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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 特 曼 的 聖 靈 基 督 論 與 

《 易 經 》 生 生 不 息 的 道 1 

郭鴻標 

一、引言 

莫特曼在1989年出版的《耶穌基督的道路》一書中’完整地處理 

基督論的課題，他提出重新證釋古典迹克墩公式基督論的焦點’放棄靜 

態的角度定義位格（P e r s o n )的方法’相反’採取動態的角度了解耶穌 

的位格是上帝與世界相遇的歷史”他認為形而上的基督論不能回答在歷 

史中掙扎的人類的疑問’他提出以橫向為主的「道路基督論」（ d i e 

Christologie des Weges, Christologia v iae ), 或「流浪的基督論」（die 

Christologie der Wandernden, Christologia viatorum) ° 他認為這兩種基 

督論均屬終末式基督論（die eschatologische Christologie)的範圍’不過 

他並非完全否定尼西亞會議的三位一體及逝克墩會議的神人二性基督論 

教義’他形容那種縱向為主的基督論是頌讚式基督論（die doxologische 

本論文於第二屆香港神學研討會「基督論與華人處境」中發表’內容經少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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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r i s t o l o g i e ) �：莫特曼提出對迹克墩公式基督論的重新證釋，結合一 

種終末式基督論。
3
莫特曼一方面引進動態的位格觀念取代迹克墩公式 

的靜態位格觀念，另一方面卻引用逝克墩公式對自然或本質（Natur)的 

觀念，作為對十九世紀基督論只重物質的缺點，重申基督的救贖不單限 

於個人的位格，還應該包括全人類的自然本質（Natur)，即包括人的自 

然本質，而其本質亦是宇宙的本質或自然的一部分。莫特曼致力將位格 

與自然或本質的觀念整合，4整理出一種宇宙的基督論，而這種宇宙的 

基督論則被置於聖靈基督論的角度底下。 

二、對古典基督論及人類學式基督論的批評 

莫特曼批評古典神人二性基督論將基督論的核心由十架與復活轉移 

至神子的降生與道成人身。換言之，基督論的中心點由復活節轉為聖誕 

節。他形容循十架與復活出發的基督論乃由下而上的基督論，循道成人 

身及永恆神子出發的基督論乃由上而下的基督論。5 

莫特曼認為古典的基督論偏重人類形而上的貧乏(das metaphysische 

Elend)，但忽視了人類物質性、道德性、經濟性及社會性的貧乏。這種 

形而上的基督論導致片面的救贖觀，令宗教信仰變得私人化，缺乏對社 

會公眾事務及公共生活的回應。
6
此外，莫特曼批評古典形而上的基督 

論採取否定的方法刻劃出有限與無限、死亡與不死等觀念’卻未能用正 

面的方法描述神人二性如何有效地在基督的位格上聯合。7 

自啟蒙運動以後，人類被抬舉成為歷史的主體’漸漸將人從自然的 

限制中解放出來。這文化同樣以人為中心，促使社會世俗化，並且脫去 

2 
Jiirgen Moltmann，Der Weg Jesu Christi: Christologie in messianischen Dimensionen 

(Munchen: Chr. Kaiser Verlag, 1989), 11. 
3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12. 

4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66. 

5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67. 

6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63. 

7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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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魔力的神祕面紗，8形成人類學式基督論（ d i e anthropologische 

Christologie)，艮卩由下而上的基督論(die Christologie von Unten) ° 人类頁 

在信任理性的心態驅使下，將自己視為自然世界的主人。在神學上，解 

釋耶穌的焦點並不在祂是神人（Gott -Mensch)，而是從人類學的角度了 

解祂是屬神的人（Mensch Got tes )。神學家不再以道成人身與童女所生 

作為耶穌的物質性記號，而是以祂那具備神性充滿的人性作為祂無罪性 

的記號。9 

莫特曼列舉士萊馬赫（Friedr ich S c h l e i e r m a c h e r )以及拉药 ( K a r l 

R a h n e r )作為例子。士萊馬赫將古典神人二性基督論中對耶穌神性本質 

的了解’轉化成耶穌對上帝的意識（das Gottesbewusstsein)�“。因此， 

我們在耶穌整個歷史人格中可以認出祂是具備神性的完人“換言之’耶 

穌的復活及升天並非唯一印證耶穌神性的時刻°至於他在十架上受苦受 

死都只是耶穌確實地表達其神性意識的自然結果°“拉药亦循人類學的 

進路處理基督論，將古典神人二性的形而上基督論轉化’並以人類學概 

念表達。拉药承繼康德（Immanuel Kan t )以及士萊馬赫的路線’提出以 

自我超越（Sdbsttmnszendenz)的觀念來演繹道成人身的概念。丨“ 

莫特曼認為這種以人類學為中心的基督論導致一種非常內在化的救 

贖觀’只注重個人存在的經驗’忽視個人以外的向度’如社會及政治的 

向度。他批評人類學式基督論導致宗教私人化（d i e Privatisierung der 
13 

R e l i g i o n ) � 

包琴（Richard Bauckham)引用典範轉移（Parad igm S h i f t s )的觀 

念，描述莫特曼怎樣由教父時期宇宙基督論轉移到現代人類學基督論， 

8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74. 

9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76. 

10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78. 

11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79. 

12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181.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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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又轉移到後現代的新基督論典範。“包琴從救贖適切性(soteriological 

re levancy)的角度整理莫特曼基督論的轉變。他指出在教父時期，人性 

被統攝在宇宙的秩序中，救贖的問題主要關乎有限與永恆，基督論的任 

務是要解答人性以及大自然如何被神聖化。 I 5
在現代時期’啟蒙運動使 

人的主體性與自然疏離，死亡被視為自然的惡，復活與消滅死亡成為救 

贖的焦點，因此人性化成為人類學基督論的核心。16到了後現代，世界 

面對三種危機：南北半球的不平等現象、核子威脅、生態危機’因此基 

督論重新強化宇宙性向度。 I 7
包琴正確指出《耶穌基督的道路》一書中 

五章的結構，分別代表耶穌五個不同階段：耶穌地上的宣教、十架、復 

活、現在宇宙的角色、再來。 I 8
不過，嚴格來說’《耶穌基督的道路》 

內容分七章：那位彌賽亞（Das Mess ian i sche)、基督論的道路與流動 

(Wege und Wandlungen der Christologie)、基督彌賽亞式的被差遣（Die 

messianische Sendung Christi)、基督默示式的受苦（Die apokalyptischen 

Leiden Christi)、基督終末的復活（Die eschatologische Auferstehung 

Christi)、宇宙的基督(Der komische Christus)、基督的再來（Die Parusie 

Christi)。他亦準確地把握莫特曼將終末過程與關係性結合的思想。他精 

簡地指出在這個終末過程中，耶穌在與父及聖靈的三一關係中形成自 

己，同時與其他人及大自然建立了關係。他亦掌握耶穌不單是私人的位 

格，而是社會的位格這觀點。 I 9
他又意識到基督論與倫理學關係密切， 

在交待聖靈基督論方面觸及關係性的向度。他的貢獻只限於追索莫特 

曼早期著作的發展脈絡，亦能正確地提出在生態危機下需要處理自然的 

IQQ. 
4 Richard Bauckham, The Theology ofJUrgen Moltmann (Edinburgh: T & T Clark，1995), 

5 Bauckham, TheTheology ofJurgen Moltmann, 200. 

6 Bauckham, TheTheology ofJurgen Moltmann, 201-202. 

7 Bauckham, TheTheology ofJurgen Moltmann, 204. 

8 Bauckham, TheTheology ofJurgen Moltmann, 205. 

9 Bauckham, TheTheology ofJurgen Moltmann, 206. 

Bauckham, TheTheology ofJursen Moltmann,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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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不過，他卻沒有處理莫待曼所提及的整合全基督論，亦沒有意識 

到三一式基督論乃聖靈基督論的前設。 

三、莫特曼聖靈基督論的形成過程 

莫特曼認為處理基督論的方法必須注重整全性。基督論的向度必須 

包括個人、政治及宇宙三方面。
2 2
他強調，我們今日回答那位與我們有 

關的基督是誰的時候，其實應該問那位為第三世界貧窮人的基督是 

誰。
2 3
莫特曼接受解放神學對第三世界飽受經濟、種族及政治上壓迫的 

控訴，強調基督論應該回應第三世界在經濟及政治上不公平的壓迫。因 

此，莫特曼認為應該強化社會性基督論（d ie soziale Chr is to logie)的向 

度，突顯耶穌的社會人格（d i e soziale Person) ’而不是一個私有的人 

( p r i v a t p e r s o n )。 2 4
同時，他亦提出全人類正處於核子武器擴散的威脅 

下，全人類甚至整個宇宙都面對生態危機。所以’基督論同樣要回應究 

竟基督如何為我們面對死亡中的自然。 

莫特曼指出古典神人二性基督論在處理本質這概念的時候，亦觸及 

自然向度，不過以人為中心的歷史基督論（ d i e g e s c h i c h t l i c h e 

Chr i s to log ie )已經被淡化’我們在現代世界的生態危機下急需開展生態 

基督論（die okologische Christologie) ° 25所以’他認為在後現代的處 

境中，我們需要將古典神人二性基督論置於生態典範 ( d a s okologische 

P a r a d i g m )下重新證釋。
2 6
基於對生態問題的關注’莫特曼認為基督論 

應該由十九世紀以來以人為中心（der Anthropozentr ismus)轉為以宇宙 

21不過，麥理奧特(Donald Macleod)對莫特曼基督論的了解更限於彌賽亞向度和被釘 

十架的上帝兩點’並不像包琴能準確把握重點。參Donald Madeod, "The Christology of Jurgen 

Moltmann" in Themelro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ological and Religious Studies Students 

24 (1999): 2, 35-47 ° 

22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88. 

23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84. 

24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91, 114, 171.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270. 

26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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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心（der Kosmozen t r i smus)。 2 7
同樣，歷史的基督論亦應該轉為宇 

宙的基督論（die kosmische Chr i s to log ie )�28 

莫特曼除了重視個人、政治、宇宙的整全性以外，亦十分重視歷 

史、神學、倫理的整全性。
2 9
這種整全性強調耶穌基督的死並非自然死 

亡，亦不光是一宗普通的歷史事件，而是具有神學意義在其中的：主耶 

穌為世人的罪犧牲，成為耶穌受死這件歷史事件的神學解釋，並且為人 

類帶來普世新創造的希望，以及倫理的訴求。 

莫待曼回顧他的基督論的發展，指出其1972年出版的著作《被釘 

十架的上帝》，從終末的角度將由上而下的形而上基督論與由下而上的 

人類學式基督論統攝起來，形成向前的基督論（die Christologie nach 

vorn )。這種終末式基督論以耶穌的十架與復活為中心，著重耶穌為來 

臨者（der K o m m e n d e )，而不是靜態地描述耶穌為形而上的真神和神 

人。
3
1不過他在《耶穌基督的道路》一書中，提出在終末的向度以外， 

加強一種基督教與猶太教對話的向度。
3 2
他在《耶穌基督的道路》的標 

題後加上副題：在彌賽亞向度的基督論（Christologie in messianischen 

Dimensionen)。他批評古典神人二性基督論偏重基督論的縱面，即耶穌 

基督作為上帝兒子的永恆一面，而忽視了基督論的橫面，即從聖靈的角 

度了解地上的耶穌。結果，基督論的終末向度亦被忽視，甚至連基督再 

來的角度亦被淡化。
3 3
他相信要恢復基督論終末向度，徹底方法是強化 

彌賽亞向度。 

莫特曼在《被釘十架的上帝》一書中從歷史及終末兩個角度處理基 

督論的課題。莫特曼從歷史的角度理解耶穌，是從三方面看耶穌步向十 

字架一事：第一是耶穌與律法；第二是耶穌與權力；第三是耶穌與上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268. 
28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270. 
.29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235.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191. 

31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20. 

170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19. 

Moltmann, Der Wes Jesu Christi,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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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在「耶穌的歷史進程」部分，莫特曼主要探討耶穌與當時的猶太人 

在理解公義上的分歧。他認為十架神學將基督教信仰理解為見證耶穌基 

督的公義。不過十架沒有將基督徒與猶太人分隔，而是讓彼此有更深的 

團結。他甚至認為基督教會與上帝國度的完滿實現和以色列的復興有密 

不可分的關係。
3 4
至於在耶穌時代，猶太人與耶穌在律法上雖有衝突， 

卻沒有否定以色列是被揀選的民族。
3 5
他在「耶穌終末進程」部分提出 

復活的信仰不單向前展望上帝的未來，同時亦回望耶穌的受苦與受 

死。
3 6
接著莫特曼處理耶穌基督的受苦與受死對我們的意義。他引用 

「為我們」（fiiruns ’英譯pro m e )作為典形解釋，
3 7
同時亦引用「代 

表」（Stel lvertretend，英譯Subst i tut ion )的觀念來表達耶穌救贖的意 

義。不過巴頓（C a r l E. B raa t en )批評莫特曼並沒有對傳統的救贖論作 

出分析，在交待耶穌「為我們」死的方面亦欠詳盡。
3 9
筆者覺得巴頓的 

批評有部分合理’但沒有把握莫特曼從終末角度了解救贖論的心意°莫 

特曼的三一式十架神學較多處理耶穌位格方面的課題，特別是耶穌與父 

上帝的關係，不過他亦有按耶穌的救贖工作來討論，在引用「為我們」 

的觀念的時候，他將重點放在復活的角度上，認為耶穌基督不單是贖罪 

祭’驰同時為我們開啟了一條通往永恆生命的道路，使我們在永恆生命 

中有分。莫特曼刻意將耶穌救贖的意義置在終末論的角度下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莫特曼不單從終末（escha to log i sh )的角度理解耶穌 

基督的歷史，同時亦兼顧回溯（pro to log i sch)的角度’即是追溯耶穌由 

父上帝差遣進入世界’而終末的角度則指向父上帝使他從死裡復活邁向 

34 Jurgen Moltmann, Der gekreuzigte Gott: Das Kreuz Christi als Grund und Kritik 

christlicher Theologie (Gutersloh: Chr. Kaiser/Gutersloher Verlagshaus, 1972), 127. 

Moltmann, Der gekreuzigte Gott, 128. 

36 Moltmann, Der gekreuzigte Gott, 168. 

37 Moltmann, Der gekreuzigte Gott, 169f. 

38 Moltmann, Der gekreuzigte Gott, 17 If. 

39 Carl E. Braaten: "A Trinitarian Theology of the Cross," in The Journal of Religion 56 (1976): 

1’ 113-21’ esp. 114-15. 

40 Moltmann, Der gekreuzigte Gott,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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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他認為理解耶穌基督的歷史應該由「開始」的階段，即父上帝 

差遣的角度入手，而理解耶穌基督的終末性則要考慮耶穌在未來上帝國 

度中「結束」。
4 2
當莫特曼探討父上帝的差遣時，他提出在差遣中的三 

一上帝（Die Trinitat in der Sendung)這觀念。他進一步確定認識耶穌基 

督的歷史必須從兩個角度入手：第一是循上帝的差遣；第二是循耶穌的 

復活。這兩個角度非但互不排斥，更是互相補足。
4 3 

處理在差遣中的三一上帝這課題時，莫特曼的十架神學由基督論的 

討論引進三一論的檢討上，他指出傳統西方教會的三一論主要處理三一 

內在位格的關係及與世界的關係。"“這種三一內在位格性關係和三一上 

帝與世界的關係，按差遣的角度來說是向內的差遣（missio ad in t ra)及 

向外的差遣（missio ad ex t ra )，而向外差遣乃建基於向內差遣。在歷史 

中耶穌與父上帝，父上帝與子，及父、子與聖靈的團契回溯自上帝本身 

內在的先存關係；基於這理由，莫特曼將在差遣中的三一上帝追溯到三 

一上帝的始源（die Trinitat im Ursprung)。另一方面’莫特曼在三一上 

帝的差遣部分突顯了人、歷史、基督歷史的結合’用另一種術語，即是 

三一上帝的歷史°
 4 5

而這種三一上帝歷史觀念與耶穌作為彌賽亞的身分 

是不可分割的。46 

莫特曼在探討《被釘十架的上帝》的觀念以後，發展出一種思想， 

就是基督與上帝、上帝與基督的歷史藉著聖靈將上帝與我們、我們與上 

帝 的 歷 史 連 在 一 起 。 莫 特 曼 在 黑 格 爾 那 裡 吸 收 了 辯 證 的 觀 念 

(Dialekt ik) ’將上帝三位一體與人關係的活撥一面突顯出來。另一方 

面，莫特曼三一上帝歷史觀念亦從他對西方三一論的檢討發展而來。西 

方三一論是差遣式的三一論，就是強調聖子及聖靈由上帝所差遣。此種 

41 

JurgenMoItmann, "Gedanken zur >trinitarischen Geschichte Gottesc’" in Evangelische 
Theologie 35(1975): 208-23’ 214. 

42 

Moltmann, "Gedanken zur >trinitarischen Geschichte Gottes<," 208-23，214 
43 

Moltmann, "Gedanken zur >trinitarischen Geschichte Gottes<," 215. 
44 

Moltmann, "Gedanken zur >trinitarischen Geschichte Gottes<," 210. 

45 
Moltmann, "Gedanken zur >trinitarischen Geschichte Gottes<," 210. 

46 Moltmann, "Gedanken zur >trinitarischen Geschichte Gottesc，"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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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遣 式 的 三 一 論 印 證 出 上 帝 永 ® 的 本 源 。 莫 特 曼 認 為 這 種 回 溯 式 

(protologish)的進路需要加上終末（eschatologisch)的進路才能完整。回 

溯式的進路由聖子及聖靈的被差遣上溯上帝的永恒本源，而終末式的進 

路由耶穌的復活引申到將來的盼望。這思想在《三一上帝的歷史》中出 

現。 

莫特曼致力避免傳統形而上學對上帝靜態及集中於上帝的超越主體 

性的理解，並且開展以團契性、過程性、關係性為主的社會三一論 (d i e 

sozialeTrinitatslehre)。他認為這種社會性三一論能夠推動古典形而上基 

督論過渡至以歷史為重的現代基督論，同時發展至注重自然生態的後現 

代基督論。
4 7 

莫特曼社會性三一論的思想’影響他對基督論的建構，他提出基督 

論主要有三方面向度：1)耶穌作為上帝的基督；2)上帝作為耶穌基督 

的父； 3 )基督在聖靈中 °
 4 8

這三方面的基督論向度其實就是指從父、 

子、靈三方面理解耶穌基督 °他自己亦稱之為三一式基督論（ d i e 

trinitarische Christologie) ° <9 他重視互相參透（Perichoresis)，認為父、 

子、聖靈彼此是關係中的存有（Sein-in-Beziehungen) ° 這種關係式的 

三一位格的理解’不單著重內在三一上帝位格是「在群體中的位格」 

(Persona in communione)，‘‘同時也著重三一上帝住在人中間的關係° 

這種上帝住在人中間的關係是一種以愛使雙方互相參透的關係’亦是上 

帝的宇宙性同居 (kosmische Schech ina),這種上帝在宇宙中同居的思想 

與新創造的來臨緊密相連。
5 2 

4 7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13 ° 另參莫特曼著，曾念粵譯：《當代的基督》 

(台北：雅歌出版社，1998) ° 
48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59. 

49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94，173. 

50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94. 

jurgen Moltmann, Erfahrungen theologischen Denkens: Wege and Formen christlicher 

Theologie (Gutersloh: Chr. Kaiser/Gutersloher Verlagshaus, 1999), 280. 

52 Moltmann, Erfahrungen theologischen Denkens,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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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莫特曼雖然提出了三一式基督論建構的藍圖，並且在《被 

釘的上帝》一書中開展了三一式十架神學，
5 3
不過他在《耶穌基督的道 

路》一書中卻傾向以聖靈基督論的角度，開展彌賽亞式基督論及宇宙基 

督論。 

四、彌賽亞式基督論 

莫特曼循屬靈基督論（die Geist Chris tologie)的角度理解耶穌基督 

的歷史，他認為耶穌基督的歷史是上帝對以色列民族彌賽亞應許的延 

伸。他強調耶穌作為猶太人，7¾繼上帝對整個猶太民族的應許。
5 4
他批 

評古典神人二性基督論沒有重視地上的耶穌秉承上帝彌賽亞式的差 

遣。
5 5
他強調彌賽亞式的基督論是新約聖經基督論的前設，同時聲稱智 

慧基督論（die Weisheitschristologie)和屬靈基督論均是神子基督論（die 

Sohn-Gottes-Christologie)的基本前設。
5 6
他再三指出屬靈基督論並不反 

對道成人身的教義，亦不否定神人二性基督論，相反將基督論的神人關 

係提升為三一式基督論。
5 7 

莫特曼認為在屬靈基督論的角度下，能夠呈現基督的整個歷史乃聖 

靈同在的歷史。因此他努力開展聖靈基督論（d i e pneuma to log i s che 

Chris tologie)，演繹基督在地上的生活、影響及道路。他在聖靈基督論 

中著重基督乃上帝聖靈歷史的彌賽亞人（der messianische M e n s c h ) � 5 8 

基督作為彌賽亞人在本體上受聖靈主導，並在使命上承受彌賽亞式的差 

遣。莫特曼引用上帝對以色列民族的彌賽亞應許，引申為全人類及宇宙 

的更新，邁向與上帝同居的境況（die Schechina Gottes)。 5 9
與上帝同居 

53
參郭鴻標：〈莫特曼的三一式十架神學的反思〉，《千禧十架》（香港：中國宣道 

神 學 院 ， 2 0 0 0 ) ， 頁 1 2 5 � 1 3 7 � 

54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92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93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93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93 
58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97 
59 Moltmann, Der We9 Jesu Christi,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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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念源於被擄和被擄後的觀念，基本上上帝的同居（die Einwohnung 

Gottes)，意思是指居無定所的以色列人在被擄時流浪，直至與永恆的上 

帝相合，達至休息。
6
。與上帝同居的觀念基本上是一種空間性的觀念， 

指向來臨者的安息。這種空間性的創造安息及彌賽亞未來的觀念，補充 

了早期時間性的世界觀。61 

莫特曼不單將耶穌基督位格的身分上溯到以色列的彌賽亞’同時引 

申為全人類的神子，及將要來臨宇宙的智慧。.耶穌基督乃上帝的國度在 

位格中的呈現。作為宇宙萬物更新的開始’他不單是以色列人的希望， 

更是全人類及全宇宙的希望°因此’莫特曼理解耶穌為彌賽亞人’不單 

限於追溯耶穌的猶太背景’同時更引申全人類與全宇宙的向度°
 6 2

從耶 

穌的位格上看，這是其終末位格（die eschatologische Person) °除此以 

外，他亦強調耶穌基督的社會位格（die soziale Person) °他借助處境神 

學’特別是解放神學，將耶穌設釋為貧窮人及無助人的同伴，提出耶穌 

並非一個私人’而是一個社會人°他認為古典神人二性基督論均忽視了 

上述兩方面的基督位格，
6 3
他認為古典基督論只著重耶穌神學位格 (d i e 

theologische Person)，重視耶穌作為上帝的兒子，例如「使徒信經」的 

描述，過分簡單地交待耶穌道成人身至受苦受死之間的一段時間° 64 

五、宇宙的基督論 

莫特曼提出基督的受苦與整個群體和整個創造乃息息相關“在他看 

來’基督受苦代表整個創造受苦。當今世上，弱者、無助者、病者總是 

先遭遺棄的一群。他認為人類除了面對自然的死亡以外，還要面對整 

個人類的毀滅°他提出人除了要步向自然死亡（d e r naturliche T o d )以 

60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276 » 多謝賴品超博士提出"die Schechina Gottes:應 

否譯為「上帝的臨在」的問題’筆者同意"die Schechina Gottes" —觀念的原意乃「上帝的 

同居」，與上帝的家鄉"die Heimat Gottes"相同’筆者在〈莫特曼的千禮年與萬物更新的 

終末論〉一文中亦引用上帝的住處翻譯" d i e Schechina Gottes" ° 

61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275. 

62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170. 

63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171. 

^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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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卜’還要踏上默示式（apokalyptische)的普世死亡（der universale Tod) ° 

他引用現在第三世界在經濟和科技上被剥削，導致生態循環受破壞，令 

無數的動植物死亡來說明這點。此外，全球核武器擴散，令人類陷入世 

界末日的恐慌之中。他提出基督論應該將基督受苦的普世及默示向度加 

倍重視，循終末的角度了解耶穌基督。
6 5
他坦言宇宙的基督論在今天應 

該以生態的基督論（die okologische Chris tologie)表達出來。
6 6 

莫特曼認為基督受苦有兩方面的意義：第一方面是指基督為世人代 

罪的事實；第二方面是指基督作為猶太人的彌賽亞、人類的弟兄、上帝 

的兒子即宇宙的首先者，在人性與神性上同樣受苦。
6 7
因此，基督的救 

贖具宇宙性意義，而基督的位格亦涵蓋以色列的受苦者、人類的受苦者 

及萬物的受苦者。莫特曼形容這位承繼默示處境意義的基督，具有集體 

性團結（die kollektive Sol idar i ta t )的作用。
6 8
換言之，彌賽亞基督論與 

宇宙的基督論都是莫特曼對古典神人二性基督論及啟蒙運動後人類學基 

督論的流弊反省而得出的改革方向。他肯定古典神人二性基督論對自然 

的了解潛在性含有宇宙的向度，但批評其靜態及形而上的概念思維方 

式，而十九世紀的歷史基督論（或稱人類學基督論）卻低估了基督論的 

宇宙向度。莫特曼評估過古典及十九世紀基督論的優劣以後，強調宇宙 

基督（der kosmische Chr i s tus )的觀念，突顯基督論的宇宙向度°
 6 9

他認 

為我們應該循自然及宇宙的角度理解耶穌的復活，即是自然的復活 

(die Aufers tehung der Natur)及宇宙的f申{匕（die Vergott l ichung des 

Kosmos)。刊他認為宇宙的基督論能夠使存在式基督論（die existentiale 

Christologie)及歷史的基督論（die geschichtliche Christologie)發展得更 

圓滿。他相信宇宙的基督論能夠將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同居(Schechina)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178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217 

67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231 

68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232 

69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270 

70 Moltmann, Der Wes Jesu Christi,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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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宇宙的神性化三方面突顯出來。他批評過去的宇宙基督論偏重原初 

的創造，從而忽略了創造論應該具有的三個向度：原初創造（ c r e a t i o 

orginalis)、持續創造（creatio continua)及新創造（nova c r e a t i o ) �
7 2
 他進 

一步指出聖靈不單是創造之靈，亦是新創造之靈。
7 3 

除此以外，莫特曼在人觀方面，將位格理解為自然的實質（ d i e 

Hypostase der Na tur )，而復活則是指靈與身體的復活。
7 4
他更引入「自 

然在位格」（Natur in P e r s o n )的概念’強調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他反對 

啟蒙運動後的「自然人性化」（die Humanisierung der Na tu r )運動’因為 

人在科技發展下漸漸加強了操控大自然的能力，但卻沒法監察政治、倫 

理的操控能力°他欣賞人類自然（d e r Naturalisierung des Menschen)的 

運動，希望人類世界於整個宇宙下整合。
7 5 

六、《易經》中生生不息之道 

李景雄博士在耶穌再臨的課題中，引用易經第二十四卦「復」來重 

新演繹基督復臨的訊息 °
 7 6

李氏並不贊成將基督教神學遷就易經的思 

想，相反，他認為需要將更多的基督教神學課題’從易經的思維角度重 

新證釋。
7 7
李氏提出莫特曼在《耶穌基督的道路》一書中，關注耶穌基 

督終末性的復活，並且探討人類文明與自然的更新°《易經》當然缺少 

復活的希望與榮耀的課題’不過在個人修養及文明的發展方面’卻有豐 

富材料。
7 8
李氏更坦言在《易經》裡面極難找到十架與復活的觀念’至 

於罪與赦免等基督教術語更加欠奉。不過他強調《易經》裡面有豐富的 

71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21S 

72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310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276 

74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279 

75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294. 

76 Peter K.H. Lee, "The Parousia of Christ Re-interpre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smology of the I C h i n g , "《神學與生活》第 2 3期（ 2 0 0 0年）’頁历 9 � 3 1 7 ° 

77 Lee, "The Parousia of Christ Re-interpreted," 317. 

78 Lee, "The Parousia of Christ Re-interpreted,"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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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語言，可以表達十架、復活、赦免、升天、愛、聖靈降臨於個人與 

教會生活、 後審判與得榮耀等基督教神學觀念。
7 9
按李氏的理解， 

《易經》是華人文化中證釋基督教信仰的寶貴資源。筆者十分敬佩李博 

士的努力，並且願意努力學習探討華人神學的課題。多謝鄧紹光博士的 

寶貴意見，提醒筆者在交待莫特曼聖靈的基督論以後，可以與《易經》 

生生不息的觀念作對話。 

劉述先教授指出，中國哲學的創生觀念有悠久的歷史。《道德經》 

所描述的道本身充滿創生性。「道生 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表示道乃創生性的道。老子根據「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 

自然」的觀念引申人必須崇尚自然與創生的道。
8
1至於孔子亦視天為萬 

物創生之源，而天道與人道並非隔斷，「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表示人 

作為一種創生的存有，基本責任是實現人之作為人的潛質，同時也要促 

進其他人發展潛質。
8 2
這種人性創生的觀念在《中庸》亦有出現，「天 

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表示人性從創生的天道秉賦創 

生的能力。在《易經》裡面，創生的觀念發揮更為淋璃盡致，「生生不 

息」的觀念透過陰陽的交互作用衍生一切。
8 3
《易經》中第一卦「乾」 

代表天，象徵終極創生的本體原則；而第二卦「坤」代表地，象徵接 

受。
8 4
「乾」與「坤」代表創生力與持久力兩種力量，而這兩種力量必 

須維持平衡。同樣陰陽亦要相和。推而廣之，君臣、父子亦應在雙方的 

關係上達至和諧°
 8 5

後來程伊川（1033-1107)將仁作為統攝五種道德原 

則：仁、義、禮、智、信的 終原則，並且進一步將仁與創生的觀念結 

Lee, "The Parousia of Christ Re-interpreted," 311. 
80 Liu Shu-hsien, "The Philosophy of Creativity and the Progress of Culture: A Chinese 

Perspective," in Ching Feng 34 (1991): 4, 228. 

‘ u , "The Philosophy of Creativity and the Progress of Culture," 229. 

u, "The Philosophy of Creativity and the Progress of Culture," 230. 

u, "The Philosophy of Creativity and the Progress of Culture," 232. 

u, "The Philosophy of Creativity and the Progress of Culture," 234. 

(1993): 

1 Shu-hsien, "The I-Ching as a Fountainhead of Chinese Wisdom," in Ching Feng 36 
- 1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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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6
此種將仁與創生觀念結合的取向在宋明理學中十分普遍，無論程 

朱學派或者陸王學派都有出現，王陽明的（1472-1529)「致良知」學說 

更成為知識論及本體論的原則。人的人性與創生性必須在人自己的心 

性中實現。87 

李景雄博士過去亦有探討「生生不息」的觀念，不過重點在氣與聖 

靈的關係。李氏提出氣具有形而上與物質性兩方面，氣乃生產的過程， 

氣在人格中呈現，有血氣與性氣兩種表現。他引述戴震批評新儒家否定 

氣及感情或慾望的觀點’以強調氣乃推動整個人格成長的動力。
8 8
他提 

出聖靈乃能量與動力’身為華人神學工作者應該尋找容易被華人理解’ 

而又能代表聖靈的術語。
8 9
他認為聖靈作為一種生命力，在人類生活每 

一部分都會出現靈的活力，例如文化藝術活動、舞蹈、舞龍或舞獅…… 

等都表現市民的活力。他指出神學工作者不能簡單地將所有活動都視為 

聖靈的工作’但他認為我們可以發現其中一些活動與基督的靈吻合°
 9
0 

李氏認為戴震強調陰陽與氣的互動一點十分重要，他提議將陰陽作象徵 

性理解’視為文化力量上的平衡°他相信基督徒可以根據其信仰傳統辨 

別出文化中靈的活動°基督徒不必凡事高舉基督徒的名字’只要參與投 

入，與其他市民一起建造整個社群，讓靈的力量淨化、豐富整個群體“ 

我們只要在適當時候跟隨聖靈的引導，其他人自然會發現基督徒的真 

義。
9
1李氏從氣的角度證釋聖靈，但卻沒有忽視道的角色°他引述戴震 

的觀點，認為道在氣的生生不息之中，人行道的時候，其實是在氣的生 

產性與創造性之中°
 9 2

李氏除了從氣的角度表達生生不息的觀念，藉此 

解釋聖靈的工作以外’亦有從《易經》的宇宙觀與德日進（Teilhardde 

Chardin)的進化宇宙觀對話。他指出《易經》的宇宙觀是動態的變易及 

辯證，乾坤代表創造與接受的互動關係’太極圖案中光中有暗，暗中有 

86 Liu, "The Philosophy of Creativity and the Progress of Culture," 234. 

87 Liu, "The Philosophy of Creativity and the Progress of Culture," 236. 

88 Peter K.H. Lee, "Dancing, Ch'l and the Holy Spirit", in Ching Feng 34 (1991) ： 3’ 143. 

89 Lee, "Dancing, Ch'l and the Holy Spirit", 144. 

90 Lee, "Dancing, Ch'l and the Holy Spirit", 145. 

91 Lee, "Dancing, Ch'l and the Holy Spirit", 146. 

92 Lee, "Dancing, Ch'l and the Holy Spiri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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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表示陰中有陽，陽中有陰。
9 3
李氏認為《易經》強調創造與接受的 

相互關聯（Creativity-Receptivity Correlation)，而德日進只重創造一一 

與創造力的課題。
9 4
他提出《易經》的「創造——接受栢互關聯」觀 

念可以豐富德日進的宇宙觀。李氏明言《易經》沒有「從無造有」 

(Creatio ex n i h i l o )的概念，亦不會如此從形而上的進路構思生生的活 

動，而且根本沒有一位創造主的想法，不過《易經》裡面「生生不息」 

的觀念卻可以豐富基督教神學的內容。
9 5
李氏引用《易經》第二十四卦 

「復」來陳述自然的回復，
9 6
其後更引用《易經》第十九卦「臨」證釋 

耶穌的再來。
97
這種「復」與「臨」的活動，其實在一種「既濟」（already) 

與「未濟」（not yet) ’即《易經》第六十三及六十四卦的架構下理解。 

李氏認為「濟」並非表示終結，相反是新的開始。不過這種新的開始是 

以循環式進行。
9 8
李氏認為德日進的時間觀是線性的，而《易經》的時 

間觀是循環的，在任何一種文化裡面，時間意識都是既線性而又循環 

的。時間由過去到現在而至將來，但是時間好像四季般重覆，周而復 

始。他認為希望可以照亮將來，這是線性的時間觀，但是希望亦是現在 

與過去的充滿實現，這是一種循環性時間觀。
9 9
據李氏的理解，《易 

經》的宇宙觀不是封閉的宇宙觀，原因是它循環不息。不過循環不息是 

否等於不封閉呢？羅華慶認為《易經》中的天、地、陰、陽、乾、坤都 

是宇宙內在封閉系統的「二氣感應以相與」（咸彖）。mo筆者認為循環 

式宇宙觀只能視為相對開放的宇宙觀，《易經》裡面陰、陽互動，生生 

不息，衍生各種新的事情，在某個程度上可算是開放性宇宙觀的一種。 

93 
Peter K.H. Lee, "The I Ching's Cosmology of Changes in Christian Perspective: With 

Reference to Teilhard de Chardin's Evolutionary Cosmology," in Ching Feng 40 (1997): 2, 104. 
94 

Lee, "The I Ching's Cosmology of Changes in Christian Perspective," 111. 
95 Lee, "The I Ching's Cosmology of Changes in Christian Perspective," 113. 

Lee, "The I Ching's Cosmology of Changes in Christian Perspective，" 122. 

97 Lee, "The Parousia of Christ Re-interpreted," 299. 

98 Lee, "The Parousia of Christ Re-interpreted," 314. 

99 
Lee, "The I Ching's Cosmology of Changes in Christian Perspective," 125. 

羅華慶：〈《易經》「生生宇宙觀」與《聖經》「生生神學」初探（下篇）〉，《南 
京神學誌總27至29期選編》第1期（1998年8月），頁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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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按莫特曼對開放宇宙觀的了解，無論線性或者循環式時間觀念，都 

不能視為開放。莫特曼所理解的時間觀是向後回溯的時間觀，從將來的 

角度看現在與過去。這是時間觀方面的突破。筆者認為莫特曼的宇宙觀 

可以豐富《易經》的「生生不息」循環宇宙觀念。此外，李氏提出《易 

經》「復」卦與約翰福音十二章31至36節有相互關聯的作用，他認為新 

約聖經終末論並非線性的時間進程，他進一步解釋基督教終末論在「既 

濟」與「未濟」的中間。1。1他還指出《易經》的宇宙觀與約翰福音的 

宇宙觀’遠比與默示式觀點吻合。m 2
李氏建議引用《易經》中「復」與 

「臨」的觀念證釋福音書中耶穌再來的觀念。m 3
可是據莫特曼理解，新 

約聖經除了福音書’還有其他書卷深受默示的處境影響’若新約聖經的 

訊息與默示處境的關係不能分割，我們如何能夠運用缺少默示成分的 

《易經》作新約聖經的證釋呢？ 

筆者認為莫特曼的基督論，強調上帝藉基督不斷更新其創造’充分 

表達《易經》生生不息的觀念’並清楚表明創造主的觀念°羅華慶指出 

《易經》咸彖強調乾坤天地二氣感應相與’可惜整個中國文化傳統都沒 

有明確開展上天下感的觀念’無法使人與有情的上天相感相通，隨之而 

來，便是強化「聖人感」之道’淡化「天地感」的情界，導致人陷入困 

境，以聖人為天，關閉了「天地感之門」°他提出聖經中神人相感是開 

放性位格的情際關係。…
4
筆者覺得莫特曼的基督論清楚運用「關係中 

的存有」觀念描述三一上帝內在的關係’及在耶穌基督身上神人二性在 

一個位格上聯合的關係°這種重關係性的位格觀念’或許能夠為華人基 

督論提供一條出路。溫以諾指出西方基督論以「非此既彼」的二元對立 

思維模式理解耶穌基督的神性與人性，1Q 5
他提出一種三一 /中色神學 

思路，強調「異同契合」，注重耶穌基督神人二性既此亦彼。1。
6
不過 

01 Lee, "The Parousia of Christ Re-interpreted," 311. 

02 Lee, "The Parousia of Christ Re-interpreted," 311. 

03 Lee, "The Parousia of Christ Re-interpreted," 311. 

羅華慶：〈《易經》「生生宇宙觀」與《聖經》「生生神學」初探（下篇）〉’頁5
7 

05溫以諾：《中色神學綱要》（士嘉堡：加拿大恩福協會’ 1999) ’頁95� 

G6溫以諾：《中色神學綱要》’頁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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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卻鮮在批判西方神學之餘，提及東方教會神學的思想可能對基督教與 

中國文化對話的課題有所貢獻。莫特曼作為西方神學家，採納東方教會 

的神學精華，開展關係式位格的觀念，動態地證釋耶穌基督神人二性的 

互動關係；崇尚中色神學的同道，可以此作參考。 

七、宇宙的基督 

李景雄博士指出德日進「宇宙基督」的觀念，其實與歷史耶穌相 

連，他只不過偏重耶穌在創世以先已經存在、他現在亦臨在、將來會再 

臨罷了。李氏建議將德日進那種「宇宙基督的意識」(Cosmic-Christic 

consciousness)融入深受《易經》影響的華人世界觀裡面。•他認為以 

「基督的」（Christie)取代「基督論的」（Christological)，可以避免由基 

督論導致的「基督中心主義」(Christo-centricism)。李氏欣賞德日進以宇 

宙基督作為進化宇宙觀的中心，但卻擔心其基督論會倫為封閉系統。
�
。

9 

李氏努力修正德日進的宇宙觀，引進《易經》中創造一接受相互關聯 

的觀念，務求使華人更加接納德日進的思想。11。他形容德曰進的思想 

軌跡為創造一道成人身一救贖。德日進的創造與道成人身論關係密 

切。宇宙的基督在「終點」（Omega Point)表示神人的相聯合。他表示 

《易經》裡面沒有類似的「相匯」（convergence)觀念。縱使道可以在聖 

人中呈現，但不會局限於一人，相反，無數的智者與有修養之士，甚至 

普通人亦可以體現道。基督教認為在耶穌身上的道比在其他人身上所呈 

現的道更圓滿。李氏認為要是我們多描給基督的人性，以人文精神為主 

的華人未必不會接受。⑴在討論十架的課題上，李氏清楚表示華人在 

《易經》及儒家化的和諧觀念影響下，只能看見人的和諧，或宇宙的和 

諧，卻不能明白人與超越的上帝的和諧。 I I 2
李氏在證釋救贖的時候， 

Lee, "The I Ching's Cosmology of Changes in Christian Perspective," 108 

Lee, "The I Ching's Cosmology of Changes in Christian Perspective," 109 

Lee, "The I Ching's Cosmology of Changes in Christian Perspective," 110 

Lee, "The I Ching's Cosmology of Changes in Christian Perspective," 113 

Lee, "The I Ching's Cosmology of Changes in Christian Perspective," 116 

Lee, "The I Ching's Cosmology of Changes in Christian Perspective,"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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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它視為宇宙基督的受苦，他並沒有淡化十架的地位，且提出基督的死 

乃自我的真正完成。在這點上，李氏清楚表現其對基督教信仰獨特性的 

重視。李氏綜合宇宙基督的神學意義為七方面：在創造中、在進化性創 

造中創造——接受的相互關聯中、在道成人身中、在耶穌的位格中顯現 

神聖的愛、在救贖中、在十架的受苦使天、地、人三者達至和諧。⑴ 

筆者認為李氏相信宇宙的基督論與歷史的基督論並不互相排斥的觀 

點，與莫特曼相當一致。莫特曼認為宇宙的基督論能夠將古典基督 

論、歷史基督論或人類學基督論、存在式的基督論建構成整全的基督 

論。 I I 5
他在開展宇宙基督論的同時’亦開發彌賽亞基督論°莫特曼循 

聖靈基督論的角度將彌賽亞的向度和宇宙的向度整合起來°筆者認為莫 

特曼的優點是將基督論（Christologie)與耶穌論（lesulogie)結合’ “
6
擺 

脫由上而下基督論及由下而上基督論的對立°此外’他循聖靈基督論的 

角度演繹基督乃一位「形成中的基督」（Chrisms im Werden)。”
7
這位 

形成中的基督又被稱為「進化者基督」（DerChristus Evolutor) °莫特曼 

的思路表面上類似德日進，不過在證釋「基督作為拯救者」（Christus 

Redemptor)的時候，莫特曼卻引進來臨者基督（Christus im Kommen) 

的觀念，從終末的角度向後回溯，與形成中的基督’由現在向前瞻，形 

成兩個不同發展方向。莫特曼提出將形成的基督與來臨的基督兩者結合 

起來’ “
8
反映他將固有終末向度加上彌賽亞的應許實現的思維模式’ 

建立起較整全的基督論°筆者覺得莫特曼在這方面較德日進可取，因他 

更有效的避免將宇宙基督解作一種宇宙性運作原則，而忽視了道成人身 

的歷史事實°筆者同意李景雄博士的見解，若十架對猶太人來說是祥腳 

石，對希臘人來說是愚拙，那對華人來說它乃是費解的事(enigma) °筆 

者認為縱使我們借助《易經》的宇宙觀設釋基督論，我們亦得面對一個 

113 Lee, "The I Ching's Cosmology of Changes in Christian Perspective," 120. 

114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301. 

‘15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278, 302. 

116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74. 

117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50. 

118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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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易經》根本沒有任何關於歷史耶穌的資料，縱使我們可以循宇 

宙基督的角度找到類似《易經》宇宙觀的思想，我們只不過將一個完整 

的基督論縮減為一些宇宙性的原理與《易經》的生生不息宇宙觀對話。 

此外，《易經》生生不息的能動性來自宇宙本身，而沒有期待一位創造 

主“
9
，解決的方法應該是讓《易經》打破形而下的處理方法，貫通上帝 

論。筆者覺得莫特曼注重整全基督論的立場十分值得華人神學工作 

者參考。究竟我們借助《易經》的思想格局建構華人基督論的方法，是 

否表示在基督論的內容上都要為《易經》的思維模式所局限，以致先要 

淡化歷史耶穌的向度來達至以華人文化概念處理神學的目標呢？筆者認 

為李景雄博士的處理方法相當可取，基本上嘗試按《易經》的思路及術 

語證釋基督論的課題，在關鍵性的地方則堅持基督教信息內容的獨特 

性。不過在內容上，筆者覺得莫特曼的基督論比李博士所理解的德曰進 

基督論更可取，一方面他著重彌賽亞的角度，另一方面涵蓋宇宙的層 

面，對於保持整全的基督論方面有更大的貢獻。 

撮 要 

本篇論文從聖靈論的角度閘釋莫特曼的基督論’並回應《易經》生生不息的 

道的觀念。他的基督論兼顧宇宙性與歷史性，既能與《易經》生生不息的道對 

應，亦緊扣歷史的耶穌，全面地展示基督論的闊度。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als with the pneumatological aspect of Jiirgen Moltmann's 

Christology and the responses to the idea of "creative Dao" in I-Ching. Moltmann's 
Christology keeps the cosmological and historical dimensions, corresponding to the idea 
of the "creative Dao" and also holding firm the faith in historical Jesus, shows the width 
of Chris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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