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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方思想经典即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
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
，消化不了。
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妄自尊大庚续清末以来
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竟之业意义重大。
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
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
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
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
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罗马史释义》思想恢奇、识见高超、文风剔透，坚守启示神学的立场，与保罗、奥古斯丁、路德
、基尔克果等基督教思想大智慧俎豆相承，辨析所至，极于毫芒。
巴特的文学素养很高，在《罗马书释义》中不仅对德语诗人荷尔德林、诺瓦利斯以及尼采的文句化用
神奇，连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梅烈日科夫斯基的作品也信手拈来，皆成佳构。
《罗马书释义》不仅思想深邃，且是美文，堪称德语文学史上的散文杰作，读德文原著在语言上是享
受，读汉语译本亦应是语言上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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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4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应而]废弃了。
　　《创世记》上记载，亚伯拉罕由于信仰接受了应许，即通过信仰的创造力成为弥赛亚王国的第一
继承者和候补者(创15：6)。
诚然，信仰也总是有它"律法的"一面，也是过程和状态。
但是，正是在它律法的、直观的、心灵和历史的这一方面，正是在它作为可以想象的过程、可以达到
的状态和可能的可能性时，信仰显然没有它独有的动能，不能成为任何肯定性的根据。
只要亚伯拉罕及其后裔之所以是亚伯拉罕及其后裔乃"属于律法"之故，信仰就"归于虚空"。
而信仰只要是通往地地道道的非直观境界的永恒步伐，即本身是非直观的，信仰就成为肯定性的根据
。
任何直观的过程和状态，任何时间意义上的道路，任何伴随信仰左右的、可描述的方法和实用措施，
都也是对信仰的否定。
只要信仰是人的"步伐"，是只有从上帝本身出发才可能迈出、才可能理解的人的"步伐"时，信仰就是信
仰。
只要信仰是未造之光的光，信仰就是富于创造性的；只要信仰是死中之生，信仰就是活生生的；只要
人是在无根据的上帝之中以信仰为根据，信仰就是积极的。
只有因此，信仰才"称义"，才使人得以领受神性的应许。
离开这一神性素质，离开这一永远位于"律法"以及人的直观启示印象的彼岸的神性素质，再深刻、再
热忱、再严肃的信仰也是非信仰。
——一旦信仰被否定了，通过信仰、唯独通过信仰才能接受的应许也就被废弃了。
因为，亚伯拉罕所得之应许也完全位于一切直观性、可描述性、可能性和真实性的彼岸。
对作为上帝杰作的、蒙上帝圣恩的世界，我们一无所知。
对我们来说，人统治这一世界的目标从历史角度是不可想象的。
带来这一统治的弥赛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是我们所认识的人。
创世之恩和拯救之恩一样，不是诸多现存事物中的某一种，而是非直观的关系：一切现存事物都处在
这种关系之中，对这种关系的认识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辩证的认识。
信仰和应许在其最为肯定的否定性(positive Negativitat)之中相互观照，然而应许与任何过程、状态(从
亚伯拉罕的"圣经立场"本身直到以色列希望历史的种种过程和状态)格格不入。
若非在信仰之中接受应许，就根本不能接受应许，应许就会作为一种神秘主义的、转世论的定理和所
有其他宗教定理一样悬浮在半空中。
倘若不通过信仰把握它，就不可能通过什么心醉神迷的状态把握它、不可能通过什么魔力或感官把握
它。
倘若我们成为继承者是因为律法，那么实际上我们就是被剥夺了继承权，就是被排除在继承应许之遗
产的候补者行列之外了，就不是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
　　15因为律法[若是无视信仰，不能给人带来应许，而]是惹动[上帝的]忿怒的，哪里没有[举足轻重
的]律法，哪里就没有[人的]过犯。
　　"律法是惹动忿怒的"。
是律法本身，即无信仰的律法，妨碍了人承受上帝国吗?一点不错，这正是我们的观点。
诚然，离开信仰的律法也具备它自身的积极性。
不妨认为律法也可以不作为见证、不作为引示而自我超越。
诚然，律法作为心灵和历史的过程和状态也有其内在分量和内在意义。
诚然，人的体验也一直在它自身的光芒之中闪烁。
但是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如果信仰的这种内在世界的品质(innerweltlicheQualitat)起举足轻重的作用，那
么这意味着什么?倘若我们无视暂时事物与其永恒本原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将暂时事物置于最具毁灭性
、确实不可救药的怀疑之光下了。
任何认定律法给人带来应许的举动，注定失败，因为它有悖事实：一切直观事物都与应许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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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的永远只是那些与应许不相吻合的东西，只是这个世界上心灵和历史中的上帝启示印象。
凡在这个世界上的，就是这个世界的俘虏，应而就恰恰不能给人带来"成为亚伯拉罕后裔"的应许，而
只能惹动上帝的忿怒。
它只能惹动上帝的忿怒，如果人们不是从它的见证价值方面理解它，而是误以为它具备现实价值。
因为，正是在它所谓的现实价值之中，正是由于它追求绝对性、妄想与上帝平起平坐，它沦为必定惹
动上帝忿怒的"不虔不义"(1：18)。
对任何宗教，只要它们是此岸的、历史的、暂时的、直观的现实，这条规则都适用；包括那些真正的
、正直的、深刻的宗教，包括亚伯拉罕以及众先知的宗教，包括《罗马书》的宗教，当然也包括阐释
《罗马书》的所有著作的宗教。
谁冒昧地以暂时的方式体验、思索、评说、论述、代表永恒的事物，谁就在谈律法。
而谈律法也就是谈过犯。
人们双手合十，感到上帝离自己咫尺之遥，谈论和撰写有关上帝的事，祷告，建造神殿，出于终极动
机而工作。
正是在这一切发生的地方，正是在有不同寻常的使命和音讯的地方，倘若赦免的奇迹没有出现，倘若
对主的敬畏未能保证神人之间的距离(1：22-23)，就免不了有罪孽(5：20)。
因为没有一种人的姿态就其本身而言，会比宗教姿态更可疑、更危险、更令人忧虑。
没有一种行为会比宗教行为更无情地对行为者作出判决。
敬神的现象世界，整个包罗万象的敬神现象世界，无论粗俗无比的上帝魔力论，还是精妙绝伦的唯灵
论(Spiritualismus)，无论至诚的开明态度还是极端的形而上学，都有在上帝面前狂妄自大的嫌疑，都有
在世人面前白日做梦的重大嫌疑，都是周身上下被一种极可疑的雾霭包围着。
在此，我们还必须认清一点：有意与现象世界针锋相对的一切同样也有上述嫌疑，同样也被上述雾霭
笼罩着。
无论赞同宗教而说"是!"还是反对宗教而说"不!"，建造神殿和拆除神殿，水准不俗的高论和水准不俗的
缄默，都是如此。
亚玛茨雅(Amazja)和阿摩司(Amos)、马滕森(Martensen)和基尔克果、一切对宗教姿态的抗议，无不如
此；上到尼采下至司空见惯的僧侣之敌，形形色色的无神论者、社会主义者和青年运动的反神学浪漫
主义，概莫能外。
如果宗教或反宗教的姿态不是明确地、有意识地超越自我，而是试图自我辩解(或自称信仰、仁爱、希
望，或表现出反基督教的酒神气概)的话，上述嫌疑会变得证据确凿，上述雾霭会凝成上帝忿怒的乌云
。
受到审判正是因为不愿自己被扬弃，正是因为试图自我(为自己的肯定的"是!"或否定的"不!")辩护。
无论在哪一边，相信内在性的人都应该三思。
"律法是惹动忿怒的"。
　　"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
"宗教姿态，真的和不完全真的、深刻的和谈不上深刻的、先知的和法利赛人的宗教姿态(包括与宗教
姿态形成反差的对立面)只有一种辩解的可能性：通过信仰辩解。
何为"通过信仰"?只要律法以及人世过程和状态的全部直观性对信仰来说不是举足轻重的，不是典型标
志；只要信仰谦恭地意识到它全部心灵和历史的现象形式的真实性，作为人正面或负面的态度同时意
识到它在上帝面前的纯粹负面性；只要信仰的本质处于那条将宗教的路德和宗教的伊拉斯谟(Erasmus)
、反宗教的欧韦贝克和反宗教的尼采区分开来的临界线上；只要信仰仅系一切人类内容与其永恒本原
之间的关系，仅系通往死中之生的入口，就是"通过信仰"。
只要信仰的这非直观的一面是举足轻重的，那么"过犯"——信仰直观的一面始终也意味着过犯——就
不是举足轻重的。
只要宗教或反宗教姿态的分量在于它们的自我超越，它们现象中的可疑方面便无足轻重起来，绝对的
怀疑便没有理由了。
只要信仰的产生是由于上帝"即便如此!"的压力，是由于对赦免的意识，是由于赦免万古长新的必然性
，是由于和人的某条道路、和某种方法、和某项实用措施毫不相干的敬畏与谦恭，只要既不在上帝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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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也不在人面前寻求为此辩解的理由，那么，牺牲、祈祷、布道、预言、神秘主义和法利赛主义，神
学、虔诚、恪守教规、天主教和新教、《罗马书》与其他著作以及它们所有实际上并非如此尖锐的反
差现象和抗议现象就可随心所欲，就可——只能在上帝严肃性和上帝幽默性的光芒照耀之下——获得
辩解的根据。
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些"只要⋯⋯就可⋯⋯"句子所言，这一关于给神性罩上人性的外衣、将永恒
藏在暂时性譬喻之中的许可证，并非可能的可能性，而是不可能的可能；没有"之前"和"之后"的"转瞬
间"并非我们这样的人可以占据的立足点，而是始终只有在上帝那里才能作出的决定。
我们不能理直气壮地断言：这一可能性的确存在。
我们只能战战兢兢地认为：这一可能性也许会产生。
离开了这种战战兢兢的信仰，律法便永远是巨大的障碍，使我们不能成为承受上帝国的候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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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
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
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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