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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言 

徐濟時 

 

華神學研究絕非不吃人間煙火、走入學術象牙塔的研究。我們重視處境神學，使神學不

離地；我們關懷困苦世界，盼世界有出路。上兩世紀，高舉聖經的西方神學，遇上各地戰亂不

安，就推動「末世神學」並窄化為離地的「只等主來」、視罪惡世界無藥可救而不予理會，指

唯一出路就是「信耶穌得永生」。所謂純正信仰的教會，不少以探究「主再來於何時」相關經

文，為屬靈追求的至要，華人教會趨之若鶩者眾。 

 

到本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令舉世眼前一亮，國內教會繼港台教會，亦一一脱貧。從「無產階

級」至「中產階層」的信仰純正信徒成了大多數。大疫之後講壇缺乏時代信息，他們眼見世界

打打殺殺、世人吃吃喝喝，在失落失望中不少亦被世間潮流同化，尤其在面對「世界火藥庫」

一一點燃下，仍跟隨世界及時行樂：以報復式消費追回失去幾年的「人生意義」！以避難式心

態各自尋覓「去風險」的人生後路！ 

 

此情此境下，我們再次發出〈新年特稿：使地上和平也屬耶穌的「大命令」〉，以回應「棄我去

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之無奈，務求推動各層次、各模式基督信仰之

和平。正因為，傳福音實是「傳和平／傳平安」的福音，深盼信徒／教會，先於世人承擔這和

平使命。懇請您從聖經釋出的和平，尋出和平的豐盛神學意義，並委身其中，成就耶穌的「大

命令」。 

 

梁燕城博士經年累月推動的中華神學，誠為其至愛和最上心之事，今期再思〈中華神學導

論〉，為要將他原初這方面構思整理一番，好讓讀者更能掌握「中國思維的神學」（如道家的無

為和虛靜、儒家的仁義和天命、佛家的緣起性空和易學的天、地、人、太極等理念），這有別

「西方思維的神學」是要擺脫西方神學的希臘、羅馬和啟蒙運動的思想方法（如不用西方形而

上學的概念、抽象性的邏輯推論），從而「建立後後現代的中國文化」。他重提其綜合利瑪竇、

李提摩太和戴德生三模式，以基督徒委身於各模式，達致中華文化的更新，包括哲學、宗教、

文學和藝術等領域，不只是為了宣教或護教，而是更深的神學建設也！

 

本人繼續書寫「神學不能失系列四」，探討早期教會神學之最亮點：追求 100分「實踐主道」。

身處危難的他們，將耶穌的教導不單牢記入腦，更是竭盡所能實踐出來，在備受壓迫下活現出

「無能者大能」，震驚世界，改變帝國。可惜二千年後的今天，他們的見證榜樣已遺忘於神學

教育。拙文重新揭示這一另類群體令人五體投地的言行。文章摘錄四份文獻精警之言，作出析

讀，首文獻展示早期基督徒 17項特徵，必令你嘖嘖稱奇、備受激勵。 

 

收筆之際，收到台灣某神學院來函稱對這季報「內容印象深刻」，祈盼您也在其中大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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