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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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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新景象之一就是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兴起。这一新兴领域

的发展，首先，体现于多种研究范式的存续和转移，“文化侵略”、中西文化交流、现代化、全球化等范式下的

研究成果体现了各自不同的解释力与学术影响。其次，则体现于研究焦点的流变，从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

现代性变迁、基督教与中西关系，直到关注中 国 基 督 教 自 身 的 个 性 化 发 展，呈 现 了 从 研 究 基 督 教 外 围 向 内

部移动的趋势。最后，体现于这一领域的开放性和成长性。基于中国基督教的区域史、性别史、宗教史、宗

派史及人物史仍有相当的研究空间，同时随着网络资料和海外档案的获取能力加强，跨文化史料与视野下

的研究，将成为这一学科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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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陆中国基督教历史研究发展到今天的局

面，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改革 开 放 后，
基督教史开始突破观念及条件的限制，逐渐成长

为一个开放性的、甚具活力的学术研究领域，国

际学术会议频频召开，大陆学者经常性地与港台

及国外学者对话交流。同时，图书和史料资源也

逐步在相当范围内达到共享，为高品质学术成果

的出现提供了可能。研究队伍不断壮大，除史学

外，也吸引了来自宗教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

学等诸多学科学者的共同参与，理论和研究方法

都得到双重的更新。在研究队伍扩大的同时，梯
队年龄结构逐步优化，并出现了一批能与主流史

学界对话互动的优秀学者。以《历史研究》为例，

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１０年间，发表中国基督教史文章

共１０篇，其中论文８篇，会议综述２篇，另有天

主教论文４篇，是为主流史学刊物对其研究的反

·５·

＊＊ 本文是上海市教 育 委 员 会 重 点 学 科（第５期 项 目）“近

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史”（Ｊ５０１０６）的阶段性成果，在写作

过程中受到资助，谨此致谢！



应。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３０年，大陆中国基

督教史研究出版著作（包括资料集、工具书、论文

集和专著）近３００部，出版论 文 约３０００篇，另 有

未刊博士论文４０篇左右。特 别 是１９９０年 代 以

来，研究成果迅速增长，研究领域与对象渐趋多

元化与完整化，逐渐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渐

渐赢得圈外学者的普遍承认。许多大学和科研

机构将其作为学科点加以建设，组建相关的研究

所或中心，并作为学科方向招收研究生，培养高

层次学术人才（尤其是，自２００２年以来博士生的

培养迅速扩展）。这些，大致体现了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领域的发展与进展。

一　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成长历程

１．学术破冰的努力（１９７８～１９８８年）
据顾长声 回 忆，１９７８年 他 得 到 罗 竹 风 和 陈

旭麓的支持，开始在过去资料整理的基础上完成

周总理１９５６年交代的任务：写作《帝国主义利用

基督教侵略中国史》。书成后作者将书名改为比

较中性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于１９８１年出版。
该书尽管还带有比较浓厚的时代政治印记，但在

“有侵略也有友谊”的两分法中仍偏重前者事实

的梳理，这是作者在当时条件下所能做出的最大

努力。而且，该书依据翔实的中外文资 料，使 相

关 研 究 在 新 时 期 的 开 始 就 有 一 个 较 高 的 起 点。
但破冰之初的前景并不乐观，“文化侵略”的政治

目的论判断仍在延续。“文化侵略”早在１９２０年

代就由瞿秋白提出，但影响１９８０年代学 术 取 向

的主要是毛泽东的两段论述。其一是：“帝国主

义……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

放松，这就是他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 教、办 医

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

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他们的知

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其二是：“美帝

国主 义 比 较 其 它 帝 国 主 义 国 家，在 很 长 的 时 期

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

而推 广 到‘慈 善’事 业 和 文 化 事 业。”①在 整 个

１９８０年代，这种 政 治 论 断 仍 频 繁 出 现 于 学 术 话

语中，被尊为一种学术研究的逻辑范式，制约着

中国基督教史的学术研究，也影响了此阶段相关

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随着学术 研 究 逐 步 回 归 理 性，１９８０年 代 中

后期另一种声音渐渐兴起，徐以骅、曹立前、史静

寰、程伟礼、景钟等人开始走出政治判断的简单

模式，主张深入分析传教活动在政治、宗教、社会

文化事业等方面的复杂面相。他们对传教活动

中的西学传播、教育等活动加以肯定。不少学者

还 提 出 从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的 角 度 来 研 究 传 教 运

动。② 这使得 单 纯 的“文 化 侵 略”定 位 渐 渐 淡 出

学术研究实践，为新的研究范式所取代。准确地

讲，“文化侵略论”不是一种历史研究的理论或方

法，而只是对基督教在华存在的一种价值判断。

在基督教的中国传播中是否存在“文化侵略”，答
案当然是肯定的。这一点，大陆之外的学者也并

不否认，其作为一种在具体问题上的评价意见有

一定的历史合理性（这也是其影响到现在还未完

全终结的原因）；但这只是历史复杂性中的部分

面相，不是基督教在华活动的全部真相，以其作

为一种范式涵盖整个在华基督教事业则有明显

的局限性。

这种情境下，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各个侧面

在缓 缓 前 行。整 体 来 说，１９８０年 代 出 版 的 有 价

值的作品不多。这一时期更多地是在谨慎地去

除“泛政治化”制约的影响，为未来成气候的中国

基督教史研究准备条件。唯一的热点，是附属于

义和团范畴的教案研究。数年间召开多次学术

会议，整理出版了一大批教案史料及研究著作，

触及教案本身的诸多侧面，如教案发生的原因、

评价定位、教案与各种社会力量及义和团的关系

等，逐渐改变了以往研究的单一化状况，基本理

清了晚清 教 案 的 历 史 面 貌。但 在 整 个１９８０年

代，对教案仍以反侵略、反封建为基本定位，尽管

也偶有中西文化冲突论等声音。

２．研究范式的多元化及基督教外围 探 讨 的

突破性进展（１９８９～２００２年）

在１９８９年之前，有些 学 者 如 程 伟 礼 等 开 始

尝试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视角来探讨基督教在

华发展，以纠正泛政治化的偏颇。但这不足以完

全改变“文化侵略”范式的地位，学者们大都习惯

性地“妥协”而认为传教士“客观上”促进了中西

·６·

①

②

毛泽东：《“友谊”，还是 侵 略？》，《毛 泽 东 选 集》第４卷，

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５０６页。

徐以骅：《基督 教 高 等 教 育 初 探》，《复 旦 学 报》１９８６年

第５期；曹立前：《基 督 教 传 教 士 在 近 代 中 国 的 文 化 活

动及其影响》，《山东师范 大 学 学 报》１９８９年 第２期；景

钟等：《“教会 大 学”在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中 的 历 史 作 用》，
《学术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６期；程 伟 礼：《基 督 教 与 中 西 文

化交流》，《复旦学报》１９８７年第１期。



文化交流。其后，在国内大力提倡这一视角的是

章开沅。在１９８９年首届教会大 学 史 会 议 上，章

先生直言：“过去人们曾经将中国教会大学单纯

看做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殊不知它也是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的发展变化是近代

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①后来，章先

生还将其所主持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
易名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以示重视。
近十多年来，“中西文化交流论”已全面取代“文

化侵略论”成为中国基督教研究中的重要范式之

一，成为诸多相关文章、著作的关键词。这 一 范

式注重对中西两种文化传统的比较、冲突、相互

适应与融汇的考察，将基督教在华事业视为中西

两大文化传统的相遇，将其在华的种种摩擦视为

两种文化的冲突，而将其归宿与出路则定格在中

西文化的整合与汇通上。这种范式是对以往“文
化侵略”范式的一种突破与矫枉，在审视基督教东

渐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但是，需要看到的是，文化交 流 研 究 模 式 更

多地是在敏感情势下突破以往研究偏颇的一种

策略，意在矫“文化侵略”研究模式之偏枉，同时

也与改革开放以来中西交往正常化的主流趋势

相合，它在使基督教史研究正常化的旅程中功不

可没。只是，其在解释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的相遇

问题时还有一定的缺陷与不足，因为近代西方与

中国的相遇与交流不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对等交

流，其中存在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这是一种强

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碰撞与摩擦，其中，西方文

化占压倒性优势。在这种文化交流中，尽管也有

些许的东学西渐，但西学东渐是主流，它更多地

是西方文化在中国延伸与拓展及中国文化对它

的有限接纳、排斥乃至融合创新。学界的研究更

多侧重在西学东渐上，如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

晚清社 会》等。章 开 沅 看 到 了 其 中 问 题 的 复 杂

性，看到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主动与被动、强势与

弱势、高级与低级诸问题，认为异质文化的适应、
改造和本土文化的包容、吸纳以致渐成两种文化

的汇通是 大 趋 势。② 王 立 新 也 看 到 交 流 模 式 解

释的局限性，认为其解释的空间主要在基督教来

华文化事业上，而对诠释传教士所进行的非文化

活动则明显乏力。③

１９９０年代以 来，对 中 国 基 督 教 史 研 究 影 响

最大的一种研究范式是现代化范式。现代化研

究范式是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追求现代化而逐

渐形成并完善的。在中国，现代化研究宏观理论

的奠基人是罗荣渠。罗氏将现代化定义为一个

全球性大转变的过程———从传统 农 业 社 会 向 现

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而近代中国的巨变只是这一

世界大变革中的一个个案。而将现代化研究范

式用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者，则首属章开沅，他

明确认为中国近代史是一段由传统宗法社会艰

难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现代化研究在１９８０年

代中后期兴起后，迅速在大陆各个学科门类中得

到广泛 的 运 用。实 际 上，在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范 式

中，已隐含了现代化考量的成分。既然近代中国

历史的一个重要面相是一部孜孜追求现代化的

历史，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又是一种强势文化与弱

势文化的相遇，那么作为强势文化载体的西方传

教运动在近代中国扮演的角色就需要重新审视。
传教士传播的西方文化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息息

相关。传教士活动及其足迹所到之处，就成为中

国与现代世界的接触点，传教士成为近代中国现

代化领域许多“第一”的成就者。教育、医疗、科

技等方面的现代化转型，都能发现传教运动参与

的影子。

较早从现代化角度研究传教士的是史静寰。
她的博士论文实际上在讨论传教士教育活动与

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复杂关系。其后她又与何晓

夏出版了《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一书进

一步阐述这个主题。后来明确提出以现代化视

角检视基督教在华传播的，是庄维民１９９１年 发

表的《基 督 教 与 十 九 世 纪 中 国 社 会 的 现 代 化 历

程》，倡导用现代化线索来梳理基督教在华活动，
肯定基督教的教育、文化传播及社会改良等活动

对近代中 国 的 积 极 作 用。④ 其 后，王 立 新 的《美

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则是现代化范式主

导下最重要的研究之一，明确以现代化范式来考

察美国传教士的在华活动。王氏还对现代化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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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中西文化与 教 会 大 学〉序 言》，章 开 沅、林 蔚

主编：《中西文 化 与 教 会 大 学》，湖 北 教 育 出 版 社１９９１
年版。

章开沅：《〈基督宗教 与 中 国 大 学 教 育〉序 言》，吴 梓 明：
《基督宗 教 与 中 国 大 学 教 育》，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０３年版。

王立新：《近 代 基 督 教 在 华 传 教 史 研 究 的 主 要 范 式 述

评》，陶飞亚、梁元生 编：《东 亚 基 督 教 再 诠 释》，香 港 中

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１４页。

庄维民：《基督教与十九世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历程》，
《青岛大学学报》１９９１年第１期。



式主导下的传教史研究及该范式对摆脱意识形

态束缚的意义给与积极的评价。当然，现代化范

式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在庄维民的文章发表不

久，就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用现代化理论来估

价教会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带有美化近代中国教

会的倾向，拔高了教会的正面作用和传教士的积

极影响，不符合历史的事实。①

不过，海外及港台学者已较早用现代化视角

进行基督教史研究，如林治平、梁元生、魏外扬等

人，大陆的现代化研究取向也多少受其影响。尽

管现代化研究范式的解释力与理论视域对推动

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作出了贡献，但并非没有可

议之处。例如，用现代化标准来评判基督教在华

事业的开展，对一种宗教而言是否公平？某种宗

教应该承担推动社会现代化的使命吗？正如罗

志田 所 说，传 教 士 正 是 西 方 不 那 么 现 代 化 的 群

体，基督教自身可能也有很多方面与现代化精神

相抵牾。② 因而，教会承担现代化这种使命也许

是它力难能及的，也不是它的核心价值所在。胡

卫清也曾质疑“现代化理论”的解释力，他在讨论

中国基督教教育时认为，本质指向世俗化的现代

化运动与具备特定宗教意识形态的教会教育一

直存 在 着 紧 张 关 系，神 圣 与 世 俗 的 冲 突 时 刻 在

场。③ 这一切表明，现代化研究范式同样有其局

限性，其解释的空间更多停留在教会传教活动的

外围，而难以触摸到基督教在华展开的核心与本

身，以其来衡量传教活动全貌也有局限。
此外，另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其他的研究视角

来补充既有的研究范式，如胡卫清研究基督教在

华教育时，提出普遍主义模式，认为基督教在近

代中国的展开是世界基督教普遍主义东传的结

果，对上帝的统一信仰、普遍救赎思想、天国统治

等教义是其普遍主义诉求的主要表现。基督教

普遍主义与近代殖民主义的结合为其普遍主义

理想的推行提供了可能，同时也增加了其中的复

杂性。④这种研究视角对基督教在华展开有一定

的解释力，胡著《普遍主义的挑战》也是较为成功

的学术实践。但作为一种宏大的历史叙事，需要

有更充实的理论内涵基础，而且胡著较偏重于基

督教在全球扩张的主动性，应该对基督教落地生

根的本土语境有更多关注。此外，在研究范式方

面有较多思考的王立新，提出过用后殖民理论来

开展中国 基 督 教 某 些 领 域 研 究 的 问 题。⑤ 这 些

新的探索尽管还不足以取代原有的研究范式而

成为一种新的范式，实践的研究成果也不多，但

无疑对弥补现有范式的不足、拓展研究视野具有

重要意义。

但是，无论是“文化侵略”、“中西文化交流”还
是“现代化”等研究范式，实际上多停留在基督教

的外围，而较少触及基督教本身，更多的是“关于

中国基督教的历史”而非“中国基督教史”。基督

教在其研究中更多是作为一种工具，与基督教本

身之外的某种宏大叙事联系在一起。这种研究取

向，避免了就基督教本身谈基督教的局限，使基督

教史研究能在一个较广阔的话语背景中保持其本

身研究的开放性，在诸多领域取得了一批突破性

的成果，但同时也导致了其研究的不均衡性。

除研究范式的更新外，在实践层面也有了厚

重的 累 积。１９８８年，章 开 沅 和 美 国 学 者 林 蔚 汇

聚大陆部分学者，拟合作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

终于直接促成１９８９年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

学术会议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该会议包括９名

北美学者、２名 香 港 学 者 在 内 的３０多 位 学 者 与

会。会后论 文 结 集 出 版 为《中 西 文 化 与 教 会 大

学》，不仅成为大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标志

性事件，而且对推动整个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及与

海外学者的合作交流意义重大。此后，在章开沅

及吴梓明的推动与组织下，召开多次国际学术会

议，出版相关论文集，使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继

教案研究之后，逐渐成长为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中

成果 最 多、最 为 成 熟 的 一 个 领 域。１９９４年 华 中

师范大学成立了章开沅主持的中国首家“教会大

学史研究中心”，并组织出版“中国教会大学研究

丛书”（多种），此外，吴梓明也联合大陆学者出版

“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多辑）。其间高

时良、谭双泉、吴洪成等一些教育学和史学的学

者也出版相关著作多种。史静寰、徐以 骅、胡 卫

清、董黎、王立诚等人的博士论文的出版，进一步

把相关研究推向深入。

鉴于中国的幅员广阔及区域差异性，海内外

·８·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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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桂春：《也谈目 前 教 会、教 案 史 的 研 究 现 状———与 庄

维民同志商榷》，《福建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２年第４期。

罗志田：《见之于行 事：中 国 近 代 史 研 究 的 可 能 走 向》，
《历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④　胡卫清：《普 遍 主 义 的 挑 战》，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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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都感受到有“分割”研究的必要性。受海内外

区域史研究及历史人类学的影响，从１９９０年代起

以区域眼光审视基督教在华发展的成果不断出

现，是本时期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另一特色。早

期的两部专著陈支平、李少明的《基督教与福建民

间社会》和张坦的《“窄门”前的石门坎：基督教文

化与川滇黔边苗族社会》就是历史人类学介入的

结果。陶飞亚和刘天路的《基督教与近代山东社

会》则能较早摆脱以往研究中的帝国主义批判模

式，对基督教在近代山东的活动给予较客观的评

价。之后，又有一批区域基督教发展史的著作出

版，以沿海各省及西南少数民族为多。

１９９０年代传 教 士 的 研 究 取 得 了 巨 大 突 破。
在中国学界，传教士的形象经历了负面———两分

法———更多正面（也更完整）的 转 变。王 立 新 的

《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和吴义雄的《在
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

的早期活动硏究》两本博士论文是较早的代表。
这一时期反教运动的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化，研究

的时段由晚清延伸到民国，有代表性成果的是杨

天宏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该书对１９２２年到

１９２７年的非基督教运动进行了新的研究。顾卫

民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在充分汲取海外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清理了基督教与

近代中国的关联，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基督教

研究领域缺乏一部通史的遗憾。
此外，这一时期对海外学术 交 流 全 面 展 开。

美国的裴士丹教授、马爱德神甫，比利时的钟鸣

旦教授，香港的吴梓明教授等，都对推动中国大

陆的相关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

３．从“外围”转向对基督教本身的全面探讨：

２００２年以来的新趋势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由上海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

合作在上海大学召开“东亚基督教再诠释”的国

际学术会议，两年后出版了会议论文集《东亚基

督教再诠释》。以此为标志，中国基督教史研究

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开始了 新 的 转 向———改 变 以

往在基督教外围徘徊的状态，逐渐转移到对基督

教本 身 的 研 究 上 来，使 基 督 教 相 关 研 究 渐 趋 完

整，研究对象更趋多元化。
随后，为了推动基督教本身及其薄弱点的研

究，在吴小新的推动下，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

中西历史文化研究所联合中国国内多家基督教

研究学术单位，合作召开了“本色教会”、“基督教

与妇女”、“基督教与少数民族”、“基督教中文史

料”、“基督教中等教育”、“基督教与地方社会”、
“基督教医疗社会事业”、“基督教在边疆”等多次

学术会议，吸引了本学科诸多学者的参与，会议

论文集陆续出版，对推动相关领域研究及扩大基

督教史研究的范围具有重要意义。
细观这一 时 期 的 发 展，其 研 究 走 向 渐 趋 明

朗。首先是研究本已比较深入的领域取得新的

进展。基督教教育研究进一步深化并由高等教

育逐渐向中初等及特殊教育方面延伸。传教士

的研究从宏观讨论转向更深入的个案探讨，如对

马礼逊、司徒雷登等人的研究。区域研究逐渐由

沿海区域向内陆扩展，个案探讨越来越多，教案

研究在视角及方法的转变中获得不少突破。其

次是以本土化为视角，对本土教会及人物的探讨

逐渐增多。段琦的《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

本色化》与２００４年华中师范大学“离异与融会：
中国基督徒与本色教会的兴起”学术研讨会的召

开以 及 随 后 论 文 集 的 出 版，反 映 了 这 一 发 展 趋

势。此 外，更 为 重 要 的 是 基 督 教 内 的 各 个 门

类———医疗、文字、青年会、妇女、乡村建设、宗派

个案、基督教政策、神学等研究逐渐提到日程，个
别领域有了较重要的作品出版。最后是高层次

人才的培养规模迅速扩大，中国社会科学院、华

中师范大 学、福 建 师 范 大 学、暨 南 大 学、四 川 大

学、中山大学、上海大学等学术单位，培养了一批

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博士，在此领域渐露头角，
为研究队伍的接替准备了条件。

二　研究成果分类述评

１．通史性著作

１９８１年，顾 长 声 出 版《传 教 士 与 近 代 中 国》
一书，虽以传教士为书名，但内容关涉基督教在

华整体，是大陆方面的一部开拓性著作。该书史

料翔实，内容丰富且结构合理，对此领域贡献甚

大，但因成书早，未能尽脱政治观念之束缚，对材

料的解释与选择未免片面，影响其学术价值。该

书其 后 又 两 次 重 版，内 容 略 有 增 补。此 后 终

１９８０年代，大陆没有其他通史性著作出版。
进入１９９０年代，大陆 中 国 基 督 教 史 研 究 进

一步 发 展，通 史 性 著 作 渐 增 多。１９９１年 有 邹 晓

辛、吕延 涛 的《龙 与 十 字 架》（吉 林 文 史 出 版 社

１９９１年版）一书出版。该书是一本史话，时间范

围大致从明末到１９２０年代，对了解基督 教 在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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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程及其与中国的摩擦与交融，有一定的价值，
且全稿论史尚客观，可读性强。其后有一定影响

的是顾卫民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

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该书虽上及古唐，但 于 近

代以来新教着力最多，其最大的贡献在能突破以

往的政治局限，参阅国内外论著，以翔实的史料

将基督教在华史呈现出来，并给予客观的评价。
该书诚如吕实强所言，“综观全书，不论在资料、
内容以至文笔方面，均当属上乘。据个 人 所 见，
迄今 仍 为 在 所 有 相 类 之 著 述 中，允 推 最 好 的 一

本。尤其难得的是，本书的作者几乎可以说已能

完全摆脱大陆上长期以来支配学术研究的意识

形态……而秉持自己的理性和充分的史料，去作

叙述、分析和判断。所以此书确为一本 好 书，不

论参考价值和可读性都很高”①。此期还有周燮

藩《中国的基督教》（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版）及卓

新平《基督 教 犹 太 教 志》（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９８
年版），前书较简略，后书内基督教志，包括了基

督教的传入与历史沿革、教派组织和教义礼仪、
重要经籍和汉译《圣经》、著名传教士和教会代表

人物以及文物与教堂等，新教占篇幅不多，但在

章 节 设 置 与 内 容 选 择 上 有 一 定 的 创 见 与 新 意。
另有韩国人李宽淑１９９５年在韩国出版、１９９８年

修改成中文版的《中国基督教史略》（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该书对了解基督教在华历

史有一定的价值，但学术水平似待提高。
新世纪到来，不仅 再 版 了 王 治 心１９４０年 完

成的《中国 基 督 教 史 纲》（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２００４
年版，该书被徐以骅誉为“我国学者所撰的第一

部 也 是 影 响 最 大 的 中 国 基 督 教 通 史 或 全 史 著

作”），又有多本通史性著作出版，其中姚民权、罗
伟虹合著的《中国基督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版），是 大 陆 学 人 首 本 中 国 新 教 通 史，但

该书内容比较简洁，论述深度略显不足。
与港台及海外相比，大陆出版的基督教断代

史著作不多，特别是关于１９４９年之后的 基 督 教

史，多述之简略，乏有价值的作品。

２．资料整理出版与工具书编写

相关的资料整理也取得重大进展。综合性资

料方面，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译

的《中华归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编纂委员会编纂的《东传

福音》（黄山书社２００５年版）等。前书使用频率较

高。后者信息量较大，与新教有关者主要在第１３

～２５册，所收文献主要有中外教士的中文著述、传
记等，诸多是不易见到的，但其侧重在基督教教理、

思想本身，对其社会活动方面的材料则较少些。
这一时期也重新整理出版了一些近 代 教 会

刊物。如黄时鉴整理出版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

传》、中日学者联手整理出版了《遐迩贯珍》（后附

解题和索引）、南京１９９２年影印重版了《中西闻

见录》和《格致汇编》。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市档

案馆还和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历史文化

研究所合作，以光碟形式重版了民国时期最大的

基督教妇女刊物《女铎》。这些旧刊的重版，对推

动相关研究有很大的助益。张西平、卓新平编的

《本色之探：２０世 纪 中 国 基 督 教 文 化 学 术 论 集》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围绕基督教本

色化及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主要选自民国时期中

国基督教界代表人物的论文，以新教为主、兼及

天主教，为 一 可 用 资 料。李 天 纲 编 的《〈万 国 公

报〉文选》（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版）为相关的研

究提供了方便。学界还陆续重印、重译了大量的

近代来华传教士的著述、自传与回忆录，进一步

充实了此领域的研究资料，此类文献繁多，不再

多述。另外，一些近代教会名人（如韦卓民、赵紫

宸）的文集及区域教会的史料也有整理出版。

使用较为方便的专题资料 也 陆 续 出 版。教

案史资料方面，有廉立之、王守中编的《山东教案

史料》（齐鲁书社１９８０年版）、四川省档案馆编的

《四 川 教 案 与 义 和 拳 档 案》（四 川 人 民 出 版 社

１９８５年版）、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与中国第一历

史档案馆合编的《清末教案》（中华书局１９９６年

后陆续出版）等。《清末教案》共六册。前三册为

中文档案，后 三 册 为 英、美、法 三 国 议 会 文 件 选

译，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基督教教育 方 面，则

有李楚材辑的《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

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朱有砎、高

时良主编的《中国近代学制史料———教会 教 育》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等。

在工具书方面，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翻译室编的《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词典》和郭卫东

等编的《近代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综录》。两书虽

以整个近代的来华外人及其文化机构为范围，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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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现代史书评选辑》（２２），台 北，国 史 馆１９９９年 版，第

３０页。



传教士及其在华机构为其所收条目之重要部分，
是基督教史研究较常用的工具书。文 庸、乐 峰、
王继武主编的《基督教词典》、卓新平主编的《基

督教小辞典》、雷立柏编的《基督宗教知识辞典》
虽都以整个基督教为对象，但中国基督教历史是

其中的组成部分，也是方便的常用词典。
在文献目 录 的 编 辑 方 面，北 京 图 书 馆 历 经

１５年编订的《民 国 时 期 总 书 目》，是 非 常 有 价 值

的工具书。其中的“宗教分册”是我们了解民国

年间基督教论著的方便资源。上海图书馆“文化

大革命”前已编有《徐家汇藏书楼所藏基督教图

书目录初稿》，但该目录篇幅小且不全。“文化大

革命”后又先后编辑出版有《上海图书馆西文珍

本书目》（上海社会科院１９９２年版）和《上海图书

馆馆藏近现代中文期刊总目》（上海科学技术出

版社２００４年 版），其 中 不 少 关 涉 基 督 教 在 华 历

史。一些馆藏基督教文献丰富的馆所也开始编

辑相关的书目。近年编订出版的有《中国教会文

献目录：上海市档案馆珍藏资料》（上海古籍出版

社２００２年版）、《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基督

教文献汇编》（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２００３年印）、
《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英文中国基督教史珍善

本书目提要（一）》（《历 史 文 献》１０辑，上 海 古 籍

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等，都是方便研究者按图索骥

的工具。对于研究论著目录的辑录，学界尤其注

重，先后完成的有李海的《近代中国教案研究论

著、资料索引（１９４９～１９８５）》（四川社联编：《近代

中国教案史研究》，四川社会科学院１９８７年版）、
王维江和廖梅的《基督教文化研究中文论著索引

（１９４９～１９９３）》（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

化》，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９４年 版）、金 以 枫 的

《１９４９年以来 基 督 宗 教 研 究 索 引》（社 会 科 学 文

献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等。尤以最后者最新最全，
尽管以基督教研究整体为范围，但中国基督教史

是其中重要的部分。

３．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政治

从基督教入华至今，基督教在中国一直就不

只是个宗教问题，它不可避免地牵扯到政治、外

交等议题。因此，基督教与中国政治的关联和纠

缠一直是大陆研究的重点。较早涉及此问题的

是翻译出版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其相关的内容

与评价对中国学界影响颇大。其后１９９８年上海

书店再版 了 台 湾 学 者 王 树 槐 的《外 人 与 戊 戌 变

法》（上海书店１９９８年版），于外人对变法的贡献

颇为肯定，为人所重。大陆王林则从相似角度探

讨了万国公报与变法的关系。陶飞亚的研究也

多以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政治为主题，相关研究可

见其论文集。① 另外，中国基督教“两会”编辑出

版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帝国主义利用基督

教侵略中国史实述评》（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版）和《基督教爱国主义教程（试用本）》（宗教文化

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则从中国教会的立场对近代基

督教与中国政治的关联进行了全面的评估。
近年陆续 出 版 了 关 于 宗 教 政 策 的 专 著，任

杰、梁凌的《中国的宗教政策：从古代到当代》（民
族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虽不专以基督教政策为对

象，但对晚清政府、民国政府、中共的基督教政策

有较系统的探讨。其他较深入的断代探讨有于

本源的《清王朝的宗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１９９９年版），该书重点阐述了清王朝对基督教

的思想认识演变和政策变迁，阐明了对基督教欲

禁不能、放任不忍的两难态度，以至最终不得不

完全放弃抵制，而任其自由发展的历史。杨大春

在苏州大学的博士论文《晚清政府基督教政策初

探》（金城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系统探讨了晚清政

府的基督教政策，其中亮点为对晚清与教廷通使

交涉提出新的看法，对晚清新教与天主教的宗派

冲突 以 及 清 政 府 的 应 对 策 略，在 研 究 中 有 所 突

破。近年来，何虎生和陈金龙出版了两本中共宗

教政策的专著，对中共基督教政策的演变及其运

行逻辑进行了探讨。②

另一个研究重点是基督教 和 太 平 天 国。其

中关注的焦点之一是拜上帝教是否是基督教问

题。针对这个传统话题，段本洛的《论太平天国

革命与宗教的关系》认为，“‘拜上帝教’，决不是

属于西方的基督教，也决不是西方基督教引起了

中国的 革 命”，拜 上 帝 教 与 基 督 教 有 本 质 的 区

别。③ 罗尔刚 早 些 年 在 其 巨 制《太 平 天 国 全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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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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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西学与变法：〈万国公 报〉研 究》，齐 鲁 书 社２００４
年版；陶飞亚：《边 缘 的 历 史———基 督 教 与 近 代 中 国》，

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陶飞亚：《冲突的解释———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政 治》，台 北，宇 宙 光 全 人 关 怀 机 构

２００６年版。

何虎生：《中 国 共 产 党 的 宗 教 政 策 研 究》，人 民 出 版 社

２００４年版；陈金龙：《中 国 共 产 党 和 中 国 的 宗 教 问 题：

关于党 的 宗 教 政 策 的 历 史 考 察》，广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２００６年版。

段本洛：《论太平天 国 革 命 与 宗 教 的 关 系》，《苏 州 大 学

学报》１９７８年第１期。



中探讨太平天国宗教时，也认为“上帝教与当时

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有本质的不同”：上帝教只是

借用了后者的独一真神和某些形式，内容则有本

质差异。一个是侵略压迫的工具，一个是解放的

武器。这些观点为研究太平天国的主流学者所

继承。国内研究太平天国宗教的夏春涛在深入

研 究 上 帝 教 教 义 并 将 其 与 基 督 教 比 较 后 认 为，
“上帝教的宗教源头虽来自西方基督教，但是它

并不等同于基督教或属于基督教的某一教派”，
“上帝教和基督教在教义等方面有着本质区别”，
“上帝教独树一帜，自成教派”，从而否认了太平

天国宗教为基督教一派的性质。①

但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出 现 新 的 看 法，倾

向于赞同港台学者的观点。邹明德在比较上帝

教与基督教后认为，二者在一些主要教义上是基

本一致的，尽管上帝教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及带有那个历史时期的特征，“但这些特征并不

说明它的非基督教性，而恰恰证明上帝教是基督

教的一个东方教派”，太平天国是一场以推翻清

朝统治为目的的中国基督教农民运动。王国平

综述了前人的几种说法后也认为“太平天国拜上

帝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异端派别，即持上帝一位论

的基督教团体，是中国特殊时代情况下的特殊产

物”。② 新 近 有 段 琦 的《奋 进 的 历 程———中 国 基

督教的本色化》一书，对上帝教的性质避免了以

往简 单 化 的 看 法，认 为 经 历 了 前 后 期 性 质 的 演

变，早期拜上帝会是中国建立本色化教会的最早

尝试———尽管是一次失败的尝试，而且主导者也

没认识到这一点。早期拜上帝会在组织建制和

礼仪方面都混合了中国民间宗教的某些方式，它
的上帝也带有一点中国气息。从基督教与中国

文化结合这一点看不失为基督教的本色化，只是

由于以后随着拜上帝会政治化而逐渐变质，不仅

脱离了基督教教义，而且后期极端的反孔反传统

与当 时 中 国 人 民 思 想 脱 节，走 向 了 本 色 化 的 反

面，成为基督教的异端。③

第二个 问 题 是 太 平 天 国 与 传 教 士 的 关 联。
茅家琦１９８４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一
书，探讨了新教和天主教传教士对太平天国的反

应，前者有敌视、中立、赞成三种态度，后者也不

仅仅是敌视，还有赞扬，作者用翔实的史料勾勒

出了传教士与太平天国交往的历史画面。该书

史料 丰 富，只 惜 分 析 不 多。④ 夏 春 涛１９９２年 由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太平天国宗教》一书，虽

没有详细考察传教士与太平天国的交往，但已初

步提出太平天国对《圣经》态度的演变以及对《圣
经》的删节改造。太平天国停止出版《圣经》在很

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人士特别是传教士对拜上

帝教的责难与否定而引起的。太平天国此举旨

在应对西方人的责难，维护上帝教的权威，这也

是上帝教与基督教日渐决裂的主要 原 因。２００６
年他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增补本《天国的陨

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则比较详尽地考察了

传教士与太平天国在宗教问题上的碰撞及其影

响。两书都认为太平天国的基督教色彩、天下一

家理论是太平天国对西方政策比较温和并能吸

引传教士的关键因素。⑤

教案研究追随于义和团反洋教研究，一度成

为中国近代史中的显学，召开了多次较大规模的

学术会议，出版论文集及专著十多部，论文约四

百篇。其中张力、刘鉴唐合著的《中国教案史》虽
然较为粗糙，观点也还未能摆脱意识形态化的拘

囿，但可供了解近代中国教案的基本情况。⑥ 近

年来，此一课题仍在延续，逐渐改变了以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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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罗尔刚：《太平天国全史》第２卷，中华书局１９９１年版，

第６５７～６５９页；夏春涛：《太平天国宗教》，南京大学出

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８７页；夏 春 涛：《天 国 的 陨 落：太 平

天国宗教再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

１０４～１０５页。

邹明德：《太平天国上帝教：基督教的东方教派》，《学术

月刊》１９８７年第１１期；王国 平：《略 论 太 平 天 国 上 帝 教

对基督教的认同》，《史林》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段琦：《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商务印

书馆２００４年版，第２章。

茅家琦：《太平天国对 外 关 系 史》，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８４年

版，第１４～２０、２７１～３１８页。

夏春涛：《太平天国宗 教》，第２３０～２４８页；《天 国 的 陨

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第２６６～２８７、３１２～３２８页。

周健钟：《贵阳三“教案”》，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李时岳：《近代 中 国 的 反 洋 教 运 动》，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８５
年版；庚裕良：《广西 人 民 反 洋 教 斗 争》，广 西 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８６年版；胡齐畏：《大足人民反洋教斗争》，大足县

政协文 史 资 料 研 究 委 员 会１９８６年 版；张 力、刘 鉴 唐：
《中国教案史》，四川 省 社 会 科 学 院 出 版 社１９８７年 版；

戚其章、王如绘：《晚清教案纪事》，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版；四川省 社 会 科 学 联 合 会 编：《近 代 中 国 教 案 史 研

究》，四川社会科学 院 出 版 社１９８７年 版；冯 祖 贻 等 编：
《教案与近代中 国———近 代 中 国 教 案 学 术 研 讨 会》，贵

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司卫编著：《近代中国反洋教

运动》，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夏春涛：《教案

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梁勤主编：《曾

国藩与天津教案》，远方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赵树贵：《江

西教案史》，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中的单一面貌，从深度与广度上拓展了教案本身

的复杂面相，并吸引了一些博士生撰写此方面的

博士论文，其中较成功的是苏萍的《谣言与近代

教案》，作者利用其社会学知识背景，从社会心理

学的 角 度 解 释 了 近 代 教 案 发 生 的 历 史，颇 有 新

意。① 而关 于 民 国 年 间 的 反 教———非 基 督 教 运

动，也成果颇丰，代表性的是杨天宏１９９４年由四

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该书

以详 实 的 史 料，再 现 了 非 基 督 教 运 动 的 来 龙 去

脉，及其呈现出的反教特征。２００５年，作者将该

书增补成《基 督 教 与 民 国 知 识 分 子：１９２２年 至

１９２７年中 国 非 基 督 教 运 动 研 究》（人 民 出 版 社

２００５年版）一 书 出 版，对 部 分 观 点 文 字 稍 做 修

正，并补充其最新研究成果，使内容更显充实。
与港台及海外相比，大陆的基督教与近代中

国政治的研究不够平衡，集中在反教及宗教政策

方面较多，而对基督教在近代中国复杂处境中的

政治参与及与各派政治势力的互动探讨较弱（尤
其是民国时段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时期）。

４．传教士研究

传教士的综合研究，除了顾长声的《传 教 士

与近代中国》外，其他研究论著关涉传教士多个

侧面。较早的有宋家珩主编的《加拿大传教士在

中国》（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一书。科技史研

究学者尚智丛的《传教士与西学东渐》（山西教育

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着重讨论 了１９００年 前 传 教

士在西学东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偏重于天主

教，但对新教传教士在晚清的西学传播也颇有探

讨。复旦大学中文系游汝杰的《西洋传教士汉语

方言学著作书目考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版）对来华传教士所编写的汉语《圣经》和方言

学文献的梳理与考辨，很见功力。新近则有何绍

斌的《越 界 与 想 象———晚 清 新 教 传 教 士 译 介 史

论》（三联书店２００８年版）从译介学的视角讨论

了传教士在晚清的翻译活动，侧重文学译著的研

究。邹振环的《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以

１８１５至１８９０年 西 方 历 史 译 著 的 传 播 与 影 响 为

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则主要探讨

传教士在晚清的西史翻译与传播问题。
另有多本关于美国传教士的研究著作，其中

何大进的《晚清中美关系与社会变革：晚清美国

传教士在华活动的历史考察》侧重从中美关系的

角度讨论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变革中的参与与反

应。齐小新的《口述历史分析：中国近代史上的

美国传教士》（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则以

美国传教士留下的一批口述史料为基本依据，在
事实的梳理中讨论了相关问题。另外，两本未刊

的博士论文———南开大学崔丽芳的《被俯视的异

邦：十 九 世 纪 美 国 传 教 士 著 作 中 的 中 国 形 象 研

究》和华东师范大学马少甫的《美国早期传教士

中国观和中国学研究》，考察了１９世纪美国传教

士眼中的中国形象。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王立新

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

版社１９９７年版）。该书以现代化范式为准绳，探
讨了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的关联、贡献

及其局限，对传教士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晚

清重大历史活动相关连的问题有较深入的探讨。
另外，关于美国传教士对南京大屠杀及大屠杀前

后的记载，许多学者颇有关注，尤以章开沅为最。
美籍华裔学者胡华玲也有相关作品。②

传教 士 人 物 研 究，比 较 集 中 的 是 顾 长 声

１９８５年出版 的《从 马 礼 逊 到 司 徒 雷 登》（上 海 人

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该书内容比较详 细，探 讨

问题比较深入，可读性强，但对民国年间的其他

传教士注意不够。个案探讨中最早的成果是翻

译出版了传教士友人文幼章的传记，而关注较多

的是第一个传教士马礼逊，其中谭树林的相关研

究较为重要。③ 另一个关注重点是是司徒雷登。
作为民国年间影响甚大的传教士，大陆翻译出版

了其回忆录，并有多本传记与研究著作出版，但

多侧重其与中国政治的研究，其中郝平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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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苏萍：《谣言与近代教案》，上海远东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邓常春：《晚清四川教务教案视野中的官绅民教及其互

动（１８６０～１９１１）》（博 士 学 位 论 文），四 川 大 学 历 史 系

２００５年；程玲娟：《空 间、资 源 争 夺 与 晚 清 山 东 教 案 研

究》（博士 学 位 论 文），山 东 大 学 历 史 系２００６年；刘 国

平：《１８９５年古田 教 案 研 究》（博 士 学 位 论 文），福 建 师

范大学历史系２００６年。

章开沅编译：《天理难 容：美 国 传 教 士 眼 中 的 南 京 大 屠

杀（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章开沅

等编译：《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胡华玲：《金 陵 永 生：魏 特 琳 女 士 传》，人 民

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

中心：《魏特琳传》，南京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谭树林：《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美术学院出版

社２００４年版；谭 树 林：《马 礼 逊 与 中 国 文 化 论 稿》，台

北，宇宙光全人关怀 机 构２００６年 版；顾 长 声：《马 礼 逊

评传》，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是颇受好评的一本。①

另有一本关于傅兰雅的小书———王扬宗的《傅兰

雅与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及研究德国传教士

卫礼贤的论文集。②

与海外及港台铺天盖地的传教士传 记 书 籍

及深入研究的状况相比，大陆对传教士的研究还

非常薄弱，出版的作品中研究深入者还不多，关

注点也很不平衡，以美国传教士研究为多，对其

他国传教士的关注明显不够。当然，这种局面正

在逐渐改变。首先是近年来翻译出版了一些传

教士的回忆录及传记，其中有马礼逊、戴德生、李
提摩太、卫三畏、丁韪良、裨治文等，对相关研究

颇有助益。另外，传教士个案研究吸引撰写了多

篇博士论文，惜还多未出版。③

５．中国教会、基督徒研究

海外学者早期在传教史研究范式下，对中国

本土 教 会 和 信 徒 的 研 究 一 直 比 较 薄 弱，直 到

１９８６年，裴士丹倡导中国本土教会研究以来，这

种局面才得以改变。这种呼吁一定程度上推动

了大陆的相关研究。但大陆起步晚，研究也还处

于开拓阶段。在１９８０年代，较早 关 于 中 国 教 会

的讨论，是１９８２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宗 教 所 的

筹划下，中国两会的沈以藩、曹圣洁发表的《中国

基督教的自立运动》一文。该研究虽将自立运动

定位为对帝国主义压迫的一种反抗，意在彰显本

土信徒的爱国主义，但全文依据翔实的史料，勾

勒出了本 土 信 徒 寻 索 自 立 的 整 体 轮 廓。④ 在 著

作方面，１９８２年 和１９８９年，中 国 基 督 教 三 自 爱

国委员会先后编印了《回忆吴耀宗先生》（中国基

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１９８２年）和《吴耀宗先

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

运动委员会１９８９年），后来又 在１９９５年 编 印 了

《吴耀宗生平与思想研讨》（编者同上两书），但鉴

于编者地位的特殊性，学术性的研究不多。

１９９０年代以来，相关研究逐步兴盛与深入，
但多为论文，著作比较少见。直到最近，比 较 重

要的是前已提到的段琦的《奋进的历程———中国

基督教的本色化》。全书洋洋４０万言，时间跨度

大致囊括１９、２０两个世纪，贯穿基督新教入华后

的整个历程。该书从本色化的角度映现出一幅

基督教与中国相遇、在中国流播以至逐渐生根发

芽的艰难图景，颇有创见。前叙在华中师范大学

召开“离异与融会：中国基督徒与本色教会的兴

起”的学术会议，反映了学界对这一题目的兴趣。

另外，陈晓嫚的《对立抑或融合：从民国早期基督

徒知识分子看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和刘

家峰的《诚静怡（１８８１～１９３９）与中国教会本色化

运动》也讨论了相关问题。⑤

除吴耀宗外，教会人物受到关注较多的还有

赵紫宸。除整理出版其文集外，中国基督教协会

还出版了德国学者古爱华的博士论文《赵紫宸的

神学思想》（中国基督教协会１９９９年版），２００４年

在清华大学召开了纪念赵紫宸的学术会议，并出

版了《赵 紫 宸 先 生 纪 念 文 集》（宗 教 文 化 出 版 社

２００５年版）。新近又有唐晓峰《赵紫宸神学思想

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面世。该书在

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集众家所长，侧重讨论赵氏神

学的伦理化倾向，是比较有见解的一本著作。近

年来，当代教会领袖丁光训也渐受注意。大陆整

理出版了其个人文集和纪念文集，马佳还在香港

出版了一本丁的传记《爱释真理：丁光训传》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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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司徒雷登著，程 宗 家 译：《在 华 五 十 年：司 徒 雷 登 回 忆

录》，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２年 版；郝 平：《无 奈 的 结 局：司 徒

雷登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李跃森：《司

徒雷登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２００４版；罗义贤：《司

徒雷登与燕京大学》，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罗义

贤编：《司徒雷登在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林孟熹：《司徒雷登与 中 国 政 局》，新 华 出 版 社２００１年

版。

孙立新、蒋锐主编：《东西方之间：中外学者论卫礼贤》，

山东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李颖：《基 督 拯 救 中 国？———伦 敦 会 传 教 士 麦 嘉 湖 研

究》（博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２００３年；岳

峰：《架设东西方 的 桥 梁———英 国 汉 学 家 理 雅 各 研 究》
（博士学位论文），福 建 师 范 大 学 历 史 系２００３年；张 施

娟：《裨治文与他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博士学位论

文），浙江大 学 历 史 系２００５年；王 文 兵：《丁 韪 良 与 中

国》（博士 学 位 论 文），南 开 大 学 历 史 系２００５年；孔 陈

焱：《卫三畏与美国早期汉学的发端》（博士学位论文），

浙江大学历史系２００６年；胡素萍：《李佳白与清末民初

的中国社会》（博 士 学 位 论 文），中 山 大 学 历 史 系２００６
年。

沈以藩、曹 圣 洁：《中 国 基 督 教 的 自 立 运 动》，《社 会 科

学》１９８２年第３期。

陈晓嫚：《对立抑或融 合：从 民 国 早 期 基 督 徒 知 识 分 子

看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博士学位论文），中国

人民大 学 历 史 系２００４年；刘 家 峰：《诚 静 怡（１８８１～
１９３９）与中国教会本 色 化 运 动》（博 士 后 报 告），中 山 大

学历史系２００４年。

丁光训：《丁光训文集》，译林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刘华俊

编：《天风甘雨：中国 基 督 教 领 袖 丁 光 训》，南 京 大 学 出

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外，有两位红色基督徒也分别有传记出版。①

另外，一些致力于教育的基督徒受到关注较

多，尤其是在高等教育界者。在这方面，得 力 于

章 开 沅 和 吴 梓 明 两 位 著 名 学 者 的 推 动 与 组 织。
如钟荣光、吴贻芳、张伯苓、陈裕光、李登辉、韦卓

民等都有传记或纪念文集出版。香港学者吴梓

明组织编写了《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硏究》（福建

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另外，燕京大学校友们

还出版了其系列人物志。从事平民教育的晏阳

初、陶行知，也受到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
总的来看，关于中国教会和人物研究，大陆与

海外及港台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现有的研究多

为传记式作品，缺乏深入的个案讨论。对开明派

教徒的研究有一定的积累，但不均衡。对教会保

守派人物的研究几为空白，个别人物仍为禁区。

６．中国基督教“事工”研究

（１）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

基督教教育是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中 起 步 较

早且 成 果 最 多、研 究 相 对 成 熟 的 领 域。但 在

１９８０年代所写 的 几 本 中 国 教 育 史 中，教 会 教 育

基本很少提及。偶尔提及的，除语焉不 详 外，便

是以负面的形象出现，以李楚材编著的《帝国主

义侵华 教 育 史 资 料———教 会 教 育》最 为 典 型。②

其后，一批学者逐渐摒弃简单化的做法，开始深

入分析教会教育在政治、宗教、教育等方面的复

杂面相。从１９８６年徐以骅的《基督教高 等 教 育

初探》开始，评 价 趋 于 多 元 化，１９８０年 代 还 翻 译

出版了美国著名学者鲁珍晞的《中国教会大学史

（１８５０～１９５０）》，该书是一项比较成熟的 研 究 成

果，在中国学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③

有规模的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始于１９８０年

代末。在章开沅和林蔚等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努

力下，大陆召开了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吸引了很

多学者参与，研究成果相当丰富。章开沅领导的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还组织

出版了各教会大学的校史及一批教会大学的专

著。④ 除章先生的大力推动外，香港学者吴梓明

联合大陆学者组织出版了“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

会丛书”（福建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０３年 陆

续出版），出版了《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
《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基督教教育与中国

知识分子》、《教会大学与神学教育》、《基督教大

学华人校长研究》、《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

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抗日

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等多种著作，覆盖了在

华基督教高等教育的诸多方面。
另外，一些处于历史学和教育学等不同学科

的学者先后有中国教会教育的通史性著作出版，
如高时良主编的《中国教会学校史》（湖南教育出

版社１９９４年版）、谭双泉的《教会大学在近现代

中国》（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何晓夏与史

静寰合著的《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

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吴洪成的《中国教育史

研究·中国教会教育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版）、王 忠 欣 的《基 督 教 与 中 国 近 现 代 教

育》（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等。其中几本

著作都有一定影响，唯吴著不大引人注意，实际

上，该书作为一本从教育学角度关注教会学校历

史的著作，较早地关注到了教会教育的分支，如

女子教育、特殊教育、中学教育、小学教育等。
对中国基督教教育的深度研究，几本博士论

文值得一提。较早的是史静寰的《狄考文与司徒

雷登———美国 新 教 传 教 士 在 华 教 育 活 动 研 究》
（珠海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以两个在华影响很大

的教 育 传 教 士 为 个 案，讨 论 了 其 在 华 的 教 育 活

动，促使研究者抛开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政治、宗

教背景，而专注其活动中属于教育的层面。但对

教会大学教育功能的强调并不表明其宗教功能

的消失，在为教会大学教育功能正名的过程中，
确有不大注意其宗教功能的迹象。对这种现象

进行纠偏的是徐以骅的《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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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王光远：《红色牧师董 健 吾》，中 央 文 献 出 版 社２０００年

版；王盛泽、钟兆云：《从基督徒到红色“御医”———傅连

暲传奇》，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杨少 松、周 毅 成 编 著：《中 国 教 育 史 稿：古 代、近 代 部

分》，教育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１６～２１９页；李楚

材编著：《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

育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

史教学参考资料》，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１９８７年 版；吕 达：
《近代中国教会学 校 述 略》，《上 海 师 范 大 学 学 报》１９８７
年第３期；张奇：《教会学校和美国对华文化渗透》，《学

术论坛》１９９１年第２期。

徐以骅：《基督 教 高 等 教 育 初 探》，《复 旦 学 报》１９８６年

第５期；景钟等：《“教 会 大 学”在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中 的 历

史作用》，《学术研究》１９８８年 第６期；史 静 寰：《近 代 西

方传教士 在 华 教 育 活 动 的 专 业 化》，《历 史 研 究》１９８９
年第６期。

章开沅、林蔚主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顾学稼、林

蔚、伍宗华编：《中国 教 会 大 学 史 论 丛》，成 都 科 技 大 学

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版；章 开 沅 主 编：《文 化 传 播 与 教 会 大

学》，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章开沅主编：《社会转

型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媒介的 圣 约 翰 大 学》（珠 海 出 版 社１９９９年 版）。
作者以圣约翰大学为个案，讨论了作为直接或间

接宣教媒介的教会大学，这是教会大学研究走向

深入和全面的一种体现。此外，鉴于这一研究中

“文化侵略”与“现代化”范式存在的某种缺陷，胡
卫清 在《普 遍 主 义 的 挑 战》（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２０００年版）中提出普遍主义的评价模式，认为基

督教教育是西方宗教普遍主义的产物，而后者又

是近代西方普遍主义的一部分。作为一种看法，
胡的观点有一定的创造性，但似乎并没引起广泛

的认同。而王立诚的《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

教育：沪江大 学 的 历 史》（复 旦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０１
年版）则考察了沪江大学的历史旅程。作者认为

沪江大学在华的展开是美国对华文化渗透过程与

中国社会包容、吸纳外来 文 化 过 程 结 合 的 结 果。
近年来，教会教育研究吸引了一些新生力量的参

与，成为诸多历史、教育等学科博士论文的选题领

域，内容涉及教会大学个案、区域研究及其他西部

课题，使教会教育的研究更为深入、全面。①

教会教育的研究尽管成果丰富，但其研究仍

是不均衡的，基督教高等教育明显是研究的重心。
近年，学者们也看到了这种偏颇，开始将研究扩展

到中等教育、特殊教育等领域。美国旧金山大学

利玛窦中西历史文化研究所与首都师范大学合

作，召开“基督教与中国近代中等教育”会议，以推

动相关研究，有《基督教与中国近代中等教育》论

文集出版。其他则有关于盲人教育、特殊教育的

论文多种，使教会教育的研究更趋于全面。
（２）中国基督教医疗及其他社会事业研究

大陆关于中国基督教医疗史的研究 还 比 较

薄弱，论文不超过一百篇，关涉宏观探讨、个案或

区域研究、医学教育、人物研究等多个方面，其中

文章重要的有赵璞珊的《合信〈西医五书〉及在华

影响》、加拿大学者邝北江的《马尚德：谭嗣同熟

识的英国传教医师》、田涛的《清末民初在华基督

教医疗卫生事业及其专业化》等数种。近期有高

晞的《“解剖学”中文译名的由来与确定》一文，辨
明“解剖学”中文译名的确定与传教士德贞《全体

通考》之间的关系。② 近年来有三本相关的博士

论文，其一是２００１年李传斌在苏州大学 的 博 士

论文《条约特权制度下的医疗事业：基督教在华

医疗事业研究：１８３５～１９３７》（该 论 文２０１０年 由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文是大陆在该领域的

第一本博士论文。除引言外，分上下两 篇，时 间

跨度在１８３５～１９３７年，上篇主要 介 绍 基 督 教 医

疗事业在中国的发展演变，在探清历史脉络的基

础上，总结出教会医疗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

性及其合作化、世俗化、中国化、专业化等发展趋

势。下篇主要考察教会医疗事业对近代中国政

治、中西文化交流、思想观念和风俗习惯变迁、医
疗与慈善事业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从而彰显了基

督教医疗事业在近代中国医疗现代化以至中国

现代化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该文资料发掘甚

为用力，对该领域的研究甚具参考价值。另一本

博士论文是何小莲的《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上
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该文与李文写作期差

不多，同年先后完成，故在内容上颇多 重 复。本

书的特色在其将西医主要是教会医疗在近代中

国的展开拉入文化交流、渗透、调适的框架中，解
读其在中国引起的文化、思想、制度变 迁。该 文

在资料发掘上略显不足，影响了其论述的深度，
但问题意识强，视野较开阔，是为本领域出版的

较少的专著之一。邓杰的《基督教与川康民族地

区近代医疗事业》则主要讨论了抗战爆发后基督

教边疆服务中的医疗事业。③

基督教的社会事业中另一大宗是慈善事业，

研究散篇不少，但缺乏系统的梳理。另有刘家峰

关于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对相关历史的

重构颇力，已出版《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研

究（１９０７～１９５０）》（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福音与犁———在华农业传教之研究》（台 北，宇

宙光全人关怀机构２００６年版）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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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孙崇文：《抗 战 以 前 中 国 基 督 教 大 学 及 其 学 生 生 活 研

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２００５年；赵

厚勰：《雅礼会在华教育事业研究（１９０６～１９５１）》（博士

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２００６年；章博：《近代

中国社会变迁与基督教大学的发展———以华中大学为

中心的研究》（博 士 学 位 论 文），华 中 师 范 大 学 历 史 系

２００６年；孟 雪 梅：《近 代 中 国 教 会 大 学 图 书 馆 研 究

（１８６８～１９５２）》（博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

２００７年；夏泉：《明清基督教 教 会 教 育 与 粤 港 澳 社 会》，

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赵璞珊：《合信〈西医五书〉及在华影响》，《近代史研究》

１９９２年第２期；邝 北 江：《马 尚 德：谭 嗣 同 熟 识 的 英 国

传教医师》，《历史研究》１９９２年 第２期；田 涛：《清 末 民

初在华基督教医疗 卫 生 事 业 及 其 专 业 化》，《近 代 史 研

究》１９９５年第５期；高 晞：《“解 剖 学”中 文 译 名 的 由 来

与确定》，《历史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６期。

邓杰：《基督教与川康 民 族 地 区 近 代 医 疗 事 业：边 疆 服

务中的医疗卫生事业研究（１９３９～１９５５）》（博士学位论

文），四川大学历史系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美国 旧 金 山 大 学 利 玛 窦 中 西 文 化

历史研究所与山东大学犹太教和跨宗教研究中

心联合举办的“身体·灵魂·自然：中国基督教

与医疗、社会事业研究”学术讨论会，是为相关研

究的推动。
（３）中国基督教文字事业

关于基督教文字事业，大陆的研究相较于海

外及港台为弱。在一些近代出版史的研究中，有
附带的论及，以叶再生的《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

史（一）》（华文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为代表。该书

第１卷，教会出版史占有较大的篇幅，特点是梳

理比较细致，但分析不够深入。该书时间上则偏

重于早期，对民国年代的关注不多。近年来最着

力于此项研究的是四川大学的陈建明，除翻译出

版何凯立《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１９１２～１９４９）》
（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外，还将其论文结

集出版为《激扬文字、广传 福 音———近 代 基 督 教

在华 文 字 事 工》（台 北，宇 宙 光 全 人 关 怀 机 构

２００６年版）。陈２００６年在四川大学的博士论文

《近代基督教在华西地区文字事工研究》，主要探

讨了基督 教 文 字 事 业 在 华 西（包 括 西 南 少 数 民

族）的演变历史，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其经营管理

与特点、存在的问题和社会影响，是为区域研究

的一例。关 于 福 建 基 督 教 出 版 事 业，则 有 陈 林

《近代福 建 基 督 教 出 版 事 业 考 略》（海 洋 出 版 社

２００６年版）一书的出版，比较全面地追溯了基督

教 在 福 建 的 出 版 事 业 及 其 对 福 建 社 会 的 影 响。
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淸社会》（上海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４年版）一书，虽不是基督教文字事业研究

的专著，但基督教出版文字事工作为晚清西学东

渐的重要载体，是其研究的主要对象，占据了该

书大部分篇幅。该书的部分统计目录对了解基

督教早期在华的文字事业也有很大的帮助。
基督教文字事业的大宗是报刊业，其中以对

《万国公 报》研 究 为 最 多。① 较 早 的 是 李 天 纲 的

硕士论文《基督教传教与晚清“西学东渐”———从

〈万国公报〉看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近年

有两本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著作出版，即王林的

《西学与变法：〈万国公报〉硏究》和杨代春的《〈万
国公报〉与晚清中西文化交流》（湖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版）两 书。前 者 侧 重 探 讨《万 国 公 报》传

播的西学与变法之间的关联，后者侧重探讨《万

国公报》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对于

《教会新报》的研究，有姚兴富的博士论文《儒耶

对话与融合：〈教会新报〉（１８６８～１８７４）研究》（福
建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比较重视思想层面的

探讨。②

“圣经”汉译及其在中国的流传是基督教文

字事 业 中 的 重 项，也 是 学 界 甚 为 关 注 的 研 究 对

象。海外及 香 港 有 多 本 专 著 出 版，大 陆 甚 为 薄

弱，但也发表了几篇较重要的研究论文。③

（４）中国基督教与妇女研究

关于基督教与中国妇女问题的研究，大陆大

致从１９８０年代后期起步，至今论文约六十多篇，
还没有出现较重要的系统专著。相关研究多集

中在基督教与女子教育领域及女性启蒙方面，除
前面论述到的女校长吴贻芳研究成果外，另有两

本相关专著出版。其中李湘敏的《基督教育与近

代中国妇女》（福建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是大

陆出版的第一本比较系统地讨论基督教教育和

中国近代妇女问题的论著。另有朱峰的《基督教

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

比较硏究》（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鉴于

大陆此领域研究的薄弱，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社

会研究中心和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

历史研究所合作召开了“性别与历史：近代中国

妇女与基督教”的国际会议，会议论文结集出版，
是为中文学界的重要研究成果。④

（５）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研究

大陆学界对青年会的关注起步较早，但相较

于海 外 及 港 台 的 成 熟，则 显 薄 弱。顾 长 声１９８１
年出版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１年版）一 书 专 列“基 督 教 青 年 会 在 中 国”一

章，简要记述了青年会的在华活动。随后陈秀萍

编著的《沉浮录：中国青运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
（同济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是大陆首本介绍

青年会的专著，是了解男女青年会在中国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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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杨代春：《〈万国公报〉研究综述》，《湖南大学学报》２００１
年第３期。

李天纲：《基督教传 教 与 晚 清“西 学 东 渐”———从〈万 国

公报〉看基督教在 近 代 中 国 的 传 播》，高 瑞 泉 主 编：《中

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马敏：《马希曼、拉沙 与 早 期 的 圣 经 中 译》，《历 史 研 究》

１９９８年第４期；谭 树 林：《〈圣 经〉“二 马 译 本”关 系 辨

析》，《世界宗教研究》２０００年 第１期；吴 义 雄：《译 名 之

争与早期的〈圣 经〉中 译》，《近 代 史 研 究》２０００年 第２
期；赵晓阳：《基督 教〈圣 经〉的 汉 译 历 史》，《维 真 学 刊》

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陶飞亚编：《性别与历 史：近 代 中 国 妇 女 与 基 督 教》，上

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论著，对青年会的评价比较正面。当然，该 书 时

间跨度较大，未能很深入地探讨相关问题。顾卫

民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版）也 以 简 短 的 篇 幅 论 述 了 青 年 会 在 中

国的发展并分析了其迅速进展的原因。
近年来对青年会研究较力的是左芙 蓉 和 赵

晓阳。左氏出版了其在香港中文大学完成的博

士论文《社会福音·社会服务与社会改造：北京

基督教青年会历史研究（１９０６～１９４９）》（宗教文

化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其书及系列论文主要以北

京青年会为个案，以社会学和跨文化理论为基本

研究方法，探讨其在社会福音影响下的社会改良

和社会服务事业。该书最大贡献在对抗战爆发

后的青年会的探究，是个案研究中较深入的一本

著作，唯史料发掘略显不足，部分内容稍显重复。
赵氏出版的专著《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本土和

现代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详细讨论了青年会在中国成长的中外背景及其

组织、人事与事工，除便于对青年会的整体了解

外，对部分相关问题的讨论也颇显深入，作者另

有相关论文多篇。

７．宗派个案与区域研究

基督教区域发展往往与宗派性或本 土 教 派

纠缠在一起，相对而言，大陆学者较注重区域研

究，比较忽略基督教在华发展的宗派性，这与大

陆１９４９年后所倡导的“后宗派时代”息息相关。
而海外及港台学者则较注重宗派个案及其与区

域发展的结合研究，区域研究是大陆相关研究的

重点，曾有两次区域研究的会议。①

在有限的宗派个案中，陶飞亚的《中 国 的 基

督教乌托邦———耶稣家庭（１９２１～１９５２）》一书讨

论了信奉五旬节派教义的山东土著教会的社会

试验，受到了海内外广泛关注。另外，近 年 出 现

了几本宗派个案的博士论文。②

除以上夹杂在个案研究中的区域研究外，专
门性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大陆在各省编纂的

地方志系列中的“宗教志”内都将基督教在各省

的发展列为重要内容。近年又有不少有分量的

基督教区 域 研 究 著 作 问 世，尤 以 广 东、福 建、上

海、北京和西南少数民族区域的研究为多。
广东是区域研究的重点之 一。可 见 研 究 成

果有吴义雄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

传教士在 华 南 沿 海 的 早 期 活 动 硏 究》和 论 文 集

《开端与进展———华南近代基督教史论集》，尤以

前书影响较大。该书利用大量的中英文资料，甚
为细致地再现了基督教早期在华南的历史，在史

实清理方面做得非常到位。赵春晨、雷 雨 田、何

大进的《基督教与近代岭南文化》也是一本很扎

实的区域研究著作。

福建是近代基督教发展最为深入的 区 域 之

一，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关注最多，大陆以福建学

者的研究最力。陈支平、李少明的《基督教与福

建民间社会》（厦门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林金

水等的《福建基督教史初探》（台北，宇宙光全人

关怀机构２００６年版）、朱峰的《在信仰与实践之

间：福建基督教史钩沉》（香港，汇美传意２００２年

版）、福建师范大学编的《闽台基督教问题研究专

辑》（海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等四本著作，从不同

方面揭示了基督教在福建的传播和影响。林立

强的《美国传教士卢公明与晚清福州社会》（福建

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讨论了早期传教士卢公

明在福州的活动和影响。

上海和 北 京 都 是 近 代 基 督 教 发 展 的 重 镇。

在上海学界出版的几本宗教通论著作中，都把基

督教作为重点记述。近年更出版了姚民权的《上
海基督教史（１８４３～１９４９）》（基督教三自爱国运

动委员会１９９４年）是专涉上海新教的 专 著。北

京则有王毓华的《北京基督教史简编》（北京基督

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１９９５年）和陈月淸、刘明

翰的《北京基督教发展述略》（首都师范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８年版）两书及佟洵主编的关于北京教堂

文化的专书。

少数民族与西南地区与基督教是学 界 研 究

的热点。张坦的《“窄门”前的石门坎：基督教文

化与川滇黔边苗族社会》（云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
年版）和 东 人 达 的《滇 黔 川 边 基 督 教 传 播 研 究

（１８４０～１９４９）》（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都 是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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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基督教区域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四川大学，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１～２３日；“地方社会文化与近代中西文

化交流学术研讨会”，中 山 大 学，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１４～１５
日。

陶飞亚：《中国的 基 督 教 乌 托 邦———耶 稣 家 庭（１９２１～
１９５３）》，香港中文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０４年 版；张 照：《清 末

民初循道公会在华南地区的发展》（博士学位论文），暨

南大学历史系２００５年；卢在轼：《中华内地会在华传教

活动研究（１８６５～１９０５）》（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历

史系２００６年；颜小华：《美北长老会在华南的活动研究

（１８３７～１８９９）》（博 士 学 位 论 文），暨 南 大 学 历 史 系

２００６年。



于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的研究。钱宁主编的《基
督教与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香港，建道神学

院１９９８年版）和韩军学的《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

族》（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是关于云南少

数民族与基督教关系的研究成果。以张书和钱

宁主编书较有特色。秦和平在西南少数民族和

四川基督教的研究上用力甚勤，出版了很有特色

的区域基督教史《基督宗教在四川传播史稿》（四
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和《基督宗教在西南民

族地区的传播史》（四川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其他的区域研究还有一些。陶飞亚、刘天路

的《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版）、莫法有的《温州基督教史》（香港，建

道神 学 院１９９８年 版）、王 雪 的《基 督 教 与 陕 西》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赵英霞的《基
督教会与近代山西社会》（博士论文，中国人民大

学历史系２００３年），分别讨论了基督教在这些省

区的历史。

８．基督教与中国文学艺术研究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学是近年文学 研 究 学

术界的一支奇葩，吸引了诸多学者的参与，好几

本博士论 文 便 选 了 这 一 领 域 的 选 题。① 大 陆 学

者从１９８０年代起，开始关注此一课题的研究，但
真正 较 深 入 的 开 掘，则 始 自１９９０年 代。１９９５
年，马佳出版其博士论文《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

宗教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版）。该书资料扎实、视野开阔、理论新 颖，广 受

学界关注。其后，王列耀出版的《基督教与中国

现代文学》（暨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也是其

中较重要的一本，不乏见解独到的章 节。同 年，
杨剑龙博士论文《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

基督教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刊印，
该书以作家个案研究为突破口，串联成书，详细

探讨了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的关联，也是相关

研究中评价较高的一本。２０００年，王本朝的《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版）一 书 出 版。作 者 把 宏 观 研 究 与 个 案

探讨相结合，着重讨论了基督教在中国２０世纪

文学中的历史意义及其对话语方式的影响。
进入新世纪，王列耀推出的《基督教 文 化 与

中国现代戏剧的悲剧意识》（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２
年版）一书，讨论了现代中国戏剧中的基督教影

响问题。其后许正林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文学

与基督教》（上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从个案

研究入手，将近代作家对基督教的授受作为一种

文化摄取现象来体现，抓住了中国现代作家与基

督教相遇的关键面相。同年，喻天舒出版的《五

四文学 思 想 主 流 与 基 督 教 文 化》（昆 仑 出 版 社

２００３年版）一书，从五四文学思想主流与基督教

文化密切相关这一基本立论出发，考察了基督教

文化对近现代中国文化发挥影响的途径、机制。

该书介于文学史和思想史之间，着眼于学界研究

的薄弱点，较有新意。另有唐小林的《看不见的

签名：现代汉语诗学与基督教》（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２００４年版）一书，则是国内第一部专注于现

代汉语诗学与基督教关系的著作，作者力求为汉

语诗学现代性的演变找寻某种解释可能。新近

有刘丽霞出版的《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被认为是首

次提出“中国基督教文学”概念的专著，该书的创

见是集中于以往学界着墨的盲点，分新教和天主

教文学两条线索分别讨论，并注意到教会杂志中

的文学作品，是一本甚有新意的著作。陈伟华的

博士论文《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小说叙事新质》（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则讨论了基督教

元素的引入，促使中国小说在多个层面的更新与

转型，为中国小说的变革提供了一种解释路径。

基督教文化中凝聚着诸多的艺术元素，对于

基督 教 在 华 的 艺 术 呈 现，近 年 也 有 不 少 学 者 讨

论。较重要的学术性探讨是董黎的《中国教会大

学建筑硏究：中西建筑文化的交汇与建筑形态的

构成》（珠海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该书讨论了近

代中西建筑文化交汇中的教会大学建筑形式及

其构成的背景与意义。佟洵主编的《基督教与北

京教堂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则
以内涵丰富的北京教堂为个案，讨论了其形成特

点及其对北京文化的影响。关于基督教在华艺术

的研究成果有顾卫民精美的图文论著《基督宗教

艺术在华发展史》（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三　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未来展望

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大陆中国基督教史研

究已渐趋成熟，逐渐形成了与海外及港台三足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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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是中国基督教 文 学 的 门 外 汉，本 节 主 要 参 考 杨 剑

龙的《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郑州大

学学报（哲学社 会 科 学 版）》２００２年 第５期）及 笔 者 的

有限阅读而作。



立之势，但从上面的叙述来看，这一领域还有许

多值得注意的空间。
首先，要关注研究领域的新陈代谢与平衡发

展问题。以往研究关注相对较多的领域是反教

运动、基督教教育、区域研究及传教士 研 究。其

中反教运动是老重点，学界对著名教案的梳理相

对细致，但更多教案则缺少研究，而民国年间的

反教个案的研究近乎空白。基督教教育作为研

究最为成熟的领域，已逐渐改变以往的研究集中

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不平衡现象，将研究对象扩展

至中初等教育及特殊教育等诸多方面，但后者数

量繁多，资料收集更为困难，想短期内改变与高

等教育研究的差距是不现实的。区域研究已经

关注的重点为福建、广东、山东及西南少数民族

地区，近年来陕西、山西等省也受到研究者注意，
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探讨也提上日程。未来区域

个案涵盖得会更为完整。区域间的比较研究是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传教士人物研究与海外

及港台相比差距最大，对民国年间传教高峰时期

的传教士研究得很少，且集中为英美传教士，对

欧陆传教士关注较少。如果能中西文材料并重，
加强传教士人物研究，这方面可以有许多新问题

的发现。
在笔者看 来，有 几 个 领 域 值 得 加 大 研 究 力

度。其一，关于基督 教 妇 女 研 究。早 于１９９２年

旅美学者 郭 佩 兰 就 已 出 版《中 国 妇 女 与 基 督 教

１８６０～１９２７》一书，但大陆迄今还没有一 本 这 方

面的专著。这一课题处于中国妇女史研究的边

缘，也不为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的学者所重，这种

双重边缘导致其研究的匮乏。其二，关于基督教

文字事业，大陆对中国基督教文字事业的探讨较

为广泛，但较多的是事实性的梳理，总结性探讨

基督教在华出版的著作也付之阙如。像广学会

这类延时日久、影响巨大的出版机构尚缺乏全面

清理，报刊研究也集中在中文刊物方面，仅个别

报刊如《万国公报》的探讨较为深入。对在华传

教英文刊物的研究更是缺乏，对一些相对保守的

刊物的 研 究 则 根 本 未 见。其 三，关 于《圣 经》汉

译，海外及港台已出版多本较深入的作品，大陆

尽管也有较重要的单篇论文，但多为译本考辨，
涉及译本本身内容不多，整体性梳理的专著也未

有。此外，关于基督教人物研究，海外及 港 台 特

别注重本土教会人物的研究，其传记或研究个案

甚为发达，但大陆在这方面相当薄弱。

同时，还 有 一 些 急 需 拓 荒 的 新 领 域。大 陆

１９４９年后号称“后宗派时代”，因此，学界几乎不

讨论近代宗派个案及相互关系，这与海外及港台

的取向大异其趣。但是，近代中国基督教中宗派

存在及其对基督教的制约与影响，是不可忽略的

事实，因此，这是大陆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需要重

视的问题，特别是一些欧陆差会及小宗派的研究

迄今仍为空白，这一状况需 要 改 变。另 外，１９４９
年后的中国 基 督 教 研 究，特 别 是 改 革 开 放 前３０
年的研究，在大陆甚为沉寂，几乎没有出现有价

值的研究成果，个别人事仍为禁区，而这在港台

及海外是研究的热点。这种研究现状不但阻碍

了国内学者与海外交流对话的可能，更为重要的

是，大陆学者的失语会使海外学者形成某种解释

垄断 与 霸 权，这 种 现 状 对 学 术 或 现 实 都 是 一 种

“伤害”。此外，在世界传教运动及国际关系的大

背景中审视基督教在华的发展，还需要注重传教

运动、差会与其母国关联，探讨基督教在华传播

的外围背景。

其次，要转换研究视角，改变 在 外 围 讨 论 的

现状，真正进入中国基督教史内部，研究基督教

的历史。大陆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以史学界为主。
这样的研究者几乎没有受过宗教学或者神学方

面训练，对《圣经》、神学及教会礼仪、组织等属于

“基督教本身”的东西了解不够深入。这致使大

陆中国基督教研究多为一种外围研究，围绕基督

教与社会、政 治、文 化、中 外 关 系 等 各 个 方 面 展

开，他们关注点的不同往往使他们忽略了教会内

部的许多东西，那些不大会在公共平台———如报

刊、政治舞台、文化事业等频繁亮相的教会组织

或人物，往往难以进入其研究视野（如保守派教

会或基督教在乡村），而甚多属于教会本身的资

料也不大引起其注意（如神学著述、灵修资料），

而这些方面对于基督教本身而言，也许是十分重

要的。这种外围的研究，称教会史或基督教史颇

是为难，实则更多的是“关于基督教的历史”。有

学者已经认识到海内外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中强

烈的社会—文化取向①，但这一取向在大陆最为

明显。这种 研 究 取 向 使 自 由 派（包 括 晚 清 开 明

派）的事业得到优先的关注，而执著于福音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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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姚西伊：《为真道争辩：在 华 基 督 新 教 传 教 士 基 要 主 义

运动（１９２０～１９３７）》，香港，宣道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４

～５页。



的保守派则处于话语弱势。自由派的医疗、教育

与其他社会文化事业及与政治的关联更易与文

化侵略、文化交流、现代化等某些宏大的叙事联

系起来。自由派多走精英路线，善于掌控公共平

台，集中在城市，较少走向乡村，资料保 存 为 多，
研究相对容易入手。而保守派多进入腹地、走进

乡村，教会建立在山野之间，默无声息地践行着

“上帝的道”，主题多与福音本身相关，研究起来

难度较大。这促使自由派和基督教在城市的研

究双双兴盛，而造成保守派和基督教在乡村研究

的双重贫困。要摆脱这种研究的残缺与不平衡，
实现研究的完整性，必须加强对基督教自身的理

解及神学知识的修养或训练，从内行的角度研究

基督教。同时，加强对保守派和基督教在乡村的

关注，保守派事业和基督教在乡村的传教很大程

度上是一种精英之于底层的过程，中外传道人必

然留 下 部 分 的 纪 录，结 合 口 述 和 田 野 调 查 的 方

法，会产生出新鲜的成果。
从新的视角看，还可能要重新探索基督教在

近代中国扮演的角色与影响。基督徒人数在近

代中国人数最多时也不过百万，但其本身的能量

并不能以其教徒人数来加以衡量。在以往研究

中，除了政治化倾向外，就是受其制约的人为淡

化、刻意弱化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实 际 上，近

代中国许多人事、机构组织都有基督教色彩或影

响的踪迹，比如张伯苓、陶行知的教育事业和晏

阳初的乡村事业就受到基督教影响，民国外交界

人才多为基督徒，医学界人士教徒也不少，民国

年间一些影响巨大的报纸如《民国日报》、《申报》
等几乎每天都发表基督教新闻等等，所以对以往

研究中淡化忽略的部分要加以重新探讨。当然，
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就基督教本身谈基督教，要有

比较的视角，将其影响与世俗的或其他宗教的事

业加以比较，避免夸大、评价过度的倾向，给其一

个客观、恰当的定位。
再次，要 在 新 史 料 的 基 础 上 构 建 新 基 督 教

史。大陆学者的基督教研究，长期以来倚重中文

史料。但恰恰中国基督教史是一个双边的历史

运动，注定了必须运用双边的史料，才能比较全

面地反映这一运动的全貌。特别是在过去的教

案研究中，如果只有一方面材料，那很可能就成

了单边的原告的申诉或者被告的辩护了。利用

双方的资料，常常会发现许多新的解释。比如对

照《教务杂志》中的史料，可以发现新教传教士对

干预词讼持很严肃的反对态度。在武汉的杨格

非总结出一套如何处理平民教民冲突的所谓“迫
害”问题的办法，他们坚持，如果不是出于宗教原

因而是世俗原因，传教士是不能干预世俗行政权

力的。他认为：“对虚假和不重要的事情不要插

手，一旦卷入就要以公正和爱的精神来处理。问

题不应该是，谁是教徒，谁是异教徒，而应该是谁

是谁非。如果平民对，就支持平民，如果教徒错，
就批评教徒。这样的话，你就有公正的 名 声，平

民和教徒都会信任你。”①再有１８９９年清政府颁

布《地方官接待传教士章程》，这一为天主教所接

受的 章 程，在 新 教 传 教 士 群 体 中 遭 到 普 遍 的 反

对。美国南长老会于１８９９年９月８日到１５日

在上海举行年会，会上通过决议，规定“南长老会

传教士将不要求超出美国私人公民身份的任何

东西”。其原因是：１．传教士的作用是在精神方

面的。他的伟大工作是照看人的灵魂。在 现 实

中承担政治权力，即使在表面上也是与他的职责

不一致的。２．正常的教会与国家关系禁止传教

士要求与“总督、巡抚有平等的权力”，“要求会见

他们”和他们“谈判和了结”事情。传教士不是国

家的官员。美国驻华公使和领事将保护和确实

保护所有公民同胞，传教士一定不能篡夺和无视

他们的权威。３．无论为美国公民所获得的何种

向地方官或更高级别官员申诉的权力，传教士都

要恰当地运用，他必须在与其他美国私人公民平

等的基础上行使这种权力，不能声称自己是美国

官员或者 与 中 国 官 员 有 同 等 的 权 力。② 这 些 材

料和我们过去对此事的认识有很大的差距。因

此，要注重新材料，尤其是网络资料和西文档案

资料。这些跨文化下的新资料和新视角，将成为

这一研究的新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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