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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双希”传统的哲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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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西方文明传统中的“双希”因素及其与西方文明发展之间的渊源关系。分析认

为:研究西方文明的历史必须追溯其根脉，探究西方文明演化过程应始于对希伯来文明与希腊文明

两者之间的比较研究;希伯来精神代表了西方文明传统中的宗教渊源，而希腊精神展示了西方文明

传统中人文主义的基础;将“双希文明”互动关系的进程置于历史演变和文明交替的宏观框架中，

以哲学思维的视野对其进行观照才能深入勾画出西方文明发展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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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一切人文科学研究范围的界定，西方文明

研究同样涉及事件定性、文本分析、叙事渊源和历史

背景的分析与探索，对文明的渊源研究是文明研究

的重点领域。本文着重研究了希伯来和希腊文明

( 以下简称“双希文明”) 与西方文明演化与发展脉

络之间的渊源关系。

一、西方文明的渊源

西方文明的渊源研究是西方文明研究中的重点

领域，因为它涉及到文化渊源的主导性和主体性的

定位。而文化渊源的主导性和主体性的定位可以在

一定意义上用来解释后发历史事件的缘由和根脉。

无论是文献记载的描述，还是考古发现的证据都指

向一个清晰的基本事实，即希伯来文明传统和希腊

文明精神被后世历史学家和文化研究学者公认为西

方文明的滥觞［1］①。在讨论西方文化的渊源、进化的

叙事文本与西方历史事件的现象诠释中，“双希文

明”无论是在文本解读层面还是精神内涵分析层面

都被反复提及而成为一个西方文化历史研究领域中

的恒久话题。厘清“双希文明”内在本质的差异以

及相互之间的紧密联系，有助于了解西方文明体系

所表现出来的差异特征如何最终趋同存在于一个文

明体系中以及两者如何在文化演绎进程中相互施加

影响而最终融合为一个现代强势文明的进化逻辑。

探讨“双希文明”应始于对其丰富内涵的理解和对

其产生重大后果的解释。这种探讨既是一个历史意

义层面上的叙事话题，也是一个哲学意识形成的思

辩过程。历史叙事和叙述强调对重大事件事发场景

再现的描述和诠释，是主观分析和客观叙述的对立

统一。对历史事件的主观分析与客观叙述二者之间

的主客观因素作用是常常相互渗透与影响，历史事

件呈现出更加模糊和诡异的逻辑演变关系而不断再

次反复演绎与叙说。过去久远年代发生的真实情

况、现实不断呈现的假象和误译不可避免地混合在一

① 马修·阿诺德在其名著《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写道: “我们作为一
个民族，是依靠自己所拥有的最佳准则才显现出我们值得赞美的活力和毅力
的，……亦即我们强有力和值得赞誉特征是活力而非智力。……在某种意义
上，我们把这两种力量视作敌对力量，亦即在这两种力量之间来划分这个世界
帝国。假如我们要用两个卓越而又辉煌地体现这些力量的民族来命名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希伯来精神( Hebraism) 的力量和希腊精神( Hellen-
ism) 的力量。我们的世界正是在希伯来精神和希腊精神这两种影响之间运
动。某个时刻世界感到了其中一极更有力的吸引，另一时刻则感受到另一极
的吸引力。世界应在两极间完美和谐地实现平衡，尽管这从未实现过。”



起，源源不断地变换着表象，呈现着不同的具象，在

研究者面前形成了可供发挥和想象的巨大空间。就

此而言，历史研究过程本身就意味着一个巨大和黑

暗的空洞存在，其间蕴藏着无限探索的可能性和难

以理清的纠结，其诱惑力和迷惑力并存，同样的话语

描述也适用于对“双希文明”实质内涵的研究和探

讨。对过去具备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和现象所引发

现实影响的哲学解释则是更加难以描述的精神感知

和抽象的思维体验。对历史事件和现实世界的哲学

思辩是人类认知领域中知识革命的发轫，展示了人

类精神活动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自主性和强烈的主

体意识。随着人类文明进程的演化，人类从盲目的

无知思维定势转向为清醒的无知思辩模式，即从古

代社会的不知道知道什么到知道不知道什么的思维

和思考模式的转变是人类形而上哲学思辩和抽象理

性思维意识上的观念革命。这种认知领域的革命性

变革包括从感知存在，即“什么”到探究过程、“如

何”再到寻找缘由、“为何”的思维演绎过程记录和

展现人类认知领域中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升华，用哲

学认识论的语言描述就是试图理解和努力探究从

“应然”到“或然”再到“必然”的思维过程。法国哲

学家伏尔泰在其 1765 年出版的《历史哲学》一书中

认为，“历史哲学”的使命就是寻求在其整体上理解

历史、理解支配历史的那些原则以及它可能隐含着

的意义，历史研究不应该只是堆积历史事实和简单

地诠释历史事件的某种现代意义，它应该达到一种

对历史现象和事件前因后果的哲学思辩或理论理解

和归纳的学术高度，历史哲学试图探索和努力探究

的应该是历史本体论与现实认识论之间关系的演变

规律和互动结果。在探究“双希精神”对西方文明

传统形成的影响过程中，人们更应该自觉地体现历

史哲学的这种精神。希伯来精神代表了一种西方文

明传统中的宗教渊源，而希腊精神展示了西方文明

传统中人文主义的基础［2］。两者是如何在相互继承

与发展以及最终融合的基础上构建了西方的文明体

系，成为探索西方文明演化的重大课题，只有将“双

希文明”互动关系的进程置于一个动态的历史演变

和文明交替的宏观框架中，以哲学思维的视野对其

进行观照才能深入勾画出事物发展的本质。人类文

明的演化首先而且必须在一定的时空状态中展开，

这就是历史发展过程的逻辑起点。历史意识的形成

是人类思维意识认知能力成熟的标志，表明人类对

客观世界现象以及隐藏其后的演化规律的观察和认

识能力的进步。历史观念的产生既是人类社会意识

不断提升的前提条件，也是人类精神和物质文明进

化的直接成果。希伯来文明具有悠久的历史宗教传

统，希腊文明有着深厚的人文哲学根基。在“双希

文明”的共同作用下，西方文明形成了在宗教历史

传统和哲学理性精神统一作用下的文化属性特征，

为西方在近代和现代世界文明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

提供了强有力的神学信仰精神支柱和哲学理性意识

基础。

二、西方文明的宗教

渊源和哲学根脉

西方文明有着悠久和深厚的哲学与神学传统，

这个传统源自于古希伯来文化中的神学体系，根植

于希腊古典哲学体系。哲学的出现是人类思想发展

史进程中的里程碑，其从本质上讲既是一种理论探

索的尝试，也是一种人类思维能力的具体实践。哲

学探索的是人类智慧与客观事物本源之间的对应关

系法则，是人类思想认知和思维活动以及宇宙本源

事物的存在和表现形式之一。哲学以理论化、抽象

化和系统化的世界观形式存在，被普遍认为是自然

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集中概括和高度总结。

哲学代表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是人类社会意

识的具体存在和主要表现形式。哲学的使命是以追

求世界的本源、本质、共性或绝对、终极的形而上学

为形式，以确立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目的的思维

观念的总和。早期哲学的出现是科学精神的启蒙阶

段，是人类主动尝试探索和归纳外部世界客观发展

规律的意识行为，预示着人类文明在理论探索和意

识启蒙领域中的进化。哲学是人类理解和试图从意

识领域中把握客观存在意义的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

思维途径和方式，其存在意义是多元的，也是根本

的，它兼有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双重功能。哲学既是

人类寻求自身思维发展和意识解放不可替代的手

段，也是人类“刨根问底”和“追根溯源”意向式和思

想性的终极追求，它寻求对人生终极存在意义的终

极解释，从而试图为人类的意识存在和思维活动提

供一种终极价值。从时空无限性和认知有限性角度

分析，这种人类的思维企图和意识冲动是无法最终

实现的，对终极“价值”、“解释”和“意义”的追寻意

义和价值是在这个追寻的过程和思维定向性之中。

真正有现实意义的就是人类思维感知过程中的梯级

觉醒和层次升华，即从源于好奇的感知“什么”到出

于深究的叙述“如何”再到探求因果和内在逻各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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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为何”，这种思维定势和范例同样适用于解析

“双希精神”的内在本质及其对西方文明演化所产

生的重大影响。始于对“未知领域”的探索也许会

打开一扇通向未来一系列无知领域的大门，将人类

探究意识和好奇本能永远置于一个“无尽”和“开

放”的思维过程之中。就形而上学的意义而言，这

种意识觉醒和认知升华展示了人类精神生活的广阔

性和无限性，也是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本质所在。

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两大精神

和意识支柱，希伯来文明成为西方宗教信仰体系的

摇篮，而希腊文明成为西方科学理性主义的基石。

以犹太教为核心的希伯来文明注重信仰的力量，以

希腊神话和哲学历史观为主旨的希腊文明弘扬人文

理性精神的内涵，希伯来文明注重精神信仰对人类

行为规范内在伦理道德的制约力和深刻的自省意识

作用，而希腊文明强调思维理性实践在培养人类科

学精神方面的启蒙功能，这 2 种截然不同的思维和

行动价值取向导致了两者对待生命本质和生活内容

的选择差异。希伯来文明宣扬人类敬畏神灵和信仰

自觉的精神感召力，而希腊文明鼓励人们探求未知

世界的实践体验意识。希伯来文明将人类置于信仰

力量的支配之下而保持对现实世界的一种行为“克

制力”，而希腊文明不断促使人们尝试所谓“创造

力”的极限。英国古典文化学者马修·阿诺德对两

者之间本质的差异有过精辟的论述，美国哲学家威

廉·巴雷特引述阿诺德的观点认为，这种差异表现

在“行”和“知”之间［3］。希伯来人关心的是信仰实

践给人带来的智慧以及智慧所引发的道德约束力，

而希腊人注重的是知识积累和创新带给人无限行动

力的潜能和创造力的激发。希伯来精神始终关注的

是人在正确信仰力量指导下的行为规范和个人修

养，而希腊精神一贯强调知识积累和创新所引发的

想象力和创造力。然而，如果“两希文明”精神之间

的差异仅仅就是“知”和“行”的差异，则两者之间似

乎形成了某种互补的关系，如此简单地分析和结论

无法探究和解析“两希文明”是如何形成重知轻行

和重行轻知的差异。其差异反映的是 2 种文明背后

隐藏的深层次的人生价值取向和不同价值取向所导

致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形成这种价值取

向的原始动力也许是偶然的外部因素或迥然不同的

生存环境所致，但这些不是所讨论问题的重点所在，

探究其根源才能使对 2 种文明差异的理解上升为有

价值的哲学思辩和历史陈述。不管是出于上帝对其

考验，还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希伯来人曲折

和苦难的历史是其受难民族历程的写照和精神磨炼

的记述，这种独特的苦难精神体验迫使他们需要一

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作为支撑才能继续维持和完成其

肉体的基本生存。希伯来人的苦难生存经历和严峻

的精神体验时刻考验着其行为选择的结果，他们行

为选择决定其未来的命运，在这种苦难的生存历程

中，精神信念和宗教信仰成为他们力量的惟一源泉。

希伯来人在无法把握自身命运的时刻，往往需要借

助超自然的力量或寻找某种神谕的启示以完成人生

的体验和追求。《旧约圣经》中既记载了神对以色

列人的戒谕，又叙述了神对犹太人的庇护，其中最具

意义的就是所谓的神与先知、先知与犹太人之间的

契约，人的受难和神的救赎构成了希伯来文明中 2

个核心概念，这也成为后来基督教普世教义的核心。

犹太人的苦难历史造就了以色列人忍耐和服从的性

格，忍耐和服从的性格是坚定信念的最好体现。关

于苦难、忍耐和信仰之间的关系，《约伯记》是最好

的描述:“约伯的忍耐”常被信徒看作一个榜样。从

出埃及记、到巴比伦之囚、再到近代的“大屠杀”都

是犹太人苦难的记录，在苦难中坚定对上帝的信仰

成为犹太民族的一种天生气质。希伯来文明中的宗

教传统主要体现在“亚伯拉罕诸教”体系的传承

上［4］①，其中关于亚伯拉罕向上帝奉献以撒以表示

对上帝虔诚信仰的传说最具神谕色彩，该传说记载

于《旧约圣经》创世纪第 22 章中，其成为后来犹太

教徒和基督徒坚定信仰的楷模。由于亚伯拉罕对上

帝的绝对忠诚与顺从，上帝便特别赐福给他。以色

列人因亚伯拉罕而得福，成为上帝的选民，他们也把

亚伯拉罕作为本民族的骄傲，尊称他为“上帝的仆

人”、“信徒之父”等。人生中充满了各种物质的和

精神的考验，如何能够经受住这些考验也许不仅仅

需要信仰的力量，但是信仰力量的威力也是不容置

疑的。在现代人看来，如何在理性和信仰之间做出

选择判断的动机也许已经离古犹太人所敬仰的亚伯

拉罕的虔诚精神相去甚远，然而信仰精神对人行为

和意识选择的影响似乎并没有从人的精神需求世界

中完全消失。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精神崇拜现象，

在人们依然充满认知困惑和精神痛苦的当今时代，

其存在意义也许仍是现实的。在人生命的所有现实

性中，认知有限性、生命无常性、存在空虚性最终会

导致人精神世界的困惑和心灵状态的失落，也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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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照亚伯拉罕诸教的教义，所有的犹太教徒、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

无论民族种族，都将闪族人亚伯拉罕认作祖先，都信仰其经典是神的话语，是

惟一真神与人类订立的契约，惟一真神创造了世界和人类。



在这种精神困惑和失落的状态下，宗教信仰的力量

显现了巨大的精神支撑力、心理凝聚力和补偿功能。

对欧洲近代历史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宗教改革运动

的精神启示就是，即使是在一个开始进入物质主义

和世俗主义的新时代，宗教作为一种精神信仰体系

的作用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客观性，资本主义的

精神也只有与新教伦理在内核上保持一致才能得以

发展和繁荣。宗教需要资本主义的精神某种精神合

法性的强力支撑，而资本主义的精神也得以在一种

充满未来的世俗意识形态中继续生存和演化，以弥

补现代甚至后现代社会巨大的精神空洞。

三、西方文明的人文传统

希腊文明包含着古希腊神话传统和古希腊人文

传统［5］，前者以丰富和独特的想象力记述和描述了

人在自然界和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以及希腊诸神所体

现出来的带有某种神性的人性特征，而后者以“怀

疑一切”和“挑战一切”的反叛精神探询和质疑人所

遇到的一切现实疑虑和人生困惑。希腊的神话传说

最早源于古老的爱琴文明，大多记录在当时的文学

史诗的精彩描述之中，充满了对自然世界和神性人

物富有活力和生动的表现。古希腊神话被公认为西

洋文明和文学的基石，包含了卓越的天性和诗性以

及超凡脱俗的形象和情节想象力。在人类文明萌发

时代，人类对自然现象、人的生死，都感到神秘莫测

和难解困惑，于是他们不断地幻想、沉思、想象和思

索。在古希腊神话创造者的想象中，宇宙万物都拥

有旺盛的生命力，它们都和人的生命力融合为一体。

古希腊神话传说尽管带有某种“原始宗教”的色彩，

但其主要基调还是颂扬世间万物持久旺盛的生命力

与人所拥有的生命激情和诗性智慧。古希腊神话兼

具浪漫与悲怆的人生基调和生命旋律，形成了人生

理性与情感矛盾对立、冲突的永恒主题和英雄主义

与命运抗争的悲剧意识。据此，古希腊诞生了西方

文明历史进程中最伟大的史诗、悲剧、戏剧、艺术，其

神话也创造出诸多代表人性不同侧面的品质和特

征，即智慧之神、勇敢之神、自由之神和爱情之神等

人性与神性兼具的、有着喜怒哀乐情感和意志的希

腊诸神。在古希腊神话传说中，2 位特殊的神成为

后来西方文明意识形态中极具典型意义的象征精

神，也成为在整体意识上人类行为冲突的典型代表。
第一，肩负光明主义使命的太阳神阿波罗所代表的

人类自制力和控制力与冷静和理智的行为方式，第

二，携带神秘主义色彩的酒神狄奥尼索斯所体现的

人类旺盛生命力的自由释放和浪漫洒脱的人生态

度［6］①，他们各自所展现的精神实质恰恰强调了人

类文明进化和人性本质中行为冲突对立交替的鲜明

主题。
无论是个体的人，还是整体的人类，人类社会文

明史与发展演化史就是一部人类的理智控制力和欲

望表现力之间的相互冲突和不断转换的历史见证。
历史演化所呈现的证据足以证明一个简单但永存的

人类行为选择的悖论———理性与非理性冲突的悖

论、理智与欲望对立的悖论。人内心渴望自由的精

神基因时时遭遇到理性力量的强烈制约。在现实生

活的实践中，无论是思想意识层面上的精神追求，还

是物质生理层次上的感官享乐，无论是理性的情感

克制，还是非理性的欲望释放，无论是压抑的理性表

达，还是放纵的欲望展示，任其一面走向各自极端状

态必然招致整体生命的失衡甚至毁灭。人生的终极

挑战和全部意义就在于如何运用智慧和悟性在理性

与欲望之间、在压抑与释放欲望之间寻找一个动态

的平衡，希腊神话太阳神与酒神所表现出来的对立

统一的存在为人类文明提出了一个永恒的困境，即

“哈姆雷特”式的提问，一个人类永远无法回避也无

法解决的难题。这不仅仅是一个宗教式的信仰挑

战，而且还是一个重大的人文命题。就此意义而言，

希腊神话奠定了西方人类文明史意识摇篮的地位。
古希腊文明的另一个表现形式是人文主义精神，其

传统的重大贡献就是将西方文明古老的人文主义精

神带入了当代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如果说希伯来

的宗教传统及后来的基督教神学体系为人自身的终

极救赎提供了一个信仰平台，那么希腊的人文精神

则为人类提供了一个从世俗领域中探索精神和智慧

潜力的心灵家园。希腊人文主义精神起源于古希腊

文明，繁荣和发达于中世纪后的伟大文艺复兴运动，

成就于近代欧洲启蒙和理性主义运动［7］，古希腊时

代哲学和艺术的出现是人文主义精神的体现。古希

腊人文主义精神提倡个体不单纯依赖传统宗教信仰

和神学观念，建立自己关于这个客观世界的认知，而

以人自身的观察能力和理性经验为了解周围客观世

界的基础，用自己智性大脑的思维能力和理性探索

意识探究自然万物的本源和规律，这标志着人主观

意识的觉醒和自然哲学思辩的开始。人文主义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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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狄奥尼索斯与阿波罗分别是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酒神和日神。布克

哈特最早在《希腊文化史》中提出这 2 个神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与统一关系，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把这种关系发展到哲学和美学的高度，认为“艺术的

持续发展是与日神和酒神的二元性密切相关的”，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于是

成为理性和非理性、梦境和现实的痛苦、维持生命之力量和产生生命之力量的

象征。狄奥尼索斯和阿波罗在古希腊宗教中的形象不仅仅限于酒神和日神，

狄奥尼索斯还是戏剧之神、迷狂之神，而阿波罗是医药、音乐之神。



的思想鼻祖和起源圭臬应该首先归于古希腊文明中

的智者学派［8］①，他们最早把在哲学基础上对世界

和客观事物的关注对象由纷杂的自然现象转向人的

自身价值，提出了人是万物之尺度的重大命题。智

者学派强调人自身存在的价值、人在社会意识探索

中的决定作用和人在宇宙空间的主体地位，从而奠

定了古希腊人文主义精神最核心的内涵。古希腊的

人文精神意识将人的价值置于整个世界存在的中

心，完成了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神权本位”向

“人权本位”的转变。西方文明史乃至人类文明史

所经历的思想意识形态的转变和转型过程，是一个

人类从茫然无知到意识萌发直至思维革命的启蒙和

觉醒过程，象征这个全过程的就是人类社会意识和

个体思维从“神学”经过“哲学”直至“科学”的伟大

历史转变。在西方文明史中，连接这种意识形态转

变的精神纽带和传统渊源就是希伯来传统的宗教信

仰体系和希腊人文主义精神。

四、结 语

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特质因素的合力作用将

西方文明带到了当代世界的发展舞台，并在精神和

意识层面为西方文明的崛起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土

壤，正是在此意义上，观念成为人类进步进程中无法

回避和低估的一个因素。探讨“双希文明”在西方

文明史中的渊源正是将这种观念的演化特征和规律纳

入到一个宏观的历史框架之中并加以深入研究和解

析，以期寻找出一个更加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

人类社会演化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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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tative analysis of“Double H Traditions”in western civilization
ZHANG Xiao-li

( Department of English，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Beijing 100037，China)

Abstract: A careful stud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must begin with finding its origin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influence of Hebrew and Hellenistic upon wesetern civilization so as to reach a conclusion that a fur-
ther stud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should be based upon th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se two in-
fluential elements． It is a topic of immense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how these two traditions have evolved
and converged into the foundation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No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can be achieved as for the nature of human civilization without putting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 between
Hebrew and Hellenistic spirits into a progressive process of history evolution from a philosophical perspec-
tive．

Key words: Hebrew; Hellenistic; spiritual origin; western civilization; historical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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