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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伴随着世界局势发生的巨大变化，欧美基督教在这种形势下也发生了微妙变化，

神学家们都力图创建自己的体系，出现了许多基督教派别。天主教“梵二”会议后，加快了革新的步伐，适应

了新形势的需要，获得了新生。当今社会，欧美基督教在国家政治生活、教育、文化和伦理道德诸方面，仍起

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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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ity and Its Social Function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Abstract：During the 20th century，with the significant change of world situation，the Christianity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lso took place subtle changes．The theologist tried to set forth

their own system and many religion factions arose．In modern western society，the Chris—

tianity still plays important role in the fields of national political life，education，culture and

moral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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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历史悠久，底蕴丰富，与整个人类文明

史的发展息息相关，密不可分。20世纪，伴随着两

次世界大战，西方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科学的进

步和第三世界的兴起与民族觉醒，新的神学思潮不

断涌现。在这种情况下，为适应新的形势，天主教

和基督教新教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一、20世纪欧美基督教新教的发展

从西方思想意识和文化心态的发展来看，当代

社会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的爆发才

真正开始的。在此之前，大多数人都陶醉于19世纪

末20世纪初西方自由资本主义鼎盛的乐观情调之

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打断了这种乐观进程，

随之而来的是战祸、灾难、贫穷和饥荒等悲惨景象，

这与新教自由主义神学所描绘的人类进步、社会向

善的美好前景形成强烈的反差。人们被抛人严重

的社会和信仰危机中，风行一时的自由派神学受到

重创，引起了人们精神上的极大混乱和恐慌，欧洲

危机意识形成，欧洲思想界也掀起了轩然大波。与

此相应，神学思想发生突变，派系林立，而盛极一时

的自由派神学则遭到灭顶之灾。

“危机神学”是二三十年代在欧洲影响最大的

新教神学流派，其主要代表是瑞士神学家巴特

(K．Barth)。他对当时社会之症加以神学的阐释，指

出这是“人的危机”，是人与上帝隔绝而出现的危

机，人们因感到自己与上帝毫无相通之处而紧张、

沮丧和不安n】(m 4卜4扪。巴特的“危机神学”开创了新

教神学发展的一个新时代，成了基督教新教思想发

展史上的分水岭，他被西方誉为“自从宗教改革以

来最伟大的新教神学家”(2l(p·引。“辩证神学”的代表

人物主要有布龙纳(E．Brunner)、图纳森

(E．Thurneysen)等人。他们反对把神的真理等同于

教义命题、把上帝的话等同于成文神学，强调只有

在对于上帝所赐信仰的反应中，有限与无限、时间

与永恒、愤怒与恩典才能辩证地连接起来。布龙纳

所倡导的基督教与世俗文化和其他宗教的对话，对

现代西方有一定的影响。

与一些激进的神学思潮相反，20世纪初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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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也涌现了一种保守的新教神学思潮，即基要主

义神学，主要产生于20世纪之初的美国，它对于基

督教传统教义，尤其是对于基督将第二次降临的说

教深信不疑。基要主义神学一方面坚决反对自由

派神学的进步理论，另一方面也激烈反对以进化论

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思想。1925年在美国田纳西州

发生的斯科普斯诉讼案，就是基要派对进化学说传

播的拼命抵抗①。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要主义

＼神学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在科学问题上与进步思

潮的论战，转而推动面向大众的福音宣传和信仰复

兴工作。这种神学思潮在理论领域不占显著位置，

但对基层群众有广泛的影响。

二战后，尤其是6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

进，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的发展呈现出

了多元趋势，西方社会形成各自不同的特色。科学

技术的发达和交通信息的发展，使世界在变“小”，

人们的交往更加频繁和密切，文化和宗教的交流也

达到了空前的盛况，基督教思想在这种形势下也发

生了微妙变化，神学家们都力图创建自己的体系。

出现了如希望神学、过程神学、人格神学、生态神学

等众多神学思潮。但它们的影响都或多或少受到

其思想传统和国家地域的限制，不再像以前的神学

那样广泛深入。这些五光十色的神学思想，在当代

均先后程度不同地影响新教各宗派。在原有的宗

派中，由于神学思想、教义差别，政治、社会观点之

不同，以及国际形势与地域人文环境不同，各教会

派别也不同程度地重新组合。当今全世界新教共有

91个宗派，19524个独立的教会团体。新教虽然宗

派众多，但其主流宗派有路德宗、加尔文宗、安立甘

宗、公理宗、浸礼宗、卫斯理宗等6大宗。

路德宗是以马丁·路德的宗教思想为依据的

各教会团体之通称，目前其信徒分布在瑞典、丹麦、

挪威、德国和美国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信徒约

6840万人131(m 91柚引。加尔文宗是以加尔文神学思

想为依据的各教会团体的总称，流行于瑞士、荷兰、

英国、北美、南非等地，目前共有信徒4023万人。安

立甘宗是16世纪英国宗教改革的产物，是英国的

国教，该宗随着英国的殖民扩张，逐渐传播到美洲、

亚洲和非洲。目前安立甘宗在全世界共有225个教

会团体，信徒5000万人。公理宗是在英国资产阶级

革命中兴起的宗派，目前有信徒250万人，主要分

布在美国、英国、英联邦国家。．浸礼宗是17世纪从

英国清教独立派中分离出的一个宗派，目前有信徒

3331万人，其中绝大多数在美国。卫斯理宗是遵循

英国18世纪神学家约翰·卫斯理宗教思想的各教

会团体的总称，它是目前最有影响的新教教派之

一，信徒约4000万人。其中美国有正式会友1400

万人，英国有25万人，另外还有一些分布在澳大利

亚、新西兰、南非等国家⋯(p12引。

二、20世纪欧美天主教的发展

罗马天主教会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信仰人数最

多的一个宗教组织，其信徒与世界人口同步增长。

据统计，1994年，全世界约有天主教徒9．45亿，约

占世界总人口的17．6％【41(-3鹋)。

20世纪是西方天主教神学发展最快、变化最

大的一个时代。直到19世纪，罗马天主教会仍然激

烈反对时代潮流。1870年的“梵一”会议仍宣布，教

皇的教义永远正确㈣(p82扪。天主教会在“梵一”会议

后采取的保守政策遇到了教会内外的种种抵制和

反对。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天主教神学大一统的权

威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当代天主教理论思潮兴起，

最初是现代派神学№l(p·¨。世纪之交，天主教现代派

便尝试改革天主教，它们的目标是致力于天主教向

现代文化开放，维护在宗教信仰问题上的个人自

由。这些改革因为遇到教会内部的强烈反对而失

败，一些人士被革除教籍。但是出于理论和实践需

要的经院哲学的重建却获得了很大成功。在罗马

教廷的支持下，以新托马斯主义为代表的新经院哲

学在20世纪上半叶达到了顶峰。

新托马斯主义主张：1．调和科学与宗教、理性

与信仰的矛盾，使天主教与现代科学研究成果相适

应。2．强调宗教与人生的联系，提出走出神学院和

教会进入生活和社会。3．主张建立以神为中心的

完美的人道主义体系，甚至赞成信仰自由。4．强调

一切权力来自上帝，只要信奉上帝就能得到自由和

幸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托马斯主义神学除了在

欧洲的意大利、法国、德国流传外，在美国和拉丁美

①基要派在田纳西州力量很大，该州议会曾颁布一项法令

禁止讲授否定“圣经里所讲的上帝创造生命”的＼理论。这

个法令遭到现代派的反对。田纳西州中学教师约翰·斯

科普斯因为给学生讲授进化论违反了该州的法律。1925

年5月7日，此案上诉到法院，基要派著名人物、三次竞

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

誉自参加了这一闻名于世的诉讼案。最后，斯科普斯被

判有罪，罚款1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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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也有较大发展。但这时人们已不再满足于仅仅

局限于新托马斯主义所限定的理论体系中，天主教

向多元化发展已势不可当。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

苦难，西方哲学、史学和文艺理论对其精神传统和

现状都有深刻的反思，各国社会政治、民族关系则

出现了巨大变革和新的格局，面对这样的时代，夭

主教已无法超然回避，教会内外的呼声强烈，改革

已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1958年，威尼斯大主教龙卡利当选为教皇，称

约翰十三世，他掀起了当代天主教革新发展的崭新

一页，下决心召开一次全世界天主教大会，以引导

天主教会步人现实世界，适应时代的需要，显示出

教会征服现代思想的威力。

1962年10月1 1日到1965年12月8日，罗

马天主教会召开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梵二

会议”是天主教会历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会议

之一。它是规模最大、参加人数最多、发表文件最

多、涉及内容最广泛的一次会议，有近3000教徒参

加了会议。出席大会的人员来自世界五大洲，具有

广泛的代表性。许多非天主教教徒作为观察员出

席了大会。这次大会的文件及其对天主教的改造

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大会经过激烈讨论和多

次投票，公布了反映其革新精神和内容的16个文

件。这些文件作为当代天主教革新纲领，阐明了在

许多问题上的立场、观点、原则和理论，为其步入现

代社会的全新发展奠定了基础，指出了方向。

“梵二会议”是罗马天主教会革新运动的开端，

大会表明了天主教会革新及其与现代世界关系的

方向。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教会的自我革新”，“越来

越多地把罗马天主教不仅同基督教世界的其余部

分，而且同具有其善良意愿的一切人团结起来”f2】(p 96引，

口号是“适应时代形势”。“梵二会议”的思想经过

不断丰富，形成了完整的新神学体系。会议从多方

面革新了罗马天主教会，使它以一个现代化宗教的

面貌，呈现在世界面前。

在近两千年的天主教会史上，这次革新变化最

为普遍、深刻，主要包括神学革新、礼仪革新、教会

组织机构革新，以及与其他教派或宗教关系的革新

等方面。

神学革新是理论基础。“梵二会议”的神学家

们在天主教传统神学的基础上进行革新，构筑了一

个新的神学体系。新的神学理论认为圣父、圣子、

圣灵与全人类，与世俗世界和教会有密切关系，并

、以此为根据，重新说明天国、尘世和教会的性质、现

状和前景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尤其强调教会与现

实的联系，认为教会存在于人世和关心世俗事务乃

天经地义14】(p2引。由此，天主教对其他非天主教的基

督教团体关系也发生变化，“梵二会议”通过了《关于

普世教会运动的敕令》，这是自宗教改革以来，罗马

天主教第一次正式承认各个非罗马天主教的团体

也是教会或者教会性的团体⋯(p96射。

天主教对其礼仪极为强调和重视，认为“礼仪

最足以使信友以生活表达基督的奥迹”17】(p14¨。在

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天主教礼拜仪式逐渐形成了复

杂繁琐的固定程式。改革礼拜仪式是“梵二会议”

的重要目标之一，《利益宪章》是最先通过和发表的

文件。会议制定了改革的基本原则并确定了具体

的内容，决定要简化礼拜仪式。会议期间以及会

后，教廷不断公布改革礼仪的具体规定和改革内

容。在弥撒中开始广泛使用本地语言。会议对于天

主教的组织机构进行了改革，强调团体的作用，教

皇与主教共同管理教会，注意发挥一般神职人员和

信徒的作用，分权给地方教会和地方主教，加强教

会内部的沟通和对话是其组织改革的基本原则。

为此，1965年成立了全球天主教会议，作为罗马教

廷的常设咨询机构。

会议后，罗马天主教改变了一些传统的做法，

以“开明?、“对话”的姿态面世。各地教会也纷纷运

用其自主权，推进多方面的改革，从而出现礼仪民

族化、教会生活民主化和神学多元化的新气象⋯‘n 6)0

大会宣布教会将放弃“宗教专制”，尊重每一个人的

信仰自由，放弃了“唯我正宗”的传统观点，向一切

非基督教开放。这为天主教会走向当代社会，参与

多层面、全方位的对话铺平了道路。在对待科学的

态度上，天主教会也有了很大改变，开始承认科学

的价值与意义，会议号召天主教修士及神职人员对

现代科学的进步应“具有相当的认识，并作适当的

准备，方能与现代的人交往”【7】(P418)。根据“梵二会

议”精神，1966年6月14日罗马教廷正式宣布取

消《焚书目录》，1979年罗马教廷宣布撤销1633年

对伽利略的谴责，正式承认地球绕太阳运转之学说

的正确。

天主教之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巨大的

变化，与20世纪世界的巨大变化有密切联系。
’

首先，世界局势的变化对教会形成了巨大冲

击。中世纪以来，天主教在欧洲一直是最保守、最

顽固、最反动势力的大本营。但是，自1640年英国

“光荣革命”到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从1806年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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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罗马帝国被拿破仑推翻，到19世纪末期，许多民

族国家形成，欧洲脱离了自君士坦丁时代以来的皇

权加神权的统治局面。进入现代文明时期，天主教

徒的爱国主义和政治热情与教规发生了严重冲突，

使教会内部充满了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势快速变化，加快

了天主教改革步伐。二战结束后出现了以苏联为

首的社会主义国家，1949年中国也建立了社会主

义政权。这些国家的天主教徒或者被新政权关押、

驱逐，或者与政府合作而断绝与罗马教廷的联系。

这使得罗马教廷受到重大打击，失去了与占总数

1／3的信徒的联系[41(P1引。五六十年代，西欧国家

同美国关系有所松弛，第三世界迅速崛起，东西方

冷战出现松动。世界动荡、分化和改组的局势，使

天主教一方面认识到其投身社会发展的新机遇，另

一方面也感到其传统的观念和政策的不相适应，这

促使天主教进行改革。

其次，科技进步对天主教神学产生了巨大冲

击。在漫长的中世纪，科学和哲学一样，都是神学

的婢女。在天主教历史上曾出现了火烧布鲁诺、囚

禁伽利略的事件。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突

飞猛进的发展，上帝造人的神话被推翻。特别是第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原子能的开发与利用，人造地

球卫星的发射，电子计算机的利用和发展，信息技

术的进步以及生物科学的发展，改变了世界发展的

步伐，极大地冲击了罗马天主教徒的思想观念。这

一切迫使罗马教廷彻底改变其反科学的立场，以寻

求天主教的发展。

三、基督教新教、天主教在欧美

国家的社会作用

基督教在欧美国家作用巨大，在当代的欧美，

无论是罗马天主教，还是新教，在国家社会生活中

的作用仍然十分强大，对于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

文化、教育以及家庭诸方面都产生巨大影响。

(一)在欧美国家中，宗教与政治仍然有十分密

切的联系。

西欧许多国家过去曾经以天主教、新教作为国

教，宗教是欧美国家民族的精神源泉。欧美国家宗

教与政治的关系向来是密不可分。现在，教会往往

与政府结成伙伴关系，成为政府与信徒之间的纽

带，因此，基督教在西欧的政治生活中占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比如，在美国，信奉基督教的占85．3％，

其中新教徒占57．9％，天主教徒占21％，其他基督

教占6．4％18](P734)。德国人口中，有84．5％的人属

于基督教会，其中41．6％属于路德宗，42．9％属于

天主教会18](p606)。在法国，天主教徒占76．3％，新

教徒占2．9％⋯(p6⋯)。在英国，基督教徒占65．9％，

其中新教教徒占53．4％，罗马天主教徒占9．8％，

东正教徒占1％，其他基督徒占1．7％[81(p 73引。这么

一个庞大的信徒队伍，无疑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

量，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生活。

在西方，宗教对政治的影响有几个方面：1．直

接参与政治活动；2．对政府部门游说；3．参与与选

举相关的政治宣传。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统一前

联邦德国，天主教徒与新教徒联手组织了基督教民

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1949—1969年间该党

一直是联邦德国的执政党。意大利的天主教民主

党与教会关系十分密切，战后长期处于执政党地

位。在美国，二战后各个主要教派都在华盛顿建立

了公共事务机构对国会施加影响，教会还利用自己

的宣传工具发动信徒参加选举活动，美国新教对于

其在国会中的席位十分重视。总统竞选活动，是教

会关注的大事，新教福音教派为了向基督徒提供信

息，成立了一大批特别组织。美国新教教会不仅大

力支持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人士竞选总统、副总统

或者国会议员，有时还直接推荐牧师参加竞选，神

职人员参政成了美国政治生活的一大特征b】(n 194)o

本世纪初，著名基要派神学家布莱恩曾三次竞选民

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为了争取公众的支持和了解，有财力的宗教团

体会利用昂贵的现代传媒工具。如80年代的美国，

在有关堕胎、校园内祈祷、美国外交政策等问题上，

美国基督教福音教派经常在一些全国性的报刊杂

志上标明自己的态度。美国天主教会也曾经花费

数百万美元，通过印刷品发动反对“堕胎”运动眇】。

在美国，教会虽然不能直接干预国家政治，但可以

多种方式影响政治。美国的宗教势力也有自己的

院外集团，美国的宗教利益集团不但在华盛顿对国

会施加影响，极力使国会立法体现本教派的观点，

而且对地方立法机构采取同样的行动。1985年，仅

一个星期就有由佛罗里达天主教大会提出的三个

重要的法案被佛罗里达立法团纳入讨论n0]‘p13们b

宗教利益集团通过提供信息和金钱，动员追随者

提供支持或者制造麻烦，影响政治议程¨¨‘m 409)。

例如，在总统的选举上、在反对核武器与核战争上、

在反堕胎运动上，天主教徒都积极地试图通过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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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对政府施加影响。-

州二)基督教会对西方的教育有巨大影响。

在欧美，基督教会与教育的关系自古以来就十

分密切。哈佛、普林斯顿等著名大学，最初都是为

培养神职人员或由教会资助兴办的。教会比较富

有，经济基础雄厚，能够在社会、教育、文化等方面

发挥巨大影响。

一文化教育事业是天主教和新教教会的传统领

域，今天仍然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现在属于罗马

天主教会的大学还有200多所，其中绝大多数在西

欧。传统信仰天主教的西欧国家都有自己的教会

学校网，它们自小学、中学到大学。这个巨大的教

育网，以其培养的学生从事各行各业，影响着国

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在法国，天主教会小学约

占全国小学的84％，教会中学约占全国中学的

60％【4](P37”。在英国，教会是英国教育的先驱。19

世纪以前，学校几乎全靠教会来举办。目前虽然公

立学校超过了教会学校，但教会仍有很大影响，公

立学校必须开设宗教指导课程，否则家长就会把学

生送到教会学校。在美国，新教教会是美国文教事

业的奠基者，殖民地时期的大中小学几乎皆为新教

教会所主办。70年代初期，美国803所私立大学

中，新教教会主办的有489所，占61％，为全国大

学总数的18％¨】(p2㈧。为适应现代化的需要，维护

教会在教育阵地上的传统地位，教会还有职业大学

和初级学院、文科学院等，为协调教会大学的工作，

美国新教还设有专门负责高等教育的全国性组织，

出版和散发有关信息的文件。现在，美国多数公立

大学鼓励教会在大学生中派宗教顾问、牧师，设礼

拜堂、宗教中心、宗教俱乐部。

(三)文化和伦理道德方面的凝聚作用。

基督教伦理道德、传统习俗在西方社会根深蒂

固，大凡宗教都主张慈善和怜悯，在欧美地区，天主

教和新教在各地大举兴办慈善、文化、社会福利事

业。他们设立了大量济贫机构、学校、医院、儿童保

育院，既填补了政府照顾不到或者力不能及的地

方，又使教会在群众中产生良好的影响。他们还关

注世界贫困、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等社会问题。救

世军等新教教会组织还向监狱提供社会和宗教服

务，规劝犯人、酗酒等肇事者，帮助他们改邪归正。

在美国，1971年，教会用于慈善事业的经费达7．6

亿美元，占其总收入的20％¨】(p 2㈧。在英国，50年

代后，针对英国人的价值观念和传统道德受到世俗

化的冲击，国教教会以及其他新教教会在教谕或教

会公告报中，不断号召信徒恪守圣经准则并进行广

泛社会调查，撰写有关报告，促使议会制定或修改

道德立法。总之，作为一种文化和伦理道德的基督

教、天主教和新教，在当代欧美社会中尚有一定的

凝聚力。

总之，20世纪是基督教发展变化巨大的一个

世纪，尤其是在二战结束以后，新教在神学与教派

方面出现了多元化、世俗化的发展趋势。天主教者

通过“梵二会议”，完成了其适应时代发展的革新，

解决了自身发展的最大一个问题，天主教也得到了

发展。进入21世纪，基督教仍然会进一步发展，著

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对21_世纪作了这样

的预测：“在第三个千禧之年的曙光里，有许多确凿

无疑的迹象，预示着一场全球性的各种各样教派的

宗教复活。”⋯】(p293，这个预言有一定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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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姜艳艳 浅析圣经对欧美文学主题的影响 -黑龙江科技信息2010,""(23)
    <圣经>的许多篇章目本身就是优美的文学作品,圣经有积极的情调,又富于宗教的感化力.它让人认识任何事物、任何时候都兼有黑暗和光明两方面

.在同一页经文里,甚至在一句话中,光辉和阴影相共,失望与希望并存.基督教的叙事还直接构成了一些文学作品的主题,而基督教的善与恶、罪与赎等概

念对许多作家的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不同的叙事手法,不同的情节,重复的强调,这些主题,几乎跟西方主要的宗教情怀一基督教精神有着共同的思考模式

.本文将从圣经对欧美文学主题的表现形式及对不同体裁文学作品的影响谈起.

2.期刊论文 强晓如 析基督教对欧美婚姻的影响 -河北法学2000,""(5)
    在历史特定社会与文化意识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极具有生命力的基督教。在它渗透于欧美洲人们的精神生活的同时，也在深刻地影响着这些国家的

政治制度和婚姻立法。随着宗教权力的日益强大，基督教教会法中调整婚姻内容的法规越发完备。并在神圣的教权统治下予以实施。人类进入20世纪后

，虽然这种宗教地位与婚姻主权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它的威力逐渐被淡化，但源远流长的教义仍然对当今欧美等国人们的婚姻生活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

。

3.期刊论文 张书军 基督新教对欧美职业体育形成的影响及思考 -科技信息2008,""(20)
    基督教新教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18世纪资本主叉思潮的时代特征,同时对职业体育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长远而深久的影响.职业体育的运动伦理与精神

追求体现了基督教新教教义的内涵.

4.期刊论文 沈阳 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基于法政史学的一种叙述 -社会科学论坛2009,""(13)
    近代政治文明体系是在利益与利益的较量、权利与权力的对抗、权力与权力的制约中形成的.利益、权利与权力诸要素并非欧美所独有.然而唯有基

督教文明主导的欧美世界,以及欧美世界强力引导下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才发育出了相对良性运行的宪政民主制度.基督教律法与恩典的整全关系,构成了

西方宪政理论的逻辑起点;以新教(抗议宗)为代表的基督教教会,以清教徒为主体,所开展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则让这种法治伦理具备基本的动员能力、群

众基础和组织资源.基督教既持善一元论,又持正义一元论.作为宪政国家的伦理结构,善一元论与正义一元论的分野,促使开放社会形成了一元多样主导下

的多样格局,是对价值多元论谬误的一个纠正.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论证了"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的重要性.由法政史学这门跨专业学科所发展出来

的一种新的解读范式,以基督教神学和政治哲学为起点,可以延伸到政治科学和管理科学中去,能完整解答类似疑问:缘何立宪时代的美国没有多少政治哲

学大师,却成功建立了宪政民主超级大国的社会与制度基础.

5.期刊论文 李向平 "本色化"与社会化--近代上海"海派基督教"的社会化历程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11(3)
    欧美基督教在近现代上海的社会化,是西方基督教在上海的社会发展中比较突出的"上海现象"之一.它历史地具有上海社会、城市文化的区域特征,构

成了"海派基督教"的社会性内涵.所以,欧美基督教在近现代上海的社会化问题,既指基督教的中国化意义,亦可与当今基督教学界关心的处境化问题应对.

6.学位论文 曹爽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基督教境外传教历史条件解析 2008
    与欧美等西方国家相比，韩国基督教境外传教的时间较短，但其传播速度之快、热情之高却是罕见。到目前为止，韩国不仅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派往

海外传教士最多的国家，而且其到危险地区传教的热情也堪称世界之最。20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基督教界开始派传教士到海外传教，至七八十年代

，其发展速度已是相当的快，是韩国基督教境外传教在90年代以后发展壮大的黄金期。因此，有必要探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基督教境外传教的历史

条件，从中透视其传教狂热性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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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由引言、正文、结语组成。

    引言简要介绍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论文要解决的问题及选题价值。

    正文主要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简要介绍基督教传入韩国的历史进程及韩国基督教境外传教的概况。

    第二部分从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方面着重分析七八十年代韩国基督教境外传教迅速发展的世俗条件，并对韩国基督教徒传教狂热性根源进行深

入剖析。

    第三部分则从韩国基督教界自身发展出发，详细阐述教会在信徒增长、训练方法、传教策略及教会间的竞争等方面促进境外传教的发展。

    结语部分总结韩国基督教境外传教在七八十年代迅速发展的原因，并对这一时期境外传教的动机进行分析，指出本文希望解决的问题。

7.期刊论文 周春.ZHOU Chun 试论近代欧美传教士与日本僧侣在华情报活动之差异 -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2,4(2)
    近代在中国活动的外国宗教主要有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和日本佛教.外国宗教人士利用在中国传教之机纷纷进行情报活动.欧美传教士在中国的

情报活动主要是为了教会,间接服务于国家利益,尤其是在初期的传教活动中,这一特点更为明显,但在客观上有利于本国的对华扩张;而日本僧侣在华的情

报活动则完全是受其政府支使,直接服务于国家利益,其目的是为了配合本国的对外侵略扩张.中日佛教同宗同源,使日本僧侣在华的活动更具鼓动性和隐

蔽性,这是欧美传教士不可比拟的.然而,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正式同意日本僧侣来华传教,而欧美传教士在华传教则受公法保护.因此,日本佛教团体在华的

区域也相对集中于几个省份,而没能像欧美基督教那样全面开花.

8.学位论文 余云霞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原罪理论初探 2008
    根据基督教思想，因始祖之原罪，人类生而有罪并因此承受困苦与死亡。这一教义对于理解耶稣基督的受难和救赎至关重要。然而，自启蒙时期至

二十世纪初，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科学与理性的影响力逐渐超过宗教，罪之观念也逐渐淡出人们视野。人们迷信科学发展，崇

拜理性力量，并相信随着人类智力水平的提高，教育方法的改进，所有的人类社会和群体之间必将建立和谐的关系。

    不幸的是，历史无情地粉碎了人类的自信。自二十世纪初始，世界一战、二战以及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让仿佛已经看到上帝之国的人们茫然不知所措

。时代危机呼吁思想界的反思。在美国，由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所倡导的基督教现实主义正是对战后危机的回应的产物。莱因霍尔德·尼布尔认为，不

应将历史上的罪恶归之于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邪恶的根源就存在于人性之中。

    在其代表作《人的本性与命运》一书中，尼布尔阐释了人的本性。在分别指出古典人性观与近代人性观在人性认识方面的谬误后，尼布尔断言，只

有基督教人性观体现了人格中身体与灵魂的统一。基于基督教信仰，尼布尔指出，人的存在是悖谬式的。人处于自然与精神的交汇点上。人既有上帝的

形象，在精神上有超越的自由；人又是受造之物，是自然之子，受自然法的约束。精神的自由既赋予人以创造力，同时也具有毁灭性。人因处于自然偶

然性中而感到不安全，在寻求将其偶然生存抬升到无限意义之域时，就会陷入骄傲之罪；反之，人若沉溺于自然生机，以逃避其自由的无限可能性及自

我抉择的责任，这时，就会陷入情欲之罪。

    尼布尔将原罪解释为人类滥用自由、高估其能力与重要性、想要支配一切的倾向。他对原罪的重新诠释被视为他对现代神学的一大贡献。他不仅继

承了保罗和奥古斯丁的传统，认为原罪是在人的自由意志里，同时还吸收了帕斯卡尔与克尔凯郭尔等哲学家的精髓。作为新正统神学的代表，尼布尔从

不拘泥于任何神学教条。在对原罪的重释中，尼布尔否定了奥古斯丁派将原罪解释为“遗传败坏”这一说法。他认为，正是因为基督教正统派对于原罪

这一教义拘泥于字句的理解，才使得这一教义的概念含糊不清。如果“原罪”是遗传之败坏的话，其遗传不仅摧毁了自由，同时摧毁了人类对罪的责任

。在他看来，原罪不是一种遗传的败坏，而是人类存在的一种不可避免的事实，这是由人类精神的本质决定的。尼布尔对原罪的阐释不仅使人认识到罪

性之深刻，同时也明确了人对罪应负的责任。

    尼布尔的神学思想以关注现实著称。对他来说，基督教神学绝非只是个人灵修的学理基础，而是要利用圣经中的智慧，尽可能地解决现实社会的实

际问题。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使他在欧美学界赢得了广泛的响应和支持。

    半个多世纪前，尼布尔的罪论曾经改变了美国新教中过于乐观的神学风气。在经济迅速发展、道德水平却不如人意的今天，他对人类本性中的罪恶

倾向所作的深刻分析，仍有研究和借鉴的意义。

9.期刊论文 李玉忠 论基督教文化对欧美宪政精神的影响 -继续教育研究2008,""(9)
    基督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历史悠久、影响巨大,渗透到欧美等国家思想、政治、文化、经济等方方面面.基督教文化总体上是一种罪感文化,在

文化心理中植入了幽暗意识与人性的凄惨.这种文化心态严重影响了以宪法为前提、以限制政府权力为核心、以人权保障为根本目的的欧美宪政精神,并

使其刻意回避创建理想社会的问答.此外,基督教文化关于"情"的伦理--人的自爱与博爱对欧美宪政制度变迁也产生了深远影响,直接表现就是:作为"动态

宪法"的行政法的迅速发展.

10.期刊论文 刘建军.LIU Jian-jun 20世纪末以来欧美文学与基督教文化新形态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3)
    20世纪末以来基督教文化与文学批评领域所体现出来的精神追求的一致性,都是基于一定的社会存在而发出的精神渴望.一方面人与上帝成为一种紧

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场的关系结构",基督教试图成为一种平等的对话机制平台和满足人类共有价值的信仰体系;另一个方面文学领域强调的主客平衡的新

思维及其实践活动.这二者共同规定了西方文学的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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