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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与希腊思想比较》

内容概要

本书是希伯来与希腊思想比较的经典研究著作。作者从双方截然对立的差异的描述出发（宁静-运动）
，最终令人信服地阐述了这两大截然对立的文明是如何融会到共同的基础上并构建起西方的传统文明
的。作者非常精到地选取了“语言”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利用第一手的古典语言文献的资料，通过大
量的语言上的比较，深刻地阐述了两种文明在“思想模式”、“感性模式”、“时间与空间”、“数
量与数字”、“历史与自然”、“物”等关键范式上的基于“宁静-运动”的差异，并且，在每一处地
方都明确地指出，在这种差异之上的可能的相同或曰接铆之处。最终，作者把这两大文明融会进了一
个完整的统一体中，即它们事实上是对现实的两种可能的，而且是同等必然的反应。在这个意义上说
，两大文明的思想是互补的；希腊人把现实描写为存在，希伯来人把现实描写为运动。作者通篇以我
们欧洲人（希腊人）自称，并以两大文明的继承者的后嗣的身份呼吁，对文明之间的比较是为了一视
同仁地关注并保护和继承它们，如果有可能，还要进行综合与统一。惟有如此才足以表达两大文明的
继承者的后嗣对希腊与希伯来文明的真正敬意。本书的出版，于新世纪中西文明会通之际，对我们中
华民族之文明的复兴建设将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书依据德文原版进行翻译，并参照了英文版。翻
译相当精到流畅，能非常到位地把作者在文中大量出现对文献材料的辨析、理论的推论的精微结构阐
释出来，又能很好地表达出贯穿其中的欧洲人对自己文明的文化热忱。在整本书的翻译过程中，译者
也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增添了近百条的译者注以方便读者对这部相当专业和深奥的研究作品的进一
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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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托利弗·伯曼（Thorlief Boman），生于1894年，挪威人，著名的希伯来文化专家。
吴勇立，1970年生，2005年外国语大学德语文学专业博士，现为复旦大学德语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
为德语文学理论和文化思想。已发表学术论文多篇，译有《小说理论》、《西方左派图绘》等著作，
参与并主持过国家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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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译本序(柯小刚)
缩写
绪论：问题
第一部分：动态与静态的思想
I．动态思想
1．希伯来语静态动词的动态特征
2．希伯来语中状态动词和属性动词的动态特性
3．逻辑上的“存在”
4．动词hayah的存在
a．动词hayah
b．生成和生效
c．带介词的hayah
d．hayah表面上静止的用法
e．神性的存在
5．世界的动态特征
II．静态存在
1．爱利亚学派和赫拉克里特
2．柏拉图
III．非存在
1．希腊思想中的非存在
2．希伯来思想中的非存在
IV．言词
1．古代东方思想和希伯来思想里的言词
2．希腊思想里的言词
V．集体概念和理念
1．希伯来的集体概念
2．柏拉图的相似之处
第二部分：印象和外表
I．对建造物的印象
II．对人的印象
1．著名人物的俊美
2．《雅歌》中描写的抒情诗
3．美的理想
III．对事物的印象
1．软弱的形象、昙花一现的形象和安全可靠的形象
2．J一文本创世叙事中事物的形象方面
3．与柏拉图《会饮篇》的比较
4．《旧约》中的拟人化(Personifikation)
IV．对上帝的印象
1．以色列的上帝形象
2．上帝的形象(Imago Dei)
附论：大流散中的犹太图像艺术
V．希腊思想的面貌
第三部分：时间与空间
I．希腊一欧洲的时间概念
II．以色列的时间概念
1．物理时间和天文时间：天体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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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欧洲时间概念的无用性
b．用作计时器的太阳和月亮；对时间的感知
c．时间节奏而非时间循环或时间线段
d．持续与瞬间
2．心灵的时间
a．意识的同一性
b．时问的内容
c．历史的时间
d．时态
e．时态的心理
f．共时性
g．前与后
h．时间概念的动词起源
i．无限的时间
III．空间
1．形式
2．界线
3．无界线或无限
附论：《圣经》的忠于现实
IV．数量和数字：空间数量和动态性质的数量
V．历史和自然
1．希腊人和希伯来人对历史的理解
2．《旧约》中的创世宣言和柏拉图的创世学说
3．功能的宇宙论与形象化的宇宙论
第四部分：符号主义和工具主义
I．希伯来的“物”的概念
II．希腊的“物”的概念
附论：上帝的透明性
第五部分：逻辑思考和心理理解
I．逻辑和心理
II．两种观点的合理性
III．以色列思想家的独立性
IV．两种思想方式的形式特点
总结以及这些差异的心理基础
参考书目
人名索引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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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还没有细看，感觉很好。
2、“希腊人在站立和思考的姿态中，以最高程度的敏锐体验了这个世界和实存，而以色列人在不停
的运动中达到了他们的巅峰。安静、和谐、从容和自我控制是希腊的方式；运动、生活、激情和力量
是希伯来的方式。 ”《希伯来与希腊思想比较》P279
3、粗略一看，不多评价，我需要更多有关希腊化时期的内容的
4、通过语言逻辑入手分析思维模式和宗教差异，值得思考。
5、一天看一本   也要十年吧
6、写的一般，不很赞成此书观点。
7、可惜我语言还不太好，否则帮助会更大呢。
8、对于试图建立自己的系统神学、圣经神学和圣经诠释学体系的基督徒而言，此书在已经译成中文
的著作中不可不读。借此可以更深入地审视带有西方时空观特征的“渐进启示”观。
9、用语言学来审视文本，窥探思维源流倒是别具深度。
10、有深度的思想是比较，不过，认为希腊思想是“视觉的”的观点，我有不同的看法。我的看法恰
恰相反。
11、很有意思啊，作者是举例怪人~~很久没看到这么能举例的了。。翻译的也挺赞啊。。以后不相信
豆瓣评分了
12、希腊与希伯来是人类共同关注的传统。
13、翻阅。远比我想象的要深奥与枯燥...然而作者在不同范畴内的缜密分析值得参照。
14、每种语言中都有一个民族凝固了的哲学。很好地解释了希腊思想与希伯来思想各自的语言学根源
。
15、: �
B12/2264
16、图书馆找到，好书
想买⋯⋯
17、比较思想是不容易的事情，特别是比较这种宏大的文明。作者选用的视角和线索很独特，能够清
晰地展现某些方面的异同。美中不足的是感觉规模不够丰满，仅仅是几个点上的比较。总的来说是不
错的！
18、好书，树皮颜色清新，字体大小合适。阅读舒服。
19、不错。需要对希腊和希伯来都有些了解才能明白些作者所说的奥妙之处。
20、观点比较仍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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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对于西方人，以及思维方式其实已经被普遍西方化了的现代中国人而言，特别对于试图建立自己
的系统神学、圣经神学和圣经诠释学体系的基督徒而言，此书在已经译成中文的著作中不可不读。借
此可以更深入地审视带有西方时空观特征的“渐进启示”观。
2、主要是从语言学上来阐释希伯来与希腊思想的不同。适合语言学者研究。对于真正了解希伯来与
希腊思想，似乎影响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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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希伯来与希腊思想比较》的笔记-第279页

        希腊人在站立和思考的姿态中，以最高程度的敏锐体验了这个世界和实存，而以色列人在不停的
运动中达到了他们的巅峰。安静、和谐、从容和自我控制是希腊的方式；运动、生活、激情和力量是
希伯来的方式。

2、《希伯来与希腊思想比较》的笔记-第111页

        肉体的意义是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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