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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柏拉图《斐多篇》中的哲学生活实践为核心命题，旨在探讨智慧澄明与德性生成的内在关联，阐

明苏格拉底临终对话中构建的伦理范式如何通过理性操练超越世俗功利德性，为古希腊及当代价值困境

提供解决方案。文章聚焦于哲学实践视角，剖析哲学生活的认知根基与伦理机制，揭示哲学生活呈现的

终身求知、德性淬炼与辩证生存的统一实践，为现代人对抗价值虚无提供古典智慧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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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practice of philosophical life in Plato’s Phaedo as the core proposition,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intrinsic correlation between wisdom clarification and the generation of virtue, and 
to elucidate how the ethical paradigm constructed in Socrates’ deathbed dialogues can transcend 
the worldly utilitarian virtues through rational exercises, so as to provide solutions for the dilemma 
of value in Ancient Greece and the contemporary world. Focusing on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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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cognitive foundation and ethical mechanism of philosophical life, 
and reveals that philosophical life presents a unified practice of lifelong pursuit of knowledge, virtue 
quenching, and dialectical survival, which provides classical wisdom references for modern people to 
fight against value nihilism. 

 
Keywords 
Practice of Philosophical Life, Wisdom Clarification, Virtue Generation, Phaedo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在柏拉图哲学的发展脉络中，《斐多篇》占据着独特的实践转向意义。相较于《理想国》对城邦正义

的宏观构建，该篇以苏格拉底饮鸩前的临终对话为场域，这一极端情境剥离了世俗生活的琐碎伪装，迫

使哲思直面核心命题：当肉体存在濒临终结，何种生活值得一过？古希腊传统的德性观在此遭遇深刻挑

战。智术师派将德性降格为修辞术操控的世俗成功，而大众伦理则沉湎于荣誉、财富等外在善的追逐，

二者皆未能为灵魂提供超越死亡的意义支点。 
与此同时，爱利亚学派对感官经验的怀疑与毕达哥拉斯派关于灵魂不朽的思辨，共同构成了柏拉图

重构哲学生活的双重思想语境。苏格拉底在狱中提出的“肉体作为真理之障”的著名论断，既是对前苏

格拉底自然哲学依赖感官认知的批判，亦是对流行价值体系的釜底抽薪。由此，《斐多篇》超越了单纯

灵魂不朽的逻辑证明，实质性地开辟出一条以“净化”为内核的哲学生活进路——通过理性操练实现灵

魂与肉体的剥离，使德性从世俗功利的博弈升华为智慧澄明的内在生成。这一实践范式不仅为古希腊伦

理困境提供了破局方案，更在当代价值虚无的迷雾中投下一束古典理性的光芒。 

2. 智慧澄明的知识论奠基 

柏拉图在《斐多篇》中构建的哲学生活实践，始于对认知本质的深刻批判与重构。在苏格拉底的狱

中对话中知识论与伦理学达成统一——智慧澄明是德性生成的必经之路，而这条路的起点，始于对肉体

幻象的理性拒斥。只有摆脱“肉体作为真理之障”的认知困境，通过“次航”方法论的理性转向，阐明

“知识即回忆”的伦理意涵，才能揭示智慧澄明的知识论前提，为德性生成提供逻辑支点。 

2.1. 肉体作为真理之障：感官经验的欺骗性 

认知的主体是灵魂，而身体是认知的干扰因素[1]。首先，肉体通过视觉、听觉等通道制造认知幻象，

“灵魂有肉体陪伴，肉体就扰乱了灵魂，阻碍灵魂去寻求真实的智慧了”[2]。可感世界的“美本身”与

“美的事物”在此形成尖锐对立：一朵具体的玫瑰诱人沉醉于其色泽香气，却遮蔽了“美”的纯粹理念；

一个正义的行为可能因情境的不同被误解，进而偏离正义本身。肉体如同覆满水汽的镜面，使灵魂无法

直观到理念。其次，肉体需求将灵魂囚禁于“双重奴役”状态。一方面，生存本能迫使灵魂服务于营养、

情爱和物欲，消耗其认知能量；另一方面，对痛苦的恐惧使灵魂回避真理探究所需的深刻思考。此种状

态下，所谓“知识”不过是欲望的合理化工具，恰如洞穴囚徒将洞壁投影奉为真实。最后，肉体以其时空

有限性否定永恒认知的可能。肉体这个负累会永远阻挡灵魂充分地掌握纯粹知识。苏格拉底尖锐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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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认知的先决条件是灵魂“独自面向实在”。这要求灵魂必须挣脱肉体的物理干扰、心理束缚与存在

局限，才能进入纯粹理智的澄明之境。 
批判肉体绝非禁欲主义说教，而是提供了认识论的合法性。当哲人通过理性训练尽最大可能使灵魂

脱离肉体，实则是清除认知镜面的污渍，使理念之光得以映照。每一次抵制感官诱惑、每一次克制情感

波动，都是对“灵魂囚笼”的凿击——即智慧澄明在日常哲学生活中的微观实践。 

2.2. “次航”方法论：从感官直观到理性推导 

当苏格拉底在狱中回溯思想历程时，“次航”隐喻的提出，标志着柏拉图对认知困境的破局之道。

苏格拉底的“第二次航行”，这是他开始了对事物认识的转向，认为要跳过外部的感官直接用理性来完

成对事物的认识[3]。不过这一转向绝非偶然，而是肉体批判的逻辑必然。当感官被确认为“真理之障”，

哲人必须开辟一条超越肉体的认知新航路。“次航”的本质是认知方式的自我革命。苏格拉底转而以理

念的方式研究真理，而不是直视真理，这应该就是他的次航[4]。这一进程蕴含三级认知跃升即从感官直

视到经验倒影再到理念推导，每一级都是对肉体束缚的进一步剥离。 
“次航”实为智慧澄明的认知操演。当哲人拒绝依赖感官，转而以逻辑认识理念世界时，就已在方

法论层面实现“灵魂的转向”。每一次假设法的运用，都是对肉体认知惯性的反抗。 

2.3. 知识即回忆的伦理意涵 

在柏拉图看来，每个人的灵魂在现世之中生活都有自己的任务，完成了任务的灵魂就是德行修养好

的灵魂，而这个任务就是回忆起灵魂在“理念世界”之中生活时所观照过的“知识”[5]。 
“回忆说”在《斐多篇》中承担双重使命：在认识论层面证明先天知识的可能性，在伦理学层面为

德性实践提供本体论支点。其论证逻辑如下：知识先天存在→记忆是指由从前知道的事而得到的认识→

相像和不相像的东西都引起记忆→抽象的相等和物质的相等不一样，但在比较是否相等或相像时都经过

了记忆→相等的概念从种种感觉中得到→运用感觉前已经得到相等的概念→出生前已经拥有这些知识→

出生时忘记知识，而后运用感觉找回了从前所有的知识，即学到知识→知识即回忆。 
回忆说为智慧的获得提供了来源，为德性的可能性提供了担保。灵魂先天拥有“善本身”的知识，

意味着德性并非外在规训的产物，而是灵魂对内在理念的唤醒。哲人通过“死亡练习”剥离肉体干扰，

使先天德性理念重新照耀灵魂。当西米亚斯质疑“灵魂是肉体的和谐”，其本质是否认灵魂的独立实在

性。回忆说以理念认知的先验性证明：灵魂是主动的认知主体，因而具备道德责任的承载能力，即德性

生成的前提。苏格拉底在《斐多篇》中提到：“假如死可以逃避一切，恶人就太幸运了。”[2]回忆说通

过灵魂不朽的证明，将伦理实践置于永恒视域，此生锤炼德性，是灵魂在轮回中向上跃升的阶梯。由此，

死亡练习不仅是理智净化，更是灵魂朝向至善的永恒攀登。 
柏拉图的知识论暗含着深刻的张力。一方面，他认为只要灵魂与肉体结合，便永远无法获得纯粹知

识；另一方面，他又通过“次航”与回忆说构建此生认知的路径。此种张力被学界称为斐多式知识悲观

主义。以生死界限为灵魂／肉体分离的终极标志是《斐多篇》的知识论悲观主义的根源[6]，其本质是存

在论与认识论的二律背反：肉体存在本身阻碍对理念的直观，但理性可通过“假设–推导”无限逼近真

理。哲人接受认知的有限性，却以更炽热的理性去追寻理念。这种“在绝望中坚持希望”的认知姿态，恰

是苏格拉底饮鸩前从容的深层动因。 

3. 德性生成的伦理机制 

《斐多篇》中构建的德性理论，以“灵魂净化”为实践核心，揭示了德性生成的辩证路径。通过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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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灵魂操练，剥离世俗功利性德性蒙蔽灵魂的虚假本质，构建以智慧为根基的真德性，最终导向一种超

越肉体局限的生命形态，实现从恐惧奴隶走向理性主宰再走向德性完善的自我革命。 

3.1. 真假德性的辩证解构 

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尖锐地指出其内核不过是恐惧与更大欲望的博弈，与真正的德性相去甚远，

撕开了世俗德性的虚伪面具。世人所说的勇敢，不过是恐惧的变体——他们用对死亡的恐惧压制其他恐

惧；而节制，不过是以更大的欲望克制小欲望。这不是真德性，而是用一枚硬币兑换另一枚硬币的交易。

战场赴死者可能只为逃避“懦夫”的污名(对羞辱的恐惧多于对死亡的恐惧)；禁欲者节食可能只为获取“自

律者”的美誉(对虚荣的欲望多于对美食的欲望)。此种“勇敢”与“节制”仍是恐惧与欲望的奴隶，其内

核是利益计算的功利性博弈。假德性也因缺乏智慧统摄而彼此割裂。一个战场“勇士”可能对妻子施暴；

一个“节制”的守财奴可能见死不救。这如同用破碎镜片拼凑的倒影，永远无法映照完整的善。另外，假

德性将死亡视为终极威胁。战士用勋章装饰坟墓，隐士以苦行延年益寿，本质上仍是对肉体消亡的痴缠。

当克里同为苏格拉底合眼而痛哭，其悲恸正暴露了世俗伦理的缺陷即无法超越肉体的存在焦虑。这种状

态下的灵魂被身体囚禁、污染或纠缠。在此状态下产生的所谓“德性”是灵魂未能摆脱身体枷锁、未能

实现真正独立和净化的表现，缺乏内在的稳定性和真正的价值根基，随时可能随着外在环境的变化和利

害关系的转移而崩塌。苏格拉底对假德性的批判，其矛头最终指向的是灵魂的不自由状态——灵魂被身

体的感受和需求所主宰，丧失了其作为理性主体的独立性和追求至善的能力。 
假德性的解构促进苏格拉底构建真正的德性观。真德性并非对外在压力的被动反应或欲望的巧妙平

衡，而是以智慧为根基，通过理性的引导，实现灵魂自身净化与和谐的内在成就。苏格拉底在《斐多》中

确立了其著名的伦理命题：德性即知识。更准确地说，德性即智慧。真正的勇敢、节制、正义、虔诚等德

性，并非孤立的行为规范或情感倾向，而是源于对“实在本身”即理念世界中的“善本身”、“美本身”、

“正义本身”的洞察与把握。唯有当灵魂挣脱肉体的干扰，运用纯粹的理智去“观看”这些永恒的、不变

的理念时，才能获得关于何为真正美好、正当、有价值的真知。这种真知是德性的唯一可靠的根基。智

慧在此扮演着枢纽角色，勇敢、节制、公正都要经由智慧才成为真正的德性。没有智慧认知与衡量，所

谓的勇敢可能沦为鲁莽，所谓的节制可能变成冷漠或压抑，所谓的公正可能流于刻板教条。 

3.2. 灵魂净化与德性生成 

《斐多篇》所构建的德性理论，其核心实践机制与最终目标皆聚焦于“灵魂净化”，最终导向一种

超越肉体局限的理性生命形态。 
理解“净化”的前提，在于明确灵魂作为净化主体与伦理人格的确立。《斐多篇》的一个革命性贡

献，在于其首次明确地将灵魂确立为我们真正的伦理人格——“那个最应当被关心照料的、能够拥有智

慧、善与正义的自我”。苏格拉底强调灵魂是“自我推动者”，是生命内在运动与认知活动的源头。这意

味着灵魂不仅仅是生命的原则，更是统合理性、意气、欲望以及由此产生的伦理选择与行动的真正承载

者。正是灵魂的这种主体性、能动性与统一性，使得“净化”成为可能且必要。德性的生成绝非被动遵从

外部规范或社会压力，而是灵魂作为伦理主体，主动运用理性进行自我认识、自我管理、自我提升的内

在过程。真正的勇敢源于智慧对何为真正恐惧之物的清晰辨识与理性引导下的无畏。因此，德性的本质

是灵魂在智慧的统御下，其内在各组成部分达成的和谐与卓越状态。 
在知识论维度，“净化”是灵魂通过主动的实践从肉体的束缚与干扰中解脱出来，使其认知能力的

纯粹化从而转向理念世界。哲学家毕生致力于让灵魂离开肉体，不受肉体的干扰，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都尽力集中于自身。这种“灵魂脱离肉体”的净化，在终极意义上指向死亡时灵魂与肉体的彻底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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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要保存的主体变成了灵魂，进一步变成了灵魂内的理智和理性。从思维过程来看，也就是形成在意

识着的思维主体的过程，即反思的建立[7]。在哲学生活的实践中，则体现为一种持续的“死亡练习”，

即生前就尽最大可能地通过严格的理性训练和辩证思考，使灵魂摆脱对感官的依赖，抑制非理性的激情

和欲望的干扰，专注于对永恒、不变理念的纯粹认知活动。没有这种持续的知识论层面的净化实践，灵

魂便无法获得关于永恒实在的真知，而德性生成所依赖的智慧根基也就无从谈起。 
在伦理学维度，“净化”则是灵魂内部无知与无德的祛除，以及由此导向的真德性的内在生成。知

识论净化侧重于通过实践清除肉体干扰以实现认知转向，而伦理净化则聚焦于灵魂内在状态的转变与提

升。伦理净化是要清除污染灵魂、阻碍其趋向至善的“假德性”及其根源——基于感官和欲望的错误意

见、非理性的恐惧以及一切阻碍灵魂认识真理的因素。苏格拉底甚至将真正的德性直接等同于某种意义

上的“净化”状态或“净化”本身。由此，净化要去除的对象从“身体”变成了“无德”和“无知”。这

种伦理净化要求哲人在生前就持续不断地运用理性进行深刻的内省、反思、论证和探究。通过这种内在

的、以智慧为导向的实践，灵魂逐步识别并摒弃那些虚假的价值判断和扭曲的动机，让真知的光芒照亮

自身，从而“生成”真正的德性。另外，净化并非从无到有的灌输，而是对内在固有潜能的唤醒与彰显。

因此，伦理净化就是灵魂通过理性努力，恢复其本真状态，使先天蕴含的德性理念得以清晰呈现并主导

行为的过程。 
灵魂净化在“德性生成”的知识论和伦理学维度中的实践中是辩证统一、相互促进的。一方面，知

识论净化是伦理净化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伦理净化是知识论净化的深化和伦理实现。苏格拉底式

的“死亡练习”即哲学生活实践正是这种双重净化的统一体现。 
《斐多篇》的德性生成机制，以灵魂自我革新为轴线，解构假德性揭露其功利本质，确立灵魂主体

性使伦理实践归于理性自主，通过净化实践，在认知与伦理层面实现从无德向德性的转化。由此，德性

生成锚定于此生的哲学生活——每一次理性操练，皆是向善的内在跃升。 

4. 哲学生活的实践范式 

柏拉图在《斐多篇》中建构的哲学生活，本质上是智慧澄明与德性生成的动态统一体。这一生活范

式是以理性为主导的生存方式革新。通过解构感官经验的蒙蔽性与确立德性生成的伦理机制，哲学生活

呈现为相互涵摄的实践范式——终身不懈的求知行动、理性主导的德性淬炼、苏格拉底式的辩证生存。 
哲学生活的实践始于将“知识即回忆”的理论洞见转化为终身不懈的求知行动。首先要系统性悬置

感官经验。基于对肉体感官作为“谎言之源”的深刻认识，哲人必须抵制其直接性与欺骗性，避免沉溺

于流变的个别事物而遮蔽永恒的“美本身”。为此，需践行“次航”方法论，放弃对可感世界的直观依

赖，转而依靠理性进行逻辑推演和假设论证，实现认知方式的根本革命。其次要坚持持续性辩证训练。

“回忆说”对认知过程进行了动态描述。学习即唤醒先天理性能力的过程。当个体通过具体事物触发对

“相等本身”的思考时，实则是理性从感官刺激中挣脱、主动重构理念的过程。因此哲人必须持续进行

“辩证训练”，通过不断追问“X 本身是什么”激活理性能力，使终身学习成为理性主体的存在方式。

这种终身求知构成哲学生活的存在论基础。 
哲学生活的伦理内核是理性主导的德性淬炼，即通过灵魂净化生成真德性。这绝非被动遵循规范，

而是基于对真假德性的清醒辨别，主动展开的内在锻造。净化实践首先体现为欲望管理。真正的“节制”

并非对欲望的简单压抑，而是“灵魂中优秀部分统治低劣部分”，要求哲人通过理性厘清欲望本质与合

理边界，防止其僭越干扰灵魂朝向至善的努力。其次涉及情感转化。面对强烈情感，哲人并非消除它，

而是如苏格拉底劝导般“以逻各斯安抚情绪”，将其纳入理性反思范畴，理解根源，避免冲动遮蔽判断。

最关键的是智慧统合。真德性的生成绝对依赖于智慧的澄明。若无智慧判定“何为应惧之事”，所谓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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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实为鲁莽；若无智慧界定“欲望的合理边界”，节制即成禁欲。净化由此展现为德性在理性统摄下的

动态平衡过程。 
哲学生活的完满形态最终通过苏格拉底的生命实践获得说服力示范，集中体现了求知行动与德性淬

炼在辩证生存中的统一。苏格拉底在临终场景中践行“灵魂挣脱肉体”的理论。当众人掩面哭泣时，他

保持理性清明，要求“人最好是在安静中死”[2]。其著名遗言“克里，咱们该向医药神祭献一只公鸡”

[2]，以隐喻宣告理性对肉体桎梏的最终解脱，印证了哲学生活的终极目标，即通过理性实践达至主体的

自足与安宁。直至最后一刻，苏格拉底的生命本身就是持续的逻各斯实践。他直至临终仍进行着辩证探

讨，坚持用论证检验真理，表明哲学生活是持续运用逻各斯的生存实践，使辩证法超越方法论层面而成

为存在方式。最后，苏格拉底通过对话引导青年探究真理，用生命实践表明德性生成需在共同体中完成。

哲人并非孤立的修行者，而是城邦中的理性示范者。哲学生活因此兼具个体性即理性修炼与公共性即智

慧共享的双重维度。 

5. 《斐多篇》哲学生活实践的现实启示 

柏拉图的《斐多篇》远非仅是探讨灵魂不朽的哲学对话，它更是一部关于如何实践哲学生活、追求

智慧澄明与德性生成的深刻指南。在价值多元、信息纷扰的当代社会，苏格拉底在狱中展现的生命姿态

及其背后的哲学理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古典智慧参照，启示我们构建更为理性、澄澈与有

德性的生活。 
首先，我们要坚持理性。苏格拉底“肉体作为真理之障”的深刻揭示警示我们在信息爆炸的时代，

我们更容易陷入“洞穴”般的幻象，被碎片化、情绪化的信息所裹挟。《斐多篇》启示我们超越直观感

受，转向理性推导与逻辑论证，鼓励我们主动悬置感官冲动，培养深度思考的习惯，在纷繁复杂中寻求

清晰与确定，避免被表象和偏见所误导，为智慧澄明奠定基础。 
其次，我们要向内求索。柏拉图通过“知识即回忆”和“德性即智慧”的命题，将德性建立在内在理

性认知之上。因此，道德修养的核心在于智慧的提升和自我觉醒。所以我们要持续地进行理性学习、反

思与辩证练习，转向内在的省察与修养。唤醒内在的理性之光，让德性成为灵魂内在的和谐秩序与卓越

状态，而非外在的、功利的表演或束缚。 
再次，我们要日日精进。智慧的澄明和德性的完善是贯穿哲学生活的日常“苦修”。每一次抵制诱

惑、每一次深入思考、每一次基于理性的道德选择，都是哲学生活的实践。追求智慧与德性并非遥不可

及的目标，而是融入日常的点滴修行。将哲学思考转化为生活态度，在平凡中坚持理性、真诚、节制与

勇气，日复一日地精进自身，活出积极的生命姿态。 
最后，我们要终身求知。苏格拉底的生命实践——面对死亡时的从容、临终前的辩证探讨、对理性

的坚持——是哲学生活的最高示范。《斐多篇》启示我们，哲学生活应是一种理性主导下终身学习的求

知行动。这种终身求知帮助我们对抗价值的虚无与意义的迷失，引导我们通过理性的不懈追求，实现灵

魂的转向、智慧的澄明与德性的完满，最终获得一种更为深刻、自主和安宁的生命状态，实现自身价值。 

6. 结语 

柏拉图《斐多篇》以苏格拉底的临终对话为场域，系统构建了哲学生活实践的完整范式。智慧澄明

是德性生成的本体论前提，而德性生成则是智慧澄明的伦理实现。这一伦理实践首先奠基于知识论的深

刻变革，通过剖析“肉体作为真理之障”的认知批判、“次航”方法论的理性转向及“知识即回忆”的先

天指向，揭示了智慧澄明的根基；进而论证德性即智慧的本质，阐明灵魂通过净化实践解构世俗功利性

假德性，在理性统摄下实现内在和谐与自主跃升。由此，哲学生活呈现为终身求知的知识行动、理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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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德性淬炼，以及苏格拉底式的辩证生存的统一实践形态。 
《斐多篇》所构建的这一伦理范式的深层价值在于提供了一种超越时空的生命实践方案。它以灵魂

不朽的永恒视域，将死亡转化为理性澄明的终极操演；以“净化”为轴心，赋予日常生活以哲学修炼的

伦理意涵。在价值碎片化的当代语境下，这一范式启示我们唯有通过持续的逻辑反思抵制感官幻象，通

过内向省察唤醒先天理性，方能在日常中锚定德性根基，对抗存在的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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