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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 要

本文討論兩位德語世界的神學家雲格爾(Eberhard Ji.ingel)與巴爾塔撒

(Hans Urs von Balthasar)的神學，如何產生對尼采及海德格思想挑戰的回應。雲

格爾的神學注重詮釋耶穌基督為一種語言事件，是 一種在海德格甚至分析哲學

以後的一種砷學回應。海德格晚年注重赫爾德林(Friedrich Holder! in)的詩，透

過藝術的美接近那位神聖者。巴爾塔撒注重從美學角度演繹砷學，不單循理性

角度邏輯地推論耶穌基督事件的理由和意義，同時從語言以外的美感經驗思考

上帝。巴爾塔撒並非反理性，而是首先確定那位超越的上帝是至真、至善、至

美的存有。巴爾塔撒並不停留在個人主觀的美感經驗，而是把上帝道成人身的

耶穌基督作為上帝榮美的最深層表達。筆者覺得雲格爾和巴爾塔撒的神學是一

種回應海德格的神學資源。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discussing the theologies of two German theologians, namely 
Eberhard JUngel and Hans Urs von Balthasar, how they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s 
of Friedrich Nietzsche and Martin Heidegger. Jiingel interpretes Jesus Christ as a 
language event, whjch is a kind of theological response of Heidegger and Language 
Philosophy. Heidegger loved the poems of Friedrich Holderin at his old ages, through 
the artistic Beauty to reach the "Holy." Balthasar emphasizes using Aesthetics 

interpreting Theology, not only following logical deduction of the reason and meaning 
of Jesus event, but basing on aesthetical experience beyond language to think about 
God. Balthas缸 is not anti-reason, but affirm firstly the transcendent God as truthful, 
goodness, and beautiful Being. Balthasar does not stop in individual aesthetical 
experience, but arguing the incarnated Jesus Christ as the deepest expression of the 
Glory of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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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教會之入中國，既開闢中國之風氣，啟發人民之感覺，使吾

人卒能脫異族專制之羈厄 ，如摩西之解放以色列人淤埃及者

然 。 以色列人出埃及而後，猶流離困苦淤荒凉沙漢間四十年，

而必待約西亞以領之， 而至迦南之地。 ……擔負約西亞之靑

任 ， 以救此四萬萬人民出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 。

＿孫中山： 《勉中國基督教青年》(1924)

引言

中國大陸硏究中國基督教史的學者徐以驊，對於台灣從事中國基
督教史研究中傾向於 「 本土化」的現象予以肯定的評價 ， 指出此現象歸
咎於受到 「 變化的政治生態所推動的台灣學術本土化趨勢的制肘」 ，歛"、、
而 ， 卻因為本土化的趨勢而造就了一個機會 ， 「 擴大了中國基督教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