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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基督教与犹太教的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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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最初是从犹太教中演变而来的, 但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 基督教却

在希腊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下日益与犹太教分道扬镳。基督教与犹太教的文化差

异主要体现在道德主义与律法主义、内在信仰与外在仪式的区别之上, 早期基督

教徒凭藉着一种唯灵主义的信仰和动机论道德观, 超越了囿限于直观的禁忌仪式

和侧重于规范外在行为效果的犹太教。从犹太教 末世论 到基督教 救赎说

的理论发展意味着基督教最终摆脱了犹太教的浅薄的现世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

藩篱, 成为一种关于灵魂得救 (彼岸主义) 的福音和普世主义的宗教。

作者赵林, 1954年生, 哲学博士, 武汉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基督教作为一种高级宗教, 是从犹太教中发展出来的, 它在圣教历史、律法和部分道

德观念等方面与犹太教一脉相承。但是基督教从本质上说是与犹太教截然不同的, 这首先

表现在基督教已经具有一套真正的神学理论或宗教形而上学 ( 这一点得益于希腊唯心主义

哲学 ) , 它克服了犹太教的此岸性和直观性, 成为一种关于灵魂和彼岸的福音。其次,

基督教接受了律法, 但不拘泥于外在的律法, 而是更侧重于内在的信仰。在道德观上, 基

督教提出了与犹太教的效果论道德观相反的动机论道德观。与犹太教相比, 基督教更侧重

个人的灵魂得救和精神自由。这些差别使得基督教虽然脱胎于犹太教, 后来却发展成为一

个敌视犹太教的宗教。

一、律法主义与道德主义

犹太民族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 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它几乎没有摆脱过外族人的统治

和奴役。犹太人的祖先希伯来人大约在公元前 14 世纪上半叶由沙漠进入巴勒斯坦, 与当

地的迦南人逐渐融合, 形成农耕的以色列部落。公元前 13 世纪未, 埃及法老梅尼普塔征

服了巴勒斯坦, 并刻下碑文炫耀战功: 以色列已化为废墟, 但它的种族并未灭绝。 这是

以色列第一次见于历史文献。公元前 12 世纪以后, 犹太人先后沦于非得士人、亚述人、

巴比伦人、波斯人、马其顿帝国、埃及托勒密王朝和叙利亚塞琉西王朝以及罗马帝国的统

治之下, 在数千年的漫长时期里一直处于失国状态。

经历了如此悲惨的历史磨难, 自然会产生出浓厚的不幸意识。在现实世界中得不到幸

福和安宁, 就只能到宗教中寻找安慰。在犹太教早期经典 摩西五经 或 律法书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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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 中的 创世记 、 出埃及记 、 民数记 、 申命记 , 约于公元前 444 年前编集)

中, 犹太人表述了这种基于不幸意识的宗教思想。上帝创世之初, 曾许诺犹太人的祖先亚

伯拉罕子孙繁荣昌盛, 上帝对亚伯兰 ( 亚伯拉罕之原名) 说: 你向天观看, 数算众星,

能数得过来么 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亚伯拉罕是个义人, 他虔信上帝, 他的子孙中也

有许多义人, 因此上帝拣选犹太人作自已的羔羊。然而亚伯拉罕也有许多不肖子孙, 他们

老是忤逆上帝的意愿, 对上帝不虔敬, 招致上帝发怒, 称其为 硬着颈项的百姓 。因此

上帝必先使犹太人遭一番磨难, 才会领他们去那 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 。上帝对亚伯

拉罕预言: 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 又服事那地的人, 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

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 从那里出来。 后来摩西应了上帝的预言, 引导犹太人逃

出埃及, 在西乃山与上帝立约, 定下十条诫命和许多律例。这些律法成为犹太人生活的基

本准则。

犹太人的不幸意识在 摩西五经 中充分表现出来, 他们不把失落家园的原因归于外

族的侵略, 而是归咎于自已祖先的不洁, 归结为天罚的结果。 旧约 中所记载的犹太人

的圣教历史是一部充满负罪感的苦难史, 祖先和族人对上帝的不诚始终象梦魇一般笼罩在

犹太人头上。这种负罪感是对苦难现实的一种心理安慰, 也是对德行的最大鼓励。摩西在

何烈山重申诚命时对犹太人说道: 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 你们要谨守遵行, 好叫你

们存活, 人数增多, 且进去得耶和华你的上帝在旷野引导你, 这四十年, 是要苦炼你, 试

验你, 要知道你心内如何, 肯守他的试命不肯。 因此悲凄切切的犹太民族就在苦难重重

的现实中安身立命, 一面一丝不苟地谨守摩西与上帝订立的律法和典仪, 一面殷殷地期待

弥赛亚 ( 救世主) 的降临。

犹太教的律法主要有三部, 分别记载于 摩西五经 的 出埃记 、 利未记 与 申

命记 中。其中, 出埃及记 的第 21 23 章是现存最古老的犹太法典, 它的前言和中心

思想就是第 20 章的 摩西十诫 。 申命记 12 26 章是一个比摩西律法较宽容的改革提

纲, 除重申一神崇拜和 出埃及记 中已有的律法外, 还提出一些新的律例典章。 利未

记 是祭司法典, 确定祭祀供奉、节日礼仪和某些经济生活方面的律例典章。据统计, 犹

太律法学者关于律法的口头传述共有 248 条命令和 365 条禁令, 这些命令和禁令都非常苟

刻, 且带有浓厚的原始禁忌色彩, 要想一丝不苟地谨守是不可能的 。但是所有律法的要

义都体现在 摩西十诫 中, 对于犹太人来说, 只要奉行 摩西十诫 并且遵从某些典仪

( 如行割礼、洁净等) 就可以称得上虔信了。 摩西十诫 包括: 1 崇拜唯一的上帝而不

可拜别的神; 2 不可制造和敬拜偶像; 3 不可妄称上帝的名; 4 须守安息日为圣日; 5

须孝敬父母; 6 不可杀人; 7 不可奸淫; 8 不可偷盗; 9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10 不

可贪恋别人的妻子和财物。 摩西十诫 成为犹太人不可违背的基本行为规范和犹太教的

律法基石。

犹太教的核心是律法和祭祀, 基督教的核心则是道德和信仰。基督教也尊重律法, 但

是认为仅有律法是不够的。耶稣始终教导信徒们超出律法, 不要拘泥于此。在耶稣看来,

人称义是因着信, 不在乎遵行律法。 在四大福音书中, 耶稣与法利赛人的一个重大冲

突就在于是否拘守律法。至于祭祀, 在基督教中完全被取消了, 而代之以信徒发自内心的

信仰。耶稣说: 我喜爱怜恤, 不喜爱祭祀。 从祭祀走向信仰, 从外在的仪式走向内心

的虔敬, 这标志着原始宗教向高级宗教的转化。汤因比在谈到原始宗教的区别时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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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宗教的精髓不是信仰, 而是行动; 信奉宗教的判断标准, 不是同意信条, 而是参加

祭祀行为。 而高级宗教则以信仰和启示为基础。就此而论, 基督教比直观的犹太教具有

更显著的灵化色彩和超越倾向。

基督教在礼仪方面与犹太教迥然而异。例如割礼制度, 本为犹太教祖传礼仪, 在犹太

教圣典 创世记 中记载了行割礼的由来, 上帝对亚伯拉罕说: 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

我与你们立约的根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 无论是家里生的, 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

人买的, 生下来八日, 都要受割礼。 这样, 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 作永远的约。

但不受割礼的男子, 必从民中剪除, 因他背了我的约。 到后来, 行割礼竟发展成犹太民

族作为上帝选民的一种确证, 以区别其他未行割礼的不洁民族。 犹太人竟以此礼骄人,

视外邦未受割礼为可鄙恶, 又显系流于偏狭之过。 这种偏狭的割礼制度和选民意识引起

了周围各族人的反感和憎恶, 塞琉西王朝和罗马帝国的统治者都曾明令制止这种习俗。公

元前 2 世纪中叶, 塞琉西王朝的安提阿古四世通令废止割礼, 并对那些行割礼的人处以死

刑, 没收家产。尽管如此, 割礼制在犹太人中仍然屡禁不绝。与犹太教相反, 基督教废除

了割礼制度, 认为洁与不洁的区别在别在于内心的虔信, 而不在于肉体上的标记, 外面

肉身的割礼, 也不是真的割礼。 真割礼也是心里的, 在乎灵不在乎仪文。 基督教之

所以能突破犹太教的狭隘的民族性而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 与它废除割礼制度有很大关

系。

在道德观方面, 基督教也有许多改进。在男女关系上, 犹太教虽然明令禁止淫乱, 但

从未提倡禁欲, 且鼓励 要繁殖和增多 。而在基督教中, 把禁欲当作一种崇高的德行。

马太福音 中耶稣告诉门徒, 为天国的缘故自阉 这种德行 不是都能领受的。唯独赐

给谁, 谁才能领受。 耶稣本人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典范。这种禁欲主义在后来的修道运动

中发展到极端, 导致了一种反人性的畸形生活姿态。在贫穷与富裕的问题上, 犹太教采取

一种劝人安于现状的态度, 贫穷固然为上帝所愉悦, 但富裕也不是邪恶, 而是对正义的奖

励。富人应该对穷人施予有分寸的援助, 但不必过分。基督教则把贫穷与富裕截然对立起

来, 贫穷是一种美德, 富裕却是罪恶的象征。 马可福音 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富有

的人来请教耶稣, 问如何莸得新生。耶稣说到了一些诫律, 这人说他都遵行了。当耶稣说

到要他变卖财产, 分给穷人时, 他却面有难色地走开了。耶稣就对他的门徒们说: 倚靠

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 是何等的难哪。骆驼穿过针眼, 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 基

督教的这种贫穷道德观与禁欲主义一起导致了中世纪修道制度和托钵僧团的出现, 同时也

造成了教会实践与教义之间的尖锐的矛盾。在时待仇敌的态度上, 犹太教要求教徒们爱兄

弟、朋友, 但是对敌人却采取不宽容的态度。犹太人长期处于外族人的压迫之下, 因此具

有强烈的复仇心理, 在 摩西十诫 中提到, 对敌人要采取 以命偿命, 以牙还牙, 以手

不手, 以脚还脚, 以烙不烙, 以伤还伤, 以打还打 的态度。 犹太人的上帝绝不饶恕犹

太人的敌人, 耶和华就曾向摩西许诺要剪除与犹太人为敌的埃及人、亚摩利人、赫人、比

利洗人、迦南人、耶布斯人。然而耶稣却在著名的 山上训众 中说道: 你们听见有话

说,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只是我告诉你们, 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 边左

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你们听见有话说, 当爱你的仇敌 。只是我告诉你们的仇敌。为

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犹太教的上帝对世人爱憎分明, 常常动怒要剪除恶人; 而基督教的

上帝则对一切人都充满了爱, 表现出极度的仁慈和宽容 ( 但是基督教后来的实践中,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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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慈和宽容精神却被充满宗教狂热的仇恨和迫害所取代) 。

犹太教的律法虽然也包含着道德的成份, 但它明显地带有强制性, 它是通过一种否定

的方式 ( 惩罚) 来规范人的行为的, 它注重的是人们的外在行为及其后果。而基督教的德

则更多地基于人的内心自觉, 它通过一种肯定的方式 ( 良心发现) 来协调人的行为, 更侧

重于人的内在的善良动机。犹太教的律法虽多, 但它们从未限制人的心念; 而基督教则深

入到人的内心, 在它看来, 仅仅在行为上遵循律法是不够的, 真正的善在于内心的虔信,

在于动机的纯正。基督教创立了一种动机论的道德观, 正如耶稣所说: 凡看见妇女就动

邪念的, 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 这当然是一种圣徒式的道德观, 在欲念蠢动的凡

夫俗子的世界中是难以实现的, 然而它却提出了一种崇高的道德境界。它把善从外在行为

归诸到内心动机, 使道德成为一种信仰, 具有了浓重的宗教色彩, 从而使人的内心道德生

活获得了一种超越外在现实规范的倾向。

这种动机论的道德观反映到宗教信仰上, 就是对上帝和基督的信。这信是属于内心

的, 外在的形式并不能取代它。在四大福音书中都强调了信的力量, 上帝的国并不出现在

这个世界上, 而是出现在信者的心中, 凡是信者就可以得到永生。律法和诫命固然要遵

行, 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信, 是对上帝的爱戴之心。在基督教中, 有两条诫

命是最大的, 即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 爱主你的上帝。其次就是说, 要爱人如

已。再没有比这两 条诫命更大的了。 这两条诫命分别构成基督教的最基本的教义和最

基本的道德。这是基督教的真义和精髓, 其他一切教义和教规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

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爱上帝, 是要人执著于宗教信仰, 轻视世俗的物质生活,

潜心于精神修养, 超越现世, 追求彼岸。律法的权威被取消了, 信仰成为宗教的内在依

据。爱人如已则是宣扬一种平等的理想, 传播世界大同的福音。早期基督教正是凭藉这两

点战胜了深陷于颓靡的物质泥沼中的罗马帝国, 战胜了沉溺于直观的形态中的希腊罗马多

神教和囿限于外在的律法主义藩篱中的犹太教, 为 精神 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二、末世论与救赎说

从弥赛亚运动的末世论到基督救赎说的发展是基督教最终摆脱犹太教, 成为一种独立

的世界性宗教的重大标志。在公元前 2 世纪犹太人处于塞琉西王朝统治下时, 预言著作盛

行, 汇集成 先知书 八卷, 即旧约中的 约书亚记 、 士师记 、 撒母耳记 、 列王

记 、 以赛亚书 、 耶利米书 、 以西结书 和 十二小先知书 。在这些著作中, 民间

的 先知 们一方面叙述了犹太民族统治下的历史, 另一方面又预言了犹太人未来的获

救。当时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 上帝将派一位 受膏者 来复兴犹太国 , 这复国救主被

称为弥赛亚。据说弥赛亚的降临将把公义带到人间, 使耶和华的选民获福, 并降罪于那些

压迫犹太人的外邦统治者。这种信念在公元之交的犹太人中流传很广, 犹太人普遍相信,

苦难的世纪已经到头, 上帝的国临近了, 弥赛亚不久将降临, 给犹太人带来 一千至福

年 。这种 末世论 的信念反映了犹太民族强烈的不幸意识和渴待解放的心理。当时在

中下层犹太人中, 屡次掀起了弥赛亚运动, 反对塞琉西王朝和罗马帝国的统治。基督教既

然脱胎于犹太教, 因此它产生伊始也接受了弥赛亚主义的末世论的影响。在犹太人的基督

教 ( 即彼得派) 中, 对人间天国或 一千至福年 的向往是非常强烈的。信徒们相信,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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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的国不久就要降临在这个悲惨的世界上, 使受苦受难的人脱离灾难, 在肉体和精神上都

获得解放。但是, 随着公元 1 世纪外邦人的基督教 ( 即保罗派) 的崛起, 弥赛亚主义的

末世论 逐渐被基督的 救赎说 取代。 一千至福年 的理想消失了, 上帝的国不再在

这个世界上出现, 而是在另一个世界中存在, 或者在信者的心中存在。进入天国的也不再

是具有身体的人, 而是超脱了肉体的灵魂。此岸与彼岸对立起来, 肉体与灵魂相分离, 耶

稣通过受难和复活已经救赎了世人的罪过, 成为灵魂获救的 初熟之果 。这种灵与肉的

二元对立构成了基督教的基本思想, 同时也是基督教与犹太教的最大不同之处。海涅写

道: 邪恶的撒旦和善良的基督对立着, 基督代表精神世界, 撒旦代表物质世界; 我们的

灵魂属于精神世界, 肉体属于物质世界; 从而, 整个现象世界, 即自然, 根本是恶的; 撒

旦, 这黑暗的主宰者, 就想用它来引诱我们堕落; 因此, 必须谢绝人生中一切感性快乐,

对我们的肉体, 这个撒旦的采邑, 加以折磨, 这样才能使灵魂越加庄严地升到光明的天

国, 升到基督光辉灿烂的国度。 这种灵肉二元对立是我们了解基督教的本质精神的关键

所在。

保罗派既然主要由外邦人组成, 他们必定对犹太人的解放和 一千至福年 不感兴

趣。在思想来源上, 保罗派深受希腊神秘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 把眼光从此岸的人

转向彼岸的灵。具有现实革命意义的弥赛亚运动被保罗派改造为一种灵魂获救的福音, 保

罗 宣传一种神秘教, 把其中有关革命宣传的基督 耶稣化成了一个能使凡人化为不朽的

神灵。他把天国从现世搬到了来世。

基督就是弥赛亚 ( 弥赛亚为希伯来语, 其希腊语译名就是基督) 。福音书中提到, 耶

稣问门徒们他是谁, 门徒们说他就是基督, 法利赛人因此攻击耶稣, 因为在法利赛人看

来, 弥赛亚将带来一千至福年, 而稣却并没有带来上帝的国。在法利赛人眼中, 耶稣是个

鼓唇弄舌的骗子。从法利赛人对耶稣的态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犹太教的天国观念与基督教

的区别。 路加福音 记载: 法利赛人问上帝的国几时来到, 耶稣回答说, 上帝的国来

到, 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 看哪, 在这里。看哪, 在那里。因为上帝的国就在你

们心里。 耶稣的名言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成为基督教之区别于犹太教的一个重要标

志, 它体现了基督教的唯灵主义和超越精神。末世论是肉体获救的福音, 它使人期待不久

将至的人间幸福, 它并没超越此岸和肉体 犹太教徒们相信在有生之年即可进入上帝之

国。因此末世论只是对一种社会改良运动的承诺, 它宣扬的与其说是一种宗教理想, 毋宁

说是一种社会理想。然而这种社会理想在现实中却屡遭挫折, 无法实现, 久而久之, 就会

成为一种空洞的宣传, 失去感召力。基督教的救赎说则通过耶稣的蒙难和复活而传播了一

种精神获救的福音, 它告诉人们, 幸福不在此岸此生实现, 而是在肉体死后实现于复活的

灵魂中。基督已通过死而复活救赎了人类祖先亚当犯下的 原罪 , 只要在心中信基督、

信上帝, 人人都可象基督一样在彼岸的天国中获得灵魂的永生。 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

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死即是因一人而来, 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

都死了。照样, 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救赎说使基督教具有了一种唯灵主义的性

质, 把犹太教所缺少的形而上学赋予了它, 从而使基督教成为一种神学和真正意义上的宗

教 ( 即汤因比所说的 高级宗教 ) 。在这个宗教中, 信仰成为获救的唯一依据 ( 而中世纪

天主教会 堕落 的最根本的原因正是由于从内在的真诚信仰走向了外在虚假善功) 。

在早期基督教中, 存在着观点对立的两派, 即彼得派和保罗派。前者带有犹太教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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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烙印, 具有低级宗教的朴素性; 后者则已摆脱了犹太教的影响, 成为一种神学形而上

学。以后的整个基督教都是在保罗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许多神学家都认为, 保罗才是

基督教的真正创始人, 他创立了一个以基督的救赎为中心的宗教。在 新约 的前三部福

音 ( 马太福音 、 马可福音 、 路加福音 ) 中, 还带有彼得派的明显影响, 这三部福音

书因其基本观点相同而被称为 同观福音 。第四福音书 ( 约翰福音 ) 和 保罗书信

则代表着保罗派的观点, 与 同观福音 有很大的差异。在 同观福音 中, 耶稣是一个

历史人物, 是基督教的教祖。在 约翰福音 中, 耶稣却成为道成肉身的上帝之子, 成为

神和灵本身。 基督教对耶稣本质的观念来自 约翰福音 之处无疑多于其他福音; 但另

一方面, 约翰对耶的描绘对于历史学家理解耶稣相对来说提供了更少的东西。 浓重的唯

灵主义色彩使 约翰福音 成为基督教神学的思想基础。

同观福音 与 约翰福音 的一个显著区别在于对待太人的态度上。在 同观福音

中, 耶稣对罗马总督彼拉多承认自已是犹太人的王, 敌视和迫害耶稣的只是犹太上中层阶

级的祭司、长老和法利赛人。在 约翰福音 中, 耶稣不再承认自已是犹太人的王, 而是

宣称: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 迫害耶稣的成为整个犹太人。基督教本是从犹太教中发展出

来的, 但是到了外邦人的保罗派那里, 开始出现视犹太人的倾向。保罗在给帖撒罗尼迦人

的信中写道: 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 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上帝的喜悦, 且

与众人为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 常常充满自已罪恶。上帝的愤怒临在

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 犹太基督教开始被当作一种异端遭到排斥, 基督教的中心爱渐

移到 罗马。公元 2 世纪灵智派把这种倾向推至极端, 把犹太教截然对立起来, 试图完全

割断基督教的犹太教根源。这种做法虽然遭到基督教会的否定, 但基督徒对犹太人的仇恨

却深深地埋藏下来, 在以后的许多世纪中酿成了基督教世界迫害犹太人的一幕幕惨剧。罗

素说道: 基督徒对同时代的犹太人早就抱着敌对态度。公认的见解是上帝曾和先祖、先

知等圣者讲过话, 预言基督的来临; 但基督降世后犹太人却不承认他, 因此须把他们视为

恶者。此外基督废弃了摩西的律法, 代之以爱上帝和爱邻居两条诫命; 而犹太人又执拗地

未予以承认。所以一旦基督教变为国教, 反闪族主义, 以其中世纪的形式, 在名义上便成

为基督徒热诚的表现。

同观福音 与 约翰福音 及 保罗书信 有许多不同之处, 但最重要的一点差别

在于: 基督由人子变为上帝子, 变为灵。 保罗派的基督是 上帝子 , 而不是 人子 。

保罗派的 天国 不是 有血气者 王国, 不是现世的王国, 而是由于一个奇迹而从物质

中解放出来的众神灵的王国。 约翰福音 一开篇就写道: 太初有道, 道与上帝同在,

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大。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

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这 道 或 逻各斯 就是灵。

上帝是个灵 , 而 从灵生的, 就是灵 , 所以作为上帝子的基督就是灵。基督的死是载

负着道的肉体的死, 而 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 基督从降生到死而复活是道或灵的否定

之否定, 灵只有通过异化为肉体然后再扬弃肉体才能实现自我认识。 基督 依一个人

来说 他一身里表现了上帝与人类之合一, 他的死亡与他的全部历史里表现了 精神

之永恒的历史。 在保罗派的神学中, 已经包含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发展的辩证法。基督

渴望着灵的解脱, 正如绝对精神渴望着扬弃 堕落的 自然一样迫切。基督死而复活即然

是沉缅于肉体和物质世界中的人的 初熟之果 , 人若在心中信基督, 背起自已的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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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基督, 就能象基督一样成为灵, 进入灵的天国, 获得永生。耶稣在与众人分别时祷告

道: 父啊, 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 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 管

理凡有血气的, 叫他将永生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

督, 这就是永生。 基督的救赎说到底是对信者的救赎。基督作为上帝子、作为灵, 与上

帝同在。对上帝的信仰变成了对基督救赎的信仰, 信子就是信父 。这种上帝与基督一体

的观点在公元 325年的尼西亚宗教会议上得到确认, 最终发展为 三位一体 和 基督神

人性 等基本教义。

尽管基督教的某些教仪和教义可以追溯到犹太教和其他的古老宗教中 , 但是基督教

作为一种以内心信仰为基础的高级宗教, 与那些以祭祀活动为基础的原始宗教是截然不

同的。基督教体现了一种唯灵主义的浪漫精神, 即灵魂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和对彼岸世界的

追求。它的目光不是朝向现世, 而是投向彼岸。任何原始宗教都是为了人而祈求神, 而基

督教则是为了神而超越人; 原始宗教都相信在天国中人的肉体将享受快乐, 基督教则致力

于寻求摆 脱肉体后的灵魂 ( 精神) 自由; 原始宗教的哲学基础是朴素唯物主义和感觉主

义, 基督教的哲学基础却是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正因为基督教具有形而上学的特点, 所

以它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神学, 而犹太教却如同其他原始宗教一样, 始终未能

超出祭祀、律法的外在性藩篱和心灵感应的直观窠臼。

( 责编: 一石)

关于基督教与希腊唯心主义哲学之间的渊源关系, 请参阅拙文: 希腊神学思想与基督教的

起源 , 载 学习与探索 1993 年第 1 期。

旧约 创世纪 , 第 15 章, 第 5 节。

旧约 创世纪 , 第 15 章, 第 13 14节。

旧约 申命记 , 第 8 章, 第 1 2 节。

关于这些苛刻的律法, 可参见 旧约 的 出埃及记 、 利未记 和 申命记 。

新约 罗马书 , 第 3 章, 第 28 节。

新约 马太福音 , 第 12 章, 第 7 节。

汤因比: 历史研究 , 下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 第 115 页。

旧约 创世记 第 17 章, 第 11 14 节。

袁定安: 犹太教概论 , 商务印书馆 1935 第 9 页。

新约 罗马书 , 第 2 章, 第 28 29 节。

新约 马太福音 , 第 19 章, 第 11节。

新约 马可福音 , 第 10 章, 第 17 25节。

旧约 出埃及记 , 第 21 章, 第 23 25节。

新约 马太福音 , 第 5 章, 第 38 44 节。

新约 马太福音 , 第 5 章, 第 28 节。

新约 马可福音 , 第 12 章, 第 30 31节。

古代犹太人拥立君王时, 要在受拥戴的人头上浇香膏, 受膏者 意指君王。

海涅: 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 , 商务印书馆 1974 年版, 第 16 页。

罗伯逊: 基督教的起源 , 三联书店 1958 年版, 第 133 页。

新约 路加福音 , 第 17 节。

新约 哥林多前书 , 第 15 章, 第 20 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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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 帖撒罗尼迦前书 , 第 2 章, 第 15 16 节。

罗素: 西方哲学史 , 上卷, 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 第 403 页。

罗伯逊: 基督教的起源 , 三联书店 1958 年版, 第 1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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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黑格尔: 5历史哲学6 , 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 第 521 页。

�m~ 5新约#约翰福音6 , 第 17 章, 第 1 ) 3节。

�nu 关于基督教的某些教义和仪式的原始起源, 在罗伯逊的 5基督教的起源6 和沙利#安什林的

5宗教的起源6 中均有记载, 请参阅。

(上接 96 页)

¾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年 5 月第 1 版, 册 12, 页 3782 ) 3787。

¿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年 2 月第 1 版, 册 16, 页 5083 ) 5085。

À 贾耽的故事, 尚见于 5太平广记6、5类说6、5说郛6 等典籍。

Á 参看商务印书馆编 5敦煌遗书总目索引6, 中华书局 1983 年 6 月新一版; 黄永武博士主编 5敦煌

遗书最新目录6, 台湾: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6年 9 月第 1 版。

�lu 斯 622、斯 136 言 /西凉州0。考诸史籍, 凉州本汉武帝所置, 隋大业 3 年 ( 607) 废; 唐武德 2

年 ( 619) 复置, 天宝元年 ( 742) 改为武威郡。两个卷子称 /凉州0 , 恰在其仍旧名之时。斯 417 号

曰 /其经从南来0 , 也并不矛盾, 因为凉州恰在敦煌所在的沙州的东南方也。

丁煌教授来我所访问讲学

1997 年 3 月 22 日 ) 4 月 9 日, 台湾成功大学历史系丁煌教授应邀访问我所。在此期

间, 丁煌教授与我所师生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 并参观考察了我省有关宗教名山胜地。

( 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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