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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柏拉图 理念 论及其对中世纪

基督教神学之影响

腊永 红

(甘肃陇东学院政法学院,甘肃 庆阳 745000)

摘 要:在柏拉图思想体系中, 理念 论是其核心,它充分彰显了古希腊人追问永恒、绝对

之终极本体的渴求, 尤其是其 两重世界 的划分和 善 的理念之绝对先验性和超越性以及 回

忆说 表现出的一种神学倾向,与中世纪基督教思想一拍即合, 为基督教中彼岸世界与上帝之

合理 存在和 光照论 提供了思想根基。在一定意义上说,柏拉图的 理念 论为中世纪基督

教神学的产生提供了理论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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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 理念 论可以说是西方形而上学思

想最经典,也是较早的表述,是后人从不同立场反

思形而上学传统的共同出发点。基督教作为一种

宗教信仰和价值体系在西方早已是一统天下, 以

反基督教而闻名于世的哲人尼采在追溯了欧洲虚

无主义传统后明确认为, 柏拉图的 理念 论为基

督教教义提供了理论来源,柏拉图提出的理念世

界,实际上是设定了一个抽象的、外在于人类生命

世界的超感性的 理性世界 , 而这同基督教的 彼

岸世界 一样都 罪孽深重 地否定了人的生命本

能,人的生命本身所应具有的价值被低估了, 被忽

略了,最后竟把人引向了虚无。 柏拉图是先耶稣

而存在的基督徒 柏拉图所发明的纯粹精神和

自在之善,乃是迄今为止一切谬误中最恶劣、最悠

久、最危险的谬误。[ 1] 12尼采的确看出了柏拉图

的 理念 论所体现出的先验性与超越性与基督教

的神学理论有着明显的亲和性, 它成为欧洲中世

纪基督教神学的一个主要理论来源。

一、理念 论的来源及其主要内容

纵观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史, 古希腊的哲学先

辈们无不被 何为万物的本原? 问题情结所萦绕。

自泰勒斯第一次提出 水 为万物的本原后,后经

阿那克西美尼的 气 、毕达哥拉斯的 数 、赫拉克

利特的 火 、德谟克利特的 原子 等,直至巴门尼

德提出 存在 这个无疑是客观世界的一个最普遍

的肯定和最高度的抽象, 它标志着西方哲学中 本

体 论的开始。然而,巴门尼德用这个具有永恒、

唯一、不动、可以被思想与表述的 存在 否定了现

象、运动和多却又是人们所不能接受的。如何 拯

救现象 , 打破这个无所不包的 存在 , 突破巴门

尼德以本质否定现象和感性实在的思想? 持感觉

主义、相对主义的智者学派率先进行了颠覆工作,

但最后走向了怀疑主义。这促使苏格拉底不得不

对智者学派的怀疑主义与虚无主义进行了批判否

定,在他把哲学的主题从对自然界事物的关注转

向对人本身的关注过程中,为寻求知识的确定性,

苏格拉底把对一般定义与概念的探求也提到了知

识理解的核心地位。柏拉图继续苏格拉底的事业

并进一步发展了其师的定义法, 认为我们人类感

官所感知的一切具体事物始终变动不居,不能形

成有关它们的知识, 唯有抓住那确定的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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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才有真理, 对于这类确定的对象, 柏拉图称之

为 理念 。

理念 ( idea, eido s)是柏拉图哲学思想的核

心概念,它是动词 idein(看)的名词化,即 所看到

的东西 , 它指的是一个已脱离官感的客观实在,

而非主观的精神性的东西,这就具有高度抽象的

性质。柏拉图似乎更关注世界上许多事物的相类

似性,并构想了 理念 去说明这种相类似性, 在其

理念 论中,理念就是一种特殊性质所表现的类,

一类事物有一个理念, 许多类事物就有许多个理

念,可以认为,理念实际就是世界和万物的根本原

因或本体。与不断生灭变异的可感事物相比,理

念是单一的, 绝对的,永恒的,不可见的。柏拉图

将合本质与现象为一体的世界分离成两重世界:

一个是由现象构成的可感世界, 它只是作为理念

的影子,是虚幻的,对它们只能有意见而不能有知

识;一个是把苏格拉底所寻求的那些普遍的本质

独立出来, 在可感世界之外构造了另一个 理念

世界,这也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世界,关于它们可以

形成知识。柏拉图说: 一方面我们说有多种美的

东西、善的东西存在,并且说每一种美的、善的东

西又都有多个 另一方面, 我们又曾说过, 有一

个美本身、善本身,以及一切诸如此类者本身;相

应于上述每一组多个的东西, 我们又都假定了一

个单一的理念, 假定它是一个统一者,而称它为每

一个体的实在。 [ 2] 263- 264在此, 普遍性和个体性首

次被柏拉图这样鲜明的对立起来, 而且让我们确

信 理念 才是比具体事物更真实、更恒久、更本质

的东西。从根本上说, 具有 普遍者 内涵的理念

是万物追求的目的, 是可感事物的根据,可感事物

都由它派生而来。

柏拉图把世界分割为两重, 使得他不可避免

地面临两个问题: 1、理念与可感世界如何联系; 2、

我们如何认识理念? 针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柏

拉图提出了 分有 说与 摹仿 说, 在我看来, 绝

对的美之外的任何美的事物之所以是美的,那是

因为它们分有绝对的美, 而不是因为别的原

因。[ 3] 109 ( 婓多篇 )个别事物分有或摹仿什么样

的理念,就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分有或摹仿到何种

程度,就相似到那种程度,但是,和理念相比, 个别

事物始终是不完满的, 因为分有不可能穷尽理念

的完满。感性事物因分有其理念而存在,也因其

追求理念而显得有意义。作为被打碎了的巴门尼

德的那个无所不包、唯一的 存在 被柏拉图分裂

为无数个 理念,从而构成了一个 理念 论体系。

为回答第二个问题, 柏拉图提出了 回忆说 ,这就

是从思维结果到假设一个解释性原因的形而上学

论证。柏拉图认为, 人的灵魂有四种由低到高的

认识能力,即想象、信念、知性和理性,它们各自的

对象分别是影像、具体事物、数理对象和理念。人

通过教育和训练, 专注于个体事物的灵魂能够逐

渐上升,最后可以获得对理念的把握,但这是一个

艰苦的过程。如果仅从知识论上看, 柏拉图所说

的理念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概念, 他的理念世

界就是概念世界。但柏拉图所坚持的是这些理念

决非起源于经验, 不是通过归纳从个别中抽象出

来的,相反,对个别事物的经验知识之所以可能,

恰恰是在理念的引导下展开的。对个别事物的经

验仅仅是一种手段, 通过它们,我们可以把早已存

在于灵魂中、但尚不明晰的理念弄清楚而已。具

体事物可见不可知, 理念可知不可见, 知识是回

忆,是对理念的回忆,回忆, 就是将存在和理念的

真理据为己有, 正是这真理,使得灵魂不朽。 因

为探索和学习实际上不是别的, 而只不过是回忆

罢了。[ 3] 507 ( 美诺篇 )在此, 柏拉图用了著名的

童奴回忆 说与 洞穴比喻 来说明认识的过程,

陈康先生曾指出: 柏拉图的这个洞穴比喻表明人

生来即执著于感觉对象,惟有依赖正确的引导方

可获得高级知识, 尤其是关于绝对价值的认

识
[ 4] 63
。

柏拉图在其理念世界中把 善 作为其他一切

理念的原因,是最高的理念,各种理念在 善 的统

辖下,形成一个有序的理念世界,使得可知世界由

善 主宰着。理念之所以有可知性, 人的灵魂之

所以有认识理念的能力, 都是 善 给予的, 善 自

身也成为其它理念所追逐的目的, 但也可以认为

善 不属于理念世界, 真理和知识都是美的, 但

善的理念比两者更美 你承认这一点是不会错

的。正如我们前面的比喻可以把光和视觉看成好

象太阳而不就是太阳一样,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把

真理和知识看成好象是善,但是却不能把它们看

成就是善,善是更可敬得多的。[ 2] 267自然界由于

太阳光的照射,使世界万物得以生长和哺育,也正

由于有了它人的眼睛才能很好地看见, 对象也才

能够更好地被看见。这也就是说, 光在人的整个

认识活动中都是一个必要条件, 正是光将视觉与

对象联系起来,而光来自于太阳,可见事物由太阳

主宰着, 万物之所以有可见性, 眼睛之所以有视

力,都是太阳给予的。 善之相 在 相界 的存

在,犹如这可视世界(现象界、自然界)里太阳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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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样。 善之相 在相界的作用, 首先是赋予被

思维存在(即 相 )以及真理性与被认识的能力,

同时,又赋予被思维存在得以存在的理由,或者说

获得存在性,成为 相 拥有这两种存在因素, 也就

是拥有其之所以存在和被认识的原因。[ 5] ( 相

即理念,柏拉图的 idea/ eidos 一词有的学者译为

相 )柏拉图在此提出的 善 的思想显然已超越

了道德范畴,而是侧重于表征本体论与认识论意

义上的最高终极本原和真理, 这种形而上学的超

验性后来在新柏拉图主义那里得到强化,他们赋

予了 善 另一名称, 即 太一 ,并认为它处于一切

范畴化的语言和思想之外。

二、理念 论对基督教神学思想之影响

柏拉图凸显形而上学思想的 理念 论哲学给

基督教的发展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尤其是对中世

纪基督教神学思想影响深远。 如果说基督教的

圣教历史来自于犹太教,那么基督教的神学思想

则主要来自于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主义和新

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 [ 6]人类从开始摆脱野蛮

之时起,就与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面对外在的

强大力量不能控制并做科学、理性认识时往往把

它神化而加以崇拜, 并祈求佑护自己, 于是,宗教

神灵便成了人的精神力量并被无限夸大。这种信

仰力量在经历了从自然神灵到宗教神灵的演进

后,直至西方的犹太人创造了上帝耶和华和凭唯

灵主义信仰超越了犹太教律法主义的基督教而达

到顶峰。上帝作为一种神秘的力量, 是超感性的

根据和一切现实的终极目标, 其存在以理性、信

仰,道德 三位一体 表现出来,凝聚了一切最高价

值,是不朽、至善的统一,也是世界和灵魂的统一

体,是具有道德感召力的律令。如果说 神 的观

念是世界各民族共有的话,那么,基督上帝这一观

念则在相当意义上为西方文化所特有。它作为至

高无上要素, 实际上是一切 起源性 或者 本源

性 的幻象的名称,换言之,上帝是人的宗教信仰、

理性逻辑和道德价值的根据, 是一切价值的终极

承载者和基督教信仰的创世实体。基督教神学中

的上帝并非 横空出世 , 在其降临西方之前, 西方

传统文化中就有了上帝诞生的土壤, 这土壤就是

希腊的理性主义与唯心主义哲学, 把希腊哲学和

圣经 结合起来的第一个哲学家是新柏拉图主义

者菲洛,他认为旧约经典与柏拉图哲学的精神实

质是一致的,柏拉图 理念 和斯多葛 逻各斯 的

结合就是上帝。
[ 7] 126
斐洛也是基督教及其神学的

先驱,他把柏拉图的 相 论同斯多亚派的逻各斯

思想糅合在一起所发展出神的思想, 极大地影响

了基督教神学的奠基人奥古斯丁。而这位教父哲

学的集大成者奥古斯丁甚至直接把理念视为神,

他 除了对柏拉图的客观理念作出了主观唯心主

义的解释外,几乎原封不动地接受了柏拉图的这

种理念论,他在 论八十三个不同问题 中讲道:

理念是事物的某种原初形式, 或永远不变的模

型,被包含在神的心智中 这是奥古斯丁从宗

教神学的立场,改造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念

论的重要环节。
[ 8] 399 400

当然在相当的意义上, 我

们甚至也可以在更早期希腊的 始基 概念、在毕

达哥拉斯的 数 、赫拉克里特的 逻各斯 等中看

到未成型的上帝的影子,但真正构成上帝之原形

的则是柏拉图的 善 的理念。

如前所述, 柏拉图通过提出 回忆说 来揭示

人认识理念之真理的途径,认为有关永恒真理的

知识,原本就现成地存在于人的灵魂之中,人以后

通过回忆而重新发现了它们。他借 日喻 之说把

最高的理念 善 喻为太阳, 是 心灵的眼睛 去看

对象所需要的光源, 善 的理念是实在的真理与

理性认识的源泉,它造成了思维对象的可知性、心

灵的认识能力与认识功能。同样, 奥古斯丁把上

帝比作真理之光,认为人持有的理念与永恒真理,

来自于神对人的心灵的一种 光 , 是神对心灵光

照的结果,神的光照是人类知识的终极根源。可

以说, 我们在哪儿发现了真理, 也就在哪儿发现

了我们的上帝 一切真理都存在于上帝之中,

它以光的形式照耀出来,光照是人类获得真理的

途径,是一切认识活动的先决条件 [ 9] ,光照为何

得以发生,此乃上帝的恩典。肇始于奥古斯丁的

光照论实际涉及的是对知识的一种态度,从表面

上看,它与柏拉图寻求真理的 回忆说 不同,但是

奥古斯丁提出的 光照说和回忆说之间,并无本质

上的区别;有区别的只是,柏拉图由于承认灵魂不

朽轮回转世说,所以在说明理念、理性认识的来源

时,不需要神的直接干预;奥古斯丁在把理念和理

性认识依附于心灵的同时,又需要神的直接干预;

因此,与其说它是一种替代,还不如说它是回忆说

的神学版本,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只是以

不同的方法去解释, 人的理性,既和来自客观世界

对感官发生作用而形成的感觉毫无联系,它的根

源也不在外在的客观世界。[ 8] 404

此外,柏拉图的 两个世界 之说和基督教的

人间 、天国 之说相吻合,他鄙视现实生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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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的生命,崇尚理念世界更是与基督教的思想

具有亲和性。柏拉图怀疑周围世界, 变化的感觉

世界被他归在洞穴的影子世界里, 洞穴比喻 里

所象征的一种上溯和回忆,后来演化为中世纪基

督教哲学所强调的回归和旅程。柏拉图的理念世

界是与现实世界相分离的,这个所谓的实在世界

排除了变化,是一个无生命的彼岸世界,这使得他

在神学观点上必然宣扬一种极端贬低肉体的灵魂

永恒论。既然感觉不可靠,使我们不能得到真理

的认识,自然灵魂与给其带来纷扰阻碍的肉体结

合在一起就是不纯粹的,不纯粹的灵魂不可能得

到纯粹的知识, 所以必须从肉体中解放出来, 也即

只有走向死亡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智慧。这是柏

拉图从如何获得知识的角度(认识论)去论证他的

观点。基督教以 原罪 思想为其信仰的出发点,

视人们生活的此岸世界为现象世界, 彼岸的天国

为唯一的真实世界, 宣扬生命只是痛苦,力图贬低

人的肉体, 根绝人的欲望, 否定个体生命的价值,

否定现实生命世界的意义,诱导人们寄人生的意

义、价值于虚幻的彼岸天国,实际上是在以某种方

式教导人们漠视自己的生命和真实的生命世界,

用神性压抑人性, 用上帝的创造力扼杀人的创造

力去获得 救赎 。可以说,这种认为灵魂只有在

摆脱肉体的干扰羁跘后才能得到 净化 与不朽的

思想实则是柏拉图哲学与基督教神学中人性论的

核心。

柏拉图奋力剪除感觉为知识根源,竭力在感

觉世界上另设理想世界, 他不屑于下,而拼命追求

于上,寻觅绝对真善美的理想,放弃了最为活跃的

人的生命活动场所, 其 理念 论的提出,使得人类

在精神上陷入了二元对立的困境, 至中世纪,柏拉

图的这种充满哲理思辨的 理念 论思想与凭借反

理性的信仰主义而成为普世宗教的基督教思想一

拍即合,尤其是理念世界直接从宇宙观上为通向

基督教之天国理想铺平了道路。 柏拉图对基督

教最重要的影响在于, 他提出了一种系统化的理

念世界与感觉世界、灵魂与肉体相对立的二元论,

这种二元论后来成为基督教神学最基本的内

容。
[ 8 ] 17
这样的发展结果, 恐怕是柏拉图本人也

没有料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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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ussion of Plato's Idea Theory Impact on

Medieval Christian Theology
LA Yong hong

( Sch ool of Polit ics and Law , Longdong College, Qingyang 745000, Ch ina)

Abstract: In Plato s ideolog ical system, idea theory is it s co re. It fully show s the ancient

Gr eek s thirst for cross exam ining the eter nal, abso lute and ultimate onto log y, especially the part i

t ion of two fo ld w or ld and goodness idea of the absolute apriority and transcendence and the doc

t rine of reco llect ion show s a theolo gy tendency , w hich chimes in easily w ith medieval Christ ian theo l

o gy, and prov ides ideolog ical foundat ion for Christ ian thoughts that other shore wo rld and god s rea

sonable ex istence and the illuminat ion theory o f co gnition . In a certain sense, P lato idea theory

pro vides theoret ical core for medieval Christ ian theolo gy to come into being .

Key words: Plato; idea; Christ ianity; goodness;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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