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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里待救」

一一《上帝之城》第二十一卷第 26 章與《懺悔錄》

夏洞奇

復旦大學歷史象副教授

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

一、《懺悔錄》的「轉變j 問題

奧古斯T研究是基督教學術中的一個重要領域，而在

奧古斯了的浩大全集中《懺悔錄:> ( Confessiones) 1又是受

研究最多的作品之一。尤為重要的是， <懺悔錄》的前九

卷敘述了奧古斯丁在青年時代的「皈依」或「轉變 j

( conversio ) ，動感地追溯了他徹底放棄俗世生活而投身

於基督教的過程。鑑於奧古斯丁在西方基督教傳統中舉足

輕重的地位，如何理解《懺悔錄》所著力呈現的這場「轉

變J 的本質，也就直接關係到了拉丁基督教傳統的自我意

識。 2儘管自上世紀中葉以來，以法國學者庫塞爾 (Pierre

Courcelle) 的經典研究3為標誌，西方的《懺悔錄》研究已

經在不斷的論爭中取得了令人囑目的長足進步，深化了我

們對奧古斯丁與早期基督教思想的理解，但圍繞著該書的

學術爭論卻從未止息。

1.本文斯引用的《懺悔錄》文本及其卷章節號，均以奧唐奈的校勘和評注本 (Ja血目 J.

O'Donnell編， <奧古斯丁懺悔錄:> [Augustine: Co耳熟"的財; 3 vols.; Oxford: Cl缸'endon，
1992]) 為準，中文語文則主要依據周士良諱的《懺悔錄:> (北京.商務印書館， 1963) 。

2. O'Donnell編， <奧吉斯丁﹒懺悔錄:> '卷一，頁xxvii 0 

3. Pierre Co帥帥，但奧吉斯丁的懺悔錄研究:> (Reche;叫自 sur的 Confi帥的間 de saint 

Augustin; Paris: de Boccard, 1950) 

97 



夏洞杏

以《懺悔錄》中具有某種「自傳性J 4的前九卷為重心，

將該書的主題理解為青年奧古斯丁向天主教會「皈依J 的

過程，這是最直接的做法。但是，這種解讀並未揭示該書

所蘊含的全部神哲學內涵。如查德威克 (Henry Chadwick) 

所論， {懺悔錄》的中心問題就是一場新柏拉圖主義式的

靈魂的「轉變J '即靈魂和造物從背離上帝到重新回歸的

過程。 5奧馬拉 (John J. O'Meara) 則認為， {懺悔錄》的

中心就是奧古斯丁在思想和意志上的「轉變J ;該書的主

題就是以奧古斯丁自己的「轉變」為典型，說明虛弱的人

必將得到上帝恩典之拯救的道理。 6如果說，不論是從新柏

拉圖主義哲學還是基督教神學的視角來看，奧古斯丁的「轉

變」都構成了《懺悔錄》一書的中心或主題，那麼值得探

討的是，在該書當中，奧古斯丁之「轉變」的對象究竟為

何?換吉之，在《懺悔錄》敘事的高潮中，在三八六年的

米蘭，他究竟「轉變」成了何者?總體上，認為這場「轉

變」所朝向的是基督教而非新柏拉圖主義(儘管受其影

響) ，這已經成為多數研究者的共識 ;7但若說奧古斯丁在

4. 在文學的層面上， <:懺悔錄》包含著一定的自傳性因素，但卻不是現代一般意義上的「自

傳J '請參看Gilli祖 C1訂k'<:奧吉斯丁.懺悔錄:> (Augustine: The Conj臼's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間， 1993) ，頁 33-53; Ann凹lIIréKo崗， <:奧古斯丁的懺悔錄:

交往目的與聽眾:> (Augustine 's Confessio悶﹒ Communicative Purpose and Audien凹; Leiden: 

Brill, 2004) ，頁 27-39 0

5. Henry Chadwick' <導論) (Introduction) ，載8aintAugJ朋間， <:懺悔錄:> (Conj悶悶悶;

trans. He:的 Chadwi仗;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頁且lV也V 。

6. John J. O'Mea阻'<:青年奧古斯丁傳:> (The Young Augustine: The Growth ofSt. Augustine's 

Mind up to His Conversion; 2nd e益; New York: A1ba House, 2001 [Longr田間， Green & Co., 
1954]) ，頁XXVI-XXV111 0 

7. Frederick v血 F1eter凹， <要奧古斯丁的轉變理論) (8t. Au伊S血的 Theory of 

Co且.version) ，載 J. C. 8chnaube1t & Frederick van F1ereren 編， <:奧吉斯丁﹒信仰的再造

者:> (Augr的自'ne: Second Founder of the Faith; Collectanea Augus世nianavoI. 1;New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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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加 L祖g， 1991) ，頁的; Gerald Bonner' <:希波的聖奧古斯丁.生平輿論爭:> (SI. 

Augr的tine of Hippo: Life and Controversi，凹， 3rd ed.; Norwich: Canterbury, 2002 [London: 
8CM, 1963]) ，頁 42-47; O'M間'a' <:青年奧古斯丁傳:> '頁 125-127 。懷疑派的典型

論點見Prosper Alfar尬， <:聖奧吉斯丁的思想演進:> (L 'Évolution intellec的elle de saint 

Augr的tin; Paris﹒ E.Nour旬， 1918) ，頁 399 、 527 。



「從火稟得救」

米蘭的「轉變」就是對基督教(或天主教)本身的單純的

「皈依J '這就仍然失之於粗糙了。

正如神學家瓜爾蒂尼 (Romano Guardini) 所論，奧古斯

于從來不是一個異教徒 (pagan) 或無信者(unbeliever ) 0 8 

應當說，他出生在一個基督教氣氛濃重的家庭之中，他的

父母都是基督徒，他的兄弟姐妹們也都是被當作基督徒撫

養長大的。 9按奧古斯丁本人的回憶，早在嬰孩時他就接受

了天主教會最初步的聖事，成為「望教者J : I我童年時

代已經聽到我們的主、天主謙遜俯就我們的驕傲而許諾給

予的永生。我的母親是非常信望你的，我一出母胎便己給

我劃上十字的記號，並受你的鹽的調理。 J 1。在懺悔青年時

代走上摩尼教歧路的原因時，奧古斯丁強調說: I他們〔摩

尼教徒〕口中藏著魔鬼的陷阱，含著雜有你的聖名和耶穌基

督、『施慰之神』、『聖神』等字樣的誘餌。」他反省說，

「那時我怎樣從心坎的最深處嚮往著你〔基督教上帝J '那

時這些人〔摩尼教徒〕經常用各種方法在長篇累贖的書本中

向我高呼著你的名字J ' I但我以為這一切就是你J 0 11誠

如布朗 (Peter Brown) 所論，正因為摩尼教是以一種精英

化基督教的面目表現出來的，它才能深深地吸引住當時的

8. Rom組oGu缸刮到， <.奧古斯丁的轉變> (The Conversion of Augustine; 甘ans. Elinor Brief區，

Westminster, MD: Newm血， 1960) ，頁 153 。
9. Johann目 van 00肘， <.耶路撒冷與巴比倫﹒關於奧古斯丁上帝之城及其雙城學說之淵源

的研究> (Jerusalem and Babylon: A Stu砂 into Augusti>肥 's City of God and the Sources of 

His Doctrine oJ幼eTwo Cil帥; Leid阻: E.J. Brill, 1991) ，頁 25-31 。在表面上， <.懺悔錄》
呈現了一種虔誠的母親莫尼卡 (Mo剖開)與不虔的父親巴特利西烏斯 (Patricius)之間

的鮮明對比(尤見《懺悔錄> ' 1.11.17 ' 2 .3.6) ，但不應忽視的是，這種寫法也有一定

的文學考慮在內，參見Kim Power' <.隱藏的慾塑:奧吉斯丁論女人> (Veiled Desire: 

Augustine on Women; New York: Continuum, 1996) ，頁 80-81 ; James J. O'Donnell , <.奧
吉斯丁新傳> (Augustine: A New Biography; New York: H呻erColl恤， 2005) ，頁 57品。

10. <.懺悔錄> ,1.11.17' 

1 1.同上， 3.6.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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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古斯丁。 12正如此，奧馬拉才說:奧古斯丁在開始是基督

徒，最後也是基督徒，中間階毆只是一段重要的插曲。 13而

費拉且 (Leo C. Ferraril 甚至認為，在《懺悔錄》第四卷開

頭所謂摩尼教時期的「九年J 中，奧古斯丁一方面是秘密

的摩尼教徒，一方面依然保持著天主教會望教者的身份。 14

誠如威爾斯 (Garry Wills) 所說，在米蘭花園一幕發生

之前，奧古斯了已經接受了基督教信仰，相信了教會的基

本教義。 15早在三八三年左右，在對摩尼教的主教福斯圖斯

(Faustus) 完全失望之後，奧古斯丁已經對摩尼教喪失了

信心。 16在米蘭主教安布羅斯 (Ambrose) 、 17某些「柏拉

圖派書籍J (platonicorum libri) 18和保羅著作19的幫助下，

他又逐步在理性上接受了基督教信仰: I我已確佑你的永

恆的生命J ' I所有的疑團已一掃而空」。當時的奧古斯

丁「已經愛上我的『道路JI '我的救主，可是還沒有勇氣

面向著崎幅而舉足前進J 0 2。這襄所謂的「崎山區J ( angustiae) 

指的就是下節所謂:雖然對功利的追求已經不能繼續羈絆

他， I但我對女人還是輾轉反側，不能忘情J 0 21的確，當

時奧古斯丁的主要問題就是做不到節慾。22在發生於米蘭花

閻裹的決定性一幕中，最終的結局也正是擬人化的「節慾j

12. Peter Brown' <:希波的奧吉斯丁傳:> (Augustine of Hippo: A Biograp，紗; Berkeley, CA 
U世V聞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頁 43-45 '關於摩尼教與基督教的內在淵源，見

vanOo肘， <:耶路撒冷與巴比倫:> '頁 229-234 。

13. ü'Meara' <:青年奧古斯丁傳:> '頁 21 ' 

14. Leo C. Ferr泊， <青年的奧古斯了兼為天主教徒與摩尼教徒> (Young Augus世ne: Both 

Catholic and Manichee) ，載《奧吉斯丁研究:> (Augustinian Studies, 26 [1995]) ，頁 109-128'

15. G缸y Wills' <:聖奧古斯丁的轉變:> (Saint Augustine's Coriversion; New York: Vi區ng

Pen那妞， 2004) ，頁 4 。

16. <:懺悔錄:> ' 5.3 .3-5.7.13 。

17. 同上， 5.13.23-5.14.25 ' 6.3.3-6.5.8 ' 7.5.7 ' 7.7.11 。
18. 同上， 7.9.13-7.9.15 ， 7 .20 詣。

19. 同上， 7.21.27 ' 

20. 同上， 8. 1.1。

21 同上， 8. 1.2: "...sed 叫huct閻部iter co凶igab缸 exfem血a..."

22. ü'Mea間， <:青年奧吉斯丁傳:> '頁 1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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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inentia) 對於「舊愛J (antiquae amicae meae) 的徹

底勝利。 23換盲之， I轉變J 的這一刻也就是他決意永遠棄

絕性行為的一刻。24奧古斯丁是以自道:就在彼時彼地， I你

〔上帝〕使我轉變而歸向你，甚至不再追求室家之好，不

再找尋塵世的前途J 0 25 

總之，與其說奧古斯丁是在三八六年的米蘭花園中決

意信仰基督教的，還不如說他是在米蘭選擇了一種特殊的

基督教生活方式，也就是放棄婚姻、獨身節慾的宗教生活。

威爾斯注意到， <懺悔錄》第八卷敘述了一系列的「轉變J

故事，但其中的大部分講的都是已有信仰的基督徒的「轉

變J '甚至是受過洗的基督徒對修道、隱修生活的蒙召。泌

的確，在奧古斯丁筆下，“conversi。"與其說是現代意義

上的對新宗教信仰的皈依，還不如說是一種宗教性的生命

的改變，它常常意昧著選擇修道生活。 27

不同於反生育、反婚姻的摩尼教觀點， 28對於正統基督

徒而吉，婚姻和生育本身都是受《聖經》肯定的。"問題是，

為何奧古斯于不願滿足於大部分基督徒所實踐的「信仰與

婚姻得兼」的生活方式，而非要刻意地將艱難的「節慾戶。

作為自我之「轉變J 的必要要求?在布朗看來，於當年的

「轉變J 中，奧古斯丁希望自己間時成為受洗的天主教徒

23. <:懺悔錄} , 8.1 1.26-8.1 1.27 。

24. ü'Donnell , <奧古斯丁新傳} ，頁 60 。

25. <:懺悔錄} , 8.12.30 “∞nvertisti e!Ûm me ad te, ut n自 ux叮咀 quaererem nec aliquam 

sp咀 sae叩lih叫us...." 周士良譯文中的「室家之好J '直譯為「妻子J (阻ore血) 。

26. Wills' <:聖奧古斯丁的轉變) ，頁 4-5 。

27. E. Ann Mat!前， <懺悔錄中的轉變> ( Conversion[ s 1 扭曲e Confession田) ，載 Schnaube1t
& van Fleteren 編， <:奧古斯丁信仰的再造者} ，頁 21-28 0

28. ü'Me帥， <:青年奧吉斯丁傳} ，頁 62-64 ; Iain G缸也er & Samuel N. C. Lieu 鋪， <:出

自羅馬帝國的摩尼教文本} (且ðanicha個n 11由ts from the Roman Empire; Cambridge: 

Ca血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頁 21-22 。
29. 尤見《創世記》一章 28 節，三章 24 節。

30 直到十年以後，作為主教的奧吉斯丁仍然坦率地承認，情慾仍在睡夢中困擾著他。見《懺

悔錄} , 10.30.4 1-10.30.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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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哲學家J '而那時的哲學式退隱生活理想就意昧著對

職業、婚姻與性關係的放棄，同時當時的天主教會也鼓勵

信徒在受洗時英雄地與塵世斷裂。 31 奧唐奈 (James J. 

O'Donnell) 認為，安布羅斯宣揚了基督徒哲學家的節慾生

活方式，對奧古斯丁有直接的影響。 32奧馬拉指出，摩尼教

和新柏拉圖主義都貶抑肉體 3 而哲學團體生活的理想又強

化了這種傾向。 33勞利斯 (George Lawless) 則認為，奧古

斯丁在青年時代所接觸到的古典哲學傳統也褒揚獨身、節

慾、逃避世俗生活等觀念，這就推動了他的思想朝著修遁

的方向發展。 34

儘管有理由相信，無論「哲學」生活的概念、古典的

禁慾觀念還是摩尼教的二元論都有可能影響過奧古斯丁在

「轉變」時的動機，但在筆者看來，上述解釋都只是從問

題之側面展開的局部性解釋。如果說奧古斯于在米蘭的「轉

變j 就是對基督教式節慾生活的接受，那麼從其反面來界

定的話 9 這一「轉變」也就是對基督教社會之內的婚姻生

活可能性的完全放棄。正如威爾斯所論，如果說基督教哲

學家的要求是對奧古斯丁的拉力，那麼對婚姻的疑慮就是

對他的推力。 35基於這種認識 3 就有理由相信，奧古斯丁對

於婚姻的認識將會提供另一把鑰匙，幫助我們更清晰地理

解《懺悔錄》所敘述的那場「轉變」。如果說《懺悔錄》

的作者尚且行進在「奧古斯丁主義」逐步成形的路途中，

那麼下文將會說明，我們能夠在作於三十年後的《上帝之

城》第二十一卷中找到一把新的鑰匙。我們將會發現，這

31. Brown' <:希波的奧古斯丁傳} ，頁 106-107 0

32. O'Donnell , <:奧古斯T新傳} ，頁 74-76 '參頁 59-60 。

33. O'Meara' <:青年奧古斯丁傳} ，頁 158-159 。

34. George Lawless' <:希波的奧古斯丁及其修道規章} (Augustine ofHippo and His Monastic 

Rule; Oxford: Clarendon, 1987) ，頁 3-8 。

35. Wills' <:聖奧古斯丁的轉變} ，頁 25-2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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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書對於婚姻的詮釋能被一直回溯到《懺悔錄》時期，而

這種長期延續、長期穩定的婚姻觀又恰好能為那場發生於

米蘭花園中的著名「轉變」提供一條思想上的重要注解。

一、《上帝之城》第二十一卷第 26 章: r從1<.里得救」

《上帝之城> (De Civitate Dei) 大約成書於西元四一

二至四二六年之間， 36最系統地反映了奧古斯丁的成熟期思

想。該書的篇幅長達二十二卷，其中第一至十卷以護教為

主，主要駁斥羅馬異教的崇拜者對基督教的攻擊，第十一

至二十二卷主要是闡發「上帝之城」與「地上之城J 的「起

源、發展與預定的結局 J 0 37在探討兩座城之預定結局的部

分中(第十九至二十二卷) ，第二十一卷(約作於四二六

年， 38即奧古斯丁逝世前四年左右)意焦於最後審判之後，

罪人將在地獄中受到的永罰 (poena aetema) 。該卷第 25

章極力闡明教會聖事的效力在根本上取決於對基督的堅定

信仰，強調無論異端分于，無論後來變節的前天主教徒，

無論道德卑劣的天主教徒，均不可能逃脫永罰。在第 25 章

臨近末尾處，奧古斯丁指出: í堅持在基督之中就意昧著

堅持對他的信仰 J '而正如使徒保羅所論，這種信是「使

36. Gerard J. P. O'Daly ，詞條「上帝之城J (Civitate Dei [De-]) ，載 Cornelius Mayer 編，

《奧吉斯丁詞典(卷一):> (Augustinus-Lexilwn, Vol. 1; Base1: Schwabe & Co. AG, 
1986-1994) 'co1s. 969孔。10 '尤參 co1s.970-976 0 

37 “exo:的1 et procursu et debitis 宜nibus" ，例見《上帝之城:> (De Civitate Dei) '10.32, 
186-187 , 11.1, 31 ' 18.1, 3 。本文所引用的《上帝之城》文本是《基督教著作全集拉丁
系列(卷四十七至四十八):> (Corp阻 Christianorum Seri甜 Latina， vols. 47-48; Turnho1t: 
Br句。Is， 1955) 新收錄的東巴特 (Bern缸dusDo曲art) 與卡爾布(Alphonsus Kalb) 校勘
本;文中所標出的《上帝之城》的卷、章、行數均以其為準。在將該書中的文句譯為中

文時，筆者曾經對吳飛的中譯本( <.上帝之城:駁異教徒:> ' (三卷，上海:上海三聯
書店， 2007-2009) )有所倍鑑。

38. 很難完全確定《上帝之城》最後幾卷的寫作時間。不過，第十八卷很可能作於囚二四年

左右(見 Gerard O'Daly' <.奧古斯丁的上帶之城:讀者指南》 μugt甜tine 世 City of God: A 

Reader's Guid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頁 279品0) ;若此說成立，則
第二十一卷的寫作時間應為四二六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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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發生愛的 J '而「愛就是不行惡J 0 39他根據保羅在《哥

林多前書》六章的-17 節中的論述，心強調說: í不可同時

兼為基督的肢體與娟放的肢體」汁。「凡不屬於基督的肢體

的，就不在基督里面;凡是使自己變成娟坡的肢體的，就

不屬於基督的肢」。“這樣，當下這番關於基督徒信仰道德

標準的論辯，就漸漸收縮到奧古斯丁向來很感興趣、問題

也更加集中的婚姻倫理上。

經過上一章末尾的鋪墊，第 26 章從信徒應當如何「以

基督為根基J 從而獲得教贖入手，在如何看待婚姻的問題

上作了鋪陳。在《哥林多前書》三章中，保羅對兩類基督

徒作了區分:在耶穌基督的根基已經立好的前提下，有的

信徒會以金銀、寶石在上面建造工程，而有的信徒會以草

木、禾楷在上面建造工程;在考驗的日于到來時， í這火

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怎樣J '有人的工程能保得住，從而得

到報償，而有人的工程會被火燒掉， í不過他們自己還是

會得救J '儘管「那般得救乃像從火襄經過一樣J 0 42 

容易引起爭辯的問題在於，那些在基督的根基上，以

草木、禾楷建造工程，最終還是能從火襄得救的人，究竟

是誰?奧古斯丁指出，只要弄清楚了誰才是「以基督為根

39. <上帝之城.> ， 2 1.詣， 72-75 : “ ..quia in C趾扭扭 pe扭曲目are est in eius 自由 pe:臼euer.缸e;

quae fides, ut e缸nde且也t idem apostolus, per dilectionem op叮幼院副lec世o autem, sicut ipse 
alibi dicit, mah且血 non operatur." 考慮到奧古斯丁的原文形態及本文的語境，本文有時對

中文和合本的一般譯法有所改動，餘不一一。

40 向上， 21.訝， 77-78 :“. ..non possunt simul esse et membra Christi et血embra meretricis." 

41 同上， 21.25，的-87 : “Nonitaque m阻ent in C趾扭曲， qui non sunt membra eius. Non sunt 

autem membra Christi, q凶 s田ef晶aciu阻1血n凶tmembra 血.er血.et出ricis..."

42. 奧古斯丁的引用如下<上帝之城.> '21.26, 49-67 :“Vide 旭 apostoli uerbis ho血nem
aedific扭扭m super fund阻lentum aurum, argentum,. lapid目 pretiosos... Vide a1ium 

配:difi臼ntem ligna, fen阻， stipul咀…Vniusc山usque opus 血血ifes祖.bi個月也es eni血

decl缸'abit... quoniarn in igne, inqnit, reuela.bitor…Et mlÍuscniusque opus quale sit, ignis 
probabit. Si cnius opus pennaiJ.serit... quod super品difi阻.nit mercedem accipiet... si cnius 

autem opus arserit, darnnum patietor…ipse autem saluus erit... sic ta血.en quasi per igne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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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的，也就知道了誰才能「從火襄得救J 0 43顧名思義，

所謂的「根基j 是先於建築中的任何其他部分的;“所以，

就可以依據基督對於信徒的地位來判斷一個人是否做到

「以基督為根基」。有的人在心里有基督，不把那些地上

的、世俗的東西，甚至那些合法的、受允許的放在他前面，

他們就是以基督為根基的;有的人貌似信仰基督，但卻將

那些東西放在他前面，就仍未做到在他們身上以基督為根

基;更有甚者，有人無視揖救的誠命，行事不法，他們不

僅沒有將基督放在首位，反而將他置於末位。 45

在理論上區分了這三種情況，明確了「以基督為根基J

的標準之後，奧古斯丁進一步在婚姻倫理方面做了具體的

討論。很明顯的是，那些愛娟鼓，與她們結為一體的人，

是不以基督為根基的。 46問題在於如何看待基督徒的婚姻。

奧古斯丁秉承維護婚姻之善的一貫立場(詳見本文第三

節) ，以十分確定的語氣肯定: r如果有人按照基督的要

求，愛自己的妻子，誰能懷疑他是以基督為根基的? J 47應
當說，承認婚姻本身的正當性，這是基督教一貫以來的原則。

但意味深長的是，奧古斯丁所願意肯定的，不正是精

神性的基督之愛在基督徒家庭中的體現，還有在一定程度

上更加世俗的夫妻之愛。他認為， r即便是按此塵世的方

式，即便是以肉的方式，即便是在淫慾之疾當中，如同那

些不識上帝的異族一般J '基督仍然借保羅之口寬容了這

種過失。 48奧古斯丁用「從火襄得教」來概括這些基督徒的

43. 同上， 21 筍， 17-18 :“Inueniemus ergo quis possit sa1uari per igoem, si prius inuenerimus 
q田d sit habere in fund且nento Cbristu且"

44. 向上， 21.26, 19】20 。

45. 同上， 21.26， 20-27 。

46. 同上， 21 詣， 29-31 0

47. 同上， 21.26, 31-33 : “Si quis au阻血 diligit uxo白血 sua血.， si sec凹d山nC趾is仙風 qUlS el 
dubitet in fundam叩to esse C加istum?"

48 間上， 21.26, 33-36 : “自 uero secundum hoc saecu1um, si c回祖a1iter， si in 血or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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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命運: I只要不把這種情愛與愉悅放在基督前面，基

督就還是根基， f盡管他是在把草木、禾楷造在上面，靠這

樣而從火襄得蚊。 J 49 

然而 3 草木、禾楷的建築終究是與金銀、寶石的建築

不可同日而語的。終有一日， I考驗之火會徹底燒掉這些

歡樂與地上之愛J '帶來「喪亡與各種各樣的災難J ， 50讓

目睹那些建築毀於火中的人感到傷痛。 51奧古斯丁十分精煉

地概括說: I不通過愛的誘惑就得不到的，不經過悲的煎

熬就不會失去。 J 52在他眼中，夫妻關係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與父母、子女之間的家庭關係明顯不同。只要一個人能夠

按基督的標準來愛自己的父母、于女，關心他們的信仰，

將他們當作基督的肢體來愛，他們就是在建造金銀、寶石

的建築。 53然而，丈夫總是為了肉慾而利用妻于，與她發生

肉體的結合， 54使得二者之間的愛喪失了那種純粹性。因

此，與那些沉浸在夫妻情愛之中，建造草木、禾楷的建築，

最終只能「憑著根基從那火里得救J 55的基督徒相對，能夠

順利通過這種火的考驗的，就是那些連「合法的、受允許

的」都主動放棄，“在基督的根基上建造金銀、寶石的工程

concupiscenti旺lUll， sicut et gentes quae ignorant Deum, etiam hoc secundum ueniam 

concedit apostolus, immo per apostolum Christus." 

49 同上， 21 鉤，抑的 “Si e血m nihil ei talis adfectionis uoluptatisque pra叩on帥，中坦nms

superaedificet ligna, fenum, stipulam, Christus est fundamen個血， propter hoc saluus erit peI 

19nem 
50. 同上， 21.26, 40-44 “Delicias qnippe huius modi amoresque te叮enos...甘ibulationis ignis 

目前前; ad quem pertinent ignem et orbitates et quaecumque calamitates quae auferunt 

haec." 
51 同上， 21 詣， 44-46 0

52 同上， 21 詣， 66-67 :“quod el1Îm sine inliciente amore non habuit, sine urente dolore non 

perdit." 

53. 向上， 21 鉤， 142-147 。

54 同上， 21.26, 129-130 “ ...llon dico uxorem, cuius etiam commixtione camis ad carnalem 

utitur uoluptatem... " 

55 同上， 21 鉤， 46-47 “ sed per hunc ignem saluus erit merito fundamenti..." 

56 同上， 21 鉤， 21-22 “ ..nec ea quae licita sunt atque concess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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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奧古斯丁將他們定位為保羅所謂「沒有娶妻」的人，

他們是「為主的事掛慮，想怎樣叫主喜悅J ;反過來說，

那些建造草木、禾楷建築的人，就是那些「娶了妻的 J ' 
他們是「為世上的事掛慮，想怎樣叫妻子喜悅J 0 57 

總的來說， <上帝之城》第二十一卷第 26 章對婚姻問

題的討論，是為了闡明堅定的信仰才是真正做到「以基督

為根基」的標準，所有的基督徒都應該努力提高自身的信

仰與道德水平，從而通過最後審判的考驗。在探討基督徒

的道德要求時，奧古斯丁將婚姻當作了一個關鍵的典型。

在他的上述論說中，可以分辨出兩條基本的軌跡:第一，

他在一定限度內肯定，塵世中的社會關係和情感是能夠與

基督教信仰相容甚至保持一致的，塵世之愛並不會動搖基

督的根基，也不會妨礙信徒得到教贖;第二，在根本肯定

的前提下，他對婚姻的價值做了一定的限制，認為「以肉

的方式J 來表達的男女之愛不可能經受得住「火」的考驗，

結婚的基督徒只能建造草木、禾精的建築， í從火里得救」。

可以說， í從火里得救」簡練而深沉地表達了奧古斯丁對

基督教婚姻的態度:的確，他們能夠得赦，但卻是「從火

襄」得救。

三、從《論婚姻之善》到《論婚姻與溼慾} :奧古斯丁對

婚姻的一貫看法

雖然奧古斯丁在三八六年的「轉變」是以放棄婚姻的

節慾方式表現出來的，但作為一位承擔著繁重牧民任務的

主教，他對基督徒婚姻生活的關注是持久而連續的。《上

57. 同上， 21.26, 49-54 : “Vide in apostoli uerbis hominem 帥difi<開且te血 super fundamentum 

aurum, argentum, lapides pretiosos: qui sine ux四'e e泣，血q叫t， cogitat q叫e sunt d間， quomodo
pla臼at deo. Vide alium aedificantem ligna, fem曲，胡pula血 qui au紀:ffima甘imonio iunc組S

est, inql祉， COgl個t quae sunt mun<曲， quo血odo pla闊別 uxori..." 保羅之語原出《哥林多前書》
七章 32-3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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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之城》第二十一卷第 26 章中的討論，只是其中令人難忘

的一個片展而已。下面僅僅依據《諭婚姻之善:> (De bono 

coniugali) 、《諭聖潔的守貞:> (De sa駝的 uirginitate)

《論寡居之善:> (De bono uiduitatis) 、《論通姦的婚姻》

(De adulterinis coniugiis) 與《諭婚姻與溼慾:> (De nuptiis 

et concupiscentia) 58這幾種著作來勾勒一下奧古斯丁對於婚

姻的一貫看法。上述這幾種著作，不是專門論述婚姻問題

的，就是集中探討作為其對立面的節慾生活的。

在四o一年， <懺悔錄》一書已經告竣。"在這一年，

鑑於新近出現的約維尼安派 (The Jovinians) 正在抬舉婚姻

而貶低守貞，從而與以哲羅姆 (Jerome) 為代表的禁慾派

發生了論戰，奧古斯丁就同時寫作了《論婚姻之善》與《諭

聖潔的守貞》這兩部著作，試圖給予基督教婚姻以更加平

衡的評價。《諭婚姻之善》是第一部系統探討婚姻問題的

神學著件。 6。在這一作品中，奧古斯丁第一吹提出，性與生

育有可能符合上帝最初創造的人類自然本性，並不僅僅是

對原罪之後果的補教;假若亞當和夏娃沒有犯下最初的

58. 本文所引用的這五種著作的文本均以《教會拉丁著作全集> (Corp叫 Scriptorum

Ecc的ia，叫'corum Latino間m [=CSEL]) 的版本為準，其中《論婚姻之善> (De bono 

coniugali) , <:諭聖潔的守貞> (De sancta uirginitate) , <:論寡居之善> (De bono uiduitatis) , 
《論通姦的婚姻> (De adulterinis coniugiis) 載 Josephus Zycha 編， <:教會拉丁著作

全集》卷四十一 (Vi個na: Temps旬， 1900) ; <:論婚姻與溼慾> (De nuptiis et 

concupiscentia) 載 C. F. Vrba & Josephus Zycha 編， <:教會投丁著作全集》卷四十二

(Vienna: Tempsky, 1902) 。

"一般認為四o一年是《懺悔錄》寫作時間的下限，見F血derick v祖 F1eter，間，詞條「懺

悔錄J (Confessiones) ，載All血 D. Fitzgera1d 編'<:奧古斯丁百科全書> (Augustine through 

theAg，臼: An Encyclopedia; Grand Rapids, ~位: Wi1liam B. Eerdma帥， 1999) ，頁 227-232 ' 
尤頁 227 。近年來，法國學者翁貝爾提出， <:懺悔錄》最後四卷的寫作時間可能晚至四

0三年，見 Pierre-Marie Hombe:此， <:奧吉斯丁系年新諭> (No抑'el/，臼 recherch目 de
chronologie au評估tinienne; Paris: Institut d'Études Augustiniennes, 2000) 頁 9-23 ，但該
說並未得到普遍的接受。

60. David G. Hunter 編、譚'<:早期教會的婚姻> (Marriage in the Early Church; Minneapolis: 
Fo甜間s， 1992) ，頁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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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他們就會通過肉體上的結合，在伊甸園中生兒育女。 61

就基督徒而盲，奧古斯丁相信，生育、忠貞和聖事這三種

善充分地說明了「婚姻之善J (bonum co吋ugali) 0 62他強

調，婚姻本身就是善，絕不是與通姦等惡之事物相比較而

吉的相對之「善 J ， 63所以完全有理由來捍衛它，駁斥一切

讓吉。“

但在堅決肯定婚姻之善的同時，奧古斯丁又毫不猶豫

地突出了涅慾與婚姻本身的區別。雖然婚姻與生育本身都

是善的，但生育目的之外的溼慾就應當被視為一種過失

(venialis culpa) 。釘在他看來，在這個繁衍人口的壓力已

經不再迫切的時代裹，儘管結婚是善的，但為了人的團契

而不結婚卻更好。“在《諭聖潔的守貞》中，奧古斯丁更是

大力讚美守貞的生活方式，認為在這個四面八方的基督徒

都在朝天國之城黑集的時代里， í誰能領受聖潔的守貞的，

就當領受J 0 67無論如何，婚姻不是罪，但它的善不僅低於

守貞，也低於守寡的節慾生活。 68

約在四一四年， 69奧古斯丁以書信的影式，為「獻身上

帝的嬋女」尤利阿娜(Anicia Iuliana) 70寫作了《諭寡居之

61. (.論婚姻之善) , 2.2 (CSEL41 '頁 188-190)

62. 同上， 24.32 (CSEL41 '頁 227)

63. 同上 '8.8 (CSEL41 '頁 198)

64 間上 '20.24 (CSEL41 '頁 218)

65. 岡上 '6.6-7.6 (CSEL41 '頁 194-196) ; 10.11 (CSEL 41 '頁 202-203)

66. 同上 '9.9 (CSEL41 '頁 200)

67. {.諭聖潔的守的 '9.9 (CSEL41 '頁 242) ﹒ "nunc au恤 cum位 omni hominum genere 

atque omnibus ge且.tibus ad popu1um dei et ciui!atem regni caelorum 血embra Cbristi colligi 

pos回到， sacram urrgml個te-血 qui potest capere, capiat..." 
68. 同上， 21.21 (CSEL 41 '頁 256)

69. David G. Hunter '詢條「諭寡居之善J (Bo且o viduitat詣， De) ，載 Fi包;gerald 編， (.奧古

斯丁百科全書) ，頁 111-112 。

70 尤利阿娜出身於一個十分顯貴的元老家族，不但過節慾的生活，還憑著巨大的產業在經濟

上支援教會，見A H. M. Jones, J. R. Mar白白le&J.Morr函， (.晚期羅馬帝國人物誌(卷一))

(The Prosopography of the Later Ro間nEmpi.月，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uiv的ity

pre間， 1971-1992) ，尤見「尤利阿娜(二) J (A血cia Julia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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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論述對於婚姻和節慾的基本觀點，並勸勉她堅持守

寡的生活。在信中，奧古斯丁基本上保持了《諭婚姻之善》

與《論聖潔的守貞》的基本立場。一方面，他不僅肯定了

婚姻之善，告誡這位寡婦不可輕視婚姻，還指出對基督徒

而吉，就連再婚、甚至多吹再嫁的做法也可以是正當的。 71

另一方面，他仍然鼓勵基督徒放棄婚姻，過節慾的生活:

「婚配者的貞潔是善的，但寡居者的節慾是更大的善 J ; 72 

「在守寡和守貞的節慾中可以期待更大的報償J 0 73 

約在四一九至四二0年間， 74圍繞著夫妻在何種情況下

方可離異以及可否再婚等問題，以對《哥林多前書》七章

10-11 節75的不同理解為切入點，奧古斯丁寫作了《論過姦

的婚姻:> (兩卷) ，與某一位保倫提烏斯 (Pol1entius) 進

行了一場爭辯。奧古斯丁在其中的基本觀點可以歸納為兩

方面。一方面，他極力強調了婚姻關係的約束性。他再三

堅持，婚姻關係一旦結成，就不能隨意解除。除非配偶出

現了通姦的行為，就不能以任何理由允許夫妻離異。 76因為

基督所給出的唯一例外條件是通姦，除此以外， I即使以

節慾為理由，也不能讓夫妻離異J 0 77進一步說，就算出現

了配偶適姦的情況，也應當秉承基督教信仰的精神，寬恕

71. {論寡居之善> '4.5-5.7 (CSEL 41 ，頁 308-312) ; 11.14-12.15 (CSEL41 ，頁 320-322)

15.19 (CSEL 41 '頁 325-327)

72 同上， 5.6 (CSEL 41 '頁 310) 、t bonum est pudicitia coniugal站， sed melius bonum est 

continentia uidualis 

73 同上 '9.12 (CSEL 例，頁 317) “ in coniugali quippe uinculo si pu也crtm conseruatur, 

damnatio non timetur; sed in uiduali et uirginali continentia excellentia muneris amplioris 

expetitur 

74. Anne-Marie La Bonnardi帥，詞條「論通姦的婚姻J (Adulterinisωniugiis [DeJ) ，載

Mayer 編， {奧古斯了詞典(卷一) > '∞Is.116-125 。

75 中文和合本為: r至於那已經嫁娶的，我吩咐他們，其實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說，

妻子不可離開丈夫。若是離開了，不可再嫁。或是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離棄妻子。 J

76. {論通姦的婚姻> '1.2.2-1.8.8 (CSEL41) ，頁 348-355 。

77 時上， 1.3.2 (CSEL 41 '頁 349-350) “ quoniam nec continentiae causa dimitti coniugem 

uoluit, qui solam caus缸n fomicationis excep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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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了錯誤的配偶，並爭取復合。 78他還主張，在基督徒與異

教徒的混合婚姻中，固然保羅允許基督徒一方與配偶離

異，但這樣做只是「合法J (licere) ，卻並不「有益」

( expedire) ;按照愛的要求，更好的做法是繼續維持婚姻，

並爭取對芳的皈依。"在致力於維護婚姻的同時，奧古斯丁

也大力提倡節慾的倫理。他主張，無論如何，在原配偶尚

且在世的情況下，已離異者都不得和其他人重新結婚，否

則就應被視為適姦 ;8。在原配偶不能相互寬恕並復合的情況

下，就應當選擇獨身節慾的生活。 81終究，節慾才是最符合

奧古斯丁理想的生活方式。他極力勸勉經歷過婚姻的基督

徒們選擇節慾的生活，不論他們是由於喪偶，還是相互贊

同來實踐節慾，還只是因為離異而不符已。也在根本上，基

督徒的節慾是一種表達信仰的方式: 1他們不必擔憂節慾

的負擔，只要有了基督，它就會變輕，而只要有了信仰，

就會有基督。 J 83 

與上述四部專門從道德與牧民的角度探討婚姻與節慾

問題的作品不同， <論婚姻與涅慾》則產生於奧古斯丁與

佩拉糾派的激烈論爭當中，具有更加濃厚的神哲學意昧。

四一八年，佩拉糾派的新旗手艾克拉努姆的尤利安 (Julian

of Ec1anum) 致信拉文納 (Ravenna) 朝廷中的權臣、基督

徒瓦勒留斯 (Valerius) ， 84指責奧古斯丁污蔑了婚姻。為

此，在四一八至四一九年之冬，奧古斯丁為瓦勒留斯寫作

78. 岡上， 2.6.5-2.7.6 (CSEL 41 '頁 387自388) ; 2.9.8 (CSEL 41 '頁 390-392) 。

79. 同上， 1.13.14-1.19.23 (CSEL 41 '頁 361-371)
80. 同上， 1.9.9-1.12 日 (CSEL41 ，頁 355-361) ; 2.4.3-2.5 .4 '頁 (CSEL41 ，頁 384-387) 。

81.同上， 2.9.8 (CSEL 41 '頁 390-392) ; 2.13.13 (CSEL 41 '頁 397-398)

82. 同上， 2.18.19 (CSEL 41 '頁 406) 。
的同上，2.19.20(CSEL 41 ，頁 407) ﹒“non eos terreat sarcina continentiae; leuis erit，位 Christi

erit; C趾isti erit, si fides aderit... " 
84. 從四 o四年起，拉文納是羅馬帝國西部朝廷的行在。瓦勒留斯的具體官職不詳，見 J.R.

M缸tindale'{晚期絃馬帝國人物誌(卷二)> (The Prosopography 01 the Later Roman Empire, 
vol. 2) ，尤見「瓦勒留斯(三) J (Va1erius 3) 

111 



夏洞奇

了《論婚姻與涅慾》的第一卷，從而開始了他與尤利安的

長期論戰。在尤利安作書回應之後，奧古斯丁又在四三0

至四三一年間寫作了《論婚姻與淫慾》的第三卷 3 進一步

澄清自己的立場。 85

就本文所關切的婚姻觀而育，在該書中奧古斯丁同樣

表達了一種既明確肯定、又有所保留的態度。一方面，他

重申了多年前在《論婚姻之善》中所總結出來的「婚姻三

善 J 的提法: I在婚姻中有值得愛的婚姻之善:生育、忠

貞與聖事。 J 86面對尤利安的指控，奧古斯丁試圖努力澄清

自己對婚姻本身的立場:生育、忠貞與聖事這三種善本身

都與罪沒有關係;由於它們的存在，婚姻至今依然是善

的。 87他極力強調，自己並未否定婚姻、性與生育本身的善，

「這些是正確的、公教的觀點」。倒在另一方面，奧古斯丁

又申明，本書的目的就是要將「肉慾之惡 J (camalis 

concupiscentiae malum) 與「婚姻之善 J (nuptiarum bonum) 

區分開來。因為若非人先前的犯罪，羞恥的淫慾就不會產

生，而即便無人犯罪，婚姻還是會存在。 89他的基本論點是，

淫慾來源、於罪，性行為中的羞恥感生動地說明了淫慾之惡

的本質;雖然兩性的結合本身並不是惡的，但涅慾如同一

種疾病，將罪傳遞給了後代，使得所有的嬰見都生而有原

罪。更重要的是，奧古斯于不僅將淫慾定性為罪的產物，

還認為在現世的婚姻當中它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即便是那

85. Augustine' <書信(二00) > (Epistula 200) ，載 A. Goldbacher 編， ~教會拉丁著

作全集(卷五十七):} (Vienna: Temps句， 191 1) ，頁 293-295 。

86. ~論婚姻與溼慾:}， 1.17.19 (CSEL 42 ，頁 23 1) “In nuptiis tamen bona nuptialia diligantur 

proles，直帥， sacramentutn." 參同上， 1.11.13 (CSEL 42 '頁 225) “ Onme itaque 

nuptiarum bonum inpletum est in illis p阻~entibus Christi, proles, fi_des, sacramentum." 
87 同上， 1.21.23 (CSEL 42 '頁 236)

88. 向上 '2.4.13 (CSEL 42 ，頁 264) “ quae ueraciter et catholice dicta sunt... 

紗，同上， 1.1.1 (CSEL 42 '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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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婚床貞潔的夫妻，也無法完全克制住「涅慾的熾熱J ; 90 1我

們想要那些念頭不存在，然而在這可朽的身體中我們卻實

現不了。 J 91依照這樣的認識，節慾的生活就取得了它的合

理性:即便是在受過洗的基督徒身上，涅慾仍然像疾病那

般存在著，但在那些努力節慾的人身上，它畢竟是在逐漸

地減弱。但

長期以來，一直有人批評奧古斯丁的思想缺乏系統

性，認為他的大多數著述都只是應時之作。"與此相一致，

極力放大奧古斯丁的思想變化，探尋他在不同時期的論述

之間的微妙差異，早已成為一種司空見慣的研究方法。但

正如哈里森 (C缸01 Harrison) 所論，實際上奧古斯丁的核

心論點是長期連貫、穩定發展的，其基本特徵早在三人六

年的「轉變j 之時即已彤成。"雖然奧古斯于時常依據具體

的論辯語境，以不完全一致的方式來表述自己的觀點，但

這種現象與其說是思想上的實質性的轉折與改變，還不如

說是他在具體語境中選擇了適宜的表達方式，轉移了論辯

的側重點。他的婚姻觀就提供了一個典型的例子。

一個由來已久的悴論是，儘管奧古斯丁對婚姻與性的

自然正當性有清晰的認識，儘管其婚姻觀具有明顯的 l~

90. 同上， 1.24.27 (CSEL 42 '頁 239) “-扭曲間， cu且U凹臼m fuerit ad op聞 gener.血di， ipse 

ille licitus honestusque concubitus non potest esse sine ardore libidinis, ut perngi possit quod 

m討onis est, non 1ibidinis: 
'91.同上， 1.27:30 (CSEL 42 ，頁 242) :“ut tamen nec ipsa sint d臼ideria， uelle deb目nus， eti阻lsi

mc。中oremor世s hnius id obtinere non poss田n閣

92 同上， 1.25必 (CSEL42 '頁 241)

93 例見 EugeneTeSe誨， {.神學家奧古斯丁>> (Augustine the Theologian; Eugene: Wipf and 

S抽仗， 2002 [New York: H目der and Herder, 1970]) ，頁 346-347。奧馬拉甚至認為就連《懺
悔錄》都是一部缺乏統一性的「寫作不佳的書J '見 O'Mea間， {.青年奧吉斯丁傅>> ' 

頁 XXVlll 。

94. C缸。1 Harriso且，{.奧吉斯丁早期神學再探﹒對於連續性的論證) (Rethii的ingAugusti帥 'sEa;砂

Theology: AnA啥闖闖，tforCon伽ul紗; Oxford: oxfc田dU血versityPress, 2006) ，頁 3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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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J 95色彩，絕不可與早期基督教中的禁慾派觀點混為一

談，但「悲觀主義」的批評卻一直與奧古斯丁如影隨形。 96

應當說，這種局面既可以歸咎於他對「淫慾」的灰暗語、識，

也與他在西方教會婚姻思想之塑造過程中的巨大影響有

關。但在最近二十年來，挖掘和肯定奧古斯丁婚姻觀中的

積極因素又成了一種新的趨勢。布朗、伯特 (Donald X. 

Burt) 、亨特 (David G. Hunter) 等人都在「社會J 的視野

中解讀奧古斯丁的婚姻觀，認為他強調了友愛等社會性的

價值，將婚姻視為一種積極的社會紐帶。"貝內特 (Jana

~arquerite Bennett) 則相信，奧古斯丁將婚姻置於整部教

贖歷史之中來認識，高度評價了婚姻在男女之間、人與上

帝之間建設積極關係的正面作用。"

95. Hun紀r 編、諱， <:早期教會的婚姻> '頁 22-23 ; Elizabeth A. Clark' <:聖奧吉斯了論婚

姻與性> (St.Augr.甜甜ne on Marriage and S，甜，ality;W，甜hington， D.C. : Catholic Univ叮且可
Pre間， 1996) ，頁 8;C缸。1 Harris凹， <聖奧古斯丁論婚姻與修道.友愛的紐帶) (Marriage 

and Monasticism in St. Augustine: The Bond of Friendship) ，載 EI四beth A. Livings祖師
編， <:教父研究(卷三十三) > (Si甜dia Patristica, vo1.33; Leuven: Peet帥， 1997) ，頁

95-96 。

96. 雷諾茲的觀點就是較近的例子﹒奧古斯丁的婚姻觀是陰暗、悲觀的，他對婚姻之善的肯

定，只是對結婚者的冷淡安慰。見 Philip Lyndon Reynolds' <:西方教會中的婚姻﹒在教

父時期和中世紀早期的婚姻的基督教化> (且必而age 的 the Westem Church: The 

Christianization 01 Marriage During the Patr.回tic and Early Medieval Periods; Leiden: E. J. 

Brill, 1994) ，頁 278-279 。
97. Peter Brown' <:身體與社會.早期基督教中的男人、女人和性的棄絕> (The Body and 

Socie吵:M帥" Women and S，朋Jal Renunciation in Early Christiani，紗; New Y ork: Columbia 
U凶versityP扭曲， 1988) ，頁 401-404 ; Donald X. B耐， <:友愛與社會﹒奧古斯丁實踐哲

學導論> (Fri帥dsh自o and Society: An In的duction 的 AUgr.lStine 's Practical Philosophy; 

Gr祖d Rapids, MI: Willi咽 B.E目恤帥， 1999) ，頁 80-90 ; David G. Hunter' <奧吉斯
丁的悲觀主羲?重視奧古斯丁關於性、婚姻和獨身的教導) (Augustini祖 P聞simism? A' 

NewLook 剖 Augus凶的 Te臨腦時 on Sex, Marriage and Celibacy) ，載《奧古斯丁研究》
25 (1994) ，頁 153-177 ; Harris間， <聖奧古斯丁論婚姻與修道) ，頁 94-99 ; Wi1lemi間

O吐間， <奧古斯丁論婚姻、修道和教會團體) (Augus恤e on Marriage, Monastici咽， and 

the Com血nnity ofthe Church) ，載《神學研究> (Theological S的d帥， 59.3 [1998J) ，頁

385-405 。

98. Jana Marquerite Bennett' <:水濃於血.婚姻和獨身的奧古斯丁式神學> (的ter Is Thicker 

than Blood: An Augustinian Theology 01 Marriage and Singlehood; Oxford: Oxford 

Univ'聞ity Press, 2008) ，尤頁 55-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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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樣，從《諭婚姻之善》到《諭婚姻與涅慾> '直

到作於四三六年左右的《上帝之城》第二十一卷，在長達二

十多年的寫作歷程中，在奧古斯丁的婚姻思想中始終包含著

兩種具有連續性的趨勢，它們構成了兩條清晰可見、相異相

維的軌跡。一方面，他明確地承認了性與生育對於人類的自

然正當性，有力地肯定了婚姻本身所固有的善，維護了婚姻

關係的穩固性，並將婚姻視為一種基督徒應當尊重的「聖

事J ;另一方面，他又始終克服不了對婚姻關係中性生活一

面的懷疑，執著地將「淫慾」視為一種虔誠基督徒應當努力

克服的過失，進而將各種獨身與節慾的生活方式視為超越婚

姻的更好選擇。可以說，正是這種相互平衡的張力，支撐起

了奧古斯丁婚姻觀的基本結構。也可以說， 1{新約》所謂的

「倘若自己不能節慾，就可以嫁娶」與「誰能領受的，就當

領受J ， 99就很貼切地表達了這種微妙的張力。 100以《上帝

之城》第二十一卷第 26 章的話語來表達，婚姻與節慾這兩

種生活方式之間的張力也就是草木、禾楷的建築與金銀、寶

石的建築之間的差別。婚姻生活並不會阻礙虔誠信徒做到

「以基督為根基J '但那些已婚者畢竟只是在建造草木、禾

楷的工程，最終也只能「從火稟得教」

總之，在他的成熟期思想中，奧古斯丁始終持有既明

確肯定婚姻本身之正當性，又對隨其而來的消極一面有所

保留的立場;在實踐的層面上，他也始終堅持了既真誠地

維護婚姻關係的穩定與和諧，又鼓勵有志願的信徒以節慾

99. 原話分別出自《哥林多前書》七章 9 節與《馬太福音》十九章 12 節，奧吉斯丁曾以並

量的方式引用二者，例如《論婚姻之善}， 21.25 (CSEL 41'頁 219) : “ 81 se non contment, 
nubant... qui potest capere, capiat" ; <論聖潔的守貞} , 9.9 (CSEL 41 ，頁 242) “ .sacram 

uirginitatem qui potest capere, capiat et ea tamtu血， quae se non continet, nubat 
100. 筆者曾經以「超越的解釋」來詮釋這兩條軌跡之間的張力，見夏洞奇， (在婚姻與守貞

之間對奧吉斯丁婚姻觀的 種解釋> '載彭小瑜、張緒山主編， <西學研究〉第一輯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3) ，頁 122-1鈞。此處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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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婚姻的立場。這種具有連貫性的立場不僅反映了奧古

斯丁神學體系基本結構的穩定性，也必將對他的思維方式

和人生道路的選擇產生直接的影響。

四、回到《懺悔錄~ : I轉變j 問題之解決

在三八六年的米蘭，在寫作《上帝之城》第三十一卷

之前的四十年，青年奧古斯丁作出了在一生中至關重要的

人生抉擇，從此成為一名節慾的虔誠基督徒。在大約十一

年後的北非希披城 (Hippo) ，主教奧古斯丁又「懺悔」了

當年的「轉變」體驗 9 以深深觸動靈魂的筆調追溯了自己

的早年往事。針對本文所設定的問題，我們就可以提出兩

條有意義的推論。

推論之一是，如果說《懺悔錄》反映了主教奧古斯丁

在三九七年的其實心境，那麼就可以說，至少從當時開始，

奧古斯丁婚姻觀中的兩條軌跡就已經初現端倪了。在寫作

《論婚姻之善》前，他就在《懺悔錄》中較為明確地表達

了自己對基督教婚姻的基本定位: I使徒並不禁止我結婚，

雖則他勸我們更能精進J ; 101雖然對於不能節慾的基督徒，

就應當「鼓勵他102盡好份內的，夫婦生活的責任J ， 103但

虔誠的信徒們並不應當無視「節慾」的召喚，認識不到「它

〔肉體〕所說的樂趣，決不能和你的天主的法律相比J 0 104 

對於《馬太福音》所謂的「誰能領受的，就領受吧J , 105 <:懺

悔錄》已經做出了接近於後來的解釋。由此可見，奧古斯

丁婚姻觀中的兩條軌跡至少可以回溯到《懺悔錄》時期。

推論之二是，如果說《懺悔錄》如實地再現了青年奧

101. (懺悔錄> '8. 1.2 。

102 具體是指奧古斯丁的朋友凡萊公都斯 (Verecundus)

103. (懺悔錄> '9.3.6 。
104 同上， 8.1 1.27 0 

105 向上， 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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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斯丁的心路歷程，那麼就可以說，早在三八六年的米蘭，

對婚姻的基本認識就已經為奧古斯丁的節慾式「轉變」提

供了思想上的堅實基礎。雖然基督教並不否定婚姻本身的

正當性，但在新柏拉圖主義式肉體觀、古典德性觀念甚至

是摩尼教殘留因豪的共同影響下，他還是將節慾生活當作

了比基督教婚姻更值得追求的目標，以節慾的方式走向了

洗禮。回到當年的場景中看，充滿激情的青年奧古斯丁所

先後捨棄的，就是兩種不同形態的婚姻生活的可能性。

青年奧古斯了所捨棄的第一種可能性是同居。早在十

六歲左右， I情慾的荊棘」則就已經困擾著他，但母親莫

尼卡「害怕妻室之累妨礙了我的前途J ， 1仍沒有「使我青

年的熱潮到達婚姻的彼岸 J 0 108至少是從求學於迦太基

(C前也age) 的時期起， 109奧古斯丁就開始與他的第一位情

人「尤娜J (Una) 110同居。儘管尤娜與奧古斯丁渡過了長

約十五年的共同生活， 111並為他生育了唯一的子桐阿德奧

達徒 (Adeodatus) ，或許是由於尤娜的低微社會地位的妨

礙， 112或許是由於奧古斯丁家(包括莫尼卡)在世俗功利

等方面的考慮， 113奧古斯丁始終未能將她作為合法的妻

106 同上， 2.3.6 :“ex臼sserunt caput me'田nv句r目 1ibidinum." 

107 同上， 2.3 .8 。

108. 同上 '2.2.3。

109. 根據他們的兒子阿德奧達徒的年齡推算( <:懺悔錄> ' 9.6.14) ，他們開始同居的時間

不晚於三七一年。
110 奧古斯丁從未賣書她的名字。威爾斯根據她在《懺悔錄》中第一次正式出場時奧吉斯了稱

呼她的方式( <:懺悔錄> ' 4.2.2 :‘溢血扭扭曲unambabeb阻" )取拉丁文中「唯一

的女子J 之意，稱她為「尤娜」。本文姑且從之。見蓋瑞威爾斯著，宋雅惠諱， <:落入
塵世的亞當一一真理追求者聖奧古斯T> (台北左岸文化， 200直) ，頁的。

111.開始不晚於三七一年，終於三人五年( <:懺悔錄> ' 6.15.25) 

112. 例見 Henry Chadwi仗， <:奧古斯丁> (Augz招ti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頁 10 0

113. Brown' <:希波的奧吉斯丁傳> '頁 62; Power' <:隱藏的慾望> '頁 94-97 、 100-101 、

104 ;D血U個 Shaoz臂， <害。離我的肋骨:奧古斯丁的肋骨﹒《懺悔錄> 6.15.25> (Avu1sa 

a 1atere meo: Augustine's Spare Rib: Con}目'sions 6.15 .25) ，載《羅馬研究學刊> (Journal 

ofRo間nS，切d帥，但 [2002]) ，頁 164-1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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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14在對她懷有深厚感情的同時， 115奧古斯丁充滿自責

地反省說，他們的關係只是「肉慾衝動的結合J '而非「為

于制而盟勉同心的婚姻 J 0 116儘管羅馬社會和教會都對這

種雙方長期保持忠貞的同居關保較為寬容， 117儘管他和尤

娜的關係能在某種程度上被視為「事實婚姻 J (de facto 

marriagel ' 118儘管十餘年後的《論婚姻之善》含蓄而虔誠

地肯定了他和尤娜的「婚姻 J ' 119 {:懺悔錄》依然強調，

在性慾因素的干擾下，他們之問並沒有純粹的愛。

奧古斯丁所捨棄的第二種可能性是正式的基督教婚

姻。在拋棄極端二元論的摩尼教之後，他已經開始以更正

面的眼光來看待婚姻。 120在三八五年的米蘭，為了謀求婚

姻與功名的結合，山也為了順從莫尼卡的意顧，奧古斯丁

與米蘭的一位基督徒女孩訂了婚，並準備在對方達到婚齡

之後與她結婚並受洗。 122這實際上就是一個基督教、婚姻

與功名三結合的方案。然而在三八六年之夏，他在米蘭花

園中的「轉變J 選擇了節慾的未來，決然地捨棄了這一方

案。在奧古斯丁最終捨棄基督教婚姻可能性的動機中，對

114. {，懺悔錄> '4.2.2' 6.15 .25 。

115 奧古斯丁自稱對她「始終如一J (" sed unam tamen" , {，懺悔錄> '4.2.2) ，並以「割

離我的肋骨 J (avu1sa a 1atere meo) 來形容與她分離所造成的長久創傷( {，懺悔錄> ' 

6.15 .25 )。甚至有學者懷疑，與她分離後的負疚感是促使奧吉斯丁選擇節慾生活的重要

心理原因，見 F. B. A. Asiedu' <追隨女人的榜樣 三八六年奧古斯丁對基督教的皈依〉

(Following the Examp1e of a Woman: Augustine's Conversion to C趾istianity in 386) ，載
《守望基督教> (Vigiliae Christianae, 57.3 [2003]) ，頁 276-306 0 

116. {，懺悔錄> ， 4.2 .2 。

117. Power' {，隱藏的慾望> '頁 94-96; Geof宜ey S. Nathan' {，古代晚期的婚姻基督教的

興起和傳統的耐力> (The Family in Late Antiqui妙。 The Rise of Christiani秒 and the 

Endurance ofTradition; London: Rout1edge, 2000) 頁 128-130 。

118. Shanzer' <害。離我的肋骨) ，頁 171-175 '尤頁 174 。

119. {，論婚姻之善> '5.5 (CSEL 41 '頁 193-194)

120 尤見《懺悔錄> , 6.1 1.19 , 6.12.21 0 

121.奧古斯丁對這種心態的描寫見《懺悔錄} '6.6.9; <獨語錄) (Soliloqia) ，1.1 0.17 ，載

W.Hönnann 編， {，教會拉丁著作全集(卷八十九)} (Vienna: Temps句， 1986) ，頁 26-27 。

122. {，懺悔錄> ， 6 日，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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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素的懷疑同樣佔有突出的位置。那時，在米蘭主教安

布羅斯的影響下，基督教信仰對奧古斯丁的吸引力日趨增

強， 123但他仍然無法克制強烈的情慾，擔心沒有「女于的

擁抱」就不能生活。 124最嚴重的是，在為新的婚姻安排而

拋棄愛侶尤娜，讓她獨自回到北非並「向你主立誓不再和

任何男子交往J 之後， 125奧古斯丁竟然「還比不上一個女

于〔尤娜) ，不能等待兩年後才能娶妻J '為此他懺悔說

「我何嘗愛婚姻，不過是成了溼慾之奴隸，我又去找尋另

一個絕非婚配的對象J 0 126 

在此同時，與對性慾的懷疑同步發展的，是他對世俗

功名的失望。 127一旦他決意彷效「將功名意願毅然斬斷，

決定奉事天主J 128的生活方式，一旦功利上的考慮不再繼

續鼓勵他留戀基督教婚姻之善，信仰、婚姻、功名三結合

的方案就黯淡無光了。正因為如此，回憶中的奧古斯丁才

會將其「轉變J 的本質概括為「你〔上帝〕怎樣解除了緊

緊束縛著我的溼慾與俗務的奴役J ; 129或者「你使我轉變
而歸向你，甚至不再追求室家之好，不再找尋塵世的前

途J 0 130也正因為如此，他在米蘭花園中的最後門事，就

順理成章地表現成了「節慾 j 與「舊愛」之間的對決 ;131而

保羅所謂的「應披服主耶穌基督，勿使縱恣於肉體的嗜

123. 同上， 5.13.23 ' 6.3.3-6.5.8 ' 6.1 1.1 8-6.1 1.20 。

124. 同上， 6.1 1.20 ' 6.12.22 。

125 同上， 6.15 .25 :“et illa in Afric缸n redierat, vove:血 tibi 叫lU血 se virum nesciωIatn..." 

126 同上， 6.15.25 :“at ego infe1ix nec feminae 田ritator， dilationis impatiens，個mqua血 post

b扭曲mmac臼p仙rus e目nqua血 pe阻:bam， quia non 缸nator coniugü sed libidinis servus er自R

procuravi a1i咽.， non utique coniugem... "中文引文對周士良譯文有助改動。

127. 同上， 6.6.9-6.6.10 ' 6.1 1.1 8-6.1 1.凹， 8. 1.2 。

128. 同上， 8.6.15 : “ego iam abrupi 血.e ab illa spe nostra et deo servire s阻仙i...." 原文中的
“ego" 指在特里爾 (Trier) 發生轉變的官員。中文引文略有改動。

129 同上， 8.6.13 :“et de vinculo quidem desiderii concubitus, quo artissimo tenebar, et 

saecularimn negotion血 servr仙也e quemadmodum me exemeris... " 
130. 同上， 8.12.30 。

13 1.同上， 8.1 1.26-8.1 1.2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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慾 J ， 132也就成了對其米蘭花園一幕的貼切寫照。

總之，無論是基於多年來的個人體驗，還是直面於、淪

為「淫慾之奴隸J (libidinis servus) 的自責，在米蘭深陷

精神困境之中的奧古斯丁都沒有理由解除對性慾之干擾作

用的懷疑。合乎邏輯的結果是，與其對自我節制能力的深

刻懷疑相配合，在多種思想因素的合力影響下，節慾勝過

婚姻的信念終於超越了他對美好的基督教婚姻的曾經嚮

往。而更深遠的影響是，這種信念逐漸積澱在奧古斯丁的

思想體系中，最終發展為一種以樹立於牢固根基之上的草

木、禾楷建築來比擬基督教婚姻的神學立場。不難想象的

是，在《上帝之城》第二十一卷中，當肉體生命已屆垂暮

的奧古斯丁寫到那些將要「從火里得救」的己婚基督徒時，

四十年前的米蘭往事仍會在他心中依稀難忘。

無論如何，青年奧古斯丁的「轉變」方式是以他對婚

姻與節慾的認識為基礎的。對《懺悔錄》敘事的勾勒已經

表明，在其婚姻觀的推動之下，奧古斯丁的「轉變」必將

以節慾的方式表現出來;而這種深深植根於當年的「轉變」

體驗，並且早在《懺悔錄》時期就初步成形的婚姻觀，又

發展成了兩條相異而相維的思想軌跡，而這兩條軌跡貫穿

於他最後三十年的思想之中，成為他留給西方基督教傳統

的重要遺產之一。

關鍵詞:奧古斯丁基督教婚姻 《懺悔錄》

《上帝之城》

作者電郵地址: xdq@fudan.edu.cn 

132 同上， 8.12.29 “ sed induite domiuum Iesum Christum et camis providentiam ne feceritis 
in concupiscentiis.)' 保羅之語出自《羅馬書》十三章 1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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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ilan, 386, the famous “ conversion" of Augustine of 

Hippo was achieved in terms of continence. This artic1e gives 

an outline of Augustine's ideas on marriage and continence 

since the writing of On the Good of Marriage and Holy 

的rgin妙 in 401 , through On the Good of Widowhood, On 

Adulterous Marriages and 且也rriage and Desire, until the City 

ofGod 21.26 in ca. 426. Two points were brought forth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First, Augustine's ideas on marriage 

contained two distinct but interdependent 叫ectories，

affirming the natural good of marriage whi1e at the same time 

being suspicious of the libido concomitant with the maritallife. 

The basic structure of these ideas was stable and durable. 

Second, his ideas on marriage constituted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ón for his ascetic “ conversion" in Mi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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