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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全球遍传福音向为基督教福音派之志,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美国基督教福音派逐

渐取代主流教会, 成为世界传教运动的领头羊。其全球扩展一方面有利于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

与巩固, 但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全球公民社会发展的障碍。本文旨在厘清基督教福音派与全球

公民社会巩固与发展之间的内在契合与冲突。

关键词 : 基督教 福音派 美国 全球化 全球公民社会

作者涂怡超,法学博士,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上海 200433)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基督教福音派在全球范围内

发展迅猛。在这一过程中, 美国福音派组织以信仰为

体、组织为用, 成为全球公民社会的重要行为主体。与

此同时,由于其信仰的内在限制,行动中亦表现出对全

球化和世俗化的抗拒。本文旨在分析基督教福音派的

全球扩展与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和巩固之间的契合与

冲突。

一、观念的契合与冲突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观念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世界

观、原则化的信念和因果信念。 福音派的观念在三

个层次与全球公民社会的价值和规范既有契合, 又存

在冲突,是为其双刃剑效应之核心。

(一)世界观的契合与冲突

福音派世界观根基为其核心神学思想: 作为神的

知识的一种来源与作为基督徒生活的一种指导的 圣

经 的至高权威性;同时作为道成肉身的神和作为有罪

的人性的救世者的耶稣基督的威严性; 圣灵的统治性;

个人皈依的必要性; 福音传道对作为个体的基督徒与

作为整体的教会来说的优先性; 基督徒社团对灵性的

培育、团契与成长的重要性。 福音派执着于信仰绝

对权威性、强调传教、重视发展群体生活, 这有为全球

公民社会确立价值和规范、注意公民社会团体培育的

一面; 但其核心观念具有排他性, 强调个人皈依, 在向

其他宗教传教实践中往往通过否定其核心教义, 进而

引导其信徒皈依并不断强化其福音认同; 同时对群体

生活的重视亦令信仰和组织的内聚性得以强化, 这对

多元社会、多元宗教形成巨大挑战, 易形成全球公民社

会的反作用力。

(二)原则化信念的契合与冲突

世界观需要透过原则化信念加以阐释和强化。原

则化信念是 包括详细说明区分对与错、正义与非正义

标准的规范性概念 。福音派的一些原则化信念一

定程度促成其作为全球公民社会行为体的成长和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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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全球公民社会行为体的认知重叠及有限合作。

劝人改教需要证明福音优越性, 这一优越性既体

现在教义上,也体现在社会正义上。在此基础上, 福音

派必须推动其肯定的 公共的善 。福音派对根治社会

问题有着极为强烈的道德诉求。几乎所有组织核心声

明都将道德和公义诉求列于其中, 贫困者 、背井离

乡者 是其事工重点。本着救援立场, 福音派对经济公

正、穷国免债等议题予以关注, 近年来开始倡议人权问

题,强调基本人权, 反对人口贩卖和性贸易, 试图解决

饥馑、艾滋问题。其国际网络的发展使这些原则性观

念深入全球福音派信徒之心, 有利于在更广泛层面上

形成全球共识,同时也成为与其它宗教组织、人权组织

和各类发展组织合作的基础, 进而推动全球公民社会

的发展。

福音派的原则性信念在一些具体方面与全球公民

社会其他行为体存在重大分歧。

首先,对待意识形态的分殊, 福音派在原则性观念

上难以调和与基督宗教其他教派、宗派、其它宗教、世

俗意识形态的现有分歧, 只是有限度的宽容。在实际

操作层面,福音派对自由派、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可

适度宽容,对佛教、伊斯兰教等其它宗教也能有条件地

共处和合作,但对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一直持反对态度。

其次,对待人权中的一些具体问题, 福音派因宗教信仰

而持极端保守态度。福音派以 圣经 逐字无误论为基

础,视节育、堕胎、安乐死、婚外性行为、同性恋及干细

胞研究为罪,认为激进女权损害了世界基础――家庭

的利益。对这类问题福音派左右两翼的原则化信念基

本相似,区别在于因果信念。再次,对待日趋严重的环

境问题,福音左翼对环境问题所持观点与世界各国的

环保主义者相近, 基本上支持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

专业委员会( IPCC) 2007 年综合报告的观点。福音右

翼则对此问题持两种不同的观点, 其中前千禧年时代

论者认为灾难性气候是耶稣复临的前兆, 为此对气候

政策并不关心;而重建派则认为在美国实行神权政治

可加速耶稣复临,由此反对基督徒介入环境事务。

由此导之,全球共识在以上层面难以形成, 从而成

为全球公民社会进一步整合的障碍和全球治理的

暗礁。

(三)因果信念的契合与冲突

第三个层次的观念是因果信念, 即关于原因- 结

果关系的信念。它的权威源自于被公认的精英(无论

他们是村庄的长老还是杰出研究所中的科学家)所达

成的共识。这些因果信念为个体提供了如何实现其目

标的指南 。

福音派的因果信念源于 圣经 , 更出自福音派精

英人物对经典的当代阐释。在美国福音派组织和领袖

的大力宣传与游说下, 美国的普通福音派信徒在社会

和政治参与方面日益积极主动。在世界范围内, 福音

派的社会和政治参与都在不断发展。在一些情况下,

即便是福音派原则化信念一致, 其因果性信念也会有

所分别。因此, 上述问题的解决之道就会在福音派左

翼、右翼或温和派领导人的带领下走上不同的进路, 或

激烈或缓进。

福音派力在推动 公共的善 。从因果性信念来理

解 公共的善 , 福音派的进路与全球公民社会亦是既

有契合, 又有冲突,在几个重点议题上尤为如此。

其一是宗教自由问题。福音派认为世界基督化是

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终极之路, 大力发展福音信徒为

解决之道, 为此汲汲于在世界各非基督教传统地区传

教。其全球排他式扩展对原有的社会结构、宗教认同

乃至国家认同等产生一定冲击, 在传统宗教禁止改教

的地区, 这类矛盾尤其突出。尽管与其它群体磨擦的

原因和后果不一,但很多国外教会被西方福音派认定

是 受难教会 。 对福音广传的强烈渴求和对 受难

教会 的关注催发了福音派对宗教自由的极力捍卫。

宗教自由仅是福音广传的手段, 这成为福音派全球公

民参与的结构性障碍。

其二是对艾滋病等疾病的解决方案。在艾滋病防

治中, 亲生命、爱家庭 的基督教福音派救援与发展组

织主张戒绝婚前性行为、反对使用安全套、反对同性恋

行为。为此与一些世俗组织产生严重观念冲突。近年

来, 由部分福音派组织领导的疾病教育和预防项目推

动了有关疾病的神学思想社会化, 甚至对所在国政治

产生影响, 目前在乌干达已现端倪。

其三是对待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态度。持前千禧

年观的福音派对世界统一体之类的机制有着本能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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惕,因此对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政府组织顾虑重重。

由于害怕 国际新秩序 , 一些福音右翼怀疑国际参与

导致美国的主权并入联合国, 并最终并入敌基督的世

界政府。

其四,福音派认为信徒理应根据自身自由意志服

从神的意旨。当民主程序无法达到既定目标, 从而无

法实现神旨之际,则以公民不服从的名义违法, 将信仰

置于法律之上。美国福音派深信美国政府是民主的灯

塔,在国外采用公民不服从, 如违反当地法律或国际法

走私圣经、空运物资至它国等。

福音派的全球扩展令众多组织和信徒在全球众多

地方不可避免地遭遇众多社会问题, 世界的现实状况

并未改变其原则化信念,但对因果信念产生强烈冲击。

因此,福音派在把神学教义转换成当代福音派行动指

南的过程中,对一些因果性的信念有所修正,这在客观

上与全球公民社会所必须的重叠共识更为契合。

二、福音派国际网络的扩展与

全球公民社会之间的契合与冲突

(一)福音派组织成为全球公民社会行为体

21 世纪初福音派信徒总数超过世界人口的 1/ 6。

福音派信仰和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得以广泛嵌入, 甚或

成为众多地区的主流信仰和公民社会基础组织。美国

福音派通过宗派所属传教组织及跨教会传教组织、救

援和发展组织、进行海外传教培训的美国各类神学院、

各类进行海外参与的本地教会进行全球扩展。随着全

球化的深入发展,借助英语在国际交往中独特的地位,

美国福音派高涨的传教热情、强大的经济后盾与各类

传教、救援和发展组织密布全球的网络紧密结合, 通过

电影、电视、广播、网络、图书、杂志等各类媒体, 采取遍

及全球的布道会、救援、发展和教育等多类方式, 其触

角已直接或间接伸入世界各地,诸多偏远角落都深受

影响。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在葛培理 ( Billy Gra

ham)等福音派领袖的组织下, 福音派完成了神学和社

会参与基本思想的整合,也从世界福音派领导人、各国

福音派教会和非政府组织领导人、各地福音派教会和

非政府组织领导人、草根布道者一级级完成组织和人

员上的整合, 建成以美国为中心的福音派全球网络。

由此, 福音派作为跨国行为主体获得在全球公民社会

的行动空间。众多福音派组织,尤其是福音右翼,曾长

期认为联合国是 敌基督 而排斥这一组织, 在全球化

不可抗拒的今天则活跃于联合国及各类国际组织, 积

极扩大自身在这类组织中的地位和影响,赢得话语权,

希冀进一步将福音派的神学、社会和政治观点裹挟到

全球化的进程中, 对世界各地产生影响, 成为全地归主

的先声。近年来, 美国福音派救援与发展组织在联合

国层面发挥的影响亦在不断增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 UNDP)将以信仰为基础的组织列入公民社会组织

( CSOs)的范畴, 主要在脱贫、防艾和救灾等领域开展

合作。联合国人口基金( UNFPA )看重以信仰为基础

组织广泛的草根群众达及能力,在人口和发展问题, 包

括人权、卫生保健、妇女权利、青少年权利、人道主义援

助和防艾等领域开展合作。多个美国福音派组织与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长期合作, 在亚非拉国家从事卫生保

健、儿童教育、抵抗儿童性贸易和童工、争取儿童权利

和防治艾滋病等方面的工作。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

署与 15 个大型非政府组织签订全球谅解备忘录,其中

美国福音派组织有世界宣明会和饥援会等。 世界宣

明会成为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具正式咨商地位的非政府

组织。 一些福音派组织亦与世界银行等其他国际组

织开展合作, 对各类国际组织的影响亦在不断增长。

(二)与全球公民精神培育之间的契合与冲突

每一个福音派信徒都或深或浅地嵌入到福音派国

际网络中, 而福音派国际网络早已深嵌至全球公民社

会。因此众多福音派信徒成为全球公民社会行为体。

福音派的救援和发展工作也有助于福音派信徒全

球公民精神的养成。在世界各地出现天灾人祸之际,

福音派各大型国际救援与发展组织均在第一时间作出

快速反应, 加入到抢险救灾工作中去。福音派信徒则

通过两种方式为救援和发展做出贡献。其一, 大小不

等的捐款成为资金主要来源;其二, 信徒全职或兼职志

愿服务于福音派机构或其它世俗机构。世界范围的救

援和发展工作极大地促进了文化沟通, 也促进了不同

宗教和民族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一定程度上为福音派

全球公民意识培育提供跨越国家、地区、宗教、种族和

文化的平台。

148

浙江学刊 2011年第 3期

福音右翼领导人帕特 罗伯逊就认为,联合国和其它国际组织正在从事的战略会导致 一个世界性独裁政权 。Pat Ro
b ert son. T he N ew Wor ld Or der . Dallas: Word Publi shing, 1991. p. 54.

U NICEF Press Center, Sharing comm on g oals: U NICEF, faith - based organiz at ions and children, h ttp: / / w ww .
u nicef. org/ m edia/ media_4537. html( 2010/ 6/ 6) .

信息介绍, 非政府组织对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重要性, ht tp: / / w ww . w fp. org. cn/ AboutWFP/ Partn ers . html# e4,
( 2010/ 5/ 1. )。

资料来源: ht tp: / / w ww . un. org/ es a/ coordinat ion/ ngo/ ( 2010/ 6/ 6)。



基于福音派全球信徒人数和庞大的国际网络, 福

音派信徒全球公民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有助于进一步推

动各国公民全球公民精神的形成。但原则化和因果信

念褊狭又成为福音派、尤其是右翼养成更为多元和宽

容全球公民精神的路障。在实践中, 宗教和文化差异

成为福音派全球扩展的重要障碍, 对 敌基督 的敌视

在其宣传中时有出现。

(三)与全球公民技巧培育之间的契合与冲突

福音派国际网络一直将教育和培训列为海外工作

重点,通过教育和培训为福音派组织输送更有效的人

才、提高个人灵性水准。这客观促进了福音派网络各

组织和个体信徒公民技巧及社会参与能力的提高。此

类教育和培训层次有二。

其一是个体信徒层次的教育和培训。一为纯粹的

福音派神学教育,这对能增加信徒对信仰的理解、通过

这类培训扩展其社会网络, 但对公民技巧方面帮助有

限;其二将信徒培训成为熟练的平信徒布道同工, 再经

实践磨练提高公民技巧, 很多人日后成长为各类社团

领袖。众多福音派组织均在世界多国多地举办这类基

层培训。妇女、儿童、青年等群体都是福音派教育与培

训的重点所在,同时, 他们还针对一些特殊群体, 如囚

犯、残疾人等进行教育和培训。这类培训覆盖面广, 参

与人数多,有助于社会整体公民技能的提高。

其二是福音派组织对各类福音派团体领袖和未来

领袖的教育和培训。自 1974 年以来,洛桑世界福音化

委员会一直致力于举办国际性培训, 或在全世界各地

举办对当地各福音派团体领袖及未来领袖的培训, 组

织世界及当地的著名福音派领袖及学者发表主题演

说;召开解决事工或各类社会问题的研讨会,对现有问

题各抒己见,并协同制定实施方案。在培训和实践中,

国际性交往网络的建立亦成为处理跨国事务的平台,

由此福音派宗教资本嵌入各福音派信徒及组织本身,

福音派的全球化精英不断涌现。

三、全球公民社会中美国基督教

福音派组织的困境

美国福音派的诸多全球性行动令第三世界国家多

有受益。然而,由于世界观、原则化信念和因果信念三

个层面的观念歧异, 今天的美国福音派组织在全球公

民社会中仍处于一定困境。

悖论之 :现实问题与以信仰为源泉的解决之道。

在世界根本问题解决上, 认为全地归主、世界基督化是

耶稣复临的前奏, 因此大力推动在全世界各地、向各类

人群的传教, 却因此而引起改教与反改教的世界性的

冲突和拉锯。世界宣明会、撒马利亚基金会、饥援会等

多个巨型福音派救援与发展组织均因在世界多地将救

援与改宗紧密结合在一起而长期受到多方舆论批评。

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从信仰出发提出不切实际的解决之

道, 如实施通过禁欲减少发展中国家艾滋病、卖淫及跨

国人口贩卖的计划、认为将中东的 敌人 转化成基督

徒可解决中东现有的冲突等。

悖论之二: 西方视角与非西方问题来源。美国基

督教福音派为众多政治和社会议题提供了视角、解释

和解决范式, 以及所需的资源。而非西方世界的福音

派信徒则往往成为议题的提供者。持西方视角的美国

福音派对来自第三世界国家议题往往通过外力, 如促

成美国政府有针对性的外交政策、国际政府组织的决

策、推动国际法的成型和实施等来解决问题, 而忽视了

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其固有的文化、社会机制和政治

体制才能对此完全消解, 这容易成为国与国之间冲突

的来源。此外, 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往往为发展中国家

某些群体代言, 其中一些群体将政治和社会问题用宗

教包装, 通过宗教渠道谋求外部势力协助解决,这无疑

使福音派的某些跨国参与存在与其他国家的各级政府

或当地社会对抗的内在可能性。

悖论之三: 信仰与妥协政治。宗教价值观转换成

政治信念, 需要完成宗教世界观 原则化信念

因果信念的层层转化。而将抽象、超越而绝对的宗教

世界观转换成具体情境中的成功政治策略殊非易事。

首先, 从宗教观念到社会和政治参与的策略并无一成

之规。一位批评教会政治行动主义的学者曾把这样一

句话钉在学院教堂大门上: 就我所知, 无人知道上帝

在外交和国内政策上的观点。 因此, 对此的解释在

教会内部也是见仁见智。往往政治策略的提出成为群

体内意见分化的先声。福音派策略的分化就导致了福

音左翼与右翼的分化。而各类歧见也在不断导致福音

团体的分化和重组。这又对福音派的社会和政治影响

形成侵蚀。其次, 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 而宗教, 尤

其是亚伯拉罕系宗教有着信仰的坚硬内核, 其中福音

派尤为如此。妥协在世俗团体招致的非议远小于宗教

团体。妥协的行动往往遭受其他宗教行动者的非议,

认为会因为过于迁就政治操作而牺牲了信仰本身。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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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妥协会削弱成员对组织的效忠, 不妥协却又无法开

辟达成政治理念之路。而宗教团体则往往位此十字路

口而进退维谷。

悖论之四: 议题解决的路径 国际机制还是国

家霸权。尽管联合国及其它国际政府组织在全球公民

社会中处在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但在一些方面仍效力

有限。此外,基于对美国及西方国家政治的影响力, 美

国基督教福音派的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仍倚重以美国等

西方主权国家提供的制度空间。在近年来福音派对全

球事务的卷入中, 美国国会和政府承担了极其重要的

仲裁者和执行者的双重角色。在美国, 福音派国际网

络捕捉的议题一般通过国会介入美国外交政策, 通过

外交政策的实施完成。近年来,美国国会通过 1998 年

国际宗教自由法 及其它法律均沿由此进路。由此, 福

音派众多跨国社会及政治参与又落回国家层次, 转而

依靠美国的世界霸权以达到目标。实质上反映了身为

全球公民社会主体的美国基督教福音派组织对强权、

而不是国际机制的依赖。

结 语

在美国福音派的带领下, 福音派已从国际体系的

边缘向中心运行, 对国际制度的态度亦由初始时的抗

拒逐渐转向今日的接受、乃至力争发挥引导作用。福

音派向以 世界基督化 为目标, 就此而言,福音派积极

倡导全球化, 其全球组织、事工和信仰的扩展均为例

证。但是, 敌基督 的全球化是福音派的仇敌。 福音

派自认是 世界基督徒 ,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认可在一

些议题上建立全球性宗教一致的多元信仰的种种尝

试。他们宁可在全世界坚持其特殊神学。 当今世界

的性解放、妇女解放及世俗政策激起了福音派等珍视

传统价值 群体的强烈反弹。在福音派对福音式全球

化抱有殷切渴望的同时, 对带有强烈世俗或自由色彩

的全球化如临大敌。美国福音左翼通过代表穷人和边

缘人群的利益来响应多元主义; 福音右翼则更多显示

出对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拒斥。当福音左翼开始为

穷国债务减免和环境等原本为自由派的传统议题而进

行全球动员之时,福音右翼则从道德这一伦理观念着

眼、家庭这一微观单位入手, 将国内政治议题国际化,

并联合其他国家宗教右翼, 在国际政治层面为捍卫其

传统家庭价值而奔走呼告。

宗教主张在道德、伦理领域具有绝对的权威。但

是, 这种绝对的权威只存在于宗教宗派或团体之内。

在此之外, 宗教只享有影响力, 而不是权威。以天主

教、福音派为代表的一些教派、宗教运动或宗派一直致

力于将这种道德和伦理的内部权威外溢到整个国际社

会。当今世界的重要特征就是多元文化、多元宗教, 这

与某一宗教或宗派强烈的诉求既有内在契合, 又存在

内在冲突。在多中心的世界中, 以宗教信仰为基的组

织往往有其局限性, 从而对全球公民社会产生反作用

力。全球公民意识的形成可以增强人们之间的相互依

存。然而, 如果不同信仰的人们固持已见, 并不妥协,

又可能引发冲突甚至战争。然而, 在不同宗教乃至同

一宗教内部推动认知共识困难重重, 全球认知共识的

形成却可能需要一些宗教以牺牲其核心信念为代价,

这是宗教本身无法承受之重。从这一角度来看, 宗教

的全球化一方面有利于全球公民社会萌芽与发展, 却

又可能成为全球公民社会最终成熟的巨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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