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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后传教时代”中美宗
教互动的基本特征

当前中美宗教互动的若
干领域

中美两国在宗教问题上
的认知和实践的异同

壹

贰

叁



基督教传教运动使宗教成为中美关系上的经常性和情•
感性因素；

宗教在中美关系上极具象征意义，被喻为两国关系的•
温度计或风向标；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归葬杭州，标志了中•
美关系处于一个新的不远不近的时期。

引言



 “后传教时代”中美宗
教互动的基本特征

壹



一、 “后传教时代” 
中美宗教互动的基本特征

 后传教时代中美宗教互动的特点：•
“官民并举”：不仅
限于民间接触或公共
外交，而且涉及政府
（宗教反恐、政府间
宗教对话、“宗教自
由”立法）；

“交流逆差”：中国是
宗教大国，但目前还不
是宗教强国，而美国是
宗教超级大国（圣经出
口、宗教产品生产和集
散地、精神产品的“物
化”）。

“百教争流”：不
限于基督宗教，中
国社会开放的广度
和美国宗教格局多
元化的深度（洪博
培大使）。

“参照系和对立
面”：成为中国人看
待宗教问题如政教关
系问题的外在对立物
或参照系。

“从台前到幕后”：中
美两国之间精神中介
的多样化；

“高情绪化的低水准认
知”：美国的“宗教知
华派”为数寥寥，有关
中国宗教状况的“公共
话语”粗浅， 中国宗教
真实信息“未及之地和
未得之民”。



当前中美互动的若干领域 贰



二、当前中美互动的若干领域 

宗教出版物

宗教研究

宗教团体互访

宗教非政府组织

宗教新手段

宗教调查

宗教反恐

“宗教自由”问题



二、当前中美互动的若干领域 

（1）宗教出版物•
美国宗教学者成为国内学界耳熟能详的名字；•

美国宗教人士的著作被译成中文；如：•

葛培理
Billy Graham

詹姆斯·杜布
森James 
Dobson

查尔斯·寇尔
森Charles W. 

Colson

金贝克
Jim Bakker



二、当前中美互动的若干领域 

（1）宗教出版物•
美国爱家协会(Focus on the Family) “无悔今•
生”拓展培训项目和《无悔今生》教材；



二、当前中美互动的若干领域 

（1）宗教出版物•
华理克(Rich Warren)的著作《标杆人生》、《直•
奔标杆》、《华理克读经法》；



二、当前中美互动的若干领域 

（1）宗教出版物•
《末世迷踪》系列小说•



二、当前中美互动的若干领域 

（2）宗教研究：•
各种类型的宗教会议、讲座、讲习班、暑期班、工作坊、联•
合研究和培养计划；

缩短了与国际学术的差距、提高了国内高校和相关研究机构•
国际宗教对话的能力；

在某些领域改变了国内外学术力量的对比；•

国内重点高校学术活动数量堪比美国私立综合性大学；•

为中国对外战略提供学术支撑的潜力；•

为中美在宗教领域的互相深度认知提供了较可信的管道。•



二、当前中美互动的若干领域 

（3）宗教团体互访：•

1998年三大美国宗教领袖的“准官方”访问•
唐·阿格（全国福音派协会主席）•
西奥多·麦卡里克（美国天主教纽瓦克教区大主教）•
阿瑟·施奈尔（美国良知基金会主席）•

中美宗教界的高层互访：葛培理、帕特·罗伯逊、•
华理克、路易斯·帕劳等的访问和延伸活动；



二、当前中美互动的若干领域 

（3）宗教团体互访：•

中国基督教两会多次组团或随团访美：•
“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
“中美基督教领袖论坛”；•



二、当前中美互动的若干领域 

（3）宗教团体互访：•

从主流教会、福音派教会和华人教会的全方位交流，•
基督教会作为中美民间交流载体的活力。•



二、当前中美互动的若干领域 

（4）宗教非政府组织：•

美国东门国际；圣经发送和宗教图书馆；•

世界宣明会、安泽国际（中国）救援协会、美国•
公谊服务会、美国人类家园国际机构、美国国际
小母牛项目组织、美国浩德中国儿童服务中心等
在北京设有办事处；



二、当前中美互动的若干领域 

（4）宗教非政府组织：•
葛福临（Franklin Graham）主持的撒马利亚救•
援会与汶川地震、民间包机；



二、当前中美互动的若干领域 

（4）宗教非政府组织：•

宗教非政府组织和国际教会是美国宗教在中国的主要机构•
性存在；

非政府组织是当前国际关系的“第三者”和“新组合”，•
代表着现行国际关系的“权势转移”。
不具备民族国家所享有的传统合法性资源，但可通过诉诸•
经济制裁以及“人道主义干预”等手段来实现其主张；

具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倾向，其国际作用颇受争•
议；
由于“强国弱宗教”的社会政治结构和政府的严格监控，国•
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在我国基本上被“福利化”，即被纳入
福利慈善事业的轨道。







二、当前中美互动的若干领域 

(6) 宗教调查：•
宗教调查层出不穷。•

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研究、三省二市基督教调查、中国基督教入户•
问卷调查等；2005和2006年皮尤全球态度项目中国基督教调
查、2007年美国百人会中国基督教调查、2008年美国贝勒大学中
国宗教调查、2010年美国普渡大学中国基督教调查（均委托中国
零点咨询公司）等；

实际上缩小了两国学界对中国宗教的“统计差距”和“方•
法论差距”；
部分推翻了长期以来国外尤其是美国关于中国基督教的不•
实之词；
美国的宗教民调有政治性，但无意识形态性。而中国的宗•
教民调有可能被曲解为意识形态问题；
因此需要有支持该领域我国话语权的权威调查。•



二、当前中美互动的若干领域 

（7）宗教反恐：•



二、当前中美互动的若干领域 

（7）宗教反恐：•



二、当前中美互动的若干领域 

（7）宗教反恐：•

在客观上，9·11后的反恐战争拖延了美国“重返亚洲”•
的时间表，为中国的和平发展赢得了战略机遇期。

 中国反对美国政府借“反恐”之名重新部署军事力量，并•
且在针对涉华恐怖主义的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



二、当前中美互动的若干领域 

（8）“宗教自由”问题：•



二、当前中美互动的若干领域 

（8）“宗教自由”问题：•

美国皮尤宗教与公共生活论坛

2009年12月17日发布对198个
国家和地区在2006年到2008
年间的情况所作的研究报告



二、当前中美互动的若干领域 

（8）“宗教自由”问题：•

该研究报告的特点之一：•
把对宗教的限制分为政府限制（横轴）和社会限制•
（纵轴）两大类；
在限制程度上又分为高度（严重）、非常高度（严•
重）、温和、低度等四个级别；

结果就宗教受限度而言：•
可以出现政府较高度限制，社会较低度限制或社会•
较高度限制、政府较低度限制等多种情形；



二、当前中美互动的若干领域 

（8）“宗教自由”问题：•



二、当前中美互动的若干领域 

（8）“宗教自由”问题：•
报告指出，如果综合考量两类限制，•
世界上宗教最受限制的国家是沙特、巴基斯坦、印度、埃•
及、印度尼西亚和伊朗等国，而非中国。



二、当前中美互动的若干领域 

（8）“宗教自由”问题：•



二、当前中美互动的若干领域 

（8）“宗教自由”问题：•



二、当前中美互动的若干领域 

（8）“宗教自由”问题：•



二、当前中美互动的若干领域 
（8）“宗教自由”问题：•

西藏问题•
是中美结构性冲突的焦点问题之一；•
完全是中国的主权问题，但往往被曲解为所谓“宗教•
自由问题”。

美国政府的涉藏政策•
也具有政治盘算和工具性，•
“冷战孤儿”；•

神权政治式的政教关系模式•
即使在美国也无法持久，•
也无从产生“宗教自由”。•



三、宗教与当前中美关系 

总的评估：•



三、宗教与当前中美关系 



三、宗教与当前中美关系 

在对宗教与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的关系问题上，中美两国宗•
教认知和实践的异同：

（1）国家安全：•
（2）国家利益：•
（3）人权位序：•
（4）独特性：•
（5）外交建制：•



三、宗教与当前中美关系 

（1）国家安全：•



三、宗教与当前中美关系 

（2）国家利益：•

中美两国均认为宗教事关国家利益，尽管路径不同；•



三、宗教与当前中美关系 

（3）人权位序：•



三、宗教与当前中美关系 

（4）独特性：•

“独特性”是普世情结•



三、宗教与当前中美关系 

（4）独特性：•

“独特性”是普世情结•



三、宗教与当前中美关系 

（4）独特性：•

“独特性”是普世情结

因此两国对本国特殊性的强调又演化为：

霸权主义和反霸权主义之争

涉主义与反干涉主义之争

从而加剧了冲突。



三、宗教与当前中美关系 

（5）外交建制：•

“外交唯物主义”，将外交政策实体化是各国普遍现象；•

冷战结束尤其是9·11以来美国最高决策层发生“宗教觉•
醒”；外交政策“福音化”；

但仍患有“避教综合症”，•

宗教议题在美国国务院中被“矮化”和“部门化”，•
偏离美国外交实践的“主流”；

美国外交政策存在 “宗教赤字”和“宗教差距”；•

我国政府及其有关宗教管理部门亦需设有应对国际宗教问•
题的相应建制



结语 

       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要大于相互分歧，和则两•

利，斗则俱伤；

       因此加强对话和沟通，尊重彼此对发展道路的•

选择以及妥善处理彼此的重大关切，是处理两国矛

盾和分歧的基本原则；

       中美关系是不断发展的动态关系,两国的合作不•

会停留在现有领域，而将不断深入新的领域并探索

双方新的利益交汇点；



结语 

      即使在一些两国关系的“结构性分歧”领域，加•

强交流和互动以及管控冲突和分歧对促进中美关系也

具有积极作用；

       “后传教时代”的中美宗教互动不仅有助于“把•

中国宗教的真实情况告诉美国人民”，而且也有助于

“把中国宗教的真实情况展现给美国人民”；

       拓宽双方民意沟通的渠道,缩短两国在宗教问题上•

的认知差距，同样有可能成为中美增强互信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