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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評介 

《中華神學五十年 1 9 0 0 - 1 9 4 9 � ，林榮洪著。香港：中國神學 

研究院，1 9 9 8年 0 xix + ( l ) + 5 5 6頁。 

基 督 教 （ 新 教 ） 來 華 之 發 展 ’ 至 二 十 世 紀 上 半 葉 ， 由 於 中 國 時 局 

巨 變 而 出 現 了 空 前 之 變 化 。 1 9 1 1 年 辛 亥 革 命 後 ， 結 束 清 朝 君 主 王 朝 

體 制 ， 進 入 民 主 共 和 國 之 新 時 代 ° 然 而 ， 隨 之 而 來 者 卻 是 内 憂 外 患 

之 此 起 彼 伏 ’ 從 而 掀 起 國 人 反 帝 愛 國 之 民 族 主 義 狂 潮 。 基 督 教 即 在 

此 一 時 代 背 景 下 ， 先 後 歷 經 1 9 0 0 年 庚 子 拳 變 以 及 二 十 年 代 「 非 基 運 

動 」 兩 次 重 大 反 教 事 件 ， 使 過 去 以 西 方 差 會 （ m i s s i o n a r y s o c i e t y , 

基 督 教 之 傳 教 組 織 ） 傳 教 士 為 主 之 中 國 傳 教 事 業 ， 逐 漸 轉 變 成 為 華 人 

自 立 教 會 之 創 設 與 發 展 。 此 後 基 督 教 遂 得 與 中 國 社 會 結 合 而 成 長 。 

因 此 ， 二 十 世 紀 上 半 葉 無 疑 為 基 督 教 入 華 史 中 最 為 重 要 ， 以 及 極 具 

研 究 意 義 之 時 期 。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前 後 ’ 中 外 史 家 已 紛 紛 投 身 此 一 時 期 之 研 究 ， 著 

述 成 果 相 繼 出 現 。 其 中 出 身 於 本 港 的 學 者 ， 對 於 民 國 基 督 教 史 的 研 

究 ’ 尤 不 遗 餘 力 者 ， 包 括 葉 嘉 熾 研 究 二 十 年 代 學 生 之 「 非 基 運 動 」 、 

吳 利 明 研 究 教 會 領 袖 對 中 國 社 會 變 遷 之 回 應 、 林 榮 洪 （ 1 9 4 6 - ) 探 討 

二 十 世 紀 華 人 神 學 、 刑 福 增 探 討 基 督 教 救 國 論 、 何 飢 立 對 民 國 基 督 

教 出 版 事 業 之 研 究 ’ 以 及 近 日 吳 梓 明 、 梁 元 生 ， 及 筆 者 留 意 民 國 教 

會 大 學 史 之 研 究 。 上 述 學 者 當 中 ， 最 值 得 注 意 者 ， 莫 過 於 林 榮 洪 。 

林 氏 先 後 任 教 於 香 港 中 國 神 學 研 究 院 及 加 拿 大 安 省 神 學 院 （ O n t a r i o 

T h e o l o g i c a l S e m i n a r y ) ’ 自 七 十 年 代 開 始 注 意 二 十 世 紀 上 半 葉 華 人 

神 學 發 展 史 的 研 究 ， 续 而 不 捨 ’ 於 1 9 8 0 年 出 版 《 風 潮 中 奮 起 的 中 國 

教 會 》 一 書 ， 以 二 十 年 代 非 基 運 動 時 期 中 國 教 會 回 應 作 為 其 研 究 起 

點 ， 此 後 相 繼 出 版 《 王 明 道 與 中 國 教 會 》 （ 1 9 8 2 年 ） ， 《 屬 靈 神 學 

——悅柝聲思想的研究》（1985年）’《曲高和寡——趙紫宸的生平與 

神學》（ 1 9 9 4 年 ） 三 書 ’ 並 編 纂 《 近 代 華 人 神 學 文 獻 》 （ 1 9 8 6年）一 

書 。 林 氏 對 民 國 時 期 著 名 之 華 人 佈 道 家 、 神 學 家 ， 以 及 神 學 言 論 曾 

作 個 案 及 全 面 _ 之 考 查 ° 在 這 基 礎 上 ， 林 氏 毅 然 從 事 對 二 十 世 紀 上 半 

葉 華 人 神 學 史 的 研 究 與 撰 寫 ， 終 於 去 年 出 版 本 書 。 

該 書 從 歷 史 角 度 探 析 上 半 世 紀 中 國 世 變 中 華 人 神 學 思 潮 之 起 伏 

與 動 向 ， 並 重 新 描 翰 其 間 華 人 神 學 的 「 圖 譜 」 ’ 為 當 前 關 於 民 國 基 督 

教 史 不 可 多 得 的 通 論 著 述 。 據 作 者 所 說 ， 此 書 「 以 救 國 重 建 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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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 餘 釋 這 段 時 期 中 華 神 學 思 想 的 發 展 ， 期 望 給 讀 者 一 幅 近 代 神 學 

的 鳥 嗽 圖 」 （ 自 序 ， 買 由 此 可 見 ， 此 書 無 疑 為 二 十 世 紀 上 半 葉 中 

國 基 督 教 神 學 思 想 發 展 史 的 全 面 研 究 著 述 ° 

全 書 首 於 導 論 中 ， 開 宗 明 義 指 陳 二 十 世 紀 上 半 葉 中 華 神 學 思 想 

乃 由 上 帝 敬 示 、 針 對 時 代 問 題 而 衍 生 ’ 從 而 使 中 華 神 學 具 有 「 本 色 

化 」 及 「 處 境 化 」 的 特 質 。 林 氏 將 二 十 世 紀 上 半 葉 劃 分 五 大 階 段 ， 

於 書 中 六 個 單 元 分 別 說 明 中 華 神 學 思 想 之 產 生 、 形 成 與 流 變 的 歷 

程 ° 

第 一 個 單 元 ， 共 兩 章 ， 首 先 探 究 十 九 世 紀 神 學 贊 景 。 說 明 中 華 

神 學 起 源 於 基 督 教 信 仰 與 傳 統 儒 家 思 想 風 習 交 接 衝 突 與 調 協 ° 

第二個單元，共五章，說明第一階段清季民初（1 9 0 0 - 1 9 1 8 )基督 

教 於 改 革 及 革 命 中 扮 演 不 容 忽 視 之 角 色 。 此 一 階 段 首 先 出 現 「 天 道 

振 興 中 國 」 的 救 國 神 學 ， 並 在 世 紀 初 國 人 對 基 督 教 產 生 興 趣 下 ， 促 

使教會自立運動及奮興佈道工作的出現，而西方新舊（自由派與保守 

派）神學思潮亦由此入傳。 

第 三 個 單 元 ， 共 三 章 ， 探 討 第 二 階 段 五 四 新 文 化 運 動 （ 1 9 1 5 -

1 9 2 3 ) 基督教知識份子對於新思潮及反教言論的回應。就其時神學思 

潮發展而言，新派自由神學以燕京大學趙紫宸（1 8 8 8 - 1 9 7 9 )為首，與 

金陵神學院賈玉銘（1 8 8 0 - 1 9 6 4 )的舊派保守神學，相互對立，逐渐淫 

渭 分 明 ， 並 主 導 中 華 神 學 的 發 展 。 此 外 ， 五 四 基 督 教 知 識 份 子 如 余 

日章（1 8 8 2 - 1 9 3 6 )等相繼提出「人格救國」之救國神學言論。 

第 四 個 單 元 ， 共 八 章 ， 縷 述 第 三 階 段 二 十 世 紀 「 非 基 運 動 」 

( 1 9 2 2 - 1 9 2 7 ) 的出現及其對中國教會之衝擊，並論及基督教知識份子 

之 面 對 時 代 挑 戰 ， 紛 紛 起 而 護 教 。 此 即 導 致 中 華 神 學 具 有 護 教 之 特 

色 。 其 時 的 言 論 與 主 張 均 成 為 中 華 神 學 構 成 之 主 體 部 分 ， 重 要 課 題 

包括耶穌是誰的「基督論」、文化取拾的「本色神學論」、基督教與 

國家關係的「政治神學」、科學與信仰之爭辯、基督教與資本主義、 

社 會 主 義 關 係 的 探 析 ， 以 及 「 本 色 教 會 」 模 式 之 論 述 等 ， 而 中 華 神 

學 的 「 本 色 化 」 及 「 處 境 化 」 亦 於 上 述 課 題 中 表 露 無 遺 ， 此 一 單 

元，為全書之重心。 

第五個單元，共四章，以第四階段抗戰前十年（1 9 2 8 - 1 9 3 7 )的神 

學 思 潮 為 探 討 對 象 。 自 蔣 介 石 領 導 北 伐 統 一 ， 在 南 京 建 立 國 民 政 府 

後 ， 內 憂 外 患 未 見 休 止 ， 國 家 雖 努 力 建 設 ， 富 強 仍 然 遙 不 可 及 。 與 

644 



新書評介 

此 同 時 ， 更 因 日 本 侵 華 ’ 國 難 當 前 ， 遂 引 發 侵 略 者 與 公 義 、 仁 愛 信 

仰 準 繩 之 反 思 ° 關 於 日 本 侵 華 之 批 判 ’ 言 論 紛 殊 ， 形 成 「 國 難 神 學 口 」 

之 肇 始 ， 其 間 國 府 推 行 建 國 計 劃 ， 教 會 亦 受 影 響 ， 投 身 農 村 建 設 運 

動 ， 並 在 其 時 發 起 全 國 性 信 仰 復 興 運 動 ， 包 括 由 中 華 基 督 教 協 進 會 

策 動 的 「 五 年 奮 前 佈 道 運 動 」 。 華 人 奮 興 佈 道 家 如 計 志 文 、 宋 尚 節 、 

王 明 道 、 悦 柝 聲 等 帶 動 的 「 自 發 性 復 興 運 動 」 及 「 靈 恩 派 復 興 運 

動 」 ， 從 而 出 現 三 十 年 代 的 「 復 興 神 學 」 ， 而 社 會 福 音 派 與 保 守 派 神 

學 亦 由 此 壁 壘 分 明 。 

第 六 個 單 元 ’ 共 三 章 ， 為 第 五 階 段 抗 戰 及 内 戰 時 期 神 學 （ 1 9 3 7 -

1 9 4 9 ) 的 探 討 ° 八 年 抗 戰 帶 來 上 帝 與 苦 難 問 題 的 懸 思 ， 而 隨 着 國 共 内 

戰 之 爆 發 ， 和 平 與 民 主 建 國 ， 成 為 基 督 教 界 的 呼 聲 ， 然 而 最 终 則 使 

教 會 面 臨 自 由 民 主 與 共 產 革 命 的 扶 擇 。 此 一 階 段 的 神 學 ， 尚 有 值 得 

注 意 者 為 隨 着 二 十 世 紀 華 人 教 會 的 創 生 與 成 長 ， 關 於 教 會 建 立 之 模 

式 與 理 論 ， 備 受 注 意 ， 而 中 國 之 教 會 學 ， 亦 由 此 確 立 。 

作 者 透 過 上 述 五 大 階 段 錯 綜 複 雜 的 歷 史 時 勢 ， 爬 梳 國 人 於 其 時 

發 佈 的 神 學 言 論 ’ 以 課 題 形 式 探 對 ， 建 構 二 十 世 紀 上 半 葉 華 人 神 學 

的 風 貌 ， 並 於 結 論 中 拖 要 地 歸 納 華 人 神 學 具 有 （ 一 ） 新 舊 派 神 學 對 

立 ’ （ 二 ） 濃 厚 護 教 色 彩 ， （ 三 ） 尊 重 《 聖 經 》 在 神 學 上 的 地 位 ’ （ 四 ） 強 

調 神 學 實 效 性 ， （ 五 ） 重 視 宣 教 ， （ 六 ） 政 教 問 題 取 決 ’ （ 七 ） 以 及 具 有 苦 

難 意 識 等 七 大 特 色 。 林 氏 使 讀 者 能 夠 具 體 掌 握 此 一 時 期 華 人 神 學 體 

系 與 結 構 的 特 質 ’ 尤 為 難 得 。 

綜 上 可 見 林 氏 一 書 ’ 對 於 中 華 神 學 之 創 生 、 形 成 ， 與 發 展 作 了 

具 體 而 微 的 研 究 與 撰 述 。 此 書 無 疑 為 中 華 神 學 發 展 史 之 首 本 研 究 著 

述 ’ 其 學 術 意 義 ’ 不 言 而 喻 。 日 後 從 事 中 華 神 學 史 及 其 理 論 研 究 ， 

此 書 自 然 為 必 讀 之 入 門 書 。 其 次 ， 林 氏 於 書 中 緊 扣 救 亡 建 國 此 一 重 

要 時 代 主 題 ， 從 而 說 明 「 新 生 」 的 中 華 神 學 具 有 「 經 世 」 的 特 性 ’ 

中 華 神 學 與 傳 統 中 國 思 想 文 化 ， 由 是 一 脈 相 承 ， 堪 稱 允 論 。 此 舉 無 

形 中 亦 為 近 世 神 學 範 畴 内 的 第 三 世 界 亞 、 非 、 拉 丁 美 洲 神 學 ， 提 供 

重 要 個 案 例 竭 ’ 最 具 意 義 。 基 督 信 仰 雖 具 普 世 特 性 ， 然 而 宣 教 至 

亞 、 非 、 拉 丁 美 洲 ， 其 信 仰 出 現 「 橘 蹄 淮 而 為 枳 」 ， 顯 然 為 不 爭 之 事 

實 ° 今 後 世 界 神 學 如 何 整 合 ’ 當 為 不 容 忽 略 之 課 題 。 

我 國 基 督 教 界 自 二 十 世 紀 以 來 對 於 基 督 教 的 「 本 色 化 」 ， 尤 為 關 

注 ， 其 中 中 華 神 學 之 建 立 ， 最 為 關 鍵 ’ 故 此 中 華 神 學 史 的 研 究 ，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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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為 學 者 所 注 意 。 林 氏 此 書 ， 雖 為 華 文 研 究 此 課 題 之 開 山 作 ， 然 筆 

者 認 為 尚 有 數 點 值 得 注 意 ， 分 迷 如 下 ： 

其 一 ， 中 華 神 學 屬 於 第 三 世 界 神 學 的 一 支 ， 由 西 方 神 學 移 植 本 

土 而 生 。 其 間 尤 以 各 宗 派 於 中 國 興 辦 神 學 院 及 出 版 社 ’ 編 譯 「 先 進 」 

西 方 神 學 著 述 ’ 陸 續 引 介 入 華 ’ 為 重 要 ， 可 視 之 為 中 華 神 學 之 

「 胚 胎 」 ， 故 對 於 西 方 神 學 譯 編 著 述 掌 握 及 其 影 響 之 瞭 解 ’ 尤 屬 必 

要 。 林 書 除 於 討 論 新 舊 神 學 對 立 諸 章 節 中 介 紹 舊 派 神 學 家 賈 玉 銘 所 

著 《 神 道 學 》 一 書 ， 顯 受 美 國 神 學 家 司 壯 （ A u g u s t u s H . S t r o n g , 

1 8 3 6 - 1 9 2 1 )及畢來思（ P . F r a n k P r i c e ) 之 影 響 外 （ 買 1 4 6 - 1 5 0 ) ’ 其餘 

所 論 不 多 。 故 此 ， 對 於 其 時 國 人 有 關 西 方 神 學 著 述 所 出 版 之 譯 編 書 

刊 ’ 顯 然 仍 有 考 查 及 探 究 之 必 要 ， 藉 此 使 吾 人 對 於 中 華 神 學 之 由 

來 ， 獲 得 更 加 深 入 及 具 體 之 認 識 ’ 以 竟 「 清 源 」 之 全 功 。 

其 二 ， 本 書 有 關 中 華 神 學 思 想 的 研 究 ’ 大 多 取 材 於 其 時 屬 於 

「 第 一 線 」 的 著 名 神 學 家 、 佈 道 家 ， 及 文 字 工 作 者 的 著 述 ’ 當 中 較 著 

者有趙紫宸、吳雷川、吳耀宗（ 1 8 9 3 - 1 9 7 9 )、王治心、張亦鏡、王明 

道 、 悦 柝 聲 等 。 此 一 選 取 對 象 ’ 無 可 厚 非 ， 亦 屬 必 要 。 然 而 ’ 同 時 

代 各 宗 派 教 牧 於 教 會 刊 物 所 刊 行 的 講 章 ’ 或 結 集 而 成 之 講 道 集 者 均 

屬 「 第 二 線 」 著 述 ， 多 少 亦 可 反 映 中 華 神 學 知 識 的 程 度 。 若 然 能 就 

其 中 抽 樣 觀 察 ’ 也 許 可 對 華 人 神 學 知 識 及 思 想 會 有 更 為 全 面 之 理 

解 ° 

其 三 ， 本 書 有 關 中 華 神 學 思 想 完 全 以 新 教 為 主 。 事 實 上 ’ 同 一 

時 期 天 主 教 信 徒 日 增 ， 教 會 人 才 亦 見 湧 現 ， 較 著 者 如 英 歛 之 、 馬 相 

伯（馬良’ 1 8 4 0 - 1 9 3 9 )、徐宗澤（ 1 8 8 6 - 1 9 4 7 ) 等 ， 並 且 亦 起 而 倡 導 天 

主 教 的 「 本 色 化 」 。 其 間 之 天 主 教 神 學 仍 有 可 觀 之 處 。 當 前 基 督 新 、 

舊 二 教 ， 亦 強 調 合 一 化 ° 故 此 探 討 二 十 世 紀 華 人 神 學 ’ 天 主 教 的 本 

色 神 學 ， 顯 然 不 容 忽 視 。 近 日 國 内 學 者 顧 衛 民 所 刊 《 基 督 教 與 近 代 

中 國 社 會 》 （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 1 9 9 6年）一書，即相當重要。顧氏素 

重 天 主 教 來 華 發 展 史 之 研 究 ， 而 卻 於 該 書 將 近 代 基 督 新 教 及 天 主 教 

來 華 發 展 ’ 融 冶 一 爐 ， 尤 足 借 鑑 ° 

後 還 應 指 出 ， 本 書 有 若 干 小 庇 。 書 中 内 容 比 例 方 面 ’ 其 中 

「 非 基 督 教 運 動 時 期 （ 1 9 2 2 - 2 7 ) 」 一 階 段 ’ 前 後 僅 五 年 ， 卻 估 去 1 5 2 

K ， 而 「 抗 戰 内 戰 與 基 督 教 （ 1 9 3 7 - 4 9 ) 」 ’ 前 後 十 二 年 ’ 祇 得 5 5 頁 ， 

後 者 內 容 相 對 較 少 ； 後 一 階 段 基 督 教 雖 處 戰 火 瀰 漫 之 際 ， 仍 能 繼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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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展 ’ 言 論 尤 多 ， 教 會 刊 物 與 神 學 著 述 ， 亦 相 繼 出 現 ， 顯 然 尚 有 論 

述 之 空 間 ° 其 次 ’ 關 於 本 書 各 階 段 年 份 之 起 迄 ， 未 見 銜 接 ， 、 第 一 階 

段 自 義 和 團 至 民 初 ， 斷 限 起 自 1 9 0 0 年 ， 止 於 1 9 1 8年’第二階段五四 

運 動 卻 起 於 1 9 1 5 年 ’ 止 於 1 9 2 3 年 ， 而 第 三 段 非 基 督 教 運 動 則 起 於 

1 9 2 2 ，止於 1 9 2 9 年 ’ 年 份 首 尾 未 見 相 接 。 若 將 第 二 階 段 改 為 起 於 

1 9 1 9 年 ， 止 於 1 9 2 2 年 ， 則 前 後 起 迄 相 連 ， 亦 不 會 有 損 書 中 內 容 之 時 

限 ° 此 外 ’ 文 中 頁 2 5 5 ， 注 7 列 張 朋 園 撰 〈 辛 亥 革 命 的 意 義 〉 一 文 ， 

筆 者 尚 未 聞 張 氏 有 此 作 ， 且 本 書 書 目 亦 未 見 列 出 。 又 買 3 0 3 第 1 9 行 

的「進內」應為「進入」，頁 4 2 6第 4及第 7行的「國民軍」應為「國 

軍」° 

李金強 

香港浸會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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