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P16 蘇格拉底把哲學從天上移至人間 

相信沒有其他哲學家會像蘇格拉底（469-399 B.C.）一樣，容貌如

此矚目。從來，談到哲學家，人們都會將注意力集中於他的理論上

去。蘇格拉底的言論在西方思想之中，自然舉足輕重，他的不朽名

句，如「自知之明」（Know Thyself）、「未經考察的生命是不值得

活着的」（An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以及「愛智」等，都

早已成了希臘文明的標誌。 

唯獨關於他的容貌，連哲學史家們都忍不住手，分別加以着墨，

例如說：「他簡直粗野得像一個腳夫，有一個闊得好像開了花般的

大鼻子，和那閃着光的禿頭。」又如：「在沸騰的知識運動環境裏，

出現了一個禿腦袋、獅子鼻、大肚皮，像愉快的森林神般的人物。」

希臘蘇格拉底的人頭雕像正好顯現了此等形容。 

不單如此，這位活到七十歲的愛智慧者，一生不知花了多少年月

在雅典的街頭，穿着一件滿佈縐紋的袍子，赤足逛盪。他的妻子之

所以被公認為惡妻，相信都是被他氣兇了的。她經常抱怨他在街頭

流連而不顧兒子和家庭，生計都落在她身上，負債纍纍。關於這點，

蘇格拉底其實也是同樣有「自知之明」的，只是他的價值觀有異。

他從來對財富就不熱衷，走過陳列在街市上的貨品時，都不屑一顧，

只說一句：「我不需要如此多的東西。」 

 

關懷人生 

他少年時候其實也曾致力過體力勞動，他的父親是個石刻家，他

隨父親習過雕刻。他的母親是個助產士，對助產術的認識，在日後

更啟發了蘇格拉底重要的哲學方法。但雕刻一直未能引起蘇格拉底

的興趣。僥倖地，他遇上了一位欣賞他的貴人富商，讓他有機會求

學，涉獵物理學、音樂、天文、數學和歷史，但這些都不能跟他對

哲學的興趣相比。值得注意的是，蘇氏未有如早期希臘哲學家們一

般熱衷論自然、說宇宙；他曾說有一件更高貴的工作等着完成，便



是關心人的靈魂和人生；即是說，要把關心的對象，從外頭轉回到

自己來。因此，西賽羅（Cicero）便曾如此說：「蘇格拉底把哲學從

天上搬到人間。」 

 

誨人不倦 

這位腳踏實地的哲人，不單愛在街頭跟顯赫人士滔滔雄辯，他其

實也過着多元的生活，甚至拿過槍上戰場。他非常熱愛自己的國家

民族，對雅典城邦有特別強烈的歸屬感，三次衞國的戰役之外，亦

曾參與法律裁判及政治評論，可見他如何堅持自己在生活方式上的

選擇。 

蘇氏敢作敢言的風範，吸引了不少年輕人。哲學史上多位具影響

力、成一家之言的哲學家，都是他的門生，包括大談理想國的柏拉

圖（Plato）、政治理想主義者安提斯泰尼（Antisthenes），和快樂主

義者阿瑞斯提普斯（Aristippus）等。他們年輕的時候，整天追隨在

外表奇特的蘇格拉底旁邊，聽他怎樣用尖銳而幽默的語言，挑戰雅

典的有識人士，令他們汗顏地知道自己原先的說法不能成立，最後

並得承認自己的無知。 

得說蘇格拉底這種檢誤的風格，乃出於求真和求知之摯誠，並不

如今天一些善用邏輯者為刁難而刁難，叫人震懾於自己熟練的語法

分析面前。 

蘇氏的教學是無意的示範，不收學費，只是富有的學生們經常低

調地資助他和他家人的生活。 

他每天在雅典市場、公園和工場間誨人不倦，使他的追隨者愈來

愈龐雜，他也不愧自稱為「青年的戀人」，可見這著名的哲人可愛

且幽默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