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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巴尔塔萨“神学三部曲”缩略语条目

本书中，凡出自巴尔塔萨“神学三部曲”书中的引语，均用缩略

语将注释标注于文中，书名后的数字为出现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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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传统文化面临着被整体解构的危险，

从而导致莫衷一是、近乎虚无的风气。其中，美学范畴的解体与困

惑也比较突出。自１８世纪中叶鲍姆加登以来，西方现代美学的一

个明显趋势就是：把美学从基督教及其文化的原本契合中疏离出

来，于是，原本同基督教密切相关的真、善、美、存在等传统范畴被

解构。与此同时，现代美学又宗教化地树立起审美的偶像崇拜，抑

或让审美流于“艺术至上”的论调，使美学变成了感性学或审美学，

甚或艺术哲学，结果，真正的美学本体论无法建构。故而，现代美

学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现代性的困境之中，虽然学说迭出，但很多学

说却是稍纵即逝的。

于是，人们在茫然若失之余，开始反思并回归基督教文化的传

统。在现代美学发生发展的进程中，诸多有代表性的美学家曾指

出美学与基督教神学的不可分割性，以及基督教神学对审美的启

示性。当然，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神学美学的提出，首先是出于

诠释神学的需要。神学美学研究可以使我们清醒地看到美学中的

审美观念与神学文化的关联。从审美意识来看，人的美感并非与

基督教神学构成所谓“对立”或“取代”关系，恰恰相反，两者是合一

的。向上溯源，自古希腊哲学美学，到中世纪神学美学，甚至到欧

洲古典哲学美学和某些浪漫主义文艺学，美学始终不具有完全独

立的存在基础。古希腊哲学把美感看成宗教教义中的真理和良

善，故而，美、真、善在柏拉图学派的著述里往往是通用的。到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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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哲学时，康德、黑格尔将此区别开来，但他们仍然维系着三者

在基督神性上的绝对合一。黑格尔还把美感与基督教作出层次上

的划分，认为基督信仰较之审美意识在观念形态上更为高级，因而

也具备绝对价值。直到当代，神学家卡尔·巴特（ＫａｒｌＢａｒｔｈ）在巴

塞尔大学神学系一位博士生的学位论文上曾经这样写道：“在所有

知识学之中，神学是最美的知识学，它最能触动和丰富人的心灵和

大脑，最贴近人之确实性，最明澈地探望一切知识学最终要询问的

真理。”①

谈到当代西方神学美学研究，有“天主教的卡尔·巴特”之称

的汉斯·乌尔斯·冯· 巴尔塔萨（ＨａｎｓＵｒｓｖｏｎＢａｌｔｈａｓａｒ，

１９０５—１９８８），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人物，他堪称２０世纪最有分

量的神学家之一，被誉为“教皇最喜欢的神学家”，亦被称为２０世

纪最博学的人。而他最具代表性的、且最为当世和后世称颂的“神

学三部曲”②，包括《神学美学》、《神学戏剧学》、《神学逻辑学》，更是

对其美学与文化思想进行研究绕不开的内容。

巴尔塔萨，１９０５年８月１２日生于瑞士卢塞恩（Ｌｕｃｅｒｎｅ）的一

个名门望族，自小就获得良好的家庭教育和艺术熏陶，特别是钢琴

方面的造诣颇深。他的家庭希望他成为一位出色的音乐家，然而，

中学毕业时，巴尔塔萨选择了神学及哲学作为终身事业。他在大

学时期主修德语文学和哲学，１９２８年，获得德语文学专业博士学

位，其博士论文为《近代德国文学的末世论问题史》（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ｓ

２

巴尔塔萨美学与文化思想研究

①

②

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４．前言第３页．

“神学三部曲”以美、善、真作为主轴，第一部《神学美学》（德文版：Ｈｅｒｒｌｉｃｈｋｅｉｔ．

Ｅｉｎｅ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Ａｓｔｈｅｔｉｋ，共７册；英文版：犜犺犲犌犾狅狉狔狅犳犜犺犲犔狅狉犱：犃犜犺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

犃犲狊狋犺犲狋犻犮狊，共７卷），第二部《神学戏剧学》（德文版：犜犺犲狅犱狉犪犿犪狋犻犽，共５册；英文版：

犜犺犲狅－犱狉犪犿犪：犜犺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犇狉犪犿犪狋犻犮犜犺犲狅狉狔，共５卷），第三部《神学逻辑学》（德文版：

犜犺犲狅犾狅犵犻犽，共３册；英文版：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ｃ，共３卷）。巴尔塔萨所著德文原版，从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开始陆续出版，后被翻译成英文，８０年代开始陆续出版。本文所依参考文献，主

要是英文版。英文版第一部书名是《上帝的荣耀：神学美学》，本书中简称《神学美学》；

第二部书名为《神学戏剧学：神学戏剧理论》，本书中简称《神学戏剧学》。



ｅｓｃｈａｔ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ｈｅ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毕业以后，

巴尔塔萨在巴塞尔进行三十天的大避静，之后决定加入耶稣会：一

个重视学术及文化教育的修道团体。完成初学以后，巴尔塔萨开

始读书的培育阶段，他被派去研究经院哲学，继而被送到里昂北部

的富维尔（Ｆｏｕｒｖｉｅｒｅ）学习经院神学。在这里，巴尔塔萨认识了两

位日后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亦师亦友的学者，埃里克·普兹瓦拉

（ＥｒｉｃｈＰｒｚｙｗａｒａ）和亨利·德·卢巴克（ＨｅｎｒｉｄｅＬｕｂａｃ）。里昂以

后，巴尔塔萨曾一度担任总部设在慕尼黑的耶稣会刊物《时代呼

声》（ＳｔｉｍｍｅｎｄｅｒＺｅｉｔ）的编辑，然后在巴塞尔担任学生校牧工作。

其间，巴尔塔萨认识了一位信仰基督新教的女医生阿德芮娜·

冯·斯派尔（ＡｄｒｉｅｎｎｅｖｏｎＳｐｅｙｒ），并为她改宗施洗，接受她加入

天主教会。斯派尔的神秘主义和唯灵论思想对巴尔塔萨的神学研

究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二人共同构思了一种新的宗教团体观

念，最终促成“圣约翰公会”（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

ｔｙｏｆＳｔ．Ｊｏｈｎ）的成立。但这却引起了巴尔塔萨与耶稣会负责人

的分歧，于是巴尔塔萨于１９５０年离开耶稣会。

离开耶稣会之后，巴尔塔萨转向出版编辑工作，出版了大量的

圣人传记及文学家的作品，其中包括：乔治斯·贝尔纳诺斯（Ｇｅｏｒ

ｇｅｓＢｅｒｎａｎｏｓ）、莱因霍尔德·施奈德（Ｒｅｉｎｈｏｌｄ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等文学

家的作品，以及圣徒利雪的特瑞莎修女（ＴｈｅｒｅｓｅｏｆＬｉｓｉｅｕｘ）、第戎

的伊丽莎白（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ｏｆＤｉｊｏｎ）等人的著作。严格来讲，巴尔塔萨

的神学思想并非一种学术性的神学思想，他从未在大学任教职，他

大多数神学思想都是取材于文学及教会的世界，他后半生的工作

重心主要在出版、写作、翻译及编辑上。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之后，巴尔

塔萨为后世所称誉的“神学三部曲”陆续出版，它们为巴尔塔萨带

来了学术事业的成功，为他赢得了无数赞誉，由此，他的思想不仅

引起了天主教神学界的关注，同时也跨越了学科界限，广泛受到知

识界的推崇。１９６９年，巴尔塔萨被任命为宗座神学委员会（Ｐａｐａｌ

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的委员，与卡尔·拉纳（ＫａｒｌＲａｈｎｅｒ）、汉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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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昆（ＨａｎｓＫüｎｇ）、谢列贝克斯（Ｓｃｈｉｌｌｅｂｅｅｃｋｘ）等著名神学工作

者一样，享有极高的威望。１９８８年，罗马教廷预定为他举行枢机主

教任命仪式，然而，就在举行仪式的前几天，即６月２６日，他在巴塞

尔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神学美学”可以说是巴氏最为独特的一个标签，围绕着神学

美学，他也在以下三方面的著述中进一步表达了自己的思想：首先

是传记性的研究，其主要对象有早期教会教父、卡尔·巴特、马丁

·布贝尔（ＭａｒｔｉｎＢｕｂｅｒ）、贝尔纳诺斯、罗曼诺·瓜尔蒂尼（Ｒｏｍａ

ｎｏＧｕａｒｄｉｎｉ）、莱因霍尔德·施奈德等，以及在三部曲中谈到的所

有作者；其次是关于灵性的研究，主要对象是冥想的祷告、马利亚、

教会等；最后是翻译研究，巴尔塔萨作了大量的翻译，从早期教父

们的著作，到中世纪神学家们的著作，再到现代神学家的著作，可

谓无所不包。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应把这些内容纳入展示三部

曲的图景中：美学，戏剧学和逻辑学。①

总结巴尔塔萨的思想并非易事，他一生著述卷帙浩繁。② 单就

他最为有名的神学三部曲而言，全部有１５卷之多，而每一卷少则

３００多页，多则７００多页。而这还不涉及其他很多阐释神学三部曲

主题的著作。巴尔塔萨的思想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令人叹服

的境地，他可谓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对他和他的思想的研

究在学界方兴未艾。巴尔塔萨被称为是“我们时代最多产的作家

之一”（彼得·亨利希ＰｅｔｅｒＨｅｎｒｉｃｉ，Ｓ．Ｊ．），“当代欧洲最有学问的

人”（路易斯·杜普瑞ＬｏｕｉｓＤｕｐｒｅ）。其全部作品，包括各种著作、

译著、论文、编辑出版的文集等，有近千种之多，内容涉及神学、哲

学、文学、艺术、历史、伦理学等多个领域。因此也可以说，巴尔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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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Ｓｅｅ：ＤａｖｉｄＬ．Ｓｈｉｎｄｌｅｒｅｄ．犎犪狀狊犝狉狊狏狅狀犅犪犾狋犺犪狊犪狉：犎犻狊犔犻犳犲犪狀犱犠狅狉犽，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Ｉｇｎａｔｉｕｓ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ｐ．１．

巴尔塔萨从１９４５年起，基本上每隔１０年就对自己主要著作的内容和思想发展

作一回顾，这些文章后来被结集成册出版（ＨａｎｓＵｒｓｖｏｎＢａｌｔｈａｓａｒ，犕狔犠狅狉犽：犐狀犚犲狋

狉狅狊狆犲犮狋，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Ｉｇｎａｔｉｕｓ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



萨不仅是神学家、美学家，也是哲学家、文学批评家、思想史家、翻

译家、古典学家、教父学专家、戏剧学家、出版、编辑家、散文大师，

用如此多的称谓似乎才能概括出巴尔塔萨。

就美学思想而言，巴氏将美学置于神学沉思中而建构起思想

体系，他以美学、戏剧学和逻辑学模式来解读基督教信仰，极富创

造性和启发性。美学使他的神学体系放出了别样的光芒，当从美

学的角度来考察神学的时候，当代美学研究呈现出神学美学的趋

势，即在上帝的感召下观照美学的发展。而他从神学的角度来俯

瞰美学所呈现出的神学美学，也打破了文化的封闭隔绝，为当代美

学研究展现了开阔的视域。这不仅为神学研究注入了活力，也为

文化研究和美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有价值、有意义的思路。如刘小

枫所说：“巴尔塔萨以精致的构想、完美的体系、宏富的卷帙、典雅

的文笔提供了一个极富意义和思想力度的神学美学建构。”①

“神学美学”这一概念虽然并非巴尔塔萨最先提出，而是由荷

兰神学家、宗教史学家杰拉德斯·范·德·略夫（ＧｅｒａｒｄｕｓＶａｎ

ｄｅｒＬｅｅｕｗ）在１９３２年出版的《神圣美与世俗美：艺术中的神圣》

（犛犪犮狉犲犱犪狀犱犘狉狅犳犪狀犲犅犲犪狌狋狔．犜犺犲犎狅犾狔犻狀犃狉狋）一书中提出，略

夫在书中将探寻艺术的神学内涵的研究进路称为“神学美学”。但

是，“神学美学”在当代的流行，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巴尔塔萨的努

力。作为西方当代神学美学体系建构的一员主将，巴尔塔萨试图

从神学角度来重新定位美的本质和美学的学科性质。在当代基督

教思想研究中，“神学美学”的研究突出了神学构思中“形象思维”

和“情感思维”的意义及重要性，旨在探讨人和神在感觉上的观照

关系，澄清基督教中“真善美”的内在联系，进而强调，沐浴在神圣

之光中的人、神相遇所表现出的纯然之美。在神学视域中，这种神

圣之美最后都落脚于神圣之爱，在真善美的背后凸显出爱的驱动。

５

前　言

① ［瑞士］巴尔塔萨．神学美学导论．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２．《选编者前言》第２页．



而神学研究所根植的情感体验和生命实践，正是美学研究所不可

回避的超越领域，这一方面可以弥补美在当下世俗化的沉沦；另一

方面，更重要的是，在超越的向度上，带给人真正美的体验。

谈到巴尔塔萨的“神学美学”（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我们有

必要把它同另外一个概念即“审美的神学”（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Ｔｈｅｏｌｏｇｙ）加

以区分。巴尔塔萨认为：“审美的神学中的‘审美’难免是世俗的、

有限的，因而带有贬抑色彩。”（犌犔１，７９）他认为，这种“过分审美

化”的神学就是现代发轫之际，美学从神学中分离出来所导致的浪

漫主义的神学取向，也就是说，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用浪漫主义的

美学原则来解释神学的各种主题。巴尔塔萨认为，这种过分审美

化的神学是非常危险的，注定也是要失败的，因为它“缺乏深刻的

神学意义，未能有效地区分开创造和启示……缺少一种审美宗教

意义上的一元论”（犌犔１，１０４）。进而，在比较了几位浪漫主义思想

家和艺术家之后，他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审美神学的思路，即“神学

美学”的概念，“它并不是主要运用世俗哲学美学，尤其是诗学的非

神学范畴，而是运用真正的神学方法，从启示自身的宝库中建立起

它的美学”（犌犔１，１１７）。他认为，真正的神学美学是关于“上帝的

荣耀”的美学，它的中心内容是作为信仰主体的人如何在与这种荣

耀的最高形式———耶稣基督相遇时，观照、感知这种美，以及荣耀

之美是如何作为真善美三位一体的神圣之光，照亮人类文化的历

史的。

神学美学意味着，神学具有审美的形态和展现，因为上帝即至

美，十字架上的基督耶稣不仅是人类的至高者，也是人们所拥爱之

子；十字架上不仅有苦痛，也有荣耀之光和爱的温情。巴尔塔萨思

想首要的引人注目之处就在于，他力图在一种审美的形态中发展

基督神学。在他看来，对美的惊异感是一切严肃的形而上学热情

的根源之一，对十字架上荣耀之美的惊异感是追寻真理之热情的

根源之一。

早期教父们把美视为纯粹的先验，并在此先验中建立神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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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晚期经院学者也将“先验之美”作为他们走向一种创造的神学

的基础。巴尔塔萨有意识地继承了这一古代基督神学传统，并通

过自己的审美形态的神学构造，在古代神学，尤其是教父神学，与

现代神学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巴尔塔萨的神学不仅在神学美学

部分中充分地展开神学的课题，而且在整个神学的具体展开中也

充分地显示出了美。这不只是从形式上而言，更是从实质上来讲

的。巴尔塔萨的这一思想乃是要表明，欧洲文化，至少就古代和古

典文化而言，在形态上和实质上是美的文化，美是整个欧洲古典语

言的灵魂显现，是它的神话、哲学、伦理、文学、艺术的心灵显现，但

这种美是对上帝之爱的荣耀，是用人的言说方式中来赞美作为爱

的至高存在的下降尘世，这种文化因而是带有神性之美的文化。

故此，神学必须是一部形象化的审美作品，而神学家一方面必须不

断地问：上帝的形象意味着什么，它如何被人理解，从古至今在人

的存在中如何作为；另一方面，他也要考察上帝形象为人的存在提

供了什么，它如何创造了一种世界观，使人能理解存在。这就是神

学美学。

另外，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女性主义与基督教不断相遇，然而，

又经常相互敌视。面对这样的“相遇”，我们要追本溯源，找到被男

性神学和教会清除了的基督教起源中的母性文化基因和《圣经》中

的女性文化传统。女性主义要反思一百多年来女权运动的得失和

经验教训，抓住女性寻找身份、追求自我价值实现这一根本问题。

这样，我们便由此而找到女性主义与基督神学最本质的连接点，即

神学中的人性内涵和女性的自我认识、自我实现。对马利亚形象

的思考和对女性的关注，也是巴尔塔萨思想中所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正是因为巴尔塔萨思想体系的广博，所以他的美学思想也在

文化界制造了很大的轰动。他的作品充满了对人文的关怀，尤其

是面对信仰的缺失、现代性的碎片等等这些当代文化的危机，他对

人类景观充满忧思，提出了面对危机的可能对策。

不过，严格来讲，我们还很难将“神学美学”的研究归入神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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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或者哲学领域。这里，我们将神学美学归于西方美学名下，一

个重要的意义与作用，就是重审西方美学。中国美学研究对西方

美学的理解，大多遵循源自古希腊的“哲学美学”传统，而对源于希

伯来的基督教的“神学美学”传统却鲜有关注。现在看来，哲学美

学这个理解的进路或模式，对于美学研究而言并不完整，当然这并

非是错误的。这种不完整的关键，倒不是说西方美学不是“哲学

的”，而是说我们把这个“哲学的”理解得有些狭隘了，当成了与“神

学”相对立或不相干的东西。

因此，我们谈论神学美学，主要是从有关的研究方法上来考

虑，主要有两种进路：一种是从美学的视阈来对待神学思想，现在

多指的是基督教神学美学的范畴，考察的是神学思想中所具有的

美学性质；另一种是从神学的观点来思考美学问题，这却不一定要

由神学家来提出。这两种进路，前者属于神学的立场，后者属于哲

学的立场，尽管他们所指的目的不同，但他们所针对的美学却是一

致的，都是指与神学相关的美学研究方法和思路。

本书将从巴尔塔萨美学思想的核心体现“神学三部曲”开始，

以巴尔塔萨的美学与文化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讨论美与美感体

验，与女性主义的异同，以及对当代文化的反思等论题，由此来思

考其中所体现的美学之思与文化之虑。作者从巴尔塔萨的生平叙

述展开，循序渐进地探讨巴尔塔萨日后思想的形成来源；再集中以

美善真为核心，讨论巴尔塔萨神学三部曲的主干内容，在显示真善

美在基督教框架里的价值指向的同时，阐释它们对于世俗文化可

能给予的启示。在信仰普遍发生危机的后工业社会，巴尔塔萨的

思想对于重建信仰和人文关怀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为了对巴尔塔萨思想的形成有更清楚的了解，本书首先介绍

巴尔塔萨生平及其思想来源。巴尔塔萨自小对艺术情有独钟，这

为其美学思想的建构打下了坚实基础；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加入耶

稣会，接受了严格的哲学和神学训练；而后，巴尔塔萨担任巴塞尔

大学学生校牧，希望在“鲜活的生活”中寻找神学知识的活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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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思想发展的过程中，结识的几位亦师亦友的神学家、哲学家对他

产生了持久影响。１９５０年后，巴尔塔萨离开耶稣会，转向翻译出版

工作。他晚年享有崇高威望，临终前被授予枢机主教，可谓实至

名归。

巴尔塔萨的“神学三部曲”以真、善、美三个基本范畴为中心，

来展示西方哲学、伦理学、文学、艺术，或曰审美的系统形态。第一

部《神学美学》从经常被忽略的“美”的视点来展开基督教神学；第

二部《神学戏剧学》从善的伦理学视角研究了基督教，使我们作为

参与者，在由爱的上帝所指导的救赎的戏剧中显现出来；最后一部

《神学逻辑学》，从逻辑学的视角，分析了在历史中围绕着上帝的表

象和行动的真理的主张。值得注意的是，巴尔塔萨的三部曲依照

“美、善、真”的顺序而作，是对传统“真、善、美”顺序的倒置，从而让

美学居于中心位置。

就美学与神学共有的情感体验而言，本书强调了“爱”在巴尔

塔萨美学思想中的整合作用。巴尔塔萨从本体论的层面，把“圣

子”、“圣父”的美，与自古希腊一直延续到当代哲学，特别是在海德

格尔思想中蔚为大观的“存在”观念加以融通，使其美学思想建立

在厚重的文化传统之上。“本体”的美只有在爱中才能得到观照，

而信仰则是关键，只有在信仰中，才可能发现上帝的美。巴尔塔萨

认为，对于有限的人而言，无限的上帝是完全的他者，若要观照到

上帝的美，必须有爱的启示来沟通主客体之间的“深渊”，“荣耀之

光”正是上帝显现自身的方式。巴尔塔萨以爱的情感体验切入，旨

归却在审美形式，体现了沟通神学和美学的巨大努力。

在基督教神学历史中，女性被漠视众所周知，基督教为此饱受

指责，因此，对如此指责的回应就关乎基督教的公正合理。女性的

地位和角色是巴尔塔萨与女性主义者共同关注和思考的问题。由

此，作者进入了巴尔塔萨对女性与性别差异的相关思考。巴尔塔

萨试图从美学的角度摆正女性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女性

因其弱者处境，更容易领悟人的有限性，也更加渴望将有限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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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冥冥之中无限的爱的力量联系起来。马利亚是解决问题的关

键。正是由她，圣言得以道成肉身，并在十字架上获得荣耀。因

此，巴尔塔萨将他对马利亚的思考置于神学三部曲的“中心

之中心”。

巴尔塔萨的美学思想充满了对人的关怀，这一方面表现了对

当代人类生存境遇的悲悯；另一方面表现了对现代文化的批判。

巴尔塔萨试图以信仰缓解当代文化日益碎片化的倾向，并对现代

性所带来的弊端作出积极的应对。然而，近代以来，作为基督教神

学对立面的人文精神同神学终难调和，巴尔塔萨被指责在所难免。

作者由此探究了巴尔塔萨的人文精神及其对现代性危机的反思。

巴尔塔萨与卡尔·巴特都生活在瑞士名城巴塞尔，在欧陆思

想界中号称“神学双Ｂ”，这是缘于二人姓名皆以“Ｂ”开头，而Ｂ又

可谐音于汉语的“璧”，在汉语中也颇有意味。在国内学界，学者们

对巴特已经进行了颇多研究，然而，对巴尔塔萨的关注却相对少得

多，对他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这显得与他本人实际的思想和地

位有些不符。刘小枫曾十分中肯地指出，巴尔塔萨的美学论述“亦

是对人文思想的一大贡献，其思想意义绝不限于神学美学思想史。

经历过十年美学热的中国当代文化思想界与这位当代美学大师的

结识，想必会有的思想成果”①。面对如迷宫一般回旋繁复、难观全

貌却又会使人沉醉于思想之美的巴尔塔萨的思想，本书或可作引

玉之砖。只是，作者本人学养有限，虽然始终在小心翼翼地对巴尔

塔萨思想作着探索，然而错误还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及方家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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