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

书籍信息

版 次：1
页 数：
字 数：
印刷时间：2010年07月01日
开 本：16开
纸 张：胶版纸
包 装：平装
是否套装：否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208091467



编辑推荐

宗教史是个多迷雾的领域，与百年新陈代谢舛结在一起的基督教入华史尤多雾气。隔着
雾气论史，非常容易只见一面，不见另一面。本书用心写出了鸟瞰下的多面和细节中的
多面，由此呈现出来的是矛盾和曲折，但历史过程的本来面目却因之而显得清晰了。本
书对近代以来基督教在华传播史作了研究，具体内容包括唐元的基督教、明清之际的复
兴与阻断、天父天兄之教、西方学术文化的东渐、“庚子事变”中的教会等。  

内容简介

基督教自唐朝景教入华，历经元代天主教东传，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再度梯航而来，直至
近代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的大规模输入，数起数落，历时弥久，在政治、文化和社会
生活中之于中国之影响，极其深远。基督教领域的历史研究，一直是中国学人的兴趣所
在，尤其是20世纪以后，在陈垣、张星、冯承钧、向达、徐宗泽、方豪等的倡导和开拓
下，中国基督教史成为中西交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书是对近代以来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研究的通史性著述。在对唐元明清的基督教传播
进行概要介绍后，作者将近代中国的基督教传播与古代基督教传播史作了相应的对比，
从而对作为外来文化意识形态的基督教信仰，以及作为外来社会力量的基督教会，与中
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之阋的歧异与趋同、冲突与调和，以及由此引起的对教会内部与
中国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相互影响等问题，作了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
  本书可作为一般研究人员或中西交通史、中国基督教史等领域入门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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