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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本深入淺出的神學著作，內容分為兩大部分：人性與德性。在人 

性部分，作者從創造論的角度，申論上帝的形象並非管治而是關係；而真實 

人性’就是一種向異己的他者敞開的能力。至於神人關係，就是神在創造中 

自由地作出自我限制，並賦予人自由的關係。作者認為’現代人高舉自我充 

權的權力意志，並以自我中心的態度運用自由’於是使人活在沒有意義的異 

化光景中。作者引用田立克以疏離表達罪的手法’從人類運用自由的經驗 

中，演繹聖經對罪的描述，這就是人與神、自身、他人和自然四重關係的疏 

離。另一方面’作者基於基督教傳統對罪的證釋——不信、驢傲、貪婪’印 

證人類對罪惡的普遍經驗。此外，作者引用巴特把罪視為怠惰的證釋’解說 

沒有他者參與的人性並非人性。同時，作者亦借用巴特對人性陷在不真實存 

有的悲愴性為例子，說明人性遭受扭曲的事實°然後，他又以基督的人性作 

為人性 終的界定，表述上帝救贖的恩典；並且從三一論的角度演繹聖靈的 

工作是基督工作的延伸，使人經歷聖靈內住產生的德性生命° 

在德性部分’作者倚重德性倫理的思想’提出倫理學的重點不單是指行 

為的對錯和後果，而是踐行者的為人°作者順著德行倫理的思路’引用亞奎 

那對德性的分類——本性的德性或修成的本性德性，如明智、正義、堅毅和 

命制；超性的德性或傾注的德性’如信、望、愛的思想；加上亞里士多德的 

實踐理性乃對德性中道的感知的觀點，作為康德式義務論的另一選擇°作者 

提出人在道德實踐中須培養明智的能力’對處境了悟感知’並對客觀實體開 

放。作者亦引述麥金泰（Alasdair C. Maclntyre)、侯活士（Stanley Hauerwas) 

的思想，強調品格的建立°同時’他強調人是歷史中動態敘述的自我°作者 

支持侯活士以道德理性的敘事性為理據’卻反對康德式的純粹理性’並且提 

出教會是非暴力的群體’以德行見證自己是另類城邦° 

筆者認為此書能夠掘要地引述麥金泰及侯活士的倫理學思想，並以短文 

的形式介紹各個重要的觀念’同時結合系統神學觀念’實在是一本值得閱讀 

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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