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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雅各教授作为现代新约圣经权威之一，以短小的篇幅，洗练的文句，清晰的方法与立场，

写下这本结合历史批判与神学反思的《新约神学导论》，实在是一众牧者和神学生不容错过的

佳作。 

 

新约神学建构过程 

邓氏在序言即明确的交代了本书的写作路线与目的，不是要延续前人的研究主题，也不会逐

一探讨每卷书卷，乃是要呈现一个新约神学的建构过程。开门见山，引人入胜。之后的两个

单元进一步的阐述了这种神学建构的前设与方法。 

 

第 1 章要解答的问题是什么是新约神学。他认为新约神学就是犹太人圣经神学和基督徒圣经

神学之间的接合位，所以他除了会参照新旧约圣经的文本，也会注重这个“接合位”当时所

身处的环境，包括与正典以外的著作互动。 

 

另外邓氏认为，新约本身虽然有着统一性，但同时也有差异性，所以不可能找出一个统一性

的宣讲。比较合乎中道的做法，就是描述早期基督徒的信心和神学，以及他们的经验、思想

与实践的发展流程，也就是他所谓的神学建构。他最后以保罗的神学为例，印证了上述的观

点。 

 

处理具挑战性主题 

第 2 章说明了几个决定的因素，他重申新约乃是旧约启示的延续，然而耶稣的受死与复活却

带来了决定性的冲击。对于耶稣的回忆在教会初期形成了口述传统，再经过圣灵在五旬节浇

灌的经验，成为第 2 个决定性的动力，邓氏在此特别强调经验的重要性。他最后满有气魄的

表示，自己希望在书中集中讨论最具挑战性的主题，也就是神、救恩、以色列和妥拉。 

 

第 3 至第 6 章就是逐一对这 4 个主题的阐述。邓氏在每章都会首先说明旧约如何为每个主题

奠下基础，继之在新约时代透过基督事件的启示，不同的观念得到承传与更新，当中同时包



含了延续性和不延续性。 

 

探讨基督论与救恩 

第 3 章环绕“神的神学”这个主题。邓氏罗列旧约中涵盖的神一论内容，包含了 6 个范畴：

神是造物主和审判者、神是独一的、以色列的神、神是超越和内蕴的、居间的天使，以及神

的智慧/话语。 

 

而基督事件对这些观念的转化，邓氏则透过思考初代教徒对耶稣的不同称呼和意象（教师和

先知、弥赛亚、人子、神子、主、神的智慧/话语、对耶稣的敬拜），作出剖释。他总结最早期

的基督论反省，以及信徒对神的认识，并非由他们自己创作出来的，乃是符合第二圣殿时期

犹太教的一神论反省。 

 

第 4章探讨“救恩的神学”。邓氏说救恩即人要倚靠神，在新旧约中各有丰富的意涵。以色列

传统的救恩神学可以概括为 5个范围：神是救主、神的自发行动（与他的慈爱怜悯相关）、神

的信实（与神的义息息相关）、救赎的途径以及盼望来世。 

 

耶稣所带来的冲击主要是强调一种已实现的终末论，并更新了神圣空间（主要集中讨论圣殿）

与救赎途径的观念。邓氏看重其中有关图像和隐喻的语言，认为是一种邀请，到今天仍然可

以让人继续进行相关的神学建构。 

 

揭示新旧承传与张力 

“神的教会”是第 5 章的主题。在这里邓氏所列举承传旧约的内容包括有：拣选以色列、分

别出来与热心和祝福、犹太人的派系分裂，以及以色列的终末盼望。经过基督事件与圣灵的

冲击，对于以色列的主题多有辩论。 

 

在第二圣殿时期犹太教派分裂的处境下，初代教徒重新定义（而非取代）以色列为归属于基

督的教会，以承传神的拣选与应许，将犹太教的排他性转化为基督教的普世性。当中带有张

力，陈述亦显得多样化。 

 

第 6章处理“伦理实践”这个主题。邓氏认为神的子民应该如何生活是新约神学的中心部分，

但是如何处理对待律法是新约神学的一个难题。新约传承了犹太恩典先于律法的观念，但是

以色列的律法却是将以色列和外邦分隔的墙，又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之道。 

 

虽然耶稣的教导明显强调了自己与律法之间的连贯性，但是新约对于律法和耶稣的教导，有

不同的态度，乃是第二圣殿时期犹太各个教派之间不同意见的延伸，例如保罗对律法的态度

则较为负面，但是爱的命令则被一致认同是基督徒伦理的根本原则。 

 

邓氏在结论再次强调使用历史批判进路的重要性，配合神学反思，就成为了一种神学建构，

乃是动态中的神学。他又重申自己的核心信念，新约同时拥有独特性和统一性，而耶稣的使

命和讯息，绝对是新约神学的一部份。 

 

结构精密立体呈现 

邓氏此书全卷的结构精密严谨，先有清楚解释相关的前设、立场与方法，继之以高度一致性

的逻辑框架逐项阐述书中的各个主题，令人易于接收掌握其内容，亦让人感受到其论述当中

所展露出的气魄与自信，加深了其说服力和影响力。而如此丰富的内容，竟能置放于区区 300

多页的篇幅之中，不禁令人佩服作者的功力。 



 

本书另一令人欣赏之处，就是其神学建构的进路。这种方法，重视历史中的处境性，让人能

够更立体的了解整套神学思想的发展过程，避免了只着重结果的片面与浅薄。对于要在承传

这些神学观念之余，进一步因应时代需要作出适切的发展与更新，会有很大的帮助。 

 

此外，本书虽然着重基督事件对旧约神学的承传、冲击与转化，但是并没有过份侧重单单以

基督为中心，反而多番强调五旬节经验的重要性，认定圣灵是这个转化过程中的第二动力。

这种能够平衡三一神三个不同位格的神学进路，值得肯定和欣赏。 

 

过分倾侧略为不足 

假如要谈到本书未臻完美之处，便可能是有几个方面的倾侧。其一是邓氏但凡援引新约神学

的例子，都是以保罗神学为主，其他新约作者的声音鲜有所闻。虽说邓氏本身是保罗神学的

专家，但是既然他多番强调新约神学中的差异性，能够多一点引用保罗以外的新约作者声音，

应该可以更具体的说明这个论据。 

 

另外一项倾侧便是邓氏集中讨论第二圣殿时期犹太文化对于新约神学的影响，但几乎好像没

有提过当时另一股重要的文化力量：希腊文化。需知道希腊的哲学，对于新约神学的发展其

实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另外作为一本导论书籍，邓氏似乎假设读者对犹太文化已经有一定

的掌握，并没有很多的背景解说。 

 

强化对话有助理解 

最后，邓氏比较集中阐释自己的神学路线，少有与其他学者的论证作出对话，就是在书本的

注脚中亦如是。假若能够强化对话的部分，应该对读者更深入的理解他的神学进路与立场会

有帮助。 

 

当然话说回来，要求一本篇幅如此短小的书籍有全面的涵盖与论述，亦是属于不合理的期望。

作为一本平衡历史批判与神学反思的新约神学导论作品，邓氏此书仍属不二之选，值得一再

推荐。 

 

欢迎浏览良友圣经学院网站 https://lts38.net，或 https://lts33.net，电邮至

school@liangyou.net 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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