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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及哲学

论传统孝道中 的生命本体意识

杨庆 中

【提 要 】 在传统孝道的丰富 内 涵 中 ,

“

追孝
’ ’

、

＂

不朽
”

、 与
“

继后
”

等观念 , 具有鲜明

的 生命本体意识 。 从时 间 的维度说 , 它落 实 了人们对生命本源的追寻 ；
从逻辑的 结构看 ,

它解决 了个体生命存在的根据 与个体生命的本质等 问题 。 由 于在这些观念 中 始终隐含着
“

生命的永恒
”

这一话题 , 所以其 宗教性 色彩又非常浓烈 。

【关键词 】 传统孝道 生命本体意识
“

生命的永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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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 在古人心 目 中
“

孝
”

是最为核心的伦理
一

、 引言德 目 。

在众多的中国传统伦理德 目 中 , 只有
“

孝
”．么 ’ 为什么基于血■系 的

“

孝
”

道会

和
“

梯
”

等德 目 具有血缘关系 的基础 。 而在—＿罾 ＠■心 7

‘ ‘

孝
, , “

梯
, ,

等德 目 中 又 口有
‘‘

孝
, ,

这个德 目

“

孝
”

道之成为传统伦理德 目 的核心 , 仅仅是因

与个体化 的主体生命之所从来相关联 。 所以 ,

为它的血缘基础吗 ？ 本文试图从哲学的意义上

古人特别重视
“

孝悌
”

、 尤其是
“

孝
”

道在伦理对此做出探讨。

实践中 的价值和意义 。
一

大根音ｉ
口

孔子的弟子有子曾视
“

孝
”

为君子所务之
—、八

＂

本
”

,
① 其后的儒家诸学者 ( 甚至包括儒家之传统孝道 , 内 涵十分丰富 , 而其中有

一

个

外的 部 分学 者 ) 也均 从
“

本
”

的 层 面讨论值得注意的面向 , 就是
“

追孝
”

。 如 ：

“

追孝于

“

孝
”

的 问题 ： 所谓
＂

民之本教 曰孝 。

”② 所谓
“

夫孝 , 天下之大经也。

”③ 所谓
“

夫孝 , 三皇五

帝之本务 , 而万事之纪也。

”

所谓
“

凡为天下 ,



治国家 , 必务本而后末。



务本莫贵于孝 。

”④① 朱裹 ： 《 四书章句集注 ？ 论语 ？ 学而 》 , 中华书局 Ｉ 9 8 3 年

乃至于
“

夫孝 , 置之而塞于天地 , 衡之而衡于版 , 第 4 8 页 。

ｍａｆｅ
．

社皮 二仙 忠工如 ＆说孟从比十冶孟② 方向东 ： 《大戴礼记汇校集解 ？ 曾子大孝 》 , 中华书局 2＿

四海 , 施诸后世 ,
而无朝夕 , 推而放诸东海而 , 砠 , 帛 4 9 8 ＠ 。

准 , 推而放诸西海而准 , 推而放诸南海而准 ,③ 同上注 。

推而放诸；ｉ匕海而准 。 《诗 》 云 ：

‘

自西 自东 , 自④ 陈奇献 ： 《 吕 氏春秋校释
？

孝行 》 , 学林出版社 1 9 8 4 年版 ’

南 自北 , 无思不服 。

,

此之谓也 ⑤ “

夫执
－

术
⑤ 方向东 ： 《大戴礼记汇校集解

？ 曾子大孝 》 , 第 4 9 8 页 。

而百善至 ,
百邪去 ,

天下从者 , 其惟孝也 ！

”⑥⑥ 陈奇猷 ： 《 吕氏春秋校释 ？

孝行》 , 第 7 3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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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人。

”？“修宗庙 , 敬祀事 , 教民追孝也 。

”？始
”

) 的
一种 自觉而产生的一种行为 。 这种 自

等 。觉 , 我们可以谓之
‘‘

生命自觉意识
”

。

从相关材料来看 ,

“

追孝
”

, 其对象是祖先生命自 觉意识是人的 自 觉意识中 最重要的

或死去的父母 , 其方式是祭祀 , 其 目 的是继承意识之一 , 个体的我从哪里来 , 根在什么地方 ,

祖先的志行和功业 。 孔子所谓的
“

慎终追远
”

之这是关乎人之面对宇宙 、 面对周 围世界而 自 我
“

追远
”

, 就是指的这种祭祀先人的
“

追孝
”

行为 。 觉醒的本质问题 。 西方历史上的一神教 , 其核

祭祀先人的传统很古老 , 由殷商甲骨 卜辞心内容之一就是回答人从哪里来 , 根在什么地

可知 , 那时就已经存在 了频繁而成熟的祭祖活方等问题的 。 如基督教的经典 《 旧约圣经》 , 开

动 。 这种行为在周代发展为
“

孝
”

道的核心 内篇 《创世纪 》 即描述 了上帝造人的过程 。 中 国

容之一 。

③ 春秋末期发展起来的儒家对
“

孝
”

道的古圣先贤 , 基于 《周易 》 的阴阳宇宙观 , 把

的这一内 涵十分重视 , 如 《大戴礼记 ？

曾子本万物的 由来归之于
“

天地絪媪
”

, 把个体生命的

孝 》 中说 ：

＂

故孝子之于亲也 , 生则有义 以辅产生归之于
“

男女媾精
”

,

⑨
因此对于先人之为

之 , 死则哀以莅焉 , 祭祀则莅之以敬 , 如此而个体生命之
“

本
”

的意识非常 自觉 ：

成于孝 。

”④
《礼记 ？ 祭统 》 亦曰 ：

“

生则养 , 没

则丧 , 丧毕则祭 。 养则观其顺也 , 丧则观其哀万物本 乎 天 , 人本乎祖 , 此 所 以 配上

也 , 祭则观其敬而时也 。

”⑤ 这些都是把祭祀先帝也 。 郊之祭也 , 大报本反始也 。

⑩

人看成
“

孝
”

道的核心 内容之一 。 或者说 , 生礼有 三本 ： 天地者 , 生 之本 也 ； 先祖

养 、 死葬 、 祭祀 , 传统
“

孝
”

道的三个面 向 ,者 , 类之本也
； 君 师 者 , 治 之本 也 。 无 天

祭祀居其
一

。地 ,
恶 生 ？ 无先祖 ,

恶 出 ？ 无君 师 , 恶治 ？

古人为什么十分重视对先人的祭祀呢 ？ 《礼三者偏 亡 , 焉 无 安 人 , 故 礼上事 天 , 下事

记 ？ 祭统 》 说 ：

“

祭者 , 所以追养继孝也 。

”

孔地 , 尊先祖 , 而 隆君师 。 是礼之三本也 。

？

传解释说 ：

“

亲没而祭之 , 追生时之养 , 继生时

之孝也 。

”⑥ 孔传的这
一理解是否正确 , 还可以万物从天而来 , 人则 出于先祖 , 没有先祖 ,

再讨论 。 但毫无疑问的是 , 这只是谈到了 祭祀个体生命就没有出处 , 所以
＂

祖
”

是人类之本 。

的表面现象 , 在此现象的背后 , 还存在着一个对于这个
“

本
”

, 人们不但不可忘记 , 还要适时

更根本的原因 ,
《礼记 ？ 祭义 》 ：

筑为 宫 室 , 设 为 宗 、 祧 , 以 别 亲 疏远① ( 清 ) 孙星衍 ： 《 尚 书今古文注疏 ． 文侯之命 ；Ｋ 中华书局

近 , 教 民 反 古 复 始 ,
不 忘 其 所 由 生 1兆 6 年版 , 第⑷ 页 。

也 。

……君 子 反古 复 始 , 不 忘其 所 生 也 ；

② 旦 ： 《礼记集解 ． 坊记 》 ’ 中华书局 1卿 年版 ’

第 1 2 8 9 页 。

是 以 致其敬 , 发其情 , 竭 力 从事 , 以 报其 ③ 参见李裕民 ： 《殷周金文 中的
“

孝
”

和孔丘
‘‘

孝道
＂

的反动

亲 , 不敢弗尽也 。

⑦本质 》 , 《考古学报》 1 9 7 4 年第 2 期 。

④ 方向东 ： 《大戴礼记汇校集解》 , 第 4 8 5 页 。

清人孙希旦解释说 ：

“

周于外者谓之宫 , 处 ＾＾±＾1 2 3 7^

＾ ＂ ＇？ 1 2 3 7 ￣ 1 2 3 8 Ｍ °

于内者谓之室 。 前为庙谓之宗 , 后为寝谓之祧 。 ⑦ 同上注 , 第 1 2 2 0 页 。

古 、 始 , 皆为祖 、 考也 。 以其巳往则谓古 , 以？

廿儿 ｆｔ ａ ｃｃ 六 仏 口丨
丨 ｎ 、

田
、
ｎ淋？

“

天地细组
”

、

“

男女媾精
”

, 语出 《周 易 ． 系辞传 》 ,

“

天
其为身之所 自 始则 日始 。 反古复始 , 谓设为祭地”

、

“

男女” 本义指阴阳 。 这里系借用此两句话概括古人

祀之礼 , 以追而事之也 。

”？ 在这里 ,

“

反古复的宇宙生成及人的生成问题。

始 ,
不忘其所 由 生

”

很耐人寻味 , 也恰恰是⑩ 杨朝 明注说 ： 《孔子家语 ？ 郊问 》 , 河南大学出版社 咖 8 年

“

追养继孝
”

的根本原因之一。 这翻
“

追孝
, ,

、

？ ＾柳＾
2 5

／荀

页

子诂译 ． 礼论》 , 齐鲁书社 1 9 8 5 年版 , 第 5 1 2

祭祀 ,
乃是基于对个体生命之所从来 (

“

反古复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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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庆中 ： 论传统孝道中的生命本体意识


祭祀 , 所谓
“

宗庙致敬 , 不忘亲也 。

”？
由此看得焉 耳 矣 。 是 故 , 君子之观 于铭 也 ,

既 美

来 ,

“

追孝
”

或祭祀 , 是
一

项基于血缘关系 的 ,
其所称 , 又美其所为 。 为 之者 , 明 足 以 见

与生命自觉 、 身份认 同相关的 , 宗教性很强的之
, 仁足 以 与 之 , 知足 以 利 之 , 可 谓 贤 矣 。

祖先崇拜活动 。 已故著名学者韦政通指出 ：

“

祖贤而勿伐 , 可 谓恭矣 。

⑥

先崇拜 , 是中 国的宗教 , 祖先崇拜的仪式 , 是

在家庭 中进行的 。

”②
韦先生 的这

一说法是正这里是要人把先人的德业之美而可述者 ,

确的 。著之于金石 , 传扬于后世 , 并认为这本身就是

由此 , 也就不难理解
“

孝
”

何以具有君 孝行 。 相反 , 若是
“

子孙之守宗庙社稷者 , 其

子所务之
“

本
”

的意义 。 因为它不但关涉血 先祖无美而称之 , 是诬也 ； 有
,
而弗知 , 不明

缘关系 , 还Ｓ着血缘关系 而关涉个体生命ｗ
也 ； 弗传 ’ 不仁 也 。ｎ 君子之所

存在 。 所以 当人们对 自 我生命的存在形式有
⑦

所 自觉时 , 当人们对 自 觉的 自 我生命存在形

式的完美性存在价值追求诉求时 , 人们便把

：

孝

二
为

, 二
亲事

＝“

父在 , 观其 志 ； 錢 , 《

ｓｓ, ｉ
ｆ 行

；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 可谓孝矣 。

”⑧

弟 , 祭者 , 教之本也 ＾ 从这 Ｉ 意乂上说 ,

夫孝 者 , 善 继 人 之 志 , 善 述 人 之 事
古人所谓 的教化 , 其所本乃在于人之生命 、

人之本根的 自觉 。
°

三
对于 《论语》 中的话 , 宋人范祖禹解释说 ：

一、八“

为人子者 , 父在则能观其父之志而承顺之 , 父
“

追孝
”

是不忘
“

本
”

, 而如何使
“

本
”

继 没则能观其父之行而继述之。

”⑩ 这种
“

继
”

和

续获得它的在世性并进而展开 , 也是传统孝道
“

述
”

, 在汉代学者看来 , 就是
“

追孝
”

。 《尚书 ？

的核心 内容之一 。 这一内容包含两个面 向 ：

一 文侯之命 》
：

“

追孝于前文人
”

, 孔安 国 《传 》 ：

是德业不朽 ,

一是传宗接代 。 本节只讨论德业
“

继先祖之志为孝
”

。
⑩ 由此可见 , 能够传承光大

不朽的问题。先人的德业 , 是传统孝道的
“

题中应有之义
”

,

不朽即永恒 , 但经验告诉人们 , 肉体的生 这一点正是
“

光宗耀祖
”

观念产生 的基础 , 如

命 , 生老病死 , 是不可能不朽的 。 所以古人十
〈〈孝经 》 中所说 ：

“

立身行道 , 扬名于后世 , ^

分重视绍述先人之德性和先人之功业 。 例如古

人有铸鼎撰铭的传统 , 《礼记 ？ 祭统 》 关于撰写＾？

① 胡平生 ： 《孝经译注
？ 感应章 》 , 中华书局 Ｉ＂ 6 年版 , 第 3 4

铭文就有如下的论述 ：

页 。

② 韦政通 ： 《中 国文化概论 》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夫 鼎 有 铭 , 铭 者 , 自 名 也 。 自 名 , 以咖 8 年版 ’ 第 5 4
￣

5 5 页 。

拖搞 甘 生 鉬 ＋ 塞 而 昍 箪 少 户 ＃ 去 ＯｂＡ③ 李零 ： 《郭店楚简校读记 ． 唐處之道 》 ( 增订本 ) , 北京
称扬其 先祖 之美 , 而 明 著之 后世者也 。 为大学出版社 2 0 0 7 年版 , 第 1 2 3 页 。

先祖者 , 莫 不 有美 焉 , 莫不 有 恶 焉 , 铭 之④ 李零 ：
《郭店楚简校读记

？ 六德》 , 第 1 7 2 页 。

义 , 称美 而 不 称 恶 。 此 孝 子孝孙 之 心 也 ,

⑤ ( 清 〉 孙希旦 ：
《礼记集解

？

祭统》 ’ 第 1 2 4 3 页 。

．

丛土、人 4？ 甘 Ａ 如 士 祐 绝⑥ ( 清 ) 孙希旦 ： 《礼记集解
＊

祭统》 ’ 第 1 2 5 0 页 。

唯 贤者能之 。 铭 者 , 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 ,

⑦ 同上注 , 第 1 2 5 2 页 。

功 烈 、 勋 劳 、 庆 赏 、 声 名 , 列 于 天下 , 而⑧ 朱驀 ： 《四书章句集注
？

论语
？ 学而 》 , 第 5 1 页 。

酌之祭器 , 自成其名 焉 , 以 祀其先祖者也 。

＝ ＾, 纟

《

；
书 集注

？ 中庸 》 , 第 Ｍ 页 。

显 扬 先祖 , 所 以 崇 孝 也 。 身 比 焉 , 顺也 。

？ 顾领刚 、 刘起纡 ： 《 尚书校释译论 》 , 中华书局 2 0 0 5 年版 ,

明 示 后 世 , 教也 。 夫铭 者 , 壹称 而 上 下 皆第 2 1 2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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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父母 , 孝之终也 。

”？与权的角度解释说 ：

“

舜告焉则不得娶 , 而终于

透过德业的称扬 、 传承与光大来追求不朽 , 无后矣 。 告者礼也 , 不告者权也 。 犹告 ,
言与

是
一

个具有深刻 内涵的话题 。 传统孝道不是透告同也 。

”⑤ 在这里 ,
孟子 、 赵岐和朱熹都是以

过超验世界如天堂 、 地狱的建构来规划生命存
“

无后
”

为理由 , 证明舜的
“

不告而娶
”

是合理

在的永恒价值 , 而是透过德业的弘扬和精神的的 。 虽然
“

告
”

与
“

不告
”

也关乎孝道的问题 ,

7欠驻来实现对永恒的追求 。 因此 , 传统孝道不但
“

无后
”

乃是孝道 中 的最大者 , 所以特殊情

仅在
“

追孝
”

层面具有宗教性 , 在弘德传业 、 况下可以
“

不告
”

。

光宗耀祖的层面也同样落实着人们的宗教情感 。由于重视传
“

后
”

的问题 , 古人也因此特

而中国人之所以在面临失败的时候首先会想到 别重视婚姻在传宗接代中的作用。

对不起祖宗 , 在面对成功时首先会想到祖上的

荫德 , 也正由于这种基于生命本根 自觉的宗教昏 礼者 , 将合二姓之好 , 上 以 事宗庙 ,

情感的流露 。 正如基督徒在遭遇失败时要向上下 以继后世也 。 故君子重之

帝忏悔 , 在欣逢成功时要赞美Ｊｂ帝一样 。天地 合 , 而 后 万物 兴 焉 。 夫 昏 礼 ,
万

世之始也 。

？

四 、 继后意 ｉ只天地不 合 , 万 物 不 生 ； 大婚 , 万 世 之

嗣 也 ⑧

由于与彼岸世界的建构相 比 , 中 国古人更

“

昏礼
”

, 賴礼 。 古人认为 , 婚姻乃是关

气
0

1 系到祭祀宗庙 、 延续后嗣 的大事情 , 所以特别
1

为君子所看重 。 不但如此 , 《礼记 》 甚至把它上
—

升到宇宙法则的高度 , 认为翻 中 的男女结合 ,

“ ,
＾ 0犹如天地之合生养万物一样 。 所以 《 中庸 》 中

子

＾
…

父母生之 , 续莫大也 。

”

说 ：

‘‘

君子之道 , 造端于父妇 ； 及其至也 ,
察乎

不孝有 二 ’ 无 后 为 大 , 舜 不 告 而 娶 ’

天地
, , ？

由此可见 , 婚姻生育这种本来属于社会
为 无后 也 , 君子 以 为犹 告也 。

层面的 自然现象 , 由于其与
＂

继后
”

的孝行
一
̄

生命延续活动联系在
一

起 , 所以也具有了本体的
“

续
”

, 指
“

继先传后
”

。
④ 这是借孔子的话

意义 难怪 《孝经 》 中说 ．

‘‘

夫孝 ,
天之经也 ,

入 ’＃地之义也 , 民之行也
’’

。
⑩ 关于这－点 ,

《易传 》

是最为重要的事情 。 孟子便以此为理由 , 为儒
中有－段话很能反映古人的看法 ：

家心 目 中 的圣人舜的一个在传统孝道看来有点

不妥的行为进行 了辩护 。 細传统的观念 , 子有天地 , 然后 有 万 物 ； 有 万 物 , 然 后

之娶妻 ’ 应该先告诉父母。 由 于舜 的家庭背胃有男 女 ； 有男 女 , 然 后 有 夫 妇
；
有夫 妇 ,

比较复杂 , 舜没有这样做 , 而是
“

不告而娶
”

,


依礼当属不孝 。 但在孟子看来 ,

“

告
”

贝！
) 有職

① 胡平生 ： 《孝经译注》 , 扪页 。

受到父母的阻拦而娶不成妻 , 娶不成妻则意味② 胡平生 ： 《孝经译注 ． 圣治章 》 , 第 1 9 页。

着可能无后 。 而
“

无后
”

乃 不孝 中 的大不孝 ,

③ 朱熹 ： 《 四书章句集注
． 孟子 ．

离娄上》 , 第 2 8 6 ￣ 2 8 7 页 。

所以 , 舜的
“

不告而娶
”

恰恰是孝的表现 。 关
？

于这段文字 , 东汉赵岐注释说 ：

“

礼于有不孝者⑥ (清 ) 孙希旦 ： 《礼记集解 ．

昏义 》 , 第 1 4 1 6 页 。

三事 ： 谓阿意屈从 , 陷亲不义 ,

一也
；
家贫亲⑦ ｍｉｅ集解 ？■？ , 第 ｗ 页 。

龙 卞木 Ｚｉ■ 链一

＞了放本工 放止 4 口 4口⑧ 《礼记集解 ． 哀公问 》 , 第 1 2 6 2 页 。

老 , 不为仕禄 ’一也 ； 不娶无子 ’ 绝先祖祀 ’

⑨ 朱熹 ： 《四书章句集注 ？ 中庸 》 , 第 2 3 页 。

三也 。 三者之中 , 无后为大 。

”

南宋朱熹则从经⑩ 胡平生 ： 《孝经译注 》 , 第 1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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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庆中 ： 论传统孝道中 的生命本体意识


然后 有 父子 ； 有父子 , 然 后有君 臣 ； 有君是罪人 , 并因其罪行才堕落到 了人间 。 所以人

臣 , 然 后 有 上 下
；
有 上 下 , 然 后 礼 仪有

一生下来就有本罪和原罪 , 整个生命的历程就

所错 。
￥是在罪中与罪斗争 。 由 于是本罪和原罪 , 世人

靠 自身的力量无法战胜并摆脱它 , 必须靠耶稣

这是说 , 父子、 君臣 、 上下礼仪 , 都来源道成 肉身来拯救 , 以脱离 肉体 , 回归天堂 。 传

于男女夫妇 ；
而男女夫妇又来 自 于天地 。 这就统儒家没有天堂的建构 , 不是天堂不美 , 主要

从本源的意义上提升了婚姻生育这一社会层面是因为不需要
——

人们在现世中就可 以完成生

中的 自然现象的价值 , 使之具有了大本大根的命的升华并使其永驻不毁 。

意义 。 而且这种大本大根 , 由 于是由 阴阳 、 男、

女二元和合而构成 , 所以它同时又是人类生命￡、

生生不息之本 。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 此可见 ,

传统孝道中的
“

追孝
”

、

“

不朽
”

、 与
“

继
■

ｆｉ
■

入 、

后
”

意识 , 具有鲜 明 的生命本体色彩 。 从时间

的雜说 , 浦实了人们对生命本源的追寻 ；

从逻辑的结构看 , 它解决了个体生命存在的根
把对永恒的追求建基于

“

生生
”

之上 , ｍ
据与个体生命的本质等问题。 而由 于它始终隐

对人类生命的－种肯
－

。 把这种肯定转化为
－

含着
‘‘

生命的永恒
”

这－话题 , 所以其宗教性
种 价 值 追 求

——

孝 行 , 并 以 此 为 出 发 点
色彩又非常浓烈 。 孝道之为 中 国传统伦理德 目

(

“

本
”

)
, 展开伦麵 目的建构 , 则是对人类生

的核心 , 以此 丨 孝道之为教化之本 , 以此 ！

命的完美性和完美追求的可能性 的一种肯定 。

这种肯定同＿彰显了人性的完美性和完美追本文作者 ： 中 国人民大 学 国 学院教授、 博
求的可能性 ； 这种肯定同时还为个体生命现世

存在的合理性奠定了基础 。 因 为先人因其德业周躺
被

“

追孝
”

, 这就首先肯定 了先祖的完美人格 ,
‘

从理论上和价值理想的追求层面说 , 人们要繁


衍的也正是这种完美人格。 传统儒家把人性的 ① 李学勤主编 ： 《十三经注疏》 标点本 《周易正义
．

序卦传 》 ,

本质定格在
“

善
”

上 , 不能不说与此有关。 这北京大学出版社 1 9 9 9 年版 , 第 3 3 6
？

3 3 7 页 。

与基督教是很不一样的 , 在基督教那里 , 祖先

Ｏ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ｏｆＬｉｆｅ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ｒａｄｉｔ ｉｏｎａｌＦｉｌｉａｌＤｕｔｙ

ＹａｎｇＱｉｎｇｚｈ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ｃｃｏｒｄ 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ｒｉｃｈｃｏｎｎｏ 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ｒａｄｉ ｔｉｏｎａｌｆｉ ｌ ｉａｌｄｕ ｔｙ ,
ｔｈｅｉｄｅａｓｏｆ

“

ｔｏｗｏｒ
？

ｓｈｉ ｐａｎｃｅｓ ｔｏｒｓ
＂

,

＂

ｔｏｍａｋｅ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ａｎｄｓｐｉｒｉｔｏｆａｎｃｅｓｔｏｒ ｅｖｅｒ ｌａｓｔ ｉｎｇ

, ,

,

＂

＼．ｏｍａ ｉｎｔａｉｎａｆａｍ
？

ｉ ｌｙ
ｌ ｉ
ｎｅ

”

,
ｅｔｃ

,
 ｅｖ

ｉ
ｄｅｎｔ ｌｙ

ｈａｖｅｃｏｎｓｃｉ ｏｕｓｎｅｓｓｏｆｌ ｉｆｅ
－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ｙ ,
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

ａｌｆ ｉ ｌｉａｌｄｕｔｙ
ｒｅａｌ ｉｚｅｓｔｈｅ

ｐｕｒ ｓｕ ｉｔ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ｏｆ ｌｉｆｅｏｆ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 ｉｔｓｏ ｌｖｅｓｓｕｃｈ

ｐｒｏｂｌ ｅｍｓａｓｔｈ 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 ｉｏｎ ｏｆｅｘ 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ｌｉ ｆｅ
,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ｏ 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 , ｅｔｃ ．Ｂｅｃａｕｓｅａｌｌｔｈｅｓｅ ｉ
ｄｅａ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ｌｙ

ｃｏｎｔａ
ｉ
ｎｔｈｅｓｕｂ

ｊ
ｅｃｔｍａｔ ｔｅｒｏｆ

＂

ｅｔｅｒｎａｌ ｌｉｆｅ
”

,
ｓｏ

ｔｈｅｒｅｉｓｓ ｔｒｏｎｇｃｏ ｌｏｒｏｆｒｅ ｌｉｇｉｏｕｓｆａｉｔｈ．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ｆｉ ｌｉａｌｄｕｔｙ ；ｃｏｎｓｃ 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ｏ ｆｌｉｆｅ

－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
＂

ｅｔｅｒｎａ ｌｌ ｉｆ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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