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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500宗教改革    年紀念   

當年。今日

程婉玲‧副院長

歐洲。德國

在快將過去的 2017 年，馬丁路德

這個名字對很多宗教界人仕來說都

不會陌生，因當年出現的宗教改革

活動直到今天，仍影響深遠。

今年全球各地不單是在德國，

只要有新教基督徒所在之處，就有

各類型的紀念活動。當中極具代表

性的是在 10 月 31 日，德國首相

Angela Merkel 及總統 Frank-Walter 

Steinmeier 一 同 出 席 Wittenberg 的

All Saints’ Church 內舉行的活動，

國家元首及宗教領袖一同在 500 年

後的同一日，紀念馬丁路德當年在

同一地方張貼九十五條論綱，改寫

了天主教歷史，促成基督新教的興

起。

北美。加拿大

在 14 至 16 世紀歐洲興起的思

想文化運動文藝復興，帶來一段科

學與藝術革命時期，被認為是中古

時代與近代的分界，亦有被認為是

資產階級思想解放的運動。在這個

革命與解放的時代出生的馬丁路德

（1483-1546），沒有因為貧窮家境

的限制和任職礦工父親的反對而影

響他信仰上的追求和委身，他最終

成為修士並投入神學教育工作。

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在奧古

斯汀修院接受神學教育時被啟蒙，

他的神學立論是經反覆省悟而出

現。加拿大文更本著神學教育和個

人反省兩重要元素，與西北溫基督

教頌恩堂合辦「宗教改革 500 年的

再試與反思講座」，在 2018 年 1 月

11 日由神學教育家楊慶球教授發表

「因信稱義與中國教會的成聖觀」，

與及推進文化更新運動的文更創會

院長梁燕城博士帶出「從仁心到信

心的屬靈反省」兩個重要命題。

亞洲。中國香港

正當數據顯示歐洲基督徒人數每

年滑落時，坊間出現不少揣測中國

在未來 50 年內，將會成為世界基

督徒最多的國家。香港文更在 11 月

12 至 13 日，聯同香港中華基督教

青年會及基督教文化學會舉辦的「馬

丁路德改革後思想與中國文化學術

研討會」，請來香港芬蘭及國內多位

研究基督宗教的學者互相交流。

會中發表的課題有中國社會科學

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卓新平教授

的「中國全球化的思路 - 構建人類

命運共同體需要整體思維」和「宗

教革新與社會進步 - 馬丁路德給我

們的啟迪」;《中國宗教》雜誌社劉

金光社長的「弘揚馬丁路德改革精

神，積極推動基督教中國化」。學者

們有以神學家約翰衛斯理、加爾文、

趙紫宸，清末傳教士與維新人士，

甚至道教葛洪等人物與馬丁路德作

比較研究；亦有在神學及信仰層面

深入探討「義」「仁」「信」「心」等。

出席完兩天的會議後彷如上了一個

密集的神學課程，非常珍貴！

今日。你和我

馬丁路德以九十五條論綱質疑

天主教教廷對信徒有關上帝赦免

的教導；他的信仰追求及神學思想

啟發一眾神學界人士及平信徒，

包 括 John Calvin（1509-1564），

他延續宗教改革之路，留給後世

重要的加爾文主義；亦有與他同

於 St. George’s Parish School 畢 業

的 Johann S. Bach (1685-1750)， 巴

赫相當欣賞馬丁路德的神學立論和

他對音樂的看法：音樂是呈獻上帝

的感謝讚美，聖詩為信仰的回應。

巴赫引用了馬丁路德創作的 30 首

詩歌，並以 Ein feste Burg ist unser 

Gott（中譯：上帝是我們堅固的堡

壘）至今仍廣為傳頌。

( 下接右頁 )

(詳見文更網頁goo.gl/bLnYFr或掃描QR 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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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丁路德改教思想與中國文化
學 術 研 討 會

2017年11月12至13日

袁美玲‧行政經理

為迎接宗教改革五百週年的盛

典，文化更新研究中心 ( 香港 ) 早

於 2016 年與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基督教事工學院和香港基督教文化

學會開始構思在 2017 年於香港舉辦

一個學術會議。

「基督信仰生根中國」是三個舉

辦方共有的理念和願景，因此在構

思主題時，共識的達成只在彈指之

間。難能可貴的是得到各地學者支

持，包括卓新平教授和黃保羅教授

遠道從中國北京和芬蘭來到香港擔

任主題講員。

大會講者遊走於國學和西學，對

他們的專題研究精練通達，不但對

改革先驅馬丁路德的思想有深厚的

研究，而且在對應中國近代歷史以

至與多元宗教的對話和比較等研究

課題上都有獨特和精妙的見解，給

與會者帶來新的領悟和視野，呼喚

和刺激他們那一份對這主題的追求

和研究、不曾磨滅的熱熾。

站在此時此刻的東方之珠，回溯

歷史長河五百年前席捲歐洲的宗教

改革，應對今天的世情和國情，想

能領會原來過往的每點每滴都在塑

造著今天的文化和價值。在研討、

對話和共融當中，思維在交織，而

更新和重塑也默默給孕育出來。

兩天的會期很快就過去了，但思

潮如波浪迴盪不已，與會者在研討

會的啟迪下為這個主題譜寫新的意

涵和意義。

前瞻未來，基督信仰生根中國仍

在建構和演變，但它其實早於五百

年前已經與宗教改革的脈搏同步跳

動。

香港文更有幸可以參予籌辦此次

的學術會議，為文化更新以至基督

信仰生根中國記下一篇小小的日誌。

學術活動開放給神學生參與

開幕禮嘉賓 三合辦單位代表及國內代表

合辦單位代表及嘉賓於閉幕禮留影

( 上接左頁 )

紀念日的前一天 10 月 30 日，

在加拿大文更的同工祈禱會內，我

以宗教改革為題，透過這首詩歌及

相關經文與同工一同呈上讚美和禱

告。今天，你和我可以繼續藉 500

週年紀念的啟發，看看我們有否享

受到這份信仰自由的實在和認許，

檢視我們的敬虔是否真確無偽，直

達上帝面前而能無愧於心。

溫哥華‧2018年1月11日舉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