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荣神与益人 ：论奥古斯丁

《忏悔录》的写作

花 威①

与 《 论三位一 体 》 （ Ｄｅ ｔｒ ｉｒａｉ ｔａｔｅ ） 和 《 上 帝之城 》 （ Ｄｅｄｉｃｔａｔｅ

Ｄｅｉ
）

—起 ， 《忏悔录 》通常被 看作 奥古 斯丁神学三部 曲 的第
一

部 ，

是从个 体 成 长 史 的 角 度 来 认 识
“

上 帝 与 灵 魂
”

（
Ｄｅｕｍｅｔ

ａｎ ｉｍ ａｍ ） 。
？ 作为奥古斯丁的第
一

部长篇作品 ， 《忏悔录 》 的写作始

于 ３ ９７ 年 ，最晚成书于 ４０ １ 年 ，前九卷写成于 ３９７ 年 ， 后四 卷则陆

续完成 。 ？ 在近世 的奥古斯 丁研究 中 ， 《忏悔 录 》 是得到最多研究

① 花威 ，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 展学院 ，讲 师 。

注 ：本文系
“

中 央髙校基本科研业 务费资 助项 目 ？ 华 侨大学哲 学与社会科学青年

学者成长工程
”

（ 项 目 编号 １ ２Ｓ ＫＧＣ－ＱＴＯ５ ） 的阶段性成果 。

② 参见奥古斯丁 ， （ 独语录 》 （ ＳｏＷｏｇｕ ｉａ ） １ ． ２ ． ７ ．Ｄｅｕｍｅ ｔａｎ ｉｍ ａｍｓｃ ｉｒｅ ｃｕｐ ｉｏ ？ 在本

文中 ，除非注明 ，所有译文 皆是笔者依据 奥古斯 丁著作的拉 丁原 文并参 照相应英 译本

译出 ， 不足之处诚请批评
。

③ 参 见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ｋＶａ ｎＦｌ ｅｔｅ ｒｅ ｎ ，
“

Ｃ ｏｒ ｅ^ｓｓ ｉｏ Ｔｉｅ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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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 之一。？

汉语学界对 《忏悔录 》 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个别主题 ， 如时间 、

创造 、皈依和语言等 ，而要为全面深入 的研究扫清 门径 ，我们有必

要先行考察这部作品 的 写作情况 ，从外围清除可能的 障碍 。 当 前

学界争论较多的是 ，奥古斯丁下笔写作时的境况是怎样 的 ，什么激

发了他去 回忆 自 己 的前尘往事 ；行文中多次提及 的可能读者包括

谁 ，他如何训诫和教导 了他们 ；忏悔
一词究竟何意 ，其 目 的又是何

为 ；前九卷的历史叙事是不是现代意义上的 自传 ；所 回忆的过往是

否是历史事实 ，无所杜撰 。

要全面回应以上争论 ，显然绝非易事 。 有鉴于此 ，本文就试图

简要考察 《忏悔录 》 写作 的各个要素 ，从写作缘起 、对象 、 目 的 、体

裁和历史真实性等方面 ， 以力求表 明 ： 《忏悔 录 》是应朋 友之邀 而

开始布局谋篇 ， 以摩尼教徒 、多纳图 派和大公教徒为写作对象 ，在

反驳 、训诫和教导 中实现荣神与益人 ；虽然不是 现代意义上 的 自

传 ，但在取材和解释过往事实上并未添枝加叶 。

一

、缘起 ：
“

在爱与谦逊之间
”

在 ３ ９１ 年 ，奥古斯丁访问北非的 希波城 ，期间被强举 为当地大

公教会的司铎
； 到 ３９６ 年 ，奥古斯 丁正式升任希波大公 教会的 主

教
；
从 ３９７ 年
， 时年 ４ ３ 岁 的新任主教奥古斯丁开始下笔写作《忏悔

录 》 ， 四年后完成全书 。 其中 ，第 １ 至 ９ 卷叙述 了奥古斯丁从 出生

到 ３ ８７ 年皈依受洗的三十三年间 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发展 ，第 １ ０ 卷

① 参见周伟驰 ： 《奥古斯丁 的基督教思想 ＞ ，北京 ： 中 国社 会科学出 版社 ， ２００９ 年 ，

第 ３ ５０－ ３ ６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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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记忆问题 ，第 １ １ 卷探讨时 间问 题 ，第 １２ 和 １ ３ 卷则第三次 注

释了 《创世记》 １－ ２ 章 。？

面对前九卷的历史叙事 ，我们肯定会追问 ，奥古斯 丁为何突然

去 回忆 自 己 的前尘往事 ，却 又使 时 间界限止步于十年之前 的 皈依

受洗 ， 对此后和当前的神职生涯鲜有提及 。 对于写作的缘起 ， 《 回

顾篇 》２ ． ６ ． １ 仅仅简短介绍了 写作内容 ， 《忏悔录 》 中也没有给出直

接 回答 ， 只是并非题献给某位人物的作品 。 然而 ，从与朋友诺拉 的

保林 （ Ｐａｕｌｉｍ ｉｓｏ ｆＮｏ ｌａ ） 的通信中 ，我们却可以得窥端倪 。

在 ３９４ 年冬天稍前 ，意大利诺拉城 的司铎保林 回信给时任北

非塔格斯 特城 （ Ｔｈａｇａｓｔｅ） 主教 的 阿利 比 （ Ａ ｌｙｐｉｕ ｓ ） ， 是 为 《 书信 》

２４ 。？ 从中可 以得知 ， 阿利 比事先给保林寄去了 奥古斯丁驳斥摩

尼教 （ Ｍ ａｎ ｉｃｈａｅｉｓｍ ） 的三本五卷作品 ，包括 《论大公教会 的生活之

道与摩 尼 教 的 生 活 之 道 》 （ ＿Ｄ ｅｅｃｃｆｅ ｓ ｉａｅｃａｔ／ｉｏ Ｚｉｃａｅｅ ｔｄｅ

ＴＯ〇 ｒｉ６ｕｓＭａｒａｉｃＡａｅｏ ｒｕｍ ） 两卷 、 《论 〈 创世记 〉 ：驳摩尼教》 两卷和 《论

真宗 教 》 一 卷 ， 并 请 求 获 得 优 西 比 乌 的 《 教 会 史 》 （ 历

ｅｃｃ／ｅ＾ｗ ｔｉｃａ ）抄写本 。 保林欣然同意这
一请求 ，随信将此书寄到迦

太基进行抄写 ，在信 中称奥古斯丁是
“

主基督 里的 圣洁且完全 的

人
”

（ ｓａ
ｎｃ ｔｉｅ ｔ
ｐｅ
ｒｆｅｃ ｔｉｉｎｄｏｍ ｉｎｏＣｈｒｉｓ ｔｏｕｉｒｉ ） 。
③ 与此 同时 ，保林还

主动写信给奥古斯丁 ，是为 《书信 》 ２５ ，其 中把这五卷作 品称为
“

你

① 前两 次注释分别 是 ３ ８９ 年左 右 完成 的 《论 〈 创 世记 ＞ ： 驳摩 尼教 》 （ Ｄｅ

ａｄｕｅｒｓｕｓ ｉｌｆａｎｉｃ／ｉａｅ＜ｗ
） 和 ３９ ３ 年左右完成 的 《 〈创世记 〉 字解残 篇 》 （ Ｊ３ｅＧｅｒｅｃｓ ｉａｄＺｉ ｔｔｅｒａｍ ，

ｉ
ｍ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ｕｓｌ ｉｂｅｒ ）０

② 本文中所使用的书信 皆依从奥古斯 丁拉 丁书信集 中 的标准编 号 、时间 界定和

章节划分
，
参见Ｃ １ＣＬ ３ １（ ＣＷｊｍｊＣＴ ｉｒｉｓ ｔｉｏｒａｏｒｕｍ ， Ｔｕｍｈｏｕ ｔ ：Ｂ ｒｅｐｏ ｌｓ ， １９５ ３
－

）
〇

③ 参见奥古斯丁 ， 《 书信 ＞ （办如＾ａ ｅ ） ２４ ． ２ －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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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驳 斥 摩 尼 教 徒 的 摩 西 五 经
”

（
ｈｏｃｐ ｅｎｔａ ｔｅｕｃｈｏ ｔｕｏｃ ｏｎ ｔｒａ

Ｍ ａｎｉｃｈａｅｏ ｓ ） 。？ 在北非地区 ，可 能有摩尼所著 的 五部作 品广为流

传 ， 而奥古斯 丁最初驳斥摩尼教 的五卷作品 就明显有与之分庭抗

礼之意 。？

在古代晚期 的罗马社会 中 ，接受古典教育 的经历 已 不足 以涵

盖和解释众多饱学之士皈依基督教大公信仰 的个人独特历程 ，这

就使得每个人都试图从别人 的 皈依经历来反观 ，从而为 自 己 的 皈

依经历找寻正名 的依据 ， 以得到心灵间
“

求其友声
”

（ 《诗 经 ？ 小雅

？ 伐木》 ） 的戚戚之感 。？ 基于如此时代 背景 ，在 《书信 》 ２４ ． ４ 中 ，

保林还表示 ， 自 己也想知道阿利 比的
“

全部历史
”

，其 中包括家乡 、

出身 、皈依和 出 任圣职等各个方面 ，特别是阿利 比是否像他 自 己
一

样受到米兰主教安布罗斯 （ Ａｍｂｒ〇Ｓ ｉＵ Ｓ ） 的深刻影响 。④

但 因 为 你 以 你 的深爱 安慰 了 我 ，这 爱是我 不 应得也

未期待 的 ，我就单单向 你请求 ， 以 至 你会 向我叙述 阁 下的

全部历 史 （ ｏｍｎｅｍ ｔｕａｅｓａｎ ｃｔ ｉ ｔａ ｔ ｉ ｓｈｉ ｓ ｔｏ ｒｉａｍ ） ， 以 回 报所赠

予你 的 关于之前 时代 的这一 历 史 ；⑤ 以 至 你会 完整记述

你 的 家庭 出 身 ， 如何被至 高 的主所呼召 ，如何从起初就被

从母腹 中 分别 出 来 ， 在弃 绝 了 血 肉 亲缘之后 ，如何转 向上

① 参见奥古斯丁 ， 《 书信 》 （ ￡ｐｉｓｔ ＞ｉｔｏｅ ） ２５ ． ２ 。

② 参见Ｊ ｏｈｎ Ｋｅ ｖｉｎＣｏ ｙｌｅ ， ／ｌｕ客ｕ ｓｆｉ ／ｉｅ 
’

ｓ 

“

ＤｅＭｏｒｉｂｕｓＥｃｃｅ ｓ ｉａｅ Ｃ ａｔｈｏ ｌｉｃａｅ
”


ｉＳｍｄｙ 
〇／

认ｅ ＩＦｏ ｒＡ ，Ｃｏｍｐｏ ｓ ｉｔｉｏｎａ ／ｉｒｆｈ ｉＳｏｉｗｒｅｓ ， Ｆｒｉｂｏｕ ｒｇ ：Ｔ ｈｅＵｎ ｉｖｅ 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 ｓｓ ， １ ９７８ ，ｐ ． ２２ ０

③ 参见Ｐ ｅｔｅｒＢ ｒｏｗｎ ， Ｖ历即〇 ：＿ ＜４ｆｉ ｉｏｆａｐＡｙ ， ＡＮｅｗＥ ｄ ｉ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ａｎ

Ｅ
ｐ
ｉｌｏ
ｇ
ｕｅ
，
Ｂ ｅｒｋｅ ｌｅｙ
ａｎｄ ＬｏｓＡｎｇｅ ｌｅｓ ：Ｕｎ ｉｖｅ ｒｓ ｉ ｔｙ ｏ ｆＣ ａｌｉｆｏｒｎ ｉａＰ ｒｅ ｓｓ ，２０ ００ ， ｐ ． １５ １ 。

④ 亦参见Ｊｏｈｎ０
’

Ｍ ｅａｒａ
，
７％ ｅｙ〇ｒｅｇ
／ ４叫ｕｊｆ ｉｎｅ ：７％ｅＧｒｏｗ ｔＡｑ／
＊

汾 ？Ａ ｕｇ ｉｉ对 ｉｎ ｅ 
’

ｓ

办 如 Ｈｉ ｓＣｏｎｖｅｍ
’

ｏ ｎ
， ＮｅｗＹｏｒｋ ：Ａｌｂａ Ｈｏｕｓｅ
，

２０ ０１ ，ｐ ＿ｘ ｖｉｉｉ ０

⑤
“

关于之前 时代 的这一历史
”

（
ｆｃ ａｃ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ｔｅｍｐｏｒｕｍ ）指优西 比乌 的《教会 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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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之儿女的母亲 ，她 用 奶喂养他们 ，如何被转摧入忠心 的

圣职行列 。 因 为 你说过 ， 当在米 兰 开始接受圣礼时 ， 你 就

知悉 了 我们在那里 的谦卑之名 ， 我承认 ， 我就更加好奇而

意愿知道
，

以 至 我会得知你 的 方 方 面 面 （ ｏｍｎｉｐａｒｔｅ ） ， 如

果你是被我所仰慕的父 亲我们 的安布 罗斯 引领进信仰或

被祝圣入圣职 ，我就会越发地祝贺你
，
因 为 我们 两人有着

同一位领路人 Ｕ①

从这封书信可以看到 ，保林对阿利 比和奥古斯丁还不太熟悉 ，

可能在暂居米兰期 间 ，他从安布罗斯那里略略知道 了他们多年前

的事迹和当前的情况 。 不同 于奥古斯丁 ，保林深受安布罗斯 的影

响 ， 也深受其赏识 ，甚至要被授予圣职 ，只因旋 即移居诺拉才作罢 。

而从 《忏悔录 》 的历史叙事可 以得知 ，虽然曾经聆听过安布罗斯 的

布道并接受其所施行的洗礼 ，但奥古斯丁并未特别受其思想 的影

响 ，寓意释经 、恶是善 的缺乏或作恶出 于人类的意志 ，这些观点更

多是当时米兰哲学 圈子的共同识见 ，并非安布罗斯的独特创见 ；他

甚至不知道安布罗斯在米兰郊外所主持开设的修道院 ， 而安布罗

斯也不知道他在皈依前的思想 困境和圣经阅读情况 。？ 正 因为这

① 奥古斯丁 ， 《书信》 （玢＆ｄ＜Ｋ ） ２４ ． ４ ． Ｓｐ ｅｃ ｉａ ｌ ｉｔｅｒａｕ ｔｅｍ ｈｏｃａｔｅｐｅ ｔｏ ，ｑｕｏｎ ｉ ａｍ ｍｅ

ｉｍｍｅ ｒｅｎｔｅｍ ｎｅ ｃｉｎｏｐ ｉｎａｎ
ｔｅｍｍａｇｎｏ 
ｔｕ ｉ ａｍ ｏｒｅ ｃｏｍｐ ｌｅ ｓｔｉ ， ｕ ｔｐ ｒｏｈａ ｃｈ
ｉｓｔｏｒｉ ａｔｅｍｐ ｏ ｒｕｍ
ｒｅ ｆｅｒａｓ

ｍ ｉｈ ｉｏｍ ｎｅｍｔ ｕａｅ ｓａｎｃｔｉｔ ａｔｉｓ ｈ ｉｓ ｔｏｒｉ ａｍ ，ｕ
ｔ
ｑ
ｕ ｉ
ｇｅｎ
ｕ ｓｕｎｄｅｓｉｓ ｄｏｍｏ
ｙｔａｎ
ｔｏｕｏ ｃａｔｕ ｓ ａｄｏｍ ｉｎｏ
，

ｑ
ｕｉｂｕｓｅｘ ｏｒｄｉ ｉｓ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ｕ ｓａｂｕ ｔｅｒｏｍａ ｔｒｉｓｔ ｕａｅａ ｄｒｎ ａｔｒｅｍ ｆｉｌｉｏ ｒｕｍｄｅｉｐ ｒｏ ｌｅ ｌａｅ ｔａｎ ｔｅｍ Ｔ

ａｂ ｉｕ ｒａ ｔａｃａｍｉｓ ｅｔｓａ ｎｇｕ
ｉｎ ｉｓｓ ｔｉｒｐｅ ｔｒａｎｓ
ｉｅｒ ｉｓ ，ｅ
ｔ ｉｎ ｇｅｎｕｓｒｅｇａｌｅ ａ ｃｓａｃ ｅｒｄｏｔａ ｌｅ ｓ
ｉｓ ｔｒａｎｓ ｌａｔｕｓ

ｅｄ ｉｓ ｓｅｒａｓ ．Ｑｕｏｄｅ ｎ ｉｍｉ ｎｄ ｉｃ ａｓｔｉ ｉａｍｄｅｈｕｍｉｌｉｔ ａｔｉｓｎｏｓ ｔｒａｅｎ ｏｍ ｉｎｅａｐｕｄＭｅ ｄｉ ｏｌａ ｎ ｉｕｍｔｅ

ｄ ｉｄ ｉｃｉ ｓｓｅ ｃｕｍ ｉ ｌｌ ｉｃｉｎ ｉ ｔｉａｒｅｒ ｉ ｓ ，ｆａｔｅｏ ｒｃ ｕｒｉ ｏｓ ｉｕｓｍ ｅｕｅ ｉｌｅ ｃ ｏｎｄ ｉｓｃｅ ｒｅ ， ｕｔｏｍｎ ｉｐａ ｒｔｅ ｔｅｎｏｕｅ ｒ
ｉ ｍ

ｑｕ
ｏｍ ａｇ
ｉｓｇｒａ ｔｕｌ ｅｒ ，ｓ ｉａ ｓｕ ｓｐ ｉｃ ｉｅ ｎｄｏｍ ｉｈｉｐａ ｔ
ｒｅ ｎｏ ｓｔ ｒｏ Ａｍ ｂｒｏ ｓ ｉｏｕｅｌａｄ｛ ｉｄｅｍ ｉ ｎｕ ｉｔ ａｔｕｓｅ ｓｕｅｌ

ａｄａａｃ ｅｒｄｏｔｉｕｍｃ ｏｎ ｓｅｃ ｒａｔ ｕｓ
，
ｕ ｔｅｕｎｄｅｍａｍｂｏｈａｂｅｒｅ ｕｉ ｄｅａｍｕｒ ａｕｃ ｔｏ ｒｅｍ 。

② 参见奥古斯丁
，
《忏悔录 》 （ 心《／６？；〇 ？？ ） ８ ． ６ ． １ ５ 、 ９ ． ５ ． １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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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两不深知的情况 ，保林 自 然无法从安布罗斯或米 兰哲学 圈子得

知阿利比和奥古斯丁的更多信息 ，在初次书信往来 时也没有期望

得到阿利 比的热情回应 。 而阿利 比的如此热情恰恰使保林得以鼓

起勇 气来询问其
“

方方面面
”

，从而 以之为鉴来更新理解 自 己皈依

大公信仰的 现实历程 ，并 以
一

同受到安布罗斯的信仰教导为幸事 。

在主动写给奥古斯丁的 《 书信 》２５ 中 ，保林简略叙述了与阿利

比的通信往来 ，表 明 自 己 的大公信仰 ，并盼望从奥古斯丁那里获得

信仰上的教益 。 保林在 ３ ９４ 年没有收到奥古斯丁的 回信 ， 就在同

年第二次写信给他 ，是为 《书信 》３０ 。 在 ３９４ 或 ３９５ 年间 ，奥古斯丁

写了 《书信 》 ２６ 给同 乡 兼早年 的资助人 罗曼尼安 （ Ｒｏｍａｎｉａｎ ） 的儿

子立肯提 （ Ｌ ｉｃｅｎｔｉｕｓ ） ，劝诫他 以保林为榜样 ，舍弃世俗的修辞学和

内心 的骄傲 ，并称保林为
“

上帝的杰出而圣洁的 仆人
”

（ ｅｇｒｅｇ ｉｍｎｅｔ

ｓａｎｃ ｔｕｍｄｅ ｉｓｅ ｒｕｕｍ ） 。
①

在直接涉及 的三个人物 中 ，阿利 比是奥古斯丁的同 乡 和 密友 ，

见证了他的米兰皈依 ，并一同接受安布罗 斯所施行 的洗礼 ，时任家

乡塔格斯特城的 主教 ；而保林 ３９４ 年在 巴塞罗 那 （ Ｂａｒｃｅ ｌｏｎａ ） 被强

行按立为大公教会的 司铎 ，随即舍弃财产 ，移居并开始定居意大利

的诺拉城 ，后来成为该城的 主教 。 从 ３ ９４ 年开始 ，奥古斯丁就与保

林有通信往来 ，阿利 比时常参与其 中 。 ？ 而在写作 《忏悔录 》之前 ，

奥古斯丁 、 阿利 比与 保林就已经非常熟识彼此了 。

在 ３９６ 年 ，奥古斯丁直接 回信给保林 ，是 为 《书信 》 ２７ 。 在这

封书信中 ，奥古斯丁热情回应了保林的问候 ， 向他夸奖阿利 比的德

① 参见奥古斯丁 ， 《 书信 》 （ ￡ｐｋｕ ！ａｅ ）２ ６ ． ５ 。

② 至 ４０１ 年 《忏悔录 》 写成 ，奥古斯丁与保林的通信就包括 《书信 ＞ ２４ 、 ２５ 、 ２７ 、 ３０ 、

３ １ 、 ３２ 、４２ 、４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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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信仰 ，还试图托付他对立 肯提有所看顾 。 在知悉保林要知道

阿利 比
“

全部历史
”

的请求后 ，奥古斯丁回信说 ：

如此
，

当他读 到你 的 请 求 时 ， 即 你表 明 ， 想 让他写 下

自 己的 历 史 （ ｈｉｓ ｔｏｒ ｉａｍｓｕａｍ ）给你 ，他就既 因 为 你 的 善意

而 意愿去做 ， 又 因 为 自 己 的谦卑 （ ｕ ｅｒｅｃｕｎ ｄｉａｍ ） 而 不 意 愿

去做 。 而 当 我 看 到 他 在 爱 与 谦 逊 之 间 （ ｉｎｔｅｒａｍ ｏｒｅｍ

ｐｕｄｏ ｒｅｍｑ ｕｅ ）摇摆不定 时 ，我就把 重担从他那 里移 到 我的

肩 上 ， 因 为他也在信 中要求我这 么做 。 只 要主 帮助 ，我将

很快把整个阿 利 比 （ ｔｏ ｔｕｍＡ ｌｙｐｉｕｍ ） 呈现在你 的 心 间 。 由

于我 （ ｅｇｏ ） 特别 担心 ，他会害怕 去展示主所賜予他的
一切

（ ｏｍｎｉａ ）
，
因 为 害 怕 有见识 淺 薄 的 人


不会 只 有你 读

到 这些
——会认 为 ，他 不是在赞 美给予人类 的神圣恩賜 ，

而是在赞 美他 自 己 。①

基于 自 己 的 良好德行和信仰 ， 已经 出任大公教会主教的 阿利

比完全有资格写下
“

自 己 的 历史
”

， 回 应保林所要 寻求 的 戚戚之

感 ， 以加深双方 的了解与友谊 。 而在 ４ 世纪到 ５ 世纪
，
圣徒崇拜 已

经开始形成 ，早期基督教中 出 现了为圣徒立传的 风气 ，教父传记的

① 奥古斯 丁 ， 《书信 》 （ ｆｆｐｉｓｆ ｕ ／ａ ｅ ） ２ ７ ．５ ．Ｉｔａｑｕｅｃｕｍｌｅｇ ｉｓｓｅｔ ｐｅ ｔ ｉ ｔ ｉｏｎｅｍｔｕａｒａ ，ｑｕａ

ｄｅｓ ｉ ｄｅ ｒａ ｒｅ ｔｅｉｎｄ ｉｃ ａｓｔｉ ，ｕ ｔｈ ｉｓｔｏｒｉａｍ ｓｕａｍ ｔｉｂ ｉ ｓｃｒ ｉｂａｌ ， ｅ ｔｕｏ ｌｅｂａ ｔｆａｃ ｅｒｅｐｒｏｐｔｅ ｒｂｅｎ ｉｕｏｌｅｎ ｔｉａｍ

ｔｕａｍ ，ｅｔｎｏｌｅｂａｔ ｐ ｒｏｐｔｅｒｕｅｒｅｃｕｎｄ
ｉａｍｓｕａｍ ．Ｑｕｅｍｃｕｍｕ ｉｄｅｒｅｍ ｉｎｔ ｅｒａｍｏｒｅｍｐｕｄｏ ｒｅｍｑｕｅ

ｉ ｌｕ ｃ ｔｕ ａｎｔｅｍ ，ｏｎｕ
ｓａｂｉｌｌ ｏ ｉｎｕｍｅｒｏｓｍ ｅｏｓｔｒａｎ ｓｔｕｌｉ ；ｎａ
ｍｈｏｃｍ ｉｈ ｉｅｔｉａｍｐ
ｅｒ ｅｐ
ｉ ｓｔ ｕｌ ａｍｉ ｕ ｓｓｉｔ ．

Ｃ ｉｔｏ ｅ ｒｇ ｏｓｉｄｏｍ ｉｎｕ ｓ ａｄ ｉｕｕｅｒｉｔ ， ｔｏｔｕｍ Ａ ｌｙｐ ｉ ｕｍｉ ｎｓｅ ｒａｍｐｒａｅｃｏ ｒｄｉ ｉｓｔｕ ｉｓ ．Ｎａｍｈｏｃｓｕｍｅｇｏ

ｍａｘｉｍ ｅｕｅｒｉｔｕ ｓ ，ｎｅｉ ｌ ｌｅｕｅ ｒｅ ｒｅ ｔｕ ｒａ ｐｅｒｉｒｅｏｍｎ ｉａｑｕａｅｉ ｎｅｕｍｄｏｍｉｎｕｓｃ ｏｎｔｕｌｉ ｔ ，ｎｅａ ｌｉｃｕ ｉ

ｍ ｉｎｕｓｉｎｔ ｅｌｌｅ ｇｅ ｎ
ｔ
ｉ
－

ｎｏｎｅｎ ｉｍａｂｓｔｅｓｏ ｌｏ ｉｌｉ ａ ｌｅｇ ｅｒｅｎ
ｔｕｒ
－

ｎｏｎｄ ｉｕ ｉｎａｍｕ ｎｅ ｒａｃｏｎｃ ｅｓｓａ

ｈｏｍ ｉｎ
ｉ
ｂｕｓ
，ｓｅｄｓｅｉｐｓｕｍｐｒａｅｄ ｉｃａｒｅｕ ｉｄ ｅｒｅＵｉ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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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也集中于这一时期 。？ 但是 ，在这种传记体裁的 写作 中 ，其主

旨显然不只是褒扬传主的事迹 ，而更是表达对上帝的赞美和崇拜 ，

是要以此手段来实现彼 目 的 ，而不能颠倒主次 。 阿利 比可能 自 觉

在写作时不能游刃有余地传达这一主 旨 ，就在书信 中请求奥古斯

丁接过如此重担 。

奥古斯丁描述了阿利比所处于的
“

在爱与谦逊之 间
”

的犹豫 ，

并认为 ， 向保林介绍阿利比的全部生平事迹并不困难 ，也不会占据

很大篇幅 。 不过
，他也要避免阿利比 的担心 ， 即如何在描述阿利 比

时传达对上帝的赞美 ， 即 阿利 比的出 生 、成长和皈依都是上帝给予

他的
“

神圣恩赐
”

，
而不是好像在赞美阿利 比这个人 。 可见 ， 在得

知保林 的请求之后 ，奥古斯丁十分主动地接过阿利 比 的重担 ，但有

着更大的写作 旨趣 ， 即以此为契机来赞美上帝 ，并让除保林之外的

所有读者都读 出 这
一点 。

依据以上 回信 ，我们可 以 管窥到 ，奥古斯丁所执笔的写作将具

有如下特征 ：在写作 内容上
，
这不会是一本人物传记 ，反 而个人的

历史仅仅是写作素材 ；在写作 目 的 上 ，不在 于记叙人物的生平 事

迹 ，而在于赞美上帝 ， 以使上帝得荣耀 ，使他人得教益 ；在读者范围

上 ，奥古斯丁在写作前就设定 ，读者不限于保林
，而会包 括很多其

他人 ，甚至是不能或不愿理解 自 己 的 人
；
在写作体例上 ，他不会采

用书信体 ， 而可能会采用散文体 ；对于阿利 比 ，他不会把笔墨都用

在他身上 ， 而是构思 了宏大的写作框架 ，将他放在适宜的位置上 。

① 例如亚塔纳修 （ Ａ ｔｈａｎａ ｓｉ ｕｓ ） 撰写的 《圣安东尼传 》 、诺拉的保林撰 写的 《圣安布

罗斯 传 》和卡拉玛的波斯都 （ Ｐ ｏｓｓ ｉｄ ｉｕ ｓ ｏ ｆＣ ａｌａｍａ ） 撰写 的 《 圣奥古斯 丁传 》等 ，参见 Ｒ０ｙ

Ｊ．Ｄｅ ｆｅｒｒａ ｒｉ （ ｅｄ ． ） ， ＥａｒｌｙＣｈｒｉ ｓ ｔ ｉａｎＢｉ ｏｇｒａｐｈ ｉｅｓ ， Ｗａ ｓ ｈｉ ｎｇ
ｔｏｎＤ ． Ｃ ． ｊＴｈｅＣ ａｔｈｏｌｉｃ Ｕｎ ｉ ｖｅｒｓ ｉ ｔｙ

ｏｆＡｍ ｅｒｉｃａ Ｐｒｅｓｓ
，
２００３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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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列考 察 了 这
一 时期 的 往复 通信 之后 ， 著名 学者 Ｐｉｅ ｒｒｅ

Ｃｏｕｒｃ ｅｌｌｅ 认为 ，它们是 《忏悔录 》写作 的 直接缘 起 ， 保林和阿利 比

的请求使得奥古斯丁
“

很快被说服来写 自 己
”

，并在《忏悔录 》６ ＿７ ．

１ １－ ６
．
 １０
．
 １ ６ 中特 意插叙 了阿 利 比的 生平事迹 。？ 而 Ｊａｍ ｅ ｓ０

’

Ｄｏ ｒｍｅ ｌｌ 对此提出反驳说 ，奥古斯 丁既没有把 《忏悔录 》题献给保

林
，
也没有在现存书 信和 《 回顾篇 》 中提及保林的直接作用 ， 即 使

《 书信 》２７ 可能引发了奥古斯 丁对过往的 回忆 ，但
“

把这部精心之

作的起源化约为对朋友 的好奇 （ ｃｕｒ ｉｏｓ ｉｕｓ ） 的机械 回应 ， 是完全误

读 了这整本著作 。
”
？

我们不知道 ，在请求奥古斯丁来承担写作任务时 ，阿利 比是不

是同 时请求把写作对象也转 向奥古斯丁 ，而不是他 自 己 ，亦或是保

林也转而请求奥古斯丁来写 自 己 。 我们也不知道 ， 奥古斯丁是不

是先写 出 了阿利 比 的生平事迹 ， 进而增 补写成 了 《忏悔 录 》全书 。

不过 ， 即使没有证据表明其间 的 直接关联 ，这封回信也 已经暗示 ，

对朋友 的好奇的 回应并不必然 只会是机械的 ，反而是有着赞美上

帝 、教导他人的写作 目 的 ，这样 的缘起也不会妨碍奥古斯丁会精心

构思随即的写作 。③ 如果认定 《书信》 ２７ 写成于 ３９６ 年 ， 《忏悔录 》

的写作始于 ３９７ 年 ，这一时间先后顺序更会使我们有理 由 肯定 ，作

为一个契机
，
保林和阿利 比的请求促使 了奥古斯 丁开始写作 《忏

悔录 》 ， 而在写作初成时 ，其 内容会先为保林和 阿利 比 阅读 ，继 而

① 有观点 认为 ， 奥 古 斯 丁 在 《忏 悔 录 》 ９ ． ８ ．１７
－

９ ． ９ ． ２２ 中 追 述母 亲 莫妮 卡

（
Ｍｏｍｉ ｉｃａ ）的家庭 生活 ，是应子侄的请求而添补的 。

②Ｊ ａｍｅ ｓ０
，

Ｄｏｎｎｅｌｌ ，Ｘｕｇｏｒｆｉｎｅ ：／／ ， Ｏｘｆｏｒｄ ：Ｃ 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 ｒｅ ｓｓ ， １ ９９２ ， ｐｐ ．

３ ６０
－

３ ９２ ．

③Ｈｅ ｎｒｙＣｈａｄｗ ｉｃ ｋ（ｔ ｒａ ｎｓ ． ） ， Ｃｏｎｆｅｓｓ ｉｏｎｓ ，Ｏｘｆｏ 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 ｖｅ 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 ｓｓ ，１９９ １ ，ｐｐ
．ｘ ｉ ｉ
－

ｘｉ ｉ 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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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给其他人 ， 以友好地了解奥古斯丁 曾经是怎样的人 。？

二
、对象 ：
“

不会只有你读到
”

在 《 书信》 ２７ ． ５ 提到将来 的写作时 ，奥古斯丁就预计到
“

不会

只有你读到
”

， 而这正是古代晚期写作的普遍情况 ， 尤其是作为公

开澄明教义 、提供训诫和教导 的作品 。 比如 ，使徒保罗 的书信就是

“

传阅书信
”

（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ｌｅ ｔｔｅｒｓ ） ，
？写给某一地 区教会的 书信可 以抄

写传阅到其他地 区 ，
“

你们念了 这书信 ，便交给老底嘉 的教会 ， 叫

他们也念 ，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嘉来的 书信
”

（ 《歌罗西书 》 ４ ：１ ６ ） ；而

奥古斯丁写给哲罗姆的 《 书信 》 ２８ 竟然在罗 马等地辗转九年之后

才被送达收信人 ，其 《上帝之城》 的部分手稿也在写成全书前就被

抄写和传阅 ，他还对此有些怨言 。 寓于这样时代背景 ， 奥古斯丁 自

然知道 ，关于 自 己 和阿利 比的这段
“

历史
”

在成书后将得到广泛阅

读 ，其读者对象不仅是保林 ，更包括教会内和教会外的许多人 。

由 于老主教瓦莱里 （ Ｖａ ｌｅｒｉｕ ｓ ） 年纪老迈 ，奥古斯丁在被强举为

司铎后不久就登台布道 ，这种 以 司铎身份布道的行为 在当地引 发

争议 ，而瓦莱里认为东方教会已 有先例 ，可以照此沿循 。 为防止其

他大公教会强行掳走 司 铎出 任主教
，
奥古斯丁在 ３９５ 年被擢升为

同执主教 （ ｃｏ －ｂｉ ｓｈｏｐ ） ，并在次年瓦莱里去世后正式就职 。 从九

年多出 人摩尼教的信仰迷途 ，到米兰花园里皈依大公信仰 ，再到隐

① 参见 ＪｏｈｎＪ ．０
’

Ｍｅ ａｒａ
，
Ｔｈ ｅ５＾＞叹

Ａｕｇｉ
ｗｔｉ财 ： ＴＴｉｅＧ ｒｏＭ ／认ｑ／
＇

Ｓ ｉ ． ／４ ｕｇ ｕ
衫
ｉｒａ ｅ
’

ｓ
Ａ／ ｆｍ ｉ

Ｕ
ｐ
ｔｏＨｉ
ｓ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ＮｅｗＹｏｒ ｋ
：
Ａ ｌｂａＨｏｕ ｓｅ
， ２０
０ １
，ｐ
． ｘ ｖｉ ｉ ｉ〇

② 参见Ｒｏｂｅｒｔ Ｊｅｗｅｔｔ ， ／Ｒ ｏｍａｎｓ ：ＡＣｏｍｍｅＴｉ ｔａ／ｙ ， Ｍ ｉｎｎ ｅ ａｐｏｌ ｉ ｓ ：Ｆｏｒｔｒｅｓ ｓ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

ｐ ．
８ １
。



１ ６２ 基 督 宗 教 研 究

居塔格斯特著述授徒 ，奥古斯丁留 给北非信众的 过往 印象更多是

鼓唇弄舌的修辞学教师和摩尼 教的 听教者 （ ａｕｄｉ ｔｏｒ ） ，早 年甚 至以

驳倒底层民众的素朴信仰沾沾 自 喜 。？ 虽然在 皈依之后 ， 奥古斯

丁不断以著述展现出 自 己在大公信仰上的 卓越学识 ， 吸 引 了来 自

大公教会 内部 的关注和肯定 ，但具有如此
“

不 良前科
”

的人现在却

出任 了大公教会的圣职 ，这仍然在希波城引 发了各派信众不 同程

度上的质疑和批评 。？ 而要理解奥古斯丁此时为何处于如此不利

的舆论境遇 ，必须追述 自 己过去是谁和现在是谁以作 回应 ，我们就

有必要先行考察希波城乃至北非地 区宗教派系 并立和彼此纷争 的

景况 ，进而再来找 出他写作 《忏悔录 》时的 目 标读者 。

在 ４ 世纪下半叶 ， 除了传统的罗马异教 ，北非地区 的宗教教派

基本上是摩尼教 、大公教会与多纳 图派 （ Ｄ ｏｎａｔｉｓ ｔｓ ）三足鼎立 ，而多

纳图派 占据 明显优势 ，希波城对此也概莫能外 。 其中 ，摩尼教由 波

斯人摩尼 （ Ｍａｎｉ ）在 ３ 世纪创立 ， 宣扬 善恶二元论和道德决定论 ，

自 称是知识和光的宗教 。 摩尼教是一种宣教宗教 ，摩 尼生前就多

次差派 门徒到罗马 帝国各处宣教 ，建立教会组织 。 在他死后 ，摩尼

教传播迅猛 ， 到 ３ 世纪末 已经西传到埃及 、 巴勒斯坦 、罗 马和北非 ，

到 ４ 世纪末传到高卢和西班牙 ，遍及帝国大部 ，达到其影响力 的顶

峰 。 摩尼教从属于灵知主义宗派 ，承认基督教 的部分教义 ，否认旧

约 ， 只认可新约 ， 但要求去除其 中被窜添 的经文 。？ 在北非 地区 ，

摩尼教 的 扩 张 主 要 针 对 知 识 阶 层 ， 策 略 是
“

大 谈 真 理
”

（ ｅｔ

① 参见奥 古斯 丁 ： 《忏悔 录》 （ Ｃｏ ｎ／ｅｓｓ ｉｏｎｅｓ ） ３ ＿ １２ ． ２ １ 。

② 参见Ｈ ｅｎ ｒｙＣｈａ ｄｗ ｉｃ ｋ（ ｔｒａｎ ｓ ． ） ，Ｃｏｎ／ｅｓ ｓｉｏ ；ｗ ，Ｏｘｆｏ 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 ｉｖ ｅｒｓ ｉｔｙ

Ｐ ｒｅ ｓｓ ，
１ ９９１ ，ｐｐ ． ｘｉ
－

ｘｉ ｉ 〇

③ 参见奥古斯丁 ： 《汗悔录 》 （ Ｃｏｎ／ｅｓ ｓ ｉｏｎｅｓ ） ５ ． １ １ ． ２１ 。



荣神 与益人 ：论奥古斯丁 （忏悔录 》的写 作 １ ６３

ｄ ｉｃ ｅｂａｎ ｔ
，
ｕｅ ｒｉ ｔａｓｅｔｕｅｒｉｔａｓ ） ，
〇积极利用公开辩论来宣教 ，就吸引 了

不满足于大公教会的知识人士 ，包括早年的奥古斯丁 ，使北非成为

摩尼教最广为人知的地区 。？ 大公教会兴起时吸纳 了某些灵 知主

义要素 ，这就使得它与摩尼教之间有着更多的亲和性 ， 出 入彼此要

比出人多纳 图派更 容易 得到认 可 ， 而 多纳图 派 自 然对此 指责有

加 。③ 在 ４ 世纪下半叶 ，摩尼教在北非地区 已是根深叶茂 ，对大公

教会构成了实质性威胁 ，诋毁其和多纳图派都败坏了原初教义 ， 由

此被称为
“

最致命的异端
”

（ ｐｅ ｓ ｔ
ｉｌｅｎｔ ｉ ｓ ｓ ｉｍ ａｈａｅｒｅｓ ｉ ｓ ） 。
④

多纳图派的形成缘起 于皇帝狄奥克里提安 （ Ｄ ｉｏｃｌｅ ｔｉａｎ ） 对基

督徒的大规模迫害 ，在 ３０ ３ 到 ３０５ 年间 ，他敕令主教们上交圣经和

圣器
，
由政府统一销毁 。 这
一

上交 （ ｔｒａｄ ｉｔ ｉｏ ） 行为就是某种温和 的

背教 ，而这些 主教随后被称为
“

上交 （圣经 ）者
”

（ ｔｒａｄ ｉｔｏｒ ） 。 在迫害

期过后 ，对于他们是否能继续施行圣礼 （ 主要是祝圣礼和洗礼 ） ，

其圣礼是否有效 ，北非大公教会陷人分裂 ， 罗 马教廷的调解也遭到

杯葛 。 分裂派否认这些圣礼 的有效性 ， 要求从之所受洗 的信众必

须重新接受洗礼 。 在 ３ １５ 年 ，多纳图 （ Ｄ ｏｎａｔｕｓｔｈｅＧｒｅａ ｔ ） 继任分裂

派主教 ，这
一派从此被称为多纳图派 （ ｐ ａｒｓＤｏｎａｔｉ ） 。 到 ３９０ 年代 ，

多纳图派声势兴盛 ， 在农村和城市均建有教堂 ，实际地超越了大公

① 参见奥古斯 丁 ： 《忏悔 录》 （ Ｃ＜ｍ＿／ｆｅ？ ｉｏｎｅｓ ） ３ ． ６ ． １０ 。

② 参见Ｇ ｅｒａｌｄＢｏｎｎｅｒ ， Ｓｔ Ａ ｕｇｕ ｓ ｔｉｒｖｅｑｆａｎｄＣｏｎ ｔｒｏｖｅｒｓ ｉｅｓ ， Ｎｏｒｗｉ ｃｈ ：Ｔｈｅ

Ｃ ａｎｔｅｒｉｍｒｙ Ｐｒｅ ｓｓ ， １９８６ ， ｐ ． １６０ 。

③ 参见Ｊｏｈｎ０
’

Ｍｅａ ｒａ
，
ｌＷｇ ＞ ４ｕ尽 财 ： Ｇｒｏｗ ｔｆｅｑ ／

■

汾 ． ／４叫《扣 Ｃ／ｐ

ｔｏＨ
ｉｓ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ＮｅｗＹｏｒｋ ：Ａ ｌｂａＨ ｏｕ ｓｅ ，２００ １ ，ｐ ． ４９ 〇

④ 参 见Ｆｒａｎｃ ｏｉｓＤｅｃｒｅｔ ， ｉＦａｒ／ｙＣｆｃｒｉｓ ｔｉｃｍｉ／ｙｉ ｒａ ｉＶｏｒｔ／ｉＥｄｗａ ｒｄＳｍｉｔｈｅｒ

（ ｔｒａｎｓ ． ） ，
Ｅ ｕｇｅｎｅ ，Ｏｒｅｇｏｎ ：Ｃ ａｓｃａｄｅ Ｂ ｏｏ ｋｓ ，２ ００９ ，ｐ ． １ ５ １ 。



１６４ 基 督 宗 教 研 究

教会和摩尼教 。？ 因 着教派 隔 阂 ，多 纳 图 派在路上遇见大公教徒

都不打招 呼 ，甚至其面包店拒绝把面包卖给 大公教徒 。？ 在宣教

策略上 ，大公教会和多纳 图 派的扩张主要在没受过多少教育 的普

通民众 中推进 ， 这使得二者在谨守基督教道德规范和摒弃异教习

俗上的要求相对宽松 。③

除 了大公教会 ，各种异 端宗派也都 自 称是 大而公之教会 。 ？

寓于宗派并立纷争的如此景况 ，要理解 自 己过往的生活经历 ，解释

自 己为何脱离摩尼教而皈依大公信仰 ， 如何在米兰接受 了大公教

会的洗礼 ，论证唯有这一信仰才是正统的和大公 的 ， 以 回应罗 马异

教的攻击和各种异端的 曲 解 ，让教会 内外 的人认识到 自 己过去是

谁和现在是谁 ，奥古斯丁都有必要且迫切需要 以公开著述的方式

来释疑解惑 ，让读者读到 自 己 的忏悔 ， 同情 自 己 的转变 ，从 自 己这

里得到道德和信仰上的教益。 在 《忏悔录 》 的实 际写作 中 ，奥古斯

丁就多次提及其潜在读者 ， 直接向他们说话 。

主啊 ， 我 现 在 在 著 作 中 （ ｉｎｌ ｉ ｔｔｅｒｉｓ ） 向 你 忤 悔

（
ｃ ｏｎｆｉ ｔｅｏｒ ） ：谁意 愿读 ，就 让他读 ， 而 谁意 愿 解释 ，就让他

解释…… 让他不要嘲 笑 ， 反而是 ，如果他有 大 爱 ，就让他

① 参见Ｗ ．Ｈ ．Ｃ ．Ｆｒｅｎｄ ， ４ Ａｆｏｖｅｍｅｎｔ如 Ｊ ｉｎ

Ｎｏｒｔ ｈＡｆｒｉｃａ
＾
Ｃｌａ ｒｅ ｎｄｏ ｎ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 ｉｖ ｅｒｓｉｔ ｙＰｒｅｓｓ ，１ ９５ １ ，ｐｐ ． １ 
－ ２４
，
２０８ － ２４ ３
〇

② 参见奥古斯丁 ： 《驳佩提瑞安 书信 》 （ Ｃｏｎｔｒａ１ ８４ 。

③ 在米兰 期间 ，莫妮卡 曾使用北非教会 的传统礼仪来祭莫圣徒 ，但被安布 罗斯所

禁止 ，认为会有异教习俗之嫌 。 参见奥古斯丁 ， Ｃ忏悔 录》 （ Ｃ〇 ｎ／ｅ？ｉ〇ｎ？ ）６ ． ２ ． ２ 。

④ 参见奥古斯丁 ： ＜论信仰的益处 ＞ （〇＊ １９ 。



荣神与益人 ：论奥古斯了 （忏悔录 ＞ 的写作 １ ６５

亲 自 为我的 罪到 你 、你基督之众弟 兄的 父面前痛 哭 。①

我的 主啊 ，我的上帝 ，启发你 的众仆人 ， 我的 众弟兄 ，

你的 众儿女
， 我的 众主人 ， 我正在 以 心 、 以 言 语 、 以 著作

（ ｅ
ｔｃｏ ｒｄ ｅｅｔｕｏｃｅｅｔ ｌｉｔｔｅｒｉｓ ） 来服侍他们 ，使得所有读到这

本 （ ｈａｅｃ ） 著作的人会到 你的 台前纪念你 的婢女莫规卡和

她 的 丈夫帕特里克 。②

我 已 经看 到和提及那 （ 忏悔过往 的 ） 益处 。 然 而 ， 许

多 人想 知 道 我现 在 怎 样 ， 就是 在 此 时 写 作 我 的 忏 悔

（ ｃ
ｏｎｆｅｓｓ ｉｏｎｕｒａｍ ｅａｒｕｎｉ ） 的 时候 ，无论认识我 ，还是不认识

我 ，他们从我这听 到或从别 处听到 关 于我的 只 鳞 片 爪 ，但

他们 的双耳没有朝 向我的心 ， 而这 才是我之所是 。③

在保林和阿利比之外 ，奥古斯丁有意识地设想 了写作对象 ，包

括认识和不认识他 的人 ，其 中 明确提到 的是 同为基督教徒 的
“

你

的众仆人 ，我的众弟兄 ， 你的 众儿女 ， 我 的众主人
”

。 在 阅读 意愿

和解释方式上 ，读者都可以任凭 己 意 ，但 目 的不是在 睹窥其中 隐私

后
“

嘲笑
”

（ ｉｎｒ ｉｄｅａ ｔ ） ， 而是以
“

大爱
＂

（ ｇｒａｎ
ｄｉ ｃａｒｉｔａｔｅ ）来一起祈祷上

① 奥古斯丁 ： 《忏悔录 》 （ １ ２ ．３３ 。 Ｅｔ ｎｕｎｃ ，ｄｏｍ ｉｎｅ ， ｃｏｎｆｉ丨ｅｏｒｔｉｂ ｉ ｉｎ

ｌ
ｉｔ
ｔｅｒ ｉｓ 
：ｌ ｅｇ ａｔｑｕ
ｉ ｕｏ ｌｅｔ
ｔｅｔ
ｉ ｎ ｔｅｒｐｒｅｔｅ ｔｕ ｒｕｔｕｏｌｅ
ｔ


ｔ


ｎｏｎｉｎｒｉｄｅａ ｔ
，ｓｅｄｐｏ
ｔｉｕｓ
，ｓｉｅ ｓ
ｔ
ｇ ｒａｎｄ
ｉ

ｃ ａｒｉ ｔａｔｅ
，ｐｒｏ ｐｅ ｃｃａ ｔ
ｉｓｍｅ ｉｓｆｌｅａ ｔｉｐ
ｓｅａｄｔｅ ，ｐａ
ｔｒｅｍ ｏｍ ｎ ｉｕｍｆｒａｔｒｕ ｍＣ ｈ ｒｉｓｔｉｔｕ ｉ ．

② 奥古斯丁 ： 《杆悔 录 》 （ Ｃｏｎ／ｅ？ｉｏｎｅ５ ） ９ ． １ ３ ．３７ 。 Ｅ ｔｉｎｓｐ ｉｒａ ， ｄｏｍ ｉｎｅｍｅｕ ｓ ，Ｄｅｕ ｓ

ｍ ｅｕｓ
，
ｉｎ ｓｐ ｉｒａ ｓｅｒｕ ｉ ｓｔ ｕｉ ｓ ， ｆｒａ ｔｒｉｂｕｓｍｅ ｉｓ ｔｆ
ｉ
ｌｉｉｓｔ ｕ
ｉ
ｓ
，ｄｏｍ ｉｎ ｉｓｍｅ ｉｓ ，ｑｕ ｉｂｕ ｓｅ ｔｃ ｏｒｄｅ ｅ ｔｕｏｃｅ ｅ ｔ

ｌｉｔｔ ｅｒｉ ｓｓｅ ｒｕ ｉｏ

ｔｕ ｔ ｑｕｏ ｔｑｕｏ ｔｈａ ｅｃ ｌｅ ｇｅｒｉｎｔ ，ｍｅｍ ｉｎｅｒｉｎ ｔａ ｄａｉ ｔａｒｅｔ ｕｕ ｍＭｏｎｎ ｉｃａｅ ，ｆａｍｕ ｌ ａｅ ｔｕａｅ ，

ｃ ｕｍＰａｔｒｉｃ ｉｏ ，ｑｕｏｎｄａｍ ｅ
ｉｕｓｃｏ ｎ ｉｕｇｅ
．

③ 奥古 斯 丁 ： 《杆 悔 录 》 （ Ｃｏ ／＾ｗｉｏｎｃｓ ）１ ０ ．３ ．４ 。 Ｎ ａｍｉ ｌｉ ｕｍｆｒｕｃｔｕｍｕ ｉｄ ｉｅｔ

ｃ ｏｍｍｅｍｏｒａｕ ｉ ．Ｓｅｄ ｑｕ ｉｄａｄｈｕｃ ｓ ｉｍ ，ｅｃ ｃｅ ｉｎ  ｉｐ ｓｏ ｔｅｍｐｏ ｒｅ ｃｏｎｆｅｓｓ ｉｏｎｕｍｍ ｅａ ｒｕｍ ，ｅ ｔｍ ｕ ｌｔｉ ｈｏｃ

ｎｏｓｓｅｃ ｕｐｉ ｕｎ
ｔ
ｑｕ
ｉｍ ｅｎｏｕｅｒｕｎ ｔｅｔｎｏｎｍ ｅｎｏ ｕｅｒｕｎ ｔ
，
ｑｕ
ｉｅｘ ｍｅ ｕｅ ｌｄｅｍｅ ａｌｉ ｑｕ
ｉｄａ ｕｄｉ ｅｒｕｎｔ
，

ｓｅｄａｕ ｒｉｓｅｏｒｕｍｎｏｎｅ ｓｔａｄｃｏ ｒｍｅ ｕｍ ，ｕｂ
ｉｅｇｏ ｓｕ
ｍ
ｑｕ
ｉ ｃｕｍ ｑ
ｕｅ ｓｕｍ ．



１ ６６ 基 督 宗 教 研 究

帝 ， 以 纪 念 别 人 和 训 诫 自 己 。 在 对 读 者 的 研 究 中 ， Ｒｏｂ ｅｒｔ０
’

Ｃｏ ｒｍｅｌ ｌ 给 出 了可能设想的 四类读者 ：摩尼教徒 、保守的大公教徒 、

会堂信众和新柏拉图主义者 。？ 而鉴于 《忏悔录 》 的写作正处于奥

古斯丁集中驳斥摩尼教 、论证大公信仰和开始劝诫 多纳 图派 的时

期
，其所设想的读者还应该包括多纳 图派信众 。

在当时的北非地区 ，脱离摩尼教而皈依大公教会多有发生 ， 而

保守的大公信徒就质疑这种皈依是否纯全 ，是否真正洗清了摩尼

教的教义残余 ，亦或只是信仰投机 。 作为新任主教 ，奥古斯丁在大

公教会内外都面临着这一责难 ，甚至多纳图派也参与其中 ，指责他

之前是 、现在还可能是摩尼教徒 。？ 虽然在 ３９２ 年 ， 奥古斯丁 曾经

被两派力遨与之前的摩尼教同伴 、时任希波城摩尼教 司铎的福 图

纳图斯 （ 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ｕｓ ）进行教义辩论 ， ？但他的学说是否还
一直深受

摩尼教的影响 ，这不仅在其晚期就被同 为大公教会主教 的朱利安

（ Ｊｕ ｌ ｉａｎｏｆＥｃ ｌａｍｉｍ ）所激烈批评 ，？甚至在当前学界也成为充满诸

① 参见Ｒｏｂｅｒｔ ０
’

Ｃ ｏｎ ｎｅｌｌ ， Ｓｉ ．ｊ
ｏ／ Ｓｏｕｆ ， Ｎｅｗ

Ｙｏ ｒｋ ：ＦｏｒｄｈａｍＵｎ ｉｖｅ ｒｓ ｉ 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 ９８９ ，ｐ ｐ ． １ ２ 
－

２ ２ 〇

② 参见Ｊｏｈｎ Ｊ．（Ｖ Ｍｅ ａｒａ ，７％ｅ Ｋｉｗｉ客７７？ｅ Ｇｒｏｗ ｔＡｑ／
＂

Ｓｔ．Ａｗｇｕ对ｉｎｃ 
’

ｓ Ａｆ ｉ／ｗｉ

Ｕｐ ｔｏＨｉｓ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ｔＮｅｗＹｏｒｋ ：Ａｌｂａ Ｈｏｕ ｓｅ ，２００ １ １ｐ ． ４９ 〇

③ 参见奥古斯 丁 ： 《 回 顾篇＞ （及 ｅｔ ｒｏｃ ＊＜ｕ ｉｏｎ？ｓ ） ｌ ．１ ６ ．ｌ ； Ｐｏａ８ ｉｄ ｉ ｉｗｏｆＣａｌ ａｍａ ， 〈奥 古斯

丁生平 》 （ ＳａｎｃｔｉＡ ｕｇｕｓ ｔｉｎ ｉ ｌ＾ａ 〉 ６ 。

④ 参见奥古斯丁 ： 《驳朱利安残篇 ＞ （ Ｃｏｎｔｒａ ／ｕＫｏｎｕｍｏｐｉ？ｉｍｐｅ决ｃｔｕｍ ）４ ． ４２ 。
“

如

果古实人改变了 他的皮肤 ，豹改变 了 它的斑点 ，那你也将 洗净脱离 了摩 尼教的神 言妄

ｊ＃ 〇
ｎ

（
Ａ
ｔ ｓ ｉｍｕ ｔａｂ ｉｔＡｅ ｔｈｉｏｐｓｐｅ ｌｌ ｅｍ ｓｕａｍａｕ ｔｐａｒｄｕｍｕａｒｉｅｔａ ｔｅｍ ，ｉ ｔａ ｅｔ ｔｕａＭ ａｎ

ｉｃｈｅ ｏｒｕｍ

ｍｙ
ｓ
ｔｅｒｉ ｉｓｅ ｌｕｅ ｒ ｉ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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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争议 的难解课题 。①

为了 回应这些指责 ，证明 自 己 的 大公信仰 ， 奥古斯 丁在 《忏 悔

录 》 的写作 中不惜笔墨 ，细致追溯 了 自 己 当初加人摩尼教 的原 因 、

做听教者时的怀疑和借助世俗学 问对摩尼教的 超越 ，揭露其教义

自 身的矛盾和缺陷 ，并在 ３８４ 年就彻底断绝了与摩尼教的纠葛 ，转

而认可大公信仰并最终 皈依 。 在教义反思 中 ，奥古斯丁反驳 了摩

尼教的圣经观 、上帝论 、恶论 、宇宙论和创造论等 ，指 出新 旧约是合

一

的
；
上帝是全知且全能的 ； 恶不是物质实体 ，而是起源于人类 的

意志转向 ；其宇宙论荒诞不经 ，不符合世俗星象学的数学计算 ；世

界的创造不是善 、 恶之间 的斗争 ，而是上帝的善的作为 。 奥古斯丁

罗列 了摩尼教欺骗信众的
“

知识
”

谎言 ，论证 出大公信仰 比摩尼教

更为整全而可靠 ，并 以个人经历为鉴来劝诫时下 的摩尼教徒早 曰

脱离泥淖 ，皈依正道 。

在奥古斯丁时代 ，北非大公教会 已 经在社会生活中 发挥重要

影响力 ，但 由 于主教群体的 素质 良莠不齐 ，信众受教育水平普遍低

下 ，使得在具体宣教中 ，大公教会往往过于强调服从主教的权威而

贬低理性反思
，
就经受不住来 自摩尼教 、罗 马异教或世俗学问的理

论非难 。？ 为 了 消除这种反智主义态度 ，奥古斯丁就在行文 中不

断提出 各种问题 ，甚至问题远多于回答 ， 以论证理性与权威是通 向

同
一真理的两条道路 ，大公信仰并不排斥理性反思 ，反而应该且必

①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起 ，伴随着对摩尼教文献 的整理和研究 ，奥古斯丁研究 界开

始重新评估朱利安对奥古斯丁 的指 责 ，而越来 越多 的学者倾 向 于认定 ，奥 古斯 丁
一直

深受摩尼教学说 的影 响 ， 只是 在影响 的具 体方 面和 程度上 不能 达成
一致 。 参 见 Ｐ ａｕ ｌ

Ｒｈｏｄｅ ｓＥｄｄｙ ，
Ｍ

Ｃ ａｎａＬｅ ｏｐａ ｒｄＣｈａ ｎｇｅＩ
ｔ ｓ
Ｓｐｏ
ｔｓＡｕｇｕ ｓｔｉｎｅａ ｎｄｔｈｅＣ ｒｙ ｐｔ ｏ
－

Ｍａｎ
ｉ
ｃ ｈ ａｅｉ ｓｍ

Ｑｕｅ ｓｔ ｉｏｎ
”

，

ｉｎ ＳｃｏＭ ｉ５Ａ １／ｏｕ ｒｎａ Ｚ ｑ／

＇

７７？ｅｏ Ｚｏｇｙ ， ６２（ ３ ） ， ２００９ ， ｐｐ ． ３ ３０
－

２ 。

② 参见奥古斯丁 ： 《论信 仰的益处 》 （ Ｄｅｕｔｉｉｉｔａｔｅｃｍｉｅｎｄｉ ） １ ．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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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能够经受住理性诘问 的严肃考验 ，理论上 的通贯与澄明 才有助

于表征信仰上的真理。 为此 目标
，
奥古斯丁追溯 了 自 己 在理解大

公信仰上的波折历程 ， 以之来洗清摩尼教的嫌疑 ，维护其主教权力

的理论正当性 。

除 了理论知识严重匮 乏 ， 北非教会普遍深受异教习 俗 的影响

和世俗享乐 的诱惑 ， 比如参与 异教节 日 庆典 ， 习惯 于说谎和发誓 ，

在纪念殉道圣徒的节 日 上借机欢宴烂醉 ，甚至 日 常纪念仪式也是

如此 。？ 针对后者
，
奥古斯丁在 ３９ １ 到 ３ ９３ 年间特意写信给迦太基

宗主教奥勒 留 （ Ａｕｒｅ ｌ ｉｕｓ ） ，其中 引用 《罗 马 书 》 １ ３ ：１ ３－ １４ 的训诫 ，

要求效仿其他地区教会的做法 ，公开整顿北非教会中 的这种不 良

现象 而到 了３ ９５ 年 ，他还写信告诉阿利 比 ， 自 己 在布道 中引用

多处圣经经文 ，严肃训诫希波大公教徒 的宴饮行径 ，最终以温柔地

劝勉贏得广泛认可 ， 而多纳图派却正在不远处欢宴沸腾 。 ？ 与此

相呼应 ， 以类似于心理学剖析的方式 ， 《忏悔 录 》 浓墨重彩地描写

了
，
奥古斯 丁 自 己 曾 经也 沉溺 于
“

肉体 的 私欲
”

（ ｃｏｎｃｕｐ
ｉｓｃｅｎ ｔ ｉａ

ｃａｒｎ ｉ ｓ ）而不能 自拔 ，甚至直到 如今仍然会不时地难以 自 制
；
在记叙

① 参见奥古斯丁  ： 《 书信 》 （ 办以“ ／时 ） ２２ ． １ ＿３ ．Ｃｏｍｉａ ｓａｔ ｉｏｎ ｅｓｅ ｎ ｉｍ ｅｔｅ ｂｒｉｅｔ ａｔｅ ｓ ｉ ｔａ

ｃｏ ｎ ｃｅｓ ｓａｅ ｅ
ｔｌ
ｉｃｉｔａｅ
ｐ
ｕ ｔａ ｎｔｕｒ ， ｕ
ｔ ｉｎ ｈｏｎｏｒｅｒａｅｔｉａｍｂ
ｅ ａｔｉｓｓ ｉｍｏ ｒｕｍｍ ａｒｔ
ｙ ｒｕ ｍ
ｎｏｎ ｓｏｌｕｍｐｅｒ ｄ ｉｅｓ

ｓｏｌ ｅｍｎｅ ｓ ，


ｓｅｄ ｅｔｉ ａｍｃｏ ｔｔｉｄ ｉｅｃ ｅｌｅｂ ｒｅｎ ｔｕ ｒ
。 亦参见 奥古斯丁 ， 《 汗悔录 》 （

６ ． ２ ． ２ ０

② 参见奥古斯 丁 ： 《 书信 》 （ ￡沖＾？ ） ２ ２ ． １ ． ３
－

１ ． ６ 。

③ 参见奥古斯丁 ： 《 书信 》 （ ￡ｐ＆ｕ ／ｏｅ ） ２９ ． ２ － ｌ 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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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己的皈依时 ，奥古斯丁再次引 用了 《 罗 马书 》 １ ３ ： １３－ １４ ， ？极具

历史性和神学性 的双重意味 ，恰恰是要 提醒 自 己 的 读者应该谨守

基督教的道德诫命 。

虽然成长于大公信仰的家庭 ，奥古斯丁早年也肯定知晓 ， 自 己

周 围存在着 自称
“

洁净人 的教会
”

的多 纳图 派 。 只是在迦太基和

罗 马期 间 ，他还一直沉迷于摩尼教 ，无暇顾及北非地区 的教会分裂

问题 。 米兰洗礼只标志着信仰皈依 ，他 在回到家乡 后继续 隐居 著

述 ，仍然无心进入北非的 教会生活 ， 是故 《忏悔 录》 中没有 明确 提

及多纳 图派 。 ３９ １ 年的 强举事件彻底改变 了这种生 活方式 ， 奥古

斯丁从此进人激烈跌宕 的圣职生涯 ，成为北非大公教会 的精神柱

石 。

在 出任圣职伊始 ，奥古斯丁就开始关注并着手应付多纳 图派 ，

不断写信给多纳 图派 主教 ， 如 马 克西米 （ Ｍ ａｘ ｉｍｉ ｒｍｓ ） 和普库瑞安

（
Ｐｒｏｃｕｌｅｉａｎ ｕｓ ） ，称其为弟兄 ，但批评其分裂教会和再洗礼 的做法 ，

劝诫其 回 归大公信仰 ，或者邀请其就教义分歧进行公开辩论 ；还写

信给当地的帝国官员 ，如优 西比乌 （ Ｅｕｓｅｂｉｕｓ ） ， 阐述大公教会在教

会合一上的立场 ， 争取官方的 更多支持。？ 为 了让大公教徒认清

多纳 图派的起源和错谬 ，奥古斯丁在 ３９ ３ 年略后以 拉丁诗体写成

《驳多纳 图派 的诗篇 》 （朽ａ ／ｍ ｕｓｃｃｍｔｍ ｐａｒｔｅｍ我们会看

① 参见奥古斯丁 ： 《忏悔录 》 （ ０〇 ／１户《 ￡〇？？ ） ８ ． １２ ． ２９ 。
“

不 可荒 宴醉酒 ， 不可 好色

邪荡 ，不可争竞嫉 妒 。 总要 披戴 主耶稣基 督 ， 不 要 为肉 体 安排 ， 去放 纵私 欲
”

（
Ｎ〇ｎ ｉｎ

ｃｏｍｅ ｓｓａ ｔｉｏｎ ｉｂ ｕｓｅｔｅｂｒｉｅ ｔａｔｉｂｕ ｓ
，ｎｏｎｉｎｃ ｕｂ ｉｌ ｉｂ ｕｓｅ ｔ ｉｍｐｕｄ ｉｃｉ ｔ ｉ ｉ ｓ ，ｎｏｎｉｎ ｃｏｎｔｅ ｎｔ ｉｏｎｅｅ ｔ

ａｅｍｕｌａｔ ｉｏｎｅ ，ｓｅ
ｄｉｎｄ ｕ ｉ ｔｅｄｏｍ ｉｎ ｕｍＩｅ ｓｕｍＣ ｈ ｒｉｓ ｔｕｍ ｅｔｃ ａｍｉｓｐｒｏｕ ｉｄｅｎ
ｔ ｉａｍｎｅｆｅｃｅｒｉｔ ｉｓ ？ｉｎ

ｃｏ ｎｃｕｐＵｃ ｅｎ ｔｉ ｉｓ ） 。 此处经 文采用 圣经 和合本的译 文 。

＠ 在 ３ ９７ 年之前 ，奥古斯丁至少写下 了 《 书信 》 ２３ 、 ３ ３ 、 ３４ 、 ３ ５ 、４３ 和 ４４ 等 相关 书

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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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除了 回应多纳 图 派对 自 己信仰 的怀疑 ， 《忏悔录 》也潜在地 回

应了其分裂教会 的行 为 。 米兰洗礼和多次提及 的洗 礼试探都表

明
，洗礼的有效性并不来 自 来施行圣礼的主教 ， 而来 自 于基督 ，绝

对不需要再次洗礼 ；信众得以被称为
“

洁净
”

不在于其 自 身遵守神

圣诫命 的道德能力 ，而在于借 由 上帝赐下 的 白 白 的恩典 。

从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 开始 ， 依据加西 齐亚根对话与 《忏悔

录 》之间 的思 想差异 ， ？ 以 哈纳克 （ Ａｄｏｌｆｖ ｏｎＨ ａｍａｃｋ ） 和 Ｐｒｏ ｓｐｅ ｒ

Ａ ｌｆａｒｉ ｃ 为代表的学者
一反传统看法 ，认 为奥古斯丁在 ３８６ 年 的米

兰皈依实际上只 是皈依 了新柏拉 图 主义 ， 而非基督教 ， 他最早在

３９ １ 年 、最晚在 ４００ 年才真正皈依大公信仰 。？ 这
一

挑 战性解释在

２０ 世纪引发了激烈争论 ，但传统看法逐渐重新 占据上风 。 奥古斯

丁的确在皈依前后深受普罗 提诺 （ Ｐ ｌｏｔｉｎｕｓ ） 和波菲利 （ Ｐｏｒｐｈｙｒｙ ） 著

作的影响 ，？但借助新柏拉图 主义的概念和方法来论证大公信仰 ，

是早期基督教中 的普遍现象 。 近来 的研究表明 ， 安布 罗斯反对把

基督教与异教哲学融合 ，尤其是与新柏拉图 主义融合 ，而当时的异

① 加西齐 亚根对话是指 ，奥古斯 丁在 ３ ８６ 年夏完成信仰皈依 ，秋收后带领家人 和

朋友退居米兰郊外 的加西齐亚根 （ Ｃ ａｓｓ ｉｃ ｉａｃ ｕｍ ） ，在乡 间别墅 中度过整个冬天 ， 于 ３ ８７ 年

春返 回米 兰 。 在这 段 时 间 里 ， 奥古 斯 丁 写成 四 篇 对话体 作 品 ， 分 别 是 《驳 学 园派 》

（
Ｃｗ ｉｉｒａ
ｄｏｗ／ｅｍ ｉｃａ ｓ） 、《论幸福生活 》 （ Ｄｅ ６ ｅａ／ａｕ ｉｔｏ ） 、 《论秩序 》 （ Ｄ ｅｏ ｒｄｉｎｅ ） 和 《 独语录 》 。

②参见 Ｃ ｏｌｉ ｎＳｔａｒｎｅｓ ，Ａ ｕｇｕｓ ｔｉｎｅ
’

ｓ Ｃｏ邮ｅｒｓ ｉ ｔｍ ： ＡＧｕｉ ｄｅ ＊〇 ／ＩｆｇｗｍｅｎＪ ｏ／Ｃｏｎ／ｅｓ ｓ ｉｏｗ

Ｉ
－

ＩＸ ，Ｗａ ｔｅｒｌ ｏｏ ：Ｗ ｉ ｌｆｒｉｄＬａｕｒｉｅ ｒＵｎ ｉｖ ｅｒｓ ｉｔｙＰｒｅｓ ｓ ，１ ９９ １ ，ｐｐ ．２７７
－

２８ １
〇

③ 参见 奥古斯 丁 ： 《忏悔录 》 （ Ｃ〇 ｆｉ／ｅ？￡ｏ／ｉ？ ） ７ ． ９ ．１３ 、 ７ ＿ ２０ ． ２６ 和 ８ ． ２ ． ３ 。 关于波 菲

利 的影 响 ，参见 Ｊｏｈｎ０
’

Ｍｅ ａｒａ ，
“

ＴｈｅＮｅｏ ｐ ｌａｔｏ ｎ ｉｓｍｏｆＳａ ｉｎ ｔＡｕｇｕ ｓｔｉｎｅ
”

，

ｉｎＤｏｍ ｉｎ ｉｃ Ｊ ．０
’

Ｍｅａｒａ（ ｅｄ ． 〉 ， ｉＶｔｆ印 ａ ／ｗ？７％仙皮＆ ， Ａ ｌｂａｎｙ ：Ｓ ｔａｔｅ Ｕｎ ｉｖ ｅ
ｒｓ
ｉ ｔｙｏｆＮｅｗＹｏｒｋ

Ｐ ｒｅ ｓｓ ，
１ ９８２ ，ｐ ｐ ．３４
－

４１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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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哲学家也不认为哲学可以 和基督教融合 。？ 至于奥古斯 丁 ， 他

显然认为 ，新柏拉图主义虽然与基督教无法实现融合 ，但完全可 以

被借用来辅助论证大公信仰 ，甚至柏拉图再世也会认可这种做法 ，

自认是基督 的门徒 。 ？ 在早期对话和 《忏悔 录 》 中 ，奥古斯丁表明

了 自 己 曾经汲取新柏拉图 主义 的思想经历 ，看到其在解释精神实

体 、恶的 自然与起源等主题上的有效性 ，但也看到它与大公信仰的

巨大差别 ， 比如上帝创造论 、意志堕落论 、基督论和恩典救赎论等

等 。 在理性与信仰这两条通 向基督教真理的道路上 ，新柏拉图 主

义只是理性道路上的借力拐杖 ，在必要且关键的时候会被舍弃 ，让

位于
“

内在的教师
”

（ｍ ａｇ
ｉｓｔｅ ｒ ｉｎｔｉｍｕｓ
）
耶棘基督 。？

三 、 目的 ： 荣神与益人

在写作 《忏悔录 》时 ，奥古斯丁 已 经步人 中年 ，但其作 为教会

领袖的圣 职生涯才 刚 刚 开始 。 关于 中年 时对过往 青春 的反 思 ，

Ｐｅ ｔｅｒＢｒｏｗｎ 写到 ，
“

他曾经是摩尼教徒 ， 也曾 经亲密接触过
‘

自 主

的
’

柏拉图主义 ， 以致这一经历深植于心 。 他不是平 白无故地写

作 《忏悔录 》 ，一个 中年男人对过往 的灵魂野游之感怀 ， 对如此晚

近才发现真理之抱憾 ，都在坚定着奥古斯 丁 的心志所 向 。
”？面对

① 参见安 布 罗 斯 ： 《 书信 》 （ Ｅｐ ｉ ｓ丨ｕ ｌａｅ ） ６５ ．１ ， 亦参 见 Ｐｅｔｅ ｒＢｒｏｗｎ ，Ａｕｙｕｉｒｉ ／ｗ〇／

Ｈ ｉｐｐｏ ｉＡ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ｔＡＮｅｗＥｄ ｉ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ａｎＥｐｉｌ ｏｇｕｅ ，Ｂ ｅｒｋｅｌｅ ｙａｎｄＬｏ ｓＡｎｇｅ ｌｅ ｓ ：Ｕｎ ｉｖｅ ｒｓ ｉｔ ｙ

ｏ ｆＣ ａｌｉｆｏ ｒｎｉａ Ｐ ｒｅ ｓｓ
，２０００
，
 ｐｐ ．４８５
－

４ ８６ 〇

② 参见奥古斯丁 ： 《论真宗教 》 （说 ｒａ％￡〇 ／ｉｅ ） ３ ． ３ 。

③ 参见奥古斯丁 ： 《忏悔录 》

④Ｐ ｅｔｅｒ Ｂ ｒｏｗｎ
，
ｑ／
＇

讯
ｐｐｏ ：４ＡＮｅｗＥｄｉ ｔｉｏｎｗ ｉｔｈａｎＥｐｉｌ ｏｇｕｅ ，

Ｂ ｅｒｋｅｌｅｙａｎｄＬｏ
ｓＡ ｎ
ｇｅｌｅ ｓ ：Ｕｎ ｉｖｅ ｒｓ ｉｔｙ ｏ 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 ｉａ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ｐ ． ２７７

．



１ ７２ 基 督 宗 教 研 究

来 自 大公教会内外 的质疑 ，这种心志所向正是 ， 以当前的理论认识

检审过往的得失 ，厘清 自 己与摩尼教和新柏拉图 主义的界限 ； 以牧

者和罪人的双重身份劝勉信众 ，使大公教徒以谦卑谨守道德诫命 ，

使多纳图派以温柔放弃分裂和暴力 ，从而展 望北非地 区教会合
一

的美好愿景 。

不过
，我 内在 的 医生 ， 向我说明 我做这些有什 么益处

呢 。 你 已经救免和遮盖对我过往 恶行 的忤悔 ， 用 信仰和

你 的圣礼 变化 我 的灵魂 （ ａｎ ｉｍ ａｍｍ ｅａｍ ） ，使我在 你 里得

了 喜乐 。 但 当 这些 忤悔 （ ｃｏｎｆｅ ｓｓ ｉｏｎｅ ｓ ） 被读 到和 听 到 时 ，

它 们 就激动每 个人 的 心 ，使他们不 会沉睡在 绝望 中 ，并叹

息说
“

我不能
”

，
反而在你仁 慈 的 爱 和你 恩典 的甘甜 中 醒

来 ，每个软弱 的都借此意识到 自 己 的软弱 ， 并 变 为 刚 强 。

对于好人 ，去听改过 自 新者的过往恶行是一件 乐事 ，这喜

乐 不在 于它 们 是恶 的 ， 而在 于它们 曾经存在 ，现在却不存

在 了 。 ①

记叙我 的 恶 ．行 和善行 的 这 １ ３ 卷忏 悔 （ ｃｏｎｆｅ ｓ ｓ ｉｏｎｕｍｍ ｅａｒｕｍ

ｌ ｉｂｒｉ ｔｒｅｄｅｃｉｍ ）赞美了公义且 良善的 上帝 ， 激发 了人类 的理智和情

感转向他 。 而反观我 自 己 ，在之前被写下和现在被读到时 ， 它们都

① 奥古斯 丁 ： 《杆 悔录 》 （ Ｃｏ响 ）１ ０ ． ３ ．４ 。 Ｖｅ ｒｕｍｔａｍｅ ｎｔｕ ， ｍｅｄ ｉｃｅ ｍｅｕ ｓ

ｉｎｔｉ ｍｅ
，ｑｕｏｆｒｕｃ ｔｕｉｓｔａｆａｃ ｉａｍ ，ｅ ｌｉｑｕａｍ ｉｈ ｉ ．Ｎａｍｃｏｎｆｅｓｓ ｉｏｎｅｓｐｒａｅ ｔｅｒｉ ｔｏ ｒｕｍｍ ａｌｏ ｒｕｍ

ｍ ｅｏｒｕｍ
，
ｑ
ｕａ ｅｒｅｎｉ ｉｓｉｓ ｔ ｉｅ ｔｔｅｘ ｉｓｔｉ
｝ｕ ｔｂ ｅａｒｅｓｍ ｅｉｎｔ ｅ ，ｍ ｕ ｔａｎｓａｎ ｉｍａｍｍｅａｍｆ ｉｄｅｅ ｔ

ｓａ ｃｒａｍｅｎｔｏｔｕｏ
，ｃ ｕｍｌｅｇｕｎｔｕｒｅｔａｕｄ ｉｕｎｔｕｒ ，ｅｘ ｃｉｔａｎ ｔｃｏ ｒ ，？ｎｅｄｏｒｍｉ ａｔｉｎｄｅ ｓｐｅｒａｔ ｉｏｎｅｅ ｔ

ｄ ｉｃ ａｔ
：ｎｏｎｐ
ｏｓｓｕｍ ，ｓｅｄｅ ｕ ｉｇｉ ｌｅ
ｔ ｉｎａｍ ｏ ｒｅｍｉ ｓｅ ｒｉｃ ｏｒｄ ｉａｅ ｔｕａｅ ｅ ｔｄ ｕｌ ｃｅｄ ｉ ｎｅ ｇｒａ ｔ
ｉａｅ ｔｕａｅ
，ｑｕａ

ｐｏｔｅ
ｎ ｓｅｓｔｏｍｎ ｉｓ ｉｎｆｉ ｒｍｕｓ ，ｑｕ ｉ
ｓ ｉｂ
ｉｐｅ ｒ
ｉ

ｐ
ｓａｍｆ
ｉ ｔｃｏｎｓｃｉ ｕｓ ｉｎ ｆｉｒｍｉ ｔａｔ ｉｓｓｕａｅ
．Ｅ ｔｄｅ ｌｅｃ ｔａｔｂｏｎｏｓ

ａｕｄ ｉ ｒｅ ｐ
ｒａｅ ｔｅｒｉ ｔａ ｍａｌ ａｅｏ ｒｕｍ
，
ｑｕ ｉ ｉａｍ ｃ ａｒｅｎ ｔｅｉ ｓ ， ｎｅ ｃ
ｉｄｅｏ ｄｅ ｌｅｃｔ ａｔ ，ｑｕ ｉａ
ｍａ ｌａ ｓｕｎ ｔ
， ｓｅ ｄ ｑｕ
ｉ ａ

ｆｕｅ ｒｕｎｔｅｔ ｎｏｎ ｓｕ ｎｔ ．



荣神与益人 ：论奥古斯了 （忏悔录 》的写作 １ ７３

向我呈现了这一点 。 其他人对此怎 么 看待 ，取决其 自 身 ；但我 知

道
，它们 已经使且正在使许多弟兄大大地满足 。 ？

在 ３８７ 年复活节前夜 ，奥古斯丁接受了安布罗 斯所施行 的洗

礼 。 按照大公教会的普遍理解 ，奥古斯 丁之前所犯 的各种罪恶就

借助洗礼得到 了
“

赦免和遮盖
”

，

？其忏悔已经得蒙上帝 的垂听 ，其

灵魂已经得到信仰的净化 ， 可 以停留 在上帝 的 恩典 中 安享喜乐 。

对于个人来说 ，无论是否写作 《忏悔录 》 ， 洗礼和信仰 已经使得 奥

古斯丁可以获得灵魂上的救赎 。 可见 ，这 １ ３ 卷仟悔就不只是检审

自 我的过往 ，更是指向他人和上帝 。
“

忏悔不仅涉及各种罪恶 ，也

涉及赞美
”

。
？在这
一

界定 中 ， 涉及罪恶 的忏悔指 向他人 ，是要让

读者看到 自 己如何摒弃过往罪恶而皈依 ，并以此为榜样 ，努力脱离

绝望和软弱而变为刚强 ；涉及赞美的 忏悔指向 上帝 ， 赞美上帝 的

“

公义且良善
”

，使读者能够 以
“

理智和情感
”

转 向这仁爱 和恩典的

源泉 。 对勘 《 回顾篇 》 ２ ． ６ ． １ 和 《书信 》２ ７ ． ５ 可知 ，在 《忏悔录 》成书

后 ，奥古斯丁很快就看到其显著功用 ，完成了荣神与益人 的写作 目

的 。

在认识 了
“

上帝与灵魂
”

之后 ，认识论问题就与生存论问题勾

连起来 。 首先 ，忏悔不仅是认识上帝的各种属性 ，更是在赞美上帝

① 奥古斯丁 ： 《 回顾篇 》 如ｉｏｎｅ ｓ ） ２ ． ６ ． １ 。 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 ｎｕｍ ｍｅ ａｒｕｍ ｌ ｉｂｒｉｔ ｒｅ ｄｅ ｃｉｍ

ｅ ｔｄｅｍａ ｌｉ ｓｅｔｄｅｂｏ ｎ ｉ ｓｍ ｅｉ ｓｄｅｕｍｌａ ｕｄａｎ ｔ ｉｕ ｓｔｕｍｅｔｂｏｎｕｍ ， ａｔ ｑｕｅｉ ｎｅ ｕｍｅｘｃ ｉｔａ ｎｔ ？

ｈｕｍａｎｕｍ ｉｎ ｔｅＵ ｅｃｔ ｕｍｅ ｔａｆｆｅｃ ｔｕｍｉ ｎｔｅ ｒｉ ｍｑｕｏｄａｄｍ ｅａ ｔｔ ｉｎｅｔ ， ｈｏ ｃｉｎｍ ｅｅｇｅｒｕｎ ｔｃｕｍ

ｓｃｒｉｂｅｒｅｎ ｔｕｒｅｔａｇｕｎ ｔｃ ｕｍ ｌｅｇｕｎ ｔｕｒ ．Ｑｕ ｉｄｄｅ ｉｌｌｉｓａｌｉｉｓｅ ｎｔ ｉａｎ ｔ ， ｉｐ ｓｉｕ ｉｄｅｒｉｎ ｔ ；ｍｕ ｌｔｉ ｓ ｔａｍｅ ｎ

ｉｒａｔｒｉｂｕｓｅｏｓｍ ｕ ｌｔｕｍｐｌａｃｕ ｉｓｓｅｅｔｐ ｌ
ａ ｃｅ ｒｅｓｃ ｉｏ ．

② 参见奥古斯丁 ： 《 忏悔录 》 （ Ｃｏｎ／ｅ？ｉｏｎｅｓ ） １ ． １ １ ． １ ８ 。

③ 奥古斯 丁 ： 《诗 篇 解 》 （ ｉｎ１４４ ．３ 。 Ｃ ｏｎ ｆｅ ｓｓｉｏｅ ｎ ｉｍ ， ｎｏｎ

ｐ
ｅｃ ｃａ ｔｏｒｕｍｔａｎｔ ｕｍｄ ｉｃｉ ｔｕｒ
，ｓｅ ｄ ｅ
ｔ ｌａｕｄ ｉ ｓ ．



１ ７４ 基 督 宗 教 研 究

时教益他人 ，体验上帝对个体和群体的恩赐和帮助 。 《忏悔录 》是

“
一个赞美文本
”

（ ａｐ ｒａ
ｉｓｉｎｇ
ｔｅｘ ｔ ） ，不是在讨论上帝 ，而是在向 上帝

呈现赞美与呼求 。？ 其次 ，不同于世俗化后在密室 中 向 神父忏悔 ，

在奥古斯丁时代 ，宗教忏悔不是私下进行的 ， 而是在公开场所 ，如

异教神庙或基督教堂 ，通过献祭 、祈祷 、宣认或布道等外在形式来

演现 。 在《忏悔录 》 ８ ． ２ ． ３－ ８ ． ２ ． ５ 中 ，奥古斯丁记叙了辛普里西安

（ Ｓ ｉｍｐ ｌ ｉｃｉａｎｕ ｓ ）
②讲述维克多瑞 （ Ｍ ａｒｉｕｓＶ ｉｃｔｏｒｉｎｕｓ ） ③的 飯依故事 。

在皈依之后 ，维克多瑞最初笑言
“

难道墙壁使人成为基督徒吗 ？
”？

而不愿去教堂 ，但最终却拒绝私下宣认 ，而选择在广大会众面前公

开宣认 自 己 的大公信仰 ，从而忏悔己 罪 、赞美上帝并教益他人。 这

一

皈依事迹吸引 了奥古斯丁要去模仿 ，加速了他的 皈依决断 。？

鉴于北非教会纷争的现状 ，奥古斯丁回忆前尘影事 ，是要论证

① 参见Ｊａｎ－ＬｕｃＭ ａｒｉｏｎ ，／ｎ ｔＡｅＷｏｃｅ ：ｒＡｅ ｉｉｐｐｒｏｏｃＡＳａｉ拟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Ｋｏｓｋｙ ｔｒａｎｓ ． ，Ｓｔａ ｎ ｆｏｒｄ ： Ｓｔａ ｎｆｏｒｄＵｎ ｉｖ ｅｒｓ ｉｔ ｙＰｒｅｓ ｓ ，ｐ
．
 １ ９ 〇

② 在 ４ 世纪后半期
，
辛普里西 安一直是米兰基督教界的精神领袖 ， 曾经促成维 克

多璀公开宣认其大公信仰
，
在 ３７４ 年 为安布罗斯施行洗礼 ，在 ３ ８６ 年促使奥古斯丁完成

道德皈依 ，在 ３９６ 年写信给奥古斯 丁询 问 ｛罗马 书 ＞７ 章和 ９ 章的释经难题 ，使其在 回 信

｛致 辛普里 西安＞ 】 中完成其早期思想的重要变革 ，并 在 ３９７ 年安布罗斯去世 后继任米

兰主教
，
直至在约 ４００ 年去世 。 参见奥古斯 丁 ： 《忏 悔录 － ８ ． ２ ． ５ 、

《致 辛普里西安 》 （如 和 《 回頋篇 》 １ ． １ ， 亦参 见 Ａ ｌｌ ａｎ

Ｆ 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 ，

ｕ

Ｓｉｍｐｌｉｃ
ｉａｎｕ ｓ
， ＢｉｓｈｏｐｏｆＭ ｉｌ ａｎ
＞ ，

 ｔ
ｉｎ Ａｌｌａｎ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 （ ｅｄ ． ）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 ｔｈ 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Ａｇｅｓ ：Ａｎ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ＧｒａｎｄＲａｐ
ｉｄ ｓ
：Ｗ ｉｌ ｌｉａｍＢ ．Ｅｅｒｄｍａｎ 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 ，

１ ９９９ ，ｐｐ
．
７９９
－

８００
。

③ 维克多瑞 是罗 马著名的修辞学家 ， 翮译了新柏拉 图主义的著作 ，晚年才皈依 基

督教
，
但注释了 多部圣经书卷 ，成为 ４ 世纪著名 的拉丁教父 。

④ 奥古斯 丁 ： 《杆悔录 》 （ Ｃｏｎ／ｅｓｊ ｉｏ ｎｅｓ ） ８ ．２ ？４ 。 Ｅ ｒｇｏ ｐａｒ ｉｅｔｅ ｓｆａｃｉｕｎｔ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ｏ ｓ ？

⑤ 参见奥 古 斯 丁 ： 《 忏 悔 录 》 （ Ｃｏｎ／ｅＭｉｏ ｒｗｓ ） ８ ．５ ．１０ ， 亦 参 见 Ｃｏ ｌｉｎＳ ｔａｒｎｅｓ ，

Ａ ｕｇｕｓｔｉｎｅ
＊

ｓＣｏｎｖｅｒｓ ｉｏｎ
：ＡＧｕｉｄｅｔｏｔｈｅＡ ｒｇｕｍｅ ｎｔ ｏｆＣｏｎｆｅｓｓ ｉｏｎｓＩ
－

ＩＸ
ｔＷａ ｔｅｒｌｏｏ ：Ｗ ｉ ｌｆｒｉｄ

Ｌａｕｒｉｅ ｒＵｎ ｉｖｅ 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 １９９ １ ， ｐｐ ． ２ １７
－

２２０ 。



荣神与益人 ：论奥古斯丁 ＜忏悔录》的写作 １ ７５

大公信仰的合理性 ，从理论上奠定大公教会的正统地位 ，打破其弱

小被动 的局面
；
解释 自 己过往的挣扎与努力 ，作为上下求索真理的

榜样 ，从道德上为信众展现教会建设的前景 。 Ｊａｍｅ ｓＪ ．Ｏ
’

Ｄ ｏｎｎｅ ｌ ｌ

就此说 ，
“

奥古斯丁写 《忏悔录 》是因为 ，他不仅害怕在希波的教会

斗争 中失败 ，更害怕 在全能 的上帝面前失败 ，就是他完全地顺服和

服事 的上帝 ，是那将赐下安息的
‘

你
’

。
… …他所诉说的往事只是

他 自 己 的经验 ，而只有在身处其境时 ，他们才能理解和接纳这
一经

验 。 同时 ，对往事的诉说坚固 了奥古斯丁 ， 为他铺设 了可 以引领信

众并实现宏 图的道路 。 在 《忏悔 录 》 中 ， 从头 到尾 ， 我们都 暗 暗地

听到一种 自觉的 、大可 因袭模仿 的范例 。
”

？

基于荣神 益人的写作 目 的 ， 奥古斯丁在行文中 以 皈依后甚或

当前的理论认识来 反思 皈依前 的 个人 经历。 这 种
“

时代倒错
”

（ ａｎａｃｈｒｏｎｉ ｓｍ ） 式的穿插评论并非取消其历史叙事的真实性 ， 而是

要重新理解 自 己皈依前未能正确理解的事项 ，从而看到 上帝对 自

己完成皈依 的时刻指 弓 丨 。？ 对 于新柏拉 图主义 ， 奥古斯 丁反思 了

自 己 的米兰 阅读时期 ，借助对保罗书信等新约书 卷的 阅读和注释 ，

看到 了其没有谈及基督 论 ， ？在创造论 和救赎论上与大公信仰有

着截然差异 ，米兰 的哲学冥思上升根本 不同于奥斯蒂亚的
“

魂游

象外
”

（ 《使徒行传》 １ ０ ：１ 〇 ） ，从而清理之前的认识不足 ， 与柏拉 图

① 参 见 Ｊａｍｅ ｓ０ 
’

Ｄ ｏｎｎｅｌｌ ， Ａ ｕｇｕ ｓｔｉｎｅ ： ／４ＴＶｅｗＮｅｗＹｏｒｋ ：Ｈ ａｒｐｅ ｒＣ ｏｌｌｉ ｎｓ

Ｐｕｂｌｉ ｓｈ ｅｒｓ ，
２００６
， ｐ
． ７

０

② 对 于《杆悔录 》 中
“

时代倒错
”

现象 ，参 见 Ｂｒｉａ ｎＤｏｂｅ ｌｌ ， Ａ ｕｇｕ ｓｔｉ ｎｅ
’

ｓ ／ｎｔｅＷｅｃｆｕａＺ

Ｃｏｎｖｅｒｓ ｉｏｎ ？Ｔｈ ｅＪｏｕｒｎａ ｌｆｒｏｍＰｌ
ａ
ｔ
ｏ ｎ
ｉｓｍｔｏＣｈ ｒ ｉｓ ｔｉａｎ ｉｔｙ ，Ｃ ａｍ
ｂｒｉｄｇ ｅ ：Ｃ 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 ｎｉ ｖｅｒ ｓ ｉ ｔｙ

Ｐｒｅ ｓｓ
，
２００９
， ｐｐ
．

２５ 
－

２７ 。

③ 参 见奥古斯丁  ： 《忏悔 录 》 （ Ｃ＜ｍ／ｅ？ ｉｏｎ ？Ｓ ） ７ ． ９ ． １ ３ － ７ ． ９ ． １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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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者划清 了界限 。？ 对于意志与恩典的关系 ，奥古斯丁运用 《致

辛普里西安》 １ 所得到的结论 ，来重新理解和构建了 自 己 的皈依叙

事 。
“

信仰 的发端 ｆｉｄ ｅｉ ） 是上帝 白 白 赐予 的恩典 ， 而不是

人类意志的 自 主转 向 ，前者才促发了后者 。 ？ 在 《忏悔录 》 中 ， 奥古

斯丁就使用 自 己 的皈依经历来论证这
一

神学立场 ，把生存境遇上

的不断变换和理论认识上的不断突破都归诸上帝之恩典的持续作

用
，
意志 的 自主决断完全顺服于上帝的预定和拣选 。

四 、体裁 ： 所谓的
“

自传
＂

？

比起早期著作 ， 《忏悔录 》 是奥古斯丁的 第
一

部长 篇著作 ， 拉

丁文有 ８ 万多字 ，其文辞优美 ，感情深沉热烈 ，完美地融合了祈祷 、

论战 、释经和教牧语言 ，极富文学性 、历史性 、哲学性和神学性 。 按

照行文的转换 ，整部著作可以被划分为前 ９ 卷 、第 １０ 卷和第 １ １－

１ ３ 卷三个组成部分 ，分别使用 了历史叙事 、哲学分析和圣经诠释

三种写作方法 ，而前 ９ 卷通常被称为奥古斯丁 的
“

自 传
”

。
？ 对于

这种历史叙事 ， Ｐａｕ ｌａＦｒｅｄｒｉｋ ｓｅｎ 写 到 ，
“

除非认识到奥古斯丁 的个

① 参见奥古斯丁  ： 《忏悔 录》 （ Ｃｏ ｎ／ｅｓ ｓ ｉｏｎｅｓ ） ９ ． １ ０ ． ２３－ ９ ． １ ０ ． ２５ ，亦参 见 Ｊａｍｅ ｓ０
’

Ｄｏ ｎ ｎｅ ｌｌ ，Ａｕｇｕｓ ｔｉ ｎｅ ：Ｃ ｏｎｆｅｓｓ ｉｏ ｎｓ ／ ，Ｏｘ ｆｏｒｄ ：Ｃ ｌａ ｒｅｎｄｏ ｎＰｒｅｓ ｓ ，１ ９９２ ，ｐ ．ｘｌ ｖｉ 〇

② 参见奥古斯丁  ： 《致辛普里西安 》

③ Ｃｏ ｌ ｉｎＳ ｔａｒｎｅｓ 认为 ， 《忏悔 录 》包含着双重的三位一体结 构 ， 依次指 向 三位 一体

上帝的某个位格和不同 的 目 标读者 。 其 中 ， 前 ９ 卷指 向作 为创造 者的圣 父 ， 其 目 标读

者是所有人 ；第 １ ０ 卷指 向作为 中保的圣子基督 ， 其 目 标读者 是普通信众 ；第 １ １
－

１ ３ 卷

指向 作为劝慰 师的圣灵 ，其 目标读者是基督徒哲学家 。 这三个部 分中 又各 自 包 含着三

位
一体 结 构 ， 但 整 部 著 作 都 应 该 被 看 作 奥 古 斯 丁 的 自 传 。 参 见 Ｃｏ ｌｉｎ Ｓ ｔａｍｅ ｓ ，

Ａｕｇｕｓ
ｔ ｉｎｅ

７

 ｓＣｏｎｖｅｒｓ ｉｏ ｎ ： Ａ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ｔ ｈ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 ｔｏｆＣｏｎｆｅｓ ｓ ｉｏｎｓ／
－

ＩＸ
，Ｗａｔ ｅｒｌｏ ｏ ：Ｗ ｉ ｌｆｒｉｄ

Ｌａ ｕｒｉｅ ｒＵｎ ｉｖｅ ｒｓ ｉ ｔｙＰｒｅ ｓ ｓ ， １ ９９ １ ， ｐｐ ． ｘ ｉｖ
－

ｘ ｖ
，ｎｏ
ｔｅ １ ， ２
〇



荣神与益人 ：论奥古斯丁 《忏梅录 》的写作 １”

人历史 （ ｐｅｒｓｏｎ ａｌｈｉ ｓｔｏｒｙ ） 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其神学的 自 我意识模

型
，
否则我们就不能充分理解他的神学 。 他把 自 己 的 神学论题建

基于其 自 传性观察 （ ａｕｔｏ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 ｃａ ｌｏｂｓｅ ｒｖａｔｉｏｎ ） ，这种观察既普遍

存在于他的著作 中 ，又特别存在于 《忏悔 录 》 中 。
”
？

正如保林所要求 的 ， 奥古 斯 丁 的确 叙述 了 自 己 的
“

全 部 历

史
”

，
如成长于大公教徒 家庭 ， 早年学习 和教授修辞学 ，沉迷摩 尼

教和研究异教哲学 ，最终皈依大公信仰和接受洗礼 ，并表 明 自 己受

到安布罗斯的 明显影 响 。 这些
“

自 传性观察
”

留下丰 富 的一手材

料 ，使我们对古代世界 中 的个体历史有 了 最为 详尽 的 案例性认

识 恰如 以上所说 ， 《忏悔录 》 的写作不是以奥古斯丁为 中 心 ，而

是以上帝为 中心 ；不是要展示 自 己 的卓越事迹 ， 而是要揭示上帝在

其中运行作工的神学论题 。 从前一方面说 ， 《忏悔录 》 的确不是现

代意义上的 自 传 ； ？从后一方 面说 ， 它是
一

部神学著作 ，但包含着

诸多 自 传要素 。 现代研究经常把奥古斯丁的 《忏悔录 》看作第
一

部 自 传 ，甚至与卢梭的 同名作品进行 比较 ，将两者划分为宗教忏悔

与世俗忏悔 、信仰忏悔与道德忏 悔的对立 。？ 这种简单 的划分并

①Ｐａｕｌａ Ｆｒｅｄｒｉｋ ｓｅ ｎ ｙ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
１

 ｓＥａｒｌｙ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Ｐａｕｌ ，Ｄ ｉｓ ｓｅ ｒｔ ａｔ ｉｏ ｎ ｙＰｒｉｎｃ ｅｔｏ ｎ

Ｕｎ ｉｖｅ ｒｓ ｉ ｔｙ ，１ ９７９ ， ｐ ． ｖ ｉ ｉ ｉ ．

② 参 见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ｋＶａｎＦｌｅｔ ｅｒｅ ｎ ，
＊
＊

Ｃｏｎｆｅｓ ｓ ｉｏｎｅｓ
ｎ


， ｉｎＡｌ ｌａｎＦ ｉｔｚｇｅ ｒａｌ ｄ （ｅｄ ． ） ，

Ａ ｕｇ
ｕｓ ｔ ｉｎｅ ｔｈｒｏｕｇ ｈｔｈｅＡｇ ｅｓ ：Ａ
ｎＥｎｃｙｃ ｌｏｐｅｄ ｉａ ，ＧｒａｎｄＲａｐ ｉｄ ｓ ：Ｗｉｌｌ ｉａｍＢ ．Ｅ ｅｒｄｍａｎ ｓ

Ｐ ｕｂ ｌ ｉ ｓｈ ｉｎｇ
Ｃ ｏｍ
ｐａｎｙ ，
１ ９９９ ， ｐｐ
． ２２７
－

８ 。

③ ＪｏｈｎＯ
’

Ｍｅ ａｒａ甚至说 《忏悔录 》 不是 自 传 ，甚至任何部分都不 是 。 它是使 用

奥古斯 丁的生 活经历 和对信仰 上帝 的忏悔来展示其人类学 。
…
…

因 此 ， 《忏悔录 》不 完

全是纯粹 的个人历 史 ，其 部分 上是 范例 的 。
”

参 见 Ｊｏｈ ｎ０
’

Ｍ ｅａｒａ ， ＴＴｉｅ７〇叫

ＴｈｅＧ ｒｏｗ ｔｈｏｆ Ｓｔ．Ａｕｇｕ ｓ ｔｉｎｅ
＊


ｓ
ＭｉｎｄＵｐ ｔｏＨｉｓ Ｃｏｎｖｅｒｓ ｉｏ ｎ 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 ： Ａ ｌｂａ Ｈ ｏｕ ｓｅ ， ２００ １ ，ｐ ．

ｘ ｘｘ ｉ ｉ ｉ 。

④ 参见曹菅 ： 《 自传忏悔 ： 从奥古斯丁到卢梭》 ， 北京 ：中 国社会科学 出 版社 ，２０ １２

年 ，第 ２０１ － ２０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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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适 ，且不说宗教和信仰忏悔必然具有其世俗和道德的层面 ，奥

古斯丁的 写作也不是个体的 或私人性 质的 内 心剖 白 ，而是以 自 身

皈依经历为范例的 、指 向普罗大众的公共教导 ；不可 以用弗洛伊德

的精神分析学来窥探其心理隐曲 ，而应该以之为榜样来反观 自 照 ，

在忏悔己罪和荣耀上帝中开启 自 己 的信仰皈依 。

即使如此 ， 《忏悔录 》前 ９ 卷还是提供 了许多 自 传性素材 ，勾

勒奥古斯丁早年一直寻找
“

基督 的名 字
”

（ ｎｏｍ ｅｎＣｈｒｉ ｓｔ ｉ ） 的波折经

历 ， ？不谋求在历史层面上的全面和精 确 ，而在选取和解释素材时

力图着重发掘其神学意涵 ， 以表明 ，大公信仰是
“

童年时我父母就

浇灌在我心里 的宗教
”

，

？ 自 己
一直在渴求
“

真宗教
”

，最后在大公

信仰中才真正获得 ，而上帝也
一

直在呼召和引领我 ，使自 己在经历

不同思想宗派之后皈依 了 大公信仰 。 在写作手法上 ， 奥古斯丁使

用 ３ ９７ 年后初步成熟的思想来重新解释 ３８７ 年之前的所有叙事 ，

穿插了大量的时间错置 、圣经语言 、情景添加和意义充实等勾连要

素 ，使整部著作连成一体 。 ＴｈｏｍａｓＭａｒｔｉｎ 就此说到 ，
“

奥古斯丁在

其中给我们提供了某种生命叙事 ，但他选择的载体远不 同于现代

的 自 传 。 他借助基督教圣经的语言 和意象来 告诉我们
‘

他 的历

史
’

（
ｈ ｉｓｓ ｔｏｒ
ｙ ） ，这种
‘

自 画像
’

（ ｓｅ
ｌｆ
－

ｐｏｒｔ ｒａ ｉｔ ） 采取的 形式 是对 其

上帝的长篇祈祷 ，而我们被邀请去聆听和参与进这场对话。
”
？

即使不是现代意义上 的 自 传 ，前 ９ 卷细致描述了奥古斯丁 内

① 参见奥古斯丁 ： 《忏悔 录＞ （ Ｃ〇ｎ／？？ｋｎｃｓ ） ３ ． ４ ． ８ 。

② 参见奥古斯丁  ： 《论 信仰的益处 》 （ ／ ）ｅ ｕｔｉｉｉｆａｔｅ ｃｒｔｔｉｃｎｄｉ 〉 １ ． ２ 。 Ｒｅｌｉｇ ｉｏｎｅｑｕａｅｍ ｉｈｉ

ｐｕ
ｅ ｒｕｌｏａ ｐａ ｒｅｎ ｔ
ｉｂｕｓｉｎｓ ｉｔａ ｅｒａｔ ． 亦参见 奥古 斯丁 ： 《驳学园派 》 （ Ｃ＾ｍｔｒａ ｙ ４ ｃａ ＜２ｅｍ ｉｃ併 ） ２ ． ２ ．

５ 、 （论两个灵魂 》 （ Ｄｅａｎｉｍａ６ ｉ？ ） ｌ 、 《汗 悔录 》 （ Ｃｏｎ／ｅ？ｉｏｎ？ ） ｌ ＿１ １ ． １ ７ 、５ ． １ ４ ＞ ． ２５ ０

③Ｔｏｍ ａｓＭａｒｔ ｉｎ ＆Ａｌ ｌａｎＦｉｔｚ ｇｅｒａｌｄ ， 〇／ 讯押〇 ： ＜Ｓｅｎ；ａｎｔ ，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

Ｌｅａｄｅｒ
，Ｎ ｅｗＪｅ ｒｓｅｙ ：Ｐｒｅ ｎ ｔｉｃｅＨ ａｌｌ ，２０ １ １ ，ｐ ． ｖ ｉ ｉ ｉ ．



荣神与益人 ： 论奥古斯了 《忏悔录》的写作 １ ７９

心在理论认识和道德反省上 的不断演进深化 ， 通常被称为
“

精 神

自 传
＂

（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 ｌａｕｔｏｂｉｏｇｒａｐ
ｈ
ｙ ） 。 在神哲学 的层面上 ， 《忏悔录 》不

是私人性的
，
不是简单地要 回溯奥古斯丁的成长历史 ，反而恰恰是

以他为范例把个体的历史放置进上帝 与人类 的整个历史中 ， 以 每

个个体来具体演现人类整体的被造 、堕落和救赎的历史 。 也就是

说 ，在奥古斯 丁的思想 图景 中 ，上帝 的预知 、预定和拣选 总是降临

到某个个体身上 ，个体在原罪 （ ｏｒ ｉｇｉｎａ ｌｅｐ ｅｃ ｃａ ｔｕｍ ） 之下成为整个

救赎历史的主角 ， ？代替了之前宽泛的犹太民族或基督徒群体 ，使

得每个人都必须单独面对上帝 ，得到其公义的惩罚或 白 白 的 恩典。

因此
，
包括后 ４ 卷在 内 ，整部 《忏悔录 》 都可以被看作每个个体 的

“

神学 自 传
”

（ ｔ
ｈｅｏ ｌｏ
ｇ
ｉｃａ ｌａｕｔｏｂ ｉｏｇｒａｐ
ｈ
ｙ ） ， 以个体的成长史来表征个

体如何认识到上帝与灵魂 ，其中 以作为叙事主体的
“

我
”

代表了所

有人 ，对个体堕落与皈依的历史叙事适用于每个人 。 最后可以说 ，

这种写作手法达成了三重写作 目 标 ， 即直接回应 了保林等人对 自

己个人历史的好奇 ，或明确或含蓄地批判 了摩尼教 、保守的大公教

徒和多纳 图派 ，也使得 自 己初步成熟的神哲学在具体的个人历史

中获得了现实论证 ，从而具有广泛而深远的象征意义 。

五 、历史性 ：叙事中的真实

在挑战传统看法时 ，以哈纳克和 Ｐｒｏｓｐｅ ｒＡ ｌｆａｒｉｃ 为代表的学者

论证说 ， 《忏悔录 》第 ７ 、８ 卷 的皈依叙事没有 如实反映奥古斯丁在

３ ８６ 年实际 的思 想境 况 ，其写作 没有严格 的历史性 （ ｈ ｉｓ ｔｏｒｉ ｃｉ ｔｙ ） 。

① 参见奥古斯 丁 ： 《忏悔录 》 （ Ｃ 〇ｎ／ｅＭｉ〇 ｎｅＳ ） ５ ． ９ ． １ ６ 。
“

原罪
”
一 词最早 出 现在 《致

辛普里西安 》 １ ． １ ． １０ 中 ， 《忏悔录 》仅使用过 这一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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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 ２０ 世纪中叶开始 ， 主流学者重新认可了传统观点 ， 维护皈

依叙事的历史性 ，但其间 的争论依然鼎 沸不息 。 从这些争论 中可

以看到
，
历史性问题主要涉及两种真实 ， 即事件的真实与思想的真

实 ，前者即 《忏悔录 》 中所记叙 的各种事件是否真 实 ， 如米 兰教会

中 的圣骨显灵 、无花果树下的
“

拿起来读
”

（
ｔｏｌ ｌｅｌｅ
ｇ
ｅ
） 、
奥斯蒂亚异

象等 ；后者即所记叙的思想转折是否真实 ，如是否阅读了波菲利的

著作 、是 否实 际上 皈依 了新柏拉 图 主义 、何时才脱 离福 提努斯

（ Ｐｈｏ ｔｉｎｕｓ ）派的基督论等 。

奥古斯丁在行文中意识到 ，读者可能会质疑其叙事的历史性

和真实性 ，就解释了其选取素材的标准 ，并特别强调其直面上帝的

忏悔是绝对可信的 。 以下 ， 我们尝试大致梳理研究界对这两种真

实 的争论 ，展示奥古斯丁 自 己 主动表 明 的立场 ，并从写作缘起 、 目

标读者 、文本对勘和反对说谎的 承诺等来外 围性地论证这两种真

实性 ， 即虽然 《忏悔录 》使用 了３９ ６ 年初步成熟的思想来反观其十

年前的信仰皈依 ，但其中所记叙 的各种事件不包含任何虚构 ， 而是

真实可靠 的 。

作为一个信仰进程 ， ３ ８６ 年的信仰皈依通 常被划分为理智皈

依 （ ｉｎｔｅｌ ｌｅｃ ｔｕ ａｌｃｏｎｖｅ ｒｓ ｉｏｎ ） 和道德飯依 （ ｍ ｏｒａｌ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两个 阶

段
，分别对应着 《忏悔录 》第 ７ 卷和第 ８ 卷。 ？ 而
一

反传统立场 ，哈

纳克最早提出 ， 《忏悔录 》 中 的叙事 没有严格的历史性 ，而是依据

某个神学原则 而组织的 ； Ｐｒｏ ｓｐｅ ｒＡｌｆａｒｉ ｃ 则提 出 ，奥古斯丁在道德

上和理智 上 都 只 皈依 了新 柏拉 图 主 义
，
而 不是 基督 福音
；

Ｐ ｉｅｒｅ

Ｃｍｉｒｃｅ ｌｌｅ 虽然认可其历史性 ，但不认为无花果树下的 飯依叙事是

① 参见Ｊｏｈｎ０
’

Ｍ ｅａｒａ ， Ｋｏ ／ｉ客 如客似“财 ： ｒＡ ｅ＜ Ｓ ｔ ．财 
’

ｓＭｉｍ／￡／
／
）

￡〇 ｆ／ｉｓＣｏｎｖｅｒｓ 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 ｒｋ ：Ａ ｌｂａＨｏ ｕ ｓｅ ，２００ １ ， ｐ ，１ ２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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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真实的 。① 针对以上质疑 ，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ＶａｎＦ ｌｅ ｔｅｒｅｎ 给出 了 四点

回应 ：奥古斯丁明确意图要讲述
“

真理
”

；
为最好地 阐明 其哲学 和

神学立场而精心选取素材 ，但这更是支持其历史性 ；过往的事件包

含着丰 富的象征含义 ，恰当的解释并不摧毁其历史性 ；他只是借用

了 当时的
“

文学形式
＂

（
ｌ
ｉｔｅ ｒａ ｒ
ｙ
ｆｏ ｒｍ ）来记叙 自 己 的皈依 ， 以之作 为

范例来理解其他的皈依

的确如此 ，在前 ９ 卷的历史叙事之后 ， 奥古 斯丁在第 １ ０ 卷
一

开头就声明
， 自 己所忏悔的都是历史真实的 ，符合上帝所喜悦的真

理 。

看啊 ， 你喜悦真理 （ ｕｅｒｉｔａｔｅｍ ） ， 因 为 凡行 真理 （ ｆａｃｉ ｔ

ｅａｍ ） 的
，
就进入 到 光 中 。 我 就 意 愿 在 你 面 前 以 忏 悔

（ ｃ ｏｒａｍｔｅ ｉｎｃｏｎ ｆｅｓｓ ｉｏｎ ｅ ） 在我心 中 行真理 ，也在众 多 见证

人面前 （ ｃ ｏ ｒａｍ ｍｕｌ ｔ ｉｓｔｅ ｓ ｔｉｂｕｓ） 以 笔墨 （ ｉｎｓ ｔｉ ｌｏ ） 行真理 。？

我 与 其他人 有什 么 相 干 ， 使他 们 倾 听我 的 忏 悔

（ ｃ ｏｎｆｅ ｓｓ ｉｏｎｅ ｓｍ ｅａ ｓ ）
，
好像 他们 自 己 将 治 愈我 的 所 有疾

病 ？ 人们好奇 于探听别 人的 生 活 ， 却疏忽 于 改 正 自 己 的

生 活 。 他们 为何寻求从我这听到 我是谁 ，却 不 意 愿从你

那 听到 自 己 是谁呢 ？ 在听 我谈论 自 己 时 ，他们 如何知道

（ＤＣ ｏｌ ｉ ｎＳ ｔａｒｎｅｓ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
＊

ｓＣｏｎｖｅｒｓ ｉｏｎ ＊ Ａ Ｇｕｉｄｅｔ ｏ ｔｈｅ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ｎｆｅｓｓ ｉｏｎｓ

／ － ／Ｙ
，Ｗａ ｔｅｒｌｏｏ ：Ｗｉ ｌｆｒｉｄＬａｕｒｉ ｅｒ Ｕ 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Ｐ
ｒｅｓ ｓ
，

１ ９９ １
， ｐｐ
．２７ ７－ ２８２
０

② 参 见Ｆｒｅ ｄｅｒｉｃｋＶａｎＦｌｅｔｅ ｒｅ ｎ ，
＊ ＊

Ｃｏｎｆｅｓｓ ｉｏｎｅｓ
ｎ

， ｉｎＡｌｌａｎＦｉ ｔｚｇｅ ｒａｌ ｄ （ｅ ｄ ． ） ，

Ａｕｇｕｓ ｔｉｎｅ ｔｈｒｏ ｕｇｈｔｈｅＡｇ ｅｓ ：Ａ ｎ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 Ｇｒａ ｎｄＲａ ｐｉ ｄ ｓ ：Ｗ ｉｌｌ ｉａｍＢ ．Ｅｅ ｒｄｍａｎｓ

Ｐｕｂｌ ｉｓｈ ｉｎｇＣ ｏ
ｍ
ｐａｎｙ ，１ ９９９ ，ｐ
．２３ １
〇

③ 奥古 斯 丁 ： 《汗 悔 录 》 （ ）１ ０ ＿ １ ．１ 。 Ｅ ｃｃ ｅｅｎ ｉｍｕ ｅｒｉ ｔａｔｅｍｄ ｉｌｅｘ ｉｓｔｉ ，

ｑｕｏｎ ｉａｍ ｛ １ ｜Ｉｏ ３ ，２ １ ｑｕ ｉｆａｃ ｉ ｔｅａｍｕｅ ｎ ｉｔａｄ ｌｕｃ ｅｍ ．Ｖｏｌ ｏｅ ａｍ ｆａｃｅ ｒｅｉ ｎｃｏ ｒｄｅ ｍｅｏ ｃ ｏｒａｍ ｔｅ ｉｎ

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ｅ
，
ｉｎｓｔｉｌｏ ａｕｔｅｍｍｅｏｃ ｏｒａｍｍｕｌｔｉｓ ｔｅ ｓｔ ｉｂｕｓ ．



１ ８ ２ 基 督 宗 教 研 究

我是在说真 实之事 （ ｕｅｒｕｍ ） 呢 ？ 因 为 除 了 人 里 面 的 灵

（ ｓｐ
ｉｒｉ ｔｕ ｓ
） ，
没有人知道人里 面 运行 的事 。 但如果他们从

你 那 听 到 自 己 的 事 ， 他 们 不 能 说 ，
“

主 在 说 谎

（ ｍ ｅｎｔｉ ｔｕｒ ）

”

。 因 为 从你 那 听到 自 己 的事 ， 不就 是认识 自

己吗 ？ 而 如果不 自 欺 ，他在认识 自 己后 会说
“

这是假 的
”

吗 ？ 但爱 （ ｃ ａｒｉｔａｓ ） 相信万事 ，至 少在那 些人 中 ，爱使他 们

联结 为 一 。 因 此
，
主啊
，
我 向 你 如 此仟悔 （ ｃ ｏｎｆｉ ｔｅｏ ｒ ） ， 以

使人们 听到 ，我不 能 向他们 证明 我在忤悔真 实 之事 （ ｕｅｒａ

ｃｏｎｆｉ ｔｅａｒ ） ，但被爱 打开耳朵倾 听我 的人相信我 。①

以忏悔向上帝行真理无需言辞 ， 向 在场 的见证人行真理无需

笔墨
，但要 向更多不在场的见证人行真理则必须诉诸言辞和笔墨 ，

以 书写文本 的形式流传于世 ，使 目 标读者可 以 随意阅 读 、 品 评 、反

思 己行和改过 自新 。 但其中 的 问题是 ， 首先 ，他人的倾听并不能帮

助作者 医治 自 己在信仰和道德上 的
“

疾病
＂

（
ｌａｎｇｎ ｏｒｅｓ ） ， 只有上帝

的 主动帮助才可 以 ，却很可能沦为探 听其内 心挣扎而当作茶余饭

后 的谈资 ，使得
“

我的忏悔
”

完全无益于作者 和读者 。 其次 ，要
“

行

① 奥古斯 丁 ： 《 杆
■悔录 》 （ Ｃｏ咕ｓ ｓ ｉｏｎｅｓ ）１ ０ ． ３ ． ３ 。 Ｑｕｉｄｍ ｉｈｉｅ ｒｇｏ ｅｓｔｃｕｍｈｏｍ ｉｎｉ ｂｕａ ，

ｕ ｔａｕ ｄ ｉａｎｔｃｏｎ ｆｅｓｓ ｉｏｎ ｅ ｓｍ ｅａ ｓ ，ｑｕａｓｉ ｉｐｓ ｉ ｓａｎａｔ ｕｒ ｉｓ ｉｎ ｔｏｍｎｅ ｓｌａｎｇｕｏｒｅｓｍ ｅｏ ｓ ｃｕｒｉｏ ｓｕｍ ｇｅｎｕｓ

ａｄ ｃｏｇｎｏｓｃ ｅｎｄａｍ ｕ
ｉ
ｔａｍａｌｉｅ ｎａｍ
，
ｄｅｓ ｉｄ ｉｏｓｕｍａｄｃｏｒｒｉ ｇｅｎｄａｍｓｕａｍ ．Ｑｕ ｉｄａｍｅｑｕａｅ ｒｕｎ ｔ

ａｕｄ ｉｒｅｑｕ ｉｓｉ
ｍ
，ｑ
ｕ ｉ ｎｏ ｌｕｎ ｔａ ｔｅ ａｕｄ ｉｒｅ ｑｕ ｉｓｉｎ ｔＥ
ｔ ｕｎｄｅｓｃ ｉｕｎｔ ，ｃ ｕｍ ａｍｅ ｉｐｓｏｄｅｍｅ ｉｐｓｏ

ａ ｕｄ ｉｕｎ ｔ ， ａｎｕｅ ｒｕｍｄ ｉｃ ａｍ ，ｑｕａｎ ｄｏｑｕ ｉｄｅｍｎｅｍｏｓｃ ｉｔｈ ｏｍ ｉｎ ｕｍｑｕ ｉｄ ａｇａｔ ｕｒ ｉｎｈｏｍ ｉｎｅ ，ｎ ｉｓ ｉ

ｓｐ ｉｒ ｉ ｔｕ ｓ ｈｏｍ
ｉ ｎｉ ｓｑｕ
ｉｉｎｉｐｓ
ｏｅｓｔＳ ｉａ ｕｔ ｅｍ ａｔｅａｕｄ ｉａｎｔ ｄｅｓｅ ｉｐｓ ｉｓ
， ｎｏｎｐｏｔｅ ｒｕｎ ｔｄ ｉｃ ｅｒｅ ，

ｍ ｅｎ
ｔ
ｉｔ ｕｒｄｏｍ ｉｎｕｓ

Ｍ

．

Ｑｕ ｉｄ ｅｓ ｔ ｅｎｉｍ ａｌｅ ａｕｄ ｉｒｅｄｅ ｓｅ
ｎ
ｉｓｉｃ ｏｇｎｏｓｃ ｅｒｅｓｅ ｑｕ ｉｓ ｐｏｒ ｒｏ ｃｏｇｎｏ ｓｃ ｉ
ｔ
 ｅｔ

ｄ ｉｃ ｉ ｔ
，

“

ｆａ ｌｓｕｍｅ ｓ ｔ
”

，

ｎ ｉｓ ｉｉｐｓｅ
ｍ ｅｎ ｔｉａ ｔｕ ｒＳｅｄｑｕ ｉａｃ ａｒ
ｉ
ｔａｓｏｍ ｎ ｉａｃ ｒｅ ｄｉ ｔ
，
ｉｎｔｅ ｒｅｏ ｓｕ ｔ ｉｑｕｅｑｕｏｓ

ｃ ｏｎｅｘ〇９ｓ ｉｂｉｍｅ ｔｕｎｕｍ ｆａｃ ｉ ｔ
，ｅ ｇｏ ｑｕｏｑｕ ｅ ， ｄｏｍ
ｉ ｎｅ
，ｅｔ
ｉａｍ ｓ ｉｃ ｔｉｂ ｉｃｏｎｆｉｔ ｅｏｒｕｔ ａｕｄ ｉａｎｔ ｈｏｍ ｉｎｅｓ ，

ｑｕ ｉｂｕ ｓ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ｒｅ ｎ ｏｎ ｐｏ ｓｓｕｍ ａｎｕｅ ｒａ ｃ ｏｎ ｉｌ
ｔｅ ａｒ ．Ｓｅｄｃ ｒｅ ｄｕｎｔ ｍ ｉｈ ｉｑｕｏｒｕｍｍｉｈｉ ａｕｒｅ ｓ ｃａ ｒ ｉｔａｓ

ａｐｅ ｒ
ｉ
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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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
”

（ ｆａｃｅ ｒｅｕｅｒ ｉｔａ ｔｅｍ ）就必须保证这些忏悔是真实的 ， 但他人不

能进人作者的内心 ，而作者的忏悔却可能是在说谎 ，其声称和保证

真实的效力十分有限 。 这就使得 ，在作者 自 己 的保证之外 ，忏悔 的

真实性还需要来 自 他人和上帝的保证 ，前者即众多的见证人 ，可 以

保证过往事件的真实 ，后者 即作为最高的 或唯
一

真正的见证人 的

上帝 ，可以保证过往思想的真实 ， 因为上帝可 以监察人心且不会说

谎 。 除此 ，大公信仰下的弟兄之爱也可以遨约读者逾越外在证据

上的沟壑 ，去直接相信作者忏悔 的真实性 。 向上帝的忏悔是荣神 ，

向读者 的言说是益人 ，忏悔 的真实与益处最终都发源于上帝 。 读

者倾听忏悔不是要从作者这里知道他是谁 ，而是要 以作者的 忏悔

为鉴 ，从上帝那里知道 自 己是谁 ， 以达到 反观 自 身而
“

改正 自 己 的

生活
”

。 在其中
，
忏悔的起点是荣神
，
终点是益人 。

在从阿利 比那里接过写作的重担时 ，奥古斯丁肯定知道 ，其笔

下的 《忏悔录 》将很快为保林 、阿利比等想了解或已 经 了解他的人

读到 ，有着众多的见证人 。 阿利 比和艾弗迪 （ Ｅｖ ｏｄ ｉｕ ｓ ）是奥古斯 丁

的 同 乡好友 ，早年起就紧密追随 ， 此时都 已 出任大公教会主教 ，可

以见证 自 己 的家庭出 身和成长历程
；
安布罗斯 和辛普里 西安 尚还

在世 ，可以见证 自 己 的 米兰皈依 、洗礼和 ３９６ 年 升任 主教的 情况
；

曾 经的 同伴福图纳图斯和福斯 图斯 （ Ｆａｕｓ ｔｕｓ ） 也都尚还在世 ，可 以

见证 自 己九年间沉迷摩尼教的经历。 在 《忏悔 录 》 成书后 ，阿利 比

可以判断其事件的真实和思想的 真实程度如何 ，保林也可以 向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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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教会求证奥古斯丁 的皈依事迹 。 ？ 无论存在 多少歧见 ， 这些见

证人显然都极具诚实的清誉 ，使得奥古斯丁绝不敢在历史事件上

说谎 、添加或虚构任何事件 ，反 而还可 以间 接保证其思 想的 真实 ，

即他当年在理智上的确皈依 了大公信仰 ，而非新柏拉 图主义 。

围绕着荣神与益人的 目 的 ，作为 曾经的修辞学教授 ，奥古斯丁

在写作中使用 了各种修辞技巧 ，将叙事的真实性与修辞性融为
一

炉 。 在素材的遴选和笔墨的铺张上 ，奥古斯丁都有着独特考量 ，努

力做到详略得当 ， 张弛有度 ，不会纠缠于或 旨在提供历史的精确性

或所有细节 。 在行文中 ，奥古斯丁多次提及 自 己 的取材情况 。

而我省略 了 （ｐｒａｅｔｅｒｅｏ ） 许 多 ， 因 为 我迫切要追湖 那

些 更催促我 向 你 忤 悔的 事 ，我也不 记得 了 （ｎｏｎｍｅｍｉｎｉ ）

许 多 。 ？

我省略 了 （ｐｒａｅｔｅｒｅｏ） 许 多 ， 因 为我 非 常 匆 忙 。 关 于

那 些没有提及 的 （ ｉｎｓ ｉｌｅｎｔｉｏ ） 无数事 ，我 的 上 帝 ， 接 受我

的 忤悔和致谢 。 ？

已经忘记的事显然难以追溯 ，但对于 尚 还记忆的事件 ，奥古斯

① ＪｏｈｎＯ
’

Ｍｅａｒａ 对此评论说 必须记住 的是 ，虽然 采用 了 某种 文学 形式 ，可 以

从中发 现某些 有意识 的调整 ， 如果不是 无意识 的修正的话 ， 奥古斯 丁正在为 基本上 很

了 解他 的人写作 《忏悔 录》 。 他们知道的 比他 写下 的还 多…… 这就解释 了 为什 么我们

想知道 的许多重要 细节 都被省略去 ， 因为他们不会 被轻易误导 。
”

参 见 ＪｏｈｎＯ
’

Ｍ ｅａ ｒａ
，

ＴｈｅＹｏ ｎｇ Ａ
ｕ
ｇｕｓｔｉｎｅ ：ＴｈｅＧ ｒｏｗｔｈｏｆ Ｓｔ ．Ａ ｕｇ ｕｓ ｔｉｎｅ
＇

ｓＭｉｎｄＵｐ ｔｏＨｉｓＣｏ ｎｖｅｒｓ ｉｏｎ ｔＮｅｗＹｏｒｋ ：

ＡｌｂａＨ ｏｕｓｅ
，２００ １ ，ｐ
．
ｘ ｉｘ
。

② 奥古斯丁 ： 《汗 悔 录 》 （ Ｃｏ响ｓ ｓ ｉｏｎｅｓ ） ３ ．１ ２ ． ２１ 。 Ｎａｍｅ ｔｍ ｕ ｌｔａｐｒａ ｅｔｅ ｒｅ ｏ ，ｐｒｏｐｔｅｒ

ｑｕｏ ｄｐ
ｒｏｐ
ｅ ｒｏａ ｄ ｅａｑｕａｅｍ ｅ
ｍ ａｇ
ｉｓ ｕｒ ｇｕ
ｅｎ ｔｃ ｏｎ ｆｉ ｔ ｅｒｉｔ ｉｂ ｉ ，ｅｔ ｍｕ ｌ
ｔａ ｎｏｎ ｍｅｍｉｎｉ ．

③ 奥古 斯 丁 ： 《杆 悔 录 》 （ ＣｏＷｅｗｉｏ／ ｉｅｓ ）９ ． ８ ． １ ７ 。 Ｍｕ ｌｔａｐ ｒａｅｔ ｅｒｅｏ ，ｑｕｉ ａｍ ｕ ｌｔｕｍ

ｆｅｓｔｉｎｏ ．Ａｃ ｃｉｐｅｃｏ ｎｆｅｓｓ ｉｏｎｅ ｓｍ ｅａ ｓｅ ｔ ｇｒａｔｉａ ｒｕｍａｃ ｔｉｏ ｎｅ ｓ ，Ｄｅｕｓｍｅ ｕ ｓ ，ｄｅｒ ｅｂｕｓ

ｉ
ｎｎ ｕｍ ｅｒａｂ ｉｌｉ ｂｕ ｓｅｔ ｉａｍ ｉｎｓ ｉｌｅ ｎ ｔｉｏ ．



荣神与益人 ：论奥古斯丁 《忏悔录 》的写作 １ ８ ５

丁划分 了不同 的重要程度 ，把笔墨放在那些
“

更催促我
”

的事上 ，

其间 的详略取舍也是非常明显 。 奥古斯丁没有提及与 自 己 厮守十

五年之久的情人的名 字 ，却对少年时 的偷梨和青年时的无名 朋友

之死详加描述 ，极力发掘其中可能蕴含的 神学和哲学意义 ； ？对于

为期两年的米兰政治和教职生涯 ，奧古斯丁仅描述了任职和去职 ，

对具体工作几近未提 ； 同为 自 己 的密友 ，奥古斯丁大段追溯阿利 比

过往事迹和与 自 己 的交往 ，却对 内布利提 （ Ｎｅｂｒｉｄｉｕｓ ） 的 身世数语

带过
；
对于米兰花园的信仰皈依 ，奥古斯丁则长篇铺陈 ， 细致人微

地描写心灵 内部的意志冲突 ，几乎欲罢不能 ，却对别人质疑 自 己 恋

栈教职不置
一词
；
对于 ３８７ 年辗转罗马 台伯河 口 的过程 ，奥古斯丁

再次省略 ，转而追溯母亲莫妮卡的家庭生活 。

在这些详略得当的叙事中 ，奥古斯丁多次谈及 自 己 和他人 的

私密经历 ，包括 自 己难 以抑 制 的情欲 、 父亲和 自 己对婚姻 的不忠 ，

母亲的闺 中偷酒 ，阿利 比的性经历等等 。 对于这些不光彩的事件 ，

他无意于隐瞒或修饰 ，反而直言以忏悔 己 罪和荣耀上帝 。 对于偷

梨事件Ｆ 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ＶａｎＦ ｌｅｔｅｒｅｎ 评论说 ，
“

偷梨事件几乎不会引 起 自

传作者的兴趣 ， 相较于 自 传 ， 奥古斯 丁对建基于圣经 的 恩典神学

（ ａｂｉｂ ｌｉｃａｌ ｌｙｂａｓｅｄｔｈ ｅｏｌｏｇｙｏｆｇｒａｃ
ｅ ）更感兴趣 。
” ②由此可见
，
在素

材选取和笔墨繁简上的差异不会影响 历史叙事的真实性 ，而以 写

作 目 的为导 向 的这些差异恰恰可 以反过来增加其可信度 。

① 对于无 名朋 友之死对奥古斯丁的影响 ，参见 花威 ： 《友谊 亦或洗礼 ？ 试析 奥古

斯丁 〈 忏悔录 〉 中的
“

无名朋友之死
”

》 ，载于曾 庆豹主编 ： 《 重读奥古斯丁 〈忏悔 录 〉 》 ，新

北市 ： 台 湾基督教文艺 出版社有限公司
，

２０ １ ２ 年 ，第 ８ ５ －１ ０８ 页 。

② 参 见Ｆ 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ＶａｎＦｌ ｅｔｅｒｅｎ ，
Ｍ

Ｃｏｎｆｅｓ ｓｉｏｎｅｓ
Ｍ


，ｉｎＡｌｌａ ｎＦｉｔｚｇｅ ｒａ ｌｄ（ｅ ｄ ． ） ，

Ａｕ
ｇ
ｕｓ ｔｉ ｎｅ ｔｈ ｒｏ ｕｇｈｔｈ ｅＡｇｅｓ
－

．Ａ ｎＥｎｃｙ ｃｌｏｐ ｅｄ ｉａ ｔＧｒａｎｄＲａｐｉ ｄ ｓ ：Ｗ ｉｌｌｉａｍＢ ．Ｅ ｅｒｄｍａｎ ｓ

Ｐｕｂ ｌｉｓｈ ｉｎｇＣ ｏ
ｍｐａ ｎｙ ，
１ ９９９ ，ｐ
．２ ２９ 〇



１ ８６ 基 督 宗 教 研 究

通过检索和对勘早期著作 中 的相关叙事 ， 我们也可 以 发现 ，

《忏悔录 》 的叙事是确凿可靠的 。 《驳学园 派 》 给 出 了对话发生 的

精确时间 ，其 中 １ ． １ ． ３ 记叙 了 因为胸痛而辞去米兰教职 ，退居专研

哲学
；
２ ． ２ ． ３ 记叙 了与罗曼尼安 的多年交往 ， 为不辞而渡海去罗 马

致歉
；
２ ． ２ ． ５ 记叙 了读到新柏拉 图主义的著作 （ ｌ ｉｂｒｉｑｕ ｉｄａｍ ） ， 随即

就找到保罗 书信来读 ； ２ ． ４ ． １ ０ 记叙 了在加西齐亚根与 学生研读维

吉尔 的著作 （ Ｖｅ ｒｇ ｉ ｌｉ ｉｌ ｉｂｒｏｓ ） 。 《论幸福生活 》 １ ． ４ 以 渡海为 比喻 ，

记叙了之前 阅读西塞罗 的 《致荷 尔顿西 》 沉迷摩尼

教 、学习学园 派和阅读普罗提诺 的著作 （ Ｐｌｏ ｔｉｎｉｐａｕｃｉ ｓｓ ｉｍｉｓｌ ｉｂｒ ｉ ｓ ） ，

甚至被称为
“

第
一

忏悔录
”

。 《论大公教会的生活之道与摩尼教的

生活之道 》 ２ ． １９ ． ６ ８ 甚至记叙了 ， 自 己 亲 眼见到多个摩尼教圣徒在

迦太基的一个著名广场上公开调戏妇女 。 《论信仰的益处 》 １ ． ２ 向

朋友霍诺拉图 （ Ｈｏｎｏｒａｔｕｓ ） 回忆了两人早年加入摩尼教的原 因 ，劝

勉他尽早皈依大公信仰 。 除此之外 ， 奥古斯 丁的 《书信 》 １ 、２ 、 ３ 、４

都是退居加西齐亚根期间写给朋友的 ，记叙 了 当时的退居生活和

思想境况 。 以上细节至少可 以辅证 《忏悔录 》叙事在事件和思想

上的真实性。

如果奥古斯丁有意识地试图 虚构或掩盖某些事 件 ， 其写作就

涉嫌说谎 ，而在上帝不说谎 的前提下 ，他 明确反对
一切形式 的说

谎 。 在 ３９４ 年 ，奥古斯丁写成致哲 罗姆 的 《 书信》 ２８ ，其 中坚决反

对把《 加拉太书 》 ２ ： １ １－ １４ 的安提阿事件解释为使徒保罗 说谎 ，并

认为
“

对上帝 的虚假赞美不啻为犯罪 （ ｓｃ ｅｌｅ ｒｅ ） ，甚或比责难真理更

为严重
”

。
？但这封书信辗转九年才送到哲罗姆手 中 ，使得奥古斯

① 奥古斯丁  ： （ 书信 》 （ ）２８ ， ３ ． ４ 。 Ｎｏ ｎｍｉｎｏ ｒｅ ａｕ ｔｆｏｒｔａｓｓｅｅ ｔｉａｍｍ ａｉｏｒｅ

ｓｃｅｌｅ ｒｅ ｉｎｄｅｏ ｌａｕｄａｒｉｆａｌｓｉ ｔａ ｔｅｎｉｑｕ
ａｉｎｕｅｒｉ ｔａｔ ｅｍｕｉｔ ｕ
ｐ
ｅｒａｒｉ ．



荣神与益人 ：论 奥古斯丁 （杆悔录〉的写作 １ ８ ７

丁不得不在 ３９５ 年写成 《论说谎 》 ， 以尽快公开表 明 自 己在释经原

则上的态度。 在其中 ，说谎被定义为 ，
“

借助语词或其他记号 向 外

表达的不是其心灵中所思想 的
”

。
① 依据对圣经经文的分析 ，奥 古

斯丁坚决否认存在着说谎的可能 ，并列举 出八种类型的说谎 ，而最

为严重即第
一

种 ，
“

在关于敬虔 的教导 中说谎 （ ｍｅｎ ｔｉｅｎｄｕｍ ）
”

。
？

他要求 ，
“

所有说谎 （ ｏｍｎｉａｍ ｅｎｄａｃ ｉａ ）都应被彻底清除 出宗教教 义

和以阐 明宗教教义为 目 的 的各种教导 ，无论是教还是学 。
”
？ 基于

荣神与益人的 写作 目的 ， 《忏悔录 》显然 旨在阐 明基督教教 义和教

导敬虔 ，这就难 以想象 ， 奥古斯丁在反对说谎的 同时 自 己却试图 虚

构任何事件 ，如无花果树下的皈依 。

在多次质疑叙事的真实性之后 ，奥古斯丁研究界普遍认可 ，尽

管 《忏悔录 》 使用 了某 些修辞 技巧 ， 蕴含着其写作 当 下 的成熟 思

想 ，但所记叙的 事件是 真实的 。 其 中 ， ＪｏｈｎＯ
’

Ｍ ｅａｒａ 的观点具有

代表性 ，他对此说 ：
“

总之 ， 《忏悔录 》真实地记叙 了奥古斯丁直到

皈依时 的生平事迹 。 然而 ， 由 于这一记叙呈现于某种理论模式之

中 ，使用了 不同 的叙事技巧 ，就需要细致地加以 阐释 。 我们不应将

其 中 的理论和叙事技巧视为无益 的或有害的 。 其实 ，它们不仅 向

我们展示 了奥古斯丁早年生活 中 的诸多事实 ，也使我们获得 阐释

这些事实 的线索 ，并由此进人到这个在哲学家和修辞学家之城上

① 奥古斯丁 ： 《论 说谎 》 （ ｍｅｒｕｉａｃ ｉｏ ）３ ＿ ３ 。 Ｑｕａｐｒｏｐｔｅｒ ｉｌｌｅｍｅｎｔＵｕｒ ， ｑｕ ｉａｌ ｉｕｄ

ｈａｂｅ
ｔ
ｉｎａｎｉｍ ｏ ｅ ｔａｌ ｉｕｄ ｕｅｒｂ ｉｓｕｅ ｌｑｕ
ｉｂｕｓｌｉ ｂｅｔｓｉｇｎｉ ｆｌｃａｔｉｏｎ
ｉｂｕｓｅｎｕｎｔｉ ＆ｔ ．

② 奥古斯丁 ： （论说谎》 （ Ｄｅｍｅｍｉａｃｉｏ ）２ １ ． ４２ ０Ｎｏｎｅｓｔ ｉｇｉ ｔｕ ｒ ｍｅｎｔｉｅｎｄｕｍ ｉｎｄｏｃｔｒｉｎ ａ

ｐ
ｉｅ ｔａｔｉｓ ．

③ 奥古斯 丁 ： 《论 说谎 》 （ Ｚ７ｅｍｅｎ ｃｆａｃｉｏ ）１ ０ ．１７ 。 Ｑｕａｍｏｂｒｅｍ ａｄｏｃｔｒｉｎａｒｅ ｌｉｇｉｏｎ ｉ ｓ

ａｔ ｑｕｅ ａｂｅ
ｉｓｏｍ ｎｉ ｎｏｅｎｕ ｎ ｔ ｉａｔ ｉｏｎ ｉｂｕ ｓ
，ｑｕａｅ ｐｒｏｐｔｅｒｄｏｃ
ｔｒｉｎａｍｒｅ ｌｉｇｉｏｎ ｉ ｓｅｎｕｎ ｔ ｉａｎｔ ｕｒ ｆｃ ｕｍ ｉｌｉａ

ｄｏｃｅｔ ｕｒｅｔｄ ｉ ｓｃ ｉｔｕｒ ，ｏ
ｍ ｎ
ｉ
ａ ｐｅｎ ｉ ｔｕｓｍ ｅｎｄａ ｃｉａ 
ｒｅｍｏｕｅｎｄａａｕｎｔ ．



１ ８８ 基 督 宗 教 研 究

建立起了基督教思想之城的 巨人 的内心之 中 。
”
？
《忏悔录 》 的写作

发生在 ３９４ 到 ３９ ６ 年密集注释保 罗书信之后 ，蕴含着或展现 了其

初步成熟的理论成果 ，特别是极力 肯定上帝的 恩典先于人类 的意

志 。 不过 ，这种反思不仅不妨碍奥古斯丁记叙过往事件和 思想历

程的真实性 ，反而恰恰让他真正理解到上帝在其成长 、挣扎和皈依

过程 中的主导作用 ，使得对己 罪的忏悔和对上帝 的赞美就成为水

到渠成般得 自 然倾泻 了 。？

结 语

虽然是应朋友之邀而作 ，但奥古斯 丁在《忏悔录 》 中把笔墨用

于赞美
“

上帝给予的神圣恩赐
”

， 而不是赞美 自 己 完成理智皈依和

道德皈依的善好事工 。 为 了突破 《罗 马 书 》 ９ 章 的释经困境 ，奥古

斯丁最终顺服于经文的字意 ，承认上帝的公义是最隐秘难知 的 ，而
“

信仰的开端
”

是上帝白 白赐予某个个体的恩典 ，不是人类意志的

向善能力 ，这
一

能力早已 经在亚 当的初罪 （ ｐｒｉｍｕｍｐｅｃｃ ａｔｕｍ ） 中失

丧掉了 。

在《忏悔录》 中 ，奥古斯丁 以 自 己 的个人成长史具体演现了其

初步成熟的恩典神学 。 由 于认定意志的绝对无力 和恩典的白 白 赐

予 ， 奥古斯丁就把人类的所有善行都归给了上帝 ，即恩典不是上帝

赐给某些人的特殊恩宠 ，使他们有能力 办大事 ，反而是上帝赐给所

① 参见 】ｏｈ ｒｔ０
’

Ｍｅａｒａ ， Ｔｋｙ〇ｎｇＡｕｇｕｓｔ ｉｎｅ ：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ｑｆ Ｓ ｔ．Ａｕｇ ｕｓｔｉｎｅ
＊

ｓＭｉｎｄＵｐ

ｔｏ ＨｉｓＣｏｎｖｅｒｓ ｉｏｎ ｔＮｅｗＹ ｏｒｋ ：Ａ ｌｂａＨ ｏｕ ｓｅ ，２００ １ ，ｐ ． ｘｘｘ ｉｖ 〇

② 亦参见 Ｊａｍ ｅｓＷｅ ｔｚｅｌ ．
“

Ｆｒｅｅ Ｗ ｉｌｌ ａｎｄＰｒｅｄｅｓｔ ｉｎａ ｔｉｏｎ
”

，
ｉ ｎＲｏｂｅｒｔＤｏｄａｒｏ＆Ｇｅｏｉ ｅ^

Ｌ ａｗ ｌｅｓ ｓ （ ｅｄ ． ）
，
Ａｕ
ｇ
ｕｓｔ
ｉ
ｎｅａｎｄＨｉｓＣ ｒｉｔ ｉｃｓ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ｈｏｎｏｒｏｆＧｅｒａｌｄ Ｂｏｎｎｅｒ ，ＮｅｗＹｏｒｋ ：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 ｅ ，２０００ ，ｐ ． １ ２８ 〇



荣神与益人 ：论奥古斯了 （忏悔录 》的写作 １ ８ ９

有信徒的普遍恩宠 ，任何 日 常的善行都是这一恩典的结果 ，实现 了

恩典的
“

民主化
”

和
“

去精英化
”

。
？ 不过 ，基于道德上的罪性和理

智上的 局限 ，预定和 赐予 恩典对于人类是
“

不可知 的
”

，
这使得恩

典同时被
“

神秘化
”

，拉 开了 人类与上帝之间的距离 ， 既认可了 人

类意志的独立性 ，又高扬 了上帝 的仁慈和权能 ，使得我们不能夸 口

自 己的任何功德 ，更不能论断别人是否被上帝所拣选或摒弃 ，而集

体或民族的救赎就完全被个体的救赎所取代 了 。

① 参 见Ｐｅ ｔｅ ｒＢｒｏｗｎ ，Ａｕｇｕｓｔ ｉｎｅｑ／
１

ＡＡＮｅｗＥｄ ｉ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ａｎ

Ｅｐ ｉｌ ｏｇｕ ｅ ’Ｂ ｅｒｋｅｌｅ ｙ ａｎｄＬｏｓＡｎｇｅ ｌｅｓ ：Ｕｎｉｖ ｅｒｓｉｔｙｏ ｆＣａ ｌｉｆｏ ｒｎｉ ａＰ ｒｅ ｓｓ ， ２０００ ，ｐ ． ４９７ ；亦参见周

伟驰 ： 《 奥古斯丁 的基督教思想 》 ，北京 ： 中 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 ２００９ 年 ，第 ５２ 员 ，注 ４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