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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柏拉图主义对奥古斯丁灵魂思想的影响

汪聂才
*

【摘要】奥古斯丁对灵魂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从“物质主义”到“精神性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的出现离不开“柏拉

图学派的书籍” ( libri Platonicorum) 的影响。在此之前，奥古斯丁认为天主和灵魂都是物质。主要在普罗提诺的影响

下，奥古斯丁认识到灵魂是无形的、精神性的，灵魂赋有理性并且不朽。与普罗提诺不同的是，奥古斯丁认为灵魂不

具有神圣本性，同万物一样是被造物。对灵魂本质认识的转变，使其灵魂思想乃至其个人的信仰发生了重大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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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是圣奥古斯丁思想中仅次于上帝的核心

概念。在《论秩序》 ( De Ordine) 中他认为，哲

学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个关于灵魂，一个关

于上帝”①。关于灵魂的知识，是奥古斯丁寻求

智慧的核心，他希望通过认识人的灵魂而寻得天

主。正如他在《独语录》 ( Soliloquia) 中宣称的

那样，“我渴望知道天主和灵魂”，除此之外别

无其他②。然而，众所周知，奥古斯丁曾深受摩

尼教的物质主义和二元论影响，并且一直困惑于

恶的普遍性问题，后来又陷入了学园派怀疑主

义。在《忏悔录》 ( Confessiones) 卷五章十中他

承认，在那时 ( 384 年) 他还认为天主和灵魂是

“一团物质”，这成为他 “不可避免的错误的主

要而几乎唯一的原因”。386 年夏天，他开始在

米 兰 阅 读 “柏 拉 图 学 派 的 书 籍 ( libri
Platonicorum，Confessiones 7. 9、20 ) ”。387 年 复

活节，奥古斯丁领洗，皈依了大公教。在 386 －
388 年间，他写下了三篇有关天主和灵魂问题的

对话录: 《独语录》 ( 386) 、 《论灵魂的不朽》
( De immortalitate animae) ( 387) 和 《论灵魂的

宏量》 ( De quantitate animae) ( 388) 。正是在这

三篇对话录中奥古斯丁开始形成他自己的灵魂思

想，并逐渐成熟③。在其中奥古斯丁认为灵魂是

无形的、精神性的，灵魂赋有理性而且不朽。奥

古斯丁对灵魂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从 “物质主

义”到“精神性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与他

所阅读的 “柏拉图学派的书籍”不无关系。由

此可见，新柏拉图主义的灵魂思想促使奥古斯丁

逐步成熟他自己的灵魂思想。
奥古 斯 丁 为 何 会 阅 读 “柏 拉 图 学 派 的 书

籍”? 阅读之后又受到怎样的影响? 本文通过文

本研究来回答这两个问题。然后，本文得出的结

论主要强调新柏拉图主义的书籍令奥古斯丁认识

到灵魂的精神性特征，从而使其灵魂思想乃至其

个人的信仰发生了重大转向。

一、阅读新柏拉图主义书籍的

个人和历史背景

1． 转向新柏拉图主义

奥 古 斯 丁 一 生 中 有 过 多 次 “转 变”
( conversion) ，而 且 都 与 柏 拉 图 主 义 有 关。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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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eque divinius． Cuius duplex quaestio est: una de anima，altera de Deo．”本文所用奥古斯丁引文: 《独语录》采用成官泯译《论自由意

志———奥古斯丁对话录二篇》 (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 年) ; 《忏悔录》采用周士良译本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 ; 其他著作

均由本文作 者 译 自 拉 丁 原 文。奥 古 斯 丁 著 作 拉 丁 原 文 采 用 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us，Series Latina ( PL ) 版 本，来 自 http: / /
www. augustinus. it / latino /，该网站收录了目前发现的奥古斯丁所有著作的拉丁文版和意大利文版。

② “Deum et animam scire cupio． ”Augustine，Soliloquia，Ι. 2. 7，PL32。
③ Gerard O'Daly，Augustine's Philosophy of Mind，London: Gerald Duckworth，1987，p. 9． 实际上，《论灵魂的不朽》是一篇未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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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9 岁的奥古斯丁读完西塞罗的 《荷尔顿西

乌斯》 ( Hortensius，已失传) ，发生第一次转变，

从世俗生活转向哲学，转向追求不朽的智慧，这

篇文章促使他“爱好、追求、获致并坚持智慧本

身” ( 《忏悔录》卷三章四) 。后来由于对“恶的

起源”的 困 惑，奥 古 斯 丁 做 了 九 年 摩 尼 教 的

“听讲者 ( hearer) ”，陷于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

和物质主义思想，无法认识天主和灵魂。然而，

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并不能令他彻底接受，因为

一切都是天主创造的，如果恶也是实体，那就是

说恶也是天主创造的。奥古斯丁因为自幼在其母

亲虔诚的公教信仰影响下，认为至善的神是不会

创造出恶的本体的。之后，奥古斯丁渐渐陷入怀

疑主义，“认为当时所称 ‘学园派’哲学家的识

见高于这些人，他们主张对一切怀疑，人不可能

认识真理”———因而对人能通过理性而达到真理

产生怀疑，于是不再留恋于摩尼教并最终脱离摩

尼教 ( 《忏悔录》卷五章十、十四) 。正如蒂利

希得出的结论: 陷入怀疑主义，一方面使奥古斯

丁接受了启示，另一方面也促使他转向深入灵魂

的内在中心①。而正是对内在灵魂和天主的追

问，把他引向新柏拉图主义，并通过了解新柏拉

图主义和基督宗教传统而形成自己的灵魂思想。
阅读“柏拉图学派的书籍”，促成奥古斯丁思想

上的另一次重要“转变”，使他开始认识到天主

和灵魂的精神性和不朽性。
另外，教会权威们的思想与传统也促成了这

一“转变”。早期教会的护教士们为了使基督宗

教在罗马帝国取得合法地位，为了使帝国上至皇

帝、下至百姓都接受基督宗教，为了吸引更多的

知识份子，更重要的是为了在与罗马多神教和希

腊罗马哲学的论战中取胜，有选择地吸取了希腊

哲学———特别是柏拉图哲学的诸多思想。护教士

们视柏拉图为他们的眼睛，把他看作是 “所有希

腊人当中最像神学家的人”，因为 “柏拉图曾教

导世界来自神并要返回到神那里去，因为神是造

物主，是光和至善”②，护教士们很自然地从柏

拉图身上感受到一种基督宗教信仰的共鸣。从亚

历山大里亚的斐洛 ( Philo) ( 虽则是犹太教哲学

家却是基督宗教哲学的先驱 ) 、殉教者查斯丁

( Justin the Martyr) ，到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和

奥利金都曾受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而且逐渐形

成了一场基督宗教柏拉图 主 义 运 动 ( Christian
Platonism Movement) ③。从查斯丁的作品中我们

可以看出，“柏拉图主义为查斯丁成为基督徒预

备了条件，并使皈依成了水到渠成之事。”④ 奥

利金则是普罗提诺 ( Plotinus) 的师兄，曾向柏

拉图主义者阿摩尼乌斯 ( Ammonius) 学习哲学。
基督宗教和柏拉图主义有着许多共通之处，

这两大相互作用的传统，对于促进不同的思想都

有 着 取 之 不 尽 的 资 源。彼 特 · 布 朗 ( Peter
Brown) 指出，“对于一个基督宗教柏拉图主义者

来说，柏拉图主义的历史很自然地聚集在基督宗

教精神之中。两者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两者都是

彻底超俗的 ( other-worldly) : 基督曾说 ‘我的国

不属于这世界’; 柏拉图就其理念的王国也说过

同样的话。”⑤ 从查斯丁到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

神学家们，都试图将 “λογο ”与 《约翰福音》
序言中的“Λογο ”联系起来; 奥利金借用希腊

语的“ùπóστǎσι ( 本体) ”与 “存在”的关系，

来说明基督宗教中圣父与圣子是形态不同的同一

个上帝。
当时的米兰也正经历着基督宗教柏拉图主义

运动。在去世前加入公教会的罗马修辞学教授维

克托利努斯 ( Marius Victorinus) ，曾将普罗提诺

和其他新柏拉图主义者的著作翻译成拉丁文。奥

古斯丁所阅读的 “柏拉图学派的书籍”即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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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Brown，Augustine of Hippo，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p.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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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翻译而成。这位维克托利努斯， “耆年博学，

精通各种自由学术，而且批判过许多哲学著作”
( 《忏悔录》卷八章二) ，在当时影响颇深，他的

译著进一步推动了基督宗教柏拉图主义运动。
此外，米兰主教安波罗修 ( Ambrose) 以及

他的“精 神 导 师”和 授 洗 者 辛 普 利 齐 亚 努 斯

( Simplicianus) ，也都试图将柏拉图主义与基督

宗教结合起来。安波罗修对奥古斯丁的影响远比

他们之间的直接接触多多了。他不仅用奥利金的

寓意解经法帮奥古斯丁解答 《旧约》中的一些

疑难文字问题，而且将一些崭新的观念介绍给奥

古斯丁: 他认为人就是他自己的灵魂，身体只是

一件“破旧的外衣”，是灵魂的工具①。他还将

新柏拉图主义的一些思想，例如灵魂的精神本

性，介绍给奥古斯丁。在安波罗修以及另一位基

督宗 教 柏 拉 图 主 义 者 泰 奥 多 卢 斯 ( Manlius
Theodorus) 的影响下，奥古斯丁 “开始认识到

不仅上帝而且人类的灵魂都不可能是物质的。于

是，他开始阅读新柏拉图主义者———尤其是普罗

提诺———的作品，并逐渐理解和接受存在着非物

质的实体、而且要比由感官感知到的物质和有形

的东西更有价值。”②

因此，由于奥古斯丁个人的思想发展需要一

些思想资源来促使他转向灵魂的内在中心，加上

基督宗教内部的柏拉图主义运动和当时基督宗教

的权威们的影响，都使得他有机会接触并开始阅

读“柏拉图学派的书籍”。
2． 普罗提诺，还是波菲利?

然而，奥古斯丁在 《忏悔录》中并没有点

明这些书籍，甚至在批判这些书籍时，引用的也

是《圣经》中相关段落 而 非 原 著 本 身。因 此，

他阅读的到底是哪些 “柏拉图学派的书籍”、他

们的作者是谁，我们无从得知。关于这个问题，

西方学者讨论了一个多世纪也无定论。有一大批

学者认为奥古斯丁阅读的是普罗提诺的 《九章

集》，另一些学者则倾向认为所读的是其学生波

菲利 ( Porphyry) 的著作③。
在弄清楚到底是哪些书籍之前，我们有必要

了解奥古斯丁所说的 “Platonici”到底指的是哪

些人。按碧翠斯 ( Beatrice) 的分析，奥古斯丁

用“Platonici”这一术语指的是与他差不多同时

代的一群柏拉图的追随者，包括三个希腊人: 普

罗提 诺 ( 205 － 270 ) 、杨 布 里 克 ( Iamblichus )

( 245 － 324 ) 、波菲利 ( 233 － 305 ) ; 一 个 非 洲

人: 阿普列乌斯 ( Apuleius Afer) 。排除奥古斯丁

在其作品中从没有引用过的杨布里克和他的老乡

阿普列乌斯，就只有普罗提诺和波菲利了。虽然

我 们 现 在 称 他 们 为 “新 柏 拉 图 学 派

( Neo. platonists) ”，然而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同时

代的是 都 称 他 们 为 “柏 拉 图 学 派 ( Platonists，
Platonici) ”，以表 明 他 们 是 柏 拉 图 的 直 接 继 承

者④。因此，这里的 “Platonici”指的是新柏拉

图主义者，具体的书籍则主要是普罗提诺和波菲

利的作品。
普罗提诺是当时最伟大的思想家，他完全在

希腊化的基础上着手解决哲学变成宗教趋势的问

题，他的学说被称为 “新柏拉图主义”⑤。在奥

古斯丁看来，普罗提诺简直就是柏拉图的化身，

甚至认为他的灵魂与柏拉图的非常接近⑥。普罗

提诺的著作，由其弟子波菲利按九个一组的原则

编纂而成《九章集》 ( Enneads) 。波菲利，则被

奥古 斯 丁 认 为 是 “最 博 学 的 ( doctissimus ) ”、
“最著名的异教哲学家”。他的著作 《论灵魂的

回归》 ( De Regressu Animae) ，在当时影响颇深，

被认为是米兰宗教生活的座右铭⑦。
虽然奥古斯丁没有指明他所阅读的新柏拉图

主义书籍是哪些，但从他早期的对话录中，我们

可以发现对普罗提诺 《九章集》中相关篇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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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Brown，前揭，p. 75．
Joseph M． Colleran， “Introduction”，The Greatnes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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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Brown，前揭，p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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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在后来的 《上帝之城》中，更是大量引

用普罗提诺《九章集》中的内容①。当然，波菲

利的作品也不能被忽视。普罗提诺的作品都是由

波菲利编纂并注释的。除了上文提及的 《论灵魂

的回归》之外，他还有另一部作品 《来自神谕

的哲学》( De Philosophia ex Oraculis Haurienda) ，

他在其中引用了柏拉图多处论及灵魂的两篇对话

录: 《斐德诺》和 《斐多》。因而，奥古斯丁通

过普罗提诺和波菲利的作品也了解到柏拉图的灵

魂思想。然而，波菲利的作品大多已经失传，我

们只能对照普罗提诺的 《九章集》中对于灵魂

的相关论述来探究新柏拉图主义思想对奥古斯丁

灵魂思想的具体影响。

二、普罗提诺对奥古斯丁灵魂思想的影响

1． 灵魂定义

在《论灵魂的宏量》中，奥古斯丁的朋友

埃沃迪乌斯 ( Evodius) 一开始就向他提出了六

个问题，第一个就是 “灵魂来自哪里?”。在回

答这 个 问 题 时， 奥 古 斯 丁 一 开 始 就 承 认，

“substantiam vero eius nominare non possum ( 我不

能恰当地说出它的本质) ”②。奥古斯丁不能确切

地说出灵魂的本质是什么，但在后面的对话中，

他还是尝试着给“灵魂”下了一个定义:

你应该想起来你问的第一个问题———灵魂来

自哪里? 我也想起我们谈论了两个方面: 首先，

我们讨论了它所属的领域; 其次， ［我们讨论

了］ 它是否由土、火、或者什么其他的元素构

成，或者是否由所有这些元素构成，或者是否由

它们中的几种构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达成共

识: 询问灵魂从哪里来的并不比询问土或者其他

单一元素来自哪里更有意义。虽然天主创造了灵

魂，但是要知道它有着自己特定的本质，它既不

是由土，也不是由火、也不是由气、也不是由水

构成; 除非我们非得认为天主将土独有的特性给

予土，却没有将灵魂独有的特性给予灵魂。然

而，如果你想要给灵魂下定义，并因此询问———
灵魂是什么，我的回答很简单。在我看来，它是

赋有理性的特殊实体，以适应对身体的支配。③

奥古斯丁这一有名的 “灵魂”定义，特别

是最后的 “regendo corpori accommodata” ( 以适

应对身体的支配) ，明显表现出它的新柏拉图主

义的特 征。奥 古 斯 丁 认 为 灵 魂 是 一 特 殊 实 体

( substantia) ，它有着自己独有的特性。这些特性

大多来自新柏拉图主义对灵魂的论述，奥古斯丁

接受了它们。但是，奥古斯丁接受哲学家们的思

想，是为了更好地论证基督宗教的真理，因此他

的灵魂观念要在基督宗教的 《圣经》传统和教

会权威们的思想脉络之中。
2． 灵魂的精神性

公元 384 年奥古斯丁抵达米兰时，还并不认

识天主和灵魂的精神性。关于天主的本性问题，

是当时困扰他的三大问题之一。当奥古斯丁阅读

到普罗提诺关于三大神圣实体和灵魂的神圣本性

的论 述 时，他 一 定 感 到 茅 塞 顿 开，眼 前 为 之

一亮。
奥古斯丁在给灵魂下定义之前所言他们已经

谈论的 “两个方面”，指的是在 《论灵魂的宏

量》开篇对 “灵魂来自哪里”这一问题的回答

的两个方面:

我相信，灵魂确切的居所和故乡是创造了它

的天主自己。但是，我不能恰当地说出它的本质

( substantia) 。因为我不认为它出自一些通常众人

皆知的、与身体的感官相联系的性质。我认为灵

魂不是由土、水、气、火构成，也不是由所有这

些元素或者它们的任何组合构成。如果你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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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Pier Franco Beatrice 在前引文章的注释 27 － 36 给出了

《九章集》与《上帝之城》相关的内容的具体对照。
Augustine，De Quantitate Animae，1. 2，PL32．
同上，13． 22． “Meministi enim te quaesisse primitus，

unde esset: quod duobus modis a nobis tractatum esse memini，uno，

quo quasi de regione eius quaesitum est; altero，utrumnam ex terra，

vel igne，vel alio quopiam istorum elementorum esset，vel ex omnibus，
vel ex aliquibus horum． In qua quaestione constitit inter nos，non
magis hoc quaerendum esse quam unde sit terra，vel si quod aliud
elementorum singulorum． Intellegendum est enim quamquam Deus
fecerit animum，habere illum certam substantiam，quae neque terrena，

neque ignea，neque aeria sit，neque humida: nisi forte arbitrandum est
Deum terrae dedisse ut nihil aliud sit quam terra，et non dedisse animo
ut nihil aliud quam animus sit． Si autem definiri tibi animum vis，et
ideo quaeris quid sit animus; facile respondeo． Nam mihi videtur esse
substantia quaedam rationis particeps，regendo corpori accommoda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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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棵树是由什么构成的，我会说出那最有名的四

个元素，应该相信所有类似的事物都是由它们构

成的。然而，如果你要继续追问这土———或水或

气或火———又是由什么构成的，我发现我就什么

也回答不了了。同样，当被问及人是由什么构成

时，我可以回答说: 由灵魂和身体。再次，你要

询问身体的构成时，我就再一次求助于那四大元

素。然而，至于你提出的关于灵魂———因为它似

乎是某种单纯的东西而且有其自己的本质———的

问题，同你提出 “土是从哪里来的”一样令我

尴尬。①

灵魂作为单纯实体，其所属的领域是天主，

它是天主按自己的 “肖像”创造出来赋予人类

的，因而灵魂具有与天主相似的性质。其次，灵

魂不是出自与身体感官相联系的物质，因此灵魂

又是无形的、非物质的。上述引文中，奥古斯丁

指出灵魂不是由四大元素中的一个或者几个，或

者所有元素构成的。只有物质是由四大元素构

成，灵魂不是由元素构成，因此灵魂不是物质

的，它没有广延和形体。灵魂的无形和非物质

性，表明了灵魂的精神性、灵性特征。
我们 从 普 罗 提 诺 的 《九 章 集》中 也 同 样

发现:

灵魂并不是通过成为某物的形式而存在，它

是一种实体，它的存在不是来源于躯体，而是在

它进入这个特定躯体之前就已经存在②。
科勒兰 ( Joseph M． Colleran) 在《论灵魂的

宏量》英译本的注释中指出，奥古斯丁在这里使

用的 “Patria”无 法 不 令 人 联 想 到 普 罗 提 诺 在

《九章集》Ι. 6. 8 中的一句话: “我们的故乡，就

是我们 所 来 的 地 方，也 是 我 们 的 父 所 在 的 地

方。”③ 普罗提诺认为灵魂来自神圣的上层世界，

并且指向神圣的上层世界，最后到达至善，也就

是太一、第一神。当然，普罗提诺的 “我们的

父”并非奥古斯丁所使用的基督宗教意义上的

“我们的天父”、 “天主”，但也是唯一的、至善

的，也是创造万物并超越万物的第一原理。
在普罗提诺和波菲利的思想中，灵魂神圣本

性的观念是他们学说的重要而且核心的部分。他

们不仅像其他的柏拉图主义者一样认为灵魂不

朽，有着无始无终的生命，而且认为灵魂有着神

圣的本性。太一生育理智 ( νου ) ，理智以同样

方式生育灵魂，理智要凝视太一，灵魂要凝视理

智。普罗提诺说“理智既是灵魂的父亲，又内在

于灵魂之中，因此它使灵魂一直保持神性”④。
灵魂创造了万物，赋予它们生命，灵魂是不会朽

坏、不会变化的，它既是统一的，又是普遍的。
“既然灵魂如此可敬，如此神圣，可以肯定，靠

了它的存在，你必能到达神，有了这种动力，你

必走向神”⑤。在普罗提诺看来，灵魂是联系可

理知世界 ( 上层世界) 和可感知世界 ( 下层世

界) 的中介，它可以通过凝视理智而达到理智，

借助理智沉思而看见至善的太一，因为至善没有

排除在灵魂之外。灵魂通过认识自身的神圣，认

识自身的精神性而达到至善，回到神圣的可理知

世界。
在《论灵魂的宏量》中，虽然埃沃迪乌斯

向奥古斯丁提出了六个问题，但奥古斯丁主要思

考和回答的是第三个问题——— “quanta sit anima
? ( 灵魂有多大?) ”从 3. 4 节开始提出他自己的

观点: 灵魂没有形体上的大小。然后 3. 4 － 4. 5
节提出消极论证: 即便灵魂没有形体，并不意味

着它不是实体，例如正义和空气。4. 6 － 15. 15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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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同上，1． 2，“Propriam quamdam habitationem animae ac
patriam Deum ipsum credo esse a quo creata est． Substantiam vero eius
nominare non possum: non enim eam puto esse ex iis usitatis notisque
naturis，quas istis corporis sensibus tangimus． Nam neque ex terra，

neque ex aqua，neque ex aere，neque ex igni，neque ex his omnibus，
neque ex aliquibus horum coniunctis constare animam puto． Sed
quemadmodum si ex me quaereres，arbor ista ex quibus constet，
notissima ista elementa quatuor nominarem，ex quibus omnia talia
constare credendum est; porro si pergeres quaerere，unde ipsa terra，

vel aqua， vel aer， vel ignis constent， nihil iam quod dicerem
reperirem: sic cum quaeritur ex quibus sit homo compositus，
respondere possum， ex anima et corpore; rursum de corpore si
quaeras，ad illa elementa quatuor recurram; de anima vero quaerenti
tibi，cum simplex quiddam et propriae substantiae videatur esse，non
aliter haeream ac si quaeras，ut dictum est，unde sit terra．”

普罗提诺: 《九章集》，石敏敏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2009 年，第 516 页。
Joseph M． Colleran，前揭，p. 193． 普罗提诺的引文，据

科勒兰英文引文翻译。此处是对拉丁文“Patria”的一语双关。
“Patria”指“祖国 ( fatherland) ”，与“父亲 ( pater) ”同源。

普罗提诺，前揭，第 548 页。
同上，第 547 页。



《现代哲学》2011 年第 4 期

提出积极论证: 灵魂必然是精神的，以保存它在

不同身体上的记忆图像和抽象化的度量。在此，

奥古斯丁通过抽象的几何知识来证明灵魂是精神

的，“我们因之而看到无形的事物的灵魂，就应

该既不是与形体的相类似，也不是形体的”①。
15. 26 － 32. 69 节，他回答了各种质疑，例如: 灵

魂是否随年龄而增长? 体力的增长、感觉和活体

解剖能不能证明灵魂有广延? 奥古斯丁的回答都

是否定的。33. 70 － 36. 80 节是结论部分，奥古斯

丁指出灵魂的大小不是空间广延和时间上的大

小，而是指在力量和能力上的大小，是精神性力

量的大小。
接着他描述了灵魂力量的七个等级，这部分

是这本书中论述最精彩也最令人称道的部分。第

一等级是植物生命，是人与动物、植物所共有的

生长的力量; 第二等级是感性生命，只有人和动

物共有，包括感性知觉、运动、专注、意识等

等。奥古斯丁从瓦罗 ( Varro) 那里知道灵魂三

个等级的区分，这前两个等级与瓦罗的区分一

样，而对瓦罗的最高等级第三个等级奥古斯丁则

做了更详细、复杂的分析。第二等级之后的都属

于理性的部分，奥古斯丁将这一部分分成五个等

级。第三等级是人所特有的各种各样的技艺，包

括各种科学和艺术上的记忆与技能、语言、推测

等等。美德和公正 ( iustitia) 是第四等级，它有

使灵魂通过自我净化而向天主提升的力量，但同

时它也有害怕死亡和再度堕落的危险的缺陷。净

化之后的灵魂达到第五等级，拥有绝对的喜悦，

不再有害怕和担忧。接下来，对真理和完善的渴

望和沉思，这是第六等级。最后，在对真理的沉

思中达到与天主的结合，这是灵魂最高的等级也

是它真正的住所。因此，灵魂的伟大不在于占有

空间的大小，而在于它的精神性和神圣性的力

量，能使自身超越身体甚至宇宙，在沉思真理中

达到与天主的结合。这就是灵魂伟大的力量之所

在，那唯一能超越于灵魂之上的只有天主自己。
后来，在一本诠释 《创世纪》的书中，奥

古斯丁直接指出:

现在，我不能对灵魂———天主通过吹入他自

己的形象将灵魂赋予人类———做出任何断言，除

了认为它来自天主，但不是天主的实体而是无形

体，也就是说，不是身体而是精神。②

奥古斯丁在阅读了新柏拉图主义的著作后，

牢牢抓住了灵魂的精神性作为其最基本的学说之

一，不曾改变。虽然，奥古斯丁对灵魂通过自我

净化、超越身体和宇宙、在沉思真理中达到最后

的真正居所———天主的描述，我们可以从柏拉

图、普罗提诺那里可以看到相似的表达和描述，

但奥古斯丁对于灵魂精神本性的理解与柏拉图、
新柏拉图主义有着重要的区别。普罗提诺赋予

“神圣的灵魂”永远不变、无罪的特性，灵魂赋

予世界以生命。然而，依据阿姆斯特朗 ( A． H．
Armstrong) 的看法，虽然奥古斯丁与其他的基督

宗教柏拉图主义者同样认为灵魂具有精神性，但

他与尼撒的格列高利 ( Gregory of Nyssa) 都坚持

认为灵魂是受造物，不是天主的一部分，而且强

调它虽然是所有受造物中最高的、天使般的造

物，但也有所有受造物所固有的易变、易犯罪的

本性
［15］。新柏拉图主义延续着希腊的传统，以

精神和物质之别来看待灵魂与物质世界的不同以

及它与诸神的相似。然而奥古斯丁则循着基督宗

教的思想，以造主和被造物之别、灵魂内有与天

主相似的肖像来看待灵魂与天主、灵魂与世界的

关系。
3． 灵魂赋有理性并且不朽

实际上，灵魂精神力量的后五个等级都属于

理性的部分，说明灵魂如奥古斯丁的定义所言

“是赋有理性的特殊实体”。灵魂正是通过理性，

而发现自己、净化自己，通过理性而沉思真理，

达到自己真正的居所。
灵魂赋有理性，用以支配身体。这一思想源

自柏拉图，普罗提诺则按照柏拉图的划分方法，

将世界分为可理知的世界和可感知的世界，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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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Augustine，De Quantitate Animae，13． 22，PL32．“oportet
animum quo videmus illa incorporalia，corporeum corpusve non esse．”

Augustine，De Genesi a litteram Ⅻ . Ⅶ . 28. 43，PL34．
“Nunc tamen de anima，quam Deus inspiravit homini sufflando in eius
faciem，nihil confirmo，nisi quia ex Deo sic est，ut non sit substantia
Dei; et sit incorporea，id est，non sit corpus，sed spirit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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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可理知者之列”①。灵魂具有许多能力，

“思考、感知、推论、渴求、监督以及其他智性

活动”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理智能力，人的灵

魂通过理智能力而支配身体和物质自然。奥古斯

丁继承这一传统，也将灵魂分为两个部分: 理性

部分，包括心灵、理解和意志; 非理性部分，包

括记忆、感性知觉、欲望等。他在谈论灵魂时，

虽然有时用词不同———anima、animus③，但一般

都是指人的灵魂，指有理性的灵魂。在 《论灵魂

的宏量》中除了长篇论述灵魂精神力量之外，奥

古斯丁还多次提到灵魂与理性，认为灵魂 “更卓

越和几乎独有的方面即是理性自身，通过它灵魂

努力发现自己”④。在 《论灵魂的不朽》中，奥

古斯丁同样推崇理性的重要，认为“理性肯定要

么就是灵魂要么就在灵魂之内”⑤。
与灵魂的精神性相关的另一特性是灵魂不

朽。奥古斯丁在《独语录》和 《论灵魂的不朽》
中都证明了灵魂的不朽。在 《论灵魂的不朽》
开篇，奥古斯丁就说由于灵魂内拥有永存的原理

( disciplina) ，因而灵魂也是永存的。在 《独语

录》中他提到柏拉图学派的哲学家说 “伟大的

哲学家们宣称过提供生命的事物无论在哪里也不

会在自 身 接 受 死 亡”⑥。普 罗 提 诺 将 柏 拉 图 在

《斐德 诺》中 的 这 一 观 点，做 了 详 细 的 论 述:

“灵魂是 ‘运动的源泉’，是其他事物运动的原

因，它自己则是自动的; 灵魂赋予接受灵魂的躯

体以生命，它自己的生命则是自有的，并且永不

消失，因为它拥有的是自身的生命。”⑦

奥古斯丁接受柏拉图和普罗提诺灵魂赋予生

命因而永恒的思想，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证明作

为补充。他虽然认为灵魂不朽，但并不赞同普罗

提诺的观点认为灵魂是永恒不变的。虽然灵魂会

发生一些突然的变化，但并不会发生实质上的变

化，因而它还是不朽的。由于 《论灵魂的不朽》
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奥古斯丁未能详细展开这

一论述。

三、结 语

如同柏拉图未能清楚地构思灵魂本性的统一

性一样⑧，奥古斯丁也未能解决精神性的灵魂与

物质性的身体这一结合物的本性问题，也就是说

灵魂和身体两个实体如何在人身上得以统一的问

题。因此，他自己也认为不能确切地说出灵魂的

本质，不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但他还是

描述了灵魂的属性，认为灵魂是无形的、没有广

延的、精神性的，是不会朽坏、不可分割、有活

力而且不可见的实体。我们已经看到，奥古斯丁

从新柏拉图主义的灵魂思想中汲取资源，并以基

督宗教的传统和他自己对真理和天主的渴望、追

求对这一思想资源加以批判，形成自己的灵魂思

想，使基督宗教的灵魂思想更加哲学化。
在奥古斯丁追寻真理和天主的旅程中，灵魂

思想的成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然而，这样的认

识旅程在奥古斯丁阅读和了解新柏拉图主义之

前，是无法想象的。奥古斯丁从新柏拉图主义那

里接受了灵魂精神性的观点，则又是其灵魂思想

成熟的关键所在。因为灵魂的精神性，使得灵魂

可以超越身体、赋有理性、净化自身、沉思真理

的力量。因此，新柏拉图主义对奥古斯丁灵魂思

想的影响，特别是其对灵魂精神性的认识，使得

他完成了自己思想发展的一个 “转向”。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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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普罗提诺，前揭，第 373 页。
同上，第 511 页。
两词同源，但词性与用法词义不同。 “anima”是阴性

名词，通常指包括植物、动物和人都拥有的赋有生命原则的灵

魂; “animus”则是阳性名词，指有理性的人的灵魂。前者在外

延上涵盖后者。在《论灵魂的宏量》中，除了 5． 8 节和第 13、
14 章用的“animus”，奥古斯丁在其他地方用的都是“anima”。
上文引用的定义中用的就是“animus”。

Augustine，De Quantitate Animae，14. 24，PL32． “cuius
excellentior et pene solus aspectus est ipsa ratio qua etiam se invenire
molitur．”

Augustine，De Immortalitate Animae，2，PL32． “Ratio
profecto aut animus est aut in animo． ”

Augustine，Soliloquia，13. 23，PL32．
普罗提诺，前揭，第 516 页。
文德尔班，前揭，第 171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