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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督教思想评论》旨在推动海内外华人学者对基督教哲学的研究，加强国内外基督教思想研究
的交流与合作。
本期包括“神学研究”、“圣经研究”、“宗教哲学研究”、“汉语神学研究”、“传教士研究”、
“书评”六部分、共二十余篇文章，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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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志伟，著有《冲突与互补：基督教哲学在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导论》，后者荣获2003年“道
风学术奖”之“徐光启奖”。
另有合著作品《基督宗教研究（第二辑）》、《对话二：儒释道与基督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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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吴雷川如何看待和处理儒家传统和基督教传统
    “汉语神学”发展的吊诡：从“文化基督教”到“基督徒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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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研究】
    西方传教士与地方近代化——以循道会传教士苏慧廉在温州的活动为研究中心
    一名传教士的心路历程——浸信宣道会在凉山彝族地区的传播
【书评】
    (后)现代“属世”的纠结与解结——评纪克之的《现代世界之道》
    C.S.路易斯的神学与形而上学——评汪咏梅的《理性、浪漫主义与基督教：C.S.路易斯神学思想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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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引言】　  &ldquo;汉语神学&rdquo;顾名思义应该是泛指一切以汉语表述的基督教神学思想，这
样的神学自明代以来就已经出现了。
但就狭义的内涵来说，却是指中国大陆学术界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产生的，围绕基督教文化和神
学研究的论述。
其主体人物被称为&ldquo;文化基督徒&rdquo;。
这一发展尤以1994年6月道风山出版的《道风：汉语神学学刊》为标志，这样说来&ldquo;汉语神
学&rdquo;的发展至今已有十六年的历史了。
检视汉语神学的发展，应该说成绩斐然。
笔者以为&ldquo;汉语神学&rdquo;的发展有两大贡献：其一是为国内学术界铺垫了一个非常宽广的基
督教视野。
自&ldquo;五四&rdquo;提出&ldquo;科学&rdquo;与&ldquo;民主&rdquo;以来，&ldquo;科学民主&rdquo;
成了我们理解西方的一个过滤器，凡是符合这一原则的就加以引介，而超出这一原则的则多有忽略。
但文明是一个有机体，很难从中割裂出什么东西来加以学习，因此&ldquo;汉语神学&rdquo;的运动，
尽管存在诸多争议，但对于扩展国人这一视域并以此来反思中国文化的问题，可以说居功至伟。
这一贡献主要表现在翻译、介绍、研究了一大批西方神学思想，出版了很多基督教研究的著作，一系
列有关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的著作全方位地展现在国人面前，就对西方的理解而言，这一工作非常扎实
有效，并将产生长远的影响。
对于国人深化西学的理解意义非凡。
&ldquo;汉语神学&rdquo;的主体&ldquo;文化基督徒&rdquo;曾引起很大的争议，其自身的界定也常常充
满疑惑，从同情理解基督教研究的学者到个体认信基督教信仰但不参与教会活动的学者等等，不一而
足。
无可置疑的是，&ldquo;汉语神学&rdquo;运动的另一大贡献在于培养了一大批&ldquo;基督徒学
人&rdquo;。
不同于&ldquo;文化基 督徒&rdquo;，&ldquo;基督徒学人&rdquo;既置身于学园，又委身教会。
在翻译、著述、教学和研究的同时，明确委身于基督教信仰，这不仅为中国大陆内地积淀了新一代基
督教研究的力量，同时也昭示了未来&ldquo;汉语神学&rdquo;可能的走向。
这一点以往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笔者看来却是&ldquo;汉语神学&rdquo;发展的希望所在，甚至会
规定&ldquo;汉语神学&rdquo;下一波发展的内涵。
 【基督教在现代中国展开的前景】 基督教在中国的展开有多个阶段，有多重层次。
就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检视从&ldquo;文化基督徒&rdquo;到&ldquo;基督徒学人&rdquo;的嬗变，对于基
督教在现代中国的前景会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尽管这一群体只是中国基督徒中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群体，但是其在思想层面和信仰层面上的探索却是
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在学理上，&ldquo;文化基督徒&rdquo;基本上都是从哲学转入神学范畴的，经历了一个从理性层面到
超越维度的探索过程，而&ldquo;基督徒学人&rdquo;在学术上，则经历了从神学研究到圣经研究的过
程。
这固然与他们个人的信仰有关，但在客观上却为&ldquo;汉语神学&rdquo;积淀了更为充沛的思想资源
。
&ldquo;汉语神学&rdquo;的双重视域不仅造就了两代学术界基督徒的特征，更引发了他们颇为不同的
研究进路和研究领域。
这样的一个过程既和三十年来大陆思想变迁的脉络相吻合，也显示了信仰走向深入的一个过程。
那么它昭示了基督教在中国展开的怎样一种前景呢？
　  就中国的文化传统而言，其传统的主流价值亦是一种普世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从传统社会转入
现代进程中时，在思想界有一个从&ldquo;天理&rdquo;转而接受天下&ldquo;公理&rdquo;的过程，其背
后的思想资源是以&ldquo;天下&rdquo;为己任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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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代的世界体系，是源自西方的民族国家的体系，是在17世纪威斯特法利亚条约下发展出来的。
因此在这种外力下，传统的天下意识和普世价值取向就直接收缩为一种民族文化，收缩为一种民族主
义的取向。
这种情况在现代犹太人身上也曾发生过。
事实上，由于中国文化的这种普世性格，她本质上并不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要寻求天
下&ldquo;公理&rdquo;。
五四以后，中国人以为重新找到了天下之公理，那就是&ldquo;科学和民主&rdquo;，而之后共产主义
思想所以能在中国能够取得成功，也是因为中国人以为就此找到了世界历史进程的&ldquo;公
理&rdquo;。
　  &ldquo;文化基督徒&rdquo;的兴起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尽管是个体与十字架的相遇，但大背
景依旧是现代性问题，在个体的信仰背后依旧是中国人近代以来寻求现代性命运的延续，依旧是在现
代性条件下寻求一种普世化的价值形态。
无论是&ldquo;文化基督徒&rdquo;还是&ldquo;基督教学人&rdquo;都是在中国知识界最能体认普世价值
的一代人，也是在中国社会中，最能破除&ldquo;基督教是一种洋教&rdquo;观念的人。
因此他们是改革开放以后在思想上最为自觉地接受信仰的一代人。
与&ldquo;文化基督徒&rdquo;更多承继追寻&ldquo;现代性&rdquo;逻辑的历程不同，新一代&ldquo;基
督徒学人&rdquo;虽然也有那种追求普世化价值的基因依旧在起作用，但更直接的原因在于&ldquo;改
革开放&rdquo;之后，那种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ldquo;个体主义&rdquo;通过现代市场经济这个中
介终于被造就出来了。
这对于现代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亟待通过一种价值形态，通过一种信仰来加以回应。
在主流价值形态缺失的状态下，各种信仰会形成一种竞争态势。
　  &ldquo;基督徒学人&rdquo;以其在现代社会中的极度敏感性率先自觉选择了基督教，基督教在二十
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在中国发展非常迅猛。
一是符合中国人开放的心态，向西方学习的心态；二是基督教价值观在形态上与现代社会比较适应，
尤其是新教派别；三是基督教是有教会组织的，他对于信仰的传播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当然，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也有其不利的因素，总体而言，基督教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始终具有一种外
来宗教的面目，其二基督教最基本的教义与中国传统中还是有相隔阂的地方，比如对于死亡的理解。
中国最早的基督徒像徐光启这些人当年在受洗之后也依然对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表示困惑。
这个问题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仍然存在。
&ldquo;基督徒学人&rdquo;首先从学理上摒弃了接受&ldquo;洋教&rdquo;的心态，以一种接受普世价值
的心态来接受信仰，展示了基督教在中国的某种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在中国人的整个思想结构中
最终是否能扎下根，还有待观察。
　  就中国社会的大多数人群而言，作为一种价值形态的儒家思想似乎更受欢迎，这也是近年
来&ldquo;国学热&rdquo;的真正原因。
儒家受欢迎是因为有其自身的优势：中国人自己的传统很容易深入人心，它会借助社会的各个层面展
现它的影响，但问题也依然存在，现代社会以个体为本位，儒家思想以家为本位，在现代社会中以家
为本位的思想已然丧失了其社会的基础，因此现实和理想的价值形态有很大的差距。
二是一种思想如果没有某种组织来加以支撑，往往很容易消散。
儒家在传统中国从私塾、祠堂到科举有着一系列的制度保障，而现在的儒学热只能依赖于电视里的明
星讲者。
第三点，西方自宗教改革以及启蒙运动以来，基本理顺了政治与宗教的关系，而儒家与政治的关系在
现代中国缺乏这一现代转换，因此儒家思想必然随着传统政治的没落而没落，其在中国未来的命运还
难以判断。
　  佛教思想在中国一直不是真正的主流，它始终有两个层面，一个是高妙的佛学层面，非常哲学化
，非常精英化，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很有市场；另一个层面则采取了许多民间信仰的形式，在佛教中
揉合了更多的民间信仰成分，非常适应底层民众的心理需要；但无论哪一个层面其在中国都不是社会
价值形态的主流，它都起着某种边缘角色的补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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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现时代中国在价值选择上的基本形态。
从&ldquo;文化基督徒&rdquo;到&ldquo;基督徒学人&rdquo;的变化，可以放在这一大的框架下来加以审
视。
其变化走向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了，其在现代中国展开的前景。
事实上，我们看到了在现代中国价值形态上的基督教正在走向深化，在一种更宽松的文化空间和精神
空间，笔者相信&ldquo;汉语神学&rdquo;会在此基础上结出真正的成果而不会只是流于一种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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