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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难以普及的原因 

一直以来，对讨论方法论的书，我都不抱太大的兴趣，总觉得它们是腾云驾雾，不着边际的

著作，所以都是采取逃避的态度，避之则吉，亦安于阅读一些较为实在和个案式研究的书籍，

觉得更为安舒和妥当，这可能与我从前从事实务性的工程行业有关。另外，讨论方法论无可

避免包含很多哲学性的概念和词汇，这些艰涩的用语窒碍了对这些语言不太熟悉的读者，他

们阅读的兴趣会大减。 

 

另一方面，基督教神学在普遍信徒的印象中，都是过于艰深，也是没有很大兴趣，倒不如多

读一些灵修或研经小品类的书籍，更能帮助自己属灵生命的成长。严肃的神学讨论似乎在基

督教的圈子中也没有很大的市场，甚或存在价值，它们被视为不能造就生命的东西，最终都

只沦为一小部份学术份子的专利，实在是非常可惜。 

 

神学影响生活各个层面 

最近与一班就读神学院时的同学相聚，也有人提到在教会中难以鼓励肢体学习基督教神学，

改革宗神学、福音派神学等等这些学问，似乎与他们关心的议题距离太远，宁可在自己的小

天地里享受片刻的悠闲和宁静，毕竟生活已经够紧凑忙碌了。 

 

只是他们不明白神学对他们的信仰价值观和行动取向其实影响至巨，渗透生活的每个层面，

就以末世论为例，前千禧年者与后千禧年或无千禧年者，最大的分别就是在于对整个世界的

终局有不同的看法，影响到我们对世界的发展是乐观还是悲观，处世人生的态度是积极还是

消极，甚至关乎到我们对神的信心。 

 

处境化神学的重要性 

当阅读到这本书时，却带给我一些惊喜。作者以全球化和处境化相互交错的角度来思考中国

神学的课题，特别强调在现今世代发展处境化神学的重要，某程度上是中国本色化神学的一

种具体尝试。 

 

本书架构清晰，先处理全球化和处境化的定义，继而从历史角度回顾基督教在宣教方法上曾

经进行的处境化努力，接着讨论当前中国在经济、宗教，以致神学上的形势，相信因应内地

对基督教神学的研究发展，反映内地学者对基督教研究的重视。 



 

最后回到本书的主题，就是基督教处境神学的方法讨论，作者尝试从 7 大方面来进行探讨，

包括基督教人文主义、神学的解释学、教会学的神学、哲学神学、多极化、认识论以及普世

性的角度，是这本书中非常重要而丰富的一章，回应了神学方法的多样性与多变性，是不能

错过的一章。 

 

学习理性分析持平探讨 

由于作者是有三自神学的背景，所以本书也在这方面有比较浓厚的色彩，特别在讨论丁光训

的神学思想时（页 111-119），就更为突出。作为一本学术的作品，就是容许我们有讨论的空

间，我们只需理性务实地分析和理解其中的想法，不需要急于全盘的支持或全盘的反对，需

要的是作持平而深入的探讨。我期望有更多这类作品从不同角度来从事中国基督教神学的拓

荒工作，在孤单的学习和寻觅路途上，盼望能够遇到更多有心人。 

 

欢迎浏览良友圣经学院网站 https://lts38.net，或 https://lts33.net，电邮至

school@liangyou.net 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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