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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宗教改革运动５００周年纪念,世界各地基督教会和学界都举办了相关活动,来纪念这一塑造

西方现代文明的时代变革.在这些活动中,尤以新教世界特别是路德宗教区为甚.德国联邦政府和

新教教会高度重视宗教改革运动５００周年纪念会,从２００７年就开始长达十年的筹备活动,并将２０１７
年定为宗教改革年.２０１７年７月３０日至８月４日,第十三届世界路德研究大会(１３．International
KongressFürLutherforschung)回到了著名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德国宗教

改革运动的策源地———维滕堡路德城(LutherstadtWittenberg).属于路德宗教区的芬兰也举办了相

关活动,赫尔辛基大学神学系教授、«西学与国学»国际学刊和博睿«中国神学年鉴»主编黄保罗教授,
于７月２６日至７月２９日在赫尔辛基举办了第五届国学与西学北欧论坛,主题为“马丁路德与汉语

世界(MartinLutherandChineseWorld)”.

一、国学与西学北欧论坛:路德与中国

随着中国国际化进程的加快,路德与汉语世界的关系也得到了深入的发展.教会方面,港台、新
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信义会,欧美路德会与中国基督教协会之间的交流互动日益频繁.路德著作的翻

译日益增多,〔１〕国内宗教学、哲学、世界史、外国文学、政治、法律学、音乐学和教育学界对路德的研究

也日益深入.〔２〕 近几年来,黄保罗教授在中国各著名大学做了路德研究芬兰学派、路德婚姻观、路德

与西方现代性、路德理性观和自由观等一系列报告,增进了国内学界对路德思想研究的关注度.借此

契机,来自中韩芬三国的１０位学者齐聚赫尔辛基,探讨路德、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联.与会人

员围绕“路德与中国”这一主题做了两场报告,从学科性质上分为哲学、文学和民族学.
黄保罗教授根据路德“两种义”的理论来探讨汉语语境中的“义”(righteousness)这一概念的流

变,及其与谦卑的关系.面对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神学建设运动中淡化“因信称义”所造成的一些误解,
他认为应该将“淡化”改为“深化”,便可避免这些问题.南开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就路德的称义论和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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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性的翻译著作为:上海三联版１５卷«路德文集»,迄今已经出版４卷.黄保罗 HUANGBaoluo[PaulosHUANG]编译

的六卷本路德专题论著,即将由山东省基督教两会 Shandongshengjidujiaolianghui出版.
标志性的著作:«马丁路德称义哲学研究»MadingLudechengyizhexueyanjiu [AStudyonMartinLuther＇sPhilosophy

ofJustification](张仕颖ZHANGShiying著,人民出版社Renminchubanshe[ShandongProvincialChristianCouncilandCCTPS],２０１２
年版);«马丁路德及新教伦理研究»MadingLudejiXinjiaolunliyanjiu [AStudyontheEthicsofMartinLutherandProtestants]
(王艾明 WANG Aiming 著,译 林 出 版 社 Yilinchubanshe [YilinPress],２０１０ 年 版);«马 丁  路 德 天 职 观 研 究»MadingLude
tianzhiguanyanjiu [AStudyontheVocationofMartinLuther](林纯洁LINChunjie著,人民出版社Renminchubanshe,２０１３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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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解脱论做了比较分析,对“因信称义”和“明心见性”这两个核心概念做了比较哲学的研究,分析了

二者对善功和修道主义等宗教实践的批判性反思观念,认为二者在宗教的实践性倾向和转化人性方

面分享着共同的观点.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蒲荣建从亚伯拉罕的上帝概念来看“因信

称义”,分析了保罗、托马斯和路德对亚伯拉罕信仰观的继承性,认为亚伯拉罕的上帝观念指向中国文

化中的“神”或“天主”观念.中山大学(珠海)哲学系博士高源从路德宗与东正教关于称义的对话,探
讨了东正教的“神化(theosis)”概念,分析了东正教批评路德宗未能提出正确的神化理论的原因,高度

评价了路德研究芬兰学派的神化解释及其贡献,介绍了其新的理论发展———情感的神化理论.
路德思想对文学的影响非常深远.来自复旦大学外语学院的姜林静博士阐述了路德对德国文学

和音乐的重大影响,不仅表现在其赞美诗不同时期所产生的象征性意义,也体现在后人对其圣诗形形

色色的改编中,也体现在后人对其圣诗形形色色的改编中.由路德所燃起的“赞美诗革命”,使圣诗更

趋于大众化和民间化,对汉语圣诗发展产生了影响,这一切都造就了超越国界的“路德神话”.来自韩

国延世大学的金善淑(SungSookKim)详尽考察了诞生于中国的朝鲜族诗人尹东柱(YoonDongJu)
诗文中的路德形象,认为路德和尹东柱在德韩两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相似的历史地位,如“阴阳”和
“十字架”都具有相似的辩证性,尹东柱在二十一世纪初知识分子中普遍增长的利他主义伦理良知的

影响,完全可以和路德相比拟.来自韩国淑明女子大学的黄荣美(YoungmeeHuang),通过对严歌苓

小说«金陵十三钗»和张艺谋执导的同名电影的叙事分析,揭示出其中蕴含的基督教伦理,反映出路德

关于做邻人基督的教导;妓女自我牺牲的行为被诸多评论家视为超越爱国主义的神圣救赎行为,其实

也反映出路德关于牺牲是由爱而来的义之果实的观点.遗憾的是,同名影片将原著的这种意涵削减

了,以适应广大观众的需要.
路德对德意志民族性格的塑造,加之对德语发展的伟大贡献,使其赋予了德意志民族一种身份认

同感.中央民族大学祁进玉教授详细阐述了路德的宗教改革与德意志民族意识形成之间的关系,认
为路德１５２０年后用德文撰写小册子,开启了德意志意识的萌芽,从而影响到伏尔泰、费希特、康德和

赫尔德等人对德意志“民族精神”(VolksＧgeist)的深入讨论.中央民族大学苏发详教授对１９世纪前

在西藏生活时间最长的西方人———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意波利托德西德里(IppolitoDesideri)在西

藏的见闻生平事迹做了详尽的研究,根据德西德里写给教皇、耶稣会总会和其他一些神父的信函,结
合相关藏、汉文史料,探讨１８世纪前半叶西藏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等状况及其特点.中央民族大学学

生罗静平对康定市这一汉藏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交界地天主教的传播情况做了系统的研究,
力图阐明其传播途径,展现出天主教和本地藏传佛教之间文化的冲突以及交流,而这两种完全不同类

型的宗教的共存和发展,正好说明康定这座高原小城的包容性和独特魅力.
会议现场虽然人声鼎沸,但并未妨碍大家的热烈讨论,与会人员在“维京号”邮轮上度过了一次愉

快难忘的学术之旅,其中四位学者立即赶赴维滕堡参加第十三届世界路德研究大会.

二、世界路德研究大会:路德与中国

此次会议格外隆重,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２００余位学者齐聚维滕堡,展示和交流近些年来路德学术

研究的最新 成 果.７ 月 ３０ 日 下 午 ５ 点,大 会 开 幕 式 在 曾 经 张 贴 有 九 十 五 条 论 纲 的 城 堡 教 堂

(schlosskirsche)举行.大会开幕式在管风琴乐声中开启,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和路德城维滕堡地方政

府和教会负责人致欢迎辞.之后,本届路德研究大会主席,基尔大学神学教授约翰内斯席林(Johannes
Schlling)做主题发言,“马丁路德———福音的导师”.他高度评价了马丁路德１５１７年万圣节(１０月

３１日)在城堡教堂大门张贴９５条这一事件的动机,申明路德本是出于爱和追寻真理的目的而为此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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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大学同事争辩,体现了基督徒学者“以爱和研究的工作阐明真理(Amoreetstudioelucidandaeveritatis)”
的精神.５００年前的学术事件成为西方文明转变的分水岭,此事件的重要性催生了大会的主题:１５１７年,
传统和革新之间的路德(１５１７．LutherZwischenTraditionundErneuerung).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聚集在

宗教改革运动的发源地,重新思考路德的生活处境、宗教经验和洞见的先决条件、以及神学工作,带来新

的问题和答案.
根据大 会 议 程,大 会 学 术 报 告 始 于 ７ 月 ３１ 日 早 晨,８ 月 ４ 日 下 午 结 束,早 晨 为 全 体 会 议

(Plenarvorträge),下午为研讨会(seminare),共有２１个会场,８月２日早晨为简短发言(Kruzberichte),共
分１０个会场.大会主题报告内容涉及九十五条论纲的争论和对话,路德的圣经解释学和方法论意义,路
德神学思想的灵性来源和心理学要素,路德布道词中的神学思想和宣道中的教理训练,路德的教牧工作

和祈祷思想,历史和当代处境中的路德神学思想.当今路德研究的领军人物,图宾根大学新教系历史神

学教授佛尔克勒平(VolkerLepping)做了报告«奥古斯丁主义和神秘主义»;来自明斯特大学的阿尔布

莱希特博易特(AlbrechtBeutel)教授做了报告«唯独圣经? 论青年路德的圣经解释学和神学理论化之

间的关系»;来自美国圣保罗路德宗神学院的斯蒂芬保尔森(StevenPaulson)教授做了报告«路德早期

布道词中的自隐的上帝»;马堡大学神学教授迪特里希柯熙(DietrichKosch)呈现了精彩报告«信仰的主

观性和道德的客观性:透过康德来阅读路德»;来自苏黎世大学的克里斯提那帖茨(ChristianeTietz)教
授做了报告«历史和现代的可怕鸿沟:今日对路德神学负责任的系统神学思考».大会报告者均为当前路

德研究各领域中出类拔萃的学者,不仅为听众们呈现了路德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揭示出了当前路德研究

的前沿问题和视域.

大会除去８月２日下午参观托尔高(Torgau)之外,每天下午都举办研讨会专场,共有２１个会场,
与会学者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固定参加某一研讨会,做报告或发言.研讨会议题广泛,既有近三十年

来路德研究的综述介绍,也有路德和基督教神学传统思想渊源的探讨;既有路德早期神学思想的溯源

式考察,也有路德与现代性的前瞻考察;既有对路德思想发展在特定时段的考察,也有对特定时刻路

德某个思想的探讨;既有对路德某个特定思想或概念的研究,也有对路德阐释学的再研究.内容丰

富,展现了当前路德学的各种向度.
路德研究涉及诸多学科,近３０年来,基础神学、宗教理论和文化革新中对青年路德多有开拓性研

究,主要的主题有位格的存在论和辩证法,包含位格基督论和存在论特征,自由与束缚;修辞学、形而

上学和十架圣像学;喀巴拉、秘学、神秘主义,包含否定的特征,如悔改和谦卑;从解释学到后解释学,
早期圣经讲义和讲道词的研究;受难、礼物和恩典,包含过度和被动的特征;反基督和基督教政府,教
会的独特概念.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使得欧洲历史在政治、社会、神学和哲学方面发生了深刻变

化,路德思想的现代性意义自然也是热门关注话题.路德作为一个解构性思想家引入了一种新的视

角,用于人的自我性、文本(唯独圣经)、政治交往、公共生活和对传统经院哲学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批

判.路德对从帕斯卡、康德、黑格尔、尼采到海德格尔的现代哲学有重要影响,他奠定了现代性思想的

霸权并建立了批判哲学的基本原理.路德的神秘主义思想中含有大量否定神学的灵性资源,特别是

在十字架神学中,路德与否定神学之间的关系受到了高度重视,根据文本探究其与狄奥尼修斯的关

联,根据否定神学来理解自隐与自启的上帝观,与伯纳文图拉、库萨的尼古拉、克尔凯戈尔等思想家相

比,路德有自己通达否定神学的路径.
路德的神学思想虽不系统,但相当丰富,涵盖了基督教神学的所有论域.研讨会集中探讨了其创

造神学、知识论、美和欲望的神学和教会论.北欧国家对路德的创造神学尤其重视,创生了“斯堪的纳

维亚创世神学”,对丹麦、瑞典和挪威以外的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过去数十年来,强调救赎论的芬

兰学派也转向路德的创造神学,特别是自然法及其与哲学心理学的关系.路德的知识概念涉及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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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认识,理性和信仰的区分,他称信仰为神学理智.路德的知识论有两个来源,一是奥古斯丁和

伯纳文图拉的光照认识论,二是唯名论的吉尔松和比尔的认识论.路德的上帝知识与伪狄奥尼修斯

和基路伯之翼之间的关系,需要摒弃中世纪框架,从位格及其存在论关系来理解路德的知识论概念.
从路德的知识论,可以核查其人类学、哲学及神学心理学和存在论思想.路德在其注释、灵修作品和

布道词中使用了古代和中世纪关于美和欲望的观点,他对待美的超验特征的方式,欲望、感知、亚当属

性、基督、图像和音乐在路德思想中的位置及其影响,路德宗在艺术和音乐方面的成就,这些问题得到

了详尽的探讨.路德对教会的理解对于他成长为改革家具有重要意义,他获得的教会论洞见催生了

其改革神学,在其批驳罗马教会和教皇制的作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青年路德教会论产生的思想背

景,不可见教会概念的出处,教会的目的与归属问题都是值得探讨的学术问题.
路德将圣经翻译为德语,对德语的发展功不可没.路德视圣经翻译为其最伟大成就,而且认为圣

经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学工作,而是一项神学工作.他死之后,路德宗的圣经出现了一些变化,只是在

１５８１年的萨克森“通用圣经(Normbibel)”中保留了路德１５４５年的版本.因此,有必要对１６世纪路德

宗圣经版本进行稽查,追寻其指导原则和个别阶段的历史效果.在路德的公开出版物中,圣经批注、
讲道词和其他解经作品遵循中世纪著名的注解原则,对１６、１７世纪路德宗、天主教和其他基督教传统

中的讲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需要仔细加以辨识.
赎罪券作为宗教改革运动的导火索,赎罪券的神学争论在路德思想发展过程中占据重要位置.

路德、台彻尔、卡尔斯塔特和埃克对于赎罪券的理解和批判的反应各不相同,需要利用更多史料加以

判读,比如路德和卡尔斯塔特在改教事业上就存在合作与冲突的两个方面.路德论犹太人和犹太教

的观点,一直在社会上存在某种误解.过去五十年来许多学者都接收了威廉  莫勒(Wilhelm
Maurer)的观点,认为路德自始至终都保持一致.路德在其早期牧职生涯中,自传性的、解经性的和亲

犹作品中,观点并不那么协调一致,在早期神学中以中世纪的观点修辞性地使用“犹太人”和“会堂“,
需要综合地考虑这些因素.在女性主义神学研究盛行的今天,路德女性观自然成为一个研究热点.
聚焦女性主义和性别视角,旨在平衡路德神学和人类学研究的不同路径,因此女性主义神学为路德研

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范式.
当前宗教改革史研究出现了对改教宣传品中的图像学研究,从微观媒介的传播来透视宗教改革

思想的普及过程和程度.老克拉纳赫是著名的宗教改革运动画家,路德的好朋友,他制作木版画宣传

路德思想,为路德的手册、讲道词和其他作品绘制改教人物肖像画,他的维滕堡工作坊为诸多教堂提

供祭坛装饰.因此,克拉纳赫作坊的印刷品和绘画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非常值得

史学界研究.
在宗教对话和普世教会主义盛行的今天,路德神学思想为福音路德会与天主教等、东正教和其他福音

教派之间的双边对话贡献良多.从特兰托会议到梵二会议,天主教内对路德的接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
二十世纪早期天主教学者约瑟夫洛茨、埃文以瑟罗、奥托赫尔曼佩熙和文岑茨普弗吕的强烈批

评,到今天承认路德的公教思想和贡献.二十世纪初路德宗神学家卡尔霍尔(KarlHoll)的路德阐释是德

语路德研究的一个里程碑,自然受到了关注,需要展开详细地研究.今天的路德不再属于西方世界,２１世纪

路德思想已经进入了诸多文化,并被翻译为诸多民族语言.路德思想的遗产显示出巨大生命力,不同文化

背景的人认为它与自己生活相关,并帮助自己面对二十一世纪的挑战.

８月２日早晨为简短发言,共有十个会场,同时进行,向所有与会学者开放.有对路德资料来源研

究做了陈述,如１５１３—１５３２年萨克森的弗里德里希和约翰的教会政策,２０１１年德国德语路德作品研

究版,牛津路德研究百科大全,路德参考书目,新编路德的陶勒笔记,路德的拉丁文圣经等.青年路德

的思想与早期宗教改革运动关系密切,一直是当今路德学研究的热点领域,关于斯陶皮茨式的路德与

唯独信仰的关系,早期维滕堡宗教改革运动中的论纲,及路德所施加的内部重建和身份认同的策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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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西塞罗与路德的关系,１５１３—１５２１年奥古斯丁柏拉图主义对路德理解信仰与实在的影响,赎罪

券争辩中的路德与教会法,青年路德作为一位启迪作家,保罗与路德的信仰转变等议题,相关学者做

了精辟的发言.有关学者对早期路德在欧洲的接收史做了精彩的发言,关于早期路德在德国本土的

接受状况,如安哈尔特的玛格丽特虔敬作品中的路德神学思想分析,历史日历中殉道者的描述和奇迹

反映出的神学思想,符腾堡公爵克里斯托夫对路德宗宗教改革的贡献,１６世纪北德教会条例等;关于

早期路德在欧罗巴的接受状况,如路德与安特卫普改革奥古斯丁会修士间关系,路德、梅兰希顿与英

格兰的宗教改革意识,路德宗宗教改革运动与法国改革宗传统的历史关联,丹麦圣咏史中的路德宗基

督教等.
路德的神学思想自然是会议的重点议题,学者们就路德神学思想中的属性相通、圣礼和社会性间

关系、信仰与受难,称义与承认、主仆关系、无体之性别体系、基督教的合一性等核心问题做了发言探

讨.也有学者发表了关于路德宗教虔敬实践的讲演,涉及路德论祈祷、形象譬喻、圣像和安然离世画

像等观点.十九世纪以来路德思想的接受问题,路德与现时代的关联问题,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
路德阐释之再思考,路德与龚迦尔,路德与克尔凯戈尔,路德神学缺乏传教学视野,路德论朝圣,从女

性主义、后殖民和过程神学审视路德宗神学等发言,引发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路德圣经解释学中的

诸多问题引发了学者们的浓厚兴趣,就路德圣经注释中的某些篇章、解释原则和方法做了专题发言,
展开互动交流.

本届大会的一大亮点是首次设立了“路德与中国”专场.在赫尔辛基大学神学系华裔教授黄保罗

的努力下,来自中国大陆的四位学者做了简短发言,下届世界路德研究大会主席、美国圣路易斯协和

神学院系统神学教授罗伯特科尔伯(RobertKolb)主持了会议.黄保罗教授就路德两重义的划分

在中国语境下的理论与实践做了发言,从学理上梳理了“义”这一概念在汉语思想中的语义演进,分析

了当前中国基督徒理解中的一些问题,阐明了基督徒谦卑美德与义德之间的关系.南开大学张仕颖

副教授做了路德与慧能宗教思想之比较研究的发言,以比较神学的方法,对二者宗教核心思想(“因信

称义”与“明心见性”)和宗教实践(善功和修道主义)的反思性批判做了实验性的对话研究,在承认佛

耶本质差异(智慧解脱和因信神恩获救)的前提下,对二者宗教思想间的融通做了细致的探讨.华中

科技大学林纯洁副教授做了路德天职观作为社会关系基础的发言,阐述了两个王国理论中三重天职

观及其功能,他还对路德天职观和汉儒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做了比较,发现二者在前现代社会中社会

规范确立方面的相似性.山东神学院齐鲁神学中心的姜晓文做了唯独圣经及其与基督教中国化的意

义的发言,强调圣经权威、基督受难与复活对于汉语神学言说的重要意义.山东大学濮荣健博士作了

亚伯拉罕的上帝概念与因信称义的发言,简要提及路德对信仰的理解.中国专场发言人虽少,但听众

不少,讨论热烈,耗时亦长,表明国外路德学者对中国路德研究已经表现出强烈的兴趣.

三、结语

８月４日的晚宴上,本届大会主席席林教授致闭幕辞,盛赞大会取得圆满成功,五年后再聚洛杉

矶.他对当前路德研究的喜人形势感到欣慰,特别强调了中国分论坛的意义,对三十年后路德研究中

心在中国的愿景做了展望.当然,通过这两次国际路德研究会议,可以看到当前路德研究主要集中在

德语、北欧和英美等国家,近三百年来路德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应充分吸收消化.当前路德研究的重

点是早期路德思想和圣经解释,路德思想与中世纪晚期的关联涉及到对宗教改革运动的意义评价.
中国路德翻译和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宗教学、世界史和教界学者应努力钻研,从传统儒释道文化资

源中,为路德研究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对路德思想的中国阐释做出独特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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