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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成都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会，其本地化及世俗化色彩加深．

关键词成都市基督教恩光堂平安桥天主教堂

基督教自唐朝。传入中国以来，也是历经磨难，其问有过

中断，在中国的真正传播开来应该在近代。四川基督教从

1868年两位外国传教士进川，到现在已有100多年的历史

了盘．一百多年来，成都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形成

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会，其本地化及世俗化色彩加深。

成都市两个主要的教堂就是恩光堂和平安桥天主教堂。

基督教恩光堂，是四川神学院的所在地，位于成都市中心四圣

祠北街，是成都最主要的基督教堂。平安桥天主教堂始建于

1896年，是成都教区主教座堂。居教区各堂之首。它们属于

基督教的两个不同的派别，恩光基督教堂属于16世纪宗教改

革中产生的新教，在中国称为“耶稣教”或“基督教”。安平桥天

主教堂是ll世纪以来以正统基督教自居的公教(即天主教)。

他们都信仰同一个神，天主教借用中国文化至高莫若天，至尊

莫若主，称其为“天主”，而新教称之为“上帝”。天主教除了信

奉天主(即耶稣基督)外，还信奉天主圣父、天主圣神，并敬礼圣

母玛利亚。如天主教徒接受洗礼的时候，主礼在给受洗者洗礼

的过程中会说：“某某(呼圣名)，我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

你授洗。”基督教信奉圣父、圣子及圣灵，也就是所说的三位一

体。在饮食方面，两个教派除了都不吃血外，天主教徒每周的

周五要吃斋，而基督教徒没有特别的规定，只是在每个季度之

初吃斋。服装方面，基督教会对教徒的服装并没有限制，就是

神职人员也只是在做弥撒和重要宗教庆典的时候要穿正式的

宗教服装，其他时间内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分别，不像佛教的

僧侣们还要穿佛家服装，走在大街上一眼就能分辨出来。

天主教在很多方面仍然保留着传统的宗教内容，要求比

较严格，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如神父与修女禁止婚嫁。在教会

中神父的地位要比修女的地位要高，并且是教会的主要负责

人，修女只是做一些辅助工作。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如牧师可

以结婚，女性也可被授予牧师的职位，其地位与男性牧师是平

等的，并且女牧师的数量还很多。在重大节日庆典上，天主教

传统气氛浓厚。例如圣诞平安夜，平安桥天主教堂对耶稣基

督降生在马槽内这一场景进行模仿和再现。在教堂院内搭了

一个小山洞，里面有圣母、圣父、圣子及仆人等。并且在做弥

撒的时候向人们讲述主耶稣诞生的经过，以及有关圣餐的来

历．而恩光堂这种气氛不是很浓。

教堂的神职人员需要有较高的学历和文化水平，据天主

教堂的神父介绍，神父是要进神学院学习后才被授予神父职

位，神学院的学制通常是四年，第一年主修文化、教义、拉丁

文，第二年主修哲学，第三、四年主修神学。毕业后要实习一

年才被授予神父职位，也有四年毕业后就直接授予神父职位

的，但这样的情况很少。神父们大多都会2种以上的语言，如

拉丁文、希伯来文、英语等等，对于教区主教的要求就更加严

格。成都教区自上一个主教去世后，主教一直空缺。基督教

对牧师的要求和天主教很相似，要求也极为严格。

成都基督教会的本地化及世俗化。神职人员在大多时间

是用四川话布道和祷告，很少用普通话，有非基督徒参加弥散

或礼拜的时候才用普通话。平安桥天主教堂在周日做弥撒的

时候要吃圣餐，而恩光堂在礼拜的时候己经省去这个仪式。

日常教徒所唱的赞美诗，曲调有的是从流行音乐中改编来的。

成都的基督教以自己本地特有的方式庆祝主降生的日子。

从每年的圣诞节目中可以看出，恩光堂基督教节目形式和中

国传统的春节很类似，用相声、小品、歌舞等形式来歌颂主耶

稣。参加表演和观看节目的也并不全是基督教徒。恩光堂的

牧师们在节日里没有穿宗教服装，而是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在

基督教祈祷中。包括为家庭、为自己和所有人祈祷，但我认为

更重要的一点是为世界和平祈祷、为政府的廉洁和国家的繁

荣富强而祈祷，基督教不只是关心个人的灵魂归属问题，而是

把自己与与国家和民族联系起来，这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

成都市基督教自建立以来一直坚持自传、自立、自养三自

方针，恩光堂和平安桥天主教堂仍主要以教会原来的房产收

入为主，教会自养基本上能够维持。另外成都的基督教三自

爱国会和天主教爱国会在各个方面支持了恩光堂和平安桥天

主教堂的建设和发展。在不给政府增加负担的前提下，教会

支持国家建设，参加社会活动，一些基督教的代表还进入省市

人大或政协，参政议政，献计献策。同时利用基督教对教徒的

号召力，进行慈善捐款，再由政府发给贫困儿童或者其他需要

帮助的人。教会在作为慈善机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成都基督教作为世界及中国基督教的一部分，有着自己的特

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本地化及世俗化程度还会继续加深。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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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9页．

②刘吉西．四川基督教．四川宗教丛书巴蜀书杜，1992年11月第l

版．第l页．

@巴博．天主教礼仪问答．河北天主教信德室，1999年s月第l版。
第l页．

④中国宗教学会秘书处．中国宗教学第一辑．宗教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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