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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道風學術獎 
 

 

 

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自一九九五年成立至今，

一直以推動漢語學術界基督宗教文化研究、深化漢語神學

發展、促進中西文化學術交流為使命。自一九九九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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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屆道風學術獎（2020 年度）入圍作品包括二○一

五年至二○一九年在中國大陸出版並與基督宗教研究相關

的原創著作和譯作。評選不設教派或宗派限制，惟重視入

選著作的學術性、思想性和文化性。 

評選分兩階段。第一階段由二十八名來自不同研究領

域的中青學者組成「推薦委員會」負責提名和投票，分別

選出六本最高得票的原創著作和學術譯作。第二階段由六

名來自不同研究領域的資深專家組成「評選委員會」，評

選入圍的著作和譯作，得票最多的即為本屆得獎作品。若

評選委員本人有作品入選，則須迴避有關項目之評選。 

經上述提名和嚴格評選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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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教授的譯著《聖經、新教與自然科學的興起》榮獲

「艾香德獎」。李熾昌教授，畢業於英國愛丁堡大學，曾

任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資深教授、山東大學人

文社科一級教授。張卜天教授畢業於北京大學科技，現為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科學史系長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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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謹此感謝諸位推薦委員和評選委員的遴選工

作，並祝賀兩位得獎學者。本屆的頒獎活動以及相關講

座，將容後公佈。 

現摘選「評選委員會」對得獎書目的意見，連同兩位

得獎者的獲獎感言全文，與讀者共享。 

 

徐光啟獎（漢語基督教優秀研究論著獎） 
李熾昌，《跨文本閱讀─希伯來聖經詮釋》（上

海：上海三聯書店，2015 年）。 

 

評選意見 

作者致力倡導以跨文本閱讀的方法來研究《希伯來聖

經》，而此書乃其多年研究的結晶；雖然本書並非系統性

論述，當中不少文章更是由作者門生英譯中而成，但對發

展具漢語特色的聖經研究來說，本書屬高度原創並將影響

深遠。 

 

透過作者的詮釋，中華傳統經典與希伯來聖經有了共

情和共鳴，這種跨文本閱讀為華人聖經學開闢了新路。 

 

在《聖經》與中國經典之間的「交互」閱讀，使西方

的釋經學與中國經學傳統有所融通，使宗教學在比較研究

的意義上得以拓展，亦為中國式的聖經研究提供了獨特基

礎，具有引領範式之價值。 

 

作者數十年來致力《希伯來聖經》詮釋工作，提出跨文

本詮釋學，在亞洲文本與聖經文本之間進行跨越式解讀。他

還以個案詮釋的方式，展現了跨文本詮釋學的具體運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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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的聖經文本與中國文本，構成東亞與西亞文明之間的呼

應，使讀者看到文本間的彼此豐富，視域的融合。 

 

獲獎感言 

《希伯來聖經》需在文本的歷史背景下，以及在後世

的編修者和改編者的傳播語境下進行詮釋，才能得到充分

理解。應注意的是，除了聖典化的過程也塑造了文本的意

義外，來自信仰群體的教義也試圖界定並限制對經文的詮

釋。隨着現代讀者對閱讀過程中文化和社會的因素及影響

越來越敏感，在尋找聖經的意義時，人們對文本之多元性

以及多元文本有了廣泛的認識。因此，跨文本閱讀聖經是

一種應對「兩個文本」的方法，它認真地處理讀者在閱讀

聖經的過程中，如何受其自身的宗教和文化文本所影響。

這本彙集了二十多年來的文章合編，代表了作者試圖通過

與中國古典和現代文本平行閱讀聖經的方式，來打開聖經

不同層次的意義，旨在為漢語語境下的聖經解釋學探索出

路，並且希望作出一點貢獻。 

我很高興這一嘗試得到「道風學術獎」諸位選委及評

委的認可，並獲得了本屆的「徐光啟獎」。這不僅是我個

人的榮幸，更重要的是對相關學術領域的鼓勵，通過尋求

富有成效的方法來發展基督宗教和中國文化的研究，特別

是對聖經與中國古代、現當代經典的共讀之研究。古代以

色列人在他們與神聖相遇的過程中，敢於面對那全能的上

帝，並時刻準備以深深的謙卑之心服從於這位創造天地、

以救贖與審判積極參與人類歷史的仁慈及公義之上帝。對

神人關係的追求，以及為整個自然和人類世界的繁榮與幸

福而尋求建立社群的和平共處的方法，他們的成功與失敗

都記錄在聖經的文本之中。《希伯來聖經》已被認可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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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開放性的文本」，因為它可以適應其接受歷史中的各

種釋義群體。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這三個一神宗教

都以它們自身的方式向它求助，以便獲得歷史性和連續不

斷的神聖啟示與人生智慧，並在精神培育和道德生活方面

得到指導。三大一神宗教對詮釋的接受歷史作了貢獻，並

且將繼續為其豐富性添磚加瓦。這些宗教傳統見證了「文

本與處境」、「文本與文本」之間互動解釋的動態。我堅

信，只要信仰團體對意義的探索繼續下去，只要學術研究

對聖經詮釋之多元性的興趣持續下去，聖經的處境釋義和

跨文本閱讀就會繼續下去。 

我想再次向諸位選委及評委表示衷心的感謝。這將極

大地推動漢語處境下聖經研究的發展。 

 

艾香德獎（歷代基督教經典優秀漢語譯本獎） 
哈里森著，張卜天譯：《聖經、新教與自然科學的興

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 

原書：Peter Harrison, The Bible, Protestantism, and the 

Rise of Natural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評選意見 

本書的翻譯不僅涉及自然科學用語，更有不少神學的

傳統用語，但譯者卻能準確處理，譯文流暢；漢語學界在

此一領域的研究仍在相當初步的階段，此書的中譯，有助

此一領域的研究在漢語世界的流行，十分值得推薦。 

 

進入二十世紀以來，中國人就開始疑惑：科學與宗教

在本質上到底是相容還是衝突？本書應該說基本上解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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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疑惑。張卜天的譯文準確又流暢，讓閱讀成為享受。 

 

科學與民主一直是現代中國理解西方的過濾器，從而

形成了某種非常狹隘的理解。張卜天所譯哈里森的《聖

經、新教與自然科學的興起》打破了近代科學是在擺脫宗

教之後才發展起來的理論「神話」，這一研究對於糾正中

國學界的理解非常重要。張卜天的翻譯流暢、忠實，具有

很高的翻譯水平。 

 

本書深刻地闡發了聖經中的宗教觀念對於自然科學的

興起所具的意義，並在新教改革這個歷史背景之下對其加

以解釋。譯文流暢清晰，譯者悉心而周到地處理了作者的

原意，並準確地以漢語加以傳達。 

 

獲獎感言 

獲得「道風學術獎：艾香德獎」這一崇高榮譽，我深

感榮幸。回觀自己的翻譯工作，發現許多都涉及基督教與

近代科學的興起之間的關係。在我看來，科學與宗教是最

為鮮明和最具代表性的西方文化要素，也是中國人了解最

少、誤解最深的領域之一。不深入了解科學和宗教的發

展，就很難看清西方思想發展的契機和原動力。長期以

來，我們對科學與宗教的看法過於簡單粗陋，比如至今許

多人仍然意識不到，基督教對於近代科學的興起產生了莫

大的推動作用。一提起科學與宗教的關係，中國人慣常的

看法就是二者水火不容，或者即使認為二者可以和諧共處

甚至相互促進，也往往不明就裏，說不出個所以然。因

此，在科學與宗教領域進行翻譯和研究，對於更深入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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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認識西方文化的基因以及更好地思索人類的未來，可以

說至關重要。 

我並非基督徒，但自認為不乏基督教氣質。從二十年

前突然降臨的關於生命意義的精神危機，到把「為甚麼

『有』這個世界而不是『無』」一直當作自己最關切的問

題，我的精神世界可謂瀰漫着濃厚的基督教氣息。基督教

所特有的幽暗意識，其悲憫和博愛，對人性之惡的透徹洞

察，從黑暗走向光明的堅毅和決絕，其專注、刻苦、虔

敬、供奉精神乃至單調枯燥的生活，都強烈感召着我。不

過，我並未有系統地學過基督教教義和神學；我對基督教

的欣賞和理解其實更多來自聆聽巴赫（J. S. Bach）和布魯

克納（Anton Bruckner）音樂的感受，而不是對聖經及神

學文本的閱讀。 

在學術上重視科學與基督教的關係，源於我在博士期

間對近代科學起源的研究。我曾在博士論文《質的量化與

運動的量化》後記中寫道：「科學思想史大師柯瓦雷［編

按：Alexandre Koyré］不僅使我領略到科學思想史的魅力

和價值，也使我認識到數學在塑造西方文明的整個過程中

扮演的核心角色。不過，他似乎仍然有某些地方沒有說

透，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沒有揭示，為甚麼恰恰在近代早

期，人類會如此肯定自己的理性，並且成功地將自然數學

化，同時發展出與之密切相關的機械自然觀。柯瓦雷深刻

地描述了它的種種表現，但沒有給出原因。當然，這個問

題太困難了，但它仍然值得深入思考，哪怕獲得一些線索

也好。研究西方近代科學的起源問題是我最關心的問題之

一，深入中世紀科學史和思想史領域進行發掘便是這方面

的一點努力。」在我現在看來，柯瓦雷最大的不足恰恰在

於對基督教神學重視不夠，他所做的始終侷限於哲學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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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史。後來陸續翻譯《無限與視角》、《現代性的神學

起源》特別是彼得．哈里森（Peter Harrison）的著作，發

現自己早年的學術直覺得到了印證。現代科學和文化乃是

中世紀基督教文化自我演進的產物。 

我與哈里森教授於二○○八年北京大學舉辦的坦普頓

科學與宗教國際會議上相識。他溫文爾雅的風範給我留下

了深刻印象，但當時對其學術造詣並無深入了解。後來，

我才真正了解到他作為一位學者的卓越，其卓越，在我心

目中甚至可以用「偉大」來形容。說他偉大，不僅因為他

如今已是科學與宗教領域國際最著名的學者之一，更是因

為他在該領域提出了許多深刻的新鮮觀點，始終拒絕用簡

單化的思路去看待科學與宗教的關係。特別是關於「宗

教」與「科學」概念的平行演變，聖經詮釋對近代科學起

源的影響，以及基督教原罪觀在實驗科學發展過程中的作

用，他的觀點都極具原創性，其深度大大超越了巴伯

（Ian Barbour）、霍伊卡（Reijer Hooykaas）、波金霍恩

（John Polkinghorne）、麥格拉斯（Alister McGrath）等著

名學者的同類著作。這些觀點不僅在漢語學界尚不為人

知，在國際學界也獨樹一幟，處於學術研究的最前沿。他

的著作激活了大量塵封的科學史料和宗教史料，繪製出科

學發展與基督教關係的一幅令人信服的複雜圖景，徹底顛

覆了我們對於科學與宗教的許多慣常的簡單化理解。在我

看來，這已臻於思想史研究的最高境界。讀完他的著作，

我們不僅會懂得為甚麼沒有基督教就不可能產生近代科

學，甚至會發覺，再論近代科學的發展時，根本不可能脫

離基督教。 

迄今我已經翻譯了哈里森教授的三本最重要的著作

──《科學與宗教的領地》、《聖經、新教與自然科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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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起》和《人的墮落與科學的基礎》。其中《聖經、新教

與自然科學的興起》着力考察了聖經在近代科學的興起過

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聖經的內容，尤其是詮釋聖經的方

式，對公元三世紀到十七世紀的歐洲自然觀產生了深刻的

影響。近代科學的興起與新教處理聖經文本的方式有關，

這種處理方式宣告了中世紀象徵世界觀的結束，為科學地

研究和開發自然確立了條件。新教堅持從字面上解讀聖

經，伴隨着從字面上（或科學上）解讀世界的新程序，為

新科學方法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催化劑。自然物漸漸不再按

照它們所象徵的永恆真理或道德教訓來理解，而是按照其

內在結構和潛在的人類用途來理解。現在，聖經中「統治

地球」的命令被理解成對研究自然和用技術控制自然的命

令，科學研究漸漸被視為一項宗教義務。聖經之書與自然

之書的分離，預示着科學與人文在宗教改革之後的分裂以

及自然觀的祛魅。新教的要素對於科學的興起以及科學被

賦予巨大價值，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不用說，翻譯這些著作十分辛苦。但每當想起它們在

推進學術發展和消除偏見方面的重大意義，我就會咬緊牙

關，矢志不渝地翻譯下去。此次獲獎是對我相關翻譯工作

的巨大肯定和勉勵。今後我會再接再厲，為基督教思想文

化的傳播與研究繼續貢獻微薄力量。 

 

研究所設立之「道風學術獎」，每五至八年評選一次

過去六屆得獎者茲列如下： 

 

第一屆（1999 年） 
徐光啟獎 

得獎者：王曉朝（浙江大學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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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書目：《基督教與帝國文化》，王曉朝著（北

京：東方出版社，1992）。 

 

艾香德獎 

得獎者：何光滬（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

究員） 

得獎書目：《現代基督教思想：從啓蒙運動到第二屆

梵蒂岡公會議》，詹姆斯．C．利文斯頓著，何光滬譯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原書：James C. Livingston, Modern Christian Thought: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Vatican II (New York: Macmillan, 

1971). 

 

第二屆（2001 年） 
徐光啟獎 

得獎者：李天綱（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得獎書目：《中國禮儀之爭：歷史．文獻和意義》，

李天綱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艾香德獎 

得獎者：朱雁冰（四川外語學院德語系榮休教授及國

際日耳曼文學和語言學者聯合會會員） 

得獎書目：《聖言的傾聽者：論一種宗敎哲學的基

礎》，拉納著，朱雁冰譯（北京：三聯書店，1994）。 

原書：Karl Rahner, Hörer des Wortes: Zur Grundlegung 

einer Religionsphilosophie (Munich: Kusel-Pustet, 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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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2002 年） 
徐光啟獎 

得獎者：許志偉（加拿大維真學院神學教授） 

得獎書目：《基督教神學思想導論》，許志偉著（北

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艾香德獎：歷代基督教經典優秀漢語譯本 

得獎者：李秋零（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田薇

（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 

得獎書目：《世界歷史與救贖歷史：歷史哲學的神學

前提》，洛維特著，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三聯書店，

2002）。 

原書：Karl Löwith, Weltgeschichte und Heilsgeschehen: 

Die theologischen Voraussetzungen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 

(Stuttgart: Kohlhammer, 1953). 

 

第四屆（2005 年） 
徐光啟獎 

得獎者：彭小瑜（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得獎書目：《教會法研究：歷史與理論》，彭小瑜著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艾香德獎 

得獎者：李秋零（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 

得獎書目：《單純理性限度內的宗教》，康德著，李

秋零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原書：Immanuel Kant, 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ßen Vernunft (17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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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2008 年） 
徐光啟獎 

得獎者：周偉馳（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

究員） 

得獎書目：《奧古斯丁的基督教思想》，周偉馳著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艾香德獎 

得獎者：魏育青（復旦大學外文系教授） 

得獎書目：《羅馬書釋義》，巴特著，魏育青譯（上

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原書：Karl Barth, Der Römerbrief (1922). 

 

第六屆（2015 年） 
徐光啟獎 

得獎者：吳飛（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得獎書目：《心靈秩序與世界歷史—奥古斯丁對西

方古典文明的終結》（北京：三聯書店，2013）。 

 

艾香德獎 

得獎者：陳澤民、孫漢書、司徒桐、莫如喜、陸俊杰 

得獎書目：《基督教思想史》，岡察雷斯著，陳澤

民、孫漢書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0）。全三卷。 

原書：Justo L. González, A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3 volumes;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