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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Chinese Buddhism

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由印度传入中国，经长期传播发展，而形成具有中国民

族特色的中国佛教。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地区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景的

不同，中国佛教形成三大系，即汉地佛教（汉语系）、藏传佛教（藏语系）和云

南地区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

汉地佛教

传入中国汉族地区的佛教，经过长期的经典传译、讲习、融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相结合，从而形成具有民族特点的各种学派和宗派；并外传朝鲜、日本和越南。

历史 佛教传入中国汉地年代，学术界尚无定论。古代汉文史籍中，有秦始皇

时沙门室利防等 18 人到中国的记载。据《善见律毗婆沙》记述，在阿育王时代，

佛教第三次结集后，曾派大德摩诃勒弃多至臾那世界（原注：汉地）；派末世摩

至雪山边国。西藏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称达摩阿育王时，高僧善见至大支那

弘法。南传佛教史书则称派末世摩至支那。以上这些布教活动因无译述遗迹传世，

无法证实。

初传 汉建元二年至元朔三年(公元前 139～前 126)，张骞出使西域期间，曾

在大夏见到从印度贩运去的蜀布、邛竹杖，说明当时中印之间已有民间往来，可

能佛教也随之传入汉地。汉武帝还开辟了海上航道与印度东海岸的黄支等地建立

联系。近年考古发现，东汉时的四川彭山墓葬中已有佛像，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佛

教摩崖刻像初步证实也属于东汉时期。东汉明帝于永平八年(65)赐楚王英诏言其

“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可见当时已有佛教传入。经典的传入，

据传始于汉元寿元年（公元前 2 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卢以浮屠

经（佛典），但究为何经，已失传无闻。历来均以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 58～

75）遣使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经》为佛法传入中国之始。此说是否为历史事实，

近代颇有争议。因当时西域发生战乱，交通断绝，至永平十六年才开放。因此，

只能推定大概在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传入汉族地区。传播的地区以长安、洛

阳为中心，波及彭城（徐州）等地。当时有人认为佛教是一种神仙方术，故桓帝

将黄帝、老子和佛陀同祀，“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沙门视同方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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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Buddhism）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广义地说，它是一种宗教，

包括它的经典、仪式、习惯、教团的组织等等；但佛教在世界性的各大宗教和思

想之中，显得非常特殊。凡是宗教，无不信奉神的创造及神的主宰，佛教却是彻

底的无神论者；因此佛教似宗教而又非宗教，类哲学而又非哲学，通科学而又非

科学。这是佛教的最大特色。狭义地说，它就是佛所说的言教；如果用佛教固有

的术语来说，应当叫做佛法（Buddha Dharma）。在《增一阿含》经的序品中所说：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用一句话来说，佛教就是佛让

人们止恶扬善、自净其意的教法、是佛陀的教育。

佛教的历史

佛教发源于公元前 1500 多年的古代印度，当雅利安人从印度河流域向恒河

流域发展，主要生产方式从畜牧业生产转向农业生产。由于气候条件优越，加上

人们学会了种植产量比较高的水稻，再加上铁器的使用生产力得到很大的提高。

社会结构进入奴隶制社会。当时的社会人群被分成四个等级：①婆罗门（宗教祭

司，掌握掌握神权和教育权，宗教经典和文化知识），②刹帝利（武士阶层，后

来还包括国王和军事贵族，他们掌握军事和行政权。）、③吠舍（农民、手工业者，

后来还包括从中分化出工商业主、高利贷商人。）、④首陀罗（由非雅利安的土著

部落平民组成，地位低下）。另外还有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奴隶，无种姓者，被

称为“贱民”， “不可触者”（untouchable）。当时印度社会上的主要宗教是婆

罗门教，婆罗门教是一种多神教，崇拜自然精灵和祖先神，信奉天神、雷神、司

法神、日神、火神、风神、雨神等多神。婆罗门教是维护当时的奴隶社会的一门

宗教。它宣扬业报轮回的观点，认为人在今生的行为（业）的善恶，将带来来生

轮回不同的因果报应；如果不相信婆罗门教的吠陀经典、或有违犯种姓规定的行

为，或有杀生行为等等，死后将轮回转生为下等种姓贱民或为牲畜，而如果学习

吠陀经典，苦行，行善，死后可转生为上等种姓，以至成为天神，与大梵合一。

婆罗门教宣传婆罗门种姓至上，说梵天用口造婆罗门，用手造刹帝利，用双腿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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吠舍，用双脚造首陀罗，并为他们规定了社会职业，永世不可改变。婆罗门教强

调向天神祭祀献供，每年要举行多次祭祀仪式，包括马祭、祖先祭、天神祭、梵

祭、精灵祭种种献祭。献祭时要屠宰大量牲畜，信徒们耗费大量财物，甚至土地

献祭给神——实际归婆罗门。

公元前 5~6 世纪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国家的兴起，刹帝利种姓和吠舍

种姓中人数比较多的工商业主、高利贷者的财富和势力增加。他们对婆罗门教的

婆罗门至上的旧种姓制度不满，而且婆罗门种姓的专横、腐化也受到社会各阶层

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对抗、批评婆罗门教的新宗教思潮，即沙门思潮。

其中，在尼泊尔国南部的释迦族中有一位年轻人乔达摩•悉达多（即释迦牟尼），

他也接受了沙门思潮。决心建立一种新宗教——佛教，它吸收原来婆罗门教的生

生轮回和因果报应的思想，但是它反对人依照出生种姓等级而认定命运，而是相

信人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修养来达到成佛——意为觉悟者，达到觉悟的人。所以

佛教在培养人的社会性上比其他宗教更加注重自己的修养，比较适应于东方的天

人协调的哲学思想，所以在东方世界得到广泛的传播。当然，产生和流传于封建

社会的佛教的对人的社会性的制约作用，也还需要通过宣扬按照佛教的道德规则

进行的生死轮回和因果报应来实现。

佛教虽然产生于古代印度，但是其发展和得到广泛的传播却是在古代中国和

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一些东方国家，象日本、朝鲜、东南亚国家等。反而在其发

源地印度，佛教却没有成为主要的宗教。印度的第一大宗教是由婆罗门教改革后

发展的印度教，甚至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可能都比佛教在印度要广泛。究其原因可

能是印度教更加符合印度的民族文化，有更加深厚的社会基础。到了近代，印度

成为英国的殖民地，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印度教也进行了广泛的宗教改革，如

取消古婆罗门教中存在的种姓制度、偶像崇拜、寡妇殉葬制等不符合民主社会的

内容，对繁琐的宗教仪式进行简化等。使得印度教成为印度最有影响力的宗教，

印度大多数人信奉此教，但是旧宗教中的种姓阶级的不平等待遇及寡妇殉葬等诸

多陋习在一些地区仍然有存在。而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是随着阿拉伯波斯帝国和西

方殖民主义者对印度的入侵而得到传播的，有比较悠久的历史基础。特别在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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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出的巴基斯坦等国家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佛教虽然在古印度到孔雀王朝

阿育王时，成为了国教，佛教得到了极大的弘扬。但是到了 9 世纪以后，印度教

经过改革后逐渐兴盛，而佛教僧团内部派系纷争不已，从而日趋式微。到 12世

纪阿拉伯民族的大规模入侵，伊斯兰教随着阿拉伯人进入印度，统治者排斥佛教，

很多佛教的重要寺院被毁。到 13世纪初，印度的佛教终于一蹶不振趋于消亡。

直到 19 世纪末，在印度沉寂了约 700 年的佛教又出现了复兴。1891 年锡兰（今

斯里兰卡）的达磨波罗在印度首创摩诃菩提会，恢复了一些佛教胜地，重新建立

了一些寺院。特别是 1947 年印度独立后，佛教有了新的发展。1956 年印度政府

举行释迦牟尼涅盘 2500 年的国际性大规模纪念活动。同年 10月，印度首任司法

部长、宪法起草人安培多伽尔在那格浦尔组织了一个有 50 万“贱民” 参加的改

信佛教运动，以后又有几百万“贱民”陆续由印度教皈依佛教。在印度，虽然佛

教徒只占印度人口的 0.6%，但是佛教思想在印度的思想文化界颇有影响。特别

是下层民众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

佛教能够在东方地区好多国家广泛流传至今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佛教本身的

宗教思想与东方文化的吻合。我们特别要说的是佛教传到中国后，与中国文化的

融合发生的变化。实际上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佛教的教义主要是通过佛经的

翻译版本来传达的。古代佛经的翻译本主要是一些外来的传教僧人，最早的佛经

的翻译可能是汉明帝时代的大月氏国来的迦叶摩腾、竺法兰在洛阳白马寺，译出

的《四十二章经》。汉桓帝时安息国安世高和月氏国支谶，译佛经数十部，约一

二百卷。灵帝时有印度竺佛朗也在洛阳宣讲佛教，并著有《牟子理惑论》主张佛

教思想与中国文化调和。佛经的翻译最著名的是印度名僧鸠摩罗什。具传当时为

了把印度名僧鸠摩罗什请来宣扬佛教，还发生过几次战争，征灭了几个国家。早

在秦朝，中原人们对佛教是一种什么东西还不太清楚，只是听西方来的人说佛教

是可以渡人进极乐世界，获得永生的仙法。在秦始皇时代，始皇帝就派了徐福带

领几千人去东海仙岛寻找长生不老之法，可以他们是一去不返，始皇帝也没有能

长生不死。当时，朝廷听说有位鸠摩罗什在西域龟兹国宣扬佛教。鸠摩罗什是一

个年轻的天才，他不仅具有超人的记忆力，而且对佛学也有深刻的理解。秦朝皇

帝苻坚听说佛教是如此好的仙法，鸠摩罗什又是一位佛法大师，于是就派遣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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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光率领大军，西征龟兹去抢鸠摩罗什大仙。等到吕光征服了龟兹，请到鸠摩罗

什准备返回秦朝，不料这时秦朝发生内乱姚苌杀了苻坚自己当了皇帝。于是吕光

就乘机据姑臧自称凉国，鸠摩罗什也就留在了凉国。后来姚苌的儿子姚兴当皇帝，

打败了凉国，吕光的儿子吕隆投降，这才把鸠摩罗什请进入中原。皇帝姚兴亲自

迎接他到长安，并封他为国师，为了尽快把佛教的仙法在中国施展，还专门派了

几千人协助他翻译佛经。最后，皇帝没有来得及得到长生不老的仙法，而佛教在

中国逐渐发展起来了。在鸠摩罗什主持下翻译的佛经在中国佛教的传播中是很重

要的一部分。由于，佛经的翻译中有大量的中原文化人参加，其中不乏儒家和道

家学者，所以在佛经的语言和解释中就融入了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文化思想。加上

佛教本身的培养和教育人的社会性的一些思想，也与中华文化中的哲学思想很吻

合，所以在中国佛教发展过程中，两种思想也不断交映，相互融通。有一个传说

故事可以说明这一点：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孔、孟、老、

庄的思想。当时艰巨的佛经的翻译工作还在进行中，佛经《涅盘经》还只翻译了

一半，大家就迫不及待地进行研读。在经文的前部分对“一阐提”（指有破戒、

作五逆罪，不信佛法、因果、诽谤佛法，断灭善根、不作善法，破坏僧团纲纪等

极端罪恶的众生）的问题，佛祖严厉地说他们会在轮回中永远不得超生，一再出

现排除“一阐提”成佛可能性的经文。而有一位文化修养非常高的道生法师从中

国的哲理考虑，认为这不符合佛教的完整思想。应该无任对什么样的人，只要悔

罪自新便可成佛。就是提倡“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顿悟成佛”思想。这样

就受到只学了一半经文的其他佛教徒们的激烈的反对，大家都不能接受与所见经

文意思不同样的观点。于是道生法师就到南方的虎丘山隐居，没有人接受他的观

点，他就对着山上的石头解使佛法。后来经文翻译完了，果然他的观点是正确的。

这便是所谓“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故事。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逐渐在民间

流传开来，另外还有其它的一些印度佛教派别也来到中国，如禅宗第二十八代祖

师菩提达摩就是这个时期来到中国。达摩在嵩山少林寺隐居面壁九年的故事在中

国广泛流传。这个禅宗就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包括老子、庄子和部分儒家思想）

很吻合。我们从梁武帝接见达摩时的谈话就可以知道这个问题。梁武帝是一个非

常虔诚的佛教信徒，他在中国大力推介佛教，甚至压制道教等其他宗教。在他的

大力支持下，当时中原出现五里一庙，十里一庵的佛教盛况。他听说从印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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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高僧，马上就召见达摩。梁武帝问达摩：“朕造了许多寺庙，选送了好多僧人，

还亲自抄写经文，大力弘扬佛法，这算不算有了功德？”达摩回答：“没有功德。

你这些只是‘人天之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看来虽有，实在没有’”就是说：

你这是有心行善，没有出自本心的行为。就好象一个影子会随着东西走，但是影

子是看起来有，实际上是摸不到，拿不走的。有就等于没有。梁武帝又问达摩：

“那么，真实的功德是什么呢？” 达摩说“清净智慧是微妙圆融，本体空寂，

无法可得，如是功德，绝对不是世间上有为之法所能求到的”。真正的佛学思想

是非常微妙、高深的，是没有一种确定的方法就可以学到的。所以功德，也绝对

没有什么明确的做法就可以求得的。这一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的道教的《老子》

的思想非常相似。老子在《道德经》中就说道：“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

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

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所以佛

教思想和中国传统的老子、庄子和儒家思想是很一致的。这个禅宗就成为中国佛

教思想的一个最重要的学派，直到今天它还对世界佛教思想起着深刻的影响。到

唐朝时代（公元 618——907 年），印度的佛教已经发展了几百年了，出现了多种

佛教等派别。在唐代中国佛教的一件大事就是，在中国妇孺皆知的《西游记》中

的唐僧——玄奘大师不远万里去印度留学。他回国后，唐太宗非常重视，安排了

数千人参加玄奘大师的佛经翻译工作。因玄奘大师的弘扬，使印度后期佛教哲学，

和大、小乘佛教的经典，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紧密结合的

另一个有力的例证是观音菩萨的中国化.

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是印度梵语音译过来的，释迦是仁慈

的意思，牟尼是寂默的意思，寂默也就是清净的意思，佛是觉悟。释迦牟尼佛他

是北印度人，就是现在的尼泊尔，它在印度的北方，西藏的南部。根据中国历史

的记载，他是生于周昭王廿六年甲寅，跟现代外国人考据不一样，年代相差很多。

佛入灭于周穆王五十三年壬申年，世寿七十九岁，我们通常讲释迦牟尼佛住世八

十岁，实际是七十九岁，因为我们中国人讲虚岁，虚岁是八十岁，实足年龄是七

十九岁圆寂的。如果根据这个记载，释迦牟尼佛入灭到今年，应该是三千零十五

年，虚云老和尚以及我们中国从前的古大德们，都是用中国的记载。

http://baike.baidu.com/view/217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8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18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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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view/3736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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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拥有历史悠久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虽发源于中国社

会，但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也不断从其他民族文化中吸取营养成分，并把它们改造

为自己的组成方面。佛教发源于印度，传到中国后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互相影响、

吸收，发展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之一，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

古代社会历史，对哲学、文学、艺术等其他文化形态，都发生了深远的多方面的

影响。

佛教正式传来中国是汉朝，非正式还更早，在周朝时已经陆陆续续传过来，

但不是正式的，正式是国家派了使节到西域去迎请，礼请过来，这是正式的，正

式来是在后汉永平十年（公元六十七年），在中国已经有一千九百多年历史，到

中国来之后，因为是中国皇帝迎请他过来的，所以是以国宾的礼节来对待他，来

了之后，与我们朝野人士谈的很投机，我们非常欢迎他，希望他能常住中国。最

初来的二位法师，是竺法兰和摩腾，他们二位把佛教，佛像，经典第一次正式带

到中国来，为中国朝野所接受，来到中国之后，是国家招待他们，就好像现在的

外交部礼宾司来接待，那时候的政治制度与现在不相同，现在的外交部都在行政

院之下，从前的外交部不归宰相管理，外交直接归皇帝管辖，那时的外交部也不

叫这个名称，而叫做鸿胪寺。所以诸位要明了佛教中的寺是怎么来的？寺是汉朝

的时候政府办事的机关，它并不是庙，而是帝王所辖的一级单位，直接属于皇帝

督导的，皇帝下面有九个寺，寺的长官叫做卿，我们称做公卿，鸿胪寺卿相当于

现在的外交部长，所以由鸿胪寺来接待，以后由于想把他们常留在中国，这样一

来，鸿胪寺不能长远招待他们，因此皇帝下面再增加一个单位，也就是从九个寺

增加到十个寺，这个寺就是佛寺，佛寺是从这里开始的，而最初的佛寺的名称是

白马寺，当时首都在洛阳，故洛阳白马寺是中国佛教第一个寺，要知道这个寺的

来源？它是皇帝下面办事的机关，它所办的事？第一点我们要认识清楚佛教它实

在是教育，它不是宗教，这一点一定要明了，佛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跟我们

中国的儒家一样，是孔老夫子的教育，过去中国人对于教育非常重视，自古以来

我们即晓得教育的重要，礼记学记篇所讲‘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国家政治要

能上轨道，人民要能过真正安和乐利的生活，最重要的是教育。中国近百年来，

http://baike.baidu.com/view/238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5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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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这么大的灾难，原因就是教育失败，教育政策错误了，所以才有这么大的苦

难。中国过去帝王对教育非常重视，教育部在一切政治设施中列于第一，名为礼

部，宰相下面六个部是以礼部为第一，把教育摆在第一，佛教也是教育，是外来

的教育，但是它的教育的思想基础，跟我们中国教育的理想完全相应，中国儒家

的教育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是孝亲尊师，释迦牟尼佛的教育也是建立在这个

基础上，这样一来，东西方的圣人就不谋而合，如中国人所谓的‘英雄所见，大

略相同’。当时的礼部负责一般的教育，替国家选拔人才。皇帝下面就增加了一

个佛教教育部，白马寺实在讲就是佛教的教育部，是归皇帝管的，而不是宰相管

辖的，因此中国有了二个教育部，而佛教的教育以后比儒家教育更是普及，这是

由于皇帝提倡，上行下效，没有多久，佛教教育就传遍了整个国家，对于我们的

生活文化思想起了融合作用，与我们中国儒道思想融成为一体，成为中国特有的

文化基础。实在讲，佛教到中国的发展，是远远超过了印度，历代修学成就之人

非常之多，比印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所以佛教教育从

汉朝起一直到清朝，国家社会以及全国老百姓都非常喜爱与认真的学习，带给中

国几千年来的长治久安，是个很大的稳定力量，这是我们应当要认识与不可忽视

的。当时的佛寺是佛陀教育的机关；唐朝以前佛寺的主要工作都是从事经典的翻

译、经典的讲解、以及指导大众修行。以上是佛法传来中国的情形，我们了解以

后，再介绍佛法二字的释义。

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是世界性的宗教之一，与佛教、基督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中国旧称

大食法、大食教度、天方教、清真教、回回教、回教等。伊斯兰（a1一 Islam)

系阿拉伯语音译，原意为“顺从”、“和平”，指顺从和信仰宇宙独一的最高主宰

安拉及其意志，以求得两世的和平与安宁。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统称为“穆斯林”

(Muslim，意为“顺从者”)。7 世纪初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由麦加人穆罕默德(约

570～632)所创传。主要传播于亚洲、非洲，以西亚、北非、中亚、南亚次大陆

和东南亚最为盛行。20 世纪以来，在西欧、北美和南美一些地区也有不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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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播和发展。它自创兴迄今已有 1300 多年的历史，它作为一种宗教信仰、意

识形态和一种文化体系，传入世界各地后，与当地传统文化相互影响和融合，在

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对许多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发展、政治结构、经济形态、文化

风尚、伦理道德、生活方式等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据统计，全世界穆斯林

有 9,21027 亿人(1985)，占同期世界人口总数 48,82042 亿人的 18.54％。在亚

非 40 多个伊斯兰国家中，穆斯林占全国总人口的大多数。在 30多个国家中，伊

斯兰教被定为国教。在当代，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人民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发挥着

愈益重要的作用。

在我国旧称“回教”、“回回教”、“清真教”、“天方教”等，是七世纪初阿

拉伯半岛麦加人穆罕默德所创立的一神教，与佛教、基督教并列为世界三大宗教。

公元七世纪至十七世纪，在伊斯兰的名义下，曾经建立了倭马亚、阿拔斯、印度

莫卧儿、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封建王朝。经过一千多年的历史

沧桑，这些盛极一时的封建王朝都已成了历史陈迹。但是作为世界性宗教的“伊

斯兰”却始终没有陨落。起初，它作为一个民族的宗教，接着作为一个封建帝国

的精神源泉，尔后又作为一种宗教、文化和政治的力量，一种人们生活的方式，

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地发展着，乃至成为当今世界的三大宗教之一。

今天，在伊斯兰旗帜下，已经聚集着七亿穆斯林。尽管他们分布于世界各地，

国籍，民族、肤色和语言各不相同，却共同恪守着那古老的真谛，即宇宙间只有

一个主宰--“安拉”，并且依照各自的理解，遵循着《古兰经》的教义。

伊斯兰教创立不久，就传入了我国。据《闽书》记载，“（穆罕默德）有门

徒大贤四人，唐武德中来朝，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

四贤传教泉州。”先知穆罕默德曾经说过：“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他

的话鼓舞了广大穆斯林求知的愿望。从公元七世纪开始，阿拉伯穆斯林就沿着海

陆交通线到达中国，进行贸易或旅行，传播伊斯兰教。

创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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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是阿拉伯半岛社会经济、政治和宗教发展演变的必然产物。6世纪末至

7世纪初，阿拉伯半岛正处在原始氏族部落解体、阶级社会形成的大变革时期。

半岛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别，社会经济、政治发展极不平衡。居民主要是以游牧为

生的贝都因人，逐水草而居，分成许多氏族部落，各氏族部落各据一方，彼此之

间经常为争夺牧场、水源、土地而发生战争，血亲复仇盛行。连年战争使社会动

荡，生产停滞，氏族内部阶级分化加剧，部落贵族应运而生，他们占有大量绿洲

和草地，拥有许多奴隶和牲畜，而大批游牧民濒于破产。半岛沿红海海岸的希贾

兹(汉志)地区，自古就是东、西方贸易的重要商业要道。坐落在古商道南北交通

中心的麦加，因受过境贸易之利发展为繁荣的商业城镇。麦加古莱什部落的商业

贵族执掌着多神崇拜的中心克尔白神殿的管理大权，每年从克尔白祭祀庙会的集

市贸易中，谋取巨额收入，垄断了麦加的商业贸易。城镇中的商业贵族伙同游牧

部落的贵族，通过经营商队、贩卖奴隶、放高利贷等手段，牟取暴利，对城镇贫

民和农牧民进行高利贷盘剥，大批中小商人破产，沦为商业贵族的债务人，造成

阶级对立加剧，社会经济危机四起。

外来的侵略和传统商道的改变，加剧了半岛的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拜占廷和波

斯两大帝国，为争夺和控制阿拉伯商道，对半岛进行子长期的掠夺战争。525 年，

埃塞俄比亚人在拜占廷的支持下派兵侵占也门。570 年埃塞俄比亚驻也门总督亚

布拉哈率兵进犯麦加；途中因遭瘟疫而退兵，但战乱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生活。575

年，波斯出兵逐走埃塞俄比亚人，在也门确立了统治。频繁的战争和掠夺，使阿

拉伯南部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土地荒芜，灌溉工程被毁，道路淹没，商旅

不前，人口锐减，使富庶的也门地区迅速衰落。同时，波斯为了垄断东西方贸易，

废止原由也门经半岛西部红海岸到达叙利亚的商路，另辟一条经波斯湾和两河流

域到达地中海的商路。商路的改变，造成了半岛南部和西部经济的衰退，麦加、

麦地那等城镇的过境贸易急剧衰败，商业贵族收入骤减，许多靠商队谋生的贝都

因人和城市居民生路断绝，从而加深了社会危机。

伊斯兰教兴起前，半岛上的阿拉伯人主要信仰原始宗教，相信万物有灵和灵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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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盛行对大自然、动植物、祖先、精灵和偶像崇拜等多神信仰。其中拉特(即

太阳神)、乌扎(即万能神)和默那(即命运神)三大女神尤受崇拜。麦加城中心的

克尔白神殿供奉有 360 多尊各氏族部落神的偶像，向其祭祀、祈祷、献牲。信奉

一神的犹太教和基督教早已传入半岛，在也门地区及一些城镇和农业区流行，其

一神观念、经典、传说、礼俗对伊斯兰教有显著影响。因犹太教和基督教不适应

阿拉伯社会变革的需要，未能得到广泛传播。在阿拉伯社会变革和一神教观念的

影响下，阿拉伯人由多神信仰向一神教信仰过渡，产生了一神倾向的哈尼夫派。

他们承认独一神，反对偶像崇拜，相信天命、复活、惩罚和报应，注重个人隐居

修炼，过着禁欲的生活。哈尼夫思想成为伊斯兰教思想的先驱和中介。

阿拉伯日益加剧的社会危机，外族的不断入侵，促进了阿拉伯民族的觉醒，社会

各阶级都在寻求出路。阿拉伯贵族为维护其统治，企望打破氏族壁垒，夺取新的

土地和重新控制商道；广大的下层人民和奴隶要求和平与安宁，渴望摆脱经济剥

削和政治压迫，改善自己的贫困地位。伊斯兰教的兴起，正是阿拉伯半岛各部落

要求改变社会经济状况和实现政治统十的愿望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穆罕默德正

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创传子伊斯兰教，在宗教革命的旗帜下，领导了阿拉

伯的社会变革运动，统一了阿拉伯半岛。

伊斯兰教的创传人穆罕默德是一位伟大而杰出的历史人物。生于麦加城古莱什部

落哈希姆家族。自幼父母双亡，由祖父和伯父抚养。早年失学替人放牧，12 岁

时跟随伯父及商队，曾到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地中海东岸一带经商，并广泛接触

和目睹了阿拉伯半岛和叙利亚地区的社会状况，了解到半岛原始宗教、犹太教、

基督教的情况，为他后来的传教活动提供了大量社会知识和宗教素材。25 岁时

他同雇主麦加富孀赫蒂彻结婚，婚后生活富裕安定，社会地位日益提高。后他受

哈尼夫派思想的影响，经常隐居潜修，思索和探求阿拉伯民族摆脱困境的出路。

相传，610 年穆罕默德 40 岁时的一天，当他在麦加城郊希拉山的山洞潜修冥想

时，安拉派天使吉卜利勒向他传达“启示”使之“受命为圣”。此后，他宣称接

受了真主给予的“使命”，便开始了历时 23年的传播伊斯兰教的活动。起初在麦

加是秘密传教，一些至亲密友成为最早的信奉者。612 年，穆罕默德转为公开向

http://baike.baidu.com/view/53173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3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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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加一般群众传教。穆罕默德在早期的宣教中，告诫人们放弃多神信仰和偶像崇

拜，宣称安拉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是唯一的主宰，要求人们信奉独一无二的安

拉；谴责多神信仰给阿拉伯人带来的愚昧和社会道德的堕落，宣讲末日审判和死

后复活的观念，警告多神教徒如不归顺安拉，将在末日审判时遭到惩罚，堕入火

狱，归顺安拉者将在后世得到奖赏，进入天园。他还提出了凡穆斯林不分氏族部

落，皆为兄弟，应联合起来，消除血亲复仇，并提出禁止高利贷盘剥，行善施舍

赈济贫弱孤寡和善待、释放奴隶等一系列社会改革的主张，受到广大下层群众的

拥护，许多人纷纷归信伊斯兰教。由于穆罕默德所传教义从根本上动摇了部落传

统多神信仰的地位，触犯了麦加古莱什贵族和富商掌管克尔白的宗教特权和经济

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和迫害，使穆罕默德和穆斯林在麦加难以立足。

622 年 9月，穆罕默德同麦力口穆斯林迁徙麦地那，标志着伊斯兰教进入新的历

史发展阶段。穆罕默德领导穆斯林进行了政治、经济、宗教等一系列改革。穆罕

默德首先以伊斯兰教作为统一和团结的思想旗帜，号召穆斯林“顺从安拉和使

者”，并派出门弟子到麦地那各阿拉伯部落传教，当地绝大多数居民很快归信了

伊斯兰教。他制定了作为穆斯林和犹太人在处理内部民事和对外关系中共同遵守

的《麦地那宪章》，在信仰自由和结盟的基础上同犹太人各部落达成某些协议，

实行和平共处。在实现了麦地那的统一后，以伊斯兰教共同信仰代替部落血缘关

系，建立了以“乌玛”(意为“民族”、“国家”)为形式的政教合一的政权，穆罕

默德成为麦地那宗教、政治、军事和司法的最高领袖。艾布·伯克尔、欧麦尔、

奥斯曼及部分著名的圣门弟子组成上层领导集团。在“凡穆斯林皆兄弟”的号召

下，将迁士和辅士团结在乌玛的周围。穆罕默德以安拉“启示”的名义，完成了

伊斯兰教义体系及各项制度的创建。他完整地确立了以信奉独一安拉为核心的五

大信仰纲领；规定了穆斯林必须履行的五项天命功课及仪则；制定了包括宗教教

规、民事、刑事、商事、军事等方面的法律制度；确定了以止恶扬善为核心的一

系列行为规范和社会道德准则。为巩固麦地那政权，穆罕默德组织了穆斯林武装。

在“为安拉之道而战”的号召下，于 624—627 年间，他领导穆斯林武装同麦加

贵族进行了著名的白德尔之战、吴侯德之战和壕沟之战等三大战役，打击了麦加

贵族的锐气，从此，穆斯林由防御转入战略进攻。628 年，穆罕默德以朝觐为由，

http://baike.baidu.com/view/249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416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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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军至麦加近郊，麦加贵族被迫妥协，同穆罕默德签订《侯代比亚和约》，决定

双方休战 10 年。穆罕默德利用休战时机，向邻国和半岛上的千些阿拉伯部落派

出使节,携带国书，向其国王和部落首领宣传伊斯兰教，以扩大影响，同时派出

武装讨伐海巴尔等地聚居的犹太人，以扫除反对势力的侵扰。

630 年，穆罕默德以麦加贵族违背协议为由，率领一万多人的穆斯林大军，进逼

麦加城下，以艾布苏·富扬为首的麦加贵族被迫请降，接受伊斯兰教，并承认穆

罕默德的先知地位，麦加全城居民宣布归信伊斯兰教。进入麦加后，穆罕默德下

令捣毁克尔白殿内全部偶像，只保留黑色陨石，并改克尔白殿为清真寺，宣布克

尔白为禁地。从此，麦加克尔白成为世界穆斯林礼拜的朝向和朝觐的中心。631

年末，半岛各部落相继归信伊斯兰教，承认穆罕默德的领袖地位，基本上实现了

半岛的政治统一。632 年 3 月，穆罕默德率 10 万穆斯林到麦加进行了一次经过

改革的朝觐，史称“辞别朝觐”。穆罕默德亲自确立了朝觐的一系列仪典，成为

尔后穆斯林朝觐所遵循的范例。他发表了辞朝演说，以安拉“启示”的名义，宣

布伊斯兰教创传的胜利，“我已选择伊斯兰作你们的宗教”，强调穆斯林之间团结

和统一的重要性。同年 1 月 8 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病逝。至此，伊斯兰教已形成

在半岛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成为阿拉伯民族的精神支柱，揭开了阿拉伯历史新篇

章。

传播与发展

伊斯兰教由阿拉伯地区性单一民族的宗教发展成世界性的多民族信仰的宗教，是

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通过不断对外扩张、经商交往、文化交流、向世界各地派出传

教师等多种途径而得到广泛传播的结果。632 年，穆罕默德逝世后，伊斯兰教进

入“四大哈里发时期”，随着统一的阿拉伯国家的对外征服，伊斯兰教向半岛以

外地区广泛传播，史称“伊斯兰教的开拓时期”。661 年起，伊斯兰教进入阿拉

伯帝国时期，历经伍麦叶王朝和阿拔斯王朝，地跨亚、非、欧三大洲，伊斯兰教

成为帝国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经济和学术文化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史称“伊

斯兰教发展的鼎盛时期”。13世纪中期随着异族的入侵，帝国境内东、西部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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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割据王朝的独立，阿拉伯帝国解体。中世纪晚期，伊斯兰世界并立着奥斯曼、

萨法维、莫卧儿三大帝国；其中奥斯曼帝国版图和影响最大。史称“伊斯兰教第

三次大传播的时期”。18世纪中叶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相继侵入伊斯兰世界，

许多国家逐步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伊斯兰世界各国人民在“圣战”和教派运

动的旗帜下，多次掀起反抗殖民压迫的民族斗争，给殖民主义者以沉重打击。二

次世界大战后，各伊斯兰国家相继独立，大致形成当今伊斯兰世界的格局。伊斯

兰教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传播和发展，有着不同的特点。

基督教

1. 起源

基督教发源于公元 1 世纪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社会，并继承了犹太教耶和华上帝

和救主弥塞亚（根据希腊文翻译为“基督”）等概念，以及希伯莱圣经为基督教

圣经旧约全书。

按照基督教经典的说法，基督教的创始人是耶稣，他 30岁左右（公元一世纪 30

年代）开始在巴勒斯坦地区传教。 耶稣声称，他的来临不是要取代犹太人过去

记载在旧约圣经的律法，而是要成全它。耶稣思想的中心，在于“尽心尽意尽力

爱上帝”及“爱人如己”两点。 耶稣出来传道，宣讲天国的福音，劝人悔改，

转离恶行。他的教训和所行的神迹，在民众中得到极大的回应。这使得罗马帝政

下的犹太教的祭司团大受影响，深深感到自己地位不保，所以要把他除之而后快。

后来由于门徒犹大告密，罗马帝国驻犹太的总督彼拉多将耶稣逮捕。耶稣受尽打

骂侮辱，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但耶稣的心意却是为了要赎世人的罪，甘愿

地流出自己的血。

依据他门徒们的见证，耶稣死后第三天从石窟坟墓中复活了。他的坟墓空了，他

又多次向满心疑惑的门徒们显现。他们渐渐确信耶稣真的复活了，是胜过死亡的

救主。在耶稣升天超离这世界的时空后，他的门徒们起来热心宣扬耶稣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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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view/4497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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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宣告他是复活得胜死亡的主。信徒们组成彼此相爱、奉基督之名敬拜上帝的

团体，就是基督教会。 耶稣复活的这一天成为后世的复活节（每年春分以后、

又逢月圆的第一个星期日）。教会又定了 12 月 25 日为耶稣的生日而则成了圣诞

节（耶稣出生的确实日子已不可考）。耶稣出生的那一年被后世定为公元纪年的

元年（但因计算错误，耶稣实际出生的年份应为公元前六年或四年）。

部分非基督教信徒的史学家认为，耶稣传达的教义更加接近犹太教，而保禄（又

译保罗，Paul）对基督教教义做了较大贡献，使得基督教不再局限于犹太人范围。

2. 发展

在起初的一二百年间，基督教是作为异教被政府（罗马帝国）禁止的，基督教信

徒受到迫害，甚至被处死。直到 313 年，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诏

书，从而使基督教成为政府所允许的宗教。325 年，尼吉亚信经在第一次尼西亚

公会议上通过，并成为基督教的最基础的原则，现在几乎所有的基督教教派都接

受这一原则。391 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从此，基督教

开始迅速发展起来。

476 年，罗马帝国在内部矛盾和外族入侵下分裂为东罗马和西罗马，基督教也开

始分裂为东正教（自称正教）和罗马天主教（自称公教），两个教派都自称是基

督教的正统。罗马教皇（教宗）是天主教最高领导者，而君士坦丁堡牧首则是东

正教的首领。到 1054 年，东部教会和西部教会互相宣布把对方主教驱逐出教，

标志着天主教和东正教正式分道扬镳，称为基督教大分裂。

公元 7 世纪伊斯兰教兴起，耶路撒冷落入穆斯林的控制之下。西罗马地区的教会

和国家为解放圣地耶路撒冷在 1095 年－1291 年间先后八次十字军东征。

16 世纪，德国、瑞士、荷兰、北欧和英国等地发生了宗教改革运动，它产生出

脱离天主教会的基督教新教教会。领导人物是马丁·路德、加尔文等人，他们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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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新教和圣公会，脱离了罗马天主教。中国所称的“基督教”，基本上都是这

个时候产生的新教。

3. 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 （参考中国基督教）

唐太宗贞观九年（635 年），基督教开始传入中国，但当时传入中国的是一般被

认为是异端的聂思脱里派（中国称景教），后来在唐朝会昌五年（845 年）被禁

止传播。元朝时基督教（景教和天主教）又再次传入中国，元朝灭亡后又中断了。

明朝万历十年（1582 年），天主教耶稣会派来利玛窦，他被允许在广东肇庆定居

并传教，成功的使天主教在中国得以立足。

清朝雍正五年（1727 年），东正教开始在中国传播。1807 年，新教派遣马礼逊来

华传教，新教也开始在中国传播。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以沿海通商口岸为基地

迅速发展。1843 年，洪秀全借助基督教的教义，自称是耶稣的弟弟，建立“拜

上帝会”，后来建立太平天国（1851 年－1864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天主教徒解放初约有 270 多万人，到 2006 年约有 500

万人；基督教徒解放初约有 70 多万人，截至 2006 年，基督教信徒已超过 1600

万人。

二、教义 （参看尼西亚信经）

1. 共同教义

基督是“基利斯督”的简称，意思是上帝差遣来的受膏者，为基督宗教对耶稣的

专称。所谓基督宗教，是信奉耶稣基督为救主的各教派的统称。该教与佛教、伊

斯兰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于公元 1世纪由巴勒斯坦拿撒勒人耶稣创立。相传他

是上帝的独生子，为圣灵感孕童贞女玛丽娅而降生；传说他掌握了很多神术，让

瞎子复明，跛子行走，死人复活，但是因为犹太公会不满耶稣基督自称为上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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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生子、唯一的救赎主，把他交给罗马统治者钉死在十字架上；据传死后第三天

复活，显现于诸位门徒，复活第 40天后升天；据称还会于世界末日再度降临人

间，拯救人类，审判世界。他的受难是 12 使徒中犹大的出卖造成的，受难日为

星期五，最后的晚餐连耶稣有 13人，所以在西方，13是人们忌讳的数字，并且

与星期五一起视为凶日。

尽管有三大教派，但是基本教义都是相同的。即上帝创世说，原罪救赎说，天堂

地狱说。《圣经》，由《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两部分组成，是基督教的经典。

十字架是基督教的标志。他们信奉的“上帝”或“天主”本体上是独一的，但是

包括圣父、圣子、圣灵（圣神）三个位格。

上帝：基督教信仰圣父、圣子、圣灵三而一的上帝。上帝是三位一体：圣父是万

有之源造物之主，圣子是太初之道而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圣灵受圣父之差遣运

行于万有之中、更受圣父及圣子之差遣而运行于教会之中。但这三者仍是同一位

上帝，而非三个上帝（三位一体）。

创造：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宇宙（时间和空间）万物，包括人类的始祖。

罪：亚当与夏娃在伊甸园中违逆上帝出于爱的命令，偷吃禁果，想要脱离造物主

而获得自己的智慧，从此与上帝的生命源头隔绝，致使罪恶与魔鬼纒身，而病痛

与死亡则为必然的结局。后世人皆为两人后裔，生而难免犯同样的罪，走上灭亡

之路。

救赎：人生的希望在于信奉耶稣基督为主，因他在十字架上的赎罪，并他在三日

后从死里复活，使悔改相信他的人一切的罪皆得赦免，并得到能胜过魔鬼与死亡

的永远生命。

灵魂与永生：人有灵魂，依生前行为，死后受审判，生前信仰基督者，得靠基督

进入永生。怙恶不悛者，将受公义的刑罚与灭亡。世界终有毁灭的末日，但在上

http://baike.baidu.com/view/55684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79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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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所造的新天新地中，却是永生常存。

2. 不同教派的教义（参见基督教派）

天主教：天主教的信仰生活的核心是七项圣事，即圣洗圣事、坚振圣事、修和圣

事、圣体圣事（弥撒）、婚配圣事、圣秩圣事、病人傅油圣事。在这其中，弥撒

是最重要的。日常生活中，诵经也是天主教信徒经常进行的活动，这些经文大都

是一些经过编排好的重要经文的连祷，例如天主经﹐宗徒信经和《玫瑰经》。

东正教：东正教派的神学和对于经卷的解释都是遵循基督教兴起初期所传下来的

典范。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要继续和延续基督传给他最初使徒，以及使徒传

给早期教会僧侣的神学和信仰。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正教是最保守的基督教派。

新教：新教具有与天主教和东正教不同的教义，比如：强调“因信称义”，即得

以称义是不需要任何善行，只在乎信；人人皆可为祭司，因为彼得前书 2:9“惟

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

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只有圣经为最高的权威，并

只承认洗礼和圣餐礼两者为圣礼，这与天主教和东正教注重圣事（即圣礼）的传

统截然不同。

天主教，英文为“Catholicism”，原意为“普世的信仰”，因此又翻译为公教，

是基督宗教的主要教派之一。广义的天主教是指所有正统的（orthodox）基督教，

狭义的天主教是指罗马天主教会。多数情况下天主教都是指狭义的天主教，从而

将其同正教（东正教）和新教相区别，本文中不特别说明，天主教都是指罗马天

主教会。

天主教是与东正教、新教并列的基督教三大宗教派别之一，亦称公教。又因为它

以罗马为中心，也又称罗马公教。16 世纪传入中国后，因其信徒将所崇奉的神

称为"天主"，因而在中国被称为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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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正教

Eastern Orthodoxy

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一。因强调自身是《尼西亚信经》中所言“唯一的、从使徒传

下来的”教会，故称正教；又因由基督教初期流行于东罗马帝国希腊语地区的教

会发展而成，故称东正教；而由于教会的精神中心在希腊，而且希腊语是仪式中

的主要语言（另外的主要语言有俄语、斯拉夫语等），故又称希腊正教。根据 1990

年统计，全世界共有信徒 1.7 亿人。

由于东、西罗马帝国政治、语言、社会等方面的差异，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派教会

认为自身高于其他教会，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派教会则认为各教会相互平

等，因而东西教会一直为争夺最高教权而不和，终于在 1054 年正式分裂。在拜

占廷帝国时期，东正教是帝国国教，它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世俗政权，大主教的

任免，主教会议的召开，对教义的解释，均由皇帝控制掌握。日常领导则由牧首

负责。早期主要牧首区有 4个，即君士坦丁堡、亚力山大里亚、安提阿和耶路撒

冷。15 世纪拜占廷帝国灭亡后，各国家、地区和民族先后成立自主教会。16世

纪末，莫斯科都主教脱离君士坦丁堡自立，建立牧首区，形成使用斯拉夫语的俄

罗斯正教会，东欧各国正教亦陆续宣布自主。各自主教会在法规和行政方面有独

立自主权，并可自选大主教，但彼此之间在信仰和圣事上是共同的。东正教自主

教会有 15 个，即君士坦丁堡正教会、亚历山大正教会、安提阿正教会、耶路撒

冷正教会、俄罗斯正教会、格鲁吉亚正教会、塞尔维亚正教会、保加利亚正教会、

罗马尼亚正教会、塞浦路斯正教会、希腊正教会、阿尔巴尼亚正教会、波兰正教

会、捷克斯洛伐克正教会、美国正教会，另外在日本和芬兰也有自治教会。20

世纪 60年代，东正教各教会曾联合召开了几次世界性会议，讨论使其教义、礼

仪符合时代要求，与罗马天主教平等对话以及参加“普世教会运动”等问题。

东正教不承认罗马教皇的权威和领导，它自设牧首区，牧首区下辖数个首府主教

区。主教区首脑为主教，以下是司祭和辅祭。东正教各牧首区承认君士坦丁堡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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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为“普世教会牧首”，是教会的精神领袖。但这仅仅是一个荣誉地位，普世牧

首并不对其他牧首区具有任何实际的领导权。

新教

Protestantism

基督宗教三大传统之一。16 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后分化出来而不属于天主教的各

宗派之统称。又称抗罗宗或更正教，源于 1529 年拥护宗教改革的诸侯在德国帝

国议会上抗议支持罗马教廷的决议。中国人则称之为基督教或耶稣教，新教一词

通用于学术界。据 1990 年统计在全世界 230 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近 3.7 亿信徒。

14—15 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萌芽，民族主权加强，此时的天主教会则矛盾重

重。文艺复兴运动为新思想和新文化开辟了道路，也为宗教改革运动播下了种子，

准备了基督宗教早期的经典文献。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驱，英国的威克里夫、捷克

的胡斯和意大利的萨伏那洛拉派先后提出了建立民族教会和改革教会等主张，16

世纪初由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运动在欧洲迅速蔓延，以路德为代表的温和

派建立了适合部分诸侯和市民需要的路德宗；在瑞士，以加尔文为首的激进派建

立了长老制教会，创立了改革宗；在英国也进行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英国国教

会即安立甘宗（圣公会）获得了独立于教皇的地位。这三个新教宗派的出现，得

到了世俗政权与民族国家的支持。根据 1555 年《奥格斯堡和约》和 1648 年的《威

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了“教随国定”的原则，自此新教开始从德国向北欧发

展。17 世纪时，新教各宗派完成了组织、教义、仪式的定型，逐渐趋于保守。

此时新教内部又出现了改革的呼声，结果分化出或新出现了长老会、公理宗、浸

礼宗、贵格会以及卫斯理宗等重要宗派。随着向美洲的移民，新教各宗派传到北

美并得到巨大的发展。在 20 世纪，新教各宗派企图加强合作，部分宗派发起了

普世教会运动，并组成世界基督教协进会（W.C.C.），作为推进运动的联合组织。

新教从 16 世纪出现至今，一直具有多元化的特征，有许多小派别在不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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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各派有许多与天主教对立的共同特征，在教义上表现为强调“因信称义”，

即主张得救既因蒙恩也因着信，凭着信心可以蒙恩称义，因信称义否定了天主教

得救必须以教会、神职人员、圣事为中介的主张，因此信徒皆可为祭司 ，不仅

可以相互代祷，还可宣传福音。同时新教认为《圣经》具有最高的权威，信徒可

以借助圣灵的指引直接与上帝相遇，接受对启示的光照，从而否定了天主教坚持

的教会释经权，为此新教各派都注重用民族语言诵经，取消了拉丁语圣经的垄断

地位。新教反对圣母及圣徒崇拜，一般也不赞同炼狱之说。

在组织上，新教各派都否定天主教集一切权力于教皇的教阶制，不承认罗马教皇

的绝对权威，采用了多种组织制度：如以安立甘宗为代表的主教制，主教管理各

教区，下设会长和会吏；以改革宗为代表的长老制，由平信徒推选长老掌管教务，

委派牧师；以浸礼宗、公理宗等为代表的会众制，由教堂的全体信徒掌管教务，

聘任牧师。新教还废除了神职人员不许结婚的规定，取消了隐修制度。

在礼仪圣事上，新教各派反对天主教的繁文缛节，摈弃了弥撒仪式，重视讲道诵

经，信徒共同唱赞美诗。将天主教的七项圣事精简为两项，即圣餐和洗礼。教堂

的陈设布置及宗教服饰方面虽无齐一规定，但也比天主教为简朴。有的教会如安

立甘宗教会，保留了较多的传统，教堂内有圣像圣画，仪式也较复杂；多数教会

则推崇简朴，教堂内只有十字架。新教的节日与天主教一致，尤其重视耶稣诞生

与复活的庆典。

1807 年前后，新教开始传入中国。

与天主教、东正教并列的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一，是 16 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脱离

天主教而形成的各个新宗派，以及从这些宗派中不断分化出来的众多宗派的统

称。15 世纪后期，西欧的封建制度开始解体，教皇的威信也江河日下，文艺复

兴中的人文主义者大胆批判教会的贪婪、虚伪，同一时期，天文学、物理学、数

学等都有了新的突破，这一切都为宗教改革准备了条件。16世纪20年代，马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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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在德国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迅速在整个德国形成燎原之势。在瑞士，加尔文

领导的改革活动进一步扩大和加深了新教的影响。英王亨利八世出于政治上的原

因，由上而下推行宗教改革，组成具有独特形式的新教教会，以摆脱教皇的管辖。

到 16 世纪中叶，新教的三个主要宗派，即马丁·路德创立的路德宗，加尔文创

立的归正宗和作为英格兰国教的安立甘宗，都已在欧洲出现，并同罗马天主教相

抗衡。三大宗派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得到所在民族独立国家的世俗政权或诸侯的

支持与保护。在长期复杂的“宗教战争”中，基本上形成了新教在西欧各国分布

的格局，路德宗分布于德国大部分和北欧诸国，包括丹麦、挪威、瑞典、芬兰等；

归正宗为瑞士、德国一部分、荷兰和苏格兰；安立甘宗主要在英格兰,后随英国

的扩张传遍全球。在北美,非洲,澳洲,亚洲都有大量信徒.三大宗派的信徒人数当

时占新教徒的绝大多数，因此也被称为新教的主流教派。新教强调，只凭信心即

可得救，即所谓因信称义；信徒人人都可为祭司，不需要神职人员作为神人之间

的中介；《圣经》具有最高权威。这是和天主教针锋相对的，是新教各派的共同

的特点。

所谓道教，是以中国古来的萨满教的咒术信仰（鬼道）为基础，在其上重迭地、

复合地吸收了儒家的神道和祭祀的仪礼与思想，吸收了老庄道家的"玄"和"真"

的形而上学，并吸收了佛教的业报轮迥和解脱，乃至济度众生的教理、仪礼等，

在隋唐时代大体上完成了作为宗教教团的组织、仪礼和神学体系，以同"道之不

灭"合为一体作为最高理想的中国民族（汉民族）的土生土长的，传统的宗教。

拜占庭(Byzantine)式建筑的主要成就与特征：

拜占庭式建筑的特点是十字架横向与竖向长度差异较小，其交点上为一大

型圆穹顶。穹顶在方形的平面上，建立覆盖穹顶，并把重量落在四个独立的支柱

上，这对欧洲建筑发展是一大贡献。圣索菲亚大教堂是典型拜占庭式建筑。其堂

基与罗马式建筑的一样，呈长方形，但是，中央部分房顶由一巨大圆形穹窿和前

后各一个半圆形穹窿组合而成。

东正教教堂的特征是堂基由长方形改为正方形，但在建筑艺术上仍保留拜

占庭式风格。东欧的教堂是突出穹顶，提高鼓座，使穹顶更加饱满。现在苏联红

http://baike.baidu.com/view/14752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209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19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54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455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69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8096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18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039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0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48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489.htm


23

场上的华西里·伯拉仁内教堂就是著名的拜占庭式教堂建筑。其特点是中央一个

大墩，周围八个小墩排成方形，上面各有一个大小不一的穹顶。该建筑是世界宗

教建筑中的珍品。

哥特式建筑是 11 世纪下半叶起源于法国，13～15 世纪流行于欧洲的一种建

筑风格。主要见于天主教堂，也影响到世俗建筑。哥特式建筑以其高超的技术和

艺术成就，在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哥特式教堂的结构体系由石头的骨架券和飞扶壁组成。其基本单元是在

一个正方形或矩形平面四角的柱子上做双圆心骨架尖券，四边和对角线上各一

道，屋面石板架在券上，形成拱顶。采用这种方式，可以在不同跨度上作出矢高

相同的券，拱顶重量轻，交线分明，减少了券脚的推力，简化了施工。

飞扶壁由侧厅外面的柱墩发券，平衡中厅拱脚的侧推力。为了增加稳定

性，常在柱墩上砌尖塔。由于采用了尖券、尖拱和飞扶壁，哥特式教堂的内部空

间高旷、单纯、统一。装饰细部如华盖、壁龛等也都用尖券作主题，建筑风格与

结构手法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欧洲各国的经典哥特式建筑

11世纪下半叶，哥特式建筑首先在法国兴起。当时法国一些教堂已经出

现肋架拱顶和飞扶壁的雏型。一般认为第一座真正的哥特式教堂是巴黎郊区的圣

丹尼教堂。这座教堂四尖券巧妙地解决了各拱间的肋架拱顶结构问题，有大面积

的彩色玻璃窗，为以后许多教堂所效法。

法国哥特式教堂平面虽然是拉丁十字形，但横翼突出很少。西面是正门

入口，东头环殿内有环廊，许多小礼拜室成放射状排列。教堂内部特别是中厅高

耸，有大片彩色玻璃宙。其外观上的显著特点是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尖塔和尖顶，

西边高大的钟楼上有的也砌尖顶。平面十字交叉处的屋顶上有一座很高的尖塔，

扶壁和墙垛上也都有玲珑的尖顶，窗户细高，整个教堂向上的动势很强，雕刻极

其丰富。

西立面是建筑的重点，典型构图是：两边一对高高的钟楼，下面由横向

券廊水平联系，三座大门由层层后退的尖券组成透视门，券面满布雕像。正门上

http://baike.baidu.com/view/284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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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一个大圆宙，称为玫瑰窗，雕刻精巧华丽。法国早期哥特式教堂的代表作是

巴黎圣母院。

亚眠主教堂是法国哥特式建筑盛期的代表作，长 137 米，宽 46 米，横翼

凸出甚少，东端环殿成放射形布置七个小礼拜室。中厅宽 15米，拱顶高达 43

米，中厅的拱间平面为长方形，每间用一个交叉拱顶，与侧厅拱顶对应。柱子不

再是圆形，4根细柱附在一根圆柱上，形成束柱。细柱与上边的券肋气势相连，

增强向上的动势。教堂内部遍布彩色玻璃大宙，几乎看不到墙面。教堂外部雕饰

精美，富丽堂皇。这座教堂是哥特式建筑成熟的标志。

法国盛期的著名教堂还有兰斯主教堂和沙特尔主教堂，它们与亚眠主教

堂和博韦主教堂一起，被称为法国四大哥特式教堂。斯特拉斯堡主教堂也很有名，

其尖塔高 142 米。

百年战争发生后，法国在 14世纪几乎没有建造教堂。及至哥特式建筑复

苏，已经到了火焰纹时期，这种风格因宙棂形如火焰得名。建筑装饰趋于“流动”、

复杂。束柱往往没有柱头，许多细柱从地面直达拱顶，成为肋架。拱顶上出现了

装饰肋，肋架变成星形或其他复杂形式。当时，很少建造大型教堂。这种风格多

出现在大教堂的加建或改建部分，以及比较次要的新建教堂中。

法国哥特时期的世俗建筑数量很大，与哥特式教堂的结构和形式很不一

样。由于连年战争，城市的防卫性很强。城堡多建于高地上，石墙厚实，碉堡林

立，外形森严。但城墙限制了城市的发展，城内嘈杂拥挤，居住条件很差。多层

的市民住所紧贴狭窄的街道两旁，山墙面街。二层开始出挑以扩大空间，一层通

常是作坊或店铺。结构多是木框架，往往外露形成漂亮的图案，颇饶生趣。富人

邸宅、市政厅、同业公会等则多用砖石建造，采用哥特式教堂的许多装饰手法。

英国的哥特式建筑出现的比法国稍晚，流行于 12～16 世纪。英国教堂不

象法国教堂那样矗立于拥挤的城市中心，力求高大，控制城市，而是往往位于开

阔的乡村环境中，作为复杂的修道院建筑群的一部分，比较低矮，与修道院一起

沿水千方向伸展。它们不象法国教堂那样重视结构技术，但装饰更自由多样。英

国教堂的工期一般都很长，其间不断改建、加建，很难找到整体风格统一的。

英国的索尔兹伯里主教堂和法国亚眠主教堂的建造年代接近，中厅较矮较

深，两侧各有一侧厅，横翼突出较多，而且有一个较短的后横翼，可以容纳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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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士，这是英国常见的布局手法。教堂的正面也在西边。东头多以方厅结束，

很少用环殿。索尔兹伯里教堂虽然有飞扶壁，但并不显著。

英国教堂在平面十字交叉处的尖塔往往很高，成为构图中心，西面的钟

塔退居次要地位。索尔兹伯里教堂的中心尖塔高约 123 米，是英国教堂中最高的。

这座教堂外观有英国特点，但内部仍然是法国风格，装饰简单。后来的教堂内部

则有较强的英国风格。约克教堂的西面窗花复杂，窗棂由许多曲线组成生动的图

案。这时期的拱顶肋架丰富，埃克塞特教堂的肋架象大树张开的树枝一般，非常

有力，还采用由许多圆柱组成的束柱。

格洛斯特教堂的东头和坎特伯雷教堂的西部，窗户极大，用许多直棂贯

通分割，窗顶多为较平的四圆心券。纤细的肋架伸展盘绕，极为华丽。剑桥国王

礼拜堂的拱顶像许多张开的扇子，称作扇拱。韦斯敏斯特修道院中亨利七世礼拜

堂的拱顶作了许多下垂的漏斗形花饰，穷极工巧。这时的肋架已失去结构作用，

成了英国工匠们表现高超技巧的对象。英国大量的乡村小教堂，非常朴素亲切，

往往一堂一塔，使用多种精巧的木屋架，很有特色。

英国哥特时期的世俗建筑成就很高。在哥特式建筑流行的早期，封建主

的城堡有很强的防卫性，城墙很厚，有许多塔楼和碉堡，墙内还有高高的核堡。

15世纪以后，王权进一步巩固，城堡的外墙开了窗户，并更多地考虑居住的舒

适性。英国居民的半木构式住宅以木柱和木横档作为构架，加有装饰图案，深色

的木粱柱与白墙相间，外观活泼。

德国最早的哥特式教堂之一科隆主教堂于 1248 年兴工，由建造过亚眠主

教堂的法国人设计，有法国盛期的哥特式教堂的风格，歌坛和圣殿同亚眠教堂的

相似。它的中厅内部高达 46 米，仅次于法国博韦主教堂。西面双塔高 152 米，

极为壮观。

德国教堂很早就形成自己的形制和特点，它的中厅和侧厅高度相同，既

无高侧窗，也无飞扶壁，完全靠侧厅外墙瘦高的窗户采光。拱顶上面再加一层整

体的陡坡屋面，内部是一个多柱大厅。马尔堡的圣伊丽莎白教堂西边有两座高塔，

外观比较素雅，是这种教堂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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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还有一种只在教堂正面建一座很高钟塔的哥特式教堂。著名的例子

是乌尔姆主教堂。它的钟塔高达 161 米，控制着整个建筑构图，可谓中世纪教堂

建筑中的奇观。砖造教堂在北欧很流行，德国北部也有不少砖造的哥特式教堂。

15世纪以后，德国的石作技巧达到了高峰。石雕窗棂刀法纯熟，精致华

美。有时两层图案不同的石刻窗花重叠在一起，玲珑剔透。建筑内部的装饰小品，

也不乏精美的杰作。

德国哥特建筑时期的世俗建筑多用砖石建造。双坡屋顶很陡，内有阁楼，甚至是

多层阁楼，屋面和山墙上开着一层层窗户，墙上常挑出轻巧的木窗、阳台或壁龛，

外观很富特色。

意大利的哥特式建筑于 12 世纪由国外传入，主要影响于北部地区。意大

利没有真正接受哥特式建筑的结构体系和造型原则，只是把它作为一种装饰风

格，因此这里极难找到“纯粹”的哥特式教堂。

意大利教堂并不强调高度和垂直感，正面也没有高钟塔，而是采用屏幕

式的山墙构图。屋顶较平缓，窗户不大，往往尖券和半圆券并用，飞扶壁极为少

见，雕刻和装饰则有明显的罗马古典风格。

锡耶纳主教堂使用了肋架券，但只是在拱顶上才略呈尖形，其他仍是半

圆形。奥维亚托主教堂则仍是木屋架顶子。这两座教堂的正面相似，总体构图是

屏幕式山墙的发展，中间高，两边低，有三个山尖形。外部虽然用了许多哥特式

小尖塔和壁敦作为装饰，但平墙面上的大圆窗和连续券廊，仍然是意大利教堂的

固有风格。

意大利最著名的哥特式教堂是米兰大教堂，它是欧洲中世纪最大的教堂

之一，14世纪 80年代动工，直至 19世纪初才最后完成。教堂内部由四排巨柱

隔开，宽达 49 米。中厅高约 45米，而在横翼与中厅交叉处，更拨高至 65米多，

上面是一个八角形采光亭。中厅高出侧厅很少，侧高窗很小。内部比较幽暗，建

筑的外部全由光彩夺目的白大理石筑成。高高的花窗、直立的扶壁以及 135 座

尖塔，都表现出向上的动势，塔顶上的雕像仿佛正要飞升。西边正面是意大利人

字山墙，也装饰着很多哥特式尖券尖塔。但它的门窗已经带有文艺复兴晚期的风

格。



27

另外在这时期，意大利城市的世俗建筑成就很高，特别是在许多富有的

城市共和国里，建造了许多有名的市政建筑和府邸。市政厅一般位于城市的中心

广场，粗石墙面，严肃厚重；多配有瘦高的钟塔，建筑构图丰富，成为广场的标

志。城市里一般都建有许多高塔，总体轮廓线很美。

威尼斯的世俗建筑有许多杰作。圣马可广场上的总督宫被公认为中世纪

世俗建筑中最美丽的作品之一。立面采用连续的哥特式尖券和火焰纹式券廊，构

图别致，色彩明快。威尼斯还有很多带有哥特式柱廊的府邸，临水而立，非常优

雅。

巴洛克建筑是 17～18 世纪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

种建筑和装饰风格。其特点是外形自由，追求动态，喜好富丽的装饰和雕刻、强

烈的色彩，常用穿插的曲面和椭圆形空间。

巴洛克一词的原意是奇异古怪，古典主义者用它来称呼这种被认为是离

经叛道的建筑风格。这种风格在反对僵化的古典形式，追求自由奔放的格调和表

达世俗情趣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对城市广场、园林艺术以至文学艺术部门都发

生影响，一度在欧洲广泛流行。

意大利文艺复兴晚期著名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家维尼奥拉设计的罗马耶稣

会教堂是由手法主义向巴洛克风格过渡的代表作，也有人称之为第一座巴洛克建

筑。

手法主义是 16 世纪晚期欧洲的一种艺术风格。其主要特点是追求怪异和

不寻常的效果，如以变形和不协调的方式表现空间，以夸张的细长比例表现人物

等。建筑史中则用以指 1530～1600 年间意大利某些建筑师的作品中体现前期巴

洛克风格的倾向。

罗马耶稣会教堂平面为长方形，端部突出一个圣龛，由哥特式教堂惯用

的拉丁十字形演变而来，中厅宽阔，拱顶满布雕像和装饰。两侧用两排小祈祷室

代替原来的侧廊。十字正中升起一座穹窿顶。教堂的圣坛装饰富丽而自由，上面

的山花突破了古典法式，作圣像和装饰光芒。教堂立面借鉴早期文艺复兴建筑大

师阿尔伯蒂设计的佛罗伦萨圣玛丽亚小教堂的处理手法。正门上面分层檐部和山

花做成重叠的弧形和三角形，大门两侧采用了倚柱和扁壁柱。立面上部两侧作了

两对大涡卷。这些处理手法别开生面，后来被广泛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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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洛克风格打破了对古罗马建筑理论家维特鲁威的盲目崇拜，也冲破了

文艺复兴晚期古典主义者制定的种种清规戒律，反映了向往自由的世俗思想。另

一方面，巴洛克风格的教堂富丽堂皇，而且能造成相当强烈的神秘气氛，也符合

天主教会炫耀财富和追求神秘感的要求。因此，巴洛克建筑从罗马发端后，不久

即传遍欧洲，以至远达美洲。有些巴洛克建筑过分追求华贵气魄，甚至到了繁琐

堆砌的地步。

从 17 世纪 30 年代起，意大利教会财富日益增加，各个教区先后建造自

己的巴洛克风格的教堂。由于规模小，不宜采用拉丁十字形平面，因此多改为圆

形、椭圆形、梅花形、圆瓣十字形等单一空间的殿堂，在造型上大量使用曲面。

典型实例有罗马的圣卡罗教堂，是波洛米尼设计的。它的殿堂平面近似

橄榄形，周围有一些不规则的小祈祷室；此外还有生活庭院。殿堂平面与天花装

饰强调曲线动态，立面山花断开，檐部水平弯曲，墙面凹凸度很大，装饰丰富，

有强烈的光影效果。尽管设计手法纯熟，也难免有矫揉造作 9 之感。17世纪中

叶以后，巴洛克式教堂在意大利风靡一时，其中不乏新颖独创的作品，但也有手

法拙劣、堆砌过分的建筑。

教皇当局为了向朝圣者炫耀教皇国的富有，在罗马城修筑宽阔的大道和

宏伟的广场，这为巴洛克自由奔放的风格开辟了新的途径。

17世纪罗马建筑师丰塔纳建造的罗马波罗广场，是三条放射形干道的汇

合点，中央有一座方尖碑，周围设有雕像，布置绿化带。在放射形干道之间建有

两座对称的样式相同的教堂。这个广场开阔奔放，欧洲许多国家争相仿效。法国

在凡尔赛宫前，俄国在彼得堡海军部大厦前都建造了放射形广场。杰出的巴洛克

建筑大师和雕刻大师伯尼尼设计的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前广场，周围用罗马塔斯干

柱廊环绕，整个布局豪放，富有动态，光影效果强烈。

巴洛克建筑风格也在中欧一些国家流行，尤其是德国和奥地利。17世纪

下半叶，德国不少建筑师留学意大利归来后，把意大利巴洛克建筑风格同德国的

民族建筑风格结合起来。到 18 世纪上半叶，德国巴洛克建筑艺术成为欧洲建筑

史上一朵奇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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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巴洛克风格教堂建筑外观简洁雅致，造型柔和装饰不多，外墙干坦，

同自然环境相协调。教堂内部装饰则十分华丽，造成内外的强烈对比。著名实例

是班贝格郊区的十四圣徒朝圣教堂、罗赫尔的修道院教堂。

十四圣徒朝圣教堂平面布置非常新奇，正厅和圣龛做成三个连续的椭圆

形，拱形天花也与此呼应，教堂内部上下布满用灰泥塑成的各种植物形状装饰图

案，金碧辉煌。教堂外观比较平淡，正面有一对塔楼，装饰有柔和的曲线，富有

亲切感。

罗赫尔修道院教堂也是外观简洁，内部装修精致，尤其是圣龛上部天花，

布满用白大理石雕刻的飞翔天使，圣龛正中是由圣母和两个天使组成的群雕；圣

龛下面是一组表情各异的圣徒雕像。

奥地利的巴洛克建筑风格主要是从德国传入的。18 世纪上半叶，奥地利

许多著名建筑都是德国建筑师设计的。如维也纳的舒伯鲁恩宫，外表是严肃的古

典主义建筑形式，内部大厅则具有意大利巴洛克风格，大厅所有的柱子都雕刻成

人像，柱顶和拱顶满布浮雕装饰，是巴洛克风格和古典主义风格相结合的产物。

兴起于 17 世纪中叶，它的风格自由奔放，造型繁复，富于变化，只是有

的建筑装饰堆砌过分。西班牙圣地亚哥大教堂为这一时期建筑的典型实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