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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和上帝的关系是《圣经》中的一条红线，表征为人的堕落和上帝对人不懈的拯救，其间人对上帝的认识经历了从“自我 

为中心”到“实在为中心”的实质性的转变，从而人和上帝的关系也由疏远变为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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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神学来源于希伯来民族和古希腊民族的神性意识。 

“上帝是什么”和“人与上帝的关系怎样”是贯穿整部《圣经》的 

两个问题，而认识上帝就是认识真理，是最大的智慧，所以我们 

可以说，一部《圣经》的历史便是一部人和上帝的关系史。在《圣 

经》中，人和上帝的关系是“动态”的，一言以蔽之，人和上帝的关 

系是悖逆与救赎的关系，如著名的加拿大文艺理论批评家弗莱 

所说的u结构：背道一受罚一呼求一得救，而与之相对应，呈现 

出一种V态势：亲密～疏远一亲密。概观之，上帝对人的救赎是 

终极目的，而惩罚是手段，而上帝拯救是高于一切的主题，其方 

式就是以一个人的受难去代替而解脱全人类的罪孽，这是贯穿 

整部《圣经》的一条红线。总的说来，在《旧约》，即《希伯来圣 

经》，中主要体现上帝和人之问的背道一受罚一呼求的关系，而 

在《新约》(基督教新教的基石)中则凸现上帝和人之间的救恩关 

系。故《旧约》和《新约》分别被称为律法之约(the covenant of 

works or the law)和恩典之约(the covenant of grace)，而这正是犹 

太教与基督教的区别所在：是以律法主义为取向，还是以耶稣基 

督为取向。耶稣基督本人就是两者的分野。犹太教的雅威神系 

同古代希腊的奥林比亚神系具有极相类似的神性特点，即与人 

类疏远；而基督教的耶稣基督神系则同狄奥尼索斯一奥尔弗斯 

神系有极相似的神性特点，即与人类有密切的联系。⋯ 
一

、《旧约》中人类的“自我为中心” 

《旧约》包括“律法书”(即“摩西五经”，包括《创世记》、《出埃 

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历史书”、“智慧书”和 

“先知书”。“摩西五经”是一份上帝发布启示、世人做出回应的 

记录，见证了上帝拯救世人的大能，也见证了上帝的圣洁和慈 

爱。在《创世记》中，上帝始终处于主导位置。上帝以其话语 

(word)gIJ造天地万物，并在第6天用地上的尘土，照着自己的形 

像造人，将灵气吹在他鼻孑L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这从“造”字的构成可以看出：“／”表示人，“土”和“口”表示上帝 

用士，吹灵气在他鼻孑L里，然后人就会走路了)。上帝在东方的 

伊甸(Eden)立了一个园子 ，把亚当安置在那里，使他修理看 

守，上帝看亚当独居不好，就使亚当沉睡，取下他的一条肋骨，造 

成一个女人。亚当给她命名为夏娃，意为“人类的女始祖”。到 

此，人和上帝是和谐相处，上帝使人成为万物的灵长，在伊甸园 

中无忧无虑地快乐生活。但是，人出于妄自尊大的骄傲本性(骄 

傲是人的“七罪”之首)，企图像上帝一样能拥有辨别善恶的能 

力，故在撒旦的化身蛇的怂恿下，偷吃禁果(forbidden fruit)，遭到 

被逐出乐园的惩罚。随后，亚当和夏娃的长子该隐，由于嫉妒上 

帝喜悦其弟亚伯和他 的供物而怒杀之。上帝用问话的方式 

“你兄弟亚伯在哪里?”来给该隐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但他却死 

不悔改，反而狡辩道：“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从而 

丧失了被上帝宽恕的机会，遭到诅咒，成为四处漂泊的流浪者。 

上帝惩罚了该隐，但又为他立了个记号，以免他遭人杀害，并宣 

告“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创4：15)，可见上帝对罪人仍有慈 

爱之心。再往后，人的恶行更是变本加厉，“罪恶很大，终日所思 

想的尽都是恶”(创6：5)，以致上帝决心要用大洪水铲除人类。 

但上帝看到地上还有义人诺亚一家，便让他造方舟躲避大洪水， 

使他一家八15免于灭顶之灾(其妻和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 

弗，并儿妇)，并保存了鸟兽昆虫的物种，并在洪水过后，在天空 

中立虹为记，与人类订立永久的契约，再也不让洪水灭绝世人。 

大洪水过后，人类却恶习不改，为了传扬自己的名，竟然妄图建 

起高耸人云的巴别塔(Babe1)。上帝再次惩罚了人类，变乱他们 

的口音，把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应为上帝的本意是要叫人类遍 

布伞地，生养众多。然而，上帝没有停止对人类的拯救，他的拯 

救藉着呼召希伯来人的始祖亚伯兰、以撒和雅各，对他们作了一 

系列的应许而表征出来。 

在《出埃及记》中，摩西在何烈山(即西奈山)上，问上帝的名 

字，上帝说：我是自有永有的(I 81"11 that I am)。⋯⋯耶和华是我 

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出3：l3一l5))， 

就是圣奥古斯丁所说的上帝是“永恒的现在”。以色列人在埃及 

深陷苦难，耶和华顾及其子民，兴起摩西来拯救他们，使之降下 

“I卜灾”严惩法老，并率众奇渡红海，水淹法老的追兵，又在旷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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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珥旷野、汛旷野和西奈旷野)中施行奇迹，使部众饮食无忧。 

耶和华在西奈山与子民立约，藉摩西传授“十戒”及有关礼仪、道 

德、言论和行为的各项律例和规范。摩西在西奈旷野为耶和华 

建造会幕，从此上帝藉会幕居于以色列人中，并引领他们在神人 

相交的境界中过圣洁的牛活。“认识上帝”的主题在西奈山立约 

和建造会幕的历程中得到了更深层次的诠释。人身上有物质和 

属灵两个方面。在物质的层面上，人是会朽的；在属灵的层面 

上，人具有永恒不朽的可能性。上帝作为造物主与受造界有完 

全本质上的界分，上帝从“无”创造了一切，但其关爱却又遍在及 

贯乎在整个受造界中，人与上帝之问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人至 

终处在一个受造者的地位，这足人存在的本位；人藉着具备上帝 

形象的特质，在本位中参与上帝自身的神性，参与上帝的创 

造。l2 J从“摩西十成”(十戒前四条是人与上帝关系的戒律，后六 

条规定了人与人关系的道德准则)中，以色列人认识到必须恪守 

上帝的各项律例和规范，才能与上帝保持良好的关系，才能不断 

得到他的福佑，才能无往而不胜，因为他们从祭拜金牛犊事件 

中，深感悖逆上帝只有一个下场，即上帝的严惩。《出埃及记》以 

其宏大的场景和雄伟的气魄见证了j：帝的拯救，从而使其与别 

的经卷构成极为紧密的内在关联。 

在《利未记》中，建立丁献祭制度，世人通过五种献祭(燔祭、 

素祭、平安祭、赎罪祭和赎愆祭)来力图与上帝和邻舍保持和谐 

的关系，从而沟通r神人交流的途径。在古代犹太人的七个重 

要的节期中，有个“赎罪日”，节日期间人们不得做上，只能斋戒、 

苦行，在圣殿举行集会，献上特定的祭品，为圣殿、祭司或全体民 

众赎罪。“替罪羊”一词使足来自此 日。 

在《民数记》巾，在上帝的云柱和火柱的引领下，以色列民众 

向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流满奶和蜜的迦南地挺进。但百姓们 

不断抱怨，在旷野里没肉吃，迦南地的敌人又强悍高大，无法战 

胜，“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 

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民14：3)。 

滥发怨青的实质是悖道，而“悖道”的字面含义是“离开”，即f1动 

解除与上帝立约的关系。对民众的不信服和不顺从，耶和华勃 

然大怒，意降瘟疫将以色列人全部击杀。后经摩西的恳切求告， 

上帝才改变惩罚方式，使20岁以上的成年人全部倒毙在旷野 

中，他们的子女须在旷野漂流40年，只有迦勒和约书亚二人例 

外。出埃及40年后，以色列百姓们到达摩甲旷野，听从耶和华 

关于土地分配和献祭的吩咐，为征服应许之地做好各项准备，可 

见即使以色列民众犯过不信的罪行，上帝依然始终如一地保持 

与他们所立的约。《申命记》的意思足“重申上帝的律法和成 

命”，因为上帝在西奈山藉摩珂颁布了一部律法“摩两十戒”，在 

摩甲旷野又颁布r该律法的复制版，称为第二律法，即《申命记》 

巾收录的律法 面对遥遥在望的迦南地，摩西大声疾呼以色列 

人要忠心守约，“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民6：5)。 

爱上帝就是要遵守“摩西十戒”，从信仰到人际关系、日常牛活的 

方方面面，都要严守律法。《申命记》“重申上帝的律法和戒命” 

目的是强调严守律法足信奉惟一真神耶和华的关键所在。在 

“历史书”和“先知书”中，以色列人一再背约，进入“背道一受罚 

一

呼求一得救”的历史循环之中。 

二、《新约》中人类的“实在为中心” 

《新约》中包括“四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 

福音》和《约翰福音》)，“教会历史”、“使徒书信”和《启示录》。上 

帝和人类的关系，在《新约》中因为道成肉身的耶稣而与在《旧 

约》中的光景大不相同：由于耶稣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为世人 

在上帝面前赎了罪，人只要因信而行，便能称义，在上帝面前蒙 

恩，并获得 }=帝的爱，“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 

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 

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约15：9一10)。这种赎罪的 

观念，也许可追溯到古代王的观念：在占代巴比伦的节日庆典 

上，王有着双重的象征。他既代表作为众神奴仆的人类向种忏 

悔，又代表犯有过错而被囚禁贬谪的神。根据人类民俗学的记 

载，倘若发生了旱灾、饥馑、瘟疫和风暴，初民们便将之归咎于国 

王的罪孽和失职，从而鞭笞和因禁他。【3 J“道成肉身”，这是基督 

教信仰之关键，它使人与上帝得到沟通，从而彻底解决了人如何 

认识上帝的问题。正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 

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14：6)如果说，在《旧约》中， 

上帝是个“严父”，那么在《新约》中，上帝俨然成为了一个“望子 

成龙”的“慈父”。如果说，在人神关系中，宽赦是神起主动作用 

的一极，那么，归向就是人起主动作用的一极。i J这是奉爱之道 

(bhakti—marga)，也就是无私地把自己奉献给作为神圣的“你” 

而相遇的实体(the Rea1)。这是一条由自我为中心转向实在为 

中心的道路，_5 J如佛教所说的“寂灭”。 

“福音”一词来自希腊文“euangelkm”，拉丁文为evangelium。 

其原意为“对传报好消息的人给予的报酬”，后经演变而有了“好 

消息”的含义，并主要指有国王身份的人和他的行为中的救恩意 

味。在基督教中，耶酥为“主”，“主”为国王的称号(徒25：26)，而 

耶酥是基督，基督也就是“天国君王”、“犹太人的 ”。因为只有 

王才能赐恩给其子民，故《新约》中“福音”的含义为“上帝救恩来 

到的好消息”，或“天国(上帝的国)即将来临”的信息。_6 J福音的 

实质是天国的降临，爱是上帝到来的标志。可见，在《新约》中， 

上帝和人类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救恩，途径便是“因信称义”(信仰 

悔改一赎罪一拯救一永生)，依圣奥古斯丁的话，“信仰寻求理 

解”。在“四福音书”中，《约翰福音》被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发 

起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创始人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认为 

是完美的、真实的和首要的福音，其地位远在其他 i部之上。法 

国神学家加尔文(John Calvin)认为，同观福音(《马太福音》、《马 

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是展现耶稣的“身体”，而《约翰福音》则 

是启示耶稣的“灵魂”。《约翰福音》开卷就是，“太初有道(word)， 

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约1：1—2)。“这 

道”就是上帝神圣二位一体的一个位格(per,tuna)，即圣于耶稣， 

正如经上所云，“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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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14)。《约翰福音》全书见证的便是要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 

子，“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 

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20：31)。可见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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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完全的人，更是完全的神。耶稣便是上帝和人类之间的中保 

(mediator)，是人类得救的惟一途径和通向天堂的惟一桥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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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信除去了罪这一致人于死地的毒根，永生便会随之莅 

临，而不必在等到死后复活才能够享有，如经上所说，“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约6：54)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 

不死。”(约11：26)。因为人虽然肉体死了，但其属灵的生命却 

永远与耶稣基督同在，进入以上帝为中心的天国，此乃基督教信 

仰的最高理想。然而基督教的天国，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不是以 

人为中心的。而天国之建立，更是要靠神人之复和与神人之合 

作，才可以成功的。_7 J永生的获得要以承受现世的仇恨为代价， 

而世界的黑暗与耶稣基督的光的对立与冲突时贯穿《约翰福音》 

的一条线，正如公元前6世纪经过琐罗亚斯德(Zoroaster)在古代 

波斯宗教的基础上改革后建立的琐罗亚斯德教，也就是在中国 

史书上被称为“火祆教”的教义中的光明和黑暗二元论，即由其 
一 个真神阿胡拉·玛兹达产生善恶两神。 

法国科学家和基督教哲学家帕斯卡尔(Blaise Pasca1)说：“不 

理解人类的悲惨，关于上帝的知识就会造成骄傲；而没有关于上 

帝的知识，只了解人类的悲惨，就会造成绝望。”l8j拯救性是上帝 

神性之一，是整部《圣经》中高于一切的主题，“历史就如一条线 

段一样，牵在上帝手中。这线段的一端，由《创世记》展开给我 

们；其另一端，则被称做人类末日的‘耶和华之tt’，他既是人类 

历史的终结，又给人类解除由历史开端所带来的原罪提供了希 

(上接第26页) 

护其自身，免于受批判”【30 J。哲学的绝对主义立场常常使其成 

为保守的政治强权的辩护工具，而丧失了它应有的革命性的批 

判功能，而由于相信绝对真理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在人类历史 

上也是不胜枚举的。哲学承认其相对性并不是消极的，相反，正 

是由于哲学具有相对性，它才不会封闭自己成为抽象的绝对理 

性权威，它才会积极地参与到日新月异的人类生活中去发挥作 

用。这样，哲学就不会不断地抱怨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错误，相 

反，哲学应该努力参与到时代中去，真正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 

相比于胡塞尔告诫人们不要为时代而牺牲永恒，杜威的这种对 

哲学的改造则代表了一种相反的方向。 

如果我们接受了杜威的这种哲学观，那么问题就变成r“向 

前看而不向后看，看这个世界和人生将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而 

不看它已经是-+ff／a~子"L3 。正如理查德·罗蒂所说的那 

样，“只有当哲学家们放弃去获得永恒知识的希望之后，他们才 

会关注未来的形象”【32j。杜威的这种新的哲学就是面向未来 

的，它关心的不是康德式的问题“人是什么”，而是“人能够成为 

什么”，或者“人应当如何改变他的生活”。这种哲学把人们从传 

统哲学的知行二元论中解放出来，扭转了哲学的走向，使哲学不 

再纠缠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那些烦琐的理论问题，不再幻想建 

立哲学的千年王国，而是面对我们的时代，着眼我们的未来，来 

改造我们的生活。在已经过去的二十世纪里，哲学终结的声音 

望，由此使亚威(即耶和华)具有赎救人类的神性。”_9 J人的美德 

的最高目的是神。与耶稣同一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的先驱斐洛 

(Philo)认为，一切事物都是有限的，只有神是最崇高的，比一切 

的完美的事物更完美，比善更善，没有任何概念和任何词能与神 

的伟大相对应，只有通过“见”(seeing)才能直观神，这种“见”是 

分享神性的灵魂所具的可视功能，而圣灵是神人之间的中介。 

拯救的实质就是去恶就善，也就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的净化， 

进入最终的神的极乐世界，如，班扬的《天路历程》中所描写的基 

督徒和他老婆女基督徒进入的天国之城(the Celestial City)。拯 

救意味治愈和宽容，是以耶稣的受难去代替世人，并凭其公义战 

胜魔鬼，从而解救全人类的罪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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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绝于耳，但事实上我们的时代对于哲学的需要却依然强烈。 

“9·11”以后的世界历史并没有终结，反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社 

会历史的变迁使得哲学面临着更为严峻的任务，而“我们还没有 
一 个并非在年代上讲来是现代的现代哲学”【33j。在21世纪我 

们仍然需要继续杜威的追问，我们的时代究竟应该需要什么样 

的哲学?我们的哲学究竟应该如何面对我们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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