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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文讀後——兼談哲學問題與 

哲學思考的本質 

 

翁若愚 * 

 

靈魂存在嗎？如果靈魂存在，人死後靈魂是否不滅？自有文

明以來，這兩個終極的問題一直揮之不去，千百年來人們一直在

宗教、哲學的領域、科學的領域上探求切實的答案。關啟文教授

討論靈魂是否存在的文章（下稱關文），有兩個重要意義。首先

可以視關文為以哲學思考溝通、回應科學觀點與宗教觀念下另闢

一途的嘗試，是一種有益有建設性的嘗試，值得大家細讀，探討

其成果。瀕死經驗的廣泛存在能否為靈魂的存在提供某種程度的

證據是一個重要的學術爭論，涉及醫學科學與心理學的理論。瀕

死經驗的科學解釋與傳統的宗教觀念，各有支持者。關文深入評

論許多有代表性的瀕死經驗的詳實案例，為傳統的宗教觀點作出

有力的辯護。關文的結論是，雖然傳統的宗教觀念難以證明自己

的正確性，不過自然主義的科學解釋也難以駁倒傳統的宗教觀

念。靈魂是否存在這一個重要的問題本質上就是一個跨學科的問

題。關文嘗試以哲學思考溝通科學解釋與傳統的宗教觀念，對解

答靈魂是否存在的持續研究有積極的意義，注入新的動力。 

關文的第二個重要意義緊扣第一個重要意義。值得特別指出

的是透過以哲學思考溝通對瀕死經驗的科學解釋與傳統的宗教觀

念，關文作出了哲學思考方法應用的一個良好示範。瀕死經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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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論是科學解釋與傳統宗教觀念的爭論，另一方面本質上也承傳

了哲學上二元論和唯物論之爭。關文在立場上沒有偏袒這兩層爭

論的任何一方，他審視了生理學理論下的不同解釋，如藥物作用、

缺氧等等。也審視了心理學理論下的解釋，如個人信仰主觀投射、

人格解體效應等等。然後通過運用哲學思考與穆爾的相同及相異

方法把這些科學解釋暗藏的矛盾一一暴露出來。關文指出在思考

瀕死經驗的真實性時，沒有必要在全盤接受與全盤否定之間作抉

擇。這個觀點是正確應用哲學思考方法處理瀕死經驗的堅實成

果。正如關文指出瀕死經驗的學術爭辯還會繼續，需要有更多的

研究。哲學思考方法在這一個重要的學術爭論上，應該大有可為。

在運用哲學思考方法探討靈魂是否存在時，必須建基於溝通與尊

重科學觀點的基礎上，否則只能算是捕風捉影的玄思冥想。 

單純運用哲學思考探索靈魂是否不朽，可以得出什麼結果？

探討靈魂是否存在是哲學領域上一個早已經存在的問題。這方面

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在《裴多》對話錄提出的四個論證以證明

人死後靈魂不滅，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由於篇幅所限只列舉第

一及第二個論證作說明。  

(1) 循環的論證(The Cyclical Argument 70c - 72e) 

所有事物都從原來的一面走向相反的另一面。例如大的東西

原本就是從小的東西變成大。大小的狀態之間就是增加及減少的

過程。活着及死亡也是相反的兩個狀態，死去及出生就是生死之

間的過程。活着的人慢慢死去，就是由生走到死亡的過程。死了

的人又再次活過來，就是由死亡走到生的過程。如果增加不能抵

銷減少的作用所有事物只有變得越來越小。但是實際上事物由大

變小，也由小變大，往復循環不息。所以人死後有輪迴，靈魂離

開肉體，然後又再次活過來。一切生命都是從死亡裏出生。 

(2) 記憶的論證(The Argument from Recollection 72e - 78b) 

人們看到相同的東西，心裏就有了相等的這個概念。相等的

概念，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超越了種種相等的事物，一毫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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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相等。但是人們看到相等的東西卻並不是完全的相等。例如

兩塊石頭重量相等外型大小卻不一樣。人們看到這兩塊重量相等

的石頭，就會想到或記起抽象的相等概念。這個抽象的相等概念

不能從經驗中獲得，是先於經驗的概念。所以人們應該在出生之

前已經有這點知識了。也就只是說靈魂在我們出生之前已經存在

了。 

這兩個論證各有明顯的弱點。首先循環的論證不能成立。因

為大小的相反，與生死的相反是不同性質的相反。大小的相反有

程度之分，有大一點、小一點。但是生死的相反就沒有程度之分。

生就是生死就是死，沒有死多一點或生多一點之理。記憶的論證

假設了認識就是記憶的理論，又假設靈魂在我們出生之前已經存

在並且對世界有認識。有人認為柏拉圖讓筆下的蘇格拉底論證靈

魂不朽，目的是把輪迴從傳統的宗教信念提升為哲學上站得住腳

的信念。也有人認為柏拉圖透過筆下的蘇格拉底表述了他自己關

於靈魂、生死、輪迴的哲學理論。我認為這些理解都不對。柏拉

圖透過筆下的西米與齊貝，挑戰了蘇格拉底的論證。明顯說明柏

拉圖自己本來就清楚知道這些論證有問題。我認為柏拉圖正是透

過蘇格拉底與西米及齊貝論證靈魂不滅的過程，把當中潛藏的思

考問題都一一顯現出來。柏拉圖不認為蘇格拉底的論證確切無

誤，讀者讀了就可以奉為金科玉律。柏拉圖對話錄內裡的論證本

質是探索性的，並不是哲學教條。這個觀點在《裴多》裏就有支

持。柏拉圖透過西米的口，表達了一些對哲學思考的觀察。大意

就是哲學思考處理的問題本來就是講不明白的問題。在這些問題

上要得到明確的知識根本就是非常困難甚至不可能。哲學家沒有

神聖的提示，只有用哲學思考從各方面探索有關這些問題的一切

觀點，不到水落石出決不罷休。如果最終也不能夠發現真相，就

只能夠把最站得住腳的觀點當作是思考中的一條木筏，在未知的

領域裡繼續探索。由此可見，關文運用嚴謹的哲學思考方法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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瀕死經驗的科學解釋與宗教觀念，正切合柏拉圖對哲學問題與哲

學思考的深刻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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