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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在德意志的语言中寻找上帝
!

潘德荣

摘
!

要#马丁"路德是基督教新教的奠基人$他通过-圣经.的翻译与诠释%成功地将基

督教信仰与德语结合起来%奠定了具有人文主义倾向的新教神学之理论基础%并从中发展

出了新教的神学诠释学$他所主张的-圣经.理解的信仰优先原则)文本的自明性原则%深

刻地影响了诠释学的发展进程$

关键词#路德&人文主义&神学&-圣经.

自奥古斯丁之后%中世纪圣经注释学在神学家那里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不过其主要

方面表现在对-圣经.经文的哲学化的解释%乃是从哲学的角度对教会教义的系统阐释$

在解经方法论上%这些神学家基本上沿袭了固有的解经传统$-圣经.是一部宗教经典%但

它同时也是古典文化的文本$就教会而言%对于经典的诠释展示了它的神学意蕴&然而%

在解经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却并非仅仅局限于此$在其形而上学层面上所解释出来的是

哲学%就其文字所记录的事件而言%其中所承载的意义包括了世俗的历史和人们的科学知

识$正因为如此%在神学家们开始致力于系统地诠释-圣经.时%就已经开始孕育被后人称

为'人文主义(的那种精神#'当圣维克托隐修院的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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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把对圣典的理解表述为诸学问的*历史的)譬喻的)道德的)类推的"""按照

这种秩序而进入了研究的全部学科+体系时%最终将所有人类的文化都用于-圣经.的解

释$另一方面%这里并不含有在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之间存在真正的对立的意思%这在中

世纪又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全部知识%包括世俗知识都是启示的结果%那么-圣经.研究就

具有一种真正的百科全书的价值$(

!

正是这种内在于解经过程中基于人的理性的人文思考%成为催生神学的人文关怀之

温床%以至于在欧洲的人文主义崛起之时%也得到一些杰出的神学家的响应%并因之而引

发了影响深远的宗教改革运动$在这一运动中%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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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被视为基督教新教的奠基人$

一)宗教改革与人文主义传统

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崛起得益于古典作品的再现%并且由于当时语言学与语

文学研究领域的长足进展%使人们有可能深入钻研这些古代的经典%因而被视为开启古代

世界之门的锁匙$古代典籍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新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是人类曾经经历

过的%但因其年代久远逐渐成为一种陌生的东西$被重新发现的那一世界%不仅引发了人

们对古典文化的研究热潮%而且%它所展现的那种充满了想像力的神奇图景%也直接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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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理想的家园$虽然文艺复兴运动的主旨是一种'文艺(的复兴*即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再生+%比较集

中地体现在文学)绘画)雕刻)建筑等诸领域%但蕴涵于其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对西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它首先促成了关于人自身的价值观念之转变%人的存在之意义)个人自由与平等得到充分的肯定%恢

复了理性的尊严%如此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文艺复兴运动正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世俗社会中%

它的矛头直指封建特权%否定君权神授%主张个人的自由与平等&这种思想延伸至宗教社会%也激烈地冲击

着罗马教廷在思想上*教义+和组织上*教宗与教廷+的专制$宗教改革家们重视个人信仰和个人得救%坚

持信众之平等观念%按照路德的说法%上帝唯创造了人%而并未创造君主$对于教宗%路德甚至直言抨击#

'教宗及其党徒们的教唆荒唐至极%通过诱骗和误导使人们偏离正道$的确%我的许多讲道均徒劳无获%一

再重犯非基督徒的严重错误%他们的灵魂已腐败到善恶不辨)冥顽不化的程度$(

!毫无疑问%人文主义的思

想资源成了人们改造现实世界的直接推动力$文艺复兴就是以这样一种'回归(的方式向前迈出了坚实的

一步%而基督教信仰%也借助古典文化的复兴%以返回朴素的使徒传统的方式获得了新生$

诠释学作为理解与解释的技艺学的发展%事实上沿着两个向度而展开#一是神学%二是语言学和语

文学$这两个向度%在路德的时代)并通过路德的-圣经.翻译与诠释活动%终合二为一%促使宗教内在的

独断论传统开始转向一种人文主义的关怀%催生了神学诠释学$伽达默尔曾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神

学诠释学的产生是由于改革家要维护自己对-圣经.的理解以反对特利恩特宗教派"神学家的攻击及其

对传统必要性的辩护%而语文学的诠释学则是作为复兴古典文学这一人文主义要求的工具$,,具有

决定性意义的事件是%通过路德和梅兰希顿%人文主义传统和宗教改革的诱因结合了起来$(

#

据伽达默尔的说法%神学诠释学与文学诠释学都关系到'重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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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中的

那种已成为陌生而难以接近的意义$虽然神学的与语文学的理解向度%在各自关注的重心上有所不同%

但就其根本旨趣而言%却是一致的$事实上%中世纪的语文学家在解读古典文学时的精神视域%依然处

在-圣经.的精神视域之内$正因为如此%古典文学的作品%连同其所展现的世界%完全被划入了基督教

的世界$-圣经.虽是'圣书(%但它也可被视为一部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从语文学的角度来解读%不过由

于教会实际上拥有对-圣经.的解释权%对-圣经.的理解始终都是被教会的独断论传统所规定的$如此%

对于当时的社会而言%古典文学与-圣经.的理解都在力图指明一种规范的价值%提供规范的生活模式%

共同扮演着教化民众)按照教义建立生活秩序与社会准则的角色$在这个意义上%古典文学之理解已经

具有了宗教的性质&反之%亦可以说%作为古典文学作品的-圣经.之诠释%所展现的正是它的神学纬度$

正是由于此二者有着内在的精神上的契合点%才能在相互激荡中形成具有人文主义倾向的基督教神学$

世俗的文艺复兴与宗教社会的改革运动为共同的人文精神所推动%融为一股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促成西方世界从中世纪"""其特征为世俗的与宗教的双重专制"""向近现代社会的成功转型%铸就了

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辉煌时代$

激发路德倡导宗教改革%对于古典文化和语言学的了解是重要原因之一$在罗马教廷拥有绝对权

威的时代%倡言改革%确实需要过人的胆略$但是%仅有胆略是不够的%要使宗教改革得以实施%就必须

得到教众的理解与赞同%而要想得到教众的拥护%就必须提供一套有说服力的理论$路德适逢其时地做

到了这一点$言其'适逢其时(%首先是指那时作为中世纪神学之形而上学基础的经院哲学日渐式微%已

成强弩之末%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论战$当然%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是%他在阐明自己的神学主张时%

所依据的是-圣经.希腊文和希伯来版本%显然%返回到古典文本%不仅与当时风行于世的人文主义思

潮"""以'回到本源(为旗帜"""吻合%而且较之拉丁文-圣经.文本%它似乎更具有权威性%人们有理由

认为它更接近上帝%更准确地记录了上帝的话语$无论如何%拉丁文-圣经.只是它的译本$最后%路德

对-圣经.深刻理解和体悟$由于多年的悉心钻研%他不仅了解-圣经.%也了解先贤对-圣经.诸多不同的

理解%为此更容易发现罗马教廷的-圣经.解释以及教阶制度)教规与-圣经.原义的相互抵牾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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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德荣#马丁!路德#在德意志的语言中寻找上帝

路德进行宗教改革的依据是古典的-圣经.文本%这不仅使他从中获得了新的活力和灵感%也使他的

改革主张具有某种权威性和合法性$他的论著大都是论辩性)批判性的%他精于修辞%语言犀利%具有很

强的说服力$在内容上%其言论之锋芒直指时弊%在关于赎罪卷)禁欲)信众的自由与平等)教宗的绝对

权威之合法性等诸重大问题上%他不畏强权而坦陈己见%赢得了广大信众)特别是生活在德语地区的信

众之认同$为使信众更直接地把握上帝之道%他极力主张传道与宗教活动的德语化%他这样说道#'我当

然高兴看到今天就有德语弥撒$我也正在为此而努力$但我更希望它具有真正的德语色彩$,,不论

在文字和音符)语调)旋律)安排的方式等方面%都应当出于母语及其曲折的变化上%否则就只是一种沿

袭和模仿的样式而已$(

!在我们今天看来%语言系统中蕴涵着人们的世界观念%语言表达方式实质上表

征了人的生活方式%如果基督教信仰不能以信众的母语方式表达出来%它对于信众而言%就永远是外在

东西$就此而言%路德宗教改革在德国的成功%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成功地将基督教信仰与德语结合

在一起$正如路德所言#'我从德意志语言中听到和找到我的上帝$,,我本人以及我的同事过去并未在

拉丁语)希腊语%甚至在希伯来语中找到上帝$,,我们德意志的神学家其实是最杰出的神学家$(

"

二)-圣经.的理解与诠释

路德对于-圣经.的理解与诠释之要旨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理解中的信仰优先原则

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1阿奎那提倡解经要兼顾经文的文本字面含义和灵义%主张以文字含义为基

础推断灵义%任何解经活动都必须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在此之后%著名解经学家莱拉的尼古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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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圣经.诠释%在字义与灵义中各取一端%阐发了各自的那种极端化了的解经学$尼古拉解经恪

守-圣经.文字的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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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字义是所有奥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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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之基础$为此%他在参照希伯来文本修订译本上投入了大量精力$而作为人文主义

者的神学家勒费弗尔%则极力反对尼古拉的解经理念%坚持从灵义出发理解-圣经.%认为-圣经.只含有

与圣灵以及基督教有关的意义$路德的解经学在形式上似乎回到了托马斯1阿奎那的立场%这就是说%

他的解经也是兼及字义与灵义%力图在两者之间达到一种平衡$所不同的是%在托马斯1阿奎那那里%

是从字义推论灵义&而在路德那里%则是以灵义引导字义分析$他相信整部-圣经.说的都是基督%基督

就是福音%认为唯有基于此一信念%才能真正理解-圣经.文字含义及其所隐含的奥义$

人们要想理解-圣经.%当然需要理智与知识%但是若无信仰的导引%就根本不可能获得正确的理解$

换言之%信仰与理智对于解读-圣经.而言%信仰始终占据着优先的地位$路德的这种理解观念%我们可

称之为信仰优先原则$他明确地说#'我们不应当专用自己的理智去批评)解释%或判断-圣经.%却要用

祈祷来勤勉静思默想$魔鬼和试探也能给我们机会从经验和实行去学习了解-圣经.$否则%不论我们

如何勤勉地读和听%我们永远不会了解-圣经.%在了解-圣经.上%圣灵必须作我们唯一的主和教师
!!!!!!!!!!!!!!

*重点

号为引者所加+$,,我们对任何一节经文都测不出它究竟有多么深的意义$我们所能把握的只不过

是些皮毛而已$(

#因而%人们除非有上帝的灵%'否则连圣经中的一个小字母也没有人可以理解$,,

即使他们能背诵圣经中的一切%并且知道任何引用%然而他们却什么都没有理解%什么都没有真正领会$

,,因为要明白圣经%不管是全部或是其中任何一部分%都需要圣灵的同在$(

$在他看来%上帝的智慧

是人类根本无法测度)参透的%人类的理智%相对于信仰的奥秘和对上帝的知识%只可说是愚昧不堪%何

足言哉$但是%这并不是说%理智就一无所用%事实上%在真正的信徒那里%在信仰的引导下%理智才具有

正面的功用%对我们是有益的%反之%若无信仰的引导%理智必然将我们引入歧途$他坚持认为#'把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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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至无边无界%建构信心的逻辑%取代信仰%实在是虚妄$,,把三段论形式逻辑应用于上帝的事情%终

归是无效的$(

!人们也不可用妄用哲学知识来阐明上帝%只有基督徒才可用哲学解释神学"

$

理解-圣经.的有效途径%就是把自己完全托付给上帝之道%坚守上帝之道$因为上帝的思想高超得

无与伦比%乃是人不可企及的$人若想理解与坚守上帝之道%须首先清除自己愚蠢荒唐的思想%把自己

变成'无知的小孩子($在路德看来%孩童是纯真)可爱的%对于-圣经.中所述的故事'完全信以为真%毫

不怀疑(%他们如同生活在乐园里一般%天真烂漫%毫无做作%应该成为我们的榜样#

$

*二+理解-圣经.的文本原则

如上所述%在路德那里%信仰原则在-圣经.的理解过程中被置于优先的地位%构成了理解的前提$

但这仅是前提%尚未论及理解本身%更不是理解的全部%倘若如此%人们也无须阅读经典了$然而在路德

看来%信仰与得救是属于个人的事%是个人的心灵对上帝之道的响应%若不能深入把握关于-圣经.的知

识%其所谓的'信仰(必陷于空悬%也不可能令人信服$其危害在罗马教廷控制下的教会那里已经表现出

来#任凭教会随意解释经文%危害着真理或者说上帝之道&而个人的理解必须服从教会对-圣经.的解释%

在教会之外%无拯救可言$这正是路德极力与之抗争的东西%他以接近民众的日常用语方式)并基于源

初的希腊语与希伯来语文本翻译-圣经.%其真正用意恰恰是摆脱拉丁语的-圣经.诠释传统)亦即罗马教

廷的专制观念之控制%使信众能够直接阅读并理解-圣经.%以自己的方式领悟上帝之道%获得拯救$由

于-圣经.是上帝启示自身的场所%人们只需直接考察-圣经.就能领悟上帝之道%获得关于信仰的知识$

如果信徒读经是必需的%那么如何正确理解经文也就成了一个重要而又迫切的问题$路德这样说

道#'我们的立场是#既然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根基%那么我们就既不应背离经文真义%也不应偏离其所有

的地位$(

$在这里%路德明确地向人们传达了这样一种信念#-圣经.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这里存在着

一个理解的循环问题#信仰是正确理解-圣经.的前提%就是说%首先要'信(%在'信(的导引下才能正确理

解-圣经.&而此处又说-圣经.是信仰根基%认为信仰由-圣经.而出$如此%先于理解)作为理解之前提的

信仰又从何而来! 路德没有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借用施莱尔马赫诠释学来代为解答$在对文本的

理解之前%读者已基于自己的'前知识*

P6E;*,,9,+55*

+(对文本有了一个意义整体之预期%

%并依据此预

期所指引的方向来理解文本$路德所说的信仰乃植根于'前知识(%据此详究文本)亦即-圣经.%来进一

步印证信仰的真理性$就此而言%理解经文真义对于信仰也就具有了关键性的意义$

在对经文的理解问题上%路德取奥古斯丁之说%认为-圣经.文字具有双重含义#灵义*启示的意义+

和字义$虽然灵义寓于经文之中%但领悟灵义却属于上帝的恩典之范畴%非经启示而不可得$由此%对

于读者而言%需要关注的实际上是经文字义%在此基础上再虔心领悟灵义$

对于路德来说%-圣经.具有自明性*

8+*D*32594*E59X,83+<:;*+98*E)+23*

+%因此经文真义本不难理

解$他曾强调'我们必须有严谨的)清楚的语词和经文%因其明晰而令人信服(

&

$不过他以为他通过自

己的德语-圣经.译本已向信众提供了严谨清晰而又'令人信服(经文$-圣经.文本本身业已表明了它是

自足的整体%人们也无须到文本之外寻找解释和评判的标准$对-圣经.进行旁征博引式的解释*

0G53*

R

-

G,

-

+本是多余的%如果某些话语确实有解释的必要%那么最可靠的方法是用-圣经.中其他段落的话语

来解释难理解的话语%质言之%用-圣经.的话语解释-圣经.$伽达默尔将此概括为理解的文本原则#

'-圣经.诠释学的前提"""就-圣经.诠释学作为现代精神科学诠释学的前史而言"""是宗教改革派的

-圣经.文本原则*

875D<:E+V9

@

E+,W+

@

+$路德的立场大致如下#神圣的经典是自身解释自身*

5G++

@

5+G5+,

R

9*E

@

E*5

+$我们既不需要传统以获得对-圣经.的正确理解%也不需要一种解释技术以适应古代文字四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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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德荣#马丁!路德#在德意志的语言中寻找上帝

意义学说%-圣经.的原文就具有一种明确的)可以从自身得知的意义%即文字意义*

5*,5G53+9*E73+5

+$(

!

此处所说的'文本原则(%就是经典的自我解释$

毫无疑问%对于路德%-圣经.的意义是自明的)不言而喻的"

$因此%'上帝所说的话必须以简单地

按其字面意义进行理解$因为上帝的话语并不由我们的喜好来决定对其改造与否(

#

$不过%这一论断

不可被僵硬地理解为一成不变的定则%事实上%它只是指出了理解经典的一个基本立足点$我们注意

到%路德在强调经文的'字面意义(时%也意识到了字义在历史语境中变迁的情况%他要求把握文字源初

的意义*它当然属于'字面含义(%但不是时下流行的理解之含义+%以便真正理解经文真义$比如%在-圣

经1以弗所书.*

$

#

'"

-

'%

+有一句话%在武大加译本$中被译为'二人成一体%这是一大圣礼*

57<E7?*,

R

9G?

+($路德批评这种理解实在是漫不经心)不求甚解%他指出#'在整部圣经里%/

57<E7?*,9G?

0*圣礼+

一词都没有我们今日所使用的这种意义$它在圣经中出现%不是指圣事的记号%而是指神圣隐秘之事本

身$,,我们*武大加译本圣经+看到/

57<E7?*,9G?

0*圣礼+一词%在希腊文本里原为/

?

>

59*E+6,

*奥

秘+0%译者有时将其译为圣礼%有时保留其希腊文形式$,,如果他们读过希腊文本的/奥秘0一词%就

绝对不会这样做了$(

%路德批评道%由于人们对文字及其所指的事物的无知%'把这些语词的新义)人的

习俗和其他东西都牵强附会于圣经%按照自己梦想篡改圣经%任意曲解经文$他们不断地胡乱解说下列

术语#善功)恶行)罪恶)恩典)公义)德行等等%几乎包含了所有的基本术语和事物$他们依照自己从人

的著作中学来的武断使用这些字%严重损害了上帝的真道和我们的得救$(

&

上述例子中所蕴涵的诠释学意蕴%经伽达默尔阐发而清晰地呈现出来#'当然%-圣经.的字面意义并

非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明确可理解的$因为正是-圣经.的整体指导着对个别细节的理解%反之%

这种整体的理解也只有通过日益增多的对个别细节的理解才能获得$整体和部分这样一种循环关系本

身并不是新的东西$,,路德和他的追随者把这种从古代修辞学里所得知的观点应用到理解过程%并

把它发展成为文本解释的一般原则%即文本的一切个别细节都应当从上下文*

<6,9*N9G5

+即从前后关系

以及从整体所目向的统一意义即从目的*

5<6

@

G5

+去加以理解$(

'

*三+摒弃隐喻解释

自斐洛将-圣经.视为一个隐喻的系统%主张运用隐喻性的解释方式诠解-圣经.以来%隐喻解经法就

为历代解经学家所重视$隐喻解经法作为诠释的技艺%其功用在于#当经文的字面含义难以理解)特别

是当其字面含义与人们的常识以及信仰相悖时%将描述性与叙事性的经文视为'隐喻(就能获得一个巨

大的解释空间%使得-圣经.字面意义的悖谬之处得以化解%其整体意义达到圆融和谐%能够为人们的理

智所接受&就理论思考的层面而言%它显然有助于解经学家从经文中提炼出哲学观念$问题在于%当人

们将隐喻解经法普遍地用于解经时%经文的字面意义就已退隐到可有可无的窘境了$代之而起的是解

经学家们丰富的)向着四处扩散的想像力%统一的信仰由此而失去了其依据$在路德看来%这种情况使

得信众被引入歧途几乎不可避免%罗马教会便是最好的例证$对于路德来说%运用隐喻方式解释-圣经.

以阐发基督教教义是非常危险的%正因如此%他主张#'我们宁可采取/任何经文都不(容许推论或借喻

的存在0这种见解%除非上下文明显的特性和字面意义太过于荒唐不合理%与信条彼此冲突%才勉强采用

推论或借喻$不但如此%我们必须随时盯紧字句明白)简单)自然的意义%这样的意义是符合文法的规

则%以及上帝创造在人里面的语言的正常用法$因为如果允许每个人都可以在圣经中按其喜好发现推

论和借喻%整本圣经岂不成随风摇摆的芦苇%或罗马之神维士努了吗! 事实上%任何经声明或证明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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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为'通俗的(+译本是公元
$

世纪的一个拉丁文译本$该译本在公元
.

世纪后成为通行的译本%得到普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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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义关联%此处疑脱漏'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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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有关的想法%都是你可以用某种借喻当作歪理推托掉的$(

!伽达默尔在论述路德的-圣经.诠释时特

别指出了这一点#'特别是隐喻的方法"""这种方法以前对于-圣经.学说的教义统一似乎是不可缺少

的"""现在只有在-圣经.本身已经给出了隐喻意图的地方才是有效的$所以在讲到隐喻故事时它才合

适$反之%-旧约圣经.却不能通过一种隐喻的解释而获得其特殊的基督教要义$我们必须按照字义去

理解它%而且正是由于我们按照字义去理解它%并把它视为基督拯救行为所维护的法则的表现%-旧约圣

经.才具有基督教义的重要性$(

"

隐喻解经方法本用于解释经文的难以理解之处%但是由于-圣经.的自明性和自解性%人们只须对经

文在其简单直截的意义上理解即可#

%隐喻式的解经方法几乎可以弃绝不用$其原因在于#'即使因为

我们对其措词的无知%使得一些经文仍然模糊难解%但是圣经本身却是相当容易入门的$当我们知道圣

经本身完全处在最清楚的亮光之中%所以因为一些模糊难解的文句就说它晦涩难懂%老实讲%这才真是

愚蠢而且不虔敬$即使有些文句在某一处是模糊难解的%但在另一处却明了易懂%并且具有同一主题%

对全体世人公开发表$这在圣经中也是如此%有时候用明了易懂的文句表达%而有时候却像是仍然隐藏

在模糊难解的文句中$现在%当所传达的事物已在亮光之中%就不在乎它所发出的这个或那个信号是否

在黑暗中%因为同一个事物所发出的许多其他信号都同样处在亮光中$(

$如果不与圣灵同在%在内心中

领悟灵义是不可能的%不过%若与圣灵同在%就立即会理解-圣经.文字所启示的灵义&但无论如何%经文

的字面意义是明白易懂的$根据路德的观点%-圣经.文字所言及的所有事物%无不藉着上帝之道而产

生%并且被带入最明晰的'光亮(之中%向世人公开$只要我们的心不被蒙蔽%自不难把握其真义%根本不

需要通过隐喻解经法来引申出正确的结论$虽然%对于不少人来说%-圣经.仍显得极为深奥%但这并非

是因为经文模糊难解%而是因为这些人的盲目和懒惰%不愿意下工夫深究那些最清楚明白之真理$

以此观之%路德基本上否定了隐喻解经的合法性%如果说在某些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需要它%那么它

的适用范围仅限于此%就如伽达默尔所说的那样#只有在经文中明确地提示了使用'隐喻(的地方%才被

允许以隐喻方式解读$

综观路德的神学理论%它对于宗教改革所起到的巨大的推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就其-圣经.诠

释理论而言%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是他并未对-圣经.诠释学进行系统的研究%其论战性的言论虽

畅快淋漓%其中虽然有一些新的构想散见于其论著之中%人们却无法从中构建起一个-圣经.的诠释体

系$他也没有提供一套方法论%来寻找并证明经文的真义$路德*承奥古斯丁之说+认为%-圣经.文字具

有灵义与字义两义%并认定唯有依靠神的启示方能理解经文灵义%进而循此方向解读字义%此种见解在

后人看来%就已经是独断论的$它不仅背离了路德自己所倡导的解读-圣经.的文本原则%事实上也抛弃

了从经文自身来理解经文的-圣经.文本自解性原则$路德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信仰本身与此信仰得以

建立的-圣经.文本之意义关联又在何处! 若无关联%又何必读经! 若-圣经.文字本身具有他所说的那

种高度的'自明性(%普通信众都能理解%这是否意味着%在整个解经过程中就基本上不再需要诠释的方

法论! 这些问题路德没有解决%他的贡献在于%开启了通向新教诠释学之路%使得他的后继者得以沿着

他所开启的方向继续完成他的未竟事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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