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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对话与宽容的时代

——“基督宗教与当今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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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武慢大学宗教学系主办的“基督宗教与当今时代国际学术研讨套”于2001年5月28～30 13在武汉大学举f]．来

自美国天主教大学、美国圣若望大学、国际天t教哲学研究会、美国精抻心理研究所，香港遭风山基督教丛林、香港浸会

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浙盯犬学、中共中央统战部等大学、重要学术研究f，【拇以

硬有关部门的々家学者40多人出席r会议。与会学者主要就“基督宗教与时代变迁”、“当代基督宗教伦理”、“宗靴比较

与宗教对话”、“宗教与文化”、“宗教本质与意义”等一系列基督宗教的当代重大话题进行丁专题的撤告干口讨论。

‘～)基督宗教与时代变迁从时代变迁的视域来考察基督宗教思想的协史演绎和当今时代问题．构成丁7f=次研讨

台的重要特色。与会者普遍认为．20世纪作为一个历生时代已经结束．但20世纪人类面临的根木问题和共同困埯以『盘

由此而引发的困惑和焦虑却没有随着这个时代的结束而消失。有学者指出．当今时代经济一体化问题、科学技术异他问

题、人类生存价值失衡等等问题，大多是源自西方社会或者足以西方社会为蓝本的。因此，基督宗教前当其冲．】翌根搬承

担起它的时代责任，应通过涸整自身的形式达到对当今时代的精神关切。

在且体探讨基督宗教与当今时代相互关联问题时．与会学者从基督宗教段其思想对下时代演进的“受动性”和“能动

性”两个方面入于展开丁讨论。一些学者在回顾现代基督宗教思想演进历程的基础上强调了基督宗教思想对丁日t代．窗世

的。受动性”，指出：当代西方基督宗教思想从总体和主流E说，J，是一个从“自由主义”转向“新正统十义”、“些督鞋现实

主义”和“新托马斯主义”的过程．而两次世界大战无疑是促成这一转变的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离JF了两次1什再大战．离

开了时代的变迁．我们就根本无法理解20世纪西方基督宗教思想同1 9世纪自由主义思潮的原则Ⅸ男Ij．也就根水无法理

解现代西方基督宗教思想的历史发展和演进过程。

月一些学者从“能动性”的角度强调基督宗教在当今时代的精神责任．认为它应当而H能够为当今时代的健康麓展．

为当令时代的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指出：当代经济发展出现r严晕的“火挎”现象．晕．I，

百的生存方式不仅严重损害了人类的生存环境．而且还使“物役人”的物化趋势越来越严重．而要消解这胂“失垃”啦象柙

单面化的生存现象则需要借助于多种精神力量。宗教作为一种争整的精神力量．在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实现人的“H我超

越”方面．发挥着其他因素难咀替代的功能。还有学者专门从当代人娄发展范式的高度考察丁基督宗教的当代角色问题．

指出：宗教．怍为人类文化的“最辣层而”．在当代人类社会发展范式中无疑是晶为重要的要素之一。

另育学者更进一步把宗教能动性定位在为实现世界和下而必须首先要达到的宗教和平上，指出，在全球体fL时

代．宗教和平比宗教冲突更符合人类发展的需要；当代基督宗教研究的一项根本任务就在于通过宗教i寸_话，避免求救冲

突．推动宗教和平．维护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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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代基督宗教伦理基督宗教伦理原本是基督宗教中的一个根本问题。至现当代．髓着基督宗教的精神化和世

俗化．随肴基督宗教从垄断性文化降惜为一种亚文化．基督宗教伦理在基督宗教中的地位更显赛出。可以说．基督末教伦

理及其研究业已成为基督宗教段其研究中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对此．有学者在系统考察基督宗教之当代演变的基础

上．指出现代基督宗教伦理篁际上包括三大类型：一是“以神为中心的自我伦理”．在灭t教方衙t要表现为“马里坦为

代表的以““神为中心的人道主义”为实质内容的新托马斯主义伦理学；在新教方面，主要表现为以蒂利希为代表的以

“放抓住”和“终极关怀”为根本内容的1竽在主义伦理学。二是反对乌托邦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关注现买的社会伦理”．

一方面体现为以莱-尼布尔为代表的“基督教现实主义”，男一方面又体现为以明霍赞尔为代表的“激进的肚借冲学”，三

是“面向全球的昔世伦理”，在天主教方面以汉斯·昆为代表．在新教方面则以约翰·希克为代表。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在这三大类型巾都内蕴着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理论难题。在以神为中心的自我伦珲方面．卡耍表

现为“宗教伦理的神学化”与“宗教伦理的人学化”的关系问题；在关注现实的社会伦理方面，卡要表现为“宗教伦理的世

俗他”与“世俗伦理的神圣化”的关系问题；在丽向全球的普世伦理方面，刚主要表现为“宗教伦理的全球化”q“宗教伦理

的车土化”的关系问题。正视、探究和恰当解决这些理论难趔．乃是当代基督宗教伦理思想家一项义小容辟的历电使命。

(三)宗教比较与宗教对话宗教比较与宗教对话是本次会议讨论的另一热鼓话题。在20世纪．特别是随着梵二幺

议的召开以烛基督宗教特别是天主教对外寻求“对话”、对内倡导“台一”方针的确定和落实，宗教对话以段与之相芫的宗

教比较越来越成为基督宗教研究巾的一个热r‘J话题。本次会议4：仅对宗教对话的一般可能性作了洋人的探|寸．而且还特

别就基督宗教及其思想同东方宗教、持别是同中国传统宗教及其思想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等『叫题怍丁多方位、多甚次的探

讨。不同宗教投其派别的相互对话的根本目标在于相互理解、相互协调和彼此宽容；对话的意义在丁通过求救和平促，生

人类和平，实现人类的共同发展。并指出，中酱宗教与天主教在整体发展、人的尊严、团结、互助等社会原0I_j上的一致性府

得到发掘，东方宗救≮西方宗教及其思维方式的差异成得到尊重；不同宗教问的历史对话和交流的意义戍亘新得到岢

定。还青学者就利玛赛进京400年进{?价值反思，指出利玛窦在中西宗教上的成功对话和两种文岍之间的或功交流、沟

通的史实．对当今少数西方中心主义的政治学者之所滑宗教文叫冲突i仑的箫略无疑足一种积擞的[石J应。

(四)宗教与文化无论足探讨基督宗教伦理的全球化和本土他的再体走势．还是寻求宗教对话‘j宗教比较的可能

方式．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宗教与文他的关系问题。弓会代表一致认为．不仅持定宗救与其同质的文化之间足十皮此含

摄、相互稠生的，而且不同宗教之间、不同宗教与其相异的文化之忸I，也可以通过对话和交流达到共存互补与彼此照亮。

有学者在分析基督宗教与儒学的同质性=基础上。指出应超脱于简单的中西文化之争，雌多元主义的文化观为基础、博果

中西文化之所＆．构筑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世界文化。

还有学者以对自然科学技术等具体文化形式的分析为依据，强凋指出了宗教与文化之间关系的复杂悻。从为．虽然

自“梵二”会议“来．天主教谋求与科学的协调关系．认同进化跄，但足，在天主教内部．进化论同刨f}|=论的“|T凄并没育心

此而一劳永远地解决。

(五)宗教本质与意义有学者指出：宗教信仰的本质实乃一种“咒系”．即信仰主体与信仰之所指之1剐躬一种走系。

当今时代．人们对“宗教之所指”有三种不同的观点；(i)寅在论的观点．认为信仰的对象足客观存在的．而且是最高的寓

在。人们可以通过圣托马斯的路线达到终板实在，也可咀措着笛卡尔路线达到一个元法否认的实在。(2)现象主义的观

电．视主客交互作用的宗教现象或宗教经验为根本实在，人们可以从客观方面达到与外在对象的关联；世可以从主眦方

面达到与内心之中的信仲对象的关联。(3)主观士义的观点．强调信仰对象是人自己的创造物．人”J可“调过自然力的人

格化达到神；也可以透过人之本性的折射达到冲。关于宗教之所指的分析表明．在不同的宗教之间．在有神论者与无冲论

者之同，对信仰的认识实际上存在着共同的认识论基础．即宗教信仰都是人与自己所信仰对象之间的关系。幽而．1：瓦宗

教之间的对话．一个宗敷内部各个宗教派驯之间的对话．甚至有神隆同无神沧之间的对话．都是可能的，

除上述话题外．《圣经》中英文译本之间的差异问题，基督宗教与虚无i义的关系问题，基督宗教信仰与仟疑论的关

系问题等等．也是本趺研讨会巴弓I起与会者兴趣的话题。与会学者普遍认为这攻会议学术气氛浓，学术水准高．开得非常

紧凑．足一次高规格、高水甲的国际学术会议，相信这次会议会对基督宗教及其研究的未来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责任编辑严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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