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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仁 》 ：
圣经与中国文本

对比阅读的新尝试

石衡潭
①

摘 要 ： 在 两种文化 的交流之 中
，
经典文本的对 比 阅 读是 一种 有效的 形

式 。 自 明 末清初基督教传入 中 国 以来 ， 传教士和早 期 中 国基督徒就积极采用这

种形式 ， 取得 了 丰硕 的成果 。 赵紫宸先生继续 了 这一探索 ， 他将用 来对比 阅读

的经典文本 的 范 围扩大 了
，
不限于传统的经书 ， 而 涉及到诸子 、 史 书 、 诗歌 、

名人名言 ， 甚至 当代书 信 。 他 的对比 阅读也具有强烈 的 时代性 ， 激励 当 时 国难

当 头 的 中 国人 民牢记先贤教导 ， 团 结一 心 ， 保家卫 国 ， 抵御 曰 寇 。 他还将对比

阅读用 于灵修生 活 ， 这也是一种新突破 。 《 学仁 》
一 书对今天的基督教 中 国 化

工作具有很好的 启 发与借鉴意义 。

关键词 ： 对比 阅读 ； 儒家经典 ；
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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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基督教进入中国 以后 ， 如何与历史悠久 、 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适应 ，

一

直是传教士们和 中国基督徒们所必须面对的 问题 。 他们要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对

儒家经典要表明 自 己的态度 ， 做出 自己的解释 ， 才能够化高 山为平地 ， 变险阻

为坦途 。 利玛窦、 艾儒略等传教士开创 了
一

条合儒、 补儒、 超儒的道路 ， 获得

了 明显的成效 ， 后来的历代传教士也继续行走在这条路上 ， 新教传教士
“

耶稣

加孔子
”

的模式也只不过是另
一

种说法而已 ， 实质是相 同的 。 在沟通基督教思

想与中 国文化的过程中 ， 他们所常见的
一

种方式就是进行经典的对读 。 就是将

圣经经文与中 国的某部经典或数部经典的经文进行比较阅读 ，

一

方面阐明圣经

经文的明确道理 ， 另
一

方面也发掘 中国经典的 内在意含 ， 从而达到
一

种 良好的

互动与沟通 。 这样的著作留下不少 ， 中外人士都 曾经参与 ， 而赵紫宸先生更是

现代中 国的
一

位重要实践者 。 他有对先辈的继承 ， 也有 自 己的独创 。 他这方面

最杰出的著作就是 《学仁 》 ， 本文试 图从历史发展和神学思想这两个维度来分

析之 ， 以呈现其历史和思想意义 ^



《 学仁 》 ？

？ 圣经与 中国文本对比阅读的新尝试 ．
３１ ３

．

―

、 圣经与 中国文本对读的历史进程

（

一

） 明 清之际天主教传教士的经典对读

最早进行圣经与 中 国经典对读的书应该是罗 明坚 （Ｍ ｉ ｃｈｅ ｌ ｅＲｕｇｇｉ ｅｒ ｉ ，

１ ５４３
－

１ ６０ ７ ） 的 《天主实录 》 ， 此书介绍了天主教的基本教义 ， 采取了师徒二人

一

问
一

答的形式 。 问者是中 国人 ， 自然会带出中 国传统思想 。 而 《天主实录引 》

更以儒家思想作为开篇之词 ：

“

尝谓五常之序惟仁义为最先 ， 故五伦之内 以

君亲为至重 。

”？
当然 ， 这只是初创 ， 比较规范的还是利玛窦 （Ｍａｔ ｔｅｏＲ ｉ ｃｃ ｉ

，

１ ５５２
－

１ ６ １０ ） 的 《天主实义 》 。 《天主实义 》 以中士与西士的对话形式写成 的 。

由饱读儒释道经典的 中士问 ， 而 由代表基督教思想的西士答 。 全书分为八编 ，

其首篇论天主始制天地万物 ， 而主宰安养之 ， 第二编解释世人错认天主 ， 第三

篇论人魂不灭与禽兽异 ， 第四编辩释鬼神及人魂异论而解天下万物不可谓之

一

体。

……

。 中士的思想虽然涉及儒释道三家 ， 但还是以儒家思想为主 ， 西士

也肯定儒家 ， 批评佛道 。 如第二编中 中士问 ：

“

６６ ． 吾中 国有三教 ， 各立门户 ：

老氏谓物生于无 ， 以无为道 ； 佛 氏谓色由空出 ， 以空为务 ； 儒谓 易有太极 ， 故

惟 以有为宗 ， 以诚为学 。 不知尊 旨谁是 ？６７ ． 西士曰 ： 二氏之谓 ， 曰无曰空 ，

于天主理大相刺谬 ， 其不可崇尚 ， 明 矣 。夫儒之谓 ，
曰有曰诚 ， 虽未尽闻其释 ，

固庶几乎 ！

”？
西士 的回答基本上按照合儒 、 补儒与超儒的方式来展开 。

利玛窦在 《天主实义 》 中通过耶儒经典对读和比较所得 出来的
一

个重要结

论是 ：

“

１０４ ． 吾天主 ， 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 《中庸 》 引孔子 曰 ：

‘

郊社之礼 ，

以事上帝也 。

’
……

１０８ ． 历观古书 ， 而知上帝与天主 ， 特异以名也 。

”？

利玛窦区分了早期儒家和宋明儒家 ， 肯定前者而批评后者 。 针对中士引用

① 罗 明坚 ： 《天主实录 引 》 ， 引 自黄兴涛 、 王国荣编 《明清之际西学文本 ５０ 中重要文献汇编 》 第
一

册 ， 中华书局 ，
２０ １３ 年 ， 第 ４ 页 。

② 利玛窦 ： 《天主实义》 ， 引 自 ［法］ 梅谦立注 《天主实义今注 》 ， 商务印书馆 ，
２０ １４

， 第 ９０
－

９ １ 页 。

③ 利玛窦 ： 《天主实义 》 ， 引 自 ［法 ］ 梅谦立注 《天主实义今注 商务印书馆 ，
２０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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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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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
“

注解帝为天 ， 解天惟理
”

以及程子
“

以形体为天
”

的说法 ， 西士明确予

以批评 ：

“

１ １０ ． 更思之 ， 如以天解上帝 ， 得之矣 ： 天者
一

大耳 。 理之不可为物

主宰也 ， 昨已悉矣 。 上帝之称甚明 ， 不容解 ， 况妄解之哉 ？ 苍苍有形之天 ， 有

九重之析分 ， 乌得为
一

尊也 。 上帝索之无形 ， 又何以形之谓乎 ？
……况鬼神未

尝有形 ， 何独其最尊之神为有形哉 ？ 此非特未知论人道 ， 亦不识天文及各类之

性理矣 。 １ １ １ ． 上天既未可为尊 ， 况于下地乃众足所践踏 ， 污秽所归寓 ， 安有

可尊之势 ？ 要惟此
一

天主 ， 化生天地万物 ， 以存养人民 。 宇宙之间 ， 无
一

物非

所 以育吾人者 。 吾宜感其天地万物之恩主 ， 加诚奉敬之 ， 可耳 。 可舍此大本大

原之主 ， 而反奉其役事吾者哉 ！

”？

以后的许多传教士基本上沿袭利玛窦的做法 ， 也继承他的观点 ， 创作 出了

不少优秀作品 ， 产生很好的效果与影响 。 如艾儒略《三 山论学记 》 《万物真原 》 ，

庞迪我 《七克 》 ， 高
一志 《修身西学》 《齐家西学 》 《治平西学 》 《譬学 》 ， 卫 匡

国 《逑友篇 》 等 。

马若瑟 （ Ｊｏ ｓｅｐｈｄｅＰｒ６ｍａｒｅ ， １ ６６６
－

１ ７３６ ） 的 《儒教实义 》 是直接用圣经思

想来解释儒家经典 。 如对
“

天
”

和
“

上帝
”

概念的解释 ：

“

《易 》 曰 ：

‘

殷荐之

上帝 。

’

《书》 曰 ：

“

皇天弗保 。

”

《诗 》 曰 ：

‘上帝是皇 。

’

皇字之义 ， 从 自 、 从王 、

自王为皇 。 曰皇 ， 曰天 ， 曰上帝者 ， 皆苍苍之所不及也 。 其称皇者 ， 则 自王 自

有 、 自源 自本 ， 无始无终者也 ； 苍天以之而清 ， 大地 以之而宁 ， 品物以之而生

焉 。 其称天者 ， 则惟
一

惟大 ， 而可 比者也 。 其称上帝者 ， 上则至尊而可敬 、 帝

则真主而可望 。 至尊上主则为大父母而可爱者也 。 其称皇天上帝者至矣 。 而视

夫块然穹苍之天 ， 以为皇天上帝者。 呜呼 ！ 谬莫甚矣 。

又如对
“

敬鬼神而远之
”

解释 ：

“

犹云错认鬼神于上帝 同类 ， 而于皇天不

① 利玛窦 ： 《天主实义 》 ， 引 自 ［法］ 梅谦立注 《天主实义今注》 （商务印书馆 ，
２０１ ４ 年 ， 第 １０ １

－

１０２页 。

② 马若瑟 ： 《儒教实义 》 ， 见于周振鹤主编 《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 》 第
一

辑 ３
， 南京 ， 凤

凰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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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远之 ， 不但是不敬之 。 且谄媚莫大焉 。 殆哉 ！ 《书曰 》 ：

‘

类乎上帝 。

’

夫类

云者 ， 独言不类是也 。 盖诸鬼神入类 ， 惟上帝独尊 。 故类者为祭 ， 其惟崇上帝

以明其至尊者也 。

”？

正式用类似于圣经论语对读题 目 的有利安当 （ Ａｎ ｔｏｎ ｉｏｄｅＳａｎｔａＭａｒ ｉ ａ

Ｃａｂａ ｌ ｌ ｅｒｏ ，１６０２－ １ ６６９ ） 的 《天儒印 》
。 天指天主和天主教 ， 儒指儒家。 天主

是印之本体 ， 而儒家思想是天主所留下的 印痕而己 。 通过印痕可以进
一

步了解

原印 的精妙 。

“

今而后 ， 谓四子之书即原印之印迹也可 ， 于是名其帙 曰 《天儒

印 》

”

。

？
此书就是圣经思想与所挑选出来的儒家四书 （ 《大学 》 《中庸 》 《论语 》

《孟子 》 ） 经文的对比 阅读 ， 更准确地说 ， 就是借用圣经资源对儒家 四书重要文

句和概念的重新解释 。 如将孔子
“

朝闻道
”

中的
“

道
”

解释为生死之正道 。

“

《论

语 》 云 ： 朝闻道夕死可矣 。 所谓道者 ， 即生死之正道 ， 非轮回之妄说也 。 盖不

闻道之人 ， 无论生不可 ， 即死亦未可 ， 生则贸贸 ， 死入永苦 ； 若闻道之人 ， 生

虽受艰苦 ， 死后必受永福矣 。 其云朝夕者 ， 人寿纵百年 ， 不过
一

朝夕事耳 ， 露

电浮生 ， 转瞬危迫 ， 如何亟亟闻道以无负兹朝夕 ， 可不猛思痛醒也哉 ？
”＠

又如解释
“

获罪于天 ， 无所祷也
”

：

“此天非指形天 ， 亦非注云 ：

‘

天者理

而 己 。

’

盖形天既为形器 ， 而理又为天主所赋之规则 。 所云获罪于天者 ， 谓得

罪于天主也 ， 岂祷于奥灶所能免其罪哉 ？ 然孔子斯言非绝人以祷之之辞 ， 正欲

人知专有所祷也 。 观他 日 弟子请祷 ， 但曰 ：

‘

丘之祷久矣 。

’

宁云 己德行无丑 ，

而不必祷 ， 正谓朝夕祈求天主而赦我往愆也。 合而论之 ，

一

不祷于奧灶 ， 而言

天以正之 ；

一

不祷于神祇 ， 而言祷久 以拒之 。 然则孔子之所祷 ， 盖在天矣 。 故

①马若瑟 ： 《儒教实义 》 ， 见于周振鹤主编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 》 第
一

辑 ３ ， 南京 ， 凤

凰出版社 ， ２０ １ ３ ， 第 ６５ １ 页 。

② 尚祜卿 ： 《天儒 印说 》 ， 见于周振鹤主编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 》 第
一

辑 １ ， 南京 ， 凤

凰出版社 ， ２０１ ３ ， 第 １ １ ５ 页 。

③ 利安当 ： 《天儒印ｈ 见于周振鹤主编 《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 》第
一

辑 １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

２０ １３
， 第 １２６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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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言 曰 ：

‘

吾谁欺 ， 欺天乎 ？

’

又 曰 ：

‘

予所否者 ， 天厌之 ， 天厌之 。

’

则孔子

未尝不以天祷为兢兢也 。 乃孔氏之徒祈神佞佛 ， 所谓
‘

非其鬼而祭之 ， 谄也
’

，

窃恐获罪于天矣 。

”？

这正如魏学渠在 《天儒印 》 序 中所赞叹的 ：

“

顷见利先生天儒印说 ， 义幽

而至显 ， 道博而极正 ， 与四子之书相得益彰 ， 则孔孟复生 ， 断必 以正学崇之 。

使诸先生生中 国 ， 犹夫濂 、 洛 、 关 、 闽诸大儒之能翼圣教也 ； 使濂 、 洛、 关 、

闽诸大儒 出西土 ， 犹夫诸西先生之能阐 天教也 。

白晋 （ Ｊｏａｃｈ ｉｍＢｏｕｖｅ ｔ ，１６ ５６
－

１ ７３０ 年 ） 的 《古今敬天鉴 》 也是同类性质

的书 ， 只是选取经文 的范围更加阔大 了 ， 也不是按照四书本身 的次序来编排 ，

而是按照主题来重新编排 。 中国早期天主教徒的同类著作则有张星曜的 《天儒

同异考 》 等 。 白晋以耶解易 ， 对 《易经 》 作 出 了许多革命性的全新检释。 指 出

《需 》 卦六四爻辞
“

需于血 ， 出 自 穴
”

就是隐喻救世主的牺牲与复活 。 这里的

“

血
”

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 ，

“

知道你们得赎 ， 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

虚妄的行为 ， 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 。 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 ， 如同无瑕疵无

玷污的羔羊之血 。

”
（ 《彼得前书》 １

： １ ８
－

１ ９ ）
“

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 ，

成就 了和平 ， 便借着他叫 万有 ， 无论是地上的 ， 天上的 ， 都与 自 己和好 了 。

”

（ 《歌罗西书 》 １ ： ２０ ）
“

穴
”

指坟墓 ，

“

出 自穴
”

是指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 白晋

说 ：

“

身灵复结而活 ， 出地中之穴 ， 终免上主义怒 ， 而出地狱永苦之穴 若

没有死人复活的事 ， 基督也就没有复活 了 。 若基督没有复活 ， 我们所传的便是

枉然 ， 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

”
（ 《哥林多前书 》 １ ５ ： １３

－

１４ ）
？

①利安当 ： 《天儒 印 》 ， 见于周振鹤主编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 》第
一

辑 １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

２０ １ ３ ， 第１ ２６页 。

② 利安 当 ： 《天儒 印 》
， 见于周振鹤主编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 》第

一

辑 １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

２０１ ３
， 第 １ １ ３ 页 。

③ 参阅陈欣雨 《 白晋易学思想研宄 》
，
人民出版社 ，

２０１ ７ 年 ， 第 ２０７
－

２０８ 页 。

④ 周振鹤主编 ： 《 明清之际天主教传教士汉籍丛刊 》 第
一

辑 ３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
２０ １３ 年 ， 第 １２６ 页 。



《 学仁》 ： 圣经与 中 国文本对比阅读的新尝试 ？
３ １卜

（
二

） 十九世纪以来新教传教士与 中 国基督徒的经典对读

新教传教士继承 了天主教传教士合儒 、 补儒的进路 ， 明确地提出了
“

耶稣

加孔子
”

的传教模式 ， 也是在基督教与 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间架设桥梁 。

晚清和 民国时期传教士重要著作有丁趣 良的 《天道溯原 》 《汉学菁华》 、 花之安

的 《 自西徂东 》 《经学不厌精 》 、 卫三畏 《中 国总论 》 等 。 或是圣经与中 国文化

经典的对读 ， 或是以圣经来重新检释中 国文化经典 。

安保罗 （ Ｋｒａｎｚ ｅ ，
Ｐａｕ ｌ ）在 《孔子基督为友论 》 中的这段话极具代表性 ：

“近

世西国名士雷格氏 （ 理雅各 ） 终身详宄孔子之书 ， 其曰 ：

‘

余愈察孔子之言行

心志愈敬仰其为人 ， 大哉孔子参德造化学贯古今 ， 圣训传统虽我是基督教友莫

不礼其书为紧要之课程 。

’

此是英 国博士论孔子之诚意 。 且余德 国教士想假若

孔子基督 同生于今世 ， 余知二人必多友爱 ， 不为仇敌 。

一

似施洗之约翰 ， 自称

为基督之友 ，
曰 ：

‘

新郎之友立而听新郎者 ， 因新郎声而喜甚 。 今我之喜满矣 ，

彼必兴我必衰 。

’

（约 ３ ） 摩西者于 以色列 国为基督做先导 。 我等亦可言孔子 ，

以其道德仁义之端于 中华大国为基督做先导 。 盖惟素有教化修德之国 ， 斯能真

识基督之宗旨焉 。

”？

安保罗还写过 《救世教成全儒教说 》

一

文 。 主要 引用 《马太福音 》 ５ ： １ ７

来说明基督教对儒教的态度与作用 ：

“

成之者 ， 即欲成全其本国之 旧教也 。 成

全旧教之意若何 ？ 凡教之有善道者 ， 必保守之 。 有差缪者 ， 必改革之 。 有缺憾

者 ， 必弥补之 。
……

中 国 目 前之教 ， 其名有 四 ：
即儒 、 释 、 道 、 回回 是也 。 释 、

道 、 回回三教之谬 ， 显然易见 ， 姑勿论矣 。 但 即儒教而言 ， 当 以何处之 ？ 曰
：

救世教必欲成全儒教 。 何 以成全之 ？ 曰
： 保守其善道 ， 改革其差谬 ， 弥补其缺

憾而 已 。

……奉儒教者 ， 正宜合救世教而为
一

， 彼此相为勉励 ， 齐驱并辔 ， 努

力争先 ， 务期底于至善至真之地 ， 而无远弗届也 ， 明矣 。

”？

①转引 自鲁东大学胡瑞琴副教授 《孔子基督为友论 》 点校未Ｔ
｜

ｌ稿 。

② 转引 自李天纲编校 《 万国公报文选 》 ， 中西书局 ， ２０ １２ 年 ， 第 １ ３０、 １ ３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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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１ ０ 年 ， 他还将 《四书》翻译成 白话文 ， 这就是《 四书本义官话 》 。 在书中 ，

他平心比较基督教并儒教的道 ， 希望
一

切读儒教经典的人 ， 真正喜欢孔子孟子

的善道 ， 也要从孔子孟子那里认识耶稣 。

“

予特意撰这本书 ， 欲立证据基督教

不轻看中 国古时之善道 ， 乃是保守其道。 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不来了到世上为

废弃 ， 乃是为成全 。

”？

安保罗在其 《四书本义官话 》 中对其中的
一

些概念有创造性的解释 。 如对

《论语 ？ 为政 》 ２ ：５
“

生 ， 事之以礼 ； 死 ， 葬之以礼 ， 祭之以礼
”

， 有
一

段注

释与说 明 ， 说得很好 。

“

按礼事奉他们 ， 按礼埋葬他们 ， 是孝道 ， 我们都必从

之 。 看耶稣教第五条诫命 ： 按礼献祭祖宗 。 本意是要感谢他们的恩典 ， 记念他

们的爱心 ， 此也是本所当然的 。

… …Ｏ 以恭敬记念祖宗 ， 在家里可 以用家谱敬

录祖宗的言行 ， 为子孙之模范 ， 可以保怀父母的手泽遗物 ， 可 以悬挂父母的照

像于堂奥 。 在基督徒冢园里 ， 可 以立碑 ， 裁花 、 种树 ， 以装饰华美其坟墓 ， 而

且余想也在礼拜堂 内 ， 可以挂先之人记念牌于墙 ， 彷佛木主的样子 ， 只是写别

的字 ， 如敬记某某人 ， 生于某 日某处 ， 亡于某 日某处 ， 又加 《新约圣经 》
一

句

某章某节 。 〇这样都可 以做 ， 以表明孝顺祖宗之心 。

”？

瑞士 巴色会传教士韶波 （ Ｓｃｈａｕｂ
，Ｍａｒ ｔ ｉ ｎ ，１ ８５０

－

１９０ ０ ）于 １８ ９５ 出版 了 《儒

教衍义 》 。此书分主题对儒教经典与圣经教义进行 了较全面对 比研宄 。分为三卷 。

卷
一

主题为——论人之成仁有何根底 ：

一

论上帝赋何等才情与人 ，
二论人有何

本分 ； 卷二主题为 论上帝所赋于人之才如何得成 ：

一

成于人身 ， 二成于五

伦 ； 卷三主题为一论上帝赋于人者如何显现 ：

一

富国 ，
二教化 ， 三 自 强 。 韶

波此书序言中简要说 明了写此书的宗旨 ：

“

今作此书 ， 乃按儒教圣贤 ， 如何赖

①安保罗著 、 胡瑞琴整理 ： 《四书本义官话》
， 齐鲁书社 ，

２０１ ６ ， 第 ４ 页 。

② 参阅安保罗著 、 胡瑞琴整理 ： 《 四书本义官话》 ， 齐鲁书社 ，
２０ １６

， 第 ８ 页 ， 据 １ ９１ ０ 年上海美华

书馆 《论语本义官话》 排印本补足 。



《 学仁 》 ： 圣经与 中国 文本对比阅读 的新尝试 ， ３１９
＿

其 良知 ， 教人尽己之性 。 并尽人性及物之性也 。 夫欲察其真 以全之 。
……

。

” ？

１ ８９ ５
年 ， 英国行教会传教士霍约瑟 （ Ｊｏ ｓｅｐｈＣｈａｒ ｌ ｅｓＨｏａｒ ｅ

，１８ ５ １
－

１ ９０６ ）

也写 出 了 同类著作 《神人合解 》 。 在其序言中也说 出 了对读的好处 ：

“

我三
一

书

院子弟 ， 均是中国百姓 。 夫既为中国百姓 ， 自然爱慕本 国 自古垂传之儒教 ， 而

忻读其经书……本卷特将 《圣经 》 与儒书互相 比较 ， 所求之益 ， 约言之有三 ：

激励诸生 ， 俾得体会儒教之道为何如 ， 不徒饱读 ， 浑称其善 ， 实能精明道之大

端 ， 此其益
一

也 ； 表明历古诸圣 。 即至圣如孔子 ， 其所传授者 ， 若较神之默示

圣道所显之救法 ， 相去奚啻霄壤 ， 此其益二也 ； 指导凡传福音者 ， 如与真儒论

辨 ， 其法当 申 明孔子所言人伦、 所垂训教 ， 虽极佳妙 ， 然不添补福音恩道 ， 犹

未尽美尽善此其益三也 。

”＠

中国新教神学家写的重要对读著作有吴雷川 的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 》 《基

督教经与儒教经 》 等 。 吴雷川说 ：

“

基督教所谓圣灵 ， 就是儒教所谓仁 。 如果

将 《新约 》 书里论圣灵的地方 ， 与儒家论仁的地方 ， 比较解释 ， 大概都可证实

的 。

”＠
在 《基督教与中 国文化 》

一

书中 ， 他再次重申 ：

“
《新约 》 书上所说的圣

灵就是儒书上所说的仁 。

”

举出了六点理由 ， 最后 ， 还说 ：

“此外 ， 耶稣还有圣

灵为保惠师 ， 圣灵引 人进入
一

切真理 ， 圣灵 以
一

切事指教人 ， 圣灵使人 自责各

种的话 ， 都可以用儒家论仁 的话来解释 ， 于此不必
一一

征引 。 总之 ， 圣灵与仁

是异名而同实 ， 并且儒家论仁的精义 ， 我们从耶稣论圣灵的话里见到 的也不

少 ， 即此
一

端 ， 已足证 明耶稣的教义多与孔孟相通了 。

”？
吴雷川写这些文章和

书时 ， 正值非基督教运动的高潮 ， 故他主要想急于说明基督教与儒家思想的相

①韶波 ： 《 〈儒教衍义 》 序 》 ， 转 引 自黎子鹏编著 《 中国基督教文字事业编年史 １８６０
－

１９ １ １ 》 ， 基

督教文艺 出版社 ， ２０１ ５ 年 ， 第 ４８６ 页 。

② 霍约瑟 ： 《 〈神人合解 〉 序 》 ， 转 引 自黎子鹏编著 《 中国基督教文字事业编年 史 １８６０
－

１９ １ １ 》 ，

基督教文艺 出版社 ，
２０１ ５ 年 ， 第 ４ ７６ 页 。

③ 吴雷川 ： 《基督教经与儒教经 》 ， 《生命月 刊 》 ， 第三卷第六期 ， １９２ ３ 年 ３ 月 ， 第 ３ 页 。

④ 吴雷川 ： 《基督教与 中国文化》 ， 商务印书馆 ， ２０１ ５ 年 ， 第 ４７
－

４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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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 难免有些牵强附会 ^

二 、 赵紫宸的圣经与 中 国文本对读

（

一

） 《 学仁 》 之前赵紫宸的对话与对读著作

赵紫宸先生喜欢对话与对读这种写作形式 ， 特别是二三十年代 ， １９ ２５ 年

１ １ 月 ， 他写的 《基督教哲学 》 是用对话的形式写的 ， 其中有西国先生 ， 有我

和我的朋友 ， 还有天文教授 、 华语教员 、 陈灏 、 王茉莉 、 王女士 以及 甲君乙君

等人 ， 可 以说众声喧哗 ， 好像是
一

本小说 。 赵紫宸先生 自 己也并不讳 言这
一

点 。 每个人物都有 自 己的背景 、 自 己的观点 ， 这 自然形成了文化 的碰撞 、 思

想的交流 。

随后 ，
１ ９２５ 年 １ ２ 月 写成的 《耶稣的人生哲学》 可以说是姊妹篇 。 它虽然

不是对话体 ， 但是其中有很多 的对读与对话 。 第
一

章 《耶稣的人生哲学之三大

纲》 中就有直接的圣经与 《大学》 对读 ：

“

耶稣说 ：

‘

你们应当完全像天父 。

’

《大

学 》 里面说 ：

‘

物有本末 ， 事有始终 ， 知所先后 ， 则近道矣 。

’ ” ？ 第三章 《 自启

主义 》 中
一

开篇就 引 用 了 《大学》 中 的
“

小人闲居为不善 ， 见君子而后厌然 ，

掩其不善 ， 而著其善 。 人之视己 ， 如见其肺肝然 。

”

以与 《马太福音 》第五章中
“

你

们是世界的光 ， 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 。
……

”

这段经文相对照 ， 说明人

的善恶是掩藏不住 的 。 随后 ， 也用 《中庸 》 中 的
“

唯天下至诚 ， 为能尽其性 ；

能尽其性 ， 则能尽人之性
”

等儒家经典文字来印证他所认为的耶稣的 自启 ， 并

说 ：

“ 上帝信人 ； 信人 ， 然后人能认识上帝 。 上帝 自启 ， 启 于耶稣 ， 启 于先知

圣贤 ， 启于人 ， 启于我 ， 我乃 自 启而 自全 。 第五章 《同胞主义 》 中讲耶稣与

人和好的信息时 ， 则对比了孔子说的 ：

“

获罪于天 ， 无所祷也 。

”

他解释说 ：

“

获

①赵紫宸 ： 《耶稣的人生哲学 》 ， 见 《赵紫宸文集》 第
一

卷 ， 商务印书馆 ，
２００３ 年 ， 第 １９ ３ 页 。

② 赵紫宸 ： 《耶稣的人生哲学 》 ， 见 《赵紫裒文集》 第
一

卷 ， 商务印书馆 ，
２ｐ０３ 年 ， 第 ２２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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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于天 ， 是与天断绝了关系 ， 获罪于人 ， 是与人断绝 了关系 ； 获罪的人 ， 那里

还可 以把祭礼放在坛上 ， 从容闲逸地做祷告呢 ？
” ？
第七章 《信实主义 》 中 ， 在

引用了耶稣的话 ：

“

你们说话是则是 ， 非则非 。 事过如此 ， 便是从恶者那里来

的 了 。

”

随后用 《中庸 》 中的话来对比 ：

“

君子之道 ， 本诸身 ， 征诸庶民 ， 考诸

三王而不缪 ， 建诸天地而不悖 ， 质诸鬼神而无疑 ， 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 。 质鬼

神而无疑 ， 知天也 ； 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 ， 知人也。

”

这种对读与对比 ， 在 《耶稣的人生哲学 》 中随处可见 。 他的写作 目标就是

要用 中国所熟悉的方式来引领他们认识上帝 。

《基督教哲学 》 与 《耶稣的人生哲学 》 中有对话与对读， 赵紫宸先生对中

国经典非常熟悉 ， 灵光
一

闪 ， 信手拈来 ，
左右逢源 ， 各臻其妙 。 比起前期这两

部对比与对读性质的著作来 ， 赵紫宸的 《学仁 》 不仅有内容上比较的 自觉 ， 而

且有形式上对读的 自觉 。

（
二

） 《 学仁 》 中对读的 内容及其特征

１ ． 《 学 仁 》 的基本 内容与 观点

Ａ、 对儒家思想加 以称许

《学仁 》 完成于 １９ ３６ 年 ４ 月 ， 虽然与 《基督教哲学 》 与 《耶稣的人生哲

学 》 相距已经十年之久 ， 但在思想上还是
一

脉相承的 。 这
一

时期 ， 他还是受到

欧美 自 由主义神学思想的影响 ， 面对中 国外部强敌步步紧逼入群 、 内部人心涣

散 、 混乱不堪的局面 ， 他希望 以基督教来救中 国 ， 他仍然在继续坚持他的人格

主义 ， 继续高举耶稣基督 ， 只是他深入到了灵修这
一

层次 。

《学仁 》 将基督教的灵修与中 国传统特别是儒家传统的道德修炼熔于
一

炉 ，

将灵修落实于个人的 日常生活实践之中 ， 也落实于对社会、 国家 、 国际的关切

① 赵紫宸 ： 《耶稣的人生哲学 》 ， 见 《赵紫宸文集》 第
一

卷 ， 商务印书馆 ，
２００３ 年 ， 第 ２ ３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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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宸 ： 《学仁 ？ 序 》 ， 见 《赵紫宸文集》 第
一

卷 ， 商务印书馆 ， ２００３ 年 ， 第 ３６ １ 页 。

赵紫宸 ： 《学仁 ？ 序》 ， 见 《赵紫 宸文集》 第
一

卷 ， 商务印书馆 ，
２００３ 年 ， 第 ３６６ 页 。

赵紫宸 ： 《学仁》
，
见 《赵紫宸文集 》 第

一

卷 ， 商务印书馆 ， ２００３年 ， 第 ４ １８ 页 。

之中 ， 让天国展现在人间 。

“

我们是中 国人 ， 生在中 国文化的处境里 ， 承袭古

圣先贤许多好教训 ， 好榜样 ， 这些教训与榜样 ， 常与耶稣的教训 ， 若合符节 ，

我们若不愿忘本的话 ， 自然应当拿来与基督教的 《圣经》 同看 ， 当作修养的辅

助 ， 况且基督 自 己本要成全
一

切 良善 ， 并无嫉妒排除异己 的意思 。 众善出于
一

源 ， 归于
一

途 ， 互相照应 ， 岂不可 以并观而齐听 ？ 因此我是写本书的时候 ， 集

成下
一

个少用西方材料 ， 并引用 中国名言的意思 。

” ？

赵紫宸的 《学仁》 则是比较认真的圣经金句与以儒家为主的 中国文本的对

读 。在序言中 ， 赵紫宸先生就指出 ： 儒家讲
＂

仁者人也
”

， 就是讲如何做人 ，

“

从

基督教的眼光看 ， 学仁就是学习耶稣 ， 学 习作上帝的子女 。

”
＠
这就点明该书的

主 旨是要达成儒家与圣经之间 的交流与沟通。

在 《学仁 》 中 ， 对儒家思想的基本上采取赞许的态度 ， 认为许多思想和语

句可以与圣经相提并论 。 如第
一

章 《论人生 》 第五节 《理想》 中 ， 在指出 了现

代思想家的相对主义之后 ， 把儒家与基督教的理想标准看作是
一

样的 ：

“

其实 ，

人生何尝没有 固定的标准 ； 只是他们求之不得其道罢了 。 这个标准 ， 在耶稣的

宣告里 ， 横渠先生的 《西铭 》 里 ， 己经有很清楚的启示 。

”

此节中所说的耶穌

的宣告就是 《路加福音 》 ４
：
１ ８

－

１８ 。

在第 四章第七节 《国魂 》 之中 ， 将上帝的意志与保存 国家的灵魂联系起

来 。

“

在我们做基督弟子的人看 ， 这个意志 ， 便是上帝的意志含有倔强的宇宙

性 。
……在 国家 ， 我们可 以名之日国魂 ， 在宇宙 ， 我们可 以称之 日正气。 文天

祥的 《正气歌》 正是描写此物的大文章 。

”？

Ｂ 、 指 出儒家思想的不足

在
一些地方 ， 赵紫宸先生还是指出 了两者的 同中之异 ， 揭示出圣经的超越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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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在第六章 《论天国 》 第三节 《天国的法则》 中 ， 将 《约翰福音 》 １ ５ ：９
－

１２

与《论语 ？里仁 》４ ： ４做 了对比 。 他说 ：

“

孔子讲仁 ， 虽曰
‘

罕言
’

， 却也可得而闻 ^

他的意思 ， 与耶稣的意思颇有相同之点 。 不过他靠 自己努力 ， 耶稣则依赖
一

种

心灵通神的团契的力量 。 孔子的意思是志于仁 ， 便不会作恶 ；
志于仁 的 ， 便造

次颠沛 ， 都不违仁 ； 志于仁 ， 而用力焉 ， 没有不能行仁的 。这都是伟大的教训 ，

可与耶稣的话参看 。

”
＠
指出了耶錄基督 的爱与孔子 的仁之间 的相 同 ， 也分析之

间的不同 。

在 《马太福音 》 １ ８ ： ２ １

－

２２ 与 《论语 ？ 卫灵公 》 １ ５ ： ２４ 对读 中 ， 他说 ：

“

基

督教并不 自求特别 ， 他的特点 ， 即在他的宽恕精神所达到的程度 。 耶稣要人恕

人七十个七次 。 自 己被钉在十字架上 ， 却还求上帝恕杀死他的凶手 。 他的 目 的

是要救世人 ， 不是要定世人罪而消灭世人 。 既然要救世人 ， 那末恕是绝对必要

的 ， 不恕不但要加深了 纠纷 ， 加多了 问题 ， 且要使可救的人堕落在万劫不回的

深渊中 。 世人不配得宽恕 ， 上帝偏要恕人 ， 只等待人 自心的悔悟 ， 就是基督教

信仰中最特殊的
一

点 。

“

人彼此相恕 。 但是人不见其大 ， 即 不能不拘泥牵压 ， 砼胫然于细事 。 蔺

相如所以能感动廉颇 ， 因他能独顾国家 ， 忘却私仇 ； 廉颇所以能受感动 ， 也因

他能顾全大局 ， 忘却私仇 。 于是乎蔺廉之间 ， 不但有恕 ， 亦且有 了解 ， 使他们

成为刎颈之交 。 基督教徒若要能真恕人 ， 若要真被人恕 ， 第
一

件事 ， 必须 自 己

常中跳出来 ， 努力瞻仰耶稣的圣范 ， 上帝的圣心 ， 天国的圣美 。 得其大者 ， 小

事不再？径然 ； 爱其大者 ， 小者不复丑恶卑污而被摒于爱圈之外 。 爱上帝者乃

能爱人 ， 被上帝恕者 ， 乃能恕人 。

” ？

在此 ， 赵紫宸先生指 出了基督教宽恕精神的超绝之处 ， 又说明中 国历史上

的将相和也是因具有
一

定的超越小我升至大我的精神 ， 最后 ， 第六章 《论天国 》

①赵紫宸 ： 《学仁》 ， 见 《赵紫宸文集》 第
一

卷 ， 商务印书馆 ，
２００３ 年 ， 第 ４３８

－

４３９ 页 。

② 赵紫宸 ： 《学仁 》 ， 见 《赵紫宸文集 》 第
一

卷 ， 商务印书馆 ，
２００３ 年 ， 第 ４４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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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生命的特点 》 中 ， 又归结到上帝之爱和耶稣之范上 ：

“

基督教徒若要

能真恕人 ， 若要真被人恕 ， 第
一

件事 ， 必须从 自 己当中跳出来 ， 努力瞻仰耶稣

的圣范 ， 上帝的圣心 ， 天 国的圣美 。 得其大者 ， 小事不再径胫然 ； 爱其大者 ，

小者不复丑恶卑污而被摒于爱圈之外 。 爱上帝者乃能爱人 ， 被上帝恕者 ， 乃能

恕人 。

” ①

有些地方对儒家思想也有比较直接和严厉的批评 ， 如第四章 《论国家 》 第

三节 《 国家的法纪 》 中指 出了把义利观念截然分开的有害后果 ：

“

中 国素来受

儒家的导演 ， 重人治而轻法治 ， 以礼教人而不以发教人 。
……董仲舒所说的

‘

正

其谊不谋其利 ， 明其道不计其功
’

， 这两句话 ， 又把道谊与功利分成两截 ， 以

致弄得国家走上了畸形的道路 。

”？

在第六章 《论天 国 》 第二节 《努力进窄 门 》 中鼓励人长勤 ，

“

人生长勤 ，

天国亦长勤 ； 但长勤于上帝的 旨意的成全而 已 。

”

同时 ， 也批评中国人企图降

低天国标准的言论 ：

“

从古以来有人说天国的事情 ， 陈义太高 ， 实行太难 ； 不

能人尽为圣保罗 ， 也不能人尽为圣方济 ， 何不稍 自贬抑 ， 而后引人入胜呢 ？ 这

不是智慧之言 。

”？

Ｃ 、 对儒家思想的新诠释

“

诚
”

是儒家思想 中的
一

个重要概念。 《学仁 》 对
“

诚者
”

与
“

诚之者
”

的区分 。 在第二章 《论个人 》第
一

节 《诚求向上 》中说 ：

“

《中庸 》也是这样说 ：

‘

诚

者 ， 天之道也 ； 诚之者 ， 人之道也 。

’

人的事 ， 就是训练 自 己 ， 教 自 己怎样去

合乎天
一

这就是
‘

诚之者
’

的意思 。

”＠诚 ， 才是天之道 ； 而诚之 ， 则是人之

道 。 赵紫宸先生具有基督教神学背景 ， 才敏锐地发现了二者之间 的分别 。 这

对准确认识早期儒家思想 ， 意义十分重大 。

① 赵紫宸 ： 《学仁 》 ， 见 《赵紫裒文集》 第
一

卷 ， 商务印书馆 ，
２ ００３ 年 ， 第 ４４０ 页 。

② 赵紫宸 ： 《学仁 》 ， 见 《赵紫宸文集》 第
一

卷 ， 商务印书馆 ，
２００３ 年 ， 第 ４ １０ 页 。

③ 赵紫宸 ： 《学仁 》
，
见 《赵紫裒文集》 第

一

卷 ， 商务印书馆 ，
２００３ 年 ， 第 ４３７ 页 ，

④ 赵紫宸 ： 《学仁 》 ， 见 《赵紫宸文集》 第
一

卷 ， 商务印书馆 ，
２００３ 年 ， 第 ３８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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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仁 》 对人生与友谊也提出 了新认识 。 在第三章 《论生活 》 第三节 《人

生即友谊 》 中说 ：

“

友谊这两个字 ， 是彼此认识 ， 性灵感通的意思 。 到 了友谊

精深的时候 ， 人可以彼此共死生 ， 同哀乐 。 耶稣说 ：

‘

人为朋友舍生命 ， 比这

更大的爱没有 了 。

’ ”？
强调朋友之间灵里的相通和为朋友舍命 。

有的地方 ， 强调神的大能 ， 人依靠神而得胜 。 在第二章 《论个人》 第三

节 《战胜试诱 》 中在列举了
一

些 中 国例子之后 ，
最后总结说 ：

“

人不能 ， 人

却又能 。 靠 自 己 ， 果然不能 ， 但是靠人心中 ， 而又超乎人心的上帝 ， 人便能

作自 己的与世界的主人翁 。 不信么 ？ 耶稣受试探 ， 胜试探 ， 已经为我们成了永

远得救的根源。

” ？

Ｄ 、 对佛道教学说的批评

他对佛道教有所批评 。 如反对佛道教的
一

些说法和解决方案 ：

“

老子说 ，

‘

不见可欲 ， 使心不乱 佛家则如韩愈所说 ，

‘

弃而君臣 ， 弃而父子 ， 禁而相

生相养之道 ， 以求所谓清洁寂灭者
’

。 这些都是
‘

拂人之性 ， 灾必逮夫身
’

的话 ，

绝对的行不得 ， 因为人都好色 ， 好货 ， 好名 ， 好权位。 问题不在于教人不好这

些 ， 乃是怎样才能调节人之所好 ， 使人人都有丰富的生命 。 人只有要求增 ， 不

能要求减 ； 不肯往后退 ， 只 需向前行 。

” ？

２
？ 《 学仁 》 中对读 的特征

Ａ 、 强调相通 ， 互相诠释

书中所取的经典不限于
一

朝
一

代 、

一

家
一

派 ， 但都强调它们与圣经思想的

相通与相融 ， 因而互相检释？ 如 《路加福音 》 ３ ：４
－

６ 与 《论语 ？ 季氏》 １６ ： １ 的

对读 ， 《 以赛亚书》 ３２
：
１
－

５ 与 《论语 ？ 泰伯 》 ８
：
２０ 的对读等 。

① 赵紫宸 ： 《学仁 》 ， 见 《赵紫宸文集》 第
一

卷 ， 商务 印书馆 ，
２００３ 年 ， 第 ３ ９７ 页 。

＠ 赵紫宸 ： 《学仁》 ， 见 《赵紫宸文集》 第
一

卷 ， 商务印书馆 ，
２００３ 年 ， 第 ３８５ 页 。

③ 赵紫宸 ： 《学仁 》 ， 见 《赵紫宸文集》 第
一

卷 ， 商务 印书馆 ，
２００３ 年 ， 第 ３７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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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一

章第
一

节 《生之无量 》 中 。 将人的真性 ， 用公字来概括 ， 从而连接

东西方 ， 在儒家是天人
一贯 ， 在基督教是活在基督里。 这是基督教与儒家的互

相检释 。

“

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 俱在
一

个
‘

公
’

字之中 。 所 以耶稣说 ：

‘

你们是

世上的盐。

… …

你们是事事都光 ， 是建在山上的市镇 。

……

人看见你们所行的

善 ， 而赞美你们在天上的父 。

’

所以张载说 ：

‘立必惧立 ， 知必周知 ， 爱必兼爱 ，

成不独成
’

。

”？

在第
一

章第二节 《人生的需求 》 对 《马太福音 》 ５ ： ３
－

１ ０ 八福与 《大学 》

的对读 中 ， 把
“

格物
”

诠释为
“

清心见上帝
”

：

“

但 《大学 》 的格物 ， 与耶稣

所谓见上帝 ， 乃是 同
一

的事情 ， 因为格物是求得宇宙之理 ， 而晓畅此宇宙之

理 ， 即是人之理 ， 由是而晓畅人具足宇宙之理 ， 与宇宙同参 ， 然后乃见人群天

下的种种事 ， 无不有
一

个永恒实在的基础 。 这在宗教方面看 ， 即是耶穌所说的

清心见上帝的意思 。

一

边说诚 ，

一

边说清心 ， 措辞不同 ， 而意义实同 。

”？

《学仁 》 重彼此的相通相近 ， 让读者 自 己去领悟 ， 而不重具体词句含义的

解释 。

Ｂ 、 取材广泛 ， 不拘
一

格

《学仁 》 中对读当然还是 以儒家经典为主 ， 但也不限于四书五经 ， 其取材

十分广泛 ， 从经部到子部 ， 从文学到史学 ， 从古代到当今 ， 诗词歌赋 ， 信手拈

来 ， 祷文书信 ， 随意征引 ， 天上地下 ， 古今中外熔于
一

炉 。

引诸子 ： 第
一

章第四节引 荀子 《天论篇 》 与 《约翰福音 》 １ ６ ： ２ １
－

２３ 对读 ，

讲如何战胜痛苦 ， 还引用 了老子的
“

不见可欲 ， 使心不乱
”

和其他人的话语 。

第
一

章第七节 《上帝的 旨意 》 引 墨子 《天志中 》 与 《约翰福音》 １５ ： ９
－

１２ 对读 ，

说明两者有相近的标准 。

引后儒 ： 第
一

章第
一

节 《生之无量 》 引 《张载全书 ？诚明篇 》 与 《马太福音 》

① 赵紫宸 ： 《学仁 》 ， 见 《赵紫宸文集》 第
一

卷 ， 商务印书馆 ，
２００３ 年 ， 第 ３６９ 页 。

② 赵紫裒 ： 《学仁 》 ， 见 《赵紫宸文集》 第
一

卷 ， 商务印书馆 ，
２００３ 年 ， 第 ３７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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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 １ ３
－

１ ６对读 ， 说明
“

公
”

字的重要性 ， 最后还以张载的
“ 立必俱立知必周知 ，

爱必兼爱 ， 成不独成
”

作结 。 第
一

章 《论人生 》 第五节 《理想 》 中引 张载 《西

铭 》 与 《路加福音》 ４ ： １ ８
－

１ ９ 对读 。 第
一

章第三节 《生之奋斗 》 中引朱熹语与 《罗

马书 》 ７ ：
１８
－

２５ 对读 。

引诗歌 ： 第
一

章第六节 《参赞化工 》 中引杜甫 《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 》 与

《路加福音 》 １０ ： １７
－

２ ０ 对读 。 在第二章 《论个人 》 第六节 《独 》 中 ， 谈到中国

古人的慎独与耶稣基督的退修时引 用多家诗句 ：

“

柳宗元的
‘

孤舟蓑笠翁 ， 独

钓寒江雪
’

； 杜子美
‘

此身饮罢无归处 ， 独立苍茫 自 咏诗
’

， 几乎是赤裸裸的

人生 ， 活泼泼的宗教 。

”？

引名言 ： 第
一

章第三节 《生之奋斗 》 中除引朱熹语与 《罗马书 》 ７ ： １８
－

２ ５

对读外 ， 还 引诸葛亮语相印证 。

“

诸葛亮征南中 ， 马谡送行 ， 对他说 ：

‘

用兵之

道 ， 攻心为上 ， 攻城为下 ；
心战为上 ， 兵战为下 ， 愿公服其心而 已 。

’ ” ？

在第二章 《论个人 》 第二节 《超脱环境 》 中 ， 以 《路加福音 》 ９
：
１ ８ 和 《腓

立比书 》 ４ ： １ １

－

１３ 为主题经文 ， 与古圣先贤的故事和诗文对读 ， 特别与师旷的

话语对读 ：

“

少而好学 ， 如 日 出之阳 ； 壮而好学 ， 如 日 中之光 ； 老而好学 ， 如

炳烛之明 ； 炳烛之明 ， 孰与昧行乎 ？
”＠

引书信 ： 第二章第二节 《超脱环境 》 中 引吴芳吉与 吕谷凡书中语与 《路加

福音 》 ９ ： ５８ 对读 。 吴芳吉是与赵紫宸同时代的人。

《学仁 》 中每篇最后都有祷文 。 这些祷文大部分是赵紫宸先生 自 己写的 ，

也有历史上著名祷文的全文或节录。

第
一

章第二节是圣奥古斯丁祷文节录 。 第一章第四节是西 门 ？ 约翰的祷文

节录 。 第二章第二节是约翰脱 （ Ｊ． Ｈ ． Ｊｏｗｅｔｔ ） 的祷文 。

①赵紫宸 ： 《学仁》 ， 见 《赵紫宸文集 》 第
一

卷 ， 商务印书馆 ，
２００３ 年 ， 第 ３９０ 页 。

② 赵紫宸 ： 《学仁 》 ， 见 《赵紫宸文集 》 第
一

卷 ， 商务印书馆 ，
２００３ 年 ， 第 ３７２ 页 。

③ 赵紫宸 ： 《学仁 》 ， 见 《赵紫宸文集》 第
一

卷 ， 商务印书馆 ，
２００３ 年 ， 第 ３８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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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 用于灵修 ， 大胆突破

将其他文化资源引用做灵修的材料 ， 这在历史上还十分罕见 。 在西方基督

教历史上 ， 灵修和灵修文章多来 自于对圣经金句和面对神 的默想 ， 别的材料只

是做引证和补充 ，

一

般不会直接拿来使用 ， 如奥古斯丁的 《忏悔录 》 、 安瑟伦

的 《人类得赎的默想 》 、 东正教的 《慕善集 》 、 十 四世纪匿名作者的 《不知之云》 、

耶稣会创办人依纳爵的 《神操 》 、 巴克斯特的 《圣徒永恒的安息 》 、 爱德华兹的

《论宗教情感 》 、 考门夫人的 《荒漠甘泉 》 等 。 在 中国基督教历史上 ， 也只是拿

中 国思想材料做印证 ， 或者作为引入圣经金句 的桥梁 ， 也很少用之来做灵修 ，

如陈崇桂的 《灵修 日新 》 、 陈若愚的 《祷告
——

与神交谈 》 、 张远来的 《与神对

话 》 等 。

《学仁 》 可以说是
一

种大胆的尝试 ， 将灵修材料向中 国文化延伸 ， 想把有

数千年传统的儒家修养功夫也纳入基督教灵修的范围 。 但应该说 ， 《学仁 》 的

道德修炼意味要多于真正意义的灵修 。所以 ， 不能说它是
一

部成功的灵修著作 ，

只 能说在文化比较上有
一

定贡献 。 今天中 国教会的信徒也很少有人拿它作为灵

修的范本 。

真正有 中 国色彩的灵修著作当数天主教徒吴经熊先生的 《 内 心花园 》 。 这

部灵修著作 以爱的成长作为线索 ， 从爱的萌芽谈到爱的开花 ， 最后落实到爱的

结果 ， 明 明确确是讲上帝之爱 ， 基督生命之路 ， 但把
一

些中 国 因素化入了其

中 ， 就是由爱的成长的三个阶段 ， 联想到了孔子所说的 ：

“

知之者 ， 不如好之

者 ； 好之者 ， 不如乐之者 。

”

继而说到 了
“

苗而不秀者 ， 有矣夫 ； 秀而不实者 ，

有矣夫
”

。 这是
一种不知不觉 、 不露痕迹的对读 。

？

Ｄ 、 有比较强的现实针对性

《学仁 》 的写作年代 ， 正是抗 日 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 。 当 时 ， 日本帝 国主

① 参阅吴经熊主、 黄美基等译 ： 《爱的三部曲 ： 内心花园 》 ， 台北 ：
上智出版社 ，

２００３年 ， 第 卜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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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宸 ： 《学仁 》 ， 见 《赵紫宸文集 》 第
一

卷 ， 商务印书馆 ，
２００３ 年 ， 第 ４０７ 页 。

赵紫宸 ： 《学仁 》 ， 见 《赵紫裒文集 》 第
一

卷 ， 商务印书馆 ，
２００３ 年 ， 第 ４ １６ 页 。

赵紫宸 ： 《学仁》 ， 见 《赵紫宸文集 》 第
一

卷 ， 商务印书馆 ，
２００３ 年 ， 第 ３７７ 页 。

义吞并中 国的野心己经昭然若揭 ， 而且在行动上步步紧逼 。 赵紫宸先生也是想

通过这部书来唤醒国人 ， 振奋民族精神 。 其中 ， 有许多对时局的担忧 ， 对现状

的不满 。 他也起来为中 国人认罪悔改 ， 也呼求上帝的怜恂与拯救 。

在社会中呼吁博爱与公平 ， 论 国家时主张团结
一

心 ， 都是 以信仰为中心 。

在第四章 《论 国家 》 第
一

节 《团结 》 的祷文 中说 ：

“上帝啊 ， 你使中 华立国于

大地之上 ， 是要我们上下同心同德 ， 发扬你所惠赐的生命 。但是我们贪图私利 ，

得罪了你 ， 又得罪 了祖宗 ， 以致有今 日 的颠危 。 我们惟有求你宽恕 ； 施展你全

能的圣手 ， 拯救我们 ， 使我们在艰难痛苦之中 ， 学习奉公守法 ， 通力合作 。

” ？

在第四章 《论 国家 》 第六节 《保卫国土 》 的祷文中 也说 ：

“

父亲啊 ， 我们感谢

你 ， 因为你将大好的河山赐给我们 ， 作我们的基业 。 但是现在我们看见 山河蒙

耻 ， 版图割裂 ， 这都是因为我们 自私 自利 ， 不团结 ， 不振作所致使 。

”？

３ ． 《学仁 》 的局 限 与 不足

由于在写作 《学仁 》诸篇时 ， 赵紫宸仍然在欧美 自 由主义神学的影响之下 ，

他还没有经过抗 日战争中的牢狱之灾 ， 信仰还没有经过严格的锻造和磨练 ， 所

以 ， 带有
一

些理想化 ， 也在神学上与主流教会还有
一

定距离 。

这
一

时期 ， 赵紫宸相信神人协作论 。 在第
一

章 《论人生 》第六节 《参赞化工》

中 ， 他说 ．
？

“

杜甫诗有
‘

真宰上诉天应泣
’

之句 ， 表明人有胜天的神化 ， 几有

使真宰含妒的意思 。 这当然是过分的话 ； 因为无论如何 ， 我们但只遥见云程万

里罢 了 。 只有
一

点是实在的 ， 就是 ， 人生是在天人共创 的行程中 。

＠在他这里 ，

突出 的是耶稣的人性 ， 而较少提及耶稣的神性 。

经过抗战之中的磨难之后 ， 他对 自 己的这种态度有所反省 ， 对中 国文化有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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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深入的剖析和严肃的批评 。 在他 １ ９４６ 年 １０ 月完成的 《从中 国文化说到基

督教 》

一

文中说 ：

“

中 国的宇宙观 ， 人生观 ， 只认有现象的世界 ， 变异 的尘寰 ，

不认现象与变异的背后还有
一

个永在不移 的实底 ， 所 以 ，

一

到生死关头 ， 不是

迷信 ， 便是叹息 ， 不是愁闷 ， 便是达观 。

”？“
真的 ， 时代变更 ， 国 际交难 ， 境

内扰乱 ， 益显中 国文化中原有的力量不足维持中 国的精神 。

”＠
同样在 １ ９４６ 年

１０ 月 完成的追忆狱中生活 的 《系狱记 》 中他说 ：

“

人们又想将基督教与 中国文

化打成
一

片 ， 不啻忘记了基督教的真际 ， 投降了 已经奔溃的 中 国文化 ； 却不

知道基督教是中 国文化中所没有的 ， 是与中 国文化的根本思想相冲突的 。

”＠
在

１９ ４８ 年 ２ 月完成的 《基督教的伦理 》 中他又说 ：

“

儒家所注重的是内在论 ， 不

是超越论 ， 以人为至上 ， 不能说以上帝为至上 。

”？
在 １ ９４８ 年 ５ 月 完成的 《神学

四讲 》 中他再说 ：

“

文化是不怕矛盾的 ， 基督教是不怕反抗的 ， 艰难的当前正

是新文化 、 新心意的开始 。 所 以基督教尽可 以讲与中 国文化中 国民族性相冲撞

的启示 。

”？

应该说 ， 这时候的赵紫宸在信仰品格和神学思想上已经达到了
一

个新的高

度 ， 远非二三十年代所能及 ， 可以说 ， 他己经在很大程度上扬弃与修正 以前的

许多观点与看法 。 这时候 ， 如果他再来写 《学仁 》 这样的著作 ， 其格局和境界

应该大不
一

样 。 只可惜 ， 他没有稳定的环境供他写大部头 的思想巨著了 ， 只能

写
一些零星的小文章了 。 这不能不说是

一

个时代的遗憾 。 不管怎样 ， 赵紫宸先

生的这条路子是对的 ， 也是需要有人继续走下去 的 。 他是在前人的路上往前

走 ， 后来也一定会跟上与继续 向前 ， 向前 。 今天的基督教 中国化工程可 以从赵

紫宸先生的 《学仁》 等著作得到很多的指引 与借鉴 。 正如陈泽民牧师所说 ：

“

我

①赵紫宸 ： 《从中国文化说到基督教 》 ， 见 《赵紫宸文集》 第二卷 ， 商务 印书馆 ，
２００３ 年 ， 第 ３９９ 页 。

② 同上 ， 第 ４０８ 页 。

③ 赵紫宸 ： 《系狱记 》 ，
见 《赵紫宸文集》 第二卷 ， 商务印书馆 ，

２００３ 年 ， 第 ４６１ 页 。

④ 赵紫宸 ： 《基督教伦理 》 ， 见 《赵紫宸文集》 第二卷 ， 商务印书馆 ，
２００３ 年 ， 第 ４９７ 页 。

⑤ 赵紫裒 ： 《神学 四讲》 ， 见 《赵紫宸文集》 第二卷 ， 商务印书馆 ，
２００３ 年 ， 第 ５２０

－

５３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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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以把大半生服务和奋斗的赵先生看为今天中国教会改革创新、 建立中 国神

学的先驱 ， 他留下来的丰富思想遗产正是他作为先驱的心声 ， 值得我们认真学

习 。

”？
卓新平研宄员也指出 ：

“

赵紫宸在 中西神学之结合上走了
一

条较为艰难 、

但充满成功希望的道路。

……赵紫宸强调基督教在中 国文化中的
‘

融入
’

而

不是其
‘

消失
’

，

… …他坚持中 国基督教包括
‘

中 国特色
’

和
‘

基督教本质
’

这两个重要方面 ， 而 中国基督教神学即体现这两者之有机结合却是深刻 、 正

确的 。

” ②

①陈泽民 ： 《赵紫宸文集 》 代序 。 见 《赵紫宸文集》 第
一

卷 ， 商务印书馆 ， ２００３ 年 ， 第 １ 页 。

② 卓新平 ：
《赵紫宸与中西神学之结合》

， 《世界宗教研宄》 １９９８ 年第 １ 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