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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言成了血肉/道成肉身”是基督宗教的奥迹，也是信仰的核心。神在我们之上，又

在我们当中。从“λογος”到“verbum”，从“圣言”到“道”，人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词来称

呼那来到人们当中、赐予人们新生命的神。正如该书作者所言，“我们生活在世界上，也生

活在语言中；语言与我们同在，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和语言中领悟道”（第 3 页）。领悟道，即

是个体自身的体验，也是个体、一种文化需要向他人、他文化做出的见证。按照基督宗教的

信仰，人们同出于一——神，又处于不同地域、文化甚至时间当中，而贯穿人类始终的道、

圣言永远是同一个。因而，领悟道，就需要展开多方面的对话，不仅是不同地域、不同文化、

不同领域的对话，还要有不同时空的对话，而且担负起相应的责任。本书即是为这样的对话

所做的探讨。虽然是一部文集，主要分为为四个部分，四个主题，但实际上是围绕着同一个

主题就多方面的对话展开细致的分析和探讨。 

这第一个对话即是不同文化间的对话，涉及道《圣经》在不同语境中的翻译问题、不同

文化下的“神人关系”、“天人关系”问题和两种文化及思想传统下对人性的思考问题。“‘道’

与神同在，也与我们的生活同在。我们要理解圣言，必须结合我们的生活。”（第 11 页）作

者所言“发展符合中文特点和中国处境的中国神学”，并非发展什么新的神学，而是真中国

语境下的基督教神学，是对近年来掀起的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的一种呼应。实际上，这样的

文化对话早在第一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时就已经开始了。到了今天，应该是中国的学者们做

出努力的时候了。第二个对话是不同宗教——基督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等——之

间的对话，包括天主教与基督新教之间的对话。作者不仅评述了德科斯塔（Gavin D’Costa）

的宗教“排他论”、希克（John Hick）的宗教“多元论”和孔汉思（Hans Küng）的“包容

论”，而且仔细评论了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跨越希望的门槛》中的相关论述。 

第三个对话是宗教与理性的对话，这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在早期教父和希腊的哲学

家之间、甚至早期教父彼此之间都有争论。而在今天这样一个科技发展、多元化、自由化的

时代，这一问题由尤显重要。作者自己则倾向于托马斯·阿奎那的观点，认为“人凭籍其自

然的理性能在许多方面认识终极的人生意义和宇宙真谛”（第 109 页）。第四个对话，则是不

同时空的对话，或者说现在与未来的对话。这一对话是针对当前现代化、全球化下的生态危

机而发的。在这样的危机当中，我们需要对《圣经·创世纪》作出新的、具有环境伦理意义

的解释，而本书也给我们展现了这一新的解释。那就是肯定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是“善好”

的，伊甸园是一座生态园，原罪和洪水则是以技术谋私利而破坏生态招来灾难，最后的拯救

就是要为人类世代的生存担起责任。 

本书以四个方面的对话，为我们描绘了当今现代化、全球化下人类所共同面临的难题，

以及我们应当采取的态度：“以对话代替战争，以理解克服偏见”，“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努

力维护世界和平，推进社会正义、道德改善和自由平等”（第 124 页），达到人类世代的共同

生存。 

最后，有意思的是作者为我们提供了宗教学专业在国内的教学案例，并在教学理念、教

学内容和方法上做出了探索，为国内宗教学专业的发展提供一个榜样，也希望能引起政府和

社会对这样一个尴尬处境中的学科加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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