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第四十五期﹒二O 六年﹒秋

卷首語

繼周偉馳的《奧古斯丁的基督教思想、》獲得第五屆

「道風學術獎」後，二o一五年吳飛的《心靈秩序與世界

歷史:奧古斯丁對西方古典文明的終結》獲得第六屆「道

風學術獎J ， 1再度呈現了漢語基督教學界對奧古斯丁的濃

厚興趣和可喜成就。這一期的《道風》進一步推進漢語學

界對於奧古斯丁的研究，以「奧古斯丁的基督教哲學」為

神學論題，集諸位中青年學者的最新成果，對奧古斯丁的

形而上學、人性論、政治哲學等思想進行深入研究，展現

了漢語奧古斯丁研究與國際奧古斯丁研究對話的努力。如

吳飛在本期「神學論題引介」所言， í奧古斯丁研究已經

成為漢語基督教研究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領域J (頁 18)

論題的各篇論文和漢語學界的奧古斯丁研究的發展已在

「引介」中有所介紹，不在此重覆。

基督教哲學一直是漢語基督教研究一個突出的視角，

而「多學科研究j 基督教也是漢語基督教研究的一個重要

特色，本期《道風〉還從歷史學、社會學、神學等學科角

度對基督教及其在中國的處境提供了一副豐富的圖景。在

歷史學方面，北京大學文英傑的〈徐光敢朝鮮傳教計劃始

末考〉梳理現有研究成果，提供了珍貴的相關史料，展現

了徐光敢朝鮮傳教計劃的前復始末，指出其失敗原因主要

1. 詳參見《道風》第 44期的相關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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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未能以平等、互利的態度對待與鄰國的關係;上海交

通大學鄧軍的〈悍代英與基督教青年會( 1915-1921) > 
則考察揮代英與青年會的接觸如何將其儒家個人式修身推

廣到集體式的道德操練，以及如何在近代「反迷信」的背

景下，保持與青年會的關係;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劉燕在

〈耶穌形象的改寫:從教世主到無產者一一對朱維之《耶

穌基督》與《無產者耶穌傳》的比較研究〉一文中揭示了

朱維之改寫耶穌形象的基本語境:中國傳統文化、民國時

期的非基運動與耶穌主義主張、民族命運與國家前途、對

新中國的想像和後瘟民抵抗等等，從強調耶穌的神性、彌

賽亞的身份與愛的福音到把耶穌視為無產者、革命者和解

放者:這種改寫提出了基督教的本土化及其困境的問題，

也顯露了基督教的屬靈意義與基督教服務於赦國愛國及改

造社會的目的之間的張力。這三篇論文從不同視角涉及中

國基督教的對外交流及其問題、基督教在中國文化、社

會、政治處境的調適問題。

在社會學方面，本期提供了兩篇論文，讓我們看到當

代中國城市基督教和中國人宗教價值觀的一些基本面貌和

存在的問題。香港中文大學袁浩的〈城市化與移民教會的

融入一一北京的固始人教會與溫州人教會比較研究〉以移

民教會對城市化的適應為主題，以北京市兩類移民教會為

研究對象，探討移民教會在神學、組織及制度上進行調

整，以適應並融入城市生活，並由此提出如何推動教會轉

型以向公民共同體轉化的問題。中國人民大學鐘智鋒和李

路路在〈開放卻不放聞:中國人宗教價值觀的實證分析〉

一文中則以實證調查資料為基礎，分析了中國人宗教價值

觀的基本特徵(如較為一致、穩定，宗教不僅缺乏信任，

也不太支持宗教平等、宗教影響政治和對極端分子的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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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並解釋了其形成原因，指出中國人的宗教價值觀的

基本模式是開放卻不放間，不是以寬容而是以限制為特徵

的。漢語基督教研究也離不開其所處的一般宗教語境，這

些特徵提出的相關議題值得我們關注和思考。

在神學方面，香港中文大學顧柔燕的〈佛耶對話一一

從基督宗教的角度看《大乘莊嚴經論》的菩薩悲心〉和中

國民族大學高品的〈以「白他不二」與 agape 的比較為例

論比較神學作為普世對話的方法〉涉及宗教對話中的神學

主題和方法問題:前文通過分析大乘佛教的菩薩悲心，進

而嘗試從基督宗教視角反思，認為佛教和基督教對「悲

憫」的不同闡釋可以幫助我們對「悲憫」有更加深刻的理

解，從而為佛耶對話提供更豐富的角度;後文則以比較神

學的方法，從大乘佛教的「白他不二」來反思新教神學的

主流傳統對 Agape 的理解，從而論證在基督徒「愛鄰人」

的倫理實踐與教贖之間能夠存在某種關聯，由此堅持這種

比較神學的方法對於推動普世對話的重要性。中國人民大

學宋曉蘭在〈拉納的聖職思想探析〉梳理了拉納 (Karl

Rahner) 聖職思想的主要觀點，並指出其在教會史上的貢

獻，促進了關於教會職務的教義朝向新的方向發展，終身

軌事被引入教會職務並顯示這種職務的服務特性，並推動

了教會與時代的對話與各教會的統一。這里，我們看到

「對話」仍是基督教神學鮮明的主題:無論是與其他形式

的宗教/神學的對話，還是與時代處境各類議題的對話。

在本期的「讀書與評論J '英國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Kent) 陳鳳安在對曾慶豹《甚麼是漢語神學。一書的

評論進一步定位了漢語神學的特質: 1"漢語神學不是本色

化神學，也不是套道德化的哲理，它不會是民族主義的工

具，也不能被天主教或新教所獨佔，更不再是個無關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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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的事物。 J (頁 434) 2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指出

該書更多關注漢語神學「政治神學」的實踐面向並提議從

文化觀到社會觀的本土化典範轉移。作為漢語神學建設積

極的參與者，曾慶豹一書提出了我們發展漢語神學時一個

不可迴避的維度。香港中文大學陳靜以「鄉村和宗族」為

視角分析了李謝熙的專著《聖經與槍炮> '指出了其在鄉

村基督教研究中從基層史和微觀史的角度所做的貢獻，指

出該書運用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國鄉村基督教的努力。作者

特別指出，與傳統本色化理論認為中國基督教發展史是在

傳教士和差會的推動下逐漸進入和適應中國社會的過程不

同，該書認為中國基督教的發展是由中國基督徒推動的，

「總是想超出傳教士的指導和控制而獨立運作，並按照自

己的需要構建他們的教會群體J (頁 440)

本期《道風》以不同學科視角研究基督宗教的某些主

題，如某個思想家(奧古斯丁、拉納)和某個思想觀念

(如「愛」的思想) ，提出了漢語基督教研究中一些根本

的問題:如基督教在中國傳統文化、社會變遷、政治條件

中的調適以及其間的神學本性與建構問題、基督教與其他

宗教對話的方法與意義問題。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在慶

賀創所二十周年和《道風》復刊三十年復可以說邁入一個

新的階段，在廣大漢語基督教研究學人的共同支持下，我

們期待《道風》可以在新的起點上拓展和深化漢語基督教

研究和漢語神學的問題和方法。

2. 楷體強調為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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