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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旗下的十字架》

内容概要

【摘要】：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首要关怀无疑是新生政权的巩固与安全。中国基
督教和天主教作为国内与西方世界联系最为紧密,且意识形态与无神论政党完全对立的团体,自然也就
成为新政权必欲进行改造以实现对其控制的重要领域。然而,由于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群众性、国际
性以及苏联公开反宗教的失败教训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断然宣布两教为敌对势力,进
行公开打击,而是允许信徒在“信仰自由”原则下进行宗教活动的同时,借用中国教会历史上已经发展
起来的“三自”的血统形式,全力引导和推动了旨在彻底切断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与西方世界联系的革
新运动。通过此举,中共新政权不但实现了割断两教与西方世界联系以巩固新生政权的目标,而且完成
了对中国教会的初步改造,最终基本上控制了这一被认为是影响其政权安危的特殊领域。中国基督教和
天主教则在这种改造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萎缩和明显的分化。 本论文共包括七部分,即绪论、五章和
结论。 绪论部分论述了文章的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状况、切入点和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资料
情况以及几个重要概念的界定等问题。 第一章从源头入手,分析中国传统的反教思想、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宗教观以及苏联宗教政策的前车之鉴等诸多因素是如何作用于中国共产党的。 第二章从新中国内
外政策与教会势力之间矛盾冲突的角度切入,阐述新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政策的形成过程,并重点考察
新政权为彻底割断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与西方世界之间的联系是如何发起两教的“三自”革新运动。 
第三章着重论述中共新政权对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关系的全面清理。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以后,紧迫的危
机感促使新政权对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政策日趋激进。在这一形势下,新政权开始全面清理中国教会
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关系,来彻底杜绝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从新中国内部搞破坏的可能。控诉教会
罪恶、驱逐外国籍传教士、切断源自西方各国的津贴以及接办教会所属机构等举措,无不体现出新政权
的这一目的。 第四章重点考察了新政权为进一步“纯洁”教会而进行的几场重大斗争。在政府的全力
引导和推动下,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三自”革新运动虽有相当的进展,但不管是基督教内,还是天主
教内,都有对抗革新的势力存在。为进一步推动“三自”革新运动的发展,彻底割断中国教会与西方世
界的联系,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中共新政权在两教内发起了进一步“纯洁”教会的肃清反革命运动。通
过此举,两教内公开对抗革新的势力被彻底打跨。 第五章分析了新中国宗教政策对中国基督教和天主
教的影响。新政权通过一系列措施,终将其权力和影响深深地植入了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内,使得原本
带有极为浓厚的西方成份和亲西方色彩的基督教、天主教彻底改变了在中国的存在形式。在接受改造
的过程中,中国教会的阵地不仅大为缩小,而且其内部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本论文的结论部分对全文
作结,指出建国初期新政权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政策极其复杂,内部充满了张力。首先,建国初期新政权基
督教、天主教政策的最大诉求是通过“反帝”的形式来彻底切断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之间的联系,并在
这一有着特定含义的“反帝”过程中借用“三自”的血统形式来改造教会,以使中国教会完全脱离西方
世界而置于新政权的严密控制之下。其次,虽然宗教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但中共新政权从
统战的角度出发,仍允许信徒享有“信仰自由”。与此同时,中共新政权又提出在可能的条件下积极限
制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发展,即所谓“缩小(两教)市场”、“限制(两教)发展”的政策。这就使得新
政权的基督教、天主教政策变得异常复杂。再次,建国初期新政权的宗教政策不管是对中国共产党,还
是对中国教会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对中共来说,新政权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政策不仅彻底割断了中国
教会与西方世界的联系,而且在“三自”中完成了对两教的初步改造和控制。然而,若从中国教会的角
度视之,情况就完全两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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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旗下的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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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旗下的十字架》

精彩短评

1、令人感佩。在今天的学术界，希望我也能成为王明道，而非吴耀宗。。
2、所以这是绝对不会在国内出版的主题嘛wwww
3、读的是博士论文版    
1.勇气可嘉，多重意义上
2.“服！”，多重意义上
3.最后的结尾较呵呵。有这心思，不如把文中某些调研材料挪除更好哪。
4、非常有趣，虽然讲的故事并不让人开心。
5、不错，把历史梳理清楚了。
6、很客观。
7、作者全力以赴尽其所能地从两方面对1949-1955年之间中共政府对天主教基督教的政策制定、执行
、转变进行了研究
8、要穿戴神 所賜 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 ，乃是與那些執
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 所以，要拿起神 所賜 的全副軍裝
，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 仇敵 ，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
9、内部档案与资料确实详尽，是别的宗教政策学术书比不了的。。。但作者也太罗嗦了点。。。
10、华师大博士论文，写的真不错。
11、2016已读88。作为博士论文，分析得较为中肯，资料也算得上扎实，是大陆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拓
荒之作。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对立以及巩固政权的政治需求使得“三自”革新在所难免，其中的一些细
节作者还是表述得比较含蓄。全书最后一句话写得还是过于乐观了。
12、不愧是杨老师的学生，行文风格非常⋯⋯杨奎松⋯⋯看的是博论版，后记太让人羡慕了。“导师
虽然非常繁忙，但仍在自己跑全国各省档案馆查资料的过程中为我收集相关资料，其中一次就为我发
来足足五万多字的已整理好的大事记”、“一本近六百页的重要资料，导师硬是用数码相机翻拍后传
给我”。哎呀哎呀。
13、读的是作者的博士论文，不知道出版的时候有什么进一步的修订。总体而言，可以算是大陆学界
在研究中共建政以来对于基督宗教政策最为全面和深入的一篇论文，其中大量的档案资料也十分宝贵
。我想，随着以后档案资料的进一步开放，或者可以做更为细致的研究，比如像陶飞亚的《耶稣家庭
》。当然，这个时间恐怕会相当长，以至于很多当年的老人们都逐渐去世，从而没有当年的见证人。
尤其是上海的九八教难，当年的见证者恐怕还在世的不多了。只是，作者的结论有点仓促，恐怕也过
于乐观。这个似乎与其对于天主教的结构与信仰认识还是有点关系的。龚品梅枢机主教的事情
在church militant中有具体体现，可以相对照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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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旗下的十字架》

章节试读

1、《紅旗下的十字架》的笔记-第84页

        关起门来说的很露骨的一段话：
建国之初，中共正式按照这一预想的办法来应对中国的基督教和天主教问题。也就是说，在建政的最
初几个月里，中共尚无暇全盘处理基督教和天主教问题，更没有具体的通盘改造计划。再加上《共同
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的条款，所以，许多教会尚能在相对
宽松的环境下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注70：当然，并不是说在中共策略性的“团结、照顾”下，全国
所有教会的宗教活动都能正常进行。由于没有统一的改造计划，对教会的管理更多的是地方政府和地
方干部的个体行为，所以各地的情况并不太一致⋯⋯]⋯⋯[p84]⋯⋯几年后，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张执一对此的解释颇能点题。他说：“团结、照顾在一定时期强调是必要的，如刚解放时，我们各方
面需要作的工作很多，不能两个拳头都打敌人，某些方面的工作就要稳定一下，照顾一下”，譬如说
，“如果一进城不对资产阶级讲劳资两利，他们会跑掉，甚至有的会把工厂烧掉，当时对他们稳定一
下，麻痹一下，对我们是很有利的。”“对宗教界也是这样，如果一进城就对宗教界提出政治改造，
显然就是错误的”，“这是策略问题。”[注73：《中央统战部张执一副部长在宗教工作专业会议上的
讲话》，1958年5月12日根据记录整理，中央统战部编：《统战政策文件汇编》，第4册（北京：该部
，1958年内部本），2016。][p85]

2、《紅旗下的十字架》的笔记-第221页

        全书最黑色幽默的段落，我党批评三自教会领袖不聚会：
事实上，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中表现活跃的基督教徒确实存在着信仰淡漠，根本不作礼拜或很
少作礼拜的情况。在这个问题上，政务院文委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就多次批评过吴耀宗、刘良模等人
。1952年10月24日，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处长何成湘在华北局召开的宗教问题委员会扩大会
议上批评吴、刘两人在“宗教中一进步就很想脱离宗教”的不好倾向。他说：“吴耀宗，很进步，但
无群众，他不大做礼拜”，刘良模“很左，一讲就是政治，想用马列主义改革宗教”，中国基督教“
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的喉舌《天风》杂志也“很红了”，“做宗教领袖须进行宗教活动
”，而且还要有“很好道德，懂得教义’’，不然的话必然会“脱离教徒群众’’。【注16：《华北
局宗教问题委员会扩大会议的记录》，1952年10月20日至24日，河北省档案馆藏，938／1／7，42。
】1955年2月23日，习仲勋在第三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总结中也提到吴耀宗、刘良模等人宗教信仰
淡漠的问题。他说：吴耀宗等人的活动，“政治气味很浓，宗教色彩太少，没有很好地通过爱国组织
以宗教形式去争取群众”，我们的统战工作也“没有真正地广泛地作好’’，这“主要表现在对爱国
分子的指导方面，没有把他们的一些偏激情绪扭转过来’’。【注17：2《习仲勋同志在第三次全国宗
教工作会议上的总结》，1955年2月23日，河北省档案馆藏，938／3／128，31。】这种情况的存在不可
避免地导致了许多地方出现“爱国传道人”讲道时，教徒很少，而不愿进行革新的传道人员（如北京
的王明道、天津的徐宏道）讲道时则教徒很多的现象。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甚至不能不一再要求
基督教的“爱国领袖必须过宗教生活”，说明只有这样“才能联系教徒（特别是信仰很深的落后教徒
）群众，才能通过宗教活动去影响、团结和教育教徒，成为他们真正的领袖’’。【注18：3《三年来
全国基督教工作基本总结和今后工作的方针任务的意见》，1953年12月4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3
／3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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