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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来中国天主教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荆世杰

(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南京2l∞93)

摘要：建圈后中国天主教研究可以分成儿个时期，1949～1978为第一时期，研究受意识形态左

右；1978年之后从教案研究开始学术性遥渐增强，90年代中期以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空前。各阶

段研究呈现出不同的侧重和范式，取得了幂菲的成就。天主教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面临学术转型的

挑战和跨学科整合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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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是擞界三大宗教之一。公元7世纪传人

中国，大规模传人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基餐教

包括天主教、新教、与东芷教三犬教派，在我国主要

是天主教和新教传播广泛一些。基督教各教派有闻

宥异，在某些方耐差别还很大。以往的基督教研究

中，新教显然雯受重视，对天主教的研究颓兔薄弱，

甚至学术综述也檄步觅到。本文拟对建国后天主教

的研究状况稍作梳理，失当之处，勰方家指正。

1949_1978年：从史学控诉、

政治批判垂研究中断

中国天主教研究从明末清初天主教会再度束华

就开始了哪。来牮的传教士与本士士大夫之间就天

主教与卡国文化发生了激烈争论。焦点在天主教基

本教义豹阐释和中露文化冲突上。双方匿绕天主教

和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耶儒”之论、“正邪”之分、

“华夷”之谈、以致“札仪之争”和“神名之辩”等发

生+_『激烈的论争，内容上牵涉到对天主教的不嘲层

露、不露观点豹研究和评价。但憨的来说是成果不

大，流布不广②。1720年，清朝全蘑禁教后，研究中

止。清末民初，受义和团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影

响，天主教研究又两度振兴。民翻年间，贡献最大的

研究天主教史鹣学者是陈堪(j880一1971)。酴垣

先后发表多篇天主教研究方面的论著，开剖了天主

教研究的新局面。擞时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学者如张

星煌、向述、冯承钧，也都在明清天主教传华史方面

着力不少。天主教神父徐宗泽的《中离天主教传教

史概论》，对明清传教士的论述尤详。新教史学家

王治心所著《中国基督教史纲》，是中圈基督教第一

部通史或全史，至今仍有参考价值。本时期研究的

特点是以明请天主教传华史为主，教会史家著史则

以推动宣教为目的。天主教理论研究较步。

1949年后：外国传教士被限期离境。在1952年的

院系调整中，教会大学消失，不仅宗教学系不复存在，

就连有点关系豹哲学系也只保暨了一个北大哲学系。

大学里也不再开设宗教的有关课程。

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建国前的天主教研究传

统中断。当时，毛泽寐关于“帝国熏义和中国封建

主义樱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飓地的过程，

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妁过程”鹣谂

断，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在这种背景

下反洋教和义和团研究纳主要目的是论证该运动反

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性质∞。在1949一1965年，共发

表反洋教的论文95篇，专著雕人民匿报毒版柱的

①有J*内容可参考钱国权；天主教在华传播史的研究状况概述，

《甘肃社会辩学》2。05年第3期。

②褥光游：基督宗教磋究对中崮学术的室义．《中华基督宗教磷

究中心通讯》餐司号，2∞1举。

③荆天路／苏位智：50年米义和团研究述评，《文电哲》2003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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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怎样剥用宗教侵略中国》(1951年)、李

时岳的《近代中国的反洋教运动》(1958)为代表。

报刊上发表的大量小文章，主题也是揭露帝国主义

利用天主教进行侵略，宗教跫麻醉人民的鸦片。传

教士被毫无保留地认为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

分子。所办的文化教专医疗事业，也被认为是文化

侵略。这些文章的作者，许多是教会内部的人士，和

宗教、鸯传部门的工作人员，对资料的占有、分析都

显不足。芷如有人评论豹：“这一时期豹某些成果

与其说是学术论文，毋宁说蔻政论文章，反帝的义愤

和革命的激情超越了理性的分析和历史的求证。在

其余一熊相对说寒较具学术性的论著中，极左思潮

的影响和学术政治化的现象也十分明艘，这种倾向

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极端的地步，义和田

的确被聿枣话化，被斌予了太多的理宴政治动员的内

容，被利用为现实斗争的工具④。”这种研究范式，实

际上是近代史研究中“三大高潮√L大运动”革命史

框架在天主教史研究的一个投麓。文革开始后，传

教士问题遂成为学者不敢踏足的禁区。“文革”十

年中，天主教、基督教会本身被当作网旧而被清扫批

斗，就是连意识形态化的天主教研究也无从谈起。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教察研究的

复苏到传教史的研究豹转换

70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教案研究率先复苏。

1982年起举行了多届反洋教运动及近代中国教粟学

术研讨会，开辟了教案问题研究的耘局面。第一稿会

议论文收入《近代中国教案研究》(1987)；第三届会

议论文收人冯租贻等主编《教案与近代中国》

(1990)，影响都很大。还出现了教案研究的集大成式

的《中国教案史》(张力、刘鉴唐，1987)。当时对反洋

教斗争的反侵赂性质是没商疑问的②。”对于教粜的

起因，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

不断激化的产物，但不能只讲民族矛盾而忽视其它重

要因素，如基督教与中国封建亭L佟的矛蒋、中西文化

的差异和冲突等②。有人认为，反洋教斗争既具有反

侵略性质，也具有农民革命的性质@。另一些人认

为，参加反洋教斗争的社会力量非常广泛，丽地主阶

级人物禳往充当倡导者。因此，不能称之为农民革

命。而且，反洋教运动虽以反侵略为主流，但免不r

盲目撼外的举动，是以封建主义的文化意识去对抗瓷

本主义的文化意识，它又始终带有反进步的因素固。

同样的分歧也出现在对义和脚的评价上。一些人指

出，义和鲤盲目“杀洋仇教”，瘦对先进科技，对一切资

本主义新事物统统采取横扫的态度⑥。有研究者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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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反帝与排辨是有联系但性质不同的概念，反帝应

谈肯定，排外带有很大的盲目性，魁愚昧落后的标÷己。

但肘它既不能苛责，也不能辩护⑦。教寨与义和盈研

究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培养了一批从史学角度切人

的基督宗教研究者，成为90年代宗教研究的推动力。

与此同时，宗教政策得到落实，各静宗教迅速复

苏。天主教与基督教，以令世界悚诧的速度迅猛发

展。这种“宗教信仰热”，也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关

注，从孬兴起了～静翦所未有的“宗教学术热”：在

随后围绕马克思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著名

论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虽然否认宗教是人民的麻

醉荆的一方最终取得了胜利，俺宴际上这是一场没

有输家的争论，因为双方实际上都反对过去那种对

经典论断的极左理解，从而为宗教信仰自由，为全面

理辩宗教的社会功能提供了薪豹；仑证。这场论争，

既是宗教学术领域思想解放的产物，也为思想的进

一步解放作了准备@。接下来，在整个社会的“文化

热”中，“宗教楚文化”的观念受到社会公认，对传教

运动的研究从一概抹杀发展为“政治活动加文化交

流”两分法，出现了向中西交流或所谓文化传播范

式的转移的迹象。在不弼几年的时闻里，大陆教会

史的研究已有迅速发展，甚至有从“险学”到“显学”

的夸张说法。有人称大陆的教会史研究进入“重新

诠释”阶段。重要成果除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

国》(1981)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组织

豺泽的《中华归主》)(1985)，江文汉《明清间在华的

天主教耶稣会±》(1987)，顾裕禄《中国天主教的过

去和现在》(1989)、曾匿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

固同上。

馒摩时岳：《厦洋教斗争的性质及其它》，《近代史研究》，19li5年
第S期。

④持此观点豹主要有零始广、冯列《关～}审鹾近代数爨研究力’洼

的厦愚》；吴金钟：《近代中国教寨史研究综述》．两文均见四川省哲学

社尝科学联合会编：《近代中国教案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年版。

④牟安世：《中国^民反对外凋教会疆略的斗争和寸，园近代史曲

主要线索》，《槌会科学研究》198S年第4期；《霹论中四凡强厦对外国

教会侵略的斗争和中国近代电的主要线索》，《近代史研究》1帅O年第
2期。

@李时岳《反洋教斗争的性礁及其它》，《避代史研究》i985锋第5

期；辈光广、冯稠《关于中国避卡{：教案研究方法的夏思》，冕四J||省哲学

社会科学联合会编：《近代中国救案研究》．成都，阱川省社会科学院出
版社．1987年。

固王致中：《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历_史研究》19踟年第

1糍；张玉囝：《应当全面看持爻彝匿运费》．《辽宁大学学报》l钟9年第

l期。

⑦丁名楠：《义和团运动评价中的几十问蹶》，载路遥编《义和用运
动》，巴蜀书社，l蚺5年。还可参考《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衍究》J二

海书店出版牲，∞00年)

@吕大吉：中国现代宗教学术研究一百年的回顾与展望，《江苏

社奁科学》2002华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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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s7)，歉升译《中国和基督教》(1991)，许确龙主编

《中西文化交流先驱》(1993)，高时良主编《中国教会

学校史》(1994)。不少著作都试图对传教运动的文
化因素避行重新评价。蹶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引用了大量当时国内罕用的外文资料，并跳出了集中

讨论教寰的套路，令人耳目一新。全书论述了自17

世纪初荆玛窦来华传教到19幸9年基督教传教±寐华

活动的垒过程；顾氏仍强调传教士及其活动具有帝国

主义幔华性质，确立了传教史研究中的“文化侵略”

范式，侄他髓具体建对待传教士的文仡事韭，从而为

重新评价在华传教士起了带头作用。《中国天主教的

过去和现在》是目游天主教著作中唯一写到80年代

的，拓宽r天主教史研究的藏围。

这个阶段的研究，显然述只能算是起步。当时

“基督教历史研究0初具规模，出版了几部翦史那

断代史，但通史研究仍是空白。教会史特别是中世

纪和近现代教会电的研究也很薄弱。基督教神学思

想探讨拦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已有一燕涉及某一主

题或思想的专著或散论问擞，但却没有系统的藻督

教思想史著作④。”

粥年代中朝以来：专搬的宗教学者“正”

军突起，研究向深广发展

上世纪90年代中糍以着，不仅中央～级社科院

成立了宗教研究所，各省社科院也有十多家建立了宗

教研究所。十余家名牌大学也立了宗教研究机构或

中心，有』t所大学_开办了宗教学系。中篷天主教和基

督教协会也都设立了研究机构，如中国天主教研究中

心(北京)，光启社(上海)，再加上全国段省级的天主

教抻哲学院ll所、修女院10薪。国务腕宗教管理机

关和中共中央党校也创建了自己的研究机构。此外，

一些政府允许的寨教组织也开始关注和投入这种研

究。西此，天主教研究的专业人员大大增加。这就改

变了以前的历史2囊哲学研究人员为主的宗教研究队

伍成分。各机构还纷纷创办刊物，以社科院《世界宗

教研究》为代表的专业性刊物增至f几家。在研究兴

趣上，教案研究逐渐转向对基督宗教的全面研究。研

究成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已远远超过前三十年闽，研

究的领域也已大为拓展，除了历史课越的研究，在资

料整理、天主教神哲学、教育、文学艺术、天主教现状

的实证研究方面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一)天主教史研究论著

九十年代天主教史方向的研究学术性进一步增

强，理论上有新豹突破性进展，基本完成了从单一的

文化侵略到文化侵略和文化交流合一的两分法，蒋到

基本肯定的以瑗代化范式为{弋表豹研究范式的转变。

重要成果有孙尚扬《利玛窦与徐光启》(1993)、李若

兰《汤若望传》(1995)、林金水《利马窦与中国》

(1996)，王立新《美国传教土每晚清串国现代化》

(1997)、张铠《庞迪我与中国》(1997)，李天纲《中国

礼仪之争》(1998)、孙尚扬《基督教与明束儒学》

(1994)、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纂督教敬

育研究》(2()()0)郭卫东《中土基督》(2000)，晏可佳

《中国天主教简史》(2001)、徐以骅等著《教会大学史

研究丛书》(1999)，钟鸣虽(比和时)、孙尚扬《一八四

。年前的中豳基督教》(2004)等30多部；孙尚扬前书

对天主教与儒学的交流秘冲突的关键做了重点阉发，

禳有新意。与钟鸣垦的台著是近几年来一部较出色

的天主教专史。顾卫民卓然崛起，这个时期共出版4

部专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1996)、《剐恒毅

在中国》(1998，意大利文版)、《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

史略》(2001)《中国天主教编年史》(2002)。《基督教

与近代中晷社会》以大薰事实为基础，坚持论从史出，

既指出传教士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之下做过锚事，又评

价了他们在近代西学东渐及维新或改革中超的积极

作耀，不弄将酣与中国、中国人与基督徒封立踅来。
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应属文化侵略和文化交流范式

的代表作。《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论述了罗

马教廷与蒙吉帝嚣、明清朝廷的关系，中国“毒L仪之

争”，20世纪韧期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抗战与内战

时期中国与教廷的关系。本书为圈家社会科学研究

项隧，是大陆第一部论述此闷题的学术专著。由于中

梵之间的特殊荧系，梵蒂冈研究是⋯个热点问题，对国

家安全、社会稳定、宗教工作都有极大的意义，但它又

是天主教研究的—个难点。顾书的价值自不待言。王

立新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虽然主要是一

部新教研究著作，但却魁整个基督宗教传教史方面现

代亿范式研究的代表馋。这种范式的转换是与近代吏

领域里的范式转换相一教的，但在近代史领域也有一

些不同的声奁。器口如在基督教内都，也有一些教会A

士无法完成这个转换，由中国基督教会主要锈导人员

罗冠宗、曹圣洁等撰写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帝
国主义科用基督教侵略中国事实述评》(宗教文化出版

社，2003)就是这样一部代表性的作品。胡卫清在基督

教在华传播史的定性研究上取得突破，指出传统的“文

他侵啦各”自然是站不佳辫，“现代化论’’也未菇切合实
际，于是乃从普遍主义——基督教文化信仰的深层实

④曹中建主编：中匿宗教磷究年鉴1996，北京。中国社会秘学出

版杜，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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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上进行考察礤究。就基督教与世俗亿运动，与现代

化的矛屦冲突来看，该书拢并{车标新立异。
在明清之际天主教在华传教活动的磅究方面，

学者靛的研究方向过往大都集中在来华的耶稣会方

面，忽视了同时期来华传教的方崭会、遭裙会等托钵

修会的研究。∞06年，崔维孝啬版的《明清之际西

斑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i579一1732)》(IE京，中

华书局)对明清之际米华方济会从1579到1732年

这一百五十多年的传教活囊进行了分析与论述，填

{}}这一研究领域的研究空南。

最赫的关于教案和义秘丽的研究是褶蓝欣豹

《义郛蜀战争的起源踌唇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2∞3)，作者是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薛年轻历史

学家。确实这不是一帮寻常的历史著作，不仅是作

者的国际政治学背景，还有近十年、十个国家的史

料，使得作毒站在所有的研究者之土。作者不满于

迄今豹所有中静著作豹文化上豹偏激观点——传统

豹黄祸论窝受萨义德东方主义影响的中国学者，这

都使各方缺乏一种趣聪、公平的视野和心态。作者

认为义和团战争豹趁函之一当然是外国教士与中国

人民的矛盾热深，但将战争起源完全归罪予教±是

不公乎的。研究义和团起源也不魏说明这场战争，

霆为义相翻本身不能说明这场战争的超源。作者将

分析重点教在帝凿主义在华争夺势力范匿豹竞争在

甲午螽的加尉，尤其是后起的德意起来挑藏脆弱的

英美捧系上，从丽从国际关系的角度令人信服地说

鹱了这场宗教战争的“偶然性”发生。这项{舞究的

意义还不是它本身成就有多么巨大，面；是曼示蠢在

未来的天主教研究中，垒璩性的袋光是必要的。

(二)基奉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翻译出版：

北京外零语大学海外攫学研究中心研究西方汉

学．稚中国天主教的基本文献《西方翠期汉学经典译

丛》(2001年1月起出版)；福建师范大学宗教文化

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编

《清来教寨》。《清寒教寨》前三册为中文档案，由第

一历史楼案馆负责选编，后三嚣为英国、美国、法国

议会文件。目前已经宙版l_5携。为大睦学者提

燕r不茹查找和阅读的宝贵外文资料。

2000年，={匕京大学宗教研究联内部E|j发了《嚷

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鼓汇编》，共计57艏，多半是

以前没有重窜过驰，收人的琢始数据主要来自法国

国家图书馆和梵蒂冈教廷图书馆。选取的主要是明

清之际天主教与儒家悬憨、佛教思想及民俗信体之

闽护教辩论色彩较浓的、较有代表性艟中文数据。

原作者既有西方传教士，也有中国信徒。编者对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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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每部著作加上标点，附一髦解，并尽量按照原作

者鹣思路分段，加上，』、标题?为爵究者带来了极大的

方便。基得一提的还有丽部小书：一部是来静编译

的《洋教±看孛国朝廷》(上海凡是出版社，1995)，

选泽了法国耶簿会士豹书信36件，是一部篱明可读

的史料书。另一部是沈保义、颡_卫民、寒静台译的

《中国辛L仪之争硅文文献一百篇》(上海古籍出版

柱，2001)，该书是从已出舨的罗马教廷传信帮和其

宅有关枫构的原始文献中选录、缝辑、蘸译而战的。

其时闻跨度从1645年到1941年。该书砖明清历

史、中西文化交浇史的研究会有所补充郓促进。

2鼢年以来，教案辩义和霾运动方蓐豹数据工
作，比较重要豹衣黎仁凯主编《直隶义秘困调查资

料选编》(河j￡教育出版社2∞i年io月)，蛰遥主

编《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由东大学出版

社，2000年9胃)。荫者主要是一些过去的调查材

料及一些有关文献。屠者以口述采访为主，内容屉

各建社会背景及教民教会情况为主，范匿不仅包括

今天山东，也有部分喜隶义穗霾的内容。

在最近几年的修志热中，宗教志的修纂成为一

个重要的方面。上海i由东、四』||等省都有专}丁的宗

教志。1992年，上海人民鲞舨社出版嚣仁泽、高振

农主编《上海宗教变-天主教史》。这些专f_J性的

方志为研究各整天主教提供了一些基本的资料。另

步}，各地政协的《史史资耨》，也都陆续刊发相关的

回忆性及研究性文章，推动了天主教研究的开展。

当然，这些著作在褒氨上和方法还都非常陈暇。

书鞫方弱，社科院氆界宗教研究所乇子今用尽

十几年心盘编著《中国宗教磅究百年书目(1900一

2∞o)》，所收书目还包括了大陆段藏盼港澳台研究

中国天主教的成果。封前作者正在从事该书目的姊

妹篇《中垂宗教研究论文索引(19∞一20∞)的编写

工作，我{}l也期待索引的早目问懂。边晓秘等的

《卡国基督教史论文索引(i949～1997年)》，著录

了建国后50年的基督教变研究文献①。另外，1996

年以后每两年出版的中垂宗教硪究年鉴，不仅有各

个领域翦研究述评，而且也有上两年的逾文索；|；|。

男辩右徐海松和张先清关于甓末清初耶稣会±与中

硅文{乏交流的论著目录。

(三)海外天主教、天主教砖哲学、天主教文化

研究：

全球天主教发展的通史、断代史、神学思想发

①见卓新平、许志伟主编《基督宗教骈究》第一辑，北素，社会科
学文献出舨社，|999年，第群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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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各修会与教鼙史等领域，都是已经展开的研究顿

域。除了几本泽本以外，中国人自己写的天主教方

面的通史还远远不能满足人意。对各翻天主教的国

别史也罕有探讨。

外国论著方面：刘小枫主编的《厨代基督教学术

文库》(二三联书店)，已经有lO余醉闯懒，如：《历史与

社会中的信仰》(1996)，《论隐秘的上帝》(1996)，《神

秘神学》(1998)。1988年起，由何光沪主编的《宗教

与世界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已经超过30种，其

中大多数与基督教有关：《当代美滞神学》(1990)、

《论“神圣”》(1995)、《神学与形而上学》(1997)、《谈

论上帝》(1997)、《娩明基督论》(1999)、《现代基督教

思想》(1999)、《基督教与文化》(1989)、《全球伦理：

世界宗教议会宣言》(1997)等。

从译介外国磅}究成果始，中国天主教寻申学、哲学

思想研究从无到寄逐步发展起来。尹大贻1987年出

版《基督教哲学》(四川人民出版社)。这是1949年

以来大陆第一部基督教哲学论著，开黼气之先。9()

年代中期后，系统介绍西方神学、哲学思想的专著多

起来：有赵敦华的《基督教哲学1500年》(1994)，卓新

平所蔫《当代天主教摊学》(1998)，周伟驰《记忆尚光

照：奥古斯丁神哲学研究》(2001)等。其中《基督教

哲学15I)0年》的影响力度超出了宗教学界，被视为我

国杜科领域中的补阚之传。《当代天主教神学》被视

为中国当代西方哭主教神学研究的一大突破。《记忆

与光照—一奥古斯丁神哲学研究》(2001)，是近年来

该领域研究最有学术价值的专著之一。杨慧林《基督

教的底色与文化延伸》(姒)2)重点论述了基督激神
学的人文学视野、两方文学与基督教资源、文彳七沧说

中的纂督教主题，着重展开了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基督

教阐释及“伦理化”的汉语基督教、基督教在中豳社

会转型时期的文化功能及其局限等论题。凡种专f_j

学刊推动了天主教神哲学的研究。宥剃小枫剖办的

《基督教文化评论》(1990年)、《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

从刊》(1995年)，．尊新乎主编的《宗教比较与对话》、

《基督宗教研究》，许志伟、赵敦华主编的《基督教思

想与中国文化》、《冲突与互补：基督教哲学在中国》，

杨慧林主编豹《基督教文佬评论》。还有武汉章开

沅、马敏主编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杭州陈村

富主编的《宗教文化》。这熊学术刊物制发了相当数

量的害孛哲学方面的文章，推动天主教研究向深度和广

度拓展①。

还有一些是与天主教文化相关的著作。王弧平

《修递院的变迁》(1998)是对鹾致幸世纪修院研究

的专著。王晓朝《基督教与帝国文化》(1997)原为

英文写成，在国外发表，后叉泽成中文在大嚣发表。

该书第一部分论述拉丁教士与希腊罗马文化，涉及

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的冲突，基督教与希腊罗马文化

的和解等闷邂；第二部分为全书蘼点，论述中国基督

教护教士与中国文化，涉及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及

其成果、徐光船的宗教著作、中国护教±的论著；第

三部分为比较与结论，涉及基督教与民族文化，基督

教的本土化等问题。其结论指出了基督教本土化的

必然性和实现豹途径，及率主化完成的标准——基

督教与民族文化的调和。其它类似专著还有林仁

川、徐晓望的《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冲突》(1999)。

中国学者不但关漶因基督教米华弓{趣豹“西学

东渐”现象，同时也开始研究传教士如何向西方介绍

东方文明。1998年8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季羡

林主绩豹“东学西激”丛书，包含中国科学技术的两

传及其影响、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中国文化对美

国的影响、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中国军事对西方

的影响、中圈法律籍度对嚣方豹影响多个专题，其中

不乏传教士的活动。张国刚等著的《明清传教士与欧

洲汉学》(2001)，介绍了明清时期米华西方传教士对

中国薛赞美，是一部力作。2∞1年8胃，张孵平出版

了《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

社)。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论述欧洲宗教和哲学在

中国早期的传播，下编论述中国宗教和哲学在欧洲早

期的传播。浚书参考了大量中文和西文数据，内容丰

寓，骞论有述。这种双囱研究力甓l将16—18世纪“西

学东渐”和“中学西传”放在同一平台卜，对当时中、

欧之间的文化互动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视角独特。

近嚣年在一些生锵的领域也有可观的成果。如

教会法学，它以天主教会法典和法律史为研究对象。

在这个历来较少着墨的领域，彭小瑜《教会法研究》

(2003)作出了突破性浆成就。2005年，在香港遭风

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举办的“第四届道风学术

奖”的评选中，彭小瑜的著作《教会法研究》荣获“徐

光疟学术著作奖”，评娄会认为就书突出具体法德

的说明，为学界提供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基

督教文化与艺术也是研究的热点。有杨周怀的《基

督教音乐》(2∞1)、梁工主编的《基督教文学》

(2001)、顾卫民的《基督教宗教艺术在华发展史》

(2003)等阔世。

在圣经研究方面：改革开放噬来，中国总计昧行

①曾传辉：中匿大猪基簧教研究的现状、影响与趋势．见20。4年

台湾囊理大学举办“第六届‘采教与行敢’学术研讨袅”奎会论文：hl，

tp：／／www．¨．胡u．仰／∞【—vi吼∥。du／reli西ous／枷二in-o艚每fh．hIr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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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2()oO多万册。对圣经的研究也成为基督宗教

研究的共同课题。国内学界的圣经研究与国外不

同，更侧重于从文化的视角研究圣经的历史、演变、

文学、艺术、翻译段研究。新时期以来酗内学者真蔗

意义上的圣经研究仍然相当少，成果以译著和圣经

本身、圣经知识背景介绍为主，还出版了多种不弼版

本的圣缀故事书籍和少数圣经工具书。代表作有骆

振芳《新约导论》(1990)、许鼎新《旧约导论》

(1991)。卓薪乎主编的《基督教小词典》(2002)，收

词约3000条，总字数约45万字。包括基督教总论，

教派、组织、机构、人物，教义、神学，经籍书文，圣经

人物积词汇，历史事项，教制穗《职，礼仪节日，教堂、

圣地等十大类。圣经文化影响空前，一些以圣经文

化为题的书籍与文章都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天主教神哲学及历史与文化的深度研究，摄丹

了国内天主教研究的理论水平，开拓了视野，必将进

一步推动中国本士天主教的研究。

(鹳)以教套学校吏研凳为代表的专题研究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天主教与基督教凭借不

平等条约不断扩充在华传教事业，为此大力兴办各

式教育。义秘团运动及晚渍新政促使匿方基督宗

教，扩展其高等教育事业。不过这些学校以新教为

主，只有少数几所戈主教大学。近代中国教会学梭，

以往一向被被视为传教士文化侵略的工具。80年

代初，徐以骅率先提出重新研究和评价教会学校的

问题①。1988年，曾巨生翻译了Jessie G．Lutz撰写

的《中两教会大学史》(ehina 8nd ckis6粕co噩eges，

1850—1950)。1994年，高时良著《中国教会学校

史》，是中国大陆第一部全丽论述教会学校历史的

专著，作者提出：“对待教会学校，既要将它本身的

运行过程同帝国主义对华侵略行径联系起来考察，

又要从教育的相对独立性、教育自身的客观规律来

考察。”教会大学的研究最大的推动来自80年代后

期中美合作的“在华中西合办大学研究”计划。自

1989年开始，中国教会大学史妁国际学术讨论会已

先后举办多届。首届在华中师范大学的讨论会编辑

了《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章开沅、林蔚主编，1991

年)论文巢，考察了教会大学的起源，与中国民旗主

义运动的关系、教会大学的历史地位及有关的著名

人物。1992年，华中师大成立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

究中心，并与香港岽基学院联合主办《中国教会大

学史研究通讯》。在中外共同的推动下，教会大学

史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1994年12月，由顾学稼、

转蕊翻伍宗华编辑豹《中国教会大学史沦丛》出版。

其中有些专题研究甚至已达到细致人徽的程度，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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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黎的《中嗣教会大学建筑研究》②，即是对过去无

人论及的教会大学中西合璧式建筑的演变特点作了

较全面的论述。2000年，胡卫清的《普遍主义的挑

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一1927)》出版。

本书作者以基督教教育哲学为立论起点，广泛运用多

学科的知识积方法，征引丰富的中英文历史文献资

料，构建新颖的立论模式和写作程架，对晚清到民国

年间的基督教教育作了实证性的考察和论辩性的评

析。据不完全统计，大魅学者还发袭研究教会大学史

的论文约五六十篇，内容涉及教会大学的历史地位及

其评价、教会大学与中网教育现代化、与中西文化交

流、与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民族生义与民族运动豹

关系等多方面重要问题，取得了相当可观的进展。

此外，传教士与西学的传播、传教士与近代出

版、传教士与近代中嚣的慈善与鞋疗等专题研究都

开展起来。

(五)区域研究厦现状的实证研究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学术莽重视嚣域研究。

20吐纪七十年代后，部分西方学者提出了中国中心

观，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圈社会

内郝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内容之一是把中国按

“横向”分解为区域，以胜开区域性与地方史的研究。

近年来，国内外关于中国历史研究的重点，有从沿江

沿海转彝内地，扶经济发达地区转囱落后缝迸，从全

国性转向区域性转移的趋势。在此基础上，试图对中

国熬体状况进行把握。中国天主教史研究墩顺应了

这一趋势。陈支平与李步明合著《基督教与耦建民间

社会》(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论述唐代至现代基督

教进入福建民间社会的发展及影响，偏重于近现代；

林会水承担了鹜家中华社科基金项目“八五”规划

“福建基督教史”的研究，被认为是“很有价值的研究

和探讨，填李}了空白”。孵从于陈支平教授的张先清

以《官府、宗旗与天主教：氍清时期闽东福安的乡村教

会发展》(2003年6月获学位)，于2005年荣获全国

优鸯搏士论文。文章扶嚣域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对明

清时期闽东福爱县的乡村天主教发展进行系统研究。

认为明清时期当地乡村宗族对天主教信仰的皈依，是

天主教能够潍入福安乡村社会传播、发展的根本原

因。正是由于一些乡村宗族的天主教化，天主教信仰

得以依附在这些宗族中，依靠地方柬族的力量不断发

展壮大，直至成为对当地鼬阔社会生活具有深翔影响

①徐以骅t基督教在华高等教育初探，《复旦学报》，1986年5
期。

⑦此书系章拜洗主编的《中国教会太学史研究丛书》中的1种，

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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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区域陛主流宗教。此外，数以百计的论文对中

国西南、西北、东北各地区以及陕西、河北、内蒙、四川

等区域天主教发展有论述。

近年来对天主教的实证研究与调查也呈上升态

势。有一些是重大课题研究，如社科院世界宗教研

究所的《天津市农村天主教现状与思考》(1989)、

《闽浙两省宗教问题的调查与思考》(1991)、《河南

省宗教现状调研报告》(1991)。上海社科院主办的

《当代宗教》经常发表有关基督宗教的实证研究报

告。郭大松、田海林主编的《山东宗教历史与现状

调查资料选》(上、下)(韩国新星出版社，汉城，

2005)是对山东宗教历史与现状的一个全面调查；

复旦大学哲学系刘平《家庭教会及其世俗的政治秘

密》在调研的基础上探讨了当代家庭教会的活动形

式、发展阶段、阶级及运作特点；河北省社科院徐麟

《世俗化处境中的河北基督宗教，根据对河北省宗

教教务人员的访谈及问卷调查，分析了当代青年宗

教徒思想的“世俗化”特点①。

吴飞著《麦芒上的圣言——一个乡村天主教群

体中的信仰和生活》(香港，道风书社，2001)。作者以

华北一个天主教村庄的田野调查为基础，重新理解韦

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的宗教社会

学命题，指出问题的症结并不是宗教能否促进现代

化，而是宗教究竟是否可能影响到伦理生活。新教的

独特之处在于它以一套有效的技术改变了日常生活

的伦理；而作者所研究的这个天主教村庄中，天主教

没有形成这样一套技术，只是在仪式和组织上形成了

天主教群体、一个亚群体、一个身分群体，并未在伦理

层面使天主教徒有异于普通农民。教徒因为天主教

的特殊身分而在义和团、文革中遭受特殊的待遇，于

是又引发作者对苦难问题的关注。天主教的群体认

同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对苦难的叙述中形成的。作者

详细讨论了教友们的记忆、叙事等技术，触及了人们

对恶与受苦的态度，以及与神义论相关的一些问题。

吴梓明、陶飞亚、赵兴胜等著《圣山下的十字架

一宗教与社会互动个案研究》(香港道风书社，2005

年)作者主要以泰安地区的几个基督宗教教会为主

进行研究，试图“理解宗教与当地社会文化、民间风

俗、其他宗教、教外人士及地方政府的关系”。尤其

关注“基督教是如何受到中国社会文化、尤其是传

统宗教文化及政治的影响，从而产生了更具体的互

动和改变。”作者回溯了满庄天主教会与当地社会

冲突适应的历史，认为当地的天主教徒的国家民族

认同趋势也比较明显，与其他宗教信仰间的关系也

较和谐。对满庄天主教徒信仰的宗旗I生传递，也作出

了合理的解释。作者在书中还大胆尝试使用了国际

前沿的“理f生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实

际研究中运用了社会学及人类学上的观察及参与方

式，并与大量的档案材料相结合。在这个课题里，当

代西方新兴的宗教社会学理论，人类学与口述史学的

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模式有了很好地运用。

康志杰长期研究湖北麻盘山天主教信仰情况，通

过对当地天主教徒历史、信仰、礼仪的观察，阐发了天

主教与当地村民的互动，认为天主教已与当地社会发

生了良性的互动②。她还详细考察鄂西北乡村天主

教的丧葬礼仪，认为教会礼仪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

因子产生了整和③。这种长期追踪现状研究正是以

史学考证与理论见长的天主教研究界缺乏的。

陈村富《转型期的中国基督教：浙江基督教个

案研究》(东方出版社，2005年12月)是最新推出的

一项个案研究。作者以浙江省温州市和浙西地区的

基督新教和天主教为典型个案，通过问卷调查的方

式，用大量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详尽地介绍了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基督教的新特点和

新趋势以及发展中所面临的新问题，并对城市化和

世俗化潮流中的当代中国农村基督教进行了横向和

纵向的剖析，重点研究了转型期对中国基督教的特

殊影响。这对党和政府及相关部门及时掌握宗教动

态、了解宗教变化、调整宗教政策，具有一定的现实

意义和参考价值。本书把田野调查和数据分析的方

法引入到中国基督宗教的研究中，突破了传统的论

述方式，既可供宗教研究者参考，又可作为普通读者

了解当代中国基督教的一个平台。

以上是最近几年的的几项区域个案研究，作者

的这些探索显然对当今天主教研究有着方法论上的

启示意义。

台港澳门及海外的中国天主教研究

近年来，大陆、台湾、香港的天主教研究虽然都

有长足的进步，但各地的起点不一样，社会和学术环

境也各不相同，因此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优势。

台港地区天主教研究继承了大陆1949年之前的传

统。曾问学于陈垣的方豪就被认为是陈垣的学术继

承人。方豪的作品有1955年著《中西交通史》(五

①“世俗化处境中的基督宗教”学术研讨会，见曹中建主编《中

国宗教研究年鉴2001—200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②可参考《论当代天主教礼仪文化的若干特点》，载赵建敏主编

《天主教研究论辑》第一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还可参

考：关于湖北磨盘山神权社会的考察，《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3期。

③“现状与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http／／：www．philos叩hy01．
com．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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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966年著《李之藻研究》，19研年著中蓬天主

教史人物传》(三册)，1969年编成《方豪六十自定

稿》。此外还有穆启蒙编著、侯景文译的《中国天主

教史》(螽北光启杜，1981年再版)，李志刚《基督教

早期在华传教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林治
平《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吕实强《中国官绅

反教原因(18∞一1874)》等。今天台湾豹天主教Ii器

究以黄一农的明清天主教传华史的研究最有特色。

黄是出身理工科的无线电博士，以自己在逻辑推理

和搜集资料方露的长处，成功地进^天文学史和天

主教传华史等多个领域，在国际上建立起了一定的

声望。近些年台湾的大陆天主教研究因为受资料殷

政治环境的限制有些衰落，偿仍有不菲的成果闻世。

刘鸿凯主编的《教会与中国》分各个专题，从独特的

角度审视了中国教会的发展史；台湾本地天主教实

证性个案研究非常兴盛，成果颤丰。

香港在基督宗教史研究上具有得天独厚的条

件，她邻近大陆，是中西学术交汇之地，加之研究资

金充沛，睦有高等学府宗教系和神学院校的学术吏

撑，又有较强的神学研究传统，故始终能保持较高的

学术水平，并能采粥较前沿黯研究进路，在某种程度

上帮助确立了汉语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学术标准和

规范。近年来，香港学者的中国天主教研究，取得相

当的研究成果。粱家麟善戚《改革开敞以来的中国

农村教会》(1998)，吴梓明与大陆学者合作的《圣山

下的十字架》，大陆学者吴飞在香港出版的《麦芒上

的圣言》关注的都是当下天主教的状况。目翦，两带

三地的基督宗教文化交流活动越来越频繁，大陆学者

的研究成果经常先在港台发表，香港学者的书也常拿

来内地瑞版。这种情况加强了三地学者的合作，大大

开阔了大陆学者的视野，促进了大陆学者采用新的理

论和研究路径，当然也取得了很多合作成果。

最磊，海步}学者豹研究以美、法等国为主。1929

年，在王治心之前，美国著名宣教史家、曾在中国担

任教会教育事工的耶鲁大学教授赖德烈(Kenneth

se稚Latourette)出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A碍sto-

ry of chris她n Missio”s in China)一书，赢到今天仍是

无法超越的鸿篇巨制。全书共分30章，有930页，

涵括景教、也里可温教、东正教、天主教及新教米肇

宣教的千年历史，为海外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奠定

了基础。但它对华人的宗教经验无法宠分地把撵，

故侧重外国传教士的在华活动。上世纪5、60年代

以来，哈佛的一代汉学宗师赞正清(John K．Fa*

bank)和他的同事殷门生，开创从以西方为中心的

“宣教史”到以本地教会为中心的“教会史”的中国

一76～

基督教史{葬究模式，继续弓【领海外中国基督宗教豹

研究潮流，当前国外、大陆和台港不少从事中国基督

宗教研究的新锐学者受其影响很大∞。

法国汉学家史式徽豹《江南传教史》(中译本

1983)论述精到，是研究区域史的杰作；沙百里所著

《中国基督徒史》(中译本，1998)则引人注目的将研

究中心从热点的传教士转向了离采被人们所忽视的

本土信徒，开创了新的学术领域。谢和耐的《中国

和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是被视为完成

天主教在华传播史研究范式转移驹名著。意大利因

是楚帝冈的所在地，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救能写出

《魂牵雪域——匿藏最早妁天主教传教会》②这样区

域天主教研究的作品。主要论述17世纪初期，葡萄

牙耶稣会安东尼奥·德-安东德神父为首的天主教

传教士，从印发北部进入我国西藏开教及其失败。

连我们的东邻韩国也有人开始关注中国的夭主教研

究。李宽椒的《中国基督教史略》⑨内容虽然不深也

不藏，徨作为教会中入和一个与中国遭遇同样被侵

略命运的国家的人，有着难得的同情与理解。

中国的天主教研究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放眼

港台与海争}及时了解最新的学求理论与方法，至为

重要。近年来有影响的研究者如卓新平、刘小枫、陶

飞豫、彭小瑜、章雪富、吴飞等，很多都有海外及港台

学习经魇。在这块园地墨如果充蓐不匪，只能是坐

井观天，陈腐不堪了。

中国天主教研究蓠瞻

在天主教研究中，范式的转抉～直是非常重要

的。白20世纪∞年代以来，传教史的研究经历“文

化侵略”、“文化交流”和“现代化”范式的转换，打破

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从80年代后期成为中国近代史

积宗教研究中的曼学。但是进入2l世纪，三犬范式

的转换之后，现代化范式已露出疲怒，急需建构新的

研究范式。王立新认为爱德华-萨义德等人提出的

后殖民理论，特别对“东方主义”的批判会为基督教

在华传教史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解释框架。后殖

民理论认为仅仅在现代化取向下关注对传教士在华

文他活动与中鲴薪文化的建祷之阁的关系是不够豹，

还需运用民族主义话语剖析传教运动对中国传统文

①有关台港及海外的教会史研究可参棘烈骅：教会史料究之今

昔．香港，《恿福杂志》，总第t6期。

②：意]G．M．托斯卡诺著，伍昆明、区易炳泽，北京．中困藏学出
版社+1998年。

②l蒋l李宽散；孛国基舞教史珞，j￡京．社会辩学文献宙蕊挂，
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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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信伸的解构性影响。这就向研究者展现了一个

广阔的研究领域，可以成为传教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取

向迪。。相对于王立新指出的范式危机，在天主教研究

方面方法论上的转型可能更为急追。中醋传统宗教

的研究中有根深蒂固的历史学倾向，对此，思想史家

葛兆光表示出了忧虑，他认为研究者怎样弥补史料的

不足和穿透过去史料上的熏熏迷雾，“恐怕人类学的

田野发掘是一个必要的手段㈤。”而这种被预期的中

基宗教研究范式实际上在西方已是一种习蠼范式。

他们不仅在本国宗教研究中使用这种范式，而且很早

就在中国宗教研究中运用此范式。象较早的Groot的

《中星宗教麓陵》(强e蹦辱。转s Syste瑚越C}lina)六卷

本就使用了此范式，至今西方的中国宗教研究者都习

惯用这～范式。中国的天主教研究中却有浓厚的史

学倾向，搭古薄今现象较重，黠建国以来豹天主教尤

其是当代天主教研究的欠缺，即是一个明证。

天主敦史的研究，这是中国天主教研究最成熟

麴方向，有着几十年的资料积累，两怎样切入1949

年以后的当代天主教史研究，仍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传统的以历史学、宗教哲学为擅长的研究队伍，在宗

教社会警研究方面处于失语状态。未来天主教研究

可能涉及天主教与其它宗教的比较与对话，天主教

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国天主

教的历史与褒状，天主教与区域社会的发展，天主教

与当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基督徒的终极关怀与

现实生存．中国天主教发展的分析、展望与预测等热

点问题。对此，各个学科的单打独斗显然已无法满

足天主教研究的需求。转换视角，吸纳新理论新方

法，摆脱驾轻就熟的传统典范，走跨学科多途发展的

路才髓掇升研究的层次。也就是说如纣把宗教学、

历史学和社会学及人类学及社会心理学等相关学科

不断进行整合，坚持跨宗教的对话，从而把中国天主

教研究不断推向深入。虽然已经有不少的学者在此

方面作出了成功的努力，但现在这个范式的转移才

不避刚刚开始。

对中国天主教研究的意义，卓新平先生曾这样

指如：中国基督宗教研究因其存在与发展存在一定

的特殊性和惟一性，使中国的摹督宗教研究爨有独

特的、不可替代的意义，在世界基督宗教研究的学术

论坛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著名宗教学家秘光

沪认为：基督宗教研究“有助于中国学术界观察与

反思世俗社会制度，从中获取有虢的思想和教训。

也有勘于国人破豫传统的天人合一观恢复上下之

分，认识到人本身及与其它造物的相互依存平等关

系劬’。应该说，这正是旧有的中国学术所缺乏的。

这个论述应该弓l起我靠丁的关注。中国已经加入

咖，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必然是宗教文化交
流的日益频繁，中国社会将更为开放多元，信仰包容

度将进一步耀大。显然，中国天主教的发展已送人

新时代，对天主教的学术研究提蹦了更大的挑战。

搞好跨学科整合，探索新的研究范式，在关注历史研

究豹犀时不断增强现实关切性，应是今日中嚣天主

教研究发展的方向。

(责任编辑：张青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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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0条)

1.期刊论文 修彩波.XIU Cai-bo 方豪的天主教史研究--以《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为例 -莱阳农学院学报（社会

科学版）2006,18(1)
    方豪在天主教史研究方面成就颇丰.以《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为代表,他不仅对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原因、过程及与中国文化的相互影响作了精深的

考究,而且还从诸多方面展拓了天主教史的史料来源,为中国天主教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2.期刊论文 郭丽娜.陈静.Guo Li'na.Chen Jing 论巴黎外方传教会对天主教中国本土化的影响 -宗教学研究

2006,""(4)
    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材料显示,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形成是十七世纪罗马为了落实天主教远东本土化政策和力排葡萄牙远东保教权而采取的一系列努力

行动的结果.虽然巴黎外方传教会在传教经费来源上与法国政府具有一定的资助关系,但就其本质而言,它首先是一个在组织上直属于罗马的传教团体

(Association),而非宗教修会(Congrégation),其主要目的是协助传信部建立远东土著教会,因此巴黎外方传教会入华对天主教中国本土化过程曾经产生

过推动作用.

3.学位论文 张振国 拒斥与吸纳：天主教对中国民间信仰的应对——以明末至鸦片战争为限 2008
    天主教在全球传播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的文化移植的过程，而这种文化移植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如何应对本土文化。我们知道，天主教入华

所要面对的主流群体是中国的广大民众，是中国的普通百姓，因此，天主教要想在中国落地生根，最关键的是要找准中国本土习俗文化的发展脉络，适

应民间社会的文化传统，中国民间信仰源远流长，已经渗透到民众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一种民众文化，构成了我们中学民族独特的心理特质和思维方式

。因此，如何应对中国的民间信仰，是天主教在华传播过程中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也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本文共分三部分对明末至鸦片战争之前

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信仰之间的遭遇进行描述。

    第一部分，天主教与中国祭祖礼仪之间的纠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祖先崇拜是中国民间信仰的核心，祭祖问题遂成为天主教在华传播过程中不可

逾越的问题。显然，在传教士眼中，中国的祭祖仪式属于异教偶像崇拜，即使是利玛窦也已认识到这一点。然而，祭祖在中国社会运转中所具有的重大

社会意义使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清醒地认识到，如果禁止中国天主教徒参加祭祖仪式，无异于关闭中国人步入天堂的大门，严峻的现实处境迫使他们重新

考虑中国祭祖礼仪的性质。于是，在文化适应策略的思维框架中，利玛窦借用儒家经典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强化了祭祖礼仪的世俗道德内涵，而故意忽视

其中的迷信因素，要求传教士尊重中国民众的祭祀习俗，允许中国天主教徒参加祭祖仪式，从而获得了传教的成功。其后来华的多明我方济各等托钵修

会的传教士，则出于宗教的本能而把中国祭祖礼仪列为应当禁止的迷信范畴，对利玛窦等的做法提出质疑，并把自己对中国礼仪性质的认识上报罗马教

廷请求裁决，从而引发了“礼仪之争”。面对托钵修会传教士的质疑及教廷的压力来华的耶稣会士选择康熙皇帝作为支撑自己观点的特别依据，使“礼

仪之争”突破了单纯神学急诊的范畴而演变为中国皇帝与罗马教廷之间的权利弈，结果导致了中国政府的禁教，天主教在中国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尽管

传教士在是否容忍中国信徒祭祀祖先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但对于祭拜木主、烧纸钱、向祖先祈福等带有明显宗教色彩的民间祭祀习俗却态度一致，视

为典型的迷信行为而对之予以系统的文化批判。然而，面对中国信徒在祭祖问题上表现出的执着，即使是视中国祭祖礼仪为迷信行为的托钵修会传教士

，也不得不对中国民间的祭祀习俗做出相对宽容的姿态，不仅尽量适应地方的习俗礼仪，而且把天主教的内涵融入民间祭祀礼仪之中，希望信徒能以天

主的名义来践行中国传统的孝道伦理。第二部分，传教士对中国民间信仰的文化批判与征服实践。作为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遭遇，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信

仰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天主教在华传播过程实际上就是与中国民间信仰争夺信徒的过程。因此，为实现“中华归主

”的夙愿，传教士在入华之初即对中国民间信仰展开了文化上的“扫荡”，试图动摇中国民间信仰的理论基础。他们一方面集中力量对城隍、关公、观

音、灶神等在中国社会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大众性神灵进行批判，宣扬天主的独尊地位；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民间社会盛行的算命、风水等世俗迷信行

为以及各种巫术活动予以批判，指责其对天主权能的僭越。需要注意的是，在对中国民间信仰进行文化批判的过程中，传教士往往把自己打扮成儒家学

说的“卫道士”，以儒家人文主义的标尺对民问信仰加以评判，批判其荒诞与虚伪。尽管传教士对民间信仰的批判入情入理，但其实际功效却并不乐观

。对于下层百姓而言，文化水平的低下极大地限制了传教士文化批判的影响力，使其难以对中国民众的信仰心理产生重大影响；对于知识分子阶层来说

，虽然在儒家人文主义精神的熏陶下，宗教意识向来比较淡薄，因此他们对于传教士文化批判的回应主要聚焦于祭祖、祭孔的礼仪方面，而在民问神祗

及世俗迷信问题上并未与传教士形成对话，但这远不足以使其转而改宗天_丰教，因为，毕竟民间信仰已经沉淀为一种民族文化，即使是儒家士大夫阶层

也不可能完全放弃这些传统信仰。与此同时，出于对中国民问神祗的先天仇恨，更加之被中国民众对待神灵的那种随意性乃至鄙夷、侮慢的表面现象所

蒙蔽，有些传教士在所到之处肆无忌惮地发动“对伪神崇拜的无情战争”。然而，实践证明，传教士及其信徒对民间神祗的这种直接打击，导致他们与

民间社会乃至官府的积怨日深，给福音传播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烦，于是，征服偶像活动逐渐发生转向，由直接的“暴力”打击转为与民间神祗之间的

“法力与灵验一的“和平竞争”，以此收服人心。他们利用中国民众对圣物崇拜的心理，充分发挥圣水、圣像、十字架在归化信徒中的作用；介入民众

日常生活，与和尚、道士、巫师斗法，驱魔禳灾以赢得信徒；大肆宣扬天主神迹，以天主的灵验收服民心。不过令传教士尴尬的是，他们为收服人心所

采取的举措竟然与民间信仰极为相似，因此，在赢得民众大批归化的表象之下，中国教民原有的信仰心理是否得到根本性的改造则难有定论。当然，对

于天主教对民间社会生活的积极介入，尤其是摧毁神灵偶像的过激举动，中国民问社会也予以积极回应，他们或制造、传播谣言丑化传教士及天主教

，或对传教士及其信徒实施直接的报复行动。第三部分，天主教对中国民间信仰的因应与吸纳。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天主教要实现“中华归主”的战略

目标，本土化是其必然的选择，而本土化的关键则在于能否把握好中国本土文化的发展脉络。而对于下层百姓而言，民间信仰不仅是一种文化积淀，更

是一种生存方式。在布道的过程中，传教士逐渐意识到，要想把民间信仰从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剔除是不可想象的，而且鉴于当时传教环境的恶化

，无奈之下他们选择了民间信仰作为适应的对象，借鉴民间信仰的生存及传播方式以使福音得以延续。生活在下层的民众，无力掌控自身的命运，只有

求助于冥冥之中的神灵保佑。这种“信仰”并没有什么深远的精神追求，而只是出于低层次的简单直接的利益需求。中国民间信仰的这种普遍的功利性

的价值取向，自然也会影响到下层民众对待外来宗教的态度。对下层民众来说，能够打动他们的是新宗教的灵验性，而不是那些玄妙高深的教理。针对

下层民众这种传统的崇拜心理，一些传教士尽量将天主教的信仰同中国的民间风俗结合起来，以中国人习惯的方式将天主教的信仰融入他们的生活，以

上帝的名义施行各种善事，满足民众的一些现实需求，并以自身高尚的德行感化民众，赢得人们的好感，同时迎合民众的传统心理，通过一些看似巫术

的“神功”(其中有一些科学知识的运用)展现天主教宗教仪式的有效性来吸引民众，使他们逐步接受天主教的信仰。更为重要的是，清中叶天主教依靠

众多散居各地的信仰团体的自立性习教，度过了官方禁教的严厉时期，成功避免了天主教在中国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命运，使其在中国顽强地生存下来

，并有了一定的发展，在中国城乡社会中孕育出带有中国民间小传统色彩的天丰教群体。这个群体在清中叶禁教时期一直保存、延续着天主教信仰，到

晚清教禁开放后，成为天主教在华复兴的基础。当然，由于教会统一组织与管理的缺失，这一时期天主教的本土化没有严格的规范，使自身与中国民间

信仰之间应有的距离难以把握，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失，使天主教在教义、礼仪方面呈现出一种失去自身独立性的严重民间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教民

信仰的波动；而且，天主教的下层路线使其处于一种自我封闭状态，导致世人对天主教的认识越来越模糊，为近代反教谣言的泛滥埋下伏笔，使之成为

近代反洋教斗争的一股重要的社会动员力量。

4.期刊论文 郭丽娜.GUO Li-na 巴黎外方传教会与天主教的中国本土化历程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22(1)
    巴黎外方传教会是17世纪在巴黎形成的一个传教团体.从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材料分析,巴黎外方传教会直接听命于罗马教廷,肩负协助教廷传信部制

衡葡萄牙保教权和建立远东土著教会的使命赶赴远东.巴黎外方传教会入华对天主教中国本土化产生过正面影响,客观上促进了中法文化交流的发展.

5.期刊论文 周萍萍 中国天主教历史的浓缩与定格——读《上主的葡萄园——鄂西北磨盘山天主教社区研究(1636-

2005)》 -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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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盘山天主教社区是中国天主教历史上最早的由教会管理的地方.经过三百年的积淀,这里仍然集中居住着虔诚的天主教信徒.通过<上主的葡萄园--

鄂西北磨盘山天主教社区研究(1636-2005)>一书,可以发现,一个社区的历史几乎是大历史的浓缩;小地方的个案分析在探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有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

6.学位论文 刘建平 红旗下的十字架——新中国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政策演变及其影响（1949-1955） 2008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首要关怀无疑是新生政权的巩固与安全。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作为国内与西方世界联系最为紧密,且意识

形态与无神论政党完全对立的团体,自然也就成为新政权必欲进行改造以实现对其控制的重要领域。然而,由于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群众性、国际性以

及苏联公开反宗教的失败教训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断然宣布两教为敌对势力,进行公开打击,而是允许信徒在“信仰自由”原则下进行宗

教活动的同时,借用中国教会历史上已经发展起来的“三自”的血统形式,全力引导和推动了旨在彻底切断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与西方世界联系的革新运

动。通过此举,中共新政权不但实现了割断两教与西方世界联系以巩固新生政权的目标,而且完成了对中国教会的初步改造,最终基本上控制了这一被认为

是影响其政权安危的特殊领域。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则在这种改造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萎缩和明显的分化。

    本论文共包括七部分,即绪论、五章和结论。

    绪论部分论述了文章的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状况、切入点和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资料情况以及几个重要概念的界定等问题。

    第一章从源头入手,分析中国传统的反教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宗教观以及苏联宗教政策的前车之鉴等诸多因素是如何作用于中国共产党的。

    第二章从新中国内外政策与教会势力之间矛盾冲突的角度切入,阐述新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政策的形成过程,并重点考察新政权为彻底割断中国基督

教和天主教与西方世界之间的联系是如何发起两教的“三自”革新运动。

    第三章着重论述中共新政权对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关系的全面清理。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以后,紧迫的危机感促使新政权对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政策

日趋激进。在这一形势下,新政权开始全面清理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关系,来彻底杜绝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从新中国内部搞破坏的可能。控

诉教会罪恶、驱逐外国籍传教士、切断源自西方各国的津贴以及接办教会所属机构等举措,无不体现出新政权的这一目的。

    第四章重点考察了新政权为进一步“纯洁”教会而进行的几场重大斗争。在政府的全力引导和推动下,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三自”革新运动虽有

相当的进展,但不管是基督教内,还是天主教内,都有对抗革新的势力存在。为进一步推动“三自”革新运动的发展,彻底割断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的联系

,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中共新政权在两教内发起了进一步“纯洁”教会的肃清反革命运动。通过此举,两教内公开对抗革新的势力被彻底打跨。第五章分

析了新中国宗教政策对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影响。新政权通过一系列措施,终将其权力和影响深深地植入了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内,使得原本带有极为

浓厚的西方成份和亲西方色彩的基督教、天主教彻底改变了在中国的存在形式。在接受改造的过程中,中国教会的阵地不仅大为缩小,而且其内部也出现

了明显的分化。

    本论文的结论部分对全文作结,指出建国初期新政权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政策极其复杂,内部充满了张力。首先,建国初期新政权基督教、天主教政策的

最大诉求是通过“反帝”的形式来彻底切断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之间的联系,并在这-有着特定含义的“反帝”过程中借用“三自”的血统形式来改造教

会,以使中国教会完全脱离西方世界而置于新政权的严密控制之下。其次,虽然宗教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但中共新政权从统战的角度出发,仍

允许信徒享有“信仰自由”。与此同时,中共新政权又提出在可能的条件下积极限制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发展,即所谓“缩小(两教)市场”、“限制(两

教)发展”的政策。这就使得新政权的基督教、天主教政策变得异常复杂。再次,建国初期新政权的宗教政策不管是对中国共产党,还是对中国教会都产生

了非常大的影响。对中共来说,新政权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政策不仅彻底割断了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的联系,而且在“三自”中完成了对两教的初步改造和

控制。然而,若从中国教会的角度视之,情况就完全两样了。

7.期刊论文 乐峰.YUE Feng 天主教与中国文化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9(5)
    该文介绍了中国天主教的由来和发展、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方式以及天主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儒学)相结合的共同点,阐述了著名天主教传

教士利玛窦如何推行天主教儒学化及其影响,指明了天主教传教士在"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方面做出的贡献以及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重要桥梁

作用.

8.期刊论文 刘丽敏.LIU Li-min 中西之"神"再辨——以中国民间信仰与天主教为例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09,25(3)
    "神"是一个宗教信仰体系赖以建构的核心概念.关于中西宗教文化中"神"的概念的异同,学界已经做出了广泛且深入的探讨,但总体看来似有一个误区

,即缺乏对中国民间信仰的独立的考察.本文以中国民间信仰中的"神"与天主教中的"神"(天主)为例,对中西宗教文化中"神"的概念、神的形象以及信徒对

于神的理解的差异作一个系统的探讨.

9.学位论文 孟凡胜 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史研究 2009
    明末清初天主教第三次传入中国，以利马窦为首的传教士采取灵活的传教策略，积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结交上层士大夫，并把天主教教义与中国

传统文化相融合，终于使天主教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但利玛窦去世后，他的继任者坚持按天主教的教义进行传教，导致天主教遭受中国传统势力的围攻

，最终在“南京教案”发生后被禁止。清取代明之后，由于顺治皇帝的优容和保护，天主教得以逐渐恢复，但“礼仪之争”又使得天主教遭到全面禁止

，从此走上非法的道路。天主教的衰落具有很多原因，其中包括政治原因、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以及天主教内部各修会的分裂等等。天主教在明末清初

这段历史时期虽然经历了起起伏伏，但它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将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传入了中国，并将中国的思想文化传入了西方

，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传教士们的历史功绩还是值得肯定的。本文通过搜集整理史料，对明末清初天主教的这段历史进行了详细的考

证，并对传教士的活动进行了公正客观的评价。本文主要从四大部分展开论述：<br>　　

 第一章主要讲述了明末清初传教士东来时的国际国内背景。国际上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使得天主教迫切需要到海外传教，以扩大天主教在世界的影响

力。而葡萄牙等国的殖民活动，也为传教士的传教提供了一定的条件，这一时期，葡萄牙已经占领了澳门，为传教士进入中国提供了中转站。在中国国

内，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传统的儒家思想根深蒂固，这些都使得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的难度加大。<br>　　

 第二章主要讲述了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国曲折的发展历程，明末天主教第三次传入中国，以利玛窦为首的传教士们，依托澳门为中转站，以灵活的传教

策略一度使得天主教在中国站稳脚跟，但是“南京教案”的发生使得天主教走向衰落。清朝初年由于汤若望等传教士的努力，天主教获得了顺治和康熙

的认可，得以迅速发展，但是由于罗马教廷的干预，天主教的传教策略有所改变，导致了康熙晚年的禁教。明末和清初的传教方法、传教对象都有所不

同，本章也展开了论述。<br>　　

 第三章主要从明末清初天主教衰落的原因，主要从政治原因、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传教士内部的分裂以及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差异四个方面分析了天

主教衰落的原因。这其中传教士内部的分裂是主要原因，传教士们的传教策略各有不同，各修会之间又互不统属，各自为战，使得传教士的凝聚力大大

减弱，因而面对中国传统势力的攻击时缺乏应对能力。<br>　　

 第四章主要讲述了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传教士来中国传教的同时将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传入了中国，同时又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传入了西方，成为西

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的载体。

10.会议论文 聂向东 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和谐——从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等工程设计谈起 2007
    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合。面临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碰撞，我们将持何种态度?每个人都需要归属感

和认同感。当人们面对本土的传统文化和外来的新文化之间的价值取舍时，难免心怀忐忑。一方面，人们渴望吸收和融入新的先进文化；另一方面，又

希望保持自己文化传统和根基。只有前者可能会感到背叛了自己的文化和家园，只有后者则会感到被社会文化排斥在外。这种现象加剧了文化的冲突。

全球化过程中本土文化的命运如何?和谐社会呼唤文化和谐。中国传统“和”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良好基础。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是中国天主教最大的

神学院，是一个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和谐相处的典型。笔者近年来设计的几个其他工程，也可以作为实例来分析。本文通过分析本人主持设计的若干建

筑工程(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中国驻欧洲某国大使馆等)，研究从社会舆论到业主意图直至建筑师的追求中所表现出来的当代建筑业中对中国本土文化

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的一些探寻与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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