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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就整体而言，历世历代的核心都是超自然主义。
无论在思想还是在生活中，人们都不能从这个世界的事物中获得满足；他们总会设想，在大地之上还
有天堂，在可见之事背后还有更崇高、更神圣的秩序，由不可见的权能和福气组成。
这就意味着，上帝和世界虽然根本不同，但同时也最紧密地相连。

本书带领读者寻求人生与世界问题的答案。
如果把书中洞见与西方世界20世纪的发展相对照，更能显出其先知前瞻性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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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巴文克，现代杰出的加尔文主义学者，荷兰最著名的神学家，改革宗支柱性人物。

1854年生于牧师之家，1880年毕业于莱顿神学院，1902年接受邀请出任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教授。
一生著述颇多，涉及宗教与神学、哲学与应用伦理学，尤其是心理学和教育理论，已发表的作品约六
十多部。
代表作有《改革宗教义神学》、《我们合理的信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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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讲　启示哲学的概念⋯⋯⋯⋯⋯⋯001
在历代各民族和宗教中，包括基督教和宗教改革在内，超自然世界观的普世性。
18世纪因“启蒙运动”导致在这方面的改变。
世界和人类的自主，首先通过革命，然后通过进化的运用。
唯心一元论协调的努力。
结果不能令人满意的方面，以及超自然主义对一切宗教的不可或缺性。
启示的观念及其心理和历史的媒介。
启示的哲学深入其内容，并使之与人类的思想和生活整体关联。

第二讲　启示与哲学⋯⋯⋯⋯⋯⋯⋯⋯023
哲学的目前状态。
哲学需要的复兴，以及老趋势的再现。
三类哲学性的世界诠释；有神论（宗教、神学），自然主义（泛神论、唯物论），人本主义。
唯物论形式的自然主义之衰落。
泛神论－一元论观点以各种形式的兴起和发展。
动力一元论。
心理一元论。
认识论或逻辑一元论。
对一元论的批判，以及进化的万能公式。
从实用主义层面对一元论的反扑。
实用主义不仅是一种新方法，而且是针对现实和真理的一种特别观念。

第三讲　启示与哲学（续）⋯⋯⋯⋯⋯041
实用主义的优点。
其不足之处。
出于不充分的经验精神和对现实事实的忽略。
实用主义的唯名论特征。
作为一切知识出发点的自我意识。
唯心主义的真理和错谬。
统一现实和理念存有的自我意识的本质。
其内容。
奥古斯丁发现自我意识为一种新的形而上学的出发点。
自我意识是宗教和道德、科学和哲学的基础，因为它向人揭示出他自己的存有、世界的现实，以及上
帝的存在。

第四讲　启示与自然⋯⋯⋯⋯⋯⋯⋯⋯065
上帝、世界与人，是科学和哲学的三重对象。
“科学”一词的局限用法。
自然科学的独立和限制。
自然的概念。
物理科学以形而上学为前提。
它对形而上学概念的不断运用。
它对事物来源、本性、运动的无知，对自然律的偏颇看法，以及对世界终极原因的沉默。
没有上帝，世界无法解释。
泛神论对被造之物的神化，以及当前很多地方迷信的复苏，证明了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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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对自然科学的重要性。

第五讲　启示与历史⋯⋯⋯⋯⋯⋯⋯⋯087
历史更明白地揭示出启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现今对历史的概念。
进化在历史中的重要性。
历史事实太丰富，无法用一个公式概括。
当我们试图区分时代交替、发现历史规律时，遇到了同样的困难。
最大的困难是探究历史的意义和目的。
为此需要一个客观标准。
没有形而上学、没有对神圣智慧和权能的信念，就没有历史。
基督教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第六讲　启示与宗教⋯⋯⋯⋯⋯⋯⋯⋯109
宗教是世界建基于启示信念的主要基础。
宗教的存在本身是决定性的考量。
宗教的普世性和必要性。
宗教的起源。
不可能通过研究原始人和孩童，用历史和心理的方式来解释宗教的起源。
从动物的活动、土著的生活、孩童的生活中搜集数据，以此重构原始人，纯粹是想象的产物。
宗教性（religio insita）这个观念的复兴。
对宗教本质的探究导致同样的结论。
没有启示，就没有宗教。
对宗教分类的尝试，导致真假宗教古老区分的新形式。

第七讲　启示与基督教⋯⋯⋯⋯⋯⋯⋯129
人类的宗教－伦理发展导致对启示的必须性和现实性之信念。
科学对人类的起源一无所知，但传统能揭示出一部分。
过去和现在对传统之重要性的评估。
其相对价值在原始文化的历史、希腊哲学的研究、巴比伦和亚述的考古发现中被揭示出来。
巴斯蒂安的民俗观念（V.lkeridée）。
人类的统一性目前被相当普遍地接受。
统一性包括共同起源、共同习俗、共同传统。
传统的内容。
《旧约》与各民族的传统相连。
以色列宗教与各民族宗教的相似和不同之处。
在基督教中的成全。

第八讲　启示与宗教经验⋯⋯⋯⋯⋯⋯153
信仰大面积衰退的原因：基督教的分裂；对很多新宗教越来越多接纳；哲学中的不可知论倾向。
很多人坚持宗教主体的立场。
作为宗教人类学和经验科学的神学，不适合当作探索原则。
宗教心理学无论本身多重要，也不能判断宗教现象的存在权利和价值。
这在归信现象的研究中特别明显。
从逻辑上说，这种立场应导致绝对的冷漠主义，永不能满足实际生活的需要。
从主体上升到客体的努力。
经验心理学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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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进入形而上学。
基督教对这些问题的特别看法。
归信是基督教与上帝相交的独特方式。
这对神学方法的重要性。
即便有各种心理和历史的媒介，圣经对归信的概念仍然回溯到超自然的因素。

第九讲　启示与文化⋯⋯⋯⋯⋯⋯⋯⋯181
启示和文化的关系问题由来已久。
此问题随基督教进入世界而来。
初代基督徒的看法。
罗马天主教会和更正教会的概念。
当前左、右两派的立场。
托尔斯泰和尼采。
最近对耶稣位格的极端末世性看法。
要决定与基督教的关系，必须先清楚定义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和特别意义上的现代文化。
基督与文化的关系。
天国无可估量的价值。
伦理文化的目标和价值。
自治、他治和神治。
彼岸（Jenseitigkeit）作为人类历史的目的。
基督教与文化的关系，由基督教关于创造和复活的教义所决定。

第十讲　启示与将来⋯⋯⋯⋯⋯⋯⋯⋯201
在很多人看来，基督教是在将来发展中可以被忽略的一个因素。
动力世界观所反映的现代人的自我意识和自给自足。
通过人为筛选、在各级学校中的教育改革，以及整个社会重建来改良种族的努力。
这些努力所构建的乌托邦期待，似乎基于内在的发展，实际上却在于神化被造之物，并对世上的将来
和死后的将来给出最奇怪的概念。
进化教义的迷信特征。
詹姆斯的社会改良论。
当今文化的情况。
无论科学还是哲学，都不能给将来带来把握。
只有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才能做到此点，因为它相信上帝是万物的创造之主、复和之主和恢复之主。

尾注⋯⋯⋯⋯⋯⋯⋯⋯⋯⋯⋯⋯⋯⋯⋯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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