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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一直以来想做一件事 ：翻译一些比较经典

的书 ，出版一些富有生活气息和思考深度的

书 ，这些书可以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我们能够过

上比已有生活更圆满 、更自在 、更自信 、更有意

义的生活 。

浙江大学出版社感到我们的想法在这个

快速变化的世界中很有意义 ，欣然同意出版这

套“文明经典文丛” 。我们希望这套书确实可

以帮助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 ，使人们的生活更

加和谐 。

“文明经典文丛”所容纳的不仅仅有学术

的内容 ，更有精神生命的内容 。在东方 ，哲学

1



和生命是密不可分的 。我们的理智活动是生

命活动的一部分 ，这部分内容有的和我们的生

命关系密切 ，有的则不那么密切 。例如东方瑜

伽 ，它不仅可以是学术的理智探讨 ，更可以是

生命的试验 。瑜伽的原意是“联结” 。 联结什

么 ？可以和我们的身体联结 ，通过瑜伽锻炼可

以达到健体的目的 ；可以和我们的心灵联结 ，

使我们的心灵更加超然 、自在 ，更能体验到生

命的美好和喜悦 ；可以和内在的生命本身联

结 ，使得我们作为个体的生命生活在一个全新

的世界中 ；可以通过瑜伽锻炼 ，帮助我们培养

起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可以和其他人 、其他社

会共同体有一种更加健康的关系 ，甚至可以帮

助我们进行有效的自我对话 、个体间对话 、宗

教间对话 、文化间对话 、文明间对话 。瑜伽是

走向个人和谐 、社会和谐和自然和谐的一种方

式 、一条道路 。我们倡导广义的瑜伽观念 ，并

不限制在大众的哈达瑜伽层面 。

文明有多种含义 ，我们所指的是狭义的 ，

主要指精神领域的文明 。从时间上说 ，我们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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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Foreword

选择第一轴心时代的文明经典 ，也选择正在形

成中的第二轴心时代文明可能的经典 ，或者一

些富有新思想的专著或注释 。第二轴心时代

的文明正在形成之中 。由于人文主义的发展 ，

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 ，人类正进入一个我们在

不久之前都无法设想的世界 。我们可以看到

在全球化过程中 ，不同的文化传统受到根本性

的挑战 。传统的经典需要有新的理解才能发

挥其作用 ，而新文明的著作（其中包含经典性

著作）自然也不断地涌现 。在这一背景下 ，我

们可以回顾起第一轴心时代（公元前 ８世纪至

前 ２世纪） ，当时在地球的不同地区 ，几乎在同

一时期出现了一批思想家 ，他们之间几乎没有

来往 。而今天 ，由于地球处于一个全球村中 ，

新文明的创造不再受地域的限制 。中国人和

其他地区的人一起在创造一种新的文明 ，我们

称之为第二轴心时代文明 。

翻译和著述这方面的书不仅仅是一种时

尚 ，它还能为我们更多地参与新文明 、新文化

的创造提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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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具有悠久的人文传统 。我们希

望这套书可以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 ，也希望浙

江大学在 ２１世纪可以更多地参与人类新文明

的创造 。

是为序 。

王志成 　苏伟平

２０１２年 ８月于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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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新约时代及其后很长一段时间 ，或许直到

２０世纪末 ，许多人或者说绝大多数人都把今

世生活当作预备 。就个体而言 ，人们希望死后

来生拥有更美好的生活 ，就人类的整体以及世

界长期的历史性未来而言 ，情况亦如此 。

如今人们已不存有昔日的幻想 。丧葬礼

仪不过是个人生命的终结 。没有人再把葬礼

视为庄严忏悔的时刻 ———人们将在此时此刻

面对即将来临的神圣审判 。至于共同的希望 ，

无论是宗教人士 、自由主义者 、无政府主义者

抑或社会主义者 ，如果能够通过严格控制人口

和消费增长 ，来获得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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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如今似乎就是幸运的 。进步已经死亡 。

无论如何 ，从现在开始人们必须学会将今

生看作最后的人生 。现实生活世界并非为了

安排长久等待的高潮和圆满而存在 。相反 ，今

世的生活既没有终点也没有外在性 。它有点

像肥皂剧没完没了 ，但永远没有截然不同的结

局 。生活在继续 ，但生活并未走向特殊的目的

地 。我们也是如此 。

如果事实如此 ，而且我确信这一点 ，那么

出现一个问题 ：宗教传统的目标是否“必定能

达到” ？即这些目标是否能够在今生今世实

现 ，是否能在此时此地获得永恒的幸福 。以往

基督徒和佛教徒都认为确实有一些非同寻常

的圣人在有生之年可能见到上帝或者获得觉

悟 ，那么是否未来的生活宗教中这个观念也

适用 ？

人们在寻求什么 ？没人怀疑艺术 ，自然之

美 ，以及人们所说的“生活的喜悦”可以带给人

们惊喜 。与此同时 ，人们也需要寻求与生命的

短暂性调和的方式 。这种方式使人与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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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Preface

更好地相处 ，同时世界也将被视为赎罪剧场 、

有效的道德表演场所 。

找到一种世俗的宗教使之切实有效并且

达到预期目标 ，关于这个问题 ，多年来我一直

试图寻找令自己和他人都满意的答案 。迄今

为止我的最佳答案也许可见于两本薄薄的书 ，

１９９５年的枟太阳伦理学枠和 ２０１１ 年的枟喷泉枠 。

本书中 ，我试图进一步探讨 ：当代建立在科技

基础上的工业文明与全球化文明 ，与之前的任

何时代都截然不同 ，这迫使这个时代的人们在

精神上发生整体的转向 。用基督教神学语言

来说 ，这就意味着必须从教会时代（人们将今

世视为末世的前一个世界）转向上帝国时代

（人们将今世视为末世） 。据此 ，可凭借基督教

目前所剩的框架创造人们需要的世俗宗

教 ———实际上 ，这也是旧信仰长久期待的

圆满 。

上述看似古怪的建议实际上非常有效 ，它

促使人们思考 。从其遥远的发源起始 ，宗教一

直是调和人类与生活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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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之一 。过去人类确实需要怀有对精灵世

界和来生观念的信仰 。因为 ，当时大部分人生

命短暂 ，生命中充满不确定因素和艰难困苦 ，

这样的信仰有助于人们理解生活 、忍受生活 。

然而 ，现代知识 、现代医药技术 、通信技术等领

域的巨大发展 ，让人们较少依赖一种假想的超

自然秩序的保护 。与任何时代的前人相比 ，人

们更加了解自己 ，并能够完全以生活本来的面

目去热爱生活 。

枟终约枠的第一部分包含几篇短文 。我试

图通过这些短文把基督教的一些传统观念糅

合到所需要的形式中 。这些新观念将以人人

早已熟知的方式真实呈现给读者 ，作为理论的

“展示者”或者编辑 ，我不会将这些观念据为己

有 。我正式放弃本文的个人版权 ，也不打算装

腔作势模仿枟圣经枠的语调撰写本书 。自尼采

出版枟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枠以来 ，许多作家都试

图以上述的语调撰写新版的枟新约枠（这么多作

家 ，怎么会只有尼采犯错） 。这些短文既不是

经文 ，也不可视为个人艺术作品 。这些文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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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Preface

过是老生常谈而已 ，文章的主要意义在于从来

没有人试图以这样的方式描述真实的宗教 ：这

里不存在类似天主教的那些欺骗老百姓的神

秘仪式 。在宗教里 ，人们常常期待传统 、祭司

的力量 、恢宏的建筑 、虚幻的安慰带来震慑力 。

简言之 ，巴洛克风格 。不过本书中我们将尝试

说服自己对事物简朴的哲理产生兴趣 ———仅

此而已 。只有宗教 ，没有自我欺骗 。

本书的第二部分摘录了过去十多年来我

做的一些公开演讲 ，它们是针对不同的读者撰

写的立场声明 。这些文稿针对特定的场合 ，同

时属于我的个人看法 ，我把它们当作教牧

书信 。

第十章“宗教研究方法” 是我 ２００６年 ９月

２６日在北卡罗来纳州高地市高地学院所做的

演讲 。

第十一章“一切的核心是什么 ？”始于 ２００４

年剑桥暑期课程讲座 ，其后该文发表在期刊

枟高等教育中的艺术和人文科学枠２００５ 年第 ４

卷第 １４９ — １５８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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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生活的意义”摘录了我 ２００４年

３月在比利时鲁文大学的公开演讲稿 。

第十三章“宗教怎么了 ？”是我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在西澳洲珀斯附近的克莱蒙渥拉斯顿

（Wollaston）学院召开的第一届澳洲“信仰之

海”全国大会上的发言稿 。

第十四章“日常生活的宗教”收录了枟我们

的头顶是天空枠一书中的一系列摘要 。本书重

印的部分在完稿后 １８个月内于不同地点都做

过演讲 ，如斯坦宁和萨塞克斯 。

第十五章“价值创造的伦理学”来自于“信

仰之海”的全国年度会议演讲之一 ，该会议每

年都在英国莱斯特召开 ，我曾一度每年都在该

会议上做报告 。这篇文稿写于 ２００５年 ７月 。

我认为 ，所有这些演讲都是 ，也必须属于

大众沟通活动 。我既不认为存在任何启示或

特殊的超自然宗教哲理的沟通 ，也不接受其他

类似的观念 。例如 ，以前人们认为仅凭人类自

身无法理解最重要的宗教真理 。 这些真理必

须由上帝通过天使 ，告诉人类的先知 ，再由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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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Preface

者将它写在圣书上才能到达人间 。教会团体

守护圣书 ，教职人员负责正确解释经文以及诸

如此类的活动 。 我完全不相信这一切说辞 。

在末世 ，也即当今世界 ，宗教真理事实上是不

言自明的 ，人人都可免费取用 。从某种意义上

说 ，你早已熟知这些真理 。我的任务无非是利

用哲学方法以及各种形式的大众传播媒介将

真正的宗教哲理以充满想象力的方式表达出

来 。至于你的生活 ，我必须说服你放弃大量陈

旧的思维方式使你能了解全新的 、世俗的 、日

常的方法 ，由此获得宗教幸福 。你早已知晓这

些真理 ，我不过是再助你一臂之力而已 。

我数次承诺某本著作将是封笔之作 ，但屡

屡食言 。所以 ，这次我不再承诺 。再次感谢琳

达 ·艾伦 。

唐 ·库比特
２０１２年 １月于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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