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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中文摘要

孔汉思早期对天主教会进行批判性反思的神学思想使他的神学理论在天主教

雾内外都墨l起了广泛的争论和热烈的讨论。正是因此，他陷入了与罗马天主教会

官方的矛盾当中，也正是因为这样，孔汉思才成为了二十世纪神学思想史上的一

个独特现象。孔汉思对于天生教会的突破传统的挑战使他成为宗教传统范式转换

的代表人物，这种突破表现为他对传统天主教神学理论框架的突破，其研究依然

涉及到教义神学和圣经毒孛学的一系列传统命题，却表现出一种全新的视域；其神

学理论具有很强的开放性，他将传统神学的那些主题置于当代社会的思想文化境

域中来展开讨论，既正视教会内部历史久远的神学纷争和冲突，也面对西方近代

发展中出现的对基督宗教信仰及其神学思想理论的种种批判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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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绪 论

现代社会经历着日薪胄异的飞速发展，隧着科学技术酌进步，全球化趋势的

日益增强，在信息化的背景下，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生活方式上影响、

学术思想上的碰撞和交流的距离越来越短。全球讫话语充斥在我韶韵生活里，我

们可以频繁便利地和我们的“全球邻居”进行交流，但是正是在这样一个日益世

俗、目益丰富的时代背景下，宗教的重要性依憾甚至由一次又一次的“宗教热”

说明宗教并没有远离我们，反而在这个“只有改变不曾改变"的时代离我们更近

了。因为文硬离野蛮仅有一步之遥，两次世界大战鼙给入彳羹的启示是深刻的：如

何有效地控制科学技术，使它们不至于祸害人类自身?如何使现代化真正朝着增进

全人类幸福的方南发震?这些都是人类面临的重大课豚。宗教作为人类的终极关

怀，以自融的方式进行思考，承担着从一个超越的层面对现代化的批判功能。孔

汉思就曾指出：靠理性不可能再遥过理性复兴，知识的基本缺陷和技术的严重缺点

不能简单地通过更多的知识和技术来消除。"∞

然两宗教自身也不可能豆古不变，它也努须应时代的发展而“与时俱进挣，天

主教改革的设计师之一，卡尔·拉纳指出：“教会总是处身于历史的长河中，而不

是位于不动的河岸上，因此，比起其他任何历史中的实体来，教会更没有理由害

怕自己的历史特性。因为历史潮流不是把它带向死亡之岸，而是带向永生。因此，

教会能够而且必须有勇气做如改变，使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永远常新，并越来越逶

应于它的需要。’’圆在这一伟大的历史变革中，不可否认，孔汉思就是其中的佼伎

者，他是现代天主教改革历程中不能不提的杰出代表，他一直致力于要实现天生

教的现代化，建立“教会婀新的青春"(此为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座右铭)。他提

倡要恢复教会的权威及其在当代世界的影响，就必须改变传统的思想，并且，作

为～位天主教革新的改革家、一位信仰坚定的护教大师，孔汉思确实如他所倡导

的那样，通过现实的努力追求并逐步实现着自己的梦想。

5铡小抿编。基餐教文化评论I§西。贵赡入民窭缀往，l约2颦。第26菱。
拳剃文瓶顿著．现代基督教思想0l】。何光沪译．鞠川人民出版枉，1992年．第974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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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从孔汉思对天主教会的批判性反思及护教这一角度出发，希望如此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在宗教对话和全球伦理等这些颇受关注的主题之外，关于天

主教现代革新这一基本神学主题方面的重要思想与成果，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孔汉

思神学发展的主要脉络及各阶段思想间的关联。对于汉语学界而言，这样的思考

有助于我们反思在汉语思想的语境中，基督教会的教理教义之现代演进，促使我

们对于现代基督教神学和汉语神学的思考，这必将对现代汉语神学产生巨大而深

远的意义。



第一章孔汉思的学识历程及本文的关注重点

第一章孔汉思的学思历程及本文的关注重点

第一节孔汉思早期的学思历程

1928年3月19日，孔汉思出生在瑞士卢塞恩(Lucerne)洲的祖尔泽(Sursee)

一个中产阶级的商人家庭。他有五个姐姐和一个过早夭折的弟弟，他的故乡是一

个有着许多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安静平和的城镇。孔汉思在少年时期就被父母领

入了天主教信仰的大门，并成为天主教青年团体里的领袖人物，在卢塞恩州立人

文中学的几年开阔了孔汉思的视野，开放的教学将他从传统教条的观点束缚中解

放出来，并促使他在这期间掌握了除母语德语之外的八种语言。

1948年高中毕业后孔汉思进入了罗马教廷日耳曼匈牙利学院学习哲学

(1948一1951)和神学(195卜1955)(随后转入格列高利教皇大学)，受到新托马

斯主义理论和系统训练，并逐渐接触到一些当时的神学与教会领导人物，如洛茨

(Joseph Lortz)、巴尔塔萨(Hans Urs Von Balthasar)、孔加尔(Yves Conger)、

贝亚(Augustinus Bea)等人。1951年，孔汉思以一篇关于存在主义者让·保罗·萨

特的论文获得了哲学硕士学位。1955年以研究瑞士改革宗神学家卡尔·巴特的“因

信称义”学说的论文获神学硕士学位。1955一1957年，孔汉思花了两年时间在巴黎

大学神学院和天主教学院进修，完成了自己的神学学业，并于1957年2月21日

在布耶尔(Louis Bouyer)教授指导下以《称义，论卡尔·巴特的学说及一种天

主教的反思》论文获得神学博士学位。不久，由巴特亲自作序的《称义》一书德

文版面世，此著作及其普世的精神使孔汉思很快成名。在这本书中，他试图找到

一种基督教内部对话的基础，通过检验“称义”这一信仰核心教义在新教和罗马

天主教之间的共同基础，孔汉思总结认为在巴特和罗马天主教对称义和表达之间

有一种基本的神学一致性。①这一研究观点影响了他关于罗马天主教会应该如何转

变以促进基督教统一的思想。

国参见Hans Kung，Justification：The Doctrine of Karl Barth and a Catholic Reflection．Translated

by T． Col l ins etal New York： TholIlas Nel son＆Sons，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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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至1959年，孔汉思回到故乡卢塞恩任宫廷教堂助理神父，并于1959年

以《上帝成为人，黑格尔神学思想导论》的论文通过了教授资格考试。1959至1960

年他在明斯特大学天主教神学系任福尔克教授的教义学助手，1960年成为杜宾根

大学基本神学教授。这一年，孔汉思的第二本著作《改革与重聚》出版。∞这本著

作使孔汉思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也为即将开始的公会议议程选择提供了

参考。

1962年10月11日，第二界梵蒂冈公会议第一次会议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开

幕，孔汉思被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任命为会议的官方神学顾问，参加会议文献的起

草工作，并成为主教和大主教们中间颇受欢迎的发言人。孔汉思在1962年5月撰

写的《教会的结构》@一书在“梵二”第二期会议期间受到罗马教廷信礼部的起诉，

因为在这本书中孔汉思探讨了教会的结构问题，并明确质疑了公会议的绝对权威

和教皇召集、主持公会议的神圣权力。后来红衣主教比耶(Bea)主持的听证会在

1964年宣布停止对之起诉。

1963年6月3日，孔汉思一生都颇为赞赏的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去世，继任者

教皇保罗六世(1963年6月一1978年8月在位)转而采取保守缓和的政策，这使

得孔汉思对会议参与的热情大减。1964年孔汉思在“梵二"第三期会议上作“教

会中的真实性"报告后，因对会议程序失望而提前返回杜宾根，并发表对第三期

会议的否定性报道《大公会议——结束还是开始?》。

1967年，孔汉思公开对教皇保罗六世关于神职人员独身的《神甫独身》通谕

提出抗议，出版《教会》一书。@这本书以现代圣经解释学为基础，提供了一种对

基督教会本质的系统研究，此书在圣诞节之前被教廷信理部下令禁止继续发行和

翻译，从此开始了孔汉思和梵蒂冈之间的公开争议。

1970年8月18日，在第一届大公会议教皇庇护九世颁布教皇“永无谬误"信

函Hans Kung， nle C0uncil， RefOlln aIld Reunion， Translated by Cecily Hasting， N明York：sheed and

Word．1961．
o Hans Ktlng， Structure of the Church，Translated by S． AnastaSio， N鲫Y0rk：Tho吼s Nelson＆S0ns，

1964．

圆Hans Kung．The church Burns＆oates，London and Sheed＆胃ard。London and№W Y0rk， 1968．中

译本名为‘教会发微》，田永正译，光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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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一百周年这一天，孔汉思最为出名的著作之一《无误?一个探究》德文版面世。

①强烈质疑和审查了“教皇无误论’’在圣经和历史中的依据与支持，从而在天主

教界引起争论教皇是否“无误’’的轩然大波，也使得孔汉思与罗马天主教官方的

矛盾进一步激化。因为他拒绝撤回在该书中所表述对罗马天主教会权威的挑战，

结果导致在九年的论争后，教宗若望保罗二世(1978年10月—2005年4月在位)

取消了孔汉思的天主教教授资格。在此之后，孔汉思一方面对自己的神学思想加

以系统地梳理和阐述，另一方面则积极开展“普世宗教"和“普世神学”运动，

将视野扩大到世界宗教的新领域，不再局限于基督教视野，与不同的哲学，文学

等思潮和当今世界不同宗教进行对话，关注宗教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发展。

第二节本文集中关注的是孔汉思的早期思想

通过回顾孔汉思早期的学识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他神学思想的丰富和革命性。

他被让龙(werner G，Jeanrond)如此总结性评价：“孔汉思是二十世纪神学的独

特现象：在二十世纪，没有任何神学家曾如此广泛地出版，被翻译和阅读；没有

任何神学家曾成为如此主要论争的焦点；没有任何的当代神学家曾涵盖了如此广

阔谱系的神学主旨。几乎所有在我们时代被谈论过的重要神学论题，均曾被孔汉

思在其事业生涯之某阶段中加以论及。他的书目包括主要的著述，论及上帝论、

耶稣基督、教会、永生、神学方法、世界宗教以及宗教对艺术的贡献。’’圆

对我国的学术界来说，孔汉思也已为很多学者所熟悉，但这多半是源于他在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倡导并发起的宗教对话和普世神学、全球伦理运动。在现

阶段的汉语神学理论研究中，大陆学者的关注热点主要集中于九十年代开始的孔

汉思提出并积极推进的多元宗教之间的对话沟通和全球伦理运动。@如万俊人，赵

敦华，高扬先，何怀宏，汤一介等大批学者都对全球伦理问题展开了深入地研究

∞Infallible?An Inquiry，Tr彻slated by Ed眦d Quinn，Garden City，New York：Doubleday＆co，1971．

o福特编．现代神学家一二十世纪基督教神学导论【J]．董江阳、陈佳人译．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策划，道风
译丛7，2005年．第160页．

∞universal Ethics，又译为“普世伦理”、“普遍伦理”或“世界伦理”，是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发展的背景下
涌现出来的新的学术理念。最初见于孔汉思所著的‘全球责任一书》，其系统表述见于为纪念“世界宗教议
会”召开100周年而于1993年8月28日至9月4日在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议会大会上通过的‘世界宗
教议会走向全球伦理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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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讨论。然而我国大陆学术界对于孔汉思对天主教会的批判性反思理论与革新的

努力及其护教理论关注的还不是很多。在学术理论界对此问题的探讨主要还是集

中在教会内的部分学者，学院式学者对此的研究是非常少的。孔汉思本人说过：“我

从未放弃过这样二种希望，即基督教会的革新及诸教会之间的沟通和解乃至合一

是可能的。’’回可见，在孔汉思的神学思想及理论研究的架构中，他对于天主教会

批判性反思及护教理论也同样是值得我们热切关注的，并且也正是这部分思想理

论为孔汉思后来的宗教对话和全伦理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历史上和逻辑上的前提。

没有依次为承接，就不会有后来的理论发展，没有自我批判、寻求进步的意识，

就无法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投身于多宗教对话的全球伦理探求的工作中去。而且，

我认为正是因为孔汉思对于天主教会的突破传统的挑战才使他成为宗教传统范式

转换的代表人物。这种突破表现为他对传统天主教神学理论框架的突破，其研究

依然涉及到教义神学和圣经神学的一系列传统命题，却表现出一种全新的视域；

其神学理论具有很强的开放性，他将传统神学的那些主题置于当代社会的思想文

化境域中来展开讨论，既正视教会内部历史久远的神学纷争和冲突，也面对西方

近代发展中出现的对基督宗教信仰及其神学思想理论的种种批判和挑战。

孔汉思早期对天主教会进行批判性反思的神学思想使他的神学理论在天主教

界内外都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和热烈的讨论。正是因此，他陷入了与罗马天主教会

官方的矛盾当中，也正是因为这样，孔汉思才成为了二十世纪神学思想史上的一

个独特现象。我致力于探讨孔汉思的早期思想原因也即在此。

让龙将孔汉思的神学成就发展历程大致划分了四个时期：一、从其开始学术

生涯至1970年对教会论的集中处理；二、他在七十年代对基督教信仰主要教条的

处理，如上帝、耶稣基督与永生：三、自1983年以来对神学方法的反思，反省基

督教与世界其它宗教以及宗教与文化之间的对话；四、自1990年起两个有关的主

题：世界伦理与我们时代之宗教处境，二者均相连与先前的关注。@

。语出于孔汉思于1998年接受泰奥多斯—豪斯奖时所作的答谢辞，题目为‘对一种全球与微观范围内新伦理
的探求》．

。福特编．现代神学家—二十世纪基督教神学导论[J]．董江阳，陈佳人译．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策划，道风
译丛7，2005版．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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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如此的分期方式，那么本文探讨的主要是前两个时期的神学思想，

但论文章节的安排上是以问题为布局主旨，从几个关键性的问题入手来讨论孔汉

思的批判性反思及其护教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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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孔汉思对天主教会传统教义与教会组织制度

等内容的批判性反思

第一节质疑“教皇永无谬误炒的教义

孔汉恿予1970年8月18日“教皇绝无谬误”教义颁布一酉周年纪念日这一

天出版《无误?一个探究》一书，抓住教皇保罗六世在两年前颁布《人类的生命》

通谕这一具体事件而强烈质疑和审查了“教垒无误论”在《圣经》和历史中的依

据与支持。这一著作和质疑是孔汉思早期神学思想中最引入关注和出名的问题，

也因为这一著作使孔汉思与罗马天主教官方的矛盾迸～步激化。最终导致他被取

消在图宾根大学代表罗马天主教教授神学的资格，不能褥作为梵蒂冈当局的天主

教神学之官方代表。《无误?～个探究》是对罗马天主教会的首次批判性研究，反

映了天主教徒中愈来愈对天主教会在梵二会议厝在结构更新上缓慢过程的不满。

“教皇无误论”(Papal InfaHibility)这一观念在罗马天主教会历史上早

已有之，最早出现的关于罗马教皇享有首席权的信仰理论可追溯至公元五世纪的

教皇利奥一世，由于对抗拜占庭帝国的需要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建立，特别是因为

教皇国的建立，使罗马教皇成为享有世俗权力的君主等历史和政治的原因，教皇

首席权的信仰理论不断得到强化。在教皇格利高里(1073—1085年)于1075年发

布的教皇敕令中规定的“教皂权力至上’’和“教会永无谬误"信条的基础上继续

发展。但它只在教会传统中存在而不见经传。在十六世纪中叶为抵制新教派的宗

教改革丽召开的特兰托公会议上，教璧首席权受到特别的强调。最后，在1870年

举行的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上，在主张教皇全权主义的教皇庇护九世的主持下，

正式制定了“教皇酋席权"秘“教皇永无谬误’’的信条，将原规定分属予教皇和

教会的两个属性归予教皇一身。这一信条自订立之日起，教会内外对它的抨击就

从来闻断过。

从基督新教的立场去讨论“教皇无误论”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因为在四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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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中就直接反对教皇的存在，质疑教会的权利，主张人

得救是凭借神的恩典——“因信称义”。然而孑L汉思是从天主教会内部的角度质疑

教皇无误，这肯定是·个挑战性的突破。

1968年教皇保罗六世发出《人类生命》通谕(Humanae Vitae)，反对所有形

式的人工避孕方法，孔汉思直接挑战及批评天主教会的绝对权威和“教皇无误论”，

反对此通谕。他主张只有神本身是永无谬误的，教皇是人，所以不能是永无谬误，

但即使是上帝之言，各时代的人也应按个人的特定感受去理解，不变的真理应该

由各时代的人按照自己的问题重新加以领会。

教皇约翰二十三世曾对教会在十六世纪迫害伽利略之事认错，可算是一个积

极而有意义的“矛盾"事件，这是他作为教皇勇敢地表现出人性的～面，也间接

地承认当年教会做错了。

孔汉思进一步批评整个罗马天主教会制度，他看出其“仍然为属灵的绝对主

义、形式化，并常为不人道的审判法以及传统主义，有害于真正的更新，使现代

人感到真正的震惊。"①

基于教会论的原则，孔汉思质疑教皇与罗马教导职事之无误性，他指出二者

制度过往的错误，并描述了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186卜1870年)的独特处境，
以致导致“教皇无误”教义的形成。孔汉思指出1870年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关

于教皇“永无谬误"的说话只是一种“简单的假设”，“缺乏《圣经》传统的证据"，

是当时“唯理主义”和“新经院哲学”风行，人们“缺乏信仰"的结果。所以，

教皇的行为不能违背整个教会的利益，其不符合《圣经》的职能应自动取消。@

孔汉思提出重新考虑传统的信念，教会整体即使有错误的可能性，但仍是持

守于真理之中的。他也强调其中甚至也不存在大公会议无误的正式保证，大公会

议的权威并不高于基督的真理。在他看来，耶稣基督才是教会一切事情的权威标

准，“永无谬误”仅属于上帝，而教会、教皇、公会议、以及在犹太教——基督教

救世历史中形成的《圣经》都不可与“永无谬误”相提并论。因此，公会议并非

。Hans Kung，Infallible?An Enquiry，第22页，，Translated by Edward Quinn，Garden City，New York：

Doubleday＆co，197 1．

。参见《世界宗教资料》1980年第二期，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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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误，教会教诲权并非无误，教皇是人，也不可能无误。∞

孔汉思对于教皇“永无谬误”教义置疑的批判性反思实际上是他教会批判理

论中的一部分，更具体的内容集中在他著名的著作《无误?一个探究》中。在这本

书中，孔汉思直接对“教皇永无谬误”这一教义提出强烈质疑，他分析了绝对“无

误”这一定义的的合理性、条件和局限性，得出结论：“信仰基于绝对无误”这一

说法不可证实。他在这本书的第一章就明确指出了宗教裁判所在历史上犯下的种

种错误。对于天主教会外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而言，宗教裁判所的绝对无误一直

是无法接受的。现今对于宗教裁判所的质疑正更多地被公开讨论，会有这种质疑

和讨论都不难理解，因为宗教裁判所曾犯下的严重错误数不胜数。时至今日，裁

判所再也不能禁止公开讨论，因而这些错误就连保守的神学家和教会领导也不能

否认。其中被广泛认同的古典错误就是将君士坦丁堡和希腊教会的牧首弗提乌斯

逐出教会，而正是这一举动导致了教会近千年的教派分裂：对伽利略的定罪，以

及很多类似的事件导致了教会和科学的疏远，这个问题至今无法完全解决；在仪

式论战中对新的礼拜形式的谴责是导致当代赴印度、中国和日本传教大规模失败

的主要原因：还有各种形式和性质的错误在历史上发生，孔汉思举出多个已经高

度曝光的案例开始了他对“教皇无误’’问题的分析。

他批判说以往教会对错误的改正是“含蓄的”，以遮遮掩掩的方式来完成，缺

乏勇气和坦白，教会不能公开承认错误。长期以来，天主教护教学者们都能非常

成功的回避对无误的质疑，其办法就是把辩论作为权宜之计，反复争论说没有错

误可以被证明，或者作为最后一手，就争论说无误论是不可否认的、不可重新解

释的、无可争议的、不容忽视的⋯⋯正是这种行径使得“教皇无误论”危如累卵。

神学就是这样帮助教会的，而教会同样也会回报神学，这种神学上的花招往往导

致有害的印象。@

直至“梵二”会议之后，为了有利于革新，“教皇永无谬误”论不再被强调，

对其概念的阐述也与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有所不同。首先梵二会议说：“教皇在

D‘金陵神学文选》第400页．

。‘无误?一个探究》英文版第27页，flans KIlng，Infa“ible?An Enquiry；，Translatedby Ed聊d Quinn。

6arden City， New York：Doubleday＆Co，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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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职务中享有的永无谬误性是受膏于教会本身的永无谬误性。一其次，梵二会议还

宣布，尽管主教们作为个人并不享有永无谬误性，但当他们与教皇保持着密切联

系并就信仰的理论问题达成作为定论的一致见解时，特别是当他们集合在大公会

议中时，他们便是在无谬误地宣布基督的理论。国可见从本质上讲，梵二会议仍把

“永无谬误"的属性保留给教皇，但在一定条件下，主教和大公会议也有分享，

这在无形中就提高了主教和大公会议的地位。无论如何，梵二会议淡化“教皇永

无谬误’’的做法不仅有利于实行教会内部的革新，也为罗马天主教会与其他基督

教会和其他宗教的和解提供了一个必瑟的前提。

孔汉思说梵二会议这样做实在是“明智之举"，是“骧自了团体的价值’’。圆这

也可以算是孔汉思经过不懈的努力后看到的较好的结果。

第二节孔汉悉探讨教会的性质，结构及任务等问题的

历史背景

孔汉思对于教会问题的关注和著述是其早期神学研究的重点。除前面的《无

误?一个探究》之外，孔汉思有多本著作都是阐述教会论问题的，如《教会的结

构》(Structures of the church，1962)、《教会发微》(The Church，1967)。《教

会的结构》特别从“梵二捧会议酶角度来回应教皇约翰二+三世呼唤重新在神学

上关注教会结构更新的问题。《教会发微》是基于现代《圣经》释义的知识，来提

供教会本质的系统性研读。

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上台，对罗马天主教的教会政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

一时期罗马天主教会内部发生了重大的变革，这都力孔汉愚关注并论述教会论闯

题提供了直接的历史背景。

1959年1月25目，约翰二十三世宣布了他要召集一次普世教会大会的意愿，

孔汉思作为罗马教会官方指定的神学顾问活跃地参与到公会议的筹备工作中。针

对当时天主教会的不合理的现实情况，孔汉思致力子积极改革与推进教会革新的

田t教会宪章》第25节，见‘大公会议文件集》
魄汉愚著。论基督裢秘l】．杨德友译，赛恚荣校．嶷活·读书·薪翔三联书店，．19嘴麓乒．第2lO茭．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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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当时的罗马天主教会困难重重，教会面临着内外多方面的挑战，形势要求必

须改革教会，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概括为：

1．神学问题

天主教的传统神学宣扬天国，充满“奇迹"、“奥秘"等陈腐说教，否定人生

和现世在科技高度发展和世俗主义盛行，推崇人生价值的今天，这已不易被现代

人接受。现代流行的各种神学思想和以往时代的所谓“异端”大不相同，大多与

资产阶级哲学紧密结合，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从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尼采

的“超人"哲学中派生出来的“上帝已死"神学，宣扬世俗世界和人有自主权，

不受上帝干预，从与无神论不同的角度否定基督教的上帝；稍晚出现的新托马斯

主义的诸多流派，如调和进化论与信仰主义的泰依拉的进化论神学；从信仰出发，

从同来世的关系把握人生的马利坦和吉尔松的存在主义神学；调和科学与信仰，

使托马斯主义现代化的鲍亨斯坦的实证主义神学等等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它们容

纳了许多资产阶级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大大丰富了天主教的神学思想。此外，

人类学，现象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现代科学开始进入神学领域，许多新的神学

思潮已经不同程度上得到了罗马教廷的容许和默认，但是占主导地位的正统神学

毫无改变，因而与各种新神学思潮处于矛盾之中，引起信徒的思想混乱。

2．组织问题

由于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社会契约、立宪共和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等观

念在西方国家中已经深入人心，广大教徒对教会组织的集权主义、过于神职人员

化、忽视教徒的地位、等级森严的金字塔形教阶制度严重不满。许多地方教会也

对权力过于集中在罗马教廷不满，纷纷要求享有一定的自主权。因此，教会内部

关系紧张，教会的封建主义组织系统成为世人抨击的目标。

3．礼拜仪式问题 ．
．

礼拜仪式中的禁欲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念相抵触、冗长繁琐的仪式和祷

告与节奏紧张的现代生活不合拍、司仪人员对经文的垄断，并且使用脱离现代生

活的拉丁文使教徒感到礼拜仪式不易理解，神职人员主持一切活动的现象使教徒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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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受轻慢屈辱之感，古老的礼拜仪式越来越失去昔日对信徒的吸引力。

4．道德观问题

在道德观念改变、家庭解体、性关系混乱的西方社会中，天主教封建道德的

清规戒律以及不同信仰者之间婚姻的限制等，已不适应社会现实。

5．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问题

教皇为抗议世俗权力被剥夺而足不出户，给人以教皇隐遁避世的印象。这一

存在状态使教皇不能在现代社会中有所作为。教会长期禁止广大教徒和教会人士

参加政治活动和选举等，使教徒和神职人员普遍感到仿佛与世隔绝，十分寂寞孤

独。但在交通手段，传播媒介等都高度发达的当代世界，生活在似乎已大为缩小

的世界中的教会成员不可能不卷入生活的激流中去，他们不愿意再以超然的态度

对待人生，不满的呼声越来越高，大批神职人员放弃神职，脱离教会，大批教徒

摆脱禁令束缚，抛弃信仰，投入社会生活，这一趋势使教会丧失大批成员。不仅

如此，长期与社会生活脱节，实际上已大大降低了教会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

6．传教问题

罗马天主教会在亚、非、拉地区的传教事业是和帝国主义的殖民活动紧密联

系在一起的。教会一贯视其他宗教为不敬上帝的异端邪说，禁止传教区教会吸收

当地传统宗教的思想和礼仪。但是富有希腊罗马古风的礼拜仪式在传教地区往往

被有着自己民族文化传统和宗教心理的人民视为外来之物而遭到抵制，使传教事

业举步维艰，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教会，特别是在民族解放运动高涨和民族意识

增强的当代世界，传教就更为困难了。

7．与其他宗教的关系问题

罗马天主教会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敌视其他基督教会和其他宗教。但是，自

上个世纪末新教发起普世合一运动后，发展到六十年代初，已成为除天主教外其

他所有基督教友好会晤的全球性运动。罗马教会一直保持敌视其他教会和其他宗

教的传统立场，是普世运动的局外人，成了宗教世界中的孤家寡人。

8．抵制共产主义的问题

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罗马天主教会就把坚持无神论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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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共产主义视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最大敌人，不断发表通谕予以最严厉的谴责，

提出天主教的社会理论，组织天主教的行会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争夺群众。但是

这种对抗没有取得什么成效，罗马教廷急需寻求更为有效的方法。
。

综上所述，面对如此困难，一个严重的关系到教会的前途和命运的抉择摆在

梵蒂冈的面前。过去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当前的世界是个大大改变了的世界，

天主教会从组织到神学，从教会法到礼拜仪式，从活动方式发到对外关系都与这

个世界格格不入，这种不适应，使教会明显地衰落了。是顽固地死抱住过去的传

统不放而沉沦，还是根据社会的现实条件作相应的改变而摆脱信仰危机，罗马天

主教会为了自身的利益，必须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能成为现代世界的现代化宗教。

因此孔汉思说：“罗马天主教会直到本世纪还以教义和法规的名义与人类对立，不

和基督教徒、非基督徒进行任何对话，忽视、压制和谴责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

成就，而如今转向世界，转向人和社会，这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有其历史的

必然性的。"

第三节 孔汉思关于教会论的主张及革新成果

孔汉思于1960年出版《改革与重聚》，1962年出版《教会的结构》，探讨教会

的结构问题，并明确质疑了公会议的绝对权威和教皇召集、主持公会议的神圣权

力；1967年出版《教会发微》，以现代圣经解释学为基础，提供了一种对基督教会

本质的系统研究，它坚持教会学必须以对圣经的批判研究为基础，以能够清晰地

分辨教会与上帝的国之间的本质区别：教会的任务不是代替上帝世界的统治，而

是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服务，并反思上帝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呼召。教会的使命是要

事奉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回应上帝在耶稣基督之内的呼召，但却不是带来上帝的

管治。更进一步，上帝的管治是向罪人宣告好消息，故此，教会作为罪人的群体，

乃是被呼召来向世界宣扬好消息，而不是统治此世界。回孔汉思重塑了信众皆祭司

的《圣经》意向。基督的群体不再需要上帝子民与上帝之间的中介，也不再需要

祭司式的赎罪祭。所有的基督徒均被呼召要去宣扬上帝的话语。相应的，孔汉思

毋孔汉思著．教会发微[M]．田永正译．光启出版社，1995年．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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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任何关于教会内职事的构想必须基于《新约》传统，此传统否定了在基督徒

运动中所设立的圣职与平信徒的分割。 ’．

孔汉思主张教会必须经常改革而时时更新。根据教会“一”、“圣"、“公"、“使

徒所传’’这四大特征，孔汉思认为“教会可以简短地定义为信仰基督者的团体。

更确切地说：这是那些参与耶稣基督的事、并作正为一切人的希望的团体。"①这

一团体并不是耶稣本人创建，而乃以其死后复活之名义出现。因此，教会只是作

为基督的这位耶稣的“信仰告白’’，其任务则应为耶稣基督的事服务，即以耶稣基

督的精神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理想。基于教会的这种起源和性质，孔汉思指出教

会应该是自由、平等、博爱的团体，并应根据现实生活方式的多样性来构成形式

多样的教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教会范式的转变，罗马教会唯我独尊、凌驾于他

人之上的局面也应根本改变。

孔汉思呼吁天主教会从上层到基层都必须实行全面改革。他宣称：真正的教

会是上帝的教会，由人组成，存在于世界并为世界服务；教会为世界而存在，因

而必须认识世界、与世界相联、为世界尽力。为了解决教会内外日益增长的矛盾

和冲突，教会必须改革，必须放弃其统治整个世界的权力，包括其政治权力、世

俗领导权、世俗荣誉、特权和优越感等，从现实世界的实际处境中看待教会的存

在及意义，以便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不是包办一切。孔汉思提倡所有的基督教

会应适时改变来促进基督教会的合一过程，而罗马天主教会更应采取措施，在合

一运动中充分地回应福音。

孔汉思经常地关注罗马天主教的革新运动，无视教会当局的敌意与批判。他

参与教会改革运动的行动深深地塑造了他的教会理论。对于孔汉思而言，基督教

始终是自由男女因着回应上帝呼召而作为门徒所组成的社群。他自称其教会论是

基于三个重点：基督徒的彻底性、恒常性与一致性。因应许多忠心基督徒对于天

主教会的失望与忧愁，孑L汉思不断呼吁他们持守盼望，去思考教会的真正使命是

作为基督耶稣之执事。“我会留于教会之内，因为我深信耶稣基督与其一切教训，

。孔汉思著．论基督徒[M]．杨德友译，房志荣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6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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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纵使教会有失误，仍应紧守耶稣基督之教训，并持之以恒。”①

孔汉思基于普世主义立场，经常提倡要注意现有教会的多元性。圆这种立场固

然设定了少数的教阶人员不可能直接指导教会会众，即从上而下地操纵。所有基

督徒均被呼召作使徒般的门徒，所有的教会心中均有相互的责任。@

孔汉思的教会改革论包括了对妇女在教会中的角色的基础性反思。以往女信

众在教会中是没有地位的，而空汉思却强调“若要天主教会成为全人类的教会，

妇女必须在所有决策单位及层面，不论是国际性与全国性之教会或教区，要具有

充分的代表性，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完全由男性来支配权力架构与职事。修@

与其他同僚不同的是，孔汉思不会让自己成为被梵蒂冈当时的保守政策所驱

使而变成弃权或犬儒主义，他反而不松懈地致力于天主教会的革新。孔汉思曾投

入所有的激情于“梵二”会议当中，虽然最后他由于对现状的不满而提前退出了

会议，但是他在期间的努力还是有成效的，“梵二"会议期间和之后天主教的革新

成果少不了孔汉思的功劳。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是天主教教会史上迄今举行的第二十一次重要会议，

讨论主题是教会的自我革新和基督徒的合一，口号是适应时代形势，它被称为天

主教现代史上的转折点和里程碑。这届会议断断续续开了三年，前后共168次全

体大会，10次公开大会。主教出席人数最多时达2393名，最少一次也有1911名。

此外，还有各修会的会长、特邀的神学家和教会法典专家以及教徒代表。并且曾

邀请东正教和新教等主教列席会议。会议公布了4个宪章、9个法令、3个宣言，

总共16个找那个要文件。

不可否认，“梵二一会议是以崭新的面目出现的。首先它不像过去历届大公会

议，与外界隔绝，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举行，而是一切都公开，讨论采用会内外

∞Hans Kung'‘改革今天的教会，，Ref锄iIlg the church Today：Keep Hope A1ive：EdinburgIl柚d N明York
1990，第10页． ’

口Hans Kung，‘改革今天的教会h Refo珈iIlg the CIlllrch Today：Ke印}Iope Alive：Edi|lburg}I aIld N钾Y0rk
1990。第41页．

·Hans Kung。‘改革今天的教会'，Ref锄iIlg the Church Today：Ke印Hope A1ive：EdiTlb盯曲a耐N明Y∞k’
1990。第79页．

田HaIls Kung， ‘改革今天的教会'第3页，Refomi呕the Chm-ch Today：Ke印ing lIo怫Alive，Edinbur曲
aIld Ne霄Y∞-k．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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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的方式，所有议题和文件都通过报刊和电台向外披露。其次它不像历届大公

会议，颁布什么信条，宣判什么异端，处分或绝罚什么学说。正如《梵蒂冈第二

届大公会议简介》自己所表白的：“教会在历史面前绝不当世界的反对者，在伊斯

兰教面前绝不当十字军，在现代谬误面前绝不当《现代邪说提要》的教廷。”翻开

教会史，理解大公会议都是在宣扬为我正宗的同时，谴责异己，制造基督教世界

的分裂。唯独这次大公会议既注意自我革新，又呼吁基督徒合一。所以，在一定

程度上，这次大公会议是在解除思想禁锢的情况下召开的，在民主的气氛中进行

讨论的。会议听取教内外各派的不同意见，宣布了大家基本上都能接受的决议。

会议通过的16个文件，主要涉及五个方面的革新：

1．教会意识到当代的新形势

在16个文件中，《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是大会最后表决通过的纲领

性文件。文件分两部分。第一部分阐述在当前的新形势下，教会与人应负的神圣

使命。第二部分论述现代世界几个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以及基督徒对现实世界

应尽的义务。人在这一文件中占据了突出的位置。文件在论述当前世界深刻发生

变化和现代人类进入到历史上一个新的时代时，一改教会过去传统的观点，既肯

定人自身，又确认人对现实世界的作用。现实世界的一切都是为了人，并由于人

而达到最终目的。为此，教会愿意采取人性形式，同全人类对话，与全人类共命

运，一起研讨现实社会的各种问题。最后，文件呼吁全世界基督徒认清形势，意

识到“来世的希望并不削弱人们对现世应有责任感”，积极加入为世界服务的行列，

同全人类合作，共同建设新世界。

2．教会自身的改革

体制方面——《教会宪章》在教会学理论上作了一大突破，明确提出“上帝

子民"的观念，抛弃以往那种“圣统治"观点。确认教会不是一个等级的社会，

也不是一种世俗的统治，而是一种服务性的团体，为“上帝子民"服务的组织。

因而原有金字塔式的体制将由信徒为主的平面性结构来代替。世界主教团的建立

和地方主教权力的扩大，对罗马教廷起了平衡作用。

神学方面——在《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中，教会史无前例地作了自我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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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宣布《圣经》具有绝对的权威，教会要在《圣经》中汲取力量，使整个教会

永葆活力。本宪章在阐明《圣经》产生于当时的历变环境及其社会文化背景而采

用特有的表达方式后，提醒神学家和哲学家们运用各自的民族语言去解释《圣经》，

采纳各自的民族文化和观念去注释《圣经》o基于这种思想，盾来在《论教会在现

代世晃牧职宪章》中作了更为明确和更为具体的指示：“神学家除了应坚持神学的

固有方法和要求外，教会还请他们经常从事发掘向现代人宣讲真理更适宜的方

法。"教会自古以来，“就设法以各民族的哲学智慧来解释《圣经》。’’所以，这个

宪章为神学思想本地化和多元化提供了理论根据。

礼仪方面——《礼仪宪章》是大会最早公布的文件。会议为了振兴教会的活

力，对宗教礼仪作了许多改革，最重要的是简化繁琐的礼仪以适应现时代的快节

奏，放弃呆板的拉丁礼仪，改用本地语言，采纳各民族的形式和风格，使信徒容

易理解和接受，从而有意识地主动参与。

3。基督徒合一运动

大会通过的《信仰自由宣言》、《大公主义法令》和《东方公教会法令》等文

件，庄重宣布教会将改变过去唯我独尊的立场，放弃宗教专制，尊重每一个人的

信仰自由。这无疑在天主教会史上是一次破天荒的大事。为了推动基督教各宗派

的联合，大会对历史上造成的教会分裂作了是我检讨，教皇公开表示歉意。首先

撤销1054年对东正教宣布的绝罚令，尊重东正教的传统礼仪；其次对新教各宗派

在承认彼此存在着极大差异的同时，强调对基督信仰酶一致性。大会呼吁，凡信

仰基督者，在基督的旗帜下，求大同存小异，彼此谅解，戮力同心。为此专门成

立“基督徒合一秘书处’’，作为谋求共识和建立关系的常设机构。

4．尊重其他宗教

《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虽然比《信仰自由宣言》零公布一个多胄，

然而它是根据《信仰自由宣言》的原则制订的。该宣言明显地反映教会修正那个

“唯我正宗’’的“教会之外无救赎’’的传统观点，确认上帝救赎的普遍性，向一

切非基督教，诸如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和其他各宗教开放，认为任

俺宗教信仰，只要严格遵照伦理道德规范生活，都可以获得永生。为了促进圊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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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基督宗教团体的联系，除设立“非基督徒秘书处”之外，还先后成立诸如“天

主教与犹太教关系委员会"和“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关系委员会"等。

5．同全人类对话

会议根据《信仰自由宣言》的原则，提出不分信仰、不分种族、不分国籍，

同全人类对话；甚至改变过去政治上一贯反共的态度，明确表示也要同无神论者

对话。最后向全世界呼吁：“人无论有无信仰，都该有助于建设人人共同生活期间

的世界。”教会为此除了设立“无信仰者秘书处’’之外，还先后专门组织“正义与

和平委员会”“移民与观光委员会"“家庭委员会"“文化委员会’’“妇女职务委员

会”和“人类发展委员会力等等，以便同全世界各社会阶层进行联络。

会议期间和会后，天主教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首先，教皇本人以身示

范，打破足不出梵蒂冈的与世隔绝的状态，开始登上国际舞台，如教皇保罗六世

首次在联合国讲坛上发表演说，呼吁全世界和平与合作。尔后历届教皇追随其后

频频露面，访问西欧、中东、北美、拉美、非洲、东南亚和东欧等国家。他们既

传播基督福音，又宣讲各种社会问题。其次，各地教会也纷纷运用其自主权，推

进多方面的改革，从而出现礼仪民族化、教会生活民主化和神学多元化等新气象。

许多开明的神职人员积极投入当地的社会活动，同社会各界人士打成一片。尤为

突出的是，第三世界一些先进的神职人员明确提出教会是穷人的教会、宗教信仰

必须与解放实践相统一的口号，鼓励信徒参加反对军是独裁、争取民主自由和民

族独立等各种政治斗争。④

显然，六十年代后，天主教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天主教会大多数的神职

人员和教徒，确切地说，主要是教会的基层组织，能够顺应时代发展、正视社会

现实，开展各项改革工作，力图使教会生活具有现时代的气息。对于这所有的一

切成果，孔汉思作为倡导天主教改革的中坚力量功不可没。

第四节孔汉思关于做基督徒的反思

《论基督徒》是孔汉思最有影响力的代表著作之一，被神学界称为当代的神学

。傅安乐主编．当代天主教[M]．东方出版社，1996年．前言卜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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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全，这本书在现代文化和社会的语境下讨论了基督信仰的全部基本信理，刘小

枫先生在此书的中译本前言中把这部近六十万字的著作中心论题概括为：基督信

仰在现代的文化思想和社会生活中是否还有生命力，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根

据是什么。哒本书也集中了孔汉思关于如何做基督徒的思想观点。 ⋯

孔汉思在书中指出，在当今，基督徒在所到之处遇到了双方的反诘：一方面

是其他伟大的世界宗教，另一方面是非基督徒的世俗人道主义。我们讨论基督徒

的本质时首先要把基督徒的涵义在它所处的现代世界和社会关系上认真研讨从而

明确化。在书的开端和结尾处孔汉思都直接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做基督徒呢?

在最后他给了一个直截了当的回答：为了成为真正的人。作基督徒意味着其他人

道主义的转化，做基督徒与人道主义是不冲突的。那么，该怎样做一个基督徒呢?

面对世界各种宗教的挑战，孔汉思承认，“今天，基督教比以往更多地进入了

和其他宗教的接触、讨论和邂逅。”②基督徒应该对这如宽阔海洋般的不同宗教进

行探索、加以理解，由此真正发现宗教的意义。但理解不同的宗教并不是将基督

教与它们相等同，在孔汉思看来，基督宗教不应有排他性，但必须肯定其独特性。

作为基督徒，“我们所努力争取的是对信仰各种宗教的人给予一种独立的、无私的

基督教的救助。在世界诸宗教中，基督教应该以承认辨证统一法，作为各种宗教

的道德的、沉思的、禁欲的、美学的价值批判催化剂和结晶点来发挥作用。"@而

且，孔汉思强调基督宗教与其他宗教相比并不仅仅是宗教，其独特性就表现在“基

督教是对一种绝对的意义根据、对一种绝对的终极关怀、我无条件地参与的某种

事物的关系的特殊社会体现。"回

面对现代西方人道主义的挑战，孔汉思坚持“基督信仰和人道主义不是对立

物’’。人道主义本身体现了一种转向人、关心人、重视人的发展：在这一思想运动

的发展演变中，“后基督教人道主义无论在什么地方实践了优于基督徒的人道主

义，对基督徒来说都是一个挑战，不仅作为人道主义者、而且作为基督徒本身"。

o孔汉思著．论基督徒[M]．杨德友译、房志荣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1页．

o孔汉思著．论基督徒[Ⅵ]．杨德友译、房志荣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90页．
o孔汉思著．论基督徒[M]．杨德友译、房志荣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12l页．
o孔汉思著．论基督徒[M]．杨德友译、房志荣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90页．



第二章孔汉思对天主教会传统教义与教会组织制度等内容的批判性反思

但追本溯源，人道主义的精神和价值向度乃是都来自于基督宗教的。孔汉思为此

指出，真正的人道、人性，如果没有背景中的基督教因素，是不易确定的。现代

后基督人道主义，除了受惠于其他传统，特别是希腊哲学和启蒙运动之外，还大

量地受惠于基督教；基督教的人道价值、规范、解释，都或多或少地得到了采纳

和同化。o对于现代人来说，孔汉思认为我们都应该把对上帝的信仰当作人生最根

本的依托。

孔汉思认为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最基本标准不是看他是否赞同这种或那种有关

基督的教义，而是看他是否真正接受对基督的信仰。他说，“基督教若要保持基督

教特征，那它就必须明确忠实于一个基督。基督不是任何原理，或是一种意向，

或者进化论的目标，而是一个具有十分确定名称的、不可误解的、不可替代的位

格。”@但这种信仰不是抽象的，而是有其现实关联的。“耶稣的事业就是上帝在世

间的事业"，@这其中是涉及了孔汉思的基督论观点，他所信仰的耶稣是他理解的

耶稣。针对天主教会正统派信守耶稣基督是真神和真人这一传统信条的态度，孔

汉思强调基督的人性意义，反对将耶稣观念化、意识形态化和神话化。他指出，“基

督徒的基督是一个十分具体的、人性的和历史的人：基督徒的耶稣只能是拿撒勒

的耶稣。从这一意义上看，基督教在本质上是以历史为依据的，基督信仰在本质

上是历史的信仰。"④正是这种历史信仰才使基督宗教从一开始就能抵御住那些神

话、哲学和神秘崇拜，体现出其真实的时空存在及意义。

孔汉思强调，基督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这位耶稣并没有宣称他自己乃上

帝的永生独子，也没有说为圣母玛利亚所生。传统神学由于过度强调耶稣的神性，

结果将他完整的人性彻底剥夺，而不是人性的耶稣对现代人来说则根本无法理解。

孔汉思的这种突出人性的新基督论观点也引起了天主教官方的强烈反对。

关于做一名基督徒该如何对待自己的信仰，孔汉思指出，“信仰不该是盲目的，

而应是负责的。人不应该受到精神上的强制，而应该在理性上深信不疑，这样他

。孔汉思著．论基督徒n1]．杨德友译、房志荣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1l页．
o孔汉思著．论基督徒[M]．杨德友译、房志荣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14l页．
o孔汉思著．论基督徒[Ⅵ]．杨德友译、房志荣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263页．
o孔汉思著．论基督徒[M]．杨德友译、房志荣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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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够做出可加以辩解的信仰决定"。“信仰不应该脱离现实，而应该联系现实。

人不应该不加以检验地获得信仰。人的陈述应该通过与现实的接触，在人和社会

现今经验范围之内加以证实和检验，因而得到现实具体检验的容纳。"@

孔汉思指出，我们正处于一个价值观念危机的时代。时至今日，可以说已不

存在任何权威了。以往传统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无一例外遭到了彻底的怀疑

和挑战。这种全面的价值观念危机，导致了现代社会的诸多冲突。对此，人们还

一时找不到什么解决办法。所以说，“在这个迷失了方向的时代，人们为了委身、

渴望一个根本的方向，渴望有一套根本的价值观。"@孔汉思向所有的基督徒和非

基督徒证实：人们渴望的这一根本的价值观应当来自基督教信仰。

当然，孔汉思清醒地意识到，在当今文化背景下重新肯定传统的基督教价值

观，不但会遭到非基督徒的反对，甚至连教会内部的一些人也会产生疑惑。正是

为了回应这种现实，为了和这些反对者或疑惑者们进行坦诚的对话，他提出了兼

容论神学思想的核心观念一“名义的基督徒”与“真正的基督徒’’。孔汉思首先
坦诚相告：当把基督教作为一种根本价值取向来考虑时，如果有人，无论是基督

徒还是非基督徒，拒斥任何专制的教义，指责某些教会领袖、神学家、信徒们傲

慢自大、不容异端、虚情假意，以及律法主义、机会主义的行径，我不但不反驳，

而且会站在他们一边；如果有人批判基督教在历史上的一连串失误，像迫害犹太

人、组织十字军、焚烧女巫、审判伽利略等无数的科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批

判教会在奴隶、种族、战争、妇女、神会等问题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失责失误，

教会某些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混淆不清，甚至在某些国家与当权者同流合污，使

宗教信仰变成了贫穷百姓的鸦片。所有这些批判也都是合情合理的，我决不想否

认，更无意为基督教的历史辩护或粉饰。

不但如此，孔汉思还一再强调，我作为一个神学家有责任道出真理，也有责

任指出基督教、尤其是我自己信仰的天主教教会本身的“疮疤"，即使这样做可能

不识时务，甚至会受到处罚。我以赤诚之心难以想象，在大量有争议的问题上，

。孔汉思著．论基督徒[M]．杨德友译、房志荣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55页．
。孔汉思著．为什么我还是个基督徒[M]．邓肇明译．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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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所信仰的耶稣基督会像罗马天主教当局那样独断专行。例如，宣布人工流

产是死罪、不让再婚的信徒领圣餐、禁止神甫们结婚、对女性不授圣职，在堕胎、

同性恋、婚前同居等复杂问题上一律做出硬性裁决。又如，在普世教会范围内，

使宗派成为婚姻的障碍，宣布新教礼仪无效，阻止与新教和睦相处、共建教堂、

一起举行普世教会的礼拜，对所有的神学家、神职人员强加“通谕"，不讲道理。

再如，接二连三的教会内部财务丑闻，主教选举公然未被古老的传统、不让全体

神甫或信徒参加，一再违背梵二会议关于主教年龄的应限制在75岁以下。如此等

等的黑暗面，可以不费力气的描述下去。不过，在面对现实，承认上述这一切的

前提下，孔汉思反问：难道这一切就是基督教吗?同样，无论基督徒还是非基督

徒恐怕都不会否认，这一切所代表的只是历史上、表面上的、亦即名义上的基督

教。作为一个德国人，孔汉思不无感触地指出，正如在现代德国史上出现的大量

失误与暴行并不完全就是“德国"一样，上述这一切虽然都挂以基督教的名称，

而且基督教界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就原本的或真正的意义来说，它们却与耶

稣基督毫无联系，反而是属于假基督或敌基督的，是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部分原

因所在。因此，孔汉思同样坦诚相告：正因为我深知上述基督教的黑暗面，也充

分了解世俗的或自然科学、历史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所提出的批判基督教

的主要理由，所以我仍然主张把基督教作为当今这个价值危机时代的根本取向。

当然，这不是指“名义上的基督教"而是“真正的基督教’’。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基督教呢?或者说，基督教的根本价值取向又何在昵?

孔汉思回答：就在于《圣经》，就在于《圣经》中记载的上帝。孔汉思这里所强调

的上帝就是通过那个他突出人性的耶稣基督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活生生地显露出

来的。“除了这位上帝以外，再没有别的上帝了。这位独一无二的上帝是起先的也

是末后的，是犹太人和基督徒所共同崇拜的，也是回教徒所祈求的安拉。这种事

情对于大卫营协议及最近谋求中东和平的努力j都不是无关重要的。再者，这个

实体更是印度教徒在梵天，佛教徒在涅粲，中国人在天或道中所寻求的。”固

。孔汉思著。我为什么还是个基督徒[M]．邓肇明译．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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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孔汉思对天主教会的批判性

反思之中的护教理论

第一节在批判传统时孔汉思自身的身份定位和立足点

孔汉思作为以为天主教神学家，他所有思想的出发点都保留着强烈的护教特

色，但又不仅仅是护教的，更是对真理的追求，他坚守自己的信仰，但更倾向于

真理的方向。我们不应简单地认为这就是一个信仰者在为自己所信的宗教辩护，

而更应该认真体会孔汉思的思想内容和他真正的意图。在追寻真理的道路上，孔

汉思被天主教官方判为“异端刀，这是他牺牲了自己的一部分来呼唤现实改革的

代价，我们就更不应该顾忌于护教的立场而排斥甚至是否定孔汉思思想中有巨大

意义的那部分内容。

孔汉思在天主教界内外处于一种尴尬的身份状态，罗马教廷已经革除了他作

为教廷官方言论代表的资格，但他仍不断发表自己关于教会改革的言论并积极付

诸实践，为了天主教会新的发展而奔走呼吁。孔汉思有一本名为《为什么我还是

个基督徒》的小册子，在那里面他强调自己始终坚定的基督信仰，但同时也在不

断阐发自己关于信仰理念的独到观点。 ‘

16世纪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被教界内部称为是“裂教弦，其结果是

分裂了教会，新教脱离天主教成为独立的宗教，是教会失去一大批信徒，天主教

会将其视为教会中的罪人。而今孔汉思站在天主教内部批判教会的种种弊端同样

是很难接受的，但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前后两人的区别，二者改革的性质和结

果都是完全不同的。孔汉思首先的定位是他是坚定的天主教信徒，他坚守基督信

仰，在核心教义上仍坚持天主教的教义，是托马斯·阿奎那理论的拥护者，是在

教会当中革新，其反思的目的也是在站在自身信仰的立场之上谋求天主教新的发

展。



第三章孔汉思对天主教会的批判性反思之中的护教理论

第二节批判的目的是谋求天主教在新形势下的新发展

天主教在近两千年的教会史土，要数最近几十年来的变化最为普遍和深刻。

如果说近两千年的教会史是以东西教会分裂和欧洲新教崛起为特点而反映出罗马

天主教会和罗马教皇力图争取和逐渐确立其绝对权威的话，那么在二十世纪行将

结束之际，人们看到的则是这种权威的急剧衰落，金字塔式的教阶制逐渐被教徒

为主体的平面性体制所代替，在现实困境当中，罗马天主教会逐渐开始承认自己

是由许多个别的教会组成的，教皇是为各地教会服务的。罗马天主教也注意到全

世乔各基督教派只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联合。罗马天主教表示，不分信仰，同

全人类开展对话，共同建设和平的世界。那种把罗马天主教理解为唯一正确和至

高无上的官僚机构的观念也以被人们所厌恶和抛弃。①“梵二"会议在一系列关

键性的问题上作了原则的修改和果断的决定，孔汉思作为激进的改革派代表他批

判性反思的目的是谋求天主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

天主教教廷由于孔汉思思想的激进和反传统性而把他斥之门外，但孔汉思时

刻都在强调自己坚定的信仰，他反复强调主动了解其他宗教和信仰是为了更进一

步明确自己原来的信仰，自己所在教会应该在广大信众的共同努力下日益完善、

不断与时俱进。

通过“梵二’’之后天主教的改革成果我们不难理解孔汉思之前的坚持是正确

的，正是通过新形势下的革新运动，天主教会才不断打破传统，得意破茧而出，

重焕生机。

o傅安乐主编．当代天主教[M]．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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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孔汉思对天主教会的批判性反思及护教理论之
一

实践

第一节“梵二”会议上活跃的神学顾问

教皇约翰二十三世(1958年10月一1963年6月在位)的上台，对罗马天主

教的教会政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1959年1月25日，约翰二十三世宣布了他要召

集一次普世教会大会的意愿，孔汉思作为罗马天主教会官方指定的神学顾问，活

跃地参与到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的筹备工作中来。1960年，孔汉思在仅仅三十二

岁的年纪就被任命为具有悠久传统的图宾根大学天主教系的常任教授，负责教授

系统神学。同年，孔汉思的第二本著作《改革与重聚》出版。这本著作使得孔汉

思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然而令人吃惊的是，杂志的编辑居然在封面将孔

汉思的照片置于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与马丁·路德之间。事实上，就连孔汉思本人

都为此感到有些惊慌。这本著作为即将到来的公会议之议程选择提供了参考，然

而对这本著作而言，除了赞同的声音之外，明确的反对甚至在它出版之前就已产

生。

1962年10月11日，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第一次会议在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

开幕。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罗马天主教开始改变1870年第一次梵蒂冈公会议

以来所采取的路线，开始了教会向开放与包容的更新。这次公会议的召开极大地

鼓舞了包括孔汉思在内的一大批具有进步思想的神学家。他作为大会的神学顾问

被邀请参加了此次会议，并成为主教和大主教们中间颇受欢迎的发言者。同年5

月，《教会的结构》一书德文版出版。在此书中，孔汉思探讨了教会的结构问题，

并明确置疑了公会议的绝对权威和教皇召集、主持公会议的神圣权力。这本书在

教会内激起了比《改革与重聚》更大的反对声音，为此，孔汉思不得不在第二次

梵蒂冈公会议期间接受了来自罗马天主教会官方的质询。

转折出现在1963年，6月3日那天，孔汉思一生都颇为赞赏的教皇约翰二十



第四罩孔汉思对天主教会的批判性反思及护教理论之实践之行

三世突然去世，而继任者教皇保罗六世(1963年6月一1978年8月在位)在第二

次梵蒂冈公会议第二年的年会上转而采取保守和缓和的政策，这也使得孔汉思对

这次会议参与的热情大减。1967年，孔汉思的另一本有关教会论的著作《教会》

出版，这本书以现代圣经解释学为基础，提供了一种对基督教会本质的系统研究。

它坚持教会学必须以对圣经的批判研究为基础，以能够清晰地分辨教会与上帝的

国之间的本质区别：教会的任务不是代替上帝世界的统治，而是为耶稣基督的福

音服务，并反思上帝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呼召。

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结束后，罗马天主教会继续着保守的政策和极为缓慢的

开放步伐，这令孔汉思更坚决地投入到对教会论的研究当中。《无误?一个探究》

一书的出版是孔汉思努力的代表著作。

第二节多元文化中宗教对话的积极推动者

宗教多元主义是对处在今天全球化社会趋势中的基督教的一种特别的挑战，
●

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说，宗教多元主义又总是伴随着基督徒的生存本身。宗教的历

史告诉我们，每一种宗教都产生在一个宗教方面多元的环境中，而且本身是在对

那种多元化环境的反应中得以形成的。宗教的对话也是要在承认宗教多元主义的

前提下才能进行的。这就意味着，每一种宗教的信仰者都应该把更好地理解自己

宗教信仰的本真，同时让其他宗教的信仰者也能理解自己。

孔汉思在他的书《基督教与世界宗教》中呼唤对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全球性

认识。他指出，普世运动不再是仅限于基督教内的对话，还应该包括世界所有各

大宗教之间的对话——如果普世这个词要在其原来意义下理解的话，即人类居住

的所有土地。(《基督教与世界宗教》英文版)对基督教神学而言，这意味着传统

上有着排他性与优越感的基督教不许克服原来的保守思想，承认我们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种宗教是拥有了全部真理的，而我们都是在朝向那永远是更大真理的道路．

上。这样的观念会促使基督教开阔他们对人类其他位的宗教的了解。孔汉思在书

中以基督徒的身份提供了对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与佛教的引论。孔汉思提出了对神

学新范式的追求，他积极与其他世界宗教进行对话，与文学进行对话。孔汉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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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地努力尝试去认识与了解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差异性和其间存在的共同特征，

由此而促进宗教问的对话，促进宗教与世界和平。

我们本来就共同生活在宇宙中一个小小的星球上，由于持有了不同的宗教信

仰，使得在这个星球某一地方发生的事，对另外的地方来说就不再一样了。关于

宗教的问题在今天成了关于和平的紧迫问题。孔汉思指出，没有宗教间的和平，

就没有民族间的和平；没有宗教间的对话，就没有宗教间的和平；没有宗教内的

本根寻找，就没有宗教间的对话。①但是，何谓宗教本根的寻找，它是一种人类普

遍价值在宗教的体现，还是人类普遍的伦理道德规范，宗教对话的基本出发点乃

是找到一切宗教和意识形态所能接受的伦理，因为只有这样一种伦理才可以平等

对待来自任何国度、任何信仰的一切人。所以，他们要致力于建立一种“普世伦

理”，从而找到宗教对话的基础和共同语言。

孔汉思认为，世界的宗教只有在思考已经存在于它们之内的那些共同的道德

原则时，它们才能对人类的和平做出贡献。他在1990年写成的《世界伦理构想》

中指出，人类那些相互关联的共同的价值观，评判标准和个人的根本态度，都要

求建立一种普世伦理，其目的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为整个人类的经济、政治、科

技、文化和教育活动提供一个统一的价值理论，当然，这同时也给已经开始的宗

教对话提供一个在宗教之外又能为所有宗教接受的基础。

孔汉思认为普世神学家的职责应致力于一种用于和平的普世神学的建立，目

的不是要达到一种统一的宗教或全能的宗教，而是要带着批评眼光将各自宗教的

根源和人道的伦理进行比较，通过自我革新而达到和睦，通过自我批评而达到宽

容。这就是要在宽容、对话中找出各种宗教教义中的一套共同的核心价值，以作

为世界伦理的基础。确实，孔汉思看到了基督教之普世神学与世界宗教共同所求

的普世伦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以一种宗教的信仰来推动其世界关怀的事业。

在1993年美国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上，原则上通过了以孔汉思为首的普世伦

理国际行动顾问委员会所作的《世界伦理宣言》。这是普世伦理运动中一个非常重

要的文件，在次用一种非常开放的心态吸收了各个宗教所信奉的，人在神面前都

。孔汉思著．世界伦理构想[M]．周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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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平等的而且要和睦共处的一种信仰本真。提出每个人，不管是男是女，不管来

自什么种族，不管社会地位高低和政治信仰如何，不管讲什么语言，不管年龄大

小、不管属于哪个民族和信仰哪种宗教，都是平等的。他有责任用自己的方式与

所有人打交道。这基本上可以为各种宗教所接受。其中倡导的是源自于基督教《圣

经》的西方伦理思想的道德金律，也即中国儒教所主张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的人伦基本准则。里面还吸收了佛教的非暴力思想，揉合各种文化和宗教的伦理

道德思想，反映了基督教神学家注重现实，向人类社会多元化价值观靠拢的倾向。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孔汉思就开始奔波于世界各大洲，展开不同宗教和不

同信仰的对话，宣扬其普世宗教和世界伦理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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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孑L汉思对天主教会的批判性反思及护教理论的

意义思义

一、孔汉思的批判性反思及护教理论在教会内部的影响和意义

对于天主教会内部来说，孔汉思是一个另类，他从年轻有为到独树一帜，以

被革除教职而结束在教会内的身份。他把教会和神学都置于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

的视角下，以过人的勇气对传统教会的弊端和过失展开批判性的反思和坦白，更

以清晰地逻辑和犀利的文字表述于世人，使神学和教会都能够直接审视自己的错

误。

孔汉思试图使基督教调整好自己与别的宗教对话的立场和出发点，他强调对

别的宗教了解越多、越深刻，对自己的宗教信仰也就会了解越透彻、越全面，可

以寻找不同宗教之间互补的因素。对天主教会来说，只有在现代全球化发展的背

景下，认真地重新审视自己信仰的本真和对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并让这种本真

和关怀得到别人的理解，那么，它与别的宗教的对话事实上就开始了。

孔汉思，作为天主教的神父，竞胆敢挑战教皇的权威，认为即使在信仰的范

围之内，教皇也未必一定不会犯错，以致被逐出教会。而他绝不因此畏缩，照旧

我行我素，在联合国宣扬“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就没有世界和平”的信息，并起

草“世界伦理宣言"，而赢得了世界伦理之父的称号。孔汉思的努力得到了前德

国总理舒密特(Helmut Schmidt)的大力支持。而他所以这样做的理由是由于他

自己亲身的经历：活到十七岁大还从来没听过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原来是出自同一

渊源的亚伯拉罕精神传统，故极力提倡，从小就该知道别人有不同的信仰，而不

至于把他们当作妖魔鬼怪看待。 然而无可讳言，同属亚伯拉罕信仰的犹太教、基

督宗教与伊斯兰教均崇拜一神教，这样的传统往往有强烈的排他的倾向。直到二

十世纪初，天主教皇庇护十世还坚持天人分隔的态度，强烈谴责人文主义。到梵

蒂冈第二次大会，在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主导之下才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教会

不再坚持只有独一无二的真理，不信教就不能得救的立场，而容许了长久被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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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主、多元的倾向，也不再强调天启与人智之隔绝。

真诚坦率地表明自己的信仰，同时又谦虚恭敬地聆听别人的信仰倾诉，这不

仅是对话的要求，更是一种宗教美德。这是新时代对教会内部提出的新要求。

二、孔汉思的批判性反思及护教理论在现代汉语神学界中的意义

对于整个二十世纪的天主教神学界来说，孔汉思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

对于神学界的重大贡献不仅是在西方，对我们汉语神学界来说也是意义非凡。孔

汉斯对于天主教教会内部的种种批判性反思促使我们去思考我们汉语神学界的现

实问题和思考方式。宗教不仅仅是简单的信仰，在这信仰的同时我们应该不断在

现实的基础上思考我们所信仰的对象。孔汉思在其理论思考中强调信心与理性不

应该是对立的，他说：我们所有的思想与怀疑、直观与推断均是建基于“先存的

信靠行动”。

孔汉思一直致力于天主教与世界主要文明体系的对话，他也推进了与中国宗

教、文化的对话。在当今的各种宗教对话模式当中，孔汉思的宗教对话模式摆脱

了传统的宗教对话中对话者得自己新样本为的独断主义倾向，他能够以较为客观

平等的立场与中国宗教和文化展开对话，这表明了孔汉思的思想不仅是属于基督

宗教的，也是属于现代中国思想。因此，对孔汉思思想的研究就不单纯属于基督

宗教神学的研究，也属于现代汉语思想，尤其是现代汉语神学范围。神学乃是对

十字架上基督所宣示的福音的言说，汉语神学是汉语思想以汉学的精神性话语对

十字架上的基督所做的信仰性言说，汉语神学很大程度上是谋求基督宗教的本位

化与本土化，而我们现代的汉语神学研究应多多借鉴孔汉思的是这种神学品格和

研究方法，把处境化的汉语神学与现代性的处境紧密联系起来。现代汉语神学要

想成为现代中国有建树的思想，就应当从孔汉思的神学思想中获得相应的启示，

从现代性中国问题与现代性生存的问题入手，立足于基督信仰的启示来构建现代

汉语的神学言述。因此现代汉语神学应包含三个精神性维度：基督性、现代性、

汉语性。因其基督性，才是神学；因其关涉现代性，才是现代神学；因其借助了

汉语的精神性语言来表达基督教信仰，才是现代汉语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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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孔汉思所表现的神学品格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性建设的借鉴意义

孔汉思在《第三个千年的神学》中强调他自己对基督教神学主要标准，即耶

稣基督的解释是取材于历史批判法的研究。他认为好的神学必须为：普世的，既

具有全球意义；真实的，即不是机会主义的；自由的，即非专制的；批判性的，

即非传统主义的。任何当代神学典范的选择均必须尊重此四方面的基本向度。

身为一名神学家，其神学思想及其学术，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处境和知识状

况有无可否认的实际关系，也可以说历史的社会处境对神学思想的建构有决定性

的影响。在一个共同的历史社会处境中，不同的神学家会有不同的思想反应和思

想建构。孔汉思的神学思想在把握自身与现代性语境的关系时，其神学显示出基

督思想在现代性语境中的反应能力。这是孔汉思所表现出的神学品格。这种真诚

的神学品格及学术品质对我们中国的传统思想的现代性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

义。孔汉思的批判精神和勇气促使我们思考在现代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面临时

代的现实挑战时，如何实现自我更新和自身批判。



缀 语

结 语

刘小枫在其论著中是这样评论孔汉思的：“这位二战后成长的天主教神学家、

神甫，因其大腥的批判态度和改革精神，在战后神学界多次引起轩然大波：他对教

皇和教会永无谬误论的著名诘难，被视为当代的路德论纲，导致长达数年之久的

神学论战；他的与现代社会和人的问题紧密结合的神学论著之丰富，被有的学者

与圣托马斯这样的大师相提并论，而且每一部重要著作的闯世都引起一场轰动，

很快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天主教会内部，他俨然成了激进改革的代表。这位战后

最引人注目、最有争议的神学家，已然有力地促进了最初由新教倡导的一场自路

德从以后最大的宗教改革运动，只是，它的结果将不是新的宗教分裂，而是基督

教各派的合～。"国

孔汉思直接挑战及批评天主教教会的绝对权威及教皇无误论，他的论据是：

教会并不是一个停滞不前的个体，而应是建立在历史当中，又要不停地对周遭文

化作龌适当的镌应。缝提倡适应时代潮流面变革天主教会，要求天主教迎合时代

发展和社会需要，使天主教有效地存予当代世界。

梵二会议一改过去唯我独尊的立场，主张思想更新和进行具体改革措施，对

天主教神学的革新起了极大地促进作用。在梵二会议之后，天主教会放弃了“天

主教为唯一的真宗教"、“教会之外无救赎”等立场和观点，在基督教近两千年的

漫长历史中第一次郑重宣布，上帝的计划是拯救全人类，不仅仅是信仰基督的人，

丽是所有数人，都是上帝救赎的对象，都有可麓得到救愚。此蜃，天主教会开始

努力承认各种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尊重各种宗教的信仰及其所具有的真理；修

正教会的圣统制概念，把从上而下的教皇、主教、神父、教徒这种金字塔式的教

阶制，改为教徒为主体的平面型的新机制，圣统制完全是为教徒服务的，确定各

地方教会的自治权利，教会是服务性的机构，罗马教皇的职责是失各地教会信仰

共融服务，简化礼仪，采用本地语言等等。近二十年来，天主教神学界出现了不

嘞小枫藩．走向十字架上的真[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328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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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新的反思，研讨了各种现实问题，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核心的理论。这一切都

源自像孔汉思这样的积极的思想者和真正忠诚的信仰者。

但是，没有一位思想者的理论能够是面面俱到的，孔汉思也不例外，他的批

判与护教仍存在着一定的纰漏和不足，这一切还有待于我们后来神学家和宗教学

者的努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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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孔汉思年谱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孔汉思先生神学思想发展的脉络，作者根据有限的资料，

现在此将孔汉思先生的社会活动和学术交往活动以时间为序整理如下，希望能有

一定的借鉴作用。

1928年3月19日 出生在瑞士卢塞恩州的祖尔，年少时由

父母领入天主教信仰的大门。

1948年 卢塞恩州立人文中学高中毕业，选择学

习宗教。

1948年一1951年 在罗马教廷网尔曼匈牙利学院学习哲

学。

1951年 以一篇关于实存主义者让·保罗·萨特

的论文获得了哲学硕士学位。

1951—1955年 在格列高利教皇大学攻读神学，结识洛

茨、巴尔塔萨、龚加尔等具有革薪思想

的天主教神学家。

重954年圭0月 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晋铎升为神父。

1955年 以研究巴特因信称义学说的论文获神

学硕士学位。

1955争1957年 在巴黎大学神学院和天主教学院进修，

完成神学学业，与新教神学家巴特成为

忘年交，最终决定致力于巴特之称义教

义的研究。

1957年2月21日 以《称义，论卡尔·巴特的神学及一种

天主教的反恩》的论文在巴黎获得神学

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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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义》一书的德文版面世， 孔汉思

在神学界崭露头角。

1958年10月 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上台，其政策对罗马

天主教的教会政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1957年一1959年 回到瑞士卢赛恩任宫廷教堂助理神父。

1959年 以《上帝成为人，黑格尔神学思想导论》

的论文通过德国大学的教授资格考试。

1959年1月25日 约翰二十三世宣布了他要召开一次普

世教会大会的意愿，孔汉思作为罗马天

主教会官方指定的神学顾问活跃地参

加到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的筹备工作

之中。

1959年1960年 在明斯特大学天主教神学系担任福尔

克教授的教义学助手。

1960年 在年仅32岁时就被任命为具有悠久传

统的图宾根大学天主教系的常任教授，

负责教授系统神学。

第二本著作《改革与重聚》出版，这本

著作使得孔汉思登上了《时代》杂志的

封面。

1960年1962年 除了在图宾根大学开设基本神学课程

外，还到德国、奥地利、瑞士、荷兰，

英国等地巡回演讲，为“梵二"会议的

召开做舆论准备。

1962年5月 <教会的结构》一德文版出版，在此书

中孔汉思探讨了教会的结构问题，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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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置疑了公会议的绝对权威和教皇召

集主持公会议的神圣权力。

1962年10月11日 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第一次会议在罗

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开幕，孔汉思作为大

会的神学顾问被邀请参加了此次会议，

并成为主教和大主教们中间颇受欢迎

的发言者。

1963年6月3日 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突然逝世，保罗六世

继任，转而采取保守和缓和的政策；

应邀到美国和英国讲学，其题为“教会

与自由"的报告在天主教界引起巨大反

响，在主张教会革新的信徒中受到普遍

好评，获得密苏里州圣路易天主教大学

民于博士学位，并得到美国总统肯尼迪

的接见。

担任图宾根大学新成立的教义神学和

普世神学讲座教授、并任同时成立的普

世运动研究所所长。

与龚加尔、拉纳尔和施莱比克斯等人共

同创办国际神学杂志《公会议》。

1964年 在“梵二"第三期会议上作“教会中的

真实性’’报告，后因对大会的程序感到

失望而提前返回图宾根，并发表对第三

期会议的否定性报道“大公会议——结

束还是开始?"。

1966年 先后出访荷兰、英国、加拿大、美国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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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参加学术会议，于10月11日获美

国加州伯克利太平洋宗教学院新教神

学系名誉博士学位。

1967年 公开对教皇保罗六世关于神职人员独

身的《神甫独身》通谕提出抗议。

另一本有关教会论的著作《教会》(中

译本为《教会发微》)出版，本书以现

代圣经解释学为基础，提供了一种对基

督教会本质的系统研究，此书在圣诞节

之前被教廷信理部下令禁止继续发行

和翻译，从此开始孔汉思与梵蒂冈之间

的公开争论。

1968年 担任纽约协和神学院客座教授，演讲内

容为教会中的圣礼与真实性。

当教皇保罗六世于7月25日颁布《人

类生命》通谕后，孔汉思与8月份就在

瑞士电视台或通过其他国际新闻媒介

对之发表批评性态度。

1969年 担任巴塞尔大学新教神学系客座教授。

1970年7月18日 于“教皇永无谬误”教义颁布一百周年，

《试问：永无谬误吗?》一书德文版面

世，强烈置疑和审查了教皇无错论在

《圣经》和历史中的依据与支持，在天

主教界引起争论教皇是否无误的轩然

大波，正是这一著作使得孔汉思与罗马

天主教官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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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美国、英囡等地演讲，获芝加哥罗耀

拉天主教大学人文学科名誉博士学位。

发表对圣礼和教皇“永无谬误’’问题的

评论。

《遒成爽身的上帝》一书出版。

1971年 发表“事件的兴趣所在，对拉纳尔的回

答黟，指责拉纳尔对他的批评回避了问

题的实质。

还发表《神职人员应做什么?一种帮

助》、《基督徒的自由》等文，对德国和

意大剩天主教主教会议关于《无误

吗?》一书的表态加以回答。+

出访前苏联、印度、印度尼西藏、澳大

利监、新西兰、美国等地，阐述其对天

主教豹看法。

到瑞士、意大利和东、西德等地演讲。

圭972年 利用各种新闻媒体表态，对罗马教廷

《教会的奥秘》之声明提出反驳意见。

羔972年 《论基督徒》邂舨。

1975年一1978年 先后访问芬兰、意大利、美国、被爱尔

兰、英国、西班牙、丹麦、挪威、荷兰

等地，论述其神学观点，展开与新教神

学界的对话，寻求西方社会对天主教改

革的支持。

1978年 《上帝存在吗?》面世。

1978年 访问中国，在北京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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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与美国华盛顿肯尼迪伦理学研究会

联合召开的学术研讨会，并发表题为

“宗教与科学"的演讲。

12月12日，德国天主教会议发表声明，

宣布取消了孔汉思在图宾根大学代表

罗马天主教教授神学的天主教神学系

神学教授资格。

12月18日，罗马教廷信理部通告孔汉

思“不能再作天主教的神学家，继续执

行教学职务”。

1982年 《永恒的生命?》出版，探讨人与永恒

的关系、人对永恒的期望，个体生命的

意义寻求的问题。

1984年 《基督教与中国宗教》出版，书中孔汉

思与儒、道等中国的主要宗教传统进行

了对话。

1984年和1985年 与斯威德勒等人合作，先后在美国天普

大学和德国图宾根大学组织召开“普世

神学研讨会"，倡导在新的世界各大宗

教获得共识的普世宗教运动。

1985年 《文学与宗教》出版(中文译本为《诗

与宗教》)，以文学为例阐释宗教与艺术

的关系，说明文学可以帮助神学家来探

讨关于现代性的问题。

1986年 《基督教与世界宗教》出版，提出了对

普世运动的一种新的理解，一种全球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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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的理解，以基督教的立场对世界主要

宗教作回应。

1987年 《第三个千年的神学》出版，以对神学

方法的思考为内容，指出基督教哲学的

两个来源。圣经》帮人在当今世界生活

的经验。

访问中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

学进行演讲。

1987年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上作题为

“没有宗教间的和平就没有毽界和平"

的演讲。

1987年 《全球责任》一书出版，拉开了孔汉思

全球伦理思想的序幕，为其以嚣发起全

球伦理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发表《世界伦理构想》一书，提出“没

有世界伦理，则没有人类的共同生活；

没有宗教闻的和平，则没有世爨酶和

平；没有宗教间的对话，则没有宗教的

和平弦这一著名口号。从此，孔汉思和

斯威德勒等人又从对“普世宗教"、“普

世神学’’的倡导走向对“世界伦理挣或

“全球伦理’’的推崇。

1993年8月24日哪月4翻 “世界宗教议会第二届大会"在芝加哥

举行，会议通过由孔汉思起草的《全球



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伦理宣言[M]．它被认为是有史以来第

个为各宗教所认同的最低限度的伦理

纲领。

与卡尔一约瑟夫·库舍尔合编《全球伦

理》一书出版(1997年何光沪译《全球

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

1995年 在冯·德·格罗本伯爵的支持下，孔汉

思成立“世界伦理基金会"，以支持世

界伦理运动及其学术研究。

1996年3月 “世界伦理基金会”与国际政治组织

“双互促进协会"合作在维也纳召开工

作会议，提出“关于‘寻求世界伦理标

准’的结论与建议"。

访问中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

学进行演讲。

1997年 《世界伦理新探一为世界政治和世
界经济的世界伦理》一书出版，在当今

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逐渐陷入危机

与冲突的背景下讨论宗教的前景，并尝

试着探索一种更加和平、更有正义、更

富人道的世界所应遵循的世界伦理如

何实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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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停笔一刻，顿感轻松。这篇论文从原初选题到最后完成都是在我敬爱的导师

樊志辉教授的支持和帮助下完成的，主要的资料也是樊老师不辞辛苦地从香港道

风山汉语基督教研究所影印回来的。我要衷心地感谢我的导师樊教授这三年来对

我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也同样要向宗教学专业的陈树林老师，王志军老师和罗

跃军老师致以真诚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学生不才，如果没有各位老师的教导和

帮助也就没有学生的今天。还要特别感谢哈尔滨天主教会岳福生神父的大力帮助，

还有给我寄来书籍的罗庇道先生。我要感谢我所有的家人、朋友、同学，无论何

时，你们都是我最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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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世界伦理思想对于建构和谐社会的指导意义[M]．发表于2007年6月《理论探索》

吉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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