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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 我国历史上各宗教组织的财产所有权状况
衙 ——宗教组织财产所有权性质研究之二

^，

穹 华热·多杰

(青海民族学院，青海西宁810007)

摘要：我国历史上五大宗教的财产制度大致可分为四类：藏传佛教寺院(包括苯教等各类寺院)；汉传佛教寺院(包括道教寺

院)；基督教教堂(包括天主教)；伊斯兰教寺院(包括拱北)。各宗教组织的财产权状况虽各有其特点，但总地看来分两种情形，

即僧侣个人私有财产权和寺院公有财产权并存，以寺院公有财产权为主。寺院不仅拥有大量动产，同时拥有大量不动产，成为

封建社会财产所有权的重要主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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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resent Stuation of Religious Property in Our Country History

’Huare‘Duojie

Abstract：On the our country history five big and religious property systems can be divided into mostly four types：Tibetan Buddhism the

monastery；The Han spreads the Buddhism the monastery christianity church；Islamism monastery．The property right condition that each

religion organizes although each has its characteristics，look cent two kinds of situations totally，namely the monkish and personal private

possession power is kept both with the public property right in monastery，regarding pubilic property right in monastery as principle．The

monastery not only owns the movable property of large quantity，owning the real estate of large quantity at the aame time，becoming one of

the important eorpuses of the feudalistic society property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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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组织型态和财产所有权状况，尽管各种宗教

的组织形态各有特色，但在财产权的问题上，无一

不与所有制形式有关。可以说，这些宗教的形成、发

展、变革和壮大，几乎都是在私有制社会条件下完

成的。因此其财产所有权制度也深受私有制的影

响。就我国的五大宗教而言，其财产制度大致可分

为四类：藏传佛教寺院(包括苯教等各类寺院)；汉

传佛教寺院(包括道教寺院)；基督教教堂(包括天

主教)；伊斯兰教寺院(包括拱北)。

一、藏传佛教寺院的财产所有权状况

1959年，实行民主改革之前，藏族社会处于封

建农奴制阶段。三大领主所有制是其基本经济制

度。领主庄园制则是其基本经济形式。据藏文史料

记载，早在10世纪前后，松赞干布后裔拉德作象雄

王时，曾将一庄园赐予在阿里倡建寺庙传扬佛教的

仁钦桑波；13世纪萨迦王朝时期和14世纪帕莫主

巴王朝时期，已将领主庄园制逐步推行于西藏各

地；16世纪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噶丹颇章王朝建立

后，这一制度得到很大发展；辛亥革命后，仍然被保

留下来，直至1959年全面进行了民主改革，才被新

政权推翻。西藏领主庄园制的历史延续了800多

年。

所谓三大领主所有制，即全藏区的主要财产

(绝大部分不动产和部分动产)掌握在官府、贵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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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三大领主手中。三大庄园便是领主庄园制的三 不论其大小和所处区域、所属教派，至少在理论上
兹

种基本经营形式。据不完全统计，原西藏约有300 具有相对统一的内部组织和管理系统。其人事、教 轻
万克的实耕地，其中封建政权占30．9％，寺庙占 务、财务三种基本权力是高度统一的，且掌握在少

30．5％，贵族占29．6％。① 部分人的手中。在整个寺院的管理上，寺主和堪布 衙

拉萨三大寺是西藏寺庙领主的典型代表，共占 (法师)起着主导作用。从习惯上看，宗教财产的所
Ⅳ

有溪卡(庄园)321个，耕地面积174535克；占有牧 有权主体呈现出层次性和多元性倾向。所谓层次 穹

场261个，农牧奴9591户，集约75834人；有牲畜 性，在名义上，全藏区的宗教财产属于原西藏地方

111093头。⑦这些只是三大寺的寺产，是宗教财产 政教合一制政府所有，实际上，这些财产分别属于

的主要存在形态。此外，三大寺的上层喇嘛个人的 各地各教派的宗教头人。所谓多元性，从财产的利

财产更为惊人。如哲蚌寺功德林活佛拉章就有溪卡 用制度和财产收益的去向(支出)上看，这些财产分

50个，实耕土地1500克，牧场3个，大小牲畜8000 别属于各地各教派的宗教领主私人和寺院集体。也

余头(只)，高利贷本粮4万秤，商业资本4000秤， 就是说，一部分土地掌握在宗教头人(如寺主、活

农奴3．5万人，农具450套，农村房屋1000间，城 佛、管家)手中，由其负责管理。主要用于私人生活，

市房屋16所650间，汽车3辆，马车5辆。类似的 包括用于本拉章(改哇、囊欠)全体僧人的日常生

拉章仅属于三大寺的不下10个。③可见，宗教财产 活。一部分财产掌握在寺院管理组织手中，这部分

当中私产的数量也非常可观。寺院作为三大领主之

一，拥有藏族社会三分之一的社会财富，毋庸置疑

是财产所有权的重要主体。但宗教财产所有权的性

质，以及行使方式因各地寺院组织的不同而存在细

微差异。藏传佛教的寺庙和僧伽组织，以黄教最为

典型，其中以六大寺为代表。仅以拉萨三大寺(色

拉、哲蚌、萨迦)为例来说，其组织都是由三级管理

机构，即拉吉、扎仓、康参组成。最高一级为拉吉，又

称措钦，由数个堪布、堪苏(卸职堪布)组成，并由其

中年资最高者充任堪布赤巴，掌管全寺。下设吉索2

至4人，管理拉吉所属的财产、百姓、经商、基金放

息、房产等行政和财务事宜。任期10年，由寺中主

要扎仓的堪布推荐，噶厦(原西藏地方政府之称谓)

选定加委。第二级机构扎仓，是三大寺组织的中坚，

设堪布1人，主管扎仓的一切事物，下设拉章强佐1

人，强佐若干人，管理本扎仓行政、财产、属民和对

外关系，由堪布委任。扎仓作为寺院中的中级组织，

在经济上完全独立于寺院大拉吉，由地方政府直接

封给溪卡。康参是三大寺的基层组织设执事委员

会，管理一般事务，由一名资历最高的僧人充任

“吉根”。吉根下设欧捏4人。管理康参部分财产，包

括基金放息、分配财产。任期3年。康参对受封的庄

园和牧场有完全的自主权。经营方式与拉吉、扎仓

基本相同。④

康区和安多的寺院组织，虽然与拉萨三大寺有

细微差异，但在寺院内部的人事、教务、财务三大事

务的管理上，大同小异。可以说，整个藏区的寺院，

财产在性质上属于寺主私有，还是寺院集体所有并

不明确。由寺院的管理机构统一掌管，经营、收益，

并将收入之主要部分用于僧侣生活、寺舍维修、传

教、教育和佛事活动、慈善事业等方面。这种财产权

模式的特点是：第一，从寺院内部的财产关系看，寺

院集体所有权和僧人个人所有权并存；第二，僧人

生活实行家庭制。财产权属私有性质。

二、汉传佛教寺院的财产所有权状况

在北传汉地佛教中，自唐代以后僧侣居住修道

在寺院。各寺院大多采用了禅宗的组织形式及丛林

制度，并采纳了禅宗的丛林清规，⑤就寺中各机构和

职能作出规定。丛林清规戒律成为与中国佛教丛林

组织相配套的管理制度。财产管理制度作为其重要

内容与寺院的组织体系密不可分。在大的寺院中组

织体系较为完备，一寺之主称为寺主、住持或方

丈。“丛林”分为子孙丛林和十方丛林。前者寺院主

持或方丈师徒相承，不传外人。十方丛林的住持或

方丈是在僧众监督下，由十方名宿大德中选贤担

任，也有依法系相传承，称为传法丛林。当代某些佛

寺作了革新，住持由寺院僧人用差额选举方式民主

选举，任期有明确规定。在较大的寺院中，建有职责

分明的管理制度。住持或方丈为一寺之首，下设四

大班首，八大执事，各司其职，分管各类事务。其中

八大执事中的“监院”总理全寺宗教事务及财务，为

全寺的财产管理机构。@

就汉传佛教寺院的财产所有权状况而言，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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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
是一成不变的。初期的寺院实行着一种消费共产的 的寺忽视建立这种占有制的物质基础；僧众共同遵

缠 生活，那时只有寺院公产，没有僧尼私产，僧尼是不 守的戒律又是这种占有只存在的法权保证。一个寺

许积蓄八不净物的。⑦僧尼的生活全靠社会人士的 庙犹如一个独立的宗教马尔克。而宗教马尔克装饰

衙 捐施或行乞来维持，不作生产事业，社会供施所得 的外壳，影响了寺院占有制的纯化，使它表现为一

或行乞所得，谓之常住物，皆属寺院公有，由僧尼全 种不完整的、不成熟的私有制，在财产的使用和处

学 体共同享用。魏晋以后，寺院由于取得了免役调的 分上，都反映出一种集体的权力制。作为僧侣地主

特权，人民为逃役调携产人寺落发为僧者众多，随 的个人，对土地不具有独立的所有权，个人的权利

之寺院人口和财产剧增，加之，历代君王及社会人 是被分割的、有条件的、不稳定的。@

士将不少财产布施与僧尼个人，使寺院公有财产制 这种财产制度的特点是：僧尼生活实行集体生

的精神被动摇，僧尼私有财产制度渐渐成立。对此 活制，个人拥有财产的数量较少；一切收入归寺院

有学者总结道：“中国佛教的寺院经济，自东汉时期 集体所有，由主持或者方丈负责管理。由此标准衡

佛教传AeP已建立，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迅速发展 量，道教寺院的财产支配方式和财产管理方式与汉

和扩张，隋唐时期已相当兴盛，宋代虽然有所抑制， 传佛教寺院并无实质性不同。

奎亭苎兰妻考粤要竺些矍!磐堂，，；芝暨黧} 三、基督教的财产所有权状况
之大空前绝后。不仅拥有大量田产，经营寺院农业，

⋯⋯～⋯’⋯⋯⋯～

动，疯狂聚敛财富，甚至到了严重威胁封建国家财

政收人的态度。”@到了明代，“由于明代最高统治者

采取了一以贯之的抑制政策，明代各寺院不仅田产

较少，农业经济规模小，收入少，而且寺院的其它经

济形式，如手工业、金融业、商业等也难以发展，寺

院经济处于衰微不振的境地，不可与隋唐元明时期

相提并论，成为中国寺院经济发展的一大变局。但

是随着佛教的日益世俗化、社会化，随着寺院的大

量新建和重建，明代的寺院经济依然有一定的规

模，在当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仍是一个不可

忽视的方向。”⑨

从总体上看，寺院中是两种财产制度并行，即

寺院公有财产及僧尼私有财产。如中古时期，寺院

公有财产制度也随俗界财产制度而变化，名义上是

公有，实是僧尼贵族劫机所独占。有学者在谈到寺

院财产制度的本质时说：“寺院财产在唐前期保持

着一种封建生产方式下的公共财产关系。宗教阶层

说，私产以体通十方”，意思为佛所有，而站在佛背

后的僧侣地主的集体而不是个人。这种占有方式

是在宗教的装饰下，恢复了一些古老的财产关系和

传统习惯的外壳。它是一种变态的私有制，是一种

集体的僧侣地主的占有方式。这种占有方式既打破

了家庭私有制式的血缘韧带，也打破了国家编户制

度下的地缘界限，而是按照宗教的法缘关系建立

的。共同的宗教信仰的新历史联系这种占有制的精

神维系；共同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寺庙)和移动量

1 14可面而五可汇而百r1话哥五葡耳广可丁弋豇雨丽

方宗教。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基督教教徒

人数不到70万；天主教1840年到1949年，经过一

百多年的发展，教徒人数达300万之多。解放前，两

教的教会领导权一直掌握在外国主教手里，成了受

外国势力支配的宗教。@1950年，吴耀宗等中国基

督教领袖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

的途径》的“三自宣言”，标志着中国基督教彻底摆

脱了外国教会的控制，彻底割断了与帝国主义的关

系，实现中国基督教“自治、自养、自传”，独立自主

自办基督教事业，从而成为中国本土化的基督教。

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本土化，不仅表现在其脱离了西

方宗教势力的控制，而且也表现在它的组织体系、

财产制度等方面。

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主要组织是教会，其财产制

度同教会组织密不可分。按照基督教的理解，教会

具有以下特性：为蒙恩之道的教会；为信徒聚集的

教会；为机体的教会；为组织体的教会。从教会的世

俗性意义上看，教会首先是“承认基督为主之信徒

的聚集”，也就是说，教会是人的结合。这种意义上

的教会早在希伯来文中就有了两个名词：指教会实

际的情形的“会堂”和指教会理想的状况，即为神所

选召而得救恩之百姓聚集的“教会”。这种区分在犹

太人中获得一致结论，即基督徒赞成用第二个名

词。毕竟，基督教会乃是信徒的聚集，代替了古代以

色列入的地位，并且将神拣选之爱的思想具体显明

出来。后来，教会的含义尽管有些变化，但教会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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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聚集这是对它基本特性的认识未变。其次，教会 宗教生活得到了充分尊重，社会地位真正获得了平
兹

是一个同一的有机体。所谓同一性是指“基督教会 等。中国伊斯兰教在各方面的发展都有了前所未有 缠
虽然有许多不同点，但仍然是个合一体。也就是说， 的新气象。

不单有一个教会，而且总是只有一个教会。”@不仅 伊斯兰教的财产制度同其掌教、教坊和门宦制 琦
如此，教会作为人的组织，为了避免混乱与解体，并 度密切相关。伊斯兰教自唐代传人中国至明末清

适合当初成立的目的，都必须有一规则来管理其聚 初，既元派，又元门宦，统统是古传老教，后来被称 学

集与活动。建立一个同一的组织，遵守同样的法 为“格底目”(尊古派)。他们都以十几户、几十户或

规。“使徒所显示的教会管理制度非常简单，所设立 几百户为单位建立自己的巷道、村落、集镇等居住

的职份只有几项，事实上仅有两种而已：即长老与 区。在这些聚居区中，各自建立起礼拜寺(唐有礼

执事，而第一种又可分为教导的与治理的长老。这 堂，宋有礼拜堂、元有礼拜寺等称呼)，成为他们的

些职份实际上是由使徒所设立；他们为这些职份定 宗教活动中心。这些聚居区，在唐宋之际，被称为蕃

下了责任与资格，但在拣选人员上却是与教会一同 访，后来，被命名为各不相属的教坊。教坊是从蕃坊

考虑，并且一旦选好，使徒就藉着按手之礼将这职 演变来的。蕃坊和教坊的含意，显然不同。前者是指

分赋予他们。其中并没有什幺权势支配的能力。因 整个聚居区而言；后者则仅仅指的是清真寺。在一

为既然基督自己是教会的头，唯一的夫子与主，那 个教坊内，由居民聘请掌教，主持宗教仪式和调解

时并列，或与他相对，乃都是为他所委派，并为他所

限制。”@据此，我们可以认为，教会的权力源于基

督，教会的管理者只不过是基督的使徒，教会的财

产在名义上属于基督，只有一个所有者，不能被分

割。教会的财产只归属于基督的教会。教会的财产

权是同一的，也是高度统一的。

基督教和天主教传人中国后，由于历史、文化、

民俗、经济和政治的原因，教会组织在本土化运动

中出现了变异。但这种变异主要引发于20世纪40

年代以后，尤其是建立新中国后，由于推行宗教“三

自”政策，其变化较为突出。但在此之前，中国的宗

教组织基本上同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宗教组织，至少

在财产权的观念上保持着一致。这类宗教组织的财

产权特点是：第一，宗教财产名义上归教会所有；第

二，实行个人财产和寺院财产分立制，第三，教堂给

宗教职业者发放生活费。第四，实际上教堂拥有对

宗教财产的完全物权，即名义上，宗教组织的所有

财产归教会所有，实际上归各教堂独立支配。

四、伊斯兰教清真寺的财产所有权状况

伊斯兰教自唐宋时期(7世纪至13世纪)传人

中国并发展起来。元代开始，伊斯兰教成为与其它

宗教并行的独立宗教信仰，此后伊斯兰教的发展是

随着穆斯林人口的增长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成立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伊斯兰教

获得新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族穆斯林的

有管理教务的“筛海”(教长)和管理民事的“嘎锥”

(宗教法官)。后来形成“三掌教制”，即(一)掌教，即

讲解经文和领拜的人；(--)穆安金(赞礼)，即传呼

礼拜的人；(三)嘎锥，即执掌教法的人。礼拜寺内的

掌教和嘎推后来由群众推举、官府任命而变为世袭

制。@“三掌教制”中的三掌名称，往往因地区不同，

名称各异。但其职能未发生实质性变化。掌教不仅

执掌本教坊内的宗教事务，而且总揽本教坊内的政

教、司法等各种大权。清真寺的财产也掌握在掌教

手中。在单一教坊制度下，清真寺的所有权和财产

管理权也呈现出单一制形式。后来，随着伊斯兰教

的发展，清真寺与寺领属关系的变化，三道掌教不

仅在一个寺中形成统治权，而且发展到寺外，逐渐

取得了对所属清真寺的控制权，包括一定的财产支

配权，尤其门宦制度形成以后，这种状况变得日益

普遍。清初，苏非派传人中国，后来形成门宦。门宦

教主对其所属教坊，实行严格控制，于是产生了“热

依斯”制和“穆勒什德”制。他们都代教主管理一个

区域内的数十个教坊。有的“热依斯”，后来自称“一

路诸侯”，成为独立的一支派。有的代代相传，成为

世袭制。19世纪依黑瓦尼传播后，“海乙寺”制又相

继出现，一个海乙寺，管辖十几个或几十个小寺。海

乙寺的掌教，不仅管理所属小寺的阿匐，而且执掌

教法和处理民事纠纷之权。这时的清真寺的财产

权，实际呈现出多级管理制。属寺的财产支配权最

终掌握在主寺掌教手中。清中叶后，西北广大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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簇
实行了对内名为学董，对外名为乡约的组织形式， 由拉萨市宅院房屋90余院；占有各种房屋160多个。详见：

缠 清真寺的大权起了变化。如在甘肃东南地区的伊斯 丁汉镶．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M】·北京：民族出版

兰教中，自乾隆49年后，每一个教访都实行“学董” 社，1991·115-118．

衙 制，学董管理清真寺的财产和经济收入，并有调解 粤宋晓萼‘民专置f前!竺掣挈之：二【c】·西藏农奴制
-，

处理本教坊民事纠纷和宗教事务之责。从此，清真 研菱辜嚣蒗竺鬻’1三99大1．寺37共7’占有溪卡
穹 寺的大权，由宗教职业者手中，转到地主富农手

300余个，土地播种面积97．4万余克；战友牧场200余个，

中。“学董”之下有主持宗教活动阿訇和帮助学董处 共有牲畜16万头；占有高利贷资本粮236万余克，占有高利

理宗教事务的“乡老”。 贷本银174万秤；占有农奴7．5万余人；房屋4，9万余间。并

由于中国伊斯兰教的分布是地域性的，加之它 由拉萨市宅院房屋90余院；占有各种房屋160多个。详见：

从未取得过中央政权，也从未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精 丁汉儒．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M】．北京：民族出版

神生活的主宰。因此中国伊斯兰教的寺坊制度在各 社，1991．115—118·

个时代、各个地区不大相同甚至大不相同。也正是 ⑤“丛林”原初指禅宗寺院(“禅林”)，如树林丛集，现泛指

这个原因，使其财产关系因管理制度之不同而各有 佛教僧众聚居之处。印度的佛教僧人大多数过着托钵乞食

特色：。伊斯羊篓苎耄竺婴产掣嬖墨肇!壁．竺Illl耋薹鬈荔蒺≥警盒三呈嚣茹薯
第一，从财产构成看，清真寺的财产主要由地 规”。汉地≥；量菇规(：藉Z羹菇，)由东；僧父釜安：314二

’

产、房产构成。

第二，从财产来源看，在宋朝时大都为私人捐

资所建；元朝也有敕修的，即由朝廷出资修建的；到

了明朝敕修清真寺增多。目前，集体捐资所建清真

寺居多。

第三，从财产管理关系看，清真寺的财产实际

控制在各教坊门宦掌教手中。

第四，财产所有权呈现出由单一所有权向多级

所有权形式的转变。

通过对私有制条件下，主要宗教，即佛教、基督

教和伊斯兰教财产所有权状况的分析，我认为，解

放前主要宗教组织的财产所有权，实际上分两种情

形，即私人所有权和寺院所有权并存，以寺院所有

权为主。寺院不仅拥有大量动产，同时拥有大量不

动产，成为封建社会财产所有权的重要主体之一。

注释：

①中共西藏工委办公厅编印：西藏工作U】．1959．(5)．又

一说认为，西藏一地共有大小寺庙2500余座，占有耕地约

180万克，占西藏实耕土地的39％；占有牧场400余个，农奴

9万余人。参见丁汉儒．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M】．民

族出版社，1991．115—118．

②文中所引仅为一说，还有一说认为：三大寺共占有溪卡

300余个，土地播种面积97．4万余克；战友牧场200余个，

共有牲畜16万头；占有高利贷资本粮236万余克，占有高利

贷本银174万秤；占有农奴7．5万余人；房屋4．9万余间，并

1 1 6可鬲话而函育西_葡萄百葡菊—丽—面丽滴面

385)创立。他要求僧人住寺修行。南朝梁武帝在佛教中推行

俗食制度，到唐代弹宗创立后形成了完备的丛林清规。唐代

僧人马祖道创立了十方丛林制度，其嗣法弟子百丈怀海禅师

(720—814)制定了弹宗的清规，编了《百丈清规》一书(现已

佚失)。元代皇帝根据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假托百丈之名制定

了《敕修百丈清规》，后又经明代统治者下旨执行，遂后渐成

中国汉地佛教各派僧团组织的管理制度。

⑥关于寺院组织的研究，参见张映勤．寺院·宫观·神佛

【M】．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⑦“按律运八不净物者，一田因，二种植，三谷帛，四畜人

仆，五养禽兽，六钱宝，七褥釜，八象金饰床及诸重物。”《佛祖

统纪》卷四。

⑤⑨何孝荣．明代南京寺院经济【M】。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99．257．

⑩白文固：试论唐朝前期的寺院经济【A】．五十年来汉唐

佛教寺院经济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256．

⑩有关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历史及现状的资料，2004年2

月26日下裁自中央统战部网站。

@@基督的教会【z】．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2004—4—6．

⑩秦惠彬：中国的伊斯兰教【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28—131；又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于门宦制度史略【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101．

[责任编辑先巴】

[责任校对红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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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位论文 管恩森 偏至与圆融——鲁迅与佛教、基督教、道教关系发微 2001
    "鲁迅与宗教"这一课题尽管已有先行学人涉入研究,但他们多采用资料引证的方式进行研究,对鲁迅与宗教在主体精神层面上的关系未做深入涉及.该

文则直接切入鲁迅与宗教主体精神相沟通和契合的层面展开论述,通过对鲁迅与佛教、基督教、道教的关系发微,探讨鲁迅在中外文化碰撞交汇中对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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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的"异端"意义,由此来观照鲁迅作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的文化源流,以期从一种全新的角度来揭示鲁迅思想的丰富性和深刻性.

4.期刊论文 洪修平.Hong Xiuping 从佛教的中国化看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 -世界宗教研究2006,""(4)
    从印度佛教的中国化与中国化佛教的向世界传播,来讨论宗教的普世性与地方化,对于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讨论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是十分有意义的

.本文即以印度佛教的中国化为视点,重点探讨了三个方面的问题:(1)从外来宗教与本土文化相碰撞所引发的各种问题中来回顾佛教的中国化历程及其在

中国的广泛传播与发展.(2)探讨中国化的佛教如何既坚持佛教的基本信仰与教义,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表现出了中国的特色,从而获得了在中土的成

功传播与发展.(3)探讨基督教的普世化与本土化问题,认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过程中,必须进一步处理好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关系,特别是与社会主义

社会相适应.

5.期刊论文 赵树好 晚清基督教与佛教的冲突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47(2)
    晚清时期,宗教和强权因素使基督教与佛教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基督教会因得到列强的保护,冲突的结果是惩罚反对基督教的僧民,僧民对基督教

会赔款,转让庙产.这使许多人背离佛教,加入基督教,佛教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大大降低了.基督教与佛教的冲突虽然夹杂着一些文化因素,但本质却是侵略

与反侵略的斗争.

6.期刊论文 姚卫群 佛教与基督教的"神"观念比较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3(2)
    佛教与基督教是世界上两个影响巨大的宗教.佛教的明显特点是它在产生时就有无神论的倾向.基督教是典型的主张有神论的宗教,上帝或天主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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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督教基本的或最有代表性的关于神的观念.佛教与基督教虽产生于不同区域,但它们在"神"的观点上确实有不少可比之处.这既表现在异的方面,也表

现在同的方面,在一些场合中还表现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7.期刊论文 汪勇 翻译与宗教传播 -中国校外教育（理论）2008,""(12)
    佛教与基督教都是外来宗教,但是佛教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却有很大的差别,造成两种宗教传播差别的原因很多.本文从各自翻译史的角

度来尝试论证翻译过程是造成两者传播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8.期刊论文 王红梅.WANG Hong-mei 变革与适应:佛教、基督教在异域的传播 -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8,22(4)
    一种宗教文化传入异地之后,都将经过一定的变革与适应才能在异地生根、发展.佛教、基督教产生之后,都经历了走出本土在异域传播发展的道路

.它们为了能在异地得到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传入之地的文化进行了吸收与融合,形成了有别于创始之初的原始佛教与原始基督教的具有当地特色的宗教

,但同时二者也保持了这两种宗教的本质.佛教、基督教在异域传播展示了一个有生命力的宗教必要经受的变革与适应.

9.期刊论文 杨永.赵田亮 基督教、佛教的和平主义思想比较探析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6,8(7)
    基督教和佛教文化在很多方面有着共通的价值取向和伦理原则,尤其在战争观上都有着和平主义的价值追求.在共通的和平理念原则下,对基督教和佛

教的战争根源观,和平实现方式以及正义战争思想等方面做一个比较探析,对于我们理解基督教和佛教的和平观,促进文明对话,维护世界和平有着重要的

现实意义.

10.期刊论文 朱斌 当佛陀遇上基督——佛教与基督教的社会学比较 -科教导刊2010,""(23)
    本文通过一种社会学视野,从佛教与基督教两教权威来源的不同分析了佛教与基督教在神的观念,善恶观、人生终极目标以及戒律等方面的差异,从而

以一种不同的角度加深对不同宗教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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