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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爾人性

楊森源

第壹章緒論

 人對自己總是一

 要能談到洽到好

 忘人與自然的關

 明對自然界的了

 性的了解差異

 討確是各種人文學說理論的基礎。

 一切近代的人性

 性觀，即是古典

 釋人之本性，而

 N^ebu^r^^982-

 從過去和現在任

想，一直影響著美國的政治思潮。(W^rth,

第一節生平

 尼布爾於一八九

 ，進入耶魯大學

 業城一底特律的

 在資本主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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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th,1960,

 理學教授，將

 濟大恐慌，及

 宗教的自由主

 著作，對人性有更深入的探究。(同上，P2l)

第二節理論背景

二美國本土的環境

 影響美國人生

 威廉。詹姆士

 實用主義思想

 督教信仰變成

 也隱含著根本

 為福音應被視

 ，尼布爾發表

學，強調人性是基於明確的理性趨向和天

 二自由主義，正統派及馬克斯主義

 尼布爾的思想

 秩序」的呼聲

 布爾發現自由

 宗教的自由主

 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

 尼布爾他反對

 義的觀念太專

的秩序，結果會變得更混亂。(Warth,1960^P

 最後，尼布爾

 ，是因為它不

 馬克斯一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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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決，只是片面

 反倒發現馬克斯

 主義，其無產階級的

 第貳章淺談西洋人，性觀

 第一節希臘哲學的人，哇觀

 希臘古典的人性

 斯多德(Ar^sto

 的著重點，卻一致認為人

廿柏拉圖

 柏拉圖認為宇宙

 善之理型」，是

 類的觀念申。然而

 而身體卻沈迷於感

 惟有當理性控制

 宇宙者，乃因人

 的，且是惡的由

 魂必須超越肉體的束縛，才能趨近不朽。

 □亞里斯多德

 亞理斯多德對人

 一種實現的潛能

 ，因此人類的目

 斯多德仍強調理

 ，只要理性與情

 觀點，認為物質

 」只有當它成為某種概念之工具時才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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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斯托亞學派

 斯托亞學派以

 的，但仍有二

 ，而它對人之

N^ebuhr,1943^P.P4-9) o

 當然，以上三

 希臘悲劇中狄

 里特斯和伊彼

 元論主導的悲

 墓? (Nieb^^r^943,P.4-P.l0)

第二節基督教的人性觀

 基督教信仰一

 「心」與「物

 之源。牠創造

 創造。即是善的。

 此種世界觀所

 。它防止理性

主義把自然作人的善，而將靈性作為惡的錯誤

 其次，基督教

 性才能之獨到

 Jenes^s,l:2

 藉統制中心去

 為自我的客觀

 人類靈性的此

 自然中的因果

 ;它也不能以理性為人生意義

 從基督教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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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的根基。要真實

 所愛，且人也必須

 位去瞭解自身存在

 中之惡是因其有限

 愛，愛即是由服從

(N^ebuhr,1943,P.ll-PI6)  0

第三節近代的人性觀

 近代人性觀係古典

 近代文化諸般未能

 傾向於抗議基督教

 運動的態度，決定

 股源於文藝復興的

 Bacon,^561-1626

 柏拉圖思想走到笛

 再到十八世紀更急

 抗議基督教以人為

 形象」之說，同時

 可趁之機，認為人本

 浪漫人性說所結的

 混亂。

 近代人不能決定到

 關係上來了解自己

 力，縷暗示著人的

 的土壤中始能生長

 能力，終究在理性

 自然主義強調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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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或純粹的自

 使個性喪失於

 失於「意識流

 中。此種人性

 馬克斯的集體

 卻一面能將

 到個性達於

N^eb^hr,1943,PI6-P22)  0

 第奏章聖經中的人"觀

 在尼布爾對西

 想。故在探討

義涵。以下僅就人之本質及人與罪的關係略

第一節人的本質

 聖經上說，人

 造人，將生氣

 」( Jenes^s

 心、靈各方面

 是「氣」或

 與rephesh一

 psyche)的意

 以分別，當它們分別時，靈

 在聖經創世紀

及「人具有神之形像」兩種特質。以下分別

叫人為被造者

 視人為被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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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即認為人為

 全實現。人為被

 。反對形而上的理

 「自我在它自我

性的限度而幻想達到普遍性，就

 人為受造者的第

 宇宙中占一席之

 神愛世人」(Jo

 羅(Pau^)說:「萬

 造物主的全能創

 目的和意義的，

 結，有愛的交融

 全合一? (Aulen^1964,P.169-171) o

 □人具有神的形像

 創世記中記載:

 Jenes^s^^:26^27

 最佳陳述。(Wr^

 法不同:奧古斯T

 性的與心智的靈

 是存有的類似;卜

' 1984,P25-28)無論對形像作何

 1.人性出自神性

 定人性說的完全

 神形像，使人不

 「萬物之靈」。

 2．目前的人性已

 無論就心智或關

 與生命本體隔絕

 的紛擾、焦慮、與疏離。

- 129 -



第二節人與罪的關係

 聖經上並沒有

 不願承認自己

 「原罪」，根

 )看來，這是忘

 ̂ss^^^^)來說

 的虛假;對以西

 1974，P．348

，以致於使整個人生都陷入一種驕傲和背叛

 罪是驕傲，而此

 想與神同等，如

 (^enesiS,^1:

 聯繫起來，將

 N^eb^hr,1943

 進而構成一種靈性的

 聖經中談罪，

 馬內利」( IIw

 。保羅曾說:

 亞當(^da^)墮

 穌基督)身上得

 是基督在我裏

 的「原罪」說

 份地簡化問題

 中的偶性，並

 "立"

弟肆早尼布爾論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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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布爾對於當代

 說。其思想的主

 治思想及解釋歷

 「辨證的思想」

 種方法來描述

限性與超越性」及「憂"盧與驕傲」

第一節人性中的生機與儀形

 一切被造之物都

 與儀形乃是被造

 的策略，人類與

 自然的儀形而創

 有超脫這些形式

 的生機(其衝動和

 曰靈性在若干限

 創造新秩序和新

 破壞性之內。

 近代文化，特別

 然與靈性二者的

 即是神。人即是

 ，浪漫主義則著

 與德性之源。但

 了解。浪漫主義

 什麼程度下自然的各種現象可為人的自由改變。

 在聖經申，神乃

 序的，也是生機

 ，是一位具有生

 的統一體。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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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理性都含

 一貫具有絕對效

 然的衝動在理性

 作虛無式的抗拒

仰的體系，就無從確立。(N^ebuhr,^943^925

第二節人的有限性與超越性

 尼布爾指出，按

 。(同上，p.^

 以有罪並非因他

 。人也不能像神

 為善的，肉體為

 法是誤以自己是

P4)

 另方面，尼布爾

 是自由的，具

 的說法加以佐證

 力即為靈性的表

 本上，人必須從

 與自然的關係上

 自然生活之最卑陋的

 人是自然的一部

 有理性、有道德

 ，知道自己的限

 ，而忘記了其有

 在此種自我矛

N^ebuhr,^943,P.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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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口

 尼布爾曾引用祈

 如何可怕地接近

 破壞力的父親;也

 也是被捆綁的

 道自己可能性之

 理想的可能。這

 不安。如果人想

 疇;來免除自已

 偶性生存以入無

 以逃避人靈性自

 之中。」(N^ebuhr,1943,P.^8^-P.^8^) 0

 尼布爾以憂慮為

 保羅的思想而加

 神的地位」，而

 尼布爾以為人

 的驕傲。

 廿權力的驕傲:

 著所擁有的名聲

 ，來減輕自己孤獨，空虛

 □知識的驕傲:

 面是由於人須掩

 彩。知識的驕傲

要掩飾其自是之心，便是知識的驕

 曰道德的驕傲:

 的道德標準作為

 神的義了。」(

 種自是、自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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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標準中的有

 以為是的論斷中

 終極判斷。(同上，P．I9l-P.154) 0

 第伍章對王見代，心理

 心理學是一門行

 是了解人類行為

 發展其人格或學

 義及人文主義心

 觀提出批判。

第一節心理分析學派

 弗洛伊德(S^g^

 將人由「萬物之

 因，人類之行為

 樂或逃避痛苦的

 三個主要系統所

 門期(^na^sta

 愛期(gen^ta^

 理論又稱為「心

 能」(ego def

 識歷程(uncon

 所有本能歸於兩

 壞本能」( de

 ̂nst^nct)，後

 活動的能量即是

 」的念頭，弗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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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  l^fe is death)   (郭為藩，民73'

 在藉理性超脫表

 的生機一性，著

 唯理主義者高懸

 義與價值，甚至

 在人類的生機性

 發展。雖然與早

 行為結果或現今

 歷程的影響力及

 性而不見人之超越性的機械化理論。

 第二節行為主義(^ehav^o「ism)

 斯金納(3．F．S

 他認為一般心理

 為一自主人( in

 超我的概念。斯

 存在的，人只是

 存在的，除非

 cont^genc^es 

 的人格概念是控

 的動物實驗，操

 便進一步預測並

 構大部分來自環

 控制改變行為，

 、情緒( e^ot^

 關係、環境變化

 行為功能分析(

 genera^^z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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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人格發展的主要因素。(郭為藩

 斯金納將古典

 上人類行為的研

 物化」(Mater

 科學研究典範

 之所以為人(^

 意志、沒有靈

 組成最佳的社

 與人之關係導

 後決斷者?誰能

 驕傲的潛越「

 滅，正如創世紀

 只不過是自然

 與否已沒有差別。

 第三節人文主義/污理學

 人文主義心理

 ，對人性基本上

沛 迎。

 綜觀羅吉斯對

 並具有發展潛

 的潛力，人基

 賴的、有尊嚴

 療之意義在幫

 是一綜合的整

 ，主觀意識經驗

 獨立自主，遠

一種無條件的關懷。(郭為藩，民73，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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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主義心理學

 觀點提出的人性

 ，須持一種正向

 加形容仰ogers

 類靈性上之超越

 靈性上的問題如

 性過於樂觀的看

 人之有限性，是

 類之處境中的生

 於自我中心之傾

 。實非常人可及

 情感可致，Aga

 。缺乏愛的動力

 觀意識，去了解

 己生命本質申身

 難以真正自我實現。

 第陸章屈，布爾人性

 對於人性之探討

 人」。施教者與

 指出人性同時具

 受造物，卻擁有

 如其份地論釋人

 發展，以培養

 」(^irtues)，

 布爾則進一步指出人且

 第一節理，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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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之所以為人

 辨與推斷的能

 養人明是非，

 科學的方法，

 受事物表象之蒙

 恰如其分實地了解人類與

第二節情性教育

 人之理性與情

 情感是非理性的

 成。詩辭之意

 言傳。發展人性

 ̂^ving   be^n

 實後，還應能欣

 的「生機」與

造主，也是生機的源頭，人性教育也

第三節德性教育

 理性與情性而外

 題;情性教育在

 性教育，是偏

 性教育，則必

 1958，P．8)因

 外塑力量加以

 德教育仍須兼從

 應同時探究其內裡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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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靈八生教育

 尼布爾人性論在教

 提供知識，情性教

 靈(^p^ri^)層面的

 此一屬靈層面。現

 育，至於靈性教育

 技術文明及拜金主

 理良心，早已拋諸

 為物質的奴僕，人

 的生命，有甚麼

 歸於心。心歸於

 及靈性的教育，才能培養健全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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