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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金陵协和神学院65周年院庆时，我们再版了《金陵神学文选》

（一）（1952—1992），编辑出版了《金陵神学文选》（二）（1993—

2017）。今年11月，金陵将迎来建院70周年，届时将举行一些纪念活动。

同工们建议应继续编辑出版《金陵神学文选》（三）（2018—2022）[下文

简称《文选》（三）]，因为自2017年之后，过去的近五年时间里同工们

在神学研究与思考方面又有不少的收获。

金陵协和神学院是基督教全国两会主办的神学院校。《文选》（三）

主要收集了基督教全国两会驻会负责同工和金陵老师们过去近五年中发表

在《金陵神学志》和《天风》上的一些论文和文章。从内容看，主要包括

四个方面：一、基督教中国化；二、神学研究；三、圣经研究；四、神学

与教会。

基督教中国化。本部分篇幅最长，在本文选中所占比重也最大。中

国教会积极致力于圣诗中国化。《赞美诗（新编）》（简谱本）于1983年

出版，其《补充本》于2009年出版。这两本圣诗的收集、编辑过程就体现

了中国教会在圣诗中国化方面的积极努力与尝试。中国基督教必须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教会的神学释经，建立自己的释经神学，这是基督教

中国化的基础性工程。基督教中国化的核心是神学思想的中国化，加强圣

经研究，建立正确的、符合处境的释经学是深化神学思想建设的基础。神

学思想中国化，其底蕴和生命活力是来自对《圣经》的神学诠释。无论是

传福音建立教会、确立基本信仰，还是进行神学思考，都必须本于《圣

经》，从《圣经》出发，否则任何信仰观念、神学思想都会成为无源之

水、无本之木。1919年出版的《圣经》（和合本）在众多圣经译本中影响

最大，使用范围最广泛。这一译本在组织翻译、编辑出版和使用过程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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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的主体性、大众性、文化性、传承性、合一性、务实性和神圣性等特

征，对我们今天经典译释等工作有很好的启发意义。

基督教中国化必须要做到政治认同、社会适应、文化融合。文化融

合不能一蹴而就，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主流与支

流、先进与落后、精华与糟粕之分，基督教要融入的是中国社会主流文

化，是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包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

业、诚信、友善等。基督教与中国先进文化融合的成效越好，吸收的滋养

越丰富，其前途就更加光明。

教会论思考对我们按三自原则建设好中国教会而言也至关重要。陈泽

民教授曾说中国教会的教会论思考“相当薄弱”。过去这些年，一些同工

开始对这一方面有所重视，也逐渐有一些研究和思考。可喜的是，《中国

基督教教会规章》先后于2008年和2018年经过了两次比较大的修订。《教

会规章》是教会建设与管理的“章程”与“规矩”，是教会论建设的重要

内容之一。建设任何工程都需要有设计图纸，建设中国教会也需要有既符

合实际又具有前瞻性的规划设计蓝图。中国教会要进一步加强教会论研究

与思考，以对教会发展进行有效的引领和指导。当然，教会论思考与教会

发展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

有同工也从真爱婚姻、两性契合，有节有义和伦理责任几个方面分

析了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共构了赵紫宸先生的婚姻伦理观念。倡导

婚姻道德，重视人格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赵紫宸先生的婚姻伦理观念不

仅能给今天的基督徒带来道德激励，也能在一个婚姻关系充满危机的时代

发出基督教婚姻伦理的声音，这将有助于社会伦理重建，促进社会和谐稳

定。另外，中国化的神学教育，对促进基督教中国化进程也至关重要。没

有神学教育的中国化，就很难做到基督教中国化，因此，神学院校如何在

教育理念和教学实践中贯彻与深化神学思想建设与基督教中国化主题，急

待我们研究并付诸行动。

神学研究。本部分主要包括对丁光训主教神学思想的分析研究、中国

教会的合一、神学与文化及生态神学等内容。丁光训主教是中国基督教一

代重要的教会领袖。从他的神学思考，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基督教会的展望

与愿景。他对“宇宙的基督”“上帝就是爱”“和好共生”等神学命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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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与阐述，以及他对神学思想建设的倡导与推动，体现了他对建设中国

教会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担当，对我们今天进一步按三自原则建设中国化

的教会有着重要的启发和促进作用。合一是中国教会孜孜以求的目标，合

一也是中国教会在普世教会中一个美好的见证。20世纪初，中国基督徒中

一些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宗派主义的弊端，认识到宗派林立给中国基督教

带来的危害，积极致力于教会合一。20世纪上叶，中国教会在合一方面的

努力与尝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宗派内及宗派间的联合；二是不同

宗派之间的事工合作。中国教会真正走上合一的道路，是1949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之后，通过1950年的三自爱国运动、1958年的联合礼拜，以及

“文革”结束重新落实宗教政策，教会迅速恢复和发展之后。中国教会已

经进入“后宗派”时期，是联合中（Uniting）的教会。中国教会的合一仍

然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合一是多样性与一致性的有机统一，二者缺一不

可。没有多样性，只有划一就不存在合一。没有一致性、共性，没有共同

的基础和目标，也就不能走合一的道路。中国教会应当认真思考并逐步建

立正确的合宜的教会论，只有建立了符合中国教会实际的教会论，才能使

中国教会的合一道路行稳致远。

自20世纪60年代，生态神学开始兴起。生态神学是具有实践性指向的

神学思潮，与日益突出的生态危机、环境保护等问题相关联，主要涉及人

类与上帝的其它受造物—自然界的关系。基督教传统神学基本上是以人类

为中心，主要探讨人类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而生态神学则使人们更加关注

人类与同样是作为上帝受造的自然界之间的关系。生态神学与其他神学一

样，都必须回归圣经，基于圣经，以圣经为依据，让圣经与今天的时代、

与今天的处境对话。在过去几十年中，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局势瞩

目的成就，但很多时候我们的发展是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现在，生

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我们的国家发展战略，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绿色经济”“绿色发展”。我国已经向世界、向国际社会郑重承

诺：2030年碳达峰，2060年争取碳中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任务异常艰巨。党中央国务院已经采取了一系列坚决

有力的措施，宗教界也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贡献自己的力量。不仅是近

几十年的降碳减排，保护上帝的创造将是基督教一个长久的神学命题，因

此在我国生态神学将会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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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研究。《圣经》是上帝的话，是上帝的道。《圣经》是基督教

存在与发展的根本所在。从早期教会、中世纪教会、宗教改革直到近现代

教会，人们对圣经的解读、研究与诠释从未停止过。丁光训主教说，《圣

经》中上帝的启示是渐进的，人们对上帝的启示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

在21世纪的今天，在中国的处境中，我们仍需要回归圣经，对圣经进行新

的解读与诠释，不断建立中国教会自己的释经神学，这是我们今天推进神

学思想建设、促进基督教中国化的基础性工程。妇女释经运动肇始于19世

纪末，妇女释经是对传统福音派释经模式的质疑和挑战。它首先基于两个

基本事实：一、《圣经》不是一个中立性经典文本。它饱含着浓厚的父权

制烙印和以男权为中心的思想；二、对圣经的诠释忽略或无视女性的感受

与声音。妇女释经开启了对圣经解读与诠释的一个崭新视角，对中国教会

形成自己的释经神学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神学与教会。神学是教会在思考。神学与教会二者相互关联，不可

分割。一个活的、有生命力的教会一定能思考，会思考。不思考的教会将

是一个死亡的教会。教会有两大要素：一是宣讲上帝的圣道；二是合宜地

施行圣礼。宣讲上帝的圣道即宣讲圣经的话语，施行圣礼涉及教会传统。

一个发展的教会应当包括教牧关怀、青年事工、妇女事工、老年事工、社

会服务、公益慈善等工作的开展。教会任何事工的开展都涉及神学问题。

本书中同工们对上述许多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思考，这些思考都有自己的角

度，当然也有各自的局限，但无论如何，神学思考不能停止。

《文选》（三）从确定指导思想、原则，到对论文的筛选、收集、

编审、出版等，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陈逸鲁、严锡禹、文革、陈永

涛、黎新农、林文恩、杨晨曦等同工直接参与了相关工作。

在此特别致谢！

                                                                                                                高峰
                                                                                                   2022 年 7 月 22 日

                       （作者系中国基督教两会监事会监事长，

                                                                           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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