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P8 那全體而又唯一的…… 

古希臘哲學除了米利都學派，還有伊利亞學派（Eleatics）。伊利

亞學派亦有三鉅子，他們分別為色諾芬尼（Xenophanes）、巴門尼

德（Parmenides）及齊諾（Zeno）。 

伊利亞海島自然有它的魅力，但還是難以說明上述幾位有代表性

的希臘哲人在這島上生長，跟他們的學說有何關係。 

以色諾芬尼為例，其實他跟伊利亞島的連繫便算不上密切。色氏

生卒年期為公元前570至475年，原在愛奧尼亞海岸出生及成長，對

愛奧利亞思想（包括米利都學派）頗有認識。少年時代他因戰事被

迫在西西里展開了流浪的生活。他是一個詩人，也是人們心中的聖

賢，喜歡寫詩及吟唱自己的詩歌。 

他在當時的希臘人來說，相當長壽，終年九十五歲。他九十三歲

時在自己的著作中還說，曾為希臘祖國憂心工作了六十七年。雖然

有哲學史家懷疑他與伊利亞島的關係並不密切，但不排除他年輕時

曾到過伊利亞求學或探訪。事實上，他經常到處傳揚自己的哲學觀

念。 

 

「全體論」的內容 

 

色氏在他的詩作中表現了對神明及宗教的興趣，但他不同意荷馬

與赫西奧德的神話系統，認為神話用了人類的想像來規限了神明的

形態和行動。在他的鉅著《論自然》（On Nature）中，他流露了跟

米利都學派近似物理學的法則（以宇宙之源為水為空氣）不同的方

向。他認定神是唯一的，也是「全體」的，不能落入於萬物或物理

界來討論和理解，也超越了人的理性思維。 

這個「全體論」被他形容得生動有趣：神是全耳、全目和全靈的；

換句話說，祂是全能的，可以感知世界的一切，但又如風眼定住一

處，推動萬物。問題是：這論斷是如何得來的？ 



神的整體性 

有說在西方的哲學史上，色諾芬尼的貢獻在「神是最高的唯一性」

這個結論。這結論是思維的產物，乃從世間萬物的雜多開始。他追

溯萬物成因及存在的原則，推出一個不動但又全能和唯一的最高存

有（神明）來。 

這神明與萬物異質，但卻又是一體的，因為神是全體而又無所不

包的。世界無論如何雜多，都包容在神的全體性和唯一性裏去，服

膺着同一的法則且共存着。連得到這個結論的人類思想本身，也是

一樣，跟所有存在都是一體的。色氏把一切的根源訴諸全體性、唯

一的神，存在的一切同是此時此地，在同一的歷史與空間中並行並

存着，包括思想本身。 

 

理性主義的基礎 

既然思維與存在是同一的，人類也是循着思維的線索回溯至神，

因而思想是達致真理之途。色氏的這點進路，被認為是西方哲學裏

理性主義的基礎。這也是所以他對荷馬及赫西奧德等神話傳統反感，

認為它們離開了思想的法則而失去依據，只顧沉溺在主觀的想像裏。 

對於全體而唯一的神，色氏還有在價值方面的引申。他進一步認

定雜多是不好的，是形形種種的錯失，只有唯一的神乃全知、全善

及全美的。人們應該追求那唯一的神性。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內部

的追求吧，因為神、人和萬物是並行並時而存的。色諾芬尼的觀念，

被認為播下了蘇格拉底、柏拉圖及亞里士多德等哲學的種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