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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中的美学思想及其独特性 

神学美学浅思 

肖安平 

所谓美学，就是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活动的特征和规律的科学。 

1750年由德国人鲍姆加登(Baumgarten)提出，从而形成一门正式的独 

立学科。神学美学实际上就是在神学意义上的美学，20世纪由瑞士巴尔 

塔萨正式提出。我们发现，神学与美学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特别是在 

《圣经》中就有不少独特和高贵的美学思想，值得注目和研究，本文就 

此来探讨《圣经》中的美学思想及其独特性，寻觅其美学价值和审美规 

律，探求神学与美学的内在联系，以此建立中国教会自己的审美观，乃 

至神学美学及其体系，逐步提高中国基督徒的审美能力和全面素质。 

一

、《旧约》中的美学思想 

作为基督教《圣经》的组成部分一 《旧约》，是犹太教经典，也是 

古希伯来民族文学、历史、道德、哲学、美学等集大成的作品，内含希伯 

来民族以上帝为中心的美学思想，涉及到崇高、和谐、神圣、力量、圣洁、 

献身、理想、抽象、神秘、恐惧、理性之美、感性之美、灵性之美、美即真、 

美即善等美学范畴和观念体系或与之相关的内容。正如华中师范大学 

杨建副教授所说：“古代希伯来民族以上帝为中心的美学思想主要保存 

在《旧约》中，《旧约》中的美学思想己成为犹太人的美学传统，对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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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经卷产生了直接影响，并影响了后世，影响到世界。除《创世记》以 

外，《旧约》中的‘智慧文学’和抒情诗《诗篇》、《雅歌》中涉及的美学 

思想最多。”①《旧约》中的美学观念是犹太一神教信仰的产物，深受信 

仰、教义等方面的影响。犹太人这一“宗教的民族”把独一上帝的信仰 

当作他们的精神支柱——除了是其民族的纽带外，还成为其生活的重 

要组成部分，并且代代相传，它已渗透到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犹 

太人生活的哪方面，都要在上帝是主宰，上帝是本原的神学基础之上。 

因此，它对犹太人的审美具有直接的影响和指南作用。 

1、以上帝为美 

犹太教一神崇拜和一元论的上帝观使犹太人以上帝为美，只拜耶 

和华独一真神，敬畏和赞美他，遵行他的律例，这些成为他们根深蒂固 

的思想观念。因而上帝是犹太教宗教哲学美学最高范畴，也是其必要又 

十分重要的基本范畴。 

神启示其自己的名字为“以罗欣”(希伯来文Elohim)，这名字与希 

伯来文“神”(EL)字相关，字根即“能力”、“畏惧”之意。⑦神名为 

“以罗欣”，有“超乎万神之上的神”的含意，表明这位神是最高的，在 

一 切之上。该名指出神是一切对人启示的神圣作为的本体，是人类所有 

虔诚和敬畏的对象。他还被称为“亚卫”、“雅赫维”、“耶和华”等名 

字。 

《旧约》中讲的这位神，不仅是超越的神，而且也是存在的神。他代 

表着绝对的存在和绝对的真理性。具体来说，他是崇高的。希伯来民族 

同印度、中华民族一样，一开始就把崇高观念同“无限”联系在一起。上 

①杨建：《古代希伯来民族的美学思想及艺术表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 

科学版)，武汉，第44卷第1期，2005年1月，第22页。 

②殷保罗：《慕迪神学手册》，姚锦集译，香港：福音证主协会，1992年，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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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是无限的存在，无始无终，创造无限大的宇宙和万物以及无限大的人 

类物质的和精神的世界，力量无比，有创造、保护、救赎、审判、毁灭之能 

力，他是世界万物之美的本原，是最高的超自然实体，无所不在，无所不 

知，无所不能，使渺小有限的人类感到羡慕、敬仰、畏惧、卑微。同时，他 

也是无形的存在，是内在的、神秘的。实际上，以上帝为美就是以“崇 

高”为美，而以“崇高”为美，也就必然带来“和谐”、“抽象”、“神秘”、 

“恐惧”之美。 

神还有尊严、威严(创24：3；赛37：16)之美，使人肃然起敬；并有智 

慧之美，正如《以赛亚书}40：28说“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此外他有其 

荣耀之美(赛65：16)，赐人以福乐。他作为救世主，与子民有一种亲密 

的关系，对其眷顾、保守、拯救、帮扶，彰显出他的慈爱这一高品质的属 

性。《旧约》通过一系列故事、历史事件、经历乃至患难、灾难，非凡地展 

示出上帝之美宛如巨幅画面存于以色列民的心中。神的应许(如到达迦 

南美地等)、圣洁、和平与平安、恩慈和怜悯、旨意和美意、与人立约、与 

人对话、行奇妙之事、设立千禧年国度等等，这些具体生动地体现了上 

帝之美。而子民用音乐、舞蹈表现对上帝的颂赞，也折射出上帝的无限 

魅力。 

由《旧约》所立的约可以看出上帝是伟大奇妙的，赐恩赐福的，给 

人美好希望的，信实的。如亚伯拉罕之约(创12：1-3)赐给土地、后裔和 

福气。摩西之约彰显了神的圣洁，为了神的圣洁，与他沟通的人也要圣 

洁。赦免是个途径——这是《新约》的应许(耶31：1—10)。通过赦免，达 

到与圣洁的神相交。神应许，借着他的儿子基督创设将来的国度(撒下 

7：12—16)。先知书也预言弥赛亚要降临，世上万国都要得福。从《旧约》 

到《新约》是一部连续、完整的神的救赎史，在这一宏大长远的过程中， 

神有神的计划，神的启示也是渐进的。在神的计划里，他对以色列人和 

外邦人的方法，都是要赐恩给他们。《旧约》不断重复一个主题，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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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不断犯罪，但上帝仍要恢复给予人类的恩典。由此可见，神的救赎 

史和计划是美好的，神是满有慈爱的神。特别是整个《旧约》后期的经 

卷，记录了神怎样对待以色列选民，让他们得着属灵之福气，作为神的 

代表，赐福与世界万族。 

2、以创造为美 

以创造为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以上帝的创造活动为美和以上 

帝看着是好的创造物为美。 

首先，以上帝的创造活动为美。在《创世记》，上帝创造世界、创造 

美的活动是理性的，他用六天时间从低到高有顺序地创造了日月星辰、 

山川草木、飞禽走兽等自然美，最后按自己的形像创造了自然美的最高 

形态——人。这显示了上帝创世需要一个过程，并表明上帝创世活动的 

严肃和辛劳，不同于印度梵天创世之说，这里的生成美之过程是一种合 

目的性的创造活动，重要的主观意志、主体精神起决定性作用。整本《旧 

约》都充满了这种理性精神和个人内省的思想，凸现了希伯来人对理性 

之美的肯定。当然，在上帝造物活动中也不乏感性之美，如上帝创世的 

动机等。 

其次，以上帝看着是好的创造物为美。“美”一词在古希伯来语中 

具有较丰富的内涵，有几种表达：jafe，T0b，hen，hadar。“美”即T0b，就是 

“好”，二者是同义词，可以互用。在《创世记》中，凡是上帝称“美”的 

地方都用的是“好”字，③反复用“神看着是好的”来表达他对自己的 

创造力和创造物的赞美及肯定。正如《传道书》说：“神造万物，各按其 

时成为美好”(传3：11)。美的东西有外在形式要求，有发光的、悦目的， 

有强烈的视觉快感。 

③ 杨建：“古代希伯来民族的美学思想及艺术表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 

科学版)，武汉，第44卷第1期，2005年1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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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提供了“美”的最早的感性形态，上帝最先创造出来的东 

西就是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 

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创1：3-5)。在希伯来经典《旧约》中，光、 

亮是好的，也就是美的东西，美与光被视为同一的东西，美(Jafe)同光辉 

(Jeff)十分相通，所以凡美的东西都具有光亮感，给人愉悦感；反之，黑 

暗、死亡、丑恶则是不健康的，给人厌恶感。犹太人特别看重光、光线，如 

上帝的至圣所中一切都金碧辉煌，进一步延伸为悦目的色彩、亮丽的东 

西如太阳、月亮、贵重金属、七烛灯台、朱红色的衣服等显示的光亮都是 

美的。上帝的创造物还在运动、变化和发展中充满生机。并且自然界是和 

谐、有序的，按照规律运转。我们不能破坏它，要去维护它的生态平衡。丁 

光训主教在“保护上帝的创造”一文中说：“我们基督徒肯定，宇宙和其 

中一切都是上帝的创造。这一肯定意味着受造的世界是好的，是神圣的， 

世界不是任何恶者的占领区。创造的工作还在继续进行，⋯⋯”④由此 

可见，浩大奇妙的宇宙自然显示出的创造是合规律性的存在，是美的、好 

的，并彰显出特别的和谐之美，有的显示出一种动态的美，有的则显示出 

一 种静态的美。 

3、以生命为美 

视生命为珍贵，在《旧约》中处处可见。在上帝创造的伊甸园里，涌 

现出一种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表现为一种生命之美：枝繁叶茂的生命 

树、分别善恶的水果、潺潺流动的河水、晶莹剔透的黄金珍珠，还有上帝 

按自己的形象塑造的自然美的最高形态——富有生命气息的男人女 

人。由植物之美、动物之美到人体之美，完全地洋溢着生命的活力。上帝 

还祝福亚伯拉罕子孙繁多，充分说明生命及其延续的重要性，犹太人是 

十分赞成的。另外，《雅歌书》记载了男女情爱之美，并以此为比喻来说 

④ 丁光训：《丁光训文集》，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年，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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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它的思想内容及艺术之美还是离不开以“感情生命为美”、“以善为 

美”等上帝为中心的传统美学思想体系。 

4、以智慧为美 

犹太人的智慧观念是很强的。以智慧为美的思想可以从《旧约》的 

智慧文学中看出。《诗篇》、《箴言》等书有许多歌颂智慧的内容，如“敬 

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箴9：10)；“高举智慧，她就使你高升；怀抱 

智慧，她就使你尊荣”(箴4：8)；“智慧人的嘴播扬知识，愚昧人的心并 

不如此”(箴l5：7)；“得智慧胜似得金子；选聪明强如选银子”(箴l6： 

l6)。《旧约》里有不少关于人生道德方面的格言警句，富有哲理，充满 

智慧，比如“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箴l6：l8)。“喜乐的 

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箴l7：22)。《传道书》对世界虚无 

的感叹、思辩，表现出一种达观、顺其自然的东方智慧之美。 

5、以内在为美 

以色列人有一种内在的美。“外面作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 

惟有里面作的，才是真犹太人⋯⋯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 

来的”(罗2：28—29)。真犹太人属神的记号是内在的。他们从神得到悦 

纳和称赞。耶稣称赞拿但业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 

有诡诈的”(约1：47)，他们看重人的内在。若过多注重外表，会产生虚 

伪、虚荣、虚妄、虚空，正如诗人说：“转眼成空”(诗90：l0)。这也是《旧 

约》中犹太人的一种内在律。 

黑格尔说：“只有心灵才是真实的，只有心灵才涵盖一切，所以一切 

美只有在涉及这较高境界而且由这较高境界产生出来时，才真正是美 

的。就这意义来说，自然美只是属于心灵的那种美的反映，⋯⋯。”⑤的 

⑤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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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心灵美是十分重要的。它是内在的，是本质性的。《圣经》也说：“只 

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妆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 

(彼前3：4)。“神看为极宝贵的妆饰是内在美。”大卫是一个容貌英俊 

的男子，但后来他犯罪跌倒，失去了内在美。他醒悟之后，彻底悔改，祈 

祷说：“神啊⋯⋯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这表现了他的觉悟。“神啊，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他了解到“内在的 

价值与意义，重获神的欣赏与喜悦。”⑥《旧约》中尚有内外兼美的人， 

如以斯贴王后美貌出众，同时在神的面前也有很好的表现：她把生命置 

之度外，为要救同胞脱离大难。“我若死就死吧!”这是她的美好心态。内 

在的美还有能力、刚强、平安、喜乐等。 

6、美即真 

《旧约》中讲求真实性，反对虚假。反对作假见证，还成为“十诫” 

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作为蒙上帝呼召的选民，以色 

列民信赖上帝，并以真实、信实为美。《旧约》作者用大量真切的史实记 

载了上帝带领以色列民走过的历史。在《旧约》里，史传文学有多种多 

样的表现形式，如具有民族史诗性的《出埃及记》、《约书亚记》，具有 

一 定人物传记性的《撒母耳记》、《路得记》，还有通国史传性的《列王 

纪》、《历代志》。这种史传文学具有历史因素(真实性)。“史传文学是 

历史因素与文学因素的结合，是一定的史实性与较强的故事性的结合， 

是一种历史化的文学或文学化的历史。对《新约》福音书文学有直接影 

响。历史化的文学之美即真实，史传文学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希伯来美学 

中真实的思想。”⑦ 

⑥滕近辉：《活出和谐与美好——基督徒生活及事奉2O律则》，香港：宣道出版社，1999 

年，第19页。 

⑦杨建：“古代希伯来民族的美学思想及艺术表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 

科学版)，武汉，第44卷第1期，20o5年1月，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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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美即善 

在希伯来人看来，美还在于善。在《旧约》里，美常常同伦理道德的 

求善结合在一起。《诗篇》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 

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 

悦的。”《旧约》中摩西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故事，路得几次嫁人终获得 

美满婚姻幸福生活的故事，大卫击败敌人的故事，王后以斯帖和养父末 

底改在波斯朝廷中为本族斗争的故事，以赛亚、耶利米、但以理等先知 

的故事，约伯的故事等等，都讲述的是美即善的思想。 

《诗篇》要人弃恶从善(诗1：1-2)，有许多讴歌美善的诗句，如“你 

们要赞美耶和华，因歌颂我们的上帝为善为美，赞美的话是合宜的。” 

“用十弦的乐器和瑟，用琴弹幽雅的声音。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 

你的信实，这本为美事”(诗92：2—3)。“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 

善，何等地美”(诗133：1)!基督教是讲道德的宗教，在《旧约》“十诫” 

中就有6条是讲道德的，如孝敬父母，不准杀人，不准偷盗等，这些提倡 

的都是美德，是美好的行为，值得弘扬。求善行善，真实地反映了犹太人 

的心地善良和行为美。圣、美、善、真在犹太人生活中是被看为重要的， 

并常常结合在一起成为《旧约》美学思想中的重要观念或术语。 

二、《旧约》美学思想的独特性及其魅力 

《旧约》美学思想的独特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l、宗教性 

《旧约》美学思想有着强烈的宗教性，这是与一般美学思想不同的 

地方，也成为其独特之处，饱含了犹太教一神教信仰的纯洁性和神圣 

性，这是基督教神学美学的一大特色。归耶和华为圣，敬拜独一真神，反 

对拜偶像，成为《旧约》美学思想的重要前提和理论基础，并使之成为 

向上、崇高的源泉。因此，上帝是《旧约》美学思想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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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有宗教信仰上的灵性美：罪的赦免、生命的更新、心灵的自 

由和释放、圣洁的追求、人格的塑造和完善。《旧约》是象征、寓意之书， 

传扬的是上帝之道，主要采用了夸张、拟人、比喻、象征、寓言、异象、反 

讽等写作手法或修饰技巧，通过充满意味的意向符号，构成了意味深长 

的隐喻文本，目的在于提升和呈现有关宗教等方面深刻的思想、观念和 

情感。极富诗意和灵性的《诗篇》让人追求崇高、公义、境界、永恒、灵 

命，使人与绝对者上帝处于绝对关系之中，寻找最后的归属。 

2、民族性 

整个以色列民族都是在一神信仰下过着不可分割的团契生活，其 

审美判断均带有整体民族的信仰、精神、感情、处境等特点，反映出浓厚 

的民族性及其总体上的一致性。 

3、道德性 

美与道德相联系，这也是犹太人的审美意识。他们把崇高、善等道 

德看作是非常美的。康德曾将崇高与美进行了比较，指出美和崇高的一 

致性。他把道德感看作是崇高的基础，并肯定了“美是道德的象征”。⑧ 

这也说明了美有道德性。 

4、时代性 

《旧约》中的美学观念代表当时的处境和时代特征，呈现古朴、高 

尚、圣洁、典雅、演进、变迁等特色。美的观念也是随着不同时代的发展而 

变化。这是美学规律。艺术和美要符合时代的要求，并反映时代的生活。 

5、抽象性或象征性 

《旧约》中，犹太人的音乐艺术具有注重内在情感和思想精髓的抽 

⑧ 彭立勋：《西方美学名著引论》，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7~，第l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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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性特点，不常以具象写实来表现。 

6、诗化语言性 

诗歌在《旧约》中占三分之一，表明诗化语言运用是其一大特色， 

具有颇高的艺术欣赏和美学价值。通过诗歌语言来描述、赞美、颂扬上 

帝及其有关内容，达到了一种特别深邃乃至无法形容的程度和境界，是 

别的无以表达的，只好用意味深长的诗歌传神。《旧约》诗歌许多都是 

平行体，另外还有一些格言、警语、寓言等。《诗篇》对上帝及其慈爱、公 

义的颂赞等，流露出犹太人追求真理、公义，敬畏耶和华上帝的真挚深 

厚的感情，表达了上帝选民苦乐相随、神爱相伴、曲折变化的心路历程 

及丰盛的灵命，虽片言只语，但字里行间蕴藏极富深度的灵性亮光与火 

花，读之琅琅上口，甘之如饴，咀嚼不尽，美妙至极。诗歌分为哲理诗和 

抒情诗，有的是祷告，有的是对上帝的颂赞，有的是与上帝面对面地交 

通，有的是贴近心田的倾诉，有的是个人坦诚独白，有的是忏悔，有的是 

富有情趣的对话，有的是对人、自然的赞美与敬意，语言简明、自然、流 

畅，洗炼、精致、华美，既有一种内容美，又有一种形式美，是经典之作， 

把人带人属天的意境，使人生命得到净化和丰盛，给人以高超的提升和 

有力的超越。它不失为灵修文学的瑰宝，具有一种独特、奇美的艺术风 

格和深入骨髓的生存、生命意义及终极关怀的意义。《旧约》富有诗意 

的描述和思辨，闪烁着诗性的光芒，具有永久的魅力。 

“《旧约》本身就是一部相当音乐化了的文学文本”，⑨特别是《诗 

篇》、《雅歌》。《旧约》中的诗歌有自己独特的诗律和节奏，给人以声响 

和动态的美。如《诗篇》就采纳了声响和音乐，其诗在古人吟咏时有乐 

器伴奏，而且有特定曲调格式，如在诗的开头常有“大卫的诗”、“所罗 

⑨杨建：《古代希伯来民族的美学思想及艺术表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 

科学版)，武汉，第44卷第1期，2005年1月，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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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诗”、“调用女音”、“调用麻哈拉利暗俄”、“用丝弦的乐器”等加 

以特别说明。每隔一定段落尚有“细拉”文字提示，表明此处歌声暂停、 

休止。《诗篇》作为抒情诗，有一种陶然的纯一，给人一种音乐的美感， 

其自言自语、发挥自由、惊心动魄、雅俗共赏、令人感动，它是一种情感 

的文学，采用了一种特别强化了的语言，富有表现力。“表现是抒情诗独 

有的言述方式，是抒情诗言说——认知的实现。”⑩ 

三、神学与美学的内存联系 

神学与美学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必然联系。神学中就有美学含量，如 

前面所述的《圣经·旧约》中的美学思想，还有教义神学、教牧学、道德 

神学、历史神学等对信仰教义、实践、道德、历史方面的阐述，表达了基 

督教关于至高至善至真的上帝及其长阔高深的慈爱等方面的真谛，里 

面有许多对美好的东西如高尚、善良等美学思想之向往、理解和解释， 

还涉及公义与慈爱、知识与灵性、圣与俗、信与行、今生与来世、创造与 

救赎、爱神与爱人等关系范畴。反过来说，美学对神学也有促进，如美学 

上讲的崇高正是基督教及其神学特别注重的。所以神学与美学相辅相 

成，相得益彰，不是敌对的，是相容的。在圣经、神学中也没有排斥和否 

定自然美、艺术美(如大卫制造的乐器、雕塑的牙雕等)、社会美，还特 

别颂赞这些美，肯定和弘扬和谐美、生命美以及各种美德。《旧约》中的 

美学思想对我们是个很好的启发，使我们要重视美如上帝的创造、智 

慧、内在、真、善，以及还有人造美等，要乐观向上，向往真善美。 

美学分为生活美学和文艺美学，无论哪方面，神学里总是有审美意 

识的，会判断什么是美善，什么是丑恶，并且还明辨真理，分清是非。在 

生活里，基督教及其神学也主张要活出基督的生命，要有爱，有善行，有 

⑩刘光耀：《现在：抒情诗的言说维度与超验关联——抒情诗研究之一》，《人文艺术》 

(第5辑)，主编：查常平，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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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形象，象基督那样，是新造的人。自然美、现实美、生活美、艺术美，它 

们之间并不冲突，我们尤其不能忽略现实美和生活美，我们要热爱生 

活，生活中可爱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美好的，生活中值得赞赏和歌颂的 

东西都是美好的，“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罗l2：l7)，我们要 

活出和谐与美好。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美是生活：任何事物，我们在那 

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 

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⑩在此值得特别 

指出的是应当如此的生活，生活中的丑恶事物和现象不属此，自然美也 

符合这个“美是生活”的定义。在艺术上，中国教会正在创作自己特色 

的绘画作品、圣诗、圣乐，并且在一些教堂、神学院校园等建筑上已有神 

学理念和自己的某种艺术风格，逐渐有自己的个性色彩。黑格尔曾以哥 

特式建筑艺术为例说明美是“一种精神的外化、即理念的感性显现”。@ 

他认为这种建筑符合基督教的崇拜的目的，并且它的形体、结构又与基 

督教的内在精神协调一致。就拿教堂的色彩来说，也浸透着宗教精神。 

“窗扇是嵌着半透明的彩画玻璃，玻璃上画的是宗教故事，有时只是涂 

上各种色彩，用意是使从外面射进来的光线变得暗淡些，让里面的烛光 

显得更明亮些。因为教堂里照明的不应该是外在自然界的光而应该是 

另一种光。”@ 

我们可以作些中西美学研究比较，驰骋中西，融贯古今，既学习西 

方美学中的优秀东西，又立足自己，吸收本土学术资源，建立中国自己 

的美学。在神学美学上，也是这样，不能简单嫁接西方，靠组装，生搬硬 

套，要结合中国处境和中国教会实际，不断探索内在美学规律，研究美 

⑩ 彭立勋：《西方美学名著引论》，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171页。 

⑥ 扬辛、甘霖：《美学原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22页。 

⑩黑格尔：《美学》，第三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刷馆，1984年，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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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国现代美学大师宗白华说得好：“美学研究不能脱离艺术，不能脱 

离艺术的创造和欣赏，不能脱离‘看’和‘听’。”@平时只有多看多 

听，才能感悟出美学的内在规律。我们可结合关于充满人情味的中国艺 

术中的空间艺术，来探索中国教会自己的审美情趣，以表达中国人对信 

仰的神学理解和审美意识。我们要有学术信心，大胆地借鉴中外美学家 

如康德、黑格尔、席勒、朱光潜、王国维、宗白华等人的美学思想理论，结 

合教会，来探索、思考神学美学，以执着的人文关怀精神保持世界性和 

民族性的统一。我们应该很好地观察、理解、解释、表述美术工艺品(如 

基督教绘画、雕刻等作品)、书法、文物、建筑(如教堂等)，鉴赏圣歌、圣 

诗，并作出神学和美学思考，如怎样使圣乐中国化?怎样按美学规律发 

现美、鉴赏美、创造美、表现美?等等，多实践感悟，多创作基督教文学艺 

术作品或撰写神学等方面著作，培养审美意识，使美学理论和实践有机 

融合，来建立自己的神学美学，并使之以独特的精神和鲜明的特色走向 

世界。 

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逐渐在精神上要有更高的追求，同时也 

提出对美的要求，并不断创造和发展。作为看重美和善的基督教更是如 

此。注重美的分析，加强审美的感觉和意识，可以使我们有鉴别力，从而 

促进我们更好地分别善恶是非，抑恶扬善，传扬时代所需要的美好信 

息，弘扬真理，促进美育，提高审美能力和道德、艺术、神学、人文修养， 

以推动神学思想建设全面而深入地开展，促使教会有质量地发展。从神 

学美学来看教会和谐、社会和谐以及教会与社会的和谐的美，也是颇有 

意义的。我们发现，基督教及其神学包含道德、艺术、心理、哲学、美学、 

风俗习惯以及民族感情的凝结。其美学价值及其当代意义是不可低估 

的。 

⑩ 宗白华：《艺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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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是一切无利害关系的对象。美要求崇高、神圣、亮丽、纯洁、返朴 

归真、善良、完善、润物细无声的无私的爱以及美好理想和境界等。《旧 

约》中的美学思想也反映了这些，既有外在美，也有内在美。它为中国美 

学界提供了值得重视的、新的美学层面，也为基督教神学美学提供了坚 

实的神学依据、理论来源和重要基础，历久弥坚，如陈年老窖的酒越陈 

越香。 

(作者系中南神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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