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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列民，祖居姑苏范文正故里，癸卯年生于上海。曾求学于苏州、南京、北京及温哥华等地。1992年
获南京大学文学硕士学位，2006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主要治学兴趣为宗教学、哲学、史
学及相关之跨学科领域。现为江苏警官学院哲学副教授。有《群氓的时代》、《基督教思想史》、“
沙漠教父的灵修学”等译校著作及论文二十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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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许志伟)
导论
第一节　沙漠教父何许人也?
一　教会教父
二　沙漠教父
第二节　苦修主义何所谓也?
一　Asceticism(苦修主义)的翻译问题
二　苦修主义的界定
三　苦修主义与隐修制度、神秘主义及灵修学的辨析
第三节　沙漠教父研究的意义、方法及本书构架
一　本课题的理论意义
二　本课题的实践意义
三　本课题的研究进路
四　本书构架及基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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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年代之前沙漠教父研究成果综述
二　近二十年沙漠教父研究的前沿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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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追踪溯源——沙漠教父的背景解读
第一节　埃及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
一　尼罗河谷地和三角洲
二　埃及的沙漠和西奈半岛
三　对文明和修道的影响
第二节　信仰虔诚的古埃及人民
一　古埃及宗教的神灵
二　底比斯的祭司和神殿
三　古埃及宗教与基督教
第三节　地中海明珠——亚历山大里亚
一　地中海文明的统一性和个体性
二　亚历山大里亚：文明交汇的灯塔
三　亚历山大教会
第四节　地中海的苦修文化
一　古埃及人的苦修文化
二　古希腊罗马的苦修文化
三 《旧约》及犹太民族的苦修文化
四 《新约》的苦修思想
五　教会最初三个世纪的苦修文化
第二章　隐修之父——圣安东尼
第一节 《圣安东尼传》的作者及其创作背景
一　阿塔纳修其人
二 《圣安东尼传》的创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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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安东尼的弟子们
第三章　群体修道——帕科米乌派教团
第一节 圣帕科米乌生平概要
一　皈依和出家
二　帕科米乌派修道院的建设
第二节 《帕科米乌清规))和修院修道生活
一 《帕科米乌清规》的形成
二　修院修道生活及其管理
第三节 帕科米乌教团的衰落及其原因分析
一 帕科米乌教团的衰落
二　帕科米乌教团衰落和解体的原因分析
第四节　圣申诺迪大院长与洁白修道院
第四章　沙漠斗士——下埃及修道三圣地
第一节　尼曲雅
一　尼曲雅的创建者和记录者
二　尼曲雅修道中心概观
三　尼曲雅的修道士与教会的关系
第二节　塞提斯
一　埃及人马克留斯和圣马克留斯修道院
二　塞提斯的其他著名修士
三　塞提斯的罗马人修道院和强盗摩西
四　世纪圣马克留斯修道院的祝圣仪式
第三节　塞尔斯
一 “塞尔斯那个地方”
二　塞尔斯的牧师，亚历山大里亚的马克留斯
第五章　金玉良言——少漠教父的语录和神学
第一节 《沙漠教父语录》
⋯⋯
第六章 星火燎原——苦修运动的东传西进
第七章 结束语
附录一 参考文献
附录二 沙漠教父大事年表
附录三 参考地图
后记与鸣谢
附：原博士论文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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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埃及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　　早在古希腊时期，雄伟的金字塔，迷人的狮身人面像，定
期泛滥的尼罗河，扑朔迷离的法老传说等等，就已经使埃及具有神魂颠倒的魅力。早期的埃及教会虽
然诞生在法老文明之后，但是我们今天在研究它的苦修文化时，也不可能完全割断它在语言、种族、
信仰以及环境等方面与法老埃及的联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置身于源远流长的古埃及文明长河，
来寻找沙漠天国踪迹的原因。　　一　尼罗河谷地和三角洲　　七千年的文明成长在一条纵贯广袤沙
漠的大河流域，这是古埃及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显著地貌特征。我们在这里首先要察看埃及特定的
地理环境和气候特征。埃及地处非洲西北角，其周边为沙漠和海洋环绕，面积约l00万平方公里。贯穿
南北的尼罗河将整个国家分为下埃及的三角洲地区和上埃及的峡谷地区，再加上河西的利比亚大沙漠
、河东的东部沙漠和西奈半岛共五个区域。从地貌上看，尼罗河流域呈现棕褐色或黑色，广袤沙漠是
黄色，山野地区则是暗红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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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翻看了导言和框架。
2、文笔很好，思路也清晰。只是材料比较弱。
3、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
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注：或作“ 脱离罪恶”）。 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
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
。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约：17：14—19）
4、借鉴苦修主义对今天的世俗世界有着现实意义，让我们能够返璞归真。
5、很多东西上教会史的时候都学过又忘光，温故而知新呗。终于搞清楚了修道院和教会之间的关系
。。
6、作为论文的话就XXX了点。
7、越来越觉得基督教与我party存在着极深的血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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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从昨天开始，因为要做一课基督教的隐修制度，于是开读《沙漠教父的苦修主义》。读到导论部
分的时候，有一种非常糟糕的感觉。光是人物名字的翻译，就大倒读书的兴致，比如：亚他拿修，这
么好听的名字，被弄成“阿塔纳修”，就像以前那个潘霍华，多顺的名字，被译成了“朋霍费尔”。
其实看名字，熟悉的问题倒也不大。更大的问题在于作者许列民，一个非基督徒，做这个课题研究的
时候，纯当是博士论文的心态来做，做成的学术。几乎把基督教的起源做起是学术研究一样的，混同
埃及的“九神家庭”的众神论延伸至一神论。表面上，好像是整理了无数他人的著作，将其观点一一
整合。但实质上，作者根本就没有明白为什么最早选择隐修的基督徒是出于何种原因而决定以苦修的
形式追随上帝。也许我应该失望的不是对作者，而是对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就没有人，好好
地钻研，为什么基督教思想类的书籍都由非基督徒的思想来主导呢？不过，说又话回来了，这本书，
虽然在导论与第一章的内容写的非常不好，尤其不合适初信者看，容易使软弱的跌倒，或是说第一章
论基督教起源的片断，完全是一副话说“神话”故事一样，说完后，心都会凉了。不过，有一点非常
好的，就是介绍沙漠教父在修行过程当中的经历。倒是非常地震憾人心。不管是安东尼，亚他那修，
或是阿蒙（尼曲雅修的创建者，这个还没有找到港版的翻译），如果这部分都捡起来，可以写成一部
沙漠教父的传记。很激励人心。他们当中，都是抛开所有的一切，荣华、富贵、名利⋯⋯只为了全心
地追随神。可今天，我们呢？总有花花世界的红红绿绿，诱惑着我们，不愿意放手。但是一看这些沙
漠修士，一阵汗颜。这里摘取书中的一些片断：阿蒙出生在一个富裕和慷慨大度的家庭，他的父母为
他安排了一桩婚姻，为了不违背父母的意思，就娶妻接受这位童贞的新娘。得等到他们俩在新房里时
，他对这女孩子讲述贞洁的美德，敦促她保持童贞。他说：“腐败招致腐败，贞洁哺育贞洁。所以，
我们最好都保持贞洁，而不是相互败坏对方。”新娘同意了，他们就一直秘密地保留着这贞洁的财宝
，满足于只让上帝作他们的见证人。长期以来，他们的精神上的交往远远起过肉体的联系。等到双方
的父母都去世了，阿蒙去了附近的沙漠，他的新娘则还留在家里，后来他们分别在沙漠和家里聚集了
一批志同道合的人。阿蒙在沙漠修行多年，德高望重。后来上帝在他的身上行了很多的神迹。有一次
，阿蒙还隐居在沙漠里的时候，有人用链条绑了一个患狂犬病的男孩来找他。因为他被患狂犬病的狗
咬了。他的父母也一起来恳求阿蒙帮助他们。阿蒙说：“你们为什么来烦扰我呢？你们要求的不是我
能够做到的。但是我能告诉你们，这个孩子的健康就在你们的手里。把你们偷的牛还给人家，你的儿
子就康复了。”阿蒙由此明白地说晨了，他们诡秘的事情并没有瞒过神人的眼睛。孩子的父母很高兴
有了治疗的办法。回去后赶紧把赃物送还给原主。阿蒙向上帝祷告，结果孩子就恢复了健康。还有⋯
⋯主还在阿蒙的身上成全了许多其他的神迹，有一次，阿蒙要过尼罗河，但是他不好意思脱衣服裸露
身体，就是凭着上帝的力量，一下就到了对岸，蒙福的安东尼也非常敬佩阿蒙的修道生活，赞扬他的
公正坦荡和灵魂的美德。经上为引文部分。虽然到今天我们不需要像这些沙漠修士远离人群，单独索
居一处，也不需要像他们这样大行神迹，也不需要为了获得什么预言的能力，但是全心追随神，在上
帝的帮助下征服“魔鬼”（罪恶），与上帝联合，却是每一个时代的信徒都当追求的。
2、对我有所激发。一方面看过些修道院和教堂，虽看的多是拉丁系的修道院和教堂，于罗马后期和
其后时期埃及地区的应有所不同，但也可类比。能了解了苦修生活的很多方面，从世俗和苦修的生活
分离，日常祈祷到社会生活，也能进一步了解一些修道院对形式的属灵的追求以及其中间常有的庭院
原型和各种空间。这里面有些到了现代也被延伸。这样能大概对这些建筑和空间的了解达到人类学的
一个深度。以前看的也就是一些形式分析而已，对这个动机有所模糊体会，但是不具体。现在算是补
上了一块重要的拼图。知道了隐修士对现世的抛弃，对内在善的诉求和自我的戒律克制，也就不难理
解那些建筑里面那种形式的追求。知道了隐修士的集体生活和其存在的小社会的特征，也不难理解现
代里面也被延伸的公共庭院的原型。另外是对本书主题的了解。本书提供了从概念到历史和任务事迹
到一些重要的观念看法的介绍和梳理。并不是一种枯燥的理论写作，也不是单纯事实的罗列，我觉得
这算一种不错的写作方式，我这种人看着比较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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