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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1

总 序

中央民族大学进入“985 二期工程”以来，“当代重大民族宗教问

题研究中心”实施了十大项目课题。民族宗教学作为一门民族学与宗教

学相交叉的新学科的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理论框架探索方面，初

步构建起学科的学理体系，包括确立它的研究对象、范围、方法，阐释

它的主要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说明它的主要议题及思路。在历史经验总

结方面，初步总结了建国以来的民族宗教工作的历程与经验，和民族宗

教问题上的宁夏经验、云南经验、甘肃经验。在田野调查开展方面，选

取了青海藏区、广西壮族、新疆七民族、西北回族等作为主要对象，围

绕民族与宗教、宗教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调查研究，获得了大

量资料，提炼出一系列新议题新见解。中心还实施了基督教中国化研

究、藏传佛教文化研究、国际政治中的民族宗教问题研究。根据工程的

要求，中心在实施上述课题时，把几届在读博士生组织到课题组中去，

在教师指导下参与课题的调查与研究，使课题实施与论文写作结合起

来，于是形成一大批具有较高水准的博士论文。这些论文不仅丰富了中

心的项目课题研究成果，也体现了中央民族大学宗教学专业在民族宗教

学教学科研上的学科特色和优势。为了向社会展示这些博士论文多姿多

彩的内容，使之早日进入社会学术信息交流渠道，发挥它们促进社会和

谐、推动学术文化繁荣的作用，中心决定设立“民族宗教学研究博士文

库”，成立文库学术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按照一定的申报、送审、评

定程序，把已经通过论文答辩并经过修订、达到出版水平的优秀博士论

文纳入文库，中心从“985 二期工程”经费中拨款给予资助。收入文库

的部分博士论文写作于“985 二期工程”实施之前，而在内容上符合民

族宗教学的研究方向，所以也被采用了。今后我们希望这一文库能继续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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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下去，扩大它的容量，凡属于民族宗教学方向的优秀博士论文，不论

何校何地，均有机会进入文库，使文库成为这一领域青年博士论文精品

汇聚的一个平台。

民族宗教学研究，其主轴是民族与宗教的互动关系，其主旨是“族

教和谐，多元互补”。我们要通过研究，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发扬民

族宗教和谐的传统，找出民族宗教不和谐的原因，加以消除，从而达到

和谐。我们认为，要实现民族团结、宗教和睦、民族与宗教的良性互

动，关键在于确立和实践多元和谐、平等对话、共生共荣的现代文明原

则，以便经过民族宗教之间的和解，达到世界的永久和平。这是民族宗

教学的基本认知和宗旨所在。

青年是社会的希望，青年学者决定着学术的未来。我们从博士文库

里看到了民族宗教学的光明前景。让我们热情地帮助他们，支持他们，

使民族宗教学的研究事业后继有人，长盛不衰，以造福于社会和子孙

后代。

中央民族大学“985 二期工程”当代重大民族宗教问题研究中心
“民族宗教学研究博士文库”学术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

2009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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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袁益娟于 2005 年考取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 ( 现已改为哲

学与宗教学学院) 牟钟鉴教授的宗教学专业博士生，从新疆来到北京学

习。她是同届宗教学博士生中考分最高的，有较好的专业基础。在她入

学后不久，中央民族大学开始实施 “985 二期工程”，并成立当代重大

民族宗教问题研究中心。中心设置了十大项目课题，其中之一是“基督

教中国化的可贵努力———吴耀宗、赵紫宸等人的神学思想研究”。该课

题选择了七位著名的基督教神学家为研究对象，分别研究其在神哲学、

政治、社会、文化、实践等方面对基督教中国化所做的努力与贡献。课

题负责人是本系的博士生导师赵士林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

究所从事基督教研究的段琦研究员。与此同时，还吸收了一些对中国基

督教研究有积累或感兴趣的青年学者，包括在读博士生，袁益娟就是其

中之一。她根据课题设计和需要，勇敢地承担起对汪维藩先生的研究工

作，并将这项研究与博士论文的写作结合起来。

中国基督教会中真正能被世人称为神学家的屈指可数，除了老一辈

像赵紫宸那样世界公认的神学家外，当今大概只有丁光训、陈泽民、汪

维藩等人。近几十年来，海内外和港台学者对中国老一辈神学家的研究

加大力度，出了一批学术成果，但对汪维藩的研究几乎一片空白。由于

缺乏研究汪维藩的既有成果，袁益娟在此之前又从未涉足过基督教的研

究，因此对她来说这个课题的难度是相当大的。但是汪维藩先生健在，

而袁益娟又有研究能力和热情，这就有可能克服困难，把这项新课题做

好。为了能较深入地直接了解汪维藩先生，袁益娟隨同段琦研究员一起

前往南京，拜访在金陵协和神学院工作多年的汪维藩先生。

段琦研究员与汪先生有多年交往，深知他学养深厚，为人刚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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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在神学思想上有独到之处。汪先生得知来意之后，十分热情，毫无

保留地将他的生平及思想和盘托出，并把他所写的文章书籍包括诗集，

全部奉送给段、袁二人，使段、袁直接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研究资料。

此后的一年多时间内，袁益娟一边认真地整理访谈汪先生的录音、

仔细阅读汪先生的文章，一边努力地补习基督教史、基督教神学等所欠

缺的知识，并在此基础上运用所学的宗教学理论和方法，以理性的客观

的态度，深入地梳理和分析了汪维藩的神学思想及其特点，写出了这篇

上乘的博士论文，被评委们评为优秀论文。汪维藩先生本人对该文也比

较满意，认为作为一个初次涉足基督教研究的博士生能在一年多时间中

对他的思想有这样的理解实属不易。我们也认为，袁益娟能做到这点是

难能可贵的，这与她个人的认真努力分不开，个中的辛苦也只有她自己

知道。

读者从文中可以看到汪维藩先生一生坎坷: 幼年丧父，少年丧母，

本人在 1957 年又被错划成“右派”，曾长年下放工厂劳动，身心均遭受

过屈辱。尽管如此，也从未改变过他拳拳赤子的爱国之心。改革开放之

后，他对基督教如何处境化，以适应变化了的中国社会，进行了深入的

神学思考，由此提出了与中国文化和社会密切结合的中国式的基督教神

学———生生神学。袁益娟通过对汪维藩生平及其所受到的思想影响，牢

牢地把握了汪维藩本人的神学的主题，“突出一个 ‘生’字，即突出一

位动态的生生不已的创造生命、维系生命、广生万物的上帝; 一位体现

上帝始生万物之至善的‘开生灭死’、拯救生命、成全生命、完善生命

的耶稣基督”。而这些神学最重要的是落实在中国基督徒身上，要使他

们成为“以护生为大德与至善，以至诚应天，保护生命、扶植生命，直

到个人修养上借助天力，自强不息，有所作为的基督徒”。在这基础上，

袁益娟又总结归纳出汪维藩神学思想的几个特点: 重生命、重圣经及其

中国化诠释、重灵命、重伦理 ( 包括个人和社会的伦理) 、重实践、重

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会通。这些特点表明汪维藩的神学有着强

烈的中国化的倾向，对中国神学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汪维藩的生生神学是 “开放的”神学思想体系，这里 “开放的”

三个字很重要，说明汪维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比较保守的基督教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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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而是与时俱进的当代中国神学家。袁益娟将汪先生由保守到开放的

思想转变过程作了很好的分析和总结，这对当今中国基督教会有着十分

重要的现实意义。1998 年丁光训主教发起了神学思想建设，其本意就

是为了解决这个思想转变问题。袁益娟不是基督徒，而是从社会科学的

视野去考察汪维藩的神学，由于她与研究对象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又有

同情的理解和客观的评析，对于汪维藩神学的特点和历史地位，反而比

某些教内人士更能看得清楚，她的研究成果值得中国基督教界参考。

总之，我们从本文中可以看到汪维藩的神学思想不只是表现在理论

神学层面上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会通，而且还在实践层面上，为解决基督

徒对国家和人民忠诚、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都进行了相当有益的探

索。他是当今中国基督徒中杰出的爱国爱教人士，其精神和思想都值得

今天中国教会所提倡。袁益娟对汪先生所作的客观公正的研究，将有助

于他的神学思想得到更多人的关注，以便推动中国基督教处境化的事

业，更好地发挥基督教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牟钟鉴 段琦
2009 年 8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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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笔者生长在多民族多宗教的地区，自小耳濡目染不同民族和不同宗

教信仰的邻里、同学、同事、朋友之间互相尊重，平等相待，互通有

无，和睦相处的良善之风，对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因为信仰、习

俗问题发生争执甚至冲突的事也时有耳闻。自小就好奇为什么周围一些

同学的生活习惯、习俗和我有很大的不同? 为什么要尊重他们的生活习

惯? 为什么一些人为信仰和习俗得不到尊重就由友变敌，甚至恶语相

向、大打出手? 这些问题在笔者成长的过程中得到初步的解答，也培养

了笔者对民族与宗教问题的浓厚兴趣。

自小培养起的这种兴趣促使笔者在本科毕业后选择了报考宗教学专

业的硕士研究生。因为以前从未系统接触过宗教学的理论知识，在硕士

研究生阶段，笔者主要是在导师李建生教授的指导下对宗教学基础理论

知识进行广泛涉猎和初步了解，还谈不上对之进行深入研究。2005 年

笔者又顺利考取中央民族大学宗教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有幸受教于牟钟

鉴先生门下，得以亲耳聆听牟钟鉴、吕大吉、金宜久、段琦等先生教

诲。在诸位名师的悉心指导下，笔者的学术研究能力获得很大提高，并

终于在宗教学研究这个广阔天地中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点和方向，开始站

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之上对一直萦绕在脑际的民族与宗教的关系问题进行

更为深入的学术探讨。在读博期间，笔者参加了导师牟钟鉴先生主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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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5 工程”中有关基督教①中国化问题的课题，这引起了笔者对基督教

中国化②研究的兴趣。站在整个中华民族这个高度看，基督教与中国的

关系问题，实际上亦可归结为宗教与民族的关系问题。缘此，笔者选择

基督教与中华民族的关系问题，即基督教的中国化问题作为自己博士论

文的研究方向。

笔者以为，这一选题有以下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①

②

基督教一词在我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基督教 ( Christianity) 是信奉耶稣基督
为救主的所有教派的统称，包括天主教 ( Catholic，又叫罗马公教、公教 ) 、东正教
( Orthodox，又叫正教) 和基督教新教 ( Protestantism) 。狭义的基督教，是指基督教三大宗派
之一的新教 ( Protestantism) ，是 16 世纪路德宗教改革之后陆续从天主教中分离出来的各教派
的总称，我国民间一般称之为基督教或耶稣教，我国新教教会和信徒一般自称基督教会和基
督徒，若无特别说明，本文的基督教一词指基督教新教 ( Protestantism) 。

基督教中国化，是指基督教在中国社会文化系统中逐渐本色化、处境化、民族化的过
程和现象。本色化 ( indigenization) 一词，又译为本地化、本土化，笔者采纳台湾学者林治平
先生的观点，认为本色化是指当两种不同文化有所接触时，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激荡，
外来文化在本土文化中找到落脚点与生根点的过程和现象，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是指基督教
思想在中国文化和社会系统中寻找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过程。关于本色化，有两个很形象的
比喻，中国教会史学家王治心先生尝以落花生比喻基督教之本色化，即基督教种植于中国文
化之内，由中国文化土壤中吸收了新养料，使其所附带而来的西洋色彩被淘汰，结出中国本
地产生的新基督教; 王先生又尝以白色为喻，“本色即为白色之一别称，白之为色，一为不染
任何色彩，一为包容各种色素，故基督教在中国，既宜洗涤西洋沾染的各种色彩，亦当容纳
中国文化各种‘伦理’ ‘宗教’ ‘艺术’……等精神，如此，基督教既充盈了中国文化的血
液，何有于不本色呢?”。一些学者包括基督教内人士认为“本色化”往往代表着一种静止和
相对固定的状态，缺乏立体感和时代感，现代社会文化处于不断交融共构的变化之中，何谓
“本色”，即何谓某种文化形态的本真或真谛已很难捕捉和把握，因此当“处境化” ( contextu-
alization) 的研究方法由世界基督宗教联合会的神学教育基金会负责人柯休斯 ( Shoki Coe) 和
阿哈罗恩·萨普塞兹安 ( Aharon SaPsezian) 于上世纪 70 年代初提出后很快被基督教所欢迎和
接受，用来代替先前使用的“本色化”，指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时，须在对方的系统中找
到其关连性、脉络性，才能真正把某一思想意念、信仰内涵传达正确。著名学者卓新平先生
认为“处境化”包含着多种内容: 生存体验、历史处境、社会场景、文化背景、经济环境、
政治情景等，比传统的“本色化”理解更具有动态和时代特色，更强调与社会现实及当代文
化相协调、相适应和相结合，因此基督教信仰的“处境化”是指，“对《圣经》、福音、教义
和神学与其传播时所处的各种文化处境之间的契合及回应做详尽的探究，参与并回答这一处
境中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哲学和科学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笔者理解，无论静
态的基督教中国本色化也好，还是具有时代性、立体感的基督教中国处境化也好，都是指基
督教传入中国以后逐渐带有中国的色彩，逐步与中国社会历史现实种种处境相关联，逐渐被
中国社会所理解、认同，具有中国的民族特色，即中国化的过程。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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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有助于中国基督教的健康有序发展

自 1807 年至今，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已经有 200 年的历史，前 100

年根本没有独立的中国教会。20 世纪初，八国联军的侵华行径及国人

对于洋教的仇视，激起了一批有民族自尊心的爱国基督徒的反思，由此

引发了一场要求脱离西方教会的中国教会自立运动。自此，中国教会开

始了基督教中国化的探索，在这一过程中，教会人士逐步认识到基督教

的中国化，核心问题是要解决基督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关系问题，即首

先要解决神学思想的中国化问题，他们认为要“藉着出于本土环境的文

化范畴将基督教的道理表达出来”①; “基督教本真与中国文化的精神遗

传”有必要“融会贯通打成一片”②; 应该把属于耶稣之道的基督教的

种子植入中国的土壤，种子在这块土壤中经过去除其中西方的思想、习

俗、仪式、习惯，吸收中国文化，便长出中国本色的基督教③; “‘道’

唯有通过文化才能真正进入人心”④。

百年来，中国教会从未停止过基督教中国化的探索和思考，从未停

止过构建中国基督教神学的努力，期间出现过几次大的高潮，也获得了

一些重要的历史经验。但是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诸多方面的原因，那些

已经取得的探索、思考、讨论的成果和经验仍然停留在基督教知识分子

和精英阶层的书斋当中，没有能够在普通信徒中推广开来，没有被广大

的中国基督徒所认识和了解，很多普通信徒的信仰经验与知识都很缺

乏，他们所认识所接受的只是西方文化熏染和塑造出来的威严全能的上

帝和作为万有统治者的耶稣基督，未能真正了解基督教的本真信仰，未

能真正把握基督教思想的精髓，从而产生出源自西方二元对立模式的
“大众神学”。诚如丁光训主教所说，我国基督教实际存在的 “大众神

①

②

③

④

李景雄 . 本色神学———旧耕抑新垦 . 见: 段琦 . 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 . 儒家基督徒网
站 ( 学术版) .

赵紫宸 .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 . 见: 张西平，卓新平编 . 本色之探———20 世纪中国基督
教文化学术论集 .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1 ～ 17

王治心 . 中国本色教会讨论 . 见: 段琦 . 中国基督教神学的构建 . 世界宗教研究，
1999 ( 3)

陈泽民 . 有关中国教会神学建设的问题 . 金陵神学志，1993，18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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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突出一个———信就是好，今世可以享福，死后还可以上天堂; 不信

就是不好，不管为人民作出多大的贡献和牺牲，还得下地狱①。这种
“大众神学”既不符合上帝藉耶稣基督所启示的福音真理，即基督教信

仰的本真，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宽容精神和开放心态相违背。如果任

由这种“大众神学”继续影响普通信徒，将会严重阻碍基督教中国化

的进程，严重影响基督教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如果不能将基督教本真

的种子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将会使中国教会和信徒得不到人民

大众的同情和认可而自外于人民群众，将会使中国基督教成为“与众隔

离的狭小的群居点”②。中国当代神学家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认识到

中国神学已经严重滞后于时代的发展，于是开始了新一轮的中国化神学

构建。

本选题的意义在于通过对基督教中国化历程进行研究，将那些由于

历史和现实诸多方面原因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作用就被深埋于图书馆的故

纸堆里，束之于书斋高阁之上的中国老一辈神学家探索、思考的成果挖

掘、整理出来，将他们在探索基督教中国化过程中的所思、所想、所

感、所言、所行、所惑、所虑展示出来，为当代中国基督教神学的构建

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将中国老一辈神学家多具中国风格的信仰操

守和道德情操展示出来，为中国信徒提供一个可资学习的榜样，从而有

助于普通信徒从 “大众神学”的阴影中走出来，有助于基督教的中国

化，有助于中国基督教的健康有序发展。

( 二) 有助于引导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研究中国基督教的学者，包括基督教内的学者们大都认为由于历史

和现实的原因，中国基督徒中有许多基要派③信徒。从历史来看，灾难

①

②

③

丁光训 . 中国神学及其文化渊源序言 . 见: 汪维藩 . 中国神学及其文化渊源 . 南京:
金陵协和神学院文字工作室，1997

J. B. 科布 . 基督教本色化的必要和困惑 . 陈泽民译 . 金陵神学志，2005 ( 4) : 4 ～ 17
基要派 ( fundamentalism) ，又称基要主义，是指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兴起于美国的

一股新教神学思潮，其特点是反对自由派神学及其圣经批判学，反对进化论，只关心个人灵
魂得救，不关心社会，坚持圣经字字句句是真理和上帝创世说、耶稣是童贞女所生、耶稣肉
身复活、将要复临等基要信仰，该思潮传入我国后又有“属灵派”或“保守派”之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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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重的旧中国动荡不安、民不聊生，人们一心盼望能够脱离苦海，解脱

得救，而冰冷残酷的现实又告诉人们苦难似乎没有尽头，此时恰逢西方

鼓吹个人得救、逃避现实、急切盼望基督复临的基要主义传入中国，迎

合了当时处在苦难中的一批信徒的灵性需要。从现实来看，当前中国正

处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人们的思想、观

念、习俗等等均发生着广泛深刻的变化，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贪污

腐败、物欲横流、道德滑坡等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不少人又开始对世

界和人性是否美好产生怀疑，使得一部分信徒又回到原来基要主义的老

路，又陷入个人“得救不得救”、“属灵不属灵”的争论当中，这种情

况在文化程度较低的信徒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中国基要派信徒人数较多这一情况，是引导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

相适应的实践中必须了解和尊重的一个现实。要引导基督教与社会主义

社会相适应，就要解决这部分信徒的思想认识问题，首先就要从神学信

仰的角度解决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从思想上消除这部

分信徒的顾虑，逐步引导他们改变片面、极端的基要主义信仰。

从基督教方面来说，要想在中国这样一种基督教处于非主流地位的

文化背景中生存发展，就必须得到主流文化和广大群众的理解、认可和

同情，因此，中国基督徒必须要有包容精神和开放心态，以与所处的社

会相适应。而基要主义宣扬的“信者得救，不信者下地狱”，消极遁世

逃避现实的观点，不仅不能为具有以人为本，重视现世精神的中国人所

理解和接受，反而会引起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反感，因此必须逐步引导基

要派信徒改变那种片面、极端的信仰观点，走向更宽广的信仰追求道

路。这有一定的难度，但必须知难而进，稳步地慢慢发展。

笔者试图总结出基督教中国化过程中，神学家们在处理基督教与其

当时时代、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时所获得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对那些

亲身经历了在中国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下，由极端狭隘的基要主义立场自

觉自愿地向比较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立场转变的神学家们的思想经历进

行研究、总结。他们在转变过程中的所走过的每一步，他们的教训和经

验，他们从信仰上、神学上思考、想通了的问题，都值得我们在引导基

要派信徒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实践中借鉴和参考; 他们在属灵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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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现实之间艰难抉择，在爱神与爱人，爱国与爱教之间努力寻求平

衡的心灵苦旅中所表现出来的良苦用心都将成为中国教会和信徒自觉自

愿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动力。本选题的意义正在于将他们的每一个

脚步，每一条教训和经验，每一个心得体会整理出来，记录下来，保存

下来; 将他们努力探索的良苦用心展现出来，以资后人借鉴，从而有助

于引导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 三) 有助于中西方宗教文化及其他文化形态的交流

百年来中国基督徒探索基督教本色化、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事实上

是代表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一次影响深远的交流和碰

撞，其间既取得了一些成就，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和摩擦。这些成就的

取得必有不少经验值得总结，这些冲突和摩擦的发生也必有不少教训值

得吸取。牟钟鉴先生说: “总结异质文化之间碰撞、对话和融合的历史

经验，继承和发扬‘和而不同’的文化精神，可使我们更有智慧地对

待正在进行中的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促进世界和平与

发展。”①

本选题的意义正在于通过对基督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基督教神学家进

行个案研究，从一个侧面展现这场中西方文化交流和碰撞的历史进程，

分析这一历史进程中中西文化接触、交融的互动关系; 总结、吸取基督

教神学家们在努力使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融合、与中国社会处境相适应

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从而有助于中西方宗教文化及其他文化

形态间的有益而广泛的交流和对话，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在基督教中国化探索过程中，涌现出很多位很有造诣，很有成就的

著名神学家，他们的思想和经历都很值得研究，笔者之所以选择南京金

陵协和神学院神学教授汪维藩先生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出于以下的

考虑:

汪维藩先生作为中国当代神学家的重要代表，神学造诣深厚，学贯

① 牟钟鉴 . 儒、佛、道三教的结构与互补 . 南京大学学报 (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
学) ，2003，40 ( 156，5) : 132 ～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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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不仅精通中国文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而且精通英语，

西学功力亦相当深厚，对西方文化，对当代西方主流神学思想，特别是

福音派在现代社会的变化、发展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和把握。汪维藩先

生以圣经和中国传统文化为其神学思考的基本着眼点，以其深厚的中西

文化学养和对宗教普适性与特殊性的深刻理解，对基督教的中国化进行

了严肃认真、深入有益的探索，并且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就。他第一次

明确提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 “生生神学”思想，这一思想突出一位动

态的生生不已的创造生命、维系生命、广生万物的上帝; 一位开生灭

死、拯救生命、成全生命、完善生命的耶稣基督; 以及以护生为大德与

至善，以至诚应天，保护生命、扶持生命，直到个人修养上借助天力，

自强不息，有所作为的基督徒人生。这是汪维藩先生带着中国传统文化

的领受，以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模式对上帝在圣经中的启示进行体悟的心

得，是用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具体处境中对基督教信仰的阐释，是基督

教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很具有代表性，非常值得研究，对于中国当前基

督教神学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汪维藩先生作为当代中国福音派神学家，也是中国老一辈神学家中

由基要主义信仰转变为开放的福音派信仰的典型，他的神学思想既有福

音派信徒坚定的信仰立场和属灵追求，又有开放的心态和社会关怀，正

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当代语境下对基督教福音派神学进行的中国化

诠释和解说，值得我们去研究，从而为引导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

应提供理论借鉴; 他在诠释和解说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积累的经验值

得我们去分析和总结，从而为今后的基督教中国化探索提供参照。此

外，汪维藩先生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反映了中国福音派基督徒自 20 世

纪 50 年代以来在宗教与政治之间，在属灵追求与社会现实之间艰难抉

择，努力寻求平衡的道路上所走过的每一步; 反映了中国基要派信徒在

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之下，在中国社会现实环境的影响之下，在坚守自

己信仰的基础上，自觉自愿改变保守、极端的信仰倾向，走上既符合中

国传统文化、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又不违背圣经传统的信仰立场，走上

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道路的良苦用心。这对于引导基要派信徒改变那

种片面、极端的信仰观点，走向更宽广的属灵道路提供了某些参考和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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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甚至可能成为他们自觉自愿走上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道路的学习

榜样和精神动力。

二、相关研究动态

对中国教会进行基督教中国化探索的研究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已

为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所关注。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研究中国

史和中国教会史的学者们受中国史学者柯文提出的 “中国中心观”的

研究方法影响，开始将研究重点从研究在华西方差会的传教事业转向关

注中国基督教会本身，遂引起海内外众多学者对基督教中国化之关注和

研究兴趣，特别是港台学者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组织发起了多次关于

基督教中国本色化、中国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例如 1988 年台湾中原

大学林治平教授发起召开了 “基督教与中国本色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海外和港台学者还出版了很多基督教中国化相关论文集以及相关著作，

例如邵玉铭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问题》①; 林治平教授编的 《近

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② 和 《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论文集》③; 林荣

洪教授著《中华神学五十年: 1900 － 1949》④; 林荣洪教授编的 《近代

华人神学文献》⑤; 李志刚教授编的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论文

集》⑥; 林荣洪、温伟耀合著的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相遇》⑦; 林荣洪

所著《曲高和寡———赵紫宸的生平及神学》; 邢福增著 《寻索基督教的

独特性———赵紫宸神学论集》和 《中国基要主义者的实践与困境———

陈崇桂的神学思想与时代》⑧; 德国学者古爱华所著 《赵紫宸的神学思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邵玉铭 . 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问题 . 台北: 正中书局，1980
林治平 . 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 . 台北: 财团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出版社，1981
林治平 . 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论文集 . 北京: 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林荣洪 . 中华神学五十年: 1900 － 1949. 香港: 宣道出版社，1997
林荣洪 . 近代华人神学文献 . 香港: 中国神学研究院，1986
李志刚 .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论文集 ( 二) . 台北: 财团法人基督教宇宙光传播中

心出版社，1993
林荣洪，温伟耀 .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相遇 . 香港: 中文大学崇基学院，2001
邢福增 . 中国基要主义者实践与困境———陈崇桂的神学思想与时代 . 基督教与中国文

化研究丛书 5. 香港: 建道神学院，2001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