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明对话与佛耶相遇>>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文明对话与佛耶相遇>>

13位ISBN编号：9787509738320

10位ISBN编号：7509738326

出版时间：2012-11

出版时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王志成，赖品超

页数：305

字数：332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明对话与佛耶相遇>>

内容概要

　　《文明对话与佛耶相遇》分别探讨古代文明中的佛耶相遇、现代文明中的佛耶相遇、佛耶相遇与
宗教对话、佛耶比较与对话文明四个方面，不仅反映了相关学术前沿成果，也展示出一种深刻的宗教
学术视野以及开放的宗教对话胸怀，尝试站在全球化朝代的高度，鲜明地把佛耶之间的对话人微言轻
人类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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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西田推论得出的最重要结论就是，人类自我的创造性变得与世界的创造性如此相类似。
“在世界的矛盾的自我同一中，个体的自我形成就是世界的自我形成，反过来说，世界的自我形成也
是个体的自我形成。
”　　在唯心主义的观点看来，人类创造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活动本身依赖于物质，这是理所当然的
。
很明显，重点被突出了。
但是，西田认为没有任何东西其本性不是作为世界的自我表现形式的，因此就本质而言最容易被忽视
的是激励我们进行创造性的活动。
简而言之，由于形式与质料的相互作用，人类的创造性活动得以可能。
西田写道：“我们直面的客观事物不仅仅只是物质，也是表达自己的一些事物。
”在艺术的创造性活动中，我们并不是根据一个概念来构成一个事物，也不是一种消极的态度模仿他
物。
而是说，事物激励并促使我们而使得它成为我们的事物，相应的，我们也就成了这个事物。
　　构成一个事物并非是说，用质料制成形式，或由形式构成质料。
一个事物的构成只有当其质料与形式通过自我否定变得与彼此相似的时候才可以。
西田解释：“只有当木匠头脑中的房子的形式被否定掉而变成了物质，物质又否定了自身而变为了形
式，只有这样一个房子才可能搭建起来。
”这样看来，由于存在于理念与现实间的相似性最终成为辩证世界的自我同一时，在一个创造性的活
动中理念与现实才会变得彼此一致。
二萨克·麦克法格的上帝身体之形象　　根据萨克·麦克法格的想法，生态危机的真正原因在于，思
想与价值观内在于父权制体系之中。
所以，性别、阶层、种族和本质所有的这一切都必须共同加以理论化，如果社会想要超越家长制。
社会用以认识和联系现实的思想和语言模式就需要重新加以评判。
在基督教传统中，对上帝描述的仅是使用男性化的语言，尤其用父一子这样的三位一体的理论术语来
维系教会和社会中的特殊文化传统，由于倾向于字面性的理解，这就减少和限制了我们关于上帝的观
念，而创造了一个单独的男性偶像模式。
因此，麦克法格认为上帝语言是一种隐喻性的语言。
　　在《以隐喻法言说上帝》一书中，麦克法格讲道，“比喻是人类用以做出联系，寻求相似，联结
肉体与灵魂，赋予尘世的，暂时的和普通的经验以意义的一种语言手段”。
在麦克法格看来，比喻贯穿于以生活经验为根基的语言形式中。
它们有潜力使世俗的事物与神圣的事物融为一体；也在我们对上帝一人类一世界的关系的认知中发挥
作用。
举例来说，在基督教圣经中，上帝的语言是对上帝一人类一世界的关系的一种隐喻性的表达。
其目的并非提供不可更改的概念。
否则，上帝本身的内在性就会被忽略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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