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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圣”字的形义及其演变显示，其本义似应为“耳聪 目明”，即“聪明非凡的人”，现代汉语 中主 

要衍生出：圣人、圣贤、圣地、神圣、诗圣、书圣、圣经、圣明、圣洁、圣灵等词汇。作为一种价值，“圣”是人类的 

一 种非现实的、宗教的价值，是人类将 自己的本质力量异化的结果，体现为一种神灵身上的主宰世界一切的力 

量，一般叫作“神圣”。从伦理学来看，圣、圣贤、圣人是人们所尊崇、仰慕、追求的道德品质、道德楷模、理想人 

格。在西方，基督教所宣扬的一整套宗教学说及其道德都记录在《圣经》之 中，其宗教道德戒律成为规范人们 

行为、稳定社会统治和秩序的有力手段。在 中国传统社会 中，《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 同样是规训人们、稳 

定社会的有力工具。人类也一直在追求圣洁的道德规范。在美学和文艺领域，各种文艺门类都出现了一些 

“有特高成就的人”，古今 中外有许多诗圣、乐圣、书圣等，他们的创作成为 了人类文艺宝库的珍品，为世界美 

学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宝贵财富。 

关 键 词 圣 圣人 圣地 圣经 圣明 

文字是承载和传播文化的符号，是人类话语生产和 

精神生产的工具和产品。透过每一个字及其所组成的词 

语的形声义的演变与阐释，我们就可以了解这种文字所 

承载和传播的文化的具体内涵、独特特征以及变化发展。 

因此，我们选取了一些中华文化关键词 ，来进行一些文字 

和词语的诠释，从一个侧面来理解 和阐释中华文化。下 

面来看“圣(里)”字。 

“圣”字的形音义 

“圣”字的形音义及其演变显示。其本义似应为“耳聪 

目明”，即“聪明非凡的人”，现代汉语衍生出圣人、圣贤、 

圣地、神圣、诗圣、书圣、圣经、圣明、圣洁、圣灵等词汇。 

关于“圣(里)”字的本义，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如 

是说 ：“《说文》：望，通也。从耳 ，呈声。钱坫日：‘范升云： 

“里者无不闻。”《论语》以多闻为里，亦此义。’舜徽按：望 

之言声也 ，谓声接于耳不闭塞也。里、声双声，实即一语。 

故《风俗通》以声训里，明二字义通也。今语称耳聋为耳 

闭，与墅训通义正相反。里之本义为耳通 ，引申为凡通察 

之称。《苟子 ·臣道篇》：‘是圣臣也。’杨注云：‘圣者，无 

所不通之谓也。’后世称长于书者为草圣，长于诗者为诗 

圣，皆由引申义推演而出 ，引申义行而本义废矣。”①李恩 

江《常用字详解字典》说：“(辨)圣字甲骨文从口、从人特 

写其大耳，表示能够听明白别人的话，本与听同。后来用 

为动词写作听，详听字下；用为名词写作圣，引申指圣贤。 

金文字形稍讹，篆书讹作从耳 ，呈声。简化作圣。”②顾建 

平《汉字图解字典》说：“圣，会意字。甲、金文由口、耳、人 

组成 ，表示耳聪、口敏 的能人。篆隶楷从耳、从 口、从壬 

(挺立)，表示耳聪、口敏的杰出者。简体字从土、从又(古 

右字，右有等级高义 )，表示如土地般尊贵神圣。本义是 

最具智慧和道德的人。”⑧李格非主编的《汉语大字典(简 

编本)》列举了11个义项。 宗福邦、陈世铙、肖海波主编 

的《故训汇纂》中列举了135个义项。⑨ 

根据这些字书，我们可以大致确定“圣”字的本义似 

应是“耳聪目明”，即“聪明非凡的人”，引申为“对某门学 

问、技艺有特高成就的人”，再引申为“德行高尚的人⋯‘最 

崇高的”，又引申为“封建帝王”“神通”，由此引申为“有 

关神明的事物”。现代汉语 中主要衍生出：圣人、圣贤、圣 

地、神圣、诗圣、书圣、圣经、圣明、圣洁、圣灵等词汇。 

作为价值的“圣” 

作为一种价值，“圣”是人类的一种非现实的、宗教的 

价值 ，是人类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异化的结果，体现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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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灵身上的主宰世界一切的力量 ，一般叫作“神圣”。 

价值是对象能否满足人 的需要的性质，对象能够满 

足人的需要就具有肯定价值或者正价值，对象不能够满 

足人的需要就具有否定价值或者负价值。人类 的需要 ， 

除了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说的七种现实的需 

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 ，尊重需要 ，认知需要 ， 

审美需要，自我实现需要 )外，还有一种信仰的需要。这 

种信仰的需要是人们面对那些具有特别巨大的能量和能 

力的对象时所产生的，是原始人祖先就具有 的一种敬畏、 

恐惧、信奉、仰望那些超人力所能控制的对象时产生的内 

在要求和内在驱力，促使人们在想象之中相信这种对象 

的超凡绝俗的能力和能量 ，从而求得这些对象的保佑、庇 

护、帮助、扶持，以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正是这种信 

仰需要驱使人类与一个想象的世界发生了宗教关系，把 

自己的本质力量异化 到一些人们 尚未知晓的神秘对象 

上，产生了一种超现实的价值：圣或者神圣。因此，圣与 

现实的价值：利、真、善、美，就组成了人类的价值体系。 

圣或者神圣的价值，一般与宗教联系在一起，就像 

利、真、善、美 ，分别与经济、科学、道德、艺术 (美学)联系 

在一起一样。宗教并非从猿到人进化之初就有的，而是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种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一般说 

来 ，宗教就是一套信仰观念(解释宇宙存在的想象，如神 

灵观念、神性观念)，崇拜、敬畏等情感体验(对神圣物的 

依赖感、在神圣物面前的敬畏感、对神圣力量之神奇和无 

限的惊异感{对违反神意而生的罪恶感和羞耻感、相信神 

的仁慈和宽恕而产生的安宁感、自觉与神际遇或与神合 
一 的神秘感)，特殊的仪式行为活动(巫术、禁忌、献祭、祈 

祷)，特殊的组织和制度(由宗教信徒 的组织化而形成的 

宗教组织和教阶体制、由宗教观念的信条化而形成的教 

义系统和信仰体制、由宗教体验的目的化而形成的修道 

体制、由宗教行 为 的规范化 而形 成 的宗教 礼仪)的总 

和。 宗教主要特点在于：它设定了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 

超自然、超人间的神秘力量或实体，它拥有绝对权威、统 

摄万物、主宰自然变化和人世命运，而且它还被人格化而 

变成神灵，成为信徒们崇拜、敬畏的神圣偶像 ，从 而引申 

出信仰观念、情感体验、仪式活动、形成神秘的组织和制 

度等四个主要要素。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偶像崇拜：拜 

物教崇拜 自然物，如万物有灵论、拜火教 ；多神教崇拜多 

个神。如佛教、印度教；一神教只信仰一个神，如基督教、 

伊斯兰教；宗教随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而演变发展：原始 

的自然崇拜演变发展为神灵崇拜，多神崇拜演变发展为一 

神崇拜；部落宗教发展为民族宗教，再发展到世界宗教。 

关于宗教的起源 ，有许多不 同的说法和理论。研究 

宗教起源的宗教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religion)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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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主要理论：万物有灵论、前万物有灵论、巫术论、原始 

一 神论。英国考古学家泰勒的《原始文化》(1872)创立了 

万物有灵论，认为原始人在祖先崇拜、实物崇拜和 自然崇 

拜之前，先有“万物有灵”的观念，万物有灵崇拜是一切宗 

教的源泉。万物有灵论“应用于死去的祖先，产生了祖先 

崇拜与纯粹神灵观念；应用于非生命的自然物，产生了自 

然神和 自然崇拜；以后发展为种类神崇拜和多神教，至上 

神崇拜和一神教”。“前万物有灵论”有两种理论形式 ：一 

为弗雷泽的“巫术论”，一为英国人类学家马雷特的“巫力 

论”。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的《金枝》(1900)“系统地论述 

人类理智的发展历程有三个阶段：巫术、宗教、科学。原始 

人在巫术阶段尚未有精灵或神明的观念，而相信可用巫 

术手段来控制超自然力，只是在理智进一步发展之后，认 

识到巫术的虚假 ，于是产生科学”。马雷特的“巫力论”认 

为，“在原始人产生灵魂观念和相信万物有灵之前就相信 

某种‘神秘的’、‘超 自然的’力量，并因之而产生 昧奇 ’ 

和‘敬畏’的感情。”④奥地利天主教神父、著名宗教人类 

学家施米特提出原始一神论，认为在最古老的文化 中普 

遍有至上神的存在，例如，北美极地民族、俾格米人及澳 

大利亚东南土著，“原始文化中的至上神，确是一神教的 

至上神 ，因此崇拜这至上神的宗教，才是真正一神教”。 

人类最古老的宗教就是一神教，神 的最初启示就是这至 

上神的形象，宗教发展后来呈退化趋势 ，多神教和鬼灵精 

怪掩盖了至上神这个原始一神教。(墨)这些都是假设，并没 

有考古的实证。这些学说都从某些方面揭示了宗教的起 

源，有一定道理，但是，它们都只是从人的心智、意识方面 

来考虑问题，所以没有解释到根本上。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反宗教 

的批判的根据就是：人创造 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 

人。就是说，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身或是再度丧失 

了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 自我感觉。但人并不是抽象地 

栖息在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 ，就是国家、 

社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 

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宗教是这个世界 的总 

理论，是它 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它 的具有通俗形式的逻 

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狂热，它的道德约束，它 

的庄严补充，它借以安慰和辩护的总根据。宗教是人的 

本质在幻想 中的实现 ，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 

性。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 

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 

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 

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 

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废除作为人民虚幻幸 

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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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因此， 

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宗教是它的神圣光 

环——的批判的胚芽。”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 ·费尔巴 

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宗教是在最原始的 

时代人们关于他们本身和周围外部自然界的错误的、最 

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q9列宁说 ：“恐惧创造神。”⑩马克 

思主义认为，宗教是支配人们 日常生活的外部 自然和社 

会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宗教本质上是一种 

“颠倒的世界意识”，是信仰和崇拜神圣力量支配人们命 

运的一种意识形态形式。宗教起源于 自然和社会 的压 

迫：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和人类蒙昧无知，使得 

人们极度恐惧超人力的自然现象，从而产生了各种形式 

的宗教观念和祈祷行为；宗教大约起源于旧石器时代晚 

期的氏族社会的部落之中，旧石器时代洞穴壁画的野兽 

身体遍布利器伤痕，尼安德特人、山顶洞人等的墓葬中尸 

骨上撒满红色粉末、砂石 ，等等，似乎都是原始宗教 以巫 

术征服野兽和祈求死者安身或再生的遗迹。马克思主义 

还指明，宗教最初是被压迫者对现实苦难的叹息和抗议， 

人类在原始社会中主要是面对 自然的压迫，到了奴隶制 

社会中就更多地面对着社会的压迫 ；后来 ，统治阶级就利 

用人们的宗教迷信来解释劳动人民受剥削和压迫的苦难 

命运的社会现象，于是宗教就成为了统治阶级和剥削阶 

级愚弄人 民的工具。因此马克思断言：“宗教是精神鸦 

片。”宗教作为一种人类 的文化现象、上层建筑和意识形 

态 ，将会长期伴随着人类社会 的变化发展。只要人类 尚 

未完全掌握自然和社会的规律以及有能力顺应 自然和社 

会的威力，宗教就必然会存在，发挥它的上层建筑和意识 

形态的作用。甚至在一定的历史发展时期，宗教文化的 

矛盾和冲突会成为世界秩序的主要制约因素。美国政治 

理论家塞缪尔 ·亨廷顿在《文 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 

中，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文明冲突论”。他认为 20世纪 90 

年代冷战基本结束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和冲突根源不 

再是意识形态 ，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表现为中华文明、日 

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 

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非洲文明等七大文明或者八大文明 

的冲突，其中宗教文化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一 般说来，西方所谓宗教是一种狭义的、有神灵的 

“神本宗教”，是一种崇拜超 自然的神的宗教，英语为 reli． 

gion。然而中国文化采用的是广义的宗教概念。中国文 

化中，不仅有道教、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等狭义的“神 

本宗教”，还包括一种广义上的“人本宗教”，这就是“儒 

教”或者“孔教”。儒家的宗师孔子被尊奉为至圣先师，被 

供奉于“孔庙”或者“文庙”，具有某种神圣的力量，成为了 
一 种广义的宗教 ，即是一种人本宗教，或称“圣化宗教”。 

中国人一般并不相信圣人孔子有超 自然的力量 ，他也不 

是神灵 ，而只是至圣先师 ，孔子本人似乎也不相信鬼神， 

因而儒教或者孔教是没有神灵的“人本宗教”，是一种理 

性化的、世俗化、圣化的宗教。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祖先 

崇拜是一脉相承，息息相通的。中国人的祖先崇拜信仰， 

是中国原始氏族社会转变为奴隶制社会过程中更多地保 

留了血缘宗法制度以有利于发展农业 自然经济的产物， 

尽管中华 民族 的先民们也希望有 战胜大 自然的盲 目威 

力，不过，他们并不把希望寄托在神化的上帝、真主、基督 

等“至上神”的一神教教义上，而是把希望寄托在与自己 

血缘相连、同族同宗的先人祖宗的保佑 、庇护、扶持之上 ， 

尽管这些先人祖宗也有着某种看似超自然的力量 ，但是 ， 

他们毕竟不是“神”，而只是类似于神的“圣人”。所以，中 

国的儒家思想被泛宗教化为“儒教”或者“孔教”，是一种 

基于人、人性、人道、人本、人文的“神圣信仰”。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许多中国学者和国外汉学家认为，中华民族和 

中国历来就没有狭义的神学宗教，尽管中国广大民间也 

盛行本土的道教和外来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有 

许多少数民族中也有各自的宗教信仰，可是在几千年历 

史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体 

制，即使汉代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学说 

几乎达到了广义的宗教的程度，然而 ，儒家思想学说始终 

没有创立像西方文明和其他东方文明那样的政教合一的 

国家体制，儒教或者孔教也并没有被认定为法定的宗教 

信仰，只是一种“人本宗教”或者“圣化宗教”。因此，“圣” 

在中华民族的价值观中始终是一种人本化(以人为本)、人 

文化(人文化成)的宗教信仰价值，并不具有其他文明中的 

那种“神学宗教”的价值。或者说，“圣”在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中主要是一种伦理化或者伦理型的信仰价值。 

伦理学中的“圣” 

从伦理学来看，圣、圣贤、圣人是人们所尊崇、仰慕、追 

求的道德品质、道德楷模、理想人格。在西方，基督教所宣 

扬的一整套宗教学说及其道德都记录在《圣经》之 中，其 

宗教道德戒律成为规范人们行为、稳定社会统治和秩序 

的有力手段。在中国传统社会 中，儒家圣人孔子、孟子等 

人，《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同样是规训人们、稳定社会 

的有力工具。人类也一直在追求圣洁的道德规范。 

圣，作为一种道德品质，是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的最高 

准则，是一种最崇高的、值得人们崇拜的伦理(政治、道 

德)风范。因此，汉语中有一些与“圣”组合的词，就表示 

这种意思 ，如：神圣、圣洁、圣地、圣经、圣 功(神灵 的功 

力)、圣母(神圣的母亲)、圣子(超凡人圣的儿子，上帝的 

儿子)、圣意(神灵的旨意)、圣明(见识高明)等等，而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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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崇仰的就是“圣贤⋯‘圣人”。圣贤、圣人是 中国传 

统伦理观念中的道德楷模和理想人格。在中国传统文化 

中，“圣人”指仁智兼备、至善完美的人，是现实世界中的 

理想人物。宋代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说 ：“才德全尽谓 

之圣人 ，才德兼亡谓之愚人 ，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 

之小人。” “圣人”一词表明中华 民族追求“至善⋯‘至 

美”人格的志向，因此，“圣人”应该最初是指德才兼备、仁 

智俱有的完美的理想人格。尽管先秦时代“圣人”并非儒 

家所专有，诸子百家都有 自己认定 的圣人，如道家的黄 

帝、老子、列子、庄子，儒家的尧帝、舜帝、周公、孔子、孟子 ， 

墨家的大禹等等，但是，由于汉代以后儒家思想学说逐步 

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儒家的“圣人”及其有关论 

述就占据了主导地位。 

从“望”字的构词来看 ，所谓“望人”，上左有“耳”以 

表闻道，通达天地之正理；上右有“口”表以宣扬道理，教 

化大众；下边的“王”代表统率万物为王之德，德行遍处施 

行。这样的说文解字包含一定的道理。孔子论述“圣人” 

的言论主要有：子贡日：“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何如? 

可谓仁乎?”子日：“何事 于仁 ，必也圣乎 !尧舜其犹病 

诸!”(《论语 ·雍也》)子日：“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 

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论语 ·述而》)太 

宰问于子贡日：“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日：“固 

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日：“太宰知我乎?吾少 

也贱 ，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论语 ·子 

罕》)孟子把孔子、伯夷、伊尹、柳下惠称为“圣人”。《孟子 

· 公孙丑上》引子贡的话说：“学而不厌 ，智也；教而不倦 ， 

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⑥《孟子 ·万章下》：“伯夷， 

圣之清者也。伊尹 ，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 

孔子，圣之时者也。” 孟子认为，伯夷是圣人之中清高的 

人，伊尹是圣人之中有担当的人，柳下惠是圣人之中随和 

的人，孔子则是圣人之中识时务的人。《苟子 ·解蔽》说： 

“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德与周公齐 ，名与三王并。”苟子 

径直将仁智并举，作为圣人应有的道德标准，正是在儒家 

前辈的基础上，将智的修养对于人格境界高低的意义明 

确地突出了。⑩这些都反映出儒家的“圣人”人格是一种 

追求“至善”的理想境界。孔子从汉代以后就被尊为“圣 

人”，至圣先师。汉武帝以后，孔子的学说逐渐被尊崇为中 

国封建文化的正统，影响极大，历朝历代几乎都一直把他尊 

奉为“圣人”，号称“至圣先师”，后世尊称为文宣王，还被称 

为“文圣”，指有杰出贡献的文人。孟子，被认为是孔子学 

说的正宗继承者，与孔子并称为“孔孟”，被尊为“亚圣”。 

基督教也有“圣人”或“圣徒”的称谓。《圣经》所谓 

“圣人”或“圣徒”是被上帝从世界中挑选出来、不属于平 

凡世界、不沾染世俗、跟随耶稣的人，并非一些有特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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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人。一般而言，《圣经》所说的圣人或圣徒是指 ：所有 

信奉耶稣者、已死德高望重信徒和殉道者。不同宗派理 

解和认可的“圣人”或“圣徒”并不完全相同。现在，只有 

天主教、东正教、圣公会和少数基督新教的宗派还设立圣 

人或圣徒，它们各有被该宗派认可为圣的人物。历史上 

封圣习俗可追溯到古代的桑特里亚教崇拜，基督教大约 

在公元 3—8世纪教父时期便开始认可圣人。开始，设立 

圣人是纪念殉道者和效法殉道者的好榜样。早期的基督 

教中，敬礼圣人并不是各宗派一致承认的礼仪，正如天主 

教百科全书承认：“教父俄利根把这个习俗视为异教拜物 

的表现。”直到公元 787年 的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 ，才确 

立圣像敬礼。自 12世纪起 ，圣人须经教宗列入圣品，才可 

正式被认可为圣人。16世纪的特伦多会议指出，信徒应 

该求圣人为他们转求天主，也应该敬礼圣人遗物 (即圣 

物)和圣像。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敬礼圣人 ，并不是拜偶 

像，而是敬之以礼。一般基督新教反对任何形式对圣人 

的敬礼或向圣人祷告，而不向神祷告，认为圣人崇拜违背 

了《圣经》只敬拜神的原则。天主教和东正教所认可的圣 

人，也可能因为教会分裂或者地方因素而有所不同。在 

基督教的教父时期，有些人在某地区被奉为圣人，故只有 

某地区的崇拜者。一般来说，只有在《圣经》中出现的人 

物(如圣彼得、圣保罗、圣约翰等耶稣门徒 )和圣奥古斯 

丁、圣托马斯 ·阿奎那、圣路德、圣加尔文、圣利玛窦等后 

世极少名人才到处受到敬礼。 

西方文化中的《圣经》，除了一整套神学哲学以外，还 

有一系列宗教道德戒律 ，成为规范人们行为、稳定社会统 

治和秩序的有力手段。比如，《圣经》中有所谓“摩西十 

诫”，它的前4条规定了以色列人只能信奉耶和华上帝， 

而不得有别的神，把以色列人的信仰明确限定在一神教 

的范围内，从而也规定了宗教活动的范围，对加强欧洲许 

多基督教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权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然 

同时也因为这种宗教信仰的排他性，引发了许多宗教战 

争，使得欧洲 中世纪始终处在各种宗教和宗派的矛盾冲 

突的危机之中，甚至引发 了世界性大战，如多次十字军远 

征。摩西十诫的后面6条是社会伦理道德方面的内容，是 

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对于规范欧洲社会中 

每一个人的言行举止、思想观念都起过重要作用。因为 

欧洲教会几乎给每一个人都颁发了一本《圣经》，而且每 

天都有相应的读经功课，还有许多规定的仪式来背诵、歌 

咏、阅读《圣经》，所以《圣经》是欧洲人从小到大的伦理道 

德指导书。宗教学学者吕大吉说 ：“宗教赋予道德和政治 

以神秘色彩和神圣意义 ，把必须遵从的社会规范积淀为 

良心认可的价值标准，把被动性的外在服从内在化为精 

神上的信仰。没有宗教的神化，人类的道德行为、价值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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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以及社会秩序、政治制度、律法体系是难以维持和巩 固 

下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宗教并非政治、道德等行为 

文化的来源，但却是它们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助缘’。” 

《圣经》中的主要道德律令 ，比如爱主，顺从，忍恶勿抗，爱 

人如己，等等，就在基督教国家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些道德规范，有些具有高尚的伦理意义 (如 ‘爱人如 

己’)，对培养基督教社会的道德情操，起过重要而且有益 

的作用。但有些规范则常被社会 的统治者、当权者作有 

利于 自己的私利的解释和利用。所以，对它们在历史上 

和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具体作用，要做历史的、具体的分 

析。” 正因为把政治、道德等“圣”化或者神化了，通过宗 

教来进行的政治和道德 的教育、规训就显得更加有效和 

深入人心。在西方许多政教合一的国家中，教会及其神 

职人员实际上还肩负着政治和道德教育的重任。 

在中国传统社会 中，儒家圣人孔子、孟子等人，《论 

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同样是规训人们、稳定社会的有力 

工具。中国古代曾经流传这么一句话：“半部《论语》治天 

下。”尽管这句话并非来自正统儒家思想家和政治家，相 

传来自宋代宰相赵普，而且或许也只是一种民间的比附 

之说，但是，在元明清三代却广为流传。这一事实就充分 

说明，宋代继承和发扬儒家思想，出现了像程颐、程灏、张 

载、朱熹等一大批传播儒家思想的理学家，尤其是到了南 

宋以后把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科举考试的教材，大大 

提高了《论语》《孟子》等儒家圣人经典的声誉，因此，《论 

语》《孟子》之类儒家经典 ，就事实上成为了维护皇权至 

上，讲求尊卑贵贱，调整社会关系 ，规训老百姓遵从礼教， 

维护伦理，约束行为的至理名言，也是所有士大夫读书人 

的必读教科书。吕大吉说：“过渡到封建制社会以后，传 

统宗教的‘天 ’除了封建帝王的上帝。‘天命 ’的性质和内 

容，本质上是维护以封建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君臣、父子、 

夫妻等人一人社会关系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为了强 

化封建制社会的君权、父权与夫权 ，把全国人民的伦理生 

活纳入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规范，儒家思想家董仲舒通 

过天人感应的宗教神学 ，把封建地主阶级理论观念的集 

中表现——三纲 五常，神化为 ‘源出于天 ’的神圣准则。 

由于这种神学化 的结果 ，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成为我国 

整个封建时代的统治思想，具有不可动摇 的神圣地位。 

其他一切宗教如果想在 中国大地上扎根立足 ，也必须把 

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作为该宗教的伦理道德观的基础。 

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和民间宗教是这样，外来的佛教、伊 

斯兰教、基督教也在不同程度上照此行事。”q廷》事实上，儒 

家圣人的经典 ，在长期封建社会 中发挥了巨大的巩固封 

建社会秩序 ，规训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言论行为的作用，在 

一 定程度上几乎积淀成为了中国人的集体无 意识。因 

此，今天我们应该批判继承儒家圣人、圣典的文化遗产， 

认真学习和分析圣人思想的全部内容，吸取其 中的精华， 

剔除其封建主义糟粕。 

人类似乎也一直都在追求圣洁的道德规范。“圣洁” 

中文的词义是神圣而纯真洁净 ，英文翻译 为 Separated for 

God，或者是由英文 holy and pure翻译成中文的“圣洁”。 

从英文的词义来看，圣洁是由于或者来 自神的目的而圣 

洁的意思。希伯来语和希腊词的原词都有这个意思，它 

们有时被翻译成“被圣化了的”，也就是圣洁的意思。源 

于同一词根的“圣”人 (英语 “saint”)指为侍奉神而“圣 

洁”，或“被圣化”的男人和女人。《圣经》教导我们：属于 

神的才可以称为圣，就好像古代皇帝家的物件称为圣物， 

皇帝的旨意称为圣旨。《圣经》所说的“圣洁”，源自希腊 

文，有时译成“被圣化了的”，意思是“专门为神而预留的 

生命”。《旧约》和《新约》的圣洁观没有本质的差别，只是 

重点有所不同。《旧约》强调礼仪和道德上的圣洁，而《新 

约》则强调内在的转化和更新：地位、生命 、生活上的圣 

洁!《旧约》中在会幕(后来在神殿)里任何与以色列拜神 

相关的东西都是“圣化了的”，即圣洁。在一年中以色列 

人民参加“圣洁”聚会 ，如逾越节(《出埃及记》12：16)，他 

们靠洗礼作好准备(《出埃及记》19：10，14)，“你晓谕以色 

列全会众说 ：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 

的”(利未记 19：1)。《圣经 ·利未记》的整卷内容中心就 

指向圣洁，所以，历来基督教的布道讲坛都有关于“圣洁” 

的专题内容，就是告诫和训导基督徒们应该通过洗礼、涂 

油膏等方式来使 自己变得“被圣化了”的“圣洁”。 实际 

上，其他的宗教，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等，都有“圣 

洁”的道德观念，比如，它们都把“白色的”当作“圣洁”的 

象征，像藏传佛教的“洁白的哈达”，伊斯兰教的“小白帽” 

“白头巾”，道教的“白袍”，这些都成为 了人类表达“被圣 

化了”的“圣洁”道德观念的符号象征，表达了人类追求 

“圣洁”的美好愿望。 

美学和文艺中的“圣” 

在美学和文艺中，各种文艺门类都出现了一些“有特 

高成就的人”，古今 中外有许多诗圣、乐圣、书圣 ，他们的 

创作成为了人类文艺宝库的珍品，为世界美学留下了弥 

足珍贵的宝贵财富。比如书圣王羲之、画圣吴道子、诗圣 

杜甫、词圣苏轼、乐圣李龟年、曲圣关汉卿、鬼圣蒲松龄、文 

圣欧阳修、塑圣(雕圣)杨惠之。 

在各民族的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还曾经产生过一 

些具有宗教价值、超凡脱俗意义 的作品，往往被冠之 以 

“圣”，比如圣诗 、圣乐、圣画、圣像等等。圣像 (Icon)是绘 

有基督、圣母或圣徒肖像的小型板上画，起源于 2、3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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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用来代表基督的象征性符号和形象。原始犹太教 

是反对偶像崇拜的，摩西十诫中有明文规定。公元 313年 

颁布“米兰赦令”后，基督教获得合法地位，皈依的异教徒 

陡增 ，带来了崇拜偶像的习惯，与此 同时，基督教艺术 El 

益受到古希腊罗马艺术风格的影响，注重描绘神的形象， 

基督和圣徒也就经常出现在教堂画作中，描绘圣经故事 

和人物。到公元6世纪，东正教已经流行圣像崇拜：人们 

跪拜、亲吻圣像，随身带着圣像参加宗教仪式的人也不断 

增加，圣像就日渐成为祈祷崇拜的对象。原始佛教原本 

也不主张偶像崇拜，认为释迦牟尼的伟大思想、超人觉 

悟、深邃智慧才是值得人们信仰之处，佛陀本人也反对崇 

拜个人，主张崇拜智慧。然而随着佛教的不断传播发展， 

特别是在大乘佛教及其关系密切 的一些部派佛教中，出 

现了众多的佛和菩萨，形成了崇拜诸佛或菩萨的神圣化： 

佛陀的传奇经历，被信徒们流传得越来越神奇，真实的历 

史人物被神圣化为宗教偶像。后来大乘佛教 占了优势 ， 

不管是在印度还是中国，佛教给人的强烈印象就是：符咒 

和法术、僧人的法事活动和寺庙里诸多佛像。这就说明， 

宗教把教主神圣化和偶像化是几乎同步进行的，之所以 

如此，就是要借助于艺术形象来加强崇拜对象的神圣性 

和神秘性，从而利用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形象感染力量 

来传播宗教的思想、观念、教义。吕大吉指出：“宗教的诸 

要素(宗教观念 、宗教感情、宗教行为和宗教仪式活动)之 

社会表现的基本特征就是 ‘象征化’。而‘象征化’就是感 

性化、具体化、形象化，亦即‘艺术化’。”④这种宗教和艺 

术的相通性 就驱使着宗教 的发展必然运用艺术化的手 

段，所以就必然会产生圣像、圣乐、圣画、圣诗等神圣化的 

艺术。“随着宗教的发展，走向宗教观念更为神圣和高 

尚、神灵形象更为完美、仪式活动更为壮观和多姿多彩的 

国家宗教和世界宗教时，这些发展 了的宗教诸要素同时 

也就强化和深化了它们的象征化为各种艺术的要求 ，从 

而进一步刺激了艺术的发展。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 ，宗 

教越是发达 ，神灵及其神性观念越是神圣和完美，宗教仪 

式越是丰富多彩 ，宗教对艺术的需要和要求越来越多，越 

来越高 ，它对艺术的影响和作用也就越来越深。看来 ，正 

是宗教与艺术之间的这种 内在的深刻的关系，才造成了 

世界各民族在其文明昌盛、宗教发达的历史时代各种艺 

术的发展，给今 日之世界 留下了那么辉煌灿烂 的艺术奇 

葩。”@葛兆光在《道教与中国文化》中指出：“道教的终极 

目的是生存与享乐，理想是飞升羽化，信仰的是天尊神 

鬼，手段是斋醮符咒，炼丹服食，在这里，神仙真人驾飞 

龙，乘鸾凤，飘荡来去于天人之界 ，厉鬼魔魅狰狞可怖，遍 

及人间，斋醮仪式上挂图乱目，幡盖旌扇令人眼花缭乱， 

钟磬和奏，音乐聒耳，灯火闪烁，星灯交映，神秘诡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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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们作鬼装仙 ，令人惊愕迷惑。道教给人描述了一幅过 

于神奇而热闹的图景，置身于这种色彩缤纷，五音嘹亮， 

舞姿环绕的氛围中，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坐忘’与‘心斋’， 

只有在强烈刺激下的浑身精血的沸腾与冲动，只有脑海 

中无穷无尽神奇的幻想，人 的本能——生存欲与享乐欲， 

在这种迷狂的气氛中，化作了对虚幻彼岸的热烈追求，人 

的心灵，也在这热烈追求中得到了抚慰，得到了一霎时宣 

泄的快感。” 中国古代 的绘 画，在佛教传人以后，“由于 

佛教的影响才使绘画发扬光大起来。北宋以前，最有名 

的画家多以佛像作为画题，如4、5世纪时的顾恺之，8世 

纪的吴道子，王维，1 1世纪的李龙眠都是以绘佛像而著称 

于世。以佛道为题材的寺庙壁画在唐代盛极一时。据有 

人统计，唐代画有壁画的寺庙 183寺，画家 7O人，单是吴 

道子一个人就画了 25寺，300多间。这个统计显然是极 

不完全的。据载，仅成都大圣慈寺到宋代时还保存有唐 

代壁画8524间，其中有佛画像 1215幅，菩萨像 10488幅， 

罗汉、祖僧画像 1785幅，天王、明王、佛会、经变、变相画 

158幅，由此可见当时宗教题材绘画的盛况。”@在佛教传 

人中国之前，中国已有石刻艺术，但却没有立体 圆雕 ，据 

考订，第一位著名的中国雕刻家是公元 3～4世纪戴安道， 

他和他的兄弟共同雕塑了一尊巨大的佛像。此后几个世 

纪，中国各地出现了一批大规模石刻佛像艺术宝库，如洛 

阳龙门石窟 ，山西云冈石窟，甘肃麦积山石窟，四川大足 

石窟。这些中国道教、佛教的石窟佛像、寺庙佛像、道教音 

乐和法术，也就是中国的圣像、圣乐、圣画、圣雕、圣舞之类 

的宗教艺术。总之，宗教和艺术 ，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 

程中相互影响，相得益彰：宗教信仰借助于艺术作品和艺 

术活动得到传播和流行，从而发挥它的巨大作用，成为人 

类社会中举足轻重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与此同时，艺 

术，不论是圣像、圣乐、圣画或者圣雕、圣舞、圣诗，都随着 

宗教的传播和流行而日益丰富多彩，多姿多态，赋予了神 

圣内容、神奇风格、魔幻色彩，为世界各 民族的艺术宝库 

增添了无数奇迹和瑰宝：埃及金字塔、印度泰姬陵、中国 

秦始皇兵马俑、遍布中国的道观、佛寺、佛像 、石刻、石窟、 

壁画等等都离不开宗教信仰观念、宗教情感体验、宗教仪 

式活动和宗教组织制度。[本文受到财政部 中央文化 产 

业发展专 项资金 项 目“汉 字数 字化 技术 产业 应用 项 

目——汉字数字化文化体验馆第一期工程 ”(项 目号： 

2014—126)和科技部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公共数字文化 

全国共享服 务关键技 术研 究及应 用示 范”(项 目号 ： 

2015BAK25B00)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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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生辰新证 

关于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学者王安石的生辰 ，南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有明确记载，惟版本有异。武英殿聚 

珍本《能改斋漫录》卷一。记载：“王介甫，辛酉十一月十三 

日辰时生。五十八岁，自首厅求出知江宁府，继乞致仕，以 

避午上禄败之运。安闲养性，又仅延十年之寿而死。” 

文渊阁、文津阁影印四库全书本《能改斋漫录》卷一。 

记载：“王介甫，辛酉十一月十二 日辰时生。五十八岁，自 

首厅求出知江宁府，继乞致仕，以避午上禄败之运。安闲养 

性，又仅延十年之寿而死。” 

两种记载，以常情而论，自当以殿本为优。然《续资 

治通鉴长编》卷---／k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癸 巳(十二 

日)：“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王雾言：‘蒙差押赐父安石生 

辰礼物。旧例，有书送物，赴圈门缴书，申枢密院取旨，出 

札子许收，兼下榜子谢恩。缘父子同财，理无馈遗，取 旨 

谢恩，一皆伪诈。窃恐君 臣父子之际，为理不宜如此。臣 

欲乞自今应差子孙弟侄押赐，并不用例。’从之。”《宋会要 

辑稿 ·刑法二》所载同。 

由此，李伯勉先生撰《王安石生 日考》(《文史》第 1 

辑，中华书局 1963年版)，取文渊阁、文津阁影印四库全 

书本《能改斋漫录》之说，旁征博引，将王安石生辰考订为 

真宗天禧五年(1021)辛酉十一月十二 日辰时。此说 已被 

广泛采纳 ，几成定论。 

其实，此说最重要的证据，即《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 

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十二 日神宗差王雾押赐生 El礼物 

之事，《王安石生日考》轻率引用，未暇细究两宋宰执赐生 

日礼物之制，导致结论有误。今考宰执赐生辰礼物，始于 

五代，宋代沿袭。李上交《近事会元》卷一：“晋少帝天福 

六年七月，赐宰臣冯道生辰器币。道辞以幼失父母 ，不记 

生日，坚让不受。生辰赐物始此也。”叶梦得《石林燕语》 

刘成国 

卷六：“故事，生 日赐礼物，惟亲王、见任执政官、使相，然 

亦无外赐者。元丰中，王荆公罢相居金陵，除使相，辞未 

拜，官止特进。神宗特遣内侍赐之，盖异恩也。”关于这一 

制度的具体实施过程、仪式，周必大《玉堂杂记》卷中详细 

记载：“宰执及亲王、使相、太尉生日，天章阁排办牲饩，预 

申学士院撰诏书，及写赐目一纸，各请御宝(诏用书诏之 

宝 ，赐用锡赐之宝)。前一 日，差内侍持赐。其诏例画撰 

进之日，谓如正月旦生，文意必叙岁首，而所画 日则是去 

腊，殊不相应。某为直院，奏乞不拘进诏早晚，但实画生日 

于后。得旨从之，遂为定制。祖宗时，牲饩外又锡器币，往 

往就差子弟、姻戚持赐，欲其省费也。过江惟牲饩耳，米钙 

本色，羊准价，皆取之有司。酒则临安酝造，临时加以黄封。 

拜赐讫，与赐者同升厅，捂笏展读，就坐茶汤。书送钱十五 

千，从人三千，天章阁使臣、库子、快行，钱酒各有差。” 

周必大于南宋孝宗朝曾“两入翰苑，自权直院至学士 

承旨，皆遍为之”。其所著《玉堂杂记》，“凡銮坡制度沿 

革，及一时宣召奏对之事，随笔纪录，集为此编”(《四库全 

书总目》卷七九，中华书局 1965年版)。其中所载，相当 

可信。据此，则北宋赐宰执生辰礼物，所赐群体包括宰执、 

亲王、使相、太尉等。所赐诏书，“预申学士院撰”。押赐 

时间，应于宰执生 日“前一 日，差内侍持赐”，或遣宰执子 

弟押赐，欲其省费。故《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熙宁四年 

(1071)十一月十二 日王勇蒙差押赐生 日礼物，恰恰印证 

武英殿聚珍本《能改斋漫录》所载“十三 日”为是。文渊 

阁、文津阁四库本《能改斋漫录》均讹“三”为“二”。 

综上所述，王安石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十一月 

十三 日辰时，可为定论。 

(作者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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