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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道風》包含主題文章、「思想和社會」、「讀書

與評論」三部分。主題文章的內容已在論題引介「疫病與信

仰：漢語神學的角度」作了簡介，該主題從一個側面展現了

漢語基督教研究學界從不同學科角度對於作為公共議題的

全球新冠疫情的神學回應和論述。這種公共神學的進路，

在漢語基督教研究學界從譯介到獨立研究已得到相當的發

展，並取得一定的成果。1而漢語公共神學的開展，在很大

程度上是通過跨學科研究的方式進行的，一方面，基督教

思想資源與其他相關學科在公共議題的合作研究與整合豐

富和深化了對於這些議題的理解，另一方面，跨學科研究

也拓寬了漢語基督教研究的視野和思考方式，由此拓展了

                                                             
 1.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也出版了「公共神學系列」，翻譯一系列的公共神學專著，以推

進漢語學界的相關發展。已出版的著作包括：席崴克著，孫尚揚譯，《追尋生命的整全
—多元世界時代的神學倫理學與全球化動力》（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斯克倫、麥卡錫編，方永譯，《政治秩序與多元的社會結構》（香港：道風書社，2013）；
霍倫巴赫著，方永譯《公共信仰的全球面相—政治、人權與基督教倫理》（香港：道
風書社，2013）；米歇爾．海姆斯、肯尼思．海姆斯著，李智譯，《信仰的完滿—神
學的公共意義》（香港：道風書社，2013）；韋爾克、林子淳編，盧冠霖、楊杏文譯，
《政治與公共—神學中西對談》（香港：道風書社，2014）；洛溫著，林曼紅譯，《基
督教信仰與公共選擇—巴特、布倫納與朋霍費爾的社會倫理》（香港：道風書社，
2014）；斯塔克豪思著，李錦程、方永譯，謝志斌審校，《公共神學與政治經濟—現
代社會中的基督徒職分》（香港：道風書社，2016）；萊因霍爾德．尼布爾著，方永譯，
《自我與歷史的戲劇》（上海：上海三聯，2018）。 

      漢語學界的獨立研究方面，學刊專題有：《基督教文化學刊》第 14 輯（2005）專
題「神學與公共話語」；《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第 32 期（2010）專題「漢語神學
與公共空間」；《山道期刊》第 31 期（2013）專題「公共神學」。相關的漢語論著有
賴品超，《廣場上的漢語神學—從神學到基督宗教研究》（香港：道風書社，2014）；
謝志斌，《何以公共？為何神學？漢語公共神學的回顧與前瞻》（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2016）等等。 



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 

 16 

基督教研究作為公共論述的言說空間。2為強化漢語神學與

跨學科研究的互動，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開展了不少相

關的研究項目和學術活動。3相信本期的主題文章可以推進

漢語公共神學以至「跨學科研究的基督教神學／漢語神學」

的建構。 

本期「思想和社會」部分的六篇文章覆蓋聖經研究、基

督教歷史與神學、漢語神學等方面，並涉及中西基督教的

溝通與交流等內容。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唐科的

〈「神的聖經」與「人的聖經」之張力—《隨筆與評論》

研究〉一文關注聖經解釋史中重要的文獻《隨筆與評論》

（Essays and Reviews）的聖經權威性問題，對其中涉及的

神人關係的張力進行考察。作者認為該文本堅持了聖經的

神性，同時強調了聖經中的「人」的因素，而該書的反對者

批評此書並否定聖經的神性，但雙方都對基督教和聖經懷有

真誠的情感。該文有助進一步了解十九世紀英國人信仰世界

的實際狀況。 

接着的兩篇文章涉及唐代景教文獻的歷史問題。清華

大學道德與宗教研究院譚大衛的〈古代文書《一神論》的寫

作地點〉一文通過細緻的文獻考證，認為《一神論》的神學

語言成熟，所反映的當地的社會結構、所用的特殊字詞和

比喻的本地化現象，進一步說明寫作地點不是在中原，而

是在關外西域的高昌地區。該文的文獻考證對於漢語基督

教界認識《一神論》具有豐富的文獻價值。陝西師範大學歷

史文化學院李大偉的〈唐代敦煌景教文獻所見猶太人信息〉

一文着重疏理了《一神論》關於猶太人稱謂「石忽」與「石

忽緣」的記載，並類比了文獻所記猶太人稱謂與漢籍其他

                                                             
 2. 參見謝志斌，〈導言：跨學科研究、基督教神學與漢語基督教研究〉，載楊熙楠、謝志

斌編，《跨學科研究與漢語神學》（香港：道風書社，2021），頁 7-23。 
 3. 參見楊熙楠，〈序言〉，載楊熙楠、謝志斌編，《跨學科研究與漢語神學》，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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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稱謂，進一步揭示唐代漢籍所記猶太人信息。這些考證

有助推動對漢語所記猶太人歷史信息的認知，從而深入推究

猶太教與古代中國猶太人歷史。 

漢語基督教的發展一直在與全球基督教處於不斷的互

動中，儒耶對話也是其中一個方面。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

文學院陳龍的〈成神論的跨文化旅行—論唐君毅對別爾

嘉耶夫的闡釋〉一文展現了現代新儒家學者唐君毅對於俄

國宗教哲學家別爾嘉耶夫（Nicholas Berdyaev）成神論思想

的理解。其理解肯定了人性的普遍價值，並統合了人文主

義與宗教，有別於天主教與新教的立場，較接近儒家人文

主義思想。該文通過細緻比較別爾嘉耶夫的文本與唐君毅

對別爾嘉耶夫文本的闡釋，發現唐君毅在「自由」、「神人」

（及「人神」）、「謙卑」、「普遍拯救」等概念上的闡釋

與別爾嘉耶夫本人的觀點存在某種偏差。該文客觀評價了

唐君毅的「基督教中國化」觀念在自身實踐中的得失，指出

需要「克服本體神學」的語境中反思耶儒對話，思考「成神」

的方法論意義。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周偉馳的

〈李提摩太與基督教社會主義〉一文則從傳教士關於基督

教思想的傳播的角度探討漢語基督教發展與全球基督教背

景的關係。該文圍繞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依據文獻資料，

指出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早在一八九一年便

在其《救世教益》（The Benefits of Christianity）英文版中提

及 Christian Socialists 的概念，並在其中文版中吸納其思想，

後來《萬國公報》也發表英國著名基督教社會主義者華萊

士（John Bruce Wallace）的文章。李提摩太和廣學會還譯

介了其他社會主義流派。這些關於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的

譯介影響到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他們重釋儒教經典，將基

督教社會主義轉變為儒教社會主義。該文認為基督教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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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思想傳入中國的時間比目前漢語學界的看法要提前一

段時間。 

從漢語基督教的發展史及其與全球基督教的互動回到

漢語神學本身，墨爾本神學院（Melbourne School of 

Theology）林子淳的〈漢語神學運動如何繼續下去？—從

人文主義角度來設想〉一文考察了漢語神學的發展與現代

性的諸多議題的關聯，指出社會性的向度對於漢語神學的

挑戰，探究人文主義對漢語神學的發展的意義。 

本期「讀書與評論」收入的是廣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陳

明麗關於《臨在的問題：一個越過聖經的非洲教會》（A 

Problem of Presence: Beyond Scripture in an African Church）

的書評，提供了一個關於全球視野內的基督教教會及其信

仰的思考。該書結合民族志與符號學，闡釋了津巴布韋一

個主動拋棄聖經的使徒教會的信仰模式，即在物質性與非

物質性的張力中追尋與上帝的親密關係。在宗教實踐與日

常生活中，該教會創造性地融合了基督教信仰與非洲傳統

文化，為人們認識非洲基督教與理解基督教信仰本身提供

了獨特視角與經驗資料。 

最後，本期「學術動態」報導了第七屆「道風學術獎」

的結果。自一九九九年起，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設立「道

風學術獎」，以表彰漢語學者在基督宗教研究領域的優秀

建樹。學術獎共設兩項，「徐光啟獎」乃原創學術著作獎，

「艾香德獎」則為最佳學術翻譯獎。李熾昌教授的專著《跨

文本閱讀─希伯來聖經詮釋》榮獲「徐光啟獎」，張卜天

教授的譯著《聖經、新教與自然科學的興起》榮獲「艾香德

獎」。評選意見及獲獎感言可參該報導。 

綜觀本期《道風》，我們看到，無論從歷史的發展角度

和當下的議題關懷，漢語基督教的形態和品格與全球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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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以至全球處境都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這種全球視野為

漢語基督教研究以及漢語神學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

源，同時推動着我們進一步思考漢語基督教如何參與並貢

獻於全球基督教這一重要的議題。 

 

謝志斌 

二○二一年六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