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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何处—文明对话二》，李志刚、冯达文主编，《世明文丛》第五辑，成都,巴蜀书社，2009, 332

页. 

 

田书峰 

 

《此行何处》，这本旨在推动促进文明之间对话的书共收录了 17 篇文章，分别由不同的作者写成，

讨论不同的题目。短短两千字，很难对这 17 篇文章统统评析。所以，选择几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

来进行评析，实为上策。第一篇的作者张志扬虽以“此行何处？--迷途问津”的不耻下问的姿态发

问，但其实却是对西方以古希腊哲学而自诩的中心主义作了彻底的批判和发难，而作者批判所选用

的人物却又恰恰是西方内部的两大哲学家，尼采和海德格尔，真可谓以己之手掌掴自家脸面。他认

为，西方真理观的三大源泉都含有遮蔽的成分，即上帝创世说把“光”绝对化、柏拉图的至善理念

论把本质实体化，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实证法又把知识技术化，目的化。如此，他们所导致的最终

结果并无二致：即造成了工具理性或技术功利理性的滋长，且在现代人的生活世界里慢慢形成了它

的霸权。如此处于技术理性的霸权之下的自然与人，或被技术化的自然与人亟需东方之“道”的补

充和映照。 

 

我所选择的第二篇评析的是陈立胜的“宗教会消亡吗？”一文。他高屋建瓴地梳理了中国的启蒙运

动（五四运动）和西方的启蒙运动的思路，并归纳了宗教哲学家或宗教人面对启蒙思想家是如何回

应和辩解的。蔡元培在 1917 年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并非凭空想象，他借用了德国宗教哲学家

施莱尔马赫的理论。他认为，宗教与知识无关，宗教也与道德无关，经过对宗教的层层“剥皮”工

作后，最后，找到了人性更深刻的内涵，“即人对生活，自然与历史的直接体验，宗教即扎根于这

种深刻的人类体验之中。”（见：第 34 页。）这样一来，宗教体验恰恰栖息于对存在的惊奇感上面。

而启蒙思想家所犯的错误就在于，他们认为理性之光可以穿透一切让它好奇的东西，一切未知的领

域，最终让其成为“习以为常”“理所当然”的东西。殊不知，人的理性是无法完全捕捉到“存在

本身”的，因为它是人无法理解的，它永远是让人惊奇的。如此，宗教本身是“非时间性的”，宗

教所赖以成为宗教的东西“独成一类”，它是“意识结构中的一种元素”，而不是“意识史中的一个

阶段”。（见：第 40 页。）启蒙的力量有助于净化宗教信仰中的盲信主义，但若理性僭越其界限，而

替代宗教，则违背情理，因为“心灵自有其理路，是理性所无法了解的。”（见：第 48 页。）这样，

我们对“宗教会消亡吗？”这个问题就不会那么天真地认定它有明确的答案了。 

 

第三篇是关于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境遇，主要以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和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在华传

教的境遇来展开论述的，作者李天纲从历史的角度对基督新教的在华功臣—马礼逊再次进行爬梳，

并进而缅怀了他在广州十三夷馆游学中国文化，与中国人为友的生活。马礼逊的“中国文化观”与

利玛窦的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中国人应该在儒家的基础上改信基督教，如此，中国人的

“劣根性”可以得到根治，而德性则被唤醒。从传教策略方面来看，虽然，基督教在中国大陆几百

年的历史传播过程中，起落不定，兴衰难测。但重要的一点是，基督教在中国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可

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它与中国文化和社会的融合与适应的程度。于是，现时代的基督徒所面对

的当务之急是，如何从狭窄的自己灵魂的拯救中走出来，而能应对当今世俗世界和文化的、以及由

社会政治制度变迁而来的各种挑战和困难，进而寻求得到更多的与文化和社会融合的契机。 

 

我所要评析的最后一篇是李兰芬的题为“回到真切的个体体验—从奥古斯丁及安萨里的《忏悔录》

说起”的文章。基督教的大师大圣奥古斯丁（354—430）借其独特的个人宗教的皈依经验和古希腊

哲学的资源，畅说自己的内心世界，毫无遮掩地言说自己与那位超越者和神圣者的关系。他把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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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宗教经验和理性之思结合在一起。这样，他既摆脱了古希腊哲学对“普遍有效性”的偏执确信，

又将自己的个体经验提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宗教问题。处于阿拉伯世界的中世纪末期的另一位宗教

思想家阿尔- 安萨里 （Al-Ghazali, Abu Hamid, 1058-1111），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思了个体宗教经验

与神圣关系的问题。他虽然如同奥古斯丁一样，从“反求诸己”的个体内在体验出发来反思，但他

更强调人的欠缺，无论是感性的，理性的还是灵性的认识，都具有必然的有限性，过分地执着于自

己的内在体验，反而会把个体绝对化，如此离超越与神圣越来越远。只有当人类能反思和认识到自

身的有限性时，人才有可能转向超越与神圣。个体的罪性存在体验可以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把

人置于狭隘之地，也可以是使人走向神圣和超越的契机，关键还是在于我们能否打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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