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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教义的本质》的笔记-第55页

        林贝克对洛纳根的“经验-表现论”宗教观的分析：
1.�各个宗教之间虽然不同，但确实共有核心经验的表达与客观表现；
2.�这种经验在自我意识的反思层面上可能是未知的；
3.�它为全人类所共有；
4.�这种经验被作为判断各种宗教是否恰当的根据；
5.�这种经验是“蒂利希所说的被终极关怀所理解的一个存在”。

经验-表现论的论断：宗教经验具有基本的统一性。

在林贝克的“文化-语言学”模式中，“宗教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决定全部生活和思想的文化或语言学构
架或中介。”把宗教视为一种如语言的整全框架，并且认为宗教的本质就是语言性。他利用语言与神
学的家族相似性，把宗教与语言联系起来。
1.�宗教的具体表现形式，如语言、教义、仪式和行为方式等是首先出现的，然后宗教激情通过这些具
体表现形式变成各种不同的宗教经验。
2.�不可能有宗教核心经验。林贝克吸收了库恩的范式理论和系统不可通约性的思想。

决定语言的形似性的是与语法规则、指涉方式、语义和语法结构。对于宗教而言也是如此，不同宗教
的传说、信仰即行为方式可能使得他们所宣称的“爱”或“上帝”具有特定的、甚至矛盾的理解。

关于“真”的含义的三种模式：
1.�传统正统学说的真理观：认知-命题论
2.�经验-表现论
真理是符号的效果函数。
这种进路的真理观从根本上说，“宗教是可以根据它们如何有效的表达、再现与沟通那种被认为是各
种宗教皆有的内心的神圣的（或被认为是无条件的）经验来加以比较（如果毕竟可以比较的话）。”
林贝克认为，在经验-表现论模式中确定不可超越的真的含义，就如同确定不可超越的最红的事物一样
：当按照符号的有效性来看待真理时，真理便是一个没有固有的逻辑上限的性质；再者，也没有任何
理由否认这类性质的最高实际等级不可以有许多平等而各具特色的实例。
3.�文化-语言学
可以给予宗教绝对性以满意的解释。
这种真理观主张，真理是系统内的一致性或和谐性。“宗教主要被认为是解释实在、表达经验和安排
生活的形形色色的语言用法（idioms）。”
对宗教真理的考察，主要是考察对提出真理陈述和运用外在的符号系统的范畴（或“语法”或“语言
游戏”），即考察范畴使用的恰当性。

系统内的真理观
规则论把教义的永恒性和教义的内容看做是“同一叙事和在其中讲述与复述故事的新的世界之间的融
合”，所以基督教的真理存在于传授、讲述和运用复述故事的方法和语法之中，而不存在于命题形式
的阐述或内在经验之中，后者只是文本外的的方法，即在符号系统外找寻宗教意义。
同样的理论也同样适用于基督教《圣经》，也就是说，我们只要保证经典、教义表述在叙事上的、逻
辑上的一致性，那么可以认为其教义就是真实的，而非与客观实际相符合。
维特根斯坦：“我们不关心字和感觉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关心有关语言的任何经验的事实，就其经
验的事实而言，我们只关注对所发生的事的描述,而不在真上。就所发生的事为一游戏而言，我们关心
的是描述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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