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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合併啟事 

 
《天主教研究學報》（Hong Kong Journal of Catholic Studies）為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

出版之中英文雙語學術年刊，旨在促進中西方的學術交流，從神學、社會科學、歷史文化、宗教

對話等不同領域研究天主教，並藉此推動大中華地區和海外華人天主教團體關注及參與天主教學

術研究的發展。本刊側重以人文及社會學方法研究天主教，亦注重文本分析及田野考察。 《公教神

學評論》（Catholic Theological Review）為瑪納文化出版之神學學術半年刊，旨在透過促進天主教

各教會學科（聖經、神學、教會法等）的漢語表達，加強公教信仰文化與當代中華文化的對話、

互動與融合。前者主要從外部研究天主教教信仰，後者則主要從內部對之加以探討；二者皆採用

同儕審評（peer review）機制。 
為整合天主教學術資源，從 2025 年 3 月起，上述兩份期刊將合併為中英文雙語半年刊《公教

學術評論》（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tholic Studies），由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出版。本刊

歡迎個人來稿或團隊的專題研究計畫，後者將以專輯形式刊出。非專輯的內容分為三個欄目：專

題、論壇與書評。專題旨在從不同角度探討同一主題；論壇收錄非專題類任何研究天主教的文章，

尤其歡迎針對本刊文章或當前教會及社會的某些現象展開對話與討論；書評的範圍以新近中外文

研究天主教及探討各教會學科的著作為主。 
本刊歡迎教內外學者賜稿，稿件須為未公開發表之原創著作，中文稿件以八千至一萬五千字

為宜，兩萬字為限；中文書評三千字以上。英文稿件以六千至一萬單詞為宜，一萬五千單詞為

限；英文書評一千單詞以上。中英文稿件均需附上三百至五百字中英文概要及若干關鍵詞。收悉

稿件後，編輯部將匿去作者姓名，交由兩位學者審評，並會在兩個月內通知作者稿件處理意見。

一經採用，版權即歸本刊。編輯有權修改內容；如有重大修改，會與作者溝通。凡經審評通過之

稿件，須依本刊體例修訂論文格式，並提供 Word 文件格式之定稿。本刊同步發行電子版與紙本，

刊出後將贈送作者期刊兩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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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教學術評論》徵稿 

專題：中華文化與公教神學 

 
「道術將為天下裂」（《莊子．天下篇》）是文人相輕的亂象；「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

百慮」（《周易．繫辭下》），是智者在此亂象中窺到的「合一之光」。在全球化時代，不同之

「裂」張力盡顯，在「裂」中求「一」之聲亦越發急切，如漢斯．昆「世界倫理」的求索。 

依據公教神學「存在之類比」（analogia entis）的原則，神學的任務是連接啟示與文化，即以

適應時代的方式，針對其面對的社會與教會問題，藉著文化中的真、美、善因素，不斷地深入詮

釋啓示的奧祕，為世界指出「合一之光」。今天，任何一種文化在強調其獨特性的同時，都必須

面對它在普世中的位置、角色與責任，以及全球化和現代化中頻繁的文化互動（interculturality）對

它的實際影響和改變。因此，多元與合一、普遍與個別、本地與全球的文化張力與關係，是決定

今日神學走向的重要視域：健康的神學一定是平衡地處理這種關係的神學；健康的大公性也不等

同於一種模式的普遍化，而是各個地方教會懷著普世意識和對全球的責任感，以各自獨特的方式

所共同建樹的普世性。 

這正是教宗方濟各提倡「同道偕行」的意旨。「同道偕行」可用費孝通的名言來理解：「各

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應運在神學上，「同道偕行」意味著各地神學家當

首先發掘與發揚各自教會的美；然後欣賞和借鑒其他地方教會的美，並懂得用他山之石來攻玉；

最後尋找「美美與共」的對話與合作途徑，在啟示的光照下建設「大同」或大公的教會。 

今天的華語公教神學家也需要在本地與全球、多元與合一、普遍與個別的平衡視野中展開神

學研究，好促進真正有益於普世教會的本地神學，只有這樣的神學才配得上「公教神學」之稱。

這就要求華語公教神學家一方面更深入地瞭解中華文化與社會背景，另一方面更廣泛地接近教會

傳統與當前普世神學的發展；然後在此基礎上讓天主啓示的奧祕在置身全球化的今日中華文化與

社會的處境中，以獨特又可普遍化的方式，在教會的各種學科與各個層面得到更深入的詮釋。 

為促進該神學使命，《公教學術評論》第十六輯（接續《天主教研究學報》）以「中華文化

與公教神學」為專題，歡迎教內外學者就此展開思考，踴躍賜稿。截稿時間為：2024 年 9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