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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教运动的扩展和趋势

（1）扩展的原因

*犹太教一神论

*强势国家/文化（航海大发现、殖

民、文明化与基督化CC）

*十字架和剑（双重屈辱）



（1）扩展的原因
*差传的国际化（帝国主义的随军牧师、道
德对应物；“文化帝国主义的变体”；

英国禁止在印度传教、在尼日利亚支持

穆斯林）

*工业革命、新型组织(差会部是美国历史

上最早的跨国公司)、“伟大世纪”（

“21世纪为更伟大世纪”、“下一个基

督教王国”）、“当趁今世传道于天

下”（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in this Generation）、学生立

志海外传教运动 



一、传教运动的扩展和趋势

（2）传教动机

*荣耀上帝/国家。宗教和自身的优越、种

族优越论和文化沙文主

义、ethnocentric not racist、与本国

行同陌路；

*无私之善（disinterested 

benevolence）:行为是“内在和精神慈

爱”的最为重要的“外在和可见的标

志”。

*基督的诫命：把福音传遍地极 



一、传教运动的扩展和趋势

（3）传教趋势（基督宗教大变局）

*世界范围的新教海外宣教运动的重心从

英国转移到北美

*美国海外宣教运动的重心从传统差会转

移到福音差会

*宣教领导权从外国差会转移到本地独立

教会



（3）传教趋势（基督宗教大变局）

*世界基督教的中心从北半球转移到南半
球、“第三教会的崛起”、世界宣教

的“六大洲观”、“黑人将军白人士

兵”、双向/多向互动、世界宣教取代

海外宣教、普济/普渡/普觉（积功德

种福田）

*“宣教史”（差会）—“教会史”（本

地教会）—“新基督教史”（普世教

会）



二、传教运动与美国外交政策

（1）对海外的影响（美国走向世界）

*使海外普通人民与美国建立了联系，是美

国普通人接触和体验外交事务的最初切

入点，国际交往的中介角色

*美国大众形象的塑造者，是美国文化在草

根层面影响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最有效的

方式之一

*世俗贡献大于宗教成就：自由民主制度、

美国生活方式、西方价值观念、民族复

兴运动、培育社会精英



二、传教运动与美国外交政策

（2）对国内的影响（世界走向美国）
*对国内影响大于对国外影响、传教运动是理解
美国与世界交往的核心因素（《美国历
程》）

*使美国人与外部世界建立了直接接触，美国对
外部知识的提供者(W. Wells Williams: 
Middle Kingdom)；传教士建立的学科（包括
人类学、语言学和地区研究，全美第一位东
方学教授John Fryer，哈佛-燕京学社，传教
士汉学）、平等与外国人相处的经验（摆脱
种族主义、消融和制造种族偏见、全球公民
社会的概念）



（2）对国内的影响（世界走向美

国）
*促进美国大学的国际化，高校世俗思想
均有教会根源（三大名校）、百年中国

留学史

*振奋和促进美国教会本身，从筹款技术

到思想冲突

*“逆向传教”，加快了非西方如伊斯兰

思想对美国社会的渗透

*促进了美国的多元文化和相对主义社会

力量的形成（无意插柳）



二、传教运动与美国外交政策

（3）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从隐身到显身）

*为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作准备。二战期

间50%“外国文化专家”是传教士后代

（MK）

*美国对国外最主要的非官方信息来源和最主

要的外交政策游说团体之一，影响关于外

交政策的公共舆论

*外交政策的非正式执行者，“新生活运

动”、吴德施与周恩来

*人道主义救援，美国外交的重要辅助



（3）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从隐身到显

身）
*人权问题提上外交事务议程；人权外交
*影响对具体国家的政策（尤其近东和远

东）：鲁斯家族（the Luces）、the 

Blisses/the Dodges、John Mott/John 

Leighton Stuart、威尔逊传教士外交、《传

教思想与美国的东亚政策》、China and 

American Dream（Richard Madsen）：美国

新教差会对中国长期和深入之介入，对理

解20世纪后期作为中美关系特征的道德主义

和情感起伏至关重要，尤其在人权问题上。



三、传教运动与当代国际关系

（1）国际影响：

*至2002年，全世界海外传教机构约

有41,000个，海外传教士约429,000人，

教徒捐献的传教资金达数百亿美元，基

督教广播及电视台就有3,600个之多；

*传教重点“未得之民”:贫困者、背井离

乡者和青年学生。北纬10/40 之窗；中

国是“未得之民”最多的国家；



（1）国际影响：
*南方化基督教的保守主义色彩与大规模宗
教冲突（十字架与新月）、新世纪的世界
政治轮廓和格局。到20世纪中叶，世界上
人口最多的25个国家中9个是伊斯兰国
家，8个是基督教国家，另3个是两教势均
力敌的国家。25个国家中至少有10个宗教
冲突严重。

*国际冲突的若干体现：宗教问题国际化，
造成国之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宗教问题政
治化和社会安全化；促发基督教会内部不
同宗派间的紧张关系（红灰黑三大板
块）；促发民族间的紧张关系（“回
宣”）和边境冲突（中韩）； 



三、传教运动与当代国际关系

（2）对华宣教

*人员来源：目前已有在海外受过训练的中国传教
者、在中国工作或学习的带职事奉的外国传教
者和以其他名义来华传教的短宣队和短期游学
者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

三种主要对华宣教势力：

* 一是北美和欧洲的教会，如梵蒂冈、以国外基
督使团（OMF，前身为戴德生创立的内地会）为
代表的众多福音教会和老线教会、少数东正教
会。它们极重视跨文化传教，不仅注重到中国
来宣教，也注重“家门口”的宣教（留学和务
工人员）；



* 二是以韩国为代表的亚洲周边国家教会。韩国
教会不仅重视派人进入中国境内进行传教，近

年来随中国赴韩务工人员的日益增多（仅在永

原一地就有数十万中国务工人员），韩国教会

加强对在韩华人的宣教工作；

*三是众多华人教会以北美为大本营、以香港为

对华宣教最重要据点；香港在梵蒂冈的对华宣

教事工中，地位显著。香港新教教会多有国际

背景，25%的香港教会有差传年会和差传奉

献；

*海外教会亦大规模介入对华网络宣教、提供宣

教品（如分发圣经、制作和发放光盘）等活

�。



三、传教运动与当代国际关系
（3）华人海外宣教

*海外华人的宣教已从“奔向骨肉之亲”（指
世界华人），逐渐转向“走遍人居之地（全
世界人民）”；

*“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运动”（“传耶运
动”，“宣教沙文主义”）、“温州现
象”、“台湾教会”； 

* 如何把传教运动纳入可控轨道？“化暗为
明”；更多地提供社会服务渠道，而不只专
执于传福音；使传教活动有利于中国国际形
象的优化；软对抗和非安全化 



四、协和神学院与中国基督教会

（1）协和对中国教会的影响

*协和在美国基督教神学教育

界的地位：Reinhold 

Niebuhr, Paul Tillich, 

Harry Emerson Fosdick

*协和三杰：路思义（Henry 

W. Luce）、艾迪（George 

Sherwood Eddy）、毕得经

（Horace Tracy Pitkin）



（1）协和对中国教会的影响

*协和教授（Harry F. Ward, Harry 

Emerson Fosdick等）访华及其出版物：

协和在华传教士；作为传教士训练中心

的协和

*协和的中国学生及其活动：诚静怡、刘廷

芳、吴耀宗、丁光训

*协和与燕京大学宗教学院



四、协和神学院与中国基督教会

（2）中国对协和的影响

*扩宽了神学教育的国际层面、丰富了其课程

尤其是宣教课程、提高了美国学术界与公

众对异邦文化的兴趣和了解

*中国学生/学者不仅受教而且施教：对中国

诠释美国/对美国诠释中国的双重使命

*协和毕业的美国传教士成了“来自中国的传

教士”

*中国的协和、美国的燕大。中美交流的双向

互动 



四、协和神学院与中国基督教会

（3）协和对中国教会影响之评估

*中国学生/学者的思想来源非止一端

*协和的神学乃至政治立场也相当复杂

*并非被动的接受，而是能动的选择：

民族经历和文化遗产的双色镜



谢 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