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圣奥古斯丁的哲学与神学 

  圣奥古斯丁是一个著述极其丰富的作家，他的著作主要是关于神学问

题。他的一些争论性的文章属于时事问题，于一旦成功之后随即失去其所

有的意义；但某些文章，特别是关系到裴拉鸠斯教派的文章，却一直到现

代仍然具有其现实的影响。我不想论及他所有的作品，我只是把我认为具

有内在性的、或历史性的重要论著作一番考察： 

  第一：他的纯粹哲学，特别是他的时间论； 

  第二：在《上帝之城》一书中所展示的历史哲学； 

  第三：作为反对裴拉鸠斯教派而提出的有关救赎的理论。 

  1纯粹哲学 

  一般来说，圣奥古斯丁并不专心致力于纯粹哲学，但当他这样做的时

候，却显示出很卓越的才能。历史上有许多人，他们纯粹思辨的见解曾受

到符合经文必要性的影响，奥古斯丁在这一长串人物中则占据首要位置。

然而这种情况对早期基督教哲学家们，例如对欧利根来说，便是不适合

的。在欧利根的著述中基督教和柏拉图主义同时并存，且不互相渗透。与

此相反，在奥古斯丁的著述中纯粹哲学的独创思想却受到柏拉图主义在某

些方面，与《创世记》不相协调这一事实的刺激。 

  在圣奥古斯丁的著作中，《忏悔录》第十一卷是最好的纯粹哲学作

品。一些普通版本的《忏悔录》只有十卷，因为十卷以后的部分是枯燥乏

味的；其所以枯燥乏味正是由于这一部分不是传记，而是很好的哲学。第

十一卷涉及的问题是：假如创世有如《创世记》第一章，有如奥古斯丁反

驳摩尼教徒时所主张的那样，那末，创世一事是应该尽早发生的，于是他

就这样假想着一个反对者，从而展开了他的论证。 

  为了理解他的解答，首先必须认清旧约全书中无中生有的创造，对于

希腊哲学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当柏拉图论及创世时，他想到的是

一种由上帝赋予形相的原始物质；而亚里士多德也是如此看法。他们所说

的上帝，与其说是造物者不如说是一个设计师或建筑师。他们认为物质实

体是永远的、和不是被造的；只有形相才是出于上帝的意志。与此见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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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圣奥古斯丁象所有正统基督教徒所必须主张的那样，主张世界不是从

任何物质中创造出来的，而是从无中创造出来的。上帝创造了物质实体，

他不仅仅是进行了整顿和安排。 

  希腊人认为不可能从无中创造的这一观点，曾断续地出现在基督教时

代和导致了泛神论的产生。泛神论认为上帝与世界是不能区分的；世上所

有的东西都是上帝的一部分。这种见解在斯宾诺莎的著作中得以充分地发

展，并使得几乎所有神秘主义者受到了它的吸引。在基督教的所有世纪

中，神秘主义者在奉守正统教义方面一直感到困难，因为他们难于相信世

界是存在于上帝之外的。但奥古斯丁在这一点上却未感到困难；因为《创

世记》已讲得很清楚，这对他来说是已经足够的了。他对于这一问题的见

解对他的时间论有着重要意义。 

  世界为什么没有更早地被创造呢？因为不存在所谓"更早"的问题。时

间是与创世的同时被创造出来的。上帝，在超时间的意义上来说，是永恒

的；在上帝里面，没有所谓以前和以后，只有永远的现在。上帝的永恒性

是脱离时间关系的；对上帝来说一切时间都是现在。他并不先于他自己所

创造的时间，因为这样就意味着他存在于时间之中了。而实际上，上帝是

永远站在时间的洪流之外的。这就导致奥古斯丁写出了令人十分钦佩的时

间相对性理论。 

  "那末什么是时间呢？"他问道。"如果没有人问我，我是明白的；如

果我想给问我的人解释，那末我就不明白了。"种种困难使他感到困惑不

解。他说，实际存在的，既非过去；又非未来；而只是现在。现在只是一

瞬间，而时间只有当它正在经过时才能加以衡量。虽然如此，也确乎有过

去和未来的时间，于此，我们似被带入矛盾之中。为了避免这些矛盾奥古

斯丁找到的唯一方法就是说，过去和未来只能被想象为现在："过去"必须

与回忆相等同：而"未来"则与期望相等同，回忆和期望两者都是现存的事

实。他说有三种时间："过去事物的现在，现在事物的现在，以及未来事

物的现在。""过去事物的现在是回忆；现在事物的现在是视觉；未来事物

的现在是期望。"说：有过去、现在和未来三种时间，只是一种粗率的说

法。 

  他也了解用这种理论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所有的困难。他说："我的心

渴望知道这个最为错综复杂的谜。"他祈祷上帝开导他，并向上帝保证，

他对这个问题的关心不是出于无聊的好奇心。"主啊！我向你坦白，我对

于时间之为何物依然是盲无所知的。"但他所提出的解答要点是，时间是

主观的：时间存在于进行期望考察和回忆者的精神之中。因此，如果没有

被创造之物，也就不可能有时间，因而谈论创造以前的时间是毫无意义

的。 

  我自己不同意这种把时间说成某种精神产物的理论。然而很显然这却

Page 2 of 11第四章 圣奥古斯丁的哲学与神学

2010-9-28ic32pp:E:\0\38.htm



是很卓越的理论，值得人们认真地加以考虑。我可以更进一步说，比起希

腊哲学中所见的任何有关理论，这个理论乃是一项巨大的进步。它比康德

的主观时间论——自从康德以来这种理论曾广泛地为哲学家们所承认——

包含着更为完善，更为明确的论述。 

  说时间只是思惟的一个方面的这种理论，是主观主义的一种极端的形

式。有如我们所见，这种主观主义是在古代从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时代

以来，逐渐成长壮大起来的。这种理论的感情方面是受到罪恶萦绕的一种

观念，但这个方面比起智力方面的发生为其较晚。圣奥古斯丁提出了两种

主观主义，主观主义不仅使他成为康德时间论的先驱；同时也成为笛卡尔

的"我思想"（cogito）的先驱。奥古斯丁在《独语录》中这样说："你这

求知的人！你知道你存在吗？我知道。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不知

道。你觉得你自己是单一的呢还是复合的呢？我不知道。你觉得你自己移

动吗？我不知道。你知道你自己在思惟吗？我知道。"这一段话不仅包括

了笛卡尔的"我思想"；同时也包括了伽桑地的"我行走所以我存

在"（ambuloergosum）的回答。因此，作为一个哲学家，奥古斯丁理应占

据较高的地位。 

  2上帝之城 

  公元410年当罗马被哥特族劫掠的时候，异教徒很自然地把这场灾难

归咎于不再信仰古代诸神的结果。他们说，在信奉朱比特时，罗马一直保

持着强盛；但现在皇帝们都不再信奉他，所以他也不再保护罗马人了。异

教徒的这种议论需要给以答复。从公元412年到427年间陆续写成的《上帝

之城》就是圣奥古斯丁的解答。然而这部作品随着写作的进展，概括面也

变得越发广泛起来，并终于发展成为一部有关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全部基

督教历史纲要。在整个中世纪中，特别在教会对世俗诸侯的斗争中，这部

书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这部作品和其它一些伟大作品一样，再读时较初

读时，会在读者的记忆中留下某些更好的感受。书中包括为现代任何人所

难以接受的许多内容，而且该书的中心命题曾为当代一些不重要的因素所

掩蔽。但有关世俗之城与上帝之城对比的广阔概念却仍然给许多人以甚深

的感召，以致在今日我们仍能以非神学的术语加以重述。 

  在介绍这部作品时，如省略其细节而集中于其中心思想，这就会流于

过分的赞扬；相反，如集中介绍其细节，那末就势将忽略其中最精华及最

重要的部分。因此我将试图避免这两方面的错误，首先叙述其中的某些细

节，然后再按历史的发展过程论及书中的一般理念。 

  该书起自罗马遭劫而引起的一些考察，它试图阐明在基督教以前的时

代里甚至发生过更坏的事情。这位圣徒说，异教徒经常把灾难归咎于基督

教，可是他们当中许多人，在被劫掠期间就曾跑进教会中避难；因为蛮族

哥特人信奉基督教，他们是尊重教会的。与此相反，当特罗伊遭受劫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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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朱挪神殿不仅未成为人们的避难所，而且诸神也未守护该城免遭破

坏。罗马人从未宽恕过被征服诸城的神殿，但当罗马被劫掠的时候，它却

受到较为缓和的对待，而这种缓和正是由于有了基督教的缘故。 

  由于以下各种原因在这次劫掠中受害的基督徒是没有权利诉苦的。一

些邪恶的哥特人固可借着牺牲基督徒的利益发财致富，但在来世他们是要

受苦的；如果所有罪恶都在地上受到惩罚，那么最后的审判就不必要了。

如果基督徒是有德行的话，他们所忍受的必然予他们的德行有所增益。因

为对圣徒来说，丢掉了现世的东西，并不意味着丢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如果他们死后得不到埋葬，也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贪婪的野兽并不能阻挠

肉体的复活。 

  接着便论到在劫掠期间一些信仰虔诚的处女遭受强奸的问题。显然有

些人认为这些女性之失掉了处女性冠冕，并非由于她们自己的过失。但圣

奥古斯丁却非常明智地反对这种见解。"咄！别人的情欲是不会玷污你

的。"贞洁是内心的品德，它是不会因强奸而失去的；罪恶的意图，即使

尚未实践，却会使你失去它。他暗示，上帝所以允许强奸是因为那些牺牲

者对自己的节欲过分自负的缘故。为了逃避强奸而自杀是邪恶的；由此引

其他对鲁克蕾莎的长期议论，他认为鲁克蕾莎不应该自杀，因为自杀永远

是一种罪恶。 

  在为被强奸的一些有德的妇女的辩护中，有一个保留条件：她们不得

乐于受奸，否则她们便为有罪。 

  接着他就论到异教诸神的邪恶。他说："你们的那些舞台剧，那些不

洁的展览，那些淫荡的异教神，并非由于人们的败坏始而孕育于罗马，它

们之所以被育成正是由于受到了你们这些神的直接命令。"崇拜一个象塞

庇欧这样的有德者，是比崇拜这些不道德的神祇更有教益的。基督教无需

为罗马的遭劫而烦恼，因为他们在"上帝的巡礼者之城"中自有其避难的处

所。 

  在现世里，这两个城——地上之城和天上之城是混为一体的；但在来

世，被神所预先选定的得救者同被神厌弃者将被分别开来。在今世，即便

在似乎是我们的敌人中间，谁将成为选民一事，也是我们无从知道的。 

  他告诉我们，书中最难的部分是对哲学家的驳斥，因为基督徒和一些

卓越的哲学家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致的——例如：关于灵魂不死，以及上

帝创世的理论。 

  哲学家不放弃对异教诸神的信仰，但由于异教诸神是邪恶的，因而他

们的道德教训也就不足为训了。书中并未暗示异教诸神仅仅是些寓言；圣

奥占斯丁认为他们是存在的，但他们却全都是些魔鬼。因为他们想加害于

人，所以他们愿意传布一些有关他们自身的猥亵故事。对大部分异教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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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朱比特的各种行为比柏拉图的原理和伽图的见解更有影响。"柏拉图

不让诗人居住在一个治理完善的城邦里，这显得他本人比那些想用舞台剧

来赞扬的诸神更有价值。" 

  他说自从罗马人强奸了萨宾妇女以来，罗马一直变得甚为邪恶。奥古

斯丁用了好几章篇幅叙述罗马帝国主义深重的罪孽。他认为罗马在成为基

督教国家之前，从未受过苦难的说法是不真实的，它从高卢人的入侵和内

战中所遭受的苦难，不但与哥特人带来的苦难不相上下，并有过之而无不

及。占星术不仅是邪恶的，而且是虚伪的；这可以从具有同样生辰时刻双

胎儿的不同命运得到证明。斯多葛学派对于命运之神的看法（这与占星术

有关）是错误的，因为天使和人们都有自由意志。上帝诚然预知我们的

罪，但是我们并不因为上帝的预知而犯罪。另外，认为道德，即或在今

世，会给人带来不幸的想法也是错误的：身为基督徒的皇帝们，如果有德

即或遭遇不幸也是快乐的，君士坦丁和狄奥多修斯二位皇帝就相当幸福。

再者，当犹太人坚信宗教真理的期间，犹太人的王国一直得以延续。 

  书中有一段对柏拉图极表同情的叙述，他把柏拉图置于所有其他哲学

家之上。他认为一切哲学家都该让位于柏拉图："让泰勒斯和他的水一道

去吧，让阿那克西美尼和空气一道去吧，斯多葛学派和火一道去吧，伊壁

鸠鲁和他的原子一道去吧。"所有这些人都是唯物主义者；柏拉图却不

是。柏拉图认为上帝不是什么具有形体的事物；但所有事物都从上帝以及

某种恒常不变者那里获得其存在。柏拉图说知觉不是真理的源泉这一点是

正确的。柏拉图主义者在逻辑学和伦理学方面最为卓越，同时也接近基督

教。"据说普罗提诺，此人不久以前还活在世上，最为理解柏拉图。"至于

亚里士多德，他虽比柏拉图逊色，但却远远超越其他哲学家之上。但他们

两人都说一切神祇都是善良的，和应该受人崇拜的。 

  圣奥古斯丁反对斯多葛学派谴责一切激情的做法。他认为基督徒的激

情可能成为道德的起因；愤怒或怜悯本身不该受到谴责。我们必须探究它

的起因。 

  柏拉图主义者对上帝的看法是正确的，但对其他诸神的看法却是错误

的；他们不承认道成肉身也是错误的。 

  书中关于天使们和魔鬼们有一较长的议论，这种议论是和新柏拉图主

义者有着联系的，天使们可能是善良的，或是邪恶的；但魔鬼们则总是邪

恶的。对天使来说，世俗事物的知识（他们虽然具有这种知识）是卑鄙

的。圣奥古斯丁和柏拉图都认为感性的世界逊色于永恒的世界。 

  书中的第十一卷开始叙述上帝之城的性质。上帝之城是选民的社会。

有关上帝的知识，唯有通过基督才能获得。有一些事物（如在一些哲学家

那里）是可以经由理性发现的；但对进一步有关宗教的一切知识，我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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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依靠圣经。同时，我们决不该去了解世界被创造以前的时间与空间：

创世以前是没有时间的，而且在没有世界的地方也是没有空间的。被祝福

的一切都是永恒的，但永恒的一切却不一定都被祝福，例如：地狱和撒

旦。上帝预知魔鬼们的罪恶，但也预知它们对改善作为一个整体的宇宙的

作用，这和修辞学中的对句是类似的。 

  欧利根认为，身体是作为一种惩罚经予灵魂的这一看法是错误的。假

若这样，邪恶的灵魂行将有邪恶的身体；但是魔鬼们，甚至最邪恶的魔鬼

都有飘渺的身体，而这却比我们的身体还要高级。 

  上帝在六天内创造了世界的理由是因为六是一个完全数（即等于它的

各个因数之和）。 

  天使有好的，也有坏的；即使坏天使也没有一种与上帝相违背的本

质。上帝的敌人并不是出于其本性，而是出于其意志。邪恶的意志没有动

力因，而只有缺陷因；它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种缺陷。 

  创世以来还不到六千年。历史并不象哲学家所设想的那样是循环

的："基督为了我们的罪恶只死一回。" 

  如果我们最初的祖先未曾犯罪，他们将不至于死亡，但因为他们犯了

罪，所以他们的后代都须死亡。吃了苹果，不仅带来自然的死，而且也带

来了永远的死，即永劫的惩罚。蒲尔斐利认为天上圣徒没有身体的这一看

法，是错误的。圣徒们要比堕落前的亚当具有更好的身体；他们的身体将

是精神的，但不是精灵，并将没有重量。男人将具男身，女人将具女身，

夭折者将以成年人的身体复活。 

  亚当的罪几乎给所有人类带来永恒的死（即永劫的惩罚），但上帝的

恩惠却从中解救出许多人未。罪恶来自灵魂；而不来自肉体。柏拉图主义

者以及摩尼教徒把罪恶归咎于肉体本性这一点都是错误的。当然柏拉图主

义者的错误还不如摩尼教徒之为甚。由于亚当所犯的罪而对全体人类施加

的惩罚是正当的；因为，由于这次犯罪的结果，害得本可具有灵体的人落

得了肉欲的心。 

  这个问题导向有关性欲的一段冗长而又繁琐的议论。按此，则我们之

为性欲所困正是由于对亚当所犯罪愆的一部分惩罚。这段议论从其显示了

禁欲主义的心理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加以申述。尽管圣者奥古斯丁

自认这个题目是荒唐的，但我们出于以上的理由，也还须加以申述。其学

说如下：如果为了蕃衍后裔，结婚生活中的性交必须被认为无罪。然而即

便在结婚生活中一个有德者也还是不能作到不以色情而为之的地步。即使

在婚姻生活中，从人们希冀隐避来看，人们是以性交为可耻的，因

为："这种来自天性的合法行为（从我们的始祖起）便伴随着犯罪的羞耻

感。"犬儒学派认为人不该有羞耻感，狄奥根尼希冀全面摆脱羞耻感，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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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冀在各个方面象狗一样行事。可是就连他在一次试行之后，也放弃了实

践上这种极端的无耻行为。色情之可耻在于它不受意志的约束。堕落以前

的亚当和夏娃，或可能有过没有色情的性交，——尽管事实上并不如此。

工匠从事工作，当他们挥动手臂的时候，并不感到色情；同样只要亚当当

日曾经远离苹果树，他或许能够不以现在必需的各种感情，来进行性活

动。性器官有如身体其他部分一样也许竟或服从了人们的意志。性交所以

需要色情是对亚当所犯罪孽的一项惩罚。设非如此，性欲与快感或竟分道

扬镳。除去某些有关生理的细节，经此书英译者妥善地保留了原拉丁文恰

到好处的朦胧词句之外，以上所述便是圣奥古斯丁关于性欲的理论。 

  由此可见禁欲主义者之所以嫌恶性欲显然在于性欲之不受意志指挥。

所谓道德，要求意志对身体的全面控制，然而这种控制却不足以使性行为

有所可能。因此，性行为似与完美的道德生活势不两立。 

  自从亚当犯罪之后，世界被划为两个城。一个城要永远与上帝一同作

王，另一个城则要与撒旦一同受永劫的折磨。该隐①属于魔鬼之城，亚伯

属于上帝之城。亚伯，由于神的恩惠，并预定，是世上巡礼者和天国的居

民。十二位先祖也属于上帝之城。关于玛土撒拉之死的议论，使奥古斯丁

涉及了七十人译本圣经与拉丁语译本圣经之间意见纷纭的比较问题。根据

七十人译本圣经的记载，应得出玛土撒拉在洪水以后还活了十四年的结

论，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未曾搭进挪亚的方舟。拉丁语译本圣经依据

希伯来文原典记载玛土撒拉死于洪水发生那年。在这一问题上，圣奥古斯

丁认为圣杰罗姆和希伯来原文必定是正确的。有人主张说犹太人出于对基

督徒的敌意，故意改窜了希伯来文原文圣经；但这种假说受到了他的驳

斥。另一方面，七十人译本圣经也必曾受到了神的感召。因而，唯一的结

论将是托勒密帝的抄写人在抄写七十人译本圣经时出了笔误。在论及旧约

圣经的各种译本时，奥古斯丁说："教会一直接受七十人译本圣经，好象

除此以外再没有其他种译本，正如许多希腊基督徒只知用这个译本，并不

知另外有否其他译本一样。我们的拉丁文译本也是依据七十人译本圣经重

译的。然而一个博学的僧侣、伟大的语言学家杰罗姆却把这本圣经从希伯

来原文直接译成了拉丁文。犹太人虽然证实他精湛的译文全都正确；并断

言七十人译本有不少错误，但基督的各教会则认为任何一个人不会比那末

许多人更为可取，尤其这些人是为了从事这项工作由大祭司所选定

的。"他承认七十人单独进行翻译最后取得奇迹般一致的说法，并认为这

是七十人译本圣经受到圣灵启示的一个证明。但希伯来文圣经也同样受了

圣灵的感召。这个结论使得杰罗姆译本的权威性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如

果这两位圣徒未曾对圣彼得的两面派倾向进行过争论的话，奥古斯丁也许

会更坚决地站在杰罗姆的一边。 

  奥古斯丁对圣史和世俗史进行了时代的对比。据此，以尼阿斯来到意

大利的年代适值押顿在以色列作士师，再有，即最后的逼迫是在敌基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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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导下进行的，但平时日则不得而知。 

  在写了反对司法刑讯值得赞赏的一章之后，圣奥古斯丁进而驳斥了那

些认为一切事物都值得怀疑的新学院派。"基督的教会因为对所理解的事

物具有最确切的知识，所以把这些怀疑认为疯狂而加以厌弃。"我们应当

相信圣经的真理。他继而说明离开真正的宗教就没有真正的道德。异教的

道德是"为淫秽的恶魔势力所玷污了的。"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是道德的东

西，对于一个异教徒正成为恶德。"有些东西，她（灵魂）似乎认为是道

德，并对此加以垂青，但如果这些东西不完全与上帝有关，那末，这些与

其称之为道德，当真倒不如称之为恶德。"不属于这个社会（教会）的一

些人将遭受永远的困苦。"在我们现世的斗争中，不是痛苦取得胜利，然

后由死亡来驱尽它的感觉，就是天性取得胜利，并由它来驱尽痛苦。可是

在那里痛苦将永远作难；而天性则将永远受苦。二者都将忍受持续的惩

罚。"（第28章）。 

  复活有两种，死后灵魂的复活，和最后审判时的肉体复活。在讨论关

于基督作王一千年的种种困难以及此后歌革和玛各①的行为之后，他又论

及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一处经文（同书第2章第11第12两节）"上帝就给他们

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

人，都被定罪。"有人也许认为全能的上帝首先欺骗他们，然后再由于他

们受骗而施以惩罚是不公正的；但圣奥古斯丁则认为这是不足为奇

的。"由于他们被定了罪所以才受了迷惑；同时由于受了迷惑，所以才被

定了罪。然而他们之受迷惑乃是由于上帝的秘密裁判，这种裁判，既秘密

而公正，又公正而秘密；自从创世以来他就一直继续着这种裁判。"圣奥

古斯丁认为上帝不是根据人类的功过，而是肆意把人们划分为被拣选的和

被遗弃的。所有人都应该同样承受永劫的惩罚，因此被遗弃的并没有倾吐

不满的理由。从上述圣保罗的章句中来看，人们之所以邪恶似乎由于他们

是被遗弃的，并非由于他们是邪恶的而成为被遗弃者。 

  肉体复活后，被定罪者的肉体虽将受到永无止境的焚烧，但并不因此

而消亡，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火蛇和埃特纳火山就是这样。魔鬼虽然不

具形体，却能被具有形体的火所焚烧。地狱里的磨难并不为人们涤罪，它

也不能由于圣徒的求情而有所减轻。欧利根认为地狱并非永恒的想法是错

误的。异端信徒和罪恶深重的天主教徒行将受到永劫的惩罚。 

  这书以叙述圣奥古斯丁所见在天上帝的景象，以及上帝之城中的永远

幸福而结尾。 

  由以上的概述看来，这部作品的重要性可能还不够明显。书中有影响

的一点在于教会与国家的分离，它具有这样明确的含意：国家唯有在一切

有关宗教事务方面服从教会才能成为上帝之城的一部分。自此以后，这种

说法一直成为教会的原则。贯串整个中世纪，在教皇权的逐渐上升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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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皇与皇帝间的历次冲突中，圣奥古斯丁为西方教会政策提供了理论的

根据。犹太人的国家，无论在士师记的传说时期或在从巴比伦被掳归来的

历史时期，皆为神政国家；基督教国家在这一关系上应该仿效犹太人的国

家。罗马诸皇帝和中世纪大部分西欧君主的脆弱性，在很大的程度上，促

使教会实现了上帝之城中的理想。但在东罗马，由于皇帝的强大，却从未

有过这样的发展，东方教会较诸西方教会远为臣服于国家政权。 

  使圣奥古斯丁的救世教义得以复活的宗教改革，摈弃了他的神政理

论，而趋向于伊拉斯特派，这主要是出于对天主教斗争时的实际需要。然

而新教徒的伊拉斯特主义却是缺乏热诚的，新教徒中宗教心最强的一些人

仍然受着圣奥古斯丁的影响。再浸礼派第五王国派和贵格派继承了一部分

奥古斯丁的教理，但却不过分强调教会的作用。奥古斯丁固持预定说，一

面又主张洗礼在得救上的必要性；这两种原则并不十分协调，因而一些极

端的新教徒便放弃了后一主张。然而他们的末世论却依然保留了奥古斯丁

的原则。 

  ①伊拉斯特主义主张教会必须服从国家的教义。 

  《上帝之城》一书中包含极少独创的理论。它的末世论导源于犹太

人；其所以导入基督教中来，主要是经由《启示录》一书。预定说和有关

选民的理论是保罗的，但奥古斯丁却作了比保罗书信中所作更充分、更逻

辑的发展。圣史和俗史的区分，在旧约圣经中已有明确的叙述。奥古斯丁

只不过把这些因素融会在一片，并结合其当时的历史加以叙述，为使基督

徒在信仰方面不致受到过分严重的考验，而能适应西罗马帝国的衰亡，以

及此后的混乱时期。 

  犹太人对于过去和未来历史的理解方式，在任何时期都会强烈地投合

一般被压迫者与不幸者。圣奥古斯丁把这种方式应用于基督教，马克思则

将其应用于社会主义。为了从心理上来理解马克思，我们应该运用下列的

辞典：亚威＝辩证唯物主义救世主＝马克思选民＝无产阶级教会＝共产党

耶稣再临＝革命地狱＝对资本家的处罚基督作王一千年＝共产主义联邦左

边的词汇意味着右边词汇的感情内容。正是这种夙为基督教或犹太教人士

所熟悉的感情内容使得马克思的末世论有了信仰的价值。我们对于纳粹也

可作一类似的辞典，但他们的概念比马克思的概念较多地接近于纯粹的旧

约和较少地接近于基督教，他们的弥赛亚，与其说类似基督则不如说更多

地类似马喀比族。3裴拉鸠斯争论圣奥古斯丁神学最有影响的部分是与反

击裴拉鸠斯异端相关的。裴拉鸠斯是威尔士人，原名莫尔根，意即"海上

之人"，这和希腊语里的"裴拉鸠斯"一词的意义相同。他是一个温文尔雅

的僧侣，不象许多同时代人那样狂信。他相信自由意志，怀疑原罪的教

义，并认为人类的道德行为，是出于人们在道德方面努力的结果。如果人

们规行矩步，并属于正统教派，那末，作为道德的奖赏，人们均将升入天

国。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虽然好象老生常谈，但在当时却引起了一场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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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骚动，并主要通过圣奥古斯丁的反对而被宣告为异端，但是这些观点却

一度获得相当大的成功。奥古斯丁不得不给耶路撒冷的教会长老写信，要

他警惕这个诡计多端，曾经劝诱许多东方神学者采纳偏见解的异端创始

人。在奥古斯丁的谴责之后，被称为半裴拉鸠斯派的一些人曾以一种比较

缓和的形式鼓吹裴拉鸠斯教义。又过了许久圣奥古斯丁比较纯粹的教义才

获得了全面的胜利，特别在法兰西，半裴拉鸠斯派于公元529年奥兰治宗

教会议时才最后被判为异端。 

  圣奥古斯丁教导说，亚当在堕落以前曾有过自由意志，并可以避免犯

罪。但由于他和夏娃吃了苹果，于是道德的败坏才侵入了他们体内，并以

此遗传给他们所有的后裔。因而其后裔皆不能以自力来避免罪恶。只有上

帝的恩宠才能使人有德。因为我们都继承了亚当的原罪，所以我们都理应

承受永劫的惩罚。所有未受洗礼而死去的人，即便是婴孩，也要下地狱和

经受无穷的折磨。因为我们都是邪恶的，所以我们是无权对此倾吐不满

的。（在《忏悔录》一书中，圣者奥古斯丁列举自己在襁褓其所犯的种种

罪恶。）但是由于上帝白施的恩惠，在受洗的一些人中将有一部分人被纳

入天国；这些人就是选民。他们并非由于自己善良而进入天国；除了借着

上帝只施予选民的恩宠，使我们不致败坏以外，我们大家都是败坏的。没

有理由可以用来说明为何有些人得救，而其余的人则将受到诅咒；这只是

基于上帝毫无动机的抉择。永劫的惩罚证明上帝的公义；救拯证明上帝的

怜悯。二者同样显示出他的善良。 

  支持这种残酷教义的各种议论见于圣保罗的著述，特别见于罗马人

书——这种教义曾为加尔文所恢复，并从那时起为天主教教会所抛弃。奥

古斯丁对待这些作品有如一个律师之对待法律：他的解释是很有力的，他

使原文表现了无以复加的含意。终于使人设想圣保罗的信仰虽不象奥古斯

丁所推论的那样，但如单独就其中某些原文而论，则这些地方又确曾暗示

奥古斯丁所说的那种含义。对未受洗婴儿的永劫惩罚不但不认为骇人听

闻，反而认为是出于一个仁慈上帝的这种说法可能被人们认为怪诞不经。

然而，由于罪恶的信念深深地支配了奥古斯丁，所以他确实认为新生婴儿

是撒旦的手足。中世纪教会中许多极其凶恶的事件，都可追溯到奥古斯丁

这种阴暗的普遍罪恶感。 

  只有一个思想上的困难确实曾使圣奥古斯丁感到烦恼。这个困难并不

是：因为人类绝大部分注定要遭受永劫的折磨，从而感到创造人类乃是一

件憾事。使他感到烦恼的是：倘若原罪，有如圣保罗所教导，是从亚当遗

传下来的，那末灵魂与肉体同样，也必然由父母所生，因为罪恶是属于灵

魂而不是属于肉体的。他对于这种教义感到了困难。但他却说，因为圣经

从未涉及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事上得一正确的见解不可能是得救的必要条

件，因而他就对之未作结论。 

  黑暗时期开始之前，最后几个杰出的知识分子，不但不关心拯救文

Page 10 of 11第四章 圣奥古斯丁的哲学与神学

2010-9-28ic32pp:E:\0\38.htm



  

明，驱逐蛮族，以及改革政治弊端等等，反而大肆宣扬童贞的价值和未受

洗礼的婴孩所受的永劫惩罚，这当真是十分离奇的。但当我们了解这些便

是教会传给蛮族改宗者的一些偏见时，那末，我们对于下一时代在残酷与

迷信方面几乎凌驾有史以来所有时期的原因，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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