

10 和有歧义的词向他提问，那么反驳就没有什么不确定的了。

好争论的论证者的目的（显然对他们来说这个目的眼F不如l

从前）也就达到了，亦即，被提问的人就得回答“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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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回答“不是”：｛A.事实1：，由于提问者提问不合理，被问

到的人不得本通过纠正命题的不公正之处在其回答中增加一

些东西，冈为如果提问者作了充分的区别，那么回答者就必

须说，“是”或“不是”。

如果有人想象，由于语义双夫而产生的论证是反驳，那

么回答要避免在某种意义上被反驳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就那

些显然的对象来说，一个人必然地要否认他所肯定的名词，

15 

肯定他所否定的名词，因为人们为此所采取的纠正方法完全 20 

是徒劳无用的。他们并不说哥里斯库斯多才多艺与并非多才

多艺，而说这位哥里斯库斯是多才多艺的，以及这位哥里斯

库斯并非多才多艺的。说这位哥里斯库斯是多才多艺的（或

并非多才多艺的），与说这位哥里斯库斯是这样，使用的是

同样措辞；而且一个人在同时既肯定这个又杏定这个。但是

这也许并不是意指同一事物 E 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名称也

不是指同一事物，那么差别在哪里呢？但是如果他对一个人

给出个简单的名称“哥里斯库斯”，而对另一个人则增加 25 

“某个”或“这个飞那么这就是荒谬的；我们不能一个增

加，另一个就不增加；因为无论他给两个中的任何一个增加

了“这个”都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有人无法分辨有歧义之词的种种意义，那么

他是否已经被反驳还是没有被反驳就不清楚。因为在论证 30 

中，分辨它们的权利是得到承认的，很显然，承认简单的问

题而不作任何分辨，乃是一个错误；因为这样他的论证就的



590 六、辩谬篇

确显得被驳倒了，尽管这个人自己似乎并没有被驳倒。但经

常的情况是，人们看到了词的歧义，但对做出这种辨别却犹

豫不决，人们在许多情况下都考虑到了这类问题，但他们不

愿意显得在任何时候都行为反常。还有，人们从来没有想

35 到，论证就是取决于这一点，他们常常面对着的是一个悖

论。由于进行辨别的权利是得到承认的．所以，就像我们在

前面所讲过的①，我们一定要毫不犹豫地利用它。

如果有人并不将两个问题并成一个问题，那么与语义双

关和用词歧义有关的谬误便不会产生，而是产生反驳，或者

1763 反驳也不存在。在这两者之间，即提问加里亚斯和泰米斯托

克勒是不是多才多艺的人，和用同样的人名就两个人提出同

样的问题，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有人说的是多种事物

而不是一件事物，那么他提的问题就是多个。所以，如果两

个问题只要求给予一种回答是不正确的，那么对于语义双关

5 的问题只给予一种简单的回答，就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有些

人宣称，一个人应当这样回答问题，甚至即使这个词对于所

有的论题都适合，也是如此。因为这个问题和问“哥里斯库

斯和加里亚斯是不是在家？”是完全一样的；他们两个是都

在家呢，坯是都不在呢？在两种情况下，命题都不止一个。

如果回答是真实的，那就元法得出问题具有→个。因为在问

到无数问题时，很可能说“是”戎“不是”都是正确的。尽

① 见《论题篇》．第八在• (7)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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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如此人们还是不应当用一个简单的答复来问答它们．肉为 1。

这意味着论证走进了死胡同。这种情况有些类似于用同样的

名称来指不同的事物。所以，如果有人对两个问题根本无法

作出一个答复，那么很显然，在使用同名异义词的情况下他

就既不应当说“是”，也不应当说“不是”：因为说话的人并

没有作出回答，而只是陈述。但那些进行论证的人却认为这 15 

有几分像回答，因为他们并没有认识到结果是什么。

正如我们所说的，有些反驳表面上是反驳而其实并不是

真正的反驳；同样，有些消除方法表面上是消除，其实并不

是真正的消除方法。我们说，在争论的论证中，在遇到用词 20 

歧义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在进行真正的反驳之前就把这些提

出来。如果陈述好像是真实的，一个人必须用“姑且承认”

这种措辞来回答；因为这样一来，被驳倒的可能就变得十分

小了；但如果有人被迫说了某些自相矛盾的话，那么他尤其

要补充一句：它似乎是这样。这样一来，就不会被驳倒或出

现悖论了。既然人们清楚“假定最初的论点”意味着什么， 25 

而且人们总是认为他们必须竭尽全力推翻靠近结论的那些前

提，而且由于有人正在假定最新的论点，有些前提必然不会

得到承认。所以，一旦有人宣称这样一个论点是从我们论题

中必然推出的结论，而且是虚假的或者是自相矛盾的，那我 30 

们必须为同样的论题进行辩护；因为必然结论通常被认为是

论题自身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一旦已经得到的普遍没有

名称，而只是通过比较例子来说明，那我们必须说，提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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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并不是在它被认可的意义上使用它，也不是像他所提出来的

那样，因为反驳也常常取决于这一点。

一旦人们无法使用这些权宜之计，那就必须求助于并没

有得到恰当证明的论证，并根据前面说到的谬误分类来对

待它。

当名词是在恰当的意义上使用时，人们必须要么作出简

单回答，要么通过作出辨别而回答。如果我们的陈述蕴含了

176b 我们要说的意思，但又没有明确表达出来，那么反驳就随之

产生了。例如一个问题并不是清楚地提出的，而是用一种缩

短了的形式提出，如“凡属于雅典人的东西都是雅典人的财

产吗？”“是的，而且这对于其他一切事物都同样适用。”“如

果这样，那么人属于动物吗？”“是的”，“既然如此，人就是

动物的财产。因为我们说，人属于动物，因为人是动物，正

5 如我们说吕山德是斯巴达人一样。”显然，当前提不清楚时，

一定不要简单地承认这个前提。

通常人们认为，如果两件事有一件是真实的，则另一事

物也必然是真实的，但是如果第二件事是真实的．则第一件

事并不必然是真实的 D 当有人问到哪一件事是真实的时候，

1。 我们应当承认前提较少的一件：前提的数目愈多，则得出结

论就愈难。再有，如果他想确寇，→事物没有相反者，而另

一事物有相应者．如果他的争论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就应当

说，两者都有相反者，但其中之一还没有确寇的名称。

至于绝大多数人所持的观点，如果有任何不同意他们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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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人．他们就会说他是在撒谎，对下别的他们就不会这么 15 

说。例如，对有些治题人们的看峰就不一致（如对于生物的

灵魂到底是有死的，坯是不灭的这种问题，绝大多数人就没

有取得确定一致的意见）。所以，当人们并不确定一般人所

提出的前提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是否像格言一样被使用

（因为人们把两者都称作真实的意见．而且人们用“格言”

这个名称来表示普遍的肯定），还是像陈述一样，如“正万 20 

形的对角线不能和宫的边长通约”，而且，在这里真理完全

是不确定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有极好的机会改变名

词而不被发觉。因为前提在哪一种意义上才真实这一点并不

确定，所以人们不会被看作是在玩弄诡辩，由于在论题上意

见并不一致，所以人们并不被认为是在撒谎；因为这种改变 25 

会使我们的论证立于不败之地。

而且，一旦有人预见到了任何要提出的问题，那他必定

是最先持反对意见的人，并且会说出一个人必须要说的话，

这样他就会最有效地使提问者手足无措。

<18> 既然正确的消除方法是将虚假的推理暴露出来

说明谬误所依赖的问题之本性；既然虚假的推理有两种意义 30 

（因为如果所达到的结论是虚假的，或者推理只是貌似而并

非真正的推理，都会产生虚假的推理），所以必须既有刚才

所说到的消除方法，也要有表面推理的纠正方法，以说明是哪

一种问题导致的谬误。结果是，一个人消除推理正确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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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就是推翻它们，并通过作出辨别来消除那些貌似的论

证。再者，在它们的结论中，既然在那些推理正确的论证中

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虚假的，那就可能以两种方式来消除那

35 些结论是虚假的论证，即或者推翻那些被提问的前提中的一

个，或者指明结论并不像所陈述的那样。相反，前提是虚假

的那些论证，则只能通过推翻其前提中的一个来消除，因为它

l 77a 的结论是真实的。所以，那些希望消除论证的人应当看到，

首先，它是被正确地推导出来，还是被不正确地推出；其

次，结论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以便我们或者通过进行辨

别，或者通过推翻一个前提，并且以刚才说到的两种方式

5 的任何一种来推翻一个前提而得到消除。在一个人被提问

时消除论证与在没有被提问时消除论证，这两者之间有着

天壤之别；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要看清将会发生什么是困

难的，但是当一个人有闲暇时，要看清一个人的方式就要容

易一些。

10 [19> 在与语义双关和用词歧义有关的反驳中，有些

反驳所包含的问题具有多种意义，而有些反驳则是所包含的

结论具有多种意义。例如，在关于“沉默者的说话”的论证

中，其结论就有双重意义，而在“知道的人并没有意识到他

知道什么”这一论证中，其中的问题之一就包含了用词歧义

的情况。再有，有双重意义的东西，有时是，有时不是由

15 “双重”这个词就是指有时是有时不是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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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与结论中出现多种意义时．就不会有反驳发生，除非提

问者事先就得到一个矛盾命题，例如，在“盲人的看”这个

论证中。因为，如果没有矛盾命题就不可能有反驳。在问题

中出现多种意义时，就没有必要预先否定词的歧义 f 因为这

并不是论证的目的，而只是论证得以进行的手段。所以，在 20 

开初．人们应当以F面的方式对有歧义的词或措辞作答：

“在一种意义t：它是这样，在另一种意义上它不是这样”。如

“沉默者的说话”在一种意义上是可能的，在另一种意义上

是不可能的。再如“有时人们要做必需的事情，有时则不做

必需的事情”，因为“必需的事情”这个词有多种意义。如

果人们并没有发现词的歧义，那么就应当在最后作一个修

正，对于“沉默者的说话是可能的吗”这个问题，增加 25 

“不，但是个别的沉默者在说话是可能的”。在前提中包含了

多种意义时也是一样：“人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所知道的东西

吗？”“意识到了，但那些在特殊方面知道的人没有意识到。”

因为说知道的人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知识和说在特殊方面知

道的人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知识，这两者并不是同一回事。 30 

一般地说，即使对于以直接的方式进行论证，一个人也必须

坚持他所否定的并不是→个人所肯定的事实，而只是它的名

称，所以并不存在什么反驳。

<20> 怎样消除与拆散和合并有关的谬误也是很显然

的；如果因为拆散和合并措辞表示某一不同事物，当对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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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出了结论时，我们务必从相反的意义上来对待这些词。由于

拆散或合并而产生的这种论证，如“他被打了，用什么你看

见他被打了呢？”和“你看见他被打了，用什么他被打了

呢？”这一论证就存在着由于问题用词歧义而产生的谬误，

但它实际上是由于词的合并。因为与拆散有关的东西不会产

177L 生双重意义的问题（因为同样的措辞不会产生分离），除非

horos （界限或词项）与 oros （山丘）是按照气号发音，这

两者的意义完全不同（作为书面语言，应当用同样的字母、

同样的方式曹被书写时词就是一样的，尽管人们现在又增加

5 了一些记号，但是在口语中这些词就不一样了），所以，其

意义取决于拆散的措辞，不会产生双重意义问题，所有的反

驳都不依赖于词的双重意义，这也是很显然的。而有些人则

说反驳依赖于词的双重意义。

10 拆散是就回答者来说的，因为“用我的眼睛我看见有人

挨打”与说“我看见有人挨打用我的眼睛”并不是一回事。

还有欧序德漠斯的论证：“你在西西里能知道比雷埃夫斯有三

层桨的战舰吗？”还有， “是皮鞋匠的好人能是坏的吗？”

15 “不。”“但是一个好人可以是一个坏的皮鞋匠，所以，他是

一个义好又坏的皮鞋匠。”再如，“恶的知识是好的，所以恶

是学习的好对象。”“但是，恶既是恶又是学习的对象，所以

恶是学习的恶的对象；但我们看到－恶的知识是好的。”另

20 外，“在现在说你是出生的是真实的吗？”“是。”“那么你是

现在出生的了。”拆散词会产生不同的意义吗？在现在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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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出生的，是真实的，但说你是在现在出生的则不真实了。

再有，“当能做时你能做你能做的事情吗？”··能。”“当你并

没有弹奏竖琴时你具有弹奏竖琴的能力．所以．在你没有弹 25 

奏竖琴时你能够弹竖琴奏。”但是，当他没有正在弹奏竖琴

时他不可能正在弹，当他没有弹时只是能弹而已。

有些人以另一种方式来消除这个，如果有人承认，人能

够做他所能做的事情，这并不能说，当他没有正在弹奏时他

能弹奏竖琴。因为并没有人承认这→点，他将以他任何能够 30 

的方式来演奏，因为以他能够的方式做和以他能够的任何方

式来做并不是同一回事。但是很显然，这并不是一种好的消

除方法。只有论证所依赖的原则是同一的时，其消除方法才

是同一的，这种消除方法并不能适用于所有的论证，也不适

用于一切提问的方式，它只是针对提问者，而不是针对论证。

(21> 无论是书面语言，还是口语，论证都与重音元 35 

关，虽然像以下少数情况也可能发生，例如这个论证：房子

是“你居住的地方吗？”是的，“你不①居住”是“你居住”的

杏定命题吗？是的，但是你说过，“你所居住的②地方”是房 1788 

子，所以，房子是一个杏定命题。这种谬误该怎样消除是显

而易见的，因为高音调和抑音调的口语其意义是不同的。

( OU a 

② 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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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看清了我们拥有各种范畴后，我们应当如何对

5 付与用同样措辞表达不同事物有关的论证也就很清楚了。假

设有人在被追问时已经承认，有的表明实体的事物不是属性，

另外的人则指出，有的事物是属性，属于关系或数量的范畴，

但由于它的措辞，人们通常认为它是指的实体。例如在下面

的这个论证中：在同时正在做和已经做完同一件事是可能的

10 吗？不可能。但是，在同时并在同样的状态下，的确可以正

在看而且已经看到了同一事物。再如，被动是主动吗？不是。

那么，“他被割了”，“他被烫了”J‘他感觉到某物”都是类似

的表达，而且都是被动的形式。而另一方面，“说”、“跑”、

“看”彼此间也是类似的表达形式，但“看”显然是感觉到某

物，所以被动和主动同时发生。在前一种情况下，有人在承

15 认不能在同时正在做和已经做完同一件事后，如果他又说看

一件东西和已经看到了这一件事是可能的。假如他坚持说

“正在看”并不是主动的形式而是被动的形式，那么他就不会

被驳倒。这个问题也是要必然被提出来的，虽然昕话者假定

他已经承认了它，在他承认“割”是“正在做某事”，“已经

割了”是“已经做了某事”的时候。同样的表达形式也是一

20 样。因为昕话者自己补充了其余的东两．即．假设意义是相

同的，而实际意义并不是真正相同，只是由于措辞的缘故貌

似相同。在用词歧义的谬误中．也会发哇同样的情况＝因为

在谈到同名多义词时，对论证不熟练的人以为对手已经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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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所肯定的事实，而没有否定名词，然而还需提出另→个

问题，即他是否使用了同名多义词，而他以为只有一种意义$ 25 

因为如果他承认了这个．那么就会存在一个反驳。

下面的论证也与以上论证相同；一个人是否已失掉了他

曾经有而后来又没有了的东西呢？因为已经遗失了 1 颗锻子

的人就不再有 10 颗假子了口事实并非如此，毋于说，他已 30 

经失去了他从前有过而现在不再有的东西．但这并不能得出

他已经失去了他现在没有的东西的全部。在这个问题中，他

所谈的是他所有的东西，在结论中，他所谈的则是所有的东

西的全部数目；因为假子的数目是 10。所以，如果他一开

始就提问，从前拥有的东西的数目，现在已经没有了，这样

的人是否已经失去了全部的东西呢？谁也不会同意这一点， 35 

但人们将会说，他要么全部失去了，要么失去了其中之一。

再有，人们争论说，一个人可以给出他所没有的东西，因为

他所没有的东西只不过是一颗般子而已。事实并非如此，毋

宁说，他并没有给出他所没有的东西，但是以他所没有得到 178b 

它的方式，即作为一个单一的单位，给出了它。因为“单一

的单位”既不能说明个别的事物，也不能说明性质或数量，

而只能说明与其他事物的某种关系。所以，这就仿佛他问

道：一个人是杏能够给出他所没有得到的东西？在得到回答

“不能”后，他会问，一个人在他没有很快地得到某物时是

否能够很快地给出它呢？在得到回答“能够”后，他就会推

论说，一个人能够给出他所没有的东西。很显然他的推论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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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因为“很快地给出”并不意味着给出某个特殊的东

西，而只是以某种特殊的方式给出，一个人能够以他所没有

得到某物的方式给出它口例如，他可以高兴地得到它，痛苦

地给出它。

以下所有论证也是一样，“一个人能用他所没有的手打

10 或用他所没有的眼睛看吗？”因为他只是没有一只眼，所以，

有些人用来消除这一困难的方法是说，具有不止一只眼的

人，也仅仅具有一只眼睛，其他任何事物也是一样。有些人

还有这样的论证， “一个人所具有的只是他所接受到的东

西”，这个人仅仅投下一块卵石，他们说，那个就具有仅仅

一块从他那里得来的卵石。其他的人则通过直接推翻所提出

15 的问题，争论说，一个人所具有是他所有接受到的东西。例

如，一个人能够接受一瓶好酒。但如果这瓶酒在转移的过程

中变坏了的话，他所具有的就只是一瓶酸酒了。但是，正如

前面所说的①，所有这些人，他们的消除都不是针对论证，

而是针对人。如果这算得上消除的话，那么，通过承认对立

的观点，就像在其他情况下所发生的一样，要得到一种消除

20 方法那是不可能的，例如，如若“它部分是这样部分不是这

样”是消除办法，如果人们承认这种说法是笼统的，那么，

这就会使结论变得正当。但是如果并没有得出结论，那就不

可能有消除办法。在以下的例子中，尽管人们承认了所有前

a) 见 177b33o



六、辩谬篇 GOl 

提，但我们仍然说，推理并没有形成。

以下的治证也是属于这一类 E “如果有的东西在被写下

来．是有人写下它的吗？”但被写的是“你在坐着”：这是一 25 

个虚假的论证，但在它被写下来时是真实的？所以，被写下

来的东西在同时既是虚假的又是真实的。但这是谬误，因为

就一个论证或意见来说．虚假或真实并不表示实体而只是说

明一种性质 z 因为同样的说明也可以应用到意见上来。再

有，“学习者所学习的东西是他所学习的东西吗？”一个人学

习慢快是什么，这并不意味着他学什么，而是他如何学习 30 

它。再如，“一个人会踏着他在其中散步所穿过的东西吗？”

但他整天都在散步。但这话并不是说他散步穿过了什么，而

是指他散步的时间，这就像有人说“喝一杯”，并没有说明

他喝什么，而是指他用什么来喝。再有，“是不是要么靠学

习，要么靠发现，一个人才知道他所知道的东西呢？”但是， 35 

假定存在两件事物，他发现了其中之一，学习了另一件，那

么他就既不是发现了这两件事物，也不是学习了这两件东

西。说他所知道的东西是一个单一的东西，而不是放在一起

的全部东西，难道这有什么不真实的吗？还有一个论证，除

了“人”和“具体的人们”以外，还有一个“第三人”。但

是“人”和所有的全称名词表示的并不是个别的实体，而是 1798 

性质，或关系或方式或这一类的东西。 “哥里斯库斯”和

“音乐家哥里斯库斯”是相同的呢，还是不同的？这个问题

也同上面的情况→样。因为在这里，一个名词表示的是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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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体，另一个表示的是性质，所以，要把它孤立起来是不

可能的；因为它并不是产生“第三人”的孤立过程，而是同

5 意它是一个别事物的态度。因为人的本质绝不可能像加里亚

斯一样是一个别事物。如若有人说被孤立的东西并不是个别

事物而是性质，那也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在“众多”之外，

还存在着“单一”，例如“人”。所以，很显然，绝不能承认

10 能全称地表示一个属的名词是一个别事物。但我们必须说，

它表明的是性质，或关系、数量，或这一类的某些事物。

<23] 总的来说，就依赖语言的论证来说，消除的方

法永远都取决于论证所依赖的东西的对立面。例如，如果论

证与合并有关，那么消除的方法就是拆散；如果论证与拆散

15 有关，那么消除的方法就是合并。再有，如果论证与高音调

有关，则消除的方法是抑音调，反之亦然。如果论证与语义

双关有关，那么消除的方法就是使用与之对立的词。例如，

如果有人在否定了某物无灵魂之后，又说它是无灵魂的，人

们一定会指出它是有灵魂的。如果有人说过宫是元灵魂的，

而且他的对手争论说它是有灵魂的，那他必须肯定它是无灵

魂的。相对于用词歧义也是如此，如果论证取决于语言的相

20 似性，对立的命题就是消除方法。“一个人能够给山他所没

有得到的东西吗？”他的确不能给出他所没有得到的东西，

但是能够以他所没有得到它的方式给出它，例如单一的一颗

骸子。 “人是通过学习或发现而知道他所知道的某件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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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是的 F 但是他不是他所知道的那些东西。”一个人要

踏在他散布要穿过的东西，但不能踏在他散步要经过的时 25 

！可 q 夫于其他事例也是一样。

[24] 对于与偶性有关的论证，一般地可以运用同样

的消除方法。既然某一属性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应当属于某一

物体并不确定．在一些情况下，它属于事物的偶性，而且 30 

人们有时一般地认为并叙说它属于事物的偶性，有时人们杏

认它必然地属于事物的偶性。所以，在得出结论时，我们必

须在所有相同的情况下肯定，它并不必然属于事物的偶性。

但是我们必须举出一个例子来。下面所有这样的论证都与偶

性有关z “你知道我将要问你什么吗？”“你认识那个向我们

走过来的人吗？”或“你认识那个戴着面罩的人吗？”“这尊

雕像是你的作品吗？”或“这狗是你的父亲吗？”“一个小数 35 

目与另一个小数目之积还是一个小数目吗？”很显然．从这

些事例我们并不能必然地推出，对于偶性是真实的属性，对

于那些事物也是真实的。因为人们通常认为所有同样的属性

只是属于不能区分的，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事物。但是，就善

来说，是善的和将是问题的主题并不是同一回事。就“正向 l 79b 

我们走过来的人”来说，或就“戴着面罩的人”来说，“正朝

我们走来”与“是哥里斯库斯”也不是同一回事；所以，如

果我们认识哥里斯库斯但并不认识那个正朝我们走过来的人，

这并不能得出，我们既认识又不认识同一个人。再有，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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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的”，而且这也是“一种制作品”，这并不能推出，

5 这是“我的一件作品”，只是为我所有，它也可能是我的物品

或其他别的东西。在其他情况下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

有些人通过推翻问题的论题来消除这些。既认识又不认

识同一事物是可能的问题，但不可能就同一方面来说；所

以，当人们并不认识正朝他们走过来的人但又认识哥里斯库

10 斯时，他们说，他们认识又不认识同一事物，这就并不是就

同一方面来说的。但是首先，就像我们说过的①，纠正那些

依靠同样原则的论证的方法应是同一的；然而，如果人们并

不是将这同样的原则应用于“知识”，而是应用于“存在”

或“某种状态的存在”，例如，“这狗是父亲，这狗是你的”

15 情况就会有所不同。虽然有时认识又不认识同一事物是真实

的，但所提出的消除方法在以上事例中根本不能应用。没有

什么能防止同一论证具有多处缺陷，但这并没有揭露所有的

缺陷，以构成消除方法，因为一个人可能指出推出的结论是

20 虚假的，然而并没有指出它的根据是什么。例如，芝诺关于

运动不可能的论证。所以即使有人试图推论这种观点不可

能，甚至即使他已经给出了无数证明，他也仍然是错误的，

因为这个过程并不构成一种消除方法，正如我们所说，解决

乃是揭露虚假的推理，指出谬误的根据是什么。所以，如果

25 他没有证明他的问题，或者他试图用错误的方法进行推论，

①见 177b3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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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他的命题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电消除方法就是把这个过

程揭露出来。有时虽然没有什么能阻止这个发生．但在以 i二

的事例中，人们一般是不会承认它的自因为他知道，何里斯

库斯就是柯里斯库斯，朝他走过来的人正朝他走过来。但是 30 

在有些情况下．人们通常认识又不认识同一事物是可能的：

例如，一个人知道，某个人是白的，但并不知道他是多才多

艺的。所以认识又不认识同一事物是可能的，但不能就同一

方面来说4 至于正朝他走过来的人和柯里斯库斯，他既知道

他j£朝他走过来．也知道那是柯里斯库斯。

我们提到过的这些人和那些在解决论证“所有的数都是

小数目”的人一样，犯了相同的错误。如果在还没有推出结 35 

论时，他们无视这一事实，并且说结论已经推出来了，还是

真实的，因为所有的数目既是大的，又是小的，这样他们就

犯了错误。

有些人也利用双重意义来解决这样的推理，例如，“你

的”意味着“你的父亲”或“你的儿子”或“你的奴隶”。 1808 

很显然，如果反驳取决于多种意义，那么名词或表达也应当

严格地被用于多种意义。但是，如果一个人是孩子的主人，

那么不会有人在严格意义上说孩子是他的孩子。这种词的合

并是与偶性有关的。“他是你的吗？”“是的。”“他是一个孩 5 

子吗？”“是的。”“那么他是你的孩子。”因为他碰巧既是你

的，又是孩子，然而他并不是你的孩子。

还有这样的论证：“某个‘恶的’事物是善的；因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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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是对恶的知识。”但“这是‘这个的’”不能用于多种意

义，而只是指明所有关系。假如所有格有多种意义（因为我

10 们说，人是“动物的”，但并不是动物的所有物），如果，

“这个的”和恶之间的关系用所有格来表示，它就是“恶的”

这个，但这个并不是“恶的”一种。这种区别似乎就在于是

将所有格用在个别的意义上呢，还是用在笼统的意义上。然

而说“某个恶的事物是善的”也许可能有双重意义，虽然并

不是就上面举的例子来说，而主要是就这样的句子来说：

15 “奴隶是恶人的善”。但是，也许这个例子并没有说到重点

上；因为如果某物是“善”而且是“这个的”，那它并不在

同时是“这个的善”。“人是动物的”这个说法并没有多种意

20 义，因为并非每次我们以省约的形式表达句子意义时，句子

都会有多种意义。因为我们说，“给我《伊利亚特》”，引用

这样半行“歌唱吧，女神，忿怒的”。

<25> 这样的论证，即依赖于只是就个别事物或个别

方面，或地点，或方式，或关系来说，而非笼统地说是适当

的表达的论证，其消除方法应当是针对其矛盾命题来考查结

25 论，看是否可能在上述的任何方面受到了影响。因为两个相

反的命题，两个对立的命题，以及一个肯定命题和一个否定

命题绝不可能笼统地属于同→事物 r 另→方面，没有什么阻

碍其中的每一个在个别方面或关系或方式上属于同一事物，

或其中之一在个别方面，另一个则是笼统地属于同一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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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一个是笼统地属于．一个是在个别方面属于，那

么这就不叮能会产生反驳，我们必须通过和宫的矛盾命题进 30 

行 tt拉．在结论中来考察这一特点。

以F所有的论证都属于这一类 z 非存在存在可能吗？但

非存在确实是某种东西。同样，存在将不在，因为它并不是

某种存在的个别事物。同一个人能够在同时既信守又破坏自

己的誓言吗？同一个人能够在同时既遵守又不遵守同一道命

令吗？“存在某物”和“存在”不是同一的吗？而非存在， 35 

即使它是某物，它也不会笼统地是。其次，如果→个人在某

一特殊情况下或在某一特殊方面信守誓言，这也并不能必然

得出，他就是一个信守誓言的人。但是如果一个人发誓要破 180b 

坏自己的誓言，并破坏了这一誓言，那么他只是在这种特殊

情况下信守了自己的誓言，但他并不是一个信守誓言的人；

如果一个人不遵守命令，尽管他遵守了某一特殊命令，他也

不是一个顺从者。涉及这种问题的论证也是如此啻这种问

题，即，问一个人是否能说某种东西同时既是真实的，又是虚 5 

假的。这似乎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因为人们不易弄清．这

个“笼统的”限制是应用到“真实”上来，还是应用到“虚

假”上来，但没有什么能阻止说他是一个笼统的说谎者，尽

管他在某个特殊方面是真实的，或者他所说的事情中有一些

是真实的，但他自己并不是真实的口如若在关系或地点或时

间上有某些限制的话，情况也同样如此。以下的全部论证都

与这种特点有关：健康（或财富）是好的事情吗？但对于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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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它的傻瓜来说，它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所以，它既是一

10 件好的事情又不是好的事情。健康（或政治权利）是好的事

情吗？但有时它并不比别的事情更好，所以，对于同一个人

来说，同一事物既是好的，或者对某个特殊的人来说是好

的，然而在此时或此处并不好。聪明的人不愿意要的东西就

是恶的吗？但聪明人并不想抛弃善；所以善是一种恶。然而

这并不是真实的。因为说善是一种恶和说抛弃善是一种恶完

15 全是两码事。关于小偷的论证也是如此，它并不能得出，如

果小偷是一种恶，则他所窃取之物也是一种恶。小偷并不想

要恶的东西，而是想要善的东西；因为他所窃取的好东西是

善的。疾病是一种恶，但消除疾病却不是一种恶。公正的东

西比不公正的东西更可取吗？公正的境况比不公正的境况更

20 可取吗？但是，被不公正地置于死地更可取。每个人都应拥

有他自己，这是公正的吗？但是一个人按照他自己的意见无

论是作出什么样的裁决，即使它是错误的．在法律看来也是

25 正当的，所以同一事物就既是公正的又是不公正的。再有，

一个人所作出的裁决是应当有利于说话公正的人呢，还是应

当有利于说话不公正的人呢？但对于不公正的受害者来说，

完全说出他所遭受到的一切事情是公正的，而这些事情是不

公正的。因为如果不公正地遭受某种事情是可取的，这并不

能得出不公正的境况比公正的境况更可取，但是．公正绝对

30 地是更可取的。不过，这并不能制止不公正的境况比在个别

情况下的公正的境况更可取。再有．一个人应当拥有他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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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这是公正的. tm果他拥有的东西属于别人，那么这就是

不公正的了。没有任何理由说战照裁决的意见所做出的裁决

会是不公正的：如果它在某一个别情况下和某一个别境况F

是公正的，但1三却绝对地不是公正的。同样．虽然事情是不

公正的．但没有什么理由只是说它们应当不是公正的，因为

如果对于这些事情的说法是公正的，这也并不能得出，这些

事情就必然是公E的，正如如果对于这些事情的说法是有益 汩

的，这并不能得出这些事情就是有益的。对于公正的事情也

是一样。所以，如果所说到的事情是不公正的，这并不能得

出，使用不公正借口的人赢得了胜利；因为他所说到的事情

只是在他说起来是公正的，而对于任何其他人来说，遭受到

这些事情绝对是不公正的。

<26) 由于反驳的定义而产生的反驳，正如在前面① 18!8 

所概括的，必须这样对待，即，根据其矛盾命题考察结论，

看看同一个名词是如何出现在同一方面，在同一关系，同一

方式和同一时间中。如果在一开始就把这个附加的问题提出 5 

来，那你就必然不会承认，同一事物不可能既是两倍又不是

两倍。只有在并不是指从前曾被承认用来满足反驳的条件

下，你才会承认那是可能的。以下所有的论证都与这种特点

有关：“知道甲是甲的人也知道甲这一事物吗？”同样，“不

①见 167823 。



610 六、辩谬篇

10 知道甲是甲的人就不知道甲这一事物吗？”但知道柯里斯库

斯是柯里斯库斯的人，可能并不知道他多才多艺，所以．他

既知道又不知道同一件事物。再有，“四肘长的东西是不是

比三肘长的东西更大呢？”但三肘长的东西可能变得四肘长，

较大的东西比较小的东西更大。所以，一个东西既比它自身

大又比它自身小。

15 <27> 与假定尚待论证的基本论点有关的反驳，如果

这是明显的，那么即使他的观点被广泛认可，也不要承认，

而要陈述出真实的来。但是，如果这个过程并没有被发觉，

由于这种论证的糟糕，你应借口他的论证不恰当将你的无知

归还给提问者；因为反驳必须在不假设基本论点的前提下进

行。其次，你必须论证，这个论点被承认是因为想到他并不

20 是作为前提使用它，而是为了论证与它对立的观点，或者为

了在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进行反驳。

(28> 而且，对于那些从结果得出结论的反驳，必须

从论证本身进行揭露。得出结果的方式有两种，正如普遍从

25 个别中得出，如“动物”就是从“人”得出．因为人们断

言，如果甲伴随着乙，那么ζ，也伴随着甲，或者其他别的对

立面的伴随过程。因为如果甲随着乙出现．那么甲的对立面

也将随着乙的对立面出现。麦里梭的论证就是依赖于这一

点，因为他断言，如果已经产牛了的东西有开端，则没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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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东西就没有开端。如果天没有严生，那它就是元限的， 30 

但这并不是真的．因为这个顺序被颠倒了。

[29) 就那些由于增加某些东西而进行推论的反驳来

说，你必须考察在抽走了增加的成分后这种不可能性是杏仍

然会发生。如果是这样．那么回答者就应当澄清这个事实，

并且应当指出，他承认所增加的成分，并不是因为他相信

它，而是因为论证的缘故，不过他的对于却根本没有为了他 35 

的论证而使用它。

<30> 对待那些将多个问题并为一个问题的人，你应

当在一开始就立刻作出辨别，因为如果答案只有一个，那么

问题也只有一个。所以，人们务必不能这样做，即对于→件

事肯定或杏定多件事，或对于多件事肯定或否定一件事，而 181" 

应当一对一地就事论事。正如同名异义同的情况一样，一种

属性有时对于两种意义都是合适的，有时对于两者又都不合

适，所以，虽然问题并不是简单的，但如果人们作出了一个

简单的回答，那并不会引起什么损失，对于那些双重的问题

也是如此。所以，当多种属性对于一件事情，或多件事物对

一种属性合适的时候，作出一种简单的回答并不会包含矛 5 

盾，尽管他已经犯了这一错误。但是，当这种属性对一事物

合适，对别的事物并不适合时，或多种属性对多件事物合适

时，那么．在一种意义上，两者对两者都是合适的。但在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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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意义上，则它们都是不合适的。所以，人们必须提防这

10 个。下面的论证就说明了这二点：（ 1）假如甲是善的，乙是

恶的，那么说它们是善的和恶的就是真实的；另一方面，它

们既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因为甲并不是恶的，乙并不是

善的），所以，同一事物既是善的又是恶的，而且既不是善

的，又不是恶的。（2）如果所有事物与自身同一，而与别的

东西不同，因为一些事物和别的事物不同，但和它们自身同

一，而且也和它们自身不同。所以，同一些事物既与它们自

15 身不同，又与它们自身相同。（3）而且，如果善的事物变恶

了，恶的事物变善了，那么它们就变成了两件事物。这两件

不相等的事物，每一个都和自身相等，所以，它们既和自身

相等又不相等。

这些反驳还可以列入其他一些消除方法的范围之内，因

20 为“两者”和“所有”这些措辞具有多种意义，所以，肯定

或否定同一事物只表现在用词方面，正如我们看到的，这并

不是反驳。但是很清楚，如果对于多个问题中的一个并没有

提问，而回答者肯定或否寇了某一单一属性，那么这种不可

能性就不会存在了。

25 <31> 对于那些把人引向多次重复同一事情的人，很

清楚，人们务必不要承认，美系词在离开f有相互夫系的词

后，它们自身还会有任何意义；例如“两倍”离开了“一半

的两倍”之所以还有意义，正是因为官出现在“一半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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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这一措辞之中。因为“10”出现在“扣减 1”这个措辞

之巾．“｛故” tf-i现在“不做”达个措辞之中，肯定一般出现

在否定之中。但是，有人说，这不是白的和他并没有说这是 30 

白的，这是完全一样的。“两f宵”可能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正如··这一半”中的“这”一样．如果它有什么意义．那这

也和结合起来的用语中的意义是不同的。特殊门类的“知

识飞如“医学知识”，就与一般的“知识”不同，因为后者

指“能知者的知识”。关于一些被用来表述那些名词的名词 35 

（它们是由那些名词来定义的）‘你必须说，被定义的名词，

在用语中被分开时与其在用语中被结合时是不同的。因为

“凹形”一词在被用于“塌鼻的”和“弯腿的”时，具有同

样的意义，但是当它在一种情况下与鼻子结合使用，在另一

种情况下又与腿结合起来使用时，就没有什么理由说它们不 1828 

是表示不同的事物；因为在第一种情况下，它表示“塌”，

在另一种情况下，它表示“膝的弯曲”，至于你说的是“塌

鼻”还是说的“凹鼻”这并没有什么不同。而且，务必不要

让用语不加任何限制地过关，因为这是错误的。因为“塌”

并不是“凹鼻”，而是某种属于鼻子的东西，即某种状况，

所以，如果假定“塌鼻”是一种具有鼻子的凹的鼻子，就不 5 

会有什么荒谬的地方了。

(32] 关于语法错误，我们已经指出过它们产生的表

面原因①，应当怎样消除它们，这在实际论证过程中也是很

①见 16Sh20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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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显然的事。以下所有论证旨在产生这种结果：“一事物真是

你真实地说它所是的那样吗？”你说某物是石头，那么它就

是石头，但是说某物是石头，并不是说主格的它①，而是宾

格的它②；它不是主格的那个③，而是宾格的那个④。如果

15 有人要问：“一事物是那个你真实地断言它的那样吗？”那么

他就被认为不是说的规范的希腊语，这正如有人问：“他是

你说她是的那个人吗？”但是，在使用“棍棒”这个词或其

他中性词时，主格和宾格就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当你说

“这是你说它所是的东西吗”时，是不会犯语法错误的。你

断定它是棒，所以它是棒。而“石头”和“他”是阳性，如

20 果有人要问：“他能是她吗？”并且再问道：“为什么呢？他

不是柯里斯库斯吗？”然后又说：“所以他是她。”但即使柯

里斯库斯表示“她”．他也并没有证明这种语法错误，尽管

回答者并不承认这一点，但这一定是一个进一步的问题。不

25 过如果情况并不是这样，而且他也不承认它，那么无论是在

事实上，还是相对于被提间的人来说，都没有证明这一语法

错误。所以在第一个例子中也是这样，”他叼必须表示石

头。但如果这既不合适，也不被承认，那就不可能陈述结

( ho., 

( honu 

( touto0 

( toutorL, 

CS) houto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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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尽管它表面上是合适的。因为词所用的格，看起来是相

同的，其实并不相同。“说这个物体是你所说它是的东西，

是真实的吗？”你断言它是一个宾格的盾牌①，那么官就是

一个宾格的盾牌口或许它并不一定这样，如果“这个物

体”②并不表示宾格的盾牌．而是表示主楠的盾牌③，同时， 30 

··这个物体咱表示宾格的盾牌。再有，如果他是你说他所

是的东西，而你说他是宾格的克来翁纳，那么他是宾格的克

来翁纳吗？他并不是克来翁纳，而是主格的克来翁纳：因为

这里所指的，是主格的“他叨，而非宾格的“他崎才是我 35 

说他所是的东西口因为如果以这种方式提问，那么这个问题

就不会是希腊语了。“你认识这个吗？”这是石头，所以你认

识石头。在“你认识这个吗”和“这是石头”之中， “这

个”⑦一词的确切意义是不同的吗？它是否在第一种情况下

表示阳性宾格的“这个咱，在后一种情况下则表示阳性主

格的这个⑨呢？当你具有一个物体的知识．那你还能不知道

它吗？你具有石头的知识，所以你知道“石头的”。这样，

( aspidao 

( haut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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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b 不是在一种情况下把物体变成了所有格，并说“石头的”，

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把物体变成了宾格，并说“石头”了

吗？但人们承认这一点，即当你具有一事物的知识时，你知

道的是“它”，而不是“它的”，所以你知道的并不是“石头

的飞而是“石头”。

这种论证并没有证明语法错误，而只是显得好像证明了

5 而已。它们为什么会显得好像证明了，以及该怎样对付它

们，这些从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33> 关于论证有一点必须要加以说明，即，要看清

这些论证为什么以及在什么地方海淆了昕话者的耳目，有些

要看清比较容易，有些则比较难，虽然后者常常和前者是同

10 样一些论证。因为如果论证依据的是同一原则，那我们就必

须说这个论证是同一的，但是同一个论证，有些人认为它与

措辞有关，有些人认为与偶性有关，有些人认为与别的东西

有关，因为当每一个论证出现在不同的上下文中时，它并不

是同样地清楚。所以，正如与语义双关有关的谬误一样，这

通常被认为是最愚蠢的谬误形式，有些对于智力平常的人来

15 说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几乎所有最可笑的语句都与措辞有

关），例如 z “一个人被留在战车架子的立版上了。”··你被绑

到哪里去了？”“在风帆的指端上。”“这两条母牛哪一条在前

面生小牛？”“不，两条母牛都在后面生。”“北风洁净l吗？”

2。 ”不，因为他〈风神）杀死了乞丐和购物者自”“他是厄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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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吗？”“当然不是，他是阿旅罗尼德斯。”几乎所有其他的

用词歧义的情况也是这样， f_H有些甚至连行家也难以察觉。

具证据是 z 人们常在所使用的名词上争论不休．例如．“存 25 

在”和“元二”是否总是指同一→事情呢，还是指不同的事

情？因为有的人认为．“存在”和“元一”在，意义上是同一

的，而有的人则说“元一”和“存在”具有多种意义，以此

来解决芝诺和巴门尼德的论证。那些与偶性有关的论证．

以及与其他东西有关的论证也同样如此，有些论证比较容易 30 

察觉，有些则比较难，要理解官们属于哪一类论证以及反驳

是否发生并不总是同样容易。

讥讽的论证①是一种让人进退两难的论证，因为这种论

证刺人最深。为难有两种情况，其一，在推理的论证中，人

们不知应当推翻哪一个问题；其二，在争论的论证中，人们 35 

不知该用什么方式来表达一个命题。所以，在推理的论证

中，愈是讥讽的论证，便愈能对研究有刺激，当推理的论证

从最能为一般所接受的前提出发，推翻了最能为一般所接受

的结论时，它就是最讥讽的论证了。如果矛盾命题发生了变

化，那单一的论证就会导致所有的三段论都相同，因为从那 1838 

些被广泛接受的前提出发，它将推翻或形成一个同样的被广

泛接受的结论；所以困难就必然会产生。这就是最为讥讽的

论证，这种论证使得结论和前提处于同等地位。另一种最讥

( drimus lo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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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的论证是，那种从那些全都处于同等地位的前提出发进行

争论的论证，因为这对于那种应当推翻的问题来说，会引起

5 同样的困难，困难就在于，必须推翻某事物，但不清楚它是

什么。争论的论证中最机敏的论证是，一开始就立刻使这些

变得暧昧不明，即推理是确实的呢，还是不确实？以及消除

是由于虚假的前提呢，还是由于作出了辨别？其他的论证其

10 消除方法明显与辨别或推翻有关，但与推翻或辨别有关的消

除方法是以哪一个前提为根据则是不清楚的。而且，这个过

程是否与这个结论或前提中的某一个有关也是不清楚的。

有时，如果被假定的前提太过于自相矛盾或荒谬，那么

15 推理不恰当的论证就是愚蠢的；但有时还不应忽视它。因为

一旦忽视了某个与论证的主题和关键有关的问题，如果推理

既不能提供这个，也不能恰当地进行争论，这种推理就是愚

蠢的；但是，如果被略去的东西是某个无关紧要的问题，那

20 么就不能轻易对这种推理进行指责，而应当有足够的重视，

虽然提问者并没有提好他的问题。

正如消除有时可能是针对论证，有时针对提问者和他的

提问方式，有时对这些都不针对一样，一旦消除所需要的时

间比现在情况所提供的时间更伏，一个人的问题和推理可能

25 是针对论题、回答者及时间。

[34] 关于在讨论中所有谬误产生的根源的数量、本

性$我们要怎样去证明对于在说虚假的话，并使他说出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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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话来 1 而且，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发生活法错误：怎

样提问－问题的正确的安排是什么？以及所有这些论证的用 30 

处是什么 1 关于问题的所有回答：如何一般地和特殊地消除

论证和语法的错误； j已于这些问题我们作过充分的论述了，

现在剩下的是再回到我们原来的目的上来，并用几句话来结

束我们的讨论。 35 

我们的日的是要发现一种能力，即从所存在的被广泛认

可的前提出发，对我们所面对的问题进行推理的能力：因为

这就是辩证论证本身以及检验论证的功能。但是，因为它和

诡辩术有着密切的关系，既然我们还要对它再补充一些东 183b 

西，即它不仅能辩证地进行检验，而且装出一副有知识的样

子，所以．我们论文的目的，不仅包括前面所提到的能够对

待一个论证的任务，而且还在于，当支持一个论证时，我们

怎样依靠被最广泛接受的前提首尾一贯地捍卫我们自己的论

点。我们已经说明了这方面的理由，因为这就是苏格拉底何 5 

以经常提问而从不作答的原因，因为他自认元知，在前面，

我们已经说过事物进行的过程，与之相关的各种事例，以及

为此而使用的各种材料。我们并且指出啻我们从其中获得了 10 

大量材料的各种根源，必须怎样提出问题，怎样一般地安排

问题，以及关于能应用于所使用的推理之上的回答和解决方 15 

法。我们也澄清了属于同一论证方法的其他所有问题。除此

之外，我们还解释了各种谬误。

很显然，我们的目的已经完满地达到了，但我们不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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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有关这种研究所业已发生过的事情。在所有的发现

中．他人的劳动成果已经被人们接受．而且这些在被人们第

20 一次详尽阐发以后，又被那些接受了它们的人一步步地向前

推进f，或者其中一些独创的发明，常常在开初进展甚微，

但是比起由它们所导致的后来的发展，则具有大得多的作

用。“万事开头难”也许是一句真实的格言，所以开端也是

25 最难的。因为在其效果上它是极其巨大的．而分量则极其微

小，所以要看清是极其困难的。但是，一旦找到了事情的开

端．那么再给它补充一些，以及发展其他的部分就很容易

了。在语言修辞方面，以及在其他所有技术方面，也发生过

30 同样情况，那些对修辞学的开端有所发现的人仅仅只是迈进

了一小步，而今天那些有名的学者，由于继承了那些逐渐推

进了修辞学的许许多多前辈的遗产，已经使修辞学达到了现

在日臻完善的地步一一在那些最早的创立者们之后是提西阿

斯，提西阿斯之后是斯拉苏马可，继斯拉苏马可之后是塞奥

35 多罗，还有许多其他人都对此作过大量的贡献，所以这门学

问具有大量丰富的内容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就我们现在的

研究来说，如果说已经部分地进行了详尽的阐述，部分地还

没有，那是不合时宜的。它以前根本不曾有过。由收费的教

师所指导的在争议论证方面的训练和高尔吉亚的行径很相

同，因为他们有些人教学生记下那些或者属于修辞学的．或

者包括了问题和答案的演说辞，在其中两派都认为争辩的论

证绝大部分都被包括进来了。所以，他们对学生所进行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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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是速成的、元系统的，因为他们认为通过教授学生这种技 184<1 

术的结果．而不是技术本身便可以训练学生，边正如有人宣

称他能传授防止脚痛的知识，然而他并不教人鞋匠的技术以

＆提供适当鞋袜的方法，而是拿来各种鞋以供选用。因为他 5 

只是帮助满足f别人的需要，而没有传授技术给他。关于修

辞学，在过去就宣布已经有了大量的材料，然而相对于推

理，我们完全没有一部早期的作品可以借鉴，而是在长时期 184b 

里，费尽心机在进行着尝试性的研究由所以，如果仔细想一

想，在你们看来，鉴于原来的这样一些状况，再与其他一些

在继承传统的过程中所建立起的方法比较，我们的体系还是

能够让人满意的，对于你们所有人，或者接受我们指导的人 5 

来说，剩下的唯一事情，就是要请你们能够原谅我们的体系

不够完备，并对我们的发现感到由衷的欣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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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亚里士多德全集》的编译是哲学社会科学“七五”期

间国家重点研究课题。对亚里士多德著作 47 种，我们准备

完全按贝克尔版的页码顺序编为 9 卷，把后来发现的《雅典

政制》和其他残篇编为第 10 卷。在前面的序言中说过，在

亚里士多德现存著作中，有许多篇的真实性已受到怀疑。我

们对受怀疑的篇章用铸号标出，受怀疑较大的用祷祷号标

出。全部 10 卷的篇目如下 z

第一卷：

《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

《后分析篇》、《论题篇》、《辩谬篇》

第二卷 z

《物理学》、《论夭》、《论生成和消灭》、

《天象学》、《论宇宙）） R " 

第二卷：

《论灵魂儿《论感觉及其对象》、《论记忆》、

《论睡眠》、《论 梦》、《论睡眠中的征兆》、



后记

《论生命的长短》、《论青年和老年》、

《论生和死》、《论呼吸》、《论气息γ ‘

第四卷 z

《动物志》

第五卷 z

《论动物部分》、《论动物运动》、

《论动物行进》、《论动物生成》

第六卷 z

《论颜色》’僻、《论声音》’僻、《体相学》’僻、

《论植物》··、《奇闻集》··、《机械学》··、

《问题集》僻、《论不可分割的线γ ＼

《论风的方位和名称》铃僻

第七卷 z

《论麦里梭、克塞诺芬和高尔吉亚》··、

《形而上学》

第八卷 z

《尼各马科伦理学》、《大伦理学Y 、

《优台漠伦理学》、《论善与恶γ 篝

第九卷：

《政治学》、《家政学》膏、《修辞术》、

《亚历山大修辞学》··、《论诗》

第十卷 z

《雅典政制》、《残篇》、全集索引。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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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出版的要求和读书界的需要，从 1990 年开始，我

们准备首先编译出第一、二、三卷，第二步接着编译七、

八、九卷，其余各卷的编译工作争取于 1995 年前完成。这

部全集的译文主要以《洛布古典丛书》的古希腊语本文为依

据，其理由很简单，这部丛书是在现时流行较广，而在我们

目前条件下最容易到手的一个版本。追求知识是人的天性，

我们热切地期待着有更精美的、以更完善的版本为依据的亚

里士多德著作的译文问世。

这个《全集》的编译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的资助，

受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编辑部的热情关怀才

得以进行，在此第一卷问世之初，谨向他们致以深挚的

谢意。

1990 年 8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