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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拉纳的神学“先验人学"述评

王新生
(复旦大学哲学系，上海200433)

[摘要]卡尔·拉纳的“先验人学”首先是他的一种神学方法或者进路，借以强调“所有神学永远是

人学”。这种先验人学诉诸阿奎那古老的“转向影像”学说，运用海德格尔的现代哲学方法，确立起人是

“在世之灵”的观念。作为“在世之灵”的人通过“转向影像”可以认识存在本身，能够倾听上帝的圣言，人

本质上先验地是圣言的倾听者。据此，拉纳倡导与教会之外听到圣言的“匿名基督徒”展开对话。他的

“先验人学”所推动的天主教神学从神本神学向人本神学的“主体转向”印证了费尔巴哈与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对宗教本质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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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拉纳(Karl Rahner，1904--1984)是西方公认的二十世纪最伟人的天主教思想家、“当代托

马斯·阿奎那”、“罗马天主教会静静的推动者”和“20世纪天主教教会的教父”u一一19j。他作为罗马

天主教指定的官方神学顾问在“梵二会议”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仅启迪了几代神学家，而且影响

到自那以后整个天主教思想的发展。为了应对世俗化和现代化对天主教形成的挑战，拉纳倡导并

积极从事基督教内外的对话，著述涉及神学和相关思想的所有领域①，可以说著述等身，其中包括

卷帙浩繁的《神学研究》(德文原本16卷，英译本23卷)。他的论述既与时俱进，又忠于基督教的传

统。拉纳的“先验”风格时常透过其对“真理”的追求和对“真理”表达方式的追求微妙婉转地表露出

来。无论持何种立场，批评家们对他的著作的深度、广度和复杂程度无不深为感佩。尤其是，随着

昔日对拉纳既有微词又有合作的约瑟夫·拉辛格(Joseph Ratzinger)成为当今教皇本笃十六，了解拉

纳赖以成名的人学思想就显得更为重要。

“所有神学永远是人学”

众所周知，当代基督教神学状况最明显的特征恐怕莫过于神学多元主义了。而且这个特征本

身也已经成为神学反思的一个对象。拉纳认为当代神学的这个状况是一种新的更深层次的、属灵

的多元主义的一个征候，反映的是作为整体的当代人的状况l卜vlO／，106“川。

对拉纳而言，神学属于批判性的反思活动，其对象是基督教信仰的活动和内容。作为信仰科学

的神学不能脱离每个时代的人类经验[卜p235J。“神学作为科学当然不可混同于布道学⋯⋯不可混

同于属灵的圣言。但是神学也不可像常见的那样忘记，它源于这个圣言并要侍奉它，因为这个属灵

的圣言和由它而来的神学与圣灵的原始经验有关，否则它们就会完全失去主旨。”【2_订ⅣP111J

在拉纳看来，作为信仰科学，神学具有作为其基础的规范和目标，即基督教信仰本身[3--”6／p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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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116

 万方数据



就是说，如果不忠实于历史性的基督教信仰的经典表述，就没有什么神学可以被判定为充分的。对

于拉纳而言，正是《圣经》才是基督教神学的规范。而《圣经》之所以对神学来说是最后的规范，是因

为《圣经》是“原始教会信仰的对象化”E2--’6／p903。更精确些说，《圣经》是“那个纯粹的、因而是绝对规

范性的对象化，形成那个终端(原始教会)的末世学的开端的规范之规范"[2--v6／p89]。《圣经》是使徒

们具有的对于耶稣基督事件的原初经验的主题化12_驯P110I。《圣经》的规范性和“无谬性”在于这样

的事实，即，《圣经》是使徒们的经验的对象化[4一p3690驯。

拉纳论证说，神学必须努力把人导回到使徒们对耶稣基督的这种原初经验。神学如果只靠重

复《圣经》或传统，是不能履行这个任务的。它必须以现代人感到可信的方式向人们解释使徒们的

规范性信仰。“只有神学成功找到与特定时代的人所具有的整个世俗的自我理解的一个接触点，而

且成功地进入与这种自我理解的对话之中，拾起这种自我理解，并让自己的语言、甚至主题本身被

这种自我理解所丰富，只有在这样的程度上神学才是真正的布道性的神学。”[4_p7~8]

这意味着神学也必须根据它解释具体历史境遇方面的能力，以及解释当代人的自我理解方面

的能力来加以评判。“神学是对特定文化和历史境遇之中、对与特定时代的灵的对话之中的福音信

息的反思。它源于并指向特定的时代所提供的那些理解的地平圈。”【2_卅4／p256]神学如果作为基督

教信仰对自身的反思是充足，它必须在每个新的历史境遇中采取一种“适当的时代形

态”【卜订∥P143j。神学必须以这样的方式不断表达基督教的信仰，以至于“人可以认出神学断言中所

表达出来的东西与他自己的经验中得到验证的自我理解是如何联系起来的”12--v9／p41；2--v14／p2991。

因此，在拉纳看来，神学必须既反映基督教信仰的意义，又要反映当代人的基本的自我理解。

这意味着神学必须是完全的批判性的反思，包括对人类经验的一种形而上学的或先验的反思。神

学是一种严密的、科学的事业，一种并不把任何东西排除出它的批判性发问域的事业【3一p234]。对拉

纳而言，神学并非仅仅是海德格尔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一种“实证科学”【5～p73卜762J。就是说，神学

并不是一门只研究基督教信仰和自我理解的某个特定方面的区域性科学。相反，神学就像形而上

学一样是一门普遍科学，不仅追问人的存在问题，而且追问实在总体问题[2--v13／p122“引。进而言

之，神学主张，基督教的信仰表达了一种普遍真理，这是对于所有否认基督教的明确表述的人所含

蓄地经验到的东西的一种主题化。所以，神学不能只是以一种信仰方式诉诸它自己特殊的意义和

真理标准【2_彬p34 J。既然基督教声言对人的经验的一个普遍方面进行主题化，那么基督教信仰宣布

的可信性之最后标准必定源于世俗艺术、科学、形而上学所照亮的人的经验本身。根据拉纳的说

法，如果神学不反思共同的人类经验——包括对于人类经验的可能性的先天条件的一种先验反思，

那么神学就没有充分的理由宣称它是对于这样的经验来说为真的某种东西的表达。

可见，拉纳的“先验人学”首先是一种神学进路或方法，在拉纳看来“所有神学永远是人学”，离

开现实的人类经验就无法从事神学∞一p2253。在某种意义上说，生存着的人类主体及其经验必定形

成神学反思的出发点和基础。也就是说，神学必须追随作为现代哲学特征的“转向主体”的路向。

在神学中进行近代哲学中从笛卡儿开始、被康德、德国唯心主义和存在哲学所继承的“转向主体”的

哥白尼式的革命【2_州p38 J。这种“转向主体”的特征在于深信任何真正的哲学研究必然蕴含着有关

进行认知或者发出提问的人类主体的问题【3--v9／p341。拉纳深信，神学也必须进行这样的一种人学转

向：“当今，教义神学必须是神学人学⋯⋯关于人的问题及其答案，因而不应当被当作一个素材上或

区域上与其他神学论述不同的领域，而应当作教义神学的整体。”12_彬p28 J

但是转向主体并非意味着任何人类的经验都能够为神学和哲学的反思提供起点。唯一得到合

理性证明的神学和哲学起点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经验，是所有其他类型的人类经验的可能性的一种

必要条件：它是这样一种出发点，“在其不可避免性和在其最终结构方面是在它被否定或被怀疑的

活动中再次被含蓄地肯定”【2-彬P123|。为哲学和神学提供起点的基本的人类经验必须是被所有人

的活动和经验所蕴含的一种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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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最基本的人类经验只有通过形而上学的或先验的反思才能够被揭示，因为这种经验不仅

是实在总体的一个方面，而且在一种真实的意义上是实在总体性本身的一种揭示【2_∥p34 J。对拉纳

而言，先验反思所揭示的是，人类经验的每个活动总是包括对经验着的主体本身的一种含蓄的经

验。正是对于作为经验着的主体的人们自己的自我的这种内在的、含蓄的经验，而不是任何其他主

体的外在经验，才是最基本的人类经验。这种自我经验必定是对哲学和神学反思来说的那个起点

和范式。于是，对于拉纳而言，只有通过先验还原，现代向主体的转向才可以完全实施。转向主体

并不意味着随意地把某种人的经验作为神学和哲学反思的起点。相反，只有在对人的这样的经验

——这种经验揭示被所有其他人类经验的模式所必然蕴含的那种最基本的人类经验——进行一种

先验的或形而上学的分析的基础上，神学和哲学的人学取向才得到合理性证明。

根据拉纳的观点，作为所有的其他人类的经验的可能性的条件的基本的人类经验是，把自我经

验为人、经验为一个自由的主体，这样的主体通过他自己的活动和决定而必定构造自己。总而言

之，为所有的神学和哲学反思提供起点和范式的那种基本的人类经验是那种含蓄的经验，其中我们

经验到自己作为自由的人通过我们与他人和上帝的关系而构造自我。这种自我一经验和自我一构

造之所以只有通过他人和上帝的中介才能发生，乃是因为人是“在世之灵”。

人是“在世之灵”

拉纳的重要著作《在世之灵》的标题为我们指出了拉纳的“基本人类经验”和“先验人学”的切人

点。其中的“世”是指“人的直接经验可及的实在”，即物质世界。“灵”是指“伸到世界之彼岸、认识

形而上的东西的能力”l卜一_n¨。拉纳认为，灵和物质只能恰当地理解为“一个人的那些契机，其中

人的原始统一的本质展示和显露它自己。”E2--6／p162 J就是说，灵和物质是人的同一个本质的两个契

机，在本质上是统一的。这决定了人在世界中，人在历史中。

在拉纳看来，神学“转向主体”中的“主体”是人，而人的经验是“在世之灵”的经验。从此点出

发，拉纳回应了康德在形而上学的可能性问题或人的认识限度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在《纯粹理性批

判》中，康德否定了历史上从缺乏经验证实的理性角度来证明上帝存在的所有努力，因为上帝存在、

灵魂不朽和意志自由是不可感觉和表象的物自身，所以本体论、宇宙论和目的论的证明都不能成

立。在后批判时代，要想有任何真正的神学建树，不正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几乎是不可能的。

拉纳《在世之灵》一书的导言点出了他与康德关系的要害，就是“这部著作尽管有一些听起来像康德

的表述，但实际上却是冲着康德而来的”b一一·“iiJ。拉纳高擎战旗，借助重新读解托马斯·阿奎那，捍

卫在人的思辨的或者理论理性功能之内某种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即主张在必然局限于感觉经验

(“灵在世界中”)的一种理智活动中认识实体——包括最高的实体。像康德一样，他承认人的知性

(理解力)中的先天(先验)主观形式，以及所有有效知识的经验基础和时空基础。但是，对于拉纳而

言，认识并不局限于感性经验；它同时还超越感性经验的“世界”，到达对于绝对存在本身的一种朦

胧却真实的认识。

拉纳认为，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1集84题7条中所包含的“转向影像”(eonversio da

phantasma)学说是阿奎那的思想中对于作为“在世之灵”的人的知识的可能性和限度考察最为清楚

的地方。在拉纳看来，这个学说的实质是说，与直接的感性经验对象有着结构上的对应性的人类认

识，能够超越物质“世界”去认识存在本身。阿奎那《神学大全》1集84题的问题是：“理智，通过它

所具有的可理解的形式，不经转向影像，实际上能够知道什么东西吗?”对于这个问题，阿奎那回答

道，对我们的理智而言，在当前的生命状态下，其中理智与接受性的肉体存在统一在一道，不可能不

经转向影像而实际上认识任何东西。因为每一认识能力与它所认知的东西(“它的适当对象”)之间

的同质性，“存在于肉体存在之中的”人在有形事物的本质中发现知识的对象。不过“通过可感事物

的这种本质，人还探向对于非一可感事物的某种认识”L_卜艄J。在拉纳看来，正是这种“探向”，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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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于绝对之知识的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拉纳认为，这种可能性在《神学大全》1

集84题7条中得到进一步的澄清：

对于那些对此没有影像的、无形的(非一属世的)东西，我们是通过与对此有影像的、

可感的有形世界的比较来认知的。这样，我们是通过考虑我们感知为真理的东西而认知

什么是真理的。但是⋯⋯我们却是既从崇高又从否定认知到作为原因的上帝的。而且在

我们目前的生命状态中，只凭(如此的)一种否定，或者凭与有形世界的某种比较，我们也

能认知其他无形的(非一属世的)实体。因而，当我们想认识此类(非一属世的)某物的时

候，我们必须转向有形世界的影像，尽管没有对于事物本身(thing itself)的影像。L7一衄j
在拉纳的诠释中，阿奎那的“转向影像”学说蕴含两个原则：人的知识的统一性和认知与存在的

统一性。拉纳通过接受海德格尔的起点，即人对存在问题的发问，来展示这些原则。在拉纳看来，

处于人的每个问题底层的是有关存在的问题，即形而上学的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中存在才是人

可及的。这个形而上学的问题是人作为“必须就存在而发问的人”所提的那个先验的问题。这个问

题作为出发点，自身蕴含着它的基础。这不是一个关乎这个或者那个事物的问题，而是关乎一切

事物的问题，是关乎总体性的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表明发问的人已经对他所发问的东西有了一

种认识，但同时一个人并不能完全把握所追问的东西。一方面，这个问题有关知识的统一性，即人

的所有知识，包括形而上学的知识，只有在感性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如果感性是向世界的呈示，

而且理智是向在其总体性上的存在的呈示，那么该问题再次成为在它们的统一性中的感性和理智

问题。另一方面，“转向影像”被当作这个形而上学问题，蕴含着存在的根本可知性。某种完全不可

知的东西不能成为探问的对象。每个问题都以对于所追问的东西的含蓄认识为前提。从而，拉纳

认为，当阿奎那说“凡能是者，皆能被知”的时候，所说的不是一种后发的关系。认知不是一种纯粹

的“临到某物”，认识活动的本质不是“接触到某物”，也不是认知者的“意向的向外伸展”，而是“存在

之与自我同在”。对拉纳而言，这意味着存在和认知的原始统一：“认知是存在之向自我呈示的存

在，而这种向自我呈示的存在就是存在者的存在。”【卜p59～691

拉纳对托马斯思想的诠释被人们称作“基督教人类中心论”，是一种对人类具体境遇的研究，旨在

表明人的有限性基础上形而上学的可能性，以及倾听神圣启示的可能性。正是为了建构起应对现代

生活经验挑战的神学，拉纳才从托马斯·阿奎那的认知形而上学出发，指出人总是局限于感觉直观，总

是处于转向可感事物、总是处于“转向影像”的状态(“当前生活状态”)之中。用拉纳的话来说，“基督

教人学一直清晰地坚决主张，感性的知识和属灵的知识构成一个统一体；所有属灵的知识，无论它可

能多么崇高，都被感觉经验所肇始，都由感觉经验填充内容。例如，阿奎那在他的知识的形而上学中

明确强调，即便是最属灵的、最‘先验的’、最崇高的概念，都可以在这个世上被人触及得到，只要通过

‘转向影像’，(用康德的语言)就是说没有感性直观的概念是空的，即，是不存在的。这也适用于宗教性

的知识。那种知识也必然地被依赖于感觉的、从而也是历史的经验的一种直观触及得到。”[卜例一1491150]
拉纳先验人学的革命眭质寓于这种对于人的尘世f生的无情印证。对于拉纳来说，“自由的灵成为，而且必

须成为可感性，以便成为灵，而且如此一来它把自己暴露给地球的整个命运”沪卿]。换言之，“所有思想
[因而甚至在一种可能的来生中的思想]只是为感觉直观而存在”[卜趔]。

拉纳重读托马斯·阿奎那著作，建立从人的有限主体性论证无限上帝的可能性的形而上学，所借

助的正是上述的以转向主体为特征的现代哲学。“现代哲学(尤其是从笛卡尔经由康德和德国唯心主

义到当今的存在主义哲学这个长达数世纪的过程)是人把自己理解为主体的一个过程，即便在有的地

方——就像在当代海德格尔式的哲学中那样——他自己并不承认这一点。”[卜p621]正是仰仗被拉纳

“唯一尊为吾师”的海德格尔的一套“现代化装备”l卜雎卜妇i【，他才开辟出一条在他看来本就蕴含在康德

的《纯粹理性批判》之中的、从人的有限主体性论证无限上帝的可能性的康庄大道。

海德格尔的论点，即对于人的存在的意义的追问必然在某个方面受到对世界的存在地平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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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先行把握或者预先判断(Vorgriff)的指引，被拉纳改造成这样的一种断言：对自身和自身存在意

义的真正认识，要求一种对于无限的存在或者对于上帝的先于概念的预先把握。如此一来拉纳越

过了海德格尔对于任何超出有限的和历史的存在之外的东西拒绝断定的做法，也超越了康德以及

海德格尔在上帝问题上的不可知论【卜。．xii J。

在约瑟夫·马雷夏对康德的批判及其先验托马斯主义哲学的影响下，拉纳论证说，尽管人植根

于物质的和可感的世界，但是人的头脑的动力是由上帝自己的无限动力启发的，上帝自己的存在是

无边无际的地平圈，为人的一切意义追求提供了“去处”【lO--p·“卜“iiiI。就是说，人们全都生活在一

个神恩的世界之中，其中上帝是人的每一个渴望的终极源泉，是我们进行真理和意义追求的吸引人

的地平圈。“先验人学”就是要揭示人的实际本质：人对于存在之整体性的投射性先行把握(这构成

人的“属灵性”)是接近物质事物(人的“尘世性”)的基础。拉纳称这些为一种“在世之灵”的形而上

学。

人是“圣言的倾听者”

根据拉纳的“在世之灵”的形而上学观点，如果没有作为“在世之灵”的人对于“在其中认识到人

类知识的个体对象的那个地平圈”的“先行把握”，那么对于特定事物的把握就是不可能的。个体对

象或者存在者就不会被断定为个体的或者特定的，除非人类认知者对于存在整体的地平圈有了某

种意识；特定的存在物正是与这个地平圈的背景形成对照。而这种“先行把握”是一种先验经验。

可见，对于拉纳而言，人的特性之所以是灵，是因为人们可靠地具有这样的先验经验。进而言之，对

于自我的非主题性的经验和对于存在的非主体性经验(向所有的实在敞开)——它们一道构成先验

经验，并不纯粹是与人类经验的其他形式相协调，而是事实上是人类经验的其他形式的可能性的必

要条件。最后，就是人的认识和自由两者都揭示人的先验性。

拉纳的“先验人学”在确立上述“在世之灵”的形而上学之后，进一步探讨人接受启示的可能性。

拉纳的目的在于表明，人类认知者的发问不仅揭示存在的敞开性和隐匿性，而且揭示人的生存的历史

性和自由。如果历史性是人的一种本体论结构的话，那么历史就是上帝的静默或可能的言语的场所。

因为启示是历史性的，所以其事实和内容仍然是自由的和不可预测的。如此拉纳在一种明显的神学

背景中探讨人的超越性和历史性的关系。拉纳“先验人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那个先验的问题

来把握这样一个预设，就是上帝已经在历史中、用人的语言启示他自己，而人是“圣言的倾听者”。

拉纳沿着其“先验人学”的内在逻辑，继续阐述了人具有对于实在之根基的一种先行把握，它既

是一种朝向神圣的运动，同时又总是一个内于世界的运动之后，进一步藉此表明人具有听到一种或

许来自上帝的启示的能力之先验可能性。

在拉纳看来，人作为一种“在世之灵”只是一种“此在”，而作为特殊的存在者的人的发问不可能

停留于此在，而必然向“毕竟在”发问。人的本质是灵，在于对于“毕竟在”的绝对敞开性¨卜p72J。所

以，拉纳在确立其“先验人学”的认识论的基础之后，要处理人与上帝的关系这个基本问题，以及人

是否和如何向上帝的一种启示确然敞开的问题，尽管这个启示无需必然发生。这就涉及分析“人倾

听圣言的能力”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是发源于宗教哲学和神学的那个共同基

础，就是对于人类本质的反思。人是灵，然而灵在世界中，在时间和空间中。人只有转向现象，转向

尽可能多的现象，才能够是灵。这些现象越丰富多彩，其中就越显现出人类的灵的目标——“延展

到世界彼岸的存在本身”。同时，人本身又是现象——最属灵的现象。所以在人身上，存在也能够

最充分地展示自己。在人发展最充分的地方，存在最充分地展示自己。

拉纳在海德格尔的“历史性”概念的影响下，特别强调人的历史。即便那个绝对的无限存在并

不言语，它仍然会存在在那里。人的历史中最为本质的东西便是上帝在其中的静默。但是人的历

史仍然保持在上帝发出言语的那个地方，而且在最内在的本质方面人是上帝的圣言的倾听者，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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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圣言的候听者。“只有如此，人才是他所必然是者。”H卜_，182J所以拉纳试着给人下了一个定义：

“人是具有承纳性的、对历史开放着的精神性的在者，这个在者在自由之中并作为自由伫立于一种

可能启示的自由的上帝之前，而这种启示一旦来临，便在人的历史中(并作为历史的最高现实形

式)，‘以言之形式’发生。人是从自己的历史中聆听自由的上帝之言的倾听者”。【l卜_p182J

在此基础上，拉纳在《基督教信仰的基础》的第六章《耶稣基督》中明确提出了作为其“先验人

学”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匿名基督徒”之说【4-一176J，进而把他的“先验人学”推进到普救论。拉纳认

为，一个人也许并不知道耶稣基督，但是只要他有倾听上帝之言的能力，即便他不在基督教会这个

圣事之中，也是一个“匿名基督徒”，他也是可以得救的。在匿名的基督徒只要有信仰，而不在乎名

称这同一含义上，拉纳说，“的确基督徒深信，即便是没有圣事，拯救也是可能的，而没有真正的信仰

则没有什么拯救是可能的”[2一v23／p182j。

拉纳“先验入学”的“匿名基督徒”之说不仅是拉纳主张“拯救的普遍性”[2-也／，103]、赞成普世教

会运动[z--⋯z,v'r,so-s3]、反对核武器、倡导和平主义的基础，更是他倡导和实践“梵二会议”的“对话”El

号的一种基础，而在他看来“对话和宽容是人性社会的基础”【卜’彩一14j。之所以“拉纳的人观，尤其

是‘匿名基督徒’的概念，可作为现代宗教交谈的基础，因其主张，人无论属任何宗教信仰或人生观，

皆已生活于无限奥迹的氛围中”[12--p·“i|。“匿名基督徒”这个观念也与先前在港台和中国大陆热烈

进行的有关“文化基督徒”的讨论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①

事实上，为了通过其神学建树使罗马天主教走出象牙塔，拉纳以那些体现“转向主体”的哲学、

特别是康德和海德格尔所代表的思想传统作为哲学中介，以其“先验人学”努力挣脱罗马天主教官

方的经院方法和数世纪的僵化思想，进人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和研究神学的方式，倡导并积极投身于

时代的“对话”，把天主教信仰化为时代的语言。为此，拉纳不仅积极参与体制内的对话、普世教会

对话，而且积极推动世界各大宗教之间的对话。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开展与自然科学代表人物

的对话，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他诉诸科学家们的良知，警示他们不要鼓励无法预期结果的那些发

展，诸如基因工程等。但是拉纳也从中学会以一种合理而有限度的方式来思考。他熟悉马克思主

义对于资产阶级宗教的那些谴责，并且深有同感，从而的确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在与马克思主

义者的对话中，拉纳发展出他有关“绝对的未来”与“世界之内的未来”的观点。他承认，基督教没有

什么良方来塑造世界之内的未来，因此它能够而且必须把自己与任何真正的人道主义结合起来，以

便世界之内的未来可以变成是有人性价值的。而基督教的任务是表明人性正处于通向一种绝对未

来的途中。拉纳对“解放神学”的支持也正是这种态度的反映。

结 语

拉纳的“先验人学”本质上是“一种看起来像哲学的神学”[13--p1748]。拉纳把人的主体主要描绘

成在认知行动中已经经验到与绝对存在“先在同一”并受其吸引的灵。这种绝对的存在是人要成为

真理的认知者和在世界中的行善者之驱动力的启发源泉和终极对象。而拉纳45年著述生涯中所

发表的各种形式的神学论文则是先验进路在天主教教义学领域的继续。

卡尔·拉纳一生致力于融合神学人学的传统要素与后启蒙的和充满科学意识的世界观。他的

思想贡献具有非常具体的背景，就是20世纪后半叶西欧的哲学和文化框架。而这种神学创造的贡

献同时又需要在这一框架的范围内加以理解u—to]。拉纳“先验人学”的价值在于，它一方面吸收了

现当代西方哲学和文化当中的时代精神并把它熔铸到他自己的天主教哲学和神学之中，另一方面

他在当代天主教哲学中明确开启并带动了从“神本”神学向“人本”神学的转变。与当代神学中的一

①参见：《文化基督徒：现象与论争》，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编，香港，1998年；刘小枫：《圣灵降临的叙事》，北京三联书

店，2003年；《基督教思想评论》第一辑，许志伟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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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激进神学相比，拉纳的神学进路从神学的角度而言看起来特别持中，它既是人学取向的(它断言，

神学主张的最后真理要么在人的经验中得到证明，要么就一点也得不到证明)，然而又是明显以神

为中心的(它断言，为评断基督教信仰的主张提供最后标准的人之经验必然包括对神性实在的一种

直接的、先天意识)。”他的神学被称为人类学的神学，“但这并不与以‘神’为中心的神学对立，而是

经由人有限的某个中间点，来从事整合人、事、物的意义”u卜P·⋯。

从拉纳的“先验人学”思想和带动天主教神学从“神本”神学向“人本”神学的转变中，我们不难

看出理性、科学和世俗化的力量这个大背景的推动作用。正如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一样，神学在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从这个角度，以被誉为“20世纪天主教教父”的拉纳的思想

作为镜子，我们再回头思考费尔巴哈有关“神学之真正意义是人本学”u4_一”J的论断，以及马克思主

义经典作家对宗教的论述，恐怕当代某些学人随着对宗教现象的反思而出现的对马克思主义宗教

观的真理性的某种简单化的怀疑本身就大可值得怀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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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y on Karl gahner’s Theolo#cjM“Transcendental Anthropology”

WANG Xin—sheng

(Department of ehitosophy，Fudan University，醌咖200433，c^讹)
Abstract：Karl Rahner’S doctrine of“Transcendental Anthropology”is fundamentally his method of or ap．

proach to theology，in a way to emphasize that“all theology is always anthropology．’’He bases his thought on

Thomas Aquinas’S classical doctrine of conversion ad phantasmata，and applies Martin Heidegger’S contempo—

rary philosophical methodology．He claims that while the haman being is spirit in the world，through conver—

sion ad phamasmata he call know the being itself．and hear the W_ord from God．Man is essentially and tran—

scendentally a hearer of the Wb耐．Thus Rahner takes the doctrine as a starting point to advocate making dia—

logues with the Anonymous Christians who are outside the Church but can hear the WoId from God．His doc-

trine promotes the“return to the subject”in contemporary Catholicism from God-oriented theology to Man-ori—

ented theology．It confirms the truth of the analyses of the essence of religion，done by L．A．Feuerbach and

the classical writers of Marxism．

Key words：transcendental anthropology； spirit in the world；hearer of the Wo耐： anonymous Chris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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