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hilosophy 哲学进展, 2024, 13(2), 262-266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2040  

文章引用: 杨硕. 阿多论苏格拉底的形象与精神修炼[J]. 哲学进展, 2024, 13(2): 262-266.  
DOI: 10.12677/acpp.2024.132040 

 
 

阿多论苏格拉底的形象与精神修炼 

杨  硕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4年1月11日；录用日期：2024年2月11日；发布日期：2024年2月19日 

 
 

 
摘  要 

阿多认为柏拉图在《会饮篇》中将三个形象与苏格拉底关联，他们分别是西勒诺斯，厄洛斯和狄奥尼索

斯。借助这些形象，阿多进一步从精神修炼的视角论述了苏格拉底的哲学，这尤其表现在苏格拉底的反

讽中，这种反讽可以分为论辩式的反讽和厄洛斯式的反讽。论辩式的反讽使对话者意识到自身的问题与

语言的界限。这迫使对话者走向了厄洛斯式的反讽，人们在此进入到了生活中，在生存之中寻求苏格拉

底的问题的答案。通过这一解读，阿多提供了一种理解古代哲学的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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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adot believed that Plato associated three figures with Socrates in the Symposium: Silenus, Eros 
and Dionysus. With the help of these images, Hadot further discusses Socrates’ philoso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iritual exercise, which is especially reflected in Socrates’ irony,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dialectical irony and Erotic irony. Dialectical irony makes the interlocutor aware of 
his own problems and the limits of language. This forces the interlocutor to move towards Erotic 
irony, where people enter into life and seek answers to Socrates’ questions in existence. Through 
this interpretation, Addo gives a new perspective on understanding ancient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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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于许多人而言，哲学研究似乎仅仅是一项书斋里的工作，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改变认知的作

用，但它更多地被视作是是一种理论建构。在研究愈发专业化的年代，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撕裂就能更直

接地被人体验。法国哲学家皮埃尔·阿多看到了哲学研究所表现的这种困境，他通过对古代哲学的研究，

挖掘哲学在其诞生的时代所具有的内涵，来颠覆哲学的学究式的形象。对于阿多而言，古代哲学中并不

存在一种理论和实践的二分，古代哲人的学说，同时也是一个生活上的指南。按照阿多的说法，哲学是

一种生活方式，而若要如此，“必须将精神修炼置于首要的位置，以精神修炼而非概念生成或体系建构

为目标，哲学就能成为生活方式”[1]。精神修炼则意味着一种“自愿的，个人的实践”，其目的在于实

现个体的转变，“一种自身的转化”[2]。 
依据这样的研究原则，阿多对于许多哲学人物进行了重新的解读，他既讨论奥勒留，普罗提诺，也

谈论苏格拉底。不过阿多的谈论不同于一种学院教科书式的对于哲学家理论的介绍，他更多地从人物的

生活与性格出发来对某一哲学家进行刻画。在一篇对奥勒留讨论的文章中，阿多从之前的研究者对于奥

勒留的生活习惯的偏见开始，逐渐将这些关联到这位罗马皇帝的思想与哲学。在对普罗提诺的讲述中，

阿多引用了许多普罗提诺的轶事，借此来表现他的性格，并由此联系到普罗提诺的哲学教诲。 
苏格拉底作为在西方哲学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古代哲学家，阿多也对其有所研究，在《哲学作为一种

生活方式》一书中，阿多有专文探讨苏格拉底的形象，阿多通过将苏格拉底与三个神话人物(即西勒诺斯，

厄洛斯和狄奥尼索斯)对比，对苏格拉底的形象进行诠释。这并非作者的一面之词，克尔凯郭尔和尼采也

提供了相似的评论，以及其它研究者的说明都为此提供论据。阿多通过描述苏格拉底的形象，将其关联

到苏格拉底的哲学(主要在于苏格拉底的反讽)，并进一步地说明了这种哲学如何体现了一种精神修炼。 

2. 苏格拉底的形象 

在对苏格拉底的刻画中，首先进入讨论的是苏格拉底的面容，它给人的直观印象是丑陋的，甚至有

人因此将其称为一个怪物[3]，但是如果谁仅只关注于物质上的观感，那么他就错失了对于苏格拉底的真

正的了解，因为隐藏在这面容背后有更深的东西。阿多由此将苏格拉底和西勒诺斯(Silenus)相关联，这是

一种精灵，半人半兽，同时隐藏在这个形象下面的是神性，在雕刻铺子里，它的雕像由两半构成，掰开

之后它的肚子里有一些神像[4]。与此类似，苏格拉底的容貌也只是一个面具，在面具之下也有所隐藏。

“隐藏”所指涉的不仅是苏格拉底的面容与性格，它也同样体现在苏格拉底之于整个对他的接受史之中，

他从不写作著书，人们对他的了解都是通过同时代人的回忆与记叙，如色诺芬，柏拉图等人对他的描述。

于是，一个判断苏格拉底的“真实”的标准无从被找寻，苏格拉底的形象与叙述作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暧

昧，前者可能成为后者的面具。在柏拉图所写的对话录中，作者总是多数时间都隐身于谈论者苏格拉底

之后，明确地分辨两者是困难的。在现代哲学家中仍有这种做法的回响，如克尔凯郭尔用伪名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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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描述而言，隐藏在面具背后的是苏格拉底的精神气质。在《会饮篇》中，阿

多将这种精神气质与厄洛斯(Eros)相联系，文本中有两条线索支撑着这个观点。第一个线索源自神话，在

《会饮篇》中，苏格拉底叙述了他从狄欧蒂玛那里听来的爱神的传说，厄洛斯是匮乏神和丰饶神的孩子，

他继承了母亲匮乏神的品格，他永远贫乏，不修边幅，赤脚，无家可归，但他同时也继承了父亲丰饶神

的勇敢，精力充沛，爱好智慧，善用计谋。厄洛斯的这一形象和后来阿尔基弼亚德对于苏格拉底的描述

相契合，阿尔基弼亚德与苏格拉底一同参加了一场战争，他见证了苏格拉底的吃苦耐劳，挨饿与耐寒的

本事，他在寒冬中赤脚行走，在战争中表现也异常勇敢。第二个线索则依据《会饮篇》中的发生环境所

指涉的意义，即这场宴会本来是要求在场的人对于爱神厄洛斯献上颂词，但是最后阿尔基弼亚德却对苏

格拉底献上了他的赞颂，所以依据这样的结构设置，苏格拉底就又和厄洛斯相联系。 
但是仅仅表面上的相似，并不能够给予苏格拉底与西勒诺斯和厄洛斯以强的关联，就如人们不会用

西勒诺斯的外貌来解释它作为酒神的仆从的身份，而是从它的身份回到它的外貌，所以重点在于苏格拉

底本身所具有的意义，使得两种神话的形象能够被归附于他。苏格拉底，西勒诺斯和厄洛斯，在身份上

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他们都是作为一个中介的形象出现的。“苏格拉底是理想规范和现实性的人之中

的居间者”，由于这种居间的特点，西勒诺斯的半人半兽的外貌，厄洛斯的匮乏和欲求的形象与苏格拉

底之间的比较，就能够得到更好的理解。苏格拉底所具有的双重特征，按照阿多的说法，他是一个欲求

智慧的非贤人[5]，他无法达到贤人，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达到完全的智慧。这使得对于苏格拉底的讨论

进入了对于他的精神品格的关注。在前面已经略有提及，苏格拉底有着勇敢和无与伦比的坚韧的品质，

不过最为引人注目的则是他对于智慧的欲求，阿尔基弼亚德说苏格拉底有一次从清早开始想问题，一直

到黄昏向太阳祷告后才离开。 
苏格拉底的精神品格也体现在他对于死亡的态度上，，这是一种半自愿性质的赴死。苏格拉底就如

在《会饮篇》中那样，作为一个在酒席中最早离开的人，去开启一个新的一天那样，走向死亡。同时，

苏格拉底让克力同替他为医神献上一只鸡，对于尼采而言，这可能意味着死亡治好了他的疾病，而这一

隐喻使得苏格拉底和掌管死与生的神灵——狄奥尼索斯相联系。二者的联系通过会饮的诸多象征而被强

化了。宴席中的最智慧的人，将被狄奥尼索斯所决定，而表现在现实中，那位酒量最好的人将赢得这个

智慧竞赛。当阿尔基弼亚德入场时，他给苏格拉底带上了桂冠，使其像一位在诗歌比赛中的胜者，而掌

管悲剧与喜剧之神也正是狄奥尼索斯。所以，在《会饮篇》中，柏拉图确实有意识地将苏格拉底和狄奥

尼索斯相关联。 
以上就是阿多所言的苏格拉底的三个形象。在《会饮篇》中，柏拉图将苏格拉底与西勒诺斯，厄洛

斯以及狄奥尼索斯相关联。在丑陋的外表上，西勒诺斯的形象和苏格拉底具有一致性，但是这种形象仅

仅是个表象，在其背后支撑的是苏格拉底的精神品格，在这方面，柏拉图将厄洛斯与狄奥尼索斯的形象

赋予了苏格拉底。 

3. 从形象到精神修炼 

我们在前文已经通过引入三位神话人物说明了苏格拉底的形象，形象既包含苏格拉底的外表，也包

括他所具有的精神品格。而现在则需要说明这些形象如何表现了苏格拉底的哲学，或者用阿多的术语来

说，苏格拉底的形象意在反映苏格拉底的精神修炼。苏格拉底的精神修炼表现在著名的苏格拉底的反讽

之中。苏格拉底的反讽意味着，在对话中，苏格拉底先假装承认对方观点的正确，然后通过讨论，使其

发现问题，最终将对方引入更深的思考。反讽可以区分为论辩式的反讽(Dialectic Irony)和厄洛斯式的反讽

(Erotic Irony)，通过下述考察我们将发现，二者具有一种递进的关系。 
在论辩式的反讽之中，苏格拉底自认为是无知的，从这里开始，苏格拉底引出他的对话者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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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假装对此观点表示赞同，并要求对话者能够对观点进行进一步的澄清。在每一次的澄清中，苏格

拉底总能找到更多的问题，对话者只好跟着苏格拉底的思考不断地对观点进行修改，在这个过程中，苏

格拉底的对话者无意中从自己的观点转变到苏格拉底的立场，而苏格拉底表示自己是无知的，于是谈话

最终走向的是怀疑，对话者并不能学到什么知识，而是只能不断地质询，从而对自身所思有所自觉。西

勒诺斯的形象说明了这种反讽，如前所述，在商铺中，西勒诺斯的雕像是中空的，就像苏格拉底所自称

的无知一样，他并不内含什么，但是在雕像之中能够放置其它的神像，就像在论辩式的反讽之中，苏格

拉底也在尝试孕育出对话者的观点，虽然他似乎总以失败告终。 
我们可以通过两个事例来展现这种反讽，并借此说明它的旨趣所在。第一个故事来自色诺芬的记载，

西庇阿思曾经直截了当地询问苏格拉底什么是正义，然而苏格拉底却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只是

说他会在行为中揭示正义。在另一个故事中，苏格拉底询问游绪弗伦什么是虔诚，后者只能勉强给出许

多事例来说明，但是苏格拉底都不满意，因为他要求游绪弗伦说明什么是虔诚，而不是给出一个个具体

的关于虔诚的案例。这两个故事似乎彼此矛盾，为什么苏格拉底对西庇阿思说，正义要在行为(具体事例)
中被揭示，而在游绪弗伦面前，苏格拉底又否认具体事例能够回答“什么是虔诚”这个问题呢。这个问

题关系到语言的界限，即语言的表述也有力所不及的时候，无论是正义，还是虔诚，对于每个被给出的

定义，苏格拉底都会找到其中的弱点，从而最终使得对话走向终结。但是对话的终结并不意味这些谈论

没有意义，也不是说问题只能到此为止。 
苏格拉底的对话主题总是切身的，如“虔诚”，“正义”等等。所有对话参与者都会在谈话之中逐

渐意识到真正环绕于自身周围的问题，从而逐渐走向自身观点的颠覆，例如，他们从对外在的东西，如

钱财，名誉等内容的注重，转移到关切自身的问题之上。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似乎将生存问题交予

了每一个对话的参与者。对于一个问题的解答将不断地追溯到对话者自身，问题最终落在了对于对话者

的自身生活的解释，回到了他们对自己生活的反省上。反省使得他们认识到语言所具有的局限性，使他

们能够脱离单纯的概念游戏，迫使他们回到生活本身。他们最后会意识到，问题的答案是在行为中被揭

示出的。这也意味着论辩式的反讽会走向厄洛斯式的反讽。 
厄洛斯式的反讽在苏格拉底那里意味着，苏格拉底首先假装对某人具有爱欲，但是最终，苏格拉底

则真正成为被爱的人。就如会饮中的阿尔基弼亚德所叙述的那样，他曾被苏格拉底的宣誓所打动，但当

他真正对苏格拉底发出邀请后，才发现自身被置于苏格拉底的掌控之中，苏格拉底始终是一个诱惑者。

在这个反讽中，苏格拉底要求对方给出的不再是知识上的定义，而是美本身(或者说是美好的身体)，但是

对方永远不能达到美，所以他们是无法给出苏格拉底所要求的，而最终他们自身则陷于对于美的欲求之

中。这种爱欲是与爱神的形象相关联的，如前所述，爱神自身贫乏但欲求富足，陷于爱之中的人也是如

此，他在苏格拉底的诱惑下发现自身缺少美，因此他不得不去欲求美。在这种厄洛斯式的反讽中，一种

爱，即某种非理性的维度被带入到哲学之中。阿多甚至将此称作“魔性”，它含混不清，模棱两可。它

不再是普遍的，能够通过概念来精确表述的，而是个体性的，需要通过进入生存中才能进行把握的。 
阿多认为，以精神修炼的视角来解读苏格拉底的哲学，揭示了比哲学体系更多的哲学内容。因为，

在精神修炼的视野中，苏格拉底的对话带来的是个人意识中的反思，是对于自身生活的意识，而以哲学

体系方式进行的研究所带来的只是固定系统中的安排。在对话与爱之中到达的是生存的体验，这是只有

通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才能实现的。如果说论辩式的反讽尚还处于修辞的阶段，还只是指示出了语

言的界限问题，那么厄洛斯式的反讽更加体现了上文中所说的生活的事例，从而更能体现出精神修炼的

意义，苏格拉底通过厄洛斯式的反讽将对话者带入欲求，带入实际的生存之中。苏格拉底的对话提供了

一条道路，而非一个问题的答案，在这条道路上，对话者不再囿于思辨的命题分析，而是重新回到了生

活本身，回到了自身的处境之中，只有通过具体的行动，苏格拉底的问题的真义才能得以体现，而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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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今日思考古代哲学，甚至是哲学本身都是颇有裨益的。 

4. 结语 

通过前文的叙述，我们得到了一种不同于一般哲学书籍的关于苏格拉底的描述。这一描述的目的不

在于教导知识性的命题，使人借此机会丰富知识储备。而是让人理解哲学在其发端之处，是作为一种生

活方式，或者说一种精神修炼而指引着人。这一理解不仅颠覆了我们德对哲学的认知，而且也让我们关

注到哲学的实践旨趣。哲学从来都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理论被思想，而是充分地关注到人的实际生存。就

像柏拉图的著名论断所表现的那样：哲学是面向死亡的一种修炼。 
虽然以精神修炼的方式来表述哲学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它也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如果在同一

处境之中，古代哲学的不同学派给出了不同的指导，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如果没有一个充分的判

断标准，那么那些看上去荒谬的选择不也能够拥有了可靠性吗？这一问题似乎使得精神修炼陷入一种悖

论之中，因为在这种观点下，必须先具有一种理论上的判断，精神修炼才具有了合法性。这实际上又重

新回到了理论与实践的撕裂状态之中，精神修炼与生活抉择是相互映照的。我们并非独断地服从某个教

派的指南，相反，我们在指导与实践的互动之中不断形成属于我们自身的精神修炼，在这种修炼之中我

们不断地达到自觉的意识，从而更好地走向自身的，个体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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