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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語

二0一五年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創辦二十周年的日

于，故同年的十一月二十七至三十日，本所和同濟大學人文學院

在深圳大梅沙雅蘭酒店聯合主辦了「漢語基督教研究第六屆圓桌

會議」。來自香港和內地約七十名人文和社會科學專家參加了此

吹會議，老中青三代學人濟濟一堂。據統計，參與者來自三十四

所高校與研究所，十八座城市，基本覆蓋本所在國內的學術合作

網絡。在兩天的會議議程中，與會學者共發表了五十五篇學術論

文。大會初設四大議題:一、國家轉型中的基督教育說;二、跨

學科的基督教研究;三、基督教研究的主體性和共同體;四、全

球視野下的基督教研究。研究學科涵蓋了文學、歷史、哲學、社

會學、人類學等，反映出漢語神學的跨學科研究面向。

會議的兩篇主題文章，由中國人民大學何光唱教授和香港中

文大學賴品超教授發表，分別題為〈究天人之際一一漢語神學運

動的大歷史、大悸論與大趨勢〉以及〈漢語神學與拯教論) ，引

起了熱烈的反響和討論。兩文早前已在《遺風》第四十四期 (2016

春)中刊出，並附有斯江大學陳越驛教授就看整個會議的一篇出

色概覽和點評文章: <在歷史的節點上一一對漢語神學三十年慶

的觀察與思考〉。現擺在讀者面前的特刊，乃從其餘文章中精選

出來的二十三篇，我們粗略將之分成兩組，分別為「歷史與社會

中的探析」和「理論與傳統中的思考」

在前一部分的文章，主要探析在漢語歷史和社會語境中引出

發出來的問題。中山大學的江輪博士從歷史發展的角度指出，基

督教神學自古以來便與哲學思想碰撞與交匯 9 漢語神學從發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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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然地也會遇上同樣狀況，也是基督宗教與本土文化交遍的新

歷史案例。中央民族大學的高品博士則順著處境神學的態勢，指

出由於漢語神學過往集中於學理討論，故目前的挑戰是比較欠缺

對中國現實處境問題的問應，值得漢語神學同路人深思。華東師

範大學的黃劍波教授和胡夢恩同學，藉反思過往人類學與基督教

的緊張關懷，梳理了基督教傳統對人類學(及其代表學者)的深

遠影響。這幾篇文章都為我們探析具體的歷史和社會語境議題

前，作好理論性的準備。

接著的八篇文章從明末至中共建國以後選取題材作為探究

對象。十字架敘事和上帝觀顯然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石，蘭州大學

的韓思藝教授和華東師範大學的張曉林教授，從明末起的文獻來

談論傳教者在本土化過程中，闡釋這些課題的歷程。北京師範大

學的回書峰教授和同濟大學的周萍萍教授，分別選取了單方濟

(Francesco Sambiasi) (與徐光敢含著)的《靈吉蠢勻》和英斂

之的《萬松野人育善錄》為研究文本，了解他們欲匯通耶儒的進

路。華東師範大學的褚瀟白教授和中山大學的曹堅教授皆把目光

轉向民間，探討了晚清和民國時期信徒皈依的現象。至於雲南民

族大學的李躍証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的那福增院

長，則以兩位與當代中國共產主義猶關的人物陳獨秀和吳耀宗為

對象，梳理他們處理時代轉折中政治、思想與文化關憬的于法。

在本期的第二部分 3 學者們針對著古往今來的重要思想理論

和傳統作出反思。西北師範大學的姜宗強教授分析了《以賽亞書》

四十至五十五章的「一神主義J '指出這是猶太民族應對被虜時

期的身份危機產物，故不一定具排他性，對發展漢語神學的身份

饒具敢示。中山大學的肖劍博土和華僑大學的花威教授，深入剖

析了尼薩的格列高利 (Gregory ofNyssa) 之《論靈魂與復活> (On 

the Soul and the Resurrection) 和奧古斯丁的《與摩尼教徒福圖納

圖斯的辯論> (Acta contra Fortunatum Uαnicheum) ， 反映出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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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漢語學界對古代教父研究的消化與吸納狀況。

山東大學高欣教授的文章，把我們從奧古斯丁連接至現代的

德里達(Jacques Derrida) 和利奧塔(Jean-François Lyotard) 

她從解讀「哀悼」分析了如何以一種復現代形式詮釋《懺悔錄》

(Co瞬間仰自) ，並「再寫J 上帝在內的沉默之音。深圳大學的

邵鐵峰教授則續以福柯 (Michel Foucault) 的權力理論為題，與

宗教經濟學作了對比的思想實驗。事實上，西方思想家自九一一

事件後對宗教多有關注，復旦大學的郁晶雋教授就指出了哈貝馬

斯 (Jürgen Habermas) 的話語倫理學中的宗教轉向，突顯出當代

西方政治哲學的宗教育點。同濟大學的冷欣教授和山西大學的郭

郁教授皆選擇了列維納斯 (Emmanuel Lévinas) 的現象學神學為

研究對象，使神聖他者之蹤跡納入至漢語學界的視野內。西南大

學的劉阿斯教授則從「上帝的神聖之美」出發，較全面地探討了

巴爾塔薩 (Hans Urs von Balthasar) 以存在論為形而上學基礎的

美學神學。

最後數篇文章從一些當代的獨特視角來處理傳統的基督教

思想問題。雲南大學的朱彩虹教授以《薄伽梵歌》為理論資源，

從一個東方視野來重探三一的重要觀念。四川大學的田海華教授

梳理了女性主義學者特雷波 (Phyllis Trible) 的兩部代表性論著，

分析她如何對父權制提出質疑和批判。華中科技大學的歐陽肅通

教授還原了尼布爾 (Reinhold Niebuhr) 積極參與冷戰的經歷和神

學思考，對當下世界的形勢也有一定敢示。

從上可見，是次會議確實匯累了與研究所一起走過三十年的

志同道合學人，從不同學科角度發展出具漢語語境特色的討論，

成為了一個良好的學術交流平台，增強了彼此的溝通和情誼，是

漢語神學運動誕生以來的一吹重要的里程碑。本所學術委員會主

席賴品超教授在會中指出，研究所能吸引一眾中外學人一起共

事，全因建立了一個多元和有效的公共平台，讓各人在不同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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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工程中得以盡情發揮和建樹學術。我們感恩上一代學人的開山

闢路，期待新生代學人的接棒創新，向著漢語神學的第三個十年

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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