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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或非信仰－哲學大師與樞機主教怠�

内容概要

洛杉磯時報非小說類年度好書，已翻譯成多國語言。本書是舉世聞名的大師艾可與下任教宗熱門接班
人選馬蒂尼的精采對談！他們站在教堂門檻的兩端，分別從信與不信的角度各抒己見，質疑對方的立
論基礎。不論你是不是基督徒，都可以從這兩位大師的對談中看到智慧的光芒，得到引人深省的啟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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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字字珠璣，七成理性加上三成感性。
2、Eco和Maritini在千禧年來臨之前，就啟示錄的部分開始的四次討論著實有趣。歸根結蒂來說依舊是
從古希臘而下的崇高性亦或神性的價值，從康德那裡被爆了頭之後，單純只從藝，即技術出發的問題
，另一個意義上也就是沉淪的問題。Eco自然不用說，Martini讓我大開眼界，哪怕Eco用亞里士多德的
「情節」、用慈悲希望等來調侃他，他依舊能夠很好的回答。但是例如從兩種末世觀的差異，明顯來
自中世紀哲學傳統直到笛卡爾的惡是善的缺乏且無根源性的觀點，與萊維納斯的臉的問題，足以體現
其哲學功底之好。當然最後給予了Eco回答的機會也算兩人互有攻守。要不對於世俗的人來說太不公
平了。當然關於托馬斯阿奎那的討論，關於生命的三種樣態的解釋，神的單數和複數的格位之爭都很
是有趣，當然不得不承認，若不是念哲學過，要不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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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是一本书，先给它做一下宣传吧。这本书的简体中文版将由中央编辑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哲
学大师对话红衣主教》。它的繁体中文版已经由台湾的究竟出版社于2002年翻译出版，繁体中文版书
名为《信仰或非信仰——哲学大师与枢机主教的对谈》。“哲学大师”指的是翁贝托·艾柯（从中央
编辑出版社翻译），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符号学教授，小说创作与学术建树同样有名，以机智的思辩
和广博的学识为人称道，比较有名的中译本著作有《玫瑰的名字》、《福柯摆》、《结构主义和符号
学》、《诠释与过度诠释》。“红衣主教”指的是卡罗·马蒂尼，米兰教区总主教，他是备受敬重的
新约学者，也是目前最广泛流通的希腊文新约圣经的编者之一，相比来说，他在大陆就没有艾柯那么
有名了。听杨慧林老师的课时，就听他提到过这本书，这书中有名的四次书信体对话。这次帮朋友做
完这本书的通校（从繁体中文到简体中文，当然），其实说是我帮他，倒不如说他帮我，给了我这么
好的机会好好读这本书。工作是三个多月前做完的，书也是三个多月前读完的，文章也是本该三个多
月前写的，我的懒惰留下的恶果：现在对书中的内容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也再次说明思想这个东西的
滑不溜手，需要日日沉迷。还是说些什么吧。第一次对谈，艾柯的题目是《新启示录的世纪执迷》，
主教的题目是《希望终结“末日”的恐惧》，谈的是西方人的末日情结。两位高手第一次过招，彼此
都十分客气，选的主题也比较形而上，有点儿空对空。第二次对谈，就开始说实事儿了：艾柯的题目
是《人的生命何时开始？》，主教的题目是《人的生命是上帝生命的一部分》，谈的是妇女堕胎的问
题。第三次对谈，艾柯的题目是《教会眼中的男人与女人》，主教的题目是《教会并不实现人的期望
，而是庆祝奥秘》，讨论的是女性在教会中担任神职的问题。第四次对谈，与前三次不同，由主教发
问，艾柯作答。主教质疑的是一般人，即没有宗教信仰因此也失去了终极依托的人，他的道德建立的
基础，题目为《一般人从何处得到启发？》（天主教的骄傲与狂妄由此可见一斑，不过主教在此是以
谦卑的请教的态度提出这个问题的）。艾柯的题目是《道德在“他者”面前诞生》。他在前三次对谈
中都不时带些抱怨地提到他发问的难处，最终主教于心不忍，提出最后一次对谈由他来发问，艾柯来
作答。狡猾的艾柯，很明显他很好地抓住和利用了他来结束这最后一次对谈和结束这本书的这一优势
位置，洋洋洒洒。他以亚当为例解释人的道德起源于在集体中生存的需要，即只有同时利他才能达到
利己，进而他认为人是有高尚的情操的，即使这种道德情操不以宗教的方式表达出来，“一个人即使
不信仰位格神和拥有预知能力的神，仍然能感受到神圣、无限、追究、期待，以及和某个伟大事物交
流的感觉”。在文章快要结束时，他更直接地对主教提出一种宗教来源的社会学方面的假设，对宗教
的来源和基础提出了委婉的质疑，提醒主教认识到这样一种可能性的存在：即神是从人的社会与想象
中被创造出来的。对于中国的读者而言，最后一次对谈可能是最有意思的部分了。两位学者谦虚和真
诚的态度非常令人敬佩，而这本书自始至终关注的主题令我深深着迷——“交换书信的目的是想找出
一般人与天主教徒之间的共同信念基础”，“在我们来看意义就在于有宗教信仰的人和没有宗教信仰
的人（没有宗教信仰不等于没有信仰）之间的共同信念基础”，即一种普世伦理标准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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