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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大學猶太教與跨宗教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對於馬丁﹒路德以及德國宗教改革運動的研究，在中

國至少有兩個出發點，一個是人文 社會科學的，另一個

是宗教一神學的;兩個出發點的背後有一個共同的基礎，

這就是中國傳統的文化底蘊和中國學人的工作處境。雖然

有明確的出發點，但是，在中國，關於路德及德國的宗教

改革研究還需要有一個限定性的副標題，即僅指中國大

陸，不包括港澳台地區及海外華語世界。 I因為發朝於五百

年前的德國宗教改革運動在近現代中國的研究，無論其出

發點是人文社會科學的還是宗教神學的，都只是最近三十

餘年來的事情。所以，本文著重探討的是，自上個世紀人

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學者對路德及其引發的德國宗教改革

運動的研究成果，並據此分析在國際學術界背景下已經隱

約可見的中國特色。由此可以預見，隨著這些特色的繼續

l 但是本文寫作的契機是在芬蘭赫爾辛基大學 (University ofHe[sinki) 世界文化系舉辦的

英漢雙語「第四屆國學與西學北歐諭壇j 。此次學術論壇的宗旨是將馬丁路德及德國

宗教改革研究的「芬蘭學派j 引進中國語境{國學與西學國際學刊》第八期 (20[5

年)將為此出版專輯「馬丁-路德研究的芬蘭學派與中國語境的主動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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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和廣泛推介，中國語境下的德國宗教改革研究將會在

短時間內獨樹一幟，被國際同行學者稱為「中國學派J 0 2 

-、

在進入正題之前，先回顧一下「馬丁﹒路德J 及德國

「宗教改革J 運動進入中國語境的情況。

中國人用中文談及路德及宗教改革運動是從第一吹鴉

片戰爭之後開始的。一人四人年清朝大臣徐繼余

(1795-1873) 在其《瀛寰志略》中首吹提到「路德的業績」。

稍後，從一人五二年開始，在外國傳教士的中文著述和刊

物上不斷出現歐洲各國宗教改革的人物、事件和教理介

紹，路德及其言行隨之進入中國語境。同時期的清朝駐外

大使或參贊如郭嵩熹 (1818-1891 ) 、宋育仁( 1857-193 1) 

等也在文宇中提到作為「補教之術j 的歐洲宗教改革運動。

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維新派運動中多其代表人物，如康

有為( 1858-1927) 、梁敢超( 1873-1929 )和譚制同

( 1864-1898) 等 9 都已經基本了解歐洲的這場改革運動及

其歷史意義，其中有人將路德看作是僅後於哥倫布的「新

世界開幕第二偉人J '有人期待中國出現一個路德，領導

國民改造孔教或儒教。 3當時的維新派人士深刻認識到宗教

改革運動對於歐洲各國的社會發展和思想解放的推動作

用。稍晚於維新派的中國思想家魯迅( 1881-1936) 更是看

到宗教改革運動與學術進步、科技發明、經濟發展和政治

變遷的緊密關係，對其予以高度的評價。 4

2. 關於「中國學派J '在二00二年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舉辦的一次小

規模的學術討論會上 ， j于立天教授提出建構宗教學研究的中國學派的議題 3 並得到其他

學者的積極回應。與會者「達成的共識是 中國的宗教學研究應當朝著形成學派的目標

勉力為之j 。見《中國人民大學學報} 04 (2002) ，頁 9 、 16-19 。

3 見蔡尚思、方行編， (譚晶司向全集(增訂本)} (北京:中華書局， 19日 1) ，下冊，頁 338 。

4. 參見李長林， <中國學界對馬丁路德的研究綜述> '載《世界宗教研究} 04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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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初，隨著清朝政府改革學制，廢科卑，興新

學，外國的世界歷史書籍被當作新學教科書的重要組成部

分譯成中文，宗教改革運動開始日見增多地被介紹到中國

來。 5大陸民國時期，中國學人開始自己編著西洋史，關於

宗教改革運動的人物和理念隨之開始作為人文一社會學科

的知識、帶著中國學人的理解和解釋進入中國語境。 6與此

同時，在中國教會方面 3 除了在美國傳教士主辦的《萬國

公報〉於一八七八至一八七九年連載〈路德整教會之事〉

以外，第一本關於宗教改革的專著於一九三一年被譯成中

文在上海出版 3 這就是《路德脫離天主教前後}> (Luther 's 

Break with Rome) 。作者是正在中國河南傳教的美國人卡

爾貝格 (Gustav Car1berg) ，譯者是王敬軒。 7二十至四十

年代是中國神學發展的高潮時期。不僅以趙紫寢( 1888-

1979) 、謝扶雅( 1892-1991 )等為代表的基督教理論學者，

而且像楊紹唐( 1898-1969 )、個拆聲 (1903-1972) 和王明

道( 1900-1991 )那樣實際佈道的「教會巨人」尺都撰寫了

大量的神學或教牧著作。簡吉之，迄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

為止，主要在世界史學科和教會領域內，關於德國及至歐

洲宗教改革運動的歷史和理論已經在中國教俗學界得到較

為廣泛的認知，雖然相關的研究還沒有真正開始。

至少在今天看來，就涉及社會的範圍之廣大、影響國

民的程度之深刻和與過去時代的反差之顯著來說，德國的

頁 124-131 。

5 參見李孝遷， (清季漢譯西洋史教科書初探> '載《東南學術)) 06 (2003) ，頁 130-140 。

6. 參見北京東方出版社於二00七年推出的九卷本〈民國學術經典西洋史系列》各卷目錄。

7 此王敬軒與新文化運動中那位著名的「王敬軒j 的關係 3 尚待考察。

8 見賴恩融薯，張林滿室主等譯， (中國教會三巨人> (台北橄欖文化事業基金會出版社 3

1992) 

317 



劉新利齊曉東

宗教改革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具有許多共同之處。雖然兩者

的肇基不同，一個在宗教信仰領域，一個在政治經濟範圍，

但是它們都是一個新時代的開端。所以，就像清末維新~

希望中國出現一個路德改革孔教、民國思想家認識到宗教

改革對於社會各個層面的促進作用一樣，改革開放時期的

中國學人首先看到的是歐洲宗教改革運動在德國、在歐洲

乃至在世界歷史上的劃時代的歷史地位。由此，作為中國

學人的學術自覺，在為中國現實社會獲得敢發和借鑒的意

義上，評價這場運動成為宗教改革研究的起點。

一九七九年，在中共中央關於改革開放決策發佈後的幾

個月 1華南師範大學歷史系的鄭如霖教授發表論文〈論歐

洲早期的宗教改革運動一一批判黑格爾宣揚日耳曼民族優

越的謬論) ，邁出了那個時期大陸學者研究德國宗教改革運

動的第一步，並明確表現了研究者的立場: I批判資產階級

反動觀點的同時 9 對路德的歷史地位進行初步的探索J '進

而證明恩格斯關於歐洲式「第一吹資產階級革命」的正確論

斷，否定以黑格爾為代表的非馬克思主義觀點。 1。在與之基

本沒有歧義的立場上，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學者對於德

國宗教改革研究的切入點主要有兩個:一、評價路德其人。

儘管有人認為路德沒有為任何階級提出具有反封建意義的

思想， 11但是大多數研究者對他的基本評價是「封建神權政

治的叛逆者J '讀揚他是「向封建神權勇敢挑戰的門士」

是「早期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政治思想家和愛國者J '肯定

他的思想和領導的改革運動標誌著一個全新時代的來臨。 12

9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2 中國共產黨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

標誌著中國改革開放時代的開端。

10 見《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03 (1979) ，頁 58-71 。引文見頁 58 。

11 見修海濤， (德國宗教改革的起因> '載《世界歷史} 06 (1982) ，頁 56-66 。

12 見雷雨田， (封建神權政治的叛逆者> '載《湘潭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04 (1983) ，頁

122-127 ;劉菁華， (向封建神權勇敢挑戰的鬥士馬丁路正酌，載《四川大學學報(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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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確定歐洲宗教改革運動的歷史地位。許多學者不贊同馬

克思主義的、用十七世紀中期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斷代世界歷

史的觀點，提出用宗教改革運動劃分世界歷史的中世紀與近

代時期的學術理由，並在與中國同時期(明朝張居正)社會

改革比較的前提下，指出宗教改革運動對於歐洲社會從封建

走向資本主義的過渡性質。 13

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從評價路德和分析宗教改革

運動的時代意義這樣的切入點出發，一九八三年李平嘩博

士發表的《人的發現:馬丁﹒路德與宗教改革} (成都:

四川人民， 1983) ，被看作是中國人用中文研究路德及宗

教改革運動的真正開端。 14這本小冊子是四川人民出版社推

出的「走向未來叢書」中的一種。作者從人文一社會科學

的角度出發，研究「在十五、十六世紀歐洲由封建主義向

資本主義過渡的偉大歷史時期所發生的重大社會變革一一

宗教改革及其代表人物馬丁﹒路德J '的並得出與馬克思主

義經典作家完全一致的結論，認為作為第一吹資產階級革

命的宗教改革運動，不僅是一場政治革命，而且也是經濟

革命、思想革命或文化革命，由這場革命帶來的各種社會

變化，為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統治打下基礎。同時認為路德

的以「因信稱義」為核心的神學思想，激發了德國和歐洲

人民的革命精神和解放力量多推動了人類社會的進步。稍

後，在一九九三年，李平嘩博士又發表了題為〈西歐宗教

學社會科學版) >的 (1983) ，頁的白24 ;于可， <關於馬丁﹒路德評價的幾個問題

紀念馬丁 路德誕生五百周年) ，載《世界歷史> 06 (1983) ，頁 24-33 等等。

13. 見孟廣林， < r第一號資產階級革命」 世界中世紀史的終結和近代史的開端) ，載

《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 04 (1985) ，頁 61-66 ;熊家利， <十六世紀中西面

對封建危機的不同改革) ，載《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03 (1995) ，頁 116-121 0 

14. 見李廣生， <淺談華人教會對路德的研究(三)) (載《基督教週報》第 2日46 期 [2003

年 11 月 9 日 1) ，認為李平嘩的《人的發現馬丁路德與宗教改革〉是「第一本由

華人孰筆，以中文寫路德的生平和思想的書j

15. 引自李廣生， <淺談華人教會對路德的研究(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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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與近代社會思潮〉的長篇論文，探討宗教改革運動與

西方早期近代社會思潮之間的同步和交差的關保。 16大致可

以借此作為標示，標示中國語境下的宗教改革研究已經走

出世界中世紀史的研究範圍，相關的敘述已經廣泛地出現

在思想史、教育學、政治學、語盲文學、經濟學、社會學

以及音樂藝術等等人文一社會學科領域。

然而，無論在甚麼語境之下，對於宗教改革的研究都

應該涉及基督宗教和基督教神學本身，至少應該涉及宗教

學。就此而言，上世紀九十年代前期，中國學者已經看到

對於路德以及宗教改革的研究僅僅「停留在表層上，缺乏

深層吹的探討J '並試求將研究引向深入，認真探討路德

的神學思想，努力了解其核心內容及其宗教基因和思想果

效。 17由於研究者的出身在絕大多數d情況下屬於人文社會

科學，他們更多的是在外國哲學、世界歷史、西方語言文

學等領域內展開基督教宗教學和神學研究，所以，中國語

境下的宗教改革研究在展開初期就對內、對外兩個方向發

起了挑戰。對內，對研究者自身的信仰傳統的挑戰:沒有

基督教信仰傳統的中國學者對基督教宗教改革的研究成

果，是否具有合理性甚至合法性;對外，對純粹的神學研

究的學術性挑戰:以釋經學和教義學為主要內容的宗教改

革神學，是否具有客觀性甚至公正性。九十年代中期，朝

向內、外兩個方向的挑戰促使中國語境下的德國宗教改革

研究進入新的階段。

16 見李平嘩， {人的發現。馬了路德與宗教改革運動}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宗教改革與西方近代社會思潮} (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 1992) 

17. 見楊慧林， (對基督教《聖經》的重新讀解(三) ) ，載《名作欣賞} 05 (1995) ，頁

86-紗，李自更， (試論路德的神學思想) ，載〈史學月 1司rj} 03 (1995) ，頁 89-93 ;章

敘珊， (論路德宗教改革對經院哲學的繼承和發展) ，載《史學月刊} 01 (1991) ，頁

107-112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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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境下的德國宗教改革研究的新階段，其突出特

徵首先是大多數研究者改變了立場:由政治文化批判轉向

學術性批判，並力求通過同情的理解和客觀的描述達向批

判的超越。宗教改革研究向著這樣的方向進展，是改革開

放的形勢使然，因而很快突顯一種重要現象，即大陸學者

日見增多地與兩岸三地及海外華人直接或間接地研究合

作。與此相伴隨，路德及宗教改革的經典著作和國際學界

的最新研究成果在中國大陸批量出版。例如，僅是路德本

人的重要著作，就在短時間內出現了文選、文集和選集三

個版本，這就是二00三年由何光福教授作序、由中國社

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馬丁-路德文選:> ;二00五年由

于可教授作序、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的《路德文集》和二

。~O年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再版、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出版的《路德選集:> 0 18與此同時， <:馬丁﹒路

德的神學:> (Pau1 Althaus 著，段琦、菁、善玲譯;南京:譯

林， 1998) 、《協同書一一路德教會信仰與教義之總集〉

(南京:譯林， 2007) 以及《這是我的立場:改教先導馬

丁﹒路德傳記:> (Ro1and H. Bainton 著，陸中石、古樂人

譯;南京:譯林， 1993) 等路德研究的權威著作也很快出

現在中國內地。二00九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推出由

章學富、孫毅、游冠輝主編的《歷史與思想研究譯叢》

旨在「呈現社會歷史、宗教、哲學和生活方式的內在交融，

從而把思想還原為歷史的生活方式J '其第一批書就是研

究宗教改革時期的歷史和神學思想的代表作，包括《宗教

改革運動思潮:> (A1ister McGrath 著，蔡錦圖、陳佐人譯)、

《改教家路德:> (James Kitte1son 著，李瑞萍、鄭小梅譯)

18. 另有《路德三擻文和宗教改革> (李勇譯、謝文郁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馬丁 路德〈加拉太書注釋)} (李漫波譯，北京:三聯， 2011) ; {馬丁﹒路德桌

邊談話錄} (林純潔等譯;北京 經濟科學出版社， 2013)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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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改教家的神學思想}> (Timothy George 著，王麗譯)

等等。這種現象表明中國語境下的宗教改革研究或多或少

地包含了大陸以外的華人研究成果，同時表明中國學者開

始走向國際德國宗教改革研究的主流行列，並且更重要

地，表明中國的宗教改革研究已經探及基督教神學這個與

西方世界有著千絲萬縷聯擊的秘藏。

在此應該提到一段延及今天的史實，因為它提供了中國

語境下路德及宗教改革研究的歷史背景;這就是改革開放以

來一度成為主流、至少也是一股強勁支流的現代化思想史。

現代化，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主要目標;現代化思想，

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一代中國學人時代抱負的展

現。難以否認，現代化和現代化思想是西方歷史的產物，

中國人無論在哪個方面實現現代化都屬於對於西方的接

應、接論和接軌的問題。因此，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及以後，

在中國學界對待主要由西歐和北美構成的西方和西方思

想，從興趣、認知迅速地發展到傳遞、參照。西方思想一

度成為現代化思想的代義詞，並在許多方面得到學界的理

想化解讀。基督教，這個曾經在歐洲社會將一切當作「牌

女」的信仰體系也迅速地得到中國部分學者的追求、仰慕

或知音，基督教研究也與其他宗教研究一起迅速地在學術

界從「險學」變成「顯學J 0 19不僅如此，甚至還出現這樣

的現象，即在人文 社會科學研究的大多數領域內，只要

涉及西方，便會在基督教括及的範圍內尋找根源。然而，

到九十年代中期，特別在新世紀開始以來，隨著對西方和

西方思想認識的加深，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成就的顯

19. 語出中國宗教學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所長卓新平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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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中國學人的現代化思潮從內部出現分裂，從中國歷史

傳統中挖掘現代化和現代化思想的資源成為學術界的、新

的關注點。由此，前現代與後現代、傳統觀念與外來思想、

普世價值與民族主義、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等等思想張力在

學術界日益加大;關於使中國進入世界先進的現代化國家行

列的思考日趨多元。總之，在短短的三十餘年間，現代化思

潮在中國學界經歷了從興起到分化、再到多元的發展過程。

與之相伴隨，自九十年代中期以來，路德及德國宗教改革研

究作為「顯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也呈現明顯的特徵。

首先，在現代化的知識場域中，中國學者極為明確地

了解世界現代化進程的起點在於德國始發的宗教改革運

動，認識到宗教改革的精神與後來現代化的現實之間的悸

拘關係，同時看到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缺失項。 20

在認識到宗教改革運動「以一種巨大的精神力量推動

了」現代化進程的同時，中國學者提出了中國語境下的中

國式問題。例如: I沒有強大的體制性屏障或穩固的制度

性保證的精神生活，如何能同世俗生活保持一種有益而有

效的張力?如何能對社會政治發揮某種有益而有效的監督

制衡作用? J 21精神生活如何與世俗生活保持有益的張力、

如何對社會政治發揮有效的作用，這樣的問題幾乎沒有在

德國出現;即使在鬥爭中的各教派商定和重申「教隨國定」

( 1555 年和 1648 年)政策、在帝國議會頒怖教產還俗( 1803 

年)綱領之後，在十九世紀初德國教俗學界開始研究路德

神學、二十世紀初開始系統研究宗教改革現象、並且其研

究旨趣一宜與現代歷史緊密相闋的情況下，諸如此類的問

20. 見何光摳， (從中國的現代性反思宗教改革> '載《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 25 (2006) 

頁 53-74 。

21.何光漓， (信與愛 《馬丁﹒路德文選》代序> '載《天人之際} (北京.中國社會

科學， 2003) ，頁 2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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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也可以說不在德國學者關注的視野之內。宗教改革研究

中的問題意識具有民族處境性差異，這也是中國宗教改革

研究者的自知之明: I 中國學者必然會對其〔中國社會的

現代性)與宗教改革的關係，做出〔與西方學者〕相當不

同的思考，得出相當不同的結論。 J 22 

其次，在現代化進程與民族情緒的思考中，中國學者

很明確地認為路德將「以『唯信得救』為中心的神學思想」

和「以維護民族獨立為核心的愛國政治綱領」有機地結合

在一起，認識到宗教改革運動與德意志民族主義的關僚，

甚至認為宗教改革促進了民族國家的l掘起、宗教改革構成

了歐洲近代民族意識覺醒的新時代等等。 23

然而，回首察看所謂世界歷史的現代化進程，無論從哪

個角度上說， I民族」都不應該是其間必不可少的內容;作

為世界現代化的起點，宗教改革運動發出的是精神力量 3 而

這股精神力量恰恰來自德意志人的民族情緒。這顯然是歷史

的吊詭。但在當今處境下的中國學人看來，這不僅不是歷史

的怪異反而是歷史的自然。因為中國的現代化及其思潮從一

開始(十九世紀中葉)就陷入「現代化滯後與民族性喪失的

雙重困境J '所以中國的研究者從一開始就沒有忽略宗教改

革運動中的民族主義因素。即使面對恩格斯的權威性斷盲

「王權在混亂中代表著秩序，代表著正在形成的民

22. 何光漓， <從中國的現代性反思、宗教改革) ，頁鈞。又見〈信與愛〉、〈精神如何影

響歷史? 讀一讀〈馬丁路德的神學}) ，載《天人之際)) ，頁 197-204 、 169-173 ; 
〈協作、開放與非彤式主義化 世界現代化中的宗教改革) ，載《何光搞自選集} (桂

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9) ，頁 505-508 0 

23 見于可， <關於馬丁路德評價的幾個問題)趙林， <宗教改革對於西歐社會轉型的

歷史作用) ，載《江蘇社會科學》的 (2003) ，頁 91-93; <宗教改革運動與西歐現代

民族國家的喊起) ，載《道風} 35 (2011) ，頁 25-51 ;姜守明， <歐洲宗教改革與近

代民族意識的覺醒) ，載《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 } ，的 (1994) ，頁 124-128 ; 

徐樂天， <路德宗教改革與德意志民族主義) ，載《雲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

版) } 04 (2013) ，頁 89-92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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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J ， 24也有學人堅持其批判性質疑，認為恩格斯所指

的僅僅是英國、法國及西班牙的情況。在德國， 1代表著正

在形成的」德意志民族的另有人在。在看到宗教改革運動的

領袖們「就像法國、英國以及西班牙國王那樣，站在民族的

前沿」的同時，中國學者又進行了中國語境下的、當下的思

考:在一場深刻的社會改革運動之中及之後，哪一個階層能

夠代表民族?尤其是在改革運動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就的

時候，哪一個階層能夠成為本民族的代盲人?在德國的宗教

改革運動中，路德提出德意志民族的代表是基督徒貴族。是

「基督徒」貴族，但不是「教會」貴族，這是例如普法爾灰

選帝侯 (E1ectora1 Pa1atinate) 與美因茲大主教(Archbishop of 

Mainz) 之間的區別，前者的權益在德意志而不在羅馬;並

且，是基督徒「貴族J '但不是基督徒「平民J '這是例如

智者弗里德里希 (Friedrich der Weise. 1463-1525) 與閔采爾

(Thomas MÜllzer, 1489-1525) 之間的區別，前者握有政治

權力而不需要武裝奪取。中國學人對於宗教改革時期德意志

民族代表階層的細究深探，意在分析經過了三十餘年改革開

放之後的今天，在混有前現代化、現代化和後現代化的今日

中國，哪個社會階層能夠代表中華民族。 25

最後，回到基督教的神學語境中，中國學者非常明確

白身的研究基礎，並具有明確的、傳承和豐富中華文化的

歷史使命感。

就研究的基礎和目標而盲，大多數中國學者立身於人

文社會學科而將宗教神學作為研究的一個重要維度，並突

24 見恩格斯著， (論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國家的產生) ，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北

京，人民出版社， 1965) ，卷二十一，頁 452 。

25 見劉新利， (馬丁路德與德國基督徒貴族的民族性) ，載《世界宗教文化} 04 (2013) 

頁 62-67 ;本人在多種場合提出今天中華民族的代表階層問題。又見姜守明， (路德「因

信稱義j 說之於民族國家的意義) ，載《世界歷史} 06 (2009) ，頁 49-5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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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宗教改革研究的人文性目標而將其宗教性置放在精神文

化的宏大敘事範圍之內。這樣說的根據是，大多數研究者

的自身和成果呈現的對象主要的不是認信者。雖然其主要

論題是宗教改革的，其內容一定程度地符合基督教教義，

使用的概念也是基督教神學的，但是，他們的研究立場主

要在人文 社會學科，其選題旨趣與中國的社會現實及主

流思潮緊密相關。應該肯定，中國宗教改革研究者在人文

社會學科的場景中討論神學，並不等於游離當今基督教

神學討論的大論壇而自說白話，因為一種以「信仰論」為

關鍵詞的神學思潮已經被基督教神學思想界普遍接受。

十九世紀前期和三十世紀前期，兩位德國基督教思想

家先後發表《信仰學說:> (Glaubenslehre) ， 26針對傳統的

釋經論和教義論神學展開知識性神學或哲理性神學研究，

引發了一種新的基督教神學思潮。在本文的議題內，這種

思潮的要點在於使教義學朝著信仰學轉向。這是基督教神

學在思想多元、融合和衝突的處境下的自身反思，同時也

為基督教神學的繼續發展和信仰傳遞鋪設了更加寬廣的道

路。在信仰學的理論前提下，人文一社會學科對於基督教

信仰的研究和描述被納入基督教的傳統神學體系之中。換

吉之，如果傳統的釋經學和教義學多被視為基督教信徒的

學術任務，那麼信仰學的研究就可以容納非基督徒、非宗

教性的詮釋，研究者的個人身份也可以被忽略不提。德國

思想家提出的信仰學說，在二十世紀中期得到以美國神學

思想家為首的歐美基督教哲學界的回應，其中有人以「文

化神學」為關鍵詞之一發展了信仰學說中的宗教經驗論， 27

26. ~p施萊爾馬赫 (F. D. E. Schleiermacher, 1768-1834) 的《信仰學說> (Glaubenslehre; 2 Bänder; 

1821-1822) 和特洛爾奇 (Ernst Troe1tsch, 1865-1923) 的《信仰學說> (Glaubenslehre , 1925) 。

27. 見蒂利希 (Paul Tillich, 1886-1965) 著，陳新權、王平譯， {文化神學> (北京工人

出版社，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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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得到中國語境下的基督教研究學者

的回聲，其中也有人以「文化基督徒」為關鍵詞之一展開

了「漢語神學運動」。站在這樣的前提下，人文一社會學科

關於包括宗教改革在內的基督教神學的討論和研究不再成

為問題，研究者具有怎樣的身份定位和研究進路不再面臨

被檢驗是否符合基督教神學標準的問題，其研究結論也不

再被考慮是否能夠進入基督教話語體系。如此一來，至少

在學術界，基督教信仰的傳遞、發展和建構成為客觀的效

力而不再完全是主觀的努力。前面提到的中國人文學者對

內、對自身信仰傳統發起的挑戰因此而有了結果:對於基

督教神學的客觀效力同時具有合理性與合法性。

就傳承和豐富中華文化的歷史使命感而育，部分中國

學者已經開始了將包括宗教改革在內的基督教神學、基督

教文化研究納入中國學術傳統之中的自覺行動。為此， I切

合國際學界的現況，開拓中國語境下宗教改革研究的里程」

被當作具體的行動目標。

四、

「切合國際學界的現況 J '難以否認 3 一直以來就是

中國宗教改革研究者的努克方向。早在一九九四年，就有

大陸學者連續撰文介紹德國神學家、教會史家和歷史學家

對宗教改革概念的不同理解和其間所隱含的時代特徵，並

以此為前提，對德國當代神學教會史學派的路德及德國宗

教改革研究進行分析和評介。 29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嘗試;這

是中國學者試圖與德國同行同步發展的開端。以美因茲歐

洲|歷史研究所 (Institut fur Europäische Geschichte Mai凹)

28 見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編， {文化基督徒一一現象與論爭} (北京華夏出版社， 1997) 。

"見孫立新， (試論不同歷史時期的宗教改革概念) ，載《世界歷史} 04 (1994) ，頁

19-27; (德國當代神學教會史學派的路德研究) ，載《文史哲} 01 (1994) ，頁 86-9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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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教會史部主任曼斯 (Peter Manns, 1923-1991) 為領

軍者， 30德國的神學教會史學派開始了第二吹世界大戰以後

的、新一輪的路德及宗教改革研究。這一輪研究強調歷史

場景，突出歷史中的路德、歷史中的宗教改革神學、歷史

中的因信稱義等等。如果說二十世紀初期的德國神學思想

家通過「信仰學說」使後來人文社會學科的研究成果有可

能對基督教神學的繼續發展和信仰傳遞發揮客觀的效力，

那麼二十世紀中期的德國教會神學史家就是通過「歷史神

學」為中國的宗教改革研究提供了可能性，使之有可能在

科際交叉的方法上、在借用中國傳統理念對某些神學議題

進行解釋方面、在中國現實處境下的基督救恩的認信領域

之內等等，展開更大的平台，進入更深的層吹。

進入三十一世紀以來，訪問或就學於國際路德及德國

宗教改革研究重鎮的中國學者，不僅繼續評介和分析國際

同行的研究成果，而且陸續地得出帶有中國語境特徵的、

能夠與國際學界相關理論進行對話的研究結論。例如，通

過分析路德對中世紀經院新學的繼承和批判，有中國學者

看到他的神學突破，從神學邏輯和教會史實兩個方面，將

其稱義論推至「上帝之義或上帝正義」的高度。 31的確，中

國學者從各個方面嘗試對路德的稱義論進行理解:從路德

對於經文字面含義的解讀，到他對於中世紀，羅馬教會關於

稱義的誤導及其結果的譴責，直到他對於聖保羅因信稱義

的深刻闡釋，路德的稱義觀逐步深入地走進中國的學術領

30. 曼斯 (Peter Manns) 是一位天主教徒，其突出貢獻是在天主教信仰角度上評價馬丁路

德為「信仰之父」。見 Peter Manns, Martin Luther. Ketzer oder Vater im Glauben? (Hannover 

Lutherhaus, 1980) ; Martin Luther. Der unbekannte Refomator. Ein Lebensbild (Freiburg in 

Breisgau, B品el， Wien: Herder, 1985) 。

3 1.見張仕穎， {馬丁路德稱義哲學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馬丁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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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督教正義觀> '載《宗教學研究} 02 (2013) ，頁 191-197; <馬丁 路德的神學

突破> '載《世界宗教研究} 02 (2014) ，頁 102-109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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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32不僅如此多在關於因信稱義的詮釋問題上，中國的年

輕學于甚至把老一輩學者與路德放在同一個評判台上，對

之進行對照比較，分析中國當代學者與五個世紀以前路德

之間的、在「論述風格和闡釋視角」方面的異同，及至兩

者得出「截然不同的解釋」的原因。 33這是在中國語境下的

人文一社會學界方面。

在教會神學界，進入三十一世紀前後，配合一九九六

年十月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社會王義精神文明若干重要問

題的決議J> '中國的教會領袖著力提倡「神學思想建設」

提出「愛的神學」和一定程度地淡化「因信稱義」的神學

主張。"這種主張在中國教會引起了至今仍在進行的、激烈

的爭論，並引起基督教文化學界的關注和參與。站在此，拋

開教理內容和政治背景不說，僅就出現這場爭論的現象本

身而言，我們看到了「因信稱義」在中國語境中被討論、

被塑造的過程，看到中國教俗兩界的基督教神學研究者在

湧入改革開放思想大潮的過程中進入國際神學研究話語主

流的獨有方式。是的，諸如「淡化因信稱義」的說法是中

國獨有的聲音;在尊奉《聖經〉權威的前提下自圓其說，

又是中國神學思想建設中的獨有話語。或許在改革開放以

32 見孫善玲， (讀《馬丁 路德的神學》看「因信稱義J) ，載《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

學社會科學版) > 06 (1999) ，頁 143-146 、 186 ;謝文郁， (尋找善的定義 「義利之

辨j 和[因信稱義J) ，載《世界哲學> 04 (2005) ，頁 30-41 ;劉城， (馬丁﹒路德

「唯信稱義j 思想靈魂教贖的單一路徑) ，載《世界歷史> 06 (2012) ，頁 22-34 ; 

李秋零， ( r 因行稱義J r因信稱義j 與「因德稱義J) ，載金澤、趙廣明主編， ~宗

教與哲學》第三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2014) ，頁 1 日-2日等等。

33 見林純潔， (聖經闡釋與漢語神學的路徑) ，載《世界宗教研究》的 (2013) ，頁 166-172 。

34 見丁光訓， (因信與上帝建立合宜的關4酌 ，載《天風> 08 (2002) ，頁 34-36 ;梅康

鈞， (新中國處境中的神學路向一一一丁光訓主教的神學忠、想) ，載《中國宗教訓2 (2009) , 
頁 19-21 。

35 中國人民大學李秋零教授於二0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在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舉

辦的小型研討會上，介紹了二00三年在芬蘭拉普蘭舉行的[串串於中國處境神學的中國

一北歐會議j 上的爭論，提出了他本人對於 I愛的神學j 的認識 3 認為在中國教會一度

程度出現的、以「信」劃分敵友的情況下，強調 I愛J '木是對「信1 的貶損甚至排斥，

而是一種為防止有些信徒以某種東西自誇和劃線、造成教會內部撕裂的處境神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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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漫長的歷史時期內「中國無神學J '但是近三十餘

年來，中國學人理解的因信稱義，從教會的權威到《聖經》

的福音再到「宇宙的基督J ， 36應該承認，這是一種帶有教

理建構性和信仰傳遞性的、神學的延伸。

「開拓中國語境下宗教改革研究的里程J '同樣難以

否認，一直以來也是中國學者的努力追求。由過去三十餘

年的研究成果可見 9 中國語境下宗教改革研究的特徵主要

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在學者的資質方面。在整體上，

中國學者不同程度地帶看仁義禮智信等中國特有的傳統文

化價值觀念，認識和理解歐洲基督教的宗教改革教理及其

意義，顯出東西方思維方式和思考重點的差異性學術特

徵。在路德及宗教改革研究的同一個話題之下，中國學者

的差異性學術視角不僅拓寬了研究論題的廣度和深度，例

如借鑒道家「無為得道J 的「對立面重合J 邏輯，解釋路

德的稱義論，進一步析清「信仰創造神性」、信仰不憑人

的行為以及愛與倍的關保等等看起來相互矛盾且難以理解

的觀點， 37而且增加了研究內容的厚度和維度，例如前面已

經提到的借鑒宗教改革運動對於西方社會的全面的影響作

用，觀照中國社會的現實處境，提出中國式的研究問題，

並從各個角度試求中國特色的解決方案。 38不僅如此，帶看

36. 關於「宇宙的基督J '見《丁光詞11文集} (南京.譯林， 1998) ，頁 90-99 0 

37. 見金東煥著，謝志斌譯， (從道家「無為1 的視角看路德的稱義論一一以考察「唯獨j

祠的適切性為中心) ，載《道風} 25 (2006) ，頁 143-1的。參見周偉馳， <彼此內

外宗教哲學的新齊物論))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8) ;又見正在進行中的、張

仕穎主持的國家社科項目「馬丁路德與慧能宗教思想比較研究J 特別見黃保羅對於

路德研究的芬蘭學派之研究和介入，以及從系統神學的角度分析中國儒家對基督教救贖

教義的理解，見黃保羅著，周永諱， <儒家、基督宗教與救贖 附十八篇漢語神學述

評與對話}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9) ，以及大量的、迄今還沒有進行總結的中

國學者參與國際學術會議發表的涉及宗教改革研究的成果等等。根據文化交流中的「羅

卡定律J (凡有接觸，必留痕跡) ，不難想象，中國學者學術研究的差異性特徵必然使

其研究成果帶有中國傳統的文化因素。

38 特別例見何光灑， (從中國的現代性反思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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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化價值底色和憂國憂民的時代意識對於幾個世紀以

前的、歐洲的宗教改革進行研究，中國學者內部不可避免

地出現多元身份形態，例如對於基督教信仰的某種程度的

委身、對於基督教學術的某種意義的生命投入、對於基督

教文化的某個角度的志業承擔等等;學者身份的多元形態

使其自身的學術素質在相互競辯中得到提高，進而使前面

提到的對外、對純粹神學研究的學術性挑戰得到回應:只

有在具備客觀性和公正性的前提下，以傳統釋經學和教義

學為主要內容的宗教改革神學研究才能得到學界甚至教會

界的承認，因為無論是人文學者還是教會學者，他們對於

宗教改革的研究目的，或者在主觀上或者在客觀上，已經

遠遠地超過了基督教的信仰告白或宗教的身份認同。

另一方面，在宗教改革研究的學科基礎方面。根植於

改革開放時代處境的宗教改革研究，其生長點主要在人文

社會學科，而發展基地主要在宗教 神學領域，由此顯

出跨學科、跨教派甚至跨文化的科際交叉性特徵。在路德

及宗教改革研究的同一個話題之下，中國學者的科際交叉

性趨勢無疑是其進入國際研究前沿陣地的已有裝備。對照

二 00 七年德國福音總會 (Evangelische Kirche in 

Deutschland) 委託國際路德研究學術委員會39制定的「二十

三項選題 J (Perspektiven fiir das Reformationsjubiläum 

2017) ，可以看出，近三十年餘來，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

至少在廣度上已經涉及其中的所有問題。在中國的語境之

下，關於宗教改革的世界歷史意義(選題一) 、影響之評

39. 路德研究學術委員會由十三人組成，其成員除了包括德國美因茲歐洲歷史研究所

(Leibniz-Institut fiir Europäische Geschichte Mainz) 教會史部主任 (Irene Dingel) 在內

的十一位德國教授以外，還有芬蘭赫爾辛基大學的薩里寧 (Risto Saarinen) 教授和美國

亞利桑那大學 (The Univers句 of Arizona) 的卡蘭特納恩 (Susan Karant-Nunn) 教授，

委員會主任是德國基爾大學(Christian-Albrechts-Universität 血Kiel)的席林 Oohannes

Schilling)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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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選題二) 、引發的宗教一文化多元化(選題三) 、引

發的宗教教派戰爭及其原因(選題四)、引發的宗教和

平法規(選題五) 、引發的個人及公共和社會等等方面的

改變(選題六) 、引發的關於人與上帝與世界等等關係的

重新思考(選題七) ... ...以及引發的信仰多元化中的基督

徒身份認同(選題二十三) ，都已經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討

論。如果將迄今以前的研究作為一個階炭，能夠告一度落，

那麼圍繞「二十三項選題」的研究將會(或已經)開闢一

個新的旦程。新旦程的標誌將是深入和整合:在各個題目

的研究中顯露中國學者的深層理解，在中國學者的深層理

解中顯露中國宗教改革研究的學科交叉一整體性特徵。

宗教改革運動引發的問題涉及許許多多人類共同的問

題，但卻不涉及不同時空的不同語境問題。中國人生存處

境中的現實問題以及中國改教關係的歷史經歷，使中國語

境下的宗教改革研究具有獨特的進路和維度;而中國傳統

的宗教論述，如儒釋道三教比較、三教合一、儒術獨尊等

等，則使中國語境下的宗教改革研究具有獨特的概念範疇

和神學理論。由此而吉，雖然中國語境下的宗教改革研究

還沒有形成團隊，沒有相應的學術帶頭人，但是應該看到 2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者在國際學界發出的獨特聲音已經開

始了「中國學派」的前奏曲。

關鍵詞:宗教改革研究路德研究 中國語境 中國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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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cussion on Martin Luther and Gerrnan 

Reforrnation in China since the First Opium War and the 

relevant issues have been further understood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the Reforrn and Opening Up of 

China, the substantial study of the Gerrnan Reforrnation has 

gone through the transforrnation from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riticism to academic criticism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contempora可 Chinese thought. This article reflects on the 

topics such as: how to balance the tension between spiritual 

and secular life? how can spirituallife be beneficial to Chinese 

society? This article also justifies the relevant studies on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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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nd humanities in Christianltheological studies. 

Therefore, a new school of Reformation studies can be 

expec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a with its 

cross-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 and its concem 企om the 

Chinese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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