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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距离组织编写这套宗教史书至少有15个年头了。
15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值得骄傲的变化，世界格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这样形势下，出版社还要求再出新版，说明这套读物还有读者群，还有社会需要。
　　最初编写的目的比较简单：我们对于宗教缺乏知识，尤其是对于世界性宗教，缺乏系统的、客观
的知识；而通过对宗教史的基础研究，可以是补上这一课的一个好方法。
因此，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参加编写的同志普遍注意到社会史与宗教史的关系，宗教信仰与宗教神
学的关系，同时也探讨了诸多宗教派别的各自特色，以及它们得以形成的原因。
在语言上，尽可能简练明晰，争取蕴涵的内容充实一些，可读性强一些。
虽然在方向上是这样定的，但具体做起来，各本书的风格还是有差异的。
　　研究世界宗教，学习宗教知识，是当年毛泽东同志的提议。
而今国内外宗教形势的演变，证明这一提议是多么的富有远见。
我们当年编写这套宗教史书，主要是给大学文科学生作选修课教材用的。
到了现在，我感到一些有关的领导也不妨翻翻，或许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当前世界奇谲多变的局势，
认识宗教在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中的实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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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基督教世界通史，以时间为经，以地区和国别为纬，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基督教产生、发展
和流传的历史。
全书所记时限始于基督教产生前的犹太社会状况，止于基督教在近现代中国的流传。
所记内容按教派分化展开，广泛涉及基督教及各支派的经籍、教义、神学、人物、组织、教制、教职
等等，同时兼及基督教的节日、礼俗、圣地、遗迹、建筑、文学、艺术等等。
在对基督教本身作全面考察的同时，书中还对基督教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作了深刻的分
析，对一些重要史事和学术问题也提出了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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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古希腊罗马哲学的发展过程看，它经历了由米利都、爱非斯学派为代表的扬弃神话、崇尚理性
的自然哲学阶段和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代表的注重伦理、追求道德完满的道德哲学阶段，最后进入
以怀疑派，斯多葛派为代表的不满现实生活、悲观厌世的宗教哲学阶段。
伴随着希腊城邦奴隶制由兴盛、繁荣到危机、衰亡的历史，哲学所经历的这一对宗教由否定再到肯定
的发展过程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为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形成、发展，为基督教神学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的
到来无疑起到了引导和铺路的作用。
　　然而，就最直接的影响而言，与基督教的产生关系最为密切的哲学思想莫过于古希腊晚期和罗马
时期的斯多葛派、犹太一希腊哲学派和新柏拉图主义。
　　斯多葛派产生于希腊化时期，芝诺（Zenon，约前336－前264）是该派创始人和早期的代表。
这一哲学派别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是绝对地由被称为“命运”或天意、神的神秘的必然性所支配的。
人作为宇宙体系的一部分也应该自觉地服从“命运”，按照理性生活限制情欲以达到善的境界。
晚期斯多葛派又称罗马斯多葛派，以塞涅卡（Seneca，前4—65）、爱比克泰德（Epictetus，50－138）
和马可?奥勒留?安东尼（Marcur Aureliue Antoninue121－180）为代表。
他们把斯多葛派的上述思想发展成一种宗教神学观点，主张敬畏神，对神绝对服从，在生活上安分守
己，忍让克制。
他们还认为万物既然都是来自神的，人也都是神的儿女，“世界公民”彼此间都是兄弟，应当友爱互
助。
据《新约。
使徒行传》记载，保罗曾与斯多葛派有过接触。
不难设想，斯多葛派的上述宿命论、禁欲主义、博爱和世界公民等思想对早期基督教的类似观点存在
着相当影响。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基督教史>>

编辑推荐

　　《基督教史》是我国最有权威的专家编著的一部最有权威的基督教史。
它内容完整充实，史料翔实，对基督教的渊源、发展以及各种运动进行了详细生动的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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