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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繼作者幾本關於重要的中國華人神學家：王明道、惋柝聲、趙紫宸 

的論著後， 新一本綜論中國神學的著作，全書內文共 4 7 2頁，為同類華人神學 

著作之稀有者。近年有關華人教會的著作，多集中在教會歷史方面，如趙天恩的 

《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梁家麟的《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農村教會》及建道 

神學院文化集刊的一系列當代教會史。能圍繞神學思想作深入討論的，除了作者 

的著作外，並不多見，新近古愛華的《趙紫宸的神學思想》問世，亦可算是這方 

面著作的表表者。 

要處理中國神學問題，除了史料難求外，更涉及如何整理神學課題。基督 

教會在華近二百年，期間中國經歷了百多年的憂患、戰爭、內亂以及政權更迭， 

使原本幼嫩的神學思想欠缺發展和整理的空間。回顧二十世紀初的神學，面對很 

多時代的挑戰，卻欠缺反思，或許是這時期神學的特色。 

本書雖是以神學討論為主，但卻未能擺脫眾多歷史因素的困擾，閱讀起來 

好像作者的博士論文《風潮中奮起的中 g教會》的另一版本。歷史因素固然_， 

但神學思想有它本身的發展套路，例如早期教會受到內憂（異端）外患（逼迫） 

的困擾，卻能建立三一神學的基礎。中國教會面對的挑戰很多，由義和團事件的 

救亡圖存（第三、四章）到教會自立運動（第五章）；由新文化運動（第八章） 

到基督教可救國嗎？（第十章）；由非基督運動到中國早期神學的建立（第十三 

至十八章）；隨著而來的救亡、救國、抗日戰爭，到內戰爆發（十九至二十五 

章）’整個脈絡是由歷史事件牽引著走。書中對歷史的論述不厭其煩，例如第四 

章〈救亡圖存：國民革命〉全章二十頁都是交待孫中山革命的經過，只在章未提 

及立憲運動中的宗教自由請願運動。第十二章〈非基督教運動：挑戰與回應 

(二）〉全章都是處理歷史事件，與一般近代史教科書無異。其餘各章’都是討 

論基督教各種運動的發展多於突顯神學反思，例如十八章〈本色教會運動〉是從 

本色運動的起源、發展，和本色教會落實的例子來討論這個課題，卻未有觸及本 

色神學的意義’整章「述史」的味道很重，神學反省不足。 

本書作為中華神學背景參考資料’是難得的一本好書，因為其中的人物、 

思潮、運動’都巨細無遺地呈現在讀者眼前’這與作者以前著作的思路、方法都 



文化書評 343 

十分一致。可是，如要作為探討中國神學在過去五十年有甚麼貢獻，其神學主題 

的特色，及它對今日中國神學的發展有甚麼影響的著作，則似乎仍需加力。更重 

要的是，中國神學與西方神學一脈相承，中國神學如何轉化、吸收西方神學，及 

其與西方神學的差距，本書似未探討過。 

在本書結論中，有關神學主題部分，作者只是把全書的觀念撮寫一遍，如 

果說本書是「以救國重建為主題，證譯這段時期中華神學思想的發展」（頁 

i x )，則我們發現本書只提供了神學發展的現象，並未討論神學如何可以救國。 

救國論會否成為神學的工具論，而遠離神學本體（基督論、救贖論等）。至於神 

學特色，作者也只是描述五十年來的神學現象，例如神學新舊派的對立、護教和 

聖經主導的；神學、神鄭勺實用 t發口宣教關懷等；神學的特傲 f像還未被突顯出來。 

綜覽全書’作者以勤奮的態度，嚴謹的精神處理了五十年來中國華人教會 

的史實和回應社會問題的取態。我們期望在這些現象的背後’能發現到華人神學 

的路是一條怎樣的路？它在面對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全新環境：國內社會主義、港 

台經濟起飛、海外華人教會成長時，有甚麼可以延續下去°因此，五十年來的華 

人神學，不應只限回顧，還要為將來預備道路。 

本書值得神學生及教牧人員閱讀’但盼望有一本進深探討華人「神學」建 

構及發展的書不日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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