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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巴尔塔萨与基督教神秘主义传统的关系

宋旭红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100081)

【摘要l当代天主教神学家巴尔塔萨的思想具有一定的神秘主义色彩．然而

它绝不是对源远流长的基督教神秘主义神学的简单继承．而是对之进行了重要

改造。它以基督中。论的神学立场改变了神秘主义追求灵魂上升与神圣者舍一

的指向厦其个体性、否定性特征。强调神秘体验的此在性、群体性和美学性，从

而在当代语境中构建出基督信仰神秘体验的崭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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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ysticism in Han S Um VOrl Balthasar’S works is not simply the

duplicate of the old tradition of Christian Mysticism,but the．dramatic contemporary

amendment of it．ThloLL曲reforming the individualism and negativism of traditional

mysticism which focuses Oil the process of human soul of ascending“p to union with

the transcendental by his Christ-centralist theology，Bahhasar emphasized 01'1

earthly-exlstence，communality and aestheticism of mystic experience of Christians,

which gave a new look to Christian Mysticism in contemporary conte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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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天主教神学家巴尔塔萨(Ham Urs VOR Balthasar，1905—1988)在当代西方思想界的重

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人们对他的思想中某些神秘主义倾向也有颇多诟病。的确，在经历过

现代理性精神洗礼的当代人眼里。神秘主义是个多少有些碍眼的字眼。然而问题在于，巴氏思想

是否就是源远流长的基督教神秘主义神学传统在当代的复辟呢?笔者以为不然。本文将通过对

二者的一些比较研究探讨如何正确看待巴尔塔萨的神秘主义倾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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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神秘主义”(Mysficism)是一个极宽泛的概念，可以泛指一切以直观的、个人体验的

方式追求与神或最高实在实现交融的人类经验。按索伦的说法．神秘主义产生的前提是二元论：

只有在人类充分意识到自我与外界的本质差异、并将神明设定为更高的决定性力量时．才会产

生接近神、直至与之合一的冲动Il】。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一切对西方神秘主义传统(包括基

督教神秘主义)起源的论述都必然要追溯到第一个成熟而完备的二元论思想体系——柏拉图主
义。柏拉图思想的基本框架由永恒、真实的理念世界和作为理念世界的影子的可朽的现实世界

这相互对立的二元构成。人的灵魂原本属于理念世界。只是由于堕落至与肉体结合才导致它忘却

了永恒世界的景象。因而，灵魂在此世的全部追求就在于通过自觉净化过程。上升、回归到理念世

界。柏拉图的灵魂学说成为日后所有神秘主义的基本模式。据安德鲁-洛斯的看法．基督教神秘主

义神学的传统是从柏拉图一菲洛一普罗提洛一奥利金这样一条线索发展下来的阿。然而我们必

须注意的是：以《圣经》为蓝本的基督教世界观与柏拉图所代表的古希腊世界观有着根本的不

同，前者毋宁说是一元论的：上帝是宇宙万有的造主．在他之外别无任何非被造而存在的存在。

因此从具有犹太教背景的菲洛开始，柏拉图的二元论理论根基已经被悄悄置换为《圣经》世界

观，灵魂不再具有与永恒实在(上帝)相同的本性。而是与其截然不同的被造物。这样，灵魂的上

升也就不再具有必然的自主性和合法性。在本性上也不可能达到“与上帝合一”。由此我们看到．

在神秘主义与基督教教义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深刻的冲突．它注定了日后基督教神秘主义的

命运：尽管它一直小心翼翼地试图弥合二者的冲突．但是稍不留神．它还是会很容易滑向“泛神

论”和“自我体验”的陷阱．从而要么遭到正统教会的异端指控．要么潜在地培育着否定信仰权威

的种子。

现代以来，人类信心百倍地开始了以理性认识上帝、以理性宗教代替启示宗教的历程．神秘

主义日渐式微。但是．当巴尔塔萨开始他的神学著述时．西方思想界与神学界正在深刻地反思理

性化的宗教观念给当代人的信仰生活、乃至社会生活带来的一系列严重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

问题，神学家们开始重视传统的基督教思想资源。巴尔塔萨思想的古典主义、保守主义倾向以及

神秘主义色彩无不与此相关。不过，作为一名对当代文化有着深切关注的神学家，巴尔塔萨没

有、也不可能去单纯地复制神秘主义传统．而是立足当代文化处境对之进行了重大的改造。具

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1

1_从“上帝中心论”到“基督中心论”

基督教神秘主义改造柏拉图神秘主义之关键在于强调恩典．将整个世界观的重心移至高居

天国、人所不能知的上帝。当然．在尼西亚会议确立正统三一论之后．神秘神学家们也非常关注圣

子和圣灵在灵魂渴求上帝过程中的作用．其中神圣第二位格——耶稣基督——的作用以奥古斯

丁的“中保者”观点为典型表述。据之，道成肉身的奥秘为陷入“人类灵魂作为受造物．不可能与上

帝合一”的绝望之中的神秘主义带来了希望：圣子是恩典的明证，道成了肉身，人与上帝的联合就

有了必要的根据。然而这种对基督作为“中保者”的定位就表明他不是神秘主义的最终目的．只有

那深不可测的黑暗之中的父才是，或日，传统神秘主义神学是“上帝(圣父)中心论”的。

巴尔塔萨神学则是典型的“基督中心论”神学．以道成肉身为中心展开。在这方面他与卡尔．

巴特的默契是举世公认的。众所周知。巴特神学的基点是强调人与上帝的绝对隔离，由此必然引

出对道咸肉身事件的高度重视。他把在奥古斯丁那里仅仅作为。中保者”的基督提升为神学的中

心和首要前提。“神学必须开始于耶稣基督．而不是开始于一般的原则一．因为只有上帝主动地

下降到我们中来．我们才可能在任何意义上谈论他。这是巴特反对理性神学的宣言。如果从本

文的主旨出发将之与神秘主义传统作比较．我们看到的毋宁说是一个神学世界观围景的重大转

换：“下降”取代了。上升”．神学的焦点从深邃幽暗的天国转向了人间。巴尔塔萨继承了这条巴

特路线。在巴尔塔萨看来。人根本不可能、也不必要背负着。经验绝对超越者”的悖论去试图接近

上帝，用为上帝早已将他的全部奥秘启示给人．那就是神人同体的耶稣基督。唯有。与基督相

遇”，此世肉身性的人才会真正直接地经验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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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灵魂的上升”改变为由“上帝的下降”所带来的。与基督的此世相遇”．巴尔塔萨将神

秘神学的中心从圣父移到圣子．也为神秘主义传统增加了一个重要维度：此世性。在此之前，希

腊教父神秘主义传统具有一种“向上”的指向．高渺难测的天国是灵魂永远的目标．但这个目标

是不可能达到的：从奥古斯丁开始。神秘主义具有了一种“向内”的指向：由于上帝与人的关系被

理解为普罗提洛式的原型与像的关系．“沉思的行为即归复的行为，同时他也是一种内省的行

为。在存在上的上升．即是更深地进入到人自己里面．进人人存在的中心。”121196这种信仰的内在

性后来成了新教自由主义神学最重要的标志．巴尔塔萨对新教的批评概源于此——他担心过分

的内在化会使人们忽视信仰的对象而堕入到“此世存在的无根基性”中去。与这两种指向相比。

巴尔塔萨为神秘主义设定的是一种“向外”的指向．使神学追求神圣者的努力朝向其唯一的客

体：耶稣基督。他不厌其烦地强调耶稣基督作为信仰对象在人神相遇中的绝对优先性和此世性．

强调“相遇”的启示性质．而不是像其他神秘主义者通常所热衷的那样去描绘人接近上帝时的主

观条件和状态。在此意义上。巴尔塔萨将自己与中世纪和近代以来的神秘主义传统区别开来。

2．从“属灵感觉”到“人的存在的整体性”

“与基督的此世相遇”看起来使我们离直接经验上帝更近了．但它其实仍然没有解决神秘主

义的悖论．人们仍然需要追问：人如何能从耶稣基督的肉身形式中见出那“完全的他者”(巴特

语)的全部真理?可感形式之美如何径直通向上帝之美?显然．只要在二元论的框架内．这个悖

论就永远无法消除．所以巴尔塔萨试图跳出这个框架．分别从信仰主客体两方面去回答可能有

的追问。首先，信仰客体(耶稣基督)本身即同时具有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是上帝的自我吐

露．这一点作为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毋庸置疑；然后，巴尔塔萨需要着莺解决的是信仰主体在认识

论上的可能性问题。我们知道，在这个同题上二元论传统的势力非常强大，感性与理性、肉体与

灵魂的冲突在柏拉图时代和基督教中世纪都非常激烈．近代以来．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在理论上

甚至加剧了这种冲突。现象学一存在主义哲学在20世纪上叶的兴盛就是哲学试图冲破二元论

桎梏的表现。巴尔塔萨在求学时代就对存在主义抱有热情．也许是在存在主义的启发下．他提出

了“人的整体性”概念．试图以此解决人直接经验上帝在当代知识背景下所面临的困难。

所谓“人的整体性”是巴尔塔萨神学人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旨在反对将人的肉身感觉和

灵性本质相对立，强调二者在信仰语境中的共通性。他认为，人的精神与感觉的确是两个截然不

同的因素．然而通过第三种因素——即信仰或与“上帝的联系”(a relation to God)，二者可以达

到一种联合．使人成为整体的人。这种联合的最好时机就是“与基督相遇”时：由于圣灵的恩赐．

人对基督的所有感觉体验此时都不再仅仅是肉体的感知．而是变成了灵性体验．能够以直观的

方式把握上帝的超越性本质．就像肉身感觉能直接把握可见世界一样。所以巴尔塔萨的“属灵感

觉”概念与奥利金以来的传统是很不一样的。奥利金在柏拉图主义二元论的框架下谈“五种属灵

感觉”．因而他所谓的“属灵感觉”其实只是对奴斯(Neus)的类比性或比喻性表达，与肉体感觉完

全分属两个世界．后者永远不可能达到前者：尼萨的格里高利虽然更多地在感受性层面上谈“属

灵感觉”．但他是用它来描述灵魂上升至神秘黑暗中对上帝的体验，其问已经暗含了抛弃此世可

感世界的前提。在巴尔塔萨看来．奥利金将“属灵感觉”完全精神化了，格里高利则把它等同于一

般的神秘体验．二者其实殊途同归．都因植根于二元论而无法揭示基督信仰的奥秘。因此他断然

宣称：“那原先属于尘世、然后因圣灵的充满而变成属于天国的是同一种感觉。”1413。因为。一旦

基督徒与基督一起上升至天父那里．他就从肉体到精神整个变成一个‘灵性的人’⋯⋯不仅具有

灵性的理智和意志，也具有灵性的心灵、形象和感觉。”H”所以，“相遇”的中心意义就在于：在

其中．。使信仰成为可能的人的世俗感觉变成‘灵性的’．信仰却为了成人而变成‘感觉的”唧。
显然．这里的信仰飞跃在学理上仍然是令人费解的．所以巴尔塔萨一再申辩强调：不能从心理学

角度去解释这种“整体性”状态。只能做神学的理解。

强调“整体性”是为了突出“感性”在神学中的地位．反驳神学一贯轻视感性的态度．这是巴

尔塔萨神学美学的关键所在。为了经验上帝．人不仅不必抛弃感官感觉，相反还必须加强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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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只有在感觉中并通过感觉．人才能感知、获得存在与世界的现实可感性”嘲。正是以此为支
点．巴尔塔萨将神学的整体品质置换为美学．同时使神秘主义神学与近现代以来的感性学美学

传统相对接．这也许是为了削弱神秘主义难以言传的性质。使之在现代知识语境中获得更广阔

的发展空问。

3．从“爱的合一”到“美的陶醉”

以。与基督的此世相遇”代替“灵魂上升”的个人神秘体验。巴尔塔萨与一般意义上的神秘主

义其实已相去甚远．自然．他对于“相遇”的理解也与神秘主义者历来最为热衷的、被视为神秘主

义终极日的和最典型特征的“与上帝合一”状态有所不同。

柏拉图描述了灵魂在净化中上升、最后在突然来临的狂喜出神状态中与理念世界的最高实

在合一．这个过程成为后世西方一切神秘主义的模本。然而如前所述．基督教的上帝一元论世界

观从根本上质疑着这种“合一”——即本质同一——的可能性．这就使基督教神秘主义不得不另

寻对此。合一”状态的解释途径。作为东西方教会神学神秘主义思想的权威，狱奥尼修斯和奥古

斯丁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广为后世所接受．那就是：灵魂与上帝的合一不是柏拉图意义上的“本质

同一”．而是一种“爱的统一”。在这个统一体内．爱者与被爱者本性上的差异是不可改变的。这

是基督教神秘主义与泛神论神秘主义之间的最后防线．就连埃克哈特这样被公认为有泛神论倾

向的人也不敢轻易逾越。中世纪晚期盛行于西欧的神秘主义非常热衷于“合一”体验，泛神论色

彩极浓．但其中有些重要文献仍然坚持了这条界限。

巴尔塔萨也讲“陶醉”或“出神”，但他创造性地把这个原本纯精神性的概念美学化．用来表

述人与神相遇时被那无与伦比的神圣之美震惊、为之陶醉的状态。促成“陶醉”的不再是神圣之

善和神圣之真对心灵的内在神化，而是神圣之美的巨大魅力：“只有具有形象者才会使人着迷．

让人陶醉；只有从形象中才能迸发出永恒的美的光芒。”H盈然而美之后的真正动力仍然是爱：

。上帝的下降“、在十字架上受难均表明了上帝对世人无比的爱．正是“这种‘爱之死’使。至高无

上’之神性与‘深不可测’之爱心相互辉映，对人产生巨大的震撼和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嘲巴尔

塔萨很少讲“合一”．这应该与他的当代身份有关；然而在“爱的统一”问题上．他一方面遵循了古

典神秘主义传统．另一方面又对之进行了现代阐释与改造：所谓“美的陶醉”状态并不像大多数

神秘神学家所理解的那样匆忙消融在神秘莫测的黑暗或光照中．因为爱者的心灵不会“出离自

身”，它只是在爱中与被爱者相互“敞开”(OPENESS)：上帝之爱的表现——是上帝的奥秘向世

人的自我“吐露”．心灵对此的回应就是向上帝的“敞开”．这是“一种反应性的、被照亮的自我意

识”旧。巴尔塔萨认为这种相互敞开的状态乃是基督信仰的真谛。这几乎就是海德格尔存在论的

神学版。由此可见．巴尔塔萨对信仰经验最高境界的理解实际上是借鉴现代审美心理学和当代

最深刻的存在主义思想修正古典神秘主义传统的结果。

总之．巴尔塔萨神学的主题等的确具有某些神秘主义色彩，但他又明显与人们通常所说的

基督教神秘主义传统相去甚远．而是对这一传统进行了某些重大改造。如何恰切地理解和评价

这些改造．当是研究者的要务。因此，只有把它们还原到巴氏神学的时代语境中。从整体上把握

其与传统和现实的关系，才能获得一个较为客观公正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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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张华.宋旭红 重视神圣之美——巴尔塔萨思想对西方文明现代性问题的回应 -南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3,2(10)
    在基督教神学重建信仰运动的背景下,瑞士当代天主教神学家巴尔塔萨提出重建神圣之美,来克服现代性危机.他从精神史角度把西方文化现代性的实

质解释为作为古典世界最高形而上学实在的真善美三位一体的分解,借助古典基督教思想资源,创造性地把思想焦点集中于美的维度,从美学角度对道成肉

身的基督形象及其十字架事件做出新的阐释,揭示基督教信仰的实质和源泉,通过重建信仰回到真善美在爱中合一的世界,为回应现代性危机提供了一条重

要的思路.

2.期刊论文 史丽娜 超越巴尔塔萨--读《美是上帝的名字》 -现代语文（理论研究）2005,""(7)
    阎国忠先生是我国学界的老前辈,在神学美学领域曾与章启群合著<基督教与美学>,此书在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而<美是上帝的名字>则是从审美维度

对整个中世纪神学美学作系统研究.

3.期刊论文 雷礼锡.王克琬 襄樊学院首届神学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襄樊学院学报2007,28(1)
    2006年9月24日至28日,由襄樊学院神学美学研究所主办、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协办的首届神学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襄樊学院召开.在开幕式上,襄

樊学院院长向显智教授、副院长朱新义教授到会祝贺.向显智院长代表襄樊学院党委、院行政热情欢迎到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介绍了襄樊学院神学美学

研究与学院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建设取得的主要成绩和今后的发展方向.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会长王忠欣博士、特邀代表香港道风山基督教研究

所观察员陈家富博士、《文艺报》理论部主任熊元义博士也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杨慧林

向会议发来了贺辞.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波兰、新加坡、日本等国家和中国大陆、港澳台等地区近50名专家学者与会,就圣经、艺术与神学美学,巴

尔塔萨的神学美学思想,神学美学原理及汉语语境中的神学美学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热烈的交流讨论.国际著名神学美学家、德国杜宾根大学教授库舍尔

(Karl J.Kuschel)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温伟耀教授因故未能到会,分别向会议提交了研究论文.

4.学位论文 张志庆 托马斯·阿奎那美学思想研究 2006
    欧洲中世纪的思想、文化不仅具有上承下传的历史地位，其自身也具有独立的价值。中世纪的思想发展有两个重要的标志性时期：教父时代和经院

哲学时期。托马斯·阿奎那作为公认的经院哲学的代表，既是神学发展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也是对整个西方思想、文化发展演变产生了巨大影响

的思想家之一。

    阿奎那的思想影响之所以不局限于神学界，在于他的思想具有强烈的现实性。阿奎那思想体系的突出特征是试图在信仰与理性、超验与经验之间建

立一致性。他在神学基础上改造了柏拉图具有超验性的理念论，全面运用了亚里士多德更具思辨性、经验性的形式质料学说，寻求超验的经验存在，启

示的理性证明。因而他更加关注上帝与人的关系，把信仰视为美德，把美德视为向善的道德生活。阿奎那把神学哲学化、伦理化了。在阿奎那哲学化的

神学中，信仰是第一位的，而理性、经验是不可或缺的。阿奎那开创的理性辩护主义自阿奎那以后一直持续发展，也是20世纪许多基督教神学家、哲学

家的共同立场。

    阿奎那的美学思想继承了古希腊的传统，是中世纪美学思想的总结和深化。阿奎那将传统的、中世纪的美学思想统一起来，纳入到自己庞大的思想

体系之中，并使它们在这个体系中得到更加充分的阐释。这种阐释与阿奎那试图在信仰与理性、超验与经验之间建立一致性的努力是相同的。因此，阿

奎那的美学思想表现出超验性与经验性的统一。美是超验的，超验的美就是善。在本体论上，美善同一。正因为美善同一，所以美的超验性不能也不需

要论证，正如善的超验性。上帝是善(本身)，是美(本身)。但超验的美必须显现自身，成为可见的、可感的，因而具有经验性。其逻辑依据是，善，作

为在，必传达自身，否则，在，不存在；在，作为传达者，必被传达，否则，传达者自身不在。其美学依据是，单纯美的超验性是没有生命力的，必须

经由可见的形象显现出来，也就是说，必须让人能够感受得到。

因此，在认识论上，美善不同。从主体角度讲，善涉及欲求，美使人愉悦。对美的认知不涉及欲求，不是生理快感，而是使人愉悦的、超功利的精神活

动。这种活动通过听觉、视觉等感官实现，却是以知识为基础、与理性相关联的内在感受。在西方美学史上，阿奎那较早地从美的愉悦性、超功利性出

发精确而充分地论述了美与善的区别。这在由于基督教及其神学占统治地位而更多强调美善同一的中世纪是难能可贵的，对后世美学发展则具有标志性

、启发性意义。

    从客体角度讲，善是目的因，美是形式因。作为形式因的美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整一或者说完善；第二，比例或者说和谐；第三，鲜亮或者说明

晰。整一作为事物完整的规定性，与善相通；作为具象的审美尺度，与比例相连。比例是事物之间、事物各部分之间、事物的整体与部分之间感性的量

的相宜状态，表现为部分完备无缺，整体均匀对称，大小长短适度等，如悦耳的音乐，美丽的人体；比例同时是一种精神的、理性的准则，体现着知者

与被知者、鉴赏者与被鉴赏者之间的适应关系。鲜亮指照亮事物使其清晰可辨的光。自然的理性之光源于上帝的智慧之光，智慧之光透过理性之光为人

所感知。可见，美的三个条件是“形式’’要素，即是，使美成为现实性的要素。它们是赋予事物以本质的“实质”(共相)，也是事物所以存在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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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殊相)。

    总之，美的超验性与经验性的统一意味着超验的美赋予具体事物以美的形态，令人愉悦；可感的整一、比例与光亮是超验的美的显现，让人能够观

照。整一和比例印证着上帝创造的因而完美的宇宙秩序，鲜亮印证着用光象征的上帝形象。在这种统一中，超验的神具有了形式因的性质，具有了可感

的美的形象；经验世界的美获得智慧的光照，具有了超验性，成为真正的美。让不可见的善成为可感的美，让可感的事物趋向超验的美，这正是托马斯

·阿奎那的美学追求。明确提出美的条件并从超验与经验的统一中加以阐发，是阿奎那对西方美学发展的独特贡献。

    阿奎那论美，没有把人创作的艺术，如诗歌、戏剧、绘画等现代意义上的“美艺术”作为独立的美的范畴加以关注和论述。上帝从无中生有，是真

正的创造，世俗艺术源于偶然的形式即源于艺术家的头脑，不是真正

的创造，只是再现或变形，只是制作，是对上帝创造自然活动的模仿。美，作为形式，是上帝赋予的；艺术的形式只是艺术家给予艺术品的。上帝创造

自然，创造人；人制作艺术。艺术必定低于自然。当阿奎那所推崇的亚里士多德把柏拉图先在的、超验的理念放到个别的、经验的实体“形式”中的时

候，便注意到了人的创造力，艺术也就成为一种创造。基于其神学本体论，阿奎那不能接受这一点。康德、歌德、黑格尔接受了，因为在他们那里，上

帝虽然存在，但是是在人身上或日为人而存在。对阿奎那来说，超验的神在具体的形式中，是为了显现，“道成肉身”是上帝爱的行动。上帝在本质上

是自在的，是唯一的创造源泉。    作为神学家，在阿奎那看来，人的艺术可以不必太多关注，上帝言说的《圣经》却必须加以充分理解。语言对于以

《圣经》文本为唯一教义基础的基督教来说，是重要的，是具有根本性的问题。在神学中，语言问题就是释经问题，而释经作为一种释文，是艺术理论

，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艺术理论的重要课题。阿奎那不仅提出了“释经四义”(字面义，寓意义，道德义，神秘义)，同时还明确指出，寓意义、道德义

、神秘义这三种精神义基于字面义，以字面义为先决条件。基于字面义，说明精神义在字面义中体现，因而文本本身是不可或缺的。文本语言以隐喻和

象征的方式，言说无法言说的启示，具象无形隐在的上帝。

    阿奎那的美学思想是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渊源。这种渊源关系不仅表现为阿奎那对但丁、雅克·马利坦等人的直接影响，还体现

在后世美学家们对一些美学基本问题，如美与善的关系、美的主客体关系的讨论中。夏夫兹博里、笛卡儿、莱布尼兹、康德、黑格尔等都从美使人愉悦

，美的超功利性出发讨论美与善的区别；都在承认美的客观性的同时，强调美的主观性。在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20世纪，雅克·马利坦强调阿奎那美学

思想中神圣的、启示的内涵，反思20世纪精神贫乏而追求怪异的艺术，指出这种排斥真正美的艺术只能走向自我惩罚、自我毁灭。当神学家，如巴尔塔

萨，讨论美学问题的时候，更表现出与阿奎那美学思想的内在关联。巴尔塔萨将神学建筑在美学基础之上，意在突出美的现实性和行动性。美必然以可

感的形象显现出来，从而使上帝之爱成为经验的现实。巴尔塔萨像阿奎那一样，将神学、伦理学和美学融为一体。无疑，阿奎那的美学思想意义重大。

然而，对这样的一种美学思想，学界的研究却是非常薄弱的，中国学界尤其如此。至今还没有一部关于阿奎那美学的汉语学术专著问世，专门的研究论

文也很少，且多为低水平重复。 

    本文力图填补阿奎那美学思想研究在国内学术界的空白。本文以集中体现了阿奎那美学思想的《神学大全》为主要原始资料和依据，参照阿奎那的

其它著作，参考已有研究成果，全面梳理和分析论述了阿奎那美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特征。本文将阿奎那的美学思想放在中世纪美学思想的大框架中

，放在美学发展的历史中加以考察，说明阿奎那继承和改造了古代哲学和美学思想，主要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罗提诺等的学说：接受并发展和完

善了中世纪美学思想，是中世纪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本文通过对阿奎那美学思想与近代美学和20世纪美学关系的研究，揭示出阿奎那美学思想的巨大

生命力。   

    本文的研究成果主要为：

    第一，阿奎那的美学思想散见于他的神学著作中。本文大量引证和分析了阿奎那《神学大全》中的有关章节。 

    第二，本文结合阿奎那的神学立场，透过他的哲学论述，主要从美的本体论、美的形式论和美的经验论三个方面较为全面地论述了阿奎那的美学思

想；剖析了阿奎那艺术论的实质、局限和意义。 

    第三，本文对阿奎那的美学思想进行动态的历史考察，揭示出阿奎那美学思想上承下传的历史地位，对美学发展的独特贡献及其在神学界和世俗学

界的双重影响。

    第四，本文从美学角度分析了20世纪“新托马斯主义者”雅克·马利坦对阿奎那的继承与发展；分析了巴尔塔萨的神学美学与阿奎那美学思想的内

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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