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的传播与罗马帝国
统治者的因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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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帝国统治者以政治标准和实用态度裁决基督教, 从视为犹太教的一个小教派予以默认,

到将其视为一种非法的宗教加以迫害, 再到承认其合法性, 都是基于统治者的利益和政治的现实

需要而调整, 最终基督教提升为国教。罗马帝国的基督教政策为未来的国家统治者干涉教会事务

确定了先例, 对中世纪西欧政教关系的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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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纪在罗马帝国东部兴起的基督教, 承袭了犹太教的一神论和救世主的信仰, 与罗马传统

的多神教信仰相抵触。早期基督教主要在下层群众当中传播, 信徒之间平等互助, 患难相恤, 信

徒具有明显的反抗意识, 不与统治阶级合作, 不敬诸神。/基督教既然和国家相隔离, 又不以罗

马皇帝为它的绝对元首, 所以它便遭到了迫害, 遭到了仇视。0¹ 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对基督教基

本上采取迫害与怀柔并举的政策, 限制基督教的发展。尽管如此, 基督教却得到蓬勃发展, 到 3

世纪末已经传播到社会的各个阶层。313年君士坦丁与李锡尼乌斯共同发布 5米兰敕令6, 基督
教在罗马帝国内获得合法地位, 392年成为罗马帝国唯一合法的宗教。因此, /对于基督教的成

长和确立的过程进行一番公正而又合理的探索, 可以说是罗马帝国史至关重要的一部分。0º

一 、/迫害0» 政策与基督教的发展

奥古斯丁在 5上帝之城6 中说, 有人认为基督徒受过 /十次大迫害0, 而他认为基督徒所受

到的迫害不可计数, 涉及面极大。¼ 事实上, /罗马帝国对这种新兴宗教也未严加取缔, 而是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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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不予注意, 以后镇压与怀柔两手交替, 在这过程中加强渗透、控制, 最后公开把基督教作为它

的政治工具。0¹ 教会史家一般都把 64年罗马城大火后, 元首尼禄屠杀基督徒作为罗马帝国迫害

基督教的开始。º 据塔西佗记载, 尼禄起初只是下令搜捕纵火犯, 后来发展为搜捕敌视罗马帝国

的所有人。不敬拜罗马元首, 把基督敬拜为神的基督徒, 就被认为是社会公敌, 予以处死。» 这

次镇压主要是在罗马, 也波及到东方各行省。在这种情况下, 基督徒只能半公开地聚会, 而且他

们信奉一个 /将来的国度0, 自然引起罗马统治者的注意与怀疑。图密善曾亲自审问两个基督徒。

图密善问他们有多少财产, 两人答道:

/九千银币而已, 分属两人; 但这笔产业不是钱, 而是一块三十九亩的土地。我们从中

收租, 并用劳力养活自己。0¼

图密善问到基督和他的国、国的本质时, 他们回答:

/那不是短暂的国, 也非属地的国, 而是神圣属天的国。它会在世界末日时, 显现于荣

耀中。神会审判活人死人, 照各人所行的报应各人。0½

图密善藐视他们, 不作回应, 只是鄙视他们的愚蠢, 打发他们走。然后下令停止迫害基

督徒。¾

此后, 图拉真开始把基督徒与犹太教徒加以区别, 屠杀反抗罗马统治的犹太人, 宽容愿做罗

马帝国顺民的基督徒。据尤西比乌斯记载, 此后 /我们的教会日益昌盛, 不断受到民众的欢迎。

但是, 犹太人的灾难还继续发展。图拉真执政的第 18年, 犹太人又发动暴乱, 许多犹太人死于

武力镇压之下。0¿

从 2世纪末年到 3世纪中叶, 除去 202- 211年、235- 238年这两段共 12 年曾对基督徒一

度镇压外, 统治者采取怀柔加限制的方针。直至狄西乌斯统治时期 ( 249- 251年在位) , 他认为

道德堕落和宗教信仰自由是罗马帝国衰落的根本原因, 为了保证罗马和平, 必须在帝国内实现思

想上的统一, 又开始大肆迫害基督徒。À 狄西乌斯明确要求所有基督徒必须放弃信仰, 参加多神

教的献祭仪式, 必须表明对诸神的忠诚与崇拜。狄西乌斯逮捕拒绝献祭的高级教士并处决教皇法

比安, Á 要求所有人必须向诸神献祭或参加奠酒祭神仪式。那些拒绝献祭的基督徒要么被杀, 要

么被监禁。但在狄西乌斯死后�lu , 迫害就停止了。257年瓦勒良又开始对基督徒进行迫害, 强迫

所有牧师向众神献祭。第二年他颁布了更为严厉的敕令: 处死不献祭的高级牧师, 这导致了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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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 (殉道者包括迦太基主教的塞普里安)。¹ 由于瓦勒良被波斯人俘虏, º 迫害中止。

284年戴克里先掌权后, 为巩固政治统治而寻求思想上的统一, 他强化对传统多神教的崇

拜。戴克里先在其统治的大部分时间没有对基督徒进行正式迫害, 帕克尔对其宗教政策做出解

释: /第一, 经过以前各个时期的迫害, 教会已经遭到一定程度的分裂, 也许戴克里先低估了其

力量。第二, 基督徒在宫廷的影响是相当大的。0» 然而, 从 303年起戴克里先开始对基督教进

行迫害。¼ 他颁布第一道敕令: /将教堂夷为平地, 焚毁圣经, 那些位居高位的基督徒失去所有

公民权利0。½ 这样, 生来自由的基督徒就被剥夺了罗马公民权。在政治上, 这意味着基督徒不

能在帝国政府和自治市政府中担任官职; 在法律上, 他们丧失上诉权, 不再免于酷刑。戴克里先

将许多基督徒从宫廷中驱逐, 将坚持基督教信仰的士兵从军队中驱逐。¾

这道敕令颁布后不久, 尼科米底亚的皇宫发生了第二场大火, ¿ 并且在叙利亚出现动荡局

面。À 这给宫廷中的反基督教团体一个新借口, 他们将大火和内乱的出现归因于基督徒的反抗。

随后戴克里先又颁布第二道敕令, 下令逮捕和监禁主教, 强迫牧师向诸神献祭, 其目的是破坏基

督教的教会组织, 降低教会领导人的威望。Á 结果, /各地的监狱, 即以前预备囚禁杀人犯和盗

墓者的监狱, 住满了主教、长老、牧师和学者, 因此没有剩余的空间给那些真正的罪犯。0 �lu 所

以, 戴克里先又颁布第三道敕令: 如果被囚禁的基督徒献祭, 就释放他们; 如果他们拒绝献祭,

那么将他们长期关在监狱中, 让他们遭受各种形式的酷刑, 甚至将他们处死。�lv 戴克里先希望通

过这种方式使基督徒失去领导者, 更容易放弃对基督教的信仰。304年戴克里先颁布第四道敕

令, 命令所有基督徒献祭。戴克里先迫害基督徒一方面由于他对先前措施结果的失望, 另一方面

则因其身体日益衰弱, 无力抵制伽勒里乌斯的强硬要求。�lw 在这次迫害中, 许多基督徒放弃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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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 尽管后来重新进入教会, 却因此而引起教会内部分裂性的争论。¹ /戴克里先时期对基督徒

的大迫害是罗马传统宗教对基督教的最后一次毁灭战争。0º

/罗马政府和基督教会的抵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基督教在这场战斗中取得了令人惊异的胜

利。0» 尽管多次受到迫害, 基督教却得到蓬勃发展。基督教会为求生存, 努力在帝国上层中发

展教徒, 很多政府官员和皇室成员加入教会。最重要的是, 基督教已经深入到军队, 早在马库斯

#奥理略统治时期 ( 161- 180年) , 军队中就有一支 /雷鸣0 军团, 士兵全部信仰基督教。¼ 基

督教在 3世纪得到快速发展, 已经具有成熟的信仰和教义, 有组织严密的教会, 信徒人数众多。

从罗马主教科尔尼利乌斯写于 251年的一封信就能看出: /罗马教会在一位主教之下有 46名长

老, 7名执事, 7名副执事, 42名襄礼员, 52名驱魔员、诵经员和司门员。0½ 这一统计数字说

明基督教此时不仅拥有众多信徒, 还有专门的神职人员, 已形成教阶制度, 可见教会已经发展成

为重要的宗教组织。

公元 3世纪末, 基督教已经在罗马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广泛传播。据英国史家爱德华#吉本估

计, /当时在 100万罗马城人口中, 基督徒约有 5万人, 即占1/ 200, ¾ 就连戴克里先的妻子和女

儿都信仰基督教。¿ 布克哈特也对基督徒的人数做出估算, 他说: /根据施陶德林 ( St  a&udlin) 的

说法, 基督徒占全部人口一半; 根据麦特 ( M atter) 的说法, 占 1/ 5; 据吉本推算, 只有 1/ 20;

而拉巴斯蒂 ( La Bast ie) 认为占 1/ 12, 这可能最接近真相。更准确地说, 我们可以推测, 基督

徒的比例在帝国西部占 1/ 15, 在帝国东部占 1/ 10。0À

随着士兵中基督徒人数的增多, 基督教在帝国军队中的影响迅速增加, 由基督徒士兵组成的

/霹雳兵团0 在多瑙河流域多次打败日耳曼人。到 286年, 基督徒士兵已经构成罗马帝国西班牙

兵团的主要成分。Á 马克西米阿努斯在执行迫害基督徒的法令时, 仅塞比安人军团中就有 6000

名基督徒士兵被处死, 几乎引发大规模兵变。�lu 据铭文记载, 奥列里乌斯 ( A urelius) 是基督

徒, 他作为骑兵曾在戴克里先征募的约维亚#西徐亚第一军团 ( I Jovia Scythica) 服役, 参加过

对抗萨马提安人、哥特人、日耳曼人的多次战争。�lv 显然, 基督教徒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支

巨大的社会力量, 在这种形势下, 要想恢复传统的宗教崇拜, 迫害基督教是不可能的。

随着基督教的发展, 教徒的成分也发生了变化, 许多大地产主、富有的工商业者和官吏, 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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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王室成员也加入了教会组织。主教制和教阶制的萌芽与形成, 说明富有阶级已经牢固地控制了

教会。基督教的仪式变得更复杂, 基督教的政治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 教义更趋向于顺从统治阶

级的意志。教会组织因其领导人和教父思想的转变, 进一步向罗马帝国政权靠拢, /他们在组织

上实行主教制, 严密控制了教会; 在思想上神化罗马皇帝和奴隶制度, 从理论上论证基督教与罗

马帝国利益的一致性; 在行动上, 不断向罗马皇帝写效忠信, 表白基督教忠于帝国政府。0 ¹ 基
督教已从下层群众的宗教变为全国性的、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宗教, 它的不合法身份只是由于统

治者执迷不悟而造成的 /时代错误0。

二、5米兰敕令6 与基督教的合法化

在戴克里先对基督教进行迫害之时, 只有帝国东部的基督徒遭到残酷的迫害, 西部未出现长

久的流血事件。º 康斯坦提乌斯在其管理区域内只是形式上执行了戴克里先的命令, 仍允许臣民

拥有宗教信仰自由, 基督徒未受到真正的宗教迫害。» 因此, 戴克里先的基督教迫害政策并未收

到预期的效果。

君士坦丁在刚成年时居住在戴克里先的宫廷中, 他对戴克里先迫害基督教的结果印象深刻,

意识到戴克里先试图抑制基督教的传播与影响是毫无意义的举措。毫无疑问, 这对他掌权后所制

定的基督教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306 年, 君士坦丁被军队拥立为君主, ¼ 他遵循其父亲的先

例, 未对基督徒进行迫害。½ 他吸取戴克里先宗教政策失败的教训, 完全改变了其基督教政策,

在其统治区域内, 使基督徒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特权。¾ 此后, 伽勒里乌斯也意识到任何暴政

不能完全消除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 311年他在弥留之际颁布一个宽容敕令, 改变了迫害政

策。¿ 敕令的内容是:

/为社会的长远利益, 我们以前希望遵照罗马人的古代法律和社会制度, 要求背弃世代

相传宗教的基督徒重新回归原来的信仰。,,之后, 仍有许多人继续这样愚蠢的行为, 我们

发觉他们既不敬拜天上的诸神, 也不崇拜基督徒的上帝。由于我们所秉持的博爱和不变的惯

例, 我们宽恕所有人, 已决定欣然赦免他们。因此, 他们可以再度成为基督徒, 而且只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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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可主编: 5世界三大宗教及其流派6, 长沙: 湖南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32 页。

Alan K . Bowman, Peter Garnsey and Aver il Cameron ed. , The Cambr idg e Ancient H istor y : The Cr isis of

E mp ir e, A . D . 193 - 337, Vo l. XII, p. 653.

Sozomenus, The E ccles ias tical H istor y , Nicene and Post- N icene Fathers, 2nd Series, Vo l. 2, Ed. By Philip

Schaff and Henry Wace, Peabody , Massachusetts: H endr ichkson Publishers, 1994, 1. 6.

Eusebius, The L if e of the Bles sed Emperor Constantine , 1. 22. Zosimus, New H istor y , London: Green and

Chaplin, 1814, 2. 40.

关于康斯坦提乌斯是否对基督教进行迫害, 尤西比乌斯在 5教会史6 ( The Ecclesiastical H istor y , 8. 13.

13) 和 5神圣的君主君士坦丁传6 ( The L if e of the B less ed Emper or Constantine, 1. 13) 中认为康斯坦提

乌斯完全没有进行迫害, 保证其臣民拥有举行宗教仪式的权利, 不受阻碍地崇拜上帝。而拉克唐提乌斯在

5迫害者之死6 第 15 章中认为他摧毁了其统治范围内的集会场所和教会建筑, 但保留了礼拜堂, 对基督徒

实行比较宽容的政策。Lactant ius, The M ino r Works : The Deaths of the P er secutor s , 15.

Lactant ius, The D ivine I nstitute, tr. By Sister M ary F rancis McDonald, O . P. T he Catholic Univ ersity of A2

merica P ress, 1965, 1. 1. Lactantius, The M inor Works : The Deaths o f the Per secutor s , 24.

关于伽勒里乌斯颁布宽容敕令的原因 , 拉克唐提乌斯和尤西比乌斯的记载是相同的, 都认为他因患上某种

不可治愈的疾病而遭受折磨, 逐渐意识到自己所犯下的罪行, 所以颁布了宽容敕令。参见 Lactantius, The

M inor Works : The Deaths of the Per secutor s , 33. Eusebius, The Ecclesiastical H istor y , 8. App. 1. Eusebi2
us, The L if e of the Blessed Emper or Constantine, 1. 57.



们不违反规定, 可在他们习惯聚集的地方修建聚会的场所。,,所以, 因为我们的宽容, 基

督徒应该为我们的利益向上帝祈祷, 为国家的福祉向上帝祈祷。0¹

敕令是以伽勒里乌斯、君士坦丁和李锡尼乌斯的名义发布的。这个法令给予基督徒宗教信仰

的自由, 允许基督徒集会, 虽然没有规定他们可以拿回被剥夺的财产, 但 /这个敕令为李锡尼乌
斯和君士坦丁颁布 5米兰敕令6 提供了一个先例0。º 从这个敕令的颁布, 我们可以看出 /罗马

统治者所焦急的是罗马国教已不能欺骗群众、维系人心, 与其听任群众不信任何宗教, 不如宽容

基督教的存在, 对罗马统治更为有利0, » 对基督教的认可反映出罗马帝国的政治危机和信仰危
机进一步加深。

313年, 君士坦丁和李锡尼乌斯在米兰会晤, 关于宗教方面的政策达成共识。在这次会议

上, 他们共同制定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 但在米兰并没有颁布敕令, 只是给各行省总督发出了

详细的指示, 规定无偿归还基督徒的集会场所以及教会财产。¼ 后人将此称之为 5米兰敕令6。
从此以后, 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改变了对基督教的政策, 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内的一个合法宗教。

关于所谓的 5米兰敕令6 有三个版本, 尤西比乌斯在 5神圣的君主君士坦丁传6 中的记载如

下:

/君士坦丁本人和李锡尼乌斯以同样的意愿和精神起草一个代表基督徒利益的敕令, 这

是最详尽、最彻底的, 将上帝为他们所做的令人惊奇之事, 以及他们对暴君的胜利, 还有敕

令的抄本发送给马克西米努斯 ( Max iminus)。0 ½

拉克唐提乌斯的记载如下:

/无论何人都不应被拒绝其虔信基督教或其他他认为对自己最有利的宗教的权利。因此

特通知你们 (指各行省总督 ) ) ) 笔者注) , 不必顾虑我们以前关于基督徒所颁布的法令中任

何条款, 允许所有人自由地选择所信奉的宗教, 不会受到任何干扰。, ,即每人都可有无限
的信奉自己所选择的宗教之自由。

关于他们经常集会的场所, ,,无论何人此前购得此种场所, 或由国库出钱, 或用其它

款项, 均应将该场所交还给基督徒, 不得要求付款或任何补偿, 不得作弊或有任何含糊。如

有任何人作为接受礼物而获得此种场所, 他们同样应将原地点尽快交还给基督徒,,
这些所谓基督徒不仅拥有其经常聚会的场所, 而且还拥有一些不属个人而属其集体, 即

教会所有的财产。对此, 你们应依我们上面所提之法令, 毫不含糊而且无争议地归还给基督

徒, 即还给他们的组织或集体。当然, 依照上述规定, 凡无偿交还教产者将被给予补偿。0¾

5米兰敕令6 正式承认基督教可以与其他宗教并存, 多神教的神庙及其祭司都维持旧制,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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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记载, 见 Eusebius, The Ecclesias tical H istor y , 10. 5. 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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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教会神职人员的徭役, 君主还保留大祭司长¹的头衔。/ 5米兰敕令6 承认基督教和多神教崇拜

具有同等的权利, 这在政治上是极其贤明的一步0, º 这样就宣布了一种宗教宽容政策。据此,

基督徒和多神教徒被允许不受阻碍地信仰各自的宗教。无偿归还基督徒的集会场所, 并归还以前

没收的教会财产, 这是罗马帝国在法律上第一次承认基督教会可以拥有财产。5米兰敕令6 是基

督教发展史上的转折点, 标志着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对基督教从镇压和宽容相结合的政策转为保护

和利用的政策, 而基督教也开始与帝国的政权合流。从 313年起, 基督教不仅取得合法的地位,

而且基督教已经逐渐成为统治者巩固政治统治的工具。

三、君士坦丁与基督教的官方化

罗马自建国以来, 就将宗教事务的监督与管理作为政府的职能, 政府努力维持罗马人民与诸

神之间的关系。» 当君士坦丁宣布支持基督教、免除神职人员的诸多义务时, 他的举动并未逾越

罗马传统的范畴。君士坦丁在争夺罗马帝国统治权的战争中, 将基督教当作思想武器, 作为实现

统一罗马帝国的 /工具0。他作为历史上第一位改信基督教的君主, 其宗教政策为基督教的发展

带来了历史性的转折。君士坦丁对基督教会的内部事务也产生直接影响, 为未来的国家统治者干

涉教会事务确定了先例。

君士坦丁在扶植基督教的同时, 对教会严加控制, 使之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 教会的教

义、宗教活动、人事安排都必须听命于君主。在一次宴会上, 君士坦丁向主教们宣布自己是教会

之外的主教, ¼ 其政策都是据此而实施的。½ 君士坦丁认为, 上帝委托他对所有尘世的事务进行

管辖, 如果他没有执行神圣的法律, 帮助保持教会的和谐统一, 上帝会惩罚他。¾ 因此, 君士坦

丁积极干预教会事务, 竭力帮助教会建立统一的组织, 他认识到统一的帝国必须有同它相适应的

统一教会, 利用政治权力严厉镇压异端, 竭尽全力保持教会内部的统一。

君士坦丁积极参与宗教事务, 剥夺了基督教会的独立, 成为宗教事务的监督者和仲裁者, 多

次召开主教会议调停教会内部各派的争端及教义的争论。他把教会作为政治统治的工具, 把个人

的意识形态加诸于教会, /这些都引发了后古典西方文明的重大问题之一, 也就是世俗权威和精

神权威的关系 ) ) ) 国家和基督教会的关系。0 ¿ 325 年君士坦丁主持召开尼西亚会议, 他掌握着

会议的进程, 使持异议的主教达成一致的观点, À 通过了一个信经和二十条教规, 构成基督教正

统信仰的主要内容。尼西亚会议最终制定了被所有持不同意见者接受的信经, 后世称之为 5尼西

亚信经6, Á 正式确定了三位一体的教义, 标志着基督教思想体系的成熟。这次会议显示出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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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祭司长 ( P ontifex Maximus) 是罗马宗教中的大祭司和祭司学院的官方首脑。作为宗教事务的主要管理

者, 大祭司长有权管制民众在献祭仪式、神庙以及其他圣地的行为, 还掌管历法。在罗马帝国时期, 元首

都拥有大祭司长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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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J. Rayner , / Chr is tian Society in the Roman Emp ir e0 , Greece & Rome , V ol. 11, No . 33 ( May, 1942) ,

p. 113.

Eusebius, The L if e of the Bles sed Emperor Constantine , 4. 24.

W . Seston, / Constantine as a -Bishop. 0 ,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 Vol. 37, Par ts 1 and 2 ( 1947) , p.

127.

Eusebius, The L if e of the Bles sed Emperor Constantine , 3. 12.

[美] 汉斯# A # 波尔桑德尔著: 5君士坦丁大帝6 , 许绶南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31 页。

Eusebius, The L if e of the Bles sed Emperor Constantine , 3. 13.

Socr ates, The Ecclesiastical H is tor y , 1. 8.



教代替传统宗教成为在罗马帝国起主导作用的宗教, 更肯定国家对基督教会进行控制权, /标志

着基督教教会和基督教明确地走上了人类事务的舞台0。¹

君士坦丁于 318年承认主教法庭的审判与民事法庭的宣判具有同样的效力, 赐予主教在案件

审理中与法官具有同样的审判权。º 这样, 君士坦丁的立法就使教会法庭并入罗马帝国的司法体

制。321年颁布敕令允许任何公民将遗产赠给教会, 从此教会作为法人的权利得到承认。» 同

年, 各城市居民均禁止在礼拜日工作, ¼ 君士坦丁还让基督徒担任政府官员, ½ 在耶路撒冷、¾

伯利恒¿及其他地方纷纷建起大教堂À。意义最为重大的是 330年君士坦丁正式将首都从罗马迁

往重建的拜占廷, 尽管其真正动机是出于政治因素和军事防御, 但对宗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罗

马帝国的中心坐落在一个多神教影响和传统甚小、而基督教势力强大的城市。

君士坦丁在完成帝国统一、建立君士坦丁王朝后, 其政治生涯达到鼎盛时期。此后, 他便大

力推行支持基督教发展的政策, 其核心是以宗教思想维护已经实现的政治统一, 缓和矛盾, 防止

发生动乱, 利用基督教实现中央集权制统治的目的表现得非常明显。君士坦丁凭借自己的政治敏

锐性意识到神职人员可以成为进行统治所依靠的一支强大力量, 所以, 他将神职人员看作一个独

立的阶层并给予各种特殊的优待权。君士坦丁利用教会协助恢复帝国行政管理系统, 他将 1800

名主教分派到各行省, 其中 1000名在东部, 800 名在西部, 这些主教行使司法和宗教权, 从而

使 /一种新的永久性的, 始终受人尊敬, 有时十分危险的神职官员便在教会和国家内产生了。0 Á

君士坦丁就利用这样一套管理机构有效地控制了社会各阶层的精神生活, 主教之下的各级神职人

员的活动范围深入到村庄农户。

/君士坦丁基督教政策开启的这种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合作为双方都带来了好处, 同时它也造

成了一系列全新的难题。基督教给国家带来了强大的统一思想, 同样也给君主专制统治以有力的

精神支持。从教会一方看, 它得到国家慷慨的物质捐赠, 以及在传教活动和反对基督教敌人斗争

中的支持, 但是, 这也意味着教会对国家某种程度的依赖。另一方面, 国家一旦将自己的命运与

教会联系在一起, 就必然卷入所有不同教派之间无休无止的争论。0 �lu 总之, 君士坦丁在弥留之

际接受洗礼, 成为历史上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君主, �lv 其皈依明显促进了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化,

他 /完成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宗教与社会革命0, �lw 为教会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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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392年提奥多西一世禁止异教崇拜在理论上把所有罗马公民都变成了基督徒, 作为少数人的

宗教意识的基督教信仰成为整个社会的精神主流, 基督教最终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在早期基督

教兴起与传播的过程中, 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既没有一贯强烈地反对基督教, 也没有明确地对基督

教表示首肯, 从将其视为犹太教的一个小教派给予默认, 到将其视为一种非法的宗教加以迫害,

再到承认其合法性, 都是基于统治者的利益和政治的现实需要而调整其政策, 最终将基督教提升

为国家宗教, 完全取代了原来的多神教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说, 罗马帝国在某种程度上被 /基督

教化0 了。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以一种政治的标准和实用的态度裁决基督教, 因此, 最高统治

者的意愿对基督教的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 基督教本身的力量以及基督徒对社会的态度

也是统治者们做出决策时要考虑的主要因素。基督教逐渐上升为罗马帝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

态, 从而造成了罗马帝国文化的转型。

公元 2世纪中叶之后, 由于罗马帝国的经济日益恶化, 社会问题日益激化, 这些因素加剧了

统治者们对基督教的迫害。¹ 基督教与罗马帝国发生的激烈对抗说明基督教与罗马的民族文化之

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基督教无法以其原初形象在罗马帝国扎根。原始基督教涌入到罗马帝国社

会的各个阶层, 基督教渗入罗马民族文化中去的过程, 产生了一种调和的文化和一种发展的基督

教。基督教与罗马文化的融合是基督教本土化的过程, 最后与帝国的统治集团达成调和, 被接纳

到罗马帝国的体制中去, 而这种国家权力与教会的联合成为中世纪政治统治的模式。

(责任编辑: 袁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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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传播与罗马帝国统治者的因应对策 q

¹ Ralph Mar tin Novak. , Chr istianity and the Roman Emp ire : Backgr ound Tex ts , T r inity P ress International,

2001, p.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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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ig ious policy of compatible bag and the char acter, all religions in the spread o f w estern de2
velopment , to a certain ex tent, but also by the M ongo lian ruler per sonal or family inf luence. In2
vest igate it s religious policies concerned, r elig ious theocratic remain on secular under, religious
policy has legalization and cont inuity . With w estern history goes on, the mongo ls r elig ious belief
by the o riginal shamanism dom inant gradually by Islam g radually r eplaced.

Huijiao Kaolue and the Hui- Ye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Hui Muslim scholars and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later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Yang Xiaochun

T he H ui- Ye dialogue ( Dialogue betw een Islam and the Christ ianity Relig ion) betw een Chi2
nese Hui M uslim scholars and the Pro testant m issionaries in later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2
na period is a lively case of cultur al dialogue in the histo ry. A book translated by Donald MacGil2
livray into Chinese named Huijiao Kaolue ( Mohammedanism ) , w hich is f ir st tw o chapter s of Si
Jiao Kao lue ( Comparat ive Religion) , is the key links of those both sides. And this book is w o rth
us fo cusing. We can r ealize that Huijiao Kao lue had very important inf luence as to Chinese Hui
M uslim scho lar s. at tent ion and criticism to the at t itude o f Pro testant missionaries about Islam
through the analy sis of the publicat ion of Huijiao Kao lue and eight cases o f Chinese Hui M uslim
scholars. crit icism to Huijiao Kaolue. We also can f ind some characters of this H ui- Ye dialo gue
be bound up w ith Huijiao Kaolue thr ough the observat ion o f point of cultural dialo gue. s view .
F ir st ly this Hui- Ye dialo gue w as caused mainly because o 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crit ici2
zing to Islam and at tempting to m issionary to Chinese H ui people. Chinese Hui Muslim scho lar s.
disput ing and criticizing to the Christ ianity Religion w as the result of response to the st imulation.
Secondly to the side of Chinese Islam this H ui- Ye dialogue had some elements of defending their
ow n r elig ion. T hirdly this Hui- Ye dialo gue generally developed base on an equal relat ionship o f
the bo th sides, though Protestant ism had a superiority situat ion.

#1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