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九期內容勘誤說明 

 

 

第 19期的第 49、53及 67頁裡，最後一段皆遺漏了一些文字，這 3頁最後一段

的原文應為（底線是印刷遺漏的部分）： 

 

p.49 

-以上描述對比於中國傳統則是「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易經，坤》。分崩離析的家庭關係不能支撐一個「成功的」宗教，但「家人」

相處談何容易。家是修持生死苦樂的道場。「成家」有其理路，但超越論證。

「愛」與「善」有其境界，但超越對錯。善愛家人， 也許才能練習善待世人。 

p.53 

-若說「有惡魔從耶和華那裡來」《聖經，舊約，撒母耳記上，16：14》是驚心

的場景，則耶和華為何不斬滅魔根？遍閱聖經，耶和華與耶穌俱無此意。宗教

是華麗的掌故，或費解的謎。耶和華既無意也無力勦殺這群叛逆部隊，萬軍之

耶和華的名號於焉架空。若魔是神的常客，誰是人的常客？ 

p.67 

-如果舒茲與胡塞爾還保持若即若離的關係，那麼挪威的宗教史與宗教現象學家

克里斯汀森(William Brede Kristensen, 1867-1953)就在幾乎不受胡塞爾影響下發

表了《宗教的意義：宗教現象學講演錄(The Meaning of Religion: Lectures in the 

Phenomenology of Religion , 1960)》：「在宗教學中一種合理的且系統的結構是不

可能的。一次又一次，一定量的直觀是不可或缺的。我們確定無法直面以系統

性建築在一種邏輯統一體之上的比較宗教學(歷史[學]—現象學—哲學)。純粹邏

輯性和純粹合理性並未指引我們必須遵循的方向，因為在現象學中我們經常處

理預設和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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