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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聖經作為上帝的話語，一直是基督徒們建立與上帝關

系的主要媒介之一，但恩格爾克向我們介紹了津巴布韋一

個主動拋棄聖經的使徒教會—星期五教會。通過結合民

族誌與符號學，恩格爾克生動且深刻地闡釋了這一群體「鮮

活且直接」的信仰模式，即在物質性與非物質性的張力中

追尋與上帝的親密關系，儘可能避免物質性因素帶來的不

良影響。在宗教實踐與日常生活中，使徒們創造性地融合

了基督教信仰與非洲傳統文化，為人們認識非洲基督教與

理解基督教信仰本身提供了獨特視角與經驗資料。 

 

關鍵詞：恩格爾克  聖經  馬佐韋  星期五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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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將基督教作為嚴肅研究對象的時間並不長，不

少人類學家因為基督教缺乏的「他者性」而迴避對它的研

究，也不願承認它能夠帶來他族歸信者的真正轉變。1直到

上世紀七年代後期，各種宗教在世界各地不斷復興，基

督教復興成為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基督教在南美洲、非

洲以及亞洲的拓展尤其矚目，不斷有學者關注全球基督徒

版圖的改變，並認為基督教的重心已經轉移到了南方。2無

論主動與否，基督教逐漸得到人類學家的重視，不但形成

了「基督教人類學」的宗教研究領域，也產出了大量對於基

督教的田野調查與民族誌研究。3其中，美國人類學家恩格

爾克（Matthew Engelke）對於一個不讀聖經的基督教群體

的研究頗具代表性。這個看似不太像基督教的信仰群體，

卻努力實踐着「鮮活且直接」（live and direct）基督教信仰。 

恩格爾克是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人類學教授，本

書是他在津巴布韋（大部分是在哈拉雷[Harare]與奇通圭扎

[Chitungwiza]兩地）進行了十幾個月（1993 年 2 月至 5 月；

1996 年 6 月至 8 月；1999 年 1 月至 12 月）田野調查的成

果，其關注的重心是馬佐韋韋其斯哈奴教會（ Johane 

Masowe weChishanu Church），該教會在先知馬佐韋（Johane 

Masowe）的啟示下建立，由於他們將星期五作為安息日，

由此也被稱為星期五教會，而教會成員將自己稱為使徒

（vapostori）。4該教會與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眾多教會一樣，
                                                             
 1. 劉琪，〈基督教人類學在美國〉，載《宗教人類學》2013 年第 4 期，頁 410-420。文中

提到基督教人類學在二三年由羅賓斯（Joel Robbins）提出建立。 
 2. Allan Anderson & Edmond Tang (eds.), Asian and Pentecostal: The Charismatic Face of 

Christianity in Asia (Oxford: Regnum Books International, 2005). 
 3. 黃劍波、艾菊紅編，《人類學基督教研究導讀》（北京：智慧財產權出版社，2014），

頁 1。 
 4. Matthew Engelke, A Problem of Presence: Beyond Scripture in an African Church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 1；“Reading and Time: 
Two Approaches to the Materiality of Scripture”, Ethos 74 (2009), pp. 151-174。馬佐韋成為
先知之前的名字為索尼瓦．馬賽得扎（Shoniwa Peter Masedza）。他於一九三二年的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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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與馬佐韋相似的先知們啟示而建立的，他們致力「包

圍和轉變正在異化的控制結構」，而當時異化的主要動力

源即西方殖民者。津巴布韋於一八九年淪為英國南非公

司殖民地，並於一九二三年被英國政府接管，二至三

年代吸引了大量的白人移居者，至一九六四年宣布獨立之

前一直被稱為南羅得西亞（Southern Rhodesia）。三年代

早期，南羅德西亞當局通過「讀寫能力與書籍」不斷鞏固白

人定居者的權力，獲得教育與書籍的權力被牢牢地把控在

殖民者手中，聖經被認為是征服的工具則在所難免。5在馬

佐韋的號召下，星期五教會不僅不讀聖經，甚至反對擁有

聖經，他們不再像傳統的基督徒那樣看到了物質文本背後

的非物質性，也不認為閱讀是一種宗教性行為，以致基督

教的經典在這群體中化為一縷輕煙或者被當作廁紙。6現如

今，星期五教會成為一個遍布津巴布韋的、鬆散的聯盟教

會組織，其成員將近一萬人，且仍在周邊國家不斷拓展。7 

值得注意的是，恩格爾克這本書的英文名為 A Problem 

of Presence: Beyond Scripture in an African Church，我國學

者艾菊紅將其翻譯為《存在的問題：一個超越聖經的非洲

教派》。8在筆者看來，該翻譯不夠準確。首先，“presence”

當然具有「存在」的意涵，但「存在」一詞更傾向哲學本體

論上的意涵，將其翻譯為「存在的問題」，會讓人理解為是

                                                             
天經歷了宗教性轉變。在夢中，他認識到上帝揀選他為非洲的「施洗約翰」，這成為他
傳道的起點。在他的啟示下，許多團體在津巴布韋的城市與曠野中湧現，星期五教會只
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群體之一。在馬佐韋一九七三年逝世之前，其與星期五教會的關系
一直非常密切。 

 5. Engelke, A Problem of Presence, p. 5; “Reading and Time”, pp. 151-174. 
 6. 恩格爾克（Matthew Engelke）著，張希蓓譯，〈清晰性與卡里斯瑪—論儀式生活中模

糊性的使用〉，載黃劍波、艾菊紅編，《人類學基督教研究導讀》，頁 142；Engelke, 
“Reading and Time”, pp. 151-174. 

 7. Engelke, “Reading and Time”, pp. 151-174. 
 8. 艾菊紅，〈當基督教遭遇地方—《存在的問題》讀後感〉，載《宗教人類學》5（2014），

頁 461-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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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上帝存在與否的論證；在恩格爾克的描述中，他想表達

的是，星期五使徒們想要更為直接、生動的感受上帝的在

場，想要去建立與神聖的密切關係，因此「臨在」一詞更能

準確的表達這種關係式的存在。其次，“beyond”也有「超

越」的意思，但星期五教會所採用的方式是否可以被認同

為一種超越？「超越」一詞暗含着一種價值上的判斷，而

「越過」一詞能更為生動的表達星期五教會的立場，即一

種對聖經的主動放棄，這只是選擇上的不同，並沒有層次

上的高低。因而，在這裏，筆者將書名譯為：《臨在的問題：

一個越過聖經的非洲教會》。 

為了更有效的闡釋這一臨在的問題，恩格爾克在解讀

田野資料的過程中結合了符號學的研究，深入分析語言與

物質文化如何在這一獨特群體的意義模式中發揮作用，即

該群體對於符號意義與價值的理解，最終，臨在的問題被

轉化為表達與權威的問題。9 

 

一、在物質性與非物質性的張力中尋求信仰 
在《臨在的問題》中，恩格爾克呈現的是一種地方化的

基督教形式，通過長期的田野調查他想要回答一個問題，

即在不讀聖經的情況下，這個非洲教會如何建立與上帝的

親密關係、如何感受上帝的臨在。10然而，這並不是一個簡

單的問題，這個看似與西方社會的基督教形式相距甚遠的

信仰群體，希望得到並保持「鮮活且直接」的信仰，建構與

神聖之間的關係。 

除了不讀聖經，該群體的其他方面也很難看出它的基

督教身份，他們「沒有聖壇、沒有詩歌集，也沒有禮拜儀

                                                             
 9. Engelke, A Problem of Presence, pp. 9-11. 
 10. 同上，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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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沒有洗禮也不領聖餐；在聚會時，「他們脫下鞋和首

飾，不帶任何金錢」，穿上一襲似雲的白袍，在樹下聚集，

形成一座沒有牆的教會。11可見，除了拋棄傳統的基督教象

徵，星期五使徒們也將屬於世俗生活的物質放下，用白袍

展現彼此的平等與純潔。12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恩格爾克

記錄了這一群體的信仰實踐中所蘊含的邏輯：在物質性與

非物質性張力中尋求最真實信仰，這張力並不僅僅體現在

對待聖經的態度上，還體現在領導權、行為規則、詩歌以及

醫治等方面，星期五教會在這些方面不斷避免物質性對於

信仰的損害。13由此，越過聖經並非現象層面的不閱讀聖經

而已，而是對聖經作為物質性存在的否定，因為在星期五

使徒們看來，他們擁有「一本真正的聖經」，鮮活且直接的

感受神聖臨在。14 

恩格爾克認為，燒掉聖經、不讀聖經，並不是對聖經所

傳達信息的否定，其背後是書寫話語與口頭話語作為宗教

啟示權威的競爭，是對殖民權威與政府標誌的擔心，也是

對於宗教權威不斷墨守成規的抗拒，同樣也是對聖經作為

媒介意義及其穩定性的焦慮，這是恩格爾克在本書的第一

部分想要闡釋的內容，這也是先知馬佐韋提出越過聖經的

思想背景。15當然，馬佐韋這樣的選擇是與當時的殖民主義、

種族主義等時代背景密切相關的。16但是關鍵問題是，越過

了聖經，或者拒絕聖經後，如何通過口頭話語建立與神聖

臨在的關係？恩格爾克通過關注使徒們的崇拜活動以及日

                                                             
 11. 同上，頁 8。 
 12. Matthew Engelke, “Past Pentecostalism: Notes on Rupture, Realignment, and Everyday Life 

in Pentecostal and African Independent Churches”, Africa 80 (2010), pp. 177-199. 
 13. Engelke, A Problem of Presence, p. 3. 
 14. 同上，頁 2。恩格爾克表示，他就是被星期五教會不讀聖經所吸引。 
 15. 同上，頁 7、33。 
 16. 艾菊紅，〈當基督教遭遇地方〉，頁 461-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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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來展現這種鮮活且直接信仰的具體內容。在這個部

分，臨在的問題與符號學研究結合在一起，恩格爾克深度

分析了在語言與物質文化的關係，發現星期五教會的使徒

們以自己的方式理解信仰、實踐信仰。17 

首先，馬佐韋作為先知，成為培育一個鮮活且直接信

仰的範例，上帝通過聖靈與他對話，就像聖經中的人物們

所經歷的那樣。不僅如此，先知還成為教會歷史中最為核

心的路標，也就是說，星期五教會歷史的論述都是按照先

知的傳承脈絡梳理的；但恩格爾克強調，在星期五使徒們

看來，先知們之所以重要，並不是憑藉着先知自身的德行

與知識，而是由於聖靈通過他們做了甚麼、說了甚麼。儘管

如此，聖靈所傳達的信息與作為信息媒介的先知很難被清

晰的剝離，以致先知可能成為一個危險且不穩定的標記，

例如先知們在得到相互矛盾的啟示後引發了信仰群體的分

裂。18 

其次，在使徒課程中的標誌性概念與相關紀律制度方

面，他們通過 mutemo 感受並理解上帝的臨在。“mutemo”

是從修納人（Shona people）的「法律」一詞翻譯而來的，

可以理解為一套有關使徒們應該如何生活的指導方針。19除

了要求使徒們棄絕「非洲習俗」或「非洲文化」來作為信仰

的基礎外，mutemo 還具有使徒們所需要的非物質性，因為

它本身的發展性與潛能使得對它的學習永遠不會停止，它

要求信仰者一直生活在與上帝的直接關係中，並被用來賦

予世界以意義、用於解釋世界。20相對於基督教傳統宗派中

                                                             
 17. Engelke, A Problem of Presence, p. 9. 
 18. 同上，頁 110-113。 
 19. 同上，頁 8。 
 20. 同上，頁 170-171。恩格爾克著，張希蓓譯，〈清晰性與卡里斯瑪〉，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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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確定的行為規範，星期五使徒們所遵從的規則具有

一定的模糊性，需要他們不斷地學習與領悟。 

再次，在崇拜的過程中，先知在講道時被聖靈充滿的

最可靠標記，就是先知身邊被稱為靈的解釋者（mumiriri 

wemweya）的在場。21因為解釋者的在場，參與崇拜的會眾

們能夠聽清聖靈的信息，在一種距離感中建立與神聖的適

當關係，感受上帝臨在。22與此同時，對於使徒而言，崇拜

中使用的古希伯來詞語與詩歌也成為上帝臨在的超越性

媒介，其中「詩句提供了一種脫離物質形式牢籠的文本主

體」。23 

最後，在醫治的實踐中，儘管星期五先知們也使用一些

藥物治療疾病，但靈性干預成為醫治的關鍵。星期五先知與

長老們非常重視擺脫巫術藥物，並且為了與之區隔，他們運

用靈性藥物即 muteuro 來治療，“muteuro”具有「禱告者」

的意義，因為在他們看來與「物質」相比，與其說 muteuro

是一種醫治藥物，還不如將其理解為一種「話語」。24水、

鵝卵石與蜂蜜都成為靈性藥物，通過祈禱，使得它們獲得

醫治的效能，即通過口頭話語賦予它們醫治的意義。 

然而，恩格爾克發現，使徒們在追尋並保持鮮活且直

接信仰的過程中，也會遇到許多的危險與阻礙。例如，儘管

先知們能夠作為鮮活信仰的範例，但是先知也有可能變成

權威的物質本身，即將先知作為判斷的最終原則；此外，星

期五先知們所運用的靈性藥物也同樣被非洲傳統醫者所使

用，很有可能帶來信仰上的混亂。25儘管這樣的追求時常處

                                                             
 21. Engelke, A Problem of Presence, p. 185. 
 22. 同上，頁 185、188。 
 23. 同上，頁 207-210。 
 24. 同上，頁 236。 
 25. 同上，頁 225、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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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物質性與非物質性的張力中，讓先知們以及信仰群體無

可適從，但他們努力通過避免物質性阻礙來感受神聖臨在，

不僅體現在聚會的過程中，也展現在日常生活中。不可否

認的是，星期五使徒們的信仰方式建立在否定傳統權威的

基礎上，其中不僅包括西方基督教的傳統權威，還包括非

洲傳統文化的權威，然而與前者相比，後者的否定並不是

太徹底。 

 

二、基督教與非洲傳統文化相遇的似非而是 
從基督教人類學誕生以來，歸信基督教後的斷裂與延

續問題，或者重新考察社會與文化的延續與斷裂成為特別

被關注的主題。26這裏的斷裂與延續都指向人們歸信之前的

文化傳統與信念，具體到恩格爾克的研究，涉及的是基督

教信仰與非洲傳統文化之間的斷裂與延續。星期五教會的

形成與發展離不開二十世紀初基督教復興的大背景，這裏

影響到馬佐韋的基督教復興就是五旬節－靈恩運動

（Pentecostal-Charismatic Movement）。按照類型學的劃分，

星期五教會應該歸屬該運動中的第二種教會類型，即舊獨

立與靈性教會（Older Independent and Spirit Churches）。27

這些教會傾向用一種主流的、易於理解的非洲形式來表達

醫治、預言、講道及上帝臨在等內容，也保留了不少傳統宗

教關於魔法與巫術的信仰內容，正是因為這種非洲化的努

力，這些教會的神聖醫治、先知們的行為與傳統占卜或預

                                                             
 26. 黃劍波，艾菊紅編，《人類學基督教研究導讀》，頁 4；比亞韋茨基（Jon Bialecki）、

海恩斯（Naomi Haynes）、羅賓斯（Joel Robbins）著，方靜文譯，黃劍波校，〈基督教
人類學〉，載《宗教人類學》4（2013），頁 385-409。 

 27. Allan H. Anderson, “Varieties, Taxonomies, and Definitions”, in Allan Anderson, Michael 
Bergunder, André Droogers, & Cornelis van der Laan (eds.), Studying Global Pentecostalism: 
Theories and Methods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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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太過接近，使得早期的白人五旬節派以及不少學者將非

洲獨立教會排除在五旬節－靈恩教會的體系外，大多數非

洲獨立教會自身也這麼認為。28不得不說，這些獨立教會的

成立與發展，為之後基督教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進一步傳

播奠定了基礎。 

一九三三年，馬佐韋與美國洛杉磯亞蘇薩街使徒信心

會（Apostolic Faith Mission）的一位名叫克魯格（Kruger）

的傳教士相遇，並被任命為使徒信心會的一名「實習本土

傳道人」。29在此之後，馬佐韋形成了一系列有關鮮活且直

接的信仰教導，並且從第一部分所論及的各個層面避免物

質性的影響。在恩格爾克的調查中，星期五先知與使徒們

一方面試圖與非洲的傳統文化徹底隔絕，但另一方面從某

種形式上保留了傳統文化元素。例如，當索尼瓦．馬賽得扎

（Shoniwa Masedza）更名為約翰尼．馬佐韋後，他的追隨

者們不斷反對非洲傳統文化。他們不僅找到了與本土傳統

宗教中神靈權威鬥爭的合理性依據，同時要消滅酒精與煙

草，而這些常被視為「非洲文化」的關鍵物質。30津巴布韋

人的傳統宗教最主要體現在這些事物上：祖先、靈媒、傳統

醫者與巫術。對於津巴布韋人而言，祖先是確定的，靈媒與

傳統醫者是重要的，但巫術是危險的。31除了將祖先信仰融

入到基督教神靈框架內，將其作為天使，星期五使徒們在

                                                             
 28. Allan H. Anderson, “ ‘Stretching Out Hands to God’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Pentecostalism in Africa”, in Martin Lindhardt (ed.), Pentecostalism in Africa: Presence and 
Impact of Pneumatic Christianity in Postcolonial Societies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5), p. 
56; Joel Cabrita, “New Histories of Christianity in South Africa: Review and introduction”, 
South African Historical Journal 70 (2018), pp. 307-323; J. Kwabena Asamoah-Gyadu, 
“Pentecostal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frican Christian Landscape”, in Martin 
Lindhardt (ed.), Pentecostalism in Africa: Presence and Impact of Pneumatic Christianity in 
Postcolonial Societies (Leiden/Boston: Brill, 2015), pp. 104-105. 

 29. Engelke, A Problem of Presence, p. 99. 
 30. 同上，頁 93、116。 
 31. 同上，頁 3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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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傳統醫治的藥物上，不斷展現與巫術的差別，避免與

之混淆，但時常因為藥物的物質性本身帶來了信仰上的軟

弱。這點在「蜂蜜」的運用上尤其明顯。再者，在非洲的傳

教歷史中，不管是西方傳教士譯者還是聖經協會，都希冀

通過書寫力量來推廣「基督教文化」，與此同時貶低「本土

文化」。32非洲本土先知們不斷拒絕這樣的文化推廣，非洲

的傳統文化則成為這種拒絕的靈感來源。例如，非洲傳統

文化中，聆聽一直是接受信息的重要管道，拒絕書寫話語

也是朝向聆聽國度的回歸，在這個層面而言，聖經因為不

能發出聲音因而具有不充足的物質性。33 

由此看來，恩格爾克的研究不僅展現了基督教與非洲

傳統文化之間的互動，也從側面為學者們關注的問題提供

了一種回答，即為甚麼五旬節－靈恩運動能夠在撒哈拉以

南的非洲傳播開來，這種文化上的交互形成了非洲特有的

基督教形式，並且是非洲民眾樂意接受的信仰形式，既不

會完全脫離傳統文化，也不會完全複製西方的基督教模式。

在恩格爾克之前，已有不少關於這問題的回答，要麼認為

被傳播地會照搬西方的信仰模式，要麼認為基督教信仰會

被本地化，要麼形成一種拋棄與保留的雙重關係。34恩格爾

克則從符號學的考察出發，超越了對這問題的回答，他看

到在「一種符號學體系中被認為是物質性或非物質性的，

也許在另一種體系中並不被這樣認為」。35當然，在星期五

先知與使徒的宗教實踐中，既有對於非洲傳統文化的拋棄

與保留，但更是一種深度的融合與創造。由此，恩格爾克的

                                                             
 32. 同上，頁 58。 
 33. 同上，頁 22、202。 
 34. Joel Robbins, “The Globalization of Pentecostal and Charismatic Christianity”, Annual 

Reviews of Anthropology 33 (2004), pp. 117-143. 
 35. Engelke, A Problem of Presence,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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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誌並非簡單的論述兩種文化的相遇，而是展現了對基

督教信仰模式的一種更新，並在物質性與非物質性的張力

中艱難行進。值得注意的是，已有的相關研究，大多是從基

督教的角度出發看待兩者的碰撞與互動，恩格爾克則從非

洲的角度出發，為相對沉默的一方發聲。36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恩格爾克並沒有對美國洛杉磯

亞蘇薩街的使徒信心會、五旬節信息以及五旬節運動有更

多的敘述，這點成為研究上的重要缺失。雖然一方面，馬佐

韋的啟示與各種宣稱成為星期五教會建立與延續的關鍵，

但是另一方面，該使徒信心會所傳播的五旬節信息本身所

具有的相關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幫助馬佐韋形成別具特色

的信仰模式。該使徒信心會是五旬節運動初期的重要群體，

甚至被認為是整個運動的源頭，它所宣揚的五重福音具有

鮮明的口傳傳統、經驗性特徵，與非洲傳統文化之間存在

着內在的親和性。37這也就是說，星期五先知與使徒們所以

能夠建立一種非物質性信仰，除了他們對非洲文化的創造

性運用外，也離不開本身就具有相當靈活度的五旬節信息。 

 

三、恩格爾克的兩個願景 
在本書的序言中，恩格爾克表達了他的一個期許，即在

基督教人類學的研究中，「發展出一套可以被比較研究的

共有問題」。這個期許不僅是對現實的回應，也是人類學者

的從差異認識普同研究理念的體現，在這裏恩格爾克圍繞

着基督教人類學領域的探討主題展開，即在基督教的歷史

                                                             
 36. Josée Ngalula, “Some Current Trends of Christianity in Africa”,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106 (2017), pp. 228-240。文中可以看到基督教對待非洲傳統文化的四種態度。 
 37. Kingsley Larbi, “African Pentecostalism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Pentecostal Ecumenical 

Fraternit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Pneuma: The Journal of Society for Pentecostal 
Studies 24 (2002), pp. 138-166; Walter J. Hollenweger, Pentecostalism: Origins and 
Developments Worldwide (Peabody: Hendrickson, 1997), pp. 20,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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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中探討臨在的問題。38通過對這個群體的調查，恩格爾

克將臨在的問題轉化為一種關於表達的問題，「關於話語、

物體與動作本身如何被界定、如何充滿意義」。39由此可見，

恩格爾克在展現基督教的異質性同時，更期待在更大範圍

裏或更高層次上，建立基督教人類學的探討主題，在不同

的研究對象中找到共同的重要議題。40 

基於這樣的期許，恩格爾克將五旬節的傳播研究與更

為廣泛的基督教研究相結合，以此引發學者們的判斷與交

流，並且不局限於文化互動的現象，而是深入到符號本身

的物質性與非物質性來探討。除此之外，恩格爾克也在不

斷地擴展基督教人類學所關心的問題以及討論的邊界。例

如，恩格爾克認為，不確定性是宗教知識與權威的一個構

成元素，這與韋伯式（Weberian）的卡里斯瑪（charisma）

討論碰撞，補充了長期以來偏向討論卡里斯瑪確定性的缺

憾。41對於不確定性或者模糊性的重視，不僅體現在宗教領

導者的卡里斯瑪上，也體現在 mutemo 的不斷生成的過程

中，同時還體現在上文所說的基督教與非洲傳統文化的融

合上。再就是，恩格爾克不僅關注星期五使徒們的宗教實

踐，還將田野考察的範圍擴展至使徒們的日常生活，全面

觀察使徒對於信仰的理解，將日常生活作為「被實踐的基

督教」的一部分，儘可能全景式描繪星期五使徒們如何活

出信仰。這些也逐漸成為宗教社會學家、宗教人類學家關

注的主題。42 

                                                             
 38. Engelke, A Problem of Presence, p. 12. 
 39. 同上，頁 247。 
 40. 黃劍波，〈關於人類學研究進路的一些思考—以「地方」基督教研究為例〉，載《思

想戰線》2015 年第 2 期，頁 6-11。 
 41. Engelke, A Problem of Presence, p. 82. 
 42. 同上，頁 171。黃劍波，〈在日常生活中發現和理解宗教—讀《宗教與日常生活》〉，

載《宗教人類學》2012 年第 3 期，頁 373-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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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書的結尾，恩格爾克表露了他的另一心聲：「希望

這裏所展現的民族誌，能夠有力反駁對非洲人與非洲基督

教的消極陳見。」這個非洲群體的信仰背後是一個充滿着

距離與親密張力的符號體系，建構的是一種「物質不再重

要的宗教」。43本書從符號學的角度，分析該群體如何處理

臨在符號的物質性與非物質性的問題：他們希望避免符號

的物質性，以更直接且鮮活的方式接觸神聖的臨在，並且

防止符號的物質性帶來相關的限制。也看他們在這樣的大

原則下如何建立領導權，如何理解規則 mutemo、如何醫治、

如何開展聚會以及如何選取醫治的藥物等。可以說，星期

五先知與使徒們的信仰實踐是對基督教的豐富與更新，不

僅加入了地方元素，同時解鎖了新的信仰形態，而不是全

然被動的接受傳教士的教導。恩格爾克的研究試圖讓讀者

認識到，不存在一個固定的基督教模版，基督教在不同的

文化環境中擁有不同的形態。不同並不意味着更為低等或

不現代，而是更適合、更靈活的信仰模式。通過基督教人類

學者的民族誌，基督教的多樣化形態不斷的被展現，基督

教的邊界也在不斷的拓展。44但更重要的是改變對於非洲人

的否定性看法，基督教確實改變了他們，同樣的，他們也改

變了基督教。 

從這兩個願景，可以體會恩格爾克作為人類學家對於

學科理念的追求、作為學者所具有的人文情懷，至於這兩

個願景是否完全實現，還需要各位專家讀者的評判。 

 

四、結論與思考 
儘管此書的英文版於二七年問世，距今十年有餘，

                                                             
 43. Engelke, A Problem of Presence, p. 251. 
 44. 黃劍波，艾菊紅編，《人類學基督教研究導讀》，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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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讀來卻仍饒有趣味並充滿啟發。一間沒有陳設聖經的

教會竟然仍能被稱作基督教會，一群記不清聖經內容的信

仰者竟能被稱為基督徒。恩格爾克的敘述不僅包含生動的

描述，更以一條深刻的邏輯線索貫穿，使其成為基督教人

類學中的經典作品。這個看似不像基督教的群體，反而以

最為生動的方式尋求着最為直接且鮮活的信仰，不斷通過

賦予物質符號以非物質性意義來保持並促進與神聖臨在的

關係，與基督教的主流宗派相比，他們更近似於初期追隨耶

穌的門徒。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基督教的非洲本土化運動」

影響下，更多「似非而是」的非洲基督教群體不斷興起，在

否定已有基督教信仰模式的基礎上，形成了他們「黑色的上

帝觀」，建立了一種存在距離感與模糊性的親密關係，展現

了他們內在的創造力。45恩格爾克清晰地勾勒出，星期五使

徒們從拒絕聖經到擁有一本真正聖經的演變脈絡。 

儘管恩格爾克將也注意到這非物質信仰帶給使徒們日

常的改變，但是對於更為宏觀的社會經濟、政治的相關影

響並沒有涉及太多。因此，今後最好能夠與其他徑路的相

關研究相互參考，通過交互閱讀明白這信仰帶給非洲，特

別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改變。此外，也應該注意將這教會

放在全球基督教的復興運動中來理解。在考慮非洲使徒們

的主觀努力的同時，也需要看到他們所接受的基督教信息

之特色，即在五旬節信息中所蘊含的黑人傳統。這也就意

味着，在注重地方性的同時，也需要與更為普遍、一般的現

象加以聯接，將其置身於「歷史脈絡與社會結構」中來理

                                                             
 45. Gabriel T. Wankar, “Toward Common Ground:Catholicism and Pentecostalism in African 

Christianity”,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107 (2018), pp. 98-115 ； Asamoah-Gyadu, 
“Pentecostal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frican Christian Landscape”, pp. 103-104；
徐薇，〈南非非洲獨立教會及其對社會與政治的影響—以錫安基督教會為例〉，載《世
界宗教文化》2019 年第 2 期，頁 4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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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46與此同時，期待在不同民族誌的研究基礎上形成深

度的比較研究，分析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下斷裂與延續上的

異同。 

最後，相信《臨在的問題》能夠為我國基督教人類學者

們的研究提供借鑑與參考，特別是在對基督教的理解上，

不斷破除原有的分析框架與刻板印象，改變對其研究的簡

化或約化，逐步還原其作為一種歷史客體的複雜性、多樣

性以及獨特性。47 

 
作者電郵地址：hulalals@126.com 

                                                             
 46. 黃劍波，〈關於人類學研究進路的一些思考〉，頁 6-11。 
 47. 費內拉（Fenella Cannel）著，楊思奇譯，艾菊紅 黃劍波校，〈基督教人類學導論〉，

載黃劍波，艾菊紅編，《人類學基督教研究導讀》，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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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Word of God, the Scripture has been one of the 

main vehicles through which Christians establish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God. Matthew Engelke introduces an 

apostolic church in Zimbabwe which rejects the Scripture: the 

Johane Masowe weChishanu Church. By combining 

ethnography with semiotics, Engelke gives a vivid and 

profound interpretation of their lives and belief system, which 

is in seeking an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God in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material and immaterial, while avoiding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the material factors. In 

religious practice and daily life, the apostles creatively integrate 

Christian faith and African culture, providing a unique 

perspective and example for us to understand African 

Christianity and even Christian faith it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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