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蛻變>>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大蛻變>>

13位ISBN编号：9789866285950

10位ISBN编号：9866285952

出版时间：2010-7-7

出版时间：商周出版

作者：凱倫·阿姆斯壯,Karen Armstrong

页数：544

译者：林宏濤,陳信宏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蛻變>>

前言

　　推薦序一　　歐力仁　　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凱倫．阿姆斯壯（Karen
Armstrong）繼一系列探討伊斯蘭教、佛教、基督教和猶太教的專著之後，又出版了《大蛻變》此一綜
合先前研究成果的鉅著。
本書可說是結合世界大宗教文化、宗教人類學和宗教文學等方面的歷史佳作。
《大蛻變》一書以雅斯培（Karl Jaspers）於1949提出之「軸心時代」（Axial Age）概念為主軸，全書共
分為十章分別探討軸心時代的民族、儀式、虛己、知識、苦難、感同身受、關懷天下人、萬物歸一、
帝國和未來的方向。
　　阿姆斯壯指出，公元前900年至200年之間，四個不同區域的聖哲創造出足以讓全世界產生大蛻變
的宗教與哲學思想。
就是：中國的儒家與道家，印度的印度教與佛教，以色列的一神教（及其衍生出的拉比猶太教、基督
教和伊斯蘭教），和希臘的哲學理性主義。
阿姆斯壯對生長於軸心時代的佛陀、蘇格拉底、柏拉圖、孔子、耶利米、以西結、奧義書神祕派、孟
子和優里庇德斯，以及較晚期的拉比猶太教、耶穌與穆罕默德等聖哲的思想背景進行深度的解析。
　　作者在本書的一開始便直言，廿世紀在我們所居住的星球上發生之史無前例的人間暴力與生態浩
劫，再再說明了人類必須重拾聖哲先賢們所提倡的「靈性」，以馴服那顆永不安份的貪婪、好鬥和自
負之心。
在融合軸心時代百家爭鳴、琳琅萬軸的宗教和哲學文化寶藏於一爐之後，阿姆斯壯相信，在聖哲們的
眼中，重要的不是宗教儀式或知識，而是德性。
盡管軸心時代的聖哲「仍然尊重儀式，但是賦與它新的倫理意義，並且以道德為靈性生活的中心。
你和所謂『神』、『涅槃』、『梵』或『道』相遇的唯一方式，就是要有憐憫的心。
」基於此不移的信念，聖哲們不約而同地強調「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黃金律。
　　阿姆斯壯說，黃金律不是遙不可及的大道理，而是日常的生活原則。
「每當我們想對同事、兄弟姐妹或是敵對國家說出具有敵意的話語之前，若是能夠先考慮一下自己聽
到這麼一句話會有什麼感受，從而把到口的話嚥回去，那麼我們在那一刻就是超越了自己，獲得了昇
華的體驗。
」　　阿姆斯壯指出，面對今日這種充滿恐懼和痛苦的年代，兩千多年前的聖哲為我們提出了兩項扼
要的忠告。
第一，要自我批判，不能總是譴責別人。
誠如《聖經》所言，人們往往只看見別人眼中的刺，卻看不見自己眼中的樑木。
第二，必須付諸實際有效的行動，不能僅是藏身在象牙塔裡空談改革。
她提醒讀者必須小心，實際上當代很多的宗教組織「將信仰教義化」的作法恰恰是軸心時代的聖哲先
賢所不屑的。
因此，阿姆斯壯最後強調，只要我們再度高舉聖哲們所重視的靈性實踐，必能讓世界諸宗教暫時擱下
教義和信仰的差異而尋求合作。
各宗教在彼此接納、尊重差異的狀態下，共同以愛心彼此服務，以慈悲心化解對立。
單就此點而言，筆者認為，阿姆斯壯遠比獨斷地將世界各大宗教的信仰對象嫁接統一為「終極實在」
的約翰˙希克還要務實。
　　阿姆斯壯的《大蛻變》可以說是在「軸心時代概念」的沃土上綻開的清新綠葉，而這片綠葉所揭
示的是一項「回到軸心時代的靈性精神」運動。
此運動的底蘊是「尊重的愛」！
必須注意的是，這種「尊重的愛」是澈底的、實質的尊重與愛（包含對絕對論者的尊重和愛），而不
是自由主義式的或多元主義式的假包容！
因為，自由主義的或多元主義下的包容排斥、無法容忍自由主義或多元主義以外的立場，因而是一種
虛假的包容。
　　讀者或許不一定全盤同意作者的推論和結論，但是無法否認的是，當你我翻閱《大蛻變》的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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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會不禁然地對作者綴掛在字裡行間之晶瑩璀璨的思想瑰寶發出讚嘆之聲。
當然，除了讚嘆之外，也讓我們對這位因為心繫徭役深重的弱勢者與任意殺戮的世界而揮汗苦思，執
筆疾書的偉大女性致上崇高的敬意。
　　導論　　或許每一代都相信他們來到了歷史的轉捩點，但是我們的問題似乎治絲益棼，我們的未
來也越來越不確定。
我們的種種難題背後其實隱藏著一個更深層的靈性危機。
在西元二十世紀，我們看到史無前例的暴力猖獗。
悲哉隨著我們經濟和科學的非凡進步，我們彼此傷害的能力也增強。
我們似乎缺少懲忿窒欲的智慧。
廣島和長崎的第一顆原子彈暴露了現代文明光鮮亮麗的成就底下虛無主義式的自我毀滅傾向。
我們以環境的浩劫作賭注，因為我們再也不認為地球是神聖的，而只是視為一種「資源」。
除非我們有某個足以和我們的科學天才並駕齊驅的靈性革命，否則我們很可能保不住我們的星球。
單單理性的教育是不夠的。
我們從苦難以明白到，集中營附近就是一座偉大的大學。
奧許維茲、盧安達、波斯尼亞，以及世貿中心的夷為平地，都讓我們隱約領悟到，當人們忘記了神聖
的非暴力的意義，結果會是如何。
　　宗教原本是幫助我們培養這個態度，卻經常反映了我們時代的暴力和絕望。
我們幾乎每天都看到起因於宗教的恐怖攻擊、仇恨和排斥異說。
越來越多的人們覺得傳統的宗教教義和習俗既無意義也不可信，轉而在藝術、音樂、文學、舞蹈、運
動或毒品裡尋找人類所嚮往的超越性經驗。
我們都在追求出神和狂喜的片刻，當我們更深入地安住於我們的人性，內心深處受到感動，並且短暫
地走出自我。
我們都是追尋意義的生物，不像其他動物，如果我們無法在生命裡找到意義和價值，我們會覺得很沮
喪。
我們有些人也在尋求新的宗教。
自 1970 年代末期以來，世界各地的宗教復甦方興未艾，而我們稱為「原教旨主義」的好戰宗教團體只
是現代人們探索啟蒙的一個徵候。
　　在我們當前的困境裡，我相信我們可以在德國哲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s）所謂「軸心時代」
（Axial Age）的時期裡找到啟發，因為那是人類的靈性開展的樞紐。
（注1）自西元前九百年到兩百年 ，在四個不同的地區，誕生了偉大的世界傳統，並且持續化育人類
：中國的儒家和道家、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以色列的一神教，以及希臘的哲學理性主義。
那個時期裡有佛陀、蘇格拉底、孔子、耶利米、奧義書神祕教派、孟子和優里庇德斯（Euripides）。
在這個百家爭鳴的時代裡，靈性和哲學的天才正在開拓全新的人類經驗。
他們有許多人默默無聞地奉獻，但是有些人成為領袖人物，至今仍然讓我們充滿感動，因為他們告訴
我們一個人應該是什麼。
自有歷史記載以來，軸心時代在知識、心理、哲學和宗教方面的影響無遠弗屆；或許唯有那創造了現
代科技的西方大蛻變（Great Western Transformation）才足以分庭抗禮。
　　但是軸心時代的聖哲，他們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環境裡，如何能針砭我們現在的處境？
我們為什麼要向孔子或佛陀求助？
如果我們是要創造一個能反映我們的現實世界的新興宗教，那麼這個古代研究就只是宗教考古學的練
習而已。
然而我們其實從未超越軸心時代的洞見。
當我們的靈性或社會遇到危機的時候，我們總是回到這個時代找尋指引。
對於軸心時代的發現，他們的詮釋或許各自不同，卻從來沒有超越它。
例如拉比猶太教（Rabbinic Judaism）、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都是原始軸心時代的擁護者。
我們在本書最後一章會看到，這三大宗教都重新闡揚軸心時代的見解，並且很神奇地轉譯為直接對他
們的時代環境說話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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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軸心時代的先知、神祕主義者、哲學家和詩人，他們如此前衛，他們的見解如此激進，後代人們
甚至必須稀釋一下才行。
在那期間，他們卻經常形成一種嚴格主義，那卻是軸心時代的改革者所要摒除的。
我相信現代世界的處境亦復如是。
軸心時代的聖哲為我們的時代留下一個重要的訊息，對於現在認為有宗教信仰的人們而言，他們的洞
見將是駭人聽聞的。
例如說，人們經常以為信仰就是相信某些信理。
的確，有宗教信仰的人通稱為「信徒」，彷彿恪守信條就是他們的主要行動。
但是大部分軸心時代的哲學家並不關心什麼教義或形上學。
像佛陀這樣了人，完全不在乎個人的神學信仰。
有些聖哲甚至堅拒討論神學，說那只會讓人分心而有害。
有人主張說，許多人想要在宗教裡找到某種絕對確定性，那其實是幼稚的、不切實際的、荒謬的。
　　軸心時代開展的所有傳統，都在窮究人類意識的未知領域，在他們的存有核心裡發現一個超越性
向度，但是他們並不一定視其為超自然存有，大部分聖哲甚至拒絕討論它。
正因為它是言語道斷的，所以唯一正確的態度就是保持沉默。
聖哲們並不是要別人接受他們對於究竟實相的看法。
正好相反，他們認為人們不必人云亦云地相信宗教教義。
重要的是懷疑一切並且以實證的方式去檢證任何教義，和你的個人經驗做對照。
其實，如果一個先知或哲學家開始堅持義務性的教義，那通常意味著軸心時代已經喪失了它的動能。
如果有人問佛陀或孔子是否信神，他或許會遲疑一下，並且很有禮貌地解釋說這個問題並不恰當。
如果有人問阿摩司（Amos）或以西結（Ezekiel）是不是「一神論者」（只信仰一位神），他或許也會
摸不著頭緒。
問題不在於一神論。
我們在聖經裡很少看到明確的一神論主張，而那些讓人很不舒服的教義其實是背離軸心時代的基本精
神的。
　　重要的不是你信仰什麼，而是你的行為。
宗教旨在潛移默化。
在軸心時代以前，儀式和牲祭是宗教活動的核心。
在神聖的場景裡，就像現在的戲劇場景一樣，你可以體驗到神性，它會引領你到另一個存在的層次。
軸心時代的聖哲卻改變了它；他們仍然尊重儀式，但是賦與它新的倫理意義，並且以道德為靈性生活
的中心。
你和所謂「神」、「涅槃」、「梵」或「道」相遇的唯一方式，就是要有憐憫的心。
的確，以前的宗教**就是**憐憫的心。
現在我們以為要信仰某個宗教，就得先證明「神」或「絕對者」存在。
那是很好的科學習慣：首先證實一個原則，然後才能應用它。
但是軸心時代的聖哲會說那是本末倒置。
你得先在道德上身體力行，唯有時時存養的慈悲心才能讓你窺見超越性，而不是形上學的信念。
　　這意味著你必須準備好改變自己。
軸心時代的聖哲並不強調知識的啟發，讓門徒精力充沛地回到他們原來自我中心的生活。
他們的目標是要創造一個完全不同的人。
所有聖哲都倡導一種慈悲博愛的宗教；他們認為人們必須拋棄自我中心和貪婪、暴力和冷酷。
殺人固然是不對的，你甚至不應該惡語或起嗔念。
再者，幾乎所有軸心時代的聖哲都認為博愛不應僅限於你的族人；你必須關心全世界的人。
其實，當人們開始限縮他們的視野和同情心時，正意味著軸心時代的結束。
每個傳統都以他們自己的說法闡釋了一個黃金律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對於軸心時代的聖哲而言，宗教不外乎尊重所有人的神聖權利，而不是指正統的信仰。
如果人們能博施濟眾，他們就可以拯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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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必須重新發現這個軸心時代的精神。
在我們的地球村裡，我們再也不能劃地自限。
我們必須認識到，遠方國家的人們和我們自己一樣重要。
　　軸心時代的聖哲並不是在太平盛世裡創造他們的慈悲倫理。
每個傳統所處的社會都和我們一樣充斥著史無前例的暴力和戰亂；的確，宗教改革的第一個催化劑，
經常是聖哲們見證到周遭的侵略而大聲疾呼。
軸心時代的哲學家到內心世界探究暴力的根源，因而開始探索不曾被發現的人類經驗領域。
　　軸心時代的共識是對於人類共同的靈性追尋的優美證詞。
軸心時代的民族都相信慈悲的倫理是有用的。
在那個時代誕生的每個偉大傳統都同意博愛的重要性，那也告訴我們人性裡很重要的東西。
明白到我們自己的信仰和別人的信仰深深相契，那是個很肯定性的經驗。
於是，我們不必拋棄自己的傳統，也可以從別人的傳統那裡學習如何增長自己的同理心。
　　如果我們不清楚軸心時代以前的歷史，就無法品評那個時代的成就，因此我們必須了解在軸心時
代以前的古代宗教。
其中有些對軸心時代很重要的共同特徵。
例如，大部分的社會早期都信仰一個至高神，經常被稱為天神，因為他總是和天聯想在一起。
（注2）由於他遙不可及，而和人們的宗教意識漸行漸遠。
有人說他「消失了」，有人說他被更有活力的年輕神族推翻了。
人們經常認為神就內在於世界，在他們四周或心裡。
有人相信諸神、男人、女人、動物、植物、昆蟲、岩石，都有相同的神性生命。
他們都服從於一個維繫萬物的宇宙法則。
就連諸神也要遵守這個法則，他們和人類共同保存宇宙的神性力量。
如果這些力量沒有得到補充，世界就會回到太初的空虛。
　　在古代世界，牲祭是很普遍的宗教習俗。
讓世界生生不息的力量因此不致於耗竭。
人們相信生和死、創造和毀壞是交織在一起的。
唯有其他生物替他們死去，他們才能夠存活，因此他們很尊敬祭物的自我犧牲。
（注3）因為沒有這樣的死亡就沒有生命，有人便想像太初時世界的誕生就是獻祭的結果。
也有人說一個造物神如何屠龍（象徵混沌和未分化的世界）而給混沌世界帶來秩序的故事。
當他們在禱詞裡重現這些神化事件時，敬拜者覺得他們也被投射到神聖的時代裡。
他們經常會重演太初創世的故事，給脆弱的凡人灌注神性的力量。
倘若沒有如是灌注「生氣」或「靈魂」（氣息）（注4），萬物便無法持存。
　　古代宗教是以所謂「永恆哲學」（perennial philosophy）為基礎，因為在大部分現代以前的文化都
可以看到它的蹤影。
世上每個人、每個客體或經驗，都是神性世界的複製品，甚至只是個淡影。
（注5）因此，神聖世界是人類存在的原型，而正因為它比塵世的任何東西都更豐富、更有力也更久
遠，人們便渴望分受它。
在現代的某些土著部落，永恆哲學仍然是個關鍵因素。
例如澳洲原住民便認為夢境的神聖世界比現實世界要真實得多。
他們在睡眠或異象裡瞥見夢境；那是沒時間而且「時時存在」。
它成為因生死遷流而耗弱的日常生活的穩定背景。
一個澳洲人去打獵的時候，他會以「第一個獵人」為模範，想像和他合而為一，融入他更有力的世界
。
當他脫離了那個太初的豐富時，他則擔心時間的範域會吞沒他，把他和他的一切成果都化為虛無。
（注6）古代民族的經驗亦復如是。
唯有在儀式裡模仿他們的神，並且放棄俗世生活孤獨而短暫的個體性，他們才真正存在。
當他們不只是他們自己，而重覆其他人的動作時，才充實了他們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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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　　人類總是造作不自然。
（注8）我們汲汲於改良本性，或是追求一個理想。
即使我們現在早已放棄了永恆哲學，人們還是被流行奴役，傷害他們的臉和身體，只是為了複製美的
時尚標準。
明星崇拜證明了我們仍然景仰某些「超人」的典型。
人們經常大排長龍，只為了看他們的偶像，看到偶像到來，則亢奮忘我。
他們模仿偶像的穿著和舉止。
人類似乎很自然地會嚮往原型的和典範性的東西。
軸心時代的聖哲開展一個更真實的宗教，告訴人們到內心裡去找尋理想的、原型的自我。
　　軸心時代並非完美。
那時候對女性的漠不關心是個主要的缺憾。
這些宗教幾乎都是在城市環境裡形成，那裡充斥著武力和商業競爭，婦女似乎失去了她們原本在農業
社會的地位。
我們在軸心時代裡看不到女性的聖哲，即使女性可以在新的信仰裡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她們經常也
只是個旁觀者。
並不是軸心時代的聖哲仇視女性，他們只是沒有注意到她們。
當他們說到「偉人」或「覺者」，他們指的不是「男人和女人」，儘管他們或許會承認女性也能得到
解脫。
正因為女性的問題在軸心時代不很重要，我認為緊抓著這個問題不放只會偏離主題。
每當我提到這個問題，似乎都很冒昧。
我懷疑它是否值得深入探究。
軸心時代的聖哲並不像中世紀的教父那樣完全仇視女性。
他們是他們那個時代裡的男人，眼裡看到的盡是男人的侵略行為，而無暇深思女性的問題。
我們不能盲目跟從軸心時代的改革者；盲從基本上就牴觸了軸心時代的精神，他們認為墨守成規使得
人們看輕了他們自己。
我們應該把軸心時代普世關懷的理想擴及於每個人，包括女性。
當我們要重建軸心時代的洞見時，也要保存現代最好的觀念。
　　軸心時代的各個民族的演化並不很一致。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步調。
有時候他們成就了一個符合軸心時代精神的洞見，卻又放棄了它。
印度的民族總是軸心時代進步的先驅。
在以色列，先知、司祭和歷史學家斷斷續續地追尋理想，直到西元前六世紀被擄到巴比倫，才有一段
短暫卻很密集的卓越創作。
在中國則是緩慢的漸進，直到孔子在西元前六世紀末開展出第一個正式的軸心時代宗教。
而希臘自始就和其他民族大異其趣。
　　雅斯培相信，軸心時代其實是在同一時期發生的。
他暗示著佛陀、老子、孔子、墨子，以及瑣羅亞斯德，約莫都在同一時期。
現代的學者已經修正了這個紀年。
現在我們確定瑣羅亞斯德不是西元前六世紀，而是更早的人。
我們很難準確斷定這些運動的年代，尤其是在印度，他們不很關心歷史，也鮮少留下編年史文獻。
例如說，大部分印度學者都認為佛陀的生卒年代比傳說晚了一個世紀。
至於老子，也不是雅斯培所說的西元前六世紀的人。
老子並不和孔子、墨子同一個時代，我們幾乎可以確定是西元前三世紀的人。
我曾經想要跟上這些學術辯論，但是至今許多辯論都只是猜測，可能也不會有確定的結論。
　　儘管有種種困難，軸心時代的一般性開展的確讓我們明白這個重要的理想的靈性演化。
我們會依照年代去探索這個歷程，把四個軸心時代的民族並陳，看它們如何生根茁壯，漸漸臻至巔峰
，然後於西元前三世紀末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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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並不是故事的結局。
軸心時代的先驅為我們立了基石。
每一代都曾經試著把這些原始的洞見應用在他們個別的環境裡，這也是我們現在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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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凱倫．阿姆斯壯(Karen Armstrong)以德國哲學家雅斯培所提出的「軸心時代」概念闡述從西元前九世
紀至二世紀，人類文明從四個不同地域誕生出足以影響人類一切的世界傳統，這影響涵蓋了宗教、哲
學、知識、心理以及人文歷史等方面，直到今天軸心時代所開啟的智慧仍然影響著人們的生活。
中國的儒家學說和道教、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以色列的一神教，還有希臘的哲學理性主義。
後代人繼承並將它們發揚光大，但是我們永遠不能超越前人的思想，即便是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
教也都是在以色列猶太人思想上的再發展。
《大蛻變》深刻揭示出如何利用「軸心時代」聖人們的預言切實地幫助我們經歷當今的暴力與絕望。
作者按照年代順序追溯了「軸心時代」的巨大發展，介紹了諸如佛陀、蘇格拉底和孔子、孟子、耶利
米、奧義書神秘教派、優里庇德斯等重要人物對人文歷史發展所做出的傑出貢獻。
在當時史無前例的暴力中，「軸心時代」的宗教信仰卻逐步具有原則性的，並形成強烈的影響力。
作者整理出軸心時代的宗教信仰上，即便強調的重點有所不同，但其共同的特點是呼籲摒棄自私自利
的觀念、懷有同情憐憫之心。
作者認為，針對恐懼、絕望、憎恨、暴力，聖人給予同時代的人們以及我們留下了兩種非常重要的建
議：首先必須樹立個人責任感和自我批評的原則，其次必須將它們付諸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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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凱倫·阿姆斯壯　　生於西元1944年，英國作家，在1960年代曾經擔任羅馬天主教修女達七年之久
，後來在1969年離開了這個教職修會。
之後在牛津大學聖安妮學院主修英國文學研究，取得學士與碩士學位，畢業之後的經歷包括在倫敦大
學貝佛（Bedford）學院教授十九與二十世紀英國文學，任教於里歐?貝克（Leo Baeck）學院，教授猶
太教相關課程。
1982年之後，她開始專職寫作、講學，以及主持廣播節目談論宗教事務。
1999年獲頒「穆斯林公共事業會媒體獎」。
阿姆斯壯女士著作甚豐，她的作品主要反映宗教事務，其中包括《穿越窄門》、《神的歷史》、《佛
陀：喬達摩的人生旅程》、《萬物初始：重回創世記》、《為神而戰》、《伊斯蘭》、《神話簡史》
、《穆罕默德：先知的傳記》等書，她的作品已被翻譯成四十餘種語言暢銷全球。
她同時還擔任三部電視紀錄片的創作人員，並且參與了比爾·莫耶（Bill Moyer）的電視影集《創世記
》。
從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攻擊事件之後，她經常撰文發表於大西洋兩岸的研討會、委員會、報紙、期刊
及其他媒體，探討伊斯蘭教與基本教義派的問題。
現在居住在英國倫敦。
海鮮的美味輓歌》、《最後的演講》、《猿形畢露》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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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軸心時代的民族：約西元前1600-900年第二章 儀式：約西元前900-800年第三章 虛己：約西元
前800-700年第四章 知識：約西元前700-600年第五章 苦難：約西元前600-530年第六章 感同身受：約西
元前530-450年第七章 關懷天下人：約西元前450-398年第八章 萬物歸一：約西元前400-300年第九章 帝
國：約西元前300-220年第十章 未來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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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十章　未來的方向　　軸心時代的靈性革命發生於一個充滿動亂、遷徙與征戰的背景當中，而
且經常夾在兩個帝國之間。
在中國，軸心時代在周朝瓦解之後終於展開，而在秦國統一中原之後結束。
印度的軸心時代在哈拉巴文明解體之後展開，後來隨著孔雀王朝興起而結束；希臘的蛻變發生於邁錫
尼王國與馬其頓帝國之間。
軸心時代的聖哲都生活在失去了精神支柱的社會裡。
雅斯培指出：「軸心時代可以稱為兩大帝國之間的過渡期，是個追求自由的間歇時刻，也是一道深呼
吸，帶來了最清明的覺知。
」（注1）即便是猶太人，雖然在中東的帝國征伐當中遭受了如此駭人的苦難，卻也在故鄉遭到摧毀
之後，由於長期流放而與過去斷了連結，因此在被迫重新開始的可怕自由當中也展開了他們的軸心時
代。
不過，到了西元前二世紀末，世界已恢復了穩定。
建立於軸心時代之後的帝國，其所面對的挑戰乃是在於如何找到一種靈性觀點，能夠肯定新出現的政
治統一狀態。
　　中國人渴求和平與統一已有許久的時間。
秦國征服了其他六國而在西元前二二一年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帝國之後，許多人必然深感寬慰，但他們
隨之體驗到的帝國統治卻令他們震驚不已。
秦帝國的建立是法家的一大勝利。
即便是傳說中的聖王，也只不過是封建主，而不曾成就過這樣的帝國。
秦朝知道其所建立的帝國在中國並沒有先例，於是秦朝統治者也就自封為「始皇帝」。
御史頌揚道：「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
」（注2）由於這已是個新時代，因此秦始皇並未聲稱自己的君權來自天授，而是推翻傳統，訴諸一
群不曾參與過中國軸心時代的哲學家。
在戰國期間各大國的統治者眼中，朝廷的卜筮官、曆官與天文官大概向來都比墨家或儒家人士來得重
要，而這些官員現在又為秦朝的統治提供了合理的基礎。
　　後來，這種由魔法式的原雛科學所構成的宇宙論被稱為陰陽家，並且在西元前第三至第一世紀期
間深深宰制了中國人的想像。
（注3）我們先前看過，陰陽的概念可能源出中國的農民社會，而秦朝採用的這種宇宙論也可追溯到
新石器時代。
這種觀念在這個時候再次復甦，代表了一種智識上的退化，幾乎可說是逃避軸心時代的艱難要求。
這種觀念的目的在於尋找人與自然現象之間的對應。
朝廷裡的哲學家聲稱時事不但可以預測，而且受到宇宙的法則所操控。
於是，這樣的觀點也就讓人在此一重大變遷的時代能夠覺得自己「了解內幕」。
這項理論係由西元前四世紀的哲學家鄒衍所提出，他聲稱土、木、金、火、水等五項基本元素按照嚴
格的先後順序更替：木生火，火生灰或土，土生金，金生水。
每一項元素都與一個季節有關，而且每個元素都會取代前一個元素，就像夏季被秋季所更替一樣。
舉例而言，火會吞噬木，土會蓋熄火。
軸心時代的哲學家根本不屑理會這種臆測。
墨家就曾毫不客氣地指出：「五行毋常勝。
」（注4）不過，鄒衍認為自己能夠利用這套理論說明歷史上的朝代興替。
黃帝屬土，夏屬木，商屬金，周屬火。
因此，新成立的秦朝必然屬水，而水又屬於冬季。
　　秦始皇利用這項觀念為自己的統治賦予正當性。
他身穿黑衣，因為黑色是冬季的顏色，而且正好也符合法家的冷酷政策，「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
刻削毋仁恩和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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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此外，他也支持當時找尋長生不老藥的實驗。
鄒衍有些弟子在秦朝任官，企圖利用草藥與礦物調製出長生不老的藥物——這是一種低等的方術，後
來被人歸屬於道家。
（注6）這些早期的科學家有人實驗藥物，也有人透過呼吸和運動的方法延長壽命；秦始皇甚至派遣
探險隊前往中國北部沿海找尋仙島，據說島上住著永生不死的仙人。
這種種行為都顯示了他掌握控制權的慾望，並且不再信奉靈性修行，而企盼利用物質手段預測未來、
逃避死亡。
另一方面，這些行為也悖離了軸心聖哲的觀點，他們認為追求世間的永恆與保障乃是不成熟也不切實
際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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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原大學宗教所所長歐力仁教授、《西藏生死書》譯者鄭振煌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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