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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道成肉身”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主要是指上帝之子肉身化为耶稣其人，

在人世间实施对人类的救赎。这个命题所包含的耶稣基督的诞生、复活、十字架

上的牺牲等内容是历代西方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耶稣生命中的所有重要时刻在

各个时期的文学、绘画、雕塑、音乐、戏剧甚至电影中都有呈现。所以“道成肉

身”是基督教信仰当中与人类审美活动联系十分紧密的一个命题。在“全球化”

时代到来的今天，随着宗教日益走向多元化、中西方文化交流和融合更加迅速和

深入，我们结合西方艺术，对“道成肉身”命题自身所包含的审美因素及其在经

典艺术作品中多样化的审美表现进行细致研究，并对在这个命题上体现出来的基

督教信仰和人类审美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系统梳理和集中阐释，这对于

基督教美学研究体系的完善，对于中西方文化的比较和沟通有着重要价值，更对

我们清醒而深刻地体认当前复杂的审美现象具有启发意义。

论文把基督教“道成肉身”命题置于信仰、文化和审美三重视野之下．采用

历史梳理、范畴研究和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主要结合神话、形象以及悲剧三

个重要范畴，以点带面、层层深入地细致考察了这个信仰命题与人类审美活动之

间的关系。

论文的第一章主要在基督教信仰范围之内对“道成肉身”命题做出了比较透

彻的解析。在对“道成肉身”教义形成和发展历史的梳理过程中，论文把两千多

年以来基督教神学发展史上有关“道成肉身”的经典思想提炼出来进行了集中分

析和评价，使基督教“道成肉身”命题复杂的历史发展脉络得到了比较清晰和全

面的呈现。在对“道成肉身”具体含义的解析上，论文把“道成肉身”命题分解

成“道”是什么、耶稣是谁、为什么“道成肉身”，“道成肉身”的时间特性以及

其空间特性五个问题展开分析，突出了这个教义内涵的综合性、悖论性和阐释上

的开放性。尤其在对古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和基督教“道成肉身”之“道”

的关系的分析中，论文提出由于基督教用具有主体性的上帝本体取代了古希腊哲

学中的非主体性的世界本源，“逻各斯”在基督教里丧失了其在现实中自行运作

的功能而成为专属上帝的完全超验的存在，而且可以通过化身为人在现实世界中

得到显现。

论文的第二章把基督教“道成肉身”命题置于广阔的文化视野当中，首先结

合柏拉图、普罗提诺、康德以及黑格尔等哲学家的思想，从这个命题与真、善、

美的关联中，探讨了“道成肉身”的信仰价值、伦理价值和审美价值。其次，论



山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文立足于18世纪以来的基督教批判，从反面考察了“道咸肉身”命题所遭到的

来自各个文化层面的质疑和否定，尤其是对耶稣传记这一独特的基督教批判方式

进行了细致分析，指出耶稣传记通过把耶稣基督还原为一个普通人实现了对“道

成肉身”教义的彻底否定。

论文的第三章是全文的重点，在这一章我们把基督教“道成肉身”命题放到

审美视野中来，集中探讨作为一个信仰命题的“道成肉身”在什么地方和审美相

遇又如何与审美相遇这个问题。论文围绕“道成肉身”命题，沿着基督教信仰与

审美活动来自过去的共同起源，到它们立足当下的表现形态，再到指向未来的终

极追求这样一条历时性线索，深入挖掘了当我们把基督教“道成肉身”命题放到

不同的语境中时在它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基督教信仰和审美的多重联系

首先从信仰和审美的起源角度讲，“道成肉身”作为一个完整的事件包含着

从原始神话、巫术仪式中继承而来的许多元素，而人类审美活动的起源也是和原

始神话、原始宗教有着密切关联的。论文抓住基督教对“道成肉身”神话的信仰

化改造和经典艺术作品对“道成肉身”神话的审美化改造两条线索考察了信仰和

审美在起源上的联系。论文指出神话是信仰和审美的共同起源，而信仰和审美又

是神话安适的栖息地。基督教信仰使神话的神圣性特征得到了极端强化，但同时

也让神话赖以构造形成的奇妙的想象受到了严格控制；反之，审美则削弱了神话

的神圣性特征，使神话中的想象摆脱了工具性而获得了更加充分的自由。

其次从信仰对象和审美对象的表现形态上讲，虽然“道成肉身”教义是抽象

的神学表述，但在信仰活动中它是作为耶稣基督的血肉形象而成为信仰对象的。

作为“形象”的“道成肉身”实现了信仰和审美的相互渗透。“形象”在基督教

信仰里是基督徒体验上帝的媒介，而在审美活动中却是美感的直接源泉。论文通

过对基督教对待偶像和圣像的不同态度的分析，考察了基督教基本审美立场的演

变，并指出恰恰是由于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与艺术形象在构造上的相似性，

使基督教艺术成为承载了上帝之“道”又体现了“肉身”之美的独特审美形态。

最后从信仰和审美的终极追求上讲，基督教“道成肉身”命题的最终目的是

激发信仰者对立足彼岸的拯救理想的追求，而人类的审美活动虽然形式多样，但

归根结底其落脚点也在于唤起人们对完美的世界和人生的种种向往。但是不同的

审美形态所追求的审美理想在指向上存在差异，实现审美理想的方式也不尽相

同。从这两个点出发，“道成肉身”与悲剧这一独特的审美形态发生了点对点的

联系。悲剧是在否定性的结局中追求精神超越的效果，而“道成肉身”是在耶稣

的牺牲中实现对人类的救赎。悲剧给人们创造了在审美中实现精神超越的假定性

情境，而基督教信仰则把超越人间悲剧的希望推向了彼岸。论文总结了悲剧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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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要素：人的不幸遭遇、对苦难的抗争行为、否定性的结局和潜在的精神超越，

并以这四点为基准分析了基督教“道成肉身”故事中的悲剧美以及“道成肉身”

对悲剧艺术当中的救赎探索、救赎履践、无可救赎三大救赎主题的启发意义。

总之，基督教信仰和审美活动在起源、表现形态和终极追求上都有交叉。信

仰和审美相遇之处，也是它们各自最有魅力的部分。基督教信仰是指向上帝的，

而审美活动完全是属于人的。基督教信仰从审美活动那里撷取了晟绚丽的形式和

最生动的人性。审美因素的渗透削减了信仰的虚幻和迷信，使完全不可知的上帝

客观化为一个可以静观和思考的存在、主体化为一个可以亲近、沟通的形象。审

美活动从基督教信仰那里收获了富有歧义魅力的题材和永恒的神圣主题。信仰因

素的进入增强了审美的高贵和深刻。使艺术活动在理想化中保持着应有的超越

性，避免沦为媚俗取乐的感官享受。

关键词：道成肉身、信仰、审美

分类号：J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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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carnation”is the central 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ity,The meaning is that the

Son of God is incurnatext to Jesus in order to save mankind from the sin in the world．

The contents of the proposition，including the Christ's naissance，revival and the

sacrifice on the cross are the important materials in the West art．The whole life of

Jesus has been presented in the literature painting sculpture music play and movie．

Therefore“incarnation’’ha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aesthetic activities．We

research the aesthetic ingredients in the‘‘Incarnation”and the aesthetic expression

about it in the works of art carefully and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ristianity and the aesthetic activities．It’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research about

Christian Aesthetic and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West culture and the Chinese

culture．

The dissertation made“incarnation”into belief culture and aesthetic the three

visual fields and saw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ristianity and the aesthetic

activities through link up with the myth，the image and the tragedy by the method of

history,category and analysis about examples．

The chapter 1 explains“incarnation”in the range of the Christian belief．The

dissertation analyses the great ideas about“incarnation’’in the 2000 years and the

develop clue is appeared clearly．In order to explain the meaning of“incarnation”，the

dissertation illuminates its views from what is the Logos，who is Jesus，why to

incarnate，when and where the incarnation happened,gives prominence to the

synthesis，the contravention and the opening of the concept．Specially,the dissertation

explains the deference and the contact between the Logos in the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and the Logos in the Christianity．

1me chapter 2 takes“incarnation”into the cultural field of vision．At first，the

dissertafion researches its value of belief and the ethical and the aesthetic values based

oil the ideas of Plato，Plotinus，Kant and Hegel．Secondly,it studies the criticism of

the‘‘Incarnation'’in the Biography of Jesus．A method of criticizing the Christianity in

the biographies of Jesus has been popular since the 19th century．It's mostly because

the Christian doctrine about Incarnation emphasizes that there are both divinity and

humanity in Jesus．The biographies of Jesus negate the divinity of Christ entirely with

the humanity of Jesus and reiect Jesus is the Son of God．But the writers of the

biographies have the different negative attitude to Jesus who is the incarnation of God

in respect that they are in the different social condition and the different position of

the religion．

11le chapter 3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in the dissertation．We scan the

“incarnation”in the aesthetic visual allgle．and discuss where the“incar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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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ounters with the aesthetic activities and how they encounter each other．In this

chapter,we study all kind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ristian faith and the

aesthetic activities round the“incarnation’’from the same ON。gin of them，to their

existent form，to their ultimate ideals about future．

At first，as a whole event，“incarnation'’includes many components from the

original myths and the magic ceremonies，with which the origin of the aesthetic

activities has close contact too．We catch hold of two clues．one is that the Christianity

changes the myth of incarnation with belief；the other is that the classic art works

rebuild it with aesthetic ideals，tO study the origi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ristian

faith and the aesthetic activities．The Christian faith reinforeed the holiness of the

myth；and the aesthetic activities freed the imagine from the practicality．

Secondly,although the“incarnation”is a non_figurative，doctrine，but it is

believed in by the Christians as the lively image of Jesus．As an image，the

“incamation”let the belief and the aesthetic activities infiltrate each other．Image iS

the medium to taste God for the Christians and is the headspfing in aesthetic feeling in

the aesthetic activities．The dissertation analyses the different attitudes of the Christian

faith tO the jdols and the icons．and points out that the incarnation of Jesus has the

same structure with the art images．ne same structure makes the Christian Art

become a special aesthetic conformation．

At last．the f'mal aim of the“incamation”is to arouse the Christians to pursue all

ideal about redemption in the heaven，while the aesthetic activities also make people

to seek perfect world and happy life，thus the“incarnation’’is linked up with the

tragedy．The tragedy pursues the transcendent effect in mind through the negative

drop scene；the“incarnation”achieves the redemption for mankind in the sacrifice of

Jesus．ne tragedy created a presumptive aesthetic circumstance for people to get the

transcendent experience，but the Christian belief pushes the hope of transcending the

miserable world into the heaven．The dissertation summarizes four factors of仃agedy：

the tribulation，the resistive action，the negative finale and the latent interior

transcendence，and in light of them analyses the tragedy in the story of incarnation．

In short，there are many contacts between the Christian belief and the aesthetic

activities．Where they encounter,where is the most beautiful part of them．Cllristian

faith is tO God．and aesthetic activities belong to mankind．ne Christian belief gets

perfect form and sincere humanity from the aesthetic activities，and the aesthetic

factors weaken the superstition in belief．On the other hand，the aesthetic activities got

the attractive material have abundant significations and the eternal holy themes from

the Christian belief,and the devotional factors increase the dignity and profundity in

the aesthetic activities．

Keywords：incarnation faith aesth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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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引言

“道成肉身”(incarnation)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主要是指上帝之子“逻

各斯”肉身化为耶稣基督其人，通过其诞生、死亡和复活，在人世间实施对人类

的救赎。这个概念最早见于《新约圣经》中的《约翰福音》：“道成了肉身(the Word

was made flesh)，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

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容光。”“1而在此之前，《新约》的前三部福音书虽然没有

提到这个概念，但已经反复记叙了耶稣基督一生的事迹。《约翰福音》提出这个

概念之后，并没有对它再做进一步清晰的解释，这为后来这个基督教中心教义的

形成和发展制造了很多困难，也留出了相当大的发挥空间。准确地讲，在《新约》

四部福音书里所记述的只能算是道成肉身“事件”，关于耶稣的生动故事还没有

被抽象为一条严格的“教义”。基督教“道成肉身”教义是在公元2到5世纪之

间经过基督教会的激烈争论才得到确立的。在中世纪，这个“教义”又成为一个

重要的神学、哲学命题。近代以后，“道成肉身”更扩展到整个文化领域，成为

神学、哲学、美学、人类学等学科研究的对象。所以“道成肉身”在历史中经历

了一个“事件一教义一神学一文化”的发展历程。在不同历史时期、从不同的角

度去审视，我们对它的定位是有所不同的。所以我们姑且在总体上称之为一个命

题。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样解释“道成肉身”：

6

基督教的中心教义，谓永恒的上帝之道即上帝的儿子．三位一体

真神中的第二位成为肉身，是为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因此的确是神，

又的确是人．根据这种教义，耶稣的神人二性并非互不关联的并行存

在，而联合为一，形成一位，．这就是传统神学所称的位格合一．据说

神人两性联合之后，任何一种性质都没有减弱，两者也没有相混，各

自保持其个性．道成内身可以指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的神性开始在

童贞马利亚腹中与人性结合的一瞬间，也可以指神人两性联合于耶稣

一身的永久实际．道咸肉身教义实质在于，先于创世而存在的道成为

内身，即拿撒勒人耶稣这个人．据《约翰福音》说，这个人与圣父实

现位格合一，因此，基督宣传福音所讲的话就是上帝的话．早期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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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在耶稣的神性，他的神人二性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产生各种曲

解，针对这些曲解，比较完整的道成肉身教义逐步形成．325年尼西

亚会议规定，基督是“上帝所生，非上帝所造”，因此，基督不是受造

物，而是造物主．这种说法的根据就是耶稣与父同体的原理．451年

卡尔西顿会议更加明确宣称，耶稣具有纯全的神性和纯全的人性，这

两性长存于耶稣基督的位格中．01

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基督教“道成肉身”教义的理解和阐释有很大的不同，

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解释基本上概括了基督教“道成肉身”教义形成的大体情

况及其最基本的内涵，从总体上看还是非常中肯的。简单一点讲，所谓“道成肉

身”其实就是指耶稣基督独一无二的、超乎想象和理性的产生和存在方式。针对

耶稣基督的这一独特的存在方式，基督教神学的几乎所有论域都必须围绕其展开

各自的研究，而其中尤以基督论和救赎论与之联系最为密切。耶稣基督的神性、

人性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三位一体的问题、“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如何实

现对人的救赎问题等等都是基督教得以脱离犹太教而诞生和存在的关键，而它们

又都是基督教神学研究的核心课题。可以说没有了关于“道成肉身”的教义，基

督教就不再是基督教。从公元1世纪基督教诞生以来，“道成肉身”就是各个时

代、各种形态的基督教神学研究都不能回避的问题，而且也是无神论者进行宗教

批判的焦点之一。

对于美学研究而言，首先，“道成肉身”命题所包含的耶稣基督的诞生、复

活、十字架上的牺牲等内容都是历代西方艺术的重要题材。耶稣生命中的重要时

刻在各个时期的文学、绘画、雕塑、音乐、戏剧甚至电影中都有呈现。“道成肉

身”是基督教信仰中与人类审美活动联系十分紧密的一个命题。作为一个信仰命

题，它为什么能如此大规模地进入如此广泛的艺术领域?它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具

有审美的价值?这些都是我们应该从美学上加以研究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的解

决将直接帮助我们对基督教信仰和审美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更加清楚的认识。其

次，基督教“道成肉身”命题形成的复杂性、内涵的丰富性和结构的开放性，使

它得以和人类文化的方方面面发生联系。这就为我们把“道成肉身”放到不同的

语境中考察其与人类审美活动多样化的关系打开了方便之门。我们可以结合西方

艺术，在对“道成肉身”命题的各种信仰阐释和多样化的审美表现中探讨基督教

信仰和人类审美活动之间多层次的联系，这对于基督教美学研究体系的完善是非

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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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综述

从《新约·约翰福音》中明确提出“道成了肉身”开始一直到今天，基督教

神学研究就没有停止过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和阐释，相关的神学论著汗牛充栋。早

期基督教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最激烈，代表性的著作有阿塔那修的《论道成肉身》

(在《尼西亚信经》中得到体现)、奥古斯丁的《论三位一体》等。基督教会分

裂之后，中世纪的天主教侧重于从救赎论角度研究这个问题，最有代表性的著作

是安瑟伦的《神为何化身为人?》，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对这个问题

也有论述；而同时期的东正教侧重从基督论角度继续思考“道成肉身”的奥秘。

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中，马丁·路德、加尔文等宗教改革先锋主要围绕圣

礼问题对“道成肉身”有更加进步的阐述。从培世纪以来，新教自由派神学、

新正统主义神学、天主教现代主义、俄罗斯东正教神学都从各自的神学立场出发

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做出了新的贡献，并提出了更具革命性的观点。比如当代神学

家托马斯·莫里斯的《上帝道成肉身的逻辑》，基督教普世神学家约翰·希克1977

年主编的《上帝道成肉身的神话》和1993年的专著《上帝道成肉身的隐喻》，美

国学者巴萨克1987年所著的《印度教和基督教中的道成肉身：关于神一人的神

话》(Incarnation in Hinduism and Christianity：the Myth of the God-man)等。而像

保罗·蒂利希的《系统神学》，卡尔·巴特的《教会教义学》这样的当代神学巨

著也都结合新时代背景下基督教的处境深入探讨了这个问题。此外，与神学研究

的火热相伴，西方哲学和基督教批判也从来没有停止对“道成肉身”问题的关注。

在伏尔泰、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的著作中对此都有涉

及。另外像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勒南《耶稣的一生》、克罗桑的《耶稣传——

一部革命性的传记》等这样通过为耶稣做传来消解耶稣神性的著作更是直接针对

“道成肉身”教义而来的。在巾国，对“道成肉身”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

特点：一是以译介为主，相关译著很多；二是在基督教教会内部存在大量以传教

为目的的相关教义研究和解释：三是在基督教哲学研究、文化研究中有所涉及，

但专门研究这个范畴的专著还很少。

从美学研究看，“道成肉身”也是一个极富魅力的研究课题。瑞士神学家巴

尔塔萨的《神学美学》、美国学者杰里米·拜格贝主编的《凝望荣耀：艺术中的

道成肉身》(Beholding the glory：Incarnation thro,、【曲the arts)、巴巴拉C·瑞的

《盎格鲁萨克森艺术和思想中的三位一体与道成肉身》(Trinity and incarnation i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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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Io．Saxon art and thouI吐t)、汉斯·昆的《上帝的道成肉身》(The Incarnation of

G醯)、戴维焱主编懿《道或凌赛：关予上帝之予遂成两龛懿跨学科论文集》(豇le

Incarnation：an Interdisciplinary Symposium oll the Incarnation of the Son of God)等

著季#移对“邀残囊身”鑫题程艺术串戆呈瑗佟遥辜越豹美学耀释；焱我国，扬慧

林《罪恶与救赎》、《基督教的底色与文化延伸》、刘小枫《黧灵降临的叙事》、阎

匡惠《基餐教与美学》、《美怒上帝黪名字》、麓宗玮《等待上囊还爨等待戈多?》

等著作中对此也都青论及，但与神学对“道成肉身”研究的热烈和深入相比，基

督教美学还疑乏霹这个弱爨专门悉系统戆掇讨。慧麓采蠢，辩基督教“遂藏海赛”

命题的研究，从哲学、神学角度切入的多，从美学角度切入的少；国外研究的多，

国内轿究静少；系统褥专门瑰瓣这令糖学范畴幸#美掌翡考察黎磅究豹委是溅毛麟

角；瓶围绕“道成肉身”命题系统分析和阐述信仰和审美的关系问题这项工作，

至今还来有入完成。

“道成肉身”是在每个新时代来临之际都要遭到攻击和霪创却义总能顽强存

活下来静基餐教孩心命题。这个命麓虽然+分古老，僮蕊能在薪静掰变条佟下待一、

续不断地得到新的阐释。无论是在基督教神举之中逐是在神学研究乏外，目前对

基督教“道躐肉身”命题的搽讨疆鼹量现密扶局隈予《圣缀》静教义阐释、历史

考证、哲学思辨向文化阐释、美学阐释、宗教比较研究等多方向发展的趋势。．在

“全球纯”辩代到来静今天，随着宗教西益走向多元亿、中西方文纯交流帮融合

更加迅速和深入，在当代视野下结合西方艺术围绕“道成肉身”命题，对农这个

命联上体现国来的蒸督教信仰和入类审美涌动的稻珏俸用关系迸弦系统梳理和

集中阐释对我们清醒而深刻地体认当前复杂的审美现象具肖启发意义，更对中西

方文化的比较和沟遴有重要价值。

三、全文结构

论文围绕“道成肉身”遂个核心命题，以信仰和审美的关系问题的探讨为主

要线索展开论述。论文共分成三章。第一章是要是农基督教信馋范隰之内慰基督

教“道成肉身”教义做出解析，以期从中寻找这个信仰命题与审美发生联系的突

破口。论文莺先将从历史斡熊度考察基督教“道成肉囊”教义的形成与发展壤况，

把这个教义放到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发掘其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内涵演变的特点。

其次，我簦】将立足“遴成建舞”教义本身，瓣其内淤扶五令方嚣徽一个细致的微

观分析。

论文我第二章怒挺基警教“遴戏宠身”鑫题鬟予广瀛熬文纯我瓣当孛，蕾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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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真、善、美的联系中从正面考察“道成肉身”这个信仰命题多方面的文化价

值；其次，论文转而到18世纪以来的基督教批判当中从反面考察“道成肉身”

遭到的来自各个文化层面的质疑和否定，从而对这个教义的弱点和缺陷形成比较

清醒的认识。

论文的第三章是全文的重点，我们将把“道成肉身”命题放到审美视野中来，

集中探讨作为一个信仰命题的“道成肉身”在什么地方和审美相遇又如何与审美

相遇这个问题，从三个相互联系的角度来考察“道成肉身”命题中所体现出来的

基督教信仰与人类审美活动的沟通与联系。首先从信仰和审美的起源的角度讲，

“道成阿身”作为一个完整的事件包含着从原始神话、巫术仪式中继承而来的许

多元素，而审美活动，尤其是人类的审美创造活动(艺术创造)的起源也是和原

始神话、原始宗教有着密切关联的。我们抓住基督教对“道成肉身”神话的信仰

化改造和经典艺术作品对“道成肉身”神话的审美化改造两条线索来考察信仰和

审美在起源上的联系。其次从信仰对象和审美对象的表现形态上讲，我们把视线

集中到“道成肉身”命题中的“肉身”一点上来。“道成肉身”教义是一个抽象

的表述，但在信仰活动中它是作为耶稣基督的血肉形象而成为信仰对象的。信仰

对象的形象性特征为审美活动进入信仰领域打开了一条通道。凭借耶稣的鲜活生

命，“道成肉身”的耶稣形象得以进入审美活动，作为“形象”的“道成肉身”

实现了信仰和审美的相互渗透。一方面，我们将从基督教对待偶像和圣像的态度

上考察基督教对待进入信仰领域的审美形象的基本审美立场：另一方面我们还要

分析在上帝“道成肉身”的过程中，不可见的“逻各斯”形象化为可见的肉身，

耶稣成为上帝之形象的基本结构与在基督教艺术中不可见的基督教精神进入艺

术领域成为生动的审美形象之间的同构关系。最后从信仰和审美的终极追求上

讲，基督教“道成肉身”命题的最终目的是激发信仰者对立足彼岸的拯救理想的

追求，而人类的审美活动虽然形式多样，但归根结底其落脚点也在于唤起人们对

完美的世界和人生的种种向往。但是不同的审美形态所追求的审美理想在指向上

存在差异，实现审美理想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从这个角度出发，“道成肉身”与

悲剧这一独特的审美形态发生了点对点的联系。悲剧是在否定性的结局中追求精

神超越的效果，而“道成肉身”是在耶稣的牺牲中实现对人类的救赎。我们将从

《圣经》中“道成肉身”故事的悲剧美和西方悲剧艺术中的救赎主题两个方向上

探讨基督教信仰和人类审美活动最高层次的精神沟通。总之。论文的这一章将围

绕“道成肉身”命题，沿着信仰与审美活动来自过去的共同起源，到它们立足当

下的表现形态，再到指向未来的终极追求这样一条历时性线索，挖掘在基督教“道

成肉身”命题中所体现出来的基督教信仰和审美的多重联系。

10



山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四、论文的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基督教信仰和人的审美活动作为人类文化当中两个十分庞大的体系各自包

含着极为复杂多样的成分，要对他们之间的关系形成相对清晰的认识必须选择一

个既能充分代表基督教信仰又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研究对象作为切入点。正是出

于这个目的，论文选取了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命题“道成肉身”作为研究焦点，把

其置于信仰、文化和审美三重视野之下，采用历史梳理、范畴研究和个案分析相

结合的方法，主要结合神话、形象以及悲剧三个重要范畴，细致考察了这个信仰

命题中所包含的审美因素及其在经典艺术作品中的审美表现，从而以点带面、层

层深入地展开对基督教信仰与人类审美活动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分析并提出了

一些独到的见解。论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对基督教“道成肉身”教义形成和发展历史的梳理过程中，论文把

两千多年以来基督教神学发展史上有关“道成肉身”的经典思想提炼出来进行了

集中分析和评价。论文从《圣经》中关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事件的记载写起；

然后是教父时代，“道成肉身”作为一条教义在激烈的争论中得以确立；再到中

世纪，天主教神学和东正教神学分别侧重于从救赎论和基督论两个不同的角度对

“道成肉身”命题作出的深入理解；再到宗教改革运动时期，改教先锋们关于圣

餐问题的争论：最后写到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新教、天主教、东正教神学家们革

命性的观点，论文使基督教“道成肉身”命题复杂的历史发展脉络得到了比较清

晰和全面的呈现。

其次，在对基督教“道成肉身”含义的解析上，论文没有简单地对这个概念

做出界定，而是把“道成肉身”命题分解成“道”是什么、耶稣是谁、为什么

“道成肉身”，“道成肉身”的时间特性以及其空间特性五个问题展开分析，突出

了这个教义内涵的综合性、悖论性和阐释上的开放性。尤其在对古希腊哲学中的

“逻各斯”和基督教“道成肉身”之“道”的关系的分析中，论文提出由于基督

教用具有主体性的上帝本体取代了古希腊哲学中的非主体性的世界本源，“逻各

斯”在基督教里丧失了其在现实中自行运作的功能而成为专属上帝的完全超验的

存在而且可以通过化身为人在现实世界中得到显现。

第三，论文在结合真、善、美从正面考察“道成肉身”命题的文化价值的时

候，把这个命题置于广泛的学理联系当中，结合柏拉图、普罗提诺、康德以及黑

格尔等哲学家的思想探讨了“道成肉身”的信仰价值、伦理价值和审美价值。尤

其是在探讨基督教“道成肉身”命题在美的本体论研究上的启发意义的时候，论



山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文强调指出黑格尔著名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观点直接受到了基督教“道

成肉身”命题的影响。

第四，在考察18世纪以来的基督教批判对“道成肉身”命题的种种质疑的

过程中，论文的亮点主要在于对耶稣传记这一独特的基督教批判方式进行了细致

分析，指出耶稣传记通过把耶稣基督还原为一个普通人，从神话、教义、历史三

个方面实现了对“道成肉身”教义的彻底否定。

第五，在从“道成肉身”与神话的联系中分析基督教信仰和审美活动的同源

关系时，论文详细分析了基督教“道成肉身”故事对原始神话元素之神圣性的强

化，以及“道成肉身”神话在进入艺术领域中时，神性的弱化。论文强调神话是

信仰和审美的共同起源，而信仰和审美又是神话安适的栖息地。基督教信仰使神

话的神圣性特征得到了极端强化，但同时也让神话赖以构造形成的奇妙的想象受

到了严格控制：反之，审美则削弱了神话的神圣性特征，使神话中的想象摆脱了

工具性而获得了更加充分的自由。
’

第六，在讨论形象在基督教信仰和人类审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时候，论

文创造性地提出了形象在基督教信仰里是基督徒体验上帝的媒介，而在审美活动

中却是审美愉快的直接源泉的新观点。论文通过对基督教偶像和圣像的不同态度

的分析，考察了基督教信仰的基本审美立场并指出作为审美目的的形象和作为基

督教信仰媒介的形象直接把审美活动引入了信仰领域，使基督教艺术成为承载了

上帝之“道”又体现了“肉身”之美的独特审美形态。

最后，在从“道成肉身”与悲剧的联系中分析基督教信仰与审美活动在终极

追求上的沟通时，论文总结出了悲剧美的四要素：人的不幸遭遇、对苦难的抗争

行为、否定性的结局和潜在的精神超越，并以这四点为基准分析了基督教“道成

肉身”故事中的悲剧美。而且论文还指出基督教“道成肉身”命题对悲剧艺术的

贡献主要在于提供了永恒的救赎主题。论文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把悲剧艺术中的

救赎主题分为救赎探索主题、救赎履践主题、无可救赎主题三大类，这也是对于

悲剧艺术主题的一种比较新鲜的分类方法。



山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第一章信仰视野中的“道成肉身”

我们要研究作为基督教核心教义的“道成肉身”与人类审美活动之间的关系，

必须首先对这个教义在基督教信仰内部发展演变的情况以及其基本内涵有充分

的认识和了解。否则，如果对概念本身把握不准确则此后所形成的一切观点就都

只能是空穴来风或者是自欺欺人。

第一节充满悖论的历史：

基督教“道成肉身”教义的形成与发展

“道成肉身”是一个历史性非常强的信仰概念，它随着基督教的诞生逐渐形

成，又在基督教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不断得到新的阐释。所以基督教“道成肉

身”教义的具体内涵既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没有争议的。我们只有首先把它

放到整个基督教发展史中去考察其丰富性和复杂性，才有可能真正深入理解“道

成肉身”教义的内涵。

一、“道成肉身”教义的形成

(一)“道成肉身”与‘圣经·新约》

尽管严格意义上讲，基督教“道成肉身”教义的确切含义是在公元325年召

开的尼西亚会议上才得以确立的。但作为基督教核心概念之一，“道成肉身”与

其它任何基督教观念一样理应扎根在《圣经》里，并要首先在《圣经》里得到体

现才能真正建立起来。由于《圣经》经文经常采用隐喻和象征手段向信众传达上

帝之道，所以我们在其中找不到非常明确和详细的关于“道成肉身”的理论表述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虽然作为基督教核心教义的“道成肉身”在《圣经》中

还没有得到清晰的神学阐释，但作为一个轰轰烈烈的事件，包括耶稣基督诞生、

受难、复活的完整过程在内的“道成肉身”却是《圣经·新约》得以存在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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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和其主要内容。德国神学家艾伯林指出《新约》“是一部其重点在于自身之

外的经书，也就是说，其重点在于文字记录仅仅辅助性地从属于一个事件之中。

所有《新约》经书由以出发并且与之相关联的决定性事件，是拿撒勒的耶稣的显

现。⋯⋯《新约》超越自身进入一个事件“”。此外，由于基督教的《圣经》是

由从犹太教继承而来的《旧约》和具有革新性质的《新约》两部分组成，而《新

约》代表了新生的基督教的本质方面，所以从基督教信仰出发，不仅《新约》是

围绕上帝“道成肉身”事件展开的，整部《圣经》都是以这个事件为中心的。加

拿大学者谢大卫就指出在《圣经》里“新约显然是中心文本，道成肉身的耶稣已

经成为对人类的神启，整个旧约只是预示着这一启示，而新约以后的文本只能是

对这一神启的解释。”“1
‘

“道成肉身”事件本身是上帝与人类缔结“新约”的唯一途径，所以要全面

理解“道成肉身”教义，我们必须首先到《圣经·新约》中寻找它的源头，挖掘

基督教早期信徒对它的最朴素的理解和信仰。我们可以把《新约》分成福音书、

《使徒行传》、使徒书信和《启示录》四个部分来看基督教“道成肉身”命题在

《圣经》里的体现。

1、福音书中的“道成肉身”：惊心动魄的事件

福音书是新约的主体部分，而四部福音书所记载的基本内容都是耶稣基督一

生的事迹，或者说就是“道成肉身”事件。只是由于四部福音书的作者各不相同，

他们对“道成肉身”事件的叙述角度和描写方式都有所不同。四部福音书之间基

本上是并列关系。前三部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在

情节内容、话语表述、文体风格等方面大体一致，但又在一些重要细节上存在着

微妙的差异，它们可以相互对照阅读，所以被称为“对观福音书”(the Synoptic

Gospels)，而最后一部《约翰福音》，也被公认是写作最晚的福音书(一般认为

写于公元100年左右)则比较特立独行，它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经过的表述

与三部对观福音书没有太大出入，只是它没有停留在对这一事件的简单描述层面

上而是在记叙耶稣一生的言行过程中，时常从神学高度对这一事件的价值和意义

做出更加深入地阐释，从而表现出与对观福音书较大的差异。“《约翰福音》与对

观福音有很大不同：对观福音中的耶稣是历史的耶稣，《约翰福音》中的耶稣是

信仰的耶稣。《约翰福音》。不关注耶稣生平的历史事实，而是这一历史事实的意

义。”01《约翰福音》在开篇就指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并

且进而明确指出耶稣是上帝的“道成肉身”。与《约翰福音》相比，三部对观福

音书则着重记录耶稣基督在人间的神迹和言论，主要宣讲耶稣是基督(弥赛亚、

救世主)、是上帝的独生子，而并未明言耶稣就是上帝之道。下面我们就根据四

14



山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部福背书的记载，沿蓠耶稣蔟督从诞生到受难，最艏又复活的伟大而悲壮的人生

足迹来考察一下基督数充潢蚊义敬“道成宠襄”教义在《圣经》里的原扔殛貌。

作为基餐教核心命题的“道成肉身”牵涉广泛、内涵复杂，而就其最繁本的

字瑟豢义番，裁是上零之遴纯赛为入形。磁爨从狭义上讲，“道咸肉身”主要是

就耶稣诞生而言的。耶稣孕育的方式如何?耶稣是以什么身份来到这个世界上

懿?媲生存瓣蛰篷耧意义又艇每?这些都应该营建裂福音港关于嚣稣涎生馕提

的记载中去寻找。在三部对观福音书中，《玛太福脊》和《路加福街》讲述了童

交女马裁妥，黪孕生予豹故事，《马胃疆音》嬲壹接铁鄂鲦长大残人乏后接受约羲

的洗礼讲起。

《骂太禚音》量游妥基缀诲配约瑟毽还没爨薅煞马零l鼗“扶圣爱悔了孕引”，

马利妲的未婚夫约瑟想休了她，这时上帝的使者在梦里告诉约瑟：“她所怀的孕

是麸罴灵来稳”汹，势盈赘确撰密郄鳞黎是《l蠢约》墼先籍戳赛受预言静“必有

童女怀孕生予，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猩’的意思)“”的那

令孩-y。《马太福音》就这撵矮短簸麓蔻霹话琵较溺确建交待了瑟将诞生戆臻稣

的身份。它先是通过第三人称叙事，极冷静、简单地宦布童贞女怀孕的事情发生

了。辩这样一令i#惩搴释，佟者未麓任侉渲染移镭涨。绩稀这是一释稷平嚣静事

情。这令人想起卡夫卡《变形记》的开头；“一天早晨，格熙高尔·萨姆沙从不

安弱睡梦中凝来，藏现舀基躺在床上变残了一只巨大煞甲象。”“4。对予令天不

可思议的事情，越是平淡地对待越能显现出叙述者的质朴、真诚，增加其表述的

真实可倍菠；越是薹c截了当魏言说，越能姨超入们郑重其事的关注，增热攀律本

身的历史感。然后，天使如场以居裔临下、不容置疑地口吻对正在发生的攀情做

出了嬲确地解释，羹申了“蓬灵”在鄂稣孕育过程中的关镳作用。“圣灵”在这

里显然是上帝本身的代表。惫灵与童贞女的缀合充分揭示了即将降嫩的耶鲧的独

特身份。德驮圣灵丽宋，其有神性，丽他的母亲童贞女马利驻嬲确保了耶繇神性

的纯洁；耶鳃虽然出自神。却从他的母亲获锶了血肉之躯，神性获得了人的形象，

作为入子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所以觎也确实具有真实的人性。这为后来“邋成肉

身”教义的形成，提供了非紫有力的依据。在确定了耶稣是神性的肉麦化的身份

(神性与入性的结合)之后，天使通过《{日约》预畜进一步肯定了聒稣诞生的合

法性。《马太福音》对马利豫受孕的叙述看似轻描淡写，内里却存在羞严密的逻

辑结构。它先是从人的角度，以客观讲史的方式用过去时肯定这事发生过—一‘马

利囊裁从圣芡·臻了孕”(She was found with child of the Holy Ghost)，以不蜜置疑

的口吻来唤越人们的相信：然后《马太福音》又通过天使从绝对权威的神的角度，

以富予主髂愿彩静讲话的方式用瑷褒黠确认了这事发生的媾汉，“鞭她所螺斡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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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圣灵来的。”(for that which is conceived in her is ofthe Holy Ghost)从而以当

时的情境唤起我们对这事的生动感受；最后《马太福音》又从宗教经典出发，以

预言的方式用将来时宣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a virgin shall be with child)

⋯，从而促进信仰者从理性上接纳这一事件。这样《马太福音》全面肯定了童贞

女从圣灵怀孕的事情在时间中(历史中)发生的必然性，并肯定了无时间性的神

已经通过耶稣进入时间内存在。至于耶稣的降生，《马太福音》保持了其一贯的

朴素风格，没有太多描述，只是提到来自东方的博士们在一颗星的引领下来拜见

耶稣，认为他是“犹太人之王”““。《马太福音》在记载耶稣诞生故事中虽然没

有直接提到上帝之道肉身化的问题，甚至没有直接讲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但比较

明显地确立了耶稣具有神人二性的观念。

同样是记叙耶稣诞生的故事，《路加福音》比《马太福音》要细致和生动了

许多，文学色彩更加浓厚一些。《路加福音》的作者仿佛亲身经历了自己所叙述

的每一件事情，《马太福音》一带而过的许多细节在《路加福音》中都得到了生

动的呈现。先是天使加百列向马利亚预告，“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

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这样，在马利亚怀孕之

前，耶稣的身份就被确定了。《路加福音》不仅确认了耶稣是神子的身份，而且

提到在耶稣诞生中起重要作用的也不再仅仅是圣灵一个，还多了至高者的荫庇。

这样路加福音就把圣灵、“至高者”(神)和“圣者”(神子)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耶稣的诞生也就不仅仅是神性与人性的综合问题，而加上了上帝本身的多重性质

综合的问题。我们看到《路加福音》虽然没有说明都具有神性的三者是如何联系

在一起的，但在对耶稣诞生的描述中已经具备了后来三位一体教义中三个位格的

雏形。而这三个位格的出现，才会引出“道成肉身”当中，到底是上帝的哪一方

面的神性肉身化为耶稣基督的问题，才会让我们对所谓的上帝之道有更加细致的

思索。在对耶稣降生的描写中，《路加福音》通过天使给牧羊人报喜特别明确了

耶稣诞生的使命，“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it4]t从

而指出上帝让自己的儿子降生人『自j，或者说“道成肉身”的目的就是拯救人类，

耶稣是为了救人而来到世间的救世主。

与对观福音书差异较大的《约翰福音》放弃了对耶稣诞生过程的任何细节描

述，而是从更加学理化的层面上为耶稣在人间的存在定性：“道成了肉身住在我

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容

光。”。“道成肉身”的概念在这里第一次提到，也在这里才得到了最早的理论阐

释。首先，对观福音书一直只是强调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从神而生的，而《约翰

福音》指出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强调了耶稣基督的唯一性，不仅是从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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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且本身就是上帝之道(Logos)或者说是圣言(Word)。另外更重要的是它指

出上帝之道是在肉身化之前就永恒存在的。“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藉着他

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1，“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着他

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约翰福音》指出了神子并不是随着耶稣基督在人

间降生才获得生命的，他永恒地存在，而且上帝创造世界就是藉着他。“道成肉

身”是神子(圣言)以人的形象在世界中显现，而不是原初性的诞生。施洗约翰

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在这里《约

翰福音》通过把时间中的存在和永恒的存在区别开来又使他们紧密联系起来了。

这样，“道成肉身”是就为人的耶稣基督的诞生而言的，但并非就为神的圣子(圣

言)本身的诞生而言。《约翰福音》强调“成”而不强调“生”，更注重耶稣神性

的完整性。另外既然神子永恒地与上帝同在，那么为什么要在人间显现呢?上帝

之道肉身化为人的意义何在?《约翰福音》指出“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

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道成肉身”的一个目的是“表明神”，神主

动地降为人形来给人类接近他的机会。另外“律法本是藉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

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1耶稣基督在世的目的就是播撒神的恩典和真理，

把人从罪中拯救出来。总起来看，福音书在对耶稣诞生的记载上态度各不相同i

风格各异，或明显或隐讳地包含了上帝“道成肉身”的基本要义。

在四福音书里与“道成肉身”紧密相关的还有耶稣成年后接受旌洗约翰洗礼

的情节。它预告了肉身化的神子耶稣基督在人世间的主要工作之一——用圣灵施

洗。四部福音书虽然差异很多，但在耶稣受洗的情节上却惊人的一致。四部福音

书都记载了施洗约翰强调自己是用水施洗的，而耶稣却要用圣灵施洗。啪1那所谓

的圣灵又是什么呢?对观福音书都提到耶稣在接受了约翰的洗礼之后“神的灵仿

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o”接着“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

的’。”∞1，《约翰福音》也说“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

降下，住在他的身上。”031这样福音书就不仅再次肯定了在耶稣诞生时所确定的

神子身份，而且肯定了上帝之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耶稣诞生中起了重要作

用的圣灵再一次降I临。关于圣灵的含义，基督教内部存在很多分歧，我们后面还

要专门讨论，在这里我们要明确的是基督教认为上帝是包括圣父、圣子、圣灵在

内的神圣的三位一体。就像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是上帝之子一样，

所谓圣灵，简单一点讲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格，主要是指上帝之爱。在耶稣受洗

之后，圣灵降临到他身上的第一层意思可以理解为上帝之爱的显现。另外更重要

的是耶稣在这里是以人的形象承受圣灵，他是做人的榜样，在向人示范得救的途

径。而且四福音书都强调圣灵足耶稣施洗的媒介。暗示耶稣要通过自己把上帝之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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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播撒到人的心灵中去。这是肉身化的耶稣一生的工作，更是在耶稣受难中达到

极致又在其复活以后得以最终完成。

福音书对耶稣受难的记载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最高意义和价值张显出

来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为拯救人类而献出自己。“我

原是为这时候来的”””。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为各种理想、各种目标献身的英雄

或者圣者不计其数，而耶稣受难的故事之所以能超凡绝伦的关键是耶稣是以什么

身份赴死的，他又是为什么死的。在犹大卖主、耶稣被捕之后的整个艰难痛苦的

受难过程里，对观福音书都记载了耶稣两次明确承认自己的身份。第一次是耶稣

面对大祭司的提问“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

o”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1f强∈看见人子坐在那权

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第二次是耶稣被送到罗马执政官彼多拉那

里，彼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o”耶稣确认了自

己是神子又是犹太人的王。其实就是承认了自己弥赛亚(救世主)的身份，承认

了自己的神性。神性在为人的耶稣中是看不见的，但在肉身被摧残致死的残酷过

程中，随着肉体的衰弱，精神的伟大就得以呈现，以耶稣的无辜为代表的神性正

是在耶稣肉身的消亡过程里强烈地突显出来了。无私的爱，无畏的决心，全部的

牺牲，这就是我们在耶稣受难里看到的耶稣的精神。而耶稣的牺牲到底有什么价

值呢?对观福音书记载了在最后的晚餐上，耶稣让门徒喝葡萄汁，说“因为这是

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2sl 明确指出耶稣的牺牲是为了“多

人”，是为了通过献出自己来使人类的罪得到赦免。而与对观福音书不同，《约翰

福音》本来就用了大量笔墨来说明耶稣基督的奇特身份，所以在耶稣受难的过程

里反而不再突出这一点。在对观福音书里两次明确的肯定回答，在《约翰福音》

里都变成了回避式的模棱两可的侧面答复。耶稣回答祭祀的提问，“你为什么问

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㈨

耶稣回答彼多拉的提问：“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

真理作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o”而且，在回答彼多拉之前，耶稣

还特意指出“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

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㈨1所以耶稣暗示了他自己并不

是地上的王，而是彼岸世界的王。关于献身的目的，《约翰福音》也放弃了对圣

餐象征意义的解释，而是比较隐讳地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

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这里说明耶稣基督要通过自

己的死来感召唤醒民众对上帝之爱的觉悟。通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道成

肉身”的使命已经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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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信仰来说，对于神性来说，属人的死亡显然是不够的。“道成肉身”

中的肉身在经历了为人的一切苦痛之后必须超越普通人的肉身不可挽回的死亡，

才能张显神的能量，也才能给信徒带来希望。耶稣复活在“道成肉身”里加强了

人们得救的信心。福音书对耶稣复活的记载，特别强调了复活不仅仅是灵魂或者

精神意义上的，而是实实在在的肉身的复活。“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

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川”h‘伸过你的指头来，

摸(摸原文作看)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

“”肉身实体性的复活，更加张显了耶稣的神性，增添了门徒的信心。在耶稣复活

后向门徒显现的不长的时间里，他所做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完成恩赐圣灵的任

务，耶稣“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睇1并且指示门徒

他离开之后的传道任务：“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灵的名给他

们施洗”m1；“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万民原文作

凡受造的)”㈨。至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人问的全部使命才算完成。对

于神子而言，它是永恒的存在。但就“道成肉身”而言，耶稣复活之后升天离开

人间就意味着其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或者说历史性、实践性的“道成肉身”已经

结束。以奇迹开始，又以奇迹结束，从神而来又归于神，在这不可言喻的开端与

结束之间的高潮是通过耶稣基督肉身的毁灭和有限生命的牺牲而显现出来的上

帝永恒的爱和智慧向人主动地靠近。

2、<使徒行传》中的“道成肉身”：不言而喻的事实

《使徒行传》记录了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他的门徒，尤其是保罗的传道事迹。

在这里，随着耶稣的升天，上帝的“道成肉身”已经成为值得纪念的历史、需要

传播的福音、等待认同的信仰。

四部福音书除了《约翰福音》之外，都主要是对上帝“道成肉身”全过程的

现象描述而无意于把这个事件变成严格的教义。而从使徒开始传播福音的那一天

起，对福音信息的解释就成为必须而又十分艰难的～件事。对于没有亲身经历过

这些事情的人来说耶稣形象开始渐渐地模糊和抽象起来，使徒的主要任务就是为

“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做见证，尽量使人们的心灵接受救主。他们到处宣讲“这

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作见证。州州但是这显然不足以唤起人

们的相信，他们就凭借圣灵到处施神迹。而当各种奇迹又难免让人们误认为使徒

就是以人形显现的神的时候，他们着急地解释；“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

啪1，极力证明自己所行的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

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罩复活的，

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而且反复强调只有信靠耶稣基督才能得救：“除他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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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问，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此外，为了加强福音的可信度，使徒们还“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

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1，他们尽可能地从犹太人熟悉的《旧约》经文中为耶

稣的诞生和存在寻找可信的证据。另外使徒传道最重要的贡献是保罗在神的启示

下开始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使徒行传》基本上没有对福音书意义上的“道成肉

身”观念有明显地发展，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记录使徒为传播福音所做的工作，而

不是解释福音。

3、使徒书信中的“道成肉身”：对“道成肉身”事件的创造性阐释

在使徒传道的过程中他们遇到各种实际问题，需要互相交流，这样《圣经·新

约》的另外一个重要部分就产生了，那就是使徒书信。使徒书信以保罗在传道过

程中写下的大量书信为主，所涉及的问题很多，但都是关于信仰的，而对福音的

解释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耶稣一生未有任何著述，全部都是靠自己的言行传

达上帝的福音，《使徒行传》记载的也主要是耶稣门徒传道的言行。口头传播生

动而不确定，书信则是使徒们对信仰更加理性和集中的表达。在使徒书信中，对

上帝“道成肉身”的认识比《约翰福音》更加细致和深入，有了一些新的理解。

首先，使徒书信对耶稣基督献身的意义做出了明确的解释。保罗在《罗马书》

里讲“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

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藉着人的信，要

显明神的义。，，【”1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都没有如此清晰地表述过“道成肉身”

的意义。耶稣肉身所流的血是对上帝的献祭，而且不是为自己的罪，是为了世人

的罪。在此之前，耶稣为世人献身的观念已经确立，但是耶稣基督代替世人赎罪，

圣子把自己作为祭品奉献给上帝的认识还没有形成。这样一个无辜的人的牺牲怎

么就能拯救世人呢?这一点在四部福音书里都没有明确的表述，但这个问题对于

信仰却是非常关键的。耶稣的献身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感恩?这是一个

基督徒进入信仰之门所必须搞清楚的问题，也是使徒们传播福音所必须讲清楚的

问题。既然是献身，人们就需要感受到献身所带来的实际效果。在使徒的书信中，

耶稣来到人间并通过献身来为人类赎罪这一解释使福音书中耶稣的受难得到了

明确的说明，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耶稣基督的死亡才和人本身的生存紧密联系起

来了，从而使信徒们认信其牺牲的价值。在另外一封作者不详的书信《希伯来书》

里，作者更直接把耶稣看成以自己的生命为祭品的大祭司。这是在福音书中耶稣

自己从来没有提到和承认过的身份。“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作了将来美事的大

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

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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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之所以能为人赎罪，正是因为他的神性，他的纯洁无暇，“何况基督藉着永远

懿是，将囊己涎瑗踅蹙簸给辩，缒躲蠢岂不受裁洗净稼餐煞，豁。(驻文终‘整套’)

除去你们的死行，使你们事举那永生神吗。”“”而且《希伯米书》述特别指出耶

鲧正怒上帝“遴威窝秀”，踣器了鄹繇受滚是褪人跌葶l诱入凝器瑟嚣掌搂惩戆蠹

鬼手里救赎出来：“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祭自成了血肉之体。特攫藉

饕死，黢坏零攀聪援骢，裁鬣麓爨。菇要释敖霸魑一玺戮稔瑟瑟必毅癸鹣久。”
H刚

冀次，傻徒豢楼强诵了鼙鲧熬天冬褥之阕戆“串漂’0嚣毵献窭鑫纛冤嚣魏

生命，为人类赎罪，把人从罪照解脱出来。同样的意思在《希伯来书》、《彼得前

书》、《翁翰童书》中豁奏撼瑷。捷徒书籍辫突逡了释蘸在实强上帝与天翳联系主

的中介性辩】唯一健。《希伯来粥》里讲到“为此他作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

了天农蔫褥之鼹磁狍瓣器过，霞潮蒙露之夫褥着所澎海隶运翡产照。”涮，《鳕赣

纛书》星也说：“瓣有人狐罪，在父那星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纂督。

德为我稳戆雾露了撬黧祭。不是摹鸯我懿黪器，农怒秀替天下入酶器。”㈣天与

上帝不能直按沟通，取了人的形壤的耶稣是人与上帝之阅的中介。这也最“道成

爨赛”静一个霪簧凌魏。 ．

’

此外，使徒书信还特剐突出了耶稣基督在本质上是上帝的形藩。《约翰福音》

恐经攥窭；“天看熙了我，藏燕著愿了父”脚3，鼗使德嚣箍爨，美予在“i莲成疯

身”中上帝和耶稣的关系的紧密程度继续得到了反复强调。《哥林多后书》说：

“基鬣本怒牵孛瓣像”辖赜，诀为臻繇是童帝瓣太静黧瑶，毽这燕并没毒褫甓鞲稣是

如何显现上帝的。《腓斑比书》讲得受加清楚：“你们当以基餐耶稣的心为心。他

零骞辩辩澎缳，举驻鑫己每辩嚣等秀强夺数，反掰纛五，敬了毅钋静影像，袋蠢

人的栉式。”*”避难指出我们用肉眼餐到的耶稣基督怒“奴朴的形像”，也就是人

黔形象，毽蓄不觅盼襻豹形象也一誊在释繇鏊督黧。这静耱与入瓣统一完全笼法

用逻瓣来描述，一点足基督教神学致力予解决的～个悖论。《哥罗磷书》对耶稣

鏊餐静毪黻豹描述更加精缁：“爱子爨瑟不簸看燕之神豹豫，是蓠垒靛，在一留

被造的以先。因为万蠢都是靠他逸煦，无论怒天上的、地上的、熊餐见的、不能

蠢觅的，残楚霄佼静、主治熬、执政瓣、攀蔽靛，一概郝蹙藉着德逸静，又是菇

德造的。他戎万蠢之搬，筒鸯墩纛馒蕊立。他也楚教会金{搴之酋，能是嚣贻，是

觚死羹首先复釜的，使绝霹驻在咒事上嚣首寝。”话站途垂强诵了珲§繇帮上帝靛完

全一数，至藏无上毂秘毂。《箍靛来书》则邋过强调邪稣是上帝黪形象藤肯定德

的无鬣稷柄：“德楚享牵荣耀掰教静建辉，是稀本铬豹粪豫，常餍稔较麓魏命令燕

谯露蠢，艟洗净了入靛嚣，戟坐强麓天至大嚣的蠢迭。””3’爨之使施褒～蹙强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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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的耶稣是神的像，突出了耶稣基督对不可见的神性的显现功能，而且承认耶

稣具有完全神性并永恒存在。

从使徒书信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第一代基督徒们为了传播福音，对福音书

中“道成肉身”事件的价值和意义做了创造性的阐释。这种阐释吸引了大量信众，

为基督教神学研究做了准备，更由此开启了基督教教义争论的传统。

4、‘启示录》中的“道成肉身”：最初的基督

作为《新约》的最后一卷，《启示录》的文体风格与前面所有的章节不同，

它完全放弃了朴素的白描手法，放弃了生动的比喻，而是“采用异象的表达形式，

广泛运用象征和高度形象化的语言川圳启示性地描绘了末日审判、新天新地来I临

的景象，所以晦涩难懂。《启示录》虽然被放在《新约》的最后，但一般认为它

其实是《新约》中最早成文的。《启示录》从行文上看具有非常浓厚的犹太色彩，。

而且其重心在于宣讲永恒的天国的降临和神对罪恶的最终胜利，对其他《新约》

篇章极力描写、热情颂扬的耶稣基督其人其事所述十分简略。《新约》其他篇章

中已经表达出来了诸如神的形象、中保、大祭司等关于“道成肉身”中的耶稣基

督的身份特征在《启示录》里基本上没有体现。显然在《新约》写作中较晚出现

的“道成肉身”概念，在最早成文的《启示录》中还没有形成。但在《启示录》

中耶稣基督虽然不是描述的中心却是把所有异象启示给约翰的关键人物。我们可

以从《启示录》中看到一个复活升天后的耶稣(从耶稣生平角度讲)和前“道成

肉身?时期的耶稣(从“道成肉身”教义的演变历程看)。

在《启示录》开头部分就讲约翰看见象是人子的，“身穿长衣，直垂到脚，

胸闯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自，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这里出

现的耶稣基督仍然是人形，但和福音书里那个可亲可近的拿撒勒人耶稣显然有很

大差异。与那个被钉十字架的地上的人子相比，这里的耶稣是复活后的、天上的

神子，其形象更接近于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使，神性显然大于其人性的方面。基督

对约翰说话：“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

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问的钥匙。“”在这里，开头

描写的那个让我们十分陌生的人子亲自为自己定性；作为神子的他曾经进入时

问，现在又回到永恒。而且在《启示录》中，耶稣基督曾经三次说到“我是阿拉

法，我是俄梅戛(阿拉法俄梅戛乃希腊字母首末二字)，是皆在今在以后永在的

全能者。“”’反复强调自己贯穿始终的永恒特性，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启示录》

虽然没有“道成肉身”的观念，但几次提到耶稣都特别针对其曾经的历史存在(道

成肉身)，强调其复活之后的永生。因为“道成肉身”事件的发生，上帝“虚己”，

自我降低，无限的神性在有限的人性中显现，特别容易获得认同感，但也特别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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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被误解成有形有限的存在。《启示录》在这里不断重复强调耶稣的终极性，指

出在末日审判、新天地来临时起发挥大能的不是耶稣的人性方面而是其永恒的神

性。而其短暂的人间存在只是上帝让人得见无限永恒的慷慨的恩赐。

总之，《新约》通过不同作者出于不同目的写作，用对话、书信等文体手段，

比喻、象征等修辞手段，从各种不同视角刻画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生动过

程，呈现了其内在意义，但是这些关于“道成肉身”的表述比较驳杂、松散，存

在矛盾和重复，含义不清晰。于是在早期基督教内部就造成了种种分歧和争论，

致使基督教会不得不通过一次一次的大公会议用所谓的权威和正统来统一观念，

维护信仰的纯洁和完整。严格意义上讲，在《新约》对观福音书里所记述的只是

道成肉身“事件”，还没能上升到“教义”的层面上：从《约翰福音》到使徒书

信已经开始尝试对耶稣基督在人间的故事做出教义上的解释，但并未形成严格的

共识。

(二)“道成肉身”和“教父时期”的基督教

在《圣经》中初具规模的基督教“道成肉身”教义的最终确立是在公元2到

5世纪之间完成的。公元1世纪可以说是基督教的“新约时期”或者“使徒时期”，

这个时期基督教最基本的信念在《圣经·新约》里建立起来，又通过以保罗为代

表的使徒们从狭小的犹太人群体中向四面八方传播开来。由于使徒是第一代基督

徒，大多是得到耶稣言传身教的，所以这个时期基本上没有关于教义的争论和热

切研究。到公元1世纪末，最后一个使徒约翰离开了人世，“当使徒还活着时，

并无神学的需要。因为神学诞生于使徒的继承人开始思考耶稣与使徒的教导之

时，目的是要在新的情境中解释这些教导，并解决基督教信仰与行为的争议。”

哪!于是公元2世纪，基督教的发展进入“教父时期”。这个时期大约持续到公元

5世纪，也就是卡尔西顿会议召开的时候。“教父时期”在基督教发展史上具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基督教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最根本的正统教义就是在这个时候经

过激烈的争论才基本上尘埃落定，最终得到相对澄清并确立起来的。“每一个基

督教的主流教会——包括圣公会、东正教、路德宗、改革宗和罗马天主教都视教

父时期为基督教教义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每一个教会都把自己看作是对这些早期

教会作家之观点的继承、发展，以及必要时的修正。”⋯1正统基督教的发展必须

要感谢不断出现的所谓异端。正是各种异端乐此不疲地挑战，才使正统基督教出

于护教目的不断反思和完善自己的教义。

1、与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的争论

在《新约》中得到反复强调的“道成肉身”事件．在公元2世纪遇到的最大

的敌人是诺斯替主义。这一派基督徒贬低包括肉身在内的物质存在，认为物质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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缚和损害了神圣的灵魂，所以他们根本不承认上帝“道成肉身”，以及肉身化的

耶稣的受难和复活，“无法相信在基督之中的永恒上帝会让道成肉身和承受十字

架来玷污自己“⋯，所以他们坚持“基督二元论”和“幻影说”的观点。诺斯替

主义的“基督二元论”认为基督并非耶稣其人，耶稣只是基督的人形工具，基督

在耶稣受洗后才进入他的身体，借耶稣的话语教导信徒，在耶稣赴死之前，救主

就离开了这个躯体。这样《新约》里那个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耶稣基督就与各

种巫术和其他宗教中的神灵附体没有什么区别了。而所谓“幻影说”则认为耶稣

基督根本是灵性的神的使者，没有血肉之躯，只是像人的样子而己。诺斯替主义

从根本上否定了上帝“道成肉身”的可能性以及其重大意义，把肉身和非物质的

精神对立起来了，使基督教赖以存在的福音书受到了严重威胁。

面对唯灵论的诺斯替主义的挑战，正统教会坚决予以反击。神学家爱任纽

Clrenaeus 130-202年1提出“救赎的道成肉身”论，他指出对于上帝对人的救赎来

说，“道成肉身”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不可少的，“道成肉身”本身就是上帝救

恩的显现，“是整个救赎历史与个人得救的关键。道成肉身本身具有更新变化的

大能，它开启了一个逆转因罪恶而与神隔离并死亡的过程。””1爱任纽认为正是

凭借“道成肉身”，由于亚当的堕落而带给人类的罪和死亡的基本命运才得以逆

转，“耶稣基督完成的救赎，是借着他走过人类的整个生命历程，并在每个关键

上扭转亚当的不顺服。鉴于第一个亚当悖逆神的堕落，使败坏与死亡进入人类的

存在中，第二个亚当顺服神，并把人性提升到亚当在堕落之前也未曾经历到的境

界。”””爱任纽对“道成肉身”的推崇充分肯定了一个活生生的耶稣基督强大的

信仰功能。“道成肉身”带给人们有血肉的榜样、更新世界的信念和得救的希望，

而“诺斯替主义者并没有带给人类整体任何盼望。””1因为他们只承认非物质的

灵，而失去了物质依托的人类在历史时空里根本是寸步难行的，也就无所谓真切

明确的盼望了。

2、与阿里乌主义(Arianism)的争论

公元4世纪，一场影响更大的争论在基督教内部展开，而且直接促成了关于

“道成肉身”正统教义的最后确立。当时亚历山大的教会学校长老阿里乌(Arius)

反对亚历山大主教关于在“道成肉身”中“逻各斯”(道)与父神完全同等的认

识，认为如果“逻各斯”在耶稣基督里与人性结合，在受难中与人性一起受苦，

就改变了上帝不可改变的永恒的神性，而这根本是不可能的。阿里乌和其支持者

认为上帝是造物主，是非受生的，永远不变的，而在耶稣基督里面“道成肉身”

的上帝之道——“逻各斯”是被造物、是受生的，不是神本身，只是比一般的受

造物要高级。虽然“逻各斯”永恒存在，但总是低于圣父。“子和父神之问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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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差别在于：父是永恒不变的，然而“逻各斯”是在创世以前受造的，并且可以

改变和受苦。”旧】对于这种学说，亚历山大主教与之争论得不可开交，震动了整

个基督教世界，以至于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下令让罗马帝国所有的主教开会解决此

问题。这个问题关乎基督教教义的核心，如果“逻各斯”的神性被否定掉，耶稣

基督的神性也就不复存在了，建立在福音书基础上的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就会

动摇。公元325年，为了专门解决这个问题召开了基督教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全体

会议——尼西亚公会议，并通过了《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信经中讲：

“我们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创造有形无形万物的主。我们信独一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儿子，为父所生出来的光，从真神出来的真神，受生而非被造，与父同质，

天上、地上的万物都是借着他而受造的。他为拯救我们世人而降临，成了肉身的

人，受难，第三日复活，升天。将来必再降l|缶，审判活人死人。(我们)也信圣灵”。

“”《尼西亚信经》使用了《圣经》之外的词语“同质”(英文翻译为ofone substance，

希腊文是homoousios，是由希腊文的“一”与“实体”两个字组成的复合词)来

强调圣子与圣父本体相同，具有相同的神性。这个词的使用否定了阿里乌主义使

“逻各斯”低于上帝的次位论，至此，基督教会内部在圣父与神子(逻各斯)同

质的问题上基本取得了共识，进而“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神性也得到了充分

肯定。但是由于这个词是圣经之外的，其权威性也难免受到质疑。所以《尼西亚

信经》诞生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得到绝对的认可，许多阿里乌派的主

教更是不断对其进行攻击。在与阿里乌主义斗争过程中，亚历山大主教的助手，

在其去世后继任主教职务的阿塔那修(Athanasius，296—373)足起了关键作用的人

物。阿塔那修的代表作就是《论道成肉身》。他坚决捍卫父子同质的信条，反对

耶稣基督是受造物，认为如果耶稣基督是被造物，基督徒崇拜耶稣这样一个受造

物就是偶像崇拜，就是有罪的。只有耶稣是上帝本身的肉身化，基督教信仰才可

以成立。阿塔那修认为神子逻各斯在通过耶稣基督进入人类历史过程的中，其神

性未有任何改变。他和爱任纽一样继续用救恩论强调，在对人的拯救过程中耶稣

的人性和神性是缺一不可的，提出了“奇妙的交换”理论。人因为有罪而有了死

亡，通过“道成肉身”，神可以把自己塑造为人，因此人也可以通过神的恩典被

圣化而得永生。阿塔那修严格地区分了“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

但这种区分一直是基督教难以明确解释的。神性逻各斯如何在不改变自己永恒无

限的前提下不受肉身的限制而不受苦地经历人要经历的苦难和死亡?显然正统

教义和阿里乌主义各有自己致命的无法解决的弱点，但是相比较而言，阿里乌主

义的次位论使“逻各斯”在神之下又比人类高级，这样“道成肉身”的耶稣就不

再是上帝本身与人的合一，也就不能担当人与上帝之间的中保和桥梁的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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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由于上帝并不在耶稣里面，基督徒对耶稣基督的崇拜也就变成了彻头彻尾

的偶像崇拜；而且阿里乌主义使“逻各斯”成为上帝之外的又一个神圣存在，无

形中动摇了基督教一神论的根基。所以《尼西亚信经》对阿里乌主义的否定在基

督教发展史上是至关重要的。 ．

3、“道成肉身”教义的最终确立

当逻各斯以及其肉身化之后的耶稣基督的神性得到完全承认的时候，在以人

的形象存在的耶稣基督里面不可否认的人性和其神性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对

于这一点《尼西亚信经》并没有明确表述。于是有关耶稣的神性与人性之关系的

讨论在4到5世纪热烈起来，而且在争论当中圣灵在“道成肉身”过程中的作用、

圣灵与圣子和圣父的关系问题又被牵扯出来。这样在父与子的关系中耶稣基督的

神性问题进一步扩大为三位一体中神子的位格问题。围绕“道成肉身”问题展开

的各种争论更加复杂了。公元451年，卡尔西顿公会议制定了著名的《卡尔西顿

信经》进一步对《尼西皿信经》的内容做出了更加明确和详细的说明：“我们跟

随圣教父，同心合意教人宣认同一位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性完全人性亦

完全者；真是上帝，也真是人，具有理性的灵魂，也具有身体；按神性说，与父

同体，按人性说，与我们同体，在凡事上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按神性说，

在万世之先，为父所生，按人性说，在晚近时日，为求拯救我们，由上帝之母，

童女马利亚所生；是同一基督，是子，是主，是独生的，具有二性，不相混乱，

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二性的区别不因联合而消失，各性的特点反得

以保存，会合于一个位格，一个实质之内，而并非分离成为两个位格，印是同一

位子，独生的，道上帝，主耶稣基督；正如众先知论到他自始所宣讲的，主耶稣

自己所教训我们的，诸圣教父的信经所传给我们的。”㈨《卡尔西顿信经》非常

精细地描述了在耶稣基督里神性和人性的共存状态，但并没有给基督教带来清晰

明确的教义。耶稣的神性和人性怎样在“不能分开，不能离散”的情况下又保持

“不相混乱，不相交换”?像鸡尾酒那样层次分明的饮料的确是不混乱、不交换，

但同时它的各种成分又必然是分开和离散的。像咖啡那样的混合饮品其中的咖

啡、牛奶、蔗糖自然是不分开、不离散的但又绝对是混乱和交换的。《卡尔西顿

信经》所描述的耶稣基督的确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我们无论如何也不

能在现实世界中找到一个与之结构相似的实存；我们穷尽理性也无法理解这样一

种存在状态。然而这样一个在逻辑上讲不通的含混的定义却被神学家们认为是恰

到好处的。美国得克萨斯州贝勒大学的神学教授奥尔森(Roger Olson)就指出这

个定义制定的日的就是“想要表达与保护道成肉身的奥秘，以免受到曲解”，“但

它对于奥秘本身，并不作任何解释。”“”这⋯观点确有一定道理。正如中国古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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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中的许多重要范畴都无法精确阐释一样，任何企图把“道成肉身”的过程和

细节阐释得明白无误的努力，最终都难免损害了它的本来面目。而且对于宗教信

仰来说，奥秘某种程度上是必须的。在理性上完全讲得通的东西就不再是宗教信

仰的对象了。《卡尔西顿信经》的折中做法没有解决教义问题但却成就了后世基

督教的蓬勃发展。牛津大学神学教授麦格拉思指出，《卡尔西顿信经》没有对“道

成肉身”教义做出有约束力的解释，“这样作是明智的。每个时代的解释都有所

不同，因时因地而异。在公元2世纪的亚历山大，道成肉身的教义用柏拉图主义

进行解释；而在13世纪的巴黎，这一教义用亚里士多德主义进行解释：在19世

纪的柏林，则用黑格尔主义进行解释。每一次都是运用当时流行的哲学体系来阐

释教义的某些方面。但是，一个一个的哲学体系无情地淹没在时间长河之中，而

道成肉身的教义则永葆青春。上帝曾经进入人类的存在，使我们人类的光景有了

改变的可能，这就是道成肉身教义所表达的真理。”㈨到《卡尔西顿信经》为止，

“道成肉身”真正从福音书里的一个事件成为了一个相对成熟和明确的教义。尽

管这个教义本身还存在着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但圣子逻各斯作为三位一体的第

二位格肉身化为具有神人二性的耶稣基督并受难、死亡叉复活升天这样一个基本

内含得到了最终确认。

“道成肉身”教义的形成在基督教发展史上具有极其深刻的历史意义，在早。

期基督教对犹太教的革命性改造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道成肉身”通过神

对人类历史的亲临参与使《旧约》里希伯来性质的父神希腊化了。因为道(逻各

斯)的肉身化，不可见而且不可琢磨的犹太教的上帝变成了有血有肉的、可以沟

通的耶稣基督。被犹太人独占的神由于“道成肉身”从而以更加切实的面目，凭

着具体的行动、睿智的教导成为可以为全人类所分享的神。

在基督教普世化过程中，“道成肉身”在消解犹太教的民族局限性方面起着

关键作用。首先，耶稣基督的独特身份突破了犹太教的封闭体系，体现了基督教

信仰的开放性。从《|日约》里我们可以看到，在犹太教中，上帝虽然应该是一个

非人格的超越一切的神，却不得不为了引导以色列人，．降示自己制定的律法而通

过派遣天使、托梦甚至亲自向先知讲话等人格化的方式出现。《旧约》中的上帝

创造了全世界，却只和犹太人交流，只属于犹太人，以至于我们只要稍微动用自

己的想象就会赋予上帝一副犹太人的面孔。尽管同源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

教都明确反对把上帝人格化，认为上帝根本是不可把握的，但只要我们阅读《圣

经》就必然将其人格化。人只能和自己的同类沟通，或者更准确地说，人必须把

与自己沟通的对象转化为和自己相同的形象，才能进行所谓的沟通。所以一个完

全非人格的上帝却恰恰是最容易被人格化和民族化的。基督教的上帝则不同。从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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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道和肉身的结合赋予上帝一个明确的人间身份一拿撤勒人耶稣，堂而
皇之地把上帝彻底人格化了，但实际上正是由于耶稣基督身份的明确，“道成肉

身”断然取消了一切随意想象上帝的可能性。因为想象不可想象的上帝，人类总

是给自己制造各种偶像，耶稣基督的出现规避了种种妄想。“道成肉身”强调耶

稣神人二性的结合，但反对神人二性的混淆，坚持神性和人性各自的完整性。虽

然在耶稣当中如何保持人性和神性的各自完整，至今也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

但这样的教义却保持了神性的不可言说。耶稣基督的存在避免了我们把上帝随意

人格化为一个民族形象，神性得以在人性之中保持自己的独特性。这样我们就能

够心安理得地想象基督教的上帝，我们想象到的都只是耶稣基督属人的方面，而

想象不到的则是神性的方面。这样耶稣基督的犹太人身份丝毫不会影响到神性的

超绝，一个民族性的人格化的神就被消解掉了，取而代之的是由实在的肉身(人

性)与超越性的“道”(神性)结合而成的为各个民族所能共同接受的神。

其次，只有通过既神且人的耶稣基督的言传身教，基督教才得以简化犹太教

律法，使信仰具有更加心灵化的特征。耶稣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既曾表示过对犹

太律法的尊重，也曾经公然违反律法的规定在安息日为人治病，而且他明确把繁

琐的犹太教律法简化和概括为爱神和爱邻人这两条。后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

更提出了所谓的“因信称义”。对于被认作是由神制定的律法，想要对之做出任

何改动都有渎神的危险。只有通过“道成肉身”，耶稣才不仅仅是像摩西、以利

亚那样的先知、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而是和上帝同质的神子。只有神自己可以

有权对自己制定的律法进行改变。不管这是不是早期基督教徒的幻想，在信仰逻

辑上，在对犹太教的革新中，“道成肉身”是必须的。耶稣基督不仅宣讲着新的

福音，更通过实际行动履践着爱的诫命。随着严格的犹太律法束缚的解除，基督

教信仰更加心灵化、精神化，从而也更加容易为民族习俗各不相同的外邦人所接

受。正如恩格斯所讲，基督教“和以前的一切宗教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在以前的

一切宗教中，仪式是一件主要的事情。⋯⋯属于两种不同宗教的人(埃及人、波

斯人、犹太人、迦勒底人)不能共同饮食，不能共同进行日常活动，几乎不能交

谈。由于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隔绝状态，古代东方大部分衰落了。基督教没有造成

隔绝的仪式，甚至没有古代世界的祭祀和巡礼。它这样否定一切民族宗教及其共

有仪式，毫无差别地对待一切民族，它本身就成了第一个可行的世界宗教。川州。

此外，通过“道成肉身”的完整过程，也就是耶稣的诞生、受难、复活和升

天，基督教实现了信仰的超越性。耶稣的到来打破了犹太教建立一个人问天堂的

梦想，把拯救的希望推倒了彼岸。所有人都要像他那样在死后复活，还要接受末

日审判。耶稣基督的一生启示了所有的人都要经历的生命历程，消解了上帝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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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民族“应许之地”的承诺，上帝的救思不再是针对一个民族的现实利益的，

而变成了针对每一个个体人的永恒存在的。

这样经过“道成肉身”，耶稣基督以其独特的身份、革命性的言行以及这个

伟大事件的完整过程，完成了对民族性的犹太教的普世化改造，完成了在全世界

进行传播的教义上的准备。一个新的宗教——基督教才得以独立存在。

(三)“道成肉身”教义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

基督教“道成肉身”教义的形成不是偶然的。也并非像上帝创世那样，说要

有光就有了光。它的形成有着非常实际的时代背景阻及宗教、哲学基础。

1、时代背景

正如上文所述，从时间上看基督教“道成肉身”教义是在公元1世纪到公元

5世纪这几百年里逐渐形成的：从地点上讲“道成肉身”教义诞生在地中海沿岸

多种古老文明交汇的区域之内。而且由于“道成肉身”事件本身就是基督教得以

脱离犹太教，成为独立的新宗教的关键所在，所以“道成肉身”教义的形成是与

基督教的诞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基督教即将诞生的几个世纪里，地中海地区正处在所谓的“希腊化”时期

(the Hellenistic em，332B．(2-165B．C)。灿烂的古希腊文化从爱琴海迅速向周围地

区传播，而这个过程充满了血腥的味道。战争的一个附加功能就是强制性的文化

传播，古希腊文化势不可挡的推广正是依靠军事侵略来实现的。公元前334年马

其顿的亚历山太大帝开始大规模的东征．所到之处，希腊文明都落地开花。罗素

曾经对这段历史做出过这样的评价：“作为希腊影响的一位传播者，马其顿的征

讨还是相当成功的。希腊文明简直是源源不断地涌入了东方。希腊语成了各地有

教养人士的语言，并且很快发展为贸易和商业上的通用语言，就像最近几十年英

语的扩张一样。⋯⋯从那以后。希腊的科学、哲学．首先是它的艺术。逐渐影响

了古老的东方文明。铸币、花瓶、建筑与雕刻的遗迹，以及程度较轻的文学影响，

都是这场文化入侵的见证。”””马其顿帝国的辉煌十分短暂，很快帝国政权就四

分五裂，强权统治转眼就能灰飞烟灭而强势文化却内化于人的精神当中难以磨

灭。希腊化为基督教的诞生和“道成肉身”教义的形成准备了新鲜的养分。

与此同时，在地中海东岸的巴勒斯坦地区，犹太民族正经历着无边无尽的苦

难。早在希腊文化随着征服者的脚步不断四处传播之前，犹太人已经成为一个叉

一个强大力量征服的日标。公元前6世纪初耶路撒冷就曾被巴比伦王国所毁，大

量犹太人被掳．成为著名的“巴比伦之囚”，直到公元前538年波斯因王居鲁士

灭掉巴比伦，他们才得以回到家乡。”“希腊化时期．巴勒斯坦地区主要处于马其

顿的两个分裂政权塞琉西王朝(Seleucids)和托勒密王朝(Ptolemies)的控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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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两大政权彼此征战不断，犹太人因此饱受战争涂炭，纷纷移居地中海沿岸各

地，“这些犹太移民受到了更多的希腊文化影响。当以后基督教走出犹太本土，

到‘外邦人’地区传播时，这些希腊化犹太移民的后裔成了将基督教改造成为世

界性宗教的‘铺路者’。“721而留在家乡的犹太人在起义领袖马ante,(Maccabees)

的带领下经过艰苦的斗争，于公元前165年恢复耶路撒冷圣殿，并重建独立的犹

太国，直到公元前63年，庞培(Pompey)率领罗马军团占领耶路撒冷。

此后犹太人在强大的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仍然在压迫中艰难生存着，为了维

护信仰和民族独立，他们多次起义，也遭到了残酷镇压。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

把摆脱奴役和压迫的希望更多地寄托在上帝身上。正如马克思所言“宗教的苦难

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

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恩格斯也说：“同普遍的无权地位和对改善现状的可能表

示绝望的情况相适应的，是普遍的意志消沉和精神颓废。”””越是失败、屈辱、

痛苦，犹太人对《旧约》里上帝应许的救世主弥赛亚的期待越是强烈。时代的动

荡不安为救世主身份的耶稣的降临奠定了足够的心理基础。基督教正是于公元1

世纪诞生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区。恩格斯曾经对基督教诞生的社会基

础做了精辟的分析：

最初的基督徒来自哪样一些人呢?正像作为革命因素所应该的那

样，主要来自属于人民最下层的“受苦受难的人”．⋯⋯对所有这些人

说来，绝对不存在任何共同的求得解放的道路。对所有这些人说来，

天堂已经一去不返；破产的自由人的天堂是他们先人曾在其中做自由

公民的过去那种既是城市、又是国家的城邦；战俘奴隶的天堂是被俘

和成为奴隶以前的自由时代；小农的天堂是已被消灭的氏族制度和土

地公有制．所有这一切，都被罗马征服者用荡平一切的铁拳消灭净尽

了．⋯⋯被奴役、受压迫，沦为赤贫的A．4fl的出路在哪里?他们怎样才

能得救?所有这些彼此利益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冲突的不同的人群的共

同出路在哪里?⋯⋯基督教出现了．它认真地对待彼岸世界里的报偿和

惩罚，选出天国和地狱．一条把受苦受难的人从我们苦难的尘世引入

永恒的天堂的出路找到了．。”

很明显，新生的基督教主要在社会底层的民众当中传播，尽管耶稣说“该撒的物

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1，但早期基督徒即便对罗马统治者没有敌意至

少也没有什么好感。从公元l世纪中期到4世纪初，罗马皇帝对不敬罗马诸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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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皇权置之不理的基督徒们进行了持续的、大规模的血腥迫害。在如此艰难的情

况下，基督教早期的使徒、教父们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峰持对基督教教义进行了不

断的完善和不懈的传播。而“道成肉身”的思想就是于这个艰难时期在福音书中

提出并逐渐成形的。基督教顽强的生命力终于使罗马统治者出于巩固政权的目的

改变了策略。公元313年《米兰赦令》颁布，基督教历史性地获得了合法的地位。

当公元323年对基督教满怀热情的君士坦丁成为罗马帝国皇帝之后，基督教彻底

由政权迫害的对象变成了政权庇佑的对象。而在“道成肉身”教义形成过程中发

挥了关键作用的尼西亚公会议就是君士坦丁皇帝出于稳定帝国统治的需要，为了

避免教会分裂亲自发起并积极参加的。甚至《尼西亚信经》都是在君士坦丁皇帝

的强制命令下制定通过的。可见，基督教在获得世俗政权承认的同时也难免受到

世俗政权的干预。“道成肉身”教义的形成绝对不仅仅是单纯的神学争论的成果，

它萌芽于希腊化背景下犹太人对弥赛亚的企盼，成形于身受残酷迫害的使徒和教

父们虔诚的心灵中，又确立于罗马皇帝对基督教的蛮横恩宠里，它是多种时代因

素综合作用的产物。

2、宗教基础：犹太教

基督教完全是在犹太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甚至早期基督教就是犹太教的一

个派别。“原始基督教的前身是犹太教分裂派别——拿撒勒派。后因其为罗马帝

国统治者和犹太教祭司和长老们所不容，只能向‘外邦’发展。其经历曲折j坎

坷，直到在亚历山大里贬的希腊化犹太人中取得希腊文化的营养以后，才逐渐地

成长壮大起来。”“”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是犹太人，基督教早期信徒也大部分是

犹太人，在福音书里，耶稣的门徒就常常称他为“拉LL"，即犹太教师；基督教

《圣经·新约》的教义是从犹太教经典《旧约》基础上来的，当代神学家艾伯林

就认为：“《新约》隐含在《旧约》中，《旧约》彰显在《新约》中”o。。《新约》

常常引用《|日约》尤其是诗篇和预言书来证明自己的权威性。甚至耶稣自己都要

到《旧约》中寻找可靠的依据，才能让当时的信徒充分确认他的神子身份。据谢

大卫所著《圣书的子民》一书所言“《马可福音》中有八处提到旧约中的先知，

其中六处都论及弥赛亚的受难和死亡，并且所有这六处都是耶稣自己讲的话。”

””没有犹太教经典《旧约》，基督教的《新约》就根本无从说起。而基督教“道

成肉身”教义虽然具有犹太教所无法接受的革新性质，但它的确是在继承了犹太

教弥赛亚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旧约》的预言书多次宣称耶和华将在大卫的子孙里兴起一位救世主弥赛亚

(Messiah)。《耶利米书》提到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

的苗裔⋯⋯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1，《以赛亚书》更加明确地预言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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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家“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阻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

思)”。而《弥迦书》甚至指出了救世主诞生的地点：“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犹

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他的根

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蛳1。这位被各预言书高度重视的救世主在人间有着非常

重要的使命，这一点《以赛亚书》做了最清楚地说明：他要“作民众的中保，作

外邦人的光”[821他将“被藐视，被人厌弃¨“，但他却必须“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汹’，因为“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86Jt所以他“将命倾倒，以

致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IS61《以赛

亚书》第53章几乎就是对后来基督教福音书所记载的耶稣受难故事的精确注解。

至于这位救世主升天后的情形，《但以理书》记录了这样的异象：“有一位象人子

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

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困必不败坏。”

m1这里所描绘的正是这位救主升天后所得的永恒荣耀。《|日约》里关于救世主弥

赛亚的这些文字都和后来《新约》里“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紧密联系在一起。

其实在福音书里被耶稣本人所明确接受的名号，并且后来成为这个新宗教名称的

“基督”(希腊文Christos)一词正是希伯来文“弥赛亚(Messiah)”的希腊文译

名。《新约》中的对观福音书所要传达的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耶稣即是《圣经·旧

约》中预言的弥赛亚(救世主)。尽管在《约翰福音》中提出的“道成肉身”教义

中渗透着明显的希腊文化因素，但其中所蕴含的救赎主题仍然是来自犹太教传统

的。

从无神论角度讲，《新约》和《旧约》的这种内在联系必然是人为的结果。

“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只能是福音书在《旧约》素材基础上加工创造出来的艺

术形象，比如19世纪德国哲学家布鲁诺·鲍威尔就认为福音书“是艺术的虚构；

耶稣基督的生平故事根本就是‘基督教徒的幻想’，所有初代基督教徒都是自我

欺骗者。“”1而对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来说，《旧约》存在的意义就是为《新约》做

准备，《旧约》预言在《新约》里得到实现恰恰是伟大的奇迹。其实这两种完全

对立的观点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基督教“道成肉身”教义绝非凭空产生的．它复

杂而又富于魅力的内涵有着深刻的宗教基础和历史渊源。基督教承认犹太教律

法，承认《旧约》的权威性，承认犹太教和基督教信仰的是同一个上帝，更确认

耶稣就是《|口约》预言的救世主。但对于犹太教来说，一个肉身化的上帝却是无

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3、哲学基础

布鲁诺·鲍威尔曾经指出“公元4('年还以高龄活着的亚历山大星亚的犹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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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斐洛，是基督教的真正父亲，而罗马的斯多噶派塞涅卡可以说是基督教的叔

父”。汹1鲍威尔把基督教的哲学源头形象地归结到两个人身上。斐洛(Philon约

前25—45)是深受古希腊哲学影响的犹太哲学家，塞涅卡则是古希腊哲学流派

斯多噶学派晚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基督教与古希腊哲学的联系可见一斑。在基督

教“道成肉身”教义的形成过程中，古希腊哲学思想的渗透是非常明显的，但正

如鲍威尔所指出的那样，古希腊哲学思想并非原封不动地进入基督教，而是经过

犹太神学改造之后才成为基督教内在成分的，而在这个过程里斐洛的贡献不可磨

灭。

当《约翰福音》开篇就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并且首次用

“道成肉身”来描述耶稣在人间短暂的生命历程时，一个在古希腊哲学里司空见

惯而对基督教来说还是崭新的概念“道”进入了《圣经》。这里所谓的“道”是

希腊文Logos，英文翻译为Word，也就是在古希腊哲学中被高度重视的“逻各

斯”。逻各斯在希腊文里的含义多达十余种，主要包括“言说”、“思想”、“理性”

等等。早在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Herakleitos)就提出?逻

各斯”永恒存在着，“万物都根据这个逻各斯生成”⋯，从而把“逻各斯”置于

万物生发之源的神圣地位上，后来经过柏拉图，再到斯多噶学派，“逻各斯”一

直是在希腊哲学研究的各个层面上都发挥重要作用的概念。

作为生活在希腊文化中心城市亚历山大的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斐洛把希腊

哲学中的“逻各斯”与犹太教神学结合起来了。美国学者沃尔克指出：“在怎样

将希腊化思想与希伯来思想结合方面，他作出了伟大的示范。在后来的基督教神

学中，二者果然结合在一起了。”9”斐洛把古希腊思想引入了犹太教内部，从而

为基督教的诞生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支持。范明生在其所著的《晚期希腊哲学和基

督教神学》中把斐洛对“逻各斯”的理解总结为五点：“第一，逻各斯是非创造

的、永恒的、超越的。⋯⋯第二，逻各斯是神创世的中介，它相当于天使、长子。⋯⋯

第三，逻各斯相当于神赋予自然的规律。⋯⋯第四，逻各斯的两重性。斐洛认为，

在宇宙和人之中的逻各斯是双重的，它分别是无形的内在的和有形的外在

的。⋯⋯第五，逻各斯是指认识中的能动因素。”⋯这五点当中的d口两点在以后

基督教“道成肉身”教义中得到了较好体现。首先斐洛对逻各斯永恒、无限的性

质和存在状态的描述与后来基督教对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圣子”的规定是基本

一致的。此外，斐洛指出逻各斯是神创世的模型和中介，是永生天父的长子，逻

各斯内在于神，是“把各种存在等级结合起来的那种生命力，把神的启示传达到

创造秩序的总代理者”。”。我们看到，在斐洛这里已经出现了后来基督教“道成

肉身”教义中关于耶稣基督在神与人之间充当“中保”角色的思想雏形。关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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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施特劳斯在其《耶稣传》里也指出在斐洛的思想里“逻各斯一方面相当于

犹太人箴言文学中的神圣智慧，另一方面又相当于斯多葛派的世界理性、柏拉图

和新毕达哥拉斯派的世界灵魂和世界理念。菲罗(即斐洛)的逻各斯是上帝和世

界之间的中问人。”。”除了以上两个方面，沃尔克在《基督教会史》里还提到斐

洛认为逻各斯“是从上帝自身的存在中流溢出来的。上帝不仅以他为代理人创位

世界，而且其它一切能力也从它流溢而出。上帝通过它创造出理想的人，实际的

人只是其拙劣的摹本川“。斐洛对“逻各斯”产生方式的描述对后来的新柏拉图

主义产生了巨大影响。斐洛对“逻各斯”的这些认识很显然“是犹太移民接受了

希腊文化以后，企图用哲学的形式对犹太教义所作的解释，⋯⋯保守的犹太教是

不会接受这一些希腊哲学思想的解释的，但是当基督教传到‘外邦人’中间后，

斐洛的思想很快地为‘外邦人’基督徒吸收，使基督教——这个由犹太教分离派

发展而来的宗教，开始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m1斐洛与耶稣生活在同一个时代，

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对耶稣和基督教有任何了解。然而斐洛的哲学思想却成为后

来的基督教逻各斯基督论的主要理论来源，恩格斯就曾指出在斐洛调和了西方观

点和东方观点的著作里“已经包含着基督教全部的本质观念——原罪、逻各

斯¨⋯由此可见，整个基督教的基本轮廓已经形成，只是还缺少最后一块石头：

人格化的逻各斯体现为一定的人物，他为了拯救有罪的众生而在十字架上作出赎

罪的牺牲。”∽1于是斐洛的逻各斯最终在基督教中变成了“道成肉身”的上帝的

独生子耶稣基督其人。

二、“道成肉身”教义的发展

从基督教诞生就已经开始的关于基督教“道成肉身”教义的种种争论，绝对

不仅仅是简单的神学问题。早期基督教内的异端和正统之间并没有十分严格的界

限，稍不留神正统就有可能变成异端，而异端也可能隐藏在所谓的正统里。教义

的争论因为牵扯着罗马皇帝的权力，关系着帝国政治统治的稳定以及各个主教的

个人利益，所以十分复杂。公元5世纪基本确立的“道成肉身”教义混合了折中

主义的思想和息事宁人的态度，所以至今仍然是难以理解和充满矛盾的。它令一

代又一代神学家和基督徒们困惑、苦思、极力维护：又总是遭到理性的哲学家和

无神论者们毫不留情地进攻。当一种灿烂的文化已经在这样一个命题基础上发展

了两千年，而且还在生生不息的发展过程中时，这个命题本身到底是虚空的谬误

还是神秘的真理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哪怕它是公元前后几个野心勃勃的宗教狂热



山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分子编造出来的故事，哪怕它是真正在这个世界上发生过的历史事实，它对包括

政治、经济、文化、科学、艺术在内的全部西方文明所造成的经久不息的巨大影

响都是千真万确的。围绕“道成肉身”教义展开争论的一个根本目的是促进教会

的团结，可是这些争论的最终结果却导致了基督教教会的分裂。但这未尝不是一

个好的结果。在激烈的争论中，基督教毕竟没有走向在一盘散沙中消亡的命运。

(一)“道成肉身”与中世纪的天主教和东正教

。欧洲历史上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476年)到文艺复兴之间的一段时期(约

6—16世纪)被称为中世纪。中世纪是基督教发展的鼎盛期，一方面分裂为天主

教和东正教的基督教会对世俗生活的影响力空前强大，另一方面基督教神学研究

也是突飞猛进。在这个时期，一分为二的东、西方两大教会立足各自的信仰理念，

从基督论和救赎论两个不同的角度对基督教“道成肉身”教义进行了更加细致和

深入的研究。

1、东西方教会的分裂

从君士坦丁皇帝下令把星期天定为公共假日，基督教的标志出现在罗马的钱

币上开始，基督教作为罗马的国教获得了合法地位。从此基督教会得到了充分发

展的空间，逐渐形成了亚历山大、安提阿、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和罗马五大主

教教区。它们之间由于神学观点的分歧、教会领导权的争夺等复杂原因，关系日

趋紧张。最终导致以讲希腊语的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方教会和以讲拉丁语的罗

马为中心的西方教会在1054年的彻底分裂。

其实早在在425年卡尔西顿会议之前，东、西方教会就因为在基督教内部的

地位之争和教义理解上的差异闹得非常不愉快。卡尔西顿会议书面上确定了罗马

和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地位平等，但双方并没有真正同心同德。由于《卡尔西顿信

经》的主要内容是按照当时的罗马主教利奥一世的观念制定的，“充满了西方精

神”[“llt所以会议之后西方教会没有在“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身上再作纠缠，

而东方教会内部却对《卡尔西顿信经》有诸多不满，开始更加热切的基督论细节

的争论，“大多数在卡尔西顿之后的争议发生在东方，西方教会对它总是不闻不

问，除非有皇帝强迫他们介入。”㈨公元482年，当时的东罗马帝国的皇帝芝诺

(Zeno，公元474—491)发布了《团结法令》(也译为《合一谕》)竟然否定了

《卡尔西顿信经》的权威，致使东西方教会断绝来往，直到519年。教会史把这

段时期称为“基督教东、西两派教会第一次大分裂”“⋯。此后东、西方教会的

分歧和争论愈演愈烈，终于在1054年基督教会彻底走向分裂。基督教会的分裂

有各个方面的因素，比如政治因素——由于东罗马帝国的相对稳定和强大，东方

教会受到君士坦丁皇帝的控制：而西方教会却由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失去了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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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庇佑，从而也更加独立，始终坚持教会独立于世俗权力之外甚至高于世俗

权力，罗马主教对于权力充满了野心。再比如语言因素——西方教会使用拉丁语

而东方教会使用希腊语，这并不是说他们在交流上存在很大的问题，主要是在不

同语言环境中他们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差异。但无论如何对教义理解的根本性差

异却是东西方教会誓不两立的最冠冕堂皇的理由。

东、西方教会在教义理解上的分歧的集中爆发是为了一个和“道成肉身”教

义有关的“和子”的句子。《尼西亚信经》关于圣灵，只提到“从父出来”，而没

有提到子，而西方教会却擅自把这句话改成了“从父(和子)出来”。这一改动

引起了东方教会的强烈不满。这个问题看上去很简单，却牵扯到对三位一体中三

个位格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东方教会指责西方教会把圣灵次位化了。虽然他们也

承认圣灵“从父，经过子而出”，但坚决不能接受圣灵“从子而出”，认为西方教

会把圣灵降到了圣子之子的地位上，几乎取消了其作为独立位格存在的可能性，

瓦解了三位一体。而西方教会的三位一体观是建立在奥古斯丁的神学理论基础上

的，认为圣灵是父与子之间爱的誓约，具有统一的功能，．所以他们则指责东方教

会认为子和灵都出于父，是同时把子和灵都次位化了。这些在大多数基督教信仰

之外的人们看来毫无意义的细枝末节的问题，对基督教神学家们却是至关重要

的。在三位一体当中圣子是否被次位化直接关系到“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是否

具有神性，因而双方都不会冒着成为异端的危险承认自己的神学观点中有任何偏

差。t

基督教教会分裂之后，东部教会认为自己是正统，因此称为“东正教”

(Orthodox)，而西方教会强调自己的“大公性”，因此称为“公教”，汉语译为“天

主教”(Catholic)。两大教会在教义理解、敬拜仪式、教会组织以及信仰方式上

都有诸多不同。具体到对“道成肉身”教义的理解上，天主教和东正教也都在各

自的神学体系内对之有所发展。

2、西方教会的“道成肉身”观念

正如我们前面已经知道的，在基督教会分裂之前，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教会

基本上满足于《卡尔西顿信经》对“道成肉身”奥秘的解释，把神学研究的视野

转移到其他问题上去了。比如西部教会的重要神学家，整个天主教神学的奠基入

奥古斯丁(Augustine,354-430年)，其神学著作汗牛充栋，对许多神学问题他都

进行过大胆阐释。在其长篇巨著《论三位一体》中，奥古斯丁甚至从人的心智结

构的角度对三位一体做了创造性的理解，因而被一些学者称为“第一个心理学

家”。在同一部著作中，“道成肉身”教义作为研究三位一体问题必须加以分析的

内容也多次论及，但奥古斯丁完全把它限制在正统教义范围之内，没有再对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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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入的阐发。教会分裂后的天主教很快就进入经院哲学时期，大量系统的神学

著作涌现，其中也不乏对“道成肉身”教义的论述和完善。但中世纪经院哲学陷

入“唯名论”与“实在论”之争，“道成肉身”作为一个在教父时代就达成共识

的教义已经不是神学讨论的焦点所在了，主要在涉及耶稣受难意义的救赎论中得

到体现。

这个时期对“道成肉身”教义的完善做出重要贡献的主要是被称为经院哲学

之父的安瑟伦(Anselm，1033--1109)。他在1098年所著的救赎论名著《神为何

化身为人?》旱为上帝“道成肉身”的完整过程中最关键的一步——耶稣基督在

十字架上的牺牲提供了新的解释，从而加深了天主教对“遒成肉身”教义的理解。

在安瑟伦之前，传统救赎论对耶稣基督的受难持“赎罪说”观点，认为耶稣把自

己无罪的生命交给了魔鬼，从而把有罪的人从魔鬼的控制中解救出来。比如奥古

斯丁就认为“当魔以为基督被杀，自己获胜时，其实他自己才被基督战胜了。耶

稣基督，一个根本没有罪的人的血，为了我们的罪得到宽恕而流⋯⋯在这一救赎

行动里，基督的血作了我们的赎金，魔鬼得到赎金时，不是变富了，而是被赎金

捆绑住了，我们就得以挣脱他的罗网。”“”1而安瑟伦认为这种说法是对上帝极大

的侮辱，全能的上帝根本就无需和魔鬼做任何交易，所以他提出了所谓的“补

赎说”，也就是认为耶稣的生命是上帝代替人付给自己的赎价。安瑟伦在著作中

说：“除非人类向神付出他们因罪所亏欠于神的代价，否则人性就天法恢复。’但

是，这个罪债如此大，虽然只有人类欠了这个债，却只有神才能偿付；所以，这

个负责偿债者，必须同时是人又是神。因之，神必须负责人性与他的位格统。，

使那因其本性负债又无法偿还者，可以在他的位格里，偿还这个债务。”“”1安瑟

伦认为人因为犯罪而欠了神的债，而人自己没有能力偿还这种债务，神出于怜悯，

派遣他的儿子化身为人，让无罪的耶稣以罪人的身份牺牲，从而代替人类满足了

神的荣耀。当代神学家保罗·蒂利希更进一步指出上帝通过耶稣基督付给自己的

并不仅仅是一个无罪的生命而已，他认为在安瑟伦这里“对我们的罪必须付出的

代价是感情，因为我们不能付给，上帝必须付出这个代价。”“叫安瑟伦的“补赎

说”影响十分深远，一经提出就几乎完全取代了天主教神学原有的赎罪理论。

在安瑟伦之后，另外一位以大胆挑战传统著称的颇富争议的经院哲学家阿伯

拉尔(Abelard，1079_一1142)同样反对“赎罪说”，但他也驳斥了安瑟伦的“补赎

说”。阿伯拉尔认为耶稣作为一个人的所作所为要比耶稣的神子身份重要得多，

蒂利希指出在阿伯拉尔看来“基督的个人活动是决定性的，并不是他在上帝中的

本体论来源是决定性的。”“⋯阿伯拉尔提出上帝根本不需要我们的赎价，“我们

的救赎乃是，基督向我们表现的大爱，不仅使我们从罪的捆绑中得到释放，也为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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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取得神儿子的真正自由。这使我们可能完成一切事情，主要并不是因为害怕

恐俱，而是更在于我们对他的爱”“”3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不是针对魔鬼也不

是针对上帝自身，而是针对人类的。“耶稣化身成人与受死都是上帝对人类爱心

的最高表现，其效果是唤醒我们心中的爱。“⋯1阿伯拉尔提出的这种“道德影响

论”的救赎模式，具有更加极端的反传统色彩，更具有现代意义。

中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Aquinasl225．1274)是“道

成肉身”正统教义的坚决捍卫者。英国学者斯达姆(Eleonore Stump)指出：“阿

奎那对道成肉身教义的解释完全忠实于《卡尔西顿信经》所要说明的东西。”“”’

阿奎那认识到在“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身上存在着难以解决的悖论，所以致力

于为耶稣的神、人二性给出合乎理性要求的解释。他指出耶稣基督是由人的灵魂、

肉体以及神性组合而成的人，而上帝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格作为耶稣的神性是这

一组合中的一个成分。但这不是说在基督里存在两个位格或者两个实体。正如灵

魂“取得”了肉体而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一样。在“道成肉身”当中，人的灵与

肉作为人性的方面是被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所“取得”并与之结合为一个整体的，

“因此，这一新的组合与道成肉身之前的位格是同一个。⋯⋯在某一时刻，三位

一体的第二位格取得了人性。也就是说，第二位格除了他已经拥有的神性之外又

为自己增加了另外一种性质。”“”】5吁奎那非常成功地为《卡尔西顿信经》对耶稣

神人二性的规定做出了注解。在此基础上，他也从救赎论的角度对上帝“道成肉

身”行为的意义提出了个人见解。阿奎那综合了安瑟伦和阿伯拉尔的看法，认为

耶稣来到人间一方面是替人的罪作补赎，一方面是激发人的爱心。“基督的工作

是上帝能够选择的最明智最有效的方法，人类的整个救赎全以此为基础。⋯⋯基

督为人类所做的事正是人类本身无法做的。”“”

“道成肉身”事件是一个涉及耶稣基督一生多个阶段的完整的过程。“道成

肉身”教义贝Ⅱ主要包括以研究耶稣的身份和性质为主的基督论和以研究耶稣在人

间存在和牺牲经历的价值和意义为主的救赎论。总起来看16世纪之前的天主教

神学特别关心上帝对人的救恩是如何实现的，主要侧重于从救赎论的视角挖掘

“道成肉身”教义的深刻内涵和信仰价值。

3、东部教会的“道成肉身”观念

与分裂之后天主教神学研究的理性化、系统化不同，东正教神学家们更加尊

重传统，热心于对神圣启示的思考，专注于《圣经》诠释，特别重视信仰体验并

且不喜欢著书立说，所以东正教缺乏系统的神学理论而且神秘色彩更加浓厚。奥

尔森在《基督教思想史》中指出东正教神学“不仅反对在传统的神圣启示之外，

思考任何命题，并且也不注重理性主义的系统化。东正教神学，如果不是沉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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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也承认奥秘、并且容许人用反律法或吊诡的方式来表达信仰。这个传统所坚

持的许多必要区别，超过人类的理解力之外，对于理性化的西方心态而言，几乎

是无法理解的。⋯⋯(东正教神学)没有客观成文的权威可以作为判断标准。我

们很难找到任何东正教的系统神学，但系统神学却充斥着天主教和新教的所有神

学图书馆。““”而俄罗斯学者叶夫多基莫夫在其《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中也讲：

正教徒一向不喜欢“乖P学大全”，对各种经院学说也没兴趣．全部

繁琐的形式扣定义都会引起一种本能的轻蔑．正教不需要制定形式，

它所需要的是非形式化．一种来源于教会教父们的内在信念认为，对

奥秘加以思辨是不好的，最好对其沉思默想，让它发出光明，使我们

沐浴在这种光明之中；在不被理性化的情况下，奥秘才变得透亮．由

此形成的一种精神类型，其4tAr．学和肖像学特征远远超过推理、概念

和理论的色彩．““1

由于东正教神学这样的特点，我们几乎无从了解从基督教会分裂到19世纪之间

东正教神学中关于“道成肉身”教义的研究状况，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与天主教侧

重于救赎论研究相比，东正教更侧重于基督论的讨论。

早在基督教会分裂之前东部教会就一直有基督论研究的传统。从卡尔西顿会

议之后到681年的君士坦丁堡第三次会议之间的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东部教会

一直在围绕耶稣基督是一性还是神人二性，有一种意志还是具有神、人两种意志

的问题争论不休。在这场漫长的争论中最终胜出的是马克西姆(Maximus58(}---

662)的“基督二志说”。

马克西姆有拜占庭神学之父的称号，其在东正教神学中的地位相当于奥古斯

丁在天主教神学中的影响。他没有系统的神学著述，其观点主要零散地见于书信

和文字片断中，十分零碎，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神学主要是围绕“道成肉身”展

开的。马克西姆摆脱了仅仅把耶稣“道成肉身”当成上帝拯救人类的手段的观点，

指出“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过去是、现在也是万事万物的终极目标，⋯⋯道成

肉身是受造物最荣耀的冠冕，即使人类没有堕落犯罪过，也会有道成肉身的发

生。”n121他认为如果没有亚当和夏娃的堕落，“道成肉身”本来应该是受造的自

然目标和成就，但是因为人类始祖犯罪，“道成肉身”就变成了使人类获得拯救

的办法。所以在马克西姆看来“逻各斯”在耶稣基督里“道成肉身”是一个拯救

的行动但又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拯救的行动，这个行动的最终目的是使“逻各斯”

能够在被造的万事万物里普遍地“道成肉身”，而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人性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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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配合。人类必须在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中自由地与神的恩典合作，通过圣

礼和敬拜让圣灵充满自己，从而使整个世界万物都成为神的居所。这样在耶稣基

督里不仅有神的意志，还必须还有人的意志。因为“如果基督没有人类的意志，

神的创造与救赎计划的圆满实现，根本就不可能达成。他的人性必须与逻各斯的

神圣呼召自由合作，以超越纯粹受造者的身份，并进入神化的存在。川⋯1但是马

克西姆一方面强调“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既有神的意志又有人的意志，一方面

又认为耶稣的人的意志不会选择恶，只会顺从“逻各斯”选择善。因为他把人类

的意志分成了两种，一种是基督所拥有的“天赋意志”，一种是普通人的堕落的

“亚当意志”，而“天赋意志”永远都不会违背“逻各斯”。“最高形态的自由意

志是一种自身即产生理由而无须找理由的活动。自由意志上升到没有了选择的最

自由、同时也是最完美的行动之水平上。上帝是不进行选择的。一个肖似上帝的

圣徒的精神超越了一切偏好。⋯⋯完美寓于直接的简朴性中，它是与意志在超自

然上的自然汇合，这是最高的神性自由。”⋯”马克西姆的“基督二志说”最终还

是把人类的自由意志归结到了神的意志那里，看上去他设定这么两种意志的存在

似乎是多余的，其实通过二志说，马克西姆所要强调的是在“道成肉身”过程中

人性的主动参与以及向神性积极靠拢的必要性。在马克西姆看来“神化不是一种

强力，而是两种爱——下降的神性之爱和上升的人之爱的汇合”【l“1，．他的二志

说使“道成肉身”不再仅仅是来自上帝的单方面的拯救手段，更成为每个基督徒

可以企望通过意志努力达到的最高境界。

基督教思想史上东方教会对基督论的执着让“许多新教基督徒f天主教徒为

数也不是很少)，都怀疑这一切究竟是不是真有必要?耶稣基督乃是救主与主的福

音，真的会受到这些似乎很抽象、有时候甚至是吹毛求疵的辩论危害吗?”⋯“信

仰从来都不是千篇一律的，对耶稣基督的痴迷默想至少是东正教神学家们的心灵

需要。这种热衷基督论研究的传统一直持续到现代，甚至在19世纪的俄罗斯东

正教神学当中基督论仍然是一个研究重点，我们到后面另行分析。

(--)“道成肉身”与宗教改革运动

16世纪的德国经济落后、政治上一盘散沙，所以受罗马教皇的控制甚于其

它国家。天主教会占用大量财产并向民众征收各种捐税，大量财富流向罗马教廷。

许多神职人员行为卑劣、奢侈腐化，引起人们广泛的不满。在这种时代气氛中，

1517年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l483--1546)通过在维滕贝格堡教堂大门上张

贴《九十五条论纲》的方式对教会出售赎罪券提出异议，掀起了宗教改革的浪潮。

宗教改革运动催生了众多改革教派，一般把他们统称为新教(Protestants)。严格

的讲宗教改革运动针对的主要是天主教的教会体制，而并非针对教义。但是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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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和对教义的理解有关的，所以此后一直到17世纪，新教在相对统一的三大

原则(因信称义、圣经至上、信徒皆祭司)之下，改革理论层出不穷，彼此之间

不断争论和相互修正。而宗教改革运动使天主教也认识到自身问题的严重性，推

动天主教走上了自我完善的历程。早期新教对“道成肉身”教义的研究中颇为引

人注目的是对由耶稣基督在受难前夕亲自设立的圣餐(Eucharist，也可译为圣体)

仪礼之内涵的解释。这本是基督教圣礼神学的内容，我们之所以认为它是“道成

肉身”教义的一部分，是因为对圣餐的解释直接关系到基督教对复活升天后耶稣

基督的存在状态的理解。而改教先锋们对圣餐问题的关注主要因为他们坚决反对

天主教的圣餐“变体论”。“变体论”是在13—15世纪的天主教经院哲学中形成

的观点，认为在圣餐过程中饼和葡萄酒的外观虽然不变，但实质会发生改变，真

会成为耶稣的肉和血。在天主教内部这一观点一直到今天都具有权威性。而新教

出于反对“变体论”而形成的种种观点却成为新教分裂为多个宗派的原因之一。

马丁·路德在圣餐问题上持“合质论”观点，认为在圣餐过程中耶稣基督的

身体是始终I|缶在的，而不会发生天主教所宣扬的那种不可思议而又令人恐惧的实

在质变。因为在路德看来基督的人性由于“道成肉身”的缘故得到了荣耀，所以

已经升天的基督的身体是可以无处不在的，他说：“正如不可思议与无所不在的

神，亲近称为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不可思议与无所不在的基督人性，又于主餐中

再临到人类，而且可以被参加主餐者感受到。”m”这样在圣餐中无处不在的基督

的身体就与饼和酒合而为一了。虽然路德否定了天主教神秘的“变体论”，可是

他所强调的圣餐中基督身体的真实临在也是让人难以接受的。蒂利希就指出路德

的观点“照字面意义或用迷信的意义去理解，则它是荒谬的教义，因为它属于一

个被限制的身体。但如果用象征的意义，它就成为一个深刻的教义，因为它说明

上帝是出现在地上的任何事物之中的。上帝总是也以它的基督的具体历史表现出

来的。路德认为这是原始的，它的意义是在任何自然物体中你都可以发现基督。

在路德派的春天的星期日的礼拜中，你总发现大量的花和自然界的东西被带进教

堂，因为这是在世界上的基督的身体参预到教堂中来的象征。”“⋯蒂利希善意地

通过对路德观点的象征性理解来尽量使他的“合质论”看上去更加合理一点，但

路德的本意显然是拒绝象征论的。除了“合质论”，马丁·路德对“道成肉身”

教义中的其他问题也非常重视，他曾经对“道成肉身”中“道”的内涵做过专门

分析，并且研究过“道成肉身”中的上帝的存在特性。

与路德同时代的瑞士宗教改革家茨温利(Huldreich Zwin硝i，1484．1531)在圣

餐问题上坚决反对路德的观点，他认为路德的“合质论”与天主教的“变体论”

差不多，而且指出喝血吃肉本身就是令人厌恶的异教观点。茨温利对圣餐提出了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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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理性的认识，他指出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是分开的，耶稣复活后的身体也是有

限的，不能同时临到各处，所以“圣餐是一种纪念和忏悔，而不是一种与一个实

际出现的某人的个人之间的交往。川“”在茨温利所理解的圣餐中，饼和葡萄酒才

真正是在象征意义上代表了耶稣基督，他说：“我们尊敬且珍视圣礼为神圣事物

的记号与象征，并不把它们当作以它们作为记号之事物的本身。谁会如此无知，

把记号视为它所代表之物本身呢?”“2”与路德相比，茨温利的观点更容易为人类

的理性所接受。

宗教改革运动的另外一名领袖加尔文(Jean Calvinl509—1564)则希望在茨

温利的圣餐“象征说”和路德的“合质论”之间寻找到一条中间道路，他一方面

同意茨温利所认为的基督的身体受到限制，不能到处都在的观点，一方面又同意

路德所强调的圣餐中基督的真实临在。他说：“如果有一个可见的记号真的赐给

我们，作为不可见礼物的印记，那么当我们接到身体的象征时，让我们不要不相

信，这个身体本身也已经赐给我们了”【12”可见在加尔文的对圣餐的认识中，突

出了一个茨温利和路德都忽略的因素，就是信徒的信心。正是在信心的作用下茨

温利的象征性的基督身体就能成为真实临在的基督。加尔文把圣餐中基督徒自身

的能动作用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仅凭信心并不能真正地弥合象征与实

在之间的矛盾，毕竟真实感与真实本身是两回事。真实是千真万确，而真实感有

时却难以避免幻想的成分。

在宗教改革运动之前，基督教“道成肉身”教义主要是就耶稣基督复活升天

之前的生命历程而言的，只是包括基督论和救赎论的内容，而宗教改革家们对圣

餐的认识对作为“道成肉身”终点的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后的生命形式也做出了分

析，成为“道成肉身”教义盼必要的补充。

(三)“道成肉身”与现代基督教

总体上看17世纪之前的基督教神学，包括宗教改革神学在内，都还属于中

世纪神学，正统和传统有着绝对的权威地位。18世纪的启蒙运动给基督教神学

研究带来了新鲜的空气，神学研究开始更加理性也更加关注现实。而19世纪是

德国古典哲学的世纪，正如早期基督教受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一样，19

世纪的基督教神学研究深受康德、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影响，利文斯顿就曾经指出：

“康德、施来尔马赫和黑格尔的作品，就已决定了随后至少一个半世纪的神学进

程。”“珊20世纪初现代主义思潮进入宗教领域，在教父时代就已成定论的一些

权威性的传统教义在新的历史时期受到了挑战。而且有些现代神学家在新时代背

景下十分真诚地放弃了对自己所不能理解的奇迹的信仰，他们肯定了神话因素在

基督教里的存在。比基督教早期异端学说更加大胆的学说出现甚至为基督教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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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20世纪60年代后解放神学、过程神学等层出不穷，基督教神学研究出现

了更加多元化的局面。

1、现代新教神学中的“道成肉身”

18世纪之后的新教神学呈现出比较开放的局面，许多新兴的思想都可以在

新教神学中找到一席之地。现代新教神学中影响最大的是接受了现代主义思想的

新教自由派神学和维护传统教义的新教新正统神学。

新教自由派神学家施莱尔马赫(Frei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在

神学领域发动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他消解了神学教条的权威，从信仰主

体的心灵感受的角度重新定位宗教，认为“在所有的精神生活中有三个基本要素：

知觉、感受、行动。知觉导致认识；行动导致道德生活行为；感受则是宗教生活

的独特功能。”而宗教感受就是“一种直接的直观”。“捌从这个意义上讲，基督

教是所有宗教中最深刻和崇高的，因为它给信徒提供了一个可以尽情感受的活生

生的耶稣基督，而且耶稣本人就具有最高的宗教意识。旋来尔马赫认为“使我们

的宗教从禁止、限制和歪曲中解放出来是由基督完成的，基督本人具有充分发展

了的宗教意识。因为他不需要拯救，所以他可以成为救世主。这并不意味着耶稣

只是人的范例。他毋宁是Urbild(原始类型)，即原始形象，这是本质上与上帝

相结合的人的代表。川“”施莱尔马赫把耶稣看成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人而且是最

完善的人——可以成为救世主的人，他大胆抛弃了基督教传统教义里耶稣有神人

二性的观点，他的基督论从而具有了鲜明的自由神学特色。但施来尔马赫不是一

个自然神论者更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取消了耶稣的神性却又赋予耶稣强烈的上

帝意识。没有了神性的耶稣基督得以在精神层面上继续他与上帝的结合。施来尔

马赫说：“救赎者具备与所有人类一样的性情，但是他有着强烈持续不断的神的

意识，因而有别于其他人类。“””上帝的儿子被有上帝意识的人所取代。耶稣不

再是神的化身，而是上帝意识的载体。奥尔森指出施来尔马赫把传统的本体论的

基督论转换成了现代的功能论的基督论，“他的基督论不是‘成为’肉身，而是

‘采取’肉身。州删与之相应，旌来尔马赫的救赎论更强调耶稣的中介作用。他

认为耶稣之所以是救世主不是因为他是神子，而是因为他所拥有的独一无二的上

帝意识。耶稣凭借自己充分的上帝意识成为无罪的人并得以与上帝结合，所以耶

稣能通过自己的全部生命把上帝意识张显出来并传递给更多的人，使更多的人得

以脱离罪恶。“基督是传递上帝救赎力量的中介，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完善人性的

典范。”“州基督徒正是从耶稣的完美知道了人自身的罪恶，从而在耶稣完善人性

的引导下踏上得救之路。

传统的“道成肉身”教义被旌来尔马赫巧妙地改造了。这一改造保留了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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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完美以及其救赎功能，却从根本上否定了耶稣的神子身份。耶稣是人性的

提升而非上帝神性的下降，这样一个耶稣更容易为现代社会条件下的基督徒所接

受。施来尔马赫力图使基督教传统教义适应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又不像自然神

论那样完全背离基督教传统。他在现代文化与传统教义之间进行调和的努力给基

督教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发展开辟了一条道路，但也遭到了正统派的质疑。维

护基督教神学正统的神学家们认为施来尔马赫“培育了一种宗教上的主观主义”，

《圣经》、教义传统都被置于宗教体验之下而不知所往。

面对现代文化的挑战，自由派神学是一味迎合，保守的基要派神学则是极力

抵抗，而20世纪影响最大的新教新正统神学则通过强调上帝的超越性避免了和

现代文化的直接碰撞，他们主张基督教不应同科学、文化联盟，也不必恐惧、排

’斥这些东西，基督教信仰应该在超越层面上保持其独特性。新教新正统神学的代

表是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新教神学家的卡尔·巴特(Karl Barth，1886—

1968)。卡尔·巴特神学体系十分庞大而复杂，他的《教会教义学》甚至被称为

当代的《神学大全》。在对待“道成肉身”问题上，巴特的观点是对正统教义的

进一步深入阐发，而非像自由神学那样的应时改造。和施来尔马赫一样，巴特也

强调耶稣中介者的功能，但施来尔马赫是从作为人的耶稣能够传递上帝意识从而

改造人性的角度讲的，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传统教义，而巴特则完全是在正统教

义中“道成肉身”的耶稣具有神人二性的前提下谈论中介功能的。他指出在耶稣

身上涉及的“是上帝与人相遇并共存的对话，涉及到了他们双双结合、保持和完

成的联盟。在耶稣的位格上，他既是人的真正的上帝忠实同伴，又是上帝的真正

的人的忠实同伴，既是下凡和人共处的主，又是升天和上帝共存的仆人，既是从

最高的、最光明的彼岸说出的话，又是在最深的、最黑暗的此岸中听到的话：两

方面都是有条不紊，却又密不可分，是完全的一体，既为此，又为彼。在这个统

一体中，耶稣基督是上帝和人之间的中介者，调解人。他出现在人的面前，为上

帝而要求和唤醒信仰、爱和希望，在上帝面前代表人、满足人、又为他们提出要

求。他向人证实并担保上帝的自由恩惠，又向上帝证实和担保人的自由感恩。他

以他的位格建立起了上帝对人的权利，也建立了人在上帝面前的权利。凭藉他的

位格，他就是完全的联盟体”“”。巴特对耶稣身上神性与人性的共存状态做出

了详细描述，对耶稣作为神人中介的作用更做了明确的说明。神人二性、位格合

一给理性制造的圃难在巴特笔下其乐融融的场景里仿佛不存在了。此外巴特特别

重视耶稣和上帝之道的联系。“道成肉身”的“道”就是三位一体里的圣子逻各

斯，也就是圣苦，巴特说“耶稣基督是完整的、唯一的上帝之言，只有他才是上

帝之光、上帝之启示。?“州“道成肉身”在巴特这罩被生动地描述为上帝的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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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整个的生命就是上帝的话语。正如奥尔森特别指出的“当巴特说耶稣基督是

神的启示时，他不是指耶稣的教训或榜样，而且指时空与永恒里的耶稣。⋯⋯耶

稣基督——神的儿子——是神完美无间的自我表述，其他的重要启示，诸如应许、

盼望、回忆，都以他为中心。⋯⋯基督不只是历史人物，不只是个榜样、表率、

先知。他更是特别的人，是永存的神的儿子与神的自我表述。”“⋯巴特如此强调

耶稣基督是圣言的目的之一是为了矫正保守派神学在反对自由主义，极力维护正

统教义过程中形成的《圣经》正确无误的观点。巴特认为《圣经》是人的著作，

作为对上帝话语的见证而有意义，他说“至关重要者正在于，上帝本身亲自走近

人的视野，并说出他的这种不可比拟的、任何人的话语比拟的话语。⋯⋯一切人

的话语，哪怕是至善的人的话语，只能够直接或间接地证明它，但无法重复它、

取代它，不可与之竞争。”“3”但是巴特在强调耶稣作为被说出的圣言而通过自己

向人揭示上帝的同时又指出上帝是绝对超越性的，无法被人所认识。“在基督里，

上帝启示了自身。上帝自己出来说话了。然而在这里，已经启示出来的上帝，即

(揭示出来的神)还足隐蔽的上帝，即(隐蔽着的神)。⋯⋯对耶稣基督中的上

帝的认识，与上帝的隐秘性这两者，似非而是地就是一回事，是悖理地同一的。”

“”1“道成肉身”的目的是上帝要自我揭示，而对人来讲上帝又永远是隐蔽的，

巴特把比神人二性的合一更加难以琢磨的悖论推到我们面前。“巴特神学代表了

二十世纪基督教神学发展的一个方向。他强调彼岸与此岸，上帝与人，神圣与世

俗之间的区别和‘无限距离’。他恢复了上帝的超越性在神学中的中心位置。．”“”1

2、现代天主教神学中的“道成肉身”

与新教保守派的《圣经》至上不同，天主教强调的是教会权威至上。这就使

天主教神学的现代化遇到的阻力远远大于具有革新传统而相对开放的新教神学。

但是面对新的社会环境，天主教神学必须对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做出回应和必要的

调整，现代化也在教会的抵制和批判中进行着。而在天主教神学现代化进程中，

对“道成肉身”提出一些新观点的是天主教现代派和自由派。

天主教现代主义是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天主教革新运动。这次运动

在法国影响最大，主要参与者法国天主教教士卢瓦絮(1875．1949)认为上帝的

福音不是僵死的，而是动态的，“基督教的教义也要不断地发展出新形式，以适

应当代认识的思想模式和宗教体验的事实。早期犹太人基督教的希腊化，就是这

个过程的最明显的例证⋯⋯道成肉身和三位一体等教义，是希腊化的信条⋯⋯这

些教义，可以预期也会经历种种改造。川删。所以在他看来“道成肉身”教义本

身就是基督教发展的一个成果，没必要一直保持公元5世纪的面貌。利文斯顿指

出卢瓦絮“把耶稣描绘成一个天火的报信者，一种宗教精神和运动的开创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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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那永无迷误的真理的启示者。他把耶稣说成在判断上是受限制和会失误的，

把信条说成相对的，因为它受到变化的历史环境的制约。他还把肉体复活看成神

话的说法”“⋯。卢瓦絮说得没错，基督教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任何教义包括耶

稣基督本人都不可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保持同一副面孔。但是当基督开始变化多

端、教义可以无限阐释的时候，天主教会的权威也就随之不那么牢靠了。1907

年天主教现代主义遭到了教皇庇护十世的严厉制裁。

几乎与天主教现代主义同时，在英国公教内部出现了力图使公教信仰和现代

思想相协调的自由派运动。一些年轻的英国公教教徒在1889年共同撰写出版了

《世界之光》论文集，表达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神学观点。其中伊林沃思的《道

成肉身与发展》一文竟然大胆地用进化论来解释“道成肉身”，力图从根本上消

解科学与基督教信仰的对立，从而捍卫天主教的权威。伊林沃思认为“进化论对

于神学的最大贡献是使人重新发现了神的内在性，即希腊神学中具有创造性的逻

各斯。”“”他说：“用科学的语言来说，道成肉身就可以说是把一个新物种——

神圣的人引进了世界，神圣的人正如人类超越了其余的动物一样超越了以往的人

类，通过一种精神过程把他的生命力传递给以后世世代代的人们。“⋯伊林沃思

的观点与其说是改造基督教传统教义来适应现代科学，还不如说是利用和改造了

流行的科学来为“道成肉身”做辩护。此外，在另一个自由派天主教徒戈尔所撰

写的论文《圣灵与灵感》中提出了一种放弃神性的“道成肉身”论。戈尔认为以

肉身形态存在的耶稣就必然接受人性的所有局限，因为“道成肉身就是上帝的虚

己(放弃神性)，为的是在人性的条件下，从人类的角度来揭示自身”“⋯，所以

耶稣并不是全知全能的。他只是在所有自然限制之内通过自己崇高的道德品格和

富有魅力的言行张显上帝的神性。

．现代天主教神学中适应时代需要而形成的对“道成肉身”教义的创新观点都

不约而同地削弱了耶稣的神性，而把耶稣限定在人性的楷模和人类所将要成为的

理想的人的位置上。古老的“道成肉身”变成了现代的“人性成圣”。

3、俄罗斯东正教神学中的“道成肉身”

1453年随着东罗马帝国灭亡，东正教的中心逐渐转移到了俄罗斯。俄罗斯

东正教神学研究在19世纪之前延续了使用希腊文的东正教传统，又为了反抗新

教的扩张接受了用拉丁文写成的天主教神学著作的一些观点，没有形成有自己特

色的神学著作。到了1820年，《新约》才被翻译成俄语“⋯，《圣经》得到广泛阅

读，并促进了俄罗斯神学的发展。俄罗斯神学延续了东正教重视基督论研究的传

统，在系统神学相对欠缺的情况下仍然出现了关于“道成肉身”教义的丰富的思

想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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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洛维约夫(18S3—1900)被认为是标虑着俄罗斯进入了一个系统的思想时

絮的宗教嚣举家。稳黯“遴成海骞”静莰汉，嶷中槎蓬豹专_=演漤当孛；索洛维

约必认为在“道成肉身”里存在双熬虚己，“基督舟上两种本性的俄格统一是两

静纛基熬结巢；基餐赛主鲍入注鑫遨逮蔽弃爨身潋镂爻舞上帝豹奏璎骚务，扶嚣

实现天父的意志；撼督的神性脱离全能的荣耀以便使基督的人性与～切人间体，

获孺健天鸯蔟裤纯埝辞裂审获褥这一荣耀。¨”3索涤维约夫把簧统棒学孛对上索

通过“虚己”而降单从而使“道成肉身”成为可能的观点扩展开来。上帝单方面

翦纛毫强调了主帝瓷“道或露旁”串骢缝对主导缝键，帮撼入薮戮了被动承受戆

位鼹上。索洛维约夹的双薰威己突出了人性对“道成肉身”的积极黪与。索洛维

鹭爽疆诱“莲戚巍囊”懿爨陵之一傻天整残圣或者褥蘧，健苓是又校在耱往弓l导

下的自我提升，而魑人性自馓地倒宅自己以便接受神性的澈造。

淫袈梅洛夫(1863--1920)，怒喀远弹学褥学院翦教授，恁麸基督学入类学

的角度理解“道成肉身”，认为“张基督来临之后，没有任何东西强加给人的生

存，没有往辩鍪要往套天，嚣条道鼹器蠡巍遥择瓣辩涯法摆在每个入蟊蓊，嚣受

儿予们在圣予中的尊严不魁接受援救。而越积极地参加神性与人性的共同的战

斗，瞧裁楚稷祭霰钌÷字絮者一莛鬏钌卡字檠主。在这一参与蓑瑟上，需簧鑫壹

意忠和童贞——匕带乏母的决心，她代表我们宣布：造物同懑孕育国己的造物主，

箨淹上帝之溪之零髂论条棒黪篥歹℃灭嚣逢锈圭。““8湟蘩酶洛夫把索洛缍终夫夔

人性通过自擞地虚融来顺从神性从黼参与“道成肉身”的观点更摧进了一大步。

东菠毅一或耗圣母爱藏起入类蘸代蠢天，熬孕弯了舔鲧著绘褥子潋久莲。蕊驭“道

成阻身”不只是仅靠上帝自己的意虑就能炎现的，述有圣母马利碱代表人炎接受

了燕子翁舔箍。马稍甄嚣筑洁稻始鼗表天豢傲蠢静是毒选择秀“遂戚蠹舅”准鍪

了必骤的人性条件。“道成肉身”是禚童贞女马利豫的直接参与下才得以实现的。

获这个意义上讲，邵稣蘸入往不霞便是我表毽一个久嚣久毪。天不是旋魂懿承受

基餐在十字絮上牺牲带来的救恩，褥必须“在基督照”和蹙难者一起经受痛苦。

郡鲧说“蓑有久要鞭获我，藏当舍跫。鹜藤健靛卡字檠，来鼹蔽我。引“4在淫囊

梅洛失这璧“道咸肉身”是{母人合作的结搽。参与“道成魄曳”的不仅是上帝蛇

神缝每菲繇静入链，还畜蒋疆魏入经。

蛾罗靳萋名的寒教蜇举家别尔嘉耶夫(1874--1948)则从龟4造的意义上米理

解“灌成海骞”。{蠢诀兔“遴成巍囊是截畿静顶蝾”n嘲，是上帝弼壁计划懿一

部分。上帝“遴或藏身”的鞋麴裁愚疆使人类茌基粼壁成必更加完蛰的新造瓣人。

“入不是被基督拯救酶，入蹙在基蓊里褥敷豹，入程得救辩交成了采鑫基蘩、来

宾上帝匏‘灏造貔’。”““3艨以在救簇论上，别尔黯部夫疑对安瑟谂的於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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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那是诉讼赎罪观。拯救不是审判，而是爱和创造。别尔嘉耶夫说：“救赎的

意义在于新亚当的出世，新宗教人的出世，在于老亚当陷于罪恶前所不知道的爱

的出现，在于鄙俗本性变为高尚本性，而不在于调节老亚当及其旧罪本性同上帝

之间的关系，不在于一方对另一方的饶恕和满意。基督降生的意义在于实际地改

变人的本性，在于创造新型的宗教人，而完全不在于确立精神生活必须执行的律

法。⋯⋯基督的出世和精神上的救赎，只有当作创世的继续，当作创造的第八天，

当作新亚当的出现，即当作宇宙起源和天体演化的过程，当作创造中神爱的表露，

当作人自由的新阶段，才可以理解。”““1在别尔嘉耶夫看来“道成肉身”和人类

的原罪没有关系，它是上帝对世界前景规划按部就班的实施。“在神一人之基督

中，上帝在人内出生，人在上帝内出生。上帝成人，是为了使人成神。认识上帝，

就是有意识地体验上帝在人灵魂中的诞生。道成肉身不是起因于堕落，而是起因

于上帝成人的亘古愿望。川⋯3别尔嘉耶夫指出“道成肉身”源于上帝对人类无条

件的爱，同时像前面提到的俄罗斯思想家一样，他也强调人类对“道成肉身”的

参与，而且特别指出人是凭借对上帝的爱参与到这一伟大事件当中来的。“在神

一人基督中，在新亚当中，无限的神爱同人的回答爱结合在一起。⋯⋯在救赎中

起作用的不仅仅是神的本性，而且是人的本性，天赋的宗教人本性。“””别尔嘉

耶夫把入神互爱作为“道成肉身”的关键提出来了。

与以上东正教神学思想有所不同，布尔加科夫(1871—1944)把耶稣因为“道

成肉身”而获得的神、人二性扩展到了“逻各斯”本身当中。他指出“逻各斯因

为是上帝之子和神，世界创造者，所以在其神性中从永恒起就具有一种人的面貌，

他是从天上降下的人之子，是天上之人，是永恒地存在于他的思想、因而存在于

神性生命中的上帝的人性面貌。⋯⋯道成肉身因此不是世间历史和拯救过程中的

一个“情节”，而是被造之人的完成(ent616chie)，是他的开始与终结。”““布尔

加科夫认为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格圣子“逻各斯”本就具有人性，人性内在于神

性当中。他彻底打破了人性与神性的隔膜，为人的新生彻底清除了障碍。“在基

督里，能具神性的人类本性(natura humana capax divini)和能具人性的神性本性

fnaturadivinacapax humani)使道成肉身成为可能，这就是说，在‘按照上帝形象’

造人之时，具有神化形式的人的结梅已经是神人两性的，具有神性一人性的力量。

在堕落之后，道成肉身恢复了已被败坏的一切，基督重新创造了正常的条件，使

人在本体论上重新接受和容纳神性。”“⋯别尔嘉耶夫新宗教人的创造在布尔加科

夫这里变成了人身上神人二性的恢复和重生。

从索洛维约夫神人二性的虚己到涅斯梅洛夫神人二性的合作，再到别尔嘉耶

夫神人二性的相爱，再到御尔加科夫神人二性的互容．总体上看俄罗斯东正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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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主张“道成肉身”是神、人二性的互动，特别强调人性的积极参与，强调圣母

马利亚的关键作用。

4、宗教多元主义对。道成肉身”的认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集中营里的屠杀、战场上的硝烟都给基督教信仰带来

了极大的冲击。上帝的公正性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得救的梦想空前渺茫。普

遍的信仰危机从心灵上削弱了一些传统教义的权威，使基督教神学获得了更加自

由的研究空间。基督教神学研究进入了众声喧哗的多元化时期。在神学中再也没

有什么是不可以涉及的，再也没有什么禁忌。随着电子信息时代的到来，世界各

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的交流和了解也越来越多，人类社会被麦克卢汉

称为了“地球村”。宗教信仰不同的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在各个领域里相遇并合作。

在世界一体化进程中，基督教如何与其他宗教融洽相处成了当代神学家们关心的

问题，宗教多元主义应运而生。多元主义神学力求在从犹太教传统而来的那个与

异教誓不两立的上帝身上找到宽容。而对基督徒来说，多元主义意味着首先必须

放弃的是“我神独尊”的态度。

当代神学家约翰·希克(John Hick，1922一)从宗教多元主义立场出发，于

1993年出版了《上帝道成肉身的隐喻》一书，从基督论的角度专门探讨了在现

代视野中如何看待耶稣基督的问题。希克认为，基督教传统的“道成肉身”教义

在宗教多元共存的今天看是很成问题的，因为“如果他确实是上帝道成肉身，那

么基督教就是惟一优越于所有其他宗教的。““1这当然极不利于基督教和其他宗

教的平等相处。所以他提出“神的道成肉身，从隐喻意义上理解比从字面意义上

理解更好——耶稣体现了这样一种理想人生，即他生活在对上帝诚信的回应之

中，以至于上帝能够通过他而行动，他因此体现一种爱，这种爱是属于人的，是

对属神的爱的反映”05”。在这部著作的最后，希克给他的宗教大同的理想提供

了一个方案：“有一个终极的超越的实在，它是万物的根源与基础；这个实在相

对于人类生活是仁慈的；这一实在的普遍临在用属人的语言说表现(‘道成肉身’)

在世界各大灵性导师的生活中；在这些导师中，我们己发现耶稣是实体对我们的

主要启示，并且是我们生活的主要指导。”o”1希克认为所有宗教信仰的其实都是

同一位神，只是这个神在世界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启示了自己。但希克给我

们描绘的宗教大同场景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宗教相互之间的借鉴和

同化可以追溯到基督教的源头，可是借鉴和同化是有底线的。如果一种宗教放弃

自己所信仰的神的唯一性和独特性，那么它离自己的消亡也就不远了。

基督教“道成肉身”教义从来没消偿现在这样如世墨谣；缤纷。也正是由于它檄叫￡多
样机焖释帝罐蓼形于．!会在基督孝％信仰内外嘏I起了广泛的注意。“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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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安身立命之所在，f螨6生了许多信仰的难题，考验着一代又—叶l麓罐黜理性和信
心，又催生TNa'F盈：明史中包韶；哲学、艺术、文化等在内的诸多宝贵的精}申财富。

第二节显微镜下的解剖：

基督教“道成肉身”教义的内涵

在上一章我们已经比较充分地探讨了基督教“道成肉身”教义形成发展的基

本情况，对这个命题的含义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这一章，我们把视野从宏观转

到微观，立足于“道成肉身”教义本身，对其内涵做进一步探讨。需要特别说明

的是，现代基督教神学对“道成肉身”教义的改造和创造性的理解是有目共睹的，

但两千年来基督教在全世界传播和发展所依据的仍然是传统教义，大多数基督徒

尤其是平信徒所接受和认信的仍然是那个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本节我们还

是主要对正统的“道成肉身”教义做一下分析。

笼统地讲“道成肉身”就是指“耶稣基督在地上为人的整个存在。”““1可是

这个简明扼要的定义对于对基督教毫无认识的人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意义。更详细
一点的说法是：“‘道成肉身’的意思是说上帝在耶稣其人里进入了人类历史。‘道

成肉身’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进入血肉之躯’。作为道成肉身的上帝，耶稣开

始传讲上帝对我们长阔高深的爱和上帝希望与我们和好的心愿。在宣讲人需要与

上帝和好、人可以与上帝和好时，基督像上帝一样或者代表上帝对我们说话。”

““1这个定义比较准确地说出了“道成肉身”的实质以及耶稣基督在人间的工作，

但是对耶稣基督的个人命运还缺乏必要的说明，其实任何一个定义都只能从一个

角度入手而不能涵盖“道成肉身”的全部内容。所以我们从五个侧重点(所谓的

5个W)来分别探讨一下“道成肉身”的内涵。

一、wha卜_“道”是什么?

(一)古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

在基督教“道成肉身”命题中最玄妙难言的就是所谓的“道”了。到底是什”

么化身成为了耶稣其人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耶稣能否成为一个信仰的对象。在第

一章我们已经指出“道成肉身”中的“道”其实就是在古希腊哲学中倍受推祟的

“逻各斯”。“逻各斯”一词在古希腊哲学中的使用情况是比较混乱的，它常常在

不同的语境中从不同意义上被提到。尤其是在赫拉克里特的残篇当中，“逻各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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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术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充分的重视，古希腊哲学对“逻各斯”的理解主要

就是立足于赫拉克里特的观点。赫拉克里特的残篇第一就为“逻各斯”做出了比

较明确的定位：

l、(D1)这个“逻各斯”(九以00，虽然永恒地存在着，但是人们

在听见人说到它以前，以及在初次听见人说到它以后，都不能了解它．

虽然万物都根据这个“逻各斯”而产生，但是我在分别每一事物的本

性并表明其实质时所说出的那些话语和事实，人们在加以体会时都显

得毫无经验．另外一些人则不知道他们醒时所作的事，就像忘了自己

睡梦中所作的事一样．“”1

在赫拉克里特看来“逻各斯”从状态上讲是永恒的，从地位上讲是万物赖以产生

规律和尺度，从性质上讲是神秘的、不可知的。赫拉克里特对“逻各斯”的这些

基本规定都在后来基督教提出的上帝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圣子“逻各斯”那里得

到了体现。但是基督教的“逻各斯”观念是对古希腊哲学“逻各斯”观念的宗教

化，在含义上要严格得多。
’

在古希腊哲学中，“逻各斯”概念的涵盖面是十分宽广的。比如作为万物生

发的尺度，基督教把“逻各斯”看成是上帝独自拥有的创世原则，是从属于上帝，

是从上帝本体发出来的。而赫拉克里特却否定了主体性的创世本体的存在。残篇

三十说：“这个世界对一切存在物都是同一的，它不是任何神所创造的，也不是

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约分寸上

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删残篇第三十一接着讲：“火的转化是：首先成

为海，海的一半成为土，另一半成为旋风。⋯⋯它(指土)化为海，并且遵照着以

前海化为土时所遵照的‘逻各斯’。”“”1在这里，赫拉克里特把“火”作为非主

体性的世界本源提出来了，而“逻各斯”被当成了世界自行运动和发展的自然规

律。从火出发，大自然按照一定的“逻各斯”按部就班地运行着。从这个意义上

讲．“逻各斯”主要是指万物生发变化的客观尺度。

其次，“逻各斯”还被解释为人类灵魂所共同遵循的普遍性的理性原则。赫

拉克里特的残篇第二指出：“因此应当遵从那人人共有的东西。可是‘逻各斯’

虽是人人共有的，多数人却不加理会地生活着，好像他们有一种独特的智慧似

的。”“圳可见“逻各斯”对于人来说是内在的、普遍性的，但又不一定为人自身

所把握。它不仅是万物生发的客观尺度也是人类精神活动的最根本的尺度。正如

残篇第一百一十五所讲：“‘逻各斯’是灵魂所固有的，它自行增长。”“⋯，“逻

各斯”内在于每一个人的灵魂但又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

5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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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两点，“赫拉克里特所说的逻各斯是共同的，是既有主观的也有客

观的意义。说它是主观的，即人人都具有健全思想的能力：说它是客观的，即它

是事物共同的尺度或规律。”“⋯古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是普遍的、抽象的、

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的，它显然不能直接成为基督教“道成肉身”中的“道”。“逻

各斯”经过受柏拉图影响极深的犹太人斐洛的改造，才和主体性的上帝本体联系

起来，获得了神的长子的身份，并在进入基督教之后彻底摆脱了主观或者客观的

现实性，只保留了它主宰万物和人命的强大功能，成为一种完全超验的存在。

除此之外，“逻各斯”在古希腊哲学中还有“话语”的意思。赫拉克里特讲：

“浅薄的人无论听了什么话都大惊小怪。”““1还说：“我听过许多人讲演，在这

些人中间，没有—个能够认识到智慧是与一切事物有别的东西。”“6”这两段文字

里的“话”和“讲演”据汪子嵩等主编的《希腊哲学史》讲，就是从希腊文的“逻

各斯”翻译过来的。从表述上看，“逻各斯”被作为话语来理解的时候是一个中

性词，没有任何高深莫测之处。后来，“逻各斯”的这层含义也为基督教所借鉴，

只是“逻各斯”在基督教里被严格限定为上帝的话语，获得了绝对的神性，其价

值被大大提升了。在《创世记》里记载：“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卿上

帝创造万物也只是靠言语而己。基督教把“逻各斯”作为“万物尺度”和“话语”

两方面的意思结合起来了。所以在对包括《圣经》在内的基督教文献的翻译当中，

用汉语被翻译成“道”的“逻各斯”，用英文则被翻译为开头字母大写的Word，

然后在汉语里又转而被翻译为“言”或者“圣言”。

(二)基督教“道成肉身”教义中的“道”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新生的基督教在《约翰福音》里首

次提到了“道”。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这里的“道”因为与上帝不分彼此地

联系在一起而成为完全非现实性的超验的存在。但是当《约翰福音》把“道”完

全从人问抽离的时候，并没有割断它与现实世界的联系。通过“道成肉身”，“道”

又肉身化为具体的、活生生的历史性存在从而回到了人间。蒂利希曾经指出：“普

遍的逻各斯变成肉身这个观念决不能从希腊思想引申出来。因此教父们再三强

调，虽然，希腊哲学家具有普遍的逻各斯这一观点，但对基督徒来说，特殊的东

西是逻各斯变成个人生活中的肉身。”o“1在古希腊哲学里，作为尺度和法则的“逻

各斯”虽然是内在于万事万物和人类灵魂当中的，但它总是抽象而普遍性的，绝

对不能成为活生生的个别存在本身。“逻各斯”成为一个血肉之躯的大胆设想完

全是受到了犹太教关于救世主弥赛亚将要来临的预言的影响。刘小枫曾经对《约

翰福音》里提出的非常具有创造性的“道成肉身”思想做出过这样的评价：“一

方面以基督的身体化解了当时占支配地位的亚历山大哲学的逻各斯学说，另一方

面借成基督之身的逻各斯的普遍性取代了犹太人民族主义的弥赛亚观念。在使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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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基督脱离犹太文化约束的同时，耶稣基督的这一个身体突入了希腊人信仰的普

遍的逻各斯，突入了海德格尔膜拜的希腊人的澄明世界(aletheia)。”““1此后神

圣的“道”在基督教早期的逻各斯基督论和稍晚形成的三位一体学说中得到了新

的阐释，从一个纯粹的哲学概念变成了一个富有哲学意味的信仰概念。我们可以

从一下几个方面了解基督教之“道”的内涵。

首先，从本质上讲“道成肉身”中的“道”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格——圣

子。所谓“三位一体”(Trinity)是指唯一的上帝包括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个位

格，这三个位格具有相同的神性。在《圣经》中没有出现过三位一体的概念，但

《新约》却经常把父、子、灵三者相提并论，为三位一体教义的形成提供了依据。

公元2世纪基督教早期护教者雅典人阿萨纳戈拉斯提出了对三位一体教义最早

的神学表述，他说：“我们承认，一神、一子，BIItEbJD子逻各斯，与一位圣灵，

在本质上合一，也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因为子是父的智力、理性和智慧，而

圣灵是神的流露，如同光从火发出来。”“嘲公元381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第二

次公会议上三位一体教义确立起来。在三位一体教义中与“道成肉身”直接相关

的就是第二位格圣子逻各斯，也就是“道”。
‘

关于在基督教里“道”的内涵，蒂利希曾经把马丁·路德的观点总结为四个

方面，这几点比较全面的涵盖了基督教对“道”的理解：

路德非常强调上帝出现在基督中．在道戍肉身中，神的道或逻各

斯已经变成肉体．路德的道的教义有不同阶段，第一，有内在的道，

他也称他为上帝的心，或者是永恒的圣子．仅仅这个内在的道是上帝

的内在的自我表现，是完全的．⋯⋯路德的道的第二个意义指出基督

是可见的道．在基督中，上帝的心变成肉体，既是说，变成历史的实

在．以这种方式，我们可能有神的关于其自身的隐藏的道的知识，虽

然仅仅由于信仰，不是作为其他客体中的一个客体．路德的道的第三

个意义指出，上帝的道是说出的话语，是由先知们、由耶稣，由使徒

们所说出的话语．因此，它成为《圣经))的话语，在这些话语中内在

的话语被说出来。但是，在基督之中的永恒的道的启示的存在比《圣

经》中的一切说出的话语更多．这些话语是他的见证。但是，这些话

语只是在间接意义上是上帝的道．路德决不是像现在许多基督徒那样

的(<圣经》崇拜者．⋯⋯上帝的道的第四个意义是教会讲道时的话语．
[167]

这四点把上帝之道铺展到基督教的每一个角落，未免过于宽泛。就“道成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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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耶稣基督而言，只有本于上帝的“内在的道”和显于耶稣的“可见的道”才是

最根本昀。而三位一体中的圣子“逻各斯”正是包含这两方面含义的“道”。一

方面圣子“逻各斯”是内在于上帝并由上帝生出的永恒的“圣言”，它是上帝与

受造物之间的中介，上帝正是通过圣言创造了万事万物。而这个圣言也就是赢P道

成肉身”之前的圣子。最早提出基督是宇宙逻各斯的护教者查士丁(Justinus

Martyr约100一约165)就在基督和耶稣之间做出了微妙的区分：“身为宇宙逻各

斯的基督，比身为神儿子的耶稣先存在，⋯⋯身为宇宙逻各斯的基督，是所有真、

善、美的源头。州1唧这个具有本源意义的“道”是永恒的、无历史性的、非人格

的、不可知的，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肉身，才能被人所认识。这样“道”的

第二层含义也就出现了。从第二个方面讲，圣子逻各斯也包括“道成肉身”后的

耶稣基督在内。因为耶稣就是可见的圣言，就是道的化身。在耶稣基督里，神圣

的“道”不会受到人的弱点的污染，不会发生任何改变。奥古斯丁曾经用类比的

方法说明耶稣并没有因为肉身化就降低了“道”的神性而被排除在三位一体之外：

呜声在外的言乃是明亮于内的言的符号，正是后者方值“言”之

一名．因为肉嘴所说的确乃“言”的声音，它之被称作“言”乃图那

内在之言采用了它以向外显现．我们的言以一定方式变作了肉体的声

音．以此向人的感官显现，正如神的圣言化身成人，以此向人的感官

呈现．也正如我们的言变成了声音却并不就等于声音，神的圣言化身

成人，却不可想象它就等于冉身．是通过采用而非等同，我们的言变

成了声音，圣言成了肉身：“。1

奥古斯丁在这里强调道成了肉身并不等于就是肉身，而是采用了肉身的形式向人

显现，其实质并没有改变。所以在“道成肉身”之后，在人类历史中出现的耶稣

基督仍然是三位一体中圣子逻各斯。上述两个方面的综合就是基督教上帝之道的

基本内涵，它体现了基督教对希腊哲学的继承与发展。

其次，从三位一体中圣子与圣父及圣灵的关系角度讲，“道”和圣父以及圣

灵具有同等神性，它们是全然合一的关系，“道”在创世之前就由圣父所生，并

与圣父一起发出了圣灵。

奥古斯丁曾经在其巨著《论三位一体》中反复强调父、子、灵的一体化。他

说：“为了让我们意识到三位一体，经上将有些事个别地归于三位中的各别的一

位；然而称呼一位时并不把其他二位排除在外，因为这三也是一，父、子、灵乃

是一实体，一上帝。¨⋯上帝的三个位格是完全不能分开的，每一个发挥作用时

都蕴含着另外两个位格的力量。而且奥古斯丁还指出上帝并不是三个位格简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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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总和，三个位格并不是组成上帝实体的三个不同的零件，“父、子、灵台起

来势不￡￡父鼓子多煮存在”““J。上镪鲍三位一体裁好像l+l+1—1，完全是一

个无法理解的悖论，但对基督徒来说这正是信仰的舆秘，怒上帝伟大之所在。尼

古控·库萨程《论上帝的鼹嚣》中大声赞美：“啊，最令人慷异的上帝，你既不

具有单数，钡不具有复数，黼是超越了所有的复多性和单～性，是一体三位、三

位一体的。我的上帝，在你掰处天堂的围墙之内，我看到复多性与犟一性归于一

致。而你居往得又是离此多么遥远啊。”“”’

缀然三个位括如此一致，但他们必须各词其职才有化～为三的必要。舆古斯

丁比较清楚地描述了父、子、灵三者的区剐：“在遥三位一体中，惟有子才被称

作毒孛的圣吉，憔有圣是才被称作神的恩赐，惟有父才被称佟生了圣富的、主要地

发了疆灵的。“””三像一体中的圣父怒既非受生也非受造的臼有的本体，正如《圣

经》厘所记，上帝说：“我照自有永有的”(I am that I alTl．)[1741。整父生了景言，

又和燕子一起发出了圣灵。黼在三谯一体中只有圣予是圣裔，只有燕子才伶为言

化身为人。if孬所谓圣灵历来鼹三位一体教义申最难以解释的。它在《圣经》里常

常以鸽子、火舌或者大风的形象出现，却又不是它所变幻雨成的这些东西。与“道

成肉岿”的耶稣的独～无=性相比，圣灵的物质形态随意丽多变。至于其实质，

奥古斯丁认为，圣瑟是圣父和圣子袋有静灵，“若三者都可分掰称为仁爱，灌记

圣灵更更为恰当?”””1也就是说圣灵是仁袋。正怒在仁爱的意义上，圣灵得以

被圣父和圣予共同敬各种形态和方筑播撤商人简。这里有一个困扰对基督教多少

有些※趣的人的问题就顺便得到了解决——天使愚什么?对于作为一神教的基

督教，在《燕经》申髓处可觅的天使总是让入迷惑不解。彳#为秤静使者天使们不

是人类，但又绝对不可以是神。当我们对三位一体中的圣灵有所了解之后，就可

敬知道天使就是圣嚣的显蕊方式之一，《希稻来书》中讲：“天使害举舔是敝役翡

灵，摩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1

签于我稍的挟心没题怒“道残雨身”，在我稍大俸饔自了三个经捂静獒俸含

义之后有必鞭对圣父和圣予的关系做进一步关注。“逻各斯”本身为圣父所生，

圣予“逻各额”又邋过童贞女马餐澎降生为稻稣基餐。这两个“酶象”是不同的。

后者只是圣予进入人类历史的手段，有具体的时问地点，还由此形成了纪念性的

节西“圣嚣帮”；蔼i每者是怒越霄空酪本真鹃宙生，是在翻氆之前永恒静诞生。

关于圣父如何生出垫子，基督教早期教父奥利金(Origenes约185一约254)认

为静静，L子“逻各鬃”不怒在时闼串诞生豹，作为稀子，“逶各搿”永远与父裤

同在。奥利众说：“阂为，如同太阳发出阳光、这种生出是永恒并持续到永远的。

嚣为，德著不是氆着轻侮舞箍懿毒亍麓，接受生螽静气怠两袋为子，褥是氆麓链豹

本性。”“”1煲利金用～个形象的比喻强调圣子与圣父的同程、同性关系。就像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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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流溢出的光线，圣子永远不能脱离父而单独存在，反之只要圣父存在就必然

生出圣子“逻各斯”。

当我们对“道”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就可以转而讨论“肉身”的问题了。

“肉身”在这里不是指随便哪一个人或者动物，而是专指耶稣其人而言的。从基

督教信仰出发“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背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他是千真万确的

人却又必须具有普通人所没有的特点。

首先，耶稣是独一无二的神子。

在基督教里耶稣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他不是像摩西、以利亚那样的先知，

而本身就是被信仰的对象。在“道成肉身”教义的出处《约翰福音》里，耶稣反

复强调自己至高的神子身份。他把自己与上帝等同：“我与父原为一。”(I and my

Father are one．)[ITS]，他指出上帝正是通过自己才得以显现：“人看见了我，就是

看见了父”。“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他强调自己的永恒：“我实实在在

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此外。耶稣的神子身份是唯一的：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㈣1在“道成肉身”教义的萌芽阶段，《约翰福音》就把耶稣基督定位在与父同等

的上帝独生子的身份上，这一观念在今后的基督教正统神学中得到了全面贯彻。

其次，相对于人的罪性，耶稣是无罪的第二亚当。

在《圣经》里，上帝直接原初性地参与一个人的诞生只有两次：一次是人类

始祖亚当的诞生，另一次就是耶稣的诞生。当然上帝也以各种方式参与了许多其

他重要人物的诞生。如夏娃，她是用亚当的肋骨做成的，是亚当“骨中的骨，肉

中的肉”“”，所以夏娃从属于亚当，而不是原初性的生命。再比如施洗约翰，

他的诞生有天使的预言。像耶稣一样，约翰也是出于上帝的意旨，但他是两个凡

人撒迦利亚与以利沙伯结合生下的儿子。更加不能是原初的生命。亚当和耶稣同

为从上帝那里直接获得了生命，但彼此之间又有所不同。亚当是上帝用尘土制造，

又授以鼻息而成人的，是一个有灵的受造物；而耶稣是童贞女马利亚“圣灵感孕”

的结果，是从神而生的神子。从获得生命的方式到生命的质量，耶稣都比亚当更

高级一些。“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

但二者之间更本质的区别却不在于生命本身的高低优劣。亚当本是无罪的生命，

因为偷吃区分善恶之树的果实而冒犯上帝，从而使人类全都背负上了原罪。而耶

稣因为是童贞女从圣灵怀孕所以没有继承亚当的原罪，成为这个世界上唯一无罪

的人。所以在基督教里耶稣一直被看成是上帝派来救人脱离罪恶的第二亚当，“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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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亚当，通过他的罪与死，我们作为他的后代就被一种遗传的恶捆绑住了：另外

一个是第二亚当，他不仅是人，还是神，他为我们付了他自己本不欠的债，使得

我们从祖传的债和自己的债中脱了身。”“⋯没有亚当的因就没有耶稣的果，“亚

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1当“道成肉身”的耶稣与创世之初的亚当联

系起来时，其力挽狂澜的救世主的身份就突显出来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

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删耶稣完美无缺的人性是拯

救人类脱离罪恶深渊不可或缺的条件。耶稣是第二亚当的观念在现代神学中得到

了强调。与奥古斯丁突出耶稣的神性不同，现代神学更着重从耶稣是人性楷模的

角度把他当成第二亚当。施来尔马赫就认为：“最好把耶稣基督理解为原型的人

性在历史上的充分实现，理解为第二个亚当或真正的亚当。他具体地体现了新的

人类，从而对我们来说成了上帝对我们的要求的典范。因此，耶稣基督是一面镜

子，我们从中看见了我们真正的形象标准。但是还不止于此，因为基督主要不是

一个值得效法的楷模：他是给‘肉身的’人以新的动力和力量的救赎者。”“8”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耶稣具有神人二性。

耶稣的神人二性是“道成肉身”教义中的核心内容。对于耶稣基督来讲，神

性和人性缺一不可，这一点曾经在《卡尔西顿信经》中得到了充分强调和明确肯

定。一方面耶稣具有完全的人性，“他拥有人性特征的身体和理性灵魂。这一人

性是纯洁无罪的；但它也具有一切作为对我们罪的惩罚而降临于我们本性的软

弱。在其降卑时期他取了此软弱以成为我们的牺牲品。“⋯正是由于上帝之道取

了人性，神性主动地接受人性的限制，上帝为拯救人类而甘愿自我牺牲的无私之

爱才得以显现。奥古斯丁说：“我们相信上帝为了我们而成人、作了人性的榜样，

且向我们显示了上帝的爱。”“”1没有了人性，没有了耶稣一生的言谈举止、音

容笑貌，基督徒们就无从获得上帝传达给人的福音，就无法感受到上帝的爱，耶

稣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全部意义，基督教信仰也就没有了着落。另一方面耶稣又

具有完全的神性，是肉身化的“道”，是三位一体中与圣父同等的第二位格圣子

“逻各斯”。如果没有神性，耶稣基督就无权成为一神论的基督教信仰的对象。

分别讲耶稣的神性和人性毫无理解上的困难，但是当我们把神性和人性都集

中到耶稣这同一个生命中的时候困难就出现了。神性和人性如何在一个人身上不

互相干扰更不互相损害地保持各自的完整和自由呢?这几乎是像三位一体教义

一样不可解释的奥秘。但是耶稣神人二性的结合虽然难以解释却并非不能描述

的。首先，神性“逻各斯”要成为肉身，就必须“虚己”。就像《腓立比书》所

言：“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

像，成为人的样式。”无限要进入有限，永恒要进入时间只能通过“降卑”的方

式，把神性遮蔽起来。宗教改革时期的新教神学家马丁·开姆尼茨(1522—1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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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重要的教义著作《基督的二性》中指出：“基督内的神性不是以他居住在圣

徒内的方式出现，也不是以永生的上帝是一切的一切的这种方式出现。‘道咸肉

身’(约l：14)意味着上帝是人，人就是上帝：上帝的儿子亲自把藉着圣灵感

孕而成圣的人性与其本身合而为一。州”’在“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里，主动从

高处降临的神性仍然是不可见、不可感的，我们耳闻目睹的都还是耶稣的人性。

而反过来讲，耶稣的人性要有资格接纳神性，就必须足够完美，也就是我们前面

已经提到的耶稣必须具有无罪性。这样上升至t足够高度的人性才能与不可限量的

神性并肩。马丁·开姆尼茨说：“道成肉身是整个三位一体的产物。在三位一体

中，只有圣子位格的神性取了真实的，未变质的人性。这二者不可分离地结合在

一起，而且在道成肉身的基督里的一个位格就是由这二性确立的，而这一被赋予

的人性又在基督里生存和得以维系。这种合一是为我们人类及我们的救赎而产生
的，因此基督的救赎工作是藉着每一性的活动而完成的。”““1只有通过神性谦卑

地虚己，人性顺从地完善，二者才得以在耶稣基督这一个位格里合而为一。

Why一为什么道成肉身?
从“道成肉身”的全过程看，它显然是出于神的意志，由神亲自完成的一次

轰轰烈烈的伟大行动。从《圣经》里看，这次行动的动机是上帝对人类的爱；其

主要目的是救赎人类，而其必由之路则是耶稣基督。

第一，“道成肉身”是上帝之爱的集中体现。

爱是基督教精神的核心。耶稣基督把繁琐的犹太教律法简化为爱上帝和爱人

如己两条，他一生的言行都在宣扬上帝之爱，呼唤信徒的爱心。而包括耶稣的诞

生、受难、复活在内的“道成肉身”事件本身就是上帝爱世人的最高体现。“没

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藉着他

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

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啊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对身陷

罪恶的人类的怜悯。在基督教所强调的人神互爱当中，神的爱是在先的，因为爱

在基督教里不仅是一种情感，也是一种能力。人类没有能力自觉地爱上帝，因为

人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认识上帝。“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1对于不可知、

不可见的上帝来说，人对他所有的知识都是在“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身上所感

受到的“神就是爱”““1。奥古斯丁在《论三位一体》中指出上帝“道成肉身”

的原因：“它在基督其人身上告示了上帝对我们的恩典，上帝并不嫌弃我们，他

虽贵为上帝之子，也不凭自己原先的功德而在与上帝合一成为上帝之子上享受特

权，而是与我们一样是完全的人：⋯⋯人的骄傲足阻止人依恋上帝的最大的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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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言成肉身可以成为他们的苦口良药。”“”1

第二，“道成肉身”的根本目的是救赎有罪的人类。

在前面讨论“道成肉身”教义的形成和发展的时候，我们已经了解到在基督

教救赎论里，关于“道成肉身”的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意义有多种看法。有人

认为耶稣的牺牲把人从魔鬼手中赎出来，如奥古斯丁；有人认为耶稣的赎价是付

给上帝自己的，如安瑟伦；还有人认为上帝做这件事完全是出于对人无条件的爱，

如阿伯拉尔。但实际上无论耶稣把自己无罪的生命付给了谁，上帝“道成肉身”

的目的都是替人受苦，救人脱罪，带给人们得救的信心。“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

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1

第三，“道成肉身”是拯救人类的唯一途径。

在基督教神学中有一种看法认为上帝救赎人类可以有多种方式，而“道成肉

身”只是其中最好的一种；还有象马克西姆这样的神学家更认为“道成肉身”不

仅仅是拯救人类的手段，而且是人类发展的最终目的。但基督教神学中的主流的

观点还是认为上帝“道成肉身”是实现救赎人类目的的必由之路，因为亚当的罪

行已经使人与上帝失和，人类需要一个介于神人之间的中保来与上帝复和。而这

个中保就是具有神人二性的耶稣基督。“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

作更美之约的中保。州州耶稣中保的职责是使人摆脱罪恶从而凭借不断完善的人

性与上帝结合。正如尼古拉·库萨所说：“人们只有在你的儿子身上，在那可领

悟的中保身上才可以领悟作为父亲的你；领悟你也就是与你结合在一起。因此，

只有通过你的儿子，即通过那统一的中介，人才能与你结合在一起。而与你结合

得最紧密的人的本性，无论在什么人身上，都不可能越过这个中介，比它与你结

合得更为紧密。”“州人必须通过耶稣与上帝结合，但这个结合是有限度的，甚至

克尔凯郭尔认为耶稣作为中保的职责不仅是要成为人与上帝结合的桥梁，更是要

让人们放弃骄傲自大，要让人知道自己并非无所不能，上帝是不可企及的。“我

们需要一位中介者，⋯⋯否则一个人会轻易地沉溺于懒散的幻觉，似乎他在与上

帝交谈，而实际上他是在与自己交谈。⋯⋯在一定意义上，中介者就是疏离者⋯⋯

上帝在离开我们的同时又在接近我们。””⋯

作为中保，一方面作为圣子的耶稣通过自己的诞生、受难和复活让人们感受

到了上帝无比的爱，感受到上帝向人类的靠拢：另一方面作为人子的耶稣通过自

己的言行而为人类做榜样，从而引领人们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性以便积极接近上

帝。奥古斯丁说：“我们要学习这形象即圣子的榜样，不要离开上帝。因为我们

也是上帝的形象(尽管不是与他同等的)，我们是由父藉着子而造的，而不是像

那形象(圣子)一样由父所生的；我们之为形象，是因为我们被光照亮；但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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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子)之为形象，是因为他是照亮我们的光，所以他本身是没有模范的，却做

了我们的模范。”咖13

四、When--时间与永恒

在引言中我们已经给出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道成肉身”的解释中

有这样的话语：“道成肉身可以指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的神性开始在童贞马利

亚腹中与人性结合的一瞬间，也可以指神人两性联合于耶稣一身的永久实际。”

最短的瞬间和最长的永恒都成为“道成肉身”的存在状态。“道成肉身”事件发

生在如白驹过隙的时间里，“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却永远存在。

第一，“道成肉身”的一次性

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法是以耶稣诞生的时间为基准

的。圣诞节、复活节甚至已经成了基督教世界之外的世俗节日。这当然不能说明

耶稣就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但至少可以说明无论是基督徒还是基督教以外的

人们尽管对耶稣其人持各种观点和态度，都至少应该承认耶稣的历史价值，无论

其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基督教“道成肉身”教义的最初面貌是出现在《圣经》

福音书里的。在那里，“道成肉身”就是一个在时问中发生的事件，而且像其他

任何我们在历史著作中读到的历史事件一样，“道成肉身”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一

去不复返的。相似的历史有时候会重演，但是从基督教教义出发由上帝亲自参与

的“道成肉身”事件因为它的惊世骇俗、独一无二却只能是一次完成、不可重复

的。耶稣“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血进入圣所。如果这

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

好除掉罪。”⋯21全能的神为了救世人而降卑为人受苦并牺牲，这样的事情以前没

有，以后也不会有，《新约》里反复强调这事的一次性：“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

就把这事成全了”。”’，“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

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o“1《圣经》之所以强调耶稣基督从诞生到复活的完

整过程的空前绝后，是因为上帝“道成肉身”事件的一次性是与其救赎功效的永

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呻1。一次除病根

的手术不必做第二遍，“道成肉身”事件产生的救赎效用直指永生。

第二，“道成肉身”的持续性(everlasting)

理查德·斯温伯恩在《上帝是否存在?》中特别分析了“永恒”的含义，他

认为：

人们以两种不同的方式来理解“永恒”．我们可以像《圣经》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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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们那样，把‘永恒’明确地理解为“永久”(everlasting)：上帝是永

恒的，意思是说，他已存在于过去每个时刻(moment)，现在他依然

存在，并将存在于未来每个时刻．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可以把“永

恒”理解为“超越时间”(timeless)：上帝是永恒的，意思是说，他存

在于时间之外，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所有的哲学神学大家(例如

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都是以后一种方式来理解上帝的永恒性‘
f加们

斯温伯恩自己更倾向从前者理解永恒，但正如他指出的，这两种永恒观在基督教

神学中同样有效，具体到“道成肉身”教义，亦是如此。

当我们把永恒理解为永久，结束于耶稣基督复活升天退出历史舞台的“道成

肉身”事件就因为耶稣基督的恒久常在而获得了持续性。“耶稣基督，昨日今日

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汹71对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来说感受耶稣基督并不是像怀念

一个逝去的伟人那样把他纯精神化、心灵化。基督教认为耶稣是真正意义上永生

的，他在复活中退出历史，恰恰使他成为对于任何时代的人都是同时代的存在者。

克尔凯郭尔说：“在与绝对者的交往中只有一种唯一的时间：现时。谁不与绝对

者相同时，绝对者就根本不与他同在。因为基督是绝对者，所以人们很容易就看

出，在与他的交往中只有一种唯一的境况，——同时性。川2州在这种同时性当中，

“道成肉身”的耶稣失去了他特定的历史标记，“耶稣基督不是某个过去的事件，

而是临在的，并且绝对是规定性的。“⋯耶稣的恒久生命使发生在公元l世纪的

“道成肉身”事件在信仰的层面上得到了无限延续，“每个人只能与他所生活的

时代相同时，——也与一个人相同时——与基督的尘世生活相同时；因为基督的

尘世生活是圣史，它仅对你存在，并存在于历史之外。”“”1

第三，“道成肉身”的无时间性(timeless)

“道成肉身”的永恒也可以从第二种含义上来理解，那就是无时间性．道成

肉身的无时间性是就圣子耶稣的本源地位而言的。在《约翰福音》里施洗约翰指

出耶稣是“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这里混

乱的前后关系显然已经超越了时间的秩序性，他强调早在上帝通过“道成肉身”

进入时间之前圣子就已经存在了。耶稣自己也说：“父阿，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

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o“1他更加直接地把自己生命的

起点推倒了无限的过去。耶稣在人类历史中降生的时间在《约翰福音》里被完全

忽略不计了。因为严格地讲这不是圣子的出生而是其进入历史。在奥古斯丁看来，

我们用“过去”“以前”这些词语来描述耶稣基督的生命起源是完全不合适的，

他说：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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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会坚持这么一种渎神的看法，认为父凭着在时问之内的言，遣

出了永恒的圣子，以肉身形式显现于时间流程中呢?尽管如下说法是

真实的：在太初与神同在且即神的圣言里，就是在神的智慧里，早已

经无时间性地(timelessly，有了智慧于其中将现为内身的时间．所以

尽管在“太初有言，言就是上帝”(约1：1)的太初没有任何时间和

开端，在圣言里却无时间性地有了言成肉身且住在我们中间的时间(约

1：1，2，14)．“及至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妇人所生”(加

4：4)，就是说，生在时间里，好叫那成肉身的言向人显现出来；而成

就这事的时阎早已无时间性地定在圣言之内了．所有的时问系列都已

无时间性地包含在上帝永恒的智慧里了．o”1

奥古斯丁用非常曲折的逻辑阐述了后来在时间中成肉身盼圣子早已在时间之前

无时间性的存在了，而且时间本身就是在圣言里得到规定的。所以从耶稣基督的

无时间性的生命源头讲，发生在时间中的“道成肉身”事件却具有无时间性的永

恒价值。“道成肉身”事件的核心耶稣基督不仅通过死而复生超越了历史；更从

其本源性的诞生超越了时间本身。耶稣基督不仅作为在时间中复活的人子而带给

人们得救的希望，更作为从来没有死过的神子拯救一切。威克利夫指出：“道成

肉身涉及永恒与时间的神秘交融，这一交融不仅是一个事实，而且是我们理解道

成肉身的根本。”他认为“这一‘时间扩展’不仅是有所裨益的，而且是十分重

要的。⋯⋯耶稣作为整体性的本原，进入时间之中且又超越于具体时问，救赎一

切时代的人们，不仅救赎道成肉身这一历史事件之前的时代的人们，也救赎这之

后的时代的人们。”o”1为了更清楚地表述“道成肉身”教义里的时间问题，我们

也可以这样讲：“道成肉身”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医治了它回时代的人，作为一个

永久的生命引导了它以后的人，作为一个无时间性的存在救赎了所有时代的人，

包括亚当在内。

五、Where——此岸与彼岸

第一，发生在人间，影响在人间

耶稣出生于伯利恒，成长于拿撒勒，从约旦河受洗，在耶路撒冷被出卖，又

在各各他被钉十字架。耶稣生命中的每一个重大时刻都与一个以后闻名世界的地

名联系在一起。时间易逝，地点却久远，这些熟悉的名字，这些至今还可以寻访

到准确位置的地点，无不提醒着基督徒们耶稣是在这些地方留下足迹的活生生的



山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人。耶稣的现实性对基督徒是非常重要的。克尔凯郭尔曾经说过：“信仰的对象

是另一个人的现实，与他的交往是一种无限的关注。信仰的对象不是教条：因为

这样一来，交往就是理智性的，这样人们就不应敷衍了事，而应达到理智性交往

的最大极限。信仰的对象也不是持有一种教条的教师；因为如果一位教师持有一

种教条，那么教条就比教师更为重要⋯⋯信仰的对象是教师的现实性，——即教

师确实存在。，，【洲一个和人类共同生活过的上帝更值得人们信任，一个像人类一

样受苦并死去的上帝更能引起广泛的共鸣。就像耶稣自己用爱取代了犹太律法，

就像路德否定了教皇特权而讲“因信称义”，基督徒所依赖的是一个鲜活的耶稣

基督，而非任何神学教条或者教会权力。刘小枫对耶稣实存的意义做过精彩的分

析：

在基督的“我在”中，上帝的救恩成了历史中的现在，成了日常

的喜悦(“我是葡萄树”)，成了每一个“世人”个体的“我在”得救的

道路．耶稣基督的“我”就在真理，光，道路，而非理性陈述中的“是”

真理、光、道路．海德格尔所谓真理即在的澄明是地道的诺斯替思想，

旱就遭到《约翰福音》作者记叙的耶稣的我在顶撞：“我在”语式后面

的宾词(真理，光、道路)不是概念，不是形而上学思维的陈述判断

所必然包含的抽象普遍，也不是诺斯替式的澄明，而是这一个将受死

和复活的具体的血肉身体．⋯⋯与基督的“我在”一同呼吸就是信仰．
f21 51

一般而言，我们认为耶稣是不是历史实存对于理性来说是非常重要。而刘小枫指

出对于信仰来说，耶稣的实存同样是重要的。理性要求耶稣的实存证明信仰的合

理性；而信仰需要耶稣历史性的“我在”赐予信仰个体以勇气和力量。对于基督

教信仰来说，“道成肉身”在人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而且必然对还在这个世界

上活着的人们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二，从天堂来到天堂去

基督教在创教初期具有极深的末世情结。《新约》里反复宣讲着审判的日子

要到了，人人要做好准备。在这样的氛围中基督教对犹太教实行的革新之一就是

放弃了上帝对犹太人应许之地的承诺转而塑造了一个末日之后的新天新地。耶稣

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从神那里来，而他来是为了引

导更多的人回到神那里去。按照《约翰福音》传统并受希腊哲学影响在基督教神

学中形成的没有情感、永恒不变、完全不可知的上帝的观念，神所在的地方也根

本是无法言说的。但是作为《圣经》最后一篇的《启示录》却给我们描绘了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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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场景。天堂其实是一个人间气息非常浓厚的词语。基督教所描绘的天堂景象是

公元1世纪的人们美好的愿望，对现代人来说没有多少吸引力。而且如果天堂只

不过是人间生活的延续，的确是不值得期许的。普遍认为，《启示录》是《新约》

中最早成文的一篇，其中充满了希伯来思想。我们很难想象耶稣“道成肉身”就

是为了带领人类去到一个金壁辉煌如神话般的宫殿的地方。但无论如何，“道成

肉身”的最终指向不是人间，而是遥远的彼岸。正如实存的耶稣总是对个体心灵

讲话而不是一个民族的神，也许每个基督徒都会在与I临在的耶稣那里找到自己理

想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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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化视野中的“道成肉身”

基督教“道成肉身”命题的信仰含义只对基督徒才是完全有效的，对于非基

督徒身份的人们来说，“道成肉身”只有被置于包括信仰在内的更加广阔的文化

视域里才是有意义的。司马云杰在其所著的《文化价值论》中把世界分为物理的、

生物的和文化的三个部分，并且指出“物理世界是无机的，生物世界是有机的、

文化世界是超有机的。”“”1至于什么是所谓的“超有机”，作者没有特别说明，

但我们可以通过从“无机”到“有机”再到“超有机”的逻辑过程推断出“超有

机”是就高于物质和一般生存之上的精神意识而言的。所以司马云杰给出的文化

世界虽然包罗万象，但是凡能进入这个世界里的事物都被打上了人类能动的精神

意识积极参与的烙印。我们这里所讲的“文化视野”主要就是限定在人类的精神

生活范围之内的。但是一切人类活动都会有一定的精神性，人类的精神生活同样

是一个界限模糊的范围，所以我们有必要把这个范围继续缩小。英国学者威廉斯

曾经把culture(文化)作为最复杂的英文词汇之一加以解析，并给出了“文化”

的三层含义：“(一)独立、抽象的名词，用来描述18世纪以来思想、精神与美

学发展的一般过程；(二)独立的名词——不管在广义或是狭义方面，用来表示

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关于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群体或全体人类)，⋯⋯

(--)独立抽象的名词——用来描述关于知性的作品与活动，尤其是艺术方面的。

这通常似乎是现在最普遍的用法：culture是指音乐、文学、绘画与雕塑、戏剧与

电影。‘文化部’(Ministy of Culture)负责推动这些特别的活动，有时候会加上

哲学、学术、历史。““”在威廉斯给出的文化的这三种含义里面，对我们立足“道

成肉身”命题，挖掘基督教信仰和人类审美活动之间的多方面联系特别有价值的

是第三种。所以下面我们就在包括艺术、哲学、学术、历史等在内的宽泛的文化

视域里，首先把“道成肉身”这个信仰命题与真、善、美联系起来从正面考察其

多方面的价值；然后再到18世纪以来的基督教批判当中从反面考察其遭到的来

自各个文化层面的质疑和否定。

第一节基督教“道成肉身”命题与真、善、美

真、善、美是人类一切思想和行为的最高价值标准，当我们把基督教“道成肉

身”命题置于这样三条标准之下来审视的时候，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就显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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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成肉身”与真——基督教“道成肉身”命题的信仰价值

一般而言，宗教信仰总是被当作真理的对立面来看待的。一个无论在实践中

还是在理性上都无法得到证明的信仰命题“道成肉身”如何才能与“真”发生关

联呢?《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曾这样定义信仰(belief)：“指在无充分的理智

认识足以保证一个命题为真实的情况下，就对它予以接受或同意的一种心理状

态。信仰显然是一种由内省产生的现象，它或者是一种智力判断，或者如18世

纪苏格兰不可知论者D·休姆所主张腑，是有别于怀疑感觉的一种特殊感觉。信

仰因其肯定的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别。如：推测、意见或坚信。只有在对信仰者来

说一个命题显然是真的时，信仰才能变成知识。相信某人或相信某件事，与相信

某一命题是真实的，是基本上不同的两回事。“2“1从这个定义出发，我们可以对

信仰做出如下理解。首先，信仰的对象是多种多样的。一种学说、一个原则、一

种境界、-=个神灵都可以成为信仰的对象，其中宗教信仰是人类信仰的主要方面。

而且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信仰的对象都是超越性的事物，这一点对于我们把信仰

和一般的崇拜区别开来是非常重要的。追星族们可以崇拜一个明星但却不能说是

信仰他。基督徒信仰耶稣基督也崇拜他。信仰的对象总是作为一个未曾实现的或

者超越性的理想而存在的。对于宗教信仰来说其信仰对象就是神。其次，信仰是”

对符合主体的愿望和要求的理想化的事物的认同和崇拜，包括理智上的信服和情

感上的热爱两个方面。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信仰从本质上讲是认识真理的一种途

径，尽管这一途径是十分不完善、甚至错误的。我们看到包括宗教信仰在内的广

义的信仰恰恰是指向真理的，对于一个信仰者的心灵来说，他所认信和崇拜的东

西就是真理，至于事实是否如此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作为基督教信仰核心命题

的“道成肉身”从来都不具备真理应该具有的确凿无疑的特征，无论如何都不能

是真理，但是它却能在得不到任何有效证明的情况下让众多基督徒信其为真，那

么“道成肉身”是如何成为一个值得信仰的命题的呢?

(--)“道成肉身”保证了基督教信仰对象的超越性：理想化和神秘性

一切能够成为信仰对象的事物都是被理想化的，不管它实际上是否完美，但

至少在信仰者心目里一个值得崇拜的对象是没有缺点的。这样一个信仰的对象必

须是未在现实中得到实现的理想的载体。在宗教信仰里，信仰对象的这种理想化

就是神化，神化的信仰对象不仅是完美的更是神秘的。一个离开了“道成肉身”

的耶稣基督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值得敬仰和崇拜的人，而很难成为信仰的对象了。

或者说离开了“道成肉身”的耶稣只能成为像苏格拉底那样的人类精神导师，反

倒是他倡导的某些主张还值得狂热的道德爱好者们去信仰。比如康德自认为是基

督徒，可是他信仰的是耶稣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完美人性的理想，而不再是耶稣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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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了，。

勒南说：“直到目前，离开禁欲、虔信和奇迹的成分，宗教便不复存在。”。”1

最难以被理性所接纳的奇迹却是被信仰的神和被崇拜的人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基

督教“道成肉身”命题中包含着两个最大的奇迹：童贞女怀孕和耶稣的复活。这

些神秘的事情在理性范围内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但在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中却是

必须的。对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有着决定作用的两件事就是出生和死亡。耶稣在

人间的生命通过马利亚的圣灵感孕而获得了神性和人性两种特质。而且从“道”

的肉身化角度讲，耶稣和希腊神话里许多半人半神的英雄不同，耶稣的神性是先

在的、人性是后来的，他是作为圣子“逻各斯”亘古常在又作为人子在人问降生

的。这样耶稣从尚未出生就具备了一个信仰对象的无上高贵和绝对的神秘。而“道

成肉身”的最后一个环节耶稣复活又通过一个人的自然生命反自然而合意愿的无

限延伸，使耶稣后来的完善人性得以永恒，从而给人们带来永生的希望。这样一

个耶稣更加成为众望所归的救世主了。总之“道成肉身”通过神性的人化与人性

的圣化带给耶稣一系列超越性的身份：上帝的儿子、’逻各斯的化身、救世主。这

样的一个耶稣是不可企及的又是可亲可近的。在基督教里上帝的本体是绝对的他

者，而耶稣基督与人同在。在“道成肉身”的耶稣身上既承载了人性的理想从而

使他成为基督徒效仿的楷模，又承载了神的无限超绝从而使他成为可以依靠的对

象。一个宗教信仰的对象所必须的神秘性和一个普通信仰对象所必须的理想化都

在耶稣身上得到了体现。而正是耶稣身上的这些超越性因素才使他成为一个可以

信靠的神。

(二)“道成肉身”激发了基督教信仰主体对信仰对象的虔诚：理性和情感

基督教信仰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精神体验，虽然信仰体验也需要信仰行为(祈

祷、忏悔、行善、参加宗教仪式等)来表达和不断强化，但信仰总是建立在内心

的虔诚基础上才能够成立的。虔诚是一个暖味的词语，一般认为它包含着情感上

的真挚和理性上的盲从。勒南认为“凡信奉的便是真理——除此之外，信仰再未

遇到过其它法则。”“”1宗教信仰者往往用一句“我信!’’就把来自理性的种种责

难推了回去。所以宗教信仰往往被放到理性的对立面上遭到各种批判。但我们也

能看到从公元1世纪以来的浩如烟海的基督教神学著作中，理性并没有被完全排

斥在宗教信仰之外，反而被神学家们拿来当成解决教义争端的工具或者护教的武

器。有人说一个完全被理性所理解的东西就不会成为信仰的对象了。这话有道理。

正如艺术创作需要陌生化手段保持艺术形象的新奇奥妙从而带给欣赏者丰富的

审美体验，基督教信仰也需要歧义和悖论来保持信仰对象的神秘从而使信仰者在

似懂非懂之问更加热心投入。“信仰的特性在于它的不可证伪性，它是在无充足

理智认识以保证命题为真实的前提下，信仰者对所信仰对象予以认同和接受的一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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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精神意识现象。“22“所以基督教信仰本质上讲不是理性的，它不需要明白清楚

的教义但也并非不需要理性。毕竟一个完全不能让人理解的上帝又怎么能让人去

爱呢?信仰中的虔诚必然是在有限的理性认同基础上的情感投入。

基督教“道成肉身”命题本身是一个与理性不可调和的所谓奥秘，但这个奥

秘却是早期神学家们理性探索的结果，而且至今仍然接受着来自各个领域的学者

们的理性考量和阐释。这个形成于公元1到5世纪的基督教教义是诞生在希腊罗

马诸神或者犹太教的上帝在地中海一带的人们心灵中占统治地位时代，它的出现

完全适应了当时人们极其有限的理性需要。“道成肉身”教义的发源地福音书已

经用旧约经文证明了耶稣的救世主身份，又用古希腊哲学创造性地赋予他圣子

“逻各斯”的身份，而这些恰恰是生活在地中海沿岸的人们的理性所容易认同的。

理性的认同是信仰的第一步，直到今天我们在吸引信徒入会的基督教会宣传单上

看到的也首先是“说服”而不是“感动”。由于“道成肉身”命题本身留下了许

多继续阐释的空间，不同时代的基督徒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满足自己理性的需要，

在现代甚至有人用进化论来对它做出解释。但只有理性的认同对信仰来说是远远

不够的。接下来“道成肉身”命题给出的就是一个极富个人魅力的耶稣基督。他

智慧、仁爱、乐于助人，他是全能的神却甘愿为人受苦牺牲。耶稣的事迹不知打

动了多少人的心灵，不知有多少人为耶稣流过真诚的泪水。但耶稣人格的感染力

还不足以激发信仰的虔诚。虔诚是对信仰对象充满信心的表现，是一种放心的依

靠，而信心来自于希望。正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通过自己的受难和复活带

来的得救的希望支持着基督徒内心的虔诚。康德说“在被信仰的东西中可能有真

理，但在信仰中(或者甚至在对它的只是内心的认信中)，也同时可能有不真实

性，而这不真实性本身就是该诅咒的。”02”信仰者的虔诚只有时常回到自己理性

的根基才不至于沦为迷信。

(三)“道成肉身”提供了基督教信仰的方式：倾诉与倾听

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都强调上帝是不可知的绝对存在，人根本不能与神直接对

话。虽然《1日约》中上帝曾经多次以各种面日出现或者派遣天使发布各种命令，

甚至还和约伯有过一次好像是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但这些所谓的交流都是上帝主

动的行动，人只有被动接受的份。基督教同样强调上帝本体是绝对的他者，但在

三位一体的意义上又给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耶稣。神人二性的耶稣被当成是上帝

与人实现和解的中介，耶稣是门、是道路，通过他，人得以脱罪得救。但得救毕

竟是将来的事情。从更现实的意义上讲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逻各斯”的肉身化

带给基督徒们的是一个可以直接对话的神。人还是不能了解上帝的本体却有机会

倾听“上帝的话”(逻各斯、耶稣基督本人)而且可以对这话语做出回应并提出

新的问题。宗教改革之前的基督教认为在耶稣升天之后，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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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只能透过教会才能得救，于是教会权力无限膨胀起来。基督徒主要通过基督

教会主持的各种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来获得对耶稣基督的体验。马丁·路德发挥

了《圣经·罗马书》里“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m”的观点提出“因

信称义”，从而把与耶稣基督直接交流的权利还给了信徒。基督教认为“道成肉

身”的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恒在的，所以基督教信仰特别强调一种耶稣基督的临在

感。他们认为自己就在基督里，他们的祈祷面对的是一个临在的神。奥古斯丁说：

“信仰本身在我们拥有它时却是我们在自身之内看得见的东西，因为对不在场之

物的信仰本身乃是在场的，对外物的信仰本身乃是内的，对没有看见之物的信仰

本身乃是可见的”o“在基督徒与耶稣基督的信仰关系中，信仰者总是把自己黉

于直接面对耶稣基督的语境里。

总之，基督教“道成肉身”命题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美好的理想，唤起了人们

有限度的理性认同和无限的情感依赖，还为人们营造了与神沟通的真实氛围。这

一切都使“道成肉身”这个不是真理的神秘的信仰命题在主观上取得了真实可信

的效果。

二、“道成肉身”与善——基督教“道成肉身”命题的伦理价值

基督教信仰虽然是指向上帝的，但其实际效用却在于对基督徒日常行为的规

范和约束，具有明显的伦理价值。伦理(ethics)是指导人们的行为举止和生活

方式的规范和标准。伦理常常与道德一词一起使用。伦理道德把我们的视线从超

验的上帝之国拉回到了现实生活。如果说基督教信仰和“真”的关联是比较勉强

或者说是自以为是的，那么基督教信仰和人类最高的道德原则——“善”的联系

则是毫无问题的了。“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作为人子用自己的高尚言行给基督

徒们树立了值得效法的善的榜样，作为神子又通过自己的诞生、死亡和复活把上

帝之至善化为爱的行动播撤在人间。

(一)作为道德原型的耶稣基督

在基督教信仰之内，“道成肉身”的耶稣已经被当成是完美人性的榜样，但

是耶稣高不可攀的救世主身份使基督徒们对他的信靠多于对他的效仿。艾伯林说

“伦理学把注意力完全引向了人，引向纯粹属人的事物、普遍属人的事物和具体

属人的事物。”“2”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剥离耶稣身上神性，其作为人类道德榜

样的价值才能充分张显出来，而这个任务在基督教信仰之内显然是无法完成的。

对耶稣其人的榜样力量做了深刻挖掘的是把基督教看成是道德宗教，完全为了人

的宗教的康德。

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在其1781年出版的《纯粹理性批判》



山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中已经把神学纳入了他的哲学体系。在书中他从本体论、宇宙论以及自然神学三

个角度论证了上帝的不可知。在t788年出版的《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进一

步指出“道德法则是神圣的(不宽容的)”“吲，“道德法则导致宗教”02”，指出

基督教只有作为道德宗教才是有价值的。1793年康德专门研究基督教的著作《单

纯向度内的宗教》出版，在书中他更加细致地对许多重要的基督教神学问题进行

了哲学思考。在这本书里，康德把自己的道德宗教观发扬光大，明确指出对上帝

的“信仰不包含任何奥秘，因为它仅仅表示了上帝与人类在道德上的关系。”。⋯

基督教的许多重要教义都被康德赋予了道德含义。比如三位一体教义，在康德看

来只能是对上帝与人类的三种道德关系的表述。三位一体对人来说意味着上帝是

创造者(道德上圣洁的立法者>、慈善的统治者(道德的照料者)和公正的法官。

而如果三位一体“被视为一种应当表现上帝本身是什么的信仰，那么，它就会是

一种超越了人的所有概念的、从而不能启示给人的理解力的奥秘，⋯⋯对这种奥

秘的信仰⋯⋯对道德上的改善没有丝毫帮助。”o剐康德认为不能从道德上理解的

基督教教义就是没有价值的。

在对待“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问题上，康德贯彻了他的道德批判原则。康

德特别强调耶稣基督的完美人性，他指出“惟一能够使世界成为上帝意旨的对象

和创世目的的东西就是处于道德上的彻底完善状态的人性(一般有理性的世俗存

在者)。”。”在此基础上康德这样描述“道成肉身”：“这个唯一使上帝所喜悦的

人是‘太初’就‘与上帝同在的’(他的理念出自于上帝的本质。就此而言，他

不是被创造的事物，而是上帝的独生子)，是‘道(生成!)’。“23”很显然传统基

督教教义里耶稣身上不可思议的神性在康德这里变成了内在于上帝的具有超越

性的道德完善的人性。非常玄妙的圣子“逻各斯”或者说“道”本身就是完善人

性的同义记。但康德同时指出这种人性是理想化的“具有其全部纯洁性的道德意

念的原型”8”1，人类本身并不是它的创造者而是要积极效仿它。所以康德认为

设想这个原型“从天国降临到我们这里来”，人性接纳了它，是合理的。这样耶

稣基督在人间的道德价值就突显出来了：

我们只能在这样一个人的理念下，设想上帝所喜悦的人性的理想

(从而设想一种道德上的完善}生的理想，就像在一个依赖于需求：和性

好的世俗存在物身上是可能的那样)．这个人不仅自己履行所有人的义

务，同时也通过教诲和榜样，在自己周围的尽可能大的范围里传播善．

而且即使受到极大的诱惑，也甘愿为了尘世的福祉，甚至为了他的敌

人而承受一切苦难，直至极屈辱的死亡．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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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德这里，“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全部价值就在于他一生的言行事迹所展

现出来的完美的道德理想。康德认为每一个人都只能在把耶稣的理想人性作为自

己的榜样并且尽可能保持自己与之相似的情况下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在高度评价了耶稣人性的道德意义之后，康德对耶稣的神性又做出了否定。

康德认为耶稣的神性对我们把他作为道德的榜样来说是十分不利的，“把这样一

个圣人提高到超出人的本性的所有软弱性之上，倒是会妨碍按照我们所能洞察的

一切，把他的理念在实践上运用于我们的仿效”o蚓因为神一人与自然的人的无

限距离使耶稣作为“神性的人对于自然的人来说，再也不能被当做榜样”∞”，

耶稣的“超人”的神性使他所代表的完善的道德成为不可企及的。人可以祈求和

希望却不能实践。所以康德反对耶稣的神、人二性。他指出“人们关于上帝及其

本质的理论表述中，几乎无法避免神人同形同性论⋯⋯就我们与上帝的实践关系

而言，以及对于我们的道德性本身来说，它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在这里，我们为

自己创造了一个上帝。”o矧而人们对这个人造上帝的崇拜往往因为用取悦上帝的

各种妄想行为代替了道德实践，所以是一种偶像崇拜。“假如对上帝的崇敬是首

要的，人们把德性隶属于它，那么，这个对象就是一个偶像。也就是说，1它被设

想为一个我们不是凭借在世上的道德善行，而是凭借祈祷和阿谀奉承就可以希望

使它喜悦的存在者。但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也就是偶像崇拜。””1对康德来说，

基督教“道成肉身”命题所包含的耶稣诞生、复活等奇迹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

他认为信仰不是建立在奇迹之上而是建立在道德法则之上的。而且康德强调道德

法则不是强制性的，而是需要人们自由地敬重。所以任何信条“只要它们被宣布

为无条件的必须，都足以成为一种物神信仰。它操纵群众，并通过对一个教会(不

是对宗教)的顺从而剥夺了他们的道德自由。川冽康德把宗教信仰和体制化的教

会区别开来，把作为道德典范的耶稣和作为神的耶稣区别开来。在康德的道德王

国(或者说上帝之国)里，没有作为教会信条的“道成肉身”的立足之地，只有

那个作为完美人性化身的耶稣基督。

康德不是无神论者，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基督教的敌人。在给国王威廉二世

的信中康德明确表示：“我对基督教表现了一种真正的虔诚，我赞美《圣经》是

对公众进行宗教训导的现有最佳向导，适宜于建立和维护一个永垂千古的、真正

道德的国家宗教。”但是他同时也声明：“我在任何地方都坚持认为，一个承认启

示信仰的人必须具有责任心。也就是说，他必须只承认他真正知道的东西，并且

决不勉强别人相信他知道自己也没有充分确认的东西。”。”1康德凭着一个哲学家

的严谨和真诚把耶稣基督作为人间道德典范的价值推到了顶峰。

(二)被神圣化的爱

基督教“道成肉身”命题的核心要义就是上帝为拯救人类献出圣子。而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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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伦理表述就是上帝爱人并呼唤人的爱。“道成肉身”所承载的爱并非一般

意义上的人类情感，而是来自至善的上帝的神圣的爱。早在柏拉图的哲学中，爱

的神圣就得到了强调。《会饮篇》通过苏格拉底之口把爱当成是神与人之间沟通

的精灵对待：“他们来往于天地之间，传递和解释消息，把我们的崇拜和祈祷送

上天，把天上的应答和诫命传下地。由于居于两界之间，因此他们沟通天地，把

整个乾坤联成一体。⋯⋯因为神祗不会直接与凡人相混杂，只有通过精灵的传递，

凡人才能与诸神沟通。无论他们是醒是睡。⋯⋯精灵有很多，精灵的种类也很多，

爱就是其中之一。””删这段文字对爱作为人神中介的功能的描述几乎与“道成肉

身”的耶稣基督作为人与上帝之间的中保的作用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这种功能上

的相似并不能掩盖他们本质的不同。柏拉图在爱和爱的对象之间做了严格的区

分，他指出爱是一种行为，而“被爱者会被当作全美、全善、文雅、有福的”。o“1

与之完全相反，在基督教里被上帝所爱的人类是罪恶的、软弱的、渺小无助的。

“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带给人间的爱不是指向至善的，而本身就是至善的表达。

“道成肉身”所呈现的爱不是喜欢和渴望，而是最无私的牺牲和拯救。

“道成肉身”整个过程的完成主要靠了上帝的一个行为“虚己”。这种“虚

己”正是基督教所提倡的舍己之爱。耶稣作为神子诞生为人，这是上帝的第一次

“虚己”，他本足全知全能的存在却屈尊降贵地“取了奴仆的形像”。这奴仆的形

像就是耶稣基督为人的生命。上帝的这次“虚已”是一次馈赠行为，是向一个罪

恶的世界赠出一个无罪的生命。这个生命在自己十分短暂的历史中宣讲着爱的道

理，实践着爱的原则，把“虚己”之爱贯彻到了自己的言行当中。耶稣说：“你

们的仇敌，要爱他∥限你们的，要待他好；诅咒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

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

连里衣也由他拿去。”[242]还有什么比这样的放弃自我，这样的化解仇恨更深的

爱呢，而正是上帝自己通过耶稣的降生首先实践了这样的爱。这种“虚己”到耶

稣受难发展动了极致。耶稣忍受了各种折磨、殴打、侮辱后在十字架上死去，，而

一直伴随他的神性仿佛离开了他，以至于他在十字架上高喊“我的神、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1为了保证苦痛的真实和牺牲的真实，神性在耶稣的最后时

刻完全沉默、隐蔽了，以至于耶稣在经历了各种可怕的痛苦之后最终经历了最可

怕的一种——被他的父神抛弃的孤独。耶稣从生到死所履践的“虚己”之爱是基

督徒们获得救赎的必由之路。

三、“道成肉身”与美——基督教“道成肉身”命题的审美价值

要讨论“道成肉身”的审美价值，我们必须先对审美加以界定，否则我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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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讲清楚一个信仰颖域的概念在何种意义上与审筵发生联系。与信仰相比，对

“审荚”(Aesthetic)避嚣器定翦建凄更大。在蠢率攀耆匏悫敏藤联萋翡《美学

百科词熊》中涉及审美一词的条目就有9条。包括审筵意识、审美墩观、审蓑情

感、审荑理念、窜美攀受、窜夔鼹爨、窜美静蕊、审美斑撅驻波艺零翻俸(Aesthetic

creation)等。所以我们很难给“审荑”一个精确的患义。俱可以肯定的怒，如

磊谂转一群，审美建一耱动恋戆太炎耱耱滔溪。蓥瓷，在审美溪动申，事荚瓣象

必须是生动的感性形裂，而不能是抽象的概念原理。任何事物如果疆进入审藁领

域必矮把囊甚形象纯竣者浼{至籍事终餐裁鼓形象赘赛癸逢入事美滔砖姿孛，只要

它鼹能令人感剿愉快的。其次，审荧作为一种人类活动包括审美按龆和审美创造

嚣个骞瑟。带楚接受楚蓬接默瑷嘉鼯蓦获每埝浚(搴受)静过程，嚣审美铋造是

在乎巴事物形蒙化的过程中获得愉快弗把这种愉快迄同被创造形象～同传达出去

豹滤麓。第三，无论扶搴美对象熬形蓉、事美皇葵躲感受还楚謇美滋淤本身张谗，

审美都应该具有一定程度的超功利性。那么纂督教“遁成肉麝”教义从何种意义

上瑟露事美铃焦骣?

(一)“邋成肉身”与荚的本律

农基餐教夔学中，上帝是荚的本体的聪念是一个具有投壤性的基本原则。作

为熬鬻教荚学奠基入的奥古斯丁就臀径说过：“天烹是美善的，天童静美善远远

超越受造之甥。美罄鲍天妻剑造美蓥的事物，天主键套、毙察着受逡之物。”．嘲”

奥古斯丁据豳t帝是一切蓑的现象盼根源，上帝就怒最高酶燕。丽这～奉体论鼹

点赢接受到了柏控嬲嚣学秘颧拉拉熙主义的影响。嶷古斯丁说：“我读7襁拉图

派攀煮豹蔫俸器，憾褥在秘旗穗赛静寻找真瑗。”删被控蘑警裁密溶荧静零俸“是
永憾的，无始凭终，不生不灭，不增不减，闲为这种荚不会趿人而异，因地黼异，

因游舔异，它辩一留美静崇拜者都裰漆。逮释美景{熟不会表现为一强貔、一双手，

或盛体某一部分的荧。它既不是话语，也不是知识。宦不存擞于其他别的事物中，

舔翔动耱、大连、天空之类豹事秘；玄蠡存巍在，怒容毽鹣～，焉其穗一韬美器

的搴物都悬对它的分商。然而，无论其他事物如何分有它的部分，淡本身既不会

缮麓，邀不会褫多，摄疆馁挎着不诞馒狂豹竞整。”。稍穗藏强挺美零体完全攥述

为～种超验的、不变的永恒存在，邋为后来基督教燕举把美归结到上帝那熙打开

了方褒之奠。翟是，穗控露茨“美零隽”怒完全与瑷实隔绝黪，嚣基蔻蒡没毒为

“燕的事物”分有“荚本身”绘出～条明晰的道路。质来掰桷拉图擞义的代表人

戆蒋懑箍诺挺鑫“太一”怒一魏事貔翡零潦，嚣“谨麓一静荧靛衮疆零是螽予它

的，都是从它派生出来的。就像日光从太阳派生出来一样。¨“”在这里，黪罗提

送瓣一争生麓茨魄羧攒窭予舞嚣拳数美戆豢蘩帮楚从“太一”浚波寤来翦。这裁

为赫督教美学中作为荧本体的上帝在现实l缝界中得到形象化的表达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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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就不再仅仅是一个信仰的对象或

者一个道德榜样，而是获得了丰富的美学意义。

神学家巴尔塔萨曾经对“道成肉身”命题的美学价值做出了极高的评价，他

说：

上帝成人圆满完成了他所创造出来的存在的本体论和审美学，它

从一种全新的意义上将创造出来的存在当作神圣存在和神圣本质的一

种语言和一种表达．上帝的源始语言和自我陈述并非我们自路德以来

习惯上所说的Ⅸ圣经》，而是耶稣基督，作为太一和惟一者一一尽管如

此，他只有结合整个人类历史和整个宇宙才能得到解释一一耶稣基督

乃是上帝的言词，形象，表达和阐释(Exegese)，作为人，他对处于

生死之间的历史实存的整个人的表达机制做出了证明，而不管这种实

存的年龄和地位如何，是离群索居，还是深入社会．他是他所表达的

东西，即上帝，但他又不是他所表达的这个神，即圣父．这一悖论无

与伦比，它构成了基督教美学的源头。。”1

在这里，巴尔塔萨延续了把上帝作为“美本体”的基督教美学传统，同时特别强

调了“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作为对“美本体”的表达，或者说作为一个“美的

形象”既与上帝一致又不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上帝。“道成肉身”命题所反映出

来的“美本体”和“美的形象”之问的奇妙关系，对美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

义，尤其是对黑格尔的美学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黑格尔著名的美的定义：“美

是理念的感性显现”，o”’几乎就是作为信仰命题的“道成肉身”的美学翻版。

在《精神现象学》里，黑格尔(Friedrich Hegel，1770--1831)认为宗教发

展经历了自然宗教、艺术宗教和天启宗教(绝对宗教)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就

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而基督教则是属于最后一个阶段的“绝对宗教”。黑格

尔指出在基督教里“绝对精神自在地从而就自觉地取得了自我意识的形态，⋯⋯

精神作为一个自我意识亦即作为一个现实的人存在在那里了，精神成为直接确信

的对象了，信仰的意识看到、感到和听至Ⅱ这个神圣性了。”咖1可见，黑格尔非常

重视基督教的“道成肉身”教义，认为“道成肉身”是基督教的精髓之所在并且

也是所谓绝对宗教的基本内容。“这种神圣本质之变成肉身，换句话说，神圣本

质直接地本质上具有自我意识的形态，就是绝对宗教的简单内容。”o刚一个戏剧

化的上帝降生为人的奇迹被黑格尔解释成了一个复杂而抽象的哲学公式。在黑格

尔的哲学体系中整个世界都是绝对精神自我运动和呈现的舞台，而基督教的“道

成肉身”教义正是通过神人二性的耶稣基督．把现实世界中绝对精神与有限物像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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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合生动地表明了。奥尔森指出黑格尔的“哲学是抽象思考实体的完美系统，

其中一点就是神人的合一。基督教借着道成肉身，把这个抽象真理具体地表达出

来。⋯⋯理性的最终理念就是有限与无限——神与受造物——的合一。哲学抽象

地表达了这个观念，基督教则以具体的意象与教义——耶稣基督是神人——表达

了出来。””⋯所以在黑格尔的哲学里，“道成肉身”的耶稣的价值不在于康德所

强调的道德上的人性完满，而在于对一个更加普遍性的真理的揭示，耶稣一生的

道德教导相对于他的生、死、复活来说是次要的。黑格尔认为耶稣的生命历程完

全是具有哲学意味的。关于耶稣的生，黑格尔把绝对精神描写为耶稣“潜在的父

亲”，而把为人的自然存在称为其“现实的母亲”，这一次出生是神圣本质的自我

异化。关于耶稣的死，黑格尔把它描绘成无限的神圣本质与它所取的有限的人的

形象之间不可避免的对立而造成的必然结果。通过死亡，神圣本质返回了自身，

“只有返回到自身的本质才是精神”，通过死亡，特殊性的肉身“当它在形象化

了的或取得人的形象的神圣本质重新抛弃它的直接的形象或存在，并返回到本质

去的运动中时，它就成为精神的了。”瞄31诞生和死亡就是黑格尔辩证法中的肯定

和否定，最终在耶稣的复活中神圣本质和有限的自然存在得以和解。利文斯顿指

出在黑格尔这里“绝对精神必须失去自己的生命，然后才能充分实现自己。⋯⋯

上帝在十字架上之死所象征的是，上帝的有限性只是绝对精神显现过程中的一个

转折关头。死掉的是作为与我们对面的一位个人的上帝之生存，是传统有神论的

有人格的，超验的上帝。⋯⋯上帝之死，其实是死亡之死，是有限的否定性之否

定。基督复活与升天，形象地再现了这个真理：真理牺牲了自己具体的有形形式，

从而导入了绝对精神之降l临，导致了神圣的或普遍的精神之来临。”㈣1“道成

肉身”在康德那里被道德化了，在黑格尔这里则被彻底哲学化了，黑格尔使“道

成肉身”事件里奇迹都获得了哲学上的象征意义。蒂利希指出黑格尔“提出了一

种基督论，⋯⋯在作为基督的耶稣中，无限的东西完全实现于有限的人之中。。无

限的中心自身是呈现于这一有限的人的耶稣的中心。因此，耶稣是普遍的东西，

是任何人的存在、就某些方面来说是任何存在的潜在的、本质的真实性的表现形

式。他是绝对精神的自我显示。”汹”基督教里的上帝之“道”变成了黑格尔哲学

中的理念，而基督教里的耶稣基督的血肉形象则成为理念最生动显现。在黑格尔

哲学里，理念的显现方式有很多，而只有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耶稣基督不

仅是上帝借用的一个肉体，而本身就是上帝存在的一种方式；美也不是理念内容

的外在形式，而本身就是理念的一种存在形态。耶稣基督在黑格尔的美学思想早

成为和美对等的存在，基督教“道成肉身”命题获得了最高的美学意义。

(二)“道成肉身”与审美客体

由于在《圣经》里“道成肉身”是一个情节曲折的生动故事，而耶稣基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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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动形象，所以“道成肉身”事件本身首先就可以直接作为审美

对象而进入我们的审美视野。当我们把被《尼西亚信经》、《卡尔西顿信经》以及

后来的神学家们抽象化的“道成肉身”还原到四部福音书里的面貌时，耶稣一生

“道成肉身”的故事就活泼泼地呈现出来了。福音书首先是信仰的书，但它文笔

质朴优美，情节引人入胜，人物刻画栩栩如生，完全可以当成文学作品来欣赏。

对基督教信仰之外的读者来说，福音书所讲述的耶稣生平动人心魄。耶稣的诞生

就是一个神话故事，耶稣的教导就是充满智慧的寓言，耶稣的祈祷是抒情的诗，

耶稣受难是一部伟大的悲剧。我们可以在福音书这样四部非常短小的作品里获得

非常丰富的审美愉悦，而不必受教义的束缚。

此外。“道成肉身”命题还可以作为艺术题材在审美创造中得到体现。在基

督教信仰中，基督教“道成肉身”教义从来就没有得到过一致的理解，换句话说，

“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的面容。早期神学家们相互争论又

相互妥协造成“道成肉身”教义的悖论性，而现代基餐教与其他宗移妁相互宽容

又使它更加多元化。艾伯林指出：

耶稣基督这个名字本身体现着基本的对极性，它表明了这一人物

的显现，并且是有待见证的基督教宣示的典范．一个历史人物的专名

和表明了他的使命的荣誉称号，相辅相成地表示着使耶稣基督成为信

仰之基础和他的身体之活的主人的那个事件。借助于这一事件，他对

于他的门徒们来说是存在的，并且通过他的门徒们对世人来说是存在

的。从历史上来看，包含在他的名字之中的这一时极的事实提出了一

个问题⋯⋯即耶稣在其同时代人中活动所充当的宣示者，如何成了使

所有时代的人们都成为其同时代人的被宣示者．⋯⋯死与生前后相继

的奥秘通过神与人在同一个人之中不可分割地同在的奥秘而得到解释

和深化。值得深思的是，耶稣基督作为《新约》的中心，只有在诸如

宣示者与被宣示者、被贬抑者与被提高者，被钉十字架者与复活者、

真正的神与真正的人这样的对枷|生中才能得到表述。”⋯

这样一个充满歧义的耶稣基督也是最容易激发艺术想象和创造冲动的绝佳艺术

题材。于是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事件相关的艺术表现首先在基督教内部发展

起来了。在教堂里有圣母怀抱圣子的圣像，有耶稣受难的玻璃画，在宗教仪式中

有赞美诗和宗教音乐。在耶稣复活升天不再向信徒显现的时候，信仰者们又在艺

术里让耶稣再一次成为了肉身(艺术形象)。这些基督教艺术对于信徒来说是传

播福音、激发宗教情感的媒介．对普通人来说就是审美的艺术。而且即便是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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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当他们在借助艺术表达信仰的时候，在他们的信仰体验中总也渗透着审美的

快乐。基督教艺术在把“道成肉身”教义形象化时严格控制在正统教义范围之内，

但世俗艺术对待这个宗教题材时就消解了教义本身的权威性而使艺术形象有了

更多夸张和变形，而完全是为我所用的了。

总之，“道成肉身”事件可以直接成为审美对象，“道成肉身”教义里的许多

元素可以成为极富开发潜质的审美素材被形象化，“道成肉身”是一个可以进入

审美活动的基督教命题，而且它作为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常常与人类的审美活动在

起源、表现形态、终极追求等方面有所交叉，后面我们将详细讨论。

第二节对基督教“道成肉身”命题的质疑与批判

虽然基督教“道成肉身”命题在信仰之外的广阔领域里有自己非常独特的、

多方面的文化价值，但是与此同时，这个命题本身也并非无懈可击，甚至是十分

脆弱的。“道成肉身”教义是在基督教所谓的正统和异端之间激烈的争论中才确

立起来的，在其形成过程中，这个充满悖论的教义就在基督教内部遭到了各种质

疑。但是基督教内部的教义争端是从信仰出发的，观点对立的各个派别其实都致

力于在基督教信仰和人类理性之间做出协调，尽可能使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

不仅可信而且合理，他们的质疑总在信仰允许的范围之内，不会从根本上损伤耶

稣基督的神圣。然而，当基督教“道成肉身”命题被置于信仰之外的更加宽广的

人类文化视野中，这个失去信仰维护的命题就因为自己既不能得到实践的检验，

又不能在理性上得到解释，而变得不堪一击。从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基督教

批判也渐渐升温。“启蒙运动所标志的不是别的，正是对权威主义的反叛，是个

人理性与良知作为真理与行为的主要仲裁者的兴起””⋯。当越来越多的人们开

始敢于用理性的目光注视上帝的时候，作为基督教信仰核心的“道成肉身”命题

也不可避免地遭到来自各个领域的尖锐批判。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政

治家⋯⋯，许多身份不同的学者都从各自的理论视角对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

提出了质疑。在这些基督教批判当中，耶稣传的写作是最为巧妙的批判方式，而

无神论则代表了晟坚决的批判态度。

一、耶稣传记：还原一个真实的耶稣

“传记”是一种文学体裁，一般是对一个名人或者至少是在某些方面有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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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或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的生平事迹的记录。传记应该具有两个基本特点：历史

性和文学性。所以传记的主人公一定是人，更准确地说是历史的人。所以我们看

到《米开朗基罗传》、《阿道夫·希特勒传》没有任何奇怪，但如果见到《上帝传》、

《如来传》就有些莫名其妙了。人怎么能为神作传?一个没有生、没有死的超越

性存在又何谈历史?世界上最著名的《耶稣传》的作者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

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1808．1874)就指出“按照现代概念，传记的主人翁

必须完全地、明确地是一个人。一个半人半神的人物，在诗歌和寓言中充当一名

角色虽然似乎还可以接受，但在现在决没有人认真的把他选作历史记述的主题。”

o制一个神的事迹对于信仰的人来讲是永恒的真理，对不信的人来说只能是神话

故事。所以在任何其他宗教里都不存在为神作传的问题，但惟独在基督教里从

19世纪开始，一种通过写耶稣传来进行宗教批判的方式大行其道。而正是基督

教“道成肉身”教义里对耶稣神人二性的规定，为耶稣传的作者们提供了最基本

的条件一耶稣的人性。福音书对耶稣在地上的生与死，言与行的记载是至今为
止的所有耶稣传记最可靠也最原始的材料，但福音书对基督徒来说不是传记而是

对上帝“道成肉身”的见证；对非基督徒来说更不是传记，因为里面有太多不可

思议的神话。毕竟从一开始就讲天使报信说童贞女要生下神的儿子的这样的作

品，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它当成是传记来看。所以所有被称之为“耶稣传”的

作品都一定摘掉了耶稣神性的光环，一定筛除了福音书里的奇迹，一定是把耶稣

当作一个人来写的。只有把耶稣写成一个人，才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耶稣传。

所以从1835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在基督教世界掀起轩然大波开始，耶稣传记

就被赋予了基督教批判的功能——把基督教信仰的神降低为一个普通的人，这应

该是所有基督教批判中最有杀伤力的。因为耶稣传直接把矛头指向了基督教赖以

产生和存在的核心教义“道成肉身”，完全否定了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圣子“逻

各斯”化身的可能性。施特劳斯一生写了两部《耶稣传》(1835年和1864年)，

他是第一个使耶稣传引起广泛重视的人，从他以后处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

中的作者出于不同的目的，从各不相同的视角写下了不计其数的耶稣传，其中影

响比较大的有1863年法国人勒南所著的《耶稣的一生》，1911年日本学者幸德

秋水写的《基督何许人也——基督抹煞论》，20世纪90年代问世的美国人克罗

桑写的《耶稣传——一部革命性的传记》等。此外对我们中国读者来说值得一提

的还有1935年我国著名学者赵紫宸(1888--1979)所著的中国第一本《耶稣传》。

由于耶稣独特的身份，我们会发现这些耶稣传记与一般的人物传记不太一样，那

就是耶稣传记一般文学性稍弱而学术性很强，比如施特劳斯1864年写的第二部

《耶稣传》就“生硬而又严肃，毫无生动和感情可言”阱”可以说就是一部乏味

的学术论著。而勒南、克罗桑还有赵紫宸的作品则要生动优美许多，但也是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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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段引用《圣经》并不得不对《圣经》经文做出必要的评论。耶稣传在写作上的

这一特点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所依据的最主要的材料——四部福音书的独特所

造成的。在《圣经》福音书之外关于耶稣的原始资料少得可怜，这就使福音书成

为耶稣传记写作的主要依据。可靠的材料对传记写作是至关重要的。没有令人信

服的资料为依托，真实的传记就会变成虚构的小说。《圣经》里的四部福音书对

耶稣生平的描述有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而且在对一些重要事迹的记载上它们彼

此之间就存在着矛盾，这就使耶稣传作者们不得不花费笔墨去尽可能地澄清一些

问题：并且更重要的是福音书是把耶稣当成有神性的人来写的，而耶稣传的共同

特点是把耶稣还原为一个普通人，材料与观点的差异使耶稣传作者们必须在使用

福音书材料的同时又常常站出来反对福音书。施特劳斯就说过：“在一切方面，

教会对于基督的概念都是和一般的历史概念，特别和传记概念不相容的。⋯⋯教

会的基督不可能作为传记的主题，把它们统一起来的想法不仅是现代的，而且还

是自相矛盾的。”脚1各种耶稣传在反对耶稣是上帝化身的观点上是一致的，“道

成肉身”教义在耶稣传记中都被当成与历史对立的神话对待而遭到了彻底地否

定。“当人们对传记作认真的考虑的时候，神学概念的命运就完结了；假使神学

概念还会继续存在下去，就不会有传记的尝试了。”“”但是否定耶稣是神并不等

于否定耶稣其人。由于耶稣传作者们宗教立场和所处时代和社会背景的不同，他

们对耶稣神性否定的程度和角度也不尽相同。

(一)“道成肉身”作为神话被否定

对耶稣进行历史探索的一个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剔除现有资料中的神

话因素。施特劳斯把这一方法的运用发挥到了极致，而日本学者幸德秋水也把这

个方法磨成了一把锋利的尖刀。他们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背景中采用相似

的方法对基督教进行批判，得出的结论却是完全不同的。

作为一个神学院出身并且做过牧师的神学家，施特劳斯在否定耶稣神性的同

时保持了对耶稣人性的肯定和敬仰。但是他的这种肯定和敬仰在《耶稣传》里其

实已经降到了极低的程度。因为旌特劳斯写作《耶稣传》的目的不是赞美耶稣的

人性，而是努力严格地区分历史的和神话的耶稣。在1835年的《耶稣传》里，

施特劳斯就认为“对于前科学时期和史前时期的头脑来说，神话是极其自然的认

识方式”，“神话是宗教的自然语言¨2”1，所以早期基督教对耶稣的描述必然是

神话式的，耶稣的历史“是用诗意的形象所表达出来的神话一宗教的观念。剥掉

神话的材料后，这里那里也有某些历史材料，但是非常少，少得肯定不足以恢复

耶稣其人的生平原貌，使他作为一个人可以很容易了解。””“在这种情况下，从

大量神话材料中还原一个历史的耶稣就成了施特劳斯写作的主要目的。在时隔

29年施特劳斯创作的第二部《耶稣传》中，他特别把这本书分成两卷，第一卷



山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是“耶稣生平的历史轮廓”，第二卷则是“耶稣神话故事的形成与发展”。施特劳

斯不仅要廓清耶稣的历史，还要廓清耶稣神话的历史。于是“道成肉身”作为耶

稣神话的一部分在《耶稣传》里得到了讨论。和我们今天所认同的一样，施特劳

斯把基督教“道成肉身”教义看成是古希腊的逻各斯观念和犹太人的弥赛亚观念

结合而成的完全观念化的东西，而根本不可能是什么历史事件。施特劳斯用毕生

的心血力图找到一个真实的耶稣，最后的结论仍然是耶稣的历史真实面目“被遮

盖在上面的神话色彩破坏得无影无踪了”。⋯。施特劳斯肯定了耶稣的历史存在

却承认还原公元1世纪的那个人是不可能的了。对施特劳斯来说我们只能知道耶

稣是人，可是不能知道耶稣是谁。但旌特劳斯同时指出一个不能真实还原的耶稣

并非就没有价值，基督教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对体现在耶稣身上的美好人性的发

现，尽管耶稣的人性也并非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完美无缺的。蒂利希认为“因

为施特劳斯的资产阶级观点，打碎了神而转化为人，或打碎无限的东西而转化为

有限的东西，从而取消了神。”【螂，

幸德秋水(1871．1911)是日本历史上一个倍受争议的人物，作为无政府主

义者，他被指控间接参与了一次谋反事件而于1911年被日本政府以，大逆罪”

处死。而《基督何许人也——基督抹煞论》是同年他在狱中完成的生前最后一部

著作。从这本书的写作背景看，它就不可能是一部纯粹的耶稣传记，也不可能是

仅仅针对基督教的。一般认为幸德秋水是通过此书阐述其无神论思想，间接抨击

天皇神话。与一般耶稣传不同，幸德秋水的这本书语言尖锐刻薄，情绪愤怒激动，

毫不留情地把耶稣批评得几乎体无完肤。其主体思想就是耶稣是一个彻头彻尾的

人造的神，是子虚乌有的神话人物。首先，比施特劳斯承认福音书里多多少少还

有些真实成分的观点更加彻底，幸德秋水作为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认为福音书本
身就是神话书，“如果具有一定常识，能够虚心坦怀地去阅读四福音书，那他就

一定会对于其中充满着奇谈怪论的记事感到吃惊。与其信为历史事实倒不如看作

古来神话小说的辑录而感至q稳妥。(着重号为原文中有)”o⋯此外他非常细致地

分析了耶稣故事中的许多细节与原始神话的紧密联系，比如十字架和男根崇拜、

复活神话、处女神话等等。最后耶稣在他的分析之下终于成了一个七拼八凑的神

话。他说：“在多数的场合，正如说不是神创造人，反而是人创造神一样，与其

说是祖师创造了宗教，倒不如说宗教创造了祖师，这决不是什么新奇的事。”o”1

一个具有广泛历史影响的耶稣基督自身的历史性就这样被幸德秋水一点一点地

否定掉了。与耶稣一生相关的“道成肉身”也相应地被还原为零碎的神话元素。

(二)“道成肉身”作为教条被否定

与施特劳斯同时代的法国人勒南(Renan)撰写的《耶稣的一生》先于施特

劳斯第二部《耶稣传》问世，施特劳斯曾经在自己《耶稣传》里多处引用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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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勒南的观点，并认为勒南的书“既然在第一次出版时就遭到不计其数的主教们

的反对，而且还遭到罗马教廷本身的反对，它就必然毫无疑问地是一部有价值的

著作。”⋯1施特劳斯把勒南看成是自己的精神同道，而勒南自己也的确是以历史

学家的身份写作的。他认为“历史文学家亦有必要理解信仰是如何‘迷醉和满足

了人类良知的’，但也同样有必要不再去相信它，因为‘绝对的信仰和可信的历

史势不两立’。””1但是，不信仰并不等于不能欣赏，勒南的历史写作就能以审

美的心态面对耶稣其人，他要给读者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富有个人魅力的耶稣，

而不是像施特劳斯那样考据式地把耶稣拆解成了一堆乏味的历史和神话材料。所

以勒南的这本著作非常受欢迎，在出版后六个月就销售了六万册，曾经被认为是

“就这一主题而写出的晟闻名和最经久不衰的著作。”””1

尽管勒南也否定了耶稣的神子身份，但是他对耶稣本人的评价是相当高的。

或者说在勒南看来，耶稣即便不是神也是人类当中最伟大的人之一。勒南把耶稣

描写为一个绝对宗教的创立者：

耶稣把宗教奉献给了人类，一如苏格拉底把哲学．亚里士多德把

科学奉行给了人类．苏格拉底之前已有了哲学，亚里士多德之前也已

有科学．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之后，哲学和科学又取得巨大进步，

而所有进步都建立在他们奠定的基础上．与此同时，在耶稣之前，宗

教思想经历过多次革命，在耶稣以后，它又有了重大进展，但没有人

能对耶稣创立的基本原则作出改进，今后也不会有人作出改进；他已，

永远制定了纯粹宗教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耶稣的宗教是无限的．

教会有其生存的时代和阶段，它把自己禁锢在只是临时性、或将会是·

-『；时性的信条中，而耶稣则创立了绝对的宗教，这宗教包容一切，但
仅仅限定于精神．他的信条不是固定不变的教条，而是易于作出无穷

解释的意象．我们在福音书中找不到神学定理，所有对信仰的自我标

榜都是对耶稣思想的曲解。。⋯

勒南对基督教的批判通过把耶稣的宗教和现实社会中基督教会的宗教区别开来

而实现。勒南认为神学都是从不同现实立场出发对耶稣思想的歪益。这样与施特

劳斯把“道成肉身”作为神话否定掉不同，在勒南这里“道成肉身”首先是被作

为基督教会制定的教条和一个复杂的神学命题被否定掉了。在勒南看来神学的僵

硬比神话的虚假更加不可原谅。他甚至为神话辩护：

那些以人类的幻觉掌握人类，寻求利用幻觉行动并在幻觉上大做

8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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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人，也是无可指责的．该撒清楚地知道，他并非维纳斯的儿子；

法兰西若不是信奉瑞姆斯的圣瓶达千年之久，也不会是今天的样子．

我们这些无能者很容易斥其为虚假，我们因自己缺乏勇气的诚实而骄

傲，却对那些在其它条件下接受了生活挑战的英雄们报之以轻蔑．当

我们以自己的道德准则成就了他们以其虚假办成的事业之后，才有权

利厉声呵斥他们．至少，我们应当清楚地区分两个社会：我们自己的

社会一切思考都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和那些单纯、易于轻信的
社团一一统治着许多世纪的信仰都是在那里诞生的．伟大的事业无不

建立在神话传说的基础上，就此而言，唯一的罪人便是甘愿被欺骗的

人类．【27”

所以勒南认为耶稣宣称自己是上帝儿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无可指责的，而且

他认为耶稣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上帝无比的热爱，他自己的确是如此认为和感受

的。“把上帝单纯地理解为天父，便是耶稣神学的一切，而对他来说，这并非一

种理论原则，一种他试图灌输给别人的多多少少被证明了的教义。他不与自己的

门徒争论，不要求他们努力听讲。他不以自己的见解说教，而只向自己说教。“”1

勒南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出发把耶稣对自己与上帝之间父子关系体验的形成

归结于耶稣成长环境的影响。他认为是加利利美丽的自然风光和安详的生活给了

耶稣敏感的心灵对天父之爱的强烈感受。勒南指出耶稣的确感到上帝就在自己之

中，但这完全是出于非理性的“信心”，而不是什么实际发生的道成肉身。“耶稣

不是信条的营造者或教义的炮制者，他呈献给世界的是一种新的精神。最缺乏基

督精神的基督徒一方面是希腊教会的博士们，从4世纪开始，他们把基督教引上

一条幼稚的玄学空论之路；另一方面是中世纪拉丁教会的经院派学者，他们想从

福音书中抽绎出由数千种信条构成的庞大系统。其实，成为基督徒所必备的一切，

不过是追随耶稣并期待上帝的国罢了。”c2枷勒南对耶稣美好人性的描写直接把矛

头指向了教会和神学。对耶稣的赞美竟然也能撼动强大的基督教传统的根基。

(三)“道成肉身”作为历史被否定

由于传记体裁本身的限制，大多数耶稣传作者都把耶稣定位在一个在人类历

史中确实出现过的人上来写作的。当耶稣是神还是人的问题已经不复存在的时

候，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就成了耶稣传记最重要的主题。施特劳斯、

勒南、赵紫宸、克罗桑都认为耶稣虽然不是神，但在人性上却是人类当之无愧的

楷模。 j

能够代表20世纪对耶稣历史探索最高成就的是美国芝加哥德保罗大学的圣

经学教授克罗桑于20世纪90年代撰写的《耶稣传》。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克罗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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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地从跨文化人类学、古代历史以及基督教经文这样三条线索出发重构历史

上的耶稣。他的《耶稣传》没有简单地否定任何东西，而是立体地、多角度地把

耶稣事迹放到现代视野中进行评价和阐释，对耶稣一生的经历提出了许多新鲜的

观点。耶稣被克罗桑塑造成了一个“地中海地区的犹太农民”””1，这是在各种

有影响的耶稣传里对耶稣历史身份最明确地表述。克罗桑改变了一些耶稣传记作

者们把福音书看成是神话的观点，当然他也不认为福音书就是真实的历史。克罗

桑指出福音书是“历史化的预言，而不是被人记住的历史”””1，也就是说他承

认福音书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写作出来并且采用了历史叙事的方式发布的预言。

“历史”在克罗桑这里获得了新的含义。他认为“19世纪梦想的那种不受约束

的、客观的、不带感情的历史研究方法”。7”是根本不可能，也是没有什么价值

的，“总会存在不同的历史上的耶稣，总会有建立在他们基础上的不同的基督，
但首先我要论证的是基督教的结构总是：这就是我们把那时的耶稣看成是现在的

基督的方式。基督教必须一代代地反复围绕那时的耶稣是谁的问题作出最好的历

史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决定那种重建作为今天的基督所具有的意义。我主张，在
● ● ● ●

各种各样的耶稣们和基督们(或上帝的儿子们，或主们，或智者们)之间的这种辩

证法应处于传统和教规两者的中心，这种辩证法是完全有效的、它总与我们在一

起，并很可能将来也总是这样。””7”克罗桑认为我们只能也必须带着当下的历史

眼光回头看过去，这样我们看到的历史的耶稣对于我们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在这

种历史观基础上，克罗桑对在“道成肉身”教义的形成过程中起了最关键作用的

公元325年召开的尼西亚公会议做出了评价，而“道成肉身”教义作为这段历史

的直接产物问接地遭到了嘲讽。克罗桑指出尼西亚公会议是一次由罗马皇帝君士

坦丁召开的会议，是“农民耶稣如今被帝国的信仰控制的一个例子。”脚”他讽刺

皇帝为庆祝《尼西亚信经》通过而举行的宴会，认为耶稣和乞丐、妇孺、外邦人

在一起的宴会变成了皇帝和主教们的宴会。人们有理由也有权力对发生在公元4

世纪的这次对耶稣身份的重大历史改造进行历史反思，“要与君士坦丁清算在宗

教上和神学上、伦理上和道德上付出的基本代价，现在是否正是时候，还是已经

太迟了?”。州克罗桑没有纠缠于对“道成肉身”教义具体内容的分析，而是对这

个教义形成的历史进行了不留情面地批判。一个在其他耶稣传记作者眼里从来都

不可能成为历史的“道成肉身”，在克罗桑这里恰恰被作为历史否定掉了——这

是一段为公元4世纪所肯定却为20世纪所否定的历史。

与许多耶稣传记作者的基督教批判态度不同，赵紫宸(1888—1979)以一个

虔诚的基督徒的身份，用22天的时问一气呵成了自己的代表作《耶稣传》。一个

把耶稣作为信仰对象基督徒又怎么去描写历史的耶稣呢?赵紫宸说：“读书的人

没有不戴眼镜的；我也不能免除这个人类不能免除的毛病。所希望的是本色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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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得准确些．戴上眼镜子，不把耶稣看得太模糊了。我既崇拜耶稣，就应将他的

一生，按我所认识的告诉人。这是我作《耶稣传》最重要的理由。”“”’赵紫宸认

为自己的信徒身份并不妨碍为耶稣作传，他相信自己能够放弃信仰的偏见而给出

一个本色的耶稣。但这实际上是不太可能的。尤其是他指出“我作《耶稣传》，

用了三个有点杜撰性质的办法。第一是我自己的读史法；第二是纯乎想象的想象：

第三是辛苦艰难中所自得的解释。””⋯赵紫宸提出的这三个方法都表明了他写

《耶稣传》要给读者的不是一个客观的历史的耶稣而是一个作者个人心目中的主

观的历史的耶稣。他强调因为自己的真诚，所以这种对历史的主观化并不会歪曲

历史真实。与克罗桑把历史放到现代视野里来观看不同，赵紫宸竟然把历史主观

化了。只是这种被主观化的历史多大程度上还能称为历史就是一个问题了。如果

说大多数耶稣传记都是以历史见长，那么赵紫宸的《耶稣传》就是以文学见长的

了。他的《耶稣传》文白相间、语言优美、形象生动、可读性强，富有中国传统

文学独有的韵味。但正如赵紫宸自己所说的，他的想象使这部作品中时常出现虚

构的细节描写。而且由于处在与基督教文化完全不回的异质文化当中，赵紫宸骨

子里还是一个受儒道文化影响很深的人，所以他对耶稣的认识远远没有比他更早

的西方作者们深刻。此外由于他的教徒身份，赵紫宸在写作当中时而去除神话因

素，时而又保留对奇迹的描写。他表明自己对奇迹的态度：

至诚的同情，神奇的人格，纯粹的信仰，彻爱的摩抚，所能成功

的，出人意表的事情，是往往而然的；这些力量到什么程度才有限止，

是人们所未曾透辟地了解的．是这一切条件完全凑合之后而后有此不

可思议，不能否认的奇事呢?还是另有超乎今人知识的理致在其间

呢?⋯⋯科学遗弃了观物的心，将不变的抽象概念．笼罩在时刻变易转

移，无限无量的具体世界，取其同，撇其异，以成其比较准确的知识，

难道便可以说科学所硌须遗弃的重要事件，一定无可能而不有吗?若世

界全部俱可用算数来测量，故有量而无质，那末吹万不同的新意义，

又孰为为之的呢?乜83】

可见赵紫宸是相信奇迹的，他写《耶稣传》不是为了批半Ⅱ和反思，而是想澄清自

己对耶稣的体认，但从总体上讲赵紫宸还是非常真诚地把耶稣写成了一个真实

的、不平凡的而且值得崇拜的人而并非神。尤其是在耶稣诞生问题上，赵紫宸完

全放弃了童贞女怀孕圣子和所谓“道成肉身”的说法，把耶稣写成了诞生在木匠

约瑟和妻子马利亚家里的一个普通的孩子。因为赵紫宸本就写的是主观化或者说

个人化的历史，他本人也是相信奇迹的，所以“道成肉身”在他这里并没有被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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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神话被否定而只能是作为作者自己信仰的心灵所不能认信的历史被否定掉了。

耶稣传记的写作者们的身份五花八门，有神学家、历史学家、完全的无神论

者、无政府主义者，还有虔诚的基督徒等等，所以耶稣在不同传记作家笔下被赋

予不同的面孔。但无论如何，作家们无一例外地采取了历史主义态度对待基督教

信仰的基督。当耶稣被请下神坛的时候，“道成肉身”事件中不可思议的神奇，

“道成肉身”教义所宣扬的救赎意义就都被消解掉了。

二、彻底的无神论批判：击碎关于耶稣的一切幻想

耶稣传记的写作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基督教批判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表达

或温和或强硬的批判态度。与之不同，对基督教的无神论批判完全站在基督教的

对立面上，代表了一种严厉的批判主张。

(一)费尔巴哈：一颗苦难的心

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eh，1804．1872)从唯物主义出发对基督教的批判具

有典型的无神论特征，利文斯顿说：“对黑格尔来说，人被视为自我异化的上帝；

对费尔巴哈来说，情况正好相反，上帝是自我异化的人。”⋯1费尔巴哈在《基督

教的本质》(1841)和《宗教的本质》(1848)两本著作里集中阐述了他的无神论

思想。费尔巴哈认为“信仰一位上帝，若不是信仰作为一个人性(主观的)实体的

自然(客观实体)，就是信仰作为自然实体的人性实体。前一种信仰是自然宗教、

多神教，后一种信仰是精神一人类宗教、一神教。多神教徒把自己奉献给自然，

给自然一只人眼和一颗人心；一神教徒把自然奉献给自己，给人眼人心以支配自

然的力量和权威；多神教徒使人依靠自然，一神教徒使自然依靠人；前者说如果

自然不存在，我就不存在：后者反转来说如果我不存在，世界、自然就不存在。”

啪”基督教就是第二种人的宗教，而基督教的上帝的全能在他看来其实就是人类

想象力的无所不能。“上帝之意识，就是人之自我意识；上帝之认识，就是人之

自我认识。”[蛳1人有无限的愿望、无限的爱，无限的创造力，而上帝其实就是所

有这些人类无限的自我意识的投射。费尔巴哈说“宗教是，而且只能是人对自

己的本质一不是有限的、有止境的，而是无限的本质——的意识。”汹”
人的各种自我意识在基督教中得到了不同形式的投射，而具体到耶稣，费尔

巴哈指出苦难是人化了的上帝——耶稣基督的本质规定。“作为基督的上帝，则

是一切属人的不幸之总和”口弼1，“道成肉身”在费尔巴哈这里可以说成是“心”

成肉身。没有什么实存性的上帝，更没有什么超越性的上帝之道，上帝来自人类

心灵深处对无限的体验，而耶稣也只能是人类心灵痛苦的形象化。“上帝受难，

实际上不外意味着，上帝是一颗心。心乃是一切苦难之源泉、总和。受难上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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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不外就是感情之秘密；一位受难的上帝，就是一位感情的、富有感情的上

帝。”m”通过耶稣基督，人把心灵的痛苦体验对象化了并且又反过来从这个对象

化了的苦难形象身上获得慰藉心灵的力量。没有什么“道成肉身”，耶稣就是一

个人的精神构造出来的形象，既不足神也不是现实的人。费尔巴哈对基督教的否

定是非常彻底的，他说：“信仰限制、约束人；它使人丧失了恰如其分地来评价

别的跟自己区别开来的东西的那种自由与能力。”呻3人在自己所制造的幻象里迷

失了自己，也迷失了真实的世界。

(二)马克思、恩格斯：宗教只是虚幻的太阳

当代神学家蒂利希曾经对黑格尔、费尔巴哈以及马克思三人在宗教批判上的

关系做过一个非常简单而准确的评价，他说：“差不多现代人类有一半的反宗教

态度是以这种在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之问似乎是专业化的争论为基础的。

而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又是从黑格尔来的。费尔巴哈把黑格尔的观点颠倒过来，然

后马克思引进了社会学的因素。”啪”马克思(1818--1883)宗教批判的基本原则
是与费尔巴哈一致的。他提出“否定宗教的批判之基础是：人创造宗教，而非宗

教创造人。”㈣’在这个原则之下马克思断言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宗教只

是虚幻的太阳，它是围绕着那尚未围绕自己运转的人运转的。”。31而且马克思在

彻底否定宗教的同时也否定了神学，他指出“对神的存在之证明，或者只是本质

的、人的自我意识之存在的证明，是自我意识之逻辑的说明。⋯⋯在这个意义中，

对神的存在之一切证明，都是神的不存在的证明，都是神的一切表象之否定。“⋯

正如蒂利希所言，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是和社会政治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对

一些具体宗教教义尤其是基督教教义没有太多评论。反而是他的忠实合作者恩格

斯在基督教批判上更加系统一些。

恩格斯1882年所写的《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非常深刻地分析了

基督教的精神起源和社会背景，探讨了它为什么可以成为世界性宗教。在这篇文

章里，恩格斯也指出了耶稣之所以能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原因：“一切旧宗教都

熟悉献祭赎罪这一概念，它能使被亵渎的神怒气冰冰释。那末，一位中问调停人

牺牲自已永远赎出人类罪孽的概念，怎么会不容易获得地盘呢?这样，基督教就

把人们在普遍堕落中罪在自己这一普遍流行的感觉，明白地表现为每人的罪孽意

识。同时，基督教又通过它的刨始人的牺牲，为大家渴求的摆脱堕落世界获取内

心得救、获取思想安慰，提供了人人易解的形式，它再一次证实自己能够成为世

界宗教——而且正是适合于现世的宗教。”㈨’耶稣被恩格斯放到一个大的时代环

境中去理解，而不再是一个局限在信仰领域里的神，耶稣事迹中的社会历史价值

被恩格斯挖掘出来了。在1894年所作的《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中．恩格斯还对

《圣经》经文尤其是《启示录》做了细致的解读，并对《启示录》阜所描写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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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形象进行了分析，指出这里的基督形象和后来基督教“道成肉身”教义里的基

督形象完全是两回事，更有力地证明了基督教的信仰对象其实是在历史发展过程

中逐渐形成的人造的神。恩格斯讲：

启示录是由一连串幻景构成的．在第一个幻景中出现了穿着祭司

长装束的基督：⋯⋯在这里，一开头就很尖锐地显示出这种基督教扣

尼西亚宗教会议所制定的，君士坦丁大帝的世界宗教不同．在这里，

不但不知道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神圣的三位一体。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不

是后来的一个圣灵，而是犹太教的拉比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二节的

基础上构成的‘神的七灵’．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

是阿拉法也是俄梅嘎，但绝不就是神本身，或与神等同；相反，他是

“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因而也就同上述七灵一样，是永远存

在的，但却是居于属位的．神的流出体．在第十五章第三节里，殉道

者在天上唱“神的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以赞美神．这样看来，

基督在这里不仅是作为神的下属，而且甚至于在某些方面被放在与摩

西同等的地位．基督在耶路撒冷被李,r-I-字架(第十一章第八节)，但复

活了(第一章第五节、第十八节)；他是为世界赎罪而牺牲的“羔羊”，。

各族各方的信徒都由于他的血而在神面前赎了罪．这里我看到了使早

期基督教后来得以发展成为世界宗教的那种根本观念．当时，闪米特

人和欧洲人的一切宗教里都存在有一种共同的观点，认为被人们的行

为冒犯了的众神是可以用牺牲求其宽宥的．基督教最初的一个革命的

(从斐洛学派抄袭来的)根茶明仓就是，在信徒们看来，一切时代的。

一切人的罪恶，都可以通过一个中间人的一次伟大自愿牺牲而永远赎

掉．‘⋯

恩格斯强调在基督教早期经文里“当时的还不曾有自我意识的基督教，同后

来在尼西亚宗教会议上用教条固定下来的那种世界宗教，是有天渊之别的；二者

如此不同，以致从后者很难认出前者。川删恩格斯肯定了基督教是一种历史宗教，

这样一种宗教在人类历史的特定时期产生、发展也必然走向终结。而包括“道成

肉身”在内的所有的基督教教义也是历史性的，并不是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

(三)尼采：上帝死了

当我们提到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首先想到的可能是他

振聋发聩的喊声：“上帝死了!”由于他惯有的激情彭湃，尼采对基督教的批判可

以用狂暴来形容。在1888写的《反基督徒》(也译为《反基督》)一书中，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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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抨击历史上的耶稣，又抨击教会的基督”嘲1，没有给基督教的神留下一点

活下去的理由。

在《反基督徒》里，尼采认为基督教最大的一个弊端不是罪恶而足一种虚弱

的怜悯，他说：“什么东西比恶行更为有害呢?这就是对一切失败者和柔弱者的

主动怜悯：基督教。”㈣1在推崇冲创意志(强力意志)的尼采眼里走向死亡的善

还不如活力四射的恶更有价值。“基督教被称为怜悯的宗教。怜悯背离了让人生

机勃勃的情绪，它使人抑郁。怜悯一生，我们的力量顿时消尽。这种为苦痛所加

于生活上的力量之丧失又进一步为怜悯所增加和扩大了。怜悯使痛苦蔓延。在某

种情况下，它可以导致生命与活力的完全丧失，而这种完全的丧失与其原因的大

小不成比例(如基督之死这个例子所表示的)。”舯’尼采把基督教当成是与自己的

哲学完全相抵触的东西。自己所肯定的正是基督教所否定的，他认为基督教是以

“更高类型的人”(超人)为敌的，“它教人们相信精神的最高价值是有罪的(si．sO

东西，是陷入错误的东西——是魔道，它用这种方式在精神上甚至腐化最强者的

理性。川圳当许多基督教的批评者至少还能够肯定耶稣是人性典范的时候，尼采

却站出来批判耶稣是在把人性引向堕落。尼采把耶稣描绘成软弱而缺乏生命力的

善昆者：“他自己是如此苍白、衰弱、颓废。甚至苍白者中的最苍白者也能支配

他”，甚至神学家们可以随意地解释他，改造他，以至于现在他把自己变为某种

更为瘦弱和苍白的东西；他变为一个‘理想’(ideal)，他变为‘纯粹精神’、‘绝

对者’、‘物自体’。神退化了：他变成了‘物自体’。”呻1在这里，“道成肉身”

教义又遭到尼采的一记重拳。一直为基督教会奉为至尊，令神学家们魂牵梦绕的

玄妙信条在尼采看来恰恰是扼杀了耶稣作为一个善良者本来就已经非常虚弱的

那一点生命力。基督教所做的不是让“道”成为肉身，恰恰是把鲜活的肉身变成

了空洞虚无的“道”。犹太教暴虐而充满冲创意志的上帝退化成了仁慈而无力的

耶稣基督。尼采说：“基督教之神的概念——病者的神，⋯⋯作为精神的神——

是地球上向来所有最堕落之神性概念的一种。在那些神圣类的堕落发展史中，它

甚至代表低水准线。神堕落而为生命的矛盾，而不是生命的化身和永恒的肯定!

对生命、自然、生活意念宣战的神!⋯⋯神——虚无的神化，虚无意志宣告为神

圣!川⋯基督教的上帝在尼采严厉地声讨中化为虚无，利文斯顿指出尽管尼采对

耶稣的诚实报以景仰但最终“他还是掘弃了耶稣，因为耶稣代表着要来掘弃世界

的那种心理类型——这种类型拥有趋向虚无的本能意志!如果人们普遍地奉行这

样一种生活方式，那就将导致虚无主义，导致一切高级文化价值的消亡，以及人

类的毁灭”m“。

尼采对耶稣的批判不是彻底而是极端，他把耶稣从神的极端一下子降到了在

他看来甚至比恶者更低的虚无的善良者的极端上。他的大胆所为刺激了之后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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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人们的灵魂。

(四)罗素：我不是基督徒1

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对基督教的批判和否定涉及到政治、

法律、婚姻、道德等多个方面，十分尖锐和彻底。1927年3月6日他在全英非

宗教主义协会南伦敦分会主持下于巴特西市政厅发表的著名演讲《为什么我不是

基督徒》中指出成为基督徒至少有两个条件：一是信仰上帝和永生：一是必须信

仰基督。这其中的第二条就涉及到了罗素对耶稣的评价。他指出作为基督徒“我

认为你至少要相信基督即使不是神明，至少也是人类中最有道德，最有智慧的。

如果对于基督不能信仰到这个程度，你就根本没有权利自命为基督徒。川删所以，

对罗素来说，“道成肉身”所牵扯到的耶稣的神性问题根本就无须批判，他从一

个更边缘的信仰层面上指出耶稣不仅不是神，甚至也不是一个“最有道德，最有

智慧的人”⋯3。罗素通过分析福音书对耶稣言行记录指出了耶稣不够仁慈也不

够睿智，“无论从智慧上看或者从品德上看，我自己都觉得他不象历史上传颂的

某些人那样高超。我看在这些方面，释迦牟尼和苏格拉底的地位要比他高。”脚”

罗素认为这样一个人是根本不值得信仰的。但是罗素很明智地放弃了19世纪耶

稣传作者们探讨耶稣存在的历史真实性的做法，他指出“这并不牵涉历史问题。

历史上究竟有无耶稣其人是大可怀疑的。即使真有其人，对他的生平我们也一无

所知。””唧罗素强调耶稣是不是“道成肉身”的神，历史上有没有耶稣其人对信

仰来说都是第二位的。因为在他看来，就现有材料来说耶稣连一个信仰对象所应

有的起码的完善的道德品质都不具备。

我们看到在对基督教各种方式、’不同程度的批判中，基督教“道成肉身”教

义都遭到了断然否定。但是一个被否定的信仰命题不一定就没有其他价值，或者

说一个不可信而又被千万人信仰了一千多年的命题必然有其丰富的历史影响和

强大的文化功能。而这些是无论如何也否定不了的。



山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第三章审美视野中的“道成肉身”

在前两章，我们对基督教“道成肉身”命题的在信仰之内的含义以及扩展到

整个文化领域里的价值和弱点做了解析，并且已经指出“道成肉身”是一个极富

审美潜质的概念。这个内涵丰富的信仰命题在许多重要的方面都可以与审美发生

关联。下面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我们从信仰出发又投放到浩瀚的文化海洋里的眼光

再收回到基督教信仰与人类审美活动这两点上来．对基督教“道成肉身”命题与

人类审美活动之间的联系做一个系统地梳理。那么作为一个宗教信仰命题的“道

成肉身”在什么地方和审美相遇了?又如何相遇了呢?

第一节“道成肉身”与神话：信仰和审美在起源上的相遇

正如施特劳斯在《耶稣传》中所分析的那样，“道成肉身”作为一个完整的

信仰事件包含着许多神话元素，如果我们对这个故事的细节做出追根溯源式的考

察，总会在原始神话和巫术仪式中找到与之关联的蛛丝马迹。而大量的美学、艺

术学和人类学研究成果也已经表明人类的审美活动尤其是人类的审美创造活动

的起源也是和原始神话、原始宗教有着密切关联的。所以，当我们把“道成肉身’

与神话联系在一起时，基督教信仰和人类的审美活动就在共同的起源上相遇了。

一、神话：在信仰中强化，在审美中弱化

(--)神话(myth)概说

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像和借助想像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

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

⋯，也就是说神话是人对自然力的精神征服，而征服的手段则是用想像把自然力

转化为精神表象纳入人的心灵从而使其为人类所把握。马克思对神话的理解是一

种社会学视角，他把人类与自然看成是相互斗争的关系，而神话是人对自然有限

的形象化征服阶段的产物。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神话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逆

步作用，一方面又指出神话是人类对自然自以为是的征服，有虚假的成分，必然

会随着人对自然力的科学认识的形成而失去意义并退出人类历史。

著名人类学家卡西尔认为：“神话是用人的、社会存在的语言表达一切自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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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施特劳斯和弗莱一样都放弃了从社会学视角来解释神话，但施特劳斯走得更远

一些，他把神话完全当成一个封闭的系统，从结构主义出发把神话简化为三十一

个功能，所有的神话都被抽象成一些功能的组合，以至于一切神秘都在被赋予不

同叙事功能的时候也同时被明朗化了。

但施特劳斯收拾得整整齐齐的神话房间又被维尔南弄乱了。与弗莱和施特劳

斯一样，法国学者维尔南把神话理解为故事，但是他同时又指出这样定义神话不

够全面，也低估了神话形态的复杂性。他指出“神话并不像我们设想的，指的是

关于众神与英雄的传说。它既不指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也不指—种故事类型，

也不指任何一种叙述形式，它反而摧毁了它们之间的边界；它有变化多端的形

式。⋯⋯神的谱系、宇宙起源、英雄颂歌、这是当然的，但同时还有寓言、家谱、

贞洁女子的故事、道德寓意剧、成语、传统的俗语。神话，这一堆放杂物的地方，

它不能从它通过贴合其轮廓而表指的一个对象中抓取它的真实身份”。。”1维尔南

否定了对神话进行归类的可能性，神话的触角可以伸到任何文化领域当中。而事

实也是如此，今天除了神话学研究之外，我们在人类学、文艺学、语言学、民俗

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当中都可以看到神话研究的成果，神话是不能仅仅被当成

是文学叙事对待的。此外维尔南特别强调了神话的虚幻性质，他认为“神话的标

志，每次都是对它所陈述的东西的一种躲避，一种保持间距。神话总是真实话语j

逻各斯的反面和另一个。”“”1维尔南指出神话总是和排斥以及否定联系在一起

的，“无论它涉及的是什么领域，它都注定要走向幻觉、荒谬、虚假。它是由真

实话语的任何形式通过对比投射下的影子。川“81马克思把神话的虚假性看成是人

类认识能力有限造成的不自觉的情况，而维尔南却把虚幻性看成是神话的本质，

而且是有意为之。维尔南指出在希腊世界里神话是作为逻各斯的对立面而存在

的，这就告诉我们早在古希腊人们就不是把神话当成真实的东西对待的，就存在

着对神话的怀疑和探索。在柏拉图的《斐德罗篇》里，苏格拉底就在与斐德罗的

对话中表达了对待当时的神话研究的态度：

诸如此类的理论无疑很诱人，但只是一些能人的虚构，我们不一

定要羡慕这些勤奋的人，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一开了头，就必须继

续解释肯陶洛斯和喀迈拉，更不要提那一大群怪物了，戈耳工，帕伽

索斯以及神话传说中的无数其他怪物．我们的疑心再加上他那种有点

残忍的科学，如果按这些传说是否可能的标准对这些怪物逐个进行考

察，那就需要大量的时问．而我自己实际上肯定没时间干这件事．把

原因告诉你，我的朋友。我还不能做到德尔斐神谕所告诫的“认识你

自己”，只要我还处在对自己无知的状态，要去研究那些不相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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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太可笑了．所以我不去操心这些事，而是接受人们流行看法．我

的研究，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样，宁可针对自己，看自己是否真的是一

个比堤丰更加复杂、更加傲慢的怪物，还是一一个比较单纯、比较温

和、有上苍保佑的生灵，有着与堤丰不一样的平乖的性格．。”1

从苏格拉底的话里我们看到，古希腊哲学家们已经开始神话研究了，他们力图用

符合理性要求和现实逻辑的话语把神话解释为毫无神奇的平常事物，这与布尔特

曼提出的“解神话化”正好相反，布尔特曼的解神话不是消灭神话而是挖掘神话

背后的深意，苏格拉底这里提到的神话研究却是把神话变成一些既无美感也无意

义的肤浅材料。苏格拉底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工作，而他自己则采取了对神话漠

不关心的态度。英国神话学家缪勒曾经引用这段话一方面反对苏格拉底对神话解

释的否定，一方面又认为苏格拉底对神话的回避是一种尊重而非蔑视。其实从根

本上讲苏格拉底的冷漠和他所反对的神话研究者的工作都是指向神话的虚幻性

的。

同维尔南一样，缪勒也认为神话涉及的领域极为宽广，我们几乎无法严格的

界定它，他指出“神话尽管主要地是和自然相联系，其次和那些显示规律、法则、

力量以及智慧特征的证明(神迹)联系在一起。但神话对所有一切都是适用的。没

有一件事物能排除在神话的表达之外；道德、哲学以及历史、宗教，无一能够逃

脱古代女巫的咒语。但是神话既非哲学、历史，也不是宗教、伦理。假如我们非

用一个学术的表达来说明它，那它则是一种形式(quale)而不是实体(quid)的东西，

它还有点像诗歌、雕刻和绘画，几乎适于古代世界所赞美或崇拜的一切。川3201与

缪勒相比，弗莱把神话归结为语言就不是宽泛而是太狭窄了，缪勒用“形式”定

义神话，看上去是无所不及，但他同时也对这个形式做了不太严格的说明，强调

了神话不是物质而是精神性的：具有艺术的形象性以及令人崇拜的神圣性。

从这些著名神话学家的观点里，我们不可能总结出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神

话定义，但至少可以对神话的一些基本特点做到了心中有数。首先，神话是人类

精神观念的一种古老的表达方式，总是和人类的起源问题联系在一起，宗教、语

言、艺术等人类文化中的重要方面都要到这里来寻找自己的源头：其次，神话所

表达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神话表达了人类对自己所生存的这个世界中

未知力量的普遍性认识。当代神学家布尔特曼指出“神话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

即人并非世界和自然生活的主宰，人生活在其问的世界充满着不解之谜和神秘之

域，人的生命也同样如此。神话表达了对人类生存的特定的理解。””⋯神话为它

所看不清楚的对象大胆而自由地绘制着肖像，这副肖像可能是失真的，但却表达

了绘制者们对世界的真实印象。另一方面神话在客观上“是人类心灵的某些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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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基本表现，甚至是人类组织的精神或心理层面的基本表现。”””3作家创作的小

说我们可以阐释却不可以对之做出改动，而神话没有一个可以署名的享有知识产

权的作者因此也从来没有接受上的强制性。从口口相传到一些随意的文字记录，

神话的流传过程也就是一个不断被修改润色的过程。而这些对神话的随心所欲的

修整恰恰是人们真实的愿望和观念的体现。当一个神话相对固定下来的时候就证

明它相对符合了大多数人对世界的看法和感受。维尔南曾经把神话和流言联系在

一起。一个事实经过流言的传播最终一定是面目全非，但在流言对这个事实的改

造中我们一定能够看到大多数人对这个基本事实无论是嘲笑的、忌妒的还是同情

的、羡慕的真实态度。总之神话是精神性的而非物质性的，神话所表达的是人类

对世界普遍性的认识但不一定是真理，神话客观上反映了人类真实的心理面貌，

但不一定被发现。第三，神话的表达方式是虚构和想象。通过它们，神话刻意地

把普遍和真实的精神体验形象化为“不可能真正存在和发生的事情?o”1。神话

的表达方式具有神秘性和虚假性。神话的内容的普遍和真实与神话表达方式的神

秘和虚假性之间存在着强大的张力。施特劳斯说：“神话使研究者们面临一种乍

看起来似乎自相矛盾的情况。一方面，在神话中似乎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这里

没有逻辑，没有连贯性。人们可以把任何特征赋予对象；人们可以发现任何可以

想象的关系。在神话里，一切事情都是可能的。但是另一方面，在不同地区收集

到的神话显示出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又是与上述明显的任意性背道而驰

的。”02”再自由的虚构和想象也毕竟是由人的心灵发出的。只要神话的仓Ⅱ造者们

不违背自己的心灵说话，在世界其他地方的神话中遇到同道是完全正常的事情。

第四，神话的表现形式非常丰富，它可以在文学叙事、绘画、雕塑、舞蹈以及巫

术或者宗教仪式等多种领域中存在。神话既可以作为一个完整独立的形象也可以

作为零散的神话元素进入上述领域，其中尤以巫术和宗教仪式中的神话元素最

多。第五，神话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形象化的表达把心灵所体验到的未知力量神圣

化，而在神圣化的过程当中往往包含着心灵对这个世界的美好期许和强烈愿望。

所谓的“未知力量”在我们今天看来也许依然神秘也许已经平淡无奇，但这并不

能影响神话的价值。神话所做的是确立了“未知”本身可敬可畏的身份。神话把

许多神秘力量(比如太阳、风、命运、智慧等)人格化，同时又赋予它们人所没

有的强大能力，使它们成为自然界咀及人类生活某些方面有权威的管理者。给未

知力量一个高于人的身份，也就是使之神圣化了。而神圣化对于神话来说是本质

性的特征。弗莱曾经说过这样一个例子“有关被人信奉或崇拜的神的故事多半是

神话，但并非所有的神话都是有关神的故事。在西欧人看来，《士师记》中参孙

的故事是神话，因为这些故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经传说的一部分。”。””参孙不

是神，却凭借神的力量做了人做不到的事隋，在参孙的故事里显现的还是神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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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话到宗教：神话功能的强化——信仰趋向

一般认为神话是人类社会早期的产物，那时候符号化的语言还不够丰富和发

达，人类的思维不得不更多地借助形象手段。神话的制作者习以为常的东西对于

我们已经习惯于用抽象的语言符号来思考问题的大脑来说就是稀奇古怪了。所以

缪勒说：“神话，只是一种方言，是语言的古代形式。”o冽在一个神话的时代，

人们是不会向我们这样强烈地意识到神话的存在的。只有当人类逐渐改变了这种

形象化的思维语言的时候，神话才作为今天意义上的神话存在了。卡西尔把神话

当成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对待，而且他认为这种思维方式至今依然活跃着，现代

人照样运用新的神话语言创造着我们自己的神话，只是我们不能自觉罢了。不管

怎样，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那些在人类早期形成的神话也在悄悄地发生着改变，

并在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着作用。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甚至在苏格拉底的时

代，神话就已经成为理性探索和嘲笑的对象，已经不再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主流。

但是神话不会就此消失，它一直就是灵活多变的，在遭到理性思维的排挤的时候，

神话不断撤离它曾经占有的大片领地，转而在更加适合它的领域里安家落户了，

那就是宗教和艺术。

宗教是以对神的信仰为核心由一系列教义规范、仪式制度等构成的一个庞大

系统。而在所有的宗教构成因素当中有着超人能力的各种各样的“神”是任何一

种宗教的灵魂，而宗教徒们对神的热爱和敬仰则是一种宗教维持生命力的血液。

不管是人格神还是非人格神，宗教以神为中心的特点使之成为神话安适的栖息

地。但是神话本身并不是宗教，正如维尔南说的“神话处于宗教礼仪的旁侧，而

有时，它会十分直接地与之交叉，它或者从细节上证明宗教实践的方式，或者表

明其动力，发展其意义；同时，神话又处于各种造型艺术之象征的旁侧，赋予神

明以一种形象化的形式，体现出他们在世人心中的存在。⋯⋯神话所荷载的信仰，

尽管带有粘合力，却没有任何束缚和强迫的特点；它并不构成一套学说，来确定

什么是宗教虔诚的理论根据。””“神话没有宗教严格的组织形式和教义系统，但

它的确为宗教提供了最核心的因素——神。宗教和神话有着起源上的联系，宗教

对神的描述中有相当多的神话因素．而且在代表着人类理性思维能力顶峰的科学

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宗教中的许多核心要素如果不被当成神话看待，宗教

就几乎不能为现代人所接受，甚至在宗教徒当中也是如此。在从神话到宗教的发

展路线上，神话表达的自由散漫得到了越来越严格的控制，理性在宗教发展中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神话对未知力量的神圣化功能却在宗教里得到了空

前的强化。由于本文探讨的主要是基督教“道成肉身”命题中所反映出来的信仰

和审美的关系问题，所以我们主要围绕着基督教和神话的关系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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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泛神到一神

在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看到越是人类早期的神话越呈现出明显

的泛神论色彩。大自然中存在的植物、动物部被认为有着和人一样的情感和意志，

但并不具备人形。比如弗雷泽在《金枝》中提到的最早的树神就是有灵性、有意

识的树木本身而已。这种原始的神和蒲松龄《聊斋志异》里写的树精、狐仙有类

似之处但又不同。它们都是个体动植物的神化，地位极低，除了被赋予了人的思

想情感，几乎没有任何神的职权。但《聊斋志异》里的这些精灵是从低等的动植

物修炼成人或成精的，一方面是以人的形象存在的，一方面已经渗透着比较晚近

的宗教修持思想。而早期人类认为一切自然事物都是有灵的，而并非特别优秀或

者经过特殊努力才能获得灵性。在这种原始的泛神论思想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把自

然事物神圣化的最初形式，但这种对动植物的神圣化是非常有限的，有灵性的树

神并不比人更加有力量，它们不能控制除了自身以外的任何东西甚至另外一棵同

样的树，就像当时的人们也没有办法控制一棵树所能产出的果实的数量一样。人

们通过各种巫术方式与之交流，就是希望树木能满足他们丰收的愿望。在泛神论

阶段只能说有巫术活动但还谈不上有宗教的存在。因为神还没有获得足够高的地

位供人敬拜，在大多数情况下人只是向对待另外一个人一样的对待其他有灵的存

在物——要求、承诺、威胁、奖励、惩罚。

后来这种树神逐渐摆脱了树木本身的局限，人们开始把树木从神的身体理解

为神的居所，弗雷泽指出：

这本身是一重大进步，即：由泛神论进到多神论。换言之，过去

人们把每株树看作活的有意识的生命现在则看作仅仅是无生命无行动

能力的物体，是一种可以在树木中自由来去、具有占有或支配树木权

力的超自然的生命在一定时间内的寄居处所．这种超自然的生命已不

再是树神，而成了森林之神．一旦树神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每株具体

的树木，乃是，按照人类早期思想给一切抽象的神都披上具体人形的

总倾向，它就立即改换了形态而披上了人形．所以在古典艺术中，树

神总是按人的形态来描绘的，它们的森林特性则以树枝或某种同等明

显的标志来表明．不过这种形体的改变并不影响树神的基本特性。作

为树的精灵所能运厨的能力都在树身上体现出来，他继续具有树神的

能力．∞1

这种从泛神论向多神论的发展使神明从个体性的“物神”或者说自然神变成了具

有一定普遍性的“类神”或者说职能神，这体现了人类的抽象、综合等理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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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更多地参与到神话的构造中来了。这时的众神分别获得了对一类事物的管理

职权从而具有了更加广泛的代表性和更加强大的力量；并且他们已经摆脱了固定

的物质形体的束缚而可以随意变形，当然主要以具有更强精神特质的人的形象出

现，但是同时他们还往往在外形上保持着与他所掌管的事物密切相关的体貌特征

或标志性的装饰。比如古希腊神话里的主管畜牧的潘神长着山羊的角和胡须还有

羊蹄，而酒神狄奥尼索斯是葡萄树和葡萄酒的人格化，所以他总是“头戴葡萄枝

和长春藤编成的花冠”旧1。多神论发展的顶峰就是古希腊神话。随着以宙斯为

首的奥林匹斯诸神的进一步职能化和权威化，神的地位更加神圣了。太阳神阿波

罗、爱与美的女神维纳斯、智慧女神雅典娜、海神波赛冬⋯⋯这些我们耳熟能详

的名字得到了古希腊人热情地的赞美和敬拜，伟大的古希腊建筑、雕塑、史诗、

戏剧等各种艺术形式中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但是古希腊众神的神圣地位并非是

无限的。在这个多神的世界里，神在存在上比人优越——可以不死，在功能上比

人强大——对世界拥有强大的控制力量，但是在其他方面他们就和人没有什么两

样了。他们会愤怒、忧伤、喜悦，有爱情、亲情、友情，彼此之间也仇恨、欺骗、

征战。他们在自己职权范围内主宰世界，却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甚至神界的最

高统率宙斯也不能为所欲为。与古希腊神话相伴而生的是基督教后来所激烈反对

的偶像崇拜。这已经是比较低级的宗教形态，人们已经开始为不同的神建造各种

神庙，并有专门的祭司负责组织敬拜和祭祀活动。但是这时的宗教组织非常松散，

信徒和非信徒之间也没有什么明确的划分，而且由于神明众多，神对人的约束力

是极其有限的，人们在有不同需要的时候求助不同的神，很容易在不同的神之间

摇摆不定而缺乏足够的宗教虔诚。当然多神论也可以发展出最严格意义上的宗

教，比如印度教，但前提条件是必须在众神里分出主次，使某几个神进一步神圣

化并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据说印度教中的神有三亿之多，但主神只有梵天、毗

湿奴和湿婆三个，而且这三个主神还被描述成“三神一体”，可见从神话走向宗

教必然是从多神趋向一神的过程。

多神世界里的神各司其职、彼此制约，他们注定不能完美。神的完善和绝对

神圣是到一神论神话中才达到极致的。而随着对神最高程度的神圣化的完成，神

话也溶解在比较成熟的宗教当中了。犹太教作为比较早的一神论宗教，其最基本

的教义之一就是反对一切偶像崇拜，强调上帝的唯一性和不可知性。著名的摩西

十诫的第一条是“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o删而第二条就是“不可为自己

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像仿佛上天、下地、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

也不可侍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3”在犹太教这里，一切自

然神和职能神不是遭到贬低而是遭到了彻底的否定，只有通过这种不留余地的否

定才能确保上帝的唯一性。只要有多神存在，所谓的最高就是相对性的，还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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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比独一无二更高的神呢?上帝的唯一性确保了它的无可比拟的绝对神圣地位。

其次，多神论中的职能神在犹太教里被无所不能的创世神所取代了。万物是一神

造的也由一神掌管，上帝的全知全能进一步加固了它的至高地位，此外，在多神

论中被人格化的神在犹太教这里也被否定了。卡西尔指出“从理论思维的角度看，

彻底一神论最终达到的创世范畴在其中首次获得真正根本性程式的那种‘无中生

有’观念，也许表现出一种悖理，甚至是自相矛盾；但是从宗教观点看来，它仍

标志着一个根本的和最高的成就，因为在此观念中，宗教精神的惊人抽象力量，

达到了完满和无限的表现，为了达到纯粹意志和纯活动之存在，宗教精神必须否

定和摧毁物的存在。”∞卧一个以人形出现的主宰世界的神是可以接近、可以把握

的，往往会令人与地上的君王联系起来，会让人产生僭越的野心。上帝是完全不

可见、不可知、不可想象的超越性存在，他以绝对他者的姿态和这个世界上包括

人在内的一切被造物划清了界限，消灭了一切人要成神的妄想，从而说明上帝的

至高是不会受到任何威胁的，因为他和我们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还有什么样的

神能比犹太教唯一、全能、不可知的上帝更加神圣昵?神话赖以产生和存在的虚

构和自由的想象在上帝这里被完全禁止了。从逻辑上讲，对上帝这个超越性的本

体来说，没有神话可言。当然在我们看来在犹太教经典《IEl约圣经》中有很多神

话故事，但这些故事在一个虔诚的教徒看来不是神话而是神启，是上帝以各种各

样的方式对犹太民族的启示。不仅是神，就连神话本身在宗教里也被神圣化了。

其实只要足用人类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只要是进入人的思维流程的东西，他

越是模糊不清就越需要我们动用自己的想象力，就越容易被人格化。《创世记》

里那个用六天时间造了世界，用尘土造了亚当的上帝，如果不允许我们把他想象

成一个人，阅读就几乎无法进行下去。所以宗教并不能消灭神话而只是禁锢了神

话，正如弗莱所说“圣经是一部极有偏见的著作。就像别的宣传作品一样，凡作

者认为应该是真实的就是真实的”[333]宗教只允许人类用固定的统一的方式去

理解宗教里的神话。和犹太教一脉相承又从古希腊哲学那里获得新鲜血液的基督

教把这个绝对神圣化的上帝和古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结合起来了。我们前面

已经看到维尔南指出在古希腊神话被看成是“逻各斯”的对立面。“逻各斯”作

为万物本源是非常抽象和神秘的非人格化的理念，从性质上讲与古希腊神话里有

血有肉的诸神相比，它的确与犹太教的上帝更加接近。但是更有趣事情发生了

——基督教竟然让这个排斥神话的“逻各斯”理念化身为人。我们前面提到蒂利

希曾经指出：“普遍的逻各斯变成肉身这个观念决不能从希腊思想引申出来。因

此教父们再三强调，虽然，希腊哲学家具有普遍的逻各斯这一观点，但对基督徒

来说，特殊的东西是逻各斯变成个人生活中的肉身。“‘逻各斯”化身为人的观念

在希腊哲学【{1的确不可能出现，但它也绝对不足犹太教所允许的。这件事情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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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话领域罩得到解释。我们只能从逻辑上推断犹太教对上帝的过分绝对化非常

不利于其从一个民族宗教转化为可以为被古希腊罗马诸神包围的外邦人接受的

普世宗教。基督教把一个已经被推到至高地位上的神稍稍往下降了一点，以便更

容易地被人们接受。尽管基督教仍然宣称不承认人格神的存在，强调耶稣基督是

真正的人，他身上的神性是我们无法把握的，但是当基督徒们满怀真诚地敬拜和

纪念这位在十字架上为人牺牲的神一人时，除了把他感受为拿撒勒人耶稣之外还

能把他想象成什么呢?“逻各斯”的化身成人使基督教的神又成为可以接近、可

以亲近甚至可以成为榜样的存在，基督教把神话的生动又带回了宗教。

从神话到宗教，从有限的职能神到全能的创世神，宗教从神话那里获得了最

初的组织材料，但却常常不情愿承认宗教与神话的内在联系，反而极力维护神启

的真实性。在现代社会条件下，越来越多的宗教信仰者看到并接受了宗教经典中

有神话存在的事实，并开始到神话背后寻找信仰存在的理由。

2、从巫术仪式到宗教仪式

神话作为虚构的故事不可能在历史著作中流传下来。我们今天见到的神话大

多是在古代艺术尤其是古代文学作品中看到的。当我们看到这些神话的时候，它

们往往已经被艺术化或者说审美化了。比如古希腊神话就是我们从古希腊史诗、

戏剧、雕塑中大量了解到的。当然这对于神话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而且正如

许多神话学家指出的那样神话本来就没有专门的存在领域，他渗透在人类生活的

方方面面，却又能让我们很容易地把它辨别出来。现在就连四、五岁的孩子也知

道在圣诞节给他的袜子里放进礼物的是他们的爸爸、妈妈而不是真的圣诞老人。

虽然如此，但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在前艺术时期，最早的神话确有其存

在的相对固定的专门领域，那就是原始巫术仪式。巫术仪式本就是人和神打交道

的一种方式，也可以说是在人类的神话思维直接作用下而出现的人类活动。卡西

尔甚至认为“礼仪先于神话，这一点已经得到正确的强调。礼仪不能解释为仅是

信仰的表现；相反，属于理论表述世界，并且只是记载或认可的记事的这部分神

话，必须理解为直接存在于人类活动和人类情感及其意愿中的这部分的间接的解

释。”o川卡西尔的意思是说如果单纯把神话理解为神的故事或者叙事，这样的故

事只能建立在鲜活的实践行为基础上，但如果神话被看作人类一种特别的思维方

式则它就先于仪式了。其实巫术仪式和神话的先后问题对本文来说并不是特别重

要，我们要强调的是巫术仪式不仅仅是神话的载体更直接就是神话诞生的土壤。

一般认为原始巫术仪式和各种宗教仪式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而且至今在一

些宗教仪式中仍然残留着相当多的巫术成分。甚至有些时候我们会把巫术仪式直

接当作原始的宗教仪式。要讨论巫术和宗教仪式的区别，我们首先要对宗教有一

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宗教的核心是对神的信仰和崇拜。弗雷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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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巫术和宗教的关系时给出了他为宗教所下的定义：“我说的宗教，指的是对

被认为能够指导和控制自然与人生进程的超人力量的迎合或抚慰。这样说来，宗

教包含理论和实践两大部分，就是：对超人力量的信仰，以及讨其欢心、使其息

怒的种种企图。这两者中，显然信仰在先，因为必须相信神的存在才会想要取悦

于神。但这种信仰如不导致相应的行动，那它仍然不是宗教而只是神学。⋯⋯换

句话说，如果某人的立身处事不是出于对神的某种程度的敬畏或爱戴，那他就不

是一个宗教信徒。另一方面，若只有行动却排除了一切宗教信仰，那也不是宗教。”

⋯”我们已经看到宗教是在神不断被权威化、神圣化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宗教

信仰的基本内容是仰视神、依靠神、敬拜神，而宗教仪式所表达的正是宗教徒们

对神的祈求、赞美和敬畏。在宗教信仰中神总是高高在上的，甚至不可企及的。

而巫术仪式则不然。弗雷泽对世界各地大量巫术仪式的研究表明“在人类发展进

步过程中巫术的出现早于宗教的产生，人在努力通过祈祷、献祭等温和诌媚手段

以求哄诱安抚顽固暴躁、变幻美莫测的神灵之前，曾试图凭借符咒魔法的力量来

使自然界符合人的愿望。”。”原始巫术仪式面对的不是一神论的绝对神圣的上

帝，而是泛神论条件下地位不怎么高的神灵们。所以在仪式中，巫师“是强迫或

压制这些神灵，而不是像宗教那样去取悦或讨好它们。¨站"在巫术仪式中巫师只

是力图通过咒语、舞蹈等形式和神灵交流甚至是希望通过这些方式控制神灵，使

其听命于己，而不是宗教徒在祈祷中常做的赞美和祈求。就像泛神论使任何事物

都具有灵性一样，人自己也被认为具有获得神秘力量的能力。巫师不是像后来宗

教祭司那样只是天神和人之间的中介，而是认为自己在巫术仪式中就有神的力量

甚至本身就是神。所以在从神话到宗教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神灵地位的不断提升，

人自己的地位相应地在不断降低，在仪式中与神沟通的能力在不断减弱。这种伴

随着对神的敬畏而生的人的谦卑也是人的理性不断发展的结果。无知者无畏，人

的谦卑正是在对巫术仪式的欺骗性有越来越清醒的认识的基础上才产生的。当人

明白并不能凭借几句咒语控制任何力量时，对神的敬畏就越发强烈了。宗教仪式

起源于巫术仪式，但也包含着对巫术的否定j从这个意义上讲，迷信和巫术才是

真正同属一类，任何迷信当中都包含着真正的巫术成分一自以为神或者控制神
灵。然而郑元者教授指出“巫术观念也不是现代人所理解的那种‘迷信’，而是

史前时代的‘科学”o⋯，弗雷泽也认为“宗教认定世界是由那些其意志可以被

说服的、有意识的行为者加以引导的，就这一点来说，它就基本上是同巫术以及

科学相对立的。巫术或科学都当然地认为，自然的进程不取决于个别人物的激情

或任性，而是取决于机械进行着的不变的法则。不同的是，这种认识在巫术是暗

含的，而在科学却毫不隐讳。尽管巫术也确实经常和神灵打交道，它们正是宗教

所假定的具有人格的神灵，但只要它们按其正常的形式进行。它对待神灵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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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是和它对待无生物完全一样””⋯。但实际上巫术和科学的相近只是就巫

术在泛神论条件下认识世界的蒙昧而机械的方式而言的，这并不能取消它本质上

的虚假性和其中表现出来的人的盲目自大。而宗教仪式更多的是张显神的伟大，

表达人的恭顺，即便向神提出某种愿望，能不能实现也完全凭神的意志而不能为

人自己所左右。此外，巫术仪式往往是针对着一个非常明确而实际的功利目的而

举行的，功能性极强，而宗教仪式更多是一种目的非常宽泛的精神化的敬拜活动。

任何人都不能对神话享有著作权，任何宗教也不是完全出自它的创始人之

手。“宗教的真正对象，所有宗教形式和表达都可追溯到的、唯一、原初的对象，

是个体持久隶属的社会群体，它从总体上制约个体的存在和意识。正是这种社会

群体，不仅决定着神话和宗教的形式，而且也为一切理论思考，一切关乎存在的

认识提供基本的图式和模式。“⋯1在神话与宗教的关联当中所反映出的不仅仅只

是人对神和仪式的观念的演变，更反映出在广阔而深厚的社会背景中人类感受和

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的变化以及人与自己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关系的变化。

(三)从神话到艺术：神话功能的弱化—一审美趋向

当人类逐渐放弃了用神话来表达对世界的认识的时候，神话就把自己活动的

范围逐渐限制到适合自己生存的宗教和艺术领域当中了。但神话在宗教和艺术里

的呈现方式是不同的。神话在宗教里被充分发挥的神圣化功能在艺术中反而遭到

削弱，但神话在宗教中受到严格限制的虚构和想象的方式却在艺术里得到了尽情

施展的自由。正如宗教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神话和巫术一样，人类艺术活动的起源

也是和神话以及巫术仪式密切相关的。神话对艺术的构思方式、形态表现以及内

容主题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想象；从神奇到自由

神话之所以能够和艺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关键在于它们在思维方式上的共

通性。神话的构成方式是通过想象来虚构神圣的形象，而艺术的构思方式也主要

是凭借想象来创造生动的感性形象。神话和艺术的这种共通并不是偶然的，因为

正如卡西尔所说“神话、语言和艺术起初是一个具体的未分化的同一体，。只是逐

渐地才分解为三重独立的精神创造活动方式。¨⋯1换句话说神话中天然包含着艺

术精神，而艺术的构思方式是从原始神话思维方式中发展出来。艺术构思和神话

思维都是一种形象化活动，在这种精神活动中，人类的各种心理能力都会彼此协

调共同发挥作用，但是在形象化活动中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想象。想象是神话思维

的精髓也是艺术思维的灵魂。弗莱指出“神话作为一种通过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思

考而产生的形式，不会随着社会或技术的发展而改进，更不会因此而消失。”哪”

如果说宗教收留了神话而同时又束缚了神话赖以生存的想象力的发挥，那么在艺

术的广阔天地里神话则得以自由发挥它的创生力量，以各种新的形式出现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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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在从神话到艺术的这一个方向上，神的形象和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而人的想象能力却在呈现出新的特点的同时保持着最初的旺盛的生命力。

早在前艺术时代，神话还没有作为严格的故事形式出现而是作为神话元素渗

透在各种巫术仪式中时，想象就已经开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弗雷泽的《金枝》

把巫术分成了两大类别：顺势巫术和接触巫术。他说：

如果我们分析巫术赖以建立的思想原则，便会发现它们可归结为

两个方面：第一是“同类相生”或果盐同因；第二是“物体一经互相

接触，在中断实体接触后还会继续远距离的互相作用”．前者可称之为

“相似律”，后者可称作“接触律”或“触染律”．巫师根据第一原则

即“相似律”引伸出，他能够仅仅通过模仿就实现任何他想做的事，

从第二个原则出发他断定，他能通过一个物体来对一个人施加影响，

只要该物体曾被那个人接触过，不论该物体是否为谊人身体之一部分．

基于相似律的法术叫做“顺势巫术”或“模拟巫术”．基于接触律或触

染律的法术叫做“接触巫术”．Ⅲ”
。

弗雷泽是从巫术建立的“思想原则”的角度对巫术进行分类的，而这里的思想原

则就是人们赖以在头脑中构造巫术的思维方式。顺势巫术的构成所依靠的所谓相

似律正是从艺术构思的角度讲的相似联想，而接触巫术的接触律原则则是艺术构

思中的接近联想。艺术思维和神话思维在对想象这一心理机能的运用上是一致

的。任何艺术构思和神话构造都要从最简单的想象——联想开始组织材料，然后

才谈得上虚构。但是相同的联想方式的运用并不能就此简单说明艺术构思与神话

思维的渊源关系。我们看到想象力在巫术和艺术活动中发挥的作用是截然不同

的。

巫术里的想象具有一定的功能性和欺骗性，而艺术想象是超功利的、假定性

的。在顺势巫术里，人们相信可以通过针刺偶人从而达到加害偶人所代表的仇人

的目的：在接触巫术里，人们把孩子掉下的乳牙扔进老鼠洞里以希望旧牙能帮助

新长的牙齿像老鼠的牙齿一样坚固耐用。在所有这样的巫术活动中，想象是被当

成可以产生真实效用的具有实际功能的神奇的思维能力来利用的。“礼仪不是原

初‘比喻’性的：礼仪不只是模仿或表达，而且是绝对真实的；礼仪被如此织入

活动的现实中，以致形成它的必不可少的部分。在文化发展分支最多的阶段，我

们发现反复出现的无数信仰都形成这样的情况：人类生命的延续，实际上就是世

界自身的生存，取决于礼仪的正确实施。州⋯1巫术活动中的人把虚拟的情景完全

当成真实的情景，这样想象在巫术里就变成了神奇的魔力，或者从反面讲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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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欺骗或自我欺骗的手段。而我们在艺术创造中所运用的相似联想不过是像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样的触景生情：而接近联想也就是“月与灯

依旧”，“不见去年人”这样的睹物思人。想象在艺术中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功效。

艺术创造者始终明白自己所构造的是一个假定性的情景而不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弗雷泽指出巫术原则实际上是对联想的误用。“‘顺势巫术’所犯的错误是把彼此

相似的东西看成是同一个东西；‘接触巫术’所犯的错误是把互相接触过的东西

看成为总是保持接触的。”。⋯在巫术活动中，人们过分认真地对待想象创造的情

景和形象了，在强烈而具体的功利目标的作用下，人们把形象等同于真实，被自

己所创造的东西所控制和迷惑，而不能像在艺术活动中那样以非实用的态度运用

想象力，深入到形象当中又能超然于形象之外。在从原始神话到艺术的发展轨迹

上，人的想象力逐渐摆脱了直接功利要求的限制，摆脱了实用性和功能性，从而

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当神话从巫术仪式中的神话元素逐渐发展为相对独立的神话

故事甚至已经开始以初步的艺术形式出现的时候，神话思维中想象的功能性、局

限性就已经大大改善，但并没有就此完全成为自由的艺术想象。卡西尔指出：

神话戏剧中的舞蹈者不只是起到正在表演的角色；舞蹈者就是神，

他正在变成神．⋯⋯在这些礼仪中所发生的不仅是对一个事件的模仿

性扮演，而且是这个事件本身；它是一种真实的和完全有效的活动．

我们能够查找到的全部戏剧艺术的这种摹拟表演，这种模仿的形式从

来不是一种纯粹的艺术表演；它是悲惨的和庄重的一一具有神秘活动

本身的严肃性特征．因而，通常用于理解某种巫术的“类比巫术”这

一术语，不能表达这种巫术的真正含义；因为在那里我们只能看到符

号乖相似、巫术意识和感觉，只能看到客观事物自身．只有根据这种

看法，才能理解巫术的信念：那些相信巫术的人，不但相信巫术效验

是对其它事物产生影响的一种工具，并且坚信在巫术中他们占有的正

是那个事物本身．[3“

早期神话故事的表演仍然更多具有巫术性质，而不是单纯的审美活动。在这样的

神话中，只要有巫术的功利目的存在，想象就不可能摆脱功能性而获得真正自由。

正如卡西尔说的，在巫术活动中，想象力并非仅仅是被看成像锤子这样的工具来

使用的。想象的巫术功能非常神奇，在某种程度上，巫术中的想象力本身已经被

神圣化为一种超人的力量。从神话到艺术，是人类的想象力不断得到解放的过程，

也是想象力的神奇效用被逐渐弱化和消解的过程。

神话不是作为娱乐性、审美性的艺术品而产生的，弗莱说“只有当我们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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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存在的事物中看见想象的因素，而在对未来事物的想象中看见真实的因素时，

严肃的人生才会开始，不管它信奉的是什么。宗教’。在这一点上，想象中的事

物和实际有关的事物开始结为一体。”⋯71神话是有着非常严肃和实际的目的的虚

构，它表达着人们对世界的真实感受和看法。郑元者先生指出：

史前人类的某些观念或意识本身尽管在现代人看来是幻想性的，

甚至是。虚假的”，但这种意识的形态化过程却不是空洞的，而是时人

的内在现实和外在现实的有意识的表现，这种表现对整个史前文化来

说也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因为，史前人类在这种意识的形态化过程

中，总是试图努力达到以人的方式采完成它，把自身的情感、欲求、

思维和观念融贯进去．从而使意识的形态化本身显现出更多的人类性

意味。由此，我们可以说，史前人类在意识的形态化过程中非常典型

地展示了人作为意识形态存在物的核m力量，凭借这种力量，人构建

了自身最初的符号世界和精神世界．””1

在神话里想象发挥着把人真实的精神意识形象化的功能。对人类把握世界和人生

起着能动作用。这种能动作用在神话里被夸大为魔力，而在艺术中想象的魔幻性

被取消了但其在人类精神世界里的构造作用却没有消失。我们看到，卡西尔认为

神话和艺术都是摹仿性的活动，关键在于参与者对待摹仿行为的态度不同。弗雷

泽也曾经指出：在实践中“顺势或模拟巫术可以自己进行下去，而接触巫术，我

们常发现它需要同时运用顺势或模拟原则才能进行。“⋯基于相似联想的神话和

艺术所创造的形象都不是“无中生有”。神话摹仿心愿，并且把心愿当成现实本

身：。艺术摹仿现实，不是实际发生的现实而是可能的或者必然的现实。在早期神

话里想象为人类制造虚幻的真实，在艺术里想象为人类创造真实的幻景。

2、神灵形象：从神到人

神话的呈现方式很多，最原始的方式是巫术仪式。在泛神论阶段。神话还没

有形成清晰完整的形象，更多时候是作为模糊的观念贯彻在巫术活动当中的。神

话最经典或者说最有代表性的呈现方式就是到多神论时期出现的叙事或者说是

故事形式。神话故事里有比较生动的人物、完整的情节结构。当神话开始以故事

的形式存在的时候，神话形象也越来越成熟而丰满，逐渐向艺术形象靠拢了。

神话形象多半是具有超人能力的神或者是半人半神的英雄，在从神话到宗教

的方向上这些神或者英雄形象越来越少、越来越抽象也越来越神圣，最终成为庙

堂里不吃不喝、不说不笑、甚至看不见摸不着的超凡脱俗的神灵来供人敬拜。然

而在从神话到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情况却正好相反。在多神论的神话故事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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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权能的人格神没有被继续抽象和提升为一个信仰的符号，而是渐渐地收敛了

神性，有了更复杂的人情、人性。如果说宗教是神话的神圣化功能的继续强化，

那么艺术就是神话神圣化功能的不断削弱，以至于最终把神还原为人。神话发展

到艺术，神话形象从能够给人类带来各种实惠的神圣存在变成了没有真实魔力却

让人愉快的美的形象。

作为故事的神话可以通过各种艺术形态得到呈现，但能最完整地把神话故事

讲出来的艺术形式就是文学。弗莱说：“文学使创造神话的传统在人类社会中得

以延续。”o刚文学不仅使古老的神话故事得以记录保存，更加把神话的创造能力

发扬光大，不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新的神话。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古希腊神话

大多是通过古希腊史诗和戏剧流传下来的，而且在这些伟大的古希腊文学作品

中，奥林匹斯诸神不再仅仅是作为一些和一定职能相关的神圣的名字存在，而成

为有血有肉的人，变得更加富于人性的魅力。比如普罗米修斯，在古希腊神话里

“是个小神，是个歹徒、甚至是个骗子，但经过埃翁的天才创作，他成为一位敢

于为人类的生存和幸福而反抗宙斯的巨神，成为人类社会所爱好的不朽形象。”

o“1一个轮廓不甚清晰的神话形象在埃斯库罗斯的伟大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里成为有爱有恨、敢于承担的英雄。由于不受物质媒介束缚而能把想象力的自由

度发挥到极限的文学也最能赋予神话形象无限的活力。作为神话形象的神，其价

值在于它外在的职能身份和在故事中所起到的作用；而神作为艺术形象，重要的

是其音容笑貌和内在精神，价值就在形象本身。神话形象着重的是实际的功能价

值，而作为艺术形象的神着重的是其审美价值。

神话形象除了能在文学中获得无限生命力而久远流传之外，在造型艺术中也

能得到精妙的呈现。比如古希腊雕塑就使希腊神话诸神获得了高大完美的视觉形

象。我们用肉眼看到的只是比例和谐的理想化的健美的人体形象，而看不到它们

的神奇力量，我们用心灵感受到的也更多是人性中最美好的高贵和优雅而不是抽

象的职能。雕塑艺术不会讲神话故事，它只能给我们一个鲜活的神，这个神的形

象比文学保留了更多神圣，甚至在宗教活动中还能作为神的代表得到顶礼膜拜，

但真正高超的雕塑艺术作品，其价值绝对不在于其偶像或者圣像功能，否则它就

只能对宗教徒有价值。一定是雕塑形象本身所散发出来的生命力量才能产生摄人

心魄的效果。神话形象也大量在绘画艺术中出现。文艺复兴时期，许多传世名作

都是神话题材。波提切利的《春》就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看得见的神话世界。在春

天的森林里，风神和花神愉快地工作着，美惠三女神陶醉在舞蹈里，维纳斯则悠

然地从画面中问走来，众神使者赫尔墨斯在一旁安静地看着一切。春天欢乐吉祥

的气氛在整个画面上洋溢着。面对如此美好的神灵们，我们想要做的不是宗教式

的敬拜，不是巫术般的要求，而是融入他们的快乐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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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早的神话形象到艺术形象，必然伴随着神性的减弱和人性加强。神只要

进入艺术作品就一定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有人性的形象存在。艺术把人们的注意

力引向了形象本身内在的精神魅力而不再关心神的外在的职能，把神从抽象的功

能中解放出来。艺术加强了形象的细节刻画，使原有的神话形象变得丰满的时候，

也消解了其神秘性。神话形象从泛神论的朦胧身影发展到多神论面目清晰而精神

空虚的人格神，最终在艺术里被彻底人性化了。“艺术形象也唯有当神话意识在

它四周划下的那道魔圈被打破的时候，唯有当它不再被认作神话一魔法形式而被

认作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表述时，才能获得其纯再现的，特别是‘审美的’功能。”

“21神话形象只有完全消失了实际魔力才能成为审美的形象。

二、“道成肉身”神话的信仰化

前面我们已经从总体上探讨了宗教信仰以及以艺术为代表的审美活动各自

与神话在起源上的关系。神话、宗教还有审美活动三者从共时性的角度看它们彼

此交叉，互相渗透，而神话更加依赖后二者来呈现；从历时性的角度看神话又早

于宗教信仰和审美，后二者正是通过它们共同的神话源头而发生了密切联系。宗

教信仰会时常到审美活动里吸取活力，而审美活动也常常需要宗教信仰的提醒，

避免过分地消解神性而流于平庸和媚俗。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生当然有

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但我们从神话的发展历程来看，就会发现正是当基督教

把神和与之相关的教会神圣化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同时相应地把对人的压抑

夸张到极限的时候，艺术开始复活古老的神话里那些有灵有性的神，开始把被基

督教信仰抽象的上帝人性化。随着神性的削弱，人性的复苏，对神话的重新发现

给被窒息艺术带来了新鲜空气，也使扭曲的信仰得到了矫正。宗教信仰和艺术审

美各自内在的神话因素使宗教可以走向审美，艺术也可以走向神圣。下面我们要

讨论的就是在基督教“道成肉身”事件中包含着什么样的神话因素，这些神话因

素又以怎样的面目进入了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教义。而在这之后我们接着要探讨的

是作为神话的基督教“道成肉身”事件是怎样获得了审美价值，又以怎样的形式

进入到艺术和世俗生活的审美当中去的问题。

(一)基督教“道成肉身”事件中的神话元素

神话和基督教“道成肉身”教义的联系必须首先从《圣经》“道成肉身”事

件谈起。一条抽象的教义本身不可能是神话故事，而耶稣从诞生到复活的经历却

完全可以被我们当作神话看待。基督教信仰的核心“道成肉身”经常遭到的最有

力的批判就是它与古代神话的内在联系。我们前面提到的施特劳斯、幸德秋水等

耶稣传记的作者以及无神论者部凭借大量证据指出所谓的耶稣基督的“道成肉



山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身”事件根本不是什么奇迹也不是基督教的专利，而是运用大量古代神话材料拼

凑而成的一个缺乏逻辑的拙劣故事。他们的尖锐批判也遭到了神学家们从各个角

度的反击，但是几乎没有什么人能提出更加有力的证据反驳上帝“道成肉身”故

事与古代神话的种种渊源，以至于神学家们自己也逐渐接受了《圣经》中有大量

神话元素这个事实。从一个更加理性和现代的起点上来面对自己的信仰。新正统

主义神学家们就认为“圣经的叙述所描绘的事件，包含的是象征性的、神话式的、

寓言化的真理，而不足字面上的或者科学上的事实。”啡”而当代神学家布尔特曼

更提出了“解神话”的观点。他认为“《圣经》的世界观是神话性的，已经接受

自然科学方法的塑造而不崇尚神话思维方式的现代人是不能接受它的。””1所以

布尔特曼提出要用解神话的方法和态度对待《圣经》，“解神话化是以现代世界观

为准绳。解神话化并非笼统地弃绝《圣经》和上帝的预言，而是放弃《圣经》的

世界观，这是一种过往时代的世界观，一直保存在基督教义和布道之中。解神话

化是要否定《圣经》和教会信息限定在己被否弃纳古代世界观之中。”o“’就像弗

莱提出《圣经》本身就是一部神话，布尔特曼也认为《圣经》完全是从神话的视

角写作而成的。既然如此，我们再去分析“道成肉身”事件中的神话因素是否就

是多余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笼统地把整部《圣经》看成神话，或者把整个

“道成肉身”事件看成神话，对我们当前的研究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的

目的是揭示神话因素在“道成肉身”教义形成以及促成其与审美活动发生联系方

面所发挥的作用，所以对“道成肉身”事件的神话渊源做出分析就显得非常必要

了。

我们已经把“道成肉身”事件限定为耶稣从诞生到复活的整个历史存在：‘在

四福音书对耶稣一生的记载中，不是所有的情节都是非常典型的神话叙事。我们

对神话的定位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福音书对耶稣的记载主要包括两

部分内容，一部分是耶稣的言，一部分是耶稣的行。其中耶稣对门徒充满智慧的

教导大部分都只能看成是完全可能发生的非神话叙事，当然在耶稣的话语中也并

非完全没有神话叙事(比如：设立圣餐的讲话)。而耶稣的行动则大部分是按照

现实原则不可能发生的神话。比如他在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凭神性给人治病、

替人驱鬼，用五个饼、两条鱼给五千人吃饱等等。但即便是耶稣的所作所为也并

非都是神话叙事。比如耶稣故事中最感人也是最重要的从最后的晚餐之后到耶稣

死前为止的整个受难过程除了几个细节稍显神奇之外(比如：《路加福音》写到

的耶稣为前来捉拿他的人治愈被砍伤的耳朵)，根本就没有什么轰动的奇迹发生。

而且即便在所有可以称得上是神话叙事的情节中，也不是都与“道成肉身”教义

所强调的“化身”本身有密切关系。所以在耶稣的一生的故事里面，只有几个非

常关键的神话叙事是我们讨论“道成肉身”主题所需要特别关注的，它们是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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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诞生、圣餐的设立、耶稣之死、耶稣的复活以及上帝的化身行为本身。其实耶

稣的言与行并不能截然分开，我们这样分开来描述耶稣的故事主要是强调神话故

事更着重行为及其效果。不能产生直接效果的说教是神话所不感兴趣的。

我们首先从耶稣诞生谈起。弗莱说：“耶稣出世似乎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它使历史突然扩展到了神话领域，展现了史实以外的世界。”㈣“‘道成肉身”最

关键的一步就是童贞女马利亚“圣灵感孕”而生下耶稣。这里牵扯到两个神话元

素，一是神的儿子，一是童贞女母亲。在多神论时代，神的儿子是一个十分常见

的高贵的身份标志。许多古代英雄都被认传说有神的血统。而罗马皇帝奥古斯都

就曾公开宣称自己是太阳神阿波罗和他母亲生下的孩子。神子的身份显然特别利

于在世俗世界里获得权威。而耶稣的神子身份显然与上述类型不同，上帝并不是

变成一条蛇或者其他什么东西直接和凡人有肉体接触，而是非物质的圣灵让童贞

女马利亚孕育了耶稣。施特劳斯在《耶稣传》里指出这个情节是早期基督教为了

与引日约》里童女怀孕的预言相一致而设计的，并且这种有精神孕育性质的超越

肉体的孕育救主的方式更有利于让那些把神绝对化到完全不可想象的犹太人接

受。其实现代人类学研究成果告诉我们，这个情节可以在最古老的神话里找到同

类。弗雷泽指出西亚的植物神阿蒂斯“他的出生和许多其他的英雄一样据说也是

一种奇迹。他母亲娜娜是一个童贞女。她怀里放了一个成熟了的杏仁或石榴就怀

了孕。川州而且弗雷泽认为出现童贞女怀孕的神话一点也不奇怪，这完全是早期

人类幼稚无知的产物。通过对耶稣诞生的神话分析，我们看到，这个情节既不是

历史事实也不是随意的编造，它是公元1世纪的人们在神话世界观支配下完全可

以相信甚至十分欢迎的一种关于耶稣身份的说明。

我们再来看耶稣对圣餐的设置。在耶稣赴难之前的最后的晚餐上，他向门徒

们讲了一段谜语一样的可以看作临终嘱托的话语：

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

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

们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嘲1

耶稣的这段话为基督教圣餐的设立奠定了基础并直接导致了基督教内部关于圣

餐中的饼和葡萄汁在什么意义上是基督血肉的长时间的争论。虽然基督教各个派

别对圣餐的解释有所不同，但大多数教派都承认圣餐中耶稣血肉的真实性，而不

认为圣餐只是一般性的纪念活动。这就不得不使我们把这样强调神的肉身真实临

在的圣餐与原始巫术仪式对“神在”的强调联系起来了。在我们看来，耶稣向门

徒提出的要求十分奇怪，为什么一定要让门徒做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这样即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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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象征意义上也十分野蛮的事情呢?这样的事情对耶稣完成自己救世的使命又

有什么价值呢?俄国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指出基督教圣餐仪式也可以在找到

相似的原始巫术，“在图腾崇拜中就已出现了自然的圣餐仪式，把自己的神吃掉。

自然势力中模糊反映出来的预感和期望的救赎，是和流血祭物联系在一起的”

o圳。弗雷泽更加详细地指出“从原始的观点看，这样吃神的躯体的理由是相当

简单的。野蛮人大都认为吃一个动物或一个人的肉，他就不仅获得了该动物或该

人的体质特性，而且获得了动物或人的道德和智力的特性。所以，如认为某生物

是有灵性的，我们简单的野蛮人显然希望吸收它的体质的特性同时也吸收它的一

部份灵性。通过肉食的媒介就能获得种种善恶，⋯⋯这种理论构成广泛的门类众

多的交感或顺势巫术的一部分。”㈣1在泛神论时代，所谓神的身体就是植物或者

动物本身，所以“神是谷神，谷物就是他的主体；神是葡萄神，葡萄汁就是他的

血：所以信徒吃了面包喝了葡萄酒就是吃了他的神的真正的血肉。所以在狄俄尼

索斯这样的葡萄神的仪式上喝葡萄酒并不是欢闹的行为，那是一顿庄严的圣餐。”

m”于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基督教圣餐的设置不能确定直接来自原始巫术，但至少

是受到了当时流行的某些交感巫术的影响。当然在完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把饼

和葡萄汁当成是真正神的血肉显然是不可能的了。别尔嘉耶夫就指出“接受基督

血肉的圣餐不具自然主义吸血鬼的性质。在救赎中，在圣餐仪式中，灵魂超越自

然过程之上。在基督救赎中起作用的是超自然力量，即深入到我们天赋世界并使

之变容的另一个世界的力量。”⋯21

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耶稣受难的过程里几乎看不到神奇的情节，但是当我们注

意到耶稣赴死的身份是具有神性的上帝的儿子时，神话就又显现出来了。在人类

早期的巫术中存在着杀神来替人赎罪的活动，弗雷泽曾经为这种杀神替罪的活动

做出这样的解释：

如果我们要问，为什么选一个将死的神来背上人们的罪过和忧愁

并把它们带走呢?是不是．-j-以这样提出：用神做替罪羊的办法，是把

两种曾经彼此不同、彼此独立的风俗结合起来．一方面，我们讲到过，

有一种风俗是杀掉人神或动物神，以防避他的神灵生命因上了年纪而

衰老。另一方面，我们讲到过，有一种风俗是每年清除一次那恶和罪

过．那么，人们如果想到把两种风俗合并起来，结果就是用临死的神

做替罪羊．原先杀他倒不是为了要他带走罪过，而是要防止神灵的生

命年迈衰老；但是，既然总是要把他杀掉的，人们就会想到他们何不

抓住这个机会，把他们苦难和罪孽的担子也交给他，让他把这个担子

挑到坟墓舌面那个不可知的世界里去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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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原始巫术仪式中，杀神替罪的行为是出于非常现实的功利考虑而形成的。

《圣经》也把耶稣之死的价值定位在替世人赎罪的意义上，但是这种赎罪已经是

出于爱的主动献身行为，和早期巫术中的替罪已经大相径庭了。

在“道成肉身”事件中，关于耶稣死后在第三天复活的情节延续了耶稣诞生

和原始植物神之诞生惊人相似的情况。阿多尼斯、阿蒂斯、狄奥尼索斯这些和植

物有关的神灵都会在春天到来的时候死而复活，而耶稣赴死的日子据说就是在春

分。

最后，我们来看“化身”问题。神化身为人或者其他事物并不是基督教独有

的事件，而是许多宗教里都存在的现象。比如印度教里的毗湿奴就有鱼、龟、野

猪、黑天等多种化身，甚至还曾经化身为佛陀来惩罚恶人。而在前宗教时代或者

说原始宗教时代。人在巫术里变成神，或者说神灵附体是很常见的事情。弗莱指

出“对于我们似乎是奇怪的那种化身为人形的神的观念，对于原始入说来，却没

有什么值得惊讶的。那时人们心目中，人一神，或神—人，只不过是较高程度的

同一超自然力量而已。他们完全相信自己也具有这样的力量。¨删而且神的化身

方式是多样的，“这种化身可以是暂时的，也可以是永恒的。在前一种情况下，

神化为人(通常口q做神灵感召或神灵附体)是超自然的知识、而不是超自然的神力

的显示。换句话说这种神化一般表现为先知和预言，而不是奇迹。另一方面，在

这种神化不只是暂时的，而是神灵永恒常驻于人的肉身的情况下，这位神一人就

得要作出奇迹以证明其为神。川删在各种神话故事和宗教当中最常见的是神的暂

时性化身。比如我们熟悉的《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就有七十二变，而古希腊神话

里的宙斯更是经常变换成各种动物与自己喜爱的女子约会。刚才提到的印度教里

的神之化身也都是暂时性的。而基督教里“道成肉身”的耶稣应该属于永久化身

的情况，因为“道成肉身”只有一次，而且只化身为这唯一的人，耶稣永远是人，

甚至在复活升天后也仍然是神人二性的。此外藏传佛教里的活佛也是不严格意义

上的神的永久化身。只是这种化身不是在一个人身上发生的。在前任活佛离世之

后，神就被认为又化身为另外一个人，僧侣们必须去寻找这个转世灵童。可见神

化身为人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神话，这个神话最早在巫术仪式中出现，后来又在世

界各地的神话故事中得到呈现，并进一步加强规范到各种宗教教义当中。

从诞生到复活，耶稣一生当中的重要经历都和原始神话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

联系。“道成肉身”这个基督教最基本的教义就这样全面和神话联系起来了。．

(二)基督教对“道成肉身”神话的信仰化改造

所有这些神话元素皆非原封不动进入基督教的。相对比较幼稚的各种早期神

话必须经过严格的神圣化改造才能在相对深刻的基督中生根发芽。而且基督教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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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借用和保留了许多原始神话的情节和结构，但是其传达的内在精神已经发生了

本质性的改变。由各种原始神话元素组合而成的基督教“道成肉身”神话并不是

一个杂色拼盘。就像上帝用尘土造了亚当的躯体，又用自己的气息给他生命一样，

基督教用一套充满爱和智慧的信仰理念把这些神话元素拢在了一起并赋予他们

一个完整的全新的生命。当然不同时代的基督徒对待这些神话材料的态度是不同

的。对于耶稣基督，“早期基督教团体就是把他看作为一个神话人物的。基督教

团体期待耶稣作为乘云的人子归返，作为世界的审判者带来拯救和惩罚，因为据

说耶稣以圣灵为父，以处女为其生母。这是从神话角度看待他的位格，这一点在

希腊化时期基督教各团体中更为明确。在这些团体中，耶稣被理解为某种形丽上

学意义上的上帝之子，一种伟大的、先在的、上天的存在，为了让我们赎罪，他

变成为人，并蒙受痛苦，以至于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种观念显然是神话性

的。川州公元1世纪人们眼里的神奇可能就是我们现代人眼里的荒谬。所以我们

既然考察的是神话对于基督教诞生的意义，就先抛开现代的情况，而专门看一下

早期基督教对这些神话材料的利用和改造。

首先，基督教使“道成肉身”神话的每一个重要细节都承载了明确而权威化

的教义，把神话提升为神的启示，使信徒们必须严肃对待这些神话情节及其背后

的深意(神意)。比如化身神话，一个基督教早期的虔诚的信徒不会认为耶稣基

督和其他那些化身为人的神有任何相关系，因为耶稣基督并不是上帝简单的变成

人形而已，也不是上帝的本体亲自投身为人，而是三位一体的圣子逻各斯的化身。

一个在神话故事里极其简单的化身行为被基督教描述为非常复杂和难以理解的

事情。巫术活动里为了某一个人的疾病、某一个群体的胜利而出现的一次又一次

神灵附体都是为了一个现实、明确而且相对容易实现的目的而来的。而基督教唯

一的一次“道成肉身”，则把目光投向了全人类的拯救问题，而且这种拯救还不

是在这个现有的世界上完成的。蒂利希说：

“道成肉身”是希腊神话和一切神话中最普遍的事件．诸神来到

地上，他们采取动物，人、植物的形式；他们做某些事情，然后回到

他们的神性．但是这样的概念不能为基督教所接受，这个问题的困难

之处在于这个上帝的儿子是一位历史的人，不是一位神话人物，并被

认为是绝对的和独一无二的上帝的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是仅此一次的

事件；它不是一个特殊的化为内身的上帝的因素或特征．毋宁说，他

是成为内身的神·洼的中·心本身，并用逻各斯这个观念来表示．啪”

可见，基督教“道成肉身”神话已经是一个非常抽象的神话，如果我们可以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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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话。巫术虽然奇异，但它却在早期人类的理性可接纳的范围之内，他们就是

那样思考问题的。而基督教“道成肉身”神话显然已经超出了任何时代的人们(包

括这之前时代的人们)理性可以接受的范围，走向了黑格尔所说的“绝对宗教”

或者说“天启宗教”。

其次，基督教的宗教仪式虽然借用了一般巫术仪式的一些形式，但这些形式

已经不再是由巫师随意实施的出于实际目的的通神活动，而是得到了严格规范的

形式和内涵都相对统一的敬拜活动。比如基督教的圣餐仪式，虽然如我们前面所

讲其中保留了血肉真在的神话观念，但是这种真在往往是从象征意义上才能被基

督徒接受的。正如蒂利希在对马丁·路德的圣餐理论的评价中所说的那样：

路德强调出现的实在性，并为了这一点，提出了升天的基督的身

体无所不在(the omnipresence of the body)的教义．基督的出现是在

圣餐圣事的每一活动中反复出现的．历史上的位格与圣事的位格是同

一的．⋯⋯他用基督的身体的普遍存在。升天的基督的身体元所不在

的深刻的扣幻想的教义采表达这一点．基督出现在任何事物中、在石

头中，在火中、在树木中，但对我们来说，则只有当他对我们it,i舌时，

他才出现．但他可以通过任何事物对我们说话．⋯。．如果这是用经院

哲学的说法表达出来，并且照字面意义或用迷信的意义去理解，则它

是荒谬的教义，因为它属于一个被限制的身体．但如果用象征的意义，

它就成为一个深刻的教义，因为它说明上帝是出现在地上的任何事物

之中的．【瑚1

基督教圣餐仪式已经不再是古代功能性极强的巫术而是精神化的宗教圣事了。

最后我们还要注意到基督教在把宗教信仰不断绝对化的同时，在宗教节日的

设置上却大胆使用了改造异教神话的策略来扩大基督教的群众基础。“基督教如

果要征服世界，它只有放松它的创始人定的过僵份硬的原则，把通向得救的窄门

放宽一点。川圳表面上看这是基督教对异教和妥协，实际上却是对异教信仰巧妙

地入侵和同化。基督教的圣诞节是12月25日。这一天是古历的冬至。因为从这

一天开始白天逐渐变长，所以在罗马等许多地方都把冬至看成是太阳神的生日。

这个为太阳神庆祝生同的重大节日被基督教利用了。基督教的四福音书里从来没

有提到过耶稣的生日，所以早期基督教会并不纪念基督诞辰。后来，埃及的基督

教徒曾把一月六号当作耶稣的生日，并在东部教会得到普遍承认。到了三世纪术

四世纪初，西方教会把十二月二十五日定为基督诞生的日子。后来为整个基督教

世界所接受。无独有偶，基督教纪念耶稣牺牲并复活的复活节是春分月圆后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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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周日。而植物神阿多尼斯正是在春分复活的。“我们如考虑到教会多么经常地

想出巧妙方法将新信念的种子种在异教的老根上，那我们就可以推测复活节纪念

基督的死亡与复活是来源于对阿多尼斯的死亡与再生的类似纪念。”07”如果说基

督教“道成肉身”事件里的诸多神话元素大部分是人类宗教意识发展自然而然的

产物，并非有意为之，那么基督教在坚决抵制异教诸神的同时大胆改造异教神话，

使之为我所用的做法就是一种信仰传播策略了。异教神的纪念日转而成为耶稣纪

念日，这一方面适应了大多数外邦人的信仰习俗，为他们接受基督教信仰打开了

方便之门，一方面也在保留习俗的同时完全改变了习俗的内涵，使基督教观念悄

悄地深入人心。

神学家布尔特曼认为“神话赋予超验的现实以一种内在的、世俗的客观性。

神话将彼岸赋予此岸。”o”1基督教“道成肉身”故事毫无疑问地是一个神话，他

把一个不可知的上帝带到了人间。但是这个在一神论观念下融汇了多种原始神话

因素的新的宗教神话已经是高度信仰化的了。他让我们见识了一个最生动的耶稣

基督，却又断然否认我们看到了上帝，从而把一个信仰的悖论抛给了世界。

三、“道成肉身”神话的审美化

基督教“道成肉身”事件是一个上升到信仰层面的神话故事。这个神话故事

里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服人的理性来接受的虚幻色彩反而成为使它得以进入审美

活动的通行证。审美不需要任何说服，也不一定要符合现实逻辑。从无神论看是

违背理性原则，用基督徒的话说是超越理性原则的“道成肉身”事件，一旦进入

审美活动，理性和信仰的誓不两立就消失了，或者至少是变得不那么尖锐了。“道

成肉身”教义中为理性所坚决排斥而被完全否定，为信仰所盲目认信而被过分夸

大的神话因素，当我们用审美的态度去对待时反而获得了自由的生命力。但是我

们已经看到宗教信仰和审美活动是古老的神话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上发展出来的

成熟的意识(观念)形态，它们处在人类精神生活的两个不同取向上。在两者各

自曲折的行进路线上，它们经常地交叉又会很快分离，共同的神话根源使它们可

以互相渗透，也成为它们的第一个交汇点。但无论如何一个信仰的神话要成为审

美的神话，必须经过一定的审美化处理，或多或少变化一下那条僵硬的信仰路线。

(一)基督教道成肉身神话在基督教内部的有限审美化

所有宗教信仰的道路都是朝圣之路，在这条路上，教徒们可以心无旁骛，一

心苦行，也能够一路看着风景走到终点。基督教信仰之路上点缀着许多美好的景

观，但它们只是信仰的调味品，绝对不能取代心灵的食粮，在基督教内部永远也

不会喧宾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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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福音书的审美化

《圣经》是一本信仰的书，但并不妨碍我们用审美的眼光去看待它。记载耶

稣神话故事的四部福音书完全可以被看成是文学的书而焕发出迷人的光彩。但是

福音书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被看成是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呢?列维咕赶特劳斯

曾经以诗歌为例指出文学价值和神话价值的不同，他说：“诗歌是一种不能翻译

的言语，除非严重地歪曲它的意义；可是神话的神话价值即使在最拙劣的翻译中

也被保留下来。不管人们对一种语言以及产生这种语言的民族文化多么无知，世

界任何地方的任何读者仍然会把神话看作是神话。神话的实质并不在于它的文

体、它的叙事方式，或者它的句法，而在于它所讲述的故事。”啪”这段话指出对

于神话来说，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比怎样告诉我们是更加本质的方面，而对于文学

来说，怎样告诉我们比告诉我们什么更加本质。神话的功能是传达。而文学的功

能是描述。这和我们前面对神话本质的分析是一致的。这段话虽然不是从宏观上

讲宗教信仰与审美活动的区别，但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神话

在两个不同的方面影响了宗教信仰和审美活动。神话所采用的想象、虚构手段的

发扬光大使它走向了艺术，也就是说艺术的魅力更多来自于通过非凡的创造力所

塑造的可感形象的生动；而神话本质上使对象神圣化的功能在宗教信仰中得到了

强化，换句话说宗教信仰更侧重于非凡事物的价值本身。所以记载“道成肉身”

神话的四部福音书从本质上讲是神话进一步提升而成的信仰的书．故事的主人公

以及故事里的每一个情节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从表现手段上讲福音书又可以

被看作通过各种技巧把耶稣塑造为一个生动感人的鲜活形象的审美的书。四部福

音书从总体上都是散文叙事，语言质朴无华、描写精准到位。比如《马太福音》

写耶稣洁净圣殿：“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的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

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m”这段话没有直接描写耶稣对圣殿被玷污

的愤怒心情，而是用几个干净利索的动作就把一个愤怒的耶稣写活了。要知道在

大部分情况下，甚至在赴难受尽屈辱的情况下，耶稣都是以温文尔雅、和善亲切

的形象出现的。这一句轻描淡写放在福音书的整个叙事情境当中已经是有足够的

力量了。而且福音书叙事的主体并不是描写而是人物对话。圣母马利亚、门徒彼

得、叛徒犹大、犹太教大祭司该亚法、罗马执政官彼拉多⋯⋯，福音书对这些不

同身份、性格、性别的人物基本上没有做任何描述，但是却通过简单的对话使他

们在读者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福音书里最美的部分还是耶稣的话语。耶

稣用各种生动的比喻和寓言宣讲上帝的福音、播撒爱的希望，他说：“神的国好

像什么?我拿什么来比较呢?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长大成树，

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枝上。”o”1耶稣的话充满了诗性智慧，不是严厉的教训、不

是枯燥乏味的布道，用美感染着每一个与他交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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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福音书都很美，有文学性但绝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它和其他

讲述耶稣神话故事的传记、戏剧还有电影都有本质的不同。在基督教信仰当中。

四部福音书的审美价值永远是次要的，它们所采用的艺术手段是受到严格限制

的。福音书是来自上帝的严肃而神圣的启示，它的目的不是眼前的形象，而是看

不见的上帝之国。

2、宗教仪式的审美化

宗教信仰不仅仅是精神信念，还包括行为实践。“道成肉身”的故事不仅通

过福音书得到传播，更贯彻到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宗教生活当中了。基督徒的祈

祷、忏悔、礼拜都是以耶稣基督为沟通对象的。而各种宗教仪式更是培养宗教情

感的最有效方式。弗雷泽曾经举例：“天主教也惯于在它的信徒面前用可以看见

的方式表现救世主的死亡与复活。这类神圣的戏剧适于给南方一个敏感的民族的

活泼想像留下深刻印象，鼓励他们的热情，对他们来说表现天主教信条的壮丽豪

华的游行要比性情冷淡一些的条顿民族适合得多。¨删比如基督教最重要的圣事

之一圣餐仪式就是让信徒们定期地、身临其境地追忆、纪念、感怀耶稣基督为人

类牺牲的伟大意义的宗教活动。前面我们已经了解了圣餐仪式的神话源起以及基

督教对巫术仪式的精神化改造。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抛弃了巫术的血腥和野蛮

的基督教圣餐仪式作为一种表达宗教情感的实践性信仰行为，也纳入了一些审美

的因素。仪式本身就是精神信仰的形式化，所以在基督教各个派别的敬拜活动中

都多少有仪典形式美的体现。神职人员庄重的服饰、教堂华美的装饰、还有配着

优美曲调的赞美诗都特别容易激发参加敬拜活动的信徒们摆脱现实世界束缚，获

得精神飞跃的宗教体验。而这样的宗教体验中有多少审美体验的成分，我们就很

难分辨了。在敬拜仪式中，基督教音乐渲染气氛的功能最为强大。音乐在基督教

敬拜活动中的使用所遭到的反对要比圣像遭到的反对弱得多。《圣经》里坚决反

对雕塑偶像，但没有反对用音乐表达情感。音乐本身的精神性和抒情性完全符合

基督教圣礼的要求。塔塔科维兹曾经在《中世纪美学》中特别强调了音乐的宗教

性：“没有任何艺术能比这更少具有满足感官的色彩，而艺术也从未象此刻这样

超然于现实生活之上。但它对心灵与情感却有强大的征服力，它能表达和产生一

种无比崇高的精神境界。靠曲调的庄严和朴素，它能使心灵处于一种近乎超凡的

纯净与自持的状态中。州删除了音乐，基督教举行敬拜仪式的场所——教堂建筑

以及教堂里的壁画和雕像等也都在营造宗教仪式的神圣氛围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这些在基督教敬拜活动中出现的审美因素已经是典型的基督教艺术。这些艺

术品处在基督教信仰和艺术的交叉地带，它们中的经典作品代表了基督教“道成

肉身”神话在宗教内部审美化的最高程度。无论非基督徒怎样从这些艺术品中发

现多少与最伟大的世俗艺术相比完全相同的审美价值，对基督徒来说，它们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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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超的艺术技巧和非凡的想象力的外在美永远都是次要的，它们之所以重要只是

因为成功地传达了上帝的神圣，这是任何世俗艺术所传达不了也不想传达的神

圣。

(二)基督教道成肉身神话在艺术中的充分审美化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基督教“道成肉身”神话已经在宗教信仰内部得到了相当

程度的审美化，但是我们也同样能够注意到，所谓基督教艺术对“道成肉身”神

话的呈现完全是严格限定在基督教正统教义范围之内的，宣教色彩比较明显。当

然这并不意味着基督教艺术缺乏真诚，只是粗糙的传教工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

基督教艺术品往往出自真正的宗教虔诚。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基督教艺术

中，存在着主题先行的现象。“道成肉身”神话被固定在一个主题模式上，当这

个神圣的主题被中世纪的艺术家们用各种富丽繁华的形式表现至4极致的时候，这

个被主题封闭的神话如果不能得到继续自由扩展的空间，就会失去激发创造灵感

的力量反而成为阻碍想象力充分发挥的绊脚石了。于是我们看到从文艺复兴开始

基督教“道成肉身”神话开始进入世俗艺术领域。在艺术中，“道成肉身”的神

话不再只是不可做丝毫改动的神圣信条，而是成为艺术家们的天才心灵可以自由

驰骋的天地。

1、信仰弱化为无穷的意蕴

任何事物都可以进入艺术，而充满神奇的“道成肉身”神话正是艺术的绝佳

题材。神话要进入科学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进入艺术几乎没有门槛。幻想的故事

可以启发科学，但不能成为科学，幻想故事却本身就可以成为艺术的一部分。“道

成肉身”神话出现在世俗艺术中的第一种方式就是作为一个可塑性极强的艺术题

材成为艺术家表情达意的通道。作为题材出现在世俗艺术中，这个故事摆脱了严

格的教义规范，获得了更加自由的表现形式，也得到了新的创造性的阐释。

。文艺复兴时期以耶稣受难和圣母子为题材的绘画和雕塑作品数不胜数。我们

几乎很难区分哪些作品可以算作世俗艺术，哪一些又只能是以宣教为目的的纯正

基督教艺术。因为基督教信仰是当时整个时代的大环境，人们的宗教信仰和世俗

生活本身就不能严格分开。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这些伟大的世俗艺术家

(我们这样称乎他们是因为他们不是神职人员，也不是专门以基督教题材作画，

而教徒身份是那个时代几乎所有人的，并不能说明他们就是基督教艺术家)都创

作了大量此类题材的艺术精品。这些艺术家的作品风格各不相同，但他们都不约

而同地弱化了耶稣基督以及圣母马利亚的神性，而使作品中散发出浓浓的人性光

芒。在米开朗基罗手下，一个古希腊神话里的酒神《巴喀斯》像和和一个基督教

里的先知《摩西》像之间没有水火不容的对立。他们不同，是因为他们代表了人

性中不同的方面，巴喀斯的迷醉、摩西的愤怒都不是供人摆在神坛上敬拜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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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雕刻的《圣母子》(1520年)像m”正如他的许多作品～样突显了人的生命中刚

毅坚强的方面，圣母面部轮廓清瘦、线条分明，笔直坚挺的鼻子和紧闭的双唇使

悲凄的表情中又带出威严，这与圣母怀里圣子筋肉饱满的小身体形成了对比。人

的内在性格精神的力量与外在肉体的活力都在这里呈现出来了。傅雷说：“弥氏

以前的艺术家，只是努力表白宗教的神秘与虔敬；在思想上那时的艺术还没有完

全摆脱出世精神的束缚：到了弥盖朗琪罗，才使宗教题材变成人的热情的激发。

在这一点上，弥盖朗琪罗把整个时代思想具体地表现了。”o”1与之相比，拉斐尔

的圣母题材的绘画就是另外的风格了，他的《美丽的女园丁》(1507年)描绘了

圣母马利亚在一个风景优美的花园里看护小耶稣和圣约翰玩耍，孩子们和圣母彼

此注视着，眼神都露着恬静和温柔。傅雷指出这副画的完美和谐所传达的不是人

间的气息，而是天国里的安宁，但是这却不是基督教会需要的那种神圣，不是耶

稣“道成肉身”所承载的痛苦的献身使命所应有的气氛。这幅画里“古牧歌式的

超现实精神”“既不能安慰人，也不能给人教训，为若干忧郁苦闷的灵魂做精神

上的依傍”D7”我们从这两个例子里看到，基督教“道成肉身”神话里神的伟大

功绩被世俗艺术家要么还原为人性的崇高，要么转换成了人的浪漫主义的理想，

他们传达的已经不是特定的宗教情感，而是艺术家对人与世界的特殊观念了；而

在更晚近的现代艺术当中，“道成肉身”题材被更加大胆地变形来表达现代人的

思想情感。《牛津基督教史》中就提到：

在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里，世俗文化几乎渗入人类生活的每一个

毛细血管，⋯⋯如今，宗教因素在艺术上的典型体现已不再是以往众

人都容易理解的、由许多艺术工匠鼎力合作而完成的某一巧夺天工之

作(如一座大教堂)，而是艺术家个人在其整个创作中对自身宇宙观进

行公开的‘剖白’．夏戈尔(ChagflD就是这么一位艺术家。⋯⋯在他

的艺术作品里，基督教的圣像、犹太人的苦难和外邦人的神话融为一

体：画面上既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和二次大战时德国法西斯对

犹大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场面，又有圣母马利亚和古希腊爱与美的女

神阿芙若狄蒂(Aphrodite)的形象，而沐浴在蔚蓝色的飘渺天光之中的

一本正经的小丑．传说里的诸种野兽、鲜花扣乐器，则往往被用作整

个画面的背景．‘”1

俄罗斯画家夏戈尔(1887一?)的名画《堕落的天使》(1947年)完全描绘了一

个恶梦般的怪异景象。一个长翼的天使从黑暗的天空一头栽下，被钉十字架的耶

稣，和怀抱圣婴的圣母的模糊轮廓被置于画面阴暗的一角，一个黄色的牛头从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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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底部伸出，大大的眼睛盯着画面之外的人们，旁边是一把蓝色的小提琴⋯⋯。

如果我们试图用传统的基督教“道成肉身”教义来理解这样一个作品，肯定会劳

而无获。这幅画用看似怪诞的方式创造了属于20世纪的耶稣神话。这个世纪的

人们没有中世纪狂热的宗教虔诚，也没有文艺复兴朴素的宗教感情，耶稣的确被

抛到了世界的角落里，但世界却没有新的光源照亮。作为艺术题材的“道成肉身”

神话摆脱了信仰的束缚，和不同时代人们的精神信念相结合变换出无穷无尽的样

式和意蕴。

2、故事弱化为艺术原型

除了作为一个题材堂而皇之的进入艺术，“道成肉身”故事还会以更加隐蔽

的方式在艺术里发挥作用，尤其是在文学作品里。在基督教文化背景里，耶稣“道

成肉身”的故事已经扎根在每一个人心里，在文学中被重新讲述的空间十分狭小。

除了前面提到的耶稣传记出于基督教批判的目的把耶稣基督从神写为人之外，我

们在西方文学里几乎见不到像造型艺术那样大规模地运用这个题材的例子。作家

们更乐于让耶稣其人、让他的生、死、复活的价值和意义完全在另外一个人物形

象身上、在另外一个故事里得到重新演绎，于是“道成肉身”神话为西方文学创

作提供了耶稣这个道德高尚又悲惨牺牲的救世主原型。比如，俄罗斯著名作家陀

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要作品几乎都与基督教有着密切关系。他的长篇小说《白痴》

塑造了一个心地纯洁善良的梅什金公爵的形象，梅什金公爵几乎从来不考虑自己

的利益，宁可受尽屈辱也要挽救那些身陷罪恶的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这个

十全十美的人有着和自己年龄极不相符的童真。在一直深爱他但又不能嫁给他的

纳斯塔西亚留给梅什金的信里，她说：

昨天遇见您后，我回到家中，构思了一幅画。所有的画家们在画

基督的时候，根据的都是福音书里的传说，如果让我来画，我就要另

辟蹊径：我只画他一个人，因为有时候他的门徒常常撇下他一个人。

我只留下一个小孩子跟他待在—起。这小孩子在他身边玩耍；也许正

用他那孩子气的语言对他说一件什么事，基督正在听他说话，但是现

在他若有所思；他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来，忘情地用手抚摸着这孩子长

着浅色头发的脑袋．他望着远处，望着地平线；他的目关里透露出像

整个世界一样博大的思想；面带愁容。那小孩说完话后，便把胳膊肘

支在他膝头上，一手托腮，拾起头，就跟孩子们有时也会若有所思那

样，凝神注视着他．夕阳西下⋯⋯这就是我要画的那幅画!您天真烂

漫，您的完美也就在于您的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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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斯塔西亚想象的这副美好的图景里，显然是把梅什金公爵看成是在耶稣身边

的那个可爱的孩子，在纳斯塔霞看来只有公爵这样纯洁无暇的人才有资格得救。

这也和福音书里耶稣的讲法是一致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

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

是最大的。”啪1可是我们也能够隐隐地感到梅什金公爵身上也有那个愁苦的耶稣

的影子。在这部小说里，没有直接使用“道成肉身”故事的任何情节，主人公也

都是现代俄罗斯人，而我们却时时能从梅什金的言行和遭遇里想到耶稣基督存在

的意义。“道成肉身”的耶稣没有直接作为人物出现，但他的确是作为原型隐藏

在梅什金公爵身上了。特别善于把耶稣神话当成原型使用的还有美国著名作家富

克纳。在他的小说《八月之光》里倍受种族主义迫害的主人公乔·克里斯玛斯就

出生在圣诞节早晨，他的名字里就有Christmas这个词。而且从小就遭到家庭和

社会的排斥，受尽屈辱的乔最后在耶稣受难日这一天被处死。富克纳的代表作《喧

哗与骚动》则直接把故事发生的时间安排在了耶稣受难周(Passion Week)里，

而小说主人公之一虽然已经33岁却只有3岁智力的白痴班吉就出生在圣星期六

(复活节前一天)。耶稣再一次被与一个真正的永远长不大的白痴形象联系起来

了。富克纳小说里的这些指向耶稣诞生和受难的细节显然不会是偶然的巧合。但

富克纳也绝不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通过小说执着于信仰问题的思索。富克纳

对耶稣原型的运用更加富有创造性和现实性，在不同的主题下赋予这个永恒的神

话不同的深刻寓意。但富克纳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有一点相似之处，就是都把耶

稣放在了最无辜、最悲苦、最弱小的人物形象身上，借助原型与形象之间的张力

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人道主义情怀。除了在人物形象身上的耶稣身影，“道成肉

身”神话被整体运用的例子是不多见的。仍然是富克纳，他曾经在小说《寓言》

里直接套用了耶稣神话的模式，讲述了一个反战英雄的故事。小说主人公有十二

个追随者，也被人出卖而和另外两个盗贼一同被处死。相同的模式，但不再是神

的故事。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没有了光明的复活。通过这个故事，富克纳表达了

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绝望。“道成肉身”的神话在这里已经变成了社会批判的利

器。从一个显在的基督教故事到在文学叙事中暗藏的原型，摆脱了固定的神圣不

可侵犯的情节模式束缚的“道成肉身”事件在自由的艺术创造中获得了超越信仰

的无限丰富的意蕴。

神话可以产生宗教，但宗教只会使鲜活的神话趋于僵化而不可能产生新的神

话。宗教信仰里的神话种子只有在艺术创造里才能花开不败。艺术家们不断赋予

基督教“道成肉身”神话更加旺盛的生命力，使之在人类历史中继续流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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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道成肉身”与形象：信仰和审美在形态上的相遇

在把“道成肉身”与神话联系在一起考察了基督教信仰和人类审美活动在源

上的关系之后，我们把视线集中到“道成肉身”命题中的“肉身”一点上来。“道

成肉身”教义是一个抽象的表述，但在信仰活动中它是作为耶稣基督的血肉形象

而成为信仰对象的。信仰对象的形象性特征为审美活动进入信仰领域打开了一条

通道。凭借耶稣的鲜活生命，“道成肉身”的耶稣形象得以进入审美活动，作为

“形象”的“道成肉身”实现了信仰和审美的相互渗透。一方面，我们将从基督

教对待偶像和圣像的态度上考察基督教对进入信仰领域的审美形象的基本审美

立场；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分析在上帝“道成肉身”的过程中，不可见的“逻各斯”

形象化为可见的肉身，耶稣成为上帝之形象的基本结构与基督教艺术中，不可见

的基督教精神进入艺术领域成为生动的审美形象之间的同构关系。

一、形象：信仰的媒介与审美的目的

(一)形象(image)概说

在我们这篇论文所涉及的概念里面，“形象”是涵盖范围最广的，它涉及到

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其价值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甚至有学者指出“人是形

象的人。形象是人存在的基本方式，也是人类掌握世界的基本方式。从衣食住行

到日常生活到各种社会活动和历史运动，形象无处不在。“删形象不仅包罗万象，

并且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它的理解也不尽相同，这个概念的具体含义因此就更

加地不容易把握了。但是有一点至少我们是可以肯定的，形象主要是就各种客观

物质实存以及人的精神意识的外在表现形态而言的。

关于形象的定义，宗坤明所著的《形象学基础》一书曾经总结了九种，包括

“事物的形状、外貌”；“事物原型的描摹和复制”；“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事

物本身具有的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的矛盾统一体”；“想象和艺术描绘的结

果”：“理念的感性显现”；“人对外物的生动感受”；“介于感性与理性之间的东西”；

“主观和客观的统一”⋯1等。这些定义侧重点各不相同，都或多或少地捕捉到

了形象某些方面的特质。作者最终把这些方面综合起来，提出形象主要包括“物

象”和“意象”两类，指出“形象是由‘物象’和‘意象’走向‘中介’而融合

起来的。‘形象’包含着‘物象’和‘意象’，亦可以代替‘物象’或‘意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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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而‘物象’或‘意象’却不能在普遍的意义上代替‘形象’来使用。”啪”

宗坤明最终落脚到物质实存和精神存在中问的某个点上来定位形象，给出了他对

形象的定义：

从总体上看，客观世界上的形象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自然物、

社会物和人体本身的形象，即具有‘实在性’的形象；另一类是在一

般人的心目中都能产生的意象和艺术创造的形象，即意识形态的形象．

这两大类形象作为形象而存在是有区别的，但又必然具有内在一致的

规定性．质言之，作为科学范畴的形象，既不是指前者，也不是指后

者，而是对这两大类形象的一种抽象，即是对这两大类形象的一般性

或日共通性而言的．显然，这种一般性既不是物，也不是意，更不是

物与意在平面意义上的简单结合(如朱光潜先生所说的那样)；而是在

历史运动中所凝成的一种内在规定．这样的形象也就是主观和客观对

立统一的实践表现，其中蕴涵着自然、社会和精神的历史统一．或者

说，形象实际上存在于自然、社会和精神的总体关系上；这三个方面

通过形象而形成的内在联系，也就是形象的科学内涵．⋯”

在这段话中，形象被从关系的角度看成是自然、社会和精神的统一，这个定义虽

然概括出了形象的复杂构成因素，但并没有揭示出这种统一是如何形成的，又表

现为什么。秦启为、周永康合著的《形象学导论》也做了从关系角度描述形象的

尝试，作者引入了由现象学家胡赛尔最早提出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概

念来描述形象：“形象的主客体关系性实质上是一种主体问性。这是由于形象的

主体(形象塑造者)是人(个体、群体或组织)。形象的客体(形象评价者)也是人(个

体、群体或组织1。因此，形象的主客体关系性就表现为交互主体性。”o州主体

问性概念的引入在保证了主体于形象构造上的能动性的同时又放弃了主体在整

个形象构造中的惟“我”独尊；使处于主体与主体的沟通之中的形象构造获得了

客观上的普遍有效性i而且主体本身作为一定的社会历史存在必然使主体之问的

互动包含着一定的社会、历史信息的融汇，从而保证了形象构造的社会历史性。

我们看到似乎主体问性也无非同样是强调了形象存在的主观性、客观性以及社会

历史性的统一，但是这个概念非常恰切地把形象放到一个动态的、真正人类活动

意义上系统当中，描绘了形象难以言表的生动特点。虽然如此，仅仅把形象定位

在主体间性上，还是不能解决形象本身的内涵问题，因为主体间性并非形象所独

有，甚至凡是与人类发生关系的事物都是主体间性的。于是作者又指出形象的本

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类掌握世界的基本方式，是人对真、善、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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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真、善、美的完美结合，这是人类形象追求的最高境界：这是一个永无

止境的过程。”m”形象最终与美联系在一起了。在以上这些关于形象的认识的启

发下，我们现在可以做出自己对形象内涵的分析了。

首先，从形象的表现看，它一定是与抽象的概念相区别的生动具体的感性状

貌。形象一词在我国最早见于《尚书·诰命》疏注，说是殷王武丁梦见上天给他

一个助手，就凭借回忆令百工“刻其形象”，“使百官以所梦之形象”去民间寻找。

《周礼·天官·司会注》在解释地契版图时，也写到“图，土地形象，田地广狭”。

呻1在我国，形象最初的含义既是就外观形态而言的。而英国学者威廉斯在其所

著的《关键词》一书中。对image一词的分析也指出：“英文image的最早意涵

源自13世纪，指得是人像或肖像。”o啷可见，形象最古老的意思就是客观事物

或者人的形状、外貌。而这个意思也是迄今为止形象最直接、最简单的含义。

其次，我们从上面的例子应该注意到。形象的确包括可作用于人的感官的物

质形态的物象和存在于梦幻、想象中的精神形态的意象两种。但是这两类形象并

不是严格区分的，二者存在相互包容、相互转化和相互补充的关系。现实物象可

以在人的主观世界里被继续加工改造，得到进一步完善和补充，而成为新的意象，

而精神性的意象也需要通过一定的物质媒介和技术手段转化为新的物象才能被

其他人感知，并成为他者继续塑造其他意象的材料和依据。物象中有意，意象中

有物。意象和物象的区别和联系正是形象具有主体间性的表现。主体之问并非面

对面的间接沟通正是通过物象和意象不断的互相转换而实现的。所以严格意义上

讲，形象不是分成了两大类，而本身就是由物象和意象两部分共同构成的一个虚

实结合、物质与精神相统一的处于不断变化中的系统。但是我们需要特别说明的

是，我们这里的意象所取的是狭义。也就是物化之前的存在于人的心灵中的，别

人无法感知的精神意象。而我们这里的物象，是指所有以物质形态存在的可感可

知的形象，包括完全虚构的精神意象的物化形态在内。而宗坤明对意象的界定和

我们这里所讲的是不一样的。他说：“顾名思义，意象即‘意’之象。不消说，

这个‘意’属于精神的领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它一且渗入到‘象’中，

就能被人们所感知、所领会。因此，意象的客体化就成了人们相互沟通的桥梁。

如龙和风就是一种典型的意象，它‘不受任何物类界线和物质本身质量结构的局

限，表现人的情思意想’：同时又能启人心智，激励群情。”。”这种把意象的客

体也当成意象本身对待的观点模糊了物象和意象的界限，非常不利于澄清形象构

成中物和意的关系。在《形象学基础》的作者看来，所有艺术形象都应该是意象

而非物象，可是我们实际看到的情况是，除了文学形象自始至终都是真正的精神

意象之外，其他所有艺术形象无论如何夸张、荒谬，都是需要借助物质材料，呈

现为客观物象才能得到传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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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形象不能等同于形式。形式主要是就以物质形态存在的物象来说的，

而且只涉及构成物象的客观方面的因素，并不包括主体对物象的构造作用在内。

而任何形象都不是自在的。形象，不管是现实的物象还是精神意象，都必然是主

体能动地构造活动的产物。而主体对形象的构造活动就是所谓的形象化。比如在

人体写生的课堂上，几十个人面对同一个模特，但每一个人对这同一个模特的印

象是不会一样的。由模特本身的胖瘦高矮、身材比例、五官结构等组成的“形式”

不会变化，但不同人通过各自感官感知到(或者说构造)的模特的“形象”就不

同了。

第四，威廉斯指出英文image的含义“和imitate(模仿)词义的演变存在着

基本的关系。””⋯而且他强调image这个词在“模仿”(copying)的概念与“想

像、虚构”(imaginafion and the imaginative)的概念二者之间蕴含了一种极为明

显的张力。所以形象的构造主要通过模仿和虚构两种手段来实现。物象的构造侧

重于模仿，意象的构造侧重于虚构。

第五，俄罗斯文学理论家佩列维尔泽夫曾经这样定义形象：“我们可以对形

象做出如下定义：形象是人类情感向外部世界的投射，是在技术表达器官中体现

并因此具有社会性的人类性格，它与现实存在的人类世界联系密切，通过技术表

达器官体现的有关人类感情具有激动人心的作用。”啪”他强调了所有的形象都是

人的形象，是个体的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与整个人类世界相互作用的具体表现。从

功能上讲，形象只对人才有意义，形象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而从价值上

讲，形象本身就是人类对世界最生动的把握。马克思曾经对形象的认识功能也有

这样一段表述：

形象是自然物体的形式，这些形式好像一层表皮，从自然物体上

脱落下来，并把自然物体移到现象中来．事物的这些形式不断地从它

们里面涌现出来，侵入感官，从而使客体得以显现出来．因此自然在

听觉中听到了它自己，在嗅觉中嗅到了它自己，在视觉中看见了它自

己．所以人的感性就是一个媒介，通过这个媒介，犹如通过一个焦点，

自然的种种过程得到反映，燃烧起来照亮了现象界．”⋯

如果说佩列维尔泽夫从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角度肯定了形象在人类认识和把

握世界的活动中的作用，马克思则是创造性地赋予了形象本身以主体性，强调形

象是对人类感官具有积极的刺激和引导作用的客观形式，而不是随随便便的人类

幻想的产物。只有如此，人类才可能通过形象感知来把握现象界的真实。形象既

可以成为人类掌握世界的手段和媒介，也可以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一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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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成果。人类对这个世界的所有愿望和要求都不是抽象的，都只能作为一幅生动

的图景存在于人的精神世界中并激励着人们去勇敢地追求。

总之，形象是以人的感官为门户，以摹仿和想象为主要构造手段，由相互转

换又相互补充的物象和意象两部分构成的一个虚实结合、物质与精神相统一的感

性的动态图式系统。人们通过形象感知和认识世界，又总是对一个完美的形象满

怀憧憬。

(二)作为基督教信仰媒介的形象

形象无处不在，但在不同的人类生活领域里所起的作用不同，所处的地位也

不同。具体到基督教信仰当中，形象在这个领域里既受到了极严格地限制和压抑

也获得了充分表现的机会，但不管怎样形象不是基督教信仰的目的与核心，而只

能是作为张显神的力量和仁慈或者表达基督徒信仰激情的媒介存在。

I、人与上帝的媒介

任何宗教信仰都是以对神的崇拜为核心的。在多神论宗教里，神本身就呈现

为各式各样的形态。千姿百态的神的形象既是信仰者们敬拜的对象也是他们表达

虔诚的手段。而在一神论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神是一个无形无体、

无始无终的不可知的存在，信徒们无法直接和上帝沟通，甚至于根本不允许随意

想象上帝的形象。尤其是在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当中，完全不允许制作神的画像。

在伊斯兰教的清真寺里，我们见不到任何以人和动物的形象出现的哪怕是装饰的

图画。清真寺的华丽美观全部依靠无指涉意味的几何或者植物图案。然而基督教

与上述二者有所不同，虽然同为一神教，但基督教里多了“道成肉身”的耶稣基

督。作为神子的耶稣本身就是上帝的形象，就是基督徒和上帝之问的中介。为人

子的耶稣的生动言行成了看不见的上帝神性在人间最高的表达。耶稣基督一方面

要作为上帝的全权代表完成救赎人类的任务，一方面还要作为人性的典范引领世

人不断完善人性，争取得救。形象的媒介功能在基督教信仰里被发挥到了极致。

黑格尔说过“基督教的想象只能把神表现为人的形状和人的心灵面貌，因为神自

身在基督敦里是完全作为心灵认识的。”m”人不可能站在上帝的高度去认识神。

上帝要为人所了解就必须采用人所能理解的方式和形象。在基督教里，包括和它

同源的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里，还有很多实现上帝与人交流的方式。比如上帝经常

派出～个或几个天使传达他的指令和预言。耶稣诞生就是天使长加百列为马利亚

预言的。有时候上帝还会亲自变幻成某种神秘的形象与信徒说话。比如在《1日约》

的《约伯记》中，上帝就在约伯遭受了巨大苦难，并且不断抱怨的时候，以云端

之上一个声音的形象向他说话了。除此之外，像经常能够得到神谕的摩西、以利

亚这样的人间先知形象更是常见的神人中介。他们一面向信徒传达上帝的旨意，

一面还要代表信众表达对上帝的爱和要求。所有这些可见可闻的形象都不是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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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信仰的最终目的，甚至包括耶稣基督的肉身也只不过是“奴仆的形像”而己。

他们在人间出现，向人讲话、实施神迹，全都是为了宣讲那个不可知的伟大存在。

形象的沟通功能在基督教信仰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2、当下与历史的媒介

刚才我们提到的形象对人与上帝的沟通功能，其实现的前提是同时性。如果

我们暂且不把这些故事当成神话对待，和摩西一起出埃及的犹太人才能直接以摩

西为媒介接受上帝的律法；亲耳聆听耶稣教诲的人才能直接通过他感受上帝的仁

爱。在基督教信仰当中，远离古老过去的大多数信徒是要通过另外的方式与上帝

交流的。比如《圣经》和基督教圣礼仪式。《圣经》如同一部圣史，把早已消逝

的过去又带回到基督徒们眼前。上帝怎样用六天时间创造了天地，伊甸园里的美

好生活是什么样，耶稣在伯利恒的马厩里诞生的欢乐，基督在十字架上死去的悲

惨⋯⋯所有的事情都通过阅读《圣经》而在～个基督徒心里历历在目。读经是基

督徒信仰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基督徒来说，阅读《圣经》不是回忆上帝，

而是亲身感受上帝。《圣经》用文字再现了那些曾经与上帝接近的第一媒介的生

动形象。而基督教圣礼则采用了戏剧化的象征方式，带领基督徒们直接进入圣礼

所纪念的信仰事件当中，使信徒们身临其境地经历信仰，实现了形象假定性的还

原功能。这些间接的信仰形象再也不能直接建立人和上帝的联系，但却实现了当

下与历史的沟通。

3、抽象的教会信条与个体信仰情感的媒介

最权威的第一媒介耶稣、天使和先知沟通了人与上帝，等而次之的第二媒介

《圣经》和教会圣礼沟通了当下和历史，基督教艺术作为第三等级的信仰媒介形

象的出现则实现了信仰个体的朴素情感与抽象乏味的教会信条之间的沟通。耶稣

受难图、圣母子像、历代圣徒雕像为一个个基督教故事、一个个信仰f司题做了生

动地图解；高大雄伟、装饰华丽的大教堂直接营造了天国的气氛：唯美的基督教

音乐让信徒们心中激情荡漾，基督教艺术把审美形象对教理的阐释功能和抒发信

徒宗教热情的功能都发挥出来了。

(三)作为审美活动目的的形象

包罗万象的形象有优有劣，有成有败，但能让人喜闻乐见的形象总是和真、

善、美联系在一起的。基督教信仰中的形象全部指向上帝，引导人过克己、正直

的生活，因而是侧重于善的。没有行动就没有宗教，信仰强调形象的媒介功能，

要有足够的力量指导和引领信仰行为；而审美活动中的形象侧重于美，在审美活

动中成功的形象一般不会被强加上什么明确地说服、教导任务，而是人类精神意

象的自由呈现。审美形象是意向性的，不需要人的行为反应，指向人类的情绪情

感。“具体的形象对人说来首先是以其外在形态构成它的可感性的。但这个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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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包孕的历史内涵对现实的人说来有几分能见度，也是其可感性的应有之义。这

两方面的结合才构成形象可感性的完满规定。这种可感性和人的情感在积极的意

义上所构成的关系就使‘美’突现出来了。美确实根源于‘真7和‘善’；但又

是对‘真’与‘善’的超越。””⋯审美形象是被提升的形象，位于形象系统的最

高层。

l、形象是审美创造的直接目的

艺术创造是人自觉的审美创造活动。在这个活动里，艺术家在头脑里形成的

审美意象最终物化为可见可感的艺术作品标志着审美创造的最终完成。不管艺术

家的创造活动是侧重于再现现实生活，还是侧重于表现主观精神体验，一个艺术

形象的塑造完成都是审美创造的最直接的目的，精神意象的物态化呈现都是审美

创造的终点。野兽派画家马蒂斯在完成自己的一幅色彩奔放的肖像画《戴帽子的

女人像》后曾经说：“我画的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幅画!”在审美创造中，能否

塑造～个富有生命力的动人形象无论如何都是超越了再现或者表现的第一位的

追求。“人与形象所构成的审美关系既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同时又是对人与物

的实用性关系的一种超越。”⋯1审美创造活动的最直接目的就是一个充满魅力的

形象，这个目的是超越在一切现实功利目的之上的。

我们强调形象是审美创造的直接目的不等于赞同形式主义的观点。形象作为

艺术创造的直接目的并不意味着审美形象不可以承载艺术家对这个世界的情感、

认识和一定的功利要求。相反，这些东西都已经内在于艺术形象，正是形象构成

中复杂因素的一部分。任何东西都能在艺术中得到形象化呈现，也能够通过其他

方式得到人类的理解和把握。艺术最的独特魅力不在于它呈现了什么，而在于它

是如何呈现这个世界的。佩列韦尔泽夫说：“对于艺术家来说，外部客观世界不

是进行逻辑认知的对象，而是进行情感、情绪感知的客体。艺术家不是通过逻辑

思维，而是借助共感的好感情绪与外部世界的现象发生关系。在每个外界现象中，

他寻觅和发现的都是自己的内在生命、激动和情感的外在表达。在他的意识中，

外部世界的所有物体都成为感情的载体，都蕴含着情感表现，并因而成为形象。”

o“这个俄罗斯文艺理论家在这段话里强调一切艺术形象都必然是经过人的情感
体验的形象。正是艺术家非凡的创造力把现象变成了形象。形象是艺术创造的第

一目的，艺术家对这个世界的感受、认识和把握都以最生动的方式渗透在艺术形

象当中，成为其不可分割的～部分了。在艺术中，形象不是表现情感或者再现生

活的媒介，而本身就是经过艺术家体验的情感和生活。

2、形象是审美欣赏的直接目的

人类的审美欣赏活动要比艺术创造活动更加的复杂和难以琢磨。艺术创造毕

竟是与其他人类活动有相对清晰的界限的独立性比较强的活动，而审美欣赏则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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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由于审美对象的复杂性而和其他人类活动混杂在一起，难以精确分离。除了艺

术鉴赏作为最典型的审美欣赏活动，具有相对独立性之外，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生

活中的审美形象的欣赏都是往往伴随着其他人类活动一同进行的。也正是因为如

此，把审美欣赏与人的其他精神活动区分开来就显得更加重要了。而在这种区分

中，主体对其观照对象的态度是非常关键的。康德曾经指出审美判断力是“通过
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或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一个表象方式作评判的能力。一个这

样的愉悦的对象就叫作美”㈣1。审美欣赏不是求知，不以获得关于对象的抽象

的知识为目的：审美欣赏也不是物质改造活动，不以利用对象的实体为目的。审

美欣赏的直接目标就是审美形象，而审美欣赏的最终结果就是直接来自于形象本

身的快乐。用康德的话说，审美判断应该具有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美是一个对

象的合目的性形式，如果这形式是没有一个目的的表象而在对象身上被知觉到的

话。”他在注释中举例说，一朵花，例如一朵郁金香，被看作是美的，是“因为

在对它的知觉中发现有某种合目的性，是我们在评判它时根本不与任何目的相关

的。”“0叮康德把美归结于对象的单纯形式，而忽略了形象构成中复杂多样的社

会历史、主体情感因素，这显然过分强调了审美欣赏的纯粹性，把审美与其他人

类活动完全隔离了。而实际上，这根本是不可能出现的状况。就连康德也不得不

提出与自己的基本观点存在矛盾的依存美来完善他所建构的美的体系。我们认为

审美欣赏活动本身也是对审美对象的形象构造活动。作为审美客体存在的自然j

社会和艺术作品的物象都必须通过审美主体的感官，经过审美主体的情感和理性

的重新把握转化成新的意象，从而真正在审美主体的心灵里安家才能给主体带来

愉快的感受。在这个把物象转化为审美意象的过程里面，主体心灵并没有把物象

所包含的社会历史等复杂因素过滤排除，而是让他们一同参与到意象化活动中来

了。审美欣赏并非完全没有目的的盲目的活动，它的目的就是主体在心灵里能动

地构造的形象本身。审美愉悦只与经过每一个审美的心灵构造过的形象有关。孔

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韶》乐旋律的悠扬，《韶》乐所抒发的情感的高

尚并非自发地对审美中的孔子产生作用的。让孔子魂迁梦绕的不是音乐知识，不

是那个尽善尽美的理念，而就是印在孔子心幕上挥之不去的音响形象。在心灵完

成对审美对象的形象重构的同时，快乐就产生了；当这个形象在心灵里能持久的

存在并继续变幻时，美感就得到了延续。审美形象是审美创造和审美欣赏的直接

目的，但这也并不妨碍其成为其他认识活动的媒介。

二、偶像与圣像：基督教的形象观

形象(image)这个概念在基督教信仰里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翻开《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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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世记》刹《启示录》关于形象问题的讨论随处可见。而在基督教发展过程

中，教会对“形象”蛇态度墩是有变化的。“形象(image)”在基罄教里可默分

成水火不容的两大类，一是所谓的偶像(id01)一是所谓的摄像(icon)。而形象

(image)这个词有时可以攒翦者，有时可以指后者，有时则指一般的事物和人

的形状、面貌。或者换句话说，偶像是贬义调，圣像是褒义诃，而形象是个审性

词；辫子讨论基督教傣仰和审美鲍关系来说，对基督教对待偶像和墨像的基本态

度的研究是绝对不能绕开的。一尊太阳神阿波罗的雕像，和一幅耶稣受难的翻画，

同样佟为形象，甚至作为同样美好的艺术形象，很有可能遭剿一个天主教或者东

正教徒完全不同的对待。对前者的墼决排斥与对后者的痴迷崇拜，猩一个信仰者

身上弼能形成的巨大反差。这种反差把基督教信仰充满矛盾的独特的审美立场反

映出来了。

(一)偶像(希麟文eid610n，英文id01)与基督救早期的审美擞场

1、执<燕经》，瓣基督教对待偶像静基零态度

偶像问题之所以驻够得到基督教信仰的极其严肃的对待，完全怒因为《掇经》

对偶像的严掰态度。在《圣经》里，偶像几乎就是髯教神的代名词，是上帝最大

的对娆面。猩英文《圣经》照至少有100多次使用了idol这个词m”，而image

律为偶像的意思也出现了几十次。农中文《燕经》羹，这两个词狠箍不弱静情境

一般被翻译成“偶像”或者“假神”。严禁敬拜偶像是在《罴经》璧得到不断强

调静一个瘸念。在经常出现静后矛潜约《圣经》里，在经常为菜个教义争论不雅

的基餐教会服，对待偶像的殷对态度却是空前的一致，只是在反对的程度上可能

有所嫠异。

《旧约：溅经》对偶像的褥定和排斥是最为激烈的。上帝在西奈山上降示给摩

西+条诫律，其串静第=条辘是“不可为自汪蘼蘩稻像(image)，莰不可佟仟么

形像彷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川删这条律法打击酾之广可谓极

致。赣上去冠是夭戆感官蔻感受虱静，只是入靛慧象力靛融及至l静零西罄救蓬决

取消了被塑造为形象的权利。其实这条律法所反对的并非造像本身，而是反对把

入逶豹形象辫}#粹泉崇拜。《溜夔》箕德毽方把这个阕题谤褥霰清楚“餐{稍不霹

作什么虚无的神像(idols)，不可立雕捌的偶像(image)或是校像(image)，也不可

在傣锯魏遮主安营么鬟戏静霹豫(image)，囱它跪拜，函为我是繇窝牮像稍静季枣。”

呻1，“他们的地满了偶像(id01)。他们跪拜自已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作的。”

刚。掰鞋我们看妥上帝否定豹不是鼯象本务两把遗像姿戒襻来簸拜翡毒亍为。篷

是在那个多种论时代，偶像崇拜的风气是根深蒂固的，～神论想要一下子消灭人

稻灌籍子弱备静静灵嚣豢艰难。蓥燮上帝戮潮疆东禁壹拜馁像懿簿法不久，摩螽

拿着刻有律法的诫掇下山就看到人们造了～个金牛犊来拜，以至于摩西愤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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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砸掉了诫板。在这种情况下，那条近乎苛刻的律法对所有人造形象的否定就

可以理解了。

其实在降示十诫之后，上帝还不厌其烦地制定了许多规矩，其中就包括圣殿

建造的种种要求。比如造法柜，上帝要求：“要用皂荚木作一柜，长二肘半，宽

一肘半，高一肘半。要里外包上精金，四围镶上金牙边。⋯⋯要用金子锤出两个

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作一个基路伯，那头作一个基路伯，二基路

伯要接连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二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

脸对脸，朝着施恩座。”呻”上帝事无巨细，几乎要为他的圣殿装饰画出精确的图

纸来了，而且我们看到上帝并没有排斥金银宝石的装饰，甚至还主动要求造了两

个长翅膀的天使形象。可见，上帝对制造形象是不反对的。但是在圣殿建造上，

上帝也仅仅肯定了形象的装饰作用，《旧约》对各种人造形象本身的价值是持坚

决否定态度的。“他们的偶像(idols)，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

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

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以色列阿，

你要倚靠耶和华。他是你的帮助，和你的盾牌。”“*1这段经文生动地说明了基督

教否定人造形象的一个基本理由：人造偶像是假的、物质性的，没有生命、也没

有灵魂，更谈不上神性。在基督教看来形象就等于物质存在，是不包含精神因素

的，偶像崇拜就是人的自我欺骗。《以赛亚书》里有一段偶像批判的经典：

制造雕刻偶像的尽都虚空；他们所喜悦的都无益处．⋯⋯工匠也

不过是人，任他们聚会，任他们站立，都弘惧怕，一同羞愧。铁匠把

铁在火炭中烧热，用锤打铁器，用他有力的臂膀锤成；他饥饿而无力，

不喝水而发倦．木匠拉线，用笔划出样子．用刨子刨成形状，用圆尺

划了模样，仿照人的体态，作成人形，好住在房屋中．他砍伐香柏树，

又取柞(或作“青桐”)树和橡树，在树林中选定了一棵．他栽种松树

得雨长养，这树，人可用以烧火，他自己取些烤火，又烧着烤饼．而

且作神像跪拜，作雕刻的偶像向他叩拜．他把一分烧在火中，把一分

烤肉吃饱．自己烤火说：“阿哈!我暖并口了，我见火了!”他用剩下的

作了一神，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这偶像俯伏叩拜，祷告他说：“求你

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因为耶和华闭住他

们的眼不能看见，塞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谁心里也不醒悟，也没有

知识，没有聪明，能说：“我曾拿一分在火中烧了，在炭上烤过饼，我

也烤过内吃．这剩下的，我岂要作可憎的物吗?我岂可向木不子叩拜

呢?”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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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人造的形象是物质不是精神。一个木头神像和我们烧火做

饭用的木柴可能就是一块木料。崇拜造像就是崇拜没有生命的低等的物质。“事

奉他们的偶像，这就成了自己的网罗。”m81偶像崇拜是人把自己所造的物品神化

了。这与后来费尔巴哈批判基督教是人为自己造了上帝，是人把自己神化了竟然

有异曲同工之处。我们看到一神论对多神论的抨击竟然也具有无神论对一神论批

判那样的尖锐和深刻。但是这个观点放到对人造形象的评价上显然就错误了。它

简单地把形象和用来制造形象的物质材料等同起来，完全忽略了制造这些形象的

工匠们的智慧参与，也否定了形象所承载的精神内涵。正因为《旧约》强调上帝

的不可知性和超越性，把与上帝对立的异教诸神的形象完全看成是虚空的、物质

的，所以《旧约》对偶像采取了断然否定的态度，“惟独耶和华被尊崇。偶像必

全然废弃。”呻1《旧约》里的形象就是毫无生命的物质形体，即使为上帝所用也

只不过是装饰品而已。 ．

《新约》延续了《旧约》对偶像的否定态度，但是否定的力度明显减弱了。

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旧约》对偶像崇拜的批判已经十分彻底和充分，

《新约》没有必要再做重复：而另一方面，《新约》的主要目的不是反对偶像崇

拜，也不是继续《|日约》对那个完全不可把握的上帝本体的言说，而是要确立作

为神子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拯救世人的恩德，还要把上帝的福音传播给那些崇拜

偶像的外邦人。《新约》的作者们自己就给了上帝一个人间形象，当然他们一再

强调耶稣是“上帝生”的人一神，而非“上帝造”的普通的人，更不是“人造”

的物，所以无论如何都是与偶像对立的。但一个以人的面貌在人类历史中出现的

上帝毕竟缓和了《旧约》对一切形象的过分贬低，更化解了对崇拜异教神的外邦

人的敌视态度。对把基督教传播给外邦人做出巨大贡献的使徒保罗在书信里多次

发表了对偶像的看法。他说：“我们知道偶像(id01)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

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1，“我所亲爱的弟兄阿，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

事。”m”保罗的口气温和，对偶像似乎不屑一顾，完全没有了《旧约》里面对偶

像崇拜如临大敌般的愤怒和严厉。

保罗肩负着向外邦人传道的重大使命，他对外邦人偶像崇拜的态度已经是相

当宽容了。因为要外邦人接受福音就不能总是对人家采取敌对态度。保罗在论到

如何对待外邦人献祭偶像的食品时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

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

吃鬼的筵席。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1他首先表明了

决不能向偶像崇拜妥协的立场，可是接着他又讲“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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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市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

的，都属乎主。倘有一个不信的请你们赴席，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

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若有人对你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

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

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

谤昵?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作什么，都要荣耀神而行。州“”保罗从“因信称

义”的立场提出只要是心中有上帝，外物并不能损伤信仰。这种极端心灵化的信

仰当然不再关心人造形象的问题。保罗说：“神的殿和偶像(id01)有什么相同呢。

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

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川就连{IH约》里上帝为自己建造的

豪华的物质堆砌的圣殿都被基督徒心灵的圣殿所取代了，人造的偶像在基督教里

就更无立锥之地了。表面上看《新约》对偶像的否定是减弱了，‘这种批判的减弱

并非简单地妥协，而是信仰心灵化的表现。《旧约》认为物质偶像会威胁信仰，

而《新约》强调任何物质的东西都不能动摇信仰。后来主张“因信称义”的基督

教新教的教堂建筑和装饰一般都要比天主教和东正教教堂朴素得多，这也是注重

内心体验而不关心外在表现的一种体现。 。一，、

’(二)早期基督教的审美立场

从《圣经》对待偶像的态度我们看到早期基督教至少对一般的造型艺术是持

否定态度的。早期基督教认为人创造的形象是无生命、无精神内涵的物质形式，

其最高的价值也就是其装饰功能和美观的效果j也就是说造型艺术最多只能带来

感官的快适，此外别无它用。而当人们超过了这个范围开始用各种技巧去塑造人

和动物的形象，并对他们所塑造的形象产生感情的时候，这就被看成是一件危险

的事情了。奥古斯丁在其《忏悔录》里曾经表达了自己的审美立场。他把美分成

上帝的至美和次要的美的东西，认为美的东西有动人之处却是人们犯罪的一个主

要原因。“假如漫无节制地向往追求这些次要的美好而抛弃了更美好的，抛弃了

至善，抛弃了你、我们的主、天主，抛弃了你的真理和你的法律，便犯下了罪。”

““1因为这些美好的东西从本质上讲是虚无的，只是低级的美，只能满足人的低

级的感官享受而使人远离上帝。他呼告：“天主，万有的创造者，使我的灵魂从

这一切赞颂你，但不要让它通过肉体的官感而陷溺于对这些美好的爱恋之中：这

些事物弃向虚无，它们用传染性的欲望来撕裂我们的灵魂”。m”奥古斯丁把美的

形象看成是“物质的幻象”，认为沉溺于此是十分有害的。奥古斯丁的观点代表

了早期基督教的反美立场。早期基督教强调审美形象的物质性，而否定其精神性，

在承认艺术形象的美能给人带来感官快适的同时，又认为正是由于艺术形象的美

好太具有诱惑力，才’更容易使人耽于物质享乐而放弃对上帝的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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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圣像(希腊文eik6n，英文icon)与基督教审美立场的转变

I、‘圣经》对神的像(the image ofGod)的描述

在英文《圣经》里，圣像(icon)一词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是与英文icon相

对应的希腊文eik6n已经在原本用希腊文写成的《新约》里出现了。“eik6n”一

词主要是指“像与其所描绘的实体是一致的”““1，在《新约》里主要是在谈到

神的“像”时使用：在耶稣提到印在钱币上罗马皇帝的肖像时也使用的这个词。

在英文《新约》里这个希腊词语被翻译为image(形象)。。《圣经》里提至Ⅱ神的像

的地方远远没有讲到偶像那么多，但是这不多的几次却都是非常关键的经文。

我们还是先看《旧约》里的情况。《fEl约》只在《创世记》里以上帝自己的

口吻提到了神的像。一《创世记》在写到上帝在第六天造人时这样记载：“神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image)，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

(image)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image)造男造女。”“”3短短两句话里三

次提到了神自己的形象。这里反复强调人类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要比万物高

级。所以神的像在引日约》里就是指人类。这种说法后来也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应

用。歌德在《浮士德》里就曾经用“小神”、“神明的肖像”来指代人。可见在《旧

约》里，神的像与偶像完全是两码事。神的像是神按照自己的样子造的形象，是

有生命的人；而偶像是人造的像，是无生命自g物。

到了《新约》，《旧约》提到的人是上帝的形象的观念也被延续下来。比如《哥

林多前书》里提到“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像(image)和荣耀，

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410)o这里神的形象的范围缩小到是指男人，因为据《创

世记》夏娃是用亚当的肋骨造的，不是对神的直接模仿。但是在《新约》书信里，

由于“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出现，神的形象便开始更多地指神子耶稣了。《哥

林多后书》里说：“基督本是神的像(the imageofGod)”。“捌这里看不出耶稣和

一般的人作为上帝形象的区别。而《希伯来书》里就把耶稣的特殊性突显出来了：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the express image ofhis person)。州””

这里强调耶稣基督不是对上帝非本质的外形的简单复制，而是真正与上帝本体相

一致的。早在《约翰福音》里耶稣就强调过“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从

人性讲，耶稣是比普通人更加近似于上帝的人。从神性讲，耶稣就代表了上帝。

然而耶稣是如何获得这种与上帝的切近关系的呢?正是通过“道成肉身”，上帝

和耶稣的关系的紧密程度得到了充分肯定。道“成”肉身，是与上帝造人完全不

同的方式。《哥罗西书》中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the image of the

invisible God)，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H”1耶稣是上帝“生”的，而非

像普通人那样是上帝“造”的。这里突出了耶稣基督对不可见的神性的显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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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了耶稣具有完全神性和永恒存在的特点，而且指出了被生的上帝之像继承了

神的本质，而被造的上帝之像则只是模仿了上帝而己。

正是《新约》里“道成肉身”观念的出现，为基督教会后来的圣像崇拜提

供了教义基础。麦格拉思说：“道成肉身是基督教特有的思想，指的是上帝在耶

稣基督这个人里面进入了具有时空属性的世界。耶稣提供了‘进入上帝的窗口’，

这是基督教特有的信念，其根据就是道成肉身教义。道成肉身教义也是在礼拜和

个人祈祷中使用圣像这种做法的基础，东正教尤其喜欢在敬拜中使用圣像。”“圳

2、基督教会对待圣像的态度

与偶像在基督教里遭到一致否定的命运不同，圣像在基督教发展史中的命运

可谓一波三折。《牛津基督教史》里这样解释圣像：“所谓圣像，是指基督、圣母

马利亚、天使或众圣徒的某种肖像或形象化的体现。圣像也许装在一种彩色的木

板画框之中，但它可以是镶嵌在教堂墙上的一幅图案或壁画，也可以是一个绣制

品，一幅金属画，抑或甚至是一个雕像——尽管立体画在东方基督教艺术中极为

罕见。”㈣1看到这个定义，稍微敏感一点的心灵就会联想起在《圣经》里遭到无

情批判的偶像。我们看到圣像和偶像在制作材料和工艺上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唯一不同的是圣像塑造的是基督教的耶稣、圣母和圣徒的形象，而偶像塑造的则

是异教诸神的形象。基督教认为偶像和圣像的根本区别就在予形象所承载的内涵

不同，形象的功能不同。但是由于圣像和偶像在表现上的相似性，基督教的圣像

崇拜就时时存在与偶像崇拜相混淆甚至直接沦为偶像崇拜的危险。在激烈反对偶

像崇拜的基督教里会出现圣像崇拜看上去有点不可思议，但实际上与基督教同源

的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都没有出现圣像崇拜，正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道成肉身”，

正是耶稣基督本人的特殊身份为基督教圣像崇拜提供了教义基础。

圣像崇拜最初只是一种基督徒的自发行为，基督教会对此没有严格的规定。

《基督教神学思想史》中提到：“远从古代的时候开始，基督徒就使用这些圣像

来帮助他们祷告、敬拜与灵修。在东方，早在6世纪的时候，他们就把圣像当作

‘文盲的课本’。他们认为，这些圣像的教导与提醒功能，对于无法阅读圣经与

基督教书籍的人十分重要。到了8世纪初期，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与其他的

基督教城市，到处充斥着圣像。圣像制造是一个主要的企业，在修道士中间更是

如此。每个家庭与每个教会都拥有好几个，甚至许多精雕细琢的圣像，忠心的信

徒还会在这些圣像前祷告。”““3这种情况引起了教会的担忧，而罗马皇帝利奥三

世更直接下令把整个帝国的圣像都除掉。关于圣像的争论和冲突开始激烈起来，

圣像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根据《牛津基督教史》记载：“对

使用圣像的首次攻击从726年延续到780年，当时这种攻击被女皇伊林娜制止。

787年第七次公会议——如第一次一样在尼西亚召开——规定用圣像描绘基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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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圣徒从神学意义上讲是正确的，并且要求从礼仪上表现出对这些圣像的尊崇。

随后而来的是8i5—842年对圣像的破坏时期，但这没有被极端化。843年在女皇

狄奥多拉统治下最终恢复了对圣像的使用，这在后代的记忆中成为‘东正教的胜

利’，并且每年在大斋节节期的第一个礼拜天进行纪念。“删在激烈的斗争中，

圣像的使用在基督教会里最终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尤其是在东部教会里更是倍受

重视。关于圣像的争论反映了基督教内部对偶像和圣像含义理解上的分歧以及基

督教在审美立场上的新的变化。

从圣像反对者的角度看，圣像就等于偶像。制作耶稣基督的神像违反了《圣

经》不许制作敬拜偶像的禁令。而且他们从基督论的角度出发，指出“圣像最多

只能代表基督的人性方面，不可能表现出不可见的神性，州删圣像的制作分离了

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把神变成了人。圣像反对者延续了《圣经》的传统观点，

认为物质材料制作的形象没有生命、不具备精神性，强调无限的神性根本无法通

过有限的形象来表现，对圣像的使用会使人为眼前的形象所束缚和迷惑，这本身

就是偶像崇拜。这种观点在宗教改革运动中为加尔文所发展。蒂利希指出：“加

尔文为反对在教堂中挂圣像和做一切可以使人的心灵离开完整的、超越的上帝的

事情而斗争。这是加尔文派的教堂建筑物中有一种神圣的空虚感的理由。已经克

服了偶像崇拜的人的心的底层仍然有一种对偶像崇拜的恐惧。对先知来说是这

样，对穆斯林(Muslims)来说是这样，现在对宗教改革者来说也是这样。加尔

文主义是一种圣像破坏运动，破坏偶像，破坏各种图像，因为它们离开了上帝自

身。人的心灵是‘永恒的偶像制造者’这种观念，可以说是我们对上帝的思想中

最深刻的内容之一。甚至正统派的神学也经常不过是偶像崇拜。”“28’圣像反对者

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当人们通过圣像来感受上帝时，很难分清楚让人感动的是

上帝还是精美的物质形象，或者是自己的幻想。

而圣像的辩护者们立足“道成肉身”教义也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反驳。首先针

对神性不可通过形象显现，对耶稣的描绘只能显现其人性的说法，他们指出“既

然基督是通过肉身显现于世的，那么用线条和颜色来描绘他的面孔不仅是可能

的，而且也显然有此必要：拒绝描绘基督，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他的完整人性表

示怀疑。“01他们强调上帝的本体当然无法表现，但是只要耶稣具有人性的方面，

基督徒就有权利描绘他，而且这种描绘并非和神性隔绝的。大马士革的约翰(John

ofDamascus，675年．750年)是圣像最积极的支持者。他专门撰写了《驳反圣像

者》提出自己对圣像的认识。约翰说：“在以前，神因为没有躯体或形式，绝对

无法具体地被表现出来。但是在今同，因为神在肉身显现，活在人类当中，我可

以代表可见的层面⋯⋯我并不敬拜物质，但我敬拜物质的创造者，他为我们的缘

故变成物质，承担肉体的生命，并且透过物质，完成对我的救恩。川删在约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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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上帝肉身化为可见可感的耶稣基督这个行为本身就赋予了物质存在以新的功

能与尊严。上帝“道成肉身”已经为人类使用物质材料表现神圣做出了榜样，物

质具有精神表现的力量。

其次，针对圣像反对者偶像崇拜的指责，圣像辩护者在敬拜圣像和尊敬圣像

之间做了严格区分。约翰特别强调圣像并非神本身，所以敬拜只是对神的，而对

圣像只能是尊敬。“圣像只不过是基督与圣徒的像，在敬拜中作为默想和祷告的

焦点。在东正教的敬拜与灵修中，这些圣像扮演着至关重要的‘天堂窗口’的角

色，忠心的信徒以圣像作为他们向三位一体的神与圣徒祷告的接触点。他们只是

把圣徒单纯地视为可用的代祷者，即天上伟大的‘如同云彩一样的见证人’，可

把地上基督徒的祈求，带到神面前。东正教与罗马天上教的神学家，从未把圣像

当作偶像，圣像从来未曾受过敬拜。事实上，这些传统严禁基督徒敬拜圣像。川⋯

所以我们经常使用的“圣像崇拜者”一词在这些圣像辩护者看来是根本错误的。

最后，圣像辩护者们特别指出了圣像使用的现实性和必要性。约翰说：“成

文的语言是给那些识字的人看的，而圣像是给没有文化的人看的；用耳朵聆听演

讲与用眼睛欣赏圣像是一回事。““21这里约翰仅仅从教义图解功能的角度强调了

圣像在基督教信仰中的媒介作用，而实际上在后来的东正教里圣像的作用被大大

增强了：“圣像起着某种中介作用，它不仅仅是件形象化的辅助物，而且是种与

上帝相交的途径：面对基督的圣像而立，崇拜者就被带到基督的面前。凭借圣像

的力量，我们就能够穿越神圣的多维时空，开始与被描绘的基督或神秘的三位一

体的上帝进行真切的相交。圣像是我们与基督相交的地方、接触点和渠道。”t“吲

圣像辩护者通过强调圣像的中介功能而进一步驳斥了反对者对他们崇拜圣像本

身的指责。

3、圣像与偶像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基督教的审美立场的转变

通过基督教内部对待圣像正反两方面的态度，我们能够对基督教的圣像和他

们所反对的偶像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了。

偶像和圣像都是使用物质材料塑造的各种形象。从审美的角度看，这些形缘

可以存在形式技巧上的优劣、内在精神意蕴上的差异，但作为审美形象没有什么

本质的区别。但是在基督教信仰当中，偶像和圣像的区别却是本质性的了。而且

这些区别能够反映出包括偶像和圣像在内的形象总体的许多对立统一的方面。

首先从形象与其再现对象的关系看，基督教认为偶像所再现的对象本身就是

一个真实可见的物象，所以偶像的制作就是对对象外形进行简单模仿、机械复制，

偶像只存在与对象外观上的相似性：而圣像所力图再现的基督、圣母等大都是《圣

经》中记载的人物，没有什么可参照的真实摹本，所以圣像立足于对对象内在生

命和精神魅力的模仿，追求的是与本体内在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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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本质上讲，基督教认为偶像是假相，偶像制作的目的就是试图混淆

形象与本体的区别，使人把形象本身当成本体来敬拜，偶像具有欺骗性。而圣像

是真相，圣像并不奢望达到本体的高度，而且希望人们以自己为媒介，通过它能

认识到不可见的本体。“如果说，神像到最后能显得如同‘一道通向上界的门’，

如果说，偶像能因把人囚禁在表面和凡界中而被指责，那是由于cid610n在一开

始就想把他作为自己的模本，并试图同他相混淆，而eik6n则与后者区分得清清

楚楚，并且只要求一种关系上的亲近。或者更有甚之：偶像把作为它的整个存在

的看得见之物当作了一种终结本身。它让掉落在它身上的目光停止不动，禁止它

再走得更远。而神像则相反，它一上来就在自身中包含了它特有的超越。”“州

圣像在本质上只是神圣本体的象征而并非其本身。
‘

圣像在基督教内部的胜利，代表了一种新的审美观的胜利。从基督教对圣像

的肯定和对偶像的否定中我们看到，“道成肉身”使基督教重新认识到了审美形

象的信仰价值。基督教会已经从反对一切形象塑造的反美立场回到了把艺术创造

作为一种礼拜上帝的神圣的活动上来了。“圣像清楚地表明了物质世界内在的神

圣性，并且祈求上帝祝福所有人类艺术家的创造性。圣像作者被当作被造的天地

万物的祭司，他使万物神性化。并且使它们清晰地发出对上帝的赞美声。”“删

基督教终于承认了艺术在表达神圣主题上无可比拟的价值，虽然这一价值还主要

是从媒介功能上讲的。直接以基督教“道成肉身”教义为理论依据，圣像的使用

在基督教会中获得合法地位，这就为基督教信仰和审美相结合铺平了道路，处在

信仰和审美交叉地带的基督教艺术从此得以蓬勃发展。

三、形象的魅力：基督教艺术与“道成肉身”

帕；fU坎曾经讲过：“如果指责说形象是一些想把偶像崇拜走私带进教会的人

发明的新巧把戏，那就是错误的。是谁发明了形象呢?大马士革的约翰回答说：

‘上帝自己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上帝是宇宙中第一个和原初的形象创造者。”o圳

在《圣经》里，上帝是最伟大的艺术家，他只创造了两件作品，一个是包括人类

在内的整个世界，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上帝之道肉身化为一个我们身边活生生的

人，这个想法本身就会让人世间的艺术家们兴奋不已——匕帝竟然是用如此艺术

化的方式来拯救世界的。耶稣基督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道”与“肉身”之问微妙

难言的转化关系只有艺术家或者说只能用艺术的眼光去看才能心领神会。因为每

一个艺术形象的塑造过程都是一个不可言说的“意”转化为只可意会之“象”的

过程。用黑格尔的话说这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用克莱夫·贝尔的活说这就

是“有意味的形式”。上帝“道成肉身”与艺术形象的塑造有着明显的同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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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不能说所有的艺术家都效仿了上帝，但正如我们前面看到“道成肉身”

观念多么深刻地影响了基督教圣像的制造，所以我们至少可以说基督教艺术的创

造，基督教艺术形象的塑造的确受到了“道成肉身”教义的启发，而且基督教艺

术本身就在不遗余力地用美的形象表达着艺术家对上帝之道的体验。

(一)“道成肉身”与审美形象的同构关系

当我们把“道”与“肉身”放在一起，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形象构造中内容与

形式的并列。但其实这完全是一种错觉。在道变成肉身的过程里，“肉身”就是

最终的结果，就是一个包括内容与形式在内的完整的“形象”。所以，“道”与“肉

身”之间并非简单组合或者融合的并列关系，而是一种包含关系。与它们相对应

的是艺术创造中意蕴和包含意蕴在内的形象的关系。

1、无限进入有限

上帝“道成肉身”的过程就是无限进入有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上帝无

限的神性必须借助有限的人性才能最终成为耶稣基督的肉身。也就是说在道不能

直接成为肉身，而必须通过圣母马利亚的人性这个中介才能被塑造为神人二性的

耶稣其人。而一个艺术形象的塑造也是如此。大千世界的玄妙真理往往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必须经过艺术家敏感心灵的发现和体验再物化为艺术形象才能被更多

人心领神会。尼古拉·库萨曾经描述过这种相似性：“在耶稣你身上，人的领悟

如此与上帝的领悟相结合，就像最完美的摹本与原本的真理相结合一样。一如我

在艺术家的精神中考察匣子在理念中的形式，并由大师按照理念制作出来的最完

善匣子的造像，考察理念中的形式何以是造像的真理，并且在那个大师的心中就

像真理与其摹本相结合那样与造像相结合一样，在耶稣你这位所有大师的导师身

上，我也看到一切事物的绝对理念和摹仿它的造像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耶

稣不是上帝的本体，但基督徒能通过他的人性体验神性，艺术形象不是真理本身，

但艺术欣赏者能透过艺术家对世界的特殊感受领悟人生和世界的真谛。

2、实象指向虚境

永恒的、无限的“道”如何才能进入物质的、有限的“肉身”呢?《圣经》

中写道：“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

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

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段经文清楚地描绘了不可知的

神性在耶稣身上的存在状态一“虚己”。无限的神性不可能在耶稣有限的“奴
仆的形像”中得到清晰地呈现，耶稣只能通过自己为人的言行，让信徒们感受到

神性存在却又看不见：虽然神性是不可见的，但耶稣有血有肉的存在的全部意义

都是为了张显上帝的“在”，而不是描述根本无法言说的上帝的样子。奥古斯丁

说：“主的面容也是被无数人想像成无数个样子，不过，不管怎样，他肯定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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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面孔。我们的想像力不管把主耶稣画得怎样(很可能与原样相差十万八干里)，

都与信仰无关。真正要紧的是我们特地把他想成一个人：因为我们心中已蕴藏有

一个人性的标准观念，凭着它，无论何时我们看到某一如是之物便会立即把它认

作人，或至少人的形状。我们相信上帝为了我们而成人、作了人性的榜样，且向

我们显示了上帝的爱”。“⋯就像是中国水墨画里的留白，画面上的空白不是空虚

无物。而是满满地充塞着生动的气韵。而画面上几笔勾勒的形象恰恰在这时空的

虚静中才有灵有性。现象学美学家罗曼·英迦登曾经提到过文学作品中存在着空

白和空缺。需要读者凭借想象却填补和连接，而这也正是阅读的乐趣之所在。一

个富有感染力和吸引力的艺术形象，其鲜活生动必然指向一个更加广阔的虚境空

间。

(二)基督教艺术中的“道”与“肉身”

上帝“道成肉身”过程所体现出来的与艺术形象的塑造的同构关系，极好地

说明了为什么当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激烈的反对艺术的时候，基督教艺术却走向了

繁荣。蒂利希指出“基督徒创造了伟大的中世纪审美文化，甚至在今天，天主教

会的某些修道院还表现出非常高的文化形式。”““基督教艺术是采用一定物质媒

介，以基督教故事为题材，通过一定的艺术形式表达基督教精神的艺术形态。对

基督徒来说，基督教艺术担负着帮助人们感受上帝、接近上帝的媒介职责，同时

又是人们表达热烈的宗教情感的通道。基督教艺术涉及建筑、绘画、雕塑、音乐、．

文学等各个艺术门类，这些艺术品既采纳了“道成肉身”的形象构成方式，艺术

主题又直接或者间接地与，“道成肉身”命题相关，它们处在信仰和艺术的交叉地

带，信仰含义明确，而艺术成就优劣不等。它们中的经典作品代表了基督教信仰

审美化的最高程度。

1、教堂建筑艺术里的“道成肉身”

教堂是基督徒参加教会活动，与上帝进行精神沟通的场所。在欧洲的每一个

城市里，教堂几乎都是最美的建筑物。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基督教会被认为是

耶稣的身体，是耶稣基督在人间的代表，而《新约》要求信徒们时时体验自己是

“在基督里”。每当基督徒们走近教堂，这种“在基督里”的体验就会油然而生。

这样作为教会活动场所的教堂建筑的建造就主要体现教堂是耶稣肉体的延续或

者象征的思路。不同时代的建筑艺术家们都力图在教堂建筑中完美地融入人们对

上帝之道的强烈体验。教堂建筑完全是“道成肉身”在艺术创造中的完美实践。

首先，教堂建筑对基督教精神的呈现是象征性的。卡西尔曾经分析教堂建筑

在方位上的象征意义：

中世纪教堂的平面图和结构表现出古老神话方位象征手法的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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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太阳和光明不再是神本身，但它们仍然充当神，神圣的拯救意

志和神圣的拯救力量的最直接的象征，⋯⋯早期基督徒仍然把他们教

堂和祭坛定位于朝东，而南方成了圣灵的象征，北方则恰恰相反，象

征与神、信仰和光的疏远．在洗礼前，新入教者面朝西方宣布抛弃邪

恶和他的功业，然后转向东方，转向天国，立誓信仰基督．十字架的

四端也与四个天体及宇宙的方向一致．在这简单的方案上构造起日益

微妙、深奥的象征系统．可以说，人的全部内心信仰在这系统中转向

外在，在基本的空间关系中使自身客观化。“删

教堂建筑的每一个细节都会把人们的心灵引向上帝。而中世纪的哥特式教堂则把

上帝的神圣、基督徒的激情和建筑的形态三者之间的融合发挥到了极致。黑格尔

对哥特式教堂中方柱和尖拱的分析就十分精彩。他说：“方柱变成细瘦苗条，高

到一眼不能看遍，眼睛就势必向上转动，左右巡视，一直等到看到两股拱相交形

成微微倾斜的拱顶，才安息下来，就像心灵在虔诚的修持中起先动荡不宁，然后

超脱有限世界的纷纭扰攘，把自己提升到神那里才得到安息。川“o哥特式教堂的

高耸入云的外观、彩色玻璃的花窗、高大的穹顶都默默诉说着上帝的无处不在。

其次，教堂建筑具有强大的包容性。教堂建筑巨大的空间特别容易造成容纳

天地万物的感觉。教堂的包容性能够造成基督徒“在基督里”和上帝零距离接触

的奇妙体验。这里所说的“零距离”一方面是指审美主客体之间实际的空间关系，

即审美主体被包容在教堂空问当中。另一方面是指由于这种实际包容而造成的审

美主体对上帝格外直接和敏感地心灵感触。当我们走进一座宏伟的教堂，常常会

产生全身心折服或者陶醉的体验。在教堂建筑努力营造的与世隔绝的封闭空间

里，观赏者能够清楚地感受到来自建筑物内部空间的那种实质性包围的沉重。而

这种来自于空间的重量，又常常被我们体验为人类灵魂的重量，上帝之爱的力量。

2、基督教绘画与雕塑艺术里的“道成肉身”

《牛津基督教史》里讲“基督教是一种有关上帝的道——‘道成肉身’——

的宗教。这道经过人的口宣讲出来，并用文字记载着上帝对历史进行干预的故事。

然而，每一个故事都需要一个画面。⋯⋯文字记载能够对人产生长期影响，而艺

术作品则能在顷刻之间打动人心。“”“包括绘画和雕塑在内的基督教造型艺术就

特别善于用直观的艺术形象触及心灵，让人在美的愉悦之后才进入信仰的沉思。

首先，绘画和雕塑艺术的逼真性使基督教的耶稣、圣母以及圣徒们活在了人

们的目光里，而不再是虚无飘渺的幻影。富有人性之美的神性肖像使信仰有了依

托，更容易激发信徒内心被神关爱的体验。尼古拉·库萨曾经描述在欣赏肖像画

时所感受到的来自上帝的观看：“那张不动的脸既在向东边移动，同时又在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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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移动；既在向北边移动，同时又在向南边移动：既在向～个地方移动，同时又

在向所有的地方移动：既追随着一种运动，同时又追随着所有的运动。当他注意

到那目光如何从未离开任何人时，他就会发现，那目光如此细致地关注着每一个

人，就好像它仅仅关注着那个获知自己在被观看的人，从不关注任何别的人似的，

以致一个被那目光观看的人甚至不能理解它也关注着另外一个人；他甚至会发

现，那目光就像对最伟大的造物一样，也对最微小的造物，乃至对整个字宙，都

有极细腻的关注。”“删一个注视着人同时又可以被人注视的上帝要比文字里的上

帝更容易成为一个可交流的对象，更能够唤起人们的爱和感激。

。其次，绘画和雕塑艺术所呈现的艺术形象有理想化的特点。尤其是在圣母题

材的绘画作品中，一个为人类诞下救世主的伟大母亲的主题使艺术家们毫不吝惜

地追求完美的表现。在谢大卫的《圣书的子民》里提到了罗伯特·坎品于1428

年绘制的一幅十分动人的《天使传报图》。“坎品把马利亚的闺房画成了一问舒适

的阅读室”，马利亚“专心致志，甚至没察觉天使已经降临她的房间，⋯⋯加百

列的·只手抬了起来，他正准备说话，但是还没有说。坎品的最后一笔令人叫绝：

加百列翅膀的扇动让马利亚凭借阅读的烛光刚刚熄灭了。烛烟冉冉升起，也许在

下意识中她有所警觉，她盼眼睛刚刚要开始从书页上移开，转向她现在还没有‘看

见’的天使。画面上的她正处于基督教历史上关键和激动人心的象征时刻，正在

专心阅读律法书的马利亚在一瞬间就要惊讶地接受上帝的恩典。”““1坎品的这幅

画营造了一种在视觉上没有任何刺激感的安宁、温馨的童话氛围，但是在画面悄

无声息的静谧之中却孕育着即将响彻整个人类历史时空的重大消息。画面所描绘

的闺房环境舒适、漂亮，正在阅读的马利亚衣着华美、姿态优雅，显然是一个殷

实人家衣食无虑、幸福满足的少女形象，而很难让人把她与木匠约瑟的未婚妻这

一身份联系起来。很明显，这个生活气息浓厚又十分封闭的完美场景使欣赏者在

对画面产生身临其境的认同感的同时又悄然引领人们忘却了这个房间之外的种

种丑恶，一个关于天国的理想飘荡在画面的生动当中。大多数基督教绘画和雕塑

都像这幅作品一样，会在栩栩如生的基础上渲染与世俗隔绝的神圣。‘

3、基督教音乐中的“道成肉身”

马丁·路德曾经评价音乐在基督教信仰中的作用：

音乐仅次于上帝的道，要加以赞美，因为借着她，所有情感都受

到影响．⋯⋯当自然的音乐被艺术强化美化时，人便开始惊奇地看见

上帝在他的音乐之奇妙工作中伟大而又全备的智慧，一个声音唱主音，

而有三、四个或五个其他声音围绕着它。跳跃、迸发、旋转，奇异地

装饰主音，像极乐世界的双人舞，点缀着舞伴亲切的鞠躬，拥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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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情的摇摆．凡是察不出这是主难以形容之异能的人，使真是一团泥

土，而且不配被认为是一个人．H4”

路德把音乐推到了仅次于“道”也就是仅次于上帝的至高位置上，因为无形的乐

曲在人的心灵上制造情感风暴的奇妙方式和不可见的上帝唤起人的信仰体验的

方式是那么相象。与有明确含义的语言符号相比，音乐所塑造的声音形象能够更

加恰到好处地传达上帝自身难言的神秘和基督徒对上帝无比的热爱。奥古斯丁一

直对各种艺术持反对态度，但是惟独对音乐情有独钟，他说：“语言过分贫乏，

以至于无法谈论上帝⋯⋯但你总不愿缄默不语，你所能去做的惟有欢声赞颂上

主。”“删音乐强大的抒情功能特别适合表达信仰的激情，许多历史上许多伟大

的音乐家都为基督教音乐的发展做出了自己贡献。海顿、韩德尔、巴赫、贝多芬，

这一个个光辉的名字之下都列有不朽的基督教音乐作品。巴赫由于写了《圣马大

的受难曲》和《B小调弥撒曲》，用音乐旋律阐释了基督受难史，甚至被称为“第

五福音书”的作者。

此外，基督教音乐常常是与赞美诗结合在一起的。赞美诗是基督教艺术中的

独特体裁，主要指基督教进行各种宗教活动时所吟唱的诗歌，内容主要是对上帝

的赞美、感谢、祝祷、祈求等。“就表达集体所有的、同时合有个人高度虔诚的

宗教信念而言，赞美诗是一种理想的手段。⋯⋯在生活中，人们似乎不时能从潜

意识中汲取到远远超过其本身能力的巨大力量。赞美诗是非同一般的诗，它以高

度的个人感受表达出集体的经验，内容虽然简单，但其心理学意义却妙不可言，

它把郁积的激情在实际行动中渲泄出来，既具有时代性，但又不失其永恒性，是

在日益世俗化的社会里演进的、以个人信仰为特征的新基督教的工具。”“”1赞美

诗在基督徒的日常信仰生活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给信仰者提供了一种艺术化

的表达信仰情感的方式。赞美诗的文学价值一般都不是很高，但是它却把诗歌的

抒情功能发挥到了极致。马丁·路德就特别热衷于赞美诗的创造，在诗中尽情抒

发他痛苦和得救的体验以及他的宗教观点。甚至有人评价“路德的赞美诗比他的

讲章杀死更多的恶灵。”““1

巴尔塔萨说：“只有富有形象性的存在，才会使人入迷，让人陶醉；只有形

象能够进发出永恒的美的光芒。有那么一瞬间，闪烁之光，突出的精神照耀了外

在形象——至于照耀的方式和程度则要看是‘感官’之美，或‘精神’之美，是

优美还是尊严一：但是，离开形象，人就不会被打动，也不会被陶醉。然而，
基督教的源泉就是陶醉。“4“基督教艺术所塑造的经典艺术形象在基督教信仰的

发展和传播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直接影响了几个世纪西方人的世俗生

活。约翰·希克指出“我们需要把这种对仁慈的超越者的感受融入画像、歌曲、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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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的想像之中，在我们这个电子时代，这种想像普遍地塑造着许多人的生活倾

向和态度。我们四周的‘超越的迹象’需要接到我们的思想、情感上来。这工作

不能由哲学家和神学家来做，他们的工作更像是与技术相关的‘纯’科学研究。

运用于生活，这必定是在各种艺术包括生活的艺术上具有色4造性的人的工作，他

们对超越者的经验作出回应，并在人类生活赖以维持的具体的神话形式中体现

它。””1直到今天，基督教艺术仍然被认为在个体性的基督教信仰中比神学影响

更大。充满魅力的艺术形象在基督教信仰中成为基督徒们接近上帝的无以伦比的

信仰媒介，而以传达上帝之“道”为己任的基督教艺术在世俗世界中也能凭借“肉

身”的生动直接带给每一颗审美的心灵以无限快乐的体验。

第三节 “道成肉身”与悲剧：信仰和审美在终极追求上的相遇

· 从神话中走来，又以生动的血肉形象表达信仰的基督教“道成肉身”命题最

终指向的是立足天堂的拯救理想。而让审美主体直接在形象构造中体味愉悦的人

类的审美活动，在它带给审美主体的快乐当中也包含着人们对完美的世界和人生

的种种向往。但是不同的审美形态所追求的审美理想在指向上存在差异，实现审

美理想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所以和“道成肉身”在理想指向上发生关联的是并非

普泛性的审美，而是作为一种独特的审美形态存在的悲剧。悲剧是在否定性的结

局中追求精神超越婚效果，而“道成肉身”是在耶稣的牺牲中实现对人类的救赎。

我们将从《圣经》中“道成肉身”故事的悲剧美和西方悲剧艺术中的救赎主题两

个方向上探讨基督教信仰和人类审美活动最高层次的精神沟通。

一、悲剧：信仰要超越的与审美中的超越

我们前面所涉及的神话和形象两个范畴涵盖面都非常宽广，它们渗透在基督

教信仰和人类审美活动之中，又超越在它们二者之外，其存在领域可以铺展到整

个人类文化的方方面面。所以神话和形象都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美学范畴，也正因

为如此，神话和形象才得以作为信仰和审美共有的东西成为基督教信仰与人类审

美活动相沟通的平台。与它们不同，悲剧是作为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审美形态与基

督教信仰发生关联的。它不是信仰和审美相遇的场所，而是与基督教信仰发生接

触的审美之维的代表。而悲剧与基督教信仰相遇的地点不再是人的感官可以把握

的神话或者形象，而是完全精神性的超越理想。所以在这一章的开始，我们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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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能够同时涵盖信仰和审美在内的“悲剧概说”，而直接从作为审美形态的悲

剧谈起。

(一)作为审美形态的悲剧(tragedy)

悲剧首先是一种古老的戏剧样式，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悲剧又是一种在各

种艺术领域中得到多样化呈现的审美形态。悲剧有时被人直接简称为“悲”，有

时又会被扩展为“悲剧性”，而这三者往往被看成是一回事。其实，当我们讲“悲”

的时候，更强调悲剧所带来的情感体验的特殊性，强调悲剧是人类心灵对生存苦

难的一种深刻体验和感悟，主要是就悲剧精神而言的；而当我们讲“悲剧性”的

时候，则强调悲剧是对在深层意蕴上相似的种种人生不幸之普遍性的揭示，从而

把悲剧扩展到了艺术领域之外，于是就有了悲剧性的历史、悲剧性的人物、悲剧

性的事件⋯⋯。这个概念在运用上的混乱程度足以说明理论界对悲剧的外延和内

涵认识上的含糊不清。本文把悲剧这个范畴严格限定在审美形态的范围内来使

用，所以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悲剧美。悲剧美主要在以戏剧为典型形态的各种艺术

门类中得到呈现，也会在我们用审美的眼光看待其它非艺术形态的审美现象时显

现出来。我们后面将要提到的基督教信仰中的悲剧美主要就是从第二个角度而言

的。

r悲剧美是立足于文学叙事的一种审美形态，换句话说悲剧美只能在一个故事

中得到最充分的呈现。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也能够具有悲剧美，但其前提条件

是必须以一个曲折感人的故事为背景，并且要尽可能选取这个故事中最能激发人

的想象力的那个情节瞬间来表现，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静态艺术的叙事功能。从

叙事角度讲，悲剧美一般由四方面的因素构成：人的不幸遭遇、悲剧主人公的抗

争行为、否定性的结局以及潜在的精神超越。

首先，悲剧美是以人类生活中的不幸遭遇为主要内容的，现实生活中人人唯

恐避之不及的艰难困苦是悲剧美的最佳情境，悲剧美正是通过对令人触目惊心的

生活图景的展现来激发人们对世界和人生的深切关怀。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真实

发生的悲惨事件一般不能直接成为我们的审美对象。朱光潜先生就讲过：“写实

主义与悲剧精神是不相容的。悲剧中的痛苦和灾难绝不能与现实生活中的痛苦和

灾难混为一谈”咖“。一方面这是因为生活中的不幸和灾难对人造成的损害是直

接而且千真万确的，人们不可能在实质性的伤害中获得快乐；另一方面则是由于

实际发生的悲惨事件往往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不能自行呈现出深刻的悲剧意蕴。

现实生活中的不幸遭遇只有通过一定的转化和提升才能在两个高低不同又彼此

连续的层面上成为能够给人带来精神愉悦的悲剧美。在第一个层面上，我们必须

尽量摆脱与悲惨事件的直接功利联系，用旁观者的身份面对其惨烈。比如，当我

们说“这场战争是悲剧性的”时，其实已经是在用一种艺术的眼光看待战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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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就意味着偶然性的悲惨事件已经摆脱了最初的悲苦和直接

的伤害而获得超越自身的无穷意蕴，并作为一种精神意象进入到悲剧美的构造当

中去了。但在这个层面上，悲剧美可以感受却不可传达。于是在此基础上，审美

主体通过铺张的想象和严谨的构思对已经转化为精神意象的现实不幸进一步加

以理想化改造，对其做出更高的精神规定从而使其提升为真正的悲剧艺术。这时

的悲剧美就不仅是可感受的，更是在假定性情境中可以让更多的人反复体验并获

得快乐的了。正如海伦·加德纳所言，悲剧不仅仅“是一系列令人悲伤的偶然事

件。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最强烈地感受到终极的神秘。州”1

从悲剧美构成的第二个要素看，人类在对生活苦难的抗争中所显现出来的不

妥协态度是悲剧美得以光芒四射的关键所在。悲剧美的典型形态是作为戏剧样式

存在的悲剧。亚里士多德给出的悲剧定义就是：“悲居4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

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可见在作为表演艺术的悲剧当中，悲剧主人公

的行动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所讲的悲剧美虽然已经从戏剧扩展到了整个艺术领

域，甚至艺术之外的审美现象当中。表演性对于悲剧美来说已然是非本质的方面

了，但是在戏剧表演中得至Ⅱ肯定的悲剧行动的价值却在各种形态的悲剧美中保持

下来了。无论是悲剧英雄面对强大敌对势力的积极反抗还是小人物在不可抗拒的

命运中消极的挣扎，悲剧人物都不能面对厄运无动于衷。即便是鲁迅的《祝福》

里整天低眉顺眼的祥林嫂也会通过尽其所有的捐门槛行动试图避免在死后被两

个丈夫分割的可怕命运。悲剧人物对不幸遭遇做出的行为反应从性质上讲既可以

是大义凛然的正义行动，比如普罗米修斯；也可以是不择手段的罪恶行径，比如

麦克白，当然更可以是在正义和邪恶、无私与自私之间摇摆不定的复杂而难以严

格定性的行为。这些性质不同的悲剧行动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它们都是为扭

转生存困境而做出的不懈努力。所以悲剧行动的价值不在于其是非对错，而在于

行动所反映出来的悲剧人物对待不幸遭遇的反抗态度。对悲剧美来说致命的不是

邪恶而是逆来顺受。朱光潜先生说“悲居4总是有对苦难的反抗，悲剧人物身上最

不可原谅的，就是怯懦和屈从”嘞”悲剧美就在人的斗争行为和生存苦难的激烈

对抗中才能迸发出来。

悲剧美的第三个构成要素是否定性的结局，悲剧人物对厄运的抗争必须以失

败告终才能见出悲剧美。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所欢迎的绝处逢生、浪子回头等事件

的转机，对悲剧美来说是毁灭性的。如果罗米欧与朱丽叶有情人终成眷属，皆大

欢喜的结局所带来的如释重负的快乐将完全消解沉重的否定性结局所能带给审

美主体的高强度的心灵震撼。雅斯贝尔斯就指出：“崩溃和失败表露出事物的真

实本性。生命的真实没有在失败中丧失；相反，它使自己完整而真切地被感觉到”

[so”。在悲剧叙事中，斗争行为的失败在所难免。正是通过否定性的结局，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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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才在人的美好愿望和残酷的现实之间制造出巨大的反差，从而把审美主体引上

超越性的精神探索的道路。

最后从精神超越的层面看，悲剧感不等于悲痛。悲剧感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最

终落脚到愉快的感受。它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对悲惨事件直接的悲痛体验是完全

不同的。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最早提出悲剧“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

感得到陶冶”呻1。一般而言，怜悯有接近对象的情感倾向，而恐惧则努力逃避、

反抗对象。这两种相反的情感必须同时存在、相互作用才能形成巨大的张力并激

荡出悲剧的快乐。我们欣赏《俄狄浦斯王》，一方面会为杀父娶母这可怕的罪行

以及那造成这一罪恶的不可知力量而深感恐惧，另一方面更会为竭尽全力逃避厄

运却终为命运捉弄的俄狄浦斯而伤心哀叹。“怜悯”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它

使处于审美的情境中的主体从心理上把自己提升到与高贵、勇敢、智慧的悲剧英

雄持平甚至更高的位置上，使平凡的人们获得一种自我肯定的价值感；而“恐惧”

又是一种仰视的姿态，它使我们在强大的超乎想象的力量面前深深感到人的渺

小。在这两种反差巨大的情感体验里，审美主体的心灵得以挣脱平庸，升腾到崇

高的境界。只有怜悯没有对苦难的恐惧，那怜悯就是含有蔑视成分的“可怜”，

不能让人精神振奋；而只有恐惧没有对在苦难中挣扎的人的怜悯，那恐惧也只会

变成自私的自我保护的本能而缺乏温情。我们欣赏悲剧，会因怜悯而哀伤，会因

恐惧而战栗，但这些情感都是指向不会给我们造成任何实际伤害的非现实的悲剧

情境的。这些否定性的情感最终都会在我们的意志努力下转化为更加深沉的快

乐。悲剧美总能使精神得到升华而非使之受到压抑，尼采就认为“每部真正的悲

剧总留给我们一种超脱的慰藉，使我们感到，尽管万象流动不居，生活本身到底

是牢不可破，而且可喜可爱。州州正如悲剧是对现实悲惨事件的理想化，悲剧感

也是悲痛感的升华。“每一种悲剧形式都是人们征服悲剧自身的手段”∞1，悲剧

美不仅仅是对生活不幸的反映，而本身就是对现实中的悲苦绝望的超越。

综上所述，作为一种审美形态，悲剧美的四个要素共同创造了一个真、善、

美遭到全然否定的情境，又在否定中唤醒了审美主体对真、善、美更加强烈的肯

定和渴望。在这个假定性的苦难情境里，一切抗争和努力都遭到了无情地打击和
否定。但是否定带来的不是绝望，悲剧美使人们在审美活动之内体验了对一切人

生难题的超越，把艺术对超越性的要求推到了顶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悲剧得以

和基督教信仰发生关联。

(二)基督教信仰中的悲剧美

基督教信仰和作为审美形态的悲剧是两码事，基督教的信条、教义、敬拜仪

式等等皆与悲剧无关，但这并不能说明基督教信仰中就没有一点悲剧的成分。因

为悲剧美总是在一个故事中才能得到最完整的呈现，而作为基督教信仰根本依据

145



山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的《圣经》恰恰就是典型的叙事性作品。基督教信仰和悲剧美的联系主要就《圣

经》里得到体现。《圣经》虽然其本身并非文学，但当我们把它放到信仰之外更

加广阔的文化视野里去观照时，却能够显现出高度的文学性。在《圣经》的信仰

表达中随处可见跌宕起伏的叙述、鲜活细腻的描写、热烈真挚的抒情，我们完全

可以突破信仰的樊篱发现《圣经》之美。也正是在这种宽广的文化视域里，旨在

引领信徒走向至乐天堂的《圣经》得以与展现人类生存困境为己任的悲剧美发生

关联。

在上文我们已经从叙事角度给出了悲剧美的四要素，而《圣经》作为一个叙

事性作品，与悲剧美的这四个方面都有紧密的联系。

首先，正如悲剧美以呈现各种人生不幸为己任，《圣经》在原罪背景下也不

遗余力地描绘了一个悲苦的人间。《圣经·刨世记》里关于亚当和夏娃不肯安享

上帝设定的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凭着个人意愿探索未知，从而犯了原罪被罚出

伊甸园的故事从一开始就把“罪”确立为人类苦难历史的开端，又把得救确立为

人类生存的目标。在《圣经》中，人的苦难总是和“罪”联系在一起的；．每一个

人都是背负着原罪的存在，世界上没有清白无辜的义人。换句话说，在原罪的背

景下，人类的生存本身就是受罚。洪水、瘟疫、奴役、战争⋯⋯，在《圣经》的

世界里，苦难就是人间的常态。《圣经》所描绘的人间苦难虽然并非严格意义上

的悲剧艺术，但也绝对不是偶然性的悲惨事件，它们处在悲剧美两个层次之间的

过度地带，经过了明显的理想化处理，并被赋予了明确的宗教意义，但是由于在

“原罪”观念统摄下意蕴指向的单一。《圣经》里的悲剧故事的阐释空间相对于

真正的悲剧艺术要小得多。

其次，在悲剧中得到高度重视的人类对生活苦难的抗争行为同样在《圣经》

里得到了展现。由于来自亚当和夏娃的原罪也就是人类的自由意志之罪。这就决

定了人生在世不可能因为苦难不可避免就甘心听天由命。如果说原罪使厄运获得

了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那么人类出于自由意志反抗厄运的行为也必然是不能

动摇的。人总是不能不假思索地听任摆布，哪怕是幸福的安排：人总是做自己渴

望做的事，即便是头破血流。原罪的悖论在人类生存困境的必然性和抗争行为的

必然性之间制造了激烈的矛盾冲突，而这种冲突的存在使许多《圣经》故事都爆

发出强大的悲剧力量。比如，在《约伯记》里，约伯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就莫名其

妙地陷入家破人亡、身患恶疾的巨大灾难。作为一个背负着原罪的存在，他所遭

受的不公平对待根本就无须解释。约伯的三个朋友就不断劝说他不要对上帝的安

排有任何抱怨。但是作为一个有着强烈自由意志的人，约伯始终相信自己没有过

错，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折磨：“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我持定我的义，必不

放松””⋯。他不肯放弃向上帝质疑的权利，认为“正直的人可以与他辩论”[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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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伯不屈不挠的抗议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就连上帝最终也承认了其冒犯行为的合

理性，而谴责他的朋友们愚妄的屈从。《约伯记》最终以约伯向亲自出面与之辩

论的上帝表示顺从，而上帝也赐予他更加富足安逸的生活作为结局。这个看上去

一团和气的结尾差一点就让整个故事的悲剧力量化为乌有。其实约伯最终的缄默

只是承认了上帝的伟大和人的无能为力，而并没有在自己是否正直的问题上有丝

毫屈服。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约

伯对自己的厌恶不是因为承认自己有错，而是看清了人在上帝面前的渺小无助。

而上帝最后对约伯公然冒犯行为的恩赐就像上帝最初对他的无辜进行惩罚一样

不可捉摸。它否定了人们通过德行来向上帝邀宠的愿望。重新获得幸福的约伯却

永远地失去了安全感，只能对不可把握的上帝满怀敬畏了。在原罪的前提下，《约

伯记》展现了人类无处逃避的生存困境以及人们面对无常的命运勇敢质疑的行

动。一般认为基督教鼓励信徒隐忍、顺从。实际上安于现状是与基督教精神是相

悖的。比如上帝引领犹太人逃离埃及就是一次反抗奴役的大规模行动。正因为对

现实不满才渴望天国，正因为痛苦才需要上帝来安慰。《圣经》所呈现的人类面

对各种压迫和苦难的不妥协态度是符合悲剧美的基本要求的。只是悲剧美主要从

人类的反抗态度本身显现出来，而《圣经》故事则以上帝为标尺，更加关注抗争

行为的性质是悖逆上帝的还是维护上帝的。

再次，悲剧叙事总是有一个否定性的结局，而《圣经》中的许多故事也正是

以主人公献出生命或者承受重大损失为结局的，比如《旧约》里就有力士参孙和

敌人同归于尽的故事。《圣经》在原罪观基础上给我们展现了一个不可救药的人

间，对人世间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所以在记叙了人类面对苦难的斗争行为的同时

也指出这些努力在人间范围内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基督教信仰的全部目的就是

引领人们摆脱人间的悲苦，进入至乐的天国。即便是耶稣基督通过自己的牺牲而

带来的救赎希望也是指向末日审判的，而不能在此世实现。《圣经》呈现了人类

一切罪恶或者正义的抗争行为在人间范围内必然失败的结局，具有浓厚的悲剧色

彩。但是《圣经》故事的否定性结局是以天堂为背景的，因而其在审美主体心灵

上制造的震撼效果要明显弱于悲剧艺术没有任何信仰支撑的失败结果所造成的

复杂体验。

最后，从精神超越的层面讲，悲剧艺术中的毁灭和否定是非常彻底的，彻底

到没有给美好的事物和勇敢的抗争留下任何继续存在的机会，而正是在这让人痛

彻心肺的彻底否定中，悲剧又在审美主体的心灵上制造了一场“置之死地而后生”

的精神革命。一切在悲剧中被粉碎的，都会在主体心灵里更加完美地复原，一切

被无情毁灭的，都会在主体精神里更加光彩地复活。悲剧艺术的终点不在作品的

结尾，而在审美者的精神世界里。审美者的心灵最终将把那个破碎的悲剧世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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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为一个真、善、美的理想世界，并相信这个理想总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变成现实，

而后才能获得悲愤之后的无比喜乐。与之相似，在《圣经》里，悲苦的人间遭到

了断然否定，但这也并没有使人们陷入绝望的深渊。《圣经》通过对此世的完全

否定把天国装进了基督徒的心里。正如耶稣所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圣经》

里所描绘的人间充满了罪恶和灾难，即便是有上帝护佑的虔诚信徒，甚至耶稣基

督本身，也并没有摆脱苦难。天堂总是作为永恒的期许而存在的，它从来没有在

人世间建立起来。《圣经》里的悲剧故事总是引领人们在体味令人沮丧的现实不

幸的同时获得来自天堂的精神慰藉，从而与悲剧的美感相契合。悲剧和基督教信

仰都在极端的否定中把一个理想放进了人类的心灵，但是《圣经》所倡导的精神

超越是指向彼岸、指向上帝的。而真正的悲剧艺术当中的精神超越则更多是指向

此世、指向人自身的。《圣经》最终展现的是上帝的伟大，而不是人的伟大。

总之，《圣经》本身不是悲剧，但确实与悲剧美构成的四个主要方面都有所

关联又有所差异。从审美的角度看，出于信仰目的而写作的《圣经》故事不是艺

术家严谨艺术构思的产物，所以在对悲剧美的呈现上往往是不够充分的。或者说

《圣经》中的悲剧美是有待在悲剧艺术中进一步完善的。然而这种不充分的悲剧

美并不妨碍《圣经》阅读者们通过自由的想象和真诚的思索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

获得最充分的悲剧的美感。从信仰的角度看，《圣经》故事所带来的对人生困惑

的探索激情终将在天堂的美景中变成平静祥和的喜乐。在基督教信仰里，对《圣

经》悲剧美的体验最终要被对上帝的感激和赞美所取代。

二、 神圣的悲剧：基督教“道成肉身”事件的悲剧美

在《圣经》所有富有悲剧美的故事当中，没有哪一个比“道成肉身”事件中

耶稣的牺牲更加惨烈，也没有哪一个比耶稣复活带来的救赎的希望更加激动人

心。作为《圣经·新约》主体的四部福音书完全是对耶稣短暂而惊心动魄的人生

经历的讲述。在福音书叙事当中，根源于“罪”的普遍性的人类生存苦难只是作

为耶稣故事的背景而存在了，福音书的全部笔墨都致力于描写一个没有原罪的耶

稣基督的诞生、受难、复活，并通过这个完整的过程把上帝之“爱”作为拯救人

类脱离罪恶的重要力量隆重推出。耶稣通过童贞女玛利亚降生人间，上帝之道肉

身化为可触可感的“奴仆的形像”，这是上帝对世人最慷慨的馈赠：耶稣背着十

字架艰难地走向死亡，用自己无辜的生命来替世人赎罪，这是上帝最无私的牺牲；

耶稣从死里复活，把获得拯救的希望和信心撤向人间，这是上帝给人类的最深切

的鼓舞。从完全的给予到坚定的抛舍再到伟大的超越，“道成肉身”把上帝无与

伦比的大爱一步一步推向顶峰。而这种爱在耶稣基督身上就表现为强烈的拯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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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拯救意识的存在使耶稣所经历的一切痛苦成为本身就具有超越力量的悲剧美

的构成因素。所以“道成肉身”的故事把悲剧的超越之美贯彻始终了。在这个过

程里，耶稣的诞生突现了苦难的必然性，十字架上的牺牲是作为人子的耶稣在有

限生存之内的人间结局，把悲剧美的否定力量发挥到了极致，而耶稣的复活升天

则是作为神子的耶稣基督超越了人类历史性生存的永恒归宿。为人类提供一条看

得见的救赎之路，把悲剧中潜在的精神超越明朗化了。

(一)耶稣诞生： 不可避免的忧伤

在全世界所有著名的《圣母子》肖像画中，我们都看不到一个母亲应有的幸

福、开心的笑容。即便是在拉斐尔最完美的充满温馨气氛的图画里，马利亚的微

笑也是节制的。在基督教看来，耶稣的诞生给全世界带来了福祉，是最值得高兴

和庆贺的事情。而对马利亚来说，她的喜悦里注定饱含着无比的忧伤。作为耶稣

人性的母亲，她得到这个孩子就意味着失去。这里的忧伤和神性无关。正是从马

利亚之人性的层面上，耶稣诞生的欢乐气氛里有了悲剧的意味。

其实，在四部福音书里，只有《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记载了耶稣诞生

的情况，而且这两部福音书也根本没有渲染圣母的哀伤，甚至《路加福音》里还

称颂“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512]p天使加百列也说：“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

[513】。我们看到《圣经》是把马利亚看作人类中最荣耀的、最高的人对待的，认

为她是救世主的母亲。这一切完全是从耶稣神性的角度出发的。而作为《圣经》

的读者，无论是信仰者还是非信仰者，当我们把这个充满欢乐的情节放到整个“道

成肉身”故事中去的时候，与耶稣诞生遥相呼应的耶稣受难的悲剧色彩就弥漫到

这个新生命的降生这里来了。耶稣诞生越是意义重大，这个为人的生命就越是悲

苦难当。福音书没有写马利亚的忧伤，但同时也没有如同写周围的人或者天使对

她的称颂那样去描写马利亚自己蒙恩的喜悦。马利亚从天使那里听到自己将生下

救主时，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1我们从这句话

里感受不到丝毫的快乐和激动。这句话只是向我们传达了马利亚的三个意思：我

信仰神，我别无选择，我顺从这个安排。天使并没有告诉马利亚她生下的儿子将

要如何拯救人类，马利亚并不知道耶稣所要经受的折磨和死亡，但是我们能从这

句话里感觉到马利亚已经预见到上帝降在她身上的重大使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情，被拣选者必然要经受比普通人更多的磨难和痛苦。马利亚对天使的回答表

明她已经决心接受未来所要面对的一切，这是需要巨大勇气的。如果说耶稣基督

是人和上帝之间的中保，那么圣母马利亚就是耶稣的神性与人性相结合的中介。

马利亚是耶稣的人性之源，不论耶稣怎样的具有神人二性，马利亚也只不过是一

个为人的母亲。耶稣对于这个母亲也总是为人的人子，于是相对与耶稣将要承担

的重大使命，马利亚的忧伤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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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诞生所指向的在十字架上牺牲的命运与俄狄浦斯王诞生时杀父娶母的

预言从性质上讲是完全不同的，但从悲剧叙事的构成上讲却有着共同的效应。“命

中注定”使他们各自不同的人生苦难成为必然，并且宣告着看不见的神圣或者神

秘力量的存在。

(二)耶稣受难：人间之内的否定

在“道成肉身”的全过程里，耶稣受难是被大多数人所认可的富有悲剧美的

情节。耶稣一出生就注定要被钉上十字架，他之所以得到生命就是为了要献出它。

耶稣作为全能之神的儿子却以罪犯的身份通过最屈辱的方式走向死亡。这个世界

上大概没有比一个连自己都救不了的救世主更加失败的了，雅斯贝尔斯就认为在

这个世界上，“基督是失败的最深刻象征”可是他同时又指出耶稣的失败“决不

是悲剧的”，因为“是在失败中，他得以领悟、有所成就，并且功德圆满”o”1。

雅斯贝尔斯因为耶稣之死是自愿的献身而且死有所值，就认为它是缺乏悲剧感的

快乐的牺牲。可实际上对于作为人的耶稣来说，受难的命运终究是沉重不堪的。

基督教认为“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不矛盾地具有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但

是对于肉眼凡胎的人类来说，神性是隐蔽的，不可把握的。我们要领悟上帝(或

者说耶稣的神性)只能通过耶稣为人的一面来实现。或者说只有通过可以言说的

耶稣基督我们才能靠近不可言说的上帝。耶稣在十字架上越是苦弱无助，上帝通

过自我降低来拯救人类的爱才能越强烈的被人所感受到，“在道成肉身之中，上

帝的全能在存在上只能通过苦弱无能体现出来，而且充满了无以名状的约束”

tste．]，耶稣在历史之内牺牲为人的生命，其最高目的是为了成就超历史性的上帝

之爱，耶稣的人性对于上帝之爱的显现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为人子的耶稣

背负着自己沉重的命运就像俄狄浦斯王背负着可怕的灾难性预言一样苦痛难言。

著名的客西马尼祷告是一段决不亚于哈姆雷特独自的浸透着深深悲剧情绪的自

自。当时耶稣“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1，他伏地祷告“我父啊，倘若可

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SLB]。耶稣

求生的强烈愿望与他所肩负的献身使命之间深刻的矛盾在这几句话中突现出来。

为人子的耶稣在死亡迫近的时候忍受着对人间眷恋的煎熬。他愿意平凡的活着而

不想承受这伟大的灾难。虽然立刻耶稣就转念坚定了赴死的决心，可这一瞬间己

经足以击碎所谓的“圆满”。如果耶稣只是神而不是人，那么肉体的摧残和死亡

就无足轻重，他的牺牲就不成为牺牲，上帝之爱也就无从谈起。十字架对于作为

人的耶稣始终都是沉重的，他绝对不是满怀“功德圆满”的喜悦走上了牺牲之路。

如果没有对生命的珍惜，耶稣的献身才是缺乏悲剧感的。十字架事件的悲剧美不

在于耶稣舍弃了生命，而在于他牺牲了自己所热爱的生命；不在于耶稣被钉上了

十字架而在于受难过程中其身心的极度痛苦。耶稣足够悲苦，上帝之爱才足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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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过“道成肉身”，上帝不再仅仅是一个发号施令者，而是屈尊降贵地经历

过人的痛苦并且为引导世人走上得救之路作出了牺牲的神。“道成肉身”所担负

的崇高使命使耶稣受难事件的悲剧性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朱维之先

生讲：“耶稣用生命完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悲剧“”⋯，对于作为有限存在的人子耶

稣来说十字架上的牺牲是一个标准的否定性结局。复活已经是超越死亡的事情，

它并不能改变耶稣在尘世之内是一个失败者的事实。但由于耶稣自身所具有的强

烈的为人类献身的使命感以及指向天国的拯救意识，耶稣的失败在否定了人类在

现世得救的一切可能的同时更坚决地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天堂。

(三)耶稣复活：对悲剧性生存的超越

与耶稣受难相对浓厚的悲剧色彩相比，耶稣的复活常常是人们否定“道成肉

身”包含悲剧意味的主要理由．耶稣在死后复活和升天的情节彻底改变了死亡的

含义，把人生的终点变成了永生的起点，把世人对现世利益的追求变成了对身后

得救的企盼。朱光潜说“悲剧往往是以疑问和探求告终”IS20]p雅斯贝尔斯也认

为悲剧“是问询，而非接受”口川，似乎悲剧美的精髓就在于把疑问大声呼喊出

来却又难以做出决断。而耶稣复活所包含的拯救意义因为回答了这种无法回答的

问题，“被拯救的机会残损了身陷困境无以逃遁的悲剧感”o”1，一直是学者们反

对耶稣的故事具有悲剧美的根本所在。实际上，悲剧美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

绝望，耶稣复活所宣扬的上帝的拯救也并非我们想当然的那么肯定，两者之间有

着深层次的沟通。首先悲剧总能使精神得到升华而非使之受到压抑。“在人面临

悲剧的时候，他同时将自己从中解脱出来。这是获得净化和救赎的一个方式”“2”。

悲剧中的失败和毁灭最终带给我们的不是沮丧和绝望，反而是生的意志的强烈反

弹和爆发。悲剧的美感是超越在整个悲剧之上的。历史性生存中的失败和毁灭总

是不可逆的但也是极其有限的，它们作为悲剧的核心内容而存在的全部价值就在

于激发起世人对非历史性的永恒的热切要求。正如巴尔塔萨所言：“悲剧中破碎

的东西，是以一个对牢不可破的整体的信仰为前提的”4”，超越了有限的生死

成败的拯救意识是支撑悲剧美的最关键的那根基柱。所以，耶稣的复活并不能否

定耶稣之死的悲剧性。因为悲剧是对在死之内的有限生存而言的。“我们最终被

给予的东西超越了耶稣的历史存在，类似于艺术超越了它的物质表现”[525]o复

活对死后永生的肯定不仅不会消解有限生存的悲剧，反而正是悲剧超越之美的自

然延伸和呈现。耶稣复活所带来的拯救信息是建立在对人生的悲剧性境遇充分体

认基础之上进而又超越了有限生存的。人活在世上的确是无以逃遁，人人都有获

救的机会就等于人人也都有永劫不复的机会。耶稣给人指出了一条得救的道路，

但这条路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灵魂的避难所。“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o嘲。拯救发生在人间之外，可以期待却不能把握。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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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生存之内所能做的是通过勇敢地直面生存的苦难和像耶稣一样的爱人如

己来赢取得救的信心。杨慧林先生讲得好：“从总体上说，基督教是一种极度悲

观的宗教，西方文学是一种极度悲观的文学。所谓悲观，并不意味着无路可走的

绝望，而是彻底放弃对一切现实存在和显示手段的幻想，寻求一种否定当中的超

越。”“⋯表面上看是耶稣在人间的故事之结局的复活事件其实已经超越了为人的

耶稣的有限生存，复活后的耶稣重新回到了“道成肉身”之前的永恒当中，他从

人间获得的人性也随之神化了。耶稣的永生成为基督徒们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把

悲剧艺术在审美主体心灵中激发出来的精神超越的理想形象化了。这个形象化的

理想在遥远的彼岸与尘世中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献身交相辉映，使悲剧美潜在的超

越之维在基督教信仰的框架中得到了独特的体现。

在《圣经》“道成肉身”故事中，人类生存的苦难是确定无疑的，而拯救也

只是一个没有实现的愿望。耶稣诞生中所包含的命定的牺牲，耶稣受难所显现的

否定力量以及耶稣复活所承载的上帝立足彼岸的拯救共同完成了“道成肉身”故

事的悲剧美。但是作为一个基督教信仰命题的“道成肉身”和其他《圣经》故事

一样不是悲剧艺术作品。福音书叙事虽然能给信仰之外的人们提供一个假定性的

审美情境，让审美主体在“道成肉身”故事中自由地体验精神超越的快乐，但是

审美却并非福音书叙事的真正目的之所在。上帝“道成肉身”的最终目的恰恰是

要使“肉身成道”，通过耶稣基督的降临、牺牲和复活引导人们走上一条绝对不

容嚣疑的救赎之路。在基督教信仰之内，那个在人间无法实现的立足天堂的救赋

目标具有一定的实践性，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要通过每天严于律己的信仰行为满怀

信心地期待着遥远的复活和永生。与之相比，我们对悲剧美的欣赏则是更加自由

的精神性的。

三、悲剧的神圣：悲剧性艺术中的“道成肉身”

《圣经》福音书中的“道成肉身”故事本身就可以直接作为不十分完善的悲

剧美来欣赏。而这个故事中所包含的苦难、牺牲、救赎等悲剧元素当然就更能在

自觉地艺术创造中得到完满的呈现。基督教“道成肉身”命题不是悲剧，但它却

为悲剧性艺术提供了值得表现的重大主题。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全部目的就

是实现对人类的救赎，把人类从悲剧性生存中解救出来。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中，

由于悲剧艺术对精神超越的高度要求，基督教“道成肉身”教义所展现的这个激

动人心的救赎理想，也成了悲剧性艺术非常乐于表现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只是当

这个主题进入悲剧性艺术，它立刻被处于不同时代和社会文化背景中有着不同人

生经验的艺术家们进行了重新思考和探索，从而获得了与其信仰价值完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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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我们在许多伟大的悲剧艺术中几乎看不到耶稣基督，但却可以感受到悲剧

主人公身上沉重的十字架的存在。悲剧性艺术对从基督教“道成肉身”命题而来

的救赎主题的呈现把基督教信仰对彼岸上帝的最高追求转换成了人类在现世之

内实现精神超越的理想，悲剧主人公们对救赎的探索、思考和苦苦追寻震撼着人

们的心灵。 ·

(一)救赎探索主题

当基督教人人有罪，救赎在神的思想已经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扎根在每

个一个生活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中的人们的心灵深处时，关于如何才能获得救赎，

救赎对人类又有什么价值的思考也在神学、哲学和艺术中活跃地进行着。在通过

艺术来探索基督教留给西方文化传统的救赎问题方面．许多伟大的艺术家都做出

过自己的尝试。

1、与罪无关的拯救探索

‘歌德生活在宗教改革运动的发祥地德国，作为一个新教徒，他对基督教信仰

有着更加自由和理性的认识。歌德的巨著《浮士德》是一部伟大的悲剧，诗人穷

其毕生精力，前后用了六十余年的时间才最终完成。从青年写到老年，这样一部

诗剧凝结了歌德青春的激情、中年的智慧、老年的从容，把作者对世界和人生的

复杂体验和深沉思考都融汇进来了。诗剧的主人公浮士德博士不知疲惫的探索精

神也是歌德自己一生精神探索的写照。这部悲剧采用了《旧约圣经》里《约伯记》

的结构模式，从上帝和魔鬼靡非斯陀的打赌开始，到天使把浮士德的灵魂从魔鬼

手中夺下为止，贯穿整部诗剧的就是拯救的主题。但是这里的拯救已经超越了基

督教正统教义里拯救的含义。歌德并非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曾经说过：“我相

信上帝，相信自然，相信善必战胜恶，但是某些虔诚的人士认为这还不够，还要

我相信三就是一和一就是三，这就违背了我心灵的真实感，而且我也看不出这对

我有丝毫益处。川“”他的《浮士德》更多只是借用了基督教叙事模式和神话素材，

而其传达的精神内涵却已经是人本主义的了。诗剧开始浮士德就像约伯一样是上

帝喜爱的子民。他无比真诚地寻求真理，但是目光总是投向高远的地方，狂妄自

大而总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所以陷入了虚无主义的精神危机，整天郁郁寡欢。

“我是神明的肖像，自以为已很接近永恒真理的镜子，⋯⋯夸说自由的力量已通

过大自然的脉管流走，自己也能创造，而神的生活也刻享受。哪知道狂妄招尤!”

6圳诗剧一开始就把人类自以为是的理性否定掉了，书斋里的哲学思辨只能是竹

篮打水一场空。当浮士德用自己的灵魂做赌注跟随靡非斯陀踏上在实践中寻求真

知的道路时，浮士德对精神自救的探索也随之开始了。他先是纠缠于儿女私情，

却阴差阳错地使恋人一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又追求事业上的享受，却沦为皇

帝取乐的工具。他沉溺于和古希腊美女海伦的家庭生活，结果一切却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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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浮士德带着_颗伤痕累累的心灵开始投身于造福人类的填海造田的伟大工

程，终于在双目失明之后于幻想的图景中感悟到拯救的真谛：“人必须每天每日

去争取生活与自由，才配有自由与生活的享受!⋯⋯我愿看见人群熙来攘往，自

由的人民生活在自由的地上!我对这一瞬问可以说：你真美呀，请你暂停!”⋯】

浮士德死了，但魔鬼却没有赢。因为浮士德只是在幻想里获得了真正的满足。这

也正是浮士德悲剧性之所在。上下求索了一生的浮士德，他所希望的人间天堂不

可能建立起来。浮士德的精神自救成败难定。从现实角度讲，浮士德造福人类的

雄心壮志没有实现。他并没有在现实中获得任何精神满足；从精神体验的真实性

讲，浮士德最终寻到了自己的理想和渴望的真理，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满足。但

是不管怎样浮士德积极进取地精神是歌德所称颂和肯定的，所以这也成为诗剧中

浮士德的灵魂得救的关键。在浮士德的灵魂升天后，天使高唱：“不断努力进取

者，吾人均能拯救之。川圳歌德在1831年6月对爱克曼说：“浮士德得救的秘诀

就在这几行诗里。浮士德身上有一种活力，使他日益高尚化和纯洁化，，到临死，

他就获得了上界永恒之爱的拯救。这完全符合我们的宗教观念，因为根据这种宗

教观念，我们单靠自己的努力还不能沐神福，还要加上神的恩宠才行。”o”3浮士

德灵魂得救的结局是歌德对浮士德精神的一种肯定的方式，歌德和他笔下的浮士

德都并不关心死后的灵魂归属问题。正如浮士德把灵魂作赌注时说的话：“我的

欢乐是从这个地上涌迸，我的烦恼是被这颗太阳照临：等到我一旦和它们离分，

就不管变成什么情形。”嘲1

《浮士德》从头到尾采用了基督教故事的结构、内容和主题，但它传达出来

的基本精神已经超越了基督教信仰。歌德在安排浮士德不断追求心灵满足的过程

中放弃了基督教的赎罪观念，歌德所谓的拯救其实更多是就人的生命价值感而言

的。歌德主张人应该依靠积极的行动、通过个人奋斗来找寻和实现为人的价值，

而人生的最高价值就是投入到造福人类的事业当中去。在歌德看来基督教的赎罪

观念压抑了人的进取精神，使人过分消极地依靠不可知的上帝而缺乏行动的勇

气。

2、于罪恶中寻找救赎

歌德表面上采用了基督教题材和主题，骨子里却是在上帝背景下完全立足现

实世界，探索人此世的生命价值、赞美人性的高贵。而生活在保守而强大的东正

教文化氛围里的俄罗斯文学家们却总是满怀宗教探索的虔诚，深入到人生的罪恶

中去寻找上帝为人提供的救赎之路的真谛。叶夫多基莫夫在《俄罗斯思想中的基

督》里讲“希腊人是以其祖先精致文化所占有的心灵去同化基督教信仰的：同样，

基督教在俄罗斯扎根于全部古老文化的处女地上。⋯⋯是洗礼、教理、礼仪和圣

像强有力地塑造了民族精神，并将此精神引入业已存在的基督教价值观世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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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罗斯的儿童是在朗读诗篇中学会阅读的，是圣经和礼仪的语言锻造了民族

语言并由此产生了斯拉夫语：民族的、成熟的最重要的反思意识从一开始就存在

于基督教的学校中，以便接受拜占廷正教的伟大遗产。”o州他指出俄罗斯人的理

念“是关于最终和普遍拯救、关于世界和生存的形变的理念。生命的价值不是在

末尾之中，而是在终极之中，在启示的末世之中。俄罗斯人或者与上帝同在，或

者反对上帝，但是永远不能没有上帝。”“”对上帝的积极探索和对人自己的灵魂

的热切关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俄罗斯艺术一方面把目光投向神秘的彼岸，一方

面表现出最深刻的灵魂自醒。正如东正教是一种艺术化的基督教，总是在精美的

圣像、宏伟的教堂建筑中体验上帝之道，俄罗斯艺术家们也常常把艺术创造当成

自己进行宗教探索、寻找心灵归宿的路径。在这个方面没有任何一个艺术家可以

超过陀思妥耶夫斯基。

叶夫多基莫夫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视野的中心是“以道成肉身审视的人的命

运”㈣1。他影响最大的几部重要作品都围绕着灵魂的救赎问题展开。《罪与罚》

里的年轻人拉斯克尔尼科夫因为看到在这个世界上各种丑恶肮脏得不到应有的

惩罚，而善良的人们却常常在贫困中屈辱地生活，于是推理出在这个世界上区分

善恶是没有意义的，人什么都可以做是唯一的行为原则。他身体力行地实践了这

条原则——杀死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太却没有体验到逻辑推断中应有的心安理得。

拉斯克尔尼科夫放弃了上帝背景、放弃了彼岸拯救，试图完全立足混乱的现实确

立生活目标，结果一切在信仰和道德自律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秩序法则都立刻失去

了权威而被无秩序这唯一的秩序取代了。他通过犯罪来尝试解决的主要不是现实

的经济问题，而是对那个只给人一个遥远的希望却让人对现实绝望的上帝的精神

试探。结果正是在犯罪的恐惧和良心的折磨中，拉斯克尔尼科夫开始感受到上帝

的存在，绝对自由的不可能，最终通过自首以求获得心灵的解脱。在狱中，他拿

起了索尼亚给他的福音书“难道现在她的信仰不能成为我的信仰吗?”陀思妥耶

夫斯基通过拉斯克尔尼科夫艰难的心路历程完成了自己对信仰的精神探索，“一

个新的故事已经开始，这是一个人逐渐获得新生的故事，是一个人逐渐洗心革面、

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故事，是他逐渐熟悉迄今为止还不知道的、新的现

实的故事。”【5州而为了这个新的开端，拉斯克尔尼科夫还要经受漫长的时间的考

验。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先知型的作家，带着一个早就准备好的答案，用巧妙的

安排让它悄悄在读者心里扎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总是带着问题开始，让读

者和他一起经历从痛苦迷茫到云开雾散的全过程。与《罪与罚》比较单纯而且相

对清晰的救赎探索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另外一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则

通过卡拉马佐夫一家四个儿子(包括一个没有名分的私生子)与罪恶的父亲之间

的斗争呈现了几种不同的寻求救赎的探索之路以及最后不同的结果。这个家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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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集中了人类身上所有的罪恶，每一个儿子都在试图用自己的方式与之抗争。

他们无法摆脱与父亲的血缘联系，却极力争取摆脱这个可恶父亲的控制与折磨。

终于他们当中有人做出了弑父的事情。杀死父亲的只是一个人，可是每个儿子都

感觉到自己在精神上犯了弑父的罪行。弑父者私生子斯麦尔加科夫在虚无中自杀

身亡：为弑父行为提供了“什么都可以做”的理论支持的伊凡疯掉了；而被误判

为杀人犯的米卡甘愿接受流放的苦刑，背上不属于他的十字架以求新生：一直在

躲在信仰里逃避父亲的d,JL子阿辽莎回到世俗生活中，用爱化解了一切仇怨。面

对心灵深处的罪感，目空一切的斯麦尔加科夫和伊凡在虚空中抓不到一根救命的

稻草，而米卡和阿辽莎，一个通过自我惩罚、一个通过对爱的无比信心获得了解

脱。在小说的结尾，阿辽莎把世界得救的希望寄托在一群孩子身上，他说“你们

不要惧怕生活!在你做了一点好事、正直的事的时候，生活是多么美好啊!”蛐1

阿辽莎经过了痛苦的精神探索，最终解决了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善行常常无善报

的问题。这个可怕的问题曾经困扰拉斯克尔尼科夫和伊凡并使他们走向罪恶和绝

望，而阿辽莎则告诉孩子们善的行为本身就是快乐之源，就是上帝对人的恩惠。

善行的价值无须依靠回报来衡量。正是因为找回了正直地生活下去的理由，阿辽

莎对来自上帝的拯救充满了信心，他说：“我们一定会复活的，我们会快乐地相

见，互相欢欢喜喜地诉说过去的一切。”m”

与歌德把拯救和赎罪彻底分离的非基督教观念不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

里，赎罪和拯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和歌德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强调人类

实践的重要性。但在歌德那里，积极进取的实践本身就是争取精神自救的途径；

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没有了上帝背景的实践(什么都可以做)很容易滑进

无可救赎的罪恶深渊，而在复活的期许中，人们才有信心善良、勇敢、诚实的生

活下去，拯救才是可指望的。歌德套用了基督教题材和结构，在神话般的情境中

展现了人类在现实中自我拯救的精神历程。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扎根于最深厚的俄

罗斯生活现实，通过多角度地尝试和努力让人们在自己的灵魂里找到了看不见的

上帝拯救的力量。

(二)救赎履践主题

与上文提到的这些富于悲剧美的文学作品执着、艰难的精神探索不同，在西

方悲剧艺术中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救赎主题。在这一类作品中，救赎不是作为一个

需要探讨的问题存在而是一个得到充分肯定的前提。艺术家把理想化的人性榜样

放在冷酷而丑恶的社会环境中，在无边无际的黑暗里，随时都可能熄灭的美好的

人性之光烛照着周围麻木的心灵，唤醒着人们早已淡漠的对灵魂拯救的愿望。比

如在雨果的宏伟巨著《悲惨世界》里．苦役犯冉阿让在受至Ⅱ卞福汝主教的宽厚仁

慈的感化之后，毅然从对自己悲苦命运的注视中走出，把目光投向一个更加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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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悲惨世界，尽其所能地帮助那些卑弱贫苦的人们。歌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

的精神探索者大都执着于自我灵魂的解脱，而冉阿让是在用个人微弱的力量把拯

救指向了世界。在这里雨果用人道主义把基督教信仰来自上帝、立足彼岸的遥不

可及的救赎带到了人间。人无须在对上帝之国的等待中消磨空虚的时光，而应该

凭借仁爱让此世更加美好。

如果说冉阿让是一个拯救世界的实践者，那么美国作家霍桑的小说《红字》

里的海丝特就是一个赎罪的实践者。海斯特因通奸罪被判带上耻辱的A字标记，

她勇敢地担负起自己的行为带来的一切后果，带着私生子珠儿凭借自己的刺绣技

艺有尊严地活着。她并不因罪而自甘沦落，也不因罪而自卑，反而乐善好施，甚

至帮助比自己的境遇还要好的人。而且由于海斯特罪人的身份，得到她帮助的人

常常非但没有感激，还会继续嘲笑和蔑视她。与之相反，和海斯特生下珠儿的丁

梅斯代尔牧师却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罪行，他每天接受着人们的爱戴和尊敬，内

心却忍受着自己的伪善带来的巨大折磨。渐渐地，海斯特的高贵品行使她的赎罪

行为变成了具有拯救力量的行为。人们“开始不再把那红字看作是罪过的标

志——她为此己忍受了多么长久、多么凄惨的惩罚——而是看作她犯罪后行善积

德的标志。⋯⋯在他们的心中，那红字具有与修女胸前挂十字架同样的作用。这

个字母赋予佩戴者一种神圣性，使她在危难中安步如常，处险jFlg,。”㈨1海斯特

向我们展现了人的道德品格的力量。而作为上帝的牧羊人的丁梅斯代尔却在长期

的内心煎熬中病倒，终于在死前公开承认罪行并获得了解脱。其实丁梅斯代尔也

一直在赎罪，而他的赎罪却是在胸口烙下一个藏着的A字，用肉体的苦行来惩

罚自己。一个是光明正大地背上自己的十字架，一个是把十字架藏在心里，前者

是由赎而得救，后者是由罚而不得解脱。霍桑并不是一个用文学宣传教理的传教

士，他笔下的丁梅斯代尔的牧师身份本身就具有讽刺意味。作家把基督教信仰中

的“救赎在主”已经悄然替换成了“救赎在己”。《红字》是对人性中的勇敢、坚

毅、自尊和爱的礼赞。

西方悲剧性艺术中的救赎履践主题把基督教信仰通过耶稣基督的牺牲带给

人类的来自天堂的得救希望带回了人问。

(三)无可救赎主题

在悲剧性艺术对救赎主题的呈现中，把悲剧的否定功能最大化的足对无可救

赎的绝望生存状况的表现。在前面提到的两类主题中，救赎被追求、被实践，虽

然悲剧主人公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至少他们的失败、牺牲、苦难都给我

们留下了潜在的希望，得救的出口。而在无可救赎主题的表现中，人们被困在一

个封闭而令人窒息的世界里无处逃遁。比如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麦克白》，麦

克白夫妇谋位弑君成功，却惶惶不可终f1，但是与拉斯克尔尼科夫和丁梅斯代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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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用自首的方式获得心灵解脱不同，身居王位的他们随着罪行的不断暴露，不

得不谋杀更多的于己不利者，被罪恶牵着一步步走向无可救赎的深渊。麦克白夫

人在精神恐惧中死去，而麦克白本人则在众叛亲离的状况下被杀死。喜剧结构里

经常用到的滚雪球模式在这部戏剧里却造成了强大的悲剧效应。一个功成名就、

深受国王信任的将军为了一个对自己并不特别重要的位置，而触动罪恶的机关，

于是一发不可收拾。各种危机排山倒海而来。王权和尊贵却换不来最起码的“安

全”。这部戏把一个可怕的生存状况呈现出来：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也许有

一天，～个不经意的念头就可能会带来巨大的灾难。《麦克自》能使人们突然产

生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并且把怀疑和警惕的目光投向自己。这部悲剧没有给人

留下一点解脱的余地，忏悔和赎罪都变得苍白无力。在文艺复兴的人文关怀背景

下，《麦克自》通过对人性弱点的否定从反面肯定了人自身的力量。命运不可把

握，但意志是可自行控制的。人不能左右事情的结果，却有可能遏制罪恶的发生，

虽然做到这一点非常难。

与《麦克白》这样的古典戏剧通过呈现具有典型性的绝望而达到的警世效果

不同，在西方现代艺术里，对世界的悲观、失望几乎成了普遍的时代情绪。尼采

“上帝死了”的宣言在19世纪末已经深入人心。但是上帝之死带来的不是超人

的诞生，而是“人也死了”的更加绝望的境地。在挪威画家蒙克绘制的：《圣母马

利亚》(1893--1894)里，拉斐尔笔下圣母的神性和人性之美全都消失了。我们

看到一个半裸的马利亚，长发凌乱、闭目仰颈，面容晦黯憔悴，没有圣子可抱的

双臂痛苦地伸向背后。这就是西方现代人的圣母，不能带来任何心灵慰藉，只有

自己都无法摆脱的混乱与挣扎。而在画家同期的另外一幅更加著名的作品《呐喊》

中，一个时代无以言表的不知所往在变形的人体内喷薄而出。

这种带有歇斯底里性质的绝望已经不再是古典的、适度的、有警世作用的无

救赎感。《麦克白》的绝望指向人性弱点，而现代艺术的绝望则指向整个世界。

拉斯克尔尼科夫和伊凡的“什么都可以做”的可怕逻辑，现在变成了“做什么都

无意义”的深渊。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小说把人在这个世界上徒劳地横冲直撞却

没有出路的悲观、失望表现到了极致。他的短篇小说《地洞》描写了一个穴居动

物没有缘由的不安全感。它总是觉得危机四伏，总是害怕储存的食物被偷走，“糟

糕的是，我每每从梦中惊醒，就仿佛觉得目前的这种粮食分贮法是完全失算的，

它会招致严重的危险，非立即加以纠正不可，睡意和疲劳也在所不顾。于是我急

忙就走，快步如飞，连考虑一下的工夫都没有。为了实施这一新的、全新的计划，

我不顾一切，凡是碰到嘴边的东西，就只管逮住，用牙齿咬着，拖呀，背呀，喘

息着，呻吟着，7踉踉跄跄地前进。只要对目前这种我感到过于危险的状况有任何

些微的改变，我就心满意足了。直到睡意渐渐地消除，脑子完全清醒过来，我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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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不理解何以有这一番极度的紧张活动。”⋯”人每天为一些对自己毫无价值的事

情拼命忙着，生命就这么消耗掉了。而在长篇小说《城堡》里，土地测量员K

应招到城堡工作，却想尽办法也没能进入那个由庞大的官僚机构管理着的城堡。

“路实在很长。因为他走的这条村子的大街根本通不到城堡的山冈，它只是向着

城堡的山冈，接着仿佛是经过匠心设计似的，便巧妙地转到另一个方向去了，虽

然并没有离开城堡，可是也一步没有靠近它。每转一个弯，K就指望大路又会靠

近城堡，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他才继续向前走着。尽管他已经筋疲力尽，他却决

不愿意离开这条街道。”嘲”一个微不足道的目标却要人付出几乎毕生的精力也达

不到。卡夫卡的世界是要让人焦虑、发疯的。在这里浮士德的骄傲、海斯特的尊

严都没有存在的可能。卡夫卡在《致科学院的报告》里通过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

人猿的嘴讲出了现代人的悲剧性生存状况：“不，我所需要的并不是自由。我只

要有个出路，右边、左边，随便什么方向部成，我再也没有别的要求，即便这个

出路到头来仅仅是个幻想，那也无妨：我的要求很低，失望起来也不致太惨。我

要出去，随便上哪儿去都成。反正不能一动不动地蹲着，举着胳膊，死在一堵木

板墙之前。”阳”没有哪个时代的悲剧艺术指向的超越理想比20世纪初更低了，

但也没有哪个时代的悲剧理想比20世纪的简单要求看起来如此难以实现。目标

之低与实现目标之不可能之间的张力达到了崩溃的边缘。与救赎探索和救赎履践

主题所带给人的行动力量不同，无可救赎主题的极端绝望消解了人的行动的意

义。但是这种在虚构的艺术情境中传达出来的绝望却激发了现实中的人们对人生

和社会的深刻反思。这种反思把人们重新带回对人类生命价值和尊严的追寻当

中。

上帝“道成肉身”带来的救赎希望在进入悲剧艺术后已经变换出多种样式。

从基督教救赎主题进入悲剧艺术的那一刻起，基督教信仰本身就退到艺术背景的

位置上去了。悲剧艺术通过对救赎主题的呈现，带给人们精神超越体验和一个值

得期待的现实理想。艺术永远是为人的艺术，艺术也只能是表现人的艺术。正如

许多真诚的艺术家所认为的那样：艺术只能传达人所知道的东西，对于不可知的

上帝，对于来自彼岸的救赎，艺术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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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道成肉身”是基督教里最重要、歧义最多、最薄弱、最易受攻击、又最富

弹性的命题。它曾经多次被宣布死亡，但至今仍然以各种方式存在于包括艺术在

内的西方文化之中。基督教“道成肉身”命题在不同时代都得到了不同的阐释，

在其丰富的内涵以及多样化的表现形态中，我们看到基督教信仰和人类审美活动

之问多方面的沟通和碰撞。

从“道成肉身”与神话的联系中，我们看到基督教信仰首先和审美活动有同

源关系。他们一同从早期人类丰富的想象力和对未知力量的敬畏中走来，一个把

神秘推向至尊，一个把想象彻底解放。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上，它们共同的神话之

根常常会在信仰即将在绝对化的顶峰僵死而审美将要在自由化的深渊沦落时促

使它们相互矫正。

从“道成肉身”与形象的联系看，审美对象和基督教信仰的对象都不是抽象

的教条而是最生动的感性形象。形象在基督教信仰里是体验上帝的媒介，基督徒

的满足和喜乐最终要提升到上帝那里而不会停留在形象本身。形象在审美活动中

却是审美愉快的直接源泉。作为审美目的的形象和作为基督教信仰媒介的形象直

接把审美活动引入了信仰领域，使基督教艺术成为承载了上帝之“道”又体现了

“肉身”之美的独特审美形态。审美因素的进入，使基督教信仰更加开放和世俗

化。虔诚的基督徒尽可以从艺术中感受上帝的仁爱，而信仰之外的人们也能够自

由地体会基督教艺术形象带给我们的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的体验。

从“道成肉身”与悲剧的联系看，基督教信仰与审美活动在终极追求上存在

着深层次的沟通。基督教信仰和审美都会唤醒人们对一个完美理想的追求和向

往，都会带给人们无限的精神超越的享受。这种对超越性的共同要求把基督教信

仰的救赎主题引入了审美活动当中。但是从根本上讲，基督教的理想是立足彼岸

的，审美中的理想总是指向此世的。基督教的救赎理想永恒不变，决定权在上帝

那里。而进入悲剧艺术的救赎理想被赋予不同的精神内涵，其实现方式也是多样

化的了，主动权更多回到了人自己的手中。

总之，基督教信仰和审美活动在起源、表现形态和终极追求上都有交叉。信

仰和审美相遇之处，也是它们各自最有魅力的部分。基督教信仰是指向上帝的，

而审美活动完全是属于人的。基督教信仰从审美活动那里撷取了最绚丽的形式和

人性的真挚。审美因素的渗透削减了信仰的虚幻和迷信，使完全不可知的上帝客

观化为一个可以静观和思考的存在、主体化为一个可以亲近、沟通的形象。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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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从基督教信仰那里收获了富有歧义魅力的题材和永恒的神圣主题。信仰因素

的进入增强了审美的高贵和深刻，使艺术活动在理想化中保持着应有的超越性，

避免沦为媚俗取乐的感官享受。在我们这个多元化的时代，甚至连宗教研究内部

都出现了主张把一神独尊变成多神共存的宗教大同观点，包括基督教信仰在内的

一切宗教在世俗生活里越来越边缘化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而这未尝不是一件好

事。耶稣说过：“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1宗教信仰本应该

是属于个体心灵的。与对神的信仰的边缘化相一致，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人类的审

美活动也黯淡了神圣的光芒，失去了自己高贵的卓尔不群的身份，模糊了自己与

其他人类产品的边界，渐渐融入到日常生活的细碎中去了。于是艺术终结论被提

了出来，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现象也引人瞩目。审美活动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陷入

了悖论的境地。一方面，我们的时代充满了泛艺术的现象。艺术品的外延正在扩

展，艺术的扩张力量在增强。艺术似乎正力图把自己变成包容一切的世界性的

“场”，一切现实因素都可以直接被纳入艺术品的构成当中。然而，艺术的疯狂

扩张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审美帝国，无限膨胀造成艺术不得不努力捍卫自己

的独特性而最终抽象为一个个空洞的艺术理念。而另一方面当艺术不断扩展自己

的领地的时候，生活也在肆无忌惮地滥用审美。生活对艺术的趋之若骛并没有把

朱光潜先生提出了的“人生艺术化”的理想变为现实，反而使审美成了使劣质产

品遥身一变身价百倍的包装，成了广告商刺激物欲的美丽谎言。失去了独立性和

超越性的艺术，自己就沦为了制造新神的工具。而这新神不是别的，就是这个物

质世界的浮华。一切现象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就让艺术去占领世界，

让世界去掠夺艺术吧。我们无须找回一个已经被边缘化的上帝来拯救艺术，艺术

本就属于现世而不属于天堂，信仰本就是审美比肩的伙伴而不是主宰。我们只需

要回头看一下信仰和审美这对伙伴曾经的亲密和吵闹，看一下它们曾经彼此成就

的辉煌和神圣，看一下它们共有的超越性指向。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审美活动不

需要上帝但却不能没有理想，只要人和人赖以生存的世界存在，人类自己总会为

迷途的艺术找回一个光明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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