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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执之道》

内容概要

他是托马斯·阿奎那的师弟，却对其思想体系进行了惊世骇俗的改革。他是西方神学三位一体体系最
伟大的叛逆者和创新者，却被封为异端，历经数百年的孤独和沉寂。德国学者文森以通达晓畅的语言
，带你走进中世纪神秘主义大师埃克哈特的世界。
这是西方神秘主义向东方禅修理想的盛情邀约，入世精神对出世思想的激烈反驳。在埃克哈特的世界
里，伟大不再是内向的拥有，而是拥抱外在的世界，向这个世界给出自己。
这是文森教授花了二十多年心血完成的一部系统研究埃克哈特的学术专著，可以说是迄今为止英语学
界中资料最丰富、论述最缜密的著作。全书分为三章：第一章“上帝的无执”，第二章“由爱而一”
，第三章“神圣转化”。全书紧扣埃克哈特思想中最具特色的一个概念“无执”，按照自上而下即从
神性到人性的结构，细腻分析了埃克哈特对上帝本质、关系、三位一体、神格、道成肉身、世界之永
恒性、造物主与被造物的关系、神性与人性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作者提出了富有洞见的思考，并将
埃克哈特这些不落俗套，甚至惊世骇俗的观念纳入基督教神学史的脉络中，从而把中世纪经院神学与
先前的教父神学在思想上的衔接与发展清晰准确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按照埃克哈特的理解，本源自身不是别的，正是无执——一个创造性的原理，它不会聚焦于自己，而
是把自己全部给出，它是所有事物的发动者。⋯⋯本源之理不以自己为中心，它想成为多，成为这个
世界。——文森
在禅的意境里，平常不是平庸，平常之中有深秘。这一点，我们在埃克哈特的神学思想中找到了类似
的提示。埃克哈特建议他的听众不要逃离外面的世界，而应该获得一种清晰的对内在生命的认知。—
—龚隽，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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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执之道》

作者简介

马克斯·文森是英国国王学院神学与宗教研究部教授，研究方向为神学史，研究兴趣为教父学，著有
《无执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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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执之道》

书籍目录

中译本导论
中文版序
第一章上帝的无执
第一节 上帝的存在超越上帝自身
第二节 在本源中
第三节 不要问爱的人为何相爱
第二章由爱而一
第一节 无执之圆
第二节 我祈求上帝让我摆脱“上帝”
第三节 顶即是底
第四节 无执的阶段
第五节 一个有三层几何结构的人类学模型
第六节 成长的六个阶段
第三章神圣转化
第一节 一个作为妻子的童贞女
第二节 玛丽与玛莎
第三节 成人
附录 一个非西方视域下的埃克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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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执之道》

精彩短评

1、出于上帝，在上帝中，生出上帝
2、因为弗洛姆知道了埃克哈特，莫名对神秘主义者的思想产生兴趣，然而只读懂能读懂的部分，又
不免取椟还珠之嫌...
3、真的很棒很棒
4、这本书很难读，特别是第一章，读者可以先读后面的章节，再回过头来看第一章细密的概念梳理
5、埃克哈特大师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为“无执”，正是在无执中上帝放弃了自己，由一而二，也正是
在上帝之中的绝对赠予人才能够成为神，因此这又是由二而一的过程。埃克哈特大师的论述在很大程
度上破除了本体论神学，正是在这一激进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发现埃克哈特才不会将自己的思想限制在
二元对立之中，在埃克哈特的思想中没有绝对对立，而只有“悖论＝正常”，甚至不是绝对同一。但
是如果认为上帝自身受到某种来自于自身的必然性必然“无执”，我们是否能够说上帝具有自由，或
者说上帝无需自由？在埃克哈特这里无疑是God without god，way without way，人们只有在破除形而上
学但又忠诚于形而上学之中才能够理解埃克哈特。（提醒：第一章比较难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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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执之道》

章节试读

1、《无执之道》的笔记-第3页

        无执（detachment）是对上帝本质的定义，它表达了对上帝自身的弃绝，彻彻底底地将自己的神圣
放下。上帝放下自己以创造这个宇宙，而且成为宇宙的核心。只有通过弃绝自己，上帝才能是其所是
，故嘉其名曰“神性”（divine）。神性的特质就是创造性的源头及拯救的化身。作为结果的被造物，
其意义丝毫不亚于创造它们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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