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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系列》序言

漢武帝年間太史公司馬遷撰寫《史記》，以紀傳體的文學體裁記述自黄帝至漢武 

帝這二千五百多年的歴史，共130卷。他在《報任安書》展示其史學觀：“究天人之際， 

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藉著探索天人關係的演變，嘗試去瞭解古今歷史演繹愛 

遷的動態和理念。全書以五個主題建構成，計有〈本紀〉（12卷）、v世家〉（30卷）' 

〈列傳〉（70卷）、v表＞（10卷）、＜書＞（8卷），洋洋約53萬字。《史記》文詞簡樸精鍊， 

詞彙豐富壯美，語言淺白動人，有精粹的語言藝術特色，又有豐富思想內容和悲壯感 

情。史實記述古今朝代興衰敗落的道理'敘事情節褒貶寫實，絕不隱惡，暴露現實； 

歷史事件與人物刻副筆鋒雄厚，發人深省，促使讀者以史為鑑。

《天人系列》嘗試借用司馬遷的名言，構成三本著作，去探索基督教信仰與教 

義；第一本《究天人之際——古今東西基督教教義史》,分上下册出版，全書圓融中西 

的思維架構及貫通哲學與神學的基本元素。整體架構以歷史神學和教義史為主幹； 

教義史的義理為"經"，歷史為“緯”，經緯並行不悖；綱領以“中體西用”的手法來 

陳述，共分為五部：明道篇、天道篇、人道篇、行道篇、終道篇。每部分別探討系統神 

學的不同範疇，每一個神學範疇的表逹手法揉合横切觀(cross-section) 的"共時法"

（synchionic）與橫貫觀（longitudinal）的"歷時法"（diachronic)；共時法與歷II寺法 

兼容並蓄，營造出教義史的高度與寬度，深而廣。全書盡量參考不同時代思想家的原 

著，在註腳處羅列原著的著作和網絡資料'以便讀者可以自行查閱。鑑於専有名稱和 

名字國內外有不同的御譯和音譯，本書一貫採用中國大陸的譯音（可參照金陵協和神 

學院出版的《基督教思想史》的中英對照索引表），並盡量列出香港及台灣的譯名， 

又加上外文名字；讓讀者一目瞭然，不至於一頭霧水。讀者也可以在書後的英中索引 

處査閱名稱的譯名及出現在書中的頁數。《究天人之際》既是古今東西基督教教義 

史,本書嘗試列舉相關的中國、韓國及拉丁美洲思想家及神學家的著作。全書涉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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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範圍涵蓋初期教會、中古時期、宗教改革及現代時期，不同神學體系都在討論範圍 

內，作者嘗試以福音信仰持平地作出相關的評論。

第二本《通古今之變》以敘事體來描述第一本《究天人之際》的不同思想家和神 

學家;重點不是放在他們的思想和神學上，而是他們所身處的時代和個人的心路歷 

程。此書類似司馬遷在《史記——列傳》中的敘事手法，藉著人物的小故事 > 感悟一 

些大道理;屬於“以人明事”及“以事述理”的文學體裁。由於教會歷史人物眾多，材 

料的取捨只限於在第一本《究天人之際》所申述過的人物及關鍵性和峰值性的代表人 

物。既是"以人明事"，全書記述人物的生平事跡;又是"以事述理”，文中申述人物身 

處時代的演變和理念。故此，第二本是輔助材料，讓讀者可以對教會歴史感興趣；並 

且對歴代歴世的神學家有基本的認識，增加讀者的閱讀興趣。

第三本《成一家之言》嘗試以聖經的詮釋為主線來申述系統神學，每一個教義 

的重要聖經依據，筆者都“按正意分解"，以"文化'文法、文體”的釋經原則去建構 

系統神學的體系。這是作者本人的神學立場，也只是“一家之言”。有些系統神學的 

書籍只是將聖經列為支持某神學家或神學觀點的根據，但對所引申的經文並沒有上 

文下理的嚴謹解經。結果，系统神學或教理神學只是一些人本或人為所建構出來的 

體系。《成一家之言》盼望是忠於聖經，以上帝所默示的話語作為建構神學的最終依 

據和權威。既是一家之言，此書不多申述其他神學家的言論；重點在於本人對聖經的 

理解，並且以原文解經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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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打從1994年起，我開始在中國培訓及教授神學，走遍大江南北，在各地的大學' 

神學院、培訓中心教學；課程包括“使徒信紗、“聖經論”、“但以理書”、“啟示錄” ' 

“羅馬書”、“以弗所書”、“神學方法論”、“基督教教義史”、“近代神學課題”、“護 

教學"等。後來當我為《天道聖經註釋》撰寫完《歴代志註釋》（上）、（下）共四册之 

後，就開始構思將基督教教義史寫出來。原先只是為了給中國信徒及神學生提供一些 

參考講義，後來才定意將文稿撰寫為書籍出版。經過多年的預備，又得到加拿大華人 

神學院的畢業生石華及宋夢雙的大力支持，作文字編輯和設計排版,此書逐漸成形。 

後來得到張余杏貞的専業編輯和校對，讓此書更完整妥善。我衷心感謝他們所付出 

的辛勞。

我特別感謝為此書撰寫嘉言惠語的林榮洪博士,蘇穎智博士、嚴建平博士，他們 

三人都是本人事奉人生不同階段中的良師益友。林榮洪博士在我神學畢業後，開始去 

中國培訓時，曾遇上身體肺部破裂，他給予我許多鼓勵。後來我去了菲律賓聖經神學 

院事奉，他又前來支持，教授中國教會史；他教學的風範至今仍歴歴在目。當加拿大 

華人神學院開辦時，林博士親自教授“教會歴史”兩門課，至今已有15年頭，造就了不 

少神學生。他的治學精神 、 教學理念、研究態度 、 寫作規律、事奉操守，深深烙印在我 

的心中，影響著我的一生。

蘇穎智博士是我在美國德州讀神學時，大家一邊學習、一邊牧會；後來他也是我 

的按牧團成員之一，我們都是在德州不同的城市牧養教會。當他為中國教會成立聯 

宇聖經學院時，我欣然加入他的教學團隊。蘇牧師是一位充滿靈力和異象的人，幾年 

前他看到在香港有不少以普通話為主的信徒，於是發起港九普通話培靈大會；他邀 

請我與他並賴若瀚博士共同擔任第一屆講員。近年新冠疫情帶動全球一個嶄新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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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蘇博士有感動成立網上教會，打破地域和國界的局限；他也邀請我參與成為講員 

之一，有機會與他同工，從他的身上學習甚多，為此感恩。

第三位我要鳴謝的是嚴建平博士，嚴博士在加拿大天道大學暨神學院教授“系 

統神學"多年，他的授課、講道 、 寫作、勉導都深受學生的愛戴。他所成立的“勉導中 

心"(Mentorship Center)，造就了不少年青有為的傳道人和神學工作者。嚴博士亦師 

亦友，幾年前，他還以"勉導中心"的名義賞我“教會傑出牧者”(Senior Churchman 

Award)的榮譽;我實在不配，感謝嚴博士的器重。嚴博士的事奉目標清晰，每年都能 

出版一本重要的學術論著，並且得到世界知名的出版社和學者的好評。

此書原是為供應中國信徒和神學生的需耍而寫成，因此多採用中國通用的譯名； 

並旦鑑於中國的書籍比較難獲取，我盡量將網上能找到的原著和網站羅列出來，放 

在註腳。書中又直接引用了一些過去我所撰寫出版過的文稿，以補充不足之處。茲將 

引用的出處列舉如下：

•《門徒三寶》區應毓著,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出版，2021年：

•本書第212頁引自《門徒三寶》61-62頁；第263頁引自73-77頁；第291頁引自101 

頁；第349頁引自142-152頁。

•《苦海無邊有情天》區應毓著，加拿大恩福協會出版,2000年：

•第244頁引自《苦海》173頁；第255頁引自186頁。

本書涉獵的範圍甚廣，涵蓋基督教每一個教義，所討論的年代、人物、思想及學 

派繁多，實有掛一漏萬的錯失。作者盡量持平評論不同的神學家。若有誤區或失真之 

處，純是本人的學養不足，敬請讀者指正。加拿大華人神學院的出版部鼎力相助，樂意 

岀版拙作。我更感謝Johnson Foundation的贊助，提供無私的經濟支持,讓我的寫作 

出版得以實現。願榮耀歸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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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顧名思義本書是探討古今中西神學教義史，"古今”'“中西”、“神學”、"教 

義"、“史”，這幾個觀念需要有明確的定義。我們嘗試將這些詞衆以倒序的方式來說 

明，“史”是古往今來世事變遷的記錄；司馬遷在《史記》中如此闡釋他的心志：“亦 

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教義史”是記錄基督教的教義發展 

史, "教義”是教會回應外在異端的攻撃或內在信仰的反思，凝聚結合其信仰的結晶。

“教義”此詞的希臘文是didaskali,英文譯作doctrine,中文聖經《和合本》譯作 

"善道"或"教訓"，例如保羅在《提摩太前書》4:6中文譯作“善道”（“你若將這些 

事提醒弟兄們,便是基督耶穌的好執事，在真道的話語和你向來所服從的善道上得 

了教育”）；4:16譯作“教訓”（“你要謹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訓，要在這些事上恆心；因 

為這樣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聴你的人”）。另一個相關的用詞是教理（dogma），此 

詞的希臘文動詞是dokein,意指所"認為的"或“所決定的”。《和合本》譯作“條規”

（徒16:4 "他們經過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長老所定的條規交給門徒遵守"）；或 

“旨意”、"公告"（路2:1“當那些日子，該撒亞古士督有旨意下來，叫天下人民都報名 

上冊”）。在教會歷史中此詞常指教會經過大公會議的討論,所公認的信條或標準信 

仰1。

再者，“神學”指的是對上帝的思辨，則思想上帝的思想；神學涵蘊歷史神學、 

聖經神學'哲學神學'系統神學等領域。歷史神學著眼歷代教會和個別神學家對信仰 

的反思，又藉著大公會議宣示信仰的內涵'表達於信經的認信上。聖經神學以聖經為 

基礎,去早闡釋 、 詮釋、傳釋上帝的啟示；重點在於聖經作者及聖經書卷的主題、 信息' 

神學上。哲學神學回應當代的哲學思辨，著眼點在於文化思想的層面上。系統神學則 

涵蘊以上三個層面，既以聖經為“體”，歷史神學的教義為“用"，體用並重，統攝一

1

1救理 (dogma)此原是正面的詞彙,但在现代用詞中常與武斷或霸道 (dogmatic) 關聯在一起，屬於貶押的詞彙。



般系統神學所包含上帝論、基督論、聖靈論、聖經論、世人論、罪惡論、救恩論、 教會

論、末世論等範疇。

本書內容的設計與表達方式圓融揉合巾國與西方的思維架構，又融合了哲學與 

神學的內涵元素。全書整體架構保留著歴史神學的風格，亦以教義為主導核心;嘗"試 

以教義史的義理為"經"，歴史為“緯'，經緯並行。全書的綱領以中地西用的手法來舖

排，共分為五部:明道篇、天道篇、人道篇、行道篇、終道篇。明道篇列舉有關傳統 

系統神學的聖經論和方法論，這是關乎人如何去認識真理的認識論，西方哲學和神 

學稱作知識論(epistemology)。天道篇探索三一真神的上帝論 、 基督論 、聖靈論，西 

方哲學和神學稱之為形上學(metaphysics)。人道篇探討人性論、罪惡論、救贖論。行 

道篇探究道德論(西方哲學稱之謂倫理學[Ethics]、成聖論'教會論;最後终道篇探 

求復活論、末世論(或稱為終末論[Eschatology]、未世論(新天新地的未來說)。這 

是教義史的"分部法”，全書分為五部，每部分別探討系統神學的不同分類；並且每 

一個神學範疇的表達手法匯集揉合橫切觀(cross-section)的"共時法"(synchronic) 

與橫貫觀(lungitudind)的"麗畤法"(diachronic)。這兩個神學方法源於希臘文的

"時”(chronos)，“共時法”在“chronos”前加上syn，意指"综合"：綜合探討同一 

時期內的共同神學問題，將不同神學家與思想家的論點陳述出來。共時法猶如樹幹 

的橫切面，展現出環狀的樹幹:樹木成長畤，因著寒暑形成向外發展的不同階段。歷 

時法猶如整棵樹幹般，向上不斷伸展；此法縱橫教會歴史的不同時期(初期、中古時 

期'宗教改革時期、現代時期等)，藉此探討教義發展的連續性(continuity)與機體性

(organismic)。筆者透過詮釋歷史人物來詮澤巫史畤代的思维、思潮' 思源；人物與

時代如影隨形、並行不悖。 共時法與歴畤法兼容並蓄，營造出教義史的高度與寛度， 

深而廣。

共時法與歷時法皆是舊約神學的方法論，德國的舊約神學家艾克洛德 

(Eichrodt)倡導以上帝的"約"(covenant)作為中心，去探討苗約橫切觀的共同主 

題；以色列信仰的中心被定為上帝的聖約，所有其它教義都以聖约為支點，藉此維持 

教義的發展與信息2。  馮拉德(Von Rad) 嘗試採用歴史演變橫貫觀，去探討舊約的發 

展史，藉此宣告和陳述以色列貫穿在民族歷史中的傳承；一些恆常及统一的主題貫通

2  Walther Eichrodt, trans. J. Baker, Theology of the Old Testament.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2vols.,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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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歴史時間長河內，如此歴時法試圖去呈現這生長化成的過程'。一位美國舊約神 

學家凱薩（Kaiser) 闡述舊約的歷時性研究時，這樣描繪："有一個關乎事件、意義和 

教導的紀錄，隨其時間的發展，圍繞一個固定核心的成長,每一階段都為整體貢獻出 

生命”‘。歷時法好比一棵橡樹的橡子，生長成熟後成為橡樹，橡子並沒有因生長為 

成熟的橡樹而被替代。此過程的發展猶如長江後浪推前浪，歷史長河接踵而來的時 

代只是包含了先前的頂峰，並啟動了進一步發展的新紀元。共時法與歷時法配合起來 

使用，能全面探索神學教義的主題與發展史。這是教義史的方法論，共時法是屬於垂 

直法的橫切觀，探討同一時期內的教義發展、共同的主題、重要的人物；歴時法也稱 

為横貫觀，縱橫貫通每一教義在歴史中的發展，教義與教理如何成為教會的信條與 

信經。這兩種方法各有利弊優劣，本書溶合兩者之長，透視教義在歷史內的機體性進 

程，並藉著不同基督教思想家和神學家的著作展示上帝在歷史中的作為。

每一章的舖排都引申出某一特定教義的歷史發展，並且劃分出五個歴史時段來 

討論：教會初期（100-600）'中古時期（600-1500）'改教時期（1500-1750）、現代時期 

(1750-現代）；斷代的年份只提供作為參考之用，不同的歷史學家有不同的斷代方 

法。由於每一教義都羅列這些歴史時期，似乎有重疊的感覺；不過，筆者認為這樣編 

排比較清晰，也可以加深讀者的E印象。此書包含近代的中國教會及韓國教會的一些課 

題及人物，至於中國早期唐朝的景教和元朝的也里可溫教即不在本書討論的範圍。 

全書盡量採取客觀的描述手法，來處理不同時期及不同人物的信仰立場，惟筆者本 

人認信福音派的立場；故此,個人主觀的成份及批評性的筆法是不可能避免的。有關 

専有的詞彙，本書除以中文名稱表逹外，尚加I:外語的括號。至於教會歷史人物的 

名字'由於譯名海內外並沒有統一，中港台各有不同的譯音；本書採用中國大陸的譯 

名，並加上括號標明外語名字及海外華人譯名。全書所參考及引用的著作放在註腳 

內，以便讀者進一步的研究。

3 Gerhard Von Rad, trans. D. Stalker, Old Testament Theology： The Theology of Israel' s Historical Traditions,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1.
4 Walter Kaiser Jr. The Promise-Plan of God : A Biblical Theology of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 , Toward an Old 
Testament Theolog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78, pp.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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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教義的發展

神學教義的發展是基於聖經的啟示，既有闡釋性(explanation) ,也有發展性 

(expansion)。“闡釋”就是解釋上帝在聖經中的啟示，屬於釋經,詮釋,傳釋上帝的 

話語，並且將聖經的信仰系統化。"發展”則著重教會在歷史中如何理解神的啟示， 

既有連續性(continuity) ，也有割裂性(discontinuity)；"連績性”重點在於信仰的 

統一性和機體性(organicism)，而"割裂性”關注信仰的多樣性和異化性。“闡釋" 

與“發展”，這兩者如何達到一個平衡點確實不容易，過份強調教義的闡釋性就容易 

忽略歷史的機體發展性，但過於強調其發展性就會離開了使徒的教訓'偏離了真道。 

19世紀英國學者紐曼(Newman)形容使徒的傳承到亞他那修(Athanasius)‘至中古 

時期'宗教改革和現代時期都是一脈相承，有機體地由雛型發展到成熟。他重點提 

出教義史需要以獨一真神在聖經中的啟示為依據；他提出教義的發展與改變需要有 

以下的因素：保存基要核心信仰,早期觀念涵蘊後期觀念1並溶合新的思維，但不導

致內在的不諧調；新的教導能保存及詮釋固有的信仰,教會需要與時俱進，持續不斷 

地發展5。 20世紀德國自由派學者哈納克6(Harnack, 1851-1930)以上帝的道徳和神國 

公義為基督教的核心信仰，排除歴史上的信仰渣滓，嘗試展開由簡樸的原始信仰到 

成熟複雜信仰的發展歷史。天主教學者拉納(Rahner, 1904-84)提倡教義的不斷擴展 

性，希爾華克斯(Schillebeeckx, 1914-2009)進一步指出教義經山教會大公會議的延續 

性。

新教(基督教)教義史多採用以聖經為本的標準來衡量教義的發展，蘇格蘭的學 

者奥爾(Orr, 1884-1913)力倡使徒的教訓是基於上帝的啟示，教會應該以闡釋聖經為最

终目的，教義史是反映歷世歴代教會對神啟示内在內則的說明，不能偏離使徒的 

教訓7。奧爾的觀念直接影響普林斯頓學者沃爾菲法徳(B. B. Warfield, 1851-1921)及後期

改革宗的史學家和神學家8。基督教神學教義在歷史的洪流中不斷發展，但重點在於 

闡釋和說明聖經的啟示和使徒的教訓。教會在每一個時期都傳承著聖經和使徒的教

5  John Henry Newman, Essay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 Doctrine. 1845. John Hannah, Our Legacy: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Doctrine. Colorado: NavPress, pp. 24-25

6 Adolf Harnack, History of Dogma, 7 vols.  New York： Dover, 1961,
7 James Orr,  The Progress of Dogma, 1901.

8 Louis Berkhof,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Doctrine, Grand Rapids: Baker, 1975; Norman Geisler, Systematic Theology, 4 vols., Minneapolis: Bethany House, 2002; B. B. Warfield, Studies in Theology, 1932; Geoffrey Bromiley, Historical Theology: An  Introducatio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8;  Justo Gonzalez, A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3 vols. Nashville: Abingdon, 1970, 71, 75 ( 胡斯都, 岡察雷斯著<基督教思想史>, 南京: 金陵協和神學院出版,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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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用當代的架構,觀念、詞彙來闡釋聖經的教義，但不能違背或超越聖經的啟示。 

通常教義的發展和闡釋是回應當前文化和神學的挑戰，每一個教義的詮釋都需要與 

聖經一貫的啟示相符合；並且教義史是高舉三一真神的榮耀, 展開上帝在歴史中的救 

贖計究計劃。

上帝是宇宙的創造者，祂是歴史的主，在人類歷史中彰顯祂的創造和救贖計劃; 

祂在全人類中召喚池的子民-使猶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裡同歸於一、同為後嗣、同蒙 

應許。整本聖經所展現的乃是神與入所立的聖約,神與人進入一個立約的關係中。耶 

和華在萬人中揀選一群屬祂的子民,祂與亜當,挪亞, 亞伯拉罕, 以撒、雅各, 摩西等 

立約。舊約指向基督，冀望著彌賽亞基督的來臨;舊約是影兒，新約是實體。救恩的 

基礎在於耶穌基督與十架的救贖大功上，舊約藉著預言和預表來申述基督，而新約則 

是預言的應驗和預表的實體。十字架是人類歷史的分水嶺，將歷史分為主前(Before 

Christ, B.C.)和主後(Anno Domini, A.D.)、公兀前(Before the Common Era, B.C.E.) 

和公元後(Common Era, C.E.) 9 ；並且歷史是朝著一個方向直線發展，預言與應驗都 

是指向基督。基督教的歷史觀是線型的歷史觀(linear historiograph)，由創世記的伊 

甸園到再創造的新天新地、人的國度到彌賽亞國度，一脈相承,一氣呵成,一言貫之， 

將神的愛和救贖彰顯出來。

9 A.D.是拉丁文的縮寫.原本是"在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年份"(in the year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anno Domini nostril Jesu 
Christi])。此曆法為修道士 Dionysius Exiguus of Scythia Minor(470-544)於 525 年所i設定·到了 800 年時被廣乏採用.公

元是一般非基督教士為了避開基督教的意味所採用的稱謂·源於1615年天文學家Johannes Kepler的拉丁文annus aerae 
nostrae vulgaris. Vulgaris 就是英文的 vulgar,即是 common 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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