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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基督教在西藏的传播研究状况述评

################################################

郭 永 虎

提"要"文章对我国学界关于近代基督教在西藏的传播研究进行了系统地评述!近:D年来"学

界主要围绕西方传教士入藏传教的动机#历史过程及其影响#基督教在西藏传播的失败原因#基督教

与藏传佛教的交流和冲撞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郭永虎"男"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题词"基督教"天主教"传教士"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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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

"";=世纪初至;H世纪中叶!伴随着西欧殖民

主义势力向东方扩张!西方传教士开始进入我国

西藏地区进行传教活动"近代基督教在西藏的传

播是对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活动研究的重要课题

之一"探讨近代基督教在西藏的传播问题对于研

究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族矛盾与文化交流 #如基督

教与藏传佛教的矛盾和冲突$藏族人民反洋教的

斗争%!均有裨益"

:D世纪HD年代以来!我国藏学界对于这一

问题不断从各个角度加以研究!"尽管对该专题

的研究论著层出不穷!却缺乏从学术史的角度进

行深入细致的总结"鉴于迄今尚无专文评介传教

士在西藏的传教活动!本文试就此做一番学术史

的梳理"囿于篇幅和所知!笔者不能将海内外的

相关成 果 逐 一 评 介!只 能 尽 目 力 所 及 而 攫 其 大

端"纰漏之处!恳请方家补正"

一#近:D年来国内学界关于基督教在

西藏的传播阶段性研究成果概述

"" #一%初步研究

:D世纪HD年代末以前我国学者尚未对基督

教在西藏传播问题进行专门研究!与之相关的研

究主要散见于以下三类著述中&一是在研究近代

列强 #英国$沙俄%侵略西藏时作为背景介绍简

略阐述传教士在中国西藏的早期传教活动"如!
佘素的 ’清 季 英 国 侵 略 西 藏 史(" 论 及 了 罗 马 天

主教传教士 #安夺德与德西德里%在西藏阿里地

区和拉萨设立教堂的经过)朱解琳的 ’帝国主义

对藏区的文化侵略述评(对列强在藏区实施文化

渗透进行了 评 述"# 二 是 在 研 究 近 代 西 藏 僧 俗 反

洋教斗争 #教案%的著述中论述该问题"近代传

教士在进入西藏地区活动遭到了西藏地方僧俗的

抵制"HD年中期!有 学 者 在 研 究 西 藏 人 民 *反

洋教+斗争的同时也对传教士在西藏的活动进行

了简要的评述$"三是在文献整理方面!我国先

后出版了一系列明清以来的西藏档案文献"其中

对传教士在西藏的活动$清政府对西方传教士入

藏 *传教+$ *游 历+的 管 制 政 策 进 行 了 文 献 汇

编%"
从HD年代末开始!国内学者 对 天 主 教 在 西

藏的传播进行了专题性研究"如房建昌的 ’基督

教在西藏 传 播 小 史(& 对 西 方 传 教 士 #安 夺 德$
德西德里$古伯察等%在西藏的早期传教活动进

行了历史考察"耿昇对法国传教士古伯察的入藏

活动 及 其 著 作 ’鞑 靼 西 藏 旅 行 记(进 行 了 评

介’"王 永 红 在 ’略 论 天 主 教 在 西 藏 的 早 期 活

动(一文中对;7:5,;=56年 间 天 主 教 传 入 西 藏

的背景及经过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天主教在

西藏的传播具有如下特点&;G时间早"历 时 长

达一百多年":G受洗者寥寥!以 失 败 告 终"由

于受到僧俗群众的抵制!传教活动缺乏群众基础

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二%:D世纪ED年代研究的新阶段

:D世纪ED年代国内对该问题的研究进入了

一个新阶段"学者们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颇有建树

的论 著"如 房 建 昌 的 ’西 藏 基 督 教 史 #上$



下!") 使用中外文献对基督教在西藏传播的基本

情况进行了历史分析#其中论及了;7世纪葡萄

牙耶稣会士安多德在西藏早期活动以及法国 $包
括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古伯察%罗勒拿在西

藏的传教活动#刘君的 &康区外国教会览析"利

用四川档案馆藏的天主教川南教区法文档案和地

方档案对康区藏族国外教会的活动进行分析#文

章介绍了康区教会组织系统%教堂分布以及外国

教会的经济状况的基本情况#作者指出’教会的

基本收入是地产经营’即通过购买%典当%侵占

掠夺土地*#耿昇%继光的 &关于法国传教士古

伯察西藏之行的汉文资料"&;;"利用 &清实录"和

&筹办夷务始末"等中文档案资料对;H57年法国

传教士古伯察西藏之行进行了史料收集整理#此

外’伍昆明的 &古格王对基督教的支持和僧人的

对策"&;:"%秦 和 平 的 &近 代 藏 区 天 主 教 传 播 概

述"&;9"%任真等的 &十九世纪西方探险家%传教

士在我国藏区的活动"&;5"%林俊华的 &帝国主义

在康区的侵略活动"&;6"也都对此进行了阐述#
由于有关早期西方与西藏关系的史料’绝大

多数是 葡 萄 牙 文%拉 丁 文%意 大 利 文 的 文 献 资

料’国内很难找到’且懂得这些语言的藏学研究

者也不 多’研 究 起 来 难 度 大’而 且 国 内 有 关 资

料’无论是 外 文 的’还 是 藏 汉 文 的’均 极 端 缺

乏’特别是早期传教士在古格%日喀则和拉萨等

三个地 区 活 动 的 汉 藏 文 资 料 更 少#;EE:年’伍

昆明的力作 &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7"则在很

大程度上弥补了前者研究的不足#伍昆明搜集了

大量拉丁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和藏 文 资 料#
其中包括(传教士的报告和书简%达赖喇嘛%康

济鼐%颇罗鼐等西藏地方权势人物与罗马教皇和

传教士的来往信函%日记及有关各国的档案以及

他们颁布的有关传教士的谕令与文告等第一手材

料和其他资料等#伍昆明除主要论述早期传教士

在古格%日喀则和拉萨等三个地区的活动外’还

论述了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世纪时期在莫卧

儿帝国的耶 稣 会 士 对 西 藏 的 调 查 研 究’以 及;=
世纪从印度去探查震旦 $包括西藏!和从北京途

经西藏返欧洲的传教士的活动情况&;="#
这一阶段的相关成果还有很多#如(潘发生

的 &帝国主义在云南藏区的侵略活动"&;H"依据详

实的历史资料论述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云南藏区以

)传教*为借口进 行 精 神 征 服’以 )游 历*为 幌

子窃取情报’以 )考察*为名掠夺资源以及残杀

无辜藏族群众等活动’同时也展示了云南藏区人

民反帝爱国的斗争史#王炎对 &梅玉林事件发生

地考实"&;E"对法国传教士梅玉林被杀地点进行了

考证#黄维忠在其专著 &佛光西渐+++藏传佛教

大趋势"&:D"专辟一节对安多德和德西德里等传教

士在西藏的传教活动进行了研究#饶斯丹的 &在
爱国主义旗帜下+++康区藏族人民反对外来侵略

维护祖国统一斗争论略"&:;"也就相关问题进行了

论述#
基督教在西藏的传播是一个历史问题’但同

时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多吉次仁的 &西藏天主教

的今昔"&::"和索朗卓玛的 &盐井的天主教堂和盐

田"&:9"对现存西藏昌都地区芒康县盐井地区的天

主教信仰的历史沿革和现状进行了介绍#桑吉扎

西对滇藏交界处的天主教村落也进行了简介#&:5"

值得一提的是’:D世纪ED年代以来’我国

学者还先后翻译出版了一系列涉及该问题研究的

高水平系 列 译 著#如’ &鞑 靼 西 藏 旅 行 记"&:6"%
&西方发 现 西 藏 史 $上%下!"&:7"% &瑰 牵 雪 域

+++西藏 最 早 的 天 主 教 传 教 会"&:="% &发 现 西

藏"&:H"% &西藏的黄金和银币+历 史%传 说 与 演

变"&:E"’等等#
$三!近年来的研究动态及新趋势

现阶段论著作一个重要特点是对以往的研究

情况进行了反思#过去一些缺乏深入研究的课题

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一些相对片面的结论也得

到了修正#
保罗%泽勇的 &盐井天主教史略"&9D"对天主

教在西藏盐井的传教过程%相关历史事件及其现

状进行了论证’从而修正了王永红先生和房建昌

先生所持 西 藏 没 有 天 主 教 堂 的 观 点&9;"#万 明 的

&西方跨越世界屋脊入藏第一人+++以安 德 拉 德

葡文书信为中心的探析"&9:"以其在里斯本所见以

及近年出版的安德拉德书信的注释文本为依据’
结合其他史料和考古报告’在中葡关系的大背景

下’对明代天启至崇祯年间入藏的葡萄牙耶稣会

士安德拉德的生平及其入藏活动进行了探讨#许

广智的 &试论西方殖民主义者早期对西藏的渗透

及其侵略活动"&99"对西方传教士对西藏的早期渗

透及其失败原因进行了分析#
近年来’学者们对该问题研究的逐渐深入还

体现对天主 教 在 西 藏 传 播 的 地 域 范 围 上#;E世

纪中后期’随着藏族僧俗反洋教斗争的高涨’西

方传教士由于在西藏腹地无法立足而纷纷转向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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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周边 地 区 !如 四 川"青 海"云 南 等 地 区#传

教$学界对此也进行了研究$例如%徐君的 &近
代天主教在康区的传播探析’&95’在总结前人相关

研究成果基础上%利用在国外发现的新资料%以

康区为例对近代天主教传教士进入康区传教的历

史情况加以考证%并对其信仰状况及其影响进行

了探讨$杨健吾的 &基督教在四川藏族地区’&96’

论述了基督教和天主教在四川藏区传播的概况"
传播的手段及特点$他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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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我国学者还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视角

探讨了天主教与藏传佛教的交流与冲突$如%董

莉英的 &天 主 教 在 西 藏 的 传 播 !;7(;H世 纪#
及其影响(((兼论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97’在

中西文化视野下探讨天主教与藏传佛教的接触"
交流"碰撞$作者通过对传教上进藏的背景及其

过程的分析%考察了至今在西藏仍有影响的天主

教$泽拥的 &异质文化击撞下的 )新神话*(((
从传教士个案看天主教与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

交往’&9=’以法国传教士古伯察的 &鞑靼西藏旅行

记’和奥尔良王子 &云南游记’中传教士关于藏

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相关内容的阐释为个案%对异

质文化间的交往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古伯察

以教化和传播福音为天职以及为阐释基督教作为

藏传佛教来源的努力%直接决定了其游记文本中

关于藏族文化现象的评述必然呈现另一种面目%
即藏族文化在神甫的成见和想象中%从宗教信仰

到民俗都成为不符合基督教道德的东西$

二!主要问题领域研究及研究取向综述

关于西方传教士在西藏"活动的研究%学界

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领域进行了重点探讨+
!一#关于传教士入藏动机问题

杨公素 认 为%;=世 纪 葡 萄 牙"意 大 利 等 国

的天主教徒 !无论是耶稣会或是卡普清派#来西

藏的目的是 很 显 然 的%;=世 纪 正 是 英 国 和 葡 萄

牙在印度 大 陆 和 远 东 争 夺 商 业 市 场 最 尖 锐 的 时

期%葡萄牙 在 印 度 和 中 国 早 已 占 有 果 阿 和 澳 门

!;669#并以此为根据地向外扩张%以传教士为

先锋&9H’$他们 以 宗 教 为 掩 护"多 次 进 入 我 国 西

藏地区%企图建立据点%对我国藏族的语言"历

史"宗教等情况做调查$
&藏 族 简 史’编 写 组 指 出%以 印 度 的 果 阿

!X?##为根据 地 企 图 到 西 藏 地 区 建 立 据 点$这

是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入侵我国西南边疆的开始$
耶稣会教士企图探索一条从欧洲到达我国内陆路

线的野心$此外他们还肩负着 )宗教使命*+要

到达东方 的 藏 传 佛 教 圣 地 来 从 内 部 攻 破 这 个 堡

垒%为西方 的 基 督 文 明 开 疆 拓 土&9E’$林 俊 华 认

为%传教士的真正用意是借助 )传教*" )游历*
和 )考察*进行精神文化的侵略%达到窃取情报

和掠夺资源的目的$他们以 )传教*为名进行精

神征服活动$)这些先锋队 !传教士#所搜集的

有关 !中国#民族"语言"地理"历史"商业以

及一般文化情报%将其送回国内$为了扩张精神

上的影响而多花一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讲%
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收获得更多$*&5D’

也有学者指出西方传教士入藏具有双重 )使
命*$赵萍认为%传教士进入西藏之目的就是要

让亚洲大陆的人都信奉天主%扩大教皇权力%同

时%更重要的是%通过传教士的活动%深入亚洲

内陆%为殖民主义者入侵提供可靠资料$&5;’周伟

洲也认为%从;=世纪初至;H世纪中叶%上述数

批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士赴藏%他们当中有些人

为了西方 殖 民 主 义 势 力 寻 找 新 殖 民 地 而 奔 赴 西

藏%但多数人是出于信仰上帝%为了传教的目的

而去那里的&5:’$
伍昆明主张应对传教士的入藏动机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尽管早期传教士是伴随着西方殖民主

义势力向东方扩张而进入西藏的%但并不是所有

的传教士都是为西班牙"葡萄牙外拓殖民地的目

的而来的$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是出于对上帝的信

仰%为了传播 )上帝的福音*而进入西藏的$因

此%应该实事求是地将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主义

势力"罗马朝廷"耶稣会"卡普清修会以及传教

士个人等%在其赴藏的各自动机上加以区别$
!二#关于基督教在西藏传教的失败原因研

究

近代传教士在西藏传教活动失败原因一直是

中国学界关注的焦点$我国学者从政 治"宗 教"
自然条件等方面分析了基督教在西藏传教失败原

因$如%曾文琼认为%我国藏族地区基本上是信

仰单一的喇嘛教%宗教的排他性必然注定了洋教

不能在藏区立稳脚跟$加之我国藏区大多地处边

沿%海拔 较 高%气 候 恶 劣%交 通 闭 塞"运 输 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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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传教士们不适应高原气候"此外!西藏人民

反侵略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思想是西方传教士的

传教活 动 失 败 的 根 本 原 因#59$"伍 昆 明 认 为!耶

稣会传教士在西藏阿里地区南部地区活动之所以

失败!其根本原因是他们的活动受到大多数藏族

僧俗人民的反对#55$"
房建昌指出!基督教在西藏的传播是一部失

败的历史"这一方面是因为西藏本身宗教生活已

十分丰富!很难对基督教感兴趣%另一方面也是

由于基督教缺乏那种它们在内地所得到的帝国主

义的支持#56$"
杨公素认为!从耶 稣 会;7:5年 来 到 阿 里 起

直到;=56年卡普清自拉萨撤退时止!共 经 过 一

世纪多!在 这 百 年 来!西 藏 发 生 的 变 化 是 很 大

的"首先在政治上不但内部得到了统一!而且统

一在清朝之下!过去紊乱&分裂的局面 结 束 了"
当时的清朝是正在上升的强有力的帝国!足以维

护西藏的权利和捍卫它的安全"其次!从宗教上

来说!黄教的达赖喇嘛已成为西藏政教合一的统

治力量!黄 教 已 成 为 西 藏 的 正 统 宗 教!深 入 人

心!信仰极高"因此!天主教的教士们在西藏传

教的活动和企图就注定要失败了#57$"
王永红指出了传统政治分析的片面性!并用

文化心理冲突的视角阐释基督教在西藏传教失败

原因"他认为!以藏传佛教为核心的藏族文化教

有着很强的排他性"他们对自己文化的独尊心理

使之坚信只有佛教才是他们唯一信仰的宗教"传

教士所宣 扬 的 异 教 ’皆 与 地 土 不 宜&佛 教 不 合"
藏族没有信仰天主教的自觉意识!因此天主教传

入西藏后!没有能够攻破藏传佛教意识统领下的

藏文化堡垒!没有攻破西藏传统文化抚育下西藏

人民独特的文化心理!传教活动必然失败#5=$"
赵萍 认 为!从 文 化 上 说!西 藏 全 民 信 仰 佛

教!藏传佛教在西藏成为人民的正统思想!正是

这种传统文化的区域性和排外性特征!使天主教

在西藏没有点滴的传播基础"此外!西藏独特的

地理环境 和 艰 苦 的 生 活 环 境 也 使 传 教 者 半 途 而

废#5H$"
徐君从 社 会 学 角 度 对 此 进 行 了 分 析"他 指

出!藏区民众没有一般弱势民族可能存在的社会

价值&伦理道德等短缺问题!因此面对基督教的

传播!不会产生从新宗教里汲取或寻求社会价值

或伦理道德等心理需求"在当时的情况下!加入

教会的民众会被当地人认为是 ’加入了另一个民

族(!会被以排斥的眼光或情绪对待"从天主教

本身来看!在藏区宣教中被忽略或曰缺少了一个

重要环节!即文化";E世纪晚期和:D世纪早期

的藏区民众除了出现个别人的机体短缺以外!对

于集体社会而言!由于藏传佛教的深入人心则不

存在对外来宗教需 求 的 心 理 ’短 缺(!因 此 皈 依

一个外来宗教的驱动力不如其他民族地区强#5E$"
)三*传教士在西藏活动的作用评价问题

如何评价传教士在西藏的活动？国内学术界

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主张!传教士入藏传

教活动服务于本国殖民扩张!是西方殖民势力渗

透西藏的 ’先行者("赵萍认为!伴随着西方殖

民主义 行 的 足 迹!天 主 教 开 始 渗 入 我 国 西 藏 地

区"葡萄牙传教士潜入西藏阿里&日喀则地区活

动活动了;DD多年!虽从未能站稳脚跟!但他们

收集了大量有关西藏的资料!为后来帝国主义的

入侵提供了条件#6D$"许广智也认为!自;7世纪

起天主教就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在西藏地区进

行了长 达 一 百 年 的 传 教 活 动!虽 然 没 有 站 稳 脚

跟!但他们收集了大量有关西藏的资料!为后来

帝国主义的入侵提供了条件"
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应客观地评价传教士的活

动"王永红认为!西方传教士有为殖民主义者的

殖民侵略服务的一面!然而不能否定他们传教活

动文化性的一面!传教士还起到了 ’东学西渐(!
’西学东渐(的作用!进 入 西 藏 的 传 教 士 一 边 学

习藏文&翻译佛经!一边对西藏文化进行广泛的

了解!他们大量的 ’纪事(在:D世纪初在西方

出版后!也起到了介绍西藏文化的作用#6;$"
周伟 洲 也 认 为!传 教 士 活 动 的 结 果!一 方

面!客观上使殖民主义势力获得了西藏等地区的

一些信息%另一方面!他们将反映西方思想观念

的基督教文化介绍给西藏!并将西藏各方面的情

况!尤其是藏族文化介绍给了西方公众!这对东

西方文化交流是起了积极作用的#6:$"
伍昆明认为!早期传教士在中国西藏等地的

传教活动!是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向东方扩

张而进行的%但对其活动不能像过去那样完全与

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活动等同起来!一概加以否

定!也应一分为二!肯定他们客观上对中西文化

交流所起的积极作用"应对传教士活动的客观效

果作具体分析#69$"
刘君客观地评价了传教士在康区传教的历史

作用"他认为!一方面外国教会在康区的传播与

+=E;+" """"近代基督教在西藏的传播研究状况述评 "



发展!首先扮演了帝国主义侵略康藏地区急先锋

的角色!因而其披着宗教外衣行侵略之实的实质

是毋容质疑的"这些侵略活动包括#调查西藏自

然地理情况$收集地图情报$从事间谍活动$为

本国 侵 略 政 策 提 供 咨 询 参 考%65&"但 另 一 方 面!
传教士在康区开办文化教育事业!促进了康区文

化教育的发展!造就了康区一批知识分子!为康

区近代文明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这包

括#创建学校$出版印刷业$医疗卫生业$开展

慈善福利事业$开垦荒地$试种蔬菜水果等"外

国传教士还致力于学习藏文!研究康藏历史$宗

教$语 言$文 化!为 藏 学 发 展 研 究 做 出 了 贡

献%66&"
’四(基督教与藏传佛教的交流与冲撞

基督教在西藏的传播使得藏传佛教与基督教

产生了早期的接触!从而引发了以基督教东渐与

藏传佛教西渐为内容的两种文化的双向交流"这

种交流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两种异质文化的冲突"
冲突的形式不仅仅是暴力的冲突!更有两种宗教

间和平地交往"
伍昆明指出!传教士与喇嘛展开的关于上帝

和佛教教 义 的 辩 论 便 是 典 型 的 两 种 宗 教 间 的 对

话"董莉英认为!文化交流和影响从来都是双向

的$互补的"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诸如天文$数

学$地理等科学以及希腊罗马的宗教和哲学领域

的人文 思 想)同 时 他 们 学 习 藏 语 研 究 藏 地 的 习

俗!梳理历史!诠释哲学!品赏艺术和文学!通

过译介!著书立说把西藏文化介绍到西方"不管

西方人是出于何种目的向西方介绍西藏文化的!
但的确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西方人投身于西藏文

化的研究中来!在西方掀起一个至今持续不断的

藏学热浪"%67&这些包罗万象的关于西藏社会$宗

教$历史$地理$文化等 *文献+的文字!不仅

记录了他们在那个时代的独特西藏见闻!还以自

己的文化视角开始了中西文化最初的碰撞!使西

方了解西藏!西藏了解西方!为人类不同观念的

多元文化的形成$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综上!国内学者对近代天主教在藏区传播的

研究虽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同国内对基督教在

我国内 地 传 教 史 的 研 究 相 比 仍 显 薄 弱"作 为 个

案!学界关于基督教在西藏传播的研究尚存在着

许多空白"譬如!对于天主教如何传入藏区以及

藏区民众的信仰情况如何等最基本的问题还没有

较系统的研究成果)对有关传教士与西藏的拉丁

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和藏文等原始文献缺乏

系统翻译和整理"房建昌指出!应对西藏基督教

传播史作更深一步研究!如传教士的生平及其著

作!藏文圣经版本研究都还是一片空白!这必将

大大丰富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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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研究这 一 课 题 的 人 为 数 不 多$只 有 少 数

一些学者在 某 些 方 面 作 了 研 究 和 资 料 编 纂 工 作%
如意大利的X&I&托 斯 卡 诺 所 撰 ’西 藏 最 早 的

天主教传教会(!意大利文$香港#)著名藏 学 家

T&伯戴克编 纂 的 ’赴 西 藏 和 尼 泊 尔 的 意 大 利 传

教士文献(!;E6:*;E67年$罗 马#)!&劳 纳 的

’西藏传教史(!;ED9年$里 尔*巴 黎#)Q&麦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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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民族研究(;EH7年创刊号%

$有代表性的如$李藏郁"’;=至;H世纪天主教传

入西藏与 西 藏 人 民 反 洋 教 的 斗 争($四 川 省 民 族

问题研究所 编 ’民 族 研 究 论 文 选($;EH9年 第;
辑+伍昆明"’西 方 首 批 传 教 士 进 藏 的 活 动 和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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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曾文琼"’清 代 我 国 西 南 藏 区 的 反 洋 教 斗 争

及其特点($’西藏研究(;EH6年第5期%

% 有代表性的如"’西藏地方资料选辑($三联书店

;E=9年版+’明实录藏族史料(!三册#’西藏研究

丛刊之八($西藏人民出版社$;EH:年版+’清实

录藏族史料(!十册#’西藏研究之九($西 藏 人 民

出版社;EH:年 版+吴 培 辑" ’清 代 藏 事 辑 要 续

编($四川民族出版社;EH5年版+’西藏地方是中

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 料 选 辑#$西 藏 人 民 出

版社;EH7年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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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董莉英 天主教在西藏的传播(16-18 世纪)及其影响--兼论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期刊论文]-西藏大学学

报 2004(03)

 
相似文献(1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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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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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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