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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我在《亚洲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提出反腐败的政策建议：一是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司法体

系，调查和惩办腐败的官员；二是要缩小政府部门的控

制范围，减少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从而减低官员利用

职权寻租的能力。我这学期在清华大学给学生讲授古希

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时，忽然悟到上述

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整顿吏治首先要从教

育，尤其是学校教育入手。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借他的老师苏格拉底

之口，用一个洞穴的比喻说明教育的重要性。他将那些

缺乏教育的人比作是关在洞穴里的囚徒，他们只能朝前

面看，因为他们是被锁着的；他们的背后燃烧着一堆

火，他们的面前是一座墙，在他们与墙之间什么东西都

没有；他们所看见的只有他们自己和他们背后的东西的

影子，这些都是由火光投射到墙上来的。他们不可避免

地把这些影子看成是真实的，而对于造成这些影子的东

西却毫无认识。当其中一个人离开洞穴，看到了太阳光

下的天地万物，才明白他此前一直是被影像所欺骗的。

如果他是一个有公平心和责任感的人，就不会停留在洞

穴之外独自享受美好的景色，他会回到洞穴里去，回到

他从前的囚徒同伴那里，把真理传授给他们。但是，他

想说服他们是很困难的，因为再次回到黑暗之中，刚开

始他的眼睛很不适应，看到的影子还不如别人眼里的那

么清楚，于是在别人看起来他仿佛比去到外面世界以前

还要愚蠢，他们可能会说傻瓜才会到洞外去。但当他的

眼睛再次适应了黑暗的环境，他就一定能比别人看得清

楚一万倍，因为他已认识了世界的真实面貌。

柏拉图这段寓言说明了通过受教育认识真理的重

要性，以及受教育者获得真知之后应当回到现实生活中

去，和那些从不曾见过真理阳光的人生活在一起，承受

他们的误解和嘲笑，帮助消除他们的蒙昧。柏拉图认为

国家应当由热爱智慧、认识真理的人去管理。这就是他

著名的“哲学王”观点（在希腊文中“哲学”即热爱智

慧、追求真理的意思，它几乎包含了当时人类全部的知

识领域，而非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狭义的哲学）。柏拉图

之所以如此断言，是因为他认为治国者不仅应当有处理

国事的智慧，应当是最善于管理国家的人，同时他们还

应拥有其他的荣誉，拥有不同于从政的另一种更好的生

活(who at the same time have other honors and another and a 

better life than that of politics)，这样他们才不会为权利而

勾心斗角。而追求真理的生活正是这种更美好的生活。

由于认识真理的人有着比从政更高的追求，他们就不会

以谋求权力为乐，他们牺牲个人生活去从政的目的也只

能是“为人民服务”。

柏拉图的学生、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

德在他的《伦理学》中用严密的逻辑说明了学习知识、

追求真理的生活的确是比追求权力更幸福的生活。亚里

士多德首先阐明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我们大多数人都

会同意幸福并不等同于快乐，但许多人会认为金钱、权

力、荣誉就是幸福。亚里士多德却不赞同这样的观点。

他认为幸福一定是终极的目的，当追求幸福的时候，人

们不带有任何其他的目的，而只是为了幸福本身。而在

追求金钱、权力、荣誉的时候，人们却不仅是为了这些

目标本身，同时还会带有其他目的，因此这些都不是人

生的终极目标。他以荣誉为例，首先说明荣誉是他人给

予的，自己不能完全掌控。其次，我们热爱荣誉是由于

荣誉象征着杰出。但一个杰出的人在熟睡甚至被折磨的

时候也是杰出的，因而杰出也不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终极

目标，也不是真正的幸福。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论证说，战争、政治或任何实

际的功业都不是真正的幸福。我们发动战争是为了取得

和平，我们忙碌是为了休闲。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

呢？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最重要的是要体现出人之所以

为人的本质属性，而人与其他动物最大的不同在于拥有

自己的理性，理性（有甚于任何别的东西）就是人。因

此，他得出了运用理性去认识真理的生活是最幸福的生

活的结论（A life guided by intelligence is the best and most 

pleasant for man）。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与他的《政治学》是紧

密相关的。前者讲治国者的品格素质，后者讲治国之

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培训合格的治国者要从品

格教育入手，这一观点与儒家士大夫所信奉的“治国平

教育是吏治之本
○ 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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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朋友，您好！

感谢您抽出宝贵时间阅读《水木清华》杂志。希望您协助我

们完成以下的问卷调查，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不断改

进，为您提供更加丰富、精彩的内容。谢谢！

 

1. 您阅读了本期《水木清华》杂志的多少内容

□几乎全部  □大部分  □一半  □一少半  □很少一部分

2. 您对《水木清华》的总体印象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3. 您对本刊设计及印刷的整体印象

□很好  □好  □一般  □不喜欢

4. 您对本刊各栏目文章的满意度

动态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封面文章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人物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观点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大师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文化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专栏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捐赠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科技桥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5. 本期您最喜欢的栏目/文章是：

6. 您在杂志内容、设计、印刷等方面的其他意见或建议：

姓名                  入学年份                 系别             

工作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                                       手机                  

E-mail                            

通讯地址                                       邮编            

问卷填好后请寄回编辑部，或传真至010-62797336，也

可登陆清华校友网www.tsinghua.org.cn的《水木清华》栏

目参与问卷调查。

天下”要从“修身齐家”做起的道理相通。

柏拉图关于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合格的治

国者的思想与孔子“学而优则仕”的说法也

不谋而合。虽然孔子说过“学而时习之，不

亦乐乎”，但他似乎仍没有讲清楚“学”与

“仕”的关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很明

确地指出，“学”不仅仅是手段，而且是目

的，“学”本身就是比“仕”更美好的生

活，而且是真正幸福的生活。入仕是一种为

了大众利益牺牲个人幸福的高尚行为。因此

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政治主要是有关“正直

和高尚”的事业。几年前我在北京的一个晚

宴上见到美国的老布什总统，向他请教对从

政生涯的看法，他亳不犹豫地回答说“Politics 

is noble”（政治是高尚的）。看来他同美国的

国父们一样深受希腊哲学思想的影响。

对于“学”与“仕”关系的不同认识会

导致完全不同的行为方式。现实生活中，许

多人仅以“学”为手段、为敲门砖。他们视

“仕”为最后的目的，视获取权力及权力带

来的名望、地位、金钱等为最大的幸福。在

这样的幸福观支配下，他们必定争权夺利，

为获取和巩固权力不择一切手段。在缺乏监

督的情况下，他们往往滥用权力。用柏拉图

的话来说，其结果将是“既破坏了国家，也

毁灭了自己”。

由此可见，解决吏治问题的根本在于帮

助官员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由于人们的人

生观主要是在青少年时代形成的，所以吏治

教育必须从学校入手，从帮助青年学生——

国家未来的领导者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幸福

观入手。我们的学校应当培养理性思考、追

求真理的人，培养以终身学习为幸福的人，

培养勇于牺牲自我为人民服务的人。唯有如

此，我们的其他吏治手段，如高薪养廉、党

纪国法，才有思想基础，才能真正凑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