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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皮浪的怀疑主义是其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其追求人生幸福的最终理想。本文通过对皮浪

其人的分析及思想解构，初步探讨了皮浪的怀疑主义思想，并挖掘其哲学思想对当今社会的正反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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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皮浪怀疑主义产生的原因

皮浪( Pyrrhon，公元前 365 或 360 年———公元前

275 或 270 年) ，爱利斯人，他是古希腊著名的怀疑

派哲学家，由于他的怀疑主义思想相较其先驱者更

彻底，又被认为是怀疑主义的创始人。据说，他原本

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画匠，于公元前 344 年左右作

为宫廷哲学家随着亚历山大军队远征印度，期间，他

与当地僧人多有交往，对印度哲学有所了解，形成了

自己的哲学思想。回到故乡之后，他开始了宣讲自

己思想的生活，并在这个过程中吸引了众多拥护者，

受到人们的尊重。他的一生并没有留下著作，只是

由门人和朋友记录下他思想的只言片语，虽然这些

言语都只是提出了一些怀疑论的思想，没有进行系

统论证，也没有形成体系，但却可以说是古希腊怀疑

论的开端。他的哲学以追求灵魂的宁静为终极目

标，他认为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做出肯定或否定判

断的，因为对任何一个命题我们都可以说出与之相

反的命题。他认为最高的善就是不做任何判断的悬

置判断，这样才能避免妄下断言，从而达到一种“活

在当下”的境界，而这种境界恰恰是对事物更深刻

的认识。坊间流传着很多关于皮浪的轶事，其中最

有名的是: 有一次，皮浪在船上遇到风暴，同船的人

都十分害怕，这时皮浪指着船上仍在安静吃东西的

小猪说道: 真正有智慧的人应该像这只猪一样不动

心。由此可以看出，皮浪的哲学是一种追求内心宁

静的哲学，蕴含比较深刻的人生哲理。
皮浪的这些哲学思想，不仅与他先天性格特点

以及后天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有关，更与晚期希腊

和罗马所处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皮浪所处的时代

正是希腊城邦制瓦解的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们迫

切渴望早日恢复宁静安定的生活。因此这时候的哲

学家们开始转移目标，把更多的关注放在如何获得

生活的幸福这个问题上，而非追求真理。与此同时，

罗马人的实用主义和东方的宗教思想开始侵蚀古老

的、以追求真理为终极意义的希腊哲学。皮浪顺应

这一时代潮流，贡献出一种符合当时社会情绪的哲

学思想，他不拘泥事物的本真，教导人们不要一味地

去追寻某种固定的目标，不要执着、更不要教条，在

他看来追求绝对的真理简直就是徒劳的尝试、无聊

的举动，他的哲学思想主要着重于人生意义层面的

讨论，而不是事物本身。虽然现在看来皮浪的哲学

思想带有一些消极的成分，但却是十分符合当时人

们的心态，成为帮助人们挣脱烦恼，获得内心安逸和

寻找幸福的一种工具。

二、皮浪怀疑主义思想

( 一) 皮浪怀疑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根据皮浪的门人蒂蒙记述，皮浪认为人的一生

要过得幸福，必须弄清楚三个问题: 第一，事物的本

性是什么? 第二，我们对它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第三，我们采取的态度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 这

三个问题概括了皮浪怀疑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现

在我们依次来看皮浪对于这三个问题的回答。
第一个问题，事物的本性是什么? 皮浪认为，我

们既不能从我们的感觉，也不能从我们的偏见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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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事物的真假，我们所能认识到的，仅仅是事物所呈

现出来的现象，而它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它的真相和

本质何在，这些完全是不可知的。皮浪的这种认识

延续了智者学派的理论，是始于理性的视角，我们的

确无法了解事物的本质，要想通过它所呈现出来的

状态、声音、影像、味道等要素去窥探它的本质是不

可能的，因为这些“表象”所带给我们的看似真实的

感受，都和我们个人的生活经验和身体机能密不可

分，而我们的生活经验和身体机能都是有限的。皮

浪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的判断是武断。
第二个问题，我们对它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皮浪认为，哲学的意义在于追寻内心的宁静，而宁静

由何而来? 答案在于———“悬置判断”。悬置判断

是一种境界，是在生活的体验中得出的。当人们希

望依靠判断感觉和思想的诸对象之不同来获得宁静

的时候，发现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只好对判断悬而不

决，而这时人们突然发现梦寐以求的宁静竟然随着

这种“悬置”一起到来了。正如一个例子: 一个孩子

在画麋鹿的时候，想通过红色颜料来表现出麋鹿的

鼻子，但是怎么画都觉得不好看，于是他放弃了这个

想法，他随手把沾满红色颜料的抹布扔在画板上，没

想到正中麋鹿鼻子的部位，麋鹿栩栩如生的面部特

征瞬间被形象地表现出来，孩子欣喜若狂。
第三个问题，我们采取的悬置判断的态度会给

我们带来什么好处? 皮浪认为，悬置判断的好处在

于摆脱烦恼，获得宁静。那是不是成为皮浪这样的

人就会完全摆脱烦恼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只

能说皮浪的烦恼比普通人少一些，因为普通人在经

历痛苦的时候，不仅仅在肉体或心灵上经历痛苦，同

时又被一种认为这些痛苦本质上是“恶”的信念所

折磨。而皮浪不存在这种多余的信念，因此不需要

受双重痛苦的折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皮浪

哲学的目的是追求内心的宁静，而在涉及不可避免

的痛苦时，他的目的在于减轻痛苦。
( 二) 悬置判断的主要方法

皮浪认为悬置判断其实就是把事物对立起来，

用事物的反面去驳斥它的正面，从而得出“没有所

谓真相”的结论。悬置判断的方法主要有四个。
第一，是把现象和现象对立起来。比如，我们说

一件衣服，在光线好的室外看时，它是蓝色的，在光

线差的室内看时，它是灰色的。又如一个咖啡杯，当

它被摆放在高高的橱柜上时，我们认为它是圆形的，

可当它被拿到我们面前时，我们恍然大悟它原来是

方的。在我们中国也有一首古诗: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

中。这也同样是说明了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距离，

看待事物的形象和感觉都不一样，因此对于“身在

此山中”的我们来说，事物到底是什么样子，没有千

篇一律的定论。
第二，是把思维和思维对立起来。比如，有人说

上帝是万能的，我们为了质疑上帝是万能的，就问，

上帝能否制造一个连他自己都搬不起来的石头。
第三，是把思维和现象对立起来。比如，有人为

了攻击蝴蝶是飞行的，就说，蝴蝶是由毛毛虫变来

的，毛毛虫是爬行的，因此蝴蝶也是爬行的。
第四，是把思维和过去或者将来的现象对立起

来。我们没有办法驳倒一种理论，但是我们也可以

这样讲，在这个理论完全确定之前，我们虽然不知道

它是什么，但是其一直发挥着作用，与此情景相同，

也许存在一种和此理论相反的理论，其后来被确立

是极有可能的。比如，牛顿的绝对时空观。
( 三) 皮浪怀疑主义的陈述方式

皮浪坚持事物无所谓善与恶、美与丑，也并不是

非此即彼的，因此皮浪对任何事物都不做判断，他的

这种哲学思想和生活态度主要有四种表达方式。
第一，不做断言的表达方式。这里所说的断言

是指肯定和否定两种意思，比如“这是黑的”或者

“这不是黑的”，皮浪拒绝肯定什么，也拒绝否定什

么，对事物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因此不做断言是皮浪

怀疑主义的表达方式之一。
第二，不做决定的表达方式。皮浪认为我们并

不知道什么，因此对任何事物都不能做出决定，甚至

对于“不做决定”这件事情也不能做出决定。我们

可以这样来理解，皮浪所说的“不做决定”并不是指

不同意某些显而易见的问题，而是对自己当下心理

状态的一种表达。当皮浪在说: “我对这件事情不

做决定的时候。”意思是，他只是处于当下的心理状

态，他既不否认也不肯定现在成为问题的这个事物。
因此不做决定的表达方式即用简单却并不武断的方

法描述出事物本来的样子，同时也表明了描述者自

己“活在当下”的心灵境界。
第三，不做比较的表达方式。皮浪认为我们不

能，也没有理由认定两种事物的优劣，每一个事物都

有另外一个相反的事物与之对立，在这种情况下做

任何判断都是没有意义的，必须停止判断，并将判断

悬置起来，因此我们可以选择用“并不更加”作为它

的表达方式。
第四，不可知的表达方式。皮浪认为一切事物

都是不可知的，但这种不可知同独断论者认定某种

事物是不可知的意思不同，皮浪的不可知是一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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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状态，可以理解为，因为有第一种不做断言的表达

方式，即我们对任何事物都不可能知道什么，所以没

有任何观点能影响我们的立场。
综上所述，皮浪怀疑主义的表达方式有一个要

点，那就是，对所有事物的真实性都不做判断。因为

我们所做的任何判断、任何断言和比较都有可能被

其自身推翻，理由是它们也属于怀疑的范围之中，这

种情况就如同手术中注射的麻醉剂，不仅麻痹了手

术部位，其它的身体部位也会随之失去知觉。

三、皮浪怀疑主义思想的意义及批判

( 一) 皮浪怀疑主义思想的意义

可以说皮浪的怀疑主义思想是当时纷乱复杂的

社会现状的产物，但这种产物也并不限于当时的环

境，皮浪怀疑主义的核心部分是超越时代的。
第一，皮浪崇尚自我裁决，遵循自己的感觉。他

的这种哲学态度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较传统独断论更

为谨慎，它立足于现象，满足于现象，是另外一种追

寻“善”的表现。皮浪怀疑主义的出现使独断主义

在经验和逻辑方面的荒诞性暴露无疑，将独断主义

的一切判断批驳为武断的见解，再通过“悬置”将其

高高挂起。皮浪的这种强调主体自我判断的哲学思

想的出现标志着西方哲学主体意识的觉醒。针对独

断论所强调的真理绝对性和普遍性，皮浪的怀疑主

义从反面提出疑问，而在这个认识过程中所涉及的

真理标准、逻辑前提、感性与理性等问题，都有助于

增进人们的思考能力，推动认识论的发展。
第二，如果哲学的目的之一是追求心灵的平静

和生活的幸福，那么，皮浪的怀疑主义思想无疑在当

时所处的那个社会动乱的时刻，给人们送来了一颗

安心丸和一股可以让心灵宁静和平和的力量，使人

们能够在乱世中求幸福，这也是皮浪的思想能吸引

众多拥护者的魅力所在。
第三，从个人幸福的角度上看，皮浪的怀疑主义

思想充分体现了个人内心世界的力量，它引导人们

通过调节自己的内心来面对外部世界发生的种种变

化，无论处于何种逆境之中，都能够在心灵上摆脱困

境，达到一种“幸福”的境界。皮浪的这种幸福观，

是一种具有独立意识的幸福观，他认为幸福不需要

依赖任何人，也不需要考虑外部因素，幸福是个人修

身养性的结果，只有通过自身漫长修心之路的锤炼，

才能体会幸福的真谛。
( 二) 对皮浪怀疑主义思想的批判

皮浪的怀疑主义思想在对真理的理解和追求幸

福等方面确实有很多独到之处，表达方式也十分精

彩，为今后知识论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仔

细思考其理论自身，也存在着一些缺陷。
第一，皮浪的怀疑主义思想虽然是以求得灵魂

的安宁为目的，但总是让人感觉带有一种消极的情

绪。皮浪认为，一切事物没有美丑，没有善恶，没有

高低贵贱之分，也没有所谓的客观标准，所有的判断

都是人主观感觉的结果，是不可靠的，所以在生活中

不要做判断，只要遵从习俗就可以了。他的这种思

想虽然从心理上免除了因为做了“不正确”的行为

而自责的内疚感，但却流于表面，没有从深层次解决

问题的内在矛盾。
第二，皮浪主张遵从自己的判断，在他看来，人

们要想获得幸福，不需要依靠外部的环境，仅仅从个

人的方面就可以获得，但是他忽略了人的社会属性。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的本质在其现实上是一切社会

关系的总和。脱离了社会群体的个人，就失去了其

为人的意义。因此，皮浪的怀疑主义多少带有一些

颓废的色彩，是当时人们无法摆脱痛苦的社会现实，

无奈之下只好从外界退回到内心的消极表现。
第三，皮浪的怀疑主义思想似乎进行得不够彻

底，这可以从两个例子上得到证明，皮浪曾经因为一

些小事恼火地怒斥他的姐姐，别人知道后批评他言

行不一，他辩解说: 男子不该对弱女子无动于衷。还

有一次，当一只恶狗扑向皮浪，他立即吓得爬上了

树，于是就有人嘲笑他坚持的理论上哪去了，皮浪却

狡辩道: 人的劣根性是很难完全铲除的。由此我们

可以看出皮浪的怀疑主义思想多少有些不现实的成

分，就算是皮浪本人也很难将这种思想始终如一地

贯彻到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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