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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的國度-基督教倫理學獻議》

内容概要

「侯活士是當代基督教倫理學中，最具活力和睿見的倫理神學家。他的《和平的國度》是一流的倫理
學專著，清楚展示出倫理思想和實踐的樣貌，同時勾出基督徒生命的本質。他使用「敘事」這概念連
結倫理學的眾多主題，為基督徒的道德生活作出建議性的解說。」
——曹偉彤
「當習慣地以對與錯、好與壞的思維理解基督教倫理時，侯活士的《和平的國度》想必令你失望。但
倘若你願意不在『假設受控制』（對與錯、好與壞）的環境下面對生活，這書必會為你帶來驚喜，因
你會欣賞到侯活士所分享的和平之德性，竟是如此重要。」
——龔立人
「華人教會與神學界嚴重缺乏像侯活士這類型的思想家，且遲遲未對他作認真的引介。當本書放置於
華人的現實處境中，甚麼是我們的敘事、我們將以何種面貌來展現出我們的社羣性質，都考驗著我們
的信仰是否真的具有實踐性格，不然頂多只是抽象的高呼屬靈口號，以掩飾自己的無能與無力而已。
無疑，侯活士對學界和教會界的影響力，只會有增無減。」
——曾慶豹
「閱讀侯活士是困難的，假如帶著既定的問題框架看他的短文，往往會覺得他『文不對題』，順著侯
活士思考問題的方向，讀者未必能找到他們想要的答案。而本書作為一部專著，卻容易使他的思想被
過度系統化，我建議讀者應小心不被它的題旨誤導：這並非一般的基督徒倫理入門書，而是探討如何
實踐教會神學的一個重要開端。」
——禤智偉
「《和平的國度》雖然是神學作品，但具有現實政治參考價值。它對普世價值的態度、公共空間的參
與、宗教道德和社會的互動等方面，都影響了不少西方教徒的根本觀念，在美國保守派和激進派之外
開闢了一家之言，也為讀者對美國國際活動的倫理道德提供了反思空間。」
——沈旭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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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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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破碎和暴力世界中的基督教倫理
1 倫理學和對絕對的東西的需求
2 生活在破碎之中：倫理學的不足
2.1當自由成為命運
2.2易碎的基礎
3 宗教的私有化
4 基督教信念的真確性
第二章　　一種限定的倫理：基督教倫理的敍事性質
1 非限定的倫理的抽象性
1.1　規則和責任
1.2　基督教倫理學作為一種非限定的倫理所承受的痛苦
2 基毫督教信念的敍事性質
2.1　敍事：建構實在的主張
2.2　論學習作罪人
第三章　　論處於歷史性的狀態
1 論為我們的品格負責任
2 品格與自由
2.1　品格與踐行性
3 自由：他者的同在
4 我們有罪的品格
第四章　　論在中間開始：自然、理性以及神學倫理學的責任
1 基督教倫理學的任務
1.1　基督教倫理學是神學
1.2　自然與恩典：為甚麼做基督徒不等於做人
1.3　教會和世界：一個批判性羣體的倫理學
1.4　總結論據
第五章　　耶穌：和平國度的臨在
1 耶穌於倫理上之含意
2 耶穌、以色列和效法上帝
3 耶穌和上帝的國度
4 復活：建立一個寬恕與和平的國度
5 一種拯救和信的倫理學
第六章　　僕人群體：基督教社會／社羣倫理學
1 社會／社羣倫理學與限定的倫理學
2 教會是一種社會／社羣倫理
3 一個德性的羣體
4 教會的「記號」
5 教會的社會／社羣倫理學
第七章　　決疑法：一種敍事的藝術
1 敍事、德性和決疑法
2 決定、決定、決定！
3 決疑法、選擇，以及教會
第八章　　悲劇和喜樂：締造和平的靈性生活
1 學會「甚麼都不做」所需的耐性
2 悲劇與愛好和平
3 喜樂與愛好和平
4 論甚麼也不做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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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寫於原書出版的二十年後
註釋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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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摘讀 Chap.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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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和平的國度-基督教倫理學獻議》的笔记-第31页

        @”敘事“

The Narrative Character of Christian Convictions

Hauerwas先是指出：
基督教倫理觀並非始於強調規則或法則，而是強調將我們的注意力放在言說上帝對待受造界的敘事
。(p.24-25)
接著則是指出敘事(narrative)長期受到輕視與誤解，然而我們對於上帝、自我和世界的認識，乃是有濃
厚的敘事特徵，而——
”‘教義’本身就是一則故事，或者更好的說法是，故事的大綱。⋯因此，教義並非故事的結論；⋯
不如說，教義乃是工具（然而有時會是誤導的工具），為的是幫助我們更好地言說故事。(p.25-26)
【因此，基督教倫理學同樣也具備此一敘事性質，而不應被化約成為一套法則系統。而Hauerwas也進
一步指出，聖經敘事指出我們與受造界乃是偶發的存有(contingent beings)，並且也是歷史性存
有(historical beings)，而唯有在此認識之下，我們才能夠藉由使自己的生活由起點轉化進入國度，而認
識上帝。而此一轉化正是要求我們看待世界如同它原本的樣子，而非看待它如同我們要它成為的樣子
。(p.37)

因此，Hauerwas乃是將倫理學與創造教義(the doctrine of the creation)及神學人論(theological
anthropology)，予以緊密嵌合。

2、《和平的國度-基督教倫理學獻議》的笔记-第23页

        @傳統倫理學的盲點

“漂浮在雲端(midair)，因為無論是目的論(teological)或是義務論(deontological)，都並未回答‘情境’
為何或如何是首先被描述為‘道德’議題。”

a.【這導致的結果便是，我們的行動與我們的行動性(agency)斷裂，造成行為者的意圖(agent's
intentions)在道德陳述與行動評估上是無關痛癢的。(p.21)

b.【Hauerwas並不否認聖經及基督教傳統強化了義務論和目的論的傾向，但是”假設基督教倫理要求
我們要在兩者之中擇一或是採取兩者折衷的組合，那可就是錯誤之至。“(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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