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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世界基督教”日益成为基督教研究的

一个新兴领域，同时也包含着研究范式的转变。这

体现了全球化的浪潮对基督教的影响。相对于西方

中心论的“基督王国”(Christendom)，复数化的“世界

基督教”(world Christianities)更侧重对亚非拉地区教

会发展的研究。爱丁堡大学、剑桥大学、波士顿大

学、耶鲁大学都建有世界基督教的研究中心，并设立

专门的教席，互相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世界基

督教研究》(Studies in World Christianity)和《世界基督

教杂志》(Journal of World Christianity)成为了两个发

表的重要平台。1999年，剑桥大学发起了“世界基督

教趋势”(Currents in World Christianity)项目。《剑桥基

督教史》的第八卷和第九卷也都分别附以“世界基督

教”的副标题，“基督教”一词更是用了复数的形

式。①菲利普·詹金斯(Philip Jenkins)的著作《下一个

基督王国》和《基督教的新面孔》，扩大了这一新范式

在广大读者中的影响。世界基督教重心从北到南、

自东向西的转移、全球南方基督教等，成为了人们耳

熟能详的词语。②

中国学者对世界基督教命题的关注，主要因于

对世界各地基督教形势的了解。例如，卓新平的

《当代基督宗教教会发展》一书集中考察了 20世纪

基督宗教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状况、世界基督教人

口的历史变化、基督教重心的转移、合一运动与宗

教对话等主题。③徐以骅以“四大跨越”为主题，提

出了对国际传教运动的新解释。这包括：传教运动

的历史与现状之间“旧与新”的跨越、传教运动与国

际关系之间“圣与俗”的跨越、基督教传教运动与其

它宗教传教运动之间“教与教”的跨越、网络传教与

传统传教方式之间“虚与实”的跨越等。④赵林和孙

艳燕在《基督宗教研究》分别撰文，探讨了全球基督

教态势、基督教重心转移等问题。⑤中国社会科学

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还主持了《剑桥基督教史》的大

型翻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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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外学者的已有成果基础上，本文希望探讨

以下相关问题：如何理解“世界基督教”作为基督教

研究领域的一个新范式?从“基督王国”到“世界基督

教”的转变是如何实现的?“全球基督教”包括了哪些

不同的样式?“世界基督教”的新范式对于基督教中

国化命题的讨论有什么意义?
一、世界基督教：历史进程与研究范式

在《世界基督教杂志》的创刊号中，主编戴尔·厄

文(Dale T. Irvin)指出，“世界基督教研究作为一个新

兴起的领域，考察并试图理解世界六大洲的基督教

群体、信仰和实践，它体现于多元的教会传统，受一

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之历史和文化经验所影响”⑥。

世界基督教研究不但要考察世界各地基督教信仰和

生活的不同形式，还要分析跨越时空的相互联系和

影响。厄文指出世界基督教研究的三重对话：跨越

文化边界(主要是指宣教学领域)、跨越信仰边界(主
要是普世运动的领域)、跨越不同宗教的边界(主要是

指世界宗教学的领域)。地方和全球的互动是世界

基督教研究的一个主要关注。在《世界基督教的系

谱》一文中，厄文特别强调普世运动作为世界基督教

运动的重要机制。参照之前的三重对话模式，他区

分两个关键词“跨越”和“交叉”。因此，既有跨文化、

跨教派、跨宗教的运动，也有文化间、信仰间、宗教间

的交叉点。⑦

从长时段的角度看，基督教的历史本身就是一

部从地方走向世界并跨越不同文化的历史。罗伯

特·威尔坎(Robert Louis Wilken)的《全球基督教史：

第一个千年》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他指出，“基

督教是一种文化形塑的宗教，基督徒群体的形成和

成长导致对古代世界文化的重塑，并伴随着一种新

文明或多个新文明的诞生”。⑧即便在中世纪的巅峰

时期，“基督王国”也是同时包含了统一性和多样性

的双重过程。作为中世纪研究的大家，彼得·布朗

(Peter Brown)指出，基督教是一个“普世宗教”(univer⁃
sal religion)，但却不是单一的宗教 (a unitary reli⁃

gion)。西方基督王国的统一更像一个“由不同模块

交织而成的网格穹隆”，而不是“由一个固定的罗马

的单一支点控制的大帐篷”⑨。

当然，“世界基督教”的形成更多是一个近代以

来的过程，这尤其与传教运动的发展相关。达娜·罗

伯特(Dana Robert)即描绘了传教运动对基督教作为

一种世界宗教的贡献。⑩作为“世界基督教研究”的

先驱者和倡导者，安德鲁·沃尔斯(Andrew Walls)将
“文化交融”(inculturation)作为传教运动的关键词。

他指出，“传教运动是连接西方基督教和非西方基督

教的枢纽”。从一个方面来说，传教运动代表了基

督王国最后的繁华；从另一方面来说，传教运动又意

味着基督王国的终结。“殖民主义在基督教和基督王

国之间划分界限，从而改变了基督教的世界观”。

它打开了基督教了解和解释其他宗教和文化之门，

同时削弱了基督王国的教会机制。同时，殖民时期

还体现了基督教与西方列强、西方宗教与政治、经济

威胁之间的区别。基督教的中心在不断变化，没有

任何教会、地方或民族可以独占。教会最重大的问

题就是普世主义的问题。德国教会史家克劳斯·科

索奇(Klaus Koschorke)也强调，“全球基督教地图扩展

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多中心结构的实现”。

由此，“世界基督教研究”很大程度上体现为“非

西方基督教”的研究，并强调亚非拉当地教会对西方

基督教的批评和反思。尼日利亚裔的耶鲁学者拉

明·桑尼赫(Lamin Sanneh)即指出，“基督教作为世界

宗教的兴起是当今最令人震惊、最出乎意料的变革

之一”。曾经在基督教势力范围之外的南半球前工

业社会，正在成为世界基督教运动的新中心。而且，

这不只是宗教的变化，而是意味着新的社会生活和

文化方式的变革。相反，曾经作为基督教堡垒的欧

美社会正在面临基督教的衰退。“基督教依旧是一种

西方宗教，但其作为世界宗教的未来则掌握在非西

方信徒的手里”。马克·诺尔(Mark Noll)则强调“美

式基督教”对世界基督教的影响。这一特殊形式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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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而来，但在新世界经过了改造。一些突出的特

征，如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成为了美式基督教的特

殊标签。一个关键的区别在于“美国模式而不是美

国操纵”。他认为，“美国作为世界市场、联盟和热

点的主导力量与基督教历史的运动显然联系在一

起”。在坚持西方中心的同时，诺尔的观点在一定

程度上平衡了对世界基督教格局的理解。

无疑，“世界基督教”在英文学界有着范式转换

的重要意义，引发了人们关于亚非拉教会的广泛研

究。剑桥学者大卫·马克斯威尔(David Maxwell)总结

目前关于世界基督教的历史研究。他认为，“在关于

基督教的地方表现方面已经有大量的成果，现在急

需对宗教跨国运动的研究”。具体来说，在宗教的

跨国运动方面，比较多的还是关注英美作为传教运

动的根源，而较少关注“南南之间的宗教交流”，以及

亚非拉的基督教思想和实践对西方基督教的转化作

用。特别是，“世界史学者对文化交往的进程、状况

和结果的比较研究寥寥无几”。本文所关注的问题

在于，“世界基督教”的研究范式对于“基督教中国

化”和中国的基督教研究将会有什么意义?在回答这

一问题之前，我们还需对世界基督教的进程和多样

形式有一个大体的了解。

二、基督教的近代扩张：传教运动与普世主义

如前文所述，世界基督教的形成主要是一个近

代以来的过程。著名教会史家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的七卷本《基督教扩张史》(A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基督

教从西方向非西方世界的扩张，也成为了一个主导

性的范式。这首先是指天主教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殖

民主义保护下的扩张。早在 1418-1443年间，罗马

教宗就通过一系列的书信和通谕授予葡萄牙王室在

海外扩张中的特别权利，这后来在1452年和1455年
的教宗通谕中得到进一步确认和发展。1493年，西

班牙也从罗马教宗那里得到类似的权利，并通过

1494年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与葡萄牙划分了势

力范围。无论是达伽玛的印度之行，还是哥伦布发

现新大陆，都伴随着传教士的到来。夏伯嘉教授指

出，“欧洲帝国和天主教差会、全球贸易和文化交流

的互动、基督教和其他世界宗教的相遇，产生了全球

化的不同故事”。耶稣会可谓是这一阶段最重要的

代表。如托马斯·班科夫(Thomas Banchoff)和何塞·

卡萨诺瓦(José Casanova)所言，“在全球化的早期现代

阶段，直到18世纪，没有任何群体能与其对全球联系

的贡献相媲美，通过他们的通信以及文化和政治影

响，他们连接四海，推动了一种全球意识”。

19-20世纪英美传教运动的兴起引发了新一轮

的基督教扩张浪潮。1792年，英国浸信会的传道会

成立，这被认为是近代英国宣教运动兴起的标志。

1795年，跨宗派的伦敦传道会成立，后成为公理会

的传教机构。1799年，圣公会的传道会成立。1796
年，格拉斯哥传道会成立，随后在爱丁堡建立了苏

格兰传道会。1810年，美国公理会海外传道会成

立。英美宣教运动的背景主要在于教会内部的福

音派复兴。与此同时，宣教运动也与殖民主义特别

是英国的殖民扩张同步。希拉里·凯瑞 (Hilary M.
Carey)指出：

教会参与了殖民化的所有阶段。特遣牧

师、传教士和堂口牧师是先锋；主教以及差会和

殖民教会机构随后来建立教会；他们通常最先

处于锋线，也是要求母国提供补给的最主要的

呼吁者……在殖民地，他们互相之间有着激烈

的竞争：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循道会与圣公会，

并试图与长老会及其他非国教会信徒结成有效

的联盟；教会内部的党派和教派相互斗争，不同

的民族教会对同一群体的竞争……在殖民地的

新生民主体系中，他们与政党结成了战略同盟：

圣公会与保守党，非国教会与自由党，天主教与

劳工运动。

尽管传教运动内部也存在各种分歧和竞争，然而

它们作为一种集体力量共同促成了基督教在非西

·· 112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3.2 宗 教
RELIGION

方世界的传播，并在某种程度上协助了殖民主义

的扩张。

合一运动是近代基督教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趋

势，且与传教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1846年，福音联

盟在伦敦正式成立。接着，1851年、1873年和 1896
年，该组织相继在伦敦和纽约召开会议。一个重要

的成果是发起了每年的祷告周，以强调基督徒的合

一。该机构成为了新教传教运动的重要推动者。

1895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成立，穆迪(John Mott，
1865-1955)是其中的重要领袖。其主要目的即推动

基督教的合一，这被认为对传教运动是不可或缺

的。基督新教各宗派内部的合一也值得注意。1867
年，圣公会召开首届兰贝斯会议，并确定了每10年一

次的惯例。1877年，世界长老会联盟大会在爱丁堡

成立。1881年，首届循道会世界大会在伦敦召开。

1891年，公理会首届国际大会在伦敦召开。1905年，

浸信会召开了首届世界大会。1923年，信义宗世界

大会成立。

1910年的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被认为是当今普

世运动的重要标志。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成立于

1921年的国际宣教委员会。早在 1911年，关于“信

仰与秩序”会议的计划就已经提出。经过一系列的

筹备会议，首届大会于 1927 年在瑞士洛桑召开。

1937年，在爱丁堡召开的第二届大会上，提出了成立

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想法。1914年，部分教会领袖

还发起了促进教会国际友谊世界联盟。在1919年的

会议上，信义宗的大主教纳特汉·瑟德尔布罗姆(Na⁃
than Soderblom，1866-1931)也提出建立世界基督教

协进会的想法。1925年，普世基督教生活与事工大

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会议的一个主要思路是“教

义分歧，事工团结”。1937年，在牛津召开了第二届

生活与事工大会。在威廉·汤朴(William Temple)和
奥尔德海姆(J. H. Oldham)主教的带领下，会议广泛

探讨了相关的社会和道德问题。会议代表也赞同

成立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想法。1938年，在信仰

与秩序、生活与事工两个大会的基础上，世界基督

教协进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威廉·汤朴主教为主席，

胡夫特 (W.A.Visser’tHooft)为总干事。促进教会国

际友谊世界联盟和国际宣教委员会暂不参加。由

于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直到 1948年世界基督

教协进会首届大会才于阿姆斯特丹召开，来自44个
国家的 147名代表参加。信仰与秩序、生活与事工

两个大会正式合并于新的组织。大会成立了 12个

部门，总部设在日内瓦。这意味着基督教普世运

动的一个高峰。

近代以来的传教运动从几个方面推进了“世界

基督教”的形成。(1)基督教从西方国家到非西方社

会的广泛传播；(2)基督教与亚非拉不同文明的交流

与融合；(3)福音派基督教催生了本地特色的基督教

复兴运动。传教运动还产生了另外两个广泛的影

响：一是基督教悖论性地给殖民地社会带来了民族

主义的思想；二是基督教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事

业促进了当地社会的现代化。如此，传教运动就不

仅仅是将基督教从西方移植到非西方社会；相反，

基督教在传播的过程中同样受到了本地文化的反

哺，并参与到了当地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这有利于

基督教在非西方社会的扎根和深入发展。另外，传

教运动的发展使人们看到了基督教的世界图景，传

教运动在各地碰到的困难则促使人们寻求不同形

式的联合。因此，一定意义上，合一运动可谓是近

代传教运动的副产品，传教运动则是推动合一运动

的引擎。

三、全球基督教的样式：天主教和灵恩运动

作为基督宗教大家庭中人数最多的派别，罗马

天主教会可谓是全球基督教最重要的代表。这体现

于其以罗马教宗为核心的教阶体系，也反映于第二

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所代表的普世精神。自1789年法

国大革命以来，罗马天主教会一直面临现代主义的

挑战。1864年颁布的《谬论举要》和 1869年召开的

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都试图重申教宗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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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圣座提出了自己关于

国际秩序的异象——“天主教国际主义”(Catholic In⁃
ternationalism)。它指一种基于大公教会传统的“看

待世界的方式”和“一种关于未来的愿景”。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这成为了指导罗马天主教关于世界的

主导思想。

1962-1965年的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是天主

教普世主义的重要标志。被冠以“君士坦丁时代的

终结”“反宗教改革的终结”，它也被称作是有史以

来最大的会议。其中，《教会宪章》提出了以“天主的

子民”为主体的教会；《大公主义法令》和《教会对非

基督宗教态度宣言》倡导宗教对话；《论教会在现代

世界牧职宪章》开启了天主教与现代世界的对话。

著名社会学家卡萨诺瓦认为，“梵二”会议从三个方

面推动了天主教全球化的进程：(1)教宗的通谕不仅

涉及天主教的信仰、道德和律令，而且关注影响整

个人类的世俗事物；(2)教宗在国际冲突以及在处理

世界和平、世界秩序、世界政治等事务方面日益重

要的作用和地位；(3)教宗作为一个更普遍的全球公

民宗教的最高牧者以及作为全球公民社会第一公

民的角色。与其普世化倾向相伴随的，是罗马天

主教的多元化发展。论者指出，“天主教的世界性

散布意味着，传统的以欧洲为中心、由欧洲人主导

的教会模式不会持续很久了。在21世纪，未来关于

天主教的讨论将逐渐由拉丁美洲人、非洲人和亚洲

人来主导”。

“在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任期内，天主教会进

入了普世运动的时期，从而重塑了天主教合一的

进程”。2013年 3月，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戈里奥

(Jorge Mario Bergoglio)当选为第 266任罗马教宗。他

是第一位来自全球南方的教宗，也是第一位出自耶

稣会的教宗，还是第一位以方济各为名的教宗。这

一切都注定了其教宗任期的独特性。教宗方济各的

四大指导性原则是：时间大于空间；团结高于冲突；

现实比观念更重要；整体大于部分。他呼吁一个面

向世界的教会，从而更好地走向未来。

五旬节—灵恩运动则构成了全球基督教的另一

个典型例子。著名社会学家戴维·马丁(David Martin)
指出，“在刚刚过去的世纪，基督教最激动人心的发

展即五旬节运动及其灵恩派的巨大外围。如果说五

旬节运动主要是在非西方世界的穷人中扩张，灵恩

运动的兴起则更多是中产阶级的。在西方如此，全

球也同样”。五旬节—灵恩运动的发展体现为三波

浪潮：(1)1906年黑人牧师威廉·西摩尔(William Jo⁃
seph Seymour)领导的洛杉矶阿苏撒街复兴掀起了第

一波浪潮，说方言、治病等是主要的外在特征，使徒

信心会和神召会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2)20世

纪 60年代的“灵恩复兴”或新五旬节运动代表了第

二波浪潮，其主要特征即五旬节运动深入主流教

会，包括罗马教宗也给其以祝福。(3)20世纪 80-90
年代，富勒神学院的彼得·瓦格纳(Peter Wagner)提出

了“第三波灵恩运动”的说法，这也被称作是“新灵

恩运动”。其代表即葡萄园教会这样的教会网络组

织，还包括巨型教会的涌现和“繁荣福音”(prosperity
gospel)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五旬节—灵恩运动的发展体现

为一种全球现象。柏吉特·迈耶(Birgit Meyer)指出，

“扩张和新生的活力——空间的扩展和一个新时代

的标志说明了五旬节运动是一种独特的全球宗教；

它将世界想象为一个整体，超越了有限的地方观念，

并允诺将所有信徒包容在一个全球的再生群体

中”。早在第一波浪潮期间，非洲等地就出现了锡

安教会运动。亚洲地区在 1903年和 1907年分别发

生了元山复兴和平壤复兴。在20世纪后半期，随着

世界基督教的重心转移，巴西的普世神国教会和尼

日利亚的救赎主基督教会都展开了对西方世界的反

向传教运动。韩国的汝爱岛全福音教会则是当今世

界上最大的单个巨型教会。戴维·马丁认为，五旬节

—灵恩运动代表了“基督宗教的第三支巨大力量，其

普世性和跨国性就与我们当前以美国为主要轴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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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现实相匹配”。

瓦尔都·凯撒(Waldo César)将巴别塔和五旬节作

为两种对立的象征，以比较天主教和五旬节—灵恩

运动在全球化进程方面的区别。前者是一种从人到

神的运动，后者则是一种从神到人的神圣行为。如

果说巴别塔导致了列国的混乱和分散，五旬节则宣

告了一种新的人类合一的可能。“五旬节的跨国历

程始于‘说方言’——话——早期教会经历的顶

点”。确实，罗马天主教和五旬节—灵恩运动可谓

代表了全球基督教的两种主要形式：一个是以罗马

教宗为首的自上而下的教阶体系，以及强调大公教

会传统的普世运动；另一个则是以“说方言”为特征

的草根群众运动，零散性而非统一性是其重要特

征。另外，它们还在另一个层面形成了差别：罗马天

主教批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形成的社会不平等问

题，灵恩运动的繁荣福音则拥抱新自由主义主导的

经济秩序。特别在拉美，解放神学和繁荣福音代表

了基督教参与社会变革的两种不同路径。一个形象

的说法认为，“解放神学选择了穷人，但穷人却选择

了灵恩运动”。

四、结语

在英文世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如何开展中国的

世界基督教研究呢?全球史与跨国史是一个基本的

方法。在《什么是全球史》一书中，柯娇燕 (Pamela
Kyle Crossley)指出，全球史作为一项新型事业，有着

不同的假设和问题。“全球史作者必须讲述一种志在

解释全球规模历时变迁的故事”。入江昭强调全球

史与跨国史的共同点：“它们都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的

边界”，探索跨国的联系和往来；“它们都关心整个人

类世界的历史事件与历史现象”，试图打破西方中心

论的叙事模式。本文从四个方面总结世界基督教

研究的要点：(1)从全球视角审视基督教的历史：普世

性是基督教相对于犹太教的一个重要发展，在罗马

帝国的世界实现了普世宗教和普世帝国的合一。近

代以来的普世教会运动体现了对这一传统的回归与

更新。(2)从“基督王国”到“世界基督教”的范式转

移：这主要是指跳出西方中心论的限制，关注亚非拉

地区教会发展的多样形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

欧美基督教的忽视，而是要对其内部的多样性同样

予以关注。(3)基督教的跨国流动：这特别体现于近

代以来英美福音派的跨国联系和基督教的传教运

动。然而，在20世纪后半期，开始出现了从亚非拉向

欧美社会的反向传教运动。(4)基督教的国际比较研

究：在基督教的普世运动之下，地方基督教的多样性

正日益受到重视。特别是，对亚非拉教会的比较研

究正在成为新的趋势。

本文要强调的第二个方面是世界基督教研究的

亚洲视角或中国视角问题。由于殖民主义等因素，

英语世界的世界基督教研究其实主要聚焦于非洲基

督教的研究。如果联系到拉美，则可以表述为全球

南方。亚洲的缺失是一个突出现象。可以说，英语

学界的世界基督教研究范式主要体现于南北之间的

重心转移，而相对性地忽略了东西之间的交流互

动。这恰恰是中国基督教研究学者所需解决的命

题。菲利普·詹金斯在《遗失的基督教史》一书中指

出，“没有亚洲，我们就无法理解基督教的历史；同

样，没有基督教，我们就没法理解亚洲的历史”。对

应于“全球南方”的命题，有学者创造性地提出了“全

球东方”的说法。具体到中国，基督教学者韦卓民

早在20世纪前半期就提出，“中国人需要基督教，而

教会也需要中国人”。在韦卓民看来，“基督教的世

界性”是探讨基督教在中国扎根的重要前提。然而，

如果说在传教时代首先关注的是“中国基督化”的问

题，今天我们更多考虑的则是“基督教中国化”的命

题。但无论如何，充分认识基督教的世界性，走出基

督王国的西方窠臼，是进行基督教研究的必要路

径。而且，充分了解世界基督教在亚非拉社会的丰

富现象，探讨全球基督教的不同样式，也有利于我们

更好地理解和解释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地化和时代化

命题。反过来，积极参与世界基督教研究的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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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贡献中国基督教研究的独特视角，也是中国学者

义不容辞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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