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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動態

第四屆北美華人墓督教學者研討會記述

】0gg年6）」斗∣ l眾7I l .北美!∣】國學諦1!L愣教譏】l﹩俞與美國文化更新研究中

心聯合l《辦「第I〕Ⅱl【句北英錐人:j!（愣教槃.行研紂阿.迅次俞誠在』I】州PasudeiMl舉

仃, ｛』來l』 l芙I咧﹑』Ii傘人﹑台灣﹑香港禾lII ∣ I國大陸的學者共六十多人參加,迦同

洛杉磯地Ii』i「l,-止匕教牧駟｛!﹟徙,鰓I『li熱∣Ii』。

阿!赧的l:魎》.b「多兀化的I ∣ !剛鼬﹟!啡丫敉」 .不過’在發表的五十多嚇論文

I l I ,對迦的不多’ 』﹙餘的涉及卵﹚!L偶教｛【j仰↑Ⅱ刪的1憎經研究﹑教荻﹑偷理﹑文化

忠您等l瞇泛l枰Ini ’亦﹛∣﹜聯了隴史、政治﹑ IIit會等多個範疇﹑大抵鈹能體現「多元

化」-訶.參川I者來『﹜五湖I﹚Ⅱ海,各l／】有不同的背眾和壹歷,分屬不同組織’並

包括ji啡丫徙與非j!墮仟徙,很雌!pl望異質性這樣強的組合’共同研究某個焦點高度

柒【∣ I的繈魎,卻只得以蚊大公約敞的寬鬆題目,將他們湊台起來.任由他們自行

發挪.將逅群人招眾在一起,譏他們彼此交流對話’認識各方南轅北轍的觀點,

已是其IlI了不起的成就。 【犬I此’會讖沒有就主魎作過深入討論’亦無甚麼重大發
明,透逛愈料中J﹜﹟ ’也不能苛求。

要足我們嫵法對「面」多所要求’便只能對「點」寄予期望了。就這方面’
參川I者該不會失望’因為我們確㎡誡到好些儼謹而糖彩的文章,其中的一兩篇甚
至可用令人攏喜來加以形容.當然’水準未如理想的亦大不乏人。

筆者印象較深刻的有以下幾篇:中山大學人類學系的周大鳴對基督教在廣東
腱村的發展的調查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魏德東對北京宗教現

況的討論,都是建浩在田野考察與問卷調查所搜集回來的資料之上;雖然沒有甚

麼突出的發現’但其在相當程度上反映現rf情況’倒無廁置疑。美國南美恩大學

祉會學系的楊鳳崗發表〈北美華人宗教的歷史與現狀〉 ’撮要報告他剛完成的博

士論文的研究成果’這篇業已出版的博士論文是饒富見地的’值得細讀。姚西伊

∣∣



- I

學術觔慫百迥午紀念論丈集
﹃
∕

﹃
α376

以他-貫縝密而又開揚、持中卻不失尖銳的手法’發表〈』!L仟教∣Ⅱ

督徒角色的轉換〉-文’雖然筆者不同意他對基要派與嗨商派人l

世界的舊夢裡的說法,卻相信真正陷溺於此薔夢的足「」∣ll派的人﹛

教賤寶’目的乃是為要在主流世界尋-席位。

會議界的終糸I!i歐』j』L

沈舢i肢〕』墜愕教

,他們﹜∣1j』L’抒

「華人墓督徒釋經」

近I1『l雊. ﹟lt人﹚!﹙’抒徙／I解椰l畔〈﹩!／jIiⅡ刪卜』﹦橄!﹙IⅡ!｝i〈的逍隴. 【Ⅱ學者對逼

緬峨卻仍沒﹛」.企I「lI的li｝l究。 I﹙〕qH『l￡﹟）j .龔I測.﹨Ⅱ﹝I﹙wcrNc﹨﹨.【﹙〕I】TI〕c﹙﹚I﹙﹚UMIScmi!MI『﹨’

「I﹞斬約微授溫∣ i】卡. 邸i』）j外I】q位帷人J》﹛門剎【ljt「「帷人禪經研究」小組.探討刪

∣嫂﹛lt人釋綁的↑﹤li i】∣椰魎‧ I｝u位J｝﹛門分別來「l北災﹑港、台等地,他們肚:藥約翰

敦授（災I戊I﹨∕i!.uiIIi《l ’『I】c﹙﹚I﹙﹞uic﹝∣ISc!】】i II﹝!『﹨﹚ ﹑然彥仁俳﹛習 （台瓣政治大學） 、梁

家麟卜j﹟ I:｝史｝Il』ii﹛lll挪j﹟ ﹛二 ﹙門港她遊『【l】I判流） 。

／﹛焚剛Pc﹨﹨.Chu『i【;l｛﹚Ic.『「u爵【、的釐助卜. 「稚人釋經研究」小組∣lⅡ始了為期

I啊年「lⅦ｝﹛究∣; I.刪。館.Ⅱ古l∣階段／1I｝∣】j.一次瀋倘俞戡’於Iqgs年s月假香港迆道涮】

孿院恥仃. l《蜓枇研先／j法﹑對碘交換蔥↓d。肚次俞餓鈹定以趙紫辰﹑H玉銘﹑

蛙「l;l ∣ ∣ ﹑倪柝攤使∣『!l!蝶怵駒研究對硬﹑ ﹚It以選掙五人的一本代衣著﹛乍為切入點.

探∣吋他IlⅣl「l,禪糾!／j法仗特色。

l909年’ ﹛i｝｛究i;﹛.刪完成第二陪段.小組於8﹜j23至27「I假美國波士頓

A!】dovcrNc﹨﹨.〔onThcoIogicuIScmii】u『﹨’召∣﹜∣」館二次工作會讖’五位學者分別宣讀
』〔研究Ij戈采:

梁家麟的褕文尷〈倪柝盤的教阿諭〉 .主要分析倪氏的《默想﹛孜示錄》一齊,
探討此「「l期的教阿諭棚點’及共對華人散阿的彤響。

｝『∣』『﹛i﹛l!『!﹟的諭文足〈陳祟卜∣釦《靈修I二I新》〉 ’就著這本深受華人教會歡迎的
鼴修式著作’析諭∣凍氏在釋經過程中﹑基要主義傅統﹑處境脈絡與靈修默想間的
互勦I洲係。

葉約翰的論文是iIChiaYu-ming:Apl.o】ificBibIicaICommen【atorwi【hPoetlc

Spiri〔uali【yi ,以《完全救法》為文本’分析賀玉銘的釋經方法,特別是靈意解經
的問題。

蔡彥仁的論文是〈經典詮釋與文化匯通-以吳雷川為例〉 ,通過《基督教
與中國文化》╴書’討論I州於宗教文本與文化匯通的關係,及其值得留意的詮釋
問題。

會議期間場內場外的討諭,引發雊者好些思考’ ll!i↑!｝ .捉的仃以卜I啊點

其╴’儘管多年來交流不斷’彼此已有相巒認識’但來「l大陸的非j!L仟徙I〉﹛

者與海外基督徒牧者之間,無論對基督教抑或基督敦研究等Hl!解’荷∣』仍仃I娥人／唆

距。譬如說,好些國內學者批評教會牧者過分以宣教心態來!拴釋j座’抒教’ i睨jlL仟

信仰為無須辨正的前設’學術嚴謎性不足。但與此同時’卻有不少海外人﹛對∣gtI

內學者較為空洞粗疏、跡近口號宣言的諭文報告IⅡi有煩言’特別﹚刨l』些名瓶l鮫人

的學者’存在此種情況最為嚴重‧所以’就基本觀念﹑庭El!對象、研究力法等jj
面,不同地域背景的人仍得努力尋求更大的共識,學習互札∣欣1‘I。

∣ 其二,學者曾就「文化中國」的提法發生較大爭識‧巒有海夕∣﹑學人主脹以【∣】

國文化來黏合包括中國各地的華人時’卻招來國內學者的激烈反對.他們認為

「文化中國」-詞並不通:第-’中國文化只是-個多元化的台柒,並無-個具本

質意義的中國文化‧第二’那些被靦為中國文化代表的某思想與行為,充其╴lll只

往往不是不同地域﹑民族﹑祉會階層的人的黏台因幸’反而是造成矛盾與分歧的

禍首;

各自堅持對「中國」的不同含義的想法’只是為連這個基本觀念亦無法存在共識

而有－些感慨.

筆者在大會中發表〈中國當代農村基督教的創生及形態〉 ’主要是就《改革

參與成員背景懸殊或會構成對學術討論的若干妨礙,對結納朋友﹑搬闊硯野

倒是有利無弊的。飯桌上的交談﹑會議空隙時在草坪的閒聊’都帶給我們極大的

樂趣.幾天下來’筆者聽了許多故事,亦說了多遍個人故事;這除了增進學術研

究與教會事工的伙伴間的I青誼外,也使我們進-步確認上帝的遍在性與牠精湛的

梁家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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