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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西比较探究古希腊怀疑主义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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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怀疑主义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而古希腊怀疑主义是西方近代怀疑主义哲学的渊

源。文章从地理环境、经济结构和社会政治结构等三个方面进行中西之间的横向比较，以此剖析古希腊怀

疑主义的成因，进而指出怀疑主义是推动西方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动力之一，从另一侧面也揭示出怀疑主

义的缺乏是导致中国古代社会长期陷入凝滞状态的思想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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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渊源于先秦时代，西方哲学则滥觞于古希腊。处于童年时代的中西哲学由于其外部物

质条件的不同而使它们形成了不同的性格，怀疑主义的强弱就是处于童年时期中西哲学“性格”的

重要区别之一。这种差异伴随它们持续至今，对中西哲学乃至中西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刻骨铭心的

影响。 
怀疑主义是哲学史上一种非常独特的哲学形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形式。有的专

家学者把怀疑主义仅仅归结为一种狭义的怀疑论，笔者认为这是不准确的。的确，怀疑主义在某一

时期由于人类理性的自负和狂妄而表现为对人类理性的怀疑，即对客观世界和客观真理是否存在、

能否认识表示怀疑和否定，这是对理性所持的一种审慎的态度或是对理性的一种警告，但同时怀疑

主义也表现为对人类理性的尊崇，苏格拉底和笛卡尔就是在理性处于最低谷的时候运用怀疑主义的

方法拯救了理性。尽管怀疑主义常常令人沮丧不快，但它推动西方理性哲学和理性传统发展的历史

功绩却是难以磨灭的。 

虽然怀疑主义在中西哲学中的普遍存在是大多数专家和学者都承认的事实，但和古希腊怀疑主

义相比，古代中国哲学中的怀疑主义力量却相当弱小，而且思辨性也不强，甚至到了郭象注庄的时

候，庄子的怀疑主义已经完全变成了一种与之相反的东西。为什么怀疑主义在中西哲学中的力量对

比如此悬殊呢？“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在这里，

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越来越错综复杂，越来越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但是这一

联系是存在着的。”[1]中西哲学的这一差异我们必须到社会存在中去追溯和寻找。 
作为社会意识的哲学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怀疑主义当然更是如此。但社会存在又分成若干层

次。自然条件（即地理环境）是最基础的层次，其上则有经济层次和社会组织层次。三层次彼此之

间不断通过人类的社会实践（首先是生产劳动）进行物质的及能量的交换，并构成一个浑然的整体，

义的生成机制和发展嬗变，应该从地理环境、经济结构以及社会政治制度三个层次入手加以分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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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一、地理环境的影响 

我们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视之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基础，然而我们却常常忽略它们赖以发

展的地理环境。我们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但地理环境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却有目共睹，

不能不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经济关系

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2]可见地理环境对社会经济基础确有影

响，进而对反映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最高形式——哲学产生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在

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尤为明显。 
古希腊的地理属于开放的海洋分散型地理结构，海岸线曲折，岛屿星罗棋布，地处东西要道，

海上交通十分便利；希腊半岛规模有限，贫瘠而多山，随着人口的繁衍，频繁的迁徙和流动成为必

要；此外，贫瘠的土地虽不利于谷物的生长，粮食难以自给，但这里的气候温暖，适宜葡萄、橄榄

等经济作物的生长，农业必须建立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之上。所有的自然条件都逼迫古希腊人必须进

行海外殖民和商品交换，文化和思想上的交流也随之成为可能，而这一切又促使他们成为了一个开

放的充满活力的民族。同时，希腊半岛被众多的山脉分割成若干独立的区域，爱琴海上的许多岛屿

也自成一体，他们缺乏共同的经济利益，于是政治上便没有强烈的统一要求，林立的蕞尔小邦成为

每个城邦公民都感到颇为心安理得的政治现状。 
中国的地理属于封闭的内陆整体型地理结构，四周是古代人难以逾越的天然障碍，内部回旋余

地又相当开阔，这就造成了一种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同时，黄河流域土地的肥沃又为农业

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无意中又为这种相对封闭的状态提供了物质上的保障。从地理环境上看，

古代中国成为一个保守的农业民族似乎顺理成章。 
  内患外侮使华夏民族很早就形成了统一的经济利益：中国古代的黄河经常泛滥，需要在广大的
区域内建设统一的水利工程，公共管理机关的建立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已经成为必要；15英寸的等
降水量线大体上反映了游牧与农耕的边界，与 15英寸等降水量线几乎一致的国境线向我们昭示，中
国农业社会必须置于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之下。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统一的经济利益，进而造成了

政治上强烈的统一要求。 
  另外，古希腊与古中国相比没有较大的河流，缺乏灌溉经济所具有的要求集中的刺激因素，对
劳动协作性没有过高的要求，个人耕作占有重要的地位，个人和个体家庭具有较多的独立性。其次，

古希腊早在荷马时代就已经向铁器时代过渡，个体家庭可以凭借先进的生产工具来满足需要，血缘

社会在技术设备剧烈变革的冲击下迅速瓦解，约束个体的因素减少了。而在同时期的古代中国，由

于黄河中下游缺乏对古代农具制造具有重大意义的铜矿、铁矿，居住在这里的中国先民，在由渔猎、

采集过渡到农耕时，缺乏必要的工具而无法以个体或小的群体形式生存。同时，希腊由于独特的地

理环境而导致的频繁迁徙更加速了血缘力量的减弱，与其相反的古代中国，却“固土重迁”。因此在

中国上古时代的传说中看到的不是血族群体的分化和解体，而是血族群体的强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

成更大的社会群体。因此，古代的中国不象希腊，不得不带着氏族制的残余进入国家。 
地理环境促使古代希腊和中国，一个开放自由，一个封闭保守；一个城邦林立，一个中央集权；

一个是血缘群体的逐渐衰亡，一个是血族组织的不断强化；而这一切对双方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

政治结构造成极大的差别，从而进一步对怀疑主义的生成和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经济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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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的商品经济使其民族转徙不定，在此过程中，不仅东地中海文明区（希腊、埃及、美索

不达米亚、亚述、腓尼基等）内的交流日益繁盛，而且东地中海文明区与南亚文明区也早有交往。

公元前 7——前 6世纪，希腊的商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爱琴海的海上贸易，逐渐脱离腓尼基人
的控制而大半落于阿提卡居民之手”[1]。古代世界的各条知识之流汇合在希腊，因此希腊人在观察

认识事物时，具有比内陆农业民族宽广得多的空间观念和广阔视野，他们的认识活动突破了闭关自

守的地域性，不是因循守旧，而是勇于接受新事物和新知识，冷静地比较、分析和思考就在不经意

中就产生了。在那里各种传统和教条相互冲突和摩擦，很快就相互抵消了。同时存在着数以千种信

仰的地方，我们往往对每一种信仰都不以为然。同时，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所孕育的平等观念

也刺激了人们对旧的道德、风俗和制度的批判。那时的商人也许是第一批怀疑主义者，他们见得多

了，因而对一切都不会轻易相信。 
古代中国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在春秋以前是“工商食官”，基本上没有私人工商业，

商业远不及希腊发达。农业民族“安土重迁”，比较闭塞，眼界狭隘，思想上趋于保守。自给自足的

自然经济，再加之难以逾越的地理上的天险，以中国为主体的东亚文明与区外诸文明之间的联系，

在公元纪年以后才逐渐发生，这几乎比东地中海文明与南亚文明之间的交往晚了整整三千年。因此

中国古代思想家大多活动于中原一带，而不象古希腊的哲学家云游四海，他们都在同一社会背景下

所产生的思想中转圈子。没有碰撞和融汇，没有冲突和摩擦，没有对比和参照，怀疑主义当然难以

诞生。 
商品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相对低下以及希腊人口的稀少，奴隶制经济应运而生。“只有奴隶制

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使古代世界的繁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

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3]物质生活上的无忧无虑为享有思想自

由创造了前提条件，一部分人获得了大量的闲暇时间。另外，希波战争之后，希腊的中心和学府—

—雅典更是获得了大量的财富，甚至苏格拉底也说过，“我的财产足够满足我的需要。”[4]也就是说，

他们无需为了生活去卖身投靠某些政治首脑。但是这仅仅只是怀疑主义产生的一个物质前提，并非

有了它，就会产生怀疑主义哲学，古代中国也有一批终日饱食之士，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奢

侈生活，然而怀疑主义的思潮却从来没有在他们的头脑中掀起过一丝波澜。 
更重要的是，财产的私有权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古希腊逐渐得到了人们的尊重和法律的承认，

虽然财产有时可能为了城邦的利益而被充公，但这种剥夺决不像东方君主专制下那样随意。甚至在

“陶片放逐法”中，被流放十年的人回到雅典后仍然能够拥有自己的财产。这种个人财产权到罗马

社会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也正是具有这样一种传统，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弗利才会有对君主这

样的告诫：君主“要避免自己为人们所憎恨……只要他对自己的公民和自己的属民的财产，对他们

的妻女不染指，那就办得到了。……但是头一件是，他务必不要碰他人的财产，因为人们忘记父亲

之死比忘记遗产的丧失还来得快些。”[5]在对财产私有的尊重和肯定的前提下，古希腊人获得了独立

的人格，他们自由地思考，热烈地争辩，平等地讨论，怀疑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才获得了诞生的最具

有决定性意义的物质条件。 
“无论在古代或现代民族中，真正的私有制只是随着动产的出现才开始的。”[6]古代中国自给自

足的农业经济所带来的必然是动产的贫乏和交换的不发达。同时家国同构的社会和小农经济的紧密

结合，更使真正意义上的私有制无法诞生，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财产不能私有，人格便无法获得

真正的独立，在这里，家庭所拥有的一切财产既是私有的（相对于别的家庭而言），又是共有的（相

对于大家庭即国家而言）。即使在家庭内部，家长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私有权利，他只有看管权，而

无法拥有随意的处置权。东周时期的“士”与古希腊哲学家的社会地位是截然不同的。一般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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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他们“充当诸侯幕僚是正常的、至少也是正常追求的收入来源和活动机

会，这种关系一直是这个等级同古希腊罗马哲学家的区别”。[7]知识与特定的社会阶层相融合，士人

与官僚相结合，导致出了一个新的名词：士大夫。经济上的依赖性决定了学术上的政治性和附庸性，

“中国思想家最大的负担，则是他们所揭橥的知识很难与朝政分离”。[8]学术一旦与政治挂钩便会使

它丧失本身应有的活力和生气，人格无法独立，对可能性和合法性进行追问的怀疑主义也因此而丧

失了立身之地，所以怀疑主义不容抬头，初露端倪的反而是通过博取君主的宠爱而消灭对手的思想。 
  另外，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使古希腊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在“商品——货币——商品”的循环中得
到了极大的提高，赫拉克里特的“万物都换成火，火也换成万物，正像货物换成黄金，黄金换成货

物一样”[9]的论断，正是发达的商品交换活动在抽象思辨领域中的反映。可以说，没有一定的抽象

思辨能力，怀疑主义就丧失了理论前提，无从诞生，早期的怀疑主义就是以相对主义作为其理论根

基的，不具备一定的逻辑推理和演绎能力，怀疑主义既不会驳倒其他的学说，也令人难以信服。古

代中国的商品经济落后于同时期的古希腊，中国哲学的抽象能力远不及希腊哲学。自然经济结构限

制了人们的眼界，使中国古代的哲人们更多的看到的是一些比较具体的事物形态和关系，表现在哲

学上，多用实物代替概念，多用直观的论证代替逻辑推理，多用直接的观察说明哲学道理，或只讲

结论而忽略其思维过程。西方怀疑论作为一种理性的怀疑论，在其整个历史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逻

辑论证，而中国式的怀疑大多“则是非理性的”，[10]常常在诗化的表达方式中走向固执、满足和沉默。 

三、社会政治结构的影响 

古希腊是在有了使用铁器的个体生产力，用家庭的个体生产取代原始性的集体协作生产之后，

通过瓦解原始公社，发展家庭私有制经济的途径从而进入文明社会的。因此，氏族血缘关系被完全

割断，社会组织完全成为地缘关系，摆脱血族组织的个体在地缘社会中获得了一定的独立。同时，

在希腊历史上，君主专制虽然是普遍存在的，但“至少从公元前 11世纪起，这样的全民族‘神授’
的政治权威就已经不再存在”。[11]古希腊君主专制的消失跟其林立的蕞尔小邦、多次的海外殖民以及

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密切相关。血缘关系的弱化和政治权威的消失为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思辨创造

了良好的环境，一切思想和现实的存在都要为自己求得合法性的证明，怀疑主义自然得以生根发芽。 
而在古代中国，由于生产力较之其他文明落后，公共管理职能的需要迫使我们的先民不得不带

着氏族制的残余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宗法制的社会背景孕育了家国同构的形式，家长制家庭充当了

中国古代专制国家的组织模式，宗法制借助于国家的力量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一体制从

纵的方面看，体现为中国人强烈的历史意识，即“祖先崇拜”。“法古”、“崇圣”的癖好就是最好的

证明。从横的方面看，国是“家”观念的无穷放大，政府有权干预任何家庭或个人的私事，同样家

长也有权对自己家族或家庭中的任何成员施加他们认为是必要的干涉。因此，在每个个体的面前，

有无数个凌驾于自己之上的权威，这种权威不仅可以随时剥夺自己的财产，而且也可以随时剥夺自

己所拥有一切，包括生命。在这种制度下，作为个人以及由个体组成的小家庭是“由一些同名数简

单相加形成的”一袋“马铃薯”，“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

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

其他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

支配社会。”[6]在一个行政权力支配的社会中，最高的统治者皇帝无疑是“认识的最高权威和终极裁

决者”。[12]因此在这种环境中，西方式的怀疑主义只有死路一条。同时，宗法制与君主专制的结合，

使一切都带上了伦理的色彩，人们只能在被规定的伦理范围内思考问题，因此古代中国经典式的怀

疑便常常表现为停留于善恶忠奸的人伦思考。 



张超：从中西比较探究古希腊怀疑主义成因 80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古代中国缺乏古希腊怀疑主义的生成土壤和发展机制，这也是造成中西文明迥异的

重要思想原因之一。怀疑主义对理性的批判和反思不仅推动了西方哲学的发展，使理性主义深深扎

根于沃土之中，也促进了人类认识能力的极大提高，并迅速摆脱了中世纪的梦魇，对西方社会的发

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代中国社会由于缺乏怀疑主义的传统，理性丧失了前进的动力和冲动，社

会失去了应变的能力。当变化一旦强加到这个社会中的时候，对现存秩序认同的力量就会变成狂热

的卫道，试图改变现状者立即就会粉身碎骨，因此与西方类似的“普遍沉沦”时期在中国竟然长达

二千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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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plore the Cause of Formation about the Ancient Greece’s 

Skepticism from Comparing China with the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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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kepticism philosophy takes up the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and the 

western philosophy of skepticism originates from ancient Greece skepticism. The author tries to compare, 

between China & the west, from the geographical surroundings, economical structure and social & political 

structures, so as to anatomize the cause of formation about the ancient Greece’s skepticism, thus to point out that 

skepticism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idealistic drive to push the western society forward, and also, in the other way, 

expose that the lack of skepticism is one of the idealistic reasons why the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has been 

plunged in stagnation for so long. 

Key words: Ancient Greece; Skepticism; Geographical surroundings; Economical structure; Social & Political 

structu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