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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From The Editors 

《中国基督教研究》去年底就在美国洛杉矶出版了第一期。作为创刊号，更像是

一次尝试。虽然也收入十四篇之多的论文，且这些论文的作者还多是国内外的著名专

家。但是，由于编辑都是由非专业的“义务工作者”完成，故此无论是在版面设计上，

还是在版心的文字、图画、排版等方面确实不像是一本专业的杂志。不管怎么说，毕

竟《中国基督教研究》还是问世了。 

出版这么一本杂志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基于两个感受：   

一是因为近代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事实加上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意识形态解读，我

国广大民众、甚至学术界都把基督教来华宣教当成“文化侵略”。上海大学教授陶飞

亚数年前曾经专门撰文对“文化侵略”史实和词语来龙去脉做了非常清晰的梳理和澄

清。可是矫正一种“偏见”和消除一种“成见”毕竟不是一回事。况且这种“成见”

还常常使一些学者在面对基督教时表现出的“情绪化”状况。中国的进步在很大程度

取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进步状况。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全球化浪潮正在冲击着世界

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的知识精英都在尽力地调整自己

的“特殊性”与“全球化共性”之间的矛盾，需要在思维方式、范式转换、价值认同、

多元共存，等方面与世界“接轨”。以至于使自己能够带领本民族一起融入到这个历

史的潮流中求生存、图发展。可是，我们的知识精英还在用“情绪”来面对基督教，

确实使我们在一系列科技成就和经济发展的背后倚然有一种令人忧虑的“不安”。 

当然，凡事都有起因。这样的“情绪化”也确与我们在近代的遭遇有关。“‘中

西体用’的问题在近代中国因着国势的衰弱早已不是各学术问题了，我们早已失去了

评价和选择的主体性了。‘救亡’的压力之下，那还有‘中西交流’？也早已失去了

心平气和的理性思索，‘思想’也一直受到‘情绪’的刺激和搅扰，所有的‘结论’

常与政治斗争的需要紧紧相连。‘偏’是必然的，‘激’是正常的。对‘西学’和

‘中学’；对‘科学’和‘宗教’；对‘革命’和‘改良’几乎就没有机会去认真研

究过、反思过。”1可是，时代不同了，相比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最大的特点就是意

识形态淡化，因此也是更加理性的时代。  

二是因为“基督教”的宗教特性。学术界一提到“基督教”就以为是研究神学或

基督教本身。再说，基督教载中国一直没有进入社会和文化的主流，而是处于社会的

                                                            
1 《回顾“中西交流”，再思“中体西用”（代序）》，载李灵、尤西林、谢文郁主编：《中西

文化交流：回顾与展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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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社会精英阶层极少介入，即便在海外，象北美地区的华人教育程度都还比较高

的，可是 99%都是从事理工科专业的，对历史、文化、哲学、神学了解不多。因而也

很少与教会外、特别是学术界有交流和沟通，使得教会内外成鸿沟。当然，近二三十

年来倒是学术界专家教授们为了研究的需要主动接触教会更多些，现在人们也不像以

前那样“避讳”谈论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可是，国内从教育到出版，对于基督教的

研究似乎还是有许许多多的“禁地”或“禁忌”，所以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专门研究

与基督教有关的刊物。 

可是，近代基督教（新教）来华这一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中西文化

交流的意义其实远远超出它的“宗教性”，基督教来华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变化的

意义和作用更是远远超过它的“宗教性”，这也是我们讨论中西文化交流时无法回避，

也不应该回避的史实。可是这一点我国的学术界似乎关注的不多。 

《中国基督教研究》杂志的主要关注点不是研究基督教和基督教神学，恰恰是基

督教来华后对于中国近代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和变化究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起到了

什么样的作用？这些影响和作用今天是否依然存在？今后是否还继续发挥影响和作用？

我再次重复我在第一期的创刊词中所陈述的：这份杂志的主要旨趣并不是研究基督教

本身，包括基督教神学、教会历史、宗派沿革等等，而主要是研究基督教对中国社会、

历史、学术、教育、文化、甚至政治和国际关系等领域的影响。 

《中国基督教研究》就是要研究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和作用，就是希望成为跨学

科的学者一起来关注、思索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竭诚盼望学界的泰斗、英杰和

青年才俊不吝赐稿，彼此交流，同谋中华未来。 

《中国基督教研究》虽然刚刚起步，可是却得到国内许许多多的学者大力支持。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周伟驰博士，他虽然没有接受我

们的邀请作杂志的主编，可是他依然在白忙之中尽力为杂志征稿。好几位国内享有盛

誉的教授也在百忙之中为我们撰稿，我也不在此一一鸣谢了，但是坚信一点：只要我

们的学术旨趣得到认同，支持本杂志的学者也一定会日益增多，杂志也一定会成为一

个繁荣的学术园地。 

也许正是因为学术旨趣相同，我们有幸得到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大

力支持，并成为合作伙伴共同编辑出版《中国基督教研究》。特别感谢肖清和博士愿

意屈居副主编之位，却担当主编职责。本期所收入的十四篇文章主要是他力征而来。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中国著名儒学家陈明教授的文章“公民宗教：儒教之历史解

读与现实展开的新视野”。仅从文章的题目似乎与我们的杂志难以吻合，但是我们还

将此文放在第一篇。原因就在于近代以降，自康有为始，正是受到基督教的启发才思

考如何也将儒家变成儒教。应该说，陈明教授也是沿着这个传统持续发力，尽管他将

此“传统”上推到《春秋繁露》并也认同康有为、蒋庆、康晓光等情怀，但是依然有

他自己的学术视野和洞见。 

李向平教授《“公民基督徒”与基督教的中国化问题》一文是从“基督教为什么会

在中国迅速发展？”这个问题来展开他的论述。据他所见，“一个主要原因，既非中

国社会的落后、基督教的文化侵略功能或者是外来宗教的渗透，而是基督教所具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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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宗教与信仰团契方式，它们所构成的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政治之间的诸种张力。正

是这种张力，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其实，追问

“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原因”这种学术关注的背后是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焦虑”，

这种情绪从康有为开始直到今天不断地困扰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当某种情绪能够刺

激更多的理性思考，而不仅仅是情绪对立、不是试图借助“国家”力量来宣泄心中的

焦虑的话，那么一个理性、宽容、多元的社会将很快在中国出现，中国文化的繁荣也

指日可待。 

陈明教授和李向平教授对问题的切入有各自的角度，但是隐含在文字背后“焦虑”

也许是相同的，这不只是他们两人的“焦虑”，应该是一代人的“焦虑”，甚至是数

代中国精英们的“焦虑”，问题不在于“焦虑”本身，而在于如何消除心中的“焦

虑”。《中国基督教研究》就是要提供一个平台，从正反两个方面来思考基督教与中

国之间的关系。 

本期其他几篇文章都从不同的学术视野在思考、在探索这样的问题。我在此就不

再一一点评了。要说的就是再一次感谢各位教授百忙之中不吝赐稿！ 

   

美国洛杉矶 基督教与中国研究中心  

总干事 李灵 

2014 年 6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