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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圣经》中“道’’的哲学意蕴一超越 l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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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道”是上帝的话语 ，是道路、真理、生命的象征。从哲学的角度来说，便是智慧。其存在有两种形式，即超越与临在，分别 

表征为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特质，而两者的结合点便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并外化为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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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本质上是智慧之思，从事哲学思考的哲学家，首先 

是志于道的思考者。《圣经》之于基督教 ，犹如《四书五经》在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中国第一部最为完整的字典《康熙 

字典》上解释说 ：“经者道之常也。”希腊文“逻各斯”(Logos)， 

英文翻译为 God，而中国著名学者 、翻译家严复将“逻各斯”恰 

到好处地译为“道”，更具有兼容性。《圣经》中的“道”，即上帝 

或中国人所谓的“天”，是 形而上而又是形而下的“一贯之道” 

即“爱”。正如孔子的“忠恕”之道，因为道(耶稣基督)就是“道 

路 、真理、生命”(约翰福音 14：6)。代表着上帝神格的“道”，是 

中国文化的重心，是备受圣人所尊重的：“一阴一阳谓之道， 

继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 ，知者见之谓之 

知 ，百姓 日用而不知”(《易经 ·系辞上传》)。“道者，万物之所 

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故 

道之所在，圣人尊之”(《孑L子集语卷十七》)。中国的历史上历 

来就有一个道统，虽然时代变迁，而这个道统却不改变，唐代 

大诗人、大文豪韩愈在他所写的《原道》中说：“尧以是传之舜 ； 

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 

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天道的这种渐进性，正如同《圣 

经》所说：“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 ，越照越明，直到 El午”(箴 

言4：18)， 而“亚圣”孟子也说：“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 

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彼一时 ，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 

王者兴，其间必有在世者”(《孟子 ·公孙丑章句下》)。宗教的 

本质是借助心力，超越有限，追求无限，以之实现终极关怀的合 

理性过程。《圣经》中 “道”在旧约和新约中分别体征为形而上 

的和形而下的，分别为造物主和救世主的形象 ，其区分点也 

是结合点便是“道成 肉身”的耶稣 ，即“天人合一”，正如王夫 

之在谈到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时所言 ：“形而上者非无形 

之谓。既有形矣 ，有形而后有形而上。无形之上，亘古今，通万 

变，穷天穷地 ，穷人穷物，皆所未有者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 

而下者谓之器，统之乎一形，非以相致 ，而何容相舍乎?”【l1 

一

、 旧约中形而上之“道” 

旧约中形而上之“道”，是普通的存在法则 ，不论是逻各 

斯(1ogos)，还是上帝的话语 ，均是生成万物而高于一切 ，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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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切 ，不可言说之道 ，体现其“超越性”(~anscendence)，可用 

“玄”来表示，正如《道德经》第一章中所云“玄之又玄”，而《圣 

经》中 的 “道 ”之“玄”主要表现在“话语”(Word)和“灵气” 

(Spirit)上。 “太初有道 ，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约翰福 

音 1：1)，这里的“道”，是“话语”，是上帝存在的位格样式和思 

维的表达，这是非人类语言所能表白的。《圣经》中完全就是一 

个“话语”创造的世界，万物皆为上帝“话语”的杰作，“上帝说： 

“要有光”，就有了光”(eJJ世纪 1：3)。古罗马奥古斯丁在其《忏 

悔录》中说 “你一言而万物资始 ，你是用你的 ‘道’——言 

语— —龟lJ造万有，” “道”就是存在哲学大师马丁·海德格尔 

所谓的产生一切路的路(way)，而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库萨的尼 

古拉斯也指明神是无源的源。基督教上帝六 日创世与老子宇 

宙生成模式相契无问：“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道德经·第四十二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 

德经·第四十章》)。《圣经》中最大的奥秘是道，即上帝本身， 

“你考察，就能测透上帝吗?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他的智 

慧高于天，你还能作什么?深于阴间，你还能知道什么?其量， 

比地长，比海宽”(约伯记 1 1：7—9)。 上帝乃是无限的奥秘 ，诚 

如《圣经》所说：“将事隐藏，乃是上帝的荣耀；将事察清，乃君 

王的荣耀”(箴言 25：2)，“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 ，所积蓄的一 

切智慧与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歌罗西书 2：2 3)。形而上 

的“道”是无感性形式的，是不可知觉的，是抽象的，是只能凭 

心去领悟的那种“存在”，“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 

面不能存活”(出埃及记 33：20)，这就是所谓的 “绝对”、是 
“

一

”

、是“和谐”、是“静”、是“无限”，是《道德经》中所谓的“大 

音希声”、“大象无形”，也就是印度教中的“静穆”和“梵音 ’， 

这是一种“终极的崇高”，而这种崇高的对象既存在又不存在， 

即它们 的确是客观存在 ，但又不是感官所能证实的存在。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第一章》)。被尊 

为万世师表的中国古代圣人孔子 ，他 自称是效法先王之道 

(“尧舜之道”)，却也一直被“道”所惑，相信道的奥秘不是人的 

智力所能理解，谓：“阴阳不测谓之神”(《易经·系辞上传》)。因 

此 ，孔子对于天道与人性并不妄 自推测，自谓“述而不作”，“毋 

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第九》)。“道”是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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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是浅尝辄止就可以轻易掌握的。颜渊喟然叹日：“仰之弥 

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 

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 

之，未由也已”(《论语 ·子罕第九》)。孔孟之后，为道者所承继 

的孔孟之道，也就是“圣人之道”或“尧舜之道”。 

中国的神学家张春申把神灵(Holy Spirit)解释为气，它是 

一 股充满活力的、能动的、原始的力，这股力充斥环宇，浸润万 

物，导向万物的一统。而“气”乃是一个极大的谜，“灵气不是被 

造的，而是上帝注入人身上的。和理性一样 ，灵气是来自上帝 

的恩赐。灵气是最高美德的根源。”p《圣经》上说：“起初 ，上帝 

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创世纪 l：卜2)。《圣经》中所称的耶和华 ，乃是 自有永有(I 

Am That I Am)的上帝，全然的 自在者。这些名字均可用来指 

“三位一体”中的任何一个“位格”，即用尘土造人的父上帝 、子 

上帝耶稣基督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的圣灵上帝。“上帝的 

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约伯记 33：4)。《圣经》中有一 

段话用不同的名称说到这位圣灵：“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 

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 ，谋略和能力的灵 ，知识和敬 

畏耶和华的灵”(以赛亚书 ll～2)。耶稣用风来说明圣灵的运 

行 ，“风随着意思吹 ，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 ，往 

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约翰福音 3：l～8 o “气” 

看不见摸不着，却分明又是可以感觉到的一种神秘的存在，如 

L记祭义》中说：“气也者，神之盛也。⋯‘万物之生，具得一气” 

(《论衡·齐世》)，“天地合气，物偶自生”(《论衡·自然》)。孟子 

与弟子的一段对话中就表现出这种态度：“敢问夫子恶乎长?” 

Eh“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日： 

“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 

问。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之所生者，非义袭 

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孟 

子难以言说的便是《易经》上所说的：“大哉干乎!刚健中正。纯 

粹精也。”这里所说的干也就是天 ，惟有天纯阳无阴，故至大至 

刚。可见，孟子这里所说的这种“气”，显然不是什么寻常的具 

有物质形态的气而已，因为此“气”有天的大而刚的属性。且充 

盈于天地之间。《朱子类语》第五十二卷上说“浩然之气，清明 

不足以言之。才说浩然，便有个广大刚果意思，如长江大河，浩 

浩而来也。富贵、贫贱、威武不能移屈之类 ，皆低，不可以语 

此。”此大而刚的浩然之气，又与义与道配合，无义无道 ，则无 

此气。“道义虽蕴藏在人心，但不能自动行出来。惟养成这股 

气，见所当行的，便努力去行；见所当为的，便挺身去为。气因 

义道而盛大。道义因得气而伸张：两相配合，即是‘配义与道 ”’ 

f《朱熹四书集注》)。 

二、新约中形而下之“道” 

鲁道夫·奥托(RudolfOtto)在论及“道”的“神秘性”时说 ： 

“其性质是：它以这种或那种确定的感受状态来支配或激发人 

的心灵。”I41“信、望、爱”是上帝的三个表征，新约中形而下之 

“道”，体现其“临现性”(immanence)，可用“爱”来表示，包括“爱 

上帝”和“爱人如己”，因为“爱”是上帝“道成肉身”的 目的所 

在，因为爱，天国就降临人的心中。正如“仁”是儒家学说的灵 

魂与中心主题一样，“爱”也是基督教学说的灵魂。基督教徒的 

共同信仰就是：上帝是爱之神，耶稣基督是爱的具体体现，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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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适应，基督教则是一种爱的宗教。中国人常说“悟道”， 

而“悟道”实际上是“道”的最高境界，其内容便是爱。《圣经》 

中经常提到被圣灵充满，施洗约翰未生下来之前就被圣灵所 

充满，天使对他的父亲说：“撒迦利亚，不要害怕 ，因为你的祈 

祷已经被听见。你的妻子伊利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 

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 

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 

满了”(路加福音 l：l3～l5)。而耶稣更是一位被圣灵充满的 

人，“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 

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 ， 

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路加福音 3：21～22)，这便是 

“道成肉身”，是神性和人性的完美结合，从而“道”就具有形而 

下的维度。 “和者，天地之所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和”兼有天道观和人道观的内涵 ，诚如“中国先哲们 以‘远取 

诸物’的外观方法，观象、观法于大地：又以‘近取诸身’的内观 

方法，从人 自身经验发现男女交媾而生子。内外合观，提出了 

‘和实生物 ’的和合理念。”I51可见“道成肉身”其实是人与上帝 

的“复和”，而“人是存在的尺度”，也就是普罗泰戈拉所言：“人 

是万物(an things)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the tllings tllat al'e)存 

在的尺度 ，也是不存在的事物(the things that are not)不存在的 

尺度”。阿在“先在性”、“化身性”与“救赎性”的神性方面，耶稣 

是基督 ，是上帝的惟一的儿子，是“道成肉身”，这是基督教信 

仰之关键。约翰福音是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融合的产物 ，代 

表了当时基督教的主流思想，很好地满足了公元 2世纪大量 

涌入教会的外邦基督徒的需要。它主要借助了希腊哲学中的 

逻各斯(Logos)理论 ，为进一步从神哲学上解释耶稣基督开辟 

了道路。与耶稣同一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的先驱斐洛(Philo)的 

思想是约翰福音中“道成肉身”这一神学教义的重要来源。“太 

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约翰福 

音 l：l～2)。“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 

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 

l：14)，“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 

出来”(约翰福音 l：l8)。耶稣与上帝不是两位神，而是同一位 

神的不同形象 ，也就是“三位一体”(圣父 、圣子和圣灵 )中的一 

个位格 Person)，三者之间是三而一 ，而又一而三的辩证关 

系。如同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中说：“我与父原为一”(约翰福 

音 10：30 o上帝“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原因是，“神爱世 

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 

得永生”(约翰福音3：l6)。《基督教伦理学》的作者美国学者查 

尔斯·L 坎默说：“我愿意承认耶稣其人使我对我是谁和作为 

人的意义是什么感到震撼。耶稣的个性 、生活和教导使我对我 

的许多假设产生怀疑并且为我提供了关于人类存在的新的和 

更加充分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 

一 个人类可能性的象征 ，他超出了我对作为人的含义的理解。 

超出了我的依我的人性而生活的能力。⋯⋯同样，耶稣的生 

活、教导和死像出埃及那样对于‘上帝是谁’和 ‘上帝是怎样 

的’传达了令人信服的看法，因此在这个有限的意义上．耶稣 

能够被认为是‘完全的神’。” 耶稣是被称为“保惠师”的圣灵 

之代理者，而当耶稣升天回到天父的身边并恢复到这个世界 

以前的“先在”状态时，圣灵又成为耶稣的代理者和基督徒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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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沟通的中介。“爱”既是耶稣的出发地 ，也是他的最高 

目的。 

综上所述，《圣经》上的“道”是一种最终现实，既是“玄之 

又玄”的形而上的“大”道 ，是宇宙的最高法则 ，但又是形而下 

的，其本质为“爱”，其结合点便是“道成肉身”的耶稣，他是人 

的本性和天道的合一。人要悟“道”，就要像曾子所说：“吾 日三 

省吾身”(《论语 ·学而》)，并使信和行知行统一，“仁者，爱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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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ges Fea tures of DENG Xiao-ping’S Understanding Viewpoints to M arxism 

WANG Hao—bin’．WANG Fei—nan 

(1．The Political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Academy，如 hou Univers血y，如hou 416000，China," 

2．Research SectionofDENGXiao-ping's Theary,Party Schoolof iⅡ，l Commit~e，Jishou 416000,China) 

Abstract：DENG Xiao-ping successfully realized the inherits，development an d surmount over the MAO Ze—dong’s understan ding viewpoints of 

Marxism on the basis of understanding the topic of ages scientifically；DENG Xian-ping accurately understood the spirit substance also on the basis of 

understanding the topic of ages profoundly；The scientific herm eneutics principles an d the examination standards of the understanding viewpoints of Marxism 

contains strong ages inclining．At present，it has important realistic meaning and profound theoretical doubtlessly for US to an alyze the ages features and its 

scientific contents of DENG Xiao-ping’S understanding viewpoints of Marxism
． 

Key words：DENG Xian-ping；the understanding viewpoints of Marxism；ages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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