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

自然本性与超性恩典之共融：《托马斯·阿奎那伦理学研究》书评*

王鑫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湖南省长沙市 410082）

摘要：阿奎那的宗教伦理思想研究是中世纪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但目前中文学界的相关研究专著还相当匮乏，王涛教授《托

马斯·阿奎那伦理学研究》一书的出版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此空白。该书针对阿奎那宗教伦理的轴心精神——自然本性与超性恩典的

相通互融而展开讨论，在多元学科对话的视域中对阿奎那宗教伦理思想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亦注重理论观照实际。该书不仅

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阿奎那宗教伦理思想之全貌，亦有助于我们了解其跨时代、跨文化、跨学科的现实意义与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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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阿奎那作为中世纪经院哲学之集大成者，继承了古希腊伟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阿奎

那的宗教伦理思想将基督宗教信仰与古希腊理性哲学智慧相结合，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但长期

以来，学界对阿奎那宗教伦理思想的研究还是相对薄弱的，汉语学界相关专著尤为缺乏。王涛教授这部

研究阿奎那基督宗教伦理的专著(1)是其近十年专研阿奎那宗教伦理思想论文之合集，凝聚了王教授对阿

奎那伦理学研究之心血，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汉语学界阿奎那伦理学研究之空白。

在基督宗教思想史上，一直存着“自然”与“神恩”、“本性”与“超性”，以及“理性”与“

信仰”关系的争论。阿奎那宗教伦理学轴心思想主张人的自然本性与上帝的超性恩典并非对立，而是相

通共融的，自然本性在上帝超性恩典灌输下不会被破坏，而是被提升。王教授此书的主旨即是针对阿奎

那宗教伦理轴心精神“恩典并不毁灭自然，而是使自然更为完善”而展开讨论。

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原理”层面，下编为“应用”层面，理论与应用结合的研究视

野，有助于读者全面理解托马斯思想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上编主要探究了意志、欲、德性、良知、

爱等元伦理学范畴，通过对元伦理学基本范畴、原理的探讨，阐发自然本性与超性恩典之间的张力与相

通、联合关系，揭示人由本性趋向超性的过程。下编王教授将阿奎那宗教伦理思想与当代现实处境相联

结，重点探讨了生态伦理、婚姻-性伦理、伦理学多边对话以及生命伦理等应用伦理学的重要议题，阐

释阿奎那思想的跨时代、跨文化、跨学科之价值意义。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一个重要议题是讨论人在伦理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akrasia“软弱无力”（常

译作“意志薄弱”）。阿奎那的意志哲学对亚里士多德的“意志薄弱”理论有所继承，但两者亦有所区

别。在书中，王教授比较分析了阿奎那与亚里士多德“意志”学说之异同，指出阿奎那的“意志”哲学

更为明显地强调了意志在“意志薄弱”或“不自制”行为中的所扮演的角色。此外，王教授还对比讨论

了阿奎那与当代天主教著名神学家卡尔·拉纳对“欲”（concupiscentia）的理解。王教授认为，阿奎那强

调“欲”的感官性，而在拉纳神学体系中，“欲”的突出特征是“行动的自发性”与“自由决断的持久

相左”， 更突出自发性。王教授指出，拉纳对欲本身正面伦理价值的肯定，是阿奎那对欲的思考中未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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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的要点。此外，王教授认为，从“（超性）恩典使自然（本性）更为完善”的意义上看，阿奎那与

拉纳的立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比较而言，阿奎那对欲的定义偏重灵魂之层级结构及其共时性的互动

关系，有亚里士多德以来传统哲学人类学之鲜明特色，而拉纳对欲的神学理解则更为突出呈现当代存在

主义形而上学之意味，展示出自我实现的历史性生存动态。

上编之后三章重点讨论了自然本性与超性恩典之相通、联合关系。德性是伦理学的核心范畴之

一，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基本术语，也是阿奎那伦理学体系中的关键观念。王教授指出，阿奎那德性伦

理有别于亚里士多德最为瞩目的贡献是他的“向上帝之德”的主张，并从哲学角度对阿奎那异教德性理

论进行重点考察，着重解释了阿奎那在何种意义上认为“异教德性是真正的但不完善的德性”，继而讨

论异教德性的最高形式及其面向神圣的内在向度，进一步对异教的习得性德性与神圣灌输性德性之间的

互动关系进行了审视。此外，自然性向也是阿奎那伦理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阿奎那称自然性向为“

与上帝的通感”，认为它通过人对上帝的爱德形成，与意志和理智均有关联。王教授指出，阿奎那的自

然性向理论指明了人固有的自然性向与自身的自然本性、与他者的共同本性、与神圣者的共通之处，更

是点出了自然本性与情感知识之间的亲和关系，有助于促进当今宗教间之友好对话，有助于构建人类和

平相处、合作共赢的伦理生态。

王教授还对阿奎那的爱观进行了分析探讨，重点讨论了友爱之爱与欲望之爱之间的张力能否以及

在何种程度上展示出传统“圣爱—欲爱”模式的运作。王教授指出，阿奎那的爱观与基督新教神学家保

罗·蒂利希统合圣爱与欲爱的观念有多方面相通之处，比如：阿奎那在普泛境遇下均提议友爱之爱，将其

视为爱的最基本运动方式与蒂利希爱的四元特性互动结构遥相呼应。王教授认为，阿奎那和蒂利希对于

自然（本性）与（超性）恩典，以及哲学和神学的互动汇通都持有积极进路，都为基督信仰所提供的崭

新根基与深度——圣爱（爱德），以及所信仰所塑照的灵性共同体当中，获得了本质的转化和提升。

该书重要特色在于在多元文化对话的视域中，以理论观照实际展开研究，这在该书下编有着充分

的体现。下编中，王教授通过分析阿奎那的生态伦理思想，对当代生态伦理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反思，

并探讨了阿奎那生态伦理思想与中国儒家尤其王阳明一系之思想进路的相似性。王教授认为，阿奎那与

王阳明都一方面提出具有差等的爱的秩序，另一方面也将某种普世之爱延伸至非人类，乃至非动物界，

此儒耶两位先哲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均为当今的生态伦理提供了丰富的参考。在第八章，王教授就利他

主义的观点展开了对演化论、儒家及基督教三者之伦理学多边对话。以往在耶儒对话中，一些学者对儒

家及基督教作出某种类型的简单的划分，王教授指出这些简单的分类忽视了相关传统之间的某些相通之

处，其局限需引起正视。王教授通过对阿奎那思想之考察，指出基督伦理并非单一主张一种以超性恩典

之圣爱为根本特征的所谓“超血亲伦理”，而是也有主张圣爱恩典在人类自然本性状况之上发挥作用，

与自然本性相统合、相成全。

此外，王教授对婚姻与性伦理、生命伦理等重要的伦理学议题也有着深切的思考。王教授认为，

阿奎那婚姻伦理思想依照自然法的传统伦理，体现了传统主义的立场，亦体现了其“（超性）恩典使自

然（本性）更为完善”的总原则，其关于夫妻基于德性的友爱关系的倡导非常值得中国夫妻借鉴。此

外，王教授在最后一章中重点讨论了阿奎那伦理思想对新兴学科——生命伦理之影响。王教授认为，阿

奎那“相继赋魂”“延后人化”的经典学说以古典人类学灵魂观为框架，代表了基督信仰传统中非常重

要的胚胎发生哲学，与当代胚胎发生科学存在关联与呼应关系，有助于在天主教会范畴内积极推动生命

伦理的深入探讨与长远发展。

王教授将阿奎那宗教伦理思想置于基督宗教思想史的长河中进行探讨、分析，不仅讨论了阿奎那

对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伦理传统之继承，也对比探讨了阿奎那与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之差异，并比较分

析当代著名天主教神学家卡尔·拉纳，基督新教神学家保罗·蒂利希等思想观念，参引海内外知名学者前

沿研究成果，方便读者更为清晰地在基督宗教思想史的发展进程中理解阿奎那宗教伦理思想之贡献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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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此外，王教授在多元学科对话的视域中对阿奎那宗教伦理思想进行了全面且深入的研究，亦注重理

论观照实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阿奎那伦理学的现实意义与当代价值，其对汉语学界阿奎那伦理思

想之研究乃至基督宗教神学研究的贡献是无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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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quinas’ religious ethic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opics in the study of medieval philosophy, but at present,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relevant research monographs in the Chinese academic community. The publication of Professor Wang Tao’s An Ethical Study of St.Thomas 

Aquinas has filled in th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to some extent. The book discusses the conne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natural nature and 

transcendental grace, the axial spirit of Aquinas’ religious ethics, and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study of Aquinas’ religious ethics 

in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disciplinary dialogue. It also pays attention to theory and practice. This book not only helps us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panorama of Aquinas’ religious ethics, but also helps us to understand its cross era, cross culture, cross disciplin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contemporary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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