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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言  

徐濟時 

 

 

上一期特稿期盼中國在後疫世界造福和平，即見 3月上旬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在北京會談，

達成協議恢復外交關係，沙伊中三方為此發表聯合聲明；該兩國最高領導人，不久亦表示同意

到訪見面。雙方修好之快，西方學者皆預料不到，更料不出中國竟能助雙方在近期關係步向谷

底之時，突然復交。奉行政教結合的中東兩大國，此際外交上「死局」，脱出美國一向主導的

中東政策，露出生機，邁向和平。這事或對化解昔日某些神學爭拗的「死局」，有所啟發。 

 

梁燕城博士書寫自己少年時代至今的信仰之思：〈從中國哲學到信仰基督的學思過程〉，這是他

評論時局以外的另一面，也是「神學的梁燕城」的一個面相，可予人一個「更深的」層次認識

他，了解他為何過了古稀之年仍停不下來。請勿錯過這一個為理想而活的故事。 

 

多倫多大學訪問教授鄭家楝，上一期〈從梁燕城「境界神學」看中國哲學的資源與限制〉續談

下去。這一位皈依基督信仰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哲學研究室前主任，表示對基督教神學與中

國傳統文化的溝通融合「不似梁燕城博士那般樂觀」，但「理論上樂見其成」。他認為梁氏「一

方面肯定心靈自我超越的無限可能性，另一方面亦指出啟示的介入乃是信仰的前提。」這靈性

方面正可補滿儒家思想的根本核心「與心性論相統一的境界工夫論和自我救贖的信念」。這一

番會通是鄭氏洞見。 

 

成為本中心客席研究的屈思宏博士勤於筆耕，接連佛學上研探寫成〈大乘基督教理學及其工夫

論 — 由朱陸所啟發的思考歷程〉。他稱在宋明時代的「性即理」、「心即理」之說乃水火不

容，而「大乘基督教」以人的內外相應可使之相通。此文從朱熹理學與陸象山心學，以基督教

文化心靈九境的聖子與聖靈密不可分的三一關係基礎，整合「性即理」與「心即理」；再以理

學的終極關懷在工夫論上，開出大乘基督教的工夫論。屈氏新一輪學術爬耕，盼勿錯過。 

 

南洋學者楊應正，投來獨特的〈從宏觀與微觀對比：反思東亞與西亞孝道〉。本文採用「比較

經學」進行經典互讀、互釋，「根據《周易》《禮記》《論語》《孝經》四經整理出儒家孝道部分

內涵，並配合摩西五經及耶穌的大孝之說，嘗試歸納、提出東西新孝道結合美景」的芻議。楊

氏的力作，補足西方神學欠奉的孝道。 

 

西方神學發展屢經跌宕，從歷史的大範圍梳理，可知不是單純的神學問題，往往也涉及其他問

題。二千年來一些重要著作，被有意地或被無意地忽略，未傳至今代，在神學教育上缺席。本人

回應以「神學不能失系列」，先探討學者察辨的語文思維，再開墾失傳中歷代經典。首文〈拉丁

和兩希語文的思維之別〉，盼帶出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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