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新冠肺炎爆发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危机的时代。我们文化科技的发展正

面临巨大挑战。这场大流行告诉我们，能解决当前一切问题的最终办法并非掌握在我们

自己手中。在上帝那里我们才能找到最后希望和救赎。就此而言，目前的危机给我们生

活带来的也不见得都是负面影响。我们要积极地甚至从灵修层面来分析现状，我们可以

向生活在4世纪的尼撒的贵格利神父求助，他以否定神秘主义闻名。透过否定的视角，这

场危机提醒着我们，人类智力存在局限性，这让我们最终将目光转向世界，生命的终极

意义以及最终的拯救很重要。这也是我们再次开始精神转变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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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沉浮中保持灵修人生
在尼撒的贵格利神秘主义的指引下

开启现世和长久的灵修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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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爆发，我们意识到自己生活

在一个危机时代。在新科学取得突破前，为

自保我们颠覆了生活的各个层面。我们尽量

让所做的事都保持关联，但整套方案中还是

缺少一些东西。除了我们当前的防护措施，

还有其他应对新冠肺炎的办法吗？我们能否

把新冠肺炎视为一个机会来面对真实的人类

现状、它背后的神圣力量以及最终其灵修转

变？早期教会中，科技不如今天发达，我们

更能感受到上帝与人之间无穷的距离，也更

关注灵修成长。教会神父们的灵修转变观念

可能会为看待大流行危机提供另一个视角。

我将在本文集中讨论4世纪的一位教会神父—

尼撒的贵格利关于灵修转变的观点，以及我

们如何以这个角度来解读新冠肺炎。

贵格利认为，当人发现上帝的卓越

性和不可知性从而意识到人类认知局限性

时，就会走向灵修转变，这就是否定的觉

醒。他在分析亚伯拉罕前往应许之地的旅程

时，就对此做了清晰的解释。和那个时代的

其他神父一样，贵格利以传递寓意的方式阅

读圣经。他认为亚伯拉罕的旅程就是提升灵

修的寓言故事。（尼撒的贵格利，2007年，

86，78页）他把亚伯拉罕视作推崇人类智慧

的贤者。（尼撒的贵格利，2007年，86，79

页）但是上帝召唤亚伯拉罕时，他却不知哪

里去了。贵格利认为，知识并未让亚伯拉罕

对上帝有所理解，反而意识到上帝超越了自

己所认识的一切。正是有了这样的感悟，

亚伯拉罕放下了“他了解的一切事物，也暂

停了走向未知事物的旅程。”（尼撒的贵格

利，2007年，88，79页）

贵格利神学的核心是促成灵修转变的

否定的觉醒。他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以否定

的觉醒的方式来分析医学和当前新冠肺炎危

机的解读方式。在与优诺米的辩论中，否定

神学论成为了贵格利捍卫圣子神性的中心神

学主题。优诺米从字面上解释耶稣说的话，

如“父比我大”。（新校订标准本，《新约

约翰福音》14：28），他解释说子由父出，

儿子是世界上第一个创造物。

贵格利认为优诺米主要错在他试图以

人类智慧去领会圣父/圣子关系的本质。为表

明我们的智慧的有限性，在反驳优诺米的第

二本书中，贵格利回顾了我们作为人类能通

过自身自然力量认识的东西，比如行星/恒星

如何相互旋转，以及从天文学看太阳和月亮

如何运动。但是他说，如果我们询问宇宙本

质的问题，即宇宙为何以及如何变成现在这

样，就会发现我们所见的并不能告诉我们答

案，答案“超越于人类认识的极限之外”。

贵格利在此理清了事物存在的两个方面：1）

我们可以观察和了解的现象；2）事物的本

质，也就是事物为何以及如何以现在的方式

存在。后者超越于我们的认知之外，因为它

植根于世界的最终之因——造物主。这种意

识导致贵格利走向他对上帝的否定感知：如

果我们不能理解造物的本性，我们就更不可

能知道上帝的本性，他赋予了每个造物的本

性。贵格利把造物主上帝与其创造的世界极

端地划分开来：“一个是有限的，而另一个

是无限的；前者受造物主智慧的约束，被限

制在适定范围内，后者的限度则是无限。”

（尼撒的贵格利，2007年，79，77页）目前

三位一体的内在关系存在于超凡的神域，完

全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范围。贵格利认为，这

种认识不会阻碍我们追寻上帝，反而会推动

我们以一种颠覆普通感知的方式和他相遇。

（尼撒的贵格利，2007年，70，74页）

本文集中讨论4世纪的一位教会神父—尼撒的贵格利关于灵修
转变的观点，以及我们如何以这个角度来解读新冠肺炎…贵
格利认为，当人发现上帝的卓越性和不可知性从而意识到人
类认知局限性时，就会走向灵修转变，这就是否定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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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刚才概述否定神学论中，贵格利

区分了可理解的现象和不可理解的造物的

本质，与20世纪一些神学家对科学和宗教

的区分相契合（里吉纳尔·加里歌·拉格朗

日，1934年，第63页，阿利斯特·麦格拉

思， 1999年）：自然科学处理现象世界的数

据是通过寻找现象的联系进行，它不能解答

本质问题，也不能约束人与世界以及人与上

帝间的基本关系。

作为自然科学分支之一的医学，其有

限性被新冠肺炎再次揭示。不论医学多先

进，它也只是根据所观察的现象间的关系

来改变我们与自然世界的关系，它无法改变

人类生活的本质和上帝创造的自然世界。正

如疫苗的出现改变了我们与病毒的关系，但

它无法改变人类是不完美的和脆弱的生物的

事实，人类生活仍面临自然界其他生物的持

续威胁。新冠肺炎也证实了这种威胁从未消

除。看待医学成就和自然威胁的合理态度，

应该需要一种对人类知识边界的否定意识。

否定的觉醒不仅引发了灵修转变，还

决定了它的方式。

贵格利的否定神学论，并非是纯粹地

否定一切关于上帝的认识。相反，无论是

从否定法还是肯定法来看，上帝都超越了

一切，所以能更接近真实的上帝的方法是尽

可能更多地去谈论和感知上帝。否定神学论

没有阻止我们追求上帝，而是要通过灵修

转变推动我们不断探索对上帝更积极的认

识。灵修转变本身意味着要遵循教会的教

导体验高尚的生活，直接参与到神圣的生

活中。贵格利柏拉图式的观点认为践行美

德才能认识美德。按照《创世记》1:26，他

相信美德就是人类和上帝间的相似之处，因

此，就算我们无法理解上帝的本质，我们却

可以通过践行美德而懂得美德这样的神圣属

性。（尼撒的贵格利，2000年，70页；史密

斯，2004年，25—27页，163页，196页；布

拉斯，152—57页）以这种认识上帝的方式比

智性知识更直接，因为这样能直接参与到神

圣的生活中。（哈里森，1995年，第一部）

智力上讲，这种意义上的灵修转变

需要我们不断地超越思维的边界。（劳

斯，2007年，78—94页）这会带来一种对上

帝的独特顿悟体验，这种体验比单纯地践

行美德要强烈得多。在贵格利对摩西前往应

许之地旅程的解释中，他把摩西从西奈山

走进黑云（新校订标准本，《出埃及记》第

20、21章）解释为一种否定的体验：“把观

察到的一切留在身后，不仅有意识领悟的东

西，还有智慧认为其所看到之物。”（尼撒

的贵格利，1978年，第二卷，163页；见尼

撒的贵格利，2007年，88，79页）。在摒弃

一切感觉和理性的同时更深入地走入神圣的

黑暗之中，摩西获得了在未见中见到上帝

的积极体验（尼撒的贵格利，1978年，第

二卷，163页）。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充当

了“一种理性障碍物”（莱尔德，85页），

强调与上帝相遇在某种程度上截然不同于普

通的认识。部分学者将这种相遇解释为上帝

存在于灵魂中（莱尔德，86页）。这包含着

依靠信仰或参与而与上帝的直接关系。（哈

里森，1995年，66—69页；莱尔德，2004

年，82—85页）

在贵格利看来，因为灵修转变的超验性，所以我们否定地谈论灵
修转变。行动上，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断向往信仰揭示之物，摈
弃一切理解，认识上帝截然不同于我们之所知…这并不是否定我
们的知识努力。相反，它要求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生活固定在我
们的理解中，而是要植根于超越我们智力理解的上帝。因此，灵
修转变应该是我们的生活和我们在世界上所有行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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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格利没有详细谈及灵修转变的积

极内容。但《雅歌》的训诫中直接影射了

“对上帝存在的一些感知”。（尼撒的贵格

利，2013年，343页）它不是一种感官认知

或智力认知，而是一种在“清晰明了的知识

之外”的感知。（同上）因此，上帝存在的

感觉是难以形容的。在贵格利看来，因为灵

修转变的超验性，所以我们否定地谈论灵修

转变。行动上，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断向往

信仰揭示之物，摈弃一切理解，认识上帝截

然不同于我们之所知。只有这时候，渴望感

受上帝存在的人才会被带进超越认知之地。

这并不是否定我们的知识努力。相反，它要

求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生活固定在我们的理解

中，而是要植根于超越我们智力理解的上

帝。因此，灵修转变应该是我们的生活和我

们在世界上所有行动的基础。

然而，追求灵修转变并不容易，因

为它彻底颠覆了我们平常的认知方式，并

且瞩目的科学成就也不断模糊着我们的视

野。贵格利写道，认知的失败常常会唤醒否

定的愿景。在《驳优诺米》二中，贵格利看

到亚伯拉罕为那些“依靠信仰而不是依靠视

力而行走”的人树立了榜样。（尼撒的贵格

利，2007年，86，78页）。在三位一体辩论

的语境中，贵格利对比了信仰和所见，强调

促成否定意识的东西必然是不断缠绕、超越

于理性之外某的种真理，而三位一体的神秘

正是这种类型之一。《摩西的一生》中，

在解释摩西在神圣的黑暗中遇到的圣灵显

现时，贵格利明白这就是知道“神超越所

有认识和理解”的否定体验（尼撒的贵格

利，1978年，第二卷，164页）驱使摩西通过

抛弃感性和理性的认识，进一步深入到神圣

的奥秘中。

就现状来看，我们是否也能积极地把

新冠肺炎视作一个否定的觉醒的机会呢？新

冠肺炎揭示了我们当前防护系统的缺陷，提

醒我们，我们的智慧也许能保护我们免受病

毒攻击，但它无法改变我们与自然世界的基

本关系，因为人类的本质就是如此。如果我

们积极地看待这个启示，可能会唤醒我们，

让我们看到，最终决定我们本性的是造物

主，造物主引导我们通过灵修转变而不断将

我们的生活固定在我们和万能上帝的关系之

中。

按照贵格利的否定神学论而被接受的

认知失败不是偶然的，这也许是上帝让我们

专注于灵修转变的一种方式。因为上帝与我

们的距离是无限的，无论我们在灵修转变上

取得多大进步，上帝还是远在我们之上。我

们在这可以学习贵格利无限延伸的观念，我

们的灵修转变确实需要长久的进步，即使此

生结束也要延续。（劳斯，2007年，86—88

页；史密斯，2004年，115—25页）为了保

持持续的进步，上帝会不断地把我们置于唤

起否定的意识的环境中。摩西在岩石缝中见

到耶和华背对着自己，贵格利解释称自己为

此做了研究（新校订标准本，《出埃及记》

第33章第22条）。他解释摩西渴望见到上帝

时，上帝便显现了。但是耶和华并未让摩西

看到自己的正脸，而是让摩西走进岩洞里，

当耶和华经过时，摩西看到了他的背影。

（新校订标准本，《出埃及记》第33章第23

节）贵格利认为，耶和华让摩西看他的背影

而不是正脸，是为让摩西陷入失望，这样摩

西就可以在看不见神的经历中，继续以一种

看不见且看不懂的方式追寻上帝。（尼撒的

贵格利，1978年，第二卷，219—227页）上

帝与我们的这种互动也反映出《雅歌》中新

娘的经历。什么也看不见的漆黑夜晚，新娘

意识到了她印象中的新郎与现实中的新郎之

间无限的差距，从而放弃了了解新郎，转而

继续寻找她的爱。（莱尔德，2004年，85

页）

正如贵格利所理解的，上帝不断地把

我们置于绝望之中以唤醒我们认识到我们的

认知极限，并引导我们在所见所闻之外，以

超然的方式认识他。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冠

肺炎以及我们人生中历经的其他沧桑，都是

上帝认为能让我们实现否定的觉醒和灵修转

变的机会吗？尽管我们渴望通过认知力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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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一切，但阻碍这种野心的未知性从未间

断。但从超凡的角度看，它们肯定有一些积

极意义，不单是促进更大的科技成就，更多

的是邀请我们依靠上帝走向灵修转变。这需

要我们停止恐慌，并以积极的态度看待并应

对危机。

•

Sonja Xia，澳门圣若瑟大学宗教研究与哲学

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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