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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公民共同體與公民社會

一一當代北京四類教會研究I

袁浩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象博士後研究員

對於宗教在現代社會中的命運，長期以來世俗化理論

主導人們的認知。然而一九七0年代以來宗教在全球範圍

內復興，促使學者重新反思宗教在現代社會中的角色，如

哈貝馬斯 (JÜfgen Habermas) 呼籲對宗教價值進行重佑，

伯格 (Peter Berger) 提出「去世俗化 J '而卡薩努瓦(Jo時

Casanova) 提出「公共宗教」。第三波民主運動以及公民

社會話語的復活，宗教與公民社會探討重新納入社會科學

的研究視野。一九九0年代隨基督教在城市中國的I蠣起， 2 

以及公民社會話語引入中國， 3基督教與中國公民社會關僚

的探討備受學界關注。

一、基督教與公民社會

基督教與公民社會的關係，有觀點認為兩者並不相

容。基督教的一神論、魅力型領導、不寬容及基要主義派

1.是項研究獲普度大學中國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中國宗教與社會項目 J 支持，並得益於

香港中文大學那福增教授、劉紹麟博士的評論與指導，特此感謝。

2. Yang Fenggang,“Lost in the Market, Saved at McDonald's: Conversion to Christianity in 

Urban China", Journal戶r the Scientifìc Study 01 Religion, 44 (2005), pp. 423-441; Daniel 

Bays, A New History 01 Christianity in China (Malden, MA: John Wiley & Sons, 2012) 
3 一九九0年代公民社會話語引入中國主要以《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 }為中心，重

要參與者有鄧正來、景躍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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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對公民社會建設毫無益處。 4亦有觀點認為，西方基督教

在建構公民社會及推進民主化方面扮演積極角色。 5公民社

會研究主要有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兩大傳統， 6可循此路徑

探討基督教在建構公民社會中的角色。前者強調基督教的

自主性，及其對國家權力的限制、平衡與抗爭。 7後者注重

基督教組織的公民性，以及公民社會有效運轉所需的道德

與文化層面。 8

基督教在中國公民社會建設中扮演何種角色?有學者

認為邊緣的、好門的、基要主義的中國基督教對公民社會

建設扮演負面角色。 9有學者較樂觀，認為基督教尤其新興

城市教會有助於促進中國社會政治轉型。10 自由主義路徑研

究，將中國基督教尤其是家庭教會視為獨立自主的公民社

會組織，強調其抗爭角色，認為家庭教會是公民社會建設

甚至民主化的積極力量。日本文對此持保留態度，原因在

4. Martin E. Marty & R. Scott Appleby (eds.), Fundamentalism Observ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p. 817-835; Simone Chambers & Will KYllÙicka (eds.), A/ternative 

Conceptions of Civil Socie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99-113. 

5. Sarnuel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rna Press, 1991); Robert Wuthn酬， Christian仰 and Civil 

Socie砂 The ContemporaryDebate (ValleyForge, PA: Trinity, 1996) 

6. Adarn Seligaman, The 1dea of Civil Society σ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大y Press, 1995) 

7. Huntington, The Th ird Wave 

8. Robert PU包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 in Modern 1ta/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Richard Mads凹，“四1e Public Sphe間， Civi1 Socie旬， and 

Moral Cornrnunity: A Research Agenda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íes", Modern Chinα 

19.2 (1993), pp. 183-198 

9. Thi昀e叮yMeyna缸rdι，

China", Lμan叫d肘 Journa/ of Lμoy戶0/.仿a Schoo/ of叮 ηThe叩0/0互gy， 18 (ο20ω0倒叫4勾)多 p仰p. 231-24的3; Richard 

弘M臼ad由se閒n， Cα'hinα 's Cωαt的ho必l占z臼 Tr.月午扯叩α咚，gedy and Hope in αnEme臼rgl伊t間n咚'gCαtν叫il8品ocαiety (Berkeley, CA 

Uníversity of Calífornia Press, 1998) 

10. Carsten Vala,“Protestant Christianíty and Cívi1 Socíety ín Authorítarian Chína: The Impact 

of Officíal Churches and Unregístered ‘Urban Churches' on Civíl Socíety Development in the 

2000s", China Perspectiv凹， 3(2012)，悍.43-52

11. Davíd Aíkrn咽， Jesus in Beijing: How Christianity Is Tl悶悶iforming China and Changing the 

Globa/ Balance of Power (Washington, D.C.: Regne哼， 2003); Jason Kindopp & C. H血凹田，

God and Caesar in China: Policy 1mplications of Church-State Tensions (Washí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íon Pres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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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一，基督教在東歐、南美具有悠久歷史傳統，曾扮

演或正扮演重要的社會政治與文化角色;而基督教白馬禮

遜起入華二百年，在中國社會較為弱小，處邊緣地位，兩

者不可同日而語。第二，中國歷史一直是國家控制宗教的

傳統，而非宗教支配國家。第三，改革開放以來的現代化

及城市化進程中，中國基督教發展呈現多元特徵。家庭教

會內部複雜多樣，並非同質性的宗教社群。家庭教會與三

自教會、城市教會與鄉村教會等二元概念都無法概括中國

教會的多元與複雜。

本文嘗試從社群主義路徑出發，考察城市基督教與公

民共同體、公民社會的關懷。趙文詞 (Richard Madsenl 也

以此為標準探討鄉村天主教與公民社會關僚，他認為農村

天主教並不構成公民社會一部分，恰相反，天主教是構成

分裂的中國社會之一部分。趙文詞在城市天主教中找到希

望。 12高晨揚以社會資本的概念，指出農村家庭教會只能產

生有利成員自身的「結合型社會資本 J ( bonding social 

capitall 而無法提供建構公民社會與有助民主化過程的「橋

接型社會資本J (bridging social capitall 0 13趙文詞典高農

揚的研究雖然從社群主義路徑出發，但亦存不足:前者僅

關注天主教，後者研究城市與鄉村家庭教會，但忽略城市

家庭教會內部多樣性，以及城市化過程中鄉村家庭教會朝

不同方向的演化。

二、研究設計

1 理論框架

當代北京基督徒社群是一種怎樣形態的共同體?本文

12. Madsen, China's Catholics. 
的高晨揚， (轉型中的基督教家庭教會與中國公民社會的建構> '載《東亞研究> 44 .1 

(2013) ，頁 117-1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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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勝尼斯 (Ferdinand Tönnies) 與普特南 (Robert D. 

Putnam) 關於共同體之理論做評述。勝尼斯提出傳統社會

向現代社會變遷中的兩類理想型 (ideal type) 社會組織一一

共同體與社會。前者有共同價值觀與生活，在基於自然基

礎的群體中(家庭、宗族)實現，共同體內部人際關係的

紐帶是情感。血錄共同體、地錄共同體與宗教共同體是共

同體的基本形式。 14改革開放後的北京，處在傳統向現代過

度的進程之中。因此，勝尼斯的理論在北京處境下具有適

切性。

普特南認為公民共同體的特征包括:公民參與;團結、

信任及寬容;合作的社會結構。 15公民共同體的連接紐帶是

橫向的互惠與合作關僚，而非縱向的權威與依附關係。本

文依公民共同體理論，從教會制度、教會權威、信徒參與、

信仰教導與實踐、爭議解決五方面考察教會，檢視北京教

會是否或多大程度是公民共同體。

一、教會制度。能否脫離非制度化，甚至反制度化的

人治模式，建立韋伯 (Max Weber) 式的理性化的運作方式。

普特南並沒有提及，但組織制度化是維持公民共同體其他

維度得以良好運轉的基礎。

二、教會權威。其權威結構呈現壟斷的、金字塔式的，

抑或分散的、制衡式的?權威結構很大程度體現會眾與領

導層之間的關係:是橫向的互惠與合作，或是縱向的權威

與依賴。教會權威結構，呼應普特南所講公民共同體內部

成員關係是否平等。

14. Ferdinand Tönni間， Communi;秒 and Civil Society (ed. Jose Harris; 社祖s. Jose Harris & 

Margaret Ho1l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6-27 

15. pn個個1， Making Democracy Work, pp. 8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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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徒參與。普特南十分強調公民參與，以及公民

參與所體現出的美德。我們以教會信徒為主體，考察其對

教會事務參與。

四、信仰教導與實踐。涉及三方面:第一、被傳講的

信仰與被實踐的信仰，是一種私人信仰，還是一種公共信

仰。第二、教會與社會的關係。第三、教會與政府的關係。

這三點仍舊回應普特南所講公民參與議題。不同於信徒對

教會內部事務參與，第二點與第三點將參與範聞從教會內

擴展到教會外;而第一點將澄清這種參與是否具有公共精

神及公民美德。考察教會與社會、政治的關係，也體現普

特南所講公民共同體第四點:共同體是否具有開放性，實

現與其他組織的合作，增加更大範圍的社會合作。

五、爭議解決。面對分歧衝突教會如何處理?此中過

程呈現信任、包容與團結的公民美德，還是猜疑、狹隘與

分裂的品質?該項是普特南所講公民共同體內部團結、信

任與寬容在教會的具體運用。

本文使用制度化、公共化與公民性三個概念分析宗教

共同體往公民共同體轉化。一、制度化。描述群體或組織

的社會生活，由非正式、非固定的模式向固定模式轉化。

制度化分三階殷:確立共同價值觀念、建立規範與建立機

構。可從組織文化、組織分工、人員專業化與規範制度來

衡量組織制度化水準。二、公共化。參考美國社會學家卡

薩努瓦其公共宗教 (public religion) 的概念， 16用公共化描

述組織由內向外的擴展過程。筆者以教會與社會、政治關

係兩個維度，從組織者、受益者以及組織活動的形式三個

指標分析教會公共化程度。當組織者跨出本教會，擴展到

的 José Casanova, Public Religions in the Mode川 World (Chicago: Chicago Unive自ity Press,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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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教會，甚至與非教會人員合作;當教會活動受益者

從教會內成員，擴展到其他教會成員，乃至非教會成員;

當教會活動形式及性質，從秘密、地下的，轉換到公開、

公共的，可以說共岡體公共化程度在提升。三、公民性。

制度化、公共化程度較高亦未足夠，公民共同體需良好的

公民美德。好門、敵意與非文明的行為並非公民共同體的

品質。因此要考察該共同體內是否有充足的公民性。 17

希爾斯 (Edward Shils) 將公民社會分為三層理解。其

一，由一套經濟的、宗教的、知識的、政治的自治性機構

組成的社會，這部分社會有別於家庭、家族、地域或國家。

其二，這部分社會與國家間存在一系列特定關系，以及一

套獨特的機制，得以保障國家與公民社會的分離，並維持

二者之間的有效聯繫。其三，是一套廣泛傳播的、高尚的

及文明的風尚，稱為公民性。"希爾斯這樣理解公民性:首

先，它以實現整體性的福祉和較大的利益為依歸。其坎，

成員擁有「良好風尚 J '如寬容、信任與互助等。 19

至於公民共同體與公民社會的關係:公民社會指國家

與個人/家庭之間的一個公共領域，而公民共同體是一個

具有文化與道德內涵的社群。有研究認為，公民共同體發

展較好的地方，有助於一個團結的公民社會之建立。 205]皇大

的公民社會需要不同層級、不同領域的公民共同體支持，

而發達的公民共同體有助於建設、更新公民社會的品質。

首先，共同體之內，公民參與、以及團結、信任與寬容的

17 有研究者使用制度化與社區化來概述信仰共同體向公民共間體的轉化。筆者並不贊同用

社區化這一概念，普特南新講的公民共岡體，並非勝尼斯所講的社會。此外，公民共同

體的公民性被忽略。參考鐘智鋒， (政治窗口、動員結構和社會參與:北京兩類基督徒

專業人士組織的比較研究) (未刊稿)

18. Edward Shils，吋'he Vir個eofCi'討1 Society", Govemment and Oppositi帥， 26 (1991), pp. 3-29. 
19. 希爾斯著，李強諱， (市民社會的美德) ，載劉軍寧等編， <: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 (北

京:三聯， 1998) ，頁 286-305 。

20. pu組a血， MakingDemocracy Work, pp. 91自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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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是培育公民社會所需的公共精神與公民美德。 21其

坎，共同體之內合作與開放的結構，有助於連接其他社會

組織，幫助建立一個團結的社會，而非混亂的、碎片化的

社會。 22最後，共同體之內成員的平等互惠關僚，以及公民

美德的培育，會生產公民社會良好運轉所需的社會資本 0 23

整體而論，公民共同體有助於一種社群主義的公民社會之

建立與成熟。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北京基督教為考察對象，基於三個原因:一、

北京的重要性。北京是中國政治、文化中心，對外交流頓

繁，受全球化影響較深。二、北京是中國發展的縮影，既

有現代化城市的各種後現代問題，也面對著從傳統向現代

過渡的「現代化」衝擊。三、近二十年北京基督教發展較

快，呈多元格局，是中國基督教格局的縮影。

本文以北京四類教會為研究對象:新型家庭教會、河

南民工教會、溫州商人教會與登記註冊教會。原因有:一、

基於職業群體的分類。新型家庭教會的信徒主要由大學

生、知識分子、專業人士構成;河南民工教會，主要由民

工基督徒構成。其職業以垃圾回收、建築、衛生等低端行

業;溫州商人教會，由溫州、|基督徒構成，其職業以經商為

主;登記註冊教會群體構成較多元多涵蓋上述三類。二、

四類教會其教會數量、信徒人數都較多，在會眾組成、治

理模式、政教關係方面存在明顯分界，構成可分析的研究

單位。

21. Edward Shi1s, The 的吋ueofCivili秒 (Indi叩apo1間: Liberty Fnnd, 1997), pp. 320-357 

22. Madsen,“The Public Sphere, Civil Society and Mora1 Connnuni旬"， pp. 187-189 

23. Robert Putnam,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仿制ew

Y 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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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0一一年到二0一三年，筆者在北京田野調查時

間五個月，參與觀察叩開教會，其中登記註冊教會 3 間、

新型家庭教會l3間、溫州商人教會 5 間、河南民工教會 9

間;參與觀察主 H崇拜、小組、團契及其他信仰活動上百

攻。深度訪談教會牧者、平信徒 60 多人次，訪談時間從半

小時到三小時不等。四類教會中每類以一至三間教會作為

個案研究。在掌握北京教會整體狀況基礎之上，本研究對

教會個案的選擇採取就近法抽樣與目標式抽樣。就近法抽

樣存在一個風險是，所選擇的個案其代表性有限，但在現

有研究條件下，本研究已盡最大努力。

三、多元的北京基督教

研究當代北京基督教的學者高師寧指出，一九九0年

代後期北京基督教開始呈多元化發展。 24進入二000年，

北京基督教多元化發展趨勢更為顯著，不同類型教會開始

興起。這些教會各有特色，不僅體現北京人口的多元特點，

也反映基督教對各類群體獨特需要的回應。下面介紹北京

四類教會:

1. 新型家庭教會

新型家庭教會是現行宗教管理體制外宗教運動的產

物。隨一九九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變遷，基督教復興運

動從鄉村轉向城市。大學生、知識分子及專業人士開始歸

信基督教。與國家權力及其代理人保持一定距離的獨立性

格、登記註冊教會無法滿足其信仰需求，體制之外的宗教

團體因此產生。與傳統家庭教會相比歹新型家庭教會的「新

24 高師寧，{當代北京基督教與基督徒于一宗教社會學個案研究:> (香港道風書社 '2005) , 

頁 80-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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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表現於:一、信眾構成的變化;二、屬靈傳統的更新;

三、公開化的新定位。 25一九九三年建立的北京守望教會是

城市新型家庭教會的典型。本文以守望教會作研究對象。

2 河南民工教會

受戶籍制度所限，離開農村、遷移城市的民主無法獲

得城市「市民」身份。城市中的農民被稱為民工 3 城市中

的農民基督徒被稱為民工基督徒， 26由民工基督徒組成的教

會稱為民工教會。自文革後期基督教在中國農村取得長足

發展，河南、安徽及溫州等地尤為顯著。 27中國城市化推動

下農村基督徒捲入大規模的移民運動。民工教會一九九0年

代末在北京興起，主要由河南、安傲農村教會建立。開始於

一九九九年的橄欖山教會是城市民工教會的典型。本文以橄

欖山教會下屬的駐廠男主會點與東三旗男主會點為研究對象。

3. 溫州商人教會

在北京，以溫州基督徒為主體的溫州教會，其成員主

要從事商業活動，因此又稱為溫州、|商人教會。溫州有中國

「耶路撒冷」及溫州人有中國「猶太人J 之稱，前者說明

溫州基督教的復興，後者指出溫州、M、經商的非凡稟賦，在

經濟上開創聞名全國的「溫州|模式J 0 28改革開放以來農村

人民公社的瓦解、流動人口管制的放鬆，以及溫州人多地

少的矛盾，推動溫州人向全國範圈移民經商。溫州基督徒

25 孫毅， <教會建制的討論> '載《杏花} 2009 冬，頁 76-95 。

26 黃劍波， <都市裊的鄉村教會一←中國城市化與民工基督教} (香港道風害社， 2012) , 

頁 47-65 0 

27 梁家麟， <改革問放以來的中國農村教會} (香港 建道神學院， 1999) 

28. 陳村宮、林順道， <市場經濟條件下當代中國各宗教的走向> '載陳村富編， <宗教文化

(第 3 輯)} (北京:東方出版社， 1998) 。李雲河、鄭予耿， <溫州模式> '載周爾星星、

張雨林編， {中圈城鄉協調發展研究}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4) ，頁 94-12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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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被移民運動所推動，大量遷移到國內各城市，逐漸建立

起龐大的商業網絡及社會網絡。借助於商業及社會網絡，

一九九0年代以溫州人為主的禱告組、查經班及男主會點紛

紛建立。正是溫州獨特的宗教與經濟身份參與塑造當代中

國基督教的面貌，形成遍佈各城市的溫州商人教會。本文

以大紅門教會、更新教會與三一教會作研究對象。成立於

一九九三年的大紅門教會是典型的溫州商人教會，更新教

會則處於革新過程中，三一教會於二00六年從大紅門教

會獨立 9 成為最早完成轉型的溫州商人教會。

4. 登記註冊教會

向政府宗教部門登記註冊，這類教會稱為登記誼冊教

會。登記註冊教會，一般隸屬中國基督教兩會，因此又稱

為三自教會。一九七九年後登記註冊教會開始恢復宗教活

動。本文以北京基督教 H 堂為研究對象。 H 堂歷史可追溯

至一九一五年，其宗派傳統屬中華基督教會。一九五八年

聯合崇拜實施，教會停止活動。一九七八年宗教政策落實

後，海澱區信徒恢復家庭聚會。一九八五年 H 堂正式復堂。

二00三年至二00七年教會建設新堂，於海澱圖書城臨時

會所眾會。期間男委會人數由 500 人增至 1 ，000 人。新堂於三

00七年五月獻堂，成為北京市內較具標誌性的超級教會。

基於不同的職業群體與社會階層，北京教會可大致分

為新型家庭教會、河南民工教會、溫州商人教會與登記註

冊教會等四類教會。從政教闢係而論，前三類教會屬於非

注冊教會，且多自我認同為家庭教會;而登記註冊教會，

又稱為官方教會，或體制內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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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城市基督教的興起

如何解釋宗教組織在現代社會的興衰?學者主要從個

體路徑與組織路徑解釋。搗鳳崗認為上述路徑對大規模的

群體歸信現象解釋力不足，需從政治、經濟等宏觀處境

(context) 進行詮釋。"本文認為城市基督教的興起是中國

結構性變運所帶來的政治機會所致，因此適合採取處境的

路徑分析。本研究分析單位是宗教組織 基督教會，除

處境路徑，本文亦兼顧組織路徑。

1. 處境:中國結構性變遷

中國一九七八年推行改革開放、一九九三年建立市場

經濟、一九九0年代後期城市化以及二00一年加入世界

貿易組織，這四組政治、經濟及社會因素推動中國經歷重

大而深刻結構性變遷，為城市基督教興起及發展提供結構

性機會，表現以下維度。

第一，政治領域。向威權政治轉變進程中，全能政治

( totalism) 的制度基礎 農村人民公社制度與城市單位

制度開始瓦解。一九七八年前泛政治化的中國，國家權力

滲透到社會各領域甚至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到國家將社會大

多數成員統合到具體的單位，通過這些單位組織控制與整

合社會。到一九七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年復黨國從經濟、

文化與社會領域部分撤退，形成具有一定自主性的民間社

會。城市單位制度與農村人民公社制度的逐步瓦解。包括

基督徒在內的城市公民個體不再完全依賴國家，開始擺脫

29. YangFenggang&JosephB. Tamney,“Exp10ring Mass Conversion to Christianity arnong the 

Chinese: An Introduction", Sociology 01 Religion 67 (2006), pp. 125-129. 
30. 鄒譏， {二十世紀中國政治一一從宏觀歷史到微觀行動角度.)(香港:牛津出版社， 2011) , 

頁 81-87 。

3 1.李強編， {中國社會變遷三十年.}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8) ，頁 1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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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文化及單位組織的控制，具有一定自主性與社會空間

從事宗教活動。

第二，經濟領域。一九七八年後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打

破計劃經濟體制，一九九二年提出建立市場經濟，市場經

濟體制逐漸成為經濟領域的主要制度。市場經濟建立為城

市教會的興起提供機會空間，許多經濟因素可以通過市場

來調節，而非政治主導。如教會運作所需的場所 9 以及公

民在職業上的自由流動。住房制度改革使得城市居民住房

不再屬於國家分配，房產可以作為商品在市場上進行自由

買賣或租賞，這為教會建立提供空間。市場經濟中的個人

其工作是自由選擇，而非計劃經濟時代國家統一分配。自

由擇業保證公民個體不再完全受國家控制，這對他們參加

或建立非官方教會提供可能性。

第三，對外更加開放，國際交流日益頻繁。一九八0

年代設立經濟特區及沿海開放城市，以及二00一年加入

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對外更加開放，文化經濟交流日益頻

繁。基督教作為一種宗教文化在城市興起與傳播，形成宗

教熱與基督教熱的思想潮流。 32

第四，戶口制度逐漸鬆動，城鄉二元結構逐漸被打破。

形成於全能政治期間的戶口制度將中國分割為城鄉兩元世

界，城鄉之間的人口很難自由流動。改革開放後國家逐漸

放開對人口流動的管制，加之國家推行城市化，進入一九

九0年代中國出現大規模的移民運動，人口大量從農村轉

移到城市。文革後期到一九九0年代是基督教在中國農村

發展的二十年 9 進入一九九0年代農村基督徒亦被移民運

32. Fredrik Fullman, Salvation and Moderni.砂 lntellectuals and Faith in Contemporary China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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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所席捲，隨之遷移到城市，開始形成不同籍貫的民工教

會與溫州、|商人教會。

2. 組織路徑

第一，自一九九0年代海外基督教機構及宣教士，為

基督教在城市的傳播提供了豐富資源與網絡，如《聖經》

及信仰材料、經濟支持、神學培訓|、教會建造等。第二，

紅色宗教市場分化。國家對宗教的管制導致紅色市場分

化，紅色市場的部份宗教組織及個體轉入灰色市場。一九

九四年北京楊毓東事件33致使登記誰冊教會信徒及神職人

員離開而成立家庭教會。

五、城市教會與公民共同體

本文以北京四類教會為例，從教會制度、教會權威、

信徒參與、信仰教導與實踐以及爭議解決，考察不同處境

中的城市教會是否及多大程度具有公民共同體的品質。

1 新型家庭教會:守望教會的個案

教會制度:傳統家庭教會注重內在生命以及屬靈領袖

的信仰經驗，在特定歷史處境與改教關係下，他們反對教

會制度化， I組織沒有必要 J '甚至視制度為「教會世俗

化」的表現。 34守望教會突破傳統理念，自二00五年在堂

會轉型與申請登記推動下 3 於各領域逐步規章制度。教會

33 楊毓東事件，楊毓東 (1920-1999) 一九人七年成為北京缸瓦市教會主任牧師，對家庭

教會、三白教會及治理教會的看法上與北京基督教兩會領袖及宗教局幹部存在差異，並

因此發生衝突，一九人九至→九九四年衝突漸趨激烈。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一次眾會，兩

會領袖及部分官員在警方護送下親臨現場奪權。楊被迫離開缸瓦市教堂，之後轉入侍奉

家庭教會及神學院。具體參見〈易水待暖 楊毓東坡師回憶錄〉

(h仗。 //www.chinesetheo1o.....comlBeiiin~Churches/Yan~vudon~.h恤，瀏覽於 2014 年 11
月 26 日)

34. 編輯部訪談， <北京守望教會在教會體制方面的探索> '載《杏花) 2009 冬，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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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復制定《守望教會信約} (二00五年) 、《北京守望

教會章程) (二0-0年修訂)等八項規章制度， 35使得教

會各部門運轉及諸領域事工有規則可循，從而突破傳統家

庭教會的人治模式。

權威結構:教會在發展初期維持傳道人主導的治理模

式，教會權威集中於一人。 36 自二00三年傳統的魅力型權

威開始改變，治理權威逐步擴散。二0-0年實施新教會

章程，組成治理委員會、同工會及會友大會的權威結構。 37

三層組織架構，使得教會治理權威趨於分散。教會權威由

一人擴展至多人，再擴展至普通信徒;而且治理模式的改

革以制度化與民主選擇的方式來實現與鞏固。治理層與會

眾之間，改變以往的依附性關係，很大程度上實現信徒之

間的平等。

信徒參與:教會重視信徒對教會事務的參與。二0-

0年教會章程就突出「平信徒治理教會」的理念，鼓勵每

一位會友積極參與，甚至「帶職服事」。體制上，不同性

質的小組構成了守望教會的主體 9 包括:牧養小組(有三

十個) 、團契小姐(特定群體) 、同工小組、主日小組以

及其他小姐(讀經、禱告) 0 38近年守望教會急速增長，跟

信徒高度參與有密切關係。教會設置多個小組、團契以及

不同領域的事工，為平信徒參與教會創造機會，而信徒亦

普遍的熱心參與教會事務。

35 守望教會網站。 (h址。s:llt2.shwchurch.or!!l#/hashEventClicklselector/ID rnain bvlaw' 讀

覽於 2014 年 11 月 26 日)
36. <城市中的靈宮 一個知識分子及其家庭教會的發展實錄} (香港明風出版， 2009) 
對守望教會初期治理模式有記載。此外，一九九0年代家庭教會沒有名字 3 多以教會地

點與教會帶領人稱呼。如，小南莊教會(小南莊是一個社區名字)、金天明的教會。。

37 袁浩， <守望教會大事記) ，載《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暨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

研究社通訊》第 13-14 期 (2011 年 11 月) ，頁 13 。

38 編輯部， <牧養小組事工訪談) ，載《杏花} 2009 春，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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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教導與實踐:守空對教會的身份及使命建立了頗

完整的論述。守望異象是「山上的城、世上的光J )建設

公開性、整體性與先知性的教會。勿在這個異象基礎上守空

教會建構頗清晰的社會參與及文化使命。對於前者，反對

基要主義立場: I當人認識到上帝的公義或天國的公義的

法則後，有意識地按照這種公義準則去行事，就是一種社

會關懷。 J 40游冠輝則將文化使命理解為「大使命的一部

分J 0 41並且成立橡樹文字工作室，推動翻譯與出版基督教

神學作品。從三00七年起，守望教會出版《杏花》期刊，

各期主題反映其平衡「屬靈J 與「公共」實踐的教導。前

者包括婚姻、職場倫理、性與單身、屬靈生命、死亡;後

者則討論社會關懷、文化使命，政教關保等。

守望教會信徒普遍認同社會使命。有信徒接受談訪時

說: I好的公民敢於正視社會的不義J )而「山上之城」

的異象，宣告了群體性的「公民樣式」。但守望教會積極參

與社會關懷的事工。為數不少的信徒參與及創建社會慈善

組織。二O~O年聖誕節守望教會信徒到火車南站探望訪

民。汶川大地震後教會一吹就收到二十萬人民幣捐款。

教會與政治:守望教會並不迴避政教關係議題，呼籲

「確立合宜的政教關係J )不論對教會還是政府「都是一

種祝福J 0 43二00四年守望教會主動申請獨立登記，開創

家庭教會先例。但隨登記被拒，加上聚會空間多番受打壓，

原有的溫和立場也漸趨激進，開始抨擊政府的打壓政策。

二O~O年金牧師更以「這就是邪惡」為題宣講信息:教

39 琮毅， (守望教會異象傳遞> '載《守望教會論壇) (2011 年 3 月 28 日)

40. 孫毅， (20 世紀福音派運動及其社會關懷> '載《杏花) 2008 秋，頁 27-28 ' 
41 游冠輝， (文化使命治理、統治抑或見證門，載《杏花) 2008 冬，頁 12-13 ' 

42 訪談北京守望教會會友 HJ' 二0 二年五月。

43. 編輯部， (牧師專訪中國家庭教會的發展與未來> '載《杏花) 2007 創刊號，頁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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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需要將我們所相信且在教會中所傳講的永恆真理應用在

這個世代中，向這個世代發出先知性的真理聲音......將上

帝的公義和愛帶進這個世代，成為這個世代的指引和祝

福。 44第二吹戶外事件後，教會更發佈聲明譴責政府部門侵

犯基本公民權利。

戶外崇拜的爭議:從二o一一年持續至今的戶外崇拜事

件，是守望教會乃至中國家庭教會歷史重要而又極具爭議

的一章。三00九年教會籌資購買新堂，但在政府干預下

無法進屬協時堂。為爭取竟委會場地，守望教會再吹戶外崇拜。

長達三年時間里多位教牧同工被軟禁在家，信徒幾千人故

被拘留(後陸續獲釋)教會男主會處於分散狀態。這故事件

受到境外基督教與媒體廣泛關注，被視為中國政府與家庭

教會關係一吹新考驗。“關於戶外崇拜的不同意見自始就存

在於內部。不同意見會友在《守望論壇》展開討論。討論

初期各方仍能理性對話，但不久 9 反對戶外崇拜的信徒受

到愈來愈多的批評， {守望論壇》往昔的團結、信任與寬

容不復存在，截然分成兩大陣營，彌漫著對立情緒。由於

教會同工內部早於戶外崇拜前已就建堂及戶外問題存在分

歧，因應戶外引發的不同意見，兩派觀點更公開及激烈。

雙方在溝通無效後，四位牧師、傳道與執事相繼提出辭去

教會會友及事工職分，成立聖書教會。對問題的不同意見 9

最終成為路線之事及屬靈門事，分裂局面無可挽回。

44 金天明， <這就是邪惡> '載「公法評論J 網站 (httn://www...on..fa.comlhtmll四n"fazhuanti/

zon"iiaozivoul201011231l 514.h凶1 ， 2010 年 11 月 22 日〔瀏覽於 2014 年 11 月 26 日 1 )。
45 楊鳳崗， <從破題到解題守望教會事件與中國政教關係獨議〉、那福增， <從守望教

會戶外崇拜事件看中國政教關係的癥結與出路> '載《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暨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通訊》第 13-14 期 (2011 年 11 月) ，頁 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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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登記註冊教會 :H 堂的個案

制度化:擁有合法身份的 H 堂已發展出相對成熟的規

章制度。截至二00八年 H 堂有《教牧人員管理制度》等

二十多項規章制度。46H 堂將其制度裝訂成冊，發放教牧人

員及管理人員學習，推動教會管理的制度化。但制度建立

有兩個驅動力，一是教會建設的需要;二是政府自上而下

推動教會的制度化。

教會權威:教會組織架構有三層:信徒委員會、堂委

會與主任牧師。信徒委員會中委員的產生依靠上一屆的提

名、推薦;堂委會成員有七人，任期五年，成員主要是牧

師提名，復交付信徒表決。主任牧師任堂委會主任，堂委

會討論事項由堂委會主任提出，交由堂委會表決。無疑，

主任牧師約翰在堂委會乃至教會具有較大權威。 H 堂權力

架構，接近於黨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常委會制度，權

力呈現金字塔式的分佈。

會眾參與:教會有二十多個團契及十多項事工，每年

傳統節日或基督教節日都會組織相關活動。需留意的是，

教會組織的小組、團契以及活動，相當數量是關於體育、

娛樂，而非宗教性的，如羽毛球團契、書藝團契等。 47教會

為信徒提供相當多的參與機會。但較之於龐大的教會人數，

信徒參與機會相對較少。受制於體制，主日敬拜有七八千

人的教會其教牧人員十三位。 H 堂因此發展出一套義工制

度。多達 700 人的義工隊伍，參與到教會二十多個團契及

教會各項事工當中，其參與意識得到鍛煉。

信仰教導與實踐:筆者曾整理 H 堂二00八至二00

九年講道主題，發現對倫理道德的教導佔很大篇幅。比如

46 吳偉慶， <乘和諧新風、樹教堂形象一一北京市基督教會海澱堂創建和諧教堂紀實〉

載《中國宗教} 10 (2011) ，頁的-69 0

47. H 堂官方網站 (h吐。://www.hdchurch.org/web blocks/volunt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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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職場、市場經濟等領域的誠信、饒恕、互助等品格

教育。在此基礎上 H 堂進行積極內部關懷及社會參與，首

先開始於身邊，開始於積極的探訪及對教會果會點的關懷，

並逐漸推廣到社會。“例如，為教會或社區有需要者提供緊

急援助。此外，也向海澱區讀書的少數民族大學生發放助

學金，每年金額達十萬元。又在聖誕、復活及感恩節探訪

貧困家庭(包括基督徒及非基督徒) ，這三個節期的慈善

基金款 9 每年約達十五萬元。 H 堂對道德倫理的宣講，以

及對內關懷對外參與的事工，有利於建立公民共同體的道

德基礎。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多這種倫理道德型的宗教是主

流意識形態塑造的一個結果。 49

基督教作為「少數群體J '需「在政教與社教的關係

中 J '弘揚教會「僕人」與「服務」的形象，比《舊約》

先知的「抨擊、指責」的功能重要。同時，約翰牧師也意

識到「兩會體制」的負面形象，必須加強教會的「教會化J ' 
就是強化教會建設。在訪談中 W牧師這樣看待教會的形象

及改革方向: í教會的牧師不像牧師，所以要加強教會的

教會性。牧師做牧師的事，牧師做傳遁的事，牧師回到本

真，就是上帝賦予他的使命。 J 50 

3. 河南民工教會:橄欖山教會的個案

教會制度與權威:自一九九九年建立，至今橄欖山教

會仍沒有成文規章制度。教會日常運作主要依靠牧師、傳

道推動，以及按慣例與經驗運作。教會建立及運作過程中，

48 吳偉慶， <和諧的社會意義 記北京基督教海澱教堂和諧事工二三事> '載《天風》

9 (2010) ，頁的鉤。
49 那福增刊講倫理道德的基督教一一當代中國神學對社會主義的調整與適應> '載氏著，

《當代中國政教關係~ (香港建道神學院， 2005) ，頁 133-185 。

50 訪談北京基督教H 堂W牧師，二。一三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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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創建人魅力型的領導 L 牧師起到關鍵作用。橄欖山教

會實施同工「輪換制 J '傳道人約三至四年輪換一吹，調

動悉由 L 牧師決定。到二00八年聚會點數目增至 25 個，

促使他增加各單會點傳道人的白主性，但這變革仍缺乏足

夠的制度化基礎。

信徒參與:民主的身份制約其參與教會。民工進京後

面對生活、居住、交往及工作的隔離， 51沒有城市戶口及「公

民」身份，不被主流社會認同，難以建立歸屬感。但橄欖山

教會會友主要來自河南，從事廢品回收工作。這群在城市

邊緣的掙扎求存者，實難全情參與教會活動。對此，傳道

人在講道時也鼓勵信徒多參與教會事務，但始終難以改善。

以東三旗眾會點為例，會眾人數 180-210 人，參與教會小

組信徒僅佔 25% 。

教導與實踐:筆者整理能廠聚會點從二。一二年一月

至三。一三年一月主目講道，合計 49 次。關於信仰基要真

理的主題 33 坎，其餘以生活應用為主，絕少涉及社會與政

治議題 3 其信仰呈現保守與基要主義的特征。民工信徒又

如何理解自己的信仰?訪談中，大多肯定信仰有助提昇個

人道德，對家庭和諧也起積極作用。民工群體是城市社會

的邊緣群體，對社會參與較為冷漠。民工教會沒有登記，

不被政府認可 9 但教會擁有較大的灰色生存空間。對此， y

傳道說: I他們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他們也沒有

辦法。他說讓你停，你不停，他也沒有辦法J 0 53民工教會

願意「獨立」登記，與登記註冊教會保持距離。其實，政

51.李強， <中國社會變遷三十年} ，頁 120-127 。

52. Dorothy J. Solinger, Doro也yJ. Co刮目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Peasαnt Migrants, 

the st，αte， and the Logic 01 the Market (Berkeley: Univers句 ofCalifornia Pr目見 1999) ;黃劍
波， <都市裹的鄉村教會} ，頁 37-44 。

53 訪談北京橄欖山教會Y傳道，二0一一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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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關係議題一直不是民工教會首要議題。 z 牧師認為城市

家庭教會的發展空間較農村為大，能不帶條件獨立登記故

然是好事，但暫時維持這種狀態也非壞事。 54

教會轉型中的爭議:城市化推進給教會發展帶來重大

挑戰，教會轉型成為不能迴避的議題。橄欖山教會轉型，

核心問題是教會應否及如何由移民教會轉向本地教會。改

革第一步是將教會堂址從民工居住的平房區，遷到城市居

民居住的樓房區。 y 傳道支持教會轉型，但他決定先與教

會信徒及其他同工建立友誼與信任的關僚，以便團結信

徒，再推動轉型。然則有同工在小組中激烈反對轉型。 y

傳道曾以問卷形式與信徒溝通，收回問卷顯示大多數同意

遷入社區。但還至新地方後，教會卻流失三分一人 (40 多

人) 。這反映信徒對轉型未能達到共識，部分選擇離開。

4. 溫州商人教會:大紅門教會、更新教會與三一教會的個案

教會制度及權威:傳統溫州教會並無成文規章制度，

教會運作主要依靠傳道人推動以及慣例。有改革意識的傳

道人試圖進行制度化，但步履維艱，較難得到同工會的支

持。「強幹弱枝j 是溫州人教會另一特色。例如大紅門教

會系統，悉由總會安排講員巡迴到不同堂點講道。由於總

會傳道聲望及待遇較高，故堂點人才易被吸納。結果，各

堂點形成人才「上移J '也影響到堂點的制度化建設。

信徒參與:溫州人內男主力強的文化特徵，影響其教會

參與。「抱團」是溫州人特性，意即喜歡結成一伙，聚集

時說「溫州話J '形成「溫州人」圈子。不論是做生意，

或教會生活等，都是這圈子的延伸。另一個阻礙信徒參與

教會是其商人背景。他們留在北京是因「商機J '反之亦

54. 訪談北京載道教會Z 牧師，二0一一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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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形成信徒的高流動性。 Q 傳道稱: I一百位會友，每

年會換走約二十人，五年下來便全換走一百人了。 J 55他形

容溫州基督徒是一種「過客心態J '缺乏意欲參與教會事

務。溫州|基督徒也將商業活動視作生活的中心，形成時問

分配上與教會生活的矛盾。 y 牧師曾經為溫州信徒開辦小

組，但只維持一兩個月，便因各人忙於打理生意而停丘。

功利與封閉的信仰實踐:許多溫州基督徒最關心的是

健康與及財富。在這種「功利」心態下，上帝論為「有求

必應」的神。溫州基督徒生活以商業為中心多形成一個封

閉的社群，對北京社會政治較為冷漠。即使三00八年地

震，教會募捐也很有限。溫州商人以實用的、靈活的方式

處理政教闢係。有教會執事稱，在節日會主動邀請有關政

府部門領導聚餐。教會頗重視這種「非正式」的溝通，他

們相信可減少政府對教會的偏見。教會聚會受到阻力後，

執事 H 如此與政府交涉: I你看我們溫州商人來北京這麼

多年，建立那麼多工廠企業，向政府繳納那麼多稅收，又

解決好多人就業。真是為北京發展做出很大貢獻。可我們

僅僅聚會你們還不允許刊“問題最終得到解決。訪談的幾

家溫州人教會，對家庭教會立場有相同立場:第一，不接

受政府干預教會內部事務(奉獻、人事以及宗教活動)

第二，接受向政府獨立登記，反對在三自體制內登記。

本地化的爭議:有教牧認為溫州教會必須轉型，建設

「真教會j 。轉型有兩種做法:第一 3 在溫州教會基礎上

改革;第三，去溫州化的改革。後者認為，在北京堅持以

溫州人族群來界定教會身份，已不可為，必、須「去溫州、|化」。

相反前者認為「去溫州化」就是放棄溫州傳統，不再是溫

55. 訪談北京更新教會 Q傳道，二0一一年三月。

56. 訪談北京安提阿教會H執事，二。一一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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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人教會。大紅門教會在二000年後推行有限改革，如

推廣普通話等。但 Y 牧師有不同立場，他認為，北京的溫

州教會在各方面延續溫州傳統及模式，完全沒有融入北

京。 57由於不滿這種「封閉」性，故決定推動改革。不過他

的見解受總會及北京保守派批判與孤立，甚至被視為異端。

於是他決定在二00六年成立新的三一教會，經過幾年轉

型，三一教會成為一個本地化教會。就 Y 牧師所知，三一

教會是北京溫州商人教會唯一成功轉型的教會。值得注意

的是，在這個轉型過程中，是否存在看，或出現過一種信

徒與牧者共同商討的過程?是杏出現過一種教會內部溝

通、凝聚意見的過程?是否曾出現，例如一個轉型籌委會、

轉型預備小組，由這個小姐來推行轉型?依 Y 牧師的說

法，轉型完全是他本人的意志。

六、比較與分析

下面將總結四類教會與公民共同體的關係。

一、新型家庭教會:較為成熟的公民共同體。作為新

型家庭教會代表的守望教會建立起較健全的規章制度;三

層組織架構使得教會權威趨於分散，很大程度消除了家長

制的弊端;而會友大會保障了會友對教會牧師、長老及執

事的選舉權利。教會為平信徒參與教會創造機會，而信徒

亦普遍熱心參與教會事務，並發展出社會關懷與文化關懷

的事工。守望教會建立起相對成型的公民共同體。然而在

處理戶外崇拜爭議時中制度失靈，教會出現嚴重分化;信

徒之間其信任、寬容價值，被分化、對立與不寬容的情緒

取代。

57 訪談北京三一教會Y牧師，二。一一年人月與二0一二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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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登記註冊教會:國家介入與監視的共同體。 H 堂

發展出相對成熟的規章制度，但制度建設也是政府介入與

推動的結果。教會對職業、家庭道德倫理的傳講，有利於

塑造公民共同體的道德基礎;同時教會對道德的強調與政

府對其意識彤態的改造密切相關。教會作為服務者減少政

教關係的張力，有利於參與社會，但卻以部份喪失自主性

為代價。三自教會所建構的共同體，是國家介入與監視下

的共同體，與公民共同體存在一殷距離，尤其共同體的自

治性。

三、洞南民工教會及溫州商人教會:勝尼斯意義上的

共同體。這兩類教會相似性較多。如制度化水準低，教會

權威集中在少數人，信徒參與機會較少、參與意識及能力

也不理想。兩類教會距離公民共同體的距離相對遙遠。需

指出的是，兩者亦存差異:溫州商人教會承接溫州內男主力

強的文化特徵，群體較為封閉，對其他群體持排斥態度。

洞南民工教會雖繼承鄉村文化諸多特征，但教會相對開放，

願意接納不同地域的群體。溫州商人教會擁有豐富經濟資

本及良好政教關保，具有較大空間建造教會，具有建設公

民共岡體的良好條件。58然而河南民工教會面對城市化及戶

口制度挑戰，教會處於流動狀態，難有穩定空間進行內部

建造。

上文從橫切面探討北京四類教會是否及多大程度上具

有公民共同體本質。接下來筆者使用制度化、公共化與公

民性三個概念分析宗教共同體向公民共同體的演化過程。

宗教共同體:一九九0年代城市新型家庭教會、溫州

商人教會與河南民工教會在北京興起。這三類教會信徒構

58. CaoN祖I函， Constructing China 's Jerusalem: Christia肘" Power, and Place in Contemporary 

Wenzhou (Redwood Ci旬，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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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在職業、籍貫等方面存在差異，但教會內部是熟人社群，

成員之間以血緣、地緣或友誼為紐帶，對外具有封閉性與

排他性。教會制度化、公共化程度低，公民性亦缺失，一

九九0年代城市三類教會，作為宗教共同體接近於勝尼斯

所講的共同體，其特徵帶有帕森斯 (Talco位 Parsons) 所講

的特殊主義 (particularism) 0 59 

分化及轉化:進入二000年，隨市場經濟深入發展，

三類教會在城市獲得發展的結構性機會。 6。在神學思想、擁

有的文化經濟資源等領域分佈的差異，導致這三類教會呈

不均衡發展。先看新型教會的制度化、公共化過程。一、

制度化:隨會眾人數增多，宗教精英謀求組織化教會:設

立專業事工部門、配置全職人員負責。組織化同時開始教

會制度化，建立教會章程、信仰告白及諸事工領域的規範。

二00五年守望教會從團契模式轉變到堂會模式，組織及

治理體製成為當務之急 061從二00三年到二0-0年守望

教會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科層架構，內部分工較細、專

業化程度較高、組織化較強。守望教會轉變到一個制度化

水準較高的宗教共同體。二、公共化:公開化是教會公共

化的第一步。教會是公開的，而非地下、秘密的，這是教

會公共化的基礎。北京新型家庭教會公共化表現在: (一)

家會場所從私人性的信徒家中或租質的民居，搬遷到具有

公共性的寫字樓。(二)部分家庭教會建立「北京教牧聯

59. 帕森斯曾描述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的幾個特徵，其中之一是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的

區分。帕森斯認為，特殊主義是人惰，乃是小群社會的特徵。在親戚、朋友、鬧事、同

鄉之間，互相呼應，甚至可以不顧正義公平而遷就人惰。普遍主義是按照規章制度辦事

的特敏。見 Talcott Parsons,“'Pattem Variable迅 Revised: A Response to Robert Dub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肌肉 25(1960)， pp. 467-483. 

60. Ma Li & Li Jin, "Re-Organizing Pr。但stant House Churches in Urban China: A Two-City 

Cornparative Sωdy"， unpublished, p. 1. 
61. <牧師專訪﹒中國家庭教會的發展及未來> '載《杏花> 2007 創刊號，頁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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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會J ， 62開始組建跨教會的組織網路 9 推動家庭教會公開

化運動。(三)通過社區服務，當試與社區建立聯繫。(四)

積極參與社會。汶川地震後武漢、北京等多個城市的家庭

教會發起「中國基督徒愛心行動 J '參與災區服災工作，

行動持續到三0一二年。三、公民性:一九九0年代教會

處理爭議及衝突，往往以激烈的、不寬容的方式來解決，

常伴隨教會分裂。而教會制度化之後，衝突的解決並非理

想，但開始圍繞教會章程制度來理性溝通與討論。此過程

亦是教會公民性培育的過程。

轉化的阻力:作為登記注冊的三自教會，向公民共同

體轉化的最大障礙是國家管制。國家對三自教會內部的管

制體現在諸多方面:人事任命、組織建設、教務活動、神

學思想以及社會參與等。的同為傳統文化類型的民工教會，

雖然較為開放，但受到快速城市化與戶口政策的嚴重制約，

有改革意識的教會沒有足夠時間、空間進行教會轉型，較

難建設公民共同體。四類教會當中，溫州商人教會雖然有

最豐富經濟資本及良好政教闢係，但深受實用主義的商業

文化與地區主義族群特徵制約，往公民共同體轉化最為艱

難。整體而育，四類教會在神學方面多少都存在排他性極

強的基要主義傾向，這一點對建設公民共同體並無益處。

七、基督教、公民共同體與公民社會

首先回溯近代以來中國基督教與社會關保。包克強

(John Barwick) 認為，民國基督徒精英是中國現代化的先

62 北京教牧聯禱會，全稱是北京家庭教會牧者聯合禱告會。成立於二00七年，由守望教

會、城市復興教會等四五間教會發起，每月固定進行祈禱分享活動。聯禱會一直延續到

今日。

的那福增， <當代中國政教關係> ; Carsten Vala，“'Protes阻t Christianity and Civil Soci呵 in

Authoritarian China", pp. 45-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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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有力推動公共領域及公民社會的建立。“而一九四九年

後全能政治徹底摧毀民間社會，公開的制度基督教不復存

在，基督教以一種秘密、地下與私人的形式存在。改革開

放後中國農村教會復興，有研究表明農村基督教其家長制

治理、封閉的組織模式、基要與靈恩的神學，對積累橋接

式社會資本並無作用。農村教會並非公民社會組織，對建

構公民社會貢獻甚少。“

一九九0年代興起的城市基督教呈現出一種多元的、

分化的發展趨勢。不同類型教會，其堂會信仰生活所呈現

出的公民共同體之品質，如何支撐與促進更廣泛意義上的

公民社會?如果教會具有公民社會的晶質，那磨如何促進

與更新中國特色的公民社會，使其走上健康之路?

希爾斯界定的公民社會有三個重點，第一，組織基礎。

公民社會的建立需要大量各領域的自治組織存在。第二，

制度基礎。這套制度可保證國家與公民社會的分立。第三，

充足的公民性。在人與人之間以及組織之問，需要有充足

的公民性，這是文化基礎。希爾斯對公民社會的界定含有

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兩個維度，但他特別重視公民性，即

社群主義維度，他甚至認為充滿公民性的社會才是公民社

會。他注重公民社會的道德文化內涵，但又不失自由主義

的視角。

有學者認為，在當代中國公民社會建構缺少一種制度

環境。“自上而下的建構路徑較艱難，因此源自民間的公民

共同體建設顯得非常重要。公民共同體可為建構公民社會

64. John Barwick, The Protestant Quest Jor Modernity in Republican China (Ph.D. dissertati凹，

University of A1berta, 2011), pp. 142-147 
的-高晨揚， <轉型中的基督教家庭教會與中國公民社會的建構> '頁 117-154 。

66. 俞可平， <中國公民社會的制度環境~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6) ，頁 l 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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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大量合作的、有公民性的社團，為其提供組織基礎。叮

當代北京家庭教會的復興，為北京公民社會建構預備了大

量自指性組織 p 具有現代文化取向的新型家庭教會孕育建

構公民社會的希望。作為公民共同體的教會，可為公民社

會建設及運轉提供文化與道德支持，使其良性運轉，是為

文化與道德基礎。公民共同體是培養個體公民性的良好場

域。進入二000年，新型教會其制度化、公共化為其他

類型的宗教共同體，甚至其他社會組織提供了一個典範。

而其公民性的形塑有助於公民社會的良好運轉。新型教會

跨越宗教共同體的邊界，積極投入社會參與，有助於緩解

緊張的政教關僚，以及為社會與國家之間搭建橋樑。

作為公民共同體的教會，為公民社會建設提供制度基

礎，在於教會對國家權力的平衡與反抗，從而重新協商、

確定國家與宗教的邊界。當代中國公民社會建構常面對國

家的挑戰，這意昧著包括教會在內的民間組織，其自主性、

獨立性的身份並沒有制度與法律保障。宗教共同體向公民

共同體的轉化需要一個自由主義維度的視野一一抵制國家

介入、維護民間組織自主性。將普特南的公民共同體理論

置於中國處境，需對理論進行修正。普特南在研究意大利，

民主自由的政治社會是一個不吉自明的前設。“在中國並非

如此，這意昧著宗教共同體向公民共同體的轉化需加入維

護共同體獨立性的維度 P體制外的家庭教會雖獲得較大的

灰色空間，但仍常遇上國家權力。從三00八年北京市清

除基督教私設點運動、二00九年及二o一一年守望教會

67.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pp. 89-90. 
68. 同上，頁 38-47 。

69: 如曹南來 (CωN個1ai) 在《建設中國的耶路撒冷> (Co間帥的ing China '8 Jerusalem) 
中所揭示.溫州基督教己鐵飯到地方政治、經濟與日常生活中，擁有很大的活動空間。

但溫州基督教是特殊個案，在當代中國並不具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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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崇拜事件，可看到新型家庭教會以非暴力不合作的形

式進行抗爭，爭取宗教自由等公民權利，維護宗教共同體

的自治性。正如魏忠克 (Carsten Vala) 研究所示，守望教

會等新型城市教會尋求宗教政策的改變，以重新確定國家

宗教之間的邊界，這與自由主義維度上的公民社會傳統是

一致的。 70新型家庭教會建構公民社會，主要通過培育公民

共同體的形式，建構一種社群主義意義上的公民社會。同

時不可忽視的是，政教關係緊張帶來宗教群體維護其自治

性的公民不服從 (civil disobedience) 運動。

然筆者發現，守望教會在政教關係領域的努力，包括

申請獨立登記與戶外崇拜，是在教會山上之城的異象推動

下完成的。這個異象主張教會建設公開、公共與批判的信

仰共同體。而這種信仰共同體接近於普特南所講的公民共

同體。換句話說，守望教會對國家權力的抵抗，其動力是

其公民共同體的本質所規定的。在堂會信仰生活中培育公

民共同體，有助於社群意義之公民社會的實現。建設真正

的公民共同體，才可產生德性的公民抗爭。這種基於愛、

和平與自我犧牲的抗爭，有別於中國政治文化中全輸或全

贏 (win all or lose all) 的道戲規則。 71從而有助於一種自由

主義傾向公民社會的建立。本研究其他三類教會，作為共

同體，其非公民(uncivil) 的本質 3 對公民社會建設並無

助益，正說明公民共同體對公民社會建設的補充及更新。

H 堂為代表的登記註冊教會，所建構的共同體常面臨

國家權力的介入與監視。在強制性世俗化( forced 

secularization) 壓力下，此類教會被塑造成政府的服務者與

70. Vala,“Protestant Christiani句r and Civil Society in Authoritarian China"，仰. 51-52 

71 鄒誨， ((二十世紀中國政治> '頁 298-3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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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護者的角色。三自教會也可納入「國家領導的公民社會」

形態。 72

趙文詞視河北地下天主教為中國分裂社會的一部分。

與此類似的是，城市中的民工教會與商人教會，作為獨立

性、自主性及封閉性兼具的宗教社群，很大程度上是作為

傳統文化載體的形式出現，並沒有展現公民共同體的品

質，因此並不構成公民社會的組成部份。這類教會的復興

不等於公民社會的復興。面對理性化的城市生活，這兩類

教會中的某些宗教精英，曾嘗試革新教會傳統、融入城市

社會，然而目前並不成功，尤其是溫州教會。這一點與曹

南來研究的結論有所不同。 73溫州民工基督徒積極融入當地

教會，試圖獲得溫州市公民身份及平等的認同。這種融入

城市的努力有助於建構一種團結的公民社會。然北京的溫

州商人教會，其宗教社群的封閉性與排他性，對建構公民

社會並無益處，恰成為社會分裂的一個原因。

在政教關係中的協商與博拜中，溫州、|商人教會成功爭

取到足夠大的發展空間，無形中推動現行宗教政策的失靈

與失敗。然則溫州商人教會處理政教關係的方式，並非基

於維護公民基本權利，亦無益於宗教管理制度的法治化，

且溫州商人教會獲得的成果並沒有惠及其他教會。 74從這個

角度說，溫州商人教會雖重新建構國家與宗教之間的邊界，

但對公民社會建設並無益處。

72. B. M. Frolic，“State且led Civil Society", in T. Brook & B. M. Frolic (eds.), Ciνil Society in 

China (Arrnonk, NY: M. E. Sharpe, 1997). 

73. Cao, Constructing Chi1悶 'sJerusαlel狗， pp. 97-126 
74. 蔡曉莉 (Li1yTsai) 在其專著《沒有民主的問責制) (Accountability withωt Democracy: 

Solidary Groups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田s ， 2007) 中指出，中國農村的連帶團體，如民間寺廟，其道德聲譽雖有助

於推動地方政府承擔公共責任、提升公共物品供給，但這種非正式的方式無助於民主制

度的建立。溫州商人教會對政教關係的處理，無助於地方社會法治的進步，與民間寺廟

扮演的角色類似。

207 



袁j告

需承認這兩類教會已悄然發生某些革新，這些革新甚

是微弱。但不可否認的是，這兩類教會已被捲入新型家庭

教會所聞廠的制度化、公共化的歷程中。這對公民社會建

構而盲仍是一個希望。

八、總結

一九七九年之後，中國結構性變遷促成城市基督教的

興起與分化，生成不同類型的教會。筆者借用勝尼斯與普

特南的共同體理論，發現新型家庭教會較接近於普特南所

講的公民共同體，而其他三類教會距離公民共同體的本質

較遠。溫州商人教會與河南民工教會類似於勝尼斯所講的

共同體，可視為傳統社會及文化的延續，同時延續中亦存

在通往現代的變遷。筆者還發現，一九九0年代不同類型

教會呈現相似的組織形式，但孕育若不同發展方向。進入

二000年，孕育諸多現代因素的新型家庭教會經歷制度

化與公共化，開始向公民共同體演化。與此同時，其他三

類教會卻社會政治文化處境所致很難向公民共同體轉化。

借用希爾斯公民社會之概念，本文認為四類教會對中國公

民社會建設呈現出不同的、複雜的功能與角色。而新型家

庭教會從建設公民共同體及維護公民權利的路徑出發，對

建構公民社會有很大益處。

關鍵詞:中國基督教公民共同體公民社會北京

作者電郵地址: yuanhao@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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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lation between Christianity, 

civic community and civil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Beijing by 

studying four 句rpes of Christian churches. This empirical study 

proposes that Shouwang Churches, as a representative of 

Newly Emerging Church, possesses the qualities of a civic 

community. Other types of churches are not parts of a civic 

community. This article also finds that these four types of 

churches play different and complicated roles in the building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 Shouwang Church helps to build a 

communitarian civil society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a true 

C1V1C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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