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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四年，創立於一九三四年的《道風》學刊復刊，

同時增加副刊名「漢語神學」1。復刊辭從三個角度解釋了

漢語神學這個在當時尚略顯生澀的概念：「一、以漢語文

化的歷史的思想資源和社會經驗發展基督神學及其文化，

以形成具有漢語思想文化之風範的基督神學文化；二、在

漢語思想學術域建設神學學科，與儒學、道家、佛家思想

以及各種現代主義思想構成學術性對話關係；當今漢語學

術界（尤其哲學、社會學、史學、政治學、文化學）正積

極建設自己的學術空間和學術典範，非以歐美學術旨趣為

風向標；漢語神學亦應建設自己的學術空間和學術典範，

使基督神學成為漢語文化思想的結構要素和人文學術的組

成部份；三、它是漢語世界（大陸、台灣、香港、馬星、

北美華人社區）的各社會地域的漢語宗教學者的共同志

業。」2根據這個定義，漢語神學致力對「基督神學及其文

化」進行學術研究；與此同時，該研究要紮根於「漢語文

                                                             
 1  從第 12 期開始，《道風》學刊的副刊名更改為「基督教文化評論」，英文“Chinese 

Journal of Theology”則維持不變。 
 2  〈復刊辭〉，《道風：漢語神學學刊》1（1994），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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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漢語思想學術域」和「漢語世界」。一九九五年，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正式登記掛牌，成為落實這一學術

藍圖的非營利實體機構。今年，道風山開山九十週年之際，

研究所迎來創所二十五週年慶。 

眾所周知，過去二十五年，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以

「歷代基督教學術思想文庫」為主打，分古代系列、現代

系列以及研究系列三個類目，持續迻譯西語經典論著約兩

百部，貢獻卓著。二○○一年，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與

德國波恩中國中心在柏林歐洲科學院舉辦研討會「翻譯與

吸納—基督教和中國文化的相遇」，生動詮釋了這個學

術翻譯工程的初心與異象。恰如會議參與者、「漢語神學」

奠基人之一何光滬所言：「翻譯是一種從外向內的引進工

作。但是，正如這次會議的標題所表明的，翻譯離不開吸

納，不被吸納的翻譯是毫無意義的。」3翻譯是對原典的研

究性吸納與接受，「漢語神學」透過翻譯普世大公傳統的

經典主動理解並融入這個傳統，最終使其作用於「漢語文

化思想」傳統的擴展。 

在《真理與方法》（Wahrheit und Methode）一書中，伽

達默爾借助「效果史」（Wirkungsgeschichte）4這個概念深刻

解析了傳統與翻譯之間的這種互動關係：傳統生發的「效果

史」對應着對傳統的「接受史」（Rezeptionsgeschichte），兩

者形成交互作用的「效果統一體」（Wirkungseinheit）。5上

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學和文學研究領域率先出現對伽達默

爾基本見解的方法論化，形成所謂的「接受史研究」，專

                                                             
 3  何光滬，〈關於基督教神學哲學在中國的翻譯和吸納問題〉，載楊熙楠、雷保德編，《翻

譯與吸納—大公神學和漢語神學》（香港：道風書社，2004），頁 76。 
 4  Hans-Georg Gadamer, Wahrheit und Methode. Gru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 (4  Aufl ; Tübingen: J  C  Mohr (Paul Siebeck), 1975), p  285  
 5  同上，頁 267。 

Copyright ISCS 2020



卷首語 漢語神學的「接受史」之維 

 17 

門探討藝術品及文學作品在不同歷史境域中的意義流變。

此種意義上的「接受史研究」顯然同樣適用於其他類別的

人文學科，因為它們都離不開歷史與意義兩個基本維度。

在今天的人文學界，重構某一典範性文本、方法、概念或

思想體系在不同歷史階段中的意義變遷，反觀其當下意義

潛能，這種更寬泛意義上的「接受史研究」已成為相對獨

立的研究類別。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近年來致力「漢語神學」研究

力量的培養和跨學科研究範式的確立，在「翻譯與吸納」

的基礎上進入「研究與吸納」的新階段；與此同時，漢語

學界的宏觀語境出現了向古典時期傾斜的基本趨勢，西學

研究也日漸轉向古代文本和古典問題，這個變化對於研究

者的歷史意識以及處理歷史文本的能力都提出了不低的要

求，就方法論層面而言，廣義的「接受史研究」必將成為

學界「古典轉向」的基礎性環節，「漢語神學」的研究群

體對此應有充分認知。二○一七年至今，漢語基督教文化

研究所已連續舉辦三屆主題式跨學科研究工作坊，收效良

好，工作坊的研究過程一再表明，能否真正進入問題的深

水區，取決於能否展開針對基礎概念的討論，這種討論的

前提之一正是在「接受史」意義上對概念傳統內在演變的

充分掌握。對於「漢語神學」未來的發展而言，「接受史」

意識的重要性在於，它使我們的歷史研究不斷指向傳統中

的典範性文本、方法、概念或思想體系這類「原型」，並

對其作出新的組合，以此來推動傳統的發展，服務漢語學

界。有鑑於此，本期《道風》主題定為「漢語神學」的「接

受史」之維，收錄四篇論文，依次涵蓋宗教哲學、政治哲

學、教父學以及教會史四個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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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統卻現代」—巴文克與黑格爾思辨哲學〉

一文中，浙江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研究所研究員曾劭愷深入

剖析了荷蘭加爾文主義神學家巴文克（Herman Bavinck）

對黑格爾思辨哲學方法及其內涵的批判性接受。就方法論

而言，巴文克贊同黑格爾從「世界觀」角度對世界整體進

行系統性詮釋，認可其對宇宙的有機主義式定位，但拒絕

他以「思辨」概念為核心的泛邏輯主義，尤其批判黑格爾

消弭思想與存在的根本差異，從人類意識出發把上帝化約

為一種理性概念。從內容角度來看，巴文克認為黑格爾的

思辨邏輯學錯誤預設了神人之間的終極同一性，在創造論

層面，他堅持「從無創有」的拉丁基督教教義傳統，批判

黑格爾將創造等同為精神的自我客體化；在護理問題上，

巴文克反對黑格爾從人類意識出發，將護理視為保證宇宙

歷史等同上帝計劃的必要前提，堅持區分作為第一因的上

帝活動和作為第二因的符合受造規律的活動；在三一論層

面，批評黑格爾的邏輯三一有機主義對造物主和受造物之

間、受造物之間內在差異的消弭，強調以三一上帝為原型

的合一性與多樣性的辯證。在作者看來，巴文克對黑格爾

的解讀包含着將其思辨哲學體系導入「截然不同的聖經世

界觀」的努力。 

復旦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學院副教授姜林靜的〈卡爾．

施米特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聚焦於德國公法

學家施米特（Carl Schmitt）對俄國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

（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筆下「宗教大法官」這

個形象的詮釋與接受，並由此文學接受史角度出發，闡述

了施米特在政治哲學上的一系列核心觀念。在作者看來，

施米特借助對虛構性文學形象的創造性解讀來投射其自我

理解，尤其在「宗教大法官」這裏，他獲得了表達其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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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的形象化載體，但同時也偏離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

「宗教大法官」的主旨所在。施米特認為，「宗教大法官」

的人觀偏重性惡與原罪，在出發點上和自己的政治理論相

符，但他剔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愛、信任和希望的強調；

施米特在「宗教大法官」針對「奇蹟」、「神秘」和「權

威」的論述中受到啟發，他提出的「例外狀態」、「奧義」

及「絕對主權」可視為與之對應的概念；在自由問題上，

施米特與陀思妥耶夫斯基意見相左，否認人具有脫離監管

的自由可能性；在歷史哲學和權威問題上，「宗教大法官」

成為施米特發展其「延遲者」思想以及解讀霍布斯（Thomas 

Hobbes）政治秩序觀的重要參照；最後，施米特區分「我」

與「他者」的精英主義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俯首「他者」的

謙卑大相徑庭。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研究員劉寅的〈解釋「第二律

法」—哲羅姆、安布羅斯與奧古斯丁的《申命記》釋經

遺產及其早期接受〉以三位拉丁教父於公元五世紀前後對

舊約《申命記》的創造性詮釋為基礎，細緻勾勒出「《申

命記》拉丁釋經學」這一接受史傳統的發軔。在作者看來，

哲羅姆（Jerome）對《申命記》的接受一方面帶有鮮明的

語文學特徵，另一方面顯示出希臘教父奧利金（Origen）

的影響，這尤其體現於哲羅姆追隨後者，從預表論出發，

把《申命記》視為新約「福音書的序幕」；區別於哲羅姆，

安布羅斯（Ambrose）對《申命記》的詮釋聚焦於其在道德

律法意義上的範導性功能，側重《申命記》對公共倫理生

活（如借貸活動或日常着裝）的塑造與影響；奧古斯丁對

《申命記》的詮釋包含兩種類型，一種是晚年偏重字面意

義的詮釋，一種是早年偏重屬靈意義的詮釋，在後世的拉

丁釋經學傳統中，後一種詮釋類型更受推崇。三位教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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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記》的不同詮釋奠定了「《申命記》拉丁釋經學」

初期的多元性特徵，這一特徵在公元七世紀之後的拉丁神

學傳統中遭到削弱。 

在〈從羅慕路斯之城到聖彼得之城—教宗良一世與

羅馬城文化記憶的重塑〉一文中，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

播學院歷史系副教授康凱以學界晚近關於「古代晚期」的

討論為背景，論述了羅馬從古典時期的諸神共存之城成為

基督教意義上「聖城羅馬」的根本性轉變，尤其聚焦於教

宗良一世透過佈道、牧函及節慶活動對羅馬城原有「文化

記憶」的積極再詮釋。良一世認為，蠻族入侵是羅馬人沉

迷多神教節慶招致的審判，羅馬城真正的保護者是基督教

的聖徒，為了與古典節慶傳統競爭，他設立了旨在紀念聖

徒殉道的定期募捐活動；不僅如此，良一世重視如何在「奠

基性回憶」的意義上重塑關於羅馬城起源的文化記憶，他

嚴格區分起源於羅慕路斯的羅馬城與起源於彼得、保羅的

羅馬城，認為兩位使徒尤其是彼得才堪稱羅馬城「真正的

父親和牧者」，是他們把這座城市從謬誤帶向真理，並使

其成為「世界之首」；在與「新羅馬」君士坦丁堡的角力

中，良一世堅持作為「老羅馬」的羅馬城不可撼動的地位，

因為它是繼承彼得權柄的羅馬教會所在地。 

本期的「思想與社會」欄目包含六篇論文。浙江財經

大學社會工作系盧成仁教授的〈食物風險與生態農業中的

倫理實踐—四個農場一個平台的田野調查〉考察了不同

的基督徒群體在生態農業領域的多樣實踐及其倫理依據，

該文也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二○一八年跨學科研究工

作坊的成果之一。作者指出，這些實踐一方面雖未改變中

國社會的常規農業種植習慣與農業經濟秩序，另一方面卻

又與之形成事實上的張力關係，因而處於一種「倫理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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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間狀態」。這些實踐表明，具有特定倫理價值內涵的

農業種植行為和農業經濟模式是解決食品風險問題的未來

出路之一，更揭示了生態農業的最終指向是對人與社會的

倫理關懷。 

河南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副教授邱業祥的

〈郭實獵漢語基督教小說中的中國基督徒研究〉聚焦郭實

獵（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的漢語小說創作，揭示

了這位十九世紀著名傳教士力圖在中國本土文化處境中呈

現基督教義理的思想傾向。通過對數部小說進行具體的文

本分析，作者指出，郭實獵的創作一方面呈現了晚清時期

精英與下層民眾的社會現實，另一方面突出了中國基督徒

群體在信仰上的自主性以及自我管理與組織的潛力，尤其

在信仰模式這個問題上，郭實獵強調了個體生存經驗的重

要性。在基督教自唐代景教入華的曲折歷史背景下，郭實

獵的創作特色在於其立足中國本土，以本土語言回應本土

問題，凸顯「中國基督徒作為中國基督教之擔綱者的核心

角色」。 

同濟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冷欣與同濟大學哲學碩士王清

潔合作撰寫的〈列維納斯論罪責問題—一種現象學神學

的視角〉闡述了列維納斯（Emmanuel Lévinas）的責任倫理

學，專注於這位著名法國猶太思想家在《總體與無限》

（Totalité et infini）中對他者面容所進行的現象學分析，揭

示了他者面容所構建起的一種原初性倫理關係：他者在面

容中對我發出的呼求以及孤立之我對此的回應之責。從這

個倫理關係出發，主體性根源就不應是理性主動性的自我

立法，而應是以他者為中介的被動性授予。兩位作者認為，

列維納斯以此為據，提出了一種以弱者尊嚴為基本導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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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奧斯威辛」自由觀以及責任觀，揭示並批判了近代理

性主義自由觀所蘊含的暴力傾向。 

在〈為何上帝存在的模態認知論證是錯的？〉一文中，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馮書怡介紹並評析了荷蘭學者呂

滕（Emanuel Rutten）晚近提出的「上帝存在的模態認知論

證」以及荷蘭哲學家溫泰（Stefan Wintein）對這一論證的

批判。在她看來，傳統模態論證的困境在於無法有效證明

其推論的前提，即必然存在者（上帝）的可能存在，呂滕

雖然借助「模態認知論證」迴避了模態論證的這個困境，

但面臨無法充分論證「上帝存在為某認知主體所知」的可

能性這一新困境，最終無法為上帝的存在提供有效辯護。 

海德堡大學神學系博士生鄭佳露的〈巴特早期宗教哲

學思想探究〉介紹了巴特（Karl Barth）一九一○年至一九

一七年間對「宗教哲學」這一概念的理解模式及其解體。

巴特將「宗教哲學」界定為對宗教的科學性系統闡釋，並

以基督教這一具體的歷史性宗教為範本，從宗教與文化、

宗教的真理性訴求以及宗教的個體性本質三方面界定「宗

教哲學」：宗教與文化都服務於對生命的建構，「宗教哲

學」應闡發宗教與文化意識之間的關係，前者在後者的實

現過程中發揮方向性的範導功能；作為兩種面對現實的途

徑，科學立足於經驗世界，宗教則從啟示出發，讓聖經中

的生命觸及人的生命；最後，宗教作為動態過程對應個體

性文化意識的形成。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博士候選人陳廣春的〈太后的政治

角色與猶大國的擴張——《列王紀下》中“עם הארץ”（那

地的百姓）一詞新解〉澄清了עם הארץ在猶大國君主制時期

所對應的社會載體。作者從《列王紀下》的具體經文出發，

結合晚近聖經史地考古的研究成果，認為עם הארץ特指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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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尼革夫和謝非拉地區的貴族階層，同時泛指這些地區

的普通民眾。透過與這些貴族家庭中的女性聯姻，猶大王

室實現了對這些地區的間接控制，而這些貴族階層則通過

擁立太后的後裔為猶太君王，積極維護本地區宗族與民眾

的現實利益。在作者看來，地方貴族構成古代以色列的重

要社會階層，他們不僅對猶大王國具有政治影響力，更參

與塑造了《希伯來聖經》編纂內在的多聲部性。 

本期「讀書與評論」欄目刊載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博士

後黃瑛的〈超越貝特格？—評貝特格對朋霍費爾經典傳

記形象的塑造〉，該文從德國十八世紀教養小說的體裁淵

源深入解析了貝特格（Eberhard Bethge）出版於一九六七年

的《朋霍費爾—神學家、基督徒、同代人》（Dietrich 

Bonhoeffer. Theologe, Christ, Zeitgenosse），揭示出這部具

有里程碑意義的經典傳記對戰後德語朋霍費爾研究的深遠

影響，彌補了漢語學界對這部著作的認知短板，也映照出

晚近兩部譯介為中文的美國朋霍費爾傳記的問題所在。 

本期「學術動態」收錄雲南大學文學院講師黃增喜的

〈重構、爭議與評估—伊利亞德的學術與思想國外研究

述評〉，這篇述評細緻梳理了半個世紀以來歐美的伊利亞

德（Mircea Eliade）研究史，尤其側重呈現學界圍繞這位著

名宗教學家的思想特徵、政治經歷和學術遺產而產生的爭

議，勾畫出他超越宗教學學科限制的百科全書性及其未來

意義，有益於漢語學界了解當代伊利亞德研究的複雜局面。 

總體而言，本期《道風》的十二篇論文內容豐富，角

度各異，呈現出新生代研究者的多元關注，「漢語神學」

未來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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