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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走向中華神學研究 

梁燕城 

 

引言：本文為梁燕城對中華神學架構的最早構想，建立初步的思路和方向，由此可知當時的想

法，以後按這思路陸續有各種新的研究課題出現。 

中國基督教與新時代神學反省 

景教碑記載第一位基督教宣教士來華，「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占青雲而載真經，望風律以

馳艱險。貞觀九祀，至於長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齡總仗西郊，賓迎入內。翻經書殿，問道禁闈。

深知正真，特令傳授。」時為西元 635 年。從景教來華算起，基督教傳入中國已有一千三百多

年，然而經過唐代和清初兩次政府的全面消滅，直到基督新教馬禮遜 1807年來華，二十多年只

帶了十人受洗，1842 年之後才正式大規模傳入，至今有二百年的歷史，其間多次受到政府與文

化的排斥，但到二十一世紀已有數千萬至一億信徒了。 

 

在西方歷史裡，基督教興起也受到羅馬帝國的多次迫害，也被希臘羅馬的主流文化排斥。自基督

復活後，無數信徒經流血犧牲，使福音深入人群之中。到第一世紀末，使徒時代之後，基督教就

進入了神學反省活躍的「教父時代」。這個時代是基督教融入希臘羅馬文化的偉大過程，並因此

使基督教生根於西方文化，不但不被排斥，且已成為西方文化不可分的精神資源和價值元素。 

 

中國基督教也反省到融入中國文化的問題，早在十九世紀後期，已有些具學養的中國基督徒反

省中國文化與信仰的融合問題，思想散見於當時的《教會新報》與《萬國公報》，作者有張更生、

劉常惺、鄭雨人等。1他們發表的文章雖未算正規神學著作，但也初步觸及神學問題，是中華神

學的最早反省。經過二十世紀頭五十年種種國難和內戰，中國基督教開始有更多神學反省，如趙

紫宸、賈玉銘、徐寶謙、張亦鏡等人都付出努力。2 

 

二十世紀後五十年，1949年至 1979年在大陸的神學研究空間收窄，中華神學反省多在海外，有

更多系統性的理論嘗試，在中國改革開放後，大陸教會也大大發展，產生了一批基督徒知識分

子，開始作出神學反省。如今中國基督教已有根基，全球華人信徒估計最少超過三千萬，估計最

多一億多。中國本身經濟與社會高速發展，GDP位列全球第二，中國文化的價值正在全面復興，

社會產生很多新問題，貧富差距正拉遠，龐大的弱勢階層急需關懷，如何建立公義、廉潔社會及

有仁愛與道德的人間，是迫切問題。中華民族仍在艱苦前進，在這全新的處境下，中國基督教須

 
1 這方面的綜合研究，可參考邢福增，《文化適應與中國基督徒：一八六 O 至一九一一年》（香港：建道神學

院，1995）。 
2 這段歷史的綜合研究，可參考林榮洪，《中華神學五十年：1900-1949》（香港：中國神學院，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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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索其在二十一世紀中國民族文化中的新定位，以下是三個反思的大方向： 

 

1. 如何在新世紀尊重、承擔、檢討和更新中國文化 

 

今日中國文化傳統價值在中國本土正在復興、重整與更新，要融會和吸收馬克思主義、西方傳統

價值、後現代文化及基督教精神等，企求吸收世界文化的優秀價值，以建立後後現代的中國文

化。 

 

基督教在此須深入而正確地了解傳統中國文化的價值，包括哲學、文學、藝術、歷史等，通過深

度的體會、欣賞、肯定、檢討、並加以超越的反省，使中國文化成為神學思想的資源，尋索信仰

生根於中國之道，回答中國人所問的獨特神學問題，並在堅持聖經核心真理的同時，以中國思維

的方式消化信仰的基要真道，以中國的方法和課題重新架構，建立適切於中國人心靈的神學框

架。此中既要參照西方神學，更要擺脫西方神學的希臘、羅馬及啟蒙運動的思想方法和框架。 

 

一個用中國心靈消化的基督教神學，既從基督教文化傳統充分了解西方精神優秀之處，又完全

體會中國境界的深度，可以成為橋樑，溝通中西，帶來兩大文明的彼此參照。同時也投入中國文

化的重建與更新，建造一個深度的新中國文化，其中能融合基督那公平正義、超越反省及無條件

愛眾生的精神。 

 

2. 如何承擔民族的命運 

 

中國人在近現代歷史中經歷深重的「文化創傷」，3因著百多年的苦難，民族在回應現實挑戰時常

有不合常理的反應，如義和團之亂、軍閥內戰、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改革後的商業騙局、官員

貪腐等。中國基督徒須像基督道成肉身進入人間一樣，以恆久的忍耐、寬諒和愛心，醫治民族的

內在創傷，協助中華民族重建信心、盼望與愛心。 

 

中國基督徒應深入而全面地了解中國近現代歷史，對中華民族的苦難有體會，對其發展的命運

有承擔，面對當前歷史的新契機，進行神學反思，探討信仰與現實歷史的關係，特別是天國的神

學意義，如何落實為以仁愛美善貢獻中華民族之道。中國基督徒不但要傳福音，也須以天國公民

身分，成為有道德的現世公民，投身於當前這歷史，與中國人同行，了解和分擔民間的疾苦，提

供各種改進的建議給政府，協助改革走得更為完善。 

 

 
3 耶魯大學社會學大師謝腓理(Jeffrey C. Alexander)提出文化解釋的一個新理論模式，名為「文化創傷」(Cultural 

Trauma)。他用這觀點探索群體的歷史災難，如何影響了民族文化的集體意識。參考 Jeffrey C. Alexander, Ron 

Eyerman, Bernhard Giesen, Neil J. Smelser and Piotr Sztompka,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另可參考梁燕城，〈文化創傷與百年苦難的理則——探索一個新的詮釋

歷史和社會模式〉，《文化中國》第 55期（溫哥華：文化更新出版，2008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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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與當前中國社會相適應，關愛每一個人 

 

中國急速發展時，產生社會上很多難題，中國財富大大增加，但貧富差距也擴大，貧富懸殊隱涵

衝突的危機。中國社會的處境，一方面是農村與城市民工形成龐大的弱勢階層，貧困與不平帶來

很多苦痛，另一方面是世俗化社會形成貪婪與自私的文化，富裕與中產階層心靈空虛，社會權貴

在道德上鮮廉寡恥，這些都形成發展中的危機。 

 

中國基督教須在嚴峻的社會現場中作「道成肉身」的神學反省，以行動實踐基督那無條件的愛，

關懷扶持貧困弱勢者，以崇高的品格建造社會的道德，對當前中國社會的精神和物質需要提供

支援。 

 

在這三大方向，過去宣教士都曾努力過，第一個是利瑪竇的模式：尊重文化，第二個是李提摩太

的模式：承擔民族困難和改善民族處境，第三是戴德生的模式：與困苦者同行，見一個中國人，

愛一個中國人。4今日須綜合這三大模式，以基督徒的投入，達致中華文化的更新。 

 

這也是我與一隊有愛心的人在 1994年成立「文化更新研究中心」之動力，「文更」奮鬥三十年，

理想是盼望基督教能與中國文化和好，也能全面貢獻於當代中國的發展，以愛的行動醫治歷史

創傷，以尊重和對話更新中華文化。我三十年來投身參與中國的發展，出版了超過一百期《文化

中國》，建立學術文化對話的平台，也進入貧困農村和城市民工中，了解民間疾苦，到 2023 年

底資助了 21,000 多人次貧寒學生，對有能力的都供到大學畢業。此外也向中國政府提交過三十

多個改革建議書，它們反映民間疾苦，及提出社會改進的建議，包括教育、醫療、文化寬容、宗

教自由、民工處境、尊重人權、符合國情的民主體制等，政府都聆聽，也有實行部分建議。這都

是我們反思「中華神學」時的背景。 

中華神學的方向 

中國基督新教發展到第三世紀，當是進行深入反思神學的年代，若要生根於中國，必須以中國

思維方法，及以中國處境消化及架構聖經真理。這稱為中華神學。 

 

何謂「中華神學」，在探討之時，應先區分「基督信仰核心真理和價值」與「基督教文化傳

統」。所謂「基督信仰核心真理和價值」，是指基督教聖經的基本信仰是上帝的啟示，其內容

核心是宇宙有一位無限完美、公義慈愛而有性情位格的上帝，祂創造天、地、人，人用自由選

擇了與上帝隔離，產生了罪的狀態，而形成人間的衝突和痛苦，上帝道成肉身成為耶穌基督，

經歷人的悲歡離合，最後被釘死十字架上，承受人類苦與罪，而後復活，帶給人救贖，並永生

 
4 梁燕城，〈基督信仰處境化三模式與當前中國——利瑪竇、李提摩太與戴德生比較〉，《文化中國》第 68 期，

92-103。李金強、吳梓明、邢福增編，《自西徂東：基督教來華二百年論集》（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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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盼望，因祂的復活，使天國的博愛與美善在地上出現，但要待基督再來，才全面建造新天新

地。這是信仰的核心理念，是基督教的普世性真理。至於「基督教文化傳統」並非普世真理，

只是當基督教傳到一些文化區時，人對普世真理的文化詮釋。 

 

自教會建立以後，信仰傳到不同的文化，就會遇到不同文化的人問的問題，人們按文化獨特的

思維和處境，來建立其神學，因而產生了「基督教的文化傳統」。在印度、中東、歐美均有基

督教文化傳統，由於信仰最早傳入希臘羅馬文化中，為了回應希臘羅馬人所提的問題，產生了

西方神學的反省，經過幾百年與西方文化的交融，終成功生根於西方文化之中，成為歐美文化

的泉源，目前基督教文化以歐美的傳統最為龐大及最有代表性。歐美基督教傳統當然十分偉

大，但必須認清，這是基督教真理的西方文化詮釋，不等如是基督教核心的普世真理。 

 

基督教最初傳入中國的時候，是一種西方神學所建構的基督教。西方神學是因應西方文化中的

問題而開始，例如三位一體、基督論等都是為了回應希羅文化的問題而產生的，當代神學則依傳

統課題去響應近代啟蒙運動的理性思想，及二十世紀以來如海德格爾、伽德默、哈貝馬斯、德里

達及利奧塔等對神學的挑戰。但當傳教者將一些西方文化的思想結論帶入中國的時候，往往會

發覺這些問題並不是中國人感興趣的問題，也不是中國人所重視和反省的問題。對中國人來說，

由於文化的背景，他們對基督教的看法會有不同的神學思考。當中國基督徒接受了基督信仰核

心價值後，嘗試從中國文化的思維方法，按中國處境作神學反思，用中國人的心靈消化和架構聖

經的真理，建立神學結構，我們可稱之為「中華神學」。 

 

「中華神學」不同「本色化」(indigenization)思想，梁家麟提到本色化的討論主要圍繞如何使基

督教信仰能在一個非基督教的文化中傳播、發展和生根，但往往割斷了基督教的傳統。5這觀點

有一定的洞見，表明了本色化有可能為遷就文化而扭曲了信仰。但梁家麟的看法只論到表層的

問題，因為他說的基督教「傳統」，不等如是基督教的核心真理和價值，這「傳統」只是西方

文化中的基督教神學，原是基督教在西方的本色化。若如前所言，先區分「基督教核心真理和

價值」與「基督教文化傳統」，則關鍵問題是「中國本色化」的後果，會不會扭曲了「基督教

核心真理和價值」。 

 

更深層的問題是，「本色化」一詞已先假定一套西方的基督教傳統，為了向中國人傳福音，就

要將西方基督教「本色化」，這當然會扭曲或割斷西方傳統了，後果就變成不倫不類。恰當的

做法，是先走出西方思維所架構的基督教文化，回到聖經原始的信仰核心價值，再以中國的思

維方式重構神學思想，那就是「中華神學」。 

 

「中華神學」也不同「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思想，因為「處境化」有時譯為「語境化」，原

是語言學家所用的詞，信仰處境化是以聖經為上帝的話語，普遍的真理，但這話語如何能與人溝

 
5 梁家麟，《徘徊於耶儒之間》（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97），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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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傳遞給不同文化和語言處境中的人呢？Flemming 定義處境化為：福音進入一具體歷史文化

處境中的活力而完整的過程，處境界定為各種不同的界限，如區域、種族、文化、語言、族裔、

社會及經濟狀態、政治結構、教育、性別、年齡、宗教和神學的傳統、世界觀和價值（即受眾的

「生活世界」）。6這觀點是從宣教意義上，為傳福音之目的而作的思想，一般處境化反省，先假

定有一套西方的正統基督教是普世真理，為宣教而作出一些調整，配合中國處境。中華神學則認

為西方基督教傳統是文化的，不具普世性，聖經的核心真理才是普世的，當西方基督教進入中

國，不單為方便處境而反省，且須進一步以神學反思為主軸，尋求深入了解中國文化，包括哲

學、宗教、文學和藝術，並且體會、欣賞與掌握，也對基督信仰基於聖經而來的核心真理價值，

有深度的委身、經歷與理解，再融會貫通而後建立一體系，是為「中華神學」。這不只是為了宣

教或護教，而是一深刻的神學建設。 

 

「中華神學」也不同於「漢語神學」，雖然兩者都是因應中國大陸基督教的興起而作的努力，

大家方向很接近，漢語神學中有些神學創作也是中華神學定義下的作品。主要分別在於「漢

語」一詞的語境性太重，而未能表達中國文、史、哲、藝的深度反思，而其出版的著作很多是

神學與西方當代最高的哲學對話，包括很多西方神學的翻譯，誠然貢獻很大，但那是用漢語討

論的西方神學，卻不是立根於中國哲學與文化的神學反思。 

 

「中華神學」也不同於今日華人教會部份人所推的「歸正神學」，「歸正神學」來自改革宗神學

(reform theology)，亦即加爾文派神學，由於加爾文用非常清晰的邏輯系統表達神學，其後加爾

文主義利用歐洲啟蒙運動的理性方式，將聖經語句放在命題真理的系統中，建立聖經真理。這種

神學的優點是清楚地將聖經作理性化處理，真理系統簡明而高超，但結合並非來自聖經的啟蒙

運動思想方法，把基督教變成一套抽象冷硬的命題系統，高高在上，失去了信仰作為一種敘述

(narrative)的豐富生命內涵與情懷，而且是純近代西方的結構，因此排斥中國式思維，也與中國

心靈格格不入，而容易被中國人視為傲慢自大。「中華神學」嚴格持守福音真理，但並不陷入啟

蒙運動式的抽象真理中，卻強調用中國文化的思維和理念去建構聖經真理，並由此可進入中國

人心靈深處而生根於中國。 

 

「中華神學」與以上各種神學不同，主要分別在於它擺脫了西方神學的思維框架，經過方法論上

的「非希臘化」(dehellenization)過程，不再用希臘與啟蒙運動的思想方法組織聖經真理，也不再

用西方形而上學的概念，如存在、實體之類描述上帝與世界。「中華神學」正視中國的思維方法

與理念，中國不重抽象性的邏輯推論，卻重具體的、可通過修養去體驗的真理，也重整體性和關

係性的思維。中國神學反省，必須能運用中國的思維方法和特有理念，如道家的道、虛靜、儒家

的仁義、天命及易學天、地、人、太極等理念，建構中國基督教的神學。這使神學擺脫了西方的

思路框架。 

 

 
6 Dean E. Flemming, Contextualization in the New Testament: Patterns for Theology and Mission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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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神學」反思中國人所提的焦點神學問題，與西方文化所提的很不同，須按中國的思維方式

回答。七十年代新儒學大師的掌門弟子蔡仁厚就曾提出儒家與基督教的八大焦點問題，就完全

與西方神學不同，當年除了周聯華牧師回答外，本人就提出一個不同西方的、具中國特色的神學

理念和結構去回答，後來編成《會通與轉化》一書，這是基督教與唐君毅及牟宗三等新儒學的第

一次對話。7我在其中提出「道體論」（Taology 或 Daology）理念去探討上帝，「陷溺其心」理念

去探討罪等，這些都是「中華神學」的嘗試。 

 

「中華神學」正面面對儒、釋、道思想提出的問題，反思從中國思維來作神學的正面回答，絕不

迴避，也不會簡化地將問題放入西方框架來處理。如儒家很重視道德良知，這種道德良知是否能

夠令人得救呢？若不能夠，是什麼原因呢？儒家的聖人、道家的至人、真人，佛家的佛與菩薩，

都屬「肉身成道」，這與「道成肉身」的基督有何異同？又中國文化主流以性善論為本，對於基

督教中「罪」的觀念相當抗拒，特別是「原罪」的觀念。如何以中國文化的特色和概念來處理罪

的問題，如何用中國哲學理念來解釋「罪性」呢？如孟子提過的「陷溺其心」、宋明理學的「氣

質偏差」等，與罪的理念有何異同呢？這些都是中華神學反省的重要焦點課題。 

 

「中華神學」從聖經反思和處理中國哲學的「終極真理」問題，例如中國上古經典所描述的「上

帝」，「中華神學」拒絕未經研究就說兩者毫不相同，或未經概念區分就視之為等同，卻要深入探

索、消化和辨別。此外中國哲學中的終極真理如太極、太和、天及道等等的理念，神學須依聖經

找尋一些溝通點，統合融會，而又不失去基本信仰立場，關鍵在確立具有性情位格的上帝，並在

理論上安放「太極」和「天」的理念在神學架構中。 

 

「中華神學」須反思佛家的「緣起性空」與道家的「無」與「無為」思想，尋索從基督教聖經及

神學反省中，理解「空」與「無」的定位，在神學上打通「空」、「無」與「道」的智慧，建立空

的神學及道體論的神學，使「中華神學」得以貫通和超越佛道哲學。 

 

以上這些方面均是「中華神學」要思考的問題。這是逃避不了的，若不打通這些思想脈絡，基督

教在中國雖然信徒不少，但仍難以生根於中國心靈中。 

 

中國文化不單有高層哲理，也有深入的實踐修養工夫，以證悟真理，高知識階層講修養境界，民

間則有氣功與武功。基督教也有長遠的靈修傳統，「中華神學」須反思中國修養與信仰靈修之異

同，並從神學上詮釋境界與氣功的現象，而不簡化地視之為邪靈工作。 

 

上面所論的是對中國哲學與文化的反省。另一個很嚴峻的問題是，基督教傳入中國的時候是西

方迫害中國最甚的時候，因此宣教士與西方文化扯上了關係，讓中國人認為宣教士與西方帝國

主義是同一陣線的，從而引起了很嚴重的誤解。中國在近二百年救亡圖存，要找尋中華民族的命

 
7 蔡仁厚、周聯華、梁燕城，《會通與轉化—基督教與新儒家的對話》（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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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要重新建立自己，這種歷史的傾向在中國當代發展中很重要。基督教神學如何探討中國時代

性需要的歷史問題呢？如何以基督教承擔中華民族命運的角度來發展基督教？基督教如何能適

應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的現實呢？這些亦是「中華神學」須要深入反思的。 

 

今天我們須要以中國人的心靈消化基督教，然後以中國人心靈所產生的問題探討中國的神學思

想。只有通過中國人的心靈消化基督教，才能夠一方面讓基督信仰對中華民族的命運有所承

擔，另一方面使基督信仰與中國文化的概念交會與融合，使基督教能夠在中國生根。 

 

要深入探討建構中華神學的可能方向，須走出西方希臘、羅馬、現代與後現代的概念框架，研

究中國的思維模式，包括關係理念、整體網路理念、感通理念、具體真理觀的理念、修養與靈

魂上溯的工夫、古中國上帝觀與上帝啟示的上帝觀，及中華神學的方法論等。從新理念整理神

學思維，並研究如何建立一個中國基督教的宇宙觀，以回應民間宗教的種種現象。建立了中國

的基督教思想後，可以尋到新的中西結合思想方式，以中國哲學克服後現代西方的「自我中心

主義」與「虛無主義」，以中華神學滋潤西方神學與哲學，最後克服全球性的精神空虛與迷惘

問題，帶來全球文明的更新，這是「中華神學」的最高理想。 

 

中國境界的領悟與境界神學 

我十三歲讀老莊，十五歲研佛書，開始靜修，在信基督前經歷六重境界，可歸結為三重領悟： 

 

1.十七歲時，被靈界多次困擾，堅持心靜如水，突然領悟，天地因緣起滅，萬法性空，通體透

明。大學時隨霍韜晦學佛法，二十一歲研講華嚴，全身震動，悟萬法相攝相入，事事無礙，一

微塵可觀三千大千世界，並且心生無盡大悲。此為佛的境界。 

 

2.十八歲時觀一花一木，鳥獸魚蟲，悟天地萬物，各有其所由之道，此道先地生，寂兮寥兮，

為天下母。唯有以虛靜靈明之心，除去成心與執著，可體會天地之大道流行，生息萬化。大道

即空即有，是宇宙之智慧。此為道的境界。 

 

3.十九歲時讀梁漱溟，二十歲追隨唐君毅與牟宗三，反省內心，發現對人間苦難有一不止息的

惻隱與悲憫，這是人的仁心，原是天命之性，乃宇宙本體，充天塞地的靈明。二十一歲時大悲

湧流，生生不息，在寒冬為植物枯死而悲哀，但忽見枯樹在寒風中，露出新芽，忽悟上天有無

限創造性，與我心靈仁德的湧流，是同一的本體，天人原來自一仁善之本體，天人本合一。此

為儒的境界。 

 

因天是仁愛悲憫之體，故天應有情，讀《詩經》《書經》，知古人信上帝，為終極的宇宙親情。

遂學孔子向天禱告，尋求與這終極的悲愛根源感通，即遇上帝派來的基督徒，遂研讀聖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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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上帝曾對人間有直接啟示，且道成肉身成為耶穌基督，在人間經歷悲歡離合，以十字架上極

大的痛苦，擔當眾生的苦難，寬恕人類的罪過，然後死而復活，將苦罪轉化為仁愛新生命。任

何人回復單純真誠的心，即可從信心開放，直接與上帝無限之恩情大愛感通，而得大喜樂。這

是一特別的救恩，上帝的恩情，只有通過基督才能體會。 

 

本人明白基督教之核心，是宇宙親情對人的啟示，不同儒道佛之為哲理和內修的宗教。研究歷

史材料與證據，知耶穌復活是當年多人目擊的事實，並非百年後口傳的神話。遂以純全之信心

開放靈性，接受基督，即時榮光照臨，聖靈能力從神聖世界流入，身心光明，即悟基督確是上

帝，乃得大樂。 

 

以後心如晶瑩水晶，閃耀靈光，並再經八重境界，包括愛仇敵，即體證而知所信是真實。緣起

性空是上帝從無去創造天地之本，大道無形是上帝創造之規則，仁心流現是上帝賦與的靈性。

儒、道、佛均為聖人對上帝創造秩序的真實體悟，不涉及救贖，故不同於上帝的直接啟示與人

得救之道，義理上屬不同層次與範圍，只要在神學上區分創造(Creation)與救贖(Redemption)之

不同義理結構，則信仰與中國文化處在不同義理的意義結構中，並無衝突。人若深探各教之境

界，可發現這些境界是通向認識上帝的階梯。故我在讀博士時深研孔孟與易學，之後多年以深

研佛道儒與基督為主，發表了過百篇論文，數千短文，尋求基督教中國化之道。 

 

在其中努力統合不同思想和學派，初步反省見於二十七歲時以故事形式寫的《慧境神遊》及三十

多歲時寫的《會通與轉化》等著作中，四十多歲時開始作體系性建構，綜合成五十一歲時出版的

《中國哲學的重構》一書，從生活世界及心靈之覺性為本，分析心靈如何構作對世界的認知，及

如何領悟事件的真實本體，再描述心靈不同層次的領悟，建立一個境界哲學的系統，從不同境界

詮釋人對真、善、美及佛、道、儒的體悟，並以這境界的層次展示上帝的境界及啟示的可能性，

使人的存在成為開放向上帝的聆聽者。這境界思想體系是中國佛道儒哲學與神學接通的關鍵理

論，這亦是中華神學生根於中國文化的一個始點，可稱為「境界哲學與神學」。 

 

恩情神學與感通、神遊與參贊天地等神學 

 

境界哲學和神學是由人的反省和領悟，作「上回向」的思路而達致肯定上帝，但基督的核心是上

帝的主動啟示，是上帝與人立約，以恩典下臨人間，建立神人的親情關係，這是「下回向」之思

路，我由之而建構「恩情神學」，這是中華神學反省的第二步。 

 

之後我寫了十多篇中華神學的論文，探求神學與《易經》、《道德經》和《莊子》的融合，其中亦

包括回應西方後現代哲學，及分析馬丁．布伯(Martin Buber)、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和海

德格爾(Heidegger)與中華神學的關係。提到「三極感通神學」（又稱「關係感通神學」）、「參贊天

地神學」及「造物者與人遊的神學（簡稱神遊神學）」等等神學反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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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關的論文有五十多篇，討論德里達、哈貝馬斯、利奧塔、伽德默、福柯(Michel Foucault)等

思想大師與中國哲學如孔子、孟子、朱熹、王陽明、老子與莊子等的比較融會，並從《易經》推

出「感通的本體詮釋學」及天、地、人的「他者共在」和諧思想模式。這一切研究，是嘗試從儒

道哲學建立一個後後現代的網絡宇宙觀，配合當代科學上的宇宙起源論及量子力學，構作融會

中西哲學與文化的「關係感通本體論」，解除後現代之虛無主義。最後由這「關係感通本體論」，

建立中華神學，由關係與感通理念解釋三位一體、道成肉身、罪與苦的形成、救贖的復和、上帝

國度的實現及未來新天新地之來臨。其中也包括對歷史責任的承擔，研究仁愛、公義、民主及和

諧的制度與實踐，研究城市的理想設計及空間的正義、研究使人身體暢順發展、人性得實現的文

化與社會條件，由這「關係感通本體論」使神學、哲學、宗教學、社會學與城市學的研究得到融

會統合。 

 

西方基督教經幾個世紀才初步發展出西方神學，中華神學體系也不是三兩個人努力可以完成，

二十世紀已有多人作過努力，希望以後有一團隊的人不斷寫作，產生系列作品，完成中華神學創

建的重大使命。 

 

中華神學課題 

 

1從中國哲學基源問題探索中華神學：論內聖外王8 

2 中華神學之起點一：生活世界與他者共在關係9 

3 中華神學之起點二：關係與感通10 

4 中華三一圓教思路11 

5 中華神學論奧秘—從中國哲學之道、玄、神看上帝之奧秘12 

6 中華神學論人：人為萬物之靈的神學意義13 

7 中華神學論精、氣、神與靈魂體14 

8 中華神學論成聖之學與人的神聖化(Theosis)15 

9 中華神學論緣起性空與空愛圓融16 

10 中華神學論三一圓融與如來藏真心17 

 
8 載《研究季報》第 2 期 2021 年 1 月。 
9 〈回到生活與他者共在關係〉http://ctrcentre.org/ 
10 〈中華神學之起點：關係與感通〉http://ctrcentre.org/ 
11 載《研究季報》第 1 期 2020 年 10 月。 
12 〈道之奧秘─中華神學論中國哲學的道、玄、神〉http://ctrcentre.org/ 
13 〈人為萬物之靈：中華神學論人〉http://ctrcentre.org/ 
14 載《研究季報》第 4 期 2021 年 7 月。 
15 載《研究季報》第 6 期 2022 年 1 月。 
16 載《研究季報》第 7 期 2022 年 4 月。 
17 載《研究季報》第 8 期 2022 年 7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