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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與移民教會的融入

-一一北京的固始人教會與溫州人教會比較研究

袁浩

香港中丈夫學文化及宗教研究象博士後研究員

伴隨二十世紀七0年代之後中國結構性變遷，基督教

先後在中國農村與城市復興。 I海內外學界對基督教與中國

政治民主轉型的興趣較濃，但基督教與中國社會變遷被忽

略。自二十世紀九0年代席捲中國大地的城市化，構成中

國社會變遷的重要內容。城市化與基督教的關係成為一個

重要的研究領域。

進入二000年，中國城市化與基督教研究開始為國

內學者所關注。有學者較早、敏銳捕捉到城市化對中國基

督教的衝擊，學者高師寧與段琦較多從宏觀視角呈現城市

化與基督教互動的畫面。 2以上學者為宗教社會學及當代中

1.參閱以下研究 David Aikman, Jesus in Beijing: How Christiani砂 1s Transforming China 

and Changing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 (Washington, D.C.: Regnery, 2003) ; Yang 

Fenggang,“'Lost in the Market, Saved at McDona1d's: Conversion to Christianity in Urban 

China", Journal戶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44 (2005), pp. 423-441 ; Danie1 Bays, A 

N的v History of Ch，甘lam秒 in China 防御1d凹， MA: John Wi1ey & Sons, 2012) ; Chen-yang 

Kao (高晨揚)，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Post Missionary Transformations of 

Protestantism in China (Ph.D. thesis ofUniversity ofLancaster, June 2009) 。

2 陳村富， (城市化過程中的當代農村基督教> '載氏著， <轉型期的中國基督教一一概江

基督教個案研究> (北京東方， 2005) ，頁 104-120 。高師寧， (城市化過程與中國基

督教> '載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網站 (http﹒Ilchristianity祖dchina.coml?page_id~373 ' 2016 
年 5 月 9 日瀏覽)。段琦， (2011 年中國基督教主要事件及城市化對教會的影響> '裁金

澤、邱有輝主編: <中國宗教報告 (2012) >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2012) ，頁 64-1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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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浩， (聽不見的聲音:關於中國基督教城市民工教會的研究> '載《道風漢語基督教

文化評論> 39 (2013) ，頁 337-3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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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基督教研究開拓出一條新路，但亦存不足之處: (一)

城市化與基督教之間的單向度關係。現有研究對城市化之

於基督教的影塑作用有探討;但基督教對城市化的回應與

調適則是空白。就城市移民教會而言， (二)現有概念在

中國處境是否需重新界定?如移民、移民教會。本文以北

京市兩類移民教會為研究對象，探討移民教會與城市化間

的關聯性，重點探討移民教會如何調整自身的神學、組織

及制度，以適應、融入城市生活。

一、研究設計

1 重要概念及理論

筆者首先對本文核心概念及理論進行闡釋。本文涉及的

核心概念有:城市化、移民、移民教會;所用理論是美國社

會學家安默曼 (Nancy T. Ammerman) 堂會研究的理論框架。

城市化

城市化是指在城市經濟日益繁榮、組織增加，以及交

通網絡逐漸普及的處境下，人口不斷遷移到城市生活的過

程。 3城市化不僅指涉經濟、社會與人口的變遷，也指涉一

種生活方式與文化的改變。 4城市化基本內涵有:城市經濟

發展、產業多元，吸引農村人口大量湧往城市就業;城市

面積不斷擴大，吸納農村地區;城市化意昧著一種城市文

化與生活方式。較之於歐美及拉美國家的城市化，當代中

國城市化有其特殊一面:中國通過戶籍制度，以制度性方

3. John Fried血ann， The Pr，由pect 01 Cities 弘巫m目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pp. 3-4; Gino Germani, The Sociology 01 Modemization: Studi臼 on 1ts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Asp缸ts with Special Regard to the Latin American Case (New Brunswick: 

Transa悅。n Books, 1981), pp. 52-54. 

4. Joe Feagin, The New Urban Paradigm: Critical Perspectiv由 on the C妙 (L阻ham: Rowman 

& Litt1efie1d,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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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將城市與農村分開。該制度阻礙城市化進展，以及人口

自由流動。 5以此來理解當代北京的城市化:

第一，急劇增長的城市人口。北京市其人口增長主要

途徑是移民，其中從外省農村遷入該市的移民佔較大比

重。第六吹人口普查顯示，截至二0-0年底，北京市常

住人口 1 ，96 1.2 萬，較之於十年前增加 604.3 萬人。 6同時來

自外省農村的流動人口大約 500 萬，佔全市人口 25%左右。

第二，持續擴大的城區面積。在市場經濟與國家推動

下，北京市城市化進展較快，城區面積年均增加 30 平方千

米，城市面積從一九八一年 346 平方千米，增加到 2005 年

1 ，209 平方千米，進而增加至目前 1 ，400 平方千米。隨城市

化推進，城中村、周邊農村或城鄉結合部相繼拆遷，被整

合到城市中。

第三，多樣性的文化與生活方式。改革開放以來大量外

來人口從中國各省份湧入北京市，多樣性文化傳統開始形

成，從傳統至現代呈現一個連續體。外省鄉村移民在北京市

生成以地緣與血緣為聯繫紐帶的各省族群共同體，如「河南

村j 、 「安徽村」及「漸江村J ， 7其內部仍然維持家鄉的

文化與生活方式。急速城市化及大規模城市拆遷與重建衝擊

各省族群共同體，使之趨於解體;傳統的文化與生活方式因

缺少空間支持而備受衝擊，有些開始向現代過渡。

第四，分割城鄉的戶籍制度。戶口制度是國家對人口

進行社會控制的制度性安排。該制度使得外來人口無法取

5. 夏建中， \{城市社會學}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0) ，頁 38-39 。黃劍波，

《都市里的鄉村教會} ，頁 38-44 。李強主編， \{中國社會變遷 30 年} (北京 中國社

會科學出版社， 2008) ，頁 90-135 。

6 北京市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 <北京市 2010 年第六次全國人民普查主

要數據情況> (ht中 //www材stats.gov.cnl句句句。/rpgb/20l 511/的151124 327785.h肘，

2016 年 5 月 3 日瀏覽)
7. 蘇黛瑞著，王春光、單麗卿譯， \{在中國城市中爭取公民權農村流動人口、國家與市

場邏輯} (杭州:斯江人民出版社， 2009) ，頁 276-2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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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城市戶口，失去相應的公民身份，從而外來人口在城市

中基本的公民權利、社會權利與都無法保障。外來人口中

的農村人成為城市中的「邊緣人J 0 8 

移民與流動人口

蘇戴瑞是研究中國城市化及人口遷移的重要學者。她

認為，基於公民身份，流動人口在於他們在漂怕中流動，

現在及將來都沒有可能成為永久的定居群體。而通過其他

方式，如升學、參軍等進入城市、獲得戶口(即公民身份)

的是移民。「流動」對應的是流動人口這一群體) r遷移」

對應的是移民這一群體。 9

但蘇黛瑞的研究及概念分類是基於二十世紀八0年代

至九0年代初的中國社會。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社會已

然發生、且正在發生巨大的社會變遷，蘇黛瑞的概念分類

是否需要重新檢驗?首先，戶口制度在國家政策層面開始

呈現根本性變革。 1。其坎，城市流動人口內部已存在很大的

社會分化，其中部分人群積累較多經濟資本與社會資本，

積極融入城市。他們在戶口政策鬆動的城市已獲得當地戶

口與公民身份，從而實現流動人口到移民的轉化。 II在當下

中國城市化進程中，流動人口與移民的界限逐漸模糊，流

動人口向移民的轉化是一個社會事實。

本文認為流動人口及移民之間，概念內涵的差異在縮

8 黃劍波， (中國城鎮民工的宗教生活) ，載《二十一世紀} 19 (2008) ，頁 104 ' 
9 蘇黛瑞， {在中國城市中爭取公民權} ，頁的。

10 二0一四年七月中國政府發布《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 ，提出中國全面

放開建制鎮及小城市的落戶限制，有序放閩中等城市的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大城市的落

戶條件。這意昧著實施半個多世紀的戶口制度即將退出歷史舞台。《國務院發布〈關於

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建議)} (h句:llpo1itics.peop1e.com.cnl恥 2014/07301

c70731-25369521.h凶， 2014 年 7 月 30 日瀏覽)
11 二0一二年六月訪談束五旗憲會點劉女士與遺傳道，他們稱教會中部分信徒已搬遷到北

京郊區縣市，或者剛tl鄰北京的河北縣市。他們在當地麟置房產，且獲得當地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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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依據現有政策甚至可以樂觀預測，國家正致力於流動

人口的城市融入。故筆者將使用移民這一概念。此外，蘇

黛瑞認為沒有界定流動人口，本質在於是否具有本地戶

口。無法獲得戶口的就是流動人口。然而這一界定在當下

中國並不適宜，因為中國城市有部分大學生、白領亦無法

很快獲得當地戶口，然這個群體無法歸入流動人口之列，

成為移民較為合適。

移民教會

何謂移民教會?本研究認為，主要由移民所構成的教

會即為移民教會。移民教會作為一種教會類型，不僅在於

會眾群體的構成，還在於移民群體背後所指涉的地方文

化。據筆者二0一一至二0一四年北京市移民教會田野調

查，依照會眾籍貫分類，北京市有兩類規模較大的移民教

會:河南固始人教會與漸江溫州、|人教會。這兩類移民教會

之所以構成教會類型: (一)教會或眾會點數量、信徒人

數眾多，形成一定規模; (二)教會有其不同的文化歸屬，

有其清晰的邊界與身份認同。

與歐美發達國家移民教會相比，北京移民教會有何特

徵?拉美有些國家在城市化中，五旬節基督教在貧民區廣

泛傳播。教會為會眾提供技術培訓，以及信徒之間的互相

支持。教會產生的社會資本幫助移民更好融入城市生活。 12

美國有研究表明，城市移民教會有看服務俱樂部的功能，

在生活工作諸多方面幫助移民融入當地生活，但這種服務

的提供往往局限在特定的族群教會。的

12. David Mart血， Tongues 01 Fire: The Explosion 01 P.間的tantism in Latin America (Oxford: B 

Blackwell, 1990) 

13. David Ley,“The Irnmigrant Church as an Urban Service Hub", Urban Si的dies 45 .10 (2008), 
pp.2057-2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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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默曼及其堂會研究的理論

建基於社會，也織及堂會研究，美國社會學家安默曼從三

個維度審視基督教的堂會生活:資源、權威結構 (structure of 

authority) 與文化。安默曼認為，文化包含實體的構成、活

動的類型、建立這些客觀事物的語吉與故事。堂會環境的變

遷，意昧著堂會資源的變遷;理解堂會對環境變遷之反應的

關鍵是，留意堂會達至各種類型資源的途徑與方式。而堂會

內外的權力與影響力，扮演彤塑堂會的功能。 14本文將權戚

結構細化為制度與治理方式，用資源、制度與治理方式及文

化作為分析框架來審祖移民教會。對變遷中的當代中國移民

教會而吉，制度與治理方式是一個更為突出的影響因素。第

一，資源。教會得以運作所需的物質資源與人力資源，如宗

教活動場所、經濟能力、會眾的人數與質素，以及專業的神

職人員等。第二，制度與治理方式。教會是否有成文的規章

制度，以及教會的治理權力如何分配。第三，文化。會眾在

信仰實踐當中所體現出的文化類型。

2. 研究方法

本文之所以選擇北京市移民教會: (一)最近二十年

北京市城市化進展顯著。對包括教會在內的社會組織而

盲，城市化構成一個重要的外在環境。此外，在高速城市

化與現代化發展背後，充分暴露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

的特徵，呈現出文化類型的變遷與差異。(二)二十世紀

九0年代以來移民教會在北京市發展較為迅速，形成相當

規模的、不同省籍的移民群體。

本研究所指涉北京移民教會，依照籍貫分兩類:固始

14. Nancy T. Ammenn妞， Congregation and Community (New ß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4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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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會與溫州人教會。固始是河南省信陽市一個縣，溫州

是漸江酋一個市。二十世紀八0年代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

任制的改革，將農村大量剩餘勞動力解放出來;加之城市

與農村的戶口制度開始鬆動，因此農村人口有制度性機會

向城市流動。固始縣、是農業大縣，其產業以農業為主，二

十世紀八0年代以來農村剩餘勞動力日漸增多，二十世紀

九0年代固始人開始向大城市流動。溫州是一個山多地少

地區，人均耕地少，因此農村人口不得不外出到城市尋找

工作機會。一九九0年以來，固始人與溫州人在北京市各

自形成一個人數龐大的群體。

從二0-0年到二0一三年間，筆者進入北京市田

野，使用滾雪球的方式參與觀察河南固始人教會十一間，

漸江溫州人教會七間;訪談教會領袖、普通信徒三十人吹，

形成三十萬字的訪談資料。訪談設計採取半結構與結構性

問題相結合的方式。

二、北京移民教會

1. 移民教會的興起

北京市移民教會興起於二十世紀九0年代。的中國城市

化推動大量外省農村人口酒入北京市，尤以河南、河北、

溫州農村人口為多。 16農村基督徒亦被這個移民運動所席捲

而遷入城市。來自河南、溫州的基督徒，依靠血緣、地，緣

的社會關係網絡，組織建立屬於自己群體的教會 固始

人教會、溫州人教會。

的同時期興起的還有城市新興教會。二十世紀人0年代北京基督教以建制教會為主。自二

十世紀九0年代北京市基督教發展星閏始人教會、溫州人教會、建制教會與城市新興教

會為主的多元格局。

的北京市第六次人口普查辦公室， {北京常往外來人口來源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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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始縣是河南省農業大縣。自二十世紀八0年代實行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村剩餘勞動力開始向城鎮流動。

目前固始縣有一百五十萬人口，其中多達七十多萬人外

出。而九0年代以來基督教在固始出現大復興，尤其農村

地區，有的是整個村歸信基督教。隨著九0年代城市化推

動，固始基督徒隨人口流動開始遷移到城市。固始人在北

京市形成自己的票居區，一般稱「河南村」。依託於固始

人工作與生活的區域，固始基督徒亦成立自己的教會。

溫州有中國「耶路撒冷」及中國「猶太人」之稱，前

者說明基督教在溫州的復興。 17後者指出溫州'1人有經商的非

凡稟賦，在經濟上開創了聞名全國的「溫州模式J 0 18正是

溫州獨特的宗教與經濟身份，塑造中國基督教面貌，形成

遍布各城市的溫州人教會。當城市中的溫州基督徒越來越

多眾集，地區主義色影濃厚的溫州基督徒無法融合本地教

會。二十世紀九0年代初以來大量以溫州人為主的查經

班、男主會點，乃至教會建立起來。

2. 移民教會的增長

會眾增加

城市化與市場經濟源源不斷吸引農村人口(包括農村

基督徒)進入城市，為移民教會新成員的補充及再生產提

供基礎。現有研究及田野調查表明，移民教會新成員的增

加及教會快速增長，並非開展城市宣教的結果，而是將散

落在城市中的固始人基督徒、溫州人基督徒男主合起來。 19

17. 陳村富、林道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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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輯(北京﹒東芳， 1998) 

18 李雲河、鄭子耿， (溫州模式> '載周爾婆、張雨林編， <:中國城鄉協調發展研究:> (香

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4) ，頁 94-129 。
19. ilJ琪、黃劍波'<:都市邊緣的民工教會:> (香港.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 2011) 。

據袁傳道統計，東五旗教會信眾百分之八十來自洞南固始縣，民工群體歸信者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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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始人教會:組織的裂變與複製

城市化帶來大規模城市拆遷，客觀上促成固始人教會

的裂變與擴張。面對拆遷，教會將會眾分為若干區域小組。

宗教精英參與區域小組，再吸收該區域附近的新成員，一

段時間之後新教會得以建立。橄欖教會即以組織裂變與複

製的方式實現教會增長，至今有二十五個男主會點，會眾達

兩千人。對此橄欖教會柳牧師說:

城市拆遷對教會發展是攔阻也是機遇。攔阻是給教會帶

來衡擊、損失以及人數的失落;機遇是帶來發展。奶西教會、

北湖教會與東五旗教會都是仰山拆遷後建立的，沙河教會也

與仰山拆遷有關係。 20

溫州人教會:從巨型教會 (Mega Church) 到分散聚會

二十世紀八0年代至九0年代北京市「漸江村」人口

大部分是溫州人。「斯江村」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社區，生

活、生產、經濟交易及教育都在社區內完成。 21為滿足溫州

基督徒的信仰需求，溫州人教會開始在「漸江村」建立。

進入二000年北京市政府開始對「漸江村」進行大規模

拆除，及至今日「漸江村j 不復存在。溫州、川、與溫州基督

徒隨之分散到其他城區，而溫州人教會也隨之搬遷。位於

「漸江村」的大紅門教會曾經維持規模龐大聚會，二00

八年主日崇拜有兩千人。二00九年大紅門地區拆遷，大

紅門教會搬出城中村大院，一個巨型教會分成十幾個男主會

點，分散在市內各區。分佈於不同城區的男主會點開始吸納

20. 訪談橄欖教會柳牧師 (2012 年 8 月 22 日，北京)

21. r漸江村J 研究請參閱王春光， {社會流動與社會建構京城「游江村」研究> (杭州

新江人民出版社， 1995) 項國壘， {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漸江村j 的生活史> (北

京:三聯書店， 2000) 

288 



城市化與移民教會的融入

附近的溫州人基督徒，教會信徒及教會數量實現增長。

3. 移民教會的研究個案

因始人教會:以橄欖教會為例

橄欖教會於一九九九年由河南農村傳道人開創。教會

發展迅速，現有二十五個眾會點，會眾近兩千人。橄欖教

會下屬的定廠眾會點、東五旗男主會點及佳名男主會點基本情

說如下:

束五旗眾會點 定廠眾會點 佳名眾會點

成立時間 2004 2002 2009 

同工 全職牧師 1 位 全職傳道 1 位 全職傳道 1 位

義務同工 10 多位 義務同工 12 位 義務罔主 2 位

教會位置 城郊農村， 城中村， 城郊社區

租貨大院 一堂在社區，

一堂在臨時飯店

會眾人數 180-210 100-120 20-30 

會眾職業 廢品回收 廢品回收 多元

會眾籍貫 以河南回始縣為主 以河南固始縣為主 本地人

小組團契 9 4 無

治理制度 傳道輪換制 傳道輪換制 傳道輪換制

傳道主導型 傳道主導型 傳道主導型

橄欖牧區中的最大 教會搬遷八九次之 社區教會

教會 多。教會進入社區

樓房遭遇失敗，新

一輪轉型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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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吉眾:城市邊緣人。城市中的固始人基督徒一般從事

工時長、收入低的低端職業，居住條件差，沒有城市戶口，

無法取得「市民」身分，不被主流社會認同，難以建立對

北京市以及教會的歸屬感。固始人群體成為城市中的「邊

緣人」。邊緣人的身份不僅體現在經濟地位，更體現於文

化意義。如帕克 (Robert Ezra Park) 所盲， I邊錄人」生

活在兩種不同且對立的社會與文化的邊緣。 22固始基督徒

「邊緣人J 的身份，使其很難融入城市現代生活，亦很難

適應傳統鄉村生活。

同工制度。橄欖牧區實施「輪換侖山 ，傳道人約三至

四年輪換一吹，調動悉由牧師決定。「輪換制」近似「主

教制」下的神職人員調派。以定廠教會為例，傳道人之下

是同工，約十二人，另尚有預備同工，構成教會核心。同

工並非由會眾選出，由傳道人從會友中挑選有心志及教育

水準相對較高者擔任。但固始人教會的同工並未形成參與

教政的實體，只扮演「協助者J 角色。

治理制度。教會組織化、制度化程度較低。人數較多、

規模較大的教會，其內部的團契、小組等組織很少;現有

的組織，其功能、角色等不清晰。教會沒有成文的規章制

度，運作依靠領袖層。從教會議事可見一斑。即使開會也

沒有明確的會議紀錄制度，而是由牧師記下來。同工之間

互相提醒。除了教會的會議缺乏成文的紀錄外，日常的運

作不是根據明確的制度，而是「慣例」比較多。

溫州人教會

大紅門教會、安提阿教會與三一教會基本信息如下:

22. Robert Ezra Park, Cultural Conjlicts and the Marginal Man ' 引自 Everelt Stonequist, The 

Marginal Man: A si的砂 in Personality and Cultu阿 Conflict (New Y 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7), p.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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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紅門教會 安提阿教會 三一教會

成立時間 1993 1993 2006 從大紅門

教會獨立

同工 全職傳道 1 位 全職傳道十幾位 牧師 2 位

帶職同工 40 多位 執事副教L事 14 位 帶職同工十幾位

教會位置 商貿中心:國際窗簾布 寫字樓、城郊廢舊 寫字樓

藝城 工廠等

會眾人數 2000-3000 3000 兩堂崇拜:一堂

普通話約 150

人，一堂溫州

話，二三十人;

會眾職業 企業老闊、 企業老閱、 多元

小店主為主 小店主為主

會眾籍貫 溫州 C 市 溫州人為主 多元
竟員會點或 十幾個緊會點 50 多個男主會點 十多個小組與

小組團契 團契

治理制度 派軍制、總會主導型 前期派單制;現是 制度化

教會議事會負

責 '7 個事工部

門， 14 位執事、副

執事;聚會點有全

職傳道負責

典型的溫州人教會 轉型中的溫州人 去溫州化，教會

教會 建制(成為規章

制度‘信仰告白

等)完成轉型，

會眾: I抱團」與生意人。溫州人內聚力強的文化特徵，

影響了他們在教會的參與角色。「抱圓」是溫州人的特性 3

意即喜歡結成一伙，男主集時說「溫州、|話J '形成「溫州人」

圈子。不論是做生意，或教會生活等，都是這圈于的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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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人教會其會眾另一個特點是其商人背景。他們留在北京

是因為「商機J '反之亦然。信徒的高流動性，不僅難以牧

養，也影響其對教會的委身及參與。溫州基督徒也將商業活

動視作生活的中心，形成時間分配上與教會生活的矛盾。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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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上。不僅信徒如此，甚至同工亦然。

治理。溫州、川、教會組織化與制度化水平亦較低。傳統

溫州人教會其總會掌握治理權威，傳道人並不固定在堂

會，而是被總會差派。改革中的溫州、M、教會則開始淡化這

些特點。而去溫州化的教會則全面拋棄溫州人教會特徵。

三、移民教會的變與不變

當代北京城市化進程，給固始人教會帶來衝擊、挑戰

及形塑，表現在以下方面:

1. 教會資源層面

活動場所

固始人教會及其宗教場所的流動性。城市中的不同類

型教會，其宗教活動場的類型亦不同。三自教會使用公開

的教堂，場所具有穩定性;新興城市家庭教會租質居民樓

或寫字樓單位，有少數教會購置寫字樓單位。與三自教會

與新興城市家庭教會不同的是，屬於移民教會的固始人教

會租用城郊、城中村或城鄉結合部的平房、大院、倉庫及

廢舊工廠。北京市大規模城市化，城鄉結合部、城中村經

歷拆遷改建而消失在城市視野中。這意昧著宗教活動場所

在地里版圖上開始重構。分佈於上述區域的固始人教會，

其聚會場所也在拆遷之列。定廠教會自二00五年經歷

六、七吹搬遷。平房、倉庫、飯館，甚至公園都曾是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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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宗教活動場所的頻繁更換，使得固始人教會成為一

個流動的信仰共同體，教會沒有穩定的空間進行內部建造。

溫州人教會及其宗教場所的相對穩定性。與固始人教

會不同的是，溫州基督徒多從事商業，經濟收入較高，教

會有能力租質寫字樓，宗教活動場所相對種定。市場經濟

及城市化帶來城市不同區域的功能分化，不同功能的商業

區與分工逐漸形成。作為溫州人意居區的「湖江村」被拆

遷之後，溫州人向北京市內擴散，在不同商業區建立教會。

如大紅門服裝商業區、日壇皮毛外貿商業區、南四環中路

的窗簾商業區。為方便溫州人基督徒參與教會活動，溫州

人教會一般都建立在商業區。

會JfJ-

固始人基督徒的流動性。固始人教會隨城市拆遭節奏

而流失信徒、吸引新成員，加之民工基督徒沒有穩定的職

業，因此會眾流動性較大。固始基督徒處在一種流動中，

拆遷不停，流動不止。如此情境，信眾對教會事務參與較

少，教會亦較難進行事工長期規劃。

溫州人基督徒流動性更高，但城市化並非主因，而在其

商業文化背景，以及這種商業文化對信徒教會觀的形塑。首

先，商機變化決定他們是否留在一個城市。其坎，信徒受商

業文化影響而產生一種消費主義心態，視教會為信仰的供給

方，而會眾是消費方，此種文化下信徒很難委身教會。

2. 教會制度

中國農村基督教組織化、制度化水準較低，是一種徹

底的復原主義。23閩始人教會與溫州人教會都承傳農村基督

23. 梁家麟，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農村教會:> (香港.建造神學院， 1999) ，頁 147-1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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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運作方式: (一)沒有成文規章制度; (三)教會運作

主要依靠慣例、經驗以及牧師或傳道人的推動。然而這種

治理方式受到城市化與城市生活的衝擊與挑戰。具體而

吉:教會規模的擴大，城市社會發達的組織及組織的制度

化與科層化，教會年青人對教會權威的挑戰。

第一，城市化推動移民教會規模急劇擴大。移民教會

中的大型教會，其男委會點多達三四十個，人數有兩三千人

之多。正如宗教社會學研究所指出的，宗教組織規模的擴

大，促使教會正式規範的增加與角色日益專門化。 24

第二，城市社會理性化與科層化組織為移民教會制度

變遷提供典範。改革開發以來中國城市社會正發生一場廣

泛的社團革命。25社會組織制度化與科層化發展到一個相當

的水準，這種城市圖景對移民教會中的宗教精英影響較

大。因為較之於會眾，宗教精英社會交往較多，與社會關

係較為密切。與其他類型教會相比，新興教會制度化走在

前列， 26對移民教會的制度變遷起到推動的作用。推動作用

之所以實現，得益於城市跨教會組織網路的建立。三00

七年建立北京市教牧聯禱會，這個跨教會網絡逐漸擴大，

移民教會的宗教精英也參加其中。可以說新興教會直接挑

戰移民教會治理模式，同時為其提供了一個典範。

第三，年青會眾對教會權威的挑戰。持續不斷的城市

化為移民教會增加新成員。進入二000年之後，移民教

會新成員多以年青人為主，他們受教育程度更高，受傳統

束縛較輕，更加融入城市生活。他們對權威的認可不同於

24 約翰斯通著，袁亞愚、鐘玉英譯， {社會中的宗教。一種宗教社會學} (成都 四川人

民出版社， 2012) ，頁 78-80 。

25 何建宇、王紹光， <中國式的社團革命 對社團全景圖的定量描述) ，載高丙中、袁

瑞軍編， {中國公民社會發展藍皮書}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8) ，頁 161 。

26. {i可哲，{城市中的靈宮一一一個知識分子及其家庭教會的發展實錄} (香港明風， 2009) , 

頁 139-1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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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筆者曾參與某教會青年團契的活動，觀察到年青一

代對教會現狀是不滿意的，他們渴望更多的機會參與教

會，並能改變教會的某些運作方式。他們為此會與教會主

要負責人分享，當建議不被接納，有些年青同工甚至離開

教會，這無形中推動了教會制度的改變。

與固始人教會不同的是，溫州人擁有豐富的經濟資本與

社會資本，加之地區主義的族群特徵，溫州、|人建構了一個封

閉與排他性的社群。在社群內部建立起自己自足的生活、經

濟與信仰體系 3 相對獨立於城市社會。溫州人教會亦置身於

這樣一個社區。在教會制度層面，不似固始人教會，城市化

與城市生活對溫州人教會制度層面的衝擊較小。據我們的田

野調查 3 北京溫州人教會唯一的變革力量，來自少數具有革

新精神的教會領袖。這個群體往往人數較少。

3. 教會文化層面

移民教會的文化特點體現在三方面。第一步基要主義。

田野調查中發現，兩類移民教會其講道信息主要涉及人與

上帝的關係，絕少涉及社會與政治議題，是典型的基要主

義信仰。第二，靈恩信仰。移民教會承接中國農村基督教

特點，在個人信仰及宣教中以趕鬼治病為特色。而靈恩色

彩較濃的宣教方式在城市基督教當中則沒有那麼大的市

場。第三，私人宗教。移民教會信仰呈現出一種私人宗教

的特徵。對教會使命，宗教領袖並沒有提出一個清晰共識，

僅僅是維持教會運作。信徒的信仰實踐無法跨越私人領域

的邊界而走向公共。

移民教會的基要主義、靈恩信仰以及私人宗教的文化特

徵，受到城市化與城市生活的挑戰。城市化是現代化的組成

部分，城市中現代的文化與生活方式挑戰移民教會的文化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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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如帕森斯 (Talco位 Parsons) 在《社會系統:Þ (Social System) 

中所說，現代社會是一種世俗文化，這種世俗文化具有韋伯

所盲的措魅性，趕鬼治病等靈恩色荐的信仰模式在世俗化的

城市當中市場較小。而城市基督徒更傾向理性與知識的信仰

模式，加爾文神學的流行、城市基督徒書店及基督教書籍的

傳播就是明證。 27城市的快速變遷以及城市化，促使宗教領

袖去關注國家與社會時事新聞，並非僅僅關注信仰共同體之

內。而城市生活中發達的信息傳媒與網絡，很大程度上改變

了教會會眾當中社會資本與經濟資本較為富裕的群體，使得

他們有更加寬廣的視野而更多關注社會。

相對於固始人教會，城市化對北京溫州‘川、教會最大的影

響，是對其教會文化中的特殊主義、地區主義之衝擊。溫州

人教會具有濃厚的地區主義特徵。溫州人內聚力強的文化特

徵， I抱團」是於溫州、υ、的特性，男主集時說「溫州吉酌 ，形

成「溫:HI人J 圈于。三一教會揚牧師，形容這種「封閉」現

象， I是關起門來做教會」。城市化帶來大量的、不同文化

背景的人口，雖然溫州人仍可維持溫州、μ、的小圈子，但無可

避免的接觸其他省份、不同職業的人群。教會會眾的構成開

始趨向多元，但非溫州籍的信徒在教會當中仍是邊緣性的存

在，而教會組成尤其是教會同工仍以溫州基督徒為主體。

四、移民教會對城市化的適應

如上所言，北京市城市化給移民教會帶來諸種挑戰。

教會領袖是否認識到?是否推動教會改革以回應之?田野

調查發現，固始人教會部分領袖清醒看到這些問題與挑

戰，並著手推動教會改革，以適應新的社會環境。

27 二十世紀九0年代以來城市基督教發展的一個特徵是不同類型基督教組織的興起，包括

文字出版、社會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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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固始人教會轉型

橄欖教會負責人普遍認為，隨城市化與城市拆遷，作

為城市邊緣人的固始人群體終將消失，而固始人教會亦會

消失。二00七年橄欖教會即提出教會轉型，教會轉型就

是將同質性較強的固始人教會，轉型成為一個包括固始人

在內的、多樣性的本地教會。而橄欖教會轉型核心問題是

教會應否或如何由固始人教會轉向本地教會。

模式一:從平房教會到樓房教會。果會場所從平房直

接搬入樓房。然而教會若干吹轉型都以失敗告終。主要挑

戰是:第一，眾會對鄰舍有滋擾，被投訴之後在壓力下被

迫離開。第二，固始人基督徒很難適應社區文化，以及樓

房教會的敬拜模式。「有很強的拘束感，甚至講道人都感

覺壓力蠻大。房子一塵不染，進來要脫鞋，于紙不能亂丟，

他們感到拘束、不自由，缺乏聖靈的工作。後來租平房聚

會，他們就覺得適應、舒服。 J 28 

正在進行轉型的教會 定廠眾會點。改革第一步是

將教會堂址從平房區遷移到城市居民區的樓房。搬遷到樓

房:第一，可避免堂址不斷變遷，為教會發展與轉型創造

一個穩定空間。第二，可發展社區的福音工作，從而吸納

本地居民參與教會。元傳道是改革的支持者與推動者，他

的願景就是要建立以當地白領、學生、社區居民為基礎的

本地教會。教會在轉型當中，需繼續觀察。

模式三:從社區小組到社區教會，以佳名軍會點為例。

東五旗憲會點有少部分信徒是附近名佳花園居民。二00

九年柳牧師決定發展社區教會:第一，在佳名花園租貧民

居作憲會點。第二，邀請佳名花園的基督徒參加本社區軍

會。第三，與社區居委會建立良好關係。社區教會模式取

28. 訪談橄欖教會柳牧師 (2012 年 8 月 22 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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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一定成效，三四年下來佳名軍會點信徒發展到三四十

人。教會鼓勵信徒服務社區，比如清潔衛生、節假日送禮

物等，與本社區居民及居委會建立良好關係，為社區傳福

音工作贏得很大空間。佳名男主會點建立主要依靠本社區基

督徒的參與，緩解教會與社區有可能出現的緊張關係，而

且不會出現文化差異與適應的問題。

模式三:購買樓房、建立母會。柳牧師對橄欖教會未

來發展這樣看:籌款建堂，作為母會，以服務分會。他計

畫在全教會籌款購買一處房產，作為母會。母會可作為男委

會場所，還可作為神學培訓中心。柳牧師的計畫在討論階

設遇到部分傳道人反對。反對者認為，籌款建堂風險太大，

或許導致政教關係緊張;城市房價高，會眾經濟實力有限;

即使購買，只能購買面積較小的房于，作為聚會場所以及

神學培訓中心都不實用。

2圖制度化治理

就城市化及城市生活給教會治理帶來的挑戰，袁傳道

認為制度化對未來教會發展是很重要的，甚至影響教會延

續性。為此橄欖牧區嘗試改變教會運作的家長制作風，開

始下放權力給教會或教會傳道人。不僅傳道，教會中少數

信徒亦認為規章制度對於教會的重要，如信徒魏所育:

很想教會有很好的制度，沒有制度就沒有方園。每樣事情

都必須有制度性，都是有分寸的，不是亂七八糟的。比如，就

作見證我們給弟兄姊妹說:你們要登記，向傳道人或是服侍的

同工說一聲。以前沒有這個制度，大家就嘩嘩的都起來。 29

29 訪談定廠買主會點魏弟兄 (2012 年 5 月 5 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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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固始人教會制度化水準較低，同時我們也發現較

為積極的一面。

第一，教會提供的公共生活有助培育規則精神與公共意

識。橄欖教會同工每月都有培訓，參加人數超過一百人，教

會負責午飯。而中午大家在大院子一起進餐。二0一一年六

月份筆者曾參加培訓大會。午間仔細觀察一百多人吃飯情

景:會不會如在農村一樣秩序很亂?讓人吃驚的是，一百多

人自覺排成兩個隊伍，大家比較安靜的端著餐盤等待飯食同

工為他們加餐。與農村公共秩序的情境相比，民工基督徒在

這樣的公共空間卻演變出城市的生活方式。

第二，教會領袖培養民工基督徒的規則意識。定廠軍會

點主曰:崇拜結束有信徒做見證。做見誰環節最開始時，願意

做見證的信徒們都站起來，走到前面去。其中一個尚且沒有

講完見證，另一位插話，秩序較混亂。而且作見證的信徒大

多說著家鄉話。就此情景，袁傳道制定報名的規則一一做見

證的信徒要提前一週報名，而且要將見證內容準備好，免得

到時不知說甚麼或者說兩分鐘就沒有內容。最後，作見證要

儘可能使用普通話，讓更多人理解。自實施報名制度，信徒

開始學習使用普通話、學習報名以及尊重秩序。

3. 溫州人教會:本地化的可能

按前文所述，城市化為城市帶來大量的外來人口，而

他們具有不同的語盲‘地方文化與生活方式。這是溫州人

教會必須面對的社會與文化處境，是繼續抱團、維持教會

是溫州人的教會，還是接納不同人群參與教會?是依照地

方特色建立獨立的的本地教會，抑或仍舊維持與母會的統

屬關係?據田野調查，面對城市化對溫州人教會帶來的衝

擊，大多數北京溫州人教會仍維持原有架構、制度、牧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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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教會問題且願意改革的教會領袖較少。有少數年青教

牧人員認為教會必須轉型，實現當地化。方案有三:第一，

在溫州人的獨特基礎上改革;第二，淡化教會的溫州色彰。

持第二類意見者認為，在北京堅持以溫州人族群來界定教

會身分，已不可為，教會要在北京有生存空間，就必須「去

溫州、|化 J '吸納更多不同背景的信徒。相反，持第一類意

見者，認為「去溫州化J 就是否定自己的特色，放棄溫州

傳統，不再是溫州人教會。他們認為，教會應維持溫州人

作基礎，進行轉型，這個才得上是有意義的改革。

大紅門教會:作為第一類轉型的教會，大紅門教會在

二000年開始在崇拜中推動說普通話。此舉旨在讓非溫

州人能夠投入眾會。不過，由於信眾絕大部分來自溫州樂

清，即或願意在男主會時使用普通話，仍難以吸引其他群眾

背景的信徒。相反，許多信徒(特別是長者)非常不習慣

使用普通話。現時在大紅門教會正式普通話男主會結束後 9

信徒私下聊天都用溫州話。我們曾參加其同工聚餐，十多

位同工在過程主要以溫州|話溝通，這使得非溫州籍貫的信

徒無所適從。

安提阿教會:轉型中的溫州人教會。教會於一九九二

年，最近幾年教會推動轉型，治理權力從總會下放到各堂

會。總會有七個執事負責，分別負責教會不同的事工。執

事由眾會點同工選舉產生。各聚會點設置專職傳道人，不

再實行巡迴制度。教會建立神學培訓班，注意培養教會年

青同工，並吸納河北、河南等非溫州籍信徒加入同工行列。

三一教會:較為成功的去溫州化。原屬大紅門教會的楊

牧師在轉型問題上有不同的立場。他認為，溫州|人教會在各

方面延續溫州的傳統及模式，完全沒有融入北京。由於不滿

這種「封閉」性，故決定推動改革。不過，他的見解受溫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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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會及北京教會保守派反對。於是他決定脫離大紅門系統，

在二00六年成立一個獨立教會一一三一教會。買主會初期仍

以溫州人為主，但他堅持本地化異象。最後三一教會的成

功，其實是讓堅持溫州色彩者離開，其中也包若干同工。現

時非溫州人已佔教會信徒結構的主體。就楊牧師所知，三一

教會是北京溫州人教會唯一成功轉型的教會。

五、總結及討論

1. 總結

作為當代中國社會變遷的城市化，推動中國鄉村人口

向城市移民。而鄉村基督徒也捲入這一個大規模的社會運

動之中，遷入城市。由於移民教會對城市文化及宗教生活

的不適應，他們尋找屬於自己的宗教生活。建立在血緣、

地緣等原初共同體基礎上的移民教會在二十世紀九0年代

於城市中嚼起。

依照會眾信徒的籍貫分類，北京市移民教會主要有兩大

類，固始人教會與溫州'1人教會。這兩類教會的興起原因、治

理模式、教會權威分配，以及群體的文化類型等方面存在很

多相似之處，同時也存在差異。雖然固始人教會與溫州人教

會都是傳統社會的構成部分，然而溫州人教會更多受商業文

化及市場經濟的形塑，同時對地方文化的認同更加強烈。

席捲中國的城市化推動人口在全國範闡內的流動，移

民教會也因此在城市中興起。為學昇所忽略是，城市化本

身對城市中的移民教會帶來機遇，也帶來挑戰。一方面，

北京市城市化給移民教會的擴展與增長提供一種驅動力，

使得移民教會在十多年間迅速發展為規模龐大的教會。另

方面，城市化為城市中的移民教會帶來也帶來嚴重挑戰。

這種挑戰體現在移民教會在宗教活動場所的頻繁變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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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群體的流動性、教會制度建設沒有穩定的空間，以及教

會傳統的信仰文化需要轉型，及適應城市生活。概括起來

就是，移民教會何去何從面對維持原有傳統，還是本地化

的方向選擇。

在本研究的個案研究之中，我們可以看到溫州人教會

與固始人教會，其不同的文化脈絡、族群特徵及經濟資本，

決定了各自變遷的方向與命運。溫州、川、教會，其內部較強

的、排他性的地方認同，使其較難推進本地化的改革，較

難融入城市。然而同時溫州、M、教會豐富的社會及經濟資本

亦為這個群體轉型提供了較之於固始人教會更多的客觀教

會。不同於溫州人教會的是，固始人教會具有一定的開放

性，並不排斥其他社會群體，且更容易接受教會改革。然

而固始人教會在職業及經濟收入處於城市社會底層，這使

得他們很難融入城市，亦較難發展本地化教會。

2. 討論:原初共同體邁向公民共同體?

本研究關注:城市中的移民教會是否依然維持傳統社

會的某些特徵?抑或開始邁向現代社會的公民共同體?

作為特殊主義 (particularism) 的共同體。帕森斯提出

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的五個特徵，其中一組模型是特

殊主義與普遍主義。"訣納 (Stephen Wamer) 認為:在其

發展方向上，堂會更傾向一種特殊主義而非普遍主義。叮當

代移民教會的生成與維持，很大程度依賴血緣與地錄的社

30. Talcott Parsons , The Socia/ 匈Jstem (Abingdon: Routledge, 1991)，仰. 182-198 。帕森斯認
為，特殊主義是人情，乃是小群社會的特徵。在親戚、朋友、同事、同鄉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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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

31. Stephen Wa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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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網絡。整體而言，移民教會維持傳統社會特徵，是一種

特殊主義的共同體。或如勝尼斯 (Ferdinand Tönnies) 所說

的「共同體J '而非「社會J 0 32面對快速的城市化，這種

宗教共同體是否一成不變?是否有可能發展成為擁有現代

性與公共性的公民共同體? 33 

北京市城市化給橄欖牧區帶來很大衝擊、挑戰，並形塑

固始人教會。面對城市化以及城市生活，有改革意識的宗教

精英推動圍始人教會革新:嘗試將宗教活動場所搬遷至城市

社區，發展城市社區的成員;嘗試將教會管理制度化，並分

散教會權威的治理權力;突破單一靈恩色彩的信仰實踐。固

始人教會轉型、適應城市生活的這一嘗試中，我們看到:

第一，教會革新與轉型的方向。城市化進程中的固始

人教會，無法繼續維持傳統社會的特徵，城市現代生活與

文化在形塑固始人教會的文化類型，這首先表現在部分宗

教精英融入城市生活的願意甚為強烈，是宗教精英帶領教

會走向一種現代的與公共的方向。

第二，特殊主義共同體中孕育著積極因素。包括部分

會眾及宗教領袖對制度化有初步的認識及推進，固始人教

會提供一個公共空間，便於會眾培育參與精神與規則意

識。靈恩色彩的信仰不再佔據壟斷地位，理性信仰與反思

開始在會眾中興起。不僅僅關注共同體內的事務，部分會

眾開始有更大的關懷，包括對其他群體福祉的關懷以及對

社會的關注。這些都是宗教共同體邁向現代性與合共性，

建構公民共同體的跡象。

32. 勝尼斯著，林榮遠譯， <:共同體與社會> (北京回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0) 。籐尼斯認

為，共同體是傳統社會的組織類型，建立在自然基礎之上的群體如家庭、宗族里實現，

血緣共同體、地緣共同體及宗教共同體是作為共同體的基本形式。圍內也有學者翻譯為

「禮俗社會」與「法理社會」

33. 普特南著，主列、賴海榕諱， <:使民主運轉起來.現代意大利的公民傳統> (南昌:江西

人民出版社， 2001) 。公民共同體強調參與、合作的精神，以及寬容、聞結及信任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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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固始人教會面對極大挑戰，建構公民共同體

並不樂觀。第一，固始人基督徒受教育程度較低，以及低層

吹的職業，在經濟資本與社會資本都較為短缺。第二，北京

市處於急速城市化導致宗教活動場所及會眾都處於流動狀

態，難有穩定空間進行教會建造及轉型。第三，國家戶口制

度形成對民工基督徒的排斥，他們很難融入城市。因此，固

始人教會成為城市中流動的、暫時的與分化的信仰共同體。

溫州人教會與固始人教會相似性較多，如制度化水平

低，傳道人主導型的教會治理，信徒參與的意識及能力也

不理想。可以說，兩類教會所建構的共同體，距離公民共

同體的距離相對遙遠。兩者也有差異之處:溫州人教會承

接溫州濃厚的地域主義色芳草，基督徒群體較為封閉，難以

接受其他身份的群體。而溫州商業文化也影響教會的運

作，使得基督徒以一種消費者的心態來參與教會事務。固

始人教會，雖然基督徒群體多是河南人，但相對開放，沒

有溫州教會封閉的文化特徵。溫州人教會優勢在於:教會

擁有豐富的經濟資本以及良好政教關係，這使得他們具有

較穩定及和諧的空間來建造教會，為向公民共同體的轉變

創造條件。相反，雖然同樣受制於國家歧視性的戶口政治，

但溫州人教會領柚在北京經商、買房，較易融合在這個城

市。如果教會方面能在組織制度及神學傳統上有所更新，

推動教會轉型，其往公民共同體轉化的可能也較大。

關鍵詢:中國城市化移民教會公民共同體

作者電郵地址:如anhao@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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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itc1e is an empirical and comp缸itive research of 

immigrant churches in the urbaniz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 

Since 199缸， the rapid urbanization of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Chinese Christianity. Faced with the 

challenge of urbanization, immigrant churches began to 

仕ansform in the following aspect: the churches reformed its 

system, authority s仕ucture， organization and even its 

theological 仕adition. The researcher adopts case study as 血e

primary method. Based on the depth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tional obervation at Gushi church and Wenzhou 

church in Beijí月，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churches' inc1usion. This study finds 也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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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ause of different factors , the immigrant churches showed a 

variety of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Some of them have 

successfully made the transition 合om a 甘aditional faith 

community to a modem civic community, while some are still 

s甘uggling to find their way out. 

Keywords: Chinese Urbanization; Immigrant Church, 

Civic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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