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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福音傳遍各地，基督宗教有機會與不同的文化

相遇，如何表達基督教信仰，讓當地人接受，就成了一

個關鍵課題。本地化（或稱本土化、本色化）通常是

指信仰和福音在一個民族中紮根，並以本土的思想、符

號、實踐等方式表達的過程。它不僅開闢了表達福音的

新方式，更重要的是代表了一種建立真正的地方和區域

教會的嘗試。

	 本地化的基督信仰是一種已經融入到本地的主流文

化中，成為主流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經過了本地基

督徒的思考與經驗反省，基督信仰以具體方式影響著信

徒的日常生活與生活處境。基督信仰可以透過不同方式

呈現，除了以神學思想呈現之外，亦可以透過藝術、文

學等方面表現出來。

	 當中，視覺藝術和建築等藝術形式與文字表達不

同，由於是透過視覺感觀接觸，對普羅大眾發揮一定的

影響力，容許很大的想像空間。而且，因應各地文化不

同，視覺藝術或繪畫和建築在不同文化和時空之下所呈

現的，在表達上可以有很大的差異。本期《鼎》的主題

是藉著藝術（包括視覺或繪畫和建築），從理論和實踐

上探討基督信仰的本地化。

	 第一篇主題文章是靖保路神父的〈對基督信仰的本

地化與跨文化福傳的再思〉，靖神父在文中探討了本

地化的含意，他指出，信仰本地化不僅是一種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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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行動，更是天主的一種行動，是天主在創造人類

之後，不斷以各種救恩行動（創造、救贖和聖化）走

向人類的行動。他提出了三條不同進路來思考信仰本

地化：1.天主在世界各民族與文化中的自我啟示，以及

各民族的回應；2.天主的啟示與希伯來─希臘─羅馬

文化；3.從基督文化走向諸文化。他認為基督信仰作為

一種文化資源展現在一個民族的文學、哲學、音樂、藝

術、建築、風俗習慣之中。

	

	 接著的文章分為兩部分，分別是信仰本地化與繪畫

藝術，以及本地化與建築藝術。有關「本地化與繪畫藝

術」的部分包括兩篇文章，首先是來自台灣從事藝術創

作和教育的學者林書琦博士撰寫的〈本色化藝術與神學

的對話〉。林博士首先引用幾位整合神學與藝術的學者

之見解，從理論角度探討藝術／美學與神學的關係，並

以一幅台灣殖民時期的風景畫來探討和反思信仰，指引

觀眾在群體中尋求上主的信實，以及在壓迫和救贖中擁

抱彼此的差異。此外，林博士亦指出在亞洲文化和宗教

多元的背景下，亞洲基督宗教藝術的定義亦變得複雜，

但與此同時，從傳教的角度來看，這有助於本地化藝術

的討論。她認為本地化藝術所體現的神學美學，為跨越

文化藩籬的對話打開大門，並肯定信仰有其社會責任，

致力賦權予弱勢群體。

				

	 另一篇文章是宗教藝術學者戴維思博士的〈跨越地

域：南亞畫家千達德的本地化視角〉。在研究印度藝術

家千達德在印度和美國工作的經歷和她的藝術作品時，

戴維斯博士認為千達德（1909-1980）鼓勵將印度文化

獨特的審美結構和情感結合起來，以傳達基督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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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導。受到她的同代人聖雄甘地的自我犧牲教義的啟

發，千達德將藝術視為回應人類問題的一種方式。她還

借鑒了由印度教哲學塑造的印度美學，並在傳播基督信

仰時構思了新的圖像形式和方言。作為一名從印度穿越

到美國的女性基督徒，戴維斯認為千達德肯定了藝術家

作為基督宗教翻譯者和傳播者的必要角色。這些藝術本

地化經驗都值得我們借鏡。

	

	 第二部分享有關「本地化與建築」包括三篇文章。

首先，劉平先生的〈建築的文化——大陸天主堂建築本

地化調查〉宏觀地介紹天主教建築在中國大陸本地化的

五個歷史階段，他亦根據其調查結果，配以圖片展示，

對大陸現有的教堂建築作出分類。基於這些分析和參考

了天主教文獻中對聖堂和禮儀空間的要求，作者對天主

教建築在中國本地化提出了一些建議。作者認為，在教

會本地化在保持對聖堂和教會的神聖典禮應有的尊重與

敬意的前提之下，各民族、各地區可以根據其文化特色

和前人的經驗，以其獨有的方式在教會內自由發展。

	 在〈論瑪利諾會早期的建築文化〉一文中，方濟會

伍維烈修士探討了瑪利諾會於傳教早期在中國各地的建

築藝術所採用的本地化策略。採用了大量檔案圖片，伍

修士指出瑪利諾會在中國蓋建的教堂揉合了當地的文化

特色及中國的建築元素。他認為瑪利諾會在宗教建築藝

術本地化的貢獻反映他們能成功地把教會與政治分開，

並以本地藝術語言表達信仰。中式的教堂建築表達了瑪

利諾會傳教士熱愛傳教和文化交流的精神，這是本地化

的成功例子，讓中國的天主教徒表達一個新的身份。		

	



199期 (2021)

4

	 另一篇有關建築藝術的文章是由平信徒建築師蔡錦

龍撰寫的，在〈聖母在中國大陸和香港的天主教建築的呈

現〉一文中，蔡錦龍介紹了聖母瑪利亞建築學，以及各種

相關設計在中國大陸和香港的呈現，當中部份融入了本

地文化精髓。作者指出，聖母瑪利亞建築學是將聖母學

的神學，實現於天主教教堂的設計及規劃中。聖母瑪利

亞代表的信、望、愛、和平及共融的精神，不僅為中國

教會，亦引領普世教會及人類在歷史中達至和諧共融。	

	 除了主題文章外，本期還包括了兩篇與當代中國教

會有關的文章及一篇書評。配合今期的專題，伍維烈修

士撰寫了一篇有關基督宗教藝術的書評，即林書琦博士

的《媒介的空間：台灣的基督教藝術與視覺文化》，當

中探討了藝術、神學和靈修的關係。

	 此外，歐陽剛毅神父撰寫了〈身份危機與家族重

建——解析聖祖若瑟傳記敘述的夢、淚、家〉一文。

今年是「聖若瑟年」，古聖祖「若瑟」常被認為是耶穌

的預像，但也有聖若瑟的身影，作者將散落在《創世

紀》敘述中的以色列古聖祖若瑟的傳記分析整理，並討

論了教宗方濟各的宗座牧函《以父親的心》之中所描述

的聖若瑟的形象。作者亦借此反省現代社會處境中的相

關課題，特別是中國社會的處境，希望有助現代人重建

婚姻家庭的神聖，找尋個人身份歸屬與認同。

	 在〈山西天主教教區修女會研究考察〉一文中，張

闊神父就山西天主教的教區修女的聖召狀況和一般情況

進行考察。作者指出，山西教區修女會的聖召不足反映

了整個國內教區修女會的狀況，呈現衰退、無以為繼的

跡象。這是急需回應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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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感謝各位作者賜文、各位為文章評審的學者

和編輯委員會的成員，亦感謝各位允許《鼎》刊出圖片

的畫家、作者、攝影師和機構，包括郭文雄、劉平、蔡

錦龍、台北市立美術館、美國聖母院大學檔案處、美國

瑪利諾會檔案處、Peter	 Potrowl	 at	 Wikimedia	 Commons,	

Jastrow	at	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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