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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和理性白。何锎禾0朋?
黪赵光清

据曹卫东先生《在雅典与耶路撒冷之间》

(《读书》2004年第5期)一文评介，2004年新春

伊始，在慕尼黑天主教神学院院长舒勒先生主持

下，德国现代哲学家哈贝马斯教授和“天主教神学

指路人”拉辛格主教分别代表世俗学界和神圣学

界，面对面地就“启蒙和宗教”阐述各自的立场。

交锋的主题是： “自由国家的前政治道德基础。”

“一边是脱缰不羁的理性．一边是滥用无度的宗

教”。如何来为它们寻找出路呢?双方一致认为。

“启蒙和宗教的出路就在于相互学习，或者说．我

们必须把宗教这样一种前政治的道德资源(?)动

用起来，对世俗化的理性加以纠正，以便使自由国

家能够沿着正确的道路向前发展。”曹先生说，通

过哈贝马斯和拉辛格的交锋． “至少会让我们认识

到．知识与信仰之间既有调和的必要．更有调和的

可能。”拜读此文，激动之余，产生一些困惑与疑

问。不揣浅陋，提出来与曹先生、诸大家讨论。

什么是理性?不同的哲学家在不同的时期有着

不同的定义。我们所理解的理性应当是人对客观世

界(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本身)不断完善的

(无止境的)认识。什么是宗教?宗教就是信神，

宗教的核心是有神论。这是宗教最本质的内容。而

神在客观世界是不存在的，它只存在于人们的心

中。所以宗教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反理性的。然

而宗教(神学家、信徒)又是生活在现实生活中

的，所以它在一定条件下不得不有些理性。承认哥

白尼学说，为伽利略平反，分析恐怖主义产生的根

源，等等，是宗教界典型性理性表现。 “总的来

说，现代基督教，尤其是新教教会趋向于容许理性

有广阔的范围。但是，仍把神学的终极(超自然

的)真理保留在信仰的领域里”。(简明不列颠百科全

书，g 5卷239页)而宗教信仰是不容许理性存在的。

时至今H，有的宗教家还说： “信耶稣要有大信．

不要有半点的疑惑。”“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只要因着这种大信，

凡事都能得到神的帮助和保佑。我们可能会遇到种

种疾病、灾祸和危险等困境，但我们借着对耶稣的

大信，完全可以走出困境。”显然，在这里容不得

有半点怀疑。一怀疑，整个神学大厦就马上全部坍

塌。而怀疑是构成理性的重要前提。

从理性方面看，古希腊哲学确曾对产生于巴勒

斯坦地区的三大宗教发生过重大影响。与耶稣和使

徒保罗同时代的斐洛(公元前15／1卜一?)(引自简明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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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百科全书．第3卷第84页)在哲学史上首先企图将宗

教信仰与哲学理性相结合，将犹太神学与柏拉图的

理念学说调合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他

是中世纪哲学——犹太哲学、阿拉伯哲学，更重要

的是基督教哲学的奠基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3

卷84页)因此，基督教徒对斐洛颇为敬重。“毕竟，

雅典和耶路撒冷之间并不遥远”。然而，哈贝马斯

讲的是现代化时期的“脱缰不羁的理性。”他讲，

“所谓现代化，就是世俗化，甚至是一种脱缰的世

俗化”。社会“变得一盘散沙”． “它像一匹脱缰的

野马，桀骜不驯⋯⋯”。“面对现代化的危机，后

现代理论⋯⋯试图通过逾越理性而达到消除危机的

目的。”因此，“不妨让宗教处于在场状态，以便

让哲学感受到认知上的挑战”。原来．哈贝马斯这

里指的是一种后现代的非理性主义。 “这是一个真

诚等于自杀，理想等于毒药的时代”。(读书2004年第

二期李锐《无药可医的病痛》)。有一群“都市新人类”，

他们有的是“无尽的忧伤和绝望”。“拒绝正统，

拒绝理性，自我中心，是他们最基本的共同底色。

这是一群另类”。他们“身在福中不知福”。 “物质

的过剩和享乐并没有同时带来精神的快乐”。(引文

同上)对这种“无药可医的病痛”．哈贝马斯主张建

立一个“后世俗(后现代?)社会”， “让宗教共同

体得到公共承认”。 “让宗教信仰和世俗知识享有

同样的认知地位”。笔者认为，对于这群非理性主

义者，向之谈论理性等于对牛弹琴；向之谈论宗教

倒往往乐于接受．但这无异于给神经病患者注射麻

—————————————_．2004年第5期

醉剂，也可能成为吗啡兴奋剂。无论从哪方面看。

都无条件谈论理性和宗教的“调和”或“结合”。

试问：否定宗教和理性的“互补”的必要和可能．

你有什么办法“把非科学因素从科学结论中鉴别出

来，恢复起被科学片面化和单面化的人的完整性”

这个“当务之急”?不知作者这里指的是什么(人

类基因密码的破译?克隆人的可能?以及⋯⋯?)。

假定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也只能依靠科学自身——

具有科学思想。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的科学家，参

照社会伦理道德，得到完满的解决。企图依靠宗教

信仰解决这个问题，等于用香灰治病。不亚于缘木

求鱼。我国宪法规定维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

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宗教产生和消亡的社会

基础)制定的，与宣传科学精神开展无神论教育

(理性)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井水不犯河水”。

也谈不到理性和宗教的“互补”和“调和”。而且．

宗教不是只有一种，还往往处于互相对立的状态。

试问，其中哪一种宗教是真正的理性的代表?我们

该听哪一家的声音呢?

总而言之，笔者的看法是。宗教对于理性，在

一定意义上，一定范围内，一定时期中，是可以承

认的，是需要的。但是在本质上，在根本上，二者

是相互矛盾的。不可调和的。

作者简介：赵光清，山西省忻州市委党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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