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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鸦片，还是鸦片烟？
上世纪 !"年代末，中国教会开始

恢复活动。曹圣洁牧师记得，上海沐恩
堂是 #$!$年 $月 %日恢复礼拜。斯时
沐恩堂被一所学校占作大礼堂，上面
还挂着毛主席像。有关部门去协调的
结果是，由学校借给教会，教会方面还
要付房租。每周做礼拜之前，会把毛主
席像遮起来。“当时《赞美诗》只是油印
了几张纸。”就这样，中国社会的宗教
生活渐次恢复。

丁光训也迎来了其人生的顶峰。
#$&"年，负责基督教教务的中国基督
教协会成立。协会与全国三自一起，并
称为“基督教全国两会”。丁光训兼任
全国三自主席和基督教协会会长，至
'$$!年方才卸任。同时，他还长期担
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地位虽高，丁光训却不时反求诸

己。如谈及极左路线，上世纪 &"年代
时丁光训就曾说：“我是这条路线的受
害者，但在一些问题上，我也不是没有
接受这条路线的影响……现在我在神
学院，在教会，在社会，都尽我的力不
让‘左’的东西继续害人。我求神悦纳
我这一忏悔的表现。”
这方面，丁光训的贡献体现于“第

三次鸦片战争”上。马克思在《〈黑格尔
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宗教是人民的
鸦片”一语，在 '$($年以后成为中国
社会对宗教的判断，被写入中学政治
课本。上世纪 &"年代，中国宗教学术
界为这句话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论战，
后被戏称为“第三次鸦片战争”。丁光
训是此次论战的主将之一。
丁光训一方主要为上海、南京等

地学者。其论战对手，主要是地处北京
的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几位

学者。北方学者坚持“鸦片论”是“马克
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理论基础、理
论核心，是研究宗教问题的根本立场
和指导原则”。南方学者并不否认这句
话出自马克思的著作，但指出在翻译
中忽略了上下语境，甚至有翻译错误。

早在上世纪 &"年代之前，马克
思的话因被列宁引用，也被广泛翻译
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烟”。南方
学者考证出，马克思的原话是“鸦
片”，“鸦片烟”是德语、俄语、汉语之
间多次转译后的误译。因为在马克思
撰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时，
“鸦片”是镇痛的药品，一般穷人消费
不起，故而只能在痛苦时转向宗教。
而“鸦片烟”则是毒品，由“鸦片”提炼
而成。事实上，药品和毒品之间有巨
大区别。然而，因为中国的特殊历史
和汉语的模糊，“鸦片”与“鸦片烟”时
常混用，其背后是惨痛的历史记忆。
于是，信教类同于吸毒，宗教领袖与
毒贩无异。
丁光训等学者更考证出，早在马

克思之前，已有十几位学者将宗教比
作“鸦片”（不是“鸦片烟”）。而马克思
只在青年时代提到“宗教是鸦片”一
次，后来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还说过：
“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可能实现自己的
宗教需要，就像实现自己的肉体需要
一样，不受警察干涉。”
据此，丁光训撰文说：“把这句话

说成为马克思的首创和发明，马克思
在天有知，会感到不好受的。说它一语
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核心，这
在理论工作者不仅是一个不幸的常识
性错误，而且是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降低到资产阶级知识界和宗教界开明
学者早已达到的水平。”
此后的论述更为辛辣。《丁光训文

集》中有这么一句话：“毛主席在延安

整风运动中说：‘直到现在，还有不少
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
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妙药，似乎
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力气地包医
百病。’这句话在今天还值得重视。”

上世纪 &"年代末，“第三次鸦片
战争”逐渐平息。$"年代以后，“宗教
是人民的鸦片”仍有出现，但“烟”字再
不见踪影。此次论战，客观上也推动了
宗教学和宗教哲学脱离政治和意识形
态困扰。“宗教是文化”“宗教是社会文
化现象”等观点渐被更多人接受。

因信称义和爱
上世纪 )"年代初“三自”运动兴

起，至少与基督教、天主教的本土化、
中国化努力有关。英国坎特伯雷大主
教曾将中国的“三自”运动与英国圣公
会脱离罗马教廷、宣布自立相提并论。
如抽去种种外在因素，这一比喻自有
其合理性。

'$&"年起，丁光训任“基督教全
国两会”主席、会长，仍大致保持自由
派神学本色不变，并努力吸收新的神
学思想，为基督教的中国化努力。

'$&)年，他在金陵神学院讲座中
公开介绍“解放神学”、法国传教士德
日进的“进化神学”和“过程神学”。源
自拉美的“解放神学”强调实践，参与
社会，甚至改变社会。巴西大主教卡马
拉曾说：“当我给一个穷人面包吃的时
候，人们说我是个圣徒；但当我问到穷
人为什么没有面包吃的时候，就有人
说我是共产党。”这句话曾被丁光训多
次引用。从中，不难看出“解放神学”与
当年丁光训本人的选择之间，有相当
程度的契合。
德日进认为，上帝用 *天时间进

行创造后，并不是永远休息。上帝的创

造仍在继续，到今天为止，人是过去的
创造或进化的一个半成品。而“过程神
学”进一步认为，上帝不但是创造者，
也接受世界对他作出的反应，并对之
作出反应。人的使命是在创造过程中
成为参与者。
“过程神学”肯定并突出“上帝是

爱”的观念。这也是丁光训神学中最重
要组成部分。%+",年，他曾公开批评
教会中“关于圣经有许多错误的看
法”，并认为圣经中不全是上帝的话。
如《申命记》中，以色列人出旷野后夺
原住民的一切城邑，“将有人烟的各
城，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没有留
下一个。”
丁光训说：“德国人是这样对待犹

太人的。日本侵略我们的时候，进行大
屠杀……我们是否可以想一想，这是
不是上帝的话，我们所认识的上帝，就
是在耶稣基督身上看到的上帝，会这
样残暴吗？”
在丁看来，要离开那“威胁人的上

帝”“行事像推土机的上帝”，爱才是上
帝的最高属性，是上帝创造宇宙、推动
宇宙的第一因。因高举爱，丁光训提出
淡化“因信称义”。据熟悉丁光训思想
的学者、学生说，这是他努力将基督教
中国化的良苦用心。因为高举“爱”，能
让基督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摩擦
最小，融入最为可能。

自马丁·路德改革之后，“因信称
义”已是基督教的核心观念。基督教有
强烈的“罪感”，人认罪悔改，信靠耶稣
基督，即蒙神的恩典获得救赎，而“白
白地称义”。
但在客观上，“因信称义”将信和

不信之人化为两界，信者上天堂，不信
者入地狱。圣经上还有“信和不信不能
同负一轭”的教训。这是基督教在中国
传播、与本土文化融合的最大障碍之

一。也因此，产生了“雷锋能不能上天
堂”之类颇具中国特色的神学问题。

陈泽民对记者说：“丁主教看到一
些基督徒，强调‘因信称义’导致‘因信
废行’，因此主张淡化。”丁曾撰文指
出：“假如你信仰基督，任何事都是许可
做的，这就是‘道德无用论’所宣扬的。
它所推出的是上帝准许基督徒和基督
教国家做任何事情。”更进一步，丁光
训曾多次在演讲中提到：“作为基督徒，
我在一定程度上对无神论者的主张要
说‘阿门’。”

而连接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是
爱。它能够打开信与不信的藩篱，直击
一切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陈泽民等熟悉丁主教的教师、学生

都说，丁从来没有接受“因爱称义”，或
用“因爱称义”取代“因信称义”。但前述
神学思想已足够引起争论了。对偏保
守、基要的基督徒来说，上述论述，如认
为圣经中不全是上帝的话等，足够被判
为“不信”。即使是金陵神学院的学生，
也有相当部分对丁主教的神学观点持
保留态度。
然而，除少数极端案例外，丁光训

大致保持着一个院长的长者之风。曾
有一名学生并不接受丁主教的神学思
想。丁却在家请他吃饭、交流。那位学
生记得，饭后丁光训送他出门，走出老
远，他还看到院长在路灯下挥手作别。
这位学生毕业后，未进入三自教会。但
在丁光训故世后，他仍赶来参加遗体
告别。

这种长者之风也体现在其他方
面。身为“基督教全国两会”的主席，他
却将“两会”比作脚手架。他说，待建筑
物———基督的身体（按基督教义即指
教会）———最后建立好，脚手架就无影
无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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