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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央民族大学进入“985二期工程”以来，“当代重大民族宗教问题研究中心”实施了十大项目课
题。
民族宗教学作为一门民族学与宗教学相交叉的新学科的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在理论框架探索方面，初步构建起学科的学理体系，包括确立它的研究对象、范围、方法，阐释它的
主要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说明它的主要议题及思路。
在历史经验总结方面，初步总结了建国以来的民族宗教工作的历程与经验，和民族宗教问题上的宁夏
经验、云南经验、甘肃经验。
在田野调查开展方面，选取了青海藏区、广西壮族、新疆七民族、西北回族等作为主要对象，围绕民
族与宗教、宗教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调查研究，获得了大量资料，提炼出一系列新议题新见
解。
中心还实施了基督教中国化研究、藏传佛教文化研究、国际政治中的民族宗教问题研究。
根据工程的要求，中心在实施上述课题时，把几届在读博士生组织到课题组中去，在教师指导下参与
课题的调查与研究，使课题实施与论文写作结合起来，于是形成一大批具有较高水准的博士论文。
这些论文不仅丰富了中心的项目课题研究成果，也体现了中央民族大学宗教学专业在民族宗教学教学
科研上的学科特色和优势。
为了向社会展示这些博士论文多姿多彩的内容，使之早日进人社会学术信息交流渠道，发挥它们促进
社会和谐、推动学术文化繁荣的作用，中心决定设立“民族宗教学研究博士文库”，成立文库学术委
员会和编辑委员会，按照一定的申报、送审、评定程序，把已经通过论文答辩并经过修订、达到出版
水平的优秀博士论文纳人文库，中心从“985二期工程”经费中拨款给予资助。
收人文库的部分博士论文写作于“985二期工程”实施之前，而在内容上符合民族宗教学的研究方向，
所以也被采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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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对“生生神学”进行系统研究而且非常有特色的著作。
本书以解剖麻雀的个案研究方式，揭示了当代中国基督教神学建构的历史画卷，以及这幅画卷上种种
引人人胜和令人给予更高期望的细部。
作者搜集了大量文献资料，并辅之以口述史料，使其研究建立在牢靠的基础之上。
作者的研究态度可谓平情立言，不激不随，客观中肯，深得“近而不混，通而不同”之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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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袁益娟，女，汉族，1977年生，新疆昌吉市人。
中央民族大学宗教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宗教与民族问题研究。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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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与社会现实之间艰难抉择，在爱神与爱人，爱国与爱教之间努力寻求平衡的心灵苦旅中所表现出
来的良苦用心都将成为中国教会和信徒自觉自愿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动力。
本选题的意义正在于将他们的每一个脚步，每一条教训和经验，每一个心得体会整理出来，记录下来
，保存下来；将他们努力探索的良苦用心展现出来，以资后人借鉴，从而有助于引导基督教与社会主
义社会相适应。
　　（三）有助于中西方宗教文化及其他文化形态的交流　　百年来中国基督徒探索基督教本色化、
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事实上是代表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一次影响深远的交流和碰撞，
其间既取得了一些成就，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和摩擦。
这些成就的取得必有不少经验值得总结，这些冲突和摩擦的发生也必有不少教训值得吸取。
牟钟鉴先生说：“总结异质文化之间碰撞、对话和融合的历史经验，继承和发扬‘和而不同’的文化
精神，可使我们更有智慧地对待正在进行中的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本选题的意义正在于通过对基督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基督教神学家进行个案研究，从一个侧面展现这
场中西方文化交流和碰撞的历史进程，分析这一历史进程中中西文化接触、交融的互动关系；总结、
吸取基督教神学家们在努力使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融合、与中国社会处境相适应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经
验和教训，从而有助于中西方宗教文化及其他文化形态间的有益而广泛的交流和对话，促进世界和平
与发展。
在基督教中国化探索过程中，涌现出很多位很有造诣，很有成就的著名神学家，他们的思想和经历都
很值得研究，笔者之所以选择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神学教授汪维藩先生作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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