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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椇柏拉图的文艺思想神秘而富有旺盛的生命力棳与其秉持的神学观点不无关联棳其思想体系中

的浪漫色彩和执着于彼岸理想的内在精神棳无不深深打上神话和原始宗教的烙印暎运用神话论证棳
柏拉图文艺对话中的思想观念得到个性的张扬棳带给了柏拉图学说千百年来无法言说的魅力与气

质暎神话论证也深化了人们对柏拉图文艺思想的理解暎
关键词椇柏拉图椈文论椈思维方式椈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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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希腊神话作为古代希腊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棳
不仅进入到古代希腊人的政治暍生活和思想的各个

角落棳也深刻地影响着当时文学家的文艺观和哲学

家立论的思维方式暎如果暟我们把早期的希腊哲学

的各种哲学主张与流传已久的神话相联系棳就会发

现希腊哲学棬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棭的 初

思想都来自于神话暠椲棻椵棾椃棳文艺理论作为古代希腊哲

学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棳当我们探讨柏拉图文艺对话

的时候棳就很有必要到希腊神话中去探寻柏拉图文

论思维栙的精神渊源和立论基石暎
一暍文论思维与神话

区别于亚里士多德棳纯粹的理性表达在柏拉图

那里不具有决定性的优势棳柏拉图因其见地的灵活

性和某种先知式激情棳不时跃出希腊精神与理性的

藩篱棳大量运用了神话元素暎柏拉图暟希望用神话来

约束德行棳他对灵魂转世与地域惩罚等问题也不是

随便说说就完的暠椲棽椵棻椂棳神话的进入对柏拉图来说具

有某种科学性和严肃性棳它们弥漫在柏拉图的哲学

思想中棳从而构成了柏拉图哲学体系棬文艺观棭的一

个十分重要的构成成分暎假使说柏拉图的哲学棬文
论棭是一件想象的作品棳那么毋庸置疑棳柏拉图拥有

更多的想象才华与苦修热忱棳他对这个感性世界做

了穷追不舍的理性追问的同时棳对当时的新旧宗教

又具有着朴素而又深刻的情感依恋与景仰暎把神话

从柏拉图的文艺对话中抽离出来棳必然会大大削弱

对话的说服力和思想力暎

栙 柏拉图的文论思维棳亦即柏拉图建构文艺对话和思考问题时的程式与方法棳具体表现为神话思维暍二元思维暍理性思辨等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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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文艺对话中的神话元素首先表现在各种

神话素材的大量运用上暎目前无人知晓柏拉图到底

属于哪个宗教派别棳但可以确认的是棳柏拉图的许多

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述都离不开宗教上的神棳或者围

绕着神而展开棳或者依托于神的故事棳或者形成一些

关于神的比喻暎可以说棳柏拉图在阐明其思想时尤

其在思维困难的时刻棳对神话的依赖性显得十分明

显暎特别是柏拉图中后期的作品棳暥理想国暦暥会饮

篇暦暥斐多篇暦暥斐德诺篇暦暥法律篇暦等到处洋溢着神

话的浪漫气息棳譬如他的暟厄罗斯神话暠暟灵魂马车暠
暟洞穴喻暠等等暎在暥斐徳诺篇暦中长着翅膀但没有肉

体的灵魂与诸神一道在天国之中翱翔棳这是一个关

于灵魂的比喻和故事棳这种比喻更便于人们理解和

接受纯哲学的理论思考棳有力地增强了对话逻辑论

证的力量棳从而收到了纯哲学无法达到的特殊效果暎
在暥理想国暦里通过神话传说隐喻深邃哲理的诗性智

慧贯穿于全篇棳自始至终都笼罩着一种原始宗教的

神秘色彩棳柏拉图暟从形而上学的二元论出发棳运用

宗教式的布道方式棳通过上天入地的灵喻棳表述了古

希腊业报轮回的朴素思想暠椲棾椵暎
柏拉图文艺对话中的神话元素还表现为神话的

非理性因素影响了柏拉图个人文艺观点的倾向性暎
自然科学在柏拉图那里缺乏生长环境与控制力棳柏
拉图暟始终停留在神话阶段而忽略了至关重要的实

验方法暠椲棽椵棻椄暎我们不能不从暟迷狂说暠和暟回忆说暠
中感受到浓烈的原始巫术气息棳神话的大量非理性

因素在他的对话中不断闪现棳诗人只有陷在迷狂状

态中在神的感召下才能说出真理棳而少数人凭灵魂

的回忆能直接领会到美的理念棳这些表明达到 高

理性的途径只能是感性的棳要依靠内心的视觉与直

观的观照暎暟迷狂说暠和暟回忆说暠是他利用那个时代

的基本常识和普遍信仰来表达自己对人类审美活动

的见解暎那时候暟隆重的入教典礼所揭开给我们看

的那景象是完整的棳单纯的棳静穆的棳欢喜的棳沉浸在

纯洁的光辉之中让我们凝视暠椲棿椵棳我们把柏拉图美

学中的这种气质叫作暟宗教的神暠暎
柏拉图文艺对话中的神话论证深化了人们对柏

拉图文艺思想的理解暎柏拉图深知人的理性不是完

美的棳很多问题仅仅凭借理性的追问和探索不足以

穷尽其真理棳当然棳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棳仅仅凭借理

性也不足以让受众理解并接受其真实的思想意图暎

人们如果想在探索真理的路途上走得更远棳还需要

借助神话等非理性因素的帮助棳让智慧之光闪烁出

更为明丽的色彩暎有了神话的助力棳一些不可言说

和难以言传的想法都将变得容易和轻松许多暎同

时棳柏拉图的神话因具有了丰富的理性元素使得柏

拉图文论走向更为理性与深刻暎他在暥高尔吉亚篇暦
中这样写道椇暟把你的耳朵竖起来棳注意听棳这是一个

非常美丽的故事棳我想你会把它当作虚构棳但我会把

它当作事实棳因为我确实把将要告诉你的话当作真

理暎暠椲椵可见棳柏拉图已熟练地掌握了神话论证这门

技能暎运用神话论证棳柏拉图文艺对话中的思想观

念得到个性的张扬棳带给了柏拉图学说千百年来无

法言说的魅力与气质暎
二暍文化成因
棬一棭神话元素对古希腊哲学家立论思维

的影响

希腊哲学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竭力将暧昧的神

话形象转化成确定性的概念棳通过了长期的世界观

的理性化过程才逐渐与神话分离开来暎到了毕达哥

拉斯学派那里棳虽然还多少带有对神灵的幻想棳但他

们以暟数暠的范畴提出的数学关系的问题在一定程度

上实现了神话世界观向哲学世界观的改造暎而赫拉

克利特棳他将宗教创世的神说成是一个哲学上的理

性的神棳使宗教向哲学转变走出了很重要的一步棳于
是他说暟神是智慧暠暎许多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棳在观察

自然现象探问世界本质的时候棳难免相似地从运用神

话材料的态度中表现出一种无法克服的不自由来棳使
他们在一个距离神话世界很近的年代里流露出神性

的思维暎那些遍布天地的圣灵们棳能量异常强大棳它
们的思想暍法则与范式曾操控着世界万物棳当然棳也会

支配着哲学家及其头脑的运作暎当我们得知希腊的

戏剧起源于酒神祭礼时棳可以想象棳古希腊及其更早

的古代人载歌载舞棳怎样进入一种诗思的迷狂暎
棬二棭柏拉图文艺对话中的神话思维方法

与先贤们的继承关系

首先棳可以肯定的是棳柏拉图文艺对话中的神话

元素的大量出现与柏拉图所熟悉的奥尔弗斯教密切

相关暎在古希腊棳一些人坚持传统的信念不约而同

地崇奉荷马时代的奥林匹斯诸神棳同时棳来自东方未

开化国家的新的宗教信仰逐渐被东部和南部的希腊

暏椄棾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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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所认识和接受暎奥尔弗斯教吸收了灵魂转世学

说棳追求精神灵魂的纯洁棳带有明显的神秘主义色

彩棳它以古希腊神话的旧形式暟表现了宗教形而上学

和唯灵主义的新内容暠椲棻椵棿棾暎奥尔弗斯教派的暟许多

信念都反映在柏拉图对话中暠椲椂椵棳柏拉图以此为基础

建立了暟回忆说暠暎当然棳我们必须注意到奥尔弗斯

教对柏拉图的影响只是多种因素中的一维棳奥尔弗

斯教的灵魂与肉体的直观对立仅仅代表着古希腊神

话中两个相互对立世界的划分棳必须经过多重哲学

化的改造与衍变暎有人认为柏拉图暟把从毕达哥拉

斯派和奥尔弗斯教那里吸收来的灵魂转世说引入了

认识论暠椲椃椵棳这一判断即说明柏拉图文艺对话中的神

话思维方法与先贤们所具有的必然的承继关系暎
其次棳柏拉图的几乎所有重要观念都是通过一

种二元论的方法阐释出来的暎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棳
柏拉图的哲学思想通常以二元论为依据棳以辩证法

为手段棳把一与多暍心灵与肉体暍存在与生成暍看法与

知识暍可视世界与可知世界等方面做出区分棳并且界

限分明暎从历史上看棳毕达哥拉斯暍赫拉克利特暍巴
门尼德等人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柏拉图的这种二元论

观念棳尤其是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暎
毕达哥拉斯学派主要从数量比例关系上寻找艺

术的形式美棳强调美的和谐统一暎而作为一切事物

的始基和原型的暟数暠棳实际上便是指暟万事万物都必

须遵从的规律暍法则和必然棳即在希腊神话和悲剧中

被扑朔迷离的暜命运暞所涵盖着的东西暠椲棻椵棿椄暎可以认

为棳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和谐思想是古希腊神话和奥尔

弗斯教派思想的接续暎奥尔弗斯教的灵魂轮回转世

和净化说以及它的宗教伦理思想直接影响了毕达哥

拉斯及其学派暎在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棳科学思维的

萌芽同宗教暍神话之类幻想间的某种联系棳关于宇宙

事物的辩证思想得到了美学和神话的表现暎亚里士

多德在暥形而上学暦中写道椇暟毕达戈拉斯派的人们也

说椇存在物模仿数目而存在暎暠椲椄椵这种有关数为本质物

为摹本的学说对柏拉图以二元论方法为方法根据阐

述理式说暍灵肉二分说等方面具有直接的影响暎
柏拉图曾在意大利结识阿基塔斯棳他是毕达哥

拉斯学派的传人棳柏拉图从他那里了解了数学原理暍
神秘元素暍宗教倾向和彼岸世界等方面的内容棳并运

用到其哲学之中暎暥高尔吉亚篇暦暟揭示了柏拉图采

纳了奥尔弗斯棴毕达哥拉斯的二元论暠椲椆椵暎
从麦加拉那里棳柏拉图经常听闻巴门尼德学说

而深受启发棳继而阐发为暟理念论暠棳他认为所有的变

化皆为幻象棳而暟奥尔弗斯教的灵魂与肉体的直观对

立到巴门尼德那里演化为暜存在暞与现象的抽象对

立暠椲棻椵棸棴 棻暎巴门尼德的暟存在暠概念与赫拉克利特通

过希腊神话命运观念而形成的暟逻各斯暠概念一样棳
暟都是抽象思维的产物棳而且都是对希腊神话进行哲

学化改造的结果暠椲棻椵棸暎这些都在柏拉图的文艺对话

中得到进一步的衍化与发展暎这种继承性也充分体

现出希腊思想所具有的自然性和直接性棳自然元素和

安居其中的神灵都以一种潜在的思想而存在着暎
以上说明棳柏拉图在承袭前人的文艺思想的同

时还不同程度地承袭了他们思想中的神话元素和宗

教中的神话思维成分棳并且使文论思维和观念逐渐

呈现清晰的面貌棳从而进一步走向成熟暎
可以肯定棳柏拉图的文艺思想神秘而富有旺盛

的生命力棳与其保持的神学观点不无关联暎与希腊

的奥林匹斯神话等感性直观宗教不同棳柏拉图的哲

学思想中明显表现出一种形而上学的特点棳这使它

成为希腊多神教向基督教转化的重要理论中介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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