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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博士的文章雖有高瞻遠矚之勢，引發諸多思想，涉及「人」的範 

圍可謂包羅萬有。然而，他所提出的論點大都像命題式的報告，並未有 

深入討論，對於「全球文化」是怎樣的文化，更沒有清楚闡述 °關於二 

十一世紀福音派的發展，亦只用一言兩語交待，我們會問：「福音派可 

否 包 括 『 地 緣 性 福 音 派 』 和 『 全 球 化 福 音 派 』 ， 或 有 更 多 的 分 門 發 展 

嗎？」 

至於謝博士認為「現代人的文化生活確實地被全球文化所侵佔’而 

從全球文化所引發的政治……文化議題，又在經濟主導一切的經濟全球 

化過程中化約為普遍的議題」；這是否屬實’值得商榷’特別是政治、 

文化方面，單就中國大陸的實況而言’大部分的人口為農民，情形就不 

是這樣 °現代化與科技發達和物質的進步’是否一定與精神文化同步發 

展，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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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神學工作方面，若神學工作不能離開具體的時間空間的文化， 

恐怕二十一世紀華人神學，還要以中國——香港作起點，「全球化」可 

能較抽象；若要落實，必須先行辨認「全球化」的現象與內容，或者華 

人教會仍如作者所言，走向地緣化的內欽性，攔阻教會跨步的是：教會 

本身對經濟、政治、環保、文化沒有興趣，「全球化」只是表層現象， 

骨子裡仍是「地緣化」。 

我想，全球化神學要面對及處理以下七個問題： 1 )作為人，作為 

個體，我們如何擠進物質化世界的大海中，以取得「為人」的角色？ 

2 )若果人類不是機械物件，那麼我們可界定「自我」？如何界定「我 

們」？ 3 ) 若不以「壓制他人，超越他人」，不以權力來肯定生命，那麼 

我 i m a 何對生命有心？ 4 ) � D f 可 建 立 生 命 的 素 養 ， 人 的 身 心 全 在 明 陋 ？ 

5 ) 人的雄心與社會的進步有何關係？ 6 ) 對現代人而言，傳遞神學的工 

具需要如何革新？ 可建構「道成肉身」的神學？——邊做邊進入群體、 

城市文化的研究。 7 ) 「大自然」——上帝無言的話語，如何能幫助未信 

者認識上帝？如何以「大自然」為課題，建立較全面的基督教神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