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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西方神学美学思想概览》是“民大中文研究书系”之一，研究主题是当代天主教神学家冯·巴
尔塔萨的神学美学思想。
分为基督教神学美学之源流掠影、当代西方天主教神学美学、当代西方新教神学美学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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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旭红，文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基督教美学、西方文论和比较文学。
已出版专著《巴尔塔萨神学美学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以及学术论文若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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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然而，正如研究者指出的那样，这个看似比“偶像禁令”更为坚固的牢笼实质上和后者一
样基于对物质与形象的轻蔑。
“一方面，他们将受造与非受造的圣经二元论叠加在物质与精神的柏拉图二元论之上，强调这两极之
间的不可通约的对立，出于对物质的轻蔑，圣像破坏者将形象的价值贬低⋯⋯另一方面，他们将三位
一体教义中的‘本体相同’概念诡辩地挪用到基督和他的圣像的关系中，以极高的要求来衡量形象，
认为只有在实体上与原型相同的形象才能表达真像，否则不配称作形象。
对形象的这两种看似背道而驰的理解，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漠视可见形象的象征意义和启示力量
，或者由于形象属于感官物质的尘世而鄙弃它，或者用假想的神圣标准来责难它⋯⋯结果都是对圣像
的严厉拒斥。
”①很显然，前者是反对派运用“偶像禁令”的逻辑，后者则是他们运用基督论责难圣像的根基。
正因如此，面对反对派在政治上的无情迫害和神学上的咄咄逼人，圣像爱好者们的辩护尽管有时显得
软弱无力，然而从神学上来看，他们取得最终胜利是必然的，因为反对派的理论是建立在错误的形象
观之上的。
换言之，只要他们不落入反对派设置的牢笼、并洞悉其形象观的漏洞，就可以确立符合基督教教义真
谛的形象观、并据此完成为圣像辩护的工作。
 从形象的角度来看，圣像崇拜派的辩护必须包含以下几个关键性的步骤：首先，根据道成肉身教义彻
底清除旧约和柏拉图主义对物质形象的蔑视。
这对于偶像禁令无异于釜底抽薪。
如上文所述大马士革约翰的辩护。
其次，区分作为上帝完美形象的基督（自然的形象）与基督的圣像（艺术形象）。
这一点对于整个圣像之争来说其实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无论是圣像的支持者还是
反对者，都存在着将这二者混淆的倾向。
人们热衷于论证基督形象是否具有“可描绘性”，似乎只要基督是可描绘的，描绘基督形象的艺术就
具有了合法性。
为此，反对派先是沿用尤西比乌的逻辑、通过强调基督的神性吞没人性来证明基督“不可描绘”；支
持派则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强调基督的人性来证明基督“可被描绘”，并以此作为圣像崇拜的理由；
然后，反对派又通过要求“形象与原型本体相同”来否定圣像。
这几个回合的论争说明：任何无视自然与艺术的差异、将基督圣像与其自然形象相混淆的做法都是不
利于为圣像辩护的。
对于二者清晰而中肯的区分直到西奥多（Theodore of Studios，759—826）那里才真正完成，这标志着
圣像之争从基督论回归到它的本来议题：圣像的神学合法性问题。
基督是可描绘的，因而圣像是可能的；然而，西奥多指出，作为人所制作的艺术形象，圣像不等于基
督形象，二者仅存在“身位等同”的关系，即：圣像仅与作为神圣第二位格的基督的人性形象相同，
作为艺术的圣像唯有在这一点上可与神圣者上帝建立直接关联。
 第三，确立圣像与其原型基督之间的象征关系。
对圣像与基督的区分最终又必然回归到基督教处理造型艺术问题的传统途径——象征。
圣像不等于原型，但可以因其表现了基督的人性面容而将观看者的心灵指引向那拥有完全神性的上帝
，这就是圣像存在的理由。
可以说，象征理论是基督教解决“偶像禁令”问题，为造型艺术在神学中争取到位置的终极途径。
由于构成象征的两事物之间并非对等或同一关系，作为喻体的可见事物（圣像）只是一个能指符号，
它所指向的抽象事物或概念（神性）才是象征思维的重心所在。
因此，象征既可以实现超越之神性与可见形象的直接关联，满足人类信仰对“可见性”的依赖，又能
够回避“偶像禁令”最为担忧的神性与艺术形象混为一谈的问题，保留了艺术世界与神圣世界之间的
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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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西方神学美学思想概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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