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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目前“两教"信众结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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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对新疆地区的基督教、天主教信众的调查问卷为依据，通过信众对宗教知识、党的宗教政策以

及相关问题的回答和对比研究，认为在新疆地区“两教”信众中必须十分注意加强“反渗透”教育；必须十分注意加

强法制教育和必须十分重视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和正确宣传，以引导信教群众为和谐社会建设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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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新教和天主教(以下简称“两教)既是基督

教的不同派别．同时又是相对独立的两种宗教。在我

国通常把基督教作为新教的专有名词。以示与天主

教的区别。在新疆地区“两教”信众的结构与信仰状

况如何?这是我们进行宗教工作必须掌握的客观实

际．只有掌握这个实际，才能针对不同宗教的特点和

问题．用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引导其为和谐社会服务。

为了对新疆地区“两教”信众的宗教信仰状况有

一个整体了解，我们设计了《两教信仰状况调查问

卷》，从2006年7月至2007年9月，在全疆十多个

地州(市)的天主堂和基督堂或家庭聚会点，共发放

问卷1200余份。收回1080余份，回收率90％以上。

其中有效问卷105l份，有效率97．3％。在有效问卷

中。基督教问卷831份，天主教问卷220份。由于信

教群众普遍有较强的“防御心理”，问卷进行得十分

艰难．往往在一座教堂或活动点只能做十多份甚至

几份问卷。这种情况一方面使得问卷具有较强的普

遍性，避免了只集中在少数几座教堂的情况；另一方

面由于信徒中还存在相当一部分文盲，问卷只能在

有一定文化的信众中填答，所以使得统计数据与实

际信众的信仰状况会有一定差距。但只要作一定矫

正．一般不会影响对“两教”信众宗教信仰总体状况

的分析和结论。现以问卷统计数据为基本依据，对

“两教”信众的结构和信仰状况分析如下。为了能够

进行有效比较，我们将差距在五个百分点之内(不含

五)的称作“基本相同”；差距在五到十个百分点之间

(不含十)的称为“有一定差别”；差距在十个百分点

以上的称作“有明显差别”或“较大差别”。并重点对

有明显差别的问题及其产生原因进行分析。

一、“两教"信众结构情况对比

问卷从多方面对“两教”信众的结构情况进行了

调查：

(一)在年龄结构上，虽然“两教”从整体上看都

呈现出中老人多的特点。但基督教老年人比例明显

高于天主教，而天主教信众年龄结构相对比较年轻

(见下图)。

1．新疆地区基督教新教信众年龄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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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疆地区天主教信众年龄结构图

两图相比可以看出，在45岁以前的各年龄段．

天主教比基督教信众要分别高出6．2、12和8个百

分点；而在46岁以上的各年龄段，基督教信众则比

天主教信众分别高出15．2和11个百分点。这说明

天主教信众的整体年龄结构比较年轻。造成这种状

况的主要原因是天主教的传播方式在新疆地区目前

主要依靠家族式传教方式．许多孩子从小就被父母

亲领入教堂进行洗礼。有相当一部分受家庭影响在
青壮年时加入了天主教。调查显示．在天主教中有

60％的信众在15岁以前未成人w'j就被父母带进教

堂进行了洗礼，而在基督教中这一比例仅占3．3％。

这一方面说明家庭对一个人是否信教具有重要影

响，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天主教的主要传播方式是依
靠家族式传教方式进行的。

(二)在性别构成上，虽然“两教”中都呈现出女

性多的特点．但相比较而言，基督教中女性明显高于

天主教(见下图)。

3．新疆基督教信众性别结构图

4．新疆天主教信众性别结构图

两图比较，在天主教中，男性比基督教高出17．9

个百分点。在基督教中女性明显地高于天主教。二者

在性别比上呈现出明显差别。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
既与“两教”的传播方式有关。更与两性受教育状况

的不平衡程度有关。

(三)在民汉结构上，“两教”虽然都以汉民族为

主体，呈现出二者在民族结构上基本相同的特点，但

“两教”中都有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信众(见下图)。

5．新疆基督教信众民族结构图

6．新疆天主教信众民族结构图

上图显示：不论是天主教或基督教。汉族信众都

至少占94％以上．是“两教”信众中的主体民族成

份。说明目前“两教”仍主要是以汉族群众为传播群

体的宗教。但同时也应该看到。随着改革开放和各民

族的相互影响增强。“两教”在少数民族中也占一定

比例，在基督教信众中有1％，在天主教中占6％的

少数民族群众信仰“两教”．这一方面说明在多民族
居聚地区“两教”对各少数民族影响在增强：另一方

面也说明。在当前国内外敌对势力推行“福音西进”
的大背景下．“两教”都存在着向少数民族中渗透的

苗头和趋势。相比较而言，在天主教中少数民族所占

的比例相X-J"较高。调查发现，这是由于天主教在新疆

许多地区都处于少数民族聚居区。如察布查尔八乡

天主堂座落于锡伯族较集中的扎库齐牛录乡(八

乡)，再加之近些年许多少数民族群众看病难成了现

实的社会问题，一些少数民族群众为了治病到当地
天主堂中寻求“神水”和治病，使宗教在当地的影响

进一步增强。

(四1在学历结构层次上。虽然“两教”信众都呈

现出以中学学历为主的特点，但相比较而言．天主教
大专以上的高学历信徒略高于基督教．而基督教信

众中的文盲和小学学历则要高于天主教(见下图)。

7．新疆基督教信众学历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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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新疆天主教信众学历结构图

上图比较可以看出．在基督教中初、高中学历占

51．4％；在天主教中，初、高中学历占62．7％，是“两

教”信徒中的主体学历。但在大专以上的高学历信众

中天主教则占19．8％，高于基督教信众9个百分点。

而在没有上过学的文盲和小学学历中．基督教信众

则高于天主教信众20．4个百分点。这说明。天主教
信众的学历和文化程度相比较而言要明显地高于基

督教信众。

由于上述各种结构的区别．也导致在其他一些

问题上相应地也有了一定的区别，如在婚姻问题上，
天主教信众由于年龄稍轻．相应地已婚者在天主教

信众中也低于基督教(占76．5％)，而在基督教中则

高达86．8％；与此相联系的在离异家庭中。基督教信

众也要略高于天主教家庭2．3个百分点。这说明在

基督教中，因为家庭婚姻不和谐而信教比例略高于

天主教，这种离婚率稍高既与年龄有一定关系，更与

知识水平有一定联系。
(五)在职业构成上。虽然不论是基督教还是夭

主教，都呈现出工人、农民和离退休人员多的特点。

而在天主教中，学生和经商人员者高于基督教信众。

学生在天主教中占11．4％。而在基督教中则只占

1．5％①。这种学历和知识水平的不同还直接导致接

受宗教知识手段和渠道上的区别。在基督教信众中。

通过宗教人士和亲友传教接受宗教知识的比例占

79．1％，在天主教中只占65％，而通过书籍自学宗教
知识的在基督教中占28．9％。而在天主教中则达

37．302'0。如果再加上从网络上获得宗教知识这种渠

道则会更多。这种接受宗教知识手段和渠道的多样

化，一方面为教徒提高自身的素质提供了更多的手

段；另一方面，如果引导不好。也为外来势力的渗透
提供了方便条件。使其更有可能通过多种渠道接受

外来渗透。因此，我们在普遍提高“两教”信众学历水

，平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加以引导，使宗教书籍和网络
成为提高信众宗教和思想素质．引导其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做贡献的重要手段。防止其成为进行渗
透的渠道。

二、“两教"信众信仰情况对比

问卷统计显示，“两教”信众在一些基本信仰和

活动上比较一致。如坚持每个星期都去教堂从事礼
拜(或弥撒)的信众在基督教中占50．9％，而在天主

教中占61．4％，天主教比基督教要高。但从频繁程度

上看，基督教却要高于天主教。每周去2—3次在教

堂做礼拜(弥撒)的在基督教中占37．6％，而在天主

教中占20．5％。虽然每周到教堂2-3次的天主教比

基督教差10个百分点以上．但综合来看“两教”基本

相似，基督教信众的宗教热情更高一些，宗教行为更

频繁一些，反映了其宗教信仰和宗教行为更具情感

性。又如在日常生活中“严格遵守十诫”的信众在基

督教中占63．1％，在天主教信众中占64．5％，二者基

本相近；对回答“做好事的原因是什么?”时，在基督
教信众中有83％、在天主教信众中有占76．4％的人

认为是“遵从主的教诲”。说明其对“十诫”的信仰和

遵守也基本一致。在回答“圣诞节去教堂的原因”时．
在基督教信众中有87．7％，在天主教信众中有

91．3％的人回答是“信仰的要求”。当问道“你生活中

最大的希望是什么”时，在基督教信众中有70％，在

天主教信众中有66．4％的人回答“以一切服从上帝
安排为荣耀”。以上这些回答说明．天主教信众和基
督教信众在基本的宗教信仰．对宗教礼仪的遵守上

-Ok识基本一致，即使有差别也很小。
但天主教信众和基督教信众在有些方面却存着

非常明显的差别。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在宗教学识上的差别．如对“七圣事”的了
解，“两教”信众呈现出明显差距(见下图)。

9．基督教信众对七圣事的了解图

10．天主教信众对七圣事的了解图

上图可以看出，基督教与天主教信徒在对七圣

事的了解上基本呈相反态势。基督教大多数信众对

七圣事“不了解”，而天主教大多数信众“很了解”。这

说明天主教信众的宗教知识了解较多．相应地信仰

的理性程度高于基督教信众；同时也说明基督教信

众中对宗教的信仰带有更多的情感因素。
对宗教知识掌握了解的程度不同。这与天主教

信众的学历层次普遍高于基督教信众，与学习宗教

知识的自觉程度有密切联系。在天主教中，有34．5％

的人表示“经常购买宗教书籍制品”．而在基督教中

“经常购买宗教书籍制品”的人只占17．4％。除了通

过购买宗教书籍制品学习宗教知识外．还有通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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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了解掌握宗教知识的比例也有较大差别。当问道

“你是否上网了解你所信仰的宗教知识和信息”时。

“两教”信众的选择如下图：

11．基督教信众上网率图表

12．天主教信众上网率图表

图中显示。在基督教信众中。上网或经常上网查

看有关宗教知识的合计占16．9％．而在天主教信众

中则占32．3％，高出了基督教信徒近一倍。可见在天

主教信众中由于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上网人数和经

常购买宗教书籍制品人数比例都较高。所以造成天

主教信众在对宗教知识了解上相x,-t也比较多。这是

造成天主教信众中理性因素较多的主要原因。

再如。对于两教信众信仰宗教的目的．二者也有

明显差别。在基督教中，有28．6％的人信教是因为

“祛病求福”，而在天主教中，因“祛病求福”而信教的

人数只占8．6％；在天主教中．有89．5％的信教是为

了“求得精神寄托”和“实现人生价值”而信仰宗教．

而在基督教信众中只占66．2％。一种宗教，信众的信

教目的越实用，世俗化程度就越高，其宗教的神圣性

就会越低；反之，一种宗教越能摆脱实用目的，其宗

教的精神价值、神圣性越高，世俗化程度也就会越

低。由此可见。基督教的世俗化程度高于天主教．而

天主教的精神性和神圣性要强于基督教。这种差别

几乎反映在“两教”的所有宗教礼仪和活动之中。同

时。这种世俗化程度，从一定意义上也决定着基督教

在目前向普通群众。特别是下层群众中传播更加容

易，更适合下层群众“治病祛祸”、“求福求平安”等实

用心理需要。这也是近年来基督教在下层群众中发

展要快于天主教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由信仰观念所支配的具体思想行为上的差
别。如当问道“如果你所信仰的宗教与国家法律发生

冲突时，你应该怎么办?”时，“两教”信徒在这个问题

上表现出较大的区别(见下图)。

1 3．基督教信众的选择图

14．天主教信众的选择图

从上图信众的选择可以看出．在基督教信众中
如“宗教教义与国家法律出现冲突”时，有25％的人

表示“按照传统的教义办”．而表示“按照国家法律

办”的人高达45。9％；而在天主教信众中表示“按照
传统教义办”的人比基督教高16．8个百分点。而表

示“按照国家法律办”的人则低了近10个百分点。这

不仅说明在新疆天主教中相当一部分信众不仅宗教
知识掌握较多，而且受宗教影响也较深；宗教影响越

深，法制意识就会越淡漠。说明加强法制教育在天主

教信众中更为紧迫。当然，在新疆天主教信众中。这

种法制意识的淡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是宗教

意识浓厚外，调查也发现，更与新疆地区各天主教堂

的宗教人士不能很好地对广大信众进行爱国和法制
教育密切相关。

(三)在对党的“独立自办”方针包括政治态度上

的差别。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是我国的一项重要的宗
教政策。在当前主要表现在对我国政府与梵蒂冈政

府的关系的认识上。在我国政府与梵蒂冈应该不应

该改善关系，如何改变关系等问题上。“两教”信众亦

有明显差别(见下图)：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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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瑷凌喜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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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基督教信众对梵蒂冈的态度图

16．天主教信众对梵蒂冈的态度图

图中显示，基督教信众大多对梵蒂冈不了解，因
此，主张“应无条件改善关系”的人也很少；相反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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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信徒中，不了解梵蒂冈的人只占20％，而高达

34．1％的人主张“应无条件改善与梵蒂冈的关系”。

这说明天主教信众中有相当一部分群众对这一关系

认识模糊。由于对我国政府与梵蒂冈的关系认识的
差别。又直接影响到对“自传、自治、自养”的“三自”

方针的认识。在问卷中，当问道你对“三自”方针的认

识时，基督教和天主教信众的具体回答如下图所示：

17．基督教信众对“三自”方针的认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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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天主教信众对”三白”方针的认识图

图中显示：在基督教信众中，认为“三自”方针

“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的高达74．6％，比天主教信

众高出45．1个百个点；相反，认为这一方针“不利于

宗教传播和发展”的在天主教中则比基督教高21．9

个百分点。就是在天主教信众中对三自方针不清楚

的人，通过调查一些也不是真正“不清楚“，而是处于

既爱国．又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与梵蒂冈的关系的一

种矛盾心理的反映。出现上述情况与新疆天主教界

的特殊情况．与天主教界宗教人士的思想政治素质

有密切联系。

(四)对党的宗教政策的满意率上的差距。虽然

对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基督教信众中表示坚

决拥护和基本拥护的占54．6％和32．7％．在天主教

信从中占50．9％ga 31．4％。二者的拥护支持率基本

一致。但对本地区、本单位宗教政策执行情况的满意

率却有较大差别，对党的宗教政策落实执行情况的

满意率在基督教信众中要高于天主教信众(见下

图)。但将“满意”和“基本满意”合计又基本一致，都

在88％以上。

19．基督教信众对党的宗教政策的满意图

20．天主教信众对党的宗教政策的满意图

图中显示：不仅天主教信众对党的宗教政策的

“满意”率低于基督教信众13．1个百分点，而且“不

满意”和“很不满意”率都要高于基督教信众0．5个

百分点。出现这种情况，除了与各地对天主教的政策

执行情况有联系而外．更与新疆地区天主教自身的

实际状况有密切联系。在天主教界要特别注意加强

对党的宗教政策，特别是“独立、自主、自办”方针的
教育。

三、关于“两教"信众信仰对比情况的几

点思考

(一)在“两教”信众中必须十分注意加强“反渗
透”教育

在当前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推行“西化”、

“分化”策略的大背景下．“两教”往往成为其推行这

一策略的工具。在这一国际背景下，加强对“两教”信
众思想教育。增强抵制西方敌对势力利用“两教”推

行“福音西进”策略的自觉性显得十分紧迫。调查发

现，在“两教”信众中。这种抵制渗透的意识淡漠，警

觉性不高的问题十分突出。如问道“对福音西进的态
度”时．在天主教信众中有84．5％。在基督教信众中

有76．5％的认为“福音西进”“有利于新疆的发展，应

该表示欢迎”；认为“福音西进”会“影响新疆稳定和

民族团结，应值得警惕”的在基督教信众中占4．9％，

在天主教信众中只占2．3％。这说明。“两教”信众对

西方敌对势力推行“福音西进”策略的警觉性十分薄

弱，特别是天主教信众更加薄弱。因此，加强对“两

教”信众的教育。提高他们抵制西方敌对势力利用

“两教”进行渗透活动的自觉性，是最终取得反渗透
斗争胜利的有效途径。

(二)在“两教”信众中必须十分注意大力加强法

制教育

宗教事务纳入法制轨道是保证宗教和睦与社会

和谐的重要条件。但调查显示，在“两教”信众中法制

意识比较淡漠，而传教意识却十分浓厚。不仅在基督

教信众中有25％的人。在天主教中也有41．8％的人

表示“当宗教教义与国家法律发生冲突”时要“按照

传统的教义办”，将宗教教义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

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信众具有十分强烈的传教意识。
比如当问道“您有向您周围的人传教的义务吗?”时，

在基督教信众中有57．2％。在天主教信众中有

53．6％的表示自己“有向周围的人传教的义务”；不

仅如此，而且在基督教中有68．7％。在天主教中有

77．7％的人都希望自己所信仰的宗教“能在新疆各

 万方数据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生

民族包括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中传播”，完全站

在宗教的立场上，很少考虑国家的法律、新疆地区的
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这种思想认识说明，只要形成

一种较强的社会势力，一旦当宗教利益和围家利益
发生冲突时，就会有相当一部分人起来维护宗教利

益而与国家利益相抗衡。只要相当一部分信众这一
思想认识问题不解决，这种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就会

存在。消除这种不稳定因素的根本办法不是消灭宗
教．而是对广大信教群众加强法制教育，使他们始终
把自己的宗教行为纳入法制范围。当宗教利益与国

家法律发生冲突时．自觉地维护法律尊严，维护国家
利益。

(三)在“两教”信众中必须十分重视科学文化
知识的普及和正确宣传

调查显示．不论是基督教还是天主教信众中都

有较强的宗教信仰意识，不仅在日常生活中“严格遵
守十诫”的信众在基督教中占63．1％．在天主教信众

中占64．5％。而且在基督教信众中有70％，在天主教

信众中有66．4％的人把“一切服从上帝安排为荣耀”
作为“日常生活中最大的希望”，这充分说明，在“两

教”信众中。至少有占63％以上的人有较浓厚的宗教
意识和宗教情感，宗教在这部分信众中有深刻的影

响。但我们也应看到，信徒宗教意识和宗教信仰的深
浅程度，并不等于对上帝的依赖程度，不能简单认为

一个人宗教意识越强，在生活中对上帝的依赖程度
就越深。如当问道“你认为决定自己命运的是什么?”

时，信众们的选择如下图：

21．基督教信众的命运观比率图

22．天主教信众的命运观比率图

从图21与图22的比较可以看出，在基督教信

众中有73．6％的人认为自己的命运由上帝决定，而
在天主教中则只有52。7％的人认为自己的命运由上

帝决定，说明基督教信众对上帝的依赖程度更高。而
认为自己的命运“由自己决定”或“由上帝和自己的
努力共同决定”在天主教信众中却比基督教信众要

高。这种情况说明，宗教信仰和宗教意识并不是影响

信众命运观的唯一因素。影响教徒命运观的因素除
了有对上帝信仰的深浅程度外，还有教徒所掌握科
学文化知识的程度。天主教信众由于文化知识水平
相对较高，所以认为自己的命运“由自己”或“由上帝

和自己的努力共同决定”的人数比较高；基督教信众
由于普遍文化知识水平较低，所以在命运观上对上

帝的依赖程度更高一些。这也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要改变信徒们处处依赖上帝的被动状况，
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必须大力加强科学文化知

识的学习和普及。我们大力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目
的．不是为了尽快消灭宗教．而是为了使信教群众摆

脱在日常生活中处处依赖上帝，把自己的命运看成
完全是由上帝决定的消极被动的命运观，进一步提

高信众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
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去。

对科学文化知识与宗教的关系应该有一个科学全面
正确的认识和宣传，我们过去那种认为，普及科学文
化知识是促进宗教消亡途径的简单化说法和做法，

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信教群众的宗教情感，也妨碍
了他们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积极性。在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普及宣传科学文化知识的目的只能是提高

广大信众掌握自己命运的自主性，为我国的现代化
事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而不是促进宗教消亡。

注释：

①调查发现，基督教中青年学生实际人数比例要高于此数，因

为相当一部分信教学生处于家庭聚会点中，在新疆地区，真

正进入教堂活动者相对较少。而天主教由于大多是家族式

信教．所以许多学生都可以随家长一起进教堂。所做问卷大

部分是在教堂中进行的．所以呈现出天主教中学生高于基

督教的现象。

A Contrastive Study of Composing of Christians and Catholics and Their Beliefs

Li Jiangsheng

仇School ofLaw and Economy,Xinjiang Normal Univers毋，Urumqi,Xinjiang,830054)

Abstract：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s collected from the Christians and Catholics，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it

is of vital importance to stress the legal system education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science and cultural

knowledge，SO as to encourage those people to contribute to the building of the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Christianism；Catholicism；religious b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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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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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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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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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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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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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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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然而,若从中国教会的角度视之,情况就完全两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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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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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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景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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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民族丛刊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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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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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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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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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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