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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sis已經在最近幾十年，從相對的默默

無聞， 成為東正教的流行語。事實

上已經成為某種象徵，在合一運動之處境下，人們援引theosis以

示對救恩之東正教理解的稱許；有些人則視它為一種東正教的解

毒劑，以歸正西方基督教中常見之對贖罪過度交易性的領會。

無論職業還是業餘神學家中間，theosis一詞隨處可聞。但

就像許多普遍存在的神學詞彙一樣，少有人預備好能解釋或明

白它的意思，以及它對我們所活之生活的含義。

長期以來，我就明瞭這個難題。還在1980年代晚期，我

讀神學院的時候，我和後來成為摯友的Seraphim Sigrist主教坐

下用午餐。我像許多我的同輩一樣喋喋不休的說到theosis，他

問我說：「是的，但那是什麼？」

我試著回答：「就是神化（deification）啊，成為像神一樣，有

分於神聖的性情。」對於這些生硬的答案，他一直反問「是的，但

它到底是什麼？」不是「它的意思是什麼？」而是「它是什麼？」

我無法答覆到讓任一方滿意，而且我相信這種無力感並

不僅限於我。

幸好過去二十年有不少關於theosis的重要書籍和研討會，

推薦序

「我們是神的同工」

哥林多前書三章九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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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助益。但那次談話的深刻記憶，再加上最近我在課堂裡

嘗試談到theosis時的拙劣無效，引我探尋一套能融匯古代和現

代說法的基礎叢書，以求能以易懂的語言呈現對theosis連貫一

致的領會。我的搜尋長達四年，期間一些優秀的神學家提出了

很強的素材，但最後都不了了之，直到諾門‧拉索（Norman 

Russell）向我提到，他想撰寫一本這個專題的入門書籍。我知

道他是一本關於theosis的權威學術著述1的作者，所以滿心欣

喜盼望，如今眼前這書遠遠超過那些盼望。

此書的益處之一在於如何對待其資料來源。Russell時常提

及教父們作為其權威，但並不是演譯他們的話，而是讓他們

直接說話。當教父們的說法不一時，他並不勉強達成統一，

也不使讀者停滯於含糊不清，而是基於基本原則標明他們的

一致之處。他也讓當代的東正教說法發言，對它們的共同點

和分歧給予同樣的尊重，靈巧地在不同的聲音中找到和諧。

他不僅閱讀了大量且有時深奧難懂之二十世紀哲學家和神學

家的著述如Nikolai Berdyaev、布加哥夫（Sergius Bulgakov）

和羅斯基（Vladimir Lossky），也包括更近期的思想家如

Christos Yannaras（其大部著作由Russell本人譯成英文）和John 

Zizioulas，還有當代東正教和路德會的作者們。

我們將在這些書頁中頻繁遇到的一些論題，雖然對於神

學學者並不陌生，但對於一般的讀者可能是全新的，如素質

／大能（essence/energies）的分別、狂喜和愛（ekstasis and 

eros）、以及「人格主義」（personalism）（關於人格狀態

〔personhood〕的觀念，無論是神聖的或屬人的，都由與另一

方的相通〔communion〕來定義）。Russell的行文使每個概念

對一般的讀者都易於理解，同時提供較有經驗的讀者以新的

視角。比如，他考察了不同作者之人格主義的幾個面向及其

新近的評論。在此過程中他也表明，人格主義是關於theosis之

東正教教訓的一塊房角石：因為theosis「表達的是一個關係

（relation），而非一個事物。」

這本書一個突出的特徵，也是讀者們會特別感激的，是

作者將關乎此專題之深廣的知識，用平實易懂的方式交通給讀

者的能力。這不該被視為理所當然，因為許多作者（和他們困

惑的讀者）都知道，少有專家關心讀者而用非專業術語重新考

慮他或她的專題。Russell花時間將他的學術取徑轉化成非專業

讀者的清晰文字，拋下外在聲望而設身處地向人說話。

我想像不出另一本更可靠、或易懂的作品，代表此一古

代和當代的東正教思想至關重要的方面。今後不再能輕易的、

「過於靈然化的」、或者抽象的使用theosis一辭，我們現在已

經失去了這樣作的藉口了。

Peter Boutene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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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啟發更正教對救恩的教導。9

Theosis一辭從一度不為人熟悉，如今已成為常用詞，但

其含義卻並不如人們有時以為的那麼明顯。看看這些東正教神

學家的表述：

 ■ 「神化不能只停留在一般的靈修範疇，而必須

有專特的人類學內容，用教父們的話來說，同

時兼具人類學和基督論的內容：即，必須按基

督化（Christification）來重新領會」（Panayiotis 

Nellas）。10

 ■ 「那麼，神化必須與人類定命有關，這定命實現在

與神面對面的相會，這相會起始於神在道成肉身裏

來遇見我們，從中我們看見『父獨生子的榮光」

（約1：14），『顯在耶穌基督面上的榮光』（林後

4：6）」（Andrew Louth）。11

 ■ 「神化是神對人完全並完滿的滲透……神化廣義上

開始於受浸，貫穿人靈性高升的全過程；在此過程

人也是積極的，即從情慾得淨化，達到美德，以致

發光顯明。在此高升中，人天然的能量持續成長，

在能看見神聖之光時達到頂點─看見的能量是聖

靈的工作。因此我們能說，神化所實現的這種再

點活（revivification）與成長，與人能量發展到極

限的過程、或說人本性的完全實現是一致的，但同

時恩典也使得人的能量不斷的失色。神化永不停

止，是繼續超越屬人性情之能量的極限之外，而達

到無限。我們可以說，後者是嚴格意義上的神化」

（Dumitru Stăniloae）。12

 ■ 「人要恢復到他或她的正直和完整，因為人類要成為

完全的人（‘all prosopon’-‘all person’），這是我們生存

的目的，我們道德旅程的終點，達到theosis或神化，

教會為此目標奮進……」（Christos Yannaras）。13

神化或theosis是一個複雜的辭，同時包含人類學和神聖經

綸的組成成分，也即是說，它與我們作為人成長到在神裡面的

終極實現有關，同時包括整個神救恩的計劃。換言之，它既是一

個神學論題，也是一個靈修教導；既是神聖經綸的目標，也是

這經綸在信徒裡面完成的過程。教父們花了幾個世紀才得以界

定這個辭，並不令人驚訝，甚至現在也不容易，因此我們需要一

個可行的定義。從以上四段引文的元素，我們可以給出這樣一

個定義：Theosis是使我們藉著聖靈、有分於基督而恢復我們作

為人的正直和完整，這過程起始於我們在世時，在教會的相通

（communion）和道德的操練，終極完成於我們與父神的聯合

─全都在神聖經綸的寬廣處境中。這定義聽起來很複雜，其實

除了聯合的觀念，所有的元素在第四世紀早已各就各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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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sis與教父們

第一位將theosis等同於與神聯合的是第六世紀的敘利亞作

家，他的筆名採用聖保羅在雅典的第一個門徒的名字─亞略

巴古的丟尼修。丟尼修給出了頭一個theosis的定義：「達到像

神並盡可能與祂聯合」（Ecclesiastical Hierarchy 1.3, 367A），

但“theosis”這詞要更早一些，是第四世紀拿先斯的聖貴格利創

造的，他第一次使用是在363年（Oration 4.71），在背道者朱

利安皇帝去世後不久的一次演講中，為的是概括一系列關乎神

聖經綸的觀念：

 ■ 神降卑並倒空自己，道成肉身；

 ■ 祂將所取的肉身帶進神聖的生命；

 ■ 受浸使我們聯於這神化的人性；

 ■ 藉著沉思靜觀的生活，人的魂高升到神；

 ■ 我們的全人在天國的實現。

雖然他發明了theosis這個詞，貴格利當然沒有發明它所代

表的觀念。theosis的概念要回溯到二世紀的教父們如亞歷山太

的革利免、羅馬的希坡律陀和里昂的愛任紐，甚至回溯到聖經

中深思基督之意義的新約作者們。

即使丟尼修使用theosis一辭比起乍看之下要更有內涵，若

我們只受限於他的定義，我們也無法領略theosis的全域。第二

世紀的教父們生活在一個基督教會與其他聲稱擁有真理者競爭

的世界，有些基督徒堅持能特別領會祕傳之使徒傳統，或有些

猶太人將教會關於基督的教導，摒棄為新奇和無根據，或有些

異教徒想當然地認為，基於古代哲人之研究而通向神-人交流

的途徑遠超其他一切。

面對異教徒、猶太人和諾斯底基督徒的反對，那些我們

可稱為早期正統的教師們教導說，藉著在受浸和聖餐中遇見基

督，人可以達到與神共通的生活，以致可以被認為是「眾神」

（gods）。有時這些話聽起來很奇異─亞歷山太的革利免說

到，由屬天教導而神化的基督徒「成為神但仍然在肉身中行走」

─但實際上，神化的觀念根植於教會對聖經本文的闡釋。

我們發現，第二世紀的教父們以兩種基要的方式使用神

化的概念：作為神學論題以及作為關乎靈修生活的教導。

 ■ 作為神學論題，它指道成肉身的奧祕：「因著祂無

限的愛，祂成為我們所是的，為使我們成為祂自己

所是的。」

 ■ 作為靈修教導，它指我們有分於並藉著基督成為祂

所創造之變化的人性：我們的任務是成為「盡可能

的像神」。



神的同工

- 18 - - 19 -

希臘正教的THEOSIS思想 前言：什麼是Theosis?

堅稱基督「成為我們所是的，為使我們成為祂自己所是

的」，是出自里昂的愛任紐（Against Heresies 5,  Preface）。亞

他那修在第四世紀早期將它重新措辭，使它成為經典的句子：

「祂成為人為使我們成為神」（He became human that we might 

become divine）（On the Incarnation 54），我們如今稱之為「交

換公式」。如敘利亞的聖以法蓮所說，「祂賜予我們神性，」

「我們給予祂人性」（Hymns on Faith 5.7）。這樣表達，表面

上看並非對聖經深思的結果，其實恰是準確的說法，正如保羅

論到基督「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生為人的樣式」，並且死

在十字架上之後，被神升為至高，又賜祂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腓2：5-11），再考慮另兩處陳述：保羅的教導「你們就是

基督的身體」（林前12：27）和詩篇的那處經節：「我曾說、

你們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兒子」（詩82：6）。如果那些神對

其說話的人被稱為「至高者的兒子」，是因為他們藉著受浸的

兒子名分；如果詩篇的那經節使眾子（sons）等同於「眾神」

（gods），那是因為基督使信徒們分享祂成為肉身的神聖生

命。藉著受浸和聖餐他們有分於基督的身體，就是有分於基督

所創造並祂受難而升為至高所產生的新人性。

作為靈修教導，theosis仍然與道成肉身相連，只是在這個

標題下，它要用基督教時代早期盛行之理性文化的語言來表現

基督徒的生活，當然這語言就是希臘文。當代哲學家引用柏拉

圖（Theaetetus 176b）說，嚴肅之哲學生活的目的是要盡可能

像神，對於早期基督徒這聽起來和創世記的教導共鳴，即人性

是照著神的形象和樣式造的（創1：26）。這樣把柏拉圖和創

世記的作者摩西擺在一起看起來相當自然，第二世紀的許多人

就認定柏拉圖是從摩西借用了他的教義。恢復因墮落而失去之

神的樣式也就意味著我們成為神。借助於柏拉圖來解讀聖經本

文，對靈修生活之理論框架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神化的這兩種使用，作為神學論題和作為靈修教導，彼

此並不隔離。論題的趨徑緊聯於教會的聖禮生活。最早於愛任

紐的時候，雖然還沒有「theosis」這個辭，神化的概念已全然

是對人類真實狀況之神學眼光的一部分了。按照愛任紐的看

法，人的墮落並不是人犯錯而打亂了神為著我們的計劃，人類

的存在是為著得救的。為了我們人性的完成和實現，我們從

起頭就需要基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最後一句話“tetelestai”，

（「結束了，」或更好的翻譯，「成了」）同時標誌著人性的

受造和救恩。因此藉著受浸而合併進入基督，我們分享祂所創

造賦予了神聖生命的人性，受浸將我們與神的話「調和」並使

我們成為神的居所。成為神收養的眾子或眾女使我們重新聯於

生命的源頭，我們成為詩篇82篇所說的「眾神」。

後來的作者理所當然地認為詩篇的「眾神」指的是那些

神藉著浸禮收養並藉著聖餐繼續餵養的人，我稱此為theosis的

實際趨徑（realistic approach）。也就是說，雖然神化是一個

隱喻，一個詩意化的比喻，它仍然表達與神真實和親密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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