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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課 近代神學發展﹕十八至二十世紀 
 
I. 德國﹕近代神學發展的搖籃 

A. 德國在啟蒙運動中走了一條和英國和法國不同的路，它沒有發展出政
治性的巨變，但卻影響了以後二百多年的基督教神學發展 

 

B. 麥格福（Alister McGrath）在 The Making of Modern German Christology 1750-1990 一書
中指出其中有可能的原因﹕ 
-  當時德國在政治上並沒有像英、法兩國的自由來發展政治理論；當

時只有在大學裏才有學術的自由 
-  德國是宗教改革的發源地，有深厚的更正教傳統，所以在啟蒙運動

時對信仰和神學有嚴肅的反省 
-  德國的敬虔運動把信仰和屬靈經歷深印在國人心裏，所以當時的學

者嘗試把啟蒙運動帶進信仰而不是以之取代信仰 
 
C. 在十八、十九世紀的唯理主義和歷史學的發展下，基督教和聖經受到

很大的攻擊，例︰對歷史中基督的疑惑（the quest for the historical Jesus）和
聖經批判學（higher criticism）的興起 

 

 

II. 近代神學的起始點 
A. 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 年） 

-  1781 年出版「純理性批評」（Critique of Pure Reason）；又稱「第一批判」 
� 他嘗試解釋理性和經歷的關係（attempted to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son and human experience） 
� 他指出理性的限制﹕理性需要在人實際經歷範圍內運作 
� 那麼信仰是人經歷範圍以內抑或以外的呢？ 
� 如果理性不能幫助我們認識上帝，我們從何找到新的起始點呢？ 

-  1788 年出版「實踐理性批評」（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又稱「第二
批判」 
� 理性雖然不能幫助我認識上帝，但他跟著發展出另一條路﹕道德 
� 當時跟隨這方向的人不多 
 

B. 士來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768-1834 年） 
-  近代神學之父、德國柏林大學的創辦人之一；他以科學的角度整理

神學，開創了「系統神學」（Systematic Theology）的學科；他除了是大
學的教授外，他更是一位受人愛戴的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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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出生在改革宗的家庭，曾在 Zizendorf 的 Moravian Brethrens 教會進修，
深受敬虔主義影響，重視與上帝的屬靈經歷；後來在唯理主義的沖擊
下對傳統基督教教義產生懷疑，他曾對他的父親說﹕this is a loss of faith, 

but not a loss of piety 
-  1799 年出版 On Religion: Speeches to its Cultured Despisers 一書﹕ 
 

Religion was not a philosophy, nor abstract metaphysical thought, nor natural 
science, nor adherence to dogmatic formulae, but the “sense and taste for the 
infinite” consisting primarily in feeling, belief and action are secondary. 

 
-  1821 年出版 The Christian Faith ﹕ 
� “feeling of absolute dependence” 
� “experience defines dogma” 
 

C. 人探討真理的途徑﹕ 
-  「知」﹕reason ；唯理主義 
-  「情」﹕feeling ；士來馬赫 
-  「義」﹕morality ；康德的第二批判 

 
 
III. 自由神學（Liberal Theology） 

A. 自由神學是十八、十九世紀德國神學的治學方法，它嘗試把現代思想
帶進神學信仰當中 
Liberal Theology is a method of biblical hermeneutics. It covers diverse philosophically 

and biblically informed religious movements and ideas within Christianity from the late 

18th century onward. 

 
B. 它是以康德的「第二批判」中的道德作為神學的重點 
C. 自由神學之父﹕立敕爾（Albrecht Ritschl ，1822-1889 年） 

-  他曾說﹕Faith came not from facts but from value judgments 
D. Wilhelm Herrmann ，1846-1922 年 
E. Adolf von Harnack ，1851-1930 年 

-  Fatherhood of God  
-  Brotherhood of Men 
-  Infinite value of the human soul 

F. Walter Rauschenbusch ，1861-1918 年；在美國發展出「社會福音」（1917 
年出版的 A Theology for the Social Gospel） 

G. 自由神學把基督教信仰等同了西方文化 
H. 美國的神學家 Richard Niebuhr 曾對自由神學作以下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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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od without wrath brought men without sin into a kingdom without judgment 
through the ministrations of a Christ without a cross.”    
      The Kingdom of God in America, 1937. 

 
 
IV 二十世紀回潮 

A. 「新正統」神學（Neo-orthodoxy）﹕巴特（Karl Barth，1886-1968 年） 
-  巴特可以說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神學家；教宗曾稱他為繼阿奎拿後

最重要的神學家；更正教稱他把神學討論越過了奧古斯丁的影子 
-  他出生於瑞士的改革宗家庭，在自由神學的教育下成長，畢業後在

一個小鎮牧會，發覺自由神學對牧養教會不能提供屬靈喂養 
-  當德國九十三位知識份子在 1914 年向德王上奏（Manifesto of the Ninety-Three 

German Intellectuals to the Civilized World），請他出兵參與戰爭時，巴特發覺其
中有他尊敬的老師時，他醒覺到「自由神學是沒有前途」 

-  就在人對自己最樂觀時，認為「上帝的國」不久就要降臨地上時，
他們就開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全世界以高科技互相殘殺 

-  巴特就在這環境中，在 1918 年寫了他的名著「羅馬書注釋」（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這書就好像一個炸彈一樣在神學界帶來震憾 
� 這不是傳統的釋經書，而是批判十八至十九世紀神學出了的問

題﹕人成為了神學的主角，以人的知、情、義來尋找、認識上帝 
� 但他說﹕「要把上帝看為上帝」（Let God be God） 
� 他的神學發展出「辯證神學」（Dialectical Theology） 

-  當聖經被學術界批評到體無完膚時，人能如何認識上帝呢？ 
從來沒有人看見上帝．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 

    【約一18】 
 
-  巴特跟著以三十五年的時間以耶穌基督的啟示來詮釋，寫下他的巨

著「教會教義學」（The Church Dogmatics），這書有八千頁，共六百萬
字，但他死時還未能寫完 

-  後人說你可以不同意巴特的理論，但你不可能繞過他而作神學研究 
 
B. 存在主義神學（Existentialist Theology） 

-  存在主義之父祈克果（Soren Kierkegaard，1813-1855 年） 
� 丹麥的路得宗學者，他在唯理主義的社會中強調人必須在上帝面

前作個人的選擇，不是靠別人的意見 
-  德國的新約學者布特曼（Rudolf Bultmann，1884-1976 年） 
� 他認為上帝是超越的（transcendent），人不能籍分析世界來認識上

帝，只可依靠上帝的自我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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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為了能把聖經給現代人明白，他提出聖經的「非神話化」
（demythologization） 

-  德國的神學家（Paul Tillich，1886-1965 年） 
� 他是一個非常有創意的神學家，他關心的是如何把基督教和其他

學科對話，他發展了“method of correlation” 
It is an approach that correlates insights from Christian revelation with the issues 
raised by existential, psychological and philosophical analysis. 
It is an approach of exploring the symbols of Christian revelation as answers to 
the problems of human existence raised by contemporary existential 
philosophical analysis. 

� 他反對希特拉，在1933 年離開德國到美國紐約的協和神學院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教學，以後在不同的神學院任教﹕
Columbia University, Harvard Divinity School and University of Chicago 

 
C. 天主教在拉丁美洲發展出的「解放神學」（Liberation Theology） 

-  拉丁美洲的天主教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發展出的本色化神學 
-  背景﹕政治和經濟的實況 
-  他們引用馬克斯的說話 

“The philosophers have only interpreted the world, in various ways. The point, 
however, is to change it.”   (Marx, 1845) 
“Theology is not to explain the world but to change the world.” (Liberation Theology) 

 
-  秘魯的 Gustavo Gutierrez 在﹕  
� 在1971 年出了“A Theology of Liberation”一書，他指出西方世界的模式

在第三世界的不足﹕orthodoxy (to know God) / orthopraxis (to do justice) 
� 在 1983 年出了“We Drink From Our Own Well”一書，為這個神學運動

提供了靈修神學的深度 
-  烏拉圭的 Juan Luis Segundo 在 1975 年寫了“The Liberation of Theology” 
-  此外還有巴西的Leonardo Boff  
-  拉丁美洲的自由神學引發其他的神學運動﹕ 
� 美國的黑人神學（Black Theology） 
� 美國的婦女神學（Feminist Theology） 
� 韓國的民眾神學（Minjung Theology） 
� 印度（Dalit Theology） 
� 其他地方的解放神學 

-  拉丁美洲的自由神學對我們的提醒﹕上帝的公義在那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