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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阿尔道斯·赫胥黎的《长青哲学》对世界各国不同地区传统文化中的神秘主义进行了共性的概括和提炼

并认为人的终极归途是永恒神圣本原。全书笔调生动鲜活，有较强的文艺性表达，究其原因是作者本身

的文学创作经历和神秘主义的模糊特征。文艺性则主要表现在对神圣之爱的神秘主义探索和浪漫神秘的

理想主义追求两方面。旨在通过探讨该书的文艺性表达为神秘主义文本解读找寻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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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dous Huxley’s “The Perennial Philosophy” provides a common generalization and refinement of 
mysticism found in traditional cultures across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world, arguing that the ul-
timate destination of humanity lies in the eternal and sacred origin. The book exhibits a vivid and 
lively writing style with strong literary artistic expression, which is attributed to the author’s own 
literary creation experience and the ambiguous nature of mysticism. The literary artistic aspects 
are primarily manifested in the exploration of mysticism surrounding divine love and the pursuit 
of romantic and mysterious idealism.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literary artistic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7220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7220
https://www.hanspub.org/


高宇皓，时颖 
 

 

DOI: 10.12677/acpp.2024.137220 1483 哲学进展 
 

expression in this book in order to find new perspective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mystical tex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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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长青哲学》是英国作家阿尔道斯·赫胥黎的一部神秘主义著作，书中对东西方不同地域的传统文

化及古老哲学的论述和专著进行共性的解剖和概括，作者企图穿过这些不同的语言表达和思路论证进一

步找到它们中更深层次所共同指向的那个最高级的带有神秘色彩的世界规律，从而实现个人生命的解脱

和升华，也就是作者所说的“变化的目的便是回到永恒本原”([1], p. 43)，即实现与神圣本原的合一。而

在此书中，作者并不是一味地以刻板说教的方式使读者体会神圣本原的伟大奥秘，而是运用比较文学的

技巧、探索爱的崇高意义等方式进行阐述表达的，这就给全文增添了一层唯美的文学艺术性效果，感性

的渲染更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从而使神圣本原的理论以一种朦胧、模糊的感受被其所接纳，而朦胧和模

糊亦是神秘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这种神秘主义的文艺性表达需要做双方面的考量，即一方面是在文本

外部的写作《长青哲学》时社会历史条件及作者自身的生活经历所构成的创作背景的考量；另一方面则

是在文本内部的技法运用及主题内容上对神秘主义这一理论的考量，而在这一方面又主要表现为其对神

圣之爱的神秘主义探索和对浪漫神秘的理想主义追求两部分。 

2.《长青哲学》神秘主义文艺笔调的由来 

《长青哲学》的作者阿尔道斯·赫胥黎本是一名文学作家，其一生中创作的小说、诗歌、剧本数不

胜数，主要代表作有反乌托邦的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诗集《焚烧之轮》等，这就不难理解其在写

作哲学著作《长青哲学》时为何带有一种浪漫气息的文艺笔调，在这里他将哲学的严谨与文学的轻快很

好的融合在一起，因此他直言“《长青哲学》中鲜有职业文人和职业哲学家的东西，哲思与宗教性并非

学者或职业修行人的专利。”[2]我们也就能够借此进行文艺批判进而探寻一部哲学著作中通俗的神秘主

义表述。 
其次，赫胥黎一生忐忑的经历促使他对生命哲学不断反思，这也是其将写作的重心从文学转到哲学

上来的一个重要原因。赫胥黎的求学之路历经硝烟四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体弱多病的他只能留在学校

中看着同学师长战死前线却无能为力，再到后来人至中年双目几近失明，举家迁往美国时又历经美国政

局的风云波荡。这些对战争，对社会，对身体躯壳乃至对生命的深刻反思，都是其最终选择构思写作《长

青哲学》的内在驱动力。 
人生的经历某种程度上在其前期文学写作的过程中直接构成了小说、剧本的剧情，但这些作品中同

时也蕴含了许多哲学的因素。在这里，我们可以将其前期的文学作品表述称为“文学的哲学性表达”，

如反乌托邦之作《美丽新世界》，是对当时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争权夺利和阶级秩序动荡的不满和讽刺而

描绘了一个在未来人们的自由和浪漫被扼杀，并且从先天就被设计好固定的社会等级和身份地位的科幻

的黑暗世界。我们能从这类作品中分析出作者委婉表达背后的底层含义和留白区域中的悲观情绪。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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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归是文学作品，能够引发读者的反思，却没有直接的阐述某种哲学观念。而等到赫胥黎晚年写作《长

青哲学》时，他无疑意识到了文本上的这一缺陷，选择用哲学的思维方式与态度直面人生的苦难和关于

人的终极归途的问题。 
最后，《长青哲学》的创作虽然与作者的文学写作经历密不可分，但需要认识到他是将其作为一部

哲学著作进行写作的。文艺性的表达只是使该作品通俗化以更好的面向受众的一个手段和工具，即“哲

学的文学性表达”，不可本末倒置，只因书中口语化或非理性的表述便将其简单看作民间的“伪哲学”

而一笑置之。 
与此同时，这些文艺性的表述与该书神秘主义的主题不谋而合，起到了锦上添花的效果。神秘主义

作为一种哲学理论，特殊之处在于非理性的思维方式和朦胧、间接的体验世界的方法，这导致神秘主义

者往往声称“万物的神圣本原是一种灵性的‘绝对者’(Absolute)，不可思议，不可名状，但(在某些境遇

下)可以被人直接体验和领会”([1], p. 33)。这就是说，语言无法直接抵达神秘主义的目标，而该特征与文

学间接表达作者观念的功能十分契合，因此用文艺化的笔调写作神秘主义理论，在过往其他神秘主义著

述中亦能经常见到，如鲁米的诗歌集《万物生而有翼》，用浪漫的语调谈论灵魂向上的趋势，充满神秘

主义色彩，又如埃克哈特的《埃克哈特大师文集》，虽然是哲学文集，但书中运用大量的譬喻和举例来

形象阐释某些无法用直接语言所能论述清楚的关于神秘主义的玄之又玄的观点。因此，本文从《长青哲

学》文艺性的表达出发，分别探讨其对崇高神圣之爱的追求和对一种浪漫的理想主义的彰显从而来尝试

揭开赫胥黎所想要表现的神秘主义观点的“神秘”面纱。 

3. 《长青哲学》文本中神秘主义的文艺性表达 

赫胥黎在全书中主要对两个主题进行论述，一是对神圣之爱的神秘主义探索，二是浪漫神秘的理想

主义追求，在此可以简要概括为“爱”与“理想”两个部分，而这两个部分都充斥着非理性的因素，因

此就结合饱含情绪的语调形成了文艺性表达，对此种写作风格进行文学性的批评有望了解作者对其中神

秘主义内核的所思所想以及真实意图。 

3.1. 对神圣之爱的神秘主义探索 

在《长青哲学》中所提到的爱并不只是局限于现实意义上的世俗之爱，而是一种追求完满的精神状

态，也就是对与永恒神圣本原合一的一种内修方式。在此赫胥黎将这种“真正的爱”与较低形式的“世

俗之爱”做出区分，他认为“真正的爱”是崇高的，而“世俗之爱”只是拘束于现实社会中的一种人们

在伦理学意义上的常规情感，随后，他考察前者这种崇高的爱有三个主要特征。 
首先，“爱是无私的，不图回报的，也不会为了自身之善而被任何恶的回归所减损。”([1], p. 109)

这里意为当用“爱”这种崇高的精神面对世界的最高规律或是神圣本原时，爱才是其所是，不再拘泥于

平凡的世俗之爱，而是成为我们灵魂升华、生命回归的一种途径。需要注意的是，在这里他特别提到，

我们首要爱的是爱本身，而不是某个特定的形象或事物，只有先具备充满爱的精神状态，才能爱具体的

人或物，才能够从这种神圣的“爱”中下降到常规的伦理意义的爱的层次。 
“爱是无私的”则是指饱含爱的一种状态并不是为了事功或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恰恰是因为没有

这些顾虑才能够让这种崇高的精神状态不受玷污，不被减损。“无私”只是处于现实中的人给这种爱下

的定义，而爱本身并没有自私、无私的区别，它原本就是如混沌一般，赫胥黎在此引用威廉·劳的话来

解释就是“由于爱没有私下的目的，除了自身的增长不意愿任何东西，所以一切事物都如同油之于火。”

([1], p. 110)他还用不同地区、民族的传统语言和思维来阐述“爱”的殊途同归，来证明最高等级的爱都

应直达世界的最高规律即爱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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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他认为爱的第二个特征是“与较低形式的爱不同，它并非一种情感。”([1], p. 112)在这里，

赫胥黎将此种神圣崇高的爱与伦理意义上的世俗之爱做了明确的区分，他将前者作为一种对于神圣本原

“直接的灵性直觉”([1], p. 113)，或是一种为了灵魂的升华所做内修时的饱满生命状态，而把低级形态

的爱看作仅仅是为满足个人的意志和道德需求的伦理形式。这种爱只会增长个人的成就感和虚荣心，归

根到底是因其一己私欲而作出的行为，因此“可感之爱会强化自我，而自我是通往这种合一的最终障碍。”

([1], p. 115)这就是说只有无私的神圣崇高之爱才能让人的生命得到净化，最终才有机会能够回归到世界

的最高规律或神圣本原。 
他认为圣爱的最后一个标志则是谦卑。“谦卑是最高形式的爱的必要条件，而最高形式的爱能使谦

卑在彻底的自我归零中达到圆满。”这里所说的谦卑也不单纯是伦理学意义上的谦虚恭敬之意，从语义

来讲类似于一种“忍耐”，是对生命的诸般痛苦和繁复的历程所做出的忍耐。除了对邻人、朋友等所交

往的人谦卑，还需要对自然的伟大力量、时间的线性流逝、万事万物的变幻无常感到谦卑，只有对世界

承认自身的渺小与无能，思想观念才能发生转变，即开始泯灭自我的活跃性，认为自己是世界中无为的

一部分，将自己融入世界，藉此靠近世界的运行秩序和神圣本原。 
从文艺性的表达上来看，赫胥黎对“爱”的阐述并没有简单的停留在其语义层面，而是秉持着神秘

主义的基本思维范式，带着一股浪漫主义的风气不断探索“爱”的终极内涵。关于圣爱的理论贯穿《长

青哲学》全书，成为其论述神秘主义的神圣本原的基本原则之一。且其对“爱”的定义虽然超越一般伦

理意义，但仍离不开人自身的精神情感层面，因此文中对于这感性对象的表达和阐释亦没有一味地使用

说明性语句，而是引用大量东西方不同地域文化派系却殊途同归为神秘主义派别的历史代表人物(如威

廉·劳、埃克哈特、庄子等)和文化哲学专著(如《楞严经》《不知之云》《日耳曼神学》等)进行补充、

对比、概括和总结，有比较文学技巧的运用。 

3.2. 浪漫神秘的理想主义追求 

神秘主义的语言本身就具有与诗歌类似的浪漫、模糊的性质。“神秘主义反对有限地看待世界。它

的核心词是：超越！它让你超越有限的生命。它让你相信：无限的生活等待你去发现、去创作。”[3]这
与诗歌在存在主义视阈中对人本质的生成性的作用不谋而合，都是以有限的认知探索无限的世界。而在

《长青哲学》中，这样对几乎不切实际的未知领域的探索经由赫胥黎的笔调转变为一种浪漫的理想主义，

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和抛弃了现实问题。其分别对繁缛仪式的功能性、应如何看待至善以及对坚毅品质的

重要性进行阐述，浪漫赤诚、十分感性地表现了对于灵魂升华、生命解脱并且最终能够达到至高自由精

神的向往。 
首先，赫胥黎在书中再三表达其对为了追求神圣本原而举行过于繁缛仪式的唾弃。“献祭、符咒以

及耶稣所谓的‘重复话’，所有这些丑陋之事都是缘于企图把神当作无限夸大自我的手段，而非经由彻

底否定自我所达成的目的。”([1], p. 315)他认为真正的企求与神圣本原的合一，并不能单纯依靠外在繁

琐的祈祷仪式，而是要直达自己的内心，通过将现实中个人的意识暂且搁置或摒弃而回到人最本真的状

态，才能够发现我们之中最纯真的本质，神圣本原、世界的最高规律就在其中潜藏。但对于这些仪式活

动，其也没有完全加以否定，“礼拜、圣事和仪式的价值，在于提醒当事人万物的真正本性”([1], p. 338)，
也就是说，他将适当的仪式当作通往神圣本原的辅助性工具，是一种手段或行为，而不是目的，若苛求

这种手段的规制，则会造成本末倒置的危险现象。 
其次，他认为至善和神圣本原应是生命中的终极追求，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他借此提到很多人追

求神圣本原的目的都是为了一己私利，只有有求于它才会对其进行恭敬的祈祷仪式等行为，事功或是善

行是为了让自我感到心安和踏实，这便是低级的善甚至是恶。而若真正信仰至善则应当是无私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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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行的过程中要祛除有执的自我，全心全意将自己投入永恒的神圣本原和世界最高级的秩序规律中，

赫胥黎对此做出总结“对于长青哲学，善是分离的自我与产生它的神圣本原的合一与最终消融，恶则是

对分离的强化和拒不认知神圣本原的存在。”([1], p. 235)这里可以将其理解为人的生命的一种浪漫主义

式的回归，即回到生命的本源和最纯真的状态，而当通过回归达到最高级别且纯洁的至善，人所保有的

便是前文所提到的崇高神圣之爱。 
最后，实现与神圣本原相融合要有坚毅的品质做支撑。在赫胥黎这里，苦修并不等于折磨肉体或做

一些无谓的牺牲，而是要坚持略显枯燥的静默生活。这种静默生活要求人们静观自身，直到找到潜藏其

中的原初的本质。在此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心境，类似于老庄所言的“天人合一”，在这样的心境下无

我无他，只是感到圆满的自洽。但是，他认为达到这样的心境需要长期的静观，这就要求修行者必须具

有坚毅的品质以将静观持续下去。在这一部分，其引用了大量神秘主义专著典籍的论断，这些论断运用

了比较丰富的文学修辞形式，形象的让读者理解其所强调的坚毅的重要性。如圣十字约翰的论述“中断

灵修和祈祷，就如同让鸟从自己手中逃脱，一旦撒手，就很难再抓住。”([1], p. 374)这句话运用了一个

十分贴切的比喻，将坚毅比作脱手而飞的鸟，警惕苦修者们要时时注意，不能松懈。文艺性的通俗化表

述带有一定的渲染效果，比刻板的说教令人更能体会其中意义。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到，神秘主义的主题、作者形象化的语言论述再搭配所引用的著述中生动的

论断，使得文艺性的表达效果凸显无疑。而正是由于文艺笔调对神圣本原这一书中核心概念的渲染，为

其增加了一层鲜活灵动的底色，更易于被受众所理解体悟。也因为带有修饰技法的描绘，令神秘主义这

一玄妙缥缈的理论具备了理想主义基调，在探讨这个遥不可及之物时，明显表现出向往、期待等情绪要

素，从而形成了浪漫的诗意表达。赫胥黎这样的笔法并不是偶然，因为诗意的语言恰好是对神秘主义解

读的上佳选择，瑞典作家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认为“诗是对事物的感受，不是再认识，而是幻想。诗

最重要的任务是塑造精神生活，揭示神秘。”[4]神秘主义具有模糊、朦胧的感受特征而不能被精准表达，

但诗意的语言刚好可以根据语境营造一种氛围和空间以供受众感悟。作者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才选择对

长青哲学作出较为文艺性的表述。 

4. 结语 

综上所述，阿尔道斯·赫胥黎在《长青哲学》中对神秘主义进行文艺性表达的原因有作者自身常年

创作文学的经历和神秘主义的理论朦胧模糊难以被科学严谨的学术语言精准表达两个因素。而其文艺性

主要体现在对崇高神圣之爱的终极探索和希求生命能够回归神圣本原的浪漫的理想主义两方面，这两方

面贯彻全书始终，因此轻灵鲜活的笔调也流溢全文。同时，这种文艺性的表述也为解读神秘主义文本提

供了新的思路。 
站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长青哲学》所论述的追求与永恒神圣本原合一、

不关注现实生活问题等观念有明显的客观唯心主义倾向，不能为我们所接受和吸收。但不可否认其在推

动个体心灵的解放与发展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值得我们借鉴。 

参考文献 
[1] 阿尔道斯∙赫胥黎. 长青哲学[M]. 王子宁, 张卜天,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2] 王坤. 从寓言、神话到诗歌: 《长青哲学》中的宗教文本解读法举凡[J]. 世界宗教文化, 2023(4): 172-179. 

[3] 毛峰. 神秘主义诗学[M].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10. 

[4] 雷格. 隐秘的花园: 20 世纪伟大诗人名作细读[M].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0: 249.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7220

	浅析《长青哲学》中神秘主义的文艺性表达
	摘  要
	关键词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Literary Artistic Expression of Mysticism in “The Perennial Philosophy”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长青哲学》神秘主义文艺笔调的由来
	3. 《长青哲学》文本中神秘主义的文艺性表达
	3.1. 对神圣之爱的神秘主义探索
	3.2. 浪漫神秘的理想主义追求

	4. 结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