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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神學之道》序論 

從中國文化到中華神學 

 

我出生在香港，六歲時在陽台放風箏，看到夕陽西下，然後天上星星出來的時候，我哥哥問了

媽媽一個問題，坐火箭飛到天空什麼時候才到盡頭，媽媽說是沒有盡頭的。那是我第一次啓

蒙，想到什麼叫沒有盡頭，什麼叫無限？然後跟著也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突然就想到，如果

這一切萬物未存之先，究竟「無」是什麼？如果宇宙有個起源，起源之前是什麼樣子？我那時

候進入一種虛無飄渺的體驗，但也很釋放快樂，一種思想上的滿足。 

 

十歲時爸爸因國內三年自然災難，憂國憂民，產生思覺失調症，變成很可怕的人，天天不工作

在家抽菸駡人，當最需要父親的形像去崇拜時，我失去了父親，從那個時候我就開始體會什麼

叫痛苦。由於這些經歷，我很快去追求宇宙人生的答案，所以十三歲我就買了《莊子》和《老

子》來看。 

 

十四歲初中三時，由於遇到一個讀西方文學的英語老師，他講莎士比亞和西方文學，又引起我

對西方文化的興趣，我先讀歌德的《浮士德》、但丁的《神曲》，很喜歡王爾德(Oscar Wilde)

的唯美主義(aestheticism)，然後讀西洋哲學史，看柏拉圖、尼采、笛卡兒，還有存在主義。 

 

到十五歲開始看佛學的書，最先看日本佛學大師木村泰賢的《人生的解脫與佛教思想》及《原

始佛教思想論》，知佛教是追求解脫痛苦的，遂對佛教產生了興趣，不但研讀，且實踐打坐，

尋求解脫得道。讀《因是子靜坐法》，靜修呼吸而入定，這是我早期人生裡面一個關鍵的變

化。在打坐入定期間我領悟萬象因緣起滅的境界。到十七歲的時候，我用虛靜心觀天地，忽然

領悟天地萬物都依循無所不在的大道，每一物都有其道路規律，這是易學的思想，萬有變易中

有不易之道。 

 

到了十八歲，開始產生對國家民族重建的理想，看到中國近代史很悲慘，希望中國富强，先是

讀梁漱溟的書《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發現中國儒家文化的價值，是重人性及人的生命，然後

看唐君毅寫的書，對中西文化比較更為深入，所以我就迷上唐君毅所展示的宇宙人生及中國智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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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暑假隨大學團去台灣，在阿里山觀玉山日出，旭日從遠山雲彩中升起，突然體會我跟天地

同為一體，我在宇宙內，宇宙在我內，融為一體。心中湧出大慈悲仁愛，視天地衆生與我生命

連結為一，一時證悟宋儒程明道「仁者與天地萬物渾然成為一體」的體驗，同時也證悟佛家的

「同體大悲」。 

 

十五歲到二十二歲的三重領悟，第一是體悟佛學所描述的變幻無常、因緣起滅，萬法皆空；第

二體悟是道家與易學所描述的變化中有不變天理、道通為一；第三體悟是儒家所描述的仁愛良

知，天人合一。而後卻由儒家之內在超越，走向了上帝。 

 

儒學核心是人有普遍美善之心性，以仁愛正義為本體。儒學又以人的仁愛是從天而來，與宇宙

同一本體。人性的仁愛來自天，則天的本性應是仁愛，如果天是仁愛的，天應該是有性情的，

孟子也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順人之情而出，就是善，故善必連著性情。如果天有性

情，我由儒家作深層反省，慢慢移向接受一個有仁愛性情的天，而與上帝的理念接近。讀中國

書經與詩經，發現中國古聖人祭祀上帝，而成後來祭天儀式。 

 

我原是想隨儒家修養學做聖賢，但是我發現良知的真誠惻怛呈現是真實的，不過不能長存不

息，達到三月不違仁，人心中也有男女情欲、貪婪驕傲、自我中心，時會波濤洶湧，這是人內

在善於實存上常會扭曲，而有所陷溺。修養淺的人，往往一有領受就以為已成聖成佛，修養深

的人卻更知成聖不易。 

 

這個時候聽唐君毅講倫理學，講到基督教倫理學的核心是人陷在罪的隔絕中，人跟上帝斷了關

係，而後與天、地、人隔絕，困於自我中心。耶穌基督釘死十字架，承擔人類罪的刑罰，寬恕

和釋放所有人，上帝既寬恕人類的罪，人也應該彼此寬恕。唐先生一言驚醒，罪的描述如當頭

棒喝，當經歷人性中的「罪」，即明白為何千百年來人類不肯跟從聖賢或覺者的道路？人類歷

史為何如此殘暴？現實上人為何如此自私和虛僞？都是因為「罪」。 

 

那時我就把《新約聖經》從「羅馬書」開始讀，一直讀到「啓示錄」，結果羅馬書第七章裡描

述罪的問題很清楚，保羅說：「我也知道，在我裡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

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我就開始知道，基督教是何等精深揭示人的陰暗面，基

督信仰在對付人類最難的問題，就是罪的真實性。讀「加拉太書」更清楚，耶穌基督通過釘死

與復活，完成對罪的潔淨與人心靈的救贖。 

 

我在中文大學認識一個基督徒同學，也讀很多哲學與中國文化的書，成為好朋友。他邀請我去

他們的教會青年團契，在那裡遇到很多基督徒大學生，我用儒道佛、印度教與西方哲學問各方

面問題，信徒們都不懂回答，但我發現這些人有一點令人驚異的，就是他們能夠跟上帝感通，

這恰恰就是我從修煉不能達到的。他們很多是香港殖民地教育讀英語出來的，不懂中國歷史文

化，但有一種通到上帝的喜樂，他們禱告是真的在與上帝溝通，不是表面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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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自己求問上帝，像孔子一樣禱於天，問究竟是一切宗教殊途同歸，還是耶穌基督是通上帝

的道路，在這個時候我就感到一種臨在的啓示，明白跟從神的生命是屬靈性的，通上帝之路是

一窄門。跟從人的宗教與哲理，是屬世界的人文價值，不同於救贖之道。救贖的生命與人間哲

理，屬靈與人文價值，分屬不同層次的義理，不必衡突。於是開始從信心接受，由基督去感通

上帝。 

 

稍後我決定獻身，完全放下了學問修養，獻出一生給上帝，一時心中自我圍墻溶解，虛通無

礙，實時體會聖靈榮光，如活水洶湧進入生命，上帝向我呈現其神聖世界，流入現實的我心，

這成為我人生另外一個大領悟。不久後，上帝卻交付我一個使命，放下一切，成為一個僕人，

獻身給中國人民，一生為中華民族文化的重建奮鬥。 

 

八十年代初，蔡仁厚與周聯華兩人是中國新儒學與基督教的重要人物，新儒學掌門大弟子蔡仁

厚對基督教提出的八大焦點問題，周聯華從西方神學回答，但和蔡仁厚並沒有真正對上了話，

基本上是各講各話。當時我仍在跟隨成中英讀博士，但敢於與這些大學者進行對話，因自認為

我從十八歲與唐君毅老師會面，在新儒學大師門下已十三年，也讀了基督教神學，思考從中國

思維方法消化基督教也有八年，已摸索了一條會通和對話的道路。在夏威夷期間，一九八四年

我寫了《會通與轉化》一書，回答蔡仁厚對基督教提出的問題，提出自己年青一代的新思考，

我在《會通與轉化》中的觀點，也成為一個經典性的中華神學反省。這書中的中華神學思路，

成為以後我從事的文化中國運動和文化更新工作的思想基礎，擺脫了西方神學的框架套路。 

 

除了《會通與轉化》的神學反省外，我在二十六歲構思《慧境神遊》時，是由中國哲學的佛道

儒境界為起點，一步步以不同境界的層次，上溯到上帝呈現的境界，基本上是由哲學一步步走

入神學。從多重境界去理解人生，我分成六重境界，第一層次是生活的世界，第二境界是覺悟

空性，體悟緣空和無常變化。第三境界是體悟道通為一，道是宇宙萬化變中的不變法則，也是

天地之根源。第四境界是體證人心性來自天，人性本體是仁愛。然後第五境界證驗天之無限，

是隱含性情的真理本體，然後到第六境界是上帝的主動的呈現和啓示。這是從唐君毅境界哲學

的思路入手，到發展成境界神學。 

 

過了好多年之後，我將《慧境神遊》的思路，寫了一本書叫《中國哲學的重構》，通過境界哲

學來講中國哲學，然後從境界哲學裡面講到神學。從境界怎麼講神學，講到上帝存在及啓示的

可能，就沒講上去了，因為講基督教方面我覺得功力還不夠，就沒有再寫了，要到十多年後寫

《八福的沉思》，用八福講靈修的八重境界，才完成境界神學。 

 

中國剛開放時，回國看到那時發展十分艱苦，文化衰靡，為了重建祖國的文化靈魂，遂在海外

發動一個救國運動，可以說是救文化精神的運動感到是上帝交付的使命，在海外成立了「文化

更新研究中心」。我們認為要救中國，要先救文化，救自古以來的智能與精神價值。在溫哥華

我和三十個有心人分享中國的遠象，每人捐一百加元(六百多人民幣)，用三千塊加元(約二萬人

民幣)開辦籌款晚會，想不到各方反應熱烈，籌到六萬加元(近四十萬人民幣)，就創辦了學術季

刊《文化中國》。辦刊物是很艱難的，原想把錢用完了就不辦了，但沒想到我在海外教會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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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宣講以基督信仰關愛中國人，以新時代中國文化重建中國人的骨氣與尊嚴，及建立基督教與

中國文化共融之道，得到了海外華人的認同和支持，所以一做就做了三十年，《文化中國》也

出了超過一百期。那時，我真感到神蹟出現了。剛開始使命時，香港商業電台與我聯絡，請我

回港主持早晨重點時事評論工作，年薪一百二十萬港幣，這是高薪的工作機會，但我想，當時

四十二歲，人生下半場是為了祖國重建，還是為了高薪厚職。最後還是選擇了神聖之路，我放

棄了這機會，甘心拿最低的薪酬生活，目的是去服侍中國人。 

 

2000 年我發現中國城市有很多農民工，生活艱苦，在農村留下以億計的留守兒童，又有不少初

中畢業的少年女孩出城當勞工，有些淪為陪酒女郎令人心痛。那時蘭州大學請我過去交流，我

趁機在甘肅考察農村貧困。之後到北京與中央民政部交流，見部長嚴明複，和他探討少女農民

工淪為妓女的問題，他指出關鍵在幫助女孩完成高中教育，又派人帶我到河北的農村了解，我

開始深入了解學校及學生的貧困處境。然後到 2001 年，我們籌到一筆兩萬加元的錢，那時候

加幣匯率很高，大概有十四萬人民幣，在貧窮也區可資助兩班學生一年所需，於是建立了一團

隊，開始了農村扶貧助學工作。至 2022 年，文化更新在加、港、美三地華人團隊已共同幫助

超過 21000 人次的孩子完成教育，很多已成為國家的人才。這二十多了我們盡心以無條件的愛

對留守兒童，算是我們在這大時代的參與。 

 

我也在實踐中知道中國現實上存在的很多問題，我能真誠而坦率地向中央政府提出建議，由於

善意和誠懇，官方都能認真聽取並盡可能去解決。由此我也參與了改革大發展，提出過數十個

建議。 

 

後來遇到中國社科院的卓新平和北京大學的張志剛教授，我們一起交流和探討，共同提出了

「基督教中國化」的研究課題。事實是我幾十年都是努力使基督教能生根中國，與中國文化融

通，也跟中國社會實况能夠結合。基督教只有進入中國文化的精神深處，並且用中國思維消

化、用中國話語表達，才能中國化，才能在中國裡面生根。這是從神學與文化上的會通，並在

三十八年前，我在《會通與轉化》一書，就已提出「非希臘化」，提出「基督教中國化」的說

法，我是做了幾十年的研究，找到了從儒道佛轉入基督教的思想通道，伊斯蘭教我也做了研

究，理論上也找到溝通之路。 

 

總結文化更新參與貢獻祖國三十多年的實踐和反省，開啓了三條基督教中國化的路：一條學術

文化的道路，與利馬竇接近，一條民間草根的大衆關愛扶貧的路，與戴德生接近，一條同中國

官方的接觸（反映和建議），與李提摩太接近。結果三條路在中國全都走通了，這可不是基督

教中國化了嗎？ 

 

這一切發展到信仰與中國文化的深層融通，就是中華神學的理論建構，我到 2021 年開始下筆，

寫下數十年對神學與中國精神的深層反省，構建中華神學的雛型，成為此書。我既是承傳中國歷

史文化的學者，也是持守聖經而有靈性體會的中國基督徒，在這中西古今中外大交匯的文化磨

蕩與融通中，由十三歲開始讀古書，至今沉思了五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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