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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書評 

Aloys Grillmeier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resia Hainthaler. Christ in 
Christian Tradition (vol. 2) From the Council of Chalcedon (451) to Gegory 
the Great (590-604). LondonrMowbray/Louia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5. xxv+565pp. 

格里邁耶、海思芬拿著。《基督在基督敎傳統中（第二冊）由逝克缴會 

議（451)到貴鉤利一世（590-604)�° xxv + 565頁。 

本書是作者繼第一卷From the Apostalic Age to Chalcedon (451)後討論早 

期基督論的重要著作。本書第二部分是來自Theresia教學的書稿，其餘的是作 

者格里邁耶（Grillmeier)的作品。格里邁耶在德國法蘭克的St. Georgen任教義 

及教義歷史的教授。 

本書並非一般教會史，其內容主要討論基督論，尤其集中討論_克墩會議 

後不滿_克缴信經的東方教會，它們後來被稱為基督一性說，原因是它們無法 

接納基督神人二性各自獨立的實體。 

本書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以安提阿教長瑟維留斯的觀點（Severus)為主要 

討論，他反對_克墩的基督論；第二部分是對逝克墩神學的回顧，以拜占庭的 

利恩斯（Leontius of Byzantium)為討論的中心；第三部分討論猶斯提念一世 

(Justina I 518-565)推動的神學發展；第四部分總結猶斯提念時代的基督論， 

並對第六世紀的神學作出評估。 

本書的特點在於其對迹克墩會議後的基督論發展的介紹。迹克缴會議後接 

納了利奧大卷(Tome of Leo)的精神，視信經中基督神人二性結合為正統思想， 

但其實在東方教會，這基督論的辯論還未終結，仍繼續討論。可是，一般教會 

歷史均以西方教會發展為經緯，我們亦較少接觸迹克墩後的神學家，例如基督 

一性派的猶利安（Julian ofHalicarnassus)等，有關這方面的資料，本書有詳盡 

討論° 

總體而言’本書具相當高的學術價值°其第一部分提供了西方一般教會史 

極少渉獵的範圍，特別是大公會議所認為不合乎正統思想的基督一性說。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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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主要普及於敘利亞、科普替（Coptic)�亞拉伯及埃塞俄比亞。例如淫斯底 

流派被大公會議拒絕後，在埃及南部盛行。作者指出這派神學雖然源於安提阿 

學派（著重基督的人性），但淫氏的思想其實更近於區到羅的逝克墩主義 

(Cyrillian chalcedonianism)，因為淫氏強調道成肉身的那位（格）就是三位一 

體中的第二位，然而瑟維留斯把區利羅的基督論推向前，使它避免了淫氏二性 

分化的傾向，因此瑟維留斯雖然有一性論的傾向，卻鞏固了神人二性的地位。 

(pp.36-39) 

本書第二部分所討論的地理範圍越發偏遠，離開了亞歷山大而到達科普替 

的沙漠’例如當中討論了申諾特（Shenoute)及其徒比薩（Besa)�他們雖然反對 

混斯底流派’但又沒有跟隨區利羅。他們重視次經及經常頌念耶穌的聖名。本 

書的第三、四部分更討論到紐比亞（Nubia)及埃塞俄比亞。紐比亞的基督論是 

由考古發現的文獻而來，這些文獻主要出土自亞斯旺水壩（Aswan Dam)，那些 

信徒敬拜上帝之母的孕育，又敬拜十字架的能力，因此他們的基督論已遠離了 

大公會議。埃塞俄比亞的教會與地中海沿岸的教會割離，作者在這部分不多討 

論基督論，反而提供了鮮為人知的教會情況。 

如果我們要研究迹克墩後的基督論，本書實很值得參考。當我們討論現代 

基督論時’有關耶穌的人性及神性如何調協，及現代神學中從上而下的基督或 

從下而上的基督等課題’均可參考本書所提供的資料；其書末更有拉丁文及希 

臘文索引，對翻查原著很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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