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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基督教现状与发展趋势》成果简介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同志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重大项

目《当代基督教现状与发展趋势》（批准号97@ZJ001）现已结项。该项目最终成果为6部专

著，共260余万字。 

   一、主要成果简介 

1、专著《当代西方新教神学》，卓新平著，35万字， 1998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该著

作对20世纪以来西方新教神学的发展变迁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和阐述，论及自由

主义神学思潮的崩溃与嬗变、新正统主义思潮的兴起及其涵括的危机神学、辨证神学和现实

主义神学的发展、存在主义神学、历史神学、过程神学、世俗神学或“上帝之死”派神学、

普世神学、北欧神学、人格主义神学、神学人类学、希望神学、革命神学、黑人神学、女权

神学、生态神学、神学解释学、叙述神学、新福音派神学和后现代主义神学等在西方当代社

会氛围中的全新发展，并对现代西方神学体系的重建进行了梳理和诠释。综合运用哲学、社

会学、语言学、人类学、比较宗教学和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善于将新教神学思潮纳入当代西

方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发展背景中考察，从而找出这些现代宗教思潮与哲学、社会学、

心理学、人类学和生态学等领域的关联及双向互动，从思想史的探讨来分析社会史、文化史

在当代的发展变迁。主要建树是在中国学术界第一次系统、全面地研究西方新教思潮，对其

代表人物及思想进行深入剖析、独到阐述，具有较强的开拓性、前沿性和预见性，是国内该

领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 

    2、专著《当代西方天主教神学》，卓新平著，35万字，1998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该著

作对20世纪以来西方天主教神学的发展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内容涉及到20世纪初天主教

现代派神学的兴衰、新经院哲学尤其是新托马斯主义的兴起、受现象学、进化论和整体论影

响的20世纪上半叶天主教神学的发展、“梵二”会议及其神学突破和社会学说的崛起、20世

纪下半叶天主教神学新格局的形成、神学范式的转变、全球伦理之求和“对话”神学、“治

疗”神学的影响等，重点探讨了20世纪天主教神学鼎盛时期之代表拉纳尔的先验神学体系、

“在”的神学之思和神学人类学、以及巴尔塔萨的神学伦理学、神学美学、神学戏剧学和神

学逻辑学。该成果综合运用宗教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现象学、语义学、文

献学、比较文化学的研究视阈和研究方法，在研究中点面结合、时代感强、天主教思想发展

的历史、层次清楚，对重要人物的研究既能深入其复杂的思想体系、又能做出独到的分析判

断。主要建树是在中国学术界开拓并深化了对20世纪以来西方天主教思想的研究，其中对许

多天主教思潮、神学代表人物的研究在国内具有开创性。 

    3、专著《当代东正教神学思想》，张百春著，46万字，2000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该著



作对20世纪以来俄罗斯正教神学、宗教哲学进行了开拓性研究，第一次对俄罗斯东正教思想

的现代发展加以系统、全面的阐述，其内容包括对俄罗斯东正教神学历史的回溯、与拜占庭

神学的比较、俄罗斯神学院中的思想理论、宗教哲学家的神学思想、世俗思想家的神学与宗

教哲学之探、新教父综合神学、一些独特而重要的神学主题等。综合运用历史学、哲学、文

学、宗教学、文献学等研究方法，突出特点是资料新、时代感强、视阈开阔、并与俄罗斯正

教机构、神学院和相关人员有着直接的接触和讨论，主要建树是对当代俄罗斯东正教神学及

宗教哲学展开系统研究，在国内学术界具有开创意义，对当代俄罗斯东正教学术研究亦产生

一定影响。 

   4、专著《当代基督宗教社会关怀——理论与实践》，王美秀著，32万字。该著作从理论

与实践两个方面对20世纪以来世界基督教各大教派的社会关怀展开全面、透彻的分析和系

统、具体的阐发，其内容涉及到当代罗马天主教会、基督教传统主流教会和当代福音派的社

会思想及其实践活动。研究方法反映了伦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文献学等方法的并重，其

突出特点是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当代天主教会的社会学说、伦理神学、以及当代基督教对社

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生命伦理等问题的关注，并注重当代网络信息的发展动向。

主要建树是将对当代基督教的研究从思想领域进一步扩大到其社会学说和伦理学说领域，对

其社会、政治层面的对话展开了专门探讨。 

   5、专著《当代基督宗教教会发展》，卓新平、董江阳、张雅平著，63万字。该著作对当

代世界六大洲222个国家和地区基督教会的发展及现状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描述，内容包括基督

教会发展的历史回溯和目前教派分布情况、20世纪以来教会的“普世合一”运动、宗教对

话，其中对一些重点国家和重点机构有深入、翔实的研究，如对梵蒂冈天主教系统（包括教

宗体系、罗马教廷机构情况、枢机院人员情况等）、英国圣公会系统（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

体系、圣公会在世界各地的教省情况等）和东正教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系列等均有重点阐

述，还专文探究了“当代福音派的教会发展”和“20世纪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变迁与发展”。

该书运用统计学、信息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地理学、政治学、宗教学等研究方法，并

注意重要年鉴和当代网络信息的搜集；突出特点是在全球视阈下对当代教会发展既有整体、

宏观的把握，又注重对重要地区和机构的细节描述和微观剖析，并运用大量图表和统计数字

来分析、勾勒当代世界基督教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主要建树是对全球基督教会发展的整

体、系统把握和审视，并对这种发展追踪到2006年3月的最新动向，有着极强的现实性。 

   6、专著《当代亚非拉美神学》，卓新平著，50万字，是国内学术界对亚非拉美当代神学

思想的首次系统研究，内容包括对基督教思想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含港台地区）之发展，

涉及到基督教在中国思想文化氛围中的“本土化”、“处境化”、“相关神学”、“中庸神

学”、“融贯神学”的构思、“中国神学建设”和“汉语神学”的最新发展；基督教思想在

印度、日本、韩国、菲律宾等亚洲地区的发展，如“印度神学”、“日本神学”、“民众神

学”、“草根神学”等；基督教思想在当代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如“黑人神学”、“解

放神学”、“女权神学”等。综合运用比较宗教学、比较文化学、哲学、人类学、政治学和

社会学等研究方法，突出特点是对“第三世界”神学的特别关注和对其思想、文化特色的捕

捉，并结合本土文化对基督教思想的发展、嬗变加以深入剖析和阐发。主要建树是在国内学



术界开辟了对“第三世界”神学思想的研究，第一次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当代基督教

思想发展进行较为系统、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为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二、学术价值及社会影响 

该项目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

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调查研究和理论分析并重，体现了扎实的资料基础和严谨的学风。   

该项目最终成果是我国基督教研究的一个新突破，提升了我国学术界当代基督教问题研

究的整体水平，对国际学术界基督教研究也将产生积极影响，从而促进我国与国际学术界的

沟通与交流。 

1、勾勒出当代基督教的发展脉络。该项目重点研究20世纪以来基督教发展出现的一些重

大转折、20世纪60年代以后天主教的革新及其巨变、20世纪下半叶涌现的各种新的神学思潮

和新的社会运动，从宏观层面对当代基督教进行全方位把握和多层面分析，较为生动、准确

地勾勒出当代基督教的发展态势和基本走向。研究范围从20世纪延伸到21世纪初，体现出把

握全局、站在时代发展前沿的特点。西方学者虽然对当代教会发展有着较翔实的论述，如耗

资上亿美元的项目《世界基督教百科全书》的不断更新和修订出版，但却没有涵括神学思想

发展的具体内容和对各种个案分析的研究，其各个领域的分散研究虽然较多、较细，但却没

有形成整体把握和系统阐述。因此，该课题的完成也将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2、捕捉到当代基督教发展的最新趋势。例如，课题2004年年底结束的“当代基督宗教教

会发展”，因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于2005年4月2日去世、随之新教皇本笃十六世当选而做了相

应调整，补入这一当代天主教会的最新发展，增加了两位教皇的情况介绍和思想分析，以及

新教皇在2006年2、3月任命新枢机的最新动向。这一研究不仅涵括罗马教廷的最新变化发

展，而且也对2002年当选的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斯等有较系统的探讨，这对我们了解其

历史、思想背景，准备其2006年下半年的来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该项目研究不仅

具有纯学术价值，而且具有明显的应用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我们对梵蒂冈、英国圣公会等机

构及相关代表人物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咨询。研究成果构思具有前瞻性和预测性，对把握基督

教21世纪的发展走向有着独特意义。 

3、对当代基督教展开系统研究。该项目以当代基督教神学思潮为研究重点，系统阐述了

20世纪至21世纪初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神学的发展及特色，尤其对亚非拉美本土神学进行

了深入探讨。研究系统、全面，处于国内学术界前沿。其中对许多重要思潮、代表人物的研

究在国内都属首次，颇具开拓性。对当代基督教社会理论、尤其是天主教社会学说的研究，

亦为国内学术界的最新成果。 

4、体现出跨学科、跨文化研究的特色。该项目以全球视阈展开研究，在研究方法和涵盖

面上均表现出包容性和开放性，内容涉及到当代神学、哲学、社会学、伦理学、人类学、美

学、文学等领域，采用了哲学、社会学、文献学、人类学等研究方法，并对不同文化进行了

比较探讨。不仅体现出中国思想文化的特色，而且突出了西方思想文化与印度、韩国、非

洲、拉美等民族思想文化的比较和对话。这种涵盖性在国内当前学术界亦属为数不多的有益

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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