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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言 

徐濟時 

 

 

華大地近年出現兩岸大不安，餘下數月或升温至臨界點。結果若是一石（戰）激起千重

浪：不單觸及台海，勢同步涉及南海、波及港澳、甚至殃及全球，災劫「無遠弗屆」（原《書

經》惟德動天非也）。由此，政治經濟會大動盪、社會文化將大變遷，華人基督徒和教會絕不

能置身事外。我們作為「神國度子民」，除了禱告，可能作出力挽狂瀾的見證？ 

 

中華神學研究中心，更在新冠肺炎伴咱們成長三年有多。疫情與全球的政經動盪同步並進，帶

給世界的影響不斷浮現，人類極可能踏向另一大歷史。回顧西方自工業革命得勢向全球輸出其

軟、硬、鋭實力，現正重整其勢再闖。然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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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需覓底再思。敝中心承載「更新」使

命，乃是忠於聖經的「神學尋更新再發展」（請瀏覽網頁諸文章），更是務求神學落到福音廣

傳、教會成長和個人見證的實處。

 

今期專訪的楊慶球牧師，是一位在中港加三地廣泛投入於神學教育、教會牧養和文字事工的牧

長。原來，少年時他幾乎受洗加入摩門教（若是必任上領袖無疑）。他的艱辛成長、努力求

學， 體現了孟子（告子下）所說「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

膚......」。請看他精誠的故事。 

 

梁燕城、屈思宏兩位博士來文，皆啟自成中英的「本體詮釋學」，大發神學異彩。梁讀博士師

從成氏，後者創立的《中國哲學季刊》、《國際中國哲學學會》、《國際易經學會》等皆影響深

廣，乃與杜維明齊名的新儒家至尊。梁文〈天人合一與上帝感通：本體的明覺仁愛與神人的相

融互攝〉，提升一代史家錢穆所倡的「天人合一」思想：將西方之長的認知詮釋與仁愛正義連

合，把知性與善性合成一圓教系統。文中認定，明覺知性和仁愛善性乃三一上帝的基本之性； 

神造人並予神形象以確立「親情關係之本體」， 其上達「神人相融互攝」之境以完成天人合一

與上帝感通。屈文〈坎陷與創造：大乘基督教生命詮釋學〉， 延續前幾篇「耶佛對話」，試從

本體詮釋學發展出「大乘基督教」的生命詮釋學，就是犧牲自我以成全他者。這工夫補足牟宗

三的「良知坎陷說」，靠賴聖靈成全他人而同時成就自己。梁屈二人深思之作，幸勿錯過。 

 

本人續寫〈神學不能失系列三：早期信徒必讀的實踐神學（中）〉，繼上篇《十二使徒遺訓》、

續釋《革利免一書》、《革利免二書》、伊格那丟兩書信、《坡旅甲致腓立比人書》、《巴拿巴書》

這幾篇早期教會視為正典的文獻；還介紹未被華人學者關注的《彼得講道》，帶大家一覽西方

神學前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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