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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状及评估

查 常 平

内容提要
: 面对今天汉语学界的基督教研究

,

我们更

需要强调神学的而不只是其他世俗科学的角度
"

在本人的

新约研究中
,

我主要使用历史逻辑的研究方法
,

即从新约文

本内含的语言观
!

时间观
!

正义观
!

信仰观 四个方面展开诊

释
"
这里

,

我们可以从此观察汉语学界三十年来的新约研

究
,

其特征为
:

从圣经的语言
!

时间观念
!

社会正义方面切入

者较少
,

大多选择基督论的
!

跨文化的比较视角
;
基督论的

视角
,

主要是从历史学
!

神哲学而不是神学传统中的角度
,

仅关涉历史上的耶稣间题
"

跨文化的比较视域
,

限于希伯

来
!

希腊
!

基督教
!

汉语思想的典籍与传统
,

关系到上帝论
!

基督论
!

圣灵论
!

人观
!

伦理观几个大的方面
;
从它所涉及的

对象看
,

对观福音
!

路加神学
!

普通书信
!

(启示录 6基本上无

人问津
"
它在宏观上由于学者们没有建立独特的系统神学

,

因而在具体研究时很难有深度的文本与神学阐释 ; 在微观

层面
,

由于普遍对圣经经文的细读体会不够
,

因而很少见到

独特的文本与神学阐释
"
至于与实践处境结合方面

,

就更显

得停留于表层
"
因此

,

汉语学界的圣经新约研究
,

应当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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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文本经典
!

神学理解传统
!

当代处境实践三个方面推进
"

不过
,

美国西北大学的华人学者杨克勤博士从设释学传统

发展出新约跨文化修辞诊释学
,

值得学界注意
"

关键词
:语言观

;
基督论 ;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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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最初把研究的范围限定在中国大陆
,

后来发现尤其到 20

世纪 90年代
,

随着 5基督教文化评论 6 ( 19 90 )
!

5道风汉语神学学

刊 6 ( 199 4 )
!

5基督教文化学刊 6( 19 99) 等丛刊问世
,

包括大陆
!

港

台
!

欧美华人地区以汉语为表达媒介的华人学者
,

都积极参与了

以汉语神学¹为目标的圣经研究
"

本文以大陆学者为主
!

兼及境外

部分学人
,

论题主要限于新约研究
"

一
!

研 究概述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
,

贾玉铭便出版了 5希伯来书讲义 6
"

º

但其影响
,

局限于当时的神学院
"

19 53 年
,

(金陵神学志 6开始出

版
,

其中发表了一些教内学者关于圣经的文章
"

其思考的出发点
,

是基于 中国教会当时的现实处境
"

如在
/

圣经是否否定人的价

值?
. ,

»一文中
,

作者认为
:
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

,

而上帝的形

象为仁爱
!

公义
!

圣洁
!

良善
,

那么
,

上帝愿意人能有这些品质
,

以

此批评 20 世纪上半叶西方盛行的种族优越论 ; 人心的善与义从

上帝而来
,

即便在亚当堕落后
,

人也保持着上帝的形象
,

以此批判

当时一些教会中被认为是
/

片面宣传
0

的人类全然败坏的教义
,

从

而为现实中千千万万人的善良业绩辩护 ; 上帝的心意不是仇恨
,

要除灭人类
,

而是爱 ;人生的价值
!

意义在于人能与上帝同工
,

人

要为自己死而复活的主活着
,

看重人的地位与价值
"

凡此种种论

点
,

作者都列出了圣经经文的根据
"

但是
,

作者显然忽视了更大的

现实
,

即那些被其批判的人也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的
,

而且

¹
/

汉语神学
0

的外延含义说明
,

见 (道风汉语神学学刊 )复刊辞
,

19 94
"

º 山东华北神学院
,

19 2 6 ;橄榄基金会
,

199 4
0

» 徐如雷
: /

圣经是否否定人的价值?
0

5金陵神学文选 19 52一 199 2)
,

南京
:
金

陵协和神学院
,

19 92
,

第 18 3一 192 页
"

原载 (金睦神学志6195 4年第 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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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了上帝的公义对于现实的审判这个维度
"

不过
,

总体上
,

中国

教会在圣经观方面的思考较少
, /

甚至还是空白
0 " ¹

在研经工具书方面
,

5圣经语汇词典 6 º按照圣经及有关资料

注释其中常见或常用的词语的意义
,

列举有关章节
,

有时提供希

伯来文或希腊文的原意
"

每个词条分为
/

注释
0

和
/

圣经记载
0

两部

分
,

在神学成果介绍方面过于简短
,

只能作为一般读者或翻译者

的普通工具书
"

但该书的优点在于直接让圣经经文本身来说明词

条的意思
"

此外
,

在一些丛书里出现了围绕圣经研究的专题翻译

著作
,

如 5实用释经法 6
!

5启示录问答 6
" »

汉语学界的蜜经研究
,

属于基督教研究的一部分
"

基督教研

究的热点
, /

包括基督教历史发展
,

基督教神学思想
,

中国基督教

史及其教会教育
!

教案研究
,

基督教文化
,

基督教现状等问题
" . ,

¼

从这些总结性的话语中
,

我们发现基督教经典研究显然不属于汉

语学术的热点
"

到 19 96年
,

除了朱维之从文学角度撰述的 5圣经

文学十二讲6½和 5基督教与文学 6¾外
,

其他的 5圣经蚕测 6 (文庸
,

19 92 )
!

5圣经鉴赏 6 (卓新平
,

1992 )
!

5新约导读 6 (蔡咏春
,

199 2) 之

类的著作
,

都属于知识性的书籍
"

5圣经文学十二讲 6系统介绍了

包括希伯来民族的历史及其圣经文学对东
!

西方的影响
,

圣经
!

次

经
!

伪经
!

死海古卷的来历
!

内容等 ; 5基督教与文学 6阐述了耶稣
!

圣经
!

圣歌
!

祈祷
!

说教等与基督教的关系
,

具体论述了基督教对

¹ 参见丁光训
/

序言
0 ,

(金陵神学文选 1952一 199 26
,

南京
:
金陵协和神学院

,

199 2
,

第 1页
"

º 白云晓编著
: 5圣经语汇词典 6

,

北京
:
中央编译出版社

,

200 1 /2X( 拓 年第二次

印刷
"

» 基督教文化研究丛书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杜
,

2 X( 抖年
"

¼ 卓新平
: /

基督教研究概说
0 ,

曹中建主编
: 5中国宗教研究年鉴 19% )

,

北

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碑砚祖

!
第 28 2页

"

½ 朱维之
: 5圣经文学十二琳

,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8 90

¾ 朱维之
: 5基督教与文学 )( 民国丛书之一 )

,

上海
:
上海书店

,

199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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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诗歌
!

散文
!

小说
!

戏剧的作用
"

至于从整体视角出发探究圣

经的
,

近年有奥地利学者雷立柏著的 5圣经的语言和思想 6
" ¹最

近
,

孙毅的 5圣经导读 6º从历史背景
!

文本结构
!

主题思想三个层

面着手
,

将概括性介绍与重点章节结合起来导读全本圣经
,

突破

了此前圣经介绍类著作限于一般性概述的弊端
"

不过
,

比起基督

教研究的其他领域
,

汉语学界
/

研究圣经的著作毕竟太少了
,

无论

是信徒们从自身信仰角度的理解
,

还是学者们从客观立场进行的

纯学术研究
0 " » /

严格地讲
,

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圣经研究
,

或者说

对圣经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思维方式的差异
,

中国对圣经的研究多注重其文学艺术性而较多注重其文献学的

和哲学思想的研究
,

而且很少有自己的独特见解
" . ,

¼当然
,

这并不

意味着对汉语学界的圣经研究成果全部否定
"

因为
,

这里所说的
/

汉语学界
0 ,

仅仅限于中国大陆
"

不过
,

和西方相比
,

包括中国香

港
!

台湾
,

北美等地的整个华人圈的汉语学界的圣经研究成果依

然太少
"

依据迄今发表的论文看
,

中国的圣经研究从论题看主要呈现

出如下两个特征
: 1

!

对局部的研究甚于总体的研究 ; 2
!

宗教学的

研究甚于神学的研究
"

所谓对局部的研究
,

主要指对圣经的个别

经书
!

个别论题的讨论
,

或者将这些论题纳人长时段的基督教哲

学史
!

½基督教教义史的范畴
"

围绕神义论与人义论这一正义主

题
,

不少学者发表了反思 5约伯记 6的文章
,

如刘小枫的 5<约伯记 >

与古代智慧观的危机 6
,

尤西林的 5德行不再许诺幸福 ) (约伯

¹ 雷立柏
:

5圣经的语言和思想6
,

北京
:
宗教文化出版社

,

2以X)
"

º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

,

2X() 5
0

» 文庸
: /

圣经研究的一个误区
0 ,

5世界宗教资料6
,

199 0
,

第 4期
,

第 53 页
"

¼ 文庸
: /

圣经研究的一个误区
0 ,

5世界宗教资料 6
,

19男 )
,

第 4期
,

第 54 页
"

½ 赵教华
:
(墓督教哲学 15 00 年6第二节

/

圣经观念的历史演变
0 ,

北京
:
人民出

版社
.

1
9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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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与古代报应观念的衰落 6
,

梁工的 5<约伯记>当议 6等
"

¹作为个

别论题
,

还包括从非教会的传统探讨 5圣经的成书和版本 6
!

º 5基

督教怪经 )的翻译出版 6
!

» 5怪经 >的宇宙观 6
!

¼宗教改革和 5新

约圣经 6的关系
!

½圣经语言的修辞学
!

寓言¾等等
"

同时
,

港台学

界还从汉语思想的语境中
,

对比性地阐释圣经与 5易经 6
!

圣言与

中国之
/

道
0 !

圣经的
/

上帝
0

与儒家思想的
/

天
0 !

圣经与 5道德经 6

所内含的基督论等论题
"

¿不过
,

也有学者全面考察过圣经的考古

学
!

历史学
!

民族学
!

宗教学以及文学的价值
" À遗憾的是

,

这种全

方位的圣经研究在汉语学界并不多见
"

况且
,

以上的种种研究主

要是从宗教哲学的
!

文化史的而不是神学的视角
"

至于汉语学界的 5新约 6研究
,

也明显带有上述两个特征
"

此

外
,

无论是对 5死海古卷 6的分析 ¹还是对 5Q福音 6的溯源以及它

¹ 分别见刘小枫
: 5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6

,

成都
: 四川人民出版社

,

1 99 7
,

第

36 9一 04 页 ;刘小枫主编
: 5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 6

,

香港
: 汉语基督教文化

研究所
,

2以X)
,

第 13 期
,

第 17 3一 18 4 页 ;梁工
: / -

约伯记
.

当议
0 ,

5世界宗教文

化6
,

199 7
,

第 1 1期
,

第 2 8一 3 1页
"

º 庸夫
: /

圣经的成书和版本
0 ,

5世界宗教资料 6
,

19 82
,

第 1期
,

第 3 7- 4 0页
"

» 吉少甫
: /

基督教圣经的翻译出版
0 ,

5出版史料 6
,

19 87
,

第 4期
"

又见巴里
#

霍

布曼
: /

关于英文本矛经的翻译
0 ,

5世界宗教资料 6
,

1 9 91
,

第 4期
,

第 12一 18

页
"

探讨中文圣经的翻译文章有谭树林
: /

圣经
-

二马译本
.

关系辨析
0 ,

5世

界宗教研究6
,

2以 X2,

第 1期
,

第 109
一 1 16 页

"

¼ 孙遇春
: /

托勒密的地心体系不是圣经的宇宙观
0 ,

5世界宗教文化 6
,

1 995
,

第

4期
,

第 19一 2 6页
"

½ 李平哗依据路德对圣经的理解
,

阐述了
/

马丁
#

路德的宗教改革与新约圣

经
0 ,

5世界宗教研究 6
,

19 84
,

第 3期
,

第 1 13 一 121 页 ;杨慧林
: /

圣经淦释与宗

教改革
0 ,

该文取神学诊释学的视角
"

5移动的边界 6
,

北京
:
中国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
,

2加 2
,

第 2 27
一

23 7页
"

¾ 吴秋林
: /

圣经寓言研究
0 ,

5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6
,

19 88
,

第 1期
"

¿ 相关论述见刘小枫主编
:

5道与言 ) 华夏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相遇 6 中的部
分论文

,

上海
:
三联书店

,

1995
"

À 章智源
: /
圣经及其价值概说

0 ,

5合肥教育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6
,

19驯 )
,

第
1期

,

第 63
一 7 0页

"

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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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二辑

与古希腊犬儒学派
!

怀疑主义之间的对照
,

º 无论是对历史上耶稣

的真实性的确认
,

还是通过综述当代部分神学家对传统基督论的

挑战的历程以便为目前基督教陷人危机欢欣鼓舞
,

»无论是对保

罗的神学人类学的反思还是对早期基督教起源的探索
,

¼无论是从

圣经关照西方人文精神之人观还是从诊释学神学解读
/

圣言
0 ,

½都

具有历史学的倾向
,

即依据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或者某种历史主

题的发生学与文献学的史实做出论断
"

并且
,

这些学者们都努力

企图从中归纳出一些普遍性的逻辑特征
,

归纳出相对于自身而言

的绝对性的真理
"

这样的研究理路给予我们一种启示
:
只有从历

史的以及逻辑的双重视角
,

我们才能真正把握住 5新约 6的实质
"

二
!

语言观的视角

传统的圣经研究只注重文本的结构
!

文本片断之间的关系
,

然而
,

圣经语言离开其产生与接受的处境便没有任何意义
"

经文

¹ 王神荫
: /

5死海古卷6与库兰社团
0 ,

5世界宗教研究 6
,

19 80
,

第 2期
,

第 12 3
-

134页 ; M
.

库勃拉诺夫
: /

库姆兰之谜
0 ,

5世界宗教资料 6
,

198 0
,

第 2期
,

第

35一 l 页
"

º 谢文郁
: / -

Q福音
.

研究
:
古老的新学科

0 ,

5世界宗教文化 6
,

199 7
,

第 10 期
,

第 3 0一 36 页
"

该文作者的另一篇名为5Q福音之谜 :
挖掘真理的源泉6

,

见于

刘小枫主编
: 5基督教文化评论6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
199 9

,

第 10 辑
,

第

33 2一 34 2页
"

» 胡玉堂
: /

历史上的耶稣
0 ,

5世界宗教研究 6
,

1981
,

第 1期
,

第 84 一 100 页 ; .M

库勃拉诺夫
: /

对
-

基督
.

的考证
0 ,

5世界宗教资料 6
,

1980
,

第 4期
,

第 27
一

34

页 ;颜昌友
: /

向传统的
-

基督论
.

挑战
0 ,

5世界宗教资料 6
,

19 82
,

第 1期
,

第

6
一

9页
"

¼ 游斌
: /

~
"四

:
保罗的神学人类学及其神学话语

0 ,

卓新平
!

许志伟主编
:

5基督宗教研究 6
,

第 4页
,

北京
:
宗教文化出版社

,

2X() 1; 陈恒
: /

文化的十字

路口
:
犹太主义还是希腊主义? 0 国外社会科学6

,
双刃 2

,

第 3期
"

½ 许志伟
: /

位格与人
:
从圣经关照西方人文精神之人观

0 ,

杨, 林
!

余达心主编
:

5基督教文化学刊6
,

北京
:
宗教文化出版社

,

双刃2
,

第 8辑 ;杨盆林
: /

解读
-

圣

言
. 0 ,

摊动的边界6
,

北京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2以犯
,

第 14 9
一 17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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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联系到具体的生活处境和受众时才有生命
,

存在于文本的

修辞功能
!

言说者
!

读者与文本的互动对话关系中
"

杨克勤在介绍

西方学者关于修辞鉴别学的研究成果后如此总结说
:

修辞学关注

言与思的关系
, /

修辞研究试图透过考察语言结构藉以发挥其功

能的具体处境
,

来研究和观察听众的回应
" 0 /

一段修辞单元的处

境并不只是
-

生活的立场
. ,

它还是言说者 (作者 )和受众 (读者 )双

方对生活
!

经验和传统所发出的
-

意识形态
.

教导与文化哉训
" 0

/

因此
,

理解修辞中的道也就是理解神学
,

即上帝在修辞进行的过

程中进行工作的方式
,

新约修辞鉴别的研究对象不只是人的活

动
,

它基本上也关注上帝在历史进程中的作为
" . ,

¹他还在希腊罗

马的修辞学背景中讨论过奥古斯丁把西塞罗的修辞学基督化的

历程
"

º作者较为详细的研究成果体现在 5古修辞学 ) 希罗文化

与圣经诊释 6» 中
,

它讨论 5新约圣经 6的修辞学和古希腊罗马修辞

学的历史和理论
,

从而理解新约圣经文本如何与古代希腊罗马以

及旧约犹太文化互为施受
,

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经典诊释
"

作者

指出
:

新约修辞和希罗的论证性修辞相比有其独特性
,

它
/

并不是

一种对真理的呈现
,

而是劝说性的叙事宣告 ; 它所宣告的事件激

起了人们的信望爱
"

新约修辞的独特性在于它讲述基督的福音
,

这种讲述的目的是为了造就和改变个人
!

团体和社会
0 "

¼作者还

说
,

保罗的修辞建立在规劝和对价值的依循而不是分析性或表现

性的逻辑说服的基础上
"

保罗思想的基本倾向源于犹太拉比传

统
,

这种修辞传统运用技巧把希伯来人的宗教文献整理成论说性

¹ 杨克勤
: /

新约修辞鉴别学初探
0 ,

5燕京神学志6
,

2叨 1
,

第 1期
,

第 88
!

91 ~
92

页
"

º 杨克勤
: /

西塞罗与奥古斯丁的修辞学
0 ,

刘小枫主编
: 5基督教文化评论6

,

贵

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

199 .9第 9辑
,

第 l初页
"

» 香港
:
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浏扣 3

0

¼ 杨克勤
: /

使徒保罗的修辞鉴别学
:

多文化的研究
0 ,

杨慧林
!

余达心主编
:

5基

借教文化学刊6
,

北京
:
宗教文化出服社

,

2加 1
,

第 6辑
,

第 54 页
"



圣经 文学研究
#

第二 辑

质的语段
"

因此
,

对保罗修辞的多文化研究
,

修正和扩充了传统的

希罗修辞理论
,

可以从中归纳出基督教圣经修辞的特征
"

通过分析保罗在 5哥林多前书 610
: 1一 22 如何利用犹太人与基

督徒之间不同的文化视域
,

杨克勤着手探讨
/

跨文化修辞诊释学
0

的原则
"

他假定
,

上帝与人的关系具有普世性
,

但上帝向人的启示

受到处境
!

文化的限制
"

由于
/

本色神学尝试透过一个文化的层面

说出神的同在和慈爱
,

所以
,

超越文化诊释是想透过多种甚至混

杂模糊的处境来表达神普世的明确的真理
0 " ¹他吸收伯克 (K

B u kr e
)的新修辞学理论

,

强调诊释者在释经中寻求彼此认同的重

要性
"

在此意义上
,

跨文化修辞学看重群体的造就与更新
"

如果说上述新约修辞的特征来自于和希罗修辞
!

希伯来修辞

的比较
,

那么
,

梁工的圣经叙事研究在介绍了西方文论中
/

讲述
0

与
/

显示
0

这对范畴的历史后
,

就将其直接运用于观察归纳圣经本

身
"

作为作者塑造人物的手段
,

圣经叙事中的
/

讲述
0 , /
以全知的

视点介人情节
,

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谈论人物
,

其间贯注着对人物

是非善恶的评价
" . ,

º它包括
/

叙事者的直接讲述
!

借上帝之言的讲

述
!

其他人物的间接讲述 (皆为对人物性格的讲述 )
,

以及对人物

情绪
!

知情状态和主观意图的讲述
0 , »对人物外貌和服饰的讲述

"

与此对照
, /

显示不以直接判断的方式说明对象
,

而运用间接描述

的手段委婉地展示对象
,

使读者从直观描述中感悟出对象的种种

特点
" . ,

¼它促使读者参与文本意义的生成空间
"

圣经叙事中的显

示以对照性的对话为主体
,

同时也通过人物的行为
,

很少出现对

环境即视觉景观的描述
,

这同上帝运用话语创造世界相关
"

遗憾

¹ 杨克勤
: 5跨文化修辞诊释学初探 )

,

香港
:
建道神学院

,

199 5
,

第 60 页
"

º 梁工
: /

圣经叙事中的讲述和显示
0 ,

杨慈林
!

余达心主编
: 5基督教文化学

刊 6
,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仪片
,

第 12 辑
,

第 1% 页
"

» 同上
,

第 2的 页
"

¼ 同上
,

第 20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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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
,

文章主要依据 5旧约 6圣经文本
"

事实上
,

除了福音书
!

5使徒

行传 6外
,

5新约 6书信基本上没有
/

讲述
0

与
/

显示
0

的特征
"

梁工还

写过关于以色列的社会正义观 (民主制
!

犹太民族主义与世界主

义 )方面的文章
" ¹

三
!

基督论视角

20世纪 80 年代初
,

随着中国大陆基督教教会恢复崇拜活动
,

学术界也开始了对历史上耶稣的重新探索
,

结果形成肯定耶稣实

存与否定耶稣实存的两种观点
"

虽然没有像同时代的美学大讨论

那样最终诞生几大学派
,

但是
,

这两种基督论实质上一直影响着

后来的基督教研究
,

即便一些学者对此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
,

他

们至少认为基督教的确是一个历史事实
,

对于人类文化
!

文明做

出过独特的贡献
"

耶稣实存的肯定论
:
从历史学角度肯定耶稣的存在

198 1年
,

刚改名的 5世界宗教研究 6第 1期发表了杭州大学历

史系副教授
!

63 岁的胡玉堂先生的长文 5历史上的耶稣 6
" º编者

说
: /

关于耶稣其人其事的历史性问题
,

是国内外基督教历史学者

经常讨论的问题之一
"

作者在本文中所阐述的观点
,

只能代表一

种见解
,

有些看法尚需进行深人讨论和科学论证
" 0

从文章内容

和编者说明可知
,

他们对于耶稣的认识
,

主要是从历史学的角度

而非神学的角度
"

这种角度和基督教哲学思想的角度一起
,

后来

¹ 梁工
: /

试论圣经的民主观念
0 ,

何光沪
!

许志伟主编
: 5对话二 :

孺释道与基价

教6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X() l ;梁工

: /

简论圣经的犹太民族主义与

世界主义
0 ,

杨慧林
!

余达心主编
: 5羞怪教文化学刊 6

,

第 8辑
,

北京
:
宗教文

化出版社
,

2X() 2
"

º 胡玉堂
: /

历史上的耶稣
0 ,

5世界朱教研究6
,

198 1
,

第 1期
,

第 84
一 10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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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主宰着大陆学界对于基督教研究的基本走势
,

成为各所大学

开设基督教方向的研究课程的重要依据
"

其问题显而易见
:
忽视

了对圣经文本的深人研究
"

当然
,

在 20 多年前大陆的历史背景

下
,

能够把基督教信仰的对象耶稣纳人历史理解的范畴
,

实在是

一个巨大的进步
"

作者列举犹太史家约瑟福斯 (又译
/

约瑟夫
0

)的

5犹太古事记 6¹
!

苏埃托尼阿斯的 5诸恺撒事迹 6等都提到耶稣基

督
,

推论说
: /

各种不同的传说
!

记载
,

都归附到耶稣身上
,

就是历

史上存在过耶稣其人的说明
"

如果耶稣仅是某一时期
!

某一教会

虚构
!

捏造的形象
,

这个虚构的耶稣
,

怎么能得到不同时期
!

不同

教会流派的人数日益增多的广大基督徒信以为真?
. ,

º虽然作者引

用恩格斯的
/

基督教同任何大的革命运动一样
,

是群众创造的
. , »

的观点
,

从而以对原始基督教的研究代替了对耶稣本身的研究
,

但他大胆批评
/

全盘否定宗教经典和神话传说的历史性
,

是对古

代历史研究的一种虚无主义的表现
"

关于基督教起源的历史背

景
,

我们可以
!

也应该从 5新约 6中进行探索
0 " ¼

作者接着引用福音书的材料
,

发现有两个耶稣形象
: /

第一耶

稣
0

认为
/

天国是虚无
!

抽象的彼岸世界 ; 宣扬
-

爱敌人
. ,

宣扬忍耐

得救
,

屈辱有福 ;主张对现存统治势力妥协
!

顺从
,

对压迫者
!

剥削

者卑躬屈膝
0 " /

第二耶稣
0 /

认为天国就是能够在现世出现的现实

王国 ; 主张通过斗争
,

通过暴力
,

促使天国实现 ; 主张推翻反动的

统治秩序
,

建立新秩序 ; 主张反抗罗马统治势力和犹太教会上层
,

建立
-

大卫王国 0 .

尹作者猜测地解释说
:

前者源于基督教教会在 2

世纪罗马帝国的处境
,

基本上是保罗派教会塑造出来的
/

第一耶

直到近 114 世纪过去之后的 2X( 辫 年
,

才有 (约瑟夫著作精选 )( 王志勇译
,

北

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大陆问世

,

可见学术推进之缓慢艰辛
"

胡玉堂
: /

历史上的耶稣
0 ,

5世界宗教研究6
,

19 81
,

第 1期
,

第 87 页
"

转引自同上
,

第 91 页
"

同上
,

第 86 页
"

同上
,

第 90 页
"

¹º»¼½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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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
0

的形象 ; 后者源于犹太战争以前以及犹太战争当时的历史传

统
"

¹ /

第二耶稣
0

的这种传统
,

从耶稣和公元 1世纪犹太教的其他

教派
,

尤其是和埃赛尼 (或
/

爱色尼
0

)派
!

狂热派 (即
/

奋锐党
0

)
!

施

洗约翰的关系可以看出来
"

早期基督教的传播
!

发展
,

同耶稣在传

教活动中坚持一神主义 º 和信徒平等精神分不开
"

从神哲学角度思考耶稣的实存问题

到了 20世纪 90年代
,

大陆汉语学界虽然还是没有从神学方

面推进对圣经文本的理解诊释
,

但却开始从神哲学角度思考耶稣

的实存问题
"

其中
,

李秋零教授的
/

耶稣是如何成为神的? ) 基

督教三位一体
!

道成肉身教义的一种文化学诊释
0 »便是一例

"

文

章结合早期基督教面临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多神论与人的神化

(把国家和皇帝当作神来崇拜 )的历史背景
,

首先承认耶稣是历史

人物
,

再解释耶稣被神化的过程
"

作者认为
:
福音书是口传的文字

记录
,

其中内含夸张的成分
"

原始基督教正是在这种夸张中把耶

稣神化
,

否则
/

不足以表达信徒们对这位创始人
!

领袖和导师的崇

敬,,
,

不足以扩大自己的信仰的影响 (一为心理学的解释
,

一为

文化传播学的解释 ) 引者注 ); 而将耶稣神化
,

又与犹太教一基

督教的一神论信仰相矛盾
0 " ¼于是

,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
,

原始基督

教形成三位一体的教义
"

作者认为
:

神化耶稣的过程开始于福音书
"

在 5马可福音 6中
,

¹ 于可在
/

初论原始基督教的演变及其必然性
0

中把耶稣的这两种形象扩充为

原始基督教的两重性
,

见 5世界宗教研究 )
,

1 986
,

第 2期
"

º 这种对犹太教做
/

一神主义
0

的理解
,

明显没有意识到基督教同基怪事件的

关联
,

而仅仅把它当作一种理论来信仰
,

仿佛 20 世纪 80 年代盛行的种种主

义一般
"

» 李秋零
: /

耶稣是如何成为神的?
0

5世界宗教文化 6
,

199 7
,

第 n 期
.

第 2 2一 2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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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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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的世俗身份为拿撒勒人 ; 它肯定了耶稣与上帝的特殊关系
,

但没有确定耶稣为神
"

同样
,

5马太福音 6
!

5路加福音 6虽然把耶稣

的家谱追溯到犹太人的始祖亚伯拉罕
!

人类的始祖亚当
,

但也没

有把耶稣当作神
"

之所以这样
,

是因为犹太教的一神论传统限制

了这样做
"

受犹太哲学家斐洛的逻各斯学说影响
,

5约翰福音 6最

终把耶稣提升到神的位置
,

基督教与古希腊哲学传统的和解由此

成为可能
"

据此
,

作者断言三位一体
!

道成肉身的教义直接取材于

5约翰福音 6
"

不过
,

这种断言忽略了福音书的事实
,

因为至少 5马

太福音 628 章的大使命经文等地方
,

也常常是神学家们用来证实

三位一体教义的依据
"

当然
,

能够从 5新约 6本身的经文中分析耶

稣的神化过程
,

和 80 年代学者们更多从其他著作文献考察历史

上的耶稣的理路
,

已经是一个实质性的飞跃
"

该文的逻辑性从下文叙述可见一斑
: /

5约翰福音6 把耶稣描

绘为神人一体
,

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耶稣身上所体现的神与人
!

神

性与人性之间的关系问题
" . ,

¹ 由此进人对早期基督教各种异端的

分析
"

从基督教神学思想角度思考耶稣的实存问题

汉语学界的基督教研究如果欠缺了基督教神学的视角
,

那

么
,

其缺陷乃是致命的
"

依据 5新约 6比较全面讨论耶稣基督的神

人二性
,

构成许志伟先生的 5基督教神学思想导论 6第七章的内

容
"

它大致从耶稣作为上帝的儿子
!

耶稣基督是主
!

是上帝本身来

言说他的神性
,

又从耶稣为童贞女所生
!

他在生理
!

心理上的成长

经历谈论他的人性
,

再从教会持守的圣经传统略述耶稣基督的神

人二性
"

作者对救赎论与基督论的关系做出了自己独特的思考
,

批评过分从救赎论角度去建立基督的身份
,

会
/

把基督约化为一

¹ 李秋零
: /

耶稣是如何成为神的? 0 世界宗教文化6
,

19 97
,

第 11 期
,

第 2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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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事件
"

宣扬基督变为宣扬一个有救赎内容的基督事件 (C h sri t-

ve e nt )
,

而不是一位救赎的位格上帝
0 "

¹作者以基督复活事件为试

金石
,

批评布尔特曼把
/

历史的耶稣
0

与
/

信仰的基督
0

割裂
!

将福

音理解为基督徒的宣讲的神学观
,

赞同潘能伯格从历史的终结着

手研究人类历史整体
!

将其与救赎历史相关起来理解的历史观
"

该章遗憾之处在于论述的各部分之间缺乏严密的逻辑关联
,

如逻

各斯与基督的关系
,

原本可以归人基督的神性部分来探索
,

而作

者只是把它当作探讨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的过渡段落
"

耶稣实存的否定论

胡玉堂先生的文章发表两年后
,

有学者根据 18 世纪英国历

史学家吉本的 5罗马帝国衰亡史 6的观点立论
,

写成 5耶稣 ) 传

说中的虚构人物 6º
"

因为
,

当时异教以及哲学界的著作不屑提到

耶稣及门徒所施行的神迹
"

根据约瑟福斯宣称以色列等待的救世

主为韦斯巴萝而不相信耶稣是救世主
,

作者断言他的 5古代犹太

史 6中提到耶稣的段落为后来基督徒添加的鹰品
"

这里
,

一位历史

学家宣称什么与相信什么
,

显然有别
"

何况
,

问题在于
,

历史著作

冲没有记载的人物就可以说他不存在吗 ? 从论文的上下文可知
,

其结论主要是因为恩格斯曾经说过历史上是否有耶稣基督其人

本身就是问题
"

值得我们今天反思的是
,

学者之所以是学者
,

是不

能只根据他人即便是革命导师的观点得出学术的结论
,

尤其是在

针对基督教的起源这种复杂的宗教现象的时候
"

该文还指出
,

由于 5新约 6的作者和写作年代无从确定
,

而且

从所谓耶稣的政治主张发现它们彼此对立
,

所以
,

5新约 6不能作

许志伟
:

5基督教神学思想导论 )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0 1
,

第 1 78

页
"

颜昌友
: 5耶稣 ) 传说中的虚构人物6

,

(世界宗教研究6
,

19 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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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2 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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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耶稣存在的根据
"

其实
,

我们只需要问
,

一个人说话矛盾就能说

他不存在吗 ?l 94 9年前后
,

汉语学界的不少学者如朱光潜先生等
,

不但其著作在思想上有矛盾
,

而且甚至出现了自我否定的言词
,

难道我们可以推论说朱先生不存在吗 ? 何况
,

福音书是由四位作

者根据自己的神学理解与神圣体验来完成的
,

它们都是对耶稣行

为与话语的诊释
,

我们无法断言究竟哪些是耶稣本人讲述的话
,

/

我们所拥有的耶稣之言
,

都只是译文
. ,

¹ ,

有的地方在表面上有矛

盾乃是很 自然的现象
"

至于说学者们无论从教会资料与非基督教

的资料都没有发现关于耶稣的统一形象
,

更不能成为反驳耶稣是

否存在的依据
"

正如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大陆兴起的对人道主

义与异化的讨论中
,

很多学者对马克思的形象也有不同看法
,

但

不能由此认为马克思不存在
"

事实上
,

恩格斯的如下观点是本文

把耶稣当作传说中的虚构人物的根本原因
: /

人格化的逻各斯体

现为一定的人物
,

他为了拯救有罪的众生而在十字架上作出赎罪

的牺牲
" 0 º

这种否定耶稣实存的观点
,

实际上受到 20 世纪 70 年代发生

在欧洲关于传统基督论即基督的神人二性的争论的影响
" »需要

指出的是
:
颜昌友编译的

/

向传统的
-

基督论
.

挑战
0

的文章混淆了

西方学者批评的教会的耶稣形象与圣经本身中的耶稣形象
"

四
!

跨文化视角

置身汉语学界的传统
,

学者们容易产生对圣经与汉语经典的

¹ 转引自杨慧林
: /

从
-

悖谬
.

开始的
-

理解
. 0 ,

杨慈林
!

余达心主编
:

(基督教文

化学刊6
,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杜
,

2X() 5
,

第 13 辑
,

第 M g 页
"

º 恩格斯
: 5布普诺

#

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 6
,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6
,

第 19 卷
,

第

329 页
"

» 颜昌友
: /

向传统的
-

基督论
.

挑战
0 ,

5世界宗教资料6
,

1 98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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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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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学界圣经 (新约 )研究三十年 ( 1 9 7 6 es 2 0 00 )

比较研究
"

不过
,

目前的这种比较研究主要还停留在上帝论
!

基督

论
!

圣灵论等几个大的方面
,

限于希伯来
!

希腊
!

基督教
!

汉语思想

的典籍与传统四大视域
"

汉语思想与希伯来传统中的上帝论之比较

房志荣先生提出
,

为了同圣经的上帝比较
,

必须承认儒家思

想的天有位格
"

在论及圣经的上帝时
,

作者着重谈到上帝作为父

与爱对历史的介人
!

他对人的慈悲与公义
!

他彼此相互差别又相

互关联的位格特性
"

因此
,

人要爱上帝与爱人
,

这构成约翰神学的

一个特征
"

圣经所启示的上帝
,

由创造主而成为救赎主
"

因为
,

作

者在先把儒家思想的天等同于上帝
,

天人合一之道即爱人爱天之

道
,

因耶稣的亲身而得以实现
"

作者最终把
/

人人可为尧舜
0

理解

为
/

人人可为基督
0 "

¹不过
,

在儒家思想里
,

尧舜毕竟是人而非神
,

不同于作为神人二性之统一的基督
"

这种比较
,

在儒家思想与圣

经之间因着强调相关性而忽视了其根本的差别
"

其缺陷因下面的

论文得到弥补
,

通过考察天在儒家 5诗经 6
!

5书经 6
!

5易经 6
!

(礼

记 6
!

5春秋 6中的含义
,

总结出它有四种意义
:
相对于地的自然

!

物

质之天 (天空 )
,

作为宇宙最高真理的伦理之天 (天理 )
,

掌管宇宙
!

具有位格之天 (天神 )
,

支配人的命运之天 (天命 )
" º

甚督教与两希传统中的道观 (墓督论 )之比较

汉语学者讨论 5约翰福音 6的
/

道论
0

时
,

大多数都从犹太文化

(5旧约 6)中的道观
!

希腊文化中的道观
!

中国文化 (哲学思想 )中

¹ 房志荣
: /

儒家思想的
-

天
.

与圣经中的
-

上帝
.

之比较
0 ,

刘小枫主编
:

5道与
言 ) 华夏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相遇 )

,

上海
: 三联书店

,

199 5
,

第 520 页
"

º 任炎林
: /

儒家的天道思想与保罗在5以弗所书6中之上帝教义的比较
0 ,

刘小

枫主编
:

5基督教文化评论6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

1, 列 )
,

第 l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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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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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观三个方面入手
,

最后检讨其独特性
"

(旧约 6的道是上帝的

话 (成必ar )
,

即上帝创造的话与启示的话
,

类似于智慧文献中的智

慧
"

在斯多葛哲学中
,

道指内在于宇宙的神而不是具有超越性的
!

作为创造者的上帝
"

斐洛 (约公元前 20一公元后 5 0) 同时赋予道以

超越性的含义
,

认为道是宇宙存在的意义
"

因此
,

(约翰福音 6的读

者尽管因思想背景的不同而对道有不同的理解
,

但约翰把上帝创

造的话与启示的话归结为基督
,

并进人历史
,

体现在他在世的生

活中
,

成为肉身
" /

中国哲学思想或者以天为有人格的上帝
,

而认

为道是根本的原则
,

或者认为道比上帝更为根本
,

道是一种非人

格的实在
" . ,

¹

在约翰神学里
, /

道
0

是其核心的神学范畴
"

谢扶雅比较了将

5约翰福音 6 引言中的 入" , os 翻译为
/

道
0

与
/

圣言
0

(拉丁文的

, br / m )
"

由于在汉语思想里
/

道
0
已经包括有

/

言
0

的意思
,

同时为

了赋予
/

道
0

以神圣含义
,

他提出用
/

圣道
0

译之
,

望能调和基督新

教
!

基督公教两大教派的译名
"

º这是从
/

道
0

的译名看 5约翰福音 6

引言与汉语思想的相关性
"

两者在所指意义上的差别还延伸到希

腊思想
" » 5约翰福音 6引言的道与汉语思想中的道的不同

,

表现在

作为上帝成为肉身
!

有位格的真人与作为宇宙的无位格的原理
!

法则的不同
,

在上帝主动自上而下的神学启示与不可言的存在实

体 (道家 )
!

人的道德思想的产物 (儒家 )的不同
,

在创造和救赎相

关的道与只有创造无救赎的道 (道家 )的不同
"

道成肉身作为约翰神学的独特贡献
,

还是理解世界的一种路

径
"

在神人关系上
,

它表明上帝与人同在 ;在灵魂与肉体的关系

¹ 骆振芳
: /

关于约翰福音
-

道论
.

的探讨
0 ,

5金陵神学文选 1 95 2一 199 2)
,

南京
:

金陵协和神学院
,

199 2
,

第 10 页
"

º 谢扶雅
: /

圣言与道的和合
. ,

刘小枫主编
: 5道与言 ) 华夏文化与基督教文

化相遇6
,

上海
: 三联书店

,

199 5
,

第 5冷一 12 页
"

» 见张子元
: /

约翰福音引言的
-

道
.

与中国之
-

道
. 0 ,

刘小枫主编
: 5道与言 )

华夏文化与基价教文化相遇 )
,

上海
: 三联书店

,
199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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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它表明耶稣的拯救是对人的整体的拯救 ; 在属灵与属世的关

系上
,

它表明上帝通过耶稣与世界的关联
,

人要在 日常生活中遵

循上帝的旨意 ;在今生与永世的关系上
,

它表明人因信与基督联

属而在今生开始永生
" ¹这是从道与肉身的相关性方面理解世界

中的各种关系
,

但不能忽视从两者的差别性而来的理解路径
,

即

从耶稣的神性方面重新审视世界中的种种关系
,

以保持基督教本

有的对世界的先知性批判精神
"

º此外
,

刘光耀讨论了知识论的圣

言
:
从存在与存在者的关系出发

,

探讨人类知识的可能前提
!

基督

教知识论的前结构
,

»作者进而批评了道家
!

儒家在知识论上的设

问为存在者
!

道的无言导致以人言代替道的危险
,

释家为
/

不存

在
0 "

汉语思想与基督教中的人观之比较

上帝的救赎既然以人为对象
,

那么
,

将中国哲学中的人
!

人性

同 5新约 6之言说做比较
,

乃是圣经研究不可缺少的部分
"

从
/

实践

层面
0

与
/

形上实体层面
0
区分

/

我
0 ,

温伟耀认为他力主义宗教否

定的是前者而肯定作为生命活动主体的后者
"

5新约 6 这种强调
/

他力
0

的信仰
,

并不否定
/

自我
0

的存在及其活动
"

作者认为
,

和上

帝相比
,

肉体生命的认知能力及成事能力都具有有限性
,

依靠这

种有限性以企及无限的领域
,

构成了人性的自我疏离
" ¼

¹ 蒋佩芬
: /

道成了肉身
0 ,

5金陵神学文选 1 952一 199 26
,

南京
:
金脸协和神学

院
,

1992
,

第 1 3
一 2 1页

"

º 参见汪维落
: /

道在这里成为肉身
0 ,

(金睦神学文选 195 2一 199 2)
,

南京
:
金使

协和神学院
,

199 2
,

第 1科页
"

» 刘光粗
: /

基督教
:
知识论的逻各斯

0 ,

何光沪
!

许志伟主编
:

5对话二
:

擂释遭

与墓怪教6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加 1
,

第 299 页
"

¼ 温伟姐
: /

新约人性论
0 ,

何光沪主幼
: 5羞价教文化评论 6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

版社
,

199 2
,

第 3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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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辑

希伯来与西方人文精神的人观之比较

除了把基督教的人观同中国哲学相比较外
,

许志伟先生还将

其与西方人文精神的人观做比较
"

目前
,

西方人文精神的人观
,

主

要表现为人在生物层面的受精卵的独特性
!

在心理层面的心智性

(包括人的理性
!

意识
!

自我意识
!

对他人的意识
!

语言交流能力 )
!

在社会层面的关系性
,

三者处于一种能动的交互关系之中
"

¹ 圣经

的人观
,

首先取决于对
/

上帝形象
0

的理解
"

作者认为
,

它首先指
/

上帝造人并与人建立关系
,

其次是人回应上帝
,

凭借信心
!

通过

恩典与上帝相交
0 " º人作为上帝的形象

,

需要在人神关系
!

人人关

系
!

人物关系上回应上帝的创造
"

耶稣正是在这些关系上 回应上

帝
,

显示出他的完美形象
" /

基督教的人学最终是上帝中心论
,

而

不是人中心论
0 "

»据此理解人类及位格人
,

其起点在于上帝通过

受精卵创造一个新人成为他的形象
,

并与之建立关系
"

基督教与希腊传统中的伦理观之比较

张宪从古希腊经典以及福音书思考伦理问题
,

把希腊人的德

性伦理总结为柏拉图追求在理念中的绝对价值
!

亚里斯多德的中

庸之道
!

斯多葛学派的
/

无动于衷
0

原则等
,

认为
/

希腊人所谓至善

的理想是在和谐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理性操练
!

中庸之道和自我克

制
0 " ¼这种注重此世幸福与自我完善的伦理

,

强调
/

宗教灵性与身

体不可分割的精神
,

关怀邻人之同情悲悯的爱的伦理
0 " ½其道德

»

¼

许志伟
: /

位格与人
:

从圣经观照西方人文精神之人观
0 ,

杨蔽林
!

余达心主编
:

5基督教文化学刊6
,

北京
:
宗教文化出版社

,

2以犯
,

第 8辑
,

第 17-9 189 页
"

许志伟
: 5基督教神学思想导论 6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加 1

,

第 134

页
"

同上
,

第 138 页
"

张宪
: /

德性和福音
0 ,

杨慧林
!

余达心主编
:

5基督教文化学刊6
,

北京
:

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
,

2X() 5
,

第 13 辑
,

第 25 6页
"

同上
,

第 2 5 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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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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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基本要求
, /

就是要使每一个人在他的一切行为中成为圣洁

的人
" , ,其伦理要求显然着重生活意念的纯洁

,

对于一切道德

诫命的专心不二的遵从
" 0 ¹其原因在于把上帝的观念置于一切

道德目的之中
"

它内含的上帝观为
: /

一方面具有正面强调那提

升人的价值的神爱的终极意义
,

另一方面又含有一种叫人永远

谦卑
,

因罪得宽赦
,

不断趋向与神合一的完美境界
" 0 º要言之

,

福音伦理属于神学伦理
,

德性伦理属于人学伦理
"

这也是中国知

识人普遍接受希腊传统而忽视犹太传统的原因
"

因为
,

以儒家为

主体的伦理
,

缺乏人神关系上的纵向超越维度
,

主要是一种人学

伦理
"

五
!

个别论题

基督教起源
!

爱色尼派与 5死海古卷 )

初期基督教的诞生与爱色尼派 (又译
/

艾赛尼派
0

或
/

埃赛尼

派
0

)即所谓的库兰 (又译
/

库姆兰
0

)社团关系最为密切相关
"

王神

荫的论文
/

5死海古卷 6与库兰社团
0 »在思想上可以说是在 20 世

纪 80 年代少有的从内部研究早期基督教如何形成的代表作
"

它

以<古卷 6中的 5会规手册 6为据
,

论及其中的会员等级
!

管理结构
!

共同生活
,

经过仔细探讨发现
/

财产公有
0

只限于完全人会
!

级别

在
/

圣洁
0 ! /

特别圣洁
0

的正式会员之间
"

文章的结论为
:
犹太教爱

色尼派的库兰社团和初期基督教同为犹太教的分支
"

¹ 张宪
: /

德性和福音
0 ,

杨慧林
!

余达心主编
:

5基督教文化学刊6
,

北京
:
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
,

2加 5
,

第 13 辑
,

第 266
- 267 页

"

º 同上
,

第 27 0页
"

» 王神荫
: /

5死海古卷6与库兰社团
0 ,

5世界宗教研究 )
,

198 0
,

第 2辑
,

第 123
-

13 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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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观福音

笔者的
/

橄榄山对话的历史逻辑及其救赎意识
0 ¹认为

:
橄榄

山对话为我们提供了如何理解福音书的历史逻辑的微观路径
"

该

文在阐明了历史逻辑的内涵后
,

从历史逻辑的问题域的四个方面

切人橄榄山对话
:
末世的信仰观

!

天国的正义观
!

隐微的时间观和

隐喻的言说观
,

并具体分析了它们所具有的意义
!

它们彼此间内

在的逻辑关联及其内含的历史救赎意识
"

笔者依据约翰神学的文

献
,

讨论了它在语言
!

时间
!

正义
!

信仰几方面的特征
" º至于保罗

神学的基督论
,

有翁绍军的
/

保罗基督论及其神性内容
0 " »另外

,

杨克勤还讨论了保罗神学的末世观与工作伦理
" ¼在女性神学方

面
,

有 5圣经中的女性 6½ 一书出版
"

研究性的反思作品
,

见王屹的
/

重读圣经
:
一种女性主义的诊释

0 "

¾

六
!

评 估

从世俗科学的角度研究基督教在汉语学界虽然取得了不少

成就
,

但是
,

由于学者们普遍欠缺神学及作为其基础的圣经语言

的专业训练
,

这种研究并没有在圣经领域获得多少果效
"

它表现

¹

º

½

¾

张贤勇主编
: 5道风基怪教文化评论 6

,

第 19 期
,

香港
:
道风书社

,

2X() 3
"

查常平
: /

约翰神学的语言观与时间观
0 ,

5宗教学研究6第 4期
,

成都
: 四川大

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

2X() 5 ; 查常平
: /

约翰神学的正义论与基督论
0 ,

5实现综合艺术评论 6第 4期
,

香港
:
道风山基仔教丛林

,

2加 5
"

翁绍军
: /

保罗基督论及其神性内容
0 ,

杨慈林
!

余达心主编
: 5基督教文化学

刊6
,

北京
:
人民日报出版社

,

1999
,

第 2辑
,

第 120 页
"

杨克勤
: /

保罗的末世神学
0 ,

杨慈林
!

余达心主编
: 5基仔教文化学刊 6

,

北京
:

宗教文化出版社
,

2以X)
,

第 3辑 ;杨克勤
: /

论帖撒罗尼迩书信的末世及工作

观
0 ,

5燕京神学志 6
,

2X( X)
,

第 1期
,

第 70
一

76 页
"

弘文主编
:

5圣经中的女性6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
199 5

"

杨
娜

!

余达心主编
:

5基资教文化学 P)J
,

北京
:
宗教支化出版社 ;

200
1

,

第 5

辑
,

第 5 9一 8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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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视角单一
:
汉语学界的圣经研究从圣经的语言

!

时间观念
!

社会正义方面切人者较少
,

比较突出的是基督论的
!

跨文化的比

较视角 ; 即使是基督论的视角
,

也主要是从历史学
!

神哲学而不是

神学传统中的角度
,

仅关涉历史上的耶稣问题 ;从新约研究所涉

及的对象看
,

对观福音
!

路加神学
!

普通书信
!

5启示录 6基本上无

人问津
"

另外
,

宏观研究缺少深度
!

微观研究也有待深人
"

面对今

天汉语学界的基督教研究
,

我们更需要强调神学角度而不只是其

他世俗科学的角度
"

作者查常平 ( 1 9 6 6一 )
,

男
,

中国人民大学 2 0 0 1级博士
,

现

供职于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墓督教研究中心
,

主要从

事圣经神学
!

逻辑历史学
!

艺术评论研究
"

已出版专著 5历史与逻

辑 ) 作为逻辑历史学的宗教哲学 6
!

5人文学的文化逻辑 ) 形

上
!

艺术
!

宗教
!

美学之比较 6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