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期基督教与古希腊哲学的相遇

翟志宏

  早期教父时期所面临的文化处境和思想处境是其得以建构起来的历史起点。当然, 这并不意

味着基督宗教哲学是早期教父运用和借鉴希腊哲学思想与观念的一个必然的或基本的结果。其基

本的或必然的理论形态是神学思想或体系。哲学只是这场运动的一个副产品或可能的产物。但

是, 某种体系只要运用或借鉴哲学思想及其观念, 那么哲学的思考方式及其问题意识必然会以某

种方式进入到这一体系中, 从而会催生一种特有的哲学的或准哲学的东西。这种哲学的或准哲学

的东西只要以某种方式进入到历史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必将会形成一种相对连贯的思想体系

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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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哲学之间所具有的那种信仰与理性的张力关系, 使得它们的相遇往往呈现出对立与冲

突的态势。因而, 就宗教信仰体系本身或对某些神学家来说, 哲学问题及与其关系, 可能或多或

少具有一定的外在性, 一种 /道不同不相为谋0 的对立意识。这就是基督宗教产生时与希腊哲学

遭遇中所呈现出的状态。然而外在的对立并不是基督宗教与希腊哲学相遇中唯一呈现出来的东

西。就基督宗教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在其中发展和演变的思想处境来说, 它与希腊哲学之间呈现

出了较为复杂的关系, 除了公开的冲突之外, 后者在基督宗教的信仰体系和神学体系中还获得了

一定的建构意义, 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其探究的内在问题。也就是说, 在基督宗教神学体系的

早期建构中, 无论它是如何看待哲学的地位, 哲学问题或由它提出的问题, 则是这种建构必须回

应的。而这种回应既有对立与排斥, 也有融合与接纳。

一、基督宗教产生的历史处境

基督宗教的产生于公元 1 世纪地中海东岸的巴勒斯坦地区。该地区隶属于罗马帝国政治控

制、希腊文化在公共层面上占主导地位的地区, 但同时它又是以色列民族长期生存和生活、希伯

来宗教和文化传统在民间广为流行的区域。基督宗教与希腊哲学的遭遇并展开的对立、冲突与融

合,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上演的。

希伯来传统与希腊文化的交汇与互动构成了基督宗教产生的历史背景。这一背景既有积极的

方面, 也有导致冲突与挑战的的因素。就前者来说, 犹太教的信仰实践和罗马帝国的政治架构及

其流行的希腊文化催生了基督宗教的产生, 为其提供了赖以孕育和兴起的信仰资源和认知资源。

一方面, 基督宗教与犹太教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关系。犹太教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所形成上帝的观

念、关于上帝的超越性和普遍性观念、关于对神圣的救世主 (弥赛亚, M essiah) 的期待以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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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基础上形成的一神论信仰等等, 都为基督宗教的产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信仰基础。可以说, 如

果没有犹太教相关的宗教思想和信仰观念, 基督宗教关于上帝的信仰、特别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信

仰则是难以想象的。另一方面, 希腊、罗马文化及其政治架构构成了基督宗教在其中孕育产生的

思想文化背景。也就是说, 希腊文化在为犹太教提供思想资源的过程中, 也为基督宗教的形成开

辟了一定的历史基础。虽然在基督宗教刚刚兴起的时期, 希腊文化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 哲学呈

现出了折中主义的颓势, 出现了被蒂利希称之为以怀疑主义为终结的 /希腊哲学家要建立一个意
义世界的伟大企图0 的 /崩溃0。¹ 然而从大约公元前 4世纪开始的希腊化时期已将希腊文化与

希腊精神扩展到了帝国的各个角落, 特别是包括巴勒斯坦地区在内的东地中海世界, 已是一个在

社会政治 (公共) 层面上受希腊语言和希腊文化支配的世界 ) ) ) 希腊哲学和传统多神教崇拜长期

以来成为罗马公民流行的精神生活和信仰生活的基本核心。更为重要的是, 这种以希腊文化为基

础的精神生活和信仰生活是受到强大的帝国权力为后盾并为它所竭力维护。

受到罗马帝国权力支撑和维护的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 在广阔的帝国疆域内逐步形成了一种占主

导地位的原则, 蒂利希称之为 /普世主义0 的原则。º 在当时, 罗马帝国的版图覆盖了整个地中海区

域, 包括现在的南欧、北非和西亚广大的地区。在这个由众多民族和文化构成的疆域内, 罗马建立起

了一种整体的和普世的意识, /要求帝国的权力普及于整个世界0。虽然这种 /普世主义0 并一定象蒂

利希所说的那样导致 /民族与文化崩溃0 这样严重的后果, 但它确实产生了某种 /与个别的民族历史

相对立0 的 /世界历史意识0。» 这种 /意识0 不仅强化了罗马帝国的政治控制和文化控制, 同时也为

基督宗教超越民族信仰的传播提供了较为有利的环境, 塑造了普世性质) ) ) 如使徒保罗的外邦传教立

场及基督宗教在早期逐步形成的所谓的 /公教0 ( catholicity¼) 性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蒂利希宣

称罗马教会 /追随罗马帝国0 并接受了它的 /遗产0。½

伴随着大一统的普世主义在罗马帝国流行开来的是希腊化时期的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长

期以来对希腊罗马传统多神教信仰之神话和礼仪的批判性消解 (怀疑主义)、对超验实在的推崇

(柏拉图传统)、对逻各斯观念的解释 (斯多亚学派) 等等, 都给予早期基督宗教以非常重要的影

响, /成为许多基督教思想的直接来源0。¾

虽然犹太教传统和希腊罗马的文化政治理念, 构成了基督宗教众多信念孕育与诞生的较为有

利的思想文化环境。然而, 基督宗教作为一种信仰团体在这种环境中的传播与发展却并不是一帆

风顺的。相反它在一开始就遭遇到了非常严重的困难。这些困难既有政治上的, 也有宗教上的和

哲学上的特别是哲学上的困境, 具有更为长久的理论意义。

从源流上看, 古以色列民族在长期颠沛流离生活中所逐步形成起来的一神教信仰和神圣性的 /弥

赛亚0 观念构成了基督宗教产生的基本信仰基础。因此, 在新约时期, 耶稣基督的信仰身份就是在这

样的背景中被理解和被确认的。虽然以色列人的犹太教构成了基督宗教得以产生出来的的信仰母体,

而且早期基督徒的前身份是犹太教徒, 罗马当局也把最早的基督宗教团体视为犹太教的一个新支派。

然而, 基督宗教是一种不同于犹太教的新型信仰形式。这是它的创立者耶稣及其门徒在一开始就充分

意识到的。正是这种意识及其所表达出的言行, 先后引起了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等犹太主要派别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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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与嫉恨, ¹ 使得基督宗教在传统犹太教徒那里多少成为不受欢迎的宗教信仰形式。

基督宗教在早期发展中所面临的困境不仅体现在早期基督徒对其独特信仰身份的宣告与强调以

及由此所引起的传统犹太教社团的排斥, 还在于在更为广泛的帝国政治、文化和宗教背景中所遭遇

到的敌视。后者对基督宗教发展的影响甚至更为重要。这种状况在公元 2世纪初前后、当基督宗教

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宗教派别时更为显著。早期基督宗教团体和教会因其自身的信仰对象、礼

拜仪式和群体生活而体现出了与传统的希腊罗马宗教和文化观念的不同 (例如因不向罗马神庙献祭

而被视为是对罗马政府的不敬, 因其相对 /封闭0 的团体生活而被怀疑具有反政府和不道德的倾

向) , 从而引起了罗马帝国当局和社会不同阶层的误解、迫害与压制。º 这些误解和敌视最为集中

地体现在以罗马皇帝为首的各级官员所实施的政治压制与迫害, 以及以希腊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哲学

文化批判与责难。哲学的责难典型地体现在塞尔修斯 ( Celsus, 约 2世纪中后期) 的看法上, 他把

基督宗教看做是狂热迷信和哲学片断的混合物, 对之进行了影响极为广泛的批判。»

这些迫害与敌视构成了基督宗教早期发展相当不利的外部环境。虽然犹太民族的传统信仰与

希腊化时期的哲学, 为基督宗教的建构提供了内在的信仰资源和赖以理解的思想资源。然而, 当

基督宗教以相对独立的信仰形式在犹太文化中确立并在罗马帝国疆域内传播的时候, 它却遭遇到

了 /一种双重的控告0, 政治上的控告把它视为是对帝国结构的破坏, 哲学上的控告则把它看做

是荒诞的 ) ) ) 既自相矛盾又没有意义。¼ 如何应对这些责难、控告与迫害而为自身存在的合理性

与合法性辩护, 就成为摆在早期教会与众多神学家面前亟待解决的难题。

二、护教运动中的哲学诉求

当基督宗教在公元 100年前后以相对独立的信仰形式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 它尚有许多重大的

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既包括了教会内部的信仰实践和教义的建构与解释, 也包

括了为应对罗马帝国政治迫害和希腊哲学批判而做出的辩护与回应。对这些问题首先做出反应的是

被称之为 /使徒后教父0 的一批神学家, 他们对教会内部的信仰实践、信徒的行为与道德生活、律

法主义、教会的正统性等有关基督徒正确信念和行为的问题, 进行了解释与说明。½ 与他们生存的

时代几乎同时、但比他们的活动更为长久、意义也更为重大的是那些被称之为 /护教士0 的神学

家。¾ 与 /使徒后教父0 相比, 护教士神学家更为关注政治与哲学上的敌对与歧视问题, 关注公

共话语层面上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虽然 /使徒后教父0 对有关问题解释与说明的神学性质和信仰

地位在历史上引起了颇多的争议, 而护教士则过多地关注于基督宗教与罗马政治及其思想文化的

关系, 但他们却是在使徒时代之后最早对信仰实践乃至神学问题做出思考与探究的, 在某种意义

上开创了基督宗教神学思想的先河, 从而在基督宗教神学思想史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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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教士神学家主要是在应对外部的误解、批判和敌视中开始神学思想历程的。 /辩护0 ( a2
polog y) 来自于希腊文 apolo gia, 意思是在有人控告你时, 对法庭上的审判做出答辩或回答, 是

一种为了或代表被告在法官面前所做的正式陈述。¹ 那么, 导致基督宗教早期神学家答辩的控告

主要是由什么人在哪些方面作出的呢? 控告主要来自于宗教人士 (如犹太教徒和罗马传统多神教

信仰者)、政治家 (如罗马皇帝) 和哲学家, 谴责基督宗教信仰的荒诞性、不合理性以及对帝国

社会安全和政治稳定的危险性。º 或许, 来自于政治和哲学的控告最为重要。因为政治的控告往

往伴随着或演变为暴力式的镇压, 而哲学控告不仅涉及到基督宗教信仰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认知

合理性问题, 而且会为 /政治当权者接收过来0, 产生 /非常危险0 的 /政治后果0。»

这些 /危险的政治后果0 对于基督宗教团体或基督徒个人的生存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为了消

除这种后果或使它不至于无休止地继续下去, 早期教会不仅采取各种政治手段来抗争被压制的命

运, 而且也运用众多书面的或其他说理的方式来为自身信仰的合理合法性辩护。从实际效果上

看, 说服罗马当权者相信基督宗教信仰是合理的且不会对帝国的社会政治安全构成威胁, 当是最

为有效的手段。这乃是大多护教者的辩护词所致力的目标, 在宣称其信仰合理合法并要求公正待

遇的过程中, 试图最终 /从异教皇帝那里为基督徒获得正式认可的公开从事其宗教信仰的权

利0。¼

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或者说, 护教者采取了什么样的方法手段来为其信仰的合理合法性

辩护? 从实际可能性上看, 这种辩护如果获得成功, 就必须在政治层面和公共层面上为罗马当局

所认可。在当时, 希腊文化特别是哲学所具有的主导地位, 使它在社会层面上已然成为衡量各种

思想体系与信仰体系是否具有合理性的主要标准。因此, 能否和如何借鉴并利用希腊哲学资源来

为基督宗教辩护, 就成为当时大多护教者思考的核心问题。从辩护的角度上看, 来自于哲学的是

所有控告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 且易于从中导引出一种可怕的政治灾难。鉴于此, 从哲学上消除

基督宗教的不合理性, 在护教士那里就具有了至关重要的意义。当然, 面对政治与哲学的敌视和

攻击持守什么样的的立场与态度, 必定会决定护教者的辩护方式。其实在早期也有一些神学家坚

持更为激进的立场, 相信基督宗教信仰自身的合理性, 采取了被称之为 /虔信主义0 的辩护方

式。例如塔堤安 ( T atian, 110- 172) 和德尔图良 ( T er tullian, 145- 220) 等神学家对希腊哲

学所表现出的强烈的不信任与拒斥, 认为基督宗教并不能够从希腊哲学中获得多少有益的帮

助。½

忽视哲学的责难并对之采取敌对的虔信主义立场是要冒着一定政治风险的 ) ) ) 极有可能激化

那些青睐希腊哲学的罗马当权者的愤怒情绪。实际情况是, 大多护教士承接哲学家的批判从哲学

上论证其信仰的合理性, /采取了理性辩护主义的态度0。¾ 也就是说, 他们把哲学作为 /神学的

主要对话伙伴0, ¿ 在与哲学的对话中展示或论证其思想的合理性意义。当然, 护教士所采取的

理性辩护主义方式并不纯粹是由哲学批判所激发出来的。从内在的意义上说, 这种辩护方式还取

决于罗马帝国晚期希腊哲学所呈现出的状况以及护教士对基督宗教基本性质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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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罗马帝国晚期的哲学在什么状况上会使护教士感受到了一种辩护的意义呢? 基督宗教

产生前后, 在罗马帝国流行的是以斯多亚学派、逍遥学派、新柏拉图主义、伊壁鸠鲁学派和新毕

达哥拉斯主义等希腊化哲学流派。与古典时期相比, 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具有了许多新的特征。在

蒂利希 ( Paul T illich, 1886- 1965) 看来, 与基督宗教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¹ 首先, 从古典时

期开始的对希腊多神论的哲学批判及其怀疑主义精神, 一直延续到了罗马帝国时期, 极大地 /削

弱了古代的神话与礼仪传统0。º 特别是在希腊化时期众多哲学流派中弥漫的怀疑主义, 对传统

的哲学学说充满着不信任, 认为 /单独纯粹理性是不能建立起一个人们能在其中生活的现实世界
的0, » 因而试图通过不同的途径建构生活的信念与确定性。为此, 这些流派虽然延续着哲学派

别的性质, 但却同时演变成了 /一个崇拜的群体0, 具有了 /半礼仪半哲学0 的特征。¼ 它们的

导师和创立者被称之为有 /灵感0 的人或 /救世主0, 为其追随者提供生活意义并把他们 /从烦

恼中解放出来0。½ 希腊化时期哲学流派所具有的怀疑主义批判精神及其所发展出来的新的特征
(如灵感观念和 /救世主0 称谓) , 在摧毁传统多神教信仰的同时, 也为基督宗教进入 /这个世

界0 提供了 /机会0。¾ 其次, 希腊化时期哲学派别的众多思想观念也为基督宗教的信仰教义提

供了赖以理解的精神资源。例如柏拉图哲学传统关于超越的观念、关于世界真正本质的 / 理念0
世界的看法、关于人的生存的内在目的是对精神世界的参与的看法、关于 /护佑0 的观念; 亚里

士多德学派关于神是纯形式并自身完满的观念、关于每一事物因爱的推动而趋向高级形式的看

法; 斯多亚 (斯多葛) 学派关于逻各斯的观念与学说等, 对于基督宗教的上帝论和三位一体论、

基督论与救赎论、基督徒的生活信念和人生理想诸方面, 都提供了在希腊文化的处境中得以认识

和理解的思想背景。¿ 此外, 在罗马帝国后期广为流行的折中主义倾向中为了所谓 /最好的生活

方式0 所采纳的护佑观、上帝观、道德自由和责任观念、灵魂不朽等希腊思想与观念, 都 /以某

种方式为基督教的传播做了准备0。À

虽然这些希腊哲学思想并不会为基督宗教的神学家们简单接纳, 直接地用在对教义和神学的

建构中, 但它们所包含的神的观念及其宗教性倾向与特征, 却使早期的护教士 (教父) 们感受到

了某种亲和性, 某种可以在神学思想中借鉴、运用的文化资源以及可以用一种使 /有教养的0 罗

马上层人士能够理解的方式向他们解释其信仰本质的意义。因此, 一些早期接受了希腊哲学教育

或对希腊哲学有着较为深入了解的教父, 如查士丁 ( Justin M artyr, 约 100- 165年)、克莱门特

( Clement of Alexandr ia, 约 160- 215年)、奥利金 ( Orig en, 约 185- 254年) 和阿萨纳戈拉斯

( Athenago ras, 约 2世纪中后期) 等, 在他们成人或转向基督宗教信仰之后, 并没有完全弃绝这

些所谓的 /异教哲学0, 而是把它们用在不同层面上为其信仰的合理性辩护。

在早期教父从希腊 (化) 哲学中读出浓郁的宗教性意义的同时, 他们也在基督宗教中看到了

某种哲学的韵味。当然, 作为基督徒, 早期教父完全知道基督宗教是一种信仰, 而不是哲学。但

是, 在与当时罗马帝国各种思想文化体系的交流、对话过程中, 他们从自身的信仰体系中看到了

一种哲学的可能性, 或者起码希望它能够具有一种哲学的意义。例如, 查士丁在皈依基督宗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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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立即宣称基督宗教是唯一可靠、有益的哲学, 并因此而 /成为一个哲学家0; ¹ 克莱门特则把

基督徒的生活视为是一个 /根据理性行动的系统0; º 奥利金把希腊哲学的结构嵌入到了基督宗

教的基本框架中来展示后者的哲学意义的。» 正是这种或希望具有的这种哲学可能性使得众多教

父力图在基督宗教与希腊哲学之间建立起某种内在的关联, 来为自身信仰的合理性辩护。

因此, 早期教父通过希腊哲学的宗教化和基督宗教的哲学化, 消除了两者之间的隔阂与对

立, 打通了它们之间的内在相关性。如果教父们在基督宗教和希腊哲学之间看到了共同性的话,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说明这两种思想体系间的共同的东西了。早期教父主要是从它们的起

源上说明共同性, 认为希腊哲学和基督宗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神圣的启

迪, 从而表现出 /对神的事业0 的共同追求。因此, 其心灵受到圣道之光启迪和照耀的希腊人,

他们的哲学作为上帝的礼物, 是 / 神预备希腊人接受基督的方法0, 从而成为基督宗教的预演,

预示了后者的到来。而作为圣道肉身化的耶稣基督真传的基督教义, 则能够更真实、更全面地认

识 /圣道0 (神圣真理) , 最终实现了对包括希腊哲学在内的所有哲学的超越和取代。¼

从总体上看, 认为希腊哲学和基督宗教之间存在着一致性的教父, 无论是从思想体系的性质

还是从对神圣真理的把握上, 都把前者看做是从属于后者的。虽然这明显地体现了宗教至上的信

仰立场与倾向, 并不能够获得希腊哲学家们的认同与共鸣; 但这种看问题的方式却能够使他们在

众多的思想体系中, 选取希腊哲学作为其值得信赖的辩护资源。也就是说, /正当 2世纪基督教

护教家放眼扫视罗马帝国, 寻找思想模式, 以帮助他们与类似罗马皇帝奥勒留等有思想、会思考

的异教徒沟通之际0, ½ 他们虽然看到罗马帝国到处充斥着五花八门的神秘宗教、仪式、神话和

巫术类哲学, 但却最终决定采用希腊哲学 ) ) ) 例如柏拉图主义或斯多亚主义 ) ) ) 来 /作为辩护基
督教的基础0, 以便于在向 /受过教育并有思考力的罗马人0 说明或解释其信仰观念时, 运用的

起码是那些在对方看来是合理的且有说服力的方式。¾

采取与希腊哲学联手的方式进行辩护, 无论其效果如何, 起码表明了一种态度, 一种愿意或

能够在 /有教养0 的罗马人崇尚的理性框架内讨论信仰问题的态度。这种方式及其态度在当时是

非常重要的, 它试图显明这样一种信息, 即基督宗教的信仰不是非理性的和荒诞的, 在逻辑上也

不是自相矛盾的。因此, 当护教家们以这种方式向罗马皇帝及各级官员写信解释其信念与行为

时, 他们希望后者能够依据合情合理的判断来公正地对待其信仰, /使他们即使不信基督, 也会

正视基督教0。¿ 或许, 以合乎理性的方式获得一种公正的待遇, 是护教家们采纳希腊哲学的一

个最为重要的外部原因。

三、基督宗教哲学之建构

一旦确定哲学作为基督宗教信仰合理性辩护的基本原则之一, 希腊哲学的众多观念与方法就

会以不同方式进入到基督宗教之中。其结果是既提升了早期教父的辩护水平, 同时也在较高的理

论层面上促进了基督宗教神学思想体系的建立。正是在以这种方式建立神学体系的过程中, 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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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哲学得以孕育诞生。

由于在公元 100年前后, 基督宗教的信仰体系尚处在建构的过程中。虽然在公元 1世纪中期

的耶稣和使徒时代, 基督宗教信仰的基本原则和核心观念已得到确立, 犹太教长期的发展也为其

提供了宗教基础。但就作为一个包含了众多因素在内的完整的宗教体系来说, 它却是初步的和简

单的, 在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的解释与完善。尤其是在新的环境中, 不论是面对信仰者或是非信

仰者, 那些被称之为基督宗教 /第一序列0 ( first- order ) 语言的 /神的话语与言说0 (信仰语

言) , 尚需要作为 /第二序列0 ( second- or der) 语言的神学语言对之作出说明和阐释。¹ 正如一

些学者所指出的, 正是在使徒时代之后由于对为什么信仰和如何信仰之类众多理论问题和现实问

题的思考与阐释, 才开始了基督宗教神学体系的建构。º

在神学体系的建构过程中, 它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及其能够使用的思想资源, 在相当大的程

度上决定了它的建构方式。就本文涉及到的问题来说, 希腊哲学对这种建构方式起到了非常重要

的指向作用。虽然基督宗教产生时期所使用的公共语言是希腊语 ( 5新约圣经6 即是以这种语言

写成的) , 包含在这种语言中的希腊文化及其哲学思想与观念, 必定会以某种方式影响到对基督

宗教信仰的言说和理解。然而那是一种广泛的、不具有明确的哲学自觉意识的语言文化运用方

式。以自觉的方式把希腊哲学作为一种思想资源来使用, 开始于公元 2世纪初前后早期教父在对

基督宗教神学体系的建构之时。在他们建构神学体系的过程中, 一方面是对教义信条明确解释的

需要, 另一方面因其要对哲学批判所引起的合理性问题的回应, 以及对基督宗教的哲学性和希腊

化哲学的宗教性的理解, 从而对希腊哲学采取了相当包容的立场与态度。希腊哲学正是在这样的

背景中进入到了基督宗教的神学之中。

实际上, 明确地把希腊哲学运用在对神学思想的解释与建构中, 早在公元 1世纪上半叶就已

在其他宗教体系中出现了, 主要是由犹太教哲学家菲洛 ( Phio, 25BC- 40AD) 针对一些犹太教

的基本教义所做出的。然而, 他对希腊哲学的开创性运用, 例如运用柏拉图主义和斯多亚学派的

思想以及逻各斯观念对旧约圣经和上帝创世诸多问题所进行的理性化解释, 则对早期基督宗教神

学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示范作用。» 可以说, 当早期神学家在阐释基督宗教基本教义并建构其神

学思想时, 希腊哲学无论是在可能性上还是在现实性上, 对于他们的大多数来说不仅不再构成障

碍, 反而成为他们非常乐意采纳的思想资源和方法手段。

基督宗教的早期教父在阐释教义及建构神学思想时对希腊哲学的借鉴和运用, 体现在了众多

的方面。例如, 在对上帝及其本质的认识方面, 查士丁诉诸于希腊哲学家 (巴门尼德) 对存在特

征的理解, 把上帝视之为永恒、没有开始、超越激情、不变、不可见等; ¼ 奥利金运用 /柏拉图
关于上帝是无形的、不动的、超时空的、超越世界的观念0 对 5圣经6 中的上帝做了隐喻式的与

精神性的解释; ½ 阿萨纳戈拉斯 ( A thenagoras, 约 2 世纪下半叶) 运用希腊哲学家关于神的唯

一性观念作为阐释和辩护基督宗教上帝之唯一性的合法根据, 并从中来理解上帝非受造、永恒、

不可见、不动感情、不可知与无限的本质。¾ 即使对希腊哲学极为反感的德尔图良, 也会在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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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不变和没有感情0 之类的神性基本观念上, 形成与希腊哲学极为相似的看法。¹ 这种情

况使得一些研究基督宗教神学思想史的学者感叹道, 像德尔图良和克莱门特这些在上帝本质看法

上具有类似观念的早期教父, 其 /得自希腊文化与哲学神学的成分, 比希伯来和使徒关于神的教

导更多0。º

同样, 在三位一体和基督论等基本教义方面, 早期教父也适当地运用希腊哲学思想对之作了

阐释。在基督宗教神学的早期发展中, 有关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三位一体论和耶稣的身份问题,

可能是在教会内部争论最多同时也是引起外部批判最为激烈的问题之一。为了平息这些争论与批

评, 一些教父尝试用希腊哲学的思想观念对之做出解释和说明。例如奥利金从纯粹精神的意义上

界定上帝的本质, 把三位一体视为是上帝的本体、存在和善的统一体, 并在运用柏拉图的 /分有

说0 解释人与上帝的关系中 ) ) ) 从圣父那里获得存在、从圣道那里获得理性本性、从圣灵那里获

得圣洁 ) ) ) 认知三位一体的意义; » 查士丁等人则借用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亚学派的内在的与

超越的逻各斯 ( logo s) 观念解释圣父与圣子的关系, 认为圣父是永恒的精神, 在他之中有逻各

斯, 逻各斯是上帝自我显示的原则, 在本质上与上帝统一; 这种永恒的精神 (逻各斯) 从圣父出

发来到世上, 把他显示给自己与世界, 使逻各斯真正地成为人 (耶稣) , 那是绝对和独一无二的

上帝的道成肉身; ¼ 克莱门特也以类似方式解释了逻各斯的神学意义。½

在公元二、三世纪的大多教父思想中, 希腊哲学拥有着相当积极的建构意义。它一方面为基

督宗教基本教义的解释及相关神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帮助, 另一方面也在应对外部批判中使之获

得了合理性基础。或许更为重要的是, 正是由于这些神学家的努力, 基督宗教在早期发展中拥有

了一个 /正式合理的思想平台0 并借助于这一平台而被推到公共的大众舞台之中, 使之避免了退

化成为一个神秘或民间宗教的可能。¾ 虽然在这种借鉴、运用希腊哲学的过程中, 早期教父更多

的是依据信仰的要求对希腊哲学的观念做出了宗教性的解释和改造, 既不是彻底转向哲学以 /寻
求它的信仰根基0, 也没有 /尝试把基督教的信仰与行为转变为某种哲学体系0; ¿ 然而在这种解

释和改造中, 希腊哲学确实以某种方式进入到了基督宗教之中。这种进入除了神学的和辩护的意

义之外, 还有一种哲学的意义 ) ) ) 它一方面确定或显明了基督宗教的哲学性或哲学可能性之所

在, 另一方面则激发或提升了对宗教之中的哲学问题的关注和兴趣。这可能就是我们后来称之为

/基督宗教哲学0 的东西所得以形成的主要契机。

即使在当时及随后的历史发展中, 也有一些神学家或对希腊哲学在基督宗教中的大规模运用

提出了公开的批判与抵制, 如德尔图良和塔堤安; 或对之做出了全面的清理, 如希波利特

( H ippo lytus, 170- 236) , 教会也在对希腊哲学运用中可能导致的异端思想进行了矫正与限定。

但是在哲学与神学的早期结合中所形成起来的基督宗教哲学之趋向, 则在随后的历史中构成了一

个源源不断的思想潮流, 产生了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柏拉图主义式的基督宗教哲学和以阿奎那为

代表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基督宗教哲学。

(责任编辑: 袁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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