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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弗朗西斯·沙勿略·克鲁尼著的《吠檀多之后的神学》是一本真正富有原创性的著作。首先，本书
阐述一个基本真理：人类及其共嗣体必须根据经典文字指导生活，而不是从经典的缩减教义，遑论针
对经典的解释学理论。其次，本书拒绝采纳更高层次观点即从宗教历史学角度将一些有吸引力却浅显
的结论加诸于基督教或印度数之上。既不赞同教条主义也不赞同自由主义，而是采取中道。作者不攻
击任何一种宗教，他欣赏、比较、并从这个过程中寻求启发。克鲁尼的方法为宗教间对话带来希望，
他的方法来自两个看似不同、不协调世界相遇产生的洞见。他不采用任何宗教间相遇可能获得的普遍
理论。这是宗教相遇的实践，而不是高层峰会。
本书对天主教神学家的建议值得关注。宗教历史学的学者，能从本书中获得如何与非基督教对话的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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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弗朗西斯·沙勿略·克鲁尼，哈佛大学帕克曼讲席教授，世界宗教研究中心主任，英国社会科学院院
士。首位国际印度教一基督教研究协会会长、美国耶稣会宗教间对话负责人(1998—2004)。克鲁尼的
研究领域主要涵盖耶稣会传教史、比较神学和宗教间对话三大领域。目前已出版的代表性比较神学著
作有《吠檀多之后的神学：比较神学的实验》、《印度教上帝、基督教上帝：理性如何克服宗教边界
》、《神母与圣母：印度女神与圣母玛利亚》、《比较神学：跨宗教边界的深入学习》、《黑暗中的
上帝：印度教与天主教圣诗比较实践》，他被国际学界誉为比较神学的先锋人物。富瑜，浙江大学哲
学系在读博士，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英语系讲师，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2014—2015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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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做为实践知识的比较神学
四、不二论、文本与注释
1.对不二论释经传统的简要概述
2.作为文本的不二论：注释传统的兴盛
3.作为《后弥曼差经》的不二论：《前弥曼差经》的范式
五、实践意义
1.恢复不二论“文本”
2.从研究商羯罗到研究文本
3.从文本外真理转向文本后真理
4.读者从观察者到参与者的读者身份转换
第二章 不二论吠檀多文本的结构
一、不二论文本结构
二、奥义书大致结构
三、《后弥曼差经》中奥义书知识的编排
1.独立经文
2.经卷
(1)跋达罗衍那陈述《鹧鸪氏奥义书》2.1—6a中的问题
(2)商羯罗对《鹧鸪氏》2.1—6a的两种诠释
(3)后期注释对诠释《鹧鸪氏奥义书》2.1—6a的贡献
(4)文本之外有世界吗?关于弃绝的案例(《后弥曼差经》III.4.18—20)
3.组合文本：和合与经集
(1)联结：经集内部的联结
(2)文本推理(nyaya)
(3)连贯性实践的两种策略
4.讲集和整体安排
四、通过参与式阅读将意义处境化
第三章 不二论吠檀多真理
一、文本中的真理问题
二、文本真理策略，
1.否认梵具有属性(无属性梵)
2.文本中的悖论(mahavakyas)
三、文本后真理：奥义书与不二论世界的真实意义
1.《后弥曼差经》III.3.1—13：可以假设梵一直代表至福吗?
2.《后弥曼差经》I.1.5—11：奥义书确实具有正确意义
3.《后弥曼差经》I.1.2：奥义书边界内部推论
4.《后弥曼差经》IV—3.14和不二论的系统化
四、为梵辩护：文本中他者的碎片化
1.《后弥曼差经》II.1.4—：不二论立场的相对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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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不二论立场的辩论：《后弥曼差经》II.2.1—10
(1)《后弥曼差经》II.2的结构
(2)《后弥曼差经》II.2.1—10对数论派的反驳以及不二论的文本辩读
五、真理、文本与读者
六、对不二论与文本间真理的总结陈述
第四章 不二论吠檀多与读者
一、文本与真理的张力
二、永恒真理，及时阅读：阅读中的真理
1.解脱知识的朴素与时间复杂性
2.两种类比：音乐与瑜伽
三、成为读者
1.知梵渴望与阅读渴望
2.授权读者：知识的多种前提
四、限制解脱、中断阅读《后弥曼差经》：规定性说明
1.对未来弃绝者的期望
2.弃绝的祭祀背景
3.弃绝规则
五、不二论精英主义与未授权读者的可能性：寻找疏漏
第五章 不二论吠檀多之后的神学：文本、真理与神学家
一、比较神学实践
二、比较神学的文本构建：并列阅读《神学大全》与
《后弥曼差经》
1.在《后弥曼差经》III.3.11—13之后阅读《神学大全》I.13.4
(1)设置对比
(2)寻找相似
(3)寻找差异
(3)并列阅读阿玛拉南达与阿奎那的某些实践策略
2.是否存在不可比较的文本?《神学大全》III.46.3的案例
3.重构神学文本成果：回溯《圣经》和《神学大全》的注释
(1)回顾《圣经》引述
(2)回顾注释阅读：枢机主教卡耶坦对《神学大全》I.13.4的解读
三、比较神学的真理
1.对真理议题的耐心延期
2.教义文本性真理以及真理冲突
3.诸宗教神学真理
4.关于上帝的真理
四、培养比较神学家
1.文本作为导师
2.教育比较学者：能力、动机与局限
3.作为教育者的比较学者
五、完成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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