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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陳獨秀的漢語神學及其特徵與意義

李躍紅

雲南民族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教授

一、陳獨秀有無「漢語神學J ? 

本文標題很可能招致疑竇:作為新文化運動宣導者和中國共

產黨創始人之一，以高擎「科學」、「民主」大旗和首任共產黨

總書記而名動天下並名垂歷史的陳獨秀，果真有漢語神學嗎?這

個問題並不容易回答，而且困難不在陳獨秀相關論述本身。陳獨

秀論述西教的篇章文字有目共睹，但是否屬於漢語神學，關鍵在

於甚麼是「漢語神學」。而論及這個問題，又牽涉到中國當代思

想史和神學史上一殷似乎迄今不了的「公案」

自一九九四年「漢語神學」概念或名號及相應主張一比如藉

著漢語神學研究而為中國思想學術開掘新的資源，以及借助學術

力量發展漢語神學等一公開提出不久，便遭教會神學界的嚴重質

提。他們依據傳統理解，認為基督教神學的言說應該具有基督信

仰立場、連接基督教會傳統，並認同基本教義內容。 l而提出及

主張「漢語神學J 的思想界學術界中人，則賦予其不同於傳統教

會神學的含義，尤其是在神學的教會性、教義性以及吉說者的信

仰等方面，甚至提出至為寬泛的界說，即「以漢語閱讀神學，以

漢語思考神學，以漢語撰寫神學J 0 2其中包括基督宗教藉著漢

語而介紹、傳播的一切內容，以及人們藉著漢語而對此回應、研

1.參見李躍紅， <個體生命的終極吟唱 思想史視域中的漢語神學研究.> (北京﹒人民

出版社， 2012) ，頁 25-47 0

2. 楊熙擒， <漢語神學的名字) ，載《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通訊.> 2006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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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一切內容。時至今日，當代漢語神學運動的推動者和積極參

與者，仍在不斷重申和努力論證漢語神學的非教會性、人文性、

學術性、對話性、開放性和公共性等特徵 1強調「信仰懸置」

為首要原則，甚至認為，漢語神學與基督教學術研究雖有差別，

但在中國大學和研究機構中卻「基本上是一回事 J 0 4 

持續二十年的申辯本身便說明了問題的複雜性。然而，從神

學理念的現代演進來看，其中並非沒有其歷史依據。自十九世紀

末二十世紀初施萊爾馬赫 (F. D. E. Schleiermacher) 在敢蒙主義

影響下，將宗教的根基從「天敢」移至人對無限者的「絕對依賴

感J '被認為是由此發韌的所謂「自由神學J '便逸出基督教傳

統教義，並在現代與後現代語境中漸行漸遠。「基督教的去神話

化即便不在理論上也在事實上已經發生了 J ' í基督教在其有效

的實踐中已被廣泛地轉化成了一種激進的宗教人文主義運動，該

運動努力實現一幅特定的人類生活圖景，並抵抗種族主義、集權

主義和其他各種壓迫對這幅圖景的威脅J 0 5及至二十世紀末期，

又有企共神學興起。其重要推動者斯塔克豪思 (Max Stac尬ouse)

指出: í公共神學以其對公共生活各領域的道德和靈性的強烈關

注顯示出更強調倫理的維度J 0 6帕蒂森 (Stpehen Pattison) 闡述

「公共j 的涵義: í它必須論及一般公眾關心的論題，在真正公

眾的領域，以一種公共可以觸及的途徑，運用公共能充分理解的

概念和機制。 J 7這些與教會傳統神學不同的神學趨勢，總體上

淡化了教會、教義乃至信仰要素。

以上無論是漢語神學抑或是西方神學在現代和後現代語境中

3. 比如《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 41 (2014) 中仍有文章論及這問題(參見該期林子淳，

〈漢語神學的學術與生活共同體〉和李向平， <走向公共的漢語神學〉等文)

4 王曉朝， <論漢語神學對中國學術界的影響及其定位> '載《道風} 32 (2010) ，頁 49 0

5. 唐庫比特著，朱彩紅譚， {信仰之海}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5) ，頁 9 0

6. 轉引自謝志斌， {公共神學與全球化斯塔克豪恩的基督教倫理研究> (北京宗教文

化出版社， 2008) ，頁 64 。

7 轉引自同上，頁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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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種走向，雖然脫離了教會性乃至教義性信仰性的限定，但仍

然自稱為甚或被稱為「神學」。但是，基督教神學，即使撇開教

會性、教義性和信仰性不說，又果真與基督教學術研究等相同嗎?

如是，又何以要稱為「神學J ?我們認為， I神學」一祠的傳統

積澱提示著一個內核，那就是對於基督教基本精神的基本肯定，

儘管其中可能含有對基督教某些要素(比如教會)的批判。 8這個

在上述「漢語神學」的寬泛定義中未被提及的質素，或可為古今

「神學J (包括當代人文性或學術性漢語神學)之為「神學」的

基本質素，也就是不同於「基督教學術研究」等的特徵所在。

再說一下漢語神學中的「漢語」概念。以往關於「漢語神學」

概念或名號的論爭主要集中於「神學J '但對於「漢語」也並非

沒有說辭。流行的「本色神學」和「處境神學」等概念，豈不涵

蓋了「漢語」的或者其他「語J 的神學了嗎?其實， I漢語神學J

正是要刻意強調漢語境中的神學問題，其指向性較之「本色」和

「處境」更為精準、突出和生動。考慮到華夏文明與希伯來和希

臘文明的原初發生迴然不同，中國文化與「兩希」文明交匯形成

的基督教文化長期鮮有交通，於今卻又同為影響甚大的文化系

統，突出「漢語」二字無疑有其合理性。

據上所論，我們稱陳獨秀的耶穌論為「漢語神學J '而非中

性的「宗教論述」之類。 9這襄不悍辭費地「咬文嚼字J '不止

因著學術嚴謹的緣故，而是要彰顯西學東漸與中國現代思想演進

中，未曾得到關注的某些重要跡象，比如中國思想主流對於西方

宗教要素的吸納，或者說西教精神對於中國思想學術的影響等，

雖然這並非說人們沒有注意到陳獨秀的相關著述。陳獨秀一生主

8 當代漢語學術神學的宣導者便有舉克爾克果 (Søren Aabye Kierkegaard) 和薇依 (Simone

Weil)等神學家批判教會的例證。參見劉小楓， <現代語境中的漢語基督神學) ，載《道

風> 2 (1995) ，頁 24-48 。

9. 在當代漢語神學研究中，人們還注意到「漢語神學J 與「漢語基督宗教研究J 之間的區

別。參見李秋零、楊熙楠， <漢語神學廿載談一一神學論題引介) ，載《這風> 41 

(2014) ，頁 17-2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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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活動和成就與宗教無涉，有關宗教的論述不僅非其吉論主要內

容，而且不無思考不周、自相抵梧之處，但作為中國現代思想的

重要肇端者，他的看法卻引起人們注意。關於陳獨秀基督教論的

研究，據目前查閱到的有三十多篇文章。其中最早的「初探」發

表於一九八九年中期，而後一九九二至一九九四年共有四篇論文

發表;一九九五年後期有兩篇;一九九九年以後至今的篇數為二

十四篇。也就是說，僅從時間上看，相關文章最早產生於上世紀

八十年代的「宗教熱J '或者說當代漢語神學萌芽期間，而大部

分文章，則發表於「漢語神學」名號提出之復。 10若說陳獨秀基

督教論研究域的形成，與當代漢語神學成為「顯學J 的思想與學

術背景相關聯，當不為過，雖然注意到陳獨秀關於基督教的論述

並不意昧將其規為漢語神學並注意到相關意義。

既有研究主要集中於陳獨秀宗教論的具體內容和演變過程

的陳述，在此基礎上，也有研究者試圖剖析其中原因，或從不同

角度給予評說，或彼此進行辯駁。許多觀點不相一致，甚至相互

衝突。比如，關於陳獨秀基督教論的總體特質，便存在不同看法。

有的認為陳獨秀一直傾向認同基督教， 11有的則認為陳獨秀「以

科學代宗教」的主張向無變化。 12有的認為陳獨秀的基督教論只

是因應現實需要，因而是功利性的， 13有的將其定性為「帶有強

烈的個人色影J 0 14而更多則從中國當代意識形態規角出發，或

認為它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宗教思想，或者相反，認為它是非馬克

10. 關於當代漢語神學運動的「初萌」與「形成」等分期研究，參見李躍紅， <:個體生命終

極的吟唱> '頁 25-38 。

11 參見郭秀文， (也論陳獨秀與基督教) ，載《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 > 2005 年
第 7 期，頁 42-46 。

12 參見劉長林、李雲飛， (試析陳獨秀的「以科學代宗教」思想) ，載《安徽史學> 2005 

年第 3 期，頁 113-118 ;劉長林， <:中國人生哲學的重建一一陳獨秀、胡適、梁漱淇人

生哲學研究>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1) ，頁 74 ;張雪松， (陳獨秀﹒以

科學代宗教> ' <.中國民族報> (2009-07-14) 
13 比如，認為陳獨秀「僅僅從資本主義功利論觀點出發來評論宗教對社會發展、民眾覺悟

的有益無益J (郝瑞指責， (陳獨秀宗教研究簡論> '載《大家> 2010 年第 10 期，頁 7 0 )

14. 郭秀文， (也論陳獨秀與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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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義的。關於陳獨秀漢語神學的影響，有限論述也主要集中於

政治方面。與陳獨秀熟雅的胡適，便認為通過研讀《聖經} , í抱

著這種新宗教熱忱的陳獨秀，後來逐漸的走進那二十世紀的共產

主義新宗教，當然是不難的轉變」。當今仍有學者贊同胡適看法，

認為陳獨秀「為了振興中華民族，從異文化中吸取耶穌無私奉獻

的偉大人格精神，作為他組織政黨精神基礎J 0 15但同時也認為

這是導致其右傾投降主義和「三改革命論」的「思想根源 J 0 16 

除專文以外，自一九八九年以來，還有至少十多部陳獨秀的

傳記和年譜及相關著作出版，其中有的也談及陳獨秀基督教論。 17

內容雖然簡約，卻也有細微不同。有的將陳獨秀既反對宗教批評

教會又推崇耶穌偉大人格，視為思想在「新舊交替時期」的「反

復J ; 18有的則認為陳獨秀推崇耶穌人格， í試圖把基督教教義與

基督教會相區分J '除了「頭腦中仍存有一定的民主主義者的印

跡以外J '更是因為

他感到當時廣大國民還沒有普遍樹立起足以取代基督

教的新的政治信仰。他認為沒有共同信仰的民族是危險的民

族，也是沒有希望的民族。所以在馬克思主義沒有被人們普

遍接受之前，不宜徹成拋棄基督教義，以利於凝眾人們的思

想，強化國民的救國意識，防止全體國民因精神文柱的消失

而流向「一盤散沙 J 0 19 

15 沈寂， <陳獨秀與基督教> '載《世界宗教研究} 1995 年第 4 期，頁 29 。
16 參見同上，頁鈞。另見主進， <陳獨秀的宗教觀> '載《重慶社會科學} 2003 年第 2
期，頁鈞。

17. 也有談及陳獨秀對於宗教和基督教會的批評而不提其重要文章〈基督教與中國人〉的，

如任建樹， \(陳獨秀大傳)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甚至有提到該文而不提
其核心內容的，如劉永謀、王輿彬， \(警醒的中國人 走進陳獨秀) (北京，中國社

會出版社， 2005)

18 朱文華， \(陳獨秀評傳。終身的反對派) (青島 青島出版社， 2005) ，頁 117 0

19. 買立臣， \(陳獨秀思想發展軌跡) (北京 中國檔案出版社， 2003) ，頁 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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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數量不是很多，內容重複、分量不一，但相關研究卻呈

現自由熱烈的氣象。尤其優秀之作，雖然為數較少，但資料翔實，

頗有見地。必然而，上述研究卻未能從包括漢語神學在內的現代

思想史脈絡的角度，認識到陳獨秀漢語神學的性質及其特徵和意

義。這無論對於思想史或是漢語神學研究來說，都是一個不足。

本文希望對此有所彌補。

二、陳獨秀漢語神學的核心與特徵

首先來看看陳獨秀漢語神學的核心內容。

第一，陳獨秀漢語神學的核心，無疑是對耶穌精神的熱烈推

崇。正是這一點，決定了陳獨秀相關論述的漢語神學性質。該核

心較為集中體現於一九二0年二月發表〈基督教與中國人〉一文

中。相對於陳氏其他文章，該文篇幅較長，但結構嚴謹，闡述清

晰。文章認為， r中國底文化源泉里，缺少美的，宗教的純情感J ' 

致使「中國社會麻木不仁J '因而主張「要把耶穌崇高的，偉大

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培養在我們的血里，將我們從

墮落在冷酷，黑暗，污濁坑中救起。 J 21文章依據福音書中耶穌

教導，將耶穌偉大人格與熱烈情感，概括為「崇高的犧牲精神J ' 
「偉大的寬恕精神」和「平等的博愛精神」月並據此認定， r基

督教是愛的宗教，我們一天不學尼采反對人類相愛，便一天不能

說基督教己徑從根本崩壞了。基督教底根本教義只是信與愛，別

的都是枝葉J 0 23 

儘管隨著時代變化，陳獨秀宗教論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但對

基督教信與愛精神實質的看法，尤其是對耶穌人格的推舉卻沒有

20 如沈寂的〈陳獨秀與基督教> '援引內容除陳獨秀的篇章而外，還旁及其他相關資料，

有的不下長期功夫，難以發現。

21.陳獨秀， <基督教與中國人> (1920 年 2 月 1 日) ，載《陳獨秀著作選} (三卷;任

建樹、張統模、吳{吉忠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第三卷，頁銘、“。

22. 同上，頁 90 、 91 。

23 同上，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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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陳獨秀漢語神學的這一核心，還輻射到他對各種宗教的看

法中。一向主張「民主」與「科學」的陳獨秀，在批判宗教，甚

至提出「以科學代宗教」的思想階段，也認為基督教強於佛教尤

其孔教: í耶教不否定現世界，且主張神愛人類，人類亦應相愛

以稱神意。審此耶氏之解釋死與愛二問題，視佛說為妥帖而易施

矣。 J 24 í余雖非耶教徒，由良心判斷之，敢目推行耶教勝於祟

奉孔子多矣。以其利益社會之量，視孔教為廣也。 J 25 í基督教

尊奉一神，宗教意識之明瞭，信徒制行之清潔，往往遠勝於推尊

孔教之士大夫。 J 26不僅如此，對於同科學理性相抵梧的基督教

教義，陳獨秀也採取了較為溫和的態度。發表於一九三二年三月

十五日非基督教運動發韌之時的〈基督教與基督教會〉一文，雖

然對教會進行了全面激烈的批判，但文中又反復強調要區別看待

「基督教(即基督教教義)與基督教教會J '認為教義中的自相

.抵梧，如「上帝全能與上帝全善說矛盾 J '以及《聖經》中「沒

有歷史和科學的證據」的神跡等，只是歷史造成的「小小的缺

點J ' í不必 J í特別攻擊J 0 27不久之後，陳獨秀發文支持非

基督教運動並批判教會種種不是。但文中也提示了三個觀點:其

一、基督教優於其他在中國流行的宗教。其二、對於正確的學說

主義應有「誠篤的信仰 J '而 f對於一切學說主義，信仰到極篤

的時候，便多少有點宗教性J 0 28其三，脫離了「宗教制度及宗

教儀式」和「基督教教義的缺點j 的基督教精神或「宗教性」的

信仰，與「學說主義」的信仰相類似，它與「吾人生活內容」中

24 陳獨秀， < {鋒紗記》序> (1915 年 7 月) ，載《陳獨秀著作選} ，第一卷，頁 127 0

25 陳獨秀， <答劉競夫(孔教) > (1917 年 5 月 1 日) ，載《陳獨秀著作選} ，第一卷，

頁 306 。

26. 陳獨秀， <憲法與孔教> (1916 年 11 月 1 日) ，載《陳獨秀著作選}，第一卷，頁 224-225 。

另外在《朝鮮獨立運動之感想} (1919 年 3 月 2 日)一文中，陳獨秀也為基督徒在獨

立運動中的作用而表明對基督教的重視，參見《陳獨秀著作選} ，第一卷，頁 510 。

27. 同上。另見頁 332 。

28. 陳獨秀， <對於非宗教同盟的懷疑及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的警告} (1922 年 6 月 20 日) , 

載《陳獨秀著作選} ，第二卷，頁 3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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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感方面相關聯。

第二，陳獨秀漢語神學的特徵。通過對陳獨秀漢語神學的分

析，可以概括出陳獨秀漢語神學的幾個特徵。

(一)時代性。在新文化運動興起之初，為反對專制和奴隸、

保守和退隱、鎖國和愚昧的傳統思想，陳獨秀反儒教而倡西學，

主張「自主」、 「進取j 、 「世界」、 「科學」和「民主J 0 凡

是有礙此信念的內容，盡皆為其所反對。對於強調順服，注重

傳統並富含戒律的宗教活動，陳獨秀自然要給予否定，並提出

「以科學代宗教」主張。同時又因為宣導西學的緣故，陳獨秀

又視耶教強於佛教與孔教。

隨著新文化運動展開，現代儒家發出挑戰，嶄露頭角。梁漱

淇認為新文化運動所主張的「科學」與「民主」不能解決人生問

題，因而提出「以孔顏的人生」解決「煩悶的人生問題J ， 29並

立志要把「孔子人生J I貢獻給J 東西方世界。 30作為新文化運

動代表性人物的陳獨秀，必然作出回應， 31而反傳統的立場，又

決定了陳獨秀必然從西學中尋找資源。恰在此前，陳獨秀讀到《聖

經》。據胡適所記，一九一九年陳獨秀被捕入獄，八十多天的拘

禁中唯有《聖經》可供閱讀。感情豐富的陳獨秀「讀了基督教的

聖經，很受了感動J '結果發生「精神上的轉變J ' I主張要有

一個新宗教J 0 J 32諸般交匯而成的必然，將細緻研讀《聖經》
的「偶然」納入其中，形成了以推崇耶穌偉大人格和基督教「信」

與「愛J 為核心的陳獨秀漢語神學。至於對教會的批判，除了陳

獨秀認定其阻礙「科學J 、「民主」和個體自由而外，也因「非

基督教運動」興起而使之得到強化。

29 梁漱漠，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頁 199 。

30 同上，頁 3 。

31.參見陳獨秀， <基督教與中國人) ，頁 87 。

32. (:胡適于稿(第九集下冊)} (台北 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 1970) ，頁 545 、 550 。

轉引自沈寂， <陳獨秀與基督教) ，頁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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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統一性。陳獨秀漢語神學在「時代性」中又含有思想

的一致性。其中包含兩個方面，一是與陳獨秀基本思想的一致;

二是陳獨秀漢語神學內在的一致。關於後者我們將在下面給予說

明。就前者說，陳獨秀的總體思想在演進過程中 3 始終貫穿科學、

民主、個人自由、勇於獻身等主張。他所有觀點的根基、目的皆

在於此，包括反帝與反封建，反專制與反瘟民，以及後來接受無

產階級革命理論。其漢語神學亦莫能外。為了「科學」主張，他

反對宗教愚昧，反對宗教教義;為了「民主」、「自由 J '他批

判教會種種罪惡，否定教會制度;為了個體本位與平等博愛相協

調，他推崇耶穌的偉大人格和深厚感情，以及基督教的「信」與

「愛」
(三)分層性。所謂分層性，就是將基督教分為教會、教義

和基督精神或耶穌人格三個層面， 33並分別採取不同態度，這是

以往漢語神學所從未有過的。其一，對於教會，陳獨秀持批判態

度，但這並不等於否定基督教信仰，相反其目的卻是要維護基督

教精神。比如，在陳述教會機構的「種種卑劣舉動」之後陳獨秀

道: I如果真是基督教的信徒便當對他們痛哭J 0 34其二，對於

[創世論」、「救贖論」、「復活諭」等基督教教義，陳獨秀則

持溫和批評或忽略態度。其三，對於基督教精神，或者說耶穌的

「偉大人格與熱烈情感J '陳獨秀則不僅完全肯定，而且十分推

崇，從未動搖。

通過以上特徵分析可以看到，陳獨秀漢語神學既通貫著「科

學」、「民主J 的新文化運動基本立場，又有發展深化;既推崇

耶穌博愛、犧牲等偉大人格的穩定面貌，又因應時代需要而有不

同側重;而對基督教的層吹劃分等，又使其科學主張與耶穌人格

刃有研究者注意到陳獨秀在〈基督教與基督教會〉中區分教義與教會的立場。但僅止於這

兩個方面的劃分。(參見郭秀文， <也論陳獨秀與基督教〉

34 陳獨秀， <基督教與基督教會> (1922 年 3 月 15 日) ，載《陳獨秀著作選，) ，第二卷，

頁 3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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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崇 3 教會批判和與《新約》經句引用和推舉等，和諧統一，系

統完整。

三、陳獨秀漢語神學的意義

如上所述，漢語神學在陳獨秀的著述中所佔分量不多，在漢

語神學浩繁的文宇中更似微不足道。但是陳獨秀漢語神學在中國

現代思想史上卻有獨特意義。

(一)在中國主流思想中首坎引入西教質素。雖然清代後期

興起的西學東漸浪潮始於漢語神學(比如《聖經》和基督教書籍

的翻譯出版，以及因此而湧現出的中國最早的一批現代報刊、印

刷出版，還有學校、醫院的建立，以及由這一切而帶來的宗教以

外其他西學內容的翻譯和發行等} ，但中國思想學術主流卻對其

或漠視或輕看或排斥。在首位來華的基督新教傳教士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那里，漢語神學便承續明末天主教傳教士利

瑪竇 (Matleo Ricci)的意願 p 試圖進入中國思想主流，並在晚清

以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等為代表的傳教士，影成自覺強

烈的努力，但漢語神學始終未能有效進入中國思想學術主流。陳

獨秀漢語神學則改變了這個狀況。陳獨秀對於耶穌人格的概括與

推祟，表明在西學東漸中形成的中國現代思想，不僅開始從西方

哲學中汲取養分，而且從富有終極意義的西教精神中獲得資源。

這為中國思想發展注入了新的質素。明末徐光敢等雖也贊同基督

教，但卻視之為與儒家同質的思想，因而從思想史的演進來看，

明末清初漢語神學並沒有以其獨有特質進入中國思想。太平天國

雖然聲勢浩大，但洪秀全對公認基督教思想扭曲而來的神學，並

未進入中國思想主流。而陳獨秀則是將耶穌人格作為與中國傳統

文化不同的異質精神，給予推崇和吸納，使之進入中國思想主

流，為中國思想發展開出新的資源。

(二)推動中國現代思想進入新階段。在西學東漸背景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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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中國近現代思想，對於西學的關注和吸納依次為西方的器

物、技藝、制度、政體，最後到文化思想與人生。這與西教先行

的西學東來過程，實際上並不一致，體現了中國思想吸納西學的

被動性和現代化進程的曲折性。思想文化與人生，向為中國思想

抵禦外來勢力的中堅領域。儘管由於在中西軍事、經濟和政治等

對抗中的落敗，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文化遭遇前所未有的衝擊，

但傳統思想一直頑強抵抗。在「中體西用」隨著最後帝制王朝的

瓦解而為「全盤西化」所淹沒之際，身處現代的新儒家又以「人

生J 為題絕地反擊，力圖以此挽回孔教頹勢，同時也使「人生」

論題凸顯於現代語境當中。然而，此時儒家人生論雖然處於現代

時段，卻並非不同於傳統的現代思想的集中體現。而陳獨秀漢語

神學對於梁漱淇「孔顏人生」主張的回應，則推動中國現代思想

由科學、民主而探入人生層面，並開始形成現代精神所特有的的

個體本位思想。

(三)豐富中國現代思想內容。承上所論，這里所謂「現代J ' 

並非指物理時間投落，而是指與古代傳統不同的現代精神。作為

中國現代思想的問端，五四新文化運動集中體現了這種精神特

質。作為國民文化層面的革命，魯迅對於國民劣根性的深刻揭

示，影響廣泛久遠。而陳獨秀對耶穌人格的推崇，實際上與魯迅

對國民性的批判正相呼應:一個通過對國民劣根性揭露以批判傳

統儒教，期待強健理想的民族人格，一個通過對耶穌偉大人格的

推崇以回應現代孔教，同樣呼喚崇高完美的現代人性。二者異曲

同工。雖然對於國民性和人生理想形態的具體內容和側重或有不

同，但總的方向卻是一致。

理想人格的培植和文化深層的改造，是人類精神發展中常說

常新的話題，對於迄今仍在變革中的中國文化來說，尤其如此。

由是觀之，無論魯迅國民三角根性的批判或是陳獨秀耶穌偉大人格

的推崇，都是新文化運動和中國現代思想中，迄今意義不滅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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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內容。然而，對於前者人們廣為重視，對於後者卻少有注意。

魯迅著述豐富厚重，思想深刻犀利，筆鋒獨步天下，廣受注重實

為理所當然。但是陳獨秀漢語神學，作為中國現代人生理想建設

的首個正面倡議，儘管相關論述篇幅不多，論證廣度深度亦較有

限，但從邏輯上說卻同魯迅的批判彼此呼應，正反相合。由此而

論，以往對於陳獨秀漢語神學的認識和注意顯然遠遠不夠。

(四)為主流思想引入宗教精神闢出路徑。基督宗教與公共

思想儘管在歷史上曾經有過重疊交叉，但在範圓、目的和意義等

方面存在不同，尤其在敢蒙運動推廣、世俗社會興起、教會淡出

社會中心之復。為能在現代性思想、中吸納基督教中富有普遍價值

的精神，陳獨秀漢語神學首吹將基督教劃分為不同層吹或方面，

並採取不同態度。這不僅凸顯了常為教會及教義繁複形態所遮障

的耶穌品格，而且使基督教的倫理與人格內核，在脫去教會禮儀

及教義形態之後，能夠有效進入中國社會文化與思想。陳獨秀曾

言道，教義內容和教會形式是歷史乃至成結果。站在羅馬帝國和後

來歐洲的歷史中逐漸形成的教會形式，包括體制、禮儀、建築、

服飾等，以及教義形態，包括規條和習俗等，不可避免地帶有特

別的歷史性地域性。兼之當時西教與中學雙方，都有將形態等同

理念，又將理念等同精神質素的傾向，使得基督教教會及教義與

中國社會及文化之問的差異，常常表現為對立甚至衝突。而陳獨

秀漢語神學的分層性特徵，則使基督教脫離招致衝突的組織和教

條形態，以無彤的精神鋒利快捷地進入思想學術當中。

另外，陳獨秀將理性和情感分別對應於科學和宗教，雖然論

述粗略，在西學中也不新鮮，但在中國思想史及漢語神學史上卻

是新的突破。這為陳獨秀推崇耶穌人格提供依據，使之能夠為強

調科學的現代思想所接受。

(五)呈現吸納宗教精神的難題。人們在論述現代神學總體

35 參見陳獨秀， <基督教與中國人) ，頁 8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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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動時，或是將其概括為「超越性j 與「臨在性」之間的分別， 36 

或是表述為「在基督教的身份認同與基督教對現代性的適切性之

間的張力 J 0 37其要旨都是說明教會和教義傳統與現代公共思想、之

間的衝突。陳獨秀漢語神學在吸納基督教精神、推崇耶穌人格同

時，也凸顯了神學進入現代思想以及異質性文化中的普遍困難。

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其一、進入思想主流的陳獨秀漢語神學，

帶有批判教會和否定教義特點，這雖然不無時代特徵，卻表明淡

化或是迴避從根本上說與科學和經驗理性相抵梧的教會和教義，

是神學進入經過理性主義洗禮的現代公共思想的前提條件。而這

必將招致雖巴大幅收窄，卻仍為社會構成部分的教會拒絕和反

對。而陳獨秀漢語神學所推祟的耶穌人格，以及所有現代神學在

公共思想領域所強調基督教精神，其孵化培育以及傳承傳播，都

離不開教會與教義的根基和「溫床」

其二，陳獨秀漢語神學在關注時代需要，並以分層方式進入

社會主流的同時，又失去了基督信仰的超越性內容，使其對耶穌

人格稱讚只能停留於倫理道德層面。然而，如果沒有超越性質

素，單憑倫理性，耶穌能否達到陳獨秀所推崇的至高道德地位?

中外歷史上的道德楷模多不勝數，何以要獨推耶穌?又何以耶穌

能據此地位?事實上 ， {聖經》中耶穌基督，其含義遠不止於或

者不主要在於道德教化。其中含有宇宙萬物，尤其是人的生命發

生的原因、存在的依據和意義的歸宿。正因如此，耶穌的人格才

有了終極性和超越性的意義。事實上，陳獨秀所援引大部分耶穌

的教導，也都不是道德意義所能涵蓋的，比如: I我告訴你們，

現有一比神殿更大者在此。 J I我能破壞這神毆，並且三日內造

成。 J I我是從天降下的活麵包，吃這麵包的人永生;為了人世

36 葛倫斯、奧爾森著，劉良淑、任孝琦諱， <:二十世紀神學評論.> (台北.校園書房出版

社， 1998) ，頁 11-12 。

37. 福特編，董江陽、陳佐人擇， <:現代神學家一一二十世紀基督教神學導論.> (香港:遊

風書社， 2005) ，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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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生命，我所貢獻的麵包就是我的肉。 J I我的肉真是食物 9 我

的血真是飲物。 J I吃我肉飲我血的人，與我合一，我也與他合

一。 J I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人，不配做我的門徒;愛于女過於愛

我的人，不配做我的門徒。 J I想保全他的生命的人，將來必失

去生命，他為我失去生命，將來必得看生命。 J I請你們滿飲此

杯，因為這是我的血，為誓約為眾人赦罪流的血。 J I你們寬兔

別人的罪，天父也要寬兔你們的罪。 J I悔改與赦罪將由他的名

義從耶路撒冷起，宣傳萬國。 J I一人悔罪，天使大喜。 J I我

告訴你，那婦人許多罪惡都赦免了，因此他愛也多;被赦免的少，

愛也少了。 J I神歡喜一個有罪的人悔改過於歡喜九十九個正宜

的人無須悔改。 J I第一盡全心全精神全意愛你的神，第二愛鄰

人如愛你自己，一切法律，預吉者，都是道這兩大誠。 J I我不

是為無罪的人而來，乃為有罪的人而來。 J I聽到我的話而不實

行的人，好比一個愚人，把房屋做在沙上。風吹，雨打，洪水來

了，這屋是要傾覆的，這是很大的傾覆。 J 38 

耶穌基督的上述絕對性，在歷史上主要由「三一」、「基督

二性」等基本教義所概括和傳遞，而教義的保有和繼承，又與教

會相關聯。因此，陳獨秀漢語神學對於教會的批判和教義的否

定，實際上是抽離了耶穌人格的絕對性和超越性的基石。這襄又

引申出更深層吹問題，即耶穌人格與情感的道德核心與根基，可

否與教義和教會相分離?如果可以分離，那麼又該怎樣來表述其

核心與根基?陳獨秀以耶穌論為核心的漢語神學，在中國現代思

想史上之所以只是曇花一現，除了社會形勢變化和時代精神更途

的原因以外，一個重要的內部因素，便在於公共思想吸納宗教精

神所固有的難題，但這也從另一角度表明陳獨秀漢語神學在思想

史上的普遍意義。

38 陳獨秀， <基督教與中國人> '頁的-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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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宣揚個體自由、注重生命品格等，既是陳獨秀的思想本色，

也是其所處時代的精神。正是二者的一致性，使陳獨秀成為中國

現代思想興起的代表性人物，也使其漢語神學自然而然地推崇耶

穌人格，反對教會權威對個體理性、情感和自由意志帶來的束

縛，形成個體性、時代性與分層性等特徵。本色天成的內容及特

徵，表明陳獨秀並非自覺的漢語神學人，其有限論述也非自覺的

漢語神學，但是，這並不意昧陳獨秀漢語神學沒有意義。它不僅

體現了基督教精神的特徵與價值，也展示了中國現代思想發生時

與國民性批判相呼應的人生理想，並提示了吸納西教精神的可能

和某種具體樣式，以及遇到的困難，而這同時也是一個具有普世

性的宗教神學與公共思想的關係問題。清代後期發生的西學東漸

浪潮，波瀾迄今未止。在此過程當中，中國思想與學術，勢必要

與作為西方文明基石的基督教思想相遇。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

學界的非基督教運動，以及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中國思想學

術領域興起漢語神學思潮等，便是明證。

由上而論，陳獨秀漢語神學無疑是中國思想、學術領域所應關

注和研究的內容。

關鍵詞:陳獨秀漢語神學耶穌人格新文化運動

作者電郵地址: pau199328@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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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mongst those previous researches on Chen Duxiu's theory of 

religion, only a few have notic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 Sino

Christian Theology: Christology as its core. Defining Sino且Christian

Theology by the discourse of Chen on the personalities of Jesus is 

tenable at both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level. It is also important in 

the Chinese history ofthoughts. Chen's Sino-Christian Theology has 

merged the spirit of Jesus Christ into the mains仕eam ideology of 

China at his time. It worked with the criticisms on national 

inco叮igibility and helped to define the ideal of personality. The 

Sin。可Christian Theology of Chen sheds light on adapting the spirit of 

Jesus Christ as resour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m Chinese 

ideology. Understan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ignificance of his 

Sino國Christian Theology will contribute to further understanding on 

the connotation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Furthermore, it will 

also help to further comprehend the deeper meaning of the East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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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ansmission of Westem culture and it will help usωbe alert of 

certain trends on the ever-chang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ideology. 

Keywords: Chen Duxiu; Sino-Christian Theology; Christianity; 

The Character of Jesus; New Culture Movement 

2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