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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語

保羅﹒約翰尼斯﹒蒂利希 (Paul Johannes Tillich, 

1886-1965) 在漢語學界譯名多樣(又有譯回立克、蒂里希，

甚至鐵黎赫) ，正反映出其思想多年來在不同圈子和地域

襄受廣泛注視。二0一五年正值蒂利希辭世半世紀之際，

本期《道風》深慶能得兩位專治其思想的學者楊俊杰教授

和賴晶超教授主理「神學論題J 部分，而文稿作者更涵蓋

大陸、台灣和香港三地的專家莊信德教授、陳家富博士、

王濤教授和塵旭彤博士;主題除關注蒂利希的神學思想

外，也涉及與漢語不同處境下的社會和宗教狀況，也顯見

「相互關聯J 主張的重要性。由於兩位編者已在「神學論

題引介」中對以上所談有詳細介紹，讀者可逕自參考筒中

細節和關注。

轉往「思想與社會J '本所研究員林子淳教授的〈神

聖社群現象學的構想一一種取道於朋霍費爾的海德格爾

式論述> '內中提及的主角乃在遣詞用語上深深影響過蒂

利希的海德格爾，卻又在政治上錯誤地投靠過壓迫那一代

人的納粹政權。作者從現象學傳統挖掘出其社群問題的根

源，並採用朋霍費爾 (Die出ch Bonhoefl缸，本年為其殉道

七十周年)的神學來作出修正嘗試。對照以上有關漢語處

境的討論，或可帶出另一層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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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善的四篇文章，讓我們看到一個有關中國基督教的

論題子集。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副教授潘鳳娟，在

〈形神相依、道器相成:再思徐光啟與跨文化對話〉中以

明末天主教三柱石之一的徐光啟為對象，指出從其全集總

體看來，並不應沿過往傳統把其著作硬生分為宗教與技術

兩面，並只看重他在後一方面的成就。事實上，徐光啟從

西學出發，積極地發展了程朱「格物窮理J 的概念，其思

想對於跨宗教以至跨文化對話深具敢發性。香港中文大學

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博士研究生王志希的文章，也是一個發

掘前人忽略維度的嘗試，其< r愛恨交織」一一吳耀宗的

「唯愛主義」、「福音書文本」與「耶穌彤象J (1918-1948) > 
從吳耀宗的幾篇文稿，尤其是當中展示出他對耶穌有關愛

的教導的了解，深度詮釋這位備受爭議的教會領袖之「唯

愛主義J '並順著歷史語境的發展來作出評議，深具洞見。

倘若以上兩篇文章比較傾向從史學角度來作探究，則

往下二篇便是從具體語境呈現中國基督教的近貌。湖北大

學政治系教授康志杰探討的是一個較少人注意的課題:中

國天主教民謠。民謠能深切反映出群體的生活和思想，因

此〈中國天主教民謠與信仰的本土化〉一文從新中國的不

同類別的天主教民謠入手，分析其中的特點並顯示出信仰

本土化的現象，教人耳目一新。〈信仰互動及其公共規

則一一以湖江 A 地基督教與民間信仰的關保為中心〉一文

則以社會學方法，從一所教會修建新堂而引發的群眾事

件，來展示漸江A 地基督教與民間信仰的緊張關係。兩位

來自華東師範大學的作者，社會學系博士生趙翠翠及其導

師李向平教授，結合了社會學理論的睿見，顯明當下中國

有關宗教的法律與政策的不足處，從而導致一些地方衛突

難以合理地調解，發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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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讀書與評論」欄目裹，兩篇文稿為讀者展示了漢

語神學當前發展的一些倒面。同來自山東大學猶太教與跨

宗教研究中心的劉新利教授和博士生齊曉東，在〈中國改

革開放後的德國宗教改革研究〉一文中向讀者細緻地闡述

過去三十多年來，中國大陸在探究這課題上的變化;如何

從一個深受政治文化影響的角度，過度至能較從客觀學理

來點評，這在在也是漢語神學發展的一種寫照。本期最後

一篇文章乃德倫大學神學與宗教系博士候選人陳}亂安的

〈誰的漢語神學刊，作者乃針對賴品超教授近作《廣場

上的漢語神學》作出評論。文中除綜合了全書的幾部分外，

更準確地指出其乃一位香港學者就看大陸語境之神學發展

所作的反思，並就看其自身的台灣神學發展狀況作出了評

論，突出了「處境J 對神學發展的影響。

總括來看，本期《道風》既關注了本土基督教的發展

狀況，也深度剖析和吸納了前人思想的結晶，並著意打造

出對應當下的思想。本年也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正式

成立二十週年，我們期盼漢語神學也在這弱冠之時整裝出

發，承先敢後地撰寫嶄新一頁。

《道風》編輯委員會

二0一五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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