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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自 １ ９ ９ ９ 年起设立
“

道风学术

奖
”

，
以表彰汉语学者在基督宗教研究领域的优秀建树 。 学术

奖共设两项 ，

“

徐光启 奖
”

是原创学术著作奖 ，

“

艾香德奖
”

是最佳学术翻译奖 。 该奖项迄今 已举办六届 。 第七届人围作品

选 自 ２ ０ １ ５ 年至 ２ ０ １ ９ 年在 中 国 大陆 出 版 ， 并与基督宗教研究

相关的原创著作和译作 ， 评选不设教派或宗派限制 ， 唯重视入

选著作的学术性 、 思想性和文化性 。 经多方专家学者提名 和严

格评选 ， 本届 由李炽 昌 和张 卜 天教授获奖 。

李炽 昌 教授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 曾任香港 中

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资深教授 、 山东大学人文社科一级教

授 ， 其著作 《跨文本阅读——希伯来圣经诠释 》 （ 上海三联书

店 ２０ １ ５ 年 出 版 ） 荣获
“

徐光启 奖
”

。 评委认为 ：

“

作者致力

于倡导 以跨文本阅读的方法来研究 《 希伯来圣经 》 ， 而此书乃

其多年研究的结晶 ； 虽然本书并非系统性论述 ， 当 中不少文章

更是 由作者 门生英译中而成 ， 但对发展具汉语特色的圣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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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 ， 本书属高度原创并将影响深远 。 透过作者的诠释 ， 中华

传统经典与 《 希伯来圣经 》 有 了共情和共鸣 ， 这种跨文本 阅读

为华人圣经学开辟 了新路 。 在圣经与 中 国经典之间 的
‘

交互
’

阅读 ， 使西方的释经学与 中 国经学传统有所融通 ， 使宗教学在

比较研究 的意义上得 以拓展 ， 亦为 中 国式的圣经研究提供了独

特基础 ， 具有引领范式之价值 。 作者数十年来致力于 《希伯来

圣经 》 诠释工作 ， 提 出跨文本诠释学 ， 在亚洲文本与圣经文本

之间进行跨越式解读 。 他还 以个案诠释的方式 ， 展现了跨文本

诠释学的具体运用 。 其选取的圣经文本与 中 国文本 ， 构成东亚

与西亚文 明之间 的呼应 ， 使读者看到文本间 的彼此丰富 ， 视域

的融合 。

”

“

第七届道风学术奖 （ 徐光启奖 ） 在线颁奖典礼暨学术讲

座
”

于 ２０２ １ 年 １ １ 月 １ ９ 日 在香港道风 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

所举行 ， 杨熙楠总监为获奖者李炽 昌 教授颁授奖牌 。 李教授接

受奖牌后发表感言 ， 认为其获奖不仅是他个人的荣幸 ， 更是对

汉语圣经研究专业学科的鼓励 ； 是通过寻求富有成效的方法 ，

来促进基督宗教与 中 国文化 的整合 。 在随后举行的学术讲座上 ，

李教授论述 了 《 历史诗歌 中 的 民族记忆 ： 希伯来 〈 诗篇 〉 与 中

国 〈 诗经 〉 的跨文本阅读 》 。 中 国人 民大学的杨慧林教授及李

秋零教授分别担任这次讲座 的响应者和主持人 ， 来 自 全国多所

大学的学者 ５ ０ 多人及研究生 ２０ 多人聆听 了会议 。

张 卜 天教授在北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 现为清华大学人文

学院科学史系长聘教授 ， 其译作 《 圣经 、 新教与 自 然科学 的兴

起 》 （ 哈里森著 ， 商务印书馆 ２０ １ ９ 年 出版 ） 荣获
“

艾香德奖
”

。

评委认为 ：

“

本书 的翻译不仅涉及 自 然科学用语 ， 更有不少神

学的传统用语 ， 但译者却能准确处理 ， 译文流畅 ； 汉语学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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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领域的研究仍在相 当初步的阶段 ， 此书的 中译 ， 有助此一

领域的研究在汉语世界的流行 ， 十分值得推荐 。 进人 ２０ 世纪

以来 ， 中 国人就开始疑惑 ？

＿ 科学与宗教在本质上到底是相容还

是冲突 ？ 本书应该说基本上解决 了这一疑惑 。 张 卜 天的译文准

确又流畅 ， 让阅读成为享受 。 科学与 民主一直是现代 中 国理解

西方的过滤器 ， 从而形成了某种非常狭隘的理解 。 张 卜 天所译

哈里森的 《 圣经 、 新教与 自然科学的兴起 》 打破了近代科学是

在摆脱宗教之后才发展起来的理论
‘

神话
’

， 这一研究对于纠

正 中 国学界的偏颇理解非常重要 。 张 卜 天的翻译流畅 、 忠实 ，

具有很高的 翻译水平 。 本书深刻地阐发 了圣经中 的宗教观念对

于 自 然科学的兴起所具的意义 ， 并在新教改革这个历史背景之

下对其加 以解释 。 译文流畅清晰 ， 译者悉心而周到地处理了作

者的原意 ， 并准确地以汉语加 以传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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