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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涉及颇广，包括心诺斯替教、印度教、炼金术、佛教、道教和基督教，并讨论了古代帝王的
宗教政策和近世哲学家、文学家的思想。
第一章中探讨的荣格心理学和诺斯替教的关系和我1995年在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社的《荣格》
和1996年在大陆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建造灵魂的庙宇——西方著名心理学家荣格评传》两书内容颇为
相近，且和费学关系很大。
后面部分主要讨论荣格和佛学的关联。
第二章介绍了荣格所受的佛学训练，第三章讨论了荣格心理学的主要观点与佛教哲理之间的关系，内
容多以佛教哲理证明其为荣格心理学的主要来源之一，讨论的重点在心理学方面，同时也广涉道教和
佛学，以支持著者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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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耀中，美籍华裔学者，水源工程师，文化评论家。
1934年10月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县一个华侨家庭。
15岁赴美，毕业于南加州大学土木工程系。
1983年以来，撰写了大量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方面的评论。
在中国大陆出版有评论集《荣格、弗洛伊德与艺术》、《新时代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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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1910年第二次精神分析学会会议上，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分歧已很明显。
作为19世纪西方理性主义的最后代表和精神分析学之父，弗洛伊德不能容忍自己的门徒和继承人脱离
既定的轨道。
他警告荣格：“答应我永远不要放弃性理论，它是一切事情中最基本的，我们必须把它作为信条和不
可动摇的堡垒。
”荣格惊讶地问：“堡垒——针对什么呢?”弗洛伊德回答：“针对可恶的逆流⋯⋯。
针对秘术。
”　　荣格这样评论这段插曲：“首先，‘信条’和‘堡垒’这种措词令我惊愕。
作为‘信条’，就意味着对信仰无可辩驳的确认，这只有以不断禁止怀疑为目的才能成立。
可是不要很久就不会再有科学的判断了，剩下的只是个人势力的驰骋。
”荣格说：“这件事击中了我们的友谊的要害。
我知道，我永远不可能接受这样的一种态度。
”荣格强调指出，他无法同意弗洛伊德的“性理论”：“弗洛伊德表面上说‘秘术’，实际上是指哲
学、宗教等等，包括当代新兴的心灵科学。
对于我来说，性学才是秘术，就是说，性学仅仅是一种无法证明的假说，就像许多其他玄想的看法一
样。
”　　荣格的主要贡献之一，是他的集体无意识与原型理论。
在“面对无意识”的时期里，他在诺斯替思想中发现了被基督教压抑了的无意识原始意象，可以说是
找到了自己的理论依据。
但他竭尽全力所收集到的诺斯替教文献资料却并不尽如人意。
有些资料出自与诺斯替教对立的基督教著者的手笔，从其中虽可剥露出一些有用的内容，却也难免失
真。
有些资料经过修订，已非原文。
有些资料过于简略，重要段落中时有阙文。
荣格觉得，用这些一千七、八百年前的断简残篇来支持自己的发现，似乎有些冒险。
另一方面，荣格又认为，自己的理论应当建立在某种比较研究的基础之上，他说：“⋯⋯这些发现牵
涉到一种广阔的现象学，对于它们，迄今已知的范畴和方法已不复适用。
由于未能提供比较，我基于十五年的努力所取得的成就似乎缺乏说服力。
我知道，还没有一个人类经验的领域是我有一定把握能够支持我的发现的。
”　　荣格本人是一个精神病学家，荣格自认为他的分析心理学基本上仍是一门自然科学。
但与其它学科不同的是，分析心理学在更大程度上受到观察主体的制约，因而心理医生最需要懂得人
类心灵的历史，最需要懂得作为人类心路历程之表达的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
必定有一个中间环节，使分析心理学与古代神秘主义相连接，以完成这种历史性的转换。
可是在1928年以前，荣格虽然在诺斯替教中找到了他自己内心体验的“历史先例”，虽然在几近二十
年的岁月里，荣格：竭尽全力地寻觅，却始终未能找到诺斯替教的神秘直觉与现代心理学之间完整的
历史性联系。
荣格发现，漫长的岁月已将这种联系隔断。
他甚至曾以为：“要想找到从诺斯替教派一或新柏拉图派——通向当代世界的桥梁，长期以来已证明
是不可能的。
”　　但是，心灵能够创造奇迹。
正如俗话所说，只要寻找，就会找到。
1928年的一天，荣格刚刚画完一幅曼荼罗，发现图中所展示的竟是一座中国古代的金色城堡，就在这
意外的惊喜之时，他收到。
了老朋友理查德·威廉寄来的中国秘教典籍《太乙金华宗旨》。
　　第二次布道：　　晚上，那些死者站在墙边哭泣，他们呼喊着说：我们但愿能懂得上帝，可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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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里啊?他已经死了吗?上帝没有死。
现在和永远，他都活着。
上帝是受造之物，因为他是确定的。
他与普累若麻不同。
上帝是普累若麻的质料，我说过的每一件关于受造之物的事情都适用于上帝。
　　其实，上帝已经因此区别于受造万物了，与受造万物相比，他更加模糊不清和无法确定。
但他比受造万物更缺少差异，因为他存在的基础是一种有效的充足。
只有当他是确定的和有区别的时候，他才是受造之物。
由此观之，他便展示了普累若麻的有效的充足。
　　任何事情只要我们不加以区别，就会堕落到普累若麻之中，并因对立两极的矛盾而成为虚无。
因此，如果我们不区分神，我们的有效充足就会黯然熄灭。
　　然而，上帝就是普累若麻本身，婉如上帝创造的和尚未创造的小点(哪怕最小点)都是普累若麻本
身。
　　有效的虚无便是魔鬼的特性。
上帝和魔鬼皆是虚无之表现，那表现就被我们称之为普累若麻。
其实，是普累若麻或不是普累若麻，都没有关系。
因为对立两极都是平衡的，因此也是虚无的。
但受造之物却并非如此。
上帝和魔鬼皆为受造之物，但他们并不互相消灭，而是作为有效的对立面而相互依存。
我们不需要证明他们存在与否，对于他们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
即使他们不是受造之物，因为他们本质上具有区别性，就会永恒地将他们区别开来，即使脱离普累若
麻，也是有区别的。
　　任何事情有歧视就会脱离普累若麻，歧视则会产生对立的两极。
在上帝面前永远有魔鬼的地盘。
这种不可分割性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可以看得见。
接近而不可能将之解决，就像普累若麻一样。
普累若麻是不可解决的。
在一双双对立的两极合并或脱离之时，是非常接近普累若麻的。
普累若麻内便是两极合并与消散之所在。
　　上帝与魔鬼的区别在于质料一充足或虚无，生成或毁损。
两者皆以有效性为标准，有效性　　将他们连接在一起。
有效性在两者的上方，那便是王中之王、神中之神。
从效用上，它联合了充足性与空虚性。
这是你可能不太了解的神，人类已经将他忘记。
我们称他为阿卜拉克萨斯(Abrax-as)。
他是没有确定性的，比上帝与魔鬼更不确实。
那个神与上帝和魔鬼有不同之处，我们称他为太阳神。
阿卜拉克萨斯是效应之神，站在他面前的除了“非效应”之外就再也没有别的东西。
因此，效应的特性就是自然地向你敞开。
“非效应”是一种否定，因此也不抵御。
阿卜拉克萨斯站在太阳之上，也站在魔鬼之上，它代表着没有或然性的或然性，代表着非现实的现实
。
假如普累若麻是一种存在的话，阿卜拉克萨斯便是它的表现。
它是效应本身，但不是具体的效果，而是概括的效果。
　　它是非现实的现实，因为它是没有限度的效果。
它也是受造之物，因为它区别于普累若麻。
　　太阳的效果是有限度的，魔鬼的效能也是有限度的，因此太阳与魔鬼似乎比无限度的、非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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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卜拉克萨斯更有效能。
那正是力量、延续和转动。
　　死者们听后发出了很大的骚动和喧嚣，因为他们都是基督徒。
　　第三次布道：　　仿佛雾水在沼泽地上升起，死者们渐渐地移近。
他们高声呼喊：请多谈一些关于至尊神的情况。
要了解阿卜拉克萨斯这个神并非一件易事呀!由于人们看不见它，它的力量巨大无比。
它从太阳那里吸取了最好的原料；它从魔鬼那里吸取了最坏的东西。
但从阿卜拉克萨斯那里，它却吸收了生命，那完全无限的生命。
他是善恶之根源。
　　生命似乎比最好的礼物要渺小和虚弱，因此人们也很难感知到阿卜拉克萨斯会在能量上超越太阳
，虽然太阳本身是一切生命力辐射的源泉。
　　阿卜拉克萨斯就是太阳，同时也是虚无永远吸吮的腹囊，the belittling and dismembering devil。
　　阿卜拉克萨斯的力量是双刃剑，但你看不出来。
因为对你的肉眼来说，这种力量冲突的两极已经消失。
然而，太阳神谈论的是生命。
魔鬼谈论的是死亡。
但是阿卜拉克萨斯表述的是空虚和咒骂的言辞，这些言辞同时就是生与死。
　　阿卜拉克萨斯制造真理和谎言，善与恶，光明与黑暗。
它们被糅合在同样的言行之中。
因此阿卜拉克萨斯是可怖的。
　　当一只雄狮将它的猎物打翻在地，那是一个多么辉煌的镜头!那既是伟大的牧羊神潘(Pan)，也是
渺小的阳具。
那是地下世界的怪物，是千足的水螅，是有翅膀的巨蛇盘绕在绳结之上，　　多么疯狂，令人心灵激
动。
　　那是非男非女的原始之开端，是蟾蜍(讨厌的人)和蛙(丑妇们)的君主。
他居于水中，又可　　跳至陆上，中午和子夜能听到异口同声的合音在缭绕。
　　那是富有者在追求联盟，但都是空虚的愿望。
　　那是神圣的诞生。
　　那是爱情和它的凶手。
　　那是圣者和它的叛逆。
　　那是白天最明亮的光，是夜里最黑暗的疯狂。
　　视之，则是盲目；知之，则是病态；　　叩之，则是死亡；惧之，则是智慧；　　不抗拒，则是
赎回。
　　上帝居住在太阳的后边，魔鬼居住在黑夜的后边。
上帝将光明带过来，魔鬼却吞噬光明使世界化成一片黑暗。
但是阿卜拉克萨斯就是世界，是世界的过去和未来。
当太阳神每次向人类馈赠礼物时，魔鬼都会送上一句咒语。
当你向太阳神乞求时，魔鬼也总是不甘寂寞。
当你和太阳神一起创造任何东西时，魔鬼就会得到一种有效的力量。
这就是可怕的阿卜拉克萨斯。
　　那是一个非凡的创造物，它所害怕的是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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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在当代西方心理学的发展中，荣格分析心理学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一方面，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已经逐渐取得了心理分析和心理治疗的主导地位，当代的心理学家们所关
注的是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另一方面，荣格的分析心
理学已经超越了心理学的界限，对当代的文化和艺术，以及整个人文与社会科学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
影响。
　　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理论是作为一种西方心理学理论出现的，并且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如此重大的
影响。
但是，荣格心理学本身，在荣格心理学的内部，却与源自我们东方的佛教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实际上，佛教的教义和思想，早在古代已经影响到了西方，许多重要的哲学家，如莱布尼茨、康德、
叔本华和尼采等都曾受到佛教思想的深刻影响，而所有这些受佛教影响的哲学家，尤其是叔本华的哲
学思想，对荣格心理学的发展也都曾经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在大乘佛教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大乘起信论》一书，在20世纪初期便被李提摩太和铃木大拙分别翻译
成英文。
我们研究发现，荣格早期所撰写的弥漫着神秘主义色彩的《向死者的七次布道》，便与《大乘起信论
》以及佛教经典《般若心经》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作为荣格早期受佛教教义和思想影响的一个例
证。
　　我们把佛教作为东方思想的一种代表，其中自然包括了中国文化与思想传统。
因为中国佛教是整个佛教思想发展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而在中国佛教思想中，也已经渗入了中
国的道家思想，乃至中国儒学的思想传统。
于是，在本书中，我们用专门的章节探讨了“荣格与汉传佛教”和“荣格与藏传佛教”的问题。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种研究和探讨，能够使读者看到荣格心理学的内在本质，看到荣格心理学与东方
思想的内在关系，从而能够自觉地在东方思想的基础上来重新评价和理解荣格的心理学。
　　本书内容涉及颇广，包括心理学、诺斯替教、印度教、炼金术、佛教、道教和基督教，并讨论了
古代帝王的宗教政策和近世哲学家、文学家的思想。
第一章中探讨的荣格心理学和诺斯替教的关系，和我1995年在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的《荣格》
和1996年在大陆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建造灵魂的庙宇——西方著名心理学家荣格抨传》两书内容颇为
相近，且和佛学关系很大。
后面部分主要讨论荣格和佛学的关联。
第二章介绍了荣格所受的佛学训练，第三章讨论了荣格心理学的主要观点与佛教哲理之间的关系，内
容多以佛教哲理证明其为荣格心理学的主要来源之一，讨论的重点在心理学方面，同时也广涉道教和
佛学，以支持著者的论点。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幸获许多友人帮助。
合作者李以洪女士出力甚多，自不待言；尤其要感谢的是，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甲荷永博士曾对
我的研究予以大力鼓励并合作解决了书内的多个心理学难题，使本书得以完成。
　　我因旅美多年，国文颇感荒疏。
数年来，幸获多位友人指教，不及一一具名，特此一并申谢。
　　刘耀中　　1998年3月20日，于美国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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