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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简史》

内容概要

《基督教简史(修订本)》简明扼要又重点突出地介绍了基督教创立、演变、发民的曲折历程。全书
分10章，分别叙述了基督教的产生、原始基督教；早期基督教与罗马帝国，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会；
基督教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基督教与资产阶级革命；东正教会；当代基督新教；当代天主教与罗
马教廷；基督教在中国。在书中作者以翔实的资料，生动、形象地介绍了基督教主要派系组织、历史
事件、《圣经》及其人物故事、哲学、神学、教义、礼仪、文化等等诸多基督教的基本知识，使《基
督教简史(修订本)》既具有较丰富的知识含量，又具有趣味性和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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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简史》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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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参考书目

Page 3



《基督教简史》

章节摘录

　　绪论　　美国心理学家斯巴塔克说：“科学已经征服了一个又一个的领域。如今它正跨进一个最
复杂、最难以接近的、并且是最神圣的领域——宗教的领域。”研究宗教史最使人感兴趣，但这种工
作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现在逐渐明了，宗教史与人类一般文化的开端及其继续发展均有非常密切的关
系。英国著名史学家阿克顿说：“宗教是历史的钥匙。”当代美国宗教学家贝格尔认为：“宗教是人
建立神圣世界的活动。”宗教思想家蒂里希说：“宗教是人的终极关切。”美国社会学家约翰斯通说
：“纵观历史，在这个世界的每个角落，人们都参与宗教行为。”而被誉为“当代第一流文化史大师
”的克里斯托弗-道森则说：“甚至一种很明显地属于彼岸世界的、似乎是否定人类社会所有价值和标
准的宗教，也仍然会对文化产生刺激作用，并在社会变革运动中提供推动力。”这些名家、大师的话
，均说明宗教与人类及其历史、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文化]　　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文化人类
学奠基者之一泰勒（Tylor 1832—1917），第一个给“文化”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文化或文明是作
为一个社会的成员所获得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习俗及其他能力与习惯的综合体。”英国
诗人、剧作家、文学评论家和文化史家艾略特（Eliot 1888—1965）定义道：“共同生活在一个地域的
特定民族的生活方式。该民族的文化见诸于其文学艺术、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和宗教”；他还说：“
要在各自具有不同文化的民族之间创造出某种共同文化，其主导力量是宗教。”　　《辞海》定义说
：“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
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有
时又专指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与设施。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文化的发
展有历史的继承性；在阶级社会中，又具有阶级性，同时也具有民族性、地域性。不同民族、不同地
域的文化又形成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
同时又给予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以巨大的影响。”中国学者胡适则指出：“第一，文明
（Civilization）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第二，文化（Culture）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
方式。第三，凡一种文明的造成，必有两个因子：一是物质的，包括种种自然界的势力与质料；一是
精神的，包括一个民族的聪明才智、感情和理想。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运用于自然界的质与力的
作品，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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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简史》

精彩短评

1、发货速度还可以，挺好的。
2、很厚的一大本，慢慢看吧⋯⋯
3、送货及时，质量满意
4、很不错的书哦 建议大家都看一下
5、很好,就是我想要的
6、包装不错，发货很快，全五分
7、虽然文字并不难懂，但书很厚，一边读一边思考，会得到很多东西。
8、做常识够了
9、我们很需要了解基督教，这就是一本很好的书

Page 5



《基督教简史》

精彩书评

1、基督教共三次进入中国。第一次最早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是于公元7世纪传入唐朝的聂斯托利派，中
国叫它景教。景教之名得之于景净。景净是景教传教士。任中国教父、乡主教、长老，曾参加佛经翻
译工作，与僧侣亦有往来。曾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撰碑文计1780字，概述景教从波斯传入中国后的
活动和基督教教义。现藏西安碑林。唐代贞观九年（635年），景净随着阿罗本率领的聂斯脱里派传教
团从波斯抵达唐朝首都长安。阿罗本 Alopen：已知的第一个到中国传教的基督教聂斯托利派教士。除
译经之外，还建立大秦寺，唐高宗封其为“镇国大法主”后经过武则天时期的提倡佛教，压制景教，
以及玄宗时期恢复对景教的宽容政策，至武宗时，他下令灭佛教，景教也受到牵连，此后，景教在中
国销声匿迹。第二次在中国本土消失后，聂斯托利派在中亚和北方的蒙古等民族中仍然流行。同时，
罗马公教于元代传入中国。首位来华的罗马公教传教士是意大利人柏郎嘉宾（1182-1252），他是方济
各会创始人之一。真正在元朝传教并建立教会的是意大利人蒙高维诺（1247-1328），他也是一位方济
各会士。元世祖忽必烈曾于1269年，托马克.波罗的父亲带信给教廷请求派100传教士来华。1289年，教
皇尼古拉四世命蒙高维诺出使中国。1294年，蒙高维诺来到大都，虽恰逢忽必烈逝世，但仍受到朝廷
热情欢迎，正式开始在中国传播罗马公教。1368年，随着元朝的覆灭，罗马公教与聂斯托利派与蒙古
人的统治一起被逐出中原大地，基督教第二次在中国消失。当时中国有三万多基督教信徒，多数为蒙
古人，因很少有汉族信徒，基督教缺少群众基础。---基督教在元朝的传播忽必烈入主中原以前，基督
教（史称景教）在蒙古族古老部族克烈部、汪古部、乃蛮部已经拥有较多信徒。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
，景教遂在整个蒙古流传开来，一时间十字寺林立，僧众成群，特别是汪古部，形成了好几个基督教
世家。后来，随着蒙古人取得中原政权，景教再次进入我国内地。在中原地区，景教的势力不断扩展
，传教机构遍及南北，形成了四大主教区：秦尼（第１１区，主教驻地在大同，汪古部、克烈部在其
辖区之内）、喀什葛尔（第１９区，主教驻地在喀什）、汗八里（第２３区，驻地在大都）、唐古忒
（第２４区，驻地在甘州）。此外，南方的镇江、扬州、泉州也是景教徒聚居的地区。景教徒马薛里
吉思于至元十五年（１２７８年）被任命为镇江府达鲁花赤，他在镇江修建了７座景教教堂，镇江府
中很多高级官员都是景教徒。除马薛里吉思以外，还有总管府达鲁花赤阔里吉思、太平与丹徒县达鲁
花赤马奥刺憨和斡罗思、安马里忽思父子等。扬州和泉州在近代出土了大量的景教遗物，如十字架碑
石及用汉文和叙利亚文写成的景教墓碑。西南地区的昆明（当时称作押赤）也有相当数量的居民信奉
景教。天主教的东传也和蒙古西进有关。蒙古军队西征，引起罗马教庭的恐慌，为了抵御蒙古的入侵
，从教皇英诺森四世开始，便向蒙古派出了以方济各会修士为主的特使前往东方。罗马教廷的第一位
使者柏朗嘉宾在１２４６年朝见了蒙古大汗贵由，呈上了教皇给蒙古大汗的信，向元定宗贵由宣讲了
天主教教义。后来方济各会修士卢布鲁克来到上都，受到元宪宗蒙哥的接见，并奉命为皇家祈天祝奉
，但他要留在我国传教的请求遭到拒绝。１２９４年传教士约翰·孟特戈维诺达到大都（今天的北京
），正式开始了罗马天主教在我国的传教活动，同年，他说服了原本信奉景教的汪古部唐王阔里吉思
改信天主教，政府对他的传教活动也表示承认。此后，孟特戈维诺在大都建立了３座教堂，并成功地
为６０００人施洗。１３０７年，他被教皇克莱蒙五世任命为天主教汗八里总主教区大主教，统理远
东教务，直到１３０８年去世。在元朝政府的支持下，天主教的传教活动扩展到杭州、泉州等地，并
在当地建立了教堂和修道院。元朝政府对基督教徒优礼有加。政府发给传教士俸金和生活费用，基督
教徒则被免除了兵役、徭役和租税。也里可温（基督徒）还利用手中的特权和佛教、道教争夺信徒资
源和地产。此外，政府设立了专门管理基督教事务的崇福寺，长官称崇福使，秩从二品。基督教和蒙
古上层关系密切。汪古部统治集团就是以基督教世家为中心，除克烈、汪古、乃蛮诸部以外，蒙古上
层人物也多有基督教徒。托雷王妃唆鲁悉帖尼（出自克烈部）笃信景教，这不能不影响到其子蒙哥、
忽必烈对基督教的态度。尽管基督教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地域分布很广，信徒范围却非常狭窄。当时
的基督教徒主要是阿兰人、突厥人、蒙古人和东来的波斯人、欧洲人，孟特戈维诺在大都施洗的６０
００名教徒，绝大多数都是从高加索地区东来的阿兰人。这样，当时的基督教徒组成了一个几乎封闭
的信仰圈子。传教所用的经书，都是用拉丁文、波斯文和蒙文书写，没有汉文译本，它的教义始终不
为汉人所认同。这一方面是因为基督教过分注重取得统治者的好感而缺少和汉文化沟通的意识，另一
方面是因为元朝统治者实行的民族分化政策，也刺激并加剧了汉人和南人对这一外来宗教的厌恶。加
上基督教内部景教和天主教的教义分歧、争夺信徒资源等矛盾使它们出现内讧和斗争，相互打击和排
挤，不利于其充分发展。随着元朝统治在中原的衰落，基督教也退出了历史舞台。１３６２年汉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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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简史》

入泉州，最后一任天主教主教、佛罗伦萨人詹姆斯被杀，１３６９年元顺帝北遁出逃漠北，基督教徒
被逐出大都，基督教遂一度在中原销声匿迹。---第三次由马丁路德于1517年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打破
罗马公教在西欧的一统天下。在改革过程中，西班牙贵族罗耀拉建立耶稣会。该会的其中一个很重要
的宗旨便是派传教士到欧洲以外的各地传教。1852年，耶稣会派遣利玛窦到澳门学习中文，为进入中
国传教做准备。1853年利玛窦和罗明坚获准在广东肇庆定居。他们在肇庆建立了第一所教堂，仙花寺
。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流史和基督教在中国传教史上最著名的人物，利玛窦为中国引入先进的西方科
技和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于1601年进入北京，后于1610年逝世，皇帝赐地将他厚葬于北京
埠城门外。此后，天主教开始在中国成长，而天主教一词正是起始于利玛窦。利玛窦之后，另外两位
对中国科技引进和中、西方文化交流有巨大贡献的耶稣会传教士是汤若望和南怀仁。第一个中国籍主
教天主教传入中国后，由罗马教廷任命的第一个中国籍主教是福建福安人罗文藻（1617-1691）。1633
年，多名我会士黎玉范和利安当到福安传教，罗文藻接受利安当的洗礼。新教的传入第一位到中国的
新教传教士是马礼逊（1782-1834），他是英国伦敦传教会的成员。马礼逊于1807年9月8日抵达广州。
他在1810年将《使徒行传》翻译成中文，1812年翻译《路加福音》，1813年译《新约全书》，1815年译
《汉语语法》，1819年完成翻译《圣经》全本，又称《神天圣书》，共21卷。中国的第一个中国籍牧
师梁发就是由马礼逊施洗的。由梁发撰写，马礼逊修改的《劝世良言》在1836年被洪秀全得到，成为
其创立拜上帝教、建立太平天国的思想依据之一。马礼逊对中国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中、西方文化
交流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但也帮助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推行殖民主义和鸦片贸易，留下了不光彩
的一页。他于1834年卒于广州。马礼逊死后六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基督教由此开始凭借西方列
强武力在中国传播。在所有与西方列强相勾结的传教士中，最臭名昭著的当属德国传教士郭士立，他
为东印度公司服务，并参与了中英《南京条约》的谈判，成为英国侵略中国的忠实工具。东正教的传
入1727年，清政府依据中俄边界条约 - 《恰克图条约》，正式批准东正教（俄罗斯正教系）在中国设
立教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基督教1949年，天主教徒达330万，新教徒约70万，东正教教徒约数
万。1979年后，新教发展迅猛，教徒人数达一千多万。1954年8月，中国基督教（新教）三自爱国运动
委员会成立。1956年，中国天主教教友爱国会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1957年，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正
式成立。1980年10月，中国基督教协会成立。------中国基督教历史上基督教主要分四个阶段官方传入
中国，民间则可追述至东汉。[127]  唐朝贞观九年（635），东方亚述教会（景教）上德阿罗本从波斯
国带经书、圣象历经跋涉到达长安，唐太宗李世民派宰相房玄龄在长安西郊主持仪仗迎接阿罗本入宫
，留在藏经阁翻译经书，并且在寝宫讲经问道。当时的神阶词语多借用佛教。[41] 唐朝贞观十二年
（638）秋，唐太宗认为基督教义主张的正真，于是特别下诏准许亚述会在唐朝传播，同时在长安义宁
坊建造教堂。[41]  唐高宗李治即位后，尊封阿罗本为镇国大法王，教会极盛时达到“法流十道”、“
寺满百城”、信徒20万众的规模。[128]  唐玄宗李隆基时期，遭遇波折，但在玄宗保护下得以延续。
唐武宗即位后，废除佛教，同时也废除掉基督教。自此衰退。[129] 公元13世纪，罗马天主教会陆续由
教皇英诺森四世派方济各会的柏郎嘉宾到蒙古帝国首都哈拉和林，尼各老四世派方济各会的孟高维诺
到元朝的大都传教；1310年，方济各会开始在泉州建造修道会。而唐朝灭教后遗存在边疆少数民族区
域的亚述教会，以及俄罗斯人正教徒（东正教）也随着元朝一起入主中原，是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也里
可温教时期。元朝灭亡北迁后又再次中断。[130] 公元1551年，耶稣会的圣方济各·沙勿略认为日本有
基督徒而中国没有，于是从日本搭乘葡萄牙商船到广东上川岛，但因明朝海禁无法入大陆传教，不久
后病死在岛上。1553年葡萄牙人陆续进入澳门直到租借，公匝勒为首的耶稣会士也得以在澳门传教
。1555年7月20日，公匝勒和伯莱笃再次来到沙勿略到过的上川岛。但最终放弃，回到澳门。[131] 公
元1561年，日本养老的神父巴尔达·撒加高、狄野高·贝勒拉、方济各·贝勒兹、代宰拉和平托相继
进入澳门传教，最终经广东政府批准在今圣安多尼教堂附近用稻草盖起一间名为天主教圣母堂的小教
堂。1563年，发展至9位神父和900人教徒规模，当时入教分为本地居民直接入教，和广东各县居民每
年一次赴澳门入教。1566年，教皇庇护五世任卡内罗为澳门主教。1576年1月23日，东亚基督教发源地
的澳门教区成立。[131] 而在同一时期，东印度教区巡查师范礼安为继承沙勿略在明朝境内传教遗志，
开始着手让欧洲宣教士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长期派遣方针。最终选出的罗明坚于1579年到达澳门开
始学习汉语。明朝万历十年（1582），利玛窦作为罗明坚的助手被允许在广东肇庆传教和建设教堂
。1601年，利玛窦实现进京，并翻译了众多的基督教义和科学典籍。利玛窦去世后法国传教士金尼阁
在《西字奇迹》基础上，与汉人王徵修订编制了中国第一部拉丁化拼音《汉字拼音字字汇》。[132] 此
后耶稣会的后继者们，活跃在明朝和清朝的宫廷中心，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也将西洋最先进的科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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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数传入。代表人物包括将西洋科技传入的熊三拔、明末清初将历法传入的汤若望、清朝康熙皇帝委
以工部侍郎信任的南怀仁、《康熙帝传》作者白晋、尼布楚条约交涉代表的张诚和徐日升、康熙皇帝
逾20年近侍的巴多明、完成《皇舆全览图》实地测量的雷孝思、康雍乾三朝御用画家郎世宁，以及将
《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翻译成拉丁文推广到欧洲的第一人钱德明。[133] 清朝雍正五年
（1727），俄罗斯哥萨克族移民北京等地，正教会（东正教）也得以自元朝后再次传入。但另一方面
天主教会多明我会不满耶稣会的中国化适应策略，将耶稣会在中国容许偶像崇拜的问题提交教廷，导
致罗马教廷与清朝皇室发生中国礼仪之争，且在后续事件过程逐渐从宗教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1773
年，耶稣会在中国解散。正教会成为中国基督教的独流。[134] 本色化运动清朝嘉庆十二年（1807），
在不列颠东印度公司支持下，新教宗派之一的伦敦宣教会传教士马礼逊开始在中国活动。马礼逊在澳
门先后完成发行第一部英汉字典《华英字典》和第一部完整汉译《圣经》。但由于当时清朝政府对基
督教实行禁止政策，所以只能在广州秘密传教。而马礼逊之后的新教各派传教士，也主要将精力放在
学习中文和后续的圣经翻译工作上。在翻译过程中，牧师们对用词准确性和修辞手法的讨论持续进行
。[135] 清朝咸丰八年（1858）的《天津条约》，和咸丰十年（1860）的《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基督
教得以在中国境内正式恢复传教。包括分别代表各新教宗派的伦敦会、荷兰传教会、美部会、美浸会
、美国圣公会、英行教会、美国长老会，和天主教会的修道会耶稣会、奥斯定会、多明我会、巴黎外
方传教会、遣使会、圣母圣心会、圣言会的传教士。而在华真正立足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以沿海通
商口岸为基地的传播和发展。[136] 道光十四年（1843），洪秀全自称耶稣的弟弟，基于《劝世良言》
建立拜上帝会，后又建立太平天国。[137]  自19世纪后半期开始，由于列强加在中国的各种不平等条
约，教案的不断发生，以及拜上帝会借基督教名义起义失败的恶劣影响，促使中国基督教徒决心摆脱
外国宣传机构的控制，自立教会。1873年，中国人的第一个自办教会成立。1918年“中华国内布道会
”成立。是为基督教在中国的本色化运动，即中国基督教。民国十一年（1922），中国基督教大会在
上海召开，新教各派组织的中国基督教“本色化”正式开始，该会议提出了中国本色教会的原则就是
“自养、自治、自传”。在组织体系上，中国基督教开始了朝向本色化的结合和创新，出现了教派合
一的趋势和突出“中华”的观念。在政治态度上，本色化运动也明确表明反对不平等条约，并积极参
与到废除这种条约的运动中来。1949年，天主教会有300万中国教徒，新教各派也发展到教徒70多万人
。1951年，中国基督教各派联合成立了一个委员会。1954年，中国基督教领袖和知名人士在北京召开
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57年7月，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从此，中国基
督教各派完全断绝了与外国教会的联系，走上了自立发展、爱国爱教的道路。是为三自爱国运动
。2007年6月30日，罗马教宗本笃十六世致发名为《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天主教徒信》的牧函，坚持只
有教廷有权任命主教，但在提名主教的名单上可以和中国内地能够达成协议，并期望和北京政府重新
建立外交关系。随牧函附有一份声明，指出“教宗本笃十六世表示完全愿意同民事当局展开平静而建
设性的对话，最终找到解决有关天主教会团体的各种问题的办法”。[138] 
2、作为基督教历史的专业研究人员，作者对历史的掌握是非常全面的，治学的精神也是非常敬业的
。读完此书会对基督教的历史有个非常清晰而全面的了解，全书的结构很清晰。当然，因为知识含量
大，行文的风格倾向于严谨，对于很多喜欢那些用轻快的语言来讲历史的作品比如《明朝那些事》的
读者来说，可能会觉得有些枯燥难读。不过如果像《明朝》那样写，这本书会更长。《明朝》说了大
概三百年的事，就写了整整七卷。读毕首先感概于基督教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宗教，对世界影响之大无
法估量，她的教义是好的，只是有些经经常被念歪了。遗憾的是，一个伟大的宗教，留下了一些历史
污点。1. 最早基督教本是犹太教的分支，后来作为犹太教的异端被打击迫害，耶稣被害就是那次大迫
害的最好的见证。而当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后，势力强大之后，也开始迫害异端了。2. 教会在中世纪
前的体制的腐败，结果导致神职人员的腐败。好在教会内部始终有一股力量，以一场翻天覆地的大改
革使教会趋利避弊走向正轨。3. 我想基督教，以及其他一些主要宗教，最大的污点莫过于她们所引发
的战争、冲突和流血。这一点是每一个基督教教徒都应该客观承认的，并引以为戒。迄今为止，仍然
有人以十字军东征为据来诟病基督教。这样不足取，毕竟已经是很久以前的历史了，我们不仅要客观
地看缺点，还要看到基督教的好的一面。4. 很多传教士，比如那些当年来中国传教士，扮演了很不光
彩的角色。他们不仅传教，还贩卖烟片并勾结本国政府开拓殖民地，侵略别国。不过，对此我们也应
该一分为二地看待。不能一提到传教士，就认为他们是不好的，很多传教士在引进先进西方科技很文
化上是做了很大的贡献的。我们不能忘记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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