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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宁可战斗而死去，也不要走上不光荣的结局。

荷马的生平和生卒年月已无从考证，关于荷马的时代也异说颇多。

古代曾有一篇《荷马传》流传下来，那是纪元前后的人根据传说杜撰

的，不能当做可靠史料。最早关于荷马的记载，见于残存的公元前6世

纪克塞诺芬尼的讽刺诗，但是根据希腊地方志家鲍萨尼阿斯的记载，在

公元前7世纪初的诗人卡利诺斯的诗篇里已经有了关于荷马的记载，所

以荷马这个名字早在公元前8-前7世纪已经为人所共知。希腊历史学家

泰奥彭波斯说荷马生于公元前686年，这个年份似乎晚了一点。另一个

古代传说是荷马生于公元前1159年，就是说公元前12世纪中叶，这个

说法似乎又太早了一点。现在西方学者根据史诗的语言和它的内容描

写，一般认为他可能生在公元前9-前8世纪之间。

关于荷马的出生地说法也不一致。有人说他是雅典一带的人，有人

说是希腊北部，有人说是在希腊东部靠近小亚细亚一带。这些说法以东

方说较为普遍，也较为可信。多数古代记载说他是希俄斯岛人，或生在

小亚细亚的斯弥尔纳，这两处都在爱琴海东边。

关于荷马这个名字，西方学者们也有过不少考证：有人说这个名字

是“人质”的意思，就是说荷马大概是俘虏出身；也有人说这个名字含

有“组合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说荷马这个名字是附会出来的，因为史

诗原来是许多散篇传说组合而成。实际上这些都是猜测。古代传说又说

荷马是个盲乐师，这倒是颇为可能的。古代的职业乐师往往是盲人，荷

马也许就是这样一位专业艺人。相传记述公元前12-前11世纪特洛伊战

争及有关海上冒险故事的古希腊长篇叙事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

赛》，就是他根据民间流传的短歌综合编写而成的。

早在古希腊时代，著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哲学家柏拉图与亚里士

多德，都肯定荷马是这两部史诗的作者，直到18世纪初，欧洲人仍然认

为荷马是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一位远古的伟大诗人。

《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合称为《荷马史诗》，被称为欧洲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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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始祖，是西方古代文艺技巧高度发展的结晶。《荷马史诗》写的是公

元前12世纪希腊攻打特洛伊城以及战后的故事。史诗的形成和记录，几

乎经历了奴隶制形成的全过程。

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在小亚细亚一带就有许多歌颂战争英雄的短歌

流传，这些短歌在流传的过程中，又同神的故事融合在一起，增强了这

次战争英雄人物的神话色彩。经过荷马的整理，至公元前8世纪和7世

纪，逐渐定型成为一部宏大的战争传说，在公元前6世纪的时候才正式

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到公元前3世纪和2世纪，又经亚历山大里亚

学者编订，各部为24卷。这部书的形成经历了几个世纪，掺杂了各个时

代的历史因素，可以看成是古代希腊人的全民性创作。这部史诗既是古

希腊艺术史上的一颗明珠，也是全人类共同的艺术瑰宝。

且不说荷马其人是否真实存在，单从《荷马史诗》开创了西方文学

的先河来说，荷马堪称西方文学的始祖，他以诗歌般的记叙手法所展现

的战争、生活场景，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同时，《荷马诗史》也是

研究古希腊风土人情的宝贵资料。

伊 索伊 索伊 索伊 索伊 索伊 索伊 索伊 索伊 索伊 索伊 索伊 索伊 索伊 索伊 索伊 索伊 索伊 索伊 索伊 索伊 索伊 索伊 索伊 索伊 索伊 索伊 索伊 索伊 索伊 索伊 索

渺小的人常常以为自己最重要。

伊索，是公元前6世纪希腊的寓言家。据历史学家记载，他原是萨

摩斯岛雅德蒙家的奴隶，曾被转卖多次，但因为富有智慧，聪颖过人，

最后获得自由。作为自由民的伊索，游历了希腊各地，在撒狄他还经常

出入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的宫廷，得到了国王的器重和信任。

希腊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里记载了一件有关伊索的趣

闻：当时伊索住在萨摩斯岛，在集会上为一个被处死刑的民众领袖辩

护。伊索讲了一则狐狸过河时被急流冲走的寓言。狐狸被水冲进洞后钻

不出来，遭到一大群狗虱的叮咬。一只路过的刺猬同情它，狐狸却拒绝

对方的帮助，狐狸说：“这些狗虱此刻已喝饱了我的血，再也喝不下多

少了。要是你把它们撵走，别的狗虱还会围过来，它们饥肠辘辘，准会

把我剩下的血喝得一干二净。”伊索的寓意是，受其辩护者已发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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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无须再加防范，倘若把他处死，别的人就会接踵而至，因囊中羞涩而

大肆掠夺钱财。同时，这个故事还告诉我们，伊索曾经当过律师为人出

庭辩护。他这种引用寓言作比喻的方法，其后数百年的演说家无不效

仿。

公元前5世纪末，“伊索”这个名字已为希腊人所熟知，希腊寓言

开始都归在他的名下。但是伊索并没有写下他的寓言，他完全凭记忆口

授。全世界家喻户晓的《伊索寓言》是后人根据拜占庭僧侣普拉努得斯

搜集的寓言及以后陆续发现的古希腊寓言传抄本编订的。

伊索寓言大多是动物故事，其中的一部分如《狼与小羊》、《狮子

与野驴》等，用豺狼、狮子等凶恶的动物比喻人间的权贵，揭露他们的

专横、残暴、虐害弱小，反映了平民或奴隶的思想感情；《乌龟与

兔》、《牧人与野山羊》等，则总结了人们的生活经验，教人处世和做

人的道理。

伊索寓言短小精悍，比喻恰当，形象生动，对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伊索的名字和寓言紧紧地连在一起，

对法国的拉封丹、德国的莱辛、俄国的克雷洛夫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苏格拉底

认识你自己。

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年）是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他和他的

学生柏拉图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被并称为“希腊三贤”。他被后

人广泛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

在苏格拉底之前，古希腊的哲学主要研究宇宙的本源是什么、世界

是由什么构成的等问题，后人称之为“自然哲学”。到苏格拉底时才根

本改变了这种状况。

苏格拉底认为，再研究这些问题对拯救国家已经没有什么现实意义

了，于是他转而研究人类本身，即研究人类的伦理问题，如什么是正

义，什么是非正义；什么是勇敢，什么是怯懦；什么是诚实，什么是虚

伪；什么是智慧，知识是怎样得来的；什么是国家，具有什么品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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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治理好国家，治国人才应该如何培养，等等。后人称苏格拉底的哲

学为“伦理哲学”。他为哲学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使哲学“从天

上回到了人间”。

苏格拉底的学说具有神秘主义色彩。他认为，天上和地上各种事物

的生存、发展和毁灭都是由神安排的，神是世界的主宰。他反对研究自

然界，认为那是亵渎神灵的。他提倡人们要认识做人的道理，过有道德

的生活，而一切不道德的行为都是无知的结果。人们只有摆脱物欲的诱

惑和后天经验的局限，获得概念的知识，才会有智慧、勇敢、节制和正

义等美德。他认为道德只能凭心灵和神的安排，道德教育就是使人认识

心灵和神，听从神灵的训示。

这种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伦理思想，后来被安提斯泰尼继承和发展，

形成以强调禁欲为特征的犬儒学派；而苏格拉底伦理思想中所包含的快乐

论思想，则被亚里斯提卜继承和发展，形成主张享乐的居勒尼学派。

苏格拉底强调知识的重要性，认为伦理道德要由理智来决定，这种

理性主义的思想，在以后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苏格拉底没有著作，关于苏格拉底的思想，绝大多数是记录在他的

弟子柏拉图的《对话录》中。

德谟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德谟克利特

别让你的舌头抢先于你的思考。

德谟克利特（约前460－前370年）是古希腊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

家、原子唯物论学说的创始人之一。他一生勤奋钻研学问，知识广泛，

在许多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成就，在古希腊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第欧尼根·拉尔修的记载中，德谟克立特通晓哲学的每一个分

支，对物理学、伦理学、数学、教育学等等也无所不知。同时，他还是

一个出色的音乐家、画家、雕塑家和诗人。

留基伯是古希腊爱奥尼亚学派中的著名学者，他首先提出物质构成

的原子学说，认为原子是最小的、不可分割的物质粒子。原子之间存在

着虚空，无数原子从古以来就存在于虚空之中，既不能创生，也不能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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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它们在无限的虚空中运动着，构成万物。德谟克利特继承和发展了

留基伯的原子论，指出宇宙空间中除了原子和虚空之外，什么都没有，

任何变化都是它们引起的结合和分离。

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里没有神存在的空间，他认为原始人在残酷而

奇妙的自然现象面前感到恐惧，再加上知识的匮乏，只有臆造出神来解

释一切的未知。其实，除了永恒的原子和虚空外，从来就没有不死的神

灵。他甚至认为，人的灵魂也是由最活跃、最精微的原子构成的，因此

它也是一种物体。原子分离，物体消灭，灵魂当然也随之消灭了。

他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都受因果必然性和客观

规律的制约，他把自然界的一切作用都归结为必然性。他还特别强调教

育的重要性，他认为道德教育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造成人的第二本

性，而教育方法应该以鼓励和说服为主。在伦理观上，他强调幸福论，

他主张道德的标准就是快乐和幸福。能求得快乐就是善，反之即是恶。

德谟克利特的著作涉及自然哲学、逻辑学、认识论、伦理学、心理

学、政治、法律、天文、地理、生物和医学等许多方面，据说一共有52

种之多，遗憾的是到今天大多数都散失或只剩下零散的残篇了。马克思

和恩格斯因此赞美他是古希腊人中“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柏 拉 图柏 拉 图柏 拉 图柏 拉 图柏 拉 图柏 拉 图柏 拉 图柏 拉 图柏 拉 图柏 拉 图柏 拉 图柏 拉 图柏 拉 图柏 拉 图柏 拉 图柏 拉 图柏 拉 图柏 拉 图柏 拉 图柏 拉 图柏 拉 图柏 拉 图柏 拉 图柏 拉 图柏 拉 图柏 拉 图柏 拉 图柏 拉 图柏 拉 图柏 拉 图柏 拉 图

不知道自己的无知，乃是双倍的无知。

柏拉图（约前427年－前347年）是古希腊的哲学家，也是全部西

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和老师苏格

拉底、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希腊三贤”。

柏拉图40岁时在雅典城外西北郊的圣城阿卡德米创立了自己的学校

——阿卡德米学园，他在那里除讲授哲学之外，还讲授数学、天文学和

声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但以哲学为最高课程。学园的目标不是

传授实用的技艺，而是注重思辨的理论智慧，吸引了各地的学生到此学

习。学园成为西方文明中最早的有完整组织的高等学府之一，也是中世

纪时在西方发展起来的大学的前身。学园存在了九百多年，直到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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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的座右铭

529年被查士丁尼大帝关闭为止。学园培养出了许多知识分子，其中最

杰出的是亚里士多德。

柏拉图与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比起来，在西方得到了更多的尊重和

注意，因为他的作品是西方文化的奠基文献。在西方哲学的各个学派

中，很难找到没有吸收过他的著作的学派。在后世哲学家和基督教神学

中，柏拉图的思想保持着巨大的辐射力。有的哲学史家认为，直到近

代，西方哲学才逐渐摆脱了柏拉图思想的控制。

公元12世纪以前，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一直被教廷排斥，甚至欧洲已

经不再流传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当时，柏拉图的学说占统治地位，因为

圣奥古斯丁借用和改造了柏拉图的思想，以服务神学教义。直到13世

纪，托马斯·阿奎那利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解释宗教教义，建立了繁琐

和庞大的经院哲学，亚里士多德才重新被重视。

柏拉图才思敏捷，研究广泛，著述颇丰。以他的名义流传下来的著

作有四十多篇，另有13封书信。柏拉图的著作大多是用对话体裁写成

的，人物性格鲜明，场景生动有趣，语言优美华丽，论证严密细致，内

容丰富深刻，达到了哲学与文学、逻辑与修辞的高度统一，不仅在哲学

上，而且在文学上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

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的老

师，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

从18岁到38岁，亚里士多德在雅典跟柏拉图学习了20年，这一时

期的学习和生活对他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努力收集各种图书资

料，勤奋钻研，甚至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图书室。在雅典的柏拉图学园

中，亚里士多德表现得很出色，柏拉图称他是“学园之灵”。

公元前347年，柏拉图去世后，他开始游历各地，2年后重返雅

典。在雅典他受到了很多的优待，除了在政治上的显赫地位以外，他还

得到了亚历山大和各级马其顿官僚大量的金钱、物资和土地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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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创办的吕克昂学园，占有阿波罗吕克昂神庙附近广大的运动场

和园林。与柏拉图的学园相比，它更注重实际，研究问题更注重提出疑

难，注重多方面收集材料、尝试和探索。他反对刻板的教学方式，于是

他经常带着学生在花园的林荫大道上一边散步，一边讨论哲理，因此后

人把亚里士多德学派称作“逍遥学派”。马克思曾称亚里士多德是古希

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恩格斯称他是古代的黑格尔。

亚里士多德首先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将自己的哲学定义为一种

“实质”，宣称他的哲学是“研究真实宇宙实质的科学”。他一生勤奋治

学，从事的学术研究涉及到逻辑学、修辞学、物理学、生物学、教育

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美学等多方面，涉及了古希腊人已知的

各个学科。同时他写下了大量的著作，他的著作所表述的观点是：人类

生活及社会的每个方面，都是思考与分析的客体；宇宙万物不被神、机

会和幻术所控制，而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运行；人类对自然界进行系统

而深入的研究是值得的；我们应当通过实验和逻辑分析，得出自己的结

论。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反传统、反迷信与神秘主义的主张，对西方文化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阿基米德阿基米德阿基米德阿基米德阿基米德阿基米德阿基米德阿基米德阿基米德阿基米德阿基米德阿基米德阿基米德阿基米德阿基米德阿基米德阿基米德阿基米德阿基米德阿基米德阿基米德阿基米德阿基米德阿基米德阿基米德阿基米德阿基米德阿基米德阿基米德阿基米德阿基米德

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撬起地球。

阿基米德（约前287－前212年）是古希腊物理学家、数学家，静

力学和流体静力学的奠基人。

阿基米德自幼到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念书。亚历山大城是当时世界的

知识、文化中心，学者云集，对文学、数学、天文学、医学的研究都很

发达，阿基米德在这里跟随许多著名的数学家学习，包括有名的几何学

大师欧几里德，因此奠定了他日后从事科学研究的基础。

阿基米德经常为了研究而废寝忘食，走进他的住处，随处可见数字

和方程式，地上画满了各式各样的图形，墙上与桌上也无法幸免，都成

了他的计算板，由此可知他旺盛的研究精神。

他在洗澡的时候，发现了水的浮力与体积的关系，后来他将这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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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进一步总结为浮力理论，并写在他的著作《浮体论》里，也就是：物

体在流体中所受的浮力，等于物体所排开的流体的重量。阿基米德为流

体静力学建立了基本的原理。

在埃及，公元前1500年左右，就有人用杠杆来抬起重物了，不过那

时候人们并不知道它的道理。有的哲学家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口

咬定这是“魔性”。阿基米德却不赞同“魔性”一说，他潜心研究了这

一现象并发现了杠杆原理。他推断说，只要能够取得适当的杠杆长度，

任何重量都可以用很小的力量举起来。他有一句豪言壮语：“给我一个

支点，我就可以撬起地球。”

阿基米德是一位讲科学的工程师，他在研究中使用欧几里德的方

法，先假设，再以严谨的逻辑推论得到结果，他不断地寻求一般性的原

则而用于特殊的工程上。他的作品始终融合数学和物理学，因此阿基米

德被称为物理学之父。

他将杠杆原理应用于战争，保卫西拉斯鸠的事迹是家喻户晓的。他

也以同一原理导出部分球体的体积、回转体的体积。此外，他也讨论阿

基米德螺线（例如：苍蝇由等速旋转的唱盘中心向外走去所留下的轨

迹）及圆、球体、圆柱的相关原理。

阿基米德将欧几里德提出的趋近观念作了有效的运用，他提出圆内

接多边形和相似圆外切多边形，当边数足够大时，两多边形的周长便一

个由上、一个由下地趋近于圆周长。他先用六边形，以后逐次加倍边

数，到了96边形，求出π的估计值介于3.14163和3.14286之间。另外他

算出球的表面积是其内接最大圆面积的4倍。他又导出圆柱内切球体的

体积是圆柱体积的2/3，这个定理就刻在了他的墓碑上。

贺 拉 斯贺 拉 斯贺 拉 斯贺 拉 斯贺 拉 斯贺 拉 斯贺 拉 斯贺 拉 斯贺 拉 斯贺 拉 斯贺 拉 斯贺 拉 斯贺 拉 斯贺 拉 斯贺 拉 斯贺 拉 斯贺 拉 斯贺 拉 斯贺 拉 斯贺 拉 斯贺 拉 斯贺 拉 斯贺 拉 斯贺 拉 斯贺 拉 斯贺 拉 斯贺 拉 斯贺 拉 斯贺 拉 斯贺 拉 斯贺 拉 斯

我不如起个磨刀石的作用，能使钢刀锋利，虽然它自己切

不动什么。

贺拉斯（前65－8年）是古罗马诗人。早期创作是讽刺诗和性质与

讽刺诗相近的长短句，后来从事抒情诗创作，自称“歌”，后人根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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