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理想的未来读后感(通用6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
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理想的未来读后感篇一

在该书中柏拉图把国家分为三个阶层：受过严格哲学教育的
统治阶层、保卫国家的武士阶层、平民阶层。他鄙视个人幸
福，无限地强调城邦整体、强调他一己以为的“正义”。在
柏拉图眼中，第三阶层的人民是低下的，可以欺骗的。他赋
予了统治者无上的权力，甚至统治者“为了国家利益可以用
撒谎来对付敌人或者公民”《理想国》讨论的主题是正义问
题，首先讨论国家的正义。柏拉图认为一个好的国家应该具
备智慧、勇敢、自制、正义这4种德性。国家的智慧要求它有
治理整个国家的知识，只有少数人才具有这样的智慧；国家
的勇敢属于保卫它的卫士；国家的自制是一种和谐，当统治
者与被统治者能够和谐一致，这个国家就达到了自制。若一
个国家有了这三种德性，也就有了正义。柏拉图先是探讨出
城邦的正义，进而推及到个人。在他看来，正义是各司其职，
互不侵扰。

哲学家是爱智慧的人，不过那种对任何事情都好奇的人还不
是真正的哲学家，只有热忱于寻求真理的人才是哲学家，这
就涉及到了真理问题。

柏拉图把世界划分为可感世界与理念，那些只爱好具体事物
如美的声调或形象的人只有意见而无知识，只有那些认识美
自身即美的理念，而且将其与具体事物区分开，而不互相混
淆的人才是有知识的人。



柏拉图通过“太阳”的比喻说明，正如太阳是可见世界之所
以可见的原因，善乃是理念世界中一切理念的存在原因，它
是最高的理念。他又通过“线”的比喻进一步将两个世界划
分为4个部分：

第一，影象；

第二，影象所像的实物；

第三，数理对象。灵魂将影象的实物作为影象来研究，它只
能从假设出发下降到结论；

第四，理念。灵魂从假设出发上推到第一原理，它不再使用
影象而是使用理念来作系统研究。

前两个部分属于可见世界，后两个部分组成了可知世界。

与此相应，灵魂的状态也可以分为4个阶段，这就是想象或猜
测、信念、理智和理性。

柏拉图通过“洞穴”的比喻指出，认识的4个阶段并不是后天
学习的发展过程，而是“灵魂的转向”。因为灵魂本身具有
一种认识能力，教育只是使这种能力掌握正确的方向，使它
从黑暗转向光明，从现象的世界走向真实的世界，因此教育
也是《理想国》的重要主题之一。

柏拉图设计了一套理想的教育课程，除了体育和音乐这两门
初等课程之外，必须学习算术、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天文
学和谐音学等5门课程，按照这个次序将灵魂从可见世界逐步
引向哲学，其目的是为了培养国家统治人才，促成他们的灵
魂转向。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提到了共妻共子的制度。他提倡最好
的男人和最好的女人结合，并将生下来的孩子由官员抚养。



这个观点即使是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也不赞同。在《政治学》
一书中，亚里士多德对这个观点进行批判。

柏拉图的这种构建国家的思路出发点是正确的，但是有一些
观点我并不敢苟同，例如：共妻共子的理念，我认为这有悖
人伦，和动物没有区别的人伦关系我很反对，人高于动物的
区别在于自爱和爱他人、懂得尊重他人，而并非应为是理想
的国度而放弃做人的准则。总之，理想国的有些民主自由的
精神是值得推崇，但是一些弊端还是要摒弃，毕竟他是有时
代局限性的。

理想的未来读后感篇二

一杯的清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一本好书，可以净化一个
人美好的心灵。本栏目提供了中外名著的读后感范文和参考，
希望您在此能找到您所需要的读后感范文，对于提升自己的
鉴赏和阅读水平有所提高。本站时时更新，欢迎收藏本
站(ctrl+d即可收藏)以获取第一手资料!

《理想国》是柏拉图中期思想的总结，其语言华丽，逻辑缜
密，想象丰富，阐述精彩，在历史上颇具影响力。

理想的未来读后感篇三

柏拉图（公元前427年—前347年）是古希腊哲学家，是全部
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是苏格
拉底的学生，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他们三个被广泛认为是
西方哲学的奠基者。《理想国》是柏拉图一生最具代表性和
影响最为深远的著作。这是一部典型的大综合著作，其中将
哲学、政治、伦理、教育、心理、社会、家庭、宗教、艺术
等等诸多问题结合在一起，错综复杂。朱光潜曾说：“《理
想国》是西方思想的源泉，也是我向青年推荐的惟一的西方



哲学著作。”我认真拜读了这本不朽之作，正如利奥。施特
劳斯所说：“我阅读柏拉图时必定怀有一颗虔诚、恭敬之心。
”

《理想国》是古代西方一部最早的系统教育著作，该书指出，
儿童从七岁起，男女儿童分开居住、生活，都分别入国立初
等学校，初等学校约十年。初等教育是对“一切儿童”都要
实施的“强迫的教育”。学生到十七、八岁的之后，进入高
等军事学校。进行意志教育。二十岁到三十岁的青年继续学
习，研究哲学辩证法，逻辑理论，算术，几何，天文，音乐
理论，再加上文法修辞学。柏拉图第一个提出学龄前的社会
教育的思想，指出游戏在学龄前教育中的作用，提出要精心
选择童话材料，承认歌唱，讲故事的教育意义。一般认为，
在西方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系统教育理论的是柏拉图。他的
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虽然是保守的和唯心主义的，但他重视
教育的作用，提倡德智体的和谐发展，强调早期教育和女子
教育，这些思想是可贵的，为以后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
基础。是西方古代大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的奠基人和教育
家。柏拉图哲学的本体论被称为"客观唯心主义"。他是西方
客观唯心主义的奠基人。心灵和灵魂过去是在理念世界里的，
后来才跟肉体结合。它有各部分：

（一）理性部分，这是灵魂的基础，是从理念世界来的；

（二）意志部分；

（三）感情部分。

这灵魂的三个部分在柏拉图的伦理学中恰恰顺应三种德行：
理性部分顺应智慧，意志部分顺应勇敢，感情部分顺应节制。
这灵魂的三个部分及其相顺应的三种德行在柏拉图的社会构
造上恰恰顺应三个社会集团。不过在他的教育思想中，也还
有些积极的因素：他第一个指出教育的伟大政治意义，提出
公共的学前教育思想及其内容，确定了心理构成的基本部分，



规定了在当时看来广泛的学科范围，指出每门学科对于发展
抽象思维的意义，主张女子应与男子受完全平等的教育。

《理想国》展现了作者超凡的教育理念。柏拉图非常重视教
育问题，他为理想国设定的很多规矩、礼仪、道德，都没制
定成法律，而是寄希望于通过从小时候开始的教育来引导人
的行为和方向。正如书中所说：“一个人从小所受的教育把
他往哪里引导，能决定他后来往哪里走。”柏拉图认为理想
国的教育应从人小时候开始，包括质朴的音乐教育和体育教
育，“朴质的音乐文艺教育则能产生心灵方面的节制，朴质
的体育锻炼产生身体的健康。”他希望监督诗人、强迫他们
在诗篇里培植良好的形象，同时监督其他的艺人，禁止描绘
邪恶、卑鄙的精神。他希望通过这样，让城邦的护卫者远离
罪恶的形象，潜移默化、耳濡目染，受到熏陶，从童年时，
就和优美、理智融合为一。这些从小抓教育的理念，无疑是
有远见的，并抓到了问题的关键之处。从一个人的童年开始
施加影响，将服从统治的信念根植于心中，必然是最彻底、
最有效、最稳定的统治方法。这些教育理念，对后世的教育
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

他重视教育对于人的影响，强调要从小就接受教育。幼儿教
育方面，他更提出了幼儿的可塑性，并指出要注意给予幼儿
良好的教育环境，使其在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中受到熏陶，
形成良好的品德。强调音乐和体育教育，并发展故事教育。
他认为“一个儿童从小受了好的教育，节奏与和谐浸入了他
的心灵深处，在那里牢牢地生了根，他就会变得温文有礼；
如果受了坏的教育，结果就会相反”。而体育锻炼自然是要
给孩子一个健康结实的身体。在故事方面，他认为要先审查
故事的编者，然后选择故事的内容，最后用最美最高尚的故
事铸造儿童的心灵。

柏拉图的幼儿教育思想可以说和现在的幼儿教育理论是相通
的。当代的幼儿教育五大领域：健康，语言，社会，科学，
艺术。幼儿教师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幼儿能够身心健康，其



次是身心和谐发展。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的优生优育
计划，就是首先从遗传角度来保证幼儿身体健康，其次又注
意后天的体育锻炼，这就使得幼儿能够健康的成长。至于心
灵上，他主张以音乐来陶冶幼儿的心智，使其接受美好，而
厌恶丑恶，形成正确的是非观，让和谐融进其心灵，也保证
了幼儿心理健康。最后，柏拉图提出要从小给幼儿讲故事，
儿童在听不同故事时，也便发展了其自身的语言和社会性。
他又指出要给予儿童数数，计算，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和天
文等方面的教育，这些也包含在科学之中。并且，又特地说
明，对儿童的这些教育要在游戏中进行，以免使其丧失学习
兴趣，这与当下我们讲的“活动以游戏为主”是极其相似的。
可见，柏拉图的幼儿教育思想很超前，还是很值得我们深思
的。

对于柏拉图的《理想国》，我的阐述还是片面而肤浅的，因
为还有很多细节之处不明白，需要更加深入的仔细阅读书籍
并清晰认识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才能更好的对其文章进行解
读。读完这本书，我不仅学会了如何钻研学问，读懂文章，
还学会了思考人生，我要成为怎样的人，达到什么样的人生
目标等等。名家的哲学思想给了我许多人生启迪。读书，要
学习书中的学问，更要从学习书中品味人生。

理想的未来读后感篇四

今天把前段时间读完的理想国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也算给自
己读这本哲学著作一个简单的交代。

前言：这本书说他热门，没有几个人没听说过这本书；说他
冷门，却又有很多很多人没有读完过这本书；对我自己来讲，
小时候看着犯困的书，长大了依旧看着犯困，但不同的是，
这次时间很充裕，终于慢慢的啃完了这本书。

这部作品针对当时的城邦奴隶制危机时期的现实政治与社会
文化问题, 柏拉图用他的哲学理念去打造一个他认为的理想



国家的概念。柏拉图认为一个理想的国家必须要建立在正义
的基础之上（开篇即围绕正义展开论述）因为他认为正义是
一个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石。

《理想国》里关于教育的论述也十分有趣，对于个人的教育，
柏拉图认为人的心灵包含理性、激情、欲望三个部分：

理性部分是“人们用以思考推理的”, “用来学习的”, 这
是人心灵中最高贵的因素, 正是这部分, 把人与野兽区别开
来；激情部分是人们“借以发怒的那个东西”, 根据它“永
远整个儿地是为了优越、胜利和名誉”, 可以称之为“爱
胜”部分；欲望部分是心灵的最低级部分, 是“无理性部
分”, 它表现为感官的需要, 如物欲、情欲等, 根据欲望主
要为了利益、而“金钱是满足这类欲望的主要手段”这一点,
可以称它为“爱利”部分。

反省自己、观看旁人，不得不感慨大哲学家对于人性的洞察
如此的高明，可谓看透人心、时刻提醒自己。

其他部分也很好，有时间继续更，现在要打游戏去了哈哈哈
哈

理想的未来读后感篇五

先哲有言：“真理愈辩愈明”。我对此话虽存质疑，并对辩
论本身所固有的偏执尚存戒心，但柏拉图的《理想国》却是
我们所必读的一本书。

读经典的书犹若制作和品茗我们云南的“功夫茶”，不经过
一遍遍的“泡”是出不了“原味”的，《理想国》就是这样
的书。

经过三五遍的“泡”，我写下了这一点读书笔记，肤浅一读
而形成的井蛙之见，自然还是很不成熟，但我把它发上来，



也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品茗《理想国》。

先附上一则柏拉图小传：柏拉图，男，出生于希腊，公元
前427~347年，古希腊三大哲学家之一。柏拉图从师于苏格拉
底，一生至于钻研哲学，并游历了埃及、西西里等地，一手
创办了“柏拉图学院”。（西方最早的高等学府）他一生忙
于研究、教学和著述工作，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共同奠
定了西方文化的哲学基础。

柏拉图一生著述颇丰，《理想国》是他的代表作，此书成书
于他不惑之年，被称为是哲学家的宣言书和哲人政治家所写
的治国计划纲要，它以辩论对话体裁写成，书中人物性格鲜
明，场景生动有趣，语言流畅明晰，论证严实细致，内容深
刻丰富，达到了哲学、文学、政治学和逻辑修辞学的高度统
一。在读书时我选用了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版本，这个版
本一是思想全面，二是语言简单明了，虽不华丽，但意境表
达到位。

同时，书中是苏格拉底与辨友的辩论。苏格拉底盛名已久，
勿需介绍，但有一点必须说明，苏格拉底一生未留著作，其
思想精髓是通过柏拉图之笔得以传承，仅存19篇，《理想国》
一书观点是苏格拉底或柏拉图思想尚待考证，亦无从考证，
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本书应是两者思想的融合，是苏格拉底之
语，又是柏拉图之笔，但更多的人则倾向于是柏拉图把自己
的治国理想渗透于其中。下面就得品鉴这本“震古铄今”之
书的魅力了。

书的开篇是论“财产与老有所福”。这一节概述了柏拉图对
财产的态度，特别的阐述了老人与财产的关系。正如最后那
句话：“钱财固然能给人带来许多好处，但对于一个有理智
的人来说，明白事理才是最重要的。”柏拉图集中的论证了
老人除了财产以外，还要拥有一个和平的精神世界，同时每
个人获取财产的手段要是正义的。



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柏拉图给予我们最大的启示在于：对
所有人而言，我们不要仅会把一生用来忙忙碌碌的追求钱财，
而更要会构建一个自我的精神世界；对于老人而言，你应当
处理好你和金钱的关系；又告诫每一个人，你应该对你的一
切行为负责，到老来不要因为生平的错误而产生恐惧和自责，
但这对中国人来说效果是不怎么明显的，因为中国人是彻彻
底底的无神论者，由这一思中国也该是宗教精神回归的时候
的了，天不怕地不怕的中国人不会有多少反思与畏惧，相对
而言，财产于老人的关系，中国人做得不错，早就传承到下
一代人手中，但现实中中国人又太经世致用了，太世俗化了。
当我们每每看到那些女孩填写“一生中最重要的东西”的问
卷时，她们会毫不犹豫的写下“金钱”，我们的心就不由的
寒了起来，中国人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个精神世界，中国人
需要“真性情”，而不是“奴才样”。

柏拉图构建了自己的理想国家模式，并宣称理想的国家应该
是有着学家莱领导的，在这一章节中他具体的论述了理想国
家的模式，从寻求正义出发，来阐述了幸福国家的模型。

首先，谈到了生产者应自觉的、全心全意为国家生产粮食服
务；其次谈到了商人的贸易；最后阐述了战士应当勇敢的保
卫自己的国家；同时也谈到了每个人应该掌握好自己行业的
技能。归根到底，各个行业的人都应当为自己的国家做贡献，
从而使生活在这个国度的人感到幸福，运用各个行业与国家
的关系及国家发展的角度来说明：国家大于每一个个人和家
庭，为了国家和政治的建构，我们应该服从于国家的需要。

这一章节更多的是具有政治学意义，马克思的国家观也颇近
似于柏拉图，但时代不同，这种国家观产生于城邦之间分散
的时代，而今我们的国家过于膨大、强盛，对于个人的压制
太多，我们国家需要的是怎样在当下寻找强大的国家下的解
放人性，这就使得本章节对中国的现实具有了深刻的意义。

上一章节仅仅是理想国的开始，这一章则继承了上一章对理



想国的论述。进一步的阐述了理想国家的幸福观，这种国家
的模型是全民性的，而不是零敲碎打的为极少数人打造幸福，
正如书中写到：“不要按照你自己的意思去接是受为我们称
帮的人的幸福观，否则他们就不是什么守卫者了？”我们应
该劝导其他职业的人以国为荣，这样一来，整个国家将得到
有序且和谐的发展，并且整个国家各行业的人都将得到自然
赋予他们的每一份幸福。正是：整整的幸福观与国家幸福融
为一体。

为了国家的发展，每个人应该加强本行业得技艺。有趣的是
柏拉图发现：贫穷和财富使人的技艺退化。“人因为财富而
奢侈，却因为贫困而懒惰”。同时就以卫士为例，说了军事
科学和素质方面的问题，并从政治学的角度说明了国家的本
质，即：国家施工民的集合体。

进而，就是一场精彩的关于教育问题的论述：“国家用人要
因人而异，全国公民无一例外。每个人的天赋适合什么，就
应该派他去完成什么任务，以便大家都能发挥所长。”这段
话与今天的“因材施教”（准确的说是古代孔老夫子的）不
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更近似于马克思的“人的解放”和“自
由人的联合体”得论述，这些足于说明柏拉图的教育思想也
是很“摩登”的，“如果我们的我们的民众受到了良好的教
育，大家都是成为明辨事理的人，那么他们处理所有这些事
情还没有现在我们还没有谈及别的事情都能得心应手”。
又“一个人从小受教育的方向，往往能影响他的发展方向，
这就叫做‘同林鸟效应’”。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柏拉图认为
改造社会应从教育入手，把每一个公民教育成为明辨事理的
人、国家的栋梁之才，那么，我们的国家也就强大了。

下面则是法律问题，柏拉图认为法律应该更多的参考以往的
蓝本来制定，并在很多方面给人们的行为做了一个限定，凡
违反法律的人应当受处罚，法律是正义的，违法必然是非正
义的，“任何公民有违反国家制度的行为都要被处于极
刑。”可见柏拉图对于法律的作用是赞成的，并认为在政治



井然有序的还是杂乱无章的国家里法律都是必须的，柏拉图
在政治学上的法治思想不言而喻。

柏拉图关于教育及法律的观点至今还是经典，虽不可以全套
照搬，但这些思想对今天的中国也是十分有益、有用的。

这一节的辩论更为经典，开篇就是一句：“对于一个欲求安
定的国家而言，能有什么比团结更为善，比分裂更为恶呢？
柏拉图认为：国家要存在和发展，必然欲求稳定，而稳定必
须团结并结束核打击分裂。

他首先论证了国家与个人唇亡齿寒的关系，这个国家的任何
一个公民遇到任何一种遭遇，不管是好还是坏的，他的国君
都会说：“受苦的都算是国家的一分苦，有福的自然也是国
家的荣耀。”柏拉图如是说，同时柏拉图认为国家不应有私
心，而应竭尽全力的为国家做贡献，领导者应该善于团结，
这样城邦才会稳定。

中国向来是：“稳定压倒一切。”这是我们国家的政治基调，
我们首先求得了稳定，所以我们才可以发展的很好，我们追
求的是和谐的发展。总之，一个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国家
都是：有稳定才有存在和发展。

这里柏拉图说明了国家内部不能发生内讧，在对外上则要有
战争的实力和准备，这样才能守卫好我们的国家，才能排除
一切外忧内患，使理想国家得以生存和发展。

卫国者使国家的每一个公民幸福，柏拉图写到：“守卫者是
要求他们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守卫者，以确保整个国家公民
的幸福，而不是为谋求一个特殊阶级或特殊阶层的幸福。”
从中可以看出柏拉图的一个信念：为了我们的理想国，每一
个人应该恪守本职，为国效力。而且为了保卫好国家，应该
用勇敢的精神来激励或影响下一代人，同时，那些勇敢的英
雄还应该得到下一代的敬仰。倘有人在战场上牺牲就应该为



其设烈士墓，以供后人瞻仰，这样也就能够保证公民会为国
家而尽自己的本职，推而广之，每个行业都这样，那希腊就
会强大，也就不怕战争的到来，希腊的一切生活才会有保障，
希腊才会强盛。

内讧问题旨在说明：希腊人必须团结起来，齐心协力抵抗野
蛮人入侵，自己的同胞不应相互争斗，“希腊人不应当巴西
拉人当作自己的奴隶，并把这个积极愿望成为希腊人的各城
邦之间共同遵守得法则。”这是柏拉图构建的希腊民族在关
系上的合理规则，他认为希腊人与希腊人之间的事属于民族
内部的事，是内部，就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外族的入侵，
这样外族也就不容易入侵希腊了，那么，不管什么是希腊人
总会协调。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回顾一下中国近代史，在近代中国受列
强入侵，内有各种势力间的斗争，正是按柏拉图所说：内讧
没有了，外族的入侵就不容易了，国共合作就是消除了内讧，
即便这是暂时的，但我们的确是推翻了小日本的入侵；说到
当代，内讧又起，xx、xx、xx势力兴盛一时，一霎间，国家又面
临了内讧，只有中华民族内部消除内讧，一个强大的中国才
会崛起。

震撼，绝对的，这一章节让我明白了很多，因为我也发现自
己有些无政府主义的倾向，通过这一章，我的观点也潜默化
得改变了。

于是，人们转向了无政府主义，冰过上了他们的自由生活，
那真的自由了吗？言论也好、行为也好、都可以随心所欲了
吗？这样的日子不是很美好？于是每个人随心所欲的过上自
己锁认为的美好生活，自由成为这个国家的总称，他包括了
一切制度，于是一切就将混乱，本来的罪犯会成为可爱的代
名词……柏拉图对这些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从表面上看是很
迷人的，很快乐的，很自由得，殊不知因此也充满了变化和
混乱。因此可以说这是无政府状态的花哨的管理形式，它无



法区分人的平等与不平等。由此可见，这种制度虽然有宽容
精神，但缺乏建设理想国家得原则，这种状态是人类社会的
倒退，因此，寡头政体和无政府主义都不是我们的追求。

对中国而言，我们得政治文明还不够高，我国自古皆专制，
偶有民主，却终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那在今天中国政
治面临了一个大的变革瓶颈，我们的政体是人民民主专政，
今天的西方民主已是今非昔比，中国只有在原有的框架下积
极探索，最为主要的还是学习西方的政治文明，中国一点会
追寻到适合我们自己的政体，同时，也希望我国政治文明能
够生根、发芽、开花和结果。

柏拉图《理想国》到处是经典，特别是在其中篇，但因为上
篇经常翻到，故断章取义，仅写了上篇的读后感，读后感写
完了，我却打算用一辈子来读这本书。

这并不是结束，恰恰相反，这仅仅是一个开始，间或是尚未
开始。

理想的未来读后感篇六

当阅读完一本名著后，想必你有不少可以分享的东西，需要
回过头来写一写读后感了。那么我们该怎么去写读后感呢？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理想国》读后感，仅供参考，欢
迎大家阅读。

《理想国》是一本哲学思想与政治理想交织的煌煌巨著。无
怪乎一次辩论课上，我提到这本书一个学期的时间也读不完
的时候，沈友军老师补充说这是一辈子也读不透的大书。它
通篇充斥着哲学的智慧，饱含着政治思想的精华，这体现了
柏拉图毕生所追求的理想：“政治家应为哲学家，哲学家应
为政治家，政治家应为哲学王”。



《理想国》一书，讨论的热点是正义哲学的问题。苏格拉底
与克法洛斯、玻勒马霍斯、色拉叙马霍斯等智者展开了激烈
的交锋。他们先后讨论了“欠债还债就是正义”，“正义就
是给每个人以适如其份的报答”，“正义就是把善给予友人，
把恶给予敌人”，“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等观点。苏格拉
底一一进行了驳斥，并最终得出了正义的真正概念。然而文
章没有仅仅落在关于个人正义的讨论上，柏拉图其实着眼于
城邦的正义。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认为正义是理想城邦
的原则，并将这条正义原则归结为：“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
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或“每个人都作为一个人
干他自己份内的事而不干涉别人份内的事”，也就是各守本
分、各司其职。当然，柏拉图的城邦是不是所谓的众生平等，
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压迫的人人平等的国度。他所谓的城邦
是分等级的，也就是城邦分为统治者、军人、劳动者。所
谓“各守本分，各司其职”乃是统治者、军人、劳动者各守
其责，互不僭越的意思，同时，也有和谐分工，互助合作的
思想。城邦正义是柏拉图理想国的准则，城邦没有正义，理
想国也就成为所谓的空中楼阁了。或许这种“各守本分，各
司其职”，与现在所提倡的人人皆平等自由是格格不入的，
或许还有种专制专职的色彩。但是术业有专攻，一个人的生
命是有限的，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知识，所以只能对自己感兴
趣的，重点研究的领域有所成就。比如让爱因斯坦去画油画，
贝多芬去做发明，这就滑天下之大稽了。

才得以萌发政治家应该是“哲学王”想理。在他为实现理想
政体而游历的12年中，在游历塔仑它木时结识的当地民主政
体的领袖、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主要代表阿启泰（archytus），则
为他的“哲学王”理想，提供了现实的雏形。阿启泰本人，
既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统帅，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和
爱戴，又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是许多知识部门的先驱，
特别在数学和力学方面做出了相当的贡献。在阿启泰的领导
下，塔仑它木推行着温和的民主政体，政治上比较稳定，经
济上比较发达，文化上比较进步。塔仑它木的政体和阿启泰
的为人、学识，都给柏拉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说，柏



拉图与阿启泰的交往和友谊，进一步强化了他的“哲学王”
的信念，坚定了柏拉图对理想政体执着追求的信心。政治家
只有是哲学家，他才能真正意识到什么是真正的.正义，如何
让国家治理的更加协调有序，如何让人民更好的安居乐业。
由哲学王统领的国家，是贤人治国，是德性治国，是知识专
政。哲学王所肩负的责任也得到了初步确定，即建立城邦、
制定法律和督导教育。一次辩论课上，杨士进谈到政治家为
哲学王不可取，我认为是可取，但是在现实的实际上却根本
上做不到。政治家为哲学家即“哲学王”，是一种遥不可及
的梦想，只是一种唯美的理想。一个国度能有几个真正意义
上的纯粹的哲学家，即使真的有这样的人存在，那又有几个
又有真正的政治才能足以匡世救国。话又说回来，哲学家又
是比较心性高傲，不能容世之浊物的，在政治的环境中能不
能先生存下来，然后再加以改造又是一个问题。再者，即使
真的有这样的人存在，真的就可以选举产生得了吗？现在的
民主状况尚且不能让我们满意，何况又是推举出一个哲学王
出来，老百姓会买帐吗？他们可以接受吗？理想总是美妙的，
但是一到实际上就有可能大打折扣。但是一个人一个国家又
不可能没有真正追求的理想，否则小至一个人大至一个国家
会失去奋进的方向。因此，一个国家只有怀揣这种梦想上路，
才有可能不停滞不前，失去奋斗的航向了！

柏拉图的《理想国》问世虽已有千载，却仍然是人们讨论的
焦点。它引领了一股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如何更加有效
治理国家的思想潮流，可谓功莫大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