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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内容简介内容简介内容简介  · · · · · ·  

《科学与宗教引论》向读者介绍科学与宗教之间的迷人关系。对于那些学习

科学和宗教，但在其中一个方面缺乏知识学生来说，尤为合适。《科学与宗教引

论》视野极为开阔，从历史、神学、哲学和科学的角度来审视科学与宗教的交互作



用，并一直延至当今，囊括了理查德德·道金斯所提出的涉及进行论以及与宇宙相

联系。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 · · · · ·  

麦格夫（Alister E. McGrath）是英国牛津大学威克里夫学院院长，牛津大学

神学系研究讲师，著作甚丰，有《今日基督教教义》、《追寻真理的激情》、《基

督教神学浅析》、《宗教改革运动思潮》等。 

目录目录目录目录  · · · · · ·  

序 — 如何使用此书 

第一章 历史性里程碑 

• 中世纪的综合 

• 新的天文学：哥白尼论战和伽利略论战 

• 机械论的宇宙：牛顿和自然神论 

• 人类的起源：达尔文论争 

• 供深入阅读的书目 

 

第二章 宗教：科学的盟友或敌人？ 

• 界定“宗教”：一些澄清 

• 一门宗教中的多样性：新教自由派/现代派/新正统派/福音派 

• 科学与宗教交互作用的一些模式: 对抗模式/非对抗性模式 

• 宗教与自然科学的发展 

• 传统宗教的守旧性 

• 科学宇宙观向传统的宗教观念提出挑战 

• 研究自然就是研究上帝 

• 自然的神性秩序 



• 供深入阅读的书目 

 

第三章 宗教与科学哲学 

• 唯理论与经验论 

• 实在论与唯心论 

• “迪昂一奎因命题” 

• 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 

• 证伪主义：卡尔・波普尔 

• 科学中的范式变化：托马斯・S．库恩 

• 知识与信奉：迈克尔・波拉尼 

• 供深入阅读的书目 

 

第四章 科学与宗教哲学 

• 关于上帝存在的哲学论争 

• 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尔漠的“本体论论证” 

• 托马斯・阿奎那的“五个证明” 

• 科学与上帝存在的论证 

• 宇宙论论证 

• “卡拉姆”论证 

• 目的论论证 

• 上帝在世界中的行动 

• 自然神论：上帝通过自然法则行动 

• 托马斯主义：上帝通过二级原因行动 

• “过程神学”：上帝通过说服行动 

• 供深入阅读的书目 

 

第五章 创造与科学 

• 创造概念的若干主题 



• 创造：一个扼要的神学分析 

• 创造的三种模式 

• 散发 

• 建造 

• 艺术的表达 

• 创造与时间 

• 创造与生态学 

• 创造与自然法则 

• 供深入阅读的书目 

 

第六章 自然神学：在自然中发现上帝 

• 对自然神学的反对意见 

• 神学方面的反对 

• 哲学方面的反对 

• 自然神学的三种思路 

• 诉诸理性 

• 诉诸世界的秩序 

• 诉诸自然的美 

• 自然的和显示的神学 

• 供深入阅读的书目 

 

第七章 科学与宗教中的模型与类比 

• 自然科学中的模型 

• 类比、隐喻与宗教 

• 类比的矛盾心理：科学与宗教的个案分析 

• “自然选择”的类比 

• “上帝如同父亲”的类比 

• 模型、类比和隐喻：科学与宗教之比较 



• 互补的概念 

• 量子理论中的互补 

• 神学中的互补 

• 供深入阅读的书目 

 

第八章 科学与宗教的若干命题 

• 物理学与宇宙论 

• “大爆炸” 

• 智能原理 

• 生物学 

• 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 

• 新达尔文主义：理查德德・道金斯 

• 有神论进化论 

• 心理学 

•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 

• 威廉・詹姆斯（184―1910） 

•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1939） 

• 供深入阅读的书目 

 

第九章 科学与宗教的个案研究 

• 伊安・R．巴伯（1923――） 

• 查尔斯・A．库尔森（1910―1974） 

• 沃尔夫哈特・潘农伯格（1928一） 

• 阿瑟・皮科克（1924一） 

• 约翰・波尔金霍恩（1930一） 

• 皮埃尔・泰亚尔・德・夏尔丹（1881―1955） 

• 托马斯・F．托兰斯（1913一） 



• 结论 

• 供深入阅读的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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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相当部分在生活二十一世纪的人来说，科学俨然成为他们心中最值得信赖

的宗教了。因此，科学与宗教的主题，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进行任何的宣教活动都

不可避免的一个方面，如果不是最为重要的方面。牛津神学家麦格夫所著的《科学

与宗教引论》一书，不失为论及这个题旨极好的入门书籍。 

全书共分九章，从历史、科学哲学、宗教哲学、自然神学、科学与宗教的若干

命题、以及一些个案等诸方面，生动、明了地论述了科学与宗教的错宗复杂的关

系。作者笔锋流畅，重点突出，简明扼要，即使读者缺乏科学或神学的素养，也不

会感到有较大的困难。 

作者简要地回顾了中世纪的情形之后，简明地勾画了西方近代历史上所出现的

三个里程碑式的三个论争，即哥白尼与伽利略在天文学领域、牛顿与自然神论、以

及达尔文关于人类起源的论争。接着，麦格夫转而对宗教与科学作出了多样化的界

定。第三章则从考查宗教与科学哲学的关系。第四章则是转而论述科学与宗教哲学

的关系。第五章着眼于创造与科学的关系，推出了三种创造模式，从创造与时间，

创造与生态以及创造与自然法则来论述创造与科学的关系。第六章是较为传统意义

上的自然神学的阐发。第七章综合论述科学与宗教的模型与类比，笔法新颖，独具

特色。第八章则从物理学、生物学与心理学的角度，阐述一些科学与宗教的具体论

题。第九章分别论述了七位有代表性的科学家的个案，来结束全书对科学与宗教的

讨论。 



作为入门普及型的书籍，本书向中文读者介绍了西方近现代科学与宗教的题目

下多方面的情况。对于东方的读者，可能的不足之处是，对于科学的定义是近现代

西方式的，而完全没有涉及到东方的科学与东方对科学的界定，因而显出作者的视

角与范围的狭窄。但东方的读者，仍然可以从本书的论述中借鉴，找出东方科学与

宗教的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并将对这些关系的理解，适时地应用在现代的宣教事工

上。 

      

 

概而言之，本册按书名，探讨「科学」与「宗教」的交互作用。作者在书中

展现个人学养深厚，融会汇贯通地从多门学科 (如历史、神学、哲学和科学) 的立

场/角度。书末附列「供深入阅读的书目」。因为词简意赅，能深入浅出地为读

者，解说进化论与创造论，宇宙论与智能原理等课题。故此读者毋须在「科学」与

「宗教」有很好的背景，仍可欣悦地受益于作者笔耕的成果隹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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