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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基督新教自 19 世纪初叶传入中国后，同中国社会和文化发生了从冲突、碰撞到接纳、

融合的关联和互动，最终达到了与中华民族和中华本土文化的共存共处。在基督新教传入

中国两个世纪以后的今天，其同中华传统文化之间的互动融合情况又是怎样的呢？这种外

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又呈现出怎样一种状态？在今天东西方文化频繁互动交流的

时代背景下，研究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及地方本土文化互动融合的历史和现实，是具有重大

意义的，同时也是当前基督教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基督教内地会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苗疆开荒”战略即是基督教本土化的地方

性实践。这种实践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最后达到了怎样的状态？作为外来文化的基督教同

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之间互动、融合的情况又是怎样的？这对于基督教和地方少数民族文化

而言又有怎样的意味？这就是本文关注的一个研究主题。

本文以黔东南黑苗和黔西北花苗两个苗族群体为研究案例。这两个群体虽同属一族，

但两者之间地理位置相距遥远，所处自然环境非常不同，社会处境差别巨大。迥异的自然

环境和社会处境使两个群体对基督教的传入呈现出了不同的回应，前者对基督教几乎是长

期的拒斥，甚至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后者则出现了大规模皈信基督教的运动。要解释这种

外来文化同本地文化的互动共融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复杂情况，我们发现仅采用当前学界

广泛承认的“冲击回应理论”、“匮乏理论”和“宗教市场理论”，其解释力是远远不够的，

这也成为了本论文一个主要想要解决的问题。只有通过对两个族群基督教传入历史的深入



细致的分析和对其现实状况的深入细致的调查，才能够印证这些理论的解释力以及它们的

不足之处，才能够寻找到一种新的理论来对当今基督教与苗族社区的文化互动状况进行解

释。论文即是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梳理，对两个族群的基督教传入史的深入分析，以及对黔

地苗族社区基督教信仰现实的亲身调查和实地了解，对上述理论作出回应，并对新的理论

进行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