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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的格局，從現代化語境建構基督教思想。從理

論上來講，這是可能與當

代解放神學、黑人神學、

女性神學相媲美的神學發

展方向。[1]

儘管漢語神學已有一

定的研究成果，但在學科

建設方面，漢語神學的研

究規範尚未建立，甚至沒

有一本教材專門探討作為

學科的基督教研究是怎樣

的學術研究。2008年宗教
文化出版社出版的黃保羅

教授的《漢語學術神學：

作為學科體系的基督教研

究》一書則為我國建立漢

語學術神學學科體系提供

了重要的建議和指導。

黃保羅教授學習中國

語言和文學出身，在歐美

和日本學術界學習十多

年，特別是在芬蘭赫爾辛

基大學接受了正規嚴格的

學術神學教育訓練。黃教

授不僅從理論上研究道

家、儒家、楚文化和基督

教的系統神學，而且親身

參與了基督教的生活實踐以及宗教文化的對話。

建構漢語學術神學學科體系之路
—讀黃保羅的《漢語學術神學：作為學科體系的基督教研究》

■ 何丹春

上海大學文學院

博覽群書

導  言

漢語神學作為一種

基督教研究，經過數百年

的發展，已經成為中國人

文學統中的重要組成部

分。利瑪竇在16和17世紀
所寫的《天主實義》以及

他跟中國儒家學者之間

的對話，開啟了漢語世界

的學術型基督教研究。

1994年6月，香港道風山
基督教叢林出版《道風：

漢語神學學刊》出刊詞對

漢語神學的概念進行了

解釋，掀起學界對「漢語

神學」研究的高潮，一代

代的漢語神學研究學者，

努力推動漢語神學研究

與傳統文化的儒、道、釋

以及馬克思主義和當代

思想並駕齊驅，相互競

爭。「漢語神學」的提出

與發展，展現了中國大陸

知識分子對於神學思想

發展的一種自覺，對於基

督教神學思想意涵的一

種把握。它超越了以往從民族化和本土化來理解

摘  要：在漢語神學的蓬勃發展中，《漢語學術

神學：作為學科體系的基督教研究》提出「漢語

學術神學」，探討了作為學科的基督教研究的發

展方向，對神學的學科體系與學術規範提出要

求。該書區分了「漢語學術神學」、「漢語神學」和

「宗教學」的區別，從而凸顯「漢語學術神學」的

「非教會性」、「學術性」和「漢語性」。該書還解

釋漢語神學學科構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一方

面，該書提到了西歐基督教研究的發展歷史對漢

語學術神學體系的構建的示範作用，另一方面，

作者也提到了構建漢語學術神學對學科發展的

意義，以及漢語世界的基督教研究所面臨的亟待

解決的問題。此外，作者在綜合考慮了漢語學術

神學的八個構成因素之後，通過五個部分介紹

系統的學科體系。作者給出了芬蘭模式供我們參

考，但如何使其為我們所用、真正在學科體系構

建上實現突破，還有待進一步探索，例如形成漢

語神學的學術共同體、建構與使用漢語學術神學

的本土話語與研究工具、加強學科之間的交流的

同時維護自身學科特點、推動宗教學的學科建立

等等。

關鍵詞：漢語學術神學；漢語神學；基督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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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從歐洲來到香港和

大陸的漢語世界，參與

漢語神學研究的隊伍

時，深覺在翻譯和討論

的基礎上，漢語神學有必

要嘗試建立學術規範[2]。

而《漢語學術神學：作為

學科體系的基督教研

究》正是他對嘗試建構

漢語學術神學學科體系

的重要成果之一。

《漢語學術神學：

作為學科體系的基督教

研究》全書40餘萬字，
除了「總序」、「序」、「導

論」、「附錄」、「後記」

之外，共分為五個部分。

在導論部分，作者介紹了

「漢語學術神學」以及作

為學科體系的基督教研究的神學及其發展。之後

的五個部分則分別介紹了基督教研究在神學傳統

中的五個分支學科：聖經神學、歷史神學、系統神

學、實踐神學、宗教學。作者旨在通過這本書為漢

語學術界提供一本基督教研究的入門課本，以促

進漢語神學學科的規範化。

總體而言，該作品可以被歸納為三個方面：第

一，「漢語學術神學」是什麼，它和「學術神學」、

「漢語神學」有什麼區別。第二，將基督教研究作

為國內學術界學科體系的一部分進行構建的可能

性和必要性。第三，結合國外大學神學體系的建設

經驗，國內學術界應從哪些方面進行基督教研究，

應如何加深對基督教研究的神學方法和學術規範

化。這三方面分別回答了是什麼、為什麼、怎麼做

的問題。此外，筆者還結合該書提出建立漢語學術

神學體系的一些建議。

一、漢語學術神學及相關概念解析

作者從三方面對漢語學術神學這一概念進行

闡述。首先，它是關於耶穌基督的上帝的言說，與

《聖經》相結合。其次，它的表述語言是漢語，神

學的產生發展與漢語文

化圈。第三，它是學術

性而非教會性的，其生

存平台是中國內地的學

術界而非教會的神學院
[3]。

隨後，作者對「漢

語學術神學」的概念與

其他概念進行區分。作

者認為，「漢語學術神

學」作為一種「大學神

學」，與「教會神學」相

區別。「教會神學」把其

他宗教都看做「他者」，

基督教信仰是教會神學

的最高標準。雖然理性

特別在「信仰尋求理

解」之中佔據重要位

置，但理性總是在「信

心」之下或之後。而「大學神學」（也稱「學術神

學」）研究者則遵循「理性原則」，強調「以知求

信」、「以知求知」、「理性位於信心之上」[4]。

「漢語學術神學」區分了信仰與漢語神學，是

作者為解決當前學界在「教會神學」和「漢語神

學」研究中的誤解和分歧提出的。由於當前學界的

漢語神學研究者包含了「信徒」和「非信徒」，人們

會不知不覺以「教會神學」的標準和傳統來要求漢

語神學，而漢語神學又以自己的學術性、超教派性

或非教派性來為自己辯護，以致於雙方都有道理，

可都又無法說服對方。為此，在充分考慮了「教會

神學」的特點之後，作者結合「學術神學」和「漢語

神學」，專門提出「漢語學術神學」的概念，通過

「學術」這個定語來對「漢語神學」進行限制，或

者說只限制討論漢語神學中的「學術性神學」，強

調其非教會性和學科體系性，免得對話雙方互相

誤解[5]。

另外，作者還提到了「漢語學術神學」與「宗

教學」之間的區別。「漢語學術神學」作為一種基

督教神學，主要是從基督教傳統的內部來研究基

督教，而「宗教學」性質的基督教研究則主要是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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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宗教傳統之外的視角來把基督教當成人類宗

教信仰之一來進行，完全不受基督教教義或其他

特定宗教觀點的約束[6]。從研究方法上來看，「漢

語學術神學」採用了宗教學、人文學和基督神學三

種方法。這表明宗教學的原理和方法只是漢語學

術神學的其中一部分，這兩個概念不完全重合。

總之，「漢語學術神學」與這些概念的區分，

使得「漢語學術神學」的特點更加鮮明：第一，非

教會性，作為一種學科，它跟教會神學沒有從屬關

係，也並非教會信仰或任何宗教活動的一個部分，

漢語學術神學研究者不以認信為必要前提。第二，

學科體系性，漢語學術神學是漢語人文科學中的

一個分支，是人文學、基督教神學和宗教學相混合

的學科，它包括漢語學界所有以宗教學和人文原

理和方法對基督教進行的研究。第三，「漢語」性。

它是「漢語神學」的一個下屬概念。作為「漢語神

學」中的重要部分，「漢語學術神學」能夠通過挖

掘漢語的歷史文化資源，減少基督教文化與中國

文化之間的隔閡。

二、漢語學術神學學科體系構建的

可能性和必要性

基督教是自西方的大學誕生以來的人類學術

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但是對基督教研究是否有

理由在學術界作為學科體系的一個部分生存，國

內目前似乎仍有異議。為解釋漢語神學學科構建

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一方面，本書提到了西歐基督

教研究的發展歷史對漢語學術神學體系的構建的

示範作用，另一方面，作者也提到了構建漢語學術

神學對學科發展的意義，以及漢語世界的基督教

研究所面臨的亟待解決的問題。

大學、神學、宗教之間的關係的發展，表明了

基督教研究對於大學發展的重要性，也體現了將

基督教研究作為一個學科體系的可能性。作者提

到，西歐大部分中世紀建立的大學是從基督教會

的座堂學校和其他教會所建立的機構發展而來。

其他學科（如哲學、藝術學科）的建立、教學和研

究是為了充當神學的輔助課程[7]。在之後的發展

中，宗教改革重新確立了西方既有的教會、大學跟

神學之間的關係。路德是聖經研究院的教授，他

強調自己的教師身份和博士誓言，發誓將堅守聖

經的真理並且宣言聖經。這樣一來，宗教改革也

就成為大學裡的一個部分[8]。神父的職責也發生

改變，他們需要在大學學習新的神學內容以進行

講道和教導。可見，神學在大學的體系建立與發展

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與西方形成鮮明對比，基督教研究在國內是

位於非常邊緣的學科或只作為預備性的學術資

源，距離建設專業性的神學學科為期尚遠。基於以

下三個原因，我們有必要建立漢語學術神學學科。

首先，基督教在漢語世界中面臨知識結構等問題，

亟待解決。很多漢語學者對其教義信仰、行為習

慣和機構組織的知識型掌握上都有先天的欠缺。

其次，建立漢語神學學科，有利於我們對真理的價

值判斷。談論基督教跟非基督教特別是中國宗教

文化之間的關係，為了做到客觀和公正，學者們有

必要從基督教的傳統內去看待它自己以及基督教

跟其他宗教文化的關係[9]。第三，我們擁有建立漢

語學術神學學科的優勢。我們擁有西方神學沒有

的研究資源：傳統文化的三大資源和多樣性的當

代文化資源[10]。漢語學術神學學科的建立有利於

我們對研究資源進行整合，並呈現更為豐富和多

樣性的作品。

儘管目前在漢語世界的學術神學研究中，只

有香港中文大學的崇基學院和台灣輔仁大學設

有基督教神學的研究，但是學術神學已經在國內

學界獲得了一定發展，並為國內大學學術神學學

科體系的建立奠定基礎，如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

宗教研究所所長和宗教會會長是宗教學的代表人

物，以劉小楓和何光滬為代表的香港漢語基督教

文化所在漢語神學領域頗有建樹。加之西方大學

的基督教神學研究為漢語世界構建神學學術體系

所提供的經驗，相信假以時日，漢語學術神學研究

能夠建構自身的學科體系與學科規範。

三、漢語學術神學學科體系的建構

方向

在該書中，作者將漢語學術神學構成因素歸

納為：經驗、啟示、聖經、傳統、教義、漢語文化、

神學家個人的神學作品和理性。在綜合考慮了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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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類別 研究對象 分支學科 研究目標 研究方法 進深課程的
選修方向 推薦課本

聖經神學
（解經
學）

研究聖經
的內容

舊約、新約、解
經學的練習

解釋和發現
文本的意
思，努力客
觀地進行詮
釋

聖經批評
法、接受美
學、文本批
評法等

早期基督教
中的女性領
袖、新約經
文注評等

《聖經概
況》、《舊
約概論》等

歷史神學

研究基督
教會和基
督教運動
的歷史

古代教會、中世
紀教會歷史、宗
教改革、虔誠主
義，宗教複習運
動和理性主義、
當代教會歷史

弄清楚教會
或基督徒是
為什麼按其
固有的方式
來活動

技術性方
法、詮釋性
方法等

第三世界教
會歷史、中
國教會史等

《基督教會
史》、《中
國古代基督
教及開封猶
太人》等

系統神學

以某種秩
序來介紹
基督教信
仰的核心
問題

宗教哲學、教義
學、普世神學、
神學倫理和社會
倫理、宗教神學
和差傳學

「建構」或
「製造」某
種體系

概念分析
法、系統分
析法

教義歷史和
神學歷史、
教義學上的
普世主義等

Five Types 
of Christian 
Theology，
《基督教概
論》等

實踐神學
（應用神
學）

研究宗教
團體

普通實踐神學、
宗教教育學、教
會社會學

為教會活
動、發展及
對其進行評
價提供知識

藝術研究方
法、系統方
法、經驗方
法

禮儀和證道
學、教牧輔
導和心理學
等

Practical 
Theology 
and 
ualitative 
Research等

宗教學
從宗教外
部觀察分
析宗教

狹義：宗教歷史
學、比較宗教
學、宗教現象
學、宗教心理
學、宗教社會
學、宗教人類
學、宗教地理學
廣義：宗教哲
學、宗教神學、
宗教批評學

認識宗教現
象的本質，
揭示宗教產
生和發展規
律

縱向描述、
橫向比較、
現象學探究
和精神分析
方法

佛教、印度
教、比較宗
教的當代視
角等

《世界宗
教》、《宗
教學是什
麼》等

表1： 基督教研究在神學傳統中的五個分支學科（筆者根據該書歸納）

語學術神學的八個構成因素之後，作者通過五個

部分介紹系統的學科體系，以促進漢語學術神學

研究的規範化。這五部分內容主要突出以下三個

特點。

第一，為漢語神學學科的建立提供參考模

板。作者分別介紹了聖經神學、歷史神學、系統神

學、實踐神學、宗教學，並根據上述五個內容的框

架來構建漢語學術神學的體系。每個部分都介紹

了學科的誕生和發展歷史、研究內容、研究對象

和研究方法等內容，並推薦了一到兩本教科書。作

者對這五個部分進行了極為詳細而精彩的闡述。

為更簡潔地展示這一部分內容及凸顯各門學科的

特點，筆者將書中所闡述的五門學科的核心部分

以表格（表1）的形式呈現。囿於篇幅，筆者還未將
許多重要內容歸納在內，比如每一門學科發展的

歷史等內容、對神學研究方法的評價等。另外，作

者還聯繫了國內的研究現狀，發現在國內對這五

個內容框架的研究中，聖經神學和實踐神學被忽

視，提出需要在這兩方面進行補充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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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作者所提出的諸多建議經過了實踐的

檢驗，具有可行性。作者主要參照芬蘭赫爾辛基大

學的基督教神學研究，為漢語學術神學研究提供

了切實可行的建議。一方面，該書對個人的研究學

習提供指導。比如在介紹實踐神學時，作者結合了

芬蘭赫爾辛基大學的一些研究項目。作者提到了

以經驗方法研究實踐神學的教會社會實例：芬蘭

神學家Eila Helander在1996年研究的「在傳教語境
裡進行合作的社會學途徑」。作者也提到了歷史

方法的普通實踐神學研究實例：芬蘭神學家Jyrki 
Knuut i la在1990年研究的「芬蘭到1629年為止的
權力和教會機構的婚姻」。作者還提到了用定性

方法研究普通實踐神學的實例：芬蘭神學家Lauri 
Kruusi在1996年研究的「允許訴說和被聆聽：對退
休人員和學生組成團隊的經歷講述的研究」等多

個實例。每個實例都分別介紹了研究對象、研究

方法、研究任務、研究資料、研究成果等內容，具

有較高的參考意義和模仿價值。

另一方面，該書對推動漢語學術神學專業的

設置和學生的培養有著積極的意義。以赫爾辛基

大學的宗教學研究為例，在完成基礎學習之後，學

生的下一步目標是掌握關於宗教、宗教團體和宗

教生活的知識，不但要了解自己所熟悉的宗教而

且要了解陌生的其他文化語境中的宗教。大學特

別注重培養學生擁有實踐知識，並能繼續就自己

所特別感興趣的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

第三，為初學者普及了神學的基本內容。這五

章內容主要目的是建構漢語學術神學學科，但是

在通過對具體學科的建構描述中，作者也為初學

者了解神學提供了一把鑰匙。一方面作者提到了很

多基督教發展中重要事件。如在「聖經神學」那一

章就概括了舊約和新約的重要事件，如：上帝創造

世界、懲罰世人、特選亞伯拉罕做萬國之父、從出

埃及到應許之地、以色列亡國的經過、耶穌的生平

和生活，以及他復活之後對門徒的顯現等。在歷史

神學部分，在闡述歷史神學的內容即教會在歷史

上的進展，在進展時的阻撓以及教會如何克服或

度過艱難的發展情況和過程時，作者講述了基督

教前三百年從猶太地區的小宗教團體如何克服困

難變成羅馬帝國國教的事件，不僅使歷史神學的

學科定義更為清晰，也使讀者了解了基督教的早

期發展。

另一方面，該書也幫助讀者認識了神學的一

些重要術語。如在系統神學部分介紹系統分析這

一方面時，作者提到當個別獨立表述的內容被放

入更大的整體框架中去觀察時，這個表述內容會

發生變化。很多基督教傳統中的重要概念像「羅

各斯」和「靈」既出現在古典神學中，也出現在希

臘哲學中，但出現了這些術語的神學語句，因為跟

基督教相聯繫的關係，它們所表示的意義就跟基

督教之前的哲學表述中的意義大不相同[11]。這無

形中幫助讀者認識了「羅各斯」和「靈」等神學重

要術語及它們在不同語境下的不同意義。

四、對於體系建構的一些建議

漢語學術神學學科體系的建立意義深遠，但

漢語學術神學學科體系在國內的建立仍任重而道

遠，為此筆者結合本書，針對現有的一些問題提出

一些建議，以平衡漢語學術神學研究中學者與教

徒、西方與本土、學科特點與學科交流之間的張

力。

首先是形成漢語神學的學術共同體。作者所

說的漢語學術神學研究者包括了大陸的「文化基

督徒」、部分教會基督徒、非基督徒的人文學者和

宗教學學者以及活躍於大陸的有海外背景的基督

徒學者，凡是以理性的學術規則來研究基督教的

學者都是漢語學術神學研究者[12]，他們在該體系

建構中發揮著主體作用。但是由於這是漢語世界

促成一門可以產生學術對話的神學學科，一門由

精英階層的學者參與的具有漢語文化思想要素和

人文學術的基督神學[13]，目前的科研人員儲備尚

不充分，而接受過專業學術訓練的教徒更少，存

在信仰方面感受不深的問題。為此，「漢語學術神

學」應不再局限於教會和信徒之內，也不囿於基

督教研究的學術圈之中，而是促進他們之間的學

術與信仰交流，將更多的人吸納到漢語學術神學

研究的隊伍中來，形成研究漢語學術神學的學術

共同體，從而增強漢語學術神學的話語權。

其次是在現代化背景下，塑造漢語學術神學

的本土話語與研究工具。該書提到的芬蘭的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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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神學研究體系，對我們建構漢語學術神學學科

體系有重要的借鑒意義。芬蘭的教育體系根植於

西方基督教研究，很多非西方世界的研究者雖然

很自然地會基於自己的傳統，從自己的立場出發開

展研究，但是他們使用的工具卻是歐洲或北美製

造的。誠如作者所提，我們必須結合自己的經驗。

當西方的宗教話語在中國的播撒使得中國本土話

語中成為他者話語的挪用或引伸時，我們應當學

會創造自己的研究工具，保持本土思想和價值信

仰的自洽性和合法性。[14]為此應當注意的是，要結

合儒釋道傳統文化與當代人的生活境遇，從精神

上真正引起國人共鳴，滿足國人的精神發展需求，

從而擴大其影響力。

最後是在加強學科之間的交流的同時，維護

自身學科特點，推動宗教學的學科建立。基督教作

為一個研究對象吸引了宗教學、哲學、社會學、歷

史學、文學等多學科的關注，這為基督教研究提供

廣闊發展空間的同時，也要求漢語學術神學需要

明確自身的學科屬性，以防止被其他學科所歸化。

因為中國的學科體系安排，宗教學一直是位於哲

學之下的二級學科，研究和教學只發生在過去二、

三十年之內，許多方面還有待發展和深化。[15]基督

教研究作為一個學科需解決自身特點確立問題，

以使宗教學成為一級學科，而不再依賴於其他學

科，從而促進漢語學術神學體系的建立。

五、總結

黃保羅教授在《漢語學術神學：作為學科體

系的基督教研究》一書已經很好地完成了他所提

的目標——建立漢語神學的學術規範。他解釋了
漢語學術神學及相關概念，闡述了這一學科建立

的可能性與必要性，並為研究人員以及學科的建

立提供了切實可行的研究途徑。作者在實現這一

目標的同時，還結合國內外神學研究，就當前漢語

神學提出一些問題，促進了漢語神學的學術探討。

比如，作者提到了和卓新平教授對學術神學不同

的認知。卓教授認為，學術神學是宗教學原理和研

究方法在基督教神學領域中的具體應用，作者則

認為中西方的學術神學不是單純以宗教學的原理

和研究方法為依據的。作者通過芬蘭赫爾辛基大

學神學和在基督教不佔主流地位的中國內地學術

界的例子，論證漢語學術神學是宗教學、人文學和

基督神學三種方法並用的，雖然其存在和發展平

台可能是在中國大學的宗教學系，最起碼部分學

者使用的是基督神學的方法。因此，學術神學並不

一定只是以宗教學的原理和方法對基督教進行研

究[16]。他不僅對學科的定義提出了獨到的見解，也

與國內學界在漢語神學的學科體系的探討上進行

對話[17]。這些學術交流促進了漢語學術神學的發

展。

此外，在介紹西歐特別是芬蘭的基督教研究

經驗時，作者沒有照搬，也不僅僅只是停留在介紹

層面，而是結合國內的漢語神學研究現狀，指出了

諸多漢語學術神學學科發展的關鍵問題。如作者

提到芬蘭的基督教研究主要集中在赫爾辛基大學

的神學院，宗教學系則主要研究非基督教的世界

各宗教以及基督教跟這些宗教之間的對比問題，

而在國內，由於基督教不是中國內地主流宗教等

原因，承擔宗教學研究的主要是哲學宗教學系、歷

史學系、社會學系和文學系，採用比較宗教學的人

文主義方法。因此，中國內地的基督教研究是宗教

學和神學的混合，但畢竟二者是不同的學科。我們

需要從這個角度來思考和反省漢語學術神學的成

就、困難和挑戰。作者提出的這一點相當重要，因

為國情差異，中國並非一個基督教國家，中國的學

術神學不可能完全是神學性質的，我們必須結合

自身的情況，才能正確地將西方現有經驗為我所

用。至於具體的探索模式，作者給出了芬蘭模式，

如何使其為我們所用、真正在學科體系構建上實

現突破，還有待進一步探索。為此，筆者給出了一

些拙見，如形成漢語神學的學術共同體、建構與使

用漢語學術神學的本土話語與研究工具、加強學

科之間的交流的同時維護自身學科特點、推動宗

教學的學科建立等。

總之，《漢語學術神學：作為學科體系的基督

教研究》一書不僅有利於讀者了解西方基督教神

學和漢語學術神學的相關概念、發展歷史、研究

方法等諸多重要內容，也為我國為建立漢語學術

神學的學科規範打下基礎。一代代學者努力使基

督教神學成為漢語文化思想的結構要素和人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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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的組成部分，但正如文中所提到的漢語神學面

臨的種種挑戰，建構漢語神學學科仍道阻且長。

這不僅為該書所提到的漢語學術神學體系設置提

出挑戰，也更進一步表明了本書作為一種基督教

神學進入中國主流文化的嘗試，為基督教研究融

入中國文化的主流而在中國的學術領域獨立成為

一門學科奠定良好的基礎有著非凡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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