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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神学原理》

内容概要

《基督教神学原理》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哲理神学”（philosophical theology）所起的作用，类
似于传统所谓“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第二部分“象征神学”论述的内容，相当于传统所谓
“教义神学”（dogmatic theology）；第三部分“应用神学”（applied theology）则囊括了现在所谓“
实用神学”或“实践神学”（practical theology）所能包含的主要论题。在“哲理神学”中，麦奎利把
神学的出发点由神降为人，从人生分析出发，通过一套关于“启示”的认识论推进到关于“存在”的
本体论，并将“上帝”的涵义表述为“神圣存在”，以此回答了关于“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确立
了信仰的哲学基础。他还提出了一套神学语言论，以回答分析哲学的挑战，主张一种宽容的宗教论，
以适应思想意识的多元状态。在“象征神学”中，麦奎利运用在第一部中确立的“实存论—存在论”
方法，对传统的三一论、创世论、基督论、救赎论和末世论等所有的基本教义，进行了既符合现代思
想气候又符合传统教义精神的解释。其中涉及上帝的性质、上帝与世界的关系、基督与人类的拯救、
个人和宇宙的归宿等等甚至连教外人士都颇感兴趣的问题。在“应用神学”中，麦奎利提出了一套适
应现代社会并与天主教调和的教会论以及相关的关于圣职、圣事、布道、崇拜和祈祷等等的理论。他
还改造了陈旧的传教观，提倡同其他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对话，阐明了基督教的伦理道德观、婚姻家庭
观、社会政治观，对当代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了基督教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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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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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神学原理》

精彩短评

1、一本新派的书，只有研究作用
2、以一个外人的眼光看这本书，一样会觉得心里渐渐明亮起来，清晰易懂，同时深刻到位，太棒了
。哲理神学部分在我看来尤为illuminating。对自然神学的批判中清晰地将神学与理性的关系点明，称
其为“并行不悖”，并可在神学和心智中建立起桥梁。对我这等外行，他向我提供了一种新的看圣经
经典和基督故事的角度。实存-存在体系将“上帝”的涵义表述为“神圣存在”，然而又如他在序言中
所说，并没有盲目迎合现代，而是极为周正的复活了经典教义。这本书的细微之处，无不流露着让我
钦佩的地方。一是对海德格尔体系的理解和运用，启示和“原始思维”的对照，“纯粹的在是虚无”
“逻各斯”和三位一体的对照，对焦虑精神状态下洞察力的诉求，对“象征”的理解。“没有任何终
极的神学”，“要求理性的说明有可靠的确定性，就等于是拒绝承认自身的有限性”，“不要因怀疑
而排斥可靠思想的可能性”。说点题外话，读这书的目的很复杂，起初是想了解这个技术时代内人如
何相信“创世纪”之类，自然这个疑惑被麦奎利对圣经的看法解除。中间一度被说服，这对“实存”
困境的意义，想到朋霍费尔所说的对“断裂”的克服，最后仍觉渺茫。他离我太远，两千年，不怀着
“自我关切”走向彻底奉献的死亡，逐渐达到这个目标，逐渐获得的自由，虚无和存在，还没到时候
吧。这书要重读最少两遍。
3、实存主义神学复活了神哲一体的古代传统，不啻于在当代语境下重新构建了“新”的上帝；麦奎
利神学的辩证色彩又以极其中正的方式折衷了各种古典教义阐释，将实存主义神学从被人诟病的“人
的神学”中升华出来。
4、存在主义神学
5、不错的书
6、由这本才知道海德格尔的
7、翻译问题？连贯性的缺失是思维问题上读者最大的忌讳。你非我发小，知你个性，知你下一步动
作。你我遥遥，所以叙事要连贯。用你的综合毫无连贯地综合。虽是叙述知识，却同时带有个人的个
性习惯并且成分很重，这种怪异性地毫无预兆的综合离理性逻辑之远，使人读起来像追随一个调戏你
的上帝。累人。弃。
8、翻译的不好，从翻译看原作感觉也不好，啰嗦！
9、同样，已绝版╮(╯_╰)╭，但素！我万能的大淘宝有影印版
10、里面引用了一句“罪不是在情况危急时可以将其甩掉的负担 而是人所开创的过程 对这过程的控制
在某个时刻已经离开了他” ORZ我去年的论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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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本书第十四章《圣灵与拯救》第六十二节《基督徒生命中的成长》，讲到“神学三德”——信、
望、爱，讲到爱的时候，作者分析了圣爱与情爱之间的联系，“⋯⋯爱在一个人当中变成了绝对的，
他就达到了人类可能性的最大限度的展现，于是他变成了与上帝合一者，道成肉身的奇迹就发生了⋯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从存在论的意义上说，爱就是‘使在’。爱通常被定义为联合，或趋向联
合，但这个定义太自我中心了。爱确实导致团结，但是主要目标在于结合他人于自己，或结合自己于
他人，这并非爱的秘密，它甚至可能毁灭真正的团结。爱是使在，当然不是要独立于某人或某物的意
义，而是‘使之能够存在’的正面的积极的意思⋯⋯最典型的说法是，‘使在’意味着帮助一个人充
分实现他存在的种种可能性。最伟大的爱是代价高昂的，因为它要靠着人们消耗自己的存在来完成。
”“爱就是使在，这有时候甚至会要求放松那使把所爱的人系在自己身边的纽带；这也许是最为代价
高昂的要求，而且在这样一种爱的诠释下，连结的意欲便显得是自我中心的。例如，做父母的真正地
爱孩子，是使孩子实现独立存在的可能性，而不是拴得紧紧的不放。也许，更为成人化的关系会在二
者之间建立起更深切的存在的联合；但是这样一种情况也并非不可设想的，就是在某种情况下，真正
地爱一个人，可能意味着必须放弃与那个人珍贵的接触与结合，如果只有这样做那个人才能实现其内
在的可能性的话。” 以上所说的，就是所谓圣爱，即神圣的爱，上帝的爱，基督的爱。在我们印象中
，这种崇高伟大的爱，用革命的话语来表述，就是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与我们称为
儿女私情的情爱，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也就是电影《大话西游：降魔篇》试图表现的主题：大爱
与小爱。在电影中，大爱与小爱，似乎只是爱的范围的区别，大爱指向天下苍生，广大人民，那是虚
幻的爱，而小爱指向身边的人，那才是贴切的，真实的爱。 作者麦奎利从神学角度，为我们指出，爱
的这两种明显对照的形式最终并不是对立的，因为一种可以变为另一种，因为“情”爱正是在被造物
追求上帝时，才表现出它的最高峰。从基督教义来看，一切被造物都有效法上帝的倾向，当我们攀登
存在物的梯级时，我们会遇到那在某种程度上有创造性和使在能力而像上帝的存在物。因此效法上帝
这样一种渴慕（即情爱）本身就含有圣爱的种子。当这种神圣的爱在人们内心发生作用，每一种自然
的感情和关系就都受到它的影响，被它转化了。正如克尔恺郭尔所看到的，上帝“变成了每一个爱的
关系中的第三者”。这意味着，我们“从深处”，即从同存在或上帝的关系中来看所爱的人，而不仅
仅视之为另一个存在物。正如哈特曼所认为的，在我们对上帝的爱与我们对某人的爱之间，是没有竞
争的。恰恰相反，只有当上帝通过另一个人并且在其中也得到了爱的时候，爱才会清洗掉自我中心，
变成那“不求自己的益处”的爱。 回过头再来看看大爱与小爱，我们就会有一个更深的理解，大爱与
小爱不是范围的问题，而是性质的问题。凡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爱，哪怕是普渡众生，解放全人类，依
然是小爱；凡是使在的爱，就算是平凡的父爱母亲，或男女之爱，兄弟之爱，朋友之爱，也都是大爱
。 在咨询实践中，咨询师遇到最多的是陷入情感困扰，婚恋问题的来访者，他们几乎无一例外的是陷
入小爱的挣扎之中，而咨询师也往往乐于为来访者教授各种保持亲密关系的技巧，怎么使来访者在亲
密关系中进行联结和沟通，而忽视了“有一种爱叫做放手”。某些时候，确实只有放手才是爱，放手
就是成全，就是给对方自由，就是使对方能够充分地实现他存在的种种可能性，就是使对方真正的做
自己，从而是成全自己，使自己也能做自己。这样的爱，就是大爱与小爱的统一和结合。当然，在咨
询过程中，我们不可能靠向来访者宣讲大爱来感化他们，而是以来访者为中心，确认来访者的存在，
使其向存在的更多可能性开放，如此，来访者就不会把眼光局限于如何紧紧地抓住亲密关系中的另一
方，而自己找到对双方都最好的解决方案。所以，咨询师以大爱的行动，使来访者也学会大爱，用大
爱来爱自己、爱他人。 大爱是心理咨询起作用的最强大力量。
2、在早年基督教还有使徒与圣人们在世的时代，那时的基督教是一个更加超自然的宗教，是一个强
调体验天国或灵性境界的神秘宗教，后来才变成了一种标准的、有组织的信仰。很多人认为我们现在
所持圣经是在公元第一世纪由耶稣和他的使徒们编辑的，但事实绝非如此！ 这个规范及审查圣经的过
程大多发生在公元四世纪。正是在这段时期中，大多数经外书失去了它们的「经典」地位，只有少数
经文被纳入「公元四世纪圣经」之中。而且很令人悲哀的是，很多重要的奥秘篇章被排除在外。事实
上，一千年来，希腊正教、叙利亚、苏俄、亚美尼亚、埃及以及其它古老教堂的旧版圣经一直包括这
些经文。该是把这些数据公开的时候了，好让每个人都知道如何找到那些失传或被隐藏的圣经经文。 
　　　　　　　　在考古发现的《死海手卷》中，我们可以找到「以诺书」。在书中，以诺先知描述
了他在七重天云游的情形。如同埃及的郝米士和中世纪时代印度的伟大神秘人物卡比尔一样，犹太先

Page 6



《基督教神学原理》

知以诺描述了他在高境界之所见。 　　　　　　　　《多马福音》（也译为《多马斯福音》、《汤姆
士福音》）记载了耶稣这位伟大的明师教导其弟子「我们来自于光，来自于光永恒存在的地方」，「
光存在于由光化生的人之中，并且照耀全世界」以及「如果一个人完整，他将充满光」，还有「从我
口中饮水之人将成为和我一样，而我也将成为此人，奥秘将会展现于此人面前。」 　　　　　　　　
玛利亚被描述为一位与十二使徒完全同等的使徒，并为耶稣最亲近的门徒之一；玛利亚像是耶稣的灵
性接班人，继承其教导其他门徒的地位。玛利亚因其超越的灵性了悟等级才成为其他门徒们的领袖。
以复活后基督密传弟子的身分，玛利亚在她的福音书中教导其他门徒灵修之道，同时也很详细地描述
她的师父（复活后的基督）以光之化身带她神游高等境界或天堂的体验。她将于这些奇遇中得到的基
督有关灵修的指示传达给其他门徒们，而这些体验可能发生于她的深入祈祷或长时间静坐时。 　　　
　　　　　诺斯替教派圣者的主要教理之一就是内在光的体验。事实上，看到内在圣光是一种普遍体
验，全世界各种文化都有天堂景象和内在圣光体验的记载。许多人在他们自己的宗教经典中非常流利
地描述与超越黑暗之上的光相逢的经历。许多圣者和神秘者，都将上帝或是无上存在描述为包含万物
的、纯洁灿烂的光之神。观内在光的神秘体验是发生于深入祈祷或静坐时。 　　　　　　　　被排除
在四世纪圣经之外的经典，多数提倡个人灵修体验以及打坐冥想。这个早期灵修传统从未完全被西方
接受，而依我之浅见，这也就是它们被束之高阁的原因。 　　　　　　　　——选自詹姆士．比恩所
主持的广播节目的讲稿：失传的圣经故事。 　　　　　　 　　　　　　宗教常有种现象，宣称信仰
某个对象，可是信徒信的并不是这个对象的思想。而是这个宗教组织与组织的实质创立者的思想。例
如道教宣称信仰的是老子，但其实大多数内容跟老子没什么关系。 佛教的某些教派的思想也不是释迦
牟尼的思想。基督教也是，基督徒信的其实是保罗和教会，耶和华和耶稣只是挂名而已。 　　　　　
　虽然基督徒都认为新约乃是旧约合理的延续，但犹太教并不认可。新约的构成比较简单，成书的时
代也比较清晰可知，编纂的过程人为倾向很明显，篇章类型基本也就两大类为主——福音书和保罗等
的教牧书信。四福音可以看成对同一事件或耶稣生平的不同描述和理解。而十几篇的保罗书信，更是
强势的表现出作为教会成功组织者对后世教会和神学导向的巨大影响。保罗在文字数量上超过了耶稣
的教导文字则是不争的事实，而保罗则肯定不是圣子身份，我们从两者可以看出巨大的思想差异，有
人会把基督教称为保罗教。 　　　　　　耶稣和保罗对妇女的态度非常不同，作为女性，你应该对这
个问题是敏感。耶稣对妇女非常尊重，哪怕是地位低下的妇女（被捉的妇女和妓女等），而保罗则不
同，对妇女似乎无比仇视。至今基督教会不允许妇女讲道，还要蒙头就是这位保罗规定的。保罗从来
没有见过活着耶稣，这样的一个人物，并什么可以代表耶稣的基本思想，取得以耶稣基督名义组织的
教会绝对领导权，实际上没有耶稣的直接许可，甚至严重歪曲了耶稣的本意；有一些概念本来不出自
耶稣基督，而被保罗独创出来，譬如“因信称义”；连基督徒也必须承认，作为圣子地位的耶稣基督
对于宇宙终极真理的理解，应该是任何人不能超越的，而保罗提出的某些主张，则有明显与耶稣观点
迥异。 　　　　　　最明显的例子是，基督徒受保罗书信影响，以为耶稣到来后的新约不用守律法了
。这是错误的。耶稣是个虔诚的犹太教徒。耶稣相信希伯来圣经所记载的预言都要应验，他跟信徒说
的话都是拿希伯来圣经内容来替自己背书。
3、一、关于译者：何光沪 最先在凤凰卫视一档颇有学术性的节目－－世纪大讲堂，得睹本书译者何
光沪教授的风采，何光沪教授曾经两次做客世纪大讲堂，一次讲基督教与西方文明，还有一次讲宗教
与中国社会，何教授的演讲语言简练，逻辑严密，视角独特，使我更深刻地了解了基督教对西方文明
的影响，也对中国宗教对中国社会之影响有更深了解。之后，我就翻看何教授的著作和译作，发现这
本《基督教神学原理》来做为我的神学启蒙书实在是再适合不过了。 二、关于作者：约翰 麦奎利 约
翰 麦奎利1962年—1970年任纽约协和神学院教授，也就是说，他跟我崇敬的两位心理咨询大师，罗杰
斯和罗洛 梅出自同一个神学院。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于神学，我所知不多，众所周知，神学是中国传
统学术门类中的缺门，但是既然两位心理咨询大师都出自神学院，我有理由相信，神学与心理咨询有
莫大的关系，所以对神学的学习也成了我今后的一个重点。何光沪教授的演讲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
种理性的思维、简练明白的语言、独辟蹊径的视角、包容温和的立场，都让我深深折服。 能以麦奎利
的《基督教神学原理》作为神学入门书，真是万幸，因为这是一本真正 的神学百科全书。 三、系统
神学第一部分－－哲理神学 《基督教神学原理》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哲理神学”
（philosophical theology）所起的作用，类似于传统所谓“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第二部分“
象征神学”论述的内容，相当于传统所谓“教义神学”（dogmatic theology）；第三部分“应用神学”
（applied theology）则囊括了现在所谓“实用神学”或“实践神学（practical theology）所能包含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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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题。 我只读完哲理神学部分，在“哲理神学”中，麦奎利把神学的出发点由神降为人，从人生分析
出发，通过一套关于“启示”的认识论推进到关于“存在”的本体论，并将“上帝”的涵义表述为“
神圣存在”，以此回答了关于“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确立了信仰的哲学基础。他还提出了一套神
学语言论，以回答分析哲学的挑战，主张一种宽容的宗教论，以适应思想意识的多元状态。 这部分帮
我打通了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任督二脉，虽然我一直鄙视萨特的荒谬，经过
本书分析，我们可以接受萨特的分析过程，而不接受他的结论。 四、实存与存在 何光沪教授的翻译
非常严谨，将实存和存在作了严格区分”。“存在”和“实存”本是译自“Sein”和“Existenz”。
“Sein”一般译为“存在”或“有”,似乎已成定译;但“Existenz”则不是这个一般的客观物的存在而是
主体人的存在,也不是一般人的存在而是正在生活的个人的现实存在,故以“实存”名之。实存是实存
主义的中心问题,在实存主义者看来,实存是第一义的,而一般存在则是第二义的。这里很清楚地说明了
“存在”和“实存”本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从而也说明了我们应当用“实存”而不应当用“存在”的道
理所在。 所以心理咨询界熟知的所谓存在主义疗法其实是实存主义疗法。 五、导言－－什么是神学 
神学可以定义为这样一门学问，它通过参与和反思一种宗教信仰，力求用最清晰和最一致的语言来表
达这种信仰的内容。 六、人的实存 人的实存充满两极性，理性与非理性、责任感与无能为力、个人
与社会。 七、存在与存在物 存在不是存在物的属性，不是存在物的类，甚至也不是存在物的类的总
和，而是使存在物得以存在的前提和条件。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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