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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985工程”是国家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重大举措，其二期工程在全国若干所重点大学创建了
一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创新基地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某些重大课题进行一些开创性的研究。
这次在南京大学建立的“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是以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为依托，整合南京
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和社会学系等相关院、系的
有关研究力量组建起来的财政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基地提倡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把历史上特别是现当代各种宗教与文化普遍联系
与深刻互动、各种宗教文化的历史发展规律及其在现当代社会中的价值作为重点课题。
　　“宗教文化大系”是南京大学“宗教与文化”创新基地的系列研究成果集成。
这些研究成果，既有试图从理论层面较深入提示宗教与其他意识形态内在关系的“宗教文化专论”一
辑五册：《宗教与哲学》、《宗教与科学》、《宗教与政治》、《宗教与伦理》、《宗教与文学》；
又有着力于对世界五大宗教与五大文明系统之间相互影响进行相对宏观探讨的“宗教文化概论”一辑
五册：《佛教与中国文化》、《基督教与西方文化》、《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文化》、《印度教与印度
文化》、《犹太教与犹太文化》。
　　宗教与哲学的相互关系是创新某地的重点研究课题之一。
“宗教文化大系”所推出的“东方宗教与哲学”的五部专著，对中国、印度和日本古代宗教与哲学相
互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专题研究。
它们分别是：《儒释道三教关系》、《东亚道家与道教》、《印度宗教哲学》、《批判佛教的批判》
。
　　利用南京大学宗教研究力量的资源优势，研究中心组织了早已把研究触角伸及宗教领域的八位南
京大学教授，就他们各自学科、专业中的宗教问题，进行发掘性的专题性研究，作为成果，则是八部
颇具特色和深度的研究专著：《宗教生命文化的哲学内蕴》、《佛教本土化研究》、《基督教哲学的
源与流》、《圣经与西方审美文化研究》、《犹太教教义研究》、《什么是理性的宗教》、《宗教与
逻辑》、《逻辑与宗教社会学》、《佛教逻辑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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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由与时间，这是理解奥古斯丁哲学的两大契机。
本书围绕《论自由决断》和《忏悔录》(卷11)这两个文本，以心灵转向为主题，集中分析了奥古斯丁
的自由之思与时间之问。
    本书分上、下两篇。
上篇集中分析了奥古斯丁的神正论，特别是讨论了恶的起源、人的自由和上帝的正义这些问题。
在奥古斯丁那里，意志的自由决断不啻是罪恶的本源，而且也是人正当生活(生存)之根据。
意志的自由决断是心灵转向的根据。
意志的自由决断对于人的存在具有一种形而上的本源地位。
    下篇是对奥古斯丁时间之问的全面考察，不仅考察了奥古斯丁对时间之存在(是)与时间之本质(是什
么)的追问，而且考察了他关于时间存在的方式(怎样是)的追问。
他关于“时间是心灵的伸展”这一回答，不仅使心灵之思和心灵之在合二为一，而且使他的时间之问
走在存在论的途中。
最后一章考察了奥古斯丁时间之问的现象学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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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了彻底根除故意把罪恶归于上帝这种做法，一方面奥古斯丁使人们注意如下事实：所有灵魂的
运动都必须置于理性的统治之下，以便使归咎于上帝这种做法成为枉然，更确切地说，以便不要归咎
于上帝而是归咎于自己的人格，这种人格不愿意让被给予自己的心灵（mens）本身统治自己。
简言之，奥古斯丁提请人们注意：意志应该是善良意志。
为了继续消除对上帝的终极指责，即兜底指责：上帝似乎和他的所是不同，——甚至是恶的——或者
说到底，他并不存在；另一方面，奥古斯丁指出，明白这种最危险的错误是必要的，即对造物主的错
误信念这一错误。
对上帝的错误意见，或者说，人们对上帝的想象应该放弃。
唯独三一是上帝，即他的实体，因为对他的任何其他想法（更别提完全否认他的存在这一事实）都是
错误的意见，是“最有害的错误”。
根据这一证明，上帝就是至善。
　　为了帮助这种失去理智的盲目思想走出其恶意，克服将罪恶归咎于上帝这种做法的种种道路，奥
古斯丁指出，认识所有寻求和找到的目标并且尽一切力量通过自己的意志致力于这一目标，是非常必
要的。
它是至上者，是一个超越于所有想象至上的目标——因为它是如上所述的绝对的他者。
　　在这方面的所有努力必须针对在未来有待期待的东西（未来的希望）。
因此，一切学习都一定会发生。
他指出，关于过去所犯的错误并不像关于在未来应该实现的目标的错误那么严重。
例如，对于一个乘船驶往罗马的人而言，关于在哪启航方面所犯的错误要比在哪里到达方面所犯的错
误小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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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由、心灵与时间：奥古斯丁心灵转向问题的文本学研究》是对古罗马著名哲学家奥古斯丁两
部核心著作《论自由决断》和《忏悔录》的哲学阐释。
作者围绕奥古斯丁提出的在西方哲学史上具有奠基意义的两个概念——自由和时间进行论述。
作者认为，这两个概念不仅是基督教哲学的基石，更为重要的是共同完成了心灵的转向。
由此可以间接证明：善良意志的根据在于上帝，论证了上帝证明和自由决断之间的必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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