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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尔马赫、克尔凯郭尔、哈耶克等名字就可以证明这“危机神学”。其之所以得名是因为该神学主张恢复

一点)，就是一贯保守的天主教终于也不得不在上世

“正统”的基督教信仰，而其理论背景则是对神学与现纪60年代踏上改革之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然

代性双重危机的反思。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在卡尔-巴而我们同时看到，在另一方面，当f：述“现代性危机”

特看来和神学危机是一致的，即：神圣超越者被无限

愈演愈烈、思想界对其反思愈来愈深人的时候，基督 地内在化了，结果，人企图自己成为上帝。给世界造

教神学内部又出现羹一髦曩燕乐缓稀笛垂葬j雾誊 。鼍鞋≯≯羹谬凌驾窭墓霎爨《“皲孔鐾卷蒜坠掣

囊美擎争}≯囊攀≯i弛～饕“裂誊雾瑶氇毡囊j巾

馒型鬻蒹爱筠囊，糯荔；歌雾简编号：1671—6 132(2003)lo一0059—04

词是隋唐之际在歌筵酒席间伴随着当时的流行乐

曲——燕乐曲凋而产生 的一种音乐文学体式。据《旧唐

书·音乐志》等文献记载，燕乐歌瞳主要以“胡夷里巷

之曲”为主体，具有浓烈的娱乐性、抒情性特征，因此配

合燕乐曲调的歌唱而刨作的歌词，一开始就染上香艳

绮丽的色彩，带有娱乐 抒情的特性。对此，五代西蜀词

人欧阳炯在《花问集序》中如此描述：“则有绮筵公子，

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

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 ，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

扇北里之倡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可见当

时这些“诗客”们所作 的“花问词”，其创作的环境既是

在歌筵酒席之前，其表现的内容也多以爱情与女性为

主，词的功能也不过是资唱佐欢、娱宾遣兴罢了，并没

有将思想情志和伦理道德融于其中，这就使得初期文

人词的创作突破了中国古代“诗以言志”和“文以载道”

的传统。晚唐以前，文 人作词是写诗之余偶尔尝试，直

至第一个专力作词的文人——温庭筠的出现，把词的

创作带人了一条别开生面的道路。他用美感的联想加

深了词的意蕴，形成了词境，这是词体发展的第一步。

然而温庭筠仍然只是用纯客观的笔调为读者展示出一

个丰富多采的女性世界 ，他的词里并没有多少作者本

身的主观思想和感情特 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温词依

旧是为歌女演唱而制作 的绮丽歌辞。

到了韦庄，词体的发展 便有了一个实质性的进展，

这种进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突破了曲子词只是

合乐以供歌唱、缺少主体性的传统窠臼，而将歌筵酒席

问娱宾遣兴的歌辞带人了直抒胸臆、表达主观情感的

诗化境界。叶嘉莹先生在谈到韦庄的词时这样评说；

“韦庄所写的歌辞，完全是主观的，直抒胸臆·⋯··他可

以拿词这个形式写自己的感情了，这已经是词的诗化

的一个进展了。”⋯由 此可见，在词的“诗化”过程中，韦

庄实在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词的“诗化”这一命题的

提出．是词发展到一定 阶段的产物。受叶嘉莹先生的启

发，本文拟对韦庄词的 “诗化”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藉

以深入考察和观照韦庄词的创作成就与词史地位。

一、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强化

中国诗歌传统是以言志和抒情为主。《尚书-尧

典》中有“诗言志”之说，《诗大序》中也有“诗者，志之所

之”、“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阐述。无论抒情或是言

志，都是对于创作主体 即诗人本身来说的。然而诗人的

情与志都不会凭空而发 ，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诗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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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买证主义为特征的理性精神所代替，现实 地把思想的焦点集中于美的维度，通过重新张扬古

的解释原则变成了‘人的主体性’。惊奇变成了 代教父思想中的神学美学意蕴，从美学的角度对道
单纯的麦幕。。 成肉身的基督形象及其十字架事件进行了极具个性

所谓“惊奇”，在巴尔塔萨的语境中指的是人在面对 化的阐释，从而揭示基督信仰的实质和源泉，为天主

绝对的、不可思议的上帝时、全部的精神与情感都不 教神学从保守信仰传统的方面回应现代性危机提供

由自主地为他所吸引的状态。与“以科学主义和实证 了一条重要思路。

主义为特征的理性精神”相比，这一状态的实质是美 那么，巴尔塔萨为什么要把美学放在如此重要

学的，是围绕在神圣真理和至善之上的炫目光环 的位置呢?这一方面取决于他的神学视角，另一方面

——上帝的荣耀之美——赐予人的，只有作为神圣 也得益于他对现代美学传统的理解。自20世纪60年

者的上帝才是“惊奇”感的最终源泉。因此，当现代性 代至80年代，巴尔塔萨陆续出版了神学“三部曲”：

精神以理性的利刃把神圣的真、善和美三位一体分 《神学美学》、《神学戏剧学》和《神学逻辑学》。“三部

解开来，“惊奇”消失了。巴尔塔萨很少用“危机”这样 曲”在内容上前后连贯一气，具有严密的逻辑联系，

令人触目惊心的词来描述这种现代性分解的后果， 共同展开巴氏神学的中心主题：上帝在十字架上的

然而从他的许多著作和文章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

到：那个真、善、美三位一体的古典形而上学世界的

解体在他看来无异于人类再一次的“失乐园”，而重

新回到古典教父学传统、使真、善、美在神圣启示的

光照下重新聚合起来则是唯一的“复乐园”之路。

二、巴尔塔萨对现代性问题的阐释：聚焦美学

如上所述，巴尔塔萨从精神史的角度把西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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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这一阐释

是相当深刻和匠心独具的。我们知道，在对现代性的

反思中，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已经是煌煌众论。人们意

识到：脱离了善的目的而片面追求真，将科学价值凌

驾于其他一切价值之上，乃是现代性问题的根源之

所在。然而，已经被现代知识谱系分割为两个彼此独

立领域的伦理之善与科学之真似乎很难在现代性语

境中重新聚合在一起；另一方面，为了矫正工具理性

过度膨胀带来的恶果，德语思想界一直保留有以高

扬审美价值来对抗理性专制的传统，这一传统在康

德一席勒的时代就已经明确提出，到法兰克福学派

更是蔚然成风。然而，巴尔塔萨显然并不满意上述现

代性批判对真与善、真与美关系的界定。事实上，他

根本不想在现代性科学真理观之上加上一点善的目

的以修补之，更不想把审美放在科学理性的对立面

以矫正之；他所做的是彻底地脱离现代性分析性思

维的藩篱，重新回到真、善、美三者浑然一体的古典

形而上学当中去，而他之所以能够以一位当代思想

家的身份做到这一点，则是因为他出色地借助了古

典基督教思想资源，尤其是自使徒保罗和约翰至诸

教父对基督信仰经验的阐释。在此过程中，他创造性

启示之荣耀。其中《美学》是最为人瞩目的，被视为巴

氏思想的代表作。因此，人们自然就对作者思想“三

部曲”的结构安排的用意非常感兴趣：《美学》为什么

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呢?巴尔塔萨回答说：

因为它(指《荣耀：神学羡学》)首先关注的

是学会观看上帝的启示，因为上帝只能在他的

威严(Lord】iness)和崇高(sublillli|y)——即以色

列人称为‘Kabod’、《新约》中称为‘对oia’的，可

以在所有人性和十字架事件的隐藏中被认出的

东西——中才能被人所知。这意味着上帝首先

不是以一位导师(‘真’)或一位有用的‘拯救者’

(‘善’)的身份到来，而是展现和显明自身，绝对

无私地把他的永恒的三一之爱的光芒闪现出

来，从而表明：真正的爱即是真正的美。o

巴尔塔萨把上帝自我启示的荣耀首先看作是一种神

圣之爱向人类的自我显明，因而就人自身的立场而

言，言说这种爱的起点必然是“观看”和“感知”，是直

接诉诸于感官的个体经验，也就是一种神学美学。他

以极肯定的口吻指出：

从美学开始也许看起来有些非同寻常、或

者过于武断，但是⋯⋯从终极意义上讲，这却是

唯一合适的态度。只有这种态度能够如其所是

地感知神圣者，不会首先就用他与宇宙(因其不

完美而要求神圣的完善)或与人(同样因其不完

美、并且陷入罪中而需要一位救主)之间的工具

性的关系遮蔽、模糊了他本身。

由此可见，巴尔塔萨之所以倚重于美学正是为了纠

正和避免现代性思维模式(工具理性、概念化的分析

性思维)给现代神学造成的、偏离了其信仰的经验性

①‘unlti“g Fa汕aIld culture：lI椰urs von Balthasar’，Modem A肛，s曲“g 2000，V01 42，issue 2，p176 ②Ha“8 u㈣“
Balthasar，慨％击?如mfm驴舯^(s atl Fr衄clsco：IgIla岫Press，1993)，p 80．③Ib乩p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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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的陋习。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巴氏关于美的概 一般译作“美”的古希腊词“x。k。”，“与我们的概念

念看上去是具有典型的“现代性”的，因为以“感知” 相比，在含义上要广泛一些，不仅触及到美的事物．
为美的首要条件正是美学在现代发轫之初诞生时就 线条、色彩和声音，而且也延伸副美的思想与习惯中

已规定下来的。众所周知，鲍姆加通1750年发表《美 ⋯⋯它包括了道德美，因此也就囊括了伦理学与美

学》一文，从此“Aesthetics”(直译为“感性学”)成为 学”@。这意味着在古希腊时代，美的观念是与伦理

美学之名，是为美学学科的开端。这一事件是现代知 的善的观念浑然～体的。而自苏格拉底始，“善”就不

识谱系在现代科学理性精神影响下确立起来的表现 仅仅是一个伦理学概念，而是指称超越性的摄高价

之一，是传统哲学发生“认识论转向”、并逐渐走向分 值实在，即“善本身”或“善的理式”，乃是神圣存在的

化的产物。鲍氏将美学视为追求科学之真的一种手 最本质属性。与“善”“一致”的“美”也不再是任何一

段，而在他之后，康德凭借他完备的、革命性的哲学 种具体的美，而是超越经验和理性层面的、彼岸世界

体系最终将美的领域与真和善区分开来。自此而后， 的、作为衡量一切现实美的尺度的形而上学之美，即

美与真和善的区别及其彼此间的关联已经成为常 “美的理式”。同时，由于理式世界最本质的规定性是

识，任何将真、善、美混为一谈的学说都变得不可能。 “真实”，即最高的真理，因而“美的理式”的概念又把

既然如此，巴尔塔萨如何还能借助于“感知”之美完 美与真紧紧联系起来。这样，古希腊人美的观念就包

成反驳现代性，重建真、善、美三位一体的形而上学 含着多个层面：感性层面(如美的形体)，理性层面

的重任呢?笔者认为，巴尔塔萨所说的“审美的感知” (如美的行为制度)，形而上学层面(美的理式)。三个

并不是相对于理性认识而言的、较低级的感性认识， 层次形成一种依次递进的纵深关系，所谓“分有说”

也不是介于理性认识与道德实践之间的、连接二者 即清晰地描绘出这种关系：从个体的、感性的美出

的桥梁，而是～种在基督信仰的语境中、通过对形象 发，人们最终可以达到最高的神性美。当然，三者在

的直观洞察至高的神圣真理的行为。启蒙主义以来 美的观念中的重要性不是可以等量齐观的，形而上

的现代美学传统强调美独立于真和善的特殊性所 学维度始终是古典时期美的观念的核心指向，同时，

在，而巴尔塔萨则视美为人类接近、领悟神圣之真、 柏拉图主义二元论的世界观模式也构成了神性美与

之善的必经之途，真、善、美三者浑然一体、不可分割 世俗美之间的紧张关系。

(关于这一特征我们在下一部分将有详述)。 古典希腊的这种广义的美的观念在早期基督教

作为一位具有极高的音乐修养、并曾专修德语 思想中得到了延续和进一步的发展。据考证，希伯莱

文学专业的神学家，巴尔塔萨对美学情有独钟，对美 文《圣经》中没有表达特定审美意义的概念。《圣经》

学史也极为熟谙，他对美的上述理解正是深深植根 “七十子译本”的译者们以“xnx仉’”一词翻译希伯莱

于源远流长的西方美学传统之中的，是他在立足传 原文中表示“成功的”(《创世记》)和“美德的”等词，

统的基础上反思现代美学所得出的结论，而正是这 从而把希腊人对美的广义理懈带入基督教美学。@

一结论成为他的整个神学美学思想的基石。巴尔塔 除此之外，普罗提洛的新柏拉图主义思想也是将古

萨认为，对于美学而言，现代性意味着“美在这里摆 希腊美学带人中世纪的一个纽带。与柏拉图二元论

脱了自古以来与两个形而上学姐妹(真与善)之间无 的世界观相比，普罗提洛以绝对、永恒、无限的太～

休止的相互纠缠，开始表现出一定意义上的独立性。 为最高存在的宇宙图景显然更接近基督教一神信仰

这种忘本，即是美面临的危险所在，也表示美开始走向 的世界观。他称太一为“至美至善者”是继承了柏拉

‘唯美化⋯①。这段话明确地表达出巴尔塔萨的美学史 图的形而上学层面上的美的观念；同时与“分有说”

观：所谓美学的现代独立其实就是真善美一体的古代 相比，他用“流溢说”解释宇宙的生成和状态就为形

形而上学的解体，而这种解体是一种“危险”。事实上， 而上学之美与感性美之间的沟通建立了一种更为可

只要稍为回顾一下西方美学观念的历史，我们就会立 靠的途径。此外，普罗提洛把柏拉图主义的“光”的概

即发现这的确是一个十分正确和深刻的结论。 念引入了形而上学之美。在柏拉图那里，“光”主要喻

我们知道，西方美的观念的历史源头应追溯至 指的是“真理”，普罗提洛则把”光”看作是太一至善

古希腊。据波兰美学家塔塔尔科维兹考证，我们今天 的表现，由于“光”具有可见性，“光”的“流溢”即为

——石死li瑶甭焉_百j焉，刁承俊译．神学美学导论fM】香港：三联书店，1998②塔塔尔科维茁《西方羞学概粤妻!：尊摆
维译．聿苑出版社．j990．)64一】65．塔塔尔科维兹在紧接着的第四章弟三节《朴充的论题》中提到了自毕达哥拉斯、柏婪粤唑查
的美的。形而上学意义，井把它延伸到中世纪．但所论极略，仅一酉半篇幅，与他的洋洋大著极巧相称。③参见塔塔午科维娃著

《中世纪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8一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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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善——光——美”成为新柏拉图主义的“神圣三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艺术美只有争取获得神性价

元”。这样，在“光”的概念中，形而上学意义上占老的

值的认可才能在美的世界占有一席之地。这一历史使
三重最高价值：真、善和美才完全溶合为一。 命是经过八到九世纪的“破坏偶像运动”。的反复论争 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足中世纪早期教父

才最终完成的。当时人们争论的焦点是：可否在宗教

神学的哲学基础，其美学思想誓H相朗驰篓}≥耄 笔名蓦纛酉：甘革声福早：年稀篓霉鲞囊羹々蕈妻警妻

蠢耄囊凸i哑’毛霎藓点，蘩飘j参莹鬈翳醋；望举季董 鏊薪摧鬟车=霎霍嚣霾臻誊}粤姜誊i薹争辩霪篓塞

攀=鼍曼葫驾奏置耋过悼薹。崧荔雨交粟誊塑弱雏嘉 型鬟缸鼋叁彤孝薯蓬二基馨；

～蠢

了中年

时期，于是就出现了遣妾、亡妾、楚姬等各种说法。其实

吴文英的情事发生在早年 的西湖十年，而抒写这一段

情事的词又多作于中年时期，主要是通过悼亡伤逝的

形式来展现的。

最早把吴文英情事扩大化的是陈洵，其《海绡词

说》评梦 窗词74首，被指认为情词的就有15首。陈洵提

出了“去妾”说，认为“去妾”是苏州人，与吴文英居住在

西园、闻 门，其人早逝，吴文英赋词悼之。⋯夏承焘《吴

梦窗系年 》则把梦窗情事演化为苏州遣妾与杭州亡妾，

“总之， 集中怀人诸作，其时夏秋，其地苏州者，殆皆忆

苏州遣妾 ；其时春，其地杭者，则悼杭州亡妾。”12“4”’

杨铁夫认 为：“梦窗词稿忆姬之作，占四分之一。”"M2’

在他所笺释的168首梦窗词中确认为情词的竞高达94

首。在如 此庞大的情词中，吴文英所忆之姬也被扩充为

三人：“ 梦窗一生艳迹，一去姬，一故妾，一楚伎。”⋯所

以举凡梦窗登高、赠友、言情、咏物，就连题画、游废园，

甚至冶游 ，都是“忆姬之作”。有些词标明是赠友人或有

怀某地的，也被硬性指认为忆姬之作，如《一剪梅·赠

友人》， “此亦忆姬之作，题标赠友，托词也。”《点绛唇·

有怀苏州 》，“此亦忆姬之作，姬归苏，怀地即怀人也”。
⋯m”n ”7，其中望文生义、穿凿附会之处，比比皆是。刘

永济《微睇室说词》共说吴文英词79首，涉及爱情的15

首。他认 为吴文英的情事大致为：“淳祜三年秋冬间，始

挈在苏州所纳妾移居杭州。甲辰春，妾下堂求去，君特

词集中多 怀念之作。但妾缘何事求去无考。在杭别有所

恋，似未 成娶，集中亦有词记其事，后人或疑其有二妾，

恐非。” ⋯“”否认二妾说，又提出一妾及一姬说，实际

卜还是二 妾说：“考梦窗生平最使之难忘者，乃寓吴时

曾纳一妾 。此妾于淳裙四年遣去，其因何被遣，则不可

文章编号 ：167l一6132f2003)10一0063一03

得知。遣妾之后，在杭复眷一妓。此妓似未成娶，不久即

殁，其因 何未及成娶，亦不可知。此词之作，在妓殁之

后。梦窗老年独客，追念往事，情不能已，故有此缠绵往

复之词， 正姜夔所谓‘少年情事老来悲’也⋯(Ⅲs，。”’。

刘少雄总括上述四家观点，认为：“梦窗苏杭事说则可

谓之言过其实。梦窗情词，深刻缠绵，确有人在，但学

者据以日 I申推衍，过分渲染，遂由少数作品而扩及于

多数词篇，动辄牵系本事，实已自陷迷障。此说由陈洵

发其端， 夏承焘继其绪，杨铁夫扩而充之，刘永济再加

修订m“ ”2I】”。之所以产生种种歧义，关键在于没有搞

清吴文英早年的交游，因而在分析吴文英词作时把他

早年的情事推延到了中年时期；因为这些情词又大多

作于中年时期，这就得出吴文英有几次恋情或两、三

个情人的 结论。还有一点是对言情词的体侧不甚明

了，把一些与情事没有多少干系的咏物词、酬赠词，也

都划进了 吴文英情词的范畴。一个简单的问题就这样

被复杂化 了。

我们认为考察吴文英的情词本事，首要的一点是

搞清情词的地点和时间。

吴文英占籍庆元(或庆元府鄞县，四明)，地理位置

在杭州东 南，而早年交游的地点又多在杭州以北的苕、

害地区， 或德清县，《惜红衣》序云：“余从姜石帚游苕、

雩间三十 五年矣，重来伤今感昔，聊以咏怀。”从吴文英

酬赠姜石 帚、毛荷塘诸人的一些词作，可以看出其交游

的地点也在京城，《三姝媚》“姜石帚馆水磨方氏，会饮

总宜堂， 即事寄毛荷塘”，水磨馆、总宜堂均在临安的葛

岭路，是 京城中的名胜所在。周密《武林旧事》卷五曾记

载过这个地方。o但吴文英早年在临安及其周边地域交

游的准确时间，因为《惜红衣》的写作年代无法确定而

不能详知 。既然这首词是吴文英晚年所作，那么吴文英

卒于什么时候，也可以作为确定这首词写作年代的～

个参照系 。能够考证吴文英晚年事迹的资料，一是吴文

收稿日期 ：2003—06一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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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吸引力，失去了他必须付诸行动的自明 要的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形式——耶稣基督。巴尔塔

性⋯⋯在一个对美失去承认信心的世界，有关 萨特别强调了构成这一神学中心形式的两个互为表

真的证明也丧失了说服力，这就是说，演绎推理 里、缺一不可的因素：外在的可见形象以及从形象中

虽然像转轮印刷机或每秒钟都能准确无误地给 透出的神圣之光。我们知道，按照圣经记载，耶稣基

出一定答案的计算机一样，按部就班地不断运 督是上帝的独子，“与父同质”，拥有完全的神性，却

转，但是推理本身已经被机械化了，对任何人都 为了替世人赎罪而受父的派遣降世为人，最后在I‘

不能再构成约表。o 字架上受难而死，三日后复活升天。这一形象的种种

正因如此，巴尔塔萨才会聚焦美学，力图在基督教神 令人难以置信之处曾在早期教会中引发激烈的争

学中重建美的神圣超越维度，以消解西方文化的现 论，直至公元四世纪《尼西亚信经》的颁布才最终确

代性危机，这正是他的神学美学的使命之一。 立起基督教会正统的基督论，认定耶稣基督乃是同

三、神学美学：真善美在爱中合一 时拥有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与圣父圣灵同体

巴尔塔萨重建神圣之美的工作是通过对基督信 的唯一真神。由于对基督形象的理解是基督教信仰

仰的源始经验——人与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相遇 的关键所在，该信经对历代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影响

——的重新阐释来完成的。众所周知，作为一种宗 之巨无与伦比，巴尔塔萨的神学美学也是建立在这

教，基督教的独特之处或奥秘所在在于道成肉身教 一教义之上的：所谓“可感性”即是指耶稣基督的完

义，即：无限、无形的、神圣的E帝竟然成了一个活生 全的人性，其主要内涵指他的肉身性。鉴于此，他把

生的人——拿撤勒人耶稣。这一教义对巴尔塔萨神 圣经中《约翰一书》开头经文。作为他的神学美学最

学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有上帝成人，具有了人 重要的圣经依据，认为这些经文所记述的使徒们与

的可见形象，人才可能在真正现实的意义上直接“感 耶稣基督的亲身相遇才是基督信仰最可靠的源始动

知”到他；我们已经指出，巴尔塔萨视“感知”为美的 力所在。与此同时，巴尔塔萨又反复强调：虽然同样

首要条件，因此，关注人对上帝的感知经验的神学本 具有可见性的前提，耶稣基督却是一个区别于所有

身必然是美学的，而被感知的神学对象同时也是美 其他审美形式的、具有原型意义的形式，因为在他的

学的对象，巴尔塔萨称之为“形式”： 可见形象中闪耀着神性的光辉：

如果没有形式，一个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被 美的形式或形象之所以美，乃是因为‘从其

深深迷住、被改变。而被改变正是基督教真正的源 内在放射出巨大的光辉’，这光辉使形象成为美

泉所在。使徒们就是被他们所见、所听、所触摸到 的形象。o

的——被每一种表现为可见的形式所改变。o 将“可见形式”与“光”作为美的两大要素显然是脱胎

更重要的是，巴尔塔萨认为这种感知并非一般性的 于托马斯·阿奎那的美的“三要素”说，即：完整性、

神学话题，而是神学的源泉和中心主题，因为在这种 恰当的比例和鲜明的色泽。o但是阿奎那显然是借

与神圣者相遇、感知神圣者的审美过程中所产生的 鉴了古希腊的感性美传统，从具体的一般的美的事

强烈的审美情感同时也就是信仰情感： 物那里综合出这三个特征，然后再把它们完美地附

只有具有形式的东西才能具有摄人。魄的 会于耶稣基督身上，以证明其在神圣领域的有效性；

魅力、使人进入狂喜出神的状态；只有透过形式， 而对于巴尔塔萨而言，“形式”与“光”构成的美只有

永恒之美那闪电般的光芒才能闪现出来。③ 首先从耶稣基督那里才能得到最充分、最令人信服

这样，巴尔塔萨就把基督教神学与美学牢牢连接于 的理解，因为只有从基督形式内部闪耀出来的光才

人神相遇的“感知”经验这一关切点上，并且由此出 会真正具有令人心醉神迷的魅力，除此之外，世间再

发展开了对真善美三位一体的神圣追求。 没有一个美的形式可队有如此摄人心魄的力量。在

在神学美学对神圣“感知”经验的描述中，最重 这罩，巴尔塔萨将托马斯仍然主要倾向于形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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