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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不見的聲音:關於中國基督教城市民工

教會的研究

一一-以《都市裹的鄉村教會》為中心

袁浩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使選人

改革開放以來，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在中國的復興，已

經成為中國社會中的一個熱點議題，亦引起學術界較多關

注。而海內外學術機構關於中國基督徒人數的調研與爭論

為此做了一個很好的注腳。 1學界對中國基督教的研究，更

多是探討基督教復興的原因，以及相應的政教關係問題。

為學界所忽略的是不同社會經濟與文化處境下中國基督教

自身的變遷。比如，中國急劇的社會變遷與城市化，對中

國基督教的分佈有何影響?遷移到城市中的鄉村基督徒，

其生活與信仰如何?黃劍波的《都市裹的鄉村教會:中國

城市化與民工基督教} (香港:道風書社， 2012) ，回應

了上面的學術問題。筆者亦十分關注城市民工教會發展，

並作跟蹤調查研究。從二0-0年至今，筆者每年都赴北

京做民工教會的田野調查。結合我的參與觀察及訪談，本

文評述《都市裹的鄉村教會} (以下簡稱《教會》一書，

1.三0-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在《宗教藍皮書》中公佈全國基督教入戶調

查資料，中國基督徒人數2，305 萬，佔全囡總人口的 l叫8%; 二O一一年美團皮爾研究中

心 (Pew Re間sea缸Ich
萬，佔總人口 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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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提出若干討論的議題請教於諸位學者。) 2 

一、該書簡紹

《教會》是在貝勒大學宗教研究所 (Institute for S阻dies

of Religion, Baylor University) 支持下的一項團隊合作的集

體成果。是項研究的田野調查涉及諸多城市，女日北京、上

海、重慶、大連、昆明、延邊等城市，影成較為豐富的調

查報告。該書以二十一世紀初北京民工教會封為主要研究

對象，並輔以其他城市民工教會的個案，採用人類學、社

會學研究路徑，重點對民工基督徒的歸信與信仰維持進行

多維度的詮釋。該書提出許多有價值的研究問題:如當代

中國基督教發展的城市化處境、城市化對鄉村教會與城市

教會的衝擊、社會變遷與中國基督教類型的新劃分、弱勢

群體歸信基督教的社會科學之解釋等。此書還提出一些重

要的理論關懷，如文化與傳統的斷裂、延續性，基督教的

普世性與地方性等。對於重要的研究問題，該書嘗試回答

這些問題，且給出一些精彰的答案。

三、城市化與民工教會

在當代中國，對民工基督徒信仰與生活的理解，必須

置放在一個更加廣闊的社會政治與文化處境當中，而城市

化是其中一個重要處境。一九八0年代以來由政府、市場

等因素推動下的城市化，帶來中國人口持續大遷移，大量

2. 關於當代北京基督教研究的課題，得到普度大學中國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 (The Center 

on Religion and Chin自e Socie大y at Purdue University) 的支持，得益於過去兩年與香港中
文大學崇墓學院神學院那福增教授及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劉紹麟博士歷次的小組討

論，特此感謝。

3. 教會系統A' 其母會是安徽鄉村地區一著名家庭教會團隊，興起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

現發展成為一跨省份的教會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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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從農村向城市流動。 4幾乎同一時期，一九八0年代之

後的二十年基督教在中國鄉村復興與發展，尤其是河南、

安徽、溫州地區。農村人口往外省流動，農村基督徒亦被

人口流動這個社會變遷所席捲，往城市遷移尋找工作。

本書用一章從社會學角度探討生成民工的城市化及其

結果，指出中國城市化的兩個特徵:作為制度安排的戶口

制度，基於利益選擇的城市准入制度。作者認為這兩個制

度性因素是中國民工身份及社會問題生成的關鍵。 5作為城

市化的一個結果一一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遷移，作者用「中

心與邊緣」的依附理論來解釋，認為是中國城市與農村二

元對立的框架形成了中心與邊緣的格局。

推動鄉村人口外出的一個宏觀因素在於發達地區與不

發達地區之間形成的「中心 邊緣格局」。而來自中心的

生產體系的擴展破壞了邊緣地區的傳統經濟結構和組織，

導致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出現，同時中心的發展又愈來愈需

要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大量人口是從邊緣流向中心。這樣，

中心與邊緣形成互相依附和彼此連結的態勢。 6

基於拉美發展經驗的「中心與邊緣J 依附理論，能否

有效解釋中國鄉村人口向城市轉移之原因?加州大學爾灣

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mia, Irvine) 蘇黛瑞 (Dorothy J. 

Solinger) 的研究成果無法迴避。關於一九八0年代以來中

國農村人口流動，蘇黛瑞用推拉理論模式、歷史結構模式

4. 一九九0年代以來中國人口大遷移，以洞南省為例說明。洞南省是中國農業人口大省，

長期以來河南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居全國首位。三00四年年底，全省轉移的農村勞動

力達 1 ，380 萬，會外務工者 705 萬，省內務工者 673 萬。而到二0-0年上半年，全省

農村勞動力轉穆高達 2，363 萬，省內轉移 1 ， 140 萬，省外轉移 1 ，200 萬之多。數據源自

曹明， <新時期河南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主要特點及發展趨勢分析> '載《企業活力》

7 (2011) ，頁 48.53 。

5 黃劍波， <:都市里的鄉村教會一一中國城市化與民工基督教> (香浴:道風書社， 2012) , 

頁 38 。

6. 同上 2 頁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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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觀的社會關係模式，回答不同類型的農村地區之人口

外流之原因。具體而盲，中國鄉村人口向城市遷移，其推

力因素有國家政策的政治經濟學、勞務輸出省份的生態系

統;社會關係網則被視為鄉村人口流出的拉力因素。中國

鄉村人口往城市的流動，是政治經濟等多重因素交織在一

起的結果。顯然，中心邊緣的依附理論並不能解釋這個複

雜的社會現象。

要追問的是，中國的城市化是一種怎樣的城市化?具

體而育，除戶口制度及城市准入制度之特徵外，它還有怎

樣的特徵?這些特徵如何影響到民工基督徒的信仰與生

活，以及民工教會自身的變遷?

蘇黛瑞用[中心與邊緣」理論解釋了流動人口與老家

仍然保持若無法割裂的聯繫，除少數擁有很大經濟資本與

社會資本的群體，中國流動人口很難融入中心成為城市公

民，而不得不回到農村。 7這是中國城市化的又一重要特

徵，正是這個特徵很大程度決定民工階層的未來。不可忽

略的是，這一特徵亦很大程度決定民工基督徒與民工教會

未來發展，民主基督徒大多數城市中的客旅，從而民主教

會僅僅是一個暫時的、流動的信仰共同體。

該書作者所使用的城市化，強調在宏觀層面城鄉之間

的差異與人口流動。研究民工基督徒及民工教會，不容忽

視的是一個處境是微觀意義上的城市化，如某一個城市的

城市化。農村基督徒進入城市之後，所面對的並非一個靜

止的城市與社會，而是需面對急速的社會變遷。北京自一

九九0年代以來，城區面積向周圍擴張至三環四環;隨城

區面積不斷擴大，城市邊緣的農村而不斷被拆遷。這種變

7 蘇黛瑞著，王春光、單麗卿譚， {在中國城市中爭取公民權> (杭州漸江人民出版社?

2009) ，頁 160-1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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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制約民工基督徒生活區域與職業的選擇，制約民工教會

宗教活動場所的選擇。近些年北京民工教會的部分領袖看

到城市化與拆遷給教會所帶來的危機，因此推動民工教會

的轉型，推動民工教會融入城市生活。教會轉型體現在這

樣幾方面，教會活動場所從平房遷至城市居民區的樓房，

力圖改變會眾構成的同質性而追求多樣性的群體，改變非

制度化的教會建制，不再單單堅持靈恩色影的宣教方式，

講究理性的信仰表達等。從教會轉型而吉"民工教會不再

單單是「城市中的鄉村教會J '而是處在傳統與現代之問，

帶有某種過渡的性質。

中國城市化的上述四方面特徵，構成民工基督徒與民工

教會的具體處境，而這些具體處境有助於我們理解民工基督

徒的信仰與生活，以及民工教會在城市生活中的變與不變。

三、民工基督徒的教會選擇

對於基督徒而盲，信仰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參與

教會，離鄉背井的民工基督徒亦不例外。該書指出，鄉村

基督徒進入城市之後，由於不熟悉城市環境，建築物較為

公開的三自系統大教堂成了第一選擇。而那些來自獨立鄉

村教會系統的基督徒，通常會選擇非三自教會。對於家庭

教會而盲，民工基督徒更傾向參與傳統家庭教會的聚會，

與所謂的由知識分子與專業人士組成新興家庭教會保持著

疏離感，或者很難融入。 8此外，與以上兩個選項不同的是，

民工基督徒建立起主要由民工群體組成的教會一一民工教

會。作者認為，民工教會的形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鄉

村教會的特徵，因此暫且稱為「都市裹的鄉村教會J 0 9 

8. 黃劍波， <:都市里的鄉村教會:> '頁 53-58 。

9. 同土，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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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對民主基督徒教會選擇的分類，主要基於北京民

工基督徒的宗教經驗，如崇文門堂、珠市口堂、新興城市

家庭教會等。結合二0一一至二0一二年對北京基督教的

田野經歷，我嘗試對民工基督徒其教會歸屬進行更全面的

分類與解釋。

1. 參與三自教會

以北京基督教海澱堂為例，海搬堂主目崇拜有五堂，除

英語堂，其他四堂皆有民工基督徒參與。海澱堂下屬意會點

多達四十個，散佈於北京市海澱區。 10有幾個男竟會點的會眾

構成以民工基督徒為主，如西北旺聚會點與香山東會點。 11

筆者於二0一一年六至七月參加海澱堂新人接待、查經

班、見證禱告會，都遇到參與信仰活動的民工基督徒。論

及海澱堂會眾的構成，海澱堂主任牧師WWQ如此說:

很難說海澱堂會眾以哪個群體為主，或許可以說是非常

多元化。有大學生、大學教師、公司白領、退休職工、各省

份來的農民工等。對我們而言，會眾如此多元，會眾牧養是

一個挑戰。 12

經過訪談，有這樣幾個有趣的發現:首先，民工基督

徒參與三自教會，與他們此前的教會歸屬有很高的相關

性。他們往往來自家鄉的三自教會或者對三自教會沒有強

烈排斥感的其他類型教會。其坎，來自鄉村家庭教會的基

督徒，年青一代較之於信仰先輩缺少政教衝突的信仰經

10. 海澱堂官方網站 (h加 //www.hdchurch.or咄0叩e.h組過〔瀏覽於 2013 年 4 月 22 日 1 ) 
11 二0一一年三月訪談海澱堂同工WJQo

12 三0一一年三月訪談海澱堂主任牧師WWQ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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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以及對中國基督教歷史問題的認知，他們參與三自或

家庭教會並非是一個二元對立的選擇。

2. 參與家庭教會

民工基督徒較少參與新興家庭教會，主要原因是這類教

會與民工基督徒生活及工作區域的距離太遠。新興家庭教會

多分佈在市區，而民工群體多居住於四環五環之外城郊，交

通成本與時間是一個不得不考慮的因素。其吹，民工基督徒

群體缺少了解新興家庭教會的社會網路。有少數民工基督徒

參加新興家庭教會，一毆時間之後發現並不能融入教會，於

是選擇離開教會。訪談中有信徒認為他們與教會學生、知識

份子及專業人士沒有共同話題，很難聽懂主日證道;而且他

們工作太忙無法委身教會及小組團契;他們內心深處亦有自

卑，與信眾存有很大隔閔。的民工基督徒在新興家庭教會教

會很難委身 3 往往轉而參加其他類型的教會。

3. 參與溫州人教會

一九八0年代後期以來，隨溫州商業網絡的向外拓

展，溫州商人及溫州基督徒亦從本土遷至全國大中城市。

一九九0年代北京的溫州人開始興起。發展之始溫州人教

會的地區主義色彩較濃，其成員基本是溫州基督徒。近些

年有溫州人教會開始轉型，嘗試吸收非溫州、|籍同工與信

徒，以改變會眾構成較為單一的局面。筆者曾參與觀察北

京兩間大型溫州人教會系統，與之有聯擊的意會點有四十

個左右。這兩間溫州人教會吸納相當一部分民工基督徒。

溫州人教會有兩個特點促使民工基督徒參與之，一是信徒

工作或居住區域距離溫州人教會較為近便。另一個原因

13 三0一一年六月訪談北京ZGC教會民工基督徒A與B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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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溫州人教會有許多基督徒老間，他們有豐富的社會關

係網路與經濟資本，且願意幫助民工基督徒找工作。

4. 民主教會

北京民工教會的建立並非是民工基督徒白發成立，河

南、安徽等農村大型教會系統的城市宣教是城市民工教會

興起的組織動力。于建嶸在其研究報告中提到安徽YS團契

及河南CG團契。 14這兩家農村家庭教會系統從一九九0年

代末開始城市宣教，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建立起規模龐大、

聚會點眾多的民工教會系統。比如， CG團契在北京的一個

牧區有接近三十個意會點，民工基督徒大約三千人。

5. 由民工基督徒自發組成的禱告會、見誼會

筆者曾在北京偏遠郊區的馬連店、沙河參與過這類信

仰活動。居住在同一個區域的民工基督徒，因信仰生活的

需要，由較為成熟信徒組織見證會、禱告會。這類信仰活

動人數較少，從幾個到十幾個不等。其形式較為單一，一

般沒有查經;一是他們受教育程度低，較難獨立閱讀《聖

經]> ;二是小組與團契缺少成熟信徒。這種白發的信仰活

動往往被溫州人教會或民工教會系統所吸納成為聚會點。

民工基督徒對教會的選擇及參與，與這樣幾個因素存

在密切聯繫。第一，居住或工作區域與教會的距離。基於

交通時間與成本，民工基督徒一般選擇距離近的教會。第

二，民工基督徒的社會網路。民工基督徒的進城、生活與

工作往往離不開親戚、朋友及老鄉的介紹。同樣，民工基

督徒了解教會亦離不開別人的介紹。第三，民工基督徒在

14. 于建嶸， {為基督教家庭教會脫敏} ，二00八年十二月份在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演講

(htlo:llwww.sachina.edu.cnIH加，lda旭larticle/2008/1211696.h如註〔瀏覽於 2013年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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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鄉所屬教會的身份。家鄉教會若具有濃厚的排他性，一

般那他們會選擇同一種類型的教會。第四，教會對民工基

督徒的適切度。民工基督徒一般不會選擇與自己社會文化

差異較大的教會。

四、歸信的社會科學解釋

本書的一個研究問題是:作為弱勢群體的民工基督

徒，其歸信的社會科學詮釋如何?作者從三個維度去闡釋

民工基督徒的歸信:實用主義的解釋、宗教作為文化體系

對生活的解釋、基於身份與承認的解釋。

關於弱勢群體的宗教皈依，海內外學術界相關研究已

是非常豐富。大致有這樣幾類解釋框架:一、宗教歸信可

獲取經濟利益、社會資本與政治機會;二、宗教歸信是個

體或群體身份認同的需要。李樹熙以十九世紀廣東潮訕鄉

村基督教為研究對象，他發現當地宗族以基督教作為政治

手展，增加在族群事門中的社會資本與權力資源。的劉達芳

(Liu Tat Fong) 以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水上社群為

研究對象，探討他們如何借宗教及族群身份，使用自己處

境中的有利資源，創造屬於自己的宗教禮儀與方式，以便

提升其群體的社會地位。 16李樹熙與劉達芳對弱勢群體的宗

教皈依，都是從實用主義路徑解釋的。

本書研究以翔實的訪談來詮釋民工基督徒歸信的實用

主義傾向。但他並沒有停留於此，因為實用主義的解釋是

有局限性的。如果民工基督徒的歸信基於功利主義、實用

15 李樹熙， <:聖室里與槍炮:基督教與潮州社會 (1860司1900) >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
獻出版社， 2010)

16. Liu Tat Fong' <:爭取社會地位:香港水上人的宗教與種族> (Negotiating Social Status 

Religion 祖dE也nicity in a Seui Se站時 Yahn Settlement in Hong Kong ; 1999 年香港中文
大學人類學系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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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但民工基督教處在苦難當中一一無論是經濟貧困、

疾病、社會歧棍、身份迷茫以及政府苛刻的管制，如何解

釋民工基督徒依然持守基督教信仰?按照實用主義的分析

模式，遭遇苦難且信仰對解決苦難失效的情況下，基督徒

會放棄信仰抑或轉而尋求其他的信仰。生活中固然存在這

樣的信徒，但也存在同樣處境的基督徒卻依然堅持信仰?

這種宗教現象是實用主義的分析模式難以解釋的。

高健松 (Jason Kindopp) 的《當代中國的新教政治》

(The Politics ofProtestant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提及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農村家庭教會中的積極參與者往

往面臨官方苛刻的管制，他嘗試解釋為甚磨他們仍然願意

為信仰付出沉重代價。高健松認為原因在於這個群體的解

釋框架 (inte中retive 企ames) 一一一他們擁有的世界觀及共有

的信仰。而這恰恰促使這個弱勢群體建造一個更加緊密的

團體，去抗爭外在壓力。 17同樣的，面臨這樣的困境，如何

解釋民工基督徒在諸多苦難中仍然持守信仰?該書採用宗

教作為文化體系對生活意義的解釋，而這個分析框架補充

了實用主義的分析模式。格爾灰 (Clifford Geertz) 的理論

認為，宗教作為一種象徵體系，可以對生活世界中的不合

理和不安提供解釋，從而使得具體的生活處境以至苦難成

為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社會現實。 18

關於民工基督徒歸倍的部分，該書採用訪談的研究方

法，過訪談形成研究的文本，從文本分析得出結論，比如

民工基督徒實用主義信仰的結論。需留心這種研究方法的

17. Jason lG且dopp' <:當代中國的新教政治:一黨國家的國家控制、公民社會及社會運動》

(τbe Poli包.cs of Protestantism in Cont閱單orary China: State Con甘01， Civi1 Socie旬，血d

Social Movement 旭 a Single Party-sta起; The George W，閏h旭gton Dniv臨ity Ph.D. 
dissertati恤， 2004) ，頁 365-366 。

18. 黃劍波， <都市里的鄉村教會} ，真 79-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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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之處。將一個群體信仰簡單歸類為某種主義，是否對

複雜宗教現象的一種約化 (reductionism) ?研究過於倚重

田野中的訪談材料，完全從信徒的見證出發，這脫離信徒

的處境，對文本的分析難免有偏差。筆者曾參加民工教會

的主曰:崇拜，發現民工基督徒的表達能力非常有限。當禮

拜結束，教會傳道按照事先安排的程序邀請信徒做見證

時，筆者看到做見證的信徒分享不足兩分鐘就結束。並不

是信徒沒有準備好做見證，因為教會傳道巳請他們提前準

備分享。民工基督徒這個群體的表達能力非常有限，研究

者需挖掘被訪談者所沒有表達無法表達的精神世界。

五、理論關懷:文化的延續與斷裂，以及傳統與現代

作者在開篇便提及該書不僅討論案例，還有更大的理

論關懷:一是文化斷裂與延續問題;二是普世基督教的地

方性表達。而筆者在此主要討論民工基督徒歸信所揭示的

文化斷裂與延續之議題，以及背後隱藏的傳統與現代之思

考。作者提出文化延續與斷裂的理論關懷如下:

而這從更大的層面上來說，其實是希望能用這些案例

來討論所謂文化斷裂與延續的問題，因為在這些民工基督

徒身上可以看到兩種重要的變化:城鄉之變與信仰之變。

但是這種變化是否意昧著就是完全的斷裂?如果說有延續

的話，又是在甚麼意義上的延續，或者說採用了哪些方式

確保了延續?而這個文化變遷的議題無鍵是普通人類學乃

至整個社會科學界都關注的問題。特別是其變遷的動力，

變遷的模式以及變遷的走向。 19

該書提到，研究中國基督教的學者所關注的基督徒歸

信，注重歸信對於傳統中國文化而言的斷裂。對此，作者

19. 同上， 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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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民工基督徒的歸信很大程度擺脫傳統文化及社會關

係。但是他亦強調這種斷裂並非絕對，民工基督徒雖然歸

信，但仍存在原有社會關保及文化觀念的延續，並以各種

形式隱藏於民工基督徒的日常生活中。20筆者認為作者這個

判斷十分中肯。從本書的訪談及筆者收集的田野資料而

論，文化變遷過程中呈現甚麼樣的模式是複雜的，有斷裂、

有延續，亦有不同形式的延續與複製，還有創造性的更新。

筆者在河南一大型農村教會系統B21的神學講義《救恩

資訊》中，看到文化變遷中其衝突與斷裂的一面。《資訊》

以《舊約》十誠為原則，對基督教里的罪進行其體解釋。

而後《資訊》具體列出何謂基督徒的罪行，就「節期之罪 J ' 
《資訊》一文列舉基督徒不當做的罪行:

臘月二十三:祭娃、放炮;大年三十﹒請祖宗、上墳燒、

貼門神、放攔鬥柱、撒灰、綁芝麻杆、不准空鍋、不准斷火、

不叫小孩子做門檻;三十晚上熬年、不准梳頭、不叫照鏡子;

初一男人先起來閥門、啞巴不准叫門、不准倒水、掃地;祭

祖、祭天、拜老人、發壓歲錢、拜年、不准說東西少與壞;

十五十六元宵節看燈花、放煙火、送祖宗;清明節上墳、掃

墓、插柳枝、掛白紙條;五月初五端午節:吃粽子、吃雞鴨

鵝蛋、拜屈原;七月七拜牛郎織女、葡萄架下聽佳音;八月

十五拜月亮、吃月餅;九月九重陽節:喝米酒、插茱英...

中國傳統節 13 ，如春節、元宵節、端午節、清明節、

重陽節等，其節日、儀式與儀式的意涵構成中國文化的一

部分。對此，鄉村教會系統 B 的神學將傳統節目的設置以

20 同上， 126 頁。

21.鄉村教會系統B' 一九八0年代興起，主要在農村地區發展，與黃教授筆下的A教會系

統一樣，有全國性的宣教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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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儀式解讀為基督徒的罪行而加以掘棄。這樣基本割斷與

中國傳統的關係。教會系統 B 的個案，讓我們看到文化變

遷中斷裂的一面。

作者在書中提及一個宗教現象，即北京民工教會系統

A 中的「開禮拜」。無獨有偶，筆者於二O一二年八月訪

談北京民工教會系統 C 一位河南籍基督徒時，亦有提及:

間 開禮拜 7 可否再多介紹一下 P

答:這間教會連一個有高文化的人都沒有，最多就是初

中生，我們都是小學。平時咱沒有感覺自己多有信心，可是

別人家里鬧鬼，有甚麼事，請我們去「開禮拜 J 0 就是家里

有甚麼事，請幾個同工和傳道人去他家讚美禱告，只要到他

家一禱告，馬上就好了。神特別照顧。

問:不一定是禮拜天?

答.對，隨時都可以。預約時間，和同工一起過去 5 這

是我們老家的傳統。他自己沒有信心。當然，是神給我們的

特權。他也知道禱告，但沒那麼大信心，所以就請別的姊妹，

生命好點的為他禱告，一禱告他就感動，就好了。平時沒有

感覺自己信得好，真的感覺有時候疲乏，可是就是願意為神

做事，出去為人禱告啊，看看病人啊，都挺受感動的。有的

病人，去他家「開禮拜 J '今天去，明天去，他就好了。還

有晚上睡不著覺，恐懼啊，上他家一禱告就好了，就平安了。

就特別奇妙。被鬼咐，只要到他家一禱告，就下去了。基督

的力量多大啊!你奉耶穌的名為他禱告，鬼就跑了。鬼借著

那個人跟你說話，跟你對話，挺害怕的。我們時間長了，經

歷多了就知道 要借耶穌的名，只靠自己是不行的。

事情都是有順序的，誰該做甚麼都有安排。像「開禮拜J

不是很重要的，我們就去。害大病的劉牧師會去;像小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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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個小孩、娶媳婦，開喜禮拜、平安禮拜。各種各樣的，

不一樣。

北京民工教會系統B' 會眾主要以河南基督徒為主。而

開禮拜的形式多樣，包括喜禮拜、平安禮拜等是河南鄉村基

督教的傳統與儀式。鄉村基督徒遷移北京之後，他們將地方

基督教的傳統、禮儀複製到北京新的教會，仍然維持原有的

信仰表達。海坡恩 Ooel Halpem) 曾提到這樣一種社會現

象 城市農村化，大意就是鄉村人還移到城市之後，將原

有的鄉村生活模式、文化習慣複製到城市生活中。 22然而，

就河南鄉村基督教開禮拜的宗教傳統與儀式，在北京城市

的民工教會中得到複製與再現，我們看到文化變遷過程中

文化延續性的一面。那麼多開禮拜，與中國傳統文化存在

甚麼關係?該書認為，這看起來與民間宗教中許願還顧的

模式極為相似。 23筆者不敢認同這種觀點，筆者以為開禮拜

是鄉村基督徒對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是用傳統文化與

宗教的形式來表達基督教信仰的實質，是「新酒裝在舊皮

袋」。而鄉村基督教注重趕鬼醫治，筆者以為梁家麟的解

釋更為有力，鄉村基督教是一種復原主義樣式的信仰。 24

在城市的不同地區，居民生活方式千差萬別，傳統生

活方式與現代生活方式並存，往往互相交織在一起。如何

理解與對待傳統，或者說傳統文化?希爾斯 (Edward Shil日)

認為:

22. 史蒂文瓦戈著，梁坤、那朝國譯， <社會變遷>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7) 

頁郎-89 0 

23 黃劍波， <都市里的鄉村教會> '頁 75 。

24 參考梁家麟，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農村基督教> (香港建道神學院， 1999) ，第十

章「農村教會的危機與未來J '頁 408-43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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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化是圍繞人類的不同活動領域而形成的代代相

傳的行為方式，是人類在歷史長河中的長久積澱，是一種對

社會行為具有規範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時也是

人類在歷史的長河中的創造性想象的結果。因而一個社會不

可能完全破除其傳統，一切從頭開始或者完全，而只能在新

的傳統的基礎上對其繼續創造性的改造。 25

對於文化變遷以及傳統與現代，著者認為:

傳統與現代的二元敘事影響了我們對文化變遷的認

識，但絕不是說這個敘事方式完全失效或是一種錯誤。事實

上，它仍然是，並可能一直是我們理解近代中國以及當下中

國的一個重要的框架，我們真正不同意的是那種片面強調在

中國近代社會變遷過程中的斷裂這個方面。 26

事實上，金耀基對傳統與現代的關係有非常深刻的認

識，與該書的觀點有相同之處。金耀基認為許多人易用二分

法思考問題，這樣容易掉進理論兩極化的陷阱中。若是認為

走出傳統就進入現代，這是不符合邏輯，亦不符合事實。

從傳統到現代是一條漫長的道路...一誠如奧門 (Gabriel

A. Almord) 告訴我們，我們不可視之為靜態的，而必須把

它看作一個動態的連續體". 對於當代中國社會，有些非常

現代，有些非常傳統"" ,, 27 

25. 希爾斯著，傅鋒、呂樂譯， <:諭傳統}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頁 7 。

泊，黃劍波， <:都市里的鄉村教會} ，頁 126-127 。

27 金耀基， <:從傳統到現代}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 ，頁 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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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抑或文化，從傳統到現代的變遷，是一個連續不斷

的過程，是一個連續體。如黃教授書中所說，這里要努力整

合整個過程，則是在一種成為 (becoming) 意義上探望壘。 28

六、結論及期待

該書通過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將北京等城市

民工教會的信仰與生活，棚棚如生地展現在讀者面前，而

且給出許多有趣且有價值的詮釋，拉近了研究者、被研究

者以及讀者之間的距離。該書的精影與貢獻不再贅述，筆

者試圖通過以上四方面的評述表達不同的觀點或者補充該

書忽略之處。如有期待，正如高師寧在序吉中提到的:都

市裹的鄉村教會是否可能融入城市生活?如果可能，那麼

融入城市的動力機制是甚麼?宗教身份在這個融入的過程

中扮演何等角色?期待作者以後的研究。該書是項研究開

創中國城市基督教研究的先河，不論如何，這一學術貢獻

是要記入中國基督教研究的學術史中。

關鍵詢:城市化教會選擇歸信解釋

作者電郵地址: yuanzhuangzhuang@gmail.com 

28 黃劍波， <都市里的鄉村教會} ，頁 12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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