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P13禿頭哲學家的「目的論」 

 

古希臘哲學家德謨克利圖斯的原子論，說宇宙最根本的元素是原子，

事物之間只有量的多少，而沒有質的差別。原子的聚散促成事物的出

現與消亡，而聚散的原因在原子本身的愛和恨的力量。一位比德氏稍

為年長的哲學家阿那克薩哥拉（Anaxagoras）對此卻提出了質疑，他的

質疑是與他自己的生活經驗十分相關的，並因此而把以德氏為代表的

原子機械論修正，發展出哲學的新貢獻。 

 

大自然的真相 

阿那克薩哥拉生於公元前 500年，活了七十歲。他在雅典唸哲學，承接

其時哲學的思潮，同樣關心宇宙最後的真相。 

開始的時候，原質問題是他最大的興趣，他也是從物質元素去鑽研，

並提出太陽是一堆在燃燒的廢鐵。其時的雅典人還生活在神話當中，

太陽神一直是眾多傳說的主要角色，豈能接受太陽是一堆廢鐵？據載

阿那克薩哥拉因為他的物質說而被判死刑。希臘哲學趣談一類的書籍

還記述了他下列的辯白和見解： 

他對法官說：「大自然早就判了我死罪，有生便有死，死刑實在多此

一舉。」他後來充軍到殖民地去，期間他唯一的兒子死了，他知道後

也淡然的說：「我早就知道我生了一個會死的兒子。」他的反應令人

想起莊子喪妻的態度；後者是對自然的順應和接受，前者則繼續尋根

問柢。 

 

一切緣於禿頭 

阿那克薩哥拉同樣寫了一本《論自然》（與此同名的書籍充斥於古希

臘宇宙論者之中）。他之所以對德氏一派的機械論不滿意，乃是他不

認為事物間的區別，不過是原子構成量的多寡，這問題可猜想乃源於

他禿頭這項事實。 



阿氏曾經千方百計，希望自己能長出頭髮來；他見到別人沒有進食頭

髮，卻又生長了頭髮，他是吃素的，卻又長出了肉來，便問：如果事

物之間沒有質的區別的話，那又如何解釋頭髮的形成？菜又如何長成

了人肉呢？我們可以相信，他的問題是相當迫切的，甚至迫使他把德

氏一系的機械論再推進一步。 

 

愛與恨的推動 

機械論以宇宙生成變化乃愛與恨的推動。甚麼是愛和恨？那是精神體，

存於原子的物質當中。原子為了要發展自己，而促使精神體發生作用。 

愛促生成長，恨致敗滅亡。但阿氏認為這發展應該是有方向、有目的

的，是一個自我完善的過程。譬如目的包括要成為頭髮，要成為肉，

要成為個人。因此，是目的性的質變帶動了量變，而不是機械論所說

的，原子的量的變化帶動了質變。 

事物間的差別，也不只是原子量的多寡，原子中愛恨的運作不應該是

盲目的。或許就宇宙生成變化的規律看來，阿氏以事物（原子）自我

完善的目的論，比機械論者說的盲目和偶然，會較易被人接受吧。 

 

精神高於物質 

哲學史家認為阿氏的修正，帶出了哲學上的新方向，那就是：精神高

於物質；因為是精神促使物質解構及組構，更迭生成。但不是說精神

體原是存於物質體嗎？不是原子擬自我完善而促生變化嗎？ 

事實上，阿氏理論的趨向乃認為精神動力其實不一定在物質以內，它

可以跟物質共存，但卻不屬於物質。就是因為精神指導，宇宙才能成

為一個運作無間的整體，包括控制對立、主持綜合的遊戲等等。如此

把精神從盲目的物質機械運作中釋放出來，所謂唯心論便大有可為了。 

這些念頭都是由一個男人的禿頭開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