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思想文化的传承与开拓>>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思想文化的传承与开拓>>

13位ISBN编号：9787806594254

10位ISBN编号：7806594256

出版时间：2002-11

出版时间：巴蜀书社

作者：/国别：中国大陆

页数：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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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文化的传承与开拓>>

内容概要

　　何世明博士在家庭和中小学教育的背景上，具有基督教信仰的基础，而在中山大学求学时代则接
受了儒学思想的教导。
因此他数十年来对基督教思想和中国文化的研究，提出了“国学华神学”和“神学化的国学”的主张
。
本书即使何世明博士的讲座汇编，适合宗教学者和文学工作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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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国学化的神学与神学化的国学：有关“国学化的神学与神学化的国学”这个创建的理念，
在1979年11月《景风》所载五十年六十年代一些本色神学工作）一文已有提及。
但是分析和支持这一个论点，在1981年《基督教儒学四讲》则有较鲜明的提述。
所谓“国学化的神学与神学化的国学”，简言之，就是着意找寻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中，有些什么可
以拿来阐释基督　　教信仰的；而基督教的信仰中，又有什么可以补中国传统文化之不足的，由此创
造出一条可行途径。
因此有说：　　我们此番研讨，最主要的目的，乃在于挖掘中国固有文化思想最原始的根源，以寻找
与基督教信仰之间所有相同，相近与相异之处。
只就我们简略的研讨而官，我们深觉中国固有文化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确有很多相同相近之处，可
是其相异之点，亦复不少。
诚能两者相互融会，则其在中国之文化思想言，固可以获致基督所赐的新生命、新活力，而对基督教
信仰的阐释言，则在基督教的神学园地中，亦可拓展新途径，从而可以结出新果子。
这便是我们在序言和绪论中所提到建立神学化的国学，与国学化的神学的理想。
　　　　首先是，信仰仍以某种特定的经验为起点，并借确认因果联系的经验理性而确立；　　其次
是，信仰会随经验知识的变化而变化。
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中，道教就经历过一个由外丹道向内丹道的发展过程，在内丹道之
全真教派中，道教的信仰就由具实在意义的神仙追求转向更重内在心性修养并含道德价值的精神追求
。
佛教则经历了由空宗向有宗，由唯识学向如来藏学的变化过程，在如来藏学中，佛教的信仰也由对彼
岸世界的诉求转向更重个体心境清净的一种空灵追求。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确认，信仰具历史性，受历史条件与历史发展状况的制约。
也正因为信仰具历史性，我们才可以对信仰作客观的历史的考察与分析，与对信仰作新的选择。
　　这样一来，我们如何理解信仰的的绝对性呢？
　　在我看来，信仰的绝对意义，它的超越性，应该是对每个信仰主体、对主体的情感体验与心灵境
界而言的，是指的信仰主体一旦认同某种信念后之义无反顾与不受限定性。
信仰的绝对性，不应该从存在论上讲，不应该被理解为有一存在体具永远、无限支配经验世界与社会
历史的位格且不受限定者。
这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毕竟与以往不同了。
关于这一点，马克斯·韦伯有如下描述：“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
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
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
我们最伟大的艺术卿卿我我之气有余而巍峨壮美不足，这绝非偶然；同样并非偶然的是，今天，惟有
在最小的团体中，在个人之间，才有着一些同先知的圣灵（paeunna）相感通的东西在极微弱的搏动，
而在过去，这样的东西曾像燎原烈火一般，燃遍巨大的共同体，将他们凝聚在一起。
”①韦伯的这一说法不是没有道理。
然而实际上这个时代的人们不容易点燃起对具实存性意义的圣灵的信仰的巨大热情，不仅是在认知上
过于理性化和理智化使然，而且亦是人们在价值追求上的多元性取向使然。
这种价值追求的多元性取向再也不能同意把某一特殊、个别的价值理念升格到普遍与绝对的层面上强
加给整个社会，它宁可把公共性、普遍性问题交给经验知识去处理，而把各种个别、特殊的信仰留给
每个个别、特殊的心灵，并以此确保每个个人平等地获得自由。
由此，为“共同体”献身那种崇高感再也难以激发。
这对于社会来说是不幸的。
“自由”的追求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神学到底是什么？
它是上帝的自我说明（Se|bstausleeung），也就是说，作为上帝的自我描述（Selbstdal3tellunS）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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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吗？
抑或是人关于神的一种言说，亦即在一种历史和社会的情况下作为人行为的有关信仰的负责任的言说
呢？
到底哪一种才算基督教神学？
巴尔塔萨说：“神学首先并不是人的功绩，而是神圣天父的一种功绩，因为‘他’喜欢用人的语盲真
实地层示自己，并使人得以理解‘他，所展示的神圣的精神。
”而默茨则明确指出：“不是每种在内容上谈了非常多关于耶稣基督的神学就已经是⋯⋯．‘基督神
学’。
基督神学有权利要求对这种信仰作出解释。
因为在我们时代的条件和挑战下。
有必要根据信仰的希望来追问。
”这两段话已经很清楚地表明基督教神学“向上”和“向下”两种不同的思维路径。
这里，很有必要详细一点地探讨分析一下两位神学家不同的地方。
　　基督教神学首先就涉及到“救赎论”（Sotgi（dogie）的问题。
当然，巴氏和麦氏都共同认识到，人和世界的拯救不太可能从所有历史和社会的压力下推导出来，救
赎只能通过上帝而发生。
因此，两者都把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又复活这一事实，看成是历史中上帝积极拯救人类的表
现。
然而，这两位神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基督的出现。
巴氏从内在于上帝的历史“垂直地”来理解事情的发生，强调它是上帝展示的事件，即作为三位一体
的、绝对的上帝之爱的启示。
相反，麦氏是从真实历史“平面地”理解基督的出现，认定这是世界的末世论的接受，也就是上帝的
末世论的预言，从而使人类自由历史成为可能。
简言之，巴氏把基督对人类的救赎首先解释为内在于上帝的爱的历史，而麦氏则直接看成是人的自由
的历史。
　　再看两者在“基督论”（Onis~logie）问题上的区别。
巴氏把基督的出现看成是上帝扮演三位一体之爱的启示，他有意强调了基督的神性，强调基督作为上
帝之子，在毫无保留地把一切献给父时，就领受了父为他所指定的一切。
而默氏似乎更强调基督的人性，他和拉纳尔（Karl Rahnerl904—1984）一样，把基督论发展为已经被完
成的人类学，尤其强调上帝的肉身成人，“耶稣基督完全是人，作为来自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他人”
。
虽然巴氏和默氏都知道，人们　　不应该简单地把基督被钉在十字架和后来的复活分开，但在实际上
，前者强调的是耶稣的复活，而后者则强调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巴氏在基督现这个事件中，看到的是世界通过上帝用绝对的爱把人从罪过中挽救出来的完成，而默氏
在此更多地发现的，却恰恰是基督与人分享的那种非同一的、苦难的历史。
　　在末世审判问题上，虽然巴氏和默氏都认为这必须是整个神学的一个根本范畴，但巴氏尤其关心
最终事情的揭示，即关心上帝的三位一体之绝对爱的教义本身。
按照他的看法，上帝通过基督展示的这种爱，已经启示了上帝对人的罪过的胜利。
末世审判在这里表现为在基督身上实现的历史的完成，而十字架则是在上帝之爱中现出的对世界末日
审判的法庭。
与巴氏不同，当默氏专注于矛盾的经验和现实中的冲突时，他谈论的是还没有实现的完成，是上帝对
末世审判的保留：通过基督实施的拯救，则是一种参与，是要对末世审判的预先完成。
 　　巴氏和默氏由于在不同方向上展开世论，自然对历史就有不同的理解。
在巴氏看来，正是基督的露面才使永恒性在时间上被当下化，如此，历史才像旭日冉冉升起在被填充
了的永恒性　　——即在三位一体的自我奉献中完成的神性的丰盈——之地平线上。
事实上，巴氏用彻底三位一体说来解释历史，当他把历史放在上帝三位一体的内在性中时，历史就有
了三位一体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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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历史也是一部由三位一体的爱所筹划、导演和完成的“神学戏剧学”。
与巴氏相反，当默氏用他忧郁的眼光注视世上的压迫、暴力和苦难时，历史在他眼里就尤其是人类痛
苦的历史。
但是，历史既然按照上帝的末世预言走向拯救的未来，那么，人类苦难的历史也应该被看成是人类要
为此承担责任的充满希望的历史。
就是说，历史是一种在人类自由的实现中生成的历史。
　　由于对历史理解的不同，默氏和巴氏对上帝有不同的解释。
默氏强调说，上帝就是过去的和将来的上帝。
说他是过去的上帝，因为他并没有让无数无名的过去、沉默和忘却归于寂灭，而是让人类触动它们；
说他是一个将来的上帝，因为他已经许诺人一个新的得救的未来。
所以，对上帝的信仰就意味着对过去苦难的记忆和上帝的末世预言。
这里，我们也可以通过来自苦难深渊的控诉呼喊，在满怀渴望地追问上帝和回忆苦难历史（还有多长
？
）中来经验上帝。
相反，对于巴氏来说，上帝尤其是现在的上帝。
那位通过基督而显明自己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丰盈、绝对的爱的馈赠：是根据现在并且总已经在现
实的历史中被实现和完成的永恒的自我运动。
因此，这里真正的信仰不仅是在根据现在而被当下化的历史中对三位一体的上帝之爱的窥见，而且也
是恍如置身于这种三位一体的爱之游戏中。
①巴氏认为，信仰也是人顺从上帝以参与内在的神圣生活的行为。
　　因此，巴氏特别强调人自由两重性中上帝支配的那一面，而不大讲自由的自我支配
（Selbstverfuegung）的另一面。
巴氏警告我们说，罪的可能性在于人把自己的自由只是单方面地理解为自主，即把自由看成毫无谢恩
的绝对权力。
正因为人的生存、展开、完成和归宿都因着上帝，所以，人必定在无限的自由中才能实现他的自由。
，这个问题也涉及创造物对上帝的顺从，以实现上帝的意志因此参与上帝的共爱。
相反，默氏强调自由的自我支配和自我实现。
按照默氏人的历史是一部受难史的说法，这关系到人的现实的解放。
而且，人必须担当起基督的希望。
就是说，人通过自的实践使基督自由、正义和安宁的信使在社会和历史中再现出来。
由此，所有人就在上帝的面前成为自己历史的主体。
简言之，巴氏的眼光对着三位一体的上帝之爱。
从而展开一种神中心论的人类学，而默氏则致力于在社会——历史现实性的地平线中的一种有主体倾
向的人类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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