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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言 

徐濟時 

 

 

華神學」蘊釀多個寒暑，終能正式開展，感謝上帝。 

 

這一中華民族需要而創生「公家」的神學運動，無意要建立一家一派之言，先此明告。這運動在待

産階段遇上新冠肺炎打擊全球而令世界出現大變局，帶給全球華人教會的挑戰和機遇甚大。我們憑

信前望，這神學運動會邁向生機旺盛，配合我民我族未來發展所需。 

 

每一個運動往往由個人生發和少數人推動，但運動要健康發展下去，就需要開放給更多志同道合的

人參與，免落入神學威權和精英主義。因此，我們設立網頁開出幾個平台和製作季報作出定期推導，

為的是廣開言路。以下稍作介紹： 

 

這個中華神學研究中心的網上平台，在主頁欄顯示了中心的「十個神學定位」和「五個研究範圍」，

廣邀賢士和置好園地，以招聚有心有力人士開墾。 

 

關於這一神學研究中心成立的來龍去脈，主頁的〈中華神學研究 項目簡介〉， 扼要地向各位作出

了介紹。至於何謂「中華神學」，請閱放在主頁的〈中華神學導論〉， 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院長梁燕

城，以其研究專長作了一番講論，值得特作撮述如下： 

 

梁文先回顧基督宗教自景教來華一直跌宕起伏的歷史，而今中國崛起的同時，國內基督教亦奇妙地

壯大。這局面有三大方向可予反思：第一，如何在新世紀尊重、承擔、檢討和更新中國文化？第二，

如何在近世國人久經的「文化創傷」中承擔民族的命運？第三，如何在中國當前諸般危機下信仰能

適應社會並關愛人民？ 

 

經檢討過去宣教策略，梁文提出利馬竇、李提摩太和戴德生三種各具代表性的傳教模式，而他多年

嘗試在「文更」事工中綜合落實三者，得出寶貴實踐經驗、可契合中華神學。 

 

文章後半部，具體帶出他認為中華神學的方向，這包括：指出過往基督教在本色化和處境化下工夫

不足；今後應從基督教融入西方文化的大傳統，轉向以中國文化來消化聖經中超越文化的核心真理；

簡評漢語神學和歸正神學；提倡神學方法論上的非希臘化，以回應儒釋道中國式思維所提問題。 

 

最後，梁文提出中華神學應處理的系列課題，如修養與成聖實踐(感通倫理學)、信仰境界如何高於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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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釋道境界、在後現代進行後後現代的神學反省等。 

 

全文內容充實而豐富，達八千多字，是推動中華神學的建言與示範，但並非設下規限，盼有識之士

也積極參與討論。 

 

此外，本中心特設兩組研究人員， 除了被邀入局的，也歡迎主動參與的。 出任「研究團」或「客

席研究」的賢士，並非指學術能力或聲譽地位等差别，只是提供更大空間予有心研究者有適合的位

置(日後亦可換位)發表文章。 因目前是開創階段，這方面的研究者尚未熟識這個研究中心的各方

面。所以，待網頁公諸於世，讓有心於此研究的人，多有了解，才進一步邀請和吸納。所以，兩組

研究人員勢將日益增加。 

 

目前上載文章，除核心成員幾篇外，有周漢燊介紹近年興起的猶太釋經特色，有馮耀榮採取現今針

對敘述文體的解讀法細析大衛王朝一次政治事件和拆解「神旨意不會改變」這傳統神學命題。二人

的文章反映了這個研究中心擁護任何與時並進的嚴謹學術探索，認定如此有助於推動中華神學。 

 

再者，論到中華神學研究中心所設的《研究季報》， 因受疫情影響，暫未有印刷版。 這一份季報，

日後每期都儘量推出一位人物的訪談，如我們在今期創刊號訪問了周永健牧師，一位在華人神學界

和亞洲神學參與上甚具代表性的長輩，為半世紀的華人神學教育娓娓道來。 

 

此外， 我們在每期季報都會精選一些文章， 全文或節錄刊出，其中包括三個供發表文章的專欄。

至於投稿詳情，見主頁該項：「研究成員、讀者和神學生」的共識設定及投稿事宜。 

 

中華神學的哺育，殊不容易，中心網頁特設「閱讀推介」作為這方面的神學資源，也歡迎大家引介

學術性書籍和文章(可包括網文但非網址也非視頻)，彼此豐富這方面的探究。誠然，傳來的一些好

書好文，有機會在季報特予介紹。 

 

運動是理想的踐現，但任何運動最重要的是人。有心於「中華神學」的人，大多年紀不輕，需要後

繼有人，使運動延續下去，以免花果飄零。歡迎您作出任何形式的支持與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