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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阿奎那(上)

——中外托巴斯·阿奎那研究回顾与分析

刘素民 (武汉大学人文学院宗教学系 湖北武汉43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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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阿奎那(11l∞∞Aquinas)是13世纪著名的哲学家、神学家。其学说在1879年

被教皇利奥十三世正式定为天主教的官方神学和哲学，他本人被尊为“天使博士”。对于托

马斯这样一位在哲学史和神学史上有如此重要地位的人物，面对他所留下的卷帙浩繁的著

作，后世学者倾注了大量心力，研究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

中国大陆对托马斯·阿奎那研究可以分成三大部分也可称为三个角度：其一是有关著作的翻

译；其二是中世纪哲学神学研究中包含的阿奎那研究；其三是单独对阿奎那本人的研究。

1．有关著作的翻译

中国人最早认识托马斯·阿奎那得益于来华传教士对其哲学思想的介绍。来华传教士中

虽然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庞迪我(Didace de Pantoja，1571—1618)等人都讲

到过阿奎那的思想。但是，正面介绍他的思想并简述其体系的是艾儒略(Jules Aleni，1582

～1649)。艾儒略在《西学凡》中第一次正面介绍了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他认为西方诸国

共有六科，其中“道科”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西方经院哲学。他说：“所谓‘道学’者，西

文日：徒禄日亚，乃超生出死之学，概括人学之精，加以天学之奥，将古今经与诸圣人微论

立为次第，节节相因，多方证析以明是道，使天主都中义理无不立解。竹【1J“这种学向以解释

《圣经》为目的，但采用了希腊哲学中的哲学原理来解释神学理论。州20艾儒略认为这门学问

是解决“万有之始终”、“人类之本向生死大事”的，在西方的地位极高。谈到托马斯·阿奎

那在经院哲学中的地位，他说：“此种学问，古为圣所闻，其间有一圣，名为多玛斯甚博著

书，又取前圣之言，括为徒禄日亚。略所言最明，最简，最确，而此后，学天学者悉皆禀仰

不能赞一辞令。”艾儒略将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划分为“三大支”：第一支“先论徒禄

目亚之学，次论天主之本体”；第二支“论人究竟归向与人生前身后之真福”；第三支“盖前

既论之诸罪，至是则论天主必宜降生救世论”。艾儒略第一次纲要式地把托马斯·阿奎那的哲

学介绍到中国，从阿奎那研究的角度看，这个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来华耶稣会对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一寅情有独钟。继艾儒略以后，利类思(Louis

B砌io，1606。1628)从拉丁文翻译了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定名为《超性学要》。

利类思翻译了《神学大全》(solImle thiologique)的第一篇中的“论天主性体”，六卷；“论三

位一体”。三卷；“论万物原始”一卷；共编为十卷，于1654年出版；继而他译了第～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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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天神”，五卷：“论形物令造”，一卷，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刊印。第一篇中的“论

人灵魂”，六卷；“论人肉身”，二卷；“论总治万物”，二卷；于康熙十六年(1677)刊印。

第二篇没有翻译，第三篇则有“天主降生”，四卷；“复活论”，二卷，由安文思(Gabriel de

M酬haens，1609—1677)于康熙十六年(1677)刊印。L3 J

《神学大全》是托马斯·阿奎那最重要的著作，它的基督教史上被称为“一部空前绝后的

巨著”~41。利类思深知这部著作的地位与作用，他在中文序言中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看

法以及自己着力翻译此书的目的：“旅人九万里东来，仰承先哲正传，愿偕同志将此书编译

华言，以告当世；自渐才智庸陋，下笔惟难，兼之天文以地殊，言以数限，反复商求，加增

新语，勉完第一大支数卷，然犹未敢必其尽当于原文也，续成大业，尚假岁月焉。”【51在谈到

托马斯·阿奎那的历史作用时，他说：“其间杰出一大圣托马斯。后天主降生一千二百余年，

产意大利国。乃更详考圣经；即古圣注撰，会其要领，参以独见，立为定论。”【61利类思认为

托马斯的《神学大全》的特点是体系完整，他说：“是书有三大支，支分为论，论凡数百，

论分为章，章凡数千，章分为引，为疏、为驳、为止。而引疏驳正中，又各有始有终，此见

数则更仆难矣。然而由初迄未，尽尽相发，序岩鳞次，垒垒交承，贯似珠连，望之浩瀚，拟

河汉之无极。”[7]正是因此，利类思说，《超性学要》为“诸理之正鹄，百学之领袖，万圣之

师资”。这部译著对中国托马斯·阿奎那研究做出r贡献。

中国大陆有关托马斯·阿奎那著作的翻译，除了利类思的译本之外，还有张全寿的译本、

马清槐译的《阿奎那政治著作选》(商务印书馆)、谢扶雅编译的《圣多默的神学》(香港基

督教文艺出版社)、周丽萍和薛汉喜根据托马斯-基尔比的《托马斯·阿奎那哲学文本》(拉丁

文英译本)所译出的《基督教箴言隽语录》(长洲文艺出版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武汉大

学宗教学系段德智先生正在对《神学大全》(英文版)进行系统而完整的翻译(商务印书

馆)，这将是我国首次系统而完整地翻译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

2．中世纪哲学研究之中包含的托马斯·阿奎那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出版的与中世纪研究(包括托马斯·阿奎那研究)

有关的著作主要有：《基督教史纲(上)》(杨真著，三联书店，1979)、《西欧中世纪哲学概

论》(车铭洲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西欧封建社会哲学史》(张尚仁等著，四川人民

出版社，1983)、《中世纪哲学研究》(傅乐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中世纪“上帝”

的文化——中世纪基督教会史》(张绥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盯)、《古代基督教史》(徐

怀启著，华东师大出版社，1988)、《黑暗与愚昧的守护神——宗教裁判所》(董进采著，浙

江人民出版社，1988)、《宗教哲学》(尹大赂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基督教二千年》

(马超群著，上海人民出版杜，1988)、《托马斯·阿奎那基督教哲学》(傅乐安著，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1990)、《基督教会史》(张绥著，1992)、《西方文化与中世纪神学思想》(唐逸

著，1992)。

这些著作涉及中世纪哲学的许多方面，不过，从内容上考察，则都属于研究起步阶段探

索和建构体系的产物。因此，多数是整体把握和宏观研究，深入分析和微观探讨的专题较

少。至于所涉及的托马斯·阿奎那的研究，多数学者只在介绍生平方面施以浓墨重彩，而对

于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则大而化之。这真实地反映了研究起步阶段的情景。

当代中世纪研究中与托马斯·阿奎那研究有关的问题有：(1)中世纪西欧基督教的精神

禁镏与道德蜕化问题。陈曦文认为，基督教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统治了整个中世纪的西欧，其

支派天主教用一整套教理教规束缚人的头脑和人身，阻碍了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81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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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教会成为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上帝之国”时，早期基督教道德侧重于灵魂的质

朴与纯洁的道德观开始在各种世俗利益的诱惑下发生蜕化。归o(2)中世纪宗教文化与近代的

关系问题。祝青山认为，从科学产生的进化的系统性和连续性观点出发进行探讨，阿奎那经

院哲学体系为近代科学的产生奠定了理性基础；基督教思想与古希腊思想的融合是近代数理

主义思潮产生的渊源；唯名论的变迁不仅为近代实验思潮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而且为其提供

了方法论的指导。【10]不仅如此，由于中世纪基督教从一开始就运用以辩证法为中心的理性方

法、被造的自然和感觉经验等论证其教义和信仰，最终确立起近代科学赖以生发的理性精神

与方法，自然秩序观和经验信念等几个基本前提。这是中世纪基督教对近代做出的决定意义

的历史贡献，展示了近代与中世纪的根本精神联系和社会历名发展的连续性。-l“(3)中世

纪的政治文化传统研究。自然法观念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其内涵在

中世纪这一特定的历史过程中得以丰富和发展，而托马斯·阿奎那突破了自然法理论的传统

观念。㈦
3．对托马斯·阿奎那本人的专门研究

1987年，中国杜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安东尼·肯尼著、黄勇翻译的《阿奎那》，虽然按

照译者的说法，本书“只是一本关于托马斯的生平、时代及其哲学思想的人门性的小册

子。”，13]但是，鉴于中国大陆对中世纪哲学的研究极其薄弱，“对像阿奎那这样一位在西方文

明史上产生过、并在某种意义上还在产生着重大影响的大师，竟然还没有一本专门的研究著

作，本书的翻译出版也许具有更多的意义。”u—o

当代中国大陆学者中，对托马斯·阿奎那研究情有独钟的首推傅乐安先生，他称得上是

中国大陆当代托马斯·阿奎那研究的开创者。在1990年出版的《托马斯·阿奎那基督教哲学》

一书中，傅乐安先生将基督教哲学近2000年的历史划分成三个历史时期和三种不同的形态，

他认为，在这三种形态中，“托马斯主义表现得最为突出而独占鳌头。”_l“这说明，在中世纪

哲学中研究托马斯哲学具有特别的意义。然而，在我国嚣方哲学研究中，它却是一块荒芜的

田地。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傅乐安先生在他的著作中，以丰富的材料，不仅全面地论述了托

马斯·阿奎那哲学体系的建立及其具体内容，而且还指明了它的影响以及天主教哲学发展的

最新趋势。傅乐安先生在著作中提供了大量国内鲜为人知的可靠资料，以此澄清了国内对中

世纪、对阿奎那本人的一些传统偏见；在对基督教哲学全面了解的基础上，比较深入地阐明

了建立的神学哲学体系。1997年，傅乐安先生又出版《托马斯·阿奎那传》。这部著作介绍

了托马斯的生平、两部巨著——《反异教大全》和《神学大全》、上帝存在原五种证明、与

亚里士多德的关系、其哲学和神学，以及托马斯主义和新托马斯主义。整部著作资料充分，

内容翔实，是中国大陆系统研究托马斯的又一重要成果。这两部著作是傅乐安先生对中国托

马斯·阿奎那研究的重要贡献。

赵敦华先生的著作《基督教哲学1500年》(人民出版社，1994)是当代研究基督教哲学

的一部力作。赵敦华先生在这部著作中肯定了中世纪哲学在历史中的独立地位和特殊贡献。

书中专门有一章介绍“托马斯主义”，对托马斯·阿奎那有关“哲学与神学的关系”、“上帝存

在的证明”、“存在与本质的区分”、“形式与质料”、“人与灵魂”、“道德与政治”等等思想给

予了系统深刻的介绍和论证。这部著作也是国内研究托马斯·阿奎那思想的重要资料。此外，

江作舟、靳风山著有《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阿奎那》(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着重介

绍^『托马斯·阿奎那的生平及托马斯主义及其兴衰。

约翰·英格利斯著、刘中民译的《阿奎那》(赵敦华、张世英主编：<-g界思想家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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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2002)是一部近作。这本书的焦点集中在阿奎那的主要著作——《神学大全》

上。在《神学大全》中，阿奎那通过与他同时代的作家进行对话的形式，探讨了生命问题。

因此，作者认为，理解阿奎那的对话伙伴，包括阿威罗伊(Averroes)、迈蒙尼德(Mai．

monides)、大阿尔伯特(Albert the Great)在内的著名人物，以及那些当时非常重要而在今天

却鲜为人知的论著，对于解读阿奎那十分重要。这本书的特点就是“力图从阿奎那所处的历

史背景去解读阿奎那。解读一个生活在与今天截然不同的世界里的知识分子。[16]

当代中国大陆托马斯·阿奎那专题研究比较薄弱，成果寥寥。黄裕生先生区分了解答

“如何理解上帝”这一f可题的两条“理性化”道路，即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心学道路”和

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证明道路”，他着重分析了“证明道路”所隐含的神学信念以及

康德对此的批判，由此充分展露出这些神学信念的困境。_171刘润忠先生认为，托马斯·阿奎

那至善学说“从根本上讲都是错误的”，阿奎那“是哲学史上的一块里程碑，尽管是暗淡

的，”但“具有反面意义”。H”徐驶对托马斯·阿奎那的意志学说119J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港台托马斯·阿奎那研究较之大陆有一定优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台湾辅仁大学，这所

学校是“士林哲学”研究重镇，美国天主教大学前校长、著名的宗教学家麦克莱思教授

(George F．Mclean)曾盛赞这所学校在士林哲学研究方面的成就。㈣1台湾学者不仅介绍翻译了

西方阿奎那研究成果，如吉尔松的《中世纪哲学精神》(台湾，商务印书馆，2001)，而且出

版了岛内有关学者的著作，如：罗光等著的《多玛斯论文集》(先知出版社，1975)。此外，

还有曾仰如、潘小慧等学者关于托马斯的专题研究0[21 o(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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