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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的詮釋對任何宗教的研究都是具根本性的功夫，

其學間的積累更非朝夕可成。正因如此，東西方不同宗教

的經學都源遠流長，透現著背後的傳統和智慧。這也是除

卻要精通外語以外，不論是由西漸東或由東漸西，學人要

理解異於本土傳統之經典的難處。可喜的是，近年在漢語

基督教研究範疇內興起了一批年青學人，他們對古舊和當

代的基督教經典都有精尖的探究，再配合既有的成熟學人

隊伍，並對不同時代背景語境的細察，大大推進了學問研

究的深度和跨度。本期《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非常感

謝中央民族大學哲學及宗教學院的游斌教授和高詰博士，

從六篇精湛的論文編訂了論題「比較經學作為漢語神學J ' 
讓讀者能一窺當下漢語學界發展的一個重要面向。論題文

稿內容及評介已由兩位主編在神學論題引介中交代，在此

不再贅述。值得提出的是文稿研究範圍從《新約聖經》、

古代教父、西來教士對古希臘和中世紀的漢語演繹，以至

把儒學經典西傳的介紹，並當代西方神學家對經典詮釋的

再詮釋，展現出學人卓越的治學能力和關注點。

除了論題文稿外，本期《道風》還包含了四篇論文和

三篇評論，其中三篇論文和一篇評論不約而同地關注近世

中國基督教的情況。對當代基督教的實證研究是學界近年

的一個重要方向，而公民社會和共同體也為人文社科的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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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的博士後研究員袁浩博

士，在〈基督教、公民共同體與公民社會一一當代北京四

類教會研究〉中借藉四類北京教會作對象，探究作為共同

體之教會在建構公民社會中所起巷的作用。這不單為基督

教研究界的關注，也對當代中國研究以至社會理論有所敢

示。華東師範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的黃劍波教授，其〈鄉村

基督教的象徵表現與信仰傳統的發明性〉則相對地以鄉村教

會為探究對象，當中涉及的「華南教案J 也關注到基督教

以外的公共安全、政教關係、宗教自由、人權等問題。文

章固然對具體事件作出了嚴謹分析，更指出了過往「衝擊

回應」的二元化架構在各方面的研究都出現困難，從而

在理論層坎上作出省思。台灣天主教輔仁大學哲學系的曾

慶豹教授，其論文< I要想做真革命黨，就要先做真基督

徒J )是對劉靜淹及其所屬的日知會的一個歷史考察。文

稿詳細考查了劉靜庸的生平 9 尤其基督教信仰對其參與日

知會和革命事業的影響，反映出當代革命知識分子的一個

側面。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哲學博士生王志希

則針對連曦的《浴火得較:現代中國民間基督教的興起:þ ' 

撰寫了長篇評論文〈誰的「救贖J ?哪種「民間 J ?) 

文章高度肯定連曦一書的「中圓範式 J '指出並反思了「民

間」本位和「救贖」內涵對研究當代基督教的重要性。綜

觀而盲，我們不難發現學界對中國基督教的研究在進路和

知識背景上已與國際接軌，更帶入了日下的關注進入探索

視野，表現出發展豐饒的勢頭。

除了中國基督教外，本期《道風》的另一篇論文和兩

篇評論皆是對西方傳統和經典的深度閱讀。華東師範大學

中文系博士候選人王嘉軍的〈馬里昂的聖像論及其美學敢

迪) ，從《希伯來聖經》禁戒偶像和八世紀聖像爭議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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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進而討論馬里翁(Jean-Luc Marion) 在這方面的思章，

並從不少片斷中處理神學與美學這重要的課題，指出不少

值得反思的重點。與此相關的，是深圳|大學文學院哲學系

講師邵鐵峰之〈巴爾塔薩神學美學的古典蘊涵與神學蘊涵〉

一文。基於張俊教授的《古典美學的復興:巴爾塔薩神學

美學的美學史意義:> '文章指出了古典和現代美學的分別，

以至勾劃出在現代轉向中基督教神學面向問題的一個斷

面。本期最後一篇文稿，是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黃漢平的

〈敵基督何為:麥克金《敵基督》述諭〉。麥克金 (Bemard

McGinn) 作為治思想史的大師，在同名專著中從二千年來

多種語育的文獻中向讀者提揖道出「敵基督」這雅俗皆關

注的主題。作者除了綜覽了全書內容外 3 更著重從惡的主

題與榮格的處理作出對照，反向地指出基督在邪惡世界中

所代表的正面意義。

綜觀本期《道風》各文，我們喜見年青學者踴現，與

成熟學者撓手推進了漢語基督教研究的方方面面，並且對

東西方的文典和傳統皆有更深入的研究和分析，讓人對未

來的發展前景更加期待。

《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編輯委員會

二0一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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