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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唐朝傳入中國的基督教聶斯多

流 (Nestorius)，稱景教或大秦景教，

至今 1300 多年。近這 200 年，中

國基督教已有一定發展，要推動基

督教生根中國，必須在堅持聖經核

心真理的同時，以中國的思維方式

重新架構，建立適切於中國人心靈

的神學框架，使信仰能貢獻中國社

會發展。文更在這個時代背景下，

於 2020 年成立「中華神學研究中

心」，提倡建構中華神學。

中心的孕育成長，剛好遇上

新冠肺炎，帶給世界的後續影響

正不斷浮現，而它們又與全球性

政治經濟的動盪同步並進，世界

醞釀大變。此際，「西方領導」

的慣性思維，或面臨範式轉移

(paradigm shift)；「神學上西方領
導」的更慣性思維，或需要更新

反思。中心所努力的，是有益有

建設性的正統神學「再發展」(請
瀏覽網頁一些文章就會知曉 )，
尤其這中華神學落到教會生活的

實處，能帶給每一位基督徒的復

興。

1.新書出版
研究中心成立接近 3年，梁燕

城院長完成了他第一部中華神學

著作，並即將出版。

書名：中華神學之道
作者：梁燕城

2.研究季報
《研究季報》自中心成立創刊，

除了文章外，還有資深牧者的深

情對話。季報歷來訪問了：周永

健、李志剛、盧龍光、溫以諾、

陸輝、吳宗文、莊祖鯤。

季報訪問道出牧師們人生歷程

的喜與憂、牧養處境的挑戰、事

奉模式的突破、跨文化宣教的本

色化、神學思考的創發、教會歷

史的研究等等。可想而知，訪問

的內容都是深刻的閱歷；珍貴的

記錄，再次藉此感謝牧師們每位

付出的時間、精神和支持。未來

將會有楊慶球牧師的分享，敬請

大家留意每年一、四、七、十月

初的出版。

我們出版了十期後作了一些

調查，部分如下：

「你們的分享在寫實、文化及

引導上都很有份量！」( 一位資

深神學工作者 )

「( 內容 ) 實在非常豐盛，很有

深度。與坊間的基督教周刋 / 季

刋大有不同。」( 在職教牧人員 )

內容簡介：本書是深入到中國

文化和基督教接觸共融的焦點，

探討並且吸收中國儒、道、佛哲

學的精髓，從而建立中華神學的

深度思考，嘗試走出中國思路的

神學結構，使信仰能夠在中國土

壤上生根。方法論上是先超越西

方神學思維的框架，回到《聖經》

本身，再探索中國哲學的基源問

題，尋求神學對這些問題的回答，

以中國思路、方法及理念，建構

神學架構，開創中華神學之初步

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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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神學研究中心

如希望進一步了解及支持中
華神學研究中心， 請與

香港 文更同工聯絡 ：
電話：(852)2393 9440
電郵：info@ctrcentre.org
網頁：www.ctrcentre.org

3.研究團隊
研究團隊來自中、港、北美、

歐洲等地，為中華神學涵蓋的五

大研究範圍作學術研究貢獻。包

括：

1.	 中華神學與儒道佛共	

 (宗教哲學對話 )；
2.	 中華神學與華夏文化  

(本色神學探索 )；
3.	 中華神學與兩岸三地  

(處境神學創發 )；
4.	 中華神學與華人教會  

(真理生命宣教 )；
5.	 中華神學與神學教育	

 (學術教義反思 )。
簡言之，研究團隊、季報，還

有研究中心的網頁都是時代需要

的神學資源，歡迎大家訂閱季報

或來稿文章。

4.展望未來
開展學術研究項目：香港及普

世的華人教會面對未來，極需正

確掌握政教處境中神學，但未有

華人作全面研究。文更藉這獨特

價值及意義作一推動者的角色，

回應當今複雜的兩岸三地政治環

境，探索政教關係的處境神學。

設立研究室：在香港文更附設

中華神學研究室，歡迎信徒教牧

學者使用研究室神學資源。

拓展兩岸三地神學網絡：建立

兩岸三地教會、神學院交流；促

進學術界更多對話研討，培育中

青一代在這方面研究。

愛—無分宗族國家，我們確
信上帝愛我們每一個。中國基督

教在當今社會處境作「道成肉身」

的神學反省，願關心中國神學工

作的你，支持文更在中華神學的

使命異象，使我們大家能夠以行

動實踐基督那無條件的愛，落實

在中國的土壤上。

文更的學術文化與文字息息相

關。文字落在人的心田裡，領悟

真理，發芽成長，使人不斷地結

出果實來，你怎麼知道不是得人

如得魚呢？若種植沒有根是不能

持久的，研究中心成立接近 3年，
還在哺育階段，要走的路還遠，

是否能夠走下去，結出一百倍，

六十倍，三十倍的果實，視乎你

的支持。

捐款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