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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出版前言)

出版前言 l 

"天、地、人"是中同传统 I Lt !Ji- x见中的三个主要元素。此种

世界观表示天界通过人类的媒介，而与地界相互交流、来往。

而"天"可以用"阳"表示， 1也可以用"阴"代表;人类不只处于二

界之中，并参与了阴 阳二界所形成的动态宇宙生命。

就基督宗教的观点而言，天乃是三位一体的天主;地是自

然环境及其中所有的被造物。人类是天主!顶着自己的肖像所

创造的，他们必须靠着大地所捉供的资源来生存。当我们思考

人类生存中不可缺少的三要素(即捉供温暖的能源，水和食物

以及空气)时，就必然产生下列天、地、人之间互相交流的认识·

太阳能有如"阳

们在《天主论 . 上帝观》一书的第五篇中所作的讨讨-论 )λ。水和食

物者都R来自大地，所以有如‘"‘阴"代表耶稣基督，天父之子，人子和

大地之子，因地将自己完全给予人类，所以成为人类生命的眼

食和灵性上的滋养。而空气和 I呼吸有如"气'\代表充满一切的

圣抖l之力量。因此，宇市和人类都紧密地连结在天主圣三的神

秘中。

在本丛书的第一部《神学中的人学》中，我们尝试从神学的

角度来了解人类。人类是从大地而来的(这是本丛书第三部的

主题) ，而人类的出现是经们天主圣三的爱和创造性的大能 (.ì主

是本丛书第二部的内容)在民期的演化过程中所促成的

包括数百万年之间的突变、演化和适应过程。在第三部《地的

神学:基督信仰中的生态神学》中，我们探讨人类与整个向然



2 神学申的入学

环境的多元关系，这是现代人极其关心的迫切问题。

当我们运用所谓"典范的改变"(Thomas S. Kuhn 所捉巾

的)和(波 )(Alvin Toff1cr 所倡导的)的概念来了?人类的演化

时，我们便可以把人类在不同阶段巾的演化过程 j i'iî述为 种动

态的过程，在所谓"第皮"的阶段巾，人类活在时间的周 WJ

中，与大自然紧密连站在一起。 在这个阶段中，人类以计猎手H

农耕为主要活动。 现代人类处于"第-ì皮"的阶段中 。 此阶段，

人类发展了自然科学、工艺技术、经济活动和直线时间Oincar

timc) 的观念，并对大地和自然环境带来某种程度的破坏。同

时，现代附抖逐渐出现了"第三波"的迹象:地球上的人类渐渐

意识到全人类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渐渐兴起一种人类与整个字

市生命不可分的整体观念;渐渐强调人类与自然生界之间更自

然和友爱的关系;重视诸宗教之间的对话关系;经济发展也超

越了过去不断追求无限增长的观念，而达到一种更合乎正义、

更能维护大自然的原则(亦即所谓"可持续的发展"(sustain

ablc developmentJ 的原则) ，为的是保护大地的自然环境

二二人类共同的家。

女IJ 呆编某天、地、人三部内的神学努力能够对人类梦想的

实现 即对三位一体的天主所'Id~ 屑的新天新地的理想的实

现 有所贡献，那么，这些努力就不好怔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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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子

"凡成了天国门徒的经师，就好比一个家主从自己的宝库

里取出新的和旧的东西"(码 13:52)。这话，正说出了一个神学

教育者，一而在奉教会之命述说信仰团体历来所阐发的信仰思

想，一面要面对今 H 明门的生活实况尝试提出新的信仰解说。

这样的工作也反应地方教会成长的两而·一而是与过去的教

会吻合不悖，一而则在新的多元境遇中不断寻求新的表达方

式。本书的思想是笔者一二十年来研读、执教累积所成，尚未完

备;但因学生需要，教会多方鼓励，刊印成书;不足之处，还须教

会内弟兄姐妹不存时加指.ïl。

在此，特别感谢多年来同学们耐心听讲，质疑问难，并在生

活中实际运用。感谢姜其兰小姐有始有终，耐心细心，协助作

者编写校对;景耀山神父不辞辛劳审阅，提供宝贵的修正意见;

也感谢赵松乔先生作最后的修订整合。光日出版社的积极合

作予以出版1且于此一并致十一二万分的谢意。

最后祝读者藉真天主真人的耶稣基督更认识人的奥化，而

"获得生命，且获得更丰富的生命" (若 10:10 ) 。

;公家和;， T 台北， 1988 卒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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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的人学"为今日神学中的一门课程。神学基本上在

论天地人合一的奥迹，论人时几乎碰到神学的全部论题，但这

并不是说我们要以人为中心地把神学简化为人学，而是妥把人

的奥秘从整个信仰的宇宙中描绘出来。

过去神学以天主为中心拟定课程，并无所i谓胃"神学的人

于学:

学的人于予的形成。有关恩宠、原罪、信望爱之论题因传统神学

仍划为独立的三个学科，并有专书出版，本书仅作配合性的说

明 。

书中我们尽量说明也想背封J生学术理论的原则，如基本的

信仰立场、思想模式、也想典型的转变，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第一篇第一章、第三章、第五篇第一章)。另外，我们生活在中

间，特别按中国人问话的方式，先问你从哪里来，先寻根(第二

篇) ;再问你是谁(第三篇) ;然日才问你是怎么样的人(第问

篇)。在这三大问题的背封下，我们提出新的尝试，以关系、结

构与过程三个范围系统解释人的奥秘(第五篇第J 币) ，并把此

系统解将应JlJ在神予其它课程上(第五篇第三章) ，以证明其合

理可信。

L 



D 圣经新旧约各卷名称及真简称对照表

圣经新旧约各卷名称及其简称对照表

称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简
创
出
利
民
申
书
士
得
撒
撒
王
王
代
代
拉
尼

新教名称

创世记

出埃及记

利未记

民数记

申命记

约书亚记

士师记

路得记

撒母耳记上

撒母耳记下

列王记上

列王记下

历代志上

历代志下

以斯拉记

尼希米记

|日约

天主教名称 简称

创世纪(共 50 章) 创

出谷纪 (40) 出

肋未纪 (27) 肋

户籍纪 (36) 户

申命纪 (34) 申

若苏厄书 (24) 苏

民长纪 (21) 民

卢德传 (4) 卢

撒慕尔纪上 (31) 撒上

撒慕尔纪下 (24) 撒下

列王纪上 (22) 列上

列王纪下 (25) 列下

编年纪上 ( 29) 编上

编年纪下 (36) 编下

厄斯德拉上(10) 厄上

厄斯德拉下(13) 厄下

(" Jê:斯德拉"亦称"乃赫米:f臣")

X
X

斯

X
X

x x 
x x 
以斯帖记

x x 
x x 

上
下

多
友
艾
加
加

多{卑亚传(14)

友弟德传(16)

艾斯德尔 ( 10 )

玛加们上 ( 16)

玛加们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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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忖
简
们
许
箴
传
歌

X
X

赛
耶
哀

X

结
但
何
用
摩
俄
拿
弥
鸿
晗
苔
该
亚
码

新教名称

约 f(l ìL 

吁南

I在 rl

传道书

雅歌

x x 
x x 
以赛亚书

耶利米书

耶利米哀歌

x x 
以西结书

但以理书

何西阿书

约耳书

阿摩司书

俄巴底亚书

约拿书

弥迦书

那鸿

哈巴科书

西蒂雅书

口的亥书

t散迦利亚书

玛拉某书

t
m川

简
约
咏
箴
训
歌
知
口
德
依
耶
哀
巴
则
达
欧
岳
亚
北
纳
米
鸿
阶
索
盖
阻
拉

天主教名称

约 fll 传( 12) 

圣咏架 ( 160)

箴 n (31) 

训导篇(12)

雅歌 (8)

智慧篇 (19)

德训篇 (51)

依撒意亚 (66)

耶肋米亚 (52)

耶肋米亚哀歌(5)

巴路克 (6)

厄则 31耳 (48)

达尼尔 (14)

欧瑟亚 (14)

岳厄尔 (4)

亚毛斯 (9)

亚北底亚(1)

约纳 (4)

米该亚 (7 ) 

纳鸿 (3)

阶巴作(3)

索福尼亚 (3)

nfT盖 (2)

四加利亚 (14)

到抗菲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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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

天主教名称 简称 新教名称 简称

到窦福音(28) 玛 马太福青 太

马尔谷福青(16) -元口(、 马可福音 可

路加福音(24) 路 路加福音 路

若望福音 (2 1 ) 右•+ 约翰福音 约

宗徒大事录 (28) ，土' 使徒行传 徒刁可

罗马书 (16) 罗 罗马书 罗

恪林多前书(16) 格前 哥林多前书 林前

格林多后书 ( 1 3) 格后 哥林多后书 林后

迦拉达书 (6) 迦 加拉太书 力日

厄弗所书 (6) 弗 以弗所书 丛书

斐理伯书 (4) 斐 'M~立比书 m~ 

哥22 森书 (4) 哥 歌罗两书 两

得撒i各尼前书 (õ) 1寻= -'-日ÍJ 帖撒罗尼迦前书 贴前

得撒洛尼后书 (3) 得后 帖j散步l 尼迦后书 Pl占后

弟茂德前书 (6) 弟前 提摩太前书 提前

弟茂德后书 (4) 弟 1月 提摩太 j古书 mJ百

弟锋书 (3) 锋 提多书 多

费jJ力孟书(1) 费 叶利门书 门

希们来书(13 ) 有0-<了 希 (Il 来书 来

雅备的书(Ej) 雅 雅各书 雅

们多禄前书 (ω 1íl前 彼得前书 彼前

伯多禄后书 (3) 1nJ百 彼得日书 ?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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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名称 简称 新教名称 简称

若望一书 (6) 习马 一 约翰一书 约 一

若望二书(1) 若二 约翰一千书 约二

若望一书 (1 ) 若=± 约翰一书 约=

犹达书 (1 ) 犹 犹大书 犹

若望默示录 (22) 默 启示录 启

...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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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斗第一J击大公会议以前，了r-:神学课程里并没有 "1神i小h宇

的人干宇严

梵一前的抖神1于学只是不怦把"人"当作主题食用予以探川， I而分

别在天主的创造论 LJ 捉到论中论人的受造、人的捉升与成义、

人的本性与超性， (I~ 原罪论中 it 人犯罪的同7 未必其后果，在救

恩论中论人对其福的渴求·…"快育之，有关"人"的内涵，在过

去的神学课程中并非没有，只是分散不显而己。那么，何以梵

二以后特别集中讨论"神学的人学"?原因可从三方面来看:

(1 ) 西方大约由十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倡导向巾、千

等、民主，崇尚人的理性起，人的重要性门益升高。十九、什

世纪盛行的存在主义发掘个人的存在深度，社会主义以现世为

念，无神论再认人以上的存在而以人为宇市的中心…"更使

"人"成了现代人注意的焦点。

(2) 教会过去大体以天主为中心，重出世的生活，思想变化

不大;梵二大公会议产生了划时代的思想跃进，决定重新进入

世界，谋求与世人携手共同迈向圆满的明天。们是，和世Y!-}ι

潮丰Ilìl!l之顷，灵忠勃发，对"人"的反省于焉大增。

(3) 中国数千年来受儒、道、佛三家深远的影响，重视人性内

在的价值此超凡入圣步向生命阳门前的途径，致使"人"本位的人

又ll想成为中华文化的特色。今门在政治、经济迅速的变革下，

个人有了更多自我发展的饥会，人的重要性因而大为提高 l 。

因上述诸种网素，激增的人才见材料，既有集为一学的必要，

也有专扭 .~J论人各而问题以表达教会立场之需。

在此绪论中，我们将研讨一些"冲学的人学"之入门问题。

在进入人予以前，我们先看看中lfl号:在学术中究情何种地位?研

究论述的方法当注点什么?然后说明神学的人学究竟是什么?

其友hé )Jj .1: 、代表性例证以此其应有的特包与 IAl 涵;最后再m件

事浏览神学的人于:在今门世界中遭遇哪些思潮?遇到何种主

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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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神学的地位与方法

各种宗教皆有其神学。虽然有些国家尚未列入大学的课

程中，但从整体来看，不能再认神学也是一种学术。学术的范

围很广，神学在其中屑于何种地位?有什么特色?在本章第一

节，我们将予以简述。

近百年来自然科学被视为典范，把理论与实际生活分为两

个不同的领域，康德复以其纯理性批判分之为今世思想学

术乃至神学界则门益有人疑惑，是再应当指出干者相互补充的

张力?于是在方法上门趋注意理论与实际生活的关系。为免

神学垫屑象牙塔中，丰I~学的方法也成为我们边切关注的问题。

方法之学甚广，在此无法详述，仅就要点及值得注意的思想、原

则略事说明，以便读者将神学与共体生活拉近。后而两节我们

即从原则与实用两个方商论说。

第一节神学的地位

"神学"在学术界中的地位与恃色可参看|引 l。 一般于: ['11] , 

可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反社会科学，研究可见于时界的种种

现象， IJ都有理论此应用两部分。 在一般学问此哲学之问，有

形式科学，即所谓的逻辑或数字，以艾文与量J走 ι旭、为讨论对象。

然而我们都生活在社会的脉络、场合或境况中，综合地研讨人

生的意义，就称之为哲学。哲学亦有理论与应用两部分。 教会

-----、



4 第一篇结论

|习 ! 体却是J:!I"I稣所建立的信仰川休， j苍天主的启示和信仰l来生

活，有其灵修生活方式、他徒工作及见证。 在此川体中，有一个

范倒是学术性的信仰反行和研究 ， 就是 "tllJ 号 o 中ql学"可分成

三部分-实证、理论、应用 。 教会是靠山示而生活的同体，所以

应将 JJ 示力11 以证实;信仰要有较系统的说明，所以有信理神学

等理论;理论必须落实在生活中，所以又有应用的部分。

(图一)

理论

实 iF- 11 .-i w苦 ~ ....- 实用一应用
，飞.-- -"4 

"' 三主的启示 /教会生活\ 信仰阳 、\、
灵修

在爱巾的同在 飞 / 使徒工作
t七较宗教学 - 见证

社
会

W〔
子
w字
一

折
口

一l

撇
齿一 社

,A 
-z:c;; 

结
合
境

脉
场
情

结
合
境

脉
场
情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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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神学的i也应与万法 5 

第二节 原则:方法的整合

此处，我们要tl!Æ述传统的态匪，今门神学方法的概况，以/主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

(一〉传统的态度

一如我国先哲在修齐治平的实践前，先讲求格物致知，两

方传统也认为人先是知者而后才是"行者

践。这种看法应用在神学中，便是先完成神学理论，然后再与

其它科学接触。中干片世纪，神学在人类思想上曾扮演过极重要

的角色。 日 后，因向然科学与理性主义抬头，使其影 III~J 力大大

减低。这原也并非不是正视自然科学与人类理性价值的契机，

无奈当时自然科学与理性主义提出的各种见解，无法为教会完

伞:撞纳，以致形成神学与科学的隔离。如表所示 1 .

(表二)

神学 i i I 一般科学

实 | 系实 : t 自 | 人 | 社
证 | 统用 I I 然 | 文 | 会

神|神神 i 1 ;.+1 科 | 科
学|学学 I ~ : I 学|学|学

(二〉近代的变化

\/ 
生活的应用

然而人类也想不断出变，在树1斗:!J法上门然也1ï f;坷的变

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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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教派神学到合一神学~击怦宗教 (Christianity) 自

十六 1 11:纪分裂以来，主在怦亲'}r教神学倾向于币视圣经、个人、入

|吭，天主教书IJ 于:则 1( 袭士忡忡予以 J;l;怦训导权定|街的信 JlJ!为

币，维护圣统，利;教会为''[民|涡社会..、·‘救出、的 f在垒"。本 11 1:纪

( ~十 II I:~己)以降， fT 一运 !"VJ 兴起，逐渐发If~ H\ 以圣经为基础的

"合一神户γ2。同时，其怦徒也意识到与其它宗教交谈合作的

B!:耍，有门益踏上沟通合作之途的趋势。毫无疑问，不仅基怦

宗教问的"合一神学"将带来神学方法的新问题与解答，基怦徒

与非基仔徒的沟通也必然带来神学方法上的改变。如佛教禅

定、顿'用的修持与 1)才境，在神学方法上影 H向到注意体验的重要，

伊斯兰教信仰与社会生活不可分的关系，影 III~~到神学注意宗教

生活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之不可分;非洲民间宗教

着重在 r-11 f本共融中体验生命的活力，也影响到神学方法注意 1-1 1

体中的体验。

(2) 从欧洲神学到普卅神学·这方面可巾教会史来看。教

会友!提史可分同大阶段:付1 耶路撒冷到巴勒斯坦，由巴勒斯坦

到希腊罗马文化时拌，同7 希腊罗马文化↑吃抖到中北欧，由中北

欧到普1it。大体上说，传统神学是在欧洲 1ι想抖中发展出来

的，神学的方法带何欧洲文化的特包;今教会既已发脱到普1歧，

其它且想文化的特点势必也会影lI[í1到神学的方法 3。

(3) 从" ~币，形"( uniform) 神学到"多形"(mul tiform) 神学，

欧洲传统士林神学是较学术性的、血考性的、的态的 1)'1.形神学，

今门许多其它文化则要求比较生活性的、实践性的、动态的、4>二

位化的( inculturatcd) 、场合化的( contcxtualized) 、时问性的

flll 予。 IUl .J主以来特别强调救，也的奥秘 (mystcry of salva

tion) ， 1;'川-芙;11-1 则大谈角丰收的具陀、 (mystcry of libcration) , 

亚洲教会 rlJ 能发 )t( 贫穷生活、宗教体验中的 )1': 示奥甜、 (mystcry

of rcvclation) ，非洲其仔徒则可能!世现降生的奥挝、 (mystcry

of inca l'nation)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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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农业社会冲学到工业社会神学到资讯社会抖!于农

业社会(或称第一波)的宁市现是|员|周性的、 frSt 态的，随苦天地

而环，人们生活周而复始、守 In 而、 I~ 怡，;'J二币大门 然 也命，何|闪

1;门 i见念，比较喜吹出i坪;去 (dcductivc) 的也考 L 业中 1: 会(或利;

第 一- 1皮)较1]1直线 't~二的、动态的发 I I-t ， itj: 求 Ijj 't过匠、进化、分

析，忘识到尚未元成的一而，比较喜欢归纳法 (inducti vc )的 ，141

考 。 这些都影IfluJ 到丰l~予的方法。 今资讯社会(或称第三波)展

现出多元 (plurali stic)的人生观与生活方式，自然也使神学进

入多元的时代。然而，在方法上必须注意到两个问题·信仰的

统一与多元性神学问彼此的交谈。 nn 保持基仔信仰的正确内

涵，同时在各种不同形态的神学问推动彼此的融通。

(三〉现代神学家一般的看法

神学方法虽经上述种种的变化，有些神学家均不受影响仍

保持传统的观点与态度，但也有门趋增多的神学家，对人文科

学歧社会科学(如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兴味门浓，甚至

注意到实践的问题。 今将 Rì斩交流的情况以用 3 表示 5。

(囚〉新的因素

为可得更整合的 flll学方法，我们向前方法'于:上的新资料。 加

拿大天主教神哲学家郎尼根(Bcrnard J , Loncrgan 1904 -1984) 

研究人的意识、思想、、理性动力 6，清楚地指出人内在需于功态的构

成冈素有同-经验 (cxpcricncc) 、了解(undcr-sta旦出口g) 、判断

(judgment) 、决定 (dccision) 。 这些因素皆在-- ilfî环中，有先后不

可颠倒的关系，人在其螺旋形运作中成长 7。 郎尼根在他第 干本币:

要著作4 神学方法 8 中，把所分忻的态识动力 (dvnamism of con

sciousncss)应用到神学方法上，提 {H "、 页特别:作川l 。 前 pqJ页乃按

-般意识动力(不论有无信仰)顺时钟扫;- t1~ ， 即:

(1)资料研究 (rcscarch) :集中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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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场合

f专统的处血lh 工飞 人义:、社会科学的方法

群岛12r统 I~交iF 匾12
\/乓
汇入川]州学 汇入实用神学斗

艺节内实践而对手纤
和教会信仰千1 史以
一时的认识

\ I \ 
l 实)fj fljl学

11 
行iJJ策略的 ìit则

斗/../.
;~J , I 

在由实践而对场合
fT~~X .层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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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料解挥 Untcrprctation ) :尝试了解。

(3) 历史 ( his tory) :事实判断。

(1)辩证 (dia l c cti cs ) : 辨别决定。

!吕问项则按照圣经如15:5 所说天主的爱藉着所赐予我

们的圣神己倾注在我们心中了"的信 r(p 经验，逆时 N列山 ， 口fJ

(5) 基础 (foundations) : 说叨宗教信仰的语 I ï 范畴。

(6) 教义 (doctrinc) :表达事实和价值判断而州现的定断

信理、信经、教会训导与传承。

(7) 系统 (systcmatics) :经推论铺陈，对信理系统化的学

术性了解 9。

(8) 沟通 (communications) :神学与实际社会、同家、时

界的交流。如罔所示 10.

〔图四〕

/ 
、广

、
、

/ 

、

动元
，q
1

/ 

、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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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辩证θ
、

肉郎尼根未特别发挥行动的一面，仍停阳在学术居 l iiï

上，神学家不一定都摆受他这种相当抽象的理论体系，然其所

指出的意识动力的基本因素却是水恒的贡献。 罔五乃是根据

他的理论所拟较为整合 川. F1 受欢迎的神学方法。 与匕述现代

神学家一般的看法(罔三)相较，可能更表达出神学方法中理论

(了解、判断)与实践(决定、行动、经验)内在的密切关系 。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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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因五令人想到，过去神学方法由理论出 发、 "到基督化

生活的实践中，不容易使神学思想有效地表现拍万-怦徒的生活

上。除了少数伟大神学家圣人将理论与实践拉得较近外 ， 大多

神学家的理论离实际皆较远。今 R ，有些神学家极力主张当 由

默祷此践行体验生活的天主为起点，然后再反省、理解行动中

的教会之奥迹与福青;他们又声称愿与穷人一起默想、聆听、实

践天主的话语，因为生活的天主特别样顾穷人。这是此类神学

在方法方阳的特点 11 。

综合而论，神学并非只有一种方法 ， 神学家应当学习在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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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方法上彼此尊虫、沟通、了解。未来各种形态的神学，不论从

理论走向实践，或什1实践走向理论，都应当包fr上述五际| 京，而

理论 Lj 实践则是必须;的盖的两个提卒国而 下而我们要 I'J进

-ß; ìY~1ll研 iJ Illit 与实践的关系 3

(五〉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在此我们将先叙述实践 (praxis)包含的因素，然后再讲解

理论的完成，最后以综合图来表达。为便于理解，读者不妨罔

文并阅(见图六)。

实践可分为人内在的实践与外在的实践两大领域。人内

在的实践包括心理与伦理两类因素。心理范|韦|甚广，这里指影

响神学研究眼光与态度的情绪、情感、性向、行动、欲念、热忱J生

渴望等。所谓伦理是指生活的某本抉择、价值主张、是非判

断，……影 H向神学工作的因素，有客观、平静、开放、合作、责任

感、热爱真理……的学术伦理反对价值观、人生观、宗教观之选

择与定夺等外于学术的伦理。外在的实践包括个人活动与|才|

体社会活动两类因素。个人活动指个人的行动、工作和参与教

会与社会的程度，问|体社会活动则包含家庭、社 l ，j -I 、国内外大社

会、文化与文叨各层雨的活动，对丰qJ学理论之共体或抽象，此其

是再能为当代教会服务皆有必然的影H向。

广义地说，神学是理论，属学术无疑。 m以研究角度来分，

有实证神学、信理神学与实用神学。信理神学是狭义理论，是

根据实证演绎归纳而成的系统理论。分信理历史与系统神'予

两部分。最狭义的理论当指系统神学，因其恃性与作用是在研

究教会信理，求以当代观念找出一个系统性和全而性的了解。

为达此口的，可计1 向上的探讨J走向下的证明网路进行。所谓向

上的探讨，是神学家为回答共体生活性t抖所发州的问题， f什反

省信仰奥迹及其与他种学问的关联，将自己的领悟以创作性概

念拟成神学的假说(hypothcsis) ，然后如登山者在云雾中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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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渐次构筑出|员|融的系统理论。向下证明，是再回头鉴定自己

的系统理论是再有逻辑的连贯性?是再与教会信仰相合不悻?

是再与其它学问之理论互相关联?这是理论的证明。 通过教

会的实践，信仰生活、关修生活、使徒工作、见证生活，鉴定其

是存与现实脱节，则是非理论的证阴 。

鉴于上述，神学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至为密切，已不待言，

特以图六综合表示 12。

(六〉结论

在神学方法研讨中，我们发现完整而富于活力的神学是不

能与实际生活的世界脱节的，而我们的神学理论却多半使人感

到与一般生活遥远，其中的症结究竟何在?如何才能促成一部

合乎正确神学方法的神学出现?我们认为还简要其它几个因

素来配合。

第三节实用:方法的运用

首先，神学反付不应该看成是专业神学家和神学教畏的特

有工作;神学反行的基本工作者，实际上并不只是某一个人或

专家，而是活跃于特殊环境内的基抨徒团体，是基督徒附体在

自己的信仰经验中产生信仰的反省，而由 1>1 "1 体中有特殊训练、

富有批判意识、有若老师或先知的成员，更清晰地表达归来经

验本身的意义。

再者，而对门趋繁复的附界，个人无法了解所有的问题，必

须由社会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力史学家、

经验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等等多种专业知识的人，按每人

能力共同参与神学反省，甚至要联合信仰实践者、使徒工作者、

乃至其他宗教信徒在更深的默祷气氛中一起体验押7沟通，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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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修正，使这项以教会名义，为人类伞:f本所作的使徒性服务，成

为→页科际乃至与实践光伞整合的 I~I 队工作( tcamwork) 。

第三，今门丰IIJ学教育仍以理论为主，是再有助于宁11 1 学生融

入H体生活，他其产生?在体性的在怦见 llE?若不能达此口的，

ift来负责?是开忡学教育的工作者与其它培育、领导的人要有

所沟通?那只靠个人兴趣研读丰lj1学，而无 14-1 f本立 J号者，又当如

何?另外神学院过去一直有其 1 ，Iîl 定的研讨内容，如启示论、基

怦论、教会论……若关心实践，是再应当面对教会实践中所遇

到的实际重大问题来反行信仰的传统内容?凡此种种，如果都

能顾到，大家所渴望的地方化的神学就能诞生了!

第四，如何培养神学研究者运用这样的方法走向理论与实

践的整合，也是值得关注的事。这里我们依据意识动态的五因

素(经验、了解、判断、决定、行动) ，提出反行的问题。按经验 ，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若能有恒J也不断追问五个内在相贯的问

题，必可培养出神学思考的能力，不论个人反省，或小组共同反

省。

(1) 经验方面:他(老师、作者、演讲人)所说的和我的生活

有什么关系?作为一个基怦徒，一个奉献者，我的经验如何?

与他说的有什么关系?他所说的与什么样的人有关?与地方

教会之怕况有什么关系?

(2) 了解方面:他说的究竟是什么?我是再真正了解他的

态，巴?为什么不明向?用难何在?为什么他说那样的话?别

人说些什么?按我现在的了解，教会怎么说?圣经怎样说?我

的文化是如何影H向我了解他所说的?如何面对我了解的限度?

(3) 判断方而:他的道理对不对?和我原先相信的哪一方

而不同?他讲的是再只是部分真理?太偏吗?还是太简单?

他为何那样判断?他的文化如何影响他的立场?我的看法如

何?我的主张是什么?我的文化如何影响我的立场?我如何

证明我的立场正确?其他忠想家怎么说?教会、圣经的说法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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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

(4) 决定方而·我应该做什么?我能够做什么?我想要做

什么?我的 Idl f木、教会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想要做什

么?自己 |吱教会应 i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想要做什么?

(5) 行动方 ïfn :在这个问题上我正在做什么?我所做的与

社会有什么关系?对社会有什么影H向?我是忏成了地上的盐、

世上的光?我现在的日标是什么?我应该可以达到什么样的

理想?是再当有所革新?我的附体、地方教会、普世教会正在

做什么?对社会有什么影响?是再当有所革新?这是经验的

反有，自然又回到 (1) 的问题上，如此反复循环……

综合本章我们可以下列三个要点结束:

·要从理论为主的神学走向今日与实践整合的神学。

·神学并无绝对方法，而属多元，但必须包含经验、了解、

判断、决定、行动五个因素。

·培养上列五因素的内在连贯，是走向今门整体性此本位

化神学的途径。

研究反省题

1.传统神学方法的优缺点何在?

2. 为何始终有人对传统方法不满?你认为主要原因是什

么?

3. 你认为神学跟哪种学问最有关系?

4. 人意识动态的五种因素，对神学方法有什么意义?与神

学方法有什么关系?

5. 人人渴望理论与实践合一，如何可将高'.FL 近?

6. 究竟理论重要?还是实践主要?

7. 完成系统神学有何特殊的步骤?

8. 神学家与教会训导理想的关系是如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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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神学本位化的方法在中同有什么特点?在中罔口前的

文化形态中，本位化的方法应当注意些什么?

10. 若神学门益4二位化，各种不同文化中的中Ijl学，方法各异，

如何沟通?应当注主、什么以便于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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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l 台湾地区神学问题小纽约 f 台湾经济发展与生活品质 一 反

省与实践.研究报告门V) 总结. (台角 . 1 98川、 18-2 1 。

2 此处为狭义，只包括一切基督徒以圣经为信仰准则沟通融合而

有的神学。 广义的"合一神学还指基督徒与非基督宗教信徒

交谈而产生的思想。

3 参阅 Walbert Bühlmann , The Coming o[ the Third Church 

(New York: Orbis Books , 1978) 。

4 参阅房志荣‘第三世界的神学'初学迈步" ， (神学论某>30 ，

(1976 , 12) ， 563-582; 谷寒松两次神学会议的报告". <神学

论集>40 ， (1979 ,9).203 -229; 张春中中国教会的本位神

学"， <斗中学论某>42 ， (1980 , 1) ， 405-456。

5 参阅同注 1 ， 20 页 。

6 Bernard J. Lonergan , Insight-A Study of Humαn Under

stαnding，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 1964) 。 参阅

关永中郎尼根《洞察释义，导论:作者其人其书"， {哲学与

文化>l78 ， (1989 , 3) ， 43-54。 后文载于该刊以下各期。

7 糊涂就是人意识动力内在、先验的五因素秩序颠倒 。 如初有经

验，尚无足够的了解， J'!p 行判断，甚至于行动，或没有经验即作

判断..…·人人皆有类似的可悲可笑故事，无席费述。

8 Bernard J. Lonergan , Method in Theology , (London: Dar

ton , Longman & Todd. 1971) 。

9 系统神学因以信理为本，故有信理神学之名，但未表达出系统

之意。 严格说，信理神学应分信理历史 (history of dogma) .与

系统斗中学 (systematic theo logy) 。

10 参阅谷豆豆松论信理斗中学的理论与实践 一 种学方法论的难

是E与可能的答复"， (斗中学论某>26 ， (1976 , 1) ， 497-498; 郎尼根

私;叔弟子 Matthew L. Lamb 详述今日基督宗教神学中有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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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与实践之关系的思潮有五 : @理论为主型 主张宗教与理论

内在地相关，但二者与实践却只有外在的关联。@实践为主

型认为宗教与实践内在地相关，而理论多多少少属外在 ② 

信爱为主型 坚持真正的基督宗教与理论、实践仅外在地相

关，是两回事。'!t-i比4干的理论关联型 强调在基督宗教与种种

理论、实际间有内在的关联，但以理论为媒介。②批判的实践

关联型 寻求基督宗教与理论、实践间以实践性媒介相连贯。

可见问题的复杂与多元。 见 Matthew L. La mb , "The Theo 

ry-Praxis Relationship in Contemporary Christian The 

ologies" , The Cαtholic Theologicα l Society of Americα， 

Proceedings of the Thirty-First Annuαl Convention , 

Washington D. C. , June 9-12 , 1976 , Volume 31 。

11 如主张解放神学的斗中学家，或第二世界的神学家。参阅:注

4。

12 谷寒松论信理神学的理论与实践 神学方法论的难题与

可能的答复"，{神学论集}26 ， (1976 ,1) ， 485-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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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神学的人学"是什么?

不论人们意识到与杏，不同思想与处境的人各有不同的人

观，基督徒也不例外。"神学的人学"是什么?就是世界诸多人

观中基督宗教的人观。要了解基督宗教的人观，我们要从历史

的发展看起，然后观察今口有何代表性的神学的人学，以及神

学的人学应有何种特色与内含。这就是本章以三节来分别讨

论的内容。

第一节 "神学的人学"史

信理史上各种有关:原祖的被造、灵魂的精神性及个别性

与不朽性、灵肉关系等等的主张，我们在此不特殊阐述，仅 Fh 圣

经时代、教父时代、中古时代、近代循迹指出这些零散的人学知

识，如何逐渐形成了独立的一门学问 1。

(一〉圣经时代

圣经中的人观·人，是天主的肖像，是与天主有交往的受

造物，是在盟约中生存的子民，是受造物中的受造物，是救恩史

上天主的合作者，是迈向未来圆满而尚在旅途中的奋斗者。这

还不是我们要讨论的"神学的人学"。因为，第一，圣经无意在

-个有意识的原则基础上，把所有关于人的说法明确、有系统

地整理出来;第二，圣经所用的叙述法，只有以日常生活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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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表达信仰，并非学术性的语了干。

(二〉毅父时代

教义神学进步到肯皮尝试系统化并门，更清晰地可找整

合的原则，如人是天主的 Ilí 像、宁市与人类的 j力.1:乃书l ' 化史

(history of cli vinization) 、宁市精神化等的观念。然而，始终

潜在的危险仍在，如.把人与天主的区别与合一，简化为精神

与物质的对立与合一(故而人性的一部分自始站在天主一边，

如希腊哲学) ，或罪人与慈悲天主的对立与合一(如奥斯定的神

学) ，或人类起源与终结的对立与合一，认为人类历史只不过是

回复原始的理想，而不是自由的天主不断创新的历程。

(三〉申击时代

至于中古时代，旦有种种系统化的神学丛书，人学的诸多

成分却仍散在迥异的论文中，并未跨向人学独立的决定性进

步。在那些论著里，各种受造物简单地逐一列出(天使、物质世

拌、人类)。这种"客观的"看法，无法完全公正地说出人的特

性。另外，缺乏救恩史上的宽广反行信仰分析"与"成义过

程"尚未友)提出来，也是当时没有独立人学的明证。那时，还没

有任何基本人性经验，诸如悲痛、喜乐、死亡等的神学分析，个

人仍只是普遍概念之人的具体表现而己，世界则是天主己然

造成的舞台，人在其中走向得救，而非与救恩史有关，天主要借

人之努力以抵于成的情境。

但却已有趋向真正人学的记号，如个人救恩恩、史的问题以更

个人化的词汇挝州 公市判前的朱福直j现见，无圣事亦可能获救

的 "L际g领圣事事:

的 7可rJï: g妥~l医丘另别|川J，无罪状态中精神受造物的恩宠超性与末世超性。

他们门益认清哲学在神学中、罔家在教会中、文化在宗教中的

相对独立性，这是未来系统人学迈向独立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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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近代

在文艺复兴、 !J; 蒙运动忠潮的冲击下， Nf Af: 家开始分忻信

仰信仰分析"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他们更广地论此某

怦徒的得救，更尖锐地区分本性与超性。 ↑It !J户、文化、同家不再

属圣职人员直接管理，而 巾教友独立负责。个人如何体验到天

主的慈爱，受到极端的重视 3，又友展 出一种以人为分辨天主旨

意之主体的人学 4。然而有关人的教导仍分散在各种论述之

中，整体的系统人学尚未明显地建构起来。

第二节 今日较有代表性的"神学的人学"

一\从天人来分

(一〉重天 jÆ

极言上帝的伟大、全能，而低估人的能力(人性因犯罪而受

伤) ，认为人由自身无能达到天主，人凭自己理科无从认识上

帝，故而再认自 然神学 ( natural thcology)。基仔新教神学家

如巴特 ( Karl Barth , 1886 -1968) 、布 鲁内 (Emil Brunncr, 

1889- 1966) 、布特曼 ( Rudolf Bultmann , 1884-1976) 、 摩特

曼 (Jürgen Moltman口 ， 1926一)、田立先 (Paul Tillich , 

1886-1965)等等皆倾向此说。

评价:

优点·强调上帝之绝对性与超越性，将人完全归入上帝的

奥迹内，是神学的人学不可或缺的一雨。

---弱点:因基怦新教独靠信德、独靠足l、典、独靠圣经的基本

信念，对人的才能(如认识上帝存在的理智能力)、自 由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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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它宗教的价值不够肯定。

(二〉重 人 )Æ

是天主教神学家的一般趋向 。 因为相信人性本芹，故而肯

定人的能力，巾人 :-H 发论究人性内各种走向天主的潜能。 如德

门进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 1881 -1955)主张人的"生

命"将不断演化，终抵末时的圆满 (Q) ;马雷豆 (Joseph

Maréchal, 1878-1944)认为人的"理智"趋向无限的存有;布

隆德 (Maurice Blonde l, 1861-1949) 与法同新神学 (Nou

velle Théologie)派的鲁巳y'dHenri de Lubac, 1897-1990) 

讲论人的"意志"追求全善全美;马赛尔 (Gabriel Marccl , 

1889-1973)描述人以爱走向无限。这些j总想家虽功在哲学，

严格而论并非神学家，但其思想仍相当清楚地表现出天主教人

学的一般趋势。以下我们仅就整体而言，作一扼要的评价。

评价:

优点:肯定天主创造的人原有的一切美善;努力迈向本性

与超性合一的整体人性观。

弱点.不够重视天主的绝对主要性，欲摆脱超性本性的J

分论，至难承认天主在某怦、圣神内向我通传的恩惠性品。

由天人来分的神学的人学，有偏重天主或偏重人的倾向，

难以中庸，可以理解;事实上，神学家已无一不在谋求中道，设

法把天人两而按其特色整合起来。 如何说明天主的恩宠(向我

给予)完成人性，怎佯解说天主是人 I人j 在的奥秘，同时肯定人的

弛立自由，我们将在第四篇第三章论人的超性时详细阐发。

二\从出发点来分

〈一〉从

(ω1) 传统士林神亏学走的人干学严.传统士林神学根据圣经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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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r↑1 天主六天的创世工程，谈到有关人的天性、人向超自然捉

升、人如何沦落的启示信理。 主张 I轨偶论，由始祖之起源，论此

人性的组成、个人灵魂的来源、人性的几种境坪，以放始祖的超

自然禀赋与罪仪等 6。

评价:

优点:条理分明，易于理解，方便向教友解释;又从神州发

谈人，有神学的幅度。

一一弱点.指出人静态的一雨，不见动态;仿佛月上观物，人与

具体的社会环境关系不够密切。

(2) 摩特曼的人学:德国基督新教神学家摩特曼在其多种

神学著述中论及人，如近作《创造中的上帝》一书 7 论到:实际

生活于社会环境中的人，是上帝的肖像，是不分灵肉的整体之

人，与大自然有密切关系，始终在演变中，走向未来的安息

(The Sabbath: The Feast of Creation) 。

评价:

一→ 优点:注意到上帝永恒的创造，今日人类的环境，指出人

的动态，关怀社会问题;又从上帝谈起，是有上帝幅度的人
Aι 
寸0.。

一一 弱点.在创新中有时忠想含糊，缺乏清晰的哲学系统，某

些神秘感不见学术性表达;因基督新敦的传统，有上述"童

天"的倾向;又不应用类比 (analogy) ，以致有限之人与无

限上帝间的区别交待不清，难以描述上帝如何在参与人的

工作中永远是上帝。

(二〉从"人为王体"出发

(1) 拉内人学·德国天主教哲学家拉 1)才认为，人认识、自己

反问周乃因超验地与无限存有有关。 他在晚年所著《幕怦信仰

的基础 l一书 8 中说，人，是上主之育的谛听者，常在绝对奥迹的

临在中，又总受罪恶的彻底威胁，是天主无条件自我给予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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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解罪的对象。可说是超验方法 (transccndcntal mcthod) 中

的人字。

评价.

优点.天主与人PJ-j 1m 都顾到; ~寺另IJ 什1 人之主体看出人有能

)J聆听天主的圣古，可经内在之 Yt走向天主的存在，百于

动态;以超验方法描述，人人皆在绝对奥秘的iI扣在中，是水

恒妙语之谛l听者，有助于跟非基督宗教交谈。

-一弱点 不够注意当前人类社会环境的问题;不断强调人的

主体性，论人又比论天主为多，三位一体的，也想不易配合。

其以人为中心的神学是再失去以神为中心的神学性?

(2) 贝虚人学.负责‘合一教理 "9 主编的贝虚 (Otto Hcr

mann Pesch) ，若《因恩宠而自由 }lO ，有关神学的人学之出发

点、方法，以及圣经内(信仰中)的人学与人类生活中实际问题

的关联，皆有所论。主要内容包含如下:今日人学的概况;有

力又无能为力的人，或反抗天主的人;天主撞受的人，或罪人的

成义;自我负责的人，或因信成义，被爱的人，或上帝的恩典与

人的自由;被肯定的人，或得救的确定性与思宠的体验;新的

人，或相信上帝与伦理生活;尚未完成的人，或恩宠与未来。可

见其人学。

评价:

一→优点:由共体生活的人谈起，论人事又有神的因素，不偏

不倚，作者对神学方法敏感锐察，有其贡献，如不赞成拉内

付1 形上主体闸论人学，认为完整的人学当顾及人的各雨。

弱点:也想拘限于中欧 (teutonic captivity); 今门世局

听捉不多，可能有天主教徒认为作者己倾向路德J41想及其

教会的信1月l 传统，不够注志天主三位一体与人的关系。

〈三〉从"人文科学"出发

德罔丰11 1 学家潘南 11l (Wolfhart Panncnbcrg , 1928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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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号: 宁I~半角度下的人于:}ll ，论 JiJ :人在自然川中有其特

昧地位，人是上帝的肖像，有无限发蜒的可能;人是社会性存有

物;人丛 1I 11 峡交， L!l觉幼长忏我、始终为- , J主向我来门何处 7

是什么?包介些什么?又论 人内在的持合与犁，人的主体 Lj

祉会，人 11专文化的基础，人的制度等等。作者切实体验到人活

在文化中，是文化的创造者。他在其它著作里，什1 人类 j力史的

整体性推论历史之为整体的理由，乃因超越的无限奥迹;同样，

巾人种种构成与形成的因素，如自我、良心、语言、成长过程、尚

未完成的经历等等，也推论到人在其中趋向无限的奥秘，再则，

人内在的矛盾、对立将是不可解释的荒谬。

评价:

一一作者钻研人文科学的书籍，能越出德文思想界的有限范

围，由现代人文科学思想，主新反付人自我的构成与形成

过程，是提醒神学家多接触人文科学、建立科际交谈(i且

terdisciplinary dialogue) 的良好例证。严格地说，所著

《人学 神学角度下的人学》并非真正的神学书，只因

作者是神学家，由神学角度论人而己，可说是人文科学与

神学间的一本桥梁书，作者在序中白称系基本神学的人

学。其它著作则大体描述路德思想传统中的神学的人学。

第三节 "神学的人学"应有的特色与内含

(一〉特色

(1) 出发点，神学的人学没有绝对的、唯一的 lH 发点，各IT-I

神学家生活于向种具体环境，有何文化背坛，处在哪类信 1月l 传

统中而有不同。如生活在剥削压榨的经济环境下，必巾人生背

痛的情境出发;若生活在形上哲学浓厚的环境内，自然从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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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有的结构出发;或生活在常捉人是罪人的信仰 1-1 1 体里，难免

从人生存于罪中出发。然而不论巾何处说起，者lí当是一部较为

先辖的中1/ 1予的人学

(2) 对立性 人生活中有许多对立的经验与构成问素，如

阴阳、 74- 恶、精神与物质、个人与 1 -1 11木，……神学的人字不能忽

视，必须而对此一事实。主i生例来说，回顾既往，神学的人学多属

男性神学，好似神学家皆以另人的眼看此世，以男人的耳听圣

霄，以男人的特性活出人的潜能;今天日益觉悟是再只用了一

只眼看，一只耳听，一种方法生活，而未注意到也以女性的眼

看，以女性的耳听，以女性的特点生活?未来比较完整的神学，

势必应当包含阴阳两商的特质。按今心理学的发现，知道西方

人较为阳刚，属父原型，东方人(尤其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广大地

区)则较阴柔，属母原型。中罔的人学显然应当多借自己性情

深处母原型的种种象征来发挥。

(3) 时间性.神学家都巳肯定人的历史性，历史对人形成

的影响，许多神学家也注意到现代的状况，当前环境对人的左

右力量;但少有神学家同样关怀人的未来，人日后可能的发展

趋向。一般人认为天主教人学离现实太远，是再因为过于形上

而 It不够关注人类叨门的生存?

(二〉内含

(1) 来源·神学的人学内含，来自四个方面:一是圣经、传

承、教会训导的信仰泉源是其它宗教;三是近代发展中的人

文科学 ; "q 是人类共体的生活经验。若向人的经验出发，不当

停阳在人的经验分析上，而当继续研究人文科学、其它宗教及

圣经，lU、想。对其它宗教有关人的领惰，基怦宗教的神学家尚须

加强吸取，不断开放心胸，学习生活的上帝在其它宗教中己经

播下的种子。谁能说不该巾佛教学习慈悲、解脱、明心见性等

的内在平衡?谁又能继续忽视老子道德经对迫、对德、对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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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透视?

(2) 论，毡 · 丰'11予的人学是信理 flþ宇:巾的一门，是信理 fljl 学

I!~ 主要论题之一;~讨论神'予的人字，就也该当讨论神学的人

节与 J~它itJ涩的关系， ~Il人与天主，人与 J占间，人与宁市坟门然

环境，人与教会，人与人，人~j '1忙，人 ij 救出，人 IJ 末 111: 这比吃

!也可如本书 ，以 三个拮本问题来 F 以结合 "人，你由何处

米? "(人的宁宵性与 j对史性) , "人，你是谁? "(人的主体'↑'1:与

社会性 ， 人是天主与~悍的肖像，人是创造抒) , u人，你 ;JE 什

么?"(人的内在结构，人的性别，人的本性与超性)。

研究反省

l.传统神干学严原无"丰神l中卡学的人于学:

现?

2. 每种神学的人学都有优劣，你 由信仰体验、个人气质来

说，比较倾向哪一种?

3 . 较为完整的神学的人节，应当包含哪些问素?

'1.梵牧职宪章 4-39 号的内容给你用下什么印象? 12 

号和 22 号比较，缺点何在? 13 号在回避什么问题? 一

般中同人(教外人)最难怪的是 I~I\ 几号?是内容 1Y I盯?

或说法方而?哪一号他们最赞成?为什么?哪一号他

们不太喜欢，或难以接受?为什么?

5.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飞人类救主，、飞白于仁慈的天 t) ，

论人的工作‘、

方面有什么贡献?每篇各有什么人现?除涂此阿篇的现

点外，论完整的人学尚须补充什么?

6. 看奥脱著:天主教信理神学、(上册 )158-182 页，打问

灵感?对其人现有何评价?

7. 传统人学系独身男性之神学，有人主张应当欢迎女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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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婚人士加入神学行列，你认为如何?

8. 请详细分析一部电影，或一本小说的人现。一般娱乐

界，或电视节'口中流岳阳 {nJ种人观?

9. 成为新问焦点的人物，如诺贝尔奖得主、太空人、杰 H Jr 青

年……受大众阳门 ， }I' 1 示了何等样的人现?

10. 请以今门社会几种主要记号(如人物、友生之事、迫求之

价值、某种共识……)描述社会普遍存在的人观。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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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 参阅 K盯1 Rahner 等绢， 8αcramentum Mundi- An EI町'Clopedia

o( Theology (lρndon: Bmns & Oates, 1968) , Man (anthropo 

l ogy) 。

2 裁尔都良 (Te rLullian) 的 〈论人灵 ( De Animα)发其韧。

3 如马 丁. ;i.各德 (Martin Luther , 1483-1546)、依纳爵 CIg

natius of Loyola , 1491-1556) 、方济各. ;!散月力爵 ( Franc is de 

Sales , 1557-1622) 。

4 如依纳爵的〈斗中操》。

5 教宗庇护十二世在〈人类〉通谕中指责此等思想说有些人攻击

超性地位的恩宠性，因为他妄想天主不能创造一种理智之‘物而

不安直‘他'呼召‘他'去享受面见天主的真福"(DS 3891) 。

6 参阅奥脱著， 王维贤译〈天主教信理神学(上n，(台中:光启出

』反手土， 1 967) ， 158- 182。

7 Jürge n Moltman口 ， God in Creαtion一一-An Ecologicαl 

Doctrine of Creαtion ， (London: SCM Press , 1985) 。

8 Karl R ahner , Foundαtions of Christiαn Fαith--An 1n

troduction to the 1deα of Christiα nity ， (New York: Seabu

ry Press , 1 978) 。

9 乃天主教与基督新教四百多年分裂以来，首度合著颇有价值之

妥理书。香港公教具理学会译，合一教理，卷一至卷五， (香港:

公教真理学会 ， 1978-1982);The Common Cαtechism一-A

Christiαn Book of Fα ith ， (Fre iburg i . Br.: Herder , 1 973) 。

10 Otto Hermann Pesch , Frei sein α us Gnade- Theologische 

Anthropologie, (Fre iburg- Base l- Wien: Herder. 1 983) 。

11 Wolfhart Pannenberg , Anthropologie- Anthropologie in 

Theologischer Perspelüive , (Göttin 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 1 9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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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今日世界中的

"神学的人学"

今天，讲"神学的人学

人的所感所思。如人日益罔心生态环境，警觉人的生死祸福与

大自然密切相关，论"人

以免谈玄说空，无梅群伦。

那么，当今世人都从哪一方面看人?特别阐述人哪一而的

意义?政治、经济、科技的发展，乃至种种天灾人祸，对人产生

了何种影 H向?是再对我们认识人为何物给了些许新的启示?

除了圣经，其它宗教又如何论人?在我们解说天主所创造的

"人"时， 世间种种观点不能不慎予思辨理解，以增广我们洞察

"人"之奥秘的视野。

第一节 今日思想潮流中的"神学的入学"

我们试由科学、哲学、宗教三个方面探讨。

-\科学万E

科学可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三大类。依此，我

们各举有代表性的科学家一二，略述各方面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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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

(1) 空间现.波兰天文学家哥 11 J!2, (N icolas Copc l'l1 icus. 

1173-1543 )发 ct< 以太阳为巾，c.、的行 7"0 理论，主张太阳↑ri 拍不

动，地球与其它行~.统之而行;主大平IJ 天文学家伽利略 (Gali

lco , 1564-1642) 又制成天文望远镜观察天象，证实哥向尼的

学说; 打破了传统以地球为中心，日月统之而行的观念。教会

当时;其因圣经字雨的叙述， 1，1，)持传统的信念;然而，在事实证明

下，门后也与世人一同醒 '情: 人，井非处身宇宙的中，心心七; 

"人

已。这是空间观念改变了教会对人的看法。

(2) 时间观:教会传统认为宇市发展至今不过六千年左

右，近代科学研究却打开了新的宇宙时间观。 以今日科学家最

新的估计，宁市年岁己约达一百五十亿年。美国天义文;学家撒冈

(Carl Sa吨gan口1) 以一年为框架制成"宇宙日历

底， Q即口 1山2 月 3汩1 问晚 10 门时才斗半毛，方珊珊而来 2飞。 可见人类在宇前

整(体木的发展中，不过刚刚开始而己，人的潜能尚未完全发挥出

来，我们对人的认识还十分有限。另外，当今 H 益发达的未来

学，不断预测未来的可能发)迁，丛然计1于社会变动渐趋快速，无

法确知主义行、数干乃至数万年后人与宁宙的状况，但已使人对

时间的意识，不仅因考肯学传达的知识向后拉长，也因对未来

的认识与重视而向前绵远地延伸 3。

(3) 生命观.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 (Charlcs Robert Dar

win , 1809 -1882)著《种阔论 ‘ ，以充分的研究及相当的证据，说

明一切生物都是在"物主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下进化 (cvo

lution 1 ) 而来 ，指出各种生命乃是在进化过程中出现。半生尉

附中间对北京人的发现有所员献的法籍神父德门进，吸收进化

思想，提出生命演化的力量;有三·散发 (divergence ，或称切线

力、分化力、向外化力)、收敛 (convcrgcncc ，或称半径力、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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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向内化力)、浮现 (cmcrgcncc ，或称向上化力)。他认为是

这三种力量使宁市物质化、生命化而达到"人"的出现。 于是，

教会巾创1it纪字而而来的生命起 ìJh\ 现肉此而连渐有了布的修

正。

(,1 )整体现.门然科学着可(分析 (analysis) 。 眼、Jf-、心、

脑……分门别类，研究愈细，人对自己的认识愈趋破碎。 "但见

树木，不见树林"的缺憾，使今日许多自然科学家门益体会到自

然科学的限度，而Fh其它途径重新探讨人的整体性 5。此等R

视整体之人的新态度，影 H向所J走，使教会中许多神学家也对人

有更整体的看法。希望如此的整体现，有助于改苦现代科技 H

益饥械化、电脑化的冷漠气氛，使得人类社会更富有人情此希

望，走向更像"人"的未来。

〈二〉人文科学

(1) 心理学.心理分析鼻祖弗洛伊德 (Sigmund Frcud , 

1856-1939) 为解释人在社会文化传统中养成的种种复杂行

为，提冲l"下意识"(或潜意识)的概念，又将人心理分为本我

( 1 )、向我 (cgo) 、超我 (superego)三层，使人对神秘莫测的内

在，有了多层次的看法。 他由梦探叫人潜洁、识的活动，认为梦

是忘念、欲望伪装后的表露，也影响到教会对圣经中梦的忠义

与动机有了新的解说。 行为学派心理学家施金纳 (Burrhus

Frcdcric Skinner , 1904 -1990) 以绝对之机械决定论(mcchanical

de tc rminism ) ，说明人的行为都是由环境所决定所控制，认为

‘自我"与"内在的人"只是环境所增强的结果;良心、超我不过
是社会制裁、文化坝范的形式;主张为人类伞体的幸福，应均作

文化设计，促进人类有计划的进化。 此一 ι;胡风行全美，使 ~/f
多人网而漠视人的奥迪、性，只军:视外{E的实证饥械行为 6。

(2) 语言学:传统认为语育是人与人沟通的工共，现代科

学家则进一步发觉语育之为人向我降生、向我表达、自我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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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质。 语言，实在是人启示自己并提受别人启示的媒介，是

人之为人不可或肉的生存要件。没有语霄，就无法真正做一个

"人" 。 在冲号:上说，起初即与天主同在的 "77语"降生为人，天

上在"古悟"中向我启示她恪在于自己的言语内 "7。 而人要

完全成为天主的人，与天主同在，也必须在有声无声的"芹语"

|付(祈祷、默现)自我呈现。

(3) 历史学:近数百年来，种种学术思想、运动、发展、剌激

的结果，使人口 i斩注意到历史的幅度，注意到社会或个人的诸

种状况皆有其形成的历史背景;欲知实情，必须察看整个发展

的过程，而不能只看某单一的现象。教会在这样的思潮下，开

始罔心教会历史、信理历史、圣经形成的历史等等，以期由历史

中了解教会信仰的内涵;同样，在灵修辅导上，为了正确理解人

的现况，也特别注意到去了解他的童年生活与成长背景。

(三〉社会科学

(1)历史经济政治学:提伺无神论、唯物论的马克思

(Karl Marx , 1818-1883) ，在工业革命的初期，因工厂兴起、

劳资对立，鉴于大多数工人在资本家的剥削下，沦为生产的工

共，丧失向尊、自主与自由，人与人问失去了真实的关系，而提

出经济为人生存主要因素的理论，批评"宗教是鸦片

用来安慰受苦百姓而维持其剥削制度的手段，认为社会必因经

济竞争产生阶级，带来阶级斗争。他呼吁无产阶级起来推翻资

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共产的圆满社会。 他的思想剌激了教

会，在神学上不再腾云驾雾只讲精神，而注意到人物质、经济、

政治的居雨。

(2) 社会学·其学说被视为经典的名社会学家韦伯 (Max

W c bcr 1864 -1920) 广泛而客观地观察、理解人的行为，提出

许多与马丘 ，巴迥异的观念。他认为，整个社会决不可能为某一

因素(不论是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所片面决定，社会生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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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午多价值互相冲占的多元体，人类应该有一种"选择"的可能，

而"作决定"乃成为现代人的特有性格。此一;同见也使人看出

个体与整体相得益彰的密切关系 ，仿佛地毯，其中一线既表现

，'/~向!J J.业特之美， 也与其它线条共同合成整体之 美， 门.[耳整体

之美益增其个别的韵味与风姿。

二\哲学万面

科学家是由形下的现象拌看人，哲学家则由人形上的一面

立论。近代哲人借出， jEi朝多端，有关唯物论、唯心论、无神论、

存在主义、乃至中国新儒家哲学思想等特有的人观，无法一一

叙述，仅以综合之论代表一般哲人的看法。至于罗光的观点，

虽不能代表当今中国哲学界的思想，但因对无限超越的奥迹有

其开放的态度，特别予以介绍。

(一〉一般哲人

一般哲人认为，人是"有

"物是形(体木物，占有空问 、 H才问;不 f但旦是形体物，还是"生物

与桐物一样有生命，有保存向己、传播向己的能力，不{但旦是生

物，还是有臼动能力的生物，与动物一样有情有感有觉。不仅

如此，人对自己、对大自然界还有认知的能力，有抽象观念、共

相现念;有因感官而得的知识，有因理智而来的知识;在文化的

表现上，有科学、哲学、艺术等等的成就，这是任何其它动物所

没有的。

人理智追求真理，意志追求道德，前者是知，后者是行;而

1J理哥求知全部的真， 25:忐求行全部的苦。动物是看见可见之

物，才有认知，有喜怒之情，有欲求之际，人则因有向我反行，向

我意识，可认知无形之理，可因无形之苦而动情而l~欲而抉择。

无形之知必赖无形官能，无形官能必赖无形主体，此即人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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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动物，而哲人所称的"灵魂"。

人渴望幸福，可见可触的幸福不能满足，还要迫寻无穷无

尽的幸福先霄，在天地之外又不同天地的无限至霄 8。 这是人

有别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之处。

某两方哲人说人是有 Iι想的卢苇。 "的确，人，语其小，

不过天地之一巢，语其大，则天J也不能容也。

(二〉罗光

罗光 ( 1911 - 2004)在其所著《生命哲学》中说，人从受孕的

一刻即存在，开始了人的"存有"。随心灵生活的发展，逐渐塑

成自我的意识，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自己生命的相续不可分割;

意识到自我主体不变，却又见我经常在变;意识到自己为人的

特性，自己特有的性格，意识到自己在人际间应有的位置，自己

的欠缺;意识到向我存有和万有相连的生命，以及可在永恒的

生命里无限地继续完成向我。

人的存有是一件事实。 儿存有所该有的，必全部都有;

既是真的、完全的，就必也是美的善的。人的生命是宇市万物

中最高级的"存有是心灵的生命，精神的生命，却又和肉体生

命结合成一个向立的整体，一个位格。

人的生命不是孤独的生命，生理生命需饮食，感觉生命需

形色，精神生命需知识、情感的对象;若没有宇前万物，人就是

虚无，甚至死后也不是孤独的存在，而是走出形色宇宙，进入一

个精神宇市。 追根究底，人之能开始存有，能继续存在，实在是

绝对自有的生命，透过父 4&宇宙万物，给了人生命，又支恃人

在家庭、社会、罔家、向然抖问个生命旋律罔内生民发育。

人的心灵生命是仿J[在造物主的神性而成的，具有无限的

"能" ( QfJ"才" ) ，在追求物质、心灵生活的满杜中，增进文明社会

之建设。 人的心灵生命有向巾，可以运用宇宙资源，发扬生命，

可以运用自己的才能创新、发明，可以超越物质追求更高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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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生命，可以与万有互相认识、互相授予、互相融合，洋溢和谐

之美。正是孟子所说: 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元实之谓

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尽心下 ) 。

人精神生命的活动在目的和本质上，原者1\属于超宁市的神

性生活， 11与绝对真荠美的造物主相接;无奈人心倾向感官享

受，常不中节而悻离造物主在生命中铭刻的基本生命律则， 破

坏人制定以维系人间和谐、促成共同发展的规律，而远离造物

主，陷生命于无能与焦虑、 9。造物主为赐给人牵制情欲的力量，

给人"理想的完成之我的形象，乃遣第二位降生，提升人精神

生命与地神性生命相结合，使人不仅肖似袍，更因其神性精神

生命的神化，在本体上超越，而与造物主同性同体 10。

三\宗款万亩

哲学家原则上是以人的理智观察、分析人为何物;宗教家

则基于信仰，自觉而对无限奥迹有被有唤的特殊经验，他们创

立宗教，在各肉的传统中逐渐发展出特殊的人观。在此，我们

不想详细叙述各个宗教的人观，仅综合比较东方与西方几种主

要宗教人观的差异 11 。

东方宗教 西方宗教

(印度教、佛教、道教、儒教、日 I (犹太教、基督宗教、伊斯兰
本神道教教)

(1)较属阴性，即今心理学所谓 | 较属阳性， QP今心理学所谓

母原型(mothcr-archctypc) o I 父原型 (fathcr-arche typc ) 。

人的宗教生活显得阴~(如以 I )、的宗教生活显得阳刚(如

"水"象征，喜"柔弱讲"无" | v;"火"象征，喜"肯定""投入"

"虚" "空""礼让" ) 0 I "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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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与神不讲位际关系，而m: 1 人明显地生活在神位际性的

视融合、一体。 I JJ 示中， 12识到无限与有限

的 l豆另 IJ 。

\3) 人 j正宁市整体生命的一部 | 强调人受 fq'jql唤 人是J::f丰、

分 不强调人的(立怕、主体 | 是一位。

性(致使个人的ï'fi:妥性 l)z于

家庭、社会，民主制度不发

达)。

问人与大自然关系密切，注意 | 重视自由主体之人创造历史
到宁市与人生的循环性，以 | 的一而(所以发展出救恩史

及人与宇宙的一体性。 I 的观念。因不太重视与大向

然的关系，故而发生工业破

坏大自然的现象)。

(5)在循环的整体生命中关注

"f荠寻"胜于关注"真

对宗教f信言条不太注主，富于

包容性(而有"宗教都一样"

"宗教都教人行营"的说法)。

巾上列比较可归纳如下:

高学启示反自由负责的主

体，故而崇尚真理此定断的

信条，有排他的态度(而有

"教会之外无救恩"的传统名

· 人在整体宁市中，也是神的对象。

· 人可顺应宁宙运行，也能创造人类的历史。

·人可向"大我"(家庭、民族、人类)一而看，亦可 由"小我"一

而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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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今日世界大问题中的"神学的人学"

上一节我们特别内今门思潮看过今门的人现，环顾问同，

在一些对立、矛盾的实际生活里尚有各种不同的人现存在，不

能不予以罔意，并从中多方学习。本节我们试付1东西方的对

峙、南北半球的不和、人权、环境、宗教交谈、未来六个方围的问

题略加分析。

(一〉东西万的对峙

以国家经济为主的东方国家，与以自由经济为主的西方国

家，两种世界有两种人观。东方国家视大我重于小我，社会主

于个人;西方国家以小我先于大我，个人先于社会。两种迥异

的观念造成了对人观不同的看法。究竟何种人观较为正确?

中庸之道何在? 12 

(二〉南北半球的不相

"南半球"代表大多热带地区的发展中罔家( dcvcloping 

countries) ，也称第二世界 (Third World );"北半球"代表己开

发国家 ( dcveloped countries) ，也称第一世界。在南北对立

的历史中，也可以发现不同人观的存在:北半球的人好似主

人，自半球的人好似奴隶;主人理所当然地利用奴隶剥削"奴

隶时界的原料、人力。神学的人学若与此类前大问题无关，又

有何益?

(三〉人权

第次世界大战使不少国家民，1!Zj直到战火之苦，痛背的经

验使人体会出:人权被忽略或侵犯，是何等残酷。基于此，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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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的联合同的会员同于 1948 年通过了" 111: 界人权宣言"， HlH1E

生命、婚姻、财产、 ι想、发表、结社、迁徙、工作、休息、政治、教

育、文化、宗教等等方而人人忏有的某本人权三 卡条;又于 -1- 八

年日再次通过有关公民、政泊、经济、fJ会 lj 文化 Jj l町的人仅条

约 WI篇。 然而.就整个联合国组织来看，仍存 i'r多同家缺乏执

行人权的志志，陈志尊:m人仪的同家也逐渐减少 1 :3。如此，我们

要问 人权的最深基础究竟何在?

(囚〉环贯

现代人类感于近了T年来科技发挺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破

坏，全tIt界上愈来愈多的人，主动地对和平f正义及保护生态环

境，表示关怀。许多，山想家问: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究竟应当如

何?传统基怦宗教思想认为人可以无条件利用大向然的原料，

是正确的吗?圣经所说:天主按池的肖像造了人，要人管理大

地(创1:27-28) ，应该如何解释?在上帝的计划中人与环境的

关系到底如何?换句话说人为万物之灵"是什么意且?

(五〉宗教交谈

巾上述 PLJ 个方而可ßI再窥人类而 11白的诸多问题，宗教 l ，j - I 体 4二

当协同负责人士共同解决，但世界大宗教却各自为政，基督宗

教中亦教派分立，或彼此漠不关心，或相互轻蔑诋毁。所幸各

宗教、教派间的交谈、联合也在各地不断进行。 那么，神学的人

学而对宗教抖又能捉 H~ 什么作为进一步合一的某础呢?

(六〉未来

名未来于:家托佛 ipJJ (A _ TofflcrJ在分忻过去农业社会现象

(第 一波 )戊现代工业性会的状况(第一J皮)之后.恨力描绘丑1) L.!. 

然开始而i 尚未食而来到的第三波光明远封，那是个资讯爆炸

(information cxplosion) 的时代，是电脑、某冈工程 (gcnc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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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ginccring) 、日战的时代 \1 。 而对第三波的种种问题，神学

的人予又要问·人与饥器有何异同\.';?人与 Jt所市IJ/' :r\h 究~.~当

ú何种关系?人究~:~是什么?

研究反省

l.近代且想家，如哥向尼、达尔文、弗洛伊德、马 ;if.. }.1，1、、韦

们，都有惊世创见，对今门人现有何影H向?

2. 为何德门进神父的人才见与宇宙观受到现代人的欢迎?

3. 一般哲人如何看人?

4 . 在东西宗教的比较中，你的人观属于哪一类?

5. 今日世界发展经济不计代价，在此经济主义浪潮下，你

可发觉到什么特殊人现?

6. 在当今的中同，有什么样的人现?

7. 为什么第一世界的罔家仍在剥削第二世界?其中可有

什么人观?

8. 第一」世界的人现恃色何在?

9. 联合国人权宣言何以至今仍有许多地方难以实现?

10.11t人门益1fi:视环境保护，何以自然生态、对人1ft: 妥?

11. 所谓"第三波 "1咣抖，涵盖何种人现?

12. 多元的人现中，有何共同因素供人互通交流?

13. 现代的人类，在门益电脑化、机械化的社会中，产生相当

的怕惧之惰，我们应该如何设法从根本上取得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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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1 参 l可台湾地区神学问题研究，j、纽约，台湾经济发展与生活品

质 反省与实践，研究报告(IV) 总结， (台南， 1983); Yang 

Guo-Shu( 杨国枢)， .. Chinese Personality and its Change'\ 

The Psychology o( the Chinese People (Ed. Michael Ha 

rris Bond) , (Hong Kong: Oxford Univ. Press , 1986), 106-

170。

2 参阅第二篇第一章第一节详表。

3 参阅托佛勒撰，黄明坚译，第二波>， (台北:经济日报社，

1981); Alvin Toffler , The Third W，αve ， (New York: W. 

Morrow , 1980)。

4 参阅第三篇第四章第一节内，概念的澄清。

5 参阅 Fritjof Capra , The Tao o( Physics , (1975);id, The 

Turning Poi肘， (1983)。作者乃所谓"新时代"(new age) 的领

导思想家，他喜爱老庄书，受中国阴阳思想的影以 均质中

有更高的层面，把阴阳合一的生命整体观，带至11 科学所研

究物质性、生物性之人的结构中。

6 参阅项退结花全纳与莫诺的人观及道德观

5臼6 (19肝78 ， 10) 41-64。

7 梵二礼仪宪章第 7 号。

8 参 l苟温保禄讲述，李秀华笔录， {救恩论入门 I ( 咛， 尤启出版

社， 1985) 41-71 。

9 参 l可 Karl Rahner. Hearers o( the Word , (New York: Her

der and Herder , 1969)。

10 罗尤u 生命哲学..(台北:学生书局， 1985) 。

11 参阅 Robert C. Monk and others. Exploring Religious Meα

ml咳，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73) , 371-374, esp. 

374; R. C. l\1 onk 将宗教分为两类，进行比较，未免过于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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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提供用全的解释，我们予以引用，聊备参考。另参考 Franz

König-Hans Walden[e ls , Lexilwn der Religionen , (Freibu

rg: Herde 1' , 1987)。

12 参阅梵二牧职宪章引言;教宗若望廿三世仔口平于世》边谕

(1963 、 4 、 11 ); 教宗保禄六世《教会的途径〉迫谕 (1964 、 8 、 6); 教

宗若望保禄二世和平文告: {真理是和平的力量)( 1980) ，{为

和平服务，向自由敬礼)( 1981) ，和平是天主赏赐我们的礼物

(1982) ，今日的需要是和平的承诺(1983) ，和平白人，心诞

生 、 (1984) ， <\-和平与青年同行 (1985) ，和平只有一个，不是东

西南北H 1986); 美国天主教主教团牧函和平的挑战 一一天

主的许诺与我们的答复 (1983) ;美国卫理公会主教团牧函保

护万物 核能危机与正义中的和平，美国天主教主教团宣

言及牧函 "Economic Justice fo 1' All ": Catholic Social Tea

ching and the U. S. Economy , Origins. Vo l. 16 , No. 24 , 

November 27 , 1986 ; 若望保禄二世社会事务的关切通谕

(1987 ， 12 ， 30) 。

13 詹德隆基本伦理神学(台北:光启出版社， 1986) ， 212-220。

14 同 j主 3。

15 J. F. Kavanaugh. Follo u: ing Christ in α Consumer Socie

ty: The Spirituα lity of Culturα 1 Resistαnce ， (N. Y. O1'bis 

Books , 1 9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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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你从何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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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读到神学的人学应有的内 fT时(第一篇第一千jf第三

节) ，怦提出可以三个基本问题来综合所有关于神学的人学之

论题，那就是下雨三篇准备详述的内容。首先我们要讨论的

是.人的来源与出现。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急剧发蜒下，

人类来源的问题被提此。有个流传甚广的说法:人是什11袁猴

演变而来，似乎解决了一些人的问题;但也有人认为人系宁市

变化中偶然归现的生物，或以人为物质宁市的产品。究竟人类

是如何出现的?再者，巾于生殖科技(如试行婴儿)的蓬勃发

展，有关个人的来源也是现代的热门话题。所以本篇要分别研

讨整体人类共个别之人的出现，并作综合的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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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人类的虫现

研究人类的出现 ( hominisation ) ，我们不能不参阅科学界

的发现、哲学界的说法，检讨教会由圣经及传承而来的观念，并

分辨当今神学思想界各种学说的短长。本章我们即试由这几

个方面探讨人类出现的过程与状况，以及人类生命的现象。

第一节人类出现的过程

一\科学家的假设

人类究竟何时出现?科学家通常以两种方法来研究。一

是由?可生物学、比较解剖学、形态学、生理学、遗传学 l 等生物学

的不同部门间接推测人类起始的年代;一是利用放射衰变的原

理直撞付1 化石测年 2。借着科学家的研究，我们先看看人类在

整个宇宙发展中大体出现于何时?

(-)宇宙巳历

在美国康乃尔大学 (Cornc ll Univcrsity)教天文学的撒

间 (Carl Sagan)把宁宙发展至今 150 亿年的全部时光缩为一

年，编成宇宙日历，于是，地球胁'史每十亿年即相当于宇宙年的

24 天，地球绕日每旋转 475 周(等于 475 年)即相当于宇宙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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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砂〔撒 /)(1 把宁市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十一二月 前，日/l

e 月 一 门 至十一 n 三 1- 门;第干部分为十月一门至三卡一

门;第三部分 ，乃|一~ Jl --::.十一 门出晚八点至 '1三说 ，以 戊新年元

|工头 一秒。 n问所发生的市大才I件 ìt: 列于后，人类{r:才C íiì 中 JLH

圳的 11 ，1 问 Llll 大致叮见。

*第一阶段: 卡一」月 前*

1 月 1 口 大爆炸 ( big bang) 3 ， 宇宙创生(约 150 亿年前)。

5 月 1 门:银河里群之始。

9 月 9 门;太阳系之始。

9 月 14 门·月球最古之岩石形成。

9 月 25 口:地球生命之始。

10 月 2 日 地球最古之岩石形成。

10 月 9 R 上肯化石期(譬如细雨与监绿海藻)。

11 月 15 门·首批有核细胞开始兹生。

*第阶段·十」月*

12 月 1 门·氧气层开始发蜒(地球)。

1 2 月 5 日·火旦上火山、梅峡大规模形成。

12 月 16 门 .首批蠕虫(约 7 亿年前)。

1 2 月 17 门 :前寒武纪 1 结束，肯生代与寒武纪开始。无脊椎动

物繁衍。

12 月 1 8 门:海洋浮游生物初生。

12 月 1 9 门:鱼类始尘，脊椎动物始有。

12 月 20 门·忐罔纪。拧批时(ff栖物，植物开始陆地繁殖。

12 月 21 门: ;JË 缸纪川二始。第一群昆虫，动物开始陆地繁殖。

12 月 22 门·第一畔两 1肉类，带姐昆虫始生。

12 月 23 门:石灰纪。树木始有， 1阻虫初生。

12 川 21 门于11纪。第一群恐龙(约 2 亿 2 千 5 百万年前) 。

1 2 月 25 门·肯生代结束，中生代开始。首批珊珊。

12 月 26 门 ·三羊毛纪。第一群哺乳动物 ( 6 千 5 百万年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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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7 门:保罗纪。 第一群鸟。

12 月 28 门·向圭纪。 花怡 !J:..恐龙渐趋绝种 。

12 月 29 门·中生代结束，新生代与第三纪斤始 fd类 初生，灵

长类初现。

12 月 30 门·肯批拨人，大哺乳动物繁生。

12 月 31 门·第四纪(更新惯与全新世)。

*第三阶段·十月三十一口夜晚此新年元旦凌晨*

22 : 30: 第一群人。

23 : 00 :广泛使用石器。

23 : 46 :蓝田人及北京人取火熟食(监由人约 60 万年，北京人

约 50 万年 )5。

23 : 56 :晚近冰河纪之始。

23 : 58 :水于定居澳洲。

23 : 59 :大量洞穴壁画 。

23 : 59 : 20 :发明农业(第一波) 。

23 : 59 : 35 :新石器时代文明，都市初兴。

23 : 59 : 50 :苏美与埃及之最初王朝，天文学兴起。

23 : 59 : 51 :发叨字母。

23 : 59 : 52 : 巴比伦 汉漠拉比法典 (Hammurabic lcgal 

codc) ，埃共中王朝，中国夏代，以色列 Jjj史之开

端 6。

23 : 59 : 53 :青铜冶金术，美锡尼文化 (Myccnacan cul

ture) ，甲骨文。

23 : 59 : 54 :冶铁术，亚述帝国兴起，以色列王国(达味王) ，用

朝孔子，希腊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

23 : 59 : 55 :中同秦朝。

23 : 59 : 56 :耶稣基怦诞生。

23 : 59 : 57 :印度算术发明苓与十进小数，罗马衰亡，伊斯兰

教徒战胜，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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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 59 : 58 :玛雅人文叨，蒙肯入侵宋朝，十字军，中世纪，圣

多玛斯。

23 : 59 : 59 :欧 ì1+1 文艺复兴，远航发现新大陆，现代，自然科学

之发 J丘，科技，工业化，都市化，饥械化(第一千

;皮) 。

新年元旦第二秒:科技普遍发展，电脑、资讯、伞球文化浮升，太

空行星初探，地球外之情报寻索(第三波 )ï。

(二〉人的起源

如果我们把镜头拉近，集中焦点看人类之起始，又是如何

的呢?二十多年前，大多数专家用出土猿人介绍人类的原始，

试举两种说法供读者参考:

(1) 从非洲南猿 (Australopi thc cus) 与巧人 (Homo habi-

1is) (约 200 万 -80 万年前) ，经爪哇人 (Java man)、蓝囚人

(Lantien man) 与北京人 (Pcking man) 所代表的直立原人

(Pithecanthropus ，或直立人 Homo erectus) (约 80 万 -30

万年前) ，史坦汉人 (Stcinheim man)、古南方猿人 (Fonteche

vadc)、司温司康人 (Swanscombc man)所代表的前莫斯特文

化 (Prc Moustcrian culturc)( 约 30 万 -10 万年前，巴勒斯

坦 (Palcstine)卡莫尔山 (Mt. CarmcI)与欧洲其它地区出土猿

人所代表的早期莫斯特文化(Early Mousterian culturc) (约

10 万 -5 万年前) ，一直到晚期莫斯特文化 (Late Mousterian 

culturc) 与尼安德特人 (Neanderthal man) 及克鲁玛侬人

( Cro Magnon man) 所代表的现代人 (Modern man) ，我们

惊奇地发现人体代代变形的完整证据。今门没有人类学家真

正怀疑人类至少是一π万年前在代代相传(进化)的自然过程

中浮现归来的 飞

(2) 人类的家谱可以迫溯到一种称作森林猿(Dryo-Pithc

cus) 的灵长类动物，他是一种真正的猿。年代可以早在 2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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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前。 后来在 1400 万年以前丘习气，森林1t~分成了三立。 立

演化成了现在的大捏捏 (Gorilla) , m 3'星理 (Chimpanzcc) fn 民

fr 1在( Orangu tan) 的祖先，这些大能是我们圳存最近的"表

示" 第一千支演变成 [65袁 (Gigantopithccus) 、在他最后绝灭

以前，在亚洲的山作中逝游了好几n万年。 第 二二支;变成(大多

数人类学家所认为的人类远祖、拉玛猿(Ramapithccus) o .ill然

科学家还没有发现关键性的 800 万年到 500 万年以前这段时间

的化石，人类学家相信，在这段时期结束前的某一个时候，人科

动物这一支分成了非洲南猿类(Australopithecus)与粗壮南猿

类(Australopithecus robustus)。有的人类学家认为在这同时

也分出了第三类，1.旦有人认为这一类是后来从非洲南猿演化出

来的。 以图示之如下:

〔 图七〕

巨猿

大猩猩

@森林猿扩 〈黑猩猩
长臂猿

/非洲南猿

拉玛猿石二→粗壮南猿

\ 巧人一一 直立人一一一 现代人

--- 非洲南猿 一一 巧人一一 直立人一←一 现代人⑤拉玛猿~
\阻升士南猿

第二类看法，因十年后各种化石的发现，许多该主张的科学家也
逐渐作了根本的修正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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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进化的奥秘l

上述假设者151妾受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化石证明人类片1猿进化

而来，然而如何解释此一进化的圳象?有些学者(或称之为达尔

文主义者)巾今门遗传学发现的"拮肉"( genc)说 n月突变 (muta

tion) 的可能:

巾今科学研究得知，较高等的生物是由无数特殊细胞组成

的。每个细胞具有错综复杂的特定蛋白质分子。每个蛋白质分

子是巾大约二十种不同的氨基酸组合而成的特殊有机物，而每

种氨基酸是由氢、氧、氮和碳四种元素所组成(有两种氨基酸还

各含一个硫原子)。在每种己知的生物体中，这些复杂的系统全

基于 DNA(deoxyribo nucleic acid，去氧核糖核酸)分子而再
生，并组合起来。 DNA 是由六种较简单的分子所组成，包括成

分为四种氨基，以及同定这些氨基的一个去氧核糖分子和一个

磷酸分子。氨基的排列决定了 DNA 的信号。 DNA 分子不仅

具有细胞所需的合成特定蛋内质分子所要之资讯 (informa

tio口) ，而11共有复制其本身所需的讯息。繁殖与遗传即直接依

赖这种奇妙的分子。这种遗传物质的单f位立称为"基因

有 I日5 万个。 其因有JJ;;动向、结构与体系，若 DNA 复制时发生意

外，而产生基因突变的现象，在后代结构形成过程中，由遗传密

码传递了不同的资讯，享有所谓的"突变"了 10。

〈四〉跳跃的进化观

著有人的现象、神的氛阳、爱的弧线》等书的法籍天主

教抖l父德门 j圭，是考?于学家、人类学家，也是基督信仰世界的神

秘家。{也融合科学、哲学与神学，把宁甫进化分为物质化、生命

化此人化的三大阶段，视每一个新阶段为一次大跃进，而物质化

的阶段中分子的形成，是跃向生命化的准备期。他认为，宁市的

演化是整体性的"内在动力"推着万物经超越自身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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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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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进，任何物质皆非无生气之死物，其实质内早已含有一种

"先天生命"与"意识的种粒使物质友出生命，生命发出心怦;

而其终向则皆是集中地奔向天主 宁市万物的核心，最高的

意识，最高的精神实有。而基督是天主也是人，是天人合一的圆

满，丰也降生成人，人类跟随袍的基怦化，就可说是跃向天人合一

之圆满的准备。耶稣会慕尼黑哲学院宇宙论与生物学教授暨神

秘家的附斯神父(Adolf Haas)在《进化与圣经》一书 11 中将德 门

进神父的思想作成图八。

德 n 进于 1955 年 4 月 10 月复活节逝↑哇，前三天(圣周同)

最后一次在他门记中以希腊文写出保禄的话"天主是万物中的

万有" (柏前 15:28) ，然后综合其一生之思想说道我的信条

有二·宁前是有中心的，进化的，是向上往前的进化，此其一。

耶稣基督是宇市的中心，此其二" 12。

德门进的思想与诺贝尔奖得主艾克里斯(John Eccles)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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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十分相合。 艾氏评论进化假设说

我们找不到否认的证据，我们承认有许多许多迹象，

支持达尔文及其后学者发展出来的普遍原则，并说明动、

植物界构造上的变化多端。 1 3

他又说。

与达尔文合作发现物竞天择原理的华菜士 (Alfrcd

Wallace)再三强调:生物进化纯物质性的解释，不能说明

人的精神性，精神的起源、我们只能在不可见的精神世界寻

找原因。 14

总而育之，今门科学的证据使人类乃由进化而来的假设日

益可信。但，假设尚非事实，在宁宙进化的巨浪中尚有一些"失

落的连环" (missing links) ，以致无法确切知道人究竟何时、在

何处、何种具体环境中出现。然而，造成进化的原因，除了外在

因素，如气候、食物、地形等，还有内在因素，如基因突变。虽然

有些科学家主张偶然说，多数学者印认为宁市进化是有口标

的。

二\哲学家的假设

(一〉西万吕学 :

在西方哲人中，有主张宁市无始无终，自本自恨，水恒存在

的 。 有认为神从水恒就创造了宁宙;或上帝在时间中创造万物

不论宇宙如何而来，所谓宁宙，在古代哲学家的眼中，乃是

形体实物的总积。 其生成:

(1) "原子论"者主张:系不可分的无量原子，彼此相钩连

杆，巾 一种不断的降落，被J伍进空间，它们结集在一起，并形成

很多变化，自然界万物皆由之出生，世界的一切变动与历史变

动，也由之而来。 而根据必要性定律，生生灭灭的灵魂与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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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是这些原子的变化，不过更坚强而 已。

(2)1号"力说"者认为·宁市的形体物是由简单的物构成，

这些简单的物就是吸引或拒绝的力量，这ι力量的集合与空间

不同的立配，就是各种不同的形体物，力量其实并不 1" 空 间 ，却

让我们有空间的印象。

(3) 主"形质合一说"者解释:宁宙物体是 什1 第一物质与自

立体形成;在实际上有分配物质之自立体形式，可使用对形式

来说为纯潜能的第一物质实现，并决定其 向 立体与专类界 ;自

然物体可能获得新形式， 也可能与其它形式夹杂为一，故而可

能形成新物质。 人是从中产生的第三物体。

(4) 士林哲学认为宇宙有纯然或纯粹行动 (pure act)，支

持一切宇宙中的变化;以纯然动力为一切变化的根源，而否认

宇宙的进化靠宇宙向身的内在力量。

(5) 黑格尔 (Gcorg Fr i.edrich Wilhelm Hege l, 1770-

183 1 ) 主张万物是绝对精神的向我表达，绝对精神在自我表达

中走向更圆满的自我。

(二〉申国芭学:

中国传统哲人都认为宇市来 向 有位格的"天

"道

老子说道生一 ， 一生二 ， 二生 三'三生万物" (第 4毡2 章 )λ。 易

经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系辞

上传)儿。 学者解说不一，大体可说，构成万物之元素或f使史之变动

不停的两种 1司动3动J 力 一 阴 p阳日'是宇宙进展的第阶段'从此'由
简而繁，由少而多'终成万物备的大宁百。 !可有学者又认为·
"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 一动一静，
王为其根。 分阴分阳，两仪生焉 。 " (周 j廉溪太极阁说)董仲旬'

认为.由阴阳而有金、木、水、火、土五行，由阴阳五行构成万
物。有些哲学家则认为气是物的构成之本太虚无形，气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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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U 惑而生，束而有象"(张载ïf蒙太和篇) ，认为气，机械胞，不

得不地聚而为万物。人即"气之聚也 "15。

三\圣经的叙述

按现代圣经学的研究，一般认为 |门约史书大约来自几个主

安传统，如雅戚典 (J) ，可祭本 (P) ，厄罗亨典 (E) ，申命纪 (D )。

我们先看看雅戚典与司祭本作者的看法 l6，再综合研究圣经其

它诸书的观念。

(一〉雅威典(创 2:7 ， 2 1~23) 

以色列祖先的历史包括亚巴郎、依撒格、雅各们的不同传

统。后来有些先民在埃及做奴隶，闲梅瑟的领导得到解放走向

自由，他们经过漫长的沙漠生活，争取到了巴勒斯坦定居，逐渐

形成一个民族，一个罔家。然而达味能完成王国的建立实为意

外的成就。 试想，同周大罔林立(如埃及、亚述、巴比伦、大马士

革、作巴、附玛特) ，如何可能产生一个新的罔家?当时思想家

在安定的环境中反行，突破性地觉悟，而归功于天主自创愤到

达 l床以来→脉相承的救恩计划。

在以色列四周，则仍盛行着各种神话，如埃 J支视其神

Chnum 为制陶工人，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亚述及巴比伦有乐

园的神话故事，叙述人为天上诸神之奴仆，侍候神叨饮食等，还

有与其它文化中相仿的军男轻女现念，严重到女人为奴为物、

无用则卖的地步·…..当时也想家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忠索有关

人到来的基本问题，如，人从何处来?男女性别如何产生?他

们川一般人的言语，表达了他们的领情与信念:

O 他们阳信整个人类都是天主创造的，但因为尚未想到天
主由无中造人，故以拟人法描绘了天主的塑造工作。由此天主

创造的信念，他们相信人是拜的，而 11是盟约中雅戚的交往对



第一章人类的出现 57 

象，此而创 3:8-13 天主与亚当的对话可见。

O 人巾泥土塑成，表示人是生存基本上前要大自然，人与

大自然何相互依存的关系，若破坏大自然 ，就等于破坏自己当

前与术来的生命。又显示人是软弱的，必归于尘土。泥塑之说

可能有J-;U生神话的影 IllúJ 。

O天主看人 t吧袒独不好而为人造丰相H称的"助手

而的 f伙火 f伴干，表示性别来白天主，天主!愿忠志创造|恒圆员副lì满芮的人类。 作

者以另人为主，称女人为"助手

合作 l几7飞。

(二〉司祭本(创 1:26'"'-'28)

司祭本是在巴比伦流放时编写，时间在雅戚典之后，历史

背景不同。当时巳比伦有神话说:宇宙的发生系大神到杜克

(Marduk) 战胜混沌龙，把他斩成两半而分天地的结果 18。而

在巴比伦普鲁士等地又盛行着宇宙(形上)二元论，认为宇宙来

自两个绝对独立的原理，即善与恶。在希腊等地则有泛神论、

唯物论、流出说等 19 一元论的宇前观。究竟何者为是?圣经作

者的回答是:宇前乃巾天主所创造。他们特别创作了一个其

它语言中也不曾见的字眼 "bara" ，在创 1:27 中三次运用以表

达:是人所不能 H佳天主能的创造。他们描绘的天主创 lit工

程是有目标，步步向上的，可以下罔表示:



... ‘ 

58 第二篇人，仰从何处来。

管理一治理

装饰三空间工程

分开三空间工程

?昆 i屯 深渊 黑暗

有关人的到来，作者.

〔图九〕

安，口、门(没 )

有晚上亦没 } 水 恫 〉 第七天

有早晨 J ) 

) 一天
} 共二天
} 共三天

六天

。在创一强调万物乃由天主所创造的长篇创造诗(或隆重

宣言，是创 1:1 一语的共体描绘)中，清楚表示人是受造物，而非

由泛神向然或必然流出，亦非由善恶二原理产生 20。

O 他说天主"照白己的肖 f像象造了人:造了男人和女人

方面表示人性的美苦相似天主，另一方面也显示男女性别都由

天主而来，是人的两而。在天主的创造中，男即男，女即女，也

暗示另女乎等。

〈三〉其它传统

圣经其它诸书仍继续发捍雅戚典与司祭本的基本思想，不

断重复宣扬天主创造的基本信念，如依 43:15 以上主之口自称

造主;咏第 104 、 33 篇热烈赞颂上主的创化。以下语句显然都

是创1贵纪的反 111句·

因天主的一句话，诸天造成;因上主的一口气，万象生

成。 (号j二 33:6)

天主造了人，原是不死不灭的，使他成为自己本性的

肖像。(智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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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问形形色色的万物都是天主从无中造成的，人类

也是如此造成的。(加下 7:28)21

到 19:4-6; 作 10:6-9 两段有关婚姻的千行文字更是直撞引向

创|阶纪第一章:

你们没有念过:那创造者自起初就这了他们，有男有

女;且说为此，人要离开父亲和母亲，依附自己的妻子，

两人成为一体"的话吗? 22 

由宗 17:24-26 也可看到保禄对 |门 约"人乃天主创造"之也想的

肯定:

创造宇宙及其中万物的天主……也将生命、呼吸和一

切赏给了众人。地由一个人造了全人类……23

〈囚〉新约的信念

新约除了肯定人由天主所创造外，又具体提出乃藉基抨所

造成。由新约编写的历史看，显然受到 111 约智慧传统的影 H向。

智慧书描写智慧主动参与创造行动，如箴 8:27-30; 智 7:2 1，

9: 9; 新约作者也把基督置于万物之前，视为人的根源。如:

为我们只有一个天主，就是圣父，万物都出于袍，而我

们也归于地;也只有一个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藉袖而

有，我们也藉袖而有。(格前 8:6)

在天上和地下的一切，可见的与不可见的，或是上座

者，或是宰制者，或是率领者，或是掌权者，都是在她内受

造的， 一切都是藉着袍，并且是为了她而受造的。

(哥1: 16)21

天主立了她为万有的承继者，并藉着她造成了宇宙。

(希1: 2)

万物是藉着她而造成的，凡受过的，没有一样不是由

她而造成的。(若1:3)

总之，旧约提出雅威上主是创造者，新约又加上了天主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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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基怦幅度。这即是圣经对人之到来的基本、综合答复。可

见圣经的作者不谈进化问题，而探J走进化的根源此所持的宗教
户今
n - è:.、。

四\款父的看法

早期教会希腊与 jfL丁教父，依据圣经， 也表达了他们有关

宁市与人之由来的信仰反省。列举如下 25.

0教宗圣先莱孟 (C lemens Romanus 92-101)致格林多

人前书中说主用庄严的一言， 建立一一-创造一 万

物" (教父 14) 。

O 赫马斯 (Hermas 140/55)<牧者HPastor)一书说有

一个天主，她创造了万物……她是从无中造生万物而使万

物从无中生有"(教父 85) 。

。《致刁枭督书H作者不详)中有言中也确实就是万物的

统治者、创造者、不可见的天主……她却打发那万物借以

造成的，海洋所借以有界限的万有的作者，万有的造主，来

到人间服务" (教父 98) 。

O阿里斯捉得斯 (Aristidcs ，约 117-1 87) 的护教书我

所说的天主……她创造万物而予以保存" (教父 110) 。

ot需提安 ( Tatianus ，第一」世纪)在攻斥希腊人的讲词中

说太初时即有天主，我们知道，物尔朋一一言(vcr

bum) (的开始) ，就是(袍的)德能;因为万有之主， 在创造

万有之前，也独自存在;也就是万有，她是一切有形与无形

的‘能万有赖着合理的可能性。都在天主内出于天主，出

于天主内的·物 t 朋." (教父 153)。又说她(物 t 朋) , 

曾按不死的肖像，造了人类，使人像不死不叉的天主，分享

天主的德能，而也可以不死，. (教父 156) 。

O阿特纳哥拉斯(Athenagoras ， 二世纪下叶)辩护基督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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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命道天主藉袍的物尔朋 言，创造万物 ， ……父

子既是一体，万物使由她 物尔朋，藉化而造成的"(教父

164)。论死人的复活说 天主并不白白地造人，……而是

为了受造的人类本身的生命，本身的常存……是为在她自己

的工程中，发显祀的圣善与明智"(教父 168) 。

。安提约基亚的圣德奥斐洛 (Thcophilus Antioch ，约J

世纪末) 向奥刀利证道化为了显扬自己，使愿意且造了

人，叫他(筹备)经理这个世界……她藉物尔朋，处理自己

的工程，并藉物尔朋，创造了万物" (教父 1 79) 。

O 圣依雷内 (Irenae us ，约 140- 202) 驳斥异教人书说.

"地由自 己、自由地创造万有……无论有形无形，也不论有

知无知，或上天下地都是由她(父)藉自己的圣言造成

的……她本身就是技师，本身就是造主" (教父 205)0 "永

远与天主 同在者，唯有天主的圣言，天主的智慧，天主的

子，与天主的神;天主就藉她们，而且就在她们中，甘心情

愿地、自由自在地，创造了万物，并与她们交谈说·飞上我们

照我们的肖像，按我们的模样造人，" (教父 235) 。

O贤士戴尔都良 (Te rtullianus ，约 1 60- 222/3)驳斥厄莫

杰异端书中有道天主是第 一原因，因为一切都在地以

后才存在……一切都是她从无中创造出来的(绝不用任何

物质"(教父 325)。论肉身之复活天主造人与造‘物'的

理由，大不相同……宜乎天主造物，使用‘言'的能力(一如

使用蝉女) ， 一命而成，可是天主造人， 一如人之主人亲自

造作" (教父 360)0 "几时，你说古经上的‘黄土那时你就

要想到基督 也是未来的人;她也是黄土，也有肉身

一 有言语，也就是当时在场的、土'呀 ! 因为当时，父对子，

曾这样表白，心意说:‘让我们照我们的肖像，按我们的模样

造人'。是的，天主造了人， 一定的，天主所造的人，是照了

天主的肖像，那就是照了基督的肖像造了人"(教父 36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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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阿波月者151听 (Hippolytus ， 二~三世纪)驳斥诺斯底异端

书天主几时愿意，也愿意怎样，都由天主自己的‘言及时

在她前，表达出来，天主就藉自己的言，创造了万有。 ……所

以天主按自己的旨意，造了一切……天主之、言就是天主创

造万物的向导、参谋与技工…...天主一发言，那没有的世界，

便成了实有的世界"(教父 391) 0 "除非藉天主之言，万物决

不能受造，也无法存在。 ……天主所愿意造生的，不是‘天

主'，也不是天使，却是人……"(教父 398) 。

O 奥力振 (Origencs ， 185月 -254/5)论统治者万物的

造主，天主……她既然太初时，按她自己的意愿，创造了万

物，创造了有理性的性休，那末，她除了她自己，除了她自

己的善良外，便没有其它创造万物的理由了" (教父 462) 。

0诺瓦济 (Novatianus ， + 257)圣三论天主性休，名为
‘言'者，万物是藉她而造成的;而且凡受造的，没有一样，

不是由她而造成的，那由父所生的子 一一 言，使按天主父

的旨意，造成万物"(教父 608) 。

O圣梅笃丢斯 (Methodius ，约 +311)论自由意志人生

来就有艺术天才，竟使艺术在人类中油然而生，并不出自

其它东西。 ……我们怎么能不平心静气地承认:万物的

性质，万物的实体，都由天主从无中 不用材料 一一

所成呢? "(教父 615)

O圣金口若望 (John. Chrysostomus , 344-407) 讲创世
纪"你己看到:天主只发一言，万物就得以形成了吗?可

是我们要看看后来天主造人时，她说什么，圣经说:ε上主

天主用地上的灰土，形成了人·。 看!圣经为迁就我们的软

弱无能，怎样运用浅近的字眼，一面来告诉我们天主造物

的方式，一面却用人制物的方式，来说明天主手制的作品"

(教父 1149) 。

O 圣盎博罗修 (Ambrosius ，约 333-397) 的 《地堂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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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是由黄土塑成;厄娃却不然，她则系由亚当的肋骨塑

成，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此乃天主要我们明白:男人与女

人肉躯，具有同一性休，亦导源于同一人类。 为此天主造

男人与女人，不是由于两个原始物质，也不造两个男人，或

两个女人，而是先造男人，后由男人身上，再造一女人。 只

因天主愿所造的男女，具有同一性休，而由一个受造的原

始 一 男人 再造其他的女人，而其具有不同之性

器"(教父 1278) 。

O圣奥斯定 (Augustinus ， 354-430)书信集我们借此

恩宠(受造的恩惠) ，得以从无中而开始存在，而且天主追

我们，不像无生命的尸体，也不像有生命而没有知觉的树

木，也不像有生命有知觉而没有理智的禽兽;相反，天主造

我们，成为一个人，使我们生长、感觉，还具有理智，能了解

事理" (教父 1443) 0 "女人的性体，虽出自先受造的男人性

休，但也是为天主所造"(教父 1702) 。

O圣若望·达玛苏 (Joannes Damascenus ， 754)论东方

正统信仰天主不仅从‘乌有'中创造万有，产生万

有……而且天主还用看得见的(指肉身)和;看不见的(指灵

魂) ，嘘气吹成了人" (教父 2349) 。

五\教会的训导

继教父之后，历代教会训导可说是漫长历史中教会而对世

俗挑战所做的信仰反省与确切表达。 列举其要乱

。圣奥斯定，信经讲解 . 我们相信天主全能之父，万物的

创造者"(DS 21) 。

0 325 年为惩斥亚略异端而召开的尼阿亚第一届大公会

议，所定尼西亚信经中有云我们相信一个天主，全能之

义，一切有形与无形之物的创造者。 (我们)又信一个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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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 耶稣基督，天主之子，由父所生的独生子，…

无论在天上或地上的万物，都是藉着她而造成的..

(DS 126) 

0381 年君士坦丁快第一届大公会议，所拟君士坦丁愤情

经道我信一个天主，全能的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

形，都是她所创造的 。 又(信)一个主耶稣基督……万物藉

着她而造成的 "( DS150) 。

0400 年多需锋第一届会议所拟多雷锋信经我们相信

一个真天主， 父及子及圣神，一切有形及无形之物的创造

者，天上地上的一切，都藉她而造成的 "(DS 188) 。

。圣良一世教宗 (440-461 年)致亚斯多主教多利氏书，驳

斥黎西略人邪说有云:‘天主是万有的创造者，而她所造

的无一不是善的 "( DS 286) 。

0 1215 年拉特朗第四届大公会议信理定断我们坚决相

信并坦白承认:只有一个具天主， 全能的，无限伟大的而

无可变史的，无法予以彻悟的，全能而无可言喻的，父及子

及圣神……一切有形与无形的，以及神体与形体的创造

者 ， 她以自己的完全德能，同时在时间的开始时，从无中创

造了神休与形体，即天使与世物; 且到后 来 ， 造了人类，具

有灵魂与肉体，好像集神体形体之大成 "( DS 800) 。

0 1869 -1870 年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阐叨公教会的信

理这唯一具天主，以自己的善良及其全能的德能，按

(自己)最自由的旨意，从时间的开始，就从‘乌有'中，创造

了有形与无形的受造物，那就是天使与世界，且于最后，还

创造了由精神体与肉体所组成的人类，好像是集灵肉之大

成 "( DS 3002)法典中又Jñ: "谁若说，有限之物，不管是

形体是神休，或至少神休，是由天主的性体流露出来的，或

万物都因自我显示或自我发展而成为天主的本质，或天主

是‘全有'或‘无限有那就是那因自我决定而造成(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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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不同种、不同类与不同个性的万物，则应予绝罚 "( DS

3024)0 "谁若不相信(不信认) ，世界与在世界的 一切，以

及精神与物质的一切之物，是由天主从无中造生，或说天

主，在意志方面，被迫而不是自由的，而是被迫去创造(万

物) ，也是被迫去爱慕自己，或否认世界之被造，是为天主

的光荣，则应予绝罚 "(DS 3025)0 2, 
01950 年，教宗Jtt护十二世在《人类》通i俞中承认相对进化

论与天主教信仰可以配合，他说教会的训导层，并不禁

止‘进化论'的学说，即对人肉身的来源，从现已存在的生

物原始，着手研究。至于人的灵魂，则公教信理，命令我们

要坚信:它(灵魂)是由天主直接创造"(DS 3896) 。

六\创造王义的论点

在教会逐渐摆受进化论之时，今天在比较基要主义(fun

damcntalism)28 的教派中创造主义 (creationism) 却又出现

了。 所谓创造主义，就是基于对圣经的敬茧，坚信圣经有关天

主创世之字而叙述为真理的态度。何以在今科学昌叨的时代

有此背道而驰的 jLL 想?他们的论点如何?教会有什么反应?

其谬误何在?我们将依次介绍。

(-)来源:

创造主义之所以兴起，大约有五方面的原网·

(1) 由于释经学的发达，学者每因圣经经义与个人假设不

合而归于后人所加，至使经义莫衷一是，信仰l漫无准则;对圣经
深心恭敬、读拜顶礼的热诚信徒无法接受，于是回到圣经，坚守
传统信念。

(2) 今日是忠、;桂、变化快速的时代，要撞受变化必须且坦、自

很大的弹性。过去生活在思想的安全模式中，今受多元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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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有人无法应付，深感不安，故而握住圣经宇丽的意义，寻求

可稳立的安全感。

(3) 当今排除宗教的俗化主义盛行，科技文明又驱人陷入

沙漠、*~Jt般的干冷阶押，厌倦的人自感不如启聆上帝的话语，

享受鲜活的生命，体验宗教的热忱。

(4) 1附上又弥漫着实用 H在物论，普遍重视物质、金钱，过着

经济单-幅度的单调生活，热爱信仰、崇奉圣经的人难免感到

窒息而逃回圣经的世外桃源中。

(5) 再就是相对主义，尤其是伦理的相对主义出现，任何思

想皆好，各说各话，善恶无客观标准，世界失去达到和平的基

础。无法忍受、不能分辨的人自然要回归绝对准则、稳固不摇

的基础 一一-圣经。

〈二〉王张

基怦新教创造主义者自称创造论，称天主教接受进化论

者为"进化主义" (cvolutionism)。实际上，天主教所接受的是

"神导进化论"( thcory of theistic evolution) ，相信天主开始

即有一完整的创世计划，日后才一步步实现出来。真正主张不

需耍神，一切出于向然进化的"进化主义

创造主义者，则不但排斥"进化主义也不接受"神导进化

论:他们说:

根据圣经，万物都是上帝在六日之内特别创造

的。……"新正教"和"不信派"作家中有一风行已久已成

陈调的说法 "上帝在圣经中无疑启示了她创造的事实，

至于创造的方法则留给了科学家们去捉摸。"这说法不外

是迂回曲折地接受了进化论，以期科学家们也能容许上帝

是管辖进化之主的信仰。神导进化论的形式很多，所采用

的名词也各不相同，包括有目的的"循标进化" (orthogen

csis, or goal directcd evolution) ，循一定之规律的"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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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进化"( nomogencsis)、"突现进化"(cmergcnt cvo

lution) 、"仓IJ 造进化"(creative cvolution) 等。这些概念

没有一种为现代"进化论"界的领导者所接纳，基督徒对进

化的说法比较可以接受的，是所谓的"圣经进化论"( thco-

1'y of Biblical cvolution) ，那是说雅成利用进化论所形

容的方法，未完成她在创世纪中所提到的创造目标。然

而，称有分量的释经法都会排斥这种说法。……很多人信

上帝，但却不信圣经完全是上帝的话语。 因此，圣经的教

导虽与进化学说王不相符，但对他们来说，实在无关痛痒，

因为他们对圣经的接纳也只是很笼统疏浅的，对他们而

言，圣经只不过是一本具有很深宗教见地和道德协值的

书，与科学和历史是拉不上关系的。……纵使撇开圣经来

说，神导进化论也有很多矛盾。神导进化论假定那位以这

种过程来创造万物的上帝有很多矛盾。神导进化论假定

那位以这种过程来创造万物的上帝是有位格的、永恒的、

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有恩惠、总爱和目标的上帝。大多数

神导进化论者(勺乏神进化论"panthe istic evolution 不

算)也许会同意这个上帝观念，而这也正是圣经中所启示

的上帝。然若上帝果真如走，则她以进化方式创造万物似

乎是绝不相宜的事，其理由为:

①进化论与上帝的元所不能不一致。也既是全能的，

当可在刹那间创造宇宙，而不须把时间延至千万年代。

②进化论与上帝的性格不一致。如果是有上帝形像

的人走进化过程的最终目的，上帝当然不会等到地质时间

的末了才造人。因为上帝和石头、海水，甚至恐龙都不能
建立团契和沟通。

③进化论与上帝的无所不知不一致。根据进化地质

学者从化石记录的解释，进化历史充满了灭种、不适应环
境、进化死巷等等计划不用的证据。事实上，进化论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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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正是毫无计划的突变，而非有系统的演进。

④进化论与上帝爱的本性不一致。进化论被认为是

史实，主要的证据是化石，而化石所描绘出的是一个残暴

的世界'充满风暴、动乱、疾病、饥佳、生存竞争和暴毙。

导致进化的原因，被认为是由于繁衍过多，而引起不适者

及弱者遭到淘汰。运爱的上帝对其创造物之关切，应远胜

于此。

⑤进化论与上帝有目的的心意不一致。如果上帝的

目标是创造和拯救人类(神导进化论者应该也如此相信) , 

则她虚耗亿万年代在作毫无目的之迂回进化之后才达成

袍的目标，这实在不可思议。举例来说，恐龙在兽国里称

霸三亿年之后而终至灭迹，此事实与她的目的怎么才止上关

系?

⑥进化论与上帝的恩典不一致。进化论主张物质世

界里靠竞争而生存，这与人本主义所提倡之"靠个人的努

力才能得救"的属灵学说完全吻合。基督徒对上帝恩典的

看法 她甘愿为卑微不配的世人舍身，使人单凭着信，

便可得着生命和技恩 -一 与进化论在基本概念上是截然

不同的 。 29

此外，还有一种融合创造论与进化论的"渐进创造论"

(progressivc creation) ，认为.

生命的发展，一如进化论者所想像的，经过长久的"地

质时问

序无法完成的吾新斤物体。……人形动物从他们来历不明的

猿形始祖经过 ← 长系列的演进，然后 一 在紧要关头

上帝插手，以她特殊的创造力把永恒不叉的灵魂加在

此形动物的一类之中。渐进创造论在细节方面，其赞同者

之间可有相当的差异，在进化过程中所加才齿的创造次数 ，

随个人的喜好而异。然而他们却接受进化论中地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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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架构，且视渐进创造为亿万年以上的过程，而非六

日之工而已。创造主义者难以接受，他们说 它暗示着上

帝的创造一开始便未筹划周密，因而在整个进化过程中，

还须经常插手纠正，再加些创造能，使它足以维持一段时

间，候有需要时，她再助以一臂。 30

基督新教主张i斩近创造论的人士认为天主教内开放的信

徒也抱持同样的立场。实则天主教接受的是"神导进化论"或

如少数学者主张"渐进创造论"。 创造主义者纵使列举了"神导

进化论"的诸多谬误，与"渐进创造论"两相比较，亦感"神导进

化论"与上帝的性格不合之处较少，比"渐进创造论"合理，因为

上帝在起初创造时所采用的方法，之后也一直维持。

虽然天主教会内可能也有人难以接受今日释经学而抱创

造主义，但大体来说，天主教与创造主义者对上述论说的立场

可以下表示之.

天主教

创造主义者

(三〉反 响:

〔表十)

神导进化论 | 渐进创造论

x '.. .... 
x , .... × 

1981 年 10 月 3 门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禄兰时在教廷学术院

(Pontifical Academy of Scicnces) 的演讲中，怦表达与"创造

主义"不同的立场 31。又用伽利略一封信中的话说圣经不是

要说天空 (heaven) 是如何受造的，而要说明人如何可达到天
堂(Heaven)o "32 

1982 年联合(统 一)长老教会 (United Prcsbytc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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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 发表一篇声明说:创造主义的释经学基本是无法撞

受的。问题不在于上帝创造的信仰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成呆阳

E冲突，而是如何解阵圣经的问题-un

1982 年圣公会 ( Episcopal Church) 也有类似的声明 :3 1

(囚 〉批判:

。创造主义恫导最力的不是神学家，而是基要主义基督徒

的科学家，他们认为圣经记述乃集事实、数据而成，以其科学家

心态研究上帝每天具体创造的物件，完舍不顾圣经的文学幅

度，及其在信仰 1-1"1 体中的形成过程。

O创造主义者怀疑，若按释经学的分析，圣经记述有些属

史实，有些系神话，标准究竟何在?如果某些圣经记载是历史，

为什么不全看作历史，包括创第 1-11 章?实际上现代释经学

以各种批判法了解圣经的不同类型，从而探讨写作的历史背

坛，定断其历史性，正是释经学的进步，己成今人普遍捷受的常

识，问题只在创造主义者是否接受而已。

。创造主义者认为圣经每一字句都是上帝直接启示的，殊

不知在编写圣经的工作中，乃是天主拣选了人，运用他们的才

智及能力，天主在他们内，并借他们工作，使他们像真正的著作

者，以文字只传投天主所愿意的一切。……释经者必须寻找圣

经作者在固定的环境中，按他们的时代与他们的文化背景，用

当时通用的文学类型，企图表白出来的意思"(启示宪章 11 - 12

号) 。

O 巾于上述的情误，创造主义者认定信仰与科学问没有整

合的可能，主张把信仰与其它理怦知识分开。梵蒂冈第一届大

公会议天主之子，宪章中下列的一段话可说是对此一观点的

最有力批判:

信德与理智之间，不仅永远不能有所抵触，反而相辅

相成，因为正直的理智，显示信理 信德 一一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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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理智之光的光照，来美化那属神事理的知识;而信德

一一 信理，则救护理智，脱离错误，并以多方面的认识，来

栽培理智。 为此，教会决不妨碍人类的技术以及各种学科

的研究!……教会承认这些知识，是来自全知之上主

天主，假设人合理地研究这种知识，则它们在天主的恩宠

助佑之下，会引人归向天主。 (DS 3019) 

。创造主义者忽略了人的自由与历史性;不接受天地人合

作中的类比观念;不了解人为自我启示之天主的交谈对象，可

与天主一起创造人类的历史，在历史中逐渐形成圣经历。

t\神学反省

看过科学家、哲学家、圣经作者、教父、历代教会训导，乃至

目前创造主义者有关人类出现的观点以后;我们要问·究竟如

何了解人类的出现?我们愿提出偶然说、二分论、整体现三类

看法加以讨论。

(一〉偶然说

这种学说认定自然过程没有外界超越的设计与导演，宇市

是自给自 JÈ的，并且物质是凭机遇来达成自动进化的。我们试

由科学、哲学、宗教三方面给予评价.

(1) 在科学方面，现在我们都知道细胞本身远比以前我们所

想的复杂得多，它含有数千个有特殊功用的酶 (cnzyme) ，而每
-个酶本身就是一部复杂的机器，每一个酶的产生又是由一个

基因 -一 一般 DNA 所控制。 因此，基因中所含的情报，其
复杂的程度，也一定与它控制的酶一样。 中等大小的蛋内质分
子约肯干十个氨基酸，控制这个蛋内质的 DNA 基因链大约有一
千个核昔酸(nucleotide )c 因为 DNÞ 基因链中只有四种氨基，
所以含-千个核昔酸就有 410∞种不同的组合方式。利用一点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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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上的对艾文观念，我们可知，1 1000 = 10600 ，十的六π次方就是在

的启用加上六百个苓，这放口之大元伞无法想像。 由此看来，不

it于í1ì布多大或IlJ问有多长吨像 DNA 分子这么复杂的系统是不

IIJ 能附 t) L遇而自然发生的 从严恪科学分忻的江.rm来看，偶然

设定的 fl是说，不能满丛人类 1.恨的渴望 360

(2) 哲学上的偶然说，是对整个宁市、人类来源的解答之

一。 hl然只是少数人的主张，但有存在的余地。 闪为宁市的奥

秘，由人理科来看，并无绝对的、大家都当接受的看法，每人最

后仍当自行抉择自己的立场。若有人在共体生活中、文化背最

上选拌了哲学的偶然说，我们应有这样的态度:

。在思考平面上了解偶然说的论点。

。尊重对方的立场，并在尊!fi:中继续交谈。(交谈中可能

会发现自己过于肯定。如:认为宁市出于天主的创造，乃理所

当然，由哲学上说，无从确切证明。 )

(3) 在信仰的千而上，我们肯定地说:生命来自一位伟大

的造物主， t也是万物的最深根源，偶然说与某怦的)2;示是背道

而驰的。

(二〉二 分论

传统神学认为:人类的肉身是由物质此生物居逐渐演化

而来的，当此演化达到沸点，天主把精神的灵魂注入肉身，而成

为人。换句话说，宁市的受造物(相对的第一冈)制造人的肉

身，创造者天主(绝对的第一冈)却创造精神的灵魂飞

这样的说法是比较静态的人现，教会 ìJII 导用这样的忠想模

式，清楚表达自己的也想。但是从神学研究来看，不少的冲学

家 ， ïl:' 不断地努力寻找!E 1需体性的看法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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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体观

不少神学家尝试以新的现}，'!，解阵整体人类 II\J见的什1 米 、

例如

(1) 1!L 内说 H，b色刊第一网" f背着"参与"是非个人类 11'1 J见的

原因相对第一网" f背着 "n 我超越"(sclf-transccndcncc) 也

是整个人类出现的原因。换句话说，在天主的参与中，动物超

越自己进入精神拌，即是人类的出现 39。

(2) 佛力克 (Maurizio Flick) 与奥兹纪 (Zoltano Alszc

ghy)把"绝对第一因"的"参与"或1[伍在，更详细地分为三种:普

通参与 (concursus ordinarius) 、进化参与 (concursus cvolu

tlvusω) 、创造参与 (ωC∞oncursus crcativuωs)λ。所 i讷同"抨通参与

就是创造万物的天主与受造物同在，保存并管理万物。所谓

"进化参与

造物4本王来有的制造能力」戊￡行动，超越白己来制造"新"的 E砚见象，

更具(体本I地也说，就是从物质到生物的"跃进"里的参与 。 所i谓目"创

造参与

从动物到人的"超越"中的参与 10飞。 1他也们说，这三种参与，从天主

创造者方而看是一致的、 nH: 一的;但，从我们人一而看，就是不

同深度的参与了 。 换言之，天主无限，人却有限，说天ì以不同

深度参与，乃是人以类比也想，有限言语说的 。 因为人有不同

深度的参与经验，如教育工作中，友爱过程中，艺术创造中，乃

至于每次避静中，感受都有深浅的不同 。 教会信理也常主张人

内在有不同的因素 11 甚至强调灵魂手~I 肉身有本质上的 l豆另IJ 12 , 

故而设想天主的参与也该有点区别。 总之，他们认为，人类是

在天主创造的参与中， m动物超越'而来 。

(3) 摩特曼把天主的创造分为从无而有的 ü;l ~fî 创造 (crca

tlo originalis 即 original crc a tion )、永续创造 (crcatio con

tlnua ，即 continuous crcation) .&新天新地的末阶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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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catio nova , I1P ncw crcation)三种。他说.

假如我们发现原始创造与末世创造之间的永续创造，

我们将察觉到天主不问 断的创造行为乃是保存 ( prcse

rving) 与创新( i丑口ovatlO口)的行动。天主保存的行动显

出希望，她的创新行动显出忠实。但在其深处，每个保存

行动就是创新的行动，每个创新的行动也是保存的行动。

天主的历史行动故而朝向末世:以提前 (anticip ating) 完

成与备直完成途径，来保存原初受造的万物;天主的历史

行动有宁宙幅度·将整个宇宙带入新的状况。

如果我们试想世界史与世上每一个受造物的生命史

中"天主伴随"(天主的普通参与及特殊参与)的性质，我们

可以想想那一连串关系:天主"在"受造物的行动中行动，

"借"受造物的行动而行动;天主"与"受造物的行动一起行

动由"受造物的行动来行动，受造的存有物"由"天赋的

潜能来行动，而进入天主的氛围，天主的耐性使受造存有

物的行动成为可能;天主世上的 l陷在是受造存有物发展其

自由的空间。我们不要认为天主的伴随行动只是来自大

自然之外的干预，及壮观的自然律行为。事实上，任何这

样的期盼，都会歪曲我们对天主伴随行动的理解。

藉着她的圣神，天主亲 l陷于她创造的万物中。宁宙是

圣神的效果织成，并因圣神的效果而成长。藉着祀的圣

神，天主也临于物质结构中，她创造的万物既没有无精神

的物质，也没有无物质的精神，而只有"元型的"物质。但，

决定生命与物质系统的各种不同讯息，必须名之为"精

神 o 精神"以受造方式来到人类的意识中。在这个意识

之上，整个宇宙必须描写成与天主一致，与人一致;因为

"精神"藉天主圣神而实现，并且存在于天主圣神内，

神"也在天主圣神的能与力中前进、发展。。

(4) 柯寒山 (Hans Kessled也谈到天主的行动，他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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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是有意愿做某事，或在世上推动改变、避免某也事的意

忠。行动的意愿是一切行动因素的整合力量。动物没有意愿，

所以 z川却没有"行动"。天主是 自内的主体，所以有"行动讪

无限，所以行动性质不同于人之有限行动。 他认为，天主的行

动有创造行动、保存行动、救援行动反末世行动 11 。 创造行动是

没有媒介的，自虚无中直撞创造;保存行动是有媒介的，在宁帘

内借受造物而有，是无所不在，支持宇宙的行动;救援行动是借

自由的人接受启示、信仰天主而有特殊行动，是在 In 约中、基怦

身上、教会内整个救恩史上的行动;末世行动则是无媒介、彻底

的、创新的、基督复活的、叫人由死亡中复活的行动。

经过神学家不断的阐释，天主参与宇市的进化，应可综合

为六:

·原始创造 ·普通参与

·创造参与 ·救援参与

·进化参与

·末世参与

这是人在有限的思想中，说明无限天主如何使袍创造的宇宙，

因其参与，由物质到生物，由动物到人，并引导继续迈向完成的

过程飞

第二节人类出现的状况

本节我们继人类如何出现之后，再进一步讨论刚出现的人

类究竟有多少?生活状态如何?我们按教会传统的用语分原

祖与地堂两个部分研究 16。

二\原 祖

近代有关人类始祖有四种重要学说.

O单偶论 (monogenism，或名"人类一元论"、"单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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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发生说"):认为人类原祖是一对夫妇。

0多偶论 (polygc nism ，或名"人类多元论"、"多元论"、"多

元发生说"):认为人类原祖是一群人。

o i'f!.支论 ( monophy lc t i sm ，或名"人类一族论"、"一系

论") :认为人类是由一种族系 (bran ch ) 的动物演化而来的。

O 多支论 (po lyphy lc t ism ，或名"人类多族论"、"多系

论"):认为人类是由多种族系的动物演化而来的 lí。

圣经、教会及学者又都作何种主张?

(一〉圣经的看法

圣经有数处提到人类原祖，最重要的是创 1 :27 : 

天主于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造了男人女人。 48

圣经其他作者应用创世纪把人类起源解释为"一保禄与宗徒

大事录甚至以人类源于一对夫妇。然而，实际上，圣经的作者

根本不曾想到现代"单偶论"或"多偶论"的问题，他们也不太注

意人类原祖究竟几人，只不过在讲论世界的起源、罪恶的开始

(创第 1-2 章) ，描述怦慧的伟大(轩 10:1-2) ，传件自己认识

的神(宗 17:24-26) ，彰显某怦的恩赐(罗 5:12-21) ，说明男女

性别的信仰 f主义(梢前 11:8-9) ，论究妇德(弟前 2: 1 3) ，讲论耶

稣址怦(希 2: 11 )时捉此而已。 现代的释经学家大多认为应把

人类原祖的基本信仰与 f剧目 i仑的且想恒架分开;换句话说，圣

经作者相信人类有一个起始，所用单偶论的说法不过是思想的

眶架而己。

(二〉教会的训导

(1υ) 十九|阳附u歧:纪以前，敦会|内付井i没支有人士捏想F旦、到币1币户-伊偶j论"或"多偶

i论t

会议( 1545-1563 年)好像还J把巴原罪和"单偶论"不可分I地也连在

一起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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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若不承认原祖亚当，在地堂内违犯天主命令……谁

若说，亚当的抗命(通敌渎职)只害了他自己，而没有害及

他的子孙……谁若说这个亚当的罪……

(DS 1511-1513) 

事实上，恃利腾大公会议的宣育是个"为使动悟者得以坚强"

(DS 1510) 的反异说文件，口的在摸弃当时有关贪欲本质、原罪

本质、原罪内在性、原罪流传、婴孩洗礼的不正确看法;至于人

类原祖，除了依循传统的说法并未提出新解，因为对当时的人

来说根本不成问题，他们同样也没有想到现代人所谓的单偶论

与多偶论 49。

(2) 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 ( 1869- 1870 年)原计划把"咱

偶论"定断为信理:

谁若否认人类是从一个原祖亚当而来的，则应予以绝罚。 50

不料，因意大利发生革命，革命军进入罗马，大公会议内外同益

骚动不安，待奥匈帝国皇帝召回其主教代表，大会于焉解散。

定断信理之计划随之流产。

(3) 到 1900-1945 年问，莱纳滋 ( H. Lenncrz) 指归，还有

18 位神学家认为"单偶论"是天主教会信仰的道理 51 。

(4) 1950 年教宗庇护十一千世在《人类〉通谕中强调"机偶论

说

信友不能抱有这种主张·……在亚当之后，在这地球

上，还有真的，不从人类所共有的原祖亚当出生的人类存

在，或是说，亚当是指一群原祖父母的集团 。 因为这种说

法，总是无法显示 它如何与启示泉源的真理，以及教会

句Ij导层对原罪所讲的道理相配合，盖原罪出自原祖亚当一

人所犯的罪，而由生育，遗传到众人身上…… (DS 3897) 

旦然，教宗把血统关系当做通传原罪的主要方式。

(5) 1968 年教宗保禄六世宣布的《天主子民的信经》 中仍!!({

传统的想法来表达原罪与原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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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信众人都因亚当而犯了罪;就是，众人所共有的

人性，因他所犯的原罪，追到承担原罪后果的境地。因此

我们与特利腾大公会议确认，原罪是和人性一起由传生

不是由仿效"传下来的。 .)2

(6) 1986 年 10 片 7 门教宗若望保禄~ ilt (-f向群众演说的
道理中，又重复了保禄六世的观点。当今门科学已几乎元全肯

定"多偶论"1及走"人类一族论

f候贯，为什么天主教会训导层还难以援受?理巾无非有二:圣经

的说法及原罪的f信言理。

(三〉学者的研究:

自从 1950 年教宗颁布《人类》通idt 以来，有些自然科学家

及神学家，在"多偶论"及"人类一族论"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新

的研究:

(1) "原祖群体犯罪"假设·按进化论的说法，人类的开始，

与其它物种源始同样，都是多数的。此一假设认为:那些原祖

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一起犯了罪。

评价:过于抽象、静态，不够重视神学上有关人类起源的

说法:人是在不同地点、在温民时间中逐步演化而成;而 1 1.，犯

罪乃出于个人的自由意志，群体不太可能一同犯罪，因为必然

有人持不同或相反的意见。

(2) "群体位格"假设:他们用圣经的话"肉一人的过犯，众

人都被定了罪……肉一人的悖逆，大众都成了罪人。"(罗 5:

18-19 )说，人类的合一性建立在人类的唯一"起源"上，人类是

一个"群体位恪"(corporatc pcrsonality) ，第一个人(或一个

小 111 体)达到真实的自由意识时，就自由的犯罪了，他们是整个

人类的代表，件整个人类犯了罪。

评价群体位格"中的"位恪"只是类比的用法 53，此一假

设用"群体位格"的概念，使学说作糊不明，罪的行为与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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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日果不同，没有分清;另外，在生活的天主而前，一个人不

可能梓别人犯罪，人人耍在天主而前向我负责，不像政治上总

统可代表伞罔人民。

(3) "较整体性的末批进化"假设:人类的统一不必只建立

在人类唯一的起源上， 也县建立在人类唯一的日标上，就是末

世圆满的境界上(格前 15:28: 万物屈服于子， 子屈服于父;默

第 21-22 章: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永远的福乐)。换言之，

"亚当"是"人类因此不必把"亚当之罪"太时间、 空间化， 整个

人类历史也是"亚当之罪"的过程。这过程却有目标，就是末世

的圆满(全福)。

评价:这个假设不但注意到未来，增添了末世幅度，又搜

受了今日原罪论的主要思想 54。

然而，进化思想仍是科学的假设，从神学的立场我们只能

说:多偶论、单支论与教会思想，尤其原罪论之间，并没有实在

的矛盾，希望教会思想继续与科学家共同研究尚未明晰的论

占。

二J也堂

教会传统所说的"地堂

希伯来文 ed由emτ丑1 的译音。 阿卡语 (Akkadian) 说 cdinu ， 苏美

(Summarian) 语则称 cdino Eden ，原意"草原"(无树的大平

原) ，其中有个园子，也逐渐称为"伊甸另外，eden 也有乐观、

愉快、喜悦的意思;两者结合伊甸园"就成了人类原祖幸福美

满的生活处所或境界(创 2:8 、 10 、 15 ， 3: 10 、 23 、 24 ， 4: 1 6 ;则 28:

12-14 ， 31:9 、 16 、 18 ， 36:35 ;岳 2:3; 德 40: 18-28; 依 5 1: 3 )。夕j

-互用而同义的字 paradise ，是希腊文，大概来自肯波斯 paIn

-deaza 一字，指篱笆、围墙，或有篱笆的乐园 55。

刚出现的人类过着"伊甸园"式的生活吗?圣经穷竟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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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介意?教会训导、今门学者的意见呢?

〈一〉圣经的看法:

毛经 i荷 1~ 中可看到行‘ u;r ~台 j也堂"与"末 111:地堂"两种

(1)以始地堂(包IJ 第 2-3 1'在， ; ý11j 28: 12 -ltj ): 1~11 ，hq干用比

H命讲天同之近， I门约作者也门j 百姓的门常用语表达他们的信

仰。 {他也们所说的"伊甸同

而是天主美好化工的象 f怔巨'表示:天主的计划是美?拌1号予的'天主

!版豆 f意3Et 人类住在一个理想、 l惆周 i满芮的境』拌i平手中 。 他们又借着两个人出

离伊甸同的故事要人明内，诱惑、罪、人内心的扰乱、痛苦的死

亡，都不是来自天主，而是人违背天主命令的行为和此行为的

后果; {且，天主的慈爱远胜受造物的罪恶，人类永远会有希望。

至于原祖是再赋有特殊知识、肉身不死、没有痛背、没有贪欲网

种"人性以外的特恩" ( prc tc rna tural gifts) 56 ，圣经作者并未

提及。

(2) 末时地堂门约中有些先知在神视里看到未来的|周满

境界，也每每称之为"伊甸 "H乐同" 。 如.

上主必要怜悯熙 雍……使她的荒野成伊句，使她的沙

漠支为上主的乐园……(依旧:3 ) 

和i约中乐同"则指人类历史过程的光荣结束，女11:

耶稣给他(右盗)说今天你就要与我一同在乐园

里。 路 23:43 ) 

我知道有一个在基督内的人. .…·他被提到乐园里去。

(格后 12:2-4)

胜利的，我要把天主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实，赐给他吃。

( 默 2:7 ) 

由此 点 111: J也堂的说法更能看，JH ，圣经无意表示原始人类过的是

1、理想、|员|淌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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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款会的1) 11导

教会起初]六百年间，布阿个不包括任何定 i听信剧的地 l豆 tt

会议之文件反"索 CJ I " ，钊对内拉奇与半向拉奇主义 )~， ìt: l主人类

tH;见时的状况。当 H忖1\'学家与训导 j三没有现代进化论的圳念，

乃根据圣经文字推ìy!lj 而去;汗，那些言论影 II[与了教会千余年的，丛

中目 。

(1) 418 年迦太基(Carthagc)会议有道:

不拘谁，若说原祖亚当成为有元的人，不管他犯罪或

不犯罪，在肉体方面，他总是免不了 一死，这就是说，他(灵

魂)之所以出离肉身，不是由于罪恶的报应，而是由于自然

规律所致，那伞，这样的人应予以绝罚。 ( DS 222) 

(2) 435-442 年写于罗马而托名教宗天士的"索引 "(Indi

culus) 中说:

众人都因亚当的叛逆，丧失了本性为善的可能性与纯

j吉 '1生 ( natural innoccnsc)o (DS 239) 

(3) 529 年亚劳西加 (Arausicanum = Orangc) 第二次会

议有云·

如果谁说，不是全部的人 即按肉身与灵魂

因亚当的抗命犯罪而受到变坏，……或说:他(亚当)的罪

罚，只千史肉身死亡……应予绝罚。 (DS 371-372) 

(4) 1546 年特利腾大公会议在《论原罪的法令》中，未出新

意，又继续引伸说:

谁若不承认原祖亚当，当在地堂内违犯天主命令的时

候，立即失落他所被追于此的圣德与义1患地位，而因这样

的叛逆恶行，使遭受到天主的忿怒愤毡，并亦因此而追受

那由天主早已警告过他的死亡，且亦因此死亡，他就成为

那"握有死亡的权势者 一一 魔鬼" (希 2:14) 的俘虏，而整

个亚当，即因此叛逆恶行，按肉身与灵魂而言，都变成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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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坏的境地。这样的人，应予绝罚。 (DS 1911) 

(5) 1968 年教宗保禄六世宣布的《天主子民的信经》中据之

说道·

...不再是我们始祖先前所处的境地:他们曾享有

圣德和义德，而且不知罪恶和死亡。所以堕落后的人性，

也就失去了先前备有的恩宠，本性的能力也受到损伤，并

受死亡的统治。 58

(6) 教会的礼仪祈祷也用了圣经的说法，在感恩经第四式

中描写救恩史有这样的话. ……人虽违背了林的命令，失去

了林的恩宠，林并没有弃置不顾，任其丧亡…… "59。

(三〉学者的描绘:

今天神学家一方面日益了解圣经的讯息，一方面也日渐开

放地接受科学家有关人类出现情况的叙述，如说:

人类，这一体的人类，生而成群，开始即果实、肉类并

食，可能生活面十分狭窄;然这一体的人类已在生理、结构、

心理各方面以简单的形式开始，并且无疑己在一百万年以

上的时间内渐进地十分缓慢地达到了今日的实际状况。 60

但是，创造主义者却又回到圣经字面，认为:

人在被迫之初，即发育全备，已具有高度智慧与能力，

上帝虽然没有各妥城市以及各种科技之设备，但却早已托

付给他们责任与能力以使用大地，利用天然资源，以配合

上帝创造之目的 。

历代以来，人在科技上的进步，仿佛代表了一种进化

过程，其实它却是进化的反证。因为这种进步显示出人异

于禽兽的一种本能，亦即探求知识，发展技能，并将所获传

才走下代。所以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并不代表进化，而代表人

有传授知识的特殊功能。 61

他们的论点，由前述可知，是难为多数人所撞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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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因近代科学的剌激，教会对人类斤l剧的状况 U

不再按圣经字而来叙述，而逐渐有了新的看法.
.人类的开始极可能是一群人，付内1 一种族系的功1物却圳;演寅(化七而来。

亚号均i气斗"是"人类

.人类初I砚见，」身￥，心仨简咱悦-，经 j漫曼 t长乏时掏剧j 的;演寅化方 i边占今门状况。 "f妇
甸园"代表天主完美的计划，也代表天主许给人类的未来例满

境界。

第三节 "生命"究竟是什么?

宇宙从物质到生物是生命的出现。"生命"是什么?尤其

人的生命究竟是什么?我们分三部分讨论.一、中国哲学;二、

西方哲学;三、生命的我见 62。

一\中国哲学的观念

中同传统哲学，与长于分析，每成体系的西方哲学不同，没

有系统的生命论;一些有关生命的言语，严格来说，也并非"生
命"的定义;然从哲人对生命行动的描述中，仍可问J妾嗅汁i生命

的涵意。今综合几点基本观念作为中国一般性的生命观。现

代哲人方东美思想自成体系，我们则特别予以介绍 63。

(一〉一般芭入

中罔哲人在易经影响下，视宇宙为一变易的宁市。宁市的

变易为"生生生生"就是创生生命。阴阳是交易的两种动

力，阴阳两种动力变动不停，宁市乃有各种物体。阴阳在每种

物体内，仍变动不止。每种物体为一个生命。生命，即是说共

有内在的动，内在的动因阴阳两动力而成。阴阳两 Ï)J力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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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互辅互成"为原则， rlR 不再定阴，阴不再定阳;阴盛则阳

衰，阳盛则阴衰。生生的第二个原则是"中庸中庸是阴阳各

在所应有的份上，交易都恰得其时恰合其位。 生生变易的另

原则为"互相联系，天然和谐"。 生命不能孤独存在，整个宁市

联系在一起，互相沟通;彼此间的联系又天然具有次序，造成宇

宙全体的和谐。

他们认为，宇市万物之动有等级，由矿物之生命到人之生

命，拾级而上，人的生命才是完全的生命。所谓"人得理之全，

物乃理之偏

之理才是全部。人的生命最高点在心灵，即"心思之官"的大

体。人有心思方能创新，发展人性的生命。生命是活动，是发

展，这种发展倾向于无限，不能范围在宇宙以内，中国儒释道都

讲生命的超越，都认为生命是善的 64。

(二〉万东美

方东美以宝塔型的宇宙建筑图(图 11) ，把生命分为六个领

域.物质的、生物的、心理的、审美的、道德的、宗教的。认为，

以生命动力开辟物质生命领域的，是"工作的人"(homo 臼

bcd; 把生命存在领域从物质境界提升到生物境界，若行动不

正，很可能使生命走向危亡，是"行动的人"(homo dionysia

cus) ;如表现创造才能，把生命指向更高的意义境界，就是"创

造的人"(homo creatod; 以理性为指导形成各式各样的系统

知识，使自己不厅口创造，而把生命安排在真理世界上，是"理

性的人"(homo sap iens)。然而把工作的人、创造的人、理性的

人结合起来，有健康的躯体、饱满的生命、丰富的知识，也不过

是个"自然人"(homo naturalis) ，生命的价值并未充分友扬，

以自然人的一切怦能才性建立的愤抖，也不过是个价值贫乏的

形下向然世界。若走向形上拙，能运用种种符号，创造种种语

霄，象征美的境界，是"用象征的人"(homo symbolicus); 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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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在艺术价值上加道德精冲，而共有优美品梢的， 是"道德的

人"( homo honcstatis) ;均生命到达j三荠尽美的神圣境抖，整个

't:.命可以包容伞: 1吱抖，统摄今1ltw ，立配/F:世界 H才，就是"宗教的

人"(homo rcligiosus) ，如此 1集是中生命'才能 j成戊就的"圣人"或

"贤人"或"觉者

宁市的真丰相~;是是无止境的，在人能到沾的理想境界之外，还有"神"

(divinity)."最真实的实体"( thc really real reality) ，乃至不

可撞近、不可言宣的"隐藏的神"( deus absconditus): "最奥秘

的奥迹"( the mysteriously mysterious mystery)。整个宁宙 ，

一方而是这藏在宁市微妙高境的神，将其无穷的生命力量向下

贯注，使自然界的一切超升到神圣领域具有神圣的价值;另一方

雨，人星口复一日地默观此神，回归那原始的一，使向身生命、世

界而貌不断提升、改变，达到生命的圆满境地 65。

二\西万哲学的观念

(一〉一般哲学

生命系指内在活动 (actio immanens) ，与引起事物改变

的必物活动 (actio transicns) 不同。在 自然界中，生命表现于

植物的萌芽、生长、开花、结果，表现于动物的长大、繁殖和自

动;在个别生物以上，生命也表现于数百万年期中的进化过

程，发展出生物的无数种类。透过我们自己的体验，生命也表

现于有意识的观察、且想、感觉、需求等。无论透过对外观察

或内在体验，生命都显得在不息地变化，并从内部作多彩多姿

的友M，和无生命物体尤其是饥械之僵硬与单调适成尖锐的

对比 3 的物的内在活动还只限于吸收养料和传种撞代等饥

能，其交化可能性极受限制，其力量在枯萎、死去时消失。感

觉生命11lL'.共有初醒的意识，本质地超过植物生命，但也受到

类似的限制。一切栖物性与感觉性的生命都和物质的器官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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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连在一起 ， 其活动始终限于时空范围以内，与人的精神生活

相比，不仅个别生物， 即使与人内外文化生活的多彩多姿相

比，不仅个别生物，即整个大自然伞体的生命 也无法望其项

背。 人的精神生活是种自动的内在活动，使既有存有发生

变动而向趋完美。 只有必然存有的生命水逅新鲜水远白 Æ不

发生变化。 人的生命常常需要进步，正表示系属于生命的外

在泉源，并非纯粹内在 66。

〈二〉士林哲学

生命是什么?士林哲学的传统定义是生命是存有之能

自我活动的能力。"这能力所表现的活动叫做自我活动或内在

活动。生物所有的活动 ， 如营养、生长、繁殖、感觉、理解等，的

确都是些自我或内在活动。然而，科学的研究显示 ， 内在活动

并非生物所专有，士林哲学家于是对生命的定义作了些修正:

"生命是使存有自然地具有向我完成的内在活动的那样东

西。 "换育之，生命不仅是存有之自我活动能力，更是自我完成

的内在活动能力。 从生物的成长与合作现象中很容易看出，在

每一个生物内有一个设计与内在目的，生物内所有的理化因素

与理化过程都按着设计与 目标进行。 这位设计者与领导者，士

林哲学称之为"生命原素"或‘魂' 。 生命原素是形上的，非物质

的，在同一的生物内只有一个，在限定并领导生物内所有物质

因素与理化过程，与物质因素是生物的两个相辅相成的组成网

素，彼此互为形式网与质料因的关系，整个生命因而成为一个

完整的实体 6í。

三\生命的我见

生命，其实并没有最佳的定义，直觉中，我们发现似有三项

基本的生命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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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与其他个体密切相连，有吸引、排拒、交往、共融的能

力。

(2) 是一个有内在结构、体系的整体，是一个生物。

(3) 在努力门我超越达到更高形式的向我实现与向我问

造。

巾于上述三种恃质都触扯到我们本身的经验，并具体在生

活中显示出来，所以我们称之为"生命"68。

基怦新教神学家田立克在其所著《系统丰lþ学》第三册中论

此生命的问题，他也说，生命是多种"幅度"(f他也不用"层而

较前静f态，彼此无关)的合一，基本上，是存有物潜能的实现。他

提出了生命实现其潜能的三种功能 :

(1) 向我整合:生命有个中心，是"自我整合"的原则，能将

肉体、精神、伦理等各而因素组合为一致的整体。

(2) 自我创造:生命愿意成长，能自我发出、自我改变、自

我创造。

(3) 向我超越:生命因追求绝对，故而不断自我超越，回归

生命的根源 690

彼得 (Albrecht Peters) 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生命以

三个步骤向我实现 (1) 同 始为一， (2) 由内发生， (3) 回归 自

我 .0。

今门许多人以生活品质衡量人生。以我们的看法，衡量的

标准有三:

(1) 各种组成因素的平衡(proportion) 。

(2) 生活整合Cliving wholc) 的程度。

(3) 对变迁环境及内外在挑战的 i周适能力 (flcxibility and 
adaptation)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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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反省题

1.为何教会过去对进化且想抱J寺怀疑的态度?

2. j圭化，巴 tp、与进化主义究竟有什么 |丘另IJ?

3. 教会过去把J在偶论与町、罪的流传合而为一，今门有M新

的神学思想?

4. 如何把人类的友址是与圣经创世纪第 1 -3 章所描写的地

堂配合起来?

6. 由人类进化的过程看，人犯罪被赶出地堂，是什么意忠?

6. 为何神学家论到多种天主的参与?

7. 你如何描述生命的奥秘?人的生命究竟为何?

8. 今日科学家用五个步骤描写物质到生命的演进过

程:①气(大气中的特殊气体，为生命的原始资料) ，② 

合成(如氢、氧、氮、碳四种基本原素合成氨基酸与氮

基) ，③贯连(如氨基酸、氮基与糖连为核糖核酸链，又组

成基本蛋白质) ，④个体化(连成之物逐渐独立归化学体

系) ，⑤生殖(自我再造)。对此，作为人、作为基怦徒，你

有什么感想?

9. 高 品质的人生是什么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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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1 古生物学 (paleontology) ，亦名化石学，研究古生物构造、分

布、系统等。比较解剖学 (comparative anatomy) ，研究比较

各动物间的组织、器官以及系统之异同。形态学 (morpho

logy) ， 一名形休学，研究动植物各部形状及其构成。生理学

(physio logy) ，研究生物之器官机能与生活现象。遗传学

(ge netics) ，研究借着基因从祖先遗传下来的特性。

2 放射性元素有衰变 (decay ，或名蜕支 dis in te gra tion) 的特性，

和长短不等的半衰期 ( ha lf-life) 。 在一定时间内，放射性元素

会因衰变生成非放射性元素。由物质中放射性元素及衰变产

物之含量，与其半衰期，可计算物质之年龄。

3 天文学家对宇宙来源有各种假设，如"大爆炸论恒态论"。

多数主张"大爆炸论"。因可解释何以宇宙仍在继续扩展。

4 以下各种名目的"纪n"代""世"皆地质学上所分时期的名称。

"代"中分"纪纪"中分"世"。

5 今人登月 1求、创电脑……感到伟大，但现代发明皆以前人种种

发明为基础。原始人使用石器、火、车轮、知取种农耕……表示

人类才智自初即有，后人并未增加，今古仅生活方式不同而已。

今日看电视演唱必比古人听鸟鸣更进步高雅?

6 以下可参阅思高圣经附四年表。

7 十七世纪莱特福 (Lightfoot) 计算创1:24-28 中第六天创造之

年月日，认为人系出现于公元前 4004 年 10 月 23 日上午九时，

将 300 年前此一结论，与今日思想比较，至少可承认人类在 300

年中已有所改变，换言之，按撒冈宇宙日历的时间来看，人类最

后一秒钟还不算懒惰!

8 参见 Raymo口d J. Nogar、 The Wisdom of Evolution " , 

Theology Digest , Vo l. 13 守 No. 4, (1965 ，冬 )273-274。今日

的人类考古学家不断地寻找世界上第一对夫妇的真相，目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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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热烈的讨论中。可参考世界新闻周刊 1988 ，]， 1 1， 38-41 页。

9 见李九用译人类的起，原与进化，科学月刊 (1978 ，1) 66-72;

意 t李白 " Puzzling Out ì\Ian's Ascent" 、 Time. (1 977 ， 11 ，门，

.14 -51 。

10 参阅亨利 ·莫 1点士 (H巳 nry 1"1. ;'1 orris )主纳，韩伟等译科学

创造论 (Scie n tific Cre ationism , 1974 (台北 中华基督翻译

中心， 1981) 。

11 H. Haag , A. Haas , J. Hürzeler , Evolution und Bibel , 3. 

Auflage (Luzern und München: Rex-Verlag , 1963); 图几其

中 Haas 著"Der Entwicklungsgedanke und das christliche 

Welt-und Menschenbild"一文， 57-102。

12 Claude Cuénot, Lexique Teilhαrd de Chαrdin ， (Paris: Edi 

tions du Seuil , 1963); Teilhard de Chardin-A Biogrαph 

icα l Study , (London: Burns & Oates , 1965) , 676。

13 John Eccles & Daniel N. Robinson , The Wonder of Being 

Humαn-Our Brαin αnd Our Mind , (New York: Free 

Press , 1984) , 66。

14 同上 18-19; 并请参阅另外两本讨论"意识浮现"(The Emer

gence of Consciousness) 的书 D. S. Bendall (Ed.) , Evo

lution: From Molecules to Mαn， (Cambridge: Union 

Press , 1983); J. Mayard Smith (Ed.). Evolutio月， (London 

Mcmillan , 1982)。

15 警霄中外哲人对宇宙的构成与生成的思想(上)" ，哲学与文

化 96 ， (1982 , 5). 10-15 , 29; 同上， (下)八哲学与文化 97.

(1982 ， 6) ， 40-43; 萧师毅阴阳为宇宙存在的典型哲学与

文化 139 ， (1985 , 12). 19-25。

16 参阅房志荣-il) 世纪研究(台中:光启出版社， 1972) 。

17 参阅 Marie de Merode 著，王敬弘译‘八一个与他相称的助

手'.创 2:18-24" ，(神学论集}43 ， (1980 ，春)，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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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参阅董芳觅从创世纪一 、二章的创造记述正视神、人、世界的

关系"， (神学论集)38 ， ( 1 978 ，冬)， 465-468。

19 泛神论 (panth e i sm) 认为只有唯一的实体或大自然，即一个

由其自身而存在的绝对永恒、无限，非位格的存有。流出说

(巳 manationism) :主张个人灵魂是从天主的本休中沉出来的

学说。唯物论 (materia lism) 认为整个实在界毫无例外地可

归结于物质以及完全从属物质条件的力量。

20 作者表达了一个基本事实:人类最后并非绝对自主，人不是

"主

去却F此一事实，忘记其创造者'以致误入歧途，日益不安、恐惧、迷

乱，因为丧失了来自根源的生命准则。

21 加下 7:28"天主从无中造成"之"元是希腊人的概念，显然作

者是以色列晚期人物，己受希腊思想的影响。

22 耶稣有意打破习俗，回到古老的信念，引人由具体规范回到基

本原则。

23 宗 17:26"她由 一 个人造了全人类由 一 个人"原文 (Ex-

henos" ，是"由 一个

一个人)、 一个血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一个原理。

2iJ 哥1:5-20 是首隆重宣言式的圣诗，描写基督宇宙性的伟大。

第一部分讲基督的创造，第二部分讲基督的复活，相互补充。

25 见 M. J. Rouet de Journel 著，花安堂译，希腊拉丁教父神学

选集， (台北， 1972)。以下"教父" F!r 此书简称，其后数字F!r 书中

号码。

26 见 Henricus Denzinger. Adolfus Schönmetzer S. 1.. En

chiridion Symbolorum Definitionum et Declarationum de 

Rebus Fidei et ì\Iorur口，邓辛疾、萧默治集， 、 信理伦理大成> .

施安堂译，天主教会句iI导文献选集 ‘ ，第 二版， (台北， 198 1) 。 以

下 DS F!r 此书简称，期后数字F!r 书中号码。

27 由于当时教会的释经学尚未开放，特别是进化思想多半是"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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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进化论"(进化主义)，否定天主的创造，认为大自然可椎动自

己的进化，使教会难以接受。直到二十世纪的前几十年，在神

哲学思考的过程中，学者逐渐分清了两件始终混为 一谈的事

生物学、考古学研究出来的生物进化本身的过程，及此生物进

化过程的唯物论解释，就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具讶，与他人反宗

教的唯物论进化主义之解释，并不相同。参阅 Z. Alszeghy , 

"Deve lopment in the Doctrinal Formulations of the 

Church Concerning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Concilium 

3, (1967 , 6) , 14-17 0 

28 狭义指二十世纪美国基督新教反对一切采用历史批判法研究

圣经的运动。重新强调圣经所载各种事物的字面解释为基督

信仰与伦理的基础。广义则指圣经解释方面的保守主 义。

29 同注 10 ， 2 10- 21 3 页。

30 同上。

31 教宗所说乃依随梵二启示宪章 11-1 3 号。

32 参阅R. N. Frye (Ed.) , 1s God α Creationist ?-The Re

ligion Cαse agαinst Creation-Science , (New York. 1983) , 

7-8、 153-154。

33 向上， 6-7。

34 同上， 4 、 7。

35 以上可参阅之书甚多，基本上梵二启示宪章读过即可持有稳定

的立场。

36 同?主 10 ， 64 页。

37 1968 年教宗保禄六世发表的《人生通谕 (Humanae Vitae)有

言:不许以人工方法节育。当时研究此一问题的国际委员会大

多数委员并不赞成。教宗所以仍出此语，即因他认为 ①夫妇

同房，应为生育。②在天主计划中，当精卵结合，天主f!p创造灵

魂。传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似乎也认为 夫妇同房时，天主愿

意创造人的灵魂，如采夫妇用人工方法避免受精，等于夫妇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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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天主创造灵魂的意愿，因此也禁止人工节育。

38 人究竟是怎样的?到本书第五篇第二章我们将有更整体性的

说，明 。

39 参阅 Karl Rah n巳 r 等绢， "Evolut i on" , Sacramentum Mundi 

II , (Lon don: Burns & Oates. 1968). 283-297。

40 参阅 Mauriz i o Flick , Zo ltano Alszeghy , Fondαmenti di 

unα Anthropologiα Teologicα ， (Fire nze: Libreria Editrice 

Fiorentin a , 1970) , 1 26- 1 28。

41 参阅 DS 250 , 272 , 800 , 900 , 3002。

42 参阅 DS 190 , 360, 1440 , 3022 , 3896。

43 J. Moltma nn , God in Creation-An Ecological Doctrine of 

Creation , (London: SMC Press , 1985) , 209-2 12。

44 参阅 Hans Kess ler , Sucht den Lebenden nicht bei den To

ten- Die Auferstehung Jesu Christi , (Düsse ldorf: Patmos 

Verlag , 1985), 284-298。

45 笔者自 1977 至 1982 年，曾作过有关末世问题的调查研究，其

中有关"人生"问题有七，至少 181 人回答，包括有代表性的社

会一般人士。对第五题你如何了解人的起源? "作答情况如

下·

生1"':1 案 百分比 选答人数

①天地自然孕育化生 36% 72 人-

②轮回而来 7.65% 15 )\ 

③神所创造 12.24% 24 人

④进化而来 35.71 % 70 )\ 

③偶然来到 5.61% 11 )\ 

①与④所云由大自然之生命节奏而来，选答人数最多，正是中

国传统及现代一般人的态度。②、③、⑤赞同者少，可见佛教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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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基督信仰的创造观与偶然主义不太合乎一般中国人的想

法，在中国讲创造必须重视宇宙中的能力。

16 请参考温保禄讲述，李秀华笔录〈原罪新论H 台北 尤启出版

斗土， 1986) 。

,17 参阅 Karl Rahner (Ed.)\‘ Monogenism'\Sαcrαmentum 

Mundi III , (Lo口don: Burns & Oates , 1969) , 105-107。

4咄8 思高圣经说 "造了一男 一女

只是圣经用了"羊偶论"未翻译。原文只说"造了男人和女人"。

49 同 i主 46 ， 73- 103 页。

50 见 Colleceio Lαcensis ， VII , 555 - 556。原文为 "Si quis uni

versum genus humanum ab uno protoparente ADAM or

tum esse negaver此， anathema sit 

51 参阅 Gregoriαnum 29 , (1948) , 417 -434。

52 几中国台湾主教团教友委员会编《天主教的信仰}(1970) ，附录

二， 256。这个信经，是教会一般传统道理的综合，教宗以教会

牧长身份，表白普世教会整体信仰的内涵。因为他不是以最高

的训导权发布，所以不包括任何新的定断的信理。

53 参阅第二篇第三章第三节未"群体位格"的解释。

54 今日许多神学家(几注 49)，在科学进化的思想背景上，更进一

步研究原罪传递的方式。他们指出，特利腾大公会议是以自然

传生来说明原罪的影响与事实。神学家们接受教会基本的道

理，进而发挥原罪是第一个人内在的恶性状况，是一种良心思

想的污染和恶性的气氛。也有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说明恶

性气氛的传递。

55 参阅房志荣〈创世纪研究(台中:光启出版社， 1972) ， 90-10 1;

房志荣"伊甸园在哪里? (( 斗中学论集} 13 ， (1 972 ，秋)， 331-342;

臭脱著，王维贤译《天主教信理神学(上))(台中.光启出版社，

1967) ， 176-181。

56 参阅奥脱著，王维贤译， <天主教信理神学(上))(台中 光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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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 1967) ， 176-181; 主张特殊知识是神学一般的意见，肉身

不死是信理，没有痛苦是-4主意见，没有贪欲是近乎信涩的意

见。今日的革中学家，并不像臭脱把四种特息的神学正确性，提

得那乞高。

67 白拉奇主义( pe lagia n iSl11 ) 认为恩宠就是人基于自由意志，

过着无罪而圣善的生活，终而获孚 7l<-福的一种自然能力。人乃

是以自己的能力扭转其犯罪的意志而得到诸罪的赦免。半白

才立奇主义 (se l11 i-pelagianisl11) :承认人得救需内在的超性恩

宠，但认为得救的初次愿望是由人的自然能力而来，并能借自

己的努力争取到得救的初次恩宠。以上见臭脱著，王维贤译

《天主教信理神学(下))(台中 尤启出版社， 1967) ， 363 -364。

58 见中国台湾主教团教义委员会编《天主教的信仰)(1970) ，附录

二， 256。

59 以上在教会的文件与祈祷中，肯定一项基本的事实，就是人的

罪恶行为，确实拭害人的生命，损坏人的尊严，更违反天主原本

美好的计划。教会的文件，乃按当时历史知识，和比较拟人化

的思想，来表达那种基本的事实。人类的原始情况，赖神学家

和科学家们继续探索。

60 R. Lavocat , "Réflexions d ' un Paléontologiste sur état 

origine l de hUl11anit注 et le p在 ch色 originel" ， NRTH 89 , 

(1967) , 587 0 

61 同注 10 ， 181 页。

62 关于生命，希腊文有三个字，圣经中每用，可以看出生命的内

涵 (1) bios ，指生理、生 物的 一面(珞 8:14 、 43 ， 15:12 、 30 ， 2 1:

1)。英文 biology ‘ biono l11 y ， biography , biogenic 等皆由之

而来。 (2) psyché，指精神的一面(若 10:11 、 15 ， 17:24)。英文

psychology , psychopathy , psychopathology' …·皆由之而

来。 (3)zo色，笼统地指生命(若 10:10 、 28; 宗 3:15; 哥 3:5 )。英文

zoology , zoonO l11 y , zoopathology-…·皆由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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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臼3 参|阅可项退结，

学与文化 6臼3 ‘ (ο1978. 8创).303-307; 项退结中因传统哲学中的

生命观 并试对生命概念作进一步澄:清青

(1978 , 11) , 530-536; 67 , (1979 , 12).598-603; 68 , (1980 , 1) , 

31-38; 69 , (1980 , 2) , 110-115; 项退结《人之哲学H 台北 中

央文物供应手土， 1982) ，第四章新的生命概念之尝试，45-

77。

64 参阅罗光〈生命哲学H 台北 学生书局， 1985) ， 9-12。

65 参 l司方东美中国哲学对未来世界的影响"，<现代学苑}120

(或哲学与文化革新号第一期)， (1974 ， 3) ， 2-19。

66 参阅布鲁格纳著，项退结编译〈西洋哲学辞典;(台北·固立纳

译馆，先知出版社， 1976) ， 236-237。

67 参 l可袁廷栋 士林哲学的生命论，哲学与文化2143 ， (1986 ，

4) ， 218-229。

68 参阅 Adolf Haas. "The Living: l\Iirror of itself-An At

tem口pt of a D巳 fiJη1ition of Life in T巳 r口:m丑1S of Phi山losophical

Cosmη1010gy 

69 Paul Ti让llich. Sysμtemη1αtμic Thεolωogy III.、 (Chicago: The Univ. 

of Chicago Press , 1963). 42。

70 Albrecht Peters , Der Mensch. Handbuch Systematischer 

Theologie. Band 8. (Gütersloh: Gerd l\Iohn. 1979) ， 111 。

71 参阅谷寒松究竟什么是生活品质? "神学论集 \47 ， (1981, 

春)， 131-158; 台湾地区神学问题研究小组锅台湾经济发展

与生活品质一一反省与实践，研究报告(IV) 总结， (台南，

19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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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个人的到来

个人的到来是今 H 十分热门的问题，意见繁多，神学上势

必也要探讨。本章我们先综合叙述生物学的基本常识，再看圣

经、教父、教会训导权有关个人到来究竟说了什么?是从什么

角度说的?然后再做一个神学反行。

第一节 胚胎学的知识

生物学上有关个人的开始，普边有了这样的认识:

卵在输卵管受精， 1妾合胞子 (zygote)在管中即行问撞分

裂;大约三天以后会有八至十六个细胞的桑悟 (morula)逐渐进

入子霄，到了第九或第十天胚囊在子宵内着床稳间，而成为一

个单位。这单位不能再受基本的改变，他的生长计划己定好

了，他是一位简单、生活的有机体。这单位化的过程是 向胚搓

与母亲的交流、联系而产生 1 。

在受精的第三个星期，这三层细胞的胚囊仍未分化。而胚

胎首先纵长成胚条，在胚条的末端，三层细胞造成一个原始结

节。这结节将来要变成头部。到第四个旦期，心脏开始搏动，

每分钟 60 次;胎儿的体重比原来的卵子!ll约一万俏，一个月后
重约 2 公元，身长 4-8 毫米。

第五个星期四肢开始发芽，四肢长得十分迅速 ， 到第六个旦

期，手脚即初具形态。大脑在第五星期也发育极快，同时头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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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门后将成口、井、耳、口的皱折。第七个星期可见手指和脚趾，

胎儿也有了一张清晰的脸孔，含有眼睛、耳朵、鼻子、青尖和齿

眼。又有骨细胞代梓软骨来支恃胎儿的身躯。而 LL开始制造红

巾球。 到第二个月末，胚胎己经共备了器官及大部分外形，长约

IJll 公分，神经和肌肉系统发展得可使手和身体稍稍能动。

从第三个月起，胎儿 U可移动手臂，开闭嘴巴。到第三个

月末(本主可达 45 公jL ，身长约九公分。

到第问个月，胎儿充满整个子宫，月末可重达 150 公克，长

约 16 公分。

到第五个月，医生可用昕珍器听胎儿的心音;用 H 光灯照

射，胎儿紧闭的眼也有怕惧的反应。月末可重达 300 公克，长

约 25 公分。

第六个月开始，胎动变得明显有力;哥亲喜恶、吸炯饮酒等

都会有所影响。 月末可重达 600 公克，身长 30 公分。 但六又

阳分之一个月大的早产儿极少能活，至少七个月才有生存的可

能。 七个月可重达半公斤，八个月则超过两公斤，身长也己接

近生产时之大小了。

到娃振末期(第九个月末)，子宵开始痊孪，胎儿不能适应缩

小的空间，胎盘也不再能供应胎儿的所需，分娩的时刻就到了。

第二节 圣经、教父与教会思想

一\圣经的看法

(一) 1日约

以色列的宗教领袖在共体的历史中积极肯定天主是宇宙

万物的创造者。创 2:7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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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天主用地上的灰土形成了人，在他鼻孔内吹了一

口气，人就成了一个有灵的生物。

咏 33:6 ， 104:29 - 30; 加下 7:22-23 也表达了同样的信仰。约

10:8 -12 ， 27:3 ， 33:6; 甘 1111 :5 ，甚至提到类似的创造方法。

他们还相信，创造者和ì' J成使得一个人形成，地从起初]就叫

每一个人的名字，就是说，雅成认识每一个人。如:
林造成了我的五脏六腑，林在我母胎中缔结了我。. . . .

我何时在暗中构形，我何时在母胎造成，我的骨骸称全知情 i

我尚在母胎，称己亲眼看见，世人的岁月尚未到以前，都已全

部记录于册表，都已全由林预先定好。(咏 139: 13 、 15-16)

诸岛屿，请听我!远方的人民，请静听! 上主由母腹

中就召叫了我，自母胎中就给我起了名字。(依 49: 1 )

上主对我说我还没有在母腹中形成你以前，我就

认识了你。"(耶1:4-5)

中也既创造了众人的心灵，当 然知晓人的一切言行。

(咏 33: 15) 

在这样的信仰中，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很高;当福音传到希

腊文化地区。和希腊民主思想结合在一起时，就成为基督宗教

思想中的基本信念。

(二〉新约

新约更强调 IR约的信念，如路加福音论及若翰i先者说.

他在上主面前将是伟大的·…..而且，他还在母胎中就

要充满圣神。(珞1:15 ) 

表示他在旺胎中就被天主所主视所有选。关于耶稣基忏，则特

别描写中也非经人类正常的孕育过程，而完全由于圣神，出于至

高者的能力，是天主所生的儿子(路1:35 )。保禄也悦·

从母胎中己选拔我，以恩克召叫我的天主，决意将她

的圣子启示给我，叫我在异民中传扬抱。(迦 1: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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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圣经作者未研究今门的生物学，没有胚胎学上的详

细说明;也不谈门后中1J11与A学家所论"个人精神灵魂何时有"的问

题，只说:从lJ ~fì 中开怡，天 ì:: 创造了整个的人

二\款父的观点、

教父们因受希腊一二元论的影响，特别强调人的灵魂是天主

创造的，例如:

O圣德奥斐洛 (Thcophilus Antiochenus) 向奥刀利证道:

"天主的‘古色'力，就在于她能从无中，随意创造万物，其实，

除了天主外，谁能给人灵魂?……"(教父 178)

O圣依需内驳斥异教人书灵魂、神休，以及其它的一切的

一切……都是受造的"(教父 207)0 "天主曾用地上的土造

人，……从无中生有，把一个有血肉有筋骨，五官毕俱的身

体，变成一个具有理智有灵魂的人……按她自己的旨意，

造了人……" (教父 250)

。安瑟伯 (Eusebius Cacsariensis ，约 265-340) 福青的证

理天主，独一无二的善良者，诸善之始亦是诸善之源，

愿意追很多的东西，来分享袍的宝库，于是她创造了有灵

性的受适之物，那就是无形的纯神，有理智的，有属神之能

者，天使与总领天使，除此之外，她还创造了人灵，赋给她

对善恶，不受拘束，自由选择的性能" (教父 667) 。

O 圣师亚大纳修 (Athanasius ， 295-373) 反外邦人(外教

人)的讲词人的灵魂，是按天主的肖像，天主的模样所

造成，这是天主，在古经上，亲口说过的，她说·‘我们按我

们的肖像，我们的模样造人，" (教父 746) 。

O 圣写瑟矛I J (Cac sari us N azianzc n us , + 368 - 369) 对话

集人生器官，天主则予以灵魂"(教父 805) 。

。宗徒训诲录人原为‘乌有'.后为天主由各种物质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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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的灵魂，却由天主从无中造成。 ……天主起初是从无

中造了人体，而且在人体上又造了许多器官……天主原由

男人的精子，在女人的胎中，形成了人休，并从无中，给它

造了 一个灵魂，让它生活起来" (教父 1232) 。

。圣热罗尼莫 (Hicronymus ，约 342-419)驳斥耶城若望书

中云房、祖父母所生的力口音与亚伯尔的灵魂，从何而来

呢?以后世世代代人的灵魂，又从何处出生呢?难道人类

像禽兽一样，肉 身生肉身，灵魂生灵魂吗?……难道不一

定吗?天主一命就成。她既永远是造物主， 她就夭夭创造

灵魂" (教父 1385) 。

。圣奥斯定诠解创世纪的字句说当时天主在人的面上，

嘘一口气，也就赋予人一个灵魂;于此可知，人灵是出自天

主;但这不是出自天主的本体 性休，因为天主是无形

的纯神，这也不是由天主所生，也不是从天主的本体所发

出，而是由天主所造;而且天主是从无中造生人灵，而又不

是用某种物体来改成人灵"(教父 1700) 。 补注集中又道:

"只是原祖一人的灵魂，是这样造成的呢?还是相仿的，每

一人的灵魂，都是这样受造的?对于这个问题，我在过去

并不知道，到如今，我还是不知道" (教父 1965) 。

O 戴陶锋 ( Theodorctus，约 386-458) ，在《顾全希腊人的

情感》中说为天主 1人无生有'或‘用物生物无不易如

反掌，而且天主不仅过去如此，即至今日，差不多时时刻

刻，她还是如此;因为天主在今日，还是用生物 (精卵)

未形出(新的)生物，可是，人的灵魂→→不像其它的无灵

之物，却由天主从无中造成" (教父 2164) 。

O 教宗圣良一世 ( Lco 1, the Great , 440-461) 书信集.

"人的灵魂，在没有与她的肉体结合之前，并不存在，也不

在其他物体内 i 追造主天主，造了人灵，也造了她的肉体

后，她便开始存在她的体内" (教父 2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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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纳流 (Gcnnadius ，第五 jil-纪)教义书人的灵魂，并不

从开始，使已在其他的神体中生存，而且，所有人灵，也不

是一起受造的，……也不是和她的肉身、同由男女性文而

来的……我们主在 只有人的肉身、是由男女性交而受

孕，至于人灵，则独由万有之这主所创造"(教父 2221 ) 

三\款会的思想

教会在二元论的背封下讨论肉身与灵魂两部分的来源，特

别 ~Ji^t:两个问题:个人灵魂，即理性、精神幅度，栅门何处?何

时来到?分述如下午

〈一〉个人灵魂源自何处

(1) 主张.个人灵魂发生的方式，历来众说纷纭，在此提出

五种学说。

②光存说 (prc existcntianism) ，或灵魂之轮回说 (migra

tion of thc sou l) :主张灵魂在与身体结合之前，已经存在

( "rc ady madc soul")。奥力振 (Origcncs) 认为灵魂于

水 jH:之初即己存在，冈 i11 ít~缺陷而受惩罚，被|利于身体内 ，

并在人阶流浪。

⑤流冲I 说 (cma丑atianism) :主张个人灵魂是巾天主本性中

流出来的。主张714二恶一千元论的诺斯底派 (gnosticism) 与摩

尼派 (manichcism) ，以精神来自荠A源，肉体来自恶源;泛神

ì2 (panthcism)认为人与无限乃是一体，无限整体必然流出

个别关王先;皆属此说

ι 't~'tì兑 (gcncrationism): ì:: 张人的关现与人的身体一样，

古1; 源于父1;)自o (j: Y!'{行为(" scco口d-hand soul") 戴尔都 队

挝 í~ 一种较为相俗的生殖说 (matcrial traducianism 3) , 

以父 U灵魂的一部分随身体的胚种(精卵)遗传给子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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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较为高雅的生殖说 (spiritual traducianism) ，为奥斯定

所赞许，以灵魂来自父母的精神胚种。 夫洛夏每 (Jakob

Frohschammer, 1821-1893) 说灵魂出于父 U 的创造力

量。 罗斯迷尼 (A口tonio Rosmini , 1797 -1855) 则说父 U

生出感宫的灵魂，再巾感官灵魂逐步发展成精神灵魂。

③ fI在物论的进化说 (materialistic cvolutionism): f1 !Ë物论再

认灵魂肉体有本质的区别，认为灵肉同属基本的物质元素。

辩证唯物论主张，生命与意识的来到，只是唯一物质宁宙进

化过程的两个品质的改变 (qualitative changes) 而己。 科

学主义者，主张个人的出现是进化过程的意识化。

⑤ 造化说 (creationism) :主张每一个灵魂都是天主自虚无

中创造的(" custom-made soul")。直接造化说 (dircct

creationism)认为系出于天主直撞的创造行动。 开放的或

间接的造化说 (indirect-mediate creationism)则认为天

主给予潜能，当条件具备，灵魂方出现。

今口因科学家不断研究，发展出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技术，如

"试管受孕"、"试管婴儿"、"胚胎移桶"、"精子的买卖与 1ì储i诸者藏

J及走构想中的"胚胎冰藏"\、向他人"租月胎台"\、向动物''1忻甘月胎台"\、"人造子

宵"、"群落式的复制婴儿(cloning) "、"人畜混种"、"遗传网子操

纵"等，仿佛人能制造新的人种，人能决定人的精神、理性、灵魂，

至少可改变人的精神、灵魂状态，使这个问题更形复杂。

(2) 教会训导:对于上述各种说法，教会的态度究竟如何?

③ 在"信经"中，教会不断宣报天主创造一切的信仰，教会主张

个人灵魂来自天主的创造，内不待言。

⑤ 教会排斥先存说、流出说、生殖说J是唯物论思想，付1 下列育

论可证.

0君士坦丁堡会议 (535 年) : 如果谁说……人的灵魂，先前

是理智，是神圣德能，故她从开始便因瞻仰(天主)而感到

满足;追其变坏了，使断绝了天主之爱……灵魂就因受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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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遣入肉体，……应予绝罚 "(DS 403) 。

O 向拉加 (Bragc) 第一届会议 (561 年): "谁若说人灵生前

在天上寓居时犯罪，而后因此而被弃下土，入于人的肉

体……应予以绝罚 "(DS 456) 。

01主脱朗第五届大公会议第八期会议 (1 513 年): ..对所有主

张……·全人类只有一个灵魂……'的人们，一律予以惩罚

和斥责"(DS 1440) 。

。教宗良九世致安提约基亚宗主教伯多禄书 (1053 年): "我

相信，我宣讲·灵魂不是天主的一部分"(DS685) 。

。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法典有云谁若说，有限之物，不

管是神休，或至少神休，是从天主的性休，流露出来

的，……应予绝罚 "(DS 3024) 。

。教宗亚纳大修二世致高卢各地主教公函 (498 年): " (有些

异教人说J ，正如人体是由父母的‘物质'传授下来的，同

样，人灵也是由父母的精神休那里传下来的·…..其实，那

自始造人的(天主) ，今天并没有停止工作……"(DS360)

"也许有人自以为理直气壮地说:人灵即染着罪污，理当

说是由父母传授，但他们应该明智地予以分辨:因为罪是

缺陷，故实际上，父母并没有传授什么…… "(DS 361) 

O教宗本笃十二世致亚美尼人小册列举亚美尼人的错误:

"子女们的灵魂，由他们父亲的灵魂所传生……"(DS

1007) 

。教宗良十三世时，圣职部所列罗斯迷尼著作中之错误有:

"人灵由生殖而繁殖，而受孕……"(DS3220)

。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1869 年)法典有云谁若不以为

耻，肯定除物质以外，一无所有，贝IJ 应予以绝罚 "(DS

3022) 。

而在《天主之子》宪章中重申教会信念唯一具天主…

从乌有中创造了有形与无形的受造物……还创造了由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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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体与肉体所组成的人类"(DS 3002) 。

① 造化说，教会自始主张，在圣多玛斯时代则成为教会内的确

定总;见({IT非定断信理) ， 一般来说是"直撞造化说"， 1m:

O 教宗亚纳大修~1tl:致高 )'i 各地主教公 l菊 (498 订工 )论关魂的

来源说盖天主叫那不存在的，成为存在的‘"(DS 360) 。

0教宗队九世致安提约基亚宗主教 frí多禄书 (1053 年)有L":

"我相信，我宣讲·灵魂……是(由天主)从无中所造的"

(DS 685) 。

。教宗亚历山大七世《顾虑全教会》简诏 (1661 年) ì!r;圣曰:始

孕无陆有育……她的灵魂，在她受造注入肉身的一刹

那…… "(DS2015)

。教宗庇护十二世在《人类》通谕中更明显地说……至于

人的灵魂，则公教信仰，命令我们要坚信，她(灵魂)是由天

主直接所造的 "(DS 3896) 。 教宗庇护十J世的"直撞造化

说"不是必须信仰的道理，而是教会内强调人性有肉身与

灵魂两部分的一种表达方式。

。但是，教宗保禄六世在《天主子民的信经》中说我们信

唯一的天主，父、子及圣神……创造了我们每个人的精神

和不死的灵魂。 "他不用"直挂"一词表示。

O 然而， 1987 年教廷信理部所发表《有关尊重生命降始此生

殖尊严的指示 一一 对当代若干问题的答复》之训令中，又

谈到天主直接创造个人的精神灵魂(绪论 5 号)， JJ有一千分

论人观的趋向(虽多处强调人的整体性) ，令人感到当局似

乎不太重视神学上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而 11认为天主

在夫妇的行为中直接行动创造灵魂，又好像天主与夫妇是

两种平行的行动 4。

(二〉个人灵魂何回来到

(1) 主张:个人灵魂何时来到，也就是人的生命何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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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至今，见仁见押。有认为受孕即人生命之始的，如大亚伯

(Albcrt thc Great ，约 1200 -1280) ;有以着床胚胎不能分时

(约 12-11 天) ，或大脑皮质构造形成时(约一个月)开始人的

生命的;有认为受孕 40 天后男人灵魂来到， 80-90 天后女人灵

魂到来的，如亚里斯多德 (Aristotlc ， 384-322 B. C.) 、圣多玛

斯 ( Thomas Aquinas ，约 1225-1274) ;今口社会上某些人认

为四个月左右(100-150 天)尚非真正的人;也有主张精神灵魂

在出生时才有的，如十七世纪的卡拉穆 (J. Caramucl);甚至有

人主张在第一个理性行动的时候才有灵魂，如十九世纪的罗斯

迷尼 (A. Rosmini)。可以下图示之:

〔图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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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会训导:教会大体上相信在精卵结合的刹那就是人

生命的开始，但不jJ二而回答"精神灵魂何时有"的问题，而让神

学家去研究，只斥责上述最后两种学说，

O圣职 ril\ (1679 年)下令惩斥的"宽纵"命题第 35 条所有

的胎儿出生了，那时他就开始有灵魂了…… "(DS 2135) 

O圣职部 ( 1887) 的"死后"裁夺 20-21 条 "从不成全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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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即从感觉的等级，进而至于成全的等级，即进而圭IJ 有理

智的等级。当它成为觉官可见时，那从前只用触觉，只有

自己的结合而感觉的‘原始觉官) ，女口今就兼具理

智，被升格到最高贵的地位，变了本性，而成为有理智者，

自立者，不死(不灭)者 (灵魂)"( DS 3220-322 1 ) 。

第三节神学反省

由前述各种育论中，可以看出个人的来源无非有二:天主

与父旺，如何说明两个来源协同不悖?叉，在灵魂到来的论辩

中，如何说明人的整体性?如何面对今日的特殊问题?本节将

一一反省。

(一〉个人到来的两种原因

第一章论人类的起源及述及绝对的第一因(创造者天主圣

三)与相对的第二因(父母及其他的受造物) ，各按自身本质创

造万物，绝对第一因的创造行动以普通参与、进化参与、创造参

考、救援参与、末世参与的方式参与相对第二肉的制造。若在

个人的到来上，只说父且'制造人的身体，天主却直撞创造个人

的灵魂，则把绝对的第一因拉低，成为相对第一二肉的连续了，何

况这样的想法，也不足以保护个人的整体性。

(二〉两种原因的共同行动

。拉内说 "可能我们可以把天主创造灵魂看成是存有物借

本质的(自我)超越 (essentia l sc lf transccndcncc) 演

变成新的存有物，因为本质的超越事实上已包含天主创造

灵魂的主要意义。灵魂有特殊的、唯一的来源，与宇宙中

其它存有物的来源不同，因为灵魂的自我超越乃是走向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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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唯一、精神的个别存有物，即人。 "5

o f.意门进说精神不再与物质两分，也不再与之对立，而在

天主的吸引下，以合成与集中的方式，努力地由物质中浮

现。 "6

yi!.魂的自我超毡，或精神时1 物质中浮现，所以可能，乃闲天

主的参与 7。基督信仰中的天主父、子、圣神三位一体的天主，

在一个爱的行动中表现的普通、进化、创造、救援、末世五种不

同的参与，是宁市进化、人类发展、个人成长的动力 B。

〈三〉个人到来过程申的三层次

(1υ) 胚胎学、生物学、医学的现象(形下)层次:在这层次上，

专家纷纷指出"人"生命到来的形下记号，如图 l山2 所述，以"受

精

人生命(历史上有人t讨J 论的是精神灵魂)到来的标准。何者正

确?无人能下最后的断语，总括一句，由胚胎学、生物学、医学的

现象层次上，不能确定地说，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才是真正的

人。要回答这个基本问题，还要从更深的形上哲学层次上去看。

(2) 哲学(形上)层次·在此一层次上，士林哲学、现代的存

在人类学、存在哲学、现象哲学都强调个人的整体性 9，都突破

了那种"灵魂"与"肉身"二分的一般想法;所以在个人到来的过

程中，不能说最初只有肉身方而的因素。

维也诺 (Viennc 法罔小城)大公会议 ( 1 3 11-13 1 2) 定断:

理性的灵魂本然与本质I也是人体的形式(form)10 ，但不提出理

性的灵魂从什么时候起作肉体的形式，而保护了个人的整体

性。当时的神哲学，大体上说，已接受了所谓的直撞造化说。

直撞(静态)造化说认为理性的灵魂是在一定的时刻受造

的。在这佯的思想里，当然可以主张理性(精神)的灵魂(等于

真正人生命的开始)是在受孕以后才有的。

在同样的思想下，人们继续想到死亡-死亡就是精神与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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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分离。今口神学家中，有的不十分赞成如此一主分的解棒，所

以渐渐发挥"动态的造化说:
(3) 宗教层次-我们认为，整个人从受华一直到死亡、复

活，是一个过程，精神关魂的中国皮(潜能)从受孕起就在人的过

程|付。我们一方雨不能说，受精卵己经是三个月的胎儿，三个

月的胎儿己经是可活的胎儿，刚出生的婴儿已经是青年，青年

己经是壮年;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把这些阶段分开当成本质上

不同的阶段，因为这些阶段合成一条生命线，是一个过程，是一

个"变化"或"变动"。就在这整体性的过程中，个人的精神幅度

渐渐地浮现出来 11。

当精卵结合，整个基因结构就已具备，仿佛成人的监图已

在，人口后的生活即是此一天主 q伍在的蓝图一步一步的实现，

袍的参与和受造物一个行动一个行动的参与不同，中也是绝对的

渗透，真善美的临在，超过个别行动;所以人的生命从始到终是

神圣不可侵犯的。

(囚〉会巳问题

在社会多元的思想、中，教会训导权继续肯定人生命的尊严

及神圣性，不断地维持夫妇自然爱的来往关系。如此诚挚的训

导，对人类的未来发展，必定产生重大的影响与贡献。我们在

这里，仅从信理神学的立场，提出两点:

1、节育与堕胎

本质上节育与堕胎不同。事实上节育是避免人生命的开

始;堕胎却是停止一个人受孕起展开的唯一动态生命过程。人

没有权利停止别人的唯一生命过程，除了特殊情况，如战争中

为保护自己生命而杀人，为公益以公权力处人以死刑。节育与

堕胎基本上是不相同的，教会文件有时却把二者拉得很近。是

再因此会使原想节育，不愿、堕胎的教友，因为不赞成较合对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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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训导 l2，也随之不赞成四月台的禁令?信理神学家们希望能

将两者分得更清晰才好。

2、特殊问题

② 制造新生命:今门问题门益复杂，如丈夫精子不佳，月Jí也人

桔子，若妻子也取她人之卵，又由她人怀胎，孩子的父 U是

谁?优生学上有改变基因结构的科技，各地的研究试验又

不断增加……伦理神学己讨论甚多，许多杂志不断披露。

在此，我们愿以信理神学的立场呼吁:应尽量保护受精卵

的生命，因为那是人的尘命 13; 不当以受精卵为试验品，随意

破坏叫制造新生命不可与夫妻之爱分离，新生命有权在爱

中继续生长!

⑤ 受精卵:受精卵是完成之人的潜能 (potentiality) ，是人生

过程的开始，它是人，有人的尊严;但因尚未成为实现的人，

尚未生活在自我意识及自由中， np 尚无机会自由撞受天主

之爱并自由答复其召唤，也就是尚无机会在共体生活中做

天主的肖像，如果即此死去，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它不会化

为乌有，因为在从天主之爱而来的宇宙中，没有生命会消灭

成"无而川，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此有完整基肉结构的胚

胎己属于天主的新天新地，因为新天新地中以新的方式保

存所有生命。 但是这并不是说人在过程中的区别不再存

在，如受精卵与成年人有所不同，天主不会补足按自然律可

去:Jt~而缺如的部分。 受精卵一如成年人也属于天主爱中的

人类，何况它还是 UJ: ，'R的一部分。 至于如何存在?人无可

宣言，因连成年人复活的共体状况亦难以描述。 {呆禄在梢

前 15:35-4911" 然捉此，也十分有限，肉为无人经验过复活，

只是设法推想而已。

e 多胞胎: -Ý/l 双胞、 三胞、|呵胞胎……开始一个，何时成为

两个、 三个、四个……?生物学说头 11 天胚胎尚未决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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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或二或三或同等。因尚未决定，有人认为尚无人的位梢，

还不是人。而对此一事实，信理神学要说，人的生命过程是

在内在的整体中，门益集中，直到自我意识州现;尚未决定

的胚胎是潜能，还笼统含在一个生命内，后来为何分胎?是

再胚胎中诸因素交织而分为二为三为四?不得而知，可能

永远无法知道。据研究，最多 12 天即可决定。那么再问·

是再一卵双胞胎受精时即已经是二人? 巾人的整体来看，

受精时即有潜能成为二人，天主无限绝对的爱也 11伍在于此

过程中;天主既愿有此过程，亦愿其潜能发展成所要的状

况，为此我们不应想胚胎，因在 12 天后天主才会创造一个

或两个……灵魂，这些 口子前还不是人，因而"堕胎也不算

杀人"了。这样的论调，我们无法接受。

有关人类与个人到来的种种，我们全部谈过之后，我们愿

以一个综合性的简图(图 13)作本篇的总结。

〔图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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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因天主圣三绝对现在、伟大、无限爱的 11伍在，无须常

常重新行动。在起初袖创造一个多元的、非常丰富的潜能，在

天主绝对的万艳的 11伍在中，这个多元的潜能不停地发挥自己的

内涵，渐渐地形成物质、有机生物、人类、新天新地。三位一体

的天主参与人类及个人的发展成长方式有五(以…→记号表

示) :在天主的普通、进化、创造的参与中，有精神幅度的人类

从无机物质、有机生命中渐次浮现;天主子耶稣基督在救恩史

中的救援参与、末世参与，则领导人走向最后的圆满。请参考

前而第二篇第→章第一节七(三)"参与"的整体观。

研究反省题

l.有关个人的到来圣经究竟肯定什么?

2. 为何在西方思想史中把人的到来弄成二分论?

3. 在一般中国思想中，有关个人来源有何重要的思想范

畴?

4. 直接造化说与问接造化说有何分别?

5. 你对"人的精神灵魂何时有"有什么看法?

6. 我们按什么原则肯定人生命过程的开始?

7. 节育与堕胎有何区别?本质的?或程度上的?

8. 有关今日的热门问题，如试管婴儿等，你由神学立场提

出什么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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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1 请注意 生命本身的三个特质。关系与分化、单位化，才是升与复

生 。 参阅第一章第二节，二、新的观念。

2 奥脱著，王维贤译天主教信理斗中学(台中 光启出版社，

1967) ， 169-173。

3 D. J. Billy , "Traducianism as a Theological Model in the 

Problem of Ensoulment" , The lrish Theologicα 1 Quαrterly 

55 , (1989 , 1,), 18-38。

4 圣部也11 令乃面对当今迫切的具体问题，答复有关尊重生命肇始

及生更直尊严的问题，并非全面系统式的论述。虽然其中存有有

人认为是相当保守的神学观念，训令一直强调的基本原则却值

得赞扬:人自细胞结合之初即为人整体生命之开始，如第一章

说"从卵子受孕的时候起，新生命就开始了……是一个新的成

长中的人类生命·…·是一个人， 一个具体早已确定了的个体

人。……从受孕成人的时候开始，就应受到尊重，被当作一个

人....

5 Karl Rahner, Hominisation~The Evolutionary Origin of 

Man as a Theological Problem , Quαest. Disp. 13 , (Lo 

ndon: Herder , 1965) , 100。

6 Pierre Teilhard de Ch ardin , The Future of Mαn ， (London: 

Collins , 1964) , 93; 并请参阅本篇第一章图八。

7 参阅第二篇第一章第一节神学反省，及第三篇第四章第一节图

十八。

8 1987 年 2 月 22 日教廷信理部所发表有关尊重生命肇始及生

殖尊严的指示 对当代若干问题的答复之训|令中，把夫妇

行为与天主创造似直于同等的平函，故而结论为夫妇每次房事

是爱的行动，是天主创造灵魂的唯一时刻，以之反对节育。 今

日有的卓越神学家强调天主是绝对第一因，绝对无限的天主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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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受造物而创造。父母不只是给予肉体，而是给予整个的

人。

9 士林神哲学中，圣多玛斯的形质论具谛，是以形质论强调人的

整体性，请看本书 第四篇第一章第二节。

10 乃针对奥理味(Petrus J ohann is Olivi , + 1298) 否认理性的灵
魂是人体形式之谬论而发(DS 902) 。

11 请看第五篇第二章的系统解释，用关系、结构、过程三个基本范

畴说明人的意义。

12 研究此一问题的两委员会解散后，第二委员会多数委员表示:

不赞成教宗保禄六世的说法。

13 有取以治病的。如先生肝癌，生命垂危，于是取胚胎中的两个

细胞，使成新的胚胎。 11 、 1 2 天之后，再取其中的"肝芽"直于先

生肝内，先生即可痊愈。 胚胎则任其死亡。参阅R. A. McCor

mick , The Critical Cα lling: Reflections on Morα l Di

lemmαs since Vaticαn II , (Washington , D. C. Geo

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1989)。 在 268-271 页上，作者提

出两个原则 .①人之生命的神圣性，②不同生命体系的连贯

性。

14 事实统计 90% 受精卵在试管中死去。有人反驳说:受精卵有

70% 为自然流产，有多少差别?又如何解释?无论如何，人有

尊严，不允许别人任意当作试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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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你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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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既已出现，这出现是何许人呢?答案多所不同。按基

怦信仰的观察，可以四个方回来回答;一是你我、我们、万物之

灵，即人生活在各种关系中的一面是人位格的一而;三是位

格深处，人是天主肖像的一而;同是人为创造历史之自由主体、

历史过程中之存有物的一雨。这就是本篇分同章讨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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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人是"你 一我"、是"我

11'] "、是"万物之灵"

论到人与周遭的关系，中国人必感十分入心。因为中国没

有位格观念，而特别讲求人伦，始终生存在一个关系网内。更

确切地说家庭"在中国是个思想原型 (arche type ) ，社会关系

之用语每以家庭关系之用辞表达，如称主教为大家长、大哥;青

年人称修女为阿姨;小孩称老神父为爷爷;路遇长者则呼伯

伯……此一可贵的基本观念当予保存，并融入基督信仰内。但

另一方而，我们发现今日中国，个人的重要性正日趋升高，个人

在成长中追求一己的目标，不尽然顾念家庭各方面的关系。身

为今日的中国人，究当何去何从?但愿在我们的神学解释中，

能找到一个有创造性且富于张力的平衡解答。

第一节入门反省

(-)合巳人文科学家的看法

(1) 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K. Rogers)说

我们从临床的经验里获得这样一个富有革命性的观

念.人性最内的核心，人格的最深层，其"动物，性"的基础，

是天生积极的、根本社会性的、向前的、理性的、实际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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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瑞士儿童心理学权威比亚俏 (J. Piagct, 1896-1987) 

描述孩童渐次知觉事实的状况，有下述结论·

孩童知觉事实的起，点不是知觉个别物，对个别物孩童

会渐渐加上其它因素，如生命、感觉、意思等等，其起，点勿

宁是与环境的原始(基本)互动。 在这环境里，所有其它各

面都以散漫、无别的方式呈现着。

(3) 基督新教神学家潘南们 (W. Pannenberg)描绘孩童成

长过程中我"(1) 与"自我"(scW 的发生说:

孩童的自我认同如何出现?要促进自我认同，需与

"实际"已有某种方式的熟悉，孩童想要去认同。小婴孩对

他的自我尚无清晰的熟栓惑，对他的身体同样也不那么感

到熟悉。其起，点勿宁在与母亲及环境的共生关系中。是

在这共生的气氛里，孩童逐渐开始区分自我、我与环境。 2

(4) 犹太哲学家布柏 (Martin Buber, 1878-1965)在他许

多著作中简述"你-我"(I-Thou) 及"我一它"两种关系的不同 ，

他说·

超越的奥i在恪在于"你一我"的关系中，使"你一我"渐

渐地形成。

巾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人之所以成为人，与他人与

环境乃至与超越存在有着密切不可分的关系，人是关系的，尤

其是"你一我"关系的存有物。

(二〉申国传统思想申的王张

(1) 中国自从周朝崇尚道德奠定了重视伦常的民族风格以

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即成为生活的常轨;换

句话说，在中同人的心日中，但各种不同的相互关系调整到最

和谐圆满的境况时，人才是个真正的人 3。

(2匀)儒家以人为"万物之秀

物。 王船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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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之生，以人为始，故其吊灵而聚美，首物以克家，

明聪睿哲，流动以入物之藏而显天地之妙用，人实任之。

人者，天地之心也，故曰 复见其天地之心乎。 圣人者，亦

人也，反本自立而休天地之生，贝IJ 全乎人矣。

(周易卦传，卷二复卦、 12)

朱票以人得全部的生命之理， )、L宇宙的万物所有的生命特点，

人都具有，而且还超过万物所有的以上，能"与天地合其德"(易

经干卦文言)。他说:
人心是仁，因为天地以生物为心，人得天地之心以为心。 4

总之，仁民爱物 ， 协助天地生生，是做人的根本，人与天地万物

的关系若受到损伤，人的生命也受到损害 5。

(3) 老子道德经第 25 章有云·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显出人生存于天地间、周流不息的宇宙内;人在大自然中，反映

宇宙的面目，所以人是万物之灵 6。

(4) 佛家讲缘起，认为一切无不是因缘而生，因缘而成，因

缘而灭。宇宙人生好比一张互相交织、互相关涉的大网。我之

能成为我，乃是父母生育，家庭、学校、社会教育，社会群体互助

合作供应衣食住行所需的结果。人实在是与人休戚相关、相濡

以沫的"我们 "7。

(5) 总之， 中国传统重视宇宙的一体性。认为宇宵价值虽

源于天，却反映在人心性内;只要反求诸己 ， QP 能通达天道，参

与天地之化育，成为一成全的人。 由此可见，中罔传统的思想

是把人看成一种"关系的存有物"。

(三〉亚洲|人的体验

亚洲人在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 III~J 下，宗「尚句‘"‘无我

-体不论人与人之问、人与宇宙万物间、人与超越根源间，

都强调合一，人越无我，境界越高。但若学道不成则易流于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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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缺乏两方主视的独立性，这种心态由寻求落叶归根的归属

情怀表现出来。在这样的丛忠l 想背主#封;t; 下，人要肯定白我的存在，

向然把白己f推住向"大我"旦去'隶属于"大我

才吁e才才求之内己存了在巨的价值和 J志已忠:义。

两方哲学家衍卡尔 (Rcn己 Dcscartcs ‘ 1596-1650 )怦说·

"我思故我在"( cogito crgo sum , DP 1 think thcrcfore 1 

am.)。简氏把重点放在能自我反省的主体上;亚洲人对我所以

为人的体验，就可说是‘我属于故我在"(I bclong thcrcfore 1 

am.) 了。大体而言，一般亚洲文化，将同体性的人情列为优先;

个人主体良心的责任，排行较后;问"你是谁? "(Who are 

you?) 等于问"你是谁的? "(Whosc who are you?) 不答自己

的想法、作为……而说家庭、籍贯、闭体……的原因。

第二节人是你一我"的关系

(一〉基本事实

(1) 人在"你→我"关系中成长·人在被爱的经验中，才能

认识自己，肯定自己的尊严与价值;在被爱中学习答复，才能逐

渐发展向己、完成自己。这是做人的基本事实。反过来说，若

自幼缺乏健全的爱的关怀，往往产生许多心理的困扰，如怀疑、

惧怕..…·这已成为多数人的经验与常识。

(2) 语言是"你 我"关系中的媒介:人实现"你一我"的关

系，必须在共体时空中附记号来交往;只有天主圣三的奥迹内

不需要 i己号，因为天主无时空的限制，三位先伞相互;自隅。 语

言，不论是有声、无声、 I~晋、肢体·…的语言，都是彼此向我启

示、相互沟通、建立基本关系的记号。所谓"君子以文会友，以

友辅仁'\也暗示出语芹的媒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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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一我"关系中的认识是最深、最丰富、最|员|满、最基

本的认识，有种超越自然科学分析的知识，即以心休{，、而有的

认识。 人生许多事只能主、会而不可古传，只有进入"你一我"关

系的深处才能领略， [坷 J-J {E" fiJ~一我的关系中才有挝 ú切的以

心体心。 巴斯噶(Blaisc Pascal , 1623-1662)道心中有些

秘密的理由是理智不认识的"。女性比较 lfi: 视你我的关系，认

识往往较为直觉，每使男人惊讶。如玛利亚玛达肋纳因爱认出

耶稣的复活，并兴奋地传报此一喜讯，门徒却仍以理性怀疑其

可能性。

〈二〉圣经的表达

(1) 创 1:27 有道照天主的肖像这了人·造了男人女

人。 "可见"你 一 我"、"我们 是天主的肖像。创 2止: 18 则说，天主

认为"人羊独不好

是人最亲密的夫妻‘"‘你 一 我"关系 8飞。

(2) 在亚巴郎献依撒格的叙述里，看到亚巴郎为服从天主，

不惜把盼望又盼望老迈方获恩许的独子献作全蜡祭，途中稚子

信赖体贴，老父情深难育的动人景象(创 22:7-8)。这是父子

的"你一 我"关系。( 由亚巴郎的表现看出 ，人与天主的关系超

越父子的关系，这是中国人不易撞受的一点。)

(3) 若瑟虽遭冗长陷害，但因祸得福，位居法郎之下统治全

埃及。见父兄幼弟面临饥荒，不计前嫌，巧妙济助，并迎接老父

兄弟前往埃及过丰足的生活(创 37:2-36 ， 39: 1- 46:7 ) 。 这里

有兄弟的"你一 我"关系。

(任ω4钊) J版回史书作者说"约纳堂的，心心与达味的，心心才很民相契

结为盟友，约纳堂爱i沾主昧‘"‘]女如口爱自己一样约纳堂脱下自己穿

的外楚，连军装、带刀剑，甚至号和腰带"都给了初出茅庐的边

味(撒上 18: 1- 4 ， 23: 18 )。这是朋友的"你一我"关系。

(5) 达味手下统领军队的约阿布，攻打辣巴，占据水域，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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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他的名作城名，有辱君王，立刻遣使请达昧调军用攻(撒下

12:26-29) ;又看透达味怀念被放逐的儿子阿贝沙隆，设计恳请

达味下令有囚，达昧识破，当下!!有谁(撒下 14:1-23)。这是君

臣的"你我"关系。

(6) 若望宗徒也记述了耳15稣在友谊中生活，如与王哈尔大、玛

利亚姊妹和她们的兄弟拉回禄(若 11:3-5 、 20-44) ;与门徒

(若 15:15: "我称你们为朋友……" ) ;特别是与若望自己(若

13:23-25 ， 19:26-27 ， 21:7 、 20) 的一份深厚友情。

(7) 耶稣给了所有跟随袖的人一条新的命令你们该彼

此相爱"(若 13:34-35)。保禄并加意阐述其超越性、永存性及

表现于生活中的各种面貌(格前第 13 章)。这是人与人"你

我"关系当有的基本内涵。

(8) 保禄与弟茂德有深厚的关系，他特别把他带在身边(宗

16:1-3) ;称他是信德上的儿子(弟前 1:2 、 18; 弟后1:2) ;称他

为几弟，一同坚固各教会弟兄的信德(得前 3:2; 格后 1: 1;哥 1:

1; 斐 1: 1) ;称他为助手，替他问候(罗 16:21) ;晚年更致书殷切

盼他速往，直说"你要赶快在冬天以前来到"(弟后 4:9 ， 2 1) ，益

见-二心相系之紧密 9。

(三〉教会的态度

(1) 历来教会对友谊十分肯定，像亚西西的方济各 (Fran

cis , 1181 -1226)与佳兰(又译克拉拉， Clara) 、依纳爵与沙勿略

(Francis Xavier) 、大德兰 (Tcrcsa of Avila , 1515-1582)与十

字若望 (John of the Cross , 1542-1591)等等的深厚友谊，备受
称道，但也强调要小心，不可有封闭的友谊 (particular friend

ship) ，尤其在修会中，教会总不许特殊、个别的私情滋生。

(2) 婚姻生活中夫妻相/~相爱，教会过去虽然鼓励、嘉许 ，

但给人的印象却是:最好不结婚而度奉献的独身生活。

(3)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忠君爱国也是教会高举的、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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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人伦关系，但因人性易于封闭，教会特别强调超越亲情

与民族情感，以天下为一家的精神。

第三节人就是"我们"

圆满的"你我"关系就是你我合一的"我们人即是"你

我"的关系 ，也就是"我们"。本节仍由基本事实、圣经观点、教

会训导看人这社会性的一面。

〈一〉基本事实

"我们"指出人是社会性的存有物，人不只是个"小我

是个"大我

H向，密不可分。

(1) 家庭:不论小家庭或大家庭，我与父母亲人构成的是

基本"大我"。这个"我们"是社会的基本细胞 10。

(2) 社团 (society ， club) 及团体 (community) :一般来

说社团"以事为中心团体"以人为中心，但也有同时重人与

事的网体。家庭不能满足人的更大需求，团体就成为我们投

身、认同的第二个"大我" 。

(3) 国家:由于种族、文化等等的差异，血脉互通、协同共

济的国家、民族，自然成为我们念念相系的第三个"大我"。成

熟的爱国，绝非封闭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这个"大我"还要

继续扩大。

(4) 国际:今 H 世界因交通的迅捷、大众传播的快速，同家

与国家巳连成一个相互依存的地球村。我们不能再以罔家、民

族为中心，而要建立一个与世界并肩共存的新同度。中国古圣

先贤"四海一家"、"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就是一个充尽的"大

我"所洋溢的美。



126 第三篇入，仰是谁。

〈二〉圣经的看法

(1)以家庭或宗族为中心的也想·亚巴郎蒙轩，天主先是

县他"离开你的故乡、你的家族和父家，往我指给你的地方去"

(创 12:1 ) 。 然后又赐给他一个点生的儿子做他的继承人……

(创 15:4)亚巳郎把信仰传给摘子依撒格，依撒楠再传给买得长

子名份的雅'各伯。 那时，雅威是他们家族的神，家族就是他们

的"我们"。

(2) 以民族为中心的思想:由雅各伯十二个儿子流传下来

的以色列十二个宗族，在芮乃山下，逐渐形成了一个民族。在

梅瑟的领导下，这个新的我们"成了天主盟约的对象，盟约成

为以色列人的"我们"与天主交往的有效象征，而割损则成为加

入这盟约团体的法定记号。

(3) 礼仪中的同体意识:因上述盟约思想，在以色列人的

宗教经验里，团体每居首要地位。像每年逾越节，必往耶京圣

殿朝拜天主，每周安息门，必往会堂聚会，每天则必在家中举行

家庭祈祷。"我们"就在礼仪中，在团体内。

(4) 以色列与整体人类的关系:以色列人面对向己的民族

及全体人类，始终有"封闭"及"开放"两种态度。封闭的态度

是我们"局限在自己的民族中，自称是天主的特殊远民( 出

19:4-6; 申 7:7-8) ;于是"上主的仆人"用"以色列"来象征(依

49:3) ，为了民族的安全、福祉，旅居国外也必聚居一处，绝不与

其它民族杂处。 开放的态度是，把雅威视为人类的救主，如依

49:6 说:

我更要使你作万民的光明，使我的技恩达于地极。

"我们"包括整个人类。 第二依撒意亚的安慰书，由第 40 到 55

辛，全部都表现着这种向外开放的精神 llo

(5) 耶稣的实际乌托邦"天罔在耶稣的生活与宣讲中 ，

又可看到袍的理想:天同，包含整个人类，虽然地同时肯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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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犹太人的身份。袍的主要口的是要打破犹太人狭小的"我

们以最大的"我"欢迎所有人类同建天国。中也要门徒去宣传

福青"使万民成为门徒(l!b 28:19) ，中也说袖认识的天父也是所

有人的天父(若 8:54 -55) ，人人都是几弟姊妹(到 25:40 )。

(6) 初期教会的 1--1 -1 体生活:教会初期一直在耶路撒冷时

常团聚、荤饼、祈祷……(宗 2:42-47 ， 4:23-35 ， 5: 12- l4), 

"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共融的信仰团体。但在这样的信仰团体

中有生活的天主，即天父所派遣的耶肾、基督，复活的主，借圣神

的光照与推动，使初期教会逐渐明白自己的使命:把基督救恩

带给万民。初期教会，尤其保禄，因迫害等记号，突破地渐行渐

远(宗 8:4-28:3 1) ，终使我们成了与人类有关的大闭体。

(7) 基督徒的合一是普世人类统一的力量:耶稣受难前，

曾为信徒祈祷，求父使他们完全合而为一(若 17:20-23)。按

袍的理想，基督徒应是人类统一的力量。袍藉着圣神，分赐给

人不同的神恩，建立基督的奥体(格前 12:1-13) ，我们可以肯

定普世人类必将成为一个"我们"。

(三〉教会团体的历史与训导

(1) 闭体感恩礼的重要性:教会头三个世纪的特点是，使

罗马世界逐渐成为基督徒社会。力量特别来自基怦徒的问体

生活，就是借团体中新的伦理道德标准、新生活方式的吸引与

支持，而这新气氛、新生活则是在团体感恩礼中表现出来的。

(2) 修会团体生活的形成:另有一种对立的现象，是独居

隐修，但这是特殊圣召，不能代表信仰团体的生活。实际上，独

居隐修的生活方式也逐渐消逝，代之而起的修会 I，fl 体生活(圣

本笃创始)。团体能培养有力的个人，支持个人的生活，这是修
会 1-11 体兴起的原因。

(3) 近代教宗有关"社会问题"的通谕:如良十三世《新事》

通谕 (189 1， 5 ， 15) 、庇护十一世《四十周年》通谕(193 1， 5 ，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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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望廿三世《慈母与导师》通谕 ( 1 961 ， 5 ， 1 5) 、保禄六 1tt <论民族

友展》通谕(1967 ， 3 ， 26) 、若望保禄二世 《论人的工作》 通谕

( 198 1， 9 ， 1 4) 之中，不断阐述教会有关人与社会相关问题的思

想，所谈各类共体的社会问题，都假定着一个某本事实:人不

收是个人， 也是"我们是与他人同在共生的存有物。

(4) 梵二牧职宪章对人与社会的关系，提出了三个原则，那

就是:

②以个人为中心的原则:宪章 25 号说:

一切社会组织的本原、主体及宗旨是人，而且应当是人。

换言之，社会不论如何组织，不能牺牲个人 12。

⑤个人与社会一致的原则 :宪章 25 号接着说·

而人贝IJ 本质上便绝对需要社会生活。 ...

人格的玉成和社会的改进，是互相倚属的。

表示二者同等重要，偏一不可 13。

①扶助的原则:宪章 84 号说:

为了适宜求取，并有效地获致整个人类的公益 ， 应当设立

各式国际团体，以应付人类各种急需。

在某些方面，只有大社会才有力量，必要时社会有义务推动

个人的福利与自我的实现 14。

第四节人是万物之灵

人是关系中的存有物，由家庭、团体、国家、国际的人际关

系扩大到整个宇宙，人与天地万物亦有密切的关系。人一方

而赖之而生存，一方面有其特殊地位及使命。中国传统每道

)1/页天应人，表示人与万物相感互通，万物皆在人生命中映现。

所以我们说"人是万物之灵"。在这主题中，我们要提出两个

思想来讨论:人是劳动者、人是"人的世界"之创造者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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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是劳动者

今门 i甘:抖 lli 己什1 工业时代的第_ì皮进入了资讯时代的

第三i皮，去[J 仍有 75% 的人务农， 22% 的人从事与工业有关的

工作，仅 2 -3% 的人操恃电脑、资讯等。于是社会上普遍产

生了一种观念，认为农人不如工人，工人不如电脑从业员。

实际上，只是生产工具不同，劳动方式有异而己，人的尊严并

无差别;走在尖端的人不过是知识多些，工作方法快些，并非

比工人、农人聪明;心灵之光、心轩潜能在人与人之间并没有

什么差距。下面我们要由圣经、教会思想看看劳动的意义。

〈一〉圣经的看法

(1) 人的使命:创世纪有两处提到人的使命:

上主天主将人安置在伊句的乐园内，叫他耕种，看

守乐园。 (2:15)

天主祝福他们说·你们要生育繁殖，元;高大地，管

理海中的鱼、天空的飞鸟、各种在地上爬行的生物。

(1:27 -28) 

咏 104:23 说各去劳动，直到黄昏。出 20:9-11 则写归以

色列人突破性的规定.

夭夭应该劳作，做仲一切的事，但第七天是为恭敬上

主你的天主当守的安息日。.

强调人当适时停止付出劳力，网为人需休息、放松、恢复元气。

而恢复元气的最深 i原来就是恭敬天主，所以安息门当恭敬天

主。创 2:2 -3 说·

到第七夭夭主造物的工程已完成，就在第七天休息，

停止了所作的一切工程。天主祝福了第七天，定为圣日，

因为这一天，天主停止了她所行的一切创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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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三祝福了第七天，表示第七天天主仍继续降福，生物仍继续

滋生繁殖。第七天既受到圣化，人在第七天就不当劳作。停止

工作，即表示该门有特殊神圣的忠义。天主在第七天停止了一

切创造工作，人也停止劳作，似与生物继续繁殖对立，实则人在

自由意识中跟随天主，表示人劳作当有一个限度、节制:需要

多少就劳作多少，而非自口不停地制造，因为劳作是为人，而非

人为劳作。成品为人，而非人为成品;人所作非最终目的价值，

而为工具价值，人不是工共;人不当无限剥削别人与自己的劳

力，无限度地制造是完全反人性、反天主的。谷 2:27 说:

安息日是为人立的，并不是人为了安息日。

人不但要决定自己需要多少物品，也要决定需要多少休息 l60

(2) 工作的消极面:创 3:17-19 表达出人软弱时对工作的

体验日日劳苦才能得到吃食必须汗流满面，方有饭

吃"。认为工作本身是劳昔的。智 13:10-19 中可看到人能做

不同的工作，却把工作的成品当成神，这些都是远离天主而产

生的错误的劳动态度。

(3) 耶稣是劳动者:耶稣离家传教前曾是木匠(谷 6:3) , 

"假如我们在她的言语中找不到工作的特别命令，……基督自

己的生活就是最好的宣讲.也属于‘工人界'，也尊敬人的工

作……她以爱来看人的工作和各种不同的工作，在每一种形态

的工作上，她看到人相似造物主及义的天主特殊面目。" 17 

(4) 保禄也是劳动者:保禄在得前 2:9、得后 3:8、格前 4:12

三处强调自己黑夜白门辛苦勤劳地操作，免得加重任何人的负

担，他"以劳力为生而自夸(他很可能是制怅幕的) ，也因为工

作，他能成为一个自谋生活的宗徒。 "18

(5) 末 ttt 圆满境界中的工作·默示录描绘新天新地说·

"再没有死亡，再没有悲伤，没有哀号，没有苦楚，因为先前的都

已过去了 "(2 1: 4)。在那"己更新了 "(21:5) 、"已完成了" (21:6) 

的时刻，天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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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把生命的水白白地赐给口渴的人喝，胜利者必要

承受这些福份，我要作他的天主，他要作我的儿子。 (2 1: 7)

那时，人1f-::时空中的工作、使命己不存在，所有的工作只是而对

天主、朝拜天主、乐享天主。 1衣撒忘亚先知也捉到天主要创造

迥异其前的未来境抖(依 65:17) ，说人们将"建筑房舍，自居其

中，种植葡萄，自食其果。"~，选民要享用她自己的劳作，他们不

再徒然勤劳……" (依 65:2 1 -23)

(二〉教会的态度与1) 11导

(1) 教会的态度.教会基本上跟着圣经，宣扬人的尊严，肯

定劳动的价值;承认工作有建设性的一面，也有痛苦的一面;就

如基抨一直在劳动，人也当是个劳动者。

@所以教会一直鼓励教友勤奋工作，西方甚至在教会的推动

下发展出科技文明;在传教地区则做了一些基层工作;但有

时也帮助殖民国家利用、剥削殖民地区的百姓。

@因教会强调个人灵魂的得救与死后的永生，无形中减低了

口亩'工作的价值;教友不易看出平日工作与末世圆满的直

接关系，以致对工作的内在价值没有足够的肯定，忘记了工

作本来是天主创造的延长。

@教会在唯物主义思想的挑战下，重新做了一些反省，反映在

上述几位教宗的社会通谕中。然而，除了职工青年运动之

类为工作而发起的运动之外，教会在具体生活中，并未顺应

工业社会工人生活的事实，而始终维恃农业社会的形式(如

一村一堂口) ，致使工人走出教会，不再以教会为家。

(2) 教会训导牛教宗若望保禄一」世系工人家庭出身，对工

人有较深的了解与关怀。他以过去诸位教宗的且想为基础，特

别发表了《论人的工作》之通谕，值得注意的思想有下列干点:
0"工作价值的主要基础是人自己，他是工作的主体。这就

引中出伦理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果真人生来就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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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并且被召做工，

可是工作是 ζ为人不

是人‘为工作，" (6 

号) 。

换句话说，人是主

体，工作是附属休。

其中有此一价值体系;

人第一工作"其次，

"资本"为末。图示如

右。资本与工作虽然

〔图十四〕

资本(金钱)

重要，人却是工作与全钱的主宰，资本与工作皆为人而存

在。
。工作与基督十字架、复活的关系现在人工作所必须付

出的汗水和辛劳，使基督徒和每一个被召追随基督的人，

能亲切地分担基督降世所做的工作。这种救恩的工作是

靠受苦和死在十字架上而完成。与为我们而被钉死的基

督结合一起而忍受劳苦，人为了人类的得救而与天主子合

作。因为他每天背十字架做他所该做的工作，显示他是基

督的真正门徒。""在工作中，因为从基督的复活而得的光

照，我们常能寻得新生命和新幸福的一线希望，就好像是

‘革斤天新地'的宣报，在这新天地内，人和世界正是因工作

的辛劳而彼此分享 "(27 号)。

二\人是"人的世界"之创造者

〈一〉人创造文明与文化

人网Jt ZilJ 态意识(经验、了解、判断、决定、行动)不断建设自

己的屑所、环境，由是而产生人类的文明， DP衣食住行、经济、政

治与社会制度，以共包含，也想、艺术、道德、宗教的种种文化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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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二牧职宪章论此人是文化的创造者，说:

在各社团及国家内，意识到自身是文化创造者的男女

人士，日形增多。在全世界，独立自 主及责任感非常发达，

这对人类精神及道德的成熟，关系至巨。如果我们将团结

世界，并将在具理及正义内建设较好世界的责任直诸目

前，这点必更为明显。于是我们便见到新的人文主义的诞

生，而这主义的内容便是·人的意义即在于对其弟兄及历

史所负的责任感。 (55 号)

(二〉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因为人的劳动、工作、创造都离不了环境，而且也门 益意识

到环境的重要性，在此我们要特别讨论一下人与大自然的关

系 21 。

(1) 教会传统根据圣经"你们要……治理大地，管理……

(创1:28)的说法，主张人既要保护大自然，也可以利用大自然，

认为大向然与人共生，同时也是供人使用之物。

(2) 亚洲人着眼人生存于宇宙大生命体中，主视人与宇宙

的和谐、一体性。

(3) 两方在理性分析、工业此科学技术的发快下，把人视为

控制大自然的主体，大白然成为待人征服的在: f卒，所以产生工

业革命，只顾利用大自然原来斗加速生产，不管原料与人生活的

关系，以及原料无限制取用的后果。

(4) 工业化、都市化、自然资源与能源的消耗、土地运用的

改变、同内外贸易、人的成长流动、食物的苛求与生产、科技与

经济的发展等等，都会影 H向大自然的环境，如阁十五所示 22。

(5) 今门环境因上述肉素己进污染，加上咳能武器激烈的

克-节、核能更广泛的使用 23，使人门益恐惧环境将受严:!Tr:破坏，

甚至到人不堪居住的地步，故而推动环保的呼声不断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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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五〕

能源消耗

(三〉兰兰巴四种不同的环镜神学

(1 ) 圣事性(一体性)环境神学:认为人与宇市、万物及至

高神乃一整体，宁市有如圣事 ， 是至高的记号，大自然是奥妙的

有肌体，人借大 自 然方能得救，有"大自然外无救忠"之说。 这

种环境神学有泛神论的趋向，人与大自然与神似乎没有区别，

抹杀了神在大自然中的无限性与神圣性，以此人在大自然中的

特殊地位，有些东方某怦徒热衷此-U想。 德门进神父神学亦

属之。

(2) 基督救恩性环境神学:把万物皆神的思想净化 ( DP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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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i舌化 dcmytho logization) ，以耶稣对大自然的看法为标准，

认为大自然乃天父所创造，美丽可赞，是助人走向天父的工共，

人 口11去受亦可拒绝。 这种丰ih AF:助人与大自然有正确的关系，但

只注 ，应基怦，未免狭窄，忽略 r L述的一体，也l、 ;但 。

(3) 以末 1it，圣神为中心的环境神学·根据罗 8: 18-30 特

别强调圣神与末世，阐述大自然系人在痛苦中的伙伴，将与人

一同走向圣神内的圆满境抖。这种神学着重末世创造，不够注

意历史上的发展;极育圣神使一切精神化，不太注意人俏同天

主在大自然中的奋斗，而且圣神是谁?所述不够清晰。

(4) 以创造为主的环境神学:认为天主创造大自然抖;人

在大自然中，一方面是大自然的作品，另一方而也是大自然的

创造者;大自然是人的对象、人的伙伴，人是大自然的发育者，

协助大自然与天主对话者;人与大自然乃是相感互应，一体共

融，共同走向末世的圆满。此一神学既以天主的创造为出发

点，又注意到人类自然科学的研究、贡献，有整合性的反有，比

任何环境神学都完整;今人多将大向然视为工具、原料，不管未

来，此一神学有助于人的革新，启友人与大自然建立新的关

系 2 1 。

研究反省题

l.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在"你一我"、"我们"方而有何异

同?

2. 你对中国传统五伦有什么看法?

3. 为何中国人强调"Whosc who arc you?" (你是谁的?

4. 今门中国社会个人的茧要性口益提高(民主化、现代

化) ，与传统思想如何配合?与基督信{(r 'I 什么关系?

5. 个人、团体、社会，何者重要?家庭、固不、国际，何者主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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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你对士农工商的传统观念有何看法?请付1某怦信仰的

立场评之。

7. 近代史上教会始终不够 :~n: 视工人，为什么?

8. 在教宗若望保禄 \1廿论人的工作 ìilii俞中，你认为最重

要的三个思想是什么?

9. 今门人类门益l!í:视环境，有问神学的理由?

10. 今口人类有能力建立一个让每个人生活都甫址的制度，

但为什么人类却有困难更快速地建立一个合乎人性尊

严的世界的新制度?我们个人、团体与国家该如何具体

参与这项建立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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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解

K . Rogers . On Becoming a Person , (BosLon: 日 ough lon

Mi[[]in Co ., 1 96 1 ) ， 9 1 。

2 W. P a nne nbe r g. Anthropologie , (GöLtinge n: Vande nb oeck 

& Ruprech L, 1983) , 2 18-2 1 9; 他用了 G. H . M ead, E. H 

Erik王son叽1 ， S. Shoem口1 ak汇e r禽， E. Tuge ndhat, J . P . Sartre飞， D. 

He口盯r川i ch 等等学者的意见我"与"自我

3 今日因斗社土会形态的改变，有人提出应当再力加口 第六伦:人与斗社土

会与陌生人的关系 ， 即群己关系;第七伦: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第八伦·人与神的关系 ， 即某种信仰。

4 参阅项退结‘一体之仁'的含意及对基督徒的意义" ， <哲学与

文化} 17 1 ， ( 1 988，时， 14-20。

5 参阅罗光《生命哲学H 台北，学生书局， 1985) ， 1 3 1 - 1 32。

6 西方肯定超越的神，人向无限瞻望，好似透过"窗东方不说有

F民无限，而说人与宇宙一体，反映宇宙如"镜"。 镜表达出神的

内在性，与窗的超越性适可相互补充。

7 参 阅释慧森编著 《初级佛学课本H台北·能仁文化中心，

1980) ， 1 4 、 1 8-20。

8 男女关系是人关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面，特别放在第四篇第

二章"人的性别"处讨论。

9 释经学分析保禄牧函年代仍在讨论中，此处不管编年问题，只

由圣经看二人之情谊。

10 参阅梵二牧职宪章，第二部分第 一章"维护婚姻与 家庭尊严 "

(47-52 号)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家庭团体劝价 ( 1 981， 11 , 

22) 。

11 除了有关以色列历史的书，请特别参阅，

Donald Se n ior , C. P. , Carroll Stuhlmue ller , C. P. , The 

Biblicα 1 Foundαtions for Mission , (Maryknoll ,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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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bis Books , 1983), 83 -109 、 340-341。

12 以教会来看，没有什么可以代替个人直接立于生活的天主面

前，这是教会生活不可代替的一函，也是路德特别强调的一点。

13 把这原则应用在教会团体中，可以"共融"(communiol 来表达。

14 以教会来说，我们也承认教会是社会上有制度的团体。 以此来

看，教会亦当有辅助原则 。

1臼5 参阅梵二牧职宪章'第二部分"若干比较迫切的问题

第三章"斗社土会经济生活"\，第四章"政治团体的生活

才护户和平及j推住动国际团体 "(6臼3-9ωO 号 )λ。

16 参阅张春中‘休闲'的神学" , <神学论集)35 ， (1978 ，春)， 77-

93。

17 见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论人的工作》通谕 26 号基督一工作

的人

18 同上， 74-7币5。

19 看上述通谕及梵二牧职宪章 3 、 25 、 67 、 68 号 。

20 "文化"的定义几乎随每位学者而有差异。 此处仅指狭义。

21 参阅 Lester R Brown , Stα te of the World 1987- A World 

Watch Institute Report 011 Progress Towαrd α Sustα~nαble 

Society , (N. Y. &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 

1987) 。 在"天地人"三部曲的第二部〈地的神学〉一书中将详细

t兑明 。

22 见亚洲基督教协会新闻 (CCA News 1986, 1, 15) 影响环境因

:李图 。

23 击。核能发电厂引起整个人类的辩论，怀疑是否能长久控制其效

果。 专家说，核能发电厂的问题，皆出于人的错误，不是科技与

机器本身的问题。 但贮存的废料却不知百年后将有何等恶果。

这是特别意识到环境的重妥性的人们激烈反对兴建核能发电

厂的原因。 参阅 Christopher Flavin , "Reassessing Nu

clear Power" , Stα te of the World 1987-A World 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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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llte Report on Progress Tou;ard α Sllstα~nαble Socie 

ty , (N. Y. &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 1987). 

57-80。

24 参阅: M. Löhrer , Chr , Schütz , D. Wiederkehr (Ed.) ‘ Mys

terium Sαllltis-Ergänzungsband ， Arbeitshilfen und 

VFeiterführllngen , (Zürich , Einsiedeln , KölηBenziger 

Verlag , 1981) ， 325-332; 德国主教团牧函大自然的未来自F

人类的未来一有关环境能源的声明 (1980 、 9 、 25) ，其中论及:

②人类目前新的严重情况， (Q)天主创造世界的福音，①保护环境

与能源的方法;Jürgen Moltmann ‘ God in Creαtion ， (Lon

don: SCM Press , 1985); 国内对环保问题也日趋敏感，报章杂

志所论甚多，请自行查阅。另外也可参考德国路德教会与德、国

天主教主教团共同声明 "对大自然负责" , Cologne. 1985。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L and Develop 

ment (Brundtland Report''), Qur common Fllture (Oxford 

& N. 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7)。



141 

第二章 人是"一位" (位格)

本章我们除了澄清一些概念，还要提归圣经作者的看法，

并描述"位格"概念的历史及其丰富的内涵。

第一节概念的澄清

有关人精神主体，在中英文里都有许多不同的名称，指点

不同的面貌，先列表比较如下，再分别予以解说。

〔表十六〕

Jß: 文 X 中H 关 语 il 

1, ego 我 本我(id) 、超我 (supercgo) 、

主体

self 门 我 门身、自己、我门己、门大、门卑、

自尊、自觉、内我意识

person 位 恪 一位、位际、位格化

pcrsonali ty 人 中再 性格、个性

hcart 'L'、 心主、心术、 11 1 心、丑 '卡、 ，W- +1" J 、

l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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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与 "自我"

(1) 我与自我的|豆另rJ : 我是指人的最后主体，那向而决

定、负责的主体自我"贝rJ包括主体也想、情感、自由志忐等等

的各种问素，是由多种因素一而看的"我"飞。

(σω2匀)佛教中的"白我

为，根4本又没有永存不变的‘我自我'只不过是色、受、想、行、

识五蕴集合而成。他认为自我，像浮在水面上的坡浪一样，

水远处在变动的状态中，无时无刻不在进展，因此，不同时刻绝

不可能是同一个自我。按照大乘佛教的说法自我"有不同层

次的存在。当我们在生活中谈到"你""我"时，这是一种通常的

自我。这通常的自我只是虚幻的，并非实际存在。但是从一个

较深的层次来说，的确有"真我"的存在。"真我"也就是"大

我"。大乘佛教认为，每一个人的"大我"都是一样的，而且与

"佛性"相同。可是在佛教的理论中，根本没有永存不朽的自

我，所以那些相信灵魂实际存在的人，一直被传统的佛教视为

异教徒。虽然如此，实际上大部分的佛教徒确信，在轮回的时

候，有类似不朽的灵魂，从一个存有物移转到另一个存有物。

从再生的信念，以及两天极乐生活两方雨来看，大乘佛教的自

我比小乘的自我的确更具有实在性 2。

(二〉人格

(1) 心理学的描述:心理学上"人格"一词，源于古典拉丁

文中的 pcrsona，原意是而共，代表古希腊戏剧中所扮演的

角色，引申为个人各种内外属性的总合，本身不含任何道德的

色彩。有关人格的界说，现代心理学家的看法可说是林林总

总，不j兰州同，若欲摆脱研究者研究兴趣的限制，又不失人格所

属的特性，就必须采取综合性的界定·人格是个体与其环境交

互作用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独特身心组织 (organiza 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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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一变动缓慢的组织使个体于适应环境时，在需要、动机、兴

趣、态度、价值观念、气质、性向、外形及生理等方面各有不同于

其他个体之处"3。

(2) 哲学的恼述:人恪代表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是共有个

性的人。个性是人性潜能的实现，人格便是人性潜能实现的整

体。换句话说，所谓人格，第一，指人具有的个性。个性不是普

通所说的特性，而是每个单体人所具有的个别性， Q~实体所有

的因素。第二，指一个人心灵生活的成就，即一个人追求真善

美所达到的层次。层次越高，人格越高;若缺乏做人的基本道

德，便被人责为"没有人格如孟子说，没有恻隐、羞恶、辞让、

是非之心，就不是人。按一般哲学的看法，人格包括"有"、"本

体"、"单体 也就是指一个自立、有个性、按理智追求真善美的

人。中国哲学中的人格，指一个发扬心灵之仁，参赞天地化育

的人飞

(三))山

任何文化里心"都是一个基本观念。其含意可由心理、

哲学、宗教三个层面来看。

(1) 心理层面:心是感觉、情绪、冲动、趋向等等内在因素

的集合点、 出发点。如"分心"是集中点丧失有心人"是全部

生命都集中在某一点上三心二意是散落在好几个点上。这

是形下的描述。

(2) 哲学层面 ·心，代表一个人最深的焦点，是人整个存有

与整体宇宙、无限奥迹各种关系的形上会聚处。所以，中国唐

代薛氏有"水清则见毫毛 I \.，; ì青则几天命"之语，圣经有"心里洁

净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的话(玛 5:8)。中国古

代哲人对心的用法不甚一致，大体指自我的主宰，苟子以心为

认知、考虑、选择、命令等领导的力量。

(3) 宗教层面:心是人或天主或整个宇宙的中心(卜、，ar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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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c world)。在宗教的平面上，由天主的向我 JIJ 示可见，救危l、

史上天主行动最深最美苦的力量即其绝对自由的爱，此一绝对

向巾的爱就是天主奥迪的中心(若- 4:8: "天主是爱" )。降生

成人的天主子，纳阻!的人耶稣，同佯也有推动一切的最深力量 ，

那就是池的爱(若 13:1 她既然爱了世上属于自己的人，就爱

他们到底" ) 。 可以说，耶稣的心也是爱，而这爱借着所赐与

我们的圣神，己倾注在我们心中了" (罗 5:5 )司。

(四川豆恪

中国人虽不讲"位格

在西方‘"‘ f位立格"是论人的重要概念。初期教会用以表达人答复

天主启示之经验，是重要的思想范畴之一。因材料甚多，我们

专节讨论。

第二节圣经的看法

(一)1豆 恪

圣经作者1:û不用"位格"概念述说有关人的道理，但在许许

多多的叙述里有向立体，有行动主体，有关系，明显表达出一个

"位棉"的事实。譬如:

(1) 有唤，出 3:4 记载上主见梅瑟走向焚而不毁的荆棘观

看，便叫他，他立刻回答，显出其中有有唤者及被有唤者。伯多

禄宗徒蒙有(若 1:38 、 42) ，保禄归化(宗 9:4 -5) ，也都因经验到

召唤者与被召唤者问的位际知遇。所谓"盟约双方之间订立

合同，就指出那是人与天主两位之间的事。

(2) 派遣:耶稣复活显现给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成

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投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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吩咐你们的一切" (玛 28:18-20) ，可看出派遣者与被派遣者双

方雨的位格存在。

(3) 悔改，荡子比喻里，小儿子真诚的悔罪，与慈父的怜

爱、欢乐(路 16:11-32) ，清晰可见忏悔者与宽恕者的两位 6。

(4) 我是，梅瑟问天主的名字，天主说我是同在者" (出

3:13-14)ï; 耶稣讲道时每说我走善牧" (若 10:北14)λ 我是道

路、具理、生命"(若 14:边划6ω)λ 我是世界的光"气'飞(若 8:12); "我

明表达出主体位格的f含斗意。

〈二)1山

O圣经作者视"心"为人的内部，除了情感，还包括记忆、思

想、计划和决定。如咏 33:11: "上主的计划却永恒不变，

袖心中的谋略万世常存。

O认为"心
抉择的地方，是天主奥秘行为的处所，是人与天主相遇的

所在。在天主子耶稣基督的"心"中，天人合一具体实现。

。耶肋米亚先知论到未来的新盟约说，上主要将袖的法律放

在以民的肺腑里，写在他们的心头上(耶 31:33) ，厄则克耳

先知则说，上主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在你们五内放上一

种新的精神……"(则 36:26) ，此一事实，可说在耶稣建立

的新约中应验了。因为信从耶稣从他的心中要流出活

水的江河" (若 7:38) ;在耶稣基督内，会经验到天主光照人

灵的眼目(弗 1: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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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位格概念的历史

(一〉古代哲学的分析

位格，希腊文为 prosopon ，拉丁文为 persona，原意是"面

容"、"面具"、"角色"。在对话中、戏剧中，描写不同关系的行

动。圣经七十贤士译本中，以此字称天主的面容，可能影响到

肯代教会说天主内有三个面容。

按某些古代哲学家的分析，具体的存有物可分三个不可分

的层次，即:

(1) 非定性的基体(希腊文为 hypokeimenon ，意即放在下

而之物)。

(2) 在这基体上有个固定而且普遍的属性 (quality) 。

(3) 在这普遍性的存有物上又有个别的属性(希腊文为

idiomata) 。

存有物有上述三个层次，所以是一个有个性的"个体气。

有的教父运用这种也想方式来解释天主三位，他们说-天

主内，基本上有天主的奥迹本身(即上述基体) ，然后有天主性

(即上述普遍属性) ;最后有父、子、神的个别特性(即上述个别

属性)。这种解释反映当时的解释，还在普遍属性与个别属性

上，是一种在性体(ousia ， physis , nature)平面上的解释，尚无

"主体"或"位格"的概念。

(二〉希腊款父的思苦

后来，希腊大教父，如纳齐盎的额我略 (Grcgory of Na

zianz , 329 - 390)、尼沙的额我略 (Gregory of Nyssa ，约

335-394)和巴西略 (Basil ，约 330-379) ，因天主论与基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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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不断澄清上述的其本概念，把个别属性建立在所用的

hypostasis (比上述 hypokeimenon 抽象，意即站在下而者)
l二 ，应用在天 主的奥迪中，因父、 F 、丰I~ ~Ií有个别属性，在救出、 史

上都有主体 (hypostasis) 般的救，也表现，所以悦有 气 位， 义 ú

共同、 il午边的天主性。

因教父们的努力，加采东 (Chalcedon) 大公会议(151 年)

才把"位格"与"性体"清楚分开，并以"位恪"观念说·

同一基督主 独生子，具有两个性体，彼此不相混

地、不变更地、不分离地、分不开地结合着，且这两个性体，

在无损于各自不同的本性，不同的特性的情况下，合成一

位(prosopon)、一个位格(hypostasis) 0 (DS 302) 

(三〉曰后思想的发展

(1) 在罗马文化中，法学家暨神学家的戴尔都良，把 pcr

sona 当成法律及权利的主体。

(2) 奥斯定论天主内在的奥迹，特别反省到父、子、神问的

关系，把拉丁文 pcrsona 角色的关系性特别发挥了出来。 可能

他是历史上第一位把"位格"视为"关系"的人。

(3) 波哀丢斯 (Boethius ，约 480-524) 说 f立格是"理性

的个别本体" , QP"有理有的单体 (pcrsona cst rationalis 且a

turac individua substantia , 9) 。 因为他寻思位恪究竟有什么

样的本性?发现位格本身要求一种精神性。 显然，他的探讨不

集中在"个体"及"向立体"上。

(4) 拜占庭的需翁丢斯 (Leontius of Byzanz ， 543)说.位

恪乃"因己而是"或"因己而存"10。 表示不是附属休，而是主体

(5) 拉斯底古 (Thc Deacon Rusticus ，第 六 愤纪)表示，

位格"阳于己内 "11 。 从他开始，位格的个别性不再认为来自外

在原因，而肯定出于自己。 位格既出于自己，天主第二位同可

接纳-有限人性，存立己内，不受影H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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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马 YL西摩精修 ( Maximu s th c Confc ssor , 580 - 662) 

在基怦论的争论中，特别强调位恪是主体。

(7) 君士J旦丁依第2届大公会议 (68 1 年)宣称:

同 一基督 天主的独生子，是在两个不相 f昆的、 不

变史的、不分离的、分不开的性体 内，她从来不因两个性体

的结合而有损于两个性体的不同性，反而在更保全了两性

的特质情况下，两个性体 ， 合成一个位;这不是两个性休 ，

分为或裂为两个位，而是合成同一天主的独生子 - 天

主的圣言、 主耶稣基督。 (DS 555) 

其中"一位更保全了两性特质"的话 ，说出拉斯底古及马克西摩

二人辩证性的原则 : 二性质不同之物结合在一起，并不泯除二

物之区别，反而更保全两性的特质。 此辩证原则 己假定·有一

位格，为二不同之物交流的独立中心。

(8) 维克多的理查 ( Richard of St. Victor , + 11 73)说.位
格是"理性的不可交融的存在"( pe rsona cst n aturae in

t e llcctua lis incommunicabilis exis te ntia , 12) 。 请注意 ex

istentia 等于 cksistc ntia J]P to "ou t-stand"into some thing。

这就是关系 (re lation ) 。 他表达 出位格有两面 ， 是不可混淆的，

又是向外伸出的;位格包含着关系。 他强调了人与根顿的关系。

(9) 多玛斯延伸波哀丢斯的概念说·位将是"在理性内有

区别的个别自立体 ( pc rsona es t in natura inte llectuali 

dis tinctum subsistc n s , 13) 。 他的位格观念有三个特色:是理

性的完整本体、 自 立的、有别于其他的。 他肯度用 了" 自 立体"

→词。

( 1 0) 主斯 · 史备都(又译:忠高 ， John Duns Scotu s , 

1266 -1308) 继续发挥 Victor 位将中关系的一雨。 认为人位

格最深的意义是他与天主的关系，以此与未来口标的关系 1 4。

士林神哲学随着多玛斯与史各都，多叨我会与方济会一直

在为位格是"自立体"或是"关系"而争论不休，也影响到教会内



第二章入是"一日" C但恪) 149 

长久流传着这两种传统。

(11) 附卡儿有名言我jι 故我在" (cogi to crgo sum) , 

认为我之所以知道有我， I到为我想 。 如此看来，位中再乃是理

性的 j二 (水 。

(1 2) 洛此 (John Lockc , 1632-1704) 与康德 (lmmanucl

Kant , 1724 -1804) 以向我f忘5立t 识说叨''{位立恪

5~ 我f忘志5立:识的自由主体 l怡气。

(13) 休读 (David Humc ， 1711-1776)认为"自我不过是一

堆心象而已，彼此不可思议地急速续承，并流动不息。 "飞，气、l罔6 这就是

所谓的位格"一捆论

hav盯lOr咀m丑1) 与今日的"幸新l斤f行为主义"(neobehaviorism) ，后者如

施金纳 (B. F. Skinner)，也认为没有永恒的"自我"。

(14) 齐克果 (Sören Kicrkcgaard , 1813-1855) 强调近代

的"主体思想他说·

当我站在天主面前，我无条件地是个个体，绝对永远

孤独。 基督徒友谊也无所助益，我孤单地面对天主。 我必

须相信，必须决定，必须聆听、抉择天主的圣言，教会、司

锋、圣经都不能替我负责。 I ï 

(15) 拉内 (Karl Rahncr , 1904-1984) 以位格为主体(而

非关系) ，他说.

位格，是在意识中，及与整个实体并其无限根源的自

由关系中，拥有自己的主体。 18

(16) 今日主张"位际思想" (pc rsonalism) 的学者则强调位

恪的关系性，如马丁·布柏 (Martin Bubcr , 1878-1965) 、罗森

次成恪 (Franz Roscnzwcig , 1886-1929) 、艾们纳 (FCl咀nand

Ebncr , 1882-1931)、卡斯波 (Bcrnhard Caspcr) 、杜尼森 (Mi

chacl Thcunisscn)等名家，所论甚多，不特别引述，他女Il

穆议 (Heribert Mühlcn) 说 l没支有-个"我

"你"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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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 IPII 尔 (Waltcr Kaspcr) 与 1~L 辛格 (Josc f Ra tzinge r) 

认为关系而是本体论范伟l 中未予足够强调的肉素。

史勒拜克斯 (Edward Schillc bccckx) 以为位恪需f? f立际

性 IJ 主体性，他认为关系的-而是根本的、币:~的肉素。

加洛 (Jcan Galot) 相信我"的工忘志2~ 识 J某j主J 于雨叶、遇到

"‘你

摩特曼 (ωJ让山ur电宫g肝cn Moltm丑lann)说.个性与社会性是同一事

实的两面，因此，他认为，主体与关系的肉素是位格概念互

补的阴雨。

黄;/~ i廉 (Joseph H. P. Wong)对位恪如此界定位格是

理性界中关系性的自立体位恪是有意识的关系性自立

体

可同时应用在圣三论与基督论的教理中 2叽0飞。

(17) 梵二牧职宪章旦未列出狭义的位恪定义，但提到位格

所包含的主要因素，如说:

(人)决定自己的命运，这样便是回转到其内心的深

处。人承认在自身内有一个精神的、不死不灭的灵魂。

(14 号)

人 tlr 参与天主理性的光明，为了自己的拥有理智，而

认定自己超出万物之上。 (15 号)

在良心深处，人发现法律的存在。……人性的尊严就

在于服从这法律。……良，心是人最秘密的核心和圣所，在

这圣所内， λ、独自与天主会晤。(16 号)

人唯有运用自由，始能向善。……具的自由是人为天

主肖像的杰出标志，天主曾"赐给人自决的能力"。……人

性尊严妥求人以有意识的自由抉择而行事 (17 )号

人们对位格(人格)尊严、对位格高于一切、对人所有

神圣不可侵犯的普遍权利和义务，其意识亦越加活泼。

(2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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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 (言 j(1I自由宣言则更明显地说·

现代的人们日益意识到位格的尊严 .) (1 号)

(1 8) 敦宗若望保禄一 111: 认为，位恪是行动中的主体《 他在

《人类救主通iíÍtr ( 1979 , 3 , 1 ) I l' ìSt 
人不能放弃他自己，或属于他的在可见世界的地位，

他不能成为万物的奴隶、经济制度的奴隶、生产的奴隶、他

自己产品的奴隶。 ( 1 6 号)

在《富于仁慈的天主》通谕中论人类不安的来i町、道.
(唯物主义的社会)视物质较人为优先，……除了意识

到生命所受的威胁外，人们还逐渐意识到另 一种对于基本

的人性更具毁灭性的威胁，即与人的尊严及追求真理与自

由的权利息息相关的那种威胁。 ( ll 号)

在〈论人的工作》通谕里所说的，可能是他表达其位楠观念最清

楚的地方了:

人要治理大地并且统治它，因为人既是"天主的肖

像

的主体，能为自己作决定并且有自我实现的倾向。身为住

格，人因此是工作的主体。身为住格，他工作，实行属于工

作程序的不同行为，撇开行为的客观内涵，这些行为应该

有助于实行人的本性，完成人之所以为人的使命。 (6 号)

〈囚〉综 合

巾上可见，每位思想家皆按其思想体系强调位格不同居雨

的因素。按照我们的看法，人的位恪包含五个主要闲素;有的

较为静态，如自立体、统一性、个性，有的较为动态，如关系、行

动主体，两者相辅相成。换句话说，位格愈发挥他的动态关系

雨，他愈能肯定自立体的独特性。为分叨起见，以下表示之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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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七〕

向 立{丰 sub-siε lC n ce 

\ )才 市P 统 (性)( f，!{ f丰凡) 1 n-slstc ncc 
(unity.total ity) 

关 个体(性)(烛一性) so l o-sistcnc巳
系 而 ~巳之a、 ( individuality , 

的 u l11 queness 

中 Ml瓦 动 关系(性)(位际性) con-s lstencc 
'L、

正直边 (re lationsh ip) 

丽而 井，0之e、
行动主体(性) e k-sistcnce 

(c巳川cr of action) 

(注意 sub- 在下; in- 1'E 内 ;so l o- 个别 ;co口 - 同在 ;ek- 向外; -s i ste n ce 即

"体"之立)

(五) i豆格化与集体(豆格

"位格化"及"集体位格"(corporate person , or per

sonality)都是类比的说法。

一-如圣经上说就如罪恶借着一人进入了世界，死亡借着

罪恶也进入了世界"(罗 5. 1 2) 。 "我爱慕智慧，自幼就寻求

她，设法娶她做我的配偶"(臂 8:2) 。其中"罪恶"、"死亡 "、

"抨击"有如一位，是种位格化的说法。

法律上每以→个人代表一个 IJI 体或一个罔家，又有财团法

人，皆视集体恍若一位。

一 又有 血统上以一人代表全体的，如"亚当 "(Adam) 代表整

个人类。 以"以色列" (雅各们)代表整个以色列民族。

一个有共同理想、 1 -1 1 结一致的同体，说"一斗一德也仿佛

一个人一般。

宗教方雨，如以色列民族为天主盟约的对象，教会为基督

的奥休，犹如一位天主钟爱的新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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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反省题

1.为向中同 jLl、想家没有发挥''{立恪"概念?他们门j 什么话

来表达''{立棉"的事实?

2. 以某仔信 1月1 右，佛教的向我现念哪一方而!'，'iJ 须研究澄

清?

3. 小我"、"大我"指什么?哪个比较主要?

4. 你对耶稣圣心敬礼有何了解?

6. 基怦信仰中的"位棉"概念为中国带来什么新的也想?

6. 中国传统思想无位格观念 ， 是再本位化要把位将观念抛

弃?

7. 在今日社会上何时看到、听到位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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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9 

3 

4 

D 

6 

7 

8 

9 

10 

1] 

12 

13 

解

沈;青松J庄子的人观""哲学与文化 15í.(198í. 6).13-23。

甘易逢编著，明镜译浅谈佛学 天主教徒的观，占、 ~ (台中 光

启出版社 ， 1983).35-3í 、 .18-55

刘英茂主编 飞普通心理学(台北 大洋出版社， 1980 三版) , 

302-304。

罗尤生命哲学 ~(台北:学生书局 .1985) ， 132-133。

严格而论，敬礼耶稣圣心时，不是敬拜耶稣身上的心脏，而是敬

拜此，心脏所象征的耶稣本身，敬拜爱人到底的天主子。

参阅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富于仁慈的夭主》通谕里浪子回头的

比喻， 1四9-2邱6。

忠高圣经译"我是自有者

是同在者"\。

立扰t是这"个休

思扭想、下‘"1‘性休"与"位格"二询尚未分;九清i青青，囚此有当时形上学的

先夭肯定:有完整的"性休

了有关耳耶F 稣基督臭迹的错误理论。生口奈斯多和J ifJ<. (nestorian

lsm ，即景教)，认为那直在基督既有天主性体及人的性休，必有天

主位格及人的位格，而主张二性二位。

!!r Pe 1'son is an individual substance of rational nature. 

见 Liber de perso l1 α et duabus naturis. III. (PL. 64 , 1343)。

!!Il Person is 飞o be for one -se lf'\(PG. 86. 1286A), or "to 

e xist fo 1' 0口e-seJ f'". (PG. 86. 12ííC-D) 。

!!r Person is 飞o 1'emain in one-sel f". (PL. 6í. 1239B)。

!!r P巳1"son is an incommunicable 巳 xistence of intellectual 

nature. (PL. 196. 945-94íC) 。

!!r Person is a distinct substance in intellectual nature. 

(8. Th. 1. q.29. a. 1-4; c f. 1n 8en t., d. 25 , q.1 , a. 2,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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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cs t.. disp. C\C potentia. q. 9. a. 1) 

门 i~ I习 H. :.Iühlen. Dc/' Hciligc GCll，/ α ls Pcn;ο门. (:.Iün ，.; t 巳 l'

Aschendorff. 1963).37- ，12 。

15 参阅 John Locke . Ess町， cOllcerning Humαη Understαnd-

ing , WwII , (Aalen , 1963) ， 55。

16 参阅 David Hume 、 A Treatise on Humα n Nature , (1739) ‘ 

146-252。

17 见 Emil Brunner , Mαn in Reuolt , (Philadelphia. 1947) , 

285。

18 Karl Rahner , Herbert Vorgrimler. Theologicα l Dic

tionαry ， (Freiburg: Herder KG. 1965), 351 。 才'fL因 4也的位二格

定义，在三位一体的臭迹中，他难以应用位格概念。他强调天

主内只有一个本质，只能有一个绝对的自我意识、自我临在;所

以只有一个主体，不可能有三个主体一一三位。为避免变成

三个天主，他建议不用"位格

slstenzwe lse . 英文 manner of subs iste nce) 。

19 Jean Galot ‘ Who is Christ-A Theology of the Incαrna

tion , (Rome: Gregorian Univ. Press. 1980). 295-296 、

302。

20 见 Joseph H. P. Wong (黄克镇) , Logos-Symbol in the 

Christology of Kαrl Rahner , (Rome: Libreria Aieneo Sa 

l esia口0 ， 1984) ， 216; 并参 l习武全正、谷系松‘才之内基τ肾论中的

圣言一一象征' 一书 简介，神学论集 65 ， ( 1985 ， 秋)、，\ 7 1-

477 。

21 参阅本书第五篇第二章的系 统解祷，特别是第一节中的第四

点、关系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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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和二军 人是天主的商像

基督徒团体何以发展出位格的观念? 最深的原因，可能因

为基督徒相信:人是天主的肖像。

公元前两千年左右有位埃及王曾对他的儿子说人是天

主的肖像，是由天主的肢体而来的 。 圣经作者不论是再受了

此一古老传统的影 H向，在其著作中多处言及人是天主的肖

像

本章我们即由圣经出发 ， 然后提出信仰史上不同的解释，

以及近数十年来的教会训导 1 ，最后再作一个神学反省。

第一节圣经的信念

在研究圣经的信念以前，我们要先就圣经的m字探讨一下

"肖像"的含意。

圣经中有两个字(希伯来文)互用:

selem: 即希腊文 eikon ， 拉丁文 1mago ， 英文 image ， picture , 

painting, ......如.撒上 6:õ 制造. ...…‘"‘像

绘町.….…….….….… ‘"‘ j人\{像象

亚 5丘:2历6: "偶像

d由em口lut仁:即希腊文 homτ丑10ω10ωS1臼S ， 1拉t丁文 s创1m丑11出litωud巾0 ，失立文~ S白1m丑11让la

rity , copy , imitation , reduplication , rcscmblancc , 

rcprescntation , inner affinity , appearance , sh ap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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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列下 1凶6:10: "罔案模型

样

10: 纠外、表的"形象

象

佯" 。

可见一千字无大分别，可以通用，大体在指二物间的相似、相同 2。

圣经中以此二字表达出三个主要思想:人是天主的肖像、基督

是天主的肖像、人是基督的肖像。

(一〉人是天王的肖像

创世纪有道.

天主说 "让我们照我们的肖像，按我们的模样造人，

叫他管理海中的鱼、天空的飞鸟、牲畜、各种野兽，在地上

爬行的各种爬虫。"……天主于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

就是照天主的肖像造了人;造了男人和女人。 (1:26-27)

叙述洪水前亚当之后裔时，又捉到此一基本信念(创 5:1-2) ; 

在洪水后有关人类复兴的反省中再次提醒人是照天主的肖

像造的" (创 9:6) 。 智慧篇作者论及死亡之谜时说·

天主造了人，原是不死不灭的，使他成为自己本性的

肖像。 (2:23)

德 17:1-12 解说天主造的人，除了重申创世纪的基本信仰.上

主"依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之外，更进一步说道:

赐给他们理智、唇舌、 DR 目、耳朵和能思想的心，使他

们充满知识与理解力，使他们能分别善恶。 (德 17:5-6)

雅各 1门(与 i戒(言友;不 i亥诅咒"那照天主的肖像而受造的人"(雅

3:9-10) 0 f呆禄在当时Ifi:E男轻女的背景下，主张女人祈祷或说
先知话时耍蒙肯帕，男人不必因为他是天主的肖像和光荣"
(格前 11: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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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督是天王的肖像

1主怦徒信仰的特色是:把天主的面貌置于人类!力史中，视

纳四 IJ}J 人耶稣，死而复活的基怦为主。换句话说， 由某抨徒看

来，耶稣幕怦乃是人类j对史中的天主肖像。{呆标就如此说过，

看见基督 一一 天主的肖像 光荣福音的光

明·…..为使我们以那在基督的面貌上，所闪耀的天主的知

识，来光照别人。(格后 4:4、 6)

他应用科 7:26 的说法叙述基督的品位，十分强调父子的关系:

她是不可见的天主(父)的肖像。(哥1:15 ) 

她是天主(父)光荣的反映，是天主本体的具像。

(希 1:3)

若望宗徒则说:

我们见了她的光荣，正如父独生者的光荣， i高溢恩宠

和真理。(若 1:14)

在旧约中，天主的光荣即袍的显像 (demut) ，那么门徒看到的

就是.基督是天父的显像。怕多禄也说:

我们亲眼见过祀的成荣，她实在由天主接受了尊敬和

光荣……(伯后 1:16-17)

(三〉人是基督的肖像

保禄论到复活后的身体，比较现在与未来的状况，提出两

个词汇.属生灵的身体(希伯来文 nephesh ，希腊文 sòma

psychikon) ，属神的身体(希们来文 ruah ，希腊文 sòma pncu

matikon) 。 他说:

属神的不是在先，而是属生灵的，然后才是属神的。

(格前 15:46 ) 

我们怎样带了那属于土(生灵)的肖像，也要怎样带那

属于天上材料的肖像。(格前 15: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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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属丰I~就是保禄在斐 3: 10-11 所谓的.

认识基督和她复活的德能，参与她的苦难，相似袍的

死，… - 也得到由死者中的复活。

他又说，

凡是领了;‘先归于基督的，就是穿上了基督。 (迦 3:27)

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

(迦 2:20)

意思是完全转变成基怦的肖像。保禄说这新人即是照创造

他者的肖像而更新，为获得知识的 。 在这一点上，已没有人种

的分别而只有是一切并在一切内的基督"(哥 3:10-11) ，因

为天主的计划是:

预定他们与自己的儿子的肖像相同，好使她在众多弟

兄中作长子。 (罗 8:29)

总而言之，在保禄信仰的传统里，把"人是天主的肖像"清晰而

具体化为以基督为中心的信念人是基督的肖像"。

综合上述，人是天主的肖像。 "υλ人、是天主的肖像

作者笔下的含意可归纳为囚.

(1) 人是天主创造行动的高峰 3。

(2) 人是创造者天主真实的交谈对象:天主主动与人建立

了交往的关系，人是袍的反应回 H向。人能与天主交谈，是其它

受造物所没有的光荣特点，也显示人与天主亲如父子的关系

(创 3:9-13)。人的价值、尊严之最深来源即是人能与无限美

善的天主作你我的交往。这样的思想，按圣经的说法就是:人

反映天主的光荣。如.

以后在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一位像梅瑟一样的先

知，与上主面对面地来往。 (中 34:10 ) 

梅瑟与天主而对而交谈门才，出于于纪描写说他的脸皮发光" (34: 

29 、 35) 。 蚂 17:2 描述耶稣显容时也说"袍的面貌发光有如太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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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悔瑟肉百姓↑向 搜近他(出 34:29) ，"用首帕 蒙上自己的 脸"

(出 34:33-35) ， 保禄说，转向基仔，那使人不了解天主、心灵不

自由的"帕子"就会|徐悍(格后 3: 15-17 ) ，他说:

我们众人以揭开的脸面反映主的光荣的，渐渐地光荣

上加尤荣，都变成了与主同样的肖像。 (格后 3: 1 8)

到剧满的境界，恪前 1 3: 12 说要面对面的观看

说 "我们必要相似袍(天父 )λ，因为我们要看几她实在是怎样

的 。 "默 23:3 则道.

天主和羔羊的宝座必在其中，袍的众仆要钦崇袍，瞻

望她的面貌，……他们不需要灯光，也不需要 日光，因 为上

主天主要光照他们。

因为人子的"面容有如发光正烈的太 阳" (默 1:16)。这是交谈

的高峰。

(3) 人在天地万物中代表天主，是天主的合作者 1 . 智 9: 1-

3 说称……以称的智慧造了人，使他统治称所造的万物，吩咐

他以圣德和正义，管理世界，以正直的心施行权力。" 由创1:

27-28 可见，人之所以受托治理大地，管理万物，因为人是天主

的肖像。 咏 8:4-9 赞叹天主给予人的尊荣……令他统治称

手的造化，将一切放在他的脚下·…又反映出创附纪的，l41想。

(4) 人比其它受造物贵重· 巾上述富于建设性的基本信

念，自然导州人比其它受造物贵量的意识。 耶稣怦指出天父对

动植物的!照顾，勉人勿爱衣食，说你们不比它们更贵重

吗? "(码 6:25-30; 路 12:24-28) 保禄指着悔瑟法律说难

道天主所关心的是牛吗?岂不是完全为我们说的吗? "(梢前

9:9-10) ，这话表达出人的贡罢。 在恪前 3:22-23 中，他村信

徒更进-步说

一切都是你们的，你们却是基督的，而基督是天主的 。

圣经作者以整体现论人，言及"人是天主的肖像"时，当注意:

二二-人的一切皆肖似天主，不仅一方面肖似，如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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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两性合起来是天主的肖像 5。

是个人、是男女、也是整个人类是天主的肖像。

天主的肖像是用付而与天主同在之人的|员lì芮境界。

最后，我们再把圣经 jLtf里的要点略卒于下:

· 人是天主创造行动的高峰。

· 人是创造者天主真实的交谈对象。

. 人在天地万物中代表天主。

· 人的奥秘只能在基俘的奥秘中解释。

. 人比其它受造物贵重。

第二节 神学史上的不同诠释

圣经中丰富的信仰涵意，后世思想家纷纷以其不同的文

化、忠想背景予以注解。列举如下.

〈一〉白天王而论

(1 ) 依雷内说活生生的人是天主的光荣 他又说:人

是天主圣育降生为人之基怦的肖像。

(2) 纳齐盎的额我略(Grc gory of N azianz) 以核心家庭(亚

当、厄娃、舍特)作为天主的肖像。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 ，是人

的川体，有如一个血肉，三个人一家恰似天主之三位一体60

(3) 奥斯定反对额我略之说强调天主的一休，圣三乃一

个天主，人是天主唯一存有的肖像， 他认为只单体之人能做天

主的肖像，而 札只男人是天主的肖像(格前 11:7 )。 此说令人疑

惑·女人若不是天主的肖像，其尊严何在?

〈二〉白人而论

(1) 较静态的看法:教会内甚受希腊二元论影H向的一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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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认为人的精神灵魂是天主的肖像。 奥斯定吸收了柏拉罔的

丛想，他说，天主的肖像印在精神灵魂上，如阁章一般。一如天

t:竹理 11飞拌，精神灵魂竹理肉身，精神 34现高于肉身至为明显。

精神灵魂是天地的媒介，不可见与可见者之蝶介。 I:!~I 为天主是

情神(木，所以只精神之灵魂是天主的肖像。 圣多玛斯迫|植奥斯

定的 ，也想 8，进一步说，人内在可分精神、知识、爱，此即天主三

位一体之肖像 9。 把人的精神归于父，知识归于子，爱归于圣

神。 他又分析，人的精神有发育者、育语，以此片1 二者发出的

爱;育语由精神而来，爱 由精神及言语而来，一如天主内，子 由

父而来，圣神由父及子而来。

然而，我们要问，如果肉身不是天主的肖像，如何能成"圣

神的宫殿" (格前 6: 1 5" 身体是基督的肢体"， 19 "身体是圣神的

宫殿")?显然他们的忠想不够整全，与上述圣经作者的思想背

道而驰:非整体之人，非男女之合，非人类全体。

另一种想法是以整体之人为天主的肖像。如依雷内、戴尔

都良、迫随亚里斯多德的多玛斯，以 J走后期之加尔文 (John Cal 

vin ， 1509- 1564 ，早期亦随奥斯定)。加尔文认为人是天主的

肖像，有受造及被救的两种身份;因第一种身份被人破坏，经基

督救肢，才得以重建更圆满的天主肖像。

(2) 较动态的看法:今日神学家按圣经的观点，着重整个

人与天主的交往，教会也接受了此一解说。

第三节教会训导

(-)梵二的教导

据研究，教会似乎忽略了数百年，直至梵二方指出圣经有

关"人是天主 肖像"的思想。牧职宪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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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告诉我们 人是"依照天主肖像"而受造的，人能

认识并热爱其造物主;天主规定人是大地及万有的主人，

目的是使人统治并使用万物而光荣天主。 (1 2 号)

i2 j生门闹的卓越时，又捉 H\说

真的自由是人为天主肖像的杰出标志。(17 号)

描述人之奥秘时说基怦是人的高峰，用哥1:15 之语道·

她号称为"元形夭主的肖像

原罪所损坏的相似夭主的肖像，给亚当子矛引孙l扣、恢复起未。

(22 号)

然后肯定地说

唯有依自己的肖像造生人并救人于罪恶的天主，能解

答人类最深的问题。 (4 1 号)

在教会传教工作法令中，论爱德的表现有言:

人类借爱天主爱人之德，将有助于获得救援，基督的

奥边也开始放光，按照天主的肖像而受造的人，在基督内

变成新人，天主的圣爱在基督内也显示出来。(12 号)

〈二〉款宗的信念

先后，诸教宗继续发扬梵. 1ι 想，若望保禄.--:.1it对人的基

本信念是其jLL想体系中的中心观念，在许多文件必演讲中， 他相
继指出人的尊严、自由以及人权的根源是人是天主的肖像"。

《人类救主》通谕茧述牧职宪章的话说·

社号称为无形天主的肖像，是一个完人，也将使因原罪
所损坏的相似天主的肖像，给亚当子孙，恢复起来。 (8 号)

论救|收奥边的天主性。币皮Il..t又可飞述圣经的话 (9 号 ) 0 13 号则说 '
基督借着此(救贝卖的)臭边永远与每一个人结合在二

起，把技赎臭边交给教会，教会保持人本有的天主肖像。

《论人的工作~ j岛市讲人是工作的主体，说:

人要治理大地并且统治它，因为人既是"天主的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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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6 号)

t家庭 1 >1 11本》劝 i俞 (1981 ， 11 ， 22)论人 一 是天主的肖像时说:

天主依照她自己的肖像造了人 "借着爱"而使人存

在，同时"为了爱"而召叫人。

人完整地实现爱的圣召的两种方式:婚姻和守负或

独身。两者都是人最深刻的真理的实行，是人"依天主的

肖像被造"的实现。 ( 11 号)

论生命的传授时说:

天主因依袍的肖像造生男人和女人，而完成她手的工

程 也召叫他们经由自由而负责地传授生命，特别分享她

造物主及父的爱和德能天主祝福他们说，你们要生育

繁殖，元;高大地，治理大地。 "(28 号)

教廷信理部在《有关尊重生命肇始此生殖尊严的指示

对当代若干问题的答复》序言中有道.

天主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托付他们治理大

地.. ....基本的科学研究和应用，是人类治理大地的具体表

现。 (2 号)

从受孕的一刻开始，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应受到绝对的

尊重，因为人类是世界上唯一依据天主肖像而受造的生

物。 (5 号)

第四节神学反省

(-)以基督为中J山的入学

(1) 人是天主的肖像，宗教人士大体都能战受，~)这是一切

相信天主存在之宗教信仰者共同的市念，前述埃 J生法郎之语，
即是-例。 基督徒人学最独特的一雨就是基督一天父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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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某怦的奥迪在某怦论与救忠ìt:中有详尽的论述，此处仅综

合扼要指出，以某何为中心的人宇:人是~怦的肖像，每→个

人是在在怦/)才、高杆 J占阿、为平怦 I盯受造的 c

(2) ~，~ 怦是 ú 人、 j斗 $Ir 人、;二人类的高峰， 1);1λl 于水↑目的现

在，尽怦而对天父、 i7 父为一，父1'1-: 他内，中也 (I~ 父内 投句话说，

在某怦坪上，人看到达于圆满的最深渴望得以满全。

(β3)尸11啦佳其如此'某怦故而可作人类的救主，也就是人与天父

问的挤梁、中{保呆 l川0飞。而对基督 ，靠着主墓主怦，人，袖的肖像，能 J撞妾受

白己最痛昔的"有限"\、"罪恶"、"死亡

罪"\、"死而复活"飞。

(4) 在圆满中，人黯复活的主而对面与天父在一起，这是袖

做救主、中保圆满的实现。

〈二〉白人是天王、基督的肖像看罪的真谛

人肉为是天主、幕'目的肖像，所以真正的自由能创造自己

的版史过程，能对自己负责 11。以基督信仰的立场说，人若自由

地违背良心，违背有启示光照的良心，就转向天主，而向他方;

如有一人彻底悖逆与天主交往的关系，就是制造最痛苦、最反

自身存有的状况，这就是他的地狱;因为有限的人不能消曰:来

自无限天主的爱之关系，换句话说，人最深存有的本身是天主

的肖像，人无法抹杀此一事实 12。

(三〉人权

第次世界大战的背痛，使联合国发表'世界人权宣言}，

教宗庇护十不甚立峙，肉为i去同革命以来，讲人权即反教会，

人仅宣 r Î 又未提天主。梵以后，教会方门益TI1:视，积极讨论，

如梵牧职宪章说·

教会根据委任于她的福音，宣布人的权利，并承认和

重视现代各地为推动人权所做的运动。 (4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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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所论j仁多，在人类救主 也 通 i命中，他说.

尊重人权"是社会和国际的和平的基础 "(17 号) 1飞

人仪的最深某础实际上就是·人为天主、其怦的 f'j f象 相

信 (1: 某怦|忡，赖墓 '怦可 )tH见天主而容，主~怦肖像的Jrl; f子饨，应不

可排语地努力推动尊币人恨、积假为人权而奋斗。

研究反省题

1 天人交往可以多种概念、图像表达，如盟约、肖像、友谊、

和谐、一体……你认为哪些图像或思想范畴较合乎现代

中国人的思想?

2. 中国人强调一般社会、家庭的伦理道德，但也不忽略个

人主体良知，为何良知的责任是重要的?你认为人是天

主的肖像与良知、伦理有什么关系?

3. 请比较中国传统忠想与基督信仰中罪的观念，最大的区

别何在?

4. 如果每一个人，不论男女老少健全残障，都是天主的肖

像， {可以社会上有上司、属下之别?试加评论。

5. 基怦宗教既然早已提出人是天主肖像的思想，认为在天

主而前人人平等， í可以迟迟方有民主观念、态 l立的发)世?

男女至今方日趋平等?

6. 什么是"自由"真正的意义?

7. 由神学立场如何说明人权的基础?

注解

1 参阅 Jürgen Moltman口 ， God in Creatiol.-An Ecological 

Doctrine of Creation , (London: SCM Press , 1985)，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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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所列多种参考书 。

2 今日学者(释经学家、信理神学家)对二字间的关系与区别说法

F 并不一致。 第一届大公会议( !!即r 325 年尼西豆大公会议 )λ' 论耳耶

稣与夭父向等'驳斥亚田咯各异 3忘'所用 hoαm叽:10-o us l a剖(本质相似) 一

字'字首 hom丑10 有二义 L一个， 3εE相同'原表示耶鱼稣手与夭父为

‘一\"同一性休

1山OU山i凶sians( 简称 Hom口10U S创ian s ， !!即F 本质相似论者)λ。有关 homo

oUSla 较详尽的说明，请参阅天主论。

3 参阅第二篇第 一幸第 一节，人类出现的过程，三、圣经的叙述 ，

由图九可见。

4 参阅第二篇第一章第四节 ，人是万物之灵。

5 参阅第四篇第二章，人的性别。

6 Greg. Naz. 01饨. 31 、 11. Cf. also: A. J. Mason (Ed.) , The 

Fiue Theologicα l Orαtions o( Gregory o( N，αnαnzus， (Cam

bridge. 1899) , 158ι 

7 Augustine 、 D e Trin . Xll , C. 5 and 6。

8 Thomas Aquinas , S. Th. 1. 2.93. a r t. 50 

9 同上， ar t. 7: "Man was made in God's im age in that we 

are . and kno w that we are , a nd love that being a nd kno 

W ll1 g. 

10 参阅温保禄讲述 ， 李秀华笔录， {救恩论入门 飞 (台北 光启出版

斗土， 1 985) 。

11 参阅本属第四章，人是历史过程中的存有物。

12 这思想论证极为丰富，我们将在第五篇第三章，应用在末世论

人的终结、譬如地狱的问题上。

13 参阅房花 l奎 4基本伦理神学(台北 光启出版社， 1 986 )，第 十

四章基本人权， 212-233



........ 
169 

第叼章 人是历史过程中的

存有物

有关人是谁，尚有重要的一面·人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是

尚未完成的人，此即本章所要讨论的内容。我们分历史过程中

的人类与历史过程中的个人两面来说·

第一节 历史过程中的人类

一般历史常识，可阅读其它书籍在此，我们除了要澄清

-些概念，作个历史过程的整体描绘外，就是再看圣经、西方思

想家以及教会对历史过程中的人类所抱恃的观感。

(-)概念的澄清

。进化 (evolution) :通常指人以外的万物顺自然定律而有

的演变 2。反之，则为"退化"。

。进步 (progress ， improvc mcnt) :是人靠自由抉择努力迈

向日 标而有的更佳改变。反之 ，则为"退步"。大自然、动相物

无所谓"进步"或"退步"。

0发展 (dcve lopment) :是有结构变化的进步，有内在于制

度之定律的演变。反之，则为"萎缩"气。说教会有"进步

会向-目标迈前了一步，说教会"发展"则指教会结构、竹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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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各方面都有所扩版。

O 成长 (growth) :包含进步与发展两方而的意义。 可用于

不同领域中 。 在人方雨，特别指有机生命(个人或/，，.，体)发挥本

布潜能的变化。 反之，则为"衰退"。

01力史 (history) :是进化与 j且化、进步与退步、发H是与萎缩、

成长与衰退的全部，包括宁市所有的变化，特别指人的进步与

退步、发展与萎缩、成长与衰退。 "救恩史"即指生活的天主主

动参与人类全部生活的历史。

O过程 (process): "历史"哲学化、形上化， ap"过程

代忠想中包括前五因素较动态的思想范畴。应用在三位一体

的奥迹上，我们往往类比地巾天主的参与人类历史来看天主在

过程中，实则天主与人不同，因为天主内没有进化、进步、发展、

成长 3。

(二〉人类历史的描绘

在信仰的眼光下，人类的版史可综合在图十八之中。

图中箭头所指往上、往下是彼此渗透的两种力量，以螺旋

方式进展的过程。 往上旋转的最高峰是圆满的境界， a即p所谓的

"天堂

中，个人生命只有一个过程，在佛教信仰内，个人生命则在宇宙

大生命中按因果律不断轮回。 )轮回的方向是由左到右到中

央。 ……三位一体的天主，父是主动给予者，属 rlR; 子是被动接

受者，属阴，父子共发的圣神，即天地之一气。向上回旋是历史

过程， 1/布在的是"我来，是为叫他们获得生命" (若 10:10) 的天

主，向下回旋的 J力史过程， 1/市祀的是"救援者"、"审判者"的天

王。

在此巨大的人类历史过程中，以基督信仰看，天主自己在

行动，圣经即天主在人类史上行动的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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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圣经的看法

(1) 雅成典作汗的 J)j 1:训 ι 圣经的币:JI不(E于描写 Jj-j 史上

发尘的τ件，而在记述天上与以巴罗rJ人的交往，显扬 Jjj史事件

中的天主。在圣经作者， jLJL是雅戚典作者的笔下，我们因之

可清晰看出历史有三大要素.雅j成的许诺、人的行为，此应验。

今由申命纪传统的经文中举三例为证:

①梅瑟 11伍终前，曾有若办厄前去，当着全以色列人的面对他说:

你要勇敢坚决，因为你应领这人民，进入上主向他们

祖先誓许要赐予他们的土地，仲应将那地分给他们作为基

业。上主必亲自领导你，与你同在，决不抛弃你，也决不离

开仲;你不要害怕，也不要胆怯。 (中 31:7-8)

这是上主的许诺。 若元;厄不负所托，设计征讨，呆然一步步占

领了约旦河东西两岸许多土地(元;第 1-12 章) 。 这是人实行

所嘱的行为。 当若苏厄把占领的土地"按照以色列支 ift<.-分给他

们作产业上主向以色列家应许赐福的话"于是"全部应验

了" (却;第 13-21 章) 。

⑤若却;厄去世前，怦有选 ìJiI道:

…"你们要一心一意地承认，上主你们的天主应许赐

福给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如果你们违犯上主你们

的天主与你们订立的盟约，去事奉敬拜其他的神，上主必

向你们大友忿怒，使你们迅速从她所赐予你们的福地上消

灭。 (苏 23: 1'1 -16) 

这是上主的诺言。 当若劫办、厄一代的人相继去|附吱，另一代人"不

认识上主

夕外1，、 j邦斗币l 人的冲，即{攸史上主立 民 l氏乏{丰村相:才忖li才救，他们仍不听从改正(民 2:

6-19) 。 这是人不遵守血约的行为。 "因此上主对以色列大友

忿怒使他们亡于外邦为奴当以色列子民向上主呼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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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就给他们兴起一位救且，战胜敌人，再获承平(民 3:8-11) 。

这又是上主的话应验的叨证。

@纳叶飞先知怦向 j占昧传达上上的许诺

你的家主和王权，在我面前永远存在，你的王位也永

远坚定不移。 (撒丁 7:16)

由 j对史上看， 一方而沾昧和他的儿子撒罗 i前全心信赖上主，履

行袍的道路，而建立了以色列同此前所未有的盛世，应验了上

主的预许(列上第 8 章) ，一方面因撒罗满晚年起以色列子民

犯罪，得罪了领他们离开埃及地，摆脱埃及王法郎之手的上主，

他们的天主，而去敬拜了别的神，随从了上主由以色列子民面

前所驱逐的异民的习俗，和以色列列王所规定的律例 。 ……

而导致南北分裂，北国以色列被亚述灭亡俘虏的命运(列下 17:

7-23) 。 不过，纳堂传报的许诺实在是暗示着未来的默西亚，

许诺的应验还要由另一个幅度来看。

(2) 先知的默两亚历史观:因以色列人民的要求，上主透

过撒慕尔民长为他们建立了潜藏着危机的君王制度(撒上第

8-12 章) 。 在日后漫长的王同时代中，以色列人民肉诸多苦难

逐渐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要来的默西亚身上，而此共识实在是

先知不断传报上主之芹的结呆·

依撒意亚先知书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诞生了，有一

个儿子赐给了我们;她肩上担负着王权，祀的名字要称为

神奇的谋士、强有力的天主、永远之父、和平之王。 袍的王

权是伟大的，达味的御庄和她王国的平安是无限的，中也将

以正义与公平对王国加以巩固与保持，从今时直到永远，

万军上主的热诚必要完成这事。 " (依 9:5-6)

依j散主;亚先知甚至更尘动地描绘:这位.. n 1 -瑟的根子"的精抖他

的救援以及他王国的祥和美封(依 11:1-11) 。 厄则jι耳光知说·

我要为他们兴起一个牧人，那即是我的仆人达味，他

要牧放他们，作他们的牧人。 我上主作他们的天大，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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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人达味在他们中作领袖:这是我上主说的。

(则 34:23-24)

米 i亥亚先知道:

厄弗辣大白;令!你在犹大郡邑中虽是最小的，但是，

将由你为我出生一位统治以色列的人，祀的来历源于亘

古，远自永远的时代……(米 5:1-3 ) 

四加利亚先知高呼:

熙雍女子，你应尽量喜乐!耶路撒冷女子，你应该欢

呼!看，你的君王到你这里来，她是正义的、胜利的、谦逊

的，骑在驴上，骑在驴驹上。她要由厄弗辣因铲除战争，从

耶路撒冷除掉战马，作战的寻箭也要被消除;她要向万民

宣布和平，祀的权柄由这海到那海，从大河直达地极。

(臣 9:9-10)

这些预言，以基督信仰来看，无非指耶稣基督(如玛 21:4 即明

育) ;表示以色列，乃至整个人类的历史有其口标，是天主自己

要来，要进入人类历史予以领导，而此要来的默西亚即将成为

历史的中心。此意，路加圣史明显表达了出来。

(3) 路加圣史的救恩历史观·路加圣史著有路加福音及宗

徒大事录，其中，作者刻意呈现归一个观念·耶稣基怦 4 死亡复

活之地一耶路撒冷，是救恩历史的中心。换句话说，耶稣基

怦在其死亡复活中，显出是人类历史的中心，历史过程中的人类

是有一个中心的。路加两本著作的全部记述，明显地以救恩史

的中心地耶路撒冷被衔接起来:那祖先可远溯亚当、天主的耶

稣，池一生的活动是走向耶路撒冷受难并受举扬的历程;袍的宗

徒则巾耶京出发把福音宣扬到仓巴勒斯坦、希腊罗马，期望直至

天涯海角。以因示之，可略表如罔十九。(见书肯彩罔一)

(4) 保禄宗徒的末世 Jjj 史观:路加的救忠、史是相员为一

的，保禄则分为基督前与基仔后。在保禄的思想中，基督前的

历史是黑暗的，基怦降生以后历史方有希望;因为藉着耶稣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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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个人能有内在的改变，人类也会不断地改变， 一直到耶稣基

督第一千次来 11伍天主成为万物之中的万有" (恪前 15:28) 。 保

禄 (E耶稣主主怦十字架的死亡上，特别看到人类历史过程并非一

直在进展，人类切史包含着死亡与失败。 从消极一而看，十字

架，是人恶性、罪行的后呆，是人不愿撞受天主爱的分芋，要绝

对自主，以致得罪天主、他人、自己的具体记号。 然而，如果有

限的人类接受无限天主的慈爱，在思想上、伦理上、生理上、剥

除白己有限的障蔽而"死亡

体验到完满的幸福。保禄的福音，即以天父在耶稣基督的死亡

中，用其无限爱的力量使之复活，做人类历史过程中最深的推

动力与光明。在复活的主身上，基督徒因而十分肯定地说，人

类历史呈螺旋状向上回转的过程是有其积极目标的，恶势力不

过暂时存在而已。总而言之，在历史过程中的人类，是以经过

死亡而得复活的耶稣基督为核心，故而充满了希望(参阅:迦

4:4; 斐 2:5-11; 哥 1:15-20)。在此亦以简图表示保禄的福音

(见图二十)(见书首彩图二)。

(5) 默示录作者的信念;默示录充满旧约犹太的传统思

想。 作者生活在初期教会受迫害的经验中，以其大量神视描

写.基督是历史的主，恶势力虽一时破坏人生，扰乱人类，终有

一日会被基督消灭，而见新天新地的来到。历史过程中的人

类，是在恶势力的困扰下为生存而奋斗的人类。作者似乎历史

观薄弱，视现世历史与新天新地无因果关系，新天新地并非人

类努力的结果，而是天主已然备妥，将在人类历史终结的时刻

降下，现今尘世的人类不过分享天上所行的礼仪而已。

(囚〉西万思想家的历史观

(1) 奥斯定:他打破了古代始终循环，永远重复的圆周性

宇宙观。认为基督是人类历史不可重复的中心，由此中心而推

出历史有其始有其终，是天主由创造到最后审判不断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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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救思过程·在他的 Iι想中，天主有如音乐家，所创乐 111 1 有两

个主 i用 一是天主之城，即肉恩宠而被有选的人，一是础上之

城， UIl靠在欲偏悄而生活的 A c 这是两个中11 :!I渗透、不可划分

的领域。 1'F )jj 史上， IIJ 代表天主之城的以色列、教会;可代表地

上之城的则是亚述、巳比伦、罗马。 他又把})j 史过程按天主的

六天创造与人的成民历程分为几个阶段，认为天主按自 然律来

管理，引导历史走向口标 水远的安，巳、门、人与历史末世性

的例满，仿佛历史的口标不在历史内而在历史外。

评价·奥斯定的历史观宽广辽阔，涵盖整个历史过程，动

人心弦。(旦完全肯定历史的主动力即创造历史的主体是天主 ，

甚至于把人的自由降低，尤其到他晚年，益趋倾向预定论，仿佛

人类不再自由地真实地与天主共同创造自己的历史。

(2) 黑格尔:他的历史观广义地说属神学也想。他认为整

个历史过程是绝对精神自我实行的表达。不论个人精神或民

族精神，都是这唯一精神达到自我回满所包含的肉素。

评价.在其动态的描写中，自巾的人好像是绝对精神的附

属休，似乎人不真内巾，而只是大精神体的必然因素，再者， 他

的历史观缺少未来幅度，仿佛绝对精神现在已达到圆满。

(3) 马血，!ι 他把物质、经济的生活视为整个历史的基础。

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使人门益丧失人性生活，直至无产阶

级受剥削的地步，他说，一如天主仆人的贬抑、半扬(基督的死

亡、复活) ，被贬抑、被剥削的贫穷工人革命，就会有个新的无产

阶级之人类产生，这被解放与救股的新人类要进入时间内的

"水恒"安，口、中， UIl Jjj史内的新天新地中，共产主义的理想境界

中;革命前的历史是真正的史的准备阶段，从革命开始才是真

正的 Jjj虫 。

评价 祟恪尔的历史观止于砚在，马丘，也L则非常强调未

来。但他把有自我忘识、自巾的人归入物质、经济的基本层面

上，也就是说，推动历史的主要力量好像不是有向我意识、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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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负责的人，而是物质、经济、生产的情况，人的精神、问我忘

识、门巾、负责，对他来说，只是某 4( 的物质、经济居|町之投~~

(idcological supcrstructurc) 。

以上三位，U f且家有阿个共同，1，\r，

O都以犹太基怦宗教为最深的 J41想泉惊。

。者1)把人以外的力量(或天主，或绝对精冲，或物质、经济、生

产情况)当历史的主要推动力，不够积极、平衡地把自由的人当

作创造历史的主体。

(五〉款会1) 1 1导

( 1) 教会的演变.纵观教会史，可发现教会头几个世纪是

世界的光、地上的盐，十分投入人类历史地改变罗马帝国的社

会及精神生活。第四世纪教会逐渐建立其圣统制，一直到中肯

时代，造成一个教会管理所有的神化化 (sacralized)社会。那

时，向然科学也正在起步，教会因种种因素没有分辨出新的思

想潮流的重要性，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新思潮如

火如荼地扩展，教会始终退避一旁，仿佛置身俗化世w之外。

本世纪以来，因百余年思想家不断阐述历史思想、存在思想、进

化也想的结呆 5，梵蒂 |对第二届大公会议作了基本的抉择·尽

可能入1址，生活在俗化的愤界内，接受历史当中生存的人类，参

与历史，主动做历史的推动力，教会方逐渐由比较静态的"救恩

堡垒"转而比较富有历史意识。

(2) 在梵二文献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教会与人类关系密

切的表达。如教会宪章说:

教会只有在天上的光荣中，才能完美，那就是万物复

兴的时候，也就是和人类紧相连接，又借人类以达其终向

的普世万物，将和人类一起，在基督内达到圆满境界的时

候。 (48 号)

牧职宪章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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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历史执行其使命的作风，是一面检讨时代局势，

一面在福音神光下，替人类解释真理，并以适合各时代的

方式，解答人们永久的疑问，即现世及来世的意义，和今生

与来世间的关系 。 (1(号)

教会深信人类整个历史的锁钥、中心及宗旨，便是基

督天主及导师 。 教会亦肯定，在一切演变之下，潜在着许

多不变的事物，而这些事物的最后基石则是基督，她昨日

和今日全一样，直到永远仍然如此。 (10 号)

(3)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其《人类救主》通谕中说·

"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主要道路......也是到每一个人去

的道珞

合在一起

与每一个人同走生命的道路"飞。 (13 号)

因此，

人是教会在完成她使命的旅途中应该走的第一条路:

人是教会第一条主要的路。 (1 4 号)

换句话说，教会历史与人类历史是不可分的一个历史的两面，

教会是人类历史过程中，一小部分因基督信仰而形成的可见宗

教 1 -11 休，肉其使命为见证(witness) 、服务 (service) 及促进人

类合一 (promotion of uni ty ) ，而被视为特殊救恩史。 教宗若

望保禄二世在其《富于仁慈的天主》通谕中又说，人类，尤其今

日的人类，恐惧感口益普遍，原闲很多，主要似因人类己"视物

质较人优先

J摆妾受无限天主慈爱的引领， {似以乎无法维持正确的价值观。 他在

ffì仓人的工作》通iit里也有类似的思想，认为只有天主能给人内

在的力量按理怦安排人类的生活，使人类历史门益走向理想的

境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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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历史过程中的个人

人内在成民的一般心理学常识，诸如"人恪发城"( pcr 

sonality deve1opmcnt) 、"向我实践"( sc1f-actua1ization) 、

"自我实现" (se 1f-1'e aliza tion) 、"自我圆满" (self-fu1fi1mcnt) 

之类词汇所包括的内涵 6，在此不详细描述。成人皆经验到由

母胎、家庭逐渐建立个人思想与社会关系的历程，人是创造自

己历史的主体。本节，我们只愿在此一基础上，探察个人信仰

中的历史过程(stages of faith) 。

人从出生到成年，每个阶段都呈现出不同的信仰力量.两

岁以前的幼儿期，还是浑沌一片无所区别的信仰，表现出来的

是相互依存、信任、概念意像出现前的基本存在状况;三岁到六

岁前后的幼年期，是直觉的、心象描述的信仰，想像开始，超自

然奥秘与终极状况的形象形成;六岁到十岁前后的儿童期，是

神话的、故事即事实的信仰，信仰故事形成，十一岁到十六岁前

后的青年期，是综合的、传统的信仰，开始认同，个人信仰形成，

十六岁到二十岁前后的青年期，是个人的，反省的信仰，反行原

有观念而产生新的思想结构，圣召之梦形成;二十岁以后的成

年期，则是相连、统一的信仰，表现出来的是似非而是，有深度，

为世界对上下两代负责。

人于信仰上的阪依，在人不断的成长中会使先前各阶段重

现并更新、深化:幼儿期那种存在基础的无概念状况章新构

成，基本信任重新建立或加深;幼年期对超自然奥秘此终极状

况的原始想像改观，儿主期的故事经反行形成新的故事、新的

百姓、新的信仰团体;青年期的信仰深化则出现一些新的认同:

新的价值中心、权力形象、A一生主要经验之综合故事(maste 1'

story) ;青年期的梦想与省思，则转换形成新的神学;成年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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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个性与责任感则更新成为在1片界上、为世界而同心协力的
新品质。 这更新深化的信仰力量乃是与人自然成长的信仰力
量交愤而呈螺旋状不断往上整合的。 见罔十一 7。

研究反省题

1.严格而论，动物为何没有历史?

2. 中国历史观与两方历史观有何异同?

3. 人类史与救恩史，以你的看法有何关系?

4. 个人历史与人类历史有什么关系?

5. 信徒的生命史与教会团体的历史有什么关系?

6. 你是否能把自己的信仰史分成若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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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1 如 The Times Atlas of World History , (London , 1 979);" 示"

编辑委员会编，基督， (香港示"编辑委员会， 1981) ，书中有关

圣经、信仰历史的图表、资料十分丰富，可惜编者对今日中国地

方教会某方面的问题描述不够客观。

2 可参阅第一篇第三章第一节及有关进化问题的叙述。

3 请参阅第五篇第二章第二节。

4 耶稣基督以米之符号表示。乃取希腊文 xp町OS( !!p 拉丁文
CHRISTOS) 头二字母 x+P 而成。 X !!p 英文字母的 Ch ， P 即

英文字母的 R。

5 除上述思想家的言论外，也请参考第五篇第一章。

6 中国传统从另一角度讲人的成长过程，那就是"大学之道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者螺旋状

的发展历程。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向所说"中国文化的四个原

理" ①从吾心到宇宙，②从吾家到人类，③从吾民到上帝，④

从吾愿到大同，也可以看成个人成长发展的过程。

7 见 James W. Fowler, Stages of Faith-the Psychology of 

Humαn Deuelopment αnd the Quest for Meαning ， (N. Y. : 

Harper & Row , 1981) 嘈 290; 若欲详!可六阶段，请参阅 Jim Fow

ler & Samkeen 、 Ed. by Jerome Berryman , Life Mα:ps 

-Conuersαtion on the Journey of Faith , (Minneapolis: 

Winston Press , 1978) ， 9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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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仰观称手指的穹苍，和林在天上布置的星辰月

亮，世人算什么，称竞对他怀念不忘?人子算什乞，林竟对

他眷顾周详? "(咏 8 :4 -5) 

人，并4然并非如所见之渺小，而蕴藏着无尽的奥帖，上篇我们虽

已努力 1ïVî述，还有几个大的问题:人性内在的结构、人的性别、

人的超性，尚未细究，本篇要再逐一研 ì'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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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人性内在的结构

历史上有关人性的论辩甚多，中两哲学及人文科学中的种

种学说，在此不多赘述，仅以神学上的四种模式·整体性的一

体模式二分论"的二分模式，三个层面的三层模式，多幅度的

多元模式，来说明人性的内涵。

第一节一体模式

人类思想史上，有两种较为一体模式的人性论，今分由哲

学与信仰两面来讨论。

-\哲学性的一元模式

(1)唯物论:认为整个实在界毫无例外地皆可归之于物

质，完伞从属于物质条件的力量。在人性上说即是.人的内在

完全由物质构成，人只是种种物质因素的结聚而己，故而人死

即是物质结构解散消亡 l 。

(2) nf# J七论 - 与唯物论相对。 认为最后的实有是精神， 一

切存有物均因其观念而形成，皆由其精神而产生，任何存有物

必须以最后实有为根源方能成为可认识之物。 此一旦恕，着眼

于形成与可认识的问题，对人性内在结构往往不多讨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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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圣经申的一体模式

(-) 1日约

|门约中有四字， 分别代表网个叫念，

(1) bã豆豆r (在红尘中的人) :共用 273 次， 104 次指动物，

显然包介有人与动物的共同特色。在 |门约作者的了解中，此字

不指人的一部分(肉身) ，而指人的整体;即整个人是肉身。人

与宇宙万物密切相关，在此关联中，人可能受宇宙内恶性力量

的影响，同时也每感自身的限度，在此软弱、有限的经验中，他

知道身体不是他人性的全部，因此有时又说他"有"身体。

(2) nefesh (nephcs)(有生气的人，有性命的人) :共用

755 次，七十贤士希腊译本约 600 次把此字译为 psychë( 即

soul)。今门圣经学肯定地说，希腊思想的 psychë 与 IR 约的

ncfesh 有明显的区别。如创 2:7"灵的生物 "(ncfesh) 3 ，不是说

人"有"一部分为灵魂，而是说人"是"灵的生物。 ncfesh 意指人

是有思想的、有欲望的、有各种需求的人，是生命的本身，与 bã

sãr 不能分，不是能独立存在的能力。 若圣经说 ncfcsh 离开或

回来，是说整个人在死亡中或复生中 。 ncfcsh 在天主手中，唯

天主能使之复生。 bãsãr 软弱、有罪、不忠于天主，赖天主赋予

生命而存在，天主不给 nefesh 生命， bãsãr 也不存在。 bãsãr

是创造的对象，但与天主有点对立。

(3) lëb (有自我的人，有中心的人) :希(门来文圣经共用

598 次，另 一相关的字 l己hãb 则月] 252 次，阿拉美文圣经甚至

于一二字共月1 858 次(在达尼尔书中又用 8 次) 0 814 次完全用在

人性方 I町，其它则川在天主、动物、太阳、海、天空、树等等上。

l巳b 表示人是有感情的、有情绪的、有脾气的人，)l.指有理怦、有

分辨能力，是寻求了解、求知的人，是反省的、决定的、计划的

人，是有自由志志的人，是自我意识的中心。 In 约的基本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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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人中心有内在的光明，是能 i主主、聆听、想了解天主的人。

因为心 (lë b) 聆听上主，所以马 22:37 说应全心全灵全意爱

土王

(4) ruah( 届神的人，有情和IJ 的人) :共用 359 次， 113 次指

风， 136 次论天主之芋， 129 次才捉到人、动物、假忡， IIJ-ì兑 ruah

是 it人与神之事的一个字。 在人内就是"气"。 与 ncfcsh 在某

方而类似，是人内在的生命力，是天主创造生命的力量，和 lëb

完全不同，是 Yahwch 的力量在人身上的启用，是天主与人来

往，天主向人通传，人倾向无限奥迹，使天人发生关系的一雨。

综合而言，旧约圣经的作者对人性组成的观念有下列几个

特点:

O皆自某一面看整体之人，对人有整体性的想法。

O不分析人性的形上构造与组织，某方面难以了解死亡，不易

解释死亡，因为人在死亡中绝对不可分;又当时虽肯定雅威

是生命的主宰，但只是活人的天主，尚无清晰的复活观念，所

以无法解决死亡之谜。

O七十贤士译本把 ncfesh 译成希腊文的 psychè(精神的灵

魂) ，乃受希腊二元论的影响(我们在这里不讨论七十贤士译

本默感程度的问题，只指出一种不同的思想而己) ，如.

智慧不进入存心不良的灵魂里，也不住在一个屈服于

罪恶的身体内 。 (智1:4)

我原是个性善的孩子，获得了个善良的灵魂，或更好

说，因为我善良，我进入了一个无站的身体内 。

(智 8: 19 - 20) 

这必腐朽的肉身，重压着灵魂;这属于土的寓所，迫使

精神多虑。(智 9:15 ) 

不是我给了你们灵魂与生命，也不是我构成了你们每

一个人的身体……(加下 7:22-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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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约

和约作者原则上迫随|门约的看法.

(1) 福青·

o N- 8:35 所说要丧失的性命， fiT 1门来文原为 ncfcsh ，意即，

勿 J巴 l~世生命当成最高价值，最高价值是基仔的福青，若为

基何为福音把整个活人放在其次，才能永远活着。 36 节所说

赔上的"灵魂"也是 ncfcsh ; 破坏了自己的生命，自己有生的

存有Oiving bc ing) ，纵使赚得全世界，又有何用?

01宇 1 4:23: "这是我的身体。 "所用希伯来文为 bãsãr，希腊文

QP sòma ，意思是.这是我，是宇宙、时空中的、物质的、有机

的我，软弱(但无罪)的我。 谁靠信仰领基督的身体，就是领

整个基仔，领降生为人、与人无另1]( 除罪外)的基督。

O码 16:17: "不是肉和血言启示了你，而是我在天之父。"肉

(sarx) ，指血肉的人，在宁市内有限的人;血，希伯来人认为

是 ncfcsh 的所在。耶稣表示认出袖是默西亚，不是靠一般

知识，不是由一个人类中的有限的、灵的生物所能认识的。

O若 19:30: "交付了灵魂。 "1 基督把整个与父不能分的地交

个j 了出来;把属于父的生活过程置于天父手中，直到最后给

予出来。按今圣经学看，很可能若望要说基督情其死亡交付

圣神，由父而来的圣神(参阅 7:39 ， 16:5-7)0 ruah 在圣三奥

迹内，即父子爱的关系。基怦彻底的自我奉献(死) ，才使人

能分享父子爱的关系。 3主悍，由有限的人看，与天父有限的

关系是有限的 pncuma; 然而，此一有限关系的来源却是无

限的 pncuma，是天主奥迹中，父与子无限、绝对的爱之关

系，是父藉子而发的圣丰ljJ 。

(2) 保禄著作 u禄著作中有六个字 sòma, sarx, psy

chë , pnc uma. kardia，口ous。原则上与圣经传统思想相同，表

示 巾不同角度看整个的人，而非人的某一部分。 {旦有时又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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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或三分的意味 5，在每处要看上下文方知，而学者意见又不

完全一致，无法一一萨列，仅综合比较六字含意如下.

空sδma (body): 一般指整个人，是统一的、复杂的、有机生命，

甚至是一个人体验到或做一件事的主体，有时也与 sarx 相

同 。

( sarx (flesh): 即 |门约 bãs缸，是软弱、倾向于罪的人。 bãsãr

有不知罪的一面，纯指时空中的有机生物。保禄则特别用以

指在天主前无法得救、不能悦乐天主、完全与 ruah 对立，在

反天主的恶势力之下的人。

@psychè (soul): 完全是旧约的 nefesh ，有生命力、有自我意

识、有理智、有意志力的人。综合而育即"生命"。是有自我

意识、有理智、有意志力的生命。是在世界上、社会上的人，

是"自然"的人，属世的人。保禄有时以之与 spirit 对立 ，与

"属神的人"比较。

@pneuma (spirit): 即旧约的 ruah。是属神的人，趋向神的

人，属于圣神的人。

@kardia (heart): 即 I FI 约的 lëb。是有感情、有情绪，能感动

的人，是有欲望的人，心理的人。

( nous (mind): 是理智、认识、判断的主体，是了解、计划、决

定的人。是人内在之光，是良知，能认识善恶，认识天主法

律，叫人按自然律、按天主法律生活 6。

第二节二分模式

二\ 民间的二分观

笔者 1977 至 1982 年所作的有关末世问题的问卷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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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生，有几个问题可看出一般人对人性结构二分的看法:

除肉身外，是再人|付另有生命、灵魂、精神、灵感、意识等?

①是 90.3 0'0 ， :g)杏 9.7 0/0

若人有精神、灵魂、志识，那是什么?

①纯精神体 65.3 0 口 ， :g) 1斗有物质闲素的精神体目 14.8%

死亡是灵魂(精神、意识)与肉体的分离?

①是 82.5% ，②再 17.5%

-一一 你认为死亡系灵肉分离的理由为何?

①只有灵魂有永存价值 41.7% ，②死亡是解脱物质世界

的咖锁 7% ，③只有灵魂能与绝对奥迹(宇宙大我，神明)

结合 25.3% ，④其它 12.4%

二\申国哲学的二分论

在中国哲学里没有物质和精神体的名词，只有"物"和"神"

的名词物"用于一切的实体神"则用于神灵。 神灵无声无

忠、无形无色，应该说是精神体。

按中国人的思想，精神和物质都是实体，实体是气所成，物

质的气浊，精神的气清。

人由身躯和心灵所结成。 身躯是物质，心灵是精神。 身躯

和心灵结成一个人，人只有一个"性

"性"是一在"也是一。 但是身躯是身躯，心灵是心灵，即物质

是物质，精神是精神，两种不相混。 所以，人是"心物合一"的，

而不是"心物为一"7。

三\百万哲学的二分论

两方哲学的二分论可分两种，一较物化，一较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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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韧化二分论

(1)肯希腊文学家如荷马 (Homcr)、庞德 (Pindar) 、俄斐

乌丰111M、教的诗人 ( Orphic Singcrs) ，都认为肉身 (sδma) 是精

神灵魂的坟墓 (s色ma)。某生些希腊哲学派别，以人灵魂原用太

一内，因堕入人体，而试图逃回。 此等哲学思想视灵魂苦、肉身

恶，灵魂被肉身所囚禁，彼此交战不休。

(2) 柏拉图提倡观念论，认为肉身是理性、精神的囚狱或累

赘与羁绊。说肉身好比一只船，精神有如船长。影响所及，两

方思想史上常有这种相似"二分论"的人性观出现。有人把身

体当作灵魂的衣服，或是外套，或是一幢住宅。在这样的思想

模式中，很自然地说，精神的自我拥有身体。

(3) 笛卡尔把人肉身简化，归为机械性的延伸物 (res ex

tensa) ;与之无内在关系，但相平行的是有思想的思考物 (res

cogitans) ，人如此而二分。
(4) 巴特(K. Barth)持怕拉图精神灵魂之有限说，视灵魂

为肉身之屋主，灵魂管理，肉身服务;灵魂领导，肉身跟随;灵魂

高尚，肉身低贱;灵魂控制，肉身受制。灵魂与肉身合成有秩序

的整体 80 (图二十二〕

(二〉整合二分论

(1) 亚里斯多德所创形式

质料论 (hy lomorphism ，认为

原始物质是万物的根源，与各

种形式相结合便产生各种物

休。)解释人性:灵魂是肉身

的形式。认为人死时，主动理

智不死，能独立存在，因主动

理智由外而来，非出于生殖，

f 苓
形 J觉罢

(灵魂) ;魂雯

\;也口
、 飞鸟

\ 

理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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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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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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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肉身没有本质的关系。但形质整合体似又在死亡中消失，此

其矛盾处。

(2) 多玛斯在 (l 示光 11自下，把亚氏形质论更深刻地解释如

下:

精神的灵魂是身体的 nH 畸形式，身体是精神头珑的质料 ，

精神关魂的向我表达就是身体，身体就是精神关魂在生物

抖的象征。人是一，整体 〔图二十三〕

内有形质两种体验。

一-精神的灵魂与身体是两
/' 

/ 
f 质个本来不独立存在的非 J --自立形上原理。

I 形

-一一人死时形上整合体不应 t精
l 神

分开，灵肉分离即是不完 形 l 的 二匀 I J贡
整的人。多玛斯虽按其 l 灵

深刻的形质论提出了人
魂 整--

的水恒整体性，然因传统
之ι1兑

飞

思想的影响，他始终在比

较物化二分论的背封上

说，死时灵肉分离，分开是不美满，

{IT能分开，分开后的灵魂处于不理想的状态中，因为他本

质上渴求身体，所以复活时灵魂与光荣的身体结合。其后

教会士林神学则一直追随多玛斯的这种思想。

、

、、

人
Lt k

F
l 

四\教会训导

教会训导可说大体反应着上述思想，例如

(1)君士坦丁慢地医会议 (643 年)反对"灵魂受罚而被遣入

肉体"的灵魂先存论(DS 403) 。

(2) 内拉加第一届地区会议 (Braga in Portugal 561)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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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尼教 (ma丑ichaeism)和怕和j契连派 (prisci llianism) : 

谁若相信人的灵魂或天使，出自天主的性体，一如马

尼该与里面里所胡说的，则应予以绝罚 。 (DS 455) 

谁若说人灵，先前在天上寓居时犯罪，而后因此而被

弃下土，入于人的肉体，一如里西里所说的，贝'l，È 予以绝

罚 。 (DS 456) 

又说 谁若相信灵魂与肉身的结合，由于星宿的巧合，人灵或

人身肢体的结构依照十二星宿;人体的塑成出于魔鬼的幻想，

在母胎中成孕是魔鬼的化身，应予绝罚。 (DS 459 ， 460 、 462)

(3) 教宗良九世 1053 年宣布: 灵魂不是天主的一部分

(DS 685); 教宗若望二十一二世 1329 年唾弃厄加杜 (Ekhardus)

相类的说法在灵魂上有些是不受造的，且是不能受造的..

这就是理智 "( DS977) 。 这些都表达出二分论的思想。

(4) 拉脱朗第四届大公会议 (1215 年)论公教会的情理说

-一个万有之原:……她以自己的完全德能·

造了人类，具有灵魂与肉体，好像集神体形体之大成。

(DS 800) 

且"具有灵魂与肉体"一语，原文无，为译者所加集神体形体

之大成"也有二分论意味。

(5) 维也诺大公会议 ( 13 12 年)斥责奥理昧 (Pc trus J ohan 

nis Olivi + 1298)谬论宣称:
也曾从时间里，在员母胎中，取了我们人性的部分，即取

了人类的可以受苦的肉身，以及具有悟性或理性的灵魂，使

之真正由于自己并本质地与肉身本身结合而形成真人。

(DS 900) 

不拘谁，若胆敢肯定，或辩护坚信那有理性或悟性的灵

魂本身，本质地不是人体的形式那乞，这样的人，应被视

为异端派人。 (DS 902) 

(6) 梵一大公会议所颁《天主之子》宪章，重复拉脱朗第四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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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会议的信理:

这唯一具天主……于最后，还创造了由精神体与肉体所

组成的人类，好像是集灵肉之大成。 (DS 3002) 

( 7) 梵;二」大公会议牧职宪章说:

人是由肉体、灵魂所组成的一个单位，人承认在自身内 ，

有一个精神的、不死不叉的灵魂。 (14 号)

人性的二分论，除了上述，还有数种形式，综合如下 9.

〔表二十四〕

精神 物质

灵魂或精神的灵魂 l 肉身

思考物 延伸物

形 质

理性、精神 肉身

阳 阴

，心 物

意志 工具

自我意识的主体 l 外在的客体
i 

第三节三层模式

东西方有些神秘家及灵修导师认为，人性可分三层:精神、

灵魂与肉身。

保禄书信中也可看到三层的说法，如得前 5:23 把精神、灵魂

和肉身 10 三者并列，其它如希 4:12-13 说天主的话能"直穿入灵

魂 (psychë) 和神魂 (pneuma)" ，格前 7:34: "一心使身 (sõma)

心 (pneuma)圣洁则各提到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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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同情、辛辛、道三家都有意无意把之分为三层。 最深层， f儒需、

释称之为"性

遛 1使史用的一个宇'是人求知、思考、分辨、决定、发情的所在，是人

的中心主宰。 试列表比较如下 ·

(表二十五〕

般 保 禄 中 国

精神 spirit pneu口la 性、神、灵、元气

灵魂 soul
mind 

psychë ，心

肉身 body so口la 身

第四节多元模式

如再细察，可发砚"人"实在可由不同的角度分出许多不同的

幅度，详情请看第五篇试作的系统说叨，在此仅以图略示(图二十

人有五个幅度.一是与物质世界有关的"物质幅度二是生

物性机体生命的"生物幅度三是包括自我意识、理性、直觉、感

觉、情绪、下意识的"精神幅度

关的"大我幅度五是与绝对奥迹有关自的甘"超越 i幅l幅画度"\。 这五个0幅画

度相互渗透，交织为一。

以上我们描述一体模式、二分模式、三层模式和多元模式，指

出有关人内在结构的丰富思想，为帮助读者尽量地超越太物化
二二灵魂肉身一一的两分法的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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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六〕

精神幅度

Cmind , sou l, 
heart) 

下意识

物质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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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反省题

l.你认为"你是你的身体"或"你有你的身体"?

2. 教会传统"当救你门己的灵魂" 一说，你有何评价?

3. "兑现不灭"巾一分论看是什么忘jι? 什l ~ f本观看是什么

意XSI， ? 
4. 按你所了解的人性论，死亡中发生的是什么事?

5. 中国人性论中所谓身、心、神与希伯来 bãsãr ， ncfcsh , 

ruah，有何异同 ?

6. 在体验中，你内在有机物质生命如何影响(限制、支持)你

的理性、精神行动?

7. 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中，常有人主张精神童于物质，甚至有

设法解脱肉体束缚的想法?

8. 试比较基督信仰中的肉身复活与佛教中的解脱。

9. 亚里斯多德与多玛斯的形质论究竟要说些什么?

10 今日有不少两方，也想家，应受了东方的轮回观念。 这样的

轮回观念，基本上假定了什么样的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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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l 参 l可布鲁格纳著、项追结编译西洋哲学辞典(台北:国立编译

馆，先知出版社， 1976) ， 251 、 202-204

2 中国传统中阳明 I\..; 学属之，佛学受印度思想影响，某方面亦趋向

于此

3 创 2:7 忠高圣经译"有灵的生物"不甚恰当。当译为"灵的生物"。

4 灵魂"乃思高圣经误译，原文 pneuma ，l1p ruah 当译为"精神"。

5 二分者如格前 5:3: "至于我，身体(sõma) 虽不在你们那里，但心

神(pneuma)却与你们同在。 "7:34: "一心使身 (sõma) 心 (pne u

ma) 圣洁。"三分者如得前 5:23: "将你们整个的神魂 (pne u

ma)、灵魂 (psychè) 和肉身 (sõma)……"参阅R. E. Brown , J. 

A. Fitzmyer , R. E. Murphy (Ed.). The New Jerome Biblical 

Commentαry ， (London: Prentice Hall , 1990), 80: J. A. Fi

tzmyer, Pαuline Theology , 1382-1416 , Pαul's Anthropo

logy , 1402-1412。

6 以上圣经观念请参阅 Albert Gelin , The Concept of Man in 

the Bible , (LondoηGeoffrey Chapman , 1968); Claude 

Tresmo口tant ， A Stlldy of Hebrew Thollght , (N. Y.: Desclee 

Company. 1960) , 83-114; Hans Walter Wolff, Anth

ropology of the Old Testαme肘， (London: SCM Press & 
Phi 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 1974) , esp. Part one: The 

Being o[ Man , 5-79 ，书中 256-270 页指出参考书。也可参

阅 The Neμ. Jerome Biblical Commentα ry ， 同上， 77: J. L. 

11cke nzie. Aspects of Old Testαment Thought , 1284-

1315 

7 参阅罗尤生命哲学、(台北·学生书局， 1985) ， 120-124。

8 Karl Barth. Church Dogmαtics ， III J2 9 46: "Man as Soul 

and Body" ,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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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笔者的看法在第五篇中详述。

10 得前 5:23"神魂、灵魂和肉身神魂"当为"精神"。



201 

第二章人的性别

人，实际上是男人与女人，而没有不具性别的"人

说，↑性生别是人性的重要肉素。然而，在人类发展史上，两性的关

系却始终有些暗礁存在。为此，我们特别分入门反行、圣经看

法、教会训导、神学反省、具体结论五个部分专章讨论。

第一节入门反省

有关男女两性生理、心理、家庭责任、社会关系异同的常

识，在此不赘述;而仅 由 阴阳，由现代人对性别、性行为观念的

改变反行性别的意义。

(-)阴阳

礼记礼运篇有道仁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

会。"易经有所谓"一 阴 一阳之谓道。 '阴阳是宁市问相对中H生

的两!设生生动力。阳代表主动、给予;阴代表被动、撞受。阳中

有阴，阴中有阳。整个宁市有无数的阴阳关系， >>.;!J;交合而产

生的生命体。人在男女关系中，最真实、共体的体验就是阴阳

-个生命奥迹中的两种生命力 l 。

(二〉会日对性剧、性行为观念的改变

在基督信仰史上，头几个世纪受当时哲学及宗教活动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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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向，对身体性能恃消极的看法， 影 I I/úJ 到当时 )Jz 门后教会的思想

家;直至今门方有所突破而左- f世整体性积极的血想。

人网发育期的门见提前 ， 又有办法控制月经周期，人工节

育也可收变性行为的结果。 社会上门益有人tJ1: íF\ 解放性行为 ，

在性行为方商给人元全的内付1 内 于是传统有关性行为的现律

渐渐失L约束力，性伦理观念也渐趋模糊不清。

人不像动物在生理本能(自然律)的约束下，由于上述种种

因素，现代人己生活在随时可实现性能的气氛中。

由人类文化历史来看，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处理性能力的

方式往往不同，而且以不同方式解释性能的意义与价值。如 :

性行为 (sexuality)可使人类继续繁衍;可满足人类生理本能的

性欲;可缔造家庭、姻示，予人社会安全感，能发展人的自我意

识，促进爱中的责任感、白我牺牲以及更高的向我实现。在更

高的平而上，性行为是绝对、无保阳之爱的表现与象征，是爱最

具体的语育。

综合育之，性与性另iJ无疑是人类生活的基础，其意义、价值

与整个人的生存有关，故而可以推论，性与性别必有宗教方面

的意义 2。

第二节圣经的看法

一\旧约

〈一〉历史书

(1) 雅戚绝对超越性别 (transscxual) : 天主是绝对的超

越，没有性别，创造宁市的描述中绝无古神话男女神明结合而

生万物的说法(创 2:4) ，所以不允制造天主的塑像(出 20: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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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 2:23: "……这才是我的亲骨肉，她应称为·女人‘，

因为是由男人取出的。 闪族人表达存有物非常相似，或布某

方而的关系(如 Ifn 统) ，再说"生"或"骨肉"(如创 29:11 ;民 9·2;

tW{ 下 5:1) ;又希们来义 9] 人叫 ish ，女人叫 ishah (类!以英文

man 、 woman) ;都表示贝女问的吸引力超过任何其它关系，所

以"应离开自己的父母……二人成为一体" (创 2:24)。其中所

舍的神学意义是1.

。人由孤独走向共融，走向爱的交往。性别是天主赐给人

类的最深结合的礼物。

O骨肉 中的骨肉，表示男女本质上平等，女人的地位、身

份、尊严与男人相等。性别显出某方面不同，但不表示有差等。

男女分等级是人犯罪的恶果，雅威典暗示，乃人离开天主的结

果 5。

O 创 1: 27-28 说照天主的肖像造了人，造了男人女

人。"性别既由天主而来，所以是善的。又男女都是人，都是天

主的肖像，男女性别中的人也是天主的肖像，而且是天主创造

人类的合作者，二人要共同管理世界，对受造物负责。

(二〉先知书

对男女性别，先知有其进一步的理解，认为两性的结合乃

象征雅戚与以色列的盟约关系。如欧瑟亚先知与耶JJ力米亚先

知书有道:

上主对欧瑟亚说 "你去娶一个娼妇为妻，让她生淫

乱的子女，因为此地淫乱放荡，背离了上主。" (欧 1:2 ) 

上主对我说你再去爱那个另有新欢的淫妇 ，就如

我还是爱慕以色列子民一样。" (欧 3: 1)

上主这样说我忆起你年轻时的热情，你订婚时的

恋爱……以色列成了上主的圣民……" (耶 2:2-3)

你的奸淫，你春情的嘶呜，你猥亵的淫乱，你在高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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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野间可耻的行为，我都看见了。祸哉，耶路撒冷!你

不肯自沽，要到何时?耶 13:27)

厄则 JI耳光知æ.有阳的的表达、第 16 章说 I~主对以色列

如何向幼!照顾，纳为妻子， }JI1以装饰，以民却不 Jι ， -仁主冈而要

H c1她，边令她仔止行淫;第 23 珩再用两个行洼的女人比/1俞撒

王!.!J 利亚与耶路撒冷，说星鼓动她们厌弃的情人来处罚她们。依

撒丘亚先知也把上主比为忠爱不弃以色列的夫君(54:4-6) ，安

慰鼓励以色列说要"把你装扮得有如新娘"(49: 1 8)。他说:

你不再被称为"适遗弃的，\你的地域也不再被称为

"荒凉的

为"己婚的因为上主喜爱千你丰，你的地域将要婚嫁，就如青

年怎样娶处女，你的建造者也要怎样娶你，新郎怎样喜爱

新娘，你的天主也要怎样喜爱仲。(依 62:4-5)

(三〉智慧传统

圣咏亦不乏以男女恋情、赞叹天人之爱的字句，如:

女儿!请听，请看，也请侧耳细听，忘却你的民族和你

义的家庭!因为君王恋慕你的美艳雅丽，也是你主，你应

向她伏首至地!……(咏 45:11- 15)

府~歌，有如中同诗经罔 j吨，在文学批判上，疑系单纯的情

歌，肉为只咏赞身体之美，不讲天主，不提生育，以致有人考究

作者为谁?写作动饥何在?然而，巾切史、先知的传统背景看，

明显可说，乃是以男女爱情抒写以巴列与天主爱的盟约。

箴言也有类似先知传统的说法:

智慧将救你脱离淫妇，脱离甘言蜜语的娼妓。 她离弃

了少年时的良友，忘记了她的天主的盟约 。 (箴 2: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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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约

(1)耶稣以婚姻或婚宴拍出，天主的同就是天主父捂着J:flí

稣 J击怦与人同在。 如若 2:1-11}JD纳婚宴上行奇迹，纠 22:1-

14 与 25: 1-13 分别以国王为儿子办婚宴、 十主女迎撞新郎来

比 11俞天国。若 3:29 说有新娘的是新郎，新郎的朋友，侍立静

听"……若翰洗者自称为新郎的朋友，称耶稣为新郎。耶稣答

复有关禁食的问题时，也自称新郎(玛 9: 14-15 ， 谷 2:18-

20) 。

(2) 耶稣甚少提及男女之事，因袖主要在宣讲天罔来 q伍的

宗教性大理想，男女区别只是暂时的，不是重要、独立的大论

题，家庭也不顶重要，只有在圣神内，在爱中度新生活，才是贾

点。但也因此袖与人往来有所突破，比当代社会的实际状况自

巾，没有法律主义的压力。丰也主张男女在婚姻生活中平等，有

同等的权利与责任。丰也固然没有直接改变当时童男轻女的社

会制度，连袍的信仰国体也按当时的社会观念组成，但却不能

再认，中也对女性的态度是后来基督徒团体逐渐改变社会风气、

社会制度的问接动力。在期待天同的来 q伍 中， 显然贝女不分高

下、不分等级、不相控制，因为在天罔里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

人，奴隶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因为众人在基督耶稣内已成了

一个" (迦 3:28) 。

(3) 保禄每以男女、婚姻比喻基督与信徒IdH木盟约性的合

或以基督与信徒阳体说明夫妻当有的态度。如:

我已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把你们当作负洁的童女

献给了基督。……(格后 1 1: 2- 3)

仲们作妻子的应当服从自己的丈夫，如同服从主一

样，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她又是这

身体的救主。(弗 5: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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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妻子的应该服从丈夫，如在主内所当行的。作丈夫

的，应当爱妻子，不要苦待她们。(哥 3:18-19)

(4) 保禄tE他的信仰 1 -1 1 体中，也遇到男女问题，他把女性列

为次等，成为门后女权运动、女性神学发展的绊脚石。实际上，

保禄的处境与其怦不同，不像某怦只巡行宣讲，保禄还要建立

信仰 1，1"1 休，要而对有家的男女教友，如可一而顾家一面传教的

问题，他不免使用适应的解决办法。他勉人守贞，不是轻视男

女爱情，而是把宣扬福音视为肯要使命、至高价值。一如基督

不能立刻改变社会制度，保禄也不能，在希腊、罗马、犹太人不

能接受女性参与宣扬福音，视基怦宗教有如妇女宗教的情况

下，他只好把妇女再赶回厨房，强调女性的品德，如弟前 2:15

说她若持守信德、爱德、圣德和庄重，借着生育，必能获

才史。"

(5) 圣经视男人是天主(雅戚)或基督的象征，女人是受造

界、以色列、个别信者、基督徒用体的象征。男女之先后轻重，

并非在人性尊严上，也不在人性本质上，而在象征的平面上。

然而久经流传普A于社会的家长主义、重男轻女观念深深影响

到圣保禄与其他新约作者，以致视女性隶属于丈夫，如格前 11:

1-16 耍女人祈祷时蒙头，因为男人的头是基督，女人的头是

男人格前 14:34-35 说在集会中按法律她们不准发言，只

该服从因为在集会中发言，为女人不是体面事"。弟前 2:

8-15 强调女人"要以善行装饰自己要在沉静中受教，事事

服从不准许女人花教，也不准许她管辖男人"。

(6) 论到死亡复活，耶稣对撒杜塞人说因为复活的时

候，也不娶也不嫁，好像在天上的天使一样" (玛 22:30 )。把这

句话与恪前 15:35-53 描述复活后身体之状况连在一起看，可

以说，性别的作用是暂时的，不是末↑贵的，在圆满的境界里，天

主是男女的中心，不再靠两性相吸使人结合，也不再生育，因为

到那境界，圆满的创造行为已经结束 6。耶稣基督与信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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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体的合一，在羔羊与其新娘，即新耶路撒冷的婚配中达其末

世的圆满(默 19:7-9 ， 21:9-27) 。

第三节教会训导

(1) 梵二大公会议教会宪章说:

基督化的夫妇与父母，……以忠实的爱情，在全部生

命过程中，靠着圣宠的助佑……向众人提供永不衰退的慷

慨笃爱的模范……而成为慈母教会繁殖力的证人与合作

者，他们象征着并且分有基督钟爱教会净配并为之舍命的

爱情。 (4 1 号 )7

(2) 梵二牧职宪章有道:

这兼有人和天主的成份的夫妻之爱，导引夫妻，以自

由意志并以为事实所证明的温情，王相投受其自身，并渗

透二人的整个生活，且因其慷慨豪爽的行动而更为完成和

增进。……这以互相忠实所标明的爱，尤其为圣事所祝圣

的爱，使二人心灵肉体，在顺境和逆境中，忠负不武，全无

奸淫和离开的危机。 人必须承认，男女二人在充分相爱

中，拥有人格的平等。 (49 号 )8

(3)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家庭团体》劝谕中有云:

天主是爱，而在她内过着一种位际相爱共融的臭迹。

依她自己的肖像造了人类并继续使之生存时，天主在男人

和女人的人性里铭刻了爱和共融的圣召，也赋予他们能力

和责任。因此，爱是每一个人的基本的和天赋的圣召 。 9

....男人和女人借着夫妇本有的行为而彼此互相给予的

"性

具正合乎人性的性行为，是当它是男人矛和口女人彼此相许至

死不变的爱的全部时。假如不是整个人的自我兔飞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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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和果实，整个肉体的奉献就是种欺骗;整个人的自我奉

献也包括时间的幅度-假如一个有所保留，或是对将来可

能作其它的决定，由于这一事实 ， 他或她就没有完全的奉

献^ ( 11 号) 10 

第四节神学反省

基于圣经与教会的训诲，对性别的意义，我们再配合现代

的知识、观念作一个新的神学反有 11 。

我是身体，是时空中有自我意识的整体;若无身体，我就不

能在时空的时界上生存。 我是身体，是说我在此物质有机生命

的时空附界中与别人生活在一起，肉此，人能俯身体与人相亲

相爱，以身体象征最深的自我。象征与记号，指出不可见的奥

秘之内在事实，而象征比记号所指JU泵，不但触及思想， I=L 向 整

个人，向心灵发育。性别，故有象征意义。 阿南德 (Subhash
Anand )认为:

(1) 性别是圣事象征 (sacramental symboll : 圣事象征，

是以lJl冲挝、 t/l真实的方式，使所象征的事实呈现给人。一如圣

体圣习工包 ft整个的耶稣，同样，我们是我们的身体，但又不只是

身体，身体是 自我的圣事象征。所以 t摸莫到我的手，就是摸到
"我

制触!是身体交往的基础，初生婴夜，肉母志抚制!而感知 [;J :ß ， 垂死

之人或许己经看不见l听不着，却仍能感到志人的抚爱。接触是

最布力的表达。如果性是撞触最强烈的经验，那么，性就是身

体经验、表达、交往最有力的形式。

(2) WJtJ二相辅相成:我们经验中的 Ht界是个阴阳相对中H辅

相成的时判;口与仅、冷与热、 h:j主与雌……也因此人体验到实存

|甘:界的有限，没有一个存有物是完整的，常需其它存有物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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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捐助它超越其限度。人的两性也有这种不完整的经验， tl主

要异性来补充，需要异性来支恃、协助。

(3) 两性结合是死亡的先声:人不可避免必须有战步向死

亡 剧时的生活就是不断地体验死亡。天地!Ì( jfÇ (f. 'it !JJ , )\. Jë 

ìL 1f~ f主门己的生命，他之衍J l: ;峡 I ï 之、在 II;J空的变动巾，人不

断体验到死亡。而性行为高潮的快感刹那即逝，无法水恫，正

是人十分痛苦的死亡经验。因此，真正的性结合要求死亡

彻底|咔服完全交出;唯有在它对死亡的降服中，在它对死亡示

爱时，性才变得富有意义。

(4) 性结合预尝永生:与异性的交往中，人不断经验变动、

死亡，也不断因之创造新生命。然而生命在于市大生命中点滴

流逝，使人无不欲生而恶死，拒绝以死亡为终结，渴望借下一代

继续绵延。换言之，人渴望以性结合超越死亡，肉为性结合予

人超时空的体验，直超拔 (ec-stasy ， np out-standing ，可译为
"超脱时空" )到无限的奥迹中，使人预尝永生。

(5) 两性的位际关系.人需要一个"你

一个人经验i渐斩深，他将了懦他存在的另一极是个"你

")，人\J" ，是个对他向身秘密有同等权利的人。此一了懦显示对方

是奥秘，两性无法探入彼此，只能相互尊重、降服，彼此归示自

身。向我启示是种 H 险，彼此会受伤，因为对方可能出受也可

能拒绝我的启示，按受乃是一种恩惠。人应向对方向我jii 示，

而不能把对方视为工共，操纵对方，强迫对方启示自己。双方

在同意中彼此最深的自我启示，才是两位最奥秘的共融、合一。

(6) 巾两性看三位一体的天主:在类比基础上，我们试内

有限的两性反行无限的奥迹。无疑，人的性别与天主的奥迪有

关;但天主绝对没有性别;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肯定说·布，无

限的天主奥迹内，有阳同IJ 、自我给予的爱 天主父;有阴柔、

自我接受、答复的爱 -天主子(死亡) ;有和|气、结合的爱

~二天主圣神。可见，人性别最深的意义，是天主奥迹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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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吃 WII伍在的象征。 换句话说，性别也是天主的肖像。 圣经作者

没有用中国阴阳的也想解说天主本身的奥秘，而把人的两性关

系当作无限天主与有限受造物关系的象征，就是把两性交往视

为雅戚与以色列、基怦与教会与人类关系的象征。 婚姻圣事即

此一奥边的圣事性象征。

第五节具体结论

(1) 赖在修女 (Sr. Maria Riley) 曾有下面一段美妙的话:
我们不仅为权利、机会均等而战，我们还极度热切地

渴望:我们女性的经验，在教会内，在世界上，能流入人类

的重大问题中 。 这需要有平等与互助合作的基础。 在权

力中心、在决策之中缺乏女性，我们深知，即是人类大家庭

只用一只眼看，只用一只耳听，只用一条腿走路，只用一只

手工作。 在教会与世界的重要议程中不让女性参与，是以

令人担忧的方式滞限人类的潜能。 当我们注目今日人类

面对的重大问题，如人类存续、人性尊严、创造更人性化的

明日世界时，不能不忧虑焦心。 但愿那一天迅速来到:我

们张开第二只眼，以双耳倾听，以双腿舞蹈，以双手拍掌

(元人能以一只手拍掌啊 。 这难道不是男人与女人共

同的最深解放吗?

(2) 在政治制度上看，现有制度几乎都是男性制度，强调攻

占、竞争、效果，处处以男性为主;如果女性也逐渐参与国际政

治事务，也以女性特色:关怀、照顾、服务、扶恃生命、以家庭为

巾 'L、 ， 来规划人类的政治生活，是再更能造福人类?

(3) 亚洲主教 1，1 1 协会怦声明，

女人，不论她属于哪个民族、阶层、部落、宗教，她是个

完整的人，是按天主的肖像与模样受造的，天主也召叫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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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起管理受造世界的责任(仓IJ 1:27)。可悲的是天主此一

肖像与模样，已被降格、践踏，在各种不同的方式下受人支

配，因此，女人向主发出了祈求释放的呼号，我们已自女人

本身听到了此一捅切的呼号，她们已经明白说出她们对尊

严、自由的最深渴望。她们提醒我们 玛利亚是天主之

母，是她，一位女性，羊独与耶稣合作，天父的国度方得来

临。所以，认识女性，世界人口的半数，恢复她们的尊严，

九许她们在世界上、在教会里扮演她们正确的角色，不仅

是人类的需要，也是福音的命令。 12

由此，我们要说，整个教会应当反省，如何把基督的命令、

耶稣对人不分轩轻的态度实现于今日，不是妇女要在教会内努

力寻求自身的地位，而是整个教会应当努力按福音的指导革新

对性别的思想与作风;女性神学本来不应该只巾女性来发挥，

而是整个教会要积极努力地去发展。.

(4) 有关性与婚姻生活，在牧灵上我们提出几个原则.

。有关性、家庭生活的演变当抱持开放的态度，设法予以了解，

因为与传统的观念、作法不同，不尽然恶劣。

。按圣经教导、教会传承，我们要肯定贞洁与婚姻不可拆散、无

条件的爱等等的理想，不无故向社会低头让步。

。但要发挥牧者无限的慈心，不倦地支持在软弱中奋斗的人。

。婚前当有妥善的准备·了解爱的真谛、基本抉择、永恒的奉

献、家庭计划、子女的教育等等。

研究反省题

1.为何在许多文化中都发生童男轻女的现象?

2. 如何说叨耶稣一回强调男女平等，又一而不改社会制

度?

3. 耶稣为何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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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般而论，教会在历史上为何把领导职务都交给男人?

5 梵一二有关性别的主要教训为何?

6. 、家庭 1-1 1 体劝i俞如何说明性别的衬J7:意义?

7. 婚姻生活与独身生活有什么关系?如何互相补充?
8. 异性独身者问的友谊有{nH主义?有何原则?

9. 若教会重新检讨男女间的关系，对教会的组织、领导制
度会有什么影H向?

10. 性开放当有何抖限?

11.为何这么多夫妇离婚?

12. 如果有一天，人类能制造没有性别的人，对人类社会会

有何后果?对社会生活与教会信仰提出何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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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l 参阅易经研究有关的著作及论文。

2 在柏拉图、斯多亚 (SLoa) 、奥斯定等等思想家影响下，逐渐产生

一种严格的，性伦理传统，对性另IJ 之事实压抑一旁，不子重视，甚

至有消极、吾同见的态度。 致使人们对性反而感到神秘，对性的

问题也兴致勃勃。 另 一方面则把独身当成第一等生活方式，引

起人们对独身的过度重视，教会句IJ 导权也特别严格、敏感。

3 (天主论》中将详细发挥。

4 参阅第二篇第一章中，圣经作者的叙述，有关性别的来源。

5 因男女体力不同，在靠劳力生活的古代，体力非常重妥，这也是

形成重男轻女观念很重要的理由。在 日 益不靠男人体力 ， 而以

机器替代劳力的现代社会，女性已不受体能限制，男女平等日

益明显。如男女可读同样的书、拿同样的学位;可同样参与竞

选、在同样的生产线上工作……有人说教会仍重男轻女，问:

为什么圣职人员都是男性?为女性大开其门，让她们也参与教

会的一切工作，包括管理教会 ， 不论地方教会或普世教会，是否

已是时候?

6 在末世圆满中，是否还有男女两性的特殊表现?教宗若望保禄

二世在每周 三对群众的讲过中曾说，没有理由否认与现世相

同，但无从知之，无法确切描绘。

7 又见教宗庇护十一世r圣洁婚姻〉通渝 0930 ， 12, 3 1 ): 宗庄公

报二十二卷， 548; 参阅圣金口若望 In Ephes. H om. 20吨希腊教

父集六十二卷 ， 136 等栏。

8 参阅 DS 3707。

9 参阅梵二牧且只宪章 1 2 号 。

1 。 这里不特别发挥婚姻的圣事幅度 ， 那是七件圣事之一，属圣事

的幅度。

11 参阅 Subhash Ana时， " Human Sexuality-Some Theo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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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止cal Reflections 

12 Final Statem口lent ， Federation of Asian Bishops' Con

ferences ( FABC). Fourth Plenary Assembly , September 

16-25 , 1986. 'I'okyo , Jap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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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人的起性
L 

在这里我们碰到一个如何解释天地人合一的大问题，恩宠

论是从天主的自我给予来解答，而我们是从人的内在结构的角
度来研讨。在传统神学里，超性的问题属于天主提升论，为什
么要讨论天主提升或人的超性?在此我们要先回答这个问题，

然后再看看圣经作者是否有这样的表达方式?教会思想史上
又如何发挥本性超性的思想范畴?最后以四个模式的说明来

交待今日神哲学的研讨。

第一节 为何要讲超性?

德国慕尼黑 1984 年 6 、 7 月曾就德国南部经济工业领导层

作问卷调查(受访者 46% 是天主教徒， 29% 基怦新教徒， 23%

不属任何教会， 2% 属其它宗教) ，发现教友一而相信有天主，承

认天主是基督徒的生活准则，但在家庭、职业的门常生活中，信

仰却无大影响。显然，有个信仰的基本问题出现·天人的关系

究当如何?在以下的统计中看到有种隔阂1.

在企业界，你觉得基怦信仰的原则与职务上的决定能配合

吗?或属两个世抖? (有令人趋向标准答案的危险)

①态度配合 69.1%; ②属两个世拌 28.7%; .~ 未答:

2.2% 。

)二工作中，你有良心上的矛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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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有: 4 l. 90,0; ~无 52.3 0 0 。

职务上难以抉拌川，信仰是芹的助了你?

T 无论何时 8.9 0'0; 2)大部时候: 17 .4 0 0; 含 有时-

23.1 0
'0 ; 二C没有 35.5 0/0; ~光舍不信 H.9飞 。

综合 1日汀，你的宗教信仰 ~J 门 '白"1::: 活中的手件有多少关

联?

@许多 38.1 010; ②很少 48.3%; ③根本无关 12.8 0 0 ;④ 
未答 0.8% 。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一)"超性"概念的流弊

在教会文件、教理灵修著作中，每见"超性"、"本性"两个概

念，令人感到有上层下层或本层超层之分。于是在一般的观念

里，本性代表着家庭、职业、社交等的届世生活，超性则指上教

堂、领圣事、祈祷、信仰等宗教方雨的生活。总之，在传统较为

静态的说法里，用"超性"、"本性"描述天人的往来，在此往来

中，人所有的称为"斗本豆性

两层j现见念的影 "1向句，其教会生活明显有分裂的现象。共体而言，

即周→至周六忙碌"本性"的事，周门何空才阳心"超性"之事;

离开教堂，仿佛就向"超性"层而需入"本性"层雨，信仰不足以

影响生活中的大小抉择。 此一心态，是否足够整合?圣职人员

往往也按其职务特别负起"超性"层雨的事，罔给教友一个印象

是，不够入时，不注23:共体生活，仿佛生活在上层，在空中楼阁

中， I房会会士的|才H本生活与社会生活隔离，更令人感到是另一

族类。 从上述几种人的生活来看:‘超性"的说法是再恰当?可

也究竟何在?内容上有毛病?还是 ;但像、说法上有问题?教会

，也lfZ家长久以来既以此 1既念表沾天人来往的奥迹，问题就不

i亥在内容 L而在表达上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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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超1 1哇 "包含的内窑

O 天人的亲密来往是天"t内向给予的恩赐，是恩宠。

O天主有绝对的自内，他给人与讪往来的注l、宠，非 iH 于必然，

非 :H 子压力。

O天人的亲密来往属于人的内在生活，并不依靠外在事物，

也不停罔在外面。

神学家一直在讨论，如何以最恰当的概念表达上述三个因

素? "超性"一词是再可综合表述?

(三)"超11哇"概念的限度

。若说天主自 付1 给予的，也宠是超性，就仿佛天主的恩宠是

在人本性上，由外、巾上所加添之物。如此是再有外在主

义的危险?

。静态形上学的概念性，能杏圆满表达动态的天人交往?

。"超性"是希腊罗马文化中用的概念，对其它文化，如东方

的中国、印度来说，是再也最恰当?

。教会一直在培养子民，希望口益成为积极的、有创造力的、

有责任感的、有活力的、有朝气的真实其抨徒，本性超性的

基本概念，能再发展出教友的入世灵修?反过来说，为发

展更整合的入情灵修，是再有其它基本范畴可表达教会的

共同信念:天主绝对向付1 、白白给予，是人最内在的推动

力?

第二节圣经的看法

(1) 圣经作者喜欢使用整体性的、位际性的、具体的、动态

的语育，很少用哲学性语汇，都不用"超性"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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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圣经作者每用"盟约"、"精神 "(ruah) 、"父子关系"等等

表达天人的来往， ap用戏剧性、故事性的词汇表示静态概念"超

性"中的作义。

(3) 圣经作者十分强调救恩史上天主走向人是主动的，光

仓自由的，是冉冉赐予的恩惠。

(4) 保禄与若望用"旧人"与"新人"表示天人问的对立。 |门

人是黑暗中、罪恶中、死亡中、没有基督的、没有希望的、反对天

主的人，好像在人身上加了一些消极因素;新人则是光叨的、圣

善的、有新生命的、有基督的、有希望的、做天主子女的人，好像
在人身上加了一些积极因素。

(5) 初期教会末期逐渐接受了希腊文化较哲学性的说法，

最明显的例子可能是们后 1 :4:

为使你们借着这些思许，在逃脱世界上所有败坏的贪

欲之后，能成为有分于天主性休的人。

明显分的上下，写出此世与天主世界的不同。

(6) 默示录作者用"天主子民"、"天主帐棚在人间"描写天

人圆满的来往，也不用"本性"、"超性"之词;但非常清楚表示新

天新地系巾天主而来，是绝对自由之爱的给予，天主是万有中

的万有(恪前曰:28) 。 如·

我看几了一个新天新地，……我看见耶路撒冷圣城，

从天上由天主那里降下，就如一位装饰好迎接自己丈夫的

新娘。 我听见由宝座那里有一巨大声音说这就是天主

与人同在的帐幕，她同他们住在一起;他们要作祀的人民，

也亲自要‘与他们同在'， 1午他们的天主……"(默 21: 1-5)

祀的众仆要钦崇袍，瞻望她的容貌·…..他们不需要灯

光，也不需要日光，因为上主天主要光照他们 。

(默 22:3-5)

天主的光、生命、爱内在地充满整个的人 2。



.. 

第三章入的超性 219

第三节 教会思想中的超性观

(1) 在希腊文化背呆下，教会 ι想家一步步运用当时的，lJ、

想范畴怡切表这信仰的内涵，所以"本质\"本性\"本体川位

恪"等概念逐渐成为教会的思想工具。

(2) 初期教会东方思想家如克雷孟 (Clcmens of Alc

xandria) ，亚大纳修 (Athanasius) ，济利禄 (Cyril of Ale

xandria)及奥力振等，每道:天主性高于人性，人分享天主性，

人因而被神化。说出了恩宠的内在性。

(3) 基督论中有两性之说 3。加采东大公会议隆重宣布基

督两性结合的奥迹如下-

同一基督主 放生子，具有两个性休，彼此不相混

地、不变史地、不分离地、分不开地结合着。 (DS 302) 

(4) 奥斯定反对内拉奇 (Pclagius ，约 354 -418)赖白山意

志，自力走向救恩的思想，强调天主恩宠的必要。迦太基 (Car

thage)地方会议以奥斯定教理驳斥白拉奇的谬说(DS 225-

227) 0 1=1后有关本性与超性的辩论，因而集巾在"恩宠"与"自

由意志"的关系上。奥斯定解释"自然" (人性) ，乃一些"基本因

素"(如肉身、灵魂)加上"人性以外的赋予"(指地堂全知、无菁、

不死、无欲之恩)。

(5) 依西道(Isidoros of Pclusium ，约 360-431 )首用希腊

字 "hypcrphyes" (超性的)，以后被译为拉丁字 supcr-

naturalis" 。

(6) 多玛斯一方面用圣经与教父的说法，一方面又应用亚

里斯多德的人性论来解释超性的意思。他认为:@::本性，口IJ

本质加理智、记忆、意志三种德能;⑤超性， an 恩、宠加(言望爱三

种超德;包〉本性按着自己的理性，渴求并趋向圆满的境界，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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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福直观，但本性并不能满足此一渴求与趋向，而要完全靠天

主白山的爱来满足，然而 UII 由此一渴望不得满足，人的生活仍

有忠义。 如此多玛斯整合届性的二二个特色 恩宠性、 l'才{(性和

1 ' 1111 化 。

(7)卡耶大努( CajcLanus ‘ 1169 -163 1)可能误会多月斯的

思想，他提到"纯自然"(纯粹本性) (purc naturc) ，借之，士林

神学的超性概念几乎走型 !

(8) 十六世纪士林神学 H 益用静态思想解释圣经与教父的

想法，以致于日趋强调"超性"的外在性。面对这样的思潮，巴

依乌斯 ( Baius ， Michel Dc Bay , 1 5 13- 1589) 力主超性的内

在性 (DS 1901-1980) ，他说.天使与原始人类的功绩都不能

正确地被称为恩宠 ( DS 1 90 1 )。善天使与第一人，若以本来的

状况恒心到底，直到终结，他们的荣福，是功劳而非恩宠 (DS

1903) 。

人性之受到提拔、且升华到分享神性的领域，为(尚未

失足的)完整原祖的景况而言，是应该的;因此这该被称为

本性的而不是超性的(领域 ) 0 (DS 1921) 

他们的主张是愚蠢的，因为他们说:人自始，就因一

种超性的、平白的恩赐，被提拔到超越自己本性的境界，好

使人以信望爱二德，超性地事奉天主。 ( DS 1922) 

虽然史学的研究仍在研讨庇护五世弃绝巴氏著作巾七十九项

主张，所给予的"惩刊"属何性质，但也叨显可说，教会训导权乃

以其普通权威弃绝，为保护士林神学本性超性传统思想巾的恩

宠性。

1)已.

(9) 杨在HJanscn ius. 1585-1638) 极言天主的恩宠性，他

有些天主的诀命，为思意、奋勉(守诫命)的义人们，按

他们现有的力量，是不可能(予以遵守)的 i 他们也缺少那

(使他们可能遵守诚命)的恩宠。 (DS 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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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训导权为保护人的本性，教宗乌尔朋八世(Urba口 VIII)予以

弃绝 (1642 年) ，依 i若森十柑 (Innoccns X) 攻 J} 尤甚 (1653

年) 。

从此，教会一直在士林传统本性超性的范畴中。

(10) 梵一大公会议论JJ 示，仍用"本性"与"超性"、"门然"

与"超自然"的字眼，如"超性途径 "(DS3004) 、"抵超自然的日

的地"(DS 3005) 、"这超自然的启示……包含在圣经的记载里

(DS 3006)、"是超性的德能"(DS 3008); 论信仰与理智的关

系，有道人不拘采用哪些本性知识的类比"(DS 3016)4。 法

典中说人理智的本性之光"(DS 3026) 、"超本性的知识与优

长"(DS 3028) 、"本性对天主反伦理的知识"(DS 3032) 、"从本

性的原理中 "(DS 304 1 )。显然，梵一面对当代的挑战，自然运

用士林神学本性超性的思想范畴，保护其所涵盖的信仰内容。

(11) 本世纪，特别是法国神哲学，重新研究"超性"与"本

性"的问题，极力阐发整体性思想，强调人具体存在于救恩史

上，人"内在必然"地趋向荣桶直观的最后日标。 那些作者不

太赞成"纯自然"的概念，而 U.说天主不能创造不趋向荣福直

观而有精神灵魂的人。 而对此一"新神学"(Nouvelle Théo

logic) ，教宗庇护十一二世以传统士林神学的言语驳斥有些

人攻击超性地位的恩宠性，因为他妄想天主不能创造一种理

怦之‘物'，而不安置‘他呼召‘他'去享受而见天主的真福。 "

(DS 3891) 5 

(12功)梵二大公会议就很少提及"本性"、"超性

流传甚久的思想范畴了;立文;献多半采用圣经育语，动态地、牧灵

性地向今人讲话。然而，启示宪章 5 、 6 号捉到梵一论理怦与jA

示的关系时，背封上还存有梵一某方雨的思想。 教会克情第一

章有云:

永生之父，按照她智慧与慈善内的自愿而深臭的计

划，创造了宇宙，决定提拔人类分享天主的生命。 (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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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外显然已经假定先有未受挺拔的，这也是传统也想的瘦

迹。

(13) 教宗保禄六附在天主子民的信经〉中以传统语育描

述原 mcl说堕落后的人，性!性生......失去了先前备有的恩宠'本性

的能力也受到损伤

性的恩宠.…..受洗使他们·…..获得天主性的生命。

(14) 若望保禄二世完全迫随梵二以动态、牧灵的话表达，

然而，在〈人类救主》通谕中，描述救赎奥迹时仍说在基督内

并藉着基督，人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尊严、提升……"( II 号 ){家

庭团体〉劝谕论及婚姻肯要和直撞的效果，也说……不是超

性恩宠…… "(13 号) ;说到人整体使命，也道不仅是自然的

和世上的使命，也要看他的超性和永生的使命。 "(32 号，乃引

用保禄六世《人类生命》通谕 7 号之语); 49 号又说基督徒家

庭是教会超性繁殖力的成果和标记。

总之，教会文献中往往有两种语言·一属静态"本性"、"超

性"的说法，一属动态来自圣经的说法。原则上则避免进入神

学家有关本性超性的详细研讨辩论中。

第四节 四个模式的解说

以下的四个模式都要说明教会一直肯定的三个特质:超

性的恩惠性，超性的自由性，超性的内在性。在以下的四个模

式中，作者们常运用两个层面·一是较抽象的人性纯本性，形

上的层面，二是具体在历史上存在的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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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士林神学的传统说明(模式一〉

(一〉思想背景

存有本质哲学，对人、宁市、天主着重形体、本质、存有、秩

序，是比较静态的思想典范(paradigm )。教会在此类似横切面

的 j忠ι想背最下自称是"救恩的堡垒

有其固定职位。

(二〉内窑

(1) "本性"(天性、自然) :士林神学传统认为是指任何存

有物本有的特征和成分 60

士林哲学则说·③是生命体生来就有或成长时出现的特

征。⑤指任何存有物从其起源、即己具有的本质特性 7。

若自某-因素如何属于本性的角度，还可以继续描述"本

性

。要素的:本性的基本因素;无此因素，即非此本性。如理性、

身体、性别... . ..

O 连续 的:本性的成果，如学问、友谊、意义、工作、生育子

女……

O需求的:本性所需求的事物，如食粮、饮料、被爱、受教、休

忠、反省、表达、精神寄托......

(2) "超性"(超自然) :在上述本性的解说下，超性就是超

越自然的存在、力量与要求的事物 8。 可分:

。本质的超自然(超性) :内在本质超越受造物之天性者。如

恩、宠、三超德、荣福直观。

0方式的超自然(超性) :本质原属自然的一种效呆， f旦发生方

式超越了受造物的自然力量。如各种奇迹。

0绝对的超 自然(超性) :包括超越受造物天性的神圣秩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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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物。 如三位一体的天主。

。相对的坦白然(超性) :包括受造秩序中的事物，对某一受造

物为超自然，对 J Ç(也受造物则 1七 。 如按传统的说法，灌注知

识对人是坦自然的，付天使 1、Il是门然的，说 lï!T ，{.j人是本性，对

候 F是超性;厄里亚不经自然之死J乘火车升天"是超自然。

付1 以上的分忻，可视超性在人性外，二者各自独立，不知如

何而有其撞触，如因十七所示 9。

(三〉评价

二一优点:③如此分析，清楚

易解，易于说明。⑤明显

保护了超性的恩赐性，天

主的自由。

一一弱点: ③在这种解释下，

天主三位对受造物的行

动不共整体性，好像是两

种前后不同的行动，先

〔图二十七〕

天主

超

A 

人

。性

(纯本性)

较抽象的，原则 L的人

创造，后救赎。⑤是希腊理科主义影 H向下的解释。出发点

在['i1J: "是什么? "导致一种较狭窄而"物化"的看法。@

超性如在本性之上，自外而来，有"外在主义"的倾向。@

超性有如附属品。@不易培养积极、入世、整体性的灵修。

闲此有些思想家自然走向第一」个模式。

二\新士林神学的新探讨(模式二〉

(一〉思想背景

;十 lit纪发展 il--'， ---些有关生命进化的新的也想典范，如柏

格森 (Hcnri Bcrgson 、 1861-1941) 主张的生之冲力 (élan

vita l) 10 ，布隆德 (Mauricc Blondcl , 1861-1949) 阐述的行动



第三章人的超性 225

哲学 11 德 门进根据布隆德学说发挥的进化现，以此人之主体哲

学、超验忠想 1 2。教会则大谈救恩史，圣经学讲作者每巾救忠、经

验血此天主的创造行动，同时门益发现在动态附拌中，教会并

非成伞的社会，而明显具有旅途中有限人类各方用的用长;教

会 ι ;但家 也门 i斩关注人心的渴望 J:l。

(二〉内窑

这个学派的神学家，像亚法罗 (Juan Alfaro)11 与鲁巴克

(H. dc Lubac)IÕ 等等，由救恩史中自我给予的天主出发，认为

共体的人事实上己存在于天主爱的计划中。所以按人的具体

存在来说，他必然"趋向'超性的圆满，因为超性的圆满是天主

爱的计划的目标。 但事实上他并非必然"走向"超性的圆满，因

为只有天主能够实现，只有天主能满足人本性内在的向然渴望

(natural desire)。这 自 然渴望也就是传统士林神哲学所说的

服从潜能 (obcdientia l potcncy) ，是受造物所共有的一种与超

自然交会，或接受超过其天主性限度之上帝化工的天性能力。

换育之 ，人的自然动力，付1天主的超性恩宠，事实上能藉基督而

达到荣桶直观。是恩宠挂触到人本性的最深处，是人最深处受

到吸引、召唤。如果天主lgrE把自己的奥迹通传给人，在人心

内就应当有某种准备，就是先要有某种假定的人性、位楠、自

我，再则无法接受 16。如因一」十八所示。

(三〉评价

优点:@把传统且想带入近代忠潮中，进→步发展了士材、

神哲学的忠想。⑤付1 共体救忠、史，天主之计划，也就是根

据圣经与教父的一般思想来反作。 C描写受造 fJ才在的张

力，一面趋向无限，一而依靠自己的力量无法达到口标。

③既保存了超性的恩惠性， 又发掘了超性的内在性，使超

性不再是附属品。@强调以基督为中心的超性。①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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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整体、积极、入世之

灵修的基础。

弱点， ②应用上丛已

进步， {~走救思得以内在

化，但在严格的学术立

场看，他们仍用了传统

士林神学的模式:本

性与超性;如此一来，

若天主不给人超性恩

宠，本性内的超性倾向

岂非成空?他们答辩:

由天主来看，天主不必

然给人超性恩宠;不给

时，人虽然没有超性思

〔 图二十八〕

自我给予的天主圣三

\]:~ 
... ，" 气|付 {të接触

具体的，事实上的

人

性

服
从
潜
能

宠达到荣福直观，仍可惜本性动力获致自然的幸福

(natural bcati tudc) 。 由此结论，也显见他们的学术思想

乃追随多玛斯抱持传统本性超性的观念，属缓和的内在主

义 (modcrate intrinseci sm ) 。

三\扭内的解释〈模式三〉

(一〉思想背景

教会训导权认为模式二某方面过于极端，好像再认纯本

性，不够肯定超性的恩宠性。 拉内面对此一困结 l 7，试由另一角

度努力说明超性的内在性。 f也有早期海德格尔 (Martin Hei

dcggcr , 1889- 1 976) 存在分析的思想，同时处身超验方法

(transccndcntal mcthod) 的 ，也潮中，又有多玛斯士林神哲学

的熏陶，因而把传统思想带入今 H 神学思想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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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窑

三位一体的天主自我给予的对象，是共体生存在救忠史中

的人。 这人包括两个形上网素:纯本性 (purc naturc)与超性

存在基本状况。纯本性未尝独立存在，在拉内心中，只是个思

想性的工具概念，用以讲解超性问题。存在的基本状况 (ex

istentiale) 是海德格尔所用的思想范畴，意指人存在，不论想

什么、做什么、发展什么，常而对死亡的基本存在特色。 按此，

拉内想到，人既不论想什么、做什么、发展什么，常生活在天主

的恩宠、计划内，就可以说，人本来即有超性存在基本状况 (su

pernatural existentiale)。超性存在基本状况，如模式二所

说，必有基督的幅度，是基督的超性存在基本状况。网此，不论

何人，认识或不认识基抨，只要是人，就生存在基督的救忠、中，

无论在何处，人人都与基督有关。 拉内称不认识基怦的人为

"无名基督徒"( anonymous Christian) 1 8。 天主无限，人则有

限，有限的人接受无限的爱，是天主自我给予所产生的能力，所

以天主的自我给予，是人撞受其自我给予的可能条件。 人本

性，就有超越性;人既生存在超性救恩史中，他的超越性就有超

性|幅度 (supernatural transcendcntality) 。 人既有此超性的

超越性，在主体的具体经验中，就能实在(某方面却又模糊不清

地)体验到天主自我给予的奥秘。 不论人有什么样的体验，当

然也看那自由主体如何答复天主的召唤。 在具体向我给予的

天主之召唤中，实在说，三位一体的天主乃绝对、直接I!伍在于每

人的生活中。 所以要领人认识救恩史中的天主，基督启示的天

主，就要从他具体的经验出发，使他愈来愈深地了解，并清晰体

验到生活经验中所包含、 11伍在的绝对奥秘。 如图 二十九所

刁之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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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价

优点 - ③ 1~L 1)才以此解说，.illf开

了模式J教会训导权无法摆

受的极端说法。⑤面对现代

思潮，有所适应。①由超性存

在基本状况推州无名基督徒，

有助于基督徒以更积极开放

的态度，撞近非基怦徒与不信

神的人。换句话说，他指出了

人类彼此撞纳、相互沟通、走

向合一的基础与途径。 ③清

楚表示，由三位一体的天主来

看，整个人类乃以基督为中

〔图二十九〕

F↑飞

; 纯本性 j

具体的，事实仁的人

心。@可建立一个入世并整合性的灵修。

人

'性

弱点· ②如模式-，虽从救恩史中天主的爱出发，但以严

恪的学术立场看 ，fi'L 内仍从人的自由主体说起。@超性存

在基本状况，也未能彻底解释恩宠的内在性与恩赐性。

"超"性究竟为何?人仍然分为两层 200 @超性存在基本状
况，用法上fT忘不完全一致，有的著作中似指人接受天主

自我给予的准备是l、宠，有的又像是天主向我给予的恩宠。

在忙内辩证性的解释中，以之为天主自我给予的恩宠时，

颇能表达"超性"的内在性，显然为了保护超性的恩赐性，

他才有时用作人搜受天主自我给予的准备恩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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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 \我们的看法(模式四〉

(一〉思想背景

近代不论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哲学、衬l予各方而忏行新发现

与新!ι潮，如量子力学、第三波、心理学经验、关系形上学，……加

上中罔传统思想，都成为影H向我们神学忠考的背景;210

(二〉内窑

不从人性出发，而如模式二、三，由天主爱的奥边开始，但

更彻底，又以基督为中保，使含基督幅度。为尽可能解说清楚，

我们尝试以三个彼此有形上关系的形上观念.存有、人性、位

楠，一步步阐释 22。

1认、超 性:

②从"存有"来说，所i谓肖"超性

个关系包含两商:无限的一雨，即三位一!体本之天主的自我给

予，天主是父、子、圣神有区别的关系，池向有限受造的向我

给予也有区另别川rj; 有限受造的一雨，即是人有限的存有，趋向三

位一体之天主的关系。

⑤从"人性"来说，按我们系统的解释，人性乃包含物质|幅度、生

物幅度、精神幅度、大我幅度、超越幅度五个相互渗透的|幅度

的关系。超越幅度，在信仰的了解中，即三位一体天主的 11伍

在，是人和三位一体天主的关系。所以'从人性来看看超

性

切的 l临|隔伍在。超越幅度的超越表示无限到有限，有限到无限

的动态来往，特别指出一二者互动的关系。从这个 f白皮来看，

"超性""本性"就不再分为两个不用的领域了。

@从"位格"23 来说超性"乃是有意识的、自 由的、有名的、叨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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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显现的、被J圭受的三位一体的天主。

在此动态的解说巾，显然用不着"超性"的说法。 如封果4用不
着"超 '~问k

中'指 lH "'纯4-'性"的范 l书I u 

2 、 纯本性:

@从"存有"来说纯-4二性"乃是由静态、哲学角度描述的语汇，
是一个原则上能够强立的形上可能性，但事实上在具体的天

主爱之计划中，却非独立存在，意即:在人体验、认识的救恩
史中纯本性"并非与恩宠对立的自主存有物。

⑤从"人性"来说纯本性"指四个幅度的关系。理论上，天主
可以创造这样的人:只生活在同个幅度中，不包含天主在恩

宠中的自我给予;但事实不然，在共体的天主启示中，我们找
不到这样的"纯本性"。

①从"位棉"来说纯4-'性"系立于向我给予之天主对面的一个，
有自由意识，却尚无天主自我给予之恩宠的人。 如图三十所
刁亏。

(三〉评价

②此-模式与第五篇第一二章

系统的解释相互-致。

@与圣经、教会训导所肯定的

彼此相贺。 因而天主爱的

自我给予出友，从人存有、

人性、位恪三方而闸择，肯

定了"超性"的恩赐性此天

主给予的自由 。

乞天主自我给予的内在性，在

此一解说中至为明显;天主

〔图三十〕

向我给予的天上圣三

具体的， 'Ii 个iþM f在关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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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我给予不再是附属品，

而是人存有、人性、位格最深的奥秘。

③此一模式明白说出，人是被有唤者、撞受者、答复者。

@人的世界实际上充满天主的Ii伍在，端看如何培养信仰的眼

光。此一模式有助于建立积极、入世、整合的灵修。

⑦可作与其它宗教交谈的基础。因为基督徒在 自由意识中体

验到天主爱的奥迹，从而产生传福音的基本使命感，又因深

知在存有、人性上人人无异，同样在天主的奥迹内，而能在传

播喜讯时完全尊重无基督信仰的人。

②有助于教会本位化。因为此一理论肯定天主|陷在于每一个

人、每个社会的生活中。天主既临在于中国，一个中国的信

仰团体势必会尽量以本位的种种因素，宣称三位一体之天主

的 11伍在奥迹。

最后，我们把本章思想的要点列述如下:

·本性超性之分，并非圣经作者的思想，而系较静态的本体

论与本质分析哲学影响的结果。教会虽长久以来把人分

此两层，但也一直认为超性预设并完成本性 (grace su

pposes and perfects nature )24 。

·在今日思想典范的转变中 (shift of paradigm) ，我们用新

近的词汇(关系、动态的存有、人性、位将)来表达教会所肯

定的信仰。在此动态思想典范中，不必用静态的"超性"一

词，而用动态、无限、包括天人关系的"超越"( transcend

ent)一语表达。

·在具体的信仰生活中，静态、动态的说法都要用，所以我们

不反对"超性"一语，仅指出其所属的思想典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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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反省题:

1. 在教会一般的说法里超性"代表什么?

2. 圣经作者如何表达"超性"所代表的内容?

3 . 教会史上为何创造"本性""超性"的概念?

4. "超性预设并完成本性"是什么意思?

5 . 教宗庇护十二世为何禁止"新神学"有关"超性"所作的

解降?

6. 拉内所谓的"超性存在基本状况

问 2题E盯f何可在?

7. 若不用"超性

8目 如何更整体性地解释"本性与超性"?

9. 巾"本性超性"较整体性的解释来看，向然律与基督之律

有什么关系?

10. ..本性超性"较为整体的解释与你的灵修有什么关联?

11. 超性本性是有关天人问题的表达方式之一，天人关系在

中罔思想中如何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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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l 几 Franz-Xaver Kaufmann. Waller Kerber. Paul I\I. Zu

leh ner. Ethos und Religion bci Führungskräflcn. Bancl 3 

Fragen ei口 cr n eucn 飞，v e ltkultu r. (I\Iün che n: Petcr Kindl 

Verlag , 1 986); 参阅台湾地区神学问题研究小组，台湾经济发

展与生活品质，研究报告凹，总结(台南 1983) ，作者本是椎动

此一研究的负责人。

2 参阅 Claus Westermann , Creation, (Philade lphia: Fortress 

Press , 1974), esp. Creation and Redemption. 113-123。

3 参阅张春中教会历史中的基督论"， {神学论集} 66 ， ( 1986 ，冬) , 

535-548;67 ， ( 1986 ，春) , 57-76; 70 , ( 1987 ，冬)， 44 1 -455;7 1，

( 1987 ，春)， 79-94。

4 虽梵一未提，可假定所论人的理智与超性信仰能力的关系与基

督身上人性与天主性的关系类似。

5 结果，法国神学家，如 H. De Lubac 被禁执教;但约 30 年后，被

若望保禄二世才在为枢机。

6 参阅 Karl Rahner 等编， "Nature" ， Sacramentum Mundi 

-An Encyclopedia of Theology , IV, (London: Burns & Oa

tes , 1969) , 171 -176。

7 见布鲁格编著，项退结编译《西洋哲学辞典} (台北 固立编译

馆，先知出版社， 1976) ， 278。

8 奥脱著， 王维贤译〈天主教信理神学》上册， (台中 尤启出版

斗土， 1967) ， 173-174。

9 同上， 173- 176 ， 181-182。

10 同?主 7 ， 239。

11 同上， 65-67 ，尤 67 0

12 同上， 428。

13 参阅温保禄讲述，李秀华笔录。大恩论入门(台北:光启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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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土， 1985) 。

14 同注 6 ， 171-181 , esp. Nature and Grace , 176-181 。

15 日enri De Lubac. "Petite Catéch占 se sur la Nature et 

Grac巳

1叫d ， The My川sterηy 0旷r t仇he Su叩Lψ.p ernα tlμ旷4旷rαωl， (London: Geo[frey 

Chapman , 1967)。

16 有些神学家如马奇 (J. P. Mackey) 、詹森(G. M. A. Jansen) 、

史勒拜克斯(E. Schillebeeckx) ，以位际思想说明人如何走向

救恩的目标，认为在天人交往过程中，三位一体的天主日益成

为发展中之人的中心与推动力。可归入模式二，但因强调过

程、交谈，亦可归入模式四。这种学说不分本性与超性，而以

"超性"为渐次友展而来的位际关系现象，十分动态，是其优点;

缺乏严格的神学分析，则为其弱点。请参阅 J. P. Mackey , 

Life αnd Grαce ， (London , 1966), Chapter 1, Grace 25 -63; 

G. M. A. Jansen , An Existential Approαch to Theology , 

(Milwaukee: The Bruce Publishing Comp. , 1966), Cha

pter 1, Our Encounter with God, 14-17; Kurt Koch , Der 

Gott der Geschichte: Theologie der Geschichte bei Wolf

hart Pannenberg als Paradigma einer Philosophischen 

Theologie in Okumenischer Perspektiue , (Mainz: Matthias 

-Grünewald-Verlag , 1988), esp. 321 。

17 见前述 DS 3891 庇护十二世之语。

18 anonymous J!j..、意系:自知为谁，别人不知。拉内颠倒来说:

自己不知，基督徒知。 因此有些学者不满。

19 Karl Rahner ,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

ture and Grace" Theologicα l Inuestigαtions 1, (London: 

Darton , Longman & Todd, 1961). 297-318; 凶， "Nature 

and Grace ", Theol. Inuest. IV , (1966) , 165-188; id. , 

Foundαtions of Christian Faith-An Introduction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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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α of Christiαnity ， (New York: The Seabury Press , 

1978), esp. The Offer of Self-Communication as "Super

natural Existential" , 126-133。

20 Bert Van der Heij出口， Kα rl Rahner-Dαrstellung und 

Kritik seiner Grundpositionen , (Einsiede ln: Johannes 

Verlag , 1973), Gnade , Natur und übernatürliches Ex

istential ， 20-41 。

21 详见第五篇第一章第二节，新发现与新思潮;并请参阅 Eulalio

R. Baltazar , Teilhαrd αnd the Supernαturα l， (Baltimore: 

Helicon Press , 1966); Leslie Dewart, The Future of Belief 

Theism in α World Come of Age, (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 , 1967) , The Supernatural Character of God, 

206-212。

22 以下内容，亦请参阅第五篇第二章，系统的解释。

23 参阅第三篇第二章第二节，位格意义的综合。

24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提倡所谓的"爱的文明 "(civilization of 

love) ，希望以天主所赐的爱渗透完成人类的生活，即是中古时

代恩宠提升人性的静态说法之动态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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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人的来源及种种特性，经过多方面讨论过后，就到了

我们系统的神学的人学之说明了。我们分三章:先研究思想

典范的转变，再由关系、结构、过程三方面系统阐释神学的人

学，然后纳入应用，以证验此一系统人学确实有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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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思想典范的转交

所谓"思想典范" (paradigm) ，就是某团体所共同撞受的信

念、价值观、行动方式及思想体系。有些学者有时使用

"thought pattern" (思想模式) ，意义相同。什么是思想典范

的转变 (shift of paradigm) ?如现代中国人每道二十世纪的

中国与唐代的中国大不相同，根源何在?因为人们的价值观、

行动方式、思想体系有所不同。这就是思想典范有了转变。在

此我们特别强调思想典范的转变，并不是再定转变前的各种思

想体系。事实上转变前后的思想体系，仍然继续并存共立，成

为更整体更多元的思想洪流。

神学史上有过什么样的思想典范之转变吗?演变成当今

的思想典范是再基于某种因素?这一章我们就要介绍神学史

上曾经有过的思想典范的转变，提出促成近代神学忠想典范转

变的新发现与新思潮，并论述近代影响我们系统神学的一个典

范的转变:从实体形上学到关系形上学。

第一节 神学史上思想典范的转变

汉斯 ·昆 (Hans Küng)运用孔恩 (Thomas S. Kuhn) 的

思想 1。曾作一神学史上思想典范转变的历程表，引录于此(见

图三十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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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六个主要忠想典范的转变，左边为各!41想、典范盛行

的时代及当时的主要事件，不了边为各思想典范的代表人物。 今

将各jLlfP、典范的内涵略述如下.

( 1 ) 初传、默示的，IJ、想典范.有犹太宗教背址，有某怦'1.洁

的影响(不易体会) ，又有耶稣第二次来 11伍正!近的气，也、， :<>1 J占怀

与圣神的体验甚浓，还有新约作者按旧约传统反行，而对新经

验的解说。

(2) 救恩史、希腊化的也想典范:基督信仰网体进入希腊、

罗马文化中，故有希腊拉丁教父反省基督奥迹与希腊罗马文化

的关系。是天主奥迹在人类历史中的出现，促使教会逐渐发展

其整体制度与法律。

(3) 士林神哲学、罗马天主教的思想典范:整个社会生活

在圣统制的教会中，生活在一个固定的欧洲社会里，成为"神

化"的社会。亚里斯多德思想由阿拉伯哲学家传入欧洲，使欧

洲大学制度兴起;多玛斯等思想家因之发展出本体论神学，较

为静态的本体、本质、存有分析神哲学，着重存有物之向立体与

宇宙万物之体系的一面。

(4) 基督新教的思想典范:对中古神哲学发生怀疑，重视

个人直撞与生活之上帝撞触的个人宗教体验，强调信仰生活独

靠圣经不靠传承与教会甘11 导，独靠信心不靠圣事，独靠恩、宠不

靠苦工。

(5) 以人为本的思想典范:经过科学发展(作用思想盛

行)、理性主义、启蒙运动、文艺复兴，整个欧洲的思想逐渐变成

以人为中心，使人在认识方面，在存在的奋斗方雨，在自由创造

个人的历史方面，在民主、自由、平等与社会团体方雨，都益发

肯定一己的主体性。

(6) 多元化的忠想典范:基怦信仰接触世界，巴想门 j泵; 1吃

界思想、日趋多元，神学的思想典范也因而日趋多元。在这个思

想典范里，各传统各思想典范的因素俱在(如图十九左列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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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所示) ，或相互排斥，或相互会通，或彼此并存;有的神学以实
体、本质分析为主，有的以人的主体为主，有的以社会具体状况

为主，有的以天主的精神、爱与美为主(有其内在荣耀，且不可
抗拒的吸引力) 。

第二节新发现与新思潮

神学史上经数度思想典范的转变，近代何以出现多元化的

思想典范?这就要看近代各个不同的学术领域所有的新发现

新思潮了。为清晰起见，我们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哲学、神
学四方面专节叙述。

一\ 自然科学万面

(一〉相对论

相对论 (theory of relativity)是爱因斯坦 (A. Einstein, 

1879-1955)所提有关运动现象的数学物理理论。 1905 年他把

力学中相对运动的相对论扩展为特殊相对论。 其中有两个基

本原理.↑i:ty户上的事实过程，实无法分辨绝对静止与均速直线

运动两种现象，彼此作等速直线相对运动的所有系统中，光的

速度都是一样，根据这两个原理，爱氏肯定空问与时间的相对

性，就是说，空间与时间的长短，与观察测量者相对于被观察测
量的物体之运动状态有关。譬如在运动中的观察者所测量到，

相对为静止的物体，其长度显得更短，时间显得更长。 1916 年

爱氏再把特殊相对论扩充为一般相对论，表示绝无可能分辨出
任何的绝对运动状态。

相对论并不是说哲学意义的空间与时间是相对的，而只是

说空间与时间量度的相对性。而且，相对论也并未断育所有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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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必然是相对的，只说我人仅能观察到相对运动。当然相对的

运动以绝对的运动为先决条件。自相对论得到最重要的哲学

论点是.人对大自然的认识往往隐含许多未曾陈述清楚的预

设，人对自然界的认识理论应揭破这些预设 3。

〈二〉量子力学

有关分子、原子及基本粒子的物理学，称为量子物理学或

量子力学 (quantum mechanics) o 1900 年浦郎克 (Max

Planck, 11358-1947)发表量子论，假设电磁辐射的能量是以

一连串微小的粒子形成射出，并不是连续的波动形式。这些颗
粒状的能量称为量子 (quantum) ，又称光子 (photon)o 1900 

至 1925 年间早期量子力学中，物理学己知的各种定律以外，还

应加一些量子条件;自然哲学往往认为这些条件是由于原子和

分子所蕴含的"整体性因素"的作用。然而， 1926 年以后，大家

都知道量子条件不过是基本粒子、原子及分子中普遍存在的

"双重性"之特别情形而已;依照观察时不同的实验装置，会产

生不同的观察结果，这些小粒子的结构，以某种方式去观察，可

以说是在最小空间中范围一定的粒子，用另一方式观察，又可

说是广泛展布的波。

更仔细分析，这种情况，导致下述的结论，即在量子力学所

研究的微粒结构中，常有许多量度，其结果根本无法准确预测。

例如放射性原子分裂的精确时间就无法预测。基本粒子的"双
重性"似乎显示，这些粒子原是非空间性、非时间性结构的物

质，因此无论用粒子或波的时空形态均无法确切描述 1 。

今日科学家甚至又精细地发现原子兑基本粒子的复杂结

构。他们提到有六种轻子(leptons) 与反轻子 (anti-lepton) , 

都是原子核外有阴阳结构的量子;而原子核内的中子 (ncu

tron) 、质子 (proton) 、介子 (meson) 、重子 (hadro口， baryon) , 

又都是由更基本的粒子:亏子 (quark)及反亏子 (anti-qu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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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其问亦皆有阴阳互动的关系。

物理学是科技的基础，其发现往往影H向人生的各雨。上述

相对论与量子力学，当人乍问之顷，不能不幡然醒情，人对神

挝、宁市 IIJ空万有认识的相对、有限 !

(三〉基因学

前而已提到一些生物学上的基因问题。 无疑地，生命有共

同的基本结构，因为 DNA 的基本原料为一切生物都没有分

别。 所以人会感到与动植物有关，能相互感应，有相属感、共融

感。

〈囚〉真它

有的科学家 s 发现世物乃是彼此相牵互连的。传统物理学

讲部分影响整体，现代物理学讲整体影响部分。因为举日所见

即是宇市整体，在整体中没有矛盾，只有相互补充;整个物质宇

市是一连续的整体 (continuum ， fie l d)。学者在论及时，指出

有同种力量，即:重力 (gravity) 、屯磁 (e le ctromage tism) 、核

衰变 (nuclcar dccay)、束合原子核 (binding atomic nu 

clcus) ，彼此渗透，常动不休。物质在显微镜下不再是无生命、

被动的，而是无限原子、分子在不歇止地动。今门天文学说旦

旦在动，大宇宙也在动，离我们愈远，动的速度似乎愈大。

传统以为物有不可解散的物质本体，今知并无所谓的物理

性本体。爱因斯坦说 - 能力即光速。他的定律 E = mc2 ( E 为

能力， n1 为重量， C 为光速) ，显示 m 不是物的实体支持的，而

是一种能，是任何物体所受的地，中引力 。 可见，物质没有实体，

物体没有可分单位的基本物质原料，物，不过是一束能 (a bu口

dlc of cncrgy ) ，只有能的形式改变，量却不变不灭。最小物质

(subatomic)不是长宽高三度之物体，而是四度的动态结构。

由空间来看，好似有重量之物，由时间来看，则宛若能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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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量子力学可知，动态结构不是分开的物" f体木

连 B页f为一不可分的整 1体本。我们所认识的物质与能，不过是同一

时空中同一事实的两种不同表现而已。

这些已成常识的物理学观念 ， 对州学实有莫大的 1 ，'1发与挑

战。事实上早有思想家 ， 在今门神学的氛|韦| 中，不从"最小悦

佳"去寻找宁宙的整体，反而从"最大单位"去描绘万物存有的

连贯性，譬如中国的太极。 ……6

二、人文科学万面

(一)1山理学

比亚借 (J . Piage t)、g7'杰斯 ( Karl Rogers) 等.c，、理学家指

出，人自始即显示与环境有共生的关系 7。人非独立自存，而与

他人环连为一个人类之整体。

(二〉社会学

韦 伯 (M . Webcr)、切塞尔 (Eclmund Husserl , 1859 -

1938) 等等学者一而强调主体(个体)，一而也指出此主体的社

会性。在韦伯的社会学与胡塞尔的现象学里，我们可以找到一

个折衷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方法。

胡塞尔提出主体性 (subjectiv ity) 与共同主体性(intcr

subjcctivity)两个概念。他说，实际在生活并产生忘义的是主

体;不过主体在生活并产生意义的时候，实际上是与别人共同

存在的 (Mitscin)。但是共同的存在并不是实体，因为社会虽

由共同主体支持，但真正创造意义、活出意义的则是主体，而在

创造、生活出意义的时候，主体会与共同主体相关联。肉此只

有每一个人真正创造意义，才能集结成一个 1-1 '1 f卒， 一个有忘义、

有真正文化的团体。

韦伯认为社会学在研究社会的行动，社会行动是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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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动机的行为。只有个人才是意义的恃有者、生活者。个人l.û

是意义的主体，在社会行动中却一定会考虑到别人的行动，而

不是像两辆脚踏车在路上突然相持一般。一个社会行动之所

以会有忠义，不但是肉为我有忘义，而 I L是因为我也考虑到别

人的意义。所有的社会关系，无论是政党、社会、罔家，都是社

会行动的可能性 (possib ilities of ac ti on)8 o 

〈三〉我们的经验

可能我们都经验到:人最有福、最快乐、最有意义的生活，

不在个别本体内，而在融洽的关系中。譬如，若问·

(1 ) 最大的福气是什么?每个人的回答不同 ，或宴客，或结

婚，或与好友聊天，或欣赏高级音乐，或陶醉于大自然之美，或

参与宗教大典……但有一个共同点， 即是与他人同乐，与宇宙

共融，绝非孤寂白锁。

(2) 最快乐的时候我做什么?正常的人是与他人分享，告

诉别人自己的快乐，以某种方式庆祝;不可能关闭在孤独寂寞

中。在遭遇巨大的背痛，体验不到人的意义时，方会逃避与人

的共融。

(3) 最有意义的事与行动是什么?一般认为，付出一切、完

全为别人而存在，最有志义，生活最为充实。反之，自私、自闭、

被遗弃、拒绝、不被爱的人，常找不到生活的意义。

〈囚〉第三 波

人类经过漫长的农业时代(第一波)、快速发展的工业时代

(第一二波) ，己迈向多元的资讯时代(第三波)。门益频繁的沟通

交往，~使人类一步步走向德门进预见的人类未来的境抖·精

神领域 (noosphcrc) ，在那个境抖里，人的关系性将更叨显地

表现出来。

综合上述可见，在物质世抖里，最后无法肯定"物"究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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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到有机生命批人的平而上，物质世拌中粒子与波的两种

现象再度出现，即一方面人是个体，另一方而也与四周有机生

命环连相关。 人愈与同周之人沟通，愈是个体;反之，愈是成熟

的个体，愈自 由地愿与四周之人建立爱的关系 。

三\哲学万亩

〈一〉西万哲学

西方哲学界，因为一直强调个人的主体性，本世纪发展出

一种位际哲学 (personalistic philosophy , personalism) ，特

别指出人的关系性，如布柏 (M. Buber)、罗森伟 (F. Ro

senzweig) 、艾伯纳 (F. Ebner) 、蓝军梅 (B. Langenmeier) 、

杜尼森 (M. Theunissen) 、卡斯波 (B. Casper)等，认为人的位

格只能与别人的位格一起存在 (interpersonality) ，人的主体

只能与别人的主体一起生存(intersubjectivity) 。

二十世纪英美重要思想家怀德海 (Alfred North Whi

tehead, 1861-1947) ，在其首要形上学著作《历程与实在沪 中

建议:耍了解实在界，切勿以"物"或"个别休"为主，而要以"过

程"为主分析。在五官影响下，透过五官，我们虽肯先发现个别

体，但反省实在界最深的事实，却不再看见个另11体，而看到相互

影响，连贯的关系网。 任何一个细小过程都非单独进行，而与

其它过程互在彼此中地环连着。 此即过程、关系、环境的思想

模式。 不再有大自然与历史、精神与物质等的二分论。 怀德海

把他的思想应用在天主与世界的关系上，也说相互寓尉，自始

同在;他却忽略创造。 有些神学家发挥他的也想，用在大宗教

间的交谈上，说: 一切宗教有关，因为都是最深奥迹iI伍在人类

中的表现 10。

过程思想，更详细地说，可由存有、认识、方法三方面解释 11 。

存有方面，指出基本范畴不再是静态的本体，而是因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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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变化的事实;不再走向立体、而是共融中的仔在;不再以愤切

而所见之物为主，而以自始至终演变的历史过程为主。 认识方

而，闪存有4、身在过程之中‘!'ï Jill亦仔 Jt过程性，按句话说，认

识-个存有物，必须同时认识t-t:过 L、现在、才二来，先弊的认识

(Jl~旦) ，只 (F I员|满的境界中 Ji能实现n 方法方町，，ILlfp、既1f变

化的过程中，故而不再只注 ，毡 ，巴想的内容，同时也注忘 j41想的

方向 ;或说 ， 不再光观察眼前之事物，也以象征表达超过口前 l幅

度的过去与未来，因为实在坪一直在演变，思想方法就要有弹
性 ( flexibili ty) 、辩证性 ( dia l c ctics )此逆证性 ( paradox) 。

(二〉东万哲学

以下 dU想在东方虽然不幸斤，但对两方而育，不肯一种与近

代西方新，巴潮不谋而合的新发现。

东方思想家不把"物"当本休，而视为一个行动 ， 二个事件(cv

cnt) 。 佛学里"东两"称为 samskara，就是行动或发生之事 12。

口 本禅宇:大 ljrp铃木大拙说:顿悟时，人方知人原不是隔离

的户户休，不单是我个人顿悟，整个宁市 ， 每粒微尘也都分享我的

顿情;如动手指，万物亦动， 门.发出亮丽的光芒。 整个世界是一
个闲果关系问。

中国特别重视宁市的变动，古如日 易经讲"易

宁甫变功的两个基本动力，甚少关;注主万物的实体 13飞。李约瑟 (ωJ .

Ncωc d曲ham丑1 )说西方哲学在实体中找事实 ， 东方哲学在关系
中求真丰相þf 0 "} .I 

中国传统且想以人为本，视人尉天地之中 ， 与天地同大，与

天地为一体，所以天人合一是做人的最终口标。 天，肯代或名

上帝，后阶逐渐俗化为哲学性的原理原则、生命力量，或称道称

德，或称太恨称易，或以之为理为气，为阴为阳 再由此演化为

种种民问宗教。 而对至高之天，肯圣先贤讲敬天、畏天、 }I顶天 。

所谓天命之谓性，人性本善，人为道德存有物，只要发挥天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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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就能成为顶天立地， iJ 天地-体的人3 所以中同文化 i川: 3JZ 

做人，少问人是谁?人是什么?主张·明心见性;尽心、知性以

知天;主张·恪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半天下

以内圣外王;或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迫法自然地归

根。民问则但求福免灾，以 IJ1l世为中心，谋求安情乐业、传宗战

代。如图三十二。

四\神学万面

(一)Erß稣的生活

基怦徒以耶稣为生活的典范。其最大特色是有两种关

系.①与天父的关系，②与他人的关系 15。福音中的耶稣是元食

为别人生活的人 (a man fo 1' othe 1's) ，地用行动表示，又出之以

言语，给人一条新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若 13:34)。某怦

徒 Id l f水里，谁是"圣人"?就是相信某督的人。谁最相似基怦?

就是有恃殊之爱的人。所以列品首先要问:是再有英豪之爱

(hcroic love)。这是说:人生至深真i帝，并非为己积财、立名，

也非追求学问、享受，而在给予;在共础，在爱的关系中生存。

(二〉三但一体的天王

由绝对奥迹来看，按今 门 将经字，也说天主是爱，天主三位

就是个关系，是三个有区别的对立关系 16。当今神学家，如巳特

(K. Ba1'th) 、拉辛格 (Joscph Ratzingc 1')、卡拉rr 帕尔 (W. Ka 

spcr)、巴尔大撒 (Hans Urs von Balthasad 及摩特曼

(J. Moltmann)等等，均说天主三位是爱中的三个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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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从"实体形上学"到"关系形上学"

上一节所述不同领域中的新发砚，显示今门 jLL 盟、己经起 r

很大的转变。其中从实体形上学到关系形上学，贝IJ直撞影响到

我们人学的系统解说。究竟什么是实体形上学?如何转变为

关系形上学?关系形上学又是什么?二者间可有关联?在此，

我们将一一探讨。但再提醒读者，二者是相互补充的思想体

系。

一\实体形上学

(一〉内窑

(1) 实体形上学在探讨根本存有，有学者分析列出如表

一
二

十一
一
一 (2功)另有学者把上述第二类"独立有"与"依附有

1体木"与"附体"作下列分析:

人是独立主体，人便是"实体"。人是实体，因为人的"存

街"是一个自立体，人是"自立的存有 o 存有"必须是向立体，

才能够是实体，因为一切属于实体的都附在实体上，这个实体

若不是自立体，而附在另一实体上，这个实体便成为附加体而

不是实体了。人的"存有"是心灵和身{体本合成的"存有

昕以为人的特性。人的一切内外特性都附在"存有"上。 因此，

"实体"拉丁文称为 substantia ，意 1且l巴ι是"站在下而

一切恃性的下田。 人这个主体非常复杂，包含的成分非常多

人有身体，身体有各种器官、有颜色、有高度、有虫草。 人又有

心灵，心灵有理科、有意志、有感情、有天生才质、有天生脾气。

同时，人又有许多关系。 这一切都是人所有的，都属于人。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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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心灵为人实体的两部分，其它一切，都归属于身体或心灵，

称为附体。按亚里斯多德的传统，附体分为九类:数量 (qua

ntity) 、品质 (quality) 、关系 (relation) 、地方(或空间 place) 、

时间 (timc) 、状态 (statc ， position) 、拥有 (to ha vc )、做 (to

do) 、被动 (to receivc passively) 。 附体属于实体，附加在实

体上，却不能自立 18。

(3句)综合而育，所谓"实{体本形上学

人、生命、精神、神.…….…….川.….….是什么?认为"存有" (实有)有四个"超

级特性

体(单一) ;是可认知的、自我启示的、有光明的(真) ;是可追求

的、是给予的、有爱的(善) ;是可欣赏的、有内在吸引力的、是形

式的光辉(美 )λ。而"存有物，按多玛斯的看法，抽象地说，是

"存有"加"本质

命的肉身) ;具体地说，则是"实体"加"附体

(二〉评价

优点:比较清楚，容易了解。从某方而来说，便于解释信

仰中的奥迹，如基督的两性一位、超性与本性、死亡是灵肉

分离、三圣事(圣洗、坚振、圣秩)所阳神印、恩宠等等。是

牛顿(Isaac Newton , 1642-1727)、筒卡儿等人饥械论宇

宙观的基础。

一弱点:比较静态，属横切面的看法，不易表达愤上较动态

的一而，如生命、爱的 11伍在、过程、天主与受造物的实质关

系 。 把"关系"列为九个附体范畴之一，好像是说"关系"所

占的比重不同;视"个体"为最后单位的，也想需要别的观念

来补充。实则整个物质宇市是一连续整体，如此的 JLL 想，

比较容易配合今 H 原子科学的新发现物"最终非单位

(最小实体) ，可能以波形存在，也比较容易描述从十网

世纪以来日益重视的作用思想(万物相互作用而形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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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基本事实)。换句话说，实体形上学比较不容易描写

整个物质宇宙的整体性。 总而育之，实体形上学的出发点

是哲学性的，乃基于人的理有忠考，以哲理为基础，而非以

天主启示为准绳，非巾天主Jd示而来。

二\关系形上学

因上述的弱点，许多神学家越来越走向较为动态的"关系

形上学"。这绝不是再认传统实体形上学的需要和价值，而是

因为思想典范的转变，神学家尝试从另一个角度补充解释人的

奥秘。

〈一〉转变

由前述实体形上学的评价可见，人寻求理解事实，无法久

久停罔在某一个思想典范中，一如古典音乐，是种音乐典范，当

发展到高峰的时刻，势必门趋僵化，而有新典范的开创。教会

思想家吸收实体论哲学，经数百年的思考，渐呈枯竭，教外思想

家一旦有新的发现，势必转而相迎。梵二大公会议即是教会面

对新时代作的自我反行，从中，教会重新肯定了自己的使命

一一一 入世。那么，神学忠想界所面对的转变就是，除了采用静

态的实体形上学为思想结构外，还要运用动态的关系形上学为

基本的思想范畴，如此才能走向更整体的神学架构。

(1) 在物质平面上，物理学领人看到宇宙不可测的作用关

系问。 在可见的物质时界里，放眼望去，可看到许许多多的个

别休，但自小而现之，却非真能见到该物的实体。

(2) 在生物的千而上，若问生命是什么 19? 可描述生命的现

象，有吸收、有交往，以此物质的种种因素，如分子、原子、核

子……都因生命而成为一个整体，基因含有整体生命的资

讯……但若再问，生命如何维持生物的特性?一个相互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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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网又显现出来。

(3) 在人的平面上，可发现无量数的物质及有机生命因素

更深地合为一体。由某一方商看，人是一个自立体 20 ，但若问向

立体是什么?从关系形上学角度来看， 自立体是多种关系的交

点，是J妾受与给予的中心。

(4) 在绝对奥迹的平面上，问天主的存有是什么?圣经上

曾说，是精神、是光、是真理、是生命、是爱……若再问:精神、

光、真理、生命、爱…又是什么?从本体形上学的角度来答复:

天主是有精神、光、真理、生命而自 立的三位。从关系形上学来

看:天主是爱的给予(父)、接受与答复(子)、合一(圣神) ，所以

天主的存有，就是三个动态爱的关系。

(二〉神学家的言论

(1) 巴尔大撒 (H. Urs von balthasar)说在被‘你'爱

的经验中，存有之光升起，存有与爱是同行并在的 (being and 

love are coextensive)。真正的神学思想乃由一个基本事实
开其端·天主在爱中走向人，在爱中展现美的荣耀;自我给予

的爱，以其内在之美为自己作证，吸5υ」来归。" 21 

(2) 拉辛格 (J. Ratzinger)提出圣奥斯定的名育天主内

没有附体，只有实体及关系。 22 他说，这是基督徒世界观转变

的起始实体形上学"之独尊瓦解，而发现"关系"与"实体" 同

样，是基本的存有状态 23。论到位格，他说，实体论只讲，天主是

一个，表达不出基督徒与天主有交谈、有关系的信仰经验。在

亚里斯多德的思想、中，关系是附体，基督徒却因天主向我启

示的经验，认出交谈、关系与实体的同等差。

(3) 卡斯帕尔 (W. Kasper) 道: 当我们把天主决定一切

之事实，说成是位格的，我们也同时把整个存有说成是位格的。

这是了解存有的革命性转变。至高的事实不是实体而是关系。

对亚里斯多德来说，关系是实体的附体，他甚至视之为最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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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体。 但当天主启示她自己是盟约的天主，是与人交谈的天主

时，天主的名字就意味着:她是为我们，与我们在一起的存有。

如此，关系实优先于实体。 因为天主自由的转向世界，转向我

们，是宇宙内一切实体的基础。 存有的意义，因此发现，不是存

在于己内的实体，而是自 我给予的爱。 " 2.1 

(4) 艾柏林(Gcrhard Ebcling)表示:上帝的存有是而对着

对象的 (Gcgenübcrsein) ，是关系中的存有。 在描述人的意义

时，他说，人是面对上帝、世界、自己的存有物。 换句话说，人的

存有有三个特色: @是在一起的，@是言语中的，是聆听、表达

的，@是有责任的，有使命的，要实现其与万物共生的本质 25。

(5) 巴特(K. Barth)说道:和我们同在的上帝，是基督喜

讯的中心，是走向我们的上帝，这样的上帝不是状况 (statc) ，而

是正发生的奥秘(evcnt) 。 论上帝之事，一方面要视为主体，同

时也要讲到关系 26。

(6) 潘南伯 (Wolfhart Pannenberg)主张存有"本身是

关系性的概念 2ï。

(三〉综合

(1) "存有"是·在一起，交往互通，在内，自我给予，向我超

越，在自我给予中拥有自己，在为自己中超越自己，完全表达自

己，完全回归自己。

(2) 受造"存有物"是:完全而彻底地依靠，站在天主面

"前

达，在答复中，在h成义为向己的过程中，在旅途中 。

(3) 综合因(见用三十 PI! )与说明:本体形上学与关系形上

学是互相补充的神哲学 Iι想。 中央箭头有两个方向，粗者表示

巾天主的发的且想，是说，付1天主三位一体的奥迹才能了解爱、

精神、生命、能、物质，也指天主创造救援计划中的意向次序或

称口的次序 (ordcr of intcntion) 。 天主愿与万物有爱的圆满

.-11IIIII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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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融，所以愿有达其目标的精神界、生命界、物质界。 各界又有

内在的口的次序·精神界需要生命界的支持，生命w-需要物质

界的支持。反之 ，细箭头表示巾物质到天主的实现次序 (order

of rcalization) 。 就是说，在实现过程中，必先有霄于极大潜能

的开始，然后由之发展出物质界、生命界、精神界。

人包括物质、能、生命、精神、爱。 在整个人的静态与动态

中，可清晰看出位格丰富的含意。 人的理性内在五因素:经

验、了解、判断、决定、行动，也有静态与动态的两面。静态指五

因素先验的秩序;动态指借着思想(思) ，人将万物、天主接纳于

己内，借着爱(愿) ，人由己内发出往万物、天主而去。

阴、阳，生命的两个原理，静态原理与动态原理，乃是相互

寓居、相互渗透的。

研究反省题

l.为何我们提出思想典范的转变?

2. 中国思想传统强调正统与权威，今日的中国却己在思想

的转变中，你如何而对此一事实?

3. 教会过去大体生活在单一的思想典范(士林神哲学)内，

今日教会却己处身多元的思想、中，你(一个读神学的人 )

如何以开放的态度建立自己的神学思想?

4. 为何今日读神学要注意 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等?

5. 有较静态的实体论，有较动态的关系论，应当二择其一?

或二者皆取?为什么?

6. "关系"在实体论中属"附体"范畴，在关系论中却是事实

的中心范畴，若走向更整体性的思想，你认为最需要改

变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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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统的解释

近代神哲学既在各种新发现与新思潮的剌激下，开出了关

系形上学的新领域，我们就据之以关系、结构、过程三个基本思

想范畴作我们神学的人学之系统解说。

第一节人是关系

一般而言，我们解说人的奥秘，所用的语汇多半有物化

(reification) 的倾向，如"层面''''层次""范围""领域"等。为避

免此一流弊，我们特别用"幅度， (dimension ) 一词。"幅度"有

助人了解唯一存有的多元性事实。

人是物质幅度的关系、生物幅度的关系、精神幅度的关系、

大我幅度的关系、超越幅度的关系 1。我们把人区分为五个幅

度的关系，并不是说在未有人前，五个幅度的关系就能独立存

在，人是由这先存的五幅度关系之某一部分凝聚而成;我们要

说的是:超越、绝对的关系(三位一体的天主所建立的爱的关

系) 11伍在，使一最深的潜能，借内在的连贯性渐渐展现出来。换

句话说，不同的幅度的关系，并非一个幅度由外加;在另一个幅

度上，而是因最深的唯一根源，自始即彼此互属相含的各幅度

关系，从内在的根源、中渐次流出。更确切地说，因无限、超越关

系的临在 2，物质幅度发出新的组织，且是生物幅度;由生物幅

度发出全面性的自我意识，到统一的自我完成，即是精神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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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幅度再网内在根源扩大到与整个人类生者死者相关，即是

大我制度;而与最;京之内在根源的关系 ， Dn J量超越顺应，以 Jh 悍

的(([1来说，就是生活的天上 ， 父、 f 、圣神，三(~ -体的天 i二，以

JUêlí民之爱与人建立的 lifl' -)止一的关系 30

以下分别说叨五个 1~lI'i I立的关系

一\五个幅度的关系

(1 ) 超越幅度的关系:这个关系，从天主来看，是无限天主

自己的 |陷在;从人来看，是无限 11伍在的有限回应。这个关系，是

天主三位与人所建立的一个爱的关系，但在一个爱的关系内，

有父、子、圣神的特色:父是无根源的根源，是关系的根源与口

标;子 巾父而生，受父派遣、回归于父，故而所有的人都是子内

的子，有限地分享父子的关系，因为‘一切都是藉袍，并且是为

了她而受造的。……万有都赖袍存在……她在万有之上独占

首位" (哥 1: 16- 1 8)。袖是关系的降生;圣神是绝对爱之奥迹

的合一，父子爱的合一，有如天地之一气，使万物成为和谐的整

体 1 ，讪是关系之完成，使人经验到最深的一体 a。

(2) 大我幅度的关系:了F.东方文化宗教传统中，有种根深

蒂|叫的心态:我属于故我在。是说，在人的经验里，并非先有

个体，而是先有家族，先有人类，所以东方人有重视祖先、家族

的普温情怀。个人即是家族的一份子，自然匠、对传衍生命的祖

先感恩、敬拜、迫怀。此一宝贵的传统，以基督信仰来看，就是

大我幅度的关系，是人与一切经死亡而复活的人，尤其经死亡

而复活的基怦其人的关系。"大我"不只是先亡者，也包括现存

者n 大我幅度的关系，乃是人与整个人类生者死者伞部的关

系。论i吾有道阴沟之内忏兄弟也人与每一个人有关，不

能说与谁无关，对此，在今资讯爆炸的时代，体验当益加真切。

(3) 精神幅度的关系·即人向我意识在世界、人群中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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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到的 'L、理、理性、 L~'L、幅度的往来，在经验、了解、判断、决定

i茜幅度上的关系，审美、创造、迫求理想、伦理道德止于至n ， iJ义

毛成贤之幅度上的交往 6。

(4) 生物幅度的关系-人生活在布肌生命的宁 rÎíl11 ， ril 生

物来有，人也是大自然的产品。在 一般经验里 ， 1tt 入大门然有

舒适感、归根感，疲倦时fE、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就是若干此生物

幅度的关系。工业化有忽略此一幅度关系的倾向，今人门感其

苔，门益重视环境的保育，即因发现人与环境的关系乃自身生

物的幅度。

(5) 物质幅度的关系 是最共体又是人最不认识的幅度。

是人生活的基础，所以不少人认为是最重要的幅度。但也有人

以其深度人生观视为有工共价值而无日的价值，以一二分论强调

精神幅度的重要，视物质|幅度为恶，有碍精神幅度的发肢，而求

取解脱。真正的基督信仰，是把物质幅度积极、肯定地整合在

人的奥秘中，复活的耶稣可作最后最深的明证，因为在地内，物

质幅度达到圆满的地步。

二\彼此的渗透

上述五个幅度的关系，我们说过，有其内在的来源，在人身

上互相渗透、影响 ，并彼此消民。 下面我们要恃别从身体、象

征、时弊三方面说明。

(一〉身(本

前而(第四篇第一章)论及人的内在结构时，已经讲到圣经

作者对身体的看法。现在我们用较系统的话来表达身体的主

义。身体是整个人的一个而;人不是先有精神自我 ， 再加上一

个身体 ， 人就是他的身体。人的身体就是人与整个物质世界、

有机生命世界在时空 中的具体关系。因为人不但是物质、有饥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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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幅度，也是精神、大我与超越的幅度，所以整个人比身体

幅度大。只有从这方而看，可以说人"有"身体。这是人两方而

的体验，在我们看来是指州人内在不同的幅度。身体是人在时

空中与人来往的媒介，也是撞受别人影 III;'j 的媒介。身体是存有

的展现场所，在身体上可以看到整个的人，他的 j力企史，他的性

情、苦乐与优缺。人五个幅度的关系彼此既相渗透，天文地理

与生态变化会直接影响人精神、大我、超越幅度的生活;超越、

大我、精神幅度的看法、态度，也会在生物、物质幅度的关系上

表现出来。如追求真善美，育行拳止必优雅动人;培养仁心爱

德，面容必慈祥生辉;若作恶、行私、骄傲，则身体必透出可庆的

气味。

耶稣的身体是天主子与整个人类及生物界、物质界的关

系。中也除了罪外，与人过着同样的生活。在经死亡而复活的基

督身上，可看到袍身体奥秘的两面:一是袖在圣体圣事中与我

们同在，一是结合有关的人类成为一个基督奥体。若望福音记

述耶稣的话说.中也愿做我们的食根饮料，天主教信仰肯定地

说，就是复活的主，愿以圣体圣事与我们同在，不断滋养我们的

生命。从物质世界来看，饼酒是由生物而来的物质，代表物质、

生物两个|幅度，成为复活的主与人同在的媒介，领圣体即是饼

酒的物质、生物|幅度与天主第二位的超越幅度在人内彼此渗

透。广义地说，与基督有关的人就是袍的身体，因为复活的主

是身体，与整个宇宙、人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总而言之，基督

身体有三个面貌.一是历史中的耶稣，二是圣体圣血，三是所

有与基督有关的人。

(二〉象 征

各共特色的五个幅度必然相互沟通、影响、交融、同化，换

句话说，每一个幅度必有参与其它幅度的行动。如物质幅度的

气候影响精神幅度的心理、思想;生物幅度的疾病影响超越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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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天人交往。 因为五个幅度要彼此来往、通传，成为一个整

体，任何一个幅度都有把自己所舍的意义表达在另一个幅度上

的;需要，这就是象征的来源 7。 象征是Ii伍在的表现，是一个幅度

不可见不可闯不可触的事实或奥秘在另一个|幅度上的主 íffi 。

如人不可见不可闯不可触的爱情，情所J寺礼物或诗歌或行动流

露出来，所持礼物、诗歌、行动就是象征。如此看来，人的身体

(物质幅度、生物幅度)亦可视为精神(精神幅度、大我幅度、超

越幅度)的具体表达，时空中的象征。

在众多象征中，语言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语言不但是

简单的沟通工具，更是人的自我启示，是整个人在整个人类中

的临在。那么，人学习语育，不但是学沟通工具，更是逐渐把自

己带入语育启示的领域中，诞生在一个新的文化环境社会里

(大我幅度)。各种艺术作品也都是象征，是作者心灵的表达。

有语言、艺术，才有宗教礼仪的象征。宗教团体是许多个体结

合而成，只要是人的团体，就必有相互通传、交往的象征，因为

人需要通传、交往的象征。

在基督信仰的团体中，最隆重的象征是圣事。圣事又包括

育语、行动与器物三种象征。 育语在解释行动、器物的意义。

如洗礼，有倒水和所说的话，话在解释动作此水的意义;如告

解，告明在表达忏悔，神父代表基督念赦罪经，在宣布天主的慈

爱;如圣秩圣事，行动是主教覆手，念隆重的集祷经文说叨覆手

的意义。七件圣事都是象征，是以各不相同的行动表达教会的

奥迹。梵二教会宪章上说·

教会是"一个在父及子及圣神的统一下，集合起来的

民族 o (4 号)

教会是与天主亲密结合，以及全人类彼此团结的记号

和工具。 (1 号)

所以今日神学界称教会为"基本圣事。若再深一步探寻，会发

现教会也是一个不可见的奥秘之象征，是天主父藉复活的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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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神的共融中救恩性 11白了巨的表达。 此一表达是有限的，不能包

ft? 所象征的一切奥迹，而仅指向天主圣三|司满的 11自(F. 天

同的理想。 到最深之处，即是天父的肖像，天父在川、j 空巾的象

征 耶稣某怦，今门 fljl ~'j: L称之为"原始圣平" ( primordial 

sacramcnt) 。

(三〉时弊

环顾四周，出:抖各地、社会各界都有孤立主义(iso lating

attitudc) 的现象。如医生治病，往往看症状，不关心全人;不少

学者研究某一学科，只关注人的某一方面，如心理、伦理、灵修，

而不注意整体之人;政府决定国家大事，多昕取政治、经济学家

的意见;教育制度则有按罔家工商发展的需要设定，而忽略人

生活更重要层面的趋势·…"m基督信仰的立场来看，人是五个

幅度的关系，不能只见其一而忽视其它，无论研究人生的哪个

领域，或在哪一方而建设人的树界，都当眼观人的整体。 我们

认为在人整体之中，超越|幅度的关系最为重要，是使人生活乎

衡，使人心理健康，使社会安定、和i皆最深的来源。

三\接受与给予的节奏

以神学的了解，人五个幅度的关系并非静态的五层，而是

一个动态的节奏 (dynamic rhvthm) ，是说五个幅度的关系乃

会集到一个中心点 (con traction) ，同时也由中心向外发展( ex

pansion) 。 中同传统文化且所说的阴阳节奏，有搜受的阴，给

F 的阳，在|归中有阳， I;n 中有|归，阴阳是生命中同时并在、生生

不息的问|町，而不是一光一日或一上一下分离的两层。 所iyj 弹

性U1cxibi li ty) ，即是 IvJ 1;门，战 2与给予恰到好处的配合。 下而

我们为叙述的便利，先讲J麦受，再谈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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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接受

今门利，会，竞相迫逐成就、成功、效率、效果、发 Jt兰、发财、发

扬光大，而对此一风气，我们不惜遭人落伍之议，1;世、发也许反潮

流之话语。

(1) ).革心:中国文人雅士每喜绘竹，以竹比君子之高风亮

节。 试看，竹不仅因中空心虚，劲风屈而不折，生长直上英挺，

不旁生枝节，而且默默献出一己，供人生活之所需:竹筒、竹

筷、竹椅、竹桌、竹床、种种竹制手工艺品，乃至小桥、屋橡、扁

担……无不有竹。 道德经特别推崇"虚"的境界，有道柔之

胜刚，弱之胜强，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78 章) 0 "上善若

水。 水善牙IJ 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8 幸 ) 0 "大

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中，其用不穷。 大直若屈，大巧若

拙，大辩若讷 "(45 章) 。 由基督的奥迹，可见此"虚心"的至深意

义.

她虽具有天主的形体，并没有以自己与天主同等，为

应当把持不舍的，却使自己空虚，取了奴仆的形体，与人相

似，形状也一见如人，她贬抑自己，听命至死，且死在十字

架上。(斐 2:6-8)

..因为我几时软弱，正是我有能力的时候。

(格后 12:7-10)

基怦因空虚自己，才能与人完全相同，完全度人的生活，领人走

向生命的圆满。

(2) 修养·真正的虚心，是修养的其本原则。 所谓"存在比

行动更重要"( to b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o do ) 。 虚心，

就是肯定人最高的价值，不在于做什么、做多少、是汗成功、有

何成就，而在于撞受事实。 此一事实即是 人付1 天 k 而来，人

到心性的深处，并非去做自己，而是撞受自己。 据统计研究，人

之感到做人不易，根本在于不愿、不能接受其实的内 主 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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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做我自己，而一心想做别人，做人的基础即不稳问; 一且不

稳，必n 口求取，罔 i某补救，邪迫偏方于焉产生。

(3) 痛背:在人五个幅度的关系中，很可能某一幅度感到

不){，或受自然环境的侵苔，或同社会群体的损伤，而诸昔加

身。 痛背各幅度皆有，如物质|幅度的贫穷之背，生物幅度的病

奸、死亡之昔，精神幅度的怨憎恨、爱别离、失学、失业，大我幅

度的战争、种族歧视、政治迫害，超越幅度上的被天主舍弃之

苦。 对人来说，种种痛苦是危机"。 危'者，人可能因此失去

自我的信心、生活的意义，与人的关系破裂，甚至成为反社会的

恐怖分子、反天主的叛徒。 所谓"机'\正指出痛苦也是成长的

机会。因为痛苦的棒喝，每使人重新寻回自己，发奋图强，进而

超越一己，明了如何分担他人类似之苦，体验到人间温暖的关

怀;而基督徒可能更深地觉悟基督逾越奥迹之含意，学会面对

自己的死亡，等待光辉的复活，更了解圣经所说·

默西亚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才进入袍的光荣吗?

(路 24:26)

在痛苦中，人才能不再追求有限的目标，有机会完全面对生活

的天主。

(二〉给予

经验里我们可以发现，接受本身包含着某种答复，此一答

复已把自己之所是与所有给予对方;具体而言，即是保护大自

然、爱情生命、关心别人、为人类付出、向天主奉献。 但我们得

承认，人有限，我们的给予也有限，无法在每一幅度上同样给

予，所以教会内，分工合作以实现唯一爱的给予，有人在教育

上，有人在慈善工作上，有人在制度革新上，有人则特别表达一

切属于天主(隐修者) 。 给予虽然有限，却不能偏。 无论哪一方

而给，要注意人的整体。 父母给孩子钱，若不给爱，即是偏;若

偏，无论给多少钱，孩子永觉不足，因缺少爱。孩子基本上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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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是社会问题的根源 8。

论到 J妾受与给予的阴阳节奏，自然引起我们比较东两方特

色的兴趣。 有人说，东方较属阴性，西方较属阳性。 如巾同多

以搜受、吸收、消化的态度影 1";1 阿邻异族的文化;两方则多用侵

略、进攻、给予的方法改变异地的文明。 东方人一般先聆听，西

方人一般先说话。 东方主静坐、尚虚空，西方重默想、交谈、表

达 9。 在东方人最深的体验里，天主是包容一切的奥秘1[伍在，是

万物的根源与归属;在西方人的基督信仰内，天主一方面是:

圣经所启示有父爱、母爱，对人说话、召唤，有所行动而不可撞

近的奥迹我们生活、行动、存在，都在她内"(宗 17:28) ;一方

面是经希腊、拉丁、日尔曼民族传到普世，是以西方思想方式、

思想体系表达的至高存在，是比较阳性，比较法律化、排斥其它

宗教、好惩罚、不接受异端、以刀剑宣扬福音的凯旋天主(十字

军) 。 后者，在教会史上不可再认，当然也不能代表西方天主观

的全部。 东方教会有时也有类似的观念，实出于人类的软弱。

以上东西方大体而言的差异，但愿相互补充，而不互相排斥。

四\关系的阳山

人五个幅度的关系是动态地接受给予的整体。在撞受和

给予的节奏中有一个中心，可称之为心，或主体、向我、位格，有

人也称为精神灵魂 10。在此中心内，每一个人都是唯一无二的，

有不可侵犯的尊严，因为人是天主圣三在无限爱的计划中视为

交往的对象 11。 换言之，人之为天主肖像处，即人五个幅度关系

的集合点。 这是人接受、集中与给予、发出的焦点，也可说是人

向我意识的所在。 然而，这个中心究竟是什么?人、耶稣与天

主三位的中心有何异同?由此中心如何解释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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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系申J山的描述

有人fIJ下列三个tr.，t念 ji'iii主此一中心。

(1)位梢的内在而 (intl'a-pcrsonal dimcnsion) : 每人有

iiEi泵的集合点，是在所iyj ‘Lj义敛 'L、神"门才须特别意识到的心，是

往深处寻找最神圣的中心点，是人在天主而前负责的最深、最

独特之向我意识主体，是所谓"内在化过程"(process of intcr

iorization) 的焦点 。

(2) 位梢的互通而 (inter-pcrsona l dimension): 整个人

类是中心与中心的交往，交往中人互为借镜。人之所以为人，

因人人是同等的中心，有同样的尊严，有相等的人权 120

(3) 位格的超越而 (trans-persona l dimension) :人的中

心趋向无限。因为人不能满足于物质、生物、精神、大我的四个

有限幅度，也不能满足于有限的别人，只能在无限奥迹的来往

中得到 i芮足。

〈二〉人、 ~ß稣与天王恒格的比较

J去下来我们从三个角度(人、耶稣、天主)来看位格的意义，

希望有助于了解人位梢的特色·

〔表三十五〕

人 耶稣 天主

白立体 向立体 白 立体

关系 关系 关系

行动主体 行动主体 行动主体

统一性 为别人的 相互;宵居的

个体 超越性 一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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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上列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类比中的异同点。 下而我们 Pî

分另IJ ~，J i仓有限之人的位恪、耶稣来悍的位恪此天主三位的不

同。

(1) 人.人在"统 一 性"(in-sistcncc) 且"个体" (solo-sis 

tcncc)方而特别表刷出其为有限受造物。 其位恪内在而是主

于己内的主体，是单独的整体。

(2) 耶稣.耶稣与人的不同在于.干袖也是"完全为人的人

生 i活舌丰布巨无所保阳的共融中。丰也怦说我是生命的食粮"(若 6:
48) ，"我所要赐给的食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世界的生命而赐给

的" (若 6:51) ;最后晚餐时，池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休，为

你们而舍弃的

而立的#新斤约"(路 22止:1四9-20ω)。正是若望宗徒的话她既然爱

了世上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若 13:1 )。以信仰的眼

光看，耶稣基督之能为别人存在 (pro-sistcncc) ，乃因其最深

处，完全与天父同住;袖自我启示道我与父原是一体"(若
10:30 )。由此，教会经过数百年的热烈辩论 l3，一致肯定，耶稣

基怦没有两个位格，袖是一位;袍的一位不像受造的人拘于自

己有限的范围内 (solo-sistencc)。换言之，耶稣基督在有限的

半而是一位，但这一"位"本质上是向无限开放的，袖不但趋向

无限，而且是无限的存有。中也"超越性"( trans-sistencc )的至

深含意乃在·袖也是天主平而上的一位， t也是天主第二位。综

合而霄，耶稣基督在有限平商上的"{位立

位在有限的受造界中的具体表i达占与|临陆在。

(3) 天主三位:从人的位格反行到基怦的位恪，我们口J 以

类比地推论，模糊地句勒天主奥边的三位。按圣经的 jll 示，天

主足无限绝对爱的奥迹，是爱的给予(父) ，是爱的接受与答复

(子)、是爱的合一(圣神) ;是绝对爱的奥迹彼此渗透、互相注:屑

(peri-sistence) 的三个关系;是有实在区别，却又并立并存、不

可分离的三位 (tri-sistcn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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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由

论人关系的中心，还有一雨 自由，是当今社会上的热

门问题，在此一并略述。

按哲学的分析，自由可分外在自由与内在自由，或消极自

由与积极自由，免受压迫的自由(f1'eedom fo1'm)与主动投身的

自由 (f1'ecdom fo1') ，或行动自由与不行动的自由(f1'eedom of 

movement) ，选此择彼的自由(freedom of choice) 14 。

神学中的人学往自由奥秘的深处探索，由天主出于爱之计

划的救恩史看，则认为人的自由是:在五个幅度的接受中，人

能有意识地、自行负责地答复天主的召唤，即人自己能够决定

如何实现自己的潜能。

在人的奥秘中，人的自由不是纯精神幅度的能力。有时思

想家、神学家把人的自由过分精神化、绝对化、主体化，事实上，

人的自由是受物质幅度、生物幅度、社会环境、天主影响的能

力。

人的自由也有不同的集中程度 Oeve ls of concent1'a

tion) ，如三层环圈，内圈是人基本抉择的能力，是人奉献一己

的中心点;中圈是由教育、训练、自己不断决定而逐渐养成的习

惯及生活态度，外阁则是具体生活中决定种种小事的能力。

所谓罪，其深处即人自由地违反良知，虽知所当为，却自愿

不为。然而如何把人自由犯罪的事实，和天主无限的爱，特别

是在地狱的问题上配合，这是急须重加讨论的问题 15。

第二节人是结构

在关系形上学内，我们认为结构" (structure )也是其中

的唯要范畴。纵观西方思想史，我们会发现结构范畴出现的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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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此一范畴，思想家究竟如何逐渐建立起来?我们先略加说

。
们
川

中肯时代当本 1本形上学达巅峰之际，有种背道而驰的也想

潮流 一一 唯名论渐次兴起，对本体、本质、真理、因果律、价值

等原有基本观念，思想家如欧坎(William Ockham , 1300 以前

至 1350 左右)、奥特古的尼古拉 (Nicolas of Autrecourt ，约

1340) ，开始一一提出质疑。在此风潮下，严格的自然科学家特

别注意宇宙中万物相互的作用 (functio川，不再把"本体"视为

物的单位，而创出新的作用范畴，声言宇宙万物并非自立，而彼

此倾向渗透;于整体中并无固定处所，而在同生之历程中相依。

与易经变动中的相连贯、佛家诸法缘起的思想不谋而合。 形上

学思想家古撒努斯(Nicolaus Cusanus , 1401-1461) ，陌对宇

宙之整体，指出宇宙乃对立的相合 (coincidentia opposito 

rum)。他是第一位倡导作用思想的哲学家，十分强调存有物

的关系，主张关系不是本体的附体，而是存有的本质。把天人

视为大的生活之整体。在神秘方面，其前辈艾克哈特大师

(Meister Eckhart, 1260-1327) ，尤其阐扬天人一体之经验，

甚至到令人觉有泛神的意味。其后，科学家如哥内尼、开普勒

(Johannes Kepler ， 1571-1630)、伽利略，及哲学家如布鲁诺

(Giordano Bruno , 1548 -1600)、筒卡儿，把作用思想逐渐发

展为机械论 (mechanism) ，就整体来说，是宇宙的体系 (sys

tem) ，就关系、过程来看，即是结构了 。

结构是动态的两个范畴·关系与过程中较静态的因素。

包括秩序(orded 、次序 (sequence) 、组织与制度 。

在此，我们将有意识地立足上述思想史中，系统阐发神学

之人学的第二个范畴。先略述人五个幅度关系的结构，再说明

辅助原则、价值体系及俗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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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个幅度关系的结构

(一〉吻质面

自小而观之，人物质的一而，即非粒子亦非 i皮，难以确定人
基本结构如何，仅知原子本身的奥妙结构及原子结合为分子的
多种结构形态;由大而观之，与人一体的大宇宙有井然有序的
发展及不可测的星界..... .

〈二〉生切面

人有机生命的一面更多彩多姿，由基因、细胞、器官、肢体

到整体之人，其结构之复杂奥妙令人惊叹不宜。有人运用遗传
工程 (genctic engineering) 的研究，了解、改变人的基因结

构，以改养人自然生命的素质，虽然也有人滥用以设计人种满
足其控制人的野，心。

(三〉精神面

人精神的内在结构有经验、了解、判断、决定的意识动态结

构、语言结构及价值结构。结构是逻辑的连贯，不可倒置的次
序。人愈成熟，愈知如何依内在结构行动。若不成熟，不时悖
逆内在的基本结构，就是"糊涂"、"胡忠乱想"、"胡作非为"了。

〈囚〉大我面

指人类大附体内 m建立的各种组织制度，由横的一而看 ，

是家庭、社会、政治、经济、教育、宗教的各类组织、制度， 巾纵的

一而看，则是与先亡者所成的族系、家i昔 17。今门期盼建立一个

新的政经社会体制 (a ncw world ordcd 的人门益增多。

....... 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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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超越 E

人是有限与无限结合的结构。 天主教神哲学传统巾，以属

性与比例两种类比 1 <; ìStrUJ 此 一纣构·三位一 体的天飞与人的

关系有. 1)才在的结构，无限央i1r的内在结构不但影响与我们的

关系，而 IL也同时"是"与我们关系的内在结构;换句话说，父是

爱的给予的关系(父生子) ，子是爱的接受与答复的关系(子巾

父而来，归于父) ，圣神是爱的合一的关系(圣神付1 父藉子而发，

或巾父及子共发) ，我们分享天主爱的奥迹时，即生活在此一结

构中。个人与信仰团体乃生活在与天主的关系中、救出、史的过

程中，有秩序(如在圣神内藉子向父祈祷)、有制度 19。

二\辅由原则

人既有大我幅度的关系，小我与大我之关系结构有赖辅助

原则来维系。

辅助原则(或扶助、补助原则 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 , 

是个体与社会的平衡原则之一。出人性尊严来说，个人与社会

的价值应属同等，必要时，社会有义务谋求个人的福利、推动个

人门我实现，个人也有义务支持社会的成民发址是;两者应相互

辅助。然而实际上，个人与社会往往两相对立，不易达到理想

的平衡关系。试看人类历史上，有的社会偏重个人，如民主国

家、资本主义社会，有的社会偏重集体，如社会主义罔家;并未

充分发挥辅助的原则 。 究竟什么是辅助原则?今由两方而来

说明:

(一〉由上而下

辅助原则是上层对下层工作人员的行理原则:尊蓝各人

的职份，不加干涉，仅必要时予以协助。 因为较高的结构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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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低结构的行为。 以下巾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文

化生活、宗教生活五方而讨论。

(1)经济生活·按个人与社会主f寺的原则，工人应受公道

的待遇，不能被视为生产的工抖，肉为"人是整个社经生活的创

造者、中心与宗旨"(牧职宪章 63 号) , "增产的基本宗旨，不应
只是增产，亦不应只是利润及权力，而应是为人服务"(同上 64

号)。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论人的工作》通谕述及经济制度的基
本原则:

工作价值的主要基础是人自己，他是工作的主体。这

就引中出伦理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果真人生来就

是工作，并且被召做工，可是工作是"为人

作"\。(阳6 号)

辅助原则要求经济制度让工人参与全部的生产行动(包括

福利、管理、财产) ，在可能范围内，提供合乎人性尊严的最佳工

作条件，在企业中要求三项平衡:资源(自然、人、技术)、生产
(资本、劳工、管理)、分配(消费、交换、储蓄) 。 总之，各种经济
结构最终口的都应当为辅助个人。 人类问益互通相连，资讯时

代 Jt然，人己普遍渴望有世界性经济制度的出现，以便为今日
叨门的人类提供辅助原则所要求的理想，保护每个国家的经济

特色，维持公道而无所剥削的制度。

(2) 社会生活-社会结构建基于家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家庭提供个人成长决定性的氛围，社会有责任特别辅助个人建

立健全的家庭，在食衣住行育乐各方而补充家庭的不足。 中国

传统社会有五伦，今加社会责任的第六伦，家庭即占三伦，可见

家庭在社会上的重要性。 今社会门趋复杂，伦常难持，社会当

为夫妇提供进修的机会，为忙于事业的父旺照顾被忽略的子

女。一个{佳舍的杜会，父DJ:对子女无保阳的爱是不可梓代的因

素，肉为人是五个幅度的关系，若缺乏被爱的经验，就无法学会
f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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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治生活·政治是‘可能的艺术 (the art of thc pos

sible) ，在谋求诸多因素的协调。 政治制度有两种来源:基本

上来自创造宁市的天主，共体上则来自自由的人。 人是天主的

肖像，所以有能力、有责任，制度性地、有秩序地管理社会、经

济、文化生活，维系社会的安全。 政府应当保护、文恃、提供社

会性的经济、文化、宗教生活 20。 人类 H 渐成为一体，故也门益

需要世界性的政治组织;今联合国虽未发挥预期的功效，但也

算是个开始。世界因为没有高效率的世界性政治制度，所以战

争无法控制。

(4) 文化生活:教育制度给每人机会分享国家与人类的文

化生活，为每一个人提供追求学问、欣赏艺术、发挥潜能的机
A 
-zs;;。

(5) 宗教生活:宗教团体的组织与制度，应当辅助个人度

更圆满的宗教生活，团体管理人应当鼓励、支持个人按一己神

恩发展其宗教生活;具体地说，就是教会领导阶层应当尊重、支

持、鼓励、保护地方性的教会生活。按辅助的原则，中央领导权

不做地方教会领导者所能做的事，因为上主除了特殊目的外，

决不干涉大自然中原有的法则，只在需要时方给予协助。

(二〉自下而上

较低的结构往往支持较高的结构。这是死亡产生生命的

奥妙原理，譬如人吃苹果，苹果消失，转为人的生命。 物质当放

弃其不定性，而成为生命的因素。 植物支持动物，动物支持人

类。 在人类的生活中，我们再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宗教五

个方面看辅助的原则。

(1) 经济生活;经济、社会、政治生活应立恃文化、宗教生

活。一个人在经济生活中有责任贡献社会，这是社会辅助个

人、为个人服务的另一面;个人也有义务工作，以所得财产造福

众人，而不只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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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生活:家庭有责任为祉会给子女以人格伞而的正

常培市;也有责任向 jlq /r;/家庭Jf快，而不只在家庭、 /j~ 戚中往

还， /);1 为中11'句:家庭休 Ux fll 关，每个家庭部彼此开此 ， 社会才能安

定、{毡tl隶、此即中 lilì fYr ìS~ , "(1费结、 ff 家"之盯当 H ，"自 !可、半天下"

的道理。

(3) 政治生活·个人有责任关怀政治，巾不同居而参与政

治，按自己能力辅助大我。如果某种政治结构违背人的山心，

不敷罔民的需要，而 门-政府已叨旦失去国民的信任， ì亥政治结

构即无存在的必要，同民有责任，也有权利以非暴力 (non vio

l c nt ) 方式建立更适当的政治制度。

(4) 文化生活:个人有责任按自己的能力培养学识、发展

潜能，以便在能力范伟l 内支恃社会 /~I 体。若有艺术天赋，则应

从事艺术创作，以充实社会生活。

(5) 宗教生活.个人有不可梓代的责任，把个人的经验、理

想、爱心带到网体内，有干则，闭体中不可能有什么宗教结构，因

为 ld l 体是 巾个人集合而成。 由教会来看，个人活泼积极地贡献

于教会，教会才可能成为有活力的制度。

三\价值体系

价值体系(或称价但结构、价值体制)的建立，对人类共体

生活深共影 H向力。随着人类主体宁市现及其生活哲学的不同，

价值体系也杂然纷陈俨有人视金钱为万能，置金钱于其价值体

系的顶峰，有人把娱乐、尘活的舒适，或艺术创作、求知，或个人

品性之 I;j-ð ì台、近 it172:iJl ，政忏技 J~ \Jk 的提升、政治权力，或与超

植之!足比打关的宗教的 1月l 等等吹在肯位。 巾于这 Jt.1;; 价值体系

的不同，人类生活才 rlH见各种不同的而貌。

现代许多国家，为了推动经济、科技、工业的发展，把人放

在经济、科技、工业之下，作为工JL 教育主点也放在推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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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工业发蜒的自然应用科学上，忽略更m耍的伦理与宗教

'J-二币;知识字问只为近程口标，而非为最终门的，不在于JJ}J 人成

为更成伞、 E有爱心、更能|句无限奥迪开吹的人n 在 11 1 l:lil 传统

中，伦理道德深受 ifi视，圣人是最崇高在美的人;丛然实际 1-_ rr 
多人只按"士农工商"的现念倾慕学者、注币:升学^ 1E :l;l;怦信仰

内，爱的价但也无比尊高，最有爱心的人被视为最肖似无限的

奥迪 ;hl然信仰网体中也有不少人把其它价值置于"爱心"之

上，如守规矩、争权位，为减少麻烦、避免牺牲口之背而息事宁人

维恃表而的和谐。总之，不论中国传统或基怦信仰，都肯定有

爱心的人才是真人，才是健全社会的基础;没有这样的人，即使

警察连城，也不能保证人人能安居乐业。

基督徒价值体系的基本架构及其本末次序，可以罔兰十六

表示。阁中所列各种生活因素原是在天主的|陷在中相融的整

体，为排出较清晰的次序方分为数层(亦可参看前图十九九

四\俗化

(一〉俗化过程

俗化过程 (proccss of sccularizatior仆，顾名忠义，己假定

某个时代社会上的宗教制度控制着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如

中国商朝，事事诉诸上帝，巾 fp 骨文可见;到周朝孔孟等也想家

才逐渐开出人本位的政治观与人生观。在以色列历史上，早期

宗教管理一切向不待育，到王国时代，制度丛有相对弛立性，却

仍在宗教管理之下。初期教会本为纯宗教信仰r:J 1 f木，只求做附

上的光、地上的盐、人中的酵旺;不料第 rq tlt纪起，其 f于 1言 1月l 成

为罗马帝同同敦，而开始了二段宁rjJ 1七过程 (proccss of 

sacraliza tion) ，直到中古时期，教会领导政泊、经济、文化、社

会的种种生活，国王亦由教宗加冕。另一方雨，第冈村专纪起，不

论科学、哲学、政治，各界都有思想家不断向神化的社会制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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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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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人类自我启示 ，却仍然存留

于三位一体的绝对奥秘内。

中也按自己的肖像创造人，也!思

众人都度圆满的生活。

人类与超越又内隐的绝对奥

秘，所有的一种经验性关系，

透过生活的基形表达出来。

←中国成圣成贤，内圣外王之人

生观的焦点，基督信仰中有爱

心的人，即为别人而生活的

人，为最成全的人。

←人类理性活动的范围，与自我

意识，内在感受的领域。

←结构与制度之出现乃基于人

类管理有形事物的需求，故而

结构与制度应为人，而非人为

结构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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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跳战:政治、法律方而，如马某亚维丰IJ CVlachiavelli , 1467-

1527) 主张政治先于道德、宗教，科学方面，如伽利略以其弛立

科学思想，研究出地球统门而行。 教会ìJl I 导层尚未备妥愤受此

类，也lfP、之际，人们已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热潮中，纷纷讪立

自主，全然肯定人的理想为判断事物的准则(即理性主义) 。 社

会生活的诸多领域也因而逐一由神化教会的管理下走出，各自

建立相当独立的结构与生活。

〈二)1倒也思想

俗化思想 (secularity) 是俗化过程中发展出来的成熟态

度。即在个人与社会生活中，在辅助原则下，承认一些范围的

独立性。如经济、政治、社会、家庭各有其范围，有其内在的原

理原则与方法，科学研究、哲学思考有其内在逻辑，人有宗教的

自由;同时也承认，每种范围都是人生的一面，是相对而非绝对

的，换句话说，就是承认每种范围相互有关，而且与宗教都有关

系。譬如，一个有基督信仰的核子物理科学家，若有成熟的俗

化，思想，一方面了解核子物理是相当独立的范围，而不受宗教

原则干预地自由研究其内在逻辑，一方面也在伦理道德、良心、

宗教的提醒下，明白核子物理的研究与人类的安全有关，必须

不断分辨要把研究推向何方对人类才真有益。又如，一个基督

徒政治家若有成熟的俗化思想，必在两方面反复思想.尽量把

握住政治的内在原则及多元因素，同时按信仰做一个真人并建

立合乎人性尊严的社会制度;教会团体的领袖，没有资恪直接

干涉其政策，但却要以福音精神不断支持他的工作，促其门益

主在骨化。再如，教友夫妇若有成熟的俗化思想，一方而在夫妻

生活的领域中负责安排白己的家庭、生育计划，一方而撞受信

仰[dj 体的训导，以福音精神肯定-些基本价值·夫妻爱的交往

有人的尊严而不以对方为工具，男女乎等，教育子女而不以子

女为工具、为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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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俗化王义

不论道德、学问、，1，ι 想、 政治、经济、家庭生活等，若元伞:排

斥其与宗教的关系，悦之全然她立、绝对化，就是俗化主义

(sc cu larism)。与上述既尊市各种范伟|之相对她立性，又保存

其中H关之整体性的俗化J41想相较，俗化主义显然不甚合理。

第三节人是过程

过程，是人之奥秘的第三雨。关系、结构与过程是一个动

态之人平行且分不开的三雨。今 H 思想界，有人特别强调结构 l 
(即结构主义) ，有人以过程为中心(即过程主义) ，有人以关系、

作用为主(即作用主义) ，我们则认为三个范畴互补相成，不可
偏废。

前而(第三篇第一二章)我们己由人类整体及个人两而论过

人的历史过程，上一章又由两方忠想史述及"过程"新思想的出

现，本节我们再就"真相"与"认识"两个方面来说明此-jC、想的

范畴。

一\真相

(一〉存青

传统士林神哲学自实体与附体看万物的真相 (rcality) ，此

即常人在生活中实际经验到的个别体及其变化内变化包括行

动( Up 从潜能到实现) ，此前后的连员。连贵的过程，在大向然

来悦，是进化;在人类来悦，叩头J )Jj史 。

中-;i干时代有些 j41;但家，如大亚们 (Albcrt ， thc Grcat 

1200 -1280) ，亚维先 (Wi1hc 1m von A1n wick 1270 -13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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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益注意到变化不仅为主体之外在因素(实体的附体) ，更是主

体的内在实相，所谓"流动形式"(fluxus formac) ，指归使物成

为该物者乃是变动的。一直到今门科于学:界每论"作门用]

111义L 一种新的 j忠ι 想模式，]1芷飞飞;视万物丰相H互关联的作用 。 借着此一思

想的 )J 友，我们在这动态的系统忖1学中要说·万物的真相，乃

是有结构的多幅度关系，是集中与友散的一连串演变 21 。

一连串演变的主动力就是爱，包括给予、战受。 爱的推

动力使人与他人乃至整个宁宙融合为一。换句话说，人的过程

与他人与宇宙整体不可分。 这个爱的推动力最深地说，即是天

主无限爱的奥迹。由过程的角度说，人就是由生到死到复活的

一连串变化。所以，严格而论，人不但"有"历史，而且更"是"历

史。

〈二〉时间

时间是存有物演变所涵盖的幅度，按照前而所叙述的关系

范畴，存有物具有多种层面和幅度。 从物质、植物、动物、人，一

直到神。 所以时间在不同存有物演变的过程中，均有它独特的

性质。 诸如物质变化的时间，和人在病痛时所感受的时间，截

然不同。但事实告诉我们，时问也有相互渗透、彼此消长的功

能。 拳例来说，信仰团体，在他的礼仪年度当中，一方陌生活在

救恩的时间内，同时也依靠大自然四季的定时循环。 人的灵修

生活亦复如此，他也会受到人体生理运作时间的影响 。

其次我们发现，所谓的时间，愈靠近生命精神，尤其是爱，

愈是集合的，凝聚的。 换句话说，时间愈在物质半而，愈是缺少

中心主力;愈到精神层雨，愈有整体崭新的面貌呈现。 因为存

有物的集合程度 (dcgrce of conccntration)愈高，他愈能超越

物质平面上的直线分散。 也惟有在爱的行动中，存有物方能真

正叨显地超越时间的先后领域，走进永恒的现在。在表三十七

中顺便列出空问，因为它和时间有密不可分的关联，但是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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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十七〕

时空整体表

存有物幅度 !可 《
工

寸
川4

天主圣= 水远的现在 绝对的临在

末 天同的圆满实现 新天新地的境界

世 复活奥迹'1丁的 相互同在

耶 已经←+尚未

稣宗教 r 天白人交往的历史 | 天←→人交往的领域
基

督 神| 万物的起源与历史的 | 神的世界在穹苍之上
话重演 恶的势力在地面之下

( : 1 内 我实现的过程 |自 我实现的范!有

心理 ~ í而司手 | 欲望满足的历程 | 控制范罔日益扩增
求

| 感{附理情况阳官能协理情况估人
JEι Z 问的民短 量空间的大小

IIJ 纳入演变事件的抽 可纳入有高、宽、长度

象思想框架(康德-先 的抽象思想框架(康

验形式) 德:先验形式)

植物 物性 { I 事物巾的先后持续 | 收容物体的容器

描革主义=可变化存有物的峙续=延展的存有物的
物质 I U收容器"



第二章系统的解释 287

的重点，仍是时间。表内列有存有物幅度、时间及空间三项，每

项均从下向上发挥开展。

时间是一种存在的恃续;无存在亦即无所谓恃续。不变之

存有的持续称为永恒，可变之存有的恃续则为时间。也有人只

称物质事物的持续方式为时间，而称精神事物的持续方式为水

恒。时间的持续，以时间性事物的变化为先决条件，它的方向

始终是由过去走向未来，是无法逆转的。这一个固定的方向，

更因原由与效果的关系而坚定不移。一般而言，人们对时间的

认识，多停留在先后可测量的阶段。但是事实上时间的意义内

涵极为丰富，我们将时间分为四类来说明。

(1) 物性时间: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最常有的时间观，也

是物质变化中前后的秩序过程。换句话说，每一事物及每一事

件均有其本身固有的具体持续，我们称它为物性时间。这类时

间是可以测量的。譬如隋朝薛道衡的诗入春才七日，离家

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友在花前。'清楚地刻划出入春、离家、

人归、雁归、花发、思发诸变化时间的先后。

(2) 想像时间:康德(1. Ka时， 1724-1804)特别发现时空

的先验性，指出时空是人思想的先验形式 (apriori from)。换

句话说，就是人在任何的经验开始之前，已经具有容纳持续演

变和长宽高体积的两种先验观念。当我默想天主时，无限伟

大，背在永在的观念，自然会呈现在我们的脑海中;想到袍的工

作，也往往想像先有创造，以后有支持及不同的参与，最后才完

成，把袍的永恒放在无限的时间直线上;又亡灵在炼狱中，教会

传统思想说有的停留五十天，有的停罔三年…...这类的观念都

可说是想像的时间。

(3) 心理时间:完全以感觉为根本。又分三种:首先是感

受时间，依据心理情况估量时间的长短;其次是需求时间，是世

俗一般人，在追求金钱、权力、名誉、娱乐时所需要的持续历程;

最后是成长时间，也是人在逐渐实现潜能，所需要的奋斗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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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血恃时间，有的人很充实觉得时间

很烦，布的人很空白才觉得时间 m 氏。 在 ，c..、理时间方而，中同有

ì 'F 多的成语和诗句，诸如 一 门不见如隔三秋"、 "l~ í'!f 忏坷"、

文民梦多"……者1\ 能做，c..、理 110 问最好的诠碎。

(4) 宗教时间，元今:以体验丰11 1 的存有为 ;与~lÎ: 1: ，但忻 fljl ì;5、救

JAl、和末世三类。 第一类和Ilì;5时间 这是人类宗教信{(i1生活中

相当拌遍的一而，侧 ífi:描写万物之初，神的行动，同时进而说明

神如何在万物演变的过程中，定期性或偶发式的出现参与 。 第

二类救恩时刻.是人在历史综观中，体验到神的行动，肯定书也

爱的救赎，当然也畏惧袍的威怒与惩罚。第三类末世时间·在

这个时期里，又分两种境拌，复活期与全福期。复活期，万物整

合在复活的耶稣基督内，她亲 11伍在万物中;当然我们不能再认，

此时万物尚未完全达到分享袖复活光荣的最神圣境界。 全福

期，一切变化，几乎已经完全不存在，所有美好幸福的因素，总

合汇集在天主绝对爱的奥迹内;那就是天主圣三，爱的奥迹，完

全超越一切时空的最佳时空。 我们只能类比地说，讪是永远的

现在，绝对的 11伍在 。

(三〉历史

(1) 普遍史(广义的救恩史) :我们曾比较过进化、进步、发

脱与历史的区别 22。进化括大自然的演变，发展乃生物与人的

变化，进步是发展中的一小步，历史则包含进化与退化、进步与

退步;发展与萎缩等等的全部。

人类的回史常是人相互渗透、影响的五幅度关系的错综演

坐，所以严恪而 i仑，并无 ~I~ 悴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科学

史……另 一方而， J力i j::又同时是个人、家族、民族、人类不同规

模士Il相互有关的演变。

j对史的推动力是无限爱的天主圣三，同时也是门由的人;

若没有自由的人和生活的天主，就不能谈历史。 巾最深处看 ，



? 第二章系统的解释 289

人所以读版史，肉为人不但"有"归j虫，而 11 人根本"是"J.对史，是

实在的过程 (proccss of rcality) , 

人受各种网隶的限制、约束，受种种罪过的民惑，故且t Íl 

ri1 , LI1有限度，而川号也 f~ 5~ 'IH 的 l才能;所以人的 Ijj~ 也忻 i且化、

ill 步、萎缩、堕落等现象。 人五个帕'11立的关系纣构， ~Il 个人阶但

体系、理性/)才在结构、政治与经济结构、教育与宗教制 l立等，是

;肌肉人类回史的另一个因素。

由基本的人来看，没有与天主无关的人，所以没有与天主

无关的历史;因为人本身是五幅度关系的变化，所以人类的历

史与生活的天主必然有关。换句话说，人类)jj史乃是天人交往

的过程，是人走向圆满境抖的过程，故也可称为广义的救恩史。

(2) 救恩史(狭义的救尼l、史) :按系统神学来说，普遍史是

与救恩史相同又不同的事实。所谓救恩史，就是|门约、新约所

指出的历史过程。生活的天主曾多次并以多种方式，借着先

知对我们的祖先说过话，但在这末期内，她藉着自己的儿子对

我们说了话" (希1: 1-2)。就是说，上帝以其不可测的爱，用特

殊、显明的方式，参与了以色列与教会的的史 23 ，其意义，是在向

整个人类宣布人类历史的真相，是在人类中因其爱的力量为一

切人服务，推动人在各方而 Idl 结合一。以故，人类 j对史就是广

义共狭义救恩史的全部过程。

基督的死亡与复活，是人类历史过程中一个奥妙的节奏，

因为在基督的逾越奥迹中，才能看出人类历史并非直线的发展

过程，而是多方面变化的、似非而是的、辩证的、玄妙的历程。

如承认软弱可体验到新的力量(格后 12:10: "我几时软弱，正

是我有能力的时候" ) ;殉道者的血成为信友信仰的种子;教会

植效法被钉十字架、向我空虚的基怦，越有复活主宣扬福青、吸

引众人来归的能力;需人越牺牲自己的所有，越能惟 ~J人类走

向美丽的明日……总而育之，默西亚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才

进入袍的光荣吗? "(路 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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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必然走向基督描绘的天国，若望描述的新天地，

天人来往的最高境界，因为

她要拭去他们眼上的一切泪痕，以后再也没有死亡，

再也没有悲伤，没有哀号，没有苦楚，因为先前的都已过去

了 。 (默 2 1: 4 ) 

口前的历史过程，一方面因天主的自我通传己到了末世时期，

另一方而，因人类罪恶的普遍存在，而尚未完成。

二\认识

人的思想一直在努力分辨、判断宇宙、人生的真相，此一事

实即人不断地寻求真理。真相既在人寻求的过程中呈现，人的

认识也有过程的一面。所以在此，我们不能不再问那个自古常

问的老问题:何谓真理?

所谓真理，深而言之，乃是真相的自我启示，即隐藏的实相

揭开帐幕 (a恒theia ， 24)。自有限之人欲知真相来看，真理乃是

真相在人生活中的回音;狭义地说，真理即是真相在人理智中

的概念(了解并说出)。

人的认识 (knowledge) ，以静态角度看，是认识的主体与

被认识的客体之概念关系;以动态角度看，则是在共融中，在彼

此聆听中，在实践中与真相相遇。

由此观之，人追求知识，不当闭门造车或限于某种范围，而

当由个人研究走向集体研究、科际研究，而且彻底把理性研究

与实践性社会生活整合起来。学校把青年由社会生活中抽出

灌输不同的知识，国家决策只靠经济学者，神学家仅伏案思索

而不与人沟通往来·…..这些做法是再恰当?

真相既有横切而与纵切雨， 由纵切面看，人的认识是相对

的 (relative) 、是暂时的、是象征的，因为真相尚未完全启示出

来 25。如伦理神学，在肯定伦理规范中同时也知道仍在寻求，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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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伦理生活是一种旅程，人对伦理道德的认识与实践是一个过

程 览。 人的认识渴望认识未来，今 门忠想界虽己发展出未来学，

但不能再认人类深处仍在渴求真相的完整)J 示 。 在其怦信仰

中，真相的完整启示即是末|吃的|员l i芮、新天新地。

在今:福的境界中，真相与认识达到最高的整合。 在天主身

上，则不分真相与认识，完全是一个绝对的、光明的、纯粹的、爱

的奥迹。

第四节综合

关系、结构、过程三个范畴乃是人不可分的三面实相。 第

一章第三节已述明实体论形上学与关系形上学两种主要思想

典型，在此再配合三个范畴将其综合在下面的简图中，以便此

一系统之神学中的人学更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 图三十八〕

(共生、交往、 11市在) (精神、爱的神哲学〕

(实体、附体、本质、

本性、宇宙体系、社会

制度、五个幅度)(静

态实体神哲学〕

. J 关系
<

结构一一--一过程

(自由主体、历史、

进化、倾向死亡、走

向永生) (主体神

哲学〕

关系范畴是纯粹无限实现、精神、爱的神哲学，强调共生、

交往、 11伍在、位际关系;但不愿完全追随柏拉图或某种佛学崇尚

的精神 以精神为实相，求取物质的解脱;也不赞成祟格尔的

精神辩证:以历史为绝对精神体本身的演化过程。关系范畴

要表示的是沟通、共融、爱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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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范畴与传统实体论结合，分忻存有物的形上结构、宁

TÎl 体系，为静态实体抖1哲学。 关系抖的五个幅度也是结构。 在

此，我们一方而赞成近代的结构主义 (structuralism) ，捉醒思

想家注必非有物结构的 → 雨，川一方雨，我们主张不能也不应

把整个j41想只归入结向范畴。

过程范畴是主体 tlr哲学。 是向由主体在唯一无的主体

自巾中逐渐把自己实现出来的一而，代表人的历史、倾向死亡、

走向水生。 同样，我们主张不能把一切只归入过程范畴，以免

忽略人的结构，或爱中的共融。

巾上述三个范畴可见，人的生活同时显露许多不可分的

町，有与人交往融通的一雨，有内在过去、现在、未来的-

00'…..时代与时代、文化与文化，往往因着重面不同而呈现不

同的商貌。 如中国传统思想倾向关系面，不太作结构分析，故

而乐道个体在大生命中的顺应及一体的往复循环，直到近代在

两方影 H向下，方有向由主体的思想(民主)与结构观念(科学分

析) 。 又如教会，在中古时期非常重视结构范畴，直到近代，才

逐渐摆受关系与过程的思想成为多元文化。

上而我们己努力用理性说明了人的奥秘，我们承认任何思

想体系都不足以表达人的奥迹，所以我们尝试再提供两帧默观

图， 一较of{f~态，一较动态，让读者自由欣赏体会 27。

因三十九(见书肯彩罔三)为竹的愤切雨。 竹在中国是高

风亮节的象征，富有深度灵修的内涵。 最外雨的黄圈表示天主

的奥迹，包容一切， I陷在于一切内 。 蓝图之中是人的世界，圆形

象征"人是天主的肖像"。 竹中空心，内有黄闸，表示人向我空

虚时，将充满天主的 l陷在。 情黄包核心是圣子屑中。 莲花是东

方神圣丰宫的象征。 莲花瓣代表人类生活的各而:物质、社

会、政泊、思想、心理、艺术、伦理、宗教八个范闸，花瓣有两层，

下层代表人类生活的八丽，上层表示天主投入各面而临在;红

色代表圣神， I陷在的明显!主愈高，颜色愈深;花瓣由下到上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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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即由物质而到宗教而天主之 11伍在逐渐明显;花瓣都深入黄

|剖，表示人的每个幅度都与超越幅度交织为一。

罔问|一(见书肯彩阁问) ，外|制表示τ前 天主救，也计划的

ì'l1 Ilil 。 有宽窄，旦出救，也 ì 1- x:Uó0λ 活美妙，下端序，予人lS 币之

烛，顶1.:.有缺口，表示开收 其中，彩虹指 H \ 人五个幅度的关

系，建立在天主的计划中。 啧水池红底代表圣神， 11伍在于人生

命中，支持生命的向外喷射;池中波纹代表人共体生活的各雨。

合为一体的阴阳是两种生命推动力，靠圣神之力而上 I质。 把中

罔忠想中的阴阳放在天主救恩计划内，表示天主的奥迹从起初

即在中国人的思想中。7k本为生命的象征，中央上啧的泉柱，

表达出生命的动态，生命强劲的活力;其柔和落下似"人"字，也

代表人子 一一耶稣基督，在人生命内推动人走向圆满;落下来

又喷上去，表示生命的循环不息，生命的多彩多姿。

研究反省题

l.在系统解释中'我们故意用"幅度

域"川"范围"等等，为什么?

2. 五个幅度互相渗透是什么意忠?靠什么 )J :LJ:? 

3 . 有人说人是灵肉的结合，我们说人是五个|嗣 l立的关系，

这两种说法有什么区别?

4. 如何说明象征的来源与作用?如何整体说明一切的象

征?

Õ. 为何我们说做人或灵修生活的基础是撞受自己?

6. 第三篇第一」章所论{立格与本篇所论"关系的中心对

你有何)~示?或有何出受的网 ^1ì:?

7. 人是自由的，但向叮有限 1 阳气就不得不 rllJ ，我们如何

将在有限的自由中所犯的罪JiI水罚整合?

8 . 在你的生活中，你认为哪种结构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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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果信仰间体(教会)真正实行辅助原则，你认为你自己

应当作何改变?教会又当作何改变?

10. 某怦徒的价值体系与今门我们社会上一般人的价值体

系有 f何可不同?

1口l.千布于人认为撞受 1俗存化，j皿巴U止ιl 想就太"俗存化

12. f俗存化主义与神化，有什么不同?在!例对史上有(何可关联?

13. 干肯片人不讲"过程

14. 普遍史与救恩史有什么关系? 二者与本性超性有什么

关联?

15. 如何解释真理的静态而与动态而?

16. 过去教会定断了不少的信理，今日教会却不太愿意定断

信理，你如何解释此一态度的转变?

17. 在过程范畴的背景上，如何解释未来学的意义及其在教

会中所扮演的角色?

18. 在关系范畴的思想中，生活的一切彼此有关，神学生与

神学院如何使神学理论与信仰生活互相配合?

19. 图三十九、图四十给你什么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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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l 参阅第四篇第二章第四节，人的超性横切面 。

2 !!p 参与 。 请参阅第二篇第一章第一节、人类出现之过程末尾。

3 参阅第二篇第二章第二节，个人到来的神学反省 。

4 参阅张春中‘‘夭主圣神与耳耶F 稣基督

夏 )λ， 254-2岛58队中因思扭想、中的 6 气论，与基督信仰中的‘圣神

t仓'。

5 !!p 印度 Advaitic experience 。 在印度丰富的传统思想中，有

一种传统很强调对整个宇宙具相的一体不二的体验，就是所谓

的 advaitic experience; advaitic 包含两部分， a 和 dua ， a 是

非， dua 是二(和拉丁文一样)。体验的重点是在一体不二，但同

时并不完全否认，在宇宙的真相中有一些区别的事实 。

6 分门别类即成种种人文科学。

7 参阅房志荣中国语文的象征与礼仪"， (神学论集}68 、 69 合订

本， (1986 ， 7) ， 243-269;Mircea Eliade , 1mαges αnd Sym

bols , (London: Harrell Press , 1952); Paul Ricoeur , The 

Rule of Metα.phor (Ohio: Ohio University Press , 1978); 

Raymond Panikkar, Myth , Fαith αnd Hermeneutics (Lon

do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1980)。

8 所谓不良少年，自己固有责任，但有时勿宁说，因有不良父母、

不良成人，所以有不良少年。

9 可能因此，圣神同祷会活泼的一面中国人难以接受。 不是说圣

斗中运动在中国没有地位，而是尚未找到合乎现代中国人的方

式。

10 参阅第二篇第二章，人是"一位" (位格) 。

11 哲学史上辩论人的个体性 (individuation) 由何而来，解说甚

多，可参阅.曾仰如个体性的基本因素(原理)之研究"， (哲

学与文化)159 ， (1987 , 8) ， 36-64，在神学史上，则肯定地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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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个体性注后未自天主圣三无限;主的臭迹。

参阅本;&;第二幸第二节内，人权。

参阅基督论的历史。

参 l可布鲁格兰'1::)芽、 1克退给纠译、

12 

18 

固立约西洋哲学辞共叫台北

译f言，先知出版耳土、 19í6) ， 166-16í

见第五局第二章第一节，神学应用中有关地狱之解说

System , 

1 J 

15 

Struhtur-Die Substαnz， Rombach , Heinrich 16 

der philosophische 
Ju n t t 

Funhtionα lismlls des Ontologie 

Hintergrund der modernen Wissenschα(t ， (Freiburg: Karl 

Alber , 1 1965 , II 1966) 。

中国至今保持这种族系意识，苹份分明，在比较重视个人自由

主体的文化里，就不幸生感于此了 。

17 

同 J主 14 ， 37。

才安传统看法，制度是金字塔型的圣统制，以梵二以来强调天主

子民、共融的教会思想看，制度不一定指上下各阶层，而特别才旨

在爱的共融中互助的不同神思。

在人类宗教史上，有许多政教关系的模式，不能说哪一种是唯

一、最佳的方式，当看许多因素，但是无论用何种模式，应当保

持个人的尊严与社会的安定和谐。

良·才土弗 CX. Léon-Dufour) 曾以下这比喻说明过程中的一致

性不管细胞作何惊人的变化与流动，人的基因结构保持着

人有机生命的完整与延续。 其中，支样此长久一致的，乃是带

密码的大分子一种甚，j、却十分复杂的图案。 我们或许可以如

此作比 一种不可见的因素，我们的基因结构，面对物质的快

速流动，保持着我们的一放性，这己相当县和，然而，更大的臭

和是，天主借着自己的行动使有死的人复活，使其生前与死后

保持着存在的连续性参 l羽

18 

19 

20 

21 

Xavier Léon-Dufour. Re 

sllrrection and the ]v[essage o( Easter , (N. Y. :I-I olt 咱 Rine-

hart &飞Nïnston) ， 321, footnote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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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见第二篇第四章第一节。

23 参 l到第二篇第一章第一节末，夭主的参与。

24 基督说"我是具理

父的启示者。

25 即中古时代古撒努斯 (Nico laus Cusanus) 所说"博学的无知"

(docta i gnora川ia) 。

26 此r.r逐步论 (law of gradua lness. gradualism)。参阅詹德隆 ，

.‘ 面对具休伦1理里去规见范 相 4称J牛牛论弄和口逐步论

互 )λ， 335-34叽1 。

27 两图乃张澄德、伯美捕两位(五点士)艺术家与笔者一同研讨设

计，由张澄德修女绘图，作者修正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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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雇用

应用，也是一种证明。如果系统的解释可用到其它的论题

上，就证明此一系统解说有其可信性。

本章共分三节.神学的应用、生活的应用、灵修的应用 。

第一节神学的应用

(一〉天 王论

天主是一个爱之奥迹的三位，人既是天主的肖像，可以肯

定三个基本的人生原则:

。爱是生命的动力及最后的根源与目标(父的面目)。

0人生是信任、接受、给予的节奏(子的面目)。

0人渴望最高的和谐与共融(圣神的面目) 1。

人生基本如此，神学中的人学就应发挥人父、子、圣神的三个面目 。

人面对三位一体的天主，并非直接与之往来，像没有媒介

-般 2 ; 人生命过程里概念、象征、万物是必然的媒介;靠这些媒

介，人因超越幅度天主的iI伍在，渗透其它每一个幅度，某方面可

以说人是在天主面前与天主直撞往来，另一方雨，人在生活中

则常有媒介的因素(mediation ， medium) 3。

所谓类比，就是 认为生活的天主在人的时间内，而肯定

描述其事迹;同时又承认袍是超越的无限，因而再定其中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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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美的闲素，最后再进一步更正确地说明天主的奥迹。

(二〉基督论

我们按关系、结构、过程三个也想范畴分别一触某怦的 11而

在、 )t 向我志识且成民的问题。

(1) 基抨的多元 11伍在:因各种不同的关系，有 11市在于物质

具有机生命之宁市中的基怦 (cosmic Chris t) ，有|陷在于教会

象征行动里的基督 (sacramental Christ)，有藉圣神在人心深

处 11伍在推动的基督 (hiddcn Christ) ，有在己亡而复活的人中

11伍在的基督 (eschatological Christ) ，有永远临在于天父内的

基怦 (divine Christ) 。

(2) 基督的自我意识:结构范畴有助于指出基督自我意识

不同的幅度，如袖对自己整体之人的觉知 (awareness) ，袖对

万物与常人无异的知识，袖对自我身份的意识。 按辅助原则，

基怦属于天主的无限性，不抹杀属于人的有限性。

(3) 基抨的成长: 一如常人成长过程中天主的幅度 H 益出

现，基督也在生活里日益深入意识到自己天主第二位的性格;

我们虽然不知道基督何时在有限的自我内直接意识到天主第

一二位的身份，但可以承认这是育语不能表达的绝对奥迹，是无

限天主与有限之人往来不可名状的奥秘。

(三〉原罪论

什么是罪?真正的罪行是什么?可用上述三个范畴来加

以说明:

(1) 关系方面·罪是拒绝接受、拒绝给予。

(2) 结构方而·罪是漠视、破坏各类结构与秩序，是价值体

系巾某方雨的颠倒。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社会事务关怀》通

谕 35-40 号中，特别阐述了今日世界之罪的结构 (structures

of si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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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过程方面:罪是不愿改变，不愿军新开始，不愿革新，

不愿修正，不愿进修。

这三方丽的罪行，在人类的关系、结构、过程中制造的不良

后果，即是"原罪"。可见原罪并不是"罪'的行为，而是诞生在

关系、结构、过程中的人类，成长期间必然受到的内在污染;名

之为"罪

(囚〉超 11尘论

第四篇第三章论人的超性时，已在第四节第四个模式中阐

明，此不赘述。我们系统的解释既配合了当今世界的思潮，同

时也阐述了教会在信仰史上以静态概念→一超性"所欲表达

的真相。

(五〉恩宠论

天主父、子、圣神 11伍在人的生活中，是一个临在的三个而

。
同
口

非受造恩宠 (uncreated grace)是天主主动与人建立的神

圣关系;在有限之人的一面看，人是天主所建立之关系的有限

回音，此即受造恩宠。换育之，天人来往的奥迹，乃无限天主建

立的关系 ，人是此唯一无二之关系中有限的一雨。

纵观历史，人类曾以不同语词表达其对恩宠的体验，如和

谐、生命、意义、自由、希望……5

天主建立与人活生生的关系时，赏赐有限之人挂受一切的

能力，即是信仰;赐人在过程中不断努力自我实现的力量，即是

希望;赐人发散(给予)的能力，即是爱德。因基怦徒以特殊方

式意识到天主三位的 1 1伍在，所以，信、望、爱是有志识地、白巾地

与三位一体的天主共同生活、一起工作，有意识地、自 rhl也分享

三位一体之天主在救恩史中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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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会论

前一章有关"过程"的系统解释里，论及普边史与救忠史，

怦挝的一个新的也想、典型 6。新的看法不太强调教会是天主在

世上实砚救恩的地方，而说她是天主救世行动的表达，不太强

调是天主在基抨内共体救恩行动的延续，而说她是世判投奔天

主的见证。 由此，教会意识到自己有参与基怦和圣神建立天

国，并为别人而存在的使命，即为居于我们内并在我们中间的

圣三奥迹作证、以爱德为-切人服务、推动全人类和好、共融。

也因此，教会意识到交谈'的重要， 而开始与人"分享"向己信

仰和献身的经验，与所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共同探寻圣神在人

类中间的工作， 借以去除偏见，增进彼此的了解，而共同促进、

维护人与内修的价值，迈向三位一体之天主召叫所有人类的境

界。

人类既有阴阳，男女就应互补 7，教会内亦然。若强调爱中

的共融关系，就要一步步做好教会职务的均衡分配:不论另或

女、独身或结婚，教会要承认天主给人的神恩，让人担任相称的

职务。

至于政教分合的问题，按辅助原则 ，政教各有直接负责的

领域。历史上或分或合有不同程度的合作，曾 出现许多不同的

模式。不论如何，政教应当互助共存。教会基于自身的使命，

应作同家的良心，不控制国家，而提升国家各个层面的生活品

质，促进全国互助团结。在某种情况下，教会当为某些基本原

则牺牲一己，而非为自身安全遮蔽真理。

玛利亚，教会的象征，人的典范，特别表现出服从的精神。

服从就是撞受，并在撞受中勇敢付出一切。

〈它〉圣事 论

人因不同幅度的彼此渗透，一生叨显可见象征的作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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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生活因天主的特殊救援，更可处处看到象征的存在。基怦是

原始圣事，教会是某本圣事，教会又有七种特殊圣事。圣事就

是天主救援行动的象征。圣i7t圣事象征天主战纳(言者进入情

!(jJ I~I 休，坚振圣事象征信抨分享教会的使命，圣 1水圣 41 象征教

会是藉着基督、在圣丰I~ I材、与天父往来、共融的 I~ I 体;告解圣节:

象征天主促成人生过程中的不断革新;病人博iO I 圣事象fJE生活

的天主参与信徒生活中的软弱，婚姻圣事象征基怦与教会、天

主与人类的结合;圣秩圣事象征教会内有Fh基督而来的职务。

(J \〉末世 论

在一般人的想像中，死亡就是灵肉的分离。结呆是在死亡

中有私审判，在末世灵魂与肉身再结合才有公审判。把审判一

分为二，这样的思想也带来一些不容易解答的问题，譬如纯灵

魂的存在，地狱的真谛，和亡者与旅途中的我们的关系等。 8

( 1 ) 死亡:是离开此时空的生命状况，是一种整个人的转

变，是相互渗透的五个幅度的转变，是物质与生物幅度在时间

中功能的转变，是生前隐含的超越幅度完全出现，在这样的思

想中，不再强调肉身灵魂的分离。

(2) 炼狱.不是别的，乃是人经死亡的转变，而对生活的天

主，尚未整合的错综关系，是净化的、整合的经验，是有希望地

走向圆满。

(3) 私审判:是人在死亡中而对复活的主，是人与三位一

体之天主的关系决定性出现，是人在其中恍然大情自己生活的

全部真相。

(4) 公审判:公审判与在审判并非无关的两件事。公审判

是个综合的名称，表示在每人死亡中的私审判，并非只有个人

审判一事在发生，而因个人与他人各方雨的关系，个人审判与

其他人的审判分不开。换句话说，公审判是在每人的死亡中不

断发生，直到最后一人死亡才完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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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地狱:主要是人自己创造，极反生存至深内涵的境况。

人最深的真相乃是撞受与答复天主之爱的关系。若人向巾 I也
彻底反付此-关系，门己造成 1)才在的极端矛 j币，其矛盾之背就
是地狱 9。

(6) 水 iTj: 按某怦训ilì句及教会传统，地狱之罚是水惰的，但

是希望天主圣三的爱，胜过人的自巾，不让任何人走到极端。

如呆有人彻底反对天主的爱，他就是创造自己的地狱。在这种
神学思想中，对地狱永罚有两种主张:@较缓和的主张，认为
这种永罚是有实在之可能的，如果有人完全违反自己的本性，
他就永远存在这样的痛背中。这样的主张不是太残忍了 吗?
⑤较严格的主张，认为人的整个存有，是和生活的天主的关系。
如果有人极端抗拒这种关系，他就悖逆袍的存有，结果他就毁
灭了自己，这也是一种永恒的罚。但是我们要问:天主真的愿
意-个受造物毁灭自己吗?今 日的神学家，在这两种主张中，
继续研讨。

第二节生活应用

生活中之应用甚广，在此，我们仅论今口甚受关注的人权

问题。人既群居生活，人人有相同的权利 (human rights) ，别

人的权利就成为我的义务，可见权利与义务是人类群体生活中

不可分的两雨 10。我们试巾权利义务的基础、种类及世人实际

关注的状况看我们系统神学的应用。

-\基础

权利与义务的基础是人奥边的本身·人是天主的肖像。

天主是爱的给予(父)、是爱的应受(子) ，人按生命的定律也必

『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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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妥有爱的给予、爱的撞受。所以人有权利得其所需，也有义

务给其所有。

二\分类

〈一〉权 刀

人权是指人为保护、促进人的尊严不可缺少的要件。人拥

有，才能维持人的尊严;人不可缺少，所以人有权利获得。

基本人权包括:生存、安全、受社会保障、被人尊重、自由

发育、自 由研究、自由从事艺术活动、得足够资讯、受教育、自由

婚嫁、向由信仰宗教、自由选择职业、工作与得公道待遇、私有

财产经济独立、自由迁徙择居之权。

人权也可分·积极权利(满足基本需要之权，如投票、受法

律保护)、消极权利(如不被随意逮捕、未受审不坐监、不受饥、

失业之权"。或分:基本权利(如生存、受教育、居住之权)、工

共性权利。若望保禄二世在三十四届联合国大会(1979 ， 10 ， 2)

演讲中分·物质权利(在物质分配上不受不公平待遇之权，如

饮食、工作、医疗、受教育……)、精神权利(在精神上不受不公

半待遇之权，如追求真理、信仰宗教、享有国籍等)。

(二〉义 务

原则上与权利可有相同的分法，若按人五个幅度的关系来

分，则有.

(1) 物质幅度的义务:关心别人的物质需要，是人有权接

受大社会物质照顾的另一雨。

(2) 生物幅度的义务.人有权使用所有生物，也有义务保

护别人所需的生态环境。

(3) 精神幅度的义务-支持社会制度、促进别人精神生活、

说真话、按良心生活、做诚实的人。因为别人有权听到真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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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信任别人、有权受到社会的保障。

(4) 大我幅度的义务，人有建立健今丁家庭的义务，因为人

有权利在健康的家庭中成长;人有保护生命的义务，网为不论

胎儿或垂死老人，人人都有生仔的权利;人有祭祖的义务，网为

人有权利归宗、满全大我 l幅度之需求;人有义务纪念祖先，因为

祖先有权继续分享我们的生活。

(5) 超越幅度的义务.人有义务朝拜、赞颂、感谢赏赐一切

的神，因为人有宗教信仰的权利。

三\现日

今口 1世界常听有人争取人权，甚少听到有人谈论义务，不

无理由。按我们系统的解释，人是基本的接受，在接受中才有

能力给予。今天人类，尤其贫穷国家的人民，连基本需要也未

得充分的满足，自然每闰穷人主基本权利的呼声。然而，我们不

能忘记，在客观论述中，应当肯定权利，不过人健康生命的一

而，必须同时育及义务，因为人是撞受与给予的节奏，人有权利

接受，也有义务给予。人类应当在努力提升每人的生活之际，

同时促使人人注意对他人当有的义务。不论争取权利或善尽

义务，我们都要有此某本的态度.应爱人而用物，而不应爱物

而用人。

第三节灵修应用

(一〉关系

(1) 人五个幅度的关系要求均衡、有弹性、整合为一的三个

特质。健康的灵修生活故而应当注意各方面的需要，包括足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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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衣食住行之物质需求，身体健康、生态环境、思想、文化生活、

伦理道德典范等的需要，以 i占整体的千衡。

(2) 阴(接受)、阳(给予)两种生命的力量必须调和。 天主

父(阳)、子(阴)、圣神(合)是关修生活的泉源。 JJ 人口n 11' 当有

I川的因素，女人阴中当有阳的因素，灵修生活方能和惰。

(二〉结构

(1) 教会大团体中、传承中有制度、有结构，任何制度结构

若有碍个人灵修生活的成长，都应改变。

(2) 教会团体有义务辅助个人，个人有义务支恃 14-1 休。辅

助原则的实现有赖灵修生活培育的聆听态度。

(3) 按理智内在的秩序，即按经验、了解、判断、决定、行动

的顺序而生活的表现，就是基本的内修。

(4) 有的灵修比较入世，强调政治、社会等的幅度;有的灵

修较为出世，强调超越的幅度。这是一个结构中互补的两种灵

修。

(5) 神贫、贞洁、服从三愿，是教会制度、结构中靠天主神恩

而有的特殊生活方式，是以天主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以服务

他人为中心、以末世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为了表达这网方而的

重要性，特别作三方雨的牺牲·神贫是牺牲自由竹理财产的权

利，贞沽是牺牲建立家庭的权利，服从是牺牲向付1 决定个人大

事的权利。三愿生活也有入ttt与出世两种，即有使徒修会与默

观修会。

〈三〉过程

(1)参与基督死而复活的逾越奥迹，是灵修过程中最奥秘

的节奏，而软弱中体验到力量，一如主巾死亡中复活。 有个人

的逾越经验，如感性、思想、良心方面的遍越，直到决定性的逾

越:死亡而复活;有团体的逾越经验，如中国，因社会基本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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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生活习俗的改变，由过去的中国成为今门的中罔;有人类的

选越经验，如巾第一波到第波到第三波， 由各国分立到人类

互助， 什1 宗教排斥到宗教交谈。

(2) 灵修生活当注意过去、现在、未来终始相续的整体性实

相 。 过去括以礼仪、默想纪念生活的天主在救忠史中所做的种

种， fJt\在指体验生活的天主与我们同在，未来指期待天主要完

成一切。

(3) 按保禄的描述(罗 7:14-8:11) ，生命中有两种呈螺旋状

背道而驰的力量:往上的是圣神的力量，往下的私欲罪恶的力

量。 基督徒的灵修生活是一种奋斗的过程，靠天主圣三主动的

爱之临在，减少往下的力量，增加往上的力量，直到至善而后

己。在此奋斗中，基督徒要承认:他不完全了解自己的自由

(自由是奥秘) ，对未来的所知也不过是些原则而己，即是知道

天国要来 11伍，将有新天新地，却不明白具体会发生什么事。所

以，基抨徒是在无望中抱着希望，直到生活的天主做万物中的

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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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1 在此背景下，冲 突只是暂时的，不可能是人最深的推动力 。

2 圆满境界 -一一荣福直观中方有可能面对面直接往来。

3 若比较天主教与基督新教的思想典范，可以说，基督新教因马

丁 . .ìl各德的体验，非常强调人直接与 上帝来往(独靠信心、独靠

圣经、独靠恩典) ，不愿接受任何媒介(如圣事、传承与教会训

导、善工) ;天主教则常保存媒介与直接面对天主的两函，即是

有媒介的直接往来。

4 三位一体的天主在人生命中，比前人罪行的不良后果有力，此

E!r福音。 参阅温保禄讲述，李秀华笔录〈房、罪新论H 台北:光启

出版社， 1982 初版， 1986 再版) 。

5 辅仁大学神学著作编译会编， {英汉信理神学辞汇)P. 107-

111 ，乃以物化思想描述各类恩宠。

6 参阅谷寒松台湾地方教会使命的再反省"， {神学论集)57 ，

( 1 983 ，秋) ， 478-485 ， 教会传教使命观的两种模型 。

7 参阅第四篇第二章，人的性别 。

8 这些问题属于末世论，在此仅提出一些基本的神学原则 。

9 传统所谓"失苦"即内在矛盾觉苦"即此矛盾在物质与有机生

命幅度上的反应 。

10 参阅詹德隆基本人权"， {神学论集)65 ， ( 1 985 ，秋)， 4 11 -

434; Giorgio Filibeck (Se lector) , Humαn Rights: Collec

tion of Documents of the Mαgisterium of the Cαtholic 

Church , (Paris- Rome: Inte rnational Federation of Cath 

olic Universities , 1989);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 

Cath olic Universities , Humαn Rights: Nαtwnαlαnd In

ternational Documents, (Br usse ls: Br u ylant, 1 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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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中国思想最关切的主题，也是天主关注的对

象。本书在基督信仰中描绘人的奥秘，期望借神学思想的诠

释，带领读者进入奥秘的深处。全书就:人，你从何处来?

你是谁?你是什么?三个问题，以关系、结构、过程三个基
本范畴作系统的阐释。

本书为"天地人"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与《天主论 · 上
帝观》、 《基督信仰中的生态神学》为一系列著作。

底纹的螺旋表示:人乃天地生生不息的运动向

无限奥迹深处探寻开展的受造物。圆图描绘创世纪的故事，

存于威尼斯圣马尔谷大教堂穹顶，十三世纪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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