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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哲学神学(P11ilosophical rIl】帅logr)，顾名思义，是哲学与神学之间的科际学科，大

致上说，与宗教哲学(Philosophy of Reu百0n)同义。在西方，哲学与神学的互相渗透已

有悠久的历史，而近年哲学神学亦有很蓬勃的发展。然而在华人学术界，专注研究宗教

哲学的学者不多，一般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宗教哲学的了解多停留在50、60年代的境况，

而对它的当代发展认识不多，特别是关于分析哲学与宗教哲学的对话。在台湾也有一些

宗教哲学的课本，然而它们主要是依循天主教的多马斯主义传统(noIIIi一)(如曾仰
如)。大陆学者对20世纪的宗教哲学的介绍较全面，如何光沪(1991)便总结了很多哲

学家和神学家的思想，他覆盖的时期主要是20世纪的上半叶，大概直至1970年。张志

刚(1993，1997)则有一些较新的资料，如70年代后冒起的三大宗教哲学家，史荣本

(mchaId嘶rIbume)、彭定加(AJvin PlarIⅡ-惮)和奥斯顿(william Alston)，他都有介绍，

但篇幅和主题所限，他仍然没有处理很多重要课题。本文在交待了哲学神学的基本要旨

后，便会集中介绍在20世纪(特别是下半叶)的哲学神学，使更多人对那些令人振奋

的发展有概略的认识。

哲学神学的本质与范围

简单来说，哲学神学就是用哲学方法去处理神学问题的学科。和其它神学分支[如

教义神学(D唧枷cs)]一样，哲学神学也会论及如何认识神、神的属性等课题，但教
义神学多从一个信仰立场出发，去探究何种理解教义的方法最合乎圣经和教会传统(这

些至少是一些考虑要素)，而哲学神学则用广义的理性方法去探究，不一定假定了某一

种信仰，所以持无神论、不可知论或回教、犹太教立场的哲学神学家也是存在的。

哲学神学与护教学(Apol噼dcs)和基础神学(Fund∞℃ntal 1ll刊09y)在范围上有相

当的重复，但它们是有分别的。护教学的目标是以理性维护基督教信仰，很多时也会使

用哲学论证，这就与某些支持基督教的哲学神学相同，但哲学神学不一定是支持基督教

的；而且护教学除了使用哲学论证之外，也可能诉诸历史证据，这就出了哲学神学的范

围之外了。基础神学则主要是天主教使用的名称，是指探讨神学的基础的学科，传统的

基础神学和护教学分别不大，但近代的基础神学的进路则没那么理性化和比较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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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读者更明了哲学神学是什么，我在下面列出哲学神学探讨的一些主要问题：

(一)神的概念

1．神的个别属性的哲学分析：全能、全知、全善、永恒、简单性(si呷Hci婶)、必

然性(Necess畸)、美丽、非物质性、无所不在、不变、不受影响⋯⋯

2．应如何定义神?

3．一些引申的问题：神能否造一块自己举不起的石头?神的预知与人的自由有没

有矛盾?神的不变性与他的位格能否并存?

(二)神的存在

1．支持论据：本体论证、宇宙论证、宇宙起始论证、设计论证、道德论证、宗教

经验论证、人类论证、实用论证、累积论证⋯⋯

2．反对论据：苦难问题、心理学等对宗教的解释、神的概念的内在矛盾、宗教与

科学的冲突·⋯”

(三)信心与理性、宗教的知识论

1．理性主义

2．唯信论、改革宗知识论

3．调和论

(四)宗教语言

1．逻辑实证论的挑战

2．模拟、隐喻、符号等在宗教语言中的角色

3．宗教语言能否描绘神?(批判)实在论或反实在论

(五)基督教信仰的哲学反省：对以下概念作哲学分析

1．三位一体

2．道成肉身

3．罪与救赎

4．永生、天堂与地狱

5．神迹、祈祷与神的护理

6．启示、传统等

(六)宗教与科学

1．方法论的比较

2．创造论与当代宇宙论

3．创造论与进化论
。

4．宗教人观与科学对心灵的了解

5．宗教与科技

(七)宗教与伦理

1．宗教与伦理的基础

2．神谕伦理

3．宗教与自然法、功利主义、德性伦理等

4．宗教与政治伦理、医学伦理、环境伦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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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宗教与近代思潮

1．存在主义、现象学

2．进程哲学与神学

3．新多马斯主义和超验多马斯主义

4．女性主义 ．

5．宗教多元论

6，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

7．后现代主义

(九)重要宗教哲学家的思想的分析与评论：奥古斯丁、圣安·瑟伦、亚奎那、笛卡尔、

休谟、康德、祈克果(soren Kierke期Id)、詹姆士等

哲学神学的合法性

哲学神学是神学众分支中较受忽视的一环，不单因为要同时兼顾神学与哲学是甚为

吃力的，也因哲学神学的合法性受不少神学家质疑，他们认为信仰与哲学在本质上是冲

突的，哲学神学其实是一种反神学!如早期教父特土良(TerhJlli一)便质问：“耶路撒

冷与雅典有什么相干呢?”巴斯卡(P豁cal)对比哲学家的神与亚伯拉罕、以撤、雅各的

神，认为两者大相径庭，所以不可混为一谈；马丁·路德直斥理性为淫妇；巴特(Kad

Banll)对自然神学的挑战更不容忽视，他认为神学源于有自主性的启示，并不需要在自

然或理性中找寻基础，而哲学神学只是理性的骄傲表现，信仰若让哲学在神学中占一个

席位，它最终会鹊巢鸠占、将启示摧毁。

虽然我深信哲学神学的重要性，但以上的批评还是值得深思的，它提醒有信仰的人

在学习和建构哲学神学时，要小心选择与信仰符合的进路。巴特等正确地指出信仰与某

些哲学观点和方法(如理性主义、相对主义)的确是水火不容的，不少人念哲学时不自

觉地将这些观点和方法吸收，以致到最后连信仰也放弃了，这些故事显示，启示的自主

性被哲学摧毁的危机的确是存在的。然而哲学和理性的功能与启示的自主性不一定是矛

盾的，我在下面简述一些理据。[我有详细讨论巴特对自然神学的批评，参见关启文

(2000)。]

第一，基督教的主流传统其实是承认信仰与哲学可以是并行不悖的。初期教会就面

对希腊哲学的挑战和不少理性的批评，一些早期教父便尝试调和基督教与希腊哲学，如

革利免(o—ent 0f A】一血a)；也有一群护教士奋起响应种种批评，用理性维护信仰，
如犹斯丁(Jus血M嘶r)。早期教会在当时社会只是一边缘群体，且要面对文化的压力，
她仍能保持团结和坚持去作见证，这些教父和护教士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其他教父的

理性能力也是毋庸置疑的，如爱任纽(henaeus)驳斥各样异端，奥古斯丁的神学就深

受新柏拉图主义影响，而他的《忏悔录》更将哲学反省和祷告编织在一起。基督教最后

能在众多意识形态中脱颖而出，征服了整个西方世界，不单是因为信仰的生命力，也是

因为信仰在思想战场上打败诸对手。中世纪更可说是信仰与哲学的“蜜月期”，亚奎那

将基督教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个整合成为天主教的官方思想，统辖

了西方世界几个世纪之久。改教之后哲学与基督教的关系较为紧张，然而完全否定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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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理性的神学家始终是少数，以卫斯理(J．weslev)为例，他训练牧师时就很重视逻辑

和哲学的学习。

第二，我们也不可忘记圣经的命令：“只要心里尊主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

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彼前3：15)这样看来，只要我

们用敬畏主的态度去使用理性和做哲学，可以是合乎信仰的。

第三，我们若将哲学的领域拱手相让给非基督徒，又如何能在思想的领域体现基督

的主权，以致能“将人所有的心意[思想]夺回，使[它]都顺服基督”呢?(林后

10：5)正如著名护教家鲁益师(c．s．kwis)说：“我们今天若是一无所知与头脑简

单，就不能在敌人的领域内面对他们，这就等于放下武器，并且出卖了我们没有受教育

的弟兄，因为缺少了我们的帮助，他们并不能防御异教徒的理智攻击。好的哲学一定要

存在，因为我们需要响应坏的哲学，纵使没其它理由，这理由已经足够。”(引自Bu—n

”d砌ls，10)华人教会对这讲法可能不以为然，因为它可能想：“只要令信徒不理会外
界的思想冲击，及训练到他们不会问问题，困难不就迎刃而解了吗?”但在今天多元化

的社会中，这种驼鸟政策能否奏效实在可疑，特别是因为思想的渗透性影响是防不胜防

的。此外，这种驼鸟政策是否与信仰精神吻合呢?正如另一个著名护教家薛华(sch小

fer)所说：“不问问题便相信不是更属灵，也不是更合乎圣经，其实这不那么合乎圣经，

最终也不那么属灵，因为并不是整个人投入[在信仰之内]。⋯⋯去明白福音就是真理

的，应该是整个人；他信福音是真理，因为有良好而足够的理由使他心悦诚服。”(引自

Bu№n∞dwaus，250)

当代哲学神学发展的简介

在现今的英语哲学界中，宗教哲学已是一门相当发达的学科，它有一些标准的课题

和入门书，也有五本专攻宗教哲学的学术期刊：《信仰与哲学》(几iI^n，ld％以os印竹)、

《宗教研究》(mf培如w s￡-越∞)、《宗教哲学国际期刊》(henm￡曲mf如Ⅱm口z扣r lk

肌ih印竹矿删瞎协)、《智能》(s印协)和《基督哲学》(肋fbo出血矾m“)，其它
神学和哲学期刊也有不少宗教哲学的学术论文。∞不少知名大学中都有宗教哲学的研究

生课程，更有不少博士论文是探讨宗教哲学的专门课题的，如苦难问题、上帝与时间、

宗教经验等。

今天的宗教哲学的发展很令人兴奋，很多有智能和才能的哲学家参与其中，他们之

间的讨论往往能激发思考和探索。有不少新的课题，亦有人应用一些新的哲学工具到一

些古老课题上，如今天苦难问题的讨论的深人程度远胜从前。在美国哲学家协会(无论

是区域性或全国性)的领导和负责任位置上，都有基督徒哲学家，其实1978年成立的

基督徒哲学家协会(卟e S0ciety 0fchrisⅡm PfliIosopheIs)今天的会员已超过一千人，是美

国哲学家协会下面的最大兴趣组别。o假若我们回到40、50年代，或许难以相信在半个

世纪之内，宗教哲学的学术地位会如此大大地被提高。在那个时期，分析哲学家并不很

重视宗教哲学，甚至不少人相信在休谟与康德之后，宗教哲学实在没有什么好讨论了

(除了更彻底的拆毁之外)!这种改变是如何发生的呢?就让我简介宗教哲学在20世纪

的发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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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要从20世纪初说起，那时唯心主义仍在哲学界主导，它所采用的哲学方法是

建构宏大的形而上系统，那时最出名的哲学家不一定是基督徒，但他们都很重视宗教问

题，亦有不少试图结合唯心主义与基督教，如罗伊斯(JOSiaIl Royce)。那时一位主要的

英国宗教哲学家是汤朴(Wjm一1bmple)，他是圣公会的大主教，对教会或政治都很有
影响力，亦是一出色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他在几本书(胁w cMⅡf血；∞廊∽％^l∞；

№￡—，朋hn口蒯GDd)中建构相当宏大的基督教哲学，里面涉及知识、美善、苦罪、
宗教经验、政治等课题。他认为哲学方法就像一个循环：由特殊事物到整体系统又再回

到特殊事物，一个理性的哲学就是一个融贯无碍地包含一切的系统，汤朴采纳这方法当

然和他的唯心主义背景有关，他的作品今天对我们仍有启示，但因分析哲学的兴起，他

那种哲学在30年代后很快就变得不合潮流。

由40至50年代，基督教在哲学界可说四面受敌。分析哲学的兴起使哲学与基督教

的关系呈现紧张，罗素(B．Russeu)和艾耶尔(A．J．Av”)都是占领导位置的分析哲

学家，他们对基督教鲜明的敌对态度标志着分析哲学与基督教的矛盾。罗素对基督教的

批判不用多介绍了，o他基本上延续启蒙思想，主张基督教与科学有矛盾、证明神的论

证不堪一击而反对神的论证则强而有力，总而言之，基督教的信念是不合理性的和虚假

的。

艾耶尔对宗教的批判则主要是从逻辑实证论(L0西cal P0sid“sm)的证实原则(v商．

6c“0n蹦nc拙)出发，这原则主张：一语句有认知意义当且仅当它是分析语句或原则
上可被证实(veri矗出le)。在这原则的判别下，神学(形而上学和伦理学也如是)的语

句既非分析语句，也不是可用经验证实的，所以宗教语言根本没认知意义，没真假可

言，即是说连假的资格也没有。艾耶尔对宗教的批评是在较高层次进行的，～些分析哲

学后来较仔细地应用哲学分析在基督教上，1955年出版的《哲学神学新论文》(new

arId M丑cIlltm，1955)就是成果，这也可说是当代分析宗教哲学(Analytic Hljlosophy of

R蝴on)的开始。书中主要收集了用分析哲学批判宗教的文章，里面包括了弗鲁
(new)著名的证伪挑战(Falsi6cation challen即)——上帝的存在若不能证伪，那宗教语

言岂不是空洞无意义?此外还有对神存在的论证、神迹、全能与自由的矛盾等做出严峻

批评。整体来说，这书令人生出一种印象，就是分析哲学与基督教是不兼容的，因为神

和其它宗教概念在严谨分析下，根本就显得矛盾百出；而且支持宗教的论证也同样经不

起逻辑分析，它们只是一堆谬误。

其实在40至50年代也有一些出色的基督徒哲学家，如A．法雷尔(Au出n Farrer)

和I．拉姆西(Ian Ramsey)，他们也对以上的挑战作出不错的响应，但他们的背景和风

格始终和分析哲学格格不入(如法雷尔的哲学背景是多马斯主义，而拉姆西的作品则稍

欠严谨的分析)，所以他们的响应不太受重视。然而值得庆幸的是，由60至80年代，

一群有良好分析哲学背景的基督徒哲学家一步步地做出有力的响应。初期，有神论哲学

家主要还是打一场防御战，驳斥种种对基督教的哲学批评，但由70年代后期开始，有

神论哲学家更策动反攻，主动出击：批评无神论和正面维护信仰的合理性，俨然有反客

为主的趋势。

当然无神论哲学家也不是省油的灯，由80年代开始他们意识到不可以对有神论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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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掉以轻心，所以他们也逐步反击。这场有神论与无神论之争至今仍方兴未艾，有神

论者的论证至今仍不时推陈出新，而无神论者也严阵以待，甚至在1998年特意创办了

一份叫《斐罗》(肋渤)的期刊，作为无神论哲学家的喉舌。两方谁胜谁负这问题很难

有共识的答案，但至少我们可看到在哲学水平上，有神论哲学家是足以和无神论哲学家

分庭抗礼的，以上的发展告诉我们：严谨而精密的哲学分析和论证并不是无神论的专

利。在同一个时期，除了无神论哲学家的反击外，我们也见证到基督教哲学的深化，基

督徒哲学家不单停留在有神论的争辩上，他们也进一步探讨基督教信仰牵涉的种种哲学

问题，如三位一体、道成肉身、启示、救赎、宗教多元论等。上面的介绍主要是以基督

教哲学的起伏为焦点，这诚然是近几十年哲学神学的一条主线，但当然也有其它重要的

发展，如进程神学和维特根斯坦式唯信论等。总结来说，80至90年代可说是哲学神学

百花齐放的阶段，今天哲学神学带着活力步进2l世纪，可预期它会继续有长足的发展。

上面很粗略地勾画出当代哲学神学发展的轮廓，我在下面进一步介绍，但篇幅所

限，不可能完整地陈述每个严谨推论，所以简化是免不了的，希望读者能亲自阅读分析

哲学家的原著，往往这样才可以体会他们的原刨性和哲学功力。

有神论哲学家的防御战

(一)响应逻辑实证论的挑战

有两种响应逻辑实证论的方法：一是接受实证原则，但指出上帝的存在是原则上可

验证的，所以是有认知意义的；二是拒绝接受实证原则。采用第一个方法的有希克

(J咖l Hick)，他提出末世证实(Eschat01硒cal veIifica60n)的概念(蛐ck，1967：clI．8)，

即是说若基督教是真理，它预测我们死后会继续存在，并且可经验到神的爱，在那种情

况下，信仰便可被证实了。这也不必假定没身体的灵魂(DiⅫnbodied soId)的存在是可

能的，因基督教预测的是身体复活(Bodilv RsunmⅡon)。希克爱用“走天路”的故事作

比喻：两个人在路上走，～个是信徒，认为最终会到达天城，另一个则是怀疑论者，根

本不相信天城的存在，二人争论不休，也没有法子去判断谁对谁错，但希克指出这并不

表示他们争拗的问题没认知意义，因为假若他们转过下一个弯时，巍峨美丽的天城真的

耸立在他们面前，他们的争论便可定夺了。要留意：实证原则并不要求有认知意义的语

句真的会被证实，只要它们原则上可能被证实就成了。同理，末世经验发生的可能性有

多大并不相干，末世的证实有逻辑可能性已足够了。

看来第一种响应是可行的，但更彻底的响应方法是第二种。很多基督徒哲学家就指

出实证原则本身并没有被证明，它也存在很多问题。如爱德华兹(Edwards)指出：“毫

无疑问，实证原则严重偏离了‘意义’的日常意义，若有什么是大部分人都认为有意义

的，它就是形而上学、神学和伦理的论述。”(1卯2：113)实证原则的另一个大问题是：

“可证实”的意思其实不甚清晰和极难界定。逻辑实证论者起初蛮有信心解决这问题，

但艾耶尔几次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他最后承认：“实证原则本身从未得到适当的阐明。

⋯⋯至今仍未得到逻辑上精确的阐明。”(Ma日ee，1993：32)彭定加就曾仔细分析实证

原则，他的结论是，“事实上，没有人曾成功地陈述一个实证原则的版本，是有些微可

信性的；到今天整个企划开始显得没有希望”，那“我们如何理解弗鲁的(证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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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究竟他对神学语句的要求是什么呢?他是否在责备有神论者忽略了某版本的实证原

则呢?若然如此，是哪一个版本?在这些问题未得到回答之前，我们不可能决定他的挑

战是否合法，我们甚至不可能决定他的挑战是什么?若一‘可证实性’这概念根本不能解

释，⋯··t我们毫不需要忧虑宗教语句可否证实一我们如何能知道呢?⋯⋯实证论是完全

不成功的。”(1967：167—168)彭定加的响应有趣之处是他并不诉诸神秘主义或宗教的

奥秘，而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用典型分析哲学的方法去质问：你用的这概念

是什么意思?能否经得起严谨的分析?他在1967年出版的《神与其他智慧》(GDd md

0Ikr埘，越)都是采用分析哲学的方法，但他却得出相反的结论：相信上帝是合理的。

怪不得有人认为这书标志着美国宗教哲学复兴的开始。

后来的哲学发展也证明以上的响应大体上是对的，今天多数哲学家都同意逻辑实证论

的运动已经死亡了，连艾耶尔也承认逻辑实证论的教条大都是错的(^蛳：ee，1993：32)。

(二)上帝的概念的融贯性

分析哲学家对基督教一个通常的批评，是上帝的概念根本不清晰，而且上帝的属性

不是暗含矛盾(如全能的神能否做一块自己举不起的石头呢?全善的神与善的终极标准

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就是与其它教义有矛盾(若神是全知或全能，人又如何能有自由

呢?超越时间的上帝又如何能在时间中行动和启示呢?)面对这些问题，不少信徒都会

感到太烦琐，而倾向回答：“上帝是不可分析的!”但对无神论哲学家来说，这只是弃械

投降的表现。史荣本(Richard swiIlb—e)在1977年的《有神论的一致性》 (zk

c。kⅫce o厂7‰bm)中却成功地使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去响应以上质疑。

史荣本认为去证实某一概念是否融贯，只有将它分析成其它明显是融贯的概念，他

全本书就尝试为上帝的每一个属性这样作。他认为神的基本属性包括永恒、全能、全知

和完全自由，而其它属性都可由这些推论出来。他认为永恒(Eved*d嚷)不是指超越

时间(1铀e】∞8)，神是在时间内的，只是他没有起始、也没有终结。他同意预知与自由

不能并存，但他认为只要将全知重新界定为“知道一切逻辑上可以知道的真理”即可，

那全知就不包括未来的自由行动，他认为这样的修正对有神论没有多大影响，反而可展

现一个更开放的世界。他认为神的全能包括令自己在将来不再全能的能力，所以神能做

一块自己举不起的石头，但这不代表他现在不全能。还有很多仔细的分析不能一一介

绍。史荣本的观点不一定对，但他坚持大部分神的属性都可用日常语言的概念去理解，

不用动不动便诉诸模拟或奥秘，他的仔细分析连无神论哲学家J．麦基(JoIlIl M∞kje)

也被说服了。

(三)苦难问题

1．演绎性苦难论证(DeducⅡve AIxuⅡlem如m Ev丑)

早期一些无神论哲学家(如J．麦基)认为苦难的存在与神的全善根本在逻辑上是

不能并存的，即是说可以由下面的语句($)用演绎法推论出语句(％)。

($)苦难是存在的。

(HP)若全善的上帝是存在的，那苦难就不会存在。

(％)全善的上帝是不存在的。

但彭定加指出这论证已假设了一个隐藏前提(HP)是必然真理，而无神论者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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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HP)提供确切的证明，他检视了多种尝试，指出它们并不成功。(PlantirI犟，1967)

他后期更尝试去证明苦难的存在与神的全善在逻辑上是能够并存的(Pl一血印，1974a，

1974b)，他的策略是去找出一语句(#)，只要它符合以下条件，就可证明($)与～

(％)是没矛盾的：

(#)在逻辑上是可能的

(#)与一(％)的合取句涵蕴($)。

彭定加经过小心的分析，认为合宜的(#)是存在的，而它的大意是：“在所有上

帝能创造的世界中，假若它包括有自由意志的存有，它的正面价值(美善)不会低于它

的负面价值(苦罪)。”这就是他著名的自由意志辩护(Ffee wm De妇1se)，很多分析哲

学家都同意他已成功地解决了苦难的逻辑问题。但当然苦难问题还有其它形式，彭定加

多次强调自由意志辩护只是用来响应J．麦基的指控，并不是正面去解释苦难的意义。

2．神义论(1heodicv)的建构

正面去解释苦难的意义，这是神义论的任务，而近代最出色的神义论应该是希克的

造灵说(s0111．Makjng 1tIeodicy)。(mck，1968；AdⅢ口d Ad且lIls，ch．x是很好的摘要)他

采纳爱任纽式神义论，认为人被造时是不完美的，但仍有自我超越的能力，即在道德上

是自由的。神的目的是人在这状态中自由地选择向善和爱神，慢慢克服自我中心的倾

向，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塑造灵魂”的过程。而苦难就是造灵的工具，所以这世界

本来就不是设计为享乐天堂，有苦难存在又有何稀奇?希克叫我们设想一个没有苦难的

世界：没困难、没病痛、过失没有坏后果等，在这世界内，勇气、悲悯、责任感等高贵

素质还有意义吗?由此可见苦罪对造灵的过程是不可缺乏的。当然希克的神义论不能完

满解释每一个苦难，也受到不少批评，但我认为他大体上是正确和有说服力的，也可以

帮助我们建立崇高的人生观。他的《苦难与慈爱的上帝》(埘ck，19鹋)可说是当代宗教

哲学的经典之作，这本书的新版的第17章就包括了希克对种种批评的响应。

史荣本对神义论的贡献也不可不提，他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指出苦难与自由与责任的

关系：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我们要认识不同事物对人的影响是什么(包括苦难产生

的痛苦)，但若我们从不亲身经历苦难，这种知识便不能获得，所以苦难的存在其实是

我们能拥有重要的自由与责任的先决条件(swiIlb—e，1979)。他后期又总结了多种神义

论(自由意志辩护、造灵说等)，在1998年出版了《上帝的护理与苦难问题》，从基督

教的角度建构完整的价值论，及为苦难做出全面的解释，这应是当代神义论的另一经典

之作。

(四)对弗洛伊德(si舯一d‰ud)的反批判
很多人都认为心理学对信仰有很大冲击，以弗洛伊德的理论为例，他认为宗教起源

于一些原始的父子冲突，而每个人的信仰也源自潜意识的冲突，孩童饱受恋母情结复杂

性(0edipal C0mpla)的煎熬，他对父亲又爱又恨又恐惧的复杂情绪压抑在潜意识内，

透过投射在外在的上帝形象上而得以抒发，这便产生了宗教信仰。一般来说，宗教只是

一种欲求信念(骶h“卟inkjng)，人生的种种危险与困难使人回归稚子时倚赖父亲的心
态，这渴求也被投射在外，形成天父的信念。不少学者(包括神学家)都接受弗洛伊德

对宗教的批判，我念大学时也受这类思想困扰，但当我读到奥斯顿对弗洛伊德的评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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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胁，1964)，才觉醒到不少对宗教的“理性”批判其实本身未必经得起严谨的哲学
批判!

奥斯顿首先指出弗洛伊德对宗教的起源的历史解释其实毫无根据，而他的理论也并

不能提供个人信仰的充足条件，因一个人接受的文化影响也很重要。纵使假设心理分析

能提供信仰的充足条件，那也不表示信仰是非理性或有问题。第一，由一信念有因果上

的充足条件，并不能推论出这信念有问题或没有证据，因为很多其它信念(包括科学理

论)都可能有因果上的充足条件。或许心理分析可用来批判某些宗教经验，但这不代表

所有人(或你与我)的宗教信仰都是如斯产生，因心理分析提供的只是充足条件．而不

是必需条件。要达到摧毁性作用，弗洛伊德学派要提出信仰的必需条件，但这要先证明

没有人是基于理性相信宗教，这并不大可能。要说信仰是神经病吗?我们并没有证据显

示信仰经常由神经病产生，纵使信仰和神经病有共同因素(如潜意识冲突)，也不能将

信仰等同神经病，为何不可以说信仰是神经病的出路或预防呢?奥斯顿纯熟地使用分析

哲学的技巧，将“心理分析对宗教的挑战”仔细分析和解构，其实类此的反批判也可用

于其它心理学或社会科学对宗教的批判。 一

(五)史荣本对休谟的批判

休谟(David Hume)可说是很多无神论哲学家的祖师爷，他对有神论提出的锐利批

评至今还很有影响力。他的《自然宗教对话录》(Di。fpgWs on№mmz删讲m)便是
经典之作，《自然宗教对话录》的主角包括提倡设计论证的克里安提斯(cleanthes)和

怀疑论者斐罗(P瑚o)，后者对前者的批评更经常地被视为“毁灭性的打击”(张志剐，

1993：93)。此外休谟对神迹的批评也甚有力，他认为神迹既然违反自然律，那就必然

已有一贯的经验是与其相反的，所以不可能有正面证据可克服这么强的相反证据，这亦

即是说神迹原则上是不可信的。

史荣本在两个问题上都做出有力的响应。他的论文(swiIlb—e，1968)便为设计论
证翻案，做出严谨的陈构，并有力地响应休谟的每一个批评，以致无神论者盖尔

(彤cl·aId M．caJe)也这样说：因为史荣本的贡献，斐罗大有需要回归之势，但这一次他

最好装配新的武器，因为他上次能成功阻截克里安提斯(他的对手)的武器，现在是派

不上用场了(Pad即tt，1994：39)。史荣本也以整本书《神迹的概念》响应休谟的反神迹

论据(swinburne，1971)，他清晰地厘清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说一神迹发生了，并仔细分

析支持神迹的四类证据：我们的记忆、他人的见证、物体的痕迹和我们对自然律的了

解，史荣本指出自然律和历史最终也是建基于同类证据，所以认为以上证据原则上不能

推翻自然律是不对的。

(六)改革宗知识论(Refomed Epis吼1010目)
以上的各种挑战都企图证明基督教有错谬，是明刀明枪的攻击，但有些哲学家认为

纵使这类攻击不成功，只要基督教不能用理性证明，那相信基督教仍然是不合理的；由

70年代中开始兴起的改革宗知识论便直接挑战这种启蒙理性主义的知识论。沃特斯托

夫(Nichohs w01terstoⅢ)在1976年出版了《单单在宗教的界限之内的理性》，这书名正

好与康德的名著相反：《单单在理性的界限之内的宗教》!更引人注目的是沃特斯托夫和

彭定加合编的《信心与理性》(P1日Iltin蜀a and wohersto击，1983)。改革宗知识论的主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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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接受古典基础主义(classical F0undalionalism)对“合理性”的界定，认为基督徒有

权从他的世界观去理解何为合理性。

根据彭定加的分析，古典基础主义分非基础信念(Non．bmic Bebef)与基础信念

(B*ic Beu出)，前者是建基于其它信念的，而后者则是推论的起点。它认为不是所有信

念都有资格作起点，只有以下的才是正当基础信念(胁pedy Basic黜ef，简称PBB)：
自明真理(semevidentlh山)，如2+2=4。

不可纠正的信念(Inc吲曲le Bebef)，如“我好像见到一只狗”。

五官明显知觉到的(EvideIlt to t}Ie senses)，如“我坐在一把椅子上”。

最终的合理性判准则是：

(CF)一信念B是合理的当且仅当(i)B是PBB或(i)B可由PBB推论而来。

很多无神论经常说：“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神存在，所以，相信神是不合理的。”彭

定加指出这似乎是假设了cF的标准和神的存在不可能是PBB，但他质问：为何神的存

在不可以是PBB?为何要接受cF呢?彭定加对古典基础主义提出两个主要批判：第一，

cF很可能有自我指涉的矛盾，因为cF不是自明真理、不是不会出错的信念、不是五官

可明显知觉到的、也不能由以上三类信念推论而来；所以，若cF正确，cF自身也不合

理，即是说cF在自打嘴巴!第二，根据CF，很多我们公认为合理的信念会被判为不合

理[如记忆、关于其它心灵的信念]，cF似乎太严苛了。

彭定加进一步指出知觉、记忆和关于其它心灵的信念等都有共同的结构：在某些经

验情况下，有一些信念自然而生，它们却不是由那些经验情况推论而来的。而神存在的

产生也类此，在某些经验情况下(如仰望星空、阅读圣经、内省己过等)，我们自然产

生“神真伟大”、“神向我说话”、“神赦免我的罪”等信念，彭定加相信我们都有上帝的

意识(5em∞d妇in☆眦b)，他认为没理由否定以上信念也可以是PBB。当然，PBB的合

理性只是初步(叩m肛如)的，若有反驳理由(de胁er)，便不再合理[除非有反驳
反驳理由的理由(defeater-defeaI盯)]。所以神的存在虽是PBB，但这不排斥理性反省，

因为信徒至少要提供神存在的反驳反驳理由的理由。早期的改革宗知识论主要着力于维

护信仰，指出无神论者不可以假设了cF便判基督教为反理性，但不少人质问彭定加又

如何界定何者是咖呢?他早期较少正面处理这问题。在80年代后期，彭定加便致力
子开展一种全新的知识论：正当功能论(Prop”F衄cIionalisrn)(PIan血单，1993a，1993b)，

这在知识论家中也引起注意和争辩(KVan啦，1996)，最近他且将这种新知识论应用到
基督教信仰上(HaIldn印，2000)。

、 有神论哲学家的反攻

(一)传统论证的维护

1．本体论证(1tle orIt0】蛹cal蛐ent)的经典版本由安瑟伦及笛卡尔等提出，康
德的主要批评(即“存在并不是属性”)在很多人心中已把它摧毁，然而近代有两位拥

护者为它翻案。第一位是马尔康姆(NoⅡmn MalcolITl)，他认为“必然存在”的确是完美

者的属性，在这前提下他重新建构本体论证。(收№l血犟，1965)第二位是彭定加，他
则采用模态逻辑(删al【D西c)去重建本体论证。(Plantin孕，1974a，197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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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宇宙论证的当代维护者包括戴维斯(B血n D州es)、米勒(Barry MiⅡer)、布雷恩

(David Bra访e)等。

3．设计论证(r11le Desi舭A瑁lrI】ent)在当代也有复苏的趋势，史荣本对休谟的批评

的有力响应为这拉开序幕。史荣本小心建构设计论证，指出若集中讨论宇宙设计师的存

在，设计论证的推论仍是相当合理的，既与我们的常识符合，也符合科学方法。史荣本

后期更引用新的科学证据——宇宙的微调(Fine-tm咄0fⅡm u|liveme)去加强设计论证

(7‰＆拈把we q，GDd，revised edn．，appendix B)。这些包括大爆炸的速率，几种基本力

及物理常数的协调，碳等原子的能量水平等，每一种因素都好像刚好调节到一个水平，

使生命可产生。其它类此的“微调”至少有20多个，很难相信这些都是偶然而来。(参

见关启文，1998：22章)

以上主要是一些传统论证的翻新，下面介绍一些当代的新发展。

(二)宇宙起始论证(z舱肠fm cmm妇缸Ⅱz Awmem)
克雷格(Wiuiarn C耐g)透过持续不懈的努力，可说单枪匹马在当代复苏了宇宙起

始论证(c谢g，1979)，引人注目的是他结合了严谨的哲学分析和最新的科学证据，论

证宇宙不是永恒的，从而推论出创造主的存在，因为凡有起始的事物都有因。他也能在

学术期刊上一一有力地响应批评，连无神论者史密斯(ouen血sⅡli山)也承认有神论者

在诠释最新的宇宙论发展上占了先，故他奋起响应，他与克雷格的辩论收集成书(Craig

a11d stⅡitll，1993)，但看来史密斯并没有占上风，他主要的响应策略是说宇宙可无缘无故

地爆出来，但去相信这样伟大和精密的宇宙可从绝对虚无中爆出来，有多合理呢?有神

论的解释不是更自然和合理吗?

(三)宗教经验论证

史荣本在这方面也做出不少贡献，但将他发扬光大的还是奥斯顿(Williarn A1810n)。

他在1991年出版的《感知上帝》(＆rce跏i馏G。d)以严谨的分析哲学方法建构宗教经

验的知识论，他认为经历神是一种知觉(Perc印don)，而所有知觉[包括感官知觉

(鼬一Percepdon)]的可靠性都不能非循环地被证立，因为最终测试感官经验的可靠性
始终离不开其它感官经验，这也是循环论证!他提倡一种信念实践(D0xastic Pr”dce)

的知识论进路，信念实践的本质是一种群体性产生信念的机制，我们的信念实践是有多

元性的，如感官经验、内省、回忆、理性直觉、推理、宗教经验等，这些都不能非循环

地证立。既然如此，我们只能接受信念实践的自主性，先信任它们直到有理由怀疑为

止。我们对基督徒密契知觉(0l血Ⅱar-Mysdcal Perce—on)的信念实践也应一视同仁，在

没理由怀疑时，也应该初步信任。接着他仔细探讨否定基督徒密契知觉的理由，例如不

是所有人都有这种知觉、没有测试系统等。他指出这些反对理由都犯上两大类谬误：一

是认知的帝国主义(EpisteITlic hnpeialism)：将感官经验的标准绝对化，强加于宗教经验

上；二是双重标准：某些问题是感官经验与宗教经验都共有的，但反对者只用它否定宗

教经验，而不否定感官经验。奥斯顿的进路不一定能说服所有人，但众所周知现代的经

验主义已陷人困境，至少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宽容而且合理的“后现代”知识论，和

挑战元神论者对宗教经验的偏见。

(四)累积论证(cuIn山nve A瑁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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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宗教哲学家强调神存在的论证不能孤立地看，其实除了以上介绍的，还有很

多支持神存在的论证：道德论证、心灵论证(A珥Ⅱnent hDIll conscioIlsne8s)、宇宙可理解

性论证(A卿Ⅻent晰n tIle htelbgibilitv of t11e world)等，我们应考虑它们累积起来的力

量，这便是累积论证的迸路。米曹(叫tchell，1973)为这方法论定立基础，而史荣本在

1979年出版的《上帝的存在》(7船眈曲蛔"e 0厂岛d)则小心地建构这样的一个论证，

福雷斯特(Beter FTor日t，1996)是另一个类似的尝试。

百花齐放的哲学神学

(一)无神论哲学家的反击

无神论者对有神论的反攻也奋起响应，麦基1982年的著述(柄ackie，1982)便特别

是针对史荣本而写的[但参(s埘nbl-me，J983)的响应]，马丁(M8而n，1990)和盖尔

(G山，1991)也仔细地批评了各种有神论论证。此外，罗威廉(wⅡh—R—e)也致力

发展归纳性的苦难论证(ITlducⅡve A卿-ment丘DIIl Evd)，引发了不少讨论和响应(参

HowaId—snyder，1996)。一个较新的反上帝论证则是J．谢伦堡(Jo}lTl Scheuerlberg)的隐

藏的上帝论证(A卿JIIlent岛m tIle I{idd㈣0f God)，认为若全善的神存在，他不会使他

的存在如此暗晦难知，由此可见神并不存在。

(二)基督教哲学的深化

1．史荣本对上帝属性的分析启发了一连串类似的分析，如戴维斯(Davis)1983年

的著述和维伦卡(WieIeI嘲)1989年的著述，甚至有专书用来分析上帝的一个属性的，

如希尔姆(HeIm)1988的著述和克雷格(craig)1987年的著述，而在期刊中有关的论文

更是多不胜数。

2．基督教哲学与神学的融合：今天的基督徒哲学家不再局限于有神论的探究，他

们更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去研究基督教的教义，如启示、三位一体、救赎论、宗教多元论

等(参M0Ⅱis，1988；sWinburIle，1989，199l，1994；碰ck，1989)。他们不仅跑进神学的传

统领域，更有趣的是，他们的神学立场往往比神学家更传统!无论如何，基督徒哲学家

与神学家的对话会令双方都得益，而且还使基督教思想进一步开展。

(三)其它重要发展

1．天主教哲学神学

不少天主教的分析哲学家也致力维护信仰，如J．霍尔丹(Jo}IIl蹦dMe)(SlIlart and

Hald∞e，1996)和H．梅内尔(Hu印MeyIleU，1982)便为传统论证翻新，而另外两位则

用较历史性的进路去为信仰争辩：麦金太尔(Alasd栅MachI‘yIe)和泰勒(chaIles T对一

10r)。麦金太尔的《追寻美德》(4加r W厅∽，uIlivers时0f N0吨D口e PTess，1981)使他

一炮而红，成为知名的伦理学家，但他接着的《道德询问的三种对抗形式：百科全书、

家谱和传统》 (豫M尺抽缸％H幻m 0，^如mZ勘qM蚵：西叩却删d缸，＆J瑚如吕y，o蒯
ndd扛_fon，kndon：DI，cl【wortll，1990)却使人大感意外，他用整本书论证基督教的多马

斯主义比尼采的系谱学和启蒙思想更合理，能解决更多问题。泰勒的《自我的根源：现

代认同的形成》(s0Ⅲ。，如&扩：吼e^妃枋皤o，l^e胍，如m，dPm妙)也是备受注意的
学术巨著，他追溯现代人的身份的历史根源，而最后指出有神论对人的肯定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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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和精神资源。

2．维特根斯坦式唯信论(Win鼯nste“∞FideiBm)：

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强调不同的语言游戏(I丑n目mge GaⅢe)有独特的规则或深层文

法，一些哲学家便将类此的思想应用到宗教问题上，如菲力普(D．z．P11iⅡ岫)、马尔

康姆(N—Mal00lⅡ1)，他们认为“理性”、“实在”等词语在宗教语言游戏中的意义和
它们在科学或日常语言游戏中的意义不尽相同，所以用科学或日常的理性标准去判别宗

教，是不合宜的。宗教语言的意义一定要放在宗教的生活方式(Fo一0f L如)中，才可

以正确理解。

3．自由意志有神论(Fr*wiⅡTheism)
传统基督教强调，神是预知和预定了历史中所有的事件的，不少当代宗教哲学家，

如w．哈斯克(WiⅡiⅢHasker)，以及神学家，如毕诺克(cla^P．姗0ck)，不单否定神的

预定，更认为若人真的有自由，神便不能准确预知人在未来的自由抉择，但他当然能预

知不受人的自由影响的所有事情和不同可能性的或然率。这种思想被称为自由意志有神

论，它强调未来是开放的，神为了容让人有真实而重要的自由便放弃了去完全决定历史

的能力，这更充分反映神对人的爱和尊重，另外这也更易解释苦难的存在。(参见：

Pj n110ck et al，1994；Basinger，1996)

很多重要课题都没有篇幅介绍，关于进程神学，请参见本书第二部分；至于科学与

宗教的对话，请参见关启文(1998：卷三)。

基督教哲学与华人教会

我相信，一个基督徒哲学家研究哲学神学的使命最终是去建构全面的基督教哲学，

这个任务有四个方面：

(一)护教学

1．防守式护教学(Ne驴d”Apologe6∞)：正视及响应批评，这对有怀疑的信徒和诚

实的幕道友都是有用的。

2．进攻式护教学(P鸺jtive A酬ogeⅡcs)：用正面的论证支持信仰，除了提供信仰的
理性根据外，也有助厘清神与各种事物的关系。

(二)哲学神学(Pllilosopllical 1lmlo盯)：

用哲学去分析神学概念和诠释基督教的主要教义，这工作的历史源远流长，但近年

的神学家似乎较忽略这方面工作，反而在宗教哲学界中有相当大的发展。

(三)基督教哲学批判(c11ristian P}liloso出cal cidcisⅡ1)或文化批判

我们要明白学术工作并不是中立的，它往往源自不同的世界观，所以反基督教的世

界观会产生反基督教的学术，而这会腐蚀信徒的信仰和强化非信徒对信仰的抗拒，所以

基督教能否提供响应及批判是极为重要的。当今哲学界有两大思想潮流：自然主义

(NanlIa】is珈)和创造性反实在论(creanve山Ⅱ一reabsm)。虽然逻辑实证论已经衰落，但背

后的自然主义依然强劲。它高举科学，贬低其它知识，认为任何事物都要用自然的角度

理解，包括人格、心灵、道德、爱和宗教，今天不少自然主义企划的目标就是去把精神

和心灵现象“自然化”：如社会生物学(s∞iobioIo留)、认知科学(co鲥d”Science)、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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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主义知识论和心灵哲学(Nabl口lisdc Episten“o盯∞d Philosophy of Mind)、进化伦理学

(Evolu曲Ilary Et}lics)等。

创造性反实在论则与自然主义相反，它把人的心灵视作知识及“世界”的基础，这

也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普罗塔哥拉(PIo嘲oras)便宣告人是万物的尺度。在今天，古典

基础主义的崩溃促成了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否定客观真理及实在的相对主义也开始流

行，一些哲学家，如罗蒂(R0nv)和德里达(陆ida)，便否认人的心灵或语言可以客
观地反映实在。

其实这两大潮流都与基督教势成水火，基督教与自然主义不同，因为它肯定超越自然

的神和人有神的形象，这些都不可化约为自然。反实在论与基督教也有矛盾，因为它否定

事物的存在及其客观规律，但基督徒相信这些实在和真理最终源于创造主，是不以人的意

志为转移的。从基督教的角度看，反实在论认为实在是我们所创造的，这其实是在僭夺创

造主的地位!(彭定加这样嘲讽后现代主义：它有很容易地解决艾滋病的方法，因为只要

改变人的思想，便可以消灭艾滋病了!)然而这两大潮流都在不同领域(前者在科学、心

灵哲学、人工智能等，后者在比较文学、性别研究、文化研究等)，占主导地位，要抗衡

它们的影响，基督教哲学应提高信徒的普觉，还应作出合理和适切的批评。

(四)建设性的基督教哲学(consncdve c}lris6an Philosophy)

基督教若仅能批评其它思潮是不够的，它也应从信仰角度回答各种哲学问题(如科

学方法、自由等)，这是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基督徒哲学家应致力寻求与信仰

融贯的哲学方案，以及显示它比其它方案毫不逊色。彭定加在知识论的努力就是一种建

设性的基督教哲学，他从创造论出发，认为人的认知能力与神的设计蓝图能否正当地发

挥功能，是分不开的，这便为他的正当功能论提供基本的方向。他强调要在发展知识论

时为基督教对知识的独特理解(如罪对认知的影响；圣灵的内证)留空间，而不是在完

成了知识论后才为它们勉强找一个位置。他也尝试用严谨的哲学分析去建构正当功能论

和批判其它知识论，而且指出自然主义和反实在论都很难处理真理的问题，例如他指出

自然主义是用进化论的自然选择去解释种种生物机能的出现，这表示生物机能(包括认

知机能)的主要目的是生存，而不是去可靠地产生真信念。然而若单靠随机的进化，生

物有可靠认知机能的机会其实不大，所以自然主义与可靠认知机能的存在是不协调的；

相反，我们的正确认知功能却与有神论十分融贯。(Pln血龋，1993b：ch．12)彭定加的

系统最终能否屹立不倒现在言之尚早，但他的原创性加上他的深厚哲学功力已引起不少

哲学家(包括无神论者)的注意，打开基督教哲学与世俗学界对话的空间，这已是一种

成就。他的信念和勇气也是基督徒哲学家的榜样。

基督徒哲学家必争的战场应包括基础的哲学课题、“重灾区”和少发展的领域：响

应自然主义(如维护心体二元论)和后现代主义、宗教知识论、神存在的论证、基督教

教义的维护、宗教与科学的对话、科学还原论的批判、义务论与德行论(Vi咖e E曲a)

的结合、人格(H—persor·}·00d)的分析等等。若基督教哲学能在不同领域都能表现
非凡的说明能力，并与不同学科整合起来，就可展现一个有理智吸引力的完整基督教世

界观，这对基督教能否脱离(在社会和学界)边缘化是很重要的。历史学家M．诺尔

(Mark N0Ⅱ)在他的《福音派智者的丑闻》(z船＆n他z矿￡h＆m俨z如oz M以)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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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教会因为长期不重视思想和学术的工作，她的语言与主流文化格格不入，教会群体

也愈来愈处于社会的边缘位置。迈克格拉斯(McGm山)曾说一个故事：有一次有两个

著名的19世纪德国自由派神学家交谈，哈纳克(AdolfHa玎．”k)提到保守教会近期在政

治上取得一些胜利，似乎对自由派有所冲击。A．利奇尔(Alb础t彤tscIll)的忠告却
是：不用理会政治，继续写书，改变人们的思想，长远来说这更有决定性影响。直到第

一次世界大战为止，自由派的兴盛印证了利奇尔的智能。

基督教在各种学术领域都要努力，尤其不可忽视哲学，因为所有学科的基础问题都

牵涉哲学问题，而神学本身就与哲学脱不了关系。若基督徒知识分子只专注于释经和教

会内部的“宗教性”课题(这些都很重要)，那实在很难在学界和公众的文化领域中发

出声音，更遑论去更新和改变文化!华人教会中弥漫着反智和实用主义的传统，所以文

化使命可说是福音派华人教会的积弱，也难怪华人教会同样面对边缘化、自说白话、大

量毕业生流失等问题。哲学神学在西方近年的复苏给我们不少鼓舞，而且在好几方面西

方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也有不少进展，华人教会应引介他们的成果，及致力推动基督教哲

学的使命。当然英美的分析宗教哲学也有不足之处，例如他们对欧陆传统较忽视[S．

埃文斯(sIeph—Ev—)对祈克果的研究，M．维斯特法尔(M—ld westp}Ial)对现象学

和无神论的研究，沃斯特索夫(woIters0廿)与利科(斑coeur)和德里达等的对话是例

外]，所以将基督教与欧陆哲学的整合亦是当务之急。此外中国人特别重视人生哲学，

所以华人教会极需建立全面及本土化的人生哲学，除了与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人生观对话

外，也可参考西方的存在主义、现象学等，存在主义神学家的努力也值得引介，如田立

克(Palll BlHch)、麦奎利(J山1脚aIIie)等。
要达到以上目的，我提出以下策略：

1．神学院需要重视护教学和哲学的课程，甚至成立哲学的研究院课程，及鼓励信

徒去念哲学博士，再到大学教哲学。

2．设立基督教哲学的研究机构。

3．在教会推动较普及的思想工作和训练。

4．某些机构可找专人设立护教研究中心，及设立相关的网页。

5．成立基金，支持信徒念哲学、伦理学、教育学等。

6．基督徒哲学家、神学家和基督徒知识分子应建立网络及成立协会，互相砥砺，

与其他知识分子对话，及在公众领域中提出基督教哲学的观点。

我深盼华人的基督教哲学真的能在21世纪跨出一大步，并且有更多基督徒可扮演

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

参考书目

张志剐：‘猫头鹰与上帝的对话——基督教哲学问题举耍)，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

张志剐：(理性的彷徨——现代西方宗教哲学理性观比较)，北京，东方出版社，19卵年。

何光沪：‘多元化的上帝观——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概览’，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

何光沪：‘神圣的相——宗教哲学的21个问题’，广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

曾仰如：《宗教哲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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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陆哲学界亦有一些迹象显示宗教会重新放在议程上，如一些欧陆哲学家(包括德里达、高达美等)在1994

年特别开了一个讨论宗教的会议，文章都收在‘宗教)一书内，其前言这样说：“黑格尔曾写道：他那个时代

的感觉可用‘上帝已死’这语句来表达；但自黑格尔至今，时代无疑已改变了。”(嘶da衄d v砒岫，199s：
vIi)另一本欧陆哲学家讨论宗教的文集就叫做(上帝的回归)，其编者说：“看起来宗教已经回归-⋯～些当代

哲学已不再对宗教那么有批判性，甚至我们可以说，宗教的批判正在经历一个危机⋯-·当代哲学中，我们可觉

察到—个神学的转向”。(c邵nH村．1998：7—8)

@参见‘宗教与科学)、‘为什么我不是一个基督徒?'和‘西方哲学史)。

(责任编辑：张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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