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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苏格拉底之死不仅是一个历史事件，而且是一个哲学事件。在《申辩》中，苏格拉底为自己从事哲学的

方式进行了辩护。在苏格拉底看来，哲人的使命就在于，给城邦中的公民以良好的哲学教育，让他们关

心自身的德性与城邦的正义，从而让哲学在城邦的公共生活之中开花结果。苏格拉底在其申辩中展示的

哲学教育，不仅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于我们这个时代也有借鉴意义。他对于生命、死亡、德性

和正义的教导，具有永恒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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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ath of Socrates is not only a historical event, but also a philosophical one. In the Plea, So-
crates defends the way he engaged in philosophy. For Socrates, the mission of the philosopher lies 
in giving the citizens in the city-state a good philosophical education, making them care about 
their own virtue and the justice of the city-state, and thus allowing philosophy to blossom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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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st of the public life of the city-state. The philosophical education that Socrates demonstrates in 
his plea is not only positive for his time, but also relevant for our own time. His teachings on life, 
death, virtue and justice are of timeless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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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古希腊哲人中，苏格拉底无疑是最知名的一位。作为雅典城里最有名的哲人，他热爱智慧，并积

极地寻求智慧，却从不认为自己已经拥有了智慧，更不像智者那样贩卖所谓“智慧”，而是跟雅典城中

各等级、各行业的公民进行对话。这种对话就是一种辩证法，其本质是一种哲学教育。可以说，苏格拉

底的生活本身就是哲学，他把一种身体力行的哲学教育贯彻始终。在《苏格拉底的申辩》(以下简称《申

辩》)中，苏格拉底集中阐述了他的哲学理念、教育理想以及对雅典公民的忠告，对于今天的我们理解哲

学和哲学教育仍具有重要意义。 

2. 苏格拉底之死与哲学教育的首要目标 

苏格拉底的死是一个哲学事件，也是一个历史事件。因此，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与苏格拉底之死相关

的历史背景，以把握此事件的历史意义，进而理解此事件的哲学意义及其与哲学教育的关联。 
苏格拉底之死的大致经过如下：公元前 399 年，苏格拉底被人告上雅典法庭。苏格拉底被指控的罪

名有二：一是不敬神明，二是败坏青年。于是，雅典当局组成了 500 人陪审团来审判苏格拉底。在审判

过程中，苏格拉底强调他并不是为自己而申辩，而是为雅典全体公民进行申辩，他的申辩既遵循了神的

意愿，也遵循了法律的规则：“一方面，神愿意怎样，就怎样发生吧，另一方面，我要遵守法律来做申

辩。”([1], p. 70)无论苏格拉底为谁而辩，无论苏格拉底的申辩是否合乎神明的意愿和法律的原则，这场

申辩都没有使他免于死刑。苏格拉底这位伟大的哲人一生未曾作恶，致力于追求智慧和改善雅典同胞的

德性，其结局却是死于自己同胞之手，这无疑是一个悲剧。那么，这场悲剧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呢？ 
从表面上看，苏格拉底被处死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为证实德尔菲神庙的神谕——“苏格拉底是雅典

最有智慧的人”——而得罪了一大批雅典各界名人。正因为苏格拉底对神明的信用是虔诚的，对德尔菲

神庙的神谕深信不疑，他才想方设法去亲身验证这一神谕。他同享有智慧名声的人逐一对话，然而，那

些名人往往名不副实，在苏格拉底的诘问下不能自圆其说。这些人中不乏有权势者，他们或者本身就是

政治家，或者可以凭借其极高的社会地位左右政局。二是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态度激怒了陪审团。他并

没指望博得陪审团的同情，更不打算奉承陪审团成员，因为他始终把自己当成一个哲人，知行合一，即

使在被审判时，仍不忘对陪审团进行教导。苏格拉底把雅典法庭当成了一个大型哲学教育现场。无疑，

对于陪审团的成员们来说，苏格拉底这种居高临下和“好为人师”的态度会令其大为不悦，他们把苏格

拉底对正义的坚守视为桀骜不驯，把苏格拉底的谆谆教导视为对陪审团的恶意抨击，这就是他们判处苏

格拉底死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但是，除了上述两个表面的、直接的原因，苏格拉底之死显然还有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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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的原因——这与政治和哲人的冲突有关。从政治哲学演化史角度看，古典政治哲学并非纯粹理论，

而是与实际发生的政治生活密切相关([2], p. 66)；古典政治哲人也不是书斋式学者，他们的哲学源于现实

政治生活中的冲突，他们本身就是对这些冲突给出明智的裁决的“最优秀仲裁者”([2], p. 68)。在苏格拉

底时代，民主政治衰败，寡头政治崛起，这雅典政局动荡，政治腐败。因此，苏格拉底决心做一只牛虻，

以时刻警醒昏睡的雅典公民。然而执政者不可能因苏格拉底的哲学教化而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通

过一番政治运作和舆论宣传，把苏格拉底树立为雅典的人民公敌。因此，怀有私心政客和不明真相雅典

公民一起，以民主的方式——公民投票——处死了苏格拉底。 
综上所述，苏格拉底之死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所从事的哲学教育是一项批判性的事业，而其批判

的锋芒直指他所在的城邦中的政客和公民。无论是对城邦各等级公民智慧的检验，还是对陪审团的教导，

都是苏格拉底批判精神的体现。对于苏格拉底来说，培养公民批判精神是其哲学教育的首要目标，但富

有批判精神的人往往是最不受欢迎的人。在民主政治日趋没落的雅典，若将批判精神贯彻到底，必然会

四处树敌。因此，哲人与政治的冲突不是偶然发生的，毋宁说，这种冲突是结构性的、不可避免的，其

实质是雅典寡头政体与培养公民批判精神的哲学教育目标不兼容。 

3. 苏格拉底哲学教育的主要内容 

如上所述，苏格拉底的哲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公民的批判精神。那么，怎样才能具有批判精神呢？ 
首先，在公共领域要说真话。雅典人在法庭以及其他公共场合有一套习惯的言辞，即“刻意修饰的

辞令和名目”([1], p. 65)。但苏格拉底对这一套修辞很了解，但他不愿意使用，因为这种修辞因过于偏向

演说效果而有损真理。苏格拉底在为自己申辩时针锋相对地指出：“演说者的德性就是说真话”([1], p. 
67)。在苏格拉底看来，说真话是拥有德性的开端。因此，哲学教育就是一种教人“说真话”教育。虽然

说真话会得罪人，但说真话和倡导说真话恰恰是苏格拉底从事哲学教育的基本方式。与其说苏格拉底是

在为自己和哲学做辩护，毋宁说他是在为自己从事哲学教育的方式做辩护。然而，苏格拉底最终无可奈

何地发现，雅典的公民们宁愿他在智者们身上花很多钱，去学习一些似是而非的知识，也不愿意跟随精

通德性的哲人去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有德性的公民。 
其次，要追求整全的知识。这一点与“虔敬”有关。在古希腊，各城邦的公民都信仰神明。苏格拉

底之所以不顾生命危险坚持说真话，正是因为他坚信自己的哲学活动是遵循神意而为，也就是“虔敬

的”，对所有雅典人都是有益而无害的([3], pp. 87-95)。苏格拉底以及一切真正的虔敬者会认为，相对于

神明的无限智慧来说，每个人都是无知的，因为任何人相对于神来说都是有限的。苏格拉底认为，哲学

教育的意义就在于让人知道自己知识的界限，承认自己的无知，唯有如此，才能够以开放的态度学习和

接受新的知识。从终极的意义上讲，每个人都是无知的。虽然，许多人掌握了某一领域专门的知识，但

这些知识只关乎生活的某一部分，一个人若为自己专业或职业所限，就会把部分知识误判为整全的知识，

从而遮蔽整全的知识，而整全的知识才是哲人所追求的生活智慧，这种智慧指引人们关心“城邦本

身”([4], pp. 158-171)。“城邦本身”即城邦总体，而非城邦的某一方面。城邦就是大写的人，整全的城

邦是有整全的个人构成的，整全的个人必然具有健全的灵魂。因而，唯有灵魂健全者——哲人或接受过

真正的哲学教育的人——才可以获得这种智慧。 
再次，要关心自己的德性。苏格拉底明确地指出，雅典人已经堕落了，因为他们“只想着聚敛尽可

能多的财产、追求名声和荣誉”([1], p. 108)。苏格拉底认为，德性并不来源于金钱。反之，金钱以及人

类的一切其他的善，无论是个体之善还是城邦之善，之所以是善的，都是因为其具有德性([1], p. 109)。
联系当时雅典的政治状况，我们不难看出，苏格拉底之所以不断地提醒雅典公民不要沉迷于追求金钱而

忘记德性，主要是为了抵制寡头政治的恶劣影响，因为寡头就是富有金钱而缺乏德性的人，他们凭借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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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而非德性登上了雅典的政治舞台，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既然统治者重利轻义，又怎能指望一般民众重

义轻利呢？因此，在寡头治下的城邦，若是没有苏格拉底这样的“牛虻”不厌其烦地对公民们进行哲学

教育，其公民们无疑会成为金钱和权势的亲密朋友，跟德性与真理渐行渐远。 
以上就是苏格拉底的哲学教育的主要内容。这些教导自然不会让雅典人高兴，因为他们既不愿意承

认自己无知，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缺乏德性，他们虽然可能暂时被苏格拉底这样的“牛虻”暂时刺痛，却

不愿反省自己的过失，改善自己的德性。苏格拉底对此洞若观火，他说道：“我很难赢得你们，不是因

为缺少语言，而是缺乏勇气和无耻，我不愿对你们说那些你们最喜欢听的话，我不哀悼，不悲恸；不做

也不说别的很多我认为不合我的品性、而你们习惯从别人那里听到的那些。”([1], p. 134)但是，身为城

邦的牛虻，苏格拉底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教化广大雅典公民的机会，知其不可为之，这体现了其哲学教

育的高贵使命。 

4. 苏格拉底哲学教育的使命：让哲学在政治生活中发生 

根据雅典人的观念，城邦是一个共同体，公民在其中和谐地共同生活着，生死相依，荣辱与共。但

是，政治现实毕竟不能等同于政治观念。在实现和谐的公共生活这一问题上，“城邦也只取得了有限的

成就”([5], p. 57)。每一场派系斗争，每一次政治冲突，都会使城邦陷入混乱。但这还仅仅是表象而已，

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城邦既要有足够的权力，又要让公民有足够的自由，显然，这两个目标难以完全契

合，只能在对立中保持动态的平衡。因此，哲学教育的使命就在于建构“正当(right)或正义(justice)”的

公共生活，以实现这种平衡([5], pp. 58-59)。苏格拉底深知要完成这一使命，不仅需要哲人，而且需要城

邦中的公民，都拥有足够的智慧与德性。哲人也是城邦的公民，哲人应当把哲学传播给城邦大众，让民

众关心真理与正义，关心自己的灵魂与德性。唯有坚守真理和德性，才可以拥有健全的灵魂，才可以更

坚定、更有效地维护城邦的正义。因而，苏格拉底在其申辩的尾声——也是其生命的最后时刻——发出

了振聋发聩、震古烁今的呼声： 

“雅典的人们，我向你们致敬，爱你们，但我更要听神的话，而不是你们的。只要我还有一口气，能够做，我

就根本不能停止爱知，要激励你们，告诉我遇到的你们中的每个人，说我习惯说的话：‘最好的人，你是雅典人，

这个最伟大、最以智慧和力量著称的城邦的人，你只想着聚敛尽可能多的钱财，追求名声和荣誉，却不关心，也不

求知智慧和真理，以及怎样使灵魂变成最好的，你不为这些事而羞愧吗?’”([1], pp. 107-108) 

苏格拉底在这里强调的是，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城邦来说，财富和荣誉都只是外在的东西，灵魂

之善与城邦之正义才是我们应当关心和寻求的内在本质。唯有公民关心善与正义，哲学才能够在城邦的

公共生活中发生；否则，哲学只能停留于书本之上和言辞之中。 
面对无动于衷的雅典同胞，苏格拉底语重心长地说道：“是该走的时候了，我去死，你们去生。我

们所去做的事哪个更好，谁也不知道，除非是神。”([1], p. 142)苏格拉底的申辩没有改变公民大会最终

的判决，这体现了哲人的理想与城邦的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也表明哲学未真正在当时的雅典发生。

因此，当苏格拉底自知挽救雅典公民的德性无效时，他坚毅地向陪审团宣布，自己的生活是哲学生活，

自己的一生值得的。根据色诺芬的记载，面对这场让苏格拉底付出生命代价审判，苏格拉底曾说道：“无

论如何，别人不义地把我处死，我自己是没有理由因此而自惭形秽的。因为不光彩的不是我，而是那些

定我罪的人。”([6], p. 195)在苏格拉底心中，城邦的正义远比个人的生死重要的多，如果自己的死亡能

够让雅典公民有所警醒，从而让哲学在城邦的公共生活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从而使城邦更加和谐有

序，合乎正义，让雅典公民关心德性甚于关心财富，追求智慧多于追求名誉，先公共利益后个人恩怨，

则自己死得其所，虽死犹荣。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2057


焦婷 
 

 

DOI: 10.12677/acpp.2023.122057 327 哲学进展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申辩》中，我们不难发现，苏格拉底的哲学教育不是空洞地“言传”，而是切实的

“身教”。面对强权，他从未退缩；对于自己的城邦，他从未停止批评；当雅典公民误解了自己甚至要

将自己置于死地时，他想到的不是怎样保全性命，而是真诚地对民众进行哲学教育。直面不义，泰然迎

接最糟糕的结局，这种行为本身就是最震撼人心的哲学教育，体现了哲人对自己哲学理念的坚守。 
我们之所以把苏格拉底之死看作一个哲学事件，是因为苏格拉底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哲人对生死的超

然态度。死亡对常人意味着一切都终结了，而对哲人却意味着一个新的开端。虽然，在现实的政治生活

中，爱智慧不仅不能给哲人带来财富，反而会给人带来灾难，苏格拉底却从未后悔过。因为，一方面哲

学是生命之学，学哲学就是在有生之年不间断地致力于自己德性的改善；另一方面哲学也是死亡之学，

学哲学就是练习死亡，哲学让人相信真理与德性不朽，不会随肉身的毁灭而烟消云散，因而在面对死亡

时可以泰然处之。归根到底，我们唯有领会了死亡的意义才会更珍惜自己和他者的生命，这不仅是苏格

拉底的哲学教育带给我们的启示，也是当代哲学教育的应有之义。 
最后，我们需要重视的是，苏格拉底自始至终都在教导雅典公民要关心自己的德性和城邦的正义。

德性关乎我们自身人格的完善，正义关乎我们国家的发展，因而德性与正义也应当是我们当今哲学教育

的重要主题。虽然我们的时代在各方面都迥异于苏格拉底的时代，但哲学和哲学教育的核心理念自有其

内在价值，它们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丧失其普遍的意义和永恒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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