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下面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受天主教启发的对汉字的思考，以供自我反省。这是一个天

主教的观点，可能有助于21世纪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精神探索。这个分析的目的是要说

明，汉字可以告诉我们，精神上的挣扎改善（在希腊语中是ἄσκησιἄ，áskēsis）是人

类固有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传统并不像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与

基督教传统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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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些古老的汉字对人类的邪恶倾向

给出了有益的启示。例如，中国的代词 

“我”，读作“wǒ”，被定义为一个有意

识的思维主体，由两个字组成：“手”

（shǒu - “手”）和 “戈”（gē - 类似

匕首的工具）。也就是说，“我”被描绘成

一只手，握着一把致命的刀。然而，中国对

“我”的描述似乎也是我们与邪恶的诱惑进

行内心斗争的最佳代表之一，甚至可以将其

转化为善。 

值得注意的是，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在

1503年写了一篇题为 “Enchiridion militis 

Christiani”（《基督教骑士手册》）的论

文。有意思的是，拉丁文“enchiridion”

（来自希腊文encheirídion，源于chéir

“手”，加上前缀en-“在”--字面意思

是“你拿在手里的”）的意思是“手册”，

也是“匕首”（如“我”所持的），象征着

与邪恶的内部斗争（伊拉斯谟，1503）。

“心灵的声音”

法国哲学家埃马纽埃尔 -穆尼耶

（Emmanuel Mounier）是法国个人主义运动

的指导者，根据他的观点，为了发展成为一

个人，“我”需要对自己进行回顾，倾听自

己的内心（Mounier, 1947）。

对于“我”来说，使用手上的武

器，“愿意”（愿意，y u à n y ì）是必

要的。有趣的是，这个词的第二个字

（“意”，yì）是由偏旁 “心”（xīn）字

（意思是“心”--表明这个词与情感和思

想有关）和“音”（yīn）字组合而成的。

从字面上看，中文的“愿意”包含了“心

声”的意思--也就是说，正如穆尼耶所提到

的，一个人的内心（即心）的声音，“我”

应该倾听这个声音，以便改进（穆尼耶，

1947）。

在2022年世界通信日，教皇弗朗西斯

谈到了倾听的重要性：“有一种内在的失聪

比身体的失聪更糟糕......。倾听涉及整个

人，而不仅仅是听觉。倾听的真正场所是

心”。因此，倾听心灵的声音会使人倾听自

己的内心。

寻找救赎

因此，正如穆尼耶所写的，通过倾听

内在的自我（心），“我”得到发展，因此

能够遵循道德的道路。“道德”在中文里

是“德”（dé），它的意思是“心直口快

地走路”。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该隐的孩子们可

以通过悔改来救赎自己，拉近与亚伯的距

离。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在中文里，悔改可以翻译为“悔

改”（h u ǐ g ǎ i），它包含了“悔”字

（“悔”huǐ）。“悔”（huǐ），左边

是心字，“忄”（xin），右边是“每”

（měi），有 “经常”的意思。换句话说，

感到后悔的人经常在自己的心里责备自己。

同时，“每”字也是“母”(mǔ)字的变体，

意为女性或母亲，似乎表明悔恨激起了母

亲心碎般痛苦的感觉。此外，“悔改”

（huǐgǎi）这个词也是由“改”（gǎi）字构

成的，意思是改变。因此，悔改可以被定义

为一种始于内心的改变。

以普通读者易懂的方式，
讲述了犹太主义与基督教
的关系，雷敦龢亲切地把
它形容为两姐妹的故事，
称其为“犹太教堂和基督
教会”。读者需要知道的
是，二战中导致600万犹
太人遭灭绝式大屠杀的纳
粹反犹太主义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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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神学家和路德宗牧师迪特里希-邦

霍夫断言，如果人（“我”）意识到（通过

倾听“心声”）自己的罪过，这个人也会发

展出一种认罪的态度，通过 “直心而行”，

导致改变、皈依和救赎（邦霍夫，2017）。

“救赎“一词可以翻译成中文，由

“救”（jiùshú）和“赎”（shú）组成，

“救”是指“拯救”，“赎”是指赎回

或赎金。这个词的第一部分是“救”

（ j i ù ） 。 从 字 体 结 构 的 角

度 来 看 ， 这 个 词 的 右 边 由

“攴”（pū）组成，指的是一个人拿着武器

或工具进行打击，左边由“求”（qiú）组

成，意思是毛皮，即被杀死的野兽的毛皮。

因此，从词源上分析，“救”（jiù）这个

字的意思是杀死野兽以拯救某人的生命。因

此，在救赎中，“我”的同一只手现在用武

器杀死野兽--《圣经》中邪恶的象征--以便

带来救赎。

在善与恶之间做出选择

在这方面，“我”有“自由”（自

由，zìyóu，）选择善恶。“自由”一词由 

“自”和“由”组成，“自”的意思是 “自

己”，“由”的意思是让、允许、跟随、通

过，甚至是行走。换句话说，“自由”意味

着做出自己的决定，做自己，遵循或服从自

己的意愿--也就是说，“做自己”是由于自

己的决定，而不是由于外部力量。

因此，“我”有来自内心（即听

从内心）的“自由”，可以选择如何使

用武器来对抗或支持邪恶--也就是在善

（“善”，shàn）和恶（“恶”，è）之间做

出选择。

关于人性是“善“还是“恶“的

问题，在西方和中国的思想史上一直

被提出来。 

根据中国哲学家墨子的说法，“人

之初，性本善”。中国哲学家孟子（Ho 

Hwang，1979）在他的人性理论中，并不是说 

“人性本善”（人性本善），而是说 “人性

向善”（人性向善）--而对于中国哲学家荀

子来说，邪恶是“自然”的一部分，但这种

情况并不是不可救药。荀子说，通过克服本

能，“人将征服天空”（搜狐，2018）。

同样，在2008年，教皇本笃十六世谈

到了原罪的教义。他告诉他的听众：“每个

人都被召唤去做善事，并且非常想去做，但

同时又被做相反事情的冲动所驱使，走上利

己主义和暴力的道路，做他或她想做的事

情，知道他或她在与上帝和他/她的邻居作

对。”本笃十六世认为，“这种矛盾每天都

在经历......邪恶的力量在我们的灵魂中形

成了一条肮脏的河流，它正在毒害着人类历

史的地理环境。”然而，他说，从这种矛盾

中“必须产生救赎”。

然而，尽管知道什么是好的，但

“我”经常选择邪恶，因为我们的“自由”

（zìyóu）已经被原罪（“罪”，zuì）和个

人的罪孽所腐蚀。

在《致罗马人书》（7:14-25）中，圣

保罗描述了这种感觉：“因为我有愿望做正

确的事，却没有能力去执行它。因为我不做

我想做的好事，而我不想做的坏事却一直在

做。现在，如果我做我不想要的事，就不再

是我做了，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罪。所以我发

现，当我想做正确的事时，邪恶就在身边，

历史上，亚洲基督教徒的信
仰与欧洲以及美洲的原生教
会有着联系，然而它们如今
可能都解散了。欧洲基督教
历史与它犹太母亲之间的复
杂关系，不能被假装成没有意
义的事，尤其是当我们自己也
处在与种族主义、民族沙文
主义以及伴随新式全球化出
现的其他毒瘤的复杂关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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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规律。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喜欢

上帝的律法，但我看到在我的肢体中，有另

一种律法与我心灵的律法开战，使我被住在

我肢体中的罪的律法所俘虏。”(本笃十六

世，2011年)

惩罚

值得注意的是，“罪”字的原文是

“辠”（也读zuì），意思是用刀割掉自己的

鼻子。因此，“罪”字在其书写中包含了对

犯了罪/罪犯的“惩罚”概念。

2011年5月18日，教皇本笃十六世在

总听证会上谈到了罪恶和惩罚，指出：“事

实上，邪恶是不能被接受的，它必须被识别

并通过惩罚来摧毁：索多玛的毁灭正是具有

这种功能”。然而，教皇本笃十六世又说：

“然而，主并不希望恶人死亡，而是希望

他们改邪归正，活得更好（参见以斯帖

18:23；33:11）；他的愿望永远是宽恕、拯

救、赋予生命，化恶为善。”

两个“我”之间的对峙

在古典汉语中，还有一个“我“

字：“吾”（wú），由“五”（wǔ，意为

五）和“口”（kǒu，意为口）组成。根据

著名的利玛窦汉-法词典，“吾”（wú）字

代表五个口（开口）的结合，来自佛教的五

蕴（wǔ yùn）思想，即经验人（一个传统的

“我”，不是永久的，而是日常经验的结

果）的五个组成部分（形式、感觉、知觉、

心理活动和意识，作为人类存在的基本要

素）。有趣的是，作为一个动词，同一个

字“吾”有“抵制”的意思；在这种情况

下，它的发音是“yù”。

词典解释说，两种不同的汉字所代

表的两种类型的“我”之间存在着对比、

对抗和挣扎。拿着武器的“我”（我，wǒ）

是外表和短暂的个人，而五口的“我”

（吾，wú）更多表达的是个人中人性的恒

定。然而，他们都在为找到人的统一性而斗

争--”抵抗”。

总结

穆尼耶的个人主义把自我，即必须培

养和保护的“我”，放在中心位置。事实

上，对 “我”的理解是我们与“他人”关系

的第一步（Mounier, 1947）。

当然，汉字给了我们一个独特的机

会，以一种新的方式分析和冥想“我”和人

性。中国媒体《中国日报》写道：“汉字经

历了数千年的演变。因此，中国文明和文化

的精髓已经代代相传。但它们不仅以书面形

式表达中国的文字--因为它们还传达了传统

和哲学思想”。

然而，这些字形并不只告诉我们中国

人的情况，因为它们描述了人类的普遍状

况。 

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被定义为“中西

文化交流的典范”（Choi, 2014），本着这

种精神，汉字可以为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天主教启发的自我冥想

提供新的输入。 

关 于 “ 我 ” ， 汉 字 “ 我 ”

（ “ w ǒ ” ） 给 出 了 一 个 反 思 内 部

冲 突 的 点 ， 以 改 善 自 己 （ 希 腊

语 ： σ κ η σ ι ， á s k ē s i s ） 。

“我”所持的匕首“戈”可以不成为作恶的

象征，而是成为新的enchiridion militis 

christiani，以征服自己和他人的和平。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

统与基督教传统并不抵触。相反，它们可以

共存并相互启发。 

•

安娜-马哈伊尔-巴尔杜奇,中东媒体研究所

（MEM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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