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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信仰和基督教的關係問題歷來重要而緊張。從歷

史上看，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自晚明耶穌會士來華傳教時

便已發生。可以說，民間信仰和基督教的關係問題，既是

自「禮儀之爭」以來的傳統問題，也是當代社會轉型時期

所要重新面對的新問題。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之深度考

察，既牽扯到基督教能否成為中國文化的有機構成，也涉

及宗教信仰格局及其交往關係的建構、以及國家、社會對

於不同宗教、信仰如何加以認同等重要問題。

基於此，本文試圖以福建某島的媽祖信仰與基督教信

仰的交集方式為研究對象，在考察近十年來民間信仰和基

督教互動關係之研究問題的基礎上，梳理媽祖信仰和基督

教信仰各自不同的社會化建構路徑，從而說明國家權力對

於不同宗教信仰的定義與定位方式，乃是導致不同信仰與

l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項目《中國民問信仰研究> ( lO&ZDl 13) 以及《現階段

我國社會大眾精神文化生活調查研究> (12&ZD012) 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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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在其表達及其實踐路徑呈現差異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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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統信仰與基督教關係及其問題

當代中國民間信仰和基督教之間的關係 p 早在二十世

界九十年代初就有學人指出，基督教的發展(尤其在農村

的發展) , I實際上是鬼神觀念極普遍的中國老百姓在信

仰對象上的一種轉移或移情J 0 2廣大群果中普遍存在的鬼

神觀念是基督教發展的決士。 3正如高師寧教授所言， I 中

國農村基督教的發展仍然處於兩難之間:一方面繼續受到

民間信仰的影響，另一方面不得不與迅速復甦的民間信仰

予奪信眾 J 0 4此外，基督教與中國傳統文化在實踐層面的

相遇，類似「交鋒或交響J 這樣的特殊現象，如同「農村

葬禮中呈現的基督教與中國傳統文化間的張力與融合J 0 5 

與此相關，民間信仰轉為正統信仰與基督教信仰之衝

突的代表性實例是:雲南省紅河縣寶華鄉一位不信基督教

的九十一歲高齡的老太太去世後，出現了兩場葬禮選擇的

衝突 9 結果是基督教會的葬禮隊輸給了傳統信仰的葬禮

隊。另一個代表性例子是，貴州省青岩縣一位基督徒家庭

葬禮，因不請當地道士來做道場 9 遭到了一些村民的反對。

於是，在出殭送葬時，有些村民就不允許基督徒家庭的棺

木經過自家門前的道路 3 促使村里的基督徒只好抬著棺木

繞道從田壇上走過。由此可見 3 三百多年前「禮儀之事」

過程中圍繞著婚喪嫁娶的相關問題，始終是困擾基督教及

其信仰方式在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主要矛盾。它說明: I 中

U司

2. ?王維藩， <談基督教的現狀問題) ，載《宗教》第一期 (1991)

3 蕭志恬， <四十年來基督教宗教活動框架的變遷) ，載《宗教》第一期( 1991) 

4. 高師寧， <當代中國民間信仰對基督教的影響) ，載《斯位學刊》第二期 (2005) ，頁

51-56 0 

5 高師寧 ， <交鋒還是交響 基督教與中國傳統文化在實踐層面的相遇) ，載《中國民

族報} (2010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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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擁有幾千年的敬祖傳統，如果『不拜祖宗、不哭父母』

則『不忠不孝~ ，會遭到鄙視」的信仰現象。 6有學者曾用

「衝突與矛盾」和「交融與互動J 來概括此類信仰現象，

進而討論鄉村生活中「外來宗教」與當代傳統民間信仰的

關係， 7以及當代基層社會中再吹出現的民教衝突事件。 8這

些討論，明顯提出了「基督教在村莊里還是製造了局部分

裂，有時確實會在村莊生活中阻釀衝突」的論點。 9

除了上述現象及其研究所呈現出的張力、融合、並存

論和衝突論外，還有學術界因「宗教生態失衡」而導致民

間信仰和基督教之間的「反相關」研究。如「民間信仰的

衰落，才使基督教的發展成為可能;民間信仰與基督教的

關係成為反向關懷J 的研究 ;10認為宗教生態失衡，成為基

督教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或者是說根本原因。 11如果是

「傳統宗教力量保持得較好的地區，也就是宗教生態較為

平衡的地區，基督教的發展一般比較緩慢，反之 3 基督教

則會迅速發展J 0 12然而，與此不同的研究卻指出，為何宗

教生態會因為基督教的快速發展而導致失衡?即便是在基

督教得以逐漸發展的同時，傳統宗教如佛教、道教乃至民

6 曾強， <衝突與適應﹒對當代農村宗教信仰的社會學思考一一以魯西南張莊村為例〉

(中共中央黨校碩士學位論文， 2004 年 6 月) ，頁 17 、 29 。

7 劉志軍， <傳統信仰與基督宗教的衝突與融會 張店鎮個案研究) ，載《宗教學研究》

第三期 (2007) ，頁 122-129 、 226 。

8 陳進國， <本土情懷與全球視野 嶺、湘、雲三省基督教的基本情況分析) ，載金澤、

邱永輝主編， {宗教藍皮書中國宗教報告>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2009) ，頁 249 。

9 陳柏峰， <基督教傳播與中國宗教再認識一一從那南農村經驗切入) ，載《三農中國》

(2012 年 10 月 3 日 , httn://www.s血g.cnlartic1e/2012/1 003/a吐血le 30389.htm1 [2013 年

11 月 20 日登入) ) 
10. ~封建， <溫州散記溫州的道教、民間信仰和宗教生態) ，載《當代宗教研究》第二期

(2004) ，頁 13-16 0 日大吉 ， <關於繼承和重構傳統的民間宗教文化的一些思考〉

載《當代中國民族宗教問題研究> (第 4 集) (蘭州l 甘肅民族 '2009) 頁 10-11 。

11 愛國， <民族民間宗教信仰對於宗教生態平衡機制的維繫) ，載《中國民族報宗教專

刊> (2010 年 1 月 12 日)

12 段琦， <宗教生態失衡對基督教發展的影響一一以在西余幹縣的宗教調查為例) ，載《中

國民族報宗教專刊> (2010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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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信仰依然能夠呈現出較快的發展趨勢。這就並非基督教

本身所能主導的宗教發展格局，說明在「宗教生態」之外，

還存在著一種能夠主導宗教信仰關係發生變異、促使中國

社會信仰呈現主從或偏正關係的「權力生態 J 0 13 

這些討論，無疑有益於深刻認識基督教在中國信仰關

係格局中的兩難處境。在傳統文化與民間信仰得以大規模

復興的當代中國，民間信仰幾乎被視為正統信仰方式 3 而

那些試圖通過民間正統信仰復興等途徑來消滅基督教信仰

的做法，促使當代中國社會中的信仰關係處於一種撲朔迷

離、此長彼泊的二元對立狀態。縱觀基督教在中國社會兩

百多年、乃至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發展，仍然沒有擺脫其

本土與外來、歷史與現實的中國化難題，基督教在中國和

中國基督教之間的關係始終難以平衡。

因此，研究民間信仰和基督教信仰之間的交集與互動

關僚，首先要有一個公正地對待不同宗教信仰的公共理

性，而不是從本質上偏向某一種信仰關係 9 從而定義宗教

生態如何平衡。其吹，考察民間信仰與基督教信仰兩者之

間的關係，也需要將其置於具體場域，從社會認同、鄉村

秩序的整體構成及其發展過程中，分析兩者的互動關係或

彤成差異的多種構成因素，並考察其不同的功用和地位

等，而不是簡單地各執一端或偏向一方。

在研究方法層面，關於民間信仰和基督教信仰之關

僚，學術界已經慣於使用楊慶望提出的「制度性宗教」和

「彌散，性宗教J 概念， 14並以前者對應基督教信仰，後者對

應民間信仰。如上述論著的基本主張，基督教信仰的制度

13 李向平， < r宗教生態 J '還是[權力生態j 從當代中國的[宗教生態聲音j 思潮談

起) ，載《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一期 (2011) ，頁 124-140 。

14 楊慶望著，范麗珠諱， (中國社會中的宗教-宗教的現代社會功能及其歷史因素之研究》

(上海上海人民， 2006) ，頁 2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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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提供了基督教在中國社會快速發展的合法性基礎，而民

間信仰的彌散性則無法獲得其復興、發展、抗衡於基督教

的合法性與可能性，從而呈現了宗教生態失衡。因為「宗

教J 一詞完全引入西方的概念，只承認制度性宗教是「宗

教J '而將分散性宗教或普化的宗教視為封建迷信。這對

民間信仰的復興與發展十分不利。的這就使得學術界在用制

度性宗教和彌散性宗教的概念、方法，來分析民間信仰與

基督教信仰關係之際，容易於從制度性等同於合法性層面

否定基督教，而從彌散性、底層性、正統性出發，同情民

間信仰，形成此消彼長的二元思維方式。

比較學界的固有論著，本文以福建某島上媽祖信仰的

復興、發展過程來看，彌散性宗教和制度性宗教的概念顯

然不能說明媽祖信仰和基督教信仰在島上的具體生存特徵

及其信仰關係。因為這兩個概念，局限於信仰關係的靜態

描述，忽略了它們都是一種社會權力建構的結果。這就是

說，無論制度宗教，還是擴散宗教，它們無疑都是一種社

會權力建構的動態過程。

本文所論的民間信仰與基督教信仰關係，則與上述常

見的民教信仰與基督教交往現象相反，該島的媽祖信仰一

方獨大，基督教雖是制度性宗教，但其功能淡化，經常被

處於一種被擠壓、被削弱的邊緣化狀態。其間的信仰主從

與偏正關係，早已出離了制度宗教或彌散宗教的概念，而

在於其信仰關係能否作為一種地方權力的建構 3 能否與地

方公共權力進行有效的整合，並且被嚴於地方權力秩序的

建構之中，呈現為一強一弱的主從、{扁正關係。這種基於

地方公權力所建構出來的媽祖信仰強大、基督教信仰弱小

的不平等關係，恰好說明了公權力在不同信仰關係的建構

15. 段琦， <宗教生態失衡對基督教發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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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所能發揮的關鍵作用，宗教生態是否失衡，實質上

乃是源出於與信仰關保密切關聯的「權力生態 J '而非靜

態的客觀存在。

二、媽祖:被建構的社區文化信仰

從歷史上看，清乾隆以後，該島的媽祖祖廟己頗具規

模，成為一座有九十九間齋房，號稱「海上龍宮J 的雄偉建

築群，並一直保留至一九六六年。一九八七年八月，該島的

媽祖祖廟董事會成立之後，大規模的媽祖祖廟重建工作才得

以順利開展。從那時開始 9 媽祖信仰就漸漸具有了覆蓋該島

全部區域的地方信仰特徵，本文稱之為「社區信仰方式J

阿
崗
闢
惶
因
于
同
U
同
川
同

1. 社區及其信仰的構成

「社區」一詞，最早由德國社會學家勝尼斯 (Ferdinand

Tönnies) 在其著作《社區與社會} (Community and Society ) 

中提出，但當時他並沒有看重其地域性的特徵，更多是在強

調人與人之間所形成的親密關係及其對社區的歸屬感與認

同感;而後吳文藻、費孝通等中國社會學家將“community"

譯成「社區J '從而成為中國社會學社會研究中的適用術謂

之一。

一般而盲， í社區」概念具有四種基本涵義: (一)

定性理解，把社區視為一個居住地方; (二)人類生態學

理解，把社區視為一個空間單位; (三)人類學的理解，

把社區視為一種生活方式; (四)社會學的理解，把社區

視為一種社會互動。 16可見，社區就是在一定地域內發生各

種社會關係和社會活動，有特定的生活方式，並具有成員

1;1 
i 司
門

16 韋克維、趙志仁， <:社區管理學習指導> (成都 四川人民， 2005) ，頁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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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信仰關係的主從與偏芷

歸屬感的人群所組成的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生活共同體 ;17

可以表現為多種物質形態 9 如「城市、組織、街區、村莊、

宗教組織等都可被看作社區J 0 18 

在此意義上，媽祖信仰就是一種具有空間特徵、社會互

動、促使該島居民乃至信仰者共同構成地域歸屬感的一種交

往方式與信仰方式，可以視為一種具有社區特徵的信仰形

態。楊鳳崗教授在關於中國民間宗教具有個人的、宗派的、

社區的三種劃分類型中 9 就將媽祖和關公、龍王爺、土地等

都看作是地域性的神靈崇拜，將其列為「社區民間信仰類型」

(communal folk religion) 0 19他認為媽祖是沿海地區人們的

守護神 3 並肯定了社區性的民間宗教對於社區的服務功能多

從而不同於「個人型民間宗教J (individual folk religion) 

「宗派型民間宗教J (sectarian folk religion) 等兩種民間宗

教類型。這種分類方法，實際上超越了楊慶望兩種宗教概

念，成為解釋民間信仰構成及其特徵的最新方法之一。

媽祖信仰在島上一千多年的發展與變遷，使得該島成

為朝拜媽祖的聖地，同時也真定了島上濃厚的媽祖信仰之

文化心理。這些使得該島居民向來基於對媽祖的信仰和對

於祖廟的尊崇，自行集體約定將島上的社群組織，依地理

環境相鄰和人口數目等條件，以十四個地方媽祖宮廟為分

層負責的基礎領導單位，統劃分成四個指標區域 9 即四個

「閣」作為分別輪流逐年主持負責分擔祖廟的人力勞務和

經濟花銷而成的獨特區分單位。20每年農曆三月二十三日媽

17. 美從清， <:社區研究 社區建設與發展> (北京:華夏， 1996) ，頁 4 。

18. Lin御， Stoneall, Count Life: Five Theories of Community “M" (New York: Praeger, 1983), 
p.103 

19. Fenggang Yang & Anning Hu,“Mapping Chinese Folk Religion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 in Journal戶r the Scientific Stu砂 ofReligion 5 (2012), p. 508 
20. 姚文琦， <:民間信仰與社群關係 以蒂固溺洲島之媽祖信仰研究為例> (廈門大學博

士學位論文， 2007 年 10 月) ，頁 74-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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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誕辰和九月九媽祖羽化升天紀念日，島上信眾都會去祖

廟燒香朝拜。尤其是元宵媽不且節期間，大多數行宮都有信

眾去祖廟請香，彰顯了媽祖在此海島社區民眾心中無可替

代的崇高地位。

特別是近年來媽祖信仰申請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

成功之後 3 媽祖信仰成為地方改府業績、海峽兩岸的統戰

方法的重大工程，從而進入了地方公共權力的重大建構範

間。這說明媽祖信仰作為一種社區信仰形態及其形成，既

是一種自然而然信仰形態的形成過程，同時也整合了地方

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傳統等多重資源，最終經由地方公

權力建構出來的社區信仰形態。

一
;
:
一
一

-
E

2. 媽祖信仰的權力建構

作為一種古老的民間信仰，千百年以來，媽祖從一個

偏僻的村落小神，成為全國性的海神，其間有很多因京的

相互交織;其信仰空間及功能不斷擴大，成為中國分佈區

域最廣，影響最為深遠的民間信仰之一。究其信仰建構的

歷程，媽祖信仰在歷史中曾經得到朝廷的敕封，而在當代

社會，地方政府公共權力的推動與建構，始終也是媽祖信

仰得以廣泛流傳的一個重要原因。如今，媽祖信仰作為被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的世界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並由於

其海峽統戰的特殊功能，越來越受到地方政府公共權力的

重視。

為此，該島的媽祖祖廟走上了一條借助於政府公共權

力的信仰復興之路，媽祖祖廟也因此從單純民間復興方式

轉為半官方的運作機制。因該地作為媽祖信仰的誕生地，

同時也是聯合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審批地，地方

政府對於媽祖文化的重視及其宣傳，一定程度上是民問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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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所無法替代的力量。媽祖文化在海峽兩岸關係中的獨特

性，也決定了媽祖祖廟其性質發生變化的必然，是地方政

府進行統戰工作的有效工具;而對於媽祖信仰而盲，媽祖

祖廟希望借助於地方政府公權力而得以復興弘揚。

作為媽祖信仰復興建設的民間機構，是海島上弘揚媽

祖文化的董事會。它原屬甫回民政局主管下的民間社團，

故而使其管理模式更具行政科層制特點。董事會執行辦事

機構，則是媽祖祖廟廟區管理處，曾經也是海島度假區管

委會的內設機構，屬於事業單位，受度假區管委會和祖廟

董事會的雙重領導。管理處的職權是貫徹實施本會章程和

該島媽祖信眾代表大會確定的方針任務，執行董事會的決

議、決定和計劃 9 負責祖廟日常行政事務管理工作。董事

會成員由董事長、副董事長、常務董事和董事組成。董事

會下設辦公室、人事科、接待科、慈善科、財務科、後勤

科、保衛科，基建科、環衛科等十七個科室，其中有公務

員、國家事業單位工作人員、企業合同工、臨時工等多儼

然一個具有現代科層制特點的管理機構。

但是，作為媽祖信仰「聖地」的海島祖廟，其信仰及

其神聖性的構成與延續，無疑需要民間信仰權威的傳承。

因此，為了保持媽祖信仰的延續性，同時又能在宏觀上指

導和參與祖廟之各種信仰儀式、活動，地方政府主要是通

過第一代信仰精英「阿祖」之于的任命，逐步實現了對媽

祖祖廟運作方式及其活動開展的掌控權。媽祖祖廟經由地

方政府的運作，成為地方權力參與指導下的民間社圈，進

而在地方政府的參與下，媽祖信仰活動的開展，媽祖祖廟

的管理思路及其運作模式等，無不呈現出極大的制度化建

構等特徵，漸漸失去了民間信仰本身所具有的彌漫與鬆散

等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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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媽祖信仰的「文化化」建構方式

因為聯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申請，媽祖信仰構

成中形成了一個新概念，稱之為「信俗文化 J '既強調信

仰，也突出習俗，而淡化了媽祖信仰從人到神的宗教崇拜

特徵，同時也阻斷了媽祖信仰的宗教化建構路徑。

媽祖文化在推動海峽兩岸關保中的重要作用，使地方

政府從一開始就力圖打造媽祖信仰的文化形態 3 著力打造

媽祖的文化品牌效應。因而媽祖董事會成立之時，其性質

就己被界定為弘揚媽祖文化的社團組織，其宗旨就在於大

力弘揚媽祖文化，發展媽祖文化事業，團結海內外媽祖信

眾共同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道德，推動該島開發

建設，促進經濟發展和文化文流。媽祖信俗文化的各種特

點，很多都已經通過海島服飾、飲食、建築、工藝品及旅

一一一一一避開發等形式予怯于鮮明的表現「先其是那些關於媽祖傳一一一一

說的影視、音樂、歌舞等，均已成為宣傳媽祖文化的亮點。

<

基於媽祖信仰神聖性之維繫及其文化宣傳的考慮 9 祖廟

一年當中會有四次非常重要的節慶活動。其一是正月初三的

析年典禮。其二是農曆三月二十三的媽祖誕辰廟會。每年媽

祖誕辰，台灣及其大陸的香客及其團體進香會絡繹不絕。其

三是農曆九月九，媽祖羽化升天祭(二0-0年開始舉辦媽

祖海祭典禮)。其四則是十一月一日舉行的「中國﹒凋洲媽

祖文化旅遊節J (三0-0年升格為國家級節慶) ，乃政府

主辦活動，政府給予經費補貼。這一活動自一九九四年以

來，已經成功舉辦過十屆，在海峽兩岸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為了深入發掘媽祖文化資源，地方政府先後投入八億多元，

用於該島的開發與建設，其中，投資五千多萬元，修復了祖

廟西軸線建築群 9 投資上億元的祖廟新殷建築群，最後建設

了祖廟世界、媽祖文化朝聖與交流中心等文化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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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無論是民間社團，還是宗教組織，國家對於民

間信仰其組織、管理層面的參與和指導，實乃國家公權力

力量的象徵'是一種「隱喻的權力」和「文化的象徵j

雖然民間存在試圖將其劃入道教系統或將其定義為宗教信

仰等說法，僅只是由於揭祖信仰在對台工作方面的重要

性，尚需政府公權力及其成員致力於其活動的組織與召

開，所以，媽祖信仰只能將其作為一種文化形態來建構、

來對待。當地人告訴我們說，一且媽祖信仰成為宗教，黨

政幹部不方便參與，你們，媽祖信仰可能就是另外一種存

在形態了。可馬祖信仰所具有的這種文化定位，促使媽祖信

仰及其活動的開展更具有民俗信仰與民俗文化的特徵。在

其祭典當中 9 方能體現出官方與民間、傳統與現代、民俗

與文化的有機整合，呈現了一種非宗教的「文化化」特點。

三、權力生態與宗教信仰關係

如前所述，學術界固有的宗教生態說，認為基督教作

為制度宗教壓制了其他宗教信仰的正常發展，從而導致宗

教生態的失衡。這種論點無疑是出自制度宗教與擴散宗教

之間二元對立的研究方法。實際上，擴散或制度的宗教存

在形態，並非一成不變，而是一種利益與公權力的互動。

這種現象在海島媽祖信仰與基督教之間，恰好形成了一個

明顯的對比。

海島的媽祖崇拜本來是一種民間信仰 3 卻在其復興與

重建的過程中，因為借助於地方政府公權力，已經漸漸具

有科層制、制度化的特點，並且對公權力體現了極強的依

附性。此與該海島上面的基督教存在形態，單槍匹馬，自

21.唐先生訪談記錄﹒「如果作為宗教的話，那我們這些人就不要幹了，交給祖廟幹了。我

們這襄只能作為文化，黨員幹部要參與指導啊，你作為宗教，我就不好去做了 J (2013 

年 5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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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邊緣式的發展彤成了鮮明的對比。雖然海島上的基督教

依舊具有信仰共同體的特點，但已不是制度宗教，而是被

公權力及其制度設計置於一種擴散而又邊緣的地位，唯有

媽祖信仰形態成為這種制度安排的核心內容。這種基於權

力關係而來的不平等性，決定了他們各自信仰方式及其表

達的差異。在此，宗教的制度或擴散的存在形態，已經變

得不重要了。

白
胃
閉
閉
目
司
自
司
司
一
一
一
一
一

J
H
J可

1. 媽祖信仰:公權力建構下的信仰形式

媽祖祖廟管理方式的轉型:從家族運作到社團登記

對於海島之媽祖祖廟，上一代信仰精英「阿祖j 由於

其自認被媽祖托夢，受媽祖指派在「文革」中保護當地媽

祖信仰、重建廟宇的貢獻，從而被賦予「活媽祖J 稱號，

成為當地的民間信仰精英，理所當然地成為恢復祖廟、復

興媽祖信仰的功臣。但據管委會一名領導介紹，政府參與

媽祖管理之前，祖廟乃純粹的家族式管理，他們任人唯親，

財務流向不明朗，管理層面混亂，因而不少信眾都對其表

現不滿。

對此，地方政府曾經試圖採取三種方式參與祖廟的管

理: I一種是完全政府管理，全部為了對台工作 3 提高他

們素質的方面，由政府出面管理。一種是半官方管理，官

方可以參與他們一些管理，但以誰為主當時也有爭論。第

三種方案就是為了祖廟的管理及人員的延續性，既保留民

間的，又有政府領導參與，那就是請阿祖的兒子回來，如

此比較容易接受。 J 22 

雖然「阿祖j 家族開始並不願意改變對媽祖信仰的管

理方式，但在公權力介入之後，這卻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

膚
兩
團
司
司
司
叫:
4
1
」

22. 唐先生訪談記錄 (2013 年 5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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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只好選擇了第三個方案，使媽祖信仰形態成為半官方

與半民間的實踐方式。媽祖地方管委會則基於祖廟運作模

式中制度管理及其財務支出方面存在的漏洞，順利地參與

到祖廟的管理過程之中。可以說，媽祖祖廟管理方式的轉

型，是媽祖信仰從純民間的家族管理模式走向半官方化的

過程，雖然媽祖信仰成立了民間社團，但這一社團則是媽

祖祖廟與代表國家力量管委會之間共同運作的結果，也是

國家權力與地方力量之間博奔、整合的結果。正如祖廟的

一位管理人員研吉: I第一，從國家的層面來看，它有義

務去保護它。第二，從工作協調上來說，祖廟是一個很特

殊的地方，政府應該注入很大的力量來關注讓它平穩，讓

各個方面都很順溜地開展工作，也是它的工作範圍之內。

第三，它牽涉到的面那麼廣，作為一級故府必須用很大的

力氣來關心它。 j

在此情境中，所謂「宗教搭台，經濟唱戲」的權力習

慣，在這個海島上則轉變為「信仰搭台 9 權力與經濟共同

唱戲J 的實踐邏輯。地方政府和媽祖董事會之問，以社圓

形式進行了有效整合，雙方互惠互利，共同發展。這一過

程乃從禮俗社會中基於個人卡里斯瑪的家族集權管理，轉

變為政府主導、社團登記的制度運作，最後把基於先賦地

位的民間信仰權威與公權力相互結合。其中，公權力並不

直接出現，而是隱藏在登記社團中隱秘地發揮作用，可感

而不可見。媽祖信仰及其功能的發揮，不僅是促進海島社

會經濟發展的催化劑，更是該島做好對台工作的文化統戰

工具。為了儘可能降低各種民間因素對媽祖信仰挑戰功能

所可能的不方便之處，並實現公權力對當地媽祖祖廟的有

效管理，該島媽祖祖廟不得不出現以登記社團的祖廟董事

會，與地方管委會雙方共同管理的局面。正是這種來自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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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乃至公權力的制度設計，共同促成了媽祖祖廟管理方式

與媽祖信仰實踐方式的基本轉型。

公權力與民間權威的有機整合

在當代中國基層社會民間信仰得以不斷復興的情形

中，考察民間權威或信仰權威在此過程中的地位與作用，

對於把握民間信仰在地方社會如何得以傳承、發展的邏

輯，探討民間信仰如何與公權力相互整合的關係 9 無疑是

具有穿透力的研究方法之一。

作為媽祖信仰的民間權威， 1阿祖」家族與地方政府

之間的關係非常微妙:一方面，阿祖家族擁有一時間難以

消拜的巨大聲望，另一方面則是擁有企圖掌控媽祖信仰資

源的公權力。兩者之間，如何實現一種平衡的機制並相互

得以發展，而媽祖祖廟在管理中的主體性又如何得到體

現?正如祖廟多名管理人員聲稱的那樣，祖廟乃「兩套牌

子，一套人馬」的組織建構。所謂兩套牌子，指的就是媽

祖董事會和景區管理處，而景區管理處作為管委會下屬的

事業單位，在媽祖董事會和管委會之間起一種非常重要的

平衡作用。

與此同時，隸屬於管委會的景區管理處雖然參與祖廟

的管理，但一方面其主任的位置卻由「阿祖」另外一位見

子佔有，另一方面，祖廟的各種事務卻要經董事會討論才

可決定。所以，在具體事務上，祖廟的領導仍擁有具體權

力，但涉及到對台、與各級政府溝通和財務監督等事宜 3

則需要由管委會兼任的常務董事負責維繫。這種管理與運

作的方法多一方面淡化了媽祖管理的政府色影，同時也滿

足了政府公權力參與媽祖管理並以媽祖信仰為工具、實現

將該島作為「對台統戰前沿陣地」的價值訴求。對內，保

出
回
國
國
同
自
川
崎
什
鬥
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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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且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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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媽祖傳統的祭祖儀式以滿足無數信眾的祭拜願望和信仰

需求;對外，由於「阿祖」的巨大影響力，其家中兒子順

理成章地成為新一代信仰精英。另外，作為與政府聯繫密

切的祖廟董事長阿祖的兒子，本身即是圓家公務員的出

身。這種官方與民間之雙重身份的奇妙整合，在一定程度

上也導致了媽祖信仰及其對台統戰功能的有效接軌。

儘管祖廟的管理方式及其性質，已經由公權力的參

與，早已發生改變，但從其發展的長遠目標來看，卻是一

種無形間的推動。媽祖信仰在島上的特殊性，使其定位不

僅要由公權力操控，更須公權力參與其中，成為直接指導

媽祖信俗文化發展的內在推動力量，方才能夠從把媽祖信

仰從比較單純的家族式管理，轉化為公權力操控下的文化

統戰工具和促進經濟發展的「催化劑 j 。可見，地方政府

公權力的管理思路決定了各類民間精英的構成方式及其對

民間信仰的定位，而民間精英復興民間信仰的思路 3 又受

到政府公權力和當地實際情況的共同制約。其奇妙之處在

於，這種公權力建構下的信仰模式及其運作路徑、組織架

構、信仰權威等等，並未完全消解媽祖信仰神聖性的一面，

反而引導者各地媽祖信眾前來祭拜，促使媽祖信俗文化具

有了更深、更大的發展格局。

媽祖信仰建樟為「信俗文化J 歷程

對於媽祖信仰，學術界歷來存在爭論，主要有神話說、

信仰說和宗教說三種。 23其爭議最大者，在於媽祖信仰是否

具備宗教的屬性，是否具有「制度宗教」等特點。曾有學者

指出: I不能以制度化宗教的定義來衡量它，認為它不屬於

23 主福梅， <閩台媽袒信仰宗教屬性比較以獨洲祖廟和北港朝天宮為例) ，載《長春工程

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三期 (2010) ，頁 8-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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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之範疇。反之，要認識到媽祖信仰是一種具有悠久

歷史傳統，得到閔、台、港、澳和海外華僑甚至外國友人廣

泛信仰的特種的民俗宗教信仰。 J 24唯有「媽祖文化」及其

概念的提出，應該說「是該島的創新，也是對台工作的需

要」月從而否定了媽祖信仰予以宗教建構的可能性。因此，

在媽祖董事會的章程之中，就有「發展海內外媽祖宮廟友好

組織的交往與合作，促進媽祖文化的交流與發展。開展同

台、港、澳同胞、海外僑胞中媽祖信眾的聯誼工作，增進相

互了解，加強團結合作，發展媽祖文化事業」的宗旨與任務，

媽祖信仰只能進入「文化化」的建構歷程。

對於地方政府而言，媽祖信仰具有其特殊性。為了金

權力及其官員幹部的參與，媽祖信仰的「文化j 定位具有

其必然性。雖然媽祖信仰具有其宗教的屬性，但卻不能簡

單地將其劃定為宗教的形態。基於海峽兩岸對台工作的重

要性，地方政府沒有將其納入到宗教的體系中，而是創造

性地以「文化」形式來展現其宗教的功能，並且為此而打

造了一個「信俗文化」的專用概念，既保留了宗教信仰的

內涵，同時又以民間習俗的形式來為其進行文化的定義，

最終為媽祖信仰提供了最為策略的合法性證明。

媽祖信仰「文化化」及其作為「信俗文化J 的界定，

不僅擴大了媽祖信仰的活動空間，擺脫了「宗教活動需要

限定於特定宗教場所」的制度規定，同時也更加有益於地

方政府公權力更方便參與到祖廟運作、及其信仰祭把等各

種活動的組織與開展，掌握其信仰實踐的主導權。這種通

過「文化的象徵」所展現出來的媽祖信仰之權力隱喻方式

24 陳寵章、楊兆添， <試論媽祖信仰的宗教屬性> '載《社會科學戰線》第四期 (1990)

頁 338-341 。

25 唐國清， <媽祖文化與對台交流初探 科學發展觀學習交流發言提綱> (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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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強大的社會功能，無疑揭示了公權力在地方民間信仰

建構中的主導性地位。

與此同時 9 媽祖祖廟的社團登記性質也制度性地確定了

媽祖信仰作為文化建構的特徵，因為，媽祖董事會本身乃弘

揚媽祖文化的登記社團，而非登記宗教組織。另外，國家批

准的首個世界性媽祖文化社團「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J

二00四年成立於媽祖祖廟。迄今為止，兩岸四地共有三百

零四個媽祖文化機構加入這一協會，象徵著媽祖信仰作為文

化的影響力的進一步擴大。該協會的正式成立，標誌著媽祖

信仰正式被界定為媽祖「信俗文化J '具有里程碑意義。從

國家標準來看，作為祭祖規格最高的媽祖宮廟，海島祖廟的

「媽祖祭祖j 、山東的「孔子祭祖」、俠西的「黃帝祭祖」

同時並稱為中國三大傳統祭典。而海島祖廟的「媽祖祭把大

典J '則是國家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 J '每年都舉辦朝拜

媽祖的祭把大典，其場面氣勢磅疇，恢宏壯觀。這些都使人

們得對媽祖的祭扭，由民間層面上升到國家意志，並演化為

一種「信俗文化」的信仰形態。

2. 基督教:連續化的存在現狀

海島基督教信仰概況

與媽祖信仰比較而吉，基督教在該島共存一島，只有

兩個教堂。一個是獨洲堂，乃「三自」愛國會下屬的基督

教堂，在管委會那里叫「宮下教堂」。調洲堂教會使用的

宗教場所乃屬租質性質，基督徒只能在宮下村的敬老院(私

人房屋)中進行聚會。這座在歷史上曾經有過的楣洲堂，

只因一直無歷史材料根據，無法追回其教堂士地使用權，

土地問題因此成為獨洲堂的最大難題。沒有士地，教堂的

復建便不可能。如果重新批地，在該島的可能性不大，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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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是由於基督徒少，資金薄弱，也無法承擔修建教堂及其

內部運作的各種費用。目前該教堂聚會人數約三十來人，

多以老人為主。

另一個教堂屬於真耶穌教會，又稱真耶穌會涓洲堂，

傳教歷史約有四十多年，一九九五年五月開始動工興建，

經十年時間才得以全部竣工。教堂共四屑，佔地面積約二

百四十平方米多建築面積達五百五十多平方米，是政府登

記下的合法性宗教場所。相比濁洲堂發展力量的薄弱，真

耶穌教會具有其自身優勢。它平時聚會有一百來人，規模

大的聚會則有兩百人，過年時多達三百至四百多人。該教

堂雖無固定傳道人，執事和長老們也不經常來往於教會，

但教會內部有會計、出納負責內部的脹目管理，平常也有

處理日常事務的專門負責人。除去週六安息日外 2 該堂平

常會選擇周內的某一天進行團契，同時也有在家稟進行男主

會的。與其他地區基督教信仰的發展狀態差不多，該堂因

病入教的基督徒比較多。信教者多因生病、無法醫治或無

錢醫治的原因。 26這些情況，可從1眉洲教會所編的一本見證

專輯《天恩的滋味(三) :>中便可得知。

無論是獨洲堂，還是真耶穌教會，他們舉行宗教活動的

範圍大多局限於教堂內部，無法舉行像媽祖祭莫那樣大規模

的活動。另外，由於教派性質的不同，楣洲堂與真耶穌教會

之間還存在若無形的競爭關係，使教會內部無法團結。但對

政府而盲，他們卻沒甚麼區別。這種基督教內部的教派分

別，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他們在該島上的總體發展。

趙翠翠

26. 高女士訪談記錄 「身體不太好的，情況不太好的就容易信。 般家庭好好的話，他們

根本就不信 J (2013 年 5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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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信仰「邊緣地位」的形成

相對於媽祖信仰之主導性地位與作用，基督教在島上

處於「陪襯地位」或「從屬地位 J 0 27一方面，教會自身力

量的薄弱，使其存在的影響局限於教會內部;另一方面，

該島的基督教教會即使如常人所論屬於制度性宗教，但其

功能與地位則被該島的公權力制度設計而被置於一種邊緣

地帶，社會影響不斷被下降，具有擴散宗教特徵。

更加重要的是，楊慶望所謂的「制度宗教J '與此處

所謂宗教管理的制度不是同一類制度。「制度宗教」之制

度，是宗教體系自我運作，具有獨立的教職人員、宗教資

源、教義、信仰、共同體組織結構等等，而非對於宗教體

系的行政管理制度。對此而言，我們才認為中國社會中的

制度宗教與擴散宗教各種存在形態，均為社會公權力建構

的結果。此為宗教制度，而非制度宗教。

基於這種宗教制度的管理方式，該島之地方政府公權

力對基督教的態度來看，雖然不乏開明的態度，似乎聽之

任之，自由發展，但從實際行動來看，因媽祖信俗文化在

對台工作中的獨特性及其最大規模的強調，無形之中則促

使基督教一直處於「隱性」的邊緣地位，可有可無的姿態。

政府公權力對待基督教方面的工作，主要看重於安全檢查

等日常事務，並沒有實質性的支持。

特別是由於媽祖信仰在該島上的深厚歷史及信仰慣

習，對於基督教的發展來說無疑已是一個巨大的阻力。媽

祖信仰一千年來的演變發展，使得該島成為祭拜媽祖的聖

地。每年都有從祖廟分靈出去的宮廟，盡力粘上祖廟的「靈

27. 唐先生訪談記錄 「我們除過媽祖活動開展的時候去做的，其他的我們都不會參加。其

他宗教只能作為從厲的地位。我們不會去章視和幫助他們。不求功勞，只求不要出亂子。

你要搞活動，我們同意你們摘，那你來搞。你木要影響我們的政治穩定，特別是國家安

全J (2013 年 5 另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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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J 一一有學者幽默地稱之為「充電J 。所以，無論對於

主管媽祖文化的管委會而言，還是弘揚媽祖文化的董事會

而言，該島乃中國當代媽祖祖廟的「聖地」地位無可爭議。

在此意義上，基督教作為另一種信仰體系 9 自然處於從屬

地位，否則「漏洲就不是媽祖的聖地，而是基督教的聖地

了 J 0 28媽祖祖廟的「朝聖」地位及其「信俗文化」的世界

性 3 決定了媽祖信仰在島上的唯一崇高地位;而這種唯一

崇高的地位所帶來的巨大影響力，也是地方政府公權力會

選擇媽祖信俗文化作為對台工作的根本緣由。這說明，政

府公權力與信仰、宗教信仰之間的互動關係 9 在某種程度

上，是能夠制約、建構為不同的信仰方式及其實踐方法。

反觀基督教在島上所處的地位，實在不能與媽祖信仰

相提並論。其問的原因，不僅在於政府公權力對於媽祖信

仰和基督教的不同定位，還在於地方政府和二者之間的整

合關係。媽祖文化和地方政府公權力之間的有機整合，能

夠帶來利益、資源、關係上的分享互惠，相互交換推動。

而基督教與地方政府公權力之間的整合，不僅沒有可能，

而且還因媽祖信俗文化「對台工作J 與「世遺」的雙重光

環，不得不獨處一隅。比如，海島基督徒就曾經提出，政

府之所以不太關注他們，原因就在於教會無法給予地方政

府以利益的交換，而關心和支持媽祖及其文化便可以得到

這些利益。叫盡管地方政府關注媽祖文化實際上並不局限於

利益分享，還有對台工作、發展旅遊經濟等各種設想與目

標，但也充分說明了地方政府對於媽祖信俗文化之偏愛。

2日周先生訪談記錄 (2013 年 4 月 30 日)

29. 高女士訪談記錄 「我們這個真耶穌會也是政府批准的，地也是他們批的 J ' r媽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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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緣並擴散的「制度性宗教j

從組織形式與傳統觀念來看，基督教作為一種制度，世

宗教，其信仰團體建構秩序的作用非常明顯。教會內部實

行小圓契，只要建立了對上帝的信仰，便可以將不同的信

仰者納入到一個教會之中，能夠超越業緣、地緣、親緣等

因素，建立一個類似「道德共同體」的信仰結構，獲得認

同和歸屬，從而整合基於信仰共同體而構成的組織資源與

社會資源。然從教會與社會的關係看，這種信仰體系能否

在社會中廣泛發揮其作用，除了自身的努力外，還需要依

賴於公權力制度對於宗教信仰的各種支持和指導。局限於

目前的中國社會語境，一旦離開了公權力制度對宗教信仰

的認定，宗教及其信仰實踐的方法與功能就會陷入困境。

就此而言，目下中國基督教本身所謂的「制度性宗教J 特

徵，並非教會本身信仰共同體運作機制的制度化結果，其

實還是一種國家公權力的制度安排。

為此，該島的媽祖信仰之所以能夠發揚光大，顯然與地

方政府公權力的參與及其對媽祖文化的支持、定位不無關

係。而對基督教而吉，地方政府採用「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的界定方式，使得他們除了關注基督教日常管理方面的安全

等工作外，根本無暇顧及到基督教信仰自身及其信徒各方面

的正常需要。加之島上基督教信仰自身的發展歷史短、信徒

人數少、資金薄弱等因素，無疑也限制了基督教自身功能的

發揮。所以，它們在媽祖信俗文化的強大光環之下，基督教

所謂制度宗教的地位功能，不僅無法體現，而且還在這種「制

度」的自我封閉中走向邊緣，在邊緣化中體現出極大的依附

性。而這種依附性，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楊慶望所謂的「擴散

宗教」特徵。基督教信仰實踐的共同體等「制度宗教」諸功

能，由此不得不被另一種「宗教制度」予以擴散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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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來自於公權力制度內的信仰偏向，使得基督教信

仰和媽祖信仰的表達方式呈現出極大的反差。地方政府公

權力對媽祖信仰的支持，基本體現為一種政府公權力對於

媽祖信仰的極大支配，是公權力從事對台工作的統戰工

具;至於基督教信仰體系在公權力眼中，不僅無法發揮如

此功能，而且在公權力主導性的信仰偏向之中，它還存有

一定的「他者」意涵，從而處於一種被擠壓、被削弱的情

境之中。可以說，該島媽祖信仰和基督教之間所形成的這

種本質上的不平等，並非一種自然而然的信仰關係，並非

信仰自身的問題，而是地方公權力對於不同宗教信仰的制

度設計與信仰態度的偏向。這也充分說明，某種信仰與地

方公權力制度的整合度越高，就越能顯示出公權力對該地

方主導型信仰建構的強大功能。

四、「信仰替代宗教」的權力生態

中國社會中的信仰，大多是一種人神混合式的信仰形

態，是一種以神人之倫為基礎的權力關係的建構結果。這

襄所謂權力，實際上， 1'" ...指的就是一種象徵權力，通
過統治權力的行使而展現出來的象徵權力。中國信仰就是

被這種象徵權力經由漫長的歷史和歷史事件逐步建構起來

的」。刊所以，盲其「信仰 J '往往被視為個人的事情。而

對於「宗教J '本質上卻出於國家權力的制度設置，無法

由無數個人的信仰自發形成。所以，在以「制度宗教為宗

教定義的標準時，中國宗教的確難以把握J 0 31 

30 李向平， (信仰是一種權力關係的建構一一中國社會「信仰~係j 的人類學分析> '載

《西北民族大學學報》第五期 (2012) ，頁 2 。

31 蔡彥仁， (中國宗教。定義、範疇與方法學第議> '載康樂、彭明輝編， (史學立于法與

歷史解釋~ (北京 中國大百科全書， 2005) ，頁 204-2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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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其信仰形式多種多樣，但信仰類型無非兩種，一

是人本信仰，另外一種是神本信仰。前者依附於現實權力

關係 9 且會因時、困地、因人而發生變化;後者的表達與

見證，則依賴信仰共同體。據此分析，媽祖信仰很明顯的，

即是一種人本信仰模式:其以人崇拜為神含有史以來 9 大

多是接受公權力的敕封而成為神，最終是人神混合崇拜，

缺乏自身的信仰運作機制，不得不對外在的公權力制度有

所依附。因此，在公權力制度的設計與安排下 3 媽祖式的

神入關係及其信仰方能在中國成為一種權力關保的建構。

所以 3 基於權力秩序的制度安排等考慮，媽祖信仰不

被納入到固有宗教管理體系中去，而是以「信俗文化」的

建構形式來展現、發揮其宗教信仰的功能。這種民間信仰

的「文化化j 或「非宗教化」的表達方法，實際上即是出

自公權力制度設計的潛在邏輯，不僅桔除了宗教信仰在發

揮其作用時的物理空間限制，同時也繞開了宗教信仰的相

關管理制度，使其在宗教管理的體制之外，同樣能夠獲取

政府公權力的合法性認、可。這與公權力制度中的宗教信仰

比較而盲，類似於媽祖信仰這樣的「文化」空間更大，功

能更強，不似宗教，勝似宗教。這種實踐方式的信仰文化，

不僅能夠發揮宗教的功能，同時還能削弱、替代其他宗教

信仰的地位與功能。這就構成了表面上是民間社會「信俗

文化J 的建構，本質上卻是「信仰替代宗教」的權力生態。

從媽祖信仰和基督教在島上所處的地位來看，媽祖祖

廟聖地的崇高，媽祖信仰的對台性和「文化化 J '媽祖文

化的「雙非遺」光環等都使得媽祖信仰在島上處於主導，性

的地位。媽祖信仰的這種優勢地位，依託於各種公權力關

係的建構，使得媽祖董事會在各種活動的舉辦過程中得以

佔據島上大量的資源和空間，無論是資金、土地等問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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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E 

都會借著這樣的優勢地位而迅速得以解決，進而實現了海

島上「去宗教化」的強大功能。在此，媽祖信仰的「非宗

教化」表達，不僅發揮了比宗教信仰更透徹、更充分的功

能，同時更有益於地方政府借著媽祖文化的品牌效應，實

現對台工作與地方發展的雙重結合，從而掌握信仰關係間

的主導權。這就是說，建構一種優勢獨大的信仰模式，促

使其他信仰處於從屬和依附性的地位。

海島上媽祖信仰和基督教之間的關係，並非一種或制

度宗教、或擴散宗教的對比關係，而是經由地方公權力制

度、在地方社會建構出來的信俗文化與宗教信仰之問差

異。媽祖信仰和基督教在島上的互動關係，與其說是一種

相互尊重、互不干擾的共存關係，還不如說是一種「無形

的衝突」、 「主從關係的確定」或「潛在的偏正定位」

它說明:權力建構下的媽祖信仰之「獨大」與基督教之「邊

緣化 J '兩相地位之差異，已經形成了兩種不同的信仰景

觀。而這種不同的信仰建構方式與實踐模式，又決定了他

們在島上各自存在的地位及其功能的發揮，同時也決定了

各自信仰的實踐邏輯。其中的根本原因，無疑就是它們能

否與公權力制度進行有效整合歹或能否達到有效的整合。

回到前述宗教生態論的相關問題，各種宗教在社會中

的發展應該是自然而平衡的發展，而不是偏向其中一種，

更不是通過一種信仰的復興，來左右或抑制另一種信仰的

發展。目前中國宗教學術界流行的「宗教生態論J '表面

上是基督教與正統信仰、民間宗教信仰的關係問題，但實

質卻是當代中國社會的政教關係、宗教信仰與社會權力關

係如何平衡的問題。 32 I現在中國宗教生態的失衡，在於宗

教和它的社會環境之間的關係並非良好，在基督教方面是

32 李向平， ( r宗教生態 J '還是「權力生態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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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太大;其他某些宗教則是與政界、商界過於景密;社

會環境對五大宗教的態度是不同的，對於傳統宗教寬容得

多，而對於基督教、天主教則相對而言要嚴緊得多 J 0 33與

此同時，宗教信仰間關保如何平衡的問題，還不僅僅是一

個政教關係法制化的問題，而是在國家公權力框架內，如

何對宗教實踐和信仰權利之進行法律界定、法律保護的一

種訴求。宗教信仰之間的關係平等 9 亟需真正的社會多元

與法律保障。

由此反思、楊慶盟有關制度宗教與擴散宗教的概念及其

研究方法，以及學術界輝、自於楊慶學理論 3 不少研究中國

宗教信仰的論著，實際上即是忽略了不同宗教信仰及其形

態如何出自公權力的建構問題。正是這種公權力對於宗教

信仰及其實踐形態的建構方式及其路徑，才能夠決定宗教

信仰的制度或擴散形態，決定了它們在中國社會中不同的

存在模式。就此而吉，基督教作為一種共同體的信仰形式，

它的信仰表達方式無疑就是共同體的，如果其信仰關保具

有制度實踐的若干特徵，那也只是教會一教派等制度實踐

的結果，而非公權力設計的制度;至於媽祖類信仰，則可

說是一種依附型信仰形態，缺乏自己的信仰實踐平台，只

能依附在權力制度之中，表現為制度化與行政化的信仰建

構方式，以保證它在海島上的壟斷地位，其吹才讓無數媽

祖信果在其提供的信仰制度中各表崇拜。然而，媽祖信仰

如果能夠自籌資源，自建信仰共同體，那麼，媽祖信仰也

可能成為一種宗教，民間的宗教。

最後要指出的是，解決宗教信仰間關係平衡問題的關

鍵，在於如何在社會中建構一種叫做「公共理性」的平台，

而這正好是國家憲政建設所需要的慎思與民主。按照羅爾

33 高自市寧， (基督教信仰在今日中國) ，載《基督時報} (2011 年 9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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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Oohn Rawls) 的《正義論:> (A Theory 0/ Justice) 及羅
爾斯對宗教的公正態度可知， I政府既沒有權利、也沒有

責任去做自身和大多數人(不管甚麼人)在道德和宗教問

題上想要去做的事情。政府的責任僅限於為平等的道德與

宗教自由提供保障條件。 J 34這便是說，政府需要提供的是，

解決不同宗教信仰及思想類型的法律保障及其信仰自由的

表達空間，而不是依據公權力來定義各種宗教信仰及其信

仰類型，以判斷、建構不同信仰以及宗教信仰間的主從或

偏正關係。

關鍵詞:信仰關係基督教民間信仰公權力

主從與偏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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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 丑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folk 

beliefs on an island in Fujian provinc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integration mode with the master-sla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kinds of faith. The discussion is beyon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concept “ institutional religion" or “ diff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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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gion" which academia often applied. We think that the 

intervention of public power and its selective construction has 

resulted in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folk beliefs. 1n account of the equality and 

diversity among religious beliefs, there is a very urgent need 

ofthe formations ofpluralistic society and legal protection. 

Keywords: Relation ofBeliefs; Christianity; Public Power; 

Folk Beliefs; 1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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