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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容摘要 】 自 2 0 世 纪 下半期 以来 , 基督 宗 教在非 洲 获得 广

泛传播 与 发展 的 同 时 , 其本土化趋 势愈益 加 强 。 由 于基督徒在 非

洲 的增 长速度 快 于 世界其 他 地 区 , 目 前在基督 宗教 的 全球体 系

中 , 非 洲 教会正 占据 突 出 位置 , 在 非 洲各 国 和 地 区 事务 中 的 角 色

和影 响 日 益 彰 显 。 尽 管如 此 , 非 洲 基督 宗 教也 面 临 着来 自 全球 宗

教和 文化 冲 突 的 挑 战 , 及 自 身 神 学建构 、 身 份认 同 及社 会互 动 方

面 的 困 境 。 总 体上看 , 非 洲 基督 宗教 的本土化过程 本身 对独 立 以

来非 洲 新 兴 国 家本土 文 化 和 国 家 民 族 意 识 的 成 长 有 复 杂 的 影 响 。

因 不 同 因 素 的 制 约 , 本土化 的 基督 教对 非 洲 各 国现 代文 明建构 和

内 源型 文 化 的 塑 造 能 否 发挥积 极作 用 , 尚 有待 具体 深 入 的 分 析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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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一

个基督王国 ：南方国家 ？

基督宗教长期以来被公认为是西方文明的核心 。
？ 毋庸置疑 , 尽管基

督宗教并非起源于西方 , 但过往漫长 的历史上 , 它在构建西方历史 、 精

神世界 、 价值体系 乃至政治思想和艺术生活等方面 , 都发挥过基石 的作

用 。 这
一起源于 中东 巴勒斯坦 、 肇兴 于罗 马帝 国 、 发扬于西欧和北美 的

西方文 明精髓 , 自 世界历史进人近代 以来 , 就开始了与人类其他 文 明 形

态的接触和交流 、 碰撞和 冲 突 、 共生与融合 。 在当今全球化程度 日 益加

速 的背景下 , 基督宗教在全球 的辐射与影响也在扩散增强 , 在广泛传播

于非西方世界并扎根当地社会 的 同时 , 继续演绎着与当 地文化融合和 本

土化的经历 。

值得关注的
一

个现象是 , 过去百年基督宗教在非 洲和其他南方 国家

有了快速传播 , 但在西方发达 国家却在经历某种形态 的 所谓
“

去基督教

化
”

或
“

自 由化基督教
”

后现代变革过程 。 随着基督宗教在当 代西方 国

家 的影 响相对下降及在广大发展 中 国家力量 的增强 , 这一 曾 被视为西方

宗教的 文化形态 , 越来越 明显地呈现 出某种程度的南重北轻的
“

南北角

色转换
”

的变化 。 基督教似乎正越来越成为
一种南方 国家 、 发展 中 国家

的本土宗教 , 以 至于有人认 为 , 那种认为基督教还 以西方为大本营的观

念 巳 经过 时 。

多家权威机构统计资料显示 , 在西方世界尤其是欧洲 国家 , 人们对基

督宗教的虔诚信仰程度在大幅下滑 。 到 2 0 世纪末 , 世界南半球信奉基督

教的人数开始超过北半球的基督徒人数 。 由于西方主流教会 中信教人数在

实际减少 , 并且持其他信仰的移民大量涌人 , 使基督宗教在欧美尤其是西

欧各国社会中 的传统作用与功能锐减 , 对于这种状况 , 不少学者甚至断言

① 世界第
一 大宗教基督 教包括天主教 ( Ｃａｔ ｈｏ

ｌ ｉ ｃＣｈｕｒｃｈ ) 、 新教 ( Ｐｒｏｔ ｅｓｔ ａｎ ｔＣｈｕ ｒｃｈ ) 和东

正教 (Ｏ ｒｔｈｏｄｏｘＣｈｕｒｃｈ ) 。 在我国学术界把
“

基督宗教
＂

作为对这三个教派 的统称 , 本文按 此名

称进行叙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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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已经进人
“

非基督宗教
”

的时代 。

？

这种断言 自然 言过其实 , 然而不容否认 的是 , 自 2 0 世纪 中期 以来 ,

与北方国家基督宗教 日 趋式微或
“

消解
”

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 , 南方或者说

发展 中 国家 , 基督宗教获得 了广泛的发展 , 而非洲大陆是基督徒增长最快

的地区之一 。 非洲基督徒人数 于 Ｉ 9 6 0 年超过该地区 的 穆斯林人数 , 目 前

巳达非洲总人 口 的 4 7 ％
, 新人教受洗者每年平均达 1 5 0 万人 。 《 大不列颠

百科全书 》 ( Ｅｎｃｙｃｌ ｏｐ ｅｄｉａＢｒｉ ｔａｎｎ ｉ ｃａ 2 0 0 3Ｂｏｏｋｏｆ
ｔｈ ｅＹｅａｒ )  ( 2 0 0 3 ) 的

数字显示 , 截至 2 0 0 2 年中期 , 非洲 的基督徒数字已超过 3 亿 7 6 0 0 万人 ,

并且这
一

数字还在迅速增长 , 美国宾州大学教授菲利浦 ？ 金肯斯 ( Ｐｈ ｉ ｌ

－

ｉ

ｐＪ ｅｎｋｉｎ ｓ ) 于 2 0 0 2 年 出版 的 《下一个基督 王 国 ： 基督宗 教全球化 的来

临 》 中依据 2 0 0 1 年 《世界基督宗教百科全书 》 所提供 的数据资料进行分

析 , 认为到 2 0 5 0 年全球基督徒总数超过 1 亿 的 6 个 国家中将会有 2 个非

洲 国家 。

③ 由 此可见 , 非洲在基督宗教南移 、 南半球基督徒人数迅速增长

上发挥着关键作用 , 非洲基督教会已经成为影响 和塑造 当代世界基督宗教

的
一

支重要力量 。 不过 , 在迅速发展的 背后 , 非洲基督教会也面临着全球

宗教和文化 冲突所带来的挑战 , 以及 自 身神学建构 、 身份认同与社会互动

等方面的 困境 , 包括如何处理与传统民族文化的关系 、 如何培养非洲本土

意识并如何扮演推动非洲和平 、 安全与发展的角 色 。

① 当代西方学术界和教会对西方社会本身这种
“

非基督教化
”

的趋 势非 常敏感 , 发起 了种

种 的反应与抵制 。 美 国政 治学 大师 塞缪尔 ？ 亨廷顿 引 发广 泛争 论和探 讨 的著作 《 ＴｈｅＣｌａ ｓｈｏ ｆ

Ｃｉｖ ｉ
ｌ

ｉｚａｔ ｉｏｎ ｓ？ 》 ｛ Ｆｏ ｒｅｉ
ｇｎ

Ａｆｆａ ｉｒ ｓ ,
Ｓ ｕｍｍｅ ｒ1 9 9 3 , ｐ ｐ

． 2 2 

—

4 9 ． ) 其实就是针对 美国 当 时社会现实

的深深的忧虑 , 在此忧虑上 , 他又把这种现实推而广之到全球范 围 。 卓新平教授在其 《 当代 基督

宗教教会发展 》 ( 上海三联书店 2 0 0 7 年版 , 第 9 4
一

9 8 页 ) 中 对基 督宗教 这一发展 趋势作 了深人

的分析 , 卓新平引 用多位西方学者著作 中所 提观点 , 如 Ｃａ ｌ ｌｕｍ Ｇ ． Ｂｒｏｗｎ
,
Ｔｈ ｅＤｅａ ｔｈｏｆＣｈｒ ｉｓ

？

ｔ
ｉａｎＢｒ

ｉｔａｉ ｎ
？Ｕｎｄ ｅｒ ｓｔ ａｎｄｉ ｎｇＳ ｅｃｕｌａ ｒｉ ｚａ ｔ

ｉｏｎ1 8 0 0 
—

 2 0 0 0
, Ｒｏ ｕ ｔ

ｌｅ ｄｇｅ
, Ｌｏｎｄｏｎａ ｎｄＮｅｗＹｏ ｒｋ

,

2 0 0 1 ． Ｈ ｕｇｈＭｃｌ ｅｏｄａｎ ｄＷ ｅｒｎ ｅｒＵｓ ｔ ｏ ｒｆ
,ＴｈｅＤｅｃｌ ｉ ｎ ｅｏｆ

Ｃｈ ｒｉ ｓ ｔｅｎｄｏｍｉｎＷｅｓ ｔ ｅｒ ｎＥｕｒｏｐｅ , 1 7 5 0 

—

2 0 0 0  , Ｃ 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 ｖｅ ｒｓ ｉ ｔ ｙ
Ｐｒ ｅｓｓ , Ｃ ａｎ ｂ ｒ ｉ

ｄｇｅ ,  2 0 0 3
． 和ＹｕａｎＤａｎｉ ｅ ｌ , Ｈ ｅｎｒ ｉＧｏｄ ｉｎ , Ｌ ａＦｒ ａｎｃ ｅ

,

Ｐａｙｓ ｄ ｅＭ ｉｓｓｉｏｎ ？Ｌ ｅｓＥｄ ｉ
ｔ ｉｏｎｓｄｅＬ

＇

Ａｂｅｉ ｌ ｌｅ
,
Ｌ ｙｏｎ ,

 1 9 4 3
；
美 国宾州 大学 教授Ｐｈ ｉ ｌ ｉｐＪｅｎｋｉｎ ｓ认为

到 2 0 5 0 年全球基督徒总数将增至 3 0 亿 , 而拉美和非 洲 的基 督徒会增 至 1 5 亿 , 为全球基 督徒 总

人数的一半 , 到时每 5 个基督徒 中将仅有一个是非拉美裔 的 白人 。

②Ｅｎｃ ｙｃｌ ｏｐｅｄ ｉａ
Ｂｒ ｉｔ ａｎｎｉ ｃａ 2 0 0 3 Ｂｏ ｏｋｏｆ

ｔｈ ｅＹｅａｒ
,

2 0 0 3
．Ｃｈｉ ｃａｇｏ ：Ｅｎ ｃｙｃ ｌｏｐｅｄ ｉａ Ｂｒ ｉ

ｔ ａ ｎｎ ｉ

？

ｃａ
＊
Ｉ ｎｃ． ｐ

．

 3 0 6 ．

③ 卓新平 ： 《 当代基督宗教教会发展 》 , 上海三联书店 2 0 0 7 年版 , 第 9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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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当代西方
“

去基督教化
”

与非洲的
“

基督王国
”

2 0 0 1 年发生的
“

9 ？1 1

＂

事件被认为是伊斯兰教与西方文明 之间所爆

发的战争 ,
二者的 敌对情绪和 自 此 以来的战争冲矣不断 , 成为 当前 国际社

会上最严重的不安定因 素 。 由 于基督宗教
一直是塑造西方文 明 的核心力

量 , 所 以很容易使人把这场战争联想为 以基督宗教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与伊

斯兰文 明之间的战争 , 但是实质上这个结论非常盲 目 和武断 , 这只是用来

掩盖西方世界扩张全球霸权 、 维护对非西方世界的政治军事与经济支配地

位的
一

种说辞而已 。

基督宗教传统孕育了西方现代文明 , 但是后者 自 文艺复兴 以来已经开

始 了对基督信仰的挑战 。 欧洲在 1 4
一

 1 6 世纪发生 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是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 。

？
自 文艺复兴以来 , 西方世界 已 经开始 了与基督

信仰的战争 ( 同时也是与伊斯兰教信仰的 战争 ) 。 西方运用了其文明 内 的

三种强势 因素作为有力的武器 。 第
一

, 现代哲学 , 表现为世俗主义 、 多元

主义 、 相对主义与现代主义 ； 第二 , 全球文化压力 , 表现为民 主 、 先进科

技和资本 主义 ； 第三 , 无神论的复兴 。 这些 由西方产生的文明压力正在通

过全球化对包括基督宗教在内 的世界几大宗教形成冲击 。

？

现代西方哲学与无神论的复兴 ( 当代西方文明 的重要力量 ) 并不针对

西方 以外的文化 , 而是直接针对西方的传统文化和基督宗教 。 在
一些西方

人的圈子内 , 有一种很强烈的改写 《圣经 》 的愿望 , 他们热衷于改写耶稣

基督的历史 、 信徒的历史和教会的历史 。 ＤａｎＢｒａｗｍ 的 《达 ？ 芬奇密码 》

在西方的热销和追捧 ,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社会对基督宗教——这一

曾 塑造其文化的精神核心 的抵触和蔑视 。 在 当代西方尤其是欧洲等国家 ,

基督教会 的参与人数与影响都在显著降低 , 代之 以其他宗教和无神论的兴

起 。
这种蔓延在西方世界的去基督教化趋势 , 导致了西方 国家面向非洲等

① ［美 ］ 弗兰西斯 ？ 薛华 ( Ｆｒａｎ ｃｉ
ｓＳｃｈ ａ ｅｆｆｅｒ ) ： 《前 车可鉴 ： 西方思想文化的兴衰 》

, 梁祖永

等译 , 华夏出 版社 2 0 0 8 年版 , 第 2 8
—

9 8 页 。

②Ｙ ｕｓ ｕ ｆｕＴｕｒａｋｉ ,
＂

Ａ ｆｒｉｃ ａｎＣ ｈｒ ｉｓｔ
ｉａｎｉ

ｔ
ｙｉｎＧ ｌｏｂａｌ Ｒｅ ｌ ｉｇ ｉｏｕ ｓ ａｎｄＣ ｕ ｌ

ｔｕｒｅＣ ｏｎｆｌｉ ｃｔ
＂

,Ｅｖａ ｎ
？

ｇｅ ｌｉ ｃａｌ Ｒ 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ｏ ｌｏｇｙ
？Ａｐ ｒ 2 0 0 7

,Ｖｏ ｌ
．

 3 1 ,
Ｉ ｓｓｕｅ 2 ,ｐｐ

． 1 2 7
—

1 3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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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宣教机构萎缩和调整 , 由过去的 向 外宣教转人培养针对 自 己社会的神

学教师 。

由于受西方现代文明影响 , 西方基督教会内 出现了 自 由主义神学 、 世

俗神学等神学思想 , 这引发西方与非洲基督教会在神学取向上的分歧和 冲

突 。 在解释和运用 《圣经》 上 , 西方很多教会采取了较为多元和 自 由 主义

神学的 释经法 。 相比之下 , 很多非洲教会被贴上保守 、 传统和基要主义的

标志 。 受现代西方哲学影响 , 很多西方教会已 经开始接受 同性恋的行为 ,

甚至 2 0 0 3 年美国新罕布什尔州 的圣公会
？的 祝圣 , 以

一位公开 的 同性恋

者为主教 。 这让在全球拥有 7 5 0 0 万教众的圣公会 内部掀起轩然大波 。 加

拿大等一些西方 国家教会表示理解和认 同 , 而 占世界圣公会教众 6 0 ％ 的

非洲教会 , 其领袖 强烈抗议这
一

祝圣 , 并且 为此威 胁退 出圣公会联盟 。

2 0 0 9 年美国圣公会 7 6 届全国 大会投票通过 了允许 同性恋者担任 主教等神

职的决议 , 并投票准许教会为今后可能主持同性婚礼而作准备 。

？ 这一决

议又招致 了非洲 教会领袖的抗议 。

西方与非洲在神学观念上 的冲突越来越多 , 并且越来越深刻地在二者

教会之间产生裂痕 。 非洲教会在很多方面表现出 了与西方 自 由主义神学相

对抗的较恪守 《圣经 》 与注重灵性复兴的神学取 向 。 如在很多非洲教会有

着较为严格的行为规定 , 如不抽烟 、 不喝酒 、 不吃猪 肉和爬行动物 ,
不在

教堂内涂 口红等等 , 而这些规定在很多西方教会 内不会被提及 了 。 这些非

洲教会想让信徒从行为规则里体会成为基督徒带来的身份标志 , 使他们通

过行为规范来强化 自 己基督徒 的身份认同 。

很多在美 国的非洲 移民 开始成为
“

转 向西方 的传教士
’ ’

。 《纽约时报 》

2 0 0 4 年一篇报道指 出 , 每周 日 , 在纽约地区 的 1 0 0 间左右的 教会里 , 牧

师用伊博语 ( 尼 日 利亚一些地区 的语言 ) 、 契维语 ( 加纳 一些地 区 语言 )

等非洲语言宣教 。

③ 一
位宗教社会学家指 出 , 非洲 的基督徒移 民在美 国 的

影响 已经超出 了他们 自 己的非洲教会 , 他们不仅给非裔美 国人 , 而且给其

① 基督新 教的一派 , 又称安立 甘宗 ( Ａｎｇｌ ｉｃａｎＣｈ ｕ ｒｃｈ )
, 为 1 6 世纪英 国 宗教改革的 产物 ,

即英 国国教教会 。 在礼 仪与教义上与天主教传统较为接近 , 以英国坎特伯雷大 主教为其 首脑 , 在

全球范 围 内建立 了 圣公会联盟 , 支持普世教会运动 , 反对种族主义 和军备竞赛 。

②ｈ ｔ ｔｐ
：／ ／ｂｆ 0 3 7 1 ．

ｃ ｏｍ／ｈｔｍｌ ／ｎ＿
2 0 0 9 7 1 7 7 1 5 1 7 1 6 ． ｈ ｔｍ ｌ

③Ｄａｎ ｉｅ ｌＷ ａｋ ｉｎ
,

“

ＩｎＮｅｗＹｏｒｋ , Ｇｏｓｐｅ ｌ Ｒｅ ｓｏｕｎｄｓ ｉｎＡｆｒｉｃａｎＴｏｎ ｇｕｅｓ ,

＂

Ｎｅｗ Ｙｏ ｒｋ Ｔ ｉｍｅ ｓ ,

Ａｐｒ ｉ ｌ 1 8 , 2 0 0 4 ．

ｐ
．Ａ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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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教会带来了新的活力和新的做事方法 。 人们能在他们的教会 中感受到友

谊 、 热情 , 而且更重要的是对灵性复兴的强调 。

？

三 基督宗教与伊斯兰教在非洲的竞争

基督宗教在公元 1 0 0 年左右就来到 了北非 ,
而且 四五世纪时北非曾 出

现过奥古斯丁 、 德尔图 良 、 西普里安等著名 神学家 , 对后世影响深远 。 但

是随着 7 世纪伊斯兰教传人北非 , 基督教会在非洲 的发展被中 断 。 到 1 6

世纪 , 苏丹 的努 比亚基督教会被伊斯兰教完全消灭 , 标志着后者 已经完全

确立 了在北非的统治地位 。 现在北非基本上都是伊斯兰 国家 , 甚至撒哈拉

以南非洲国家也受伊斯兰教的影响 。 尽管如此 , 埃及和埃塞俄 比亚还是保

留 了古老的科普特教会传统 。
进入近代 以来 , 西方传教士把宣教旗帜重新

插到非洲 , 与伊斯兰教形成了竞争 的态势 , 并且延续至今 。 就 2 0 0 3 年 的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的数据 , 非洲穆斯林信徒将近 3 亿 3 0 0 0 万人 , 与基督

宗教一样也获得了很大的 发展。

②
均起源于 中东的这两大世界性宗教现在

都在非洲产生 了 巨大 的影响 , 带来了非洲文化 、 社会 、 经济等各方面的深

刻改变 。 他们给非洲带来正 面变革 的 同 时 , 也 由 于竞争带来 了负 面的 影

响 。 比如二者的冲突对非洲政局 、 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了 灾难 。 有时

候非洲 由 于资源 、 土地 、 种族等多种复杂因素相纠 葛而起 的冲突被披上宗

教的外衣 , 更加深了双方的误解和敌意 。

宗教间存在竞争是客观和必然的 , 然而很多人把这二者的竞争理解为

文 明的冲突 , 并且上升至不可调和 的状态 。 美 国政治学大师塞缪尔 ？ 亨廷

顿 的 《文明 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 重建 》
一

经出版就在世界范 围 内掀起巨大

反响 。 他列举了 当今现存的七 到八种文 明 , 把宗教界定 为文明 的 主要特

①ＡｍａｄｕＪ ａｃｋｙ
Ｋａ ｂａ

？
＂

Ｔｈｅ ｓｐ ｒｅａ ｄｏｆ Ｃｈｒｉ ｓｔ ｉａｎ ｉ ｔｙａｎ ｄＩ ｓ ｌａｍ ｉｎＡｆ ｒ ｉｃ ａ ：ＡＳｕｒｖｅ ｙ
ａｎｄＡｎａ ｌ

？

ｙｓ ｉ ｓｏ ｆｔｈｅ Ｎｕｍ ｂｅｒｓａｎｄＰｅｒｃｅｎｔ ａｇｅ ｓｏｆ Ｃｈｒｉｓ ｔｉ ａｎ ｉ ｔｙ ,Ｍｕｓｌ ｉｍｓａ ｎｄＴｈ ｏｓ ｅＷ ｈｏＰｒａ ｃ ｔ ｉｃ ｅＩｎｄ ｉｇ ｅｎｏｕｓ

Ｒｅｌ
ｉｇｉｏｕ ｓ

＂

, ＴｈｅＷｅｓｔ ｅｒｎＪ ｏｕｒｎａ ｌ ｏｆ
Ｂ ｌａ ｃｋｓ ｔｕｄ ｉ ｅｓ ,Ｖｏｌ ． 2 9 ,Ｎ ｏ ．  2  ＊ 2 0 0 5 ．

ｐ
．  5 5 3 ,

②Ｅｎ ｃｙｃ ｌｏｐ ｅｄｉａＢ ｒｉ
ｔａｎｎ ｉｃａ 2 0 0 3 Ｂ ｏｏｋｏｆ 

ｔｈ ｅＹｅａ ｒ ． ( 2 0 0 3 )．
Ｃｈ ｉ ｃａｇ ｏ ｊＥｎｃｙ ｃｌｏｐｅｄ ｉａＢｒ ｉ

ｔ ａｎ
－

ｎ ｉ
ｃ ａ

,
Ｉｎ ｃ． ｐ ． 3 0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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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 即文明的核心要素 ,

？ 然后他对
“

西方
”

加以 注解 , 即
“

现在普遍用

来指以前被成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那
一

部分 。 地理范 围包括美国在内的欧

洲 和其他欧洲人居住 的 国家 , 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

。

②
由 此他把基督宗

教列为西方文明 的核心 , 强调这种西方￥明与其他文 明 的冲突 。 这种诠释

使基督宗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竞争被贴上永久性 、 顽 固性的标签 。 这种认

识上的偏执带来了影响 广泛的 以宗教差异指代文明 冲突 的倾 向 。

“

事实上 , 从宗教这种被文 明冲突论认为是文 明的 核心要素 出发 , 在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乃至犹太教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冲突 。 这三大宗教都是一

神教 , 都认同共同的先知 , 以至于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宗教 。 如果
一定要说

文明之间存在着冲突 , 也不会存在于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 , 而可能存在

于一神教 ( ｍｏｎｏｔｈｅｉ ｓｍ ) 与多 神教 ( ｐ ｏ ｌｙ ｔｈｅ ｉｓｍ ) 之间 。

” ③ 由 于美 国 国

内对 民族 、 宗教 、 种族等字眼极度敏感 , 这种政治现实导致了 亨廷顿讨论

的这一语言禁区 , 即在宗教 、 种族和 民族之间是有矛盾的 , 并且有国际和

国 内 的根源 。 其实他是在概括人类冲 突 中 的大部分形态 , 但是宗教能否成

为文明 的核心和基督宗教能否成为西方文明 的核心是存在疑问 的 。 正如前

文所述 , 当代西方文 明 已经背离了基督宗教的教义 ,
发展出了反基督宗教

的思维方式 , 其现代哲学 的滥觞和无神论 的复苏所带来的诸如关于
“

自

由
”

的信条和表述 、 关于完全的个人主义和把 自 治的人凌驾于上帝 ( 其创

造者 ) 之上的文明表现形式和特色都使其正在展开与基督宗教 , 当然也包

括伊斯兰教激烈的对抗 。

在非洲 , 由 于两大宗教的竞争并且受上述亨廷顿
“

文明冲突
”
的思维

影响 , 伊斯兰教与基督宗教存在着误解与对立 。 穆斯林对基督宗教的敌视

很大程度上认为基督宗教是代表西方世界的价值观 。 这种对立 , 带来 了该

地区 的不稳定 , 使非洲
一些 国 家受 害 。 如

“

二战
”

以 后 , 苏丹 、 尼 日 利

亚 、 科特迪瓦 、 乌干达等国家发生 了 由 多种因素 , 其中也包含宗教因素带

来 的冲突 。

以尼 日 利亚为例 ,
2 1 世纪初 , 尼 日 利亚有 5 0 ％ 的人 口 为穆斯林 , 约

？［美 ］ 塞缪尔 ？ 亨廷顿 ： 《文 明 的冲突与世界秩序 的重建 》 , 新华 出版社 2 0 0 2 年版 , 第 3 2

页 。

② 同上书 , 第 3 1 页 ．

。

③ 张家栋 ： 《文明 冲突与恐怖 主义 ： 想象还是 现实 ？ 》 , 载 《社会科学 》 2 0 0 9 年第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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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为基督徒 。

？ 伊斯兰教在西非 的历史可追溯至 1 1 世纪 ,
1 5 世纪时尼

日利亚建立了伊斯兰 国家 。 基督宗教只是 1 9 世纪初才 出现在尼 国 , 从此 ,

二者作为邻居 、 朋友和竞争 对手的关系 不时变化和调整 。
？ 尼 国 独立之

后 , 二者都想在国家事务上 占据主导地位 。 基督徒要求政教分离 , 而穆斯

林坚持伊斯兰教法要在 国家内实行 。 在 2 0 世纪 8 0 年代 , 伊斯兰复兴运动

出现 , 其结果引发了
一些暴动和流血事件 。 1 9 9 9 年北方的 1 2 个省把伊斯

兰教法引 人现行法律体系 , 导致 了一系 列冲突 。 2 0 0 1 年 9 月 的暴乱导致

了 1 0 0 0 人的伤亡 , 次年 , 耶卢瓦地区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 的通婚被禁止 ,

市场也被分为穆斯林的和基督徒 的 。

③ 尼 日 利亚的穆斯林强烈要求政府加

人伊斯 兰会议组织 。

一些有识之士 已 经发起了宗教间对话 , 总统也组成
一

个委员会来调解争端 , 目 前这些对话 已经取得
一些成果 , 但是两个宗教间

要做到和平共处还有一段路要走 。

苏丹地跨北部非洲 与南部非洲 , 种族与文化复杂 。 达尔富尔问题是
一

个 由 天灾引起的人祸 。 由 于干旱与 沙漠化 、 人 口 的持续增长 、 牧民与农民

之间文化差异与土地矛盾 、 阿拉伯与非阿拉伯之间 的矛盾等多种 因素杂

糅 , 使达尔富尔的地区冲突给当地带来了严重 的人道主义灾难 。 在各种因

素 中 , 北方阿拉伯人对南部和西部 的黑穆斯林和信奉基督的非洲人之间 的

敌意也是
一

个不可忽视的 因素 。

四 本土基督教会在非洲文化与社会变迁中的角色

基督宗教在当代世界的多元发展中 , 已 经深人到多国包括非洲很多 国

家的社会生活 中 。 2 0 世纪尤其是非洲 国家纷纷独立 以来 ,
基督宗教在非

洲已经呈现了本土化、 地域化等多元发展之势 。 作为公民社会的一部分 ,

①ＡｍａｄｕＪ ａ ｃｋｙＫａｂａ
,

＂

Ｔｈｅ ｓｐ ｒｅａ ｄ ｏ ｆ Ｃｈｒ ｉｓ ｔ
ｉａｎ ｉ ｔ ｙ ａｎｄＩ ｓ ｌａｍ ｉｎＡｆｒ ｉｃａ

：Ａ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Ａｎ ａｌ
－

‘

ｙｓ ｉｓｏｆｔｈｅＮ ｕｍ ｂｅｒ ｓａ ｎｄ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ｓｏ
ｆ Ｃｈｒｉｓ ｔｉａｎｉ

ｔ
ｙ ？Ｍｕｓｌ

ｉｍｓａｎｄＴｈｏｓｅＷ ｈｏＰｒａ ｃｔ ｉｃｅ Ｉｎｄｉ ｇｅｎｏｕｓ

Ｒｅ ｌ ｉｇ ｉｏｕｓ
”

, Ｔｈ ｅＷｅｓｔ ｅｒｎＪ 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Ｂ

ｌａｃｋＳｔ ｕｄ ｉｅ ｓ , Ｖｏ ｌ ． 2 9 ？Ｎｏ ． 2 , 2 0 0 5 ．

ｐ
．  5 6 2 ．

②Ｒｏｂ ｅｒｔ Ｌｏ ｕ ｉｓＷｉ ｌｋ ｅｎ
,

＂
Ｃｈ ｒｉ ｓ ｔｉ ａｎｉ ｔｙＦａｃ ｅｔｏ Ｆａ ｃｅ ｗ ｉｔｈ Ｉｓ ｌａｍ

＂

,
Ｆｉ

ｒｓ
ｔ
Ｔｈｉｎｇ ｓ ：ＡＭ ｏｎｔ ｈｌｙ

Ｊｏｕｒ
ｎａ ｌｏｆ

Ｒｅｌ ｉｇｉ ｏｎ＆Ｐｕｂｌ ｉｃＬｉｆｅ ？Ｉ ｓ ｓｕｅ 1 8 9 , Ｊａｎ 2 0 0 9 ．

ｐ
．  2 4 ．

③Ｙｕｓｈ ａｕＳｏｄ ｉ

ｑ ,


＂

ＣａｎＭｕｓ ｌ ｉｍｓａｎｄＣｈｒ ｉ
ｓｔｉ ａｎｓＬ ｉ

ｖｅ Ｔｏ ｇｅ ｔｈｅ ｒ Ｐｅ ａｃ ｅｆｕ ｌ
ｌｙｉ

ｎ Ｎ
ｉ ｇｅ ｒ

ｉ
ａ ？

＂

Ｔｈ ｅ

Ｍｕ ｓ ｌｉｍＷｏｒ ｌｄ , Ｖｏ ｌ ．  9 9 , Ｏｃｔ ｏｂｅｒ 2 0 0 9 ．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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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基督教会不能与这块大陆上的政治社会发展绝缘 , 在非洲 国家社会转

型 、 文化变迁和社会体系 重建如过程 中 , 非洲基督宗教也面临 着参与其

中 、 角 色定位 、 完善 自 我并对所在国国 民文化体系建构的任务挑战 。

欧洲人与非洲的相遇历史使非洲作为
一个整体 , 其经济和政治卷人了

■

西方 国家的势力范 围 。 这一历史事实也深深地影响 了非洲基督宗教 的气

质 , 导致它与西方存在着难 以割舍的 联系 。 如果不能形成非洲本土的 神

学 , 纯粹是西方基督宗教在非洲的
“

移植
”

, 耶稣永远是 白 人 。 这一神学

发展需要与基督教会在亚洲 、 拉丁美洲等地的 发展需要相 同 , 只是对非洲

来说尤为迫切 , 因为非洲有着数百年的奴隶史和殖民历史 。 由 于非洲在当

代的发展与摆脱殖民统治 、 反对种族歧视和社会压迫相关联 , 所以非洲 自

2 0 世纪以来涌现出一大批本土神学家 , 他们 的神学理论以一种信仰思想

形式反映出这种
“

非洲 的觉醒
”

, 突 出 了
“

黑人神学
”

、

“

解放神学
”

等具

有非洲本土特色的神学思想 。

？

南非 由 于其社会矛盾和种族冲突 的尖锐 , 其神学洞见以黑人解放神学

和反对种族隔离斗争为特色 , 涌现 了 图 图等
一

大批反对种族隔离 的斗士 。

他们 由 于本 国政治环境的影响而把政治神学推到 了神学本土化 的前沿 。 在

喀麦隆 , 天主教神学家布拉加 ( Ｆ ． Ｂｏ ｕｌａｇ ａ ) 认为非洲人对于基督宗教有

一个认识和接受的过程 ,
而西方传教士居高临下 、 咄 咄逼人的传教方式破

坏了非洲人对基督宗教的 印象 。 对这些传教士来说 , 非洲是块荒蛮 、 无知

和异教之地 , 崇拜偶像 、 拒斥上帝 。 这种对非洲传统社会及其文化妖魔化

的潜 台词是非洲人若要皈依基督信仰 , 必须与其文化传统决裂 , 与祖先崇

拜和偶像崇拜决裂 , 从而摆脱异教的历史 , 直奔未来 。 显然这种霸道要求

使意欲皈依基督信仰的非洲人在 自我身份认 同和文化信仰归 属上陷人两难

之间 。

乌干达神学家姆 比蒂 ( Ｊ ｏｈｎ Ｍｂｉ ｔ ｉ ) 认为
“

非洲 神学
”

不能被人为
“

移植
” 或

“

创造
’’

, 而是随着非洲教会在其文化土壤中发展 、 演变并对非

洲极其复杂情形的 回应而 自 然形成 。 因此 , 非洲神学应该植根于非洲的社

会文化之中 , 不能作
“

外来物
”

的
“

本地化
”

。 他对西方神学 的包办和移

植持反对态度 , 坚持以各种非洲文化背景来重新解释基督信仰的立场 。 肯

① 本文论述 的 相关神学 家思想参 考卓 新平 《 当代 亚非 拉美神 学 》 , 上海 三联 书店 2 0 0 7 年

版
,
第 4 3 4

—

4 9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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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亚 的神学家尼亚米蒂 ( Ｃｈａ ｒ ｌｅ ｓＮｙ ａｍ ｉｔ ｉ ) 强调必须在保持对教会教导的

忠诚与使教会能够植根 于非洲 信仰 习俗的基础之间 达到
一种合理 的平衡 。

非洲基督宗教不仅要积极结合非洲文化所涵盖的 主题及其保存的 价值 , 也

必须面对一些
“

否定 因素
”

, 如巫术 、

一夫多妻 、 迷信等 , 在文化适应和

教会生存的需要 中作出必要的妥协和达到某种可能的和解 。 加纳的迪克森

( Ｋｗ ｅ ｓ ｉＤｉ ｃｋｓｏ ｎ ) 认为 , 基督信仰不应该只是作为西方对非洲 的输出 品来

展示 , 而应有非洲人的意识及非洲人的努力 。 非洲神学必须 回应非洲人的

生活状况 , 必须将基督宗教置于真正的 非洲文化处境之中 , 只有基督在非

洲处境 中与人们相遇 , 在非洲语言 中被人们所倾听 , 才能真正体现出其神

学和信仰的意义 。

基督宗教 自 7 世纪 以来在北非地区 衰落之后 ,

一直到 1 5 世纪重新来

到非洲 , 西方传教士所建立的教会一直发展缓慢 。 但是 自 2 0 世纪非洲独

立运动 以来 , 非洲独立教会发展势头强劲 , 而且与非洲传统文化相关联的

五旬节教派
？增长最快 , 据估计 2 0 0 6 年非洲有 1 ． 4 7 亿的五旬节教派基督

徒 , 可 以说基督宗教在非洲的增长归功于非洲本地的福音工作 , 而少有西

方传教士的参与 。 如一位加纳神学家所说 , 基督教会似乎 巳经在非洲找到

了永久的家 ,

？
作为

一个 团体 , 非洲基督教会是非常活跃的 , 它提供了
一

种让成员彼此关怀和爱的功能作用 , 人们去教堂出于寻求各种需要 , 比如

被关怀 、 被安慰
。 但是同时教会也存在无法及时应对快速增长的信徒与教

化能力欠发达的危机 。

一方面 , 信徒高参与度 , 对唱圣歌 、 追求圣灵充满

的经验等外在仪式的热情高于对基督教义的理解 ； 另
一方面 , 教会也成为

不容忍多样性和持不同教义者的最坏例子 。

一直以来 , 人们认为 中世纪基督宗教是在欧洲 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意识

形态 , 但欧洲 的基督教化其实是失败的 。

“

在罗 马得胜 的那个基督宗教是

在高度竞争环境 中 的
一个群众性社会运动 , 而随后那个令欧洲大多数地方

仅仅名 义上皈信的基督宗教 , 最多不过是
一

个地位确定 、 享受津贴的 国家

①Ｐｅｎ ｔ ｅｃｏ ｓｔａ ｌｍｏｖｅｍ ｅｎｔ
是 2 0

世纪初兴起 的 基督新 教运 动 , 具有神 秘色彩 和保守 主义特

性 , 其特点是突出 圣灵降临给人以恩典的信仰意义 , 强调圣灵 的工作如说方言 、 疾病得愈 等 。 近

年来在全球传播迅速尤其在非洲 、 亚洲 、 拉美为甚 。

②Ｍｅ ｒｃｙＡｍｂａ Ｏｄｕｙｏｙｅ ,
＂

Ｃ ｈｕｒｃｈ ｏｆｔｈｅ ｆｕ ｔ ｕｒｅ ,  ｉ
ｔｓｍｉｓｓ 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ｏ ｌｏｇｙ ：Ａ ｖ ｉｅｗｆ ｒｏｍ

Ａｆｒ
ｉ
ｃ ａ

”

, Ｔｈｅ ｏｌｏｇｙ Ｔｏｄａ ｙ
,Ｊ ａｎ1 9 9 6 ．

ｐ
．  4 9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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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 , 它寻求扩展 自 己 的办法不是通过 向人们宣教 , 而是通过给 国王施

洗 。

”？ 基督宗教在非洲也须面对这样 的挑战 , 即这
一

宗教的勃兴 和发展

是否仅仅停留在宣信的人数上 , 它能否 以独特的精神 和气质与非洲本土相

适应 , 在 自 己 的 发展和 变革过 程 中带 给这个苦 难深重 的 大陆 以 希望 的

曙光 。

在乌 干达 、 赞比亚 、 肯尼亚等国家 , 基督宗教为 国 内主导信仰 , 而且

国家领导人 以公开或私下形式表达对基督信仰的支持 。 在这些国家里 , 基

督宗教作为
一股强大的文化 、 社会甚至经济力量正在对本土社会产生强大

影响 , 在教育 、 医疗 、 妇女解放 、 社会发展等方面的贡献 良多 。 但是它在

建构独立后新兴国家国 民意识 、 本土文化上还需更加 努力 , 如何更好地使

基督教会与本土社会相适应 , 并成为所在国现代化发展的 内生动力 之
一

,

这是当代非洲神学家面临和需要思考的 问题 。

结 论

当代非洲 国家的发展道路异常艰难 。 现在人们 已 经普遍形成共识 ： 非

洲要实现 自 身的发展 , 必须 由其内部产生现代化的动力 , 即本土经济 、 社

会 、 文化力量的成长 。 这些力量应逐渐意识到 自 己在推动非 洲发展 中 的角

色
, 并在应对外部挑战与发展过程 中实现 自 身的变革和成长 。

非洲 的基督宗教已成为这块大陆上的
一

大文化和社会力 量 , 虽然发展

的时 间短 , 但它在逐渐成为非洲本土的文化 因 素 , 特别是独立 以来 , 非洲

基督教会已 经在追求本土化的过程 中取得很大成就 。 但是在当今全球化时

代背景下 , 它也面临很多挑战 , 这些挑战不仅来 自 全球宗教和文化冲 突 的

挑战 , 也有 自 身神学构建 、 身份认 同与社会互动等方面的困境 。 如何在处

理和化解这些挑战的 同时 , 实现 自 身本土化的变革与发展 , 更好地与世俗

政权 、 非洲传统文化和伊斯兰教等势力 共处和磨合 , 并在构建所在 国家本

土文化和国家意识 、 民族意识等方面有所助益 , 是摆在当代非洲基督教会

面前的课题 。

① ［美 ］ 罗德尼 ？ 斯达克 、 罗杰尔 ？ 芬克 ： 《 信仰的法则
——

解释宗 教之人 的方面 》 , 杨风

岗译 , 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 0 0 4 年版 , 第 8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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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 国在此领域的研究还相对薄弱 , 对基督宗教在当代非洲的社会

功能 、 面临挑战 和未来走 向等问题还未展开深人探讨 。 中非关系 在向前推

进过程中 , 我们有必要对非洲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加以更深认知 , 尤其对兼

具文化载体与公民社会多重属性于一身的基督宗教开展研究 , 这不仅有助

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非洲 , 并将进一步推动中非双方的文化互动与交流 。

( 责任编辑 ： 周海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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