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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圣经》的哲学阐释 

杨晓霞 
(深圳大学文学院， 深圳 513060) 

摘 要：作为犹太教和犹太民族历史的阐释文本，希伯来《圣经》内在地反映了人类思想的起源及对世 

界的认识，被寄寓了神秘奥妙的宗教信仰观念，反映了犹太民族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 

想，是犹太民族远古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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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一词源于古希腊文philosophia，是philem(追求)和 

SOphia(智慧)的合用，即爱智之意。在中国古代，哲即学识卓 

绝、聪明之意，所谓“知人则哲”即有此涵义。诚然，人类所创 

造的科学和知识等，都是人类智慧的表现．但并非所有对智 

慧的思考或对智慧的爱都是哲学的任务。哲学关注的是关 

于世界及人生的智慧，是通过理性的方式，探索宇宙、人生及 

事物现象的奥秘及意义。也就是说．哲学是以理性的形式来 

解释世界、思考人生 ，并对人类的知识进行概括和总结的。 

所以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 ·培根认为哲学即是源于理性的 
一 种知识，可谓指出了哲学的要义所在。的确，只有人类理 

性的思考，才使得哲学的产生成为可能．所以黑格尔认为一 

个民族的精神文明必须达到某种阶段，一般地才会有哲学。 

可见．哲学的研究范围及方法是自有其特点：首先，人是哲学 

探讨的主体，如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等；其次，哲学研究 

的对象是世界及人生的诸种问题，认识的问题、现象事物的 

本质及统一性等。而哲学活动的方式则主要是以理性思维 

的方式在精神主体和自然客体之间建立某种联系。 

众所周知，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类意识和 

实践发展的产物，“最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 中形成，从而一方 

面它消灭宗教本身，另一方面从它的积极内容说来，它自己 

还只是 在 这 个 理 想 化 的、化 为 思 想 的宗 教 领 域 内 活 

动”[1](蹦 ，因此，哲学的雏形是在宗教中孕育的，它作为一种 

文化现象，与文化的其它各种形式都有一定的关系，都是人 

对自然界的依赖与掌握的双向适应关系的一种表现。也就 

是说，哲学和其它文化形态都是力求解决人和世界的关系问 

题，只是各自解决的方式不同而已。宗教即人们以信仰、感 

悟的方式来实现对神圣真实及无限价值的追寻，美术是以想 

象、色彩、线条等方式来表现人类对世界事物的审美理解，音 

乐是以音响、音符、节奏的方式体现人类对世界的美感反应， 

文学是以文字 、虚构的故事形象地阐释世界及生活。而哲学 

则是人类把握世界的理论方式，即以理性思维的方式，通过 

推理和论证的过程来认识世界。因此，哲学必具的特点有： 

1．运用概念和范畴，哲学即是以理论的方式为人类创造概念 

的世界；2．符合逻辑规则，哲学具有客观性，要通过逻辑论 

证、推理思辨来以理服人，要阐述的是具有普遍性、必然性和 

规律性的知识；3．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也就是说，哲 

学就是人类依靠自己的理性，对一些根本问题(如世界和人 

生等问题)展开逻辑的系统的思考。 

希伯来《圣经》(即《圣经 ·旧约》)是神学文本，主要记载 

了古代犹太民族和地中海地区其他民族的神话、传说、诗歌、 

风俗、历史、伦理、律法等重要资料。作为宗教经典，希伯来 

《圣经》是一个想象性的产物，是以神学概念为主导建立起来 

的信仰系统，是一部宗教性的作品。众所周知，宗教的产生 

源于远古人类对 自然世界和人类自身认识的努力，是人类最 

初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表现形式，为哲学的产生创造了条 

件。因此，作为犹太教和犹太民族历史的阐释文本——希伯 

来《圣经》，就内在地反映了人类思想的起源及对世界的认 

识，寄寓了神秘奥妙的宗教信仰观念，也蕴涵着丰富的哲学 

思想，因为“即使是最荒谬的迷信，其根基也是反映了人类本 

质的永恒本性，尽管反映得很不完备 ．有些歪曲⋯⋯，，[ ](眦” 

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流传千古的宗教文献汇编《圣经》 

也是人类远古的哲学，反映了犹太民族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如前所述，哲学探讨的主体和中心必须是人。通观希伯 

来《圣经》，其关心的问题首先是人和世界的根本性的问题。 

虽然表现在《圣经》文本中是全能的神——上帝无所不知无 

处不在，但问题的出发点并不是以上帝为中心，上帝的创造 

最终是为了人，并以此来沟通人与上帝、人与世界、人与他人 

的关系，并藉此对世界万物加以宏观把握。事实也是如此。 

在希伯来《圣经》中，哲学关注的诸种问题，如世界的起源、人 

的存在、人的主体性、人生的意义及价值等，都以宗教的形式 

得到反映，体现了远古犹太民族的哲学之恩，远古哲学的雏 

形也就内在地蕴涵于《圣经》的神学叙述之中。 

凡是哲学，都力求为人类提供某种关于人类自身存在和 

发展的最后的解释，即哲学的本体论追求。希伯来《圣经》哲 

学也是如此。如关于世界的起源问题，《创世纪》一开始就谈 

到世界的创始过程。“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 

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 

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3] 在随后的五天里，神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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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出了空气、海洋、陆地、各种植物、太阳、月亮、众星、各种动 

物和人类。在现代人看来，这是一个关于世界和人类起源的 

神话传说，是基于神学思维的幻想性的产物。哲学诚然关心 

认识的真理性问题，但人类精神从诞生到成熟是一个发展的 

过程，不可能一开始就走上真理之途。因此，用真理性的标 

准来评价上帝创世的问题是不可取的，而必须从宗教哲学的 

角度来审视。远古人类处于蒙昧时代，因而在当时人类就是 

这样认识世界和人类自身的，这是当时人类的哲学之思。上 

帝六天内创造世界的记述，初步地表现了犹太民族对世界的 

朴素认识：世界的形成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大致分为六个阶 

段；而上帝用泥土造人的说法，说明人是物质性的，从属于自 

然界；造人的模型是上帝的形象，说明人又是精神性的，可以 

领悟上帝的神性。总之，上帝创世说构建了上帝、自然世界 

和人的存在关系，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的、无限的存在， 

虽然它有赖于上帝的存在，但这一切都是为人类而存在的。 

关于人的本性及人类精神的发展，圣经也作了独特的思 

考，即深刻影响西方文化精神的原罪说。在《创世纪》中，上 

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将他们安 

置在伊甸园，并让他们看守。上帝告诫亚当说：“园中各样树 

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 

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o~E3] ’然而，狡猾的蛇引诱夏娃， 

对女人夏娃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 

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3](哪于是，亚当和 

夏娃便偷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违背了上帝的告诫，被 

逐出了乐园，去耕种他自己所出之土。因此，作为亚当和夏 

娃的子孙的人类便都具有与生俱来的原罪。人类的原罪在 

于偷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而具有了智慧，能分别善恶和利 

弊，从而使人不再处于原始的自然状态。这样人就脱离了混 

沌的自然，开始了满足自己需要的劳作，开始了人类精神世 

界的历程。可以说，原罪说是犹太民族追寻人类本性的本体 

论思考。正是由于原罪，人类失去了乐园的时代，必须自己 

创造生活；正是由于原罪，人类才有救赎的必要；正是由于原 

罪，人类必须在发展的过程中完善自身，追求真善美统一的 

理想境界。 

从哲学意义上来说，人是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主体， 

因而人的主体意识及主体性存在也是哲学的重要论题。《圣 

经》所记为上帝之真言或是受上帝启示的先知们的记述，因 

此，上帝在《圣经》构筑的神学体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地 

位，不仅是世间万物的创造者，而且还是世界各种关系和历 

史因素的决定性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圣经》中有如此多 

的对上帝赞美和颂扬的诗篇。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圣经》 

中也存在各种形式的与上帝论辩和对神学学说质疑的言论， 

表现了一种与神学精神相对立的现世精神，一种挑战上帝权 

威的勇气。在这种现世关怀的意识中，人的问题得到了重 

视，人的世俗情感和生活经验得到了突出和张扬，表现了强 

烈的人本意识。如《创世纪》，上帝对犹太先祖亚伯罕立约， 

“你要作多国的父⋯⋯你的后裔极其繁多⋯⋯”E3] ”，又告 

诫摩西及其后代，只有听从我、遵行我的诫命，众生才会有幸 

福安宁的生活。可事实并非如此。犹太民族灾难重重，历经 

了几千年的磨难。“神啊，你在古时，我们列祖的日子所行的 

事，我们亲耳听见了；我们的列祖也给我们述说过。你曾用 

手赶出外邦人，却栽培了我们列祖；你苦待列邦，却叫我们发 

达⋯⋯但如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受辱，不和我们的军兵 

同去。你使我们向敌人转身退后，那恨我们的人任意抢夺。 

你使我们当作快要被吃的羊，把我们分散在列邦中。你卖了 

你的子民，也不赚利，所得的价值，并不加添你的资财⋯⋯这 

都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却没有忘记你，也没有违背你的约。 

我们的心没有退后，我们的脚也没有偏离你的路。”[。](嘲”犹 

太先民并不认为灾难的罪责在于自身，而是上帝的遗失和失 

约，显示了人的本位意识的觉醒和对至高无上的神的质疑和 

反叛。又如《约伯记》：“我每逢思想，心就惊惶，浑身战兢。 

恶人为何存活，享大寿数，势力强盛呢?他们眼见儿孙和他 

们一同竖立。他们的家宅平安无惧，神的杖也不加在他们身 

上。他们的公牛孳生而不断绝，母牛下犊而不掉胎⋯⋯全能 

者是谁，我们何必侍奉他呢?求告他有什么益处呢?看哪， 

他们亨通不在乎自己，恶人所谋定的离我好远⋯⋯恶人的灯 

何尝熄灭?患难何尝临到他们呢?神何尝发怒，向他们分散 

灾祸呢?”E。] ∞以近乎渎神的言辞诘问全能的上帝，对人世 

间的不公正现象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这充分凸现了《圣经》中 

人的主体意识。 

哲学必须反映人类寻求生命意义的努力，也就是寻求对 

人类具有普遍适用性或普遍约束性的终极价值。希伯来《圣 

经》中论及人生意义的地方较多，如前面的原罪说，从较为积 

极的方面阐释了人活着为了什么的问题。也就是说，人生活 

在现世，必须多多行善，心向上帝，以求得到救赎，死后进入 

天国。同时，在生活中必须注意修炼自身，以求达到理想人 

格的形成。另外，在《传道书》中，人生意义的问题也得到了 

较多的思考。由于《传道书》是产生于希腊化时期的犹太作 

品，这一时期犹太民族和宗教的双重危机影响了犹太人对人 

生问题的看法，一种消极的宿命的人生观占据了主要地位。 

因此，《传道书》中的传道者似乎是历经沧桑之后的大彻大悟 

的哲学家，不同于约伯愤激的质问和悲怆的反抗，而是看透 

了天上和人间的虚无荒诞，在怀疑上帝的公义的同时，又安 

于荒诞的命运，以一种宿命的心态宣扬上帝之道。如；“传道 

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 

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 

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 

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地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 

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 
⋯ ⋯ ”[3](n 。 不难看出，传道者认为世界是虚无荒诞的，人生 

应顺乎自然，淡泊无为。同时世界的存在是永恒的，各种现 

象的变化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人的存在也是宿命的循 

环。因此，人生活在现世，“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 
⋯ ⋯ ”[3](m ∞从哲学意义上来说，《传道书》对世界存在的本 

体论探讨和对人生意义的价值考虑，于后世哲学及思想具有 

重要的启发和影响作用。 

不仅如此，《圣经》中对生命的价值取向问题也以宗教的 

形式进行了哲理化的思考。犹太宗教一方面追求形而上的 

神性，人与上帝的关系是人需要上帝，需要上帝的救赎，因而 

人要不断地追寻上帝。也就是要像约伯一样，一贯持守着他 

的纯正的信念，从不放纵自己身上的恶，虽历经各种磨难而 

依然虔诚向往上帝。另一方面追求形而下的世俗生活，上帝 

的选民可以享乐，可以男欢女爱，可以经营劳作，可以加添财 

物。在《圣经》中，即使是神也不是抽象性的概念，而是一个 

人格化的神。何况上帝是无所不在、与其子民密切联系、而 

且还杀人的神。总之，希伯来《圣经》在一种浓厚的神学氛围 

中蕴涵着强烈的向往现世的情怀。像《雅歌》，由许多短小的 

诗歌组合而成，纯粹是一部世俗情歌的汇集。如：“我的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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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你 

的头发如同山羊卧在基列山旁。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 

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丧掉子的。你的唇 

好像一条朱红线，你的嘴也秀美。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 
一 块石榴。你的颈项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其上悬 

挂一千盾牌，都是勇士的藤牌。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 

的一对小鹿 ，就是母鹿双生的⋯⋯”E3] 一连串奇特逼真 

的比喻，将犹太民族对肉体感受的特点和对爱情表达的方式 

自然地表现出来。总的来说，《雅歌》充满了清新自然的世俗 

气息，表现了犹太民族质朴纯真、热情奔放的人性美。而《创 

世纪》中的约瑟和波提乏之妻的故事则讲到在世俗生活中做 

人的价值准则问题。约瑟被卖到埃及，多次拒绝主人波提乏 

之妻子的勾引，最终被波提乏之妻诬陷人狱。约瑟自始至终 

坚守自己的信仰而无怨无悔，显示了高尚的德行操守和巨大 

的人格魅力。 

上述可见，犹太民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哲学化 

的民族，十分善于对世俗生活和现象事物的某些本质特征进 

行形而上的抽象总结和形而下的具体阐释，这在希伯来《圣 

经》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因此，《圣经》的文本叙述蕴涵了丰 

富的哲学思想的潜质，而非一种牵强附会的解释。诚然，《圣 

经》毕竟是宗教文本，如作为哲学来看，自然有不同于一般哲 

学的特点。在一般的哲学中，人是哲学思考的中心所在，人 

作为主体是与 自然客体——世界万物既对立而又统一的。 

毋庸置疑，我们说《圣经》是哲学，自然也须将人置于哲学关 

注的中心地位。不过，如前所述，人作为思想的主体，在圣经 

中却是处于非主体的地位，而宗教布道和上帝全能则居于重 

要的地位。但上帝的存在最终是为了人的存在，上帝创造世 

界万物，为万物规律的制定者，上帝又救赎人类，为人类心灵 

智慧的来源。因此，上帝是人存在并开展活动的前提条件， 

是人类认识世界、沟通世界万物的工具和中介。同时，希伯 

来《圣经》的著述也是上帝智慧的表现，是为了使子民能明了 

上帝所赐与的一切。也就是说，上帝的设置最终是为了解决 

人和世界的问题。因此，人作为思维的主体地位，在《圣经》 

中是以属神的人讲论神或人的事的形式曲折地体现出来。 

任何一种成熟的哲学理论，都会表现为概念和范畴发展 

的有机组织，并通过判断和推理、分析和综合等思维形式的逻 

辑展开，体现了一种理论的逻辑力量。因此，逻辑性是哲学最 

为基本的哲学品格。人类的思维理性面对变幻莫测的宇宙， 

总是力求在本体论的基础上把握世界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并 

以此去阐释世界及人生的种种现象和问题。一般哲学都会反 

映人类思维发展的这一特性，并以理性思维的逻辑去探索宇 

宙之谜、历史之谜、人生之惑，显示了哲学逻辑之于人类智慧 

的重要意义。而在思考世界与人生的根本问题时，《圣经》哲 

学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双层的逻辑：即表层是信仰逻辑，深层是 

哲学逻辑。从表面看来，《圣经》是宗教思维的产物，以神学的 

形式发挥世界观的作用，其本质是对神的信仰，借助于虔诚的 

顺从和狂热的情感，以达到对神的皈依。而从深层意义上来 

说，在《圣经》宗教神学的形式下，人类抽象思维的能力也在发 

展和成熟，何况理解了的东西更有助于信仰。因此，通过理性 

思维的逻辑力量来表现人类对上帝、世界和人的关系的理解， 

也就是以一种潜隐的哲学逻辑去展现世界、历史和人生的本 

质和规律。因此，《圣经》的信仰逻辑在展开的同时也就内在 

地体现了一种深刻的哲学逻辑的力量。 
一 般哲学都是运用理性思维的方法，借助哲学概念和哲 

学范畴(如思维和存在、现象和本质等)，通过严密推理和逻 

辑论证对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世界的本原问题、精神和物 

质的问题等)进行阐释，并加 以理论化和系统化。而《圣经》 

中的哲学，严格说来，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哲学概念和范畴，大 

多是和神学概念结合在一起的。如人(选民)、上帝(主)、创 

世、弥赛亚观念、复活、永生等无不带有鲜明的宗教色彩。 

《圣经》中探讨的问题，如上帝的存在、上帝创世、神人关系、 

复活和永生、灵魂和肉体、人生的意义和幸福等问题，虽然都 

是有关世界和人生的诸种问题，并具有自身的理论逻辑，但 

宗教思维的色彩也是不容忽视的。在哲学方法上，《圣经》哲 

学也不同于一般哲学的理性思维的方法，而是理性的方法和 

信仰的方法的互相结合。从本质上来说，《圣经》毕竟是属于 

神学文本，是在宗教思维的基础上产生的。宗教思维虽然强 

调信仰和道德感悟，但也并不排斥理性思辨。因此，抛开宗 

教的神秘形式，《圣经》也可以看作是人对神的理解，对上帝 

及世界的怀疑、研究和认识，体现了人类独立思考的精神和 

理性自觉的意识。从实质上来说，以宗教的方式探讨世界其 

实也是一种哲学的探索。在《圣经》中，信仰的方法就是人在 

面对未知的世界时要借助神灵的力量获取真知；在本体论上 

要尊崇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和万物的基础、人间律法的制订 

者；人对终极价值的追求就是要虔诚向往上帝，而且人在现 

世必须行善、修身，以求得到上帝拯救，享受天国的幸福。理 

性的方法表现在：《圣经》作为宗教文本，其自身也经历了自 

我反思和自我扬弃的思辨过程，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类宗教 

精神和理性精神的发展的历程。另一方面理性思维是运用 

逻辑推理的方法来认识客观事物，因而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和 

智慧对于解决上帝存在、生命的目的及意义等问题具有重要 

的作用。因此，《圣经》哲学从本质上来说是属于一种宗教哲 

学，用理性和信仰统一的方法，通过宗教——哲学的概念和 

范畴的演绎推理，对上帝、宇宙和人生等根本问题进行研究 

论证，体现了一般哲学的基本特点。 

四 

上述是笔者对希伯来《圣经》的哲学特质的探讨，由于圣 

经的内容包罗万象，所以也不可能穷尽其哲理的思辨。可以 

肯定地说，希伯来《圣经》既是宗教信仰的产物，因而是一部 

神学作品；同时也是古犹太民族理性思维的结晶，所以也是 
一 部哲学性的作品。事实上，几千年来希伯来《圣经》就一直 

是犹太民族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犹太民族一切生命力量的 

源泉、一切价值的尺度 、一切意义的终极所在。同时，《圣经》 

中所探讨的一些重要的哲学命题，如世界的起源、人在世界 

的位置、生命的意义及特质问题、生命的价值取向等问题，对 

犹太民族、西方文明及西方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希伯来《圣经》既是宗教理论的阐释，同时也是哲 

学思想的演绎，这是一个不争的文化事实。 

参考文献：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卷)[M]． 

[3]圣经[M]．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2002． 

I责任编校：筒 子)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