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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的探討主要為回應近20年衝擊人文學科（Geisteswissenschaft）最強烈的議

題，即認知／神經科學的研究朝向將人類的本性（human nature）歸為如電腦、機械

的系統運作，或簡單稱之，將人類的本性自然化（naturalisieren）的論述，這個議題

在西方於語言學、哲學、社會學、心理學、倫理學、神學等學界範疇有相當廣泛的討

論。尤其在哲學方面，歐陸哲學近300年以理性主義、德國理念論等為主軸，基本概

念在於以人類的理性、主體意識為哲學基礎，理性的問題更是可以回溯至西方哲學淵

源的希臘思想，所關聯的是人的靈魂的問題。因此，最近認知科學的研究幾乎直接威

脅整個西方哲學傳統的實質。過去這些建立在理性之上的認識論以及關於自由意志等

論題是「幻象」（Illusion）嗎？還是，「且慢！事情還未見分曉呢！」

電腦／物質化人論造成更大的衝擊是對一神信仰以及神學的研究。以基督信仰的

教義而論，創造的神和被造的人之間因為人意志抉擇背叛而產生鴻溝，這即是聖經定

義「罪」的原初意義。人抉擇相信神的兒子耶穌基督，就跨越了那鴻溝與神和好，之

後並在生活中抉擇信靠、順服神，這成為基督徒生活的特性。其中關聯的正是主體性

意志的問題。而按照物質化人論的看法，信仰、神與人的關係等問題成了由人的腦細

胞活動所產生的觀點，是人自認為真實的幻象。

但是，認知科學的研究已經對「人是什麼」提出了標準且周延的答案了嗎？事實

上，情況正是在各說各話當中。不僅科學家對認知科學的研究結果有不同的解釋理

論，且研究中的洞隙仍顯出許多不明之處，而各學科的意見還在對話當中。如同2006

年出版，關於此議題的書名：《誰可以解釋人？》（Könneker, 2006）所問，這是各

個學科共同關心的議題，此時正是進行對話的好機會，學科間可以更多了解彼此的立

論，互相學習，調整自己不足的論點。

筆者主要從事基督教神學及宗教哲學研究，本文將從廿世紀基督信仰的神學家K. 

Rahner（1904-1984）的人觀和認識論來回應這個議題。尤其要從Rahner最早、也是他

作為其他論述基礎的兩本著述：《在世界的靈》（Geist in Welt）和《聖言的傾聽者》

（Hörer des Wortes）所談，人的靈作為認識、意志、與神交往的結構，來回應認知科

學中物質化人觀的論點。文中第一章首先討論身體―靈魂的問題在西方哲學和神學傳

統中的觀念以及近代所面臨的挑戰；第二章將討論一些認知科學―哲學觀點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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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與「靈」的定義；在第三章則論述Rahner的「靈」與「物質」合一的人觀，以及

他的知識形上學（Erkenntnismetaphysik）的架構；第四章則綜觀Rahner的靈的觀點與

認知科學的觀察可對話之處，並提出其理論的優點。

壹、身體─靈魂的問題

一、傳統的觀念

古希臘哲學家如Heraclitus、Parmenides等所關心的哲學論題是宇宙性的，他們

問：什麼是這個世界／宇宙的實在性（Wirklichkeit）？Plato關心人論的方向也在於

思想人在整個宇宙次序當中的「存在」（Sein）。Plato對靈魂與身體持二元的看法，

認為人有獨立於肉體的靈魂，靈魂具先存性，從宇宙的根本「存在」而出，是人認知

的來源，而且具不朽性。Aristotle則持一元論，他將宇宙的組成分為「質料」與「形

式」，人的身體是質料，靈魂是形式，但二者並非分開而是一體、一個實質的。人的

靈魂所表達的意義在Aristotle是「思想的理性」。1

影響基督教神學形成極為深遠的A. Augustinus（354-430），在關於「認識」以及

「自由意志」的問題上，對人的主體性有特別的關注。靈魂是上帝所造，表現在人的

存在，反映了上帝的形像。在人的「認識」（Erkennen）亦即獲得知識的模式中，人

的「存在―知―意志／愛（Sein-Wissen-Will/ Lieben）」的分別與同一正是神的聖三一

的反映。靈魂是人可以認識永恆之處，也是時間與永恆可以交會之處。身體與靈魂的

二分在基督教的神學傳統中，不僅有聖經經文作為淵源，2加上Augustinus的神學對中

世紀以及改教家M. Luther等的影響，已成為基督信仰普遍的看法。

1  關於討論身體―靈魂問體的書籍為數眾多，較為清楚、精簡並且周延的可參看A . 
Beckermann（2009）。

2  如使徒保羅在新約哥林多後書四章16節所說：「所以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

一天新似一天。」希臘原文：“Διὸ οὐκ ἐγκακοῦμεν, ἀλλ‘ εἰ καὶ ὁ ἔξω ἡμῶν ἄνθρωπος 
διαφθείρεται, ἀλλ‘ ὁ ἔσω ἡμῶν ἀνακαινοῦται ἡμέρᾳ καὶ ἡμέρᾳ.”原指外在的人跟內在的

人的對比。又如哥林多後書五章8-9節：「我們坦然無懼，是更願意離開身體，與主同住，

所以無論是住在身內，離開身外，我們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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