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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北京大學與基督宗教的互動關係史來看，北大學生對基督宗教的態度在中國

頗具示範性。本文採用非概率抽樣的方法探索性地調查了當今的北大學生對基督宗

教的態度。從整體趨勢上看，北大學生目前對基督宗教持一種中性、客觀而謹慎的

態度。大部分北大學生對基督宗教略有所知，身邊有信徒的學生更傾向于對基督宗

教比較瞭解，而學生對基督宗教瞭解得越多，越可能對基督宗教持更積極正面的看

法。他們瞭解基督宗教的主要途徑是大眾文化的影響（比如美劇、聖誕促銷等）、

閱讀相關書籍以及與師友閒聊；隨著學生們對基督宗教瞭解的深入，信徒的傳授日

益重要。信徒的主動傳教、依託社會關係網路即師友、家人等的傳播是基督宗教在

大學生群體中傳播的一個主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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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從北京大學與基督宗教1的互動關係史來看，北大學生對基督宗教的態度在中國

頗具示範性，這種示範性表明對當今北大學生對基督宗教的態度進行調查研究具有

很難質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儘管有人曾試圖將北大的校齡追溯至漢武帝統治時期形成的太學傳統，但北大

的主流傳統並不希望以此賣弄高夀，為了將自身形塑成中國現代化的原動力，北大

更願意以戊戌變法的產物——京師大學堂為自己的前身，這種在校史上徘徊於「自

謙」與「野心」之間的做法，2實際上彰顯了折射在這所大學身上的傳統與現代之間

的張力。不惟如此，還有一種令人猶抱琵琶半遮面的隱痛也經常令北大校史的關注

者們悵然若失：究竟誰是這所大學堂的第一任實際上的校長？讓我們先引用一則《紐

約時報》（1898 年 9 月 23 日）的報導： 

華盛頓 9 月 22 日電——國務院收到康格大使從北京發回的消息，丁

韙良（W. A. P. Martin）博士被任命為最近由朝廷創建的帝國大學

（Imperial University of China）的校長（president）。丁博士是美

國公民，大約五十年前作為傳教士前往中國，此後在那個國家度過了大

部分時間。他對那個民族及其語言、習俗、傳說等很有研究，據大使稱，

丁被認為是無可匹敵的。他作為 Peking University 的校長將近三十年，

而且著有很多關於中國與中國人的書籍。 

大使補充道，這回丁博士的任命，含有中國的官階。朝廷將他的頂

戴由藍色改為紅色，也就是說，由三品提為二品。最初，這一任命有相

當大的反對意見，經由李鴻章的努力，終於以任命兩個校長的方法獲得

妥協。丁博士的同事許景澄，現為駐俄大使。選擇大約二十名教授（不

包括五十名本地助教）的權力，全部掌握在丁博士的手中。3
 

                                                      
1
 本文作者使用的「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 

2
 以上參陳平原，〈老北大的故事之一：「太學傳統」〉，《讀書》，(1997 年 4 月號)，100 頁。 

3
 轉引自陳平原，〈不被承認的校長——老北大的故事之六〉，《讀書》，(1998 年 4 月號)，114

頁。報導中的 Peking University 指的是成立於 1862 年的京師同文館，丁韙良擔任該館總教

習達 25 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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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則消息報導的主角丁韙良（1827-1916）是美國北長老會派往中國的傳教士，

從1850年起至1916年，他在中國生活了62年（中間有4年不在中國），他是那時在華

西洋人中鼎鼎有名的「中國通」，也是一位頗具爭議的歷史人物。僅就他與京師大

學堂的關係而言，儘管管學大臣孫家鼐在籌辦大學堂時，上奏稱「丁韙良自以在中

國日久，亟望中國振興」，因而擬聘其充任西總教習
4
，而且由於丁氏在就任後獨攬

大權，成為京師大學堂事實上的首任校長，他自己也曾頗為得意地寫道：「創辦京

師大學堂之初，皇帝選拔我做第一任校長，同時恩賜二品紅頂戴」
5
，但他確確實實

是位不被承認的校長。其中原委，甚為複雜，但最重要的是，在庚子拳亂中，「他

對義和團和清廷作過言辭激烈的抨擊，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韙，以清廷二品官和京師

大學堂總教習的身份，竟要求八國聯軍廢黜清王朝，放逐和懲辦西太后。其結果就

是引來了清朝以後中國官方對於他的全面封殺。」
6
北大校史對這位傳教士出生的首

任校長的諱莫如深，表明在屈辱的中國近代史中沉澱下來的那種中國與西方、俗世

與宗教之間的劇烈衝撞已經深刻地烙刻在這個民族選擇性非常強烈的集體記憶之

中，以至於今天詢問校園裏的莘莘學子誰是北大的首任校長，沒有幾位能準確地給

出答案。 

在中國基督宗教史和北大校史上值得高度關注的一個事件，是由北大學生于

1922年發起的「非宗教大同盟」。這一年，在得知世界基督教學生大同盟
7
(World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第十一屆大會將於4月在北京的清華園召開後，上海一些學生于2

月26日開會，籌備建立「非基督教學生同盟」，並於3月9日發佈了「非基督教學生

同盟宣言」（見《先驅》The Pioneer半月刊，第4號，1922年3月15日），同時，他們

                                                      
4
 〈孫家鼐奏覆籌辦大學堂情形折〉，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編《北京大學史料》第一卷，(北

京大學出版社，1993 年)，48 頁。 
5
 丁韙良，《花甲憶記——一位美國傳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年)，325 頁。 
6 沈弘，《丁韙良：如何評價他在北大校史中的地位？  ——與陳平原教授商榷》，見

http://www.sisins.zju.edu.cn/sh/upload/cb_dwl.pdf 。 
7
 此頁的「世界基督教學生大同盟」、「非基督教學生同盟」之類的專有名詞、引文乃至文章

中的「基督教」即 Christianity，指所有基督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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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向北京清華園及全國各校發出通電，宣傳其主張。受此影響，北大一批學生于3

月11日宣佈成立「非宗教大同盟」，並於3月20日發表了通電及宣言（原文載《民國

日報》1922年3月21日）。這篇宣言斷定「宗教之流毒於人類社會十百千倍於洪水猛

獸」，因為宗教「束縛思想，摧殘個性，崇拜偶像，主乎一尊……伐異黨同，引起

戰爭」，而且與科學真理不相容，與人道主義完全違背。而「基督教的毒害，比其

他諸教都要重大些。他們的傳教方法，比起他教尤算無微不入。他們最可恨的毒計，

就是傾全力煽惑青年。」「非宗教大同盟」的宗旨就是「非宗教」。在宣言上簽名

的有李大釗、李石曾等人，學生領袖則是與李大釗關係密切的金家鳳（中國社會主

義青年團成員）。
8
 

北大學生發起的「非宗教大同盟」在行動上並不止於發表宣言，他們還在4月9

日在北大召開了非宗教大會，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在大會上發表了講演，對宗教進

行批判，並提出一些具體措施，限制宗教在青年學生中的傳播和影響。由於「非宗

教大同盟」彙集了當時在中國最具影響的各種思潮（自由主義、國家主義、無政府

主義、馬克思主義等）的代表人物，承繼和發揚了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反宗教的啟蒙

傳統，其影響的廣度與深度都遠遠超過了上海的「非基督教同盟」。全國很多城市

的學校紛紛響應，成立了很多反基督教和反宗教的團體，從而形成了義和團運動之

後的又一次反基督教高潮。但這次反教運動主要訴諸非暴力性的口誅筆伐，成員多

為青年知識份子，因而與義和團有本質上的區別。另一值得注意的事實是，在一片

反基督教和非宗教的聲浪中，一些自由派知識份子如周作人、錢玄同、沈兼士、沈

士遠、馬裕藻五人於3月31日以發表宣言的方式，大膽而又明確地反對非基督教同盟，

發出了振聾發聵的聲音：「人們的信仰，應當有絕對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

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仰自由載在約法。知識階級的人，應該先遵守，至少亦不

應首先破壞。」
9
正是由於出現了這些反對派的聲音，非宗教同盟適時地反省自身的

言行，於4月2日第二次發表通電，將其引發的運動與義和團、過激黨區隔開來，重

                                                      
8
 以上原文轉引自段琦，《奮進的歷程——中國基督教的本色化》，（商務印書館，2004 年），

187-188 頁。 
9
 張欽士輯，《國內近十年之宗教思潮》，（燕京華文學校，1927 年），19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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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其宗旨是「專為解脫宗教羈絆，發揮科學真理」，
10
對於周作人等幾位北大教授們

的宣言，學生們以充滿造反精神的雄辯予以拒絕，認為這些教授雖然聲稱「不擁護

任何宗教」，但他們的宣言不是發表於基督教學生同盟在北京開會的消息傳出之後，

而是發表於非宗教大同盟等已有組織之後，因而事實上有傾向於擁護宗教的嫌疑，

失去了完全的中立態度。他們還申辯道：同盟並不侵犯信仰自由，是基督教學生同

盟侵犯了不信教人士的自由。
11
 

北大學生發起的非宗教同盟在現代中國思想史和中國基督宗教史上影響是深遠

的，一方面，它將啟蒙運動以來對宗教的批判態度和理念更深入和廣泛地播撒到青

年學生的心性結構之中，另一方面，它從反面有力地推助了中國基督宗教的本地化

運動。 

在北大學科建設和發展史上，有這樣一個明顯的事實：1949年前，文學院出現

過一批對中國傳統宗教尤其是佛教深造有得的著名學者，如胡適、熊十力、湯用彤、

周叔迦、任繼愈等，對道教亦有人涉獵。但是，對基督宗教則鮮有學者進行深入系

統的研究，其原因究竟何在，一時無法得出明確無疑的結論。非宗教同盟的影響是

否在其中發揮著作用，我們對此不敢妄加評判。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生態的復甦，宗教重新進入學者們的視野。1982年，

北大率先成立了中國大陸高校中的第一個宗教專業，1996年又創立了中國大陸高校

中的第一個宗教學系，並專設了一個基督宗教教研室。與此同時，中國大陸的基督

宗教與其他傳統宗教如佛教和道教以及民俗信仰一道，都進入了強勁的復甦與發展

時期。面對這樣的巨大的社會變遷，當今的北大學生對基督宗教抱持什麼樣的態度

呢？是繼承先輩的啟蒙精神，一如既往地憎惡和反對基督宗教？還是無可無不可，

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抑或抱持別的什麼態度？ 

為了回答以上問題，我們在2008年12月進行了一次關於北京大學學生對基督宗

教（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態度的探測性調查。調查母體是所有的北京大學在讀

學生，包括本科生、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進修生等。由於此次調查仍然處於

                                                      
10

 轉引自前引段琦，《奮進的歷程——中國基督教的本色化》，191 頁。 
1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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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探索階段，且沒有尋求任何機構或個人資助，為了節約經費和人力成本，我們

沒有採用隨機抽樣，而是選取了非概率抽樣中的方便抽樣法，即以一個特定的時間

內的整個北大本部校園裏的學生為母體，盡可能均衡地從中抽取相應的樣本。我們

希望盡可能通過這個樣本來瞭解母體的一些態度傾向，同時為了彌補非概率抽樣的

樣本的代表性的問題，我們將樣本規模擴大到1000份。此次調查
12
回收的有效問卷有

978份，相比發出的1007份，回收率達到了97.1%。 

 

一一一一、、、、樣本基本資訊樣本基本資訊樣本基本資訊樣本基本資訊 

根據截止日期為 2008 年 9 月 30 日的第六期《北京大學公報》的資訊，北京大

學校本部全日制學生總數13是 25897，其中，本專科學生數是 11242，碩士研究生 9830

人，博士研究生 4825 人。這裏面女生共有 11094 人。因此，根據該資料，此次調查

的母體為 25897
14人，本專科學生占母體的比例為 43.4%，碩士研究生為 38.0%，博

士研究生為 18.6%；其中，女生占母體比例為 42.8%。回收的有效問卷占母體的比例

                                                      
12

 具體操作的情況是這樣的，該調查執行時分為三組，即圖書館、教室和宿舍樓12。圖書館

即抽取北京大學圖書館，教室抽取了一教、二教、三教、四教和理教，宿舍樓抽取了本科

生宿舍樓男、女生共五棟（男，28、46 樓；女，41、31、35 樓）、碩士生宿舍樓男、女生

共四棟（男，40、42 樓；女，41 樓、暢春園 60 甲）、博士生宿舍樓男、女生共一棟（32

樓，男、女生混住）。在這三組中，圖書館發放問卷 357 份，教室 350 份，宿舍樓 300 份，

因此，此次調查總共發放問卷 1007 份。不論是圖書館、教室還是宿舍樓，調查員都本著

儘量均衡覆蓋的原則，將問卷進一步細分到不同的閱覽室、教室或不同樓層的宿舍。該調

查執行時間是從 12 月 18 日早 8：30 開始，三個組基本上都於當天完成了調查任務。問卷

的錄入由每位調查員將自己回收的問卷按照變數編碼錄入統一的 Excel 表格，然後統一匯

總，轉入 SPSS 軟體進行分析。本文以下是採用 SPSS13.0 分析的結果。 

調查問卷分為受訪者基本資訊、瞭解基督宗教的程度和途徑、對基督宗教的態度、對基督

宗教發展的政策建議以及信徒資訊五個部分，設計完畢之後經過了小範圍的試訪調整。調

查員是北大宗教學專業的 8 名博士研究生和 1 名碩士研究生。每一份問卷均是由他們發放

給受訪者當場填寫、集中回收。 
13

 包括華僑港澳臺學生。 
14

 由於我們沒有拿到進修生的具體資料，因此該母體資料中沒有包括進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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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3.8%。 

學生的身份分佈：本科生 54.8%，碩士研究生 29.9%，博士研究生 10.1%，進修、

旁聽生 5.2%。 

樣本中，24.0%的學生成長于地級市15，23.6%的來自省會城市或直轄市，21.1%

的學生來自農村，18.6%的來自縣級城市16，12.7%的成長於鄉鎮。 

56.3%的學生是共青團員，中共黨員占 31.7%，群眾占 8.4%，無黨派人士占

3.3%，還有 0.3%的民主黨派。 

男女生性別比例分別為 48.7%、51.3%。女生的比例與母體中的實際情況相比差

別不算太大。 

該樣本中，漢族占 92.5%，滿族占 2.6%，回族 1.0%，蒙古族 0.8%，3.1%的其

他類中主要是土家族、苗族、壯族等。 

年齡分佈情況：15-22 歲占 50.5%，23-30 歲的占 45.8%，31-40 歲的占 3.5%，

41-50 歲的占 0.2%。 

宗教信仰分佈見表 1。其中，沒有任何宗教信仰的學生是最大多數，有效百分

比達到了 77.5%，信仰基督新教的占 3.8%，天主教 0.9%。占 4.9%的其他情況主要

是佛教、道教、儒家以及民間神靈的混合，基督新教和儒家的混合，佛教和基督新

教的混合，基督新教和民間信仰的混合，儒家和馬克思主義的混合，瑜伽，無神論，

科學，醫學，哲學，信仰自己，等等。 

信教學生的比例（除掉「我沒有任何宗教信仰」和「其他」項）為 17.6%。這

與 2004 年左鵬在《象牙塔中的基督徒——北京市大學生基督教信仰狀況調查》中對

大學生中宗教信徒所占比例的估計（3%到 20%）17大致相符，與 2004 年發表的一項

                                                      
15

 地級市，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區劃名稱，指中國大陸地區行政地位與地區相同的城市，屬

於地級行政區，為第二級地方行政單位；因其行政地位和地區（地區行政專署）相當而被

稱作「地級市」。 
16

 縣級市，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區劃名稱，指中國大陸地區行政地位與縣相同的縣級行政

區——市（城市），憲法所指的「不設區的市（即不設市轄區的市）」，縣級市為省、自治

區所設的地方行政單位。（4、5 兩條引用來自維基百科） 
17

 左鵬，〈象牙塔中的基督徒——北京市大學生基督教信仰狀況調查〉，《青年研究》，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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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溫州三所大學的學生信教者的比例（17%）基本相同18，需要提請注意的是，溫

州是公認的各種宗教發展最迅猛的地方之一。此外，華樺《大學生信仰基督教狀況

調查——以上海部分高校大學生為例》一文給出大學生信仰基督新教的人數為

4.7%
19。本次調查中，基督新教的比例為 3.8%，與天主教（0.9%）的比例加在一起

為 4.7%。而且，華文還給出了不信教的大學生對各種宗教感興趣的人數比例，各種

宗教按其在學生中的受歡迎程度由大到小依次排列為：佛教、基督新教、道教、天

主教、伊斯蘭教。這可與本次調查的信徒比例由大到小的排列做一個對照，特別是

其中佛教、基督新教，以及天主教、伊斯蘭教的排列順序在這兩次調查中是一致的。 

表 1：學生的宗教信仰分佈 

 頻數 頻率% 

我沒有任何宗教信仰 742 77.5 

佛教 60 6.3 

其他 47 4.9 

基督新教 36 3.8 

儒家 35 3.7 

我信財神、觀音、媽祖或其他中國民間的神靈 14 1.5 

天主教 9 0.9 

伊斯蘭教 7 0.7 

道教 4 0.4 

我信仰上述以外的其他宗教 3 0.3 

東正教 1 0.1 

合計 958 100.0 

                                                                                                                                   

(2004 年)，11 頁。該文中基督教即基督新教。 
18

 戴嘉寶，〈新時期大學生信仰宗教的調查分析〉，《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學報》，第 2 期，(2004

年)，90 頁。 
19

 華樺，〈大學生信仰基督教狀況調查——以上海部分高校大學生為例〉，《青年研究》，第 1

期，(2008 年)，28 頁。該文中，基督教僅指基督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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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的學生的家庭經濟狀況一般，37.9%的學生的家庭處於中等水準，10.4%

的學生的家庭比較充裕，7.8%的學生的家庭比較困難，0.8%的學生的家庭特別困難。 

68.5%的學生的家庭狀況和睦，24.2%的學生的家庭狀況比較和睦，6.6%的學生

家庭狀況一般，不和睦的只占 0.6%。此次調查沒有發現學生的家庭經濟狀況或家庭

關係與其宗教信仰在統計上有顯著的關係。 

 

二二二二、、、、瞭解基督宗教的程度和途徑瞭解基督宗教的程度和途徑瞭解基督宗教的程度和途徑瞭解基督宗教的程度和途徑 

此次調查的樣本中，老師和同學或朋友、家人中是否有基督宗教信徒的情況分

佈為：51.4%的學生回答有，48.6%的學生沒有。老師和同學或朋友中是否有對基督

宗教感興趣者的分佈為：66.4%的學生回答有，33.6%的學生沒有。很明顯，後一個

變數肯定回答的比例是涵蓋前者的。 

學生對基督宗教的瞭解情況分佈：64.2%的學生對基督宗教略有所知，23.9%的

學生基本不瞭解，11.9%的學生比較熟悉。本調查顯示，老師和同學或朋友、家人中

是否有基督宗教信徒與學生自評的對基督宗教的瞭解這兩個變數顯著相關，見表 2。

老師和同學或朋友、家人中有基督宗教信徒的學生更多的分佈在對基督宗教「略有

所知」和「比較熟悉」這兩欄，「基本不瞭解」這個選項只有 11.4%；而老師和同

學或朋友、家人中沒有基督宗教信徒的學生則集中在「基本不瞭解」和「略有所知」

欄。因此，老師和同學或朋友、家人中是否存在基督宗教信徒影響學生對基督宗教

的瞭解，身邊有信徒的學生更傾向于對基督宗教比較瞭解。 

表 2：對基督宗教的瞭解在老師和同學或朋友、家人中是否有基督宗教信徒上的分佈（%） 

 有 沒有 總計 

基本不瞭解 11.4 36.7 23.7 

略有所知 70.0 58.4 64.3 

比較熟悉 18.7 4.9 12.0 

樣本量 493 469 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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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rson 卡方檢驗，卡方值 108.030，*p<0.05，其相關強度為 0.34
20
。0 cells (0.0%) have 

expected count less than 5. The minimum expected count is 56.07. 

 

學生們瞭解基督宗教的主要途徑的多選分佈情況見表 3。其中，其他途徑主要

是樣本自身的一些特殊經歷，比如村裏有很多老年人信仰基督宗教，耳濡目染；外

婆是基督宗教信徒，小時候對其言傳身教；小學時做過禮拜；在國外留學時去過教

堂；宗教音樂；語言學習；史書等等。由表可見，學生瞭解基督宗教的主要途徑首

先是大眾文化的影響（如美劇、耶誕節促銷等），其次是閱讀相關書籍，再次是通

過與師友閒聊。 

表 3：學生瞭解基督宗教的主要途徑分佈 

 應答人數 應答人數百分比% 

1 受外來大眾文化的影響（如美劇、耶誕節促銷等） 499 52.5 

2 閱讀相關書籍 471 49.5 

3 與師友閒聊 229 24.1 

4 網路 144 15.1 

5 基督宗教信徒的傳授 135 14.2 

6 聽受相關課程 107 11.3 

7 與家人閒聊 66 6.9 

8 其他 40 4.2 

合計 951 177.8 

 

那麼，瞭解基督宗教採取什麼途徑會影響學生們對基督宗教的瞭解程度嗎？見

圖 1 至圖 3 所示，對於對基督宗教基本不瞭解的學生，「受外來大眾文化的影響（1）」

是最受歡迎的途徑；而對基督宗教略有所知的學生，受歡迎的選項則不再集中地分

佈在大眾文化的影響上面，「閱讀相關書籍（2）」緊隨其後；對那些自認為對基督

                                                      
20

 此處為 2*K 交互表，故其相關強度採用按照樣本規模對卡方值進行標準化之後的 Φ 值。

即 Φ²=108.030/962=0.112，則 Φ=0.335。下文的相關強度如無特殊說明均指 Φ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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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自认为对基督宗教基本不了解的学生，他们了解基督宗教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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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自认为对基督宗教略有所知的学生，他们了解基督宗教的主要途径

宗教比較熟悉的學生來說，「閱讀相關書籍」、「基督宗教信徒的傳授（5）」乃至

「與師友閒聊（3）」則成為最受歡迎的途徑，大眾文化這一途徑已經不那麼重要了。   

這反映了學生們對基督宗教在不同的認識層次採用了不同的認識方式；也可以從反

面說，這些不同的認識方式對學生對基督宗教瞭解的深入程度有一定的影響。從這

三個圖的趨勢看，隨著學生們對基督宗教瞭解的深入，「基督宗教信徒的傳授」越

發重要了，這與前面的分析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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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自认为对基督宗教比较熟悉的学生，他们对了解基督宗教的主要途径

 

 

 

 

 

 

 

 

 

 

25.7%的學生的外籍外語教師曾向其傳授過有關基督宗教的知識或資訊，74.3%

的學生沒有遇到過。結合學生瞭解基督宗教的途徑，可見外籍外語教師對學生們在

基督宗教方面的影響並不大。 

78.8%的學生從未參加過教堂或教徒組織的聖誕慶祝儀式，12.7%（122 人）的

學生參加過一次，8.5%（81 人）的學生參加過兩次或兩次以上。在以上 21.2%（203

人）的參加過教堂或教徒組織的聖誕慶祝儀式的學生中，他們參加耶誕節的活動有

32.5%（64 人）的人是因為自己好奇，24.4%（48 人）的人是湊熱鬧，18.3%（36 人）

的人是由於朋友或同學的勸說或組織，13.2%（26 人）的人是因為個人信仰，1.5%

（3 人）的人是出於調查研究的需要，10.2%（20 人）的人選擇了其他原因。 

該樣本中，36.3%（355 人）的學生給出了他們所瞭解的研究或宣傳基督宗教的

古今中外學者或教會人士的名字。這些名字主要是利瑪竇、奥古斯丁、耶穌、湯瑪

斯·阿奎那、保羅、湯若望、徐光啟、馬丁路德、馬可·波羅、馬克斯·韋伯、加爾文、

特雷薩修女、聖彼得、聖法蘭西斯、等等；極個別人填上了王曉朝、劉小楓、於建

嶸、趙敦華、卓新平、孫尚揚、盧雲峰等當代學者。 

綜上分析，76.3%的北大學生對基督宗教的瞭解程度在略有所知以上，這種瞭解

受到他們的老師和同學或朋友、家人當中的基督宗教信徒的影響。學生們瞭解基督

宗教主要是大眾文化的影響（如美劇、耶誕節促銷等），閱讀相關書籍以及通過與

師友閒聊這三個途徑；而隨著學生們對基督宗教瞭解的深入，大眾文化的影響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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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信徒的傳授日益重要起來。參加教堂或教徒組織的聖誕慶祝儀式的學生主要

還是因為自己好奇、湊熱鬧或者朋友或同學的勸說或組織等原因。有一小部分學生

對於研究或宣傳基督宗教的古今中外學者或教會人士有一定的瞭解。 

 

三三三三、、、、對基督宗教的態度對基督宗教的態度對基督宗教的態度對基督宗教的態度 

此次調查中，為了瞭解學生們對基督宗教的態度，我們採用基督宗教與中國社

會文化的關係、基督宗教與科學的關係、基督宗教與中國的現代化的關係、基督宗

教與中國社會的穩定與和諧的關係、對基督宗教信徒傳教的反應、對基督宗教信徒

在中國總人口中的比例的主觀選擇、基督宗教發展的原因以及對基督宗教的總體看

法等 8 個變數來測量。 

基督宗教與中國社會文化的關係見表 4。其他類主要有以下幾種代表性的觀點：

①基督宗教在中國有所發展，但未融入主流文化；②基督宗教與中國文化相互平行，

互不干擾；③基督宗教是中國社會文化的一種補充；④基督宗教高於中國文化，在

中國傳播後，結合了中國文化的一部分；等等。 

表 4：基督宗教與中國社會文化的關係的選擇分佈 

 頻數 頻率% 

已經成為中國社會文化的一部分 419 43.7 

與我無關 261 27.2 

與中國社會文化有牴觸 149 15.5 

其他 104 10.9 

與中國社會文化格格不入的「洋教」 25 2.6 

合計 95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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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宗教與科學的關係見表 5。 

表 5：基督宗教與科學的關係的選擇分佈 

 頻數 頻率% 

關係複雜，要分時期分階段分析，難以籠統言之 456 47.9 

各有自己的功能領域，並行不悖 389 40.9 

基督宗教為科學的發展提供精神動力 49 5.1 

其他 32 3.4 

基督宗教是反科學的迷信，只會阻礙科學的發展 25 2.6 

合計 951 100.0 

 

基督宗教與中國的現代化的關係見表 6。其中，其他態度的占 9.7%，主要是：

①在中國近代史上，教會扮演過複雜角色，一方面從促進教育等意義上促進了中國

的現代化，一方面也曾與一些經濟勢力勾結阻礙中國自身的現代化；②看這種宗教

對中國態度；③（基督宗教作為）個人信仰與中國現代化關係不大；等等。 

表 6：基督宗教與中國的現代化的關係的選擇分佈 

 頻數 頻率% 

在某些方面可以促進現代化 497 51.7 

沒有關係 285 29.7 

其他 93 9.1 

相互促進 78 8.1 

水火不容 8 0.8 

合計 961 100.0 

 

基督宗教與中國社會的穩定與和諧的關係見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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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基督宗教與中國社會的穩定與和諧的關係 

 頻數 頻率% 

既有促進和諧的一面，也有引發衝突的一面 439 45.4 

說不清，也尚未看到或聽到基督宗教與中國社會衝突或和

諧的事例 

252 26.1 

基督宗教的發展會促進中國社會的穩定與和諧 125 12.9 

基督宗教的發展與中國社會的穩定與和諧沒有關係 97 10.0 

其他 34 3.5 

基督宗教的發展會引起中國社會衝突 19 2.0 

合計 966 100.0 

該樣本中，59.7%（573 人）的學生在校園裏碰到過基督宗教信徒向其傳教，40.3%

的學生未碰到過。在這 59.7%的學生中，面對信徒的傳教，49.7%（285 人）的學生

與之交談問道，僅此而已；37.0%（212 人）的學生不予理睬；4.9%（28 人）的學生

與之交談，並試圖與之辯論；4.4%（25 人）的學生會與之熱情交談並接受邀請參加

他們的活動或可能成為潛在的信徒；4.0%（23 人）的學生選擇其他的態度，主要還

是禮貌地回絕。 

關於「您覺得基督宗教信徒在中國總人口中的比例最好是」的回答分佈見表 8。 

表 8：對基督宗教信徒在中國總人口中的比例的主觀選擇的分佈 

 頻數 頻率% 

1%以下 272 28.5 

占多大比例都無所謂 267 28.0 

5%左右 207 21.7 

10%以下 136 14.2 

其他 64 6.7 

全民信教 9 0.9 

合計 955 100.0 

學生們對於基督宗教發展的原因的多項選擇的分佈如表 9。從中可見，社會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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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帶來的精神空虛、焦慮在該樣本中是一個首要而且普遍的原因，其次是國外的滲

透，再次是基督宗教信徒傳教的主動性，基督宗教代表著西方文明，具有吸引力。 

表 9：學生對基督宗教發展的原因的選擇分佈 

 應答人數 應答人數百分比% 

社會轉型帶來的精神空虛、焦慮 587 61.1 

國外的滲透 393 40.9 

基督宗教信徒傳教的主動性 376 39.1 

基督宗教代表著西方文明，具有

吸引力 

296 30.8 

其他 42 4.4 

人們的愚昧落後 38 4.0 

基層組織控制不力 29 3.0 

合計 961 183.2 

 

學生們對基督宗教的總體看法的分佈見表 10。 

表 10：對基督宗教的總體看法的分佈 

 頻數 頻率% 

不好不壞，中性 665 69.5 

有好感，並有興趣瞭解 199 20.8 

其他 57 6.0 

非常喜歡 26 2.7 

深惡痛絕 10 1.0 

合計 957 100.0 

 

綜合這一部分對基督宗教態度的資料，我們發現，該樣本的態度集中於：基督

宗教已經成為中國社會文化的一部分（43.7%）；基督宗教與科學關係複雜，要分時

期分階段分析，難以籠統言之（47.9%）；基督宗教在某些方面可以促進中國的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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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51.7%）；基督宗教對中國社會既有促進和諧的一面，也有引發衝突的一面

（45.4%）。而相對于這些集中的選項，得到的支援最少的選項分別是：基督宗教是

與中國社會文化格格不入的「洋教」（2.6%）；基督宗教是反科學的迷信，只會阻

礙科學的發展（2.6%）；基督宗教與中國的現代化水火不容（0.8%）；基督宗教的

發展會引起中國社會衝突（2.0%）。當然，對於基督宗教與中國社會文化的關係、

基督宗教與中國的現代化的關係以及基督宗教與中國社會的穩定與和諧的關係，「與

我無關」（27.2%）、「沒有關係」（29.7%）、「說不清」（26.1%）分別是僅次

於集中項的選擇。 

類似地，對於基督宗教信徒的傳教，該樣本的集中項是僅與之交談問道

（49.7%），其次便是「不予理睬」（37.0%）。同樣，對基督宗教信徒在中國總人

口中的比例的主觀選擇，該樣本集中於「1%以下」（28.5%），其次也是「占多大

比例都無所謂」（28.0%），而此題得到支援最少的選項是「全民信教」，只有 0.9%

的學生。 

對於基督宗教發展的原因，集中於社會轉型帶來的精神空虛、焦慮（此項的應

答人數百分比達到了 61.1%），國外的滲透（40.9%），基督宗教信徒傳教的主動性

（39.1%）以及基督宗教代表著西方文明，具有吸引力（30.8%）。基層組織控制不

力以及人們的愚昧落後分別只占 3.0%、4.0%。可見，學生們的選擇還是比較謹慎的。 

對基督宗教的總體看法，該樣本集中於「不好不壞，中性」的態度，有 69.5%

的人選擇此項，這與上面的對基督宗教與中國社會文化的關係、與科學的關係、與

中國的現代化的關係以及與中國社會的穩定與和諧的關係的衡量結果是相呼應的；

其次是「有好感，並有興趣瞭解」（20.8%）21，而獲得支持最少的仍然是「深惡痛

絕」項，僅占 1.0%
22。 

                                                      
21

 北大學生中對基督宗教感興趣的比例遠遠低於 2001 年中國人民大學本科生中對基督新教

感興趣的比例（超過 50%），參劉玲，〈透視大學生宗教曖昧現象〉，《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

第 28 卷第 3 期，(2007 年)，133 頁。 
22

 即樣本中僅有 10 人對基督宗教深惡痛絕，這 10 人中有 2 人未填其宗教背景，1 人信仰伊

斯蘭教，5 人沒有任何宗教信仰，2 人選了其他：一個是填的「哲學」，另一個填的是「每

樣都信一點，但都不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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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結合以上分析，北大學生目前從整體趨勢上看，可以說對於基督宗教持

一種中性、客觀而謹慎的態度。由於僅次於集中項的均是如「與我無關」、「沒有

關係」、「說不清」、「不予理睬」、「占多大比例都無所謂」等選項，我們可以

發現，該學生群體對基督宗教還有一絲淡漠。這可能一方面是因為在中國社會中人

們對宗教相對不關注，更何況基督宗教並非中國的本土宗教，人們對它尚沒有達到

非常熟悉的地步；另一方面也可能跟這個象牙塔群體自身目前的特點──對一些社

會現實問題不甚關心有關。 

此外，有沒有哪些因素影響北大學生對基督宗教的態度呢？本次調查發現，對

基督宗教與中國社會文化的關係的選擇受到學生們對基督宗教的瞭解的影響，詳見

表 11，這兩者在統計上顯著相關。對基督宗教「基本不瞭解」的學生的選擇主要落

在「與我無關」項；「略有所知」和「比較熟悉」的學生的選擇則主要在「已經成

為中國社會文化的一部分」，「與我無關」的比例隨之明顯降低。隨著對基督宗教

的瞭解，認為這種宗教是與中國社會文化格格不入的「洋教」的學生比例也逐步降

低直至沒有。可見，學生們越瞭解基督宗教，越有可能對其做出客觀而正面的判斷。 

表 11：對基督宗教與中國社會文化的關係的選擇在對基督宗教的瞭解上的分佈（%） 

 基本不瞭解 略有所知 比較熟悉 總計 

與中國社會文化格格不入的「洋教」 3.5 2.8 0.0 2.6 

與中國社會文化有牴觸 10.6 17.0 15.9 15.4 

已經成為中國社會文化的一部分 27.8 46.2 64.4 44.0 

與我無關 49.8 22.1 8.8 27.1 

其他 8.4 11.9 10.6 10.9 

樣本量 227 611 113 951 

Pearson 卡方檢驗，卡方值97.920，*p<0.05，相關強度0.227
23
，1 cells (6.7%) have expected 

count less than 5. The minimum expected count is 2.97. 

 

對基督宗教的瞭解與對基督宗教的總體看法也在統計上顯著相關，見表 12。對

                                                      
23

 此處非 2*K 交互表，因此相關強度採用的是 V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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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宗教基本不瞭解的明顯地集中在「不好不壞，中性」；而對基督宗教略有所知

的分佈則在「有好感，並有興趣瞭解」以及「非常喜歡」上有所增加，在「深惡痛

絕」上有所降低；對基督宗教比較熟悉的在「有好感」以及「非常喜歡」上增加得

更多，基本上比較均衡地分佈在「中性」、「有好感」和「非常喜歡」這三項上。

有意思的是，自認為對基督宗教比較熟悉的學生對基督宗教「深惡痛絕」的百分比

也稍微增加了一點。 

 

表 12：學生對基督宗教的總體看法在其對基督宗教瞭解情況上的分佈（%） 

 基本不瞭解 略有所知 比較熟悉 總計 

深惡痛絕 1.3 0.8 1.8 1.1 

不好不壞，中性 79.2 72.4 33.0 69.5 

有好感，並有興趣瞭解 15.0 20.7 33.0 20.7 

非常喜歡 0.0 0.2 22.9 2.7 

其他 4.4 6.0 9.2 6.0 

樣本量 226 615 109 950 

Pearson 卡方檢驗，卡方值 223.596，*p<0.05，相關強度 0.343
24
，3 cells (20.0%) have 

expected count less than 5. The minimum expected count is 1.15. 

 

而且，我們還發現基督宗教信徒的傳教與學生們對基督宗教的瞭解在統計上顯

著相關，見表 13。隨著學生們對基督宗教的瞭解程度的提高，他們曾經遇到過信徒

傳教的可能性也明顯地隨之增加。這與前一部分對學生的瞭解途徑與瞭解情況的分

析相呼應（見前圖 1-3），「基督宗教信徒的傳授」是學生們深入瞭解基督宗教的主

要途徑之一。 

 

 

 

                                                      
2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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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是否在校園裏碰到過信徒傳教在學生們對基督宗教的瞭解程度上的分佈（%） 

 基本不瞭解 略有所知 比較熟悉 總計 

是 51.1 61.1 70.3 59.8 你 是 否 在 校 園

裏 遇 到 過 基 督

宗 教 信 徒 向 你

傳教 

否 48.9 38.9 29.7 40.2 

樣本量 227 615 111 953 

Pearson 卡方檢驗，卡方值 12.666，*p<0.05，相關強度 0.115， 0 cells (.0%) have expected 
count less than 5. The minimum expected count is 44.61. 

 

    因此，結合本文第二部分的分析，老師和同學或朋友、家人中是否有基督宗教

信徒影響學生們對基督宗教的瞭解，而對基督宗教的瞭解會影響學生們對基督宗教

的判斷或總體看法。簡單地說，身邊有基督宗教信徒的學生更傾向于對基督宗教比

較瞭解，而學生對基督宗教瞭解得越多，越可能對基督宗教有一些更積極正面的看

法。這可能一方面是因為基督宗教本身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傳統的世界性大宗教，

其教義有自身的合理性和吸引力，另一方面，這兩條小結論也符合人們認識事物的

規律。另外，隨著學生們瞭解的深入，信徒的傳教逐漸成為一個主要的瞭解途徑。

由此可見，信徒的主動傳教、依託社會關係網路即師友、家人等的傳播是基督宗教

在大學生群體中傳播的一個主要途徑。 

 

四四四四、、、、對基督宗教在中國發展的政策建議對基督宗教在中國發展的政策建議對基督宗教在中國發展的政策建議對基督宗教在中國發展的政策建議 

該樣本中，71.1%（680 人）的人認為基督宗教在中國的快速發展是一種應該引

起高度關注的社會現象。28.9%
25的人不這麼認為（277 人）。 

對於西方實行政教分離的國家中哪一國處理宗教問題的經驗最值得借鑒，64.6%

                                                      
25

 這個比例與基督宗教與中國社會文化的關係中的「與我無關」項（27.2%，261 人），基督

宗教與中國的現代化的關係中的「沒有關係」項（29.7%，285 人），基督宗教與中國社會

的穩定與和諧的關係中的「說不清」項（26.1%，252 人），基督宗教占中國總人口的比例

的主觀選擇中的「占多大比例都無所謂」項（28.0%，267 人）的比例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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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生回答不瞭解情況，24.4%的學生選擇美國，3.8%的選擇英國，1.5%的選擇法

國，2.0%的選擇德國，選擇其他的占 3.7%。只有 11.1%（109 人）的學生給出了自

己的選擇的原因，其中，未選擇任何國家的主要原因是認為選項所列國家都不適合

中國的情況，不值得借鑒，應當走自己的路。 

對基督宗教在中國的快速發展，32.9%的學生認為政府和社會應當「徹底兌現信

仰自由，任其發展」；28.3%的學生認為「由於有西方國家的壓力，只好適度開放，

宏觀調控，外松內緊」；18.1%的學生認為政府和社會應當「保持警惕，並嚴格控制

和遏制」；20.7%的學生做了其他選擇，其中主要的意見是政府應在尊重個人宗教信

仰自由的前提下儘量控制基督宗教的發展，同時加強傳統文化的傳播。 

「有人相信中國的傳統宗教如佛教、道教、儒教和民間宗教仍然保持著強大的

生命力，因而主張放開宗教市場，任其自由競爭，就像港臺一樣。在這種競爭中，

基督宗教信徒在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會超過 10%。」對這種主張，66.2%的人有保留地

贊同，16.1%的人反對，6.5%的人完全贊同，2.8%的人極端反對，8.4%的人持其他

觀點。 

綜合這一部分學生們對基督宗教發展的政策建議的資料，我們發現他們往往難

以給出具體的建議。如對於哪一國處理宗教問題的經驗最值得借鑒，選項集中於「不

瞭解情況」，占到了 64.6%，而且只有 11.1%（109 人）的學生說明了自己的選擇的

原因。而對於基督宗教在中國的快速發展，政府和社會應該採取的舉措的選擇則相

對比較分散，其他項就占到了 20.7%，這也說明學生們難以有一個相對統一的意見。

這其實與他們對基督宗教還只是「略有所知」（占 64.2%）有很大關係。而且，這

也與基督宗教在中國快速發展這一社會現象本身的複雜性有關。最後，學生們對於

放開宗教市場自由競爭這一主張的態度的選擇分佈也印證了前一部分對他們對基督

宗教的態度的分析——中性、客觀而謹慎的態度。 

 

五五五五、、、、基督宗教信徒與非信徒對基督宗教態度的差異基督宗教信徒與非信徒對基督宗教態度的差異基督宗教信徒與非信徒對基督宗教態度的差異基督宗教信徒與非信徒對基督宗教態度的差異 

1、、、、基督宗教信徒的情況基督宗教信徒的情況基督宗教信徒的情況基督宗教信徒的情況 

此次調查的樣本中，天主教徒 9 人（0.9%），基督新教徒 36 人（3.8%），共

45 人，占樣本規模的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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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時間 5 年以上的占 35.0%（14 人），其次是信仰時間半年以內的，占 27.5%
26

（11），1-2 年與 2-5 年的百分比相同，均是 15.0%（6），比例最少的是信仰 1 年

的，占 7.5%（3）。也就是說，這個信徒樣本中至少有 65%的人其信仰是自己後天

選擇的。 

48.6%（17）的信徒選擇家庭教會定期禮拜，這些家庭教會是：北京教會、香

柏、以馬內利、等等。37.2%（13）的信徒選擇學校附近的海澱堂；14.3%（5）的信

徒選擇其他的三自教堂，例如宣武門教堂等。參加家庭教會的人數多於參加學校附

近的三自教堂的人數，這與左鵬 2004 年在北京市對大學生的基督新教信仰狀況的調

查結果是一致的27。 

信徒每個月參加聚會 3-4 次的最多，占到 40.0%（16），其次是每月參加 5-8 次

的，占 17.5%（7），再次是每月低於 1 次的，占 12.5%（5），每月 1 次和每月 2

次的比例都是 10.0%（4）。僅在耶誕節參加教會活動的和其他項占同樣的比例，都

是 5.0%（2）。可見，有 57.5%的人每月參加聚會 3-8 次。 

80.5%（33）的人在教會中是一般信徒，9.8%（4）的人是唱詩班成員，2.4%（1）

的人是其他同工，7.3%（3）的人選擇了「其他」。 

「您向幾個人傳過道」的選擇分佈：46.2%（18）的人曾向 1-5 人傳過道，該比

例最高，其次是未向人傳過道的，占 33.3%（13），再次是向 20 以上的人傳過道的，

占 12.8%（5），最後是向 5-10 人傳過道的，占 7.7%（3）。可見，有 53.9%的人曾

向 1-10 人傳過道。 

關於「在您的影響下有幾個人信了基督宗教」，信徒的選擇分佈：51.5%（17

人）的人選擇在其影響下 0 人信了基督宗教，36.4%（12 人）的人影響 1-5 人信了基

督宗教，3.0%（1 人）的人影響了 5-10 人信了基督宗教，3.0%（1 人）的人影響了

10-20 人信了基督宗教，6.1%的人（2 人）影響了 20 以上的人信了基督宗教。 

關於信仰基督宗教的主要原因的多選情況：28.6%（12 人）的人希望得到天國

                                                      
26

 本文提供的均是有效百分比，即剔除缺省記錄之後的百分比。 
27

 參前引左鵬，〈象牙塔中的基督徒——北京市大學生基督教信仰狀況調查〉，14 頁。該調

查中，大學生基督新教徒的樣本規模為 8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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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福分，26.2%（11 人）的人相信超越者的存在，21.4%（9 人）的人是因為現實中

的負罪感，心靈需要得到拯救，16.7%（7 人）的人是因為生活苦悶，尋求精神慰藉，

16.7%的人是因為要與朋友待在一起而信仰基督宗教，11.9%（5 人）的人祈求現實

的庇佑，還有 26.2%的人選擇了其他原因，主要是以下三個方面：①幫助瞭解自己

和社會；②家庭信仰，出生即領洗；③真理和生命。其他項與相信超越者的存在一

樣同列受歡迎程度的第二位，可見該題的前六項未能很好地涵括這些信徒信仰基督

宗教的原因。也很可能是因為信仰的原因本來就是非常個人化的，因此難以用幾個

簡單的選項概括。2008 年上海的大學生信仰基督新教狀況的調查認為，偶發性的困

境是大學生接觸基督新教的最初動因28，而本次調查因主題所限沒有對信徒信仰基督

宗教的最初動因進行測量。 

對禮拜及教會活動帶給信徒的主要感受的多選情況：79.1%（34 人）的人感受

到心靈的平靜；53.5%（23 人）的人感受到喜樂；41.9%（18 人）的人感受到人間的

溫暖；18.6%（8 人）的人選擇了其他，主要是：力量的來源；上帝的愛；知識增加。 

45.2%（19 人）的信徒有多次與神交通的經驗，38.1%（16 人）的人沒有與神

交通的經驗，11.9%（5 人）的人有 1 次，4.8%（2 人）的人有 2 次。 

72.7%（32 人）的信徒願意與別人談及他（她）的基督宗教信仰；95.0%（38

人）的信徒認為基督宗教信仰者的身份對其學習、生活或工作是積極影響，5.0%（2

人）的信徒認為是消極影響。 

如果在生活中遇到有違基督宗教信仰的事情，信徒的選擇分佈見表 14。其中，

29.5%（13 人）的人選擇其他項，主要是：保持沉默，忠於自己的內心；具體問題

具體分析；尚未衝突；一般堅守信仰，偶爾暫時屈從現實；等等。從表可見，選擇

屈從現實、犧牲信仰的只有 1 人。 

 

 

 

                                                      
28

 參前引華樺，〈大學生信仰基督教狀況調查——以上海部分高校大學生為例〉，29 頁。該

調查中，大學生基督新教徒樣本規模為 3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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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有違基督宗教信仰之事時信徒的選擇分佈 

 頻數 頻率% 

屈從現實，犧牲信仰 1 2.3 

暫時屈從現實，之後禱告，求主饒恕 16 36.4 

毫不動搖的堅守信仰，犧牲現實利益 14 31.8 

其他 13 29.5 

合計 44 100.0 

 

2、、、、基督宗教信徒與非信徒對基督宗教態度的差異基督宗教信徒與非信徒對基督宗教態度的差異基督宗教信徒與非信徒對基督宗教態度的差異基督宗教信徒與非信徒對基督宗教態度的差異 

此次調查的目的是探測目前北京大學學生對基督宗教的態度。我們構造一個變

數「是否基督宗教信徒」，即將大學生按照天主教和新教信仰歸為基督宗教信徒類29，

其他各種信仰和沒有信仰的歸為非基督宗教信徒類。然後，將「是否基督宗教信徒」

與測量對基督宗教的態度的變數一一進行相關分析，看學生有沒有基督宗教信仰是

否影響他們對基督宗教的態度。 

經過資料分析我們發現，是否基督宗教信徒與對基督宗教與中國社會文化的關

係的選擇在統計上顯著相關，見表 15。基督宗教信徒中沒有人選擇「與我無關」項，

並且選擇集中在「已經成為中國社會文化的一部分」，而非信徒除了同樣的集中項

之外，還主要落在「與我無關」和「與中國社會文化有牴觸」這兩項。從表可見，

學生的基督宗教信仰對其選擇的影響還是非常明顯的。 

 

表 15：對基督宗教與中國社會文化的關係的判斷在是否基督宗教信徒上的分佈（%） 

 基督宗教信徒 非信徒 總計 

與中國文化格格不入的「洋教」 2.2 2.6 2.5 

與中國社會文化有牴觸 8.9 15.9 15.6 

                                                      
29

 天主教和新教當然有很大的差異，但是由於本文目的只是探測北大學生對基督宗教的整體

態度，暫時不考察具體的教義，故而在此對天主教和新教不做更細緻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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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成為中國社會文化的一部分 77.8 41.9 43.6 

與我無關 0.0 28.8 27.4 

其他 11.1 10.8 10.8 

樣本量 45 897 942 

Pearson 卡方檢驗，卡方值 26.962，*p<0.05，相關強度為 0.169，2 cells (20.0%) have 
expected count less than 5. The minimum expected count is 1.15. 

 

那麼，這種影響的具體情況如何？見表 16 反映的對基督宗教的總體看法在是否

基督宗教信徒上的分佈30。信徒主要在「有好感，並有興趣瞭解」以及「非常喜歡」

項，選擇「深惡痛絕」的人數為 0；非信徒則大量集中在「不好不壞，中性」項。

這可以作為基督宗教信徒與非信徒對基督宗教態度的區別的一個總括。 

表 16：對基督宗教的總體看法在是否基督宗教信徒上的分佈（%） 

 基督宗教信徒 非信徒 總計 

深惡痛絕 0.0 0.9 0.9 

不好不壞，中性 14.3 72.3 69.7 

有好感，並有興趣瞭解 35.7 19.9 20.6 

非常喜歡 47.6 0.7 2.8 

其他 2.4 6.2 6.1 

樣本量 42 899 941 

 

因此，綜合以上分析具體地來說，基督宗教信徒的選擇相對更為集中，主要是

                                                      
30

 將「是否基督宗教信徒」與測量對基督宗教的態度的變數一一進行相關分析，在滿足 R*C

表的卡方檢驗的條件下（不超過 20%的格子的期望值小於 5，而且沒有小於 1 的期望值）

只有「是否基督宗教信徒」與基督宗教與中國社會文化的關係在統計上被認為是顯著相關

的，即表 15 所示。本文隨後還是給出了對基督宗教的總體看法與是否基督宗教信徒的一

個列聯表（卡方值 345.727，*p<0.05，相關強度值 0.606，3 cells (30.0%) have expected count 

less than 5. The minimum expected count is 0.36.），雖然我們不能說這兩者在統計上有顯著

的關係，但是表中的趨勢還是相當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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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基督宗教的積極、正面的態度，而且作為信徒，對與基督宗教相關的事情他們更

能設身考慮，比較關心；而非信徒則主要是一種中性的態度，而且往往對與基督宗

教相關的事情持一種相對淡漠的態度。這樣，本文在第三個部分提出的樣本整體對

基督宗教的那種淡漠的態度可以說主要應當由非信徒的情況來解釋。 

另外，此次調查沒有發現學生是否是基督宗教信徒與其成長地、家庭經濟狀況

以及家庭關係在統計上顯著相關。這也印證了左鵬和華樺的調查中的結論，大學生

基督新教徒並無大學生中弱勢者的特徵31。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1、20 世紀 20 年代，是北大學生激情燃燒的年代。那時，來自西方的各種思潮

如啟蒙思想、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科學主義、馬克思主義、民族主義等等都在

中國思想界這個較開放的市場上較力競爭，1922 年由北大學生發起的非宗教大同盟

乃是這些思潮之間的相互激蕩的產物之一。雖然那時的北大學生沒有做出五四時期

火燒趙家樓那樣的舉動，更沒有像義和團運動那樣亂殺基督宗教信徒，而是以批判

的武器取代了武器的批判，但他們發起的批判運動仍然是激情多於理性，意識形態

的色彩也相當濃厚，對師輩們發出的捍衛宗教信仰自由的聲音不僅充耳不聞，且有

拒斥之勢。將近 90 年過去了，21 世紀頭一個十年裏的北大學生處於與非宗教同盟

時期的先輩們迥然不同的境遇之中。就意識領域而言，民族國家的獨立、綜合國力

的巨大改善和常常遭遇的西方的指責，使得民族主義情緒並未退色，反而是仍然很

濃厚；個性的相對張揚與物質欲望的膨脹導致的是與精英意識相伴隨的功利主義的

大行其道；主流意識形態的低調和社會控制的相對鬆弛導致的是思想的相對多元

化、各種傳統宗教的復蘇和基督宗教的強勁增長……目前，頗令人困惑的是，不太

容易繪製一幅主次分明、界線明確的彩色中國意識圖。而頗有意味的是，社會感知

最為敏銳的北大學生並未在民族主義的激勵下繼承他們的先輩們對基督宗教的那種

仇視態度。相反，他們中的大多數對基督宗教整體上持一種中性、客觀、理性而又

謹慎的態度：如上所述，有 69.5%的人對基督宗教抱持「不好不壞，中性」的態度；

                                                      
31

 參前引左鵬文，12 頁；華樺文，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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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值得注意的另外一個事實是，20.8%的被調查者對基督宗教「有好感，並有興趣瞭

解」；僅有 1%的學生對基督宗教「深惡痛絕」，相信這為數極少的憎惡基督宗教的

學生很難一時掀起蔚為大觀的反基督宗教大潮。 

2、樣本中絕大多數的學生對基督宗教「略有所知」（64.4%）或「基本不瞭解」

（23.7%），這或許正是信仰自由之類的世俗的自由主義理念薰陶之結果。而隨著瞭

解程度的增加，對基督宗教抱持積極正面態度的可能性也隨之增加。瞭解的途徑主

要是大眾傳媒的影響、閱讀相關書籍、與師友閒聊，其次是宣教者的宣講和聽受相

關課程。這裏有兩點值得補充，一是北大宗教學系近年來開設了基督宗教與中國文

化、中國宗教史、宗教社會學等一系列通選課和暑期課程，這些課程大多以客觀中

性地介紹相關知識和資訊為目的（絕無傳教或偏袒某種宗教、貶低其他宗教之嫌），

而選修這些課程的學生一般人數較多，可能對接受調查者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另外

一個值得再次強調的事實是，有近 60%的學生曾在校園裏碰到過基督宗教的宣教

者，作為學生們深入瞭解基督宗教的一個主要途徑，這種校園宣教行為也是當今中

國高校中隱性和實質性的宗教宣教自由的一個重要表徵。 

3、對宗教市場論持贊同（有保留地贊同和完全贊同）態度的學生占絕大多數

（72.7%），這再次表明，宗教信仰自由這一現代理念在大學生中可謂深入人心。如

上所述，也許正是這種理念的深入人心，才使得大多數學生雖然對基督宗教只是略

有所知，卻能抱持中性的理性態度。 

4、基督宗教信徒和非信徒對基督宗教的態度理所當然地是有差別的，信徒更可

能對基督宗教持一種積極、正面、關心的態度，而非信徒的態度主要是中性的。這

裏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在基督宗教信徒中尚未發現對基督宗教持負面否定態度的學

生，換言之，潛在的背教者尚未出現，而在中國基督宗教史上，基督宗教的背教者

卻是屢見不鮮的。這從某個角度映襯出當代中國高校中的基督宗教內部的宗教素質

（包括其組織的親和力與神學的說服力）也許差強人意。 

5、北大學生中沒有任何宗教信仰的占絕大多數（77.5%），這個數字驗證了貝

格爾的去世俗化理論中的例外論，即，出現了一種由受過西式教育——尤其是西式

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的人們構成的國際性的亞文化，這種亞文化確實是世俗化的。這

種亞文化乃是進步的、啟蒙的信仰與價值觀的主要載體。這種亞文化的成員影響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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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因為他們控制著那些提供有關實在的「官方」定義的機構，特別是教育系統、

大眾傳媒，還控制著對法律制度的更高水準的影響。在當今全世界，他們一如既往

地高度相似。貝格爾認為，這是一種全球化的精英文化。32就中國境遇而言，儘管

像北大學生這樣的精英群體中的各種宗教信徒（包括基督宗教信徒）佔有一定的比

例，但其整體的世俗化乃至無神論特性仍然是鮮明的。公眾與政府不應誇大其宗教

化的趨勢與力量。有論者將前蘇聯 18-30 歲青少年中信教者占總體的比例 1%-3%懸

設為理想，33恐有僵化和不能與時俱進之嫌。 

6、本次調查作為一個探索性研究，由於採取非概率抽樣，無法計算出抽樣誤差，

因而不能對調查母體——全體北大學生——進行統計上的推斷。不過，我們盡可能

的擴大了樣本規模（1007 份），因而此次調查的樣本對母體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此

處必須強調的是，本文中所有的統計值只做關係強度的一種參考。此外，由於非概

率抽樣的緣故，樣本在一些諸如性別、學生身份的特徵上沒能夠特別好地擬合母體
34，因此，本文的結論還有待將來的研究予以進一步的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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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關於基督宗教的留言關於基督宗教的留言關於基督宗教的留言關於基督宗教的留言 

在本次調查問卷末尾，我們希望被調查者若意猶未盡的話，可以留下想說的話。

結果有 40.8%（397 人）的學生給出了留言。這些留言可以說是學生們對基督宗教的

「中性、客觀而謹慎」的態度的具體化，其中也不乏一些結合實際的精彩論斷。茲

摘錄一些有代表性的留言，羅列如下： 

1. 對基督宗教與西方文明的發展史感興趣；各時期不同派別的主張、以及宗教對

政治的影響值得關注；應當提倡宗教信仰自由，但不希望信徒過於狂熱。 

2. 對其所代表的藝術文化很感興趣，並認為是世界人民都應有所瞭解的歷史和知

識。相關學者應創造更多好的便利的條件使大眾瞭解。 

3. 瞭解不深，但對其在中國的影響特別是耶誕節之類的節日的大受歡迎很感興

趣。我認為基督宗教至少在安定人的內心，使我們心境寧靜平和方面是很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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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 

4. 必須對基督宗教實行有必要的限制，任其壯大對國家政權構成危害，西方國家

的宗教血淚史是個很好的借鑒。 

5. 畢竟帶有西方的價值取向，對待基督宗教時，要提高警惕。 

6. 不支持，不反對，政府監管，適度發展，保持社會和諧。 

7. 當前中國社會存在信仰危機，基督宗教作為一種精神寄託和心靈慰藉的載體有

存在和發展的價值、意義，如果加以正確的控制和引導，發揮其積極作用，我

是支持其發展的。 

8. 作為一種宗教信仰可以予以包容，但它的排他性也應引起重視，無論教內教外

人士，都應保持一顆寬容之心。 

9. 不要太自我中心，像上世紀及以前的基督徒一樣夢想拯救世界；世界其他地區

的人並不需要基督宗教；試著瞭解其他宗教、和諧共處才是上策，不然會招致

反感。 

10. 當前的中國需要自己重新建立或找回信仰。雖然對基督宗教沒有惡意，但我希

望中國能夠根據民族文化及現代化精神建立自己的東西。 

11. 個人認為國內文化不乏信仰理念等精神的糧食，瞭解接觸基督宗教無可厚非，

但更多國內信徒人在亞洲，卻恨不得把頭伸到歐洲「虔誠虛心」媚外求教。 

12. 中國的儒釋道文化的混合體會以其頑強的生命力和文化上的寬容「同化」外來

的基督宗教，不必擔心。 

13. 基督宗教產生於西方，畢竟與中國傳統文化有不相適應之處。中國的傳統文化

的基本思想與西方文化的基本思想其本質是不同的。信仰自由固然無可厚非，

但我認為不應讓基督宗教中某些不適應東方文化的內容過於滲透到人們的思想

中。 

14. 基督宗教教義中「罪」的觀點與它入世性的教會組織從一開始就擁有對現世的

批判性，這一文明形態，是中國傳統政治哲學中從未遇到過的挑戰。 

15. 基督宗教是西方文化的精粹，應該學習和瞭解，但我認為它不適合中國。它只

可以在信仰中佔有一部分比例，但不會造成大範圍的影響。中國幾千年的文化

傳統不會輕易改變。中國文化自古以來就有很強生命力。當年佛教傳入中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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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對中國文化構成了挑戰，但還是被中國文化接受並消化了，成了中國文化的

一部分。所以，我認為基督宗教文化有可能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但不會影

響中國文化的主體性。 

16. 基督宗教在中國長期看來有中國化、區域化的傾向，特別是在農村及偏遠地區，

把基督宗教融入中國文化體系，讓基督宗教中國化，甚至產生新的教派，更是

可能、也更可行的宗教政策。這樣既達到宗教本身慰藉人心的作用，又維護了

中華文化的主體性。可參照禪宗的產生及佛教中國化的歷程。 

17. 可像佛教、道教一樣在中國傳播，但不能當作迷信，也不能秘密傳教。 

18. 關於基督宗教問題，學者可在中西文化比較的框架下進行深入研究。 

19. 基督宗教本身就是一個複雜的存在，不能以獨斷的眼光看待它，理性分析為好，

其存在有利有弊，但關鍵是揚利避害，並非存滅之分，基督宗教中的新教是蘊

含有很大合理性的。 

20. 基督宗教的發展與中國轉型期的「信仰真空」有關。另，其發展乃是有組織的，

應保持警覺，在大學、農村經常碰到傳教的人，甚至上門拜訪不乏其例。 

21. 目前，我見過的農村基督教中存在大量迷信思想，已經和我瞭解的正統基督教

思想相去甚遠，當然，我對他們宣傳行善的思想還是很贊成的，目前，如何規

範農村基督教會的發展應該是一現實而艱巨的任務。 

22. 在我的家鄉農村，我見過很多所謂「傳福音」的人士，他們號召大家信仰基督

教，但卻搞得像「法輪功」一樣，如號召大家不去醫院。不知道這是他們個人

的問題還是基督教的問題。一方面有人上當，另一方面這也給基督教在中國的

發展帶來了很多負面影響。 

23. 基督教的盛行源於精神生活普遍的浮躁與焦慮，需要通過一種儀式來淨化心

靈，Science aims to discover facts, but leaves us free to find our own values. 

24. 基督宗教對當前中國的精神和社會危機有不可估量的治療作用，對於如何推

廣，一方面要爭取更自由的政策環節，另一方面要探索本土化的傳播管道。 

25. 任何一種宗教都要確定它和社會的關係，當它發展到危害社會的良性運轉時自

然遭到阻力，如果基督宗教的世俗化問題能夠處理得更好，在中國的發展會更

順利，我對它也表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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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誰能給老百姓帶來財富、和諧、社會安定以及民主、自由和權利，我就信仰誰，

不論是馬克思主義、資本主義、儒家還是基督宗教。 

27. 基督宗教成長於西方土地，安頓了一方靈魂，一如儒道對於中國。對於各種宗

教學說，我以為有一即可。人生於世，目的是為了安頓身心，而非刻意要皈依

何處。與宗教的朋友聊天，覺得他們的精神世界很安適，不過這一切我也能得

之于中國文化。所以覺得，並行不悖即好。大家實在是殊途同歸。 

28. 宗教的根本作用在於撫慰人的心靈，給精神空虛或無以寄託的人們一個支撐。

基督宗教是這樣，佛教、伊斯蘭教亦然，萬宗歸一。人們需要的只是那根支柱，

具體是哪種宗教，其實並無分別。 

29. 我個人非常欣賞新教的教義，它教導人正義、無私、大愛、愛人又愛己，愛和

睦、愛生活、愛喜樂、寬人律己，愛義人的律法，心中永有希望、盼望，並且

它並不具有嚴格的教規、誡條，使人能夠平靜、安息於教義之中，但我遇到了

一些偏執的教徒，讓我感到了他們的迷信，但一切與他們個人的生活經驗相關，

這並不影響我對基督教的信仰。總之，我認為宗教是讓人有信仰，心中有主，

心中有自己的律條，律己寬人，和平的生活在人的世界。 

30. 我家庭中有信佛教的，也有信基督教的，相比而言，信基督教的更文明些，佛

教中有很多糟粕被民間信仰變成了迷信，而基督教要少些。我不排斥宗教，也

喜歡聽宗教的故事，很有意思，宗教把糟粕除掉就會對社會有益，人需要信仰

和敬畏。 

31. （基督宗教是）猶太人偉大智慧的結晶，曆久彌新，總有很多啟發。不論歷史

還是如今，我相信它是一種開放的宗教，是有價值和意義的。 

32. 我本人在國外生活過一段時間，如果在國外環境待上很長時間，我相信我會成

為教徒。但回國後教堂太少，加之氛圍有限，加之我覺得西方的基督宗教更純

粹些，中國人一信教就有些「上綱上線」，所以，我不能算是純粹基督徒，但

我相信上帝，同時作為中國人，受傳統文化影響，我也相信佛祖，也會習慣去

寺廟拜拜，這麼講，應該算是泛神主義，希望神靈不要怪罪，呵呵。 

33. 和內斂的佛教相比，基督宗教更具擴張性，更具有和政治工具結合的潛質，個

人更欣賞佛教及其完整的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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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在中國適度發展才是最好，不能像韓國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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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ttitude of Peking University students towards Christianity has been 

quite influential in China. Using non-probability sampling, the authors did an 

exploratory survey of the current attitudes of Peking University students towards 

Christianity. Overall they hold a neutral, objective and cautious view of 

Christianity. Most of them know a little about Christianity, and those who had 

Christian neighbours were more likely to be familiar with the religion. As they 

learn more about Christianity, they are likely to have a more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it. The main channels for them to get to know about Christianity are the 

mass media, reading and chatting with teachers or friends. As these students 

know more about Christianity, Christian preaching gradually becomes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them to learn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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