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诠释学与神学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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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督宗教核心教义“ 因信称义”的神学思考在天主教与基督教长期论辩与对话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分

歧，藉助于伽达默尔诠释学得到启发与观照。伽达默尔诠释学以“ 游戏”概念超越传统主客对立的观点，把

“了解”过程视为主客交织的，可以解决天主教与基督教因着主客二分架构而来的分歧，并且重新解读信仰为

一种“投入性参与”，当人忘我地投入相信时，不再是全然主观，亦非全然客观，而且是“创造性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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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J 本文旨在讨论有关基督宗教!的核心教义“因信称义”的神学思考，基于基督教思想史的演变，天主教

与基督教各有不同的着重点，在长期的论辩与对话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分歧，可以藉助于伽达默尔诠释学而

得到什么启发与观照。本文不拟进入“因信称义”的实质细部讨论，而是以思想方法为讨论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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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宗教学理论。

!J 本文所提到“基督宗教”（<1/,40,8(,05）包括天主教、基督新教与东正教；而“基督教”有时即“基督宗教”（<1/,40,8(,05）的通称，

有时则指相对于天主教的“基督新教”（>/’024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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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近代英国基督教思想家鲁益师（!" #" $%&’(）曾经以两节连续经文，对基督教教理史上两大传统，伯拉

纠主义与奥古斯丁主义，做出精彩的诠释。鲁益师认为，“ 就当恐惧战兢，作成你们得救的工夫”［)］（ 腓立

比书 *：)*），是纯然的伯拉纠主义，而“ 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 腓立比书 *：)+），则是纯然的奥古斯丁主

义。［*］（第,-页）鲁益师视二者并非严格的因果关系，亦即不是一个“ 二择一”的选项，他说：“ 最后我们必须承

认，在神与人的交会点上，是存在着两轨交通的。”［*］（第,-页）奥古斯丁所强调的是，上帝恩典成就人的拯救；

而伯拉纠则强调，人学习上帝恩典的模范而得以拯救。前者主张，“人已经败坏到极点，只有通过上帝的恩

典帮助，人 得 以 成 为 义 人”；后 者 倾 向“ 人 以 上 帝 所 赐 的 自 由 意 志，可 以 完 全 自 由 决 定 要 行 善 或 为

恶”。［+］（第*.,页）鲁益师显然想要在两者之间找出调和的路，而且是“双赢”的可能，不过在基督教思想史的演

变当中，这种理想并未充分实现。天主教神学家倾向在二者之间取其中点，主张“人神合作”，共同成就救

恩果效；而宗教改革之后的基督教，却进一步将奥古斯丁的观点大大发扬，强调全然是上帝的恩典，结果双

方未能在“因信称义”的神学理解上达成一致。

二、基督教与天主教的对话

“因信称义”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教义，也是基督教与其它宗教的重要区隔，基督教与天主教对“ 因信

称义”的诠释，并不足以构成两种宗教信仰，而是一种宗教信仰，两种诠释，各有不同的着重点。

（一）基督教对“因信称义”的诠释

基督教对“因信称义”的诠释，通常强调上帝的作为，如基督教学者常见观点，称义“ 是圣经中一极其

重要的神学概念；常见的形式，无论是名词‘称义’（ /0(1’2’341’56），动词主动‘上主所称为义的（ 人）’（ 15 /0(7
1’28）或动词被动‘被称为义的人’（ 15 9% /0(1’2’%:）等，经常均属法庭上的用语，指法官（ 审判者）的宣判无

罪”［;］（第.+*页）（申命记 *-：)）。由于重视法庭用语的圣经背景，基督教诠释“称义”往往强调“上帝宣告”的

一面，而比较不强调“人的改变”的一面，因此呈现出来的画面是，“被上帝称为义的人”。路德甚至以有名

的主张“同时是义人与罪人”，刻画“被上帝称为义的罪人”的矛盾状况。

基督教对“因信称义”的诠释特色是，重视上帝在人身上的客观作为，否定人自我改变的能力，认为上

帝作为的印证在于人的信心。天主教神学家往往批评这种思考观点，有沦为主观化的可能，并且将上帝客

观的作为加以主观地“心理学化”。

（二）天主教对“因信称义”的诠释

天主教对“因信称义”的诠释与基督教着重点不同，主要在于强调当事者本身的改变，将在圣经当中

经常以强调上帝主权而被动形态出现的 <0(1’2’341’56（应当翻译成“ 被称为义”），翻译成“ 成义”，就是强调

人本身的改变。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教皇保罗二世）交托编订的《天主教教理》对“成义”的解释如下：“ 圣

神的恩宠具有使我们成义的力量，就是洗净我们的罪过，并传送给我们‘天主的正义，这正义是因信仰耶稣

基督’，并借着圣洗圣事而赐给的。”［-］（第)=,>页）此定义重视的是，成义的力量来自圣神的恩宠，借着洗礼而洗

净罪过，传送上帝的义。因此，天主教神学家通常主张，人在洗礼之后已经无罪，而且上帝的义在其身上，

“成义使人与罪分离”，“成义又净化人的心灵”［-］（第)==?页）。

天主教对“因信称义”的诠释特色是，重视上帝恩典带来除罪的果效，强调洗礼传达此恩典的能力，同

时也强调人的改变之可能。基督教神学家往往批评这种思考观点，有沦为将上帝的恩典过分“客观化”的

可能，对洗礼的重视可能进一步将此恩典“物化”，而且过分强调人的改变之可能。

（三）基督教与天主教的对话

天主教“ 成义使人与罪分离”的观点，对强调人“ 同时是罪人与义人”的路德传统而言，遥不可及。

路德重视的是上帝对人的“ 宣告”，而非人的“ 改变”，以突显上帝的主权，若非如此而强调人的改变，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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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似乎提升了人的参与空间，却可能削弱上帝的主权。天主教神学家倾向主张“ 人神合作”，如当年反

对宗教改革的天特大会宣示，“ 由人乐意与那恩典 同 意 并 合 作，而 有 意 使 他 们 自 己 归 正，得 以 称 义”
［!］（第"!#页）。《 天主教教理》亦主张，“ 成义建立起天主的恩宠与人的自由两者之间的合作”［$］（第%##&页）。对

于天主教神学家而言，最难接受的是，路德竟然宣称“ 同时是罪人与义人”，因为“ 罪”与“ 义”是不能交

融混杂的。%### 年 %’ 月 &% 日在德国奥斯堡，基督教世界信义宗联合会与罗马天主教签署“ 因信称

义”!的联合声明，虽然其中有着令人振奋的发展，比如“ 双方同意我们得救完全是靠上帝的恩典，不是

我们的行为；其次是过去天主教和信义宗在这教义上彼此定罪，从此撤销”［(］，然而，“ 同时是罪人与义

人”仍然是重大歧异的来源。

在联合声明的第 "# 条说明信义宗立场：“ 信义宗视这种基督徒的境况为‘ 同时义人、同时罪人’，信

徒是完全的义人，因为上帝借着道与圣礼赦免他们的罪，又赐予他们因信而得的基督的义。”"然而第

&’ 条却说明天主教立场：“ 天主教认为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洗礼时赋予人，并‘ 严格来说’除去人‘ 该定’

的罪。”#（罗马书)：%）很明显地，在有关这一点方面，采用的是“ 各自表述”，基督教强调“ 上帝赦罪”，而天主

教强调“ 上帝除罪”。在联合声明的附编部份有进一步的说明，为了在论及罪与称义时，不限制上帝救

恩的功效，信义宗使 用“ 同 时 是 义 人 与 罪 人”，认 为 被 称 义 的 人 身 上 虽 仍 有 罪，比 如 贪 欲（ *+,*-./01
*2,*2），却蒙赦免；而天主教强调救恩除罪的能力，否认被称义的人身上之贪欲带有罪的特质。$而更直

接显示出双方差异的是，一份天主教会对联合声明的响应文之第 ) 条，明白指出：“ 对天主教徒而言，

‘ 同时是义人与罪人’，如联合声明第 "# 条开始部份所解释，是无法接受的。”%在另外一份天主教文件

又明白指出，联合声明的第 "# 条与第 &’ 条是无法兼容的，因为对天主教而言，洗礼带来赦罪，受洗者

身上所余的贪欲不应被视为罪。&因此，教宗若望保禄二世（ 教皇保罗二世）仅称此联合声明为“ 达成高

度协议”（ 3 4/54 625722 +8 3572292,:）’。

总结而言，基督教强调“上帝赦罪”，而天主教强调“上帝除罪”。天主教重视“成义”的了解，强调人的

主体的改变，其印证在于客观洗礼的施行。基督教神学家批评，过分强调人主体改变的能力，又沦为以礼

仪所表现的客观凭据证明上帝的作为。基督教则重视“ 被称义”的了解，强调上帝的改变，其印证在于主

体信心的投入。天主教神学家批评，过分强调人的主观经历，又对上帝在人身上的除罪能力信心不足。路

德的主张，“同时是义人与罪人”，成为双方对话最大歧见的来源之一。

三、伽达默尔诠释学

伽达默尔承袭海德格尔的存有论传统，将海德格尔的“诠释存有学”发展成“存有诠释学”，重视“ 在世

存有”（;2/,5 < /, < :42 < =+7>6），而且将“在世”扩充应用于“在历史里”，发展出具有深厚历史观点的诠释

学，而且将对“存有”的关注扩充到对“存有的解释与了解”。面对现代科技的全面性影响，伽达默尔相当

忧心于科学方法带来过分客体化（+?@2*:/8/*3:/+,）的倾向，同时对德国观念论过分重视主体化（ 0-?@2*:/8/*31
:/+,）的倾向也不以为然，因此他是两面作战。

!A 本文将 B-0:/8/*3:/+, 按照基督教习惯翻译成“称义”或“因信称义”，天主教则译成“成义”。

"# A 英文本参见 C42 D,0:/:-:2 8+7 E*-92,/*3> F20237*4（26G ）B+/,: H2*>373:/+, +, :42 H+*:7/,2 +8 B-0:/8/*3:/+,G I J+992,:37K ?K :42

D,0:/:-:2 8+7 E*-92,/*3> F20237*4，L:730?+-75（M2,2N3：C42 O-:4273, P+7>6 Q26273:/+,，%##(），..G $%<(%G 中文译稿是香港信义宗神学院

戴浩辉教授的手稿。

$A R B+/,: H2*>373:/+, +, :42 H+*:7/,2 +8 B-0:/8/*3:/+,：O-:4273, P+7>6 Q26273:/+, 3,6 :42 J3:4+>/* J4-7*4R，I..2,6/S，C+ TG TG

%A R F20.+,02 +8 :42 J3:4+>/* J4-7*4 :+ :42 B+/,: H2*>373:/+, +8 :42 J3:4+>/* J4-7*4 3,6 :42 O-:4273, P+7>6 Q26273:/+, +, :42 H+*:7/,2

+8 B-0:/8/*3:/+,RG

&A R U7202,:3:/+, +8 :42 F+93, J3:4+>/* F20.+,02 :+ :42 V3:/*3, L3>3 L:39.3 +8 W/0 E9/,2,*2 E6=376 D67/0 J376/,3> J300/6K U720/62,: +8

:42 U+,:/8/*3> J+-,*/> 8+7 U7+9+:/+, J47/0:/3, X,/:KRG

’A R U+.2 B+4, U3-> DDR0 F28>2*:/+,R，B-,2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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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反对客体化

伽达默尔的名著《真理与方法》!的主旨并不是探讨如何以恰当的方法得到真理，而是追问一个问题，

是否有客观真实的普遍真理，而且可以用正确的方法加以掌握？事实上，伽达默尔反对过分客体化的思考

倾向。

"# 反对方法

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可视为对自然科学想要通过强调方法而主导人文科学倾向的反击。简而

言之，《真理与方法》反对使用正确方法就可以掌握真理的想法，而将此应用在对历史的了解。伽达默尔

指出，了解历史并非是全然客观的，因为在了解的过程当中，势必受到所欲了解的历史所影响，这种观点他

称为“效果历史”（$%&’()*+*,+-.%-./,）。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里的基本论题是，“ 效果历史这一要素

影响着所有对传统的理解”"，即使现代历史研究已经广泛地采用科学方法，效果历史这一要素仍然在发

挥作用，因为历史并非像科学实验，可以在控制的情况下加以重复。维恩海默（ 0# 1# $,%)+.,%2,&）认为，伽

达默尔的基本主张是认为，真理的仲裁者与基础在于历史生活，而不在于逻辑的一致性。［3］（参见第45页）这种主

张不只可以应用在人文科学，如包曼（6# 78(28))）所示，也可以应用在社会科学。［5］（参见第999页）

在一封写给贝帝（:# 7,//%）的信，伽达默尔说：“从根本说来我并未提出任何方法，相反，我只是描述了

实际情形。⋯⋯换言之，我认为唯一科学的做法就是承认实际情形，而不是从应该如何［ 以及可能如何］

出发进行思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试图超越现代科学的方法概念（ 它自有其有限的权利）进行思考

并在根本的一般性中考虑一直发生的事情。”［";］（第<9=><93页）基本上伽达默尔想要将实际情况指出来，实然优

先于应然以及或然，因此想要超越现代科学的方法概念，做出更加广泛的普遍性思考。

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对“因信称义”的了解，由于涉及到人的参与，显然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使用客

观方法，它更接近与研究人相关的人文科学，尤其是与对历史的了解有相似性，因为了解者本身同时参与

了所欲了解的对象，亦可说“因信称义”是在描述上帝与人的历史，所有想要了解“ 因信称义”者，也是上帝

对人“因信称义”历史的一部分。

9# 了解的出发点是“偏见”

当论及“诠释学循环”时，伽达默尔追随海德格尔，认为“对文本的理解永远都是被先前理解的预期运

动所决定”#，意即“先前理解”所形成的预期，决定了理解的方向。由于先前理解的不可缺少，伽达默尔对

抗启蒙运动以来的趋势，大胆地宣称“偏见”（?@&(&/,%A）$为理解活动的先决条件。因此，所有的理解都是

建立在某一个“偏见”的出发点，在与文本会遇当中，逐渐形成新的理解，也就是新的偏见。对伽达默尔而

言，诠释学的目标之一，就是区隔导致理解之“真的偏见”与带到误解之“错的偏见”。［""］（第B5"页）伽达默尔甚

至批评说，启蒙运动的“偏见”，就是自以为可以“克服一切的偏见”。［""］（第BC<页）当人们开始看到“ 偏见”的必

要时，才能明白人性的有限，以及活在历史中的人，是何等的有限。

路德对“因信称义”的洞见，特别表现在他的主张，“同时是罪人与义人”，按照人的眼光而以义的标准

来看，仍为“罪人”，按照称人为义的上帝之眼光来看，却为“义人”。天主教认为，“ 罪”与“ 义”是两个不同

的范畴，不可以放在一起，因此在解释“因信称义”的时候，倾向强调“ 人的改变”，亦即“ 人的成义”。伽达

默尔的诠释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来看“ 因信称义”：一方面，对人的偏见的强调，突显出人是带有根深

蒂固偏见的罪人；另一方面，人藉由信仰走向新的了解之过程，就像从“ 旧的偏见”走向“ 新的偏见”的过

程，在新旧之间，并无法截然二分。

B# 效果历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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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了方便读者，主要采用洪汉鼎译的中译本《真理与方法 D》与《真理与方法 DD》（台北：时报出版社，"55B，"554），不过中

译本有些部分不太理想，因此亦参照英译本与德文原本。

译自英文版 E&(/. 8)F G,/.@F（H# I# ：1&@++&@8F，"559），JJ# KKK%%% >KKK%L。

译自英文版 E&(/. 8)F G,/.@F，J# 95B。中文版的翻译比较生硬，参见《真理与方法 D》第 B34 页：“对文本的理解永远都是被前

理解（?@&L,&+/8,)F)%+）的先把握活动所规定。”

参见《真理与方法 D》第 B45>BC4 页。?@&(&/,%A 中译为“ 前见”，不足以传达德文原意，以及伽达默尔对抗启蒙运动偏差的用

意，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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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历史意识”（!"#$%&’(’)(*+"*+,-"*+)( .)/%((,()"&）是伽达默尔诠释学重要的概念，描述与历史传

统密切相关的意识，很不容易翻译成中文。这个名词是由“效果”、“历史”与“意识”组成，强调的是历史不

断地对诠释者发挥影响的效果，因为历史就是由诠释者的参与所形成，而对此历史影响效果的觉醒，就是

“效果历史意识”。这样的意识，既对历史的影响效果有所觉醒，同时本身也正在发挥着影响效果。!“ 效

果历史意识”的观点强调诠释者与其处境密不可分，如伽达默尔所说：“ 效果历史意识首先是对诠释学处

境的认识。”［00］（第123页）伽达默尔对于身处于历史情境当中的人，有非常深刻的观察，他说：“ 我们并不处于这

处境的对面，因而也就无从对处境有任何客观性的认识。我们总是处于这种处境中，我们总是发现自己处

于某个处境里，因而要想阐明这种处境，乃是一项绝不可能彻底完成的任务。”［00］（第123页）

伽达默尔提出“效果历史意识”的目的，并非要突显“意识”的重要，而是为了能够更加认识“存有”，而

存有却是从未全然彰显的。［04］（参见第15页）因此，伽达默尔不认为人可能完全掌握真理，人只是处于不断地趋近

真理当中。对“因信称义”的讨论而言，伽达默尔的观点提供了在真理面前的谦卑，由于在人与上帝的历

史当中，人并不是可以脱离情境的观察者，而是参与其中的观察者，任何宣称自身为绝对真理的教义，都有

过分武断的嫌疑。

（二）反对主体化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主要论辩的对象之一，就是康德美学的主观倾向，因此，伽达默尔不遗余

力的批判哲学过分偏向主体化的思考倾向。以下尝试对伽达默尔对此论点的相关论述，加以简要说明，并

且针对“因信称义”的讨论，提出继续对话的可能方向。

06 反对主观主义

伽达默尔的立场相当明确：“人无法单单从自己身上得到对自己的认识。”［01］（参见第17页）伽达默尔批判那

种将真理限定在主体性里头的思考方式，他承袭了海德格尔传统，认为“ 了解”不只是主体一种可能的行

为表现，而且是“此在”的存有方式。通过“ 了解”，主体得以呈现时空下的真实存有。针对这种海德格尔

式的观点，伽达默尔加以继续扩大申论发挥，强调在了解的过程当中，主体的参与投入所扮演的角色，这在

稍后论及“游戏”的部份将进一步加以说明。“了解”并非主体所全然主导的行动，而是主体参与投入而与

客体互动的过程，这种观点被瑞色耳（86 9"(()#）誉之为“伽达默尔诠释学的中心洞见”［0:］（参见第7:页）。

宗教改革者对“因信称义”的强调，在于强调“人的被动”与“上帝的主动”，因此人的参与投入是非常

重要的，而天主教神学家的批判往往集中于基督教观点倾向将“因信称义”视为建立在“ 主观经历”上。参

照伽达默尔的观点，基督教对信心的重视，若是视为一种投入性参与，通过信心领受因信称义，信仰者得以

呈现时空下的真实存有，遽然称之为“主观经历”并不恰当，因为信心的特质就在于其“ 忘我”的投入，诚如

伽达默尔所言，“人无法单单从自己身上得到对自己的认识”，“因信称义”所带来的对自己的新认识，亦非

单单凭着内在经历。

46“经验”优先于“体验”

伽达默尔认为，“经验”（;#<=+#%&’）优先于“体验”（;#-)>&"(），“经验”是一种投入性的经历，而且是“辩

证式”经验，而非“科学式”经验。［00］（第131页）然而“体验”是一种“ 再经验”，如瓦安客（?6 !=#&$)）翻译的“ 经

历的经验”（ -"@)A )BC)#")&*)）［03］（参见第4D页）。伽达默尔强调“ 经验”，是因为重视藉由主体的投入而得到的经

历。“内在历史性是一种生命的历史过程，它的范例不是固定的事实，而是那种使回忆和期待成为一个整

体的奇特组合，我们把这种组合称之为经验，而且由于我们做出经验我们获得了这种组合。”［00］（第1EEF1E0页）对

“经验”而言，客观历史性并非是最决定性的，因为主体的回忆和期待与之互动，构筑成为一个整体的组合

才是焦点所在。可见强调“再经验”的“体验”，对伽达默尔而言，不应当是一成不变的公式而可复制的。

从伽达默尔对“经验”（;#<=+#%&’）与“体验”（;#-)>&"(）的区分观之，“因信称义”的讨论，不应集中在教

义论述而已，必须同时论及“因信称义”的经验，涵盖藉由主体投入而得到理解的层面。此外，“ 因信称义”

的“经验”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公式，任何参与因信称义的经历者，其经验都是非常独特而带有创造性的。

16 主客之间

!"

诠释学与神学的对话：伽达默尔诠释学的贡献

! 此段，中译不明确，请参照英译 G#%,+ =&A H),+IA，J6 1:0。

 万方数据



伽达默尔认为，“诠释学循环”既非主观的，亦非客观的，而是“传统的运动”与“解释者的运动”二者之

间的相互作用。［!!］（第"#$页）在以康德为首的德国观念论传统所影响的主观主义美学笼罩之下，为了克服主观

倾向以及自我意识的优先性，伽达默尔提出了“ 游戏”（%&’()）概念。［!!］（第!*+页）“ 游戏的主体不是游戏者，而

游戏只是通过游戏者才得以表现。”［!!］（第!$!页）“游戏”并非单单由游戏者构筑而成，游戏者并非最重要的主

角。不过游戏者虽非游戏主体，对游戏的呈现却有不可缺少的角色。综观伽达默尔的游戏概念，需要游戏

者遵照游戏规则而加以呈现，一方面有主观面，亦即游戏者的参与投入，另一方面有其客观面，亦即游戏规

则。

（!）游戏的主观面———参与

“一切游戏活动都是一种被游戏过程。游戏的魅力，游戏所表现的迷惑力，正在于游戏超越游戏者而

成为主宰。”［!!］（第!$,页）伽达默尔认为游戏是被呈现，而非主动呈现，而游戏者更是在游戏当中被游戏所主

导，最佳的游戏就是游戏者充分融入其中的游戏，“只有当游戏者全神贯注于游戏时，游戏活动才会实现它

所具有的目的。”［!!］（第!$-页）在最热烈的游戏当中，一位游戏者是处于忘我的投入状态，也只有当游戏者最忘

我的时候，游戏才能最充分地展现出来。按照主客二分的观点，将主观的游戏者，以及客观的游戏，做出区

隔，看来像是主观的游戏者在演出客观的游戏，对伽达默尔而言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热烈的游戏当中，

游戏者已融入游戏当中而不复存在，唯有所呈现的游戏真实存在。［!!］（第!,"页）伯恩斯坦（./ 0/ 1(2345(’3）认为

若是使用主客二分的观点来看游戏，主张有一位主体，对待着处在那边（ 675 58(2(）的客体，就扭曲了伽达

默尔的游戏概念。［!,］（参见第!99页）在游戏过程当中，主客二分的观点并不足以说明游戏当中的主客交融，因为

游戏既非由主观意识主导，亦非全然客观存在，而有赖于游戏者的忘我投入。简而言之，按照伽达默尔的

观点，游戏者的主体性并非焦点所在，游戏的主体性才是关健。

（9）游戏的客观面———规则

然而游戏并非毫无规范，辨识一种游戏的特征，重点在于其游戏规则。“ 预先规定游戏空间界限的规

则和秩序，构成某种游戏的本质。”［!!］（第!$,:!$;页）游戏必须按照其游戏规则来展现，然而必须注意的是，单单

遵守游戏规则并不构成成功的游戏，遵守游戏规则仅仅是构成游戏的要件，成功的游戏却与创造力有关。

伽达默尔进一步以“再创作”说明在规则之外还需要的表现，比如演奏就是在“ 原创作”基础上的“ 再创

作”，!即使乐谱完全一样，也从来没有任何两场演奏是完全一样的，因为演奏并非“ 复制”，而是一种“ 创

作”。乐谱有如游戏规则，遵照乐谱的演奏才能算是原曲，然而原曲的再现却非呆板地追随乐谱，而是根据

乐谱创造性地演出。游戏规则是游戏的规范，然而“再创作”才是游戏的活力。

伽达默尔以游戏概念诠释主客观交织的状况，一方面，从游戏者的主体性出发，终结于游戏本身的主

体性，对游戏者而言，已非纯主观可以涵盖此游戏的呈现过程；另一方面，由游戏的客观规则出发，到以再

创作超越游戏规则，使得游戏的主体性可以充分呈现，对游戏规则而言，亦非纯客观可以涵盖游戏的组成

要素。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可将“因信称义”视为一种游戏，只有充分忘我地投入与参与者，才有可能理

解，而且“因信称义”固然有教义作为客观规则，然而人人对“因信称义”的经历并非全然一致，因为其中有

“再创作”的因素。

四、诠释学的解读

综上所述，本文尝试以伽达默尔诠释学观点，对教义学“因信称义”的讨论，特别是针对基于基督教与

天主教传统而来的分歧，提出一些可能的出路。

（一）同时是义人与罪人

有关“因信称义”的讨论，基督教强调“上帝赦罪”，因此主张“ 罪人被接纳”，比较不重视“ 人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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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倾向将“被称义”以主观的信心经历加以说明；天主教强调“上帝除罪”，因此主张“罪的移除”，比较重视

“人的改变”，而将移除罪的客观根据建立在圣礼之上。按照天主教观点，路德“ 同时是义人与罪人”的主

张，无法表达“罪的移除”，成为双方对话的主要歧异来源。

伽达默尔诠释学对“同时是义人与罪人”的主张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伽达默尔对“ 偏见”的强调，突

显出人是无法免除偏见的罪人，而人在从“旧的偏见”走向“新的偏见”的过程当中，并无法断然区分二者。

“因信称义”是人藉由信仰走向“新的了解”，这个“新的了解”与“ 旧的了解”，并未能截然二分。对基督教

立场而言，路德的“同时”，就是对此交集的认知；对天主教立场而言，在“罪的移除”之“新的了解”当中，也

未能免除“旧的了解”之“贪欲”（!"#!$%&’!(#!(）。基于人的偏见，人不可能完全掌握真理，只是在不断地

趋近真理当中，对“因信称义”的讨论需要在真理面前的谦卑，不应当遽然宣称自己的主张为绝对真理。

（二）“上帝动工”或者“人的改变”

“因信称义”是上帝与人共同参与的事件，一方面有“上帝动工”，另一方面有“ 人的改变”。基督教观

点，比较强调“上帝动工”，不过这需要主观信心的领受；而天主教观点，比较重视“ 人的改变”，然而这需要

客观圣礼的保证。若是坚持主客二分的思考架构，基督教比较强调客观（ 上帝）改变以及主观（ 人）经历，

而天主教比较重视主观（人）改变以及客观（圣礼）保证。从伽达默尔的观点来看，主客二分的思考架构是

有问题的，因为“了解”的过程是主客交织的，有如“游戏”观念所示。伽达默尔的观点显然比较合乎实况，

尤其是应用在当上帝做工在人身上时，比如圣灵在人身上工作算是客观或是主观，实在难以分辨。当圣灵

做工时，一方面是客观的，因为是圣灵而非由人所发动，另一方面是主观的，因为毕竟是人在接收感受。若

是放弃主客二分的架构，天主教对基督教观点沦为“ 过分主观的信心”以及“ 缺乏客观证据”的批判，以及

基督教对天主教观点沦为“过分主观的行为”以及“倚重客观圣礼”的批判，应当可以加以缓和。基督教信

仰对信心的重视，可以视为一种“投入性参与”，当人忘我地投入相信时，不再是全然主观，亦非全然客观，

而且是“创造性再现”。“因信称义”的讨论不能脱离经验，只有亲身投入者才能真正理解，而且任何参与

因信称义的体验者，其经验都是非常独特而带有创造性的。

五、结论

由于在人与上帝的历史当中，人并不是可以脱离情境的观察者，而是参与其中的观察者，有关“因信称

义”的讨论，显然不能像自然科学用科学方法来规范，因为诠释者本身同时参与了所欲了解者。“ 因信称

义”涉及上帝与人的历史，所有想要了解“因信称义”者，也是上帝对人“因信称义”历史的一部分。如伽达

默尔所主张，历史的存在并无法孤立地从事自我认识，因为自我认识只能在历史所限定的情况下出发。

“所谓历史地存在，就是说，永远不能完全自我认识。一切自我认识都是从历史地在先给定的东西开始的，

⋯⋯”!

从神学角度来看，“一切自我认识都是从历史地在先给定的东西开始”，这正是基督教对人的理解的

写照，一方面“人的被造”是“历史地在先给定”，而另一方面，“ 人的堕落”也是“ 历史地在先给定”，所 以

“ 被造”与“ 堕落”是基督教神学讨论人的历史出发点。进而言之，在做神学讨论时，讨论者本身并非

置身度外，而是在“ 历史地在先给定”的情境下，以实践行动参与历史。正 如 伽 达 默 尔，不 但 重 视 历

史，而且重视在历史里的参与———实践，主张“ 实践”是通 往“ 了 解”不 可 缺 少 的 环 节，［)*］（ 参见第+*+页）对

神学讨论而言，显然与参与投入的信仰实践不可脱节。可见，神学的研究可望从诠释学得到不少新

的视野与洞见。

!"

诠释学与神学的对话：伽达默尔诠释学的贡献

! 参见《真理与方法 ,》第 -./ 页。中译为：“所谓历史地存在，就是说，永远不能进行自我认识。一切自我认识都是从历史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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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5(6)

    在中西诠释学思想发生的早期,诠释主体所理解的文本都是中西文化传统源头上的经典.孔子删定"六经",无疑使他成为中国经典诠释文化传统上

第一位自觉的经典诠释者."六经"只有被历史所认同的合法化诠释者在其特定的时代所给出的权威意义,这种权威意义即是"六经"的诠释意义,而不是

文本的原初意义;经学诠释学是为了传达"六经"的真理,这比还原"六经"的原初意义更为重要.诠释学对文学批评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但不应该仅从中

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视域来研究中国诠释学,而应该从经学的诠释学传统来建构中国诠释学.从<左传>对<春秋>的历史性诠释及<易传>对<易经>的系统性

诠释来评价,中国早期经学诠释学的形成,一开始即呈现为存在论的诠释学,而不完全是技艺学的诠释学."传"、"注"、"疏"、"笺"、"正义"、"章句"、

"训"、"训纂"、"训诂"、"解诂"、"说"、"说义"、"微"与<易传>的"十翼"等,构成了中国经学诠释学的技艺学诠释方法论,但其中潜含着丰富的存在论

的中国诠释学思想.经学诠释学作为中国诠释学的主脉,正是在儒家经典的历代诠释中生成.

2.期刊论文 刘锋 基本神学、诠释学和意义 -国外文学2002,22(1)
    诠释学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在包括文学理论、艺术、历史、宗教等在内的人文学科中有广泛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标志出这些学科的现代品质.本文

通过追溯基督教基本神学的发展,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讨论了经典文本、意义、解释等问题.

3.期刊论文 孙慕义.SUN Mu-yi 汉语生命伦理学的后现代反省 -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21(5)
    汉语生命伦理学正在经历危机.生命伦理学应是这样一门学科:对人的生命状态进行道德追问;对生命的终极问题进行伦理研究;对生命科学技术进

行伦理裁判与反省;对生命、特别是人的生命的本质、价值与意义的道德哲学解读.汉语生命伦理学的学术知识生产,已深深地和各种社会权力、利益

体制相互交缠,其学术体制的内部组织、学科发展、学术行动和开拓的规划,都受制于社会权力和利益的关系,加之学科门类的顽固偏见,使其始终处于

政治伦理、制度伦理或政策边缘,始终处于医学、哲学与社会科学专门化的边缘.生命伦理学至今没有建立完整而融贯的理论传统和科学的方法学训练

机制,并由少数人操控学术体制使之成为学术偏见的生产地,以服务于局部利益,建立虚假的权威之虞.

4.学位论文 车桂 '真光已经照耀'——保罗·蒂利希《系统神学》评论 2001
    蒂利希的系统神学以完全摧毁圣经权威为思想前提,这是对于路德神学遗产的践踏.亚历山大学派的寓意解经传统和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批判主义

是蒂利希系统神学"去字句主义"的圣经诠释学的思想渊源.如果说,亚历山大学派的寓意解经传统意味着在早期希腊教父射上圣经信仰对于希腊古典形

而上学的妥协让步,那么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批判主义乃是意味着在现代自由主义基督教思想家身上古典基督教神学传统对于启蒙理性精神挑战的全

面缴械.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悲剧,现代自由主义基督教神学为这种全面缴械付出的代价是他们自己始料不及的.20世纪存在主义所揭示的人类

精神的深刻危机乃是对于这个巨大的历史性悲剧淋漓尽致的描绘.圣经权威,是全部基督教神学思想的根基,是基督教神学体系的阿基米德点,是今日福

音派和自由派神学冲突的焦点.在这个意义上,路德神学遗产对于今日基督教神学的现实意义是无论如何估价都不会过分的.

5.期刊论文 薛华.XUE Hua 宇宙之镜:莱布尼茨与跨文化诠释学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7(3)
    本文从莱布尼茨在近代诠释学或解释学发展史上的巨大影响开始,试图说明他在跨文化诠释学理论基础方面和跨文化诠释学亲身实践方面的贡献

,认为他在两个方面都具有经典意义,卸典范意义.本文讨论了三点:第一,莱布尼茨的普遍和谐理论是否对于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理解和解释的可能性提

供了一种哲学说明.从而对于跨文化诠释学的可能性提供了一种哲学论证.第二,简要讨论了莱布尼茨在"关于中国人的自然神学观念的讨论"中的基础

思路,看他如何在相异的文化中看到自己的文化.和在自己的文化中看到相异的文化,从而否定存在着纯粹文化和纯粹文化传统.第三,从莱布尼茨及其

时代谈论不同文化的习惯方式,提出关于"西方文化"、"东方文化"或者"中国文化"这类说法是否存在着问题,是否和如何可能会导致误解.本文的主要

意图是突出探讨跨文化诠释学的基础理念与方法的重要性.

6.期刊论文 谢晖 科学与诠释:法哲学研究的两种理路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3,""(1)
    法哲学研究经历了神学取向、科学取向和诠释学取向这样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是历时性的纵向发展过程,但也不排除共时性的存在.在当今,神学

取向的法哲学研究已衰微,而科学取向和诠释学取向已成为法哲学研究的两种理路.虽然哲学诠释学是在反对"科学方法"的名义下产生的,但它与科学

方向之间并没有一刀两断,相反,二者之间的相互渗透却越来越多,它们构成了人类思维和认知之两翼.

7.期刊论文 姜哲.JIANG Zhe 从经学诠释学看汉代公羊学的"预表"特征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36(1)
    无论是在西方的神学诠释学还是在中国的经学诠释学中,都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可以相互汇通的诠释学思想和方法论体系.本文即是在这一理论前

提之下,着重探讨汉代公羊学的"预表"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预表解经法是早期教会为了统一<新约>和<旧约>以及调和"马西昂主义"和"诺斯替主义

"而采用的诠释学策略.同样,汉代公羊学也是汉王朝为了实现政治上的"大一统"而在经学诠释学上的某种体现.预表法和公羊学虽在具体的诠释方法上

有所不同,但却都表现出"转喻性诠释学"的共同倾向,并且都以对"经"这一概念的独断论应用为其诠释学前提.

8.期刊论文 钟厚涛 "经学诠释学"构建的任务旨趣与路向规划 -天津社会科学2010,""(2)
    一

当下,中国学者在对具有诠释学特征的传统思想资源进行清理时,往往限定在"诗无达诂"、"以意逆志"等文学批评领域的命题.伽达默尔提醒我们:"诠

释学的历史告诉我们,除去文学的诠释学,还有神学的和法学的诠释学."④也就是说,诠释学的外延涵盖范围是极其广泛的,如果仅限定在文学批评领域

,可能会将诠释学本身所潜存的巨大效力遮蔽和掩盖掉.

9.期刊论文 潘德荣.PAN De-rong 诠释的困境与出路--《理解之思--诠释学初论》序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

社会科学版）2005,33(4)
    我国哲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初才开始接触西方诠释学.随着一批重要的诠释学经典论著的翻译出版,很快地引起了人文科学众多学科的关注,现已

渗入到哲学、文学、法学、神学、历史学等诸多研究领域,且已出版了为数可观的学术论文与专著.

10.期刊论文 潘德荣.PAN De-rong 知识、语言与诠释的实践品格——从奥古斯丁神学诠释学的观点看 -华东师

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2(4)
    当人们讨论思想时,必然会涉及对语言、符号等表达思想的形式之研究.在奥古斯丁那里,神学诠释学问题是与知识论、语言和符号理论、历史哲

学等交织在一起的.信仰不再单纯是信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理解问题,解经活动便成了为信仰提供理性证明的活动.奥古斯丁的语言与符号理论表明了

神学诠释学的、以信仰为基础的理性主义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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