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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序

本書編輯、修改與收錄「2023第七屆華人基督教之本土與全球發

展：後疫情時代的教導、關懷與宣教」學術研討會所收到 30篇論文投

稿中的 14篇。在此先感謝台北市召會、政大研發處以及內政部民政司

（在活動舉辦前的 9月 20日改制升級為宗教及禮制司）的經費支持，

以及政大「華人宗教研究中心」的老師與工作伙伴、研討會主持與評論

人、論文集匿名審查人等各方面的協助，才能讓此次研討會以及論文集

的出版都能順利完成。

本次研討會為繼 2011以來，每隔兩年舉行一次的系列主題研討會

的第七屆。這個面向跨宗派、跨神學院、跨學術研究與教會牧養等多個

領域的對話場域，對於促進華人基督教本土化與全球化研究、啟發華人

基督徒理解聖經、推動神學研究者與實踐者之間對話、以及鼓勵更多神

學生與研究生投入相關研究，都有明顯的貢獻，這從不斷成長的投稿篇

數與越來越多元的作者背景之上，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更不用說這樣

主題的出版，在兩岸三地的華語世界中幾乎是絕無僅有。

整體來說，這個延續了 14年的發表平台在大家的努力之下，至少

凝聚了四個獨一無二的特點：

(1) 聖經版本的比較與詮釋：因信稱義從何而來？華人基督徒的信

心由何而來？當然不能僅由西方神學家的權威解釋而來。由於中英聖經

電子工具書的飆速發展，使得當代華人信徒比起之前的中外偉大神學

家，具有更豐富與更正確的聖經資源，重新檢討各種聖經中文譯本的優

缺點，進而提出新的神學概念與理論。 



忠信精明ii

(2) 神學觀點上的包容與堅持：後現代社會中的華人基督教倫理。

近數十年來西方神學界對於經濟平等、族群關係、墮胎、離婚、性別平

等、同性戀婚姻、宗教衝突、政教關係等議題，發展出不同的神學論述

與實踐。華人本土基督教會如何回應這些挑戰，以發展出符合聖經文本

以及東方社會的神學？

(3) 關心教會對於各種政治與社會變遷上的挑戰與回應：後威權與

後全球化下的宣教。從本地社會成長的中國基督教各教會，如何做跨地

域或跨國界的宣教？他們的成效與傳教策略有何值得參考之處？他們與

西方來華的宣教又有何異同？

(4) 同時反思華人教會與華人神學上處境化的問題：華人本土教會

高舉處境化與本色化已經過百年，密切與深入的人際接觸一直是這些

教會勝過西方宣教士的秘訣之一。但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不僅僅

是無神論的獨裁者會試圖阻止信徒的聚集，對疫情的恐懼與所謂「新經

濟」的發展也是傳統宣教與聚會方式的新敵人。面對國際交流的中斷、

人與人接觸的困難、集會的限制，以及各種新媒介的崛起，信徒該怎麼

適應？教會又該如何教導與面對？

延續與發展去年「疫情下」的主題，本次主軸是「後疫情時代的教

導、關懷與宣教」，大體上可分為兩個面向，第一個是與聖經翻譯，聖

經譯本研究和基督教神學有關。首先，比起過去，由於當代聖經翻譯的

多樣性發展，使得當代華人信徒具有更豐富與更多重的聖經資源，本次

的發表內容中，發掘出了更多以往沒有使用過的研究工具，以及探討過

往所忽略的研究領域，並對於教會歷史有相當深刻的論述與研究。第二

個面向主要在於宣教、實踐、媒體與 AI。許多在一般教會平台所難以

公開談論的後現代議題，在此研討會中激盪出許多美妙的火花，並引出

深刻的反思。並且也就著後疫情時代教會如何宣教、牧會、思考教會在

地上的使命，如何產生門徒等等問題上，有非常豐富的題材和討論，尤

其本次一共收錄召會、靈糧堂、東海大學學生團契、校園團契等實證研

究的資料，實屬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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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書亦收錄「圓桌論壇」之發言摘要，此論壇邀請謝宏忠

（靈糧教牧宣教神學院院長），與莊信德（衛理神學研究院專任副教授）

一同就著「後疫情時代的教導、關懷與宣教」 這個主軸，與王韻教授和

周復初教授進行直接與深入的討論。特別要提到謝宏忠院長抱病參與本

次圓桌論壇，分享靈糧堂面對疫情後挑戰的作法，讓在場所有人都看見

了盡職屬靈工人的榜樣。莊信德牧師以教會的「主體」、「趨勢」與「文

本」三方面，深入淺出地去提醒我們不能失落在人數與增長等等方法層

面的問題，在各式各樣的「活動」與「策略」之外，是否能回到「基督

作為教會的主體」這一個關鍵的問題呢？

礙於篇幅，編者在此不一一摘要與討論每一篇論文，編者對於其它

16篇因故無法擠入篇幅之中的研究也抱以期望，希望能在別的出版管

道看到這些有趣與優秀的研究面世。另外陳世賢、曾祖漢、鄭伊芳與周

復初、以及劉彥瑭的四篇文章，在本書出版前經同意另外投稿《華人宗

教研究》，於匿名外審通過之後以「危機與轉機：後疫情時代台灣基督

教的發展」為題出版專刊，在此一併恭喜他們！

最後，編者也要對 2011年創辦這個平台的政大特聘教授郭承天老

師，致上最深的感謝與敬意，沒有郭老師的努力與堅持，這個 14年的

成果不會出現。郭老師在今年 7月 3日榮歸天家，他在過去六年以「當

跑的路我還沒跑盡」的積極精神面對自己的病情與使命，除了在教會與

網路上作見證之外，先後完成兩部新舊約個人版的聖經翻譯工作，在最

後一刻還正在預備約百萬字的《華人系統神學：共識、包容、沒關係》

一書。雖然我們可能無緣見到這部書的面世，但郭老師榮神益人的榜

樣，會常留在每一個讀者心中！

王韻

2024.7.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