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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申辩篇》是柏拉图早期对话的杰出代表，记录了苏格拉底受审的过程。德尔斐神谕作为古希腊最具权

威的宗教预言，是神与人沟通的媒介，对社会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后因多种原因衰落。苏格拉底在申

辩中巧妙引用神谕，证明自己无罪、具有神的智慧并为使命辩护。他领悟到“自知无知”的智慧，即认

识到自身知识的局限。“自知无知”启示我们学会反思，审视生活以深入了解自己；学会独立思考，不

随波逐流；学会质疑，对权威和传统保持开放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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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ology” is an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of Plato’s early dialogues, recording the process of 
Socrates’ trial. The Delphic oracle, as the most authoritative religious prophecy in ancient Greece, 
was a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gods and humans, and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various 
aspects of society. However, it declined due to various reasons. Socrates cleverly quoted the o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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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his defense, proving his innocence, possessing divine wisdom, and defending his mission. He re-
alized the wisdom of “self-knowledge and ignorance”, which means recognizing the limitations of 
his own knowledge. The concept of “self-knowledge and ignorance” inspires us to learn to reflect 
and examine our lives in order to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ourselves. It encourages us to 
think independently, rather than going with the flow, and to question things, maintaining an open 
attitude towards authority and tra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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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柏拉图的对话无疑是希腊文化中璀璨而耀眼的一颗明珠。《苏格拉底的申辩》作为柏拉图早期对话

中的杰出代表，站在苏格拉底的立场上，以苏格拉底的口吻，绘声绘色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七十岁的老

者独自面对来自五百人陪审团的诘难和审判，仿佛可以使我们身临其境：面对两条非正式指控和两条正

式指控，苏格拉底做了真正的辩护和最后的陈述，最终接受了死亡的判决，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古希腊

的政治制度号称“民主”，却以非民主的方式处死了一位哲学家，这在西方哲学史上是转折性的大事件

[1]。 

苏格拉底以大无畏的使命精神进行着斗争，唇枪舌剑之下，尤其在为自己申辩当中引用的关于德尔

斐的神谕更是点睛之笔，大放光彩。苏格拉底关于德尔斐神谕的智慧就是自知无知，同时践行的是用“自

知无知”的态度去不断地追求大智慧，而不是沉迷于伪自知的状态无法自拔。德尔斐神谕在申辩篇中扮

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突出了苏格拉底对智慧的深刻洞见，强调了无知才能帮助他们寻求普遍真理，但

是，以神谕作辩护引起了他人的愤怒，加速了审判的进程，最终苏格拉底为真理殉道，为使命献身。 

2. 揭开德尔斐神谕的神秘面纱 

德尔斐神谕是古希腊最具权威性的宗教预言，被视为神与人沟通的重要媒介。在远古时代，人们普

遍相信神明具有超越人类和超越自然的智慧与力量，因此，许多神明被赋予了颁布神谕的功能。德尔斐

神谕是时间最持久影响力最大的神谕，对古代希腊社会的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由于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能力的低下，人们自然而然地匍匐在神

明的脚下，寻求神明的帮助，慰藉他们的心灵。德尔斐神谕在本质上就是宗教神秘主义的象征，就是人

类思维和认识的不成熟表现，就是对人类智慧局限的深刻反映。 
在古希腊神话中，德尔斐神谕的起源与阿波罗神密切相关。传说阿波罗神射杀了巨蟒，拯救了苍生，

当地人纪念这一伟大的胜利，建立了德尔斐神庙，并选定此地作为他传达神谕的场所。这个传说充分体

现了古希腊人对自然力量的敬畏和对英雄的崇拜，阿波罗神杀死巨蟒的故事为德尔斐神谕赋予了神圣而

神秘的色彩，让人们更加相信神谕的权威性和可靠性。德尔斐神谕的发布主要是由女祭司——皮提亚来

传达，在古希腊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她也被称为神的代言人。她们还要进行

冥想和修行，以达到一种与神灵沟通的精神状态。在沟通时便进入一种狂热状态，并以一种模糊、隐晦

的语言表达出来。再由专业的祭司对神谕进行解读，并传达给求问者。她们的言行被认为代表着神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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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因此在古希腊社会中具有极高的地位。在发布神谕过程中，皮提亚是处于一种迷狂的状态，因为古

希腊人尤为看重迷狂状态下的预言，迷狂状态下的祭司，在一定程度上会被人们认识到是达到了通神的

境界，无限逼近神，甚至神明附身，皮提亚可以看成是神明在人世间的代理人，上传下达神明的旨意，

帮助人们解惑答疑，预测未知，从而给求神的人们带来心灵上的蔚籍和生活下去的希望。 
神谕的内容多样，涉及领域广泛，主要分布于关于自然现象的神谕，关于城邦事务的神谕，关于战

争的神谕，关于宗教事务的神谕，关于殖民活动的神谕以及关于个人及家庭的神谕。神谕的内容长短不

一，有的论述详细，有的则是寥寥几笔带过。在古希腊宗教信仰体系中，德尔斐神谕占据着核心地位。

它被视为阿波罗神与人类沟通的桥梁，是神灵意志的直接体现。古希腊人坚信神谕能够揭示未来、预知

吉凶，因此对其敬畏有加。神谕在宗教信仰中起到了引导人们行为、规范社会道德的作用，它让人们相

信神灵时刻在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从而促使人们遵守宗教教义和道德准则。在当时大多数人看来，

出自德尔斐的神谕就是合法的依据。借助神秘的宗教的力量来维护政治上的统治，这是很多统治阶级的

惯用手法，对于促进社会的安定和秩序的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 
德尔斐神谕体现了人类对于生活中普遍性问题的理解和认知，因此可以被当作人类集体意识的一种

表达形式。德尔斐神谕还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规范着人们的生活秩序。但是，

由于其本身具有较强的神学色彩，因此不能直接被视作为真正的宗教。在希腊化时期，德尔斐神谕的主

要作用是用来解释神的旨意。造成德尔斐神谕最终衰落的原因很多。从内因来说，德尔斐神谕的衰落是

其与政治结合越来越紧密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古希腊人对阿波罗崇拜的减弱的结果。从外因来说，德

尔斐神谕的衰落是古希腊城邦衰落，基督教兴起的必然结果[3]。但是造成德尔斐神谕最终衰落的根本原

因是人类逐步从幼稚走向成熟，以信仰主导逐步过渡到理性主导，是文明演进中认知方式的必然结局。

因为理性主义摧毁了神秘主义的根基，神权统治阻碍了世俗社会的发展。 

3. 借用德尔斐神谕的巧妙反击 

苏格拉底作为希腊青年人所仰慕和尊敬的楷模和导师，终其一生都在追求真理，热爱智慧，他在法

庭上面对莫须有的指责和审判，大义凛然，不畏强暴，态度之从容，逻辑之清晰，反驳之有据，进一步树

立和宣扬了他伟岸且光辉的形象。 
在开始，苏格拉底首先开始进行一段开场白，表达对方的控告是错的，是没有根据的，并且把原告

分成两种。“雅典人，我首先要为自己辩护，驳斥早先那些虚假的控词，对付最先的那批原告，然后再来

对付后来的控词和后来的原告”[4]。一种是早先的原告和现在的原告。早先的原告是那些看不见的对手，

这些人不断散布对于苏格拉底不利的观点。而现在的被告就是对面的三位，分别是美勒托(诗人代表)、阿

尼图斯(政治家代表)和吕孔(演讲家代表)。这三位代表三股势力，这也是苏格拉底天天找他们麻烦的人，

来揭穿他们其实并没有知识。其次，苏格拉底指出了两条指控：其一是苏格拉底行不义之事，他整天忙

忙碌碌，考察天上地下的事情，他使较弱的论证变得较强，还把这些教给别人[4]。其二是指责苏格拉底

教化民众，教授青年时会收取费用。苏格拉底对此申辩：“因为我确实没有这种智慧，无论谁说我有这

种智慧都是在撒谎，是对我的恶意诽谤”[4]。所以，在这里，苏格拉底认为自己没有知识，也没有什么

东西可以传授给你的，那怎么收钱呢？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神谕，我要恳请德尔斐的神为我作证，

看我的智慧是否真是智慧，是什么样的智慧。庇提亚的女祭司拿起签来说，没有人更智慧[4]。 
苏格拉底在申辩过程中巧妙地使用了德尔斐神谕，从而把辩护的过程推向了第一个高潮。针对原告

的诉讼，苏格拉底为什么想到了从德尔斐神谕的角度进行反击，而不是其他的什么维度，这便是苏格拉

底智慧的所在。首先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无罪，因为他没有撒谎。其次就是证明自己具有神

的智慧，德尔斐神谕以其神圣性而闻名，被认为是与众神沟通的途径。苏格拉底引用神谕说他是最有智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6286


尹迪 
 

 

DOI: 10.12677/acpp.2025.146286 46 哲学进展 
 

慧的，以此来证明自己是受到神灵恩惠的。这有助于建立他的可信度并增强他的论点。最后就是为他的

使命作辩护，神谕指示苏格拉底要“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解释说，他已经通过检查自己和他人的思

想和行为来践行这个使命。他认为，通过追问真理，他正在帮助雅典公民变得更聪明更有德行。所以引

用德尔斐神谕可以帮助苏格拉底证明他拥有非凡的智慧和洞察力，为他的使命和对真理的追求辩护，获

得听众的尊重和权威。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展现了苏格拉底的储备知识的渊博和运用知识的技巧，也在

某种程度上彰显了这位哲学家的智慧。 

4. 领悟德尔斐神谕的现实启示——关于“自知无知”的智慧 

苏格拉底在了解了神谕之后，自认为我没觉得自己最聪明啊。听到女祭司的这个回答我就寻思：神

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要打哑谜呢？我非常明白自己根本没有什么智慧；他说我是最有智慧的，

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神一定不会撒谎，否则便与其本性不合[4]。苏格拉底似乎也不明白神谕的意思，

甚至产生一种无辜躺枪的感觉。但既然是神谕，苏格拉底还是义无反顾地将它作为自己的宗教义务，用

访问和考察他人智慧的方式去试探其真谛。紧接着，苏格拉底去拜访政界人士，诗人和手艺人，在苏格

拉底精神助产术的提问下，这些人都被问住。尽管他们声称自己知道很多东西，但是经过理性地批判发

现其实他们什么也不知道。苏格拉底总是试图告诉对方这个真相——自以为是的聪明，于是引来了无数

人的愤恨。最后四面树敌、谣言攻击，诽谤加身。那么神为什么说苏格拉底最聪明呢？因为苏格拉底自

知自己无知。所以，智慧就是无知之知，也是自知无知。 
无独有偶，作为轴心时代的杰出代表，东西方的思想这一刻发生了碰撞，各自闪烁出耀眼的光芒。

苏格拉底通晓了智慧就是无知之知，而远在东方的孔子在对弟子的教导中指出，人们往往高估了自己的

智慧和能力，以为自己能够预见和掌控一切。然而，当真正的危险和挑战来临时，他们却常常束手无策，

任由自己被命运摆布。孔子这句话告诫我们要认清自己知识的局限性，保持谦虚谨慎，不要盲目自信。

同时，他也批评了社会上自吹自擂、夸夸其谈的风气。苏格拉底始终以无知的态度，谦虚的精神不懈地

追求真理，这就是他的大智慧，孔子和苏格拉底关于“自知无知”的思想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二人

的表述不同，但是却都闪烁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有益启示。 

4.1. 什么是“自知无知” 

苏格拉底比政客，诗人和手艺人们更有智慧，他之所以明智，是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无知，

而这一点在雅典人中是不为人所接受的，这就更凸显了苏格拉底的远见和超前意识。只有那些知道自己

是无知的人，才是有智慧和想法的人。 
“讥讽–助产–归纳–定义”，苏格拉底通过问答一步步促使更多的城邦青年参与思考、承认了他

们自己对于某一事物普遍存在的无知，作为助产士儿子的苏格拉底用这种独特的“精神助产术”帮助青

年获得对问题、对自身更为清醒的认识，从而踏上寻求获得普遍真理的道路[5]。从苏格拉底追求智慧的

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苏格拉底寻找的对象是他认为“有智慧”的群体，在一个个都被驳倒之后，苏格

拉底通晓了对认识智慧的总结，那就是自知无知。苏格拉底对“自知无知”的理解有一句经典的话语，

“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什么也不知道。”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自知无知”的精髓。苏格拉底的自

知无知始于了解你自己，了解自身就是了解自己知道的与不知道的。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认识到自己知

识和理解的有限性，承认自己还有很多东西不知道。这与自以为是、夸夸其谈的态度相反。自知无知的

人明白，世界是巨大和复杂的，还有很多东西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在人的已有的认识范围之外永远

存在着人类尚未认识的事物。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认识的局限性，承认我们自己的无知，保持开放的心态，

虚心向别人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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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自知无知”的哲学内涵 

“自知无知”的观点贯穿苏格拉底哲学思想的始终，蕴含着深刻的哲学内涵。“自知无知”并非简

单地承认自己一无所知，而是深刻认识到人类知识的局限性，而且这种否定性智慧也体现了对神的敬畏

和对真理的追求。因为哲学的智慧不在于掌握宇宙的终极秘密，而在于自知，自知其不足，以避免“自

以为智，其实不智”[6]。承认无知意味着认识到世界的复杂性和未知性，从而保持开放的心态，不断探

索和学习，所以苏格拉底的“自知无知”更侧重是一种求知的途径[7]。 
此外，苏格拉底哲学思想的转变从“自知无知”开始，通过“认识你自己”的方式，从而达到“有

知”[8]。首先，“自知无知”是实现“认识你自己”的重要途径。苏格拉底将“认识你自己”提升到哲

学的高度，扭转了古希腊哲学的方向。而且也确定了人类的历史主体性，令哲学研究步入到了探索人存

在问题的新领域[9]。其次，“自知无知”也为“德性即知识”提供了认识论基础。知识介于无知和智慧

之间，是对智慧的追求，当人们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时，就会更加努力地追求知识，而这种对知识的追求

与对德性的追求是一致的。在苏格拉底看来，只有拥有知识，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善，从而践行德性。

最后，“自知无知”也是苏格拉底“辩证法”的重要基础。他的辩证法通过对话和质疑，揭示人们思想中

的矛盾和错误，促使人们反思和修正自己的观点。正是基于“自知无知”的态度，苏格拉底才能以开放

和谦逊的心态与他人交流，不断挖掘真理。总之，苏格拉底是智者，他最大的智慧是“自知无知”，也因

自知无知而不断有知，在真理面前永远保持敬畏之心，并努力地追探寻，因而超越凡人，成为真正的智

者[10]。 

4.3. 我们该如何看待“自知无知” 

“自知无知”是苏格拉底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我们人类文化历史发展的精华。苏格拉

底虽然没有写出一部关于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但是他却留下了很多关于哲学方面的思想和智慧，“自

知无知”就可以看成是一个哲学命题，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遐想和开拓空间。 
与“自知无知”相对立统一的是“自知有知”，“自知无知”只是一种自信，是对自身知识水平的准

确定位把握，也是我们一直所追寻的。而“自知有知”则包含着一定的自傲，正如苏格拉底所追问的政

治家，诗人和手艺人一样，他们对自身的评价过高，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自负，恰恰是无知的表现。在

了解“自知无知”的科学性和正确性的前提下，也不乏有人局限于知识水平的差异和语义的分歧从而产

生误解。第一个误解，有人认为苏格拉底对“自知无知”的强调是他认为自己无知，其实这是错误的。苏

格拉底认为自己对“知”的理解没有达到足够深刻，而这也恰恰体现出他的谦逊。如果你真的深刻理解

“知”这个概念，你就会发现自己的无知与别人对自己“知”的理解没有关系。换言之，我们可以有一个

错误的理解，认为苏格拉底是在说：我比别人更懂“知”，但实际上他说的并不是这个意思。第二个误

解，苏格拉底把“自知无知”看成是一种自负。我们可以理解为苏格拉底在强调自己知道某些东西，但

不能因此就认为他真的了解这些东西。其实，这只是一种误解。如果你真的了解一个事物，你就会知道

它有多大，但这不能成为你傲慢或自负的理由。 

4.4. “自知无知”带给我们的启示 

在详细阐述了德尔斐神谕之后，苏格拉底也通过和政治家，诗人以及手艺人的对比阐述了自己的智

慧观，他们用自身的错误掩盖真正的智慧，突出了真正的智慧是苏格拉底的自知无知[11]。苏格拉底进一

步以牛虻自喻，他最简单的目的只是想让大众从“不知其无知”的深渊中解救出来，意识到自己的无知，

去追求智慧[12]。不幸的是，雅典人依然没有觉醒，所看到的仅仅是外显的持续诘问和否定；也没有认识

到错误，反而恼羞成怒[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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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虽然黑格尔说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是，人们从来都不知道汲取历史的教训。但是

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也是一种莫大的智慧，与苏格拉底的“自知无知”智慧相比，两者虽是不同的

维度，可以起到很好的互补作用，本质上并不冲突。 
首先我们要学会反思。苏格拉底在一定程度上不愿违背神的意愿，但他却在实际情况中发现了错误

和偏差，所以通过反思的途径，苏格拉底顺利的猜透了神谕。比起那些虚无缥缈的事物，苏格拉底更关

注当下，喜欢观察现实世界。在他眼中，很多问题都值得深思，比如“什么是美德”、“德行的本质是什

么”，但是，苏格拉底并为给问题下定义，相比之下，他更注重诘问的过程，也许在他看来追求真理是无

止境的，在追问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反思的优秀品质。同样，远在中国的圣贤孔子也发出了“吾日三省

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的反思警句。苏格拉底最著名的反思格言之

一是：“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过。”这句话强调了反思在个人成长和幸福中的重要性。通过定期审视

自己的生活、行为和信仰，人们可以获得对自己的更深入的理解，并做出更明智的决定。苏格拉底运用

反思得到的最伟大的知识发现可以认为是“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认为，认识自己是最重要的知识。

他鼓励人们通过反省和对话来深入了解自己，包括自己的优点、缺点、信仰和价值观。也正是在对现实

世界的反思过程中，苏格拉底我们应该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周围的世界，而不是仅仅依靠我们所听到、

所看到的来判断周围的事物，只有通过反思才能发现自己的不足，认识到自己对某些事物认识的肤浅，

从而形成一种知耻而后勇的进取精神，不断学习，储备知识。 
其次我们要学会独立思考。在亲自寻找问题答案的道路上，苏格拉底并没有因为政治家的智慧声望

很高，诗人的文采飞扬以及手艺人高超的技能而完全拜服在他们脚下，相反，苏格拉底在找到神谕的谜

底之后，巧妙地把神谕谜底归结于只有神才是智慧的，人的智慧很少有价值或者没有价值。苏格拉底的

回答有两点出彩，首先就是他没有随波逐流，而是独立思考，实地交谈，大胆质疑，小心论证，解决问

题。其次就是利用神明作掩护，在一定程度上转嫁矛盾，这是语言的艺术，同时也是苏格拉底独立思考

得出结论的点睛之笔。独立思考是指能够独立于他人的观点和信仰，批判性地评估信息并形成自己观点

的能力。不会轻易地被他人所左右，要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同时，独立思考也是一项需要练习的技能，

避免盲目追随他人的观点和信仰，做出更明智的决定。在思考中要时刻怀揣问题意识，从实践中出发，

进一步把握问题的所在，从实践中来也要到实践中去，正如苏格拉底一样。 
最后我们要学会质疑。苏格拉底的质疑精神是他哲学方法的核心。他通过提问来质疑权威、传统和

个人信仰，以揭示矛盾、错误和假设。苏格拉底的质疑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是追根溯源，苏

格拉底经常追问概念和论点的根源，以揭示它们的假设和基础。他认为，只有通过理解一个论点的根源，

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和评估它。其次是识别矛盾，苏格拉底擅长发现论证中的矛盾和不一致。通过指出这

些矛盾，他可以削弱论点的可信度并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他们的信仰。第三是质疑权威，苏格拉底不害怕

质疑权威，包括政治家、宗教领袖和哲学家。他认为，仅仅因为某人是权威人士，并不意味着他们总是

正确。苏格拉底将他的质疑精神也应用于他自己，他经常审视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并愿意在必要时改

变它们。正如苏格拉底对神谕的质疑促使他进一步在实践中获得真理，我们也要在知识与真理面前永远

保持开放态度，不断跳出认识的边界。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保持自身的清醒对于质疑精神的培养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 

5. 结语 

通过对《苏格拉底的申辩》当中苏格拉底所说“无知之知”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苏格拉底是一个

具有理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人。他不仅猜透了神谕的谜底，为我们指明了“自知无知”的伟大哲学命

题，而且也进一步验证了苏格拉底自身作为希腊青年人导师的智慧，使得苏格拉底的形象和思想更加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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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与崇高。通过德尔斐神谕的插入，苏格拉底所说的神谕的作用可以理解为：一方面，它是神与人之间

沟通的桥梁，传达神的旨意和指导；另一方面，它促使苏格拉底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和哲学探索，引导

他追求更高的道德标准和生活目标。苏格拉底的这一思想对我们的启示在于，它鼓励我们进行自我反思

和独立思考，面对权威敢于质疑。在面对复杂的世界时，我们应该勇于承认自己的无知，而不是盲目自

信。通过不断地提问和探索，我们可以逐步接近真理，实现个人的成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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