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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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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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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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汉语神学”发展的吊诡：从“文化基督教”到“基督徒学人”》（孙向晨）
【引言】
  “汉语神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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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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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神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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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神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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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提出“科学”与“民主”以来，“科学民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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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神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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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神学”的主体“文化基督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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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神学”运动的另一大贡献在于培养了
一大批“基督徒学人”。不同于“文化基督徒”，“基督徒学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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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神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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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神学”发展的希望所在，甚至
会规定“汉语神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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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基督徒”到“
基督徒学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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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基督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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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学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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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语神学”积淀了更为充沛的思想资源。“汉语神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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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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