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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历史神学和教义神学的迅猛发展和深厚历史积淀，华人学术世界的

圣经神学发展，似乎还亟需扶植和加强。有意思的是，至少，从纸面宣传文字

而言，华人教界和学界似乎言必称圣经，甚至慷慨激昂之，标举任何诠释都不

可触碰和动摇圣经底线，可是，毋庸讳言，这样慷慨激昂的姿态，大多是一种

躺在标语上睡大觉的姿态。事实上，真正愿意花时间躬耕了解和深度认识圣经

神学的，愿意坐冷板凳投身其中进行研究的，却应者寥寥。放眼华人学术界，

港台学者已然开始打破了这种樊篱，走在了该学科研究的前列，并能适度与国

际学术界产生互动，这一点值得研究者们留意。 

台湾中原大学圣经神学研究学者王学晟博士，在 2016 年出版了《从基督

到基督教：耶稣运动的发生、发展和转型》的学术之作，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华

人学术界的圣经神学研究。从学术谱系角度而言，该本专著是对德国圣经学者

戴歌德（Gerd Theissen）耶稣运动之巡回灵恩布道研究的推进。另外，从学

术研究方法论角度而言，著者立足于社会科学批判（Social Scientific Criticism）

方法论，还对国际学者郝斯利（Richard A. Horsley）所提出的耶稣运动是一种

社会底层运动观点做出了回应。著者认为，此二位学者对耶稣运动的研究主要

紧扣社会学经典理论，突出结构-功能主义和冲突理论，结果使得阐释流向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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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社会学词汇，忽略了阶级和民族矛盾缺乏一种历史的纵深维度和立体感。

著者为拓展对这一范畴的学术研究，立足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的教派

类型学和动力学，探讨教派运动所产生的张力，分析和探讨耶稣运动之群体与

外部社会的张力。 

该书分为六个部分。导论陈列耶稣运动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动态，以及明确

提出自己的问题意识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第一章考察耶稣运动的时代背景，宏

观着眼于分析当时罗马和犹太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微观着眼于加利利乡

村结构和犹太天启主义。第二章以社会学之资源动员理论为方法，从短缺理论

角度指出哪些弱势群体成为了耶稣运动的群众基础。第三章分析耶稣运动的初

期实践，探讨该运动所体现出的社会精神特质以及教派运动特点。第四章分析

耶稣运动的进一步发展，重点分析教派运动的顶峰为何体现为耶稣之死。结论

部分是对全书研究内容的总结，指出耶稣运动的线性发展和转型是怎样一个过

程，同时阐明耶稣运动研究对理解对观福音的重要性。 

该书是华人学者有意识接续国际圣经神学研究界最新研究成果，并将之加

以丰富和推进的显著体现。著者面对国际圣经学界研究翘楚，并未一味背书和

做注，而是在尊重和师法前人的基础上，又敢于大胆指陈其弊和进行质疑，学

术的独立性由此可以一览无余。无论是从学术研究的观点、材料、方法还是学

术规范等角度来看，该书都是一本堪为学位论文典范的严谨学术之作，值得后

来年轻学人效仿和参考。就影响而言，该书是典型的圣经神学学术研究之作，

它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华人学术界圣经研究的边界，可能更多是一种对基要派释

经的砥砺和警醒。还有，仅单就方法论而言，著者大胆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引

进圣经研究这种纯人文学科范畴，这种跨学科的联系和整合方式，值得我们后

来者留意和借鉴。 

当然，就耶稣运动或者历史的耶稣研究而言，它对中国基督宗教的历史和

现状可以产生什么样的启发和洞见，或者说中国基督宗教仅就宗派性而言，是

否跟历史上的耶稣运动有何相似或者相异，中国基督宗教教派的差异性和释经

推进，可以从该研究中获得怎样的推进，这个是著作今后可以进一步处理的问

题，也是古文今释的一种人文精神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