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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天主教民謠與信仰的本土化1

康志杰

湖北大學政治象教授

民謠是中國民間文學的傳統表現形式 9 是老百姓集體創

作的口頭文學作品，多流行於民間社會，且富於民間與地方

色彩。中國民謠涉及的題材廣泛 3 有宗教、愛情、戰爭、工

作以及飲酒作樂、舞蹈祭典等，形式靈活，內容豐富。總之，

生動活潑的各類民謠反映了民族的感情與地方風尚。天主教

傳入中國以後，在教會內逐漸出現了反映信仰生活的種種民

謠，民謠不僅有利於人們對宗教信仰的認識與傳播，也對一

些負面的現象進行針貶，各類民謠折射出天主教在不同時代

的特點，是研究中國天主教歷史不可多得的原生態文獻。

一、天主教民謠的類別

根據時間順序劃分，天主教民謠有老新兩類:一九四

九年以前為老民謠，其後宗教活動逐漸停止。改革開放之

後，隨著信仰生活恢復正常多又出現了反映新時代的新民

謠，下文分類述說。

1. 老民謠

近代以後在教友中間流傳，且從不同側面反映草根階

層皈依天主教、皈依之後的信仰生活以及風俗習慣的民謠

l 本文初稿完成於香港道風山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2013 年 3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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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老民謠，時間止於一九四九年，其類別如下。

物質生活類民謠:由「吃教」到教會自養

鴉片戰爭以後，基督宗教在不平等條約的保護之下快速

發展，傳教士為了讓更多的人皈依，曾以物質利益為于炭，

吸引下層民眾信教，這就是歷史文獻中所說的「吃教」現象。

由於吃教現象一度比較普遍，相關民謠出現了:

以十字，聖架號 3 沒有米，就信教。

這是流傳於遼寧省新民縣、咚家房一帶的民謠，前兩句

「以十字，聖架號」為教會「大聖號經」的內容，全文是

「以十字聖架號，天主我等主，救我等於我仇，因你及子

及聖神之名，阿們。 J 2因此，一些人在念誦這類民謠時，

還輔之以畫十字的動作。這首民謠典型地反映了晚清天主

教傳入東北之後，有貧困的農民因生活所迫而進入教會，

這就是所謂「米信徒J (吃教)的由來。

天主教民謠的語吉表達，常常借用教會要理和經文的

形式，東北民謠借用的是「十字聖號經J '而河北衡水的

民謠則是借用了《要理問答〉中的第一度，並進行了改裝:

你為甚麼進教?我為銅錢兩吊;

為甚麼念經?為了黃米三升。 3

2. {要理問答 聖號經> (山東竟如|府天主堂印書館， 1934) ，頁 122 。是書封面有文字

說明 「此係根據上海會議所草定，參照各區校改所修正，而後謹遵宗座駐華代表命令

所印行者。」這首東北民謠由遼寧撫順潛世勝神父提供。

3 宿心慰， <天主教傳入橙口地區述略) ，載碴口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鋪， {瞪口縣文

史資料輯》第六輯 (1989) ，頁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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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問答》的原文是: I問:你為甚麼進教?答:

為恭敬天主，救自己的靈魂。 J 4天主教徒改變教理中的話

語，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鄉村百姓因為生活極度貧困而

進入教會的現實，一些人甚至把入教作為改變貧困狀況的

一種有效途徑。

在天主教民謠的類別中， I吃教」類最多，如:

你為甚麼進教?我為三塊北洋造;

花完再向神父要，神父不給就退教。 5

為生存而進入教會者多是掙扎在社會底層的農民，中

國是農耕社會，也是自然災害頻發的國家，如果遇上天災，

靠天吃飯的窮苦農民為了活命只得背井離鄉，去尋找新的

生活空間。而教會為了安置災民，曾購置大量土地給無地

農民耕種 9 但接受教會土地的條件是領洗進教。因此，晚

清以後「教友村」快速增長，較著名的有河北本篤莊、範

家吃堤，內蒙的二十四頃地等等。由無地農民組成的教友

村以河北、山西、內蒙為多，聖母聖心會在內蒙、?可套一

帶能夠迅速發展，就是以土地為契機，吸引農民進教的結

果，於是塞外出現了農民獲得土地的民謠:

天主聖母瑪利亞，熱身子跪在冷地下，

神父!哪里撥地呀?噢來 1 紅盛義去種吧! 6 

4. 無名氏， {聖事問答} ，載鐘鳴旦、杜鼎克、蒙曦編， {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

獻} ，第二十冊(台北﹒利氏學社， 2009) ，頁 399 。

5 河北省地方誌編黨委員會編， (河北省志} ，卷六十八 I宗教志 J (北京 中國書籍出

版社， 1995) ，頁 302 。

6. 宿心慰， <天主教傳入種口地區述略) ，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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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民謠還要相似版本: I天主聖母瑪利亞，神甫給

我撥地呀! J 7 

土地是農民生活之根本，有了土地就有了生存的希

望。經過教會的幫助，經過信徒們的辛勤付出，教友村的

生活大為改觀，於是又有民謠唱道:

燒紅柳，吃白麵，好不自在。自

天主教的吃教現象曾引起中國社會的質疑和詬病，甚

至成為誘發官紳反教的一個重要原素，由此刺激教會痛下

決心改變這種格局。經過教會的培育，當年的吃教者多轉

化為良心教友。所以， I吃教一購地一自養」類民謠，在

時空中形成了一個邏輯鏈一一教會接納了因生活窘迫而進

入教會者，但很快調整策略:一是對新皈依者進行宗教培

育，開辦男女全日制小學以及要理學校，通過「神形之培

植」來提高教友的信德;二是不斷提高教友村的生活質量，

除了提供土地，教會還開展農具維修，提供耕牛、籽種等

活動。經過多年的營建，教友村多發展為自給自足式的鄉

村社會，鄉村教友過上了「燒紅柳，吃白麵，好不自在」

的日于。種種在時空上相互關聯的民謠，從一個側面反映

出晚清以降天主教進入中國鄉村的基本線黨和特徵。

婚姻及人際關仿、類民謠

天主教的傳播伴隨著把諸多西方文明因于輸入中國鄉

村社會的歷史過程，如教堂興建的同時，學校、醫院(診

所) 、育嬰堂、老人院等公益機構也相繼建立。育嬰堂的

7 朱永豐， <瞪口縣、天主教堂的農林水牧> '載瞪口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碴口縣、

文史資料輯》第六輯 (1989) ，頁的。

8 宿心慰， <天主教傳入種口地區述略> '頁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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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嬰在成長中，教會給予信仰、文化、倫理以及生存技能

等多方面的培訓，因而在育嬰堂(院)長大的女孩于多知

書達理，溫柔賢惠，一些小伙于以能迎娶「天主堂的姑娘j

為榮。但是，追求「天主堂姑娘」的男青年中有非教友，

管理孤女的修女們為了推出更多的公教家庭，以男方皈依

作為基本條件，一些地方就出現了為了婚姻而進教的民謠:

十字山上架大炮，為了老婆才信教。 9

以十字，聖架號，老婆信教我信教。 10

以十字，聖架號;為了媳婦我信教。 11

二斗米，入了教;沒老婆，問神甫耍。 12

天主教在發展中形成一條規則，即教友家庭的女孩于

不嫁非教友，一些非信徒為了迎娶教友家的女兒而皈依天

主，因而有了「為了老婆(媳婦)才信教」之類的民謠。

關於把「以十字，聖架號」納入民謠之中，教會方面

認為:這種民謠(順口溜)雖有失對經文的恭敬，但保證

了女性和下一代的宗教信仰，同時也使一些教外丈夫成了

很好的信徒。 13

為了信仰生活的純正，為了使信仰群體更加具有凝男主

力，教會家庭(家族)之間常結「姻親J )並利用家族、

9. 此民謠流行於郭西北一帶。十字山為天主教朝聖地，晚i青曾繞十字山而發生多次民教

衝突。
10. 趙瑪麗修女提供，記錄時間: 2011 年 8 月 20 日，地點河北練水栗村。
11 胡世娥， {恢西天主教 (635-1949) ~ ，下冊(內部印刷， 2010) ，頁 655 。

12 易人整理， (碴口縣天主教辦學史略) ，載《瞪口縣文史資料輯〉第六輯，頁 78 0

13. 詳見胡世斌， {俠西天主教 (635-1949) ~ ，下冊 3 頁 655 。此民謠在恢西一帶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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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親的裙帶關係擴大天主教影響，於是出現了反映教友血

親關保類民謠:

奉教的，不用提;不是姑姑就是姨。 14

提升信德及道德教化類民謠

天主教信仰是一種鮮活的生活，信仰理念之中蘊涵著

豐富的內容。瞻禮單是以公曆的形式記載天主教全年禮儀

的日膺，因而有民謠唱道 I三天不看瞻禮單，靈魂失掉

大半邊J 0 15這是因為瞻禮單記有諸多聖人的敬禮日，對於

引導信徒持守純潔的道德生活，把握道德自律的方向，走

向人生實踐的完善，具有指導作用。

提升信德類民謠反映在人與天主的關僚、對聖母的崇

拜以及倫理道德的持守等多方面。教會方面十分清楚，對

於追求物質利益而進入教會的吃教者，需要進行聖育的敢

發，教理的澆灌以及聖事的滋養，所以反映信仰生活之類

的民謠開始增多，並在信徒中流傳開來，例如:

清晨起，把衣穿，畫聖號，跪主前，

念完經，就吃飯，靈魂肉身得平安。 16

這是由單戶地區流傳的民謠，民國初期開始傳唱，其內

涵反映了教友家庭的日常生活，即每天所做的第一件事就

是把一切交給天主，並希望天主賜福於家人。

14. 河北一帶民謠 p 教友胡麗敏提供，記錄時間: 2013 年 7 月 24 日;地點 ;可北信德社。

15 此民謠在主要在北方教會i宣傳，參見《天津老西閔堂))(www.ti-church.oH!!ne滑s show.asD 

[2013 年 12 月 14 日瀏覽) ) 

16 那耶教區傳頌的歌謠，由師都教區傳道員劉希合、侯花芳提供 3 記錄時間 2013 年 7

月 28 日，地點河北定縣教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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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友劉希合告訴筆者，他從母親那里學會這類民謠，

從小唱道這些歌謠長大，歌謠對於堅守信仰、保持信仰發

揮了潛移默化的作用。

恭敬聖母是天主教信仰的一個特點，因而這類民謠深

受廣大教友的歡迎，如:

進了門 9 看後j情 p 後牆有個聖母娘;

聖母娘，真美好，若瑟是我大主保。

萬褔瑪麗亞，天堂是我家;

耶穌保護我，魔鬼不敢拉。 17

同類型民謠，不同地區會演繹為不同的版本，雖然文

字略有出入，但內容相似。如關於「聖母娘J '另一版本

唱著 I聖母娘，是好娘，拉著孩子進天堂。 J 18 

恭敬聖母的民謠深受見童喜愛，這類民謠實際成為教

會的童謠，其內涵對於豐富孩子的靈性生命，加強道德教

育，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19

總之，老民謠由於流傳時間較長，內容豐富，不僅可

以補益天主教歷史的研究，同時也為了解西方宗教進入中

國之後的本士化過程開敗了一扇窗口。

2. 新民謠

民謠是深受中國老百姓喜愛的一種民間文學樣式，改

17. 郎郭教區傳頌的歌謠 3 由郎郭教區傳道員劉希合、侯花芳提供，記錄時間: 2013 年 7

月 28 日，地點訶北定縣教友家庭。

18 修女宵秀玲提供，記錄時間 2013 年 8 月 10 日，地點 河北高碑店栗村修女會院。

19 教友劉希合告訴筆者，他伴隨著這些民謠長大 p 民謠對他來說也是動聽的見歌，即使是

在宗教活動中止的年代 p 他也無法忘記兒時的歌謠，這些兒時記憶一直保存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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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開放之後，隨著宗教活動的正常化，天主教又出現了新

的民謠。新老民謠在風格、調式上無大的差異，但內容相

對較少，且內容主要反映出改革開放之後信仰環境的寬

鬆，中國天主教出現的一些新動向、新變化。如:

累不累，看看我們的老前輩，

苦不苦 3 看看十字架上的主。 20

民謠反映出神長教友不忘教會傳統，並希望教會健康

發展的心願。

改革開放之後，天主教的發展速度不及基督新教，有

些地方教會學習基督新教的經驗，動員平信徒參與福傳工

作，其中以河北武安最為突出，因而出現了福傳類民謠:

全國福傳看郎郭 9 郎郭福傳看武安。 21

隨著平信徒福傳熱情的高漲，一些熱心信徒承擔起傳

教的責任，傳教者被稱之為「火頭軍J '民謠唱道:

火頭軍 2 火頭軍;走過全國傳福音。

電話一響，火頭軍到場。 22

傳道員曾經是中國教會的骨幹和精英，他們協助神父

20 山東陽谷主教趙鳳梧主教提供。趙主教一九五六年入獄，一九八四年獲得人身自由，出

獄後常用這句話激勵年輕人。民謠由濟南教區韓承博神父提供，記錄時間 2010 年 6

月 28 日;地點.德國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

21 民謠由鄭瑞平神父提供。據統計 3 一九九六年至二00一年，武安發展了兩萬新教友。

22 師嘟教區傳頌的歌謠，由前耶教區傳道員劉希合、侯花芳提供 p 記錄時間: 2013 年 7

月 28 日，地點河北定縣教友家庭。兩度民謠可看作單獨的兩首(因為是兩個「韻J)

也可視為一首。一般傳道員常把兩首放在一起唱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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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為教會發展做出過重要貢獻。近年來，一些平信徒

萌生出強烈的便徒意識，放棄工作和家庭，以傳教為己任，

並學習基督新敦的傳教方法，走村串戶傳福音，因而被譽

之為「火頭軍」

流傳在信徒中的「火頭軍」民謠，常被傳道員們傳頌，

他們在每一場的講道中，第一件事就是面對聽眾將「火頭

軍」民謠朗誦一遍。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一些鄉村教友陸續進入城

市，他們或經商，或打工，在身份轉變中，信徒們通過世

俗的經濟關係來加強聯繫，如河北一帶經商的教友中間流

行這樣的民謠:

教友幫教友多生意更好走。

民謠反映出教友之間相互幫襯，其同致富的生活場景。

改革開放後，教會重新創辦了自己的文字媒體，其中

《信德〉報發行量和影響力最大。《信德〉的日標是讓報

紙成為「了解中國教會的窗口，豐富信仰生活的園地J , 23 

因而自創刊以來深受廣大教友的歡迎與喜愛，於是有民謠

日昌 i草 : 

念經就念天主經，看報就看信德報。 24

這首民謠反映出神長、教友對信德報肯定，同時也折

射出文字傳媒在當代中國天主教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所

發揮的功能。

23. ({吉德) 2004 年第 1 期，第 1 版。

24 河北那郭鄭瑞平神父編，後傳播開來。

275 



康志杰

由於新民謠在改革開放之後才逐漸出現，因而份量、

比重遠遠不及老民謠。雖然如此，兩類民謠產生的動因，

所展現的信仰內涵，沒有大的區別。

二、天主教民謠特點分析

天主教民謠(無論新舊)是伴隨著信仰生活不斷豐富

的一種文學樣式，經過口耳相傳而保存下來。因此，這些

生動的口述資料不是深藏在圖書館、檔案館，而是積澱在

神長、教友的集體記憶中。筆者收錄的僅是其中的一小部

分，有很多教會民歌民謠已經失傳。

作為天主教文獻的重要組成部分及寶貴財富，民謠具

有「康生態」的特宜，且生動地展現出天主教傳入中國的

歷史進程，因而發展中逐漸形成了若干特點。

1. 內容特色

「謠」可證「史」

「吃教」類民謠可與紙質文獻相映證，下文略舉兩例:

在山東， I豆腐基督徒」指那些未能理解教義的信徒。 25 I這

個稱呼據說在臨清伊大任主教的教堂常常使用 J ; 26在河北

衡水， (1940 年前後) I凌主教同美國救濟總署取得聯繫，

弄來一大批d缸高梁，發放糧食，一時群情踴躍，紛紛表示

願意奉教，在 1940 年聖神降臨瞻禮日，只在東朱河一村，

就有三百多人同時領洗。 J 27 

25. 參見孟德衛著，潛琳譚，張西平審校， {靈與肉:山東的天主教 1650-1785} (鄭州

大象， 2009) ，頁 116 。

26. 參見同上，頁 141 。

27 范文典、耿永順等景縣(衡水)教區史資料彙編 1939-2002} , (新北，天主教輔
仁大學出版社， 2005) ，頁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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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會出現吃教?旅法中國神父衛清心對此進行了

分析:

大部分中國教徒(特別是內地剛剛入教的教徒)都生活

在社會的最底層，其中鄉下人居多，有農民、有達住處都沒

有只好住在船上的漁民，有苦力、小商販 9 也有窮困漆倒的

貧民。他們入教不過是為了混碗飯 1 耶穌會士研爾璧說過:

「你對他們講天堂、地獄時，他們就說天堂對他們來說，就

是早晚能吃飽飯 9 而地獄卻意味著挨餓。 J 28 因此， I 對那

些窮人來說，皈依基督教和加入其他教派或秘密會社是兩碼

事。可憐人入教的目的是為改變自己的貧困生活尋求依靠，

因此，與其說是為了尋求精神文柱，不如說是為了得到物質

上的保障。 J 29 

歷史上流傳的「吃教」民謠可以「證史J '是因為它

生動地表現出天主教在某一特定時代、特定環境下的真實

狀況，說明近代以後天主教會主要由底層窮苦百姓構成的

事實。吃教者的功利性必定影響教會的健康發展，因而各

地教會對皈依者進行信德培育，並開辦各類要理學校及公

益事業，不僅改善吃教者的物質生活，也改變他們的心靈

世界。民國以後，吃教信徒逐漸向責任教徒

(conscientiousness of Christians) 轉化，隨著三十世紀三十

年代公教進行會的成立， I責任教徒」開始發揮積極的作

用，承擔起家庭、教會和社會的責任，越來越多的平信徒

開始踐行基督的教導，投身於社會慈善事業。

28 衛清心著，黃慶華譯， ~法國對華傳教政策}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1) 

上卷，頁 356 。那爾璧的原話，衛清心引自葛光被， ~在華傳教五十年} ，頁 20 。
29 馬特吉， ~文人的中國} ;轉引自衛清心， ~法國對華傳教政策} ，上卷，頁 3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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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國皈依者的轉化，台灣學者唐德剛通過研究發

現，教徒有良心教徒 (Conscience Christians l 和吃教教徒

(Rice Christiansl 之別。良心教徒一旦入基督之門，則終

日懺悔有罪，時時在上帝面前思圖自贖。 30吃教信徒只能是

某一特定歷史階段的特殊現象，隨著教會走上健康有序的

軌道，吃教者逐漸淡出歷史舞台。

買地類民謠折射出天主教發展中的另一個特點。近代

以後，教會購買土地幫助受災老百姓安家立業， í慈善傳

教」成為教會發展的重要契機，這類資料在地方文獻中多

有記錄，但紙質文本遠不及民謠生動，教友們帶若真實的

情感用民謠傳唱他們獲得土地，過上不愁吃喝的「自在」

日于 9 蘊涵了對皈依生活的認同，對造物主的感恩等多種

信息 9 同時也從另一個視角為教會歷史提供了新資料。

彰顯信仰

天主教民謠是皈依者的文化心理積澱，因而主題以彰

顯信仰為核心，無論是讀美天主，還是歌頌聖母，均鮮明

地表現出這種特徵。

在追求與天主合一的過程中 9 民謠注重展現天主教的

倫理道德: í奉教人，要知道，遵聖言，效聖表，不可放

蕩自逍遙。 J 31追求天堂的永生，遠離地獄的永罰，是信徒

對彼岸世界的理解與詮釋，正所謂: í天堂永福在人為，

地獄永苦是自討。 J 32顯然，在現實生活中情守十誠，踐行

耶穌的教導，是合格信徒的倫理標杆。因此 9 彰顯信仰內

核的民謠，常常與倫理道德的內容景密相連。

30. 參見唐德剛， (魂清七十年-義和團與人國聯軍> (台北 遠流， 1993) ，頁 20 。

訓，楊寅東， <海北鎮概況史(續) > '載徐炳三編， (滿洲公教月刊》第四卷第一期 (1937) , 

頁 46 。

3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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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新民謠，多突出「福傳」的特色，

並在反映當代中國天主教的變化中，展現一個「新」字。

如「累不祟，看看我們的老前輩;苦不苦，看看十字架上

的主」。第一句告誡年輕一代的神長要繼承前輩的光榮傳

統 3 將信仰傳承下去，後一句則典型反映出天主教信仰的

核心內容。

天主教中心教義是十字架，正如保羅所說， í活著是

為基督J '為基督而活，為人類犧牲，便是真基督徒。「十

字架上的主」是基督徒人生之樟樣，因此， í基督信仰絕

然依賴於耶穌一一基督的這一個人身，基督信仰理解的『恩

典』就是這一個耶穌基督的臨在。 J 33正如德國哲學家布洛

掛 (Emst B1och, 1885-1977) 所說: í耶穌活出一種無出其

右的生命，他表現出一種特殊的『向下』傾向:關懷窮人

及被忽略的邊緣人... ..以及一種向上傾向:反抗掌權

者......他宣講愛，而非刀劍......他的倫理教導只能在默示

的 (apoca1yptic) 脈絡中，即在世界終結的期待中去理解，

因此召喚我們作最大的警醒(谷十三 35) 0 J 34 

耶穌基督的榜樣是激勵他的追隨者活出其精神的強大

動力， í苦不苦，看看十字架上的主」一一民謠通過模仿與

改造，將信仰的實質與核心淋漓盡致地展現，典型地反映出

當代中國天主教將耶穌視為基督徒道德樟樣的價值取向。

c. 傳播區域表現出不平衡性

民謠多流行在北方教友中間，如內蒙、河北、山西、

快西以及東北等地，而南方較少見。從數量上看，以那單F

33. 劉小楓， <看，你的見于 我口渴) ，載《上海文學} 02 (2000) ，頁 73 。

34. Emst B1och, Das Prin呻H吶ung σrankfurt am Main, 1959), Vol. 2, pp. 14日2-1493 。轉引
自谷寒松， <耶穌基督一一基督徒倫理道德的基礎h 載天主教輔仁大學神學院編， {神

學論集} 72 (19日7) ，頁 2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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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為多，蓋其原因，嘟嘟開教早，據當地傳說:明末利

瑪竇進京路過山東臨清，被宣官馬堂擋道，滯留臨清時曾

傳教於此 9 間E嘟因此鄰臨清，天主教由此傳入 0 多年來，教

友以民謠的形式展現信仰的內涵，已經成為這裹的傳統。

流傳於山西、快西、河北、內蒙以及東北一帶的民謠

有看內在的聯繫，明末以後，因此鄰京黨的河北是天主教發

展最為快速的地區，此復華北成為天主教徒最為集中之

地。清末民初，逢過自然災害，冀魯流民闖關東，而晉挾

流民則向塞外流動。為了安置失去土地的災民，教會在提

供土地的同時，還配套耕畜、種籽、農具等優惠政策，由

此吸引更多內地農民擁向塞外，人口遷徙中伴隨著信仰的

傳承，天主教民謠也隨之進入北方邊陸的教友家庭。

民謠傳播需要相同(或相近)的語育作為載體支撐，而

南中國卻不具備「大北方話」的環境與條件多由於體系複雜

的南方方吉發音多變，因而無法給講究韻律的民謠提供適宜

的傳播士壤。退一步說，即便出現民謠，由於韻尾諸多變異，

一首民謠在流傳中很可能由於語音的滯礙難適而失去順口

溜的韻味，這或許是中國天主教民謠主要流傳於北方的原因

之一。因而在地域分佈上，天主教民謠主要分佈在長江以北

的廣大地區。遺憾的是，由於歷史原因，很多天主教民謠，

特別是適宜兒童吟唱的民謠大部分已經失傳。

2. 實效與功能

調動平信徒的積樞性

「火頭軍」民謠，形象地反映出平信徒福傳逐漸成為

教會發展的新趨向，一些信仰虔誠的教友承擔起福傳的使

命，他們的使徒精神和傳教實蹺，受到了廣大神長、教友

的支持和讚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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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天主教歷史上協助傳教者為傳道員，由於來華西

教士人數十分有限，傳教員在福傳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

色。歷史上的傳道員多稱之為先生或傳教先生，江南教區

除了傳教先生，還有「相公J (Secretary-catechist , 35又譯

為「助理傳道員 J) ;東北教會稱傳教員為「講土j 。“多

種稱謂證明中國遼闊的地域文化以及地方語言的豐富性。

貞女傳道員的稱謂則比較簡單，多稱之為「傳教姑娘J

南方對年畏的貞女傳道員則稱之為姑婆。通過稱謂，人們

能夠判斷傳道員的性別，女日先生、相公、講士多認定是男

性，而「姑娘j 、「姑婆J 則一定為女性。

傳道員「不僅僅需要宗教方面的知識和適合的性格，

也需要一定的犧牲精神和虔誠的態度J 0 37改革開放之後，

宗教活動走上正軌，教會開始重視平信徒在教會的角色，

發揮平信徒的作用，於是出現了一批為教會服務，義務福

傳的熱心平信徒，教會稱之為「火頭軍」。新一代的傳道

員繼承前葷的傳統，離開家庭，深入各地教會，他們的人

生實踐，展現出當代中國天主教發展的新特點;而民謠「電

話一響，火頭軍到場J '則反映出信息化時代傳道員的工

作特色。

35 高華士著，趙殿紅譚，劉益民審校， (ì青初耶穌會士魯日滿常熟員長本及靈修筆記研究〉

(鄭州。大象 '2007) ，頁 149 注 2 。是頁芷文記載: 11674 年 11 月 18 日記， ~相公

(助理傳道員) (送給我)一斤香圖片. ... J '說明清朝初年男性傳道員與神父的友好
關係。

36.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 (教務教案檔(第六輯(三1) :光緒二十三年 光

緒二十五年}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0) ，頁 2101: 1總署收署吉林

將軍延茂文，附粘單法教士路平在農安縣、屬轉委奉教華民張據德添設教堂已鈞屬照的

保護J 0 關於講士 3 原文如下。「吉林將軍延茂文稱: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據

暑農安縣知縣白希李詳稱，茲有法國教士路平到縣赴署星驗執照，並聲稱，伊轉委奉教

華民張據德在於縣屬本城萬金塔屯、靠山屯設立天主堂各一處，其本城教堂派奉教華民

會長康德耀，講士玉秉長、丁萬恆，萬金塔屯派奉教華民講士會運祥、吳廣福，靠山屯

派奉教華民講士孫樹樁、李鴻儒宣講經理。 J

37 費爾希 (Hermann Fischer) 著，雷立柏 (Leopo1d Leeb) 譯， (奧吉斯定 韓寧稿主教

傳-一位德國人在華工作 53 年} (台北 台灣聖家獻女傳教修會 '2006) ，頁 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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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除不宜元素，隱喻批評功能

民謠多是群體在不自覺中的一種創造，一種無意識中

產生的文化現象，其中自然會沉澱一些與時代不相符合的

內容。但隨著歷史的進步，信徒們傳唱民謠時，會淘汰某

些不再適應社會發展的舊民謠:如「不要慌，不要忙，真

心念經升天堂;升天堂，享福樂，不在世上受折磨」一一具

有消積的宿命論色彩，至今已不在傳誦;而「火頭軍」一

類的民謠，因為調動平信徒服務教會的特性，且具有時代

特色，在教友中頗為流行。

增加新內容，攝棄不合時代的舊內容，是天主教民謠

一個特徵，因而民謠的流傳和發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

口耳相傳中，一些民謠還具有批評功能。例如吃教類民謠

是較多的一類，但隨著時代的進步，教會逐漸「打破了吃

粥信教的傳統J 0 38雖然這類民謠仍在流傳，卻有別於世俗

社會那些插科打譯的「娛樂式」順口溜。「吃教」民謠主

要來自教會自身的反省與批判，這種反思情結有助於幫助

教會找到前進的方向，最終演化為一種前進的動力。

民謠是老百姓白發性的創造，也是一種白發的傳播行

為，對於那些為了物質利益而皈依的信徒，教會還用民謠

進行諷刺: I聽說吃飯就來到，聽說念經就跑掉J 39 這

類民謠的意圖是對不熱心聖事禮儀的所謂「教友」進行批

評和勸告;在商品經濟大潮中，受消費主義、拜金主義的

影響，有些信徒穿梭於生意場上，於是出現了「教友教友，

一叫(教)就有(友) ，不叫(教)沒有(友) J 類民謠，

其主旨也是對信仰淡漠者的諷刺和批評。

38. <給伯達) (1928 年 2 月 25 日) ，載耀漢小兄弟會編， (雷鳴遠神父書信集} (台中

天主教耀漢小兄弟會， 1990) ，頁 702 。

39. 趙瑪麗修女提供，記錄時間 2011 年 8 月 20 曰;地點﹒河北練水栗村耶穌聖心會女

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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諷刺類、批評類民謠表現出一種善意規勸，其功能在

於提醒教友們除了世俗的物質生活，還應該關注靈性生命

的話養和培育。

鞏固信仰群體，加強情感認同

民謠以一種相對開放的形式傳播，其中蘊含著傳播者

之間的情感交流，這種集體式的「述說J '無疑拉近了信

徒之間的認同感: I教友幫教友，生意更好走」一一表現

社會轉型期信徒之間相互幫襯的現實; I奉教的，不用提，

不是姑姑就是姨J '折射出以家族、血親為紐帶推動教會

發展的鮮明特徵。

輸送正能量

與世俗社會民謠的娛樂審判功能不同，天主教民謠更

多地把眼光聚焦在彼岸世界的終極目標，充分展現天主教

信仰的真諦。因此歹天主教信仰不是空洞的說教，而是一

種行動，一種社會實踐，信仰的最高境界是活出基督的博

愛精神，彰顯天主的榮耀，因而有民謠唱道:

人人都想把天升，沒有恆心難立功;

空來空去空到老，拿若甚麼見主榮。 40

這首民謠是天主教信徒對信仰的最好注解和詮釋，它告

誡教友需要不斷加強要理學習，認識信仰的真諦，時刻注意

靈性生命培育，為達到真善美的終極目標而傾其畢生精力，

同時亦對信徒中只說不做，空念經文的現象提出質疑。

40 宵秀玲修女提供 3 記錄時間 2013 年 8 月 14 日，地點:河北練水栗村耶穌聖心會女

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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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民謠是信仰生活的真實寫照，其中加強信德及

倫理道德的民謠，營造出家庭和諧的氛圍，教化功能十分

明顯，孩子們唱著這些民謠，明白了恭敬耶穌的意義，記

住了聖母的聖潔與美麗。筆者在調查中發現，一些出生於

老教友家庭的孩子唱者老一輩傳授的民謠長大，民謠伴隨

著信德一起成長，讓他們終身受益。

總之，反映天主教信仰生活的民謠其實而生動，且涉

及的內容有婚姻、人際關係等多個方面 3 這類民謠不僅折

射出天主教徒自我身份的認同，同時也證明天主教信仰是

一種健康、文明、積極向上的生活理念及生活方式。

3. 借用中國民間文學載體凸顯與傳播天主教信仰

中國語言的特色及魅力，早期來華傳教土已有深刻的

體認勢如康熙年間在北京活動的著名耶穌會土李明 (Louis

le Comtel 曾說: I 中國語吉，準確地說，是一種音樂，它

含有一種真正的諧音。正是這種諧音構成中國語盲的本色

和特色。 J 41天主教民謠之所以深受廣大教友的喜受，恰恰

是利用了中國語盲這一充滿生命力的載體來展示豐富多姿

的信仰生活。

「謠」原指沒有音樂伴奏只是唱歌的表演彤式 ， <c康

熙字典》解釋說: I由合樂日歌，徒歌日謠。」作為以語

吉為載體的天主教民謠主要是口頭說講，不需要音樂的彤

式唱誦，因此也稱之為「順口溜」。不過，天主教民謠與

時下坊間流行的順口溜不同:當今社會的順口溜多與時事

有關，在民間廣為流傳，具有針眨時弊的特色，在褒貶意

義上有鮮明的傾向性;而天主教民謠，主要以反映信仰生

活為主，是了解中國教會發展及特點的一扇窗口。

41 李明著，郭強等譯， (中國近事報到} (鄭州﹒大象， 2004) ，頁 1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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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民謠在形式上多為四行或二行，從語法到修辭

都表現出一套完善的系統特色，語盲不用華麗的詞藻雕啄

修飾，質樸平易，朗朗上口，易記易背，有規律的韻律和

節奏，且以大眾化的口語展現其豐富的內涵。

生存在中國文化背景之下中國天主教，其民謠不可脫

離本士文化 9 因而一些民謠是世俗社會民謠的變體 9 即借

用世俗社會民謠的格式 9 填入適宜信仰的實質性內容，如

社會上曾流傳民謠: I累不祟，想想革命的老前輩;苦不

苦，想想長征二萬五。」趙鳳梧主教改為: I累不祟，看

看我們的老前輩;苦不苦，看看十字架上的主」 十分

貼切天主教信仰的內核。

流傳於各地的天主教民謠多不知作者之名，但卻是神

長和教友們的智慧結晶。這些充滿生活氣息的一串串民

謠言特別是適應於見童唱頌的童謠，如何保存，如何發揚

光大，當引起教會的關注;而如何擁有更多內涵豐富、形

象生動、易於上口，悅耳響亮，好念好記，反映天主教信

仰的新民謠，更是當代中國天主教的一個責任。

三、結語:由民謠引發對外來宗教如何本土化的一點思考

天主教傳入中國經歷了衝突、碰撞一一交流、融匯的

複雜過程，而用民謠來表現信仰生活，是典型的用本士文

化形式來承載異質文化內涵的一種方法，這種文化現象隨

著文化傳播，雙向流動，後人將其歸納為「本地化」

(Localization) 現象一一即將某一事物(或文化現象)轉

換成符合本地特定要求的過程。但是，這種文化轉換對於

中國草根階層來說，是一種非常自然的過程，一種自覺或

白發的行為;換句話說，是在信仰理念刺激下的旺盛激情

的表達，更是對信仰生活的認同和讚美。草根基督徒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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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沒有「本地化」概念的形勢下，圓滿地展現出中國天主

教本地化的一種表現形式。

因此，天主教民謠是天主教作為一異質文化傳入中國

之後，適應本土文化，並用本士文化來反映信仰生活的一

種文化現象。就其內容來說，不同時代的各類民謠，均展

示出信徒生活的不同側面以及中國天主教發展不同階展的

歷史特徵，它既能「證史 J '可補充歷史文獻之不足，亦

可在流傳過程中加回信徒的信德，彰顯信仰的核心。就實

效與功能來說，借用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民謠形式來反

映信仰生活，既有頌揚，發揮正能量;亦有批評，剔除負

影響，亦莊亦諧之中，讓天主教信仰更加生活化、福音化。

在基督宗教來華歷史中，中國基督徒曾利用中國特有的

語盲風格與魅力來凸顯信仰的生命與內核，因而除了民謠，

基督徒還用極聯、鼓詢、詩歌、戲劇等多種文學形式來展現

中西文化融匯的精彩。比如，晚清在湖北武昌傳教的循道會

牧師富世德(Amold Foster) 將基督新教的各類植聯整理，

分為新春聯、大門聯、聖經聯、講堂聯、通用聯等多個類別 3

表現信仰生活的精粹 ;42晚清秀才費金標用官話鼓詞的形式

來編賽基督宗教歷史，這就是著名的《聖教古史小說鼓詞》

(八冊) ， 43鼓歌以六吉、七言表述，講究韻律，朗朗上口;

涉及講唱文學的還有教會歷史劇本，如《中國開教三大柱

石》、 44 <c利瑪竇}\ (Father Ricci. s.J) 的等。這些生長於

42. 富世德牧師輯錄的各類基督教新教模聯載《中西教會報} 01 (1903) ，藏上海檔案館，

檔案號Ul31-0-110; 此外天主教亦有多種極聯，可參閱《聖教對聯} (山東竟州府天主

堂， 1920) 

43. <聖教古史小說鼓詞》八冊(山東究州府天主堂， 1918 年)的內容是依1Ã是:創世紀，

出谷記、戶籍紀、申命篇，約蘇拉傳、長老傳、盧德傳，前列王傳，中列王傅，後列王

傅，大尼爾傳，愛斯德傳。
44. 徐景賢設計，嚴肅編劇， <中國天教三大柱石} (劇本) ，載《我存雜誌》第三冊(原

第二卷第四期) ，頁 1144】 1150 。

的由公教中央辦事處編輯 (Catholic Centra1 Bureau Editor) 編劇，見 China Missiona吵，

(Shanghai, February 1949), p. 1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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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土壤之中的文化之果，折射出基督宗教的悠久歷史以及

基督宗教的來華史，濃縮了中國基督徒的思想和信仰表達，

遺憾的是，它們卻一直游離於主流文化之外。

當代中國正在對各類民間文學進行整理和傳揚，並將

此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而全力拯救，而表現基督宗教信

仰、且流行於草根階層的民歌民謠(亦包括極聯、鼓詞、

戲文等)卻被忽略。但是，中國基督宗教的民謠以及其他

口傳文學，既然生長於中華文化之中，理應是中華文化的

一個組成部分。筆者以為:隨著時代的進步，宗教界應該

對各類涉及信仰的口傳文學進行整理，保留其精華，剔除

其糟非白，從而使中國基督宗教本地化運動不斷深入下去。

關鍵詞:中國天主教民謠本地化

作者電郵地址: kzjwh@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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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lk song is an expression of Chinese folk literature and 

a non-written form literature created and popularized by the 

common people. After Catholicism was introduced in China, 

related folk songs gradually appeared among churches. These 

folk songs reflec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urches at different 

times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in the churches and the 

Christian life.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up policy, new folk 

songs appeared too. These folk songs are raw literature 

materials and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Catholicism. The mlSSlOn of the Chinese Catholic 

Church today is to separate the wheat from the chaff in the old 

folk songs and to promote new folk songs, in order to further 

develop the localization of Catholicism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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