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悖£烹柑烹

教父学大纲 ⑩



教父学大纲

一上册一

甘兰著

吴应枫译

飞安『

上智编译馆



上智编译馆

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大街 141 号
邮编： 100031

开本： 889 × 1194 毫米 印张： 20.25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内部定价： 60.00 元（上、下册）

内部资料 版权所有



I工智丛书序

上智（ Sapientia）拉丁文原意为智慧，又是圣神七恩、之一。

人能认识天主本身就是一种智慧，是圣神所赐与的恩宠。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青年一代，对真理的追求日

益执着 c 天主教的信仰，作为 A种信仰的真理，→种智慧，对有

思想有追求的青年一代，有着极大的吸＇JI力，使他们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深愿我们的编译工作能成为大家，特别是青年人，传

递，输送，介绍，研究此天上智慧的工具与桥梁c 因此，我们将

尽力以适合现代人的风貌，以高质量高品味的图书为大家提供一

个介绍和认识天 t智慧的园地。同时我们也祈求此天上的智慧与

中国五千年的悠久文化相结合，并且能在此文化中扎根生长，发

展壮大。

我们将遵循此宗旨，努力为信友和各界朋友编译 4些梵二会

议以来适合青年人的各类书籍，以求对所有愿意探索，追求，认

识天上智慧的朋友们有所搏益。

上智编译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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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作者想在这部“教父学大纲”里，综合地钻研：（→）历史

与教父文学，（二）教义与考据神学史，（三）历史与神修准则。

关于上列的一切知识，现代的司择，为继续宗徒的事业，应

吁有个相当的了解；而E忙于求学的修士们，也应当有册简明的

课本：这个综合的检讨，便是所以应付这双重需要。

首先，这本大纲是为大修院内研究神学的同学们写的；希望

它也将是司锋在工作中的良友！其间若干篇幅，在现代，可能引

起特殊的作用内为大学生，我想这也不是无补的 J 教会中的知识

阶层，尤其是在预备宗教演讲时，在这里可找到相当的资料c

这本读物的第 A对象，既是在研究神学的神学生，那末，它

庇吁备有若干一定的条件。在我们这个时代，严格的历史方法的

津梁．为一般的整个的教育是决不可少的c 教父学叶面介绍半个

世纪来古代基督教父学重要的收获， 」面强有力地予以指出：学

者和大学生为预备将来作深入的研究，尤当注重ttt判；至于神学

生．则更应在教义上着HfL 要有成绩地读教父著作，不应当偏于

艾学和批判。如果你只认识一个教父纲要的论题，而不认识他的

斗苟i司题现点，以及他对于当代重大的聚讼问题的解释，你是会

犯岳王的 为此，在固定了他们的历史环境后，还应当认清他们

的教育背景．换句话．就是他们的地位和任务。为达到这个目

地，我们应吁平行地研究教父文学和教义历史。

在」个大f~院内．这两种课程必然是简单的；可是不因此而

是无用的σ 它们为明日的权威学者，为一般的神学生，都是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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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的。那些为证明教理而提出的圣经章句，在通过了一般的历史

阴影后，才能露出真面目来。在膺受锋品的翌晨，他们就应该开

始读教父们的著作；自然不出以什么学者的姿态，而纯为发掘其

中所储存的宝藏，藉以修己淑人，为踏进这个阶段， 」种特殊的

预备，是绝对不可忽略的。

那末，一－个有步骤的、缤密的、深刻的总预备，应当乞灵于

一种教父学课本。少了它，或会败兴失望，或会仿徨歧途。可

是，为了它应该是深简广博的，读者的努力是个必要条件。它的

使命只在披荆斩棘，指出途径罢了！宿以为这样的课本尚未存

在，爱敢予以编著。

无疑地，教父学方面，不少精美的作品，课本式的也不缺c

巴敦威（ Bardenhewer）的教父学是典型的，可是偏于文学和批

判一面。狄撒龙（ Tixeront）的教父学大纲，似太浅简。相反地，

他的共计三卷的教义历史，枝叶扶疏，不能当课本用；而且在历

史和文学方面，相当地予以补充。歇华（ Schwane ）的教义历

史，已显衰老。这些著作都是比较重要的。

还有一系列的、极有用的、神学生应该认识的著作，就是

“经语”分类集。（ E配hiridia）这些集子很是宝贵；可是，谁都

不视为教父学课本。它们不能取代教父学课本；它们需要教父学

课本，把那些“经语”放入历史、文学、教义的范畴内。

在教义历史中，我们也谈伦理学和神修学。在这一点上，自

与抗议教的斗争掀起后，为了神学家专想在教父著作巾搜寻能用

以捍卫被攻击的公教信条的“经语”，留着一个漏洞。现代的历

史家和神修家已→致起来予以补救。蒲兰（ Pourrat）氏巳写了

兰卷“基督教的神修”，我们认为至少应当再写一卷关于最近三

世纪的公教神修。其间谈教父神修的只有卷一。它虽有不可避免

的缺点，但它和它举出的参考书目录，以及各种“经语”，已有

大量的贡献。这部作者所称的神修手册，已多方面地别于前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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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可是，这部著作即使加上了卷四，也不能当课本用。

我们虽有意填这个漏洞，可是在这浩如烟海的领域内，我们

只想把历代宗师的权威者的神修大纲，加以说明罢了！神修的基

本是一贯的，可是为了纷纭的观点，有时竟也会使基本模糊起

来。为掌握在不同色影下的共同基本，只要能认识他们的神修纲

领，就已大功告成了。古代教会的巨星，圣奥斯定，早为我们指

出了解决这些难题的原则。这些原则足以证明教父们怎样错落的

神修观，可归纳于大同 c 再者，研究途中，我们也不忘乘机运用

他们的神秘神修，阐释他们的神学。实在，在很多场合下，孤立

了前者，后者是不可能澈底了解的。这一点，在我们研究亚历山

大里亚教父，尤其是圣奥斯定时．特别地予以强调。研究这些作

家，而只研究他们的神哲学，我们认为是有缺点的，而且可能引

起错误的。如果你不在奥斯定神秘神修心理下去读他的神哲学，

你是看不到它的真谛的。这还不过是千万例子中的一个罢了。

这部综合性的著作，还有另→个优点c 这里的教父研究，是

面面的。我们跟着历史家，透露他们的活动，和一般的影响；我

们跟着批判家或神学家，检讨他们的文学和教义成绩；我们跟着

神修学家，考查他们的内修生活，和神秘神修教学。那末，这些

教会的伟大作家的面庞，在兰重镜头F，自然要显得光辉灿烂，

引人崇拜了。为此，我们相信这部用这个方法编的著作，定能强

有力地完成司锋一般教育的目标：这也就是大修院的目标。

这类的著作，若干人认为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否认存在着困

难；将来的美果做了我们的动力；我们的尝试，在一定的条件

F，我们认为是可以成功的。我们既以教育信友，培植神职人员

为目标，我们只要跟着专家，把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转陈出来就

够了。而且，不同论调的比较，己具有教学性，能使人作相当的

权衡。像我们的这种工作，为了人的科学的变动性，只有这种方

法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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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计划，终于引我们走出了教父的领域，我们又列论了传

授教父思想的大师们。

谁都不能否认，中世以及近代，尤其是十二到十六世纪的大

神学家，一般地说，更被视为金科玉律二他们的术语，和系统的

分类，使读者易于抬阶而上。圣安瑟尔莫（ Anselme ），圣文多

辣（ Bonave时ure）邓司斯各脱（ Duns Scot）等以外，还有教会

特别指出的天使圣帅、忡学泰斗一圣多玛斯乞冉者，在历代公认

的神修权威中，择其尤者言之，不是圣伯尔纳都（ Bernard ），圣

女德肋撒（ Th居rese ），和1 圣方济各撒肋爵（ Fm叫巾 de

Sales ）么？

显然，我们不想写部有系统的神学与神修史。可是我们想循

一贯的途径，同样地写出近代基督思想的直接导师，而使读者易

于受益。卷四不应当看作教父学的附录，而应吁视为教父学的后

身。近代基督宗教大思想家与古代教父的联系愈深刻，古代教

父，近代导师的先驱的声价愈提高。为此，我们不但可能，而1日

应当这样写我们的教父学大纲二最后 A卷在一定的角度看来，可

能比前三卷更重要。

为实现我们的计划，对于若干作家，为了他们的著作的绝对

的或相对的价值，我们留 FF重要的位置c 我们所称的相对的价

值，是由特殊的情形产生出来的，譬如关于某个问题的资料的缺

乏；二世纪的赫尔曼，就是 J个例子。每章的量是不等的，这是

有意的；一幅图画上的人物，不可能有同一的主场。我们大规模

地描写了教会的伟大的作家，尤其是在学问和事业上有巨著的影

响者。次要的作家，次要的予以介绍：他们的小传口I以指出他们

的为人。

至于他们的事业和学说，则每表现于他们所接触的大师们的

光芒 1 可是，次要的作家，为需要在暗晦的问题上搜寻材料的

考据学者，也不是次要的 η 所以我们所称的次要作家，是对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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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说的。

在篇幅的发展中，我们并不想有什么说什么；我们有口标地

作了」个选择c 在历史、文学、神学、冲修方面i‘我们放弃了不

少对于目标元关宏旨的资料。可是，我们的传纪，我们尽量地予

以充实， fJ4 为我们认为，一 4个完整性生活的精简描写，往往是其

人最好的一幅画像c 为每个作家的作品，我们做了一个完全的口

录，可是，我们只深入地分析了其间的重点c 至于教理，我们单

摘it ｛有关键性的‘或足以代表 A个作家，一－个时代的思想 0 r;'q_ 

i亥tb＇ 明，本书的口卡J；－一司悻A般的教育 并不影响我们对于

疑难的历史问题的见解的选择；只雯 A个所称的批判学说具有相

当充足的理由，我们就不f自表示拥护

我们对于我们的参考书，表示了最大的关心。卷头就是个总

参考书 H录：我们研究的每个作家．开端处也就有他的参考书目

录。 t1内讨论或者提起的著作，都是最新的版本二这里，我们又

做了 A番选择的丁j乍。扩大这种目录，为我们是容易的，可是为

我们的读者，未必更有益。除了习用的版本，如弥尼（ Migne) 

的，和别的较新的以外，我们每指出最初的考据。如果我们的一

个论题，在词典中有专论的话，我们必予以标志c 我们也向读者

报告关于本书研究的各作家的J切重要刊物，其间法语本每居首

位。为充实我们的参考资料目录，我们又添上了有关系的、不太

长的研究，杂志上的论文， A般性的著作的某 A章。为提高警惕

.1.i; i／~.我们没有把教外人士有关的著作列入目录；偶4为之，也

i草民；i守事｝在援片j唯理论作家时，我们不忘附以公教学者的

Jtti'F 
这个课本．是为四年，每遇两课而配合的二可是，这个时间

是可以缩短的，如呆读者只研究那些大作家，而在研究中只注意

其因素的话。教理列表，是柑当完备的；材料的布置， 」律根据

现代神学的逻辑：使读者能寸飞义－代地． 伞作家又」作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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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一端教理的历史发展。这个综合法虽拥有不容否认的便利；

可是，如果读者不先了解这个用分析法编的课本的全貌，是引不

起大作用的。

我们不怕带头承认，在这课本里存在着弱点：希望海内学者

不吝予以斧政。可是，我们始终认为它是能有助于读者的。最

后，希望我们的神学生，遇到这些伟大的导师、护教者、宗徒、

圣贤、司择，能彻底了解他们的神圣使命c

－九二七年八月二十A八日写于鲁汶大学



导

教父学概念

教父学是神学的一一支，目的在研究古代教会作家的生活、著

作、学说。

这里的古代指教会开头的八个世纪：看来一般的历史家是不

会同意的。我们决意把教难世纪，君士坦丁与戴奥陶士世纪，以

及包括查理曼的上中世纪，一并归纳于教会历史的第一阶段内。

实在，狭义的中世纪，启端于喀罗林朝解体，封建制度发展，以

及在宗座神权下西方互相敌视，列强徐进的组织。在宗教方面，

则起自拜占庭教会脱离罗马。它在皇帝撑腰 F，几囊括了整个的

东方；延至该阶段方才归正的斯拉夫世界，更是它的禁宵。组成

第三阶段的近世纪，看到了教会雪上加霜的大分裂；它的原因，

就是抗议教的兴起。

这样的古代教会有它特殊的性质：由两个阵线，拉丁与希腊

世界组织的教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虽有局部的对立，却

是二而一的。那个阶段的作家．准能地受到整个教会→致的推

崇二不同的抗议教派，东正教徒，公敦信友，都就正于他们。他

们的确占了一个破例的位置3

这些作家被称为教父二原来，这个名词是教律教义的保管

者、教会首长和主教的专有称呼。后来在五世纪的神学作品，和

公会议尤其是针对教义的议案中，这些名词是指那些反对异端的

信德干城；他们也不一定是主教。

那末教父的学说，应当是正统的；所以不是任何公教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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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只忠守信库者，能作后一代的权威者。异端人决不能用这个

头衔，我们虽也读他们的著作，纯为了能更彻底地f解忠于信德

者护道的言论c 这些经教会核准，；击至少未受教会责斥的学者，

冈着他们的著作和事业，才有资格称为教父、称教友的导师。

再进一步说，时代、正统、圣德、核准，是教父名称的条

件c 可是，实际上，成滔良、奥利振、凯撒利亚的安瑟伯等，也

称教父，虽然后面兰个条件在他们身｜：未能圆满地实现卢这个例

外来自他们对于教会特殊的贡献。

教父与圣师是不－样的。后面的名称只赐于少数！对代的公教

作家。受到这个名称若，应i复经教会正式承认．备杏出类的正统

教义科学，以及拨萃的圣德r Jtrr轩「人拥着稀有的权威。拜占

庭教会中的圣巴西略、纳西盎的圣额我略、圣若望金口，称世界

圣师0 ( Docte盯s oecumeniq时叫，罗马又把圣亚大纳削，加入东

方圣师的行列中。拉丁教会的第 A流圣师，有圣盎博罗削、圣热

罗尼莫、圣奥斯远、圣大额我略。他们合为教会八大圣师。

古代教会末叶，教会的宗教思潮，在翻新的典型，严密的系

统F，不断地、浩瀚地、澎湃着d 真正的神学家，伴着神修导

师，起了重大的作用；并且其中若干人也获得了圣师的头衔。闲

着他们惊人的数字，光辉的学说，伟大的著作，十二至Jj 十六世

纪，被称为理想的神学家和圣师肚纪。他们都是教父的摘系。那

未，我们不妨把他们也加人我们的“教父学大纲” ο 弥尼也这样

想，我们并没有打破纪录。为指出教义生活的展续性，为引导读

者研究这些圣师，现代教会神学神修家的巨量的著作，这个步骤

提供的实际利益是无穷的c

二教父学的对象

教父学的对象、是教父的历史和道理 作家的尤其是在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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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道斗争中．有辉煌功绩的伟大作家的生活，因着它自身的关系

放用，已是应该认识的，而且它压能透露他们的个性，指出他们

著作的动机乙这－切能助读者更易F进入他们思想的堂奥n

著作系于历史。我们第－个任务在作出－个 1r腐 r~1＼的著作日

录。叮是我们的计划不允许我们批判→切聚讼的问题3 那末．我

们惟有把近代学者有关的见解，作个报道〉相反地，对于每时代

重要作家的重要苦作，我们不厌其i乎地．予以分析，藉以预备做

个他们～」般的学说的简单综合二

作家的学说、自然也是本书的对象c 龙疑地，我们不能什么

都说『只能够指出：（～~）每位教父说得特别清晰的几点； I盯住l

此他或是补前，或是启后的；（二：）他对于 7号时或当地最争执的

问题的看法，甚至他揭露的关于－个我们不很认识的时代的资

料噜也不在列外； （兰）最后，他们的学说的弱点；那些弱点，

或是应当由为辩护的，或是应当坦白地 F以指责的c

通过这个综合，教父字’就等于信理历史，考证神学T

f言理（ Dogme ），照现代神学的定义，不包括 A切教义，但

只指经教会成认的启示真理c 这些真理的了解程度，是前后参差

的。这些真理在它们的定义前，定义中，每是聚讼的对象二信理

历史的对象．就是那些纷纭的看法。如果我们能这样说的话，神

学历史就是信理历史的补角 3 神学历史又阐述了那些所以发表和

解释这些真理的不同体系说的产生与发展v 由于教父们不但参加

了这种斗争‘还各创选了 A个神学体系；那末，要研究他们的学

说. 1r频繁地乞，走于这教会历史的两翼不可二l

考irf神学（ Th岳。logie positive ）虽在通过经典传统证明；某

个真理实由夭主启示，教会肯定的；时，＠：教父的认识，为’仨也是

个重要的条件，而它也能助人认识教父的苦作乙还院该晓得，教

父宇：不是考证神学的 A支“神学历史，．，可是前者是后者的响

寻 准备；而后者可受前者的白发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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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父的学说，除了真正的信理以外，还包括若干论点。如果

→个学者要彻底了解他们，尤其是其中权威者的思想，那些论点

也是不容疏忽的；换句话，他们的伦理、神修、神秘神修学，都

是应予研究的。古人把伦理和神修，每混为一谈；他们认为善恶

的辨别，是与行善避恶的努力和成就分不开的。神秘神修学，又

异于前者，又别于后者3 可是它和l它们，在教父的著作中，有很

多的联系点。我们也应该去研究，并且遇机指出它的影响。如

果，整个地予以抹煞，）就等于遗弃教父学中最有兴趣，和最能托

出它所受的超自然的影响的 a面。我们的读苦虽都明了神学和伦

理神学的原则，对于神秘神惨的原则．每只有一知半解二可是，

为彻底了解教父的著作，那些那则咱也是应该认识的二为此在这

导言里，我们也要予以提出；并且还要说明它们的价值

三一般的方法与划分

｛甲）我们的教父学提纲应该是个综合

为达到这个目标，唯一的方法在披露那些做每一代思想中心

的权威作家。为更能明了他们的学说和活动，我们就以他们为核

心，叙述各代教义历史的一般成绩c 虽资料复杂，观点纷繁，在

我们的进展中，我们仍努力维持那个统一性3 我们也不忘指出次

要的作家；这些作家仿佛是环绕着他们的行星；一面受他们的光

照，另一面透出他们的重要性。

(Z ）教父学的总划分

如果以教父著作的语言为标准，那末，教父学可分为拉丁

的、希腊的、叙利亚的、亚美尼亚的、或高普德的。现代刊印的

教父著作，大都属于这五种语言。它们的数目相当多，它们的性

质也相当重要c 我们至少应该指出一切知名的作家。大半古代教

会作家，而且最伟大的作家的著作，是用拉丁和希腊语写的c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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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些作家，我们将特别予以注意。

可是本书的分划标准，不是地理的，也不是语言的。这两个

可能的标准，只做了我们采取的标准的辅佐。我们的分划标准是

道理的和历史的。

我们最重视的是作家们的思想：他们的思想联系，比他们的

语言或族类的联系，为我们更加有关系。为此我们更爱把谈同一

问题的作家聚集起来，务使一人的思想，通过另一人的思想而益

形昭著。但是，这以不违反历史秩序为范围。自然，如果把他们

与同代的其它的作家隔离起来，在认识上是会发生危险的：因为

每个时代有它的特性和问题。这一切在其它的文学作品里，每可

找到它的反应。根据这些次要的原则，我们又把阶段分成部，再

分成章c 如果你不明了这些理由，你看到这样做法，会表示不

满的。

以古代教会一切正统文学为对象的教父学，我们把它扩充到

九世纪末c 若干人们似欠相当理由，习惯不予提起的作家，我们

在这里，也不敢遗弃。我们认为：圣戴奥陶尔·司徒狄（ Saint

Th岳odo-re Studite）也是位教父；他足能与他直接的最著名的前

辈并驾齐驱。在佛爵（ Photius）裂教的前夕，关于罗马教会特

点的传统观念，在拜占庭也存在着。他是东方最显著的人证。在

这点上．他补充了若望·达马色内（ Jean Damascene ）的观点。

这样的→个宝贵证据，怎能让它淹没于黑影中呢？我们把这八世

纪教史的教父时代分作三个阶段，距离虽不等，重要性却没有

出入二

（一）最初三世纪是教父学的发韧阶段。

（二）三00到四三0年，是教父学的伟大阶段。

（三）四三0到八五0年．是教父学的结局阶段。

每阶段是每卷的对象。为此，关于狭义的教父学，共为三

卷。卷囚的对象，是我们所称的大神学家阶段，始于十二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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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十六世纪。关于这阶段，在后面另有一个导言。

（丙）狭义教父学分部

一、发韧阶段是现代最引起学者纷争的一个阶段。近来研究

这个阶段的作家的刊物，多如过江之酬。最接近宗徒的他们，关

于圣兰以及基督天主性的道理，是传统信仰理想的人证。他们也

告诉了我们：耶稣基督创立的教会是怎样的，是如何实现的；它

的纪律组织又是怎样的。关于上列的问题，使徒教父（第一部）

的权威是出类拔萃的。第二世纪的最后几个作家，（第二部）在

若干点上，还享着同 A的权威 c; 第三世纪的作家（第气部）虽

不过是宗徒时代做弱的回声，可是他们系统神学的尝试＼做了四

世纪的大圣师们的开路先锋＝

二、起自圣亚大纳削，止于圣奥斯定的第二价段，是教父时

代中最短的一个。可是它产生了为教会最能争光的天才；官也是

圣三和圣宠论大斗争的阶段。鲍书爱时，这个阶段似最引起门中

学家们的注意。现代学者虽多着眼于发回阶段，可是，谁都不杳

认这代著作的重要性，以及在神学和别的宗教科学上的收获。我

们把这个阶段，又分成两部c 第 A部从三0 0年起，到三六0年

止；当时圣兰论到了自热化的峰顶。第二部从三六0年始，到四

兰0年止己当时圣三问题，从大师们的笔舌下，获得了后世奉为

金科玉律的答案。当时圣宠论的波澜曾排天地掀起。

三、四兰0年到八五0年，组成了第气阶段。这几个世纪被

称为衰落的世纪。可是‘这个名称不应当削弱当时若干冲锋陷阵

的大圣师的身价。这个阶段又分可为两部c 第一部起自厄弗所公

会议（四三0年），止于君士坦丁堡第二次公会议（五五三年） c 

基督学是当时的大纷争，我们说大纷争，因为它起于亚颇利拿

里，继演于“单意说” ( Monoth岳lisme) 0 这个大纷争的根本解

决，是靠了该世纪的学士和公会议。再者，也就在该世纪中，在

西方掀起了，又鲜决了半白拉奇说。而且，那代的作家，是崩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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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旧世界和m芽的新世界的桥梁 ο 他们把光照蛮人的火炬，授于

意大利的圣大额我略，法国都尔的圣额我略，西国的圣伊西多

鲁，英国的圣伯达巳日耳曼的归化远在这时代的末叶。第二部的

对象，一面是t列的几个．）面是为数较大的东方作家。这些教

会的:r)J臣，前前后后，一贯的攘斥了：单意说，反圣像说，以及

日趋紧张的裂教倾向。这些奔走在枪林弹雨中的作家的著作，由

于他们正义的贡献，虽水准不高，有时竟逊于六世纪，我们不应

当予以苛求。

四 教父学研究的重要

教父的认识，为一般的教友，尤其为司择，从多方面看来都

有益的。

一、神学教育：少了这些在教父学中指出的教义和考证神学

历史的成分，是很不够的。就是最富观察力的神学家，也牺牲一

大部分的时间，去研究教父的著作。圣多玛斯的著作，字里行

间，嵌着教父的名言。那末，如果他对于教父文学没有深刻的研

究，这是不可能的。而且，神学非它，就是把藏于圣经巾的启示

真理，逻辑地予阐述。为此，圣经注疏就是历代神学家，尤其是

教父们→贯的工作J 那末，无论冲学家，注疏家，决应当认识教

父们的圣经注疏。

二、驰驱于抗议教，或东正教域壤中的司锋；为能游刃有余

宅做好他的护教工作，特别应当研究教父学：古代作家在异端教

与？兰教徒眼前，具有‘种超人的声望；他们的权威足以折服若辈

的，L、 纽曼（ Newman）和梭罗维奥夫（ Soloviof) 是两个典型例

子产他俩在研究教父著作的途径中，版依了罗马教会；他们的精

神活动， A在英国，一在俄国，大大地得力于此。

三、依据理智的观点，教父学因为它也是教义历史，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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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的场面下，可以补救宗教科学中，零落、平行、不联系的现

象。这个分野自然是必要的。但是不能破坏它们的统一性，掩没

它们的联系线。相反地，教父学可以郎若列眉地，划出这条它们

中间的联系线。教父学所以能完成司择一般的教育，也就是为了

这点。

四、教父学为培植演讲圣道者，也是很有禅益的。“为培植

演讲人才论研究教父作品”，这本鲍书爱为青年枢机波荣

( Cardinal de Bouillon）写的于册的目标，也就在这里。他自己就

是这个有价值的方法的活例子。为预备他的演讲．他先埋头于圣

经学和教父学中。他的一堆札记中，满是文摘，尤其是关于伦埋

的。这些文摘时出现于事前写好，或临时构想的演讲中二 一句

话，历代神圣讲坛土的典型老师．都走这条路线 他们的精神化

注正在，是很适合于演讲需要的

五、“为传统与教父辩护”，在这本著作里，鲍书爱氏又强

调教父著作比别的后代的著作的优越性指出：其中的基督精神是

圆满的，坚强的，活跃的。“它们在读者的心灵上，发生了一个

无穷的效果：因为那些伟大人物的滋养料，是被选者的食粮，以

及宗教的纯粹的物质。从那些满储着原始的基督精神的笔端流下

的，比本来的更富于滋养料。这是批评我者所觉察不到的”。大

家晓得，这几句活，特别是针对黎夏·西门（ Richard Simon) 

的。鲍氏说他读教父的著作，“既没有兴趣，又不具对于伟大事

物的心理”。他在教父的著作里，只注意那些无关痛痒的枝节c

聪明的读者在教父的著作中，常着眼在事物的根底，真理的印象

上。他实在太不足道了。

六、最后，我们应该这样作结：除了上述的种种理由，教父

的著作，因着他们本身的价值，也应予以钻研。他们都是标准的

“教会人物”，他们拥有各种天才。有些人是干事能手，有些人

是思想家，或为获教学与哲学士，或是神学与神秘神修家。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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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半是演讲家，而若F如圣奥斯定等，竟是全能的才子。他们几

乎都是圣人；教父学向圣德历史家，献出了一连串元穷宝贵的应

于描写镑刻的伟大人物的像。为暴露异端作家的丑恶脸嘴，我们

虽也应当阅读他们的著作，可不是太昧如嚼腊么？

五教父著作丛刊

教父们的著作，可以在单行本，或在每个作家的全集中找

到。它们开始出版于十六世纪；至十七十八世纪．批判学者更努

力搜集各种不同的子抄本，先予以审查厘订，然后予以付梓问

世。从事于这种博学的艰难的工作者，首推甫塞圣摩禄院的本笃

会修士（ Benedictins de Saint-Maur des Fos-ses）；后来别的修会士

也急起直追。

为使神学家便于阅读教父著作起见，若干编辑家，把许多作

家的著作，收入→种丛刊中。巴叶（ Bayeux ）大司锋，巴黎大

学文学博士，马格冷·卡尼氏（ Marguerin de la Bigne）在他一五

七五年，出版于巳黎的教父丛刊里（ Bibioth •a Sanctc>rurl 1 

Patrum），收集了二百个古代作家的笔墨。这丛刊逐渐扩大；一

六一八年，在科伦重版，改称教父大丛刊（ Magna Bibliotheca 

V etemm Patmm）；中间又添进了卡个新的作家的笔墨。 A六七七

年，它在里昂出版，共汁二七卷；为了它又收禄了约一百个作家

艺作品，被称为教父与古代教会作家最大丛刊（ Maxima

Bibliutheca Vet. Patrum et antiq. et scriptorium ecclesiasticorum ）。

i司 at不少的学者，发行了别的丛刊，规模较小，内容也与前

丛刊不同 蕴述其崖略如左：

l.ζOJ巾efis, 0. 丑， Novum Auctarium ( Grreco-latinre Partum 

Bibiothecε ） . Parts, 2 vol. in-fol. , 1648. 

Auctarium novissimum ( Bibl. Grrec. Pat. ) 2 vol. , 1672: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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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iotheca Patrum concionatoria ( 8 vol. 1662 , etc) 

2. Luc d’Ach包γ ， Spicilegium ( 13 vol. 1655-1677) 

3. Cotelier, Ecclesire Grrecre Monumenta ( 4 vol. 1677 -1866) 

4. Baluze, Miscellanea (8 vol. 1678-1715) 

5. Sirmond S. J. , Opera omni a ( 5 vol. 1696) 

6. Muratori Anecdota. ( 4 vol. 1697 -1713) 

7. Grabe, Spicilegium (2 vol. 1698-1699) 

8. B. de Montfaucon, 0. S. B. Collection nova ( 2 vol. 1706) 

9. A. Galland, Bibiotheca Veterum Patrum ( 14 vol. 1765-1781 

et 1788) 

圣摩禄院的法籍本笃会士马卡雍（ Mabillon ）的门生在总丛

刊外，又空前地发刊了一切教父作者的批判本；圣奥斯定的著作

校勘尤精。其间最著名的批判编辑者，当推（ Montfauucon, Ma

ran , Dela Rue , Blampin , Massuet, etc. ）他们出版的教父研究，

也是极宝贵的。

布道会修士伽郎，在卡八世纪，转印了他认为比最大的丛

刊、更丰富、更精密的教父著作丛刊（ Bibiotheca Veterum Pa

tum）共十四册，一七七六年，一七八一年，一七八八年，先后

出版于威尼斯。在卡尼丛刊里所没有的希腊语本，在那里借同译

本，一并印了出来。原文或译文后，附着不少的说明；可是这部

丛刊止于十兰世纪，不像前者止于十六世纪。它提出的三八0个

作家并不是最重要的。

十九世纪，又产生了三个出色的刊印教父新发见著作的学

者。姓氏如下：

M. J. Routh, clans Reliquire sacrre ( 4 vol. 1814-1818, 

Oxford) 

A. Mai, S. J. Cardinal, clans de nombreuses series, surtout clans 

la Nova Patrum Bibliotheca, (7 vol. 1852-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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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Pitra, 0. S. B. Cardinal, clans Spicilegium Solesmense 

(1852-1858) Analecta sacra (1876-1884) 

元疑地弥尼（ Migne ）的教父学大全（ Patrologire cursus 

completu时，是空前地浩繁，是无穷地宝贵的，虽在批判观点

上，还有些漏洞，还需要近代学者的斧政，但的确是部最能造福

于神学界的惶惶巨作。弥尼的目标不在刊印新发见的教父著作，

也不在审查已经刊印的教父著作；他只想把已经问世的唯有幸运

的学者能披诵的教父著作的大部，综合地予以刊出c 在他工作阶

段中，各方面受了权威学者的协助；卡德兰（ Pitra）枢机，就

是其中的一个。弥尼丛刊不以狭义的教父惟时代为范围，他的拉

丁语教父学，连教宗意诺增爵三世（ Innocent ill ）也包括在内，
共计本文二一七册，目录四册。希腊语教父学除原文外，还有拉

丁语译文；到佛罗伦萨公会议为止，共计→六→册；第一六二册

的版子，不幸于刊印前夕，全部毁灭于一个火灾中。拉丁语本印

于一八四四至一八五五年年间；希腊语本印于→八五七至一八六

六年间。希腊语本的总日录的完成，还是最近的（一九一二年

巴黎）的一件事情。至于比弥尼丛刊更新的丛刊，请读参考书

总目录。

六教父学研究

｛甲）教父学虽是个新名词

教父著作的研究，由来已久O 圣热罗尼莫可说是位开山祖O

在他的名人传（ De Virisil 

一切公教作家；→如在他三百年前，斯苔托尼阿曾这样研究了外

教文学。在圣热罗尼莫前，安瑟伯在他的圣教史里，为作家们，

已留出了很多的篇幅。步他后尘的，在高卢有马赛的盛那特

( Gennade）在西班牙有圣伊西多鲁（ Saint Isidore）和圣依特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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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Saint Ildefonse）。这些作家，在后面，应当再子提出。我们

也乐于指出福爵（ Photius）。他的书目，→方面，因为它对于古

代作家的按语，另」方面，由于他关于他们著作的分析是弥足珍

贵的。

中世纪包括伦巴和他以后的若干公教作家；他们的认识，尤

其是从他们的谈道文章中反映出来的；可是他们的历史和文学，

未经多大检讨。关于这一类稀少的作品，还有让勃罗的薛才伯

( Sigeb-ert de Gembloux）的“名人传＼奥顿的与挪留的“教会

之光” ( De luminarilms Ecelesi~ ) ，和奥地利梅克的（ Melk, 

Autriche ）“教会作家＂ ( De Scriploribus eccl,.;cia>'tic1叫，以及轶名

者的“名人列传” ( Liber de Viris illustrihus ）二它们都是很简单

的；相反，若望李德（ Jean Tritheme ）的“教会作家”，是本篇

幅相当多的作品。在他列论的九六三个作家中，大半产生于教父

时代之后。

文艺复兴时代和以后数世纪中，关于教父文学的著作，为数

很多。现在且择叙其中最重要的几个。

一、伯辣弥诺的“教会作家” ( De Scriptoribrs ecclesiasticis 

liber unus , 1613 ）虽有缺点，但重版了二十多次。

二、肋努里（ Dom Le Not盯y）的“图书点缀” (Apparatus 

ad Bibliothe（丁am maximam）共计两册； 一七0三年至一七一三年

间，出版于里昂。

三、帅理爱（ Dom Cellier）的“教会作家通史” ( Histoire 

g岳时rale des auteurs Sacres et ecclesiastiques ）共二十三册，一七二

九年至一七六三年间出版。这部历史的作者，虽染着杨森异端的

色彩，但还是有价值的。

四、爱莲·杜本（ Ellies Dupin ）的“教会作家新图书”

(Nouvelle Biblioth何ue des auteurs ecclesiastiques ）共计四七册，

一六八五年至－七一四年间出版；一七五七年，由于作者顽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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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干主义以及冒昧的大胆作风，被列入禁书目录。

五、阿色玛尼（ J. S. Ass刨出ii ）的东方图书（ Bibliotheca 

Orientalis），共计四册，→七－－九年至一七二八年间，在罗马出

版。它的功绩尤在助人认识古代叙利亚文学。阿氏评断作家，分

析著作，摘录漫长的原文；他又引叙尼希伯·爱博亚苏（ Nisibe 

Ebedjesu）于一二九八年所做的古代叙利亚作家的日录。

同时，抗议教徒也没有放弃教父。路得教徒，才辣尔

(J. Gerhard）首创教父学名词（ Patrol吨ie）。他的“教父学”是

→六五三年出版的。此外，还有英人甘孚（ Care ），一六八八年

伦敦出版的“教会作家文学史”（ Scriptorum Ecclesiasticorum 

historia letteralia ），是他的作品。还有德人法勃利西邬斯

( Fabricius) ，他的“古代希腊作家志”（ Notitia Scriptorum vet

erum grrecorum ），共计十四册，一七 0 五年至一七二八年间

出版。

这都是一般性研究教父的作品 n 专i仑」个作家或一本写作的

作品，十七十八两世纪中，也汗牛充栋， －披弥尼的教父学丛刊

就可以一目了然。十九世纪的学者，踏着前人的足迹，把他们许

多的著作予以补充，或予以刷新。在参考书总目录中，我们不忘

予以指出。

（乙）文艺复兴以来出版的精密的文学批判图书

没有使人放弃教父道学的研究。这类的研究，在中世纪前，

在中世纪间，早已流行着；可惜，每缺少科学方法。学者的努

力．终于刷新了它的面目。十七世纪始，考证神学，通过了贝道

( Petau l. 多玛生（ Thomassin ）雷诺陶（ Renaudot ），夏洞

(Chardon ）.毛纶（ Morin），达到了至今令人称赞的高峰。它的

目标‘二面在巩固公教信理的历史基础，而加强教友的信心；→

面在向抗议教徒指出他们的标新立异，是没有根据的。当时抗议

教徒，→如天主教友也承认：教会的信条，应与教会初叶的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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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他们的信理应与教父的信条符合。现在若干抗议教神学家

还坚持这个见解；可是主张信条演变说者的势力，越来越大了。

德国的唯理论者，原则地强调教会中存在着新信理；且开始

写信条历史。马尔壁的蒙歇（ Muns-cher de Ma由urg）的“信条

历史”就是一个例子。跟着他，别的作家，如保尔（ C. Baur), 

如杜平格（ Tubi吨ue）学派，根据当时盛行的信条演变理论，都

咖咖不绝。保尔指出：信条及教会组织的演变，都是纯自然的二

他为信条先设想、→种活动，然后，来了一种反动，最后结出了协

动（ Transaction）。换句话，照他的见解，支配信条历史的是论

题，反论题，综合。这个开始时如火如荼的学说，不久就消沉下

去。利彻（ Ritschl）认为：希腊哲学的影响，应该是→切基督教

义内容变化的起点和准则。哈尔那克的两部著作．信条历史

( Histoire des dogm凹， les lecons 1886-1890 ）和大纲（ Precis 1889-

1891 ），都是在这个角度F写的工诗莱尔马啃（ Schleiemmcher) 

一派，虽不予否认，又加上了宗教情感的影响c 萨巴典爱（ A

Sabatrlier）综合地，把两者宣传于法国抗义教与天主教友间，终

于引起了现代主义（ Modernisme) 0 教宗庇护十世厉禁这个谬说

且指出：它不但没有传统与教父的依据，而且违反传统与教父。

若干＆定程度的信条发展，由于无损基本，是可能的，且是

实有的。关于这点，五世纪时雷冷斯的昧增爵（ Vincent de 

Lerins）已有明论。可是这在古人心灵上，所发生的影响，不及

启示真理始终…一致性引起的更加强烈。抗议教的暴风雨中，知名

的护教者，鲍书爱似没有想到：为抗议教徒控诉罗马教会捏造新

信系的诬蔑，应当把信条本身和它的表现，加以区别。这个问

题，到了十九世纪，公教学者才明朗地予以阐发。其间最著名的

一个，就是纽曼。他虽本是个抗议教徒，他的“基督教文发展

论”（ Essai sur le de，咄啊）ement de la doctuine chretienne）是极有

价值的c 这本著作同时也标志着：他怎样人了圆满的宠光之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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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依据雷冷斯约味增爵的原则，多端地，在 A定的角度下予以讨

论。根据梵蒂冈公会议，与教宗庇护卡世采纳的和发挥的备忘录

( Commonitorium），在圣教会内，应该进步的，就是聪明、科学、

智慧（ Intelligence, Science, Sagesse ）；可是，信德的对象，是

一贯不变的（ In suo dun归xat genere ）。

教父们对于真理，有独到的见解予以认识；独到的科学予以

标榜；独到的智慧予以估价。在他们的笔下，通过了他们，信里

圆满地昭著于外。那末，教义历史卡之六七，就是这些伟大作家

启示真理的说明史。现代研究这个问题的公教作家，并不采取同

一方法。有些人，如歇璜（ Schi『wane ），如徐努稚（ GinouH山c)

以重要的圣三论，圣宠论等为经，逐渐地，机会地指出教父们关

于每一个问题的见解。有些人，如狄撤龙（ Tixeront）随着历史

的阶段，检讨一切的道理状态。我们采取后面的方法，以教父的

见解为核心，报道每一代的教义状态乙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完成

我们预先计划的．简单的，足够的结合二

七神秘神修学

（甲）神秘神修学概论

斗、神秘神修学定义。我们首先应当指出，神秘神修学与神

修学是有分别的〔

神修学是伦理神学的一支，两者都是神学ο 伦理神学：以人

的自由行为为对象，且以归向天主，人类最后的超自然目标。这

是个无穷的题材，为此，应当多方面地，或研究它的一点，或从

一个观点研究它的全部。神学就是一个例子c 神修学再根据一个

人的德行程度，预计调整电引他进入贤关圣域，与天主紧密地结

合。广义的伦理神学，在超自然的角度F，研究人的自由行为：

狭义的伦理神学在研究→个超自然地好的行为，应具备什么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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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特殊的条件。以尽量加强超自然德性程度为目标的神修学，

就别于狭义的伦理神学。神修学向有志修成者指出，应怎样开

始，怎样继续，怎样蹄登圣德的峰顶。圣贤的精神活动，比」般

基督徒的要强得多；而精神活动的强弱。是与对于圣宠的忠忱成

正比列的。伦理神学，尤其是神修学，在根据神秘神修学，调整

圣贤们的这些活动。

神学的一支，神秘神修学，在研究天主为指导有德之士进入

合路，和在合路中的步骤，而赐给他们的特殊圣宠。它也以圣经

和教父们的著作为依据c 实在，它与教义神学的关系，深于它与

伦理神学的关系。圣宠论，圣神恩宠论，与它的关系最为密切。

它为加强神修学，指导修成，常特别注意教父和圣人们的理论和

经验。

神秘圣宠实在就是瞻祷（ Contemplation ）。神秘（ Mystique)

本指圣宠在人灵魂上的智慧活动，使它一面认识天主，一面做最

高尚的爱德工作。这个意义不但不排除别的意义，而且解释其它

的一切；因为其它的→切，都是直接地，或间接地导源于它的。

广义地说，神秘也指：

1. 由宠光引起的天主之爱的活动（ Amour infos) o 

2. 预备和伴随高级智慧之宠的圣神恩宠的活动。

3. 直接以发展高级恩宠为目标的修成（洗除罪过只是间接

的目标）。

4. 蒙受卓越圣宠的灵魂的状态。

5. 若干非常的现象（神视，出神，印伤）。

二、神修生活的阶段。修成路上不同的阶段，应该根据神修

学予以指定。学者把它划分为三个阶段，就是大家所称的三路：

炼路就是开始修成者，或称怀着善意者的阶段；明路就是在德行

动上已有造就者，或称有德者的阶段；合路就是圣贤的阶段。这

个由圣多玛斯提议，神修家所附议的三阶段，由于神秘神修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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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综的现象，是不敷应用的；至少最后的阶段，再应予以分析。

明路的特征，开始时是种种修德护德的英勇表现；结束时，

是整个地忠于圣宠的内心和平。这些强有力的圣宠．是压倒劣根

性，和！打开各路的必要工具。明路上的灵魂，有热烈者，有安静

者。圣奥斯定用善意（ BonnP volont的称灵魂的状态，用德能

( Virtus ）称热烈的灵魂的状态．用安静（ Tra叫uilitas）称和平的

灵魂的状态 3

合路也应当分作两阶段，合路上的灵魂，通过了整个的自我

牺牲，经常翁合天主圣意；而纯洁和热烈的爱德，是它们」切措

置的动因。它们对于天主和信理，有最光明的见解；且以反映于

操行中c 这些光明，在圣贤身上，不是同样程度的。这些光明在

信德之人身上，使他的简单的信德，又光亮，又活泼，又积极。

这些 Yt明，在圣人身上，使他出神，使他即使在做伟大的光荣天

主工作中，经常与天主结合着二圣奥斯定说：信德之人出入瞻想

光中，圣人留居于瞻想、光中。

神秘圣宠使明路上的灵魂进入合路。和平的灵魂也时常获得

神秘圣宠；完善的灵魂，（很少数的）获得的神秘圣宠，无论在

量上，在质上，都胜过－一筹。他们这种状态，称神秘状态c

( Etat mysti-que) 

三、神秘状态3 神秘状态是对神修状态而说的c 应当晓得：

神秘状态不是神秘神修学，而神修状态也不只是神修学ζ

在神修状态中的灵魂，开始走向成全之路，而且是日进于

德；可是还没有获得神秘圣宠；因为一般地说，神秘圣宠只赐于

走完明路的灵魂。神修指灵魂｛库德的一切方法。

在神秘状态中的灵魂，蒙受神秘圣宠，藉以陪登圣德的峰

页，而它的整个的操行，常受其影响。这种灵魂状态是棍合的。

ξ －面在神秘圣宠中，反映出天主的活动；另一面，透露出人灵

吱度剧烈的工作。后面的工作，本是关于伦理神学，尤其是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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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修学的；可是，因为这些圣宠在完人心灵上，发生的强有力影

响，学者也视为神修学的对象。

应当注意，过分强调天主活动，以及过分削弱人灵的工作，

都是错误的。理由是简单的，因为圣德究竟不只是天主的种种恩

宠，而人灵的努力苦干，实在也是圣德的主要因素。

因此＇ －方面为澄清视线，另方面，为避免可能的一切误会

起见，神修德定义，不应当根据灵魂状态，然应当根据神学观

点，而深切地研究人灵在圣宠的协助下，向圣德的峰顶迈进的一

切活动。至于神秘神修学，只应吁把圣神在人灵上的种种活动为

对象。可是我们并不否认，圣神活动的研究，使所以用来指导人

灵的活动的。总之，神秘神修学是为神修学的，圣宠是为德

行的。

( z. ）瞻祷
正如上面所说的，瞻祷是一切神秘圣宠的总汇；那么，这里

应该把瞻祷讨论一下。

（一）瞻祷总论

I. 一般地说．瞻祷是对于天主的高度认识士这个认识，圣

神常赐予那些灵魂清洁．德行坚强的人；务使他们站稳在成全领

域中。这个认识，不但不毁灭信、望、爱三超德，而且予以

发展。

这个认识是高度的，第一，因着它的意想不到的简单性，第

二，由于它的特殊的效力，第三，由于它的对象。

＼瞻祷是个简单的和直觉的认识。这个行为类似人所以认

识基本原则的行为，可是超越人所以认识 A般对象的行为，只有

通过天主自己的动作，才能亘觉地认识天主气这些动作的动力，

就是圣神的恩宠，以及智慧聪明。

兰、瞻祷的特性，就是人与天主的一种“接触”；而这种接

触仿佛是一种实验认识（ Connais-sance quasi exp位1mentale)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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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圣宠的启发下，灵魂深深地觉得天主在鉴；换句话，觉得它

在天主前；再简单地说：它对于天主的实际性，已拥有一个直接

的和正确的认识。这个认识，就是在人灵极度萧条的处境中，也

能通过－种超自然的毅力，把天主的意志，与人的意志，彼此联

合着。这种神秘认识的写实性，每因深刻的宗教热情而加强；而

在谈天主和在祈祷的圣贤，每受这种热情的控制。这种感觉的动

力，就在智慧中。它使人津津有味地思念天主，且使它觉得天主

还站在一切实际之上，而且是唯一的实际。

我们应该注意：这个智慧需要一种相当程度的了解条件。这

种了解，如果缺少了一个对于神圣奥迹的透彻的领悟，是不可能

完全的ο 可是，聪明是隶属于智慧的。智慧和聪明是瞻祷的两个

因素，两个合作的动因c 在等级的观点下，智慧高于聪明。圣女

德肋撒指出，智慧的动力先于聪明的动力；就是在神修生活的堂

奥墅，富裕的“神秘之光”，不变地隶属于智慧和爱德σ

三、瞻祷一般的对象，就是信德的对象；一切启示的真理，

在各种不同程度下都能受宠光的照耀l二瞻祷的本对象，就是天

主，信德的第 a和最高对象。 －切事物，为了它与天主的关系，

也就进入了信德和瞻祷的领域。于是， J样东西，越与天主接

近，就越直接地受照于天光c 基督的人性，由于它与圣子的结

合，在任何临时的卑污环境中，在神挝、神修家眼里，一贯地是最

得宠光临照的受造之物；圣经由于它是“天主之言”，圣人们通

过宠光，都视以为“不竭的圣道之源”。即使其中最平凡的几

页，也不在例外。显然，在完人的心灵中，天主是第一个受宠光

照耀的对象；为了其它的 A切的所得的光，都是从袍的光？原里发

出来的。实在对于无穷美善，以及对于圣三的进一步认识，能使

我们更深切地了解别的奥迹，尤其是圣子的降孕，以及该奥迹无

比的伟大性。那末瞻祷实在是对于天主，以及对于天主的→切的

高度认识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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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那末，瞻祷有两种不同的形态。在第一种形态中，它独

占着灵魂；在这个独占下，它或槟除别的一切动力，或竟全部予

以停止。这种瞻祷或称狭义的瞻祷，或称外来的瞻祷。在第二种

形态中，那个同一的瞻祷里，或称外来的瞻祷c 参加着一种推理

的活动。在瞻仰默祷中，应该再予讨论。瞻祷的一切特性，在第

一种状态下，表现得最清楚。

（二）狭义的瞻祷

1. 狭义的瞻祷，换句话，因素的瞻祷以天主为本来的和直

接的对象。它与天主接触，不藉什么理智的揣摩，而纯靠－种简

单的直觉。神秘神修家所称的“理想之峰”，就是瞻祷的工具。

瞻祷不但发生于揣摩以外，还自然地予以堵塞ο 瞻祷到达r顶

点，就停止理智的揣摩工具；可是，这不是没有例外的。在瞻仰

默祷里，可能又有瞻祷，又有揣摩。

2. 天主的这些光，是有等级的。天主把它赐给人灵，始于

最低级，拾级而上，终于最高级。圣女德肋撒的等级描写，是最

中肯的0

4、初级的瞻祷圣宠，是于恬静的祈祷（ 01 aisons de 

receuillement et de qui岳tude ），或第四神室（ Quatri岳me Demeure) 

中，由天主颁赐的。这种祈祷，圣女德肋撤不以瞻祷名之；在这

种祈祷内，天主发表的，不是袖白身，而是袍的成绩，尤其是所

以标志袖在鉴的深遂的、难言的和平。这些圣宠的目标，在发展

灵魂的爱主之忱，而预备它进入合路G 圣十宇若望所称的“感

官之夜，，（ Nu

的“自我牺牲，，，就是使它在掌握了必要条件之后，进入完人的

阶段c 这个考验的王具，就是神秘的和不纯粹的瞻祷。

二、真正因i荫的瞻祷，圣女德肋撒称之为圣宠或结合的祈祷

( Oraisons de graces on d’union ）；在这祈祷中，灵魂把自己的意

志，结合于天主的意志c 受宠的灵魂愈忠信，圣宠愈来愈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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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产生的结合，是简单的（第五神宝），热烈的‘往往出神的

（第六神室）；而最后是神化的（ Transf-ormante) （第七神室）。

神化的结合，实现于内心全部刷新之后；那时，也就实验了下面

保碌的一句话： “与天主结合者，与天主→心” （格前四 17 ）。

圣女指出：结合圣宠特性之一 就是天主特别光耀显露自己 Q 这

在简单的结合中（第五神室）就是圣女所称的灵魂天主间的晤

谈巾，已经可以看到。圣女又指出， －切神光直接集中于天主：

“那时，唯一的问题就是天主；灵魂神秘地只觉得，那个它将取

以为净配的是谁＼圣女在自传里说得更加彻底：“纯粹真理是

由结合发生的”。圣十字若望也异口同声，可是尤强调了简单的

信德在神魂超自然光辉中的使命二这个光辉镜头，是在无穷有昧

的瞻祷以及神魂之夜（ Nuit de l'esprit ），或神魂高度考验之外

的乙至于“神魂之夜

更灿烂的光芒O

圣奥斯定的见解如出一辙，古代圣师，尤其是圣奥斯定派

的，侧重于笼罩在圆满爱德下的超性之光的描写。圣女德助撒则

强调这些圣宠的高贵性，以及天主照顾提拔受造之物的伟大

恩情、

（丙）瞻仰默祷

一、瞻仰默祷与瞻祷不同巳默祷指一切灵魂所以认识和爱慕

天主的活动。这种默祷可分三种：

l. 推理默祷（脏ditation discursive ）。这是谁都认识的→种

功操，圣依肋爵、圣方济各撒肋爵，以及奥理蔼（ Olier）等曾

言之萦详。

2. 抒情默祷。在这种默祷里，推理工作少，抒情工作多。

3. 瞻仰默祷。灵魂在这种默祷里，靠着一个更光明的信德，

→俨更纯洁更热烈的爱德，能依依地瞻仰天主的美善，或是直接

兰．或是在基督人性中的，或是在圣经中的。通过这些美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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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对我们展露自己。

这里，我们要特别讨论的默祷，是最后的一种。因为它与瞻

祷有很重要的关系。瞻仰默祷又可以分上下两级。

二、下级瞻仰默祷（ M创itatio

的灵魂，没有圣神的特殊恩光，只仗一般的宠光，依依地瞻仰

天主的美善。这是个高尚的研究，真正的祈祷，可是它不出默

祷的范围。由于它预备灵魂进行瞻祷，我们称它为瞻仰默祷。

又因为它缺少它上级所有的一种因素，我们称它为下级瞻仰

默祷。

许多近代的神修家，称下级瞻祷为人工瞻祷（ Contemplation 

acquise），我们不以为然《一、它既是瞻祷的预备，它决不是真

正的瞻祷；二、人工（ acquise ）可以使人误会，可能没有天赋

(infos）因素的真正瞻祷。

积极瞻祷（ contemplation active）许多神修家认为就是人工

瞻祷。积极两字在这里用起来，比人工两字好：因为一面可以避

免若干误会， －面也能用以指上级瞻仰默诗。

我们认为：最好用上攀默祷（ Elevatio川来代瞻仰默祷。沙

孚（ Saov岳）的“信理举想”（ El岳阳tions dogmatiques），鲍书爱的

“奥迹举想” (Elevations sur les myst告res) 圣奥斯定的“忏悔

录”，都是上级瞻仰默祷。

三、上级瞻仰默祷巾的灵魂，不但蒙受一般的信光和圣宠，

还获得圣神的特恩。灵魂自然地进行一切，而天主圣神，通过一

般的圣宠，以及聪明智慧的特恩，同它合作。在这种默祷里，又

有推理默祷，又有由圣神发动的瞻祷。一天从默祷中出来，随口

唱着“太阳歌”，邀请整个的自然界颂扬天主的圣五伤方济各，

以及挥笔写出洋溢着高度热情的一贞的圣女德肋撤，并不在纯粹

的被动瞻祷中。他们却只利用圣神之光，自动地工作着。

为此推理瞻祷中，可能存在着瞻祷；而同样瞻祷中，可能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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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推理瞻祷。瞻祷是种由圣神策动的，简单而直觉的默祷。它

虽不需要三司的合作，并不必要地予以抹煞。瞻祷稍弛，三司就

重整旗鼓，更加有力地起而活动。瞻祷之光，不但照耀着“灵

魂之峰”，还照耀着整个的灵魂c 一个清晰的原则，可以使人说

的头头是道。天主是最高的总原则c 一个通过瞻祷了解纯真理的

灵魂，就在该真理的氛围中，循三司纯洁的和度，不等地说着、

行着O A个灵魂在与天主→心一意后，如果它忠于圣宠的话，就

不间断地生活在瞻祷中。这都是圣女德肋撒在“第七冲室”中

所说的 c 实在，她重提了圣奥斯定的宏论J

如果整个的活动，是在来自瞻祷的神光下完成的，那末，瞻

仰默祷，就是一跃而为上级瞻仰默祷。通过瞻祷，已经找到天主

的灵魂将来不费吹灰之力，只凭自己的智力，或在基督人性上，

或在圣经上，甚至或在自然界里．可以再度找到她（这个上级瞻

仰默祷．简直等于默祷，更好说它是积极的瞻祷，这纯因为其中

还存在着三司的活动。还是我们关于这个瞻祷的见解J 无论如

何，我们绝对不能接受人1：瞻祷的名词L

（丁）默祷分析的利益

一、上列的繁复的分析，为能正确地了解古代基督宗教文

字，是决不可少的。亚力山大里亚学派的“知”说（ La Gnose) 

就是个例子；它虽有它的缺点，也有它的不灭之功。奥斯定的学

说，如果你先不明了上列的原则．在许多地方，也会是莫明其妙

的工教父、圣师、神学家的这样细腻正确的“基督精神” (Le 

~en从 chretien）都是从那些超然的源泉中．丰富地流出来的？这

1、精神，在信理一贯发展的过程中，是最重要的一环ο

二、若F古代教父的神修作风，在那些前提的光下，才能露

在本来面目来。为什么对古人把缓慢的圣书诵读当作祈祷，后人

导会报以一笑？为什么，占代的隐修士们整天唱着圣咏，而后人

再会说，这个浮面的口祷，虽也可嘉，怎能}fl..得到圣方济各撒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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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提倡的默祷呢？不知这些“神操”，原本就是真正的瞻仰祷默

祷，可能还是下级的c 可是，它们的目标确是瞻祷；如果不断地

努力的话，很快地能获得一种超性因素，而使下级的瞻仰默祷，

化成上级的瞻仰默祷。这个超性！司素，在天腻默祷或被动默祷中

发展起来，是很紧要的。这个因素能和灵魂在默祷中的活动，尤

其是寻求天主的活动中缔结起来。这个因素能使灵魂寻获，或重

新寻获天主，在万物巾，尤其是在基督一一天主之路→一身上以

及在圣经－一一天主之言 中。实在古代圣师的著作里，弥漫着

神秘的气氛。

三、“神秘之光”（ Les lumieres mystiq时约）笼罩着教父的

神修篇幅；可是它们的用意，不是常郎若列眉的 许多他们的

作品是关于圣经的 r 这里~写先一提我们的现点和术语。我们

可能根据两个观点来解释圣经： （一）表示思想的方法，

（二）文学指出的对象。关于第一点，圣经的文字能有两种意

义： 1. 字面的意义，它可是本意的（ Sens propre ），或是喻意

的（ Sens m岳taphorique) ; 2. 神秘的意义，它是由天主指出的

一种“弦外之音飞机变的意义（ Sens accommodatrice）本不是

圣经的意义c

从圣经文字的对象着想，还可分出两种意义不同的篇幅：

1. 历史篇幅揭露的是事实；道理篇幅表示的是伦理学和神学

（关于基督、教会、圣兰、常生）。“神秘之光”，给予圣人一种

特殊的技能， f卑能掌握和欣赏一切圣经道理的意义C 该一切意义

就是神修注疏学的对象。

四、神秘之光也能使他们从历史篇幅中，寻出许多实用的理

论来。教父们的实用理论，有些是关于神学的，目的在根据圣经

中的比喻象征，向教友指出信德的真理；有些是关于伦理的，目

的在切磋琢磨。那些真理，在训育和修行上，是极宝贵的。教父

们独出心裁，用圣经上的一段文字，五花八门也发挥加强各人的



导言 31 

学说。

这些实用理论，在下面的条件下，是很合法的： 1. 不应该

看作圣经的真义， 2. 它们应当基于圣经原意， 3. 他们应当是

有益于灵的。最后一个条件，由于它们对于天主的深刻认识，

以及向他的结合，几乎到处实现着。若干神秘神修作品，在注

疏学角度下看来是很平凡的。缺少第一个条件的作品是危险

的；缺少第二个条件的作品是武断的；缺少第三个条件的作品

是不足道的。

这些神秘的作品，虽穿着神修注疏的外衣，实在是瞻仰默祷

的一种c 圣奥斯定忏悔录的最后兰卷，名义上在为古经最初几章

作注解，实际上，就是他面对天主，殷殷以天主为念的心灵的最

美丽的歌声c 鲍书爱的“奥迹举想”，也元非是圣经选篇的伦理

和神修注正在。无疑地，这部著作中在不少的地方，我们觉得作者

的灵魂在努力陪升．慢慢地上去。可是，在别的篇幅中，尤其是

在圣奥斯定著作中，努力已不存在，神鹰展尽现翼、横扫着天

空。在院祷申已经获得天主的灵魂，在瞻仰默持中．能毫不费力

地，再度找到天主勺子是它的瞻仰默祷益趋成全，因而它的关于

圣经注疏，也益形美化。

那末，我们指出的一段原则，在不少的塌合下，不是己很实

用的么？我们在上面指出的一切，已足证明它的效用；其余的条

例，后来是随时予以枚举。整个的理论，不出乎两个原则；而这

两个原则，在这些问题上，最能彻底托出圣奥斯定的思想：信德

的第→个对象，天主，也就是瞻祷的本对象；在某一祈祷中，推

理的活动受到来自瞻祷的神光的扶植。

五、上面的分类还有另」个好处：它们又能总括教父们的道

理现，一是伦理（ Le Moralisime ）的， A 是神秘（ Le 

Myaticisme）的。神秘观的对象，是超性生活的两种神秘性；它

一般地阐发的，是天主在人灵上的活动，尤其是对于天主超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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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伦理观特别阐发的，是人的责任，是他为同天主结合应有

的活动。一句话，它注意的，就是我们所称的神修神学。从此可

见圣若望金口怎样是主张伦理观的；圣奥斯定和亚历山大里亚学

派是怎样主张神秘观的。应当晓得：它俩不单不相矛盾，而且彼

此补充。实在，在大圣师身上，土述的几个不在例外，它俩在不

同的程度下互相结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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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部教父文学的起源

第一章使徒教父

使徒著作的特性

使徒著作指产生于一世纪末和二世纪前五十年中的非经典读

物。它们的作者习称使徒教父。他们或是宗徒，或是认识宗徒

者，或是宗徒的弟子。教父学的对象虽不是经典，其间可能容留

宗徒的笔墨，信经就是一个例子；而且它在使徒著作中的权威，

是卓卓不群的力不少的使徒著作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被

列入经典目录，而终于决定地抽了出来。在信经外若干别的作

品，虽时刻归于宗徒，决不应当认为宗徒的真笔，实际上他们不

过代表从宗徒传下来的训导或思想罢了！

使徒教父与他们的著作的权威，在现代天主教、抗议教、抗

议教唯理论中间，关于基督教义起源的争论，是极有关系的。这

些古代教会，资望卓越的信德证人的价值，不单为了他们生活的

时代，更为了他们的著作所反映的，不是什么个人的见解，而是

当代整个教会的思潮。他们的权威，与他们本身的价值应当予以

区别。他们的著作，一般地说来，不及经典的神圣、奥妙、热

情。即使把他们和后几代的著作比较起来，无论在文学方面，在

哲学方面，都未免逊色。它们真正的价值，纯为了他们是宗徒声

教的反响。



34 教父学大纲卷一

这个宗徒声教的反响，尤表现在于一系列经典（古经、新

经、书信。）文字的引证。十二徒训话（ La Didach的的最初六

章，圣克来孟致格林多人书，圣依纳爵的函件，字里行间，到处

可以找到经典上的字句。使徒教父虽还没有确定的新经目录，可

是在援引宗徒作品时，一如在援引古教法典与先知书时，同样冠

以“经上写着”（ Scriptum est) 0 这足以证明在他们眼里，前后

两者的权威，是不相上下的c 他们也承认教会保管启示府库的使

命。圣依纳爵强调，任何信友，在教义和法纪上，应当与主教一

致。最后教父们时常引用口头传下的基督或宗徒们的训话。这

点，在巴比亚斯和神长们的著作中，最为显著。

使徒教父们的道学，是没有系统的；可是不是没有中心思想

的。他们怀着简单的，和在超性之光照耀下的信德。综合地说

来，他们坚信：（甲）一个天主包含着父、子、圣神；基督是真

天主真人。一句话，他们坚持着圣三和圣子降生的奥迹。

（乙）一个阶级性的教会组织，代表天主，包揽一切大权：这是

一般的成圣方法0 （丙）二个非常坚决的，明郎的，以神修为目

标的伦理大纲，在教父的宗教文学上烙着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

这几点在后边论各教父的著作时，当分别予以补充；可是我

们认为，一个概论还是不可少的：因为它能澄清→切的枝节问

题，且能引起我们有利地进入教父著作之林。

二教父著作的学理

｛甲）圣三与基督

一、使徒教父的圣三学理，就是在洗礼祝文中所强调的。蓝

勃东神父（ Lebreton ）指出，除了经典，这个祝文在信理历史

中，尤其是在圣兰信理历史中影响是最大的。尼西亚（ Nicee) 

信经，虽为教理历史开辟了→个新阶段，可是出于洗礼视文，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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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实际上，无异于罗马信经。尼西亚信经中，父子一体的界词，

早已隐约地存在前面两种文献中。不但三位的次序是确定的，他

们的超然生活是惟一的，他们所受的敬礼是元二的。

这个圣三的，由护道哲学士开始，后一世纪神学家强调的抽

象学理，在使徒教父的著作里，不犹豫地，不好奇地，直接予以

肯定。他们只晓得从新经上写录关于圣王的文字。卡二徒训话的

第七章里竟出现了两次圣三洗礼祝文。圣克来孟为和平起见，重

申了公共的，天主一、基督一、圣神一的信条。在圣依纳爵的文

章内，可以找到那些同样的文字。根据玻利加伯的致命录，士麦

拿主教不但通过，又借同子与圣神赞扬圣父。撒落满的情歌

(Les Od臼 Salomon）也有若干有趣的句语：如果第二十三首情歌

中的子与圣神，不是后人加进去的话，那末，应当是最耐人寻味

的。在上边我们所引的篇幅内，三位的天主性，一贯地受到了

表扬。

二、基督的天性，使徒教义，一致明朗地予以肯定。教理的

精神，也就在这点上（这个真理反复的提出，甚至使若干信友对

于基督的人性，表示怀疑勺主张救世主的肉身纯为虚象的像人论

( Docet-isme），二世纪初叶，盛行于小亚细亚；圣依纳爵尝加以

攘斥。在他致东 ti教会的一切书信中，他坚决无比地肯定：耶稣

是真人。因为他强调玛利亚是天主的母亲，和她的始孕元咕，他

被称为玛利亚的第一个神学家乙可是，同时圣依纳爵清楚地承认

耶稣的天主性，时称他天主，时称他我的天主，时称他我们的天

主，时称他天主耶稣基督；稳定地引用着神学家所称的“语言

调度法·· (La communica-tion des idiomes）。其余使徒教父的学

说，也与他的无别。罗马的圣克来孟与安提阿主教的观点，都是

清明的c 习称巴尔纳伯书信的作者，对于经典的作风，等于

“像人论”对于基督人性的作风；可是他的过激的神化论证明了

他对于救主天主性，最深刻的信，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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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教会
基督的大事业，首推教会；使徒教父是他的精神生陆的初期

证人；他们给我们报告了它开始时的组织。开始它就是」个强有

力的社团；它的圣统制，根据来自天主的最巩固的权威，逐渐发

展着。二世纪初叶，这个圣统制已到了三级，地方教会也不在例

外。这个制度，早已存在若干较大的教区内，如耶j各撒j令、如安

提阿、罗马等等。 一世纪末叶圣统制可能己流行到各地勺在若干二

区域，大概只有三级，宗徒的继任人、 千一主主教指导一区的教

务；他的职务与宣教人员的使命是不同的。应当明了，一世纪末

叶，主教司锋的区别还没有确定「

教会不是个一般社会的组织，它掌握着基督建立的圣化方

法；它仿佛是这些方法的监护人。在使徒教父的著作里．可以找

到若干宗教礼仪的考据．如圣洗、圣体、告解乙赫尔曼的“牧

者”一书内，最多关于这种问题的材料；可惜他的见解每欠

准确。

（丙）伦理学

伦理学在使徒教父的著作里 占着主要的位置，他们的内容

虽相符．可是各有各的特色ο 十二徒训话中，伦理的表示，简直

是从圣经土抄录下来的→系列，连文字都是原封未动的条例 l飞在

圣克来孟书信内，伦理的表白极精确，动因的叙述很广博。圣依

纳爵谈伦理的致罗马人书，和其余的一切书信件中，都洋溢着纯

洁的与光耀的神秘神修学气氛。实在他的伦理学，无非是灵魂与

基督紧密的和超性的结合的自然流露，而它的基础，是安提阿主

教对于基督天主的高远的超性认识。这也是真正的基督的神秘神

修的基本的条例之～

圣依纳爵伟大的人格，更表现于他的英勇的斗争中。这个特

性，在他的作品里，烙着→个深深的痕迹c 这尤是二种使徒说教

作品；他称基督徒的生活为精神斗争；这个作品又称圣克来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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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封书信。这种神修的风尚，在赫尔曼的著作中还要浓厚；可

是他的苦修论（ Encratisme ）并没有越出常轨，也没有把诫命和

劝谕1昆为一谈。这种同型的伦理，在另一个伪克来孟的两封致守

贞者的信里也可以找到c 作者运用美丽的词句，指出他们的地位

的伟大，以及职责的关系；敦劝他们努力避免若干危机。基督徒

的热忱的真正的日标，在紧密地与基督相结和圆满地掌握他的神

同 c 世纪末日将临的信，L、．不过是坚强望德的一种过度表现c 这

种神修论的基础．是活泼的和巩固的信德，而它的伦理是它的自

然结果z



第工章 宗徒信经

宗徒信经的权威与本文

宗徒f言经，在使徒著作中，应当占第一把交椅。说宗徒信

经，并不说它确是宗徒们的手笔；可是这个标题引起的信友的重

视之心，是了不起的。假使说它是启示作品， bi当与圣经同列的

话，那末就错误了。抗议教徒为了它的道学表示，在若干点比圣

经更加清楚，竞再认了它的一切权威：这是应该纠正的。公教会

认为：这是个正式的信德准则；在洗礼中．它还要求进教者予以

接受G 华罔（九飞acant ）说：··根据它的内容，它虽不是一个公

会议的神学文件，可是．这个礼仪的和教理的标志，确是教会不

能错误的、经常的训导表示：这是它明郎的训导工具；其间肯定

的各点，都是公教的信条；违反了它，就是异端。”

这个信经又成了难以数计的诠释对象。在两方，有鲁芬

( R1由1）和尼赛塔的雷梅西亚纳（ Nicetas de Remeiana ），在东

方，有耶路撒冷济利禄的著作c 圣奥斯定和圣伯多禄金口的诠释

是最有名的。

六十多年来，信经变为广大批判学的对象。挪威人喀斯巴利

(Caspari ）的三篇论文，做了开路先锋。哈（ Hahn）在他的信条

图书日录（ Biblioth问ue des Symboles) rf1 为它们写了一个总结。

伽登波（ F. Kattenbusch）写了比喀斯巴利更浩繁的篇幅予以研

究：英人蓬冈（ A. Burn）也有相当的贡献。我们虽不应当盲目

接受那些学者的一切观点，可是，若干关于历史的结论，是应该

牢记的。关于上列的作品，巴典孚和华刚达（ Batiffol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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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V acandard）先后都尝综合地予以评论。

现在通行的信经，并不是圣教初叶的原文；他与四0四年左

右，在西方第二个注译信经的、阿基来的鲁芬（ Rufin d’Agnilee) 

传下的信经，是很有出入的。在下面通行的信经里，我们在方括

号内指出鲁芬信经中所缺的文字，在圆括号内指出互异的文字。

1. 我信“一个”天主，全能的父“天地的创造者”。

2. 和耶稣基督，他的独子．我们的主0

3. 他因圣神受孕（诞“生”于童贞玛丽亚）。

4. 受难（被钉）于般雀比辣多作宰时“被钉”而死、而

葬、而“降地狱”二

5.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C

6. 升天堂，坐在“全能天主”的右边。

7. 将从那儿来审判生者与死者。

8. （又）“我信”圣神 c

9. 圣“而公”教会“诸圣相通功” v

10. 罪过的赦免。

11. 肉身的复活。

12. “以及常生”。

二西方的信经历史

鲁芬所传的称罗马信经，所以别于伽利安（ Gallica川信经：

它的本文几乎整个见于阿尔肋的圣瑟才而（ St. C的aire d’Ades) 

的著作巾。在尼赛塔的雷梅西亚纳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到它的大

部份（五世纪初）。这些不同教会的不同的信经，终于被放厘订

为同一的文本，而于若干世纪后，被录入罗马礼仪集。从此伽利

安信经取代了四世纪时还流行于罗马、密兰、阿基来、非洲的罗

马信经。批判学者一致承认：罗马信经是西方各种信经的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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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不同的文本，散见于三世纪教宗的公函，过i吕良的诺瓦西央

圣J兰论（ De TrinitatP de Novatien）和二世经圣依肋纳及圣儒斯定

的著作中c 我们应当指出，根据一般的见解，这个原始的信经

本来写着“我信」个天主”，到了气世纪初叶，为制止杏认耶稣

为天主的学说（ Monarchianisme ），删去了“→个”，若干学者表

示“父”是当时加上去的c 可是“父”似乎已见于原使信经中。

近代的挝判学者说他的著作地点是罗马，时间当在二世纪中叶

（哈尔那克）；或在一00年到一二0年 i'clJ （伽登波） 0 他们指

出，信经不过是广义的宗徒著作，正如别的一切最初两世纪的宗

徒作品。

这些经若干公教学者同意的结论，有些人还认为理由不够充

足，罗马信经与宗徒应当有更紧密的关系。鲁芬透露．根据一种

传授，宗徒们受基督命．在分散前，制定了一个所谓统一教会训

导的信德准则。于是在天主的启示 F，他们集体地写了出来，命

名信经。之后，人们说， f二端信经，每端的作者是→宗徒；而

且连作者的姓名也都指出来了二这些传说，第一次发现于六世纪

的两个伪称的奥斯定的演讲中＝卡九世纪末，若干公教学者还坚

持这些传说的准确性。豆玛（ Chamard）甚至相信：信经作者既

是十二宗徒，那末，应该是出于启示的。可是，这很能为持异论

者，造成一个藉口。

几位公教学者在相当的让步下，为维持鲁芬传说的因素，认

为信经的作者是伯多禄和保禄，教会的两大柱石。孚亚

( Fouard）肯定着这个观点。华盛（ Voisin ）只认为是盖然的。

他又提出了别的新证理：它拥有经典文学的绝对独立性。这个特

性在较晚的作者笔下，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简单的道理抒述中，

从没有提起什么后来的异端；又没有什么思辨的神学气味c 它的

基督学纯是历史的；它的思想言语也都是福音经的，而且带着一

种深入的愉快。这」切，确切地反映了宗徒的作风。再者，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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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文献，为当时的望教者，是最需要的。正为f这个目标，

照各教会的实际情形，它每受到修改。卡二徒训话中，所以没有

它的位置，因为l::是产生于罗马的c 圣克来孟不予记载，不就是

个反证，因为他没有必须予以提供的理由。华盛结论：“信经产

生于罗马，宗徒们还活着的时代的观点，在没有发现别的新的足

以解决这个难题之前，还是比较最妥当的→个3 ”

华盛主张，信经的因素成分，父、子、圣神的显明信条，…

如圣洗礼仪，是由去徒所订主的；主：的次卖成分是后 i~力u 仁去

的寸我们很能说，圣三信条的作者是宗徒，尤其是罗马的伯多酷

和保碌c

根据公教学者最近的批判．罗马信经可能是由两种同出于宗

徒的信经＇ ( －·种是圣主的， …种是基督的）合并而成的。目的

在强调圣教初期关于两个伟大奥迹的因素信条。这些信条，开始

时是零碎的；三世纪初，为能强有力的攻击才发生的耶稣非天主

的谬说．才联系了起来。

三宗徒信经在东方

在东方如在西方，四世纪时，流行着若干不同的信经。其间

最著名的， ‘为凯撒利亚（ Cesaree ）信经；尼西亚的教父们在

补充之后，予以采用； －＇｝；；耶路撒冷信经，它在根据尼西亚信经

修订后，由于对于圣神的部分，特别准确，就受了君士坦丁堡公

会议的批准（二三八一年）；且就称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c 此

外，还有很多的，或属于巴力斯坦型的，或属于叙利亚型的，或

属于弥克拉西亚（ Mikrasi-atique）型的信经。学者因此结论说三

世纪末，东方还没有定型的信经；而罗马信经当时才输入东方c

巴典孚名誉主教（ Mgr Batiff1副表示，罗马信经是由尼西亚公会

议输入的；当时东方教会中通行的，只有－个最简单的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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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经。

强调信经出诸宗徒的学者，在各各不同的观点下，群不以为

然。坚持信经作于宗徒产于罗马的华盛一班学者，相信它很快地

流行于整个教会中；东方尤予以重视而先扩大宣传了关于圣三的

部分。别的一切东方信经，都是从罗马信经变化而来的勺

Le symbole des Apotres 

BIBLIOGRAPHIE SPECIALE 

1 ° Edition critique: DF:NZINcrn-BA飞NI'\ Al汀， Enchiridion, p.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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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十二徒训话

十二徒训话的历史

「二f走训话，可称基督通过十二宗徒致人民的训话2 看来第

一个名称是从第二个先存在的名称精简来的。宗徒训话不应视作

他们的著作的撮要，而应视作他们的道学纲领。

这本教理的整个篇幅，是于 4八七三年发现的。一八八三

年，尼各迈狄（ Nicomedie ）大教正斐罗德·勃利尼奥

( Philothee Bηennios）根据 ·O五六年的耶路撒冷本，予以发行c

在重发行之前，这木i卖物并没有完全埋没，因为在亚历山大里亚

的克来孟和奥利振的著作里，不但提起了它，又援引了它的字

句。它尝风行 A时，直被看作启示的作品 3 安瑟伯（ Eus吾be)

把它列入伪经，圣亚大纳削把它介绍于望教者，说这是本益书。

它被抄写或被在别的宗教著作中诠释。

除在一八八三年发行的希腊本外，还有两种卡二宗徒训话片

断，一见于用拉丁语写的“两路”，发行人希雷（ Schlecht ）；一

见于用阿拉伯语写的希努第（ Schnordi ）传中。作者的姓名不

i芋，看来他引用了若干前书，尤其是那本也引用别的著作的

“两路”，可是不见有什么破绽c 至于“两路”，不像是部犹太的

作品c

十二宗徒训话大概写于七0年和九0年间，有些学者竟把它

推到一二0或→五0年。它叙述的起初的宗教礼仪和圣统制状

况，足以使我们相信它是逼近宗徒时代的产物，而且是古代教会

资格最老的一本书。它一定产于东方，或叙利亚，或巴力斯坦，



44 教父学大纲卷－一

或埃及c

这本著作的性质，一看它的内容，就明如观火。它既不是·

本望教者的手册，又不是单纯的礼仪课本（论礼仪的篇幅极

少）。它所列论的，依据一般的见解 是当时信友伦理的、私人

的、和社会的职责的纲领c

二十二徒训话的分析

这本书共计十六章，分兰部一跋：（甲）伦理教学。（一至

六章）（乙）宗教礼仪（七至十章）。（丙）训育（十→至十五

章）。（丁）基督再临（卡六章）。

（甲）伦理教学

习称“两路”为了它把基督徒的一切职责，归于两条路：

活路与死路。

I. 活路指出四种职责 I. 爱天主和l爱人的基本职责；它要求

人爱仇敌，好施舍。 2. 私人的职责，在避罪恶，尤其是淫乐、

暴庚、迷信；又在修德。 3. 社会的职责在敬礼天主的代表，与

信友和睦，对穷人慷慨，教育子女，优待儒仆。 4. 犯罪后告解

的职责。

2. 死路指出了一系列的禁行的事情，简直是个心灵的检讨。

3. 结论教人毋离去寻｜他进入圣域的正道，旺食祭过邪神的

肉类。

( z; ）宗教礼仪
有关于圣洗的，在关于大斋祈祷和圣体的。

1. 在领圣i先前，应当学习前列的伦理。付洗应当用一定方

式，在活水中举行。假使没有冷水，可以代之热水；假使水量不

够的活，可用｛顷流法；前一日，受洗者应当守大斋。

2. 大斋祈祷，星期三、五两天应当守大斋；星期一和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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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应当守大斋， J如伪善人所行的c 每天应当念天主经三次；

结语应当用：“为r勇气和光荣是世世属于你的！”

3. 圣体圣餐前，应当念两遍经： J遍念在爵杯土， a遍念

在剖饼上。只有因主名领过洗礼的人，能参加这个典礼。圣餐

后，行谢主礼时，应当念第→种经，结i吾应用“主来”。（ Maran

Atha) （格前 16 : 22）先知fi]可以随意谢主，没有－定的方式Q

（丙）训｜｜育制定

（→）关于公共机构的神业义务。 （二）关于公共机构的

内政。

1. 关于神业义务：（一）布道者应该公开指出上列的各条；

如果不遵守的话，不应该予以招待。（二）旅行使徒，应该善予

招待；如留宿过两天，并索取银钱者，应当看作假先知。

（三）不应该批评因神名讲话的真先知。假先知是那些 1. 因神

名要求设席。 2. 言行不符。 3. 表示若干只有天主能予以辨别，

而且引人也予以接受的作风者c

2. 爱德的职责： 1. 应当无条件接宿放行的弟兄，假使不过

两三天的话，假使他们要留的话，他们应该工作。 2. 公共机构

应该维持真先知和学士的生活句把最初J收获的东西供给他：因为

先知就是大司祭。假使没有他们，这些东西，应以施于贫之。

3. 机构内政包括三种： 1. 主日集会，所以分食圣餐；参加

这个真正的祭礼的信友，应该先行告解，与旁人和好。 2. 选择

合格的领袖（主敦和司祭）：他们应尽先知和司教的责任。 3. 兄

弟间的批评以及相互的团结r

（丁）跋中论世界末日

在信德中监护、坚持、相助，务使世界末日，一连串假先知

和世界的诱惑者出现的时候，能站稳、立场。可是．那时真理的标

志（天开、号筒、复活）也要表现出来，而主也要乘云降来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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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十二徒训话的道学

上面训话的详细分析，关于这点，已给了我们不少的资料；

这里只要一谈下列的四点就够了。

（甲）道理与伦理

训话的分析己指出了这部书的实际性。除了圣洗信条外，别

的主要信条，都隐约地载在其中。相似地，它关于伦理的观点是

很详细的。很稳间的c 它的律法是确切的；它不允许布道者随便

捏造。它把必守的诫命和随便接受的进德功导，予以区别。爱天

主是基督教伦理的基础；它首先要求信友躲避外教的罪恶，守好

个人的岗位、工作、爱人。最后它要求信友依照本书中指出的宗

教礼仪和训育，积极参加教会生活。

（乙）教会的职务

职务分二种， a种是非常的甘ii导职务，→种是地方教会的圣

统机构。

A、训导职务有属于使徒的，有属于先知的，有属于学士

的。负神业教育者，不属于狭义的圣统阶级。他们直接受圣神的

引导，不受教会的指挥。神恩（ Charismes）指特种圣宠，与宠

爱和若干信友为教会利益受到的恩宠是不同的。它们虽不同等

级，却也不相隶属。十二徒训话指出的与保禄叙述的没有分别：

“天主先选定了宗徒，次为先知，又次为学士” （格前 12 : 28) 

他们在原则上并属于一个教会c 先知和学士虽可能属于一个教

会，宗徒是从来不分疆域的c

宗徒们的特宠似在能做耶稣基督和他的复活的标准证人；如

伯多禄、保禄，以及其他的宗徒；可是伯多禄及保禄两人的独有

的恩宠，如不能错误性，不是其他的人们也有的。教会应当谨防

假使徒；真宗徒是那些拥有传统道学，不求享受，一心为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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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久久滞留于一地的人。

先知们的生活，不一定是个跋涉山川的布道生活。他们很能

站定于一地。他们的使命在因主名，用一种晦暗的言语、 iJil 导、

抚慰民众；甚至向他们透露秘密。可是，他们不识语者（十二徒

训话中的先知，在教会中，占着极重要的地位，他们是大可祭，

行圣餐礼，不受一般感恩仪式的节制，事教会的停禄，在预言的

恩宠外，若「人也领受整个的神品 ζ 他们是传教士，是主教、宗

徒的真正继任者c 这个有趣的假设解决的问题，多于它引起的问

题c 十二徒训话指出的一切，是适合事宜的3 无疑的，教会也予

以检验；这是所以审查他们的预言的神圣来源；不是因为先知低

于教会及神长。

学士所有的是学问；他们赖以训导的，不是从启示而是从研

究得来的学问。他们是宗教科学的教授，他们像是可择产

三、十二徒训话也指出了一种坐镇的圣统制。它包括教长

( Episcopi）与司祭？司祭们的职务虽没有确切的描写；可是大

概在布道和抚慰穷苦人J 教长们似属于先知；他们的司仪之职，

类似先知的；可是他们的司仪之职，是用类比的笔法写的。那些

教长是一般的可锋，次于先知，不是一般的先知，而是先知主

教。教会的圣统制似与特恩阶级无关的c 教长牛如先知和学士，

选来为行圣餐礼的。他们应当是良善的（在行政上，在司牧

上），诚恳的和有经验的（在司训上） c 

这些人是二般的司锋呢，或是主教？只凭十二徒训话，我们

无法予从肯定或否定；看来都是可能的J 这些教长可能又是先

知，又是宗徒，或是宗徒的继任人。他们提拔有特恩的人们管辖

各地教会。那未，这些名称似是可以混用的D

（丙）圣事

十二－徒训话列论了圣洗、告解、圣体三件圣事。

一、关于圣洗有下面主要的几点： 1. 物料是活水：这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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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象征的意义，不是必要的。 2. 圣三礼经，在第七章里，提了

两次； “因主的名义，你们付洗吧！”这个第九章里的付洗经，

应当参考圣三礼经，予以解释c 3. 付洗方式，或用漫洗法，或

用倾流法。在教堂洗池成立之后，倾流法专用病人c 4. 伦理训

练是领洗必要的预备。这个训练或视以为洗礼的 A部分，仿佛一

种训话，现代“弃绝”的问答，是从此演变来的。

二、告解在十二徒训话里提过两次。 1. 第四章指出个人的

告解行于会场上ι “你在会场上忏悔你的罪；你不要带着凶恶的

心灵去祈祷”。 2. 根据第四章这个忏悔似带着一种正式的

性质。

这两段文字，没有说明忏悔的情形：也没有确定，这个忏悔

是」般的呢，或是个别的；是向公众的呢，或是向主席的c 看来

这里的忏悔确是告解圣事，因为这是故罪的 可是若干学者只视

以为一种宗教仪式2 最后我们问：2指出：第一章仁节肯定：除去

相反圣神的罪，别的－切罪都将赦免二

三、圣体。十二徒训话关于圣体的证据是极宝贵的。十四、

十五两章所谈的，确是圣体圣事：因集会中举行的，确是一个真

的祭献。假使把它同马拉希（拉 1 : 11 ），以及圣儒其fr定信友集

会的描写（辩护书一卷六七章）比较，的确是个有力证据c 而

且上下文指出，圣t并~由教长和副祭剖分：参加者应先与仇人重

归于好（玛 5 : 23 ）产这伞切只能指圣体而说。

第九章第＋－章中所谈的怎样呢？这是个聚讼纷纭的问题c 若

干唯理论者认为这个宗教聚餐的描写，渐渐通过演变的途径而成

为圣体圣事J 不少公教评论家，也不以就是圣体，而是半宗教仪

式的聚餐会，命名友谊（ Agape ）：它在若干指定日期的晚上，

招集信徒。这个习惯，在圣体会分开在早上举行后，仍继续着。

辣段士（ Mgr Ladeuze）伽肯（ Cagin）雷克兰（ H. Leclercq ）等

都这样主张。相反地，巴底弗（ Mtgr Batiffol ）等，否认友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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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者，以及丰克（ Funk）等，承认友谊会的学者，把在这两

章里对于圣体的感恩词，铺张地予以诠释。可是，他们所提的理

由，并不是无隙可攻的。假使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看来，在那两章

里，很可能在谈圣体。在第十四章里，它只指出举行祭献的主日

集会。这里，它对集会中的礼仪经文，做了一个不完整的，可是

相当的描写。圣体既是个运席，那末，圣餐经和犹太人的饭经间

的相似，是用不着诧异的、 nJ是开始时，教会很可能在别一用意

下，借用犹太人的饭经。

总之，这两章内的礼仪描写，虽属粗枝大叶，还是宝贵的c

否认这两章的圣体性质者，自然不予采用。

（丁）基督再临

Parousie 这字的本意是lfj臼场，现在用以表示，基督重来审判

世人，为永远之国开幕。基督重来的希望 是卡二徒训话用以唤

起信友热忱的最大动力。可是这个“基督再，，扩正如在宗徒的

著作里，也没有就将实现的明朗报道3 相反地，作者利用时间的

不定，提高信友的警惕c “你们应该提高警惕啕为了你们不知道

何时基督要来”（第十六章），可能吁代的信友，为了，种由推

测或企望发生的印象，相信基督的再｜恼，己就在眼前。我们尽可

以这样想，十二徒训话中也找不到反证（

“基督再l陷” －点，还可以证明这部著作的古老性ο 二世纪

初叶，｛言友们受 j’若望指基督的审判已夭夭在进行着（若 5 : 

25 ）的影响：或根据信仰，或根据幻想．风起云涌地注意于基

督精神地驾，，自于教会和1神长，或｛言友；而由圣宠内在地予以训

导。这个新的观念，依纳爵表示得最出色；这个观念简直是他的

整个神修的精神 ι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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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Did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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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罗马的圣克来孟

一 圣克来孟的生活与著作

（甲）根据圣依肋纳（ St. lren面），圣克来孟（ St. Clement) 

是第四位罗马主教。安瑟伯（ Eusehe ）按着圣依助纳和他的同

代人赫才西伯（ H甸的ippe ）的证据，排定了圣教初叶的几位教

宗的年代：圣冷， (Lin ）六八到八0年：圣亚纳格来（ Ana

clet ），八0到九二年：圣克来孟，九二到一0一年。这些数字

是很可信的，表示具有宝贵的历史性γ 不论如何，克来孟确做过

罗马主教。

克来孟是不是保禄（斐 4 : 3 ）所说的那个斐理伯居民？没

有反证：三世纪后的古代教会常信以为然。他大概是伯多禄和保

禄在罗马弟子。成滔良还说他是从圣伯多禄子领神品的。 f也不应

该就是法拉维乌·克来孟（ Flavius Clemens) c 如果陶米西央的

一个堂兄弟，做r罗主教．古代教会或是罗马作家，不会略而不

提的。姓名的相同，究不是个相当的证据c 拉脱甫德（ Light

foot）说他曾是法拉维乌的一个奴隶，或一个奴隶之子。他的致

格林多人朽的一般的性质指出，他院当是个犹太人。他对于古经

有深切的认识：这决不是一个外教归正者可能有的。他是个受过

希腊文化的犹太人，他的文学与哲学教育，都是良好的J 他致格

林多人书是关于他宗教生活的惟一证件3 他是有权威而善于执政

的人物。他的中庸和慷慨的作风，反映在他的记陶米西央教难

（一章）和为皇帝祈祷中（六0章）。克来孟啕教的传说，四世

纪末，在罗马已成定论3 杜歇纳（ Mgr. Duchesne ）在宗座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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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ber Pontificalis）曾确实地予以叙述。可惜当代关于殉敦的历

史记录，未能整个地视为信史。该记录指出，他被流于希骚南士

( Chersonese），是被判溺死的。他的墓穴不在罗马，不过是个消

极的证据罢，了。

（乙）圣克来孟真正的著作，是他的致格林多人书。别的冒

名的著作，为数很多，价值不等，问世的时期也很参差。

（」）致格林多人工一书， （二）两封致贞女书， （三）伯多禄启

示录，（四）爱因屋皮亚伪著两种，（五）宗座法典。

五封宗座公I~见于若干经典集录，以及希腊教父集，克来孟

著作中c 这些公函由于其中藏的良好训话，历久被认为出于他的

手笔。可是毫无疑惑，它们后于克来孟的教理训话（ Homelies ）。

第－封是致基督的表弟，雅各伯的；它可视作这些训话的导言c

第二封也是寄雅各伯的：圣体祭器的保管，是该信的对象c 第二

封是致神职人员的：它指出了可择和别的神职人员的职责。第四

封论信友和外教人的隔离；又论圣洗、竖振、婚配。最后一封，

→面督促信友重视教会生活，一面强调解释圣经应当根据传授c

克来孟丛集（ Clemen tines ）指一套关于克来孟的著作；或书

写他的历史，或透露他少年时对于人生目标感觉的烦恼，或缕述

他怎样受伯多禄感化跟着宗徒之长，终于寻获了他失散的父母兄

弟。这部传奇在二世纪末，极受读者欢迎。陪着伯多禄旅行的克

来孟，因受不同的环境驱策，有致信友的训辞，有论教义、圣德

的辩护作品，有攘斥诺斯士派（ Gnostiqu削）外教徒的著述c 这

是部瑕瑜互见的历史。它有若干不同的版本，有些比较长，有些

比较短，各有各的特性。其间最重要的，应推 1. 二十篇教理训

话；复杂的内容，叙述克来孟的传奇生活，伯多禄的演讲，尤其

是他与邪法人薛蒙（ Si日10n ）的斗争 c 2. 回忆录（ Recognitions) 

把前面的历史，尤其是他辩道的演讲，在加了些细节后，在另一

个面具下，再重写了一遍。克来孟丛集的精华，还可以在叙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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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节译本里找到。汁四短篇中，两篇是希腊语的，两篇是阿拉

伯语的。

从道学角度看来，甘111*大大地次于回忆录。训话中的错误，

有的是关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有的是关于哲学和诺斯士派学说

的。作者用以攻击基督徒的仇敌，尤其是薛蒙·诺（ Nau ）指

出：“整个著作的自然和诚朴氛围，以及→贯的高超思想，使读

者→面觉得兴奋，→面原谅这古老作品的缺点。”卡三卷回忆

录，无论在辞藻方面，在逻辑方面，在结构的缤密和学说的正确

方面，都远胜前作。其中关于永劫（ Eons ）学说的篇幅很少：

对于基督神性，有明确的肯定。作者又为天主上智的亭毒辩护；

又描写了宇宙奇妙的秩序。这些描写，诺（ Nau）认为可以媲美

圣伯多禄·伯尔纳定的作品。他又攘斥盛行于加尔代

( Chaldee），且为信友极有害的星相学。

这两部著作，都平格（ Tubingue）学涯中见之为基督教以及罗

马教会的渊源r 近代学者一致承认，它们是三世纪前的产物，可

是它们的蓝本，应当已问世于工世纪末。总之，克来孟 J定不是

它们的作者。

二致格林多人书

（甲）这封有名的、共六五章的书信，早就在信友手中授受

着；可是在四世纪的亚历山大电亚重要手抄本中，却缺少五八到

六三章。一八七五年，勃平lj尼奥（ Br町nnios ）根据耶路撒冷手

抄本， c~o五六年，中间也包括着十工徒训话和巴尔纳伯书）

予以刊印后，致恪林多人书，始整个地流行于世。约在→七0

年，格林多主教，圣特尼（ St. Denys）的肯定，赫才西伯和圣依

肋纳（ Irenee）的证明都指出：它虽没有作者的姓名，虽在罗马

教会的名义下写的，它确是克来孟的笔墨「圣玻利加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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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Polycarpe）在他的致斐理伯人书中，虽不予援用，却摹仿

了它。

这封信产生于陶米西央（ Domitien）教难后（九五或九六年

停止）九六与九八年之间。它的目的在重建格林多教会的和平。

→两个反动分子，煽动信众，攻击神长，被夺他们的职权；但多

数人是贤明的。后来格林多的特尼关于这封信的观点证明：它不

但受到欢迎，还达到了它的目 c

（乙）该信可分两部分：第 4部分包括最初三八章，导

言三章，一面表示罗马教会对于格林多教会的好意， →面历

述格林多教会痛遭蹂躏的光荣历史 c （一）四章至十五章，

罗列信友应有的信德：诸如能铲除嫉妒的爱德，（五至六革命）

如忏悔，（七至八章）听命，（九至十章）孝顺和招待宾客，

（十 A至十二章）和平良善的泉源，谦逊。（二）十六至兰六

章指出缮修这些德行的方法：如耶稣基督和圣人的表率，

（十六至十九章）如世上通过基督应有的秩序，（二0至二三

章）若将来生活的诺言．（二四至三0章）如现世应寻求基

督的福宠。（王一至三六章）这部分的结论，要求信友运用

军人的纪律．维持天主树立的秩序。

第二部，自三九章起，到六五章止，直接提出制止格林多教

会纷争的方针。

＼夭主为教会建立的秩序的重要牲（兰九至四四章）

违反天主的意志，予智自雄；这是种疯狂（三九章） 0 教会

中不等等级的人员，如大司锋、司锋、副祭（囚十章），应该服

从天主指派的神长（四一章）。天主遣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遣宗

徒，宗徒选择了主教与副祭（囚二章） 0 

为避免主教爵位的争夺，如梅瑟指定了亚郎，宗徒们选出了

神长，并且决定这些神长的继任人3 这可能或是由宗徒指定的，

或是经教会同意，由知名之士推举的c tE廉洁的人们从牧座上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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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把贤神长．予以驱逐，都是严重的错误（四三至四四

章）。

二、格林多教友应守的章则（四五至五八章）。他们的错误

是严重的，他们破坏了基督的肢体；他们的分裂，比保禄所指摘

的更加恶劣（四五至五八章）。他们应该忏悟告解；那末他们的

罪过才得宽，放（五一至五三章）。带头的反动分子，为恢复和

平，所受驱涩的处分（五四至五五章）；至少应向神长表示悔

过，安居于位（五六至五章）。

三、书信总结（五九至六五章）

这里圣克来孟坚决地说着和威胁着（五九章）；可是，立即

锋回路转地为求和平起见，写了一段最热烈的满贮诗意的祷文

（五九至六→章），提纲辈领地重申他的恢复和平的意志与措施

（六工至六三章）。最后他希望他们能服从命令，又告诉他们，

选代表三人，持l萄致格林多教会，表示罗马教会的好意（六四

至六五章）。

三 书信中的三个重点

这封如此中肯的谈道信，在当时就赢得了 A个极大的威权；

在格林多，大众几乎视之为一种启示的作品。特尼报告我们：七

十年后，这封信、每逢主日，还在该地区教堂中朗诵。一切重要

的，与作者目的有联的信理，一般地都是它的对象c 下边是三个

尤觉主要的问题。

（甲）教会的圣统制

这个问题是在第二部分，尤在四十二至四十四章中谈的。四

十章还未谈新教的司锋，却只谈了古敦的司锋J 这是一个“类

比”；我们虽不能用以证明：主教、司锋、副祭，圣统制的三

级，却可用以证明教会的圣统制确是神立的；而 A般的教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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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i"cs）不在其中。

四十二章明确地指出圣统制的建立。这是拥有天授的一切权

力的耶稣基督，嘱咐宗徒们订立的。宗徒根据这个职权，在信友

中，选择了或称主教，或称长老（ Preshyeri ）的神长，治理教

会，而辅以副祭。为避免可能的纠纷 他们又解决了圣统制中的

继承问题（四三至四四章）。主教是由宗徒捐定的；主教在得到

地方教会同意后，选择他们的继承人、新主教也是合法的：地方

教会也不能据夺他们的职权，正如它不能概夺宗徒的职权·样。

那些主教（ Episcopi-Preshyteri ）的职权，究竟是怎样的呢？

这还是个迷c 根据四四章，无捷地，那些如同宗徒有指派地方教

会首长权力的日要人物，是真正的主教〔可是那些首长是真正的

主教呢，还是一般司锋7 历史家的答案是不丰致的「传统的学

说，说他们只是普通的司锋3 贝道（ Pt>tau ）推测他们是主教，

至少多数是主教。现代若干公教历史家相信：每教会当时存在着

－个执掌教务的最高主教委员会。我们认为传统学说，通过了近

代历史家的修改，还是比较呵靠的c

弥歌（ Michiels）的结论，看来带着特别的吸引力。宗徒指

派的地方教会首长，不是副祭，而是司择；他们同时戎称

Presl】yteri或称 Episcopi，可是宗徒们把同满的神品，度给那些具

有特宠（ Charismes ）外出布道而陪他们巡查教务的优秀分子；

例如保禄的弟子弟锋和弟茂德；以及「二二徒训话巾所传的先知c

这些传教主教，是宗徒们真正的继任者，这些人不久就做了 a地

教会的首长：雅各伯委任的耶路撒冷主教 伯多禄委任的安提阿

和罗马主教，玛尔谷委任的埃及主教都是。圣若塑在小亚细亚，

为便利教务的发展，设立了若干牧座c 于是，二气级的圣统制，就

开始正式成立；主教的名词专用来称教区首长，宗徒的真正继任

者。牧座的增加运动，在亚欧两洲，发展得都很快。克来孟写这

封信的时候，恪林多仰、还没有主教；正如圣玻利加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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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ycarpe）写信的时候，在斐理伯还没有主教一样（一0八

年)o

主教的司择之职，主要体现在献圣体大祭。他们不管教会的

经济，只管宗教礼仪。他们是为基督的羊群的利益而受命的；他

们是执政，他们是牧人。

（乙）罗马教会的首席性

克来孟的信常被视为罗马教会首席性的重要证据。

在信中，我们可以找到罗马教会起源的资料c 那些资料奠定

了这个首席’性的历史基础c 谈奈龙（ Neron）教难的牺牲时，在

罗马殉教英名中，他举出了圣徒伯多禄和保禄，他自然也提及了

伯多禄来到和舍生于罗马的事实c 书信的作者在这风雨飘摇，急

需权威地予以整顿之际，拿出这些他的教会的王牌来，不是没有

意思的 c,

罗马的首席性，虽没有宦接指出；可是整个的书信是个隐约

的标帜c 罗马教会去干涉恪林多教务，不说林i越坦i雨表示抱歉，

却说｛大｜未能及时补救而感到扼腕＝ jilJ'且书信的识气，大有责无旁

贷的气概l 在五九章里， 1羊’还提出最严历的警告：“谁敢抗拒天

主通过我们发出的训话，谁应该晓得他严重地犯着错误，｜白人危

机τ 至于我们‘我们是不负责的” （六十二三章）。他希望他们服

从说：“假使你们接受我们在圣神写给你们的→切．扑灭不义的

怒火，采取和平的途径， →一予以实行，你们将使我们欢欣踊

跃”

这个来自罗马的第一炮，在若望宗徒还在格林多临近、厄弗

所活着的l/,tf元，是特别有意义的c 假使罗马纯因被邀而站在友谊

的立场出来讲话，信中不应当有这种权威的氛围c 假使这是由于

罗马自动的，它就显示，至少暗示了，立’以后不断的予以推崇的

首席性的最高权威3 格林多教会的服从足以表示，它也不以罗马

的措施是越姐的。相反地，这封信在格林多，几乎视为启示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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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若干抗议教徒也承认这封信，是罗马教会首席性的证据。可

是，他们又强调：这是由一种彻底的革命运动来的，那末未免过

甚其词了。实在，这不过是已存在的真理的及时表现罢了 ο

（丙）神修生活

圣克来孟坚决精密的纪律指导，跟不上他的神修和伦理指

导。后面是前面的基础，以及灵魂和支点。后面的言论，实在是

教会首长，和别的神长，公开地或个别地向信友甘ii话的标准。他

的伦理指导是丰富的，实际的，和适当的。教友最伟大的德行，

正面反面双管齐F地予以阐发c 听命和谦逊，说得更有力丁他说

修德目标的时候，天花乱坠，最足以鼓起基督的精神。一切都以

基督为归宿（ ivXpσlTψδLα·1ησav Xpi<nou ） 可说是他的口头

禅。他具体地在十六章里，描写了受难的基督；在三六章里，描

写基督司择和基督救主c 他也引用白然界的观察，来加强超自然

的真理；宇宙的秩序，甚至罗马军队的纪律，他都予以采用c 他

为描写复活引用的凤凰神话，是引不起多大兴趣的c 相反，他的

热情的充满诗意的祈祷，不但是经文的标准，还可以激起读者的

情感，而使他们更能认识作者的心理。

Saint Clement de Rome 

BIBLIOGRAPHIE SPECIALE 

1 ° Editione : F rnK 町 Pαtres Apostolici, Tubin♂妃， 1901 : H. HEM~1rn. Les 

Peres α'POStoli叩剧， II (coll. Text. Doc肌） , Paris. l则．

2° Etudes: P. GonET, S. Clement, clans Diet. theol. , col. 48-54. 

F. NAc, Clementins ( Apocryphes ) clans Diet. th臼l. ' 

col. 201-223 

V oir encore , outre l ’Introduction de l毛dition H. Hemmer, 

A. M1cHIEL5, L'oritine de l与iscopαt' p. 187幽199, et l’article Eveques, c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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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t. Theol. , col. 1663 ，叫 J. T阻Rovr. Hist. Dogm. 1, (l'e edition) , 

p. 1!8-122, (9e edit. ) , p. 120 et suiv. 0. BARrJENHF:\nR‘ Pat. l, p. 53-66; 

Geschichte .. ·I , p. 98-113 ( Bibliographie tres eomplete ) . - J. LIEBRETON. 

La Trinite chez Saint Clement de Rome, clans Gregoriαnum. VI ( 1925) , 

p. 369-404. 



第五章安提问的圣依纳爵

一依纳爵的生活

圣依纳爵是占代教会中一个最伟大的人物；他的毅力可说是

在整个教会史上独步的。他的出名，实在只由他的书信3 他的如

火如荼的自我描写，使人推想：依纳爵从火宇（ Igni川来的c

他也叫歹奥福尔（ Theophore），为了这个名字，或说他就是耶稣

在宗徒们前，抱起当作谦逊模范的那个小孩（ Po时 par Dien, 

＠εopo~）；或说他死后，在他的心上，有用金字刻着的基督

（＠εocpopo＇）。歹奥福尔，在依纳爵的著作巾，表示“与基督精

神结合”。他认为：凡是信友，都抱着天主。（致厄弗所人书九

章）

他不像奴隶出身；他取了这个称呼，纯为了谦逊的缘故，所

以别于宗徒，正如他自称早产儿一般c 他这些自谦的话，可能由

于归正的迟晚。他不是若望，而是伯多禄或保禄的门生3 金口若

望说他是由伯多禄摆升为安提阿主教的。宗座文典（ Const山－

tions Apostoliques）指出，他是由保禄攫升的η 文典上说：依纳

爵的前任，爱华的邬（ E，叫ius ）是由伯多禄委派的c 总之，谁

都无法予以肯定。安瑟伯说：他大慨是于六九年登上牧座的；他

活到第二世纪；但这并非定论。

关于依纳爵殉教的事实，虽有不同的各种文件．可是都是很

浮泛的。其中罗马致命禄和安提阿致命录，虽是原作品，可是前

者的演色影太浓，后者的史实中杂着传说。安提阿文件说：因拉

真于一O七年在临安提阿；这是错误的。安瑟伯也证实这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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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这可能是圣人的受刑日。关于依纳爵国以单独地，光荣地杀

身成仁的教难，什么都不传户人们只晓得他被判喂兽，由十个兵

丁押赴罗马的。他的旅程， A半为从塞流细亚到西利亚或龙斐理

的 A个码头的海道，一半为穿过小亚细亚的陆路。他路过吕底亚

(Lydie）的菲列得尔菲亚，又在士麦拿，圣玻利加伯处住了若干

fl才。在那儿，他接见厄弗所，马桌西，和脱拉肋三教会，由主教

们率领的代表团 3 他们是带着这位卓越的殉教者的一封信回去

的Q 八月廿四日，依纳爵从士麦拿写信给罗马信友，要求他们不

要为自己说项。在脱罗亚（ Troas ）他得到了安提阿教难平息的

消息，又写信给菲列得尔菲亚信友，士麦拿教会和圣玻利亚伯。

他经由斐理伯和得撒洛尼，循蔼那济亚到杜拉适的路，穿越了马

基顿。斐理伯教友敬谨地予以招待，又致信慰问安提阿教友。这

封信是托圣玻利加伯转交的；而且还向他表示，以一读他所藏的

依纳爵的一切信件为快c 这也就是－圣玻利亚加伯致信斐理伯人的

动机。

安提阿主教终于如愿以偿地死于罗马斗兽场中 3 如果安提阿

文件记载的年份准确的话，依纳爵到罗马的时候，当在图拉真庆

祝达四（ Dacie）胜利大会的末期。这个庆祝大会经过了一0七

年的一整年，会中死了一万个剑客，一万一手头吞食过囚犯的野

兽被杀死c 依纳爵正如他所希望的，是基督的麦穗，兽牙磨成的

持胃 v 根据古代教会的人证，他的遗骸只剩着几根最坚强的大

号 信友把它们收拾了起来，送往安提阿；在那边成为敬礼的

二圣依纳爵的著作

（甲）侬纳爵的著作

他的作品是他致厄弗所、马桌西、脱拉肋、罗马、菲列得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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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亚、士麦拿、和圣玻利加伯的七封信。圣玻利力fl伯在他致斐理

伯人的信里，保证这七封信的价值3 安瑟伯根据古时可靠的文

献，把该七信的内容，录入他的圣教历史。四世纪时．这些书

信，被一个亚略派，或阿波利纳派的人，滥F窜改增益；又在依

纳爵名F，把他自己的作品，致斐理伯人，致安提阿人，致得尔
西亚人，致副祭赫伦，致伽索鲍拉玛利的五封信，流行于世。那

个最后的受信人，他还说他尝写过一封信给圣依纳爵。

上列两批信件，共计十三封，在→个漫长的时期内，被认为

出于依纳爵的手笔。可是．它们真正的价值问题，就引起了极大

的闲难。十七世纪，二个英教（ Anglican ）学者邬歇先生

(Usher），发见圣依纳爵的七封信的原文。过了若干年，卢那

( Ruinart）刊印了邬歇所放弃的依纳爵致罗马人书（这些发见，

在英教徒与公教徒中间，引起了不停的争论。卡九世纪，可雷顿

(Cureton）根剧叙利亚语本，发表了圣人的三封信，称“小集

以别于大集与中集O 于是中集就成了纷争的对象。一八八五年，

拉脱甫德权威地指出了中集的价值。从此，大半批判学者，唯理

论派也不在例外，都接受他的结论c 实在安瑟伯和圣玻利加ffi rtl 
圣依肋纳和奥平iJ振的援引而得加强的证据，决不能为了单纯的文

字内容的批判，而会发生动摇的。而且那个批判，时而熏染着宗

教狂热，时而竟是向壁虚构的：例如二世纪初主教制度还未成立

之说。

（乙）书信内容是一贯的

（一）最初三信的行文是雷同的。信中的第一段，除了向他

们表示代表们转达的好意外，敦劝那些信友与自己的主教紧紧团

结。第二信强有力地嘱他们严防异端人们的毒素。（二）致菲列

得尔菲亚人信，教他们抵抗反动派或异端人。那些人在圣人经过

该城之后，暴力地破坏了教会的统一和平。 （三）致士麦拿人

信，→开始就指出那个否认基督是真人的近在眉睫的危险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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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接着劝他们围绕着主教，紧紧地团结起来。他向圣玻利加

伯，他们的主教，坦白的劝告，更加强了信中的教训。他的年

龄，资格，殉教的热忱，一切都允许他向这样的年轻的士麦拿主

教讲话。（四）致罗马人书的对象，是独特的。信中不谈什么异

端或圣统制；可是弥足珍贵白，它为我们描写了一个情绪卓越，
不怕死亡，热爱天堂的灵魂。可是为彻底地了解它，应当注意那

个神秘的神修生活，这不是一人的，而是一代的，殉教时代的

生活。

（丙）侬纳爵的文章不是典型的

文法上的错误以外，重复之处不断的出现，隐喻是暴烈而晦

暗的，辞句有不完，与不通的。这写一个寻求作者的思想的人，

都没有什么关系ο 他的思想是火→般的炽烈爽朗的；他的语调是

新型的，甚至是奇怪的；他坚决的意志，他的深刻的情绪，沛然

莫之能御地洋益在他的文章中。致罗马人书中的几页，实在有花

王一般的漂亮c 勒南也承认：“这是教会切期文学中的珠宝”。

三 圣依纳爵书信中的道学

｛甲）教会的圣统制在他致东方教会书信中

特别地龙骥虎腾着。依纳爵强调的是主教、司锋、副祭三级

的圣统制。每个教会只有一个主教c 在二世纪初已存在这样的圣

统制，应当是宗徒们受基督的命厘订的。五十年自然的演变，是

不够的。那些经久为着这理由，否认依纳爵的书信的历史性的唯

理论派，也得予以承认c 可是，依纳爵不像克来孟，不发掘这个

组织的原始。他只指出了高级的统治权：主教代表天主，司择是

宗徒的参议，副祭是耶稣基督的辅佐。他们应当服从主教．如耶

稣基督，服从参议如宗徒。

主教是教会的基石，教会的化身。依纳爵从没有说过，他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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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他参议的同意，不能有什么措施。相反的，字里行间，他常强

调，司锋应像琴上之弦，服从主教；他们的职责在鼓励主教乙行

列第三的副祭，应写服从可锋c 在他致马泉西主教的信里，指出

曹进（ Zotion）为副祭的模范c f言友们最应写通过信德和昕命，

与圣统阶级，尤其是主教，紧密地团结着。一句话，没有主敦的

核准，什么都不能行。圣事也在他的掌握中；不经他的同意，圣

洗、圣体、娟配都不能执行。

致圣玻利加伯信可说是主教职责的手册 信中依纳爵指出；

（－）神事形事，主教应当监视」切，绝对不可放任。（工）对

于异端人应该坚决，看他们像铁锤下的铁墩。（三）遇到暴徒，

应该良善地予以安抚τ 可是不应该在尹切疮模E傅以同一的药

膏c （四）不rt!. 当疏忽 A人：寡妇、奴隶、夫妻，应当j A体予以

照顾。

（乙）捍卫罗马特点的人们

合理地，视依纳爵为靠山。他的观点自然是极有价值的，可

是，不应该过于拘泥。“公教会”（ Eglise Catholiq 

红的名词’是由依纳爵创出来的。“哪儿有主教，哪儿应该是信

友的－－·fi:f j 正如哪儿有耳目稣基督，哪儿是公教会”（致士麦拿人

书八章？二节）。为此在地方教会外，还有一A个统一的领袖教会，

“公”宁在一般作家的笔下解释普遍：这也就是依纳爵的用意c

在圣玻利加伯的致命录里，公教会时指别于异教的地方而言；这

是违反依纳爵的用意的τ 依纳爵用这个名词想指出众信友通过信

爱，与基督组成的神妙的缔合。可是这个大团结，并不抹煞致罗

马人信中的另 A个具体的团结c 在那儿依纳爵把罗马教会的爱

德，联系于代缺席的叙利亚主教治理教务的基督。

罗马教会占着特殊的位置。第一个东方主教，安提阿牧座

上，圣f自多禄的第二位继任，圣依纳爵，在他致罗马教会信中，

向它表示了莫之与京的颂扬。这也隐约地指出了它的崇高性c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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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应当特别注意信中的F边两小段：“在罗马人区域内统治着的

教会＼（ηnb'xαi 1Tpoxaθηαl 81J T01T(!J XWρiov Pwµ.αLWIJ ） 以及在

庄严，纯洁，仁爱的教会，统治着信众（ α？ioayvo？ γαL

1Tp听α0ημβ叫 Tηψti｝汪叫｛））丰克（ Funk）指出（叩oxa011µ创）

从没有“优于或强于”的意义；可是指一种真正的统治行为。

在依纳爵的书信里；这个动字解释实权统治， 一如主敦的掌治教

会：而且这个动词，在文法的组织 t，有时是孤独的，有时附着

一个群性的补语。在第一小段里，它是孤独的，末几个字，（ 81J 

T01Tψ xw，ρwv Pwµ.αl(!Jν）并不限制统治权；（ OlJσα）既被含蓄着，

他们只指出统治的地点。在第二小段里（ dyd1Tη）是个补语，它

既不受什么限制，应当是指点」个集团 c 在圣依纳爵的著作里，

（ αγα1Tη）四次解释（锹λη们α）地方教会；可是依纳爵也用以

解择整个的教会 （xaeσAWη），而这里的集团；很可能是整个的

教会J 再者．这里所i仑的，不是罗马宗教，而是罗马教会；那

末，说’官统治，自然是对别的地方教会而言2

i可是，这是那一种统治呢？还是只不过→种荣誉的首席性？

若T.f比判学者，其中也有天主教友，认为这纯是荣誉的首席性C

I可是依纳爵在这封信里，也几次用这个字（叩oα0ηηα刮来指真

正的出诸职权的措施乙i 他明明知道，罗马教会尝听过伯多禄和保

禄的 l,Jil话，也指导过别的教会，并且向它们发出了命令二这里是

不是暗指克来孟对格林多教会事件，或别的若干措施？这都没有

关系 ζ 依纳爵认识这些历史事实．他也表示赞成。还有→层，为

什么他向他路过的教会都有iii／话，而独对于罗马教会，元声无臭

呢？不错，这个职权行使的具体方式是很模糊的；可是依纳爵的

信指出的原则．是屹立不摇的ι 最后，假使把这封信与圣克来孟

的文件，和圣依纳爵的证据比较起来它是很合于当代潮流的。

（丙）基督是侬纳爵的思想中心

并且渗透了他整个的教会学（为抵抗初生的异端，他每予以



66 教父学大纲卷一

透露。他的对于基督的热爱，使他运用最阴暗的色彩，为那些革

新份子写照。他的坚强写实之笔，称｛言德的仇敌，或为恶兽，或

为贪狼，或为咬人的疯狗，或为人面兽，或为丧仪陵墓的石碑，

或为魔鬼的草莽，或为非天父所种的，将投入永火的寄生草；他

称异端邪说为魔鬼的臭气。

依纳爵攻击的异端人，→为提倡犹太教礼派，一为否认基督

真人派。前者强调：梅瑟的教义为救灵魂是必要的。依纳爵在他

致马桌西人和菲列得尔菲亚人信中，叫他们提高警惕。后者倡说

基督的人性是空虚的，为此他的生活也是幻像，圣体不是基督的

肉驱。依纳爵在各封信中，尤其在致士麦拿人信里，坚决地予以

攻击。可能这两种异端，只有一种异端一←犹太神秘知

( JueoGnosticisme）学说一一一的两面。为毁灭这个毒素，圣依纳

爵力促教友与圣统阶级（没有圣统阶级就没有教会）尤其是与

主教，（没有主教，什么都不应当做。）紧紧团结。

圣言降孕的真实性，在他攻击否认基督真人的学说时，被他

发挥尽致。依纳爵虽没有明朗地说明基督与圣父的关系，却元疑

地相信基督的神人两牲。他的“受生和不受生” ( Genitus et 

ingenitus），他的“天父的儿子”，依据天主的意志和能力

( Filius Dei secundum volontatem et potenfiam Dei ）都需要详细的

解释。

强调基督人性的依纳爵，同时也强调了基督圣体的真实性。

关于后面一端道理，他的观点，并不→贯地到处清楚c 巴典孚主

教选出若干篇幅（致士麦拿人书七章一到二节，致厄弗所人书

十二章·二节，致菲列得尔菲亚人书四章），是清楚地指圣体圣事

而言的。这些篇幅中的（αγα汀η）应当也指圣体。在别的篇幅

中，尤其是致士麦拿人书七章一节，和致罗马人书八章三节，依

纳爵的思想是含糊的，因为作者视圣体为教徒结合的象征。可是

巴典孚主教说象征的意义无害于字面实际的意义；相反地，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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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唤起后者。象征的整个价值，正因为圣体内存在着基督真正

的肉躯。

（丁）侬纳爵的神修生活

A如他的教会学，全部贯彻着基督。这点反映在他的－切书

信内；他的致罗马人书，尤发出了万丈光芒。它的中心观念是基

督常在基督徒身上，正如他常在圣教会中。十二徒训话的一代，

悬悬于世界末日 c 以依纳爵为代表的→代却不以为意，而注意于

救主的精神地和神秘地在鉴。这个观点使依纳爵掘发出许多美丽

的语调： “我们应当怀着天主在我们的思想，做我们的一切事

情心这样我们行将是他的宫殿，他将是居于我们的天主”（致厄

弗所人书十五章三节）。他每称基督徒为：怀抱天主者（ Th吾oph

ores ）；怀抱教会者（ Naophores ），怀抱基督者（ Christophores ) , 

怀抱至圣者（ Hagiopl川剧） 0 无蜒的，也就闪着这个理由，他喜

欢在每信的开端写仁“怀抱天主者”他的第二个名字。天主使

爱他的人们感觉他居于我们υ 这个夭主的在鉴是信德和爱德的结

果代他又说：“信德和爱德是生活的始未：信德是生活的肇端，

爱德是生活的大成；它俩的联系就是夭主。”（致厄弗所人书卡

四章）

圣依纳爵念念不忘基督的在鉴．甚至把白己的肉躯，看作斗

种负担。这个肉驱阻挡他整个地属于天王）他希望死，被碾磨‘

主哎基督的麦椿c 他时常跟着保禄说： “据我看来，生是基督．

飞毛远二．．（斐 1 : 3 ）依纳爵在他致罗马人书中，把死的观念，

二二三；二基督的观念，强有力的在下面的语调中烘托 r 出来：

Ct770Hut:£w c:L( Xpurrov Iησav ） 这封奇妙的信，整个地洋i益者

f巳；：；爵（币望忏生的情思。在那儿‘死似己神化了；死就是通过同

圣言的结合‘使一一个单音（ψω叫）变成一句话（λoγoO ；死就

是脱离红尘升向天主；死就是终于拥有基督；死就是→个新生命

芹始；死就是获睹纯粹的光明；死就是使此世食基督肉，饮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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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的我们，完成我们的基督化。在这个角度下，痛苦也是值得企

图的。流血就是在祭坛上献酒；被野兽吞噬，就是为天主变成粉

屑。基督为做我们的性命之棋，也踏过了这个途径。火、古：架、

野兽的蹂躏、撕粹、破裂、骨骨分崩、肢肢坠落、全身粉磨，在

极度的暴刑里，也是乐趣c 这样受苦，就是步受难的天主的后

尘。可是因为圣人打倒了他的偏情， A种活水在他心坎里发出了

“你来见天父”的歌声。

这些最为高超的情绪基于两种心理c －种是他的“白我藐

视”，比起宗徒来，他不单是个奴隶，而且是早产儿，不能放在

基督徒巾。在他致脱拉肋人信中，也不少同样的语调；可是，假

使为着他的谦小，和他热列地期望天堂，就说他气度卑狭，那未

根本错误了。相反地，到处，尤其在他致东方教会的信里，我们

常觉得他是个气吞云梦的伟人；他的指导是强有力的，惊人的，

丰富的。

他对于基督有一种高度的认织：他坚信基督又是人，又是天

主。他的活泼的透彻的认识，应当是从一种“神秘的享见”来

的。这个认织，这个信德的妙谛，就是神修家所称的瞻想。关于

瞻想，依纳爵不像亚力山大里亚的克来孟，或圣奥斯定，没有提

出什么理论。可是，他是个有实际经验的过来人。这是最最重要

的；因为知识的用处，是在发展基督徒的生活。

Saint lhnace d’Antioche 

BIBLIOGRAPHIE SPECIALE 

1 ° Editions : ( P. G. , 5 ，时ition d‘Hefele, 1874) ; X. Ftl\K, PαE 

t陀S Apostolici, Tubingue, 1901 ; A. Li:LONG, Les peres Apos

toliques t. III (Coll. Text. Doι·um. ) Panris 1910. 

2 ° Etudes speciales : G. B, m:n.LE, Diet. theol. , art. lgnαce, col. 



第五章 安提阿的圣依纳爵 69 

685-713. 一H. DE c,.:,.orn1.1c. L ’'Eglise chrelienne αu temps de 

Saint lgnαce d ’Anti6che ( thl;se ) , Paris, 1907. -M. RA<KL 

Die chrsolugie 伽 h. lgnatius 1'. A. , Fribourg, 1914. -

J. Lrnrwrr巾， La theologie de lα Trinite dα11.1 S. lgnαce d ’'A., dan怡

Rech. 

I. p. 99-117; Gesc画hu、hte, I ’ l 19-146. -J. T1AF Kof\r Hi.此 Dogm. 

I ( I阿 edit ）电 p. 134-146: Melange.1, p. 1-19. -P. B 气TTFFOI.

L Eglise naissante et le cαth. 啕 p. 157 -170; Etudes hist. et 

th. posit. , 2" serie ( Eucharistie ) p. 39-50. 一A. M1cmn且，

L 'origine de l与iscnpat, p. 390402. 一Dm1 J. CH.1P\111>' Saint 

Ignace d'Antioche et l'Eglise romαine, clans la Rev. bened. XIII 

(1896) 



第六章 圣玻利加伯，教长

们，巳比亚斯

圣玻利加伯

（甲）致斐里伯人书

在依纳爵路过斐理伯后，该地信友写了一封信给圣玻利加

伯c 这封信就是他的复函乞士麦拿主教向他们表示，一面将负责

进行关于安提阿教会的问题，一面去fJ寄去圣依纳爵的若干书札，

同时饲他们的要求，也致了训词ο

这封信远在安提阿主教的信件之下O r丘’是用平淡的墨沈写

的；它从新经，尤其是从保禄致斐理伯人书，和罗马圣克来孟信

中，抄录了很多的篇幅；它们几占了该信的大部份。它在神学方

面，也并没有什么新的贡献，可是指出了依纳爵著作的存在。

信中不谈主教，不但元损反加强了它的著作原始性z 寸＼冒

名作家，为宣传他的作风，不会忘记谈圣统制的。雷冷

( Lelong）还指出，在古代教会的著作中，这封信在著作原始性

上，是最没有问题的；它的内容可能与起的难题是不足介意的。

( z. ）圣玻利加伯的生活
我们现在所有的关于圣人的生活资料， －部份出于依纳爵和

他自己的书信，一部份是他的门生（ .四 0年）圣依肋纳遗F

的。依肋纳特别强调他的爱护传统的热忱。圣玻利加伯是宗徒时

代最后的一个人证c 他直接认识圣若望c 依肋纳说：他是由宗徒

们攫为主教的；，武滔良则说，委派他做主教的是若望宗徒。老年

的他，拥有极大的权威；许多弟子常来索取宗徒们最后的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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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关于那个阶段，他没有写过什么。

约一五五年，亚尼赛（ Anieet 155-166 ）任教宗时，为磋商

复活节问题，他来到了罗马。他们虽没有得到一个共同的结论而

是在友谊的空气中握别的。 “是的，我认识你， f尔是撒蝉的长

子＼这个有名的责斥马西翁（ Mar【 n ）的i击a ，是他在罗马时喊

出的。

指定斯太典·瓜拉都（ Stadius quadratus ）作者年份的华亭

顿（ Waddington）指出：他从罗马回来后不久，约在→五五至←·

五六年之间，就殉教了。根据致命录，他大概享年八十有六c 那

末，他诞生应当于七0年；四十年未就做了主教c

（丙）圣玻利加伯致命录

致命录关于他殉教的记载是很详细的。这是在他殉教后一

年，由马西翁执笔，用士麦拿教会的名义，寄给弗列齐

(Pl町gie）的斐落梅里（ Philomelium ）教会的一封信。通过F

它，这封信又转寄于公教会各教区。一一月廿三日，星期六，圣玻

利加伯在士麦拿活活的被投入火焰上腾的柴堆 ι 因为火不能伤

害他，刽子手用手lj刃刺死了他；他的尸身就在火中焚烧着。信友

们把仅剩的几块遗骨，敬i草地座葬于→地；后来逢到绚教纪念

日，必来凭吊。

这个重要文件是极鲜明的．不会虚构的L

二教长们

在圣教历史里，教长指那些生活于七0 与一五0年巾，与宗

徒或他们的及门弟子有来往的」群。他们的遗训．经古代作家从

··口传”中拾集起来，在格言的外衣下，记录了起来。教长中像

亚和j的翁（ Aristion）还自己写了一些作品。圣玻利加伯有时也

均：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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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会第二代的亚细亚教长，是最著名的c 圣依肋纳在他

反异端人卷末的末世论里，尝予从提及门他转述了宗徒们的．尤

其是圣若望的若干训话c 其中关于若望驻亚细亚的证据，具有不

容否认的价值。至于他留居的枝节，那是另」个问题n 依肋纳所

传的斗」切，是从巴比亚斯记载中来的勺巳比亚斯成认他所写的是

从那些来到那拉巴利（ Hierapolis ）访问他的老前辈们的口中得

来的c 他贪多务得地问，细大不捐地予以记录，甚：呈耶稣1川a多

岁的年龄，以皮基督书中同千年说，也莫不兼牧并蓄。可是巴比亚

斯有没有受过若望的耳提面命？巴比亚斯的权威就系于这个问

题，而这个问题是聚讼纷纭的

三巴比亚斯

圣依肋纳很崇拜巴比亚斯。在枚举了那些亲见若望宗徒的教

长后，他说：“这是由巳比亚斯，若望宗徒的门生，玻利加伯老

翁的故旧，在他五卷书中的第四卷上记的。那末，圣依肋纳肯

定，巴以亚斯是基督的真正弟子）可是，依肋纳对于巴比亚斯的

认识，是直接的呢，抑或只是从他的著作中得来，而不过是他的

广义的门生？如果他是广义的门生，那末他所述的关于巳比亚斯

的一切，是没有多大权威的；相反的，他的一种轻信的态度，倒

获得了一个解释。他的根据是」个主教写的一本老作品，以及若

望谈过的出处。”

安瑟伯在他的“年谱”中处处追随圣依肋纳；可是在他的

“圣教历史”里，不怕手n依肋纳分道扬镖。他根据巴比亚斯的著作

指出：耶拉巴利主教不是若望圣史，而是第」个若望教长的弟子。

那末千年国说的直接证据，不是若望宗徒的了。那末第四本福音

经历史来源性，和它的作者的亚洲留居，不因此都要发生动摇么？

不、因为这个以后不再提出的证人的权威，己不受保障了。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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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点，安瑟ff！根据巴比亚斯的，他认为清楚的」句话，改变了

他的观点。这是拉郎才（ Lagrange）提供的意见二有些学者觉得巴

比亚斯的文字中有疑难ι 安瑟伯｜大｜此就予以诽议小他们决意尊重

圣依肋纳，肯定巴比亚斯是圣若望宗徒及门弟T的见解ο

无论如何，巴比亚斯一定和宗徒们的门生有来tt ；而且x疑

地是第三世纪的人物c 他做了弗利齐，耶拉巴利的主教z 他的

“白：主恪言释义” ( Explieation dt>s smte阳

五卷刁

这泪：著作不单解释了基督的 lJ!I话，还屡述了他的历史生活，

以及其’仨J些由口授得来的神奇战事〔他自己承认，在基督的训

话外．他还力rr人了其它的得自口授的资料。实在他的著作中，确

实杂着若干不伦不类的言论，若干奇异古A阵的比喻和记述。

安瑟伯批评他第一个强调千年国说，并且把许多教会作家陷

入歧途。“他特别强调，死者复活后，还有千年：基督的国家将

是物质的、现世的τ 我相信，这个错误的观念来自他对于宗徒著

作的误会 他又不识宗徒们的i风喻的笔墨．象征的言语看来根

据他的著作，他是个天资中下的人 他是许多教会作家追随他，

采取同→见解的原因；由于他的老资格为他们是个保障。正也为

了这个缘故，依肋纳等采纳了他的观点”。

安瑟伯在这章结尾处，一面提出了巴比亚斯关于马尔谷和玛

窦两段有名的记录；一面在谈那个被人拉在耶稣前告发的罪恶重

大的妇人时‘也提起了致希伯来人福音（ Evangile aux Hebmx) 0 

这些由安瑟伯搜集来的碎锦，以及若干由亚颇利拿里授引的

字句，是现在巴比亚斯著作中仅存的作品。

现在批评学者，或因为认为他是圣若望宗佳的门生，说他死于

」二0年到二三0年间（ Zahn , Barden hewer）；或由于认为他是若

望教长的弟子，说他死于一四0年到一六0年间（ Harnack , Batif

fo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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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巴尔纳伯书

这部共计二十→章，所谓的巴尔纳伯书是本简单的．书信式

的辩护性宗教著作。当时救灵必需犹太古敦的学说，流行于一部

分信友间，这封信是所以叫他们提高警惕的二作者为能妥善地遏

制这个潮流，运用大半的篇幅，为古经作象征的诠释c 基督救主

的使命、美妙地反映着，他就是众先知所预捉的，他就是法典所

指出的U 作者挟着的狂热象征，深责犹太人未能绝对地将古经象

征化。天主要求的，不是流血之祭，而是忏悔之心；不是物质的

斋戒，而是精神的善举；不是皮肉的宰割，而是内心的克制；不

是若干兽肉的不食，而是不洁之兽象征的罪恶c 最后几章，参用

十二徒训话中的“二路”作指导，而以世界末日为结话。

古代教会（亚力山大里亚的克来孟，奥利振，安瑟伯，圣

热罗尼莫）说这封信是巴尔纳｛白，保禄的同伴写的；可是并不

把它列入经典ο 然而j重视古经的巴尔纳伯，决不会这样斩钉截铁

地只顾字义，抹煞字面的c 如果作者是个保禄的弟子，他应当负

颠倒老师的道理的责任J 这封信似写于象征的标准地，亚力山大

里亚，城。而且最古的关于这个著作的证件，也认为亚历山大理亚

城是它的发源地c 最后一段证明；它与「二徒训话有隶属性的

关系υ

伪巴尔纳｛白著作的时期，是很不确定的。可能的时期有两

个：一个在南华（ Nerva, 96-98 ）帝当政时，一个在特利

( Hadrien 119-138 ）帝当政时；至少总应该在‘三二年的犹太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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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前。最近谭卡尼（ d’Herbigny）认为：根据第四章，它应当写

于惠思跑西安皇帝执政时（第十一位罗马皇帝’），在圣毁灭后的

翌晨。对于这个见解，我们能说的，就是在这封信里没有什么

反证。

所谓的克来孟二书

古代的手抄本内，在克来孟致格林多人书后，还有致格林多

人二书。其实这并不是封信，而是－种教理训话。在该文件内，

没有那封教宗肃德（ Soter）致格林多人的信，和恪林多圣特尼

所说的习于主日周会上朗诵的圣克来孟一书。

作者在开始的四章里，提出了关于耶稣基督和救灵的崇高观

念后，在以下的主章中，揭露了他要讨论的问题：就是信友与世

俗的斗争ο 八章至三十六章，组成了该书的核心。它们指出，这

个神圣的斗争就在修德行：如补赎、贞洁、爱德、仰望、孝爱教

会飞最后兰章在热烈的情绪中c 劝人不惜任何牺牲，为天主

服务 c

这篇有时洋溢着司牧眷念之情的训话，不单i芮布着使人厌倦

的老套，而且行文既单调，又缺少组织，从此可以晓得，作者是

没有经验的；若与才学并茂的圣克来孟相比，真有天壤之别正古

代学者对于这封信也从未提及；这也可以看作」个这信非圣克来

孟子笔的暗示。相反地．圣热罗尼莫肯定：教父们几乎想正式地

予以放弃今它与“牧者”（ Le Pasteur）间的关系，是很浮泛的，

那末，说官写于罗马，也是没有根据的 可是信中清楚地谈了格

林多的运动大会，那末，说1:写于格林多，不是更加近情吗？大

概因着这个理由，它被收入古代手抄本中，且以系于圣克来孟致

格林多人书后。拉脱甫德，丰克，巴顿伟（ Bardenhewer）都这

样认为；这是很可能的。书中既不谈诺斯士派，我们尽吁相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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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二世纪初叶的作品。

这篇甘ii话，从教理观点讲，是很平凡的，而且还存在着难

题；从伦理观点讲，却是更宝贵的c 它敦劝教友，多行慈善事

业，多做补赎神功3 它把基督徒的生活，比作，种斗争ο 看来作

者用水上的斗争和1竞赛场上的斗争来陪衬这个神圣的斗争。这个

类比的逐渐发展，不久就使（α0万ησin 典型地变为神圣斗争的

名词。

三致守贞者的两封信

这两封原本可能是一封信，一七五二年，第 A次出版于吉德

( Leyde），发行人伟斯坦（ J. ＼＼~ etstein ）也就是罗马圣克来孟书

信的发行人c 费尔古主教（ Mgr. de Villecourt, Paris 1853 ）极力

地主张圣克来孟是它们的作者士卡冷（ Th. Beelen）在他第一本

出版（ .八五六年）于鲁i立的惶惶巨著里，也坚持费氏的见解c

可是近代的学者，都予以否认，并且其中大部分人说它们是三世

纪的产物c i若（ F. Nau）指出：它们很可能写于二世纪，信中所

称的“旅行布道者”发见于宗徒时代后的‘个相当近的阶段中

信巾明确地指出了男女守贞者中间的危险性；至于他们往来的规

则，当时还没有订出，男女守贞者同住－院的问题也没有发生。

不管怎样，教友贞身事主，同居共处的制度，在教会开始

时，已经存在，而且还在隐修制度之前已当时独身的风尚，是很

普遍的。弥努基·威力克（ Minucius Felix ）曾说：“信友中很多

人是终身守贞的”。这些志愿守贞者，这些真正的修行者，每槟

绝酒肉，或与贫乏同居，或留住家中，或另居一地，度着一个淡

泊的生话；他们实在是基督教会最雄辩的奇花。书中指出男女守

贞者给予信友和i将来的信友们的模范是美丽的。可是危险性就产

生在他们相互的精神与物质的联系中。结果若干童女竟不避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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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F的嫌疑与男童住在同→个屋子里 v 这种作风，在三世纪末就

息；为厉禁r 那些大胆的女子被称为潜行的贞女（ Virgim~，.. 

s山introductce ） σ 实际 t，这种作风，纯出于古代教友简单的信

德心理，不IN. 吁看作伤风败俗之举。

致守贞者的两封信，→面指出贞女们的职责（第一封信）．

→面指出旅行市迫者的操守，又不断地揭发他们同居的危险性c

偏于理论，合计十三章的第－封信，美妙地发挥了贞女们一般的

职责，在爱德善工外，还要有自我牺牲的精神，以及对于来路不

明的布道者的防地。它又指出，教育和照顾儿童，都是很好的事

业。第二封信，接句话，第 A封信的第二段，斐才之受｛言者（叙

利亚和巳力斯坦的信友）采纳作者的地方（地名不传）的风尚：

那边的布道者从不与贞女们同居共处。为证明这个制度的合理，

作者采用了 A系列由圣祖们的、耶稣基督租宗徒们的生活言行

中、摘录来的典范ζ 这些训话实在是及时的南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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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曼与他的著作

二 00 年前后撰写的慕拉道利书目录（ Le canon d芒

Muratori）载：“至于‘牧者’，是最近在我们这个时代写的，作

者是赫尔曼，地点是罗马城。那时他的哥哥庇护正在做罗马教会

的主教”。那未，这个赫尔曼不是奥利振所说的保禄在致罗马人

书中致候的那一位，也不是圣克来孟的同代人。在他书中所记的

圣克来孟，无疑的是虚构的 v 作者是教宗庇护一世的弟弟（而

四0至五五年），他的著作是在庇护任内完成的。赫尔曼在他的

著作里，遗留给我们若干关于他的身世的记录。他生于一个希腊

的公教家庭中；青年时被掳到罗马，被卖于罗代太太当奴隶。这

个妇人是个信友，不久就予以解放。结了婿，生了小孩后．从事

商农，积了些财产c 他自己爱说谎；他的妻子，又多嘴，又泼

辣；他的子女们的心理是不正常的；在一教难期中，他们终于控

诉f自己的父母。赫尔曼果敢地站稳立场；可是家庭沦亡，只剩

着几亩薄田‘还能勉强活命n 这阵暴风雨刷新了他的灵魂c 使他

变成一个热心的教徒。下边他所述的就是他的遭遇。

这些遭遇简直是 4连串的教训。天主叫他逢到了各式的人

物：他们都给他阐明补赎的重要和效果。最后的一个角色，是个

乔装的牧童，他向赫尔曼指出了他将来的使命。他就是“牧者”

( Le Pasteur）补赎的天使。天使吩咐他向教友宣传补赎并且预报

那些接受他劝告的人，将获得罪的赦免。赫尔曼遵命苦f；不久

就兴奋地看见他的子女回头归正。当时他的著作，还没有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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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部著作，是零碎地写成的。

赫尔曼提倡的补赎动机，是因着他自己的罪过在苦难中的猛

醒，以及信友与圣职人员的堕落。他认为教友是个圣贤的集团；

他又痛恨那些否认补赎重要性的人们，可是，他为了避免陷入极

端，又不使罪人们失望，因此他提倡：只要罪人忏悔，就能得到

天主的宽赦。

可是，赫尔曼的天性，似不配执行这个使命的。他虽不是小

资产阶级，人们每视以为然，再者他又缺少一个火一般的改革精

神。实在他并不自命为一个革新宗徒。他像是个司锋，且是罗马

教长团的发言人（巴典孚主教和达类斯司锋的见解）。他是个司

锋，充满信德的、克苦的、贞洁的、有拯救罪人热，L、的司择刁他

在自己的著作从不显露自己是个文人，或是个才子，或是个神学

家；只是露出：他是个出色的伦理学家，尖锐的风俗观察者c 他

对于教友不作苛刻的要求，对于劝导和诫命有明确的分析。“牧

者”在先知的作品中，是本最有益，最实用的书。

可是这部作品是不是先知的著作？圣依肋纳，亚历山大里亚

克来孟，奥利振认为：这几乎是部圣经的启示之书C ；也A:i吕良始作

如是1见，后视以为本“ 1昆血作品”。慕拉道利书目录作者安瑟

伯，圣亚大纳削都说它很好．但拒绝比之于圣经巳圣热罗尼莫表

示，书中关于天使戴理（ Thegri ）受命看护野兽的记载，简直是

荒唐3 教宗们从才拉士（臼lase ）的通谕始，把它列入伪书目

录，并申明它没有什么权威可言c 狄撒龙（ Ti附ront ）指出；假

使他们能承认赫尔曼受到启示的事实，对他应当多些恭敬呢。应

当了解，那些启示是种文学的虚构的幕景：作者想借以提高他的

训话的价值。

那末，在这部著作中，什么是虚构成分，什么是事实成分

呢？这是很不容易答复的。如果那些“植现”纯是幻想，那末，

其中的人物记，也都是幻想么？巴顿伟（ Bardenhe＇附）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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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肯定的c 我们认为骨干是真实的；枝叶是作者为美化起见而加

上的。

“牧者”的分析

“牧者”不是一气呵成的，而是 A个长时期的作品 c 它的一

贯性，无论在作者方面，还是在思想方面，是不容疑惑的而且模

糊的一处，可以用明朗的一处来予以解释。“牧者”可分三段；

屉现，诫命，比喻c 第一段是导言：最初四个“显现”是导言；

第五个“显现”是近导言c 这部著作的核心对象，条例和譬喻，

是由牧者授于赫尔曼的。

（甲）显现

第一个且现c 赫尔曼因了一个不洁之念，在超自然地启示中

受到指责后，看见一个老年女子c 银发如雪，坐在一把椅子上的

她，申斥赫尔曼忽于纠正子女的错误。

第二个显现。同一个女子，面色较嫩，可是发丝和身态还是

苍老的。她运用其它的话继续责斥他二

第气个显现。一个年龄较轻，漂亮而愉快的女子，向赫尔曼

指着那座天使们用石头正在建筑的高塔c 她说，这座塔就是教

会‘就是那些维持着圣洗圣宠，生者死者的团体。弃而不用的石

头，就是罪人；它们向当经过补赎罪的磨刮，｛卑得也砌入塔身。

最后，一个老年男子为赫尔曼解释，那个女子不同的模样的意

义。第一个象征罪恶的牺牲的教会，第二个象征在希望中，补赎

罪的教会，第三个象征那些虽无大过，而尚未入圣域的义人的

教会c

第四个显现。在看见了 4支要吞下他去的妖怪后，赫尔曼忽

面向着一个行将结婚的窃究报女。这是沾污洗净后的教会的象

征，这是世末时的教会。那个女子给他叙述那些为进入圣城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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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经历的大难。

第五个显现。那个已经露面，尤其是在第三个显现中见过的

少女，又一次地登台了。她就是“牧者’＼她将授以使命。

（乙）诫命

这一段是伦理手册，共计十二条。内中包罗的是罪人应修的

德行，应做的善工，务使他的补赎能发生效力。（一）信德和畏

天主，（二）简单和无罪，（三）诚实，（四）贞洁，（五）忍

耐，（六）根据信德昕天使的指导和拒绝魔鬼的诱惑，（七）畏

吾主，（八）节食，（九）依靠天主，（十）快乐，（十一）躲避

假先知，（十二）与贪欲斗争c

（丙）比喻

第三段很象第一段。它重提旧案，展出 A系列逸趣横生的对

照．和象征的图画，加以发挥c

＼人的真正家乡是天堂，不应当恋恋于世物。天主给这些

人的财物，是委他用以救济贫乏的。

三、葡萄依靠榆树，而以它的果实，手以点缀。同样．穷人

依赖富人，而以他的祈祷，拯救他灵魂的穷苦c

三、活树死树在冬天时是分不洁的，同样在这个世界上，义

人罪人是棍合着的二

四、活树死树，到了夏天，看它们叶果的有元，方能揭晓c

义人与罪人，在世界末时也是这样的〔

五、在给赫尔曼说明了斋戒不应当与改过和克欲分离的牧

青．通过葡萄园主的比喻指出，接受劝导是自由的，可是比遵守

旧命更有功劳2

六、 →群疯狂的羊表示大多数的灵魂钻入淫魔的围套，自取

灭亡二天主把犯罪的羊，交给主罚的天使，务使在南；1烈的手段

下．憬然如恬r 那些苦处是向天主赎罪的→部分代价。

七、主罚的天使合理地对待了赫尔曼。罪人应该忍受鞭打



82 教父学大纲卷一

外，还应当加以别的苦工c

八、 」株枝叶扶疏的大柳树下，集聚着一切基督徒，这表示

天主的法律颁给整个世界。一位天使（圣弥额尔）砍下树枝，

始分于人们，后又向他们讨还。归还的枝头的姿态，标志着良心

的状况。在卡三种等级不同的基督徒中，只有三种能进入光荣的

教会。他们或是殉教者，或是精修者，或是义人，其余的都是罪

人；他们为获得救援，应该照牧者的指示做补赎c

九、第九个比喻重提第兰个警喻中的宝塔而予以补充η 赫尔

曼从旁参观宝塔的建筑ο 理日，在与贞女们」夜祈祷之后，得到

了解释。阿加地（ Arcadie ）的平原七耸峙着－块岩石（圣

子），中有一门（圣子降孕），四周站着十二个贞女（象征卡工

样德行） c 天使们在岩石上建筑宝塔（教会） τ 他们所用的石块

（信友）或是从水巾来的（圣洗），或是从十二个大山上来的

（整个世界）。它们部应当通过那个门。忽而停 E了，主人来检

查各石块的性质。很多的石块被抛了出来，且以交于牧者，教他

用补赎来予以搓磨户经过了这个手续后，多数的石头重被砌人。

至于那些剩下的，都由十二个极漂亮的、轻浮的、穿黑袍的女子

（十二种罪恶）掳去c 这是那些永远不能得救的信友，除非天主

予以一种非常的圣宠。

十、在这最后的比喻中，并没有什么新的材料；不过天使劝

他用忏悔来洗涤他的家庭，而在停工期内，呼吁众人多行补赎，

因为宝塔落成之后，什么都太晚了（在这些比喻内，世界末日

的观念，占着很重要的位置）。

三牧者道理

这里，首先我们想指出的，是赫尔曼对补赎的见解，然后是

他的若干其它的理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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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二世纪教会中的补赎

关于这个重要的问题，存在着很多不同的答案2 哈尔那克代

表抗议教徒，综合地指出的答案标志：教会直到三世纪，不承认

自己有权赦免信友于领洗后所犯的一切罪过。实际上，因为教会

是个神圣的团体，大罪人们已不是教会的」份子，也不用宽赦；

后来在权利仁，如在事实上，逐渐起了变化，公教学者一致杏认

权利的变化；教会始终认为具有基督授给它的完整权利？可是，

在事实上，是否整个地予以应用，倒是个疑难的问题O

丰克重－检十七世纪贝道 (I》etat 的宇t说’肯定地承认，到

加利斯德（ Calliste ）教宗（工一七至二二七年），教会拒绝赦免

F列的三种罪：通奸、信邪神、杀人气这位教宗首先准赦通奸；

逐渐地对于后两种，也采了同（步骤c

华刚达（ V acandard ）也以丰克的见解为然，歪少以王世纪

为限，他不愿意肯定：这个补赎纪律，是r=8宗徒传F来的，可是

也找不出予以否认的理由。巴典孚主教对于丰克的见解，提出不

少很重要的批评G 也指出加利斯德教宗 并没有革新什么。我们

不能同意抗议教徒说：教会在做了两个世纪的神圣团体后，在二

世纪左右，瞬间转变为罪人的疗养院。可是，加利斯德确为取谛

这个作风而斗争过3 还应当指出，这个作风，也不是普遍的，也

不是出诸一贯的传统c 如果当时关于三种罪的严历制裁，还没有

→致地流行着，在这个大教会内，它的趋势的存在，是不容疑惑

的。加利斯德教宗的出面干涉，不是个有力的说明么？这个潮

流，在兰世纪初叶的非洲教宗里，更是汹渴的ο 这个潮流是由二

世纪中， －－般信友对于劝导诫命的混沌的观念来的。这个右倾的

学说，终于在罗马正确的指导下打破。可是，这个指导绝对不应

该和那些伪学士们左倾的学理相提并论U

达类斯（ d’Ales）更有力地进攻那个三罪不赦的，所称的典

型学说。那个右倾的，到三世纪初叶，在若干区域内，更露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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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并没有一般学者指出的严重性。加利斯德教宗，为避免过

分的剌激，只乐于肯定：通奸的罪，教会也习于宽赦。达类斯一

如巴典孚，不但认为二世纪前的神工纪律，染着－种过于严历的

色彩，还可能存在着若干强调义怒无法挽回的布道者。可是，他

的强调程度，低于巴氏3 他特别想证明的是：没有存在过一种共

同的和正式的限制教会赦罪权的学说，也没有教会志愿放弃使用

放罪权的学说。达氏的理论是很明确的c

他指出，在新经里，告解圣事的建定，在基督的思想中，是

与教会的创二主联贯的，他给予教会的神权是无限制的。留罪是片1

罪人的恶意造成的c 这个留罪权，教会开始时，就有付诸实行的

若「例子：亚纳尼亚和撒斐谏夫妇，邪法人薛蒙，格林多的近亲

相奸者都是’c 可是宗徒的著作，如归示录，在指出了特种罪恶

后，就紧跟着也指出赦罪之路c 达氏结论说，不呵能在其中找出

→个固定的制度；可是在写时，这种制度发生了良好的结果。

达氏在仔细研究r二世纪关于告解的文件肩，作了下面的几

个结论：（一）整个的传统不断的揭露，真心的悔过定能获得」

切罪过的宽赦。（工）教会神职阶级是经常的执行者。这个神权

没有什么限制的模迹气（三） 」种相与严格的草案是存在过的二

（四）公补眠不再做的法律，是没有圣经根据的 2 元疑胞，它是

于二世纪时．为预防教会的冷淡而制定的r 赫尔曼是它的第 A个

人证：这条法律，在东方维持到四世纪，在两方维持到五世纪、

“牧者”是众著作中论二世纪补赎问题最清晰的一部乙下面我们

就要谈赫尔曼关于顾罪的见解《

(Z ）赫尔曼的赎罪见解

一、要确切地了解赫尔曼的赎罪思想．应当先明了，他的思

想的综合性。若「学者认为，他反对教会对于本罪的宽大措施；

若f学者却说他是持宽大论者，反对蒙丹学说（ Montanisme）的

发言人。这些或右倾或左倾的观点都是错误的；真理J\V::(E两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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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巴典孚指出，赫尔曼虽视教会为 A个神圣的团体，可是不否

认也有赎罪的余地c 他是在一定的程度下反右倾者。达类斯也说

他不是个严格的主义者；由于他要人们守好教会整个的纪律，在

言语中，时带着一种肃杀的色彩ι 实在，这是他个人的操守，与

教会的纪律无关。他的带些肃杀之气的著作，骨子里，是为主宽

赦措施作辩护；可是．不应当疏忽他的牧者指导信友的热忱ο 赫

尔曼不以学者的姿态，而以司锋的姿态，宽猛相济地说话。他主

张本罪的赦免，他也希望犯罪的人愈少愈好3 向保守者，他强调

洗礼巾的忏悔，又向领过洗礼者强调这同→的忏悔c 这里并没有

什么矛盾C

二二、赫尔曼特别指出了洗礼后悔过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1. 若干人认为天主的仆人的罪不必要补赎υ 赫尔是在第五和第

九比喻中，强有力地予以驳斥。可是，这种错误太粗鲁了，他认

为不值得多赘c 2. 他尤注意于补赎的有效性，l 巴典孚说：“牧者

中惟 J的目标，在引起自落的信友还能得救的希望＼他的总纲

是真心的忏悔能挣得罪过的赦免二赫尔曼白以为他的使命在使堕

落的信友明了：只要赶快真心悔改，还能获得救援c 在这点t赫

尔曼与若干学者间起了冲突。或说那哩人大概是蒙月异端派的先

!)/X ..达类斯表示，他们是传道员；他们所注目的，就是听众中的

望教者和新领i)t者。他们有意由谈洗礼后的罪之赦，务f吏听者提

高警惕＝赫尔曼所抱的句也就是这种求全的心理二可是他深识人

性的软弱，他揭示了悔过的罪人也能得到恩赦 宝塔的显现，以

反第八第九比喻，都是这个理论的有力证据c

三．忏悔的有效怕是普遍的3 承认二二世纪存在着二三种留罪的

人们，也不予以再认。巴典孚尤清晰地强调：如果这是恩般的原

则，那末，任何罪过都能亨受这个权利「我们敢说，通奸、杀

人、背教．将来虽变成了真正的留罪．也不在例外。赫尔曼只提

出了通奸和背教，却没有说杀人的罪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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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曼－连三次申明．罪人们只要确切地忏悔，都能获得宽

赦；不肯悔过者自然当在例外。第兰个显现中，萨例着不同典型

的罪人；被抛弃的石头，就是他们的象征。可是，或遗于路旁水

边，或己投入水中的．兀论黑石、白石、碎石、圆石，在经过了

锻炼之后，还能被采用为建筑材料。柳树的比喻表示同样的真

理乞在十种罪人中，只有背教者和叛徒不得救援，因为他们对于

牧者忏悔的训话，都置若罔闻c 在建塔的比喻里，受制裁的，只

有硬心的背教者，侮辱者和叛徒c 在前一个譬比喻里，原则上一

切罪过都得宽赦c

虽然什么罪都能得宽赦，可是若干罪人不能予以利用：

（一）那些在领洗后不久就睡落者，（三）那些得到宽赦后再次

堕落者。赫尔曼是这教会制度的第－个人证，因为这是没有圣经

根据的3 这是大概在特种情形 F厘订的；它具有全面性法律的效

力；它的被取消的时间是很晚的3 赫尔曼指出了它的存在，却不

提它的来源（达类斯） ο 这条法律在东方直到四世纪末，在西方

直到五世纪才得取消ζ

四、补赎的形式的描写是粗枝大叶的。赫尔曼把回头罪人的

行为别于治疗：天主的恩宠c 这个治疗的实现，须先经过－个痛

苦的刮磨阶段；就是先须做完教会所定的赔补手续。这个赔补的

手续，根据第六第七比喻，是很艰苦的。这实在是种新生活

运动c

人们每诧异：为什么赫尔曼不提罪人向神父告罪和教会赦罪

的问题c 他们一面在作者的目的中，一个在作者的俗人的身份上

寻答案c 达类斯对于这种思想，大大地予以批评。他明朗地标

志：天主恩放和与教会归好联系的观念，虽在他的著作中．也可

以找到，可是占据的位置是很微小的。牧者的赎罪的观念，整个

地渗透着教会的观念。他的总结如下：“我们相信，如果不把宝

塔的比喻，洗礼赔罪的，甚至整个的著作，看为在教会控制和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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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悔罪演讲，又如果在宝塔的比喻中，除去了罪人与教会和好

的价值，什么都成不可思议。”

（丙）其它几揣道理

→、赫尔曼的伦理学尤包括在他的有普遍性的诫命中小节德

是它的总纲f 在赫尔曼眼里，有节就是避免一切罪恶，实行一切

善工J 赫氏之节德一面禁人通奸、国凶酒、偷盗、斯诈、妄证、亵

神、虚伪； 一面促人修德，畏天主、爱人、和睦、忍耐、救济寡

孤、收留贫乏c 这些一般的诫条，只指出了基督徒生活公共的职

责η 这个生活还有它英雄的一面，这不是任何人能予以实现的。

夫妇之间的忠信．是他伦理学中的一条大法律c 妻子通奸，

丈夫不能与她同居，又不能重婚，违则也犯通奸之罪。这表示他

俩之间的婚约依旧存在 赫尔曼还指出罪妇必须悔过，与丈夫重

归于好ο

基督徒的生活的基础，是领？先后获得的义化。洗礼是不可少

的，古教的义人们，为进入天都，应当从宗徒手里受洗。这是个

很古怪的见解；同意他的只有亚利山大里亚的克来孟。洗礼采取

浸水式，正如他所说的：“F水时的死者， ti:\水时已沾了。”

赫尔曼直接地谈过了三件圣事：就是圣洗、婚配、告解；关

于圣体，他只字不提。

二、赫尔曼不是个神学家＝就是关于告解，他虽专门地予以

讨论，可是在他的姿态中，十之八九是实际的伦理家的本色气那

末，我们自然更不要想在他的著作中，找到关于圣三和圣子降孕

的奥迹的透彻的议论工在这些问题上，他的术语是最不足道的，

照他的说法，批判学者，公教的也不在例外， －致指出：他认为

犬主子就是圣神；而且他以为这两位的分别，是圣子降孕的后

果 他又把天主子和圣弥额尔，或第 J个天使，或最可敬的天

！ιj昆而为一。我们认为这样－部在一个时期内曾被放入圣经之

列的著作，如果没有确切的证据（尚付｜饲如）．不能说它犯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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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重大的错误c 我们以为赫尔曼根本没有受过哲学和神学的教

育；这点人们每不予注意。他毫无联系地，从一个象征跳到另一

个象征。这样谈道，是很危险的；而且那个希腊字（ TO

7咐uηα）的使用，也是不准确的c 批判学者研究的那些比喻，

尤其是第五个，很能透露赫尔曼的思想；可是这只对这直接的，

并不对间接的问题而言。总之，古代教会对于赫尔曼的看法是含

糊的。

在“牧者”中正如上边说过的 天使占着很重要的位置。

赫尔曼最注意他们的使命。他把天使分作上F两级，上级等于天

主的干部，其间圣弥额尔是首屈一指的：下级就是那些建筑神秘

宝塔的。每个人有他的天使，指导他行善；有他的魔鬼，从旁加

以诱惑。

教会往往象征地出现于“牧者”中已它是圣贤们通过思想、

信仰、爱情的结合；它是天主的纯属精神的受造之物；可是它是

有地方性的，可见的，受统治的。赫尔曼关于教会圣统制的材

料，是极残缺的。他承认罗马克来孟有权把“牧者”流行于圣

教会中。杜歇纳主教（ Mgr Duchesne）强调，只有两部罗马的著

作（克来孟书信与牧者）或有理地或无理的归诸宗徒，且被列

入圣经之林c

He rm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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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历史、社会、及
思想的背景

教会与外教国家

第二世纪，为教会是一个特咪的斗争世纪c 它面前的敌人是

最凶恶的c _JC疑的，一部分文人与护教学者所支持的罗斗帝国的

反抗，以剧烈的程度来说，逊于诺斯士派学说的攻击c 这个学说

的基础，倾向古教的基督徒，尤其是蒙丹学派（ Montanistes）的

邪说。当代的 ·tJJ文学作品都反映出：信仰坚决的教友，生活在

一个战争的氛！有中二首当其冲的，自然是那些护教学者

( Apologistes ou controrersistes ）。

这里，应当提纲草领地一叙二世纪的圣教历史。从图 :fir: 真

(Trajan）到高莫特（ Gm 川de）在七个安j直能（ Antoni

执政的时｛民，教会常笼罩在凄风苦雨下c 据式滔良说，去龙法严

禁宣传基督教义，图拉真虽予以修改（一一二年），禁止逮捕教

友，可是在帝同的若干行省里，仍旧没有放松己对于信友的恶意

宣传，引起了民众的暴动；犹太教人借题发挥，又尽 f剥削教友

的能事，即使在最和善的电帝吁政时安道能热忱者（ Ar巾ni11

le Pieux）就是 A个例子，教会也有它的殉教者（一三八呈一六

卒茸：）？玛尔谷．奥雷月力（：飞far℃．→ u仨le）登位（→六 A至企八O

年斗）．他的高超的哲学理想，不但不使他崇拜基督教义，反使他

认以为反动理论f 看来圣儒斯定的哲学护教学，未能打动这个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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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骄傲，具有斯多噶胸襟，可能正直的心灵。相反地，吠声吠影

的外教主义征服了它，强使他采取迫害他自认极度忍耐的信友的

种种步骤。

在帝国用剑对付教会的时候，一般的文人也摇动笔杆，向它

大肆攻击。戴奥陶士二世（ Theo-dose II) （四四五年左右）下令

焚烧 A切反信友的著作后，泰半属于论战的作品，都化为乌有。

弗隆顿（ Fronton）吕兴（ Lucien）瑟斯（℃eise ）是其中最知名

的几人。

弥努基·威力克（ Minutius Felix ）说：西塔的弗隆顿，

( Fronton de Cirta）安道能的朋友，玛尔谷．奥雷肋的师付，不

怕在一个公开的演讲中，控诉伪信友借宗教性的聚餐会，亲戚通

奸。阿拉（ Allard）指出：“人们诧异地觉得，那些有爵位的文

人，也相信这种下流的无稽之谈” c

沙漠萨得的吕兴（ Lucien de Samosate）写了一首咏外方人的

死的诗，共一六七句，他用以政击犬儒学派信友。外方人代表一

个腐化的司锋和犬儒学士、他终于蹈火焚死。

瑟斯是个博闻强识的哲学家兼文学士，他比那个太傅，和那

个平凡诗人，要阴险的多呢，他的“真实之论”仗着奥利振为

驳斥他而援引的文字，大半还遗留于世，这本著作写于→七八

年，写得又有艺术．组织结构严谨，共计四部c 第一部讲，一个

犹太人指出信友捣乱默西亚的观念。第三部讲，一个外教人证明

犹太人的默西亚观念也是错误的。第三部，瑟斯直接攻击基督教

会的信德伦理。最后一部总结性地为外教主义辩护c

瑟斯在攻击教会前．曾认真地予以研究。他读过圣经，摘出

了中间似相矛盾的篇幅3 他也认识从基智教会脱化出来的旁门左

道；他就用以攻击基督的教会。他运用福耳特（ Voltaire ）的方

法，为更能毁灭基督教会起见，一边百般予以讽刺，一边又毫无

戒心地，歪曲历史和字句。他硬把保禄的“此世的智慧，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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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前疯狂而已！”（格前， 3 章。）改为“为此生，智慧是恶物，

疯狂是好事”。不错，瑟斯是博闻的和好讽刺的哲学家。可是巴

来依（ Bareille）指出：在他身上控制一切的，是政治观点。他

同意各人信仰本地的宗教；宗教的独立性，应以国家传统的信仰

为基础。在这点上，他不过又一次地揭露了前代政治家的见解：

罗马帝国是全能的，它是一切国教的保护者，可是决不能容忍基

督教会的至公性。瑟斯对于基督教会的轻视，未能掩盖他的尖锐

的惊惶。他的漫长的攻击只证明了：玛尔谷·奥雷肋末年的教会

并不是个薄弱的单位；政府还应当予以重视。

二倾向古教的基督教义

倾向古教的基督教徒，要把对于耶稣基督的信仰与梅瑟的法

律，（割包皮，土罹日，洁与不洁的肉类）联东起来，又要在耶

路撒冷圣殿中维持着古教的礼仪：而使圣京为教会的中心，仍居

领导的地位。 而般前属法利赛派的激烈份子，认为这是天经地

义、不守这些古律的人们，不能获得救援。耶路撒冷，在安提

阿，一时闹得风雨满城的割损问题，是由他们掀起的。持异见的

保禄宗徒，在他的辽远的传教区内，尤其是在喀拉西（ Galatic) , 

到处是他们的眼中钉。保禄所称的假兄弟，就是那些人们。缓和

派靠着次雅各伯的声誉，虽不提出什么教条主义，对于古教的法

律，却一贯地奉行着。在安提阿，伯多禄与保禄之间的争端，是

由他们制造的。棍据保禄的著作（罗马书，哥罗森书）还存在

第三类倾向古教的基督徒。他们自命不凡，主张采取例外的，从

哲学和其它的宗教中观察得来的作风。崇拜这个折中说者，是那

些禁不起外来风化熏染的一流人物。

圣雅各伯和其它的宗徒们死后，倾向古教的基督徒集团，还

保持着它独有的教会制度，直到亚特利（ Adrien）皇帝时，才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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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正寝。六八年，它迁往贝拉（ Pella），一贯地继续发展下去。

缓和派似没有什么变动。现在我们所称的纳臣肋派，就是指那些

人c 圣热罗尼莫和圣爱比法纳（ St. E1呻hane）早已用这个名词

来叫他们。他们运用全部的古经；可是他们的新经日录是很简单

的。他们虽不否认圣保禄，但不常援用他的著作。他们的新经，

就是希伯来人传的新经，又称“纳臣肋派新经”。这也不是一如

人家所说的，就是玛窦传的新经；而是一00年在右，他们以玛

窦新经为蓝本而另撰的一种。纳臣肋派的伦理观点是严肃的。

宗徒时代的倾向古教的基督徒是一」种很倔强的作风，在宗徒

死后，还残存着。后来的以贫派（ Ebi-onite ）是从他们蜕化出来

的己这派人强调，他们的新经是玛窦传的。拉郎才神父

( P. Lagrange ）说： “这部新经与纳臣肋派人的希伯来人传的新

经，是不同的”；大概它是西林瑟（ C臼inthe ）新经的化身。中

间没有基督孩童的记载，也不谈他的神奇的受孕。这一切，正是

以贫派所否认的台或说以贫派受过以尼派（ Esseniens ）的影响，

这是世有证据的二如果实在的话，知哪（ Gnose ）以及其它的哲

学因素，都应当表现于在这以倾向古教的基督教义为基础的折中

说中。这个学说又称“爱喀萨主义”（ Elka姐i's日1e ），因为他是由

爱喀萨发起的。

三诺斯士主义

（甲）主义的本质

基督教会露面的时候，在罗马帝国里，掀起了两种令人踌躇

的思潮，一种是宗教的思潮，它不满于正式的神话；它开始热烈

地崇拜东方宗教仪式。一种是哲学的思潮，它国言语的流传而日

形发展；它的对象是希腊人的著作和学说。

犹太的－神教和基督宗教，把一个新因素、投入了这个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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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酝酿中 ο 这是个很重要的因素。谁都不会否认的。时代的活动

分子，争予攫取，而照时代的嗜好，予以使用。诺斯士主义是从

上列四种因素组织成的。一般地说，诺斯士主义是一种哲学思想

的进展；目标在把基督教义，变成一种宗教哲学；或是一种宗教

思想的进展，目标在为奥迹发见一种比信仰更深刻的哲学分析。

那末，科学取代了信德。嗣后，尤其是兰世纪时，一种真知科学

( Gnose outhodoxe）尝试为奥迹寻求一种与信仰符合的哲学分析。

二世纪的科学是伪知科学（ Gn。” l泛的ipue ），它想篡夺启示真

理的位置。

诺斯士主义有它伟大的起点。（一）它从犹太的一神论中，

采取了至高之神的观念，它又用寂静（ Eiy的和深渊（βv86()

两字，把它的无穷性同自然界的一切物质骚扰、予以隔离。

（二）它对于物质抱着一个最卑微的观念。 1己’认为物质是恶的，

尤其是它诱惑和腐化人心，使它远离真神的后果。

于是引起了两个尖锐的问题：（一）宇宙和物质的来源是怎

样的？一个美善的天主能否造出性恶的东西？（二）世界和人身

上的恶的来源是怎样的？是否由天主放在物性中的？人能否予以

摆脱？

对于这两个问题，基督宗教的答案是：（一）宇宙是天主从

乌有中创造的。（二）天主工作中的恶，是从人滥用自由意志来

的。它是从受造之物来的，不是从造物主来的。诺斯士派认为这

两种答案太简单，而要发掘另一个聪明的答案。在他们乱坠的天

花中，常夹杂这共同的 J点：他们设想在天主与物质间，存在着

一系列的中间因素，逐步把造物者和受造之物联络起来；而终使

我人升到天主。

（乙）诺斯主义的综合

这是一个千变万化的学说。下列几点是最基本的。

一、天主是独一的。他与一切物质的分野是绝对的；他自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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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静或深渊。他是个原素能力，可以通过络绎的“流露”作

“自我的发扬”。

二、天主物质间的中间物（ Eons ）也是永远的c 阴性阳性，

--x才」地从他流出，而组成了第－个单位，西齐齐（句可gie) c 

由第 A个西齐齐生第二个西齐齐……四齐齐的总和称圆满

( Plerome ）。

三、这些中间物离天主越远，越趋退化－在这逐渐的退化过

程中．忽发生了偏差（ D吕viation ）。一种中间物陷入歧途，它就

与神的性体脱离，它被提弃之后，在它的领域内开始繁膛，创立

‘个新组织；而这组织的－切产物部是恶的，远逊于第一组的。

最后，夭主造了物质世界和人类。这是造化者，犹太之神。他是

恶神，应当同他博斗。

四、可是，不是整个人类是恶的， J种高级的中间物，从超

自然的世界上，摘下了一株神苗，（星、火线、光，第－组的馨

香。）把它纳入物质。这就做了物质俘虏，受造化者的磨难。由

于人们或有或没有这个神苗，他们就分为三级：

(1 ）神阶级（ Spiritunls 1TVBVηαnXoi ） 他们具有神苗；不问

他们怎样立身，总是被简的。

( 2 ）魄阶级（ Psycl叫ues ψv,riXoi ） 他们通过“知”

( Gnose）而得救c

(3 ）物阶级（ Materiels uγixoi ） 他们是必要沦亡者。

五、救赎的唯一目标，在拯救陷于物质中的神苗。第一组中

的一个中间物，无意中与耶稣结合，从他领i先起，到他受难止。

他不是真人，只有人的形象η 救赎不是由耶稣的功勋挣来的，而

是由他发出的“知”完成的。

六、整个的神苗被救赎后，超自然世界中的秩序，因造化者

的屈服而恢复后，普遍的复兴工作，也就告完成。于是物质世界

就被毁灭；不得救援的人们，也同归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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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从这个弥漫着烟雾的形而上学中，他们找出了两个矛盾

的结论。或说，应当虐待物质和肉体；或说，人们可予以糟踏而

不受处分。持后面的结论者，占着大多数。诺斯士主义每是罪恶

的渊菇。

（丙）诺斯士主义的历史

到现在还未能圆满的写出。圣依肋纳、伊坡利得、圣爱比法

纳，供给了若干关于它的资料c 此外，还有尝盛行于一时，现在

几乎整个消灭的学说遗下的鸿爪。

它发源于宗徒时代。 E述的倾向古教的基督徒之折中说，部

分地是它的产物3 第一个把它组成一个系统的学说者，是薛蒙·

奇顿的或者称薛蒙魔术家ζ 他是受过教育的人，运用他的魔术，

尝使民众倾倒一时。他更是个酷嗜哲学的人，他揭寰的学说得到

了极大的成绩。这个腐化份子与一个妓女赫肋纳同居。她以先知

的身份参加她的拼夫的救世工作。薛蒙通过他的神统学

( Theogonie），宇宙学，以及人和救援的学说，做了诸斯士主义

的鼻祖。他的“启示”（Arraψασin 只留下了若干零星篇幅。

“知”说始发展于叙利亚，继于埃及，终于扩充至整个罗马

帝国c 它披着亚利山大里亚人华冷顿为它计划的外衣．确是文质

桦彬的。诺斯派共分三组：叙利亚一组，亚历山大里亚一组和华

冷顿一组c

叙利亚组最接近薛蒙魔术家；它有三个代表。

一、西林瑟（ C位inthe）本是安提阿人，他宣传“知”说于

小亚细亚。他在那里跟尼古拉派（ Nicolanes ）同受圣若望的

攻击3

二、梅农特（ M吾nandre ）是薛蒙的门生；他比自己的老师

更强调魔术的实施。

三．萨吐能（ Saturnin）或称萨道尼（ Satornil ），他是二世

纪初叶，叙利亚诺斯士派的领袖。他创说天父分送生活的火花给



第一章 历史、社会、及思想的背景 97 

下级天使所造的人。

亚历山大里亚的“知”说，是由巴西利特（ Basilide ）从安

提阿输入的。他的很抽象的学说，偏重中间世界c 它界于子虚神

( Dieu-n吕ant）所居的超度世界（ Monde hyper-cosmiqne），与我们

所居云下世界（地球）之间。这个中间世界或称超月世界共有

三六五重天。最高时称奥陶待（ Ogdoade ），最低的称赫陶玛特

( Hebdomade) ＇·赫陶玛特的领袖，是犹太之神；他创造世界并扰

乱世界。这是他与奥陶特的领袖同等的。

亚历山大里亚“知”说的宣传者，还有巴西利特的儿子伊

西道尔（ Isidore ），以及伽玻克拉（ Ca叩ocrate ），他系统地推崇

不道德的行为；还有华冷顿；他的影响是极大的，后当另论。最

后，还有一群奇异名称的派别啕加恩、派（ Cai'nites ），瑟典派

( Sethites），尤其是奥斐（蛇）派（ Ophit-es ），许多伪著就是那

些人写的。十九世纪刊印的若干不同的高德（ Coptes ）版本等

都是。

华冷顿实在巴西利特的摘系 3 他虽不是巴氏的门生，深识他

的学说，还予以教授，一贯地予以宣传，始于亚历山大里亚，继

于罗马（－三五至一六0年）。在那里，他不断地蒙受“绝罚”

的处分。据圣爱比法纳说：他终于希坡（ Chypre ），丢掉了整个

的信德。他坚强的理智，给予诺斯士主义，一副万分规媚的模

样。在西方，如在东方，服膺他学说者，为数很多。西方派承认

救世主有个精神的肉体（ Co叩spsychiqne）其中最著名的有赫拉

雷翁（ Heracleon）和柏道来梅（ Ptolem臼）；他们都是华冷顿的

门生。此外还有二个叛教司锋弗老利诺（ Florinu叫，圣依肋约曾

写信给他，予以剧烈的攻去c 东方派有不少的他们特有的见解

中，坚持纯粹的幻影说。亚历山大里亚的克来孟所指的戴奥道得

( Theodote），巴代萨纳（ Bardesane）以及他的一般生徒，都是这

派的代表人物。可是该指出，巴代萨纳起初特别注意哲学，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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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和星相学。他同归正道后，跟着塔西央（ Tatien）做了第

二个教会作家。

（丁）马西翁学说

这个学说是比较缓和的一种诺斯士学说。标磅这个学说者帅

童（ Cerdon) o 他从叙利亚来到罗马，拜华冷顿为师。他接受了

老师的学说纲领，抛弃了他的形而上学。马两翁自然是这学说的

巨头。他生于西诺柏（ Sinope），他的父亲是个主教。他因航行

致富，浪漫不检，被他的父亲逐出家庭。一三五年，他往游罗

马，大事施舍，又进了圣教。可是，因为他借着驳斥革新份子的

美名，想入非非，胡言乱语，就被逐出教会。

他的学说，确是反过激的诺斯士主义的。他为证明他的学

说，从古新经中搜集了若干他认为矛盾的篇幅，写了“反假定”

(Antitheses）他否认正义的，复仇的，暴虐的天主示意写成古经

的权威，因为新经标志的天主，是仁善的，慈悲的c 他只承认了

新经的一部分：（路加福音和保禄的十封书信）在他的学说里，

存在着色影较浅地诺斯士派的二元论，以及极端的幻影论。他的

伦理学是很严肃的。

这个淡装的诺斯士学说，带着极大的危险性。马西翁迷惑了

很多信徒。；武滔良称他为“桥头虎”，实在是应该的。他又创设

了一个独立的裂教；在若干地点，直到五世纪才寿终正寝。马西

翁派放弃古经后，杜撰并使用了若干仿达味圣咏所写的圣咏。这

派的重要作家应推阿伯尔（ Apelle ）；他虽终于回到了一元论，

可是在他的“三段论丛”（ Syllogismes）及贞女斐罗点纳的启示
录（ Revel-ations）中，到处洋溢着该鼻祖的基本理论。

四蒙丹学说

反传统教义的干戈，诺斯士派所执的，是观察和科学；蒙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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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所执的，却是先知论。这个学说，二世纪时，发展子小亚细亚

和弗利齐；三世纪时传布迦太基。

盛行于教会初期的特种恩宠，到了二世纪，几乎扫地以尽。

弗利齐人蒙丹扬言欲于以复兴。他领洗后不久，就有出神状态，

爱比法纳说在一五六年，安瑟伯说在一七二年。他以圣神工具的

名义，招收信徒，其间最著名的两个就是马西弥拉（ Maximilla) 

和柏利西拉（ Priscilla) a 她们遗弃了丈夫，师事蒙丹；不久也有

显现，就同他做了这个学派的领袖。蒙丹派自信还是教会二份

子， 一个更优秀的组织3 可是由于他们离奇的学说，以及在各地

引起的暴动，弗利齐的主教们，都鸣鼓而攻之。可是它仍继续传

布着叫 J七七年，里昂教会忽然在城里发见了 A个蒙丹派人，惶

恐之 F，就写信报告圣欧岚德（ Eleuthere ）教宗，和亚洲各教

会3 气世纪初，这派人建立了若干独立的机构c

蒙丹的学说总归两端：一、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的圣神

启示＝这个启示不是为替代．而是为补足耶稣基督的启示的民它

的和j；帜就足更加斗二夹的特宠的广施 二、世界末日已近，基督就

要在｜｜击，且要在统治万民伞千年τ

Mr启示标榜 J种严格的伦理现，并且卢明取消若干基督为了

人性软弱而罔下的优待υ （一）禁止再婚；一吁始时连第→次婚姻

也是禁止的乞（二）加增大斋的次数 ） （兰）领i先后的罪过不得

宽赦ο 忠于这些条例的信徒，属于神阶级；其余的都属于魄

阶级

最后，蒙丹派又分裂成若干支派：如伯老罗（ Proclus ）支

派，如爱兴（坠schine）支派。其中最著名的要称正良支派f、蒙

丹学说到六世纪才整个消失η

若干小亚细亚教友，在反蒙丹学说，否认圣若望预报的圣神

降临运动中，竟把基督爱徒的著作自u福音经，启示录，也一概予

以莫落。他们被称为反圣言派（ Aloges ），因了他们再认若望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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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中宣传的圣言（ Log~ ）。圣爱比法纳论这派时，未免过甚

其词。

五千年国说

主张千年国说者，一面根据犹太人鼠信默西亚国是个历世千

年的今世国的传说，又凭若望宗徒启示录狭义的诠释，倡导光荣

的基督将降临下地，在义人群中，作千年的统治，然后，众生复

话，永远之国启幕。

这个谬说，在最初几世纪，已经相当地流行于教会内，若干

正统的作家，也有予以宣传者。罗马的伽伊邬和亚历山大里亚的

圣克来孟指出：西林瑟是它的开山祖。安瑟伯则说：巴比亚斯是

它的作俑者。它流行于小亚细亚，蒙丹派也把它列入它的信条c

圣依肋纳和圣儒斯定的千年国说，看来是从那里学习得来的c 拉

当司（ Lactance ）和拉奥田舍的亚颇利拿里（ Apolllinaire de 

Laod时e）也接受了它c

攻击千年国说者，在东方有奥利振和亚历山大里亚的特尼

(Denys d’Alexandrie），在西方有罗马的伽伊邬和信奉过一时的圣

奥斯定。教会认为它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危险性，从来没有予以责

斥；五世纪时就告绝迹。

六节制说

这是一种严格的伦理兼神修说；二世纪时，抬头于自命不凡

的一群信友中。赫尔曼的节制说本没有什么违理的地方；它要求

众信友，切实遵守一般基督伦理。可是，右倾者竟提倡禁止结

婚、饮酒食肉；又绝对地说，违者有罪。

这个学说不久就流为异端，由于它所根据的，就是诺斯士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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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崇的物质根本是恶的理论。可是服膺这个学说的一群，并没有

变成→个狭义的宗教组织，最后走入马西翁派的塔西央

( Tatien），是该派的一个巨头。那些在节制上，有专门表现者，

各有各的名称。



第二章 丁世纪的护教学者

一护教学者总论

护教学者指二世纪末的教会作家；他们·面证明信友的兀

罪，务使政府予以容忍；另」面标志教会的价值，以争取民众的

信仰c

为达到目标，他们不只乐于消极地为教友辩护， （无神论，

违法的宗教，亲族通奸，漠视政治与社会利益）还积极地，或

攻击外敦，或证明纯洁的基督教会，怎样根据真理奉公守法。因

此，他们的著作又是护教的，又是伸张正义和捍卫真理的论文。

这些护教论文是反外敦的 是反扰太人的二最初的护教宣

言，是呈给皇帝，或上议院，或致民众．或寄私人的。反犹太人

的宣言，护教色彩较深．因为他们是信友的死敌。诬蔑、控诉、

部是由他们所发起的。那些宣言每根据古经，证明基督教的真

理；所以它们也易流为论文式的c

他们的成绩是辉煌浩大的，他们在斗时燃起了宗徒强烈的救

灵之火。他们是教会英雄时代， f言德和基督徒生活的物证二从文

章方面讲．它们胜过使徒教父的作品 3 其间最有学问的作家，每

是那些前外敦的哲学士r 他们归正后，通过哲学，专为他们的信

仰效力 ο 于是宗教哲学化， tlf学宗教化的美谈传遍教会c

这些特色，在圣儒斯定身上最为日著；在其他的护教学者笔

下，也可→望而知l c 欲了解他们的作风，先应吁了解他们的日标

首在证明基督教义与理智的接触点，后在指出教义就是」种智

慧。可是，绝对不应当为了在一个真理上，他们没有F什么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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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而就以为他们也予以否定。塔西央在致希腊人的论文中，只

谈了圣言，没有提到耶稣：可是他很认识耳目稣。弥努基·威力克

( Minucius Felix）从来没有提过圣言。圣儒斯定对于最高的，或

偶一涉及的真理之力的伟大信任心，绝不是责之于众巳他们都想

一级又一级地，引外教人弃邪归正ο 再者，他们的神学术语仍然

是残缺的；因此，不应吁过分在字句上计较？他们的神学是很正

确的；不可为了形迹可疑，遂以为就是fill_略异端的先驱c

他们言论最受关于圣言的攻击。他们清楚地肯定：（一）圣

言是天主； （二）他存在－切受造之物前，他是受生的；

（三）他虽是与圣父分不开的， f旦与他有别。可是为了了解他们

的道理，应当先了解他们的观点，他们在哲学的镜头下谈神学c

他们把圣言看作造化和启示的工具二根据他和受造的世界的相互

关系，他们谈他和关于他的→切：甚至说圣言永远受生，似专为

了要强调他是造物者的缘故。再者，圣言的受生是“父”的自

由意志和能力的一个工作。子属于父，不但为了他的起源，也为

了他在适比和启示中的辅佐乞圣言完成这个使命，不是为了他的

性体的较次，而是纯出于JC主措施的要求 那末，那个安提阿主

教的“内言外言”的名区别（ λoγo( SIJOLα(JETo（ ， λoγo( 

叩仰opixoO 也就不难索解了。对于这些术语，不应当过度重视

它们的字面，不应当把“内言”看作天主的一个属性3 无疑的，

还称“智力”（ λoγwηδV伴u（）， 可是另 A个“言”清清楚楚地

是个单位；他也不应该视作属性c “言”因j主化而外 tr!}＿：；或如塔

西央和阿德那高（ Athenagore ）所说的，他进展（ 11ρ011'η山

叩OSλ(Je_v）：可是说他进展，并不说他狭义的受生，只由于在造

化的时候， 」种主fr姿态发见在他身上，而表现于世。

还有－点，护教学者的道理，因为人们不明「他们的观点，

时被误会。圣儒斯定和培西央似否认灵魂的夭然不死不灭性，而

视之为：或是好人的特点，或是恶人的惩罚 c 不知这纯为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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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天然的不死不灭性，等于永远性，因以归于惟一的天主。这些

例子提醒我们，应当怎样批判他们似是而非的学说。

二古拉都斯

古拉都斯（ Quadratus ）是第一个护教学者；他是雅典人。

巴顿伟（ Bardenhever）说：“希腊在二世纪，是基督教会护教学

的摇篮；护教学著作中烙着希腊的精神”。

安瑟伯告诉我们：他当亚特利央（ Adrien）皇帝在一二四年

左右，留居雅典的时候，曾在一个呈文里，为我们的教会辩护。

安瑟伯藏这篇文章，为证明它的古老性，他援引了其中的一句

话。这句话是古拉都斯用来肯定，若干耶稣治好病人和复活死

人，那时还活着。这是第一篇护教学留下的鸿爪。

安瑟伯说古拉都斯是宗徒们的弟子，这很可能是真的。他也

提过一个与他同名而居于小亚细亚的先知，这可能也就是他c 圣

热罗尼莫说他是个雅典主教，格林多圣特尼的同代人。这是很难

置信的。

三阿利典特

安瑟伯论古拉都斯的一章是这样结束的： “阿利典特

(Aristide）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忠实信徒，他如前人，遗 F了一

部献于亚特利央（ Adrien）的护教著作。到现在，还有很多的人

珍藏着它。安瑟伯时，曾一度遗失过；一八八九年，郎代·赫里

斯（ Randel Harris）在西乃山（ Sinai') 的一个希腊隐修院所藏的

手抄本里发见了他的叙利亚语译本。不久，罗滨逊

( A. Robinson）在圣巴拉（ Bar-laam）和圣若撒法（ Joasaph）同

传中，（该传是若翰·达玛瑟纳所著。）找到了几乎整个的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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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吾本。阿利典特的护教著作的发言人是那谷（ Nachor），二个有

名神话中的角色。实在这部著作，就是基督化后的印度菩萨传。

它的原本到现在还没有发现c 作者是一个雅典哲学士的姿态说法

的。在这以天主观念为中心的论文里，他指出：这个观念可用以

批判基督教会的真实性。宇宙存在和它的秩序证明天主存在。这

个天主是永远的、不变的、完善的。（一章）

在人的四个阶级，蛮人、希腊人（埃及人和加尔代人也在

其中），犹太人，和基督徒中，只有这最后的阶级拥有斗个确切

的天主观念，以及合适地予以礼拜（二章）。后面几章（三至十

六章）就是他的见解的说明。（一）蛮人朝拜的，不出五行和战

斗英雄（三至七章）。（二）希腊人朝拜的，是腐化的神抵（八

至十二，章）。（三）犹太人恭敬天使每胜过天主（十四章）。相反

地，基督徒合适地，认识他又崇拜他（十五至十六章）。他们的

二种超然的伦理生活，是他们认识天主的最好反映。

结论（十七章）指出：应当停止迫害教友，起来版依教义。

最后的一幅基督徒生活图，写得很美丽，中间不少十二徒训话，

尤其是致狄奥尼（ Diognete ）书的回忆士

在这论文中，最应该注意的，一是基层的天主观念，→是基

督宗教伦理的的优越性。

念过这部著作的瑟斯（ Celse），曾数次用以驳斥犹太人，还

从其中找出若干天主上智的画面。奥利振没有予以批判。

阿利典特的著作，是没有文法和文艺性的；这正足以证明他

是个笃信坚定的教徒。他的著作，据安瑟伯说，是献于亚特利央

的；据近代的评论家说，是献于安道能的；他们还根据书面上的

」种记录，说它是在一四0年左右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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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贝拉的亚列顿

马西墨精修者（七世纪）指出，“约逊与巴比古间关于基督

的争辩”（ Discussion de Jason et de Papiscus au 叫et du Christ）是

贝拉的亚利顿（ Ariston de Pella）写的；它的目标在反击犹太人υ

约逊是－位由市教归正的基督徒，而巴比古是亚历山大里亚的犹

太人。我们不能肯定，这两个人是真有的，抑虚构的。“约逊通

过古经，清楚地证明，先切的预言，已成验在耶稣基督身上：又

运用他的极度的良善，打动r对方的硬iC: c 巴比古终于在圣神光

照之下，认识真理；而且因吾主的圣宠，起了敬畏之情，相信耶

稣基督是天主子c 最后，他要求约逊予以信德的符号：圣洗”。

瑟斯不予重视，认为这是→系列的非非之想士奥利振虽不忘代为

辩护，也指出他在护教学中没有什么大价值。可是，他的借重顶

言的证据，开前启后，在 A个正直的犹太教人心灵七能发生深

刻的印象c 后来圣儒斯走在他“与脱利风谈话录”里，更明朗

地予从发挥2

亚列顿的著作业已消失二圣热罗尼莫指出，犹太人提出的难

题「jr 的~－ －个．是耶稣死在十字架~1.c 救世主自卑自贱的奥迹，是

犹太人根本不能了解的c

这部著作时被后人采用；厄华利郎（ Evagrius ）在他的“犹

太教人薛蒙与基督教徒德奥斐肋之争”（ Altercatio Simonis Judrei 

et Theophili christiami ）壁，尤予以引用；可是却不能说，这个引

用究竟到了什么程度，他hlf.写于一四0年左右c

五致狄奥尼书

这本用笔名写的小册子，可算是古代基督教父学的杰作3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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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人和受信人的姓名，都没有传下来。受信人可能就是马尔谷·

奥雷肋皇帝的师傅，斯多喝派哲学士狄奥尼。这本古代作家根本

不认识的作品，在一五九一年，由斯德望氏（ H. Estienne）根据

八世纪或十世纪－卷子抄本，刊印问世c 这册子抄本，后于一八

七0年，毁灭于斯特拉斯堡战火中O 它应该是一世纪后和四世纪

前的产物，可是更象是于二世纪中写成的，因为当代信友热忱的

生活，教外人的暴行，犹太教毒辣的反动 都有它们的简单的写

照 3 大家认为作者是｛的走教父之→。

依据书的内容，显然的，作者是个博学之士乙l 他又应当是个

热心教友，具有圣（宙斯定的仁善作风；可是．他的文章，大大地

超越了儒斯定。情绪的高涨，思想的清楚，笔致的简单、生动、

合法‘文字的纯洁、漂亮、丰富，已使他接近古典作家。

致狄奥尼书共计十章。若干版本中的十一章和十二章，一定

不出于原著者的手。作者答复了狄奥尼的三个问题：（一）为什

么教友与教外人和犹太人分离（二至四章） '? （二）他们怎样共

同生活。（气）为什么基督出现得这样晚（八至九章）？

－＼外敦的敬礼力fl于无灵的偶像，这是对于天主的→种污

辱。犹太教的敬礼，虽也加于真天主，可是太物质、太粗树、太

不配3

二、基督徒生活于世，仿佛不生活于其中L 他们的家乡在世

界各地，可是没有一地是他们的家乡。他们遭难甘心，因以完成

他们的使命。为整个人类，他们是幸福的－种工具。他们是世界

的灵魂，因为阻抖它寻求快乐；因此，世俗也仇视教友。这个这

样高超纯洁的教友生活的泉源，是基督的启示c （五章）

三、夭主这样晚地遣下救主，是要人们更了解自己的腐化无

能。（八至九章）

在结论中（十章），作者指出，因为天主这样爱我们，教友

争在爱德上努力，尤其是对于他人士为这些人，即使需要赴汤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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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也 A无所惧。

Les premiers apologistes du I le siecle 

BIBLIORAPHIE SPECIALE ( sru I’ensemble des apologistes ) 

Editions: P. G. , 6. ( S. Justin, Tatien, Ath巨nagore , S. Th岳

ophile , Hermias ) .一Otto , Corpus Apologetarum christiαno rum 

srec. II , 9 vol. , l岳na, 1847-1872. 

Etudes: Source principale, Eusehe, Hi.1t. Eccl. , liv. IV 

SU时out. 一G. Bareille ; ( Les peres ) Apologistes , clans Diet. theol. , 

col. 1580-1602. ]. Tixeront. Hi.it. des dogmes. t. 1, p. 237 et suiv. -

]. Riviere, Sαint Justin et les Apologistes du zr s. ( Collect. : La 

Prns层e chretienne ) , Paris, 1807. Introduction ( p. V-XXIX ) par 

P. Batiffol. -A. Puech, Les Apologistes grecs du ll' s. de notre 的，

Paris, 1912. -Mgr Fr叩pel , Les Apologistes chretiens αu II' s., 2 

vol. , Paris, 1860. 



第三章 圣儒斯忘

圣儒斯定的生活

圣1雷斯定的生活资料来源，－－是他的与脱利风谈话录

(Dialogue avec T町phon ），一是他的两篇护教作品，在谈话录的

前八章中，他叙述了自己归正的始末。记载他死的文献有圣儒斯

定和同志们的行实录。这个文献是二世纪末的产物，而且是很可

靠的。

圣｛雷斯定生于巴力斯坦中部，弗拉维亚·南维堡利

( Neapolis）、约在二世纪初，他的祖先看来是外教的拉丁桥民。

他是在外教的氛围中成长起来；青年的他就喜欢研究哲学3 这不

是纯为了一A种好奇心，却又为了暗想追求最后的真理一－天主。

这种倾向引他进了基督教会谈话录中所述的他的思想转变的途

径，在枝节上，可能是虚构的；在基本上，却是实在的。

圣儒斯定始就正于一个斯多噶派人；不久，由于在天主问题

上，学不到什么新东西，就快快作别。接着认识了一个逍遥学派

人（民ripateticien ），受r几课以后，因为那个人，在薪金上斤

斤计较，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哲学士不应该如此，就拂袖他去。以

后，－个毕达哥拉派人（ Pythag-oricien ）要他先学音乐、天文、

几何；他又不乐意。相反地，他一认识一个新到南雅堡利，讲授

柏拉图学说的哲学士，就觉心安神乐。观念的冥想，激励了他的

心灵；他就隐居海滨，以便体味所得的真理。他在巴力斯坦的凯

撒利亚（不是厄弗所）时，一个老翁告诉了他基督教义，并且

还向他指出：单纯的哲学，就是柏拉图的，也是不彻底的。根据



A
υ
 

1 1 
教父学大纲卷一

以后再见不到的老翁的指导，他开始研究先知书和基督的福音；

终于很快地了解“基督的哲学是惟一可靠的和有益的” c 他就领

洗归正；他的真正的哲学生活也就正式揭幕：“请看，为什么和l
怎样我是个哲学士”（见谈话录）

他领洗后，热烈地宣传新哲学。他认为“能说真理而不说，

是f犯天主的义怒的”（谈话八二章L 他虽是个世俗人，却献

身为捍卫和传布基督教义。他大概是一三0年归正的。 A三二和

→三五年间，他居于厄弗所，在那里就得与犹太人脱利风辩道ο

一五五年左右，他写了那部巨著（与脱利风谈话录）。谈话录的

资料，就是辩道的结果。他曾两度远赴罗马ο 根据他的致命实

录，他F半世的生活，除去一部分．庚续地过在那里。他循当代

哲学的作风，创立一所学校，讲授教理。这就是那个将来有名的

亚历大里亚教理学校的前身。

约摸一五三年，他在罗马上书皇帝，为教友辩护。在最初两

行里，就美丽地洋溢着他的忠勇之气。柏理古（ Priscus ）子儒

斯定，被难的一份子，呈文皇帝…安道能·庇护（ Antoninus

Pins）以及威理西慕（ V erissimus）〔马尔谷·奥雷肋〕皇子哲学

士…议院以及全体罗马国民，为各种族一切无辜被仇恨并迫害的

人民请命。披希（ Puech）指出：在古代文学作品中，不容易找

到这样动人的词句：被难的－份子。

几年后（一六一年左右），圣儒斯定写了第二部护教著作。

当时的执政，是个哲学士皇帝。他长于哲学，在安道能皇帝的最

后几年，早已有口皆碑。他写这部著作的动机是很偶然的。 →个

女教友，为了她的丈夫荒淫无度，不与他同居。他就向罗马长官

邬比哥（ Urbicus ），控告他的妻子的教理导师伯道来梅

( Ptolem位）。导师与他的两个同志就此被捕，且受了死刑。儒斯

定大抱不平，一面上呈文于皇帝和议院，对这个暴行，提出抗

议；一→面再度表白教友的无罪。在第二部护教著作中，儒斯定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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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犬儒学派人克来森（ Crescens ）是放荡和愚软的；并且对他表

示了万分的憎恨。虽“致命实录”没有提起克来森；控告｛前’Nr

定的确是他ο 约于→六五和 A六六年间，儒斯定和别的六个教

友，同遭杀戮乙他在殉教前，已是个宗徒和圣人。狄撒龙

( Tixeront）说：“人们常称扬圣儒斯定的热烈的信心，高尚的人

格，以及忠厚的作风” c 拉郎才（ Lagra吨e）推荐他“做正直的、

诚实的、勇敢的灵魂的主保”。

二圣儒斯定的著作

（甲）著作概论

圣儒斯定著作中流传到现在的只有两篇护教论，与脱利风谈

话录，以及若干关于复活的碎锦。

可是他的最早已经遗失的书名，我们还能举出：反“一切

异端论’＼是攻击马西翁论的一部分； 1雷斯定他的护教论中，曾

予提及；圣依肋纳在··反异端”巨著中，也予以援引 c 安瑟伯

的圣教史指出他的其它的五种著作：致希腊人论说，致希腊人训

辞，神治论，圣咏作者，灵魂论。

此外还有若干像他写而其实不是他写的作品c “致希腊人论

说”，“致希腊人训辞”，“神？自论”，三种著作．书名虽同，实与

安瑟伯所传的不同。它们都是二世纪末三世纪初的产物。在f雷斯

定全集中，还有其它的七种使批判家聚讼纷纭的著作：致则那和

帅来努书，信德真诠，驳斥亚里士多德的几个观点，“答正教人

书”，“基督徒质问外教人”，“致狄奥尼书”。从文学角度来批判

圣儒斯定的著作，其间存在着不少的缺点，既没有逻辑可说，又

没有发挥思想的方法。他的每种著作虽有→定的目标，可是所循

的途径，是迷离的；他偏重次要的思想，→层意思刚才开始，就

予中断，然后再来重整旗鼓。因此，他的著作的分析，是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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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论家的议论，莫衷一是。他的文法是平淡的，有时竟是错

误的，死板的；｛旦却是简单明白的，有几段篇幅，充满着宗徒作

家的热情。

（乙）与脱利凤谈话录揭露了儒斯定在反犹太人斗争中

所用的方法和理论。这场儒氏和一个厄弗所犹太人的苦战

虽带着些色彩，却是件事实。我们不能确定，脱利风就是那个大

名时见于弥希那（ Mischna ），犹太教义的一个权威，塔丰

( Tarphon）经师。可是，儒斯定虽同他没有来往，很能拉他做个

角色；因为他根本没有受过希腊的教育，他视犹太教的传授法律

为惟一准则的巳力斯坦的典型学者「圣儒斯定想向他证明：耳目稣

是默西亚，基督教会是真教＝

这部献于马尔谷·蓬贝（ Marc Pomp岳e）的书，合计 A囚二

章。谈话经过了两天。该著作分成两段，前七三章是第一天的谈

话记录，后六九章是第二天的谈话资料。作者这种粗枝大叶的分

划，可能就是当代学者一般的分划法。

第一段在导言外，指出两个重点： 1. 旧约和它的法典的脆

弱性，耶稣基督的新约将取而代之；该新约当普及万民，控制万

世（十至四二章） c 2. 基督的预先存在，圣言与天主是三而一

的，天主曾显于古教的圣祖，又曾同先知们谈话，终于降孕在玛

利亚贞女胎中（四三至七三章）。可是其间夹杂着很多题外的东

两：若犹太人的罪恶（十六至十七章），若世末论（三0至三九

章）；而题外中还有题外的东西：如伪信友（三五至三六章），

如先驱（四九至五二章），如梅瑟礼仪（六七章），如魔鬼的作

怪（六九至七0章），如经典的删改（七二至七三章）。

第二段，首先重提第一段中的第二个重点，然后七四至一0

八章中，说出先知们早己报告，耶稣基督是天主之子。这段的结

论（一九0至一四二章），清楚地畅论外教人的前途：“宗徒们

的事业，基督教会，实在是预许于亚伯拉罕的族类的。它是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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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继承者”。这部著作是在希望脱利风和他的同志们归正声中闭

幕的（一四二章） 0 

应当认清圣儒斯定和其它的正统作家对于犹太人所取的态

度。马西翁打断古教新教的联系 3 儒斯定强调：旧约是新约的前

奏；先知l是基督教义的先驱。脱利风没有归正，他把先知书，→

点又一点地予以钻研．且以拍在古圣人的身上，而否认它们最后

的对象就是耶稣。可是他也承认：儒斯定的姿态是缓和的，他的

理论是尖锐的。

（丙）护教著作

不是一种秩序分明，文调铿锵的文艺。第一部护教著作，又

分三联：

一、第一联（→至二十章）的目标，在为教友被告的罪行

辩护。在指定了目标后，（→至三章）圣儒斯定珑i虐地说，一看

教友的名字，就可以晓得他们是好人：因为 （ Xpuniα时0 不单

解释基督， （ Xpurr何）还解释正人 （ XoYJ<rT6() （四章） ( 1 ）偶

像教是逆理的，他们不是无神论者（五至九章）。（ 2）他们是正

直的，基督的敬礼和伦理，是最好的证据（－－ 0 至一七章）。

(3 ）伦理至上，死人的复活，即使为外教人，也不是不可思议

的（一八至二0章） c 

二、第二联（二一至六0章）把外教与基督教会对比，而

指出后者的崇高性。 (1 ）外教的，时属可耻的神话，以及淫乱、

魔术、腐化的作风，使他们远在教友之下（二一至二九章） ο

(2）关于默两亚的预言，证明了基督的神性，圣儒斯定长篇地

予以发挥（ c::::o至五二章）。他相信这是个最有效的证据。他向

皇帝们声明： “我们希望，这个证据为你们是有决定性的。”

(3 ）在标志了先知书也引外教人接受基督教义后，他指出外教

主义、外教哲学士、尤其是柏拉图所有的好东西，都是从旧约和

先知口中得来的（五三至六0章） 0 



114 教父学大纲卷一

第三联（六一至六八章）结出，他相信必须向皇帝证明：

基督教会的行为，绝对没有伤风败俗之处。他说：“假使我们不

作这个声明，我们是错误的”。于是，他向他们介绍了入教仪

式，就是他所称的受光（ cpwnσµa（） 。在再度提起了外教人的胡

闹，以及犹太人的盲目之后（六二至六四章），他第一次把星期

曰：集会中的圣餐典礼，昭示于众（六五至六七章）。最石的几句

请命之辞，是激昂美丽的。“我们预先报告你们，如果你们继续

作恶，将逃不出天主的制裁。我们呢，我们只有呼着：随天主的

意志安排吧！”圣儒斯定又附录了亚特利央（ Adrien）致弥努基

·丰大诺（ Minucius Fundanus）的公函，藉资考据。学者都承认

这封公函，不是虚构的。

在第二部护教著作中， ( 1 ）圣儒斯定首先抗议乌比古

( Ulbicus）的暴行，接着」面驳斥格来桑（ Cresecut ）的诬蔑；

，一面暴露他的放了良。（ 2）他答复了下边一个问题：“教友为什么

不自杀以便快点跑到他们的天主前去？”他指出自杀是不合理

（四章），又说明为什么天主不救他们于恶党之子（五至七章）。

(3 ）他表示基督徒的伦理胜过斯多噶学派的伦理；教友的操行

是兀隙可攻的（八至十三章） 0 他乘这个机会，又大谈了他独倡

的新学说：“言种”（λdγo（ σ7仲μαnx60 这个术语创自斯多噶

学派（八至十三章） 0 ( 4 ）最后，他吁请皇帝接受他的要求，而

出令根据法律管理关于教友的」切c

三圣儒斯定的道理

这里我们跟随着拉郎才（ Lagrange）一看圣儒斯定怎样是哲

学家，神学家和教会圣师。我们尤注意他的哲学，因为它最能代

表他的护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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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圣儒斯定哲学家

圣儒斯定是个哲学家，他自己也很重视这个名称；呵是在他

版依基督教会以后，他对于哲学，已另 F了一个界词。哲学非

它，就是基督教义σ 在他阐述宗教时，他常利用一般的哲学理

论c 在这点上，他为宗教学，开辟了 A个新天地；他的“言”

说，是个典型的例子二

A 、哲学中的“言”。“言”（ λ6γo｛） 在古代哲学里，在还

没有基督化以前．占－着但重要的位置τ 赫拉理（ Heraclite ）似第

二」个称“言”是物质或精神界内一种固定秩序的永久原因。这

个原因还不外是物质：就是火。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没有提过这个问题3 后来，柏拉图

的精神宇宙（ L芒 Mo叫e intelligible），乃物质宁宙的模范与原则，

被称为“逻各斯’＼很早期多噶学派，把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观

念，归纳于逻各斯；说它就是行动生活的原则，它的活动不是盲

目的而是有目标的c 实在，在斯多噶学说和新柏拉罔学说中．逻

各斯占着很重要的角色c

泛神教派和斯多噶派否认宇宙中有个“超原则”，，他们强

调，宇宙绝对不需外助，因为它内藏着足以自动的、自导的律。

这个秩序生活的内在原则，这个“宇宙之魂”，这个过去，现在

与将来的－切最高原则『就是“逻各斯＼官每称作（ λoro{;

σπερμαrixon ：因为它是宁宙‘宇市生力的种因 J 它是起点，

也是终点，因为其它的→切零碎的东两．古I＼要埋没于其中 ζ 斯多

噶派的“逻各斯＼就是神、宙斯（ Zeus）众神之父二

逻各斯是通过斯多噶派说而普遍化的；而且该派哲学曾是最

流行的产柏拉图的门生．而且把神和宁市予以i差别，而且把神看

作“超自然

（也印当多些少些与神’或神的灵和言齐观勺假使亏灵齐观，他就

是神的一切思想的核心，以及宇宙的模因 2 假使与言齐；砚，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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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用以创造和掌管一切的工具”。新柏拉图学说的“逻各斯”，

在蒲罗达哥斯（ Plutarpue）著作中，写得最清楚。在那里，斯多

噶一元论里的力和律，一跃而代以观念和工具。它已不是生活

的，而是秩序与和协的原则。它在天主外存在着，存在各物内，

在人身上尤存在着各种“逻各斯”；它们是“神种”秩序的

原则。

希腊化的犹太人，在接受了逻各斯学说后，用以发挥他们的

一神教。斐伦（ Philon）是他们中间的领袖。“斐伦是个带着斯

多噶派色彩的柏拉图派人。他是个坚决的一神论者，把逻各斯看

作宇宙的模因和工因 c 他加于神的观念，是这样崇高的，甚至几

乎是抽象的；他把联系的使命，给与“逻各斯”，那未神就用不

到直接去与宇宙和诚直的灵魂去接触c 正直的灵魂还不够纯洁，

傅得目睹至善c 他在圣经中研求了，什么是“逻各斯”的使命

后，就把它视为大显现的天使。那末，神的独生子，受命因他的

名义向人们说教的逻各斯，就是神了。斐伦在这结论前并不让

步。可是，在穷究他的身份时，他就不可捉摸的低落了。从太阳

射出的光，如果不整个地脱离宫，应当回到光源去（拉郎才

i吾）。

新斯多噶派的代表．有塞奈加、埃披克提币，和玛尔谷·奥

雷肋；他们的学说侧重伦理。马尔谷·奥雷肋比众努力地想了解
宇宙以及人的使命；可是他的工具还是斯多喝派的逻各斯观念。

蓝勃东（ Lebreton）指出：他以顽固的→神论者立场，视逻各斯

为宇宙之律，和拦不住的力，他强制一切，为它的目地，牺牲一

切，又视以为一般的理智；一切人灵是由它流出的。死亡来临，

应写回到它那里。马尔谷·奥雷肋在他的“思想”里（四章十

四节）说：“你生出。你是整体的一分子；你将埋没于产生你的

物中，换句话，在一度变化之后，你将回到‘种理智’中去。”

二、圣儒斯定的哲学，｛甫斯定的逻各斯观，是特别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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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为他在基督宗教正统的作家中，面对这个伟大的哲学观

念，带头指出了一个明朗的观点3 无疑的，儒斯定采用了圣若望

福音导言中的逻各斯。若望在使用这个字的时候，有没有当代哲

学家寄托在这个字内的意义？这是个聚讼的问题，若干公教作家

的答案是肯定的ο 若干学者以为：这是个向希腊文化发出的邀

请，这是个针对希腊人的心灵的答复，因为他们还不满意于一种

已经存在的逻各斯学理。若干学者表示：若望用这个字，是因他

受了亚历山大里亚思潮的影响，可是他们也承认：若望的逻各斯

的意义是经典的；而斐伦的逻各斯的意义，是希腊哲学的。拉郎

才在他最近出版的若望福音释义中否认，第四福音的作者，直接

受过亚历山大里亚思潮的影响J 若望根本没有驳斥当时流行的，

他认为带危险性的→种观念的居心。在天主的默导和启示外，若

望在写福音时运用的，只有古经。若望的思想，若望的逻各斯，

却是一条线地，从智慧书和圣保禄来的。如果是真的话，那末，

圣儒斯定的创造性，更彰明显著了。他是直接伸于救援那些沉迷

在希腊哲学的逻各斯波涛中的第一个人。这点在若望福音中，影

响全无，在儒斯定著作中，却是班班可考的；在第二部护教作品

中，尤为明显。

在第一部护教作品里，圣儒斯定指出，斯多噶和柏拉图两派

哲学最有价值的理论，是从梅瑟和先知书中借来的。这个传说，

在犹太人中是很普遍的；这个传说．后来亚历山大里亚克来孟和

瑟伯一致予以承认，实在这是个骗局 0 f前斯定第二部护教著作，

似在发现错误后，写来为改正的二无论如何，第二部是为修改和

补充第→部的 c 无疑地．他曾有机会更清楚地认识马尔谷·奥雷

胁的思想，又觉得自己的学说缺少联系性，以及基督宗教哲学基

础的脆弱性。

在第二部护教著作中，圣儒斯定把完言（δ xa( λ6γo［） ，天

主之言，绝对地别于宇宙、种言。（σ1TE:，ρμαnxo？ λdγoO 种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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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上，尤其在贤者身上，非如斯多噶派主张，是从神流出来的，

而是由→个自成一个单位的种发生的，这就是人的理智c 通过一

个贤明的活动，它对于完言，天主之言，能获得一个零碎的、不

成全的，又是很高超的，很有用的认识。 l古代的哲学家，像苏格

拉底，像柏拉图，都走了这个途径。可是对于逻各斯圆满的，确

切的认识，是从启示来的，这就是信友的启示。而逻各斯就是基

督，他取了肉身和灵魂，显于我们，哲学家为了对于逻各斯局部

的认识，和魔鬼的推波助澜，受f迫害。信友因着由启示得到了

对于逻各斯整个的认识，做了最惨烈的牺牲。这是儒斯定第二部

护教著作，八、十和卡 A章中所谈的最重要的几点二在逻各斯绝

对的超然性外，儒氏又标志了江重的认识： 」种是自然的，从理

智来的； a种是超自然的，从启示和信德来的「

马尔谷·奥雷肋大概没有念过这个对于逻各斯另有见地的著

作c 兀论如何，他一定不懂基督教会圣言的道理的使命，就在刷

新世界。关于这点，儒氏的护教著作，没有达到他的目地。可

是，从另一角度看来，他的著作的贡献是伟大的c 他用理智证明

了基督教会的要理：天主存在，灵魂不灭，善恶的区别，死后的

审判，以及赏报处分c 无疑的．在他著作里，找不到阐释信理，

运用理智的科学方法。可是儒斯定通过柏拉图的哲学，己为此开

了路c 这个大工作，奥利振继续做去，可是未免过度。终于奥斯

定指出了路线，使圣多玛斯完成了神学大纲。但是，我们不应该

忘掉圣儒斯定倡导的功绩

（乙）圣儒斯定神学家

一、圣儒斯定对于甘学的热情豪兴，把哲学与基督教义联系

起来。可是，基督教义，在若干点上，不同而逊色么？有些人确

这样想ε 但是rt!.~与了解，真正的哲学，在儒斯定眼里，不是‘种

单纯的观念，而就是」种宗教，基督的教会。再者，他也承认，

理智绝对不能掌握信德。 f言德是夭主的一种恩宠，是从祈祷得来



第三章 圣儒斯定 119 

的，正如对圣经的彻底了解，也有赖于祈祷c 上列几个观念已足

证明：启示的真理，不因理智的活动而逊色，相反地，理智因信

德而提高声价。自然，在圣前斯定的思想中，反映着柏拉图的学

说c 即使在他谈天主和圣三的时候，也未能摆脱。

二、其他的哲学派别对他发生的影响都是微薄的。他看不起

伊壁坞鲁哲学；他把伊壁坞鲁列入放浪形骸之流，至于伊民的门

生，他更不屑 A颐c 斯多噶派严肃的伦理，尤其是莫梭 ）~

( Musonius）所提倡的，但l受了他的青睐3 可是他认为，他们的

伦理的基础，形而上学，太不合格 斯多噶哲学电没有神，没有

→个活生生的神。这是儒斯定始终大大地予以抨击的。儒氏在第

一部护教著作中，为证明永远之火的真实牲，虽采取了斯多噶的

理论，可是对于那些哲学家的物质之神，一点感不到兴趣。为

此，斯多噶哲学无害于儒氏学说的纯正性。

主、柏拉图学说对他有影响么？或控诉他否认从绝对乌有中

的造化，过度强调天主的超然性，肯定圣言下属于圣父c 关于上

面几点，拉郎才曾一一予以辩白。

(1 ）在儒氏的著作中．根本找不到否认造化的字句；相反，

隐约地反映着c 他从他的整个的学说来源一圣经中抄录了“太

初天主造了天地＼他的逻各斯神学，也是脱不出造化的。不

错，他曾引过柏拉图的一句话：“天主从没有定型的物质中，创

造一－切”；可是句他没有完全表示赞成；他把造化别于世界点

缀．就是个好证据。

(2）亚历山大里亚哲学的，尤其是斐伦的天主过度的超然性，

并没渗入儒氏学说，虽然他强调了“言”的任务。这个超然性的

因素， 」在否认天主的物体，二在抹煞一切天主与宇宙的关系c

可是， f市民常’谨慎地避免这两个极端。历史家指出儒氏的错误在

于过度的主观，想、于柏拉图著作中，发掘基督教会的真理。

(3) t雨’斯定的下属说（ le suboudinatianisme ）也是很傲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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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当了解：一方面，当时犹太严格的一神教的思想，洋槛于

任何人的脑海里；另一方面，教会的术语还没有确定；那末我们

绝对不能用刻舟求剑的方法，去诠释儒氏的若干辞句。而且写

“逻各斯”的时侯，儒斯定每注视着自称小于圣父的降生圣子

（若 14 : 23) c t需斯定的下属说的嫌疑，是由于儒氏曾说：“言”

是造化和启示的必要工具。

关于第一点，儒氏一定没有错误，因为他认为：造化是神的

必然属性ο 如果他把这个属性归于 J个位的物体（ Persnne ），那

末这个位就是“父” c 他不会同诺斯士派把元上的天主，别于另

一个造物者的（ Demiurge ），他就是逻各斯，或言；因为“父”

不能造化，受生以做这个工作的c 丈主造了世界；通过他的

“言”，造了世界；因为这是他E作的步骤．绝对不是因为“言”

是生来为达到这个口的的。

圣儒斯定又似视“言”为见天主必要的中间，因为“父”

是无形的。可是，这是和他的哲学观念是矛盾的，因为他承认：

人在这世界上希望用柏拉图的瞻想法看见天主，这是件愚蠢的事

情。看来他犯的错误，是在注正在学方面的，就是“言”的降孕

是应当的。为了他一意要证明“逻各斯”曾显于古教中的理论，

过度地强调了“父”的元形性c 拉郎才认为：“他不相信，父在

圣冲的宠光下，仍是看不出的；可是他相信，子只能通过降孕及

圣神的宠光而可见”。

但是拉郎才承认，圣儒斯定有个弱点。他说子的产生出于父

的一个熟虑的计划，→个自由的意志；而－点不据这个子性的必

要性。他只揭发了一部分的真理；无疑的，他没有了解全面的真

理c 我们在上边说过：即使是在这点上，呵能也予以辩护。

(4）圣儒斯寇在“父”与“言”外，又提出了圣神。在这

点上，他的观察是错误的。在他iB圣神的性质和任务时，思想显

然是模糊的J 但是他根据传统，肯定了圣神的存在。以传统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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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资格，关于这点，正如其它的一切，他的声明是宝贵的。

｛丙）教会圣师

圣儒斯定是个殉教者，可是他极堪被称为圣师c

一、他屡次肯定，教友在同一信仰下的一体性；而且这就是

他的“斥一切异端论”的对象。

二、他极重视圣经，他虽爱好哲学，可是他的学说的渊源，

却是他所称的“宗徒回忆录”，以及他强调的也属启示著作的先

知书。

三、他的信心是最直爽的。弥努基·威力克（ Minucius 

Felix）运用西塞禄（ Ciceron ）的文藻，和缓地，逐渐地，描写

基督教义；相反地，圣儒斯走在他的护教著作中，有什么说什

么；在赤裸裸地说完了真理后，他深信谁都不应该不是这样。整

个的宗徒信经散见于他的著作巾。

四、他清楚地肯定基督的神性和他救赎的使命。圣言降世，

一为教训人真理，一为解除人的魔栅c 圣儒斯定谈原罪指出：死

之是亚当的罪恶的后果，基督的死却救了我们二他援引依撒意亚

先知书，阐释耶肾、苦难的任务二他说救世之功，玛利亚也有分

的，她是再生的也娃c 在她之前，圣依纳爵曾高高地强调了玛利

亚的主贞，和她的天主之母的地位；可是说她有分于救世之功

者，圣儒斯定是第－~Ac

圣儒斯定惟一的错误，就是从他移居亚细亚后，相信了基督

的现世的千年国 c 他虽晓得教友们不赞成这端道理，他仍认为信

强于不信。

他关于二世纪圣洗，圣体和主日集会，教会仪式的报道，是

极宝贵的。

( l ）圣？先是在第一」部护教著作，六十一章叙述的c 儒斯定

称它为“受光＼因为接受基督教义的人，心灵受着光照：可是

那个光是从一种？谷里（ λOUT，ρw ） 得来的u 浴是在圣王的名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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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它的结束就是重生（αVCXTEVV1JOl（） 。

(2）同一部著作，六十七章描写的周会，包括两个阶段：

一、读圣经，主教致训辞，公共祈祷；三、献饼酒，成圣体，领

圣体。

六十五章在洗礼后集会描写中，关于第一个阶段，没有提

起；读圣经，主教致训辞，却只说了公共祈祷，又加上了“和

平之吻”；关于第二个阶段，与六十七章所说的无异。

(3）圣儒斯定不但记述了圣餐典礼，又于六卡六章中，指

出了圣体道理。它是现代饼酒变质，和弥撒圣祭的道理的槛锅。

他在其它的篇幅，尤其是在“与脱利风谈话录”中，也大谈了

祭献问题。显然，儒斯定谈这一切时，抱着一个活跃的信德，一

个简单镇静的心理，而且对于真理的吸引力，寄以无穷的希望c

Saint Justin 

BIBLIORAPHIE SPECIALE ( completant celle du chap. II) 

Editions: L. Pautigny, les Apologies ( Coll. Textex et Docu

ments ) . Paris , 1904 ;• G. A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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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udes: G. Bardy, ( Sαint ) Justin , clans Diet theol. , 

col. 2228-2277. -M. -J Lagrange, 0. P. ，出int Justin ( Coll. Les 

Saints) , Paris, 1914. -L. Feder, 0. S. 丘， ］ustins des Marty陀rs

lehre von Jesus Christus, Fribourg i. B. , 1906 ( etude dogmatique 

importante ) , A. B岳叮， Sαint Justin, sa vie, sa doctrine 

(Coll. Science Rel. ) , Paris, 1911. Mrg Freppel, Sαint Justin, 

Paris, 1860. B. Aub芒， Sαint Justin philosophe et Martyr, 

Paris, 1861. 



第四章工世纪的最后

几位护教学者

一塔西央

圣儒斯定游罗马时的弟子塔西央，一工0年左右诞生于亚西

里亚。他受了→个很缤密的希腊教育。他在文学与哲学上，都有

高度的造诣c 入了诡辩学派后，他从一城到另一城去，公开演

讲c 他同时研究各种宗教，以及一切神秘的学说，终于在罗马阪

依了基督教会。他先从儒斯定学习；儒斯定长逝后，他自己也办

了一个学校。马尔谷·奥雷肋尔十二年（一七二至一七三年间）

他被迷于节制异端（ Encratisme ）。据圣依肋纳说，他视婚姻如

奸淫，又相信→系列的“永世”（ Eons）。亚历山大里亚克来孟

说他有部著作．叫“救世主眼中的修成”；在该著作内，他攘斥

了婚姻；在斯脱罗玛德（ Stromates）中，他尤予以强调。塔西央

终于回到了东方，不知死在何年。

塔西央的许多著作中，只留下了两部：→七0年左右写的

“致希腊人论”：当时他的异端面目还没有抛露。还有→部，就

是在他回到东方后著的··四史合编”（ Diatessaron ），这本书在叙

利亚，直到五世纪还大规模地流行着；叙利亚礼义予利用，圣厄

弗冷（ Saint Ephrem）予以诠释。“四史合编”曾经遗失：它的

复得，大部分有赖于厄氏的诠释。

“致希腊人论”整个地保存着c 塔两央强调，元论在道理方

面在纪年方面，基督徒胜过外教人。第二分（五至三0章）表

扬着基督教会关于逻各斯，复活、天使、灵魂、神午氏，宇宙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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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第二分（三一至四二章）在表示了他对于纪年的意思后，

指出圣经出现在外教著作前。在三三和三四章，作者用学者的资

格，为他在罗马看到的塑像，编了一个目录，借以证明希腊罗马

艺术家的腐化性。

塔西央在性格方面不像儒斯定，更像i武滔良。他是过激的，

古怪的，凶暴的，好讽刺的，他的论说，称它护教作品，毋宁说

它是向希腊罗马文化以及各外教的一种泼辣的攻击。“他看外教

徒简直不值一文，希腊人的艺术是违反伦理的，他们的文学是幼

稚的，他们的哲学是骗人的，他们的言语，既非纯粹的，又非一

贯的。他的护教著作从头到脚，挥着坚硬的拳” （狄撒龙语）。

他对于人们的这种苛刻性，是不合理的。他还包罗着很多的缺

点：他的著作的组织，每是松弛的，疏忽的，正与儒斯定的如出

」辙，他的文法是虚伪的，铺张的；但却是生动的、富有刺激性

的，波希（ Puech）说：“这是个骄矜而狡巧的作家”。或视他是

个没有教育的蛮子，却是错误的c

二阿德那高

根据鲍书爱的批评，阿德那高写的辩护基督宗教著作，在古

代是数 A数二的。在他的护教著作中，自称雅典人，基督宗教哲

学士。他的生活情况，几乎全部失传。安瑟伯和圣热路尼莫没有

提起过他。西特的斐理伯（ Philippe de Side ），在四三0年光景，

为他写了一个简短的传记，它的一部份还保存着，可是其间错误

百出。阿德那高出身外教，在研究圣经，想用以攘斥基督宗教的

过程中，归奉了圣教。他曾肆业于亚历山大里亚教理学校中。一

七七、一七八年间，他向玛尔谷·奥雷肋，和高莫特（ Com

mode）皇帝上了一个呈文，为基督徒请命；稍后，又写了“论

肉身之复活”。他的死期还是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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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著作里，阿德那高证明： （一）肉身的复生是可能

的：因为它与天主的知识、能力、正义都没有冲突。（二）这个

复生将是实在的，因为这是必要的。它有四个理由： 1. 根据人

的终向，人受造是为永远生存的。 2. 他的性体是由灵魂肉身组

成的－ 3. 死后审判的对象，就是包括灵魂和肉身的。 4. 最后的

目的，此生未能达到υ 科学的理由是以加强信德的启示。

我们尤当注意的，是阿德那高的护教著作。他比圣儒斯定和

塔西央更有秩序和有方法地驳斥敌人加于基督徒的三种诬蔑：

（一）无神主义（四至三0章）， （二）违反伦理（三一至三四

章），（三）食人肉（三五至三六章）。一段序言（一至三章），

→面引起皇帝的注意力，一面向他们指出他的目标。一段总结

（三七至三八章），一面指出无罪的信’友常为国家的安泰，皇家

的幸福嗣续祝祷，一面热烈地吁请予以保护。

基督徒不是无神论者，因为他们恭敬的是包含父、子、圣

神，一→体的天主。他们不献流血之祭：因为天主重视的，是精神

的祭献。他们不祟拜外教的神视；这些神抵是不能受敬礼的。这

里他进一步，坚决地，有分寸的指出：它们简直都是受造之物；

它们所行的灵迹，都是魔鬼的勾当。

基督徒没有违反伦理：他们由于怕天主责罚，连想做恶也不

敢。他们在婚姻中守贞洁；他们看第二次婚姻等于一种合理的通

奸（当代的意见）。真正的捣乱份子就是外教人。“罪恶控诉圣

德”这句格言，的确是有根据的。

基督徒也没有食人肉。教友比外教人更尊重他人的性命，他

们避免参加斗争之戏，他们攻击遗弃孩童的恶习，复活的信理，

更使他们谨小慎微。

阿德那高的护教著作，由于文字的高尚，辩论的正直，作者

的博学，是很美丽的。它的结构是极清晰而合法的；它的词句，

常常是充实而富于思想的；它的理论是简洁精当的；有时太子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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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这部著作揭露了：这个护教学者．是个真正的哲学家，典型

的辩论老师。如果塔西央是个雄辩学家，圣儒斯定是个宗徒，阿

德那高尤其是个辩证学者。阿德那高与圣儒斯定有很多共同的优

点。他俩对于哲学与哲学家都表示尊敬；他俩都在哲学与宗教的

联系上努力。

巴来依（ Barelle）指出：在基督文学中，阿德那高第 A个发

现了天主惟－的证理。第一个想为“三位”的道理找个科学证

明的人也是他。说他相信“下属论”，这是冤枉的：因为在二世

纪的众护教作家中，他最清楚及最坚决地肯定了三位的一体及平

等。他解释圣三的道理，虽采用了太阳和光线的比喻，他并没有

说：圣神和另两位间的区别是名义的。圣｛需斯定予以抨击，恐难

免有轻率之嫌。

三 安德阿的圣德奥斐肋

圣德奥斐肋不是个兼哲学士的护教学者，而是个精细的作

家：学识渊博，文章美好，思想深刻。他虽诞生于幼发拉的

( Euphrate）附近，却接受了希腊教育。他是因研读古经而归正

的。安瑟伯说他在一六九年、被摧升为安提阿主教；又说他的后

任，是于一七七年执权的，这是错误的。因为德奥斐肋在他的著

作里报告：玛尔谷·奥雷肋猝死于一八0年。

圣德奥斐肋的著作是多种而且丰富的：除去“致奥道理古
三论” ( Les discours a Autolycus ），还有根据古经和神话写的
“人类起源”若干辩道书（反赫莫振和马西翁 Contre Hermogene , 

Ma-rcio时，若干布道著作，和圣经注释。现在整个地存留着，

只有“致奥道理古三论”，其余的只剩下由圣热路尼莫授引的

片段。

一论虽短（十四章），却是很重要的。作者强调信德的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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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以及纯洁心灵对于信仰的影响。奥道理占讥笑天主的无形

性，肉身的复活，基督徒名字。关于第一点，他指出：肉眼不能

看见天主，理智却能相当地认识他：将来在荣光中，我们要面对

面地瞻仰他：“请你指出你怎样是人，我将向你指出我的天主。”

←：论（三八章） －面揭发外教的幼稚性， －方面相对地强

调启示真理c 本论第十五章中，德奥斐肋第」次用（ Tplas ）标

志父、子、圣神的 l差别；天主，言，智慧（ Dieu , le Ver怡， la

Sagessse ），是他给与三二A位的名称已

三论（三O章）首先辩白教友食人肉和违背伦理的诬蔑；

然后，根据年代．跟着塔西尖，指出古经比外教传说早。

全部三论大概成于一八0年。

四 东方护教者的著作

这些著作都己遗失，而且都是平凡的3

一、弥典雅（ Mitiade ）是亚洲人，圣儒斯定的门生，除了

若干攻击蒙丹派（ Montanites）和诺斯士派作品外，他又写了二兰

种护教著作：一反希腊人，一→反犹太人，一致皇帝，为他的哲学

辩护。这一切都已不存在；他的著作是在二世纪后叶写的。

二、亚颇利拿里。玛尔谷·奥雷肋执政时，他是弗利齐

(Pl町gie）耶拉巴利（ Hi缸’apolis）的主教c 一七二年，他向皇帝

t r一通辩护书。他又写了两卷反希腊人和反犹太人书。他整个
的著作，连他的真理论，都没有传－Fo

兰、梅理顿（ M岳liton ）是吕底亚（ Lydie ）撒得（ Sardes) 

的主教；死于一九五年。他是个著作等身的文人。根据安瑟伯为

他的作品所做的不完整的目录，已有二十－多部，阿纳达士

( Anastase le Sinalle）又指出了其它的两部。

他的著作连一部也没有留下。安瑟伯特指出了：他于一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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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致玛尔谷·奥雷肋的一本护教小册子c 安氏又遗给了我们它

的若干鳞爪。还有一部用他的名字写的护教著作，叙利亚语本还

存在着，可是，干定是冒名的。这是篇梅理顿节学士，在安道

能·凯撒前的演讲辞。叙利亚语本，大概写在二世纪与三世

纪中。

四、赫弥雅（ Hermias ）是个哲学家， “讽俗世哲学士”

( Satire des philosophes profanes）是他的手笔J 在该著作内，他运

用一种嬉笑、轻松、幽默的语调，很肤浅地批评了古代哲学，以

及它的种种永远的矛盾，它是有趣的；可是在实质上没有什么大

价值c 称他为护教著作，是很广义的c 书的内容透露，它是二世

纪末叶的产物；可是不少的评论家只把它放在五世纪．甚至六世

纪前。

五弥努基·威力克

玛尔谷·弥努基·威力克是奥达物（ Octavius）的作者。勒

南（ Renan）誉以为护教文学中的珠fJL 他在该书中自署玛尔谷

(Marcus) a 圣热罗尼莫和拉当可写出了他整个的名字。他像是

非洲人：曾在罗马做律师。他的写作的艺术证明，他是个拥有高

度文学修养的人才，出身外教的他，自反依基督教会的时侯，己到

了相当大的年龄。书中的两个角色，几乎仅是他的笔F的英雄。

奥达物·雅努阿里（ Octavius Januarius ）是个与弥努基同时或稍

后归正的外教徒η 则济理·那丹利（ Coecilius Natalis ）是个外教

人，大概生于pey塔（ Cirta）；可是早就迁居罗马。加拉伽谏皇帝

时，则济理做了三巨头之一。他在两塔尝建筑了一个得胜坊。可

能这个则济理就是上面的那人。

弥努基的著作，为我们叙述了则济理的归正史。史分两段，

第一段是则济理的外教辩护辞（五至十三章）；第三段是奥达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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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的答复（十四至主八章）：前四章描写了历史的背景；最后

三章，以则济理的归正报道写总结。

弥努基在向读者介绍了他的两个朋友后，领他到达奥斯底。

在那边，一行三人，暂时摆脱了烦杂的律师事务，边作休息，边

看秋收。二个清晨，则济理由二友陪着，往渴塞拉比斯

( Serapis）神像；途中起了 J个宗教争辩，竟消磨了整天的光

阴。三人在 A个深入海面的堤岸上，席地坐着，弥努基居中，担

任裁判（一至四章）。

则；开理第一个打开话匣，为外教和外敦的种种不平之鸣辩

护。他在不可知论（ Agnosticisme）的烟幕下指出：宇宙是个谜，

真理是捉摸不到的；神低的」切，我们茫然无知；他们在世界上

的措施等于海市居楼。可是罗马宗教是个国家的慈善机构；为

此，向当予以保存．教友攻击它．这是个错误；而且他们也还不

是元懈可击的。紧接着，搬出了一系列的罪状；他们的组织是秘

密的、罪恶的。他们崇拜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天主，这是极愚蠢

的；他们相信肉身之复活，这是最没有意义的c 那末，不用谈革

新宗教；大学院（ Academie ）倡导的怀疑论，是最中肯的（五

至十三章）。

当奥达物反白时却步步紧赶对方，驳斥他的滥言，且以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反击外教人c 首先，他利用宇

宙的秩序，证明神的实有，和神的亭毒门接着，他确定了神的惟

－性，和罗马宗教多神观念的错误性。这是哲学士们所攘斥的谬

说，这是魔鬼于干的勾当。最后，在教友纯洁风尚的生动描写

下，他洗净了加于教友头上的种种污辱。他的结语是坚决的。迷

信应当厉禁，罪，悲应当清除，真宗教应当保存（十四至三八

章）！

则济理自认败北，要求予以教育， f卑能做个基督徒。

奥达物实在是部杰作：思想是独特的；思想的表现是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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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的组织是典型的，辞句是清丽的，对仗是整齐的。漂亮

的形式中，还寓着遁劲的情绪，而且它的反击是文雅而中节的。

弥努基是个精审、恭让、渊博的文学家。他十足艺术化地把古代

文人，尤其西塞录和塞奈加的，从未经人道及的文法字句的声

价，宣扬了出来。

奥达物是不是基督宗教拉丁文学作品中最古老的？在这个相

当的长时期内，人们说它后于成滔良的护教著作（ Apologetic

um）；而且其中存在若干从矶氏抄来的东西，这个传统的见解，

马赛卡奥（ Massebieau ），哈尔那克（ Hamaok ），蒙骚（ Mon

ceaux）等虽重予于肯定；可是，反面的见解（矶滔良抄袭了弥

努基），十九世纪，经爱蓓（ Ebert）提出后，尝抬头了一个时

期，哈尔那克提供的理由，虽没有整个地动摇，可是，确不少足

以聚讼的地方，那末，奥达物一定是一七五年后的产物，而大概

写在；武氏护教著作之前。如果不是的话，它应当问世于三世纪前

半期。

人们每诧异，为什么弥尔努基没有大量地介绍基督教义。鲍

西爱（ Boissier）从中搜出的很多缺点，虽未必个个有据。奥达

物对于基督教会认识的肤浅，是不容讳言的c 可是，假使就因此

说他是个单纯的哲学家，那是极不合理的。他的目标己说明了他

的方法。他想把一个护教的，配合罗马知识阶级口味的文艺作

品，贡献于他们；而使他们中有意版依基督教会者再求深造。无

疑的，在奥达物中，信理占据的地盘是很微小的。可是不应当忘

掉，这不是本教理书，而是本教理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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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后异端作家概观

护教作家指那些用文章来攻击外教徒，和犹太人者；反异端

作家指那些用著作来驳斥异端人者。二世纪时，流行着诺斯士与

蒙丹异端。当时拿起笔杆向它们进攻者，实繁有徒，可是他们的

著作己失散了大」半，其中不少的人，因为他们兼是护教作家，

在前面已经提过c

＼圣儒斯定攻击各种异端人，尤其是马西翁。

二、圣德奥斐肋排斥诺斯士派c

三二、弥典雅驳斥蒙丹和诺斯士异端叫

四、 \If’，颇利拿型的，由一群主教签署的牧函，是反蒙丹派异

端人的

五、梅理顿的文学生活是很积陋的 根据他的残篇，他的道

理与圣依肋纳的很接近勺

二 二世纪重要的反异端作家

安瑟ffl的反异端作家名录．是我们情； a的资料ο 在这些数目

相当大的作家中，这里我们只指出三个反蒙丹异端作家：就是．

个隐名的弗利齐人，业．波罗尼，和伽伊邬；工：个反诺斯士异端作

家：就是陆东，（ Rhodon）赫才西伯和圣依肋纳士

一、反蒙H异端作家

( I ）一部隐名氏的著作中． 」九二至二0 0年间、写于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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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齐，共计三卷，目的在驳斥蒙丹异端，以及叙述蒙丹派的历

史。作者的姓名不详，大概是弗利齐的一个主教或司择。他的著

作是献给阿唯四．．玛则禄（ A vireius Maree、llus ）的飞丁根据阿培罔

(Al>ere

(2 ）亚波罗尼（ Apollonius）是个教会作家，可能是厄弗所

主教。据安瑟伯说，他写过→部攻击蒙丹派的书ο

(3 ）伽伊邬（ Cai"us ）是个罗马司择：才斐伦（ Zephirin) 

任教宗时，他为便于打击蒙丹异端起见，竟放弃了若塑的一切著

作ο 在他反蒙）＇｝异端人伯老罗（ Proclus）的对话录中，他只攻

击了启示录υ 希波利得（ Hyppolyte ）就予指摘门后来，他为了

更便于保护自己的学说，在第 A部著作巾，连若望福音也予百

认。希波利得再度写书加以驳斥，圣爱比法纳（ Saint Epi 

称杳认逻各斯者为反逻各斯派ο 他还指出：二世纪末，他们在小

亚细亚，另组了一个教门，这恐难免言过其实。他们不过是因着

蒙丹派温引福音经，有意放弃若望的著作罢了；他们没有另立门

户。说伽尹邬是反逻各斯派，就为了这点，而且他是惟→传名的

逻各斯派人。他的目的是纯正的，他攻击了蒙丹派，又攘斥了卡

四派（ Quarto-desimans ）。他没有受过处分，罗马教会也视若

无睹。

二反诺斯士异端的作家

(1 ）陆同（ Rhodon）是塔西央的罗马门生，可是出身于亚

洲。高莫特执政时，他写了」本攻击马西翁的册子；这可能也是

所以指摘他的老师塔西央的。圣热罗尼莫说：那个隐名的弗利齐

人的著作是他写的，他的理由是很欠缺的c

(2 ）赫才西伯是个巴力斯坦的犹太人；进基督教会后，在

异端蜂起之际，周游各教民．考察同一A的信条～他穿过格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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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罗马时，亚尼瑟（ Anicet）教宗在位（一五五至一六六年）.二

回乡后．在爱肋德（ Eleuth岳re ）教宗秉政时，写了他的旅行同忆

录。根据巴斯伽年谱（七世纪），他死于高莫特皇朝（一八0至

一九二年） υ

王热罗尼莫视这部I司忆录为第一一部圣教史。可是根据安瑟伯

的－切记录，这是昂辩道作品，目的在攻击诺斯士派，证明教会

所授的真理。他边依据理论，边依据事实，尤跟着圣依肋纳，指

出主教的庚续不断电是真理传自宗徒的保障。他在罗马为历代教

皇，到亚尼~；止，做了一个目录，他的五卷著作剩的，只有安瑟

伯和其它的几个作家授引的若干片段c 他是个平凡的作家，可是

个深刻的观察家，诚实的证人。

在他残余的篇幅中 有个关于犹太教和诺斯士的宝贵目录，

还有关于耳目稣的弟兄的记录二他的古代教宗目录，可惜己遗

失了。

Les controversistes du lie siecle 

BIBLIOGRAPHIE SPECIADE 

Sources principales: Eusebe, Hist. Eccl. IV et V; Sainte 

Jerome, De viris illustribus. -Etudes: Bardenhewer, Pat. , 

t. p. 225-229; Geschichte· · · l, p. 481 -535. 



第六章 圣依胁纳

圣依肋纳的生活与性格

圣依肋纳的名字，第一次出现于 a七七年的里昂教史上。他

是圣保定（ Pothin ）主教属下的 A个司锋c 有个教友从弗利齐

来，根据该地先知们所得的启示，把基督不久再度驾临的消息，

报告里昂教会中的那些为信德蒙难者，其间有几个是亚洲人。他

们得到报告，非常震惊。他们既知道亚洲主教们，正在请求教宗

核准他们加于蒙月派的处分；为和平起见，急、上书于教宗爱肋

德；该书是委派依肋纳送罗马的勺书中称依）的纳奉教热心，又说

他是教会的司锋h 无疑地，通过此行．他避免了」七七、 」七八

年间的里昂教难；而圣保定作了最壮烈的牺牲。

圣依肋纳在里昂教会巾，是很有地位的；因此在他从罗马回

来后，就当选为主教c 他的声望来自他的出身和他的德性

依肋纳诞生于哑洲的罗马行省士麦拿。该城与罗马组成了基

督教会的两极υ 他没有跟过任何主教，又没有拜过任何老师；他

却听过许多神长．宗徒直接门生的训ii导 σ 其间最知名的，当推圣

玻利家伯（ Polyca叩e ）。他两度转述了保氏的演讲：我们就肉此

能推测他诞生的年代‘最晚在一四0年左右，最早在一：二0与一

二五年之间 c 他可能不认识巴比亚斯（ PHpias) . {LJ ·定读过他

的著作；且从中采用了若「外传c 他与若1二布道同志，来到高

卢，宣传基督的幅音。吁时他己是个才学兼优的壮年人了二

因着他从玻利力fl怕的纯正的传统，由于他对于圣经知识的热

爱，由于他坚强的信德．因着他广博的学问，他被选负起司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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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任。好学不倦的他，读了不少希腊的文学和哲学著作c 可是，

他对于诺斯士抽象观察的作风，每觉兴味索然。什么学说都想了

解的他，不断深刻地研究各种异端，以备作迎头的痛击，而使公

教信德扬眉吐气。

在圣依肋纳二三种活动中，他的反诺斯士派斗争，是最伟大

的，最光荣的。当时这个异端正泛滥于高卢。无疑的，他是由意

大利和东方的旅客输入的c 在他的一个或为司择，或为主教的希

腊朋友要求下，圣依肋纳开始写文章，暴露诺斯士学说的狰狞面

日 c “暴露它，不就是打败它么？”在这第一本著作后，他又继

续写了四本直接同它肉博。这五本合称“反异端人” c 可是，真

正的书名，却是“伪知的暴露与驳斥”。

依肋纳同时也奔走于接近里昂的各省，广播福音J f在肋纳主

教伟大的人格，使已是政治中心的里昂，一跃而成教会中心．虽

然它是个才由圣保定奠基的，资格还浅的教会J 杜破

( Dupourcq ）指出：依肋纳主教治理若干稀散的教堂，我们虽不

能肯定他传教工作的领域；若干教会．例如勃桑松（ Besarn;on 

的，瓦伦司（ Valen四）的，都是由他创立的c

一九0年左右，教宗维克道当权时，关于复活节的争端，｛在

肋纳的影响，是相当重要的c 小亚细亚教会．习于阴历三月十四

日，与犹太人同时过复活节。罗马教会的复活节，却是在下·主

日举行的。圣玻利如伯和亚尼瑟大概在‘五Ji年，虽经几度磋

商，终归没有结果c 维克道教宗决意解决这个问题，就命令整个

教会举行会议b 各地方教会都赞成罗马的复活节日；可是亚洲的

主教们在厄弗所主教圣玻利fJfl伯领导F，肩着尊重宗徒传统的金

字牌，坚决拒绝。维克道出令尹以绝罚，圣依肋纳认为，这个处

置未免过火，就为亚洲主教向教宗说惰。后来教宗怎样对付，我

们虽没有历史可考； →定的，亚洲教会终于四世纪初叶，也接受

了罗马的复活节日。这一系列史迹．→面足以证明罗马教会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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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性， →面足以反映圣依肋纳的德性。

相传他死于二0二年与二0三年间。二九七年，里昂部份地

被毁灭，遭抢劫。亲历其境的主教，应吁怎样哀伤呢？囚一0

年，圣热罗尼莫第一个把响教者的花冠，加在他头t；教会也就

予以承认，，实在是不可思议的：惑滔良、希波利德、安瑟伯都没

有提起他：关于这个传统学说的一朵疑云是由此兴起的勺可是古

代作家的缄默，不是绝对没有理由的：因为赛凡尔七世执政时，

依月)J纳与里昂教友，是集国地殉教的。一五六二年，加尔文派抛

散了他的遗骸；人们终于只找到了他的头。

二圣依肋纳的著作

（甲）证明（ Demonstration ）和反异端论（ Contre les 

heresies) 

（乙）著作的残篇（寸君主论（ La Monarchie ），书中依氏

向他的朋友弗老利脑（ Florinrs ）指出．天主不是恶的原因。

（二）致弗老利脑的奥陶特论（ De i’Ogdoade ）。（三）致伯拉都

的裂教论（ Blastus) （四）上教宗维克道书论十四日的复活节。

（五）科学论（ De la Science）安瑟伯认为这本致希腊人的护教

著作，是简短而必要的。（六）不同类的论文。里昂和维也纳教

会关于一七七年殉教者的通信，也是他的手笔。卡八世纪都平格

( Tudingue）教授，抗议教徒法富（ Pfa旺）把他自己写的四个零

碎文件，伪称圣依肋纳的笔墨。

宗徒宣讲的证明（ La Demonstation de la pr创ication

apostolipue）不是部辩道著作，却是部一般的信理记述和l证明。

韦尔南（ Vernet）指出：“这是公教教义纲要，教义是直接地与

简短地写出的；可是它的观察是稳当的、深刻的、极其基督化

的’＼这部著作，在若干观点七是“反异端论”的补充。可是，



第六章 圣依肋纳 137 

它发挥的论理是相同的。既然如此，那末．对于后）伞部著作，我

们想要深刻地予以钻研c

“反异端论”原来的计划，是很简单的 它应当彻友人的请

求，一面扼：要地揭露代伦泰纳学说（～＇alenti

以哎斥＇）可是’这第一个计划，逐渐扩大了。诊肋纳报告了伐伦

泰讷派的学说派，在推波助澜的灵感中，进而推索诺斯士学说的

源头，从旱相家薛蒙说起，到一切过去的异端的自然后果，伐伦

泰纳学说，以反由它发生的其它的异端为止J 这是卷A的内容。

卷工展开了哲学的理论的攻势。依肋纳运用宽猛丰f1济的逻辑，指

出了诺斯士派必犯的两端错－误： a元论和泛神论。

赫来班主教（ Mgr. Freppel ）在两刀论j去下，这样简括了他

的理论：“或你把天主与世界分离，”或你视天主与世界为 J物，

在前在后你要毁灭天主的真义。如果你把造化放在天主以外，你

限制了天主的性体，你圈出了天主活动的领城，这就等于杏认r

f也 至于天使，他们或不违反最高天主的意志，或遵守他的命令

去做．在第一个假设里你控诉了天主的亢能；在第二个假设里，

你只得无奈地接受基督宗教理论±它表示天使是天主的意志的工

具罢了 3 那末，你只有或承认造化，或永远拒绝寻得真天主。相

反地，如果你把造化放在天主性体内，而使造化变为他的性体的

A种单纯发展，那末，你们进入一条更不可思议的绝路c 于是，

一切受造之物的缺点污点，都要落在天主身上；而天主的性体，

就是它的性体了c 你说世界是愚蠢罪恶的结晶，“物的总集团”

（民rome）的一种蜕化或堕落的结果，一种物的逐渐的退化现

象，戎根据你垂青的隐喻，天主外衣上的一二个斑点；可是，你不

见在这无穷和有限的i昆乱中，就是天主的性体在堕落、退化、染

污么？试问天主的观念可更能弄得 A团糟么？

上例一切，是卷二的精华。

圣依肋纳做好了消极工作，又积极地展出真正的信理。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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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的综合，把它压倒的崇高性，暴露于读者的目前。这是卷

三、四、五的对象。它们积极地攻击历代违反圣经的种种异端。

这个新攻势，肇端于卷兰。卷头 t，在神学上引起极大的作用的

一段广大的，权威的信理准绳宣言。可说是第→跤。这三卷中包

罗着的丰富的，有价值的教理资料，使依肋纳时被称为“公教

神学之祖” 可惜，他采取的组织法，是不很清楚的。下边，我

们作远卷逐章的分析，而在一个逻辑的综合里，枚举他道理的

纲要。

他的“反异端论”虽不是完善的，中间却包含着不少的优

点。他声明自己习说开底恪（ Celtique ）话，不能漂亮地写希腊

文。实在他的文章是很朴肃的。可是有时候，他的文法是生动

的，灿烂的；他的思想是美妙而清晰的。韦尔南（ Vernet ）曾摘

出了若干花玉一般的关于天主、基督、爱、光的辞藻。它们足以

指出圣依肋纳是圣若望的门生。

三圣依肋纳的道理

依肋纳的道理发生的影响是浩大的。杜波（ Dupoureq ）把

它概括在F面两句话中：他打死 r诺斯士学说，他创造了基督宗

教神学。关于第」点，杜i皮曾把“反异端沧”的影响，比请鲍

书爱面向着抗议教写的历史丛书（ L古1store de Variations ）的影

响。无疑地啕诺斯士学说的死灰，三至四世纪时，又复然起来

了。可是依肋纳对他的打击是沉重的：由于立的丑恶嘴脸已经暴

露，它已xf!:于抬头c ~4:1.昂主教是教会胜利的」个大因素。同时，

他创造了基智宗教的神学，把经典传统做它的基础，又用订了信

德准则，强调教会不能错误的特宠。他为巩固神学的基础，在那

两部t面我们已经纲要地分析的著作巾，又做f →个“启示真

理”的综合展示。它的道理可分为五端：一、信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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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主与三位，三、基督与救世，四、神修生活，五、四末。

（甲）信德准则

这是他前两卷对象之一，卷三最初四章，把它阐发的尤为深

刻 j 现在简捷地叙述于下：

一、信德的泉眼，经典的正确注解，需要一个真理的坚决准

则。这个依肋纳不断地缕述的准则，就是圣洗祝文。换句话，这

个祝文，就是整个教会公开表示信德的工具。

二、这个信条公式的拟定与诠释之权，操在教会手里。她拥

有圣神，借以没有错误地保管和宣传宗教真理： “那儿有教会，

那儿就有天主之神；那儿有天主之神，那儿就有教会和－切恩

宠：因为圣神就是真理” c

三、教会真正的训导，是由现任神长发出的；他们所训导

的，是他们通过继承不断的传统．从宗徒得来的。教会真正的训

导，是 A切母教会的训导俨它们的继承者主教的名录，是斑斑可

考的。信德准则．实在就是现在教会生活的训导当局。

四、可是为征求各教会的意见，为考验各教会的宗徒性，不

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那末，最后和最简便的准则，就是罗马教

会的训导c 拉丁原文附录于左：

“ Sed quoniam vαlde longum est , in hoc tαli volumine ， οmnium 

Ecclesiarum enumerα陀 successiont’s , maximre et αntiquissimα et 

omnibu.1 cognitae α gloriosissimis duobus α:postolis :petro et Pαulo Romre 

fundαtre et constitutre Ecclesire , cαm quam hαbet αb apοstolis trαditio

nem et αnnuntiαtam hominiblls fidem , per successiones episcoporum 

pervenue「item u』que αd nos indicantes, confundimus omnes eos, qui , 

qzwquo modo vel per sibi placentiα vel vanαm gloriαm, vel per 

ere citαtem et malαm sententiam , prreterquam oportet collihunt. Ad 

ha町 enim Ecclesiam propter potentioren [ potiorem ] principalitaten,

necesse est omnem convenire Ecclesiam, hoc est eos qui sunt und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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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deles , in qua semper ab his qui sunt undique conservata est ea qure 

est ab apostolis traditi。”．

接着，圣依肋纳写出了历代罗马主教名录，从圣伯多禄起，

到圣爱肋德，当时的教宗止。

最后几句有些暗晦，似应该这样译出：“实在，为了该教会

的崇高性，一切教会（世界‘切教友），应当接受它的意见”。

各地教友在该教会中，保存宗徒的传统。

若干学者， （杜歇纳、哈尔那克、丰克）建议了另一个译

文：“一切保持着宗徒的传统的教会，应该与罗马采取同一的步

骤c”即使这样，根本的价值仍旧不变c

杜歇纳主教指出： “要找－段论关于整个教会信条的 A致

性；关于罗马教会独步的重要J性，以及它的宗徒传统保管的工具

性和见证性；关于它在教会中的崇高性．更清楚的文字是难能

的”。

（乙）圣三

圣依肋纳在他反诺斯士学说（主张有个至高之神，还有个

创造者）斗争中，强调了天主的独－'t生；他的本性是无穷圣善

的；在他创造的世界巾，有共鸣，有谐调；紊乱不是从造物主来

的。可是这个性体的单独性，并不妨碍三位的存在。圣依肋纳没

有用过“三位” ( Trinit叫，也没有用过“气位间的关系”

( oikonomiα），可是常常极郑重地称三位，诺斯士派晤耳的神的

圆满性论，在依肋纳的著作里，常出以父、言、圣神。天主通过

言与圣神创造~tJ] ；可是这个“言”，和这个“神”，是与天主

为一的。

子是真天主，永远地受生的。在“反异端论”中，似有若

干染着“ F属论”（ S山ordinatiar山me）色彰的语句。应当知道，

这些语句，都是从福音经和保禄书信中抄来的。实在，在父为三

位之源的大前提下，一种似F属论的言论，是避免不掉的。圣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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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与子有别，可是，有时他也称子为神：他更持续不断地跟着写

代的教父｛门，德奥斐肋例外，说神是智慧经中的智慧（ Sag（啥’

se ）。

｛丙）基督神学

这是圣依肋纳的神学中心， a如圣保禄的ο

一、基督神学的焦点，就是“概括”（ La recapitulation ）的

理论。依肋纳特别予以重视。本来，人是不善不恶的，他是自由

的；可是，在亚当他的领袖身 t，自由地犯了罪。耶稣基督，新

的亚当，总括了整个人类，使它与天主言和。

他能这样做，由于他是天主，天主之言，天主之子；又是造

物主，又是人；他是我们的族类，我们的弟兄；他虽产自童贞之

身，他经历了人生的一切阶段3 （不同的年龄、考验、痛苦J

圣依肋纳相信在基督身上，有」个··位＼却有两个“性’＼这

点他在“语言调度”（ Communication 山、 idiornes）法中，不断地

予以强调。基督为完成他的世界使命，应吁是天主。圣依肋纳视

( oikonomiα），为天主救人的大计划。

二、基督的三种使命 (1 ）他是启示者，他是第四部，最后

一部福音经的作者（前三部，一给于亚当， A给于i若J岳， →给

于梅瑟）。（ 2）他是救世主，通过他自己的生活和血淋淋的死，

补赎了我们的罪，打败r魔鬼。 ( 3 ）他是神化者、是祝圣者，

他使我们同天主重归于好。他恢复我们身上的天主的肖像，他使

我们做天主的子女，他复还我们的不朽．和不朽的生活。

兰、救赎圆满的结果，将在后世。它的此世的效果，是从活

跃的，积极的信德，施于小孩子们的圣洗，尤其是圣体发出的，

圣体就是耶稣基督的肉与血；这个肉与血，是从饼与i国变成的。

圣依肋纳的这个思想，透露在很多的字里行间。他认为，圣体不

单是件圣事，也是个奉献与祭献；它重演着整个救赎的奥迹。

四、玛利亚神学。圣依肋纳不但重提，又补充了圣儒斯定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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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在救世之功中的成份论。他跟着保禄，对比了亚当与耶稣基

督后，又对比了厄娃的破坏工作，与玛利亚的复兴成绩。“玛利

亚解开了厄姓的罪结。前者反抗天主的命令，后者却予以服从。

厄娃昕魔鬼的话，玛利亚却注意天神的报道c 人类因一个女子而

趋死亡，因另一个贞女而得救援。”玛利亚“通过她的服从，成

了厄娃和整个人类被救的原因”。“童贞玛利亚通过服从，做了

厄娃的保证人”。这里，保证不指玛利亚在天上的转达，而指玛

利亚做了厄娃和她的子孙的救援。再者，圣依肋纳虽不说天主之

母，却肯定了玛利亚的天主之母性。他又将这个特点，和基督的

使命的关系，神奇地发挥了一下c 最后，他在圣儒斯定，圣依纳

爵后，承认玛利亚的卒世童贞 3 近代有人提出了一个反对的见

解，这是错误的c

（丁）神修生活

针对诺斯士派错误的神修，依肋纳提出了基督教会的神修

观。在他的，一如在圣保禄的神修论里，圣神占着一个重要的位

置。“神”在完人身上，是个组织的因素。肉身灵魂以外，完人

还具有“神”，天主的恩宠；在这精神里，有恩宠本身，又有与

恩宠不能分开的施宠者c 后代缤密的宠爱神学，己强有力地隐藏

在圣依肋纳的言论中。为此，一个完人含有肉身、灵魂、 “精

神”，还有与圣神的密切的缔结。

圣神的任务，尤其是在复还人因罪而失去的天主和圣子的肖

像。无疑地，人是自由的；他像亚当能阻碍天主的活动。可是，

他不能自力神化自身：不但一切开端属于天主、一切活动也不在

例外。人只有自视如陶匠手中的泥士，随他怎样处置；他能拒绝

天主的陶冶。如果他让天主去做，他将变成天主所要的特选之

器。在这人对于圣神的可教性中，存在着圣宠功绩的联系。人的

恒心也是天主的恩宠。这是无条件的恩宠，可是如果人始终服从

天主，恩、宠的获得可能如操左券。显然，在这神修观望，祈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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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要因素。

开始于第一度的圣神光临，而完成于天堂上的人的神修．在

世界上，实现于上列兰因素的协调；而这个协调的必要条件．就

是人与圣神的缔结，以及忠于他的默导。这个圣神的生活，在此

下土，已常麦现于理智领域内。在圣神门F培植出来的信友，能

明确地批判→切。外教徒及异端人的疯狂，他却能洞烛无遗，他

将全灵地向天主，耳E肾、基督，和他的教会靠忧。他在降世圣言的

生活中，认出圣神预言的实验c 他又能发现应当归向圣言的

人们。

（戊）四末

韦尔南（ Vernet）认为：“圣依肋纳的四末论， a面包罗着

耐人寻味的见解，以及教会的信条精华；一面又夹杂着若干可疑

的，甚至错误的理论：这是他著作中最逊色的一部”。他赞成现

在→致认为异端的那个学说：丰见天主应当拖延到公审判后实

现（，他也相信将来复活起来的义人，要组织基督的世上千年因。

这个他受自巴比亚和别的神民们的学说，他认为是攻击诺斯士派

的神枪利剑；他强调人类应当逐渐地‘→级级地，进入享见天主

的阶段c 实在，这是他的“总括”（ La recapitul-atio川说的一个

自然结论。

Saint Lren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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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种的信件

一、格林多圣特尼（ Saint Denys de Corinthe ），在一六0与

一七0年间，是个受人尊重的人物。他致不同教会的七封信，根

据安瑟伯的记载，是答覆咨询的文件已在梭德（ Soter）教宗的

一封习于主日集会中朗诵的信遗失后，他曾一度上书教宗。

二、安提阿主教塞拉比翁（ Serapion) ( －九一到二→二年）

是德奥斐肋（ Theophile ）的第二个后任。安瑟伯说他写了不少

的著作（己遗失），和书信3

三、厄弗所主教保理拉德（ Polycrate）的出名，尤其是为了

他与教宗维克道（ Victor），关于复活节的争执。关于这个问题，

他曾用亚洲｜教会的名义，写了一封信；它的若干鳞爪，还存在安

瑟伯的圣教史中。该史家又指出，在同一的动机下，他还写了若

干其它的信件。

四、圣维克道（二八九到一九九年）在复活节争端中，是

个最重要的角色；他命令整个的教会举行会议；结果，几乎一致

坚持罗马教会的立场。据安瑟伯说，他的亲笔信也不在少数。圣

热罗尼莫还说：他是第一个拉丁作家，有著作行世（己遗失）。

哈尔那克虽肯定，论睹博者（ De Aleatoril】us ）的作者是圣维克

道，实在不是他写的；他且后于圣西伯利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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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盘溪与班多廉的墓志铭

（甲）阿盘溪（ Abercius) 

阿盘溪的姓名，始见于希腊致命录（十月二二日），关于他

的生活的」个墓志铭上。实在这个墓志铭就是那段生活史撮要；

虽在文字上，彼此有些出入。→八八三年．兰珊（ M. Ramsay) 

在小亚细亚发见了墓志铭的两个片段 一八九二年以来，它们还

存在辣脱朗宫中。唯理论者虽百般攻击它的宗教性；可是在第一

流学者．罗西（ de Rossi），柴罕（ Zahn），杜歇纳（ Duchesne ) , 

顾蒙（ Cumont）强有力的证明下，他们已不敢声张了。在这个

自传式的墓志铭中，阿盘溪先抒述了他的身世。他是耶拉巴利

( Hieropolis）主教；他大概是 t述的弗利齐反蒙丹文件的受件

人。他挥着一支神秘善描的笔，记述他怎样往游罗马，而叙利

亚，而尼西泊（ Nisibe）各教会。

他写到：“我叫阿盘溪，我是圣牧者（ Saint Pasteur ）的弟

子。他放羊于山岭草原上 他有」双无远弗届的慧眼。我所有的

圣经知识，是他教给我的。”后面的几段，对于神学，有极保贵

的贡献。

」、罗马教会的首席性“他派我去瞻仰伟大的罗马，朝见

披金袍、穿金鞋之后。在那儿，我看到了佩光耀印记之民J’

（圣洗）。

二、圣体“信德到处做我们的响导。到处它把→个童贞圣

女钓来的、极大至洁的泉鱼，做我的食物。它也不停地用以食

友；它兼授美酒于人。”撒落满·雷那（ Salmon Reinach ）说；

“那未，罗马的首席性，鱼的象征性，圣洗与圣体圣事，在二世

纪的中叶，已于阿盘溪的笔墨中，可以证实。”他又有理地指

出，任何研究这个文献的学者，或是公教信友，或是抗议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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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犹太人，都一致拥护这个见解。到现在，还没有发现足以削

弱这个见鲜的证据。

（乙）这里应当提出另一个一八三九年，发见于奥顿

( Autun ）的班多廉（ Pectorius）的希腊墓志铭。→群学者，在边

脱拉门’itra）枢机后，曾严密地予以研究。它大概是二世纪末

的产物；我们说大概，因为我们对它没有像对前者所有的考据。

它的行文很像前者；除了“鱼” (IXθI'2. ） 外，指出用手受领

体血的仪式，以及为亡者的祈祷辞。这个含有重大神学价值的文

献，显然对于学者的阐择，是极有影响的严

三慕拉道利书目录

“伽侬”（ canon）指教会正式认为启示经典的一个目录广这

是新经最古老的目录。这个关于新经的目录，是在初期的教会

里，逐渐订定的c 启示著作都是由一时的环境促成的；为此，不

是从一教会传到另一教会的，教会在确定了它们或出于宗徒的手

笔，或至少已经他们核准的事实后，才敢保障它们的启示性，而

把它们收入经典目录。对于这种目录的存在．只要一披当代教父

的著作，就不会有犹豫的r 盎博罗削图书馆馆员慕拉道利

( Muratori）于一七四0年，发现了一册二世纪末，罗马教会书

日录；他就根据六到八世纪中的二个手抄本，把它刊印问世。这

个没有多大辞藻的文献，在考据方面，是极有价值的勺

根据这个文献，罗马教会承认启示经典有：一、四福音经

（文献的首页是残缺的，可是路加福音该列为第三，第一和第二

福音是不言可切的）。二、宗徒大事录c 三、保禄使徒的前十三

信；所称的保禄致拉奥田舍人书，（ Laodiceens ），和致亚历山大

里亚人书（ Alexandrins ），在这里，已被删去；致希伯来人书没

有提起。可能这封信就是致亚历山大里亚人书c 四、圣犹达书，



148 教父学大纲卷一

和圣若望二书（圣雅各伯书和圣伯多禄书不提）。五、圣若望启

示录和圣伯多禄启示录（它是伪经，罗马教会虽予以承认，其

它的不少的教会却予以放弃）。六、赫尔曼的牧者书；这是最近

在作者的兄弟，教宗庇护执政时写成的；它可以公开朗诵，但不

能与先知和宗徒的著作，并驾齐驱。至于阿尔西诺（ Arsinoe), 

华冷顿（ Valentin）或弥典雅（ Miltiade ）的著作，都没有收入。

由于它提起赫尔曼，可见该目录是一五五与一五六年间

（庇护驾崩年）的产物。提出这个年期的学者根据，是该目录内

的“最近” ( Nuperrime）一字。其它的学者把它延到二0 0年

前后c 拉朗才就是其间之一；在他关于圣若望的评记巾，表示有

意指正罗马伽伊鸟｜：的见解（ Call de Ro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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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经概论

伪经（ Apocηrphes ）对正经（ Canoniqt附）而言c 伪经是指

那些或普遍或部份地（若干教会作家）曾视为启示经典，而终

于决定地从经典目录上被删除的作品 c 阿保克利孚（ Apoc叮phe)

在希腊语中，有隐藏的意义，在圣经学中，称非正经（ Non

canon ue) a 可是，人们也每视以为一种传奇的、幻想的，可疑

的作品。对这些作品的认识，或为驳斥外教人从中制造出来的诬

蔑，或为深刻了解隐藏在那些调言中，历史的或信理的精神，或

为使我们明了那些作家的理论、宗教、伦理的观点，是很有禅

益的。

这些作品由于它们与启示经典同→的对象，可以补充古新两

经所缺的，或略而不详的论述c 伪经的作者都是教友，其中的资

料，十之八九是关于新经的c 但是，不是没有例外的：除去若干

说入古经的篇幅外，还有多种诺斯士派的著作，和在一九0九

年，第一次刊印的，有名的撒落满情歌U 这些作品，根据它们的

文学典型，可分作四类：一、福音经，二、记录，兰、书信．

四、启示录。

依照作者的目的，它们可分为很不同的两批。第一批的作者

是异端教人，尤其诺斯士派。它们的日的，在｛昔耶稣基督和宗徒

们的口，宣传反动言论。第二批以观摩为日的；它们都是热情

的，传奇式的诗歌；它们是为满足那些只想多闻，不想深究信友

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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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前后两批．从神学和伦理学方面讲，都是很贫弱的。

(2）取哩在空洞中活跃的人物的个性描写，是不可思议的。它

们所述的事实是荒诞的；所i己的奇迹是幼稚的，复杂的，超出常

情的二（ 3 ）它们的文字是不停地在变化调换的；为此，都不易

确定它们的出处和时代。

把它们和正经比较起来，实相差颇多！勒南也说：“把这些平

淡的东西．与玛尔谷、路加、玛窦的杰作放在一起，简直就是污

辱基督宗教文学。伪福音织的写作，就如在一幅己有图案的绢上

刺绣（这是茬抠的－片疲劳空语：这是粗俗的奶妈下女文学。”为

此，教父们叮嘱教友们，临深履薄地，对于这种令人作岖，而异

端人滥予抬举的文学、提高警惕。可是，教会终于未能全部予以

廓清c 这是由于主教们认为：这些作品，在经澄清之后，还是可

以才卖的．只要那些记载不违反信德，就可视作史实3 于是，这

些既经修改的著作的影响，历代绵延，至lj 中世纪而益趋旺盛。在

通俗演讲中，在圣传中，在诗歌中，在艺术中．它们的蛛丝马迹，

到处一望而知乞在东方．伪经文学表现于翻释、编修、演义文学

中，而它们所用的语言，有亚剌伯语，叙利亚语，希腊语，斯拉

夫语等等ι 在西方啕也一道同风c 为此，应该认识它们的来惊。

这还是个艰难的问题．下边我们只得指出 A个崖略来。

二伪福音经

伪福音经分为三类；一、已经遗失的福音经；二、童年救主

的福音经；兰、关于基督与圣母逝世的福音经c

（甲）已经遗失的福音经

其中若干卷，是很重要的。

＼希伯来人的面音经，据热罗尼莫说，是因希伯来语

（阿拉美 Aram的i）写的。圣热罗尼莫的译本，和它的原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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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建失了。它是以圣玛窦的阿拉美语桶音经为蓝本而改写的。在

大纲和很多的章节方面，它与蓝本无异·可是也有补充的地方。

它是纳阻肋教派（ La fraction orthodoxe）通用的福音经。这是→

世纪末至二世纪初的产物、

二、爱波奥尼异端人的福音经（ Evangile des Ebionites ）时

被视为希伯来福音经的化本二现代评论家不以为然，说它就是卡

二徒福音经（ faa吨ile des Douze ），这是二世纪半编成的，色影

w深的…部伪经。

三、埃及人的福音经是工世纪中异端人的产物。它主张不婚

不娶，否认夭主有三位，又提倡轮回c

四、巴尔纳伯福音经，巴尔多禄福音经，犹达福音经，才拉

士（ Gi岳ase）教宗颁通牒，对以上著作都不予承认。

五、菇达斯福音经是加恩、·诺斯士派所采用的。

六、玛弟亚福音经，三世纪时流行于诺斯士派中 2

七、斐理伯福音经产于埃及，也是诺斯士派的。

八、多默福音经，是二世纪的诺斯士派写的。以色列人多

默，是个哲学家。在他关于耳｜：稣童年的记载里，可以找到已经修

改过的多默福音经。

( Z ）耶稣童年的福音经
一、在耶稣童年的福音经巾，稚各伯福音（ Proteva吨ile de 

Jacques）是最著名的。它的典型文章，郑重简单的语调，热心

的倾向，使它远远地传开去，发生广大的影响。它的二四章篇幅

口J分为三部，可能开始时本是抽立的： (1) a到十六章，首述

预告若亚敬和亚纳关于玛利亚灵异的诞生；次叙玛利亚的献堂，

以及她不日若瑟的婚姻 ο 这 A部大概写于一三0年至一四0年问。

(2) 卡七到二卡－章，借圣若瑟的口‘谈耶稣诞生，三王来朝。

为此，这部又称若瑟伪经（ Apocryphum Josephi) 0 ( 3 ）二，一到二

四章记婴孩们的被杀，阻力日利亚的致命c 因此这部又称臣加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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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经（ Apocryphum Zacharire）。现存的希腊本，看来是四世纪后

的产物。作者是个从古教转入新教的犹太人。他自称雅各伯，自

然就是耶路撒冷的那个主教。如果把第二气部看作外加的→个单

位；那末该经的一致性，显得更纯粹，作者有意颂扬玛利亚，和

她的以若瑟为屏璋的贞洁之德。西方所认识的雅各伯福音，是己

经改写过的。

二、耶稣童年的福音，为数很多，内容极不同。其间最著明

的，应当首推以色列人多默的福音，以及阿刺伯福音。前一部，

到现在常视为后…部的蓝本ο 看来更好说，两者同以另」部为蓝

本的；而且它是很驳杂的，内中也有关于佛的神话。五世纪后，

它是一切耶稣童年传奇的基点。一般地说，这些著作的传奇性，

是很尖锐的。文法的平凡，语言的庸俗 正与它的混；屯的内容相

得益彰。

(1 ）以色列人多默的福音，缕述耶稣从五岁到十二岁所做

的各种奇迹。其间最富剌敞的，是耶稣罚那些拒绝信从他的人，

或盲或死的故事。耶稣坐在学士巾谈道．是它最后的一慕。它所

描写的童年耶稣的个性，是足以令人憎嫌的，夜书虽经修改，异

端教人的马脚，还在不少的记载中露出。

(2）阿拉伯耶稣童年福音，是因为它在－个漫长的时期内，

只流行在阿拉伯，所以获得了这个名称。这是部比较完备的耶稣

童年史。它先根据雅各伯面音，叙述耶稣诞生白冷，逃难埃及

（」至九章），次记圣家寄居异国的生活，和圣章所行的的繁多

灵迹（十至三毛五章）。最后一部分（三六至五五章）是与多默福

音雷同的。 i亥福音的特色，他指出圣童的灵迹，都是为了圣母的

转达而做的。

气、下列的两部福音，是与雅各伯福音和多默福音的耶稣童

年记，有密切的联系的。

( 1 ）伪玛窦福音或玛利亚诞生与救主童年记，内容驳杂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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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是六世纪的产物。

(2）玛利亚的诞生记，简直是前书的改善本；大概成于嘉

禄朝。它惟一的对象是玛利亚；它活生生地记载了她的诞生．青

年，和她与若瑟的婚姻。书尾，它依据四史，又叙述了耶稣的诞

生c 特别通过了它，西方教友赏识了雅各伯福音，尤其是关于圣

母献堂的历史。

（丙）耶稣玛利亚若瑟的死也是伪经的题材

一、关于救主死之的伪经可分两组： 1. 比辣多记案（ Cycle

de Pilate）；它是其它的 ·-\;J］记录的起点。 2. 尼阁得莫福音，它

是与伯多禄福音有关系的 J

( I ）尼阁得莫福音有两部分，一部分称比辣多记案（→至

一六章），包括耶稣受审受难记录（」至二章），耶稣复活后司

祭总署会议记录（十二至十六章）。这是所以证明，比辣多承认

耶稣元罪，而大司祭承认耶稣复活。比辣多i己案可能是二世纪的

产物古 ，部分称基督阵地狱（十七至二七章） c 作者谓这是在耶

稣死后复活起来的两个亲见的证人的报告二

( 2 ）伯多禄福音是二世纪的一个“像人论”派人

( Docetisme）写的，发现于一八八六年c 它对于耶稣受难、被

钉、复活，都有切实的报道c 这个面音，在很多点上与前者

有关。

二、玛利亚的长眠（ Dormition de Marie）在才拉士教宗申明

它是伪经的通牒中，被称为圣玛利亚的长逝（ Transitus sanct配

Maria> ）。它是四五两世纪中，几经增损的希腊作品蓝本之一．

伪托于二世纪萨岱（ Sardes ）主教梅理顿氏。在现存的手抄本

中，我们可见玛利亚长眠的前后，无非是若望宗徒的一个报告。

玛利亚在从嘉傅额尔天神口里，获得了不久她应当离世的消息，

就移居白冷＇ i者宗徒都接踵而来，终于恒｜到耶路撒冷句在灵奇的

情形F，呼出了最后一」口气二；主J徒们会议予以憧＝葬；三天后，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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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把她的遗骸送上天堂。这本著作在东西两方发生的影响，是相

当伟大的。它不带什么异端色彩；不应当说它是部异端著作，而

后经公教徒修改过的。

三、若瑟梓人传（现存在着的只有高德（ Coptes ）和阿事lj伯

本）产于埃及，时在四五两世纪中，作者借耶稣宗徒间的谈话，

根据雅各伯福音，写出若瑟的生活，尤其是他的死《这最后 J

点，也是该作品的特色。它指出：“灵魂离开肉身后，在总领天

神弥额尔指导F，安静地渡过众灵魂应该横渡的火海。”作者没

有提起圣母异升夭的问题。根据这部著作，圣若瑟的尸身应当继

续不朽到基督千年同成立c

三伪宗徒大事录

宗徒的传教史，比救世主的布道生活，更是正统或旁门宗教

著作的对象c

一、圣伯多碌 1. 圣伯多禄布道演讲（ La pr时ication de 

pierre），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克来孟的作品。演讲夹杂于宗徒的旅

行记录中。这个作品，虽带些推重古教的色彰，不能说它的来源

是异端教的。 2. 伯多禄行事录（ Les Actes de pierre ）已经遗失；

可是还存着两个片段，冷主教撰伯多碌殉教记， (Ma时rium

B. Petri apostoli a Lino episcopo ），和伯多禄对付薛蒙i己（ Actus 

Petri in Simone）。后者述薛蒙的灭亡， “你往何处去”的－幕，

以及伯多禄的倒钉十字架上c 这本传奇没有什么异端色彩《它们

都产生于二世纪末。

二圣保禄

(1 ）几乎不传的保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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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反，保禄的行事录是很著名的。原文包括三部分：

保禄俐教，保禄致格林多人伪书，以及分作两部的保禄与戴肋

(Thede）行事录。作者是二世纪的」个亚洲的司择。由于他冒

名写作，受了撤职的处分；可是他的著作是正统的c

(3 ）伯多禄和保禄行事录（三世纪）：记载他俩在罗马共同

工作和殉教c

兰、圣安德肋：已经失传的安德肋行事录只剩了三节：安德

肋与玛弟亚在食人城（ Anthropophages) .伯多禄与安德肋行事

录，安德肋殉教于阿伽（ Acha"ie ）。看来只有最后一节是原文。

四、圣若望：本己遗失的若望行事录，是根据散见于别的著

作中的原文部分地集成的3 原本产生于异端教中（二世纪） 0 书

中述了若望被流于巴脱毛斯（ Pathmos）‘重回厄弗所，长逝于

该城。

五、圣多默：多默行事录（三世纪）的来路，是诺斯士派；

右倾节欲论色彩很浓，它的叙利亚和希腊语本还存在着c 圣人在

印度的→连串肯’怪的灵迹，就是它的虚构。

六、圣斐理伯：斐理伯行事录大概产生于四世纪。它把斐理

伯宗徒与斐理伯副祭的传教工作提为」谈。斐理伯先后传教于希

腊，巴典（ Parthie），爱因屋皮亚。该书所记的事件共计十五。

七、圣犹达：七十工使徒之 A，犹达行事录，记述了耶稣与

以得撒（ Edesse）王，阿勃伽（ Abgar）的通信。原为叙利亚语，

写于三世纪，又称以得撒行事录。用阿达教理（ Doctrine 

d’Addai:）书名，刊印于一八七三年的叙利亚本，看来是较晚的

作品（三九0到四兰0年间） 0 五世纪的希腊本说犹达的门生阿

达，就是犹达宗徒。

此外还有死于弥尔纳（ Myme）的圣玛窦殉教录，巴尔多禄

茂印度蒙难记，死于希波（ Chypre）的巴尔纳伯行事录。上列各

种作品，大概都是在四或五世纪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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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伪书信与伪启示录

（甲）伪书信

都假托圣保禄，但是最近发现的宗徒的书信（二世纪）不

在内。

→、致拉奥田舍人书（ Epitre aux Laodiceens）是以保禄致格

罗森人书论他致拉莫田舍人信（四章十六节）为蓝图的。它割

窃了若干正经篇幅，写得毫无艺术可言。无疑地，应当指出，这

不就是慕拉道利书目录中所谈的那封信。

二、致亚历山大里亚人书，见慕拉道利书目录，是马西翁派

的作品，已遗失。

三、圣保禄和格林多人通信内．有封恪材、多人控诉诺斯士的

信，以及保禄的覆函（致格林多人三书） c 这两封信又见于保禄

行事录中。

四、圣保禄和塞奈加通信，汁有哲学士塞奈加给保禄的信八

封，以及保禄答他的六封简短的信。塞氏在信中，→面盛称保禄

的学说，一面对他文艺的缺点表示扼腕。作者的目的似想对罗马

上层社会为教会辩护。这些缺少思想文彩的作品，应当产生于四

世纪。可是，也有人说它们产生于十或十一世纪。

(Z. ）伪启示录

→、伯多禄启示录，又列论了公审判，又描写了天堂的福

乐，和地狱的刑罚。它是二世纪的一本权威作品。亚历山大里亚

的克来孟首先予以注解；慕拉道利书日录认为是本启示之经。克

来孟用爱西屋皮亚语写的伯多禄启示录，大概成于七或八世纪。

二、保禄启示录，叙述保禄怎样防登三层天，和他在那里听

到的神秘之语。三世纪保碌身灵升天之说，大概种因于此。圣奥

斯定指出：这本满布神话的作品应当写于四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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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默启示录出于四世纪摩尼派人于笔。

四、斯德望启示录可能是五世纪论寻获他的遗骸的报告。

别的许多启示录，或为了只知其名，或为了出世过晚，暂时

一概不提。



第三部三世纪的教父

第一章历史的、社会的反
思想的背景

历史背境的乌瞰

欲了解三世纪教父文学的起源和特点 就应该先了解当时教

友的生活环境。 」般地说，它们与前三世纪的比较起来，是大不

同的，那时，教会笼罩在凄风苦雨中：这时．教会虽遭到政府的

更剧烈的磨难；可是接着也有相当异平的阶段；高莫特（→八

0至→九二年）执政时期，或赛凡尔（一九主至二一一）在位

的初叶，就是两个例子。

这个皇帝于二0工年发出的通谕，刷新了罗马帝国与教会的

关系ο 他删去了图拉真的“不应予以们征服”；又命令地方官采

取更积极的步骤，对付教友：以后应予以搜索。于是教难重起，

教友又遭逮捕。这个普边的斗争句由于前若干皇帝的疏忽，若干

皇帝的好意，阅时不久。安战之后，战争时断时续。帝国虽正式

申明取谛教会，可是，在一定的程度下，还承认宫，还与它协

商。这两种劳力，就在这种情形下，度过整个的三世纪（见阿

拉著基督教会与罗马帝国）。当时教会蒙受了真正的打击，它或

来自赛凡尔（二0二年始），或来自马克息民·色雷斯（二三五

至二三八年），或来自狄西阿与发利立安（二四九至二六0年）。

终于一场暴风雨揭开了四世纪的幕，奠定了胜利的基础。阿拉

( Allrd）指出：这个容忍与和平的（件iode de tol巨ranee et pai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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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共历七十五年。在这个阶段内，教会→面向外宣传，一面

从事组织ο 根据狄西阿与戴克里先教难中叛教者的数字，教友的

基督精神似欠深刻。从此可以晓得为圣教会，三世纪不像二世

纪，不单是个抗战世纪，还是个大规模的建设世纪〔

帝国攻击正在蒸蒸日t的基督教会的武器之一，就是不间断

的外教主义的复兴运动。这里，我们尤注意于那些宗教哲学的潮

流。新柏拉图主义是其间最了不起的→个二当时教会内部，也发

生了若干纷扰。参加者有当时最著名的若干教父c 我们在这些斗

争中表现的个性及任务，都是应加以认识的。

二外教主义的复兴运动

这里，我们想提供的是：一、染着一神教色彩的东方宗教；

二、新柏拉图主义；三、为害最烈的摩尼学说。

（甲）东方宗教中最流行的，一为宗教混合教（ Syncretisme 

rdigieux）一为光神教（ Mihr-ai"sme ）。

一、宗教棍合教，赛凡尔诸皇在位时（ －九二至二三五年）

通过了几位学识渊博、个性坚强、本届叙利亚籍的皇后，尤其是

赛凡尔的妻子朱理雅、陶娜、以及亚历山大、赛凡尔的母亲，朱

理雅、玛美，大规模地宣传于罗马帝国。陶娜为协助她的丈夫．

遏制基督宗教起见，采集一连串古老的教义教仪，另立了一座祭

台，创造了 a个神抵勺太阳被选为上帝，小亚细亚，一世纪，毕

达哥拉斯派的一个哲学士，典雅的亚波罗尼（ Apollonus de 

Tyane），当选先知。这个神秘的人物尝遗下修行显灵的名声。朝

t的一个文人，菲罗特剌塔，受皇后命，运用若干虚伪的文献，

写书宣传这个英雄的盛德。他的书虽一时不径而走，销路很广，

并没有发生什么了不得的影响。教外人把这册亚波罗尼言行录，

比诸基督的福音经，认为这是个奇美的生活，圣德的模范，灵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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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府库，慈悲的反映。玻菲利（ Porphyre）海厄委克利（ Hiero

des）举良 (Julien）等，一致予以吹畴。叙利亚的神抵，尤其

是巴力（ Baals）诸神，进了罗马，都被称为朱彼；武（ Jupiter) , 

个个威风得很，希力奥坡力和厄麦萨（伊拉加巴拉是他的司祭）

两地的神，更红的发紫。朱理雅·玛美的折衷说（ Eclectisme ) 

比陶娜的折衷说，对于基督徒更宽大。

二、光神教在三世纪中叶，似开始抬头于别的教门中。光神

(Mithra）和天帝（ Ormuzd）都是波斯的重要鬼神。光神教早就

流行于小亚细亚。罗马人出征间来后 通过军人的介绍，它很快

地传播于整个帝国c 那些不满意于古代神话（ Mythologie ），想高

升的人，在这个教义里，兴奋地找到了修行七级： ＼乌鸦

( Corax），二、蒙头（ Cryphius ），三、兵士（ Miles ），四、狮子

(Leo ），五、 i皮斯（ Perses ），六、太阳邮差（ Heliodromus ) 

七、爸爸（ Pater ）。

可怕的雄牛滴血祭（ Taurobole) 是它的最重要的礼仪。撒

落满雷那（ Salimon Reinach ）指出的基督教会与光神教礼仪关

系，说的太夸张了；无论如何，两教的伦理信条是根本不同的。

十二月二十五日举行的耶稣基督圣诞节与同日举行的常胜光神诞

辰（ Natalis Solis lnvicti），是没有关系的。奥利连（ Aurelien）为

表示他恭敬太阳神的热忱，在罗马建筑了一座庙宇c 这个教门对

外教人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它实在是个基督宗教发展的障碍。

（乙）新柏拉图主义是种哲学，是个宗教，简单地说，是种

宗教哲学。它的使命在取陷入麻木状态中的外教主义而代之。斐

伦（ Philon ）曾用柏拉图主义修改犹太教。在蒲鲁达哥

( Plutarque）著作中，已可找到亚历山大里亚新柏拉图主义的种

苗。可是三世纪时，它才在阿摩尼阿斯·萨伽斯（ Ammonius 

Saccas）创立的，奥利振肆业的哲学学校里，开始发展。萨伽斯

长逝，柏罗提（ Plotin）继任；这个学说的创始人，实在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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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门生坡菲利搜集了老师的五十四卷作品，编为一辑，命名九

九（ Enneades) （共六册，每册九卷）。新柏拉图主义，为民众

保持着多神殿（ Le Pentl由m polytheiste ），为学者又加上了两层

楼。这个神学化的希腊文学发生的影响，是浩浩无垠的。

这个学说的基础，是一种新的原神学。它指出了上帝的三部

曲： ＼物本身，它是抽象的，无定型的，物物的一般来源，不

可认识的，不能形容的。二、知 （ Nov？） 或称可认识者；它是

物本身的像；它从物本身流出的，它是物物的第一模型，它是惟

一可认识的，三、（ψ时η）它是切的思想，它是宇宙之魂，它是

斯多噶学派所称的逻各斯（ Logos），这个神的三位，由抽象而到

具体，一个是由另一个发出的。它简直是柏拉图的唯心论，和芝

诺（ Zenon）的泛神论的混血儿。

」切个别的魂都是这总魂的流果（ Emanations ） ζ 人魂，至

少他的灵魂，为获得成全（人还有一个觉魂，它应当与肉体同

亡），应当出离物质，先归入总魂，继归入知，终于归入物本

身二新柏拉图主义的伦理近基就是如此。说的清楚些，它的伦理

就在努力脱离物质，归向上帝。这个王作可分作三个阶段：

(I ）神修（ Ascese），它使灵魂脱离觉性的嫖娼而归到原始的标

准领域；（ 2 ）光明通过哲学沉思，抽象实体观察得来的它，提

拔灵魂与知接触而打成－片； ( 3 ）出神（ Extase）或称出神冥

想；踏到这个佳境的人很少；它把灵魂与物本身相结合c

新柏拉图主义就这样把一种迷人的学说， J个高尚的理想，

提供于久已讨厌外教神话的知识分子。这个主义虽与基督宗教哲

学、神学、伦理学、神秘神修学，有浮面的相似点，究竟是根本

地不同的。新柏拉图主义标磅的“天人结合”，纯是理智抽象的

工作，而与圣宠根本没有缘份的。应该晓得，新柏拉圆主义，为

迎合民众的心理，虽也提出“祷告”，可是，祷告与“天人结

合”的学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c 德在这学说中，也没有什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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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的伦理性；德在消除一种附属成份一一物质；德不在努力征服

意志，使它孜孜为善，而适于与“完物”，互相结合。可是这种

主知说（ lntellectualisme）是透顶地违反基督教义的。受过它影

响的基督宗教学士，应当深刻地予以改造。

（丙）摩尼教本是一种外教，后来票l窃了若干基督教义，就

变成了一种异端。它的鼻祖，王家出身的摩尼，三一五年左右，

生于波斯，，武息丰附近。为重整波斯与加尔代旧教起见，他自称

为上帝启示的工具。二四0年始，他离开波斯，到亚细亚各地去

布道；约摸在二七六年，他回到祖国，被处死刑；死后从他身上

剥下的皮，包于稻草中，挂在京都城门上。

他的学说实在就是二元论。 (I ）两个永远之国：光明（物

质和伦理的善）之固，天主是它的领袖；黑暗（物质和伦理的

恶）之国。撒蝉走出黑暗向天主宣战，夺了光明之国。（ 2）人

是天主用洁净的因素造的，在做了撒蝉的俘掳后，被他放进了黑

暗的因素。于是人就做了天主与撤蝉不停斗争的对象。（ 3 ）人

的援救端赖一种严肃的神修；它包括三种“印”（苦工）：口印、

于印、怀印。

摩尼教徒分两个阶级，被选者，就是隐修者，和旁听者，就

是一般的教徒。它的组织系统（圣奥斯定时）是从基督宗教抄

袭来的，计有博士（ Docteurs）十二人，监理（ Administrateurs) 

七十二人，司祭、副祭与传教员。它的开始时极简单的礼仪，不

久仿效基督宗教，日趋复杂。摩尼教在东方如在西方，传流很

广，到中世纪才告衰落。

三 基督教义背景圣三的问题

在教会的怀抱里，产生了许多教义潮流。谁想认识当代的教

父，谁就应该加以研究。若干教义潮流似是大胆的，可不失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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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其余的确已成了异端。

在若干区域内，如罗马、迦太基，尤其是亚历山大里亚，掀

起了」种信仰和审辩神学的斗争。第 A派乐于掌握着传统的信条

公式，不想用哲学的观察来予以发展。这派人被称为小民愚夫。

对于哲学表示怀疑的圣依肋纳，也用愚夫叫他们。第二派在进教

前已受过典型教育3 他们想利用俗学，一面为向行政当局为信友

辩护，－一面为能更深刻地认识和阐释信理，并且指出它的利益。

他们的目标是叮赞的，他们的尝试久后能得到阿满的结果可是开

始时， 」般教友予以歧视，怕哲学会有害于信德。

圣三毛奥迹每是研究的对象。二．位→体问题可说是与基督教会

同时开始的《这个初期教友跟着犹太人为攻击多神而强调的天主

一个的道理，怎能与耶稣是天主的道理不矛盾呢？也怎能与圣神

是天主的道理不矛盾呢？而且最后两端道理是信绕中最突出的两

点c 为了诺斯士派的工元论．兰世纪的教会，更应该阐明和捍卫

天主一个的道理c 那末，怎样解释某苦的神性呢？护教学者就为

此强调r圣言说c 它并不怎样高明，似带些亚略说色彩c 当知他

们的观点，白有」定的角度〔圣依肋纳也乞灵于神学思辩，可是

他更着重于与哲学元大关系的对象，和i耶稣救赎论。，武滔良在向

过度的思辩提出抗议后，扩大了信择，乞灵于节学，以攻击普拉

克赛亚（ Praxeas ） ο 希波利德与i若未细安更在这个途径上迈进。

可是‘这个运动，在亚历山大电亚发展得最剧烈。

护教学者的哲学倾向，亚历山大型亚学者，尤予以强调。他

们爱在圣三与受造之物的关系下，研究圣三c 他们常从天主对外

的活动，就是对宇宙的活动，尤其对心灵的活动，去观察天主的

生活。因为亚历山大里亚学者虽也是哲学士，尤其是神秘学者3

他们很注意灵魂与天主的结合，灵魂通过基督（路）与圣神，

（被遣者）同归天主的问题ο 在这个观点里，似乎存在着 A种从

属说（ Su bordinati-anis阳？），可是，它根本是在夭主的生活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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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疑的，这个生活部分地表示于“类比”中。圣兰的相互

关系，不可能无条件地将圣兰与外界的关系相提并论。亚历山大

里亚克来孟不是个从属说学者，奥利振的从属说色彩也没有一般

人所说的浓。他的高足弟子，如圣额我略显灵迹者，亚历山大里

亚的圣特尼，以及后来的圣亚大纳削，狄狄马斯，圣巳西略，都

没有犯过这种错误。虽然他的若干浅见的弟子，为亚赂的从属

说，打开了门户，责任是不应该由奥利振去负的。亚略派的先

驱，是另有其人的。

这里，我们只提出三世纪教父们最关心的两个聚讼问题：告

解与异端人的圣洗。第一个问题将在关于希坡科币，；武滔良，以

及诺未细安的篇幅中，予以钻研；第二问题，则见于关于息普立

安的文字内。

四关于圣三的谬说

（甲）变态论

变志论（ Le Modalisme）是兰世纪否认圣三谬说中最重要的

一个。根据这个学说，天主只有一个位，它时称父，时称子，时

称圣神，纯基于不同属性的表现。实在不同的位，就是我们用以

观察天主不同的角度。这个变态说又称主宰论（ Monarchian

isme）：这个名i司起摒、于当时革新学者高呼的主宰（ Mona盯lfchie ) 
口号；又称“父受苦论，，（ Patripassian sme）：父就是在基督身t

受苦的子O 在东方，这些学者被称“变态论”者，是因为他们

指子为父，或指父为子的缘故。

谬说的来源是极模糊的。开始传播这个学说者，是普拉克赛

亚（ Praseas ）和i诺厄（ Noet) c 普拉克赛亚像是个亚洲人；三世

纪末，他来到罗马，向教庭控诉蒙卅学说（ Montanisme ），就在

那里住了下来。他利用教宗才斐伦（ Zephyrin）的友谊，宣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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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说。后来他往迦太基布道，；武滔良予以攻击；还写了反普拉

克赛亚书（ V dversus Praxeam）。希i皮利德像不认识普拉克赛亚，

他指出了在士麦拿宣传同类学说的诺厄，又写了“反诺厄书”．

予以攘斥。主张变态论者．还有厄民哥尼（ Epigone ），才斐伦，

或加力斯德（ Calliste）教宗在位时，萨伯利（ Sabellius）带头予

以宣传，而变态论就称为“萨伯利论”（ Sabelianisme) 0 这个学

说的内容，慢慢地起了变化：当四世纪教父们予以攘斥的时候，

它的理论微妙得不可思义。三世纪末叶，亚历山大里亚特尼的时

候，这个学说已奠定了它的基础。

这个学说本来只谈父子。称变态论时伞，它也谈圣神；可是，

它否认父受苦论。天主是简单的和不能分的个体；他是父而子的

天主（ vio'7TαTuJp ） 。他在造物者的名义F称言，在古约立法者的

名义下称父．在救世主的名义 F称子．在祝圣者的名义下称圣

神c 可是，这个有不同表现的天主的位是惟一的。这些表现都是

过渡的；所以降生为子的天主，已不是父，而受苦受难的，是子

→人。可是，这些变态是平等的，位间是没有隶属的c 那末，变

态论别于狭义的从属论，就是亚略异端。

（乙）义子说

否认天主三位，确是主宰说的一个错误，可是，这不是它的

起点，起点在否认基督的神性；而变态论的分歧也就在这里：基

督不是天主，他是天主的义子c 那末，创自哈尔那克的“义子

说”（ Adoptianisn时，再·适合没有了？这个」神性的义子说与否

认气位的西班牙的义子说（八世纪）是不同的内

f吕义子说者，是两个同名的狄奥陶（ Theodote ）。第一个称

老狄奥陶，他是拜占庭的一个富皮商，｛也不但是个有知识的教

友，而且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3 在一个教难巾，他叛了教之

后，就隐迹于罗马。他为自我辩护起见，申明他没有否认天主，

因为基督耶稣不过是个人c 在他领洗的时候，天主认以为子．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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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神的能力，为完成他的使命。一九0年，被圣维克道绝罚。

之后，他做了该学派的领袖。他的学说的基础，纯是哲学士的槛

调，以及纯属规字面的圣经注疏。

第二个称银行家狄奥陶，他的完成于三世纪初的学说中，还

？昆着关于麦尔启则得的古怪观点。

兰世纪中叶“义子说”通过 r ~ 个神秘人物，阿德孟

( Artemon ou A配mas）的鼓吹流行于罗马。他是保禄沙漠萨得

( Samosate ）异端之祖。

保禄·沙漠萨得是个奸猾好名的人物，二六0年左右，靠着

则诺比亚（ Zenobie ）后的宠幸，在安提阿又写了主教，又执掌

财政。他还想争取博学士的荣誉。攻击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逻各

斯说时，他否认了基督的天主性，并且强调基督是个单纯的人，

不过他得自天主的恩宠，超过其它的一切先知。人家虽能称他天

主，可这纯是个虚名。

丁二六四年，由凯撒利亚的斐尔米利央主持的安提阿公会议，

公开地予以攻击。沙漠萨得为掩护他的错误，申明他笔F的

。'fLOOVfJ"LO｛； ，等于 avσtα 解释体和位c 二六八年举行的又一个公

会议，传他出席，叫他关于他的学说做个详细的报告；终于显出

了狐理尾巴，人被撤职，宇（ oµoovσw？；） 被禁用c 沙漠萨得靠

则诺比亚的撑腰，仍得留驻安提阿，并拒绝交出一座属于教会的

房屋n 二七二年，奥利达皇帝判决该不动产应归与意大利主教，

尤其是与罗马主教有耳关系者执业。

沙漠萨得的学说是义子说中的变态论。在洗礼丰11神学课中，

虽仍保留着三三位的名字，可是，子和圣神，在他倡导的

。iµoovσow？； 下，早已有名无实。再者，基督也不是天主，而纯

是」个时天主的德能与智慧偶然地结合的人c 那末，说“义子

说”是亚略异端的先驱，是很正确的c

神学界中，不少想为沙漠萨得雪冤的人。最近，有名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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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罗浮斯（ F. Loofs）指出，沙漠萨得是古代教会的一个伟大

代表；他根据斯多噶派的哲学，在神学上倾向－致性；在基督学

上，强调神人两元论（ Dualisme）。他终于｛故了奥利振为祖的新

柏拉罔学派的牺牲；这派的学说的天主“三体论

＿，性论”的色影极浓。这个批判纯出臆断，没有历史依据。巴

尔悚（ G. Bardy）的观点要强得多呢。



第二章 亚历山大里亚
的克来孟

克来孟的生活

泰塔斯·犬雷维克斯。克来孟，依据圣厄D~非尼阿，大概是

雅典人。 -Il.O年左右，他生在一个外教家庭中。我们虽无法知

道他版依基督教的经过情形，可是，他的个性我们可以推测，他

像圣儒斯定一般，是被基督教会高尚的道学，纯洁的伦理，吸引

过来的。为了渴望彻底地认识基督宗教，他周游各地，就正于教

会中的权威学者c 一八0年，他从大希腊（意大利），叙利亚，

巴利斯坦巡礼回来，就到亚历山大里亚，拜知名的蓬丹

( Pantene ）为师。

“四西里之蜂”蓬丹，在来居亚历山大里亚前，尝布道于印

度或亚剌伯。他久任有名的教理学校“第达伽来”指导。安瑟

伯和不少的古代作家，虽说他遣有著作，可是，现代批判学者，

都不以为然；他的学说是凭口传的。他大概死在二0 0年。（注）

根据巴尔佛（ Bardy）最近发表的论文，蓬丹既不是克米孟最崇拜的老师，

又不是那个教理学校的名指导乞

克来孟认识蓬厅后，很崇拜他，常依依不舍地在枚举了他的

→系列的老师后说： “可是，我最后认识的那个，从价值方面

讲，是首屈→指的；他院、于埃及；从我认识了他，我不再他求

了”。克来孟以一个门生的资格，不久就→跃而为老师的合作

者c 于是，他晋登了锋6't1 ＇老师死后，他继为教理学校主任；奥

利振就是他的高足弟子。二0三年，赛凡尔七世作难教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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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停闭。

克来孟遍赴小亚细亚，居于卡帕多细亚主教，亚历山大家

中。他死于二」一年。当时，亚历山大在他致安提阿教友书中，

叙述了克来孟在卡帕多细亚时的功绩。二一六年，做了耶路撒冷

主教后的亚历山大，还有→封追记克来孟的信件。古代作家称他

圣人。本笃十四世，取消了他在罗马致命录上的名字，这不是因

为他的著作中，含有若「不正确的观点．纯为了在十 A世纪前，

没有可靠的资料，足以证明他在某－座教堂里，曾受过信友的公

开的敬礼c

克来孟的特点，提倡伦理，教育后生。人家每说：“他尤其

是个教育家和人灵导师” c 克来孟的伦理教育虽基于一个巩固

的，和热烈的信仰基督之忱， A如圣｛甫斯定，他在一切哲学著作

中，寻求叮供利用的工具和支点c 因此，他援引的古代作家的篇

幅，数量之大，实在今人昨舌。也因此，他的浮沉于这样－堆乌

云中的思想，惯常是模糊不清的。他的学说是广博的，奥利振也

不能出其右J 他的文章是生动而简单的，可是文章的组织是散漫

的，不规则的；尤其是他援引的篇幅乱七八糟的3

克来孟丰富的古代文学知识允许他第」个渊博地，不在护教

学和神学而在教育伦理学的观点上，阐究哲学与基督宗教，理智

与信德的关系。亚历山大里亚竿’派，赖着他的指导，完成了E的

神圣使命c 二世纪末，主世初，亚历山大里亚很快地做了思想中

心，使亚细亚和叙利亚各教会，望尘莫及。“假如从那时起，罗

马已是公教世界的心脏，那末亚历山大里亚己是它的首脑”。这

几句普拉神父（ P. Prat）的话，是一定中肯的。

第达伽来（ Di出seal仕）教理学校，看来在亚历山大里亚教

会开始时就成立。二世纪中叶，他大大地发展了起来，终于在该

地主教保护F，变成了 A个冲学研究杜，社长是由主教选派的。

它是公主的，与圣｛雷斯定和培因央在罗马的私立的教理学校是不



170 教父学大纲卷一

同的。奥利振时，它不过是个规模粗具的组织。它的第一个有名

的主任，就是圣蓬丹。听众的成份是很复杂的：有偶像教徒，有

望教者，有己领洗者；可是，他们都带着占里古怪的哲学色彩c

当时，亚历山大型亚就是各种哲学的总汇9 诺斯士派的学说，正

处于如火如荼的时候。

亚历山大里亚学校的使命，就在攘斥这－派的学说：因此，

要了解它的教学，先应当了解它的护教观点。第达伽来的老师

们，尤其是克来孟和奥利振，为应付这种哲学的环境，制造了－一

种强有力的思想运动。这个运动不但有它明确的原则，还有它特

殊的方法。亚历山大里亚学校就是这个运动的总动力；后起的安

提阿学校，是与它同」典型的。奥平iJ振虽是该学校的创办人；可

是，运用伦理学，神秘神修学啕尤其是哲学．培植他的人，却是

克来孟台

二克来孟的著作

很多的克来孟氏的著作，已经散｛失。现存着的，除了若干注

疏残段和一篇甘ii话外，还有三种重要的，造成他的权威的作品乙

（甲）一系列的速写与那个富人得救

一、一系列的速写。 (Le Hypotyposes ）它共八卷；在该书

中，克来孟把随手摘录来古新经上的篇幅，予以注解‘该书所剩

的，也不过 A些片段而已。他的注解染着极浓的讽喻色彩3 福爵

曾严厉地批评了它，说它拥着不少的错误。他的批评难免过度。

二、那个富人得救（ Le qt山 dives salvetur？）克来孟把这句

耶稣曰送」个富少年远去的话．极有兴致地予以描写。它在古代

己获得了一 A致的好评。克来孟指出，财物所以是个救灵的障晖，

完全为了使用失当；它能够做为修德的i：具c 圣若望感化匪徒的

有名故事，｛故 r该书的结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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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护教丛录（ Le Protreptique} 

这本共计十二章，无论在形式上，在理论上，都很合理。罗

格利人（ Locrien），安诺墨（ Em-me）琴手，有名的路蚌故事，

促克来孟邀请读者倾听基督的新歌，这是支鼓吹和发展基督生活

的歌。

该书第一部， →面批评外教，它的神和它的仪式，（二至四

章），二面批评哲学士和诗人对于天主的错误观念（五至七章）。

第二部大声疾呼，劝人们接受基督教义〉克来孟聪明细致地答复

了仿徨人们的难题：“人家怎能放弃习惯…你们不已放弃了食娘

奶的习惯么？小孩子长大成人，就放弃了他的玩具；外教不过是

幼稚者的玩具吧了！”字里行间，活跃着一 J个浮沉在基督教义，

和热爱圣言的灵魂。不错，克来孟是个哲学家．可是，尤是个基

督徒ο

（丙）教育者（ Le Pedagogue} 

教育者共分三卷。拥有十三章篇幅的第一卷，指出圣言是灵

魂的教育者。后两卷揭露基督徒最应该躲避的罪恶。

组织极合实行的第→→卷，特殊地描写了圣言在人灵 t的教育

工作。 i哀卷可分三段；第一段，二到四章，强调真正的教育者，

是基督，是降生为人的圣言，是大慈大悲的天主，他是全能的，

他能医治我们；他是父亲，我们是他的儿女p 第二段，五到六

章，驳斥诺斯士派强调的领过圣洗的人们是小孩（ vnmoι），他

们有两个阶级，→面是不成全者，一面是成全者。克来孟指出，

圣洗藏着智慧之种， ( Lagnose ）谁都有予以争取的责任。第三

段，七到卡二章，完成他的教育者的描写。那个教育者的特点，

是慈悲和刚毅；因为他是医生，又是将军，又是掌舵。克来孟攻

击马西翁指出，天主的慈善与正义，自有世界以来，常互相联

系着。

卷二卷三，每卷十三章，透露克来孟是个细致的伦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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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风俗深刻的观察者 他枚举了亚历山大－里亚社会中严重的罪

JlE; ；又一方面极力予以攻击，一方面劝导新教友提高警惕。对于

饮食、家具、谈笑、香水、花冠、时装、卫生、他都做了敏锐的

观察，智慧的启导。

（丁）克来孟三部曲

他前面的三种最重要的著作．习称克来孟兰部曲。在“教

育者”中，他首先指出它的计划和目标；想一阶段又－阶段，

完成救世之功的圣言，定了→个出等的计划，先劝它归iE，继加

以约束．终予以训导c 为此．第一部著作在使读者脱离外教，版

依基督教会c 第二部著作叫已经领洗者，改掉罪过，镇压偏情，

这是部实用理伦学。第三部应称“老师”，这是部为完成基督徒

的教育而写的信条理论作品。“缀锦”（ Les Stomates）只达到这

个目标的一部份；可是学者关于这个问题并不一致。

法蔼（ de Faye) A面强调克来孟教育的用心， A面认为第

三部著作“老师”没有写成； “缀锦”不过是“教育者”的补

充η 目的在用伦理条例来预备教友读他所许的和他为着种种理

由，迟迟没有写出的第气部著作。可是，大半的学者表示，“缀

锦”就是第三部著作，它虽带着很浓厚的伦理色彩，它已不坏

地完成了原始的计划。应当晓得，克来孟写第三部的目的，不在

综合神学，而在使读者在理论方面，在实行方面，获得自然和超

自然两界的知识，因而提高心灵产他指出这是从观察天主的智

慧，生活科学的原则，圣言和圣神的宠惠，基督生活的大成来

的。实在“知”不出乎此。

（戍）缀锦

阿鲁才尔（ Aulu-Gelle ）在他的“亚的加之夜” ( Nuits 

Attiques）壁，提出了 4系列古怪的书名。这些书籍，都是不登

大雅之堂的说部性，丛谈性的东西。 “缀锦”也混在“花园”，

“花圃”中。克来孟采用这个名词为了更能自由地随手写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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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自由，他在写作时，曾大大地予以利用 J 他的思想也因此多次

逃过了怀着恶意人们的眼。

一、开头两篇缀锦，纲要地透出了克来孟的思想。

…」号缀锦共计二卡九章，简直是篇导言。它肯定基督徒不但

有权利写作，还有权利研究和使用哲学，同时也指出它的方法 3

克来孟援引圣经作家，又援引他认为剿窃圣经的希腊哲学家。

二号缀锦共计二卡三章，揭露了作者的学说纲领。 1. 信德

说。作者表示：信德是正确认识天主的唯一途径，（二章）以及

别的科学的必要基础。 2. 德行说。一切德行的原则是畏（八

章），补赎是从它产生出来的（卡三章）：它们是互相联系的

（九章）；它们的大成是爱德和“知”。 3. “知者” (Le gnos

tique ）说（十九至二二章）。根据圣经和柏拉图的学说，知者怀

着天主的肖像c 为产生天主的肖像，先该扑灭情欲。这最后一点

引他又谈了后来还要谈的婚姻问题。

二、兰，囚，五号缀锦似随便地重谈二号中所谈的，或这

个，或那个问题c

三号级锦（十八章）几乎整个地在论婚姻；作者」面指摘

“伪知”的错误， －面证明婚姻的合理。这个护教目标正昭示了

我们：为什么他不厌其详地，颂扬婚姻的地位，甚至粗视之，他

的言论，似与他的修成的道理，是格格不入的c

在四号缀锦（二二九章）里，克来孟褒扬“殉教”之际，除

指出不应该自投罗网外，又叫人忍耐，轻视世桶，以及别的德

行。这里，他为“知”又写了 4幅比较自然的新照，借以补足

二号缀绵中所说的一切不知违反信德的理论。情欲整个的解体，

是教友最理想的目的。知者使用受造之物，予以控制，然后能定

于一。

五号缀锦（十四章）专论对于天主的圆满认识。克来孟指

出的方法，－为信德（一章），三为外敦和犹太教徒所用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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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四至十章），主为消极神学（十一至十四章）。他表示消

极神学强于积极神学，因为它能切实地避免任何人形主义

(A川uopomrpl山me ）。

三、最后两号缀锦，据若干批判学者的见解，是克来孟在离

了亚历山大里亚后写的。它似更强烈地反映了他的学说的本色。

目标直捷地是护教的；“知者是唯一真正的完人”，是他的标语。

六号缀锦（十八章）的对象，虽就是五号的对象，基督徒

的宗教知识。可是，这次他用了一个陪衬。他说外教人的宗教知

识逊于基督徒的宗教知识节学士们从圣经里实行事l窃。无论如

何，他们总造不出惊天动地的真智慧c 可是科学与哲学；如果与

“信知”相结，可能起到作用的；实在，哲学也是天主的一种恩

泽；它引导了外教人进入基督教会。

七号缀锦（十八章）是最有兴趣，和最易i国i卖的一篇文字；

为了作者在这里，己抛去了圣经，离开了哲学家，匠心独裁地写

出他自己的思想。他的“知者”和“知者的宗徒生活”的描写，

是极彻底的。 1. “知者”通过圣言，以及圣言的启导，紧密地

与天主结合c 他使自己肖似天主和圣言，他的儿子，他的智慧，

而做成一个新人c 真祭献，真敬礼，就在这里。谁修灵魂，谁敬

天主（一至五章）。 2. 知者的祈祷是屡续的，因为它的基础是无

所不在的天主。他的祈祷就是天人间，不断的一呼一应的交流。

最后，祈祷的对象，是超自然的美善（六至九章）。 3. 完善的基

督徒的精神价值，胜过一般的基督徒的精神价值。他的一切行

动，为了出诸“爱知”，是高超的。他以信德、为基的德行，尤其

是毅力、英勇、节制，都登峰造极（十至十四章）。

三克来孟的道理

克来孟有两个道理重点：一、伦理和神秘神修学，二、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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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学。

（甲）伦理和神秘神修学

克来孟的伦理学是他的二切学说的关键；而且他的伦理学，

简直就是」种神修．一种防登c 它的每一个阶段，使灵魂更接近

“完人”之境。这些灵魂通过的相连的阶珑，被视为“灵邸”

(Le Cha-tesu de l'ame）中的各“居室”（ Les demeures）。那些上

下不同的阶段的评定，都以行为的动机为标准乙畏、信、望、爱

都是动机，可是爱是最上级的c

基督徒被分为两组，一、 ，般的信徒，他们的信德是普通

的；二、完善的信徒，他们的信德是圆满地展开的。两组间没有

根本质的区别，只有等级的区别。这就是保禄使徒的道理（格

前 2 : 6），若干学者误认它倡于克来孟，这个学说与“伪知者”

所标榜的，是根本不同的；作者的目地，就在予以驳斥 c 可能在

他强烈地描写“完人”的时候，使人戚到他藐视其他信友的

印象。

克来孟指出了三种完善的因素： →、不动，L、，工、爱．

三、知。

一、不动心（ Apatheia）出白与天主的结合。这个结合使灵

魂进入一种不动心的状态。它与斯多噶派强调的很相近。真正的

“知者”不但压服肉躯偏情，还摒除→切物欲。可是，不动心不

就是麻木无为；在这个状态下的灵魂，还能积极地活动着，这个

佳境是从抵抗诱惑，镇压五宫，忍受痛苦得来的。若干言词似乎

过激；可是，这纯由于那些斯多噶派言词相似的缘故．如果，把

它们放入作者整个的学说中，稍一观察，就会看到它们的本来面

目。实在，克来孟的“不动心说”就是最中和的神秘神修家，

圣方济各·撒肋爵的“无可无不可论”。

二、爱是知的终点。克来孟认为：这个来白天主的德行，找

来了天主c 它是灵魂自身的统－原则，它是灵魂与天主的结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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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于是知者就一跃而为完人： “成一完人，而止于基督之至

善。”（弗 4 : 13 ）。

三、知（整个的知识）在克来孟眼里，是完善的，最臣著

和最基本的因素。蓝尔东神父（ Lebr-eton）指出：“知不是从人

的观察力得来的科学，而是由特种启示得来的高级宗教知识。这

是一种直觉，使人开始了解一般人所不能认识的奥迹。它神化人

的伦理和宗教生活。它把人从→般的奴役中救出来，使他变成等

于甚或高于天神的天主之友”。

在这个见解中，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知”，被写得很深

刻。 1. 这个“知”不是简单的信德，而是信德的大成。 2. 这个

“知”也不是神学观察，而是信德之光与神秘之光的1昆合物。

3. 这个“知”又不是瞻祷；因为瞻祷是天眠的，其间没有什么

推论的活动。 “知”是直觉的，推论的，神与人的知识的泪合

物。若干学者认为：真正的“知”，应当与瞻祷相符合。我们相

信：克来孟的“知”，当是一种热忱的的研究，或是一种热忱的

祈祷。

那未，我们尽管可从说：“知”，这是一种“天主之科学”，

它是一种祈祷，它含有比信光更明亮的的神光。可是，应当承

认：比喻总是比喻，完整的正确性，它是不可能有的。 1. “知”

不是“完善”的因素；完善的因素，首是爱德。 2. 一切关于天

主的高深的科学知识，不需要高于信光的天赋之光。理智之光，

在一般宠光的辅导下，能产生真正的神学，高度的祈祷，或下级

的瞻祷。 3. 不应当相信，对于天主没有高深的科学知识的普通

教友，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完善”之境。只要他们有高于

“知”，高于一般默祷的爱德和瞻祷，他们已备有到达圣德峰顶

的因素工具。

“知”的学说，虽有它的缺点，也有它的不容抹煞的优点。

1. 它很快地把亚历山大里亚变成东方教会（虽不是整个教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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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中心。 2. 它还有效地打击了当时盛行于埃及的“伪知”。

3. 它掌握着教会的知识份子。后起的柏罗提的新柏拉图主义，

很想步它的后尘。 4. 二种精神的教会注疏论，将在奥利振指导

之下，攘斥千年国说和其它的学派过度的字面注疏论。 5. “知”

在圣经和降世圣子身上的神成份的钻研，加强了神学的兴趣。为

此否认基督神性的学者，大多来自他方c 6. 基督徒的生活，被

这个学说挟上圣德的峰顶。

在最后一点上，克来孟的影响，是广大而出类的。可是他的

著作，不是绝对没有缺点的。 1. 这种神秘神修，在最后几个缀

锦中，是带些唯心的。他的“完人描写”，时有言过其实者。他

提出的“知者”的“司祭”性，也有不正确的地方。 2. 他的以

基督，启示大师为中心的神修，是合乎基督精神的，可是他忽略

了痛若和祈祷的使命，他过度强调了哲学的使命。 3. 他的若干

学说，不汲自教会正式的组织，而取于神秘的传统。

由于这一切，我们不应当盲目地去谈克来孟的作品。可是，

这仍无损于他的著作的价值c 最后，我们还应当说；在他的著作

中，储藏着丰富的伦理和神修的知识2

（乙）克莱孟的神学

一、哲学与信德标准

不用否认，克来孟是个伦理学家，可也是个哲学士。可是他

的哲学定义，不是－般的；他认为哲学是一切神事的的知识，以

及的基督生活实验。为此，哲学士就是“知者”或“完人”的

别名。谈哲学就是谈怎样做基督徒。因为一个度基督生活的人．

不问他或是文盲，或是希腊人，或是蛮子，叮能是个哲学士。这

种见解，三世纪时，是谁都认为合理的；即使外人，也在伦理和

宗教的角度下看哲学。

浮沉在这个思潮中的克来孟，喜欢在古代哲学士著作中，寻

求可能加强他的学说的观点。除去伊壁坞鲁和诡辩学派，其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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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学派，他认为都是可取的。于是，对于哲学，近乎→种疯

狂。他高唱着：哲学是外教人的导师，一如旧约是犹太人的导

师。哲学虽不像古约，因素地，直接地来白天主，可是通过后天

的途径，间接地导源于同一的原因：因为理智是天主的恩物；哲

学士的学说中，不少从犹太人借来的东西。哲学的任务，在协助

信德，而诣于“知”。

“伪知者”放弃信德，专尚幻想，相反地，克来孟！坚持：｛言

德应该是“神修之殿”的基础；神学的观察，应｝亥宗于圣经与

传统；圣统组织的使命，在传授教会的真理。

哈尔那克错误地认为；“知者”既拥有主教」般权威，克来

孟所论的教会，应是个没有圣统制的教会。巳典孚捐出：“在克

来孟的著作中，哲学和“教会知”的色彩很浓，他信德的结构，

与圣依肋纳的无异；他的教会是圣统制的．反异端的c ”

二、狭义的神学

这里，我们只指出他的神学上的几个或强茹弱的特点。

一、天主。克来孟强调的电是消极神学（ Theologie 

n句ative）。它认识天主的方法，先在消除他的物质的以及精神的

属性，然后，与他的绝对简→的性体接触c 原则地说来，这是合

法的；可能他有运用过节的地方户至于积极神学，有时他也予以

使用，就是把在受造之物内发现的美善，也归于天主的方法。

二、圣三。福爵控诉克来孟承认两个“言”。这是由于福氏

自己的误会；克来孟只区别了“父”的属性，内在的神智，与

“子”有位的逻各斯。无疑地，他如福氏，把一切理智的行为归

诸“子”，可是，他也不断地强调天主对外行动的统→性。近代

学者，根据他的若干足以引起怀疑的言论，说他有“从属说”

的嫌疑。这是不正确的，他虽说“言”是造物者、光照者、启

示者、教育者，他也承认他拥有其它的一切神的属性。在这里，

他的观点能使人想到“变态论”派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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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造化：克来孟的造化论，虽其问：昆着若干柏拉图的或斐

伦的理论， A般地说，还没有错误。他没有承认物质的永远性，

灵魂的先存在性r 他的灵魂不灭的见解，是极清楚的，可是，

身、灵、魂、人的“三部说”（ La trichotomi叶，确是他提侣的ι

四、基督学：克来孟的一种“像人论” ( Docetisme ），色影

很淡，他说基督的肉身性有自然的需要（饮食消化等），基督的

灵魂没有情感c 这是进一步的“无感动论”（ fi7Taesiα）。他承认

耶稣基督有两个性一个位，又称之为“人忡”（ I 『Horr

救世之J)J总归千于工两个步骤：一、代价是血．血是重生不朽的原

因；二、工具是 t：智的亭毒；圣言通过这个亭毒，医治灵魂，使

它不朽L 这个亭毒存在“知”内，而“圣言”就是“知”的主

人翁。

五、圣事：克来孟先后举出一r: 4 、圣洗：他称之为“浴”

或受光，这是重生不朽的原因c 二、坚振，或主印：至少这是圣

洗的补充礼仪。三、圣体：这件圣事也附于圣洗后；克来孟谈圣

体时， j昆以神秘的象征的，令人难以捉摸的观察c 四、告解：他

谈告解，他授引了赫尔曼。他的关于告解的见解，与赫氏一致c

他也指出一个人领洗后，只能告解→次；人去告解，不但获得

“罪之赦”，还获得“病之痊” c 他不满于若干轻易赦人罪的司

锋。根据他的“那个富人得救”，他虽严格，他去fl相信，杀人罪

也能获得赦免ο

Clement d’Alexand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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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奥利振

查生活与著作

奥利振的生活与个性

奥丰lj振约于一八五年，诞生在埃及亚历山大｜亚，一个信友

家庭内c 他的父亲李奥倪大是他的第一个老师一他不但教以文

学，还圈出若干圣经篇幅，责其背诵。安瑟伯说他童年读书时，

已不是个乐于枝叶，而是个打碎沙锅问到底的学生。这个神童的

父亲，每在晚上句解开已经入睡的小孩的衬衫，敬i草地口吻他的

心胸，认为它是圣神祝圣过的c 赛尔凡七世艰难教会时，奥利振

渴愿为主致命；一天，他的母亲为强迫他留在家里，藏起了他的

衣服。他的父亲被捕人献后‘他曾去函予以鼓励

克来孟为避敦难，卸去了第伽来教理学校主任职务后，嗅利

振毫不顾虑，继他执行教务二 f也有没有就学于莲）＇｝？这是个疑

/'11L 可是，他」定受过克来孟的教育 年方卡八的他．就蒙6k 麦

多？在（ Demetrius）主教委为重开的教理学校教员。赛凡尔的通

喻又使新兴的学校产生了若十二新的殉教7L 这个青年博士啕指导

他的门生，走上杀身成仁之路．可是‘前仆后继‘不见衰落，而

奥利振就被外教人吁作眼中钉）教难平后，其它的危机接着予以

威胁。奥手lj振仗着一种严格的背修，终于获得了光荣的胜利c 后

人视为安与和喜雷立温寺?T修者的先驱，不是无因的J 奥氏在极

度热忱中，为避免他职务上可能发生的嫌疑，而使敌人有所借口

起见，竞白割势乙狄麦多流严予责斥，而且为此始终不肯祝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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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可择，可是，仍让他继续在学校内供职。

奥利振一面努力教学，→而不断进修。二十丘岁时（二斗

0年），他觉得为攘斥异端，先写对它们有深刻的认识；他又觉

得需要完成他的 A 般教育；就人阿摩尼阿斯c 萨础斯

( Arnrnouius Saccas ）的络帐，研究哲学。那个后来柏罗提创造新

的柏拉罔主义的学校啕就是当时萨伽斯宣传折衷说的学校。奥氏

也是个折衷说者，狭义地说，他也不是斯多噶派，也不是柏拉图

派，更不是毕达哥拉斯派υ 他的门生，额我略显灵迹者说他在教

学的计划中，只少了唯物论与无神论，因为他认为这两种学说，

是只有弊没有利的c

同时，他还努力从传统中，寻求教会的传统道理。他抱着护

教的口的，做圣经批判工作，因此，他简略地学了希伯来语。二

一二年，他往游罗马，正如他所说的，为一睹最大的罗斗教会。

他又到过希腊、伊庇鲁斯、尼各迈狄、安提阿、巳力斯坦、亚剌

伯，或为自己求学，或为饲求道者的邀请。二」八年，玛美

( Mearnmee），亚历山大·赛凡尔的母亲，请他到安提阿谈论基

督教义，就是一个例子c 当他远游的时候，赫拉克拉

( Heraclas）代他管埋学校u 赫氏后来做了他的继任者，又做了

亚历山大里亚主教c 二一六年和二一八年间，加拉伽辣在位时，

亚历山大里亚教难又起，奥利振留居巴力斯坦。他虽是个俗士，

凯撒利亚，和耶路撒冷的主教们，让他在教堂内，为望教者和信

友讲道理。亚历山大里亚主教，狄麦多流，得到消息，就对这种

不合法的作风，提出抗议，并且命他复归，奥氏立即从命。从那

时起，奥利振开始写书，作品的种数很多。受他感化而人教的盎

博罗削是他的一个门生。盎氏不但很有钱，而且曾显赫地出入于

赛凡尔和加拉伽辣两个皇帝的朝庭上；后于马克息民色雷斯在位

时，国着信仰，受了不少磨难。这个门生，供给了他－~:JiJI记录抄

写的人，以及各种需要的书籍。工二0年他开始写的」部神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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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UhρL A阳wv, des Principes ），二三0年，完成问世。于是，

名震遐逛，有口皆碑3

一次他与他的主教间的冲突，打破了这个写作生活三二三0

年，当他漫游希腊和巴力斯坦途中，凯撒利亚和耶路撒怜主教，

由于那边教会法律，不禁止阉人登神品，就祝圣他为司锋。他回

来后，狄麦多流一面禁止他教学， 4面通过二三一年召集的会

议，予从撤职。二三三年举行的罗马公会议， ｛P）又予以批准。狄

走多流说他违反教律，有1传若f异端（圣热罗尼莫指出：这个不

幸的冲突，纯出于亚历山大里亚主教的扩I意，这未免过甚其辞二

奥利振被迫离去埃及后，前往巴力斯坦，祝圣他做司锋的两

个主教，在凯撒利亚，他开了二个神学院．他的科学性，远胜于

亚历山里．亚自甘； -r1才冠盖如立i伞’人才i齐；齐 ο 额我略、E灵迹者，阿

胜诺多刺、凯撒利亚的斐弥良（ Firn 

那里，奥利振一连执了二十年的教鞭c 他的两部写于亚历山大里

亚的巨著，六行古经评论（ Hexaples ）以及八行占经评论

( Octaples）都在那边写完（课馀之暇，他又写了反瑟斯论

( Contra Celsum) ，，、他引入归正的使徒热情，尤洋溢于字里行间。

当时从各地来质疑问难的学者，络绎于途。他不但拥有高深的学

问，悬河的辞令，还发出神修之光，他是极良善的。

他为信德的缘故，也受过磨难。狄西阿艰难教会时，他被捕

入狱，综~系身，又受过裂腿之刑。他坚持到底，百折不挠。刑

余的他，又活了两三年。他死在太尔， (Ty川时在二五兰、二

E五之间。他的基边‘在」个长时期内，时有前往凭吊的信友；

可是，他从没有成为教堂内公开敬礼的对像。

二奥利振的著作

奥利振称为钢人（ Adamantius ），由他的惶惶巨制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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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坚决精神，只有这个征号，最能描写他的为人。他的著作，渐

受淘汰；“钢人”两字已失去了圣热罗尼莫认为他的著作永存的

象征意义。他的著作经过环境的斗争，而且已经没落。他的强有

力的天才，阔度胜于高度，他的文章到处托出神速之笔。在作家

的角度下，奥利振不及克来孟。实在，他只注意内容，不留心章

句的组织。为了他们贪快，他的思想也时有模糊不清的地方c 应

当晓得，一种文学，尤其是神学作品，如果在思想方面，少了熟

虑、劲力、精密．往往是有疵的。

无疑地，奥利振是古代，也是教会最尖锐的 a个作家。圣爱

比法纳（ Epiphane）说他写了六千册书。为明了这个数字，古代

图书的应用，以及卷轴的微薄，都是不应该疏忽的c 若干学者认

为这个数字显然是浮夸的。安瑟伯的奥利振著作目录上，不到二

千册；这自然也是不准确的。圣热罗尼莫竟说奥氏的著作，最多

为八百册。无论怎样，奥氏的著作大半已经遗失，或因为数量过

大，或由于教会当局的指捕。拉丁学者比东方学者，更同情于奥

利振。奥氏著作的一部分，保存在四五两世纪的拉丁课本中，而

其间现在还传留的，只占一半c 这些译文的忠实性，大家认为是

个问题。圣巴西略，和纳两盎的圣额我略，在他们的文选集中

( Philocalie ），介绍了奥氏若干最美丽的篇幅给后世。

奥氏的著作可分两类：一、关于圣经学的；二、关于神学、

护教学、神修学的。

（甲）关于圣经学的著作

这些著作，有的是评论，有的是注疏J

一、六行古经评论（ Les H~xaples）在平行的六行巾，载着

五种不同的文本，希伯来语本文（一行用希伯来文字写的， -

行用希腊文字写的）以及四种希腊语译文（ Aquila , Symmaque , 

LXX , Thedotion) o 圣咏的译文共六种，希伯来原文，和希腊译

音文，填满了八行古经评论（ Les Octaples ）的各行。七十子经



第三章奥利振 185 

( Septante ）中，满布着三种符号： (•)÷( Obele ）标志他们

加入希伯来原文的字； （二）※（ asterisque ）标志他们删去的，

奥利振根据另 4种本子，加进去的字，标志不同的终点。四种希

腊译文合本，称四行古经评论（ T是trnples) ,1 

六行古经评论，七十子经除外 所剩的残篇并不多。存在凯

撒利亚图书馆中的浩大的原本，圣热罗尼莫写作时曾予以利用。

原本从没有经人全部抄录，第五行（ Septamte ）的七十子经，录

用最多。奥利振认为一七卡子经最有价值，而且胜过希伯来语本。

这个工作开始于亚历山大里亚，约在二四五年，完成于凯撒利

亚。作者的目的在使护教学者能运用希伯来语本，以与犹太人周

旋J 可是，这部巨著对于注正在学，也有极大的贡献；他在圣经注

疏作品中，也每予以利用。

二、奥利振注疏著作，也是浩繁的，可分三种： （一）札

记，（ Scolies）简单的语言学或历史杂录；寥寥数字，阐明了圣

经中提难的一节或一段（他的缀锦，虽只存在着若于片断，确

是由札记编集的c 这些他少年时代的作品，到处反映着他对于俗

学的知识） c （二）注疏（℃ommentair时）日的在用科学方法．解

释圣经的字句、（气）日ii ii5 ( Home lit'＂）这是民众化的观摩性读

物‘教理、伦理、神修、都收蓄着 可惜，这部大著，所剩

兀几。

札记与注疏部分所受的损失．尤为深重σ 札记所剩的，不过

若干简短的引语。大家晓得，奥利振对于开头四卷古经，依撒意

亚先知书，讲道者书，圣咏（尤其是前面十五首），玛窦与若望

福音，致迦拉达书，默示录，都有札记。注正在部分，为了它繁多

的篇幅，是用册来计算的。关于创世记开端四章的注正在，共计4十

三册（大概成于二四四年）。他注疏的圣咏，占圣咏总和三分之

-., 他也注解了箴言，雅歌（雅歌前后有过两度的注疏，第二

度注疏，写于二四0年与二四二年间）．（几于整个的以及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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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依撒意亚先知书，一到兰O章的注疏，成于二三五年左右。

耶肋米亚和l哀歌的注疏，写于二三0年前。厄则克耳先知书注疏

大概在二四0年，完写于雅典）。新经部分，除掉玛尔谷福音，

两封致格林多人书，两封致弟茂德书，都各有各的注疏3 圣热罗

尼莫对于“制lit舌”虽J惑不到大兴趣，对于注疏尤其是第二次的

雅歌注疏，去｜］称颂备至，认为这是他的杰作。雅歌（整个的前

面兰卷和四卷的一部分。）得在拉丁译本存着，他的功劳是不容

抹煞的。还有不少关于古经的注疏片段（拉丁语），他时用希腊

语，时用拉丁语写的圣玛窦福音注疏，（ t－到十七册是用希腊语

的写）和圣若望福音注正在（十册是用希腊m－写的），致罗马人书

注疏（写在二四四年后，鲁芬的译文是拙劣的）其余还残存着

的，数量不多。奥利振做了过度讽喻方法的牺牲。

训话似最能抵抗时代的沧桑。他的传记作者庞斐

(Pamphile）指出，他几乎夭夭讲话。起初，在一个长时期内，

他口授着，书记们速写着；之后，在他讲话时，人们当场予以记

录。现在所存的篇幅，大半写在二四 0年前、它们往往是很短

的，看来当是演讲撮要。奥利振11：伞百篇演i井

二百余种O 其中大约四卡篇是有关圣路加桶音的（短短的篇幅，

是圣热罗尼吏A的拉丁译文），其它的 A切都是针对古经的O 其问

百篇关于古经的前面四卷．与若元；厄书；十 e篇关于民长纪，两

篇关于撒慕尔纪。第二篇因为它引起的辩论，尤其出名句它的帚

腊语原文还存在着。此外，计有关于耶肋米亚的训话二卡一篇

（十九篇希腊语两篇拉丁语），关于厄则克耳的卡四篇，关于依

撒意亚的九篇，关于雅歌的两篇，关于圣咏的九篇（奥利振关

于圣咏的演讲，至少一二0次所提的圣咏计六气首）。现在存留

着的，大半是鲁芬和l圣热罗尼莫的译文。

（乙）其余神学的著作

一、原则论（ De Principiis Le Peri-Archon）是他壮年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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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奥利振写这部书的时候，大概四十岁；在他没有定稿之

前，盎博罗削就予以宣传。关于这点，在他致费边（ Fabien）教

宗的信里，似曾表示扼腕。这部著作掀起了一个大的风波；圣梅

托特（ St. M居thorle），圣爱比法纳（ St. Epip-hane ）、圣热罗尼莫，

查士丁尼，予以抨击；庞斐，狄狄马斯，鲁芬等却为他辩护。奥

利振学说，在这部著作里，虽有不少独到之处；但也露出了巨大

的漏洞ο

鲁芬的现在还存着拉丁译文是不很忠实的；因为他移花接木

地改变了原文。

在非罗加利（ La Philocalie ）中所存的，不过希腊语的两长

篇吧了。原文在若干地方，已弄得面目全非，为此，现在我们不

应当加以褒贬。

在“原则论”里，奥利振一面举出他视以为观察的基础：

教会的重要信条；一面又指出根据启示，逻辑地得来的要理。那

末，他提供的，不是纯粹的哲学，而是以启示为根据的科学真

理I 这部著作，十足地是部神学纲要·就是称它士林神学，也无

不可二

“原则论”的序言里，作者就指出神学的基础Q 这部巨著，

由于是个破题儿的神学综合作品．虽有空子不应当严予诛求。作

者在四卷中，解释东方学者最关心的一般的神学问题。

卷一先论天主三位c 父是无形的不可见的，子是言与智慧，

圣神通过子居于圣人们身上；后论受造的纯神体，或天神．或魔

鬼；受造时．虽彼此没有高下，可是由于各个经过的不同，就产

生了等级c 第七章论星辰的生活。

卷二论物质世界与人。（ 1 ）作者先谈造化（一至三章），以

及三位与世界的关系，尤指出新经里的天主，无异于古经里的天

主（四至五章）。耶稣就是降世的圣言：宗徒们的圣神就是先知

们的圣神（七章）。（ 2）次谈人魂，他的观念虽也是心理的，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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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神学的（八至九章） 0 他虽说人魂是有知觉，能活动的东

西，他不否认它是有理智的，元形的。他把灵魂比诸纯神体，又

从魂（ψ听η）与冷（收听o（） 着想，开玩笑地说灵魂是神爱的冷

神。这虽是个假说，却是有很大的危险的。（ 3 ）十和十一两章

讨论世末。

卷三论伦理的基础。（ 1 ）从理智和圣经方面强调自由意志

的存在（一章）。（ 2）论与魔鬼、世俗、肉身的斗争。（ 3 ）论

世末，善的最后胜利（四至五章）。

卷四论圣经。他肯定圣经的启示性（一至七章），他说经语

可有三种意义（八至二七章），最后十章（二八至王七章）是整

篇著作的结论。

二、奥利振最著名的护教作品，是“反瑟斯论”。这是二四

五，二五0年间，向盎博罗削迫切的请求而写的。八卷“反瑟

斯论”针锋相对地驳斥瑟氏的四卷真论（ Discours veritable ）。他

申明基督宗教最好的保障，就是教会的神圣生活；换句话，教会

拥有移风易俗的德能；又它虽受打击，不停地普遍传开去。这部

著作大半的篇幅，在慎重缤密地讨论先知预言，灵迹，以及耶稣

显著的声明；因为研究过基督宗教史的瑟斯，从各方面攻击耶

稣。这部著作同时揭露了奥利振超等的知识，坚决的信德。他很

有忍心，很镇静地解答对方的难题。奥氏驳斥犹太人与其它的异

端人们的文章，都已遗失。

三、奥利振神修著作，祈祷论，和劝殉教论，是极有名的。

(I ）祈祷论写于二三一年后，共计两段。第一段（一至十七

章），总论祈祷（性质，需要，效验），第二段（十八至兰 O

章），是天主经的注释（三世纪时， i武滔良的祈祷，西伯利央的

论天主经；四世纪时，耶路撒冷的济利禄的教理，尼萨的额我略

的天主经论，奥斯定的主语（ De sermone Domini）都是异曲同工

的作品（2）劝殉教论写于二三五年，正当马克息员为难教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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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这是所以鼓励盎博罗削，和凯撒利亚的一个司锋，伯罗道德

( Protoctit时，勇往直前，不怕为基督受苦的产他的激昂慷慨之

心，反映在字里行间 3 他邀请自己的朋友们想到能肖似宗徒，应

该欢欣踊跃。

因、奥利振的信札，罹发难数；所剩的只有两封： →封是给

额我略显灵迹者的（二三八、二四三年间）；信中他劝对方好好

研究圣经说：圣经应该控制→切真科学； 4封致非人未理亚

(Jules Afr-icain）的（二四0年左右）书中证明达尼尔先知书的

希腊文片断）－一火窑中三圣童的歌词（ 3 : 24 - 90 ），关于苏

撒纳的附录（十二章），以及关于盘肋（ Bel）和龙（ Le Dragon) 

的篇幅（卡四章）－－的真实性c 关于这个问题，这封信是最

重要的历史文献。

戒奥利振的治学方法

奥利振真正是个百世的老夫子；为此，这个尤以注WfL学著名

学者治学的方法和精神，都有予以一提的必要。

一神秘的倾向

奥利振如同他的老师，亚历山大里亚的克来孟，也是神秘神

修者c f也不单受到从圣神来的超然之光，还在治学上尽量地予以

利用。因为“知”已变为一个可疑的字，他不敢唱高调了。他

的→部分的教学工夫，用在整理和使用那些所以便完人别于群众

的超自然的知识。

这些宠光的直接对象，就是神的奥迹；人们虽无法予以揭

露，然在宠光之 F，能多些予以认识。它们使我们在天主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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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格前 1 : 2 ）认识天主，这是世界所不能实现的。圣兰的道

理是信德的对象，也是灵魂通过宠光获得的终点。可是一般的教

友和完人的信德区别，表现在基督问题上；前者念念于基督的人

性，圣言的自卑自贱，受苦受难；相反的．后者还不满意于此，

进一步，要瞻仰他的神性，前者的信德是没有科学根据的c 网而

是脆弱的；后者的信德，附着一种借以神学为根据的对于奥迹的

认识。

上面的观点，带着不同的色彩，发现于很多的教父，尤其是

圣奥斯定的著作巾。可惜，在奥利振作品内，这些观点，由于缺

少一种准确性，竟变为可疑的了（他的－颗要求人灵防登神修峰

顶的丹心，使他藐视 A般信友的信德，且以比诸犹太人的信仰。

不错，奥利振认为任何教友都可能，并且应当从简单的信德，争

取明朗的信德。只有不求上进的人得不到这种信德；这就大大地

削弱了他强有力的学说。关于基督，奥利振过度地把对于基督人

性与天主性的认识，放在对立的立场上；他又不够明了地指出认

识基督天主性的意愿，不但不抹煞基督的人性，而且躯策灵魂接

近它】奥氏虽这样想，可是说得没有圣伯尔纳多的清楚，他把

“爱”分作神形两种；又没有圣女德肋撒的明内，她要求赔祷者

恭敬救世主的人性。他又似过度强调了科学号信德的对立；→如

后者在前者前，是会消散的。最后像他的老师克来孟，在他的

“成全”定义内，奥迹的推理工作成分太浓，仿佛“成全”是应

当经由圣宠，在这个方式 F，给于二切灵魂的。这类过激的言

论，一面由于作者的刚强的个性，和救灵的热忧，一面由于瑟斯

和诺斯士派视教友如愚夫的诬蔑引起的c

无论如何，奥利振的确说明了超自然之光的来源是天主。

“谁都不能了解悟音的真义，如果他的头没有投靠耶稣基督的胸

怀，如果他没有从耶稣获得玛利亚做他的慈母。” （若望福音注

疏）玛利亚的神母性，这里说得很透彻；可是内心活着基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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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人，理想地存在着这个神母性。圣言在他决定的时间情形下，

向完人作自我启示。他指导灵魂认识基督，一如他曾逐渐指导了

宗徒。蓝尔东神父指出：奥利振描写基督教育十二徒的篇幅，应

当视作，切教父注疏著作中．最美丽、最深奥的几页。其间有不

少克来孟“教育者”的回忆。

超自然之光下．有天主、圣兰、基督 c 这些神光也照满着圣

经。奥氏的神秘注正在，也缺不了它们c 只有对于天主备有高级和

纯粹的观念的人们，才能了解那些谈天主事和记天主语的书籍。

可惜，奥氏未能适可而止他无限制地把这个神j(:;扩展到各种次

要的对象，如数，如形c 不知这一切只关于人们的好奇心，不关

于真正的神修c JJI）末，他就会削弱他的门人的神修生活；而且也

会从圣经中，制造出与信德无涉，甚至违反信德的道理。这个危

险性，因着他的若干道理的秘密来源．更尖锐了起来。看来这种

秘教（ Esot位isme）的目标只在通过传统的基督教义，进入超自

然之光发祥地，就是标准的信德和爱德。可是蓝尔东神父认为：

不止于此，他援引了奥氏一连串的句语，予以证明乞可是，不应

当忘记，奥利振悦重视教会传统的观点‘而常视以为最高的道理

准则。

二 奥利振学说中的信德与理智

（甲）奥利振念念于信德和传统

奥氏在他的著作中，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教会的训导权。

他视教会的训导为他一切神学的基础。他的第一条神学准则如

下：教会的和宗徒的传授的一切，都不应当视做信条；教会的传

统就是肇自宗徒，通过合法的继任者，保持到现在的 A切信条。

他不停地谈著：教会的布道，教会的训诲，教会的信德准绳。这

是他与圣依肋纳相像的…点。他认为信德不单在启示著作中，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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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会的训导中，他甚至说：教会的一切就是宗徒的一切。

象他这样提倡教会威权的作家是很少的。教会至公性的因

素，都可在奥利振的著作里找到：这是个由主教领导的三级制的

组织。基督授给教会的道理，是由教会的司训成员（主教司锋）

传布的，而主教是裁判。无疑的，这旱奥利振的神学是一面，原

则论里，他没有权威地谈教会。罗马教会的首席性，虽没有被清

楚地提出，可是，不应当为了奥氏在诠释“你是盘石”时，讽

喻地说了“一切效法基督者都是盘石”，而说他是主张反罗马教

会首席性者（

异端人虽利用他的著作，奥利振本身绝对不是异端人，虽然

他的学说也是他所以被逐出亚历山大里亚的理由。圣热罗尼莫把

狄麦多流的一切最严厉的措施都归于他的妒忌。可是，圣热罗尼

莫也不是始终一贯的。埃及以外的东方诸主教，都相信奥利振学

说的正统性；且都视以为信德干城，而常就正于他，父受难派

人，鲍斯拉的盘理尔，是因他的努力而归正的，并且还成了奥氏

的朋友。普拉神父指出， “神学斗争的如此和平解决，是少见

的”。奥氏犯过错误，可不是个顽固者c “制造异端人的因素，

是固执和骄傲〔披i卖奥氏著作的人，不可能元感于他的谦让，谨

慎，坦白＼这几句话，也是普拉神父的c

(Z ）哲学

奥利振的治学方法中，不少哲学成份，可是不应当夸张它的

重要性。奥氏不像克来孟，对古人并不怎样五体投地。狄撒龙

( Tixeront）说：“她是个尖锐的哲学家他有」个不安的，追求

理智，他爱观察，他敢大胆地讨论 A切问题，神学的问题也不在

例外”。可是，他的学说是没有什么系统的。他像他的老师，阿

摩尼阿斯·萨伽斯，是个精选学者。普拉又说：“如果研究奥利

振学说的人，把他放进一个什么学派，那末，对于他的学说，他

是决不会有什么认识的。一切奥利振学说研究的大错误，就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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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著作中，寻求他的学说逻辑的发展路线，甚至强为它找出一个

哲学系统来。”最近一个非公教的批判学者德尼（ A. Denis）也

这样说：“我不相信奥利振从希腊文化中，汲取了一个他运用的

原则。他想如此，不是为了这是斯多噶派的，那是柏拉图的。可

是真的，他思想的外衣，往往是从他们借来的。不容否认的，希

腊哲学是他发表思想的工具二至于他的思想的来源，应当别有渊

源。”他的思想的出处第一是圣经c 那个他所用的哲学工具，在

疑难的问题中，有时运用得不当。

三奥利振的注疏著作

（甲）奥氏注疏原则

奥利振注正在著作，最能深刻地反映出他的个性，和他的治学

方法。他是个哲学家、神学家、神秘神修学家，可尤是个注疏学

家， i风喻注疏学家。要明了他的学说，先当明了他指出的圣经的

各种意义二

」、圣经意义概1见奥利振在圣经内，区别了三种不同的意

义 c (1 ）形义（ Sens Corporel ）这就等于圣经的肉躯；（ 2）伦义

(Sens Psychique ）这就等于圣经的灵魂； ( 3 ）神义（ Sens

P时umatique）这就等于人的活动，其间藏着善的影。这个分类

间接根据柏拉图派的“三三心理学” ( La Psychologie trichoto

miste），直接根据他自己的神秘神修学。奥氏把教友分为三个阶

级： －般的，进步的，完善的。圣经的三种意义正是与教友的三

个阶级相对的。无疑地，这就是他的一切学说的基础。

奥氏还带些主观的色彩，“气义”几乎等于“伦义”；而且

时常沉没在神义中。即使让它独立起来；它的任务，只在两极端

的中间，一如在他的神秘神修学里。奥氏把一般的教友，和完善

的教友，分列了开来；同样，在他的注疏学里。他把字面别于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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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形义别于神义。再者，形义在神义前，几乎不值一文。这是

讽喻主义的结果。

二、普拉神父指出：“说讽喻主义是种主义，不如说他是种

倾向。这是种把象征替代本义，把主观替代客观，把神义替代形

义的倾向。这个倾向是违反传统与圣经的。”

圣经三种意义，组成了奥氏注疏学的骨干。如果只限于圣经

中所叙的对象，那到还没有什么，因为在对象中，有的是历史

的，有的伦理的，有的是神学的。可是奥氏不止于此，从对象跳

到对象的描写。于是，就会发生许多泪乱的现象c 这哩，我们不

多论气义，它太微妙了 c 形义时指历史事实．时指圣经文字，或

宇义，或一种字义，时指本义。隐喻是关于神义的；奥氏常用以

宣传教条、神学、神秘神修学。上面所说的一切，足以指导我

们，应该怎样去了解下面的一种怪观点：圣经往往没有形义。形

义怎能不排斥 A切字义，而却排斥本字义呢？

神义泛滥在奥氏的一切注疏中。根据现代注疏学者所称的意

义状态（ L启 Mode <le Signification ）神义应当包括： (1 ）象征意

义；（ 2）典型意义；（ 3 ）一切外加的应变意义。奥氏习以对像

为观察点。奥氏的神义时指一切道理的意义；别于气义的伦理意

义，也不在例外；神义最多地指直接或间接存在圣经中，关于天

主、基督，将来生活的神学意义。最后，神义指一切复杂不堪的

应变意义。这些意义是从视历史篇幅，或为隐喻，或为象征而发

生的。这种注疏方法称讽喻法。

讽喻是种铺张的隐喻，依撒意亚先知书中的葡萄树。（ 5 : 

1 -6），就是一个例子。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把讽喻延长地视作

古经中可以象征新经的任何方面。最后，讽喻还指古新圣经内，

可以加强关于宗教、天主、圣三、基督、教会真理的」切。甚至

没有头绪的东西，也兼收并蓄。其间若干典型，若干象征的意义

是由天主保证的；可是，多数是极勉强的，甚至渺茫的。在注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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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讽喻就是急转直F地，脱离字面，专在字义上，幻想地瞎

绕笔头n 这种注疏，倡于外教哲学士，尤其是斯多喝派的斐伦。

可是，奥氏的撑腰者，并不是他们。奥氏只见它的利，不见它

的弊c

（乙）奥氏注疏的利害

奥利振」面由于风行于亚历山大里亚的柏拉图哲学，一面由

于充满着他灵魂的神秘氛围，对于天主有个极高的观念c 正因为

这点，他的惟 A注疏圣经原则，在不辱与维持这个观念的水准。

象征可以活生生地具体化天主观念，而无害于他的无穷的超自然

性J 而且，崇高神修生活，可以容易地获得助力c 为此奥氏 A面

酷爱他的方法，…面痛骂反对他的人们 关于这点蓝尔东神父说

得很中 f'3": ..捍卫他的注疏法者，不单是个文人，而尤是个视为

在他的神修中最神圣的一个人J’这些原则所以能在他的青年有

理想的门生的心灵七掀起疯狂的情绪，也1E为此缘故。可是，

吃机就伏在这早（

这些危机绝不是空巾楼阁士（ I ）奥氏在圣经中认为若干形

义是不可能的，而且为天主是不柯：的：于是． 斗跃而前，急急、代

以不关甚至违反圣经的神义 l ( 2 ）嗅氏把毛J切神义的形式，看

作文主的话．而实fl,J；仁，官们不过是向变的东内；而且它们可能

的基础是七十子书 rj1 ，模糊的，或文字t有毛病的篇幅。为此，

在这种方法 F，很容易把本不是反主的道理归于天主‘而信德因

此到受到损失τ 由于奥利振是个节学家，他不但｛言．他还钻研信

的理［ff. 于是这个危险性，更尖锐化 l 他的深刻的观察，不能

改正他的讽喻：主疏的 A种”狂妄”性c 他本来可以照耀千秋的

学说，就因此逊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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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三 奥利振的道理

奥利振的神学

奥利振自信，他的整个道理，是从圣经里来的；他的支点是

传统的信德准则。可是实际上并不这样。他认为一个教友有了哲

学的配备，可以跨过鸿沟。在启示真理的光下，能讨论信德没有

明示的一切问题；而这些问题，就成了他的神学的对象。正为了

这个缘故，他第一个有意为信德的对象，宗徒们强调应该昭示于

众（贪懒者也不在例外）的启示真理，做个统计；务以别于其

他的学者（ studios-iores），在他们的研究中，可以自由地予以解

释的宗教问题。信德向我们发出启示真理的固然，而神学为我们

闸明它们的所以然。（ quomodo aut uncle sint）教会的训导周定信

德的对象，在这范围外的一切都是神学的对象。

上列的他为神学提供的大胆的分类，在“原则论”的序言

里可以找到。他的原则是好的，可是原则的实施，是有缺点的。

“奥氏的神学前提是很好的，可是，他强有力的理智，末能循规

蹈矩，为此在他的许多正确深刻的见解中也杂着若干鲁莽，甚至

错误的见解。”（狄撒龙语）只要一看他在序言中提出的，他认

为神学家可以随便讨论的若干问题，就可以令人纳罕。

一、圣神是否受生的？他是天主子么？

二、灵魂是从精液（ Ex Seminis traduce）来的呢，或是从乌

有中造的，或是先前已存在的？

三、在这个世界前可有什么？

四、天主和别的神体是无形的么？

五、天使们何时受造？他们是什么？魔鬼是堕落的天使么？

六、星辰有魂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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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些原则的奥利振神学，应是特殊地复杂。这里，我们

先提出他的神学中最脆弱的几点。

二奥氏神学的弱点

（甲）关于圣三和神体的学说

一、他的圣三论可能没有错到人们指出的地步。奥氏肯定：

( I ）言虽本质地是天主，但只该称 θ时，王不该称 οθε6（，时为

这个名称是专指不受生的“父”的。（ 2 ）言是从父的物体产生

的，正如意志出白灵魂。（ 3 ）他是永远的，因为他从没有不存

在着。 t面的观点系为攻击亚略异端而提出的。那末，如果在文

字不是膺品的话，在谈圣子受生时，第一个用 6µ,oouσw（ 者．应

当是奥利振：“全能荣光的纯洁与真挚的流出”（ Aporhoea glori配

。mnipotentis pura et sincera) c 

奥氏说圣神是父通过子，间接地发出的；那末，圣神的来路，

与圣子的来路是不同的。可是，奥氏承认圣神拥有天主的一切属

性。最古的东方教会的传统遗下两种“歌顷式”（ Doxologies ）光

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这个“歌颂式”，因尼西亚公会议的提

倡，胜过了后一个。“光荣通过子，在圣神，归于父！”开始时后

者的流行性，强于前者；奥氏虽也强调后者，可是没有亚略派同

样的用意。

奥氏的圣二神学也有它的弱点； (1 ）术语是不→定的，

ouai ＇α 本指性体．可是本指位的 V7TOσ 汀ασl（ 每被用来代替

ovaiα. (2）为反对变态说起见，他过度强调了“位”的实际

性c 二三〔 V7TOσTασel（〕的语调，虽是两吁的，却是由此产生

的。可是，他从没有说过三 OVαιαι （ 3 ）他论“子”时所用的

语调，造物天主（ 8so( xnσTO（，另一个夭主 asvT8p0( 8so；；） 虽

应予以原谅，是带着危险性的，因为在圣三间，似存在着一种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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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性c 这种阶级性，有时是形而上的， （父代表绝对的单一性，

子代表重多性）有时是宗教的，（若干祷文只用于父，它们应由

子与圣神转上．正如教友，应由子与圣神而到父前。）可是，这

“种子”与“圣神”的“下级”性，不是本身的，而是任务的。

奥氏在哲学，（宇宙的起源），神秘神修学（人与天主的结合）

和神学观点上，纵谈一切。由于这些不同的观点，若干昕老师演

讲时，未能集中精神的门生，错误地相信奥氏是提倡“从属说”

者，（ S山ordinatiar山me）未免太冤枉了他。奥利振和他的著名的

门生，因为他们尊重教会传统，热心神秘神修，对于传统的正

道，尤其是基督的神’性，没有错误η 这两种在安提阿学派中，有

时概付缺如。
it : RPOST ASTS 在当时，正如在现在指 Naturt> , essence , p 

二、奥利振学说根本的错误在枝叶扶疏的假说证明。 (I ）他跟

着克来孟改jf ＇与时流行的物质永远说，代以神体水，i革受造说，以

及物质共造说，他的理由是认为物质是神体的。（ 2）这个错引

起了另→个错：（注）人们很能接受物质永远受造况，而排斥继续考验

论c 如果灵魂的命远从永远没有解决；又如果这些先前存在的灵

魂是有活动和良知的话，它们的命运怎能解决于将来呢？于是，

他就提倡了继续考验论。（ 3 ）第三个跟着继续考验论来的错误，

就是反诺斯士派的灵魂二元论的神体原等（ Egalite primitive des 

esprits）论 2 他的错误在于：有灵神体的民别，在使用自由意志

的善恶ι

原来 A样有灵的物体并不屹立不摇地止于苔，或止于恶；它

可能络绎地变动的。不过奥利振根据信德，认为这不是没有例外

的；基督的灵魂是不变的，有灵的魔鬼大概是不变的，被选者与

受罚者灵魂有时也会不变的。这些说法无妨于奥利振 A切有灵之

物，最执迷的不在例外，终将与天主言好c 这个普遍的复兴，是

与他所说的矛盾。可是应当了解： 一、奥利振的思想缺乏」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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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二、他指出的若干不同学说，他自己也只视作假说，并不以

为定论。

这个普遍复兴说，是他未世论的弱点：虽然他的未世论，是

极有贡献的。奥氏神义的注疏，为千年说．不啻当头一棒〔奥氏

也肯定：肉身要复活，复活起来的肉身 为了在千变中不变的形

因唔将与此生的肉身无异，可是，义人的肉身，将是神化的。 i~

人的肉身将受火刑；可是，这个火是神化的火，而于“总复兴”

( Apocatastase）时，行将息灭。

（乙）其余比较重要的几点

一＼任何人都犯过罪，生在Ht I：：只有－」天的小孩也免不掉，

因此圣？先是必要的。奥氏论原罪对于它的存在是坚决的；对十二它

的性质是犹像的匀他所说的原罪，时指灵魂还是纯体时所犯的罪

过，时指它与亚当的血肉结合时所染的罪污ο

二、基督的灵魂，一如其宫的灵魂，也受造于永远；可是．

它常忠于天主‘坚定于善。圣言在阵孕时，紧密地同它结合，然

后同一一个肉躯结合 无论如何咱奥氏不是个“像人论”者；他

承认基督的两体（人性、神性） 一位 地的基督？中学没有违反

教会传统的信理c 他论救赎， fl，］－而提出魔鬼的权利说，而基督是

俘虏的代价；时而推崇传统的牺牲赎罪i£ J 可是，这个救睛是普

遍的，不只是限于人类。

三、人尤因圣宠得沾救赎之恩、c 奥氏在：不断地讨论自由意志

时，很适吁地指出圣宠普遍的必要性：没有天主的辅佐，我们的

苦功，不能存在，可是圣宠的施瓦不是与我们的努力元关的。

那末，－－－~ iJJ 又关天主，又关我人；两者在善功中，打成－二意

( Duobus unus effici debeat intellectus ）。

四、原本罪之赦．尤仗圣洗。至于以后所犯的罪，或靠殉

敦，或靠施舍，或｜对原谅他人的侵犯，或｜司拯救人灵的热忱，或

闲着天主的爱，或因着告解圣事，也能获得赦免。这哩，最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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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弥足珍贵的。我们可以纲领地指出： ( I ）执有赦罪权者，

是教会神长或主教。（ 2 ）罪人的任何罪过都能获赦。（ 3 ）为得

罪之赦，罪人应该私下向主教或神父告罪；至于补赎成否公开举

行，悉听他们裁夺。（4）重罪可分两种：有三种大罪，补赎是

公开的，赦免限定F斗次；至于其它的大罪，补赎是暗的，赦免次

数不限。（ 5 ）行圣事者应当是有德的，如果缺了这个条件，他

虽仍执有赦罪的神权，可是，他已没有那种拯救罪人的精力。上

列几点可以充分地指导我们去研究奥氏关于告解圣事的一切篇

幅，就是那个有名的，应当与其它合观的“祈祷论”（ De Oratio

ne）也不例外υ

五、奥氏也象征化了圣体圣事，叮是，他掌握着教会的传统

学说，肯定基督肉身的实在性。他又表示圣体是种真的祭献；基

督之血祝圣了我们的祭台。

六、圣教会（见上）

三神修

（甲）奥利振的神船神修

由于它是他的整个学说的精神，在上边己略予提及。奥氏认

为修成就是智慧，圣神的宠光；它使我们认识天主，基督，以及

高度地了解圣经。可是这并不是修成的全面c 修成尤在爱德；爱

德使人、天联系，一如婚约使夫妇联系c 完人身上的情欲，整个

地受了扑灭。

（乙）引人到达这个峰顶的神修，有很多的阶段

一、在奥氏谈情欲的篇幅里，有三个阶段：一、初学的阶

段：他们的情欲已丧失；二、进步的阶段，他们的情欲在圣神大

量的恩宠中，已开始熄灭；三、完人的阶段。无疑的，奥氏虽特

别注意上下两阶段，可是也时常阁论中间阶段。那些在了解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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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以后，徘徊在伦义上，而希望洞烛神义的灵魂，属于该阶段。

信友在圣神的指导下，始自信德，通过科学，终达智慧与

知

二、奥氏神修进德的方法c 1. 遵守诫命缮修德行；（伦义）

2. 守贞；他以身作则，热烈地予以强调； 3. 研究基督的人性，

尤其是他的苦难； 4. 倾听基督的教训；他教育信友， J如他曾

教育宗徒c 5. 服从圣神的指导；通过圣神，我们走到基督前；

通过基督我们走到圣父前。 6. 祈祷； 7. 默祷与瞻祷，僻静尤是

它们的条件已若翰所以深入旷野，就是为了这个缘故σ “哪儿气

更清，天更朗，哪儿天主更亲热”。

四奥利振学说

（甲）奥利振学说的起源

奥手lj振学说（ Origenisme ），是个带着轻蔑性的术语；它指

奥氏道理中的弱点；尤其是被教会斥责的几端“如人灵的预先

存在，受光荣的肉身的神体性，总复兴〕这些错误的发展，还是

后来的事情。奥利振的影响．在西方如在东方，是很大的。奥氏

一面攘斥了“千年国说”和“神人同形说”者的粗劣的文字主

义（ Litteralisme) A面奠定了希腊科学神学的基础。自然，在这

个伟大的远动中，他不过是“神学的垦荒者，思想的播种者”，

而不是个无疵的权威者ι 奥氏的影响是历久和平的；崇拜他的 J

群，并不盲日地，普遍地，他云亦云。

气世纪末叶，他的朋友，几遍于各地ο 额我略显圣迹者，凯

撒手lj亚的斐弥良，是他的初期的门生c 在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

圣特尼，提阿诺德（ Theognos时，边里阿（ Pierius）继续他在第

达伽学校中服务3 再晚一些，圣亚大纳削，圣狄狄马斯，也步他

的后尘， ··在整个的四世纪中，奥利振的著作，是个公开的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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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谁都可以自由地，予以选用c 有四囹吞的，有援引而不予申

明的（这在当时是很流行的）。再者，关于神学和注疏学的著

作，在当时 A律视为教会的公产，谁都有权利，予以使用”（普

拉语）在东方这样，在西方也无异；圣喜辣利，圣盎博罗削，

味瑟利的圣安瑟伯，尤其是鲁芬，都是一道同风的。对于这种事！

窃作风曾提出抗议的圣罗尼莫尤蹈人的覆辙。

由于奥利振著作的复杂性，这种风尚是危险的。这些危险，

是从那些盲目崇拜者来的c 他们过度强调他的过激的思想，把他

的冒昧，还带着度量的假说，视作教条，又不问一代又一代的神

学的进展，造出了所称的“畏利振学说”这个错误的潮流．到

了六世纪，酿成了一种虚无汛冲论（ Pantheisme nihiliste ）。（普

拉语）

( Z, ）奥利振学说的斗争

这斗事不是展续元间的c 在 6个长时期的平静局面后，又风

起云涌了 c 其间有两个阶段是尖锐的： →、问世纪的初叶利！末

日十；二、六世纪的中叶J

一、四世纪初叶，奥平lj振受了奥林匹克的圣梅托特（ Saint

M邑thode ）手n安提阿的圣欧斯达邱斯的攻击，可是，圣庞斐巧协

地予以捍卫u 说起庞氏，他是新凯撒利亚学校的领袖，曾与安悲

伯合作，写了“为畏利振辩护”（ Apologia pro Origene ） η 写了非

口号体的序言，可说是捍T~奥氏最好的武器n

四世纪末叶＼反奥利振学说的势力，集rt1于兰个动机不一的

人身上：就是圣爱比法纳、圣热罗尼莫，以及亚历山大亚的德奥

斐胁。圣爱比法纳始终是奥氏的顽敌，工：卡年中（气七四空阻

。三）．不停地攻击他的圣兰论，过度地讽喻，以及络绎的考斡

说c 他所以采取这个强硬的步骤，似因为巴力斯坦，他家乡的奥

利振隐士们的高调c

德奥斐肋本是个有名的奥利振派人后来也为了奥利振隐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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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缘故，一变而为凶捍的反奥利振者；可是驱策他回头走的东

两，不是什么真正的神学理论，而是瑟德（ Scet吾）神人同性i仑

的短棒。亚历山大里亚主教把尼脱手！J ( Nitrie ）的奥利振隐士，

驱逐出山。圣金口若望，为了收留若干流亡的隐士，也做了他愤

怒的牺牲。

圣热罗尼莫．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奥氏的热烈崇拜

者；可是，兰九四年后，更露骨地于四0 0年．闲着私人的关

系，尤其是见解的不同，也鸣鼓而攻之。他和鲁芬的控诉，终使

教宗阿纳i主士（ Anastase) f i俞排斥了奥氏的学说。可惜，通谕

的内容，我们不得而知c

二、六世纪，查士丁尼教宗在位时，奥利振学说的斗争又

起，这次的斗争，可分为两个阶段： 1. 五四三年，君士坦丁堡

教务会议，在十个绝罚的条文 F ( Anath的atismes ），申斥奥利

振学说。这个定案，继经集会罗马的主教，以及教宗费吉尔

( Vigile）核准。这次奥利振学说的内容，不出巳力斯坦奥利振

隐士的，尤其是卡帕多细亚，凯撒利亚总主教，戴奥陶尔·亚基

达（ Theodore Askida,, ）和盎西尔（ Anc~re ）主教杜密善

( Domitie11）的道理。文件中不提三位从属，不提讽喻，而奥利

振的若干幻想，竟歪曲地被看作教条。奥氏从没有说过，被选者

的肉身是球形的，耶稣基督为救魔鬼，将再度钉于十字架上。 2.

五五三年，君士坦丁堡第五次公会议所论的奥利振学说，更不可

思议了。这个学说当是巳力斯坦，新芳剌（ Nouvelle-Laure ）隐

士们所倡导的。先前，在那边一个叙利亚的隐士，斯德望·巴尔

苏达利，（ Bar Sudai:li) ti巴一种泛神论附入奥氏的学说O 相｛言这

个学说的人们，称“等于基督派o" (I帕（丁

理是：最后，应当如同基督；民没于天主的众人，都要等于基督τ

这种荒诞的学说，实在与奥利振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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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圣希坡利，武

希坡利式的生活与著作

（甲）希坡利式的生活

希波利，武好久是个被埋没的英雄〔十九世纪末叶．批判学者

开始予以注意。动机是关于他的两种文献的发现。十六世纪时，

提菩定（ Tihurtine）路旁希坡利政公墓内，有人寻获了一个兰世

纪时树立的，他的坐着的全身像，像的座位上，刻着他的著作目

录；可是，当时这个文献，并不引起考古学家多大的兴趣，直至

一八四三年，在亚陀斯山（ Mont-Athos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文

献，哲学论（ Philosc忡。umena）出现后，学者就争予钻研。→八

五→年，这本著作在奥利振的原著名下刊印问世，之后，或说它

是罗马的伽伊邬写的，或说是诺华西央写的，最后陶凌格

( Doellinger）说它是希坡利；武写的民这个见解终于挟得学者几乎

一致的赞成。现在，对于哲学论作者．是希坡种，武的问题，虽还

没有找出直接的证据，谁都不硝怀疑二根据这点，我们已经可以

部份地认识这个一代伟人的生平：

希波利；武应当生于一七0 、 七五年间，可是他的诞生地点

还是→个谜。约摸二一二年时，奥利振到罗马巡礼，曾听过他的

→个演讲。当时他是罗马的一个大名鼎鼎的博学司择。二三五

年，马克息民·色雷斯皇帝在位时，年近花甲的他慷慨殉教。达

类思神父指出：他的生活可分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里，他从

事于圣经的注疏，第二个阶段用于为真教辩护，最后一个阶段，

尤在自我辩护。后面，我们将另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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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他的注疏和护教著作

一、希坡种式的注疏著作，可说是他→切著作的菁华；一如

奥利振，他是个注疏学家。他虽不及奥氏的渊博．他伞般地乐于

神化注疏。他的讽喻作风，较为简单、合理、正确。他的三部著

作，就能使我们借以F以品评： 1. 假基督论，大概写于二0二

年，全部存在着。无疑的，他以教难为动机井井有条的描写假基

督的出现、胜利、失败。它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权威作品。 2. 达

尼额尔先知书注解，几乎全部的篇幅，还保存着。它是圣经注疏

中，最知名，最古老的 A本。 3. 雅歌注解，大部份存着。达类

思神父指出： “作者的讽喻注疏中，洋、溢着东方人特有的才华，

以及热烈如火的神情c 别的关于箴言、传道书、阻力日利亚书注释

以及关于创世纪、户籍记、申命记、列王ic上、圣咏集、依撒意

亚书、厄则克耳书的议论，只剩着若干灰烬。希坡利；武爱好讽

喻；福爵表示，假使把他同亚历山大里亚诸子比较起来，他要朴

实得多呢；他尤注意于文范和历史的意义。字字计较的圣经注疏

法，他是不认识的c ”

二、希坡利，武爱护信德的热忱．推动他写了不少重要的，攻

击当代流行的各种异端。 1. 反希腊人与反伯拉图论是对于外教

人的。 2. 反犹太人申辩，是对付犹太人的。 3. 反马西翁论．或

善恶论，是对付诺斯士派的。 4. 恃宠论是对付蒙丹派的。 5. 为

若望福音与启示录辩护，以及反伽伊邬的几章，是对付反蒙丹过

激派的。慕拉道种书日录，可能也是他写的，中间反圣言派

( Aloges）的矛盾，是很锐利的 c 6. 反诺蔼都论是对于变态、派

的，反亚歹马那论（ Contra-A巾mona ）是对付领子派的

( Adoptianistes）。这两部著作可能本是一部著作的两卷，目的在

攻击上列的两种异端。哈尔那克说它就是反异端大全（ Sy时agm a 

ou Somme contre toutes Jes H岳resies ）。福爵指出：在这部作品里，

被打击的异端，至少有三十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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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自我辩护著作

希坡利式的反主宰变态论斗争，引他走出了中庸之道，直至

陷于裂教。才斐伦教宗在位时（一九八至二－七年），变态论

派，在罗马能自由地宣传学说。诺蔼都布道于士麦拿和罗马；他

的门生，格芳默纳（ Cleomene ），或称厄民哥尼（ Epigone ），以

及萨伯利，公开地予以宣传，而教宗也不以为意气因此， i武i吕良

忿愤地说：到处是主宰i仑的夭To

希坡利，武斗面直接攻击异端人 一面不满于才斐伦，控诉他

偏袒异端3 教宗是个耿直简单的人，不懂州学的微妙性，只指出

（｛言德的传统公式O 他像是个没有学识的人啕既不问新起的异

端，又不管希坡利，试的学说。他表示希氏的学说是可疑的；这也

不能说他根本没有理由。

希氏最歧视的，就是教宗的路书，加利斯德。强调他拥护异

端，又予以诬蔑。开始时句他本怀着一片捍卫信德的热忱，可是

后来，为了一种野心的难现，二一八年，在加利斯德被罗马神职

界选继才斐伦登宗座后，公开叛变，纠集－部分教友，另立门户

与罗马对抗5 至力｜｜利斯德绝罚萨伯利时．他还执迷不悟之“他运

用最卑鄙的手段，不停地攻击他的··政敌”的·切措施．即使

合理的也不在例外；他的复仇之气，弥漫于他的“哲学论”中；

关于加利斯德的一部份，简直是种恶意的宣传品

这部写于二二二年后加利斯德驾崩的一年的著作，看来是希

坡利，武晚年的笔墨。福爵称它“迷宫”（ Labyrinthe ），实在应称

“→切异端驳义”。根据作者伟大的计划，这部著作，首在抒论

古代外教人的哲学系统（前面四卷的对象），后在评迷异端派的

学说，并且证明后者无非是前者的继续（五至九卷的对象）。卷

十是个纲要。第一部是脆弱的；第二部比较有价值。希坡利i武所

以被视为依肋纳的弟子，就因为第二部。卷九专论变态论．染着

深深的主观色彩；书中作者历述他与才斐伦和加利斯德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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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加利斯德是个阴谋者，主宰论者。应当j指出：；武滔良对于加

利斯德虽怀着恨心，总没有怎样政击他。“哲学论”作者的观点

是孤独的，由于私仇的。他对于加利斯德的评论，是没有多大价

值的。

（丁）其余件晶

希坡利，武的文学作品是浩繁的；我们绝对无法予以枚举c 在

他的注疏的，讲道的，护教的，辩诉的作品外．还有信条的，历

史的，经典的，诗歌的作品）最后 A种作品的存在，只凭他的浑

身像下刻着的著作日录：“圣经诗歌”（ Od芒s sur toutes les 

Ecritures) c 

→、纯粹的论道著作有 I. 天主与肉身复活论c 这部书就是

他答玛美（ Mamm轩）皇太后论复活书。 2. 致塞佛利拿

(S岳vfrina）训话（遗失） , 3. 降生论（遗失）二

工、历史著作中有纪事录：现在所存者，除了最近发现的若

「希腊语篇幅外，还有若干经过涂改的拉丁语片断。这是部史地

互见的著作，目的在调整教史与俗史的关系 r 非洲人未理亚

(Jules Aricai川的著作，像是他的蓝本c

三、在经典著作巾，有卷关于计算复活节书；它不单见于他

的著作目录中，还刻于目录的旁边。这个希坡利式和他的欣赏者

认为得意之作，不能历久地替代希腊人的“历表”；而且在一度

修改后，终于整个地受着遗弃。

希坡利，武写过什么纪律书么？圣热罗尼莫在他的书札中说：

论“星期六大斋”和“天天领圣体”两书，是他写的。他的经

典作品精华，是“宗徒传统” ( Tradition apostolique ）。这卷书，

虽尝一度被视为他人之作，现在己一致予以壁还 ＇］

这卷东西早已闻名. －八九二年始，称埃及教会法纪

( Ordonnance ecclesiastique 句yptie-nne ）：由于它所剩的，只有高

德（ Copte），爱西屋皮亚，和亚刺伯译文。在古老的法纪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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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法纪还附着其它的同一性质的纪律c 批判家在纵横地研究这

些文献时，常弄得茫无头绪；他们指出了它们之间，在不同观点

F的相属性。一个英藉本笃会士高i若理（ Dom H. Connolly ），似

于一→九·六年，确定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指出这些与教会法典

雷同的作品，不单后于，而且属于教会法纪；这个教会法纪就是

希坡利矶的“宗徒传统”。这个罗马司锋的文学作品，是这样逐

渐重组的；可是离它的本来目面还远呢！

这部著作对于文学和l道学都有关系 在文学方面，许多隶属

于该书的纪律作品的原始，大半已经确定，尤其是两本署着希坡

利正名字的著作。可是现状下的希坡利次法典，和希坡利；武纪纲

(Canons d’Hippolyte et Constitutiones per Hippolytum ）决不是希氏

写的。在道学方面，“宗徒传统”的价值是极大的；这本小册子
明显地载着最古老的神品礼仪。这是本罗马礼仪，它先后叙述祝

圣主教、司锋、六品的礼仪，而且还援引了若干冗长的礼仪经。

它又列论了昕告解者、寡妇、读圣经者、贞女、五品、保守者，

日课的时辰、祈祷、圣洗、大斋、圣餐、鲜果．复活节大斋．圣

体，祈祷的时刻。至于该书的著作时期，学者至今未能予以

确定。

加利斯德死后，希氏继续他的反教宗活动，并且不停地著

作。他的复活节计算法，是于二二二年开始写的。马克息民，色

雷斯皇帝时，二三五年‘他与教宗圣莲西央，被流于撒地尼亚；

于是就与教宗握手言和，且劝他的从属，回归合法的教会。流徙

途中，他在备受了种种苦难后，借同教宗，死于异域。他被视为

殉教者，葬于提菩走路畔，希坡利，武公墓中。就在那儿，崇拜他

的人们，为他建立了一个全身像，像座上刻着他的著作目录；该

像是于一五五一年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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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坡利式的道理加利斯德通谕
这里，我们只论他的关于圣三和赎罪的道理。

（甲）圣三道理

在他反主宰论的斗争中，希坡利式明朗地指出三位的区别；

可是，网此就损害了天主→体性。才斐伦责斥他承认了两个天

主，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加利斯德也－~贯地， A面指摘萨伯

利，强调天主三位， A面讨伐希坡利式，强调天主一个c 希氏在

他的哲学论里（ Philosophoumena），控诉加利斯德的萨伯利学说，

以及变态说，可是，都不足为凭。

希坡利；武的圣兰神学，是以逻各斯论为根据的c 他不但发挥

了护教学者（ Apologistes）的观点，还踏着他们的步子，把造化

之工，系于圣言的生育。他如圣儒斯定，可是更坚决地指出：圣

言的生育是自由的，绝对自由的：在父要的时候，耍的程度下，

他产出了言η 哲学论中有段过激的言论：“人不是天主，又不是

天使，希望人不要自误。如果天主愿意把你做成天主，他可能这

样做，逻各斯不就是个例子吗？为了他愿意造你为人，他就这样

造了你c ”

安提阿的奥斐肋传说：希氏强调了“言”的若干不同的阶

段。哲学论指出言的三个演变阶段，（斗 λ6ro（时LαOwrn（ 言在

父的内在观念阶段，比」切一般的属性，更别于父。

（二） λ6rn(nρoPopix6（ 言不像受造之物，从乌有中产生的，可

是从父的物体中产生的。这个产生表现于创造世界的时候，为了

它在自身上拥有它的典型。他是光言、父声、头生子。

（三） vio(ie λELO（ 因着他生自一个童女，以及他的降孕，他是

标准子。希氏比护教学者更进一步，把言的生育，世界的创造，

言的降孕，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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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说的危险性是很大的，同时损及言的永远性，天主的

不变性．兰位的同等性。加利斯德表示异议，是很合理的。可

是，希坡利式的信德还不成问题，他的信德的观察是危险的。

(Z）赎罪道理

在哲学论中 4段著名的文字里，希氏恶意地指摘力11利斯德的

四种新的关系荼深的措施n （一）赦罪的过分宽大，（工）犯重

罪的冲职人员的故有，（一：）冲职人员贞操的松？也，（四）主妇

与F人秘密婚姻的批准、首先我们口I以不加思索地说：这些攻击

部言过其实；因为在后几年内，加利斯德的声名，没有 I对此降

落，而且他的lriff 订1 ，也没有什么予以纠正的申明。第四条的措

施，为川平lj斯德，简直是光荣的，合理的：因为这个规律，又不

放纵情欲，又不放纵堕胎，而这些罪恶，加利:Wr德也只得予以宽

放，，第三第三条所指的宽大，仰、只在若干事件的批判i t. ＇＂达类思
神父认为：法律自身一定坚持着第一条，！对为关于纪律，关于圣

事．较为严重 c 这是个聚讼纷纭．到现在还未能解决的问题。这

里，向当清楚地予以叙述二

那个争执的手立是这样开始的：“扬言于众，宽赦罪过的加

利斯德，第－个表示纵容1￥乐、”这个宽大是否终于变为懦弱？

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希坡利矶的话不足以证实这点，国为他是加

利斯德的仇敌，又是情操过i~z的人们可是根据希氏的话，我们能

肯定：加利斯德确因赦免末婚通奸而被捕摘。

同时，蒙丹派人；武滔良，在他的“廉耻论”里说：“我也听

到那什具有危险性的通mtr G 这就是教宗、主教之主教育言：对于

已婚手fl未婚的通奸之罪，只要犯者忏悔，我决予以赦免。啊，这

种通谕，不能视作完善的措施” c 这个通谕历久被认为出诸才斐

伦。“哲学论”发现后，才得纠正c 根据上面两人相同的看法，

以彼此时代的接近，他俩人证的实在性，是不容犹豫的。现代批

判学家」致承认：加利斯德的通渝，就是希坡利式和成焰良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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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奸罪的宽大措施。

可是，关于这个通谕的重要性，以及他在赦罪法史中所占的

位置，他们的见解还是纷歧的，这倒是问题的枢纽。；武滔良在

“廉耻论”中指出了三种不能赦免的罪：弄偶像、杀人、奸淫3

奥利振在他的“祈祷论”里也表示：“我实在不懂怎样若干人士

自夸能赦免拜偶像，以及已婚或未婚通奸之罪”。根据上列的两

段文字，十七世纪时，在贝道（ Petau）和雪孟（ Sirmond）的倡

导下．逐渐完成了下面一个典型的学说：拜偶像、杀人、通奸三

种罪，在前面两世纪内，是得不到教会赦免的。加利斯德教宗打

破纪录，开始赦免奸淫的罪c 和j奈耶（ Corneille）教皇（二五一

至二五三）始赦叛教徒0 后来，在」个还未能确定的时期，杀

人罪也得宽赦。可是，若「神学家还坚持，上列三罪的不赦免性

与教会初期的赦罪法无关，为此，加利斯德的通谕并不是件划时

代的文献。对于这个问题，在下章论；武滔良时，当再予检讨。

这里我们另想暗查~－F由希坡利；武提供的关于该问题的资

料。他认识这三种罪，因办他说过： “吸血罪母（ La Sangsue P 

岳che）有三个女儿：奸淫、杀人、拜偶象；她们还未能予以酣

畅……”可是他没有提及什么特种阳罪条例。在 H哲学论”里，

更不见有这类的观点；相反地，加利斯德的措施和言论，似否认

它的存在c 他强调自己有权赦免这类的罪．而实际上，他虽没有

赦免杀人的罪，却赦免了奸淫的罪 υ 我们尽能跟着罗西和达类思

(Rossi et D"Alf>s ）结说：“加利斯德教宗执政时，对于若干一定

的事件，在纪律上，发生了宽大的调整。无疑地，他的敌人们对

于他的不满．面子上，为了这些很中节的革新措施，骨子里，为

了他明朗地强调，教会在信条领域内，有无限制的赦罪权。”一

九0七年丰克（ Funk ）也赞成达类思在“希坡利式神学”中，

提出的结论：“式滔良不能，帚坡利式更不能引为人证以肯定：

在加利斯德前，在权利与事实方面，罗马教会坚持：奸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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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拜偶像之罪的绝对不能赦免性。”

Saint Hippoly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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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滔良的生活与著作

（甲）非洲拉丁教会的来源

到现在无从夜考，很可能的，它的信德是从罗马来的三第→

件关于它的历史文献，细黎阿致命录，（－七八年）对于它的组

织， A 点没有纪录σ 可是，；1！（滔良在他的护教论

( Apologeticum）以及致斯伽波拉信中暗示：当时一大部分的居

民已是教徒。二世纪时， tv. r教会大半的作家，是由非洲｜供给

的c 同样．它在吁代世俗文学领域内，也占着 A个重要的位置F

在滔良在这光荣的行列中，是第」个伟大的代表。一五0至

」六0年间生于迦太基，家庭是外敦的，父亲是总督车队中的百

夫长ζ 他的青年（他自己承认），是很放浪的ο 文学、哲学、医

学，尤其是法学．他都有相吁深刻的研究。他可能做过法官或律

师；至少这是与他的风度蛮配的。杜歇纳主教（ Myr. Duchesne) 

表示．在狄冉（ Dige!'te ）巾，所存的法官；武滔良的若干文件片

断可能就是他的J

，武滔良大概是在～ A 九五年归正的。它的动机，根据他的杂

记，可能是慷慨的殉教者给他的印象，或是基督教会驱逐喔鬼的

神力 r 他归正后，就为教会辩护，他的大半护教著作，是当时写

的。他虽已结过悟，大家相信他，二00年左右，膺受了锋品。

他沦为蒙丹派，是最引人注意的士开始十年内．他的正统信仰，

是可资模范的勺在那个时期内，他－面努力为真教辩护， 」面为

传教奔波。可是，二。六年前后，一个过度的热忱，和」种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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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 llluminisme ），把他引入了蒙丹派。该派严格的作风，很

适合于他v 二 A三年，他与教会正式断绝关系；从那时起，他运

用他强烈的天才，攻击一般的信友，（ Les psychiques）诋毁他们

的粗俗，轻视圣神恩宠J 他是在迦太基正式加入为数寥寥的蒙丹

派的。不久另立门户，称：此滔良派，并且在该地拥有教堂一座。

他的最后的若干信徒，是由圣奥斯定感化的。这点，圣师在他的

异端人论里，尝予以表明。

i武滔良的基督徒生活，可分三个阶段， I. 公教徒阶段（一

九五至二0六年） 2. 半蒙丹派阶段， （二0六至二二二年）

3. 蒙丹派阶段。（工一三年始）从他的著作来看，这三个阶段的

分野，是很重要的？

最后阶段的著作数量，比前两阶段要少得多。他的作品，在

第－阶段内，计二卜种；在第二阶段内，汁卡气种；在第三阶段

内，自二－＝三年始到二二三年止，计惟六种；而且那个时期中，

历史家也指不出他的F落。他的死期大家也都不知道。圣热罗尼

莫说他活了一个很长的年龄，因此大概死在三四0 、二五0年

间。看来死前他未能与教会重归于好。

（乙）他的著作可以补充他的生活史料

他的意志是极强的；什么都不能予以限制‘巧是很快地就变

成顽固二性嗜纷争，一切著作简直尽是斗争的文字。他善狡辩，

逻辑道劲．笔墨精焊而讽刺。他」生至少主观地为真善、正义奋

斗 J 他的过澈的毅力出于骄傲，终于寒热 4般的愤怒ι 毅力为行

政者，固然是必要的，口I是，缺少了应变的弹性，以及静待天机

人事发展的考虑，毅力是；无济于事的。

；武滔良是个过激者，即使在辩论中，也如出→辙。他是刚

毅，陈光．渊博的学士；又是个无竖不怪的理论家。这样－个

人，实在不配做伦理学家，可是他每白命不凡、国着他不识权

衡，在原则的认识，或在原则的运用七每星1错误；由于他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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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化，不知把单纯原则及复杂环境作适当的联系。

不容否认的，他有作家的天才；但并非没有弱点的，在不少

的场合下，是主观的，不择手段的；过于的简捷，有妨行文的清

朗性。达类思神父指出：“他绝不是个率尔操舰之流，他的著作

是有组织的。歧路上的他，也给终一贯。他从没有忘掉他的目

的。他的特殊的文章，是精密的，漂亮的，活跃的，变化的。他

的笔一流如水，使读者有无暇呼吸之感。他的新术语往往有存在

的理由，他实在是拉丁神学术语的创造者。”

在天天披诵成滔良著作的西伯利央以后，人们历久疏忽了这

个伟大的非洲人。文艺复兴重新把他拥上了文坛。鲍书爱氏，很

爱读他的著作c

式滔良现在著作的目录

Liste chronologique des oeuvres consernees 

L ~Periode catholique. 
丁

l气缸i Martvres i 197 ( fevrier mars) Morale 

2 Ad nationes (' f；是）apres nner Apo log. 

3 Apologeticum ” fin de l'annee Apolog. 

4一－De testimomo ammre 197-200 Apolog. 

5 • De spectaculis 200 environ I Morale 

6 De proescriptione hoereticorum ,, I Controv. 
←一一一一一一

7-De oratione 200 206 Morale 

8 De patientia 
,, 

Morale 

9 De baptismo ,, Sacraments 

10-De poemitentia 
」

Sacra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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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De cultu feminarum 

12-Ad uxorem 

13一－生dv. Hermogenem 

17 De pallio 

18-Adv. V alentinianos 

19 De came Christi 

20 De resu1Tectione camis ” 

21-De anima 尸’

22 D悟 exhortatione castitatis ” 

23 De corona I 211 

续表

Morale 

Sacraments 

Controv. 

Morale (?) 

Controv. 

Controv. 

Controv. 

Controv. 

Sacraments 

Morale 

24 De iboloatria 211-212 I Morale 

25 Scmpiace 

26-ild scapulam 

IlI. 一－Periode montani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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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滔良的著作可分四类：（一）护教著作，计五篇；

（二）反异端著作，计八篇；（三）伦理及圣德著作，计大兰篇；

（四）圣事著作，汁六篇。根据这个分类，我们在F边稍予以

分析。

（甲）五篇护教著作

一为致列国书，二为护教论，三为灵魂的证据，四为反犹太

人，五为致斯伽波拉书。

→、致列国书分两卷， －面暴露外教人的罪恶， 」面根据华

龙（飞1arro川的报道，批评多神主义。这部著作援引福音经，向

外教人展开强烈的攻击：“先移去你眼中的大梁，后来移去旁人

眼中的小章。”这部著作，与其说它为著作，不如说它是著作的

轮廓更为确切；而且著作是残缺不全的。

二、护教论，相反地，是本无可比拟的名著。作者轮回地，

在潮流似的热情F，挟着美丽的词藻 坚强的辩证，基督徒的骄

傲，尖锐地句群敌挝伐。；武滔良采用传统的护教方式，主lj处提出

理智、常识、人道的观点，又不忘用敌人之矛，攻敌人之盾。；武

氏尤爱根据正义，向长官呼吁；他的共计五十章的护教论，不啻

」个职业律师的无隙可攻的辩白书。他的主要目标指向各省长，

尤其是非洲的几个，责斥他们对于信友采取的措施，是不合法

的，违反正义的。

在开始六章里，为强调他的主场，他先后指出： I. 合法子

续的欠缺（一章） ' 2. 图拉真文告的矛盾（二二章），了解不够的

控诉违反正义（气章），敌视信友的条例，不但违反公律，又违

反自然律（四章至六章）叫

强有力的总论以后，，武氏进入信友被控的各种罪名： 1. 隐

恶，若虐杀婴孩、亲戚通奸（七至 fL章L 2. 公开的政冶性的

罪，尤其具亵圣之罪（十至二八章L :ct: 氏在卜七章＿fl!.肯定．

切正直的灵王鬼，都能白然地认识基督徒的天主c 3. 侮辱皇上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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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同家的罪（二九至四五章），三七章中，关于描写基督徒势力

的伞幅名画，是应当特别提出的： Heslerni sumus et vestra omnia 

implevimus: urbes, insulas, castella, municipia, coneiliabula, 

castra ipsa, trihus, decuri剧， palatium, senatum, forum, sola 

vobis reliquimus templa. 

结论（四六至五0章）指出：我们的道理是真的，我们的

操行是纯洁的：你们屠杀我们，发生不了什么效用ζ 第五十章仿

佛是个胜利的呼声，对作难者，最后一次高傲地喊道：“基督徒

的血是种子！”

兰、神魂的证明，与前卷比较起来，未免柑形见拙。这是本

只有六章的小册子，目标在发挥护教论十七章提出的证据。批评

学者对它有不同的见解，那些篇幅好像是该著作的附录。实在，

它举出的句不过关于基督徒生活的心理证明的轮廓c

四、致斯伽波拉书，共分十五章。受书者是非洲的一个总

督，他叫斯伽i皮拉，他为难基督徒c 在该信里，式氏用后世以及

今世的天主的谴罚来威吓他。，武洒良还在拉当司前指出天主将为

基督徒伸冤。小册子充满着活力，它是在毋攻击天主的呼吁中完

成的产

五、反犹太人论，也是为教会辩护作品。，武氏称他们是一切

风波的煽动者。该书写于二0 0至二0六年间，共汁十四章。它

）一面指出梅瑟律的脆弱性，另→面证明：先知们早就报告了基督

的在临二若干学者表示，该书最后六章，是由作者从反马西翁书

中移抄过来的。可是，这点到现在还未经证实。

(Z ）辩论著作

共计八种：异端禁例论、反赫毛根论、反马西翁论、反发楞

廷尼安论、基督的肉躯论、肉身复活论、灵魂论、反普拉克赛

亚论。

一、，武滔良的谈道著作，几乎全部是辩护式的，直接所以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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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异端人的。异端人条例论（ De pr-aescriptione haereticorum）是

其中最老和最重要的一本，写于二00年左右。作者重提依肋纳

的，教会传统的信德准则。可是，这个准则经过了他的手，就变

成一种严格的法条。

异端人有意用圣经来修改信德准则， i武氏予以抨击，强调圣

经不属于他们，只属于由宗徒直接或间接创立的教会。这些教

会，由于这个冗长的庚续的惯例，具有专用的权利。因此，它们

遇到任何悟用者，可以根据特殊情形与名义，予以拦阻。 4、特

殊情形，就是法律上的难题；它制止→切辩护。这里所称的特殊

情形，就是由于一种违法的手续，不合法地采用一种证据作为［

具。实在这个理论所强调的，就是信德准则的宗徒性。前辈的圣

贤，尤其依肋纳，早予以发挥矶滔良只予以加强而已。此外，

成滔良为巩固信德准则，又在环境与细节的检查，以及难题的

答案。

这一切就成了废书四十四章的核心，书有两个段落，一个

总结。

第一段落（一至十四章）唤起信友，对异端人及异端提高

警惕。 1. 异端是不能避免的，只有弱者会见而惊怪（一至三

章）；它们早己报告于前（四至六章） ; 2. 它们的来源是哲学以

及元限制的好奇心（七至十二章）。 3. 信德准则足够助信友解决

一切（十三至十四章）。

第二段落（十五至三七章），发挥惯例或传统的理论。 1. 异

端人以圣经作掩护，不知他们没有这种权利（十五至十九章）；

2. 教会是惟一的基督的继承者（王0至三一章） ; 3. 宗徒们接

受了整个启示真理，并且也整个地予以传授（二二至二八章）；

4. 很显明的，真理先于异端，异端后于真理（二九至三六章）

5. 第三七章结束第二段落： mea est possessio; olim possideo, 

prior possideo , habeo origines firmas ab ipis aucioribus quorum f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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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 Ego sum heres aposto lorum. 

总结（三八至四四章）又加强整个的著作。异端人的灵感

是从魔鬼来的（三八至四0章）他们松弛的纪律证明他们思想

的错误（四一至四三章），道理的象征就是有纪律的行为。他们

是与星相学家，哲学家，江湖医生有来往的（四三至四四章）。

在压倒了敌人以后，可怕的辩论者，又使他们笑也不得，哭也

不得。

二、 」般地批斥了异端人后，式滔良特别提出马西翁、赫毛

根、发楞廷的诺斯士主义，以及普拉克赛亚的主宰论，予以

抨击。

l. 马西翁于二00年是他攻击的第一个对象二可是，我们

能看到的是他的反马西翁论，是经作者，在二0七与二一一年

间，校订的第三版。该书共计五卷，目的在证明：（一）仁善的

天主就是公义的天主，（二）天主就是造物主，（三）基督的独

一性。最后两卷中，他根据路加和保禄的著作，驳斥马西翁著作

指出关于古、新经中的种种矛盾。这哩，；武氏清楚地指出了天主

的伦理属性。

2. 赫毛根是马西翁的门生，一如他的老师，也是个二元论

者，把天主与永远存在的物质对立。反“赫毛根论”强调：宇

宙是有始的，只有天主是永存的，他也是物质的创造者；自然界

不但不是坏的，而且透露天主的美善。

3. 反发楞廷派论写的比较逊色。；武氏旁击地，在宇宙阶段

(Eons）上，向对方开玩笑。

三、基督的肉躯论，肉身的复活论，两个彼此联系，互相补

充的著作，还是针对诺斯士派的。

1. 基督的肉躯论，反对“像人论”指出；否认基督肉躯的

真实性，就是破坏救世。“请爱惜这全球仅存的希望吧！”这是

作者呼出的动人心肺的口号。这个肉躯不是一个什么天土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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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一堆受自一个女子的血肉；基督既死去，怎能不是产生的

呢？为强调他的见解，；武氏竟至否认玛利亚的童贞，说她在生产

前保持着童贞，在生产时，却失去了童贞。为了若干其它的理

由，他还否认玛利亚生产后的童贞。

2. 拥有六三章的肉身复活论，也是一个杰作。为证明这－一

点，他先根据肉身灵魂的关系，天主的全能，自然界的类比，天

主审判的要求，列出了一系列的理由，然后冗长地引经据典，确

切的，再予以加强c

3. 他的灵魂论是与肉躯的复活论联带的；它是；武氏人类学

的最后一环。它通过五八章的篇幅，前后列论了：灵魂的本性

（－至二二章），灵魂的来源（二王至四一章），死亡与死T二的象

征睡眠（四二至五八章） 0 作者在信光之 F，既钻出了柏拉图的

轮回回忆的迷雾，又放弃了斯多噶派的不少的观点，虽然，他的

灵魂神体观念，还脱不出该派的案日。他标志灵魂是物质的，可

是单纯的。最后矶滔良是个爽直的自由意志拥护者，因此，他就

保障了伦理。

4. ；武氏在反普拉克赛亚论里（二二三二年后），攘斥的是变态

主宰论。作者挟着暴风雨般的愤恨，向这个蒙丹派的仇人进攻。

为此，他的声调是辛酸的，猛烈的；他的辩证是强硬的。普拉克

赛亚被控打走圣神，钉死圣父0 ，言：传这个学说者，用着“」主”

名义（ Monarchie）。实在这是极错误的；这里，问题根本不在一

体上。一体的兰位，实无损于一体c 三位不在本质上，而在位格

上；不在物质上，而在形式上；不在能力上，而在观点上。为了

天主是独一的，他只有 A个物体， －个实在，一个能力；可是，

为了不同的阶级、形式、观点，天主就有父、子、圣神之名。这

是作者在卷头上指出的原则（二章）；而后面的一切，不过是这

些原则的发挥。

术语虽有些不妥，道理虽有些错误，大体是很正确的。圣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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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说得尤其透彻。蒙丹派学说使，武滔良了解传统的种种

公式：神与父子是同一的天主，他的物体就是父的物体； A句

话，他是天主。狄撒龙（ Tixeont ）指出：在教父中，亚大纳削

也不在例外，能绝对地，明朗地，强调圣神的天主性者，只有，武

滔良 J “经子由父”是他用以标帜圣神的来源的公式c 这是与希

腊圣师们的三位一体论符合的J

（丙）伦理与纪律著伟

这些著作共计十二种，根据它们不同的对象，可归纳为四

类。这里，它们问世的时期，是应当注意的二；武氏的个性在这些

著作内暴露的最透彻。在任何问题上．式氏的严格色彩，跟着他

的年龄，越来越浓。

A、教难中的作风，列论于“致殉教者书” （一九七年），

“反色高披亚（ Scorpiace ）论”以及“逃避教难论”中（工－二气

年）。第一本敦功在监狱中的信友，一面和平相处， ，面坚持信

德，宁死不屈c 书中的情思，是高超的；他虽还是个雄辩者，但

不是个咄咄逼人者。

第二本题名“反蝠子咬药”，目的在政击那些否认信友有为

教而舍生的责任的异端人。我们」看书名就可以推测：，武氏怎样

在剑拔弩张的情形F. 表示态度。

第三本是他宣传蒙丹派学说的起点c 他过i敢地指摘：或逃避

教难，或贿赂长官，傅得和平。他的理由是：教难是天主允许发

生的，因此，假使你不要叛教，你应写予以任受。

二、教友与外教作风的关系，是在论戏剧（二0 0年），论

花冠（二 J一年），和论偶像崇拜（三 A一年）巾，严格地评

述的ο

在第一册内，当时还是公教徒的他，用圣经的名义，把－切

戏剧悬为厉禁，因为都是伤风败俗的，而且脱不出偶像崇拜的σ

在第二册里，正滔良为一个窗入狱被杀，拒绝戴桂冠去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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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颁赐的银质奖章的兵士辩护。式民绝对拥护这颗雄心，而一

般的评论认为是过激的。他还强调当兵是违反教义的。

第三册提出问题，并且严格地予以解决。他虽有理由禁Jt，教

友制造偶像，直接参加外教的宗教礼仪，但在避免通同作恶的藉

口下，连当兵、经商、做公务人员、学校教员，也以为干犯法

纪，这样未免太右倾了。可是他仍许教友子弟，到公立学校去

读书。

三、在妇女服装论里，他主张铲除一切妖艳，在“贞女蒙头

论”里，他主张青年女子，在路上，如在教堂里，应当兜新婚妇

一般的纱。“披肩论”是种谑辣的诗文，这是；武氏在决定抛掉罗马

公民的头巾，穿起哲学士的大衣那天，所以解除了人们的嘲笑。

四、成氏“论基督徒德行”的著作计有；祈祷论（二0 0 

年至二0六年），忍耐论（同上），斋戒论（二一三年后），二九

章祈祷论是本精彩的小册子；它先把天主经，作了一个详细的注

解（－至九章），然后指出祈祷的伦理条件，以及祈祷的方法

（十至甘七章），结论（三八至二九章）透出祈祷的宝贵与后果c

忍耐论标志：“基督徒应该为基督忍受一切。”，武氏为劝教友忍

耐，提出基督甘心忍耐，以及天主不计来自受造之物的侮辱的榜

样。在他强调自己尤需要忍耐的时侯，笔下的天花更纷纷地飞

出。斋戒论强烈地攻击那些坚持不守由圣神规定的斋期的坏

教友。

（丁）关于圣事的著件

→、研究婚配的著作有： “致内人书” （二00至二0六

年），“贞操论”（二0八至二一一年），“一夫一妻论”（二一三

至后）。致内人书是式氏病中的作品：他劝他的妻子不要再结

婚；同时，他虽提倡节欲，也推重婚姻。他所论的婚约，是经教

会祝圣的，因此，婚约成为圣事。夫妇的婚约是不能解除的；通

奸的罪只许双方分居，在外教中缔结的婚约也不在例外。这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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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与保禄特权发生冲突。圣洗祝圣了婚姻。 i武氏有条件地也承

认再婚。“贞操论中＼他的不赞成再婚的见解，似更露骨；可

是他提出的理由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这里，成氏表示，初婚也应

减少。第三种作品带着很浓的蒙丹派色彩。他因圣神之名，正式

攘斥再度婚姻，他的理由是简单的，而且有危险性的c 一如他论

婚姻时指出：它是夭主容许的小恶。

二、圣洗论（二0 0至二0六年），告解论（同上），廉耻

论（二一三至二二二年），也都是关于圣事的。

圣洗论的目的，在攻击昆提拉毒蛇否认圣洗的必要性的毒

素。二十章圣洗论中有关于该圣事纪律和道理的问题。这件圣事

使我们变作吾主耶稣的小鱼。它列论了：质料、礼仪（一至六

章）、擦油、按手（七至八章）、建定、必要性、统一性（九至

十六章）、执行人，施行的时地（｜－七至二十章）。这本著作对

于礼仪的渊源，尤其是圣洗、坚振，是极宝贵的。

写于同时的十二章告解论，可以看作前书的补充。作者在举

出了若干→般性的观察后（ .至五章），进而讨论领洗前赎罪纪

律（六章），领i先后赎罪纪律（七至十二章）。我们特别应该注

意下面的四段： 1. 第四章内，肯定了一切罪过的补赎性：

(Omnibus ergo delictis. seu came, seu spiritu, seu facto, seu vol

untate commissis, qui poenam per judicium destinavit idem et veniam 

per poenitentiam spopondit) 2. 第七章中作者再三强调，领洗后的

补赎是一次的，它每与领？先前的补赎相提并论。圣洗、告解是两

件同类的圣事，作者称它们是两块人类的救命板（ Quid ergo ul

tra de is tis duabus humanre salutis quasi plane is?) （十二章）。第八

章讨论的，是忏悔的问题。应当通过主教或司择向天主忏悔。关

于这点，；武滔良没有西伯利央说得清楚；可是在原则上，是不容

怀疑的。主教是补醺质量惟一的指定者。忏悔一定是秘密的。

3. 第九章和接上去的几章，是拭氏强力地用来描写忏悔与补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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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斋、祈祷、跪伏……）。这是教会所以表示天人重归于好

的标帜（十章）。

i武氏认为：天主的赦免，是与教会的和好相联的c 现在，一

切公教学者，都承认与教会的和好是不可少的。但若干学者表示

这不是绝对的，因为有些罪是不经教会子，而由天主独自予以赦

免的。天论如何，在这本著作里，没有什么罪是教会可能赦免

的，什么罪是教会不能宽免的分野，也没有天主的宽赦与教会的

宽赦的分野。相反地，关于“罪”目录，圣洗告解的合比，一

切使我们相信，教会是天主赦免一切罪过的1：具c

三、“廉耻论”的问世时期，后于前作约十五到二卡年。作

者运用蒙丹派的学说，过激的在另一套原则下，发挥另一种道

理。式氏的口号是进步：“进步者不用惭愧＼他为了走出迷途，

庆幸地说，“我改正错误，我不觉有什么惭愧” O it ：现在批判学者

认为，武滔良没有谈及加利斯德3 加利斯德通谕是他反“精灵派”

( Psychiq时s）的动机。（我也听到那个具有危险性的通谕……）

拭氏针对通谕发表了：教会叮能和不可能赦免的罪过的理论。他

的理论简直就是蒙丹派的理论。，武氏接着质问说：什么是得不到

“罪之赦”的补赎呢？公教会赦免一切的罪，是；武氏陷入歧途的

重要因素。他的“人的赦免”与天主的赦免的分野，也是从此

引起的。

问题提出后，他予以证明c 首先，他把不能赦免的罪，列了

一个表：奸淫、杀人、崇拜偶像（四至五章） 0 接土去，他强调

这是福音经的道理（六至二0章） 0 在七至九章中，他不稍犹豫

地，把他从前关于仁羊、失钱、浪子比喻的注解，加以修改。在

教会传统学说中，他找不到什么可依据的东西。因为赫尔曼也是

相反他的，他就干脆地否认赫氏著作的价值，称之为“伪著”，

以及淫罪的包庇。

；武滔良大概为了感觉自己举出的证理的软弱性，竟敢攻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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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权威（ Autorite hierauchiq-ne) 0 他很聪明地区别了法权与权

威（ Di剧；iplina et potestas ）他指出法权就是一般的训导和统治

权；威权却是一种非常的，来自圣神的宠惠。宗徒们又有法权，

又有威权；可是威权是个人的，并不通传于教会组织；它所有的

不过法权而已。只有神明者（ Spiritnels ）才能获得威权。重罪的

赦免，足A关于威权的，而且不是无限制的 c, 因此教会虽拥有赦免

一切罪过的权，可是，该权不就在教会当局的手里。矶氏认为加

利斯德通谕不容原谅的错误，就在借用神明者的威权。最后一章

（二三章），又指捕他把这个赦罪的权威给于响教者？从前强调

精修者特权的：e~滔良，这里，在否认他们的一切仲裁权下，等于

给了自己丰个耳括子。可是他承认蒙丹派的殉教者，拥有这种

特权c

四、结论（加利斯德通谕）

关于加利斯德采取的措施， nf根据达类思神父的见解，这样

予以叙论。严厉的法定眠罪条例的期限，是有长有短的σ 为不少

的罪‘条例期限大概是终身的内希坡利，武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三

世纪初，教会中兴起一种严肃的氛围。二五0年时．圣西伯利央

说：在非洲，他的几个前任主教，虽不相信能赦免奸淫之罪；但

是不与别的赦免者，分道扬壤。关于崇拜偶像和杀人的罪，他不

赞 ·~￥ c 这种严肃的作风，无疑地，在非洲｜凭借蒙丹派，在罗马

凭借希坡利式。加利斯德对这个严格的条例，提出抗议。这个慈

悲的措施，一方面虽振作了扫兴的心灵，另一方面，却燃起了对

方的怒火。

在希坡利；武等抗议可耻的革新时，蒙丹派人．；武滔良，为了

不满于教宗不但明确地强调他的赦罪权 并且还付诸实行，在他

的“廉耻篇”巾，指出了兰种不能赦免的罪c 虽他只指摘加利

斯德赦免淫罪；可是他提出的理由，却是为了崇拜偶像和杀人之

罪．名教会也不予宽赦无疑地，他所指的教会，应吁指蒙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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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的教会。达类思神父表示，最后阶段中的；武滔良的诚实性，

不足以使我们相信，这个无影无踪的制度，存在教会内。他过激

地把留罪的数字，增为七或八个单位3 即使只以二．个留罪而论，

已与公教会信史不甚符合。看来；武滔良只在这太简单的告解论

里，表示了自己是传统真人证，以及告解的神学家。

三道理综合

这里，我们要研究，怎样式滔良是一般的神学家，公教的神

学家，以及蒙丹派的神学家。

（甲）一般的神学家

一、；武滔良实在是西方神学的鼻祖。拉丁神学不但有它独有

的术语，还有它的特性c 兀疑地，这应当起源于西方人积极实践

的钻研。这种一般的倾向，在战滔良身上，尤觉白热化；他还传

于后代的作家3

J武滔良不像他的同代的东方神学家，又是哲学家。他虽不茫

然于哲学，却不予信任，认为它是一切异端的渊源。哲学家与基

督徒，有什么相同点？希腊门生与土天门生，怎能同日而语？他

把哲学士看作异端的祖先。可是他也随机引他们为支援：“我们

的塞奈加不断地说”。他也不是不识抽象观察者。

二、，武滔良虽没有哲学家深奥人做的理智，却到达了最高

度c 他是个律师；在他的神学里，常渗透着人权的观念。这样，

他就丰富了多数到现在还存在的关于神学的理论3 神学的巩固性

和精密性，是靠他的含义新颖的拉丁术语产生的。政氏虽有他的

缺点，他是西方第一个真正的神学家。若干理论的发明，拉丁思

想的公式，都应当归功于他。

i武氏在法律的观点下，称圣经是种拥有法学价值的E具。他

把工具分为旧、新两种，福音工具和宗徒E具，后者的价值次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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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由这些文献，逻辑地产出的学说，都是真的，合法的。传统

的证据，在政氏的笔下，也披着法律的外衣。传统是个成例，制

造法外法，免与持异见者辩论。他虽然常与人辩道，但始终肯

定：他代表教会，而教会拥有真理。教会的训导纲要，在信经

中；它是信德的准则；在法律的观点下，它是信德的法律。

(Z ）公教神学家

一、武滔良的圣三神学，见于反普拉克赛亚论。一般地讲，

远胜前人所说的，尤其是关于圣神的观点。 1. 成氏承认天主是

个纯神体；在他谈天主性时运用的身（ Coupus）字，正如圣奥

斯定巳予以标出的，指物体而言。 2. 在天主身上，他指出天主

性体的一种分布性（ oixovoµiα）它组成了三位，可无害于一体。

3. 天主是“无类的一”（ Unum）不是“阳类的一”（ Un

氏把天主性体别于（ Substantia 【livina）及“｛立”（ Person时时，

称式（ Species），或形（ form时，或阶级（ Gradus ）。那末，我

们现在习用的“三位一体”术语（ tres person配， una substantia) , 

是由他倡导的。于是也就产生了“共体”论。别的若干术语的

准确性，都望尘莫及；可是，看来错误不在思想上，而在思想的

外衣上。 4. 他的著作中，若干带从属说色彩的文字，不关于子

与圣神的性体，而关于第二第三两位的原始，以及他们的对外的

工作。这是关于，武氏术语的概论。

二、狄撒龙（ Tixeront）指出：正氏的基督神学，有他的圣

三神学的·切优点，而不染它的缺点。他在基督身上，正确地分

了两个性体（ Dure Suh1>tantire ）；他尤强调了基督的人性，以攻

击“像人论”。他清楚地肯定，基督的天主性与人性，互相结合

在→位上。 “我们见到的，不是氓杂的，而是在一位上相结合

的”是有两性合的，天主而人的耶稣。

三、政氏论义化（ La Justification ）时，尤强调了功劳罪过

的意义3 这里，他的法学家的面目，又露了出来。他虽没有抹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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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宠的作用，却特别强调了天人间主仆的关系c 人因守好天主的

诫命，而获得他应得的酬报：人仿佛是债主，而天主仿佛是债

户 c 相反地，我们犯罪，我们变为天主的债户，他有权利要求我

们行补赎，以得罪之赦。这种观点，为扩张心灵，与天主密切地

结合，是有些障碍的。式氏神学右倾之处，假使没有圣奥斯定的

神学予以排正，延续下去．很能使拉丁神学出现枯稿的状态r

四、秘迹（ Sacrement）在“圣宠有效标帜”，或圣事的意义

下，不是由式滔良拟定的。在式氏的著作巾，“秘迹”除指军人

的誓言外（ Serment militaire ) 还指宗教、道理、象征、预言、

法纪，外教或教友的眼依式（ Rites d’in 

义下，秘迹是种祝圣礼仪，它付给领洗者它所象征的圣宠。这种

象征的有效性，似过度地联系于物质。，武民不大谈形式或象征主

义；可能的，他的灵魂的相对物质性说，引起了一种错误。

在式氏所论的圣事中，我们已举出了圣洗，告解，和婚配。

坚振圣事是在按子和额角上用圣油划十字下进行的c 坚振习领受

于领圣洗后。式氏关于圣体的见解，虽是简略的‘可是他肯定了

耶稣体血的实在性。他的辞语，虽似予以否认，可是这个误会纯

出于面酒形象的象征性。；武氏虽强调 4叨基督徒是可锋，否认神

品圣事的存在，可是，这在他加入了蒙丹派之后；而且他根据

的，不是传统，而是别的原则。

五、式滔良的伦理学标准是很高的。他把基督徒的毅力和自

负，有时描写得像－种顽同，一种反舆论c 他是很容易以小为大

的。实在他的伦理学强于他的伦理决疑学，而他的原则强于原则

的实施。鲍书爱称他为“非州铁头”。一般地说，这个徽号，正

是他的伦理学的写照。他所以终于进入蒙丹派，也就是为了这个

倾向。

（丙）蒙丹派神学家

进入蒙丹派后的式氏，提出了下列各点： 1. 世界末日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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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国的前奏，基督千年国。 2. 圣神国第兰次启示，将调整前两

次的启示，分教友，为魂的，及魄的，或肉的三种0 3. 应当迎

接教难，把英雄作风视作一般法律芒 4. 禁止续婿，否认保禄关

于婚姻的特权已 5. 关于大斋和其它的修行的严肃性c 6. 三种不

能赦免的罪，且以施诸实行。

可是，最后的一点ο 使他陷入更深的旋涡：“在杳认了教会

对于若干罪人的赦免权，他竟否认教会的纵释权。在把教会限于

“圣神领域”（ Sph仨re du Paraclet ）后，他也忘掉了一切基督徒间

的联系c”这 4切观点不但加深了教会俗世间已经存在的鸿沟，

又把有形可见的，有组织的，传自宗徒的教会，化成一种没有司

祭的及圣神的无形教会c （达类思、i吾）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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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诺华西央

诺华西央公教徒

诺华西央第一次在历史 t露面的的候，适恒二五0年一月，

圣费旁教宗殖藩，二五 J年三月，圣科奈耶当选之际。科奈耶在

致安提阿法比阿斯的一封信里，关于他的描写，是极晦暗的3 诺

氏生于罗马，或意大利 3 领洗以前，在－－个时期内，他尝附过魔

鬼，因此就受了驱魔礼c 之后，一场病里，领了洗，却没有接上

去就领坚振；在当时，这是恨不合法的。教宗圣莲西央，圣费

边，由于器重他的冰雪聪明，不顾神职阶级的抗议，摧升他为神

父。圣费边死后，他在神职界中，占了一个重要的位置。

诺华西央是个名作家。工五0年前 他似已写了卓越的圣三

论。这是在罗马第一种用拉丁语写的神学著作c 这本书写得又明

朗，又有方，又生动，真可称模范之作。他虽参考；武滔良的著

作，并没有一如圣热罗尼莫所说的，只把式氏的著作，做了一个

撮耍。十六世纪，在j武滔良的姓名下出版的“圣三论”，不久就

物归原主。

著作的目标在诠解真理准则（ Regula veritatis ），换句话，就

是罗马教会的洗礼祝文c 书共三十一4章，可分长短极参差的四

段，一至八章，论父与创造世界；九至二八章，论子与降生为

人；二九章论圣神；最后，三0至三 A章，论父子的关系。

诺华西央的圣三道理，是传统的；而且多方面地还胜过前

人。希坡利式把圣言经过的阶段，分成三个：永远的孕育（ La

ger巾ation 居emelle ），产生（ La naissance），以及降生于世。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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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深刻地予以钻研；即使子的产主，在世界创造之初，父仍永

远是父。对于这点，武滔良表示怀疑，诺华西央坚持成见。那末，

子也是永远的c 无疑地，子等第地次于父，可是他们所谈的

“从属性”，或手惊于“生”和“发”的位从属性（ Subordination

personelle），或导源于子与圣神对外的从属性。圣神在诺氏著作

中所占的位置，是极隐晦的c 精灵学派（ Pneuma tomaques ）同

以杏认圣神的天主性，这是错误的。诺氏虽没有明确地称圣神为

天主，但没有否认他的一切天主的属性。他指出圣神与子的关

系， 1日子与父的关系：这个平行论，足以证明圣神的天主性，

以及他是发于父子的。

在宗座空悬的时候，诺华西央尝当了重要角色，尤显露予他

与非洲诸教会的联系时。在四封写于罗马，寄于圣西伯利央，而

还保存在西伯利央集内的信中。两封，就是该集中的第三十号

（一定地），和第三十六号（大概地），是诺氏的与手笔。信中曾

引人注意的，是关于狄西阿教难时，许多叛教者与教会重归于好

的种种。

圣西伯利央面对他的教区的与叛教徒修好问题，抱着宽大方

针的神职界，向为信徒；而蒙难者的请求指出了两个条例： I. 对

于一般的叛教者，应当采取冷静和鼓励态度，修好是可能的，而

看似适合的c 可是西伯利央希望 4个公会议能拟定一个统－的办

法0 2. 至于病危的叛教徒，神父或六品都能许他与教会修好c

→般信友的保证是不够的。

罗马教会赞成他的申明。罗马神职界通过诺华西央的生花之

笔（第三卡号信），不但拥护罗马教会严厉的传统作风，还在它

的拥护中参以细密的观察。在它的外交辞令巾，带着后悔的口

吻，露出严肃的锋芒。最后，在各观点下，这个拥护是实在的，

虽显然对于将来，采取了保留的态度c

第三十六号信，是出于同一枝笔的，罗马神职界对西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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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一面颂扬他的勇敢，一面不平地要求他中止他的计划。在迦

太基如在罗马，没有修改过那个 a直视为不容侵犯的条例的要

求c 诺华西央的见解，没有 4般地封闭堕落者的自拔之门。在当

时，大家认为问题已经解决，罪人可能与教会修好。

二诺华西央主义

在宗座空悬的时候，声名狼藉的话华西央可能自信被选为圣

费边的后任，可是，罗马同职班以及罗马信友，选举了科奈耶

（工五一年三月）。诺华商央失望之余．起而作乱 J ｛也设法使三

个头脑简单，并且已受熏染的乡村主教 祝圣他为主教，而他自

视为伯多碌真正的继任人2 为加强他的裂教的基础，他初次发表

对于堕落者（ L叩约i ）一种不容改变的严厉条例c 可是，另 A方

面，他不忘拉拢由诺槐带（ Nornt ）头的非洲松弛裂教派。诺槐

是西怕利央的仇人，并且受了他的绝罚处分；当时适到罗马来巡

礼～这派人不久就受诺华西央向fιl对此句实际上，诺槐派无异

于诺华西央派。他们周游罗马帝国，驱逐合法主教，代以别的一

丘之络。教宗科奈耶的努力．→部分裂教徒的归正，以及各地，

尤其是在非洲由两伯利哄带头的反诺槐报运动、总不能遏制那个

大大分裂的教会，历时几乎两世纪的恶势力。这派主张的基本理

论，→是补赎的无用， －是赦免的不可能，同此它足使罪人们失

望ο 这个右倾的严格原则，谁都没有用传统的名义，予以捍卫3

诺华西央在那个阶段内，遗 F的著作，计有“论犹太食物

书”，“戏剧论”与“廉耻论” c 前一本→定是他的手笔；足使我

们了解裂教内生活的后两本，大概也是他写的。他的牧函对象，

不出乎与犹太人辩道．以及·般的基督伦理。作者的→种苦修理

想，很能吸引激昂慷慨的灵魂。他的 ffl 圣热罗尼莫提起的复活

节、周末、需lj损礼、大司祭、祈祷、教难．阿塔耳（ Attale) , 

我们亢法指定他们的著作年月。苏格拉底说：诺华西央是在发利

立安教难中致命的；可是，学者认为 这个人证自身有问题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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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教的趋势，不因他的死亡而停止。相反地，两世纪中，他

与公教会平行地传布着，直至六世纪才告绝迹。三世纪初，教会

中」种以权威自命的右倾思想，是与诺华西央派有联系的。二五

→年时，它进入了最高潮，教会当局也就把它悬为厉禁。这派人

称伽塔尔（ Cathares），他们指出圣洗后的罪，尤其是上述的三

种罪，是不可能赦免的。这个潮流在东西两方，一度尝相当地

高c 批判家大半都承认，在东方教会内，三种留罪从没有构成什

么正式的条列，而且宽猛是相济。西方教会的条列，不但比较

严，而且历时也久。蔼维尔会议（ 1后 Concild’Elvir叶与诺华西

央分道扬镖之处．似纯为了它承认教会有故免一切重罪的权。可

是，这是个基点。四世纪初不少的西方区教会，拒绝在性命交关

键时，赦免病人的罪；但这纯为了机宜的理由。

诺华西央派一发现，若干伟大的主教就予以攻击。在非洲，

假托圣西伯利央致诺华西央书，责它反福音的罪。四世纪时，巴

塞罗纳主教，圣巳西央，尤严厉地予以批评c 圣奥斯定在直接反

多那式派言论里，间接也攻击了宗多那式派的诺华两央派。

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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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西伯利央的生活和著作

（甲）升主教前

圣西伯利央的十年（二四九至二五八年）主教生活，借着

六品蓬爵的西伯利央传和圣人的殉教实录，是班班可考的。相反

地，关于他早年的生活资料，我们能搜得的少的可怜：因为在他

当选主教的时候，还是个新教友的缘故。他该在二四五年左右，

才版依了公敦。依据他急促地当选主教，以及在迦太基的声誉，

他的年龄应该已到相当的程度；那末，他大概生于二」0年。他

可能属于大资产阶级，他自己也可能是很富的。从小就负茧的

他，尝当过雄辩学教授，与法庭上的辩护律师。因此，他在知识

阶层中争得F不少的友谊和社会关系。这个关系自然不会因了他

的信仰而全部崩？贵的二

他领洗于二四丘年左古．他的归正首当归功于德高望重的则

济利央司择。他在受i先后给他的朋友多那凉，带些劝勉忏悔色移

的信，透露了若干关于该事件的枝节c 刚开始进教的多那矶，还

未能决心放弃世俗的荣华。西伯利央为提起这个冷谈基督徒的精

神、毫不犹豫地，把圣洗在他心灵t产生的放果，坦白地告诉了

他。基督徒获得的圣宠的吸引力强于红尘的诱惑性；圣宠不但帮

助他控制了一切偏情，还给了他和平幸福。因伯利央为割断多那

式依恋俗世的情丝，先把社会的丑态，有声有色地描写→过，然

后向他作了一番热烈的劝告。读过这封信的人，都会觉得，已在

道岸上西伯利央，虽决意放弃一」切诡辩文学的花样，当时还末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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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火纯清。

西伯利央生活的变化是深刻的。他就宣誓守身如玉，又变卖

了一部分财产，用以鹏济穷人。二四九年，他膺受锋品，并且被

简代多那；武氏，为迦太基主教c

( z, ）做主教后开始几年
（二四九至二五一年）狄撒龙指出：牧座上的两伯利央，至lj

处且出他是个领褂n 他是个有威权的行政者，在他座前，不受他

管辖的人们，也自然表示服从。圣西伯利央在他九年的主教任

内，从没有威吓过 4个人，从没有信犯过同事们的权利，但是运

用他的影响，以及灵敏的手腕，团结了百把位非洲教会的首长户

为此人家每说：“他不但是迦太基主教，他是非洲的教宗”。

(Papa Cyprian us）早已开始的非洲教会集中运动，通过了他，在

他临终时已胜利完成台

他也是个正直的指导者，他虽不摆架子，他的尊严不因此受

损。他大半的著作，是有关教务的。它们透露他的实用理论，什

么都注意到，他的指导是宽猛相济的。

他开始做教宗时写的同种著作标志：他怎样为自己和旁人的

利益，研究学问。他的札记簿上写的，都是从正滔良的护教学

( Apologeticum ）和弥努基·威力克的奥达物论中摘F来的c 他

简捷地抄录两部著作的精义证理。他的“偶像不是忡”就是札

记的一种，为此他的结构是很松懈的c 那末，他的著作是不是膺

品的问题，狭义地说来，是不能成立的。西伯利央的札记，是所

以备不时之需的。，武滔良是他爱读的一个作家；他天天去浏览，

每称他老师或指导。他的“贞女操行录”（二四九年），在许多

观点上，简直就是政滔良“贞女蒙头论”。两氏的文章虽不能与

成氏齐驱，他的智慧和中庸，却驾而之上。至于他的“祈祷

论”，和“忍德之益”连书名也抄了下来。

可是，正氏不是他独 A的老师，，武氏的作品也不是他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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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读物。他常钻研圣经，他的方法自然是→贯的：他也抄录圣经

上关于辩护圣教，以及信友修行的主要篇幅。当他的朋友，迦太

基的富翁，季理诺氏，要求主教予以一→种教理补充的读物时，他

就把他的札记，分门别类地整理问世：计卷一是“古教的临时

性”，卷二是“先知预言完成在耶稣基督身上＼卷三是论教友

的信德责任与德行c 卷一卷二是部反犹太人的护教著作；卷三是

部伦理条例著作。他的致季理诺手册，在拉丁语圣经历史上，是

很有价值的。这本子册，在二个漫长的时期内，最流行于非洲。

二五0年一月开始的狄两阿教难，扰乱了西伯利央的布道工

作。他相信应当潜藏起来（合理与否姑置不论），傅以掩护信

友．而继续治理教会c 由于人们不满他的逃辟；他只得在责备他

的罗马教会前，表示歉忱。他隐藏到了二五一年复活节，可是不

忘常常地通信指导他的教区的神职班与丰般信友。他责斥那些接

受皇希命令，在教难中自甘堕落而在后只想、通过为信德而蒙难者

的介绍，不｛故补眠而与教会言和的教友c 他们的数字很大‘不少

的教友，竟获得若干过度宽大的神父的谅解了两伯利央虽不表示

堕落者不能获救，可是？虽有力地强调了教会组织的权利：并且申

明，在未得一个公会议解决前，这个革新的作风，是应当放弃

的。罗马教会通过由诺华西央执笔的公文，核准了西伯利央采取

的步骤。

二西伯利央的奋斗和著作

（甲）论告解和教会至一

三五一年，复活节后，在科奈耶教宗被选（二五一年三月）

后不久，西伯利央遗归迦太基，召集非洲众主教，开了 a个公会

议，出席者约六十人；列席者有很多的迦太基神职人员，｛言友和

堕落者。会议中，西伯利央宣读了一篇冗长的论“对付和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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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人应采取的态度”的讲话。在这篇讲话里，他一面向堕落者

指出补赎的重要，另一面向主教们指出解决问题应该采取的步

骤。他表示：不应有集体的赦免，只有领过祭神券，而实在没有

举祭者（ libellatici ）可以随时获得赦免；其它的 a切罪人，应当

终生做补赎；可是教难期内，也得赦免；遇到生死关头，自然更

不容拖延。堕落的神职人员应受革职的处分；凡不接受补赎者，

虽在死时，也不得赦免。

这个公会议又解决了裂教的问题。两伯利央当选时，早就对

于由诺槐带头的五个司锋，提出警告；可是，那些人不但不肯低

头，还扩大他们的组织。菲力同漠靠他的金钱，笼络人心，做了

该组识的重要份子。主教耐了好久，终于由于他们公开背叛，予

以绝罚处分。当科奈耶当选教宗的时候，诺槐适在罗马，就与诺

华西央并合，反抗合法教宗。

西伯利央为要求公会议核准一切反裂教徒条例，在遍回迦太

基前，又写了“公教统一论”。这个第工号备忘录，共计二七

章；并且在会议中，曾经朗读过。西伯利央可能在公会议前，把

他的“反地方裂教论”重予修改，而用以捍卫教会的统一，打

击罗马的裂教。第四章所以有两种不同的文字，可能为了这个缘

故。后种文字偏重伯多禄的特权，这个亚蒙氏（ Dom

J. Chapman ）的假说，是很有趣的；可是它引起了不少的难题。

鲍书爱在他的“教会统一”的演讲里指出：这个借罗马首席而

得保障的教会的至一至公性，与若干伟大的区教会以及主教们不

能动摇的特点是没有冲突的。西伯利央的观点，是与鲍氏的观点

不同的。面对这裂敦的洪流，他的目标在揭露：司牧之权既是分

不开的，那末以伯多禄为基石的整个教会的统一性，是与多头的

圣统制不能共存的。迦太基主敦的观点，在会议中博得了热烈的

掌声。他终于使裂教徒受绝罚，而非州教会拥护科奈耶，反抗诺

华西央。非洲的裂教徒起而反抗，先选福多纳，后举马西墨为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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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基主教，可是都起不起大作用，不久就旗惬鼓息c

（乙）与罗马的联系

241 

科奈耶与西伯利央通信证明：他们间曾发生了若干临时的磨

擦，可是，从没有什么决裂。“西伯利央的书信不像出于一个向

上级请示者，巾’出于J个同事者σ 他认为在恭敬中杂一种倔强之

气，是合乎他的身份的。”（达类思语）。他不硝犹豫地向教宗指

出他的职责。可是，在他高声强调司牧权利时，对于宗座也表示

了－个绚烂的敬礼：“司祭的统→性，是从伯多禄座位，罗马教

会来的。”

科奈耶与路济邬任教宗时，非洲教会笼罩于疫气中；差不多

十二年内，帝国道了它的蹂躏。西伯利央不怕艰苦，以善牧的精

神，鼓励信友。“论死亡”的牧函，就是为此写的v 当时外教人

扬言：丑阳、天灾是信友招来的，西伯利央严正地予以驳斥 ο 狡恶

的外教徒，谭迈利央听得的答复一－致谭迈利央书←－尤觉流利

生动；而且充满了肃杀之气。圣西伯利央同时－面自己努力解救

灾难，一面奉劝信友多行施舍＝他的“事业与施舍论”是为此

写的〉

圣伯利央最后几年的生活，尤是在与斯德望教宗争执中过去

的（二五四年五月至二五七年八月）。关于这点，我们可以指出

他的九封信为物证（六七号至七丘号L 在第一封（六七号）

里，他答复西班牙教会指出：狄西阿教难时叛教的主教们，己完

全失掉了权利，他们根本不能依据斯德望教宗的什么规定留位。

因伯利央认为教宗受了蒙蔽；他不能侵犯前任们所订的法条，为

此他的规定是无效的。六八号信是致斯德望的，信中他指摘教

宗，在接到里昂主教控告诺华西央派，阿尔主教文件后，延迟不

采取行动ζ 这封大胆的信透露，西伯利央如高卢的主教｛门，仍承

认教宗权威的首席3 其余的信件（六九至七五）是关于圣洗争

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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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圣洗争端

在异端人各立门户的时候，公教会自然应吁研究：他们执行

的圣洗是否有效。这个难题首先是由蒙丹派和马西翁派引起的二

在罗马．巴力斯坦、亚历山大王串亚，大家盖然地认为有效的；相

反地，在拉丁非洲、安提阿、卡帕多细亚、西型西亚，人们视为

无效的，于是，归正者都得重新领洗。非洲的主教们，思而易见

地，在罗马惯例的影响下，大多表示怀疑。二五五年，两伯利央

经研究之后，肯定地表示：非洲的习惯是合理的c 次年（二五

六年五月），由他召集的七十‘个主教，开了一个会议，并且一

致通过他的建议。该议决案用两伯利央起草的正式公函报给罗

马。公函先叙述各种议决案，以及议决案的理由，然后坚决地总

结：非洲主教团虽不强人接受这个议决案，可是，在这各个主教

都能自由裁判的范罔内，本主教团坚决不接受改变观点。

不久，在他致摩旦得尼主教，儒巳盎（ Jubai"en）的一封信

里（七十二号’），他更详细地阐述“反重洗”的理论；书中又驳

斥了两种主张重洗的文件：一一件是匿名的圣洗论，一件可能就是

教宗致摩旦得尼亚主教们的公函。二五六年，九月」日，他又召

集了一个公会议；出席的八七位主教，再度抗议罗马一面严禁重

洗， →面承认异端人的洗礼有效的观点。教宗度过了 A年的流亡

生活。

斯德望决予干涉。在教宗的公函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下面由

阿伯利央转述的几句“什么不用革新，一切Jti.尊重传统。”西氏

在致蓬贝主教的信中（七四号），一面向他报告教宗的公函．一

面在愤忿的氛围中，予以驳斥．而且申明教宗的见解不能视为定

论。为加强他的理论，他又写信给凯撒利亚斐弥良。斐氏予以拥

护，还颂扬他刚复的作风。

教宗会向西伯利央表示予以绝罚的处分、实在没有付诸实

施。圣斯德望是在圣洗问题大闹的时候姐落的（二五七年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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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0 西斯笃工世登宗座，双方的关系在似断似续的情形F维持

着c 新教宗认为时间是最好的工作者，且让鼎沸的人心冷落下去

罢。五十年后，整个的非洲｜教会，都接受了罗马的习尚 c 圣西伯

利央到死自信没有错误，因此没有改变态度c

发利主安教准时．斯德望驾崩肩（二；五七年八月三十日）

数天，两氏被流于伽太基附近的占鲁皮 在那边，因福多纳的请

求，写了“致幅多纳书’. '.' i支书内，照他的方法，他摘集了」系

列的圣统原文，畅论基督徒教难中的职责 c 同时，可能在流徙

前，又写了“嫉妒论”，大大地暴露它的内恶c

：三五八年九月返归伽北基，十三日被捕， 卡四日在他的信众

前斩头。他的殉教实录报告我们：这个伟大主教的死，是简单光

荣的。圣西伯利央在教会历史中，永远是个震古烁今的人物J O 在

他的生活史上，虽有些弱点，已完全被他的义血洗净了。应当强

调，这是个公教精神最剧烈的人：他的学说，比他的响教，使我

们感到了更剧烈的痛苦。

三圣西伯利央的道理

（甲）他的道理与著作的概观

飞回氏道理的中心是教会后边，我们将首先根据他的

“教会统一论”予以钻研二

二、他关于圣事的，尤其“论堕落者”中关于告解的道理，

也是重要的二

三、基督伦理是其余著作的对象，可是，“偶像不是神论J’

以及“致谭远利央书”都是辩护的作品／四氏的伦理著作有 F

面几种： ＼致多丑f5，武书（：四九年），二、致季理诺辩证仁：

四九年），气、贞女服装 rt （二四九年）．四、主日忻祷论（ ~~ 

五二年） , Ji: 、死亡论（二五－＿ff ），六、事业与施舍 i台（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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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论忍德之益（二五六年），嫉妒论（二五六年）致福多

铀论殉教书（二五七年） 0 

他的通信录共计函件八十一号，其间杂着不少人们致西氏的

信札。这些文件，为认识西氏的学说、性格、生活，都是极宝贵

的资料p

( z; ）教会
爱教会是圣西伯利央的一种特性。“谁不以教会为母，谁不

能以天主为父。”这句不朽的格言‘是由他创出的。他的教会至

一至公论，虽是很丰富的，却包藏着若干不很妥当的观点。

他的“公教”（ Egli日e Catholique）对异教而言，时指整个教

会，时指真教会（地方的，或普世的s）这两种意义，在当时是

很流行的。可是“公教”特指整个教会。这个整个教会是至一

的，至公的。这个至公的观念，不是由伽太基主教创造出来的c

可是．为了写时裂教的煎迫，西伯利央第－个正式地推崇了教会

的至公性；那末，称他为教会至公性的第一个神学家，也没有什

么不恰当。自然，他的理论还缺少组织 带些毛病。他的时觉矛

盾的观点，集中在伯多绿的后任，以及主教团身上。

一、伯多禄的后任： 1. “教会统一论”第四章，大家都认

为：是西伯利央承认伯多禄后任首席性的最明朗的证据。作者看

到教会的分裂，非常痛心。基督为教会订定的组织的疏忽，是这

个祸患的起源c 教会奠基于伯多禄；伯多禄既是一个，教会自然

也是一个。后来耶稣虽也授权于其它的宗徒，那都没有关系，教

会继续不脱离伯多禄，这个教会本质的统」性是由耶稣规定的c

2. 西伯利央称罗马主教为首席（ Primatus ），他从没有把这

个荣m加给其它的主教。这个衔头不单见于“教会统一论”中，

还见于其它其它著作中。

3. 这个首席性不只是荣誉的，它还是公教一统的关键c 许

多物证中最重要的－个，就是五十九号信，它指出：非洲的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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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们，也以伯多禄座位为掩护，……这个领袖教会，是司锋团统

一的原因。西氏承认罗马拥有圣伯多禄座位；他的教会是带头

者，换句话，它的首席性是司锋团统一的根源。

二、主教团：西氏的著作，不但举扬伯多禄和他的继任们的

使命，还强调主教团的独立性。这个观点，大概不载在“教会

统一」论”中，因为它的目标，在强调司牧权的统一性，而这个

司牧权是每个主教集体地共有的。在其它的许多信札里，尤其是

在五十九号，他致科奈耶论裂教，以及论“重洗”问题的信中，

到处可以找到。可是这个独立性，不是绝对的元限制的。“限制

来自主教团，主教团有控制每个主教的全权。主教隶属于主教

团．他在绝罚的处分F应写接受主教园的命令。西伯利央希望借

主教们的善意，圣神的宠佑，能获得一致的见解。这种主教的独

立性，可能在两伯利央的HR皂，不只限于纪律问题，也关于道理

问题。

三、结论： I. 我们不该跟着主教，坎特布里总主教，本孙

氏说：西伯利央主张纯粹的主教主义（ Par episcopalisme ）以及

每个主教的绝对独立性＝

2. 我们也不能赞成萨巴典爱说：“强调主教田二统的两伯利

央，在他的学说中．投入了→个新的因素，终于使主教团中产生

了一个领袖，那个主教的主教．那个为白卫而想予以抵抗者

这个因素早已存A在：两｛白平1］央央：每强调宗座的特权，并且不停地向

它请示；这不就是他早视以为金科玉律的证据吗？

3. 看来两伯利央并没有彻底了解伯多禄的→切特权。我们

相信：在纪律上，而且只在纪律上，他与教宗决裂；他的实行并

没有违反他的理论。相反地，达类思指出： “为这样的一个人，

他的错误发生在理论上；他的错误的实行，是从错误的理i仑来

的

论O 他三十五岁才领洗，他的宗教教育是有欠缺的；这 A切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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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以错误的原因。他也未能了解，由伯多禄继承权产生的教宗

权利，以及主教对他的义务。他不欲脱离教宗，他却想利用主教

团，予似辅导。他在未见错误时，他斗争、他反抗、也不怕冒决

裂的危险，他终于陷入歧途；这足以证明，他的原则是不合逻

辑的。

4. 西伯利央的反抗教宗，通过他倡导的罗马首席有关教会

一统的道理，相当明朗化了该原则在信德和组织统治领域内的若

干后果。他的部分错误，不会使人们忘掉他对于教会统孕的伟大

页献。圣奥斯定曾给多那成派主教说：“如果你爱圣西伯利央的

权威，为什么你不喜欢他以爱以争，强调捍卫全球万姓的大一

统呢？”。

（丙）圣事

一、 Sacram阴阳m 在西伯利央著作中， 」如在；武滔良著作中，

含着若干不同的意义。这个字除指军人誓言外，又或指一般圣

物，或指一种宗教象征，或指真正的圣事。在圣事意义下，他尤

指出了圣洗、坚振、圣体。西氏也认识造成神职阶级的神品，以

及使罪人归好的告解。他虽表扬为基督而守贞守节，也强调婚配

的神圣性。至于终傅，他却不赞一辞。

这里应当一述他对于当时圣洗告解纠纷的意见。

二、圣洗c 在圣洗争端中，西伯利央似为非洲教会的一种传

统所误。他根据圣洗属于教会，以及只有教友能予以执行的原则

指出：异端人不能据为己有。而且，两伯利央视执行人仿佛是圣

宠的运输船c 他向诸责者的答案是： “限制人的不应该是习惯，

说服人的应该是理智’二在那神学初创的时代，教宗斯德望坚持

着教会关于圣洗的传统，而终于使真理获得胜利。

三、 1. 在 J'fi落者问题上，圣同伯利！是要求叛教者在受教会

赦免前，先行补睽；或说他主张拒绝F以赦免，这是错误的c 而

且伽太基与罗马教会这个手il缓的作风．并不违反什么教会的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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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幸〔 2. 告解 rif分〈个阶段：（一） [b] rf］择“告－明

举行“补眩，，’ （三）通过执行者与天主及教会“言和” ο 这个

“赦免”或“和平”，是在罪人做完补赎后的举于礼下宣布的〔

（丁）伦理学

达类思冲父论（ Sacramentum) →宇rH表示：在圣西1(1 手1］＇央

著作巾，神秘主义（ Mysticisme）是重要的 A环，而且它是很阮

媚的「非洲首席主教的通信，足证他是善感的神挝、；南门有形段无

形世界的秩序，自然与圣宠的协调，使他的心泉涓涓而流υ 这个

冲秘主义二无非是伦理生活的发展 J ；无疑地啕同氏道理的领域‘尤

其是伦理的领域 他虽是个理论的伦理学家．尤其是个汲汲于指

导信友修德的牧者c

同氏伦理的基础，纲领地见于致季理诺辩证c 他把基督饨的

职责，归纳于信、望、爱三德，以及“天主经论”巾的祈祷的

重要性，和它俗般的条件。因氏深知：圣宠的能力，足以使信友

跃出平凡的外教徒生活领域。

四氏特别叮嘱教友修爱德，立足以j虽制嫉妒，引人援助陷入

迷途的弟兄c 他也注意贞女们的圣德，且为她们制订了 A种修成

准则勺在瘟疫猖慨的时候 他一面表扬Q,f,t;. 一面敦功帝国的人

民勤修该德r 在就义前、他向蒙受痛苦的教友‘用书信和小册

F，宣传殉教的伟大门他的坚决的伦理神学．正好透露了他的满

燃基督之爱的高贵伟大的胸襟乙

Saint Cyprien 

BIBLIOGRAPHIE SPECIALE 

I 0 Edition<>: P. L. 4. ( reproduction tres defectneuse de 1’居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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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几个最后的西方作家

一高摩第央

高摩第央的著作，出现于三世纪的后五十年。大家相信，他

是非洲人，他的姓氏，言语，以及他的著作巾援用的圣西伯利央

的观点，都足以加强这点。他自称“基督的乞丐”。这个名词可

以指点“苦修者”，或为基督而行乞者。他求人施舍的时候，常

肩着这个牌子。可能他也参与主教行政；根据他标榜的

( Gas~us）名义，他可能是个会汁，他终身是个世俗人，而且在

寻得真理前，好久出人于重重的异端中。

高摩第央遗下了两种著作“反外教抵指南（ Instructiones 

adversus Gentium deos ）以及“真教辩护歌”（ Camien 

Apologeticum) 

＼“指南”共计八篇，除去两篇，其余的都是把一字的各

个字母顺序地开始的，每篇；十有六到四八句句共分两卷。卷－是

外教人和犹太人的；卷二包括简单的末世论，以及致各阶层信友

的伦理纪律训导c 真教辩护歌，共计－0六0句，无非是教理释

义。他在歌中，带着错误（尤在论圣三时），先后谈了天主，基

督默启（八九至五七八九信德为救灵魂的重要性（五七九至七

九0 ），以及末世（七九一至→O六）。关于最后→点，高摩第

央为千年同写了一幅最完备的图画：厄里亚的任务，奈龙的重

临，假基督与教难，他败于另→个艰难犹太人的假基督子，圣人

们进西婉，最后的毁灭，千年国，天堂。他写这一切，怀着被简

者的热情，以及目睹者的缤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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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摩第央在伦理观点下，是慷慨的，不自私的；可是他的性

格是大胆的喃坦白的，甚至粗暴的：兽子畜牲等等，他常加诸于

外教人和犹太人c 他也检讨那些寻求逃避基督的“律锋”的教

友。在理智的观点下，他是个没有多大学问的人，而且绝不是个

哲学家。蒙骚指出：来自小民间的他，写得满是野i吾及文法七的

错误。他的韵律法比他的文范，还要差得远呢！在他的“指南”

中，八 t－首内，只有三七句是合格的； 斗。六0句辩护歌巾，只

有二六句是无疵的c 他的文笔虽少艺术，他的言语是生动的，多

想像的气他的文章虽有若十二的成工，大体是平凡呆板笨拙的。在

道理 t他的权威也是微弱的子

二老阿诺勃

人们这样称他，所以别于圣良的同代人， A个同名的罗马的

隐修士。他先后历久在罗马、非洲以及努米底亚的四伽，教授雄

辩学。拉~~司就是他在西伽 H>f 的门生 c “反外教人” ( Adversu约

nationes）是他惟一的宗教作品。这本辩护书， A部分写于他自反

依圣教之际。阿诺勃本是个虔诚的外教徒，很迷信，曾攻击基督

徒，可是在二九五年，五十岁左右的他．忽然要求列名于保守者

中。西伽主教很为诧异，要求他公开提出诚，岳的证据。阿氏认为

最好的证据，就在若论驳斥天灾由于信友的诬蔑c 他的两卷书问

世后，主教就给他付洗。他又进－－步在“反外教人”后，继续

写了五卷，强有力地用以攘斥外敦。他死的年 B. 都无从考查。

圣热罗尼莫说他死于三三二七年σ

他像别的护教作家，也好讥i风c 他异于丽耳特耳：他的笔虽

也是丰富的．可是及不到他的细致；他是多言的，浮夸的； A句

话，他是个雄辩学家、他所论的打j噜是渊博的；为历史和考古

学是很宝贵的 对于基督的教会电他的贡献是极平凡的；而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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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教会的认识，是肤浅的，有时竟是错误的。关于圣统，他又

没有深刻的知识；他的信仰，像是种浮泛的心灵论c 他在晚年版

依，已无法翻新他的心理。为此他的神学的正确性，是根本谈不

到的；况且在教会传统仁，他不能代表什么权威c 他有时虽过于

削弱理智，他像是个右倾的哲学士。

三拉当司

路济邬，则济利，斐弥亚努，别名拉当司（ Lacta山us ）。他

的文学天才，虽为他争得了基督徒四塞禄的雅号，总是第二流人

物。二五0年光景，他生于非洲。他在西塔，跟阿诺勃读书；可

是，在他的著作中，从没有提起过自己的老师。学成，他也做了

修词学教授，因着所得的成绩，二九二年，被聘往教于戴克里先

以来，一」跃而为首都的尼各迈狄。在这个希腊城中，很少跟他研

究拉丁语的青年；那末就有暇开始著作，三00年左右，他领洗

入教后，继续拥有修词教授街头。三0三年揭幕的教难的头 t几

年，他是在尼各迈狄度过的c 三0五或主0六年，戴克里先退位

后呢他也被迫引去。 l可能｛也没有受到鞭拈，但是生活艰苦，一贫

如洗。伽理略宽容宗教jfili俞宣布后，他重来首都。高龄的他，在

君士坦丁堡朝廷上，度过了几年二当时他是皇子克立斯帕斯的师

傅。他死于德里佛斯（ Treves) .年月日不详c

圣热罗尼莫曾提出过他的为数相当多的，业已遗失的著作。

达马萨教宗还说：其中有几本是冗长乏味的。若干留下的，在他

归正后写的，以护教为目的的著作，都是些有价值的。“作难教

徒者的死”，可以当历史i卖。

无疑的，拉当司的第一本宗教著作是“天主的事业” (De 

opificio Dei），在该书内，作者驳斥伊壁坞鲁派强调，人不是天

主的得意之作的观点。他指出，人虽不元缺点，理智足以补救一



252 教父学大纲卷一

切；而且人的四体百肢，是与它们的目的完全配合的；至于灵

魂，则是非天主不能予以创造的。

“天主的真理” ( Divinre institutiones）可说是他护教著作中

最重要的一部。作者表示：最有益的护教，不在驳斥人们的诬

蔑，以及反基督的哲学，而在真理的显露。这部著作是为知识阶

级写的：为此文字美丽，句调铿锵。该书共七卷，卷一指出真理

惟 v 多神教是荒谬的；卷二说明宗教是需要的，外教是假的；

卷三指出，哲学不能代替宗教。卷四论应写相信的真理（天主、

基督、圣迹、圣子降生、异教、圣教会）；卷五卷六谈伦理，尤

其是正义；卷七谈四末c 这几卷组成了一本教理大成；拉当司又

用来写了一本撮要。该本撮要还存在着：可是是否真笔？学者还

未能予以确定。

福耳待耳从这本著作里，摘出若干缺点，讽刺地予以批评c

拉当司轻信“女先知”的预言；他的末世描写的各幕，简直是

不可思议的，他实在是个主张千年国说者。他的神学是极平凡

的巳他的哲学是极没有多大根基的，他一定不会为了少乞灵于哲

学，而少受重视的。这个文人的心灵是细腻的。他深信：基督教

的伦理可以有效地刷新世界。

“论天主的义怒”和“论作难教徒者的死”的色彩虽不同，

接近的地方也有。前者在驳斥伊璧鸪鲁派，和斯多噶派一种反圣

经的言论：天主是不能被感动的，天主是不能发怒的。阿诺勃为

了不能予以解答，就也采纳了它。拉当司在哲学，尤其是法学的

观点上，提出了他的答案：天主是主宰，他赏善罚恶，发怒就是

他罚恶人的行为。

“论作难教者的死

在今世就予以报复O 他的理论以事实为根据：因为这是本历史著

作，蒙骚氏（ Monceaux）指出：他写的史实，尤其占着大半篇

幅的当代史记，是很正确的。在开始六章里，作者列叙了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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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难者所受的罚（奈龙，陶米西央，狄西阿，发利立安，奥利

连三世），余下的篇幅都用以载述戴克里先以来的事件二他强有

力地描写了虐王的惨史：赛凡尔切腹，马克辛密亚那自缰．伽里

略被虫蚀，戴克里先死在众叛亲离的悲境中，马克息、民·达亚服

毒。这里，他的文笔生动简沽，异于他其它的作品。赖理奥

( de Labriolle ）指出：“记载的流利，描写的生动，若干事迹的剌

激，从头到脚，令人乐于诵读。”这里，作者被迷似地，写得先

后如出二人。

拉当司并不是个深刻独特的思想家乞可是，他己能了解历代

的哲学家，每有正确的直觉，有益的见解；而且基督教义，又能

改正他们的错误，补充他们的知识c 在他的“天主真理”里，

他又明白地指出了基督教义的合理性，以及它的打破记录的优越

性c 他并不想通过哲学．深刻地，典型地．予以研究。在他眼

里，古代的伟大作家都是思想家；他对于思想的来源，文章的气

势，不太注意，而独悬悬于文章的形式。最后，他的文章，写得

少有的完善－用字也很纯粹ο 文艺复兴以来．许多文人，向他表

示崇拜，决不是元肉的

四奥汤的圣勒典爵

＝兰世纪末，四世纪初，奥汤主教圣勒典爵，是君士坦丁皇帝

时，高卢最有名人物之二」C 圣奥斯定称他为“天主之人”。三一

三年，在墨基亚特教宗召集所以攘斥多那i武学说的罗马公会议

内，他表示了极大的权威。三二四年，他又出席阿尔肋会议，重

申罗马会议的立场。圣奥斯定论原罪时，援引了他的一句话。热

罗尼莫说：这是从他的已经遗失的“反诺华西央”浩繁的篇幅

一书中搞出来的。热罗尼莫又说：他的内容平凡的“雅歌注解”

也己散失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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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柏陶的圣维克道冷

据圣热罗尼莫说：最古的拉丁注疏家是他的同乡，伊立皂哑

人，柏陶主教，圣维克道冷。他的拉丁语是很不成熟的； ‘读他

卷帖浩繁的注iEiiE著作，就可以一目了然。他注释了：古经方面的

创世纪、出谷记、肋未记、依撒意亚书、厄则克耳书、哈巴谷

书、甘｜｜道篇、雅歌；以及新经方面的玛窦福音，和默示录。圣热

罗尼莫虽很器重：他，也不否认他的才学的简陋c 维克道冷是个千

年国i兑者，一读他的‘八九五年发现的默示录注释的残页，就可

以一望而知n

注正在著作以外，圣热罗尼莫还说他写 f “反一切异端论” c

这部著作也已遗失？哈尔那克认为：政滔良文集中，“反－t刀异

端论”（ Libellus adversus omnes haereses）应吁归于维克道冷c 这

未免有些武断。由于哈尔那克也同意，这部书应当问ttt于二二0

年左右，稍后于希坡和j式的 Synt-agma，而与它有不少相类的

地方）

九世纪的←」册于抄本指出： “世界创造论” (De f: brica 

mundi ）是维克道冷写的3 我们找不到什么反证，书中的文笔思

想，很像是他的c 作者在诠释创世纪时，一－开始就在伦理宗教

上，反复推考。维克道冷著作中存在的只有这本。毛纶（ Dom

Morin ）说慕拉道利残简（ Fragment Muratori ）是柏陶主教的手

笔。这个假说，到现在还没有获得切实的证据。大半的批判学者

认为：这个有名的经典目录，应当成于二0 0年t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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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亚历山大里亚圣特尼

〈甲〉生活与著作

亚历山大里亚圣特尼，四世纪始，人们就据圣西伯利央的流

风，把伟大者加在他的姓名上：这大概为了他广大的事业。他于

一儿。至二00年间，诞生在一个外教家庭中。经过了长久的钻

研思虑，终于版依了基督教会主二三二年左右，在赫拉克拉继狄

麦多流升主教后，奥利振的门生特尼就做了第达伽来

( Didast址仕）校长。二二四八至二四九年间，他当选亚历山大里亚

主教，乃离职：可是大概在一个时期内仍继续教授。他的著作，

除了书名外，所剩的不过一些片断而已。（一）“自然论”根据

德漠顿利图的原子说，一面驳斥伊璧坞鲁的唯物主义，一面证明

造化论。（二）艰难论二（三） iJil道篇注疏，圣路加福音i主疏。

圣特尼在职十六或十七年．经过了一系刑的大苦大难，又参

加 r一切关于教义大纠纷。为避狄两阿的艰难，他尝作了流亡

者。回到他的教区后 他也攘斥奥利振学说的敌人，宣传千年国

说于埃及的奈波。“预许论”是在这个目标F写的；在该书内，

他又为默示录写了神秘的注解（他不认若望是默示录的作者。）

圣特尼写了好几封信，发表他对于堕落者，和诺华西央裂教的态

度；信中他吁请众信友宽待罪人，并劝诺华西央服从合法教宗。

后来在圣洗问题上，他向双方指出协和执中的建议，可是，对于

该问题在教义方面基深的关系，他却置之不论。埃及各教会，每

年从他接到关于复活节．以及节前斋戒的公函。二五一年的那封



256 教父学大纲卷一

公函，直指出了七年的复活节。还有－封致盆坦巴勒主教巴西来

低，论封斋期限，以及领圣体前应有的肉身方面的预备的信。这

封信不但被视为经典函件之一，且又被视为东方教律的渊源c 该

书共包含着四条法典。

发利立安教难时，圣特尼始被流于利比亚，继被流于比利亚

更恶劣的马来奥底特。二六二年三月，重回亚历山大里亚，于

是，他开始攻击萨伯利学说。这个学说虽经加利斯德攘斥于前，

缠续绕行于东方。终于由父受难说（ Patripassianis阳~ ），演为变

态说（ Modalisme）。特尼命全埃及各教会机关予以提防。可是，

在他致盆坦巴勒两个主教的信里，好像也承认：三位的实体区

别，以及一位对于另一位的隶属c 他被控于教宗圣特尼（二五

九至二六八） 0 二六二年，罗马公会议后，教宗命他往罗马表示

态度c 亚历山大里亚主教，就同了一封信，接着又为四卷写了

“辩护与护教”的教宗表示见解c 他的声明，教宗似引为满意。

那末，如果他犯了什么错误的话，他已予补赎了。而且这些困难

并不能削弱圣特尼在埃及，以及整个东方的声望。二六二年，从

流放地回来的他，应当应付教区中由内乱、饥荒、瘟疫引起的种

种困难。他虽不能出席，二六四年，在安提阿召开的反保禄，沙

滇撒得公会议，却写了一封攻斥该异端人的信。不久，他就长

逝。东方教会为了他被流徙，习敬以殉教者之礼。他的“伟大”

的徽号，因着他的刚毅、远识、影响，是名实相符的c 他是个具

有行政天才者，也是个学者，虽他的神学有些错误。

(Z）道理

圣特尼道理中最受攻击的，是他圣三的道理，而尤其是关于

子的观点。看来他否认“子”的永远性，以及他与父的同体性。

或说，他豆剖地把子与父分离了开来，说子是样受造之物，子非

父的摘子。实在他运用了后来亚略异端人采用的语调： “实际

上，有个时候，天主不是父，而子不是 ηV 7rOLE OLE Ol党 1]Vo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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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hypostase 称萨伯利派否认实有的天主三位的每一位；他似表

示天主有三个。亚历山大里亚主教被攻击的焦点就是这一个”。

罗马圣待尼在攘斥了变态说后，又严厉地贬责了这些分裂天

主性，以及称子为受造之物的学说。他不以神学家的姿态，而以

教会元首的立场，权威的，不乞灵于哲学地指出了古代教会的传

统学说。不问他个人的价值如何，他是传统的裁判和证人。将来

圣良，在加尔西顿（ Chalcedoine）的作风，后先无异。

罗马的干涉．引特尼改正了他的带危险性的观点。特尼以神

学家的姿态，根据奥利振的学说：指出：（一）手是永远的，因

为光是不能没有辉耀的；（二）子是与父同体的，他虽没有用于

圣经中的。tµOOVaLO(; （三）不该分离三位，然该由一扩展到三，

而由三归纳为一；（囚）特尼并没有视子为一种受造之物；用以

指出父与子的关系的作OlηL悦，不一定解释造化者。亚历山大里

亚主教在这点上，是否真正犯了错误？他的辩护书是否是种自我

检讨？亚大纳削的见解是缓和的（特后一部分著作能留传下来，

全靠他的鼎力。）巴西略比较要严格得多c 这个聚讼的问题，尽

为了在尼西亚公会议前，圣三神学还没有清晰的见解。奥利振的

道理也不是常常可靠的c

二 三世纪亚历山大里亚最后的几个作家

（甲）在圣特尼后出长第达伽来学校的三个作家

一、提阿诺德，二六四年上任，二八0年离职。他以奥利振

为模毡，写了七卷教理纲要。

二、边里阿，他是德奥纳主教于下的一个知名的演说家，或

称他为少奥利振，实在是名符其实的。他的著作都是他的演讲

稿，可是所存者，只有若干片断和题目而已。他的“天主母

论”，写于这样辽远的时代，是最足以引人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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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亚历山大里亚圣伯多禄，三00年，当选该城主教，三

一－年殉教。他一反前任的作风，明扭地攻击奥利振。“灵魂非

先有论”和“复活论”就是在这个场合下写的。他的被收入东

方教条书（十四款），实在是他的已经遗失的“告解论”（三。

六年）中的一段。至于他的“神论”和“救世主在临论”连一

鳞半爪都不存在。

（乙〉第达伽来学校以外的埃及作家

一、盎博罗削（ Ambroise）是奥利振的朋友和门生；狄麦多

流主教，虽是他的老师，可是互相背道而驰的。他留 F了若干

信札。

二、阿那托尔（ Anatol叫生于亚历山大里亚；二六八年左

右，罹升叙利亚，拉奥田舍主教。他的著作有“复活节论”，

“神学论”，以及“算学论”。

兰、斐来阿（ Phil岳as ）是下埃及的脱木斯（ Tmuis ）主教；

三O六年殉教；遗下的作品，有几封书信。

四、赫息启河斯（ Hesychius）重检阅了七十子书和福音经；

圣热罗尼莫严厉地予以批评。

五、耶拉加（ Hieracas）是第一个用高德语写作的教徒。他

在代尔塔的良托保利领导了一个为数很多的男女修院c 他的著作

有 Hexaem位on 和新圣咏，他的过度讽喻主义使他犯了若干错误。

六、阿西诺主教，尼颇士是千年国说者，他写了些反讽喻主

义者的文章。亚历山大里亚特尼尝予以驳斥。

七、阿木尼乌（ Ammonius）大概是“四史合编”以及“梅

瑟与耶稣相应论”的作者。

八、脱利风（ T巧phon）遗下了若干圣热罗尼莫尝予提及的

注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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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叙利亚作家

（甲）巴力斯坦的阿斐利更和庞斐

→、儒略阿非利更并不诞生于非洲，而于耶路撒冷。我们的

根据是奥西林格（ Oxyrhynque ）树皮纸止的塞脱（ Cest回）片

断。他是赛凡尔七世的军官，曾参加奥隆（ Osrhoenf'）战役（一

九五年），因以认识了以得撒下半。几度旅行以币，二二0年左

右，民－于巴力斯坦的厄美阿斯的尼科坡力斯，并且拥有一个相当

高的位置c 他把 J种异端混于基督教义内 l丁在他给奥利振的还存

在的4封信中，他指出苏撒纳史是膺品，并且不应写视作正经c

二四0年，奥利振在覆书里，给他证明：整个的达尼尔书是正

经。还有－封阿氏的部分存在的，论基督家谱的信二他大概死于

之间 0 年二五 0 年间。他的重要著作有空军脱和时代图表

( Ch1ono~raphie ）气

主主脱（花边）是种杂著；战争、医药、农业、魔术等等都

是对象，这些东肉都是关于 ff1：学的．虽然那个时候（亚历山

大·赛凡尔执政时）他已是寸寸言使

时代阁表比较重苦得多，可是－斗口塞脱，所剩的不过鳞爪平

这是种通史．也是由教友写的第4种通史寸安瑟伯曾大量地予以

引用。拜占庭史家不但予以剌窃，还予以改头换面J i哀史的目标

在指出：基督宗教史远在外投神话前。作者在一段理论后，根据

经典，从世界肇始，做了→个教俗历史表、根据他的推算，基督

生于纪元前的第六个“千年”内（五五0 0 0年），世界应当于

六0 0 0年终穷，儒略的历史，止于五七工→年，纪元工二－：－. -

年，伊拉加巴拉 （ Elagabal ）气年。

二、庞斐是热烈拥护奥利振的一个作家仁他诞生于f吉利脱，

读书于亚历山大型亚（边里阿执政EJ;t) 嗣住在巴力斯坦的凯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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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晋升锋品后，开了一个神学社，发展奥利振创办的丰富的

图书馆，完成了不少六行圣经集子抄本：他自己予以校勘。

马克息民时，被捕入狱：狱中写了五卷为奥利振辩护书；安

瑟伯，他的合作者，继续写了第六卷。这部献给矿中做苦役信徒

的著作，为受各方面攻击的奥利振神学辩护。只有该书的第一

卷，靠鲁芬的不忠实的拉丁译本还存在着。

三0九年，庞斐为圣教致命。安瑟伯的庞斐传指出：他是才

德兼优的司锋。

( z, ）安提阿的两个有名作家：马建翁和沙漠撒得的卢西央
一、马建翁（ Malchion）本是个文学教授，后做了神父，又

做了安提阿哲学校长3 二六八年，反沙漠撒得保禄会议中，他一－

呜惊人。圣热圣罗莫相信，向整个教会发出的会议报告书，是他

的手笔，安瑟伯给了后世该报告书一个撮要力马建翁的一般教学

原则，以及他在安提阿学校创办中工作的活动，我们都不得而

知。看来他是与卢西央一道的c

二、圣卢西央生于沙漠撒得或安提阿。他是个神父，开始

时，他热忱拥护沙漠撒得保禄。 f呆禄受处分后，他与陶罗得神

父，带领着一个团体，历久坚持反抗。他终于先后受了陶努

( Domnus），蒂梅（ Timee），和济利禄（ Cyrille ）的绝罚。最后，

他重与教会和好，至死不渝。三一二年，在马克息民·达耶执政

时，殉教于尼各迈狄。

有名的安提阿学校，是于二六0年左右，由卢西央创立的。

他步武奥利振的芳踢，悉心研究古经。他也校阅了七十子希腊释

本，称普遍本（ Commune）。它与奥利振和赫息启阿斯的校阅

本，并行于世。可是，他的目标尤在注疏方面，不象奥利振的目

标尤在护教方面。而且他的注疏方法，与奥利振的注疏方法，也

是不同的，他多在字面t用功夫。这是由奥利振过度的讽喻主义

反激起来，而由他喜好的亚里士多德哲学驱策前进的。他淡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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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崇尚的柏拉图哲学，他的见解似唯物的成分

多，唯心的成分少：这是他所以异于奥利振的c 可惜，在他治学

的路上，缺少了亚历山大里亚诸老师所拥有的神秘的气息，以及

对于教会传统可教的心理二

为此，在尼西亚公会议前．不管教会的训导和若干奥利振门

生的反抗，从属说逐渐流行于亚历山大里亚，尤于安提阿c 亚略

(Arius）每5 I卢四央，和一切古代的高吕西尼派（ Collucianistes) 

的论调，以作自我辩护。亚略是否有权利这样做？卢西央是否是

亚略异端的鼻祖？巳顿伟（ Bard-enhewer ），杜歇内

(Duchesne），狄撒龙（ Tixeront）都以为然。巴洛尼阿斯等或予

以否认，或不加可否．→定的，四世纪，上半个阶段中，安提阿

亚利约异端最热烈的宣传者是从卢西央门下来的。看来他们宣传

的道理，不就是老师的道理，可是老师的道理是大有助于该异端

的。骚造孟（ Soxmene）指出：在安提阿会议（ In Encoeniis）案

中，人家找到了卢西央的一种信条。一句话，这还未得确切的证

实；可是，我们尽可以说：这与安提阿学校的创办人，不是没有

关系的。

四 其余的亚洲作家

一、凯撒利亚·斐弥良（ Finnilien de Cesar臼），在卡帕多细

亚以及整个东方的主教中，占着→个极重要的位置。他可能写的

文章，都已遗失，他致西伯利央论异端人重洗的问题一书，是他

仅存的笔墨。

二、圣额我略显迹者，以二→三年左右，生于莲的新凯撒利

亚，父母是富裕的外教人。读完了文学和法学的课程后，他借同

他的哥哥，阿胜诺多刺，离乡背井，前往倍利脱有名学府，希于

法学上，再求深造，一件意外的事情，忽来打断他的计划。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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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年，为着家事，他们前往巴力斯坦的凯撒利亚；在那儿，他们

认识了奥利振。奥氏渊博的才学使他们－见倾心，就跟他求

学，共计五年c 二三八年上，他们决意回乡，动身前，额我略向

奥利振i卖了一篇充满朝气和诚直的冠冕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

→面感激天主赐给了他这样一个老师，另一方面他呜谢这个老师

燃起了青年弟子们爱好圣学的兴致。奥利振颂辞， Aσγo(

7ρoσψωνηT~o( eι（ Optγ'f3vηv 为了关于作者生世的抒写，是很有

价值的c 额我略回到新凯撒利亚后 就做 F该城的首任主教。他

的生活是个使徒的生活。可惜我们找不到多少具体的事实，一世

纪后，尼斯圣额我略以及 J个稳名氏为他写的传记，染着很泼的

神话色影c 他归化了几乎整个的市民。人们说他发的很多的灵

迹，不问它们真伪如何，总可以标志：他引起的影响是深刻的。

他曾出席二六四年的安提阿公会议二大概他死于二七0年。

额我略的生活虽然是个传教士的生活， [;J;！着他所受的教育，

他常有味乎神学的研究c 那个他自 F的短短的信理程式，是个很

好的证据F 在该和式里，他只谈圣兰；关于基督的神学， 4点也

不提。该程式巾，充满着形而上’字的氛围c 他的圣王论非常正

确；这个奥利振弟子的光荣，也就是他老师的光荣。三气位的区

别，他们的平等性、永远性，者f5说得确切不移c

额我略还有→篇简短重要的文字c 这是主才有关法纪的牧

函 c ( Epitre c 正

是i亥函的动初L 牧l羽第十」条，尤觉引人入胜了根据该雨，当时

在小亚细亚，巳存在着罪人忏悔的阶段： I. 堂门外哭泣， 2. 边

复活节室内听讲圣经，与望教者同时离开圣堂＇ 3. 在望教者行

列中跪于堂内， 4. ｛皆同｛言友，参加圣祭，可是还不能领圣体，

直至正式和圣教会归好为止c 圣巴因略采用的法纪，是相类的。

叙利亚、埃及、西方教会，没有予以采用；而且在西方，罪人在

正式归好前，视如望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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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圣额我略又 I. 翻译了训道篇，只是一种演义式的翻译。

2. 写了一篇献给歹奥蓬勃的“天主不能被动与能被动论”（ Sur

l’impassibilite et la passibilite de Dieu) c 这篇大概在他被选为主教

前写的巳他用哲学的观点指出：本不被动的天主也注意人们的行

为；又这个同 J的天主，在降生做人后．能被动的他，在不被动

的姿态下，战胜了死亡

我们已遗失了圣热罗尼莫所出的额我略书信，以及圣巴西略

所说的他与厄良（ Elien ）的谈话二在这谈话哩，萨伯利派妄以

为找到了他们的道理c 许多伪作，被人们尤被亚颇丰lj那拿里派放

在他的名下。在他名F出现的论，大半是膺品主

兰、圣梅托特是吕西亚的奥楞怕主教c f也是以反抗奥利振著

名的巧安瑟伯对他，为表示抗议，竟只字不提c 他的言行，所知

很少ο 他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对于占典文学很有兴趣，而且摹仿

得非常精明。他大半的著作是他仿柏拉图的谈语录c 他坚决地尊

重传统，因此在亚略异端发生ftlj ( f也是于气－ －•年殉教的），他

就早诋毁奥利振派的观察c

他的著作受了很大的损失〉现在部份存在的，或存在希腊语

原本中．或在在十 1材；纪的斯洛伐克语译本中士依照它们的对

象‘有属于护教学或神学的 注正在学的．以及伦理学的。

狭义的护教著作中．在圣热罗尼莫1R垂闭的许多反破w手lj

i仑；可是已全部沦亡俨他的“内由意志谈话”，是为批评诺斯士

学i兑的：现在所剩的，不过希腊语本的残段罢了。最后他攻击的

奥利振广苏格拉底提起的色侬（ Xenon ）谈话．在驳斥他的永远

造化论，看来就是丽爵所说的“受造之物论” c 奥利振在他有名

的“比都尼思”（ La Pythonisse ）里，承认撒慕尔显身的真实性，

梅氏作文予以攻击；该文也已遗失。可是，他的论复活的大谈话

的希腊语本及斯洛珑克语本还整个地存在着。大谈话题名阿拉

枫，这是帕大喇的一·个医生，谈话就在他家早 J 他在弥兰的普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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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利奥和奥利振的支持F，否认复活起来的肉身与现在的肉身的

同一性；相反的，安布尔和梅弥央为教会传统的道理辩护。

梅托特攘斥奥利振的讽喻主义，可是，他的若干斯洛伐克语

译文的注疏片断揭露：有时他违反他自己的原则，在多面几点上

也乞灵于讽喻主义： I. 关于食物的区别与户藉纪上的深黄色拉

牛（肋未记 19 章） ' 2. 关于麻疯条件（肋未记 13 章） ' 3. 关于

蚂蛙（箴言 33 章）与宣扬天主光荣的诸天（圣咏 18 章），如同

奥利振，他也神化地诠释雅歌；可是，他的雅歌诠释也已遗失。

关于神修伦理方面的著作，奥楞伯主教写了一本“啕教论”

或“殉教者论”已失传。“生活与智慧论”（斯洛伐克语译本尚

存）劝人们用世物一如借来的东西（实在如此），而把我们整个

的希望寄托于来世的幸福ο 梅托特的中心著作，尤推“贞操话

谈”，书名运席（仿柏拉图）希腊语译本还存在著ο

阿兰德（ A峭的花间里（德）十个贞女在酒席上轮流地，

歌颂圆满的贞德，群指出：这是基督徒生活的极峰，效法基督的

途径。阿兰德颁赐得胜枝于第八个贞女戴胁（ Thede ）。接受之

后，她就向基督，和他的净配圣教会，高唱二十四首感恩歌；为

了不能避免的重复，有点单调；可是，在这杰作里，洋溢着高雅

的情绪，深奥的神秘；缤纷富丽的镜头，不一而足。

贞德使灵魂像夭主与基督。基督是童贞之王，一如他是司

锋、先知、司牧、天神之王。贞德是天主，上智，七恩圣神的礼

物。只有圣神能刷新人类，引它进入圣域。贞德是金祭坛t，最

中悦天主的献品。它是百合花，义血祭。它是灵肉持久战的胜

利。这点，戴肋窃究地，强有力地，胜利地，予以发挥。在许多

篇幅中，显然地，杂着不少从奥利振借来的讽喻之花。

梅托特虽不及奥利振的伟大，而不过是第二流作家，可不失

为当代最早的神学家。



第十章三世纪的隐名著作

一东方隐名著作

（甲）正确的信德

在这非常有价值的五次谈话集中，阿达蒙爵（ A出mantius)

捍卫公教真理． －面反对两个马西翁派人标榜的二元或兰元论

（谈话 A与二）句 今面反对巴代萨纳的（ Bardesane ）一个门生；

他借发楞廷尼安派的支持，宣传诺斯士派的恶掘说，以及天主不

可能降生，肉身不可能复活说。被选为仲裁的外教徒欧脱罗巴不

但推重阿达蒙爵．又极依了真教。在作者的思想里，阿达蒙爵极

可能视为奥利振的化身；可是，既然奥楞伯的梅托特也出现于书

中．我们决不能跟圣巴西略和圣额我略肯定：该书的作者就是奥

利振。该书应是四世纪初的作品，而著作的地点院是叙利亚。作
者拥有优越的哲学知识，而且是个真正的神学家C 他的学说是独

立的，决不应该视作奥利振支派＝他也不以奥手lj 振为攻击的

目标。

（乙）宗徒训话

本书表示它所载的一切，都是十二宗徒，以及救主门生传授

的教义。这是一册最初的伦纪教典。根据不同的编辑，或许廿五

章，或许廿七章〉在指出了若干关于一般信友，尤其是已经婚嫁

者的训诲之后（一至三章），作者讨任论神职阶级的职权，先及

主教（四至十二章）。主教是教会的中心，对于训导，圣事教

务，他有绝对的威权；继以 F级的神职成员（卜三至二十章），

如神父、六日I、五品、司i卖，以及贞女、寡妇。最后几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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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至二七章），大斋以外（三二章），又提起若T关于教义的问

题：如死者的复活，教会与异教人间的关系，法律与圣经的

关系 c

这部十二徒训话（ Didache ）式的， rt1 很复杂的文献编成的

“宗徒训话”，虽然没有什么文学价值，却是独特的（它是教会

法纪史的宝贵资料。根据书巾教难的回忆，反诺华商央派的斗争

抒述，作者应骂是个叙利亚北部的牟个乡村主教．而著作时间，

应在三世纪后五十年中。

二西方隐名著作

这里，除去在t面已经提过的不少著作家以外，我们只指出

最著名的，而常被视为圣西伯利央写的几本。

一、论赌博，哈尔那克说它是教宗维克道→世写的，而且是

资格最老的拉丁语宗教作品：实际t, 1!1 于其间夹杂着圣人的笔

墨，与他不无关系 c 这是篇演讲，文章极平凡；可是对于赌博的

指责是很严厉的。作者应该是个主教，或者是个教宗；字型行

间，不但以基督代表白居，还强调了出自正式宗库的使命

二、复活 lJ计算法是为二四三年的复活节写的；［斗争J：在改正

众所周知的希坡利式法的错误。

三二、殉教论不但文辞平谈，内容也不见出色巳

其余归于西伯利央的著作．与上列的比较起来，还要逊色，

而且而定是四或五世纪的产物。

三致命实录

致命实录指记载 a切刑教者最后的言行， －面以资纪念，

而借作观摩乙遇到周年，在隆重的礼仪巾必予以朗读〉教l且可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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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抄录，互相授受。 303 年的教难前，安瑟｛自己得扭头上三世纪

殉教者的言行录编为很完整的一册。可惜，这个无价之宝已经遗

失，所剩者不过没有多大关系的片断罢了G ：丰安氏的 303 年，

31 l 年间，巴力斯坦殉教者蒙难报告还全部存在。

为了解教会初叶致命实录的价值，应当划分三类： 1. 官场

的正式档案，所i己的是殉教者被捕、受审，判刑的经过。这些文

件，常藏在文献室中，而信友们每能通过贿赂抄书；一份。这些简

略干枯的文件前，每冠以－种按语，或以说明原委，或以引起景

仰... 2. 殉教报庭，或是由目睹的证人，或是由耳闻的当代人士

写的n 这些报导虽不是正式的公报，它们的价但并不次于公报，

而且其巾不少→教会寄于另一教会的通讯。 3. 此外，还存在着

其它更多的，问世较晚的殉教记录c 官们的价值，应丁当看它们的

史料来源而予以决定。若干记录的价值是极大的；其余的，十之

七八，简直 4点价值也没有：因为虚构， j宣染，作者全凭幻想落

笔，纯以引人热心为目标υ

相反地，前面两种实录，在历史学，在护教学方面，那拥有

不容否认的权威，在这」些文献里，可说真理跃于言表；判官和殉

教者的言行心理，都描写得恰到好处，判宫们虽违心执法，可是

认为职责所在，不稍犹豫。殉教者为着信仰，缄默寡言，安然受

刑。关于前面几世纪的致命实录，只有四十件左右，其余的写得

较晚，可是，还能反映出原始文献的一部分。

所存的官场重要档案计有：

一、圣儒斯定和它的同志们的致命录。

二、非洲细黎阿信友殉敦经过 (180 年 9 月 14 日）。这一定

是当时的记录，可能就是官场档案。

三、圣西伯利央殉教省档案（258 年 9 月 14 日）。

目睹证人的笔记计有：

A、圣玻利加伯殉教录（写于 155 ～ 157 年）。



268 教父学大纲卷一

二、圣加玻、巴比罗、阿迦道尼斯殉教录 (161 ～ 162 年）。

三、里昂和维也纳教会关于 177 年殉教者的报道（写于

177' 178 年）。

四、亚波罗尼殉教录（ 180' 185 年）。

五、圣妇贝贝都和斐利西歹殉教录（ 203 年 3 月 7 日）。最

长最古的报道大概写于 303 年，执笔者可能是；武滔良。报道中所

述的奇见奇恩，并不就标榜，她们是蒙丹尼派，虽然作者对于该

撤怀着好感。



教父学大纲

卷二
伟大的教义世纪
（三 0 0年至四三 0 年）

导 L一
一
口

四世纪教父学概论

从圣亚大纳削起，到圣奥斯定逝世止的阶段，习称古代教会

文学的黄金时代c 1己’射出了万丈的光芒，它产生了数字空前的天

才，它遗下了打破纪录的权威著作3 如果把这阶段再予细察，我

们就要发现：三六一年，四三0年间的成绩，尤觉光辉灿烂。

这个阶段，或氓称四世纪，共历→三0年，可再分为两个阶

段心亚略和白拉奇异端的大纠纷，是当代表演的；而基督神学漫

长的斗争，是紧接着该阶段而揭幕的。在第一分阶段内（三0

0年至三六→年），亚略异端虽被斥于尼西亚公会议，虽经亚大

纳削与圣喜辣利在东西两方面，强有力地予以打击，还未能低首

F心。胜利的号角，是于第二分阶段内响起来的。当时云蒸霞

蔚．人才辈出；东方有巴西略、纳西盎圣额我略、尼斯圣额我

略，以及最有名的安提阿学校代表，圣金口若望（卡帕多细亚

教父）。在西方，有圣经学权威，圣热罗尼莫，有教会独立圣

师，圣盎博罗削，有圣宠圣师，全才圣师，圣奥斯定。通过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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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拉丁神学脱离了东方的，尤其是奥利振的案臼，进入了丰

个由他创造的化境。一群次流的作家，都以附于上列的各骥尾

为荣3

该阶段教父文学的特点如下：

＼通过这些博学士的笔舌，基督真理已获得典型的表现一

一开始，他们就运用古典文学，并且教育青年信友，注意言语的

艺术。

二、道劲的思想，一方面，来自－个坚决明朗的信条，另一

方面，由于深刻的哲学知识〔可是这点并不阻止他们对于古代哲

学士的理论，常抱着而种警惕，怕它们有违反基督真理之处A

三、研究的对象是普遍的二任何问题几乎都能得到圆满的解

决。注硫学、护教学、疑难学（ Controverse ），神学、神伦学、

神修学、历史、诗歌，尤其是雄辩学，各各寻获了无可比拟的

典型气

这些斐然的成绩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其间最重要的约有

四种。

一、帝国知识阶级的归正。这个运动，一方面，给予教会一

系列有才学，能说话的伟人，另方面，要求宣传教义者采取一种

更高雅的语言。

二、教会享受的一种相对的和平c 皇帝们归化后，教会进入

了 4个升平阶段；于是，有天才的好学之士，更能优游地研究文

学，从事伟大的著作。

兰、大异端掀起的浪潮，驱策公教学者在真理上，更埋头

苦干u

四、隐修生活的发扬，引导一群聪明博学之士，进入－种世

外桃源，在祈祷和静默的氛围中，加强真理的基础。当时几个最

伟大的圣师，都是修行者。



导 」4

日 271 

一 社会与知识的背景

（甲）教会与国家

教会与同家的协和，是四世纪所以异于前代的重要因素。教

会因密兰通谕，获得了自由以后，君士坦丁以及他的继任们，颁

给了教会越来越多的优待；中经举良叛教者一个短时期的:x~难，

终于狄奥多西时一跃而为国教。

这些教友皇帝的宗教政策‘是极有利益的 ζ 这堕我们想简略

地予以－叙。

一、外教主义→脱离它的靠山，一支持立的政权一－就到

处一落千丈；而公教使徒乃得深入农村，向还带着浓厚的外教色

彩的人民，宣传隔音。

二、为了政府的优待，神职阶级越趋发展，并且叮以自由

地，在祥和的空气中，执行它的任务。

三、管理各教区的主教，要坚持政府所颁的一切特典，而这

些特典，是每与各城市的发展，成正比例的。

四、比以前场面更伟大的会议，不in能频繁地召集，还能加

强→切议决案的威权c

可是弊端就从此发生了：

一、凯撒教皇主义（ Cesaropapisme ）这堕凯撒代表政权，教

皇代表教权。所谓凯撒教皇主义，就是政权十二涉教权的一种倾

向。换句话，国家的执政者想兼理教务。君士坦丁皇帝自视如外

场主教（ I'Eveque du dehors) 0 他最后几年，许多纵容亚略派的

措施，正好证明他的越姐。无疑地，他的儿子君士坦司一如圣亚

大纳削所说的，直闯入了“圣所” ( Lieux Saints ）。卡年之内

（三五 4年至三六 a年），他表现的凯撒教皇主义，是最恶毒的。

可惜，在东方步他后尘的太多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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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凯撒教皇主义更恶毒的，还有奴役主义。君王对于高

级神职成员的宠禄，使许多主教，尤其在东方，甚至放弃神圣立

场，一切惟君王的马首是瞻。正为了这个缘故（一种自由主

义），亚略能而且作了如许的孽，以及主教们所以不能坚决地提

出抗议，自由主义无疑地是祸殃根c

兰、亚略派主教团的作风，又产生了一种“信理自由主义”

( Liberalisme doctrinal）。东方圣亚大纳削，西方圣盎博罗削的抗

议，未能及时指出原则，以及强调教会神权的独立性。

( z, ）帝国四世纪已开始的分裂
它为了同家教会紧密的联系，更加强了这个恶潮流，戴克里

先分帝国为东西两部的计划，产出了最恶劣的后果。在吕西尼阿

失败后，君士坦丁皇帝于三工工二二年，重建了帝国，可是，仍未能

悬崖勒马c 皇帝驾崩，重新分治c 这决不是君士坦司二世的宗教

政策所能挽回的；这个分治不但没有协和民心，而且更暴露了东

西两方在政治宗教问题上，种种纷歧的见解。帝国的统一，狄奥

多西执政时罢花般一现后，分裂的状态就进入了决定性的阶段二

无疑地，蛮人的入侵加速了它的崩撮，可是政治分泊，实肇源于

极端纷扰的人心。

这个历史事实，是极有关系的；为了四世纪，大部份的，尤

其是东方的主教，抱着把教会系于国家的剧烈而危险的倾向。这

些.ill'.略派的主教们的倾向，就是在他们的错误的道理被放弃以后

还得不到严历的批评。基督教会的自古已然的通过了帝国的一统

而益趋稳固的统一性，势必因帝国的分裂而削弱，而且以帝国第

一个皇帝的名字为首都的名字一一君士坦丁 的东方部份，关

系更大。

（丙）大圣师们的影晌

产生于基督教会内，而我们将予以记述的大圣师们，向教会

通过他们的伟大著作，表示一个最坚决的信德，而使关怀于某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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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的信友．企望着各种纷扰的宗教问题的答案c 这个信德在若

干匆匆归正的心灵上，还j昆着残余的夕｜、教习尚 3 这些风尚，圣师

们跟着君王，强有力地予以攻击，圣金口若望是其中最著名的一

个，甚至为此舍生致命。四世纪的希腊罗马社会，在文学和哲学

t，都有深切的修养；为此在信理上，也i甫望予以了解。这个进

取心理，如得其当，是很好的；如失其骂，是极端危险的。为

此，在批评当时兴起的异端，和研究纯正教理潮流的路土，是会

利弊互见的。

三四世纪的异端

这里．我们只想极简单地予以一叙；其间比较重要的几个且

待后述；其余的则请或读专书，或阅－般的历史。

在四世纪内，我们找到了至少十种异端c 前面五种是关于圣

三或基督神学的；后面五种的对象，是各各不同的。

一、亚略领导的一派，否认圣子的天主性，因此，也就否认

圣主，而摧毁降生救赎的信理。

二、神人中间派（ Pneurnatomaques）否认圣神的天主性，那

末也就否认圣兰。他们的异端无非是亚略异端的发展。他们所以

时被称为亚略派或半亚略派，就为了这个缘故。他们还被称为马

其顿派、马拉敦派、或特鲁i左派。

三、萨拍利领导的一派，表示三位不是实际（阳alites ），而

是变态（ Modalit臼），就是单独的→位天主的不同变态。这派又

称福定派，为了福定把它与领子说（ Adoptianisme）混合后，当

予以强调伫福定（ Photin）是塞密安主教，盎西尔的玛则禄的门

生，伽oovow？； 的拥护者。

四、亚颇利拿里派为强调基督的天主性，标志救世主的人性

不是整个的c 它只拥有肉躯和觉魂，它的灵魂就“圣言”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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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聂斯托略派否认基督的一位性，而指出他又有人位，又

有天主性；那末．他就不是人而天主的人（ Homme-Dieu ），或天

主而人的天主（ Dieu-Homme）。聂斯托略异端，发生于四三0年

左右；可是早已包藏在安提阿学校标榜的基督二元论（ Dualisme 

Christologique ）中。

六、狭义的奥利振主义指奥利振关于世末论，尤其是地狱之

罚的暂时性论。亚历山大里亚学校标榜的广义的奥利振主义，指

」手中明哲的神秘注疏学。后者不应该与前者并为」谈。

七、摩尼派标志彼此矛盾的，永远的善恶二元论，且谓物质

界精神界的一切神秘的最圆满的解释，就在二元的矛盾巾。

八、多那，武派强调，只有圣人和义人是此世有形教会的份

子；而圣事的有效性关于执行者的圣德。

九、披雷杰派标榜，为行善避恶，人的意志，在伦理界中，

具有一种全能。他们虽不否认圣宠的存在，却否认圣宠对于意志

的需要性。

十、柏利阿拉派宣传→种由萨伯利主义、摩尼主义、和奥利

振主义？！在合的主义c

四 亚历山大里亚与安提阿学派

在异端中，我们只指出了反基本的慕督教义者c 圣师们虽不

脱正统的范围，在阐明重要信理时，却显出了不同的倾向乙那些

倾向，在东方表现得尤为露骨。归纳起来，亚历山大里亚为－

派，安提阿为一派，传统者为－一派。

（甲）亚历山大里亚学派

一、亚历山大里亚老校，三世纪时，认识了两代价值极不等

的学者：克来孟和奥利振是开山祖，特尼·提阿诺德

( Theognoste）边理阿（ Pierius）是后继者。亚历山大里亚新校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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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了整个的四世纪。新校的代表，在埃及，有亚大纳削，狄狄马

育者。他们虽忠于奥利振的原则电然于使用！二是和l~爱的 O 四世纪

末日十‘卡帕多细、!V_ifj匠，是奥氏最光耀和最明白的门生〔

二、关于亚历山大皂、E派的忡化注疏学：（ L'ex居gese 叩ir山ali卜

sle) ，前边已有相吁的评论（这皂，我们再提出几点，以完成它

的写照 C'

二、在该“神化注疏学”巾，包含着四种较大的倾向：

l. 周知的神秘主义，是i亥注疏方法的柏神，这个神，gg，主义

(E!if.'i仰大主（ La contemplaliun de Die1t ），或直接地式问接I也在他

载诸圣经的言语内，或在他的I：程巾 这种瞻仰的倾向，为他们

的神学，向当发生，个良好的影响 J

2. 柏拉图哲学不但使他们感到兴趣，又使他们通过附的观

念，以及通过神的观念得来的」切，作l同一的J厅向走去。

3. 在抖1宇：上，他们对于圣言神性坚定的信仰，引导他们作

出父子同体的明朗结论。他们的教会传统精神，使他们从奥利振

的著作中，不ru页更活跃的关于从属说的论i周．而圈出肯定圣子神

性的辞句ζ 尼西亚公会议的（伊001；（］ιο｛），他们一致予以接受重

视c 天主的独一性，是他们→贯地最强调的 a点，甚至时被控为

萨伯利主义者。

4. 在基督神学土，他们特别注意他的神性，神位，而忽略

r他的人性，正如在注疏学中，忽略了神性」般无异υ 亚历山大

型亚派强调基督实体的和位置的统－性；后→代的圣济利禄．更

强有力地予以标志；甚至基督品性论者，引以为问道、

（乙）安提阿学派

一、安提问学派的历史．口J分作三个阶段L 刁

1. 发韧阶段，白工六0年起，到兰六C：年止；包括琉细安

(Lucien ）和陶罗德（ Dorothee ）的最初渊源，以及四世纪中，

琉细安门生的活动ζ 琉氏门组：叶l ，不少服膺在略的从！再说者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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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光荣阶段始于三六0年，终于四兰0年，在该阶段内．

产生了若F知名的人物，如夫富维安，塔苏斯的第奥德卢，莫舒

爱脱的德奥陶罗，以及圣金口若望。

3. 衰落阶段，四三0年后，因聂斯托略派攻击该派的方法

道理，乃日趋 F坡。

二、在注正在学方面，安提阿学派与亚历山大里亚学派，是最

对立的。为攻击对方过激的讽喻主义，它原则地指出：圣经的一

切篇幅，都有它或本来的或假借的字面意义。通过希伯来语，或

希腊语结构的观察，通过圣经作者间相似的篇幅的比较，通过文

范历史的解释，人们可以从譬喻中找出真的用意。在本身或借假

的字面意义以外，还有根据字面意义的一种象征意义，目的在阐

发新旧约间的关系c 实用的准则如－－r:

1. 每一页圣经有它惟一的字面意义c

2. 这是第一个应该指定的意义。

3. 这个意义绝对不能是无用的，矛盾的，示辱天主的。

4. 它是象征意义的（如果有的话）基础。

上列一切准则是明智的，足以遏制亚历山大里亚学派方法引

起的非非之想。这些原则本是很好的，可惜安提阿的老师们，未

能个个避免右倾。“处处以文施和历史观点为观点的批判，终使

圣经在他们手里，简直是种俗世作品，而无天主的气味可言”

（边罗 Pirot 语）。在字面方面过度的重视，产生了在字义方面

的一一圣经天授的部份 过度的轻视。他们为矫正一种偏见，

陷入了另一个反面的偏见。

三、安提阿学派别的若干本是合理的倾向，似加深了上列的

缺点。

1. 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崇尚神秘主义，安提阿学派推重伦理

主义。这个主义驱策圣金口若望写出了不少无瑕的杰作，可是莫

舒爱脱的德奥陶罗的著作，却染t了披雷杰主义，和自然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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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

2. 盛行于安提阿的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倡导→种钻研的方

法c 它是缤密的，积极的，分析的，稍嫌粗俗的，接近唯理论

的，并且冲淡了若干人的传统精神c

3. 在神学上，安提阿派清楚地标志圣经指出的三位的区别，

为强调它们的真实性，群称之为 V7TOσTασL( （实体），甚至使闻

者多少认为：它们不但是一种物体，它们是因物体而区别的。因

此很多的安提阿学者，对尼西亚的 6µoovmo？ 不表示赞成。他们

的作风，是因于前世纪沙漠撒得的保禄，就在安提阿，滥用了这

个字。他们虽标榜三个 V7TOσTασι 可是根据奥利振的若干语

句，通过 4种近乎根掘的从属说，在表面上，维持了天主的独

J性。①

4. 最后，关于基督神学，安提阿派尤爱阐发救世主的人性。

他们强调圣经字面，甚似忘掉人性和天主性在圣子的物体联系。

这种在基督身上，人与天主的区别，不待聂斯托略，已足引人否

认（人神） ( L’Homme-Dieu）的存在c

（丙）传统学派

在上列两学派的旁边，四世纪时，还站着人们所称的传统学

派c 它的最知名的代表，四世纪初叶，有奥楞伯的圣梅托特，末

叶，有圣爱比法纳。耶路撒冷的圣济利禄，根据他的著作，也应

该列于其中。安提阿的圣欧斯达邱司，也不在例外。他在教育

上，似没有受到琉细安的影响，他所以一开始，就强有力地攻击

亚略和l奥利振，和成了众矢之鸪，就为了这个缘故。

① 注： Hypostasis 在希腊本中标帜本质，安提阿学派，始用以解释

位；之后就沿用着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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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四世纪教理的进展

（甲）信理

四世纪时信埋在二点上啕获得了隆型的决定二

＼尼四 ill'.公会议（三二五年）宣布圣子是天主，与圣父阿

斗本者（ il7TOOTσo() 这个公式虽未见于福音任，为拨去关于这

点的z王雾却是合法的，；有用的，而且必要的 J

1、后经罗马核准的气八」年的公会议，在足西亚君士坦丁

堡｛言经中指出：圣神一也是夭主：“生动之主，发于圣父， J\立与父

子同受钦崇

：气、最后，教宗意诺增爵手fl左息马斯，在厄弗所公会议后

（四二 A年七冉度申斥披雷杰派时，肯定原罪的存在，以及宠

佑的需！置。

那些大圣师在异端斗争中，几乎都参加工作。为精密起见，

宣言中时参夹者若干新名词， ( 6µooucno~ ）就是个例子。教父

们为说明这些进展的合理化，每乞灵于圣经以外的历史口传3 吁

时希腊和拉丁圣师｛门，虽－致强调口传的权威，还未能确切地予

以分析。从前代教父圣师得来的证据，远Ii世纪中，才有声有

色。圣奥斯定且把一种习用的宗教礼仪当作证据。他反对披雷

杰，号 l用儿童普遍受洗的习惯，证明原罪的存在。再者，当时大

家还没有视口传为教会的经常训导，至少已 A致承认教会的不错

误性，这个不错误性的机构，虽还未经确切地指定，可是大家承

认宗座拥有－种特权。

（乙）神学

信理进展的时候，神学通过若干教父的研究观察．也有长足

的进步c 其间最有名的神学家，在东方，有圣巴两略，有纳西盎

的圣额我赂，有尼斯的圣都：我略；在两方，有圣吉辣利，尤有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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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定。哲学在他们的研究中．自然有相当的作用，在尼斯的额

我略和圣奥斯定的著作内，哲学的影响，尤觉显著；可是，不该

夸张其同：哲学给予神学的，不是什么新同素，而是一种更深刻

的了解。大半的教父，对于狭义的哲学，多少带些怀疑c 他们要

求于哲学的，不是理论，而是准确的名词以及研究的方法。

伦理神学在四世纪时，通过圣经注解 一跃而为一门最重要

的科目气圣金口若望和圣盎博罗肖rj 的著作，很多是关于伦理神学

的。盎博罗削的神职人员的职责论，简直是个伦理的综合。至于

圣奥斯定的作品，从对象方面讲，虽是道理的，几于常与伦理发

生关系；而且大圣师认为道理是伦理的基础。

伦理学的 A支神修神学，在古人看来，彼此没有多大分别，

它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I. 隐修生活的倡导者，圣帕科密阿斯，

圣巴西略遗F了他们的修成准则。 2. 公教信、修主义的老师们，

不但指出了它的精神，还标榜了一种普遍性的神修论；择其重要

者言之：在东方，有圣尼勒、伊法尔、圣金口若望，和卡帕多细

亚诸学者：在两方，有圣盎博罗削，圣势罗尼莫，尤有奥斯定。

在一切思想领域内，奥氏到处占着重要的位置τ3. 传统道理的

捍卫者，一面指出奥利振主义，和披雷杰主义中违反神修的主义

的错误，一面高举圣宠的权利c 圣奥斯定对于神修的供献，强于

那些无条件强调意志力的人士。

六关于宗座道理的发展

（甲）问题的核心

教会内宗庄的存在，是种教会统一的必要性，和因素条件P

A般的圆满的教友生活，也少不得，~c 教会既然是个真正的社

团，应该拥有半个社团的统一性：欲实现这个统一性， A个中

心句 4个统一肢体的首领，是必不门J少的 u 再者教会杂于－·tJJ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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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A 目标为目标的社会中，除非甘心放弃它所以存在的目的一一一

信友的整个的基督生活一一’的大部份，它应当坚持它的独立性士

为达到这点，为了它的特性，它只有通过那个系个体于整体的精

神力量，以及那个所以使各体组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威权。就单在

这个角度F，一个拥有特种权能的机构，也是不可或缺的。何况

在教会国家相互关系融协之际，奴役的危险性，是很迫切微

妙的。

无论一个高级机构的重要性如何需要，人们不能说宗座的真

正的基础就在这里。实际上它的惟一基础，是基督对伯多禄说的

那句话：“你是磐石，在这块磐石上，我将建立我的教会，地狱

的恶势力决不能毁灭r仨”（玛 16 : 18 ）二“你喂养我的羔羊，你

牧放我的羊群吧”（若 21 : 15 - 17) ！这个宗庄的存在，出于基

督的意志；这是由他宣布的，这是一个信理）不能错误的，直接

受天主默启的宗徒们，需要这样的靠山。软弱的，易受地狱恶势

力攻击的后任们，也需要这个砾柱c 基督在伯多禄，和他的后任

身上，指出这个砾柱，尤其是为在宗徒后代表教会的人们的。那

末，宗座的存在，首先是个信理。

这个信理，…→如别的一切信理，是在已经存在的原则下，逐

渐发展的。如基督透露父、子、圣神的讲话的了解，是缓进的。

基督的“你是磐石……牧放我的羊”的隆重诺言的了解，为了

它的无穷的实际性，也是缓进的c 这个实际的条例，应该应付各

种复杂不同的环境；发展是由需要引起的；一切信理，尤其是在

敌人的攻击F长成的：四世纪给了我们一个典型的例子。吁代的

风雨，从王方面吹打过来：（’）来自社会环境；（二）来自异

端人，白热化的争论，教友基督精神的薄弱；（三）来自东方宗

主教区的组织。关于最后一点，应当特别予以注意。

（乙）宗主教区

溯白查士丁尼皇帝始，在拜占庭相传教会是由五个宗主教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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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的。这是个新观念，在以前的文献里，是没有根据的。教宗们

每爱强调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提阿三个宗主教，坐在同一

的圣伯多禄宝座上的观念c 这是加尔西顿公会议以前的事情c 教

宗圣良．为了该公会议创造新宗主教区，尤其是君士坦丁堡区，

根据这点，提出抗议c i亥宗主教区，三八一年，君士坦丁堡公会

议议案第三条，在荣誉观点下，当予承认；而罗马则予以攘斥c

杜歇纳指出：“无论五宗主教民系统，三大宗座系统，都不能代

表原始的观念。在君士坦丁以前，本没有所称的兰大宗座问题

的。尼阿亚公会议明朗地指出了亚历山大里亚宗座对于埃及各主

教［：；｛的职权；可是立含糊地谈f安提阿宗庄的职权。它也绝对没

有说：“这两个或与或不与罗马宗座联结的宗座，组成一个合法

的行政机向，或对于整个教会，或只对于罗马帝国的东半部”。

实际上那两个宗座的职权，没有坦出它们的省区 r 厄弗所在亚洲｜

罗马帝国行省，也有相类的净个宗座c 它虽是宗徒建设的，不久

就被三世纪才成立的拜占庭君士坦丁堡主教民取消。君士坦丁堡

以藉朝远的荫眩，尤其是为了→种主教咨议会兼皇帝宗教最高法

院的组织，日益发展；终于通过加尔问顿东方主教的拥护，一跃

iTIT为宗主教座（四五 A年） c 教，~~圣良虽） L度提出抗议，不见予

以接受、

这些组织，不扣l用意如何，不过是地方性的宗教组织；虽拥

有相当大的领域，决不能与宗库同日巾’语：为了宗座无论职权方

面，无论领域方面，都是神授的，而且普遍的。可是．这些新组

织能发生恶劣的后果，边藐视宗座；日久天长，边会鱼目氓珠。

实在，四世纪时，在苛腊领域内，从叙利亚到君士坦丁堡，像存

在着－个由若干大主教区组织的教会独立行政机构，而至少在直

接关于信德的问题外，有拒绝接受罗马指导的倾向。

这些新组织的后果是：（一）宗主教民间的冲突，始于安提

阿与亚历山大里亚，继于君士坦丁堡：（二）为了缺少一个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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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的高级机关，教医间常发生骚扰分裂的现象，我们一读教父们

圣巴西略，纳西盎圣额我略的著作，就可以找到它们的迹象严

（三）政府干涉宗教问题e 为了主教间的倾轧，这类事情，在君

士坦丁堡越来越多，圣金口若望就做了他们的牺牲。

这些恶劣的后果，白圣金口若望死后，更引起了强有力的反

抗。教宗们向整个教会，东方也不在例外，提出宗座的权利门它

们终于明朗地受到承认；这虽在五世纪，教去圣良执政时，才达

到峰顶，可早已开始于前。在这里，一如别的一切信理仁，罗马

宗座的崇高性，因教会的传统啕基督对伯多碌的诺言，存着 A种

合法的发展。

（丙）关于宗座的信理

一、罗马主教们自视为圣伯多禄的继任者，因此，也坚持首

任教宗的特典c 这是他们的职责；假如他们没有表示，就等于放

弃责任；们们的喋卢，可以视作他们使命的反证。侥幸，这个反

证没有存在c 教宗中最强调他们的职衔的，有儒略一世、达斗

萨、西｜斯、意诺增爵一世、左息马斯、设尼法爵一世。应当指

出，只有他们自称伯多禄的后任；安提阿的主教们，虽像也有予

以提出的理由，都没有提出过。就是那些拒绝服从罗马的主教，

也没有提出这只王牌。他们的」切行径，纯以政治观点为根据；

说得深刻一些，简直是没有根据可言的。至于该权威的实际，虽

是很复杂的， A定地，它不纯是荣誉的；在纪律信理方向，它拥

有」个实权。不多的叮是有代表性的历史事实，足以升为证据c

二、最重要的历史事实叫 1. 在信理方面，（→）圣达斗萨对

于亚颇里拿利的制裁（兰七七年） c 这是在教！天会议中，由圣巴

西略提议的；接着，整个东方教会，一律予以接受（气七八年．

亚历山大里亚公会议，三七九年安提阿公会议） c （二－. ）意诺增

爵一世及左息马斯对于披霄杰主义的制裁。他们的禁令是决定性

的，东方教会也 f承认；且以录入厄弗所公会议以决案中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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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纪律方面，若干无理被解职的主教，不顾 4切，每向罗马

E诉。这足以证明罗马主教在行政纪律方面，有情核教区议案之

权。这个职权，曾执行过几度，虽成败是有参差的 3 圣亚大纳

削，君士坦丁壁的保禄，盎西尔的玛则禄，圣金口若望不都做了

亚略派的牺牲么？这个向罗马七诉权，是撒狄格公会议的议决案

（气四二三年）。它受许多东方主敦的政击，可部是亚略派的，绝

不能代表教会的传统ο 可是，它在困难中进展着；到了五世纪中

叶，己成一致公认的法权。

气、在这些历史事实外，四世纪的教父们，也有关于这点不

同型的理论3 后面，我们将择其最着眼者，予以叙述c 若干论

调，为了清楚地提出了关于宗座的两种因素： l. 圣伯多禄的首

席性， 2. 圣伯多禄继任者的首席性，是完整的二别的论调称为

不完整的，为了执言者，为着不同的目标，只强调两者之一。例

如圣金口若望，在他的讲话里，只谈了伯多禄的首席性；历史家

安瑟伯只说伯多禄到了罗马立了座位？从若干作家对于该问题的

缄默中，我们不能有什么结论c 圣喜辣利虽不谈教宗的首席性，

可是他也了然于心， I~！为在他的历史著作片断巾，他援引了撒狄

恪公会议上教宗i需略的 A封信，内称各地司锋应当看伯多禄宗徒

的座位的马首。一个作家在这个问题上不应夜有的城默，最多表

示他没有予以相当的重视而己，决不能说他的缄默就是否认。现

著的表现于言行中的否认，只出诸异端人，尤其是亚略派的口，

或那些不知不觉中，已中了他们的毒的人、应当明了：教会传统

的信德，不应当到那些人身边去找。 A个古代作家，所以拥有教

父的权威，纯为了他是传统的人证，他所说的是与传统符合的J



第一部伟大的教父

世纪的初叶
（三 0 0年至三六 0 年）

第一章亚略异端

亚略学说的争端

亚略学说的争端，几经历了整个的四世纪。为了解教父们的

使命和思想，应当认识他们所攻击的异端的代表人物；同时，也

应当注意该斗争自身的，以及来自皇帝们不同的态度的复杂性c

为明朗起见，我们把它分作四个阶段。

（甲）君士坦丁执政阶段

亚略异端的核心，在否认“言＼天主子，基督的神性。三

二0年光景，亚略在亚历山大里亚，开始宣传他的谬说ο 他的学

说，三二0年，被斥于亚历山大里亚公会议，兰二五年，被责于

尼西亚大会议。会议壮严地宣布：天主子是与“父”同体的

(oµoovrrιoOo 君士坦丁下令驱逐亚略和他的重要干部。干部领

袖，尼哥米底亚的安瑟伯，不久受宠于皇帝；迅速地，尤其在叙

利亚和小亚细亚，召集了很多的主教，控诉尼西亚公会议所用的

( aµoovmo？） 带着萨伯利的错误（或称变态说）。为若干右倾的

亚略派，变态说，不过是个幌子罢了：因为他们的主宰说，实在

和它没有多大差池。为那个采取奥利振的从属说‘而过甚其辞的

凯撒利亚的安瑟伯领导的一派，这倒是出诸真心的c 尼哥米底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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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瑟伯，巧妙地网罗这一切，而且在该两派的拥护于，从君士

坦丁皇帝获得了一系列的反尼西亚派的措施： I. 三三0年，安

提阿的欧斯达邱斯的被逐， 2. 亚略的复位， 3. 经北尔会议撤职

( Ill'略派）的亚大纳削的驱逐， 4. 三三六年，经君士坦丁堡会议

（亚略派）撤职的盎西尔的玛则禄的驱逐。

(Z ）君士坦司二世及空斯通执政阶段（三三七至三五0

年）

西方皇帝空斯通对于公教徒的态度果是友善的；可是东方皇

帝，他的兄弟君士坦司（三三七至三六一年），烧着教条主义的

狂热，不久就被安瑟伯派所惑，本已归来的被逐者，只得重上征

途：玛则禄于三三八年，君干坦「堡的保禄于三三九年，圣亚大

纳削于三四0年。最后，人且往求助于儒略一世ο 其余从前向教

宗也上诉过的东方主教．拒绝接受他的命令，而且在安提阿，召

开了→系列的意在兴罗马决裂的会议。

三四一年，五月到九月，所称的（ Concile in Enc<eniis ）是

最著名的。宫发表了至少三种声明：第一种与教义无关的，第二

种特别责斥了萨伯利学说，第二种是攻击盎西尔的玛则禄的。第

四种可能或出于后来的）个会议，或出于四个往见空斯通的四个

代表主教的声明，申斥了玛则禄学说，以及狭义的亚略学说。亚

略派内中和派人数，虽蒸蒸日上．却再认撒狄格会议；虽不阻挡

会议复那些主教的职，以及申明他们的权利，却不表示予以接

受，可是，三四五年，他们在安提阿发出的宣言，比较缓和得

多c 该宣言称 Macrostiche ，或称长fit：言，就是安提阿会议的第五

次宣言。西方皇帝对君士坦司的建议，在撒狄格会议后，如在撒

狄格会议前，使东方教会获得了一时的和平。兰四六年，十月二

十→日，圣亚大纳削，重新回到亚历山大里亚。

（丙）君士坦司二世执政阶段

君士坦司二世，做了统一的皇帝后（三五0至三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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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略派主来兴风作浪，想、强制整个帝国接受他们的学说。塞密安

会议，撒了塞密安主教福定的职位，又宣布了一个新的信理宣言

（称塞密安第一！寓言），他们要求皇帝使西方不拥护亚大纳削 c

君士坦司在阿尔肋（芝五三年）和密兰兰五五年的公会议中，

努力促其实现，并且流徙了反抗者。于是亚略派，看倾向的不

同，公开分为三支派；它们轮流地获得了君士坦司的宠幸ι

最先得到皇帝支持，以及通过他得发表密安第工宣言的一

派，是亚略右派，他们主张绝对的主宰说，不但不承认“言”

是天主，还肯定他是与天主不同的；因此被称为（ Anom阳JS)

阿诺梅派c

亚略中和派，在他们面前，团结了起来c flj当时，只仇视萨

伯利派的他们，在盎西尔一个会议里（气五八年）声明：“言”

在性体方面，与“父”相像的。接着在别一个塞密安会议中，

收集以前各种文献，表示他们的信仰。这个相对纯正的新寓言，

不是整个的；正为此‘它是危险的c 它被称第三号塞密安宜言，

自然还是经君士坦司核准的。反对（ Anom手ens ）的中和派，称

半亚略派，或称（ Homeousiens ）奥梅阿派。

可是，不久亚略正派，通过别一个比阿诺梅（ Anomeens) 

更细腻的论调，复得皇帝的欢心。他们标致“言” f象“父

是在拒绝用（ en；σ1；α ） F放弃了 （ oµo山σw（） 和（ oµoo{Jw（） 这
派人（ Hom居ens）看政治重于教义；三五九年，他们发表塞密安

宣言第四号c 若干主教在 oµolo? ( Semblable ）旁边，填入了

(xαTeX 作avrcx, en tout ），这样（ av白白）就被取消了。可是，不

久，在另一个新的，拟于色吉斯尼凯（ Nike en Thrace ）的文件

中，（ xm＆ τavw ） 也被删去。皇帝因（ Hom的时的诱惑，运

用暴力诡计强迫集于里米尼的西方主教团，接受他们的“信’

经” c 签字署名的主教们，在提出了不少的“保留观点”后，签

署的文件，虽不是典型地异端的，总是亚略派的“信经”，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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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经＼这足以象征政治上的胜利。无论如何，人家不能

说：亚略的信经，已是教会的和主教团的信仰。三五八年回到罗

马的李盘尔 Lil玲re 教宗．没有参加这些纠纷ζ

（丁）君士坦司二世后（三六一年至三八一年）

尼西亚信经出现，是当代教会伟大的胜利 2 君士坦司死后，

尼西亚运动就揭幕。在西方它神速地发展着c 圣盎博罗削罹升密

兰主教时，亚略派己走入穷途（三七四年）。在东方，为了未楞

斯对于亚略的袒护，以及安提阿教会的分裂，尼西亚运动．进展

缓慢 r 可是， 一方面，仗着圣亚大纳削，尼西亚运动提倡者和支

持者的权威（气六二年），另方面赖着卡帕多细亚学者对于一体

( une nature ）三位（ trois hypostases ）可能的证明，运动是有效

的。气七七年，教宗达马萨的罗马宣言，三三七八年三七九年间，

整个东方予以接受。二二七九年．戴奥陶士来｜拉J ＇征服了还在踌躇

的人们。三八一」年，否认子及圣神神性者受了君士坦丁堡公会议

的正式的处分c 这个会议本是地方性的。后来争得了整个教会公

会的威权c

二亚略与他的初期同志

（甲）亚略（二五六年到三三六年）

一」、亚略生于平1］比亚；与尼哥米底亚的安瑟伯，同是安提阿，

琉细安的门生c 四世纪初迂尼埃及。二0八年左右领六品，三～」

0年左右膺锋品，三一三年，任亚历山大里亚， j皮加利本堂。聪

明豪放，能方善辩，堂堂的相貌上，笼罩着一层庄严刻苦的空气。

他的温柔尖锐的言语，善于掌握心灵。可惜这些优点，不过是个

杰傲虚伪的内心的外衣罢了。极其顽固的他，就乘机在亚历山大

里亚，宣传一种沙漠撒得保禄领子说的新学说。关于他与他的主

教，圣亚历山大的决裂的史科，虽不是根本矛盾的，却是分道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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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的。三二0年，亚历山大里亚会议予以责斥；他就避往巴力斯

坦，继赴尼哥米底亚，下榻于他的朋友，安瑟伯家中。在那儿．

为宣传他的学说，写了锺席（ Thalie）其间有散文，又有诗歌c 三

二五年，尼西亚第－次大公会议，是针对他的；遂被流于伊梨手lj

根。三三一年．上书君士坦丁皇帝，浮泛地表示他的信仰，皇帝

虽予以郝免，圣亚大纳削仍予以拒绝。亚大纳削被流放后，他想

重来亚历山大里亚，可是未能实现。三三六年，仗他同志们的吹

嘘，被录入君士坦丁堡神职阶级，正在预备胜利进城之际，在五

脏迸裂的惨状中（ Diffusa sunt viscera 咛us），撒手长逝。

二、亚略著作中遗传下的计有 1. 由圣亚大纳削保存的建席

的若干片断， 2. 两封一致尼哥米底亚安瑟伯（三二一年），一致

亚历山大里亚主教的信（尼西亚公会议前） 0 3. 上君士坦丁皇帝

的信仰坦白书。

三、这几篇简短的文件，还能清楚地指出他的信仰。

1. 天主唯一，他不是受生的（~怡ν叫rnO 。他的性体，是
不可能流通的；唯一的天主以外的→切，是通过他的意志，从乌

有中创造的。

2. “言”是天主与世界的中间，他在时间前存在着，但不

是永远的。有个时间，“言”并不存在（ ~V 1TOTεOTε ovxTi v) c 

3. 所以“言”是受造的 （ s( o听 OVTWV γ句ovs ） ，他的受作
的；（γsvηr6（） 如果说他是受生的，受产的（γω叫ηr6（） ，这该

指他的“领子性”（ filiation adoptive ）。

4. “言”本性地是能错误的，可是他的伦理的正直性，使

他避免一切的坠落，他虽次于天主，可是天主不可能再造一样比

他更完善的受造之物。

亚略的道理，一开始，就圆满地发展着。经过了安瑟伯派的

修改，比较缓和的亚略学说，就是（ Anom岳阳s ）阿诺梅派的

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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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尼哥米底亚人安瑟伯

安瑟伯原来是培利脱主教，后迁尼哥米底亚。他在皇宫荫

下，享受吕西尼阿的宠幸c 二三三九年，他设法撤君士坦丁堡，保

禄主教的职而代之到死二他是亚略的朋友和同志，朝廷上一切所

以攻击尼阿亚信经的保卫者，以及扶植亚略和他的同党们的勾

当．从君士坦丁到君士坦司，他始终是个主动者＝实在，在道理

上，他比亚略还要前进；可是子腕软惰，运用模棱的语调，稀薄

化他的思想，而使反对尼两亚信经，色彩不同的一群组成同一的

阵线c 亚略学说的斗争，所以扩张到埃及以外，他实在是个大罪

人。他虽没有什么著作他的通信是繁多的。现在所存的，只有

由提奥多里特保存的，他在尼阿亚公会议前，到太尔藻冷的一封

信。信中他明朗地肯定：“言”是受造的。

卡帕多细亚的阿歹利邬是个诡辩学者，亚略学说的热列拥护

者。他因以出名的著作，尤推那卷所以驳斥盎西尔的玛则禄，以

及所以证明：“言”是受造的文摘。

他也写了多种注疏，尤其是关于圣咏、四史，和致罗马人

书的。

三亚略派重要代表

（甲）阿诺梅派

该派最有名的作家，有亚伊细阿斯，攸褥灭，以及攸多克萨

斯c 兰个亚略学说因以获得胜利的西方主教，塞密安的热弥尼，

新齐杜努（柏尔格刺德）的邬文萨，以及班诺尼亚，麦萨的未

楞斯，都不算作家。

一、亚伊细阿斯生于安提阿．三五0年升六品，举良皇帝执

政时握不管区主教，兰五0年后，带头重新标榜纯粹的亚略学

说，又把热烈的亚略份子团结了起来。他的“不受生产的和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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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天主论”， J共包括四七个枯燥的以证明凡是受生的不可

能是天主的理论。他又罗列了三百个别的相类的证理。

二、攸褥灭是亚伊细阿斯的门生兼秘书；三六0年，做了西

西格主教；不久为了不愿与奥梅阿派同流，自动辞职。他先借同

亚伊细阿斯，继在他老师死后，做了阿诺梅派的领袖c 该派又称

攸樨灭派；那末，他在该派中的声誉，可见是一斑。他一贯攻击

尼西亚信经。他的著作计有：

1. 辩护书一卷，大概写于三六一年；圣巴西略予以驳斥。

2. 辩护的辩护（ Apologie de I'Apologie）是所以答覆圣巴西

略的。

3. 上戴奥陶士信仰坦白书（三八三年），皇帝没有予以接

受。他的学说是纯粹的亚略学说。

三、攸多克萨斯是安提阿主教，初同情于亚伊细阿斯和攸蒋

灭。三六0年，改进奥梅阿派，就做了君圭坦丁堡主教，终死于

位。他是未楞斯执政时，亚略派的领袖。他没有写过什么真正有

价值的东西；现在所存的，只有若干平凡的片断。

( z, ）奥梅派
一、凯撒利的阿加斯称“独眼者”，三四0年左右，做了安

瑟伯的后任；可是，比他的前任更热烈地拥护亚略学说c 兰五七

年或三五八年，他撒了耶路撒冷圣济利禄的主教职。塞琉同；·lf -

君士坦丁堡会议中（三五九到三六0年），他脱离了阿诺梅派和

奥梅阿派，仗着君士坦司的庇荫，一跃而为时代的骄子。他在安

瑟伯后继续发展凯撒里亚图书馆。他写了两本著作，一以攻击盎

西尔的马则禄，一以歌颂他的前任。他的若干注疏著作片断c 因

爱比法纳的援引，还保存着。

三、厄麦萨的安瑟伯，虽不大注意教义问题，也属于奥梅

派。他是叙利亚人，读书于以得撒、安提阿、和亚历山大里亚。

三四一年，安提阿会议要他接受圣亚大纳削的位置，他坚予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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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射；继任厄麦萨主教，到死才出缺。他是个冰雪聪明的大著作

家。他的反犹太人，反外教徒，反诺华西央派的作品，他的创世

纪与迦拉达书注疏，他的福章论赞，什么都没有留下。可是，在

凯撒里哑，安瑟伯著作中的“反萨伯利论信德”两篇，人们说

是他写的。或用他的名字工刊印了致民众和隐士书五六篇，周年

瞻礼圣经演讲， 一四五豆豆－四二店，都是没有丝毫根据的

气、 1\T.奥田舍的乔治生于埃及， 子F始，就是亚略的同志、

逃往叙利亚后，就做了那边的主教，他的厄麦萨安瑟伯传是有名

的；苏格拉底曾予以分析，他还写过驳斥摩尼派论，可是已经

遗失勺

（丙）奥梅阿派或半亚略派

」、盎西尔的巴西略于气兰六年，接了盎两尔马则禄的位。

或说他在撒狄格会议后，离了他侵占的牧座，这是很可怀疑的；

可是，三五0年后，他一定在位，当时，他的赫赫的威权，几可

与君伫坦丁皇帝时，尼哥米底亚的安瑟伯并驾齐驱c 反尼西亚派

耸裂的时候啕他是奥梅阿中和派的领袖；第三次塞密安会议席

上，他战胜了阿诺言梅派c 可是，在若干声明下．他承认了塞密

安会议第四号通告」他终受了奥悔阿的打击，始于塞琉细亚

（兰五九年），尤在君士坦丁壁（兰六0年）、看来就在那个时

候， 」方面为掩盖他的败北，另方面为表示他的态度，他写了

篇冗长的神学回忆，阐发盎西尔的信条ο

巴西略坚决地反对阿诺梅派的态度，使尼阿亚｛言条的拥护

者，怀着予以说服的希望工圣喜辣利善意地研究他的教条，认为

不少可取之处5 圣亚大纳肖lj ，在他的“宗教会议论”里也异口

同声；在兰六→年举行的会议中，他仍予以强调。可是，在教义

角度下，巴西略始终是个伊oi~aw｛； 派，性体相似派c 而且，他
的逻辑终于把他引人否认圣神神性的阵营口有人把他看作教会典

型圣三道理 一体兰位←一的代表．真正错误透顶了。巴西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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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没有承认过神的一体论。在神学回忆外，巴氏又写了反马则禄

论，以及童贞论。

二、舍罢斯脱，欧斯达邱司，出生卡帕多细亚，是个严格的

苦修者；流行小亚细亚的主宰说，是由他输入的。他的门生夸张

其词，染了古代的节制说（ Encratisme ）。四世纪中叶，冈耳

Gangres 会议，予以责斥（三四0年）。欧斯达邱司像没有受到

什么严历的处分。为了三五六年左右．他还是舍罢斯脱主教。就

在那个时候，青年巴两略将来的凯撒利亚主教，从雅典回来创导

隐修生活于卡帕多细亚。在亚略异端斗争中，欧斯达邱司始为奥

梅阿派，可是于之六0年也接受了一奥梅派的信条。之后，未楞斯

执政时，被遗赴罗马，代表他的组织，与四方人士磋商。他在教

宗李盘尔 Lihere 的载着 6µ00~σw（ 的信条上签了字。回来后，在

a个时期内他是圣巴西略的朋友。之后，同他决裂，又恶劣地诬

告他，终于陷入半亚略派。一句话，这是个缺少毅力的人，抗议

教徒虽尝提出反证，但无济于事。

三、马赛陶尼阿斯是三四二年，三四六年间，君士坦丁堡的

懵位主教；三五一年，芒六0年间，他是半亚略派领袖之一c 他

虽否认圣神的神性，他自己似没有予以声传。至于尼哥米底亚主

教，马拉尼阿 Marathonius ，却是该异端的宣传者c

（丁）亚略派的历史家

在上列的亚略异端的理论家外，我们想提出该派的两个历史

家；就是萨实 Sahinus 和菲罗斯托才（ Philostorge ）。

一、萨实是赫刺克利亚主教，半亚略派c 他写了一部公会议

历史，自尼赛公会议起，直到未楞斯皇帝执政ο 书巳遗失，但苏

格拉底曾予援用。

二、菲罗斯托才是五世纪阿诺梅派的后起之秀。他写了一部

圣教历史，计十三卷，自亚略异端开始起‘到四二五年止。该书

若干冗长的片断还保存着二



第二章 凯撒利亚的安瑟伯

一 安瑟伯的生活与个性

｛甲）生活

约二六五年，安瑟伯生于巴力斯坦的凯撒利亚；陶罗德神父

－手予以教育之阿伽庇护主教升 1也为司择后，在凯撒利亚校长庞

斐学者指导下继续攻读勺他肉都非常崇拜奥利振，而且都好学不

倦，因此更进而结了金兰之好c 他毕生努力搜求各种子抄本，使

已经琳琅满目的图书馆，更加生色。当时他已开始发掘宝贝的文

献而以传之后世。古代殉教者名录，是他最初的著作。戴克里先

和伽理略难为教会时，庞斐被捕入狱，安瑟伯白动陪往。在监狱

里，他俩共同写了有名的“为奥利振辩护”。三O九年，庞斐殉

教后，他的忠信的学生为老师写传，共计三卷；圣热罗尼莫称它

们为最当于词藻之作τ 安瑟伯为表示对于老师的崇拜，又兼自称

安瑟伯庞斐 E~σε ＇ ow' nαψ叭入OU ，他；；t逃到太尔．后到埃及，

终于被捕，可是没有被戮c 伽理略经靖通谕发表后（三一一

年），他又执笔驳斥悍的尼亚总督，海厄委克利加于教友的污

蔑二同时，他整理了他的八卷圣教史（ Histoire eccle siastique ）己

君士坦丁和平通论发出的翌晨，安瑟怕被选为凯撒利亚主

教；可是在掌理教务之暇，仍研究学术。除继续他的巨著圣教史

外，又写 r两本新的字it护著作，一本是反对教外人的， →本是反

对犹太人的二可’惜，他的神学是很不稳当的。三二0年前后，亚

略异端起，他偏于亚略方面。可能他对于奥利振思想肤浅的研

究，是他所以陷入歧途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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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阿亚公会议时，他也是个最受人注意的主教。他拒绝接受

奥同乌（ Osius）以及大半出席者拥护的华oov们o（；他认为这个

名词啕带着萨伯利主义色彩。菲罗斯托才说他与尼哥米底亚的安

瑟伯是一致的；我们不以为然，看来他自成了倾向从属说的」

派。尼哥米底亚主教提出的信经草案，出席会议的教父不予接

受乙是否他的提案，被会议采用基层议案．而终于增加了

6µnoz~σw（？ 根据他致他的教区的 A封信，很像是这样；但是很

可怀疑的。亚略派人菲罗斯托才，以及参加会议的圣亚大纳削，

都说信经草案是奥两乌拟的；而且批判学者指出：该文献的罗马

风格，是血而易见的c 安瑟｛~l 为了该文献中载者，写时已经流行

于罗马，然在东方还认为可疑的“同性体的”（ Consubstantiel) , 

不但予以欢迎。可是，为了肚拂逆皇帝的意志，也勉强等了名。

同到自己的教区后，他就发出公函，向信友表示他的态度和

道理。

安瑟伯不久就违反诺言，加入反尼西亚公会议者的阵线c 他

在教区会议中，攻击尼西亚公会议中的重要人物：如安提阿的圣

欧司达邱司，圣亚大纳削，和盎西尔的马则禄。他因三兰六年，

a个亚略派会议的要求，一再发表了控诉马则禄的文件c 那个本

来不很可靠的尼两亚份子，是被该会议撤职的。极得君士坦丁宠

幸的他，询皇帝的要求，为他作传，藉以i先雪因他版依公教而蒙

受的批评。｜对此，这部传记，与其说他是历史，不如说它是颂

词。这本传记，是在皇帝驾崩后才完成的。三兰五年，在出席控

诉圣亚大纳削的“强盗”会议后，他又去参加耶路撒冷亚纳塔

西奉献典礼；他的冠冕堂皇的讲话，他将于君士坦丁壁三百周纪

念大会巾，重予朗读。他死在三三儿年，三四0年间，他的后任

阿加斯也是亚略派；可是，较为彻底，而且将为亚略进步派的

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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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性格

安瑟伯的才学是很普温的c 在他的著作中、历史、地理、注

正在、护教学、神学、雄辩学．都有它们的领域c 他是个学者，叮

是与他的“学者老师”奥手lj振，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好奇而又

好学不倦的他，凡是文学，不问他是世俗的或宗教的，他都要去

研读，并予摘记。他的圣教史是最著名的。他的圣经学及护教学

的渊博性，是有｜一l 皆碑的。

相反地，在教义方面，他只在皮萨伯利主义中，受到注意c

可是，在斗争最剧烈的 6µooumo（ 问题上，他未能表示一种明朗

的见解，这大概为｝’在伊oovrno( 仁，沙漠萨得给他的影响太深

刻的缘故；他所以徘徊于歧途，也无非为了这个站在他面前的黑

影J 他的教义观点，虽不很清晰，不出宗奥利振的一种浮泛的从

属主义已实在，安瑟伯的独特性是薄弱的；他的学问，阔度大而

高度小，他的文章， ＆般地讲，是平淡死板的 c

人们每批语安瑟伯对于君士坦了的奴颜性（ Servilisme ）二这

个名词似乎过于凶悍c 他很崇拜和I怀念君士坦丁；皇帝’也对他表

示崇拜关怀 lit们认为．这不足以指责安瑟伯．为了当时历经戴

克型先、伽里略、吕西尼阿教难的信足，对于这个伟大的皇帝，

部抱着与安氏同一」的心理c 无挠地．他在他写的君士坦丁传里－

k泊媚了皇帝产他也自私白手iJ±也运用皇帝的宠幸，为得到 A个比

凯撒利亚更臣贵的位置r 人们也批评他在著作中的虚荣心太重；

这是很浮面的，而且为像他以写作为人生目标的学者，这也是不

足惊怪的。

比较严重的‘就是他的自由主义ο 为了爱好和平啕或为了缺

少对于整个真理的爱，他每在传统教义上，做了不应 i亥做的让

步。最后我们可以同巳敦威（ B且rclenhewer ）一」道说：为 r安瑟

f白缺少了能配合他广博的学识的 A种刚毅的意志．和坚决的良

知，虽他的著作等身，虽他的若干著作价重连城，他的名字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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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印象是模棱两可的c

二安瑟伯的著作

安氏的著作，可归纳为四种：一、历史著作，二、圣经著

作，三、护教与神学著作，四、论说与书信。

（甲）历史著作

」、圣教历史是他最重·~的作品，安氏著作中，最受后人援

引的，也就是它c 共计十卷，头上八卷写在三一三年前，卷九写

在三一五年，卷卡写在三一七年；全部的校阅，大概在三二四

年。书中关于教会初叶的考据，是极丰富的3

作者先为基督写了篇简传（卷一），然后叙述教史，自宗徒

迄茹达战争（卷三），自奈龙至狄西阿（三、四、五、六卷）。

六卷的大部份篇幅在传奥利振，而后缕述三世纪末（七卷）四

世纪初的教难，至于三. －年（八卷）；而后记君士坦丁战胜马

克森，吕西尼阿打败马克息民（九卷） 最后述三二一年君士坦

丁战胜吕西尼阿（十卷）。圣教史是以基督教会的在一个由基督

徒皇帝统 A下的罗马帝国的胜利结局的。

安瑟伯的圣教史是第一流的，无价的著作。少了它，前边三

世纪的圣教会面日，几乎无从认识c 他的功绩能根据可靠的资

料，而且还能把资料的大部份来源，也报告我们。该书对于古代

教会，给了我们许多的史料，各种的文献，国家正式的档案，以

及别的著作的分析文摘。它实在是个宝库，而且作者是坦白的，

虽然他的同情心使他删去了若干不应该删去的历史事实。 →般地

讲，他的批判，在主i代是惊人的；他晓得细心地辩别说合在珍珠

里的鱼目内可是他的著作，不是没有瑕挡的。人们说他的著作缺

少综合， Jtr:i亥 A笔叙述的史迹，竟散见于多处，新经目录，就是

一个例子 3 书中繁多的文摘使人会把他的历史当作，种文献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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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若干文摘太简短，不易索解。最后 安瑟伯对于西方没有多

大认识；这大概因为他不识拉丁语的缘故。可是这些小缺点，无

害于他著作的伟大性。基督宗教的”希罗多德” （自rodote) , 

“圣教史鼻祖”，这两个人们送给他的徽号，是很正确的。

二、年表（ La Chror叫ue）自然也是安瑟伯的光荣；可是为

我们不比圣教史的有趣。 i亥书本称通史（ ( Histoire ur盯erselle) c 

作者似只完成了非洲人儒略（ Jules Africain）的未竟之工。

年表包括两部份： （→）年代史（ Chrnn吨raphie ），这是根

据占经，以及各地历史家传述的牌坊而写的各民族史 c （工）历

史年代列表（ Canon des temp，；），在该表里，作者把王二三年前

的各地历史‘并行地予以叙论。希腊本所剩的，不过若干片断。

可是，第一部在亚美尼阿语译文中保存着。第二部，在圣热罗尼

莫的拉丁语译本中保存着。而且圣热罗尼莫为三二五年到三七九

年间的大事，做了一个表。

三、君士坦了传共计五卷，写于子，王五，三四0年间，目的

在为大皇帝驳斥外敦人的嘲突c 作者挥着夸张的，主观的歌顷之

笔，叙述皇帝与教会的关系～可是，明眼人通过表面的色彩，在

与别的史源充j质 F，获得许多可靠的历史事实 书中有卡六种考

据文献，虽都不能绝对保证不是膺品 J

四、安民其余的历史著作 l. 巳力斯坦殉教者记（兰O三，

王一→年），是很宝贵的；谈记录共有两种；短者收入了作者的

圣教史中，长者是片j叙利亚语写的； 2. 古代殉教者记，也是极

有价值的，可惜所存者，不过若干断简残编 0 3. 庞斐传，共计

二卷，写于气→0年光景，己遗失；所存的只有被人援引的若干

简短的文字r

( z, ）圣经著作
」、圣经地名表关于圣经地理，安幸在！遗给了后世， ··－个宝

贵的文献：。numw,ticon 0 他把圣经上的地埋名词，照字母的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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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一简单地予以抒写；再附以地名的变迁表。这本小册子，

圣热罗尼莫不但予以翻译还予以补充。它可说是巴力斯坦以及耶

路撒冷地名全表c 圣经地名表序指出了安瑟伯的别的关于巴力斯

坦列同地理的气种著作： l. 古经民族名称，尤其见于创世纪者

（卡至十一·章L2，古巴力斯坦，以及十二民族的分配； 3. 耶路

撒冷和圣殿图（遗失） ο

二、注正在著作计有 l. 圣咏注疏（所存的有一一八首圣咏注

正在L 昧瑟利的安瑟伯曾予译出。 2. 依撒意亚书注疏共十或十五

卷，大部份存留着。 3. 路加福音注疏，存在的只有一哩鳞爪（

这部著作，虽不是权威之作，也不是没有价值的己为了他在注疏

学上，是宗奥利振的．他的讽喻色彩，也是很浓的。可是，他的

历史家观点，使他作出了较好的字面注疏。他联系前两种注疏方

法的尝试，是有些成就的。

气、多种关于圣经的著作，都是引人入胜的。

l 圣经目录（ Canons evangeliques）是－种四史合编；他把

圣史们的相类的篇幅平行地，一行）行并列起来，于是它们中间

的异同朗若列眉？后代的四史合编，都把它的为滥稿。

2. 在圣经难题答案（ Questions et Solutic 

中’安瑟｛IJ解释了圣史们关于耶稣童年、受难、复活记录的表面

矛盾。圣奥斯定在他的“圣史协和”中（ De Consensu evange

listarum），在更伟大的场面下，更强有力地予以批判c

3. 安瑟伯还写了 A本“古圣祖多妻和子孙繁踊论”以及

“复活节论＼最后一本，是于三三二年，献给君士坦丁的；该

书写作的动机，是尼西亚的复活节争端。所存的片断，为了它关

于圣体和弥撒，后代学者常予以援引。

（丙）护教与神学著作

一、福音前奏（ La Preparation evang巨l叩ie）是 A种研究基督

教义的导言；它指怎样在学说方面，伦理方面，甚至时代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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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教与基督宗教优于外教。

二、新经物证，新经向犹太人证明基督宗教的真实性，梅瑟

古教不过是它的预备。上列两种著作，第一种计十五卷，第二种

计二十卷，写于三一五年，三二五年间

主、神的显现写于三三三年光景， i十五卷，是新经物证的撮

要c 它的叙利亚语译本还保存着c

四、一般性的导言，在先知书摘录的名目F，从六卷到九卷

还存留着。

豆、反悔厄委克平lj是对海氏非拉来脱（ Philal岳the ）书的→

种坚决的，澈底的‘嘲笑的抗议二海氏t幸亏二0七年，伽理略执政

时的悍的尼亚总督J 他指出关于基督的一切，克异于赛凡尔七世

时＼菲罗特刺塔捏造的“提雅那的阿波罗尼神话” （生pollonius

de Tyane) c 这部书大概写于二二一年．三一子三年间。

六、别的不少的辩护著作，已经遗失、J 计有 1. 反玻菲利书，

共二五卷。 2. 圣教tu导，和圣教证据. 0 3. 答复和辩护二卷c

七、安瑟（自挟义的神学著作．总计两部c 这是他应君士坦丁

堡亚略派会议（三三之五年，三三六年）的要求．为驳斥盎西尔

的玛则禄写的；而玛氏就在该会议中，被撤职的 3 两卷反玛则碌

书（ Contra Marcellu日1 ）以及教会神学（ De ecc lesiastica Theolo

gia）都是明朗地攻击萨伯利主义的，而可能有理地，或错误地，

说玛则碌是该主义的宣传者c 安瑟伯在该两部著作内，并没有清

楚地表示他个人的见解

（丁）演讲与书信

一、薛尔蒙（ Si1mond）用安瑟伯的名字刊印的十四篇福音

讲话，（ Homelies ）不是全部他写的；至少头 t两篇，应当归诸

尼麦萨的安瑟伯。

二、三个冠冕演讲，还保存着：第→个发表于太尔（兰一

四年或二三 A五年）， －座教堂的奉献是它的动机；第二个发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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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于坦丁堡，为了皇帝二十年一次的大庆（三三五年）；关于殉

教者的最后一个发表于安提阿（叙利亚语译本尚存在） c 若干学

者把君士坦丁对教会的演讲，归于安瑟伯。该演讲组成了君士坦

丁传第五卷。

三、安瑟伯书信应当是繁多的，可是，除去下列主封，都已

遗失。

1. 致卡尔皮亚诺书；它被用作圣经目录导言。

2. 致夫雷西罗书；它就是教会神学的导言。

3. 致凯撒利亚教会书，写于尼西亚公会议后。书中，安氏

指出他在会议中的责任和态度c 公会议通过的信经，是由他拟

的。至于后来加上去的 6µ00~σιo（，它解释：子是从父的性体内
产生出来的（与T证。由L叫）；子与父是极相像的（ Omnino Si

milis) 0 这个解择实在是个遁词，而且＋－足证明：安瑟｛白是将、来

人们所称的奥梅阿（ Horr削1脑sian

别的若干书信的认识是靠人们的援引 O 其间致君七坦西亚书

（君士坦丁皇帝的姊妹）是最著名的c 书中所论的，是关于一张

基督像的问题；后来在圣像敬礼纷争中，该像也成了一个批评的

对象。安氏拒绝把该张圣像寄给公主；并向她指出：根据圣经和

神学，任何圣像敬礼，是悬为历禁的。大家晓得三C五年，或三

。六年初叶，西班牙，蔼维尔（ ELvire）会议明朗地攘斥这种敬

礼。安氏可说是这个潮流的东方代表。安氏平凡的道学权威，不

因此而稍抬头。

Eusebe de Cesa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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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Cesαree, clans Diet. theol. , 1527 -1532, ( Bibliogr. 1530-

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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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

在东方，尼西亚信经最著名的拥护者有圣亚大纳削，亚历山

大里亚的圣亚历山大，安提阿的欧斯达邱斯，以及盎阿尔的玛

则禄。

（甲）圣亚历山大

圣亚历山大是第→个打击亚略者。他不但在三二0年的会议

中予以攘斥，又在两封极宝贵，到现在还保存着的， 一为简短的

公函（ Epistola Encyclica），一为致君士坦丁壁亚历山大书信里

（大概也是公函），予以批评。第二封信比较长；反亚略异端的

驳义，更是针锋相对的c 圣亚历山大在该信巾，强有力地指出了

真正的信理：“言”不是受造的，他是永远的，他是天主；为了

他是受生的，他似次于“父”；他的性体就是父的性体

( ggavrnv ono( ITαTρ6（） ，这个术语内隐藏着惧。o~aw( o 圣亚
历山大的福音演讲．除了若干叙利亚语的片断外，都己遗失 2

(Z: ）安提阿的圣欧斯达邱斯

他生于旁非利亚的西特，初任叙利亚蓓蕾（民ree ）主教，

后于三三四年，兰三C年间，任安提阿主教。尼西亚公会议开幕

日，在君士坦丁皇帝前，致开幕辞，以及会议进行期间任指导

者，大概都是他。公会议后，他采取严历的步骤，对付他自己的

教区，和整个叙利亚的亚略异端人。他是安瑟伯派的第 A个牺

牲，该派人先攻击他的私生活和道理，而用三二：二九年，或三三0

年举行的安提阿会议予以撤职；后批语他的政治思想，而使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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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丁皇帝予以流徙。他被逐于色雷斯的拉耶诺坡利（ Trajar叫附－

lis），不久就死于异域（年月日不详）。

→、据骚适孟（ Sozon 

的作家；可惜他的等身著作．几乎沦亡确尽。所剩的只有若干注

疏作品（关于 Haxaemeron ，圣咏，以及箴言）的片断。

现在所传的他的尼西亚公会议开幕辞是膺品；同样地．托他

的名字的从“辣阻禄、玛利亚，和玛尔大方面来谈基督”，根据

内部的神学术语，是五世纪的作品 c 他的许多书信，圣热罗尼莫

时代，还存在着．吁是 1日他的··灵魂论．．终归沦亡。

欧斯达邱斯最重要的著作，是反亚略派的：共i十至少八卷；

除掉若干片断外．也都已遗失。他的著作巾，只有攘斥奥利振的

毕托尼斯（ De la Python旧e）还整个地存在着。欧氏强调：发现

于撒乌尔的，不是撒慕尔；他又一般地i~毁亚历山大哩亚的讽喻

注疏法。四世纪末叶，安提阿伟大圣师们标榜的字面注疏法，实

在是由他提倡的，－c 人们除非认为是个…般的传统发言者，很能把

他击于该学；民或说他是个萨伯利主义者，那是没有根据的。他

的反亚略异端论．是很正确的

二、欧斯达邱斯被撤职后，另成立了一种组织（ Groupe eu

stathien ）。安提阿教会，到气六0年电常在亚略派掌握中产于是

选出了梅内思（ M吾lece) c 到那个时候，他虽是奥梅阿派

( Homeousiens ）而且是由奥梅派（ Hom臼ns ）选任的主教，不

久，就声明接受尼西亚信经（兰六二：年）。亚略右派举出了另一

个主教（三六0年），以与相抗n 安提阿就有了气派，欧斯达邱

斯派，亚略派和梅内思派u 梅内思派因亚略派的衰落，而日趋发

达3 夫雷维安，接了梅内思的位置后．终于获得了罗马的承认。

可是欧斯达邱斯派一贯地与罗马为敌。在冷是该派的一个领袖司

择，他是由卡腊里，琉息斐祝圣为主教的（三六二年） 0 他和他

的继任者，厄华利邬（ Evagrius ），后来都经罗马核准。三九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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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罗马才承认夫雷维安。在安提阿，争端仍继续者。可是大半

的欧斯达邱斯派人，服从厄华利乌c 五世纪末叶，当圣欧斯达邱

斯的遗骸，移葬安提阿时，最后 A群反抗者，也都俯首下心c

实在，安提阿的分裂，始于在冷被祝圣为主教的那天（三

六二年） c 欧斯达邱斯派认为：梅内思主教，虽不是亚略派，可

是与该派很接近；那末，在道理的观点下，对他也不能不提高警

惕c 而且在在冷的做主都是不合教律的，安提阿人大多不予赞同c

在圣亚大纳削，以及李盘尔跟他与在在冷往来后，情形更紊乱不

堪，而且在这四世纪的末时，因此发生了严重的后果。在宗教方

面，安提阿教会虽没有与罗马真正同等的权威，在叙利亚和小亚

细亚，都拥有相当大的影响c 这个分裂使尼西亚信经的胜利，姗

姗而来：因为教会的整个胜利，基于罗马宗座领导地位c 梅内思

虽与罗马分裂，可是他于三七九年，在安提阿举行的，由 153 个

主教组成的会议中，使会议接受了教宗达马萨于三七七年罗马会

议后，寄给东方的信条。这种分裂，更影响了教会的统一。为了

种种的误会，东方与罗马之间，发生了不少的磨擦；这点，圣巴

西略在他的书信中，也曾予提及ο 圣金口若望在夫雷维安与罗马

重归于好的过程中，尽了最大的努力。

｛丙）安西尔的马则禄

四世纪初叶，马则禄正任盎西尔主教。他是尼西亚信经的热

忱拥护者。他的一部反卡帕多细亚，阿斯戴利乌（ Asterius ）的

著作，尤引起了安瑟伯派的仇视c 在一本书名不详的著作中，列

论了耶稣的受属问题（ De Subjectione Domini ) 0 他驳斥了绝对的

从属论。亚略派，根据他们一贯的作风，控诉马则禄，服膺萨伯

利的杂著领子说（ Adoptianisme ）的变态说。这次的控诉文件的

执笔者，是凯撒利亚的安瑟伯。可是，他的思想是模糊的，他的

若干理论是不正确的；正统派的学者，开始时，友谊地予以解

释。君士坦丁堡亚略派会议（三三六年）撤马则禄主教职；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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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世与撒狄格（ Sardique）会议，于三四0年，接到他的信仰

誓言后，先后向亚略派，提出抗议。圣亚大纳削，直到马则禄的

门生福定（ Photin）泪乱了老师的学说后．才予放弃c 圣喜辣利

和圣巴西略，清楚地，不与为谋c 可能于毛四四年，三五0年

间，他重新回到了他的教区二他写了多种关于他的学说和信仰的

说明书；可是，除掉三四0年，他致儒略一世的信仰誓言外，都

已遗失。

一西方

在反亚略异端阵线中，有些人始终坚持传统学说，有些人跟

着琉息斐却｜白人另一歧途。这里，我们先分别予以列论，然后谈

李磐尔教宗。

｛甲）坚持传统学说者

＼奥西乌于二九六年，升任高尔度主教；西方亚大纳削是

他的徽号一大概他主持了尼西亚和撒狄格两个公会议。签名录

上，他的名字常居第一位～他虽也运用他的笔墨，然曾乞灵于他

的言行，一生在西方捍卫信理c 三五四年，或三五五年时，这个

百龄大老，还勇敢地，可是有礼貌地写信给君士坦司（三五四

年）。他答署了塞密安信条二号．这是他临时的弱点；他的高

龄，他的恶劣的健康，衰弱的脑子，都足以减轻他的责任。边脱

拉（ Pitra ）于 A八八八年刊印了他的→种格言录。塞维尔．伊

西多鲁曾提过他的两种著作，可是都己失传了。

二、圣安瑟伯于三四0年，出任昧瑟利主教（飞＂erct>il) 0 米

兰会议后（兰五五年），被流于东方各地（巴力斯坦、卡帕多细

亚、埃及），直迄举良执政（三六一年）回到自己的教民后，他

继续坚决地用言行，文章，攻击亚略异端。他大约死于三七0

年、信友视以为殉教者。他的至今存在的著作，只有三封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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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的凯撒利亚，安瑟伯的圣咏注释，已经遗失。

三、美立阿斯·维克道冷生于非洲，时在芒。0年左右。他

教授文学于罗马；他的演讲和著作，争得了大大的声名。三五五

年，版依基督教会后，写了若干关于宗教问题的作品。 1. 圣热

罗尼莫才tti吾他的驳斥亚略异端A的著作（ Adven 

De ger ·atione divini V erbi D号 horn＜削sio rel丁ipiendo）’说它们都是

很暗晦的，只有博学者能懂的；作者运用新柏拉图哲学噜攻击亚

略异端c 2. 他的保禄书信注释（迦拉达书、斐理伯书……厄弗

所书）比较浅$－ ~Jl:号；可是，根据热罗尼莫的见解，这位文学

教授的神学教育，简直是零 此外．还有两种反摩尼尿的著作，

以及三首颂扬圣三的歌词 7

四、圣芝诺是三六二年三八0年间的味罗那主教飞他的博

爱，他的反外教主义，尤其是反亚略异端斗争，是最著名的c 他

的九兰篇反亚略异端演讲还存在着；其中关于圣兰和至圣童贞女

的十六篇，在文学方面，尤其是在道理方面，是极有价值的。作

者的言语透露了，他出生于非洲。

五、非巴特（ Phebade）是亚仁的主教；三五七年，或三五

八年，他强有力地，可是中节地写了反亚略派书（ Lib巳r contra 

Ariano时，或称塞密安文告第二号，别的两种在他的名下问世的

著作，看来是属于另 A个作家的。他死于王九二年后；在他的反

亚略派著作巾，他明明抄袭了战滔良以及圣喜辣利（当时在监

狱中）的论调c

(Z ）陷入歧途的学者

一、卡腊型的琉息斐，生性暴历，才学平凡，他用的语言是

－般人民的。阿尔肋会议失败后（三五三年），李盘尔教宗于三

五四年，遣他同味瑟利主教和安瑟伯往见君士坦司， f卑得另开一

个会议。兰五五年，为了他和若干主教，在米兰反抗皇帝，同受

了流刑；他在东方，渡过了六年。兰六二年，他回到安提阿，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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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地祝圣了欧斯达邱斯派领袖碟i令为主教；不然该派人很能跟从

公教主教梅内恩、丁三五五年，三六，年间，他向君士坦司递呈了

→系列至今还存在的辛辣的著作：对异端人没有妥协（ Denon 

conveniendo cum hot>reticis ），论叛教君王（ De Regihus aposlati

cis），拥护圣亚大纳肖lj (Pro Sancto Athanasio ），不同宽赦背弃天

主者（ Denon parcendo in Deum delir叩ientihu，；），为夭主子舍生

（耳，fr》rien

也离7「了他O 在亚！对山大里亚会议（干：六二年）收纳 r安t足阿

的梅内思，以及悔过的亚略派人日，！也就与圣iIE大纳削和整个的

教会脱离关系二影响所反，使琉息斐右派，直到四世纪末才

消灭3

伞、从这个支派产生出来的作家有：

1. 罗马的喜辣利；他是个六品，曾写了若干论异教人（亚

略派自然不在例外）应当重受洗的小册子〉

2. 福斯定（ Faustin）是个可择，三八0年左右，写了→篇

信仰宣言（ Fi des Theodosio imperatori oblata），否认自己是萨伯利

派；又针对亚略派，写了圣三论二稍后，与马塞冷（ Marcellin) 

司锋合作‘写了为被难的琉息斐派向皇帝呼喻（ Libellus precum 

ad lmperatores) c 

3. 蔼维尔的额我略，是琉息斐源最有名的代表。他的文学

著作是别致而丰富的，计有：

（→）《反 \If略抵论正统｛古德》（ De fide o巾od什xa contra ari-

anos ） η 

（二）《论奥罪lj振关于圣经的著作》 ( Tractatus Origt咀is de 

libris s吨. Seriqturarum ）「

（兰）《雅歌论》（ Semons sur le Cantique de,; Cantiques) c 

（凹）《论诺厄的方舟》（ Tractatus de A 1凡 No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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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李盘尔的作品

李盘尔从三五二年起，到三五八年止，做了六年的教宗：著

作虽不多，可是其间若干种是极有关系的＇） 1. 三五三年，圣盎

博罗削的姐妹，马塞利纳穿修会衣日训话。 2. 三五五年，米兰

会议后，与君士坦司谈话，这是对于皇帝－切苛求的强硬抗议；

3. 书信十三兰封，其中四封可能是膺品．学者议论纷纷c 那四封

简短的信．是很重要的，因为看它们是杏出于他的手笔，而李盘

尔“坠落问题”（ La chute de Lil论re ）是会异观的c 在研究这个

问题前，先应吁提出历史家几乎」致展认的几点c

A 、学者－致承认： I. 李盘尔开始做教宗的时候，是亚大

纳削和l尼阿亚信经捍卫者：为了他反抗君士坦司的偏袒亚略异端

政策，曾被流于色雷斯的盘来，先后共两年（三五六至三五八

年）。 2. 三五八年， A如圣喜辣利，他也j襄斥亚略派中掀起的阿

诺梅；（ Anom岳i; ne ）他又支持奥梅阿（ H忖H时岳isme ）派，在若干

保留F，接受了他们的信条；这个妥协性的步骤，圣亚大纳削于

三六0年，也表示赞成。 3. 李盘尔初 f6］至lj 岁马，适j主君t：坦司

末造，奥梅派得势， -8才不能有所作为；追皇帝驾崩，尼西亚信

条复兴，他再作 f正义的表示而赢得了人们的好评。

工、李盘尔教宗流徒时，尤其是王五七年间的生活，还是个

可挠的阶段。他有没有赞成阿诺梅派，甚至签署了他们的信条了

这正是喜辣利历史著作中，所载的那四封信的第四第六两片断所

论的。

在王五七年写的致东方信友，追求和平（ Studcns paci ）的

信里，教宗表示：在召亚大纳削遗赴罗马，而被拒绝之后，他重

与东方信友，以及公教诸主教亘归于好，而与亚大纳削离脱关系

（片断四）。夭主化（ Pro deifico）→信里，片断六指出，为什么

教宗等到这样长久．才与亚大纳削绝交可信中他也声明，他以公

教信友的立场，接爱塞密安信条．还要求了结他的流刑。根据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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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辣利片断后的签名录，信中所称的塞密信条，一定是塞密安信

条一号c

“为了我晓得你们”（ Quia scio vos）是封求朝廷主教邬萨司

与未楞斯营救的信c

最后J‘我不教授”（ Non doceo）是写给前宗座公使．加苦

亚的味增爵的。他在信仰上尝屈服于阿尔肋勺信中指出自己的见

解的变化，还请向皇帝代为i兑项c 对于这些书信．怎样去批评

口~~？首先，我们应当明了咱这是与教宗不能错误问题无关的 c 即

使这四封信是他写的，一定地，他给署的信条‘不是异端的塞密

安信条二号，而只是模陡的~密安信条－号（兰Ii. →年七这纯

是历史问题，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为了这里所论的，是在那个艰

难的时代，！宗座怎样支持了捍 ll信德的人们。

李盘尔于三五七年，是存有负于他的使命？若干宗教批评

家， ftr1 杜歇纳（ Mgr Duchesne ），魏岱（ P. Feder. S. J. ）阿蒙

( M. Amann）等的答案是肯定的 他们指出：那些信件量是残

破，而且还明明杂着外来的渣淳， J是不是眩目I ；这点，还可寻｜当

代的别的文献来予以证明。可是，他们的根据的理由不是圆满

的，持异见者，如萨德（ M. Salte！）和巴典孚（ Mar Batiffol ) , 

也振振有辞地标志那些书信是亚略派为借重或诬陷李盘尔r~币伪

造的 n

结论

无论如阿，李盘尔」定受到了毁谤c 骚造孟（ Sozo时ne)

指出：人们说李盘尔曾谴责「（今.LOOυσlO正），而且还表示．

“子”并不像“父” （斗v6µow（） 显然这是种诬蔑，可是竟也蒙

敝了若干明眼者，如喜辣手lj 等〉强调“李盘尔困落者”指出，

他以后所以不起作用，就为了这个缘故，可是他于三丘，八年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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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度，是足以称道的。巴典孚主教相信：“李盘尔．以及李盘

尔领导的宗座，未能掌握与喜辣利及亚大纳削同一的论调，实在

是可以扼腕的3 三五八年，兰六一」年间 李盘尔未能指破迷津．

可是主教团的访徨，正证明了伯多禄继任者的首席性”。可是．

奥梅派的政治胜利．是极短促的， j巴西亚信条的复兴之鼓，不久

又呜r起来；那个时候，李盘尔又坚决地负起了他的神圣使命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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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亚大纳削的生活

（甲）君士坦丁执政时的亚大纳削

二九五年光景，亚大纳削生于埃及，可能就在亚历山大里

亚；他所受的文学与圣学教育，都是典型的c 三－0年升司读

( Lecteur）；六年后，就是在三 八年，升六品；不久被任亚历

山大里亚主教，圣亚历山大秘书 3 他的护教著作，在亚略异福漏

面前，早以“降生之言”为对象。他虽陪了他主教，出席尼西

亚公会议，签署攘斥亚略的文件；为了他的年龄资格，未能怎样

崭头露面， 一如若十二史家所说的〉可是差不多十五年后，埃及主

教在致公教司牧们的一封信中指出：“亚大纳削在尼西亚公会议

中反亚略派坚决的态度，引起他们的仇恨士呵能他在诸主教后，

也出席讲话c 无论如何，他的保护信德的热忱，是坚决的；他的

生活史，是个证据。 i气二八年，圣亚历山大死后，他被举为继任

者，当时拥护他的民众高呼道：“这是个正直的有贤德的人，这

是个好信友， ·个神修者，一个真正的主教”。六月七日被祝圣

为主教、

圣亚大纳削做了四五年主教（三六八年至三七三年）。他的

司牧生活可以自然地分为兰个长短不同的阶段．而阶段间夹着他

的一次或两次的流刑二

1. 君士坦丁执政H才（三一八年到三三七年）的斗争。

2. 君士坦司二世时（三三七年至二六一年）的大斗争。

3. 君士坦司二世后（三六→年至三七三年）的斗争和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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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大纳削上任后，就遇到梅内思派猖狂的反抗。 i亥派虽于三

二七年末，服从亚历山大，却拒绝承认他的青年后任。他们连绵

亚略派，予以攻击，并且上诉于皇帝。王三一年，亚大纳削，应

召赴君士坦丁前，做了一个圆满的辩诉。在剧烈的毁谤中，他－ -

面拒绝与已由君士坦丁复职的亚略相通，一面拒绝出席凯撒利亚

会议（三三0年至三三四年）。三三五年，东方主教团重开会议

于太尔（ Tyr），亚大纳削也出席。席上安瑟伯派占了很多的位

置，梅内思派大大诬蔑地控诉亚大纳削 c 会议指派了一个由亚大

纳削仇人组织的委员会，前往埃及，作实地的视察。结果，该罪

行成立，会议予以撤职c 当时，亚大纳削赴朝廷提出抗议。着眼

于政治和平的君士坦丁，受了安瑟伯派的迷惑，放亚大纳削于德

里佛其rr c 三三五年），而让牧座空着。三三七年，新教宗恢复了

他的自由，亚大纳削就束装贼归。

( z, ）君士坦司二世执政下的圣亚大纳削
在这个阶段内，圣亚大纳削又流徙了两次，第一次从三三九

年起，到三四六年止；第二次从三五六年起，至三六一年止之中

间十年，可说是他的黄金时代。

→、圣亚大纳削一回到自己的教区 就努力组织埃及的主教

和隐士。三气八年，圣安当来到亚历山大里亚向他表示景仰之

情。可是安瑟伯派还包围着东方新皇帝。三三八年，安提阿会议

后，他们派了一个代表团，把太尔会议谴责亚大纳削的议决案，

上呈儒略→世c 亚大纳削看破了他们的阴谋，另召集一个会议

（出席的主教，共计→百人），向罗马报告可耻的经过。在教宗

还没有判决之前，安瑟伯派违反－切权利，把卡帕多细亚的额我

略，在暴力下送上亚历山大里亚牧座（三三九年）。

圣亚大纳削只得逃往罗马；在那边住着别的被流徙者，盎西

尔的马则禄是其中最著名的c 东方教会蛮横地答覆了一个由他自

己提倡的会议的号召。会议举行于三四」年，声明两个［＇＿诉人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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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无罪。儒略一世写了一封极重要的公函，把议决案报告安提阿

教会。可是埃及宗主教，仍未能回归任所，还得留居西方。他乘

机介绍了隐修生活。不久，空斯通谅解圣亚大纳削，通过一个新

的会议，调和东西，统一教会。他召亚历山大里亚主教赴米兰，

后往德里｛弗斯。他就从该地，借同高尔度的奥西乌，出席撒狄格

会议。

撤狄格会议举行于三四三年，东方的亚略派人虽拂袖而去，

拒绝与亚大纳削磋商，亚大纳削的沉冤，终得全部昭雪。会议由

上，他强有力地并且胜利地拒绝另置一个异于尼赛信条的信条；

他也促成了会议关于纪律的议案，尤其是亚略绝对否认的向教宗

上诉权。这个会议不但未能恢复和平，反更激起在东方，尤其是

在亚历山大里亚，仇视公教信友的浪潮。终于为了空斯通加于他

兄弟的坚强的压力，风浪平静了下来，而亚大纳削得在卡帕多细

亚的额；我略死后，胜利归来c 时在三四六年，十月二一日。

三、从此十年之内，圣亚大纳削在相对和平的氛围中，大大

地发展了他的经论c 首先他召集了二个会议，以加强撒狄格会

议；然后采取 A种宽猛相济的贤明政策，使亚略派望风而惯。两

三年后，“反亚略派论”（坪。logie co山·e les Ariens）和“尼阿亚

公会议议案论”都是当时的作品。亚历山大里亚诸子，在他们

敬爱的老师回来后，又掀起了－个神圣的浪潮，而驱策不少的

人，走入精修的途径c 亚大纳削大大地予以鼓励，从他们中间攫

升了若干主教。他致德累昆斯新主敦的一封信，是多方面地耐人

寻味的。

三、空斯通（芒五0年）和儒略一世的死（三五二年），使

亚大纳削的仇敌们，复得在君士坦司l皇帝和李盘尔教宗左右，兴

风作浪。圣亚大纳削遣脱慕伊的塞拉比翁，往地教宗提出辩诉。

教宗向皇帝提议召集一个会议，籍以解决」切人事问题。君士坦

可接受提议．可是运用压力使阿尔肋（三五三毛年）和米兰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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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谴责亚大纳削，终于气五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命卡帕多细亚

的乔治取代了他的牧座。圣亚大纳削逃人荒野，生活于隐修士

中，他的好友，圣安当正是在那年去逝的（三五六年L

亚大纳削第兰次的流徙，经过了六年；在该阶段内，他遇到

了很多的陷井，可是他的工作是强有力的。通过隐士们的机警．

他避免了一切皇家衙役的圈套。他虽身居荒野，还是整个埃及不

见面的领袖和抗战的灵魂。当时他所写的文章，简直是一种通

谕。这个从荒野里来的声音，高高地标志了城市中忘记的原则〔

在那“皇帝教皇主义” ( Cesaropapisme ）泛滥在整个东方的时

候，他面向君士坦司的政权，单枪匹马，大无畏地，指出神权的

不受属性。他鹰瞬鹊视着，切的事变c 他听到他的两个朋友，奥

西乌和李盘尔向敌人投降的谣言，寸心如割；可是，并不因此而

稍动摇。盎两尔的巴两略在他的（ 6µowuawt ） 宣言中，采用了

( oua山）这使他希望无穷；他的“教务会议论 De synodis 中，

也有它的反响。可是奥梅胁时ens 抛弃了（ oilrT…）君士坦可又

倒在他们的－边（兰六0年）。这个皇帝的死（三六一年，十一

月三日）恢复了正统派的自由。亚大纳削及于三六二年，二月

二一日重返亚历山大里亚。

（丙）亚大纳削的晚年

圣人回来后，就于亚历山大里亚召集了→个教务会议；出席

者虽不多，为了他的权威，以及他在尼西亚信条胜利中的功绩，

却是反亚略异端会议中最重要的一个。这个会议被称为信德而蒙

难者的会议（ Le concile des confe附盯s）。亚大纳削是它的灵魂，

他主张协和。会议在道理方面指出：安提阿诸子爱于揭策的

( trois hypostases）信条，在（ hypostasis）作位的解释F，并不违

反尼西亚信条。相反地，在埃及和西方。该名词首先视如

( ouia ） 或（ Substance）的同义语。这个重要的让步，见于会议

致安提阿信友公函。在纪律方面，会议对于倾向亚略异端，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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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真心悔过者一」律宽大为怀，这个态度，琉息斐深深不以为然；

琉息斐的叛变，就是由此开端的。

他的晚年还受了流刑的磨难ζ 当他主持会议的时候，己是被

捕的对象。兰六二年十月，第四度被迫离亚历山大里亚3 八个月

后，举良叛教者因伤长逝，他得复位c 以后，未楞期作难，他第

五度避难城郊，生活于他的父亲的墓穴内。这次为期很短，计自

三六五年十月起，到三六六年二月 lL

圣亚大纳削到死，高度地活跃着：在埃及和整个教会内，一

面鼓励传统信理的拥护者， －面攻击异端人c 他的活动终于阻止

了拉丁非洲主教放弃尼西亚信条，采用里米尼（ Rimini ）信条。

他当要求达马萨教宗，撤邬萨司（ U阳ce）和未楞斯，两个亚略

派主敦的职位，以及反抗米兰的奥森斯。他接纳了迷途中归来的

盎西尔的马则禄；又鼓励了因东方教难而忧心如焚的圣巴西略。

最后可能他也执笔攻击亚颇利拿里。他死于三七三年，五月二

日，他是第一个受到信众敬礼的精修者。

（丁）圣亚大纳削的性格

圣亚大纳削的名字，是一种道理的象征，一种毅力的标志二

( 1)µ00山ol:) 的观念，圣言神性的道理活现在他身上。四世纪中，

东方的一切势力：朝廷哪，重臣哪，主教团哪，哲学家哪，博学

士哪，彷佛打成一片，来反抗这端道理；而亚大纳削却做了中；在

耐性c，某个历史家说：“只要这样的一个人站着，还存在着势均

力敌的局面＼他简直是个不容毁灭的堡垒；他铁血一般的性

格，是他整个的秘密c

为了他的毅力不但吸自一般的，而还吸白超自然的泉源，它

是沛然莫之能御的。一种早在他青春的心灵上沸腾的神圣的偏激

之情，耶稣基督的爱支持着他。在他一面坚决地捍卫圣三奥迹，

」面无畏地拥护圣而公教会不容侵犯的权利的时候．他深信就在

为基督工作。因此，他冷静的头脑，绝不犹豫地相信；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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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是属于他的。

这个胜利，他虽希望于天主，他也尽力予以追求，他的又明

智又机变的毅力指导他时而退守，时而进攻，时而抗战，时而遁

逃，时而制止强硬者，时而鼓励懦弱者。他不像卡腊里的琉息

斐，只要道理的基本完整，在形式上也肯让步。圣爱比法纳论圣

亚大纳削说：“他诱掖，他劝导；如果人家予以反抗，他就运用

暴力＼最后 J点，是否不折不扣地，应予接受？我们不以为

然；那是在没有办法中，偶一采用的办法。他根本不是个暴力

者；他不应当与撒狄格主教相提并论。他自己没有这样说么：

“宗教的本能，不在强制，而在诱掖之奥迹”。

奥迹之奥迹的辩护人， JIV:i亥具有一个透澈的理智，他没有惑

于花言巧语。为肯定一端道理，他先多方面研究各种证据；为致

命地打击敌人，他每提出－系列有条不紊的文件。文章像其人，

是积极的，明朗的，确切的，简单的，逻辑的，光灿的ο 这些优

点，使圣亚大纳削，做成了一个无比的有作为的伟人，而且这些

优点都用在最神圣的使命上。

二圣亚大纳削的著作

（甲）斗争的著作

一、反亚略派论写于三四八年，目标在向敌人昭示他第二次

流徙同来的合法性。作者纲领地叙述了三三0年来的斗争阶段。

整个的著作简直纯是 A系列的文献辑，他提出的文献，都是加强

他的见解的；至于那些可能削弱他的见解的，他一律予以抹煞。

那些文献可说有等于元。他的著作虽是历史，尤其是一种强有力

的斗争作品；它虽是部完整的护教著作，可是极真实的。

二、呈君士坦司皇帝说辩护书，开写于三五一年初。为了人

们诬蔑他与篡位马格能斯（ Magnenes ）有关，就作此以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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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帕多细亚的乔治夺了他的牧座后，他逃人荒野；在那里，完成

了这最成功的一部。文法是郑重的，镇密的，声调是镇静的，正

肃的c 可能在他歌颂皇帝的功德，以及加于皇帝的名称中，杂著

若干讽剧的话c

二、《出亡论》的色彩，是另一种的。在前列的著作中，他

对于仇人们，还怀着顾恤之情，在本书里，则赤裸裸地予以揭

发，他拉去那些诬蔑的面具，他暴露在乔治指挥F所作的种种罪

恶，他标志怎样各地教会在哭自己的善牧工他潜藏着，并不是为

了怕什么，却只为了他的使命要求他继续发出真理的呼声。书的

结尾，一如书的开端，愤恨地描写了亚略派的腐化二

四、亚略派历史是为简单而多仰望之忱的隐士们写的（三

E八年） 0 生动深刻的笔墨，写出了三三五年，他与逼他出亡的

敌人的剧烈的斗争。作者故意用冗长的档案，活跃地托出历史事

实3 他是激烈的，有时像是暴厉的。可以谁都予以原谅，为了他

所受的痛苦大深了，他有自我洗雪的一切权利，他尽能直接的批

评他的敌人，当面吐出他的苦水：在该著作中，他的教会不属国

家的理论，直使听者想、它是从一个铁头来的二

（乙）谈道著作

→、反希腊人论写于三一八年．三二0年间，可分两段：第

一段直接驳斥外教主义（→至二九）。第二段指出认识天主的两

条路线：灵魂的研究，以及宇宙的研究。（三0至四七）。

二、圣言降生论写于同一时期，是前书的康续，而且与前书

是二而一的。圣亚大纳削指出为救赎人类，为复还它的永生和天

主认识，圣言降生，在道义上是必要的。他又标志先知预言的实

验，以及世界风化的改进，足证基督教义的真实。在这两部著作

中，活跃着作者青年求学时代的种种回忆。贾槐拉

( P. Cavallera）说：“该二书的字里行间，典型地洋溢着作者对于

降孕圣言的信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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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亚略派论集，看来是他论道著作巾，最重要的一部F

它是亚略异端产生以来，公教圣三神学的第一个综合。前边三

篇，一定是他的手笔；第四篇大概是膺品。第一篇指出：圣言的

永远，受生，不变，并不违反圣经理智。第二篇用公教神学诠释

了《箴言》，八章二二节中的“主造了我” c 第三篇肯定了父子

的－体性；并且解释了许多由于基督天主性和人性根本区别而起

的难题；他把一切相形见细的圣经语句，置于基督人性上ο 圣亚

大纳肖！！当时还没有承认（ Tres hypostases）公式；这足以证明该

著作写于买六二年前，而且大概比会议记录（ Trait三 des Syn

odes）还要早「有人说它写于三五六年，兰五九年间，第二次流

徙的时候c 有些学者说他写于气四七年，三五0年间（贾槐

拉）；也有说他写于气气八年气气九年间，罗甫（ Loofs ）可是他

们的理由，都是不很充足的。

四、里米尼与塞琉细亚会议录，一面记述该两个会议的历史

事实，一面指出怎样尼西亚信条是坚定的，而亚略派的信条是流

动的。作者又相信：在问题的根本上，可能与最中和的亚略派，

尤其是盎阿尔的巴西略，握手言和产该书写于二－五九年c

（丙）注疏与神修著作

一、圣亚大纳削注疏著作所存的，除棉若干片断夕｜、（尤其

关于约伯的），还有圣咏注疏（至少大部分），以伦理与精神意

义为主。圣热罗尼莫说他写了《圣咏标题论》；可是已失落了 3

二、致马塞冷释圣咏，确是他写的c 作者用书信的体裁，发

表了假托受自一个老师，关于圣咏的研究同用场。他」面强调圣

咏的美妙与预示性，另一面指出它们可以应用于任何生活环

境内。

三、圣安当传，是于兰六0年左右，为西方隐士们写的。传

中载着一大部分冗长的圣安骂的神修论。他的行为，更提高了神

修论的价值。这本书译成拉丁语后，在东西两方，都发生了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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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四、贞德论作于三五三年，三七三年间；书中

（付。OTασit) 的用意，虽只指位，却不应当时此就说它是膺品。

贾槐N: ( P. Cavallera ）说：这本美丽的小册子，又奇妙又简单，

的确是基督教会守贞者宝贵的手册3 它指出守贞者的职责以及修

成的方法，他不标愣非常的苦身，它戒绝莫须有的声张。

（丁）书札

亚大纳削寥寥的几封信，虽缺少轻松的兴趣，在历史，尤其

在道理方面，是极有价值的二有几封简直类乎论文c 它们可分两

类：（一）牧函，（二）论道函。

一、牧函可分兰类

（斗牧函是他用以向信友们报告复活节日，并且藉以劝道

他们领圣体，修功德的。存在叙利亚语译文中的，约有十五封．

写于气二九年，三四八年间。

（二）三封公函，是由亚大纳削用亚历山大里亚公会议名义

写的：（ I ）在三六1年，致安提阿信友；（ 2 ）在三六三年，致

佐维稚那斯论信德书；（ 3 ）在兰六九年致非洲｜信友书 c

（二）两封致主教们书：一于二四0年，气五七年，一于三

五八年间，所以作自我辩护的。

二、论道函关于信条是很重要的σ

（一）至三主教论特尼道理书，写’于三五0年，三五三年间。

他指出：亚略派没有靠亚历山大里亚，特尼牌头的权利。 ~t实在

是本历史和道理的著作门

（二）论尼西亚会议通告书，写于与前书同→的时期，可更

是一般性的。书中指出（忡。。由LO＇叫T讥 mσ〈α0 虽不见于圣
经，是可以采用的3

（三）致塞拉比翁四书，包括圣亚大纳削关于圣神神性的

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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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致埃披克提，武，阿得夫，麦西墨三书，从论圣子降生，

作于三七0年，亚颇里拿利派基督神学纷争的时候。

（五）若干关于神修书，是致德累科、鲁菲尼央、阿莫内的c

有封致隐士们的信，目的在叫他们毋陷入亚略异端。

其余五六封，所谈的问题，都是无关宏旨的。

（戊）可疑的或伪托的著作

←·大堆种类不同的著作，或没有理由地，或错误码地，归圣

亚大纳削。

气大半是辩道著作

（→）有些是反亚略派的：信德论，反亚略派论第四卷c

（二）有些是反亚颇里拿利派的：驳亚颇里拿利论圣子降生c

（三）有些是亚颇里拿利派写的，旨在把他们的老师，放在

亚大纳削大名的庇荫下：圣言降生论，基督统一论。

二、人家还说他写的书有：

（」）圣经合编，和若干论赞。

（二）论纪律的著作（教会纪律，发见于一九0四年）。

（三）若干书信，尤其是两封致卡腊~－的琉息斐书，是该派

捏造的c

三、伟大的亚历山大里亚主教最闻名的著作是《谁愿意》

信条；（ quicumque vult ）从八或九世纪来又称圣亚大纳削信条，

这是一定错误的。人们所以把这个信条归于他，为了《同体说》

的胜利，以及基督神学的斗争，都与他的名字有联系。实在i亥信

条的特点，在它的关于圣兰，尤其是圣子降孕的公式，是很正确

的。这些公式，大半借自圣奥斯定，而且，讨论圣子降孕的热

潮，意味着基督神学大斗争早已开幕；那么，该信条，应当出见

于聂斯托利异端后（四三0年）。再者，该信条第一次被援引于

假托圣奥斯定的，其实是阿尔肋的瑟才尔的 A个演讲中。为此，

它写于四三0年后，五四0年前。狄撒龙还说它问世于五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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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为了该时期后，用身灵结合来解释人天两性结合的作风，早

已落伍。这个一定用拉丁语写的信条，应当产于高庐，属于阿尔

肋或雷冷斯学派的作家中c 十世纪后，它才被收入罗马大日课3

这个尤名作家的信条．强有力地制定了圣三和圣子降孕的道理，

直被看作公会议的议决案，以及教会不能错误的声明。

三圣亚大纳削的道理

（甲）亚氏道理的一般性

一、圣亚大纳削不但是个不知倦怠的工作者．也是个刚强不

屈的斗争者。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道学先生（ Homme de doctrine ) ; 

“可是他不是个狭义的神学家。他是个根据传统和圣经的信理诠

释者。他没有时间去作思想的观察。我们细读圣亚大纳削的著

作，找不出足以组织一个系统的材料或原则。神学家最重要的工

具，是一种字字确切不移的语调；而这是圣亚大纳削所缺的”

巳尔怖语c 他每把 o~σLα 和 ~7T6σTασi? 1昆为→谈，三六二年举
世行的公会议也说天主有三 Hypostas白他在三六九年致非洲信友

书内说： Hypostase 就是性体（ Substantia ）：他频繁地引用浮泛的

名词（子像父，子在性体方面像父）；这足使浅见之流相信他否

认父子同体的道理。实际主，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同体”的观

念到处；昆杂于叮疑的语调中已

二、四世纪的前五十年，最基层的信理，也摇曳在风雨中；

当此之时，圣亚大纳削实在是个无比的圣师。传统的信理既经核

准宣布，天主上智的特使，圣亚大纳削，在哲士烦琐的学说以

外，站在反对的立场上，使它获得胜利。在纯理论方面讲，他是

没有什么价值的；可是在信理方面讲，他的权威是元可比拟的。

在四世纪内，我们认为谁都及不到他对于道理的广博，对于圣经

的丰富知识；尤其是他的基督精神，促他自然地，在一切道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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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最能打动心的因素，而藉以刷新它的神修生活，振作它的为

善热忱。

（乙）他的基本道理

一、圣兰道理。圣亚大纳削总不懈地用各种方式，寻各样机

缘，宣讲该奥迹的气原则：子因生育，非因造化而来自父，他属

于父的性体，他是父的生活的肖像。这是源泉的流出，这是离不

开光明的辉煌。至于圣神，他属于子的性体，他的性体受自子。

正为了子在父，一如圣神在子．而且是他的肖像，在圣三中，存

在着一种奥妙的性体统一c 圣三在同一的物体内，作出同一的行

动，这绝不是受造间道义的联系所能比拟的乞在这些奥迹观念以

外，亚大纳削不愿有所问闻。他坚持理智应该尊重奥迹，止于圣

经喋声之地。那末一个天主包含着父，以及与他同体的

( rm5r印）从元始生于他的性体的子，以及一切直接或间接受自
子的圣神（ ~εXεL TO~ 山。记 εαT山（δLe{ TO~ vw~ ） 。这个极肯定
的，又极简单的圣气观念，将因卡帕多细亚诸子而更完善c

二、亚略的“言”的道理，基于神的超然原则，以及天主

受造间的媒介需要。针对这个哲学观点，亚大纳削提出了他最关

怀的救世的启示奥迹。

（→）他最初痛恨于亚略的是由于他们抹煞他的救主，否认

他是天主。他常质问着：“如果基督不是天主，人类怎能获得拯

救呢。”“如果基督不是父的肖像，性体，只是广义的天主，那

末，一个天主化的人，怎能天主化他人呢？借来的东两，怎能送

给人们，它还是属于借主的；接到的施舍，只能用以救自己的匮

乏＼

（二）亚大纳削是第一个大谈天主降生的目标者，他的见解，

大半希腊教父都予以接受。他指出：欲援救堕落人类的天主，只

想到了降生的一条路c 他同时驳斥了别的主条救世之路：

(1 ）天主不能自食其言，无条件地宽赦人类。（2）天主不能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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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破坏袍的工作，使人类陷于万劫不复之地。（ 3 ）天主不能

只乐于人的补赎，因为即使袍足以赔偿整个的罪过。抱不能医治

由罪招来的腐化和死亡，他们的罪是深人我们本性的后果。

（三）关于救世的工作，亚大纳削指出：它是结于人性的圣

言行为c

应当指出：圣师们的教世学说，可概括为三种c

二、有些人表示：圣言救了我们，尤其是通过他与人性的结

合 (la the01;e de l'Union ）这就是所称的结合论，又称奥妙的，

思主讳的，物理的学说→

：、有些人主张：基督用他的苦难死亡， it偿我们对于天主

的罪债， IZ;J r币救了我们：这就是所称的赔偿论（ la th层01、

Satisfaction ），或称实际论。

三、有些人标志：基督的性命宝血是把因罪己为魔鬼所有的

我们，赎出来的代价ε 这就是所称的魔鬼权利论。

应当指出： t列的三种学说：不过是同一实际的三个不同观

点而已，’仨们并不彼此排斥c 第二种是基本‘任何教父‘即使那

些主张第－和第二种学说者，都予默认c 第三种就是第二种，不

过挨上 F优孟衣冠。第 1中尤其是东方教会的学说（在西方，

只有圣喜辣利咱受了亚大纳削的影响予以宣传上圣亚大纳削与

尼斯的圣额我略尤热烈地予以拥护。

亚大纳削周一种学说， ii'iJ 亚略？J＆证明耳15稣基督完整的天主

性。他认为，人类的救赎在天主化；而大主化包含着“神子化”

( fiiiation i山ine）肖似天主，以及肉身的永生υ 只在天主降生为

人的条件 F，这 b切才得实现。实在我们的人性，由于“言．

的人性，仿佛已“言”化了c 在一种范围内．我们也分承了基

督的特恩，我们与他己打‘成一体了（σvσσwµoi) o 真的，天主

为人，所以使我们“变为夭主”。这个道理自然的结果，就是－

种高超美丽的神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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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棉修

一、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天主化”，必然使人们与他打成 A

片（道义的结合）。通过耶稣基督，我们得与父、子、圣神结

合。这些名字，父、子、圣神在亚大纳削的脑海里，并不纯是观

念，而是宝物。它们是具体的，生活的；他活于他们，而它们活

于他，而且在一种虔诚的感情F摇动他。巴尔佛（ G. Bardy）指

出：在他的著作中．某页某页，不像是个神学论文，而更像是个

神魂的呼吁。他是个信者，神秘神修者啕他的鹰瞬凝视着圣兰，

非为穷探袍的奥妙而为景仰袍，从袖为他和他的信友，吸取

神粮。

二、这个天主的，尤其是基督的奥迹的认识，是一种澄清灵

魂的神修论勺圣亚大纳削在他的《圣言降生论》里说：“在研究

圣经，以及真正的科学外，还应当有个正直的生活，洁净的灵

魂，信友的圣德：然后在钻研圣言的路上，灵魂可以尽其所能地

争得它所希望的，而予以掌握。缺了→种纯洁的思想，缺了一种

追随的精神，我们不能彻底了解圣贤的言语。谁要明了神学家的

思想，谁先应当在生活 t沽净他的灵魂．和在行为土接近

他们。”

三、圣亚大纳削在他的青年作品中就这样标志着：人们可以

了解，他怀着怎样的情绪，歌颂和宣传，典型的神修生活，锻炼

灵魂的隐修主义。这种精神，在他的《贞身论》中，表扬得极

其精彩。他在圣安当传里，又描写了？吉德的实行和斗争。在他的

著作中，一如当代流行的别的同类的书藉，魔鬼是个重要的角

色。可能有言过其辞的地方，但不应该尽以读于幻程。至于那些

给于隐修士们的又正确又明智的教训，更不应该置之脑后；它们

不但可以辨别善恶神 还能藉以通过偏情的镇压走到内修生活的

峰顶，获得灵魂的平安以与天主结合。随圣亚大纳削对于隐修生

活的观念如何，根据他致辞去牧职，复去隐修的德累昆斯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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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求人们为传道而牺牲。

他也指出：瞻想生活，与工作生活可以平行的。他自己就是

个例子。这点比他的许多自然的优长，更能解释他的奇妙的毅力

和坚定的信仰。

Saint Athan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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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活与性格

圣喜辣利以三气－－－五年生于波亚典爱。这是个富有的外教家

庭。他所受的文学教育是考究的；后来他做了文学教师子他在

《圣三论》里， a开始就指出：怎样为了关心人生的目标，在若

望福音导言中， j卖主iJ圣言降生为人，所以使我们为天主子的一句

话‘就版依了天主教。他大概是于三四五年领洗的。他本早已结

过婚，并且生过一个小女孩，叫阿辣。他是个很虔诚的信友，不

久进了神职界；又不久约在王 Ii三年，三五四年之间，正当＿l[t略

异端猖懒的时候，被选为波亚典爱主教〈他的刚毅的性格句立刻

使他鹤立鸡群。他有没有出席阿尔肋与米兰两会议：我们不得而

知的。可是，他于气五五年末召集了巳黎会议，出席的高卢主教

们，终与两方提倡 111!.略异端的邬萨司和未楞斯（班诺尼亚主教）

以及阿尔月f］的萨多能脱离关系。萨多能又召开了另lj 一个会议于贝

攫亚；喜辣手lj虽奉君士坦司命，参加会议，可是拒绝赞成皇帝的

宗教政策， i对被流于弗利齐（气五六年）勺

圣喜辣利渡过F四年（三E六至三六0年）的充军生活r

他继续从远方通过书信管理他的教区c 在i亥多暇的阶段内，他还

利用他的多方面的关系，研究东方神学以反关于 qy＿略学说的斗

争。在j主观点F，他的霸留是有益的：他的《圣三论》就是→

个有力的证据3 他尝支持亚略中和派反阿诺梅学说运动。他努力

消除公敦信友间，以及他们与奥梅阿派间的误会。这个活动，很

显明地透露于三五年，三互九年间，伺高卢主教的请求他所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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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会议》（ De Synodis），目的在向他们报告东方宗教动态。塞

琉细亚会议中，（三五九年），他站于奥梅阿派方面，反击奥梅

派。以后，他来到君士坦丁堡．向君士坦司上了一个备忘录

（兰六0年）、要求与陷他充军的亚尔肋的萨多能对质c 皇帝虽

予拒绝，可是，根据书比斯赛凡尔（ Sulpict>Sev告rt>) 的话，为制

止他在东方掀起更多的风浪，准他回到自己的教民去。在看破了

皇帝宠幸胜利的奥梅派的恶意后，喜辣利写了（三六0年春）

一本小册子《反君士坦司上它不是没有理由地被称为辛辣的：

可是．它的发表的日子．还在于自 c

圣喜：辣利回到高卢后（兰六0年）、立即努力发展基督生

活，一面宣传隐修主义， →面引人服从尼西亚信条v 在他的倡导

F，各地召开教务会议，其间三六伞年的巴黎教务会议，可说是

由圣亚大纳削召集的亚历山大里亚会议的预备乙J 三六二年，圣喜

辣手ljj量赴意大利，两年之中，与昧瑟利的圣安瑟ffl合作胜利地复

兴了尼西亚信条3 在理论方面｛也是坚决的；可是，在实行方面，

他是因通的〕为此卡腊里的硫息斐 虽对他大发雷霆，李盘尔教

宗却予以支拌。他的反米芝奥梅派主教，奥森斯的斗争，为了发

愣延尼安皇帝）面满意于他两可的宣言， 二面禁止他留居意大

利，未能获得最后胜利，喜辣（乎lj 的《反奥森斯！自言》边为表示

抗议．边为报告教民，且以保卫他们的信德c 他死于三六七年，

或兰六八年、一月十兰日 c →八Tl.一年获得了教会圣师的头衔。

圣喜辣利被称为西方的亚大纳削，真正是名符其实的，因为

他的性格是坚决的，他的见解是高远的．他的于腕是灵敏的。在

这最后→个玩点上，他及不到亚历山大！！！.亚主教。他完成了使

命，也不及亚大纳削的更重要，更有决定性；可是这为了西方的

分裂情形比较好，而且他所用的时间，不过十二年亏他的著作也

不及亚大纳削的繁多；可是，在哲学问题t，他却胜着一筹。

在作家的观点下看喜炜利，他的思想是高尚的，笔法是别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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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逻辑是坚韧的，自信力是锐利的。因此，圣热罗尼莫称他为

拉丁辞藻的罗内河（ Rhδne）。他努力仿昆体良（ Quintilien ），昆

氏也以为，甚至在文法上，他是属于自己学派的；可是，到处露

出不自然的态度，喜辣利的字句每是复杂的，有时竟是晦暗的；

这都由于术语的浮泛，句子的冗长，思想的深奥。圣热罗尼莫把

他列入雄辩学者之林。

二著作

（甲）关于亚略斗争的作品

一、《圣三论》共计卡二卷，写于三五六年，三五九年间，

目的虽在指出圣三的道理，尤在证明圣子的天主性。在卷一内，

作者先叙述他归正的历史，继报告他反萨伯利和亚略学说的目

的。卷二卷三指出兰位的意义；他们的，尤其是父子的实在的区

别，以及他们同一的本性。卷四到卷十二，运用占经新经，更深

刻地阐发关于第二位伽oouaw（ 的问题，还答复难题，尤其是亚

略派从箴言中所找出来的（ VIII. 22 Dominus creavit me）。卷十二

整个的篇幅，是针对亚略派的难题的。前边三卷大概写在他充

军前。

二、会议论（ De Synodis ）被看作前著的卷十三，导言以

外，包括两部：第－部（九至六五）是历史性的：萨列着东方

不同的教务会议所用的各种信条程式，第二部（六六至九一）

是道理性的，向奥梅阿派指出：他们对于 homoousios 所怀的疑

惧，是空虚的；而且在未经歪曲伊Ol。而to（ 的里已包含

着 6µoouσio( o 

兰、《辩护会议论》是喜辣利致右倾的尼西亚派的（ Lucife

riens）；这些人指捕他的过于妥协的态度c 现在所存的，不过若

干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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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别的三种论亚略学说斗争的著作，当在圣喜辣利的传里

提过ο （一）致君士坦司工书，（二）反君士坦司皇帝（三六0

年）．（三）反奥森斯或反亚略派（三六四至三六五年）（

五、他的伟大的历史著作《反未楞斯与邬萨司》所剩的，

不过若干片断；可是对于四世纪的宗教斗争历史，是极重要的。

可惜这些仅存的文献，是极度紊乱的。根据晚近学者的批判，该

书共分三卷，卷」写于三五六年，贝穰亚会议的翌晨；所剩的计

有片断一号（序言），片断二号（撒狄格会议至君士坦司书，和

撒狄恪东方主教t敦宗懦略→世书）．片断二号（撒狄格东方主

教致非洲｜教友书） G 卷二写于三五九年，兰六0年间．在里米尼

与塞琉细亚会议后，所存的计有上教宗李盘尔的信四封， it:

“追求和平” 千言，见于片断四号，其余三封，见于片断六号。

这四封信，在文法和道理方面，仿佛都是姐妹作品。卷三写于三

六七年，尤叙述了主六0年后，东方尼西亚信条的活动，文献内

有封教宗李盘尔致意大利主教的信（片断十二号）】信中他坚决

地批评那些受亚略派的迷惑而表示退步者；可是他同时声明，如

果他们悔恬‘就予以宽赦。

应当注意：这些文件都摘自那本历史著作；其间不少由后人

收入的；谁是李盘尔四封信的著者？是个极可疑的问题。

(Z ）圣喜辣利其余的著作

→、《圣玛窦福音注解》兰兰章，著于充军前，采书信式；

可能本是零散的论赞。作者只选择了若干篇幅，而且一循奥利振

的轨迹，尤爱指出神伦的意义（ Sens spirituel et moral ） υ 

三、《圣咏注解》著于三六四年后．→百五十首全部写到；

但是所存的，不过六「篇左右。这里，奥利振的影响，也是显而

易见的：可是，也有他的特色。

兰、《约伯记注解》，业已遣失；所存的只有若干不足轻重

的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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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奥迹书》（ Le livre des mysteres）指出怎样古经是新经

的象征。最近发见它的一部分c

五、《圣喜辣利的通信》，已经散失。致他女儿阿布辣的信

也不在例外；现在流传的是很可疑的。。I是，阿布辣一定是个历

史人物。（她的瞻礼举行于卡二月十二日）。

六、圣热罗尼莫所称的圣喜辣利《歌集》（ Le livre d’hymnes) 

也已遗失。现在相传的，除去晚近发现的三篇外，都是可疑的，

为了它们及不到圣盎博罗削所撰的深奥，更能家喻户晓。实在它

们得不到什么成绩巧这点圣喜辣利己予承认；他曾说，高卢人不

娴于唱圣歌c 批判学者指出：莫萨辣皮大 f］课中的工兰篇歌词，以

及罗马大日课的三篇歌词，一定是膺品c 还有兰篇的来源，也是

可疑的；那篇致阿布辣信中所提的美丽的晨歌（ hymne de ma tin 

(Lucis largit<ir Splendide）也不在例外O 或者还错误地说：“天主受

享荣福于天”“我｛齐称扬天主”（ Glo巾 in excelcis Deo et Te Deu 

以及别的两首i寺，都出于圣喜谏利的于笔二

三圣喜辣利的道理

（甲）一般的道理

圣喜辣利在注疏学与圣诗学，尤在教义学t，是东方教会的

倡导者c 巴希兰司捍（ P. Le Bachelet ）指出：他的洪动和特点，

在把两种异趋的，一由成i吕良， i若华内央，圣西伯利央领导的拉

丁潮流， A由奥利振带头比较更丰富，更思辨的希腊潮流汇合于

飞于是西方神学一方面渗人了新i盯丰盛的因素，另方面，得赖

以确定各种神学术语。可是他也脱不出，般倡导的命途，后来者

利用他的成绩，或在天才上，如奥斯定等，或在清丽的文章 I二，

如盎博罗削与良等，胜过了他；并且他们的光荣也冲淡了他的

光荣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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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喜辣利在神学上表示的特点之一，就是他的坚决的信德；

这也是他在圣二．论中，往往注意的一点。无疑的，他运用了理智

一切的能力予以了解。可是他从哲学论据中所得的光明，是很做

弱的。“坚决的信德轻视琐屑空洞的哲学问题”；亚略异端的产

母，就是那些东西。他推崇的信德是简单的。 “信德在简单

叶）......”天主不用艰难的问题．叫我们享永生，他所要的是个深

遂的通过孝爱掌握整个人心的信德。向我们指出知识和学问的，

就是那种信德。主教应当又有学问．又有德行；为认识天主，学

问和德行是两样分不开的了－具；我们对于天主的认识，永远是相

对的；“怀着孝受，追求无穷者的人，无疑地，总不能达到目

标，可是，这种追求是不无禅益的”。这个对于无穷者的神奥见
解，在圣喜辣利著作中，是极尖锐气的；他也常以昭告亚略异端

人。在当时．这是最适当的。

(Z ）关于圣三的道理

圣喜辣利最关心的，是圣三的道理c 在他针对亚略异端驳义

中，他明朗地肯定毛位的区别，以自另lj于萨伯利派。他也坚持天

主一个，兰位同体，尤其是父子同体3 无疑地，一如尼西亚学

者，他有时也把“子”的受生，归于父的意志，这纯为槟除天

主性体方面的一切强迫r “父大于我”，他认为这句基督的话，

也对“第二位”而言；可是，他并不想因此标志平种实际的和

性体的从属，然纯为指出父的一种相对的，优越的，而这种优越

性基于“父”是“子”的来由 c 圣喜辣利强调： “父子为一”

这不是位的一（ Unione personae ），而是体的－。 ( Unitate sub ” 

stantiae) Unio 用于位， Ur山as 用于体。

从《会议论》里发生了若干难题，狄撒龙指出：“或以为圣

喜辣利把 6µowuσioC 当作伊owua-w（ 解；而视父子的一体，纯

属」种外表的一致。这是一个错误：确定地，他会与奥毛依阿

( Homoiousiens）派，有频繁的来往；而且不怕与它相结，以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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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阿诺梅（ Anom岳ens）派。为了和平，以及争取该派起见，他

好意地诠释它的信条，指出它所缺的是逻辑，而不是直理。可

是，他毫无犹豫地表示今WlOU<TlOC 不是绝地不能采用的，因为

在天主，圆满的肖似是与一体分不开的；可是，这个术语是模棱

两可的。相反尼西亚公会议所用的术语，明朗地标志“父子”

的一体。

圣喜辣利在他的圣三论里，为避免对于奥梅阿派能引起的一

种反感，没有称圣神为天主，可是，他没有抹煞圣神的天主性。

圣神的名称，日才也用于“父子” O 圣喜辣利自己说：这是不用大

惊小怪的；为了‘‘丰申”与“圣

适用于第三位O 关于“来由”问题，喜辣利一贯地忠于东方的

公式“圣神通过子，来自父”（ A Patre per Filit 

闲此就是‘单纯的工具，可是1茸茸明了：子不应该脱离了父而被视

为圣神的“来由”。正如圣亚大纳削肯定：圣神由子所受的性

体，就是子受自父的性体c 他常自问：受自子是否等于“发于

子”（ Proc岳der du Fils ）他不敢用这个在经典上没有的术语。可

是他相等地说：应当承认，父子是他的来由（ Patre et Filio aucto-

rib us confitendus est ）。

（丙）基督神学

圣喜辣利的基督神学是个纷争的对象，他的强有力的关于

“言”的属性的标志的被误解，是该纷争的原因。他再三强调：

“言”毁伤天主性，降下为人c 或就因此结说：他承认“言”已

实在地失掉了天主性。但是他所称的毁伤（ Kinase ），只对荣光

的，非对神性的处境而言的。有几处，他像出轨地高举基督人

性，说他的身躯，是个天上之身躯，这纯为了基督的肉躯，是由

圣神用圣母的净血造成的，而且这个肉躯，是个天主的肉躯。基

督的人性，具有非常的特典。为了圣喜辣利把其中几个，尤予以

强调。有人说他是像人论者（ Docetisme ），或不能受苦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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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hthardocetisme ）。

他一定不是像人论者，他相信基督的人性是真实的，可是为

他，基督的人性，是否不能受苦？看来，他的文学中，有予以肯

定的，也有予以否定的。这个问题。尤其在圣三论卷十中，予以

讨论。为解决这个矛盾．不应该乐于指出：圣师时谈基督的天主

性，时谈基督的人性。也不应当乐于标榜：基督虽享有免避痛苦

的权利，他志愿地予以放弃，圣喜辣利承认基督虽感到物质的痛

苦（ Douleur physique ），可感不到精神的痛苦（ le sentiment de 

la douleur），为了他认为这是杰辱神人（ Homme-Dieu）的。他的

这个观点，可能来自斯多噶派的－种哲学电或是所以驳斥亚略

派，因为他们指出：天主性是不能受苦的。基督既受苦，基督不

可能是天主。圣喜辣利不够了解：基督为了同情人类，甘心接受

肉身的种种弱点；但是他在基督的弱点中指出天主通过1'ic架获得

胜利的标帜。

最后，应当指出：基督是圣喜辣利道理的中心点c 在基督身

上，他最着眼的，是天主的属性；他予以默想，体味，歌唱。根

据他的论调，他卡足地是“真理的弟子’＼为此，他缠绵悻恻地

到处谈降生的圣言c 他是天主预选来为胜利地捍卫基督的天主

性的。

SAINT HIL AIRE DE POIT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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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圣济利禄和别
的｛失名作家

耶路撒冷的圣济利禄

（甲）生活与性格

一、圣济利禄生于耶路撒冷，大概在三一三年．他本是个隐

士，爱读圣经；他的著作透露他对于圣经的认识，是坚实的二三

四二年，或三四五年领神品；二．四八年，宣讲使他名垂不朽的教

理。大概就在那年，被撞升主教（圣亚大纳削复活节公函的发

现，把误为召开于三四七年的撒狄棉会议的公函，移子兰四三

年；而把伟大的主教回归亚历山大里亚的年月，移于三四六年十

月。归程中他经过巴力斯坦；耶路撒冷主教，圣马西墨，得与他

重通声气）。济利禄的被摧为主教， 一度成了带诬蔑性故事的对

象；后来圣热罗尼莫也予以轻措，可是，三八二年，集于君士坦

丁壁的东方主教们，向教宗达马萨保证：济利禄的被本省主教祝

圣，是完全合乎教律的。

圣济利禄升任主教后不久．三五」年，五月七日，天空中，

思出了一个光明大卡架c 目睹的主教，在他同年致君士坦司皇帝

的一封信旱，且予提起。这封还存在的信，也追叙了君士坦丁皇

帝’时，耶稣被钉的卡字架的寻获（这个文献的历史性，是很成

问题的；为了结尾处，写着 6µoozfrrwC ， 而这个字，圣济利禄从

没有用过）。

济利禄做主教后，在解释尼西亚公会议议案第七条t，与凯

撒利亚的阿加斯发生了冲突。该议案承认，耶路撒冷，凯撒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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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从属教区，除去对于宗主教区应有的重视外，也拥有－ －种超然

的荣誉。法权的冲突，终于引起了道理的冲突：阿力日斯放弃尼阿

亚的一切议案，济利禄则予坚持，虽不满意于 6µoouuwι 最

后，阿力日斯召集了一个会议，对济利禄予以申斥，并于三五七

年，或三五八年， F了驱逐令勺他的充军生活句迄君士坦可驾崩

才告毕；可是，在隔离塞琉细亚会议（三五九年九月）与君士

坦丁堡会议（三六0年初）的几个月中，他是自由的3 当时，

阿加斯一跃而为奥梅派领袖，胜利地压倒了奥梅阿派与济利禄；

而济氏且与他们共同申斥右倾的亚略主义。

在举良执政F，他重回耶路撒冷，亲见叛教者重建圣殿的失

败。未楞斯皇帝时，为了信德，再度走上充军之途，共计十…年

（三六七年至三七八年）；关于他该阶段的生活，什么都不知道。

回来后，他应可捕缀他的被异端弄得遍体鳞伤的教区。他出席主

八一年开幕的君士坦丁堡会议，以及次年该地的补充性会议。出

席后一个会议的主教们，土书教宗达马萨，隆重地表扬济利禄

说：“我们也报告你，一切教I叉的母亲，耶路撒冷教民；主教，天

主最亲爱的济利禄，是可靠的。他会依据教会法典，被祝圣于本

省的主教们；他在不同的地点，参加了许多反亚略派的斗争” c

圣济利禄死于兰八六年，享年七十，或七卜有二， →八八二年晋

授圣师。

二、济利禄圣三道理的正统问题，是个纷争之点。为了他与

奥梅阿派的关系，他每被视为亚略派，或接近亚略派者。一定地

他与往来的人物是在调换的；可是他的信德不一定也有变化；虽

鲁芬说他在信德上的变化是偶然的，在言论上的变化是频繁的。

看来开始时，他很想、站于派别之外。谁都不能证明，他常攻击尼

西亚信条。他如圣喜辣利，常支持奥梅阿派攻打奥梅派。他从没

有用过 6µ6ouuw？，他的教理演讲也没有予以提起。哈尔那克也

表示只缺了 6µoou6w？，实在济利禄是正统的。应当承认，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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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圣三道理纷争的影响，不是了不得的；他也不是个特殊的思想

家和著作家。

他所以能传名于后世，不是为了他的圣王道理，而是由于他

是传统信德的证人。他的重要著作，教理演讲，不是一种辩护或

思辨作品，而是→种简单的民众化的信理解释。在这个观点下，

它的重要性多属于第一流的，抗议教徒，也无法予以否认。

( z, ）教会演讲与圣事
圣济利禄的著作，在教理演讲以外，还有兰五」年致君士坦

司的→封信， －篇关于池边瘫子的论赞，以及别的若干演讲的

片断。

4 、教理演讲除掉预备听众用心学习的一篇外，共计二三三

篇J 开始卡篇是为那些已经报名，行将领洗者；演讲时期是三四

八年封斋节r、最后五篇是为那些新教友的，演讲时期是在同年的

耶稣复活周内。讲题是圣洗，坚振，圣体声件圣事，以补足论圣

洗和告解的三篇的。教理演讲大半的篇幅（四至十八）在解释

信经。第四篇提纲军领地，总论｛言经（五至十八篇）逐条予以
阐发。教义教育以外，还包含着伦德教育ο 作者的演讲是很合教

学法的，可是他也不忘向昕众指出信德的仇敌：教外人，犹太

人，撒玛利亚人，异端人（摩尼派，盎西尔的马则碌）。

圣济利禄诠释的圣经，是耶路撒冷教会的；它比尼西亚信经

虽早，然更完备（尼西亚信任断于我信圣神上七那末．它位于

宗徒信经和尼西亚信经中间二普遍地相传尼两亚君士坦丁堡信经

就是耶路撒冷信经士该信经己明朗地，一面标志尼西亚信条， －~－ 

面驳斥精灵学者3 许多学者表示，该作品大半出于济利禄，也有

说它是爱比法纳著的。

二、教理演讲中，关于圣三和基督的部分，我们不多予时

i仑，为了没有什么动人深思的东西；可是他关于圣事的论调，是

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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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圣洗付洗前擦圣油；圣洗赦免罪过，祝圣灵魂（光

照，天主化，像基督，圣神鉴临。），烙一不能磨灭的印号。

（二）坚振 新教友在领洗后，接受另一种擦抹圣油的礼仪；

这一定是坚振，它的效验是（ 1 ）使人更肖似基督；于是教友变

成真的基督徒（擦过圣油者）。这不单靠着圣油的擦抹，尤靠着

圣宠的灌输，以及圣神的一种新的神力赐予。（ 2）使在灵魂上

恪一新的，别于圣洗的印号c

（三）圣体 二二和二三讲专论圣体圣事c 巳希兰（ Le

Bachelet）氏认为：在古代教会论圣体的著作巾，与以他所说的

最清晰，最扼要c 基督实在面形里的问题，肯定得极彻底。济利

禄不惮其辞地强调：通过圣 f卒，我们分承基督的体血

（ σ阳σwµoi ηαLσUVαiµm rn( XσLσwv ） ，我们怀抱基督c 最后一

讲，整个地讨论弥撒礼仪的意义和象征（？先子，和平之吻，夹

于“举，心向上”和圣、圣、圣间的序言，大转达，纪念生者死

者，天主经，圣饼是为圣人们的，领圣体圣血。）这个四世纪耶

路撒冷的弥撒礼仪．加上圣儒斯定所说的一切，是关于古代教会

礼仪最丰富的文献ο 而且这里所标志的关于弥撒圣祭的道理，也

是最明、旺的。从上列寥寥几行中，可见圣济利禄的著作，外表虽

是简单的，内容却是丰富的3 良十三二世予以教会圣师的名称，实

在是中肯的。

二其他若干作家

A、赫泽i莫尼（ H岳gemonius）是亚琪雷厄与摩尼辩道录的作

者。来氏是美索不达米的主教，摩尼是摩尼派的鼻祖；最后胜

利，是属于亚氏的。这个辩道录，实在是作者虚构的。摩尼以

外，别的登场人物的名字，都不见于历史c 该书的作者，历久认

为是亚琪雷厄；实在赫泽漠尼是它的作者。著作的时期，当在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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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年，三四八年间。看来作者曾留居叙利亚；这大概是用希腊

文写的。可是所存的，只有拉丁语译本。研究摩尼主义者，把它

看作一种最实贵的文献。

二、利高保里斯的亚历山大是四世纪初，另一A本驳斥摩尼主

义的作家。福爵说他是埃及利高保里斯的主教？提厄蒙（ Tillem

ont）以来，人们相信，他也不是主教，而且也不是信友，他简

直是新柏拉阁派的一个外教学者c 他的极简短的作品．为读历史

者，以及研究摩尼主义的盛衰者，是值得参考的c

三、泰塔斯是鲍斯拉的主教，死于未楞斯当政日；f；他也写了

四卷摩尼派驳义：叙利亚语本，整个地存在，希腊语本部分地存

在。前面两卷根据辩证法与哲学，其余两卷，通过神学与圣经．

放弃二元论O 书中引用了摩尼派不少的著作；这些篇幅给了该书

很重要以及实际的价值。至于泰塔斯的路加福音注解，和关于三

王来朝（ Epiphar时）的演讲，所剩的不过若干片断罢了。

四、脱慕伊主教塞拉比翁，是圣安当和圣亚大纳削的朋友；

二三九年前，已崭然露头角，死于三六二年后；因着他的博学，

被称士林学士（ Scolastique ）。由圣热罗尼莫提出的，他的摩尼

派驳义，整个地存在c 原来它的→部分，己遗失了一个相当长的

时期；→八九四年，始得寻获所失，而恢复旧观。巴敦威（ Bar

denhewer）指出：这是部极有价值的作品c 作者为攘斥摩尼派基

层道理，在书中不但显出了一种少有的毅力，还表示了很多的智

慧。塞拉比翁另一部著作，一一圣咏标题一已经遣失；他的通信

录，除棺晚近发见的两封，也都失传c 现在最引人注意的塞氏作

品，就是最近发见的他的《圣事经典》（ Sacramentaire ）。

塞氏的《圣事经典》一→八九四年，发见于亚陀斯山（ Mont

Athos）；中间包罗着三十遍经文，若干首被指为他撰写的；其余

的，资格较老，可也是由他搜集的。该书的重要性，稍予分析，

就可觉得是无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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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亥手抄本收录的经文，可分作兰种；（一）弥撒经（一至六

章）（二）圣事礼仪经（七至十八章）（兰）与弥撒有关的经文

（十九至三十章） 0 

最后的十二篇，所以放在后面，为着它们较弱的重要性；在

逻辑的观点下，它们应该占着开头的篇幅；因为它们所论的是关

于主日圣餐会的第→部分。实在，该书开端的奉献经（ Anap 

hore），是最宝贵的文献。跟上去的五篇简短的经文中最后一篇，

是散会前的向民众祝福经。最后第二篇是祝圣油与水的经文；而

且只是为私下用的。

第二部分共计十二篇经文（七至十八章），都是为行圣事用

的；五篇（七至十一章）是在行圣洗时用的；接上去三篇是在

六品，神父头上主教行按于礼时用的（十二至十四章）；其余三

篇（十五至十七章）是为圣油用的。第一第二篇是为圣洗坚振

油用的，第三篇是为圣终，傅油用的。神学家认为，这里也指出

了终傅圣事。文辞华美的埋葬经（第十八篇）是根据教会传统

精神，为仁者而特写的。

一句话，这部塞拉比翁的著作，从各角度看来，应该与圣济

利禄教理演讲并列着。

三侠名的法制著作

这里，我们指出若干供名的大半写于四世纪，有关法纪仪

礼，而可与教理演讲和圣事经典并论的作品。那些著作可分法纪

及法纪杂集两类。

（甲）法纪类

高诺利（ Dom Connolly）的论文，对于这个问题，给了我们

A种相当清楚的见解。他指出希坡利；武的《宗徒传授》是这类

作品中，最重要的。因此我们把这类文献分宗《宗徒传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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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独立的二部分。

＼宗《宗徒传授》的文献。

（一）希坡利；武三八条（共分工六一号，所存的是阿刺伯语

和爱因屋皮亚语文），一定后于《宗徒传授》可是直接地属于他

的作品。

（二）宗徒法典卷八撮要是另种《宗徒传授》的化身。

（三）宗徒法典卷八自身大体出诸希坡手lj式的著作c

（四）吾主遗嘱又是《宗徒传授》的变相之作c 该书也见诸

格来孟八篇（ Octate叫ue) o 

二、独立的法纪著作

（一）《教会法典》一如《宗徒传授》，并且→起保存在高

德和亚刺伯语中。它所包罗的，除去像《十二徒训话》

( Didache）的伦律外，还有关于神品的礼仪制度。它在第一条例

前，必冠以伯多禄说，若望说等等。无疑地，这是所以提高书的

价值的。它写于二00年，四00年间；关于写作地点，学者议

论纷纷。

（二）宗徒法典（希腊语）共八四或八五条。这是本极有关

系的作品；五00年左右，小得尼（ Denys le petit ）用拉丁语，

翻译了前四九或五0条c 它们终于被收入《律法大全》（ eorpus 

juris ）‘其余的到十六世纪才与两方见面。相反地，在东方，全

部被君士坦丁堡等三届会议（ Co时ile in Trullo 692 ）采用；希腊

教会与拉丁教会在法制上冲突的加深，与这点是极有关系的。实

在，大多数的法制是从四世纪不同的在亚略派影响下召开的会议

决案中采取的；其余二十来条，摘自安塞尼会议（ Concilein En

eoeniis），以及另一个同时代（兰四一年）同色彰的会议议决

案。无疑地，其中所论的，是关于教会纲纪和惩罚乞最后一条

（八四或八五条），给了我们一个经典目录；相反地，五0或五

一条给了我们一个伪经典日录。不少的条例虽早于四世纪前存



342 教父学大纲卷二

在，不应？可说，书中一切的条例都这样二人们每以归诸宗徒，该

书的权威，就因此大大提高。

( z; ）法纪杂集
这类著作写于四或五世纪，宗徒纪纲是其中最重要的。或说

它是罗马圣格来孟著的。无论如何，不应吁与格来孟八篇（ Oc

late叫ue）并为」谈。

一、《去徒纪纲》不是格来孟写的c 稍予分析，就可－一·目

了然。

前面六卷简直是改面换头的宗徒训话（ Didascalie) 0 

卷七（囚九章）抄、录了一系

→至三二章’载着十二徒训i舌（ Didach居）； （二）二节中载着

( I ) A段为新教友用的长的祈祷辞（三气至三八章）， (2）致

保守者论预备领洗的训i舌（三九至四一章）；谈i先礼时，也谈了

油（四二章）、水（四三章）、 μ中ov 香油（四四章）和新教友

的祝圣。结尾处，前有宗徒祝圣的主教日录（四六章）后有早

晚进食rt!.念的经文（四七至四九章） 0 

卷八也无异于前。该卷共分两节：第→节（一至二六章）

是关于礼仪的；第二节（二七至四七章）是关于纪律的。

（一）第一节的一段开场白，边指出〔特宠〕 ( Charismes ) （一

至二章）的目的及使命，边畅论主教的祝圣（三至五章） c 同

时，作者叙述了弥撒以及罹升神父，六品、女司仪（ diaconess

es）、五品，司读的礼仪。节末是致精修者贞女，节妇、驱鬼者

的训话。（三）第工节（二七至四七章）是第一节的补充；所谈

的是关于主教，神职人员，瞻礼日，教会产业的问题。宗徒条例

八五款，占着最后的篇幅。

《宗徒纪纲》的内容，是很平凡的，作者只把前代的条例，

配合于当代的风俗。来源不明的卷七卷八所载的，也都是抄袭下

来的，卷八的重要因素，除了弥撒礼仪，都是从希坡利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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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徒传授》 ~J窃来的。

占着卷八，五至十八章篇幅的弥撒礼仪，与卷七，四二至四

四章礼仪部分，同是极宝贵的，为研究四至五世纪若干宗教礼仪

的学者，尤为可贵。该书描写的，是四00年左右的叙利亚教会

的弥撒仪式。

该书应当写于四世纪末，五世纪初；作者看来是安提阿区的

一个半亚略派，或亚国｛利拿里派。内容的错误，并不阻止古人说

官出于圣格来孟，或未徒有L 他们指出：那些错误是由后人加进

去的。为此君士坦丁堡等三届会议（六九0年）虽非议该著作，

却采纳宗徒法典八五款。宗徒纪纲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才传流于
西．方C

二、格来孟八篇（ Octateuque de Cl岳men 现在存留的，是

叙利亚语．阿拉伯语，高德语本二这八篇简直就是《宗徒纪纲》

八卷的缩本。辣玛尼主教（ Mgr Rahmani）曾撮要地予以途述。



第七章圣厄弗冷与四世纪

叙利亚文学

圣厄弗冷前的叙利亚文学

四世纪的东方，在希腊文学旁边。叙利亚文学也射出了若干

光芒。应当指出：那些用文学之光照耀叙利亚教会的学者，就是

五世纪始，把它推入聂斯多略主义以及 A性论阵容的一群c 到了

七世纪，通过阿拉伯战争，它A变而为孤立的教会；于是文化水

平，日趋F坡台这些观点指出：四世纪代表着丰个最高峰c 可是

文坛上的主将，就是圣厄弗冷；其余在他前后的若干作家，也有

一提的价值已

（甲）四世纪前的作家

一、培西央，圣儒斯定的激烈门生，是叙利亚文学初期的 A

个知名作家， i二边，巳予研究C 他的《四史合编》（ Diatessai on 

是用叙利亚i汗写的；若f批判干严者，认为并不是什么译本c 它被

用于宗教仪式中，学者们予以注释，尤以拉波谏与阿尔的提奥多

里特（ Theodort>t 巾 Cyr）为著；自迄五世纪正教主教悬为厉禁时

才1辛止。

工、巴代萨纳（ Bard附ane ）是兰世纪叙利亚最大的作家，

但是不属于正统派d 诺（ M. Nau ）捐出：或以列于诺斯士派，

这是一个错误《如果是的话，他己放弃部分的错误极依某督教

义c 他是个哲学家，他的大作，《地方法律对话》（ Dialogue des 

lois des pays）是个加尔底亚外教与基督宗教的过渡作品气他的

整个哲学，也是同类的c 在他于二世纪归正后，先觉地在以得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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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榜了人的自由意志，以及天主的一个和全能；可是他错误地相

信，人的肉躯受到星辰的影响，因而他杏认肉躯的复活，因而他

又否认救世主能有的肉身，是能死的，不是不能死的。他的弟子

们不但予以缓和，反予以偏激地强调。

又指出：巴代萨纳派的学说代表」种向科学哲学前进的运

动c 圣厄弗冷引吁代的人脱离俗学，钻研圣经和基督教义。

（乙）四世纪初叶

亚孚拉得（ Aphraate）被称为“波斯贤者”或误认他就是尼

西泊的雅各伯 J 他本是一个隐士，后被摧升摩苏尔北部，马尔马

达（ Mar-Matta"i）主教。他的一部著作，包括书札，论赞，演

讲， iiLE里二三篇ο

每篇冠以号码．顺序以叙利亚语字母开始r 它们所谈的问

题，是有关伦理，冲修（信德、补盹、祈祷、斋开支c ）和神学

的。（基督的复活和l人性）最后几篇是攻击犹太人和他们的宗教

仪式的（安息日号割损，巴斯卦）。他的二兰篇，前面十篇写于

气三六年，三三七年间；接上去的十二篇，成于三四兰年，三四

同年间；最后一篇．作于三四五年八月，篇名“葡萄子”，论人

民将因少数义人的拯救，而免于沦亡（作者写于大沙浦耳三世

( Sapor II le Grand ），教会遭大难的时候，三 ~Q'i::仨，三八0年

同） υ

亚孚拉得是叙利亚最古以及最伟大的信德证人。因此他的著

作．若与写代舌腊戎拉丁作品比较起来．在神学方面臣是很贫苦

的，不是没有价值的。狄撒龙（ J. Tixeront ）说：“人们所称的波

斯贤者，在辩道的领域外，努力使自己和亲友度一个信德生活ο

在理论方面，他只乐于辑录圣经训话，向’根据一种微弱的传统，

：随机予以若干稀疏的注解〕。

他承认，耶稣基督是天主啕天主子。证理十七篇整个地予以

阐发。他承认对神拥有神的 4切属性c →句话，他的道理是尼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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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的，虽然他的术语是有缺点的。

基督创立的教会基于伯多禄（证理七），可牧的领袖；羊群

是托于众司牧的（证理十）。该领袖也是置于万邦中的忠实证人

（证理十一L 若望与雅各伯都是教会的柱石，伯多禄却是基础

（证理二三），而教会传播于万民ρ

亚孚拉得没有权威地论圣事，可是都予以提及。

圣洗、圣体、传解，频繁地出见在他的笔下。告解｛固定罪人

的讼承，执行的神医的赦免权能。这个权能是由锋品来的c 神品

的付予，或于主教，或于神父，或于六品（神职的三阶级），都

在按子礼中c 亚孚拉得给予传油礼若干奥妙的意义。若干是肯定

地关于圣洗和坚振的；病人的传油礼，应该是关于终傅的。还有

一种罪人的傅油礼，这是」和／1圣事附礼，戎是施于归化的异端人

的另→－次傅油礼。

亚孚拉得的世末论，是最老的一种神学。他跟着叙利亚的聂

斯多略派承认灵眠（ Sommeil de I'ame）的学说c 出离肉身的灵

魂，在复活前的阶段内，留于一种昏迷状态内。快乐或忧苦的梦

境，根据它的善恶，使它或乐或苦。他又元疑地唱指出天堂地狱

的永远性。

二圣厄弗冷

（甲）圣厄旨冷的生活与个性

圣厄弗冷的生活所知很少。在他的若干传记中，很不容易辨

别：什么是历史，什么是碑乘。三O六年左右，他生于尼西泊。

诺指出：他出身卑微；版依圣教后，被父亲逐出家庭；就沦为奴

仆，而与尼西泊的雅各伯发生友谊。相反地，根据巴敦戚（ Bard

enhewer），他的父亲已是信友，并且在敬畏天主的氛围中教育

他。他决意没有保留地，献身于基督，因此就开始了一个隐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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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专心祈祷读书。尼西泊主教雅各伯很早就把他收为门弟子；

并且带了他出席尼西亚公会议，不久，叫他主持尼西泊的一个学

校。厄弗冷是一六品，看来终身没有高升一级。他亲历了波斯人

，系列的侵略；沙浦耳二世，三三三八年的败绩，写他传的叙利亚

人，群以归于他的祈祷。三四六年，三五0年，尼西泊先后又被

围攻。厄弗i令用诗记了三五0年，以及最后一次（三五九年至

三六三年）波斯人攻占尼西泊的种种可怜的镜头。大半信友，

相率由亡ο

厄弗冷避往以得撒，它是奥兰内（ Osrl时ne ）的首都；位在

幼发拉底河边c 他最后的卡年生活，都是在那边过去的c 他大半

的，现在还存在的著作，是那个时期的产物。他平常隐居于城外

一个小山上；可是这不能阴止人们来跟他求学之可能在别的若干

由尼西泊来逃难的学者合作下，他创立有名的以得撒或波斯学

校。或说他曾赴埃及，参观各类隐修组织；看来这是难能的。可

能于三七0年，他去访了凯撒里亚的圣巴西略：｛且还是个应待考

证的问题。他大概死于兰七三年，六月九日。

写他传者这样描写了他的状貌：“他的隐修生活开始后，直

至长逝，他的食粮不出高粱饼，干菜，有时也吃些青菜。水是他

唯－的饮料；皮包骨头，瘦得可怜，像块碎士。他的百结的辑衣

是粪色的。他的个子是矮小的，面容是经常严厉的；他从来不

笑，他的头顶下顿是光秃的”。这个苦修者拥有一个神秘神修的

热烈的心灵。

圣厄弗冷是个瞻想者（ Contemplatif) ，可是，他对于天主以

及天主事理的崇高知识，尤使他歌颂天主，正如这个知识躯策人

｛门，为天主而或著书立说，或创办事业，或苦身克已。他是教会

圣师中，最理想的讴歌天主的奥迹者。无疑地，他有时也痛击异

端人，可是他崇拜信德的立场，强于他护道的立场。他的论道著

作，也在歌颂声中，教育信友，一如慈母用押扬婉转的歌曲，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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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灌入小孩的心里。厄弗冷几乎整个的著作是诗意的而且深沉

地神秘的。这又不是由于他的情感。却因着他的性格：高尚，贞

洁，连绵的丰富，热烈的灵感。一切指出：他的情感的源泉是超

自然的；这个源泉就流出活水，直奔永生的那个。这些基本优

点，掩盖或削弱了，他与他种族共有的“多言”的缺点。

圣厄弗冷像司的色彩是鲜明的。这个优点，为诗人和演说

家，果是一种力量，可是为神学家（我不说为圣师），可能是个

障碍。实在，他的文学作品，缺少明朗的必要条件，以及严格的

逻辑。再者，在他的驳义或论道著作中，每每缺少准确性。狄撒

龙说：“甚至在争辩中，他也放进鲜花；他却不识深究对方，或

诺斯士派，或摩尼派，提出的问题。他认为：有了信德，就掌握

了一切”。狭义地说来，他不是神学家，而是个圣师，他的传统

精神没有漏洞。为此，本笃十五世把他放入教会圣师之例。

( z. ）圣厄弗冷的著作
一、散文著作：这类著作，除去若干演讲外，都是圣经注

解。厄弗冷注解了全部圣经（第二批收入圣经目录的书不在

内）。他注释的古经，是贝希托本（ Peschitto），新经是塔西央的

四史合编（ Diatessaron）。关于这部巨著，保存在叙利亚语本中

的有创世纪与出埃及经注释（至三二章二六节）以及若干片断。

保存在亚美尼亚语本中的，计有四史注释，保禄书信注释，列王

纪上下。圣厄弗冷的方法，在注释内，跟着安提阿学派，是历史

的，字面的；相反地，在圣咏和演讲中，是讽喻的，神秘的。

二、诗歌著作：这类著作，在他的著作中，占着极重要的位

置。他尤是个信友诗人，叙利亚大诗人。在叙利亚，神职人员每

用诗歌来传布道理，点缀宗教仪式。一定的数字，组成了韵律的

原则。诗句是一对一对的，这就等于希伯来文中的对仗。诗歌每

首少为四句，多为十二句。

叙利亚的诗歌可分两大类：赞词（ Mimr的和诗歌



第七章 圣厄弗冷与四世纪叙利亚文学 349 

( Madrasche ）。

→、“赞词”是种有韵律的纪事文，所以于教会节日，或作

日课念，或当圣书i卖的。

二、“诗歌”是种在弦琴伴奏F公唱的；叙利亚人称之为训

话（ Madrasche），叙利亚诗歌鼻祖，巳代萨纳曾用以在人民中传

布他的学说。后来人家仿效他，也写了为教会瞻礼日，由两班轮

流对唱的诗歌：有的称励德歌诗（ Par·手netique时，有的称颂扬歌

诗（ Panegyrique时，有的称护道歌诗（ Pol层miques ）。

圣厄弗冷所写的．包括前后两类。他虽不是这种诗歌的创造

者，却是个伟大的老师，典型学派的模范，几乎独步的作家。厄

弗冷的赞诗，大半是七音的（中间也有出以散文的）；文章写得

又绚烂，又流利，又生动，又深刻，又高超，谁都没有驾而上

之；读者每会感动流泪，而不觉其冗长c 他的诗歌是难于计算

的；可是高尚的，卓越的．铿锵的；不｛且能增人知识，还能使人

动情；纳西盎的额我略满贮道理的诗，未必胜他一筹二对于神业

信德，他供给的超性食粮，是坚实而有昧的。

“赞词”与··诗歌”，在形式上虽不同，它们的对象每是同

一的。厄弗冷的著作，在对象观点下可分为：

（一）注释作品，计有赞词四十五篇。

（三）护道与谈道作品，汁有→五0篇。

（三）奥迹论八十篇。

（四）颂扬圣贤作品，包括古新两敦的。
（五）伦理作品，大半以圣德为对象；其中七六篇是关于补

赎，还有关于祈求的ι

（六）追悼词c

尼西泊的歌诗，虽是历史的，更是伦理的。在这一册的七七

首歌中，有个美丽的对话：一方是魔鬼，一方是死亡；它们争辩

着：二者之间，谁的能力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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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厄弗冷的遗嘱〕如果不是他写的，应当是以得撒学校

著的。

（丙）圣厄弗冷的道理

圣厄弗冷对东方教会，在精神和神修 t的影响，的确是无边

的。我们研究圣厄弗冷，最当在这点上着眼c

圣厄弗冷道理的基础，是人的自由意志c 人是天主的肖像，

因为（一）人有自由意志，能统驭万物；（二）他能接受天主的

恩宠；（三）他的理智容易观察一切。

原祖父母还拥有超自然的宝贵恩德：常生、智能、科学光

芒；光芒掩盖了他们的裸体，光芒是那些恩德的反映。他们逆

命，特恩沦亡；可是，那个自由意志，虽已削弱受伤，却还存留

着；对于这点，用弗冷是坚决的。堕落的人类，需要圣宠的扶

导。圣宠不予以强迫，也不能毁灭自由意志。

圣厄弗冷也把信友生活，看作→种精神斗争。他指出了针对

一切罪恶，尤其是七样罪宗的药石；他特别标志：斋戒、节食、

祈祷、念圣书。他最予强调的德行是：爱德、贞洁、忍耐、谦

逊、补赎：而最后→样，他屡予提起c 他强有力地指出物的虚

假，引导热心的灵魂，爱护静默。他致隐士们的训话．是屈指难

数的：《神修生活论》，《隐土教育》，和两册《为初学生论圣

德》是最著名的。他虽是个六品．他又写了→册称扬锋品，以

及锋品应有的圣德。

圣厄弗冷对于圣玛利亚的孝爱引导他指出：（→）她的天主

母性，没有损害她的童贞；玛利亚在生产前，在生产中，在生产

后，一贯地是贞女；（二）他把玛利亚的圣德此诸耶稣基督的圣

德：“你一人和你的母亲，是在一切观点下，绝对纯洁的；因为

在你身仁没有丝毫的斑点，在你母亲身上，没有滴点的污秽门”

如果玛利亚是基督的母亲，那末圣教会是他的奥妙的净配，

圣厄弗冷认为：圣教会是圣宠真理的分发者。他歌颂锋品，他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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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颂伯多禄：因为他是锋品的来源，司锋们的祝圣之权，都是从

他受来的。伯；多禄是教会的基础，他有权监视．．那些训导，组

织教会的众宗徒主教。他是真理的泉源 门徒的领袖J 这是远离

罗马的叙利亚圣师的道理；这是他从圣经和教会传统中吸来的。

圣厄弗冷谈论了大半的圣事；他的观点是不很缤密的。可

是，关于基督在面回形像里的问题，是极度肯定的。

最后，我们应当一叙他的《世末论》、（一）他大谈了“审

判”。他分别了三级人，在审判上者（圣人），在审判下者（不

纯洁者），在审判外者（恶棍）。（二）谁都应该渡过狱火，第一

级不受苦楚，第三级应当留居其中，第二级应待洗炼L 一如天

堂，地狱也是永远的t 有人错误地表示，这不是圣厄弗冷的见

解。（三）天堂分三层，峰顶、边旁、门口气在肉身复活前，义

人的灵魂暂留门口；那是永桶的开端τ 圣厄弗冷的观点．如果不

被歪曲的话，只止于此。

叙利亚教友对于圣厄弗冷景仰之心 只要二看他们加给他的

徽号，就可－日了然：世界博士，教会柱石．悬河之口，叙利亚

的先知，圣神的竖琴c

三圣厄弗冷后的叙利亚公教文学

这里，在继续圣厄弗冷的功业中，我只提出最著名的几个作

家；而以五世纪巾叶为限。当时，叙利亚教会，陷入聂斯多略

异端。

四世纪，有马阿巴（ Mar Aha），才诺皮（ zenobiu叶，在在罗

那（ Paulonas），两利罗纳（℃y il 1 ona），和额我略隐者。关于他

们的生活几乎什么都没有留下来。

五世纪有马路塔（ Marouta) ；他是梅非塔（ Maiphetat ）主

教，尼西亚公会议历史，以及沙浦耳二世时，波斯殉教录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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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是，拉布辣和安提阿的依撒格在当时是最知名的。

以得撒主教拉布辣（囚一二至四三五年），以晚年反抗聂斯

多略异端著名；他的后任伊巴斯却予以包庇。拉布辣热烈地从事

改革神职人员和隐修士；同时强有力地想铲除，前经圣厄弗冷的

攻击，而当时在以得撒，还拥有信徒的若干古老的异端。他用希

腊语和叙利亚语写作；作品有诗歌，也有散文；现在所存的不过

若干片断。

安提阿的依撒格，又称大依撒格（二六五年），原籍阿弥特

(Amid），是安提阿附近的隐士。他的诗歌著作的数量，几可与

圣厄弗冷并驾齐驱。他的著作中，不少还没有问世者，下开

(Bickel）从他的两百种著作中，选刊了三七种，共为两册（一

八七三年至一八七七年）若干作品实在是琐屑而冗长的（鹦鹉

歌共计二一三三句）。后来，人们又刊印了他的若干著作。

还有巴兰（ Balai ），他是亚勒伯（ Alep）的代理主教，也写

了很多的道理性的诗歌；其间若干被指为出于圣厄弗冷手笔ο 达

伊苏（ Dadjesu）是塞琉细亚的宗主教（四二一至四五六年），

他的未经印刊的著作中，有四气0年，一个教务会议的议案记

录c 他是终于把他的教区拖入聂斯多略异端斗争的人证c



第二部伟大的教父

世纪的峰顶
（三六一年至四三 0 年）

第一章概观和异端

概观

（甲）一般的性质

我们说整个的四世纪标志着教父学的峰顶；可是它的第二阶

段，网为在东方，如在西方，照耀教会的最杰出的人才，更是峰

顶的峰顶；不过，他们虽是卓然的，并不是孤立的：他们的周

围，还站着若干延长他们的影响的才华作家。当时发表的作品，

A般地说，是繁多的，不同的，深邃的，有力的。这点，在卷二

导言中，已经指出。

但是应当明了：当代教父们的才学是很高的，他们不但把希

腊罗马的一切文化隶属于基督，还用来为基督宣传。那些人大半

是文学的巨子。他们的心灵是诚朴的；他们的理智，由于漫长地

出人于古代的典型著作巾，是细致的。他们拥着从古书堕得来的

高迈的机动精神和爱美热忱，利用→切，以发展和捍卫信德。外

教主义自然提出抗议，不肯让他任意宰割。举良（二六一至三

六王年）不但在政治上，尤在艺术文学上，想压倒基督教义。

这不是个人的问题，整个的外教社会，也为了要撞头而在挣扎；

可是终于一蹦不振。举良的死，闭了这个运动的幕。希腊文化已



354 教父学大纲卷二

无能给予这个古老的世界， 」种精神动力。当代的教父｛门，无法

挽救这个既倒的狂澜；可是，从古代文明里，他们保存了尝控制

世界的两大文明的菁华，以及本性的美善。

教父们虽未能目睹他们揭示的基督理想社会整个地实现．错

误不在他们2 密切地参加君王们政治活动的圣盎博罗削，曾强有

力地向他们指出了教会独立的，也就是兴盛的条件。其余教父的

工作园地．虽比较窄小，并不因此而削弱它的重要性；他们或跟

圣金口若望向一个彝伦攸敦的社会，宣讲基督的严格伦理，或面

对此世的屉贵，为穷人请命；最后，或如圣巴西略，组织慈善机

构，使众人明了教会救苦救难的能力 3

可是，教父们的我们应予以研究的道理，占着最重要的位

置。，他们首先是老师，教会的大师。他们的使命虽带些社会性

的，尤是神学性的σ 反对异端斗争的迫切，向民众指出他们已经

了解的理智信仰协和的需要，驱策他们通过不同的路径，依据各

人的才情．彻底地钻研一切启示真理。这一方面决定他们的E作

路线，另一方面提供我们研究南针c

（乙）第二阶段的分界

我们先研究东方教父，后讨论西方教父。

在东方，在那个不属亚历山大哩亚学派，不属安提阿学派，

而代表严格的传统派的爱比法纳后，有狄狄马，尤有卡帕多细亚

诸子；亚历山大里亚新学派，是由他们组成的。亚颇利拿里置身

其中，又向其中的安提阿学派，塔苏斯的第奥德卢，和莫舒爱脱

的戴奥陶尔，两个老师攻击。圣金口若望，是该校最纯洁的光

荣c 在其它的第二流的作家中，我们只将指出一小队耐人寻味的

修行者。

在西方，身负联系世界各教会使命的教宗们，当时颁布了到

现在还保存着的一系列公函。再者，第」流的博学之士与东方维

持着学问的关系。圣盎博罗削不但熟读奥利振和圣巴西略的著



第一章 概观和异端 355 

作，他的伦理演讲也是独到的；圣热罗尼莫，身虽居于东方，心

常留于罗马；他的著作拉丁色彩是很重的。最后，在野蛮云雾弥

漫，拉丁世界消逝的前夕，跟着若干价值不等的作家之后，报到

了圣奥斯定。他的无数的著作，综合地把圣教开始以来的纯粹的

思想，汇成一个巨大的潮流。巨星的硕落，也就是i亥代的结局。

我们分了东方西方。实在．纵尽四世纪，罗马帝国愈趋分

裂；而分裂的原因，不但是政治的，也是宗教的。不应当过分夸

张这种还在酝酿的工元说。东西两方的性格、利害、语言、虽不

同，基督宗教的统一性，已深刻于一般的教友，尤其是那些学者

的心中。他们反裂教的斗争‘无论如何不 A，目标是一致的O

我们列论的道理，正是先后最受攻击的几端。 (1 ）圣三道

理是四世纪首先引起注意的一个问题，二六0年后，尼西亚信

条，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卡帕多细亚诸子．都是该斗争中的健

将c 圣奥斯定的“三位论

的角度下’深亥iJ地予以补充υ （ 2 ）基督神学是在安提阿，由亚

颇丰iJ拿里第奥德卢和戴奥陶尔发动的n 可是真正汹涌的波澜，是

于肝→代，由来自安提阿的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否认玛利亚为天

主母的聂斯多略推助的（ 3 ）两个严重的震荡拉了世界的问题，

一为多那式主义，一为白拉奇主义τ 它们远于非洲；圣奥斯定的

汗马之功是无比的c 别的比较不甚重要的谬说，如柏利息力安

( Priscillien ）和赫尔维狄阿（ Hehidius ）的学说，候遇到相当的

机会，再予叙述。

二 多那；武和自拉奇主义

（甲）多那；武主义

这个名词根于该主义的两个发起人O 三一二年，加理略教难

翌晨，迦太基新选的总主教，塞回利央的法权发生了问题．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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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祝圣他的主教，阿蒲顿的威力克，是个教会叛徒（他遵

戴克利先令，把圣经授给外教徒）。努力底亚的七十位主教，在

迦太基开了一个会议；选马约冷（ M叮orin ）代之。 i亥派领袖，

塞西利央的仇敌，黑庐（ Case - Noires ）的多那；武主教予以祝

圣。兰一五年，马约冷的后任，大多那矶，更加强它的组织，于

是该主义的名词就决定。巴尔梅尼央接位（三五五年至三九一

年）运用他的才学著书立说，尤见发展。密雷物的奥阿塔（三

六六年》，与圣奥斯定（四00年）尝先后予以驳斥。

多那，武主义的成绩，来自开始时强有力的组织。（ 1 ）它的

基层道理，虽属平淡，可是确切而明朗的．极足以煽动简单的头

脑。（一）教会是个圣人的集团，罪人是在外的。（二）只有从

这圣教会的执行者领的圣事，才是有价值的。（ 2）一个整个的

神职阶级，经多那式的策划，到处与公教的圣统制对立着。它共

拥有主教二－百人。（ 3）该派独身神火员（ Zelateurs）的组织，也

是多那；武成功的一种因素。在君士坦丁皇帝末年，他们已开始用

武力，用宗教的名义，横蛮地到处活动。他们在“赞美归于天

主”的口号下，犯一切的罪恶。人家称他们为围庐者，是因为

他们不停地盘桓于庐舍的四周。

该派产生的作家，在巴尔梅尼央外，还有提高尼阿（ Tycho

nius）而贝底利央。

提高尼阿是个神学家，可是个世俗人，在学说上，他是很爱

自由的c 他的两部反公教信友著作，作了若干重要的让步：他尤

承认在教会组织内，有善人，也有罪人；世末时始将玉石分明。

巴尔梅尼央正式函令他改正，他予以拒绝，遂遭绝罚（主八0

年）。但是这个可怕的多那式派人，终没有版依天主教。他继续

写作，三八二年光景，写成规例书（ Liber regularum ）。该书指

出了七条诠释圣经总规例。圣奥斯定在他的《基督教义论》中

( De Doctina christiana）也予以援用。圣人认为提高尼阿有卓越



第一章 概1见和异端 357 

的天才，有丰富的辞令。

西塔主教贝底幸lj央，在圣奥斯定时代，是多那真派中，一个

最激烈的分子。他是公敦的叛徒，言论中藏着辛辣。

（乙）白拉奇主义

白拉奇主义，虽不产生于非洲，可是反白拉奇主义斗争，在

该洲最为剧烈。下面我们只纲领地指出它的学说和历史。

＼白拉奇主义是根据斯多噶学说，倾向自然主义，而于五

世纪初叶，由白拉奇宣传的c 他是布勒通的 A个隐士，塞勒斯特

的门生。四三0年左右．厄扣，内主教，举良，把它逻辑地编成了

一种道理系统c

（一）自由意志的伟大能力，是它的基础二人常能独立自动

地要好和做好；即使它不要和不做好的时侯，也不在例外c 要好

和做好完全关于意志。实在，世界上当有无罪的人。

（二）原罪并不存在。亚当是造来当死的；在犯罪前，己受

情欲的攻击；他的恶表对于我们是唯 A毒素。人所以易于作恶，

纯为了习惯。

（三）为得永生，圣洗不是必要的；可是，它为做天国的一

份子，为与圣教会，及基督联系是需要的。它除免人的一切

本罪。

（四）通过圣洗而获得的宠爱，不是立超性功劳的必要基

础，它只是医治本罪的一种药石，或基督徒的一种点缀，以及天

主领子的→→种象征。

（五）宠佑只能是从言行来的外恩典，充其量不过神光而

己。披雷杰派否认宠佑是活动在意志上的内恩典。他们也强调：

天主的活动不打入我们的活动，而予以发展，予以陶冶。为此，

只有预见，无所谓真正的预筒的

（六）救赎不是一种起死回生的工作，它只把人的生活提高

→级（天主领子的生活）。基督的影响纯是外表的c 取消了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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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仁慈，取消了人的诚切之祷，宗教行将枯恼。天人的来往，不

过债主债户间冷淡的往来吧了。

二、五世纪初，白拉奇在罗马，服膺了这些观点；他又以说

服了舍勒斯特（（》lestius) o 四0九年，他俩布道于西西里，四

~o年于非洲；接着他一人往巴力斯坦。留居非洲的舍勒斯特．

继续工作。囚一一年，迦太基会议，予以绝罚的处分。他被迫潜

居东方；终于厄弗所领了神品。四五一年，保禄，奥罗士，圣奥

斯定的朋友和代表，控诉舍勒斯特于耶路撒冷的若望主教；可

是，没有受到绝罚。囚一五年末，提奥斯保利斯会议，不顾两个

路过巳力斯坦，高庐主教的控诉文件，宣告他无罪。这个措施，

不论内情如何，为自拉奇一定是个大胜利c 可是，在非洲，人们

仍提高着警惕3 四一六年举行的两个会议，向教宗控诉那些革

新者。

意诺增爵一世，于囚一七年，一月二七日，计离他的驾崩没

有多少时候，明昭责斥白拉奇。可是，他的后任，左息马斯

（四一七至同一八年）一面看到由白拉奇寄去的，经耶路撒冷主

教批准的信德于册（ Libellus fidei ），一面惑子亲来罗马的舍勒斯

特的模棱的陈言，反斥非洲信友的卤莽，并且命令他们到罗马进

行控诉，逾期，就当宣告被告无罪ο 非洲主教赶紧召集会议于迦

太基，先请教宗宽展限期。四一八年，一个由二百多位主教参加

的大会议厘订反异端九条。教宗了解情况后，终于下令严斥了两

个异端头日，并且发出了一道公函（ Epistola tractoria）要求众主

教签名。 卡八个意籍主教抗命，就被责撤职充军。

厄拉内主教举良，也是其中之一；他虽相信异端不久，可是

在白拉奇与舍勒斯特退出战场后，他还继续顽抗。圣奥斯定予以

猛击的，就是那个家伙。他死于四五四年，情形极度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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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圣爱比法纳

圣爱比法纳的生活及个性

（甲）生活

圣爱比法纳生于巴力斯坦，离迦萨不远的一个村子上‘约在

三一五年。他的父母，在 A般的教育外，又给了他一个公教教

育。他爱研究言语：他认识希腊语、希伯来语、叙利亚语、高德

语，和拉丁语。他廿岁的时候，去拜访了埃及的隐士c 迦萨伟大

隐士、圣喜声’立温的嘉言蘸行，使他对于隐士生活，感到极大的

兴趣。回来后，就于厄琉i武洁坡力（ Eleuth居ropolis）附近创立了

一个隐院。三十年中，他消磨光阴于教育门生以及祈祷读书中c

于是他的学问道德的名声洋溢各地，终于三六七年被摧为希城

( Chypre）主教。

他是个标准主教，勤于发展谈道的公教生活。具体的业绩，

虽不外传，他生前“灵迹圣人”的徽号，已足给予我们一个正

确的观念。他尤注息教友的传统信仰，他也想把它发展于整个教

会中c 他的两部比较重要的著作，《落锚》（ Ancoratus ）及《药

箱》（ Panario叫向我们指出：他怎样努力攻击异端，以及怎样

仔细地暴露它的马脚。同时，他又与他的老友亚颇利拿里辩道c

他对于奥利振主义最为切齿；认为奥利振是一切异端的鼻祖；甚

至为他几于无地无奥利振，无I也不予以痛击。他的过激之心，又

引他始与耶路撒冷的若望，后与君士坦丁堡主教，圣金口若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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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

奥手lj振主义的斗争，以丐九三年 揭幕于耶路撒冷。阿德下

阿（ Aterbius）对于若望主教，鲁芬和圣热罗尼莫，偏袒奥利振

主义的控诉，就是他的动机c 这个检主要员，可能是由圣爱比法纳

派去的？翌年复活节，他亲到耶路撒冷，在一个公开演讲中，在

该民主教前，攻击奥利振的学说。当夜耶路撒冷主教，在公开的

答辩中，驳斥他的“人形主义”，爱比法纳就与他脱离关系，退

居厄琉i武洛坡力，可是，不久他擅把圣热罗尼莫的兄弟，属于耶

路撒冷的白冷的隐士在在利尼央（ Paulir时n）祝圣为神父。耶路撒

冷主教提出抗议，爱比法纳写信予以答复，可是没有什么结果c

又过了几年，狡猾的亚历山大里亚宗主教，久为奥利振派的

德奥斐肋，忽发表声明，脱离关系，而且先向尼脱利的隐士们，

继向圣金口若望，昨日的同志们进攻c 爱比法纳得到消息，很为

兴奋，不知人们控诉圣金口若望的一切都是空中楼阁。囚。三

年，希坡会议中，他还攘斥奥利振学说，然后遗赴君士坦丁壁，

与主教的仇敌们相周旋；并且预备展开斗争，幸中途觉悟，急急、

复归。他死在半路，享年八十有八。

( z; ）个性
圣爱比法纳的个性，从上列他的生活表现中，已可知其梗

概。他是极直爽的，然少东方人所称赏的精细的思虑和机警的手

腕。在这种心理下，他自然易于陷入恶党的罔套而惘然无知。可

是，谁都不否认他怀着救灵神火，一种有时似乎过激的神火。他

的诚实是不容怀疑的；他的刚毅不但是应受褒奖的，还是有益

的，丰富的；在风雨飘摇中，是需要的。这些优点自然也有它们

的偏激性；可是这个偏激性，在那异端鼎沸的时候，比起优点的

缺如性来，一定胜着一筹c 若干人未能彻底地予以了解，就低估

了他的贡献，这是不公允的。

从知识方面论圣爱比法纳，他没有什么特点：他不是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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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思想家；他纯是个学者和蛙书虫。在他的著作中，我们可以

找到关于基督宗教思想史的宝贵文献。可惜，他的批判是不健全

的。他所引的越出他自己」代范围的史料，应当予以考验c 此外

他的文法，他的文章组织都不是一个真正作家的。复杂性是他最

大的毛病。可是，他的作品不少同当牢记的，能引起兴趣的

资料3

二圣爱比法纳的著作和学说

（甲）著作

他的作品计有两种关于辩道学、两种关于考古学的，以及两

封书信ο

→、《藩锚》（ Ancoratus）写于三七四年c 当时旁非利亚教

友要求他编一本有关圣三，尤其关于圣神的册子。这就是所以指

导他们：应该怎样在白拉奇风雨中， 《落锚》 A般地，坚持立

场c 该书附着两种忖洗公式：第一个比较短的公式（二九章）

在圣爱比法纳来到昆斯当济亚（ Constantia）前的不久，已流行

于该地；第二个公式（一二0章）可能就是他写的；人们习说

他根据君士坦丁堡公式编辑的c

二、《药箱》 ( Le Panarion ）写于三七四年，三七七年间；

它是圣爱比法纳的重要著作。目标在医治被“异端蛇”咬过者，

以及保护未受毒害者。圣人看八十是个象征数字，因此列举了八

卡种异端，为凑成这个数日，他把单纯的错误哲学，即使出见于

基督教义以前的也不在例外，希腊人、伊壁坞鲁派、斯多噶派、

法利辛俄人、两徐亚人、蛮子……都视为异端人。该书的价值，

是视篇幅而不同的。他在前面几卷表现的权威是薄弱的；因为在

那里，他只抄袭了儒斯定，依肋纳和希坡利，武的作品。相反地，

他屡以证人资格所谈的关系于四世纪后五六十年间的问题．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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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的权威。他的带道理和纪律性的结论是冗长的。该结论有时

在信德宣言（ Exposijlio fidei ）的标题下个别流行。

药箱撮要在药箱后，频繁地问世；看来出于另一个作家。

三、圣经考古学中的度权论是很重要的；它在第一节里，又

谈了古经目录和翻译；在第二节里，可以找到一幅巴力斯坦地

图。他还用拉丁语解释了大司祭胸前所挂的苦像上的七块宝石的

讽喻意义。他的其余注疏作品，都已遗失。

四、他的一封给耶路撒冷若望，一－封给圣热罗尼莫的信，都

在批评奥利振主义。其余的人们所称的圣爱比法纳著作，都是

膺品。

（乙）道理

圣爱比法纳的道理，在理论观点下，没有什么特色，在人证

观点 F，由于他是绝对的传统派，却是很宝贵的。他于四世纪，

比任何人更明朗地指出：教会的传统，就是教会一般的司甘｜｜权；

只有教会拥着传统，教友只在教会的训｜｜导决议中，能寻到真理。

这个教会，建于信德的不能动摇的基础，伯多禄（盘石）身t。

在四世纪，盘石就是罗马教宗；他要求恢复他的特权c 圣爱此法

纳知之最审。兰七七年，根据教宗达马萨的甘｜｜令，借同苍苍玲，在

安提i町，反抗亚颇利拿里派人，做塔尔（ Vital ）。稍后、他又与

碟冷，圣热罗尼英同赴罗马，办理若干教会问题（三八伞年）。

圣爱比1去纳其余的比较重要的道理，可括为下边四项。

（一）关于圣王神学．他论圣神的由来时，明朗地指出：他

的性体受白父与子 （ A Patre Filoque ）可是，他没有把功
IIαTρδkαL’ γLOV 来达出（在tre et proceder）的意义：因为该字当

用以表示一物来自另一无由之物，例如〔父〕。

（二）在基督神学上，他攘斥亚颇利拿里，强调基督具有整个

的人性；又仿佛拙树 4帜地肯定“语言调度” ( la communication 

des idiomes) .以及玛利亚为天主之母（ OE:OL61T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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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玛利亚部分， (1 ）他还捍卫玛利亚分娩前、分娩

中、分娩后，永远的童贞。（ 2）他声明不识她有没有死，又不

敢肯定她不死。

（四）人们认为：圣爱比法纳不但攻击圣像敬礼，还责斥圣

堂内悬挂圣像。在圣像敬礼纷争的时候，保卫正统学说者，应当

抛弃若干假论他名字的著作c 我们认为：那封他给耶路撒冷若望

的信中， 1立击圣像敬礼的一段，是旁人捅进去的τ 最近帅吕氏

( D. Serruys）批评地指出这点：可是杜歇纳主教与贾槐拉（ F. 

Cavallea）不以为有什么大价值。

Saint Epiphane 

BIBLIOGRAPHIE SPECLALE 

1 ° Edition: P. G, 41-43. Edit. in grec, D1NDORF. 5 vol. , Le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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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狄狄马盲者

生活与性格

狄狄马生于三一兰年，他的生活整个地过于亚历山大里亚。

行年四岁，他就失明。可是，这个不幸事件，没有阻止他在学业

上进步，而使当代和后代的人，惊奇地予以称道。为r他孜孜不

倦地求学，为了他能深思远虑，为了他能牢记所得的真理，不但

在神哲学上，在伦理、天文、数学，据他的门生鲁芬说，都有讲！

深的知识。圣亚大纳削尝叫他主持教理学校。他一生工作其中，

且是该校最后的一个老师。他死后， i亥校在罗棠（ Rhodon ）指

导之下，迁往西脱（ Sjde ）；可是，无声无息地不久就停顿。狄

狄马由于失明，没有参加宗教斗争。他对难题发表意见时，态度

极审慎。亚略异端人也很敬重他。他居于亚历山大里亚城郊，度

→个寂寞的修行者的生活，→如当代别的有名学者。看来他没有

结过婚。他的生活，是个辛苦的祈祷和读书的生活。三三九八年，

死于亚历山大里亚，享年八卡有五。

巴尔惮（ G. Bardy）论狄狄马的特点时指出：他的神修是深

刻的，他的信德是热烈的c 在他的著作中，尤其在先引述对方带

侮辱性的论调，后予以驳斥的篇幅里，时间以冗长的向圣三呼吁

的语句。 “他相信，一个人没有上天的辅导，不能好好地谈天

主。谁要钻研神学问题，谁应该多立善工，尤应该有信德、热

忱，以及漫长的默想c 他却不是→个学者。他的知力并不怎样尖

锐，知力的创造性也并不怎样高昂。曾与他共处差不多一年的圣

热罗尼莫，说他的记忆力特别地强。他的文章是复杂的，这些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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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缺点，大概是和他肉躯的缺点，是有关系的。再者通过口

述，借他人笔传出的东西，是不容易镇密的。他待人接物的和善

殷勤，是出乎寻常的。一如奥利振，他看到回来的荡子，就伸开

两臂予以慰藉。摩尼派是他最切齿的c

二著作

狄狄马的作品是关于注疏和神学的ο

（甲）注疏著作

一、他的浩繁的注疏著作，几乎片甲不留，所存的不过若干

戎长或短的片断而已 c 巴尔悚且谓：他的一般地被认为他是著者

的代表作《犹达书注疏》，也在放弃之例。

二、根据他残存的著作，我们可以 A睹他的注疏方法。像他

所崇拜的老师奥利振，狄狄马的注疏方法也是讽喻的。他指出，

整个的圣经辞语，含有字面和精神两种意义。关于古经，他更强

调精神意义，为了它跃出阴影，直趋实际c 可是，他的讽喻主

义，比他老师的要缓和l一点 3 他必须根据字面，证明耶稣基督的

神性，以及他的人性完整，而以攘斥亚略派二圣亚大纳削闪着同

一的理由，早i主意于新经的历史价值，以及字面意义σ 不但如

此，对于古经的若干篇幅，他也坚持同 A的见解。卡帕多细亚诸

子，跟着亚大纳削走着同一的路线，可是没有安提阿派的狭窄顽

固。狄狄马，尤于注解新经时，乞灵于字面意义；可是他从没有

放弃讽喻。

（乙）神学著作

狄狄马的神学著作．也是很多的；可是所存的，只有（一）《圣

神论》，写于三八二年前；（二）《圣三论》，成于三八0年至三

九二年间；（三）《反摩尼派》，写作年不详。或以此说不是他写

的，那未免太冒昧了。那个把狄狄马的反亚略和萨伯利论，归于



366 教父学大纲卷二

尼斯的额我略的人，犯了同样的错误。

一、圣神论共六十三章，可是篇幅是很短的。巴敦威（ Bar

denhewer）说：它是古代关于圣神最好的一部著作。我们现在所

有的是它的圣热罗尼莫的拉丁语译本。译文虽然准确，透露不出

原著所用的术语和公式的本来面目。圣热罗尼莫常把 OU(J"lα 和

U7T6σLασin昆为斗炎。在该作品内，狄狄马，确定圣神的性体，

高于天使的性体，也不是受造的，他是真天主；他又解答了

“圣神非天主派”的难题。该书著于气六0年，三八0年间。

二、圣三论计子之卷：它针对“圣神非天主派”，表示了一个

比前著更竖决的立场；它大概于气八0年后，在“父”是天主

的大前提下，一面证明“子与圣神的天主性”， A面答复亚略

派，尤其是马其顿人的难题。巴尔佛这样批评了该书：“这是个

大规模的抄袭，其间有圣经语录，有世俗文学片断；该书的统‘

性，来自综合方面的成份少，来自信仰方面的成份多”。

三、反摩尼派论共计十八短章，看来是别·较早的著作的」

部分。书中．狄狄马用哲学驳斥摩尼学说：同时也纠正了他们歪

曲地引以证明谬说的圣经语录。大家都知道，这个亚历山大里亚

的教理学家，常念念不忘地攻击这个？巳滥于他四周，以及神职阶

级中的异端。在他的注正在里，他每隐约地予以攘斥。那末这本著

作的重要性虽是第二流的，它为狄狄马的著作的真实性，是无容

怀疑的。

一道理

（甲）神学

一、狄狄马斯首先是个圣三神学家：因为这端在当时遭人攻

击的神学，在这个失明学者兼基督徒的神修生活中，占着极重要

的位置。（巴尔佛）他的道理应当凭他的圣三论；希腊语本圣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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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不传，大大削弱了它的权威。一体三位（μ山 OUσ白， mβit

d汀0σLrnσ南），这个亚大纳削没有写出的公式，纲领地透露了他

的思想c 这个公式第一次见于四世纪的“反亚略和萨伯利论”。

可是这个著作写在三五八年前，而当时这个公式不可能被一个亚

历山大里亚学者，更不可能被知力平凡的狄狄马发现。

这个公式频繁地见于兰八0年后的“圣兰论”中。那个时

候，作者可以大量地利用卡帕多细亚学派明朗地辨别（ oumι 

阳仰ασl( ） 的著作。狄狄马斯实在是那些学者的门生；这也不

妨害他去创造若干新的公式．或以肯定天主的一体，或以标榜三

位的特性。他的（ μ山 OUσ｛α ＇ Lρε民阳。σ…σεLO 公式，虽比
圣亚大纳削的神学，大大地进了一步．可是他包藏这公式内的见

解，并不深于亚大纳削。他的术后，就是在他最后的著作中，还

维持着亚历山大皂亚诸子的游移性 他一贯地忠于亚大纳削

方法。

二、狄狄马在许多问题上，总没有跃出奥利振的藩篱，例如

水远的造化，人灵的先存在，普遍的调整，地狱的非永远C 他的

学说（不是他个人）曾被攘斥于第五次大公会议（五五三年七

从此，他的名字，就与奥利振和蓬砾格伊的法尔相结，并且成f

若干教父和会议指捕的对象c 莫古斯（六：~－0年左右）在他的

“神草地”（ Pr层 spirituel ）巾，把他们三人全部摩入地狱c 第七

和第八次大公会议，根据第五次大公会议议案，竞予以绝罚 c 这

些措施应该也是这个伟大盲者的著作的失散的重大原因。

（乙）神修精神

狄狄马的神修精神是奥利振的反响。在这点土，他不但没有

错误，而且遗泽于后世。

＼显然，智慧占着第一把椅子，它又称“坷”或“爱知

学＼它是一切德行的第一关键υ 它对于基督徒，像个产子的母

亲，像一个与他缔结后修德生义的净配，像个同生于天主的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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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因为箴言上说：“我称智慧为我姊”。

二、智慧是成全的一个环节。还有→个与它相联的环节，它

推引意志向善。它就是虔敬；狄狄马把浅学的义人的虔敬，看在

罪人的高深学问之上。这个伦德叫人躲避罪恶，正直意向；而正

直是习惯的、和平的、普遍的工作原则。

三、可是，不应该把智慧虔诚，分道扬横；实行应该以“知

识”，或“知”为基础，行为的“善性”，与意向大有关系成全

的智慧的必要条件，是轻视财产，放弃逸乐。

四、这个把圆满的学问，隶属伦理生活的学说，并不必要地

包括着主意说：可是，拥有一种神秘基础。狄狄马确有一种深刻

的传统的神秘主义。他论基督与基督的结合时指出：基督是圣灵

魂们的净配；而它们是天主的宫殿或宝座；它们可以称天主或基

督。它们也是个别的光源。狄狄马说“标准的基督徒，就是那

个真正认识父、子、圣神间关系的人。”

Didyme l'Aveu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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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卡帕多细亚教父

第一编圣巴西略

圣巴西略的生活和性格

（甲）摧升主教前

圣巴西略生于卡帕多细亚的凯撒利亚，时在三三0年左右；

他的家庭是富有，而且极基督化的。他的父亲是雄辩学教授兼律

师；他的母亲厄梅莉的大德是有口皆碑的土他的外祖父是个殉教

者，祖母马利纳，是额我略显灵迹者的门生。他的长姊马利纳圣

女一般地生活于阿内西的，后变为隐院的私人住宅中。尼斯主教

额我略，和舍罢斯脱主教伯多禄（小亚美尼亚宗主教区）都是

他的弟兄ο

他的父亲就是他生活于新凯撒利亚（蓬）时的第一个教师c

后为完成他的文学教育，他先赴凯撒利亚，继往君士坦丁堡，终

去雅典；在那边，他留居了四或五年r 也就在那边，他与他的同

乡，纳西盎的额我略，结了金兰之好。这个好友，在凯撒利亚已

有一面之交，且先他到了雅典。巴西略问到卡帕多细亚后（三

五六年）．始成绩斐然地教了几时文学；可是，他与他长姊的谈

话，不久就暴露世间荣华的虚假。他尤憬然知悟，领受圣洗，向

贤关圣城猛进（大约三五七年）。

当时，马利纳在阿内荫，肇创了隐修生活。巴西略在圣宠的

推动下，想、亦步亦趋；可是，他认为在实行前，应当对于这种生

活，有个切实的了解。他先拜访了由舍罢斯脱的欧斯达邱司培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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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居于卡帕多细亚的－班神修家外，又去问道于埃及，叙利

亚，美索不达米的知名隐者c 胜利归来后，他把财产调济穷人，

避居于新凯撒利亚，阿内西对面的爱立斯河边c 不久，有志、神修

的人们，络绎地慕道而来。他就根据圣帕科密阿斯隐修生活规

毡，予以组织；可是，他组织的隐院没有帕氏的多。他明智地厘

订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先通过大纲（ Grandes Regles ）后辅以

细则（ Petites R句Jes），予以二种强有力的神修指导。大纲写于

当时，细则订于升神父后，振锋凯撒利亚之际。这两种作品流行

甚广，且使圣巳略赢得了东方隐修法祖的美号c 劳动、祈祷、读

书，是隐修生活的三部曲 c 奥利振的著作尤是研究的对象。奥利

振散文菁华（ Philocslie, antol 

盎额我略来游爱立斯河畔时’与圣巴两略共同E作的成绩ο

巴西略这样隐居了五年，吁时还是个平凡的司i卖。凯撒利亚

新主教，安瑟f白愿意这个有价值的人，做他的辅佐，就于气六二

年左右，升他为神父。新神父的才德引起的影响，引起了主教的

嫉妒，不久只得他往。气六五年，被召间来，明智地襄助主教对

付未楞斯。教区内的大部分事情，由他学理；可是，他仍度着隐

士的清苦生活。主六八年，卡帕多细亚大荒年，他倾囊施账 J 三

七0年，凯撒利亚教友不顾亲亚略派的抗议．选巴西略代安瑟伯

为主教。当时年方四十。

( z. ）司牧（三七0至三七九年）
＼圣巴西略的任期虽短，他的成绩是极丰富的，这是因为

他的行政是坚决的，深刻的．多种的r 他提倡隐修生活，在卡帕

多细亚．一如在蓬；他制定凯撒利亚的神职阶级c 弥撒伽侬

( Canon de la Messe) ，虽经历代修改，大半是他的手绩；称圣巴

西略伽侬，是名实相符的。这个工作，大慨在他做神父时，已经

开始。他创立的各种慈善机关，如工艺学校，孤儿院、麻疯院、

退省宝，在凯撒利亚旁边，组成了另一个小城。为完成信友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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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育，他叉口授了若干论赞（ Homelies ）内容丰富，文辞美

丽，堪称典型作品。巴西略在整个的卡帕多细亚以及邻区的影

响，是无可比拟的。可能，未楞斯为削弱他的权威，三七一年，

想予以分划。实在，提稚那，卡帕多细亚二个首都总主教，有意

取消凯撒利亚总主敦的头在;J 0 巴西略为保卫他的教区的权利，选

派「他的兄弟额我略为尼斯主教；他的朋友，纳西盎额我略为萨

西默 （ Sasimes）主教。可是后者始终兀意接受，前者缺少行政

才能，以致巴西略遇到了层出的艰难n

二、圣巴西略是个伟大的主教，在反亚略异端斗争中，更发

挥了他伟大的天才。君士坦司皇帝驾崩，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历久

屈服皇帝政令下的主教团，开始了一种遣回尼西亚正统路线的运

动。安提阿的梅内斯是新尼西亚派巨头之一。小亚细亚也拥有→

个相当的人数、 riJ是这个迅速和一般的运动，遇到重重的大障

碍；未楞斯新皇帝的政策以外，还有反亚历山大里亚派和西方的

( oµ,oouaw（） 的成见，最后有各教区的内部闲难．尤其是安提

阿教区的分裂。实在，只有安提阿教区能使犹豫者决定他们的路

线。圣巴西略的信仰是清晰地尼西亚的3 他的地位（凯撒利亚

是小亚细亚的总主教区），他与叙利亚总主教区的关系，他的才

德声望，终使整个的东方主教团．拿然从风。他的任务是最伟大

的，可说出诸天主上智特别的措施之

首先他拒绝对皇帝关于信德的苛求让步c （三七一至三七二

年）通过他致未楞斯皇帝．以及莫岱德总监的答复，他→如圣

盎博罗削，也是拒绝政府干涉教务的典型人物，而对这个英勇的

主教，未楞斯不但不敢予以讨伐，而且不久又委以亚美尼亚

使命。

为解决道理上的网难，巴西略一面接受东方人心爱的

( Trois hypostases ）公式，一面容纳亚历山大里亚派拥护的

“＇JLOOl'iaw（） 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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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结束东方教会似元法解决的种种难题，巳西略想求助于西

方．尤其是罗马教会c 他满理教宗能赞成安提阿梅内其斤。他还想

请发楞廷尼安皇帝向未楞斯说项，他曾征求圣亚大纳削的意见，

可是仍没有结果ο 他又上书达马萨教宗，教宗鼓励有加。罗马再

度撞到请求之后，表示在派遣 A个正式主教使团的条件下，予以

直接的支持，这使凯撒利亚主教很为痛心。不久圣达马萨坦白地

表示赞成在冷，巴两略不胜忿愤（三七五年） c 二，七七年，就是

两年之后，心平气和的巳西略，叉上书达马萨，书中不提在在冷，

只求谴责亚顺利拿里 3 哑颇丰iJ拿里本是他同－阵线的战友，那时

为保护传统信仰，他也F以攻击ι 无论怎样风雨飘摇，他的工作

不断地进展着0 气八一年的胜利，他虽未能目睹，死前，他已见

到在未楞斯后任的执政下，东方教会获得了和平。他死于三七九

年，一月一日。

（丙）性格

圣巴两略从当代人士的子旱，获得了“伟大者”的徽号，

希腊教会把他列入希腊大圣师之首（纳两盎的圣额我略，和圣

金 r::l 若望） 0 圣亚大纳削尤其是个战士．圣金口若望是个无比的

伦理学家。圣巴两略的特征在一群优点的协和c 教会中，像他这

样成全，这样平衡的人，是不大多见的二他超越地兼有罗马希腊

的才气勺他是个“有i丘之士”，他的明朗正确的思想指导了整个

的一代；他是个“能行之人”。果敢的他，不但有决心，还晓得

采取适当的步骤．予以实现。他是稳写的信者，可是他的信德克

害于童年时已经贯彻的典型文化c 他是个哲学家．，应吁攘斥一

种异端的时候，他必先确定词句的；在罔．指出真理的意义c 可是

他的哲学并不使他深居简出；时时处处．他是个演讲者，他和人

们交往，同他们谈话，指导他们。这 A系列的灿烂而巩固的优

点，使圣巴西略，在短促的时期内发生了无边的影响ο 他的最后

的史家阿拉（ P. Allard ），直指出他尤是个领袖人物c 是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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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他的思想，他的辞令，他的指导，他是个「足的领袖。他虽不

缺思想家的才能，却更表现了他是个伦理学家n 在文学七圣巴

西略是希腊教父中最典型的一个。他虽没有圣金口若望的热烈的

辞令，纳西盎圣额我略的绚烂的诗意，他的文章是流利的，自然

的电渊博的，美丽的．高尚的《简单的。

二圣巴西略的著作

（甲）棉修著作

圣巴西略的神修著作，最重要的计有伦理丛著（ Mmalia) , 

大纲，细则c 还有《i仓天主审判》．以及《论信德》二本小册子

（一定是他写的卜凯撒利亚主教最先写的论基督徒生活，论弃

绝世俗，论隐士职责的气筒演讲胃可能是他写的；若干批判学

者，都表示怀疑。相反地附于大纲后的《院、修补赎小册》，以及

《隐修纲领录存》确是腰Mic

4 、伦理丛著是集圣经，尤其是新经和书信的文摘而成的；

卷头的导言，也可作简单注疏读ο 每章是由规例组成的 规例共

i十八十－条υ 这些规例不但是为隐士的‘也是为 4般的教友，和神

职人员的？

二二、大纲写于兰五八年．气六工年间 c j主并不是本狭义的隐

修典籍，可是依据圣经论精修生活纲要的五十五个演讲撮要。它

指出的，都是关系秦深的原则士当时流行于卡帕多细亚和小亚细

亚的隐修生活，都以此为准则ο

兰、细则共三 A 三条，是－系列的，简短的，关于精神生活

的答案。它们可以比诸伦理神学的疑案解答。作者的方法，原则

性成份少，具体性成份多已 i亥著作大概完成于他握升主教前c

阿拉指出：“巴西略曾写过一封信给他的朋友额我略啕教述

他以及他起初的同志们在莲的隐修生活η 该两部著作，无非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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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信中的精义”。

巳四略对于隐修生活的影响，是元边的。他尤发展了后盛行

于东方的狭义团体生活。他又通过他的神修著作，传布了一种坚
决，巩固，郑重的神修方法。他的大纲在修成上，对于知识分子

发生的影响，大于对于一般的隐士， R地le 不应当看作真正的律

例 3 巳西略并不想定什么狭义的法律性的东西；他也没有创立真

正的修会。拜占庭的隐士（门。在裂教后的，如在裂教前的，都不

是巴西略人（ Basiliens ）。→切隐、院都是独立的，规则也是各各

不同的，决不能与西方的本笃会相提并论。巳西略的精神影响，

在东方，是很切实的；在西方通过加西央的宣传，也不是肤

？戈的。

( z, ）演讲著作
演讲著作共计（一）创世论赞九篇， （二）圣咏论赞十三

篇，（兰）不同的演讲二四篇（二和卡七讲是膺品），其余的演

讲，除掉两篇是可疑的以外，都不是他写的。六天创世论赞，一

如圣咏论赞都是注疏作品。可是这种注疏，正如阿拉指出的，不

是批判的而是宗教的。巴西略演义地，利用创世纪写了一幅创世

图。他强调字面的意义，攻击讽喻意义。巴西略强调他运用了有

力的民众哲学，以及幼稚的科学知识，找出一种最崇高，最细致

的宗教心灵论。阿拉说他指出天主表现于有形世界上的智慧。这

些论赞大大地引起民众的兴趣，甚至西方的圣盎博罗削也予以仿

效。巴西略只描写前五天的创世工作；尼斯额我略为成全他的著

作，继续写了人类的创进c 还是神父的巴西略，在封斋期中的－

个主日内予以演讲n

十三篇圣咏论赞（一、七、一四、二八、二九、三二、兰

三、三四、四四、四五、四八、五九、六一首，都是根据七十子

书的。）真正是他写的。作者一节一节地予以注解，目标尤在为

教民寻出足资观摩的资料。第二篇是圣咏一般的研究。这些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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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作在他升主教前；圣盎博博削，曾予以模仿，圣奥斯定注解了

整个的圣咏集c

二四篇演讲集中，巴西略谈了若干关于信理问题（第十五

篇论信德，第十六篇论圣言，第二四篇反萨伯利派，亚略攸樨灭

派……），尤其关于伦理和爱德问题。反高利贷的第七篇是最著

名的；论外教典型文学的第工工篇指出：“外教文学可以大有造

于圣经的彻悟”。分隆（ F岳阳lon ）说其中四篇（丘、一八、 」

九、二三）是~Jll辞。以圣巳拉（ Barlaam）为对象的第十七篇颂

辞，像出于圣金口若望。

（丙）道理作品

巴同略的道理著作，总汁有反亚略派论两种。他的奥斯定曾

于标志的反摩尼派论巳遗失。

他的最重要的作品，《反攸摒灭书》共计三卷（现在所传的

四五两卷走腐品。），写于三六四年左右c 攸樨灭的亚略主义是

个纯粹的唯理论。他认为：天主的本质在“不可能受生”；因此

“言”不是真天主。这个本质，人可以彻底地予以了解c 圣巳阿

略在卷一里，直接地予以驳斥。在卷二里，奠定了“子”的天

主性，以及他与“父”的同体性；卷三肯定了圣神的天主性。

“圣神论”写于三七五年。当他放弃“光荣通过子在圣神，

归于父”，的传统公式，而改用“光荣归于借同子与圣神的父”

的公式的时候，曾受到人们的批评，该论就是所以辩白的。巴西

略先用多章的篇幅，指出神学术语的重要，然后针对各种亚略派

强调：“子”与“圣神”应与“父”受同等的敬礼，因为他们

是与“父”同一体的。可是，一面为尊重尼西亚公会议，一面

为避免对持异说者不需要的剌激，他没有采用什么断然的公式。

（丁）通信集

巴西略的通信集，共计三六五封（一至四六号写于登牧座

前，四七至二九一号作于任主教时，二九二至三六五号的写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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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不详），所称的巴西略与力贝尼阿斯（ Libanius ）通信（三三

毛至三五九号），以及致举良叛徒者的信件（三九、四0、四

一、三六0号），还有给亚颇利拿里书（三六一、三六三号），

都属膺品。一般地论，通信集是很有价值的；中间所论的问题，

是纷繁的。巴西略主教的书信，无论在道理上、历史上、纪律

上．特别地耐人寻味。致爱科尼的安菲罗格的信的。二三三、二

三四、二三五号，在神学方面足以补充反攸樨灭书。所称的

《→八八、一九九、二一七号》作于三七四年、兰七五年间的经

典书信，（ Epitres canor叫ues）尝被收入东方教律。怎样照罪过

的轻重指定公补赎，都以这三｛言为准则。他给西方教会的信件，

为了安提阿的分裂，是非常重要的。

凯撒利亚主教的通信，无比地，一面透露他的文章的高贵，

一面标帜他的使后世称赏的，一系列的天才。

第二编 纳西盎的圣额我略

生活与性格

（甲）攫升君士坦丁堡主教以前

习称纳西盎的圣额我略，实在地并不生于这个卡帕多细亚的

小城（他生于阿利安士） ( Arianze ），他也没有当过该城的主教；

当该城主教的，是他的父亲。额我略 A如他的朋友巳西略，都诞

生于三兰兰0年左右。他的爸爸，尤其是他的妈妈诺娜（ Nonna),

很注意他的宗教教育c 可是，照当时的习惯，没有使他领洗c 他

开始肆业于凯撒利亚和亚历山大里亚．终赴雅典；不久，他早已

认识的巴西略也来负笼。毕业后，额我略留雅典教授雄辩学c 三

五九年遣返卡帕多细亚，领洗后，受了巴西略的感化，隐修于爱

立斯河畔。神修以外他又读书，尤爱研究奥利振的著作。他们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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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的奥利振著作菁华（ Philocalie) ，就是他们崇拜老师的象征。

不久，额我略被他的父亲召回纳西盎；他热忱地辅理教区，

直至他父亲的死（二．七四年）。中间发生了些波折c 三六二年左

右，纳西盎主教有意祝圣他的儿子为神父．因屈服而快快的额我

略，再度往依巴西略。追纳西盎发生分裂，他就回来助父亲予以

镇压。老主教对于微妙的神学，是没有多大认识的（他老年顿

依圣教，就被任纳西盎主教）。当他在里米尼，君士坦丁堡奥梅

宣言上结字后，一种强烈的分裂现象就告爆发，额我略劝他的父

亲表示了完全合乎公教信仰的态度以后，风浪就平静了下来c 兰

七一年巴西略为遏制提雅那总主教安提默的野心决定立萨四默主

教区．而以额我｜略为主教。额我略勉强予以接受，不久潜逃隐

居，痛哭失去的自由。他虽原谅了他的朋友，总没有忘记那幕悲

剧。他曾表示：他父亲的白发，一度打断了他的隐修生活，可是

他总不想再走上萨西默去的路。

（乙）君士坦丁堡主教

二七四年父母长逝后，额我略自庆从此可以过一个瞻想生

活。他先迁居属于爱索立亚的塞琉细亚的圣女捷克格尔

( Thecle）隐院。三七八年，未楞斯驾崩，君士坦丁堡教友请求

他去重整教务。在巴!l'Ef略鼓励下，他于三七九年前去执行职务。

他先到他的一个亲戚家里．建设一座教堂：教友们逐渐组织了起

来。他的圣德，他的辞丑束，吸引来了一班热忱求道的听众。四十

年来被亚略派蹂躏的君士坦丁堡教会，在这小堂里，开展了回生

的途径3 额我略称他的小堂为复活堂决不是偶然的二他的最有名

的演讲，尤其是关于圣三的五篇，给他得来了神学家的徽号。圣

人的悬河之口，很快的劝化了域中的知识分子。可是，诡计多端

的亚略派不断地予以攻击。廉耻扫地的马西墨（ Maxime le 

Cyr叫ue）的侵占君士坦 F壁牧座的阴谋，就是一个最大的打击；

可是，没有发生什么了不得的恶果3 戴奥陶士提弃了马西墨，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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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额我略到圣女索非亚城。神职人员与民众， A致拥护他为该城

主教。他不满于这种就任典礼，他还要求君士坦丁堡会议予以

追认。

公会议开幕于兰八一年五月；当时埃及和马其顿主教们还没

有报到，会议共兰阅月。开始时，出席会议的只有叙利亚与小亚

细亚东部的主教；那些地带接受尼西亚信条．还是晚近的 4件

事。他们大半拥护兰 hypostases 公式；而这公式正如巴西略有理

地指出的，被视为尼阿亚的“同体”的必要补充。为此对于埃

及和东方教长，他们都怀着一种鬼胎。而且，人事问题还僵持着

一种分裂， A种更换意见的阴霜．纳西盎的额我略，是该会议中

智力最强的一个．深深感觉到这种情形，以及它的危险t

这个东方教会公会议的使命，在解决圣三道理的争端，安提

阿的分裂．以及君士坦丁堡牧座的纠纷。关于最后」点，很快地

取得了协议，额我略被认为主教，就任典礼由安提阿的梅内思主

持。梅内思的忽告长逝，尖锐化了安提阿问题。额我略和别的有

识之士提议承认在其怜；分裂的烟雾，本可就此消散，可是，在冷

素受西方的袒护，为此，人们表示拒绝，而且选出了夫雷维安。

梅内斯死后，额我略被选为主席。这或为了他个人的声望，

或为了才在会议中通过的第三条议案： “君士坦丁堡为领袖教

区”。但是他未能控制群雄，而且他对该会议的精神和倾向，都

表示不满。他屡次想退席引去。代表对立见解的埃及和马其顿主

教们出席后，由于未能了解圣领我略实在是他们的好友，错误地

关于君士坦丁堡牧座作了保留的声明。圣额我略至此已不能容

忍，立刻提出辞职；在向这个他心爱的君士坦丁堡教会，作了动

人的辞别后，束装就道，回卡帕多细亚去了（三八一年六月）。

圣额我略因为纳西盎的主教还没有产生，就代理了一个时

期。两年后（三八三年），攸拉利阿斯（ Eularius ）到任，圣人

回归阿利安士，且在那边，终了他的余年c 他的诗歌是那时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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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c 他死于气八九或三九0年。

（丙）圣人的性格

额我略的性格与巴西略的性格，是不大相同的；可是，在这

点 t过分的强调．是会犯错误的 τ 无疑地，额我略的活动力，斗

争精神，都是薄弱的c 他是犹豫不决的；他是多虑善感的；朋友

严格的要求，一般人卑鄙的作风，都会使他郁郁不乐。可是，他

的心灵是高尚的，这是他的性格的特色。他是个理想家，可不是

幻想者。在他攻击对立的思想路七．他兴奋地，可是不相强地，

揭示他的理想。他单纯的头脑每易受敌人的玩弄r 风雨不晦，鸡

鸣不已，他永远是慷慨的，不求利己的。他的救灵神火，频繁地

使他放弃他甘怡的瞻想生活c 实在如果他能置身于一个幽静的修

院，或一座和平的教堂内，而环以一群聪明之士，那么，他的横

边的才气．才能得到一个理想的发展c'

人们称他为神学家，决不是盲目的；可是，不应当把当时的

神学家，等于现代所称的神学家c 圣额我略对于纯粹的哲学性的

争辩，是不感多大兴趣的。他是教父式的神学家c 一种坚决的传

统精神，阻止了他触及老师的暗礁。他的语调是丰富的，和谐

的．纯洁的、明朗的、确切的c 他提出的思想公式是出乎寻常

的，有力的、圆满的、精简的c 这是他的特征点，他的辞令虽及

不到圣金口若望的热烈，可是，通过他的清晰的思想，特别的形

式，起了同样的作用c 他是个理想的神学演讲家。

这样的－个灵魂，应当乐于接受奥利振的带神秘色彩的理想

主义。如果，额我略从这个主义中，没有像别的学者们吸取一种

战胜软弱天性的精神，他至少因此能安然耐苦，能欣赏那个纯美

的原光；它是独一的，而且就是父、子与圣神c 那个光，谁不变

光，谁不磨炼自己，由畏惧诣于智慧，谁不能予以了解。无疑

地，这些散见于他的演讲中的思想，就是他的经验之谈，而且映

出了他的真面目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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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我略的著作
额我略的著作，可分三类：演讲、诗歌、书信。

一演讲：他的现在还存在的四五篇演讲，都是充满辞藻道理

的杰作。其中二七至三一篇，作者所称的神学演讲，在道理上，

尤觉出色。这几篇讲于君士坦丁堡，是所以攻击亚略派的。

在那个序幕演讲中， （二七）额我略明朗地指斥攸樨灭派，

同时指出，一面谈天主者应有的优点，一面谈天主应备的条件c

在第二讲里（二八）他列论天主的存在、性体、属性、不可究

洁性；又叙述了偶像教的来历。在第三讲内，（二九）他指出兰

位的平等」性，子的神性与同体性；又如圣巴西略在他的著作中所

标志的，答辩了攸樨灭的似是而非的学说。在第四讲里， （三

0）他解释亚略派，根据若干段圣经，提出的反证。最后，在

第五讲壁，（三一）通过圣经，传统，以及给精灵派的答覆，他

证明圣神是神的一位；他不像于是“生”的（ C邑neation ），而是

发的（ Procession）；可是“发”的所以然，我们不得而知。

其它的（二0和三二）论神学家的优点两讲，是与上列的

几讲相像的。额我略在该两讲中，尤深斥东方的神学癖（ Manie

tl白logiques）。作者在兰二讲中指出：辩论天主，不是任何人，

任何时的事情。为了易于陷入迷途，不易获得神益，世俗人最写

谨口慎舌。第二十讲要求谈神学者拥有圣经学识，圣德生活。在

攻击萨伯利和亚略时，他肯定了天主的一体三位；又标出了天主

的生育，与人类的生育的不同；最后，他叮嘱神学家在“子的

受生”和“圣神的受发上”，毋作非非之想。

其余的演讲的对象是极复杂的：（一）关于瞻礼的演讲（圣

诞，三八；三王来朝，三九；复活，一与四五；圣神降临，四

-c)' （二）圣贤颂词（安提阿的圣西伯利央，二四；圣亚大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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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二斗。）（三）追悼词（他的父亲额我略， A八；他的兄弟

微萨尔，七，他的姊妹高高尼，八，圣巴西略，四三）。这类文

辞在教会里，是由额我略倡导的；实际上他采取了外教的程式。

（四）两篇攻击举良叛教者的演讲（四和五），写在三六三年；

因此它写于举良死后，而从没有讲过。（五）伦理演讲（爱护穷

人，囚，和平，二二与三三；（六）若干临时性的演讲，每每；是

关于他自身的，所以说明他的作风的。其中有几讲是很有名的二

这些临时性的演讲中，关于他逃亡的第二讲，是在他领神

品，回到老家后写的。这讲简直是个真正锋品的论文（一一一七

章） c 它成了圣金口若望论锋品，以及大额我略论牧职的滥筋。

九、十、卡一，三讲写于三七一年，抒述他撞升主教的

前后。

第三十六讲宣读于君士坦丁堡，就在马两墨窃权尝试，以及

他在圣索非亚就职后。

第四十二讲，在文艺上，在辞藻上，都是出神入化的3 昕众

是集于君士坦 f堡的一五O个主教；

正在辞职的总主教行将正式引去的时候f 在这讲中，他声明

他的态度，指出他在该城的归化业绩，并且感动地向他在基督所

爱的…切作别。

二、圣额我略的诗歌目标，有时是传教的，有时是辩护的。

人家把它们分作六类，共计两卷，卷~i十有道理诗歌三八首，伦

理诗歌四卡首．大半是关于贞洁的ο 卷二计有最有趣的关于他自

己的生活诗歌九九首（一九四九句内，包含他的自传）。还有关

于其他人们的诗歌八首，墓志铭和碑文。人家且说， “基督蒙

难”的长悲剧也是他写的；实在它是十一或十二世纪拜占庭的

文艺。

批判学者一致承认，在额我略的教学著作中，他的攻斥异端

人，尤其是亚颇利拿里派的用心，每打断了他的诗意；可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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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于自身的诗歌，常保持着一种浓郁的兴趣；这种兴趣来自他

天籁的呜感至性的勃发；其中悲愤的气氛是薄弱的。各式韵脚长

短不同的诗在他的作品里都有。若干篇幅，简直是散文诗；在那

儿，抑扬的字音替代了字的数量。

三、额我略的书信，共计二四四封（或二四O封为了书信

中的囚一、四二、四兰，和二四王号，是大概应可除去的），写

于他的晚年，约在兰八三年，三八九年之间。这些信，由于是公

函写得非常考究美丽，可是极简短的。其中真正有关神学的，有

一O一号、 -0二号（三八三年给克来陶尼阿斯可锋），二O二

号（作于三八七年），都是所以攘斥亚颇里拿利的。二四二号．

通过类比和比喻，给伊法尔隐士解释：怎样天主有三位，而只有

一体3 这封信如果真是他的，那末，它的价值还要大大地增高。

圣额我略在他写于君士坦丁堡（气八←‘年）的遗嘱里，指

出他的一切产业，应当由纳西盎教会继承。该信虽有可疑之处，

看来是他的亲笔。

第三编 尼斯的圣额我略

生活与性格

（甲）生活

圣额我略，圣巴西略的弟弟，大约生于三三五年，受教育于

家庭，或他的诞生地。因为他早被迫应入神职阶级，青年就升司

读。可是中途改向，为修辞学教授，又结了婿。经过他的哥哥，

和纳西盎的额我略的教训，他得深识尘世的虚假。终于三六0

年，辞去教职，到爱主斯与他的朋友们共度隐修生活。十余年

后，就在三七→年才接受巴西略的邀请，出山任卡帕多细亚属的

尼斯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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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巴两略对于他兄弟在尼斯的办事能力每表示惋惜。在不少

的书信里，睡怨地说他头脑简单，易于受骗。后又指出他在教务

上，一点没有经验，绝对无能向高傲的达马萨交涉ο 额我略曾抒

述在自己教区内亚略派的作乱，而被他们于三七六年召开的牟个

会议撤职c 可是，未愣斯死后，他又得胜利归来？三七九年他也

出席安提阿会议，谋中止裂教：他的悬河之口‘使会议授以巴力

斯坦与亚刺皮的使命。

额我略的办事能力虽差，他的辞令是生动的，他的神哲学是

渊博的2 君士坦丁堡会议（三八一年）中，被誉为（正统柱石）

( Colonne de l’orthodoxie）三八一年，七月卅一，会议闭幕，戴奥

陶士颁布通告。卢明凡不与凯撒利亚，梅利顿及尼斯主教相通者

都是异端人，不得视为蓬教会的份子3 从此可见他怎样在君士坦

丁堡，被视为巴西略思想的摘派而为恢复正统的风云人物。

君士坦丁堡会议的成绩，一在厘订 A种攘斥攸褥灭派、位多

克息亚派、半亚略派、萨伯利派、马塞拉斯派、福爵派、亚颇利

拿里派：二在作出一卷圣三论（已遗失）：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

条，大概属于战卷。尼斯的圣额我略虽与纳西盎的额我略在道理

上是一致的，可是对于安提阿教区问题，却j彼此分道扬壤。梅内

斯死后，他与别的若 f主教，称扬亡苦，而严厉地批评在冷，直

视以为奸徒。

在君士坦了堡朝上额我略被视为数一数二的演说家；因此，

他于三八五年，或三八六年，曾先后两度致布希利公主

( Pulcheie）和夫雷西拉追悼辞。三八工年，他又参加在君士坦

丁堡举行的公会议， it出席 i亥会议者大半是前出席第二次公会议

的教父。三九四年举行的君士坦丁堡会议中，也有他的形影们门I

是，从此己不再抛头露面了；大概就在那个时候， （三九五年）

他与世长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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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性格

尼斯的额我略被称为神秘神修家和哲学家。这是额我略为人

的最好描写：第一点透露了他的崇高修行，第二点说明了他的渊

博学识。他的办事能力虽远不及他的哥哥，可是根据他的比他的

哥哥还要多的神修著作，他的精神活动是极合事宜的。他的巨著

指出作者操心于拾级而上地，引导他的门生趋向与天主结合的峰

顶。这个神修主义，应当得自奥利振的薪传，而且这是很符合他

的天性的。

他虽不及巴西略的积极，纳西盎的额我略的辞藻；他的神

学，并于他们；他的哲学，还胜过他们一筹c 他是四世纪希腊教

父中，最伟大的思想家。他尤努力地证明：怎样理智的一切，与

信德的种种，不但不相抵触，还得携手同行。他有昧于清晰的定

义，科学的分类。开口因为，闭口所以的攸樨灭派，遇到了他，

就遇到了 4个劲敌。可是他的优点也有过正的地方；他的哲学虽

没有抹煞神学， ’如若干学者所说的，可是，“抢步走在启示前

的它，由于过度的揣摩，不但不烛照，反时时晦塞了启示的真

理。”狄撒龙说额我略的哲学属于新柏拉图派，奥利振是他最崇

拜的老师。奥氏的若干严重的错误，他虽没有重犯，在许多观点

上，总染着他的色彩。

二额我赂的著作

额我略的著作包括神学、圣经学、神修学、演讲、书札。

（甲）神学

这部分的著作虽多，它们的重要性，是有参差的。

二、《教理论》（ Discours chetique）导言以外，共计四十章；

目的在指导教理教师训练保守者；著作时期，应在三八一年会议

后。额我略认为：基督教义的宣讲，应当根据理性的知识．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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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犹太人，外教徒，公认的原则；为此他注目于哲学上。教

理论可分三节：第一节（一到九章）论天主与圣三，第二节

（十到三二章）论降生救赎，第三节（三兰到四O章）论救赎通

过圣洗圣礼的实施。作者随机应变地，驳斥摩尼派，亚略派以及

亚颇利拿里派。“教理论”简直是部神学提纲c 它在 Peri-Archon

和圣若望，达玛萨纳的正统信理后，独步地引导我们认识额我略

思想。

二、反亚略派著作，额我略也写了好几种。

他的《反11生辉灭论》，尤是部惶惶巨制，共计十二卷，如果

把卷十二分为两卷的话，那末，却为十三卷。卷二（三八三年，

攸樨灭是戴奥陶士的信德批判）本不属于该书，是后来加进去

的。该书写于三八一年左右。攸樨灭的“辩护”曾被巴西略驳

得体无完肤。凯撒利亚主教长逝的翌晨 他就毫无顾虑地发表了

他的“辩护的辩护”。伺舍罢斯脱的伯多禄主敦的请求，额我略

强有力地，一面为他的哥哥雪冤，一面予阿诺梅主义以痛击。

下列的四本小册子是广义地关于圣三问题的

（一）“没有三个天主”致阿拉下阿。

（二）“信德论”献给新伯利西阿斯。

（三）反希腊人论→般的见解。

（四）致攸斯退替阿斯论圣三c

一三八三年，额我略在发表于君士坦丁堡的一个伟大的，留

名青史的演讲里，畅论了圣神的天主性。这点，在他 In suam or-

dinationem 又予提论。

三、驳斥亚颇利拿里的著作，只有两种：（一）反亚颇利拿

里论写于三八五年后。这是致亚历山大里亚主教德奥斐肋的一个

备忘录。（二）安底利的古攻击亚颇利拿里，这是拉奥田舍主教

留下的最重要的护道作品，它不断地援引亚颇利拿里巨著

( Demonstration de l'lncarnaion a la ressemblance de 1’homme），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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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驳斥。额我略先指出： （一）基督的血肉不是从天上来的二

（二）“言”在基督身上，没有取代人的理智 c 然后，步步地，

解释他的难题，终透露了公敦的理论。

四、他的谈道著作没有前列作家们的争辩性质。

（→）论灵魂与复活的对话，以柏拉图的斐童（ Phedon）为

模范。作者借他的临终（三八0年一月）的姊妹的嘴，表示他

自己对于灵魂和它的不灭，死亡和复活，以及最后重组织（ Res

tauration finaie）的见解。

（二）反宿命论。

（三）论夭折的儿童ο

（乙）圣经学著作

这些著作，有科学性的，也有观摩性的乞

关于第一类的汁有：

（一）《论人类的创造》：补足了圣巴西略的六天创世论。额

我略根据圣经理智指出：睡落前的人类处境，堕落后的人类处

境，后世的人类处境。天主创造人身的智慧，描写得很精彩。

（二）《六天创世论》：写于三八0年，冗长地钻研创世工

作〔他重提巴西略的观点，并且补足了凯撒利亚主教有意放弃的

若干艰难的问题。作者兼为梅瑟与巴两略作辩护，为此该扫又称

《六天创世论》辩护书c

（三）《女先知书》（ Suf la pythonisse ）针对奥利振强调：发

显给撒乌尔的不是撒慕尔而是－个魔鬼。

关于第二类的汁有：

（一）《梅瑟传论神秘神修之路》：写该书的时候，额我略已

人桑榆晚景，而他写该书的动机，是→个求他指导的青年，彻才

尔（ C岳saire）梅瑟生活不过是神修表面的轮廓而已二

（二）圣咏标题还是在谈神修：作者把神修分为五级，适合

于圣咏五卷。他又在伦理的意义瓦解释圣咏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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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圣额我略的论赞，是万矢一鹊的。不但第六首圣咏论

赞，上列诸书的尾声这样，“传道书论”赞五篇，“雅歌论赞”

十五篇J‘真福八端论赞”八篇，“天主经论赞”五篇，也都这

样c 在这些篇幅里，尤其是关于古经的，没有狭义的注疏，而包

藏一→种神修的道理，作者强调这种方法重要性，这不是没有危险

的。同当明了：神修指导决不能是真正的注疏。

（丙）神修著作

一、童贞论是最著名的。作者的目光，注视着一般的修行；

他还指出，修行使得灵魂做基督的净配；这层意思，在雅歌论赞

中，已予发挥c 童贞在这书里，占着重要的位置；因它最能清洁

灵魂c 圣额我略提供了所以保持和发展童贞的实用方法。

二、 F列四本小册，（一）论基督徒的职责，（二）论成全

的性质，（三）论隐士应该是热忱的以及热忱的方法，（囚）克

苦的需要。

三、圣马利纳传，写于三八0年，它是实验神修法的具体例

子；至于神修理论，己见于上列诸书。

（丁）演讲与书信

一、演讲集除掉上述论赞外，还有：

（→）信理演讲（反亚略派著作） . 

（二）伦理演讲（其间一篇攻击拖延圣洗的习惯）。

（三）瞻礼日演讲（三王来朝、耶稣复活、耳r~稣升天、圣神

降临瞻礼） ο

（四）圣人颂辞（圣斯德望、圣戴奥陶罗、圣厄弗楞、四十

位致命者，显灵迹的额我略）。

（五）追悼辞《安提阿的梅内斯，布希利、夫雷西拉、巴西

略）。

尼斯的额我略的辞令，尤其是他的追悼辞，是雕琢过度的c

他既缺少巳西略的高尚的朴素，又没有纳西盎额我略的辞藻。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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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拜占庭，他是极受崇拜的；福爵甚至表示：“没有一个修辞

学教授有过这样漂亮动听的语句”。

二、书信二六封，一般地说来，都是无关宏旨的。第二号信

责斥过度的朝圣热。本笃十四世认为：用意虽好辞句是过火的c

第三号信缕述他于三八0年，到巴力斯坦巡礼所得的神益。致雷

托阿斯（ Letoius）信报告了我们，教会对叛教者和大罪人的处

分。它被列于经典书信中（ Epitres caoi叩ies ）。

第四编 爱科尼的圣安菲罗格

圣安菲罗格（ Saint A叫汁1iloque ）于三四0年，生于卡帕多

细亚，他是纳西盎额我略的堂弟，尝赴君士坦丁堡，执行过→时

期的律师业务。三七0年，回到故乡，专务精修。兰七三年，圣

巴西略摧升他为爱科尼主教。巴西略给他的，部分地还存在着的

信是极宝贵的，他攻击过亚略主义。三七六年，他用出席该省会

议主教们的名义，发出公函，致邻省主教，敦劝他们坚决地承认

圣神的整个神性；此信还保存着。他也参加r三八一年的公会

议。他的圣神论文，不幸已经遗失。他最注意于制欲主义者

( Encratites）；一登牧座（三七三年，三八一年间），他就著书

（大半还存在）予以攻击。三九0年，在旁非利亚的四特召开的

一个反制欲主义者会议是由他主持的。安菲罗格是个积极的司

牧；根据卡帕多细亚诸子的通信，以及他本人的六篇演讲，以及

若干论赞，他的神哲学造就是平凡的。三九四年，君士坦丁堡会

议后，他的名字不见于历史。他大概死于四O三年前。

第五编 卡帕多细亚诸子的道理

一 卡帕多细亚诸子的道理的渊源

圣经和传统是他们的道理的两个真正的渊源。哲学在希腊教

父思想上发生的影响，没有一般人想像的强大。 OU(JL泣，



第四章 卡帕多细亚教父 389 

U作。σTαii? ovi？，虽早已发现于学者的笔F，当时进入了另一个

领域。若干教父不但对于哲学表示怀疑，而且把亚略和摩尼的暴

风雨，也归罪于哲学。纳西盎的额我略直至说输入教会的哲学，

可比埃及的一种灾难。圣巳西略的态度虽比较缓和，并且也劝人

念若干哲学士的著作，得尼的哲学只见于他的“反攸樨灭论”。

尼斯的圣额我略比较要进步一些。或说他滥用哲学，或说他过度

地予以标榜。可是，哲学在他眼里也不过 4种工具。他的道理的

真正泉源，是圣经与传统。

（甲）圣经

卡帕多细亚诸子，在圣经研究中，采取了一」种中间路线。换

句话，介于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崇拜的讽喻主义，与安提阿学派倡

导的字面主义之中，巳尔怖指出：“他们强调由教会正式指出的

圣经－定的数目．他们重视圣经文字一般的意义，他们遇到疑难

的篇幅，认为应是整体的片断，在互相联系之后才能获得真谛；

最后，他们指出了历史方法的原则因素。他们仍不放弃讽喻注疏

法，又不忘记向字面注疏法迈进”。可是，在卡帕多细亚诸子中

不是没有参差的。尼斯的圣额我略，奥利振的高足，大量地运用

讽喻主义，积极活动。具有领袖天才的圣巴西略，虽与纳西盎的

额我略， A度合作于非罗加利，（ Philocalie）为了满望解决安提

阿的分裂状态，以及引亚略派阪依尼西亚信条，对于来自奥利振

的影响更予以堵防。纳西盎的额我略一如尼斯的额我略，对于他

的第一个老师的注疏法很是热忱。

（乙）传统

圣经虽是教父们的道理渊源，并不是独一的渊源。另一个道

理渊源，传统，为一般教友，更易于领悟。四世纪的教父们，为

解释教会神学的发展过程，也得先予以研究。狄撒龙指出：“信

理”（例如圣神的天主性），证明了：公式（例如。>µooilaw？） 确

定了礼仪的使用，虽圣经上或所言简略，或竟只字未提，也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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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并增加了，为折服反对者的需要，教父作家，空前深刻地．

阐明一种宗徒遗下的，与圣经不同的口头传统。宗徒们和他们的

继任者，就用以把不载于圣经的事理传于后世。圣金口若望

一如圣爱比法纳和卡帕多细亚诸子，也予提及。这种口头传统，

1日圣经，也是真理的保障。异端人不予以承认，这是错误的。

卡帕多细亚诸子，在驳攸樨灭时，尤强调了这点。圣巴西略

在他的圣神论中，极明朗地透露了他的思想。确实，为肯定传统

的权威，他虽不忘乞灵于信理，尤以创自宗徒的一种口头传统，

启示真理的法纪为依据。不问他提出的证理的价值如何，在他的

眼里，圣经以外，传统是另一种信理的泉源。尼斯的额我略为向

异端人证明尼西亚信条，又用了圣经，又用了，武滔良标榜的一种

传习（ Prescrtion) 0 实际上，传习与传统无异c 纳西盎的额我略

也认为：启示真理的认识，不单靠圣经。他指出在圣神光照下的

信德宝库。

四世纪的教父，虽还未能明确地肯定，口头传统就是教会经

常的训导（ Le magist岳re ordina肝 de l'Eglise ），却一致表示，教会

拥有批判纷争，谴责异端，制定信理的权利。它在行使这个职权

时不能错误性，已隐约地包括在内。再者，如果吁时主教团不承

认这些原则，四世纪的教理纷争和会议历史，都要变成不解之

谜。可是在公认的信条外（ Sysboies reconus ），那些机构是教会

信理的发言者；这在当时还没有确切的规定c 公会议和地方会议

的分野，也没有完整地划出；公会议议决案的普遍价值的条件，

也没有树立c 同样地，根据教父们的证理，到了下一世纪，才奠

定了它的权威和神圣性。

一
二

圣

卡帕多细诸子，关于圣三的道理，一方面努力归化犹豫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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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好意的半白拉奇派，一面作出三个重要决定：（一）指出实

体与位（ oum与 U1T6α7ασi？） 的区别， （工）确定（ 6µ,oouaw?) 

的真i帝，（王）拥护圣神的天主性。

（甲）实体与位 L'oumαet ( Iou!1607om~ ） 

圣巴西略这样为实体 I'oi:U,~α 或（ Ia substance ）下 了一个界

词；“就是同类个体相等地共有物，这个字只指同类的整体，不

捐它的个体（这个〔实体） (oiler~α”先应当加以特性，然后可

以真正地存在。位（ hypostase ）是样定型的，独特的，具体的东

西。这个定义，未能划清位与个体的界限。巴肉略又说：位是样

自存的东西（ etre rae正ασTασL正）可是他没有说明位的和那个自

立的东西的自存性。巴西略运用这些分野解释r他所采用奥利

振的三位（ trois bypostpases）公式。他认为：这个公式是尼西亚

信条的必要补充。两个额我略也这样想c

至于（ 1T，ρ6σω汀av）在拉丁语中译作（ Persona ）；由于它的

来源，巴西略只有条件地予以接受。这个戏剧术语，可能指一个

脚色；那末很能使人陷入萨伯利主义。天主三位的区别，指天主

一位的不同的任务罢了（ Hypostase) .J 在他们眼里．似更能保障

正统学说。

（乙） L’句LOOvm~

卡帕多细亚诸子采用了奥梅阿派（ Homeosieens ）崇拜的气

位（ troishypostases ）后，更有权威使他们接受他们所讨厌的

( oµ,oovn? ）。或以为这些学者，所用的（ iiµ,oovno? ）的意义，

就是与梅阿派所看重的飞因此四世纪初的尼西亚派，与四世纪末

的新尼西亚派是有分别的：也｜对此新尼西亚派简直就是半亚略派

了。这个见解未免把不同的观点，看作不同的道理了

圣三奥迹的本质，不但使我们不能了解在一体中包含着多数

的位，还使我们难于予以分析，如果以一体为出发点，如在西方

和埃及所做的，很能害及三位实在的区别性而陷于变态说。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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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相互区别为出发点，人们很易误信三神论（ tritheisme ）；可

是，这个错误，假如坚持天主的惟一性是可以避免的。这两个观

点，在不相矛盾的条件下，都是合法的，正统的。

半亚略派采取第二观点，明确地先指出三位实在的区别；可

是，他们未能坚决地咬定天主的一体性，他们所以恋恋于逻辑地

以王神为归宿（ oµmomLo~ ），就为了这个缘故。实在，

( oµolo~）只指出」种形式的相像性，而暗射一种实体的区别。

卡帕多细亚诸子看到危险，就予以堵防。

圣巴西略在一封信中说：“依据真理之言”，我们不说“子”

像或不像“父”，因为两者间是矛盾的。像和不像，是对偶然的

属性而言的；天主没有什么偶然的属性。可是，在同一性体的前

题下。我们也赞成（ 6µoovno~ ），我们避免在合成的方式下

(Par co叫】osition），把受生的也是实体的天主，附加于“实体的

天主”、“父”，因为这正是（。µoomLOs）的真谛。圣巴西略也

肯听人家说：本体的相似性（忡。也os xcn’。由山ν）可是他要求

人家加以（何αpαλλaxrws ）就没有什么不同。纳西盎的额我

略，也视（。µoovnos）为性体的绝对同一性。他认为：兰位有
别，天主性是不可分的。他把他的道理，概括于下面的公式中

( ev -ra TpLa Tii Tii 6EilT叩µn' xm ev TPLαT8LUTηcna ；“三位一体”
“一体三位”（注） （而凶TησLV）在额我略的著作中，不就是位

( Personne），而指一种特性（ caractere special ）。

尼斯的额我略也表示：三位的体是不可能分的，为此没有三

礼，只有三位。他又认为：我们谈父、子、圣神，我们说他们是

一个，不是三个天主，正如我们谈伯多禄、雅各伯、若望。我们

也应该说：他们是一人（一个人类），不是兰人，（三个人类） 0 

从这几句话里，额我略要指出的就是三位的分别，犹如三人的分

别c 这里，额我略的错误不在天主而在人类。迷于柏拉图过度的

唯心主义的额我略，不了解人间共同的，只有抽象的本质；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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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具体的本质，就是实际存在的位，不是共同的。这是人与天

主不同的地方。

总结起来．卡帕多细亚诸子关于（ 6µ。也σLOO 的思想，是

正统的；可是，他们所持的观点，比圣亚大纳削更偏于半亚略派

的观点。因此，他们更易于引半亚略派，版依尼西亚的正统

信条。

（丙）圣神

圣神的天主性，四世纪末叶最受政击。卡帕多细亚诸子是精

灵派最坚强的敌人；他们各有著作，予以攘斥。

圣巴西略的整个圣神论中，虽不称圣神为天主，却证明他的

天主性。在别的地方，他没有顾虑地，正式称他为天主，说他与

父子同体的。纳西盎的额我略，在他第三十一篇演讲中，阐发了

同」的道理；简单的结论如 jζ ：“那么什么一一回事，圣神是天主

么？－一肯定地。一一那末，同体的了么？－一是的，既然他是

天主。”演讲为加强他的见解，兴奋地提出了昕众的宗教经验c

他利用启示真理的发展，解择圣经对于圣神一种相对的缄默。这

个缄默，亚略派每予妄用。古经揭示了“父”，新经揭示了

“子”，圣神的揭示在新经内是暗晦的。可是，在圣洗圣事内，

天主化人灵的圣神，已经露于世了；如果他不是天主，他怎能这

样做呢？

尼斯的额我略与他们抱着同一的见解，可是在圣神“由发”

( Procession）的问题上，确切地提出了前二人几乎未及的见解。

他的公式是东方的：“圣神由子发于父”。可是，子并不是单纯的

工具，他也参加圣神的由发。他运用受自父的·种“因性”

( causalite），参加这个工作；可是，父的“因性

而且并不妨碍他为圣神的第一原因。“和发于子”（ F山oque）的道

理自然隐藏其中，可是父的生殖性显得特别丰富。希腊教会习坚

持这个观点，但是，爱比法纳更接近拉丁教父．他虽不说圣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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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父及子，却相等地说：圣神是从父及子来的。应当指出：爱比

法纳在东方是个例外；他的公式可能是从拉丁教父们来的c

三基督

（甲）基督学

在基督学里，卡帕多细亚诸于 a面反对亚颇利拿里，坚持整

个的人性；一面避去了莫舒爱脱的德奥陶罗的两位说（ le dual

isme hypostque）。纳西盎的额我略说：在基督有神人两性，可是

没有两子。他也明明承认玛利亚是天主之母（ 6EOTOχoO 。尼斯

的额我略也强调：基督有两性，可是只有」位。 (aλλo~ et 

~Tερo~ ~v τρ6σωτov ） 。又发挥了奥利振倡导的语言调度说 (la
communication des idiomes）。无论他们根据传统的信德怎样坚决，

在他们的著作中，时可以找到似拥护一性论（ monphy-sisme) , 

和聂斯托利学说的诣调c 但是应当明了；断章取义于不合理的；

而且在当时．关于基督学的术语，还没有确定呢！

(Z ）救赎论（ Soteriogie ) 

他们的救赎论，可以色彩浓淡不同地系于周知的兰种：

（一）写实的赔偿论，圣巴西略和纳西盎的额我略都是它的拥护

者。巴西略指出：平息天主义怒补赎的必要；可是，人根本不能

供给，只有基督能予提供。基督为他做了罪人，成r牺牲，就供

献f出来c 圣额我略为标榜这端道理，采取一个精简的公式：

“基督为我们变作了志愿罪恶，和志愿诅咒”。 （ α仇。αμα庐山

χα｛ αmo~αTapα）。

尼斯的圣额我略强调圣亚大纳削的结合论（ La th归时 de

!'union）门他甚至运用柏拉图派的→种过度的术语，说基督的人

性，包括一切人性。圣额我略一如别的教父，也不否认基督人性

的个性；他强有力地描写救世之工的普遍效力性3 至于赔偿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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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认识，而且尝予以提及。

四世纪最清楚地阐发奥利振的魔鬼权利论者，也就是他。在

他的教理演讲（ Discours cateche-tique）里，他肯定：公义的天

主。不能把已为魔物的我们，强拖出来。魔鬼有权利要求 A种赔

偿，高于我们实际价值的赔偿士他在基督身上，获得了它；可

是，他终于自作自受3 当他像条贪吃而不知钓钩的鱼，奔扑神人

( Homme-Dieu）的时候，上了神性的钓钩，而被迫吐出他的脏

物c 圣巴西略也赞成这种双面的救赎τ 纳西盎的圣额我略虽与他

出于同一学派，去p绝对地予以攘斥c 他认为：说魔鬼不但从天主

接到一种赔偿。而这个赔偿就是天主，为天主实在是个侮辱。后

代的神学，一致拥护他的见解严

四教会

不该向四世纪，要求一种完整的教会神学， 牛种教会权利和

组织的系统说明〔这个关于神学的一点，在西方既发展得微弱，

在东方更微乎其微r 当时东方教父们最关怀的‘就是圣f和降生

的道理。圣巴西略反对未楞斯，强有力地标榜的教会对国家的独

立性，虽大部分的东方主教奴颜姆膝地生活着，谁都不予承认。

教会的统一，也是必要的：这点．谁也洞若观火。教会统一的必

要条件，宗座的无仁权威，或明或晦地予以指出 c

圣巴西略承认伯多禄为宗徒（ χρood.lE~，）之长。这个字指

真正的领袖 3 狄狄马既称伯多禄为宗徒之长（ 6 mi d节。σTOA6L'
xopu<paLo' ），又称他为宗徒之首（ 6 叩6χρL'TO' 'TEV 

cl TIOσT6λωμ）。四世纪时，谁都不怀疑：伯多禄的后任们．应在

罗马。圣巴两略的朋友，纳西盎的额我略，在基督观点Ti炎罗马

时称它为“总统＼ ( Presidente de tous ）。先前他己承认罗马在

西方，实在表示一种特殊的，救生的影响；而且现在←4日往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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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当勇往直前。

这种“领袖”性，征诸历史事实，就可以了然于心。下例

几件史迹，都有卡帕多细亚教父参与其间。

一、三八一年会议，承认罗马主教普遍的首席性。它通过第

三条议决案，攫升君士坦丁堡，在罗马后，为第一荣誉牧座。许

多主教认为这个荣誉特点附带着教宗的实际权利。

二、三七七年，教宗达马萨谴责属安提阿总主教区的亚颇利

拿里和亚颇利拿里派的倍利得主教，弟茂德关于道理的禁令。埃

及主教（在三七八年举行亚历山大里亚会议席上）叙利亚主教

（在兰七九年举行安提阿会议）以及整个东方主教（在三八→年

举行的君士坦丁堡会议席上）都予接受，这个禁令，是于兰七

七年，由圣巳西略向罗马请求的。

三、凯撒利亚主教承认教宗有权恢复被撤去的主教们的原

职，提雅那会议，于三六七年，位i利培尔教宗的要求，复塞巴斯

得达的欧斯达邱司职。之后，巳西略呈请重予撤职，以固定合法

主教们的地位，安提阿教会的一切问题，都循这个途径解决的。

四、在这个严重的分裂事件里，巴西略采取了反对苍苍冷合法

地位的态度；可是，他尝相信梅内思可能是经罗马承认的。为明

了反对的见解是不容犹豫的，他就认为那是有害于信德的错误事

实。因此，在他私人的函件里，对达马萨教宗表示了若干不满的

情绪；可是教宗的威权从没有受到怀疑。圣巴西略还谈了罗马主

教的崇高地位。圣巴西略的责善，如果他不承认教宗达马萨，在

信德外，对于东方教会也拥有法权的话就没有意义了。上面所述

的，他对于亚颇利拿里的步骤，为四世纪的教会神学具有另－个

重要性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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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圣宠与圣事

（甲）圣宠

卡帕多细亚教父们的圣宠论，尤其是关于人类的现状的。无

疑地，一如特别注意这点的圣亚大纳削，他遇到机会，也指出：

人类本来的处境是幸福的：它既不受苦，不用死，又通过爱德，

以及一种来自智慧和绝对自由的纯洁的天主肖像，与天主密切结

合着c

贝道以后，大家习说：希腊教父们，几乎没有谈到原罪。这

点，我们不应该过度地予以强调。多数教父标志原始的污点时，

只称它为罪。圣亚大纳削指出：亚当的罪输入众人c 狄狄马称它

为老罪。 （ ταλαLU aµαpnα）。圣巴西略称它为“首型之罪”

付出 τpWTOTUWOU aµαpT~al!）纳西盎的额我略也谈过我们的第」

个罪。在希腊教父的著作里，只存着相类的语句。原罪为了它的

特性，每称为污点（ Souillure ）、腐化（ Corruption ) 1且咒

(Mal岳diction ）、处罚（ Condemnation ）、家债（ Dette de famille ) 

等等。尼斯的圣额我略在他的“夭折的儿童论”巾，｛以没有注

意这个原始的污点。

堕落的人还是自由的。希腊教父，关于这点，或为攘斥摩尼主

义，或为标志人在圣化工作中的使命，一致予以强调。可是，他们

也不忘随机指出圣宠：一、在圣洗中，因基督的功勋，圣神用以天

主化人们的宠爱的任务。二、宠佑的任务。纳西’盎的额我略对于宠

佑，提供过明朗的见解，他清楚地把一切善功的开端和结尾，随诸

宠佑。我们所有的一切美善，尤其是精神的都是从天主来的。关于

最后一点，我们根据他最重要的著作，可以分析如l f: 
一、圣德的号召来自天主，与自然的性能充关。

二、没有圣宠，人不能有正直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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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善的选择，也来自天主c

四、灵魂得救是天主和我们的工作。

五、我们的意志既来白天主，什么都来白天主。可是，根据

额我略的演讲，这并不抹煞我们的合作。

（乙）圣事

关于圣事，我们想指出比较重要的四点：

一、卡帕多细亚教父还赞成三世纪凯撒利亚的斐弥良厉禁的

重洗。他们虽承认拆教中施行的圣洗，却否认异端人，以及·切

放弃传统信德的人们施行的圣洗。关于这个问题，卡帕多细亚诸

子只代表－种地方性的传统；以后在→般的和宗徒的传统前，这

个见解逐渐没落c

二、他们的关于圣体的道理，频繁地简直是传统的。尼斯的

额我略曾科学地予以钻研，他的大意如下：基督居世时所食的面

包．逐渐化成他的肉躯；同样经由天主的话祝圣的面包，立刻变

成“圣言”的肉躯；与这个肉躯相结的我们也天主化了。这不

是路得教派所称面包与基督的肉躯并存的学说（ Impanation ) : 

因为在圣额我略的眼里，圣体中的基督的肉躯，就是基督的历史

肉躯。这个见解是有缺点的，可是不抵触面酒的变质说（ Tran

substantion) ；而且是 A条线索：因为他所标志的变化，是献品本

性的因素变化。

二、卡帕多细亚教父承认告解的效力。纳西盎的圣额我略攻

击诺未西央派，明白地把告解比诸一种洗礼，流泪的洗礼。圣巴

西略和他的兄弟，进→步指出：教会因天主的名义赦免罪过的条

件。在他们的经典书信（ Epitres canoniques）中，他们作了 4个

罪罚表，若干罪过一一一例如背敦的罪 的处分，是终身的。

囚、圣巴西略关于婚配的道理，引起了若干难题c 他在他的

“伦理丛谈”（ Moralia）里，明明说；“休妻的男人（就是因着

她犯了奸，实在这里所谈的正是这个问题。）以及被丈夫休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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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都不能再结婚”。那末犯奸不在例外，婚约是不容解散

的。可是，经典书信规定的处分，与原则不符；再结婚的丈夫不

在犯奸的罪名下论罚 U 这里，无疑地， (.If_ 当视作一种由民法造成

的一种习惯的宽容；因为在民法里，通奸之罪，只罚女子。纳西

盎的圣额我略，在他的一个演讲中，对于这违反福音精神不平等

作风，提出抗议。

六基督徒的生活

四世纪的教父，几乎都是不知倦怠的反异端者。根据这点或

把他们的正统性，与前几世纪的教父们的直接的信德和经验的宗

教信仰，做f一个对比。这样的“ A般化”是过度的。他们正

统的心理，并不毁灭他们的基督徒的观念，也并不使他们把宗教

经验视若无睹。应当明了它们是必要地相辅而行的。圣亚大纳削

是该世纪天字第一号的斗争者；他把他整个的神学，基于基督和！

圣神，在圣化人灵与基督徒生活中的任务上，他不停地指出：假

使基督不是天主，人的天主化是不可能的：他强调信理是宗教的

心脏。卡帕多细亚诸子，都作如是观±

他们在研究神学，以及宗教辩护学前，先于隐修生活中．寻

求实现基督的成全。这种生活，实在使他们获得了“真哲学”。

圣巴西略的神修著作，无非是他的宗教信仰的成果3 他的兄弟，

神秘神修者的著作，可与他的并驾齐驱。纳西盎的圣额我略。关

于这类的著作，虽不及他们，他的精修生活是同样地热烈的c 而

且，他的一种对于瞻想生活的天然爱好，使他对于表面的活动，

感到乏味c 他的最带道理性的演讲，不断地露出：他的崇高的神

学，不过是他的热烈的基督徒生活的表现吧了！

在他们身上，最圆满的典型教育，与深刻的基督徒生活，是

打成→片的。正如圣金口若望，他们标准地一炉共冶了希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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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与基督福音。他们对于哲学虽然没有多大的信心，却爱由哲

学造成的文化c 他们在古代的著作里，学会了谈话的艺术；那些

作品，他们还认为：为青年教徒是有用的。显然地，圣巴西略在

他的最著名的文章皂，鼓励青年们研究古典文学的时候，他不但

注意文艺教育，还注意伦理教育。他还表示伦理教育，是与人的

整个的巩固教育分不开的。斗时，在西方，圣奥斯定更大量地用

了罗马的古典文学宝库，尤在他的《天都》里（ La cite de De

eu），而且他又乐于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著作中，指出在伦理

思想方面有助于基督教义的－切。在这点上，希坡内主教，与卡

帕多细亚诸子，出入极微。

七世末论

世末论在卡帕多细亚诸子，尤在尼斯的圣额我略的神学里，

占着一个极重要的位置。在这点t，奥利振的影响，是很尖锐

的。过度地根据圣经字面的千年说，终被伟大的亚历山大里亚人

扼死。在希腊，人家对于义人的灵魂，死后就能享见天主的道

理，己不稍犹豫了。

四世纪大半的东方主教，比奥利振更缤密地指出后世的肉身，

物质等于今世的肉身。尼斯的圣额我略且想解释它的可能性。他

表示：灵魂对于它的故居一←肉身一一常念念不忘，并且不断地

注意它的种种变化。再者灵魂受自肉身的一种印象，在任何原子

的演化中是不变的。灵魂很容易因此认识：属于肉身的一切因素。

圣额我略还为复活起来的肉身，做了一个描写。他所说的，

正是我们因原罪而丧失的一切。在这个描写里，他在奥利振后，

也陷入歧途，“总复兴”（ I'Apocatastase universelle) 0 君士坦丁堡

的才尔孟，虽予辩白，未见效验。狄撒龙纲领地指出他的见解

说：“恶人死后沽化的时间，是以他们的罪过为比例的；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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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败的恶“总应当消灭．而天主整个地主于群众，而群众（魔

鬼也不在例外）得享那些耳未闻，日未见，智未识的福乐。”尼

斯的圣额我略在四世纪中，几乎单独地标榜了这样的理论。地狱

的永火，圣巴西略尝明朗地予以教授。圣金口若望和耶路撒冷的

圣济利禄，虽也异口同声，却相信恶人减刑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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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tudes : P. ( ;onFT, Gregoire de 间•sse ( Saint ) Dans Diet. 

theol. , Col. 184 7斗 852. L. Mrnm1F:n. L'ir矿'luence de la sec 

onde suphistique sur l'oeuvre de Gregoire de Nysse, Rennes, 

1906. • L T 1i.\io\r Le di.scours catechetique de Saint Gregoire de 

Nysse ( a propos de l毛dition L. M岳ridier 句 1908) , clans la R旬，

August., XIII (1908). P. 742-748. -Voir aussi G. VoN'<, 

Appolinaire , Lo旧ain' 1901 ( pour la resista配e

al'apollinarisme) P. C叭飞LLER气， Le schisme d' Antioche, Par

is, 1905. -FEs"LF:R. fo~G~W<N. op. cit., I, 565-600. 

Article V. -Doctrine Des Cappadociens. 

BIBLIOGRAPHIE SPECIALE 

I 0 Sur Ia question trinitaire : J. Surw帆E. op, cit. II 啕 p 232-

288. -TH. nE REG~m, Etudes surla Sainte Trinite, surtout T. 

III-IV （ ραssim). J. T同FR（川T, Lα doctrine trin itαire des Cαp

pαdociens, clans Hist. Dogm., II, P. 76-89. 一一． A KHANIOH 

Der hl. Bαsilius in seiner Stellung zum Filioque. Brauns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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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 -Voir aussi G. B 气1wy. Didy-me l'A.veugle, Chap. Ill 

(Pa附i1川．

2 ° Sur la christologie et la soteriologie ，飞、ir 1 T1xERo飞T Lα chri

sologie grecque αu IV" siecle, clans Hist. Dogm. , II. P. 112-

130, -Mrrn日， fl)postase et ( Union ) flopostatiqne, clans, 

Diet. theol. , Col. 381 sq. , 458 sq. J. R1飞仆HF· Le dogme 

de lα Redemption. Ch. IX et XI. C. V 1N Crm飞!BR!ιcE. De so 

teriologioe 「h1istiαnοr prim font. , Lou vain 1905. 

3 ° Sur la grace et I' anthropologie en general , voir J. Su1w 飞＼ E

op. cit., III 11-20, 41-61, 77-91. -J. T1lifRUNT, Hist. 

Dogm., II, Ch. 飞 J ( passim) . - 1. V ,1\ nm J\ihm.;rn Grace, 

dans Diet. theol. ‘ Col. 1566 sq. -J. Rl\rrnE. ]ustif~cation, 

Lα doctrine αmnt le pelαugianisme dans Diet. theol. , Col. 

2081, sq. E. Scrnu, Die Lehre des hl. Bαsilius von der 

Gnade, FriLourg en B. , l 881. -K m \T'v!rn. Les hl. Gregor 

van Naz. des Th. Lehr，川’on der Gnα击， Kernpten. 1890. -K 

ILIMPF. der Urzustαnd des i\,lenchen nαch der Lehre des hl. Gregor 

von N.rs拙， Wurtzbourg. 1899. 

4 ° Sur I' ecclesiologie , voir P. BA TIFF仆r. Le Si古ge apostolique , Chsp 

Ill. -Cu rname auteur. Lecclesiulogie de Saint Basile, dan" 

Echos d. 。rient, XXI ( 1922), P. 9-30. V. GrnMEL· Saint 

Bαsile et le Siege αpostolique, ibid. , P. 280 “ 292. 



第五章拉奥而舍的亚颇利拿里

一亚颇利拿里的生活

三－0年光景，亚颇利拿里生于拉奥田舍。这是叙利亚一个

商埠，位在安提阿的南方。当时，他的父亲，原籍亚历山大里亚

的老亚颇利拿里，在那里教文范；不久，他领了神品。亚氏在文

学和哲学上的造就是坚实的。在哲学上，他虽宗柏拉图，尤崇拜

亚里士多德。君士坦丁执政时，拉奥回舍的主教是亚略派人。亚

颇利拿里拥护正统派，反对亚略异端。三四六年．圣亚大纳削充

军回来，他予以招待，后来他也蒙受了多种的磨难。举良吁权

时，他与他的父亲合作，写了许多不带宗教色彰的书，一面向青

年们介绍古代的名著，一面为削弱朝廷的影响c 他又写了一部都

为三十卷的巨制，以攻击玻菲利。菲罗斯托才（ Philostorge）说

它是对该哲学士，最轰烈的驳义。最后在“真理论”里，他又

谴责了举良c

三六0年，三六一年间，亚颇利拿里被正统派推举为拉奥田

舍主教，而亚略派的领袖乃是白拉奇。他的才能使他一跃而为在

东方神职阶级巾最红的一个。大家一致承认：在神学和俗学方

面，拉氏都是卓卓不群的：他是文学家、神学家、注疏学家、辩

护学家。他丰富的著作，他尖锐的理智，使他变为当时数一数二

的作家。而且看来他的德行是坚同的，热心是真切的。他是个稀

有的强有力的哲学家，他是圣亚大纳削的朋友，卡帕多细亚诸子

反亚略异端斗争的同志。他曾写书攻击攸褥减，驳斥盘西尔的马

则禄；他也不怕触犯被控有从属说嫌疑的奥利振和亚历山大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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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得尼。

华盛（ M. Voisin）指出：“他是个注疏学权威。在神学上，

他可与卡帕多细亚诸子并驾齐驱；在注疏学上，为着精于希伯来

语，且驾而 t之。”三七七年特来领教的圣热罗尼莫说他写了很

多的关于圣经的著作。可惜，所存者不过若干片断而已。那些注

疏简单地提供了一」种字面的意义以及修身的南针。

二 亚颇利拿里的谬说和他的被谴责

在教育观点下，他属于安提阿学派，可是，他的基督神学，

整个地与该校背道而驰。在安提阿，注意圣经字面的学者，把基

督的人性放于前茅，从事透露基督人的美德；有时竟说得有害于

基督的一位性，而使人们感到：这样成全的人，不司能也是天

主。这个过度的二元论（ Duali划ie ），曲曲地陷入亚略的异端。

亚氏认为：这是个不能避免的结论。为维持耶稣基督的一位性，

换句话，为保护他的神学，他认为只有研伤他的人性。于是他就

扬言：基督没有灵魂，“言”顶代了灵魂。他的位的界词，是模

糊的。可是他对于过度的二元论的驳义，是很好的乙他个人的立

场是摇曳的。当教宗用传统的名义，予以指导的时候，他不肯服

从教会最高的导师。

三六二年，亚历山大里亚会议席上，两个对立的学派，第一

次互相搏斗。亚氏的一」个门生指摘安提阿学派代表尝说：天主之

言在末世降临于一个圣人， －~~l畴昔降临于先失！Jf门。若干人控诉

他们否认基督有灵魂，有理智，只承认他有个肉身。在会议标志

了公教道理之后，两学派都予以接受。圣亚大纳削从此对于该谬

说提高警惕，但对拉奥田舍主教，信任如昨。可是亚颇利拿里不

变成见，继续予以传播。

他首先向安提阿学派开火，抨击它的两个领袖；第奥德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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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雷维安。同时，他继续研究基督。他虽明朗地指出了基督时

题，他的见解是大大违反亚历山大里亚会议的。开始时，他秘密

地叫人们宣传他的学说。他的头面藏隐得这样的巧妙，以至最初

的反亚颇利拿里异端的著作，三七一年圣亚大纳削给厄披克提式

书，以及三七四年，圣爱比法纳的“下锚”（ Ancratus）都没有

予以暴露。可能，这纯是个情面问题，为了从亚颇利拿里致佐维

亚那斯书巾，尤其是从他给塞拉比翁书内，他的真正的见解，不

难一望而知ο

亚颇利拿里的嘴脸，终于通过安提阿的一个司择，他的门生

做塔利斯而暴露于世c 被控于宗座的微塔利斯亲赴罗马， 4度欺

骗了圣达马萨教宗。教宗明 r了实情后，命他表示态度，但是不

蒙接受。于是亚颇利拿里拉去面具亲自祝圣抗命的司锋为安提阿

主教c 不久他又升弟茂德为倍手！J脱（ Beryte ）主教，他公开与教

会断绝关系。紧接着．尼阿亚信条的热烈拥护者，他的！bl 雨｛门，

如圣爱比法纳，圣巳西略群起鸣鼓而攻之。教宗达马萨通过三七

七年罗马教务会议．予以绝罚及撤职的处分。罗马通谕的基本证

理如 f: ( Quod si 川ique imperfectus homo susc叩tus est , imperfec

tum Dei munus est, imperfecta nostra salus. quia non est totus homo 

assumptus）这个教宗的训令，东方教会先后不同的会议，三七

八年的亚历山大里亚会议，王七九年的安提阿会议，三八 A年的

君士坦丁堡会议，都予以宣布和接受。

三七六年才过去，亚颇利拿里，在 A 本巨著里

( D岳monstration de J'incarntion divine en la ressemblamce de 

I'homme）发表他的学说c 尼斯的圣额我略在他的三八0年左右

写的（ Antirrhiticus ）里， →面援引它的篇幅，一面强烈地指出：

作者确是个异端人c 亚颇利拿里派继续扩充着，并且自称为公教

徒；纳西盎的额我略，在卡帕多细剧烈地予以攻击。东方皇帝戴

奥陶士，颁发了一系列的通谕（三八三年，三八四年至三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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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严禁他们集会，把他们的主教撤职，又严禁祝圣其它的主

教。这些攻击虽阻止了亚颇利拿里异端的发展，却未能予以根

除。亚颇利拿皂死于三九0年左右、

三亚颇利拿里异端

亚颇利拿里在生活的第 A阶段里，是个二分法者（ Dich1归－

mi日tP) c 当时他否认基督有任何受造的魂魄，觉魂也不在例外。

变为三分法者（ Trichotomiste ）后，他承认在耳目稣人性里，藏着

一个肉身和 4个觉魂；可是仍否认有一个灵魂c 他的理由是因为

“言”就是他的忡。可）和他的（作附中α）。他的学说的逻辑结

果如 F: （一）“言”没有成人，但是正如字面指出的，他成了

血肉；又没有（ρu仿。φ7ησi？） ，只有（σ{Jpxwσi（） 「亚氏虽也

赞成全人的公式（ homme parait) ，他的见解是特别的。（二）拯

救我们的是耶稣的血肉；我们的血肉在我们外得救；我们的灵魂

得救，靠它与基督的精神结合。（兰）一性论是他整个学说的中

心：在耶稣基督本只有一个性，并不是由两个的结合而演成－

个 J 这是个整个的性，它不变成别一个性；可是它在另－种方式

下，存在基督c 他没有血肉（ :1a伴那o（）的神’性，变与血肉一起

（ σεσ伴有ωμ卢刚可是只有一个性，为了肉躯本身不是 A个性；

灵魂肉身的结合最能用以解释“言”与肉躯的结合。（四）那

么．不但我们的崇拜的对象只有一个，行为和自由的原则，也只

有一个。

其它的若干谬说，如基督的肉身预先存在论，二牛位受难论、

从属说等，除掉千年说都与亚颇利拿里无涉。

亚颇利拿里的门弟子，严格地解释他们的老师的学说标志：

基督的血肉和他的神性是同体的（ Con叫bta川al it叫。这一派人实

在是一性论的先驱。稳健的 J派，终于服从教会，在公教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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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解这些公式。至于不顾皇帝的禁令，为保存亚颇利拿里自t

作品，在若干公教作家的名义下（教宗圣儒略一世，圣亚大纳

削，圣额我略发显灵迹者。）刊印他的一部分著作者，也就是这

派人。这个骗局，开始时，获得了辉煌的成绩；甚至亚历山大里

亚的圣济利禄也堕入陷阱c 六世纪时，始被触穿。亚颇利拿里的

著作，如果不跃出传统的范围，很能是美i甫的；可惜终于变成了

陷东方教会于分裂状态中的导火线。

Apollinaire de Laodicee 

BIBLIOGRAPHIE SPEGIALE 

Editions: P. G 33, 1313-1538 (Metα：ph. In Psalm. et frag

ments ），一H. LIETzMANN, Apollinaris von L. （岳阳des et textes ) , Tub

ingue , 1904. 

Etudes: G. , V ms1'.'\. L习pollinarisr肘， Louvain , 1901 - J. Tm:1wNT 

Hist. Dogm. , II, P. 9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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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塔苏斯的第奥德卢

第奥德卢生于塔苏斯，或安提阿的一个显贵的家庭中，时在

兰三0年左右。他肆业于安提阿以及雅典3 圣热罗尼莫说他不学

无术，看来是一种武断c 他同时研究神学，后来竟做了该科的权

威。在他身上发生最大的影响的人，是厄麦萨（ Em岳se）的学者

安瑟伯。可是他没有跟着老师陷于亚略异端。相反地，君士坦司

执政时，他不但没有跟着欧斯达邱司派脱离正统教会，反而组织

了公教教友。那些人后来与梅内思发生了联系c 为了热忱修成，

他在安提阿创立了一个隐院；十年之中，他与他的朋友卡；武利阿

斯（ Ca由rius）指导属下修德行，读神学。在他的门弟子中，有

圣金口若望，生于兰四五年左右，有莫舒爱脱的德奥陶罗，生于

二三五0年。隐院大概创于三六0年。

第奥德卢猛烈地攻击举良叛教者，因此受了皇帝的种种侮

辱。在梅内思充军期间，第奥德卢在教区内起了很大的作用，三

六兰年，主教祝圣他为司锋。夫雷维安是他的最忠贞的工作同

志。未楞斯当政后，第奥德卢应于三七二年出亡亚美尼亚，与他

的主教共晨夕。就在那个时候，他开始与圣巴西略交友。三七八

年充军回来他当选登塔苏斯牧座。三八一年，出席君士坦丁堡会

议c 戴奥陶士指定在安提阿，凡与他和拉奥田舍的拔雷杰有往来

者，都属正统派。他死于：＝：.九一年，三九二年间，

第奥德卢的权威，生前死后，因着他的功德，以及提倡学术

的热忱，历久不渝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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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注疏学家的身分，奠定了新安提阿学校的治学方法3 这

样，他也就为他最得意的门生。圣金口若望，开辟了－条康庄－

第奥德卢一反亚历山大里哑的讽喻主义．提出在语言的历史观点

F，寻求精义论υ 说得再深刻 J些，这是一种字面注疏二目的在

指出假借语言，象征，和预言的真义；另一方面，在从事实里找

出修身之道。他的“精义论与讽喻的分别”已经遗失。如果还

存在的话，按图索骥，我们一定更能了解他的方法和学说。

第奥德卢几乎注释了整个占新圣经。可惜除了若干片断，和

圣咏批注（很可能的），已全部失踪。

第奥德卢的神学著作，也是篇幅浩繁的；可是，除f审见诸福

爵，秀易达斯（ Su

约苏作品中的标题外，什么都没有留F《不过从此可见，他怎样

地运用广博的知识，列论不可胜数的问题。在反古代哲学士．反

摩尼派，反萨伯利派，精灵派的著作外，他还写了《反同体论

报》和《降生论》。这两部著作，都是所以攻击亚颇利拿里学

派的。

在他维护耶稣整个的人性行动巾，若f议论引起了亚历山大

里亚圣济利禄的批评：甚至四九九年的君士且丁堡会议，五O八

年的安提阿会议，也加以攘斥。可是，五五三年，第五次大公会

议，没有予以拈伐。实在当他说“天主子”取了“达昧子

居于其中日才，骂他说“达昧子”是他的宫殿是，当他说生白玛

利亚的人，不是性体地天主子时，他与拥护两性精神结合者元

异。他的言论中，孕育着聂斯多略异端整个的种苗。莫舒爱脱的

德奥陶罗，似只发挥了他的学说。可是．边禄（ L. Pirnt ）指

出：“可能人们太慷慨地把门生的错误，归于老师。为今之计，

最好我们的批判，不要右倾．也不要左倾，且待水落石出的将

来J’我们也能相信：如果第奥德卢预见他的观点的后果，定会

及早绸缪的，，无论如何，他的带危险性的观点，确做了异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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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床。

- 莫舒爱脱的德奥陶罗
（甲）德奥陶罗的生活

德奥陶罗于三五0年光景，生在安提阿，家道既富，教育又

好。他跟当代知名学者力贝尼阿斯（ Libanius）肆业，因着与圣

金口若望交好。毕业之后，因着若望的劝导，抛弃了法学士前

途，同进第奥德卢和卡式利阿斯指导的神修院（ Asceterium) c 

经过了若干时期，德奥陶罗，由于一种心理变态．离院回家，预

备结婚c 他的朋友的两封真挚动情的信，挽救了既倒的狂澜。于

是，重整旗鼓。热烈地修德求学，尤依照第奥1~；卢的注疏原则，

钻研圣经。他的青年作品，圣咏注解，是在那时写的。其间杂着

若干大胆的见解，不久作者就予以纠正。夫雷维安拉出独善其身

的德奥陶罗，且于三三八三年，祝圣他为可锋。

德奥陶罗在安提阿干了十年的神职E作（二：八三年至三三九

二年)o 可圣金口若望，在三八六年，气九八年问，汗如ll±雷地

演讲圣道的时候，德奥向罗是个刚强的护道者，坚决的斗争者。

奥利振派、亚略派、攸樨灭派、亚颇利拿里派，都是他的敌对c

当时慕名而来的学生，实繁有徒：安提阿的若望、提奥多里特、

鲁芬等都是。聂斯多略整个的学说，虽宗德奥陶罗，看来他不在

该数中。他的最著名的。都为十五卷的《降生论》 (Sur 

l' lncamation）都是可时写成的。

三九二年，被攫为西里西亚莫舒爱脱主教，至四二八年才因

死离职。关于他主教任内的建树，我们所得的资料很少c 他坚决

地为圣金口若望辩护，他努力归化自己教区内林林的外教人，他

通过他的“取者与被取者论”（ De Assumer配 et Assumpto）继续

攘斥亚颇利拿里主义。在他的最后二十年生活中，继续写他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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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中断的圣经注疏。当时，他运用他的原则，尤在新经上用功

夫；他的基督神学犯了最严重的错误。在安提阿的一个演讲中，

他禁止教友称玛利亚为天主之母（ ()so61万oO 。可是，后来在教

友的抗议中公开表示忏悔。宗他学说的聂斯多略，四三八年，首

途赴君士坦丁堡时，德奥陶罗曾予以招待。这是个很固执的头

脑。德奥陶罗就死于那年。为他竭力辩护者，法公度斯（ Facun

dus）说：“他是有福的，不但因着他光明的生活，而且由于他

死得其时。”当时整个的东方，向他表示绝对的惊奇的崇拜。亚

历山大里亚的济利禄虽将予以攻击，当时也予以称扬c

德奥陶罗死后不久，掀起了关于他的著作和学说的纷争。这

个纷争经过了一世纪有余。它的历史可分两个阶段：（→）四三

三年至四五一年，（二）五四三年至五五三年。

（一）在第一个阶段中， i十剧烈攻击德奥陶罗者，有亚历山

大里亚的济和l禄以及以得撒的拉波辣；相反地，予以拥护者有西

尔的提奥多里特和拉波辣的后任，以得撒的伊巴斯（ Ibas）。一

性论者过激地予以攻击c 厄弗所横蛮的一幕，更是史无前例；之

后，提奥多里特和伊巴斯被加尔西顿会议复职（四五一年）聂

斯多略派错误地认为：这就等于核准了他们的以及德奥陶罗的

学说。

（二）公会议后，纷争继续发展；六世纪中叶（五三四年）

尤趋剧烈。当时查士丁尼，为讨好一性论派起见，要求谴责德奥

陶罗和他的著作；提奥乡里特和他的若干著作，以及伊巴斯和他

的给马里斯｛言。法公度斯虽伶俐地为德奥陶罗辩护，西方教友虽

也提出抗议，君士坦丁堡会议终于发表了“谴责三章”（ La con

damnation de tiois-chapitres）。教宗费吉尔（ Vigile ）为了配合事

宜起见，三度改变步骤，核准了该会议议决案（五五四年）。德

奥陶罗不单本人被斥为异端人，他的著作中关于基督以及圣经的

神学，再度受到攘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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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德奥陶罗的注疏学

据说，德奥陶罗一如第奥德卢，解释了整个的圣经。大体完

整的圣咏，小先知，圣若望和圣保禄注疏，以及若干片断，是他

仅存的重要作品。他曾写过两部关于注疏学的书： J为《讽喻

与历史意义》，一」为《著作的成全性》。最后一本共计五卷，所

存的不过是标题，目的在攻击讽喻主义者。

德奥陶罗一般地采用了安提阿学校的法则；可是不像圣金口

若望是常忠实不渝的。同一的方法，教会看执行人是前者或后者

而异其褒贬，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他侵犯了“尊重传统”最重

要的一个准则。边禄（ Pirot ）指出：安提阿学派的准则，和合

理的历史方法没有叫他敬听“传统之声”，征求当代学者的意

见，弗让“内批判”危害“外批判”么？德奥陶罗理论地承认

教父和公会议的权威；实际上，在他的注疏中视若元睹。他抱着

极端的个人主义；他过度地信任自己，这恐是他错误的泉源。

德奥陶罗在注疏学上犯的错误共计四大点：

一、关于经典目录，他放弃古经中的编年纪、厄斯德拉、约

伯传，雅歌；新经中的雅各伯书、伯多禄前书、若望二书三书、

犹达书、默示录。

二、关于经典灵感性 （ I'inspration）相反整个的传统，把灵

感分为二种：一为次等的（箴言训道书……），它不过是→种警

惕和智慧之宠；一为上等的，它就是先知的灵感，和真正经典灵

感。边禄又指出：“狭义地讲，他所论的就是土等的灵感；这种

灵感只发生于出神状态中，而且是纯神的。”

三、关于默西亚观念，在他的圣咏注疏中，他删去→切标

题，他认为全部圣咏是达昧写的。他又大大减少丁关于默西亚的

圣咏。他只承认字面的四首，象征的三首。他同样地削弱了关于

默西亚的预言，不但在字面方面，还在象征方面。原则性地反对

任何默西亚观念的他，把大部分的先知预言，看作一种简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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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示。

四、关于圣经的若干部的性质，他表示：约伯传是由一个满

腹浮夸的犹太文人，仿外教诗人写的一幕悲剧；雅歌无非是撒落

满与埃及公主结婚时的一篇颂辞。

为此，人们可以说：迷于一种狭窄的字面和历史意义的德奥

陶罗，没有常常寻获字面以外的意义，而且他还沉洒于一种唯理

主义中（边禄语）。

（丙）德奥陶罗的神学

他的神学著作是浩繁的。我们还能举出他许多大半已经遗失

的作品的标题。

在圣三问题上，他是明显的反亚略派者。在他的一本都为二

五或三八卷反攸蒋灭书里，他是圣巴西略的拥护者。另 A本圣神

论的见解，也是一贯的。该圣神论大概是三九二年，他与精灵派

主教们会议报告的一部分。

德奥陶罗似同情于自拉奇学说。他的圣宠论鼓励内拉奇宣传

他的学说。他如四 A八年，曾作客他家的举良，一面提乱原罪的

性质， 」面相信耶稣也是有肉欲的。最后，在长逝前不久，他又

写了五卷攻击主张人们为罪人，不是为了意志，却是为了本性的

学者3 这本反对热罗尼莫的书，染着白拉奇的色彩。圣奥斯定的

友人，马里邬斯·默尔加（ Marius Mercator）带头予以控诉；之

后，他也声明驳斥白拉奇主义。

德奥陶罗的基督神学，不但透露于他的《降生论》、《取者

与被取者》或《反亚颇利拿里论》中，又发现于他的注疏作品

中。他的观点总归于基督的双重性格：“人的性格”、和“圣言”

天主子的性格。元疑地，他跟着传统强调：在基督一面有位的统

一，子性的主宰的，职位的，权能的统一以及可崇的伟大的统

一。可是，为了念念于维持两性的完整性，一面把完整的“性”

与位氓为一谈，他所倡导的统」是纯精神的3 他在降生论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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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分别“性”的时侯，我们表示“圣言”的“性”是完整

的，他的位也是完整的；因为人们不能说，一个位（ llnie hypos

tase）是无位的c 同样地我们说：人性是完整的，人位也是完整

的G 可是，在我们谈结合（ Unio川时，我们说只有·个位。这

个结合是圣言在人的一个联系，关系，居留。可是这个居留，不

通过“言”的性体（ ouσ叮）与行为（ evspow~＇α），却只通过在

人性中的“言”的乐意（ εli80YJLα ）。

德奥陶罗不顾整个的传统，否认“语言调度”？去历史上

的耶稣只是一个人， －切“言”的行为称呼．都不能归于他c

玛利亚只是象征的天主母（ 8eTOXO~ ），耶稣只是假借的

c xaρlll）天主子c 生的和死的那个不是天主而是达味之子。德

奥陶罗在耶稣基督身上，分别了两个子；他的基督神学实在是 J

种位的三元论。

这些简直包括整个聂斯多略异端的道理，不但否认降生，而

且毁灭基督教义3 德奥陶罗空言地忠于传统，实际整个地予以歪

曲。他所以作出这样的观点，如果不是为了」种··性”等于

“位”的哲学体系，定为了一种看理智在信条以上的倾向。在这

里，如在j主疏学里，存在着他的最大的错误。可是，他的作品中

显著的错误，在他生活时并没有就显出 c 当时人们只说他是个反

“一性论”者ζ 当时警惕地反抗这个异端的优秀份子．对于他的

大胆的学说，只作了好意的批评。可是，一经聂斯多略眼借重予

以强调之后，他的歹lj眉似的错误．立刻引起了正统派的责难。曰

光锐利的神学家，圣济利禄，便轻易地证明了德奥陶罗是聂斯多

略异端的真正鼻祖。



第七章圣金口若望

堂金口若望的生活与性格

升主教前的生活

（甲）教育与隐士

安提阿学派中最伟大的博士，圣金口若望，大概以三四四

年，生于安提阿。他的父亲西公度，为朝廷重臣（ Magister mili

tum orientis ），在若望诞生后不久就死了。他的母亲，安多萨二

卡岁上就开始寡居。她为教育她的爱子，决心守节终身。此莫尼

加更幸福的她，只有坐视这个看来未受红尘骚扰的歧洁的灵魂，

竿头日上吧了（波希语），若望在当代第一流的老师指导下，受

了最典型的教育已他的修辞学教师是力贝尼阿斯，他的哲学教师

是安德拉伽细安。他也研究过法律，并且在→个时期内斗过

律师。

照当时的，后来若望要予以攻击的习惯．青年的他还没有领

洗。梅内思主教，于三六七年，或三七0年，才给他付洗，不久

又升他为司i卖。若望从没有疏忽过他的宗教职责。相反地，就在

当时因着巴西略（不是圣巴西略）的劝导，他开始精修。可是，

没有脱离家庭；这应当为了他的慈母的梗阻。当时他也开始与将

来的塔苏斯主教．第奥德卢和卡式利斯交游c 在出人于这两位导

师络帐中的安提阿知识青年群中，自然也有他的形影。该青年群

中的一份中，德奥陶罗，将来的莫舒爱脱主教，一度受过心理变

态的剧烈袭击，若望就驰书予以劝导（ Ad Theodorum lapsu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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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共两封，第二封一定是给他的；至于第一封，即使真正是他写

的，由于其中所论的是精修者的堕落，看来不应当写给他的，因

为那个受信者没有堕落到如此地步。

当时若望的德学辞令，业已有口皆碑；三七三年初，出乎意

外地，人们强要攫升他为主教啕他急急潜逃，而巴西略受祝圣为

主教。这件事情重新烧起了他隐修的心火。兰七四年，慈母弃

养；他就隐居安提阿近郊山林间，共计四年；接着又在一个山洞

中活了两年。苦修破坏了他的健康；三八0左右，只得回到安提

阿。次年，梅内思升他为六品；五年之中，一面严斋苦身，一面

直接预备他的传教生活。

若望大半的现在还保存着的非演讲著作，是在那十或十二年

中写的。这些小册子，足使我们望到他的心灵处。隐修生活和终

身守贞，是两个彼此联系的他最关心的课题。回到安提阿后，辩

护、传教，一跃而为他的心事。他的“锋品论”有兴趣地向我

们指出：若望怎样逐渐由纯瞻想之路，兼走上布道之路。三八」

年，梅内思主教在圣他为六品的时候，确定地指导他走这条路

线c 可是，他早已准备接受上智的使命。波希（ Pt毗h ）指出：

“他保持着整个的青春热情，他拥着崇高清朗的理智；他满被神

火，辞藻和爱德”。三八六年，悔内思的后任，夫雷维安，圣他

为司择，当时若望年己四十有二。

(Z）安提阿的司锋

夫雷维安任以讲道之职。年富力强的若望，讲来左右逢源。

十二年中，超轶绝尘地把最美丽的天花。散播于民众。金口的徽

号，使他名留青史。安提阿一切的教堂以及市郊一切殉教者的小

堂内，到处回旋着他的发聋振陨的声浪。君士坦丁皇帝建筑的华

丽的新堂以及上溯宗徒时代的老堂，尤其是他谈道的岗位。平

日，他只于主日上讲道；可是，封斋期内几乎无日或息。他向教

友讲道；可是，若干演讲是专为望教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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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演讲天才，尤因着他的炽烈神火，一开始，就征服了人

心。三八七年“浑身像事件”（ l'ncident de Statues）给了他绝对

控制听众的动机。三八七年二月底．为了纳税问题．皇帝和皇家

的浑身像统被推倒。这个“大逆”戴奥陶士决不能容忍的罪行，

城民在了解了它的严重性以后，个个愁云满面，如在暴风雨前

夕。当夫雷维安赴君士坦丁堡向皇帝认罪之际，若望在安提阿努

力打起哀鼓。时逢封斋节，他正预备为信友诠释占经中的若干篇

幅。可是，触景生情的他，每舍此而谈鹤映风声的环境、J 他的二

卡千篇演讲，就被称为浑身像事件的演讲。费尔孟（ Yillemain) 

说：“这些演讲是史无前例的川若望在抚慰失望的一群之后，

又予以鼓励，并且攻击流行的罪恶，尤其是发誓的恶习 c 在演讲

中，他不断地透露富贵浮云的观念二在皇帝的首批代表报到时．

他手指虔诚的一队隐士， i束阻他们作过激的处分。最后．他的第

二十一讲，既报告了夫雷维安使命的成功．又重组织了那个夫雷

维安所以使皇帝下泪，而似由若望捉笔的演讲。

波希说：王八七年的事变，在金口若望的演讲上，起了一个

决定性的作用。从此在他和他的听众间，树立了，个同情的联

系，更使一方面什么都能谈，另一方面什么都肯听3 这是他成功

的总关键。之后，若望的演讲几乎全部以此为范围。他的演讲具

有两种长短组织不同的成分。一种是道理注疏的成份：它表示的

见解，往往是简单的．明朗的．以及谁都易于领悟的：一种是修

身的成分．它所标志的、是通俗的、热烈的、亲切的；可是他的

话是同样地有效力的。

无疑地，开始时，若望认为，直接攻击异端人，若阿诺梅

派，犹太基督教派，是有益的；可是后来，专注意于教友的伦

理教育。在古经的若干部分上，作了试验以后，他决以整个经

典为基础，而在讲坛上予以注释。三八八年，大概他解释了创

世纪。三八九年起，他取了新经中的若望福音为题材，还深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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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斗争的色彩。相反地，三九0年，他注解玛窦福音时，修身

的氛围，觉得特别浓厚。最后，于三九一年，游刃有余的他开

始诠释保禄致罗马人书c 从此保禄成了他最崇拜的老师ο 他的

最美丽的演讲是关于他的当他在君士坦丁堡，讲宗徒大事录

时，他仍念念不忘。

吁若望司锋留居安提阿的时候， i亥城的教会没有脱离分裂状

态。大半教友承认夫雷维安主教 l气可是，三六二年，卡腊里亚的

琉斐祝圣的再冷面对着他，领导者欧斯达邱斯派。 i亥派人数虽

少，常骄傲地标志它过去的光荣历史，怎样它是罗马支持的正统

派。属于夫雷维安的若塑，剧烈地予以攻击3 他从没有半句批评

宗座的话；他的这种冷淡的态度是不难索解的J

他终于做了安提阿教会的和平天使台他被撞为君士坦丁堡主

教后，派了一个代表团赴罗马 2 代表团中，计有叙利亚主教，阿

加思和亚历山大里亚的伊西多鲁司择（他从罗马为他和为尖雷维

安获得了通好的的件c 于是东方教会与罗马整个地重归于好。

二君士坦丁堡主教（三九八年至四O四年）

通过宦官欧脱罗巴的势力．金口若望被选为君士坦了壁主

教，以代三八一年，接纳西盎的额我略主教位的南德尔

( Nectaire) ＂可是那个宦官不久当出其不意地被迫离安提阿c IJE 
历山大里亚的德奥斐肋虽不满于升主教者不是他的亲信，仍假惺

惺地接受予以祝圣，而静待可逞的机缘。这个机缘，若望的神火

很快地提供了给他。

（甲）善牧的活动

若望在临君 :f:坦丁堡后，就计划斐除该教 l孟内→切的陋习。

（斗他先除去了主教公署内－切奢侈的设备；（二）他厉禁神

职成员搜括富人的钱财．而使贫穷者受害； c=: i 他命令贞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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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教务助理员不得与神职人员同院，以免发生不幸事件。

（四）他要求寡妇们改良品德，这使她们中兰个表示反抗，而终

于攸多克西相结，以诬陷主教， （五）最后他重组教产管理机

构，努力发展慈善事业。

同时他也不忘发展信德，先用他的演讲，在教友方面努力。

在君士坦丁壁讲完了保禄的哥罗森书，得撒洛尼书和希伯来书；

三九八年，他解释圣咏；四00年或四0一年，他注解宗徒大事

录。一般地讲，为着教务佳i想，准备不足，那边的演讲及不到安

提阿演讲的精彩；若望全力向习被疏忽的乡村广播福音。他攘斥

君士坦丁堡的亚略派和诺华西央派；最后，他打发传教士，远赴

黑海和多脑河畔，劝化哥德人c

若望以首都主教资格， A面因着纯洁的神火，一面由于尊重

皇帝的意志起见，每出而干涉本不属他的法权的色雷斯，或小亚

细亚各教区行政。实际上，他也难拒绝那些教区的爱德的呼吁，

四0一年初，严寒时节，他因请出席厄弗所省教务会议，这方久

经神职买卖而寝衰的教务，就有起色。

（乙）若干不幸事件

若望主教公署，虽朝气蓬勃，也有若干阵暴风雨。欧脱罗巴

的失势，就是第一幕。阉人欧脱罗巴是软弱的阿撩狄斯的全能宰

相（三九八年）。不但若望的当选君士坦丁壁主教是由他倡导

的，以后主教的一切活动，也都受他的支持。虽然这样，若望坚

持着他不阿的骨气，宦官要取消教会安全地的权利，主教当然予

以拒绝。可是，主教并没有赞助三九九年使他垮台的阴谋。当失

宠的欧脱罗巴来到他曾否认一种“安全权利”（ Croit d'asile ）的

教堂避难的时候，若望予以招待。当时他的两篇有名的论欧脱罗

巴的演讲，剧烈无边，生动空前地，描写了人世虚荣；听者都不

胜感慨。对于这些和其它的一系列的演讲，或向主教提出抗议，

控诉他不停地攻击富人；主教只得对抗议提出解释。主教所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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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富贵人们不义的措施。欧脱罗巴引去后，皇太后攸多克西横

行不法，气焰冲天，若望毫不犹豫地予以指摘。终于因此从四。

一年始，主教与朝廷断绝关系。其后虽彼此复交，可是， 4种阴

茬常笼罩于四周c 凡受过主教批评的人们，共同表示反抗。四0

二年，大兄弟们（ Les Grands Frere ）的驾｜｜伍，使久在弦上之箭，

一触即发。由大兄弟们指导的尼脱利隐士，由于属于奥利振学

派，受了亚历山大里亚主教，德奥斐肋的磨难，就来避居君士坦

丁堡。主教予以招待，但不予通功，并且拒绝接受他们对于德奥

斐肋的控诉c 德奥斐肋先派圣爱比法纳遍赴京城（四O三年） c 

德奥斐肋前在基i皮利奥得若干会议中，数数叫圣人攘斥奥利振学

说勺当时他又听圣人控诉若望染着奥利振学说的色彩。控诉的资

料根本是虚构的：真相明了后，圣爱比法纳就辞去使命。其余的

人，却仍狡猾地进行。四O三年中叶，德奥斐肋不以被告者的，

而以原告者的身份来到京城。

德奥斐肋率领着二六位主教；十来个不满于若望的主教，也

同流合污。他在三个富孀，若望的仇人合作之 F，说服了与若望

有间隙的皇太后。德奥斐肋违反一切法纪，擅于加尔西顿这边的

歇内（ Caene）城中，召开了由三六个主教出席的伪教务会议。

由于若望拒绝出席报告种种纠纷，他们就以缺席为罪。若望被皇

帝撤职后，充军于f卑斯尼亚；教民的示威，以及若干次地震，终

于使他胜利地回到京城3 民众为了否认那个可能把他撤职的会议

的合法性，拒绝一个新会议的召集；而且攸多克西自己，也兴奋

地接纳他；若望在他归来后一次演讲中，也向她表示感忱。

和平过了两月，又遭破坏。四0三年底，为了建立→个皇

太后全身像，铺张过度的缘故，若望又提出了抗议。攸多克

西，怒火上腾，取决－个最后的制裁。主教绝对不表示让步。

那个以若翰保弟斯大为题材，中间以攸多克西此诸黑落底亚，

而以归于若望的演讲，是由主教的仇人们执笔的。皇太后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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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斐肋磋商后，决定为了他未经会议核准而擅自复位的罪，命

令召集另一个会议再度予以撤职（四O四年封斋节） c 若望拒

绝离堂，复活节，被囚于公署内；六月二十日，降临节后，被

流异域c

三流徙与性格

（甲）圣金口若望的流徙情形

通过他当时所写的信，遗传于后世。大半是简短的便条，一

面为报告他的消息和痛苦，一面为鼓励朋友们的勇气。信中他运

用最美妙的语调，称扬痛苦是成圣的因素。信中也透露，怎样他

开心教会利益，怎样他念念于外教人中的传教问题c 充军期间，

论服从天主上智措施小册子，字里行间， 4面指出：不自侮者不

受侮的真理，一面劝导遇难而怨尤的人们。

若望离君士坦丁堡后，先赴尼西亚；在那边，休息了几天

后，押赴库库斯c 这是小业美尼亚， 卡帕多细亚的极边，托鲁斯

山上，亚拉皮骚斯邻近的一个堡垒。七七天的旅行，是极疲劳

的。朋友们虽予以救济，冈气候异宜，衣食缺乏，伶仔寂寞，海

匪抢劫，苦不性言。他的属下，所称的若望派，虽频频提出抗

议，历久不肯承认他的后任们；皇太后攸多克西虽于四O四年，

突告香消；意诺增爵一世对于诬陷若望的种种罪行，虽也仗义执

言：总不能稍稍改善他的恶劣环境。

被难者曾求助于罗马主教c 四O四年的一信，已就隐约地承

认罗马教会的高级权威。宗主教的设立，仍未能恢复东方教会的

和平c 在违反一切教律之下，一个宗主教竞凭朝廷势力，擅把首

都主教撤职。若望见到他的召开会议的计划不能实现；就写信给

东方各教区，尤其是罗马教区。教宗意诺增爵坚决地设法拯救若

望。教宗始拟在得撒洛尼召集一个会议，结果，因强力的阻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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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有成。可是，这己给了他若二「慰藉。这于四O六年，在他上

教宗书内，他自己也予以标帜。意诺增爵一世不与德奥斐肋以及

磨难忠贞教友的，君士坦丁堡悟位主教相通。

君士坦丁堡和安提阿教友，时时拜访若望，使猜忌的敌人把

圣人转流于高加索的皮底红得c 四O七年，九月十四日，筋疲力

尽的他，死于莲的高马内途次已 “」切之内，光荣归于天主！”

这是他最后的一句话。通过教宗的要求，他的名字终于重人司牧

名录。四二－八年，因戴奥陶士二世的命令，圣人的遗骸，在庄严

的礼仪中，迂归君士坦丁堡；于是最后的若望派人，全部表示

服从。

（乙）圣金口若望的性格

若望拥着一副昔修相σ 狄撒龙指出： “若望的个子是矮小

的，他的瘦削的面庞是蛮诱人的：约头、秃顶，目光是深远而锐

利的；生币是简单而克苦的。他生性细腻，感觉是剧烈的，表情

是爽朗的飞在亲友前他是良善、恩爱、活泼的；在他与外人的来

往中，是寡言笑，而稍觉？令落的c ”

首先应当指出，金口若望不是个思想家，也不是个尼斯额我

略式的哲学家υ 对于奥利振学说，他一点也不感兴趣。或控诉他

与奥利振学说有染，是根本无稽的二他不爱吁时由新柏拉图主义

代表的哲学；他认为，那是濒死的外教主义最后的屏障户他看外

教哲学像一幅由空话和 i危辩织成的布。为强调基督教义的合理

化，他才去谈哲学；可是，他不忘郑重地指出：怎样信理己满足

心的需要。若望认为：虔诚就是真哲学、

圣金口若望虽不是个思想家．他的理智是活动的，明朗的，

深入的；他用以发表他的思想的话，是纯洁无疵的c 他的想象是

丰富灿烂的，他的每句辞令是光耀的，有声有色的，而且无比地

强有力的。他的作风是知趣的；他的作风洋溢着剧烈的情感，不

失为典型的。因他这些心灵的优点，人们称他为天生的演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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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他的一切著作内，单供浏览的也不在例外，到处可见

句调的流畅浩瀚，辞令的铿锵富丽，通过这一切，六世纪以来，

群称他为金口。

看来指导灵魂的使命，若望执行得最出色。他虽没有圣盎

博罗削的政治手腕；在他与政府发生的纠纷中，“知已知彼”

的能力，强于米兰的主教，圣亚大纳削毫不犹豫地向丧尽天良

的敌人进攻，而使他们败北；若望不是这类的斗争者。在神学

家和公教思想的观点下，他也及不到圣奥斯定。他的特长，他

的伟大，就在指导灵魂上。在这点上，他一方面拥有人灵需要

澈底认识，以及无微不至的爱德，另一方面，他又怀着最热烈

的神火以及最纯洁的心灵；因此他能毫无顾虑地提升真理和伦

理的权益。

若望终生是个深奥的神修者；他的行为，就是他心灵的回声

和发展。无疑地，一种缓顿的内心进展，使他慢慢地，从一个沸

腾的瞻想生活，进入一个丰富的救灵生活。可是，在他的救灵生

活中，常活跃着他的精修心理。关于这点，只要一看他怎样酷爱

默想直接有关实行的道理，怎样在哲学的名义上，谆谆地向教友

指出神修的标准，就可了然于心。

戒圣金口若望的著作

圣若望，在奥利振后，是希腊教父中著作最多的一个。他的

文章遗产是巨大的，演讲文学占着最大部分。在他的为数也很可

观的杂录或书札中，若干篇是极著名的。这种著作似早于别类的

著作。在下面，我们将络绎地叙论：非演讲著作，演讲著作，和

演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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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演讲著作

（甲）关于神修生活的作品

若望的许多青年作品指出：他对于这种生活，怀着怎样热烈

崇拜的心理。

一、两封写于三七 4年、三七八年间，给陷于歧途的德奥陶

罗的信，在劝化他的从前于安提阿共同精修，中道还俗的朋友二

第一封信指责他惑于赫弥奥内姑娘的青年美貌，又用地狱的永

苦，天堂的永福，劝他诞登道岸；并世保证他；不但要获得罪之

赦，还要修成高一级的圣德3 为加强他的保证，又给了他两个例

子。第二封信向德奥陶罗指出：婚姻虽也合法，可是．此世脆弱

的福乐，怎能与基督弟子的自由相比呢？应该晓得，婚姻生活每

能妨害神修。

二、两卷写于三七五年，三七六年间，或三八一年，兰八五

年间，论痛悔的书，在对象和作者的热情方面，是与前两信相联

系的c 若望在卷一里，对狄麦多流，在卷二里，对斯泰来古斯，

纵谈痛悔的必要和l利益。痛悔给我们两翼，傅得飞入可以比诸保

禄对于基督的大爱中。它是神修生活的精神，神修需要内心清静

和平；达昧与保禄都是典型。

兰、反反隐修生活三卷，作于与前两卷同一的时代；目的在

攘斥那些阻挡子弟为修士，以及对于精修生活有成见的外教人及

教友。作者运用他整个的辩证辞令，为那些他最关心的问题辩

护。他的理论，可说是万古长新的ο 在卷一里他指出：隐士们的

仇敌，应受基督和宗徒的仇敌们所受的罚。在卷二里他面对一个

外教人，用理论以及从古书上摘录下的具体的例子，证明充满道

德智慧的神修生活，高于红尘中的豪华生活。最后，卷三向－个

教友父亲指出：他应当许自己的儿子去隐修的超性目标；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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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弟中，科学与圣德应当并重；隐修教育虽或缺少学艺，还胜着

一筹。

四、在“君王与隐士的比较”里．圣师；再度发挥前书内已

经提起的」个中心思想。他把一个君王的权威富贵，比于→个专

务真哲学，就是专务瞻想的纯粹隐士的内修生活。结果，他指出

后者胜于前者。

（乙）神品论

这是圣若望的代表作，这是关于神职著作中，天字第一号的

巨着。该书写于三八一年，三八五年之间，作者不过是个六品 3

若望虽没有择职的经验，却在丰种纯洁的论调中，向司锋们提供

了实用而明智的教训勺同时，通过最高尚的思想，描写了司锋的

伟大使命。书共六卷，可是，不同写在该书内寻求一个精细的体

系。不但若望无意于此，他采用的柏拉图的对话体，也不允许他

这样去做己

卷一是导言（在介绍了他的朋友，巴西略后，在自我介绍地

指出了自己的母亲反对他的精修志愿后，若望透露：怎样为逃避

主教的职位，用计使他的同伴升主教J 最后．他对指捕他的巴西

略标志：有时为达到一个好的目标，无罪的假惺惺的手段，是可

能采用的c

卷工卷王专在颂扬司锋的伟大性c 在卷二里作者通过可锋对

于基督的爱情，通过他的牧者的使命，通过他需要的神力， A般

地证明这个伟大性c 结尾处借题发挥 他又作了一次自我辩护。

卷三强调司择胜于君王、天神、父母c 紧接着，作者先指出两种

能侵害司锋的毛病；就是虚荣和贪图；后萨列应当点缀司择灵魂

的德行：就是明朗坚定的智慧，制止怒火的忍耐，解除嫉妒的圣

德，为指导贞女寡妇，以及判断是非的一种出类的明智。

专论讲道问题的卷四卷五，发表了讲道大法c 在卷四里他先

揭发祝圣不合格司锋者的责任．后证明司锋能言的重要c 通过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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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人能医治灵魂，攻击异端，保护天都，遏制冒昧的好奇心。

保禄虽轻视演讲技术，虽不像修辞学者一般地讲究辞令，他的演

讲天才，却发展到顶点：他不但能言，还能发圣迹。他的书信是

演讲圣道最好的泉源c 一个司锋最神圣的生活，应当点缀着说话

的才能。在卷五里，若望抒述了两种有效地讲道条件： L →）学

习，这是必要的；有演讲天才者，尤当予以注意，（二）轻视褒

贬，听到喝采元动于中，平凡的演讲者也应i亥做到这点。心灵的

自主，是神圣辞令的最好支点

在卷六内，作者尤注意于司锋对外的使命d 他把司锋的生

活，比诸隐士的生活」司锋的生活不能脱离圣德．他的灵魂应当

比太阳的光线更洁净；他在围绕着天使的祭坛上行祭；他遇到的

诱惑更加多；他更需要智慧、学问、 f练；他对于妇女，常常应

吁极度谨慎；神火为他是特别需要的c 孟！锋的罪过，应当受到更

严重的处分。这 a切紧紧联系着的思想，在散漫的形式上，引起

了若望对于择品的一种畏惧，二」种由于想到他的偏情而觉得的畏

惧；由于看到圣教会，基督高贵的净配而发生的畏惧；由于他描

写尽致的神圣斗争武器而感受的畏惧。他的著作，是在这样美丽

的」幕前完成的c

（丙）关于教育和洁德的著作

上列五种有关纪律的作品，在道理和心理方面，都是很有兴

趣的。

一一、论虚荣与儿童教育，这是本教育手册，它的希腊语本，

是新近出版的，先前只有拉丁语本。

二、童贞手册写于三八一年，作者热烈地注解圣保禄关于婚

姻和童贞的见解：“婚姻是好的；童贞胜着一筹”（格林多书七

章）。若望在将来关于这段的演讲中，每提及这本子册。

三、致一青年寡妇书向她指出超自然的安慰目的，内容及不

到后书的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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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论守节”写于兰八0年，三八一年间，向→般的寡

妇，指出再嫁的不宜。四世纪的希腊教父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见

解是极有出入的。圣爱比法纳准许夫妇中一人死后再结婚；圣额

我略表示容忍：圣巴西略予以一年的补赎。

五、两本关于纪律的小册子，写于他升主教后的初年。第一

册禁止贞女，第二册禁上教务助理员（ Diaconesses）居于神职成

员住宅中，以免发生意外的事情。

（丁）辩护天主上智著作

这些著作都是辩护性的，虽然最后几册，尤在巩固灵魂的

忍德。

一、反举良与外教人论，或称圣巴比拉斯论，写于三八二年

光景。该书根据救世主以及最近圣巴比拉斯遗骸迁葬时发显的灵

迹，攻击举良叛教者加于教会的种种诬蔑。

二、反犹太人与外教人论目标，在证明基督是天主；作于他

膺锋品后的初年。他提出的证据，完全基于先知书。

三、致斯塔齐刺三书阐述痛苦的神圣使命c 斯塔齐刺是个隐

士，他曾因附魔鬼，受r不少的苦难。一书先把理论指出，二书

与三书，依据圣人的言行，从亚当迄圣保禄，步步地予以证实。

作者又为痛苦指出一种良好的药石。

四、其余的两种著作，作于流徙期中，囚。五年、四0六年

间。它们热烈地一面指出痛苦的利益，一面光照愚者弱者的惊怪

的心理。它们在一定的角度上，又为天主上智作辩护。

（戊）书札

圣人的书札约计二四0封，都是窜流期间的作品（囚。四

年至四O七年）共分四类。

一、历史性的书信，有致主教的，有致朋友的。在信中，他

向受信者报告关于他或他的教区的种种消息。其中向意诺增爵呼

吁的两封是最著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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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慰藉的书信，为数最多。给奥林比匹阿斯，君士坦丁堡

女教务助理员的十七封，无论在篇幅方面，在词藻方面都是很重

要的c

三、求托的书信，目的在识相地为转呈书信者，向受信者请

求一种恩惠。

四、友谊的书信，一般地是为表示感忱写的；结尾处，常附

着劝人修德行善的训话。

圣师美丽的灵魂，经过了苦难的磨琢更形美丽；在这些仿佛

就是他的遗嘱的书信里．到处洒着他的圣德之光。

二演讲著作

圣金口若望的演讲著作，可分为讲话与论赞两种。论赞是有

关整个圣经的一切著作；虽然，不少的讲话．在对象方面，如在

态度方面，都是与论赞相似的c

（甲）讲话共分六种

气环境促成的讲话，最是著名。我们在描写他的生活时，

几乎已全部予以提出：

（一）他膺受锋品日的讲话。

（二）论浑身像二卡一讲。

（三）论欧脱罗巴堕落二讲。

（囚）第－一次出亡前后二讲。

三、斗争讲话，大半写于三八六，三八九年间，就是在他升

司锋后的头上几年，计有：

（一）反阿诺梅派论天主的不能了解性十二讲（只有最后两

讲，是在他做了主教后写的人都是极有价值的；大圣师在讲话

中压倒了自以为爬上了天主奥迹峰顶的亚略派人的傲气。他又为

父子同体的道理辩护，并且解释了圣经中基督次于父的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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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犹太人八讲，或称反犹太基督徒。他们也去参加犹

太教人的各种节日。若望有意劝导他们归到信德的 a统途径，而

与真正的基督徒一道同风。

三、下边的几个讲话特称伦理讲话c

（－）对于保守者领洗前的训话。

（二）关于历岁的讲话。因为在新年时，在娱乐上，民众每

有过节之处。

（三）九个补赎讲话，这些讲话的时期为若干不同的封
气是「伞＋←

万言 lJ 0 

（四） A个哀矜讲话。

（五）一个反赌博与戏剧讲话。

（六）三个关于诱惑的讲话。

四、关于奥迹的讲话，都以耶稣基督的节日为对象。

( －）计有圣诞节的，（二）三王来朝节的（论耳目稣受洗），

（兰）建立圣体节的（论茹达斯叛逆耶稣三讲；第三讲是可疑

的 3 后二讲都以第一讲为蓝本c ) （囚）复活的（共二讲只有第

A讲是可靠的）， （五）升天节的（只二讲，第二讲可能是膺

鼎），圣神降临节的（共三讲，所称的第三讲也是膺鼎）。

五、圣金口若望留下的颂辞，为数不少c 其间最著名的，是

七篇在安提阿圣保禄堂所讲的υ 此外，应当指出三篇关于约伯以

利亚撒（ Eleazar），和玛加伯气个古圣人的；三篇关于殉教者

的，以及若干以安提阿的依纳爵，卢西央，欧斯达邱司，梅内

思，以及罗马努斯和巴拉默为对象的。

六、最后，应当指出不少的零碎的圣经注疏讲话。除去七篇

关于辣臣禄与恶富人的讲话，其余的都收集于同一册的希腊教父

学中。在这一册中，计有（→）四篇注解圣经辞句的；（二）八

篇关于宗徒大事录的开始，以及保禄的名字的；（三）二十来篇

关于保禄书信的；最后的几篇的对象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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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圣金口若望最丰富的文学遗产，就是他的关于圣经各

书，几乎整个的论赞c 他的关于古新两经的作品，约为七0

0篇。

一、关于古新两经中的历史著作计有：

( -）关于创世纪的九篇（写于王八六年），

（二）关于整个创世纪的六七篇（大概写三八八年），

（三）关于亚纳，撒慕尔母亲的五篇（三八七年），

（囚）关于达昧与撒乌尔的三篇（三八七年七

二、关于六十首圣咏的著作，骨子是一种驻疏，形式是一种

论赞们这六卡篇，由于深刻的思想，绚烂的词藻，是圣人作品中

最辉煌的几页。人们还不能肯定．他有没有注解整个的圣咏集。

三、关于先知书，圣金口若望，只遗给于后世：

（斗两篇先知书的暗晦论（三八六至三八七），

（二）六篇先知依撒意亚扫（」至六章）的论赞：致辞地点

或是安提阿，或是君士坦丁堡（先知i依撒意亚书 a至八章的注

疏，不应当是他写的）。

四、圣史中两个受了他的注解

( - -）玛窦福音，做了若望的九十篇论赞的对象：讲话地点

为安提阿，时间是气九0年。它们可以称作注疏的模范，其间关

于基督的伦理叙述，说得非常明朗c

（二）关于若望福音的八八篇论赞，透露他怎样注意亚略异

端，而同时不忘予以纠正。毫元疑惑的，它们都写于三八九年。

五、五五篇关于宗徒大事录的论赞，演讲于君士坦了堡，［！才

在四00年，囚。一年｜间。在形式方面，它们似没有别的论赞的

考究：这一定地是由于他太忙的缘故二

六、若望为保禄书信，写了二五0篇论赞；他对于伟大宗徒

作品的注疏，到现在还是首屈一指的。三三九一年，他开始写致罗

马人书三二篇论赞；这些篇幅，在关于保禄著作中，是最精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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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兰九二年，他为致格林多人一与三书，写了七四篇论赞。至

于六章致迦拉达人书注疏，实在就是六篇对于致迦tV:达人书的论

赞＇） 其它的关于保禄的论赞，计有致厄弗所人书论赞二四篇，致

斐理伯人书论赞十五篇，致哥罗森人书论赞十二篇，致得撒i各尼

人－与二书论赞「二篇，致弟茂德一与二书论赞二八篇，致弟锋

书论赞六篇，致费肋孟i仑赞三篇，致希伯来人书论赞三四篇。大

半写于安提阿，可是关于致得撒洛尼人书，致哥罗森人书，以及

若干其它的论赞不在例内。

三演说家

在若干尤其著名的演说中，圣金口若望表现了→种迷人的，

光耀的、激动的、强烈的辞藻，使读者不单回忆，而且如听雅典

罗马的典型演说。人们不应当只根据他的著作批判他辉煌特殊的

辞令，虽然当他的晚年，与朝廷发生冲突的时候，这类的辞令几

乎是司空见惯的c 在他的关于浑身像，关于欧脱罗巴以及若干临

时的演讲以外，一→大半的讲话，通过简单、通俗、恳挚的辞令，

与圣奥斯定的演讲并驾齐驱地组成了公教演说家的最高模范。我

们尤在这个观点下，研究圣金口若望。

布道者的用心在灌输教理，在强调伦理。金口若望惊奇地完

成了这两种任务；而且他在强调伦理的目标下灌输教理。毫无疑

惑．开始时，若望致力于“辩护”上。他通过著作与演讲，攻

击异端人，只要二看他反阿诺梅派与犹太人的讲话，以及写于三

八八年的若望福音论赞就可以－目了然。不久，他扭转目标，直

接为教友谋利益。

虽然不应当在圣若望的演讲中，过度地去寻求这两种成份；

可是读者轻易地可以找到它们。在第一个成份里，他运用圣经灌

输真理。在这里．他是一般的基督教义和伦理教师。在第三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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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里，他向昕众指出：怎样实用原则，怎样具体地训练良心。这

两种成份间的联系是很微妙的。在若干环境中，若望因为侧重教

友的直接利益，不怕为任务的需要，牺牲文艺的技术。可是，一

般地说，这两种成份的联系，是恰到好处的。他的玛窦福音论

赞，似最完善地标榜了基督的伦理观。

圣金口若望与圣奥斯定同是最典型的布道者。他们的才能虽

大大地不同；可是在下列三点上，他们都是卓然超群的。

一、布道者与听众间的一种深刻的友谊， J面布道者的灵魂

能深入听众的灵魂，一面使布道者可以无所不谈，而昕众可以元

所不闻。当浑身圣像问题紧急时，圣若望通过他爱护教友的热

忱，以及为他们神形利益的打算，赢得他们的信仰3 在每个论赞

里联络心与心的枝节，都是这个友谊的反映。

二、他语调的实际和效力，是圣若望最宝贵的天才。波希

说：“可能没有一个布道者具有与圣若望同等的，一贯的，追求

直接利益的操心。他的每一个演讲，备有一句个确切的目标；他对

于教友的影响，常常是直接而深刻的。这种用心出自－种极精细

而总不松懈的心理，以及→种宗徒的训导热；可是，每可以见到

一种温和而极实用的风度”。

三、演讲的丰富，可能是圣若望最引人崇拜的一点。他的智

力是很精密．很深刻的；他的想象是丰富而伟大的，他时而美

丽，时而高尚的描写，到处是得体的；而且有声有色地反映出一

种巩固的思想。他的时觉冗长的描写，不带什么死板的气氛，由

于他的思想外衣是华丽的；他的一种奔放的热情指挥着一切，有

时竟可以说达到了沸点。若望的演讲频繁地保持着一个父亲与子

女们谈话时的亲切有昧的神情。

这个希腊演说家洋溢的风度，来自他的（一）演讲天才，

（二）演讲题材，（三）东方人的天性。东方人爱好一种整个明

朗的辞令；这种辞令温和地引人不需要费力地入胜。可是，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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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忘记，圣若望虽是个天生的演说家，他对于一切演讲，事前都

下过一番苦功。圣若望绝对不求人们的夸奖。这点不但使他掌握

着一种为尽他神圣使命不可或少的自由；又使他只以天主为念，

只以天主为靠山，只以天主为他所宣传的不酒泉瘾。为更明了这

点，在下面我们要谈：圣若望是怎样的圣师e

参圣金口若望的道理

（甲）圣师

圣若望虽是个神学家，而更是个布道者（ Homeliste ）和神

修导师。他没有揭出什么新思想，可是他的圣师使命不因此而稍

逊色c 他是传统信德的人证，真正可牧的模泡。研究圣若望者，

尤该在第二点上注意。

若望道理的正统性，在奥利振事件内虽一度受人怀疑，实不

见有什么确切的理由 c 圣爱比法纳曾惑于亚历山大~亚的德奥斐

肋反若望的恶意宣传，不久就承认错误c 即使德奥斐肋自己，在

拆教召集的瑟内（巳h在ne) 会议席上也没有予以提出。实在．圣

若望是安提阿反奥利振学派的一份子、他的一种坚强的传统观

念，挽救了他陷于曾教育他的那个学派造成的危机子在基督神学

方面，他 A面坚持基督的一位性， J面避免他的老师第1兔德卢的

基督二元论c 他虽把基督的人性比诸基督的宫殿，却强调基督是

一个。他每表示不想对基督的要迹做 4个彻底钻研c 怎样基督是

一个？请你不要去多论；基督明了这个问题。关于圣兰问题．他

的态度无异于前。他曾严厉地责斥阿诺梅派想彻底了解天主。他

懂得奥迹所以为奥迹。这个谦逊以及他对于传统的服从心，使他

免陷于歧途。白拉奇派说他否认原罪；圣奥斯定名正言顺地予以

驳斥。在他的著作中，我们虽找不到我们在圣奥斯定著作中，所

找到的关于原罪的明确的理论；人类的一种堕落性，说得是很肯

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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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金口若望对于奥迹，虽不作玄深的观察，对于天主的观念

是崇高的。他常念念于天主的属性；可是，他少予以分析，而多

予以实用于他以及信友们的神修生活中。在他的演讲中，他不断

提起天主的全能、智慧、慈悲、爱情。他也指出了他的正义和意

志，而聪明地为他的权利辩护。他的讲话最美丽的卢调，像出于

天主的伟大性和人类的脆弱性。一读他关于欧脱罗巴的堕落的演

讲就可－－§ -r然。他强有力的尘世虚假的恬性，使他明了关于天

主的一切，天主是个没有风暴的港口电真正的吉I）城；我们无非是

旅客；旅客们所居的不过是一天的旅舍，他们应当走过去。同样

的灵感引导圣奥斯定通过万物的变迁性，趋向天主J 可是，不像

圣金口若望，他不予以冗长的描写，也不以哲学土的态度，漫长

地证明不变真理的存在，可是－－ u也单瞻仰那个生洁的真理。

圣金口若望也没有好奇心去研究：在基督身上夭主性人性怎

样联合起来。可是，他根据一个真正安提阿学者的风度，强调叙

述基督的神圣人性，以及他的生活、事业、死亡。对于他的天主

属性他也予以发扬。这可见于他的若望福音和保禄书信注解中。

可是，由于他的明朗的信德，炽烈的爱德，他在天主的光辉巾，

毫不费力地，明朗地看到了基督的人性。人每惊曰：怎么童贞玛

利亚在圣金口若望的思想、中．没有占据一个相当的位置乞无疑

地，圣子没有否认她； riJ是．若望没有称她为“天主之母飞在

安提阿这个称日于是认为可疑的。他为圣HJ设想的若干情感，例如

她对于他儿子的一种自豪，是与圣母的大德不合的。因此圣多玛

斯曾说：“在这句话里，金口若望是有错误的。”

圣经是若望－切思想惟－重要的泉惊；而且他也表示：这是

公教布道者应循的iE则。他的圣经注解偏于安提阿学派的字面意

义，为冲淡这种严肃的注解，有时他也稳当地采取→种iJA喻意

义。可是他常基于字面意义，指出实际的伦理修养。巴敦威

( Bardenhewer）说：“没有一个注疏家，在圣经批注中．能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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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把坚韧，镇静，良知，与深远缤密的思想联系起来，而以贯彻

神修生活的各支”。

在我们指出这个大演说家的道理源泉时，我们应当声明：他

炽烈的内修生活，是他布道生活的准备；在他积极前淑世，他是

个越祷者。他对于天主的崇高观念，是这样烙于他的心灵上c 这

个观念就是他的生活系统，讲话能力。这个观念做了他实际的卓

越的淑世工作的指导，正如他引导了别的一群不同性惰的圣贤，

去干不同的工作一般。奥斯定与金口若望间，有极大的差别；可

是，他们通过精修得来的对于天主热烈爱情，深切的认识都是一

致的。金口若望认为真正的哲学就在这里，真正的公教教育也就

在这里。

{ Z ）伦理学家

伦理几乎常常是若望的演讲对象。他决意把个人、家庭、社

会的一切，控制于基督的条例下ο 四世纪时，一般风俗还染着外

教的色彩，教会还未能全部予以澄清。一个真正的伦理学家，应

当也是个革新者。在安提阿，他有整个自由；在君士坦丁堡他遇

到一个坚强的障碍，弄得一筹不展。可是，若望不因此失望，继

续挣扎。波希指出：“他的工作在我们眼前，彷佛一本基督生活

手册；而他是一个最好的神修导师：他不单是一个少数人的导

师，而且是一个整个大都市的导师。”这里，我们想举出他的几

个工作方法特点。

上面我们已经指出过他关于伦理的演讲，其中不少是以补赎

与诱惑为题材的。那些所称的关于“浑身像”（ Sur les Statues) 

的演讲，强烈地攻击流行于安提阿的发誓习惯。醉酒的恶习，虽

在这些演讲的第一讲理，已予以攻击，在关于年历，复活殉教者

等等演讲里，重新予以指捕。看来若望最痛恨违反爱德与家庭神

圣性的罪行。圣金口若望是标准的爱德宗徒。在他以辣臣禄与恶

富翁为题材的论赞里，他剧烈地攘斥吝啬；他又每痛快淋漓地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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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哀矜。波希指出：“他不停地演讲哀矜，他的辞藻是不竭的，

新鲜的c 救济穷人就是救济天主。若望在鲍书爱前，早已寻出了

美丽的论调，用以颂扬穷人的崇高地位。”在他的一般热情中，

他严厉地批评财产问题，彷佛在谈→般的社会问题。在不少的篇

幅中，他像怀疑资产私有制的合理性。可是，他没有引起无产阶

级对于资产阶级的反抗，但只劝导富人虔修爱德，多行哀矜。他

的立场是伦理的，不是法律的c 被典押的穷人是富有人的一种财

产；可是这里所称的财产是广义的。关于奴隶问题，若望不主张

予以取缔，却强调予以缓和。由此可见他也不是革命者。

圣金口若望虽重视贞身并不反对婚姻。他为圣化家庭生活，

主张取缔恶习。他嘱青年人及时结婚，他攘斥婚仪中的若干外教

习惯。他标榜夫妇的绝对平等，夫妇的关系当以伦理为准则c 他

指出儿童应当受宗教教育；对于外教典型著作的研读，他不作什

么表示。他又攻击在丧仪中雇用“代哭妇女”，以及别的陋习。

他一贯地强调：真正的爱情，用不到这些外场面。他始终严肃地

谴责戏剧赌博。他认为：这一切是足以破坏家庭的。

对于狭义的基督徒生活，若望为维持教友的信德，常勤恳地

教以真理。他严格地防备从外教或异端能发生的一切危机。他责

斥延长付洗，他劝人多领圣体、守斋、念早夜课，参加宗教仪

式c 他劝教友在领圣事前，好好准备，又命司锋们不忘予以

指导c

圣金口若望似有意通过爱德，在世界上树立一个隐士们式的

共产制度c 他想运用祈祷的精神，使隐修的标准生活，实现于家

庭中，而使教友家庭变成一个哲学院。在那儿，生活于恬静气氛

中的妇女，可以祈祷、读书、研究哲学和做其它的一切善工c 他

说：哲学并不要求人们遁隐于深山荒郊内，相反地，应当利用信

德与内修，把哲学从荒野里叫回都市。这就是将来圣方济各撒肋

爵在他的《神修指导》内提出的→点。应当晓得这不是从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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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来的。而是从基督的福音来的。

（丙）圣宠圣事教会

宠圣

圣金口若望在伦理与神修观点下，提出了圣宠问题。自然不

应当在他的言论中，找寻神学家兼反异端者，圣奥斯定确切的圣

宠学说。圣若望明朗地指出了意志在圣化中的任务，但没有抹煞

圣宠。

一、圣宠为一切救灵工作是必要的。救灵的大部分成果，不

应该归于人的努力，而应该归于圣宠。这所以指出：圣宠不是救

灵工作的惟一＿，原因；人既是自由的，他可以反抗圣宠。一句话．

人有i圣宠！司是救灵工作的动因。

二、圣宠是种“无代价”的恩惠3 天主根据他的意志，他

的预见，颁赐于他所选择的人。这个选择，一面凭他的慈善。 • 

面凭人的功德。预简就是前两者的后果。圣若望强调指出：两者

都是必要的，如果只需要天主慈善的话，谁都要机械地得救了巳

三、圣若望在天主分了两种意志：在第一种意志下，罪人就

不沦亡；在第二种意志F，罪人应受谴责。打击罪人的，不是

“必然性”，而是拥着正义的意志。这个倡于金口若望的两种意

志学说，圣若望、达马色内和圣多玛斯，：｜号更缤密地予以阐发。

这个反映希腊教父观点的圣宠学说 明朗地标志了天主要众

人得救的意志外，又指出了他予以盟别的预见，以及他予以赏罚

的正义。

二圣事

在四世纪时，关于圣事以及它们的性质和数字，只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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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理论。可是圣事的重要因素，已由不少的教父予以提出。圣

金口若望表示：天主使人在感觉中彻悟。换句话，圣宠寓于有形

可见的标帜中 c 耶路撒冷的济利憬，谈了由圣洗、坚振、神品赋

于人灵的印号＇~他也说在圣事的执行中，天主或耶稣基督是动

肉，而司锋不过是工因。接着一如圣奥斯定，他也声明：圣事的

有效性与执行人的圣德克涉；后来的“由于动作完成”（ ex ope

re operato）的学说，是应当以此为滥畅的 r

一、圣洗：圣若望没有跟纳西盎额我略，把圣i先分为六种，

可是他比别的东方教父们更完善地只谈了前面三种：犹太人的洗

礼只及于肉躯；若翰的洗礼通过痛悔赦免罪过；耶稣的洗礼，不

单本身赦罪，还给予人圣神。他也不接受当时流行于东方，尤其

是卡帕多细亚，巴西略所拥护的为异端人重新（误解圣三道理

的异端人，裂教人不在内。）举行洗礼的习惯r

二、坚振：圣若望在耶路撒冷的济利禄外报告我们：只有宗

徒用按手礼赋圣神于教友。这个指示可能是由于当时在东方，－

般的可锋，在付洗后，已开始为新领洗者行按手礼．执行坚振的

缘故。

气、圣体：圣若望被称为圣体圣师是名实相符的。四世纪教

父们关于圣体的著作，是繁多而明朗的工耶稣实在面酒形里的道

理，尤是众口一辞的。可是，圣若望的观点是首屈一指地强有力

的c 耶路撒冷济利禄的若千字眼，（由于根据他的全文，怀疑是

不可能存在的J 例如类似．象征，能使人怀疑他是杏相信耶稣

实在面酒中 c 圣金口若望的写实性，是大胆的，几乎过度的：

“我们不但雯看见我们的救主

他，粉碎他的肉脏，使他与我们最密切的联系起来……救世主在

苦架上没有受到的苦（碎骨的苦），在这为了爱你们而做的祭献

中，为饱沃我们，却也受到（粉身碎骨）。

面酒成圣体圣血，圣若望不但称它为 µ，RTα0万E叫（ change-



440 教父学大纲卷二

ment），为 µET仰呻Lσi? ( transformation ），又称它为 µeroooλ才

(conversion ）。关于这点，尼思的额我略的 µETασTO/X8L卢σt?

(trans毛l臼ientation ），还胜着一筹。

圣金口若望习把面酒变质（ Transsubstantiation）归功于耶稣

基督的几句话。司锋在祭台上代表救世主说F面的话，“这是我

的肉躯”。这句话就使献品变质。几乎整个的东方教父把献品变

质归功于成圣体圣血后向圣神的呼吁（居pictese）。圣若望也这样

表示过。但是，应当明了，他与别的教父们都将圣化的工作归于

圣神；而这个工作的效果，发生在耶稣基督的上面才提过的一句

话中。教父们把一系列的“三位”的动作，视为关于成圣体成

圣血同一的体系。

圣金口若望运用热情的辞藻，不但强调耶稣的第一司祭之

职；又指出“圣体之寇”与“餐厅之寇”的同一性，以及“弥

撒之祭”与“苦架之祭”的同一性。

四、告解：圣若望屡次谈论告解圣事，以及告解圣事的必要

条件。或视以为告解不用向神父告明也能有效的人证是错误的。

应当晓得：若望虽强调罪人向天主忏悔的重要性，并没有抹煞告

明。这正如强调告明的奥利振、圣盎博罗削、圣奥斯定、圣良，

没有抹煞向天主的忏悔一般。在安提阿他表示了他有赦罪之权；

可是他要求罪人先向他告明。在君士坦丁堡，情形是有些不同

的。三九一年，内德尔（ Nectaire ）为了一个坏表样，取消了听

告解者；那末，自然也谈不到告明了。可是若望公开揭示：告解

要求：（一）详明的罪过报告，（二）谦抑忏悔之忱，（三）或以祈

祷，或以痛哭，或以哀矜的补赎c 这里他虽没有提到司锋；从瑟

内（仙台ne）人们攻击他无限制地赦免来就正于他的罪人的事件

内，可见司锋们在告解圣事中担当的任务。那末如果“告明”

在告解圣事内，一度停止的话，若望主教当己予以恢复。

五、其余的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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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若望没有提起终傅。

（二）关于神品，他在“论锋品” 4书里，大大地歌颂了主

教与司锋职位的伟大性。

（三）在论婚配时，他强调夫妇的平等；坚持婚姻一贯的联

系性，而不大赞成续娶或续嫁；他尤严禁因奸淫分居的夫妇再结

婚。这点不但指出：被遗弃的妇女，仍是那个丈夫的妻子，同时

也指出即使做·个声名琅藉的妇女的丈夫，也应当继续与她维持

夫妇的关系。若望指出：由于妻子的奸淫，分居虽是可能的；可

是，那个丈夫不能与另一个妇女结婚，不然也就等于通奸。若望

的其它的关于婚姻的道理，应在这些光明的大原则F，予以

解释。

三教会

圣金口若望的与其它的四1世纪的教父们的教会神学同是零落

的。可是，他指出的几点，是极可贵的。

一、教会基于真理，为此它的训导， （它的重要使命之一）

是不能错误的 ζ

二、教会是独立的，不属于政权c 国王只有管理政治：司祭

的神权大大地超过政权c

三、教会是至一至公的二根据基督的意志，它是不能分开的

－个单位。裂教人与异端教人，同是教会的叛徒。它也是至公

的，因为它是整个世界的柱石二

四、立以伯多禄为基础。圣若望在四世纪时独步地标棒了他

的“特宠”。他注释了→切有关伯多禄的圣经篇幅；即使宗徒之

长的一度坠落，也不在例外。基督不但交给了他教授真理的首席

性，又交给了他掌握教会的首席性〉

当圣若望留居安提阿时，为f他的主教与罗马教会的冲突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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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未能显明地高谈伯多禄继任的特恩；可是，他间接地揭露了伯

多禄受自基督的特恩。追他升任安提阿主教后，他就开始安提阿

和罗马机构和工作2 在他被撤职后，他就t诉教宗，呈请宣布撤

职的非法c 这个上诉，在当时具体的环境中．是极有意义的。意

诺增爵→世，在若望死后，恢复该大圣师的安提阿主教名称二他

真正是个世界圣师，公教圣师。

Saint Jean Chrysost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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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第工流作家

拥护或反对圣金口若望的主教

一、厄华利邬于三八八年，继碟冷为安提阿主教。他写了多

种书籍；圣亚大纳削著的圣安当传拉丁译本也是他的手笔。

二、安提阿的夫雷维安是梅内思的后任；除去一篇整个的关

于爱德的演讲外，遗留下了若干关于其它的问题的片断。

三、叙利亚盘来的阿加思（ Acace de Beree）本是圣金口若

望的朋友，后一变而为他的激烈的敌人。他的通信是极多的；可

是现在所存的，只有书信三封以及一篇简短的信德誓言。这是个

很热心的人，可是他的见解是不很正确的。

四、多利买的安泰奥卡斯（ Antiochus de Pto岳mai's ），写了

多类的论文，可是，除去一篇演讲其余的已全部遗失c 他也是

名演说家，他的君士坦丁堡的朋友们。据骚造孟说。竟称之为

金口。

五、加巴拉的塞佛利央（ Severien de Gabala），也是圣若望

的不忠之友。他就在若望住室内攻击若望。可是，据马赛的盛那

时说，他不但娴于辞令，又深明圣经学。他致伽拉达人书的释

义，以及另一种注疏都已遗失。所存的汁有（一）六篇创世论

赞，（二）七篇希腊文的演讲（至少零散的），（兰）十五来篇

亚美尼亚文的演讲， （四）若干篇叙利亚文或高德文的演讲

片断。

六、吕底亚，玛革尼西亚的马格尔（ Macaire de Magn岳吼叫，

曾参加瑟内会议，也是圣若望的仇敌。除去若干有开创世纪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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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片断外，还着有独生女论。这个辩护著作共计五卷，写于四→

0年，目标在驳斥新柏拉图派人玻菲利的学说。

二 其余的主教神学家或注疏家

→、凯撒利亚的才拉士（臼lase ）是耶路撒冷圣济利禄的侄

子，阿加思的后任。他虽写了不少的书．可是什么都没有留下

来。他所作安瑟伯圣教史续篇也己遗失－

二、耶路撒冷的若望，自三八六年起，到囚一七年止做了该

城主教。三九五年左右，他参加了奥利振派的聚讼（关于这个

事件的，由他执笔的一种呈亚历山大里亚的德奥斐胁的备忘录还

遗下了若干片断）。四→五年左右，他参加了白拉奇派的斗争

（现在还存着他写的一篇信德誓言）他其余的作品已全部遗失。

兰、在希坡，圣爱比法纳时，四百年光景，有一个人叫斐

伦。他是加巴西亚主教，他所写的雅歌释义，存于拉丁译本以及

撮要地存于希腊译本中。或说载于圣巴西略通信中的一篇神修著

作，是他的手笔，这是错误的c 因为它是圣尼尔（ Saint Nil) 

写的 3

四、亚历山大里亚的德奥斐肋是圣亚大纳削的第三个后任

（第一个后任是伯多禄二世，兰七三至三八一年，第二个后任是

弟茂德。），圣济利禄的叔父。这个可怜的不足称道的，可是屡

被人提及的人物，写了不少关于注疏论道的著作：自主八0年起

到四七九年止的复活典章，也是他写的。现在存在的，只有若干

信札：（一）一封反奥利振学说的会议公函是于四00年左右，

致巴力斯坦或希坡的主教们；（二）四O一年，四O二年，四0

四年的复活节公函；（三）五或六封信的片断；（四）一本反对

圣金口若望的小册子。

五、阿帕米亚的坡立克罗尼阿斯（ Polychronius d’Apame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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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叙利亚，是莫舒爱脱的德奥陶罗的兄弟c 他的注疏著作极

多。现在还存的，计有关于约伯、厄则克耳、达尼尔的札记。他

虽属于安提阿学派，他似没有接受他的兄弟的谬说。

六、亚马撒的阿歹利邬（ Asterius d, Amasee），生于小亚细

亚，约在四00年。他是有名的演说家，遗下了一本包括二十一

篇论赞或演讲的册子。此外还有错误地被指为尼思的额我略所写

的两篇演讲。他的注意力集中于伦理和教友生活上。他的文字是

清明的。

三主教哲学家

内麦息阿斯（ Nemesius）是排尼基厄麦萨的主教，时在五世

纪初；《人性论》是他写的。这是一本运用新柏拉图学说写的心

理学作品。他的《灵魂论》不知怎样收入了尼思额我略的著作

中。这本著作，在中世纪时极被重视。

施勒尼的息尼细阿斯（ Synesius de Cyr讪e）是息里内易卡首

府多利买的主教。他是基督徒，吁更是哲学家。他大概在三七0

年。生于一个富有的家庭。他学习文学与哲学于亚历山大里亚c

极漂亮而极著名的海坡萨太太，教给了他新柏拉图学说中的种种

神秘的道理。他是在亚历山大里亚结婚的；之前，在一个相当长

的时期内，曾留阿按狄阿斯朝上，成绩斐然地负着外交使命。四

0六年，四O九年间，他的同乡们选他为主教；在一度表示不就

后，他接受他们的请求。他热心治理多利买教区，直至四O九年

拌然撒手归天之日。在他生活中，虽活跃着基督的信德，还存在

着他所存的外教教育的色彩。他的宗教信仰不是深刻的。他把基

督教义归结为一种高超的精灵说。

息尼细阿斯的著作计有：（一）若干在他升主教前的外教文

学作品。（二）九篇整个的演讲，以及二个论赞片断；（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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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宗教赞美诗；可是，只有七、九两篇是纯基督宗教的； （四）

一五六封信，写于三二卒九九，四二二年间；不但文辞完美，而且内

容也很可观；其中关于利比亚酋都的历史地理知识最为珍贵。

息尼细阿斯的文笔虽好，他在基督宗教思想史上所占的位置

是很平庸的。我们可能引人入胜地指出：他是那些（现在也很

多）在挖空了基督教义中他们所称的形而上学后，只保持着一

种唯心论的人们的先驱c 他没有抽剥什么，他也没有具备整个的

基督精神。看来他常立在教父们的思潮之外。他的活动是平凡

的；这由于他不晓得运用他的工艺天才，去为一种强而有力的道

理服务。

四隐士注疏家

大半著名隐士神学家或注疏家，被摧为主教。若干人却以隐

士终生。这里，我们只举出二人。至于隐士神修学家，我们将于

第九章内予以列论。

一、亚得里安（ Adrien ）是五世纪上半期安提阿的一个隐

士。他的圣经导言，是在这门科学中一本打破纪录的名著。亚得

瑞安根据安提阿学派的原则，通过思想、文字、修辞、研究希伯

来文学c 可惜该著作所存的，不过若干片断。

二、柏卢兹的圣伊西多鲁（ Saint Isidore de 民luse ）是个司

择，又是该城附近的一个隐修院长。他是安提阿学校的一个注疏

家，且是圣金口若望的门生。他的通信计有二千多封；这是古代

教会传给我们最丰富的书札集c 作者是渊博的文人（福爵指出：

他清丽的书信，可视为书信的模范。），又是哲学家、神学家，

兼雄辩学家。他曾攻击了当代的一切异端人。他最爱注疏学；他

强调指摘亚历山大里亚的讽喻法。他拒绝把整个古经拍在基督身

上；他坚持古经中的一部份是纯属历史的。他也爱研究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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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门生，以及基督徒的立场，予以阐

论。他把德行放于一切之上；什么都不及德行（年BTYJ? LUOV 

oilosv) 0 在四枢德外，他又提到慷慨、良善、温和，以及具有社

会性的责任。伊西多鲁在隐士的立场下，不断地指出：为达到圣

德的峰顶，应当注意神修。他认为基督徒的哲学就在甘贫斋戒之

中。他视守贞在婚姻之上。他也不忘教人谦逊与爱人。这也就是

隐士文学中的一个重点。



第九章东方的隐修主义

一隐修主义总论

（甲）概论

隐修主义发韧于四世纪；它在东方的发展可说是元边的。教

会的和平恢复后，隐士的潮流，不但没有减弱，而且更形汹涌。

这足以证明，那些人逃入荒野，不是为避免喧嚣而是为获得一个

人世所不能获得的安静， f卑得在神修上盟进＝在东方不少的角落

里，我们可以找到隐士c

（一）在埃及，以圣安当为领袖c

（二）在巴力斯坦，以圣爱比法纳为领袖 c

（三）在叙利亚东部，以圣厄弗冷与亚孚拉德为领袖。

（四）在安提阿，以第奥德卢，德奥陶罗与圣金口若望为

领袖。

（五）在小亚细亚，以圣巴西略为领袖J

在这个表面的发展里，潜藏着一个辉煌文学的泉源。我们只

要一披圣厄弗冷、圣巴略、尼思的圣额我略、圣金口若望等的不

可胜数的著作，就可以一目了然。可是，典型的隐修王义，还是！

在埃及心在那儿，发生了最复杂的组织；在那儿，或它的周围产

生了最别致的神修作品。那些作品我们应当予以一述。可是，首

先应当指出若干在历史上尤耐人寻味的伟大隐修者，以及隐修主

义的梗概。

（乙）旷野隐修士的传记

这些传记，在西方通过由希腊语本译出的书籍，流行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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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为这些文献十七世纪初，一个荷兰的耶稣会士乌得勒支的罗

斯伟神父（ P. Rosweyd d’Utrecht），发行了」部重要的文集。这

个得勒爱（ Delehaye）神父认为是鲍朗运动（ Bellandisme）滥筋

的文集，后被收入弥尼教父学。它的篇幅非常浩繁，共十二卷，

三附录ο

在卷一里，编辑者收集了若干有名的隐修士传记，如圣保

禄、圣安当、圣喜雷立温等，以及若干有名的隐修女传记，如厄

热泥，攸夫刺级亚，攸夫洛息泥，埃及女玛利亚等。卷二载着阿

基来的鲁芬著的埃及传记。卷四收有书尔比斯·赛凡尔以及加西

央著作的摘录。卷三、卷五、卷六、卷七包括隐士大师们的格

言。卷八抄录了最通行的罗理亚历史（ Histoire lausi aque）。卷

九所载的是西尔的提奥多里特的隐修士；卷十所载的是莫古斯隐

修史。最后，在附录中载着赫拉利福地（ Paradis d’Heraclie ）。这

是罗穰亚历史新本以及最后的格言录。应当晓得这部文集还没有

纲罗一切之后，别的文献频经印出，而现代还有新的供献，尤其

是高德语的。

这些文献可分作两类： （一）一类是关于历史的，或传记

的；（二）一类是属于格言的（ Apophtt:>gmes）。罗斯伟文集中的

卷三、卷五、卷六、卷七以及附录三号，是属于第二类的。

最后的几种著作，既问世较晚，且待于本书卷三中，再予列

论。这些作品中的要点 都可见于加西央著的关于东方隐修主义

的拉丁本内。至于历史著作其中两本，就是埃及隐修者历史，以

及鲁芬的罗理亚历史。这里，我们就应当予以一述。

埃及隐修者历史，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被认为鲁芬的作

品。可是，现在已经学者证明，鲁芬本不过是四世纪末，五世纪

初，一个侠名作者的希腊本的译文。罗穰亚历史的厘订，大有助

于埃及隐修者历史的厘订。



第九章 东方的隐侈主义 451 

（丙）帕雷狄阿斯（三六三至四二五年）

帕雷狄阿斯（ Pelladius）出身迦拉达；自三八六年左右，在

耶路撒怜做了隐士。三年后，转赴埃及，先居亚历山大里亚．，

过了三年，才到尼脱利＇~，在那里修了九年，中间曾一度赴土尼

罗，采访关于隐修生活的一切。四00年光景，不知由于什么环

境．他被撞为f卑斯尼亚希力奥坡力主教c 他与圣金口若望来往甚

密，在瑟内会议后，借同不少的神职人员遍赴罗马，向西方报告

教务。他间来后就被撤职，且被流于提贝易德。前后共计六年

（四O六至四 A三年）回到迦拉达后．被任阿斯波那（ Aspuna) 

主教，终死于任所c 在历史上‘他常被称希力奥坡力主教。他因

以著名的作品计有（一）圣金口若望生活对话＇ i亥书写于埃及，

时在四0七年，四0八年间。关于大演说家在君士坦丁堡的生

活，这个对话供给了我们最宝贵的资料 （二）罗惺亚历史．作

于迦拉达，大概在四二0年。罗穰亚就是从罗苏斯化出来的。

罗穰亚历史问世时，一面由于行文生动，另一面因为五世纪

教友对隐修生活的好奇心，就赢得了无边的成绩c 这个成绩甚至

损害了历史的本身，因为该书不但转辗抄录和翻译，而且经抄子

和译者随意予以扩充。在一个我们未能予以确定的时候，各式各

样的埃及隐士历史多得不可胜数c 直至＋－九世纪末叶，还没有改

善τ 可是一种根据原文的译本，赫拉利福地书名（ Paridisus Her

aclide），仍保存着（圣金口若望的秘书，厄弗所的主教，赫拉

利，被视为该书的作者 J 提厄蒙（ Tillemont ）只捐出了罗攫亚历

史的格林多和爱奥尼亚色彩。英藉本笃会修士，蒲脱勒（ But

ler）证明帕拉提阿斯（ Palladius ）是它的作者。他指出： （一）

该书的作者不是赫拉利而是帕拉提阿斯（二）福地（ Para也）

是罗程亚历史中重要的一部分．可是．扫盲目j于埃及隐士历史ζ

（三）埃及隐士历史不是鲁芬著的，而是于四~－五年根据亚历山

大里亚主教，弟茂德的希腊原文译的。这个结论，学者至今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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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

那么，这本著作拥着它的文献价值。作者不但是圣金口若望

的朋友，而且他大半的生活，是在那些称道的隐士中过去的。这

本权威地补充并加强了隐修祖师们的传记，又大大地帮助我们去

了解隐修文学。

二隐修的立法者

隐修生活可分两种，一种是独修生活： ( Anacho的ique ）独

修者虽居→地，可是没有共同的条例，公共的生活；一种是共修

生活，共修者同居→院，受同一长上的管辖。最初的立法者，遗

下了若干隐修规例c

（甲）独修生活

独修生活侣行于埃及，圣安当是它的发起人。安当以二五0

年左右，生在埃及中部的赫拉克来奥堡。行年二十，就在他的村

庄的近边开始她修。十五年后，他迁往东方红海边的皮斯皮尔丛

山中。一群独修者接踵地来求他指导二三四0年，深入扬贝易德

东部，送第一个隐士圣保禄去世；他自己是于三五六年长逝的。

圣安当传是圣亚大纳削写的；传中载着圣安当一篇冗长的演讲，

其间包括着他的一切隐修生活重要章则。他授给他的门生的章

则，提纲挚领地都是关于神修的。他还遗F 一封他致德奥陶罗院

长和他的隐士们的信。别的七封所称的圣热罗尼莫信似已遗失。

因为别的七封拉丁语信的来源，是同」的，别的一切记他名的著

作：或演讲，或条例，或书籍，都应当看作膺品。他致隐士们的

训话，除去圣亚大纳削所传的都已散供3

独修生活也流行于埃及下部；计有三个中心点〉

、一为尼脱利（ N山ie ）山谷，三二五年，圣安当（ Saint 

Amoun ）第 A个隐居在那儿；后来隐士增至几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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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为策罗尔（ Cellules）荒野，有名的亚历山大里亚的

马撰耳，就在那儿隐修着。

三、三为利比亚大沙漠的塞德（ Scete ）山。大马撰耳的

( Macairele Grand ）声名，引来了许多的隐士。

(Z）共修生活

真正的共修生活，倡于圣帕哥默（ Saint Pach6me ）；地点在

埃及 t部的提贝易德荒野《三三二0年．他往隐居于1国伯斯

(Th是bes）附近，尼罗河的一个小岛上乞他开始组织一种遵守同

一规例，服从同一长仁的生活）通过一种严格的纪律，他能聚集

几百个隐士于 A个修院中r 这类修院的数字逐渐增加起来．而统

属于」个总长。四00年时，已有五千多隐士c 圣帕哥默高德语

的信、修规例，还保存于囚。四年圣热罗尼莫的译文中υ 隐修规

例，不但指定祈祷斋戒‘还命隐士劳动和研读圣书。在圣热罗尼

莫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圣帕哥默的神修指导：他的八封信，

德奥陶罗的一封信，以其它的二种言论仆的ies de 刊rba) 0 

德奥陶罗是圣帕哥默的一个高足弟子；他写的 4封信还存在

着。圣帕哥默吨后，赫尔西爱（ Horsi的）接圣帕哥默为总长。

他的《隐修论》（ Doctrina de institt山Jne mona巾Jrlilll ）共计五六

章，指出帕哥默院士r;世守的规则；作者尤强调了神贫以及轻视财

产的重要。四十年来，不少关于隐修的高德语本出版行世；可是

关于它们的来源和价值，还没有获得一定的结论。

共修生活还表现于其它的方式 F，，在埃及的阿脱来贝

( Atr居p叫，就在帕哥默隐院附近，斯努第在他领导的有名的白修

！后（ Couvent Blanc）里，修改了固有的隐修规例；分院虽少，可

是未见取消υ 在那种隐院里，祈祷更延长，饮食吏淡泊，纪律更

严格，而且犯者应受体罚 c 共修生活传到别地，也随地而变；圣

巴西略领导的卡帕多细亚隐院，圣奥斯定领导的拉r非洲E吉、院，

是最出名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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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男隐修院外还逐渐创立了女隐修院，它们的规例或采取独

修式，或采取共修式。它们也受那些隐修祖师的指导。

三神修文学

这里我们不谈那些不具名的隐修导师的神修格言录（ Apo

phtegmes），因为格言录的编辑还是最后一阶段的事情，可是它

们的因素，已见于加西央的著作中。这里我们想举出的是那些可

与圣厄弗冷，圣巴西略，圣金口若望同时代表四世纪东方的神修

潮流的几个。他们就是大马接耳，伊法尔，圣尼尔，和隐士玛

尔谷c

一、大马撰耳，或称老马接耳，或称埃及人马接耳。他在肃

杀的塞德（ Sc创）荒野中渡过了六十年c 下埃及的隐士们由于

他的智慧和词令极崇拜他c 他的名下， 1卢列着很多的著作，可惜

都是可疑的c

他的著作计有： （一）五十篇论赞，文章清丽，道理正确；

还应当加上他的最近出版的其它七篇论赞； （二）七本小册子，

它们与论赞有密切的关系。这些著作究竟是他写的么？这是个历

久聚讼纷纭的问题c 师提玛神父（ P. Stiglm町r）于一九一二年

指出，它们都是拜占庭的作品，所当写于十世纪前「费尔古

( Villecourt）坚持：论赞问世于四世纪，而且就是欧歇脱的作品

(oeuvre euchite) c 若于错误的被谴责的观点，可能也是从这作品

里摘录出来的。无论如何，这总难说它是有名的隐士塞德写的可

以归于大马楼耳作品的，只有一封致青年隐士们的信，以及若干

神修棉言录。假如格言录不是他写的，格言录巾的道理一－定是

他的。

不应当把大马接耳与亚历山大里亚的马接耳（ Macaire, Al

exandrin）视为一人。哑历LLJ大.Ef!_亚的马接耳，虽也是」个司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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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是尼脱利的隐士，以斋克著名．没有遗下什么著作，所称的或

归于前者，或归于后者的隐修规例，肯定地是膺品。

伊法尔（ Ev吨re le Pontique ）生于蓬属的伊巴拉（ Ibara) 0 

三八0年，纳西盎的圣额略升他为君士坦丁堡的六品。三八二

年，他去巴力斯坦巡礼；在那边，他得见老梅拉尼（ M居lani

I『Anι：ieune) 0 终隐于尼脱利 ；度过了f也的老年C 由于他的博学，

具有极大的影H向，他是奥利振学说的热烈拥护者；第五次公会议

（五五三年）曾责斥了他的若干错误的道理工第六与第七公会

议，又把他与奥利振和狄狄马，攻击 f 一番二他的 A部分著作，

还保存在译本中、他的著作很多．是专为隐士｛｜刊甘：这也就造成

f他的著作的别一风格。

1尹法尔的著作计有：

（二）反八罪论（ Antin-hiticus）是由拉了与叙利亚语片断凑

成的♀共计八卷，摘录圣经语句，论为政击魔鬼，应该怎样攻击

八种罪恶。

（二）四种神修格言录．一为隐士啕计一百章，二为诺斯士

派，计五卡章；三为隐修士格言：四为隐、修女恪言。

（三）诺斯士或称科学问题，共i十六组，每组包括一百句格

言3 这仿佛是一种神学与伦理学作品。

（四）最后，所称的圣巴西略的第八封信，应当归于伊法

尔。它的重要性，一面由于内巾所藏的神学， 」面由于官指出的

关于精修的训导 一望而知．作者是奥利振的忠实门生c 他对于

他的老师的神秘神修i仑，难免有盲从处。

圣尼尔习称赛奈人（ Le Sina肚） 传统指出他做过戴奥陶士

朝廷武官及镇守使。三九0年，他借同他的儿子帕阿度尔

( Theodule）隐居赛奈山，猝死于四兰0年。他写了七篇隐士们

被杀和他的儿子记。书中叙述怎样萨拉人（ Satrnsins ）侵略赛奈

和掳去了他的儿子。他终于厄力士（ Eluse ）手获了他的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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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两人都升了神父。这个传记是否可靠？确是个疑问。根据最古

的文献，圣尼尔应当是一个迦拉达，盎西尔隐院的院长；他是圣

金口若望的门生，鼓吹精修生活的宗徒；在圣经学方面，有深远

的造诣。这个古代的典型神师，不像是司择。

他的浩繁的文学作品，虽还没有得到批判学者的定论，大概

可以分为兰组。

（一）圣尼尔的通信，共计 aO六一封；其中虽有若干疑

点，大体是可靠的。神学、伦理学、注疏学，都是他通信的对

象。其中不少从圣巴西略，圣依肋纳等著作中摘引来的。从量方

面去讲，他的著作可与伊西多鲁的并称；可是他的文法，不及伊

西多鲁的纯粹r

（二）论基督徒德行的篇幅，占了相当多的地位： (1 ）论祈

祷；（ 2）论八种恶神；（ 3 ）论钱袋、鳖衣、宝剑；（4）致安罗

奇隐士信（ Ad Eulogium monachum），论修德避恶。

（三）其余的者II直接论隐修：（ l ）论阿比亚努（ Oratio in Al

bianu日1) ; ( 2 ）论隐修；（ 3 ）论志愿神贫；（ 4）论隐士的高屈；

(5 ）论师生（ De magistris et discipulis ），这是最近出版的。此

外，应当加上若干格言录。

还有归于圣尼尔的著作，已经遗失c 其它归于他著作的并不

是他的。

隐士玛尔谷是圣尼尔的同代人，他也是圣金口若望的门生，

而且也是一个盎西尔隐院的院长。他死于巳力斯坦犹达旷野中c

他的著作很多。他反聂斯多略的神学著作，像膺品；可是，麦尔

启则得非圣言论的确是他写的。他最重要的并且最有价值的作

品，是有关神修的。

（一）两部格言录1111 隐士指出：神修的需要，以及义化圣宠

的无条件赐予。

（二）圣洗对话阐明，修成的种子虽在故去原罪的圣洗后，



第九章 东方的陀修王义 457 

开始萌芽，结果还须笃守十诫的自由意志的合作。

（三）他的论恒心修成的方法的著作，计有（ I ）念念不忘

天主（ Ad Nicolaum, pra>c叩ta salutaria) ; ( 2 ）论大斋；（ 3 ）论

补艘〔他强调补赎之诚尤在内心的忏悔f

（四）与人论神修（ Di叩utatio cum causaidico ）；与灵魂磋商

( Consulsatio spiritualis cum anima sua），是两种特著u

他的著作虽问世于五世纪初：可是他的圣宠论与原罪论是很

正确的。

四神修纲要

（甲）灵魂的斗争

这里，我们只能提出最重要的几点三隐士的神修就是基督徒

的生活。这个生活尤其是个斗争，隐士们似特别注意和体味着圣

保禄在致厄弗所人书中所说的几句话：“披天主的武装，穿正义

之甲，执信德之盾，戴救援之盔，持圣神之剑，以御魔鬼的火

箭”。他们也应当保持自己的神修秘诀：“你为信德打好这一→仗υ

这一好仗，我已打完……”这种奋勇斗争的精神，就是基督教

义的因素：宫不但存在教会内，还可见于圣教初叶的教父著作

中。这种精神似巳活跃于那些隐士身 L 他们斗争的对象，就是

罪恶与魔鬼 r

人们往往指出八种罪恶，而且视以为一切罪恶的根源。三种

关于肉身的：就是贪莲、迷色、惶吝；三种关于情感的：就是忿

怒、忧愁、冷淡；最后两种：一为虚荣， －为骄傲。而骄傲又分

为两种：→为肉躯的骄傲，往往见于开始走神修道路的人身上，

不服从．嫉妒，批评，就是它的象征；…为灵魂的骄傲，往往见

于神修上年己有若干成就的人身上；它使人们度郎自大，轻视圣

宠。白拉奇一派，就是犯着这类毛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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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们每把他们的一切网难，归给魔鬼；这未免过甚其辞。

可是，不应当否认．魔鬼每每通过诱惑，或附缠，或错觉，政击

他们。对于魔鬼的作风已有经验的老隐士，指导青年隐士怎样认

识和防御他们的攻击。

( z, ）武器
祈祷、工作、守斋是二：种最适用的武器。

（一）祈祷是隐士第一个任务：他们离开红尘，避居旷野，

不是为与天主相处么？祈祷的时间，在隐院中是有规定的。圣帕

哥默指出了应该怎样早上、中午、晚上祈祷。主日会外，隐士每

天在白日黑夜中牺牲若干小时唱圣咏。天主的观念到处随着隐

士c 隐士玛尔谷认为，这是为压服偏情的－种力量J二

（二）工作在祈祷之后，也是必要的；隐士应当自食其力。

在隐士中，时有不事生产之流，这种人大大地违反隐修生活一条

重要的纪律。

（三）淡泊也是使肉情服从正理的重要法门。大斋日，共同

隐修者只有一餐；单独隐修者向其自主；不少的隐士几乎天天守

大斋3 有些人竞每二．日、或三日、或四日、戎五日进食 4次。热

心的隐士常是同修者的驱策c 这种克苦虽然染些虚荣色彩，可每

出于慷慨之忱，正如奥斯定呼道：“他们与她们所做的，你岂不

白色f故么？”

（丙）胜利

这样的神修方式，使隐士在反魔鬼，反自己的斗争里，获得

稳定的立场，从而控制自己，到达英雄的妙境，整个的和平c 这

个和平决不是节学士们所称的“无痛痒”（ Insensibilt岳），寂静主

义者所称的“麻木” ( Indolence ），在神修上己有造就的隐士，

仍在克苦与丁牛作上迈进，以期发展到神修生活的峰顶。

他们心灵的镇静，使他们更能仰慕在望德中己瑾兑的天上之

事c 我们深刻阿j荫的神乐，且使他们，把世七的荣华视若无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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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穰亚历史，就是这种生活最好的反映。它包括的→切美丽，生

动透彻的幕境。虽还不能提供一个圆满的保障，它透露的心理，

具有无边的价值已这个心理描写向我们指出：一群灵魂怎样惟永

福是务，甚至怎样己预先尝到天福的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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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会中心，罗马主教。教宗们的著作，在道理历史上，

和教会历史上，始终拥着一个无比的重要性。在这四世纪的末

叶，因为一种东方教会分裂跋届的情形，它们的重要性显得更昭

如日月。正如上面我们所说的，希腊伟大的主教们已予攻击．可

是还不够坚决。他们的全副精神似用在圣三问题上。为强有力地

讨论这个问题，他们不但引用圣经，又提出传统。为挽救垂危的

教会统一性，真正的攻势起于罗马，而这种攻势是基于毅力和智

慧的。

圣达马萨在罗马教会多难之秋，尤其是在阿尔西尼（ Ursin

ius）假教宗扰乱的时候，英勇地带头作战；卒仗发楞廷尼安皇

帝的武力，几经奋斗，得予以解决。他遗留下的十来封公函，足

以证明：他怎样权威地解决了道理与人事的问题。他高声标榜他

的圣伯多禄继任者的权利：在整个教会内，任何事，任何人一切

他能予以批评。

关于安提阿教会的问题，在一度犹豫之后，圣达马萨决意拥

护在冷；他拒绝圣巴西略的请求，不派拉丁主教代表团赴东方；

他还调查梅内恩的权利。他不是没有理由地认为：这些手续是应

由梅内思，不是应由他采取的。之后，由于圣巴西略的申请，他

谴责了亚颇利拿里。在他致在冷的四号信裹，他发出了二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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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罚处分。所称的有名的才拉士通谕（ Decret dit gelasien ）的前

面两章的纲要也是他作的。论罗马，亚历山大里亚，以及奥提阿

三宗主教座相互关系的第三章，应当是五世纪末叶的产物。

在这些宗座文献后，圣达马萨又写了一本《童贞论》（己遗

失）和一本《罪过论》。他为地窟中的教会写了若干歌词，文字

虽不怎样优美，可是，它们的历史和道理价值是极其重要的。他

又写了若干向圣人及殉教者致敬的诗。现在存着的，还有关于达

昧和圣保禄的两首。他的爱护文学的热忱，鼓励他爱护文人；圣

热罗尼莫是他最提携的一个；我们尽可以说：他是圣热罗尼莫圣

经著作的撑腰者。在这一点上、教会对他常抱着一种无比的

感激。

二 四世纪教宗们的公函

教宗的公函是一般性的（不像他的私函是个别性的），所以

被动地公开解答问题的（宗座的通牒自动地指出途径）。最初被

列入教会法典的教宗公函，是教宗西列思（ Sirice ），圣达马萨的

第一个后任的若干公函。在他前的教宗们的公函．根据少数仅存

的文献是简单的，肺腑的言语多，政治的色影少c 可是．它们表

现的权威，例如圣克来孟是坚决的c －一天比一天忙碌的教务问

题，使罗马教会不得不组织所以应付的部门。部门的组织，公文

的格式，都以罗马朝廷和议院的为蓝本二J 这种前途光明的公文格

式，在西列思教宗的指导 F，发见于四世纪末叶。

圣西列思在教政 t的活动，是不知倦怠的，虽然他留下的信

只有六封。其间答复塔拉哥讷的希墨尔的一封，为了同时涉及十

六个问题（圣洗、婚配、告解、隐士、神职人员、世俗人

等……）是最重要的一封。西列思在答复了这些问题后，要求该

信传示于其它的邻区主教。这是第一封著名的公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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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阿那斯退细阿一世，为解奥利振学说纠纷，曾先后写了二

封信：一致米兰且敦，辛伯利西央，一致辛伯利西央的后任，威

奈利阿斯（ Venerius）；一致耶路撒冷的若望。圣阿那斯退细阿

比他的前任更庇护圣热罗尼莫；终于接受了亚历山大里亚的德奥

斐肋的呈请，谴责了奥利振。在那些信中，他要求米兰教会采取

同样的步骤。囚。一年在他致耶路撒冷的信里，再度谴责奥利振

的谬说；可是，他并不指责翻译者鲁芬，假如他的口标不在宣传

邪说的话。

三 五世纪的教宗们的著作

（甲）圣意诺增爵一世

圣意诺增爵一世，在圣良前，对于历代承认的罗马教会首席

性的组织的贡献，是最伟大的。他遗下的三十八封信，权威地透

露：他怎样以教会最高领袖的资格，向东方和西方发出训令。大

半的问题是关于教会纪律的。信中最著名的是致卢昂的维克脱里

思的两封，致士鲁斯的厄克苏班的六封，以及致厄瞿比阿的得生

西阿斯的二五封，信中教宗要求地方教会，在纪律仪式上应当尊

重罗马教会的习惯，为了它的习惯是导源于宗徒之长的。他的最

重要的指示，关于圣经目录，异端人的洗礼，临死者与教会重归

于好，坚振以及终傅c

对于神品，他作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指示。圣意诺增爵规定了

不少关于神职人员的禁例：两度结婚者（领洗前的婚姻也不在

例外）不得领神品。他强调神职人员的清规。他严禁在异端教

中领过神品者，行使职权。他所用的言词是严格的，可是不应当

因此说他也否认异端教中神品的有效性，他也禁止他们重领神

品。在另一封信里，他声明亚略派中神品圣事的执行，是有缺点

的；但是，他仍不准那些人再度领受神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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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诺增爵谴责瑟内会议中，皇帝与亚历山大里亚的德奥斐肋

撤圣金口若望的职。他不但不承认那个懵位的主教，而且写信鼓

励那些忠于合法主敦的众信友。他给流亡的圣金口若望，也写了

很多的信。其中有一封到现在还保存着。在他计划的得撒洛尼公

会议，因宗主敦的反对，遭受东方皇帝的破坏后，就决然与他们

断绝关系，直迄圣金口若望复位为止3 “复位”虽进行于圣金口

若望死后，他们终于认了罪。绝罚是教宗惟一的武器，看来是很

微小的。德奥斐月力不以为意，而且至死不悟c 可是，为那些存心

正直，坚持与基督妙身打成一井的教友，不是无关紧要的c

德奥斐肋死后，他的侄子圣济利禄继任。他虽不就与罗马恢

复关系；可是，在囚一九年前，终得重归于好2 安提阿新主教亚

历山大， ·被撞升，就在下列的几个条件下，与罗马往来c 意谣：

增爵先给了他一封和平信，后在一封解释若干纪律问题的回信中

声明：承认安提阿教会所有的若干特点；可是，声明同时指出：

这是由于圣伯多禄往罗马完成任务前暂驻该域的缘故。君土坦丁

堡的阿替卡斯（ Atticus ），在接受了和平条件后，也与罗马相j匾。

意诺增爵怕有变动，扩大了得撒洛尼主教的职权，升他为整个伊

梨根（ llliricum ）的总监n

这位具有高度政治手腕的教宗，也是个神学士c 在他驾崩前

几星期，他还写了三封信批判非；J+I教会关于自拉奇异端的问题。

他遣责了自拉奇与舍勒斯特（ Celestius）的学说；可是对于那些

人，他不作决绝的诛求乞遇到主教们在道理上就正于他的时候，

他不忘加强伯多憬宗座的首席性。教宗的回信在非洲被视为最后

的裁判；圣奥斯走在一个演讲中呼道“纠纷完了”！

(Z ）意诺增爵一世的后任

他们遗给了我们不少与道理及纪律极有关系的信件。

一、圣左息马斯遗下了十四封， Epistola Tractoria 是其中最

著名的一封。信中包括着迦太基公会议（囚一八年）关于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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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圣宠的信条。

二、圣波尼法爵一世的书札中，不谈白拉奇纠纷；可是提起

了得撒洛尼教区成立，又强调了宗座的首席性及不能错误性。

兰、则肋斯定一世在他的通信中，大谈由聂斯多略掀起的基

督神学风波。他注意白拉奇派的斗争。他通过厄弗所公会议，重

申对于该派的谴责，他向高卢主教们慎重地指出：应当怎样批评

圣奥斯定的圣宠论。则肋斯定利用厄弗所公会议，大张了宗座的

权威；正如圣良在加尔西顿公会议中所标榜的c



第十一章圣盎博罗削

一圣盎博罗削的生活

（甲）在升主教前

圣盎博罗削生于德里佛斯，约在三三0年，三四0年间，很

可能是在三三三年。他的父亲，任高卢镇守使，是个基督徒，也

是罗马帝国的大员。他死时年纪很轻，遗下儿女兰人，就是玛尔

赛冷，萨典尔，和盎博罗削。他们跟着母亲同往罗马，就在那儿

受教育。玛尔赛冷矢志守贞；三五三年从教宗李盘尔领了贞女

面帕，后来参加了圣盎博罗削的工作。萨典尔死于三七七年，三

七八年间；他对兄弟的两度追悼词是典型的。盎博罗削在受很考

究的文学教育后，进而研究法律。当了若干时律师后，于三七0

年，投身政界。这是由于他的有力的保护人，意大利镇守使授意

的c 兰七三年，盎博罗削，攫升力究立亚及伊弥利亚长宫，留居

米兰c 奥森斯死后，民众举他为主教c 经皇帝与别的主教们核准

后，他接受新职。他虽受过公教教育，当时他还是个保守。他就

匆促领洗，而于数天后。就是于三七四年，十二月七日领受

神品。

（乙）主教

盎博罗削升主教后，首先计划放弃他的一切财产，而以救济

贫乏。之后，为赎回俘虏，他也不惜卖去堂中的祭器。他抱着

“我为人人”的襟怀，无智元愚，无富无贫，谁都可以接近他。

圣奥斯定指出：穷人们做了他的不容突破的卫队c 在在冷也告诉我

们：他是很良善的，一视同仁地待人接物，对于罪人更形亲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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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每声泪俱下地予以劝化c

盎博罗削的演讲赢得了无比的成绩。他演讲的天才是惊人

的；他罗马官员的刚毅之气，他的慈悲，常溢于他漂亮的辞令

巾。圣奥斯走在他的忏悔录里说他“向民众散播你的纯洁的麦

饼，兴奋的圣油，醉人的美i四” （卷五，十三章）。盎博罗削演

讲成功的秘密，不来自他的典型的教育，而来自圣经与教父的著

作。出乎意外地被选为主教后，他首先竭力钻研粗浅的神学。新

伯西亚诺司锋，他的日任，做了他的导师。在注疏学方面，他追

随奥利振与斐伦：在神学方面，他宗圣亚大纳削，狄狄马、耶路

撒冷的圣济利禄、圣巴西略、纳西盎的圣额我略，以及老师希坡

和j；武 ο 希氏是个西方学者，他的著作、思想都是希腊式的。圣盎

博罗削所受的教育虽然是希腊式的，他却是一个拉丁作家和拉 I

思想家。他的理论是很实际的，教理的成份多，忠、辨的成份少；

他处处以牧职为一切权衡L 圣盎博罗削演讲的对象，可见于他的

注疏和谈道著作以及经常的演讲中c 圣盎博罗削以作家自命，而

孜孜不倦于求人灵的利益己他的著作和演讲的资料，都根据这点

子以选择。

亚略异端，自三六一年始，在西方虽日趋下坡，米兰还是它

的一个堡垒。三五五年，卡帕多细亚人奥森斯靠发楞廷尼安的撑

腰，不顾圣喜辣利和后任的教宗达马萨的反对，陆登米兰牧座；

而他是亚略异端的拥护者c 圣盎博罗削为根除那个异端起见，写

了两部献给格累细亚那的巨着： A为问世于三八0年前的《信

德论》，一为完成于三八二年的《圣神论》。他也不怕批查斯泰

那后偏袒异端人的逆鳞。他为争取民众，取法于亚略异端人，写

了若干宗教诗歌，以资于行仪式时咏唱。由于他所得的斐然的成

绩，异端人控诉他怎样以诗歌惑众c 他自己也深悉众口一词的

“圣三论”的效力，是浩大的。

圣盎博罗削倡导的宗教仪式，还不止于此，米兰或盎博罗削



第十一章 圣盎博罗肖1J 467 

仪式，也别有成就〉若干历史家认为：米兰宗教仪式如同法国或

西国仪式，都导源于原始的罗马仪式。现在，人们以为认出了它

们的东方色影，而指定了它们的大发展，应当在四世纪中叶u 法

国和回国的宗教仪式所有的东方色影，是通过米兰宗教仪式而来

的。杜歇纳主教甚至强调，这种仪式的变化，大半来自奥森斯主

教的椎动3 勒才（ Lejay ）拥护这个见解说：“圣盎博罗削接奥森

斯位时，他只有把奥森斯的己有长久历史的遗规，加以修正．予

以发展罢了Y 米兰宗教仪式，虽与圣盎博罗削的名字联系了起

来，由于他或予以厘正，或予以扩大，在历史过程中，通过罗马

的影响，以及环境的需要，不停在修改着c

（丙）政治活动

圣盎博罗削的政治活动是无边的；他该随机应变地，先后应

付格累细亚那（兰七五至三八兰）．查斯泰那后（三七五至气九

二），戴奥陶士（三七九至三九五）。戴奥陶士自王八八年，马

西墨败绩死亡后，实际上，统治了东西两方整个的罗马帝国c

一、格累细亚那很信任圣盎博罗削，因此离去德里f弗斯，迁

居米兰，以得向他请教c “来到米兰的格果细亚那，是个经验短

拙，良心畏；臣，脚踊不前的青年υ 盎博罗削通过他以前的种种任

务，是个富有政治经验的权威主教c ……不久皇帝、主教之间的

友谊密切得无以复加……圣盎博罗削可以随意出入于皇宫中。青

年皇帝软弱游移的态度，经过这样的熏陶，逐渐变为坚决而镇静

的；一看他当时颁布的若干法令，就可以了然于心。可是，圣盎

博罗削对于皇帝的影响，尤表现于宗教问题上；而它的目标或在

取消有碍教会发展的法律，或在扫除偶像崇拜遗下的劣迹”（布

洛利语 De Broglie) c 于是皇帝先取消了国家应给外教司祭的停

禄，以及他们所享的特种权利，继拆除了外教议员们恭敬的胜利

女神像（ Victoire) c 

二、三八兰年，格累细亚那赴高卢．镇压叛乱，被暗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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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马西墨不顾发楞廷尼安二世的利益，｛曹窃了政权。查斯泰那

后就与王子，从他隐居的地方塞密安起程，来乞援于圣盎博罗

削；要求马西墨至少让出一部分江山于发楞廷尼安二世。三八三

年，兰八四年冬，盎博罗削特往德里佛斯，因使查斯泰那能巩固

阿尔卑斯边防，而为他的儿子暂时保持着意大利。

可是，在盎博罗削外出的时候，罗马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

变。外教人利用政局的突变，要求新皇帝重建胜利女神祭台于宫

中。薛玛格所作的呈文，声调铿锵，手腕怜俐，似无法予以拒

绝，幸盎博罗削能及时归来。在薛玛格向皇帝呈请时，盎博罗削

就悬河地表示反对。他的堂皇的辞令，雄辩的天才，终于说服了

皇帝，获得了最后胜利。

盎博罗削还应当渡过别一个更出乎意外的难关。查斯泰那后

信亚略异端，而且她的左右，大半是由她从塞密安带来米兰的亚

略异端人。三八五年，她要求把城边的包尔西纳大殿（ Basilique 

Porcienne），拨归他们使用c 圣盎博罗削有礼貌地给了她一个坚

决的拒绝。一个月后，就是三八五年复活节，人们想用暴力抢占

一座新教堂。暴动时军队后退c 三八六年春，亚略派又向盎博罗

削进攻，要求他让出教堂，同时引去C 他们又指出了麦邱立努

( Mercurin 

博罗削怕复活节内可能发生暴功，就与一群忠实的信徒，坚守包

尔西纳教堂，以资捍卫c 朝廷不敢采用武力。网守期中，圣人时

与志愿卫队咏唱圣诗。当时，在他有名的“反奥森斯”演讲中，

他不怕唤出：“皇帝在教会中，不在教会上。”圣热尔瓦削与圣

玻罗大削遗骸的发现，因迁葬时所发的圣迹。为圣盎博罗削争来

了民众一致的拥护，而终使皇后放弃了她的计划。

；二八七年，皇后与主教握手言和，并且委任了他一个新的外

交使命。马西墨采取保护公教徒的政策，甚至在西班牙，判普立

息立安异端人死刑，在意大利威胁查斯泰那c 圣盎博罗削洞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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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虚假，认为必须坦白坚决地教训他一番。米兰朝廷不以为然，

代以另一个手段缓和的使者；可是，这个使节使对方更能明了发

楞尼安二世软弱的处境；马西墨立刻侵人意大利。三八八年，戴

奥陶士败之于阿基来，复发楞廷尼安二世位。当时，皇帝与他母

亲避难于戴奥陶士处。不久，查斯泰那逝世，青年皇帝愉快地把

他引为参谋，视如父亲。从那时起，戴奥陶士继续管理西方。

兰、圣盎博罗削与戴奥陶士的关系，也是很真挚的。他的超

然的态度，也是始终一贯的。皇帝与主教在原则上，对教会在一

个公敌国家内地位的见解是，致的c 可是，在戴奥陶士侵犯原则

时，主教勇敢地指出他的职责；他在执迷了一→时之后，终于能憬

然知情。其间有个冲突，是特别驰名的。

三八八年啕在卡力尼格（ Callinique ），教友们在得到了主教

同意后，烧毁了一座犹太教堂。戴奥陶士命令盎博罗削出资造

还。盎博罗削先写了一封抗议书，书中用基督徒名义指出：这个

名令虽或无妨于正义，实在是极不适宜的。过了一个时候，他在

讲道坛上，公开要求取消命令，不然不开始弥撒圣祭。

三九四年，若干朝廷官员，被害于得撒洛尼一个暴动内υ 皇

帝为解决这个事件处死了成干的人c 圣盎博罗削离米兰上书皇

帝，→面予以谴责，一面在绝罚的处分下要求他公开忏悔。这是

在罗马帝国成了公教国家后，一件打破纪录的事情。当皇帝遵守

教会法纪，跪在堂中公开忏悔的时候，深深感动着的教友们．看

到皇帝陆下的谦恭，个个泣下：占襟，谁都没有怕得罪他的心理，

即使米兰主教，没有拦住皇帝于堂门，即使皇帝不等八月后表示

服从，盎博罗削在这环境中，不但代表圣而公教会，还代表人类

的良心；他从没有过这样伟大的表演c

米兰主教最后的几个大演讲，是以皇帝们为对象的二三九二

年，他沉痛地失掉了他的被保护者，发楞廷尼安二世，当这个行

年才二卡的皇帝被阿巴迦（ Arbogast ）遣人暗杀时，他正在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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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付洗，以及劝他反抗敌人阴谋的途中，他的追悼词是在极度感

动的情绪中讲出的c 他在追悼词中标志： “如果殉教者因血被

洗，他该网他的虔诚的意志被洗c”尤金皇帝为了没有坚决地拒

绝外教的复兴咱米兰主教冷淡地予以接纳；可是，不久他热烈地

颂扬了戴奥陶士光荣的胜利。四月之后，大皇帝驾崩（三九五

年），致追悼词的又是圣盎博罗削。圣人死于三九五年，他生平

争得的权威．在他死后更觉辉煌。他是在司牧中为教会争得最大

权威的一个：他永远是米兰的伟大主教O ' 

（丁）性格

为明了圣盎博罗削的为人，应当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

中。如果只在他的文学生活中观察他，可能发生错误。他的真正

的性格，是与上列的几件大事不可分开的。 “我们研究他的使

命，在那个乱世纷纷的幕上，慢慢儿可以发见他的光仪，以及他

的大丈夫的诱惑性。他虽受过希腊教育，在他的性格和他的风度

中，常保持着罗马的风韵，意志的毅力，计划的巩固，纪律的精

神，实际的感觉，这一切罗马人的天性，圣盎博罗削都囊括着，
而且在最高度的力与光中囊括着”（赖理奥语 De Labriolle ）。

圣盎博罗削首先是个主教，温良和气的善牧、坚决、勤谨，

实际的领袖。他同时也是个政治家，他的公教政策是不带火药气

味的．可也不是儒弱的。他的政策的目标在使这个公教的快快大

帝同，树立起一种新的合理的神圣制度c 他虽热爱罗马祖国。他

不让教会的权利遭到摧残。他著书立说，标榜教会权利，认为它

们是巩向社会的基础。他为公教主教在纷扰多变的世界中所有的

使命，无意地，树立了一个好模范。｛也是伟大的教会圣师c

二著作

圣盎博罗削的著作，大半是关于圣经学和伦理学的；若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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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炎｛言理的，若干是零碎问题的。

（甲）注疏著作

这类著作大半是演讲，经主教迅速校阅而流行于世的。除掉

关于圣路加的一篇，其余的都取材于古经。这些演讲并不出以注

疏方式，而出以某一某一问题的讨论，而且它们的目的是观摩性

的，不是研究性的。这些演讲是联贯的，渊博的、实用的，还每

寻｜用古代作家的注正在。我们称米兰主教为四世纪的名注疏家，不

是名不符实的。

这类著作可分六组

飞《六天创世论》（ L Hexaemeron）共六卷，这是他仿圣

巳两A略的。作者生动描写世界的面面，也不忘批评流行当代的有

关创世的学说。他常寻机向往天主；中世纪在他著作中称道的象

征主义，导源于此；虽然他引用的故事，例如厄冷（ Elien）或

普利内（ Pline ）的故事，不过是种神话。盎博罗削最注意的，

是伦理训话。看来他尤是致这类训话的能子；他的文章虽带着诗

意，仍是强有力的。

二、创世纪前面几章，又供给了圣盎博罗削三篇论文的资

料：（一）地堂论、（二）加音与亚伯尔论、（气）诺厄与方舟

论。这三种著作像是米兰主教关于圣经的最初作品（三七五年

至三七八年）。

三、古圣租们引起了圣盎博罗削特别注意。他写了“亚巴

郎论”，“依撒格与灵魂论”，“死亡有益论”，又写了四篇关于雅

各伯历史：（一）逃避世俗‘（二）雅各伯和永生论、（三）古

圣若瑟论、（囚）占圣祖们的祝福论。不少的编辑者把逃避世

俗，由于它的浓厚的修成性，列入圣盎博罗削的伦理著作中。可

是，也尽可以把它放在注疏作品巾。

四、在古圣祖后。他又写了（一）厄利亚斋戒论、（二）以

色列人享波脱（ Naboth）论、（三）多傅亚论、（四）约伯与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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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论，（五）为先知达昧辩护。

五、圣咏供给了圣盎博罗削两系列演讲资料。一系列包括十

二篇，以第一首，第三十五首至四八首，以及六一首为对象。第

J讲前，仿圣巴西略写的一篇导言，是极美丽的。现在所传的这

些著作的次序，并不是圣盎博罗削原来的次序。另一系列包括解

释一一八首的二二讲，每讲以希伯来语的一个字母开始。作者向

信友们指出修成的途径。著作中反映了他的整个的神光，以及他

的热烈的辞藻。

圣盎博罗削的依撒意亚先知书注正在，除去若干圣奥斯定所引

的片断外，已全部遗失。至于托圣盎博罗削名的雅歌注疏，应当

是十二世纪的产物c

六、圣路加福音j主疏，共计十卷；它是盎氏著作中，篇幅最

大的一种；而且是惟一关于新经的著作。卷二可说是凯撒利亚安

瑟伯圣经问题的改写。米兰主教的方法，科学性谈，伦理性浓。

( z. ）伦理著作
上列的各种著作，虽也吁以放在这个名称下，下列的几种，

似更名实相符。

一、论神职人员的任务，写于三九」年，是仿两塞禄的职责

论（ De officiis）写的→种基督伦理著作巳作者跟着西塞禄，也

谈了正义，（卷－）利益，（卷二）正义与利益的冲突 c （卷兰）

前后两书相对的点点。历历地映出哲学士与基督徒伦理的不同。

最后目标的正确界词，将来永生的一定性， F世荣华的卑贱性，

到处使圣盎博罗削的著作，大大地胜着一筹。他把圣经的故事，

替代了外教的传奇。该书虽是写来为神职人员的，作者也希望它

是→般信友的修成手册。正为了这点，该书的统一性，就遭受了

损失。

或以为这个损失来自作者拘泥于西塞禄的轨迹，而未能明朗

地把基督徒的重要伦理，别于外敌哲学士的伦理ο 为发挥他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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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抽象的理论少，而独多圣经的引用，圣贤的芳表，实际的指

导。这些优点足以弥补该书的缺点，而使该书成为米兰主教最光

荣的著作。

二、神修著作．是以守贞或守节为对象的。圣盎博罗削为申

论这两个对象的词藻，是最华美的。他的“贞德圣师”的徽号，

是从此争得来的c 他共写了七篇论文。

（－）《论贞女》 （三七七年）共三卷，是献给他的姊妹，

马赛利内（ Marcellne ）的，圣热罗尼莫为这个著作颂扬他说：

“盎博罗削在该书中，通过－种使歌颂贞德的演讲者不能再赞→

词的语调，倾吐了他的心灵” c 主教在卷一中歌颂了贞德以后，

在卷二卷二三中，指出了修贞德的实用途径。

（二）论贞德的写作，稍后于前书。这是 4面所以解释前书

引起的误会， ，面所以予以补充的。

（三）《论贞女与圣玛利亚永远的贞洁》，写于他升主教后的

最后几年。波伦亚主教，安瑟伯的亲戚 盎博罗西亚贞女披纱仪

式，是写该书的动机。主教在书中，一面为驳斥鲍诺士（ Bo

no附）； 」面尤为贞女们指出一个模范J

（四）《功守贞》 （三九三年）是个演讲，讲于佛罗伦萨，

祝圣 A座新堂的那天c 这座新堂是」个富妇儒利亚纳出资建筑

的；她又把整个家庭献给天主。圣盎博罗削在该演讲里发挥这个

好表样乙

（五）《i仑寡妇》（三七七年）是论贞女的补充。圣盎博罗

削指出婚姻是好的；可是．他奉劝寡妇守节．但仍不予勉强ο

“我们不禁止再婿，－PJ是我们也不予奉劝

论贞女堕落不是圣盎博罗削著的；而无疑地是雷梅西亚纳的

尼赛塔写的C

（丙）道理著作

圣盎悼罗削对于道理的热忱，次于他对于伦理的热忱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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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职，要求他时而反抗亚略异端，时而阐述圣事的道理。

一、为反抗亚略异端，他写了三种著作。

（寸《论信德》（三七八年至三八0年）是献给要求他写

的格累细亚那的。书共五卷，前两卷（三七八年）是个纲要；

后兰卷（三八0年）畅谈圣言的天主性。

（二）《论圣神》（兰八 J年）共为三卷，也是献给恪累细

亚那的。它的对象是天主第二三位c 圣盎博罗削在书中标志：圣神

→女日子，是与父同体的；换句话，圣神也是天主。该书实在是狄

狄马由圣亚大纳削与圣巴西略合作而写的 a部书的修订本。

（三）《论圣子降孕》（三八一年三八三年）是为答复格累

细亚那朝上的两个官员有关亚略异端的疑问的。

二、圣盎博罗削只留下两部关于圣事的著作，可是篇幅虽

少，内容是极重要的。

（－）“论奥迹”（ De mysteriis）是种教理津梁；它不但可耶

路撒冷济利禄所写的是兄弟著作，而且不少的理论竟是从他借来

的。他在这本着作中，谈了圣洗、坚振、圣体三件圣事。它的作

者问题已不成问题。可是，关于相传他写的共i十六卷的圣事论，

现代学者指出：那是本五世纪时，由 A个供名的文人，抄录圣盎

博罗削的论奥迹，论贞女与圣玛利亚永远的贞洁．以及奥利振的

祈祷论和别的希腊学者的著作而编成的。可是，也有它的价值。
注：代现权威专家巳证明圣事论的作者是圣盎博罗削。

（二）“论告解”（三八四年）是诺华西央主义驳义。它供

给了我们四世纪关于告解的理论和实行极宝贵的资料c

他的圣奥斯定屡次提及的重生圣事或哲学论（ De sacramento 

regenerationis sive Philo日op-hia）早巳失传。他的提奥多里特提起

的信德论（ Exposf> de la foi ）也没有传 F来勺

（丁）其余的著作

一、圣盎博罗削的演讲未经编成书册者属极少数；已如E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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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过的，计有追悼辞三篇，谴责奥森斯的一篇。

二、圣盎博罗削的已遗失的九十一封信，有关于神学，伦理

学，注疏学的，也有关于教务的。属于最后一类的，计十七和十

八号是呈发愣延尼安工世的；四十和五一号，是致戴奥陶士的；

二0和二二号是致马赛利内的二

三、所称的盎博罗削圣咏，为数很多；可是，只有四首是 A

定他写的。

（一）永远的造物主（ Aeteme rerum conditor) 0 

（二）天主， 」切的创造者（ Deus 句 creator omr 

（三）三点钟已经开始了（ Jam sur刽t hora !Pr 

（囚）请未，万民的救主（ Veni, Re<lemptor o口11

还有八首’大概也出于他的手笔c 它们的格式是简单的。文

句是典型而易于歌唱的：为此信众都乐于咏唱。这与圣喜辣利的

深奥的歌词，是大不相同的。圣盎博罗削实在是西方宗教诗歌的

鼻祖c

正由于这点，又闲着他给奥斯定付了圣洗，人们每说：“我

侨赞颂天主”（ Te Deum）也是他撰的c 实在，这篇谢天主词出

现于四世纪末，或五世纪初；它的作者不是圣盎博罗削，也不是

圣奥斯定，而是雷梅西亚纳的尼赛塔（ Nicetas de Remesiana ）。

文笔：只凭圣盎博罗削写那些诗歌的艺术，我们可以肯定，

米兰主教怀着崇高的文化教育。他其余的作品，也是很好的证

明。由于他执笔于仓猝之际，时不免有漏洞，可是他的文笔一贯

地是简明而美丽的。他的文笔是个博学行政者的文笔，席不暇暖

的司牧的文笔。他温柔的言语尝使还是摩尼派人，不甚注意于讲

论真理的雄辩学家，圣奥斯定五体投地。 “为此，我昕他的演

讲，专注意于它的辞藻，不留心它的内容。” （忏悔录卷五十三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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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圣盎博罗削的道理

这里，我们且在教会、伦理，以及若干信理的观点下，来批

评圣盎博罗削的道理。

（甲）教会独立一统的圣师

首先，应当在这角度下，观察他的道理，因为米兰主教的历

史使命在这里。这是他孤芳独标地与其它圣师们不同的一点r 只

有他，在教会与国家关系尖锐化的时期 能在政界中表示一种权

威，一种特别有效的权威。他对于教会一统的热忱．使他竭力防

御教会在这方面所遇的危机。

一、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在这一点上，圣盎博罗削的见解，

是很坚决的。他的见解基于下面三个原则上。

（一）教会在它的领域内不属于国家。这是第 4个他严正地

向皇帝们，尤其是戴奥陶士指出的原则已

君士坦丁皇帝虽抱着便利于教会的心理，没有一个主教能坚

决地指出他的职责：两个安瑟伯还请求他干涉宗教问题呢3 之

后，圣亚大纳削，圣巴西略，大声疾呼，抗议君士坦司二世与未

楞斯的宗教政策；可是没有什么成绩。他们以后，教会在东方，

正如前在外教罗马帝国内，受政府的控制。在西方，圣喜辣利虽

曾提出强硬的抗议；可是，终于使君士坦丁，或发楞廷尼安一世

承认这个原则，且付诸实行者，是圣盎博罗削。

他清楚地分别了国家与教会。教会应当自由；而这个自由，

尤在信德问题内。可是，如果教会，在代表人，在司牧，在圣统

制方面，不脱离皇帝的保护，政权的牵制，这种自由是不可能实

现的。他为教会要求教会权益（ ]us ecclesiasticum) ，司祭权益

(]us sacerdotale）。主教们的事应让主教们去裁判。而且，在信

德范围内，皇帝们应当服从他们。最后，教堂以及教会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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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政权的控制，政权不得随意予以支自己：“教会的·切，不属

于皇帝权；宫殿属于皇帝；教堂属于司择。”

（二）教会是伦理的保障：教会有职责使众人君王也不在

例外，服从它的指导。得撒洛尼事件证明：教会不但在纯宗教

问题上，在伦理问题上，能有效地运用神圣的绝罚武器对付皇

帝们。这是教会对于皇帝的间接权威，不是所以干涉他们的政

权的。

圣盎博罗削缤密地指出：皇帝们对于教会的野心，无比地大

于主教们对于帝国的野心。犹太古教的锋品赋予政权于司祭，基

督新教的锋品没有这种行径c 教会只想限制罗马帝国的一种极权

倾向 c 这种予以限制的任务是有益的。赖理奥（ de Labrioll号）

说：“在政治的，切野心外，面对全能的皇权，树立起另一种，

相当强的，可是没有武力的权力，作它伦理的约束，使它承认它

的错误，那是很好的。”圣盎博罗削在这点t的思想，可包括在

下面→句有名的格言中：“皇帝在教会内，不在教会上。”（ In卜

perator enim intra Ecclesiam, non supra Ecolesiamest ）。

（三）教会有权受国家的保护：国家不能拒绝照顾教会；它

所当拒绝照顾别的宗教，因为邪说不能享受真理所辜的权利。实

在如上边我们所指出的，圣盎博罗削为教会争得了其它的宗教得

不到的优待。外教所享的权利已被取消，而且已不被视为一种宗

教组织。可是个人的自由仍不受侵犯；圣盎博罗削曾为因西班牙

主教们的攻击而蒙受暴力的普立息力安，提出抗议。他恨见在一

个宗教冲突案内，斗争流血。关于亚略派的归化问题，他尤乞灵

于信众，知识，以及伦理的力量。对于外教徒，对于参加行政工

作的外教徒，圣盎博罗削不但表示好意，还随机为他们服务。这

一切不但透露了盎博罗削的道理，还反映了他的宽猛相济的

手腕c

二、教会的统一，一如教会的独立，也是盎博罗削最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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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事情，而教会的统一因素，就是罗马宗座亡这个宗座的权威

基于圣伯多禄：“那儿是伯多禄，那儿是教会；那儿是教会，那

儿没有什么死亡，只有永生。”诺华两央拆教徒，既脱离了教会

与伯多禄宗座，无权接承它的遗产。具有真正信德宠光的基督徒

与圣而公教会，或罗马教会维持着关系。最后在他致罗马皇帝的

主I信中，论罗马教会说：“它不但保持着神圣的，以及宗徒的

信德，而且由它向一切地方教会输出应受尊重的相通功的权

利”。罗马教会实在是基督教会统一的因素。

教会统一的意义和需要，在盎博罗削的道理里，是极度尖锐

的。正由于这点，他毅然决定：用米兰主教的名义，对安提阿痛

苦的纠纷，向皇帝们提供意见c 他的建议可见于兰八一年，他致

皇帝们的十二封信，和1致戴奥陶土的十三封信中。这些建议虽有

可以商榷的余地，在米兰主教的眼里，它们己足以使教会统」，

以罗马为中心的统 ~c 这是他最关怀的一点。他所以运用严峻的

话，攻击夫雷维安，就是因为他不肯接受东同两方教会的请求，

使教会重归于一。应吁晓得，四世纪末叶的东方主教们，大半像

夫雷维安，把地方教会的利益，看在整个教会利益之上。

在教会统一与独主L 戴奥陶士与盎博罗削的见解，根本地

是相同的，可惜东方的主教们大都缺少这种崇高的思想，不知努

力重新烧起神圣的火炬c 君士坦丁壁主教南德尔，虽是廉正的，

可是太软弱了。后他而来的圣金口若望，既能言，又能行；可

是，当时的执政者，己不具戴奥陶土的见解。因此，圣若望的推

图，终于被扼杀，而无法结出盎博罗削在西方结出的灿烂之果。

米兰主教的思想结晶，到现在照耀着圣而公教会。历代的教宗，

尤奉以为圭泉。五世纪的圣良和圣才拉士，特别接受了这分宝贵

的遗产。中世纪重想实现米兰主教关于基督教会的计划；可是，

不无过度的表示。



第十一章 圣盎博罗自＇］ 479 

( z, ）圣盎博罗削伦理学家
圣盎博罗削是－位教会圣师，可更是一位伦理学者。他的注

正在著作，都以此为目标。

一、他的注疏著作，是不很科学的：圣盎博罗削可能在注解

4段圣经的时候，有意指出它的本意。他对奥利振的崇拜，似应

当推他走上这条路线。那末，他的满被讽喻色彩的注疏，也是没

有多大兴趣的。相反地，如果在这些作品里，我们认为他有意借

以强调基督的伦理，那末，它们的价值可以全部露出了。他为适

合环境而做的一切调整，不都是理想的，可是都有一个实际的目

标。这一切调整虽不能完全适应信友们的心理或需要，却都是屹

立不功地以圣经为基础与原则的 这是盎博罗削真正的道理领

域。他是个典型的神修导师，一如他是治理教会的伟大主教。

二、他的伦理原则可见于他的“职责论”（ De officiis ）中。

在这部著作中，盎博罗削的笔下，频繁地可以读到引自圣经的篇

幅；相反地，借白哲学士的文字较少0 元疑地，他步步跟着西塞

碌。他每引用古代哲学家，尤其是斯多噶学派学说。至善哪，知

欲的区别哪，中等和上等的职责哪，四伦德（智、义、勇、节）

哪，他都予以采用3 可是这些有漏洞的东西，通过了他的手，因

着他的“天主之言”以及“主教的名义＼都像脱了胎，换

了骨。

宗教性也是盎博罗削伦理学的一个特点。他的伦理学的真基

础是信德，信德以基督为归宿，基督拥护着教会。那末，伦理一

面基于天主，而以天主的意志为准则；一面基于教会，而教会就

是正义的模范。在教会里，责任是公的，祈祷是公的，工作是公

的，艰难也是公的。教会在伦理生活中的这个任务，在米兰主教

的笔下，是司空见惯的。这点也可以视作盎博罗削一般的教会道

理的补充。

职责就是一种为了正义或利益应尽的义务。圣盎博罗削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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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名词，因为它见诸圣经中。可是在圣经中。这个名词尤指一

种宗教仪式的职责。他扩大了这个名词的意义。他依据斯多噶学

说，把职责分为相对的与绝对的两种；可是，他给了它们－个新

的，以及教会的意义 3 第一」种职责，又称中等职责，它的对象是

天主的诫命；第二种职责，又称上等职责，它的对象是基督的训

导。于是哲学士的一种抽象理论，在基督教会里，→变而为一种

实行。基督徒应当像天父是成全的；为达到这个目的，尤应通过

一切慈善事业。

最后目标，或善的道理，也是哲学士们所标榜的。可是因塞

禄在他的（职责论）里，没有提着。西塞禄－如别的外教伦理

学家，在这里另指现世的→种幸福。在卷三里，他指出德行是为

获得该幸福的最好途径。为得人们的欢心以及辅助，它是极有用

场的。圣盎博罗削予以补充，加以修改。他根据圣经提出的：幸

福只能存在永生中。世上的荣华不但不引导而且阻挡人获得幸

福；相反地，世界上的灾难，倒更直接引人寻得幸福c 再者，永

生在良心的，以及无罪的安宁中，部分地开始于此世。

这些原则给于盎博罗削的伦理学 一种崇高性，和一种巩固

性。这又是盎博罗削伦理学的一个特点3 西塞禄在〔职责论〕

卷三里，竭力想证明：正义不违反利益；可是职责舆情欲间，每

能发生冲突。圣盎博罗削认为在这类问题内，是谈不到妥协的，

因为职责的惟→泉源，是正义；哲学士们标榜的矛盾是不存在

的。他又根据圣经，基督以及圣人们的表样指出：损人利己是不

合理的。

三、这种基督的伦理的高尚性，米兰主教在阐发德行时，也

不忘予以证明。他指出四种基本德行，是正义和伦美的泉源。智

追求真理，义规定人对于天主、国家、父母，以及他人的职责，

然也促成慷慨的慈悲。力使人轻视世物，完成艰难伟大的任务：

即指心灵的和平，良善的热忱，措施的中节，正义的爱护，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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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察。

在神职人员的条例中，应当指出有关贞洁的几条。一般地

讲，端正为青年是很要紧的。盎博罗削遗给了我们若干关于演讲

者外貌的训话。

圣盎博罗削谈我们对天主和他人的职责时，最能补充前贤的

言论。西塞禄丝毫没有提及我们对于天主的职责。可是为基督徒

这是最基本的。至于他人，西塞禄所见的就是罗马的皇家贵族以

及知识阶级；其余的人，为他像是有等于元的c 相反地，米兰主

教，长篇累牍地，尤其在卷二中指出友爱、慈善，招待旅客的职

责。从此可以明朗地认识基督教会的伦理的崇高性。

圣盎博罗削的伦理学，自然地与一种坚强的神修学联系着；

因为他不但抽象地高唱圣德，又指出了具体的修德途径。他谈

“童贞之德”时，尤其是天花乱坠，表现了元限的热情。“守贞”

胜于“结婚”；可是，无疑地，结婚也是好的。圣盎博罗削从没

有否认这点，可是，他强调信友的大德，在实践圣经的训导。

“守贞”引灵魂与基督结“神奥之婚”。它使人变为天神，因为

圣言是天神之领袖。它是→座祭台，在上边，奉献一只纯洁的牺

牲。“守贞”加于人们的职责是伟大的；在这个问题上，盎博罗

削的言论无异于缤纷的落英。他特别叮嘱贞女们追求基督，努力

认识他的天主性和人性。这是贞女们的“当务之急”。而且，贞

德是个上天之恩，不是下世的东西；它的老家原是天堂。

贞操在一定的角度下看来是神圣的；玛利亚就是它的开山

祖。她是贞洁的最高模范。她是永远的童贞女；她产子时是童贞

女，她终生是童贞女。这也就是贞女论的对象：其中又有辩护的

成份，又有颂扬的成分。贞女论是在教会内最能帮助发展圣母敬

礼的古书中的一本。

圣盎博罗削的神修论，通过这个美丽的“贞洁之冠”，反映

了它的真正纯粹的神秘性。这个印象，势必益趋加强，如果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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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深深地钻研满布于他的著作中，仿佛出于圣伯尔纳多．关于基

督的美丽的思想： “我们在基督拥有－切……基督是我们的一

切c 假如你要医好你的创伤，他就是医生；假如你若渴，他就是

甘泉；假如你满染罪恶，他就是美德；假如你需要扶助，他就是

能力；假如你怕死亡，他就是生命；假如你希求天堂，他就是道

路；假如你逃避黑暗，他就是光明：假如你寻求食物，他就是粮

食。为此，你尝吧；请看主是怎样良善的！希望他的人是有福

的” （圣咏三三首九节）。

基督是一切德行的原则。在他致由他祝圣的威力克主教的一

封信中，他言情洋溢地描写了基督教会的无穷宝藏：圣经包罗着

智慧之言，隐迹圣鑫中的基督同我们谈话；在他身上，我们找到

一切： “那儿是基督，那儿是一切J’盎博罗削又进一步指出：

神恩只由他降来；和平正义是基督在鉴的象征： “那儿是基督，

那儿是和平”。基督在灵魂内；他还通过“他的神”和他的神圣

的活动驰骤着c 接待，认识，热爱他的人，不啻口吻他的圣足；

那不是已到了讽喻主义的峰顶么？在注疏学上，远宗奥利振的米

兰主教，也是个神秘神修家，他也具有对于天主最光明的认识：

那末，他的瞻想家的成分，或高于他的神修导师的成分么？看来

并不这样：他的道理的最深刻的特性，还是他的伦理学。

（丙）圣盎博罗削神学家

米兰主教不是个狭义的神学家。在他的著作中，不应该去寻

求→种由他倡导，根据哲学的理论的，被异端人攻击的，有关信

理的一个或另一个奥迹。他只需要一种足以巩固他的伦理学的神

学；换句话，他只需要一个纲领的教理知识。这里我们只举出若

干他标榜过的神学特点。

一、三位：圣盎博罗削对这个奥迹的了解，是东方教父式

的。他先谈位，后论体。他表明父是二位之源：父是子的源与

根。第二位被称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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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是精神引来的。可是，这个“言”不是外出的言语，又不

是偶性的内言（思想）。他的产生由于一种性体的必要性；而这

个必要性又是超出自由意志，以及什么约束的。

子是圣神的源c 可是盎博罗削不说圣神“发”于子；因为

··发”字，他认为是指一种外在的使命υ 在三位中，没有丝毫的

不平等处。这个极实际的三位见解是传统的，而且是很有益于信

友的宗教生活。这个见解，从哲学方面讲，自然及不到圣奥斯定

标榜的见解。

二、基督神学：圣盎博罗削承认基督有两个不同的“性”

相意志；可是，他同时强调基督是 A个．不应该把生于“父”

为一个，生于“童贞女”的为另一个二关于救眠的问题，圣盎

博罗肖lj跟圣喜辣利，用“赔补”来予以解释：基督自由地自献

于父，用他的血，做超额的赎罪代价 确实的‘他提出过“魔

鬼的权利说”时在一种温和的，时在一种严恪的方式下。可是咱

他的演讲中的过正之处，不应当视以为他的学说的真面目。

兰、圣事：圣盎博罗削在“奥迹论”（ De mysteriis ）中，给

了我们若干关于圣事→般的观念乓他把礼仪与在领受人灵魂上因

以发生的圣宠，加以区别c 他也没有忽略象征的有效性。在圣洗

中，水浴是心灵洁j市的象征；在圣体中．饼i国的形像是基督血肉

的象征 l二因为圣体是件“固定圣事”（ Sacreme川。xe），圣盎博

罗削过度强调了领洗丹17)<的祝圣问题。

关于圣礼，圣盎博罗削不但坚持饼变成圣体， m变为圣血的

传统道理，还指出了饼酒质的变化；这个变化来自基督在餐厅中

的几句话。圣体是“神体＼它像天主是看不见的，摸不到的。

告解：圣盎博罗削不说为赦免小罪，告解是必要的：因为善

工也能获得小罪之赦。他说为赦免大罪，应当有一种公开的，只

行→次的补赎。这个仪式包括（斗在主教或司锋前的秘密忏悔，

（二）公开的补赎；罪人辅以在教会前向天主赔礼：（兰）圣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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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七，主教按手于罪人头上，隆重地宣布他与天主重归于好。米

兰主教，在他著作的前面，就攻击诺华西央派，强调司锋有效地

用天主的名义，宽赦罪人们的罪。

四、世末论：圣盎博罗削的世末论，受了奥利振的一些影

响；实在带着若干缺点。他不承认一切义人，在活复前能享见天

主。他以为这是古新两教中，圣祖、先知、宗徒，殉道者的特

恩。他虽表示地狱为魔鬼，外教徒，叛教者是永远的；他相信一

切基督徒终将因信德得救。这里他过度地抬高了信德的价值。盎

博罗削为解释这端道理，把复活分作了若干阶段（四或五个），

直至灵魂在火中洗炼干净，那末，圣贤们一级级地走进荣福之

地。这个学说，与现代教会炼狱的道理，不无相同的地方；可

是，有几点是暗晦的。圣奥斯定大圣师起，才根据圣经与传统，

确定了这端道理。

Saint Ambroise 

BIBLIOGRAPHIE SPECIALE 

1° Editions: P. L. 14-17. -Voir aussi pour l'oeuvre exeg巨tique,

Corpus de Vienne, T. XXXII, F. I, II (1897) et N (1902, 

In Luc. ) : T. LXII (1919. ) In Pasalm. 

2。 Etudes: A. B AnAHD, Histoise de S. Ambroise. Paris, 1871 

( Oe旧陀 i川吕ressante au point de vue litt岳raire) A. nE BRoc 

!1F, 5αint Ambroise Coll. Les Sαints ) , Paris, 1899 ( 1’auteur 

s’attache surtout au Iδle politique) , L ’'Egli.1e et l'empire ramα巾，

T. VI (tout entier). -TH. F侃RSTER· Ambrosius Bischof van 

Mailα时， Hαlle, 1884. P. DE LABRJo旧，如int Ambroise ( Coll. 

Pensee chret ) , Paris 1908; Hist. litt. lat. chret. , -351-

382. R. TmMIN, S. Ambroise et lα morale chretienne αu IVs., 



第十一章 圣盎博罗削 485 

Paris, 1895-P. BAnFFoL, Le Siege Apost ol叼ue, P. 20-28. 

Monographies doctrinales en allemand,. de ]. B. KELLNER ( sur 

I'exegese de l'A. T.), Regensburg, 1893;]. E. N1wrnml陪

(s盯 le m叩ume de Di,eu ) ’ Mayence, 1佣4; ( sur l'eschatologie) . 

Paderhorn, 1907. -A L飞RGEm, Amhroise ( Saint ) clans Diet. 

theol. , Col. 942-951. -P. DE LABRimu, Amhroise (Saint) dans 

Diet. Hist. , Col. 1091-1108. 



第十二章公教诗人

公教诗歌在意大利

由教宗圣达马萨，尤其是圣盎博罗削倡导的诗歌，在第四世

纪产生了足与西班牙人普鲁登斯，高卢人‘诺尔的在i令世俗文豪

所写的互相顿顽的名著。意大利没有产生大诗人，圣盎博罗削寥

寥的作品都望尘不及c 可是，在这半岛上，也有若干尚可一读

的，有关或无关宗教仪式的著作勺

奥塔j齐亚努斯·鲍斐利阿其斤， JJ:罗马最古的公敦诗人。可

是，这个君士坦丁皇帝时的罗马长官．本是个非洲人而且他的诗

歌的宗教色彩，不像他的也常居罗马的同乡维克道冷的是浓

厚的。

普洛巴（ Proha）出身贵族，是个罗马长官的夫人。四世纪

中叶，她用诗来重写圣经故事飞更好说，他删改味吉尔与伊泥易

德的诗为圣经故事诗们从古经中，她写了创世、堕落、洪水，从

新经中，她写了救世主白班生主升天中间的事迹，共计六前脚诗

六九四句c

塞雕力阿斯（如dulit叫与圣盎博罗削的诗实在弥漫着宗教

的气氛。他的著作时期，在四三0年光景平关于他的生平，我们

只晓得他是位司择，尝研究哲学于革大利，留学于希腊士他的最

重要的作品为《复活顷》（ carmen paschale) ＂这是六韵脚的长

诗，共计五卷。卷斗的题材为古经巾的若干奇迹这是一种导言：

后四卷根据四圣史，尤其是圣玛窦，叙述基督的生活，而特别注

意他的灵迹。作者在行文巾，时加以演义式的辞句，时渗以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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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思c 最后一卷叙述基督的苦难，注解保禄下面的一句话：

（我们的救难羔羊基督，已做了牺牲（格前·伍，七·），他又

解释了他的作品的总纲。塞雕力阿斯的文墨，透灵｛也是典型文学

家的高足弟子门他的诗比他的散文，更简单清晰c

塞雕力阿斯写了两篇基督赞美诗：第一篇包括五五句，五前

脚，六韵脚相间的诗。其中一部分，被采用于日课经中，开头四

首（ Asoli~ ort旧 cardine ），用于圣诞节；后面的几首（ Crudelis 

Herod臼 Deum）用于三王来朝节c

二公教诗歌在高卢

（甲）高卢的诗意

在四世纪，比意大利的更丰富c 除圣喜辣利外，还有不少名

留青史的公敌诗人。

“主颂” ( Laudes Domini ）似是最早产生于高卢的公教诗，

约于三二六年，三二三年间。｛央名的作者，为了奥汤地方的→个

奇迹。写了一篇基督，造物主和救世主颂二结尾处，他祝君士坦

丁皇帝康乐c

还有不少的供名作者的诗歌，若琐多玛，若谈约纳与尼尼

傲。这些诗歌透露出当代文人以圣经故事为文章题材的兴趣c

高卢人西伯利央，于四O八年，四三0年间，用七韵脚诗写

圣经故事c 这部著作并不怎样好，虽然他是个弛名当代的典型

作家。

圣在在冷的朋友，雄辩学教授英代来左（ Endechius）写了一

篇很美丽的十字圣号德能诗J 他说十字的枝叶笼罩着全球，它的

叶子是人们的食粮三马利阿斯·做克；武也是个雄辩学家，他大概

是马赛人，死于四二五年3 他的以（ Alethia ）为题材的诗歌，

共计三卷，他叙述人类的来源，从它受造始，至琐多玛和哈摩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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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毁灭止。

奥利恩爵（ Orientius）是奥克的主教，五世纪初写了为两卷

的伦理训话。他的文章是生动、热烈、实际的，虽时显出过于严

肃的气氛。

奥造纳（ Ausone）生于波尔多，是个著名而稍嫌浮夸的诗

人。他好久在本乡任雄辩学教师。他的暮年，也是在那边渡过

的。他曾做过亲王们的师傅，而且也做过官。他的著作世俗的色

彩浓于宗教的。他尤用他美丽的诗，歌颂一个浮雕，他的祖国、

他的父母、他的朋友，以及皇帝们。他又用诗来写墓志铭，短歌

与书信，奥造纳是个有信德的人，他的信仰虽不很深刻，他也写

了若干宗教诗：复活节祷告与晨祷。他的最大的光荣在做了诺尔

在冷的老师。在再冷决意弃俗时他曾三度用“诗信”来劝

阻他。

（乙）诺尔圣否在冷（三五三年，四三一年。）

1*冷生于波尔多，罗马贵族最著名的一个家庭中。他在做奥

造纳朋友前，先做了他的学生，他青年时就厕身上议院〔兰七

八年，被选为执政。次年出任坎佩尼亚行政长官。他居诺尔的时

期，长于居加菩亚的时期。居诺尔时，天主圣宠非常地督促他走

成全之路，造三八九年，或三九0年，他领洗时，始决把他坐落

阿启退尼的巨大产业的 A部分惆济穷人。这个产业，从他于三八

0年回到高卢后，在和平中予以享受。他始隐居于他的妻子，德

肋撒的祖国西班牙。三九四年，巴塞罗那主教祝圣他为司锋。翌

年，他往意大利，居于诺尔。他整个的余生，是借同他的妻子，

在苦修中度过的。三九九年，在冷罹升诺尔主教，于是他尽力为

他的教区神形利益奔走。他于四三一年，死于圣德的馨香中他的

救苦救难的爱德尤昭如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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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穷人之友，他显贵的出身，使他与世上的大人们交游。

根据他的通信，我们可知他与名人，圣盎博罗削，圣奥斯定，圣

热罗尼莫，圣苏尔匹斯·赛凡尔，雷梅西亚纳的尼赛塔，圣欧歇

诸作家都有来住。他的性情温和，他的慈悯，他的良善，洋溢于

他的书信中。“－个多情的灵魂的热忱，→个基督良友的神火，

一个渴爱修成的志愿，跃跃于字里行间c 可能在任何通信中，找

不到这种明朗的诚朴。这是水品→般的灵魂。”再冷留下的书

信，共计五十一封。其中若干封的历史价值，是极重要的。在这

个数字里，杂有→个论爱德的演讲，这是惟一的。他的戴奥陶士

颂辞，业已遗失 ε 阿尔胁，圣热南士殉难录，也是他写的。诺尔

的作品，虽稍嫌浮夸，却是生动的、

在E冷的诗，是他文学遗产中最驰名的一部。在他的三十六首

诗中，十五篇是为歌颂诺尔圣威力克的c i十在在冶来到诺尔后，

十五年中，每逢圣威力克礼日，他必做首新诗，藉表热烈的景仰

之忱。若干首是很长的，或以匠心地志圣人的生平，或以记圣人

坟边的圣迹。兹择其尤著者做个简单的报告。

一、十及十→号诗，是致奥造纳的复书，书中备述他弃俗的

决心。他的诗有着丰富的灵感，比他老师的诗，要高明得多。

二、二十二号，是封给若维阿斯（ Jovius）的信。在这首宗

教诗内，苍苍冷指出：诗的灵感真正来源，或是受造之物的美丽，

或是圣经中天主之言行。读他致尼赛塔的诗信。人们每把他比诸

贺拉西。

三、二五号诗，是举良（将来的厄克冷主教）的婚姻颂

〔三五号诗，是所以追悼青年瑟尔斯的c 二四号诗述马提央尼的

沉舟之祸。

四、他的圣咏译文，计有第－首，第二首和一三六首。

五、墓志铭诗的对象，时为威力克，时为圣玛尔定。

→般地说，苍苍冷的诗，虽稍嫌冗长，是美丽而易于诵读的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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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个诗人才子；假如他稍再努力，正如圣热罗尼莫在给他的信

上所说的，不难进入伟大诗人之林。

坡特里亚（ Baudrjllart）指出：〔或由于他大意的天’性，或因

为他才子不拘文字小节的傲气，或因着他沉沦于天主爱中，对于

形式的藐视，或由于上列的一切因素，在冷不肯抽出空来对于他

的著作，做最后的一番刮磨I：作。而且应当晓得：他并不以诗为

一个正经的事情，不过藉以消遣，和以应付朋友罢了。可是他的

作品，虽没有卓越的思想，生动的形式，却具有精深的情感，缤

密的观察，以及漂亮的词句。无论如何，他是个“可爱的诗

人”。

三公教诗歌在西班牙

西班牙在当时产生了最伟大的公教诗人，普鲁登斯（ Pru

dence）」开始用诗重写圣经故事的朱文哥斯（ Juve配us）也是西

班牙人c 我们只晓得，普鲁登斯出身贵族，并且是一位司择。三

气0年左右，他写了圣经故事，共i十四卷，尤以圣玛窦福音为蓝

本c 诗的格式，频繁地要求他大大地删改了“天主之言’＼诗人

虽极聪明，圣经故事的简单性，通过了昧吉尔的范畴，难免遭到

大损失。可是应受检讨的，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的若干观念3

普鲁登斯：一囚。五年，行年五七的普鲁登斯，发表了一本

诗集：集首的导言，梗概地，报告了关于他的年龄，他的身世，

他的著作。他视诗集为补赎他青年罪过的牺牲。那些罪过，他耿

直地，可是概括地，予以讼承。他从小就领洗入敦。可是他历久

浮沉于扰扰的红尘中：他做过律师，做过官员，而且藉戴奥陶士

的援助，尝被任为省长。于是，倦意来袭，放弃一切野心。他的

年龄，应己交五十开头。为作补牢之叶，运用他的写作天才，从

事攻击异端，表扬圣德，歌颂天主和圣人。四00年，他的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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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游的目的，也不外乎此。发表了他的诗集以后，他就隐了起

来；因此，他的去世日，我们也无法探悉。

他的著作可分三类：

（一）辩道著作，（二）伦理著作，（三）教仪著作。

一、辩道著作计有：

( I ）《反薛玛格论》（ Contra Symmachum）是种驳义，共为

二卷；日的在攻击当时由罗马行政长官代表的外教主义。该书写

于四0二年，或囚。三年．书的动机或是由于薛玛格重新烧起三

八三年的烽火；或是因着普鲁登斯在薛氏的曾经圣盎博罗削驳斥

过著作中，找到了一个有趣的题材c 卷→包罗六韵脚诗六五八

句，诗中普鲁登斯指出：基督宗教对于外教所得的胜利。它虽顽

抗，无害于教会的发展，正如摩尔太毒蛇不能侵害圣保禄宗徒ο

除去导言，卷二包含着一二三句诗c 作者踏着圣盎博罗削的脚

迹，一步步地驳斥博学的薛玛格。普鲁登斯的著作透露：他的爱

国心与薛玛格的，是同样热烈的。

(2）《神颂》 ( Apotheosis ）可能作于普立息立安派猖獗之

时，目的在攻击否认基督神性的学者。作者运用一－0八五句六韵

脚诗，强有力地攻击那些或否认天主三位的斗本派（ Unitaires) , 

或否认基督神性的以贫派（ Ebionites）。作者在用冗长的篇幅讨

论了灵魂的本性，以及后世的刑罚后，又攻击了否认基督人性的

摩尼派。

(3 ）《罪的原始》（ Hamartigenie）计九六O句六韵脚诗c 作

者攻击诺斯士派，尤其是马西翁派的二元论强调说：恶不是从天

主来的，可是从引入犯罪的魔鬼来的。堕落的人，应当学习怎样

约束自己，怎样在生活原则和死亡因素中，选择其一。这部强有

力的书，在文学方面，可能是普鲁登斯最成功的著作；在道理方

面，地狱天堂的描写，反映了他的写实主义？

二、伦理著作描写教父们热烈倡导的善恶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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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采取的方式，不是神修的，而是传奇的。读者看到那些

活跃着的，荷马式与昧吉尔式的角色，难免要惊惶起来；可是，

作者能这样生龙活虎似地，写出那些抽象的实际，的确是难能可

贵的。

这首诗共计九一五句，在这场斗争中。信德轻易地打倒了偶

像教，廉耻战胜了淫夫（残暴的牧猥），忍耐打败了忿怒。骄傲

是最顽强的敌人，谦逊终于斩掉了它的头。邪淫所持的武器，不

是标枪，而是玫瑰花叶；它是微弱的“德军”（ La troupe des ver

tus）最可怕的一员猛将。淡泊围困了宫，控制了它，最后打倒

了那个怪物。这个胜利是在慈善战胜慢吝，协和战胜异端，以及

基督的歌颂声中闭幕的。

兰、教仪著作

《日课歌集》（ Cathemerinon）共计十二篇，其中六篇，是时

辰经；第二篇是昧爽时念的，第兰第四篇是饭前与饭后念的；第

五篇是燃灯时念的；第六篇是临睡前念的，再者，第七篇是大斋

日念的；第八篇是大斋结束时（九点钟）念的；第九篇随时谢

天主念的。最后三篇是关于亡者的；第十篇是平时念的；第十一

和第十二篇是圣诞节或三王来朝节内念的。这些诗歌都是很长

的；韵脚的变化是很多的。最后几篇，一如圣盎搏罗削的，极流

行在教仪中。现在教会中讽诵的。。uicu日叩1e Christum quoeritis 

（耶稣显圣容瞻礼） , 0 Sola magnaru murbium （三王来朝瞻礼），

Audit tyrannus anxius et Salvete flores martyrum （诸圣婴孩瞻礼），

是从他第一篇第二篇，尤其是第十二篇中摘录来的。普鲁登斯整

个的著作，虽未能像最后的几篇登峰造极，他也是个公教诗人中

的典型代表。

《殉教花冠》共计十四篇，专在叙述殉教者的生死。普鲁登

斯对于西班牙致命圣人，六品味增爵，萨拉哥撒殉教者，喀拉奥

拉殉教者，圣攸雷刀亚等等……尤尽了歌功颂德的能事。他也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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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罗马的殉教者，如圣老楞佐，圣加西央，圣希坡利式，圣11~多

禄，及圣保禄，圣依t弱斯等。资料是从民众传授中搜罗来的；他

的著作不是批判性的，也不是历史性的，而纯在引起教友们的景

仰。这些诗歌，在描写刑罚时，虽似过于写实；其中若干篇，无

论在灵感方面，在艺术方面，在考据方面，都达到 r文章的

顶点c

《双重食粮》（ Dittoch邑

经故事图像下的ο

普鲁登斯的－跃，超出了生在他前的一切公教诗人；他几乎

到了诗前文学的峰顶，可惜他缺少也畴，以及心理观察c 无疑

地，他是四世纪首届二指的诗人他具有真诗人的因素：他的感觉

是极深刻的，他的艺术是极成熟的，他的字汇是丰富而多变化

的，时有些过于标新立异。他的思想是坚决的，虽不是独步的，

却是高超的。抒情诗，训II谕诗，他能写各式的诗歌；他还能用诗

来作神学的辩论。我们认为：以宗教灵感寄托于文艺．这是普鲁

登斯的伟大胜利。在这点上．他的著作是重要的，他汀破了文学

历史的纪录。

Les poetes chretions 

BIBLIOGRAPHIE SPECIALE 

Btudes sur ['ensemble du chα:pitre ]. KA川ER, Beitrage zur Ge

sch. u. Erklαrung der αltest. Kirchenh;mnen. , Paderbom, 1881-1886 

(2飞dit. ) . -G. Bmss1rn, Or眩mes de la poesie lαtine chret , clans Lα 

fin du pαgαni.sme, Paris, 1891, II, P.3-177. G. GR1飞PPE ’ clans

L'hy严mn ogie chretienne , clans Revue cl. 具， 1902. ( T. XXX), 

P. 165-182 ：的de sur Le poesie du Breviaire de C. Arn1N -C. BARDrn

HEWER. Geschichte, III, p. 428-456. 一P. DE LABRIOLLE Hist. Litt. l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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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缸， P. 414-444, et 596而6. -B. LEc1rnoo. Hymnes clans 

Diet. Arch. , Col. 2. 901-2910. -Textes divers, clans FEITX CLE\1Pff, 

Cαrmina e poetis christiαnis exce巾的， paris 〔 tra《i

de lα poesie chretienne depuis le Iγ， siecle ‘jusqu ’αll Xγ ， Paris, 1857 

( 1876) . -Quelpues textes traduits clans A. PmzAT, Poetes chreliens, 

LvonParis , 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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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尔匹斯·赛凡尔

苏尔匹斯·赛凡尔的著作都是历史性的；他是当时最博学的

人，他的散文是最漂亮的。三六 0 年光景生于亚奎丹

(Aquitaine）；他的家庭是个望族．他的文学教育是很考究的c

他是个名律师，通过他的婚约，又与执政之家（ famille con

sulaire）结了姻亲。在他青年的支人死后．就弃｛存精－ fl多 n 因他的

朋友在在岭，将来的诺尔主教的表率和训导．以及他频往都尔就正

的圣玛尔定的鼓励，他于二三：九儿年，陀、迹于普.-n：某皂（ Primuli

ac) o 在那儿，他一面精修， 」丽读书。他似领过锋品已盛那特

( Gennade ）说：晚年的他，为赔补他曾陷于白拉奇异端的错误，

甘作喋声的寒蝉〔他死于四二0年，四二E年间门

他的著作计有 a般的宗教历史，以及圣玛尔定传。

关于历史，他遗F了两卷年代记：这是为信友中的知识分子

写的，成于四O三年二这是部犹太历史（根据古经，参以年

代。）以及自宗徒们逝世，至四0 0年的教会历史。作者常引用

安瑟伯的作品。他指出关于普立息力安派的考据，最为精详。年

代记透露，他是个精明的批判学者c 他的文法可以比诸罗马史

家；萨拉斯特与塔西位。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学家很重视这部中世

记轻视的历史著作。斯卡力泽（ Scaliger），称他为神职界中最

纯洁的作家（ Ecclesiasticorum purissimus Scriptor ）。

他的关于圣玛尔定的著作，就是他所以名噪一时的著作。那

些著作包有：（→）《圣玛尔定传》；写于圣人在世时，问世于三



496 教父学大纲卷二

九二年。（二）三封“致安瑟伯”、“奥理略”、“巴苏拉”的书

信，书中叙述都尔主教的死；这可以当圣玛尔定传的附录读c

（三）两篇对话，写于四0四年。它们把圣玛尔定的若干奇迹比

诸东方的神修者的奇迹。这些民众化的历史读物，由于内容的奇

特，赢得了极大的成绩。正为了这点，现代的批判学者，对他的

著作的历史性，表示怀疑。或者竟敢说：书中的角色，是他一手

捏造的，圣玛尔定可能是个庸碌之流。我们以为谁都不能否认书

中事实基本的历史性。我们不否认他的“轻信性”太重；可是

我们不能把他的著作噜当－ ~部小说i卖。不论他的人格怎样，他是

个有趣的作家。

二保禄·奥洛士

保禄·奥洛士大概以三八0年，生于西班牙的布利加，或塔

拉哥讷c 当他于四一三年，或四一四年，为了崇拜圣奥斯定的才

德，往非洲访希坡纳主教时，已是－一个司锋。他把自己的反普立

息立安学说论，献于圣奥斯定3 圣奥斯定读了以后，也写了－－~篇

攻击同一异端的论文。圣奥斯定又督促他作巴力斯坦之游，而且

交给了他两封他给圣热罗尼莫的信c 白冷的隐士朋友一般地招待

他。奥洛士助圣热罗尼莫驳斥白拉奇学说。四一五年，奥洛士写

了一本《论自由意志驳斥白拉奇论》，于是异端人的狰狞面日就

暴露于外；可是，亲白拉奇派的耶路撒冷的若望，就与他起了冲

突。不久，就离开巴力斯坦。途次，战争的谣言使他转赴非洲。

在那儿，因圣奥斯定的掖诱，于四一七年，四一八年间，写了

《反外教人论》。从此，我们失掉了他的形影：他死于何时何地，

我们都不得而知。

奥洛士的历史著作，尤其是一种护道作品。为成全他的著

作，他重提圣奥斯定巳在《天都》内，尤其是卷三中，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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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个问题。他通过一切事实证明：人类在耶稣基督降生前，受

了干戈饥荒，以及别的种种灾难；在当时蛮人的侵害帝国，不能

归罪于外教的解体，以及基督教会胜利。为证明这点，他从古代

民族的史乘里，搜出了一大堆最足动人深思的灾祸，而以写成了

一部以罗马为中心的通史。通史共计七卷，六卷叙述基督降世前

的古代历史，卷一以罗马奠基为J}. （奥洛士指定七五二年)c 中

五卷兼叙罗马及世界历史，到罗马帝国创立为止。最后一卷，一

面指出基督在这 4切纷扰中的地位， 一面运用同样的方法，继续

纪录历史，直迄四」七年。最后四十年的历史，作者是用证人的

资格写的 2 以前的历史，借自古代作家们，那末，后者的价值，

自然及不到前者。

奥洛士不大注意历史资料，而兢兢地批评史实c 奥洛士的历

史，所以能在中世纪披靡一时，也纯由于他的哲学观点。那部历

史，虽有很多的缺点，对于天主t智在历史中的生动描写，是极

耐人寻味的。

三鲁芬

｛甲）鲁芬的生活

提拉尼阿斯·鲁芬以兰四五年，生于邻近阿基来的空科狄

亚。他的父母都是基督徒。他受了」个典型的教育，初子阿基

来，继于罗马。在那边，他与他的间乡人圣热罗尼莫，结了金兰

之好。从罗马回来后，就做了隐士。不久，圣热罗尼莫也来共同

隐修，于是他俩的友谊，更亲如手足。圣热罗尼莫赴东方后，鲁

芬大概在三七四年陪同老美拉尼（ Melanie l'Ancinne）也追纵东

去；且助美拉尼创立隐院于橄榄山上。当时，他在埃及漫游了一

个长时期，访问各隐院，并且有兴趣地谛昕了狄狄马的说论。三

七八年，他也来居于巴力斯坦；且在美拉尼隐院的附近，也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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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隐院，而与同志们精修读书。兰九0年光景，耶路撒冷主

教若望，祝圣他为可锋。在他漫游埃及时，开始崇拜奥利振的学

说。三九兰年，在奥利振学说斗争中，四年之内，他与圣热罗尼

莫绝了交，直到兰九七年，他们始重归于好。

三之九七年春，鲁芬问到两方。因为他竭力宣传奥利振的著

作．又掀起了奥利振学潮。行装甫卸，他就开始翻译庞斐

(Pamphile）的为奥利振辩护， （兰九七年夏）又计划翻译奥利

振的原则论（ PeriArchon）。原则论译本头上两卷问由于三九八

年封斋节。在序言中，鲁芬表示：这是所以继续忙于搞别的博学

工作的圣热罗尼莫的初衷。圣热罗尼莫的罗马朋友认为：这是个

阴险的声明：所以陷白冷隐士于不利的c 这种批评是带恶意的，

没有根据的产兰九八年夏行世的卷兰卷四译本的序文巾，鲁芬自

己，对于这种恶意的宣传提出r抗议2

可是应该承认：译者的这个声明是极度不明暂的。他既晓得

他的朋友怀疑奥利振的著作和l学说，不应当冉牵及他；而且奥利

振学说的正统性既成了问题，他也不应当冒昧地予以宣传。无疑

地，他修改了原则论：可是·－－－－切错误，尤其是关于四末的错误，

没有予以调整。他的著作又加强 f四方（尤在罗马米兰）信友

对于四末的错误观念。他的作风实在带着危险性；可是他不以为

意。他认为一个对于信德和传统怀着坚决信心的人，自动会改正

这个亚历山大里亚巨子的过正之说的。这可能部分地辩护他。无

论如何，他的善意是不容怀疑的c 谁都不能元妨于正义地说：他

是个异端人，是个异端的撑腰者，是个借人们的名义（例如圣

热罗尼莫的），以宣传他的新学说者。在当时，不存在什么奥利

振异端派，虽然他的谬说传流着。圣热罗尼莫在这个问题上采取

的态度，是极端的；他在这斗争中的表示是过火的。

实在这次的斗争，起摞于一个误会；而它的责任，应由圣热

罗尼莫罗马的朋友们去负。他们的怀疑，完全是空的；他们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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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把无稽之谈，去通知这个易于忿↑贵的隐士，这是最危险的。

重视荣营的圣热罗尼莫自然要极度痛心地认为：这是卖友的勾

当，这是卑鄙的手段。他们不久就绝交了，这条鸿沟是不容易填

平的呢！

圣热罗尼莫接阅了原则译本的序言，以及他的罗马友人们的

信后，就给鲁芬写了·封严正的信，可还是友谊的。那些友人没

有把这封信转交于受信人，而于罗马传出了别一封写于同时，言

词更暴庚的信。在该信中，圣热罗尼莫控诉鲁芬为异端人，说谎

者，不忠者，又表示他非鲁芬之流，他不承认奥手lj振的谬说。极

度忿愤的鲁芬，决予辩护，并且向圣热罗尼莫指出：人们还能像

他有益地念奥利振的著作。

这个辩护，开写于三九九年春，而结束于四00年，共为两

卷。当时（四00年），鲁芬上书教宗阿纳达士，提出辩诉。这

个辩诉后并入了他的辩护。在这辩护作品中，鲁芬不但采取守

势，又取了攻势。他说圣热罗尼莫自己曾极度歌颂奥利振；那

么，对于别的奥利振的崇拜者，他不应当这样不留情面。鲁芬安

闲地写f这个辩护，他的引 i正是广博的。卡发来拉（ Cavallera) 

指出：“鲁芬确切的证据，是为他有利的J’这个辩护虽不是t

上的作品，却表明：鲁芬是个才学之士，而他的著作是坚实的。

四O→年四0二年间，圣热罗尼莫暴b了无边地答复了他。这次，

鲁芬明智地没有公开地提出反驳3 这两个隐士引起信友惊惶的斗

争，就这样闭了幕。

这些吹打鲁芬的疾风猛雨，未能怎样削弱他所有的声誉c 此

后．他又活了卡来年，人们（如诺尔的圣再冷）向他表示了崇

高的友谊c 实在，他虔修苦干的生活，应该获得这样的荣誉。在

最后的阶段内，他写了若干不同凡响的著作，同时继续他的翻

译。四~o年，西哥德人（ Visigoths）侵略意大利时，他借少美

拉尼与比尼恩（ Pinien ）游西两里。四 4 一年，他 l三逝于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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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上。

当代人士对于鲁芬的崇拜，“才拉士文献”（ Gelasianum）也

予指出在漫长的岁月巾经不起圣热罗尼莫著作引起的考验，而终

于一败涂地。这个失败是不应该的。自然，他不是个才子，不像

圣热罗尼莫，他的文章的光芒未能掩盖他的错误的思想。他不但

是个译者，他也想跃出樊笼成为作家。他的翻译未能怎样忠实，

这可能或是有意的，或是为了他不了解原文的真面目 υ 无论如

何，他的著作对于后世的贡献是浩大的。卡发来拉说：人们没有

足够地了解他。实在，他是基督教文坛上最积极份子中的一个；

他的翻译虽是第二流的 3 在拉丁文学世界是极有用场的。

（乙）鲁芬的著作

他的作品，有些是翻泽，有些是原著＇＂＇

在他的原著巾．除掉他的观摩书札（己遗失），以及上述的

两个辩护外，应当指出：

→、信经注释：这是个极受重视的作品，写于四O四年c 书

中可以找到最早的全部拉丁语的罗马信经，以及全部的信经

日录c

二、论古圣祖们的降福共两卷， f旬诺尔圣在冷的请求．著于

四0六年，因。七年间 r 他用历史意义、伦理意义，以及神秘意

义来解释雅各伯给于他的 1二个儿子的祝福勺

三、教会历史：写于四O二年ζ＋四0 之年间 3 这部书就是他

附加于安瑟的圣教史后的！两卷U I叙述三三四年，兰九五年

（戴奥陶士死的 4年）间的事情。这部书考据虽不够精详，可

是．因为这种著作，在西方是个破天荒之作，也是宝贵的。苏尔

匹斯·赛凡尔的著作无论在史实方面，在文字方面，都胜他一

筹。鲁芬的历史原著，只有这两卷，可是他于四。三年又翻译了

安瑟伯的圣教史而以流布于两－Ji （他随译随意增损原文，并且

把十卷译成九卷，）。他的问世于四O四年，囚一0年间的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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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史，历久被视为原著，而终于发现了也是翻译的。

鲁芬又译了圣巴西略的著作（三九七年译了他的隐修条例，

三九九年四00年间，译了他的八个演讲。），纳西盎圣额我略

的著作（三九九年，四00年间译了他的九个演讲），伊法·庞

砾格（ Evagre le Pontique）的著作（四00年前后，译了他的格

言录）．伪克来孟的著作（四0五年译了他的回忆录和他致雅各

伯的→封信），庞斐的著作（三九八年译了他的为奥利振辩护）

以及最崇拜的奥利振的著作。四00年始句先译了他的原则论四

番，可是修改了他的圣i气道理，因为官不能受到罗马l读者的欢

迎。四~o年，他译f雅歌注释，以及→二二0多篇论赞。托名奥

平lj振的信仰天主准则（ De Recla in Deum fid叫，也是他译的，

l可是这次译得比较正确。

鲁芬的道理影响是与他宣传的奥利振学说是分不开的ο 应该

晓得奥氏的四末论是不健全的ι 圣盎博罗削，圣热罗尼英，多少

都受过亚历山大里亚博士的影响。鲁芬无限制地，予以胃传。他

虽修改了原则论中的圣三道理，吁是，似力ot束了其它一些不健全

的道理。奥利振关于天神和灵魂的堕落，关于现世人类处境的不

同，和来世复活的形态，关于地献刑罚的时期，以及－切有灵之

物的丰桶和与天主的友谊的恢复的观点都是成问题的c 鲁芬的宣

传，在罗马争得r不少信以为真的人。可悻、隐、士、俗人，对于

那些理论，都感到兴趣；于是，或探考天主的义f息。妇女们竟肯

定：复活起来的她们，将无异于天神。报告我们这一切的圣罗热

尼莫又指出：大半是注疏学者认为忏悔的那部高陶诺少（ Nabu

r:hodonosor）象征自新的魔鬼，他恢复了前在世界上的地位；又

把圣经上所说的“不死之虫，和不灭之火”，指为纯属－种比

喻。关于整个人类得救的问题，圣奥斯定于四二0年指出：当时

信友间的见解，是极度复杂离奇的。这 A切责任，决不该全部放

在鲁芬肩上。圣盎博罗削早也就言：传了其中的几点。 i可惜鲁芬不



502 教父学大纲卷二

自检讨，依旧予以宣传。但是，当代的神学，在这些问题上还没

有定论。阿纳达士教宗虽出谕谴责了奥科振学说中尤为严重的几

点，大胆的理论仍继续流行着，甚至圣热罗尼莫，也不无可以指

摘之处。

显然的，鲁芬的道理影响不止于此，他的翻译美满地掀起了

神修风尚。许多东方的著作，如“论赞”，“圣经释义”，早应当

介绍于西方；可是，在经过了一个长时期后，才由鲁芬完成任

务。他的功绩，批判j学者虽有权利加以检讨，历史家是应予以歌

颂的。

四不同的历史文献

（甲）朝圣记

四世纪遗给了我们两种朝圣记

一、享＇~尔提伽旅行记（ Itinerarium burdigalense ）是本旅途日

记，行文简括枯燥；可是，也有耐人寻味之处。波尔多的旅客怎

样于三三三年，到了君士坦丁堡，他又转赴巴力斯坦圣地巡礼，

然后通过罗马及米兰回到高卢。

二、圣地巡礼记（ Peregrinatio ad loca sancta ）由迦慕利尼

( Gamurrini）发现于一八八四年。后于一八八七年在亚奎丹薛尔

昧旅行记（ S. Silviae Aqt山 I阳吨rinatio ）书名下，干！J行于世。实

在，亚奎丹鲁芬的姊妹，薛尔昧并不是它的作者；真正的作者的

姓名，虽未能指出，她应该是一个留居高卢隐修的西班牙贵妇c

这个伪薛尔昧，于三九五年，遍赴东方：她的旅行先后经过三

年。她轮流地访问了巴力斯坦、西奈半岛、埃及、叙利亚，直到

以得撒。回抵君士坦丁堡后，她先把她的旅行记寄给她的高卢的

同修姊妹们c 旅行记叙述她所见所闻的一切：除去首尾两端，它

还存在着J 她的具体的记事，出以一种简单民众化的文字，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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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宝贵的文献c 她描写的耶路撒冷圣主日中，以及复活节的宗

教仪式，是极仔细的。它在宗教仪式史上所占的一页，应当是最

辉煌的。

（乙）三五四年的历代志作者

这个供名的作者给我们指出了十种不同的文献；其间不少富

有价值的历史性作品。

一、斐洛伽路（ Phiocalus）作于三五四年的罗马年历表。

二、三五四年前罗马行政录。

三、三一二年，囚一一年间的复活节表。

四、二五四年三五四年间的罗马行政长官。

五、自圣路求至圣儒略，教宗死葬日期c

六、罗马致命圣人周年表（这是最古的致命录）。

七、李盘尔教宗名录，上起伯多禄下迄李盘尔c 六世间问世

的教宗史册（ Liber Pontificalis）采用了它的材料。

八、罗马分区记，作于兰三四年。

九、世界志（ U时 chror叫ue du Monde）止于三三四年。

十、罗马志止于三二四年。

（丙）其余的历代志

一、喜拉利亚努斯是个四世纪的非洲人。他于三九七年写了

（一）复活节及月份论，（二）时令论。这两部著作的价值是极

平凡的。

二、所称的圣热罗尼莫致命录是相当宝贵的。这个致命录与

自冷隐士，一点没有关系。这是五世纪产生于意大利北部的一种

丛抄。它的重要基本文献，一为四世纪中叶成于尼哥米底亚的希

腊致命录，二为罗马历本，二为非洲历本。圣热罗尼莫致命录现

有两种不同的高卢本；学者正在寻求它的原本。



第十四章圣热罗尼莫

生活

圣热罗尼莫的长寿可分作两个几乎相等的阶段：第一阶段从

兰四七年始，迄三八五年止；这个波动的阶段，是教育锻炼的阶

段；第二阶段起于三八五年，终于四一九年；在该阶段内圣人隐

居白冷，专心做他的翻译圣经的伟大工作。

（甲）锻炼阶段

圣热罗尼莫以三四七年左右，生于班诺尼亚与达马拉亚交界

的斯特立顿。这是个有钱的信友家庭。十二岁上，就往罗马读

书。在那儿，他热忱地研究拉丁和希腊的典型哲学及文学。味吉

尔尤使他五体投地。他求学时亲手抄写各种名著，而予以储藏。

可惜他的“读书热”未能浇冷他的“情欲热”：在一个时期内，

他是很放浪的；可是他没有失掉信德；良心之声终于唤醒了他。

三六五年，在他离罗马前，从教宗李盘尔于领了洗礼。当他在德

里佛斯作一个短期的巡礼时，开始研究神学；然后决为隐士，回

到阿基来（ Aquilee）。在那边，他住了六或七年，度一个隐士的

生活，同时参加一个青年神职人员的组织，一面读书，一面修

德。他在罗马认识的鲁芬，也是其中的一份子；从此，他俩的友

谊，愈趋密切。

因着家庭的一种摩擦，他于三七四年，遗赴东方。经过希

腊、色吉斯、小亚细亚、到了安提阿。显贵的厄槐利阿斯（ Eva

grius）司择，将来的模冷后任，殷勤地招待了他。不久为着决

意走t圣德的峰顶，隐居于安提阿东边的卡尔息斯旷野二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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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的提贝易德，为压制他沸腾的情欲，以及寻求良心的和

平，他做了令人战栗的苦工。当时，他彻底地研究希腊语，他也

刻苦地读希伯来语。忽然在一种灵感之下，他抛去了外教文学，

专心研究圣经c 东方隐士们因着他不用 rpei'r, U7TOσTασel( 而用

了 Tpla 叩OTB'TTα，控诉他染有萨伯利异端。他就上书达马萨教

宗，呈请他指出：那个术语更好。不久，他又回到安提阿，并且

留居了一个时期（三七七年至三七九年）。于是，他接受在冷的

劝告，被祝圣为司择；可是，他仍拒绝属于某－一个教区。也是当

时，他去昕亚颇利拿里的圣经注疏，且与伯来的犹太人交友。由

于崇拜纳西盎．圣额我略的才德，前往君士坦丁堡；两年之中，

他跟这知名的老师研究圣学3 在那儿，在一个会议席上，他又认

识了尼斯的圣额我略。于是，开始翻译，且予以注释。三八二

年，他陪再冷与圣爱比法纳赴罗马c 这次他去访问教会中心，纯

为了教会的利益7

这次罗马的再度留居，为时虽相当地短（三八二年，三八

五年），关系是极大的，狄撒龙说：“热罗尼莫的生活就开始走

向一个决定性的方向”。他博学之名，早传布于罗马。教宗达马

萨任他为宗座秘书；而且民众的呼声，一致指出：他将是达马萨

的继任。达马萨首先要求他为西方厘订一部统一的圣经拉丁语

本，因为当时通行的，实在太五花八门了。这个工作开始于三八

四年，接着来了其它的一大堆I：作，几乎占据了他以后整个的生

活。他到此时还没有组织的“读书热”，从此．获得一定的对

象c 他的长久的广博的研究，开始为教会一般的利益服务。天主

上智为能使他专心一志地去工作，为他造出了一个新环境3

罗马热烈拥护博学隐士的声浪，不久低沉了下来。理由是一

面由于他对于圣经译本作了尖锐的批判 一面尤因着他对于冷淡

的教友和神职人员的操行，作了无情的攻击。这些恶感的乌云越

来越密了。或竟诬蔑他与那些出身显贵，圣德高超，跟他研究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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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神修，并且在他指导下诵读圣经希腊或希伯来原本的妇女们，

有难以告人之处。这些妇女的聚会地点，是玛则拉（ Marcella)

和她的母亲阿比那（ Albina ）以及阿塞拉贞女潜居的阿文丁别

墅c 其间最引人注意的‘是保辣以及她的两个女儿布来阿拉

( Blesilla）和欧斯道契（ Eustochium）。达马萨在位时，冲突还不

大；赛主斯（ Sirce）当选后，因为他对圣熟罗尼莫的友谊次于

达马萨，冲突立刻白热化了。问心无愧的圣热罗尼莫就决意隐

去。三八五年，他离开罗马赴巴力斯坦。保辣由于不愿失掉这样

的一个导师，率领欧斯道契追踪而去；且在那边创立了一个修

女院。

( z, ）白冷隐士

一、圣热罗尼莫在选定他的居处前，汁划以朝圣者及学者的

资格，周游圣地。在安提阿登陆的一行，除带头的圣热罗尼莫

外，还有他的兄弟保利尼央，味增爵司择，若干隐士，保辣，欧

斯道契以及若干修女。他们沿叙利亚海岸进发，至Jj 巳力斯坦，经

多利买，凯撒肋亚．提奥斯，坡立斯，佐帕，耶路撒冷，而抵白

冷。圣热罗尼莫等继往加利肋亚，埃及。在那边，他于尼脱利

( Nitrie）认识了狄狄马，且与他亲密地讨论若干关于圣经的难

题。到了亚历山大里亚后一月，由于三八六年的如焚的炎热，圣

热罗尼莫等重回白冷，且开始作久留之计。保辣建筑了两座隐

院：一个女修院3 就在基督降生的山洞以及大堂近边；一个男修

院却离堂较远。男修院落成于兰八九年。圣热罗尼莫生活其中，

一面指导隐士们读书修德， →面招待来游圣地的旅客，而以终其

天年c

圣热罗尼莫的巴力斯坦的三十五年文学生活，是丰富的 7 在

圣经学方面，他完成了在罗马开始的校阅圣经工作。三）LO年，

开始写他的不朽的圣经译本，四O五年，全部完成。经过了两世

纪的斗争‘他的译本终于权威地流行于东方：十三世纪时，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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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译本，被称通行本（ Vulgate ）。为这个工作，他费了大量金

钱，设立图书馆，搜集各种子抄本，尤其是那些至今还存在凯撒

利亚的六种语言对译本。他用大量黄金请犹太古教司祭，在黑夜

中，教他希伯来语，或阿兰语。同时他又刊印了他的古、新经注

疏。兰九一年，四0六年间行世的小先知书注疏，以及四O七

年，四二0年间行世的大先知书注疏，尤其是洛阳纸贵。圣热罗

尼莫还遗下他致隐士们的训话，以及奥利振“论赞”的译本c

可是，他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是圣经；还应当加上别的许多历史

的，神学的，翻译的作品：他的愈来愈多的通信， 4巨策他讨论种

种微妙的问题c 他的若干关于神学，以及注正在学的信件，简直是

科学的论文c 元怪苏尔Q~斯·赛凡尔斯这样批评了他：“整个的

他是在研究工作上，淹没于书海中；白日黑夜，他不知休息；他

不停地．或浏览，或写作。

二、可是，奥利振学说的斗争，差不多在十二年巾，扰乱了

他清静的研究工作。他消磨了不少的光阴于这个所称的“圣热

罗尼莫烦恼中。他本与东方几乎整个的学者，崇拜奥利振学说。

为此他翻译了不少奥利振的作品。在来居自冷前，三八0年，在

君士坦丁壁翻译了九篇“依撒意亚论赞”，十四篇“耶肋米亚论

赞

“雅歌i仓赞，，己到了白冷后，三八九年，他翻译了三九篇“圣路

加论赞”。他每次谈到奥利振，必不忘予以歌颂c 在他三九三年

问世的名人列传中，奥利振也有他的位置。三九三年，亚德比阿

( AteLius）来到耶路撒冷；三九四年，圣爱比1去纳也未巡礼；于

是关于奥利振学说的问题正统性，更趋明朗。耶路撒冷若望不管

妻菲之口，始终忠于热罗尼莫。鲁芬与若望一道同风G 热罗尼莫

被爱比法纳说服后，决与他的主教断绝关系。该主教想驱逐他，

总没有做到c 当时，一连好几年c 白冷，耶路撒冷．橄榄山间相

互的关系是极度紧张的。三九七年，因亚历山大里亚的德奥斐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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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停，热罗尼莫与他的主教，以及鲁芬重归于好c 可是，对于

奥利振学说，仍各持其见。

兰九七年，鲁芬离东方回意大利。不久就络绎地发表了庞斐

的《为奥利振学说辩护》译本，以及《原则论》译本。《原则

论》译本的序言的火药气味，据说是很重的；于是像已平的风

波，又掀了起来。三九九年，圣热罗尼莫为暴露奥利振学说的错

误，把整个的原则论译了出来。四00年，阿纳达士一世，因亚

历山大里亚的必奥斐肋的请求，出谕谴责奥利振错谬的道理；他

曾两度邀请米兰主教共同表示态度。在东方，圣热罗尼莫与德奥

斐肋也予攻击。四0一年、四O二年、四0四年，德奥斐肋的复

活节牧函，都由热罗尼莫译出。四0六年攻击圣金口若望的册

子，也是由他执笔的。可是，在这场风波里．最重要的文件，就

是有名的《驳斥鲁芬论》（ Apologie contre Rufin ）。

四0一年，阿基来的司锋完成了他兰九九年开始的《辩

护》。书中他不但为人们加给他的罪名（异端人哪，阴险之流

哪。）作辩白，又从白冷隐士的著作和生活中，摘录出一系列直

捣他心脏的事实。他尤指出了：热罗尼莫怎样同奥利振有关系，

怎样与教他希伯来语的古教司祭有来往 他怎样阅读了外教作家

的作品。热罗尼莫获得消息后，不待《辩护》来到，就握笔予

以反击；鲁芬致阿纳达士的辩护，他也一并予以驳斥。这是因。

一年末，他所写的“自我辩护”的对象。他的言词是极激烈的。

幸鲁芬没有公开地再予反击。他只把自己的著作，附函寄给了热

罗尼莫。王冷隐士认为：该函满是酸苦的谴责以及恫吓，甚至假

使需要的话，不惜乞灵于法庭。热罗尼莫在这个澎湃的怒潮中，

写了他的第三卷辩护（ Ultima responsio abversus scripta Rufini ）。

他的辩护天才从没有写出这样辛辣的文章；可是太不值得了。毫

无疑惑，鲁芬很能不用攻击他易怒的对方，以捍卫自己。实在鲁

芬有理；可是他的《辩白》并不使他更有理。热罗尼莫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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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充分的；他所说的，不过是一大堆牢骚而已；可是，这些牢

骚的外衣是锦绣的：日久天长，鲁芬的声誉，受了不可补救的

损失。

我们只能从白冷隐士坚决的传统信德，以及他对于道理正统

性的重视予以原谅。在他｛空惚的工作与任务中，他最注意于维护

他的道理的正统性。为此，他不顾 A切。全力以争。我们又以

为：他的这个行径的责任，也应当由他给以错误报道的意大利及

罗马朋友去分负c 一句话。这个使圣人们痛心，教友们惊惶的斗

争，是由那些家伙挑拨起来的。

三、热罗尼莫的辩护天才，在其它的环境下，用来要好得

多呢！

（一）他第二度留居安提阿时，大概在三七八年左右．为攻

击琉息安裂教徒，他写了二篇简短的对话，共分两段c 所说关于

教会，圣统，以及圣事的 A切，都是有趣味的。

（三）他寄居罗马时，三八三年，驳斥了赫尔维狄。赫氏本

是没有多大教育的世俗人，后做了奥森斯的门生，米兰亚略派的

主教。他胆敢在一本书里强调：玛利亚产生了耶稣后，又产生其

它的小孩子；而且婚姻并不劣于守贞。这个坚实漂亮的驳义，根

据圣经光荣地证明圣母的卒世童贞，以及童贞→般的高贵性。

（三）三九三年，热罗尼莫又写书攻击佐维亚那斯（ Jovin

en）隐士指出：守贞胜于婚姻，死信德（没有善功的信德）是

救不了灵魂的。

（四）四O四年，他又攻击了另→个抗议教的先驱，高卢的

味吉冷斯司择。三九四年，他曾往白i令拜访热罗尼莫；回国后宣

传：精修生活，以及外表的敬礼，尤其是圣人们的敬礼，都是应

当取缔的。四0六年，热罗尼莫再度著书予以攻击；可是，那个

可怜的家伙，当时正垫伏于巴塞罗纳本堂内。

圣热罗尼莫和圣奥斯定的友谊，开始时也遭了风波c 三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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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希坡纳主教写信给热罗尼莫（一）请他先译东方的注疏著

作，因为奥斯定认为古经，七十贤士译本已够应用；（二）批评

他的迦拉达书注释。这封信正如后一封信（六七号）都没有寄

到收信人于里。可是内容与前」封相像的后一封信，囚。一年时

流传于罗马。怀着恶意者指出：为热罗尼莫，这是 A种谴责。奥

斯定得到消息，于四。二年，四O三年，写了第三封（－－0一

号），表示他的态度。实在，当时热罗尼莫的声誉，因着带色彩

的道路流言，遭到了些腐蚀。热罗尼莫在致奥斯定的前面几封信

里，没有就对方提出的问题，予以答复。奥斯定接到了热罗尼莫

的第一封信后 c~o二号），从速写了一封回信（一~o 号），

fPJ 白冷隐士表示景仰c 热罗尼莫在致奥斯定的第二封信（一一

二号）内，才回答了他的问题：一面坚持他关于安提阿事件的

见解，一面表示古经新译本也是当务之急。最后， 一如在再后一

封信（－一五号）巾所说的，｛也请求奥斯定以后不再提出疑难

的问题。奥斯定于四0 四年，或四 0五年又致信热罗尼莫（一

一六号）表示歉忱。在该信内，奥斯定虽没有改变他对于安提

阿事件的见解，对于古经新译本却赞成热罗尼莫的计划。信结尾

处，奥斯定又向他作了坦白的友谊表示。他俩第一度的来往，就

止于此（四0五年）。这个来往，应当复活于十年之后。

反自拉奇斗争展开后，圣奥斯定又主动地与圣熟罗尼莫联

系c 四一五年，他遣保禄·奥洛士持致热罗尼莫信两封，驰赴巴

力斯坦（一三 A号，一三二号）。使者的任务尤在就近视察白拉

奇的动态。当时，热罗尼莫也很予以注意，因为白拉奇的道理，

受自一个叙利亚司锋鲁芬其人，而且他就是热罗尼莫派赴西方监

视阿基来鲁芬行动的。热罗尼莫在他四一四年，致i武息丰的一封

重要信件里（一兰三号），指摘了白拉奇的“不可能犯罪说”以

及“麻木说”（ Impecance et apathie）。囚一五年，热罗尼莫又写

了长长的三卷“反抗披雷杰派对话” c 他根据圣经提出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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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极宝贵的。结尾处，大概是因为他在奥斯定后，来谈同一的问

题，指出他没有割窃人家什么。四一六年，奥洛士持热罗尼莫回

信（→三四号）回到非洲。信中热罗尼莫极惊奇地劝众人团结

起来，一致反抗新的异端。东方的自拉奇派捣毁了圣热罗尼莫指

导的一切隐院，以示报复。四一八年，该异端受到了正式的谴

责：热罗尼莫不胜欣慰。这些就是他最后的 A个安慰，因为他是

于囚一九年九月三十日，长逝于白冷的。

（丙）圣热罗尼真的性格

首先，圣热罗尼莫是个作家；换句话，我们应当在这个角度

下去批评他。卡发来拉（ Cavallera）表示：“在这伟大世纪的一

切教父中，他以文章的艺术，辞令的丰富，行文的别致，天才的

生动，独树一帜。他比任何人更悬悬于一个妙句得来的称赏，或

一个用得不当的字眼和成语。以及结构不健全的句子引起的指

捕。许多典型作家的文章，与他自己的辞藻在他的生花笔下，自

然地蔚为奇观。雄辩学家重视的任何艺术，职业作家的任何工具

都掌握在他手中”。因此他怀着一种夸张的倾向，讽刺的本色，

感伤的情思c 狄尔蒙（ Tillemont）下面一句厉害的话，不是无困

的：“谁是他的敌人，谁就被他视为人中最卑贱的一个c ”

实在，热罗尼莫的性格是有弱点的、策傲，忿怒，旁人为他

的仇敌。可是，他有他出等的德行：耿直、忠义、克苦、神贫、

热爱圣经、发奋求学、拥护正统道理、巩固传统信德、攻击异

端、专务神修、孝爱圣母、埋头工作，为教会学者树模范，并且

留下了最有价值的著作。

二圣热罗尼莫的著作

（甲）关于圣经的著作

一、圣热罗尼莫不但校阅圣经，又予以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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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想只校阅古拉丁语译本（飞Tetus Ital a）。三八四年，他于

罗马修订的新经，就是现在通行本（ Vulgate actuelle ）。他校订

的圣咏集，只用于罗马圣伯多禄大堂（ Psatterium romanum ）。他

回到巴力斯坦后c 利用奥利振的六种语言对译圣经，继续校阅圣

经3 他重新校阅的圣咏，被称为高卢咏集（ Psalterium gallica

num) 0 现在圣经通行本的圣咏就是这样产生的二他几乎校阅了

整个古经；可是，除去约1fJ传，其余的都已遗失。三九0年，他

计划翻译整个的古经；至少有希伯来语本或阿拉伯语本的一部

分。约伯传和友弟德传是从阿兰语本译出来的，达尼尔先知书与

J［斯德拉书是从希腊语本译出来的（巴路克书，玛加伯书

( Ecslesiastique），智慧篇没有译出，因为热罗尼莫怀疑它们的历

史性）。他的新译本完成于四0五年c 它虽闲难地渐渐传播出

去，至六世纪末几乎整个的西方，己予以采用。十三世纪，他的

译本被称为通行本（ Vulgate）。为此，现在的通行本包括四种不

同的译本：新经是圣热罗尼莫的第→次校阅本；古经部分．圣咏

是圣热罗尼莫第二次的校阅本c 四种后补经典（ Deut岳ro-canon

iques）是古拉丁译本．其余的都是他译的 J

二、圣热罗尼莫的经典译本是极有价值的；而且也是他最好

的著作。可是并不是没有缺点的，若干译得太快的部分（约伯

传一天，厄斯德拉→夜）是比较差的；相反地，有些译得也很

快的书，倒是很好的（撒落满书兰卷是三天译完的） c 他所译的

各卷，在节目上，都有不准确的地方，可是在大体上，是出乎寻

常地忠实的。原始历史经典译本（ Protocar叫ues ）是最出色的。

圣热罗尼莫不但注意希伯来本的原义，还顾到在西方已成为传统

的谚语，以及文章的好风味己他不单应当精通原著的言语，还应

当认识犹太人的历史习惯c 然后可以看清原著的真面目，并能避

免－－－种令人莫名其妙的生译。圣熟罗尼莫贯在是当代译家的巨

星；天主I二智通过他给了教会一部与原著质实地相符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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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关于圣经的著作

圣热罗尼莫的圣经注疏是极有价值的。这里我先举出他的几

本比较间接的注疏作品。

（→）他致白冷隐士们的讲话，不但行文简单，而且关于伦

理神修的议论，都是很实用的。

（二）他关于希伯来哲学的著作，计有 (I ）创世纪中希伯

来问题。它是很复杂的，而且实在是第一卷圣经的注疏；其中包

罗着古犹太学者的各种评语。作者指出了关于语言的批判，虽偶

带些主观，确是弥足珍贵的0 ( 2 ）论希伯来人地名书，可称人

地名原学（ Onomasticon etymologique ) G 应当指出作者的准则是

他的臆断。

（三）古经地理志，总记希伯来各地的形势和名称。这是安

瑟伯地名志的标本；但是他又添上了九十个无多大关系的地名。

圣热罗尼莫的圣经注疏可分两类：片断i主疏，先知书注疏c

下面我们不谈圣咏小注疏（ Comme-ntarioli），也不谈那个已经遗

失的圣咏大注疏（ Tractatus in Psalmos ）。

一、圣热罗尼莫的片断注疏。

（」）训道篇注正在（ Commstaire sur l'Ecclesiaste ）是他深刻

的，最早的注疏作品。该书透露：作者似还在摸索着。

（二）圣保禄四书注疏（迦拉达书、厄弗所书、弟锋书、费

肋孟书），虽仓猝地写于三八七年，兰八九年间，己标帜了作者

有力的权威。圣热罗尼莫在他的迦拉达书注疏中指出：圣伯多禄

和圣保禄在安提阿的冲突，纯是一个预定的把戏，而以教训信友

的。圣奥斯定为这个问题，曾提出了异议。

（三）圣玛窦注疏曾极受欢迎，至今还是很有用的。这本书

是圣热罗尼莫是因着格里摩拿的安瑟伯的请求，而于十五天中写

成的。书内他只指出了为了解玛窦福音的一般南针。后来他又补

写了关于伦理神修的部分，可是终未见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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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默示录注疏纯是维克道冷·柏陶著作的改写。改写

时，他运用了多那i武派人提科尼阿斯的一本作品。

二、热罗尼莫的先知书注琉，是他挖空心思的著作c 当他翻

译圣经时，他已开始写；以后，毫不懈怠地继续写到死。

他的小先知书庄疏开始于三九二年 写得很缓顿。三九三年

初，发表了纳鸿书、米该亚书、索福尼亚书、欧瑟亚书、哈巴谷

书注正在。三九六年，发表了约纳书和亚北底亚书注疏。至于臣加

利亚书、玛拉基亚书、哈盖书、岳厄尔书、亚毛斯书注疏，到了

四0六年。四0七年才行世c 他的注正在方法，是」目了然的。他

先根据自己的译本，以及其它的希腊语译本指出字面意义。可是

这种“历史性的意义”，一如他所说的，不使他感到大兴趣。他

追求的，尤其是象征意义；他喜欢把经语一面拍在耶稣基督，教

会教友身上；一面拍在异端人、魔鬼、罪人身仁。他每跟着奥利

振滥吹讽喻主义。可是不应当否认：即使这样，也已供献了许多

默想资料于读者。

大先知书注疏，是紧跟在小先知书注疏问世的。四O七年他

开始写达尼尔先知书注疏；他的方法已稍有转变；他着重艰难的

篇幅。轻淡地描写了其余的，但仍保持着一J般的注疏面目二可

是，这个方法得不到读者的赞成；于是，他再度以旧方法：在字

面意义后，加以象征与神秘意义。他的长为十八卷，有名的依撒

意亚先知书注疏，就是用这个方法写的。福才尔（ Fofget ）说：

“－般地讲，字面意义，不但鱼贯地说来，而且说得很明朗。无

比美丽的篇幅，强有力的顶言，描写得又细致，又壮严。”兼先

知，圣史，宗f走若望的默示录注疏，自然也是用这个方法写的。

他的厄则克尔先知书注疏（四~o年，四一四年）在象征意义

方面，有若干过正之笔。耶肋米亚先知书注疏（四一四年至四

二六年，未完），论道正确，视察新颖，可与前两卷看齐，可是

它不但元比地侧重历史意义，又尽力避免讽喻主义最易产生的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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晦和错误。圣热罗尼莫也提及白拉奇学说的斗争。

福才尔指出：在注疏方面，圣热罗尼莫是属于亚历山大里.＼［］！＿

学派的3 这点，一看他对于圣经内容的观点，是就可以见得的。

“在他眼里，圣经像条很深很深的海．满是神秘之渊c”即使在

它最简便的部分中，这也不在例外。它丰富的宝藏，决不是一次

肤浅的注正在可以采尽的……在于面直接标榜的，或捕象的，或具

体的，历史的，或伦理的思想与真理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真理

世界“那些更高超的真理，我们所当下 J番T夫好好的研究它．

以期予以掌握Y 他终身照奥利振的方式，追求圣经的精神意义

( Sens spirit时lL 自奥利振的学说风波发生后，他对于亚历山大

里亚的老师，也知硝怀戒心c 他也更科学地先确定一个字面意

义，以作神秘意义的基础；于是，或闲着他的圣经研究业已成

熟．或由于他已不再想入非非，或因为他与犹太学者频繁的来

住，他的研究方法，确有血著的改善。他的大先知书注疏，多方

面地透露：他的注疏学已到炉火纯青的佳境。

（丙）其余的著作

一、他凭帚腊语本的翻译，为数甚多。

（一）奥利振七八篇论赞、卡四篇论耶肋米亚、「四篇论厄

则克耳、九篇论依撒意亚（三八0年，三八一年间），两篇论稚

歌（兰八三年至兰八四年间）气九篇论圣路加福音（三八九年

至三九二年间L

（二）原则论（三九九年）

（三）德奥斐肋的复活节牧函，圣爱此法纳信」封。

（四）帕科密阿斯的隐修条例和他的若干函件c

（五）凯撒肋亚的安瑟伯地名志和历代志。

（六）狄狄马的圣神论（毛八四年至三八六年间）。

二、辩护著作

（一）反耶路撒玲若望论（三九六年）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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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鲁芬论（卷→卷三，四。一年；卷三，四0二年） 0 

（三） ( Altercatio luciani et orthodoxi) （三七八）

（四）反赫维提阿论（三八三年）。

（五）反佐维亚那斯论（ ι 九三年）。

（六）反味齐冷西阿论（三九三年）。

（七）反白拉奇派对话（囚一五年）。

兰、历史著作

（一）记年表，安瑟伯记年表二。热罗尼莫加上了记年表

兰，这是一部三二五年，三七八年间的通史。它的贡献是很

大的。

（二）名人列传（三九二年）在前很受称赏，现在每受批

拈。圣热罗尼莫允推为公教文学历史开山祖η 它虽不无缺点，因

它所传的一三五个作家（自圣伯多禄起，到他自己止），我们获

得了最宝贵的历史资料。热罗尼莫本只想为与圣经学有关的名作

家立传，可是，终也为若干异端人、犹太人、外教人立了传，若

塔西央．斐伦，辛尼加等。其中四世纪的一部分，最耐人寻味，

因为它是很别致的。其余的都是从安瑟伯抄来的。

（兰）他还遗给了我们三个隐士传： A为圣保禄，他是独修

者；（兰七六年）二为玛尔谷，他是隐士（三八六年至兰八七年

间）；三为圣喜雷立温，他是巴力斯坦隐修土的鼻祖（三九一

年）。此外他的六号信是纳颇内央传， ~o八号信是在草拉传，一

工七号信是玛则拉传r

热罗尼莫致命录与圣热罗尼莫毫无关系。

四、圣热罗尼莫的通信可算是他最好的文学作品产约计→二三

五封信，所论的事情，是极复杂的。关于神修的信，或劝人弃俗

精修，或教人怎样精修。卡四号｛言劝希利奥多刺i量赴卡尔息其斤，

二二号信劝欧斯达邱斯精修；五二号信向纳颇西央指出可锋生活

的准则。人们很能把关于已故闻人的书信，以及帕科密阿斯隐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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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译本也放在这一栏里。他与圣奥斯定的通信。在道理的观点

下是很重要的。其它的或论神学，或论注疏的函件，简直是长篇

的论文c 他的 a切书信。最简单的也不例外，都奇妙地反映出圣

人的心灵，以及当时教会的处境。圣热罗尼莫自己，也把他的书

信，做成了若干集。热罗尼莫写信时常面对民众，因此，他的文

学色影，时觉过度浓厚。

三圣热罗尼莫的道理

（甲）圣师

圣热罗尼莫虽具有作家的惊人天才，以及强有力的个性，还

不是个拔萃的思想家。他未能如奥斯庄、安瑟尔莫、多玛斯，在

道理上作深入的观察。即使为了辩护正道的需要，他指出的几

点，也不过是传统的，未经全部熔化的几点。狭义地说来，他不

像当代大半的大圣师们．又是神学家，又是演说家，又是善牧。

可是他的道理权威不因此而稍削弱。

一、他的权威的来源有三种

（一）广博与确切的学问：夭主上智要他贡献于教会一部符

合圣经原著的拉丁语译本；而他为自己的著作，提供了最巩固的

保障。首先，他是个博极群书的学者。他的学识超过任何拉丁教

父。他的世俗文学也是广大的， 一切拉 I文学著作，他都涉猎

过c 圣奥斯定指出：他念过一切教会的文学作品；他的注疏著作

所以能这样丰富，就得力于此。他同时精通：拉丁语、希腊语、

希伯来语：他的阿兰语也有相当的程度。最后，他的历史地理知

识，更加强他译者和注疏家的权威。可惜他在圣经学上，没有作

出 e个整个的灵感理论。在他的著作中，虽可发现些鳞爪，总觉

美中不足。

（二）传统的尊重：这是他反异端人最得力的武器二拉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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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gent）表示：他深识传统，他如后来的鲍书爱，视传统如靠

山。为反抗异端人，他提出古代作家的观点或教会历代的习惯。

为研究圣经的意义，他必先就正于教会的传统见解。他认为：教

会的见解，就是圣经的作者，圣神的见解。

（三）明朗的公教信德准则：圣经的真正意义，当由教会指

出。教会代表传统；拒绝服从教会的人，就是异端人，就是教会

的敌人 3 热罗尼莫行将长逝之前表示：“那些异端人，我总不予

原谅；相反地，我没有例外地看教会的敌人，就是我个人的敌

人。”这个教会一般的护道使命，他空前热烈地特以归于罗马教

会。他于三七六年。从叙利亚土呈教宗达马萨的那封有名的函件

（十五号）中萨列了罗马教会一切的头衔：“我惟基督是从；我

惟你的福祉，就是伯多禄宗座是瞻；我晓得教会建筑在那块盘石

上。”他又说：“谁不在诺厄的舟中，谁将沦亡于洪水内。”在其

它的信中，他不断地强调：罗马教会的信德，曾受过保禄使徒的

称扬；它是启示真理的最高章则，最后标准。

二、圣热罗尼莫的道理权威，在原则上，确是极巩同的c 可

是他在若干节目上的，不是无关紧要的错误，似削弱了这个权

威。这里，我们认为有申明的必要。

（一）第→个难题是有关教会圣统制的。圣热罗尼莫似说

过：主教的职位并不高于司锋的职位；而且主教的职位纯由教会

规定的。人们从他的著作中摘出的若干观点，确高高地举扬了司

锋的职位；可是，不足以代表他的真正见解（应当明了：他每以

脐枉过正的姿态，辩护他心爱的一个学说。

一、教会原始的集团，是由神职委员会（（；苦。llge precsyter

al）管理的（可是也由一个神长管理的）

二、神职委员会成员或称 E们0万01TOL ，或称作pEσ侃T甲oi;

在当时，这两个字是同义的。

三、这些领袖是否都是主教 或都是司锋？圣热罗尼莫似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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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提出这样的问题。圣热罗尼莫好像看他们是→般的司锋；因为

教务的突飞猛进．就从这个委员会里选出了一个总领袖．以祝圣

司择，管理教会。

四、主教的这个威权，在避免教会分裂；可能正为了各地分

裂的现象，而作出主教制度，而使一切神权委员会，隶属于一个

主教。

五、主教制度原则地是由耶稣奠定的，可是，细则地是由教

会厘订的。圣热罗尼莫，为高举可锋的职位，更强调了第二点c

在他说：“主教制度的教会建定性强于基督建定性”时，他并不

想说：主教制度是纯由教会建定的。

（二）无论如何，即使在这点上，热罗尼莫犯了错误，但是

他的圣师的一般权威，并不因此稍弱。他又曾错误地否认补入圣

经目录的几卷古经的历史性，可是，他的权威依旧屹立着。自从

他移居巴力斯坦，生活于犹太社会中后 他越来越怀疑七十贤士

译本的价值；最后他纠正了他跟着当代学者视以为启示之作的错

误；而且又揭出了书中很多不正确的地方。这是我们应该予以称

扬的。

（三）他的四末道理也是他进步的里程碑．虽然其中还拖带

奥利振的泥水。在奥利振学说纠纷前，他相信奥利振派许多的大

胆的学说：如众生（魔鬼也不在例外）得救的问题以及复活起

来的肉身的神体性。三九四年后，圣热罗尼莫开始攻击这类学

说，可是他仍认为：魔鬼的刑罚可能减轻， －切基督徒都要得

救，基督徒在地狱中的刑罚，不是永远的O 这些道理，其它的圣

师，尤其是圣盎博罗削也予赞同。这些问题，因为当时教会还没

有予以制定，颇使人们议论纷纷。圣奥斯定起，解决了其中大半

的重要问题。圣熟罗尼莫在奥斯定前，跟着奥手！J振，攻击了千年

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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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圣热罗尼莫道理的若干特点

冉、圣宠。圣热罗尼莫曾向白拉奇学说大张拈伐；他认为这

是外教主义的遗孽。他的一三二三号信沉痛地攻击人没有情欲

( d7rd8ELα）以及能仗自己的力量不陷于罪（ dv叩叩Tη盯在）的学

说。“在对话里，他引起圣经，强调圣宠的必要性。圣热罗尼莫

不否认人有意志；可是他指出，意志不能脱离天主的辅导乙要与

不要，果是我们的事；可是我们的事，少了天主怜惜．就不是我

们的了。”他的耶肋米亚先知书注疏指出： “不但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意志，也需要天主的扶助。”在这部著作里，他也表明：

“没有超自然的扶助，忏悔也是不可能的。”他结说：“请看天主

的扶助是怎样重要的，人类的处境是怎样脆弱的！即使我们要忏

悔，事前也应巧由天主推动我们，不然，我们绝对不能实行。”

不错，圣热罗尼莫也说过：天主在他的仁葱、中，等侯我们忏悔回

头。可是，这个白拉奇学说纠纷前的观点，不但不与前者冲突，

而且并确定了前者的意义。

人们也指出：圣热罗尼莫的若干观点，带着半白拉奇学说的

气味。他在对话中说：“天主虽在我们完成了善工，可是这是由

我们开始的。”“请求的是我们，允求的是天主，开始的是我们，

完成的是天主。我们能奉献，我们不能创造，创造的是天主。”

这几句话，我们应当与他致狄麦脱里亚（ D的时tiriade ）的信

（一三0号）并i卖3 在白拉奇学说纠纷前，圣热罗尼莫写道：

“呼唤是天主的事，信从是我们的事〈如果我们就不信从，不是

因为天主是无能的；天主把他的能力托于我们的意志，务使义人

的意志获得赏报J’这里作者，把神圣工作的开始归于天主，而

把它的完成归于人c 显然，作者时侧重这一面，时侧重那一面，

两面并不互相冲突。人们不能指摘作者缺少一贯性“人们可以

向他要求的，就是一个关于圣宠更大的综合。这个综合，圣奥斯

定给了我们 3 应当晓得：圣热罗尼莫在他的著作中特别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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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捍卫伦理以及神修的权利c

二、伦理与神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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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会整个的伦理学，因佐维亚那斯的理论而受到攻击c

佐维亚那斯指出： （一）领洗而具有圆满信德的人，不可能犯

罪；（二）谁藉信德保持着圣洗之宠，不问他的成绩如何，将获

得同样的赏报；（三） －切罪恶的轻重是相等的，正如一切苦功

的价值是相等的。这就是抗议教只凭信德无需善功的救灵学说。

它尤是相反神修的；它强调守贞与结婚，在功劳的观点下是相等

的c 圣热罗尼莫看到这种学说恶劣的后果，奋诀而起，根据；武滔

良的观点剧烈地F以攻击。这里．人们仍不满于他攘斥那些无膺

的与顽固的结婚者（ Mar‘ieurs in,;atiables et obstines ），以及婚姻本

身的过激言论c 作者两可的言论，甚于他两可的思想。读者每因

感到不安。四O一年左右，圣奥斯定的婚姻论（ De buno conju

gali ）是为予以纠正而写的。

圣热罗尼莫所论的神修，就是精修生活（ La Vie rcligieuse) c 

他不但口若悬河地拥护和宣传神修，而且还以身作则。他要求天

主的被选者不怕牺牲他最心爱的东西。他劝青年隐士：（·）笃

爱清静（他不稍犹豫地声明他在世俗中要感到窒息J （二）过

＆个在」个长上指导下的公共生活伫 （兰）甘愿粗衣物食，

（四）庚续地祈祷，唱圣咏． （五）研究圣经，甚至圣经原本。

关于最后一点，他也要求于贞女以及白发的妇人。 」般地说，他

在精修生活中强调的，是它的清苦η 一句话，这个伟大的灵魂，

无论在德行领域，在学业领域内，最恨平凡而崇拜峰板。他的火

A般烈的笔舌，也就中因于这个心理c 最后，他虽强悍，他是精

修生活的宗徒。

二、圣玛利亚与圣人们c 圣熟罗尼莫捍卫精修生活时，也建

立了其它的功绩。（ ~）他坚持传统的观点，强调圣母玛利亚，

在产生前、产生后（反对赫尔维狄）、以及产生时（反对佐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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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始终是童贞女。（二）他拥护殉教者以及圣人遗骸敬礼，他

详细地阐论了它的性质。“我们恭敬殉教者的遗骸，就是钦崇殉

教者的天主。加于仆人们的敬礼，应当归到主人。”这里，他的

一种重视传统道理的特性。又明朗地显露了出来。

Saint Je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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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与著作

（甲）生活

卡息亚那斯（ Cassien）诞生于东方某一个地方；可是历史

家说他生于布罗温斯。他的家庭教育是很好的；三八二年，同他

的朋友才尔孟到白冷，开始精修生活后，他的学识更有长足的进

步。二或三年后，精修的热忱促他去拜访埃及的隐士，差不多十

年之中，他孜孜地就正于最有名的神修老师，而且记录他们的指

导。当他与那些老师分别时，他己拥有一个极其丰富的精修府

库。四00年．他在君士坦丁堡从圣金口若望子，膺受六品。四

。五年他往罗马，向教宗；意诺增爵一世，递呈神职成员为被流主

教的呼吁书c 他从罗马回来后，不再居于君士坦丁堡。四一0

年，他出现于马赛，在那儿他创立了有名的圣做克成隐院，而以

终天年。他在该城里又创立了－个女修院。通过他的倡导、训

诲，尤其是他的隐修规例，西方的隐院生活得以蓬勃地展开起

来。他死后，民众视之如圣人，在布罗温斯每年举行他的瞻礼。

在他的著作中，虽染着若干半白拉奇异端，可是，在那些道理还

没有定论的时候，这是不足为病的。他的事主的热忱，反白拉奇

杰的以及聂斯多略的异端的姿态，足以使后世景仰不衰c

（乙）著作

卡息亚那斯最重要的著作计有关于神修的准则及语录。他的

聂斯多略异端驳义 吾主降生论写于厄弗所公会议前，自然

不无价值；可是圣济利禄的关于同一问题的著作，弄得它暗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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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光。

一、神修准则－一隐修者规例与针对八个罪宗的药石论十二

卷－一是彻阿脱主教，圣卡斯矶的请求而写的。书中他阐论了

（一）隐士的服装（卷－）、 （二）黑夜向日的经课（卷二卷

三）， （三）放弃世俗（卷四）。接上去，他指出了攻击贪要

（卷五）迷色（卷六），惶吝（卷七），忿怒（卷八），忧愁（卷

九），懒惰（卷十寸，虚荣（卷十一），骄傲（卷十二）的药石。

二、语录包括主种卡息亚那斯与旷野最知名的隐士们的

谈话。

（→）第→种内有梅瑟院长的→般的精修生活，与中节论；

（语录一与二号）其它的隐士们的弃俗论（语录三号），私欲论

(i吾录四号），八罪宗论（语录五号）‘忍耐论（语录六号），分

心论（语录七号），魔鬼论（语录八号），依撒格院长的祈祷论

（九号十号）

（二1 第二种计有提贝易德c 希来孟院长的修成论（卡一

号）、贞沾论（十二号）、天主扶佑论（十三号这里，卡息亚那

斯的圣宠论，最为显明勺）、聂斯德禄院长的神修知识论（十四

号），与圣迹的德能论（十五号），以及若瑟院长的交友论（十

六号），诺言实践论（十七号）。

（三）第三种计有与下埃及隐士们二般精修论（十八「九

号）、补赎论（二0号）、斋戒论（二－号）、无心之过论（二

二号）、至善论（二兰号）、克苦论（二四号）。德奥那院长的至

善论。就在论今世与来世，怎样通过瞻想享见天主。

这些语录，第一种写于四二0年，四二六年间；第二种写于

四二六年，第三种写于四二六年，四二八年间。它们都是卡息亚

那斯的杰作c 它们在古时是独步的，有口皆碑的。它们自五世纪

直迄中世纪，传诵于各隐院中。圣多玛斯为能得到一种消遣，常

喜欢去披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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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修论
卡息亚那斯第一个综合了埃及隐士们神修的道理。以前人们

只乐于收集格言以及足资观摩的故事。圣微克i武院长没有作出道

理的综合；可是他供给的资料是极丰富的。卡氏先总论了神修，

后专论了祈祷。

（甲）神修总论

一、精修的目标是内心的修养。这点，在每种语录的第一个

演讲中都予谈及。十八号语录，虽把隐士们，根据他们的外表生

活，“共修者（ Cenobites）、独修者（ Sarabailes ）”予以区别。接

着就指出：修成不在离群索居 而在内心的圣德。十一号标志：

这个修成就是成全的爱德；爱德是天主之德，使我们肖似天主；

它有“畏爱” ( Amour docrainte ）与“望爱” (Amour d, 

esp岳ranee）的分别c 语录一号特地确切地申明：“精修目标在引

导灵魂，通过心灵的洁净，成全的爱德，到达瞻想。”（ Contem

plation) 0 这个瞻想就是永福的前奏，就是保禄宗徒所称的内心

的天主国；“天主国不是食与饮，而是正义，和平，以及在圣神

的快乐” （罗马人书拾肆一七）。这个国家的圆满境界在来世；

可是一切义灵已开始予以掌握。在此下世，义人的灵魂，通过瞻

想，已在圣神内予以享受。

二、神修的障碍。

（一）肉身与灵魂的偏情（语录四号）

（二）八个罪宗（语录五号，神修准则卷五至卷十二）卡息

亚那斯列论时，忘提了嫉妒；后来，大额我略予以补充。卡息亚

那斯分论了忧愁和懒惰；圣额我略却以并为一谈；卡息亚那斯分

论了虚荣和骄傲；圣额我略也没有异议；可是反指出骄傲是其余

七罪宗的根。圣多玛斯把最后两个罪宗合并了起来，而终于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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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西方一致承认的七罪宗。

（三）各种不同的诱惑（语录六号七号）。

（四）魔鬼的能力是有限制的。（语录八号）。

三、消除障碍的方法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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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弃财产，放弃自己，放弃一切的觉性的利益（语录

三号）。

（二）补赎（语录二0号），它是赎罪的最好方法。

（二）斋戒（语录二一号），它是进德的一种方法。

（四）克苦（语录二四号）电它同当是内心的，它能引导灵

魂归向一切活动的（理智的，心灵的）中心：夭主c

无疑地，德行也是消灭障碍的方法；可是，在稳定灵魂于善

的场合下，它们直接推进修成的阶段τ 隐士最重要的德性，除掉

反抗障碍外，关于公共生活的一切德行（谦逊、服从、良善、

仁爱等0 ），他特别指出了：

（一）中节（语录二），它抵御左倾或右倾的两极端。

（二）忍耐《语录六），它使人在逆境中，如在顺境中。

（三）真正的友爱（语录十六号），它使各人以朋友的修成

为前提c

（四）实践诺言（语录十七号）。

（五）灵魂清洁，它是从天主来的，它使人享见天主（语录

二二号）。

卡息亚那斯极注意的和平，虽也是一种德行．却更是德行的

大成，或是爱德，最伟大和最重要的德行的大成果。这个超自然

的和平是天主的一样礼物。这点在下面我们论成全的祈祷时，将

显得更加明朗O

（乙）析祷论

祈祷是基督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点：因为在祈祷中，特别透露

出在人寻求天主的努力内，天主在人灵上的活动；而这个活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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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是强有力的。一句话，在祈祷中，神秘恩宠完成神修开始的工

作c 假如祈祷在这个观点下，在神修领域内是很重要的，那么，

在削弱圣宠使命F的卡息亚那斯的祈祷论里，尤当小心地予以

钻研。

在卡氏的著作中，祈祷所占的位置是特殊地显要的，而且它

占了许多语录的篇幅。依撒格院长指出： “整个圣德大厦的建

设，纯为达到祈祷的峰顶。如果它达不到这联系」切的峰顶，它

是不巩固的，绝对不能持久的。没有德行，不可能争取这个和平

的和持续的祈祷；没有这个祈祷，以祈祷为根基的德行不可能达

到它的峰顶。”他把祈祷分为四种；求罪之赦的祈祷，向天主奉

献善愿善志的祈祷，热忱拯救人灵的祈祷，为已得、现得、将得

的恩宠感谢的祈祷。

这四种可以产生别种祈祷的祈祷，是人人）＼在当做的；可是每

种生活有特别符合它的一种祈祷。这四种祈祷，若以比诸阶梯，

是一级高一级的。第一种更适合那些开始修德，而尚觉在罪而踌

躇的人。第二种更适合那些在德行路上己有若干进步而心向天主

的人。第三种更适合那些实践诺言，且因自己的爱德以及人们的

软弱，而为他们祈祷的人。第四种更适合那些己妄除心灵中的一

切荆棘，在恬静纯洁境界中瞻仰天主慈善恩宠的人。他们想到天

主赐给他们或为他们预备的恩宠。一往情深，专务那种旁人所不

能描摹了解的火炎一般的祈祷。

卡息亚那斯继续描写这个成全的火祷。灵魂达到了这个纯洁

的阶段，根深蒂固地同时举行特别祈祷。它每从一种祈祷，飞到

另一种祈祷，好像不可捉摸的飘忽的一阵火。它把圣神在我们不

知不觉中引起的不可名状的呼吁，奉献于天主。它同时感觉到万

千的气象。它」时发出高贵的情绪，在另一时，它不但不能予以

重现，而且也记忆不起勺这种高贵的祈祷，是由圣神启发的。这

点卡息亚那斯在他简短的天主经注疏里，说得更加明朗。他也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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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灵魂接受圣宠应采取的实际步骤（唱圣咏，听训话，想死

亡。），他又标帜灵魂能感到种种情绪，难以言喻的快乐，神魂

的超拔，天开的异想，深沉的静默，惊讶，五宫的停止行动，呼

号流泪。这个成全的祈祷在语录卡号里，他更美妙地重予描写c

他以比诸永福的前奏，与天主圆满的结合祈祷的庚续，圣经的

彻底了解。作者又抒述了为达到这成全祈祷的方法：如洁净，静

默等…… C） 应当注意卡息亚那斯怎样再三强调，为达到这个妙

境，单独的人力是不够的，天主的扶助是必要的。这个他悬以为

－切隐士的正鹊祈祷，因为它能使人出神的缘故，是极高超的。

它只是越祷最高的一种；卡氏又称之为研究瞻祷。EWpLa。这个

研究的对象包括圣经，以及祈祷的预备和成绩，因为只有圣贤能

彻底了解“天主之言”。

这个关于圣经科学的理论，聂斯德禄院长，在语录十四号，

再度予以发挥。他强调：藏于圣经中的天主的思想通晓，虽也有

待于教育．更来自实际的修养，以及洁净、默静、谦逊、和平、

勤恳的默想，爱德、圣神：它是天学，不是人学c 他说：滔滔不

绝地的说法是一件事，彻通天上事的意义以及用纯洁的心目，看

出任何人学所不及的天学秘密，是另一件事。纯洁的灵魂通过圣

神之光才能一目了然。语录二三号指出：至善就是惟一必要的东

西；而且根据圣戴奥那斯（ Th居onas）它也就是瞻祷。同时他也

表示：“这样惟 a的东西，就在瞻仰天主。它应当放在义人的一

切功绩，一切德行之上；也应当放在保禄所说的一切善，一切

益，一切伟大，－切高贵之上c 卡息亚那斯看玛尔大的姊妹玛利

亚玛达肋纳，为瞻祷的象征。在这点上。他是与圣奥斯定不谋而

合的；虽然奥斯定并不赞成他全部的神学。实在，卡氏在神学上

的权威，次于他在神修上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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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圣宠论

圣宠在卡息亚那斯的神修学里，占着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

它的重要性，卡氏不断地予以强调c 圣神的掖诱，尤视为缮修德

行，压制偏情争取i吉德的必要工具。他热忱地向隐士强调的祈

祷，不过是条简单的神修道路。通过这条路，灵魂学习白我拘

束，自我提拔；这就等于向天主求援。可是应当明了；卡息亚那

斯在语录十三号里，｛以看自由意志在天主宠佑之上。他的德学的

权威，引起了一个出乎寻常的信仰。纵尽一个世纪攻击圣奥斯定

的圣宠论者，都或近或远地提出了卡息亚那斯。卡息亚那斯曾大

张旗鼓鞭挝白拉奇；可是，由于想为他的伦理学和神修学，奠定

一个巩固的基础，他终于流为半白拉奇派。

卡息亚那斯的神修学起点，没有把自然和超自然划清。圣维

克道院长，误以为在超自然领域内，人仗自力能有建树；可是他

没有跟白拉奇说：人在圣宠领域内是完全健康的；却跟圣奥斯定

否认人是整个地死的，他只说人受了伤。他虽认为应当坚持的自

由意志的全部， f以要求人效力于“圣化工作”中c 假如他不能

全部予以实现，至少能自动地予以企图；那末，“信德的肇端”，

善意，热忱，自然地，假使天主要的话，天主可以使它发生在人

灵上；可是，人凭他自身之力，也能单独地使它发生。

在这个学说下，圣宠只跟在我们心的动作之后。那末，圣宠

也不就是如圣奥斯定所说的，我们因以愿、意的扶助（ Auxlium 

quo volumus），而是少了它，我们不能完成扶助（ Auxilium sine 

quo non perficimus）了。可是，圣宠是内在的，它深入我们的意

志：这是卡息亚那斯所以异于白拉奇的一点。可是，从此圣宠的

任务，不在激动意志（ faire vouloi吟，而在完成意志了；在这点

七卡息亚那斯接近白拉奇。狄撒龙指出：卡氏灵魂得救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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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结在自由意志？再者，卡息亚那斯极有理地强调天主普救众生

的意志，可是他不肯承认这个意志的另一面：后天的意志

( Volont邑 co-nsequente）。根据这个意志，天主并不要众人得救。

圣奥斯定为压倒人的傲，耻，以及为捍卫地狱的永远性曾予以讨

论。卡息亚那斯也否认天主对于被选者的一种特别慈爱之忱c 卡

息、亚那斯以为，预简纯是一种功勋的预见n

圣维克道院长不少的观点，终于受了奥伦消公会议的攘斥。

可是，该会议没有指出他的名字。应当晓得圣维克道谈这些问

题，不出以神学家的，而只出以神修家的资格；他的目的，只在

向隐士们作出一种实用的指导C 在这个观点F，我们可以原谅他

在这些重要问题上所犯的错误 他其它的道理，不但是正统的，

而且是用当予以宣传的。

Cass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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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雷梅西亚纳的尼赛塔

这个引入景仰的人物，他的身世是最近由学者渐渐发现的。

他是雷悔西亚纳主教c，雷梅西亚纳，就是盘拉巴兰伽（ Bela

Palanka），原为达西省的一个小邑。根据现代的地理，它在塞尔

维亚，那伊苏斯（ Nai"ssus ）的东部二他两度巡礼意大利（三九

八年，四O二年）。途次，他必经过诺尔拜访藻冷c 这个东道

主，也很热忱地招待他c 在在冷的第十七首诗是所以祝他早日胜利

回来的 3 尼赛塔不但是个神火满腔的传教士，也是个文人，他所

住的地方．交错着希腊与拉丁两种文化，居民兼讲两种语言。他

更研究拉丁文学，他的文章虽不能怎样漂亮，却是明朗的c 他的

著作计有：

（一）六卷望教者训话。

（二）两篇论瞻礼前夕与歌唱圣咏c

（三）致堕落贞女书（该书也见于圣盎博罗削集） J 

（四）论基督的各种名称。

他的最重要的著作，允推塑教者训话，可是六卷之中己遗失

其四c 卷三只剩着信德理论与圣神德能论两段；卷五论付洗经；

它是关于罗马付洗经，最古以及最重要的解释，大可以比诸阿基

来的鲁芬同一对象的著作c 尼赛塔强有力地攻击有关圣神的异

端；可是，辩护在他的著作中所占的地位是次等的c 首先，他是

一个教理员，他用简单明朗的语调宣传基督的福音。

尼赛塔做过若千论赞，可是，都已失散3 近代的批判家， Ji!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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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毛纶（ Dom Morsin ）说：感谢天主诵（ Te Deum ）是他的手

笔。杜歇纳主教（ Mgr. Duchesne）指出：“这篇知名的，整个教

会在感动时咏唱的歌词，可能最初震荡于雷梅西亚纳一个僻壤的

角落里。这是罗马帝国时代，展开在那边的教会的最美丽的

遗产。”

意大利圣盎博罗削的同代人

（甲）有名的主教

一、布里西亚主教，斐拉脱里阿（ Philastrius）的写于三八

三年，三九一年间的异端论（ Liber de haeresibus ），是他所以出

名的一个动机。作者叙述了一五六种异端，而圣爱比法纳在他的

巴拿利翁（ Panario叫中，只萨列着八十种。圣奥斯定认为圣爱

比法纳此斐拉脱里阿更博学；这个差池，应当由于异端界词的不

同。斐拉脱里阿的异端界词，是极浮泛的，而且他的书，毫无文

学价值。阐述前面的几种异端的文字，是从希坡利志的系统论中

( Syntagma d’Hipolyte ）抄袭来的。其余的是他的创作。

二、斐拉脱里阿的后任，哥登爵（ Gaudentius ）主教，遗下

了十九篇演讲，最后一篇是他前任的赞同。

三、圣辛普利央（ St. Simpliden ）是米兰主教，圣盎博罗削

的后任。他的很多的书信，可惜都巳遗失乙

四、阿基来的克洛玛爵（ Chnmatius ）是鲁芬和圣热罗尼莫

的朋友；他留 F了若干玛窦福音的注疏的片断。他的美丽的辞

藻，使人想到他的己失散的著作而扼腕。

（乙）盎博罗西亚得

这个名字，自十五世纪末，指」种保禄书信注疏的作者

（希伯来书注正在不在内）。这部著作，人们每以为圣盎博罗削所

著？爱拉斯摩早指出这后－种见解是错误的。现代批判学者，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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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爱拉斯摩的学说。他们又证明：盎博罗西亚得（ Ambrosi

aster）又写了别一部著作，一二六种关于古新经的问题。那末盎

博罗西亚得是谁呢？一八九九年，专家毛纶提出了依撒格：他本

是个犹太教人．之后版依了基督宗教，之后又叛r敦。一九0四

年，他转变地指出作者是罗马长官，希拉矛！J阿斯（ Deci盯iiu协 Hi-

lar、

一囚年，他认为作者是安提阿的伊发和j阿斯（ Evagrius ）。他举

出了他的理由以后标志：这还是个假定。那末，盎博罗西亚得的

名字，恐一时还未能予以抹煞。

巴尔典（ C. Bardy）指出：保禄书信注疏，可能是拉丁公教

作家最重要的遗产3 作者不谈讽喻意义．而在寻求字面意义以予

读者一种伦理教育。他镇静地，不铺张地，不露什么天才地，解

释着，说明着。有时他露出一种批评教会神长的倾向。他认为主

教应当就是司锋团中资格最老的那个二

三圣巴西央

圣巴西央（ St. Pacien ）是四世纪末的巴洛塞纳主教。圣热

罗尼莫说：“他的辞令是尖锐的；他的言论，他的生活，都是明

朗的。”他的三封“致辛普罗尼亚那”（ Sympronianus）书和他的

“劝人忏悔论”（ Exhortatorius libellus ad Pi.enit 

以著名的途径O

辛普罗尼亚那寄给了他四本为他的学派的严厉主义（ Le

Rigorisme ）辩护的小册子。它们都以式泊良的廉耻论（ De Pudi 』

citia）为依据。在他的信里，巴西央证明教会具有赦免一切罪过

的权能，这个权能是由耶稣基督授于宗徒和他们的后任的；这个

川能与执行人的圣德无关；这个权能不是一般的卢明，而是一种

1\ 11 ·. (J(j赦免C 赦免罪的主教实在执行一种职权‘当初耶稣授予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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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们的一种职权。这个赦罪的职权，在问题没有提出公开讨论

时，早己洞若观火。

“劝人忏悔论”很像圣盎博罗削的“忏悔论” (De 

prenitentia) c 圣巳西央跟着圣盎博罗削把罪分为两类：小罪与大

罪。大罪如叛教、杀人、奸淫以及别的与上列的有关的：如教唆

杀人，如各种淫乱。圣巴西央又强调向司锋坦白的必要，还应当
做公开的补赎。

其余的著作计有：“圣洗论”，“反摩尼派论”（ De Similitu

din tu dine carnis peccati）以及另一本已经遗失的攻击元旦化装论

( Cervulus ）。

四普立息安

亚维拉主教普立息安（ Priscillien ），生活于气四0年，气八

五年间。他的名字又成了→种多头异端的称呼（萨伯利的变态

说，像人论，摩尼的二元论，节制论）。这个异端在西班牙，经

过了一个动荡的时期，卒遭很多公会议的攘斥（四00年举行

的托利多公会议，以及五六三年举行的布刺加公会议。）。具有

尖锐理智的普立息安，三七0年左右，由于他的学说就受人注

意。在服膺他的学说的一群中，计有主教二人〔他们于兰八0

年左右，祝圣他为亚维拉主教。兰八0年举行的萨拉哥撒公会议

予以申诉；他上诉于马西墨皇帝，皇帝为了他的放浪与魔术，命

令置之死地c 整个教会为此提出抗议，参加这罪行的奥少诺巴主

教，伊塔细阿斯（ Ithacius）终被绝罚。

普立息安有没有言传所称的普立息安异端？至少这种异端的

几个原则，是否由他倡导的？四世纪，普立息安的仇敌的答案是

肯定的；而且他的所存的遗稿，（致奥洛士信的片断，以及他的

经过他的一个门生修改的保禄书信撮要。），都能证实这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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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符次堡发现的，由歇发斯（ Schepps）于一八八九年刊印

的十一种文件，虽不能宣告他无罪，却能减轻他的错误。再者这

些文件的作者不是普立息安；一九一三年毛纶指出它们的作者，

是另一个普立息安派人叫英斯当爵（ Instantins）的。这些著作包

括（一）为普立息安学说辩护，（二）上达马萨教宗呈文（三八

－年）（三）古、新经、伪经、备忘录，（囚）七篇论赞与一篇

礼仪祝文。

普立息安v匠的重要作家计有：

（一）英斯当爵： （二）狄克的尼阿，他是阿斯笃伽主教，

“天秤”是他的有名作品；（三）拉脱罗尼亚那，他是个诗人。

普立息安派的敌人计有伊塔细阿斯，奥林帕阿斯主教（五

世纪初），巴斯道主教，四阿利阿斯主教，都利比阿斯主教（五

世纪中叶）。

保禄奥洛士于四一四年，写了一本普立息安派与奥利振派的

异端备忘录。该书是他到希坡纳，亲自献于圣奥斯定的。圣师读

了他的著作，于四一五年，写了反普立息安派与奥利振派

( Liber ad Orosium conrta priscillianistas. et origenis 

安派的篇幅是简短的，因为他要说的已在他驳斥摩尼异端时说过

了。在他二三七年，致栖来爵（ ad Ceretior叫书里，他剧烈地攻

击普立息安派的诬蔑及恶意：“发誓吧，发誓吧，不可泄露

秘密。，，

五弥来物的圣奥普塔

努米底亚，弥来物主教，圣奥普塔（ Saint Optat）是在反多

那；武派斗争中出名的。当时，他们在举良叛教者后，在巴尔美尼

央（ Pan时时n）灵敏的指导下，在非洲重事组织，实在，他于

三六六年左右，写了一篇“反巳尔美尼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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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三0年，三四七年间，塞西利央（ Cecilien ）被选的文件；之

后，他又加上了第七卷。圣奥普塔先用历史来攘斥裂教，可是．

在三五两卷里，阐论了多那式派与公教徒不同的两端道理：

（·）真教的性质（卷三）；（二）圣事有效的条件（卷五）.二在

教会神学与圣事神学上，圣奥普塔是个倡导者“为此应当深刻

地予以钻研。他攻击多那；武异端，不但举出了历史事实，还提出

了一种理论。圣奥斯定关于教会和圣事的神学，元非是他的理论

的发展他的理论原则，终于变成教会的定论。

多那；武派认为：教会是个义人的集团巳他们把教会的身与

灵，把有形教会与无形教会混为一谈c 他们视罪人已脱离教会

的怀抱，又视圣德是基督真教的大标帜飞巴尔美尼央跟着奥普

塔，给教会加 t 了别的特征（ eathedra, angelus ，叩irit肘，

fons , sigillum ) c 可是弥来物主教尤注意教会的两个特征。

（一）至公性：这是地理的至公性，这是多那式所不谈的 （·

（二）至一性：教会以伯多碌罗马宗座为唯一的，必要的中心；

别的一切地方教会，由于它们与中心教会的联系而彼此联系，

而这个联系仗书信的来往而表现于外。奥普塔谈教会主一，是

重弹西伯利央的老调；可是，说得更确切，更圆满。至于多那

；武强调的教会圣德，奥普塔指出：此世的教会是善人罪人的

集团 ο

关于圣事的价值，多那孜不但信从圣西伯利央拥护的重洗理

论，又强调圣事价值，当以执行者的伦理价值为标准气这个问题

虽始于圣洗，可是它的答案可以拍到其余的圣事。圣奥普塔在圣

j先圣事中，分另1] r兰种因素：圣兰的公式，受洗人的信德，和执

行人勺关于最后一点，奥普塔的见解是极明朗的：执行人不过是

耶稣基督的I：具，耶稣基督通过这个工具施行圣事；圣事本身是

神圣的，与执行人的圣德没有关系。关于受洗者的信德，奥普塔

的见解不很确切；为此人们怀疑他承认异端人施行的圣洗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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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为了缺少真正的信德。应当指出：他没有分别清楚圣事的有

效性与圣事特宠的实到性（ Validit邑 et son efficait岳）圣奥斯定明

朗地指点了出来。圣奥普塔实在是希坡纳大圣师的先驱；我们以

为这是他最大的光荣。

六圣奥斯定的朋友与门生

狄撒龙说：“圣奥斯定，这样一个元比亲善，具有辉煌天才

的人，是不可能没有许多的朋友和门生的。”上面，我们才谈过

保禄。奥洛士，下面我们再来举出有著作遗下的几个名家。

一、奥理略（ Au伦le）是迦太基主教，死于四二九年；他的

驳斥白拉奇的」封公函，是于囚一九年写的c

二、卡普来奥禄（ Capreolus ）是奥理略的后任。他于四兰

－年， J［弗所公会议席上，发表了一封攻击聂斯多略的信；这封

信还保存着。之后，他又写了－封驳斥聂斯多略异端的著名信：

“反聂斯多略异端，论基督真天主真人的一位性”。

二毛、爱华地邬（ Evodius ）死于四二六年。三九六年，或三

九七年被攫为乌萨利斯（ Uzalius ）主教。他遗下了若干书信，

以及一本“反摩尼派论信德” c

四、圣阿力匹阿斯如圣坡息地阿斯，是圣奥斯定的知己。他

也是带迦德人，比圣奥斯定（三七四年生）小着几岁。三七四

年，他在带迦德从奥斯定为师。他尤以朋友的立场，跟奥斯定先

到迦太基，后到米兰。他也曾染着摩尼异端；可是他不但能束身

自好，还能助他的老师压服偏情。奥斯定也曾助他跃出那个没有

多大意义的剧场（ Iecirque）。奥斯定回头后．爱华地邬跟他到加

西西亚（三八六年十月或三八七年兰月）。他是圣奥斯定两部哲

学著作（ Contra Academicos' De ordine ）中的对话人。三八七年

复活节，他与奥斯定一道领洗；之后同归非洲，又参加奥斯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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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迦德的神修生活；他大概与圣奥斯定同时膺受锋品于希坡纳。

他曾一度往巴力斯坦巡礼，拜访圣热罗尼莫于白冷；归来后与圣

奥斯定大谈圣热罗尼莫的圣经注疏工作。三九四年后，他被罹为

带迦德主教，而奥斯定做了布坡纳主教。这两位主教终生同乐，

同苦，同斗争着。诺尔的圣琛冷缕述阿力匹阿斯述他的生平。奥

斯定怕带迦德主教在自传里多谈希坡纳主教，少谈他自己，就自

动为在冷缕述阿力匹阿斯的，他的深悉的生平；可惜，这封信已

遗失了。阿力匹阿斯死于四三0年左右，他留下的著作，只有上

述两种对话。

五、圣坡息地阿斯在他的圣奥斯定传中表示：从希坡纳主

教创立的隐院里产生了十来个主教：“这十位，我都认识，尽

是贤圣之士，又纯洁，又博学。他们是可敬奥斯定伺敬友的请

求，而给于各地教会的；其中有几个是极显要的。”写这句话

的人也拥有上列的一切优点。他是奥斯定最疼爱的一个，他与

奥斯定密切的友谊，历四十年而不渝；始在希坡纳做隐士，继

为希坡纳教会司锋，终升努米地亚，加刺莫主教。他与圣奥理

略、奥斯定，以及别的五个主教，代表公教出席囚一一年公会

议，反抗多那式派。他常借同他的老师和朋友，参加各种宗教

斗争。四三0年，他被侵入的蛮人，赶出加刺莫；他避难于希

坡纳，奥斯定长逝时，他也在旁边。四三七年，他被亚略派人

真塞立克，逐出教区。他的死期，我们不得而知。

圣坡息地阿斯是圣奥斯定传的第一个作家。他的圣奥斯定

传，一面为圣师的各种著作做了一个目录，另一面为后世宝贵地

标出了圣师的宏功大德。这本传，是在观摩的角度下写的，他的

文章虽不怎样华美，字里行间，到处可以闻到奥斯定的圣德馨

香，以及作者一片诚恳的冰心。共i十三十一短章：头上八章叙奥

斯定升主教前的生活，九至十章述奥斯定反异端人的斗争，十九

至三七章谈奥斯定的圣德，最后四章记奥斯定的晚年与长逝。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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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圣奥斯定最好的人证。“我在他身上看到的一」切，从他嘴里

昕到一切，我绝不予以掩藏”。作者又说：“在他的著作巾，他

是诚实的；我因主佑，诚实地把这个伟大的生活，如我所见所闻

的，根据我与他多年的友谊，负责予以记述”。



第十七章圣奥斯定

查生活与著作

领洗前的生活（三五四至三八七）

教会中最伟大的圣师，奥雷理·奥斯定，诞生于三五四年，

十一月十三日 c 他的小康之家，住在属于努米底亚的带迦德。他

的父亲，巴利西乌斯本是个教外人；三七一年，临死时才领了洗

礼。他的母亲，莫尼加却是个信女；对于他生活的方向起了决定

性的作用c 她的一」个兄弟，纳未齐乌斯的两个女儿，且是在希坡

纳近郊．由奥斯定的姊妹（名不传）指导的一个修院的修女呢。

奥斯定在带迦德受了初级教育后，遇往玛陶尔，研究文学

（主六五至三六九）。他的整个的卡六周岁，是在闲游浪荡的家

庭生？击中度过的。当时，他的父亲正在为他筹款，计划送他到迦

太基去高造c 三O七年，赖同乡罗曼尼亚纳的资助．遂得成行己

说起罗氏，他的孩子黎生爵，将跟奥斯定求学乙四历寒暑（兰

七0至三七四），高级教育结业；于是教学之门洞开0 年方弱冠

的他就开始他的教师生活；自主七四年起，到三八六年止，先后

计十二年可无疑的，他始在带迦德教授文范c 他的同乡阿力匹阿

斯，以门生的身份，与他相结，又陪他赴迦太基υ 在那儿，奥斯

定主讲修辞学，共八年（兰七五至三八三）；二八三年，往意大

利。在罗马稍作勾留后．参加米兰修辞学讲座竞赛，被薛玛格赏

识录用。三八六年，九月，辞职引去，一方面是因为健康问题，

另方面由于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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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飘矢般的教授生活，浮面上，不呈现什么炫耀的镜头；

可是信仰问题，大大地挖苦了奥斯定的心灵。关于这点，在他不

朽之作，“忏悔录”里他有过坦白动情的描写ο 为了现代评论家

失实的批判，我想应该把它的性质和它的阶段，精审地予以

钻研c

（甲）堕落

奥斯定从小通过了他的母亲，被录为望教者。她又亲自予以

宗教教育。从这个慈母的教育里，他永远记着，基督是惟一的救

灵途径。不久，基督的名字，竟是这个教育留下的仅有的鸿爪9

玛陶尔外教教师的言论，把它已弄得七零八落。此外，情欲之

火，把他受自良母的影响几乎烧个精光。迦太基留学的时期，信

仰操守尤趋下坡；可是，他的浪漫色彩，还及不到别的青年们的

更触目。三七二年，三七二年间，他认识了亚代奥大都的母亲；

可是，没有外宠，生活还正常3 他俩的同居，虽干犯教会法纪，

国家是予以默认的。三七三年，就是他毕业的前一年，他只负有

信徒的空名。逢到若干瞻礼日，他虽还到教堂里去巡礼，已不祈

祷了；他的心灵迷于恋爱和忙于别的俗务内。在这旋涡中的他，

一切本能医治他的因素，也使他发生怀疑。他研究的智慧之学，

使他在信仰哲理上，更空前地均暗无天日。

他在西塞罗的荷尔顿喜阿斯里，开始认识智慧。当时，他

正十九岁；这个问答体的谈话标志着：此生最有价值的对象，

就在寻求真理。真理之爱，从此永远把握了他的理智。可是，

这个本应该导之于正的狂热，一开始，就使他走进歧路。他的

母亲的基督的回忆，促使他展诵福音经；可是，它的谈泊性，

辟头使他如在嚼蜡。相反，启口真理，闭口真理，落英缤纷的

摩尼派人，一面高谈科学， a面仍拉拢基督，却使他兴高采

烈。共计先后九年，他以一般听众的资格，研究摩尼学说。他

虽没有接受它的全部，可是他相信：一切是物质，天主也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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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恶是个独立的生活实体；人的灵魂是天主性的一部份。

他虽遇到不少的科学难题，继续服膺这个学说。他又一边剧烈

地攻击基督教义，指出它是“最可怜的和最疯狂的漫谈”，一

边说服别的好友，如阿力 oi:; 阿斯，罗曼尼亚纳等等。看来他已

陷入了深渊的底层。从迦太基回来的他，他的母亲始不许他进

门，终于收纳了他。可是，由于他的堕落常不停地痛哭着。她

的苦泪不是白流的。

（乙）回头

摩尼派人遇到奥斯定提出的难题．每叫他就正于弥来物主教

岳斯特：强调任何问题，他都能迎刃而解。三八二年，那个了不

得的人物驾临迦太基；可是，在奥斯定的质问F，他也只得自认

不敏。这勺冷水，浇醒了奥斯定；可是，不肯就决然告别。真理

之爱，一步又一步地，在时进时退过丰呈

信德O

一、三八二年，在迦太基， ffi斯特的无能，动摇了他对于摩

尼学论的信心；三八三年，在罗马，摩尼派领袖们的淫蔼，更使

他觉得反感；终在米兰，盎博罗削主教关于古经神奥注解，在揭

穿了摩尼派加于公教的诬蔑以后，把荡子追回了父家。三八四

年，他默默地又自视为望教者。可是，新阿加的米（ Not川Ile

Academie）学说，又迷惑了他一个时期，阻止他整个地属于基

督。当时他虽不是个狭义的怀疑学者；他却怀疑能确定地找到智

慧之路。

三、三八五年，他指出：为获得整个的真理，用该有一个别

于理智的权威；它或是圣经，或是教会。于是，实际上，他承认

了信德的宝贵，公教的真实，而不觉地放弃了盖然论。鲍亚埃

(Boyer）说：奥斯定思想的转变，不由于花同中的一幕，也不由

于新柏拉图学说的研究，而是在兰八五年中实现的。当时，他还

存着不少的思想矛盾。他虽怀着信德，他的学问还不够3 新柏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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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派的著作，尤其是柏罗提娜的，通过费克道冷的译本，关于这

个问题给了他极大的帮助；又补足了盎博罗削缓进的演讲，在他

心灵上发生的潜势力，必那些著作中，他尤能一面了解万物的基

层善性，而因以攘斥摩尼的错误；一面认清神形物体的实在性。

柏拉图派的宇宙认识，引导他设想、圣言。可是，他并不一味盲

从，每用基督教义来予以纠正c 哲学家们虽给了他不少宝贵的知

识，叮是他们一种予智自雄的态度，阻止他踏上最后的一级。哲

学的傲慢气，又使他陷入另一条歧路c

三毛、舆斯定心灵整个的归正，是三八六年九月间的－件事。

这个进步的起点，是他对于圣子降世奥迹的认识。在明了基督是

救援的真道后，他的傲病，就大有起色。（三八六年初）。当时，

他念的哲学， i卖的圣经，尤其是保禄书信，都深深地感动他；并

且，都督促他放弃婚姻荣华，度一个最高超的基督生活。可是，

看到圣宠整个的要求，他仍踌躇不前。情欲的综组自然是个最大

的障碍。亚代奥大都的母亲，由于莫尼加要他的爱儿，缔结一个

正式的婚约，虽已远去，他又与另一个女子同居。整个的三八六

年内．奥斯定剧烈地在斗争着：这是场情欲与圣宠的斗争。新伯

利西亚诺为他讲述的费克道冷归正史，虽打起了他的精神，未能

压倒他的倔强的意志。兰八六年九月的一天，朝官庞底西亚诺，

为他讲了埃及隐修士们的故事；这大大地加强了他的意志。于

是，潜入花园；他的粉碎的心灵，在空前的暴风中，展开了最惨

烈的斗争。“弃绝肉情的快乐”！随于找来的保禄书信的一段，

在黑暗中射出了一道光明；立时烽火息灭，胜利完成；一个新

的，镇静的，坚决的意志己产生了。他就放弃婚姻；几天以后，

（三八六年，九月底），又辞去了教职。

（丙）新信徒

奥斯定不久摒挡一切，遍往米兰近郊的加西西亚。他住在韦

莱公杜的一个别墅里。从三八六年十月到三八七年三月，在幽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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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中，→方面为恢复他的健康，另方面为更紧密地，彻底地

与天主缔合。当时和他同起居的，我们应该特别提出，莫尼加，

阿力匹阿斯，和他的两个弟子 一个叫黎生爵．一个叫吕才爵。

最后工人的名字，见诸奥斯定谈话录。他们在座谈会上研究的，

大半是关于哲学的问题。奥氏为教育弟子们，每要他们，或与自

己，或与阿力 ire;阿斯，高谈哲学。反阿加的米学派的福生论、秩

序论，都是当时座谈的结果的著作。在与上列的著作同型的自问

录里，奥氏表明了他内心的思想。

三十多年来，批判学者根据奥氏的→切著作，认为他先服膺

新柏拉图学说，然后约在三九0年，真正地版依基督教义。我们

不能拥护这个学说。在这点上，不但悔忏录是个反证，三八七

年，他领洗的事实，更是个强有力的反证。加西西亚的著作，已

够证明他对于基督的信心；而且当时笼罩在那儿的虔诚氛围，也

是个清晰的弦外之音。鲍亚埃指出，当时他们所谈的哲学，就是

“基督生活，基督瞻想，或基督教义”的别名。而且认识的确

性，天主的幸福和上智，也都是宗教的根本问题。哲学为奥氏，
不过是与天主结合的工具吧了。上列的著作的言论，是与悔忏录

的不同的；这是因为当时他虽在圣德的路上奔驰着，但还没有防

登十年以后他要到达的峰顶c 无疑地，当时他满以为那个他夸张

的和平，是可以用哲学来争得的。后来他在检讨过去中，月卢列若

干他的错误思想时特别强调：要在现世运用智慧，寻获一个真的

幸福是不可能的。

圣奥斯定把他的见解和灵魂处境，函告圣盎博罗削σ 盎氏曾

劝他i卖依撒意亚先知书c 三八七年，他重来米兰，学习教理；复

活节，他借同亚代奥大都和阿力匹阿斯，从这个大主教子里领受

了洗礼。盎氏运用温稚的辞令，高超的思想，在不知不觉间，为

教会培植了一→个最伟大的圣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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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领洗后的生活（三八七至四三Q)

看来奥氏受洗礼后，并马上离开米兰。兰八七年秋，他到奥

斯底，预备渡海回非洲。正在那时那地，莫尼加在和她的爱子获

得了上天神光后，安逝于主。鲍塔利（ Portali岳）说：“忏悔录中

这个福终和哀痛的孝思描写，至情握绵，在文学上是独步的。”

由于丧事奥氏在罗马又逗留了几时。

气八八年抵｜可带迦德；就变卖了他的产业，而以施诸贫乏，

又建筑了一个男修院。三二，九一年初，他在希坡纳，无意中被摧升

司锋；于是又在教堂附近创立了一个男修院。槐兰尔（ Val忧）

主教委以在座堂内宜讲圣道之职。这个新神父的重要工作，

（一）在攘斥摩尼异端，（二）在参加三九三年，在希坡纳召集

的非洲公教会议，（三）在取缔殉教者小堂中习有的运席ο 三九

五年，槐兰尔主教罹他为副主教；翌年槐主教逝世．奥氏就补升

牧座c

当时新主教只有四十二岁二从他回头以来的岁月，一如在他

初升主教后写的忏悔录所指出的．已使他进入贤关圣域。通过爱

德，在内心的和悦氛围中紧紧与天主结合c 有名的“享受”

( Frui ）和“使用”（ Uti ）两个名词，组成了他的，也在那时写

的《基督教义》卷一的核心。享受就是为物而爱物……应该享

受父、子、圣神，独一的天主；其余一切，只应该使用。这个奥

斯定与天主的结合，使他对于最深邃的奥迹，尤其是他十五年

来，天天默思的三位斗体的奥迹，获得了最生动的神光。他也｛切

悟整个的义化（ Justification ) E作，救t麦的开端（ In

lutis）也不在例外，应当归功于天主。对于后面一点，他曾一度

认为可能归功于人ο 半白拉奇派所以受奥氏严重的攻击，就为了

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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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定做了主教，仍不改他的习惯。他很重视隐修生活；于

是，主教公署彷佛一个隐院；为他的神职人员厘订了若干关于神

贫神修的条例。他的门生中，有些升了主教，若带迦德的阿力民

阿斯，弥来物的赛凡尔。乌萨拉的爱华田邬，西伽的邬尔朋，因

塔的伯劳孚古等等。有些以一般隐士的资格，在各教区创立了新

的隐院。实在，奥斯定不但是北非神修生活的鼻祖，也是整顿神

职阶级的中坚。四三0年在达尔人入侵，部分地消灭了这个大

业。中世纪若干学者剧烈地在下面的一个问题上争执着：奥斯定

培植的是隐修士呢，或是精修神职班，或是先前者，后后者？这

是个时代错误，因为五世纪时根本没有这些名称。奥氏创立的是

种集团的精修生活；谈生活的规律，我们无从检察。可是，从他

的论神职人员修行（ De vita et moribus clericorum suorum 

Serm. 355-356 ）二个演讲里，我们能作若干的推测。坡息地阿斯

( Possi<lius ）在大德的主教身上，特别指出：他的极度的清寒、

朴素、刻苦、爱德。他为拯救被掳者，不惜变卖圣器。这些圣

德，大概也是他所要求于修士们的c 四二三年写的，有名的第二

一一号信，尽可视作奥斯定的精修规律。信中，主教为一个在他

的教区内由他的姊妹主持的女修院，指出了一个精修总纲；写得

非常知趣，非常有识c 一望而知．这是个才子的手笔。九世纪前

他指出的总纲，后代若干男修院也酌量予以采用。

圣奥斯定，一面努力内修，一面大事活动。（→）他的司牧

的任务，消耗了他很多的精神时间；他虽不爱建筑，却经营了不

少的救济院和教堂。 （二）他虽厌演讲阻上他默想，仍全力以

赴；他最爱为穷人愚夫讲圣教耍，理。（三）他的作品，或信札，

或小册，或巨著，是不可胜数的3 任何阶级或地方的信友，都来

求他指导。（四）他参加了许多的非洲公会议；其中大半是由他

的好友，迦太基主教，奥理略（ Aur守le ）主持的。三九七、四O

J、囚一八、因→九年的迦大基会议，和囚一六年的弥来物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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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比较重要的。（五）最后，他又攻斥各种异端，尤其是摩尼异

端，多那式异端和自拉奇异端。下面，我们将另予叙论。

三反摩尼斗争

奥斯定回头的翌日，就开始攘斥摩尼异端。它盛行于拉丁非

洲，它曾好久迷醉了奥氏。一如他前曾百计诱他的月月友们相信这

个学说，他之后也竭力予以救出。他的步骤，第一在拉下它的圣

德的假面具；用基督的风化，理论，实行，反抗摩尼派伪装苦

工。这就是他两卷论风化的对象亏卷一实在是本基督伦理学。作

者证明天主是“至善”；继为我们通过爱与天主的结合，写了一

幅美妙的图画；同时强调四伦德，不过是爱德的一面；最后，表

扬在修士、司锋、俗人身上的一切圣德。卷二，一面攘斥摩尼派

的罪恶原始论和错误修行论， →面暴露该派领袖们的浪漫生活c

三八九年，回到非洲后，为完成这个攘斥异端的著作，他注释了

创世纪前面三章。可是在这注释里 他最后也得承认为了辩驳的

观点，在讽喻的意义上，有时未免过甚其词。

奥斯定膺择品后，他的反异端斗争，获得了光荣的胜利，尤

其是在辩论会中。工三九二年，二八和二九两天，他与摩尼派领

袖，华都纳（ Fo山nat）关于恶的性质的辩论会，是他的第一个

大胜利。华氏由于被奥斯定驳得体无完肤，就于次日，惭愧无地

的逃离希坡纳。十二年以后，又一个摩尼派选手，很博学的威力

克，在公开辩论会的第二天，也被奥氏打得一败涂地；当场他就

顿依公教。这个胜利，大大地削弱了摩尼派的威风。

奥斯定还写文章，批评那些异端巨头。工三九四年，他攻击摩

尼的一个高足，亚典蒙都（ A《lima『n

后，三九七年他又攘斥摩尼的二原论、造化论，和恶的原始论。

囚00年后，弥来物人岳斯特，出版了本大规模攻击古经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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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舆斯定一步不肯放松地，用三三卷的巨大篇幅，予以反击，

同时为犹太教和基督宗教，作强有力的辩护。四O五年，他写了

本地认为为反击摩尼学说最满意的小册子，寄于罗马人，帅公地

努（ Secundinus）氏。

可是，我们认为，他的哲学代表作是： （一）自由意志论，

书用对话体，共计三卷：三八八年，开写于罗马（卷一），三九

四年，完写于希坡纳（卷二卷三）。他指出伦恶之源在自由意

志。这点，后来白拉奇派，曾歪曲地予以引用； （二）二灵论

（三九一至三九二年），他否认存在着两个灵魂，一个来自善神，

一个来自恶神；（三）善的性质论（四O四年）；这是反摩尼异

端最有系统的思想反映：凡物，或有形的，或无形的，以本质论

都是好的：因为都是天主造的·恶永远是个缺点；绝对恶的物的

原因，是虚构的O 奥氏根据柏拉图的唯

则，打击摩尼的唯物论伫他后来又特别表扬那个学说。因为它捐

出：天主不是样物质的东西；任何物质的东西不是天主。

在这些著作外，还有二本较后的作品；一本是致保禄，奥洛

士的反普立息安派论，二」本是反古经论：那本反动书的作者，马

西翁强调古经和整个的创世工作，是魔鬼的事业。那本刊物，当

时在一个笔名下，流传于希坡纳c

四反多那；武斗争

奥斯定登希坡纳牧座时，圣奥普塔（ Saint Optat ）的反多那

；武运动，发楞廷尼安（ V alentinien）和谷ti?:西央（ Gratien）的阻

击非洲拆教人E作，以及三九O年，玛克罔弥央派（ Maxim r卜

istes ）与利f白弥央派因继任问题发生的冲突，都不能平定拆教的

风波〉

奥斯定做司锋时，为驳斥多那;rt:异端，曾写了二十首诗，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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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顺序冠以→个拉丁字母，共计十二句。这些诗是只民歌，又称

AB，节奏很晾唱。作者在诗中 把该学说的历史和事实，一一

予以描写，还请拆教人回到教会的怀抱里来。诗尾，作者在最动

人，最高贵的声调中，又写了→段教会向他们的呼吁。巴典孚主

教（ Mgr Batiftiffol）以为，这种稍嫌俗气的笔法正好披露了奥斯

定的热情c

升希坡纳主教后，就与多那式派主教们来往；希望说服他

们，使他们憬然知情c 伯老古来亚努（ Proct 岳ian

奥斯定提i义f皮此会谈O 结果’中途变卦，未见实行。他与杜布西

各（ Tubursieum ）多那；武派主教，花多尼（ Fortunius ）的公开辩

道会，由于在场群众的喧哗，也未能得到圆满的结果。他致希坡

纳邻区主教奥诺拉（ Honorat）的→封迫切的信，似没有得到回

音。加刺莫（ Calame）主教，克利此努（℃r叩inus ）也许I绝了奥

斯定的约会。由于他对于希坡纳公教徒的罪行‘奥氏曾一度予以

要诉诸法律的警告。

约模四00年时，奥氏用科学方法研究公教会和多那；武派，

关于教会和圣事，见解不同的两点c

奥斯定的教会论，针对着巴梅尼央（ Pam由时n）致典高尼

阿（ Tychonius）的一封长信。这封信实在是三卷异教徒的教会

论批评。典高尼阿承认教会是个混合社团，应该是普遍的c 奥氏

在逐卷予以纠正时，标志着公敦的立场L 卷一指出：（一）若干

公教徒的堕落，本无损于至一的教会的神圣性；（二）多那式派

控诉非洲公教徒的几点，缺少确定的证据；（三）行政当局加于

多那矶派的处分，是由于A他们的罪行；他们不能自视为殉教者。

卷二卷三提出了多那，武派引以自卫的若干圣经句话，一面准确地

予以诠释，一面用以证明公教会真正的至圣和至公性。这里，让

我们揭露此较重要的几点：自视为圣人的多那；武派，不但不承认

该派中若干人的罪行．反予以袒护。教会的至一性，足以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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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巩固组织c 没有善人，只有恶人的教会是不可能的：脱离教会

的份子，是由于他们的骄傲、嫉妒，和腐化。

圣洗论七卷，也附论圣事；目的在指明多那，武派滥用的圣西

伯利央的权威。奥斯定强调异端人施行的圣洗也是有效的，在人

的灵魂上，也产生一种印号；可是，多那i武派不应该就说：圣神

同他们在晶块儿，闲着他们缺乏相当的心理；换句话，圣事是有

效的，可是电它的整个的效力的发生，尚有待于障碍的消除。希

坡纳主教进一步指出，圣西伯利央虽有些错误，并没有和这个至

一的教会，脱离联系；他是个根深蒂固的教徒。

多那式派的主要辩护人，当推潘典利央（ P居tilien ）；他是因

塔（ Cirta）主教，律师出身，父母都是公教教友。四00年，

他发出一通致该仄司锋的公函电攻击公教徒，以及关于圣事和教

会的道理（奥氏念了这封信，急忙发出训令，向信友指破迷津。

这就是“反潘典利央！莉卷二’二四O二年初，他又详细地予以驳

斥，这就是那拥有一O八章长篇幅的“反潘典利央函卷二”。潘

氏挟着污辱，去函反驳。奥氏写了“反潘典利央卷三”。一面为

自己，一面为教会的道理辩护；使对方一时弄得理屈词穷。但是

应该了解：人们所称的奥氏的“教会至 A论”，是否他的于笔？

这是很可疑的一点。四卷反西塔律师，格来高尼（ Crescor山lS)

的著作，不过是他对于该区主教学说一个新攻势吧了；因为格氏

无非是潘氏的走卒。四」0年潘民重提旧事；奥氏写了圣洗论，

再度予以攻击。

在这反多那i武斗争中，政府也出来干涉。关于这个问题，奥

氏的立场，看来是不一贯的c 在他就任主教之初，他虽表示教会

有享政府保护的权利，却极力主张权利实际虚悬。换句话，他认

为，反异端人的法律是合理的和有用的；可是，不希望付诸实

行。后来，慢慢儿，他要求政府积极地出而千涉：（一）期望它

便利谈判会的进行；（二）要求它制止对方激烈分子的暴行。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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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奥氏的这个变化，是由多那；武派的暴行造成的，而整个非洲

公教主敦的同样的变化，是由奥氏促成的。囚。三年，非洲天主

教公会议，正式柬请多那j武派主教｛门，出席会议。他们的答复是

一联串暴行的表演c 于是，四O四年，迦太基公会议呈请奥诺理

( Honorius）皇帝，予以严厉的制裁。皇帝首先规定，每一暴行，

应罚十金。四C五年始，法令攫取多那~派的教堂〔法令在犹豫

的氛围中实行着，因为多那式派的反抗是相当厉害的τ

奥诺理为结束这个斗争，四~o年．决请两方主教们开会协

商。四一一年，六月一、三、八日．双方在迦太基开会；司法官

马塞冷（ Marcellin）也出席监察。结局，公教徒获得了完全的胜

利。潘典利央以外，伯利弥央（ Prirr旧时是二七九个多那；武派

主教中最有名的一个。奥斯定和奥理略率领着二八六个主教出

席ω 在两次多那，武派诡计多端的议席上，奥斯定始终控制一切，

卒于促成了讨论教会的公开辩论会3 公教方面获得的胜利句也就

是奥氏的胜利。四一一年，六月二六日会议后，多那政派不久就

受法令的取缔。公教主教们努力劝导叛教者。四一二年头头是道

的“会议后告多那；武派书”，也出自奥氏的生花之笔。大半多那

i武派主教，或飘散，或归正；固执不化者属少数。四一八年，奥

氏还想说服凯撒手lj亚（ Cesaree）主教，爱美莉脱（ Em岳rite) 0 四

二0年，他申斥定伽（ Timgad ）主教，哥登爵（ Gaudentius）的

7自杀不从法令说。多那，武派终于五世纪末叶，整个地消散。

四O五年后，尤其是四一」年后，奥氏在他的书信里，不断

地为政府的严刑峻法辩护，在获得良好的成绩后，他又大谈

“捍卫福音的处分论＼他的目标不在强迫人们进敦，而在处分

妨害社会和宗教秩序的分子。这个理论，应该在不脱离当代具体

的环境下去研究c 这个理论和他的教会论，同是很有分寸的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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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反自拉奇派斗争

这个漫长的斗争可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四一一年

起，至lj 四一八年，罗马批斥白拉奇派学说止；第二阶段，从批斥

令始，至奥斯定逝世止。

（甲）第一阶段（四一一至四一八年）

白拉奇学论，首受控诉于非洲；四一一年，迦太基省会议针

对舍勒斯特（ Celesius）予以攘斥。奥氏得到报告，认为这是件

关系匪浅的事情，立即开始向它攻击：始因奥理略的邀请，在一

系列的迦太基演讲中，继反写了多种册子。四一二年‘奥氏答复

马塞冷司法官指出：亚当的堕落，是人的死亡的和通过圣洗赦除

的原罪的真正原因。“罪恶的原因和赦免论”卷一共分两节，在

第二节“儿童洗礼论”中，作者根据教会历代为儿童付洗的习

惯证明原罪的存在。卷二批评白拉奇的“不能犯罪’性”，卷；二驳

斥白拉奇给予“致罗马人书”五章十二节的歪曲诠解。

马塞冷诧异地在卷三中，看到人在内宠庇荫下，可能无罪；

实际上没有无罪的人c 奥氏为他一面证明，为遵守天主的诫命，

圣宠是必要的；一面指出，人的意志在若干立场上，是难免丧失

的。“字义与字面”（ De spiritu et littera）中研究的，就是上面的

问题。“字义与字面”等于“内宠与外法”（ De gratia et lege) c 

奥氏认为，法律是一种宠佑，可是一种外宠。字面是主杀的。字

义却是一种内宠；人藉以奉行和完成正义。圣神的宠泽，在予人

以爱德的兴奋．使人生气勃勃。

可是潜居东方的舍勒斯特和白拉奇，都强调人的“全能

性”。舍氏或另一同派人，在“界词”中，枚举了十六个人可能

无罪的理由。白拉奇在“人性”内主张，不犯罪的能力既与人

性不能分离，人能仗着己力做个完人。为攻击后一个学说，奥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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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人性与圣宠论”（ De natura et gratia) （四二五年），寄于

第玛锡（ Timasius）和雅各伯（ Jacques) c 这两个青年，受了白

拉奇的影响出家修道；他们曾把老师的“人不可能犯罪”著作，

寄给希坡纳主教。这个问题，奥氏于四→五年末叶，在他的

“人的整个义德”→书内再度予以发挥；不过这次，是反抗舍勒

斯特的。

反白拉奇的斗争，是在极度郑重的步骤下进行的；可是，奥

斯定终于争得罗马取缔异端的通令。他对于白拉奇在巳力斯坦的

活动很悬悬于心；为明了实际情况，他曾委派保禄。奥洛土

( Orose）前去观察。实在，白拉奇已说服了耶路撒冷的若望。若

望听到奥洛士控诉白拉奇，就竭力予以辩护。囚一五年白民被传

出席田奥包利斯（ Dio叩olis ）公会议c 他对于四一一年已经迦太

基公会议驳斥的和舍勒斯特著作中的－切谬说，一律予以弃绝，

为此，他没有受到绝罚的处分c 圣热罗尼莫一面怀疑白拉奇的教

义正统性，一面相信主教们的诡计在作怪，因此，他把这公会

议，称为“可怜的公会议”。四一七年，奥氏在“论白拉奇洁

动”内，也揭露白氏在公会议中，怎样施展了他的技俩。于是

白拉奇的免受绝罚，在非洲教会中，引起了不良的影响。囚一六

年．在迦太基举行的公会议，不单拥护四－一年公会议议案，反

请求意诺增爵→世发表同样的声明。囚一六年举行的，奥氏也参

加的弥来物公会议．采取了同一的步骤。四→七年一月二七日，

意诺增爵正式下令责斥白拉奇与舍勒斯特。同年，九月二三日，

奥氏在迦太基教堂，一个演讲会里，在报告罗马回音己收到的消

息的时候，高声呼道：“从那儿，煌煌的纶音也己来了，问题从

此解决了，希望异端有一天能寿终正寝。”

在教宗左息马斯（ Zosime ）徘徊两可的阶段中（囚→七至

四」八年），奥氏的活动是重要的，也是微妙的。四→七年公会

议后的上教宗书是由他执笔的。迦太基公会议的九条关于两方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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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的议决案，假使奥氏不是起草者，一定是提议者。四一八年，

五月底，教宗左息马斯正式批准迦太基公会议书发表以后，奥斯

定看到胜利完成，应当怎样兴奋呢？接上去，他努力为教宗辩

护，说他并没有标榜过白拉奇的学说，可是，曾受了他虚伪的哄

骗。奥氏也受了皇帝们的委托，征求非洲｜主教签名拥护教宗的通

论。这个使命是胜利完成的。

白拉奇的受处分，由于他的洋溢着的圣德声名，曾震惊多数

好教友：梅拉尼（ Melanie ）和边尼央（ Pinien ）一度向奥斯定

表示意见。奥氏就暴露白拉奇的阴险的面目指出：他时称圣宠为

自由，为法律，为罪恶的赦免，又绝对再认意志所得的内宠c

“基督圣宠论”的对象，就是这点。他在“原罪论”里，又抒述

原罪存在的理由。这二部作品，都是四品八年的产物，后来并合

为一书2 最后，四 4九年底，奥氏在论灵魂原始的微妙问题时，

发表了对于原罪赦免的见解。他虽明显地拒绝流出说（ Ema

natisme），可是徘徊于传殖说（ Traducianisme ），和造化说间

(Cr岳atian

( Z, ）第二阶段（四一九至四三O年）

（一）与爱拉纳的儒利央 (Julien d, Eclane）的斗争

取缔白拉奇学说的命令，在罗马和非洲发表后，白拉奇

与舍勒斯特就跃下舞台．让十八个尝表示反抗的意籍主教中

的一个，爱拉纳的儒利央去折冲。他是个名符其实的文人，

又聪名，又好奇，又勤于钻研。他每为了过于提高理智的权

利，以至损害信德。奥斯定为反抗他，首先致意于圣经，教

父（或个别的，或综合的。）和教会的权威。一句话，奥氏

竭力提出信德在传统巾的永久性。辩论习见的对象是情欲c

于此可见儒利央运用的头脑是独到的；他进攻的对方的据点，

是软弱的。

儒利央等控诉教友通过关于情欲的理论，攘斥婚姻说：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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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说它是罪恶，又说它是与性交不可分离的ο 奥氏在致槐兰尔

(Val占re）公爵信中，坚决地否认他的结论。这封信就是婚姻与

情欲论卷~c 儒利央岂肯甘心，发表四卷著作予以答复；答复中

称原罪是由奥氏捏造的二奥氏提纲辈领地作了一个临时的驳论；

这个驳论后也并人婚姻与情欲论。四二0年，奥氏把对于儒利央

和十八个意籍主教控诉他是摩尼派人．否认自由意志，攘斥婚姻

的两封信的辩诉书四卷，呈教宗j皮尼法爵（ Boniface) c 四二一

年，奥氏发表了六卷攻击儒利央的四卷作品 c 前面两卷综合地根

据希腊和拉丁教父们的观点，月卢列公敦的道理工卷三论原罪和婚

姻，卷四卷五论情欲，卷六论儿童洗礼； －步一步地，驳斥那个

凶狠的唯理论者n

儒利央不肯自认败北，从他的亡命地，阿里西亚（ Cilicie) 

发表了八卷的长篇幅反驳希坡纳主教c 这个反驳．四二八年，奥

斯定才得过曰 c 年巳七十有四的主教，又针锋相对地同精悍的敌

人笔战c 他的死亡，就在他写第六卷的时候。他的反儒利央的第

二部巨著，因此就未能完成。

四二0年，奥氏感化了一个高卢的逃亡在希坡纳的司锋c 他

叫雷包利伍（ Leporius ），他是白拉奇派兼聂斯多略派人。迦太

基公会议在收到了他签名的悔过书后，准他重新回到老家去C

（二）与半白拉奇派的斗争

关于圣宠的争论，使晚年的奥斯定，起而攻斥另一种比较温

和的白拉奇学说，就是后世所称的半白拉奇学说c 争执的对象是

圣宠的元代价性，升天预简与坚定于善、

争端·的动机是四一八年，奥氏致罗马人西斯笃（后来的

西斯笃三世）神父的一封信。信中奥氏强调：圣宠的元代价

赐给性；同时指摘白拉奇派因儿童将来可能有而实不会有的

功勋，而否认圣宠的元代价性c 下面有名的一句格言“天主

表扬我们的功绩，无非是表样自己的恩宠。”的出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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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封信。

争端起于非洲。哈虚迈德（ Hadrum告te ）的隐士们．四三六

年读了这封信，认为奥斯定通过他的圣宠论，毁灭了人的自由意

志。奥氏就把他的“圣宠与自由意志论”寄给他们，使他们明

了：圣宠的绝对元代价性，元损于人的自由意志。隐士们i古以，

如果终止于善，完成为了圣宠的支持，那末，堕落的责任，不应

该由人去负了。奥氏说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人的自由意志

并没有毁灭。为更明朗地解释他的理论，他于四二七年，又写了

“责任与圣宠论”。同时，他把圣宠元代价性论，精简地写成了

致迦太基隐士费塔理（ Vitalis ）信。信中的十二条例，可说是囚

一八年，迦太基公会议九条议决案明确的补充c 信中奥氏强调，

天主在我们．指挥意志和行为。

在高卢，奥氏遇到的对于c f以更尖锐坚强合 “责任与圣宠

论”中若干篇幅，在马赛圣维克道院中，引起了很多的烦言。

加西央几年来在那边教授的带着白拉奇色彰的学说，可归纳为
工占 η

一、人没有圣宠，虽不能完成，却能希欲超性的善功；虽不

能把握整个的信德，却能获得信德开端。

二、没有什么绝对的预筒，一如没有什么绝对的预罚；顶简

预罚在天主，是与他预知的人的善功罪过相合的；在我人．则是

他的生活的自然后果。

三、天主要众人得救，不分彼此地把救援贡献于众人；谁都

能接受圣宠；假使要的话，谁都能支持到底。

这些真理异端混杂着的观点是危险的，而且是不易批辟的。

奥氏得到了他的高卢的友人，潘老劳伯（ Prosper d , Aquitanine ) 

和喜辣利（ Hilaire ）的报道，又一次地，拂袖而起，标榜天主在

救援人类工作中完整的权利3 “圣人们的预简”和“终止于善的

恩宠”，开始时不过是同一著作的两部罢了。在第一个著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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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氏指出，信德的开端．希善的观念，也应当归功于天主。接上

去，他证明预简与将来的功勋预见无关c 在第二个著作里，他先

申明，终止于善也是天主的特恩，继驳斥跟预简而来的若干不准

确的理论。他肯定得救人们的得救，全凭神宠的预知和预备。他

认为这样的宣讲，可以争得良好的成绩。奥氏的著作，并不能压

平高卢的风浪，那边学者的观点与奥氏的是很不同的。

六奥氏的晚年与长逝

四二六年，奥斯定把教权交于赫辣格利（ Heraclius）并且使

教友和神职人员承认他为继任者。他本想从此预备善终，可是，

除反儒利央和半自拉奇深的斗争外，他还当应付新的邪说。亚略

异端又跟着蛮子漏面。皇家军中被派来镇压i皮尼法爵的哥德人，

给希坡纳带来了丰个亚略派主教，马克息民（ Maximin) c 奥氏

不但在一个公开的辩道会中，写了若干著作予以指摘。应波尼法

爵的号召而来的ff达尔人，也属亚略派；残暴无比的他们，足迹

所至，十享九空c 波尼法爵因奥斯定的居间，与朝廷重归于好；

于是倒转矛头，反击汪达尔入。波尼法爵被围于希坡纳，经卡八

月始降。

奥氏死于四三0年八月二八日；计为围城后第三个月头。他

一觉到死在晨夕，就闭门独居，谢绝一切不需要的应酬。死前的

十天他在静默的氛围巾，不断地祈祷着。维持一切社会秩序的崩

愤的帝国，使他更一心仰慕他久已仰慕的不变的生活。他的遗

骸，于四八六年，由圣孚盛思（ Fulge时e）移葬于撒了岛（ Sar

daigue）。七世纪时，由龙巴王，鲁伯隆（ Luitprand ）的倡议，

反迁巴维亚（ Pavie ）。现在，在圣伯多禄教堂里，教友们还去

渴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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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带辩道性的著作

忏悔录

忏悔录写于四世纪，不但是本坦白书，尤其是本向天主歌功

颂德之作（ Confiteri）的原义，就是歌颂。这点，奥氏在他的著

作中，屡次予以标白。在奥氏的对过去“检讨”中，关于忏悔

录，有下面的一段：“我的十三卷忏悔录，通过我的罪过善功，

称扬正义慈悲的天主；它们引人的理智心灵归向天主。我在写的

时候，我就感觉到这个利益；之后，我重予披读，我也有同一的

感觉。人们将从此得到什么？他们自己将会发现。我晓得我的忏

悔录不单过去，就是现在也还使许多弟兄们不忍释手。”奥氏的

见解，并没有错误。鲍塔利（ Portali的说：“在圣师的一切著作

中，没有一本，像忏悔录更普遍地受诵读，受称奇。”

谁要了解这部名著，先要了解作者的心理。应当明了，忏悔

录不是本单纯的历史，而是本祈祷、默想、天人交流的作品；作

者是个通过热烈明朗的爱德，与天主心心相印的主教和圣人。它

一面报告了我们，奥斯定紧紧地与天主相结的过程，另方面，抒

写了他寻获信德的错综阶段。它所以能深深地影响到历代的教友

生活，关键就在这里。

本书的分野。忏悔录分两段：一卷至九卷，为第一段；在这

九卷中，奥氏用自己的罪过，衫出过去天主赐给他的恩泽。十卷

至十兰卷为第二段；在这四卷内，奥氏称颂天主在他回头后赐给

他种种恩德：“主，我绝不犹豫地觉得我爱你。你的话刺透了我

的心，我尝爱你。天、地、天地中间的一切，到处叫我爱你；也

不停地向众人呼号，使得他们无法推语” （忏悔录十卷六章）。

上列几句话，可视作后四卷的骨干。

第一段：奥斯定在卷一里，歌颂十五岁前，童年时代他所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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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恩宠；在二三两卷里，称扬青年学生时代他所受的恩宠；在四

五两卷里，标榜教师生活中，以至到达米兰，他所受的恩宠。卷

六抒述他寻获信德经过的阶段，同时指出在归正的理智中，还存

在着几个弱点。卷七透露他的因新柏拉图学说而消除的难题。卷

八论他的整个的回头，卷九叙他的新生活。

第二段：作者突然回到四00年。奥氏在讴歌天主的声中，

表示他写作时的心境。在拥有四三章长篇幅的，美妙的卷十里，

他申明他爱天主（六章），可是，不在外边，而在内心找到了他

（六和七章）。他攫长地描写了与天主相结的三级（八到二六

章）。他在二六到二九章中，表示他虽为时己晚，终于在内心找

到了天主的福乐：“主，你是元旧元新的美，我爱你太晚了，太

晚了。你怎会在我内而我在我外？你在我身边，我却醉心于物，

远离了你J’（卷一九二七章） 0 作者接着谦逊地暴露他当时所有的

弱点，所遇的诱惑以及予以反抗的情形（王0至四十二章） 0 这

卷是在歌颂基督，惟一的中保声里搁笔的（四三章）。奥氏在寻

得了天主以后，还在一切J受造之物和圣经中找寻他。忏悔录最后

三卷，高歌天主六日的造化之工。鲍塔利指出：“那些篇幅无非

是显扬天主的造化之工的最高凝思。第二段著作，并不如若干学

者所说的，是蛇足之类，可是自然的白述补充：奥氏为我们描写

的心灵，应该是个浸沉在圣宠之光中的心灵。”

上列关于分析奥氏忏悔录的几行己足证明，这本著作绝对不

能与后世若干怀着自我宣传的傲气的作家所写的东西，相提并

论。为写这种文章应有的谦虚坦白之忧，到处洋溢在忏悔录的字

里行间。鲍塔利还说：“最复杂的心理的深刻分析，情感活跃的

传达，情思的高越，哲理的玄奥，都是任何的文艺作品所不及

的。”人们又指出，这本名著中，很多的篇幅，已达到诗意的峰

顶，而根本冲谈了不少题外的文笔。奥氏丰富别致之笔，使读者

不觉他的著作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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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对话
忏悔录为我们描写了奥氏已与天主相结的心灵。他的哲学作

品将报告我们：他十年前，追求天主的一个阶段。实在，哲学为

他不纯是一种研究，而是追求天主的阶梯。智慧在－定的角度下

看来，就是享见天主。这是新柏拉图的学说；奥斯定取而予以基

督化。当时，奥氏还没有踏进贤关圣域c 因此，哲学对话与忏悔

录间，有相当的区别。现代的评论虽过甚其辞，区别的存在不容

否认的。不单两部著作的对象不同，它们的声调也是不一样的。

忏悔录给子读者的印象，是天主的－种和安之气；无疑地，这个

和安还是相对的．还混杂着内心和理智的活动；可是在钻研的路

上，已没有躇踌的气氛。相反地，在哲学对话中，到处控制着，

热烈的希求，寒热般的倾向以及理智的奔走c 当时奥氏认为：在

现世，人们可能完全地享见天主：他所以把理智与福乐等量齐

观，就是为了这个缘故。这个错误，“过去检讨”中，他将予以

更正。他又过度强调，哲学在争取与天主结合中的效力。后来，

他虽不把智慧与热忱斗见同仁；可是已视热忱，为与天主结合的

要素。

对话（ Dialogues）共计八篇，前四篇写在加西西亚．后四篇

较晚。

前面三篇是奥氏在加西西亚为完成黎生爵（ Licentius）和吕

才爵（ Trigetius）弟子们的教育结晶。阿力匹阿斯在可能范围

内，也每参加座谈。研究的问题是宗教的又是哲学的。

（一）“知识确性”是在反“阿加的米学派”（三八六年十一月）

座谈会中的肯定的。新阿加的米半怀疑论，有一时使奥氏将信将

疑；到了那时，已被他放弃；幸福不在研求中，而在把握真理

（卷－） c 盖然性是不够的；人可能，并且应该争得确性（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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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二）“幸福生活论”（三八六年十一月十三到十五日）

研究真幸福的性质。结论是：真幸福在认识天主。关于这点，后

来奥氏申明，在将来生活中，人才能整个地认识天主。

（兰）“秩序论”中谈的，是天主的上智（三八六年）。在t智

建立的宇宙秩序中也有罪恶（卷－ ) 0 上智引导一切内心的活

动；内心的教育应当乞灵于自己的理智．外边的权威．以及兰学

（文法、修辞、论理。）四艺（算术、几何、音乐、天文J。终

点是天主的整个认识（卷二）。

“自问自答”（ Soliloques) （三八七年）共二卷：对话者是

(A) (Augustin ）和 （ R) ( Raison）卷命的开幕词，是」个冗

长美丽的祈祷。接上去奥氏高谈天主lj灵魂；又指出为认识天主

与灵魂的德能c 卷二在确定真理是不朽之后，结出真理的坐落，

神灵也是不朽的η 著作中洋溢着作者倾向天主的热烈的神情，同

时它标志着，作者为认识他所作的努力。忏悔录更大量地播满着

奔放的热情，祥和的气氛（，“过去检讨”改正了不少的观点，特

别纠正：认识天主在此世给予人们的幸福，不只在希望中，也在

直接的享见中 c

奥氏的对话‘不应该视作十三世纪流行的·种由奥氏的对

话，忏悔录，俞格乙圣维克道的著作．以及拉脱利腾会议混合而

成的“灵魂向天主谈语录’＼奥氏的默想和I手册中，不少抄袭安

瑟尔莫著作的地方。

力日西商亚后的哲学对i舌（ ) “论灵魂的不死不灭，， (De e 

imn 

tat芒过r nae）’（王）“论认识”（ De magistro）；天主是内心之主；

他是切认识的原则，一如他是一切的物体的原因，（四）“论

音乐”（ Musica）；该作品的目标，在提高理智使从精神物质中

看出永远的真理J i亥部著作是奥氏《自由学术丛书》巾仅存的

一部3



564 教父学大纲卷二

奥氏从柏拉图学说，受了又深刻，又持久，又丰富的影响。

他的下列的几个观点，都是柏拉图学说的化身：（ -）哲学的界

词，真的智慧应该引导人获享天主和幸福； （三）科学与认识，

或暂物与永物的知识的区别；这最后的一种知识，是真正的智

慧，而且，以天主为对象。 （三）天主的界词视天主为真理和

物、真、善的总原因。（四）阶级方法，通过这个方法，灵魂步

步自我洗涤，而以便利这个理智的高级行为。典型主义，物物是

天主的一种观念的实现；一切知识是天主的思想的分沾，而天主

是万物的极则。（五）宇宙的基本善论，这就是奥氏所以攻斥摩

尼异端的武器。

奥氏的认识论，都根据上列的大原则。基层观念，理智的本

来对象奥氏最予注意3 他虽不是个主张本体主义者，却擅长从基

层观念中，证明天主实有c 它们是由天主的 A种活动在人的理智

中组成的。这个活动，就是天主，模因的一般的，所以产生理智

之光，以及任何受造之果的活动。这个见解，他认为有不少的便

利；尤其是他认为是个智慧的自然支点。智慧不但使人寻获天

主，而且是天主在人心灵 t最伟大的成绩。

三 宗教辩护学与神学作品

奥氏关于这部分的著作是浩繁的。一般地看来，可分为三

类：宗教基本和丛著，圣兰和天都，神学和伦理学。

（甲）宗教基本著作

一、《真宗教论》自然占着整头；这是种辩护宗教作品，共

计五十五章，成于带迦德（三八九至兰九 A年）；寄于罗玛尼央

( Romanien) c 在反驳外教和摩尼哲学，证明了基督宗教的真实

性后（十到二三章），奥氏指出权威与理智，是天主上智所以引

人救灵的两个途径（二四章起） c 从二九章到三九章，他对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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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作进一步的讨论，通过下级受造之物的观察，以及他个人的

卑劣倾向，使人举心归向天主c 他要引导读者，运用整个的自

由，在真理的观察，和对圣经的了解中，认识基督的美善。

二、下列的四种著作，虽观点不同，都以信德为对象。

l. 《信仰的效用》（三九一年）给摩尼派人奥诺拉证明，信

德不是盲从；它的根据是天主在教会内启示的权威。

2. 《不见而信》（四00年）钻研着同一的问题。

3. 《信德与｛言经》（兰九三年）就是信经简单的说明。

4. 《信德与实行》（四一三年）指出没有实行的信德．为救

灵魂是不够的〉

三、希坡纳主教遗F了三种丛著c

I. 《八十三个问题》是三九六年间，奥斯走在罹升主教前，

与带迦德修士们所拟问难的结果。问题有关于哲学的，神学的，

和圣经学的ο

2. 《与新伯利亚诺谈道录》（三九七），是给米兰主教关于

《罗马书》（卷－）和《列王纪》（卷二）的－系列答案c 卷」

尤觉重要，因为在那里奥氏明朗地表示了，他对于圣宠和预简的

理论二“过去检讨”中关于以上两个问题，几乎没有提出什么修

正J 奥民早把救援的工作，它的起点也不在例外，整个地归于

夭主。

3. 《答杜两爵八问》（四二二年）是他从前各著作的文摘．

所以答复设难者的 c

(Z ）圣三论

这是奥氏关于神学最渊博的著作；该书的写作时期，从四0

0年起，迄四·六年止。前面十二卷，未经他同意，更未经他重

新检阅，偷偷被传播于外界，奥氏为此曾提出抗议，并且有过不

想续写的表示。同志们的呼吁，终于敦促他又加l二了三卷（十

三至十五卷）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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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三论包括两部份：第一部份（卷一至卷七）根据圣经和

教父的著作， 一面奠定理论，一面解释疑难。第二部份（卷八

至卷十五）从人身上．找出类比，使人稍微认识奥迹。

第一部份：前四卷依据圣经指出，三位的→体的平等性。卷

五通过关系（ Relations），解除问题在哲学上的闲难，“证明关于

天主所谈的 A切，不是全部关于他的性体的，也有不关于他，而

关于他身外之物的。”卷六I坚持三位的平等性，虽对于各位，我

们可加以特种的名称，例如圣子的智慧德能，卷七注重三位的一

体性。“在天主只有一能 a智，一如惟一的天主，只有一个性

体。”他确定了」体三位（ Una essentia, tres personae），习用的

术语。

第二部份：该部份虽比较少些神学色彰，可是在论对天主的

认识，和人通过信、爱，和智同他的缔结，精湛丰富，别开生

面。奥氏根据多种的类比，纵论圣三；可是及不到后世士林学派

说得更逻辑、更科学。作者的目标，不在提出严格的证明（他

认为是不可能的），而在列举圣三体内活动的简单类比，引入灵

倾向一体三位的天主。他阶级地引人」面认识天主，→面瞻仰

圣三。

卷八可以视作两部份的桥梁；它通过人对于真、善、义，所

有的认识c 助人获得纯神的认识c 他指出．人可能没有明朗的认

识，而爱慕圣三。他的认识，更是热爱之果，比是钻研之果J 在

爱德中，透露出若f圣王的迹象c

卷儿卷十发挥的关于圣芒的象征，似更易F领会。卷儿指出

灵魂具有理智、认识、爱情．灵魂因爱情而爱自己，以及自己的

认识c 它们是同等的，而且属于同一的物体。在卷卡中，奥氏认

识为：灵魂的三司，记忆、理智、意志更能象征圣王。

卷十－提出的象征，不但粗俗，而且难于了解。眼睛视物，

有对象，有物像，以及内视者产生的对象和物像的结合c 记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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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有事像，有事像重现，以及由记忆者产生的事像和事像重现

的结合匀

卷十二、兰、四标志：比较完善的象征在智慧之中。奥氏把

智慧别于科学；在科学中，可以找到→种“三位”，可是它并不

是天主的肖像。对于卷十三三中所谈的信德科学，也应当作同样的

看法c 在这卷中，奥氏称扬信德。 f言德伦理生活的标准，是从耶

稣基督来的。于是，奥氏大谈救赎，用以补充他的圣子降生论。

这个科学（记忆、纪念、爱情）也具有一种不成全的过渡的

〔三位〕 O

卷＋四专论的智慧，完全是另二件东西c 这里的智慧等于热

忱。（」章）通过热忱，人变为天主圣兰的圆满的肖像；这个肖

像在后世的生活阶段里，不单要永远：仔在，还要在享见天主中，

更趋美观。它是经由内心的、精神的、道德的、整个的人性的刷

新而产生的。这个刷新工作包括： ( . ）通过记忆和良心的认

识，（二）理智依据废认识为获得道义．和神圣真理的批判的忠

实，（三）以及心与天主的结合。这个结合，一面陶冶爱情，一

面产生纯粹的爱德c 那末经由记忆、理智、主言：志组成的人的

‘可三位

的性体、真理’和幸福。因此灵魂也获得智慧ο

卷十五重新发挥圣三的的奥理：吁是中间夹着冗长的题外篇

幅；这些篇幅为引读者直接天主起见，叫他注视为天主最有代表

性的人；而在人身上，注视能彻悟永远的真理的智慧 c，最后，奥

氏要在永远的真理中，证明惟→含二－的天主。奥氏在玄妙地说明

了：夭主的属性可归纳为永远、智慧、幸福三种后，又指出可归

纳于包括 A切的智慧中。在标志了这些肖像的“主位”后（在

此世，我们只能在镜巾见天主L 奥氏分开研究圣三的原始：先

论圣子，之后，特殊地论圣神；最后，是－篇辉煌的向圣三的祈

祷辞c 这部强有力的著作，在十五年中，牵住了圣奥斯定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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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天都

《天都》写于四一三、四二六年之间；当时蛮人入侵，帝国

陷于困境；教外人认为教友就是祸殃根，纷纷地予以责难c 这部

著作，是奥氏所以伸冤的。“天主上智与罗马帝国”可说是该书

的内容。可是，在作深刻的审查后，这个标题还不是奥氏的思想

范畴。他所钻研的．竟是“天主上智对于整个人类的亭毒··；而

且在时间方面，不限于过去，且直入将来，以及后世的生活。鲍

塔利说： “在 A种奔放的天才，把辩护化成历史哲学的镜头下，

奥氏的鹰瞬，以惟－宗教，基督教会为轴心，上报原始， F至人

类的最后目标，透彻了宁宙的使命”。

《天都》为奥斯定简直是社会的别名。他指出了世界的两

都，善人之都，就是天主之都，或天都；与恶人之都，就是魔鬼

之都，或地都。人们根据个人的爱，或进入第一集园，或进入第

二集团。舆氏在这部著作中，虽也指出教会与国家应有的联系；

虽也提出额我略七世与奇理曼间标准的政教关系，奥氏的两部，

并不专指教会与国家。两都在此世，时时处处摆在一块儿，而且

时时处处在斗争着3 对于这个决斗，天主并不袖手旁观；他运用

他的上智．计划天郁的胜利；这个胜利．有一天，将要实现。这

种伟大的文笔，非奥氏莫出。

段落：奥氏在总计十卷的第一部中，一面攻击外教主义，一

面驳斥外教人加于教会的污辱；这等于’种防御战c 然后，跃出

战埠。在包罗十二卷的第二部内，奥氏标榜他的天主亭毒世界学

说。他证明天主在敌人枪林弹雨中，指导他的都民，完成永远的

使命，终于在天 t获得决定性的胜利。

第一部强调指出外教主义：

一、不能保障此世的顺利（卷一至卷五）。在检讨了罗马陷

落之后（卷一），他说明邪神的元能（卷二至卷三），揭露罗马

的伟大的真正原因（卷四），槟绝冒名上智的定命（卷五）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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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能筹备将来的生活的幸福（卷六至卷十）。这里，奥

氏剧烈地攻击外教神学，始于古罗马的华龙氏写的民众神话

（卷六至卷七），继为哲学士的神学（卷八），以及新柏拉图派的

魔说（卷九至卷十L

第二部阐发两部的原始（卷十一至卷十四），进展（卷十五

至卷十八），结局（卷卜九至卷二二）。

I. 奥氏在天使的受造，和善者恶者的判别中（卷十一至卷

十二），在原祖的受造，他的堕落，人类的罪因，部份中的得救

中寻求两都的原始（卷十三至卷十四） c 两都原始的结论，就是

产生两都的原因，两种多方冲突的爱的有名描写（卷十四、二

十章） '.) 

2. 间都的进展历史，共分四个阶段J 卷十五论原始的斗争

到洪水；卷十六论圣祖们至达味中间的斗争；卷十七专论天都，

从达味到基督。卷十八的大半篇幅，纵论同时代的地都；可是，

从二七章起，奥氏论关于默西亚的预言·最后几章（四六至五

四章），研讨基督以来，到艰难完了中间，两部的发展情形。

3. 最后四卷是关于两部的结局的二卷十九把基督的来世的

幸福论，对抗甲：学士的i妻说。卷二十论世末，公审判，和两都的

分疆c 在工十－论地狱中I也都的刑罚；卷二十二则论荣福天国中

天都决定性的胜利c

对天都的批评、天都的题材，本是浩繁的；奥氏又添上了

漫长的，关于神学、伦理、历史的题外题材，就更觉元穷尽

了υ 这些题外题材，虽也有它们的价值，总有害于一统性。可

是，应当明了， →如鲍塔利所说的，当代的人，看见圣奥斯定

写完一卷，就急急予以授受；他们不注意卷卷中的统一性，他

们只关心问题的重要性。书的对象是一般令人烦恼，难于索解

的问题ο 作者指出了最深刻和最独特的见解ω 《天都》又是本

辩护著作 c 如果忏悔求是个灵魂的实验神学和天主在个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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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历史；那么，《天都》，就是天主在整个宇宙中的活动神

学。在这个著作和《问题集成》（ E时hiridion ）中，奥氏的四

末论写得特别成功c

（丁）问题集成与伦理作品

一、问题集成写于四二→年，共计一二二章，常被视为奥氏

的思想子册。这里，他的学说写得最精简，他方法显得最明朗。

→个又热心，又博学的罗马人老楞佐恳求他写册易于备考的道理

提纲。奥氏叫他追求智慧，就是要求他通过信、望、爱、热忱恭

敬天主（一至二章）。人在信经中可以找到应该相信的 A切；可

是在天主经中，可以明了应该希爱的一切ο 奥氏在诠释了信经

后，又接着诠释了天主经；这是因为孤零零的，：在与别的德行并

存的信德，是没在用的（七至八章） c 九章到一一三章，组成了

该书的骨干；字里行间， j南市昔典型的引证，美丽的辞藻d 书

中，奥氏」面驳斥摩尼异端，和白拉奇邪说，一面阐究神学和伦

理学《罪恶和错误的界词：圣洗与告解圣事》 c 最后几章（ －二

四章起，到→二一章止）噜简单地论望德．以及诸德之总汇：爱

德。一二二章可吁作总结i卖。

与问题集成同类的有：

1. 基督教义卷一二（后当再i仑）；

2. 基督徒的斗争c （三六九至三九七）：这本教友生活于册

是个民众读物 J 作者用了简单的文字；虽也涉及神学，可是更注

意伦理。

二、伦理作品：在问题集成中，伦理学密切地与神学相结J

鲍塔利说：“奥斯定比谁都更善于证明：伦理学绝对不能脱离与

神学的联系。在他的无数的著作中．几乎都是关于神学的；至于

狭义的伦理著作．实在寥若晨星。可是在神学的理论中，他不忘

参以灵魂生活的实际r

奥氏的伦理著作，共计十五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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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虚话二本

1. 论虚话（三九五年）：这个著作，作者自认晦暗；可是足

以推动心灵，使它爱护操行的真实性。

2. 反虚话（四二0年》：这本献于冈生西阿（ Conscensius) 

的作品，是为瓜代前本的；目标在反驳狄克底尼阿为虚话辩护的

著作《天秤》的c

关于这点，奥氏的观点，是坚决的c 加西央表示，在若干环

境F，虚话不在禁例之内，奥氏则认为禁例是绝对的。他细致地

把它别于玩笑、城默、假装、错误。虚话就是口是心非的话；所

以触犯真理，并且使人陷入歧途。真理一如灵魂的j吉德，虚话予

以强奸，它应提出抗议：为了说虚话者也不要受人们哄骗。可是

一切虚话的罪恶，并不是同等的：奥氏把它分作八类，自叛教，

最严重的起，到为保护旁人利益，正式公开的止。

二、论婚姻或贞操五本

1. 论节欲（三九五年）。为守身如霜应有的斗争。

2. 论夫妇的权利。这是圣师们论夫妇职责著作中，最完全

的一本0

3. 论童贞（四00年）。这是前书的继续，所以为守贞者作

辩护的。

4. 论守节（四→四年）。在该书内，奥氏抒述寡妇的功德。

5. 论犯奸夫妇（四一九年）。书中奥氏强调婚约的不能解

除性。

圣奥斯定认为主贞守节高于婚姻，这是所以答复高举婚姻，

控诉教友轻视婚姻的姚维尼央的。他在论《夫妇的权利》时，

反对摩尼派的学说，标榜生育是好的。奥氏指出。这个目标是合

理的；婚姻所以好，也就为了这点。可是，对于婚姻的第二目

标，调剂性欲，他的态度是犹豫的。在他与白拉奇派斗争中，申

斥儒利央〔性欲冲动为善〕的学说时表示，那些冲动是从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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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教友的婚约，是不可能解除的；奸淫的罪，是不能予以

取消。

三、其它的伦理著作有：

1. 论隐士的劳动（四00年）隐士应该祈祷，也应该劳动。

2. 论对于亡者的种种。为亡者祈祷，尤其是献弥撒，朝拜

致命者的坟墓。

3. 论忍耐（囚一八年前）忍耐是从圣宠来的。

4. 论保守教友的信条。共计四个演讲；看来只有第·讲是

奥氏写的。

5. 论基督的纪律。

6. 论新歌。

7. 论大斋的利益。

8. 论京都的灭亡（四→0年）。

最后六种都是演讲

圣经之镜（四二七年）也可以附在这里。这是一册圣经格

言录，目的在使人一面警惕，一面修德。很多人喜欢去浏览。后

来的它的分类版，是经过别人整理过的。

四 圣经与布道著作

（甲）两种关于布道理论作品

一、论基督教义：共四卷，开始于三九七年，完成于四二七

年。这是本很复杂的著作，可分三部。

卷一为教义的综合，卷二和卷三为经典注释，卷四为训导

篇。卷一可看作研究圣经的导言：五至二二章谈神学，二三至三

四章，论伦理学。有名的享受和使用原则，就是该书的核心。可

是，这个关于爱德的原则，还不够彻底。卷二与卷三提出了别的

为诠释圣经的条件：诠释圣经者。第一，应当认识东方语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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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别的有关系的科学（卷二）；第二，应当了解诠释的规律；

（卷三）；奥氏的字义多头性说，现代学者几乎－致不以为然；

他又解释了典高尼（ Tychonius）的七条规律。

卷四专论“圣道演讲＼奥氏虽也重视辞令的文藻，却尤强

调演讲者，应该精通圣经，且多以圣经为对象。

二、“论为民众讲要理”（四00年）：原致六品感谢主恩的

( Deogrartias ）。这是本理论实际并茂的教育一般信徒的著作。他

指出了六个使人讨厌的原因，以及两个演讲的模泣。

( z. ）圣经注疏
奥氏倾向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神化作风。巴登伟（ Barden

hewer）指出，奥氏擅长在自由领域内，神奥地和讽喻地诠释圣

经。实在，在奥氏的演讲和著作中，他的这种表演是独步的。可

是，假使或就说他轻视字面的话，那就错误了。他要求人们一面

竭力研求圣经的实义，一面避免→切无意识的和反科学的理论。

他尝几度垢病他的过于浓厚的讽喻色彩，而应该多着眼在字面

上。鲍塔利说：“圣热罗尼莫的圣经诠释，无论在数量方面，无

论在科学方面，都胜过奥氏。”奥氏的所以落后，一、由于他不

懂希伯来语，而且又不精通希腊语；二、在伦理与实用的烟幕

下，他的神秘主义过度地抬了头。三、在辩道热中，他的雄辩时

→变而为诡辩。

一、宇宙的原始好久使奥氏踌躇。

他尝四度诠释了创世纪的开始几章。忏侮录（卷卜 4至卷

卡三）中的诠释出于虔诚；反摩尼论创世纪的诠释，出于辩道。

最后，以科学方法，先于三九三年，开始写论创世纪字面；工作

期间，因为他自认无能，曾一度搁笔；四0一年始，继续前业，

到囚一五年，他共写了论创世纪字面十二卷。 i亥著作中不少题外

篇幅，卷六、卷七、卷十，可说是一种人类学；卷十二专论出神

和见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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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圣经研究的著作还有：

（一）经首七卷漫谈（四一九年，共七卷）。

（工）古经首七卷问题（四一九年，共七卷）。

（三）约伯传注（四00年） c 

（四）四史合观（四00年）。这是个调和四史间似乎矛盾

点，极有价值的尝试」其中虽杂着诡辩，然无损于大体。

三、奥氏注挥新经的著作，虽不多，可是很重要的。

（一）山中圣训论两卷，是三九」年，三九六年间，奥氏演

讲圣道的成绩。他在注解玛窦第E到七章后，又继论了别的救世

主的比喻。跑塔利认为，这是又浓郁．又深邃的基督伦理神学
生生三￥
-'J、 ιi 0 

（二）论若望福音一三四篇，都是囚一六年中的演讲稿件片

中间有神学．有伦理学的是奥氏权威著作中的一环。亚略派， f'l

拉奇派，多那志派，在那里都受到挝伐c i仓若望一书十篇‘也是

奥氏同年的作品；作者雄主i¥地一面高谈爱天主爱人的诫命；另一

面，驳斥多那；武派，指出合－的自然的法律。

（三）对于保禄的著作，奥氏写了两个丛谈，一个完整的

诠释。

→、关于罗马书，是所以答希坡纳隐士的八十四个问题的

（三九四年）勺

（二）论罗马书（三九四年，未写完） c 

（三）论迦:ts/. 达书（三九四年），这是本真正的注疏作品；

作者科学地研究字面n 这个著作使后代人为了奥氏没有整个地注

释保禄巨著而表示扼腕。

（丙）讲道著作

圣奥斯定与圣金口若望的讲道著作，是古代教会传给后世最

丰富的遗产。除去土边已经提及的关于若望的著作外，还有漫谈

( Enanationes）和真正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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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第一类的作品，约摸三百篇。圣咏漫谈不应当看

作一种注疏，然应当看作一种演讲。 〔这是一种标准的，生动

的，特有的，充满基督生活的民众演讲。〕其中有几篇从没有公

开演讲过。那些篇幅是奥氏毕生，一年又 4年的著作。著作的时

期我们无法确切地予以指出；可是，关于圣咏一一八首的三二

篇，大概应当写在四－五年后士

工、真正的讲道著作，共计三六三单位，可分为四类c

（一）以圣经为题材的演讲，共＆八三个； 一讲至五讲，是

关于古经的；五一讲至一四八讲．是关于四史的；一四九讲至」

八三讲，是关于宗徒大事录，以及各书信的。

（二）以节日为题材的演讲，自一八四讲起，到二七二讲

Jlo 关于耶稣圣诞和三王来朝的演讲约二十次，关于封斋的演讲

约二十次；关于耶稣复活的演讲约三十次，关于耶稣升天和圣神

降临的演讲约十次。

（三）以圣人为题材的演讲，白二七二讲起，到三四O讲

止。关于圣昧增爵者共四，关于若翰保弟斯大者共七，关于圣伯

多禄和保禄者共五，关于老楞佐者共囚，关于西伯利央者共五，

关于圣斯德望者共六σ 其余的是关于别的圣人们的。

（四）以其它的不同的对象为题材的演讲，自主四一讲起，

到三六三讲止。畏惧、爱德、和平、神职生活等等，都做了演讲

的标题c 三六一和三六二关于肉身之复活的两讲，是特别地长。

刊印者又加上若干可疑的演讲，约计三十余种。可是，他们

不忘指出三~ －七个伪托的演讲ο

从本笃会主持的大规模版本问世后，新发现的认为是奥氏的

演讲，经学者批判地予以刊印。

（－）一七九二年，弥额尔·得尼刊印的二五讲。

（二）一八一九年，法兰齐巴刊印的十讲乙

（三）一七九三年，丰塔尼刊印的四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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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 －九一七年毛纶刊印的三三讲。

此外，还应该添上毛纶和费玛发现的，若干别的演讲。那

末，这个西方教会的大演说家的演讲的总和的数字，应为四

五0 0 

奥氏的生活，是最忙碌的；可是，他的演讲的次数，不亚于

圣金口若望；虽然这样，我们并不说，奥氏演讲的篇幅长于若望

的。无论如何，这比较地可以给我们对于奥氏演讲，一个准确的

观念。

鲍塔利批评奥氏说：“如果奥斯定圣师更是个演说家，如果

他的演讲，及不到金口若望的色彩、丰富、时代性，和东方的娇

美，他的逻辑更雄同，他的论调更竖强，他的思想更高植深刻；

他的心灵的起腾，他的对话的道劲，大可与希腊圣师并驾

齐驱c ”

显然，这些元穷的，时出仓猝的，经人速记的著作，并没有

同等的价值 可是．奥氏对于公教演讲的观点，从此可见一班n

奥氏常表示对自己的演讲不满意：“在我演讲之前，我满怀着成
功的希望；及到感觉我的言语远在思想之下，我就为了我的舌未

能满足我的心而纳闷υ”这种不能满意，是很相对的。我们一念

奥氏伟大富丽的演讲，就可以了解他的演讲方法。那些演讲的原

则，奥氏自己早已予以抒论；他的演讲，纯循着－定的轨道

进行。

他明朗地承认，演讲学习的重要J性；他曾在雄辩学上，费了

不少的心血。可是，他在演讲中，虽也崇尚辞藻，却更注意智

慧c 这个从圣经中汲来的智慧是与辞藻分不开的。西塞罗把修辞

学包括在三个条例内：教诲，兴趣，说服。奥氏指出，演讲圣道

者，应该说理明朗，使听众彻悟地听i井；应该声调温和，使听众

乐于听讲；应该意志坚决，使昕众易于服从。为教诲，言语应该

谦虚；为引起兴趣，言语应该有节制；为使人服从，言语应该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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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圣道的演讲者所以别于俗世的演讲者，就在前者的题材都是

伟大的；假使讲道者的言行相符的话，那么更能易于征服听众。

最后，演讲原则的原则就是真理；爱德之律，也应该受它控制。

演讲者应当说来使真理发光、中意、动人。奥氏的嘉言直在行，使

他做了公教讲坛上，第一流的演讲者。他还要求演讲者是个博学

之士。

五书信、检讨、伪著

本'0会土刊印的圣奥斯定书信，共计二七0号，分作四类：

(-) →至三十号作于升任主教前； （工）兰 A号至－二三号，

写于任主教后至四－－年；（三） 」二四至二三：一号句写于四→

－~－年，至他的长逝； （四）二气二号至二七0号，都不载年月

日，大概是四一一年后的产物二可是，从二七0号巾，应该除去

五三号奥氏的通信人们的作品。她塔利说：“奥氏的通信，为帮

助我们认识希坡纳主教的生活，影响和学说，具有最高的价值。

一般纯友谊的信件，为数极少＼大半书信是关于哲学、神学，

和伦理学的c

其间若干号，简直是本书册。比如论哲学与教外人的，一→

八号、 →六号、一七号、五0号、九一号、－0二号；论天主圣

兰的一二二0号、一六九号、一七0号、二三八号、二三九号、二

四0号、二囚一号、二四二号；论天主在鉴与享见天主的一八九

号、九二号、一四七号、一四八号；论圣子降孕与玛利亚的一一

号、一二号、一三七号’、一四四号、一六一号、一六二号、一六

九号；论圣宠的一八六号、一九四号、二一七号；论基督徒神修

的二六号、一二二号、一二七号、一三0号、 －三二号、一四五

号、一五五号、一八九号、二二0号、二四三号；论精修的四八

号、二一一号、一五0号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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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讨丛著，成于四二六年，四二八年间。这是为认识奥氏的

著作，以及他的思想的进步的必要读物。在这丛书中，奥氏共检

讨了他的九四种作品；他一－地说明了各作品的目标、动机、重

点；有时他还予以标白，甚至改正。丛著分上下两卷，卷一检查

了他升主教前写的二七种作品（反驳阿加的米学派一章至论虚

话三七章） c 卷二检查了他升主教后写的六七种作品（致新伯利

亚诺书一章，至论整肃与圣宠）。当时“论预简与终止于善”还

没有写。作者在→个简单审慎的序言里，介绍了这部著作c

伪著 奥斯定虽曾为他的著作，做了一个整个的目录；可是

若干作品，仍无理由地被认为是他的产物；其间十九是演讲。刊

印者从他的著作中，清除三一七种。无疑地，在手抄本中，还杂

着若干膺品。

主主 奥斯定圣师

人与圣人

（甲）人

人们说：“奥斯定是人间最光荣人类的一人”。元疑地，根

据他的广大、丰富、深邃、超凡的著作，根据他的一联串的能

力，他实在是教会中最优秀的天才。

他的理智是尖锐的，深入的。他不用费力，可以高谈最抽象

的问题；可是，关于实行的和文化历史的问题，他也能说得头头

是道。他的极直观的理智，自然地趋向最玄妙的形而上学，他的

逻辑学也是精湛的；他是个足使对方惊心动魄的真理辩护者。他

是深奥的，独步的思想家；一切经过他讨论的问题，都留有他的

印象。他给于各种问题的见解，虽不是一贯地新的，确定的；可

是，有时一经他的提出，论坛上，就映出阵阵的光芒c 他是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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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心理学家；他的或自己的，或他人的心灵分析以及对于一切

问题的观察，都呈着一种极微妙，极精密，几乎不可比拟的气

象。他惊人的记忆力，又加了他丰富的理智。此外，他还不知倦

怠地努力，简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的历久的文学教授生活．一面发展了他的雄辩天才，一面

完成了他的典型的文化教育。他是个具有丰富的想象作家；他的

句读是生动的，他的文笔时虽带着民众的语气， 一如他的思想是

高尚的。在他的著作中，最使人惊奇纳罕的，是他的随题材而变

化的各种声调u 壮年的著作，字句必修；晚年的著作，尤重内

容。无论如何，他的写作的惟 A目标，虽在为善；他的文章到处

使人觉得他是个文艺日子。

奥氏的伦德，在压倒了他的热烈的情欲之后句也是五光十色

的c 在他的傲气和贪心消散之后咱他的谦逊是蔼然可亲的，几乎

是出于天性的～他的受感性是优雅的；他的心灵， i芮贮着知趣之

情υ 慷慨和多情的他，拥有很多的朋友。对于他们，他始终是忠

实的。弱小贫穷的人们，更能得到他的爱护。他的友谊中，有宽

恕，又有耿直r， 他的件格是刚毅的，同时也有外交家的弹性。他

听该是个标准的治人者；可是在他的牧座上，他尤其是个神灵的

指导。

这些德行，在他的灵魂上，在圣德之后，爱德带头下，一如

怒放的鲜花3 爱德在他的著作和生活中．反映得特别地壮严灿

烂ο 他的“爱德圣师”的徽号，实在是名符其实的4 可是这个

历代在西方养育教友的热心的爱德，不是个一般的爱德，而是个

洋溢着神秘神修德性的爱德。

( z, ）瞎想者
我们」读奥斯定的忏悔录，就可以肯定他是个真正的瞻想

者c 在忏悔录巾，作者不单标白了他升主教后初期的心境，同时

也标白了以前的各个阶段勺他的漂白的方式，在萨列天主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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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自己的卑微。许多篇幅简直是一系列不断的瞻想天主描

写。他虽谦虚，他也承认自己是天主恩宠的对象。奥斯定的潇洒

出神之景，不是偶有的一个；卷十里，他也谈了四00年左右的

心境：“有时，你在我心灵里，鼓起一种非常甘怡的情绪；假使

它到达顶点，它一定不是此生的产物。” （忏悔录，卷十，四十

章）。

在这些正式的申明外，奥氏整个的著作，可以给我们同样的

结论。应该晓得，归正以后的作者，已不是单纯的神哲学家，而

是个瞻想天主的神哲学家。整个的他，渗透着爱德，满照着圣神

之光；他把他理智研究的 a切转向天主。

为他，天主已不是哲学家们的抽象的天主，可是样最生活的

实物。这个实物，不单在寻求中，而且已居于他的部分地愉快和

平的心灵内。“我们的心得不到你，就摇摇不安 3”（忏悔录，卷

一，→章）。从奥氏“享受天主、爱德”的语调中，可见他己一

部分地尝到了天主。他视天主为他的食粮；在他徘徊歧途的时

候，他称他的心灵是块不毛之地。现在他称天主说： “我的天

主，我的和平，我的生活，我的老家η ……”舆氏称天主为真

理，他并不像柏拉图派只视以为理智的对象。

奥氏在万物中发见天主，于是，他对于万物的见解，也大大

提高了。他利用万物级级地趋向它们的造物主。他看它们为无穷

的反射．本质物的，不变的，真的．不朽的，善的有限分承。他

在受造之物中，自以为获得了圣三的迹象。他对于三位－~体的奥

迹，特别感到兴趣；这是因为他在这奥迹中更能认识天主的生

活。这是他与别的大神秘神修家同的υ

奥氏的神秘神修学是昭著的。鲍塔利在他的“为真理受苦”

里，大大地予以宣扬。 “这是深刻的主知说与光明的神秘神修

说，奇妙的合~c 真理为他绝对不是单供观瞻的，同时也是应该

予以争取善的；同该爱真理， 1!1真理。奥斯定的天才．使他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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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的一切能力，美妙地怀抱真理。怀抱真理．不单要用心脏，

因为心脏是不会思想的；不单要用理智，因为理智只能掌握抽象

的和死亡的真理。……奥斯定不是个情感的，单纯的神秘神修

学。单独的心，决不能发现他的天才。假使在他身上，干枯的，

冷落的，形而上学者的主知说，取代了一个沸腾的真理观念，这

个观念当是一切的根基C 奥氏的神秘神修主义．绝对不是现代的

一种蒸气的，浮沉于空气的，没有对象的主情说中的神秘主义。

他的感触是深的，洁的，透彻的，这正是因为它导源于一个坚决

的，巩固的，确切的教条主义c 这个主义要求它认识所爱的和为

什么要爱的理由。基督教义是个生活．永远不变的真理的生活。

如果没有二个圣师像奥斯定一般地把他的心放在著作中，也没一

个有像奥斯定→般地把一个最清明，最深奥的神魂之目，钉在真

理上”。

这个尖锐的，注视着神体的无上理智，这个痛苦的天主的实

际认识，都可以包括在瞻想两字中。这个足以透露奥氏心底的瞻

想，不是一般的瞻想．而是神秘的和完美的瞻想。在他的祈祷

中，他时常被动地浸沉在这种瞻想的氛围中；而在他宗徒和作家

的生活中，常活跃地反映着它的后果。他的若干著作，不就是最

奇妙的神魂飞越，和最神圣的真正瞻想么？这→切元非是 A个最

精莹的和最热烈的爱德的光芒。这个最实际的光芒的来源，是美

妙和超自然的天主认识。

（丙）奥斯定的乐观

这个由圣神指导的，理智与爱德的结合，足以说明圣师在门

弟子间引起的高兴，以及他在教会中产生的影响。他的影响是强

有力的。奥斯定没有点滴的悲观烦恼。他的积极性，已到达顶

点。他的宗徒工作：教政、布道、辩护、神学研究，实在罄竹难

书。他的工作，他的修德，简直一往无前。在精神领域中，他是

个乐观主义者，兴奋的播种者。在理论领域中，他虽不说玫瑰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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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刺，他却强调天主上智能从恶中抽出善来。他从至慈之大父的

怀抱中描写他的堕落；他抒述罪恶，他也提出了罪恶的药石，就

是一种相当的，足以恢复天主的肖像旧观的圣宠。了解了这一

切，就可以了解奥氏的乐观。这种乐观的精神，为了纯以天主的

圣宠、上智、仁慈为基础，更显得丰富无边。这是很合乎希坡纳

大主教的心理。

二奥斯定的道学方法

奥斯定的道学方法，包括三种互相呼应．互相辅助的 l冯素：

一、权威，二、理智，三、心灵。

（甲）权威

首先应当指出的，就是奥斯定在寻求天主的途径中， i-足地

运用理智；可是，他也不厌其详地强调， a切基督徒的生活，必

须基于→种权威c 这是他的经验之谈：因为他的归正，就发韧于

此c 这个以天主为最后基石的权威可分为三种，（一）圣经：他

接受了整个圣经；跟着他，西方教会也接受了他的全部c 他指出

圣经的神授性，也捍丑圣经的不错误性，可是，他以为，遗忘字

的误用，四史间的出人，都无损于圣经的不错误性工 （二）传

统：这是圣经的补充；它应该是从宗徒，或通过一种习惯．或通

过一种信条，普遍地传下来的 3 奥氏在这里发挥了雷冷斯的味增

爵（ Vincent de Lerins）的观点： “一端虽术经公会议制定，可

是，整个教会所服膺，始终坚持的真理，正可信以为是从宗庄的

权威j仕确地传段来的c”（主）教会：这个生活的权威．奥氏把

它放在圣经和传统之上：“假使公教会的威权不指导我，我也不

会信仰圣经的＼教会保障圣经，交代传统，还为二者做注解，

解析疑难，谁不接受它的教导，谁就是异端人。它的训导，由于

基督经圣神给予的掖诱，是不能错误的e 奥斯定为证明信德，提



第十七章 圣奥斯定 583 

出了灵迹、预言、无数的信众，尤其是基督教会的神圣性。

( z. ）理智
理智在奥斯定的道学中，占了一个最重要的地位。理智在标

志信仰的惟一的真正的理由，是在证者的资望的前提下，预备信

德的表现。可是奥氏把天主上智的认识，作为一切证理的根据；

即使教会的神性，也以上智为基础。在信德的行为中，理智的使

命，在反映证据的权威τ 奥氏所以不硝犹豫地称信德为一种科

学，不是由于它提供了 A个对象．却｜对为它提供了信仰的理由。

最后，跟着一个信德的行为，它应当努力予以了解。如果一个信

徒在没有解决－切难题之前，就表示信仰：事后，他应当深深地

予以钻研“信德追求理智”这句士林派的格言，早已隐藏在奥

氏的著作中。他不断地指出，｛言德是理智了解启示之真理的必要

条件c 他要求教友爱护这个了解性，并且用该通过光照i占净仁爱

的灵魂的智慧之光，予以搜寻

奥氏认为，在基督化后的柏拉图哲学中， 11f 以找到最足以彻

悟信理的文化工具c，真理观念是这种哲学的中心点。奥氏为攻击

怀疑论，树立了正常人的观念认识的直接的明白的确定性c 奥氏

通过基层观念，尤其是一切批判的真理观念，级级地I：去，在自

身i二，找到了天主的所在地，或天主受人就正的所在地c 实在，

奥氏系于－真理观念上的不但是天主，自存元上的真理；还有受造

之物，造化真理的分承物；还有认识，光照真理的反射；即使伦

理也不在例外。实在， 」个不认识的善．不能希冀；最后目标的

获得，端赖理智的彻悟或想见？夭主是使人享福的真理J 天主通

过爱情，使人享福。而且奥氏拍出 人若不爱善，不能算圆满地

认识宫。希坡纳主教的哲学，如同圣多玛斯的哲学，根本是主知

的；可是，这种主知说是与 A种强烈的爱流， 一炉共J台的。

（丙）心

心就是爱。在寻求信德的圆满的认识路＿t，它的使命是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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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奥氏受了柏拉图派的影响，全灵追求真理；天主赐以清洁

心灵的宠光，又加强了他的这个心理。因此，奥氏不单求认识真

理，还要自己爱和引人爱真理。这个爱德圣师的特有趋向，应该

在这里予以标白。奥氏寻求真理的方法，所以异于新柏拉图派的

方法，就为了他们的方法，简直是个单纯的和横暴的主知说而

已。柏罗提挪以为，爱就是理智的好奇性的一种表现罢了。相

反，圣宠圣师认为：惟」有价值的爱，就是圣神产生在人灵上的

神爱；这个爱使灵魂与天主结合；还许它们去深深体味。这个爱

把强有力的真实性，给于最精神的知识，使它超出一切抽象的和

冰冷的哲学知识。

奥氏强调的爱，是一种超性的爱；它通过圣神赐于纯洁之灵

的智慧，把关于天主和他的奥迹的元上光辉，供献于人灵。这个

爱的使命足以证明，奥氏的“情爱之方（ M岳thode affective ）是

确有根据的。可是，在奥氏的认识方法中，并不夹带着狭义的主

意说。奥氏的见解虽是哲学的，却更是神学的和神秘神学的。而

且，意志对于理智的影响，虽是自然的，更是超自然的。这种方

法的优点，在精神和神修方面是显而易见的；在神学方面，也是

很宝贵的。

三奥斯定的神学

（甲）神学的界词

奥氏在《天都》里，这样为神学定了一个界词：“关于神的

学说

ron）在他的著作中，严厉地批判古时的神话。

至于狭义的神学，或超自然神学，奥氏认为是： →种通过高

级智慧了解信德的科学。在纯理论的领域里，精神了解是信德的

花冠。奥氏督促各｛言友去爱护并追求这种了解。开头的信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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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应予以补足。这个了解应该有信德的科学打伴。 f言德科学拥

有四种使命：就是产生、养育、保卫同巩固那个引人获得真福的

信德。第一种使命，可说是信德的前奏，其余三种使命，为信德

已经存在，就是狭义神学的使命。实在，了解和科学，通过超自

然的智慧，才能尽量发展；因为超自然的智慧本来的和直接的对

象，就是天主，第一总原则3 这个智慧又使人通过瞻想，对于天

主有若干认识。根据这个观点，神学就是一种智慧，而这个系于

瞻想的对于天主的认识是从智慧来的 3

奥氏的神学是双重地超自然的；第一，因为它的对象，是从

信德得来的启示的真理；第二，因为圆满的神学，是以瞻想的智

慧之光的为依据ο 奥氏所论的、不是－般的和自然的智慧，而是

超自然的智慧。它呢，它也不是智慧的流j手，也不是单纯的德

性，而是经这流泽锻炼过的德性。关于这点，一读奥氏的著作，

就可以了解 3

(Z ）神学的特性

这些圣多玛斯也认为合理的原则的使用，引导圣奥斯定和他

的学派，创造了一个异于天神圣师的神学方法。这里，我们只指

出它的三种特性； （一）爱情的趋向， （二）象征的意味，

（三）见解的复杂c

一、爱情的趋向：祈祷的鼓励和祈祷的方式，时常可以在奥

氏的著作里找到。这并不是单纯的通过宗教精神的圣化工作问

题；可也是为获得对方启示真理，更高超的智慧之光的方法问

题。这个趋向是神秘的，中间不夹带着主意说。奥氏认为，直接

与理智发生作用的，不是爱情，而是天主圣神 3 他在浸沉于爱德

和祈祷氛围中，准备接受他的活动，光明，热力的灵魂土工

作着。

三、象征的意味：这个特性又称阶级方法。奥氏对于天主．

有」个极实际的观念，为此，他通过理智‘虽也在证明奥迹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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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可是尤在从各种象征中，子以指出。这是很合理的，为了物

物实现一种天主的观念；而这个观念，在不同的阶级下，就是天

主的影像。奥氏有意；阶级地整理一切，务使他的理智拾级而上，

终能获得一个又具体的，又纯洁的天主观念。一切超绝的观念，

若物的，尤其是真、善、美的观念，据着阶级的峰顶。这在任何

领域内，最使他念念不忘。他爱把它们看作我们的神魂的光和

力；而他尤爱在这个影像巾，这个照着智慧之光的影像中找到天

主，瞻仰就是在这影像中，享见天主叫

王、见解的复杂：这个在奥氏著作中时常发见的复杂性，应

该绩密地予以指出。对于哲学和神学的领域，一个以理智为主，

→个以信德为主的阶级，奥氏虽不予剖分，却珠目不泪地予以联

系。他不注意什么属于常人，什么属于信者的分析；他习于超自

然的镜头下．观察人性。实在人在堕落前如在堕落后，没有改变

他的根本的，由天主计别的立场，奥氏的观察， 」贯地在信光下

进行。他是个哲学家，不脱离实际的哲学家。他观察，他虽也分

析，但更重综合。他爱在神光 F，联系·切；他认为只研究孤零

零的一样东问太狭窄了 3 这又是他晗想的结果丁无疑的，瞻想、直

接照出关于天主的 A切，可是，为了必要的结底， 't把一切系于

天主：不但圣经、基督、教会、奥迹，即使－－－－切受造之物，也不

在例外；因为 4切是天主的影像，以天主为中心的。奥氏的理解

是繁琐的；同是他的－般的研究方法，综合性强于分析性。

这种倾向是带些危险性的c 奥氏的复杂的见解角度，有时很

使人迷离；对他认识不洁的人们，很能因此陷入歧途。这种联系

→切的超角度，使他→面强调智慧一般的和神秘的使命；一面强

调理智从此能得的利益。于是，发生了两种矛店的理论：或说，

理智不可能通达若f 自然的真理： （斗豆体论主义就是其」乙）相

反地．或说，这样强有力的理智也可以证明奥迹。这两种学说，

尤其是第二种，每反映于中世纪的神学士．奥氏的门弟子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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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圣多玛斯起，明确地予以辨别。我们应当指出：谬说的责

任，决不该放在奥氏身上：因为，为明朗起见，理智和信德的分

野是必要的；可是它们相当的联系，从另方面，尤其是从神修方

面看来，也是合法的。

肆奥斯定的道学

天主，耶稣基督

（甲）存在与性体

天主的观念，是奥氏的思想、中心。天主不是直觉的对象。可

是，奥氏认为：他的存在是最明显的，除掉二小撮的放浪形骸的

家伙，谁都不能予以否认。这个人类→致的舆论，也就是他的天

主实有的一个证据。为证明天主存在，他也提出宇宙的美丽以及

它的秩序。可是天花乱坠地，他最爱提出的证据，就是形而上的

和心理的证据二万物的流动性的和缺陷性最使他动心，又督促他

在万物之t，去寻求 A样拥有元限真理，无限美善的东西CJ 这些

超越的观念，是灵魂的光和力；真理和美善的观念，指导他整个

的理智和道德的工作；而且引他依依不舍地，通过心理的途径，

不断地防升到天主台前。这些基层的不是绝对先天的，而是随着

我们的生存自然而来的观念，奥氏把它们归于天主的一种活动。

天主不单是 A切知识之源，也是万物之源n 他强调指出，这些基

层观念，更接近天主的影像，更能使人在超自然的智慧光照下，

在这世界上，对于天主有若干认识。

这些天主存在的证明，在奥斯定的著作中，很少在强有力的

方式下发挥过。可是，它们常挂续地出现于奥氏的阶级方法中。

这个方法，他在忏悔录中，描写得最中肯。他指出了三个阶级：

（一）首先他观察物质的东西。它们的美丽，向他唤出创造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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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之后，他觉它们太粗糙，就进一步，寻求那些更能完善地

给他说，天主是什么的东西0 （二）在第二个阶段里，他进入自

己的心灵，巡视琳琅满布的记忆，可是，这个富丽是种危险：因

为浮沉在这些思想波浪中的人，总不能诞登彼岸；因为天主并不

在这一堆中；于是再向上升去。（三）他在这纷扰的灵魂巾，找

到了巩固的一点；在那里，站着理智的判官，他依据真理，批判

一切。这个真理，就是神魂的生活；人通过它止于善。在那边，

在记忆以上，天主在影像巾，人可以见到；一句话，人找到了天

主。于是奥氏呼道： “主，你是无旧兀新的美，我爱你太晚了，

太晚了 c 你怎会在我内，而我在我外？你在我身边，我却醉心于

物，远离了你。”（忏悔录卷卡二七章）。这种部份的幸福地享见

天主， ftL乞灵于」种瞻仰的智慧之光；可是这个智慧应当根据类

比的，可是真实的自然知识。

在天主属性中，借同完善的和不变的对象，奥氏最注意的，

是真与善。这个从上面天主存在的证理来的天主观念，可用柏拉

阁的辞句予以说明：“天主是持续的原因，了解的理由，生活的

秩序”。天主是完善的物体；他所以异于其它的一切，因为他是

不变的，其它的一切所有的，都是从他来的。可是天主在真理的

角度下，更吸住了奥斯定。天主就是真，由于在他身上，实际等

于思想。他也在他身外，因为他是万物的一切真的原则；也是一

切精神知识的原则。天主在内是善，在外是善：为了他所造的一

切是善的；他是有灵之物伦善的最高标准；他是一切超自然善的

原则。与真善联系着的智慧，在奥氏的思想、中，占着一个重要的

位置。他在圣三论有名的一页里，竟干脆地把天主的一切属性归

纳于智慧。

( z. ）圣三道理
我们都晓得，奥氏圣兰的篇幅是广大的。理论是极深奥的。

他写圣三论的立场。不是辩论家的立场，而是神学士和瞻祷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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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他为后世，对于这个奥迹，打开了一个新的途径。

他论圣三，空前地不以父，其余二位的起源为出发点；而以

惟→含兰，单纯的天主性为出发点。从属说（ Subordinatianisme) 

就因此根本推翻c 奥氏指出：（一）对外行动的纯一性，（二）兰

位绝对的平等性与同体存在性， （三）关于天主和绝对性的一

切，应当用单数来表示。奥氏为避免变态说（ Modalisme）的嫌

疑，发挥了关系论（ Th居or

这些关系不r;立i亥与性体？昆合．因为它们不是绝对的；叮是，它们

并不是偶性，由于它们本质地系于性体；它们 A如性体，也是永

远的，必然的。所以父是对于而言，子是对父而言，圣神是对父

与子而言的3 关于子的生产，奥氏没有什么新发现，只乐于温

故。相反，关于圣神，他第一个大谈：圣神怎样发于父子；而且

坚持优丘地发于无原之原的父c

奥斯定在超轶地，发挥和补充了前几世纪的神学士的学说

后．为这个奥迹之迹，开启了→个新途径仁为指出关于这奥迹的

而个清晰的和强有力的现念啕他不要单纯地接受圣纯昭告我们的

一切，他还要运用理智，想进入他的核心；这自然不是予以狭义

的证明，可是为根据类比，予以相当的阐究。四00年时，在忏

悔录里，他已指出：具有存在，认识和意志的人，是圣三的肖

像。当时开始写的圣三论，重予提出，而且大规模地予以发挥。

他的冰雪一般的聪明，在瞻想的智慧之光照耀下，满想了解这个

伟大的奥迹，他的工作决心，似要予以证明而后已。实在他没有

幻想；他晓得，他对于圣兰的认识，还是个类比的与模糊的认

识。若干中世纪宗奥氏的神学者，关于圣三道理，似有过当的观

点；圣多玛斯的纠正是必要的三

（丙）天主的工作

世界是很好的，因为它是天主的工作。世界的产生，是整个

圣三的工作；它是从绝对乌有中造出的。造化是在时间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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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好跟奥氏说，造化是同时间）起的；虽然造化的计划是永

远的。整个的宇宙是同时造的，可是，当时的宇宙还没有现在的

状态，只在1昆沌中。它拥有繁生力，和在时间中演进的种能。天

主保存和指导这些种因的发展。

在世界上有受天主上智控制的秩序。恶也有它的位置；形而

t恶出于受造之物的本性；物理恶出于它的鄙陋；伦理恶出于越

轨的自由意志。被控制着的秩序无非是和物」面的；而上智却是

造化的一面，持续的造化。鲍亚埃说： “奥氏彻底了解的上智，

是始终光照奥氏思想的强有力的灯塔中的一座”。这点，他的圣

宠论更能予以证实。

（丁）耶稣基督

一、奥氏不停地强调：基督是引人趋赴天主的理想途径c 他

在《天都》巾，说他是人类历史的中心，尤其是基督徒生活和

整个神修生活的中心。从此可见，奥氏归正以后，对于降生为人

的天主的奥迹，常怀着」种出奇的见解。他虽然没有专著，他在

这个奥迹上，通过他整个的著作，发出了最生动的光芒。

他对于基督的人性，天主性以及两性的结合，不但避免了习

见的错误，而且远在聂斯多略的两性分离说和单性说大纷争前，

已发现了针对错误的正确的标语。圣良在致弗拉味央信中（四

四九年），曾予以采用； N然的，论道精审的〔任何人〕 (Qui

cumque）通牒，也予以抄袭。甚至后代的神学，也不予放弃。

若干含糊的辞句（ Mixtio , homo dominicus , homo pro ht 

只不要断章取义，也没有足以指摘之处。他把基督的人性天主性

的结合，比诸人的灵魂肉身的结合；他不过要借此指出真正的合

体，一点没有单性的色彩。

奥氏大大地强调了基督中保的使命。天主降生为人，是为医

治人心的骄傲，尤其是为使它与天主重归于好。他通过他的谦

逊，完成了他的第→个使命。没有一个教父，像奥斯定一般地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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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到降生的天主的谦逊。这是圣三的一位，圣言这样自卑自贱〉

他通过他的死亡，完成了第二个使命c 这是个基督对于圣父，真

正代人赎罪的祭献。奥氏否认魔鬼权利的学说。这个救赎是普遍

的；它及于众罪恶，众罪人；可是魔鬼不在例内 c 被选的人们将

在天堂上补他们的空位c

二、奥氏比任何教父更晓得强调玛利亚在救世王作中的无比

的任务。圣子降生为人，为救援整个的人类；他取了男性，他生

自一一个女性；这所以表示他也要救援女性c 我们因着一个男人和

」个女子的罪恶而堕藩，我们也应该为r一个男人和一个女子的

援手而得救c 奥民卡足认识这个使命的伟大。天主之母，在生产

前、生产时、生产后，应该是贞女2 她应该不染罪窟。原则是最

普遍的：“论到玛利亚，为着吾主的荣誉，罪的问题是绝对不能

成主的”。这几句所论的罪，自然是指本罪。这里，奥氏是否也

指原罪，也标志元原罪的特恩？谁都不能予以确切的证明。

二人，圣宠

（甲）人

犯罪前的亚当的处境，不是人类现在的处境c 奥斯定在解释

元祖肉体原始的处境中，曾予以阐发c 他强调，在堕落前的亚当

身上，拥有我们所称的额外的超自然的恩宠：不死，没有痛苦疾

病，这是他肉体上的恩宠。灵魂上的恩宠有智能，天赋的知识，

欲惰的贴服，圆满的自由（可能不犯罪），它虽次于被选者的自

由（不可能犯罪人却高于我们现在的自由（不可能不犯罪）；

还有正义；它会同宠爱，基层的超自然恩宠，在超自然的智能的

影响 F，给予初人正直的理智。这些恩宠都是额外的；奥氏在历

史的角度下，有时也称作自然的。奥氏不问什么是可能的，但问

过去的实际，以及现在的实际……他研究的，前是天主造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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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后是罪恶堕落的人；先天是天主的工作，反先天是罪恶的

工作。

他诠释元祖的堕落，先以讽喻的注疏，后以写实的注疏；可

是他从没有否认原罪的存在；相反，他援引圣经，传统（儿童

的洗礼），又提出今人神形的处境，予以证明。他特别指出原罪

的一种后果，想象原罪的欲情。他终于肯定，原罪就是欲情的作

恶性；圣洗涤除的，就是这点，不是欲情的活动。奥氏在原罪的

遗传中，似过度强调了欲情的地位；甚至使人会相信，我们有原

罪，不纯因为我们的诞生。他就为了这个缘故，在灵魂来源的研

究中，也不能坚决地接受造化说。

原罪的后果，除掉死亡、愚鲁、痛苦外，还有（一）圆满

自由的沧亡；这本是人所以在最低限度的辅导下（ Auxilum sine 

quo no时，戒恶为善的c 现在我们所剩的自由意志， fill使少了一

种比亚当所得的宠佑较强的为善能力（ Auxilium quo volumus) , 

那么只有犯罪罢了。可是，这种犯罪的必然性不是理论的，而是

实在的。注：实际上谁都犯罪，理论上可能不必人人犯罪。 （二）于

是，在耶稣基督和他的母亲以外，谁都不能没有罪（至少小

罪）；人类简直是一堆囚徒，一堆败类（ Massa damnationis , Mas

sa perditionis）。这个关于原罪的观点，虽如火如荼，可是没有错

误。（三）没有领洗而死的孩童，也应受轻微的刑罚。这点，现

代学者都不以为然。

{ z. ）义化宠爱
奥氏驳斥白拉奇派义化（ Iustificatin ）只是罪之赦的学说，

捍卫宠爱的真实性。他指出，圣洗实在涤除原罪；还存在着的欲

情，不是狭义的罪；至于堕落后的本性的弱点，这只是罪的遗

毒，逐渐地会消散的。原罪赦去之后，在义化的工作中，还有积

极的一面，那就是宠爱的灌输到灵魂上；这点，抗议教徒也不予

否认。奥氏认为这就是天主纳以为子嗣，或是灵魂的神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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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它进－步地变成造物主的肖像；或是天主圣义的分承。这个

因原罪而失掉的肖像，领圣洗时，就得复还；之后，“在对天主

的认识，或在真理的圣义中，日渐刷新”。

这些成绩归于智慧，且与爱德联系c 奥斯定不把义化的原

因，圣宠与义化的发展，圣德，直至圣德的峰顶，豆剖瓜分。他

始终认为，由天主子造出来的人是完善的；他应当竭力恢复原

状。爱德完成这个由圣宠开始的人天的缔结，并且附着智慧的爱

德，实现那个理想的大部份。在这个智慧中，奥斯定彷佛重睹了

若干因原罪而失去的，比较逊色的特恩。为达到这个目的，奥氏

常督促人刷新内心。可见为什么宠爱每列于爱德和智慧之后；而

宠佑在奥氏的著作里，即使他不与白拉奇辩道时，也占着重要的

位置。

（丙）宠佑

…、奥斯定反对自拉奇派强调，外圣宠之外，还有内圣宠：

内圣宠时为一种光明，向我们指出我们的责任；时为 A种灵感，

鼓励我们的意志行善ο 白拉奇派标榜的尤其是外圣宠：如律法、

圣经、耶稣基督的表率。他们也承认若干属于第一种的内圣宠，

却绝对否认属于第三种的内圣宠。他们咬定：愿意和行为，全部

关于自由意志。

奥氏指出，圣宠为人是必要的，尤其是在超性领域内，譬如

为相信默启的真理，为使行为具有超自然的善性。圣宠不单为支

持善工到达终点，是必要的，为开始和继续善工，也是必要的。

在他驳斥半白拉奇学说时，他特别指出，为信德的开端，圣宠是

必要的；为终止于善，圣宠也是必要的。

即使在自然领域内，至少为守好大半的诚命，由于堕落的人

性的软弱，也需要 A种助力；这种助力，天主也不拒绝予于教外

人。奥氏不以为信德是伦善的条件，他承认并缕述教外人做的若

干善工，如亚青爱罗（ Assuerus）的慈悲。如果他像否认这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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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应该晓得他所指的善性，是完整的和应得酬报的善’性。在天主

的计划中，这个最后的善性，为人是不可少的；而且他视“爱

德”为一切伦善的条件。“爱德”在奥斯定的著作中不是常常指

狭义的爱德，而也指一切合理的，反欲情的爱ο

圣宠的无代价性，一如圣宠的必要性，奥氏同样地予以捍

卫。关于第一种圣宠（希望信德，回头改过），兰九七年始，奥

氏已肯定了它们的绝对无代价性：这点，在他与半白拉奇派的斗

争中，且得最露骨。相反，第工种圣宠（行善工和常心修德的

圣宠儿为已有信德的人．在若干情形下，可说是赢得来的；尤

其是由祈祷得来的。终止于善的圣宠 如同第一种圣宠，是不能

争取的，但应该去希求。荣光是义德的酬报；可是，它虽是一种

酬报，仍不失为圣宠c “天主为我们的功绩加冕，就是为自己的

恩宠加冕”，这句奥氏认为得意的标语十足可以证明，我们的功

绩，也就是天主的恩宠。

二、宠佑的性质：被救赎的人，比无罪的人，更需要圣宠。

亚当生来具有超自然的福宠，和一个正直的意志。亚当要做好，

只要有了“最低限度的辅导”就够了。他有了这个给他性能的

圣宠，已不需要别的助力；至于善工的实行，是他意志的分内

事；那末，终止于善，也不在例外c 被救赎的人，为了他的生来

的软弱，需要一个更坚强的助力。这个助力给人（一）义德‘

正直和善意； （二）性能（ Leposse ）和愿意（ Le velle) ; 

（三）行善的恒心。这个强有力的圣宠，人常可以丰富地，在基

督，降生的圣子身上获得c 圣人们在惊风骇浪中，所以能忠贞不

戒，就为了这个缘故。亚当虽拥有各种优点，却终不免堕落。

这个引起善愿的圣宠，奥氏再三予以讨论。《圣宠与自由意

志论》指出：天主首先推动意志（ Ut velimus operatur incipiens) , 

然后在它愿意和完成任务中，同它合作（ Qui volentibus coopera

tur peificiens）。工作圣宠（ Crace op居ante）引起爱德的开端；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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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为了忠于第一种圣宠，能获得多量的别的圣宠。这里，爱德指

→切超自然的爱善之心，最低的也包括在内。在合作圣宠内，这

个同一的陪着愿意的爱德，较为成全，因为计划已见诸实行。那

末，这里有两种互相联系的活动．或最好说，有两种此属于彼的

活动2 人在他意志中，心灵中，自由意志中活动的天主的活动F

活动着；他完成的一切工作，确是他的：名正言顺地，应当归于

他；可是，在功勋的角度 F看来，同时也都是天主的，因为超自

然的善性是整个地从圣宠来的。

应~了解，在这个合作中，人的自由不但不受侵害，反受加

强。奥氏从没有为了天主的合作，怀疑自由的存在问题ο 奥氏在

他的“圣宠与自由意志论”中．长篇地根据圣经，予以证明；

圣经提出的诫命，如果人没有自由的话，都要失去存在的意义：

圣宠不抹煞自由，却予以支持〈那末，前后怎能不矛盾呢？奥斯

定没有系统地直接予以解释， l:l>l 为他认为，只要在原则的领域

内，不发生问题，那就不用多赘了。奥氏经常声明：（→）天主

是善，他只能使受造之物向善；一切真的善是他的功绩。

（二）灵魂是天主的肖像，天主是它的最后目标；它是为善而造

的：它应该全力以赴。知与爱，两个自由的关键，是为此给它

的。它越能不受恶的濡染．它越是自由 c （三）天主的圣宠不单

不是自由的障碍，而且在推动灵魂向善的途径七是它的辅佐（

那末，爱德越走近与天主心心相印的阶段，意志与自由也正比例

地滋长着ο 圣宠的效力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关于这个问题，奥斯

定没有提出像现代神学家所提出的详细的见解飞可是他的思想，

发现于下边的三个原则内：（一）天主的意志是全能的，极有效

力的： （工）天主用以推动人意志的圣宠是适合于对方的他所认

识的心理的。（兰）对于罪恶具有或吸或斥能力的自由意志，可

以妨害圣宠的行动；可是圣宠的效力．并不是因它的接受而

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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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森派把奥斯定的圣宠效力论，综合于一种“天上愉快”。

这种愉快强迫意志，使它于选择工作外压倒“地上愉快”或称

欲情。实在人常受这两种愉快的控制；一物使他愉快的程度较

高，他就必然地跟着做去（ Qnod enim amplius eos delectar, se

cundum id opere"mur, necesse est ），这个两种愉快的学说，在奥

氏的著作里，伦理的价值强于神学的价值；而为解释这个以及类

似的句话，其中所称的“必然性”，不应当视作绝对的，而应当

视作相对的。而且奥氏并不主张：圣宠的一切行动，常出以

“愉快”的方式。即使圣宠的一切行动，出于或在希求的或已掌

握的“愉快”，这个愉快也不抹煞选择［作；相反，它已驱策意

志，接受站在前面的善。这个“天上愉快”在修行肤浅的灵魂

上引起的反应是很微弱的τ 奥氏认为：这些灵魂是很不自由的；

这又不是因为“愉快”的缘故，却由于它们的欲情c 滋长着的

愉快，在圣贤｛门，真正自由人们的身上，是极强有力的。这种精

神白由的基础，实在不受“内必然”的控制c 这种精神自由是

爱德和种种特宠的结果。

（丁）神秘圣宠

在人们蒙受的圣宠中，圣奥斯定特别重视那些使人们通过最

纯洁的爱德与天主密切结合的圣宠c 它们的首要成果就是晤士旦；

它们给予人们对于天主一个最崇高的观念仨这个观念是纯神的句

不带丝毫粗糙的影像的；又是生动的，能使灵魂叹赏，！而促它最

有效地与天主结合。那些映出天主，使人予以体昧的圣宠是知识

的和智慧的圣宠。典型的神秘圣宠也就是那些。那些圣宠，奥斯

定~~o圣女德肋撒，前后→致地指出，是纯爱的条件；至少在纯

爱占着上位的状态巾。这个爱，奥氏在他的光芒活跃的描写中常

予以证明。奥氏在论玛利亚的姊妹，兰希，玛尔大的姊妹，玛边

肋纳，圣史若望，那些他认为度着瞻想、生活的圣经人物，以及在

诠释真福八端和基督与信友所受的圣神七恩的时侯，他频繁地予



第十七章 圣奥斯定 597 

以讨论。

在后面的若干篇幅中，智慧与知识占着特别的位置。智慧与

知识好像引人进入成全的境域。其它的一切恩宠似是它们的前

导，它们的陪客罢了 c 它们虽不是瞻想的，神秘的，它们在神修

上，督促灵魂元条件地接受圣神的指导。

圣多玛斯在这点上，确是奥斯定的门生。他把这些圣宠看作

神修机构的皇冠，并且认为是所以使灵魂整个地服从天主的。 -

切圣宠要求受造之物服从造物主；修成的顶点在对于天主整个的

服从；那么，一切圣宠的性质，于此也可见」班。它们是典型的

E作圣宠，可是，不纯是由于它们引起无心的行为：它们也唤起

合作；这个合作的密疏，是与灵魂的障碍的多少成正比例的。

从另一A角度看来啕神秘圣宠是寻常的和一般的助力。圣奥斯

定从没有认为这是某一优秀阶级的特恩，可是认为这是为众人

的，虽实际上圆满地受到者为数不多亏对于天主的高级认识是从

瞻想的智慧来的c 它像一种享见，可是这个享见，不单不消除信

德，反予以加强c 这是一种在影像中和镜子中的享见，决不能比

诸直接的永福的享见工由瞻~~、和神秘圣宠产生的间接的享见，无

疑地也照耀信德的对象；可是它直接接触的，是做信德的初级对

象的天主。这个享见与非常的享见是有区别的c 这种非常的享

见，夭主超自然地或产生于肉眼中（肉躯的亨见λ 或产生于像

司中（像司的享见），或产生于理智中（理智的享见）。这些超

常的现象与奥氏所说的狭义的神秘圣宠是不同的。它们与那些可

脱离爱德而存在的特恩（如预言，能通万国方言等）也是不

同的。

奥氏指出了下面几种神部圣宠的效果：（一）在瞎想、中寻得

天主的灵魂，会感到精神的愉快；（三）灵魂由与无穷真美密切

的结合，享有纯粹的自由；（三）一般的，尤其是对圣三的奥迹

的特殊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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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简

奥斯定谈圣宠，不单谈了圣宠自身，还谈了天主怎样永远予

以预备c 这个关于被选者永远的预备，称为预简。这端道理，奥

斯走在他晚年的生活中，特别地加以强调。可是它的纲领，在他

防登牧座之前，就早已写出。他自己的忏悔录中电也承认这点。

“主，请你先给我你要求我的东西，然后随你要吧！”（忏悔录十

卷三七章）。

（甲）纲要疑难

奥氏有时把预简与天主的预知并为 A谈。天主虽预见人们的

功勋，然更注意着他为了救人们而要赐给人们的恩宠。天主具有

一个坚决的和确切的无条件救援」切预简者的意志。他指定他们

的数字，他又个别地认识他们：且为各人准备获得圣宠不能有误

的方法。他要求被简者完成为升天必要的功绩．可是，这些功绩

不是他们所以被简的条件。最后他要给我们终止于善的圣宠。为

使他们享见天主为各人预见和预备等级不同的荣福，这个预见的

对象就是一切被预简者。他们获得救援，为宣扬天主的慈悲；只

有预简者能到达这个阶段，其它纯被召者，由于他们的罪恶将被

槟于天堂之外，用昭天主的公义。

这个说法就碰到严重的闲难。看来不受预简者，像是预定为

下地狱的。现在，为避免误会，预简专用于救援方面，不用于永

罚方面。当时，宗教术语还没有确定，因此，奥氏把“预简”

也引用于第二方面；他说预‘简于“永死

等O 可是，同时，他习用这个名词，为指被选者永生的预备。在

最有关系的思想方面看来，应当承认，起初的－HR ‘是很足以寒

心的。奥斯定在不少的文字中，标志着被选者和l被罚者，在天主

全能的意志前，有同样的处境： “同样的条件，共同的原因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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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dem causa, causa communis）。人类为了原罪，简直是一堆败

类。未领圣洗而死的婴孩，无疑地意外受罚；可是，这个意志虽

与个人的罪恶的预见无关，却是实在的们在很多的文字中，奥氏

把成人的命运等于婴孩的命运。无论奥氏的宣言怎样明朗，总不

应当说，在这问题上，这就是奥氏思想的全体。那些文字只披露

了问题的一面，而他所有透视的角度是很狭小的；因此，为歪曲

他的思想‘一面应当予以精审，一面应当脱离他的别的一切

观点。

（乙）奥氏学说的观点

＼谈预简和处分的奥斯定，常面向着由信德认识的一个事

实；现世己存在着两都，将来它们要永远存在着：一所以称扬无

穷仁慈的“天主之都”，所以表示他的公义的“地狱之都”。这

个事实，奥利振派多少予以否认c 他们标榜整个的救援，即使魔

鬼也不在例外3 他们频繁地主张整个人类的救援，至少众基督徒

的救援。为攻击这个过激的澜调，奥氏运用他独有的权威，强有

力地，适当地，重新提出了信德的事实。这点，即使在他高谈被

简者之都的永远准备的时候，也没有疏忽。这个观点引我们进入

意向的领域，进入认识和愿意目的和手段的天主的智能的领域。

可是，我们应当晓得，在这领域内，实现与事实是奥斯定思想的

中心。他所注视的，不是一种理想领域中的意向，而是一种我们

实际生活中的意向 c 这个意向显现于遭遇中；将来在天堂上，要

全部露出 c 他所谈的，不是单纯的预见，因为在这准备工作中，

他给予天主的意志一个重要的位置；他所谈的，也不是与实际风

马牛不相及的意向领域。他所见的，是个与事实的理智联系着的

意志：就是在永远，有被选者和受处分者。一句话，他的观点，

依据后代神学家的术语，是后件的意志（ Volont吕 consequente ）。

在这后件的意志领域里，活动着功勋与罪过。奥氏不是也用

过后代神学家在谈预简时所用的“在预见功勋前”（ Ar由 pr v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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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ita）名词么？可是应当指出这名同前后的用意，是不同的。

希坡纳主教最注意的，是救援和所以得救援的功勋都是元条件

的ο 这些功勋也是天主的恩宠；天主纯为了他的慈悲，给与他选

择的人。至于罪人们受的处分不是无条件的，盲目的。他们先经

过裁判；这表示在他们身上，实在存在着 A种罪恶。奥氏提出了

原罪，凡属人类都染着这个罪污；若干人．婴孩不在例外，虽没

有本罪，却由于原罪，被判受罚。我们不能赞成奥氏婴孩也受 A

种惩罚的观点。可是，他的原罪的说法，却足以证明：受罚不像

受筒，是无条件的。被选者和被罚者虽有相同的观点，可不是一

致的。被选者是无穷慈悲的对象，这个慈悲是由天主随意支配

的。在这里，无疑地，还不是这奥迹的表白；可是奥斯定所谈

的，确是后件的意志领域。

圣宠博士所以不敢肯定：夭主要救援众人，就因着这些条

件：他也怕说，天主的能力受了限制：因为实在沦亡的人不是少

数3 在若干文字中，他限制或否认这个普救众生的意志。可是在

谈别→种天主的意志，就是现代神学家所称的前件意志的时候，

他却强调了天主普救众生的意志c “天主要众生得救，且来认识

真理”。基督为众人而死，失去天堂的婴孩也不在例外。“基督

所以为众人而死，正为了他们的死”。这些矛盾点，假使用前件

和后件意志予以分析，就得消除c 无用否认，这个前件意志，奥

氏没有明朗地予以指出，这是很可惜的：因为预简奥迹的核心，

就在前件与后件意志对于具有自由意志的受造之物，相互的

关系c

二、奥氏思想的另一极，就是自由意志的存在c 它能作恶．

实际上，它频繁地作恶。它也能依靠天主从未拒绝它的宠佑，建

立为争取天堂的功勋c 这个宠佑，为己往堕落的人类，是绝对不

可少的。可是，这不过强有力地指出 因原罪而失押宠爱的人．

不可能从泥沼中自拔起来。这个论调的用意是在透露天主对于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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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者的仁慈。实在，他们是→个特殊仁慈的选择的对象；通过这

个选择，他们将获得圣宠，终止于善，享受荣福。天主的一种特

别的意志，使他们从一丘之络中出来，走人救援的途径。可是这

种选择的对象，是自由的受造之物。奥氏或在被选者，或在受罚

者身上，从没有否认人的自由意志。预简一如圣宠，并不妨害自

由；相反地，立强调自由意志的存在，因为它的对象是自由的受

造之物ζ 谁否认这点，谁歪曲了奥氏的思想。

三、预简奥迹的基础，就是自由意志；奥氏绝对没有予以否

认。为此，他常同使徒保禄呼着： “他的裁判是怎样不可窥测，

他的途径是怎样不可捉摸的呢！”（罗马书，十一章，三三节） c 

他晓得这是个奥迹；他不像后代的神学家，计划或予以掩盖，或

予以直接的调和。那些尝试在他眼里，假使不是空虚的，至少是

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从他对于天主的最高洁的观念里得来的根

本的见解，比他们的论洞，要明朗牢靠得多呢。他看天主，他最

注意的：天主是真理、智慧、慈悲。这样的一个神，在任何情形

F，不能作恶；他只能许一个受造之物去作恶。他许，他有相当

的理由：预见的方法，处分的能力，因恶生善的智慧：譬如恶人

的刑罚表扬他的公义，善人的永赏宣传他的仁慈。奥氏常提出天

主所以对待受造之物的公义仁慈。为奥斯定，假使天主；不是真

理、慈悲、智慧，天主已不是天主了。他虽明知这不是该问题惟

一的答案，只是间接的、曲线的答案，他却认为，这是根本的，

可能最有效的答案。这是个真的答案，因为它是出于理智的，不

是纯出于感情的。

（丙）优点和缺点

奥氏预简的学说，虽有它的缺点，在护教学、神学，和神秘

神修学上，也有它的优点。（·）它一面纠正奥利振学说，坚持

有被选者，又有受罚者； →面相反白拉奇学说，指出圣宠和救援

的无条件性。 （二）它引人注意天主加于被迫者特别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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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它宣扬天主的圣德，它叫理智向不可窥测的智慧低头，它

促意志安昕天主的支配，它使人心感激天主对于忠忱的受造之物

的永远的挂念。实在，这是个最能引起若干灵魂的孝爱的奥迹。

奥氏是个神秘神修者，为此他常津津乐道。这一切观点，并不驱

策他造出一个新的学说，却驱策他不厌其详地指出圣宠论，或预

简论的中心令

这个趋向，本是合理的，但可能有它的危险性。这个趋向，

假使过度的话，可能使人忘掉：在灵魂上工作着的天主，元非要

推动它们去工作；预简绝对不抹煞人的活动，反予以要求，予以

唤起。奥氏神秘神修学的平衡锤，就是他有名的“道德论”

( Moralisme）。这就是他为演讲预简论者规划的准绳。人家不应

当给信友们说：“随你们奔走，或卧息 你们所得到的总不出那

个不能错误者所预见的”，可是，即当说：“你们为夺得锦标而

奔走吧！”而且你们应当知道，你们所以在竞赛中被选为得锦标

者的秘密就在竞赛中。无论如何．这是一端难于了解，易于引起

不安的道理。只有心灵和平，光明地信仰天主与他的属性的人

们，才能有益地默想这端道理；其它人们是会陷于歧路的ο 它是

神修大厦之顶．不是神修大厦之基。为此不应当轻易地，把基督

徒整个的生活寄托其中。路得和加尔文把预简的道理，弄得面目

全非。他们草率的演讲，更加重了他们的错误。“救人的，是脱

离实行的信德”这个学说，使他们离他们认为老师的奥氏的学

说，越弄越远了。他们虽还标榜着奥氏的若干语句，可是在捣毁

了奥氏的学说结构中，他们实出卖了圣宠圣师「抗议宗的教义只

披着奥氏思想的外衣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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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伦理与神修

（甲）奥氏的道德论

奥斯定在他的著作中，虽高谈圣宠、预筒，进入玄玄的堂

奥，仍不失为一个坦白的道德论者。整个传统所以称他为“爱

德博士”；尤其在神修上重视他的指导，也无非为了这个缘故。

这实在也是奥氏思想重要的一环，应当予以斗孔

奥氏不单坚持圣宠F意志的自由，还强调意志道德活动的重

要。他像热罗尼莫对付佐维雅那斯→般地攻击在路得前十世纪已

经存在的：义化只凭｛言德，不需要功绩的学说。他诠解罗马书的

一段：“我们相信人国信德而义化，无关于法内的事功。”（罗．

会，二八。）运用了迦拉达书的一段．“信德因爱德而活动”指

出：信友与不洁的魔鬼的区别，就在信德上。雅各伯说：“魔鬼

｛言而战栗”，他们的信德不活动，他们的信德不是义人的，因爱

德而活动的，而使天主根据他的功勋，予以常生的信德。他紧接

着一贯地说：“｛言德和爱德是天主赐给我们的；我们的善功，也

是从天主来的。使徒保禄还称永生是无条件的恩宠c 这种劳动的

神修理论，奥氏不单予以坚持．还用以攻击那些只知祈祷，不识

劳动的隐士和那些拒绝处分，而乐于清静无为的半白拉奇派。他

常求人们在演讲预简中，不忘也予以肯定。预简的学说，使他在

理论外，指出了实行。”

奥氏的圣宠学说，不但无害于活动与功勋，相反地予以唤

起，给以一种特殊的性质。奥氏的理想、应当是悉听圣神指导的信

友的理想。这个可教性的第一条件，就是信德；不是任何一种信

德，而是一种超自然的信德；它附有谦逊（天主是人所行的善

功的真正的原因）、仰望（为获圣宠，这是必要的）、对天主的

认识（最低限度，应当是实践的）、以及心灵的洁净（少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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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对天主的认识也不能存在）。在这些情绪下，人才能有效地

接受天主的感触。这他就是奥氏学说的〔被动性〕 ( Passivite) 

的精神。

可是，我们不应当忘记，这个〔被动性〕就是一种动力；

这是动的被动性。信德为天主征服一个人，所以使他通过爱德而

工作。这个内在的动力，就是超自然的爱，或是爱德的活动。在

圣宠更坚强，或灵魂更可教的时候，这个超自然的爱，在一阵信

光之下，彷佛汩汩而流的泉源；有时会形成赞美、惊奇、感恩的

呼声c 这种美景，在奥斯定不少的篇幅中可以找到。当爱情追求

对象，还没有获得，还未能安然欣赏的时候，这个活动是很软弱

痛苦的；可是不因此而不是真实的n 这还是由爱德，至少初始的

爱德发生的。即使圣神的指导，还不是成全的，可是为了灵魂的

合作，虽在障碍之下，已经开端。这种内心的活动的终点，就是

一切功勋。功勋是必要的结果，圣神指导的证明。为了灵魂的可

敦，这个指导愈得力，功勋愈丰盛，它们的种类愈繁多。

这是奥氏圣宠论与道德论逻辑的联系。奥斯定对于道德论的

观点，是最活动的，最积极的。在研究它的细关节目前，我们且

把它的因素，予以分析；至于修德的灵魂的状态，暂时放在

一边。

（乙）奥氏道德论的因素

一、幸福的寻求，为人是个必然性；他无法予以摆脱。人的

二切工作，是由它推动的。可是，只有天主能是人的幸福。高于

→切受造之物的人，任何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满足他的享受心

理；甚至他自己，因为也是有限的，也不能使他满足。惟一能使

他满足的，是那个又是善，又是真的物物之隙。这个神体的天主

的掌握，是知与爱的工作。为此，人寻求天主是为了要享受；寻

求受造之物，也是为了要用以趋向天主。为受造之物而寻受造之

物，这是一种疯狂，一种堕落。这是自然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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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主要人尊重自然的秩序，寻求自己的真幸福。所以天

律，不但需要－个合于天主上智的自然秩序，还需要一个决定这

个秩序的无穷意志。自由意志的伦理责任，也就起源于此。为受

造之物而寻求受造之物，不单是疯狂，还是抗命和犯罪。出诸劝

告的－般善工，不在罪恶条件下提出。

三、为此，罪恶就是侵犯天主所定的秩序。奥斯定第→个明

朗地指出了大小罪的分野。根据占今公认的原则，大罪使人失掉

天堂，只有教会能予以赦免：小罪不剥夺义德，在教会的法权

外，可因苦功而赦免。

四、另一方面，德行表示爱护法律‘命令和劝告之善，以及

任何形式的伦善c 奥氏时常在这」般的角度下讨论德行。他也喜

欢把德行看作足以医治一切先天反爱善的弱点，以及为那应向天

主的心眼，清除垢污的能力。

五、智、义、勇、节，组成了伦德的枢纽。这个古代哲学士

的造类，奥氏每子以采用；他还承认外教人身上的纯粹的自然德

性ρ 在这些德性中，他特别提出了诚实；这使他把一切虚语诈

伪，视作的罪恶因素。有人错误地，由于奥氏的若干观点，指摘

他否认私产资。应当晓得，奥氏的那些看法，不是以法律为观

点，而是以伦理和神秘主义为观点的。这种奥氏严肃的倾向，在

现代的伦理学家身上，已一扫而空。

六、伦德是重要的，可是非通过神德，它们不能引入到最后

目标。奥氏甚至到处夸张地说：没有神德，其它的一切都不算真

德，在“教理手册”（ Enchiridion）里，他特别强调信德。自然，

这是基督徒的超性生活的必要支点。他又指出望德是信德通过爱

德工作的条件；它也是快乐的原则，因为天主的甘怡只启示于仰

望的人们。可是，真正结合天人的因素确是爱德。爱德在奥氏的

著作里，占着特别重要的位置；他所称的爱德，每指一种爱善之

心，而这是众德之门。从狭义方面讲，爱德是诸德之后，诸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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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汇。其它的一切德行，必须通过它才能达到最后目标，夫人的

缔结。它是福音经中，惟一的律法。奥氏的爱德界词，一如在他

的《基督教义》中可以找到的，是很别致的：“心灵的动作在为

着天主及自己而欣赏天，以及为着天主而欣赏旁人。”

七、实在基督徒的修行，就在爱德中。这个爱德使人遵守 A

切律法，综合一切德行。它是纯爱的原则，使人欣赏天主，纯国

着他和他的美善二这样的爱德，如果没有从瞻想得来的智慧的支

持，在此世决不能使灵魂稳定在圆满的神修生活上。

（丙）奥斯定的神修思想

人在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刮垢磨光的途径，才能争得坚强的啕

纯洁的，享受的爱德以及光耀的智慧。这是主观的伦理学．或称

神修抖l学。其中所论的，就是最足以引人进入贤关圣域的阶段。

奥氏给神修生活．指出了多种的阶段造类。在灵量论（ De quan

titate anim）巾，他把伦理活动，分了四级：（一）德性，（二）

安静，（三）进光，（网）留光。后来，根据圣神的恩宠，给了

我们→个更完全的造类。敬畏为第一级，智慧为峰顶。在这两极

间，他分别了一个双重的清理准备阶段：→个是远准备，目的在

虔修孝爱、刚毅、聪明、超见；一个是近准备．目的在使灵魂，

在更明朗的信德，更坚强的望德和更热烈的爱德的原则下．澄清

－－切。第一个准备，称为积极的生活；第二个准备，称为l瞎想的

生活c 因为在这个生活里，一切精神活动，都以赖瞻想而整个发

光的信德为标准。这个瞻想，有一天．将使整个和平与忠于圣宠

的灵魂，浸沉于无穷的智慧中O

信友在神修道上应该扫除的障碍，就是起来反抗的情欲。圣

洗的恩宠虽清除了原罪，可是它遗下的疮斑的消除，是个长时间

的问题。在人身上最活跃的，就是圣若望宗徒（若一，武， ~ 

六。）指出的三欲：淫逸、声色、骄奢。奥氏把它们归纳于反爱

德的私爱；它是反天主之都的世界之都的原则。至于三欲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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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奥氏特别指出了下面几项：（一）不能享见天主；这是许于

不为物迷的心灵。（二）它们给于当享永乐的灵魂的兴奋是虚伪

的。（三）天主的肖像，日形暗淡，终于」个畜牲的肖像，取而

代之c

奥氏的神修思想的重心，就在这最后一点上；一切以缮饰灵

魂上的天主肖像为目标G 这个内心的刷新始于宠爱，终于圆满的

信望爱三德。可是，这三德应当利用的各种成圣的方法，以便达

到目的。

一般的方法有：

（一）宠佑，在超性的领域内，人没有它什么都不能做。

（二）伦德，第一应当发展节德，而后刚毅、正义、明达；

人的一切活动，应i亥受这些德行的控制。可是，若干这些德性的

行为，是最适于引人进修的。

（三）精神的斗争。反魔鬼，反欲情，反诱惑ο 坚强的信

德．支持刻苦。

（四）善功，尤其是那些慈善事业。

（五）祈祷，这是为获得圣宠必要的。

（七）敬爱，这是祈祷的一种，而且很有关系的。信友尤当

敬爱降生为人的智慧：耶稣基督。

特别的方法有：

（一）精修的地位，独身也在其内 c 这个地位，他认为是极

有益的；可是，他并不否认婚姻的神圣性。他宣传的精修组织计

有（一）公共生活，（二）圣愿，（兰）听命，（四）神贫。他

另要求于隐士们的德行有（一）爱德，（二）谦逊，（三）劳心

劳力。瞻想的生活在精修的地位上，比在任何别的地位上，更能

圆满地实现。

（二）圣书的阅读，这个工作，一面昭示我们道德的重要和

缮修；一面透露天主和他的美善，以驱策我们发展瞻想生活。



608 教父学大纲卷二

神修的途径，是个日进于德的状态：爱德、智慧，与天主密

切的缔结，都是它的特证。奥氏又称它瞻想生活；这是为了这个

状态的要素，是个真正的超性精神；而这个精神和它的外表的活

动，都是以瞻想为根据的。

五圣教会与圣事

（甲）教会

在奥斯定心里，教会是个热爱的对象；所以这个圣宠博士，

又称教会博士。→切关于教会的理论都经过他的发挥。

4 、在他的演讲里，他特强调：教会与天主，教会与基督的

联系（天主是父，教会是母，基督的净配，基督的妙身……），

以及教会对于人类的使命（精神之母，圣事之会，天国） c 这些

名称和他的学说，都是很重要的。巴典孚主教（ Mgr Batiffol ）在

他的名著里愉快地称：奥斯定把教会的至公’性，不但看作一种知

识，→种结合，还看作」种神秘。他独步地，热情地、直觉着天

主在教会中的工作。

三、这个对于教会神秘的观点，并不排斥教会的社会组织

性，反予以唤起。基督的妙身拥有各种的肢体，各种的职责。抗

议教标榜的在信友中，择职普遍，权能平等的论调，是根本反奥

斯定的。这点，在奥斯定论神品时尝相当地 F以证明。他虽没

有用圣统制（ Hierarchie）；却用了神职阶级（ Ordo dericorum) ; 

这是所以指一般领过神品圣事的信友的。他们受得神权，通过布

道，管理教友，赦免罪过，施行圣事等工作，以庚续基督的事

业。他们代表着教会；只在教会里，真正的基督教会里，人们可

以得救。

三、奥氏在反多那式派斗争里 强有力地阐发真正教会的四

个标志；尤注意于至圣至公。（一）至圣，此世的教会，是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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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组织．其中有义人，也有罪人。精神上他们虽有区别，形式上

还是一起的：彻底的剖分，有待于世纪末日。奥氏在他“风化

论”（ De Moribus），漫长地描写了多数信友的圣德。奥氏认为，

这是个极好的辩护c （二）至公不应当脱离至一，这句话是针对

当时非洲的多那；武派而发的c 奥氏为反对裂教人，重新提出了圣

西伯利央的格言：“教会外绝对没有救援。”

四、奥氏认为：教会的司却ii权是不能错误的。这个司训权的

根本机构，（→）为全教性的公教会议（与教区教省公会议不

同）；它们订定的信条是不容修改的：虽在法制方面，可能有些

变更。（二）为罗马主教。他们的不能错误性，表现于奥氏的学

说与作风中，在他反白拉奇斗争中，尤显得洞若观火。奥氏在古

代教会巾，是一个拥护罗马教会可训权和统治整个教会，最优秀

的证人c

五、罗马是教会巾，心：（一）罗马是宗座，因为那里有伯多

禄的牧座。奥氏盛称伯多禄的特点：在他身上，宗徒之长的首

位，照耀着万丈的宠光c 可是，他不把它与实在继续它的罗马主

教的牧座分离。他指出这个牧座也就是宗座。从宗徒传下来的教

会必须联系于这个牧座。为强调这点，奥斯定一如圣依肋纳，又

标志在这牧座 t，历代主教不断的继承性。伯多禄的座位是整个

公教会统一的中心。（二）罗马教会核准的信理，因为它在教理

t的无边权威，是如山的铁案；罗马教会的见解就是整个教会的

见解；所以整个教会并不高于罗马教会。奥氏是否看罗马教会系

于公会议？我们不得而知。他不肯定那个拥有最高权的，就是个

伯多禄后任。可是，这是显而易见的，为此他也不去多赘。

（三）奥氏承认，罗马掌握着对于整个教会的法权。他屡次求罗

马指导，就是个良好的证明。孚萨拉的安道尼努问题，就是一个

例子。关于亚比亚利乌事件，他虽没有向罗马上诉，纯为了机宜

的缘故：他始终认为主教们有向罗马上诉的权利。四二六年，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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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基公会议，奥斯定大概没有参加。因为亚此亚利乌的供辞。他

曾向教宗圣则来斯定提出抗议。

六、教会与国家在《天都》里，天都与地都，是两个对立

的阵线，因为它们的精神是彼此矛盾的。可是，有时奥斯定指管

理政治利益的国家为地都，管理宗教利益的教会为天都。在这

里，天都与地都，根本不相冲突。国家是天主所欲的，信友在俗

务里应当服从它，可是，国家应当受正义的约束；而教会是正义

的看护和发言人。国家还应当协助和保护教会。奥氏关于这个特

别重要的问题的见解，可归纳为三点：

（一）教会有权利受国家的保护；相反地，异教邪教不能要

求这种权利，它们可能受严厉的处分。

（二）异教实际的容忍是好的与合法的。奥氏陪登牧）皇之

初，就抱着这个态度。为发展基督的神国，他虽不藐视凯撒的

撑腰，却更乞灵于真理。可是这种容忍是有界限的；遇到扰乱

社会和宗教和平的时候，应当放弃容忍的态度，采取强硬的

步骤。

（兰）这个国家对于宗教的干涉，绝对不应该出以死刑，

至少在教友间。国家首先应当寻求和协与地步，清除宣传真理

的障碍。遇到紧急强迫的手段，不但是合法的，而且是很有

益的。

(Z ）圣事

圣事是基督教会继续广施德泽的大富库。圣事与教会的联

系，在奥氏眼里，是最基本的。他的著作指导我们确定圣事的意

义，了解他学说的性质。圣事的综合理论，虽到了中世纪才出

现：可是希坡纳主教指出的原则，大有造于圣事神学的进步。

一、圣事一般的意义：首先圣事是一种神圣之物的象征。奥

氏神秘神学促他去寻求象征。他在古经里，寻获了许多基督的象

征，而且称之为圣事。此外，他举出了新敦的圣事。这些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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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古教的圣事．能力更大，利益更好，行为更易，数字更少。这

些圣事实在是狭义的圣事。它们树立了信友间的社会联系，还使

他们与基督结合：它们是这结合的工具。且看奥斯定怎样了解

圣事。

圣事，一种神圣之物的象征，包括两个因素：（一）神圣之

物是具有特种效力的圣宠，至少新教的圣事。（二）象征指礼仪

和经文c 典礼中所用的物件，应当有一种天然的适合性；还应当

是由基督指定的，在一定的经文下受到祝圣的c 后代神学家称祝

文为圣事的模形。下边关于圣体圣事的一段，对于这点，给了我

们一个最清晰的观念： “拿去了经言，只有饼酒；加上了经言，

就是圣事。”经文指祝圣物质时用的言语，也能指祝圣教友时用

的言语。

在新教的圣事中，物质和象征间联系性质是怎样的？这个联

系超越象征，象征不过是虚空的记号；联系具有4种实际的效

力。奥氏在论圣洗和神品圣事，特予以说明。

二、圣洗与神品 奥斯定在反多那成斗争巾，确定了t列两

件圣事的效力，他的最大的成就，在圣事领受和圣事生效力的区

别（ Validite 俨l efficaci te) 0 圣西伯利央把 t两项，统系于行圣事

者的信德；多那，武派却系之于他的圣德J 一般地说，奥氏肯定，

行圣事者的心灵状态，初元关于圣事η 至于领圣事者，他罪恶的

心灵状态，虽不阻止圣事的领受，却阻止圣事圣宠的进入；可

是，在罪恶的心灵状态改善后，圣宠就降来， →切圣事的效力，

也就同时发生；领圣事人的心灵状态不是圣宠的原因，而只是圣

宠的必要条件．圣宠的原因是圣事c 后代神学家圣事复生

( Reciviscence）的学说，是以此为根据的c

奥氏对于圣宠复生，究竟怎样看法？他强调，行圣事者不过

是基督的工具c 通过他实在执行圣事者是基督自己：他的祝圣的

工作隐藏于礼仪巾二也叮以说，在可见的礼仪下，圣神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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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在演讲圣道者的声浪，打到信友的耳鼓时，圣神就在他的心

灵中活动着。他虽重视礼仪的象征意义，他并不否认，礼仪和行

圣事者在发生圣宠过程中的地位。中世纪的神学士，从这些奥氏

的理论

三、奥斯定谈圣体圣事的态度，是演讲者和神秘神修者的态

度：他一贯地在他的演讲中，掘发信友的神益。或说奥氏否认耶

稣基督在饼洒的形像里，那未免犯了错误。奥氏的象征现念，并

不抹煞圣体的真－实性；相反，根据别的许多前后的篇幅，他肯定

地承认那个传统的公式：饼成基督之身，；四成基督之血c 这点，

在他论没有信、爱去领基督体血的人们自寻·处分，以及儿童也需

要圣体的文字中透露得更加明朗3 饼；因形下，救世主生活和神化

的身体存在，也使奥氏看到了教会，他的妙身的象征以及信友因

爱德而打成一片的标志。这个思想也是奥氏的圣体道理的特性。

圣体是种祭、苦架祭的重演：司祭是同的，牺牲是同的己关于这

个问题，奥氏虽没有多说；可是他所说的是清楚的，不存丝毫的

疑问。

四、其余的圣事 1. 奥斯定又谈了坚振圣事（当时领圣洗

者在按手礼F紧接着领坚振。）和婚配圣事。这里与其说他论婚

配，毋宁说他强调婚约的不能解除性（基督与教会结合的象

征）。 2. 奥氏不称告解为圣事：可是他关于这圣事的观点是很明

白的。在领洗后，为赦去大罪，不是为去小罪，告解是必要的。

至于告解的条件， A为在主教前秘密的坦白，二为补睽；众日昭

彰的罪恶的补赎，可能是公开的；三为教会当局的赦免表示υ 可

是，奥氏还认定灵魂的复生是天主的工作，而忏悔是个必要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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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末

在这领域内，奥氏的影响是极重要的。他强有力地攻斥了各

种不同的严重错误，终于维持了基督徒整个生活的基层真理。

他诠释了若望的启示录，他打倒了当时还流行的“千年国

说＼可是，佐维稚那斯的义化只凭信德，不需要功绩的学说的

危险性是最大的。他坚决地子以排斥；他也预先申斥那些假借他

的名义宣传这个学说的 f}J弟子 L 他直爽地指出： “援救我们的，

不是圣洗，不是圣体，不是完整的信德，不是单纯的施舍，而是

我们生活的和我们善功的整体；世界末日，被责罚的不但只有偶

像教徒手!I外教人。”为此，公审判日，众得救的信友，不是单纯

地由于他们的信德。

奥利振否认地狱永远的谬说，引起的后果也是同样地严重

的 3 它在各种方式F，流传于西方c 奥氏一边引iiE圣经，一边提

出教会不为下地献者祈祷的习惯，予以纠正。地狱的罚：一为天

主生活的丧失（ Alienatio a vita Dei ），一为来自然烈火的觉苦。

这个觉苦，不待肉身复沽，就已开始《当时慈悲派

( Misericordieux）的学说，虽不是个普遍的定论，可是到处盛行

着。奥氏也予以驳斥。至于地狱刑罚的缓和学说，奥氏虽拒绝表

示接受，并不干脆地予以弃绝。

奥斯定根据格林多前书三章，明确地肯定炼狱的存在。他承

认在后世，至少到公审判，存在着炼净灵魂的暂罚。他谈过洗炼

之火。奥氏虽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个火的性质；可是对于炼狱的存

在，他却不稍犹豫。最后，他也承认：祈祷、善工，尤其是圣

祭，可以救济炼灵c

奥氏认为，天堂首先是享见天主，整个真理的圆满认识；而

这个认识不是影像的、间接的，而是物体的、直接的。瞻想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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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不过是肤浅的摹仿吧了。圣人们的灵魂已有这个荣福享受。

他论殉教者的时侯，明显地予以肯定。他以为身灵既已分开，在

原则上，没有什么矛盾性。有时他像表示怀疑，纯是由于他只想

了解它的可能性。这个精神的事见天主，将来能否也是本质的？

开始时，奥斯定认为这是疯狂的问题；可是，他终于认为，事情

虽不是盖然的，却是可能的。这样思想的变化，在这样一个伟大

圣师身上是很可惊奇的。这个他所称的本质的享见，大概是所以

形容复活的肉身的光荣的顶点c 奥氏在《天都》最后－卷内，

描写了荣福的生活。

总结

这是奥斯定浩如烟海的著作的－个鸟瞰τ 我们的目标不在网

罗一切，而在指出奥氏思想的纲要；又不在发挥那些纲要，而在

予以分类、整理、联系。圣奥斯定是教会历史中，最伟大的人

物：他绝伦地有圣德，又有学问：有信德，又有屈、辨；有活动，

又有瞻想。他也是教会圣师中学问最渊博，智力最坚强的一个。

兼为伟大的文学家，夭才的哲学家的他，常尊重传统与威权。兼

为大胆的神学家，奇特的思想家的他既有利地探窥了圣三的大奥

迹，组织了公教的人类学，圣宠的神学，指出了关于教会和圣事

的新见解，又阐明了传统的四末ο 从另－角度看来，他也是个优

秀的伦理学家，督促人灵在天主迫切推动F，破釜沉舟地活

动着。

这样的，个人，不能没有弟子，不能不成一个学系c 他的思

想的影响历代不哀。这个影响的别名，就是众所周知的奥斯定学

说（ Augustin

的学说，这是很合理的；可是，这不过是他的学说的一部份υ 假

使把部分当作整个看，那么，就错误了，而且会发生危险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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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们以为应当借同鲍塔利，这样为（ At耶istnisme ）下个界

词：“根据圣奥斯定的学说和方法的神学精神J’还应当把原始

的奥氏学说和中世纪的奥氏学说．加以区别。中世纪的奥氏学说

中，杂着外来的思想，若得尼，阿来奥巴齐的。其间，奥氏对于

柏拉图学说的观察，在若「点t被弄得面目全非。卡三毛世纪末

叶，多玛斯派学说的奥氏学说批评，也是不中肯的。相反地，！原

始的或真正的奥氏学说，是由奥氏的明确的论题中搜集而成的。

它的重点，大概如 Fa

l. 天主观念的研究，天主权利的标榜ζ

2. 唯心典型论（ Tdeali日me exempiariste ）为知识的基础。

3. 情调的和综合的道学方法。

4. 不脱离扩大神秘论的坚决伦理论。

这个鲍塔利所称的大奥民学说（ Grand Augustir山me）与多

玛斯派学说比起来，虽不一致，并不矛盾二圣多玛斯是奥氏门

弟子中，最伟大，最卓著的一个。他不但不视以为学敌，而且

时常援引他的权威c 圣多玛斯把奥氏的道学著作，看作拉丁教

会中最丰富的精神宝库 c 他运用着他的不目的天才，起而予以

发掘c 实在．圣多玛斯、圣安；革尔莫、圣文都于束，很显明地，

都特别受了奥氏神学的影响二圣大额我略是个伟大的领导人

物，元比的伦理学家；他在神挝、神修领域内，如同圣伯尔纳德

也受了奥氏的影响。 t列的那些权威圣师，既都求奥氏的指

导；那么，抗议教徒和l杨森派的．自以为上宗奥氏的活动，不

过以奥氏的学说为烟幕罢了 c 谁不能为着采用了若干奥氏的标

语与理论，而就大言不惭地自视为奥氏的摘系。最应当掌握他

的学说因素，尤当了解他的精神，他陆郁的公教精神。

人家每说奥斯定还是rH代的骄子。这是很正确的；可是，这

不是因为近代的小说家在他的著作巾，发现f他们的影像，也不

是因着他体验过他们的若干理智和伦理的弱点，而是由于他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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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从罪恶错误的泥沼中自拔的伟人。因此，他比谁都能指出相当

的药石：一个能控制感情的理智，一个备有坚决信德和笼罩于热

烈爱德之光之下的明朗理智。一句话，圣奥斯定在现在正如在过

去，还是真正智慧的殊等老师。

Saint Augus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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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derte, edites par l' Academie de Berlin a Leipzig, depuis 1897 , 

时itions critiques sans traduction. ( En abrege: Corp. Brei. ou Cor圃

pus de Berlin) . 

Texte und Untersuchungen sur Geschichte zer αltchristlichen Lit

erαtur, collection dirigee par l'Acad吾mie de Leipzig, premiere serie 

1882-1897 , 15 vol. ; deuxieme s岳rie, 1897-1906, 15 vol., 

troisieme serie (A. HARNACK et C. ScHMmr) 1907 et suiv. ( En abr岳g岳：

Text Unters. 

Texts and Studies, collection dirig岳e par l'c气cademie de cam

bridge 

( J. A. Robinson), Cambridge, 1891 et suiv. (En aLreg岳：

Text Stud. ) . 

Remarque. -Ces dernieres colletions, le titre le montre, 

n飞出tent pas seulement des textes; elles pulilient aussi des Recherches 

ou des Etudes sur l'ancienne litt岳阳ture chretienne. 

c) PETITE> CODLECTJ(川， destinees surtout αux Etudiαnts qui veulent 

prendre un premier contact avec l'ancienne litt岳rature chretienne : 

Textes et Documents pour l'eude historique du christianisr肘， de

H. HEMMER et P. L1AY, Paris depuis 1904 ; donne les textes et la tradu巳
- 

tion avec introdu<;!

SS. Patron啤 opuscula selecta, par H. Hrnrrn, Inspruck, 

premiere s邑rie 1868 幽1885, 48 vol. ; 2。“rie 1884-1892, 6 vol. 

Sammlungαusgewahlter h. u. d. quellenschriften. par G. KRucER , 

TvmNoc, 1 s岳rie 1891-1896 , 12 fascicules ; 2俨 S居rie, depuis 1901. 

Kleine Texte. H. Lietzmαrzn , Bonn , depuis 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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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rilegium patristicum , G. RcsuHE'i, Bonn, depuis 1904. 

Cambridge patristic texts, A. M~so吨， CAMRRTDGF, depuis 1899. 

Bibliotheca sanctorum Patrum , J. V 1zz1NE , RoME, depuis 1902. 

II . COLLECTIONS D’ETUDES DIVERSES 

( en frarn;ais , sauf exception) 

A) CoLLEcπONS DE MoNOGRAPHIES EN VOLU\IES SEO代RES

Les Saints ( Paris , Lf:coffre ) donnent une s岳rif: de vies 

envisag吕es surtout d ’une point de vue historique. 

La Bibliotheque de l'enseignement de l'histoire ecclesiastique 

( lbid. ) groupe des monographies diverses, dordre litteraire ( par 

ex. La litt岳ratture grecque par Mgr. P. BπFFOL )‘ docirinal ( par 

ex. l' His to ire des Dogrnes, par J. T xExmr, historique ( par ex. L ’'Eglise 

byzantine , par le P. J. Pargoire) . ( En abreg吾； coll. B. E. H. E. ) . 

La Pensee chretienne ( Paris Bloud) donne de nombreux “ Ex

trαits trad ui ts et annotes reli岳s entre eux par de breves analyses, 

prec时岳s , sauf exception justif1居e, d'introductions biographiques et 

hiblio-graphiques”. Eile comprend un groupe pαtri.1tique ，也 cot吕 des

groupes bibliq肘， scolastique et rnoderne. ( En abrege : coll. Pensee 

ch. ) . 

La Bibliotheque de theologie histrique , publiee sous la direc

tion des professeurs de theologie a l'lnstitut catholique de Paris (Paris, 

Beauchesne) prerente un ensemble de monographies doctrinales tres 

importances. ( En abrege: coll. B. T. H. ) . 

Les Etudes de Theologic historique , annexees a la pr居cedente

collection , contiennent des oeuvres analogues. En abr岳ge:

coll. E. T. 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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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et Religion groupe des brochures snr des s叮els religieux 

divers; quelqnes-unes concement l'histoire de la doctrine ou des Per时，

surtout dans les s邑ries speciales ( Questions theologiques , etc··· ) . 

LPs Moralistes chretiens ( Texte et Commentaires) se proposeut 

de grouper les textes de chaque auteur etudie' de facon a prf>senter 

une synthese de sa doctrine morale. 

B) Les D1CT10J'>;-;, nEs ou ENcYcLOPEDIES suivants, oeunes de nom

breux collaborateurs' donnent de,.; series de monogrαphies. d‘ordinaire 

assez br的es , parfois tres 岳tendues. On y trouvera toujours des bib

liogra-phies detaill臼s et les 吕lements d’une premi仨re documentation. 

Le Dictionnaires de la Bible , par F. V 1ιouwtx, 1895-1912. Un 

supplement est publi巨 par L. Pm川， depuis 1926. ( En abr居ge:

Diet. Bible. ) . 

Le Dictionnaire de Theologie catholique 句 publiε ， depui吕

1903 , par A. YK.\NT, ensuite par E. M 1 \GENOT, enfin, par E. An 飞NN.

(En abr吕ge Diet. theol. ) . 

Le Dictionnaire d ’Archeologie chretienne et de Liturgie , 

publi层 par Dom. F. GAnnoL et Dom H. LEcLER叫， depuis 1907. ( En 

al时ge : Diet. Arch. ) . 

Le Dictionnaire d ’histoire et de Geographie ecclesiastiques, 

publi手 par A. BArnRIT.JART, A. Vocr et U. Rlln1时， depuis 1912. ( En 

abr手ge : Diet. hiss. ) . 

Ces quatre Dictionnaires, publies par le meme editeur ( Le

touzt泞， Paris) , constituent sans contredit la plus grande Encyclopedie 

des sciences ecclesiastiques. II faut y joindre: 

Le Dictionnaire apologetique de la Foi Catholique , publi吾 par

le P.A. D’ALEs, depuis 1911 ( Paris , Beauchesne ) . ( En abreg注：

Diet. Apo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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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nt la France, l’Allemagne a eu son Encyclopedie catholique , 

le Kirchenlexicon' puble par w ETZER et w elte' de 1846' a Fribourg 

en B. , （居d. traduite en francais par （二OSCHLER 1847 et suiv. ) ; r吕岳dit岳

et fort augmeni居 par J. HrncE、N

1921, en 12 vol. 

La Realencyklopadie de le theologic et de l ’'Eglise protestαntes 

( 1., ed. 854-1866' 21 vol. ; 3e 岳d. 1896-1910 contient des岳tudes sol

ides, mais ne peut etre conseill岳e aux seminaristes ' a cause des 

r层serves qu'elle appelle.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oeuvre am巨ricaine, en 15 volumes, 

1907 -1912 , moins complete que le Diet. theol, est une utile source 

dlin-formatio日， m在me pour l'histoire de l'Eglise et les Peres. 

A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Biography ( L由rature , sects and 

doctrines ) par W. SMITH a H. WAcE, Iρndres, 1877 -1887, 4 vol

um es ，一oeuvrf' prot归tante, mais contenant de bonnes monogra

phies, utiles a con-sulter, pour ceux qui le peuvent sans danger. 

C) REvuEs a consulter co时emant les P是res. (Nous ne pouvons 

signaler iei quεles Revues en la吨时 fra配aise).

1 ° R F:\TES SPEC！气LES, s'int居ressant a la patrologie: 

Analecta bollandiana , d叩uis 1882 , Bruxelles - Paris. 

Bulletin d ’ancienne litterature et d ’Archeologie chretiennes, 

par P. de LABRIOLLE, Paris , depuis 1911. 

Bulletin de litterature ecclesiastique, Institut catholique, de 

Toulouse, depuis 1899. 

Echos d ’Orient, Assomptionistes , Constantinople , depuis 1897. 

Le Museon, Revue d’岳tudes orientales, Lou vain, depuis 1881. 

Revue benedictine, B岳n创ictins de Maredsous, depuis 1884 

( sous le titre: Le Messager des fd岳les, de 1884-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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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ue biblique , Dominicair屿， J岳rusalem, depuis 1892. 

Revue d ’Histoire Eeelesiastique, Universit岳 de Louvain, 

depuis 1900. 

Revue d ’Histoire et de litterature religieuses, Paris, 1896-

1907 ; organe de A. Loisy ; plusieurs articles sont tendancieux ex ap ’ 

pellent r居serves.

Revue neo-scolast que de philosphie, Louvain, depuis 1894. 

Revue de l'Orient chretien Paris, 1896 et suiv. 

Revue des Questions historiques, Paris, depuis 1866. 

Revue des Sciences religieuses, Facult邑 de th吕ol, cath. de 

Stras-bourg, depuis 1921. 

2 ° Les Revues suivantes, ow口＂RET l'LlS GENERAL que celles qui 

precedent, publient aussi sur la patrologie , des bulletins et recensions 

utiles a consult肘， et m邑me pa1fois des 岳tudes originales tres solides. 

Ami du Clerge Langres, depuis 1878. 

Etudes, Jesuites francais, Paris. depuis 1856. 

Ephemerides theologicre lovanienses, Louvain, depuis 1924. 

Revue Apologetique ( depuis 1905 ; Revue pratique 

d ’Ap. jusqu'en 1921) , Paris. 

Revue d' Ascetique et de Mystique, Jesuites Toulouse, 

depuis 1920. 

Revue Augustinienne , Assomptionist剧， Lovain, 1902-1910. 

Revue du clerge francais, Paris, 1894-1920. 

Revue thomiste, Dominicains, Toulouse, depuis 1893. 

Revue des sciences philosophiques et theologiques, Dominic

ains, Le Saulchoir, depuis 1907. 

L ’Universite catholique, Facultes catholiquer de Lyon, 

depuis 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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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vie spirituelle , Dominicain日， Saint-Maximin , depuis 1919. 

Ill. REPERTOIRES ET ENCHIRIDIA 

RE CENTS 

Ulysse Chevalier, Rφertoire des sources historiques du M Jyen

Age , Bibligorα'Phie, !" edition, I vul. de 2370 colnes ‘ 1877-1883' 

supplement en 1888; 2 e edition fort augment时， en 2 vol , 1905 -

1907 ; consacre a tous les hommes connus depuis la fondation de 

l'Eglise jusqu’m 1500 un article qui relate simplement, par ordre 

alphabetique d’auteur, tout ce qui a 吕t层层crit a leur s叮et. De telles no

menclatures sont fort pr句：ieuses' mais ne sont jamais a jour. 

Hugo Hurter, S. J. , Nomenclator literariu.1 Theologiae catholi

cαe, Inspruck consacre a tous les auteurs qui se sont occup缸 de sci ” 

enc刷 sacr何s ( Philosphie et apologetique, theologie dogmatique ou 

morale, patrologie ou histoire <le l'Eglise) une notice biographique et 

litt岳raire, avec indications bibligraphiques. Le Peres occupaient le 

demier volume clans la l 陀岳dition ( concue clans cet ordre; ecrivains 

de 1564 a nos jours, t. I , II ，皿；岳cri

1563 t. N ; ecrivains des origines a 1109, t. v) ; depuis la T 岳di ti on 

( 1903) ' 1’ordre est plus r岳gulier: P占res, l’1903; Moyen-Age, II, 
1906; etc. 

H. Denzinger, Enchiridion symbolorum , definitionum et de正如rα－

tionum de reb旧卢dei et morum , Fribourg en 且， l 陀时ition en 1854; 

nouvelle edition' 10' fort augment岳e et modifee , en 1908 , par 

C. B"i'IWART, S. J. ; les 岳ditions suivantes sont completees par des ap

pendices ; donne en latin , et en grec quand il y a lieu , les textes 

indiqu缸 clans le titre, en suivant l'ordre historiqtue, avec simple in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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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ion des sources. 

E. Cavallera, Thesαurus dαctrinae cαtho lieαr ex documenti.1 mag

isteri, ecclesiastici , Paris , 1920 ; done tous les textes contenus clans 

l'Enchiridion de Denzinger, les compl占te, par dautres textes imporants 

quoique moins solennels, et range le tout clans l'ordre logique des 

traites de th吕ologie.

C. Kirch, S. J. , Enchiridion fontium historiαr ecclesiasticae αn

tiquαe, Fribourg en B. , 1910; choix de text es importants au point de 

vue histortorique, en latin et en grec , du I"' au 飞回。 ri告cle.

M. J. Rouet de Journel, Enchiridion pαtri.1ticum , Fribourg en 

B. , 1911 , 5 ° edit. en 1922; recueil de texles des P仨res latins et 

grccs interessant surtout la theologie, de 1 ec an VIile siecle. 

E. Amann, Le dogme cαtholique dαns les Peres de l ’'Eglise , Par

is, 1922; petite anthologie en francais de textes patristiques, 

precedes d'une notice tres sommaire sur les auteurs cit缸， sans indica

tions bibliographiques. 

IV.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LITTERAIRES RECENTES 

Voir a l' Introduction ( p . 1 4 - 1 6 ) les etudes de ce genre anteri -

eures au XIXe siecle. 

1 o p \ TROLOGIES GE兀ERALES 

J. Fessler, lnstitutiones Pαtrologi时， 2 vol. lnspruck, 1850-

1851; reedit位 avec de nombreuses addition,; ou retouches par 

B. J川GWAN,, 1890-1896, 2 vol. 

J. B. Alzog, Lehrbuch der Pαtrologie Fribourg, 1866 , traduction 

francaise par Bαlet, Pαriα ， 1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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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Nirschl, Lehrbuch der pαtrologie und Pαtristik, Meyence , 

1882明1885, 3 volumes. 

0. Bardenhewer, Pαtrologie, Fribourgen B. , un volume, 

1894; 3 ° ed 1910. P. GonET et C. V rnscHAFFEL en ont donne une “ nouvel

le 岳dition frarn;ai盼， entierement refondue ,” ne se contentant pas 

“ d ’une traduction pure et simple”, et tenant l' ouvrage au courant des 

travaux plus r巨cents, a l'aide de Notes des Traducteurs. Ce travail est 

intitule Les Peres de l'Eglise, leur vie et leurs oeuvres; il est en trois 

volumes; Paris, 1905. Cest a cette edition que nous renvoyons pour la 

commodite du lecteur, sous l'abr吕viation Pat. , 1 ou II ou III . 
De 0 BARDENHEWER encore, Geschichte der altkichlichen Lite1αtur, 

Fribourg en 且， quatre fo巾刊lumes parus , I ( premier et deuxi仨me

siecles ) , 1902 ; II ( troisieme s. ) 1903 ；皿（ quatrieme s. ) , 

1912; N ( cinquieme s. ) , 1924. 

P. Rauschen, Grundriss der pαtrologie, Fribourg en B. , 1903 ; 

ouvrage traduit de l'allemand et adapt岳 au public frarn;ais par E. 

Ricard, sous le titre Elements de Pαtrologie et d'Histoire des Dogmes, 

Paris , 1906 ( 2 e 创 1911).

H. Kihn, P trologie, 2 vol., Paderbom, 1904-1908. 

J. Tixeront, Precis de Pαtrolοgi址， Pa1is, 1918; 

plusieurs r层层ditions.

H. Jordan, (protestant) Geschichle der αltchristlichen Literatnr, 

Leipzig, 1911. 

2 ° PATRorncm' PAH nELLE' ov INC、OMPLE1'ES.

P. Batiffol , La Litter αture grecque, ( coll. B. E. H. E. ) Paris; 

1897; reedite. 

R. Duval , La letterature syriαque, (coll B. E. H. E. ) Paris 11899. 

P. Monceaux , Histoire litterαire de l'Afrique chretienne,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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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 咽1923 , sept. volumes. 

Histoire de la litter αture latine chretienne, Paris, 1924, 176 

pages. 

P. de Labriolle , Histoire de lα litterature latine chreti♂nne, Par

is, 1920 un vol. , 740 pages. 

J.A. 岛fohler, Pαtrologie , oder christliche literαr Geschichte , 

Regensbourg, 1840 ( posthume) , un volume, sur les trois premiers 

siecles seulement ; inachev岳．

C. Krumbacher, Geschichte der byzαntinischen ; Literaz汀， Mu

nich' 1890; 2" edition augment衍， en 1897 , clans laquelle 

A. EHRH忧。 traite la litterature theologique ( p. 37-2 I 8). 

Ebert, Allegemeine Geschichte, der Liter αtur des Mittelalters im 

Abendlande, Leipzig, 187 4-1887 , 3 vol. , dont le premier consacre 

aux anciens ju叫u'au IXe si仨cle; traduit en frarn;;ais par J. Aymeric et 

J. Condamin. 

A. Harnack , Geschichte der althristlinhen Literatur bis E usebius , 

Leipzig, 1893-I 894, 3 forts volumes, dont les deux demiers 

consacres specialement a la chronolgie. 

G. Kruger, Gechichte der αItch, Literαtur in den erten drei lahr

hzmd. . Fribourg, 1895 et 1897. 

Ces trois derniers auteurs sont protestants ou rationalistes. 

V. OUVRAGES CONSACRES A 
L’HISTOIRE DES DOCTRINES 

A) OcrnAc旧：ENrnAFS RECDT:' D H1srn1m: DES DocMES ( pour les a配iens,

voir I'Introduc tion, Etudes sur les P仨res, p.16-18). 

1 ° Auteurs cathol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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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H. Newman, EssαJ on the DeueLopment of christian Doctrine , 

Lon<lres' 1845; 2e ed. 1878. -Voir trad. H. Bttt:MO'dl clans la 

coll. Pensee ch. Newmαn. Le developpement du Dogme chretien, 1905. 

H. Klee, Lehrbuch der Dogmenge‘schichte. Erlangen, 1837; tra

duction frarn;:aise par MABIRE ’ ］VJ，αnuel de l ’hstoire des Dogmes , 

Paris, 1843 

J. N. Zobl, Dogmengeschichte, Inspriic'k, 1865. 

J. A. Schwane, Dogmengeschichte, Munster. t. et II , 1862-

1869; Fribourg en B. , t. fil et IV ; 1882, 1890; 岳阳die chaque 

matiere theologique a quatre epoques differentes: anteniceenne' pa

tristique, Moyen-Age, Temps modemes. Traduction fran归ise par DE 

GERT, His to ire des Dogmes , Paris , 1903 ; 6 volumes. 

J. Bach, Dogmengeschichte des kαtoli.1chen Mittelαlters, 

1873-1875. 

A. Ginoulhiac , Histoire du cogme catholique pendant les trois 

premiers si仨cles, Paris, 1852; inachev吕； ne s' occupe que de Dieu et 

de la Trinit岳．

J. Tixero时， Histoire des dogmes ( coll. B. E. H. E. ) , Paris, 

trois volumes: I. La theologie anteniceenne. 1905; II. De saint Atha

nase a saint Augustin , 1909 ；固. La fin de l'age patristique ( 43。”

800) ; nombreuses r屈居ditions avec retouches importantes, pour le t. I, 

depuis la septieme ; 1’。rdre adopt岳 est surtout historique. (En abr岳g岳：

Hist. Dogm. ) . 

2 ° Auteurs protestαnts ou rαtionαli.1tes. 

A. Harnack, Lehr buch der Dogmengeschichte , Fribourg en 且，

1885-1890, 3 vol; Grunrlriss der D., 1893 弓 traduit en fran9ais par 

CHOISY' Precis de l'Hist. des Dogmes' Paris, 1898: rauteur admet une 

始rie de transformatios essentielles de la doctrine chr岳tienne s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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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fluence de l'esprit grec. 

R. Seeberg, protestant conservateur allemand , a donne , comme 

Hamadk, des Lei;ons ( 1895 ) et un Precis ( 1900) d ’'Hist. des Dog-

η1es. 

Citons encore en France, Fr. Bonifas, Histoire des dogntes de 

l'Eglise ckretienne, Paris, 1889; en Angletene, Bethune-Baker, 

auteur d飞me Introduction a l'histoire de la doctrine chretienne jurqo’en 

451 , Landres. 1903 ; en Gr岳ce , Balanos, EiσαTWTη ei(TηVlσγoρL 

av rwvoorµ，αTWV. Ath岳nes. 1919. 

B) EruoEs (;E严IER.

De nombreuses monographies ont 岳te 居crites sur ces questions 

duestions depuis le milieu du XIX e si仨cle, Le plupart sont rattachees 

au nom d’un ancien auterur ou concernent une coutruverse; elles se

rant signal岳es au chapitre consacr岳 a ce sujet. D’autres suivent un 

point de doctrine durant toute l'epoque patristique ou une partie im

portante de sa dur岳e : ce sont ces dernieres seules que nous 

notons ici. 

A.d’Ales, l ’Edit de Calliste , Etude sur les origines de la 

penitence chretien肘，（ Coll. B. P.H. ) Paris 1914. -Le dogme de Ni

cee , Paris , 1936. 

R. Aigrain, Pour qu'on lise les Peres, Paris 1922. 

G. Bardy, En li.1αnt les Peres , Paris. 1921 . 

P. Batiffol, Etudes d ’hi.1toire et de theologie positive , premiere 

serie ( sur l’αreαne, lα penitence , la hierαrchie, l’αgαpe) . Paris, 

1902; deuxieme s岳rie ( sur I' euchαristie ) , . refondu仓 depuis la se 
岳dition' ( nous citons la 8 e edition' 1920). 

一一－Le cαtlwlicisme des origines αsαinet Leon ，时rie d’etude com

prena口t quatre ouvr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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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Eglise naissante et le catholicisme , 1909. 

2. La paix constantinienne et le catholicisme. 1914. 

3. Le catholicisme de saint Augustin. 2 vol. , 1920. 

4. Le Siege apostolique (359-451), 1924. 

E. Bouvy, Les Peres de l ’Elise , clans la Rev. αugw tinienne , t. v , 

vi, vii, ( 1904-1905). 

F. Cabrol, Le livre de la priere an句时， Paris 1900. 

L. Caperan, Le propbleme du salut des i币deles ( coll. 

B. T. H.), Paris, 1912. 

L. Duchesne, Autonomies ecclesiαstiques. Eglises sepαrees , Paris , 

1905 (2e ed.) 

Les or号ines du culte chietien , Paris 2 e 此 1898.

L ’'Hi.~toire αncienne de l ’'Eglise, 3 vol. , est a l'Index. Un 4 

volume vient de paraitre, 1926. 

P. Galtier, De paenitentia ( Tractatus dogmatico-historicus ) , 

Paris, 1923. De Incarnatione αc Redemptio肘， Paris , 1926. 

Mgr. 岛生 d’Herbigny , Theologia de Eccles的， Paris 1920, 1921. 

岛1. Jugie, Theologia dogmαticα christiαnorum orientαlium, Par

is, t. i, 1926. 

J. Lebreton, Les origiues du Dogme de la Trinite, Paris , 

1910. -Le meme auteur a publie recemment, clans diverses Revues 

( Rech. Sc , Rel. ; Rev. Hist. Eccl. ; Gregoriαnum), une s邑rie d’articles 

sur le dogme de la Trinit吕 chez les auteurs des premiers siecles ; on y 

trouve des 居l居ments importants d’une histoire de ce dogme avant le 

concile ed Nie巳e.

M. Lepin, L 'idee du sacrifice de la messe , Paris , 1926. 

F. Mourret, Hist. gen. de l ’'Eglise: /. Origines chretiennes. II. 

Les Peres de l'Egli.1e, etc. Paris,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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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Martinez, L’αscetisme chret ' pendαnt les trois premiers s. de 

l'Egl. (coll. E. T. H. ) , Paris, 1913). 

A. Michiels, L'origine de l沟iscopαt, Etude sur la fondation de 

l’oeuvre des ap6tre月 les d岳飞1eloppements de I'episcopat aux deux prem

iers si占cles, lρuvain , 1900. 

Neube时， Mαrie dαns l'eglise αnteniceenne, Paris, 1908. 

J. Pargoire, L, Eglise Byzαntine, ( coll. B. E. H. E. ) 

Paris , 1905. 

P. Pourrat, Lα theologie sαerαmentαire , Paris ] 907. 

La spirituαlite chretienne , I, Des origines αu 1Hoyen Age, Par

IS, 1918. 

Rauschen. Euchαristie und Bi庐sαcrament, trad. franc. par DEcKER, 

et RcAR口， Paris, 1910. 

Th. de Regnon , Etudes de theologie positive su,r la sαinte 

Trinite, paris, 1892-1896, 4 volumes (oeuvre inachev仕）．

J. Riviere, Le Dogme de Redemption, Paris 1905. 

L. Salter , Les reordinαtions , Paris. 1907. 

A Saudreau. La vie d, union α Dieu et les may-ens d'y αrriver, 

d'apres les Grands Malitres de lα Spirituαlite, 3 e 岳dition revue et aug

men-t居e. Angers , 1921. 

P. Semeria, Dogma , gerarchiαP culto ne. la Chiesa primitiva, 

Rome, 1902. 

M de la Taille, Mysterium 卢dei , Paris , 1921. 

J. Tixeront, Le sαcrement de penitence dαns l'anti与uite

chretienne , ( coll. Sc. Rel) Paris, 1914. 

-Melanges de pαtrologie et d'histoire des Dogmes ( groupe onze 

etudes di verses) . Paris. 1921. 

L’。rdre et les Ordinαtions. Paris,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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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Vacandard , Etudes de critiquP, et d ’'Histoire religieuse , trois 

s岳ries, Paris, 1905, 1910, 1912; voir aussi divers articles, surtout 

clans Rev. cl. franc. 

S. E. Le card, Van Rossum, De essentia sαcramenti Ordinis 

disquisitio historicodοgmenticα ， Fribourg en B. , 1914. 

A. Villien , Histoire des commαndements de l'Eglise Paris, 1909. 

On trouve un grand hombre de monographies analogues clans ia 

plupart, des Revues mentionn岳es ci-dessus, et plus encore clans les 

grandes encyclopedies. Le Dictionnaire de theologie cath. 

particuli色rement fiche a cet egard. Ainsi on y tro uvera expos吾e la 

doctrine des Peres sur Dieu ( par X. Le Bachelet) , sur Jesus

Christ et l'union hypostαtique ( par A. Michel) , la justificαtion (par 

]. Riviare ) , les dons du Saint-Esprit ( par A. Gardeil ) , 

l' lmmacuiee Co时eption ( par X. Le Bachelet et M. Jugie) , 1’φiclese 

encharistique ( par S. Salaville) , l' euchαristie ( pαr G.Bαreille ) , les 

origincs de l'episcopat ( F. Prat) , etc. , etc. Le Dietionnaire apolo

getique n’est pas mois pr岳eieux pour nous sur certains points; signa

lons-y les articles du P. A. d’Ales sur Marie dαns l'ancienne tradition 

pαtri.1tiq肘， la pαpαute ( origines ) , la ptedestination, la Redemp

tion , la penitence ; 1’article du P. Galtier sur la confession 

(p白山ence) ; ceux de A Michiels sur les L句ues , de E. V acanda时，

sur le symbole des Apδtres , de L. Duchesne , sur la Gnose ,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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