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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科布的「創造性轉化」及其對漢語神學的

意義l

黃銘

滸江大學思想政治理論教學科研部副教授

滸江大學外國哲學博士

今日世界，基督教神學如何在理論上創新和在實踐中

應用無疑是兩大重要問題。在這種語境中，過程神學家科

布(John B. Cobb Jr.. 1925-) 2的思想引起不少關注，漢語

學界最近幾年出現一些研究其生態神學的論著3特別3υ、

注目。這些研究突出科布神學思想的生態轉向，廣泛論述

其在倫理、政治、經濟等方面的現實意義，但沒有揭示這

種轉向及其意義背後的哲學根據和神學創新。其實，懷特

1.本文是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專案 (08JZD0005)于課題和二0一一年度斯江大

學自主科研計劃(人文字士科)項目的階段成果，獲漸江大學基督教與跨文化研究中心和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甘al

Universities) 資助。
2. 美國加州克萊蒙特研究生院 (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 和其神學院的榮休教授，

過程研究中心 (C扭扭r for Process Stodi田)的創會主任。他繼哈灰霍恩 (Charles Hartshome, 

1897-2000) 後，是懷特海 (AlfredN。他Whitehead.1861-1947) 哲學的第三代傳人，也

是格里芬 (David R. Griffin) 等人的老師。當懷特海哲學被哈灰霍恩等人發展為基督教

的過程神學後=科布推進了過程神學的體制化。一九七 年，他與福特 (Lewis F ord) 

一起創刊了《過程研究} (Process S，卸di臼)雜誌，在一九七三年又與格里芬合作建立

了過程研究中心。參見黃銘， {過程思想及其後現代效應.科布神學思想研究}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0) ，頁 41 0 

3 參見賴晶超， <柯布的基督論及生態神學一一對話態度主題) ，載賴品超、林宏星，

《儒耶對話與生態關懷}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6) ，頁 127-179 ;曹靜， {一

種生態時代的世界觀莫爾特曼與科布生態神學比較研究>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 2007) 王俊， {生態與拯救約翰科布生態思想研究>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

社， 2008)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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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Al企ed North Whiteheadl 哲學的終極範疇「創造性」

( creativity l 正是科布神學的核心觀念「創造性轉化」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l 的哲學根據。而且，以創造性轉

化解釋基督也是當代神學的一種創新。所以本文從創造性

轉化這一概念來闡發科布神學思想的宗旨:轉化基督教與

轉化世界，並揭示對漢語神學的意義。

一、「神學J 及其「創造性轉化」

甚麼是神學?科布將之定義為「對重要問題的有意識的

基督教思考J (intentional Christian thinking about important 

mattersl 0 4這蘊涵兩層意義:首先 9 神學是現實的。神學

的現實性引導基督徒積極參與世俗活動。科布認為，神學的

使命在於「真實和具體地處理上帝在教會和世界中起作用的

方式，原則上可把基督徒在當代狀況下提出的任何問題作為

研究任務J 0 5其坎，神學是認信的。神學的認信性決定了

神學不單純是一種理論，與客觀的宗教研究不同，而是帶著

一定的信仰底色。基督教神學是用基督教的觀點來思考有關

問題，對基督徒而育，就是相信耶穌基督對於人類存在的終

極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科布的神學定義沒有直接參照宗教或

神聖的東西，大概出於神學世俗化的考慮。在他看來，不

參照宗教或神聖的東西，是因為許多最重要的思想家都否

認基督教在本質上與這種東西有關，他們認為基督教不是

一種宗教，倒可以比喻為關於生活意義的學說，後者通常

是世俗的，如人文主義、自然主義等，如果在神學的定義

4. John B. Cobb Jr.' {平信徒神學} (Lay Theology; St. Louis, MO: Chalice, 1994) ，頁 12 0 

5. John B. Cobb Jr.' {基督能再次成為福音嗎?} (Can Christ Become Good News Ag，α的?;

St. Louis, MO: Chali凹， 1991) ，頁 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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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參照宗教或神聖的東西，就會把這些思想家排除在神學

之外。 6

同時，科布清楚地意識到，由於歷史上西方對待其他

文化傳統的傲慢及其帝國主義的行徑已對其他國家和民族

造成了不良的影響，所以他建議「在許多公共話語的領域

中，最好避免使用『基督』這祠，不妨說終極或聖靈。在

一些語境中，借用哲學術語可能有所幫助J 0 7但從根本上

消除基督教不良的歷史影響，神學必須「忠於基督這一形

象，並將它從壓迫性的元素中解放出來賀使它再吹成為解

放力量的中心 J 0 8對此，科布建議「基督作為創造性轉化

的形象J (Christ as the image of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0 9 

何謂創造性轉化?在《多元論時代的基督J> ( Christ in a 

Pluralistic Age) 中，科布將之定義為邏各斯， 10即傳統神學

所說的道。他指出， I <(約翰福音》把這種創造性轉化視

為神聖的邏各斯，說它被揭示但未被窮盡於耶穌的救治神

職之中 J 0 11 因而創造性轉化是基督這一形象的本體論根

據，普遍地呈現於宇宙中。我們可在藝術、神學、哲學和

科學中發現它，也在歷史、自然和一切生命中發現它，又

在個人經驗、公共事務中發現它。用創造性轉化的宇宙論

原理解釋基督，這一神學創新按照「人道源於天道」使基

督論具有最普遍的敢示意義，從而更容易向其他文化傳統

開放和更容易指向生態關懷。

6. JohnB. Co恤， Jr.' {基於懷特海思想的基督教自然神學} (A Christian NaturaZ TheoZogy, 

Based on the Thought 01 AZfred North 慨itehe，αd; Second Edition; Louisville, KE 

Westminster J ohn Knox, 2007) ，頁 167-168 0 

7. John B. Cobb Jr. ' {多元論時代的基督} (Christ in a PZuraZistic Age; Euge肘， OR: Wipfand 

Stock, 1999) ，頁 20 。

8. 同上 3 頁 20 。

9 同上 9 頁 21 0 

10. 同上，頁位。

11. Jay McDanie1' {甚麼是過程思想廿七問七答} ( What Is Process Thought ? SeνenAn凹的

ToSeνen Questions; C1aremont, CA: P&F, 2008) ，頁 101-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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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性轉化作為道在經驗事件中既是超越的

( transcendent) 又是內在的 (immanent) 0 12基督作為這一

形象，同樣具有這雙重屬性。傳統神學強調基督內在於人

類歷史，所謂「基督事件」僅指上帝之道成為歷史上的肉

身耶穌。按福音書記載，它包括耶穌的降生、佈道、被釘

十字架、復活、升天、再來、審判等一系列事件。但科布

超越了這種內在性: I基督並非只是歷史上的耶穌，還是

上帝召喚的呈現，居於人類心中，也處於自然的其餘部分，

引導並實現創造性轉化。 J 13由於基督分有創造性轉化的本

身，因而具有本體論的地位 (ontological sta恥s) 和存在論

的作用 (existential function) ， 14以致這一彤象超越了所有

其他的創造性轉化的事例。

「基督事件」在科布眼里意昧著人的自由和上帝的引

導的高度統一。因為內在於整個宇宙和一切經驗事件中的

創造性轉化原理，作為神聖的誘餌為造物提供一個「原初

目標J (initial aim) 15來引導造物達到其理想狀態。這種引

導以勸說的方式給造物保留了很大的選擇權，其作用的效

果與造物擁有的自由成正比。創造性轉化在人類身上表現

最為顯著，因為「人能宏道J ;而在耶穌身上則達到極致，

因為耶穌是「道成肉身」

科布認為， I把耶穌基督理解為創造性轉化的形象正

是信仰基督的一種表達J 0 16因為視基督為創造性轉化的形

象，基督就被理解為一個超越實體的過程。基督徒對如此

理解的基督「最深層的委身應該是對這一過程而非對其任

何一種結果的委身 J '所以「不必把基督教的一切過去形

12. Co恥， (多元論時代的基督) ，頁的。

13. McDaniel , (甚麼是過程思想?七問七答) ，頁 101-102 。

14. Cobb , (多元論時代的基督) ，頁的。

的同上，頁 268 。

16. Co恤， <平信徒神學) ，頁 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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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當作典範J 0 17這超越了絕對主義。同時， I萬變不離其

宗 J '即耶穌基督作為創造性轉化的形象說明了他在回應

人類歷史變化時依然是同一個基督，因為創造性轉化這一

原理本身是不變的。這又規避了相對主義。「一種理想的

基督諭促使歷史智慧與當代問題相互作用而結出碩果。 J 18 

歷史上基督教作為一種運動正是通過獲得新的理解和面臨

新的挑戰而不斷發生變化的。

視基督為創造性轉化的形象是科布神學思想的核心，也

是他對道成肉身教義的基本理解。他說: I正是在轉化中，

我發現了活生生的上帝的有效呈現。 J 19格里芬 (David R. 

Griffin) 指出「創造性轉化」是科布思想的中心概念，科布

亦自稱是「轉化論者J (transformationist) ，他從創造性轉

化原理中尋求轉化基督教和轉化世界的途徑。 20實現創造性

轉化的前提是向他者開放，他者包括傳統與現代、西方與東

方、神聖與世俗諸方面的因素，通過攝入各方面的積極因素

而生成一種新穎的形態來超越這些方面的二元對立。

二、轉化神學的哲學基礎與學科範式

是否用哲學以及用甚麼哲學來閻明基督教信仰是新教

神學爭論的焦點之一。巴特 (Karl Bath) 拒絕採用任何哲

學，布爾特曼 (Rudolf Bultmann) 則肯定「神學需要一套

很好制定的概念來清晰地表達基督教信仰中蘊涵的前概念

的『存在理解Jl (understanding of existence) J 0 21科布進

17. 同上，頁 91 0 

18. Cobb' <多元論時代的基督} ，頁 23 。

19. Co恤， {平信徒神學} ，頁 91 。

20. 王治河著，黃銘譚， <建設性後現代主義的宗教多元論> '載《求是學刊} 6 (2009) 

頁 32-38 0 

2 1. John B. Cobb Jr. & David R. Griffi血， {過程神學一個引導式的說明} (Process Theology 

An Introductory Exposition; Phi1adelphia: Westminster, 1976) 頁 1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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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明確指出: I神學家選擇一種哲學，必須按照與他們的

基本信仰是否匹配以及在眾多哲學中是否卓越為標準。j22過

程神學 (process theology) 23用懷特海哲學來論證基督教信

仰，基於兩方面的理由:

一方面，過程神學源於《聖經〉信仰，採取 I {聖經》

的進路J 24來理解上帝。作為一種哲學神學，它選擇的過程

哲學的思維與《聖經》的思維相一致，均為事件思維 (event

thinking) ，這明顯不同於深受希臘哲學影響的傳統神學談

論上帝的實體思維 (substance thinking) 。過程神學由此轉

化了傳統神學的哲學基礎，但這種轉化是向信仰的真實回

歸。因為「懷特海哲學是宇宙論的 (cosmological) 和有神

論的 (theistic) 。它提供的那套範疇能夠解釋在人類感官

知覺、思想概念之外獨立存在的上帝和世界。若相信前概

念的信仰包括上帝、世界和人類存在的客觀內容，就應稱

讚懷特海哲學能夠闡明這種實在論的信念。 J 25 

哲學上的實在諭要比非實在論與上帝信仰更為匹配。

科布批評了非實在論，指出後者對上帝的吉說已轉向對人

類自身的理解，有關「上帝」之類的言語不是關於上帝本

身而是關於神學話語在一個共同體中所起作用的討論。在

他看來，不少神學家重新引入傳統的符號體系，但沒有假

定神學話語也是對獨立於話語的實在本身的直接描述。26科

布看到談論話語之外實在本身的重要性: I除了對『上帝』

22. Co恤， <基於懷特海思想的基督教自然神學> '頁 187 。

23. 過程神學作為一種神學運動，受到懷特海和哈灰霍恩的過程哲學的強烈影響。參見Cobb

&Gri叮凹， <過程神學一個引導式的說明:> '頁 7 0

24. John B. Cobb Jr.' <(過程神學一個引導式的導論> (Process Theology: An Introductory 

Introduction; C1aremo咽， CA: P&F, 2004) ，頁 5 。

25. Cobb & Griffm' <(過程神學一個引導式的說明:> '頁 161 。

26. Cobb' <過程神學一個引導式的導論:> '頁 31-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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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祠的信念，如果沒有其實的上帝可以談論多神學家就

不太能夠對自由主義教會的再生作出貢獻。 J 27 

另一方面，作為過程神學哲學基礎的懷特海哲學是二十

世紀極為卓越並具科學知識(量于論、相對論和生物進化論)

背景的形而上學。懷特海哲學的終極範疇是「創造性J 0 28懷

特海認為，原子水平上的量于事件 (events of quanturnl 和

人類經驗的瞬間 (rnornents of hurnan experiencel 展示了一

種相似的創造性結構: I多生成一、由一而長J (the rnany 

becorne one and are increased by one l ， 29 表現為合生

( concrescence l 與轉變(transitionl 的過程。科布強調創造

性過程的「轉變」方面，由此提出「創造性轉化J 這一核心

概念，並重構了基督教神學。 30

一些福音派學者認為，科布以懷特海哲學為基礎的過

程神學比許多古典哲學神學更符合《聖經》觀點，因為創

造性轉化說明了神、人和世界的相互內在關聯。而在不少

靈恩派學者看來，這也很好地解釋了基督和重生的經驗，

因為創造性轉化說明了聖靈能夠在狂喜和寂靜中、在先知

行動和音樂藝術中被人經驗到。更有意義的是，這些福音

派和靈恩派的學者都認為，過程神學「對他們的價值在於

幫助他們在肯定自身傳統的同時又尊重科學智慧、《聖經》

批判和其他宗教J 0 31 

除了轉化神學的哲學基礎，科布還認為必須打破神學

的學科範式。學科分門別類是現代學術的秩序，各門學科

27. 同上 3 頁 32 。

訝. Alfred N orth Whitehead' {過程與實在 篇宇宙論論文> (Proc臼s and Reality: An Essαy 

in Cosmology; New Y ork: The Free Press, 1978) 頁 7 ' 
29 同上，頁 21 ' 
30. 卓新平也認為 「與平穩、緩進的過程觀不同，科布強調『候忽』性和『突變j ，並為

此提出了一種「創造性轉變』的觀念。」參見卓新平， <當代西方基督教思想研究〉

載《國外社會科學> 1 (2002) ，頁刮目尬。

31. McDaniel' {甚麼是過程思想?七問七答> '頁 1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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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特定的研究主題和研究方法。神學也被納入這種學科

範式。在現代大學中，神學作為學科被限於對宗教史的專

門研究。學科神學的產生有其思想淵源。受近代敢蒙思潮

的影響，自由主義的基督徒從「上帝不在場的後基督教觀

點J (the post-Christian vision of the absence of God) 32出發，

在學科上把分門別類的知識與上帝信仰分離開來，以保持

客觀和中立的姿態。

科布認為，應該轉化神學的學科範式。他從歷史上考

察了神學的發展:在早期教會、中世紀和宗教改革時期，

神學並非作為一門學科。神學是綜合的，甚至是中心的。

那些時代的基督教常有關於社會、政治和經濟秩序的實際

教導，沒有一個重要問題處於基督教反思之外。宗教改革

之後，新教徒贊同有關神聖與世俗的劃分。路德關於兩個

王國的教義允許一些新教徒把基督教的關懷限於精神王國

而對世俗王國的重要問題保持沉默，儘管路德本人並不那

樣做。在加爾文教派信徒中，對這種劃分的阻礙較多。然

而，世俗國家的出現及其對各種宗教共同體的寬容，大大

限制了基督徒對重大問題的干預。二十世紀的社會福音是

對這種限制的有力抗議，可它萎縮了。今天，羅馬天主教

還在某種程度上延續神學關注現實的傳統。 33

在科布看來，神學若是一門限於研究主題和研究方法

的學科，就不值得如此關注。因為「各門學科彷彿成為自

我封閉的精煉知識的群島，很難為基督徒履行天職提供一

種適合的語境，而真正緊迫的問題處於任何學科或作為一

門學科的神學範圍之外J 0 34學科神學把神學家的興趣與教

會或公眾的關切隔離開來，使基督教陷入私人和主觀的領

32. Cobb , <基督能再次成為福音嗎?} ，頁 41 0 

33. Cobb , <平信徒神學} ，頁 18 。

34. Cobb , <基督能再次成為福音嗎?} ，頁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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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然而，真正的神學必須廣泛地涉及各種主題，尤其是

事關現實的重大問題，因而往往超越學科範式的限制。 35

另一方面，強調神學不受學科限制或具有跨學科性並

非說它沒有任何學科知識基礎。神學的知識基礎一般表現

在三大方面:其一，哲學知識。對基督教信仰的許多挑戰

曾來自哲學反思，現代社會的世俗人士受到由休叢、康德、

黑格爾、費爾巴哈、馬克思和尼采所帶來的智力變化的深

刻影響，神學對這些哲學家思想的反映自然十分重要。 36因

而，過程神學重視現代哲學的知識背景。其二，自然科學

知識。在解決環境危機等重大現實問題時，神學不妨結合

專業知識深入具體的研究。比如，許多基督教倫理學家專

長於生物倫理學，他們具有生物學的專業知識和長期從事

這方面研究積累起來的經驗。「若沒有一些能夠與我們時

代的智力發展保持同步並在這種語境下代表基督教學術與

信仰的專業人士，教會將會貧乏化。 J 37其三，社會科學知

識。經濟和政治理論對當今世界實際發生的事情顯得非常

重要，因此神學家的任務在於使基督教的觀點深入這些領

域的基本假設，把基督教關於個人與社群、愛與正義、罪

惡與道德等深刻洞見引入有關討論。 38

三、轉化世界的生態視角與全球意識

1. 從生態視角轉化政治神學立場

創造性轉化作為新的神聖觀念需要付諸行動。若說第一

35. 主俊認為，科布以神學家的身份進入政治、經濟這些現實領域是好的導向，因為只有「打

破學科界限、相互補足，整舍不同學科資源才是解決生態問題的正確思路。」參見主俊，

《生態與拯救} ，頁 228 ' 
36. Cobb , <:平信徒神學} ，頁 113 。

37. 向上，頁 115 。

38. Cobb , <:基於懷特海思想的基督教自然神學} ，頁 1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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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過程神學家"旨在「垂直的神聖J (vertical sacred) ，關注

「懷特海的上帝觀如何協調科學與宗教、科學與哲學，尤其

如何協調上帝與惡J ， 4。那麼當代過程神學家41則突顯聖靈、

強調關聯，轉向「水平的神聖J (horizontal sacred) ， 42他們

「採取各種實踐方式，促使基督教進入關於環境保護、宗教

對話、可持續性、勸告、性別關係、種族、政治、文學、音

樂、經濟、保健和靈性等諸多問題的解決之中 J 0 43科布認

為，轉向後的基督教「在神學的豐富性、宣講的可信性和

意義的深遠性上遠勝於過去的任何形式J '但當前更緊迫

的轉化應該「把基督教的能量用來治療上帝所愛的地球而

非摧毀它J 0 44全球範間內的環境破壞和生態惡化己從根本

上威脅到人類的生存 ， 45過程神學便採取生態進路進入公共

領域來開展實踐活動。

過程神學進入公共領域需要把自身發展成一種政治神

學。在《過程神學作為政治神學)> (Process Theology as 

Political Theology ) 的前盲中，科布提出「討論過程神學對

39 指盛行於二十世紀前期( 1910-1940) 的「芝加哥學派J (Chicago School) ，該學派由

芝加哥大學神學院及其他院系相關人士組成，如哈孩霍恩 (Ch刮目 Hartshome) 、韋曼

(HenryNelson Weiman) 、梅蘭 (Bemard Meland) 等人，他們在神學上宣導激進的自

由主義，在哲學上主張經驗主義和自然主義。參見利文斯頓著，何光福諱，賽寧校， ~現

代基督教思想從敢蒙運動到第二屆梵蒂岡公會議}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頁 832 。

40. McDaniel' <甚麼是過程思想?七問七答} ，頁 96-97 0 

41 以美國克萊蒙過程研究中心為重鎮，主要代表有科布、格里芬、蘇哈克 (Marjorie

Suchocki) 等人，當今比較活躍的還有麥克丹尼爾 (Jay McDanie1)、費伯 (Roland Faber) 、

克萊頓 (Philip Clayton) 等人。
42 賴品超同樣指出轉向「水準的神聖」的廣泛現實性「有助擴充華人教會中流行的狹窄的

拯救觀 因此無論研從事的是傳福音、教育、醫療、參與政治甚至是環保的工作，都

是與上帝同工，參與上帝在世界的不可分割的拯救工作」。參見賴品超、林宏星， ~儒

耶對話與生態關懷} ，頁 179 。

的 McDaniel' <甚麼是過程思想言七問七答:} ，頁 98 。

44. Co恤， {平信徒神學} ，頁 92 。

45 曹靜從科布的生態轉向中看到，必須從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信念上根本轉變現代人的

生存模式一是從人類中心主義轉向上帝中心主義，二是反思現代科技使用者人自身，

強調主體建設的根本性。參見曹靜， {一種生態時代的世界觀:} ，頁 244-2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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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公共事務的適用性」這一問題。他認為，神學應該從

學院轉向實踐、從教會進入公共領域，過程神學家不能落

後於他人，應該克服自身的抽象性。 46科布反思他以前的神

學研究十分遠離政治關懷，但自一九六九年生態意識覺醒

後，他非常關心神學與政治的關係並採取生態學的視角思

考政治神學。他說: I我自己通向政治神學的道路是因全

球環境問題的衝擊而形成的。 J 47 

科布從人類命運的根本性和生態視角的包容性來探討

政治領域或公共空間中的一些重大問題。這方面的突出成

就包括科布與澳洲生物學家比奇 (Char1es Birch) 合著的《生

命的解放:> ( The Liberation 01 Life) 。他們的共同關懷是:

「從一種對實在和生命本質的不同理解的視角出發，提出

我們時代的一些公共問題... ...為建設一個公正的、參與的

和可持續的 (just， participat。可 and sustainable) 社會提出廣

泛建議。 J 48 

過程神學的生態視角擴展了政治神學的關懷。德國政

治神學僅從社會歷史的( socio-historical)視角認識實在，

而過程神學把人類的社會歷史置於地球上整個生命歷史的

語境中，這超越了前者的人類中心主義立場。因此過程神

學作為政治神學的定位是一種生態神學( ecological 

theology) 而非一種社會神學 (sociological theology) 0 49如

此定位倒不是說過程神學作為一種生態神學其立場是生態

中心主義的，而是它看待人類社會的特殊價值時具有生態

視角。廣泛和深遠的生態視角能夠使社會視角相對化，避

免將人類的特殊利益絕對化。

46. John B. Cobb Jr.' <過程神學作為政治神學:> (Process Theology 囚 Political Theology; 

Philadelphia: W臼b世nster， 1982) 頁viii 。

47 同上，頁x 。

48. 同上，頁x 0 

49. 同上，頁泣ii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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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全球意識轉化基督教的傳統

基督教的發展在當今世界呈現後西方化趨勢，現有超

過百分之六十的基督徒生活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基

督信仰的中心轉向歐洲之外的地區。與此同時，女權主義、

拉美解放神學、生態危機、核武器毀滅力量以及部落主義、

偶像崇拜、基督教的反猶行徑、原始民族的智慧等不斷挑

戰西方基督教傳統，科布自覺作為一個男性、白種人、北

美人、中產階級成員的各種局限性，建議按照「對全球狀

況儘可能包容的一種理解」來回應上述諸多挑戰。"這種理

解乃「全球意識J '是「基督教靈性」的當代表現。 51

全球意識是人類活動範圍在時空上拓展後所形成的自

我超越意識，它以全球眼光看待自我、超越自我，並結合

目前利益與長遠利益。這種眼光隨著全球化而出現。 52但科

布指出，全球意識不同於政治軍事中的全球思維( think 

global1y) 或全球責任倫理 (ethics of global respons出ili句)。

政治軍事的全球思維儘管需要全球地思考問題，但以自己

國家的權力和利益為中心，缺乏將之相對化的超越。全球

責任倫理則訴求義務感，而非知覺的根本轉變或生活方式

的重構。然而，全球意識是我們看待世界和自我的一種根

本轉化，並改變了我們的目標和態度。 53它根據對整個地球

的生態系統和人類相互關聯的模式的了解，不再局限於對

少數幾個國家，而是以對整個地球生命系統的影響來評估

我們行動的意義。 54

形成全球意識的途徑在於向他者開放來更新自身傳

統。「這需要有一種被創造性地轉化的意願，人們不斷地

50. Co恤， <.基督能再次成為福音嗎?:> '頁鉤。

51.同上，頁 160 。

52. 向上，頁 159-160 。

53. 同上，頁 160 。

54. 同上，頁 16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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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相遇陌生人、發現自然美、改變生活方式和回應神聖

召喚來實現這種意願。 J 55對於基督教傳統，科布一方面指

出它對猶太人的迫害、對人性的壓抑、對自然環境的忽視

等弊端，另一方面又認為是基督教發展的唯一起點: I不

論我們如何充分地承認傳統基督教存在的問題，我們並不

到其他地方去尋找一個更為可取的起點。 j 因為「我們的

信仰通過傳統而覺醒J '但傳統需要發生根本的變化，而

「引起變化的直接刺激來自外部批評，通過這些批評並認

識其中包含的真理元素，因此我們委身於自我懺悔和改

革」。他以「神學作為轉化傳統j 為題作了有關論述。“

對傳統的創造性轉化是基督教發展的基本模式。歷史

上，當基督教成為一種希臘的歷史文化運動時，它通過吸

收希臘的思想和精神非常激進地被轉化了，在現代世界，

基督教也囡科學、敢蒙運動和歷史意識的興起發生了重大

深刻的轉化。 57科布認為， I ~創造性轉化』保留了一切應
該被保留下來的遺產，並與一切應該被認可的新刺激結合

在一起」。所以， I我們應該欣賞傳統遺產與外部刺激的

真正價值，並創造性地綜合兩者的元素」。到

四、創造性轉化對漢語神學的意義

1. 過程神學中國化作為一種廠發

隨著基督教成為一種復西方的傳統，過程神學也被轉

化成「後西方的基督教形態J '發展出「亞洲化、非洲化

和拉丁美洲化J 的過程神學。"其中，包括中國化的過程神

學。中國化的過程神學緣於懷特海哲學與中國哲學的親近

55. McD阻湖， <:甚麼是過程，思想?七間七答> '頁 101 。

56. Cobb' <:平信徒神學> '頁 87-88 。

57. 同上，頁 97 0

58. 同上。

59. McD阻el' <:甚麼是過程思想?七問七答> '頁 113-114 。

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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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正如懷特海自己指出的: f從最終立場而論，他的哲

學似乎更接近印度或中國而不是西亞或歐洲的一些思想線

索。 J 60中國哲學家從懷特海贊同中國的天道觀的總體印象

中辨認出「他的天道觀大抵是介於儒道之間，而稍稍偏向

道家」。“新儒家學者方東美和程石泉等人欣賞懷特海哲學

的機體圓融和創生 (creativi可)原理能與《易經》、道家

和華嚴宗等哲學相遇。 62誠然， I懷特海哲學與東方傳統思

維有許多引人注目的接觸點:重視內在性、否認經驗流變

之下的實體、強調人與自然的聯繫、以審美解除倫理的負

擔，這使過程神學與東方哲學或宗教具有親緣性」。“所以，

懷特海哲學「為西方人參照東方哲學或宗教來反思基督信

仰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過程神學通過懷特海哲學從中國傳統文化汲取靈感

後，成為中國化的過程神學，這是一種創造性的轉化。中

國化的過程神學不同於西方神學，它重新解釋自然、人際、

身心和社會的一些觀念，突出西方文化不夠重視的方面，

譬如:

懷特海哲學提供的一種深度生態的實在觀 (a deeply 

ecological vision of reali可)有助人們理解聖靈遍及造物而呈

現。西方文化的人類中心主義使這種呈現限於人類歷史，

而中國的道教以自然為中心，同時看到神在山丘、河流等自

然環境中的呈現。因此， I過程神學出現於東亞能夠比西方

的形式更具生態性，拓寬了西方神學家的生態視野」。“

60. Whi扭:head' <:過程與實在} ，頁 7 。
61.賀麟， <:現代西方哲學講演集}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頁 103 。

62 俞懿嫻， <圓融與機體一一論方東美、程石泉二先生的核心思想) ，載《孔子研究} 3 

(2006) ，頁 57-65 。

的 Cobb' <:基於懷特海思想的基督教自然神學} ，頁 187 。

64. 同上，頁 188 0

65. McDaniel' <:甚麼是過程思想，七問七答} ，頁 114-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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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特海哲學提供的一種深度冥想的實在觀 (a deeply 

contemplative vision of reality) 使人通過「感受他人的感受」

去傾聽他人並讓其作主。許多西方神學家忽視這種傾聽，

常從自己的意願出發去教導他人， I出現於東亞的過程神

學分有佛教留心傾聽的靈性，使基督徒注意對他人的愛有

時不是改變他們而是傾聽他們」。“

懷特海哲學克服了身心二元論並為身體的作用保留了

重要的地位。西方神學歷來重視信念和世界觀而忽祖身體

的意義，強調身體的作用使人在醫療中發現上帝。中國傳

統醫療實踐基於人的心靈、身體和精神的相互協調，十分

重視身心相關的救治方法。西方現代神學家忘卻了治療藝

術擁有作為基督教聖事的權利，而汲取中醫資源的過程神

學重新把上帝帶回救治之地。的

還有，懷特海哲學的「共同體中的個人J (person-in

community) 觀念與儒家思想是一致的，因此可重構一種儒

家式基督教，它視人際關係為內在關聯的，但拋棄了傳統

儒學中的等級制觀念，崇拜的核心在於加強親密的人際關

係。“這轉化了西方文化盛行的個人主義。

2. 漢語神學本色化需創造性轉化

過程神學的中國化與漢語神學的本色化具有相似性。

從文化交流來說，本色化是指基督教在與中國傳統文化的

會通過程中演化成為具有「中國特色j 的宗教信仰，並「對

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深層吹的改造和提升J 的一種轉化。 69漢

語神學正是本色化的產物，它由漢語昕蘊涵的生存經驗和

66. 同上，頁 1的。

67. 同上，頁 115-116 。

68. 岡上，頁 116 0

69 溫偉耀， <生命的轉化與超拔一一我的基督宗教漢語神學思考}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

社， 2009) , r序-J ，頁 5 。

229 



黃銘

思想資源與基督教精神關合而成。這是創造性轉化的結

果，因為神學的普遍敢示融入一種語盲文化，改造和重塑

了原有的內容，從而生成新的彤態。但是，漢語神學的本

色化必須處理基督信仰的普世性與民族性、人文性與神學

性的辯證關保。

基督信仰具有普世性，從過程神學看在於基督作為創

造性轉化的形象符合宇宙運行的客觀規律和人類歷史的一

般通則。漢語神學將基督信仰融入漢語文化產生中國神學

例示了這一普世性。就民族性講，歷史上基督教的跨文化

傳播已證明基督信仰與諸民族性思想體系相遇後不斷地產

生新的形態。今天，基督信仰在多元論時代必須肯定各種

偉大傳統各有其拯救力量和真理能為世界所共用，因而漢

語文化的精神資源能夠融入基督信仰而轉化其西方形式，

通過自身的民族性發展基督信仰的中國形式。

關於基督信仰的普世性與民族性的討論，漢語神學的

宣導者何光福提出「母語神學J 70的概念，以民族語育作為

神學的載體，來處理語言文化與神學實在的關係:各殊的

「人言」既遮蔽又傳揚了普世的「天道」。在他看來，歷

史上希伯來的宗教概念、希臘的哲學概念和羅馬的法學概

念，都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基督教的精神，同時又在相當

程度上表達了基督教的精神。同樣，當具有特定的生存經

驗和思想資源的漢語成為基督教神學的載體時，其功能與

局限也是並存的。 71

針對母語載體的局限，漢語神學的提出者劉小楓以信

仰的個體性來超越民族的特殊性。他堅持神學應該關注「個

70 母語神學指基督教神學以 切民族的語盲來表達，漢語神學正如英語神學、德語神學、

法語神學、西班牙語神學一樣，也是母語神學家族中的一員。參見何光灑， <漢語神學

的根據與意義) ，載《維真學干IJ} 2 (1996) ，頁 39-47 0 

71 參見何光漓， <漢語神學的方法與進路) ，載〈維真學刊} 3 (1996) ，頁 16-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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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生存」的問題，主張將個體的生存經驗與民族的思想體

系相分離，以保持基督信仰的普遍性。但是，賴晶超認為，

視基督信仰為上帝之盲與個人的生存經驗而非民族的思想

體系相遇的結果過於簡化了問題。事實上，民族性的思想

體系在普世神學的多元發展中可以扮演積極的角色，漢語

的民族性思想體系更是如此。 72

誠然 3 在處理基督信仰的普世性與民族性的關係上確

有張力，因為這是普遍與特殊、一般與個別的關係。本文

以為，視母語(漢語)為神學的載體，暗含基督信仰與民

族文化可能分離的風險，以致將普世性的訴求歸入個體

性，顯然這種個體性是脫離具體生存語境(個體所處的民

族文化傳統}的一種抽象而已。要使漢語的民族性思想體

系在普世神學的多元發展中扮演積極的角色，漢語神學的

進路不是以犧牲民族性為代價，亦非因此放棄對普世性的

追求，而是通過創造性轉化以包容化解這種張力。

基督信仰的普世性與民族性的張力折射在公共生活領

域便產生對漢語神學的人文性與神學性的討論。對此，謝

志斌指出， I這種關乎個體而超出民族文化框架的神學是

否具有社會和公共的向度便成了一個問題J 0 73無疑，漢語

神學本色化的實踐意義在於使自身介入公共空間，關注社

會和現實問題，彰顯其公共神學的功能。它通過對基督教

的人文性、學術性研究，試圖把基督教思想發展成一種文

化形式多努力使自身融入主流思想、大學建制和公共領域。

不然，缺乏人文學術的維度，漢語神學被限於教會神學，

很大程度上將限制基督教思想在文化知識界的公共性。不

72. 參見賴品超， <漢語神學的類型與發展路向) ，載楊熙楠編， (漢語神學氯議} (香港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2000) ，頁 3-21 。

73 謝志斌， <漢語神學「公共」之可能) ，載《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 28 (2008) ，頁

329-346 。

231 



黃銘

過，章雪富對漢語神學的人文學進路之神學性卻提出質

疑，證明「此進路下漢語基督教學術盲說的非神學性或者

作為神學的不可能性J 0 74顯然，人文性與神學性之間也有

一種張力。這同樣需要創造性轉化來包容化解。

從普世性的追求到公共性的關懷，最終歸結為基督信

仰對民族文化和公共領域的超越性與內在性的關係。漢語

神學應該設想一種既超越又內在(內在超越)的模式來處

理這種關係。一方面，基督作為創造性轉化原理內在於各

種文化傳統和現實生活中，以造成肉身的方式產生母語神

學並發揮其公共神學的功能。另一方面，基督信仰的普遍

性使母語神學所蘊涵的民族生存經驗得以改造和昇華，從

而發揮神學的超越性對民族文化和現實生活的引導作用。

漢語神學蘊涵的內在性與超越性兩個維度可以轉化基督教

與現實世界:前一維度通過強調漢語民族文化和人文公共

學術來轉化西方基督教的絕對主義和傳統教會的狹隘性，

後一維度通過重申基督信仰的普世性和神學性來轉化國家

民族主義和現代相對主義。這兩方面的轉化具有重要意

義:因為尊重各種文化傳統和宗教道路以創造一個公正

的、可持續的、非暴力的人類社會應該是當今所有神學追

求的目標。

關鍵詞:科布創造性轉化過程神學漢語神學

作者電部地址 : huangming20052005@126.com 

74 章雪富， <論朋霍費爾的「基督事件」及其漢語神學的意義) ，載《道風} 28 (2008) 

頁 1日-177 0 

232 



LOGOS & PNEUMA Chinese Joumal ofTheology (No.36 Spring 2011) 

On John B. Cobb, Jr.'s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ts Meaning to 

Sino-Christian Theology 

HUANG Ming 

Ph .D., Zhejiang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essor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e of Political Theory 

Zhe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any Chinese scholars are attracted by 

the thought of process theologian John B. Cobb, Jr. (1 925-) 

and have made good progress in the research of his though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oncept of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s to further explain the aim of Cobb's theological thought of 

transforming Christianity and the world.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and the disciplinary paradigm of Christian theology need 

to be transformed in order to make Christianity more adaptable 

to the world. For instance, the creatively transformed 

Christianity shows its compatibility with the Bible, the science 

and the actuality, and thus provides people with insights to the 

society nowadays. Based on global consciousnes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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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ed Christianity guides people to respect various 

cultural 仕aditions and religious ways arid to 甘anscend the 

anthropocentric standpoint of political 由eology from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respect lay 

the foundation for Christianity and other religious traditions to 

lead us to create a just, sustainable and non-violent wor1d. 

Consequently,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specifically manifested 

in the sinicization of process theology, has great significance 

and profound enlightenment to the indigenous development of 

Sino-Christian Theology. 

Keywords: John B. Cobb, Jr.;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Theology; Sino-Christian Th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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