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P 15 致力於「否定一切」的人 

蘇格拉底之前的詭辯學派以懷疑態度，指出客觀價值或真理之不可能，

原本也可以是「愛智」的途徑之一，但他們當中不少強詞奪理、對政治和

權力充滿野心者，曾為雅典城邦帶來了擾動，激發了蘇格拉底雅典學派的

誕生。 

哲學史家以「肯定一切」及「否定一切」來敍述詭辯學派兩位代表人

物的學說特色。前文介紹的普羅達哥拉斯（Protagoras），便聲言「肯定

一切」，肯定「人為萬物之尺度」，個人就是真理。蓋他認定世間沒有神，

也沒有所謂客觀的真理或價值，最重要是滔滔雄辯。至於「否定一切」者，

乃幾乎與普氏同年的高爾吉亞（Gorgias, 483-375 B.C.），他用個人的思想

去否定一切，兼且否定感官資料以及觀察自然的成果。 

 

善於辭令的智者 

高爾吉亞跟許多前蘇格拉底的哲學家同樣寫過《論自然》的書。值得

一提的是他乃機械論鉅子恩培多克勒（Empedokles）的弟子。恩氏的宇宙

論提出了水、火、氣及土，還有愛與恨兩種力量，以統一宇宙間的對立和

矛盾。這種對宇宙物質元素的興趣，被高爾吉亞繼承了下來，但不長久。

未幾，高氏的興趣便轉向了修辭學。哲學史家文德爾班（Windelband）曾

說善於辭令的高爾吉亞鄙視嚴肅的科學，只追求演講術，甚至躭於戲謔，

對整個哲學活動諷刺為空無一物，利用矛盾術使人陷於尷尬的困境。但值

得思考的是，高爾吉亞在當時的雅典很受歡迎，並四出演講，賺了財富，

名利雙收，一直至他高年而逝。群眾又為何如此歡迎這種智士的作風呢？ 

 
  



著名的否定句 

高爾吉亞的學說，可總結為三句著名的否定句，日後並成了懷疑論者

的口號： 

（一）根本就沒有存在。（即否定了世界的存在性，甚至本體。） 

（二）即使有甚麼存在的話，也不可能被認知。（存在與思想之間沒

有關係，也否定了人的認識能力。） 

（三）如果可能被認知，也不可能把所知的告訴別人。（知識論的不

可能。） 

 
 

對存在的質疑 

據文德爾班的分析，高爾吉亞對存在的質疑是：它既不能被認為是永

恆的，也不能認為是短暫的；既不能認為是一，也不能認為是多，存在與

非存在都是充滿矛盾的概念。至於為何不能被認知，那是因為被思考的東

西總不同於實際存在的東西，否則便不能正分兩者。最後，知識是不能傳

授的，那是因為思想與用以傳授思想的符號之間有所差異，是故無從保證

二者之間的了解。 

文德爾班稱此類學說為「虛無主義」，不值得認真考慮，但較實際的

問題是，詭辯學派的確在政壇上興風作浪過。雅典人在一片頭暈目眩間目

不暇給，直至出現了有真正智慧的思想家，以正言姿勢力挽狂瀾。據說最

先與詭辯學派針鋒相對的，乃蘇格拉底。他用其人之道還治其人，在雅典

街頭直斥其非，並用其著名的辯論對話指出智士的錯誤，顯出對方的無知，

催生了雅典學派，下開柏拉圖思想及亞里士多德學說，把希臘哲學帶到人

類思想的新高度。 

或許一切存在真的都有它的理由吧，包括詭辯學派。我們在現代哲學

之父笛卡兒（Descartes）的學說中，也見出與高爾吉亞相近的懷疑，但結

論有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