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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中亚是一个以伊斯兰教为传统宗教的地区,但在苏联时期中亚宗

教自由受到压制,无神论占据主导地位。中亚五国独立后采取了宗教自由政策,出现

了基督教得到传播与发展的现象。本文考察基督教在中亚五国发展的现状, 分析基

督教在中亚得以发展的原因以及发展受阻碍的一些因素, 审视基督教在中亚五国的

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并展望其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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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亚五国独立后基督教的
发展状况

(一)中亚五国独立后基督教¹的整体

发展概况

中亚五国独立后采取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使长期处于压制下的宗教得到恢复与发展,在引

人注目的伊斯兰复兴的背景下, 基督教在中亚也

开始有了新的发展。

中亚五国独立后, 基督教在该地区的传播速

度与发展规模得到了迅速提升。其特征是:第一,

基督教教派名目日益繁多。第二, 基督徒人数和

基督教组织数量明显增加。独立前, 各国基督徒

人数很少,从几名到几十名不等,但目前信徒人数

已有明显增加。表 1是新教的情况( 2005 年的统

计数据) º。

从表中可以看出,各国基督徒人数都不多,所

占人口比例很低, 但基督教组织的数量却增加比

较明显,以哈萨克斯坦为代表»(表 2)。

表 1 中亚各国新教信徒数量及所占人口比例

国家 新教信徒人数 人口总数
占总人口

的比例

哈萨克斯坦 30, 370 15, 185, 844 0. 2%

吉尔吉斯斯坦 20, 585 5, 146, 281 0. 4%

塔吉克斯坦 28, 654 7, 163, 506 0. 4%

土库曼斯坦 4, 952 4, 952, 081 0. 1%

乌兹别克斯坦 53, 702 26, 851, 195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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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讨的基督教不包括俄罗斯东正教, 主要指天主

教、基督教新教、新兴的基督教小宗派等。公元 5世纪,聂斯托里

(景教的创始人,景教即基督教东方教会聂斯托里派)及其追随者

就已向中亚和其他东方国家传教。在公元 652 年阿拉伯伊斯兰
军队入侵中亚前,景教在中亚已有相当大的影响。之后渐衰, 被

伊斯兰教取代。直到 15、16 世纪,基督教在中亚又开始传播, 主

要是通过传教士、商人、学者和欧洲的使节,但规模非常小,没有

形成广泛的影响力。19世纪下半期,帝俄军队征服了中亚,一批

俄内地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迁居到中亚, 其中有一些是门诺

派、福音派、浸信会和摩罗康尼派( Molokane)信徒,他们散居在中

亚各地。此外在二战前期,一大批居住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日

耳曼人(也有少数其他民族的人)被强制迁移到中亚,他们成为中

亚地区信奉基督教的主要居民。
h ttp: / / w ww . twcbm. org/ Page3PDF. pdf [ 2010. 04. 04]

古丽阿扎提# 吐尔逊著: 5中亚恐怖主义犯罪研究6 , 中
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第 213页。



表 2 哈萨克斯坦基督教组织数量

   年份

教派    
1989 1993 1995 1996 1997 1998 2001 2002 2003

罗马天主教 42 66 66 73 74 77 68 74 90

福音派 168 161 130 140 141 242 268 281 378

路德会 171 152 117 110 81 84 100 100 100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36 34 34 41 45 64 101 104 104

耶和华见证会 27 33 27 45 52 97 117 124 131

五旬节派 42 36 19 18 19 37 32 42 45

其他新教教派 13 21 82 125 131 166 293 313 342

  中亚五国基督教在独立初期有较大自由, 之

后逐步发展, 目前则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政府持

不支持不鼓励态度, 而穆斯林中有不少人持排斥、

敌视态度。有的国家修改了宗教法, 表面上看是

公正的,但基于中亚的特殊情况,实际上给基督教

的发展带来限制。中亚五国规定宗教组织要登

记, 未登记的宗教组织的活动被视为非法活动。

而事实表明,基督教组织一般较难通过政府登记。

中亚五国禁止传教和公民改变信仰。塔、土、乌三

国对待前穆斯林¹非常严厉,而伊斯兰教氛围相

对温和的哈、吉两国也把这些改宗者视为叛徒º。

这里需要指出一点, 基督教在中亚五国的发展有

差别性,哈、吉两国宗教环境相对塔、土、乌三国而

言要宽松,相关的基督教活动资料较多,而塔、土、

乌关于这方面的资料明显偏少。总体而言,中亚

五国政府对基督教采取了谨慎和限制的态度。

(二)外国基督教组织在中亚的传教

活动

在中亚积极传教的主要有美、韩、英、加拿大

等国家。在这里,需要对韩国的情况做一些介绍。

韩国积极从事海外传教,力争超过美国成为最大

的传教国家»。20世纪 90年代初,韩国教会已经

在中亚活动,那时传教对象主要是聚居在中亚的

朝鲜族人,传教活动主要集中在哈、乌两国。随着

时间的推移,传教的对象慢慢转向穆斯林群体,活

动范围也逐渐扩大, 这也反映了国际传教运动的

趋势。韩国教会重视数量主义¼, 它在国内面临

着教会世俗化和教会世袭等问题, 一直想在国外

寻找突破口½。从 20世纪 90 年代至今是韩国传

教事业发展的高潮期, 教会与政府有着密切的合

作关系,通过传教提高国际地位,试图在文化输出

上跻身于大国之列。2006年 10月 10~ 12日,韩

国好消息教会¾在哈举行大型布道会, 该教会在

这次大规模传教活动之前就已经派遣了大量的传

教士到中亚。韩国汝矣岛纯福音教会¿也不例

外,该教会派往中亚国家的传教士以及建立教会

的数目、信徒数量见表 3À。

表 3 韩国汝矣岛纯福音教会在中亚传教情况

国家 传教士人数 教会数目 信徒人数

哈萨克斯坦 3 4 493

乌兹别克斯坦 5 5 2 043

吉尔吉斯斯坦 0 1  30

目前,汝矣岛纯福音教会在塔、土两国也已开

展活动。韩国恩典颂明教会在中亚已建立多个教

会。此外, 还有多个韩国教会和基督教慈善组织

在中亚传教, 方式多种多样。2007年 7 月 19日

在阿富汗被绑架的韩国公民是韩国泉水教会的信

徒,该教会几乎每年 7、8月都会组织信徒去海外

从事短期宣教。

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基督教越来越关注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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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改信了基督教的穆斯林,通常用前穆斯林( Pre- Mus2
l im)来称呼这类基督徒。

Laurence Jarvik, 5 Igor Rotar Brief s Washington On

Cent ral Asian Rel igious Is sues6 , 2007. 01. 18, h ttp: / / w ww .
registan. net/ in dex. [ 2010. 03. 28]

据韩国5朝鲜日报6报道,韩国基督教团体迄今向 173 个

国家派遣了近 17 000名传教士, 即便在当地政府禁止传教的中

东和中亚的传统伊斯兰国家,也有 4 700多名韩国教会派遣的人

员在从事各种活动。参见苏恩仙5韩国基督教海外传教对韩国对
外关系的影响 ) ) ) 以阿富汗人质事件为例6 ,复旦大学 2009年硕

士毕业论文,指导教师徐以骅教授。

这是指韩国教会特别注重教会的规模和信徒人数,教会

势力的竞争引发了派遣传教士和传教团的竞争。

5韩国教会也在担心/ 攻击性海外传教06 ,源自 2007 年 9

月 6日朝鲜日报,转载于基督教新闻社, 2008年 3月 8日。

1992年,大韩基督教长老会防止异端委员会认定好消息

宣教会为异端。

韩国汝矣岛纯福音教会是世界上最大的教会之一,拥有
近 80万的信徒,属于五旬节派的神召会教会。

h ttp: / / blog. sin a. com . cn/ s/ blog _ 4d1e95080100f5l8.

html [ 2010. 03. 30]



斯林群体,越来越多的基督教组织和传教士到中

亚传教。2010年 8月 7日, 被塔利班杀害的 9名

基督教传教士中就有六名美籍传教士
¹
。美国对

中亚外交政策中有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利用传教

士、志愿者等民间力量在经济、文化、教育、医疗方

面发挥作用, 对中亚国家进行渗透。正如美国外

交政策分析家米德所言,历史上美国的外交政策

会受商人、传教士、军人和律师的影响。在中亚地

区, 基本上是商人和传教士先行, 军人和律师跟

进,其政策的过程是/以民促官0,传教士在其中所

起的作用不容忽视。

美国 联合 卫理 公会 ( United M ethodist

Church)在 2003 年成立了中亚传教团, 目前在

哈、吉、乌三国都有信徒。2007年 9 月 29 日, 联

合卫理公会在阿拉木图为普通信徒º开办了一个

圣经学校,这是中亚地区第一个具有这一性质的

教派学校, 它获得了纽约第一联合卫理公会的

130 000 美元的捐赠
»
。美南浸信会 ( Southern

Bapt ist Convent ion, SBC)是美国最大的一个新教

教派,设有国际宣教部,在中亚国家进行传教和援

助活动
¼
。潘塔诺基督教会 ( Pantano Chr ist ian

Church) ½与国际基督教宣教团 ( Internat ional

Christian M ission) ¾在中亚国家有合作关系, 为

中亚的国际基督教传教团提供一些帮助¿。除教

会之外,美国宣教机构也积极活动。基督徒互援

会( Christian Aid) À、大使命国际中心 ( Gr eat

Commission Center Internat ional) Á、普世丰盛生

命中心( Global L ife Enrichment Center )
Â
、国际

传道会( CHRISTAR) 〇11等都重视对穆斯林的传

教,在中亚地区传教的积极性一直很高,随着它们

传教活动的增加, 中亚穆斯林对基督教的接受程

度也有所提高。

这些国家还借助基督教慈善组织达到传教目

的。世界宣明会( Wo rld Vision) ) 〇
12

在中亚国家有

许多援助项目。另外, 撒玛利亚人的钱袋 ( Sa2
mar itans- pur se )、中亚互援会 ( Central Asia

Sharing A id)、仁慈社团( M ercy Corp)、国际慈善

社( Caritas Internat ional)、国际关怀( Care Inter2
nat ional)、乐施会 ( Ox fam Internat ional )等基督

教援助组织和福音机构,也为中亚民众提供物质

和精神帮助。这样的机构在中亚不断增加,发挥

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三)基督教在中亚五国独立后的发展

状况

1.哈萨克斯坦

基督教在哈萨克斯坦发展的空间较大。哈已

经有 1 018 个注册的新教组织, 543 所聚会处〇
13

。

哈有两个浸信会团体,一是福音派和浸信会联盟,

有 227个注册组织, 信徒超过 10 000 名; 另一个

是福音派和浸信会协会,信徒超过 1 000名, 由于

它拒绝向政府登记,所以无法获知组织数目。在

哈取得登记的教派虽不少,但并非任何教会都能

通过政府登记。政府常拒绝他们不喜欢的基督教

团体的申请,如阿特劳州的恩典长老教会多次向

州政府申请登记均未通过。

天主教在哈的势力相对较大。1991年,教皇

约翰保罗二世任命让 #帕维尔#林加( Jan Pavel

Lenga)为卡拉干达地区的主教, 卡拉干达教区是

哈天主教的中心。1994年, 罗马教廷与哈建立了

外交关系,马利安#奥莱斯( M arian Oles)大主教

  ¹ ht tp: / / www . chin adaily. com. cn/ h qjs/ gjfw /2010- 08-

08/ content_675852. html [ 2010. 08. 20]

º神职人员有自己专门的神学进修单位。

» h ttp: / / new . gbgm - umc. org/ w ork/ init iat ives/ cent rala2
s ia/ [ 2010. 03. 28]

¼ ht tp: / / w ww . cent ralasia. imb. org [ 2010. 10. 01]

½总部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桑市。

¾国际基督教传教团是由六个国家的团队所组成的,最先都

是以家庭教会的形式开始,因为基督教活动在中亚地区常会受到

政府的限制,所以采取隐蔽的方式进行传教。

¿ ht tp: / / p ccw ired. org/ internat ional/ partn ers/ pccorgsouth2
eastasia/ [ 2010. 03. 28]

À它是美国一所宣教机构, 九一一事件之后,该机构派往中

亚的传教士增多,他们以维吾尔人作为进入中亚的突破口,把福

音带进中亚国家。详见 h ttp: / / w ww . ccea. org. tw / cam/ / Func2
t ioncode/ Publis h/ focusnew . asp? typ= 22[ 2010. 03. 28]

Á大使命国际中心是取得美国联邦政府免税资格的宣教机

构,在 1998 年成为 ECFA ( Evangel ical C oun cil of Finan cial Ac2
countabil it y) , 目 前 在哈 萨 克 斯坦 已 建 立 了两 个 团 契

( fellow ship) ,一个是阿拉木图华人基督徒团契,由晓士顿中国教

会接办,另一个是哈萨克斯坦东干人宣教事工,由台湾路加传道

会接办。详见 ht tp: / / www . gcciusa. org/ Ch ines e/ b5 _global/ b5 _

global_content . htm [ 2010. 07. 15]

Â普世生命中心作为一种宣教机构,其宣教模式在不断发

展,新的宣教思维已经超出一个宗派和文化背景的范围,越来越

广泛。

〇11 ht tp: / / www . answ ering- islam. org/ Chin ese/ project / gb _

topic19/ 21/ gb _21_21_a. htm [ 2010. 04. 15]

〇12 它是是美国人创立的一个国际性基督教救援及发展机构。

〇13 Kazakhsta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Report 2009. ht2
tp: / / www. state. gov/ g/ drl/ rls/ irf/ 2009/ index. htm [ 2010. 07.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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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哈、乌、塔、吉四国的罗马教廷大使。现在哈

全国有 93个注册的罗马天主教教会和附属组织,

大约有 360 000名拉丁礼天主教徒
¹
。此外, 哈还

有一定数量的东方礼天主教徒
º
。现在, 哈主要

的大教区有/阿斯塔纳至圣玛利亚教区0(教徒有

90 000人)和/阿拉木图至圣三位一体教区0 (有

59 000教徒)
»
。

在天主教平稳增长的同时, 其他教派也有发

展。1990年,哈只有 3名公开的基督教信徒¼ ,到

2000年, 信徒大约已有 50 000 名
½
。仅在 2005

年一年就增加了大约 6 000名五旬节派和浸信会

的信徒,这些信徒以前大多是穆斯林。美南浸信

会派出了 20名传教士到哈偏远地区建立教会。

联合卫理公会的牧师们在哈农村成立了一个新医

疗中心,把传教与医疗结合起来。长老会的传教

士为那些身患绝症的病人设立了/ 仆人部0安养

院,并在阿拉木图创办了/ 基督教文化中心0¾。

美国德伍德圣 经教会 ( C/ O Derw ood Bible

Church)设立了阿拉木图圣经学院, 提供资金支

持,希望为哈和其他中亚四国培训本国牧师, 以解

决外籍牧师常被驱逐而导致的牧师缺失问题。

在中亚五国中,哈宗教信仰自由基本得到保

证,受伊斯兰极端主义影响最小。但 2005 年之

后,受中亚其他国家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影响, 哈加

强了对宗教的管理。2007年 9月,哈提出一个计

划,简称/ 2007 ) 09计划0,即由于日益活跃的/非

传统宗教团体0¿无视社会的传统文化和宗教,造

成宗教间关系紧张, 恶化了政府与传统宗教的关

系, 政府决定增加新法令控制传教。2008 年 1

月,纳扎尔巴耶夫在/祖国之光0人民民主党的会

议上提到: /哈萨克斯坦要禁止非法宗教活动, 目

前有成千上万种宣教机构在哈活动, 我们不知道

其真实意图。虽然哈是政教分离的世俗国家,但

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成为自由的宗教市场。0À哈政

府为许多年轻人加入浸信会、耶和华见证会感到

担忧,司法部分发/如何才能不受到宗教传播的影
响0的小册子,上面写到改宗就意味着背叛自己的

信仰和国家,哈基督教的发展正面临着新问题。

2.吉尔吉斯斯坦

除伊斯兰教和东正教外, 新教是吉势力较大

的教派,目前大约有 11 000名信徒,其中约 40%

是吉尔吉斯族人
Á
。一些牧师发现越来越多的吉

尔吉斯人皈依基督教, 对自己的传统宗教反而不

积极。自 1996年来,国家宗教事务局登记的基督

教传教士超过 851 名
Â
, 当然传教士的增加不是

吉基督徒人数增长的唯一原因。吉基督徒中大约

有 80%的人认为是通过社会关系而接受了基督

教。吉已有许多基督教组织,据该国国家宗教委

员会副主任娜塔丽娅介绍: /现在吉已经有超过
260处的基督教聚会场所。0〇11

吉宗教政策比较开放, 传教士可以通过创办

福利机构、新建学校以及从事商业活动来传教。

2000年 2月,杨嘉善传教士〇
12

及团队在吉建立了

第一所拿到宗教局许可证的基督教学校,采用俄

文、英文双语教学, 选用西方基督教学校专用教

材。2001年,又成立了基督教慈善基金会( M ercy

  ¹ History of th e Cath olic Chur ch in Kazak hstan . ht tp: / /

www . catholic- k azakh stan. org/ [ 2010. 04. 15]

º天主教分为拉丁礼天主教和东方礼天主教,拉丁礼天主教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罗马天主教。东方礼天主教也称为东仪天主教

会,是采用各派东方礼仪的天主教教会的总称。多是 16~ 17世纪

从东正教和一些较小东方古老教会中分离出来而参加天主教会

者,他们承认教宗的首脑地位,但继续保持各自原有的东方派传统

礼仪和特点,而不受拉丁语系天主教会之礼仪和规章的约束。

» ht tp: / / w ww . catholic- kazakhs tan. org/ [ 2010. 04. 15]

¼这三名信徒原先都是穆斯林,后改信了基督教。

½ Stan Guthrie, C ent ral Asia: Chris tians Fear Decade of

Fr eed om Is Over. 2002. 11. 03. ht tp: / / w ww . ch rist ian itytoday.

com/ ct / 2002/ march11/ 25. 30. html [ 2010. 04. 15]

¾ ht tp: / / w ww. pf f . net / Project s/ projcent ralas ia. h tm

[ 2010. 07. 12]

¿哈萨克斯坦界定伊斯兰教、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和犹太教

为哈传统宗教,而非传统宗教中就包括基督教新教。

À M ushf ig Bayram , Kazakh stan: Religious freedom survey

September 2009. 2009. 09. 23. ht tp: / / www . forum18. org/ Ar2
chive. ph p? art icle_id= 1352 [ 2010. 03. 28]

Á Kyrgyz stan : In ternat ional Religious Fr eed om Report

2009. 2009. 10. 26. ht tp: / / w ww . state. gov/ g/ drl/ rl s/ irf / 2009/

127367. h tm , [ 2010. 03. 28] .这一数据与前文提到大约有两万左

右的信徒数有出入,这可能由于统计时采取不同的新教范围造成

的, 11, 000应是比较保守的统计数据。

Â Kyrgyz stan : In ternat ional Religious Fr eed om Report

2005. ht tp: / / www . state. g ov/ g/ drl/ rls/ irf / 2005/ 51562. h tm

[ 2010. 03. 28] .在 2005年的宗教自由报告中,吉统计的传教士人

数为 1103,其中基督教传教士有 851 名, 伊斯兰教传教士仅为

252名。在 2009 年的吉宗教自由报告中, 传教士人数增加至

1203名,其中增加的主要是基督教传教士。

〇11 Kyrgyzstan: foreign missionaries of fer faith and food. http: / /

www . religioscope. info/ art icle_213. shtm l. [ 2010. 07. 12]

260多处聚会场所包括已注册的 48 所浸信会、21 所路德教

会、49所五旬节教会、35 所长老会、43 所/ 神赐能力教会0
( Charismatic)、49所耶和华见证会、30 所基督复临安息日会、3

所罗马天主教会(大约有 40个小教区)。

〇12 在去中亚地区宣教前,杨嘉善已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主恩堂

服侍了 20年,担任教会董事会主席、差传委员会主席、建堂委员

会主席,也是大使命宣教中心的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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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itable Christ ian Foundat ion , M CCF) ¹。另

一个恩典基金会( Grace Foundat ion)也在吉创办

职业专科学校, 目前招收学生 102名,并在校园里

成立基督徒团契º。此外成立于 2000 年的中亚

基督教学校协会 ( T he Association of Chr ist ian

Schools of Centr al Asia, ACSCA)在吉北部帮助

了数百名贫困儿童。除了提供物质援助外,还给

这些儿童讲圣经故事»。2009 年, 吉又批准了两

个基督教宗教教育机构。

另外,联合卫理公会在吉多个城市和地区设

有教会和圣经学习小组。比什凯克的一所新修教

堂的主要资金是由一家韩国联合卫理公会信徒资

助的。该教会在比什凯克开办了星期天学校,以

讲圣经故事为主,受到百姓的欢迎。

吉政府并未批准所有的基督教组织。2003

年 8月 27日,美国犹他州具有官方背景的摩门教

代表团与吉总理尼古拉 #塔纳耶夫举行了会谈。

该代表团明确表示, 今后犹他州对吉援助情况取

决于吉政府是否给予摩门教合法地位, 吉宗教领

导人对摩门教使团表示愤怒和失望¼。至今, 摩

门教未通过注册,但仍进行传教活动。

基督教的快速发展引起了穆斯林的反对和政

府的担忧。吉伊斯兰极端势力攻击和威胁牧师和

信徒,但当局没有采取行动进行调控,反而警告基

督教徒不要/过于活跃0。2001年,吉南部一群乌
兹别克族人成立了袋鼠法庭( kangaroo cour t ) ,即

私设法庭,审判前穆斯林。政府对此保持沉默并

表示: /我们规定禁止传教,西方指责我们侵犯人
权,但我们的环境确实特殊,基督徒在穆斯林中传

教会引起流血冲突0 ½。2005年 12月, 热迪#奥

古兹村一名信徒萨克丁拜 #乌斯曼诺夫被同村穆

斯林杀害,村民认为这是他背叛信仰应得的下场。

吉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关系不断出现问

题。2009年 1月 12日,吉颁布新宗教法, 要加强

对宗教的管理。根据评论家分析, 吉政府试图借

此减小基督教和伊斯兰极端组织给社会带来的影

响¾。虽然环境变得严格, 但基督徒仍抱乐观态

度。吉浸信会联盟主席 Genrikh Foth 预测 2010

年可能是吉教会的丰收年,因为在南部民族冲突

发生后,基督徒更加积极传教¿。

3.塔吉克斯坦

独立初期, 塔宗教管理一度完全开放,但随着

形势的变化,为了遏制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发展,政

府不得不加强对宗教的监管。目前在塔取得登记

的教会数目大约有 80个À。塔基督徒人数不多,

且很分散,杜尚别的浸信会原来有 800多名成员,

但现在信徒已经不到 200人Á。这与信徒近几年

移居到欧洲与俄罗斯有关,也与基督教在塔生存

环境不良有关。

近年来,传教士采取各种方法在塔传教,基督

教慈善机构也很活跃,基督徒互援会从 1997年开

始就帮助塔弱势群体, 在南方建立了一所妇女中

心, 为贫困妇女提供各种帮助,并关注儿童问题。

另有一些基督教非政府组织向这一地区输送先进

的农业技术等。但如果政府怀疑这些援助机构有

传教嫌疑,就停止其活动。

塔宗教环境复杂,传教士和基督徒经常受到

迫害。2004年 1 月 12 日, 浸信会的谢尔盖 #贝

沙拉波牧师在塔北部伊斯法拉市被谋杀,凶手最

后确认为伊斯兰极端组织/誓言0(�±»ÑÄ, 音译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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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基金会是吉宗教事务委员会和司法部共同批准的第

一个无宗派无营利的基金会,允许基金会建立基督教学校、孤儿

院、医院、神学院、教会、戒毒戒酒中心等。目前在吉已建立了 6

所中小学校,并由原来的 120名学生发展到 1200名,拥有 333名

教职员;开办了一所经教育部正式批准的 4年制信望爱高级专业

学院,毕业生可获得学士学位,自 2008 年秋开始设有工商管理、

英语语言文学两个专业。第一年该校招生 51 名学生, 包括吉尔

吉斯族、维吾尔族、回族、乌兹别克族等;建立了两所孤儿院和一
所残障儿童之家;还积极筹划各种与传教有关的儿童暑期夏令营

等。详见 h ttp: / / goint l. org/ ? q= goint l/ magaz ine/ 56/ node/ 864

[ 2010. 04. 15]

2010年 3月 11日的数据, h ttp: / / w ww . glecenter. org/

23459259452403722580. html [ 2010. 03. 28]

h ttp: / / w ww . acsca. narod. ru/ [ 2010. 03. 28]

h ttp: / / w ww . religioscope. in fo/ art icle _ 213. shtml

[ 2010. 03. 28]

Kyrgyz stan: Internat ional Religiou s Freedom Report

2009, 2009. 10. 26. h ttp: / / w ww . state. gov/ g/ drl/ rl s/ irf / 2009/
127367. h tm [ 2010. 03. 28]

T he Russ ian inf luence over the cent ral Asian count ries

in th e con text of Kyrgyzs tan, 2010. 01. 13. ht tp: / / w ww . tu rkish2
w eekly. net / art icle/ 339/ . html [ 2010. 10. 01]

h ttp: / / w ww . ct library. com/ ct/ 2010/ ju new eb -

on ly/ 34- 41. 0. html [ 2010. 10. 01]

在塔吉克斯坦取得登记的教会主要是浸信会、天主教、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路德会和韩国新教。T ajikistan : Internation2
al Religious Freedom Report 2009, 2009. 09. 26. h ttp: / / w ww .
state. gov/ g/ drl / rls/ irf / 2009/ 127372. htm [2010. 03. 28]

A. C hrist ian Van Gorder, Mus lim - Christ ian Relat ions

in C ent ral Asia, London: Rout ledge press, 2008, p. 41.



亚特)的成员¹。此前, 2000年 10 月 17 日, 杜尚

别曾发生一起爆炸案, 是一群伊斯兰教学院的四

年级学生针对杜尚别 46区韩国恩典颂明教会实

施的º。一名学生将炸弹安置在录音机里, 企图

杀死其信仰基督教的妻子,结果导致 9人死亡, 50

多人受伤。该学生声称这次袭击仅仅是打击恩典

颂明教会在塔传教计划的第一步, 他们的目标是

消灭所有改信基督教的穆斯林»。三个月后, 恩

典颂明教会的一个下属教会苦盏恩典颂明教会也

遭到炸弹袭击。该教会在苦盏已有 11年的历史,

由于受到当地居民的敌视, 已于 2005年 4月 14

日停止活动。当局承认关闭恩典颂明教会与当地

居民的要求有关¼。

4.土库曼斯坦

土库曼斯坦在尼亚佐夫 15年的极权统治下,

宗教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只有少数教会和数千名

信徒,目前获得登记的教会只有 7个½。基督教

传入土主要是通过一些基督教组织和传教士的秘

密传教,也借助广播节目和宣传册子。

除登记的教会外, 其他一切教会的活动都属

于非法活动。1997年,原先在苏联时期获得登记

的阿什哈巴德浸信会被政府认为非法, 之后牧师

被判处四年刑期, 2007年从监狱释放出来后就被

驱逐出境。1999年 11 月, 阿什哈巴德的基督复

临安息日会被拆毁, 据说是尼亚佐夫总统的命令。

2001年 1月 25日,阿什哈巴德警察闯入/世界生

命0教会组织的圣经学习班, 25名信徒遭到盘问,

并被要求保证不再参加教会活动。

2002年年底,因发生尼亚佐夫总统遭暗杀事

件,政府进一步加强对宗教的控制,基督徒面临的

社会环境更加恶劣。信徒常受到骚扰、威胁、罚

款、拘留和就业歧视等。不仅民众排挤基督徒,连

政府人员对基督徒也不宽容, 尤其是对土库曼族

基督徒。

5.乌兹别克斯坦

乌深受伊斯兰极端主义之害, 所以严厉控制

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宗教活动, 多次下令关闭教会、

逮捕信徒、驱逐传教士等。从 2008年 5月政府统

计的已注册基督教组织数据看, 基督教组织数量

在下降。目前乌有 127 个基督教组织获得登

记¾,也有多个教会未通过登记¿, 而拥有乌兹别

克族信徒的教会更难通过登记。

乌宗教法第五条规定: /禁止改变宗教信仰,

禁止任何形式的传教活动0À。近年来, 已有多名

外国传教人员被驱逐出境。虽然政府禁止传教,

但仍有许多传教士不顾政府的反对继续从事传教

活动。如瑞典五旬节派多次组织传教士到乌传

教。基督徒通过翻译出版乌兹别克语圣经、开办

电台节目、印刷福音册子等方式传教。在乌活动

的基督徒组织中,浸信会比较积极。塔什干浸信

会是乌最大的浸信会, 约有 600名信徒。另外浸

信会联盟大约有 30多个会场,近 1 800名信徒Á。

除五旬节和浸信会之外,其他基督教组织也积极

传教,派遣的传教士通常以英语老师或商人的身

份出现。一名叫巴洛姆的学生反映乌学校里有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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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or Rotar, Tajikistan: Who mu rdered Bapt ist mission2
ary Serg ei Besarab, 2004. 05. 27. ht tp: / /w ww . forum18. org/ Ar2
chive. ph p? art icle_id= 330 [ 2010. 03. 28]

恩典颂明教会是塔最大的新教教会,由来自洛杉矶的韩
国籍牧师蔡燮云( YU N SEOP CHOI) 在 1991 年建立, 信徒主要

是塔吉克人、朝鲜族人、俄罗斯人、鞑靼人和乌兹别克人, 1997

年,该教会通过塔官方登记。

h ttp: / / w ww . keston. org. uk/ kns/ mis cnew/ KNS%

20TAJIKIST AN% 20Church% 20Bombing% 20Update. html

[ 2010. 03. 28]

Igor Rotar, T ajikistan: Why w as Protestant church or2
dered closed? 2005. 05. 12. ht tp: / / w ww . forum18. org/ Archive.

php? article_id= 559 [ 2010. 03. 28]

分别是福音浸信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全福音教会、东
方之光教会、恩典教会、基督教国际教会和新使徒教会。详见

Tur kmen istan: Internat ional Religious Freedom Report 2009,

2009. 10. 26. ht tp: / / w ww . state. gov/ g/ drl/ rls/ irf/ 2009/ 127372.

htm [ 2010. 03. 28]

主要包括 58个韩国的基督教会、23个浸信会、21个五

旬节教会、10个基督复临安息日会、5 个罗马天主教、3 个路德

会、4个新使徒教会(它是基督教教派的教会,总部设在瑞士苏黎

世,是从天主教使徒教会中分离出来的, 在教会中设立使徒职

分)、2个亚美尼亚使徒教会 (它是一个独立基督教会, 信奉单一

属性说,基督只有神性没有人性,独立于基督教主流派以外,亚美
尼亚是世界上最早的基督教国家之一)、1个耶和华见证会、1 个

/ 上帝之声0 教会。详见 U zbekista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 eed om Report 2009, 2009. 10. 26. h ttp: / / w ww . state. gov/ g/

drl/ rls/ i rf/ 2009/ 127372. htm [ 2010. 07. 07]

塔什干米尔佐 ) 乌卢格别克区的贝沙奈浸信会、奇尔奇
克的五旬节教会、努库斯和卡拉卡尔帕克的/ 以马内利和平0教
会、安集延的五旬节教会、撒马尔罕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恩典颂

明基督教会、Miral新教教会等都未通过政府登记。

Lg or Rotar, Uzbekistan: Religious f reedom survey, A2
p ril 2005. h ttp: / / w ww . forum 18. org/ Archive. php? article id =

338 [ 2010. 04. 25]

ht tp: / / w ww . parus87. com/ Fellowship. htm [ 2010. 10. 01]



多美籍英语老师都是隐秘的传教士¹。

乌基督教面临的形势比起其他中亚国家更严

峻,常有宗教迫害的事发生。乌西北部卡拉卡尔

帕克自治共和国长期存在着反对新教运动º。塔

什干和铁尔梅兹地区的基督徒面临着被逮捕和驱

逐出境的威胁。一些教会和组织在获得登记后,

仍面临被撤销登记的危险。不少教会都被政府撤

销登记, 但官方未作出任何解释»。这些都表明

基督教面临的形势很不乐观。

二  中亚五国独立后基督教
 发展状况的原因分析

  (一)基督教在中亚发展传播的原因

1.独立初期比较宽松的宗教政策

中亚五国独立初期采取的宗教自由政策给基

督教的传播提供了机遇。虽然中亚是伊斯兰教传

统地区,但受苏联时期无神论思想和政策的影响,

该地区许多民众对宗教的态度都不积极,包括伊

斯兰教, 特别是哈、吉两国, 所以独立之初基督教

的传播没有遇到太多传统文化的障碍。另外,这

一时期基督教在中亚的发展也得益于东正教的发

展。东正教是俄罗斯的传统宗教, 在中亚已有几

百年的历史,对中亚五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中亚有大量的俄罗斯

人,这都对基督教的传播产生了影响。中亚民众

把东正教当做第二大传统宗教。与阿富汗这类的

伊斯兰教传统地区不同,中亚因东正教的存在而

为基督教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土壤。

2.经济状况不良,民众寻求解脱

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经济困难严重,人民生

活水平骤降。1998 年中亚国家的贫困人口总数

为 2 800 万, 超过人口总数的一半, 其中哈、乌两

国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 30% ~ 35%、吉为 60%、

塔为 70%、土为 50% ¼。2004年, 吉贫困人口仍

占总人口的 38% ½。2006 年, 塔贫困人口仍有

64%
¾
,失业率高达 11. 3%

¿
。塔总人口只有 500

万,但有 80 多万人到国外打工谋生À。到 2006

年年底, 吉、塔、乌三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均未

超过独立前水平
Á
。经济发展缓慢、生活贫困使

人们寻找精神寄托。伊斯兰教的复兴并未解决民

生问题,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出现更增加了社会

的不稳定,对经济发展更加不利,这使一些穆斯林

接受了基督教。另一方面,来自发达国家的传教

士拥有充足的资金, 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在当地

建立医院、学校、福利院、孤儿院、戒毒所等,为民

众提供便利。一些生活贫困的百姓为得到教会的

物质救济就参加教会活动,或希望借着教会举办

的圣经学习有机会到国外发达国家生活。基督教

在中亚的传播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了当地经济发

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低下这一客观条件。据乌

兹别克斯坦当地居民反映,韩国人在当地建立了

多家有基督教背景的企业,在薪酬上有这样规定:

若乌兹别克族员工改信基督教, 其工资将提高到

每月 800美元,而那些未接受基督教的乌兹别克

族员工每月工资为 500美元
Â
。用经济优惠手段

吸引中亚民众加入基督教是传教士普遍采取的措

施,这种方式见效快,但也引起当地居民的不满。

3.教会积极传教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介入

在当代国际传教运动中, 回宣(向穆斯林传

教)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中亚是穆斯林聚居地,

被基督教视为/未得之地0,这直接吸引传教士进

入中亚,试图把/未得之地0变为基督教的势力范
围。这与基督教本身带有强烈的宣教思想有关,

圣经中多处强调/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0、

/你们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0。九一一事
件后,西方传教士对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非

  ¹ BBC M on itorin g Cent ral Asia, 5 U zbek TV Program

warns of Chris t ian mis sionary act ivit ies6 , 2006. 12. 03, ht tp: / /
ww rn. org/ art icles / 23575/ ? & place = cent ral - asia& sect ion =

mas s- media, [ 2010. 10. 01]

º ht tp: / / w ww . h ttp: / / w ww . forum18. org/ Archive. ph p?

art icle id= 476 [ 2010. 03. 28]

» Felix Corley, Uzbek istan : Samarkand - city of closed

Protestant churches, 2010. 06. 15. ht tp: / / w ww. forum18. org/

Archive. php? article_id= 1457 [ 2010. 07. 12]

¼孙壮志:5中亚地区的安全环境6 ,载5东欧中亚市场研究6
2001年第 12期。

½蒋新卫:5冷战后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变迁与新疆安全和发
展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年版。

¾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编:5上海合作组织研究报
告: 2008/ 20096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9年版,第 202页。

¿胡红萍:5中亚国家经济形势分析6 ,载5俄罗斯中亚东欧市
场62004年 10期。

À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5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
2005/ 20066 ,时事出版社 2006年版,第 184页。

Á蒲开夫:5中亚五国与中国新疆经济发展比较6 , ht tp: / /
www . xjass . com/ zys / content / 2008- 06/ 11/ con tent _ 6454. h tm

[ 2010. 07. 12]

Â该资料由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院学乌兹别克斯坦留学生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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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担忧,希望通过福音遏制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发

展, 这也是西方传教士热心在中亚传教的一个

原因。

另外,教会在西方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对于

传教士的海外传教, 政府不予干涉甚至认可与支

持。在 20世纪 90年代, 波士顿大学神学院教授

达纳 # L #罗伯特( Dana L . Rober t )指出: /差传

事业对美国历史的重要意义越来越在于国际关系

领域0¹。美国等大国将从传教士在中亚地区的

活动中受益,因而对传教士进入中亚持支持态度,

这些是基督教在中亚五国快速发展的外来因素。

(二)基督教在中亚传播的障碍

1.中亚各国为了遏制宗教极端主义的发展,

限制宗教活动

伊斯兰极端主义已经严重影响中亚五国的安

全和社会稳定, 政府不断出台严格的宗教政策,改

变以前的宽松环境, 这成为基督教在该地区传播

与发展的法律政策障碍。基督教的发展使中亚基

督徒成为伊斯兰极端分子攻击的对象, 引发宗教

矛盾,干扰社会秩序。政府为避免冲突的发展,加

强对基督教的管理和限制。同时, 政府也担心基

督教影响的扩大会对伊斯兰主流文化造成不利影

响。此外,也有不少基督徒因经济发展缓慢、社会

不安定等原因,迁出中亚, 最突出的是日耳曼人,

导致基督徒人数减少, 使中亚教会规模和基督教

影响力下降。1992年, 哈有 960 000说德语的路

德派教徒,但到了 1997 年就减少到 350 000 人,

目前这一数字仍在下降º。2006 年, 仍留在吉的

俄裔、德裔、乌克兰裔基督徒大约只剩 123 500

人,占人口的 2. 4% »。

2.基督教的传播被认为是西方势力的渗透

中亚国家认为,虽然基督教作为欧洲殖民者

宗教的年代已经过去, 但是基督教的传播为大国

介入中亚事务提供了便利。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

大学的神学家亚素尔 #纳米迪诺夫指责基督教的

传教活动,称它是一种/政治工具0,是地缘政治争
夺的一个组成部分¼。所以, 各国政府对基督教

抱有警惕并关注基督教传播的背后真实意图。中

亚民众认为基督教在中亚的传播会破坏和侵蚀中

亚的伊斯兰文化,使中亚人民丧失民族性,这种民

间敌对态度也阻碍基督教在中亚的发展。但整体

来讲,抵制和阻碍基督教传播的社会情绪并不强

烈,也不很普遍。

三  基督教的传播对中亚五国的影响

(一)基督教的传播与发展对中亚地区

的影响

首先,中亚五国独立后面临最迫切的问题是

保持国内政局稳定并发展经济。近年来,伊斯兰

极端主义在中亚各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使中亚

政府在维持政局稳定、社会安定上面临更多难题。

在这种背景下,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进入中

亚会对中亚政治产生影响。基督教提倡宽容、和

平,反对战争、暴力等一切非和平手段, 主张通过

自由、和谐与爱维系整个国家与世界。在国家政

权上,基督教的态度是/要顺服掌权者0,圣经中提
到/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 因为没有权柄

不是出于神的, 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

拒掌权的, 就是抗拒神的命; 抗拒的必自取刑

罚0 ½。基督教规劝人民应当顺从现存的世俗政

权,与伊斯兰极端主义所倡导的推翻世俗政权,建

立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大相径庭。从这一角

度看,基督教在中亚的发展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

遏制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发展, 缓解其对中亚政局

构成的威胁。

民族矛盾是影响中亚政局稳定的重要因素。

2010年 6月,吉南部发生的民族冲突就是一个例

子,它使临时政府控制下的吉局势变得更加紧张。

基督教在中亚的传播可以缓解民族矛盾。在吉南

部民族冲突中,吉尔吉斯族基督徒不仅没有参与

民族暴乱,反而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乌兹别克人,为

他们提供物质帮助,并虔诚祈祷希望能改善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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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Mis sion to Mission to Beyond Mis sion: T he H is2
t oriography of American Protestant Foreign Miss ion since World

War Ò, p. 11.转引自徐以骅5当代国际传教运动研究的/ 四个跨
越06,载5世界宗教文化62010年第 1期。

T obin Perry, 5Cent ral As ia. s Great Aw aken ing6 , ht2
tp: / / w ww . chris tianitytoday. com/ ct / 2000/ july10/ 20. 29. html

[ 2010. 07. 12]

A. C hrist ian Van Gorder, Mus lim - Christ ian Relat ions

in C ent ral Asia. Lond on: Rou tledge pr ess , 2008, p. 33.

S tat Guy, Ch rist ian s targeted by Uzb ekis tan govern2
m ent , 2008. 06. 23. ht tp: / / magicstati st ics. com/ category/ asia/

cent ral- asia [ 2010. 04. 12]

出自5圣经6罗马书 13章第 1节和第 2节。



民族对立的关系¹。巴拿巴基金 ( Bar nabas

Fund) º报道: /奥什和贾拉拉巴德周边的城镇和

乡村生活着不少吉尔吉斯族和乌兹别克族基督

徒,在这次冲突中,他们跨越了民族仇恨, 真正践

行了基督的爱0»。这次冲突中有一定数量的信

仰基督教的吉尔吉斯人和乌兹别克人相互帮助,

虽然数量不多, 但不可否认双方良性接触产生的

积极意义。中亚国家的基督徒坚持用宽容的态度

处理民族矛盾, 认为/民族关系中缺失宽容精神,

容易引发民族冲突, 这只会给人民带来伤害, 只有

通过宽容才能把冲突之火熄灭0¼。基督教在缓
和民族矛盾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有利于中亚国家

政局和社会稳定。

其次,基督教在中亚的传播促进了当地经济

的发展。企业宣教( Business as M ission) ½灵活

地把发展经济与传教相结合, 通过促进经济的发

展而减少民众对基督教的排斥, 进而达到传教目

的。人道主义慈善援助不能彻底解决贫困,只有

发展经济和商业才能解决中亚人民的贫困。一位

教会领导人说: /不要给我们送钱, 但希望能派送

一些商界人士, 为我们创造就业岗位,这样我们就

能改善生活。0¾所以在中亚, 越来越多的基督徒

采取这种宣教模式, 开办企业为当地提供就业机

会;通过经商发展当地贸易经济;成立商业咨询公

司,为当地人提供信息、经营指导;还为他们提供

贷款、帮助组建公司。吉失业率曾达到 65%, 特

别是南方居民几乎 3/ 4的人没有工作。1999年,

小约翰#沃顿( M r. John Warton, Jr . ) ¿和他的团
队在吉实施了一个创造就业岗位的计划, 有 104

家基督徒经营的企业参与了这项计划, 通过贷款

扩大业务,为吉增加了 1 000多个就业岗位À。世

界地平线( World H orizons)
Á
通过酒店、餐饮业、

工艺制作、技术培训、商业咨询服务等项目,为当

地民众创造就业岗位和提供技能培训Â。2001

年,米歇尔( M ichael ) 〇
11

以 110 000 美元在中亚建

立了一家贸易公司, 做食品和农产品的代理, 促进

当地农业的发展。美国长老会在哈成立了基督教

商业团体( A Chr ist ian Business Fellow ship) , 设

立商业信息中心, 为民众提供商业咨询〇
12

。目前,

中亚已经有三个这样的商业咨询机构。另外,商

业专业网( The Business Professional Netw ork) 〇
13

下的周转贷款基金会为吉民众提供项目信息, 并

提供免息贷款。国际基督教商会( Internat ional

Christian Chamber of Commer ce)、基督教商业协

会( Christian Business Association)、门诺经济发展

协会 ( Mennonite Economic Development Associa2
t ion, MEDA)等也提供小额贷款,发展小型企业。

最后,基督教在中亚的传播对当地社会和文

化的影响。第一,有利于改善中亚国家民生问题。

  ¹ Beth Alexander, Ky rgyzstan ethnic violence doesn't deter

believer s, 2010. 06. 23. ht tp: / / w ww . sbcbapt is tp ress . org/

bpnew s . asp? id= 33214 [ 2010. 07. 12]

º它是一个在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里支持、帮助少数派基

督徒的组织机构。

» Stefan J. Bos, Kyrgyzs tan Christ ians receiving d eath

th reat s as ethnic violence kill s 190, 2010. 6. 17. h ttp: / / w ww .

bosnews lif e. com/ category/ cis- ex- uss r [ 2010. 07. 12]

¼ William Yoder, Ethnic Violence Buf fet s Kyrgyz Chris2
t ians, 2010. 6. 17. ht tp: / / www . chri st ianitytoday. com / ct / 2010/

juneweb- only/ 34- 41. 0. html [ 2010. 07. 12]

½ Bu siness as mission 也被称作 Kingdom bus ines s、Market2
place mission s、f or- profit m issions ,它是指通过企业、商业来传

播基督教。企业宣教,相对传统的宣教模式而言,具有优势。以

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严格控制传教活动,包括中亚五国,传教活

动常因传教士的身份问题而受限。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

国家可以拒绝传教士,但是不能拒绝企业、商业、资本, 这是经济

发展的内在要求。所以,企业宣教成为一种有效又切合实际的宣

教模式,当地政府也不排斥这种方式,认为对当地的经济发展确

实有益。许多国家不欢迎传教士,但是没有哪个国家不欢迎生意

和投资的。

¾ M ats T uneh ag, Wayne WcGee, J os ie Plumm er, Busin ess

as Mis sion: Lausanne Occasional Paper No. 59, 2004. 09. ht tp: / /

www . lausanne. org, [ 2010. 10. 25]

¿小约翰# 沃顿是专业商业网络 ( the bus ines s profess ional

netw ork)的董事长和国际负责人,也是国度企业论坛( Kin gdom

Bu siness Forum, KBF)的负责人, 他积极推动企业在宣教中的

作用。

À David Befus, Kenn eth R. Ch ase, Kim Dau s- Edw ards ,

John H. Warton, Jr. , Discussion: Busin ess as Mission, 2004. 03.

ht tp: / / w ww . w h eaton . edu/ CACE/ resources/ onl ineart icles/ Bus2
in essAsMis sionChapel . pdf, [ 2010. 10. 25]

Á世界地平线创立于 20世纪 70年代的英国威尔士的拉内

利,是一个综合性的宣教机构。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机构组织,

而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网络网,其成员有个人、家庭、教会、企业和

其他团体。现在该组织在 30多个国家进行活动,主要集中在南

欧、北非、中东、中亚、东南亚等地。ht tp: / / w ww. w orldhorizons .

org/ [ 2010. 10. 25]

Â ht tp: / / w ww . w orldhorizons . org/ featur es/ bu siness- as-

mission/ [ 2010. 10. 25]

〇11 他出于传教的热情,在 1997年,移居到中亚。

〇12 Sharon Lin zey, Christ ianity in Russ ian and post- commu2
n ist Europe. Pasaden a: Wil liam Carey Lib rary pr ess , 2003,

p. 156.

〇13 是由一群热心的基督徒在参加完 1995年在汉城举办的世

界福音全球咨询会后成立的。它的主要活动是:帮助和支持用企

业宣教的人;把西方国家的商业资源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相

联系;成立了管理信托基金会(周转贷款基金会) ,帮助创业者获得

创业资本,促进发展中国家的中小规模企业的发展;鼓励和协助其

他机构的相关商业活动。ht tp: / / www. bpn. org [ 2010. 1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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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亚已有许多教会和基督教援助机构,他们

不仅传教,也关注中亚的社会问题,如贫困、儿童、

艾滋病、难民、教育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

矛盾,减少了对政府的压力。基督教组织在中亚

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和力量,在这次吉南部发生的

民族骚乱中,它也发挥了作用。如 ACT Alliance

在第一时间为吉受害民众提供了 27 万英镑的食

品援助,基督徒互援会也马上运输价值 5万英镑

的食品给奥什地区的难民¹。ACT 的成员

DCAº帮助奥什和贾拉拉巴德 7 632个受难家庭

( 57 240人) , 提供物质和医疗援助。除此之外,

国际助老会( HelpAge)、无国界医生 ( M edecins

Sans Frontieres , MSF)、乐施会、基督复临发展

救济局 ( Advent ist Development Relief Agency,

ADRA)、浸信会世界援助( Bapt ist World Aid)等

基督教援助机构都提供了帮助。第二, 从中亚是

以伊斯兰文化为主导的地区这个角度来考虑, 基

督教在中亚的发展可能会对中亚五国造成一些不

利的社会影响。( 1)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产生的宗

教矛盾,影响了社会秩序。这是基督教的传播给

中亚各国政府带来的新问题。宗教认同性越来越

成为人们进行自身定位的一个重要因素,中亚五

国本身就有民族问题,现又加上宗教矛盾问题,有

可能加剧中亚国家的社会冲突。从现状看,不少

中亚穆斯林排斥基督徒,对改信了基督教的家人

也不宽容,两者处于对立状态。这种宗教信仰不

同导致家庭关系、邻里关系、民族关系的恶化,增

加了中亚国家社会的不稳定性, /没有宗教和平就
没有地区和世界和平0»。推动中亚伊斯兰教和

基督教形成认知共识是困难的, 随着基督教在中

亚不断发展,宗教矛盾给中亚社会带来的不利影

响有可能增加, 但在不同国家的情况会有不同。

大体来讲,塔、乌两国受伊斯兰教传统影响远大于

哈、吉、土三国, 两种宗教的矛盾也更明显。( 2)基

督教与伊斯兰教在中亚的交汇从另一个层面说就

是西方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交汇。从文化繁荣发

展角度看,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处理多元文化

关系是一个复杂问题。教会在中亚国家传教的本

意并不是要用基督教文化征服伊斯兰文化,只是

关注中亚民众/灵魂的得救0, 但客观上却不断冲

击着当地的传统文化。对两者关系的发展应予以

关注。

(二)基督教在中亚的传播对该地区大

国关系的影响

中亚地区成为当下世界各大国关注的焦点,

除了俄罗斯的传统影响外,许多国家和组织也积

极介入该地区,如美国、欧盟、英国、中国、韩国、伊

朗、沙特、土耳其等, 竞相参与中亚地区事务,扩大

在中亚的影响。基督教在中亚的传播间接上有可

能影响中亚国家与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美

国与伊朗、土耳其与中亚的关系,最后影响美国与

伊斯兰世界的关系。

美俄两国在中亚问题上本身就存在激烈竞

争。随着大批俄罗斯人迁回本国, 东正教对中亚

五国的影响力下降, 而基督教却成为一股新的宗

教力量对中亚产生影响。东正教和新教虽同属于

广义上的基督教, 但是东正教反对新教在中亚地

区传播,它与伊斯兰教形成合作伙伴关系,支持政

府限制宗教活动, 以此减轻新教给中亚五国带来

的影响。曾发生东正教牧师带着当地警察去聚会

处逮捕新教信徒的事件。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位东

正教的执事公开反对新教,把它们比作癌症病毒,

会危害社会。最近几年,发生过当地信奉东正教

的官员煽动民众反对新教和天主教¼的情况。以

美国为主要推动的基督教在中亚的发展肯定会引

起俄罗斯的警惕, 俄罗斯不愿意美国在中亚增强

势力,反对美国对中亚实行宗教渗透。基督教在

中亚进一步传播, 有可能导致美俄在中亚展开新

的竞争。

中亚五国独立后,伊斯兰世界国家积极参与

中亚事务。中亚伊斯兰教的复兴很大程度上得到

了伊朗、土耳其、沙特等国家的帮助,基督教在中

亚地区的发展势必会引起这些国家的担忧和不

满,可能会影响西方国家与这些国家在中亚的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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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的社长和总主编。[ 2010. 10. 01]



系,也会影响中亚五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伊

斯兰教认为,天下穆斯林是兄弟,中亚五国独立之

初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曾有过一个短暂的亲密时

期,但由于基本国情的巨大差异和其他原因, 这种

关系很快降温。伊斯兰世界对穆斯林的改宗持敌

意,伊斯兰教法中专门设有叛教罪。基督教在中

亚的发展以及中亚政府对待基督教的态度一方面

会影响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会影响与

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到目前为止, 这种影响还不

明显,像前文所说的美国犹他州把摩门教是否有

合法地位作为经济援助的前提条件的例子还不

多。在基督教问题上, 中亚国家需要在西方与伊

斯兰世界之间保持平衡。

另外,中亚伊斯兰极端分子常把矛头指向传

教士和基督徒, 对他们施以恐怖行为,这为各国反

恐增加了新问题, 有可能为美国和其他国家打击

中亚恐怖主义提供理由。浸信会联盟社全球使命

的协调员罗布 #纳什( Rob Nash)说: /当地基督
徒受迫害时,最好的办法是安静等候,如果向西方

寻求帮助可能会影响国家间关系, 效果适得其反。

世界浸礼会联盟、论坛 18( Forum 18)、挪威基督

教新闻服务等机构应该全面跟踪基督徒迫害情

况,发挥媒体的积极作用0¹。这表明, 目前西方

国家政府还不打算出面保护基督徒及其利益, 但

问题已经受到关注。

四  基督教在中亚的未来走势

中亚基督教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还会发展,

但面临着重重困难。

首先,基督教在该地区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影

响力。信徒数量已初具规模, 人们对基督教的了

解程度不断增加, 加上教会和基督教组织对当地

社会做出一定贡献, 多数人能够比较客观地对待

基督教。其次, 中亚在教会看来是不能放弃的地

区。不同国家的宣教机构和传教士不会因受到迫

害就退缩,反而会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资金到

中亚传教。再次, 想要清除基督教在该地区的影

响已经不可能。先进的信息网络技术和通讯设备

成为基督教在中亚传播的另一条渠道, 即使中亚

各国出于各自的考虑限制其发展, 也难以阻挡基

督教的扩散。最后, 不可忽视基督教援助机构的

影响力。相对教会来说它们更容易进行活动,所

从事的人道慈善事业对中亚社会带来了积极影

响,帮助了基督教的传播。

从消极方面看,基督教在中亚的传播会继续

受到打压和限制,发展可能会相对缓慢。中亚五

国政府会继续加强对宗教的管理, 伊斯兰极端主

义对基督教的打击也不会停止。

总之,在中亚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不同程度

的威胁下,各国政府对待基督教会更加谨慎,不仅

考虑基督教本身给中亚国家带来的影响,还要考

虑基督教背后的国际势力。政府不仅要平衡宗教

关系,还要平衡中亚地区的大国关系。对基督教

的迫害行为更多的是伊斯兰极端主义所为,但是

政府如何处理这类的迫害行为也能体现政府的态

度,若处理不好,会恶化宗教关系。基督教在中亚

的传播与发展从正面看可以缓解中亚伊斯兰极端

势力的发展,但中亚政府不会任其在中亚自由发

展,以免伊斯兰文化受到冲击并引起来自伊斯兰

世界的压力和不满, 进而影响中亚国家与伊斯兰

世界国家的关系。中亚的基督教应会在中亚五国

政府的/平衡杠杆0政策中缓慢发展。中亚穆斯林
和基督徒领袖也积极促成对话, 缓和全球化背景

下的穆斯林与基督徒的紧张关系, 并指出真正的

对话首先要承认差异和尊重差异º。1995 年, 塔

什干举办了一个穆斯林- 基督徒的会议,主题是

/和谐相处0。尽管基督教引起了伊斯兰极端势力

的强烈反对,但它有可能成为中亚社会稳定的一

个因素,而且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在它与伊斯兰教

的关系上,但在不同国家有明显差异。虽然宗教

领袖都提倡宗教宽容、求同存异,但一旦涉及具体

利益时,这些主张很难落实。基督教在中亚的走

势和影响仍在观察中, 目前还难以得出一个比较

明确的结论。

(责任编辑  向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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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Yang Shu & Wang Jing  Central A sia is a reg ion t radit ionally dom inated by Islamic r elig ion. But

atheism predominated during the USSR period, w hen r elig ious f reedom was suppressed in Central A2

sia. Af ter declar ing independence the five Central Asian states adopted a po licy of religious freedom

and Christ ianity was once spr ead and developed. T he art icle investig ated into the status quo o f Christ i2

anity in the f ive independent Centr al Asian countries, analy zed the r easons fo r its po ssible regional de2

velopment as w ell as the obstacles met , made a retr ospect of it s impact as w ell as a perspect ive of its

future development .

Pang Dapeng  Studies t racing Russia. s t ransit ion af ter the disintegr at ion of the USSR pract ically

invo lves the issues of universal signif icance o f how the orig inally socialist country headed tow ards

moder nizat ion, democr at izat ion and integr ated into the contempor ar y w or ld. The raising and imple2

mentation of / comprehensive modernizat ion0 str ategy epitomized Russia. s theoret ical thoughts and

benef icial probe on these issues. Compared w ith the past development st rateg y of Russia, the essent ial

dif ference o f the comprehensiv e modernization str ategy lies in polit ical modernizat ion instead o f eco2

nom ic modernization. Po lit ical moder nizat ion implies breaking down the exist ing po litical monopoly

and realizing polit ical pluralized competit ion. T his could undermine the curr ent stability, but unless

embarking on po lit ical moder nizat ion, it w ould be dif ficult fo r Russia to overcome corrupt ion and bu2

r eaucracy on its w ay towards modernizat ion. Hence, there are differ ences inside the Russian ruling

clique and these dif ferences have had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Russian polit ical ecolog y. Russia. s po2

l it ical moder nizat ion is essentially the integrat ion of it s t radit ions and moder nity, and of democrat iza2

t ion w ith it s nat ional condit ions.

Ma Haiqun & Fan Liping  T he Russian Federat ion has formed an info rmat ion security legislat ion

system w ith const itut ional legislation as the bastion; it is based on general informat ion legislat ion,

w ith a number of prog rammat ic documents as po licy guidance and theoret ical prop in legislat ion, and

specific law regulat ions as legislat ion prop up. In terms of law system concept , leg islat ive t imeliness,

po licy guidance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 ion, Russia. s info rmat ion security legislat ion w il l help guide

China in formulat ing informat ion security legislat ion plan scient if ically , in g rasping the integrity of

leg islat ion, improv ing its f ramew ork from the subject iv e, objectiv e and contents and choosing the ap2

propriate leg islat ion model.

Diao Xiuhua  Since the 1990s the Centr 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have embar ked on the

path of economic t ransit ion, turned from tradit ional planned econom ies to market economies and grad2

ually changed over to the ro ad of speedy development . But the internat ional financial crisis star t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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