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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旨在对汉语神学界关于约翰·麦奎利思想的研究进行深入的文献综述和未来研究方向的展望。麦

奎利是一位杰出的宗教哲学家，其作品对于现代神学思想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首先，文章回顾了

麦奎利的生平，特别是他在宗教哲学和系统神学领域的贡献，包括他的学术背景、重要著作以及在汉

语神学界的影响。其次，文章介绍了目前汉语神学界对麦奎利作品的翻译情况，包括翻译内容和覆盖

范围。随后，文章对汉语神学界对麦奎利思想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已有的研究成果，并指

出了存在的研究空白和不足之处。最后，文章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一些可能的研究方向和

议题，包括继续增进对麦奎利著作的翻译，关注麦奎利宗教对话思想，以及关注麦奎利与其他思想家

和学术领域的对比与交叉研究，以期来进一步拓展和加深对麦奎利思想的研究。这些努力有望促进对

麦奎利思想的全面解读，推动汉语神学界对约翰·麦奎利思想的深入理解，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更多

的参考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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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conduct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earch prospects on the re-
search on John Macquarrie’s thoughts in Sino-Christian Theology academic community. Macqua-
rrie is an outstanding religious philosopher whose works have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
velopment of modern religious philosophical thought. Firstly, his life is reviewed, especially his 
contributions in the field of religious philosophy. Secondly, it introduces the current translation sit-
uation of his works in Sino-Christian Theology academic community. Then it analyzes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John Macquarrie’s thoughts in Sino-Christian Theology academic community, 
summarizes the existing results, and pays attention to the existing research gaps. Finally, the article 
looks forward to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nd proposes some possible research directions and 
topics, including continuing to enhance the translation of his works, paying attention to his religious 
dialogue ideas, and focusing on his comparative and cross disciplinary research with other thinkers 
and academic fields to further expand and deepen the study of his ideas. These efforts are expected 
to promote a comprehensive interpretation of John Macquarrie’s ideas,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John Macquarrie’s ideas by the Sino-Christian Theology academic community, and provide more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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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与研究背景 

基督宗教思想发展到当代，形成了许多新理论、出现了许多新的思想家，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就是

约翰·麦奎利(John Macquarrie, 1919-2007)。麦奎利在宗教哲学、系统神学和实存主义神学等领域做出了

许多贡献。(实存主义即流行译名存在主义。何光沪教授认为这是误译[1]：existence 应该译为“实存”，

Being 才应该被译为“存在/存在本身”。因为“存在”是一切事物的最一般基础和唯一共性，而“实存”

是存在在时空中的片断实现。此外还有学者将 existence 译为“存有”、“生存”，将 Being 译为“本体”。

本文在综合各种译法的基础上，选择将 existence 译为“实存”，Being 译为“存在/存在本身”。)汉语学

界开始接触麦奎利的思想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但许多年过去了，汉语学界对麦奎利思想的研究依然有

限，其思想被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远不如学界对希克、蒂利希、巴特和 C.S.路易斯等人的研究。因此本

文旨在通过检索相关资料与文献，来窥视汉语学界对麦奎利思想的研究动态与成果，同时分析现有研究

的空白之处，以期未来能对麦奎利的思想有一个更深刻和全面的把握。 

2. 约翰·麦奎利的生平 

约翰·麦奎利于 1919 年 6 月 27 日出生在苏格兰伦弗鲁(Renfrew)。他的父亲是长老会的长老，因此

他的家庭具有苏格兰盖尔语传统。他曾在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攻读哲学，师从坎贝尔

(Charles Arthur Campbell)并获得神学学位。他在 1945 年被祝圣为苏格兰长老会牧师，然后在英国陆军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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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部(1945~1948 年)服役。之后他担任教区牧师(1948~1953 年)。1949 年他与珍妮(Jenny Fallow)结婚。不

久他回到格拉斯哥大学攻读博士，于 1954 年获得博士学位，同时在格拉斯哥大学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担任系统神学讲师。他的导师是亨德森(Ian Henderson)，其曾是巴特(Karl Barth)的学生，但其在神学上与

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更接近。麦奎利 1962 年开始在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担任系统神学教授。在美国期间他加入了圣公会。但考虑到家人的感受和他们的长老会背景，他保留了

在苏格兰长老会的身份。1970 年他回到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担任“玛格丽特夫人神学讲座”教

授(Lady Margaret Professor of Divinity)和教堂牧师。他于 1986 年退休，之后居住在牛津，并被任命为名

誉教授和名誉牧师。从 1996 年起他一直担任美国研究生神学基金会(Graduate Theological Foundation)的
“马丁·海德格尔”哲理神学(Philosophical Theology，与宗教哲学近义)教授。麦奎利于 2007 年 5 月 28
日逝世，他的遗孀珍妮于 2008 年 8 月逝世。他的档案由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维护。

此外，在美国研究生神学基金会中，还有一个“麦奎利项目(Macquarrie Project)”的多媒体收藏，包括了

他的研究作品、讲座录音、笔记和布道集。 

3. 研究现状 

3.1. 翻译情况 

3.1.1. 著作翻译情况 
麦奎利一生著作等身，其全部著作在这里就不再依次列举和展示，读者可以在图书馆和数据库中轻

易检索到。因为文章着重梳理的是汉语神学界对麦奎利思想的研究，因此在这里只分析其已经被译为汉

语的文本。麦奎利的专著目前被译为汉语的有七本。《二十世纪宗教思想》[2]由何光沪和高师宁翻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出版，1992 年由台湾桂冠图书公司出版(台版题名为《二十世紀宗教思潮：

1900~1980 年的哲學與神學之邊緣》)，同时宗教文化出版社也于 2006 年再版。这本书是对二十世纪流行

的宗教和哲学思想流派进行的介绍，涵盖许多哲学和宗教流派，麦奎利对他们的思想进行了分类与探讨，

客观公正地给出了思考和评价。 
《基督教神学原理》[3]由何光沪翻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1998 年出版，上海三联书店 2007

年再版。这本书是麦奎利具有里程碑的著作之一，他在书中运用哲学思辨方法，将神学与哲学、科学进

行对话。他试着在理性和信仰之间建立联系，以便深入理解基督教信仰，并使其对当代世界更有意义。

他在其中也提出了许多新的宗教哲学思想，诸如“象征神学”、“实存–存在论”(existence-Being)、“使

在”(letting-be)等思想，这为当代人理解基督宗教思想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谈论上帝：神学的语言与逻辑之考察》[4]第一版由钟庆翻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年出版。第二

版由安庆国翻译，高师宁校对，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年出版。(第一版题为《神学的语言与逻辑》，第

二版题为《谈论上帝：神学的语言与逻辑之考察》)。这本书旨在引导人们反思如何正确运用逻辑和语言

“谈论”上帝。麦奎利聚焦于当代神学所面临的语言问题，直面来自逻辑实证主义和分析语言哲学的挑

战。其最终提出用“实存–存在论”的语言来谈论上帝。 
《存在主义神学：海德格尔与布尔特曼之比较》[5]由成穷翻译，王作虹校对，香港道风书社 2007

年出版。这本书是麦奎利的博士论文，致力于研究实存主义哲学对当代神学的影响。麦奎利聚焦于实存

主义的代表人物哲学家海德格尔与神学家布尔特曼，分析了海德格尔的实存主义哲学对布尔特曼《新约》

研究的影响。麦奎利试着揭示实存主义对当代神学的重要性，为当代哲学和神学的交叉领域提供了新的

思考和洞见。 
《天人无间：基督教密契主义导论》[6]由吴恩扬和楼世波翻译，香港道风书社 2013 年出版。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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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本导论，是对基督教密契主义(即“Mysticism”的汉译，流行译法为“神秘主义”，还有译为“秘契

主义”)较为完整的总结和分析。麦奎利在这本书中分析了密契主义所具有的特点，从《圣经》开始追溯

密契主义的根源，一直叙述到现代密契主义。虽然麦奎利并不赞成密契主义的所有教导，也对某些观点

进行了批判，但总的来说他认为密契主义是有益于教会的。 
《探索人性：一种神学与哲学的途径》[7]由何光沪和高师宁翻译，香港道风书社 2014 年出版，东方

出版社 2019 年再版。这本书从哲学以及神学的角度，梳理了关于人性的二十个重要问题。在深入地探讨

了人性的各个方面后，麦奎利认为人生的各种现象最后都指向了存在本身(Being)即上帝，上帝既是人性

的根源和支持，也是人性超越的目标。 
《探索神性：辩证有神论》[8]由何光沪、高师宁翻译，香港道风书社 2015 年出版。“探索神性”是

麦奎利在吉福德讲座的演讲题目(Gifford Lectures，吉福德讲座于 1887 年根据吉福德勋爵亚当·吉福德

(Adam Gifford)的遗嘱设立。讲座的目的是促进和传播最广泛意义上的自然神学研究。吉福德讲座的任命

是苏格兰学术界最负盛名的荣誉之一)。麦奎利认为传统的有神论在当今时代需要改变，他考察了从古典

时期到二十世纪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思想家，最终提出了古典有神论的替代方案，即辩证有神论(dialectical 
theism)。同时他的辨证有神论思想也为世界宗教对话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3.1.2. 其它翻译情况 
除了著作，麦奎利的部分论文和演讲内容也被翻译并刊登在不同的期刊上、或收录在书籍中。《第

二个千年终结时的基督教神学：希望之涨落》[9]由何光沪翻译并发表在 1996 年《世界宗教文化》第 8
期上，该文是麦奎利于 1995 年 11 月在北大外哲所发表讲演时的演讲稿，其快速概览了二十世纪神学的

主要思潮。《世界宗教之间的对话》[10]由范艾翻译并发表在 1997 年《世界宗教文化》第 4 期上，该文

是麦奎利于 1995 年 11 月在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发表讲演时的演讲稿，介绍的是麦奎利自己的宗教对

话观，他在文章最后给出了自己的宗教对话思想，即辩证有神论。《宗教思想中的后现代主义》[11]由何

光沪和高师宁翻译并发表在 2013 年《宗教与哲学》第 2 期上，麦奎利在将后现代主义放入十项对立的命

题中，并予以考查，以此来说明后现代主义对于神学和宗教哲学具有的意义。《天风》期刊编辑部从麦

奎利《二十世纪宗教思想》一书中摘录并形成了《神学与妇女》[12]一文发表于 2001 年第 4 期上。此外，

由刘小枫 1991 年主编的《二十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一书还收录了麦奎利《基督教神学原理》中《人

的生存》[13]一文。 

3.2. 研究论文 

3.2.1. 麦奎利的哲理神学研究 
汉语学界最早研究麦奎利思想的论文是何光沪于 1983 年发表在《世界宗教研究》上的《现代基督教

思想的一个标本——麦奎利的系统神学》[14]一文。这篇文章主要围绕麦奎利的《基督教神学原理》一书

展开，着重介绍了麦奎利的系统神学和他所提出的“实存–存在论”。文章分为两个主要部分，分别探

讨了麦奎利的哲理神学和象征神学。在第一部分中，首先对麦奎利哲理神学的基点进行了分析，这个基

点是对人的实存状态的研究。麦奎利通过揭示人的实存特性，引出了对存在本身，即对上帝的理解。人

在面对虚无时才能真正意识到存在本身。存在本身通过“使在”(letting-be)的行动使得实存物能够“在”

世上，因此存在本身并不是静态的。从这里可以看到“使在”这个概念首次出现在汉语语境中，这也为

何光沪教授后来构建以“使在、内在、超在”为本体论的“全球宗教哲学”做下了铺垫[1]。文章的第二

部分介绍了麦奎利的象征神学，首先，由于我们只能通过存在物来认识存在本身，也只能用存在物的语

言来谈论存在本身。然而我们的语言是有限的。因此，我们只能采用类比或象征的方法，这就是象征神

学的出发点。麦奎利将三位一体中的三个位格分别理解为“神圣存在”所进行的三种活动；同时，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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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帝的属性做出了四个新的解释。基于存在本身的“使在”，麦奎利对“创世”进行了重新解释，同

时还对人性和原罪提出了与古典观点不同的解释。为了克服“罪”，上帝的创造活动被扩展为调解活动，

这就涉及到了“基督论”的问题。然而，由于篇幅的限制，文章中没有对此展开论述。讨论完“创世”

后，接下来是对“终末”的探讨，麦奎利的观点同样也不同于古典的解释。文章还提到了麦奎利的应用

神学，但没有展开具体论述。 
何光沪的《一种兼收并容的现代神学——麦奎利的基督教系统神学》[15]一文，收录在 1988 年《文

化：中国与世界(第 4 辑)》一书中。这篇文章增加了之前的文章没有探讨到的一些内容。该文对麦奎利《基

督教神学原理》一书进行了初步的内容介绍和评价，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概括了《基督教神学原

理》的背景。第二部分是哲理神学，文章分析了麦奎利如何将实存主义融入到自己的神学构建中，并提

出“实存–存在论”的研究方法。接着介绍了麦奎利如何运用“实存–存在论”方法重新解释基督教传

统的神学主题。最后文章认为应用神学是麦奎利“实存–存在论”神学方法的必然结果，也是关注人的

生存问题的核心目标。 
何光沪于 1997 年发表在《世界宗教文化》上的《麦奎利与〈基督教神学原理〉》[16]一文，主要是

介绍麦奎利及这本书的思想。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向读者介绍了麦奎利的生平、著作及学术影

响和贡献。第二部分介绍了《基督教神学原理》一书的成书背景和过程，以及它的内容、结构和研究方

法。第三部分对《基督教神学原理》进行了点评。但相比之前的两篇文章，这篇文章重点在于介绍《基

督教神学原理》一书本身，同时也没有前两篇文章所带有的特定时代的语言色彩。文章对麦奎利的思想

和《基督教神学原理》这本书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文章指出，将麦奎利的思想说成是折中或调和，

或者用还原主义思想将其归入实存主义，都是肤浅的理解。麦奎利历史地、宽宏地、虚怀若谷地对待各

种哲学和神学流派，其超越了宗派的学术立场，显然比那些狭窄的观点更符合两千年来神学的实际情况。

文章最后指出汉语神学依然薄弱的原因主要是神学译作的停滞，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质量优秀的译作，

尤其是现代重要思想家的代表著作的翻译，将不利于整个汉语神学的构建。 
刘晶戈的《论“象征”在麦奎利神学方法论中的核心地位》[17]以象征神学为切入点，探讨了麦奎利

的“实存–存在”方法论。文章首先介绍了麦奎利的象征神学的内涵，指出象征能够连接人的实存与上

帝，其是揭示存在本身的唯一方式。接着文章列举了象征神学对传统神学教义的新解释。文章分析了象

征神学具有的积极意义。但文章也提出了一些质疑，认为麦奎利过于绝对地将象征视为揭示存在本身的

唯一方式。此外，文章还认为麦奎利将上帝称为“神圣存在”可能引起基要主义者的质疑，因为他们可

能会认为麦奎利的上帝观更像是哲学家们所理解的上帝，而不是基督教信仰中的上帝，认为这可能会削

弱基督教信仰的独特特征。 

3.2.2. 麦奎利的神学人类学研究 
关启文的《基督教与人的生存——约翰·麦奎利的人观》[18]一文于 2000 年先后发表在《建道学刊》

和《基督宗教研究》上。文章指出麦奎利创新地通过实存主义来论证基督宗教信仰对我们理解人的实存

的重要性。其指出，相较于传统的自然神学，麦奎利的实存主义神学更为平和、中道且系统。文章分析

了麦奎利的人观的特点，指出人的生存有四种两极性/极性(polarities/polar)。但同时文章也提出了一些质

疑，认为麦奎利的整个方法都是以中等及高收入群体为导向的：因为麦奎利要求人去反思，但这似乎假

定人都一定程度的闲暇和受教育程度，而当人们面临受教育程度不高、失业、经济压力时，可能无法腾

出时间进行深入的思考。于是文章进一步提出了基督宗教是否需要实存主义的问题。文章最后还认为麦

奎利的思想对上帝的超越性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关启文于 2001 年发表在《建道学刊》上的《由人的超越到神的存在——约翰·麦奎利的人类论证》

[19]一文以《探索人性：一种神学与哲学的途径》一书为研究材料，文章认为麦奎利的人类论证其实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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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支持上帝存在的累积论证，整本《探索人性》就是用来演绎这个论证的。该论证表明人的实存和人生

现象超越了自然界，因此自然而然地指向超越的上帝作为人超越的源头和基础。文章对构成麦奎利的人

类论证的六个论点进行了解释和批判性评价，同时指出它们存在的问题，并论证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接下来，文章以独特的方式，运用了统计学中的贝叶斯理论(Bayes Theorem)重新构建了人类论证，并得

出结论：尽管这个论证并不能确定地证明上帝的存在，但它是不可忽视的，并且可以成为支持上帝存在

的累积论证的重要组成部分。 
何光沪于 2015 年发表在《宗教与哲学》上的《麦奎利与〈探索人性〉》[20]一文，介绍了麦奎利的

生平及《探索人性：一种神学与哲学的途径》这本书的思想。文章以《探索人性》一书为核心，系统梳

理了麦奎利的学术历程和主要思想，并进行了评价。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麦奎利的生平和著

作进行了介绍。第二部分详细介绍了《探索人性》一书的内容，并梳理了麦奎利思想的来源。文章认为，

麦奎利对人性的探索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即先对人的实存进行现象学描述，然后进行哲学分析，接着

揭示人的有限性、局限性、依赖性以及超越性，并自然地探索存在本身的意义，最终达到对人性的深度

认识，以及对作为存在本身的上帝的领悟。 

3.2.3. 麦奎利的语言哲学研究 
董尚文的《寻求神学语言的意义——麦奎利的语言哲学简论》[21]一文于 2001 年先后发表在《理论

月刊》和《哲学动态》上。这篇文章主要是对麦奎利的著作《谈论上帝：神学的语言与逻辑之考察》进

行概括。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麦奎利的语言哲学产生的背景。第二部分讨论了麦奎利对

逻辑实证主义的语言理论的批判。第三部分阐述了麦奎利的语言哲学的核心。最后说明了其的语言哲学

的基本结论和方法论意义。文章先回顾了麦奎利如何对逻辑实证主义的人工语言理论进行批判，并建立

话语情景(the discourse-situation)理论。文章认为麦奎利的语言哲学将语言作为人的实存现象进行考察，为

其神学语言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方法论上，麦奎利将语言分析与实存分析相结合，认为神学语言分析必

须紧密依靠对人的实存的分析。文章认为这为理解神学语言的意义提供了线索，也为构建麦奎利的哲理

神学提供了可能。文章最后指出麦奎利构建了神学语言的基本逻辑，即“实存–存在”(existence - being)
语言。 

董尚文于 2002 年发表在《哲学动态》上的《当代西方宗教语言研究方法论分析(下)》[22]一文在第

四段对麦奎利的“实存–存在论”进行了探讨。文章指出麦奎利扩展了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的“存

在语言”，提出了“实存语言”。存在语言可以达到一种本体论的维度，可用于谈论超越人的存在本身。

实存语言之所以能转化为存在语言，主要是因为其中蕴含着对存在的类比。由于人的实存的独特性，我

们可以通过这种类比来揭示存在本身即上帝。文章认为从本体论的角度理解宗教语言的独特性，并将其

与人的实存状况及当代文化相关联，对于当代人理解神学语言具有积极和重要的意义。 

3.2.4. 麦奎利的辨证神学研究 
何光沪的《神性探索的新模式——麦奎利的辩证有神论》[23]一文于 2016 年发表在《宗教与哲学》

上。这篇文章主要是介绍麦奎利的生平及《探索神性：辨证有神论》这本书的思想。文章首先介绍了上

帝观念在多元化的当代思想中被严重质疑甚至抛弃的现实。强调了麦奎利重新构建上帝论的原因：“这

是现代人思想趋势的要求”。接着文章概括了麦奎利辩证有神证的性质。指出辩证有神论“兼顾了上帝

与人的相异性与相通性，即超人格性与人格性、超越性与内在性、永恒性与历时性、不变性与变易性、

不动性与易感性等对立面共存相通的性质”。然后文章指出这种新理论旨在克服传统上帝论思想将上帝

塑造成高高在上、全知全能、不变、永恒、不动的形象。麦奎利构建起了一位与人同受苦同努力的上帝

形象，在这部分中，文章还补充了对“神义论/神正论(Theodicy)”难题的理解。最后何教授简要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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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构建的“全球宗教哲学”与麦奎利思想的异同之处。 
李华的《约翰·麦奎利新型上帝论思想研究》[24]对麦奎利的辩证有神论的六个辩证神性类别进行了

考察，其中包括“存在与虚无”、“一与多”、“可认知性与不可理解性”、“超越性与内在性”、“易

感性与不动性”、“永恒性与历时性”。文章还探讨了上帝观念与各个宗教的关系，指出将辩证神性作

为终极关切的对象不仅合乎理性，还为不同宗教间的对话提供了可能性，这有助于促进宗教间的交流与

和谐。因此麦奎利的辨证有神论具有重要意义。 
张生的《自然神学的发展与自我超越》[25]一文收录在 2018 年《基督教思想评论》第二十三辑上。

这篇文章系统梳理了从传统自然神学到现代自然神学的发展过程。文章指出，传统自然神学认为人可以

通过理性来获得关于上帝的知识，但其也强调理性和启示在理解上帝问题上的同等重要性。然而，随着

人对理性的过度追求，自然神学试图仅依靠理性来参悟和理解上帝的奥秘，但这种想法在休谟(David 
Hume)和康德(Immanuel Kant)等哲学家的批判下逐渐失去了地位。20 世纪以后自然神学形成的一种新的

共识，认为人虽无法仅凭理性获得关于上帝的认识，但人的理性所具有的超越性表明，人作为理性的主

体，有可能认识上帝。最后文章分析了麦奎利的思想，指出麦奎利尝试采用“极性/两极性”(polar)的概

念来建立理解上帝的“辩证有神论”，可以实现自然神学的自我超越。 

3.2.5. 麦奎利关于“罪”的思想的研究 
张生的《基督教“罪”概念的实在论分析》[26]一文发表在 2014 年《宗教学研究》上，文章采用了

麦奎利的“实存–存在论”方法。文章首先对基督宗教的“罪”(sin)的概念进行了梳理，并探讨了与之

相关的“罪性”、“原罪”和“羞耻”等问题。接着运用实存主义对“罪”进行分析，指出从实存主义

的视角来看，“罪”的概念可以理解为一种关于“实存–存在”关系的认识论，将人(实存)与上帝(存在

本身)之间的背离用宗教语言描述为“罪”。因此，基于这一理解，我们可以更好地探讨基督宗教的核心

问题，比如“世界为何如此”(创造)、“世界应该如何”(救赎、终末)等等。 
陈超的《麦奎利对“罪”论的分析》[27]首先概述了实存主义神学对“罪”概念的处理方式。接着文

章聚焦麦奎利的神学语言观，强调了“象征”对揭示存在本身的作用。接着文章回顾了基督宗教传统处

理“罪”的问题的方式，引入了实存主义神学对“罪”的看法。然后文章介绍了传统神学与辩证神学的

区别，分析了辩证有神论对我们理解“罪”的概念的影响和意义。最后文章指出麦奎利运用实存主义解

释“罪”的概念的创新性，同时回应了有人关于麦奎利的思想中的还原主义倾向的质疑，以及哲学概念

在神学中的运用是否会导致基督宗教信仰削弱和偏离等问题。 

4. 研究展望 

4.1. 结论 

约翰·麦奎利的思想在汉语学界产生了许多的影响。他的关于系统神学、神学人类学、语言哲学、

辨证有神论等内容激发了许多学者的兴趣，并且引发了许多重要的研究。但本文发现，尽管在西方学术

界，麦奎利的思想已经得到许多研究，但在汉语神学界，关于麦奎利的研究仍然相对有限。关于麦奎利

的著作和论文的翻译数量十分有限。比如麦奎利曾经说到他最重视的两本书：一本是《基督教神学原理

(Principles of Christian Theology)》，另一本则是《现代思想中的耶稣基督(Jesus Christ in Modern Thought)》
[28]，但后者目前还没有汉译本。此外，西方学术界许多关于麦奎利思想研究的二手文献，比如探讨麦奎

利的救赎论[29]，基督论[30]和自然神学[31]等思想的文献，还有关于麦奎利生平和思想的导论性文献[32]、
系统回顾麦奎利思想体系的文献[33]，也都没有被系统地翻译和介绍到汉语神学界来。总的来说，目前汉

语神学界对麦奎利的研究尚未达到很深的程度，并且也缺乏对其思想的系统性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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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展望 

关于未来的研究方向和译题，本文认为，首先，需要增加对约翰·麦奎利作品以及二手研究文献的

翻译。此外还可以编写介绍性的文章，这样即使没有其著作的完整译本，也能了解到麦奎利一些著作的

思想。 
第二，可以深入研究麦奎利哲理神学中的各个部分，比如神学语言学、神学人类学、宗教对话思想、

宗教多元论、辨证神论、创世论和终末论等，以期来超越简单的文本介绍。 
第三，可探讨麦奎利关于密契主义/神秘主义的观点，考虑到神秘主义近年来在学界备受关注，而有

关麦奎利与神秘主义的研究在汉语神学领域尚属空白。 
第四，关于麦奎利与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尽管这一领域几乎未被深入探讨，但仍存在潜力。例如麦

奎利对宗教语言的开放性，在一定程度上与后现代主义的语言批判和多样性观点存在共鸣，因此可以探

讨他对语言与意义的思考对于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宗教语言理论有何启示。此外，麦奎利思想与后现代

主义的身体性、身份认同和权力关系等议题可以相联系，因为麦奎利关于人的实存和自由的思考可以对

解构主义和权力关系的讨论带来启发。通过麦奎利的思想与后现代主义的对话，我们可以拓展对麦奎利

的理论的理解和运用。 
第五，可以研究麦奎利与性别主义相关的思想[34]，聚焦于其神学语言、象征神学，分析其中的性别

涵义和表达方式，从而深化对宗教哲学、性别平权和社会正义之间关系的理解，并为推动社会正义和性

别平权等议题做出贡献。 
第六，可以探讨麦奎利对各种批判观点的回应，包括对其上帝观过度强调内在性的批判，以及关于

其的上帝观更接近于哲学而非基督宗教的观点。 
第七，可以进行关于麦奎利与其他思想家的比较研究。例如与 C.S.路易斯的人观的比较研究[35]，与

约翰·希克[36] [37]、蒂利希、孔汉思、萝特、列维纳斯和斯温伯恩等人的思想的比较研究，与东方哲学

的比较研究[38] [39]，例如研究实存主义神学对于基督宗教与儒释道三教思想对话具有的独特视角和积极

作用[40]。通过对比研究麦奎利与其他思想家的工作，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他的独特贡献和与其他思想流

派的关系，同时也可以促进跨学科和跨文化的对话，为哲学、宗教和相关领域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 
第八，关于麦奎利的宗教对话和宗教多元论思想的研究[41]。例如辨证有神论对全球宗教对话的积极

作用，以及与“全球宗教哲学”的关系[42]。 
第九，研究麦奎利思想的跨文化适应性和接受性。目前本文讨论的只是汉语学界对其思想的研究，

还不包括其它更多样和更广泛的文化圈[43] [44] [45] [46] [47]。 
第十，研究麦奎利思想在现实具体问题中的应用。例如许志伟在《生命伦理：对当代生命科技的道

德评估(At the Beginning of Life: Dilemmas in Theological Bioethics)》[48] [49]一书中谈到位格人所具有的

关系性向度时，就引用了麦奎利的思想。此外还可以研究麦奎利思想的跨学科性，例如对当代生命与医

学伦理学、生态神学[50]、生态环境问题和技术伦理问题等产生启示和影响。 
总之，汉语神学界对约翰·麦奎利思想的研究仍然有许多潜力和发展空间。通过继续深入研究和交

流，我们可以进一步拓展对麦奎利思想的理解，并为哲学、神学和相关领域的发展、同时也为全球文明

和思想的对话与和谐，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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