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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S745: Contextual Theology for Chinese World 華人處境化神學 
TSS545: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 

 
本課程基本參考書目（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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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傳教士： 
丁韙良：《天道溯原：丁韙良基督教作品選粹》（1854） 
利瑪竇：《天主實義》（1603） 
夏瑰琦編：《聖朝破邪集》（1939/1996） 
鄭安德編：《明末清初耶穌會思想文獻匯編》（2003） 
【大量研究沒有列出】 
 
B. 19世紀 
王林：《西學與變法：《萬國公報》研究》（2004） 
李熾昌編：《晚清《萬國公報》基督教“聖號論爭”文獻匯編》（2008） 
黃昭弘：《清末寓華西教士之政論及其影響：以萬國公報為主的討論》（1993） 
【大量研究沒有列出】 
 
C. 20世紀： 
何世明：《世明文集選》：《基督教與儒學對談》，《基督教儒學四講》，《融貫神學與

儒家思想》，《從基督教看中國孝道》（1999） 
吳利明：《基督教與中國社會變遷》（1981） 
吳國安：《中國基督徒對時代的回應（1919-1926）：以《生命月刊》和《真理週報》為

中心的探討》（2000） 
吳雷川：《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吳雷川著作集（一）》（2013） 
邢福增：《基督信仰與救國實踐——二十世紀前期的個案研究》（1997） 
周億孚編：《中華基督教神學論集》（1974） 
周聯華：《基督信仰與中國》（1973？） 
林治平：《基督教與中國論集》（1993） 
林榮洪：《近代華人神學文獻》（原著選讀）（1986），《中華神學五十年 1900-1949》
（1998） 
林語堂：《信仰之旅》（） 
徐松石：《基督教與中國文化》（1962），《基督眼裏的中華民族》（1974），《聖經與

中國孝道》（） 
張西平、卓新平編：《本色之探：20世紀中國基督教文化學術論集》（原著選讀）

（1999） 
楊天宏：《基督教與民國知識分子：1922年-1927年中國非基督教運動研究》（2005）  
楊天宏：《救贖與自救：中華基督教會邊疆服務研究》（北京：三聯，2010） 
趙紫宸：《趙紫宸文集》（200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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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翼凌：《譯經論叢》（1979） 
鞏道運：《近世基督教和儒教的接觸》（2009） 
謝扶雅：《基督教與中國思想》（1971） 
顧衛民：李廣平編著，《神天宣慶：圖說中國基督宗教藝術史》（2011） 
 
基督教與民國時期中國文學： 
王列耀：《基督教文化與中國現代戲劇的悲劇意識》（2002） 
王列耀：《基督教與中國現代文學》（1998） 
馬佳：《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宗教文化和中國現代文學》（1995） 
陳奇佳、宋暉：《被圍觀的十字架：基督教文化與中國當代大眾文學》（2010） 
陳偉華：《基督教文化與中國小說敘事新質》（2007） 
喻天舒：《五四文學思想主流與基督教文化》（2003） 
楊劍龍：《中國現代作家與基督教文化》（1998） 
劉勇：《中國現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結》（1998） 
劉麗霞：《中國基督教文學的歷史存在》（2006） 
羅賓愻：〈基督教與二十世紀中國小說〉 
譚佳林：《百年文學與宗教》（2002） 
 
D. 當代： 
石衡潭：《论语遇上圣经: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正面交会》（2014） 
何光滬、楊熙楠編：《漢語神學讀本》（2009，上下冊）（原著選讀） 
李錦綸：《永活上帝生命主：獻給中國的教會神學》（2004），《道成肉身救贖源：獻給

中國的教會神學》（2006） 
汪維藩：《十年踽踽：汪維藩文集（一九九七至二零零七）》(2009) 
汪維藩：《廿載滄茫：汪維藩文集（一九七九至一九九八）》(2011) 
周克勤：《神學本位化點滴》（2002） 
房志榮：《三字經與聖經卅二講》（2005） 
林鴻信：《忘我神學》(2018) 
姚興富：《耶儒對話與融合：《教會新報》（1868-1874）研究》（2005） 
高深：《天道與聖賢：《莊子》與《聖經》比較研究》（2008） 
曹榮錦：《成神論與天人合一：漢語神學與中國第二次啟蒙》（香港：道風書社，

2015） 
梁燕城、徐濟時：《中國文化處境的神學反思：中華福音神學人物研究》（2012） 
莊東傑：《跨越鴻溝：在華人文化處境中詮釋罪》（2009） 
莊祖鯤：《說禪論道：基督教與儒釋道之對話》（2009），《契合與轉化：基督教與中國

傳統文化之關係》（2007） 
郭清香：《耶儒倫理比較研究：民國時期基督教與儒教倫理思想的衝突與融合》（2006） 
陳文寧：《論明清中國士人信徒對祭祖禮的探討》（香港：紅出版文化平台，2017） 
陳耀南：《孝道•心》（1999），《中華三教與基督福音》（2005），《從自力到祂力：

與中國人談基督教》（2006），《信仰的拔河：一個基督徒看儒道佛》（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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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書與中國思想》(2010)，《福音對聯 300首》（2010），《王者智慧：箴言
新析與儒道教勉》(2011) 

黃保羅：《儒家、基督宗教與救贖》（2009） 
楊克勤：《孔子與保羅》（2010） 
楊慶球：《成聖與自由：王陽明與西方基督教思想的比較》（1996），《中國文化新視

域：從基督教觀點看中國文化》（2004） 
溫以諾：《中色神學綱要》  （1999）
http://www.enochwan.com/chinese/full/(2)%20sino%20theology.html  
溫偉耀，《生命的轉化與超拔：我的基督宗教漢語神學思考》（2009），《成聖、成仙、

成佛、成人：正視人的高貴與醜惡》（2015） 
趙天恩：《中共對基督教的政策》（臺北：中華福音神學院，1986）。  
趙天恩：《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1949-1997）》（臺北：中國福音會，1997）。  
趙君影：《漫談五十年來中國的教會與政治》（臺北：中華歸主協會，1981）。 
遠志明：《老子 vs.聖經：跨越時空的迎候》（1997） 
鄭順佳：《唐君毅與巴特：一個倫理學的比較》（2002） 
謝文郁：《失魂與還魂：中國文化的困惑與出路》（1995） 
韓思藝：《從罪過之辨到克罪改過之道：以《七克》與《人譜》為中心》（北京：中國社

會科學出版社，2012） 
Starr, Chloe. Chinese Theology: Text and Context. (2016) 
 
Contextual Theology: 
Bevans, Stephen B. Models of Contextual Theology. 1992. Orbis. 
Flemming, Dean. Contextualization in the New Testament: Patterns for Theology and Mission. 

2005 
Gilliland, Dean S., ed. The Word Among Us: Contextualizing Theology for Mission Today. 1989 

[Fuller] 
Hesselgrave, David J. and Edward Rommen, Contextualization: Meanings, Methods, and 

Models. 1989 [Trinity]  
Kraft, Charles H. Christianity in Culture. 1979. Orbis. [Fuller] 
Legrand, Lucien. The Bible on Culture: Belonging and Dissenting. 2000. Orbis. 
Luzbetak, Louis J. The Church and Cultures: New Perspectives in Missiological Anthropology. 

1988. Orbis. 
Newbigin, Lesslie. The Gospel in a Pluralist Society. 1989. 
Sanneh, Lamin. Translating the Message: The Missionary Impact on Culture, revised and 

expanded ([1989] 2009) 
Walls, Andrew F.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ristian History: Studies in the Transmission of 

Faith. 1996. Orbis. [Aberdeen, Edinburg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