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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道成肉身，肉身成道，人们对之已谈论很多，这是对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理解。
虽然对“道”或“肉身”并不很清晰，各自的认知并不完全一致，但对其所指仍是较为明确，不言而
喻的。
至于道如何“成”为肉身，肉身又怎样能“成”为道，人们对这一“成”的过程却似乎并无太多的谈
论，甚或对之并不太关注。
其实，正是这一“成”连接了道与肉身，即连接了无限与有限、彼岸与此岸、绝对与相对。
而“成”这一过程正是曲折的历史、丰富的情感、复杂的思想，绚丽的艺术，它富有动感、给人生命
。
“成”才把精神呈现出来，使信仰成为神学，并让这一思想的显现得以系统化、形象化、处境化。
“成”即为鲜活的历史、生动的诠释，它使“神圣”离我们并不十分遥远。
同样，“成”也并非一帆风顺的坦途，而乃坎坷崎岖的“冒险旅程”。
能“成”为道或肉身，个中乃有难言的艰辛和苦衷。

　　玛格丽特·迈尔斯的名着《道成肉身：基督教思想史》以其独特的视域、细腻的观察、优美的文
笔和匠心独到的图象音乐，把人们引入了道与肉身之间互“成”的过程。
而且，她更多关注“肉身”成道的深刻蕴涵和奇特经历，从而使基督教思想史不再是一种抽象、玄奥
、枯燥的叙述。
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后，基督教学者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基督教思想史着作，人们对其内容、体例
亦几乎烂熟。
不过，这些着作大多为男性学者所为，体现出其“豪放”、“强势”的风格。
而以女性作者的身份来叙说这一几乎为男人世界“专利”的基督教思想史，玛格丽特·迈尔斯的这部
着作可以说是凤毛麟角，颇为罕见，同时也给人一种耳目一新、不同凡响之感。
与以往同类着作的不同，在于她不再注重传统宏大叙述的那种张扬，而是洞幽独微，细心找出被众多
思想史家所忽略、却非常重要的内容，其叙说亦婉约、清新，让人感到隽永耐读，余味无穷。
因此，可以说玛格丽特·迈尔斯的这部着作乃众多基督教思想史着述中的一枝独秀，走出了女性思想
家叙说基督教思想史的一条新径。

　　虽然玛格丽特·迈尔斯心中有道，以道成肉身为其着述的立意和核心，然其落笔却更多重视肉身
成道的阐发，以人之视角来谈肉身成道、以及道之肉身化，自然而顺畅，且有更多的精神反省和思想
厚重。
道可道，非常道，而以肉身论道则会让人悟出其自我体验和内在洞察，看到人们固有的和缺失的，从
而寻觅、体会肉身与道之间的不同和关联，理解其“成”所具有的超越和突破。
而这正是基督教思想史的真实意义之所在。
“道”之超然性、自立性和神圣性乃是在其肉身化的过程中方能被人体悟、感受，并由此让肉身之隳
沉、受难和更新的意义呈现出来，使人在这种动态的过程中获得豁然开朗的快感和愉悦。
于是，道成肉身这一沉重的话题、抽象的观念在肉身成道的具体过程中一下子就变得形象、明朗起来
，并让人很容易窥见道法自然的真谛及其秘诀。

　　玛格丽特·迈尔斯这种肉身悟道、思能成道的明快及成功，正是在于其能以女性的敏锐而把握住
基督教思想史所叙说、展现的“生活与爱”。
思想史不只是观念史、教条史，不能让人陷入思辨的怪圈而难以自拔。
在她看来，这一思想史同样也是鲜明的“生活与爱”之表达，虽然语言能叙说、勾勒思想在生活中放
出的火花、在爱中达到的升华，却在这种生活与爱中仍显得平乏、单调。
为此，玛格丽特·迈尔斯要以展示更大时空的音乐、图景来表达思想内容，使思想真正进入生活、融
化在爱之中。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道成肉身>>

这种独辟蹊径既有胆识、更显智慧，她在此乃真正把握了爱生活、爱智慧的思想本真及精髓，使基督
教思想史的表述达到不曾有过的鲜活、灵秀。
或许，这也淋漓尽致地亮出了女性眼中基督教思想史的特色，让在卷轶浩繁的男性基督教思想史着作
中颇感审美疲劳的人们获得一种突然眼前一亮的新颖和新奇。

　　不过，玛格丽特·迈尔斯的这部着作虽有女性之柔，却丝毫不会让人感触到那种花前月下的惬意
和幻想。
基督教思想史“道成肉身”的这条主线贯穿其着作的始终，悟道成道之肉身乃“沉重的肉身”，其历
史的真实乃让人惨不忍睹！
她没有以“神圣史”、“救赎史”、“升华史”的习惯思路来叙述基督徒的“肉身成道”，而是指明
基督教会及其出类拔萃之辈在“成道”之途的跌倒、过失。
在其笔下，她竟然能以罕见的勇气来以柔克刚，以犀利的批判来正视基督教的功过是非，对其重要人
物加以毫不掩饰的点评。
其对人之肉身性的深刻体悟，让她敢于将基督教会习惯视为“神圣救赎”史中的“英雄”人物“还原
”为“罪人”、不留情面地显露出其“有限性”或历史现实处境中的人性“缺陷”，从而正面回应了
不少历史哲学家所感慨的历史上的“伟人”或“英雄”大多都有着过失、干过错事之见解。
历史并非绝对的黑白分明、善恶清楚，其是与非乃与人的“肉身”之限有着复杂关联和纠缠。
道出“非英雄式英雄”的过失、让人回到其本应有的谦卑，此即基督教史另类、却重要的启迪。
这种“人所固有的”，使肉身成道更具戏剧性、挑战性，亦进而衬托出其“神圣”、“超越”之终极
追求的难度及其意义。

　　基于女性的立场和视角，玛格丽特·迈尔斯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其着作成为女权主义的基督教思想
史之表述。
她批评了思想史上的“男性主流”，强调应将女性历史的研究作为基督教思想史的主流，呼吁人们发
掘女性作品、关注女性思想。
不过，她在此并未走向“重女轻男”的偏激，而是认为这种对性别主义思想的重视应有“男性”与“
女性”之间的双向呼应及互动，由此才能使其思想史的叙述真正平衡、公正。
但坦率而言，在基督教思想史的把握中要想真正达到男女持平并非易事，这种思想史中的女性关注要
想取得突破则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玛格丽特·迈尔斯在其基督教思想史的研究视域中还注意到了不同宗教的对抗、对话之比较。
在此，她并未站在偏袒基督教的立场来评价、议论其他宗教，而是有着对基督教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
评。
基督教信仰的肉身成道并非天然已成、完美无暇，而是经历了在历史现实中如何生存的纠结、有着利
益诉求的挣扎。
其“生活”并非总是体现出“爱”，反而乃频频卷入“血与火”的考验，其“洗礼”充满着与“他者
”冲突、争斗的因素，故也使其作为“爱的宗教”很难在人间真正实现其理想，完全做到“洒向人间
都是爱”。
基督教会内部的斗争，守旧与革新的较量，政教关系之间的博弈，以及与其他宗教的纷争，这些在玛
格丽特·迈尔斯的笔端都有着批判性审视。
此外，她在论述基督教思想中亦承认、证实了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关联或承袭，以及由此所受到的多
重影响。

　　《道成肉身：基督教思想史》并非作者闭门造车、埋头书斋的产物，而是她长达18年之久教学相
长、以文会友、集思广益的结晶。
在这种“与众乐乐”之中，玛格丽特·迈尔斯至少获得两种体验，一为她通过历史文献、古今作品而
对基督徒生命经验，精神历程的体验，这使她融入了基督徒的过往历史，其写作故而有着坚实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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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和资料基础；二为她在教学、交流中通过当代人的视域而具有的全新体悟和阐发，此即一种基于
历史但不局限于历史的创新体验，从而达到了古今视觉的交汇和融合，并由此使其思想史成为立体、
有机的构建。
正是在这种教与学之中，她在基督教思想史的立题、选材上都有许多不同于前人之处。
在忠实于历史轨迹、不脱离基督教思想发展线索的前提下，其史论增添了许多艺术色彩和美学亮点，
使人不仅在其文字阅读中感受到基督教思想的深邃、博大，而且在其精心挑选的图象、赏心悦耳的音
乐中对基督教信仰思想另有一种超越语言的感受和鉴赏。
所以说，她是在以自身的探究实践来记明她想要坚持的观点，即世界、思想并不只是存在于语言之中
，生活要远比语言丰富。

　　玛格丽特·迈尔斯文笔优美、情感丰富，她像绘画、作曲那样来写作基督教思想史，试图让人摆
脱以往阅读思想史时的单调、枯燥。
她想把思想史化为乐曲的流唱、图景的变换，故而能够引人步入美的历程，使思想史的研习有着更多
的审美情趣。
其努力从而可以使阅读者的心与思都能得到充分的调动。
这样，我们就可选取一种艺术鉴赏的心态来跟随她走进基督教思想史的宝库，既以一种观察者的身份
来审视、评价其叙说，亦可作为参与者来与之展开精神对话、思想交锋。
颇为可惜的是，其所写的思想史历程仅走到18世纪末就戛然打住，不过这一终曲实为新的开端，让人
不免有着意犹未尽的失落。

　　当然，对于我们中国的阅读者而言，对玛格丽特·迈尔斯的这种基督教思想史仍然应该持有批判
之批判的态度，必须了解其固有的基督教信仰之前提，有必要加以科学、客观的宗教学研究之解读。
我们在对之鉴赏时眼光需犀利，思考要睿智，有必要把握好古今对话、中外比较的尺度和分寸，从而
以这种批判性审视来达到借鉴、警醒之效。
基督教与中国的交往历史极为曲折、复杂，思想家如何反思、评说这一历史，基督教思想史在其中国
历程中的折射，也都是我们在阅读这部着作时应该具有的问题意识。

　　中央编译出版社让我找人翻译这部着作时，我曾对原着浮光掠影，匆匆翻阅，虽然没有细读和太
深的印象，却已感受到其新颖、独特，尤其领略到女性学者写作基督教思想史的不凡视角和独有笔触
。
为此，我想，也应该找一位中国女性学者来翻译此书，可能会有更好的呼应，更到位的互动，也更能
注意到其细微、精妙之处。
基于这种考虑，翻译此书的任务就交到了杨华明博士的手上。
在此之前，她已用女性的视角及文笔来研究基督教思想，并撰写、出版了相关论着。
而让她翻译这部女性学者的思想史着作，自然会得到更好的心领神会，在表达女性思想特有的微妙时
亦更能传神会意，写出点睛之笔。
为了译好此书，杨华明博士曾在美国伯克利专门找到玛格丽特·迈尔斯教授商讨、请教，故而实现了
其面晤与神交的并重。
从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译作来看，我认为杨华明博士已经较为圆满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正如玛格丽特·迈尔斯在其着作中所强调的那样，唯有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呼应与互动方能使思想史的
叙述达到平衡，李林博士也为这部译着付出了大量心血。
他与杨华明博士共同承担了此书的翻译工作，其隽永、古雅的翻译文风为这部译着增色不少。
同时，他的比较宗教学研究背景也增加了这部译着的开放性与超越性，显示出基督教思想史不仅是一
项“圈内人”从事的阐释性研究，更是“局外人”可以涉足的客观性研究。
因而，这部译着是这对博士伉俪共同努力、精诚合作的产物。
其译文流畅、精致，翻译颇为准确、到位，让人在不知不觉之间已经超越了语言之限而感到自然、轻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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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想特别推荐这一译着，邀请大家以一种学术性、批判性的审视来共享这一思想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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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玛格丽特·迈尔斯（Margaret R.
Miles），神学教授，美国当代基督教历史学家，伯克利联合神学研究院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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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　肉身成道　　　尽管语言不是表达思想的唯一途径，它仍是思想传达所借助的主要工具。
新观念需要新语言，而新语言的建构工程宏大。
基督徒们除了通过创造新语言来表达他们鲜活的新思想，他们也同样努力创建一种公共语言。
教会力图阐明基督教的信仰与价值观，并力图在取得更广共识的同时又能保持最紧要的委身。
　　以语言形式表达出来的基督教观念有三个层面：教义（doctrine）、神学（theology）与传统
（tradition）。
公元五世纪的教父勒宁的文森（Vincent ofLerins，450年）如此界定教义：“基督教会所相信、教导与
承认之物”。
界定教义所借助的主要工具是基督教会的信经。
神学是对教义展开的查考与阐释，是对教会所“相信、教导与承认”之物的进一步阐发与提炼。
人们竭力对那幽微莫测而难以言表的实在进行描述造就了神学。
神学具有社会与制度的维度。
其发展基于人们在社会经验中所获得（同时也使之成为可能并令其受到限制）的洞察力，过去如此，
现在亦然。
我们有必要了解神学家神学以外的工作。
在教会最初的近600年间，神学家同时身兼教会领袖之职，需要兼顾到牧养工作的方方面面。
在公元600年至1500年期间，神学工作主要靠修士及遵循修院戒律以获取宗教经验的人来完成。
而自1500年以降，神学工作的主要成员则主要是由大学与神学院的教授构成。
不同的社会与制度建构内在地影响着神学工作的进行。
　　基督教理念也同样在“传统”中得到表达，基督教的理念、信仰与实践之丰富宝藏代代传承。
传统既指这一过程，也指其中传达的内容。
 3　道成肉身基督徒长久以来都难以确定，在他们周遭的文化中，就其信仰和生活方式而言，什么是
能够或者应该汲取的，什么是与之不容、对立或是危险的。
这一点在基督徒早期遭受迫害之际尤为突出。
世俗哲学可以用来阐释基督教信仰吗？
基督徒是否应该穿着特殊服饰？
他们应该如何处理性的问题？
他们应该到竞技场观看人们褒贬不一的角斗士表演吗？
富人能不能成为基督徒？
在教会诞生之初，诸如此类的问题层出不穷。
　　通常只有受过教育、具有哲学头脑并毫无例外的都是男性的基督教会领导人才将关于这类问题的
讨论记录下来。
在文献记载中很难找到普通基督徒信众的痕迹，但这也并非绝对。
学者们现在正在探究关于未受教育的基督徒、持异端思想者、妇女、儿童以及奴隶的历史。
有时候，边缘的声音只能在关于公共态度与设想的注释中找到，而真正经历这些的人们却无力对此作
出记录。
譬如说，奴仆的经历只能在基督徒领袖对他们的告诫中寻到蛛丝马迹，而奴仆们自己的记录却并未能
保留，所以他们的立场如何，只能凭借我们的想象。
同样，我们可以了解男性教会领袖希望妇女如何着装、举止，却很难找到材料说明妇女们在这方面有
何种选择。
　　除宗教信条、实践与行为方式以外，基督徒还通过艺术形式交流经验。
20世纪的哲学家福柯（ Michel Foucault）将“强权”（strong power）界定为吸引（ attract）的权力，而
与之相对，“弱权”（weak power）则是强制（coerce）的权力。
只有很少的基督徒才会阅读神学论著，而所有基督徒都会参加教会团体活动。
图像与建筑都可以对基督徒的信仰、实践及其神学的、宗教的和社会的交流信息的含义作出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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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被运用于各个方面，可借之以使不同区域的圣餐仪式与宗教实践得以统一，亦可借之以宣泄宗教
情感、建立宗教团体、交流神学思想，并激发人们的感恩与赞美之情。
基督教运动中的艺术形式向我们表明这一“道成肉身”的宗教何以通过肉身与感官的世界得到彰显，
从而向基督徒揭示出崇拜一个道成肉身上帝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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