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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覽各項專欄
焦點新聞、歷史煙雲、今日以斯帖、靈修日記

健康資訊、Read with me、山行文化天地
山行基督徒教育研究中心、山行文藝

歡迎 上網

文心沙龍每週講題與主講人如下：
11月 19日 公共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

（主講人：季國清 訪問學者，哈工大、北師大學教授）

11月 26日 感恩節音樂演唱會
（演出團體：希望之夜 音樂事工團）

12月 3日 文化良心的甦醒（主講人：陳志平 先生北京大學、富
勒神學院哲學博士班研究）

12月 10日 道可道（主講人：蘇文峰 先生 「海外校園」雜誌總編輯

12月 17日 如何促進人際關係（主講人：劉圓圓 女士 資深媒体
人 中國西北大學新聞系）

12月 24日 范學德弟兄見証佈道。（主講人：范學德弟兄 吉林
大學哲學系，中央黨校理論部取得哲學碩士。 現旅居於美國芝加哥，著有《我爲什
麽不願成爲基督徒》、《心的呼喚》 ）

12月 31日 生命旋律的分享（主講人：萬 雍 女士 台福神學院進
修、文心基督教會同工）

地址：813 E. Chestnut Ave.,（文心基督教會）
San Gabriel , CA 91776

（位於San Gabrii Bl.和 Chestnut Ave.，
可停車在「現代植牙中心」的停車場內。）
連絡人：陳志平 (626)236-3451 ,

曾慶華 (909)322-9563

《英雄帖》歡迎您成為「沙龍主講人」
歡迎大家成為「文心沙龍」的「主講人」

                       每周日下午 3： 00 — 4： 00
                  讓您發表您個人對基督教的研究心得。
                     隨後 1 小時，大家與您共同討論。
             請盡早連絡，將您的簡歷，討論提綱，日期。

E-Mail 至   info@a1126.org

我們是一群來自大江南
北、五湖四海的異鄉客
旅；不論我們現在從事
任何行業，但我們有基
督的愛以及對中國文化
關懷的那把「文心之
火」永不止熄。

如您有空，又有一
顆「文心」；請來《文
心沙龍》，讓我們溫馨
的聚在一起分享基督的
愛、一起談天說地，以
慰文愁，一起拾回那曾
經擁有、卻已失落的
———「文心」。

山行文化網

恩節剛剛過去，這是美國人民自己獨創的節

日。在這一天裡，人們會從各地不分遠近趕

回家團聚，每個家庭都會為了感恩節準備豐盛的大

餐之外，也會準備一些感恩節的裝飾，像是小型的

南瓜和彩色玉米，一些應景的裝飾物。很多家庭會

在感恩節當天早上到教堂做感恩崇拜，下午才開始

享用豐盛的火雞大餐；這種情形有如中國人過春節

一般，也讓在異鄉的新移民，倍感思念親人及故

土。

回朔 1620年，著名的「五月花號」船，載著大

約一百多人的英國清教徒，到達今天的麻薩諸塞州

的普利斯敦。那年的冬天特別嚴寒，在飢寒交迫之

下；死亡大半，僅存活50 多位的歐洲新移民；善良

的印第安人，在來年的春天，送來生活必需用品，

並教導他們種植美洲的特產玉米及南瓜。

因著印第安人協助，讓這些新移民的生活大大

的改善，並且豐收。這些清教徒們，為了感謝上帝

與印第安人的幫助，舉辦了慶祝儀式，並邀請印第

安朋友們一起參加歡慶，這是第一個感恩節的由

來。

1863年林肯總統宣佈：「每年十一月最後一個

星期四為感恩節假期。」；之後，經過了幾次的變

動，於1941 年經國會通過，確定為每年11 月的第

四個星

期四為

感恩

節，沿

用至

今。

當

北美各地在舉辦感恩節時，位於舊金山灣中的一個

不起眼的阿爾卡茲島〈Alcatraz Island〉上，每年

都有來自各地，約數千名的印地安人在日出時分舉

行「不感恩節」活動，齊聲高唱部落聖歌。

印地安人普遍認為：「感恩節是印地安人最痛

苦的日子，印地安人的祖先幫助殖民者渡過了第一

個嚴寒的冬天；結果，當殖民者有了力量，就把我

們的家園，變成他們的土地。」

事實上，今天在北美我們看不見印地安人文化

的影子，我們看到的只是印地安保留區內貧瘠的土

地、矮小的石屋；偶而，我們會看到一所印地安人

的博物

館；以

及現在

常常為

人詬病

的印地

安賭

場。我們感受到的是印地安人文化在慢慢的消失！

可見，感恩節的歡慶中，同時展現了歷史的無

情、歷史的真情；也是歷史的悲情的另一面。在這

也正說明了文明的衝突是發生在每一個歷史的空間

中，並不是現代專有的名詞，這是人類必須時刻警

惕之事。

人類不應該再讓歷史的重演中，我們必須認清

文化的多元性，而不是高舉自我的文化去殲滅他者

的文化；我們必須認清文化是相對性的，而不是高

與低的比較；每一個單一的民族文化都是歷史發展

中累積的成果，最後因緣聚會、相互融合而形成一

個地區的文明。

因此，每一個單一的文化都有它存在的價值與

空間，只有尊重文化之間相異性，文化之間才有融

合的可能，文化之間才能和平共處。

可見，人類必須放下各自文化的優越感，虛心

的相互學習各文化之間的優點，讓各文化之間能夠

彼此互相欣賞，減少彼此之間的對抗；正如同亨廷

頓先生在「文明的衝突」中指出：「在多文明的世

界裡，建設性的道路是棄絕普世主義，接受多樣性

和尋求共同性。」

感恩節的當下，人類應用更大包容與對話的胸

懷，平等看待各族裔的文化，都能共同感念上蒼，

這一年來的眷顧與賜福！

感恩的價值與空間
曾慶華

當代的大學生該具備什麼樣的知識才能跟得上時代的發展,這可以

反映在大學的必修課程表上,尤其是哈佛大學的課程表,它是其他大學

的樣板,哈佛大學在課程要求上的任何重大變動,其他大學必須在不久

的將來跟進.

今年 10月份,哈佛大學的教材委員會開會研究課程的開設,委員會

認為宗教的歷史, 宗教的現狀和宗教的未來發展,將會在個人生活,文

化發展,國家和國際事務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當代的大學生務必研修

宗教,因此他們建議哈佛大學必修課必須包括有關宗教理性與信仰的課

程.

哈佛大學認為,現代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必須懂得宗教,因此將宗教

列為必修課,相信不久的將來,大部分的美國大學都會認為宗教課程是

必要的,並將類似的課程列為必修課.

美國的許多私立大學,其前身都是神學院,由於宗教的傳統和美國

的基督教文化的影響,幾個世紀以來,一個大學生具有宗教情懷,被視為

與具有理性主義和科學主義情懷同等重要,但自從1960 年代公立學校

不再教創造論,改教進化論,以及不得舉行祈禱活動以來,無神論思潮日

益高漲,今天的大學生已經不再是從小上教堂長大的青年人,即便從小

上教堂的大學生,在二十歲以後,有六成的人也不再上教堂了.

從各種調查看,這些不上教堂的大學生其實並未放棄信仰,只不過

他們認為宗教在實際生活中並不是最重要的,但近幾年來的現實卻相

反,主導世界變化的主要因素,就是所謂的文明衝突,而文明衝突最核心

的部分就是不同宗教之間的衝突.

按照哈佛教材委員會的解釋,理性與信仰一課主要不是為了宣傳特

定的宗教,而是在解釋不同宗教之間的價值觀,理解世界上不同文化的

差異.當然也討論理性與信仰的關係,以及宗教的合理性.

專家們基本上都同意,受教育的現代人應該瞭解基本的宗教知識,

因為當代衝突中,許多就是由於不同宗教之間的誤解而引發的.

例如引發全球風潮的回教的漫畫事件,引發爭議的教宗的發言風波

等等.而許多對當今社會的政治仍產生影響力的歷史事件,如十字軍東

征等,也是不同宗教之間的衝突所至.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各種文化,各種宗教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有機

會相遇,交叉,當中彼此之間難免發生誤會,甚至產生衝突.

因此,未來的領袖們當然可能會面臨到許多有關不同宗教的問題,

如果他們能在大學就學習到基本的宗教知識,就可大大減少未來因宗教

誤解而帶來的衝突.

據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一個研究機構的調查發現,79%的大學新

生相信上帝,69%會用祈禱的方式來強化自己.

大學開設宗教課程,不但可以讓大學生瞭解其本身的信仰,同時也

可以理解其他宗教信仰的人,讓他們未來能適應多元化的全球化一體的

社會.

因此,哈佛大學的決定是明智的,相信不久之後有更多的大學的跟

進,從而形成世界性的潮流.

現代人該具備什麼樣的知識
朱 易

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