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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黑龙江省天主教、基督教概况

及其教徒信仰趋向的调查分析

舒景祥
(黑龙江省政协民宗委，黑龙江哈尔滨150001)

[摘 要]本文介绍了黑龙江省天主教、基督教概况及其教徒信仰趋向的调查分析结果，提出了加强全省天主教、基督

教工作的措施和总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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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作需要的原因，近两年来我与同事们

一起对黑龙江省的宗教和宗教问题进行了调查研

究。就天主教和基督教来说，先后深入到牡丹江、

绥化、佳木斯、齐齐哈尔等省辖市及其所辖属的9

个县(市、区)，考察天主教堂9座、基督教堂14

座，走访两教人士近百人，还与有关部门主管宗教

工作的同志座谈过9次。现就信仰天主教、基督

教群众的信仰趋向作一分析。

一、天主教概况及教徒信仰趋向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资料，认

为天主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教别(基督教包括三大

教：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教)。中文直译为“罗马

公教”，意译为“罗马天主教”，一般在我国称为天

主教。信教群众的宗教活动主要有洗礼、坚振、告

解、圣体、终傅、神品和婚配等7件，其礼仪以作

“弥撒”为中心，在教堂里举行。信奉耶稣基督为

救世主，钦崇一天主万有之上。据1997年中国政

府发布的《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称，

中国现有天主教徒400万人，教职人员约4000

人，教堂、会所4600余座。

天主教传入黑龙江地区始于清初，后因清政

府实行禁教政策而“消迹尘世”100多年。鸦片战

争以后，外国传教士依仗列强侵略而进入黑龙江

传教。1848年，一些法国、英国传教士在绥化、庆

安一带营造早期的天主教堂，巴彦被北满教区视

为传教中心，当时有天主教徒800多人。八国联

军侵入北京后，外国传教士蜂拥到黑龙江地区传

教，在哈尔滨、海伦、齐齐哈尔等20多座城镇建起

天主教堂。1901年，哈尔滨第一座天主教堂在傅

家甸(道外)建成，中国籍教徒大约1500人。民国

初期，天主教呈现出发展状态，有13个国家的传

教士在黑龙江地区传播天主教。军阀吴俊升到海

北教堂(现海伦市境内)会见法国传教士路平神

父，并训令：“凡路过海北教堂‘武官下马’、‘文官

下轿’，过往军队不准在海北镇留宿和骚扰。”伪满

洲国时期，天主教呈兴旺状态，1938年，有外籍主

教5名，外籍神父81名，外籍修女101人，天主堂

所155处，信徒4．3万人。被外国传教士把持的

天主教堂效忠日寇，海北天主教堂外国传教士说

“日军占领海北镇是天主的安排”，还为阵亡日军

修筑“忠灵牌”。“七七事变”后，驻满洲宗座高德

惠主教颁布《训令》，称“日满两国一德一心打倒共

产党”、“天主教是积极反对共产”等。齐齐哈尔教

区监牧胡干普，在日寇侵占南京血腥屠杀中国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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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时，令教堂鸣钟庆天，并派神父发表反共演讲，

指使教徒为日本战犯祈祷，组织修女为日军缝洗

军衣，并破坏我抗日运动。解放战争时期，外国籍

传教士中的帝国主义分子与我政府公开对抗，以

“兹牧医院”为大本营，从事间谍活动，煽动教徒反

对共产党。以“背教裂教灵魂下地狱”蒙骗恫吓教

友等活动，以树立起“基督神国旗帜”为目标，组织

“圣母军”，与我作拼死的斗争。这些罪恶活动，激

起了广大中国教徒的愤慨。1950年，天主教堂爱

国人士在哈尔滨发起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很快

遍及全省。1959年，召开了全省天主教徒代表大

会，会议一致通过决定天主教与梵蒂冈和有关外

国修会彻底割断政治、经济和组织关系，走反帝爱

国、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成立了黑龙江省

天主教爱国会，撤销省内几个外教区，统一成立中

国天主教哈尔滨教区(1983年改称中国天主教黑

龙江教区)，自选王瑞寰神父为教区主教，这是黑

龙江省有史以来第一名中国主教。从此废除了外

籍主教垄断黑龙江天主教的历史，郑重宣告百年

来殖民性教会状态的终结，天主教徒从此过上了

正常的宗教生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

领导下，党的宗教政策得到认真落实，从黑龙江省

天主教实际出发，解决涉及房产、神职人员的政治

和生活安排、活动场所的辟建和维修、支持兴办自

养事业、培养教职人员和祝圣神职人员、举办修女

院、协助爱国会完善教务和场所各项制度等诸多

方面的实际问题，受到了广大天主教徒的拥护，调

动了他们投身国家建设的积极性。据省宗教局

2000年年检报告统计，全省现有天主教徒74201

人，教职人员38人，天主教堂、公所81处。省天

主教爱国会和省天主教教务委员会积极开展工

作。

在到各地实地考察过程中，我们还制发表格

进行了问卷调查，汇总了两份调查统计资料：一为

13个县(市、区)天主教徒现状调查表(见附表1)；

二为8个教堂信徒数量变化及行为规范状况调查

表(见附表2)。依据这些统计和实地考察，分析

认为，黑龙江省现有天主教信教群众的信仰趋向

呈现出以下特点：

——天主教信徒的结构出现一些新情况。从

表1可见：年龄结构，由过去以老年教徒为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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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出逐步向中青年信徒发展的趋向，老年教徒

仅占教徒总数的1％，而中青年信徒占76％，还有

3％的儿童。性别结构，男性在增多，男性教徒达

40％，打破了以女性为绝对多数的结构特征。文

化结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文盲、半文盲和受过

小学教育的天主教徒占43％，初中文化程度的教

徒占37％，两者为80％。信仰趋向低层次，不能

完全听懂《圣经》的信徒占相当比例，具有大专文

化程度以上的教徒仅占2％，可见信教的盲目性

因素很大。职业结构，以农民为以主体，占到

56％的比例。天主教教徒结构的变化表明，天主

教徒整体素质有待提高，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徒工

作问题应引起深思和探讨，工作的重点显然是在

农村。

——天主教教徒信教原因趋向扩散型。过去

天主教教徒由于“圣配婚”的婚姻关系，绝大多数

是家庭传承型，地域性、家族性很强。调查表明，

其家庭传承性虽占61％，为主体，但非家庭传承

型已占39％，呈现出逐步发展的态势。

——天主教教徒增加数量较为平稳。从抽样

调查8个天主教堂来看(见附表3)，1990年教徒

人数比1980年增长了86％，2000年教徒人数比

1990年增长了80％，发展平稳。从1980年至

2000年的20年问，全省天主教徒年增长率为5％

左右。由于天主教是家族世代延传的，因此，一般

来说有与家庭人口增长维系平衡的特点。但调查

也表明，非正常增长现象在一些地方也是存在的。

——天主教教徒行为规范状况良好。从表3

可见，天主教徒都能做到遵纪守法，听当地政府的

指挥，从事各种行业的生产、经营，为建设国家出

力。有1．5％的教徒成为社区、街道、村的五好家

庭成员或被选为基层单位先进劳动(工作)者；有

的还当选县(市、区)以上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

者。

二、基督教概况及教徒信仰趋向
据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资料，在我

国所说的“基督教”，专指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

动出现的基督新教，以此区别天主教和东正教。

其提倡教会制度多样化，主张“唯信称义”、“因信

得救”。基督教有许多教派，耶稣基督是基督教信

仰中心，《圣经》是其正式经典。基督教经过礼仪

改革，仅承认洗礼和圣餐两种圣事。全世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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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徒有6．3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11．2％。1807

年，英国传教士进入广州，基督教开始传入中国大

陆。据我国政府发布的《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

况》白皮书称，中国现有基督教教徒1000万人，教

牧传道人员1．8万人，教堂1．2万座，简易活动场

所(聚会点)2．5万余处。

基督教于19世纪80年代传人黑龙江地区。

1886年，苏格兰长老会牧师在双城设立福音堂和

礼拜堂，这是黑龙江省最早的基督教堂。1901

年，俄国人在哈尔滨建立基督新教教会。1912

年，德国牧师主持建成大直街教堂。民国时期是

黑龙江地区基督教发展的鼎盛时期，有12个国家

共计十几个教派近千名教牧人员传教布道，有基

督教徒2万人，大小教堂200多所。抗日战争时

期，我基督教爱国人士积极捐赠支持抗日。珍珠

港事件后，美英等国传教士均被驱逐，日伪当局控

制基督教会，强迫基督教徒违背拜偶像的教规，敬

拜日本的“天照大神”和神社，致使教会萧条，教徒

锐减。“九三”胜利后，基督教多集中在哈、齐、牡、

佳等中心城市，1948年，全省有基督教徒1．5万

人。50年代初，哈尔滨基督教牧师李毓麟发起响

应中国基督教反帝三自爱国签名运动，黑龙江的

基督教从此断绝了与外国教会的联系，坚定地走

上了自治、自养、自传的道路。1951年5月，成立

了哈尔滨市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筹委会，组织

基督教徒投入抗美援朝捐献活动。1958年3月，

黑龙江省基督教第一次会议在哈尔滨市举行，建

立了第一届黑龙江省基督教爱国运动委员会。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落实党的宗教

政策，认真解决基督教房产、纠正冤假错案、恢复

基督教活动、安排教牧职人员政治生活、培养后备

人才等问题。广大基督教徒爱国热情高涨，积极

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据省宗教局2000年进行

宗教场所年检的统计数据表明，全省现有基督教

徒406 089人，正式登记基督教堂168个、聚会点

604处，基督教教牧人员198人，义工6 684人，建

县级以上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宗教团体60余个。

调查过程中，我们制发表格进行填表调查，汇

总了两组统计资料：一为部分县(市、区)基督教信

徒现状调查表(附表3)；二为基督教信徒数量变

化及行为规范调查表(附表4)。以这两组抽样调

查资料及实际考察分析认为，全省基督教教徒信

仰趋向呈现以下特点。

——基督教教徒结构呈平民化趋向。从21

个县(市、区)教会抽样调查，其基督教教徒有近8

万人，在这个人群中分析其基督徒结构，认为仍保

持基督教平民化的特征。从性别结构来看，女信

徒占81％，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常到教堂的，无论

是信徒，还是教堂管事的、服务的，以女性居多。

从年龄结构上来看，中年和老年居多。调查显示，

60岁以上的占42％，中年教徒占39％。从文化

结构上来看，素质普遍偏低，信徒初中以下(含初

中)文化程度的占83％，且有相当多的文盲、半文

盲，低层次的信仰者居多，求耶稣基督教保佑灵魂

得救的信念支配着教徒的思想，对于基督教历史

和文化特征一知半解或掌握甚少。从职业结构上

看，农民占46％、工人占18％。从上述分析看，基

督教平民化的进程较快。调查中和信徒聊天，有

的教徒说，“到教堂来很轻松，不影响喝酒，也不影

响吃肉，还教人别犯规矩”。有的教徒说，“是钢厂

下岗的，没事干，到教堂和姐妹们在一起还有个营

生。”

——基督教教徒信仰呈世俗化趋向。从21

个教会抽样调查统计看，基督教教徒信教原因是

多元化的。各种求安、求灵魂得救的占51％。其

他一半教徒信教原因多种多样，受家庭影响或追

求宗教文化的占34％；还有10％左右说不清自己

的信教原因。在调查中，我们感到基督教教徒呈

世俗化趋向。首先从教徒心态上看，有宗教观念，

同时也有宗教情感，在情感上出现人世间的道德

化、感情化和宽容化的趋势，这些教徒在情感上不

仅是对神的崇敬。其次在基督教教徒的行为上，

除十大禁忌外，礼仪上谋求简单化，有的节庆也与

世俗化了，比如哈尔滨市近年来也过圣诞节了，圣

诞树和圣诞老人不是基督教堂和基督教徒所独有

的了。

——基督教教徒数量增长呈非正常化趋向。

对10个基督教堂抽样调查显示(见附表4)，从

1980至2000年的20年问，基督教教徒的数量翻

了3．5番，1990年，基督教教徒是1980年的4．73

倍；2000年，基督教徒是1990年的2．5倍，是

1980年的12倍。从全省宏观统计来看，全省

1985年基督教徒为3．5万人，到1995年教徒数

量发展到30万人，增长8．5倍；2000年，全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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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徒达到40万人，是1985年的11．4倍。可

见，无论是抽样调查，还是宏观统计，基督教徒的

增长速度都是惊人的。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

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人们信仰趋向的多元

化，信教人数的增加是正常的。但基督教教徒增

长速度过快，是有许多非正常因素的，在有的地方

非正常增长问题很严重，应引起有关部门重视。

基督教界有识之士，也应注重神学思想建设，在这

方面多下功夫，减少发展教徒的事务活动。

——基督教教徒大部分行为规范良好。无论

是抽样调查，还是实际考察都表明，基督教教徒大

多都能做到遵纪守法、爱国爱教。据11个教会的

抽样调查表明，在教徒中荣获社区街道、村的五好

家庭成员和基层单位劳动(工作)先进者的占信徒

总数的13．2％，当选县级以上劳动模范、先进工

作者的信徒约占2％左右。

三、关于天主教、基督教工作
从调查看，各地对天主教、基督教工作都很重

视，认真落实江泽民总书记关于做好宗教工作的

指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政策，保证了天主教、基

督教信仰公民的信仰自由，依法对天主教、基督教

进行了管理，在引导其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上

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可喜成果。调查表明，

目前全省天主教、基督教领域在总体上保持了稳

定，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了保护，较有力地打

击了各种违法活动，并使其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具体体现在：一是领导重视，各市(地)、县(市、区)

都强化了对宗教工作的统一领导，采取了各项得

力措施，维护了正常的宗教活动。许多领导同志

亲自动手，解决落实天主教、基督教房产政策遗留

的难点问题，使信教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

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二是依法行政，切实加

强了天主教、基督教的管理。所到市、县(区)政府

及其职能部门，都能依据省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

的《黑龙江省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和国务院144

号、145号两个宗教法规文件办事，强化了对天主

教和基督教事务的管理。全省从1996年开始，进

行两次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开展了5次宗教活动

场所年检工作。在年检过程中帮助完善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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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章制度，开展场所创先评优活动。三是组织

培训，加强了天主教、基督教爱国团体建设。各级

统战、宗教部门开展对教职人员的经常性培训工

作。近两年，齐齐哈尔、牡丹江、绥化、佳木斯等市

及有关县(市)组织宗教神职人员和宗教活动场所

传道人培训班20多期，有1200多人(次)参加培

训。主要进行爱国爱教、政策法规、独立自主自办

教会和当前形势任务4个方面的教育。组织宗教

团体负责人进行定期学习，结合实际帮助完善规

章制度和场所建设。稳定强化了一批爱国宗教团

体，有效地发挥了其作用。

在调查中发现，全省天主教、基督教自身及其

工作的开展，还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一些地

方存在的混乱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理，基督

教的“乱”(乱施法、乱设点、乱传教、乱办班)现象

在有的县(市)依然存在。邪教组织的活动也时有

发生，且呈现出流动性、长期性的特点。无论是天

主教还是基督教，境外敌对的渗透活动时有发生。

基督教、天主教教职人员不足，个别教职人员思想

不端。有的地方宣传《条例》等宗教法规和有关政

策不够深入。有的地方领导同志忽视宗教工作，

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盲目乐观情绪和畏难回避心

理，个别地方的领导同志存在着关门卡住的“不承

认、不登记、不审批”的思想。宗教部门工作条件

差和工作人员过少，与宗教工作很不适应。

黑龙江省天主教、基督教存在的问题，是历史

和现实、国内和国外等多种因素造成的，这也是宗

教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群众性、民族性和国

际性在当地存在的反映。调查认为，目前，进一步

做好全省天主教、基督教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以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以正确地贯彻执行

党和国家宗教政策和法规为依据，以推进全省社

会安定和维护天主教、基督教教徒的合法权宜为

目标，以依法加强管理为措施，全面加强对天主

教、基督教的工作。重点解决在某些地方存在的

“四乱”问题；打击邪教组织活动问题；加强天主教

工作；加强爱国宗教团体建设，努力培养宗教教职

人员；继续改善宗教工作条件和加强工作队伍建

设，更好发挥其职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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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黑龙江省部分县(市、区)天主教信徒现状调查表

＼ 信徒结 天主教信徒结构 信教原因
＼ 构与信

县(市、区)
＼教原因 性 别 年 龄 文化程度 职 业 非家

天主＼
大专 知识 无业

家庭
庭传 其他

敦徒 ＼ 男 女 青年 中年 老年 儿童
文盲

初中 高中 工人 农民 经商 传承型

人数 ＼ 半文盲 以上 分子 人员 承型

阿城市 1000 300 700 200 300 500 4加 400 150 50 50 600 50 50 250 800 150 50

尚志市 440 179 26l 167 193 27 53 43 227 149 2l 113 163 77 30 57 413 27

龙江县 1300 583 717 581 377 141 201 994 248 58 25 1273 2 1300

齐市富区 1005 732 273 ．93 62l 30 261 613 273 1ll 8 561 131 7 5 301 816 189

牡丹江市 180 30 150 9 18 153 47 75 53 5 18 8 4 150 100 80

富锦市 110 50 60 20 30 60 40 50 20 10 80 20 110

伊春市伊春区 165 45 120 99 55 11 7l 94 112 53 12 153
，

伊春市翠峦区 795 101 694 159 228 408 398 179 139 79 149 159 79 90 318 374 123 298

鸥岗市工农区 150 35 115 20 50 67 13 45 80 13 12 105 7 10 25 3 10l 49

林甸县 890 35l 539 183 348 312 47 429 407 48 6 131 501 63 6 189 713 106 71

绥化市北林区 696 136 560 42 231 423 389 185 109 13 331 72 145 13 135 424 272

绥棱县 3600 1200 2400 1200 1600 800 1100 1650 800 50 500 1900 200 1000 800 2800

北安市 7959 3603 4356 2631 4316 1012 3248 298l 1688 42 643 5309 621 162 1224 5271 2103 585

合计 18290 7345 10945 5404 8367 3944 575 7817 6849 3338 286 2636 10195 1394 385 3680 11234 6052 1004

百分比 40％ 60％ 30％ 46％ 21％ 3％ 43％ 37％ 18％ 2％ 14％ 56％ 8％ 2％ 20％ 61％ 33％ 6％

附表2天主教教堂信徒数量变化及行为规范状况调查表

信徒数量变化情况 本堂现 信徒行为规范状况
市别 教 堂

1980年 1990年 2000年 有信徒 五好家庭 基层先进 劳动模范 一般的 违法 劣迹

齐市弥勒尔堂 800 1200 1500 1500 1500

齐齐哈尔市 齐市富区堂 200 627 961 1005 15 17 973

龙江县福山永乡
433 627 841 841 841

堂

牡丹江市 牡市朝鲜族堂 30 200 180 180 180

绥棱县镇内堂 2000 2000 36 26 1938

绥化市北林区堂 424 526 696 654 43 3l 11 569

绥化市
海伦市镇内堂 600 2500。 6000 6000 5 2 5993

海北镇教堂 2380 3400 4200 4200 50 5 4145

合计 4867 9080 16378 16380 149 81 1l 16139

＼ 信徒结 基督教信徒结构 信教原因

＼构与信 性 别 年 龄 文 化 职 业
教 会 ＼墩原因 各类 家庭

求知型
不满心

其他信徒 ＼ 男 女 青年 中年 老年 儿童
文盲

初中 高中
大专 工人 农民 经商

知识 无业 寄托型传承型 理型
^露 ＼ 半文盲 以上 分子 人员

阿城教会 20000 2000 i8000 2000 6000 【2000 9000 6000 4000 1000 1000 【0000 2000 200 6800 12000 4000 1000 1000 2000

尚志教会 302l 756 2265 317 907 1791 1293 953 763 12 338 1310 674 27 672 2234 617 121 19 30

齐市富区教会 6969 1085 5884 627 4321 202l 4052 1954 767 196 3554 786 139 139 2351 5008 1433 528

龙江县教会 15000 4000 11000 4500 7500 3000 12500 2150 350 250 13500 150 1100 4000 10000 1000

牡市沐恩堂 5000 1000 4000 1500 1500 2000 500 2300 1200 1000 1900 200 900 300 1700 2900 2000 55 45

牡市平安堂 250 50 200 50 100 100 20 100 100 30 200 20 10 20 140 10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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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徒结 基督教信徒结构 信教原因

＼构与信 性 别 年 龄 文 化 职 业
教 会 ＼擞原因 各类 家庭 不满心 其他信徒 ＼

男 女 青年 中年 老年 儿童
文盲 初中 高中

大专
工人 农民 经商

知识 无业 寄托型传承型 求知型
理型

抛静 ＼ 半文盲 以上 分子 人员

宁安荣光堂 80 15 65 12 20 48 20 30 18 12 19 5 6 50 20 30 10 10 10

宁安中河堂 256 118 138 65 120 7l 60 160 31 5 85 50 19 12 90 56 45 40 10 105

富锦市教会 4000 1500 2500 1000 1000 2000 1500 1500 920 80 1000 2500 200 300 2000 1000 500 500

抚远县教会 1000 250 750 150 650 200 100 700 150 50 300 200 300 100 lOO 200 200 400 200

伊春伊春区 1995 655 1340 465 520 1010 1000 960 35 1185 810 85 1910

伊春翠峦区 520 75 445 104 156 260 208 200 71 41 136 104 52 20 208 212 94 54 60 100

鹤岗工农区教会 3445 379 3066 413 1413 1619 2336 930 172 7 1550 448 165 7 1275 2515 138 792

鹳岗兴山区教会 1250 125 1125 178 375 697 1125 69 56 125 75 50 1000 1213 37

箩北县教会 2693 674 2019 686 932 1075 1255 1212 188 38 468 439 247 129 1410 514 62 2117

大庆龙风区教会 1000 350 650 200 450 350 400 350 150 100 350 100 250 150 150 500 200 150 150

林甸县教会 2980 291 2689 23l 1800 949 1720 741 483 36 203 2402 18 13 344 2437 113 14 16 400

绥化北林区教会 4100 743 3352 635 1181 2284 2425 126l 325 89 1180 1456 370 40 1054 2338 782 880 100

海伦市教会 4000 650 3350 1500 1600 900 1400 1200 1200 200 1000 2000 400 80 520 1200 1200 200 600 800

绥棱县教会 400 100 300 130 170 lOO 30 320 50 20 150 30 200 180 40 20 160

黑河爱辉区教会 87 4 83 13 20 54 44 30 12 1 40 7 40 1 86

合 计 78046 L4825 63221 14776 30735 ；2535 40988 23120 1104l 2897 1367835760 7181 1233 20194 39667 20744 6156 3148 833l

19％ 81％ 19％ 39％ 42％ 53％ 30％ 14％ 3％ 18％ 46％ 9％ 2％ 25％ 51％ 26％ 8％ 4％ 11％

附表4基督教教堂信徒数量变化及行为规范状况调查表

信徒数量变化情况 本堂现 其中：信徒行为规范状况
市别 教 堂

1980年 1990年 2000年 有信徒 五好家庭 基层先进 劳动模范 一般 违法 劣迹

齐市安心教堂 1000 2000 3000 3000 3000

齐齐哈尔市
齐市富区教堂 96 2S21 6736 6969 89 76 6804

牡市平安堂 250 250 70 30 5 145

牡市沐恩堂 200 2000 5000 5000 1500 700 5 2795

牡丹江市
宁安荣光教堂 130 100 10 5 2 83

宁安中河教堂 231 256 99 10 6 141

佳木斯市 富锦市教堂 680 2000 4000 4000 100 200 15 3685

绥化北林区堂 37 1100 4100 4100 147 132 15 3806

绥化市
绥棱镇教堂 20 80 280 280 16 8 256

佳木斯市 抚远县教堂 60 200 1000 1‘000 10 20 10 960

合计 2093 9901 24727 24955 204l 1181 58 21675

[责任编辑谷文双)

InVestigation Analysis About the SuI。Vey of CathOlicism，Christianity
in HeiLOiI iang ProVince and Their Belief Trend of the BelieVer of A Reli舀on

SHU Ji7zg z施咒g

(the Chinese PeopIe’s Political ConsuItative Conference in HeiLon对ing Province)

[Abstract]This article introduced the invest遮ation analysis reSuItS about the survey of CathoIicism，

Christianity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and their belief trend of the believer of a rd追ion．It put forward the

measure and wh01e train of thought to strengthen the work of Catholicism and Christianity．

[Key Words]Cath01icism；Christianity；belief trend；inveStiga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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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戴燕.DAI Yan 青海省基督教、天主教发展状况及社会影响研究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4)
    近些年来,青海省天主教、基督教发展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尤其在西宁、大通等城市,信教人数不断上升,且信徒结构发生变化,呈现出新的特点.调查

显示,信徒在皈依天主教或基督教以后,自身的心态和行为都有良好变化:严格规范个人行为,努力改善家庭环境,影响子女在社会生活中有更好的表现.天

主教、基督教在现实处境中的这种伦理作用及其对社会结构性空缺的弥补.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2.期刊论文 何成武.HE Cheng-wu 商丘市基督教与天主教发展状况浅析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1,17(1)
    基督教与天主教在商丘市的存在与发展,有其深刻的根源和社会心理因素.为加强对基督教与天主教的事务管理,更好地服务于商丘经济建设,就必须

健全宗教管理组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帮助基督教、天主教爱国团体搞好自身建设.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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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期刊论文 高应达.GAO Ying-da 天主教、基督教在黔东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历史探析 -铜仁学院学报2008,10(6)
    近代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交往是以西方宗教文化为前趋的,在少数民族地区依然如此.本文详细梳理了基督教和天主教在铜仁地区的传播历史,以及

少数民族接受基督教和天主教文化的历史背景.

5.期刊论文 韩荣钧.HAN Rongjun 抗日战争时期的天主教和基督教略论 -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8(4)
    20世纪的日军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结成民族统一战线以抵抗其疯狂侵略.在中国有较大影响的天主教、基督教上层势力,基本上对中国的抗战事业采

取一种中立甚至袒护、支持日本侵略的态度.但这不是中国天主教、基督教的全部,广大的爱国教徒激于国家、民族大义,以无畏的牺牲精神投入到神圣的

抗战中去.应把广大宗教人士的爱国实际行动与宗教上层的反动指导思想区分开来.

6.学位论文 蒲娟 近代四川地区天主教与基督教研究（1840-1919年） 2007
    在中国近代史上，西方的天主教与基督教都曾传入中国，并在文化、经济、政治等各方面产生过巨大影响。四川地处中国偏远的西南地区，水陆交

通均不发达，但在中国近代史上却是不可忽视的传教重地。无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都曾传入四川地区，并积极发展教育、医疗等慈善事业，但同时作

为一种异域文化的进入，又难免与当地民众的文化信仰、风俗习惯等产生矛盾，因此四川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教案频发地之一。而天主教与基督教本身作

为不同的宗教派别有其各自不同的特点，本文即是对近代(1840年——1919年)四川地区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活动分别作了梳理，归纳其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首先是对四川地区天主教与基督教发展情况的概述，四川地区天主教的控制权大部分时间被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所把持，其传入四川的时间早于基督

教两百多年，并在此持续发展；传入四川的基督教则主要是以英美等新兴资产阶级为支持，虽然发展时间上相对要短一些，但发展势头却后来居上，特

别是在进入20世纪之后，其发展规模和影响远远超过了天主教。其次分别论述了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四川地区的教育和医疗事业，教育和医疗是教会传教

的主要手段，对当地的影响和作用不容忽视。在这两部分本文对天主教和基督教各自所办学校和医院等史实作了梳理，并以历史史实为依据，总结了在

四川地区教会所办教育和医疗事业的特点以及对四川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影响。再次，四川地区的教案以次数多、规模大、赔款重而闻名全国

，因此本文对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四川地区的主要教案分别作了叙述并归纳其特点。最后总结了天主教与基督教在四川地区传播的差异并从宗教和政治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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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的角度分析其原因。所谓传教事业并非简单的文化侵入，其背后必然是以帝国主义国家妄图瓜分中国，在中国攫取最大的经济、政治利益为目的的。

7.期刊论文 施雪琴 论西班牙天主教在菲律宾传播的历史背景 -南洋问题研究2001,""(3)
    对大多数殖民地国家而言,15世纪末以来,基督教是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隆隆炮声而来的.基督教在近代欧洲的海外扩张中充当了侵略工具,它的

海外扩张是近代欧洲海外扩张的产物.本文以辨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探讨了近代基督教传播的二重性,并在基督教东扩史和欧洲扩张史背景下来探讨了西班

牙天主教在东方的传播.

8.学位论文 李国辉 清末洋教传入对东北社会的影响 2007
    天主教于鸦片战争前在东北地区就有传播，基督教则在1852年进入东北。本文以东北地方史志和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考察了1912年前天主教、基

督教在东北地区传播的状况，试图对洋教传入对东北社会的影响进行探讨。

    全文分三个部分进行阐述：

    第一部分，介绍了清末洋教传入东北的情况。西方传教士借助条约特权的保护打开了在东北传教的通道，营口开港对洋教在东北传入产生了重要影

响。天主教与基督教在列强向内地渗透的过程中发展壮大，教堂早期多分布在地方沿海中心、经济中心以及交通线附近。天主教相对于基督教在发展的

过程中侧重于内地，深入农村。

    第二部分，阐述了清末洋教在东北的活动。天主教与基督教为了扫除传教的障碍，兴办了大量的社会事业，包括医疗、教育、社会改良、慈幼等。

由于自身的特点，天主教与基督教在东北地区采取了不同的传教方式，在社会事业方面的侧重点不同。医疗卫生事业方面，基督教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教育事业方面，天主教侧重于神学教育和学校教育中的小学教育，基督教在高等教育、中学教育、职业教育等方面成绩突出。天主教传教士要比基督教

传教士更注重开设教会的慈幼事业，社会改良及救济事业则是基督教的热心所在。

    第三部分，分析了清末洋教传入对东北社会的影响。天主教与基督教在东北的传播，造就了一群信仰与传统不同的民众，使得这一地区的宗教信仰

复杂化，并引起了相互的冲突。传教士开办的各种社会事业客观上顺应了当时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需要，加速了东北近代化的过程。但不可否认的是，相

当一部分传教士是作为列强的侵略势力而来到中国的。这部分传教士倚仗传教特权势力在中国作威作福，勒索教案赔款，霸占田产，强取豪夺，欺压官

民，与洋教传入的积极作用相比，其消极作用同样明显。

9.期刊论文 杨健吾.YANG Jianwu 基督教在四川藏族地区的传播 -宗教学研究2004,""(3)
    本文扼要地论述了基督教和天主教在四川藏区传播的概况,总结其传播的手段和特点主要是:广泛收集各种情报,以尽快熟悉中国社会;广设教堂,兴办

学校、医院、育婴堂、救济院等慈善事业,帮助传教活动的进行;广占土地和房屋,以地租、房租进行剥削,作为教会重要的经济来源;基督教在四川藏区的

传播始终是在与各民族传统文化习俗特别是藏传佛教信仰的冲突中进行的.与传教士们长期付出的艰苦努力相比较,基督教在四川藏区的传播是不成功的

.此中原因发人深省.

10.期刊论文 陈伟 中国基督教圣诗发展概况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3,""(3)
    本文从几个历史时期介绍中国基督教圣诗的发展概况,着重介绍基督教新教的圣诗.从中国基督教圣诗发展的几个时期来看,初期外国传教士来华传扬

基督教时,也将西洋文化灌入中国人的思想,给中国人所唱的圣诗都是西方译品,而且与中国的固有传统文化相冲突,以致中国人把基督教视为"洋教".此后

,对于怎样用中国自己的音乐来表达基督教徒真实的宗教情感,中国人做了很多的尝试,走了一条圣诗本色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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