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7章 罗马天主教的
宣教模式 
1500 – 1900 AD 



15世纪末、16世记初，欧洲： 

西班牙、葡萄牙海外探险，宗教改革运动 

 

1500 – 1750，罗马天主教在海外跨文化宣教最活跃、最有成效的时期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成为天主教和基督教宣教的分水岭，基督教宣教后来者居上 



一、历史背景 

1.  海外探险和殖民地主义 

十五世记之前，中国是世界的海上霸权 

十五世纪末，西班牙、葡萄牙成为海上霸权，在中南美洲、非洲、亚洲建立殖民地，受到罗马教廷的支持。 

 

殖民主义思想是十字军精神的延伸，政治经济野心和宗教热忱的混合物，宣教士也随着延伸。后来荷兰、法

国、德国、英国海上势力兴起。 

 

2. 鄂图曼帝国的兴起 

1281年奥斯曼一世在土耳其半岛建立小王国，1453年奥图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改名为伊斯坦堡（伊斯

兰之堡）。强盛时曾统治近一半的欧洲。曾杀害数以万计的基督教神职人员。 

1900年，奥图曼帝国有46%的基督徒，3%的犹太人。 

 



一、历史背景 

3. 宗教改革运动 

1517年德国威丁堡大学神学教授马丁路德，为了反对教廷的一些措施（卖赎罪券），提出来95条神学议题，

要求公开辩论。新兴的路得教派成为‘更正教”，双方努力合一，终究因为教皇的权柄争执不下，于1541年
正式决裂。 

天主教失去欧洲的一半的辖区，1650年结束30年战争。天主教开始在欧洲以外地区扩展。 

 

4. 反宗教改革运动 

天主教于1545-63召开三次会议，内部宗教改革，巩固教廷权威，统一仪式和神学观，建立许多神学院，改

革一些弊端，推动海外宣教。 

弊端：拉丁化，亚里士多德哲学列为正统神学，限制言论自由，宗教裁判所。 

 

 



一、历史背景 

5. 法国大革命 

启蒙运动鼓吹‘去基督化运动’，1789年法国大革命达到高潮。 

‘以理性来反宗教’导致了反理性的暴动，1799年政权交给拿破仑，拿破仑解散了神圣罗马帝国，教廷只剩

下梵蒂冈一小片土地。 

1815年拿破仑滑铁卢战败，法国海军被英国歼灭。天主教势力（西班牙、法国）全面衰退，基督教势力（英

国、美国）崛起。 



二、罗马天主教内部的重大改革 

1.  耶稣会的兴起 

有献身热忱的精英团体，军人的纪律和组织，强调属灵操练，主要的工作是教育、海外宣教和对抗‘更正教’。 

是最有创意和活力的宣教群体。1626年，耶稣会有1万5千名宣教士活跃在印度、中国、巴西、非洲等地。 

十七、十八世纪的许多欧洲精英，是耶稣会造就出的。 

灵活、创新，尊重当地文化。成果斐然。其它修会嫉妒，不屈从殖民地的压力，1773年教皇解散耶稣会。 

 

2. 传信部的设立 



天主教的海外宣教 

1.  美洲 

广而不深，耶稣会的冲突。 

2. 非洲 

除了刚果之外，都不成功。 

3. 南亚 

十六世记初进入。强迫有一千多年历史多马教会归属天主教。1911年，印度有两百万信徒，斯里兰卡有近一

百万。 

4. 东南亚 

十六世纪末传信部的法国宣教士陆德开拓越南教区。训练当地神职人员。1914年信徒1百万人。 

5. 东亚 

十六世记初开始，自上而下的宣教策略。卷入政治。1614年，信徒有30万人。 



三、主要宣教策略 

1.  殖民主义和宣教工作并行 

自奥古斯丁一灵，天主教是‘政教合一’，执政的诸侯必须承担宣教的责任，越来越多借助武力来达到宣教

的目的。 

教廷赋予西班牙、葡萄牙任命圣职人员，并承担属下殖民地归信的责任。教廷差派的宣教士和殖民地政府官

员合作无间（耶稣会除外。） 

有显著的短期效果，后遗症很大。 

2. 以修道会为宣教主力 

耶稣会、道明会、方济会、奥古斯丁会。1700年方济会传教士达9万多人。 

 

 



三、主要宣教策略 

3. ‘调适主义’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之争 

十七世纪初，耶稣会宣教士对文明较发达的中国、印度才有‘调适’策略，取得成功。 

利玛窦： 

1）依据儒家的礼仪规范，而非佛教的服侍 

2）用中国词汇和概念来翻译经典，如‘天’、‘上帝’等名词 

3）接受大部分中国礼仪和风俗，比如祭祖、祭孔等 

利玛窦之后，其它修会的教士质疑。1704、1742教廷禁止教徒祭祖、祭孔。康熙驱逐天主教传教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