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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邓晓华《福建泉州回族的民族认同与穆斯林》以丁氏墓葬、丁氏宗祠和丁氏族谱等符号追溯

了泉州陈埭回族的历史渊源，介绍了当前泉州穆斯林生活、信仰等状况。徐黎丽《中国穆斯林背景下

的女性赋权：声音的释放、本土的传统、当地的权利和外部的干涉》，对临夏回族自治州的同族妇女

和新疆南疆喀什的维吾尔族妇女作了一些比较研究。丁士仁《伊斯兰的仁爱观——兼及与儒家伦理的

比较》，诠释了儒家思想中“仁”的思想和“仁爱”的观念和基本内容，并比较了伊斯兰教中爱主、

爱圣、爱人(父母、兄弟姐妹等)、爱自然的含义和内容。李向平《宗教安全及其社会实现路径》，诠

释了宗教安全的概念并提出宗教安全的内容。

(作者马桂芬，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生，甘肃省委党校讲师。)

“基督宗教与社会转型"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 林

2008年12月11日至13日，“基督宗教与社会转型”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主办方

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合办单位包括：加拿大维真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

院、香港中文大学天主教研究中心、香港浸会大学中华基督宗教研究中心、基督教与中国研究中心

(洛杉矶)以及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会议共收到学者们提交的学术论文70余篇。

第一，学者们首先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和梳理了相关概念和理论。有学者开门见山，指出基督宗教

具备可现代化的潜力，这不仅使之能够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丰富的精神资源，更是其在当代中国的生命

力所在。也有学者独抒新意。大胆提出基督宗教的文化精神内涵虽然与中国文化大异其趣，但这恰恰

构成了基督宗教的文化精神与中国文化取长补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第二，基督宗教在构建精神价值中的积极作用也受到与会学者的广泛关注。有些学者以史为鉴，

说明基督宗教在古罗马帝国社会转型中的惊人作用。也有学者它足现实，从基督宗教的信仰角度反思

最近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进而思考基督教信仰在建构公共价值中的意义之所在。

第三，不少学者尝试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对《圣经》进行解读与诠释，提出《圣经》对社会转型最

重要的贡献就在于它善于启发公民意识、建立完整的“独立人格”；或从文本比较出发，探讨《圣经》

在马克思社会批判中的影响，进而阐发出马克思主义与基督宗教之间的对话对于当代中国之现实意义

所在；或长于钩沉索隐，揭示出《启示录》背后隐藏着一桩历史公案，即基督宗教的文化符号从罗马

帝国意识形态的异己力量转化为建设性元素的嬗变过程。

第四，基督宗教与政治文化的关系乃是此次会议讨论的热点议题。与会学者就此主题发表的论文

大体可划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关注政教关系。有些学者立足现状，以田野调研为依托，揭示出转型

时期基督宗教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旨在促进基督宗教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有些

学者关注历史，以历史经验为借鉴，总结18世纪英国政教关系的经验，目的是反思如何在社会急剧

变动的背景下，如何最大限度减少不稳定因素。第二类思索基督宗教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能够发挥哪

些积极作用。有些学者指出，基督宗教在当代社会的功能应以公益慈善为根基，以心灵慰藉为核心，

以终极关怀为旨归，充分发挥其“安心”、“助心”和“化心”的作用。也有学者针锋相对，指出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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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职能不应苟安于福利事工一隅，更需发挥自身的精神价值，为中国现代精神价值

的重建工作做出历史性的贡献。第三类着眼长远考虑基督宗教未来将何去何从。有学者提出，在许多

国家，基督新教都曾在充当“文化多数派人世主义”，还是“少数派出世主义”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

不定。中国的基督教会或许应当另辟蹊径，寻求一条“边缘的道成肉身”之路。

第五，还有一些学者对基督宗教应该如何适应社会形态之变迁有独到见解。有人直言，宗教既有

追求终极的超越向面，也不乏类似商品买卖的世俗向面。在朝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必须正

视这两个向面之间的互动关系，以便在现代世俗的市场机制中发扬宗教的超越精神。也有人建议基督

徒和教会对社会需要的回应必须随着社会变迁而变化，当代中国基督徒不仪需要服务社会，更需拥有

关注社会问题、批评不良现象的勇气。从实践和精神伦理两个层面对社会做出积极有益的贡献。

第六，不少学者从比较的角度，考证基督宗教在东西方社会各个重大转型时期的表现，从而为思

考基督宗教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之关系建立起可贵的参照系。有些学者f：溯历史，以罗马帝国文化转

型时期的基督教神学为借鉴，结合当代中国民众的信仰状况，力图厘清神学与宗教的复杂关系。有些

学者直面当代，以战后美国社会的宗教改变为参照，尝试勾勒出基督教会为适应战后美国社会而做出
· 的种种努力。

第七，总结基督宗教在国内各个地方得出的本土经验，这也是众多与会学者关注的一个焦点。此

类论文可按地域之别划为三种：首先是基督宗教在现代化都市的发展。例如，有学者以北方某现代化

都市中的一个社区教会为例，分析了中国基督宗教发展的机遇与所遭遇的问题，揭示了，转型期时教会

内部神学思想上的分歧与碰撞。也有学者立足香港社会，为香港的高等教育深深打上经济全球化的烙

印而忧心忡忡，并提出基督宗教的思想可能成为医治这种弊病的一剂良药。其次是基督宗教进入民族

地区后引发的相关问题。例如，有的学者发现甘南地区藏族同胞有改信基督教的现象，并试图揭示这

种现象背后的原因以及在民族认同、文化交流等方面产生的社会后果。也有学者分析和归纳了社会转

型时期广西乡村基督宗教的几项特点。最后，也有学者介绍了湖北省基督宗教的教派演变的渊源、特

点和现状，为研究转型期基督宗教的教派问题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地方经验。

第八，基督宗教在现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问题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极大兴趣。有的学者从宗教社

会学的角度，以“关系一信仰”为理论工具，力图解释当代中国为什么会出现特有的基督教“家庭教

会”现象，并对人们应当如何认识和对待家庭教会的问题提出了一个理论架构。也有学者回顾改革开

放三十年来中国基督教的发展，从社会转型的角度回顾和前瞻了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的关系。

第九，本次会议的最后一个议题是“基督宗教与中国历史”，有的学者考证，在20世纪初，基督

教社会主义思潮曾传入在中国，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受此思潮影响，提出了特有的“耶稣主义”，成为

中国基督教思想史上不可忽视的一章。有的学者认为基督教文字事工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基督徒精神

面貌和生活方式产生过积极影响，在推动当地社会发展方面功不可没。也有学者以两部19世纪的基

督教汉文译著为例，探讨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在翻译过程中如何主动适应中国文化与社会的过程。更

有学者以基督新教第一位来华传教士马礼逊所著之《汉英英汉辞典》为对象，说明他在沟通中西方文

化方面做出的贡献。

此外，与往年相比，此次会议有以下几个突出亮点：其一，会议论文质量较高。会后学者们一致

公认，此次会议上发表的论文总体水平为最近几年基督宗教系列会议之最。其二，为了嘉掖后学，此

次会议专设青年学者论坛，列为大会主题之一。共有12位青年学者登台发言。卓新平博士在会议闭

幕式上作了总结发言，期盼此次会议能够成为促进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和谐共进的又一个美好开端。

(作者李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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