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第三十六期﹒二O 二年﹒春

卷首語

在過去數年中，本於《道風》為半年期刊，在篇幅有

限又稿源、擠多的情況下，一般稿件從收稿至出版都耗時甚

久，從而備受各方學友善意的責難。作為學刊的運作團隊，

我們是既喜又憂。喜者，是因學刊得到各方學界之認同;

憂者，則因待刊期過久而令某些議題未能趕及學界的討論

熱潮，不利學術發展。《道風》作為推動漢語基督教學術

的天下公器，白不能對此無動於衷。故經編委會商議後，

決定從本期起取消預先邀請學人策劃主題的環節，把所有

版面開放為投稿使用，以利信息之流轉。此舉並不意昧著

《道風》從今起沒有了主題，而是我們將從每期通過匿名

評審的文稿中梳理出相關主題，以反映漢語學界當下關心

之所向。因此敝刊日復更期待專家學者們投來新近作品，

讓廣大讀者能理解目下學界興趣之勢態。

按此意向， <道風》本期以「當代中國宗教的面貌」

為論題，下含三篇文章。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的高師寧教授在〈當今中國宗教三議〉一文中，勾劃出基

督教會的規模、政府對宗教的政策和宗教在中國社會中功

能性受限制的幾個重要議題，都是當下備受學界、教界和

政界關注的問題，其論點應受到不同界別的學人所關注。

台灣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的曾慶豹教授和南京大學歷史系

的楊曉春教授，在〈吳耀宗的「唯物主義基督教」與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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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性批判〉和〈尚賢堂與清末民初的回耶對話〉兩篇文中，

則分別集中於兩個歷史性的研究。前者男主焦於吳耀宗這位

中國大陸教會的重要人物，嘗試從主流的「愛國主義」和

「基要主義」路線外，用心地分析了吳氏結合基督教和唯

物主義的思想路向。後者則從設於北京的尚賢堂歷史片

段，考證在清末民初時期間耶對話的一個珍貴例子。這三

篇文章雖篇幅不長，卻涵蓋了百年來基督宗教對中國社會

之變遷的重要面貌和回應，並將思考提升至宗教與中國現

代社會的關係之高度。

上海大學歷史系的肖清和博士的〈耶穌的中國面孔〉

把對中國基督教的討論時段回溯至明末清初，他從閱讀馬

雷凱 (Roman Malek, S.V.D.) 編的《耶穌基督的中國面孔

(卷二)} (The Chinese Faces 01 Jesus Christ) ， 從傳教

士、信徒、藝術史和傳教學角度梳理出明清時期耶穌的形

象，讓讀者體會其中的張力和未完成的課題。上海師範大

學人文與傳播學院劉耘華教授的〈行旅與尋夢:吳漁山詩

歌中的信仰世界> '則把焦點置於吳漁山這位清初的天主

教司鐸詩人，追掠其一生不同階段，從其作品展示出一位

早期中國信仰者如何結合東西方靈性世界的經驗。復旦大

學朱曉紅副教授的〈徐光敢對新千年的東西方交流的價

值> '為我們介紹了二0一一年中在那不勒斯東方大學

(Università degli Sωdi di Napoli - L'Orientale) 舉辦的「東

方和西方:徐光敢與文化交流的方式J (Oriente e Occidente. 

La via dell'intercultura e la figura di Xu Guangqi) 國際學術研

討會的盛況。這三篇文章不但反映了中國學人對中國天主

教和中國社會如何進行調適的關注，更突顯中西方的碰撞

所引發的文化互動，這種互動的視角將在二十一世紀成為

國際學界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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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天主教在本土的發展外，本期男一特色乃一眾學

人對當代基督宗教「如何可能吉說上帝」這個專題多有探

究。本所副研究員高莘博士在〈紐曼論良知與上帝的存在〉

一文中仔細闡釋了英國神學家紐曼如何試圖突破自然理性

的控措，以存在主義視角的進路吉說上帝存在的證明。華

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講師劉文謹博士在〈勒維

納斯與別樣的上帝〉中則展示了法國哲人勒維納斯的歐陸

現象學進路，以琮蹟為主線和以他者的面容作焦點，並作

出對漢語神學的反思。辭世數載的麥奎利(John Macquarrie) 

在其《談論上帝> (God-talk) 一書中試圖綜合幾位重要的

二十世紀德國神學家(布爾特曼[Rudolf Bultmann] 、巴特

[K缸1 Barth]和蒂利希[Paul Tillich]) 並作出其英式反思，武

漢大學的蘇德超副教授從《談論上帝》一書撰專文題為〈人

的語盲如何言說上帝? > '作者不獨從語盲哲學角度作出

綜合性分析，並在末後提醒漢語學界在人文社科平台上發

展相仿論述的必要性。

將外語思想和文化進行詮釋和吸納，乃漢語基督教研

究自上世紀人十年代l掘起以來的重要進路，本期的另外四

篇有關現代神學的論文也作出相似響應。台灣天主教輔仁

大學宗教學系的黃懷秋教授在〈試諭宗教經驗的神聖性和

日常性〉一文中，從詹姆斯 (William James) 、奧托 (Rudolf

0位0) 和伊利亞德 (Mircea Eliade) 的聖一俗辯證說起，把

研究焦點置於特雷西 (David Tracy) 對宗教經驗的論述。

轉到海峽的對岸，漸江大學思想政治理論教學科研部黃銘

副教授的文章〈論科布的「創造性轉化J 及其對漢語神學

的意義> '開宗明義地闡釋了另一位美國神哲學者科布

(John B. Cobb Jr.) 的進程思想，如何可能對漢語神學有所

敢迪。德國圖賓根大學鑽研巴特的研究生洪亮，在兩篇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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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評巴特《羅馬書釋義》第二版最新校勘本〉和〈第四

十二屆巴特年會與經典的跨學科重讀〉中，向漢語學界介

紹了歐陸對這位二十世紀神學巨擎的研究之前站思想，頗

具新意和學術深度。

當然 3 要深入理解基督宗教神髓，我們還待回到其古

老的經學傳統，本期三篇文稿把讀者的目光帶回《聖經》

與古教父傳統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博士候選人張靖的

〈撒瑪利亞婦人形象與現代《聖經》詮釋> '從「井邊論

道j 的著名福音故事向讀者揖揖道出傳統上各式解法，並

引領向後現代的多元討論方向。復旦大學歷史系的夏洞奇

副教授和從清華大學畢業的李樹琴博士，分別在< I從火

襄得救J >和〈理性與信仰〉兩篇文章中，與我們研討奧

古斯丁和德爾圖良(Tertul1ian) 兩位教父的思想。前者仔

細地分析了《上帝之城> (De Civitate Dei) 和《懺悔錄》

( Confessiones ) 的文本，闡釋出奧古斯丁關於婚姻和禁慾

的看法。後者則從德爾圖良的「因其荒謬，我才相信J (Credo 

quia absurdwn) 之名吉入手，探究其中理性與信仰的關係，

並涉及當代不同學科的分析方法。

綜觀本期各部分，我們發現當下漢語基督教研究的論

題是多維度的，從東、西方文化交流，到歷史研究至文獻

詮析，又及當下西方神學的前沿論辯，對整個宗教傳統的

深入剖析之同時又作出處境性的吸納和反思，展現出時下

漢語學人研究視野的多元光譜，這種全方位的漢語基督教

研究確是令人有所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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