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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当今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宗教的作用越来越从隐性转为显性，而全球化的趋势更放大了宗教对
国际关系和各国政治的影响。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如巴以冲突、9·11事件、国际反恐、科索沃冲突等，或多
或少均有宗教的背景和动因。
宗教被宣称从“威斯特伐利亚的放逐”回归“国际舞台的中心”，以至有国际关系学者断言，如“不
重视宗教就无法理解国际关系”①。
宗教甚至成了国际舞台上各方争抢的资源（当代某些最引人注目的政治动员的资源、全球范围重大政
治冲突的资源、抗衡国家的资源以及国际政治的资源）②，而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也已成为国际关系
／政治学科的“新边疆”。
从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宗教在全世界范围迅速增长。
大规模宗教复兴发生于大部分地区和大多数宗教，尤其是基督宗教（尤其是五旬节派）、伊斯兰教以
及民间宗教等，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保守派的持续增长和政治觉醒，则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宗教
领域最引人注目的两大趋势。
全球化的发展造成和加剧了宗教基要主义、政治伊斯兰、种族／宗教散居社会、传教运动、宗教非政
府组织、宗教恐怖主义、宗教人权运动等跨国宗教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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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在当代常被称作醒狮，它们以信仰为体、以组织为用，不仅在美国政治角力场叱咤
风云，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也影响日深，其活跃的国际政治参与已成为当前国际关系研究难以忽视的现
实。
《时代》周刊称之为“新教教宗”的葛培理牧师则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和最具代表性的福音派领袖。
本书旨在通过葛培理牧师这一关键人物，采用社会资本理论来研究宗教的“使能”，通过对嵌入社会
关系网络的资源和社会网络的形式之研究，来分析福音派如何通过宗教资本的交换和接纳而不断丰富
和扩展，最终形成全球网络，并全方位地嵌入到国际、国家和社会体系中，由草根跃升为成为美国社
会乃至世界多个国家的主流宗派，并成为在国际关系中软硬兼施的重要力量。
进而分析基督教福音派这样一种兼具跨国意识形态和跨国行为体双重性质的社会运动对国家政治和国
际政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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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葛培理等人的领导下，世界福音派逐步完成了神学思想的整合与组织上
的协调，形成了分布广泛、成员众多的福音派国际网络，这不仅对福音派的海外传教事工意义深远，
对当代国际关系亦发挥一定的影响。
在此过程中，葛培理的全球布道大会的成果不仅在于向草根传教，更在于促进了以美国福音派为中心
的福音派与世界各地教会、宗教非政府组织及传教士个人的关系和合作，而葛培理召集的国际会议也
有效地促进了当代福音派国际网络的最终形成，成为当代福音派进行政治参与的基础。
可以说，葛培理是当代全球公民社会重要的织网人之一。
20世纪50年代以来，葛培理对美国国内一些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观点、立场和作为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
的政治进程有所影响。
60年代，葛培理对黑人民权运动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对扩充核军备也持反对态度。
在五十余年的漫长岁月中，葛培理与艾森豪威尔等十位美国总统建立了密切的个人联系，长期以来他
与美国政治的最高决策层保持密切互动，使美国的内政和外交在不同时期深浅不同地打上了当代福音
运动政治观点的烙印。
与此同时，葛培理在政坛所具备的影响力有助于福音派成为美国的主流文化之一，也增加了美国人对
福音派的了解和认同，为福音派在20世纪下半叶的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葛培理是当代基督教界最有影响力的“和平使者”。
他与罗马教廷与东正教界均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就冲破“铁幕”，到南斯拉夫进行访问和布道。
70年代和80年代，他又受邀前往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苏联、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中国进行访
问和布道。
1992年，他应金日成的邀请前往朝鲜进行访问和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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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写就，忆及数年来对这一题目的苦苦思索和写作过程中的字斟句酌，在复
旦园求学期间紧张而快乐的日子宛在眼前。
早在2004年9月入学之前，我就在导师徐以骅教授的鼓励下，选定葛培理牧师与美国基督教福音派作为
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
三易寒暑之后，我写完了博士论文并幸运成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一员。
工作两年来，我继续从事基督教与政治研究，近一年来在耶鲁大学神学院的访问研究、在海外事工研
究中心的课程学习，进一步巩固和扩展了我对全球基督教及其政治效应的认识。
我不无遗憾地意识到：此书主体完成于两年前，且重点在于研究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回首看来，于基
督教在全球范围内的处境化发展及与世界各国政治，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在互动中呈现的斑斓景象
，尚显映射不足。
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我将努力应对这一挑战。
本书存在的错误和缺点，应由我负全责，若小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则仰赖于师长、朋友及家人的
一路扶助！
感谢导师徐以骅教授。
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扎实的中西学功底、宽厚的为人风格和细致的处事态度一直感染着我，更让我
对先生的钦佩和尊重与日俱增。
入门以来，我深切地感受到，带领没有国关根基或宗教学基础的弟子们走上宗教与国际关系的研究之
路实在太过辛苦，不是先生领着我们走，而是先生拖着我们走。
每当先生将我不成熟的文章或译文一丝不苟地改完发回，我的心里都充满歉疚。
先生不仅在学术训练方面给予我耐心细致的指导，还为我联系了进一步学习和研究基督教的多次机会
。
不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做人做事，我的点滴进步都得自先生的筹划、点拨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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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以葛培理为中心的考察》：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论丛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及其对国际�>>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