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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 圣婚仪式”中“ 爱”的弥赛亚性

杨! 慧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7$"；青海师范大学! 外语系，青海! 西宁! 7)###7）

［摘要］! 圣婚仪式贯穿在人类文明史的各个阶段，从古代宗教对女神的崇拜到天主教对圣母的崇拜，这种仪式的象征性构成了

宗教本身。圣婚中“处女生子”和“童贞受孕”的现象蕴涵着重重深意：从“处女”和“贞洁”的概念界定到“圣子”的出生，从象征赖以

产生的肉体经验到象征被高度抽象后的心里体验，“圣婚仪式”体现了一种灵肉结合的爱，它不但完成了从肉体到精神的提升而且不

曾失却生命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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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神圣在中国的缺失于儒释道的精神略见一斑：儒家以人与

人的关系为本的“仁”中见不到神圣，道家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

本的“道”中见不到神圣，佛教中的神圣被本土化的禅宗和净土

宗消解得踪影尽失，似乎“ 菩提无树、明镜非台”的“ 顿悟”和念

念有词的“阿弥陀佛”就足以帮助众生进入极乐世界，至于 "# 世

纪后的各种“主义”更无从寻找神圣的痕迹。圣子那无条件的爱

和无条件的宽恕，在功利实用的中国人眼里是那么的不可思议。

然而，正是这在理性算计得失之外的“ 无条件性”和“ 不可思议

性”构成了神圣价值的核心。缺少了神圣向度的黄色面孔沉浮

于物欲横流的沼泽，穿梭于车水马龙的喧嚣，似乎有着无法承受

的生命之轻。在一个相信“人”为“ 天地”立心的国度，神圣没有

任何地位，“因信称义”的救赎之灯看起来遥不可及。就在这茫

然无措的尴尬中，再次浮现于海平面的维纳斯投向人间一束光

芒，那也是脉脉含情的圣母玛利亚的光芒。一束来自现世的光，

一束来自天国的光，在旷古的时空交汇，为彷徨的灵魂建构了通

往天堂的神圣之旅的驿站。

人的存在有着双重的维系之根：人与自然的“ 神秘”关联和

人与价值的“神圣”关联。［)］

柏拉图式的观念使灵魂归属于超感性的领域，然而女性独

特的感性却成为灵魂的寄居地。这种寄居从人类诞生之初就存

在，成为女性试图在感性与理性、肉欲与超越、理性与信仰之间

建构桥梁的一道奇异的风景线。当代表感性世界的大地在柏拉

图的想象之外日益现代化的同时，当以胜利者自居的人割断了

与自然和神灵的先在关联时，灵魂作为大地的异乡者就更加孤

独而无法如海德格尔期望的那样诗意地栖居。惟如此，女性在

俗世建构神圣的努力才益发凸现出其意义：“ 圣婚仪式”所蕴涵

的宗教隐喻昭示着女性的“爱”的双重特性，即既具有超验的“弥

赛亚性”又不至于失却生命的温度，其原始生命的力度和自然的

神秘关联，其追寻超越的属灵气质和价值的神圣关联，都为流浪

在都市荒原的灵魂指引着某种终极的归宿。

一、“圣婚”的概念与“圣婚仪式”的源起

在原始部落中，先民认为动物和女人只有借神力才能生儿

育女，如认为女人是在月亮下受孕怀胎的。国王或部落首领，作

为月亮的人格化，在新婚之夜与新娘同床共寝，这种风俗在中世

纪法国的领主特权中还有存留。在许多古代的宗教中，类似的

婚姻是达到建立起女性神秘感的中心仪式，这是神秘的交配，是

神圣的婚姻或崇高的结合。人们认为这种仪式不可或缺，因为

它不仅仅是为了当事女人的多子多孙，同时也为了整个氏族庄

稼的丰收和牲畜的兴旺。这些神秘仪式一年举行一次，在节日

期间，女人赤裸裸地展示出其粗野的性欲，这与平时的性格大相

径庭。每次仪式中，女人总要去寻求与神的结合。在仪式中，女

人的职责就是纵情淫乐，以刺激神的性欲。为了引诱神的冲动，

人们故意说猥亵的话，做放荡的动作，以求天国新郎降甘露于人

间。从最原始到最高级的各种宗教，都充斥着与神结合对每一

个女人都是必需的这样一种观念，这是圣合或称“ 圣婚”［"］作为

所有异教的一个明显的特征，淫荡总是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与女

人同圣神的结合联系起来（ 如古希腊神话中很多神或半人半神

的英雄都是宙斯与凡间女子结合的产物）。这种宗教仪式的肉

欲色彩与女人的各种职能如母亲、妻子、女巫、先知、女祭司紧密

结合。

二、“处女”与“贞洁”概念的界定

>,5?/2-’@2-2ABA（孤雌繁殖）来源于希腊语，指无性行为的繁

殖，但在希腊语中 C,5?/2-’A 指少女（ 附于几位希腊女神尤其是

:?/2-, 名后的表述词语），而帕耳特诺斯在早些时候并未被当作

圣洁女神崇拜，如同阿耳忒弥斯（罗马神话中的狄安娜）一样，相

反，她们神圣的称号却与性联系在一起，“ 对这些女神的崇拜还

伴随着在她们的圣地中恣意狂欢的宗教仪式”。［%］弗雷泽在对

《以赛亚书》的注释中还辨析了希伯来语“ 少女”的涵义，最初只

是指“年轻的女人”，可从中世纪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来看，天主

教显然是在现代意义上定义这个词的。处女生子是圣母的重要

特征，显然处女所蕴涵的纯洁无暇的现代意义不能适用于圣母，

除非我们假定她一直奇迹般地保持童贞。如果将宗教观念视为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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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符号并从心理学上来看，“ 贞操”一词就是指“ 一种品性，一

种主观 状 态，一 种 心 理 意 向，而 不 是 指 生 理 的 或 外 部 的 事

实。”［%］因此，圣母玛利亚与古希腊罗马的处女神（ 如阿佛洛狄

忒）一样，其贞操的品性不是指外部的实际情况。尽管她们有性

经验，也生儿育女，年龄也会增长，但贞操的品性却一直保存在

难以解释的风俗习惯中。公元前 &’’’ 年苏美尔人迁到亚述之

前，巴比伦就已经崇拜伊什塔尔了，她被称为“ 奉献贞操的人”，

“圣洁的贞女”，而私生子也被称为“ 圣洁的童子”，所以处女一

词本没有我们附加给它的意义。

“处女”一词并不是拉丁文的 ()*+, 而应该是 ()*+, )-./0./（ 未

与人交媾过的女人），它可指有多次性经验的女子，甚至也可以

指妓女，它真正的含义与“ 婚姻”是截然对立的。在男权社会的

宗法制度下，未婚女子是父亲的财产，在“ 订婚”的礼仪性交易

中，女人是作为商品被交换的，而结婚之后，她又成为丈夫的私

有财产。不是自己的主人的女人不能称其为处女，因而古代的，

本来意义上的贞女其实是一种主体性，一种自由的主体意识。

处女神是性爱女神而非婚姻女神，她不是男神的配偶，她是自己

的主人，是“贞女”，是自我本身，没有任何男神会以丈夫的名义

统驭她的操行，命定她的品性，她属于母系社会而非父系社会。

三、“处女神”的贞洁品性

尽管处女神在本能上与生殖和性欲紧密相连，然而在社会

的发展和男性新型伦理的塑型中，处女神的品格越来越接近现

代意义：男性需要压制恣意的性欲本能而建立稳固的统治，而女

性也逐渐意识到自我品格提升的需要。女性本能并不必然具有

破坏力，如果用它来拯救人类爱与文明的崩溃，它就具有无比的

价值。它本身无善恶可言，它的能量既能用来行善，也可用来作

恶。创世者登上弦月形的月亮女神的方舟来躲避月亮女神发动

的洪水，这似乎是一种新的宗教象征，这种拯救可以通过对本能

的力量采取一种新的态度而获得，包括确认它本身不是人为的，

而是属于非人化的或者神的领域。进入神的方舟意味着对宗教

精神意义上的本能的突发的屈服，这种本能的突发就像是生命

的创造力本身的显露一样。本能不应被视为一种用来开发个人

生活利益的资产，而是自我意识对于生命力的屈从，如同对神的

屈从一样。

如同其“生殖本能”的双重性（ 既可以带来丰产也可以带来

灾难），处女神的“贞洁品性”也具有双重性：一是肉体的需要，一

是精神的需要、前者以亚欧古代的美神、月亮神、农业女神为代

表，后者以圣母为代表，而在中间的过渡地带应该是被贞洁化了

的美神与月亮神。这种双重性格在宗教艺术中得到生动的表

现：在父权统治建立之前的母系社会，处女神的肉体与精神并未

分裂，然而先哲们的灵肉二分论招致的后果却是当代女性不得

不直面的，毕竟我们不可能回到母系社会。如何在属地的肉体

与属天的精神间架起一道桥梁，如何在本能的性爱与人为的圣

爱之间寻得一个平衡点，如何在逃离了基督教禁欲伦理的禁锢

后又不至于落入古希腊神话时期纵欲的泥浊，似乎在当下的语

境中具有极大的现实关怀。

亚历山大城的斐洛写过：“ 为了繁衍后代，男人们变处女为

妇人。但是，当上帝开始与灵魂接触，他就带来了新变化：从前

的妇人恢复了童贞。”［1］因此，生命的本能并不仅仅指生殖本

能，也包含一种精神性的信仰本能。因此后现代女权主义的一

个误区在于片面地将生命本能理解为生殖本能或性欲本能而提

倡单一向度的解放。如果取代传统法则的动机仅仅是自我中

心，这种对策比疾病还要糟糕。要从社会的羁绊中解脱出来，这

本身将被证明为一种退化，会导致秩序井然的文明社会复归到

野蛮状态。但当这种动机并不是为了个人目的，而是为了一个

非人的目的，即为了获得一种与女神、与爱神、与厄洛斯法则的

一种理想的关系，那么女性就会显示出其深奥博大的气度而不

是自私自利的狭隘和阴险。

四、“圣婚仪式”中女性身体容器的弥赛亚化

约翰·贝罗爵士在《中国纪游》中记述了西王母与圣母玛利

亚的惊人相似：她头饰轻纱，怀抱婴儿，婴孩有时在她手中，有时

被置于膝上，头上环绕着神圣的光环，同样被认为是少女时代就

产下贵子。

十字军东征前后，对圣母的崇拜在教堂中显得如此重要，无

疑受了东亚和叙利亚的深刻影响。雨果将耶稣比喻为太阳而将

玛利亚比喻为月亮，“前者⋯⋯普照着生活在仁慈的白天中的众

生；后者⋯⋯温柔的清辉在奸淫横行的夜晚抚照着那些有罪之

人。”［#］英诺森三世区分得更全面：“ 陷入罪恶的泥潭而不能自

拔的人去追寻月亮吧！神圣的慈爱已离他远去，耀眼的光辉白

日消失了，太阳已不再属于他。但月亮仍悬挂在地平线上。让

他去向玛利亚祷告吧；在她的庇荫下，众生仍能走向天堂！”［2］

中世纪的很多绘画表现了圣母玛利亚感受神孕的形象，她

受到来自圣灵大卫的诱惑。这个想象似乎表达了人类心理的一

种普遍现实。这种心理既存在于古代月亮女神的宗教中，也存

在于中世纪的基督教、古代哲学家的神秘著作、伊丽莎白时代的

诗歌，以及今天现代妇女的无意识的图画之中。这些事实说明

当女人充分意识到沉睡于她体内的可能性，当她已体验到肉体

与精神上的激情，并且贡献她的全部力量于天性之神时，她只能

存在于她自身之中。之后，当非个性的、神圣的精神在她内心深

处被唤醒之时，不管她怎样称呼他们，由于她将自己最深的情感

奉献给了天性之神，她便独立地，然而是完全地达到了灵魂的纯

洁。约翰·丹尼在十四行诗中写道：“ 亲爱的我爱你，我也将幸

福地接受你的爱 3 然而我已订婚于你的宿敌 3 离异我们，解开或

打破那个束缚 3 把我带到你身边，留下我吧，因为 3 我将永不自

由，除非被你吸引 3 除非被你占有，我永不会再有童贞”［4］。这首

诗是说心理上的童贞只有通过上帝的占有，通过神圣结合或者

圣婚才能保持，但肉体必须是心灵纯真的载体。

以这种方式，她从自我欲望，从她自己性欲本能和精神需要

的统一中解救了自己。这就是与圣神结合的意义，而且也是月

亮女神殿堂中圣婚的意义。参与性爱女神的神秘的人才能够分

享她的力量，通过与她的神秘结合她们获得了她的本性。类似

地，基督教教义中通过特别规定的圣礼以求获得与上帝结合的

思想也是我们所熟知的。圣餐中的面包和酒都是分享上帝的身

体的仪式，一种参与活动的戏剧化的表现。这些活动存在于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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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表层的现行的礼仪中，其目的在于与上帝结合。在罗马和希

腊的天主教堂，婚姻也是一种圣礼，男人和女人事实上的性结合

被视为灵魂和上帝结合的象征。这种与上帝结合的思想或神圣

婚姻的概念，神圣的结合，在象征性仪式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即当一个女人成为一名修女时，必须举行一个象征性的婚姻仪

式，从而使她成为基督的新娘。

基督教的 #$%&$’()*+’（圣事）一词通常用作希腊文 ’,-*(&./
0)（奥秘）的翻译，奥秘以礼仪的行动和象征使人与上帝建立起

一种深层的关系。&.*(（仪式）凸显人通过神圣的记号进入一种

信仰的体验，它以媒介或象征性的作用将参与者带进另一种状

态，一种超越和隐秘的状态。仪式是对真理的体验或信仰经验

的一种方式，这种 %0’’.*’()*（ 委身）和 1$&*.%.1$*.0)（ 参与）使人

培养出宗教的虔诚，而且还能给人的信仰注入神秘和超越的体

验。神圣是“以奇妙的和强大的推力使人们走向那美好的目的。

这个目的是宗教所特有的，本质上是非理性的。人们在渴望与

预感中认识到，在那模糊的和不适宜的象征背后，才是它的真谛。

这种东西高于或超越我们的理性，却又隐含于我们本性的最高等

级的部分里面。我们的感观、心理和智力都无法穷尽它，彻底地

表达它。而它的这个秘密却又构成了心灵的基础。”［2］圣事与游

戏一样，都要求对日常生活的悬置，主宰着欢乐和愉悦，都具有严

格的仪式与真正的自由。游戏把人从日常生活中解放出来，置于

某种日常经验之外的领域，并联系到神圣的根源上去。

对于基督神秘主义者来说，圣礼不仅存在于教堂仪式中，而

且也存在于他们个人精神生活的隐秘经历中。神圣结合以及耶

稣就是天堂爱使、灵魂新郎的提法在圣徒的著作中大量蔓延。

在这些隐含着神秘体验的术语中，精神上的经历虽然不和人间

配偶，但却和实际的性欲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早期母神崇拜的

宗教活动中，神殿内的性欲经历逐渐被神秘主义严格区分性欲

和爱情的教义所取代，如巴比伦的月亮神西恩在稍后的神秘仪

式中有另一个名字：瓦德，意思是友谊或爱情。事实上，月亮代

表着通过最低级事物实现转变的伟大信念。那些阴暗寒冷的雨

水，那些回避日光的东西，同样引发着思考，同样掌握着生活的

秘密。生活一次次地再现着自己，直到通过不断反复的经验，人

们才能掌握具体事物本质结构中的内在涵义。因此“ 神圣婚姻”

的仪式就是宗教本身。通过承认她自身的本能力量，并抛弃想

要拥有她的想法，一个女人获得了与她的自我的新的联系。她

的天性力量得到了女神的承认，但这力量并不属于她自己，而是

属于非人类领域，属于她献身的女神。她的身体对女神来说是

有价值的容器，通过这可见物的不断生长和精神化，肉体向灵魂

的转变也逐渐完成。通过这一过程，女性完成了庄严的转变：她

的性欲要求被一种爱的内容替代，这样的女人，就从仅仅是自然

的生物而再生为一个具有人类精神的人。

于是，神殿内的这种牺牲的意义就显现出来，通过这种仪

式，作为参与者的女人获得了解放，不再被她自己潜意识中本能

的要求和对力量的渴望所统治。不是要求男人屈从于她的本

能，而是自己屈从于天性的要求，从而使自己成为真正的贞洁

者。在这种仪式中，女人性交活动及由此而来的报酬不属于她

自己，不是她自己的财产，而是生命自身要求的体现。生命力在

她体内激荡，她只是生命的仆人，无论她的肉体还是灵魂，都不

过是生命表现的载体而已。不以这种方式服从于天性的女人在

宗教意义上是不贞洁的，诺斯替的教义说：“ 只有纯粹的处女能

够以人类精神完成与上帝的结合。”［34］弗雷泽解释过女人在神

殿中做出性奉献的需要：上帝需要人类的崇拜，他在虔诚的崇拜

者的灵魂中获得新生。当上帝作为一种心理原则的人格化表现

而被接受时，上帝的力量就随牺牲者的增加而增加。当每个女人

为了生命原则而可能带给她的报酬，为了使自己服从于体内生命

力的流动而牺牲自己对于个体和性欲的掌握时，在她的生命中，

厄洛斯原则的力量和意义就益加明亮。当女人放弃了个人要求

的时候，原来的力比多（5.6.70）就转而流入她为之牺牲的女性真理

中，厄洛斯在其心中的位置就被提升到她的个体欲望之上。

从这种经验中，爱慕他人的力量得以产生，在女人参与这种

仪式之前，她的爱情并不比要求更深厚，她甚至看不到“ 我爱你”

和“我要你爱我”之间的差别，但当她经历过类似于古代圣殿献

身的内心体验之后，要求和占有的因素就被抛弃了。由赞赏她

的性别和她的本能而完成的蜕变，是神圣的生命力的表现。对

于这种生命力的体验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远远高出于他们在

人类水平上进行的实际活动。要解释本能的爱慕以这种方式被

接受和同化时发生的转变是不可能的。在心理学领域，即灵与

肉相交的领域中，这属于那些神秘而难以说明的变化现象。从

肉体到精神的变化事实上是超出人类想象力的永无止境的奥

秘。不过，对于这种爱情经历的显现，对这种能够看到他人的处

境、能够不自私地同情并珍惜他人的爱是必须与圣婚仪式相关

联的，仪式中女性的身份是要求有这份爱的。伊什塔尔自我声

称：“有同情心的奉献肉体者就是我。”［33］同情心也是圣母玛利

亚的一个主要特征，尽管从没有关于她的圣婚的记载和言辞，但

她的确曾经历过相应的顺从，也由于这种顺从她赢得了“ 圣母”

的称号。

五、“圣婚仪式”的自下而上性与“圣子”信仰的自上而下性

公元 8 世纪女性神秘主义者拉比阿的一首关于爱的诗表达

了从肉体生活、物质生活向灵魂世界、精神世界转变的企图：“ 我

愿上帝作为我的心的朋友，但我的身体是为那些热望它的伴侣

利用的。我的身体对于它的客人是朋友，我的心的亲爱者是我

的灵魂的客人”［39］。这位女人的精神生活必定是从具体经验中

总结的，而不是从直接心理获得的。《易经》中说，可见之物必然

要不断生长，直至超出它本身而达到不可见之境，从而获得大彻

大悟并在宇宙秩序中扎下根基。在拉比阿的爱的经验中，获得变

化的企图是通过走下坡路实现的。女性之神———月亮女神是夜

晚的统治者，暗月甚至指向地狱。西方理性主义哲学使我们提高

了对于生活的控制从而经常忽略了这个事实，但这一事实很普

遍，例如诺斯替教徒认为：向上或向下都是同样的。威廉·布莱

克认为，对于一个真诚地、一心一意沿着一条路到终点的人来说，

挑选一条正确的路或错误的路没有多大差别，两条路都可能引导

他到达终点，因为我们必须意识到，虽然新月标志的路可能通向

地狱，但它同样可能使人格发生变化，使个体获得真正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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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宗教中神袛在精神或心理方面的象征性的活动完全被

具体化了，仪式因而得以存在于具体形式中。产生于圣殿献身

仪式的爱有着母爱的特征，所有的神话与传说都认为女神是作

为处女由纯洁无暇的理念而受孕的，圣婚的结果就是童贞女有

了孩子。时间的推移使人类心理生活被认识得更清楚，这些仪

式便越来越与具体现实相隔离，越来越成为一种象征。这虽然

是一种进步，但也隐含着一种危险：如果仪式完全失去了它与它

最初从中产生的来源的联系，成为一种纯粹的抽象物，也就失去

了它更新与恢复的力量。在现代社会，当我们成熟得与祖先的

距离越来越远时，重新了解这些象征仪式和象征物就十分必要。

圣子是男性神，象征着新的个体的产生，他代替了女性自我

而在教堂仪式上被尊崇，他产生于女神献身的新的存在，他超越

了女性神灵也超越了男性神灵，他代表了超越过去的希望和可

能的再生。通过这种神圣婚姻的力量，自我、个人占有欲、本能

的激情与毫无保留的奉献共同养育了这个孩子。

处女生子揭示了基督教神学的一个核心命题———不要触

摸。玛利亚不允许丈夫约瑟触摸如同耶稣复活时不让马利亚触

摸：“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抹大拉的马

利亚是耶稣最亲近的女人如同其门徒约翰一样，即使如此也不

能触摸，这说明了圣子之爱的特性：对肉体接触的绝对排斥。将

身体交给一群人乃堕落，交给一个人虽然正当却流于自私，圣子

的身体不属于任何人，因此他的爱属于所有的人———身体的自

由保证了精神的自由，因此耶稣之爱超越了肉体，成就了精神。

“圣灵感孕”打开的新约打破了旧约的民族性，童贞女的儿

子打破了旧约的谱系树所标志的血缘的权柄。童贞受孕的玛利

亚虽然是犹太人，却将圣灵的孩子带给了所有的人，没有民族的

界限。为什么一个关于主权的转交或者更替的重大责任要落在

一个年轻女人的身上？是对《创世纪》的过于男性化的增补？是

对夏娃形象的修正？是对一种我们一直未曾意识到的秘密语言

的向往？“当米开朗琪罗在圣母哀悼圣子的雕塑（&’()*）中把圣

母画得比死去的圣子还要年轻时，是否是对永远年轻的青春时

光的挽留和哀悼？是对一个衰老腐败的世界的抗争？⋯⋯母

亲，也许永远的年轻的，惟其如此，才可担负出生的秘密。”［"+］

处女生子的精神意味揭示了爱与时间的秘密：处女的生产

是精神的而非肉体的，圣灵感孕的故事作为虚构，超越了真实和

虚假的对立，是一个“新神话”，一个充满着对生命、信仰、见证和

权能的思考的神话，一个充满着爱感的神话；圣母的容颜蕴涵着

时间的秘密：面孔的当下性可以唤起肉体的欲望，但容颜却因为

爱的滋养而青春永驻，容颜是时间隐秘的肖像，是时间与爱结合

的秘密。作为对男性神的全然精神性的补充，圣母提供了另一

种将肉欲与圣爱结合的俗世情爱模式：玛利亚在圣子之后又为

约翰增添了几个凡人孩子，这丝毫不能减损她的圣洁，相反，她

的母性关爱和生育美德却更贴近俗世凡人的生活与感情。聂斯

托利派（,(-)./’*0-）的两位两性说强调玛利亚的世俗性而罗马天

主教强调圣母的神性反映了基督教与异教的融合，这一融合是

肉体性与精神性的融合。人们常哀叹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

实则鸿沟出现在自身的理性与情感、精神与肉体的矛盾中。奥

古斯丁的《忏悔录》以对精神的强调和对感观的贬低著称：基于

对早年生活的追悔，他依次批判了各种感观所带来的肉体欲

望———口腹之欲、声色之欲和目欲，然而事实是他并没有真的放

弃感官欲望。在他看来，爱并不是个人的情感，它是人的基本的

存在方式。在《上帝之城》的 "+ 卷 1 章中，他说，逃避爱是畏惧，

沉溺于爱是悲伤，欲望是爱的动力，愉悦是爱的感受。

作为人文主义者，在真诚面对自己内心的时候，他清楚地知

道一个人抛却尘世的各种爱恨情愁、把灵魂彻底交付给上帝的

艰难。尽管对灵魂来说，这沉重的肉身让我们感觉疲惫，但谁又

能否定，也正是这肉身承担了灵魂所有的苦痛和欢乐。然而肉

身毕竟只是肉身，他（她）可以作为一种弥赛亚性的隐喻象征，但

终究不是救赎之光本身。凡俗的人担负信仰的职能有着巨大的

危险性，肉体要经受欲望的勾引，灵魂要经受欲望的考验，因此

建立其上的信仰必有随时坍塌的危险。作为爱之光的主要投射

体，他（她）的先天的缺陷显而易见。他（ 她）身上包含着的否定

的因素揭示出人类永不可企及的乌托邦理想，然而他（ 她）身上

同样包含着肯定的因素，因此追求乌托邦理想的努力是不能被

否定的，正是这种抗争的努力使人具有了人的价值和尊严，正是

这种努力使圣灵投向人世的目光倍增关爱。

六、结语

蒂利希在很多著作中（ 如 23( ,*)4/( .5 6(7’8’.4- 9*084*8( :
23( ;(*0’08 *0< =4-)’5’>*)’.0 .5 6(7’8’.4- ?@AB.7- : 6(7’8’.4- CDE(F
/’(0>( *0< 2/4)3）谈及象征的问题。象征具有五种理念：" 象征

的指向性（E.’0)- B(@.0< ’)-(75）；$G 象征的参与性，它参与所代表

的事物的真实（E*/)’>’E*)(- ’0 )3( /(*7’)@ ’) /(E/(-(0)-）；%G 象征与

记号（ -’80）的不同；+G 象征的开启性，它能够开启出人心灵深处

的维度；HG 象征具有创生的力量、也有摧毁的力量，它会生长，也

会消亡。它兼有自然主义的客体性元素也具有理想主义的主体

性元素，而圣婚仪式的象征性正是精神与肉体的完美结合。

德里达晚年的论著中谈到了宗教的实质与心理体验的关

系，他将 宗 教 体 验 定 格 为 一 种“ 没 有 弥 赛 亚 的‘ 弥 赛 亚 性’”

（A(--’*0’> ./ A(--’*0’>’)@ I’)3.4) A(--’*0’-A）。［"H］宗教体验具有

启示的性质，德里达的“ 启示‘ 启示性本身’”（ /(J(*7’08/(J(*7F
*B’7’)@ ’)-(75）［"#］和“宗教本身”（ /(7’8’.0 *- -4>3）［"1］揭示了信仰

与宗教的关系：宗教只不过是信仰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伊利

亚德认为，只有将宗教作为某种具有宗教性的对象加以研究（ ).
B( -)4<’(< *- -.A()3’08 /(7’8’.4-），宗教现象才能真正被认识。试

图通过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艺术或任何其

他研究来把握宗教现象的本质，都是错误的，这会失去其中独特

的、不可化约的因素，即“ 神圣的因素”［"K］。因此圣婚仪式的象

征性本身就是信仰，以世俗的方式体现着神圣的因素。

在后现代否定一切的虚无中，悲伤也变成了一种奢侈品。

在追求着快乐的男男女女看来，悲伤是如此的不适时宜，及时行

乐的哲学是力斥悲伤的。然而，在任何掩饰精巧的、貌似毫不在

意的否定性面纱背后，都包含着某种乌托邦补偿的情结。乌托

邦是肯定性的，否则不可能成为乌托邦。因此，否定本身就是一

种强烈的肯定：因为想得到而得不到，索性就用强烈的否定掩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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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如宋代名妓苏小小的裸奔）。这种用以安慰躁动灵魂的补

偿命题经常在潜意识中以想象的方式出现，然而这只是消极的

乌托邦形式。如果可以建构一种主体性意识更为明晰的乌托邦

理想，一种人自主地抵抗物化、保持尊严的理想主义精神，那么

建筑材料一定是“爱”，一种超越了肉体却又不完全脱离肉体的

“爱”。这一命题看起来似乎太空洞，没有实指对象的“ 爱”似乎

游离于肉体和灵魂之间。古希腊的爱欲以人的身体为载体，却

极易流入放纵的泥潭；基督教的圣爱以灵魂为中介，却离俗世的

生活太遥远，于是，借一个具象赋予一种神圣的“爱”便有了可行

的价值。这种“爱”的普遍建立还有助于改善人际关系，仇恨不

能消解仇恨，只有爱可以消解仇恨。在人类的通行准则中，复仇

常常构成一种轮回的法则，但爱却可以打破这种法则。然而没

有一种爱可以轻到不承载悲伤，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表情是

那么真实，那无止尽的爱恰恰是以无止尽的悲伤为承载形式的。

这种爱本身就是对人类苦难的伤痛感，是对人类命运中注定的

悲伤的关切。如果及时行乐的世俗方式是以否定来肯定的消极

乌托邦，那么悲伤就是以神圣的方式肯定一种积极的乌托邦，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要用它寻找光明”，苦难模糊了视

线，笑容却永远迎着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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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 页）利润空间比较大的设计研发、市场营销和售后服

务等环节加强投入，增加工业产品的附加值，使产品和服务一体

化，逐步实现产业服务化。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服务业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产业，尤其

是生产性服务贸易表现出了规模化扩张，生产性服务业呈现国

际转移趋势。应顺应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趋势，积极承接生产

性服务业的国际转移，增强竞争力，进一步扩大生产性服务业的

开发力度和范围，按照市场化的方式运作，引入竞争机制。首先

放宽市场准入，取消不合理的垄断，积极有序地扩大对外开放；其

次，在放宽市场准入的同时，制定市场规则和行业标准，保持良好

的市场秩序和环境，实施统一、透明、规范、高效的市场管理。

为了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效应，优化生产性服务

业空间布局，要以集聚区为抓手，形成若干特色鲜明的生产性服

务业集聚区，构建合理的、多层次的布局体系。在市场机制的基

础上，通过政府引导，加大土地、基础设施、土地供应、政策措施、人

才、资金等各类资源的配置力度，引导生产性服务业有序的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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