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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宗族與基督教:歷史人類學視野下的

基督教研究

一一李樹熙《聖經與槍炮》述評

陳靜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象哲學博士

近年來，部分基督教學者希望擺脫單純從傳教士和差

會出發的傳教史研究，開始將關注點轉向基督徒和鄉村，

希塑以「地方觀點」為視角建立一個以中國基督徒群體為

中心的歷史觀。這種新的研究趨向對改變當前國內學界純

粹補自性質的教派史研究具有一定敢示意義，而學者在此

領域也進行了諸多有益的探索。 l其中，李樹熙教授所著《聖

經與槍炮:> 2將鄉村和宗族等元素拉入其研究視野，是借鑒

歷史人類學的方法研究中國基督教歷史的一故有益的嘗

試。下文中，筆者將嘗試從研究思路、材料支撐和研究方

法三個方面對該著作展開論述。

1.已有成果 Ryan Dunch, Fo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 1857-1927 

(New Haven! London: Ya1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A1an Richard Sweeten, Christianity in 
Rural China: C。可lict and Accommodation in Jiangxi Province, 1860-1900 (Ann Arbor, MI: 
Center for Chinese Stndi凹，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1) ; Joseph Tse-Hei Lee, The 

Bible and the Gun: Christiani砂 in South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張先清， (官
府、宗族與天主教一一17-19 世紀福安鄉村教會的歷史敘事:> (北京中華書月， 2009) 。

2. Lee, The Bible and the Gun 。李樹熙著，當春芳譯，周翠珊校， (聖經與槍炮基督教與

潮州社會( 1日60-1900):>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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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思路

作為基督教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該書一開始便向學術界

原有的兩大權威觀點提出質疑。在此之前，運用「本色化」

理論研究中國基督教發展史成為學術界的一大趨勢，並出現

了諸多研究成果。 3 I本色化」理論認為中國基督教發展史

是在傳教士和差會的推動下逐漸進入和適應中國社會的過

程。但是，作者卻提出了不同的觀點，認為中國基督教的發

展是由中國基督徒推動的，並且「總是想超出傳教士的指導

和控制而獨立運作，並按照自己的需要構建他們的教會群

體J 0 4作者反對的第二個觀點是將鄉村反基督教門事定性為

反對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行為，並指出鄉村中與基督教相關

的集體械門與其說是基督教帶來的文化衝突，不若說是當地

3 林治平主編 ， (基督教與中國本色化} (台北。宇宙光， 1990) 王成勉， (文社的盛衰

20 年代基督教本色化之個案研究) (台北:宇宙光， 1993) 那增福， (文化適應與中國

基督徒 (1860-1911)) (香港建造神學院出版社， 1995) 林治平主編， (基督教在

中國本色化論文集} (北京今日中國， 1998) 吳安國， (中國基督教對時代的回應

(1919-1926)} (香港。建道神學院， 2000) ;段琦， (奮進的歷程:中國基督教的本

色化)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4) ;劉家峰，(中國基督教鄉村建設運動研究 (1907-1950) )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 陶飛亞， <:中國的基督教烏托邦研究 以民國時期

耶穌家庭為例)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那增福， (本色化與民國基督教教會史研

究> '載《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 01 (1998) ，頁 1-5 ;段琦， (從中國基督教歷

史看教會的本色化> '載《世界宗教研究) 1998 第 01 期，頁 141-145 ;程翠英， (疏離

與忠誠 20 世紀中國基督教本色化歷程研究> '載〈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

學版) } 2009 年第 4期，頁 105-109 ;段琦， (中國基督教的本色{心 ，載《中圓社會科

學院院報) (2003 年 3 月 24 日)吳義雄， (自立與本色化一一一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基

督教對華傳教戰略之轉變h載《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4 第 06 期，頁 124-132 、

263 ;李向平， ( r本色化」與社會1[::-→丘代上海「海派基督教」的社會化歷程> '載

《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 2004 年第 03 期，頁 5-13 ;吳義雄， (民族主義運動與

華南基督教會的本色f心，載《學術研究) 2004 年第 12 期，頁 96-102 ;吳義雄， (華南

循道會的本色化之路一一以二十世紀前期為中心的考察> '載《宗教學研究) 2006 第 03

期，頁 105-110 ;劉家峰， (從差會到教會﹒誠靜恰基督教本色1[::思想解析> '載《世界

宗教研究) 2006 第 02 期，頁 113-122 ;王興、王治心， (中國基督教本色化運動的先鋒

與傑出的教會史學家> '載《中國宗教)2008 年第 08 期，頁 42-45;Danie1 H. Bays, Christi叫你
in China: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的 the Presen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Jessie G. Lu區，“The Signification of Protestant C趾istianity: Nineteenth Century 
Beginnings" ，載陶飛亞、梁元生編， <:東亞基督教再詮釋)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4) ，頁 225-265 。

4 李樹熙著，雷春芳譯 9 周翠珊校， <:聖經與槍炮} ，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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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以入教作為增加自身利益的策略，並藉助外來力量去

整合原來的社會秩序、重建社群內部的聯繫 J 0 5對學界原有

觀點進行批判的同時，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即「基督教

在華活動的中心不是城市，而是在相對偏僻的鄉村J 0 6也就

是說，真正推動並掌控地方基督教發展的不是傳教士和差

會，而是鄉村基督徒。自然，這是一個顛覆性的觀點，那麼

如何對此加以論證，便成為此時作者最為嚴峻的任務。

圈一潮仙地區圈7

首先，作者選定一人六0至一九00年的潮州鄉村做

為該書研究的時空範間。為甚麼要選擇潮州?作者解釋為

潮州是一個高度流通性的社會，這里既是基督教從沿海進

入內陸的過渡地帶，又是地方社會矛盾突出的典型地帶，

地方械門頻仍。這樣的一個社會，完全不同於先前學者所

5. 同上，頁 21 。

6. 同上，頁 3 。

7. 引自環球潮人網 (ht中://news.hqcr.comlprojects/news/view.aspx?ni吐~272389 ' 2016 年 6

月 14 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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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繪的僵化、被動的鄉村形象。 8選定潮州之後，作者對十

九世紀中葉該地區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進行了論述。

接看，作者用第二至第五章分別介紹了基督教進入潮州

的路線，潮州基督徒的基本狀況和潮州的教會網絡，全面展

示了十九世紀後半期潮州基督教的面貌。在第二和第三章，

作者指出由於受到清朝禁教的影響，傳教士無法進入潮州內

陸。潮州的基督教是通過在東南亞皈依基督教的潮州移民回

到家鄉而傳播的，就是說海外華人信徒最早將基督教傳入了

潮州。並且，基督教在潮州的傳播，除依賴中國傳道人之外，

主要是通過普通民眾利用其廣泛的社會網絡進行傳播的。在

這個意義上來說，傳教士並未在潮州基督教發展的初期發揮

作用。正如唐日安教授 (Ryan Dunch) 所講， r基督教在華

的傳播過程中，外國傳教士僅在吹要位置，因為在大多數4情

況下，西方傳教士對於中國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和宗教活動而

言，其影響力有限。 J 9第四章，作者利用英國浸禮會和美

南浸信會分別在一八人四年和一九三六年製作的教友名

冊，對兩會信徒的性別、年齡、人數、入教時間、分佈區域

等信息進行了整理分析，為讀者展示了潮州信眾的基本狀

況，並有力地證明了自己的觀點，即潮州鄉村，而非城市，

才是基督教發展的中心。第五章，作者介紹了美南浸信會和

英國浸禮會的組織模式，前者的教會權力分散於地方堂會，

形成了一個既聯繫廣泛又組織鬆散的鄉村教會網絡;後者的

權力則集中於長老大會，這樣一種中央集權的模式有利於教

會總部對鄉村各堂會的管理。正因為兩個差會不同的管理模

式，造就了之後兩個差會的信徒發生矛盾時，傳教士在其中

能夠發揮作用的差異。

8. 向上，頁 23 。

9. Dunch, Fo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加'g of a Modem Chi，峙， 1857-192九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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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作者利用第六至第九章四個不同的事例展示了

鄉村械們並非由於基督教進入後產生的文化衝突。相反

地，基督教成為了鄉村權力整合的工具，而在這一過程中，

基督教也成功融入地方社會，變成了一個本士的教會。通

過論述和考證，作者不僅有力地反駁了「本色化」和「文

化侵略」的觀點，而且成功地將研究視野轉向潮州鄉村，

並展示了鄉村基督徒的形象。在此基礎上，作者描述了一

個與此前決然不同的基督教進入中國並成為本士教會的路

徑和歷程。

二、材料支撐

不容否認，扎實和全面的材料支撐是一本論著成功的

關鍵一環。作者除搜集到大量珍貴檔案資料外，也通過田

野調查收集資料。以下，筆者將嘗試通過本書的四個案例

對作者的材料收集和運用進行一定的分析。

國二案例村莊分佈圖 10

10 此地圖由筆者於 Googlemaps 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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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潮陽縣古溪村(廣東仙頭市潮陽區) ; B. ì朝陽縣、柳崗村

(廣東仙頭市潮陽區) ; C. 普寧縣菜口村(廣東揭陽市

普寧縣) ; D. 陸豐縣、柵子村(廣東仙尾市)

表一案例資料統計表11

村莊 資料

《美國浸信會海外傳道會檔案} (信件)、《第 83-84

屆美國浸信會聯合會年會年終報告》、《美國外交檔

潮陽縣 案:美國與中國》、《教務雜誌》、《嶺東日報》

古漢村 《浸信會傳教雜誌》、《宗教局檔案》、《教務教案

檔》、《李氏五嶺員先錄祖派下子孫花名冊》、〈潮

陽縣誌》、訪談筆錄

英國國家檔案館外交部檔案、英國長老會海外傳道委

潮陽縣 員會、美國浸信會海外傳道委員會(傳教土、領事、

柳崗村 公使信件) 、《潮州府宗族械鬥備忘錄》、《嶺東臼

報》、《教務雜話、〉

英國國家檔案館外交部檔案、英國長老會海外傳道會

檔案(信件、傳教士工作報告) 、《潮州長老會教會

普寧縣 公例》、 <j~華捷報》、《菜口村堂會史略》、《中|

菜口村 華基督教蔡口堂會史略》、《教務教案檔》、《廣東

省普寧縣、地名志》、《普寧縣誌》、《光緒普寧縣誌》、

訪談筆錄

陸豐腎、
英國國家檔案倌外交部檔案、英國長老會檔案海外傳

道委員會(傳教士、英國駐訕頭領事的私人信件)

棚子村
《清實錄廣東史料》、《教務教案檔》

11 李樹熙著，雷春芳諱， ((聖經與槍炮} ，頁 172-2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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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一可以看出，在講述四個村莊的案例時，作者最

主要的材料支撐仍舊是公使、領事和傳教士的記載。很難

看到作者所謂的地方文獻的痕跡。可以說，作者所講述的

四個案例皆來自於傳教士和領事對案件的了解和分析。自

然，筆者並非懷疑作者所用資料的真實性。只是，單就從

傳教士的角度來審視整個案件，難免會有失偏頗。儘管作

者的本意是全面展示鄉村民眾的生活，但因為材料的限制

而不自覺地站在了傳教士的角度來審視民眾。所以，在很

多情況下，作者著實綁架了當時時空下民眾的真實意願和

想法。

三、研究方法

在論述鄉村基督徒的過程中，作者的確希望藉助歷史

人類學的芳法對地方鄉村進行分析，並將宗族、族譜、祠

堂等元素拉入基督教研究的視野。但是，由於受到資料等

各方面的限制，作者在論述鄉村權利事門時，只是從傳教

士了解的事件表面進行分析，而並未真正觸碰到村莊的權

力架構和組織模式。

以古溪村教案為例。作者在論述李氏北畔和南畔兩房

的矛盾時，列舉了三個事例。一個是關於祭祖問題，一個

是田產問題，一個是全族分擔訴訟費用的問題。 12作者在分

析三個造成兩個支房矛盾上升的案例時，只是觸及了問題

的表面，卻並未意識到這一系列的問題都起因於皈依基督

教的信徒打破了宗族原有的權力架構和組織原則。

明代以降，宗族中國南方得以迅速發展並伴隨有族

譜、祠堂、祭祖和祭田等的出現。在宗族體系之內，祭祖

是獲得祭田輪值權利的族人的權利和義務。從這一層面而

12 同上，頁 206-20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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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祭祖具有顯著的經濟利益。 13所以，對於放棄祭祖權利

和義務的基督徒而育，不僅失去了祭回輪值的權利，更為

甚者則是被排除於宗族網路之外。另外，明清以來 9 中國

地方社會是以宗族的血緣網路和廟宇的地緣網路為組織框

架。 14排除於宗族之外的基督徒，同樣不被以外界以祭拜廟

宇為前提的地緣網路所容納。所以，基督教群體受到宗族

和地方社會的雙重排斥，並引發了一系列的矛盾和衝突。

的確，將宗族和鄉村等概念引入基督教的研究是作者

的有益探索，但是因為受到各種因素的限制，作者並未能

夠展示鄉村民眾的真實生活狀態。就方法論而吉，作者也

僅僅借用了歷史人類學的概念，而並末將其很好地運用於

鄉村基督教的研究之中。

四、結論

李樹熙所著《聖經與槍炮》在鄉村基督教研究中做了

有益的嘗試，打破了傳教史和中心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框

架，並嘗試從基層史和微觀史的角度對鄉村基督教歷史展

開研究，卻因為各種因素的限制而對基督教在地方社會組

織和權力架構中存在狀態的理解出現偏差和不足。

關鍵詞-鄉村宗族基督教

作者電部地址: jingchencuhk@gmail.com 

13. 張研， <清代族固與基層社會結構}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1) ，頁 91-134 。

李文治、蔣太新， <中國宗法宗族制和族自義莊}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0) , 

頁 165-233 。杜正貞， <晚清民國時期的祭田輪值糾紛 從溫哥江龍泉司法檔案看親屬

繼承製度的演變> '載《近代史研究} 2012 年第 01 期，頁 79-91 。

14. 柯大衛著，←永堅譯， <皇帝和祖宗 華南的國家與宗族}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9) ，頁 210-256 。鄭振f繭， <鄉族與國家 多元視野中的閩台傳統社會} (北京

三聯書店， 2009) ，頁 103-2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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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書目

王成勉。《文社的盛衰: 20 年代基督教本色化之個案研究〉。台北

宇宙光， 1993 0 [WANG Chengmian. Wen she de xing shuai: Er 

ling nian dai ji du jiao ben se hua zhi ge an yan jiu. Taibei: 

Cosmic Light Holistic Care Press, 1993.] 

王興、王治心。〈中國基督教本色化運動的先鋒與傑出的教會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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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oseph Tse-Hei Lee's The Bible and the Gun criticizes the 

usage of contextualization in describ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ristian studies. The author puts forth a new 

question that villages instead of cities are the center of Chinese 

Christians, because rural Christians control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hristians and make it a local church. On the 

methodology, the author draws research methods from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but this book fails to thoroughly 

analyze the power and organization structure of rural society 

due to various factors , thus the Christian's role in rural society 

is still un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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