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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拉底與懷疑論

Wikimedia Commons / IMSFIKAS



蘇格拉底述而不作

ß 今天我們知道蘇格拉底的一切，都來自於柏拉圖的著作，其中
最重要的就是柏拉圖《對話錄》中的〈辯護篇〉。

ß 這篇對話錄很重要，因為它的內容是以蘇格拉底在雅典法院辯
護自己，因為他被以「蠱惑年輕人的心靈」受到起訴。

ß 柏拉圖聆聽蘇格拉底為自己辯護的內容， 在一旁聽的柏拉圖，
將這些辯護記錄下來，寫成赫赫知名的〈辯護篇〉，並因此而
改變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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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拉底述而不作

ß 柏拉圖原來是雅典的貴族，原可安安穩穩地過一輩子，但蘇格
拉底最終被判有罪，而且服毒而死。蘇格拉底的死，是柏拉圖
哲學中很重要的事件。

ß 在辯護自己的立場中，蘇格拉底不但辯護自己之外，還在柏拉
圖的筆下對於起訴他的人提出許多質疑，讓對方承認自己的無
知。蘇格拉底對話的技巧與方式，被柏拉圖視為從事哲學工作
的主要方法。

4



蘇格拉底述而不作

ß 柏拉圖將他的老師塑造成為一位不願意承認自己有任何智慧的
人，而若是要說有什麼智慧，蘇格拉底的唯一智慧就是，承認
自己沒有任何智慧。

ß 這並非一句玩笑話，因為蘇格拉底將落實這個方法為天職。他
運用對話檢驗與他對話的人，當他們宣稱自己有智慧與德性的
時候，對話可以從中知道他們到底有沒有智慧。這個方法就是
蘇格拉底的懷疑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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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拉底述而不作

ß 這個「一問一答的對話」就是所謂的蘇格拉底的方法。蘇格拉
底一直不斷地問對話的對象，並請對方定義，他宣稱自己所擁
有的智慧到底是什麼？

ß 例如說，如果對方宣稱他是很虔誠的，有正義感的，有勇氣的
，做事很謹慎的，有智慧的，那麼請他定義一下這些才能（例
如說，虔誠、正義、勇氣、謹慎、智慧），然後透過回答，再
深入地問，當對方的立場出現了不一致的情況而陷入矛盾，並
因此否認對方擁有所宣稱的智慧與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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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拉底述而不作

ß 從〈辯護篇〉中我們可以知道，蘇格拉底的哲學完全是建立在
這個一問一答的對話中，而且這個方法中，包含一個非常明顯
的懷疑論，因為蘇格拉底根本不認為有人有可能定義他在生活
中，所展現的智慧與才能。好幾年蘇格拉底落實他的方法，到
處找宣傳自己擁有才華的人，與他們透過對話的方法來問他們
，所謂宣稱自己有才華，有智慧的理由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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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拉底述而不作

ß 在〈辯護篇〉中，蘇格拉底說，當我注意我什麼都不知道的時
候，我與這些技匠對話，他們比我知道的多，尤其是在他們各
自的技藝方面。

ß 這沒有錯，他們會我不會的技藝，而且沒話講，在這方面他們
比我有智慧，但是這些技匠們似乎犯了如同我之前所遇到的詩
人所犯下的錯誤一樣。它們因此技藝而洋洋得意，宣稱自己有
智慧，什麼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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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拉底述而不作

ß 蘇格拉底說，沒錯，在自己的領域中，他們的確很行，很成功
，但是他們卻因此而認為他們很有智慧；這就不對了，因為「
部分不能取代整體」。在其他的技藝當中，他們的宣稱，會遮
蔽他們的智慧。

ß 因此我問自己，我是不是想要做我自己，無需他們的無知，也
不要他們的智慧；我現在已經得到答案了，就是為了我自己好
，我還是做我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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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拉底述而不作

ß 在〈辯護篇〉中，透過這種懷疑論的態度，蘇格拉底發現包含
自己都缺乏智慧，宣稱他知道什麼，其實他也不例外，「什麼
都不知道」。

ß 如果硬要說的話，蘇格拉底自我解嘲地認為，如果他還有這麼
一點智慧的話，那就是說，「他只知道自己什麼都不知道」。

ß 這個觀念在西方哲學的發展上影響極其深遠，因為這句話並不
僅是知識論上說明知識不可能，也不僅說明形上學中，我們用
語言表世界，甚至對於世界的認知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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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拉底述而不作

ß 這種懷疑的態度說明我們必須將所有的想法，尤其是基於傳統
，習慣，甚至超越理性的想法，通通置於理性的檢驗之下。

ß 還有一層更為深入的意義是，在理性檢驗下，必須將這麼做的
原則視作是我們做人的義務，因為這裡所展現的不單純是獲得
知識與答案，也不僅限於求知，而是維持謙虛與避免教條。蘇
格拉底的方法中，倫理學上的意義遠大於求知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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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述而不作的哲學家，說出什麼？

ß 蘇格拉底最著名的兩句話是：
“An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

一個未經檢驗的生命是不值得活的！
“The only thing I know is that I do not know anything!”

我唯一知道的東西就是我什麼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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詰問法

ß 蘇格拉底用一種極為特殊的方式在進行哲學的思考與討論。我
們今天稱這種方式為詰問法，是一種用對話的方式，質疑對方
所講的內容。

ß 透過分析的方法，指出內容中的謬誤，加以駁倒，讓對方承認
錯誤。

ß 我們今天稱蘇格拉底為哲學家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在對話中所
引用的方法。事實上，這是一種懷疑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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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的「魔力」

ß 對話原先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份，並不稀奇。可是在蘇格
拉底身上，對話卻發揮了啟蒙的功能，讓所有參與「蘇格拉底
式對話」的人都震撼不已，承認自己所知有限，還對於知識的
理性探求發生興趣。

ß 我們不得不問，究竟是什麼「魔力」，讓蘇格拉底的對話這麼
特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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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EPSIS
ß Skepsis 在希臘文中的原意是持續調查，而這個定義在哲學討

論中，轉變成為一種學術精神；展現這種精神最有名的人就是
蘇格拉底。

ß 蘇格拉底不但以對話的方式，持續調查真理，還認為若人生不
進行持續的調查，則沒有獲得美麗人生的可能性。

ß 這是知識論與倫理學結合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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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的人生哲學

ß 蘇格拉底的理由是，我們的信念有可能出錯。若不能對這些信
念展開調查的話，那麼我們等同於接受虛假的人生。

ß 所以，只有一個受檢驗的生命，才是一個值得活的生命。

ß 一旦我認識這一點，那麼我必然因為避免錯誤，展開真理的檢
驗，並因而獲得一個完全不同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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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的人生哲學

ß 從這裡，我們看得出來，在蘇格拉底的哲學中，懷疑論反而變
成一種極具正面意義的人生哲學。

ß 這一點，正好就是懷疑論的起點與終點。

ß 人生就是不斷地求知；求知才能獲得心靈的寧靜，不必擔心被
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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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怎麼來的？

ß 因此，未經調查的信念以及因它們而產生的行動，就是錯誤。

ß 往往這些錯誤涉及好壞對錯的判斷，讓我們面對落實理念，但
卻出現行動衝突的現象。

ß 同時，為了捍衛自己的立場，意見不同的人會各持己見，提出
論證、做法以及經驗，證明自己是對的。這些不同的想法需要
被檢驗。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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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調查的理性

ß 不停止檢驗的結果，極有可能是更多的衝突。

ß 結果就是蘇格拉底的觀點：理性就是否定每一個問題所產生的
判斷，然後持續調查。

ß 蘇格拉底的懷疑論精神就是持續針對所有的問題找尋真理，同
時持續否定所有人提出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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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蘇格拉底懷疑論為四點：

1. 一個未經檢驗的生命是不值得活的。

Þ 這句話具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是知識論，二是倫理學。

Þ 如果我過一個日復一日的生活，尸位素餐，那麼我是不是罔
對生命？可是要怎麼做才能夠擁有一個「值得的」生命呢？
答案就是以批判的態度進行檢驗的同時，也檢驗他人的判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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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規則存在

2. 原則性的規範

Þ 客觀規則存在，而且適用於所有的人，不受時空的限制。

Þ 若是想要過著幸福的生活，就必須檢驗某些人的不義、自我
欺騙，以及錯誤的目標。

Þ 總之這個原則就是「否定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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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存在

3. 真理在每一個人心中

Þ 不需求神問卜，不必依靠傳統，更不是約定俗成的。

Þ 每一個人心中都有一把公正的尺，可以告訴自己，應該說什
麼，應該做什麼。

Þ 因此，沒有人可以教導其他人這些規則。因為它們都是自我
批判檢驗下的結果（自我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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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沒有人可以教，…

4. 雖然沒有人可以教，但宣稱是教師的哲學家們，可以透過發
問的方式，讓對話人知道什麼是對的思想與對的行為

Þ 以詰問的方式所展開的對話，逼迫人展開批判與檢驗。

Þ 做教師的人，一開始可以基於過往的經驗對學生加以指導，
但最終對於真理的掌握，必然來自於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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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的過程

ß 蘇格拉底對話的過程：

問答、
信念、
質疑、
辯論、
理性、
洞見、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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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拉底方法所面對的問題：

1. 人人自以為擁有知識，所以沒有人想向他人學習。

2. 對話內容的理解來自於諷刺的風格，使得對話的對象與旁聽的
觀眾之間產生不同的認知。

3. 逼迫對話人承認無知。

ß 這三個問題皆與行動息息相關，而不純然是一個理解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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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拉底的方法，就是否定

ß 否定這個觀念有什麼稀奇，足以成為哲學的方法呢？

ß 原因就是，否定的方法會讓人受到刺激，面對拒絕，以及遭遇
批判。

ß 我們試想，如果我說出來的話，永遠受到褒獎、吹捧，沒人會
否定的話，那麼久而久之，我必然感到自滿，肯定自己所說的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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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識的拒絕

ß 但是如果我說的，被別人指出缺失，那麼怎麼辦呢？結果必然
是，我將遭遇難堪，問自己，如何改變。

ß 蘇格拉底的對話之所以成為一種哲學方法的主因，就是因為他
以有意識的方式，刻意對對方所說的內容進行批判、回拒甚至
挑釁與嘲弄。

ß 受到這些挫折的人，往往會情不自禁地感到難堪，產生怨懟，
橫生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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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OLOGY” 《辯護篇》
ß 蘇格拉底就清楚地說過，許多人對他的直言不諱感到不滿，甚
至想將他置於死地。但是，蘇格拉底樂於當一個像牛蠅一般的
人，螫得人痛苦不堪，又樂此不疲。

ß 蘇格拉底堅持說真話，死亦不足懼。這表示在說話時，只要堅
持真理，就不怕得罪人。那麼如何知道真理呢？答案是，我們
並不知道真理是什麼，但我們卻知道真理不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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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不會是矛盾

ß 什麼是「好人」有可能因人觀點不同而有不同的定義，但是說
：「我是好人，同時我又不是好人」明顯出現矛盾。

ß 蘇格拉底在發覺他人在語言中所包含的矛盾時，視野完全超越
個人，成為一種生活態度。

ß 在這種態度中，求真是唯一的價值，所有我們對話的內容，固
然都是因我們所關心的議題而起，但我們絕不能容忍虛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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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就是除錯的工作

ß 為了要達到這個目的，我們也要刻意地對一些聽起來言之成理
的話，進行深刻的檢驗，務必以找出錯誤為主。

ß 哲學家的唯一工作，就是努力求錯，然後排除錯誤。

ß 事實上，我們看得很清楚，這正是批判理性者的態度。 

30



蘇格拉底的方法有多種稱謂

ß 有時因為咄咄逼人的緣故，可稱為「詰問法」；

ß 有時候對話的目的，就是要讓對方啞口無言，承認錯誤，所以
又可稱為「迴拒法」；

ß 還有的時候，因為內容不定，乾脆就直接稱作「蘇格拉底方法
」。

ß 總之，這種方法的應用，是以否定的態度，彰顯批判理性的價
值。在蘇格拉底應用這種方法的紀錄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
他在《辯護篇 (24c-27e)》中，透過指出邏輯矛盾的方式，回
拒馬利圖斯的控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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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拉底 vs. 馬利圖斯
ß 蘇格拉底與公訴人馬利圖斯之間的對話，被視為蘇格拉底方法

的典範。

ß 在這個對話過程中，蘇格拉底展現回拒他人論點的各種技巧，
其中包含揭發對方言論中的矛盾，訴諸聽眾的情感，影響法官
的判斷，嘲弄對方的矛盾，甚至藉機會宣揚人生觀。

ß 整體而言，蘇氏對話是一種實際的表達方式，不是一套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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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拉底 vs. 馬利圖斯
ß Meletus 在希臘文中的意思就是在乎，而蘇格拉底的第一句話

就是：「『在乎』先生，你根本就不『在乎』你說了什麼！」

ß 當蘇格拉底被起訴時，罪名是蠱惑年輕人的心靈。但他從容不
迫地反問公訴人馬利圖斯，所謂「蠱惑心靈」是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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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拉底 vs. 馬利圖斯
ß 不等回答，蘇格拉底技巧地反問：「是不是因為我教育年輕人

，不要尊重國家所膜拜的神，反而引進異端神祇，或介紹其他
代表神的方式呢？」馬利圖斯說：「正是。」
這時，蘇格拉底拉高聲調，對所有聽眾說：「請你說清楚我的
罪名，究竟是介紹年輕人異端神祇，還是向年輕人宣揚無神論
？」馬利圖斯立即回答：「你的罪名就是教導年輕人無神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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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拉底 vs. 馬利圖斯
ß 蘇格拉底馬上以困惑的口吻問：「你是不是說，我不像其他人

，相信日神與月神的存在？」

馬利圖斯逮到機會，立即向法官說：「這個人曾經說，太陽是
石頭，而月亮是塵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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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拉底 vs. 馬利圖斯
ß 這時，蘇格拉底也直接回頭向法官說：「馬利圖斯啊！你太低
估我們的法官與年輕人嘍！這些內容，到處都是，尤其看戲時
，經常在戲劇中引用安納薩格拉 (Anaxagoras) 的話，說一樣
的內容；這怎麼能算是我的罪名呢？你真認為我是無神論者嗎
？」
這時，馬利圖斯激動地說：「我以宙斯之名發誓，你什麼神都
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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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拉底 vs. 馬利圖斯
ß 蘇格拉底也提高音量說：「全雅典的公民啊！除非馬利圖斯存

心讓我指出他的矛盾，或者他根本想羅織我的罪名，否則他怎
麼會犯這麼明顯的錯誤呢？」

然後，蘇格拉底展開他的詰問，面對馬利圖斯說：「有沒有相
信有馴馬師而沒有馬的？有沒有相信有吹笛的技巧，卻不相信
有吹笛的人呢？」這時候，蘇格拉底藉馬利圖斯沉默不語，對
全場的聽眾說：「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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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拉底 vs. 馬利圖斯
ß 然後，蘇格拉底自信滿滿地提出最關鍵的問題：「有沒有人相
信，神以各種方式存在，卻又不相信神存在呢？」
這時候，馬利圖斯也承認，答案是沒有。

事實上，因為蘇格拉底確實經常談論他所相信的神是什麼。所
以，從邏輯的角度而言，這表示無論神以什麼方式存在，他相
信神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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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拉底 vs. 馬利圖斯
ß 因此，他不可能既相信神，又是無神論者。

ß 成功捍衛自己清白的蘇格拉底，對全場聽眾說：「馬利圖斯以
不實的罪名指控我，原因正是因為他沒有任何真實的理由。同
樣地，如果判我死刑，理由一樣是不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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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拉底 vs. 馬利圖斯
ß 蘇格拉底與公訴人馬利圖斯之間的對話，被視為蘇格拉底方法

的典範。

ß 在這個對話過程中，蘇格拉底展現回拒他人論點的各種技巧，
其中包含揭發對方言論中的矛盾，訴諸聽眾的情感，影響法官
的判斷，嘲弄對方的矛盾，甚至藉機會宣揚人生觀。

ß 整體而言，蘇氏對話是一種實際的表達方式，不是一套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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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語言與發問

ß 在對話中，蘇格拉底顯現的，不是哲學原則、理念與系統，而
是一種「相信理性的樂觀主義」，一種「透過平易語言即能檢
驗錯誤的立場」，還包含一種「自我覺醒的反問態度」。

ß 這三點不但最能突顯蘇格拉底的哲學，其實就是蘇格拉底在哲
學領域中所做的最佳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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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日常語言即可追求真理

ß 這是蘇格拉底哲學中最有趣與最難學的部分。日常語言最有趣
的地方是簡單，只要張嘴就能追求真理，可是因為獲得真理絕
非易事，所以單憑說話是沒有用的。

ß 重點是要能夠以「詰問」的方式，逼對方承認錯誤。換句話說
，真正的哲學對話，關鍵不是說話人的內容，而是說話人那種
不怕令別人感到難堪的精神。

ß 蘇格拉底自稱這種精神為「處處螫人的牛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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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覺醒

ß 最後，就是蘇格拉底所提倡的那種自我覺醒的態度。

ß 強調知識不屬於任何人的蘇格拉底，當然不會認為，有任何人
具有能夠告訴他人什麼是真理的能力。果真如此，那麼一個人
要如何獲得真理呢？

ß 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真理是個人受啟發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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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的敘述，無法充分展現真理

ß 蘇格拉底哲學中最重要的部分(反詰法)：提問與回答。
Þ 提問的目的是什麼？答案：進行對話交流。

Þ 提問的意義是什麼？答案：進行捍衛對抗。

Þ 提問的效用是什麼？答案：進行反諷啟發。

Þ 提問的結果是什麼？答案：承認無知

Þ 對話、捍衛與反諷之間的循環，構成學習的過程，其目的在於討論表
面與真實之間的差別。

Þ 哲學就是一個否定表面認知，探究真實本質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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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拉底對於哲學最重要的貢獻：

ß 他為哲學的思考模式提供了批判的原則與方法。但是，因為蘇
格拉底本人「述而不作」的緣故，所以所有有關他的思想，完
全來自於學生，柏拉圖的《對話錄》。

ß 在《對話錄》中，柏拉圖將蘇格拉底以老師的形象呈現。蘇格
拉底不承認自己有知識可以傳授給學生，他只是依照心靈中的
智慧，不斷地從事於一個理性人應當作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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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拉底對於哲學最重要的貢獻：

ß 與蘇格拉底對話的人，總是在一開始覺得自己知道一些事物，
然後受到蘇格拉底的質疑，舉證歷歷地說出他的思路中，其實
包含許多前後不一致的地方。

ß 這些不一致的地方，往往會迫使這個與蘇格拉底對話的人，覺
得自己必須坦承，他其實對於自己宣稱所知的事物，其實是一
無所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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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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