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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堂作为基督教教会的传教据点和战斗堡垒，他们的创建过程与发展脉络既是

一部教会发展史，也是一部文化交流史。本文以福州地区的基督教教堂为主要考察

对象，综合运用历史学、人类学和文化传播学的研究方法，以时间为横轴，地理为

纵轴，对榕城基督教各派堂点的创建过程和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并着重分析了各派

堂点的分布态势及其推动因素。同时，以美以美会在闽清的发展为个案，来探讨教

会和传教据点向乡村地区扩张和辐射所表现出来的异同性;以福州花巷基督堂为个

案，论述新时期下教会及其教堂的新发展，以及传教据点与周边社会的关系。本文

写作旨在透过福州教堂分析其背后各种历史因素的作用，并为新时期基督教会及其

教堂的建设与管理提供借鉴。

关键词:教堂 福州 分布态势 周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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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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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establishingthosechurchesisnOtoulythehistoryofthedeve 10Pmentofcivil1刀时1叽

butalsoculturalhistoryofcon刀力侧山cati呱 FOcusingonthemainChristianchurchesin

FuZhouCity，usinghisto以coIYnnme cationandculturalant加旧pofogyrese山陀bmeth“如，

奴 pa拌rexPIoresthe establis加mentanddevel叩mentofChristianch切rchesinRongand

曲al犷必sthedistribut1ontrendandProm0t1ngfact0I’sofvan ousfactions.Atthesam etime，

the thesis相改esthe ex田盯P1eofthe develoPment ofMeth0distEPiscoPai 诵ssionin

肠nqing todiscussthe 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sofcxPansionofchurchesand

面55101坦rypositionst tothe ruralareas;the exan1PleofFuzhouHuaXiangC腼stian

cb眠histoPresentthenewdeve10Pmeniofchurchesinanew eraandtherelationsh币of

而ssinl坦ryposition助dsurrounding colnm unity.Inaword，thisPaperseekstoanal丫比

various histori司伪clo招promotingch侧陀hesinFu刁louandprovidessome玲fe邝ncefor

山已伪侧劝川ctionandman昭eIneniofChristianchurchesinanew era.

K留W七rd鱿比urch Fuzhou Distributiontrend SurroundingcornrOunity



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中文文摘

    首先，就本文题目有两点应予以说明:一，“福州”指现在行政区划上的福州市

区，在教会和传教据点如何向下在乡镇地区扩张和辐射上则选择闽清县为个案;二，

“基督教”取其广义，包括明天启四年年末 (l624年)随艾儒略 (JulesAI耐)入

榕的天主教以及鸦片战争后传入福州的基督教新教。

    本文以福州地区的基督教教堂为主要考察对象，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和人

类学的研究方法，不仅考察了每个教堂的历史及其现状，而且分析了所有堂点在创

建时间和地理位置上的分布态势，同时对教堂如何适应新时代并发挥功效尝试做了

探讨。文章的基本构架如下:

    第一章为绪论，首先简要回顾了中国基督教史区域研究学术史，由此引出在中

国基督教史研究上继续开拓区域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其次，通过对未来继续进

行沿海沿江基督教史区域研究的分析，以及对众学者福州基督教史研究的总结，阐

述了本文选题的缘起和意义:最后，简要介绍了本文的材料来源以及研究方法。

    第二章概述了福州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基督教在榕传播情况，主要作用是为文

章提供一个背景分析。首先，是对福州自然地理的考察及其战略意义的分析。福建

的地貌特点是“八山一水一分田”，自古交通不便，闽江水系的地理特征使其成为福

建重要的交通运输通道。福州地处闽江出海口，四面环山，闽江贯穿市区，市区内

水道密布，闽江对于福州同样是重要的交通通道和商品流通渠道。以基督教教会扩

张的眼光来看，福州作为福建省府，东南沿海，有南洋华侨和闽语流行的优势，位

处闽江出海口，有交通和商品集散流通的优势。如此，可见福州对于基督教教会扩

张的重要战略意义。其次，是天主教和新教传入福州史略。天主教传入福州历史按

教会发展特征分期阐述，主要有开教创业时期、兴衰反复交替的发展时期以及在探

索中曲折前进的新时期三个阶段。新教则是按各教派分别阐述，主要有以美部会、

美以美会、圣公会为主的三大公会和以真耶稣会、基督徒聚会处、基督复临安息日

会为主的其它小宗派。

    第三章是对福州天主教教堂的史迹考察与研究，是本文的重要章节之一。首先，

是对福州天主教教堂的历史考察，主要是对福州市区的天主教教堂做了一个信息统

计，并概述了大部分教堂的历史。其次，分析了福州天主教教堂分布态势及其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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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在时间轴上的分布态势方面，福州天主教教堂的创建呈现了集中于某一时间

段的特征，并且在整个时间轴上有一个明显的起落.笔者认为，推动这种发展态势

形成的主要因素是天主教在华传教方针、策略的变化，以及中国官方对天主教态度

及其政策的变化。在地理分布发展态势上，福州天主教教堂主要呈现了沿江分布发

展的特征。笔者认为，推动其形成的主要因素是天主教和福州船民的历史联系。

    第四章是对福州新教教堂的史迹考察与研究，是上一章的延续。首先是对福州

新教教堂的历史考察，对福州新教所有教堂做了信息统计，并分教派对各教派的堂

点进行统计分析，概述了各教派主要堂点的历史。其次，分析了福州新教教堂分布

态势及其促成因素。在时间轴上的分布态势方面，福州新教教堂的创建呈现了从上

升到顶点再大幅度回落的曲线特征，笔者认为，这主要还是官方对基督教态度及其

政策之变化的作用;在地理分布发展态势上，福州新教 (主要是美部会、美以美会

和圣公会这三大公会)教堂呈现了从城外到城内再到郊区，以及各教派划分传教范

围各自发展的特征，笔者认为，起作用的因素主要有福州官绅、乡民的抵制，官方

对教会添置房地产的政策规定及其变化，以及不同差会间发展策略的差异等等。

    第五章以美以美会在闽清的发展为个案，分析教会和传教据点向下扩张和辐射

所表现出来的异同点。首先，概述了闽清的自然地理特征及美以美会在闽清的发展

情况，认为教会在闽清的发展同样受到了地理交通状况以及官方态度、政策等因素

的影响。其次，是闽清教堂史略，对闽清美以美会堂点信息做了统计，并介绍了一

些主要教堂的历史。笔者认为，在基督教堂点的建设上，闽清教徒所贡献的力量和

起的作用相对比较明显。最后，分析了闽清教堂分布态势及其促成因素。在时间轴

上的分布态势方面，闽清教堂的创建同样有一个阶段性的起落特征;而在地理分布

发展态势上，呈现了教堂以六都和城关为基点辐射扩散，大多倚河流而建，以及在

各教堂点与点之间不成文地划分范围各自发展、组织教徒的局面。

    第六章以福州花巷基督堂为个案研究，分析新时期下福州基督教教会及其教堂

的新发展，以及做作为教会传教据点的教堂与当代周边社会的关系。首先阐述了福

州花巷基督堂今时概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教牧人员和事工部门;第二，

日常活动安排;第三，教堂的舌喉— 教会刊物和教堂网络论坛。从中得出，花巷

基督堂会在新时期下能够与时俱进，改进自身组织结构，并扩展了新的宜道传教平

台。其次，以花巷堂为个案分析今时基督教教堂与周边社会的关系。笔者认为，一

方面，新时期下的教堂及其堂会根据周边环境和时代背景的变化而进行了一定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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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另一方面，保持一定程度与时俱进的教堂及其堂会也对其周边社会产生了一定

的影响。

    结论部分:首先，在正文的基础上对本文写作做了简要总结;其次，对由本文

写作而引发的一些新思考做了讨论;最后，对未来教堂及其堂会的发展与功用做了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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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绪论

Ll中国基督教史区域研究概述

  基督教亦称为基督宗教，主要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川对于中国基督教史

的研究在中国学者进行的基督教研究中所占比重较大，亦是其较为关心的研究主题

和焦点。由于中国基督教历史所涵盖的时空范围太大，牵涉的社会内容很深，又包

含着各类的学科知识，加上资料挖掘上的困难和各种复杂的社会原因，中国基督教

历史的梳理、论述难度颇大，想把中国基督教史作为学术考察的整体对象是很难的。

迄今为止，特别详尽、全面的通史类研究著作仅有少量问世。‘21战后，西方学者的

中国区域史研究异军突起，而中国学者也开始注意到这种研究方法上的转变，并且

在90年代中后期以后形成区域史研究的火热。

    区域史研究要从法国的“年鉴学派”(内阴alesschool)谈起，年鉴学派主张“重

点放在一定时空点上的特定社会，探讨该社会之所以和它的近邻有别的思想样式，’，

所以“自然地强调区域性而非全国性的研究分析”.‘3，也就是说，它肯定国家历史发

展的“不平衡”状态，强调区域性而非全国性的研究分析，以检验某一特定区域的

全部历史，由此避免将某一历史过程中发生的一些，套用到另一历史过程中，触犯

以偏概全的毛病。在西方的区域研究中，施坚雅曾以河流流域及盆地，划分中国的

“自然大地理”，并以区域概念解释中国历史，认为中国历史的结构是由九大区域组

川新教在中国习称为“基督教”或“耶稣教”.“更正教”.本文所谓之“基督教”乃取其广义，包括明天启四
年年末(1624年)随艾璐略入榕的天主教以及鸦片战争后传入福州的新教.
脚 20世纪以来在中国出版的有关中国基督教史通论性著作主要有樊国梁.(燕京开教略，(救世堂，19o5)、杨
程 《中国的基资教》“文社月刊》1一7，1926)、圣教杂志社编 《天主教传入中国概况》(上海土山湾印书馆，
1928)、策若瑟《夭主教传行中国考，(扣r北献县天主堂，1931)、德礼贤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上海商务印书
馆，1934)、贾立信、冯雪冰《基督教史纲》(第四卷— 基督教在中华的历史)(上海，广学会，1935)，姚宝
欲《基怪教在华传教之功罪》((现代史学》，1935)、徐宗泽编《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圣教杂志社，
灼3幻、王怡心《中国签督教史纲》(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0)和《中华基督教史课本》(上海，广学会，19月0)、
恭思道《基督教在中国之概论》(上海，中华圣公会，194】)、方豪《中国天主教史论从(甲集))(重庆，商务印
书馆，19月4)、牛若望《夭主教在中国》(香港，文理学会，】948)周忆孚《基督教与中国》(香港，辅侨出版社，
1965)、候天民《基督教在中国的成长》(台湾正中书局，1，66)、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8)、张奉蔑《福音流传中国史略》(二卷，台湾辅仁大学，1叨。一197、)、陈健夫《基督教在华早期传播史》
(浸信会出版部，1972)、郝镇华译移尔‘一五五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始4)、周燮瀚《中
国的墓任教》(北京，商务印书馆，1卯1)、顾卫民《签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顾卫民《中国夭主教编年史，(上
海书店出版社，2003)等等.此外未在中国出版的有如K￡上atourettc，AHi如叮ofchrist‘anMissioninchin‘N眯
Yo氏1932等，上述论著都具有通史研究的性质，但丛严格意义上来说尚未有一部著作可以视为颇为完备的中国

墓督教通史著作。
1，1艾恺(Guy川itto):《论目前在西方的中国地方研究的趋向，。载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1
娘12期:第4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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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而成的，各区域不断互动发展，川其模式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一门影响甚大，中国

历史的区域研究亦跟随兴起。最早将区域研究方法应用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是哈

佛大学东亚研究所(T七eEastAsianResearchce咖 atHarvaJ心University)的费正清

  (JohnKingFairb出水，1907一1991)，费正清的理论模式强调“西方中心”观点，注重

来华传教士的贡献，其主编的TheMisslona刁En招印n留inchinaandAmeriCa

(cambridge:H田，ard Univers ity press，1974)及其推出的 Ellswo“五Carlson:丁七.

Foochow而ssiollaries，1847一1580(c别mbridge:EastAsianReachce咖 ，19科)，都以传教

士为中心的研究方式，探讨了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及其影响，代表了这种研究模式的

特点。之后，西方学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模式又有新的的转变，主要表现为柯保安

  (Pau1 Cohen)提出的“中国中心论”(ChinaCenleredAPPmach)，此观点认为学者

必须以中国的处境来研究中国近代史问题，‘21也就是说，在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中，

应从中国历史角度来观察中国基督教的发展。

    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学者在吸收这些中国历史区域研究理论与构架后，也意识

到区域研究和个案研究的重要性。在八、九十年代后的一些相关论著上，‘31中国学

者开始注意把教会发展与它所传播的区域社会背景紧密联系起来，结合该传教区的

自然环境、人文地理、社会习俗、原有思想文化发展、宗族结构、政治、经济、交

通乃至社会心理等多个因素加以细致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抽象出比较具有普遍性的

规律。并且，在研究区域方面，国内一些学者主张拓展“宏观研究”，探讨以往较少

提及的地区，如西南、西北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教会研究，’们教会史区域研究呈现从

沿海沿江省份向内陆地区转移的特点。

    综合而言，在中国基督教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基督教史的研究上，无论在西方学

者还是中国学者，区域研究方法和理论构架都已经成为主流。并且，在研究的区域

上，有一个从沿海沿江省份地区向内陆地区特别是西南、西北及少数民族地区转移

的特点。可以预见，这种区域研究方法仍然是将来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一个主流方

川 铂11泛amskinncr“Ch‘stianityinChina:onescholar，sPerspectiveortheslatcoftheResearch云nCh泛naMISSion
andchinachristianHistolyfl964一1986，，载于(中国近代史研究通讯》，第四期，1987年:第114页.
12) 柯保安:《在中国发现历史— 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19即年:第131
一176页。
川 相关著作主要有:陈支平、李少明《荃督教与福建民间社会》(厦门大学出版社，，9，2)、伍昆明‘早期传
教士进旅活动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阮仁洋、高振农主编 《上海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L992)、
陶飞亚、刘天路 《荃督教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礼，1995)、钱宁主编《基督教与少数民族社会文化
变迁，(云南大学出版社，199吕)、林金水主编《台海荃督教史，(九州出版社，2佣3)等等，另有其它相关论文
著述此不一一赞述。
l’l 如前注提及之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钱宁主编《荃督教与少数民族
社会文化变迁，(云南大学出版社，199幻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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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了解这一研究的学术史概况对于涉足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特别是中国近代基督教

史研究的人，在如何选定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上将大有帮助。本文下面将在了解这

一研究概况的基础上，对选定题目的缘起和意义做一说明。

LZ选题说明

    如前文所述，中国基督教史特别是近代中国基督教史在研究区域上呈现一种从

沿海沿江省份地区向内陆地区特别是西南、西北及少数民族地区转移的趋向。但是，

这并非说明对于沿海沿江地区的基督教史研究已经完备了。相反，沿海沿江地区的

基督教史研究仍将是未来的主流，只是这种研究将得更加深入和多样化。

    首先，从所知的学术著述可以看出，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主要有教案之研究、

反教与护教之研究、基督教本色化与“三自”爱国运动之研究、基督教与中国文化

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及教会教育研究、传教士之研究等几块，”’虽然研究成果辈出，

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其中之不足。比如，对教案历史事件的研究多但对教案相关的法

律问题以及教会经济问题研究少，对教会教育的研究多但对教会其它事业研究少，

对外国传教士的研究多但对本土教徒的研究少等等。其中，涉及本文命题的教堂史

迹的研究更是凤毛麟爪。

    其次，由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拓展模式的关系，沿海沿江地区的基督教史研

究相比内陆地区特别是西北、西南及少数民族地区的，仍是比较重要的。这一点尤

其体现在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上。众所皆知，清季鸦片战争后，基督教会通过不

平等条约取得宣教特权，陆续进入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建立传教据点，此外方根据

方言和交通路线等考虑，逐步向内地发展，开发支点，并籍以形成教区。由此可见，

沿海省份中的福建，特别是临海靠江的福州，五口通商首批开放港口的福州，差会

教派云集的福州，在研究上仍然有着巨大的挖掘潜力。

    明天启四年年末(l624年)，艾儒略做为“开教福建之第一人”开始了天主教在

福州传播的历史;’21清道光二十六年底(1847年1月2日)，美部会传教士杨顺

川参见任继愈主编《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宗教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加2.“中国基怪教史研究”.第270
一310页.
I2’费赖之认为艾俩略入阂时间是明夭启五年(1625年)(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北
京，中华书局，199，年11月:第134页。)而据叶向高:《越编》(卷十七.第12页下)记载，叶向高天启四年
七月十八日(1624年8月31日)离开京城，九月初旬过淮安，十一月二十日(1624年12月29日)抵三ilJ。
十二月初十日(1625年1月18日)抵舍。艾随叶抵挤，故应是同一时间。(林金水《艾擂略与明末福州社会)，
‘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二期。)此外，费籁之称艾擂略为“开教福建之第一人，，有点要解释的足，据一些
学者考古发现.泉州在南宋末年就有基督教活动.(吴幼雄《泉州宗教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吕年:p7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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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henjohnson)授命到来，亦揭开了新教在福州的传播史。“’独特的地理位置，
丰富的社会文化，悠久的开教历史，复杂的教派活动，使得福州在近四百年来都成

为了基督教在华传播的一个焦点，同时也使得福州的基督教史研究颇受学者关注。

但到目前为止学者关注的问题多在于基督教入华史、教会教育、教会人物史等方面，

对建筑鲜有涉及。

    西方学者对于福州基督教史研究的主要著述如下:首先当然是哈佛大学东亚研

究所所推出的曰lswo 吐 carlson:了七eFoochowmission葫。5，1547一1550(c别叮bridge:

BastAsianReachCenire，1974)，该著作探讨了西方传教士努力拓展闽东教会事业的经

过，充分表现了以传教士为中心的研究模式，并且在 “撞击— 回应”思想的指导

下，对1847一1580年新教传入福州地区引起的反应进行深入探索，亦算是开了哈佛

学派之风气。而在1986年12月召开的一次17一18世纪福建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

交的两篇论文 《明末福建耶稣会:不同层次的反应》、《有关福建耶稣会士活动的历

史资料》，亦是围绕着艾儒略等传教士在福建活动而撰写的。在教会教育方面则要提

到美国学者华惠德 (L从/a11ace) 的‘华南女子文理学院》，该书是作者根据本人在华

南女子学院任教的亲身经历而撰写的校史。在研究方向上比较有突破性的则是耶鲁

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唐日安的博士学位论文《虔诚、爱国、进步:1857一1927年中国

新教徒在福州社会及建设现代中国中的角色》，该文突破了以往学者注重外国传教士

的活动的局限，转而关注到中国教徒群体的研究。这种研究对象上的突破是值得鼓

励的。‘2，

    相比之下，国内学者主要是福建学者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明

清福建天主教史，有林金水教授的《艾儒略与明末福州社会》等文章，该方面著述

主要以传教士为中心进行研究;再一是近代基督教教会教育，由于近代福州教会学

校众多，该方面文章也最兴盛，有谢必震教授的《两所福建教会大学历史文献资料

述略》、黄新宪教授的(从华南女子大学到女子文理学院— 对旧中国一所著名教会

女子大学的考察》、朱锋的《王世静与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等等;另一是福建教案，

在这方面陈增辉教授、徐恭生教授以及谢必震教授都有所建树.此外，比较新颖的

有关于基督教与福建民俗、乡族势力的冲突方面的著述，如陈支平教授、李少明先

:EI七切。曲C心arlson:TheFOOChowmissionarics，1847·1880canlbrid邵，Mass，1974:PS分别是EllsworthC，Carlson:TheFoochowmi55ionaries，1847一1880
MissioninF妇ianin比砚eMing:阮verlsofR亡sponse;A

，aries，1847一1880‘alnbridgeMaSS1974，乡zu吹her，The J
Dudin长TheHistoricalsourcesofthel7. Centu叮Chlna

1974;E，Zurechet.1llejesuit

Mission，inparticularFujian;L.E.Wallace.HwaN洲Coll铭e，几ewoman，sColl卿 ofsouthChin氏UnitedBo咖 for
伪rist饭anCOllc脚inChin入Ncwyork.I”氏唐日交博士论文尚未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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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基督教与福建民间社会》以及范正义的《基督教与中国民间信仰— 以福建

为研究中心》.‘11
    综上而言，福州做为一个在基督教史研究上有吸引力也有潜力的地区，其研究

成果不可谓不多，却也不可谓之详尽。教堂，教会的传教据点，传教力量的辐射中

心。从1625年，从1947年，多少的基督教教堂史迹，多大的传教据点对周边本地

社会的影响。而我们可以看到的相关研究却几乎是一片空白。在能找到的有某些相

关联系的著述，首先要提到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张金红的硕士毕业论文 《福

州地区基督教建筑研究》，该文立意新颖，从历史学和建筑学方面对福州地区的基督

教建筑进行归类分析，并由此讨论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不过该文侧重于建筑

风格的分析，且研究对象有大部锁在教会大学建筑上面，并没有从历史地理角度来

分析各传教堂点的分布。而董黎所作《中国教会大学建筑研究》以及Je伍eyw.cody

的论著二BuildinginChina:He川以.K.M哪hy、‘，AdaptlveArchitecture，1914we1935"习七.

C场neseUniveOityP传55，2001);Strikingahajmloniouschord:forei，missionarl比明d

Cbine~ 砌lebulld访95，1911一1949都仅限于对教会大学建筑的研究。再有扯上福州

地区教堂的，无非是《福州古膺》、《福州老照片》、《福州旧影》以及如《福建宗教》

之类杂志上的图片配文的说明介绍.‘21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笔者选取了福州基督教教堂史迹做为主要的考察对象，通

过对福州教堂的历史和地理位置考察、传教据点区域分布情况及其辐射发展的历史

研究，目的在于勾勒出基督教在福州的发展历程，并更深一步挖掘出在这一历史进

程中基督教的传教策略及其变化、中方政府的政策及其变化等等影响基督教传教史

的因素。并且，通过个案的研究，阐述传教据点与当地社会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互相

影响的一个互动关系。

L3材料来源和研究方法

  有关基督教教堂史迹的研究极少，这大概是因为与该课题相关的文字资料少且

111林金水《艾假略与明末福建社会，.《海交史研究，.盈卯2年第2期:谢必震.‘两所福建教会大学历史文献
资料述略，.吴梓明主编《中国教会大学历史文献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子L.宜995年:黄新宪.《从华
南女子大学到女子文理学院- 对旧中国一所著名教会女子火学的考察， ‘教育科学，.1990年第3期:陈支
平、李少明 ‘荃督教与福建民间社会》.厦门大学出版社.1卯2年;范正义.《基督教与中国民间信仰— 以福建
为研究中心》.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未刊载硕十论文。
川 张金红.《福州地区基督教建筑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未刊级硕士论文;笼黎《中国教会大学建筑研究》
珠海.珠海出版社.!995年:
    北所亡，议c浏y:Buildi咭inch百na:H朋邝K.Mu印卜y，广Ad叩tiv已AtchileCtu传，191月一.93，”(TheChjn改

Univ‘门ityPrCSs，2阅1);Striki姐allarlll朋10此比闹:fo比ignmission州csand伪in~ ly】。b川ld百。即，1911一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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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不易收集，很多材料的收集需要田野调查来完成。现将本文资料来源大概说明

如下:

1.3.1中文资料方面
    第一类是地方志和地方文史资料，如福州市地方志编井委员会编纂的《福州市

志》、《福州市地名志》、《鼓楼区志》、《台江区志》、《仓山区志》、《闽清县志》、《福

州市宗教志》等，另有旧志如《闽都记》、《福州府志(清·乾隆)》等。这些地方志

主要提供了福州自然地理情况、社会习俗、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一些信息。文史资

料方面主要有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编的 《福州基督教文史资料

选辑》和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撰的《文史资料选编— 基督教天主教编》，

里面提供了一些堂所的创建和历史变迁的信息。“’

    第二类是教会方面的一些中文记录和中文报刊杂志。主要有差会年议会记录，

如《福州美以美会第四十三次年议会记录(下编)》、《福州美以美会第四十四次年议

会记录》、《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第五次总议会议录》、《闽中协会二十五年度年会

记录》等;年鉴，如《中华基督教会年鉴》、《中华基督教会闽中协会年鉴》等:教

会月刊，如 《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月刊》、《福声》等;教会历史编集，如《中华基

督教历史》、《闽清县基督教志》等。‘21

    第三类是国内学者的一些专著和学术论文。主要有:曰关于学术史回顾的著述，

如任继愈主编的《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宗教学)》、林金水、张先清的《福建基督

教史的研究回顾与展望》等等;口对于史料的汇编，如田涛主编的《清朝条约全集

(影印本)》、王铁崖编的《中州日约章汇编》等等;曰史学著述，如林文慧所撰《清

季福建教案之研究》、陈支平主编的《福建宗教史》等等。‘”

L3.2西文资料方面
    第一举为教合报刊和年议会记录.如 《教务杂志》(ChineseRecorder)、(中国

川 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所编《福州市志》、《福州市地名志》、《鼓楼区志》、‘台江区志)、‘仓山区志》、《闽
清县志》以及旧志如《闽都记》、《福州府志(清.乾隆))等，本人查阅的均为在线版，地址业皿幽理巡鱼奴丝蚁血;
福州荃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编 《福州基督教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8，年3月;福州
荃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编 《福州墓督教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1，87年5月:福建省政
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选编— 基督教天主教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月。
121 此类资料主要见于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各类差会年议会记录、教会报刊杂志都有不同程度的缺失;
《阂清县基怪教志》由闽济县基苦教两会编撰，21洲洲】年11月内邵刊行，笔者得书于田野调食中。

131 任继愈主编《20世纪中国学术人典(宗教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林金水、张先消:《福建荃
仔教史的研究回顾与展望》，级于《基督教宗教研究，(第二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叨;田涛主编《清朝条约
全集》(影印本)，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衫.1999石;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上海，三联书店，1957恶
林文钻:《清季福建教案之研究》，台北，台清商务印书馆，19的;陈支平主编‘福建宗教史》，福州，福建教育

出版社，1996.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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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报》(chineseRepo5计ory)等;第二类是一些传教士的回忆录和著作，如麦利和

的 《生活在中国人中间》(R，5.如clay:LifeamongtheChinses:贾lth

Char毗teristicSketchesandIncidentsofMissionary0PerationsandProsPects

inchina， 1861):第三类是西方学者的一些论著，如卡尔逊的《福州教会》(E115和rth

C.Carlson:TheFoochowMissionaries，1847一1880)等。川

    除了上述的中西文文字材料外，笔者还通过田野调查获得了一些素材，如教会

人士访谈记录、教堂照片、教会活动记载等，笔者将运用历史学、人类学以及文化

传播学等方法对这些材料进行综合运用，希望能够为本文的写作打下坚固的基础。

当然，一些资料的缺失或者不足也是笔者所遗憾的，如传教士绘制的一些教堂简历

地图以及各堂所所各自保存的一些教堂历史记载，这些方面笔者将通过自己绘制地

图和田野调查来弥补。在收集材料、田野调查和写作的过程中，多蒙师友照顾，但

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遗憾甚多，错漏不实之处亦在所难免，尚祈各位专家学者批

评指正。

川 劝.伍1仙“ R吧忆沉d叮已nd从主ss10naryJOurnal，1869一1941:Chinese助positor丫，t832一1851;凡5.
助cl盯:Li介侧 ”‘the伪inese:，ith肠.racteristicSkectchesandIncidengtsof妞lssionar y匆erations
助dProsPectsinChina.N，york，1861;Ells，orthC.白rls闭，仆eFooc h璐鱿元551闭aries，1847一1880.East
Asi助 ResearchCenter彻rvardUniversity，1974.



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2章 福州自然地理环境与基督教的传播

    福建位处东南一隅，背山靠海，境内多山而有闽江等水系贯穿其中。福州是闽

省首府，位处闽江下游，建设在闽江出海处的平原上，城区水道纵横连贯并与出海

港口相通。自有传教士入华传教，福州与闽省便在其传教战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2.1福州自然地理考察及其战略意义

2.1.1自然地理考察
    福州，地处福建省东部的闽江口地区，闽江下游，东临台湾海峡，南部与莆田

市，西部与三明市，北部与宁德市分别接壤。其位置在北纬25。巧‘~260 39‘，

东经118，08’一120O31‘之间。清乾隆《福州府志》称福州，“西阻重山，东带

沧温，南望交广，北晚淮、浙，亦东南一都会也。”‘”从地形上来看，福州四面环

山，地貌属于典型的河口盆地，城区所在地位于盆地的中央。盆地四周被群山峻岭

所环抱，其海拔多在600一1000米之间，东有鼓山，西有旗山，南有五虎山，北有

莲花峰。不仅是福州，整个福建，山多，少高，山险，深谷，水急，自古便有“八

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顾炎武在 《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形容“闽地负山滨海，平

衍裔腆之壤甚少，而崎岖饶确之地多。”‘21这种地理状况使得福建的交通自古便是一

个大问题，古人甚至感叹“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闽道更难于蜀道”。同时，福建境

内河流水系发达，水运河运成了比陆运更为便捷可行的途径。

    闽江是福建最大的内河，在福建众多内河水系中最富有代表性。它发源于闽赣、

闽浙边界的武夷山、仙霞岭等山脉，全长577公里，‘”千支流流经32个县市。其流

域在南平以上有建溪、富屯溪和沙溪三大支流，流域面积42 322平方公里，河长333

公里;在南平以下再纳尤溪、古田溪、梅溪、大樟溪等支流，最后流经福州、长乐

出海.‘(见图2一1闽江流域主要水系图)其总流域面积达60992平方公里，约占福

建省面积的一半，被福建人民称为“母亲河”。闽江流域的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呈阶梯

状降低，河流流经地区由于构造和岩性的不同，以及外力作用的差异，河网呈格子

川 乾隆《福州府志》，福州:海风出版社，1，85年·
121 颐冷礴.‘关下郡国利病书，.粉九一，福建一，广雅书局光绪二十六年刊本:第十三册。

131 ‘福建省志·交通志)(福建省地方志编篆委员会编‘方志出版社.1998年)中记载的是闽江主流全长559公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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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崇祯十年 (1637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一起发生在福宁州 〔宁德)的逮捕夷人

事件‘”成了“福建教案”的导火线.被捕的三名“通外”夷人在告示中被怀疑是耶

稣会士，虽然宁德并非艾儒略的工作范围，但福州府仍然张布“示禁传教”通告，

“示仰地方军民人等知悉:凡有天主教夷人在于地方倡教煽惑者，即速举首驱逐出

境，不许潜留，如保内有士民私习其教者，令其悔改自新:如再不俊，定处以左道

惑众之律，十家连坐并究，决不轻贷.”’21并且点名驱逐艾儒略，“如近日杨玛诺、

艾儒略辈，以天主教首，簧鼓人心。非觉发之早，驱逐之速，渐不可知矣。虽已押

出境，仍恐邪党来消，去向复人，更为厉阶。尔家甲人等，以后严加防察，如有天

主教艾儒略，杨玛诺等并无为教首来省城者，许即察官严拿究治。如容隐不举，事

发一体连坐”.‘”在官府告示之后，福州一些士人掀起了一股“破邪教”浪潮。而艾

儒略并没有因此离开福建，而是暂时躲匿在乡下，依靠当年传教中结交的士人何乔

远、苏茂相、黄鸣乔、林欲揖、曾樱、蒋德瑙’4，等人的帮助，传教工作终能继续维

持。

2:2 兴衰反复交替的发展时期:1644一1949年

    明崇祯十七年(l644年)清兵入关，明亡。清顺治六年 (1649年)清兵入闽，

福州被收，艾儒略卒于闽北，福州天主教的历史进入一个新的篇章。在从清朝到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三百来年的时间里，福州天主教几度沉浮，随着政策和时局

的变化，主要经历了两次兴盛和两次衰退，下面将以此二起二落做分水岭对这个时

期福州天主教的历史进行一个简单阐述。

2.2:2 明清鼎革之初的机会:1644一1‘“年

    这个时期福州天主教有两次发展契机:一次是在驻福州的南明小朝廷时期，一

次是在清兵攻占福州后。顺治二年 (1645年)明唐王朱幸键在福州称帝，“隆武正

位之初，即廷访毕神父(毕方济)来朝，欲重用之。毕神父不受，惟劝隆武奉教。

隆武虽未能毅然信从，却出谕表章圣教，劝臣民饭依。”151由于把持朝政的郑芝龙(郑

成功之父)、黄道周(漳浦人)均为天主教徒，毕方济(Franso155翻biasi)通过此

川施邦用:《福建巡海道告示》，收于《圣朝破邪集，卷二:第30一”页。
川施邦用:《福建巡海道告示》，收于《圣朝破邪集》卷二:第3。一”页。
111吴起龙:《福州府告示》，收于《圣朝破邪集)卷二:第3忿页.
1.1李网玄:《思及艾先生行述》:第5一6灭·
“1《夭主教传行中国考》，卷五.收于陈方中主编‘中国夭主教史幼汇编，，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哪 年7
月:第谧32一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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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也得以进一步亲近了统治福州的这个小朝廷之上层人物，甚至使得隆武帝谕令

改建“艾儒略与叶相国长孙前所建之堂”。并“大书赦建天主堂五字，又悬匾于堂上，

工告成.曰‘上帝临汝’，立碑记其事.”‘忿’“福建自隆武灭后，民人叛服不常”，由

是兵乱迭起，福州几经战火，教务受到很大的阻碍，甚至“然圣堂被毁，什物被抢，

教友死者，十居八九，两司铎(翟西满和穆尼)遂避乱于武夷山.”‘21郑成功部队退

避海上后，福州一带渐得安宁，加上时任闽浙巡抚的伶国器是天主教徒，对教会发

展施以援手，福州天主教由是再复兴盛。

2么2.2百年禁教中的蛰伏:1665‘”一1542年

    明崇祯三年(1630年)以后，西班牙多明我会、方济各会教士先后从菲利宾来

到福建传教，他们的传教理念大大异于之前的耶稣会士。大约在17世纪70年代的

时候，方济各会士万济国写的一本《辩祭》将福建拉入了礼仪之争。这场中西方文

化碰撞与交战的结果是，一些闽省官员对于传教士强硬派的做法甚感不满，屡次上

疏反对天主教，如时任福建巡抚的张伯行于1709年草拟了请废天主教堂疏:“每教

堂俱系西洋人分主，焚香开讲，收徒聚众，日增月益，不可禁止，诚恐其意有不可

测。臣以菲才谬脚，皇上特达之知，授以严疆重任，夙夜抵慎，惟恐无以上报，主

知此事，尤臣在闽所目睹而不得不言者.故敢竭尽愚诚，伏望皇上，特降明诏，各

省西洋人氏，俱令回归本籍，其余教徒，尽行逐散，将天主堂改作义学，为诸生肆

业之所，以厚风俗，以防意外.”‘4，康熙四十六年 (17o7年)，罗马教廷将福建教区

单独授予多明我会，而耶稣会士在之后陆续撤出福州。由于多明我会反对中国传统

礼仪，福州天主教徒中知识分子人数日渐减少。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康熙给

教皇特使批示:“尔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教既不行，在中国传教之西洋

人，亦属无用。除会技艺之人留用，再年老有病不能回去之人，仍准存留，其余在

中国传教之人，尔俱带回西洋去.”‘，，天主教失去了在中国传教的政治条件。康熙之

后，福州天主教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长达百余年的禁教，教会活动完

川《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五。收于陈方中主编《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即3年7
月:第132一133页。
121《夭主教传行中国考》，卷五。收于陈方中主编《中国天主教史箱汇编》，台北，拍仁大学出版社，2003年7
月:第146页.
131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加3年4月:第172一179页.1664年，月15日，
杨光先上请诛邪教状，掀起“康熙]jj狱”。1“5年，耶稣会士二十五人，方济各会一人，多明我会四人由各省
拘送京师东堂，再押往广州.时在榕传教士未能幸免，是为分水岭.
“，《正谊堂全书》，同治五年，第一百四十三册.转引自林金水‘中西礼仪之争在福建》，《教育评论》，1995年
第3期。
川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4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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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转入地下，陷于低潮。

ZJ.幼 不平等条约下的兴盛:1842一1927年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 《南京条约》、

  《望厦条约》到《黄埔条约》，再到《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开五口通商·”⋯又

有续添之条，如天主耶稣圣教，原系为善之道，爱人如己嗣后。凡有传教奉教者，

应一体保护。其安分无过者，中国官，不得虐待禁阻”‘1’福州成了五口通商口岸之

一，“拉大臣(法国大臣拉格内)因请代奏朝廷，求驰教禁⋯⋯从此，准西洋教士，在

五口通商之地传教，随便建堂礼拜，并设立医院、育婴堂等事，惟不准入内地传教”

12，福州再次对传教士打开了大门，“又将从前抄没之天主堂、学堂、坟墓、教士房

屋等件，一概赔还，交法国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

租买田地，建造自便.”‘”借助着这些不平等条约，福州天主教又进入了它的一个兴

盛时期。在这个时期内，福州天主教会多处购置田地，建设堂所，同时慈善事业、

出版事业、教育事业等各项事业也多有发展，教徒人数也大幅增加。 少

2.2.2A“非荃”和战乱下的萧条:1927一194，年

    五四运动后，中国开始探索独立富强的道路，受西方教会领导的中国教会受到

了很大冲击，以中国新知识分子为核心的社会各界对教会进行了一番又一番的挑战。

从民国十一年到民国十六年(1922一1927年)，被冠以中国“非基督教运动”时期。

而在民国十六年 (1927年)，福州城发生了“仁慈堂教案”，在事件中学生冲入澳

尾巷仁慈堂和附近的天主堂捣毁设施，此案引发了福州各界的“非基督教运动”大

游行。‘u在“非基”浪潮下，一些教会人士开始反思，并相应开始了基督教“本色

化运动”。日本侵华后，战火纷飞，福州两度沦陷，教会教徒抗日者有之，随难民

出走者有之，沉默者亦有之，福州天主教教务陷入萧条状态。抗战胜利后，民国三

十五年(1946年)，中国天主教建立“圣统治”，改“代牧区”为教区，福州教区

升格为福建省之总主教区。

川《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五.收于陈方中主编《中国夭主教史箱汇编》，台北，辘仁大学出版社，2003 年7
月:第228页。
。，《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五。收于陈方中主编《中国夭主教史摘汇编》，台北，物仁大学出版社，2侧刀年，
月:第228一229页。
131《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五.收于陈方中主编《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台北，轴仁大学出版社，2佣3年7
月:第234页。
14) 参见邓碧玉《忆福州南门斗中路仁慈堂》、陈一翻《关于仁慈堂案一鳞半爪，，级于福建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
编:《文史资料选编，(第五卷一基督教天主教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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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旧貌换新颇— 曲折中探索前进:1949年以来

    解放初期，出于对新政权的不安，福州天主教部分传教士和教徒进行了一些阻

挠革命和解放进程的活动。之后，随着大批传教士纷纷回国，福州天主教开展了与

帝国主义割断联系，建立 “自治、自养、自传”的新中国教会的自立革新运动，井

在1953年实现了福州地区天主教神职人员和工作人员完全本地化。“文化大革命”

开始后，福州天主教活动被迫停止。直到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宗教信仰自由政

策重新落实，文革时被占用的教堂、教会房屋以及被查抄的教会财务依政策给予了

清退赔偿，一些教堂等聚会场所逐步恢复活动，并依据1992年省政府颁布的《福建

省宗教活动场所登记管理暂行规定》管理工作趋于规范化，福州天主教开始朝着独

立自主发展教务的方向发展。

2.3新教传入福州史略

    新教是在基督教会全球扩张的大背景下伴随着西方侵略的炮火来到我国的.

  《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传教士蜂拥而至，相继在闽地开辟传教区域，其中福州

就因其独特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基督教在闽传播的中心之一。在发展过程中福州逐

渐形成了以三大公会为主，其他小宗派为辅的传教局面.‘”三大公会是由英、美等

国传入的，差会总部在国外，教务、财务多由外国人掌控。而其它小宗派如真耶稣

会和基督徒聚会处是由国人自己创建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虽是国外创建，却是由

国人传入福州，所以这些小宗派体现了比较大的自主性。

2.3.1美部会‘2，
    最先进入福州的差会是美部会，1847年1月2日杨顺(stephenjo抽Son)乘鸦

片船抵福州，并于中洲岛江南桥畔赁屋传教，‘”是为新教传入福州之始.继杨顺之

后到1880年美部会共有28位传教士来榕，‘41他们最初活动局限于中洲岛，后来才

先后在福州南台的保福山和城内的于山落脚.传教初期极为艰难，美部会在福州传

教10年方有1人信教，外国传教士也因为水土不服、疾病等因素人数锐减。‘”1856

川三大公会指美部会、美以美会和圣公会，俗称“三公会”.此外，还有基督教聚会处、荃督教福临安息日会、
真耶酥会等，他们多于20世纪初传入或成立于福州，规模较小.可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福州市
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编:《福州地方志》(简编·下编)(油印本)，1979年8月:第11压112页。
12，美部会(超c阴)是美国国外布道部(̂mericanBo咧orcommissionorsforFo邝1，Mission)的简称，属
美国公理宗.
川 EllsworthC￡arlson:仆。FoochowMissionaties，1847一1880.Cambrid罗，Mass」974:PS.
141参见林金水、谢必展主编:《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P39，确01:《1547一1880年

福州传教士名单》。
131美部会在榕教士由18，。年有”人到18，6年余5人.见翁怀友《福州公理会传道史》.《中华基份教史》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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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华人传道开始出现，受洗人数不断增加。1567年后开始向长乐、永泰和闽北的

邵武扩展传教区域。1884一1910年在闽美部会传教士出现一个高潮，达50余人，开

辟了闽北、闽中教区。到1923年，福州公理会 (美会后后称公理会)于各处堂所计

71处，而在城台区自备资脯便有四堂。川而到解放后文革前，仍然举行活动的就剩

观巷刘公纪念堂和铺前顶救主堂两堂。文革中，所有活动停止，至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方得复苏。

2.3.2美以美会‘”

    进入福州的第二个差会组织是美以美会，1847年美以美会派传教士怀德夫妇(Mr.

声刀dMrs.Mosesc从飞ite)、柯林(JudsonD侧ghtcollions)来到福州，‘3，连同后继来

榕的早期美以美会传教士共计32人。‘41最初，他们寄居于中洲美部会的教士寓所，

后租房另住。开始传教事业进展缓慢，至1856年茶亭真神堂和仓山天安堂相继建成

后，方有1857年7月14日第一个信徒陈安受洗入教。‘”到1860年，真神堂和天安

堂两处已有教徒54人，各项教会活动的举办也日趋正常。该会多用华人为劝士和传

道，早期被按立为牧师的林振珍、许播美、许扬美、谢锡恩等七人被称为美以美会

的“七个金灯台”、“七执事”.“，使用华人牧师传教对教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

用，“虽然关以美会入榕时间较美部会迟，但却逐渐发展成为在榕差会中最大和最成

功的一个。”’，，1877年以后，福州年议会、兴化年议会和延平年议会相继成立，布道

范围日广。美以美会在福州传教过程中共创建了12座教堂，解放后仍有天安堂、真

神堂等6处教堂开放活动。文革中教会活动被停止，教堂被占用，文革结束后各堂

所陆续恢复活动。

2.3)圣公会‘aJ

    1850年5月传教士温教 (那111，。M范】ton)、札成 (RobertDavidjac沁扣n)抵达福

川此四堂分别是观巷刘公纪念堂、铺前顶救主堂、成浦街救灵堂、洪山桥水生堂.参见F侧祀加wMi.1姚
凡B.C卫M(1847·1906)(美部会)，ACenlu口ofMissions百nCh豆na:陀53，
川美以美会(M.tbodist即1期p以Mi姗n)属北关卫斯理京。
，，l力士技:‘美以关会历史，，载于金陵神学院:《中华基督教历史，(金陵神学志特刊20卷):第202页.
川参见林金水、谢必震主编:《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福建教育山版社1卯7年版，P3”书1:‘1料7一1朋0年
福州传教士名单，.
151凡sM解1智:Li介aznons山cchi麟:州山ch出，口eristicskclchcs幼dlnc记肋 orMi翔沁。叼。产侧如ns州
P门，粥出inChin入1861:PZ阅·206
‘.汤转引自朱峰:《在信仰与实践之间一 福建羲份教史钩沉，，汇美传意，2002年:第兑页。
1，1日lswo”hccaxlson:仆.F以犯h洲Missionari眠184卜1吕即.cambrid梦，Mass」，74:P10.
川圣公会(。urchMissiooajysocj御)又称安立甘会、英布道会，属安立甘宗.它的教义、教规上仍保持天主
教会传统，保留主教创并承认其继承便徒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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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揭开了又一大差会在榕传教的序幕。一开始他们租住于乌石山庙宇，后因地方

  士绅的反对，被迫移居别处。传教之初，同样是入榕十年未得一教徒受洗入教，至

  1861年3月方有林守谦、林九如二人入教。【1’1862年会长胡约翰来福州后传教事

  业才逐渐发展起来。1864年在南后街萃贤堂毁后重建，至1867年该会在城中另有安

  泰桥宣道堂和北门道源堂两座，圣公会在福州城中的工作得到巩固发展。此后，教

  务向外县扩展，至1883年布道区遍及14个县，教堂110座。1906年脱离港粤教区

  成立圣公会福建教区，1910年又改组省议会为正式教区议会。至解放后，该会仍有

  苍故洲基督堂、施埔真学堂等多处堂所开放活动，之后该会教务与堂所走上与在榕

  其它教派相同的命运。

  2.14其它教派

      在榕发展的其它教派主要有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真耶稣会和基督徒聚会处，这些

  教派由于是国人传入或者国人创立，相对而言本土化和自主性比较强。同时，它们

  传入或者创建的时间也相对较迟。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是在1911年由厦门人郭子颖牧师传至福州仓前山的，之前则

  是由华侨郑提摩太在1904年从国外传到厦门鼓浪屿。该会在福州总共创建了两处教

  堂，分别是大墙根福音堂和南公园堂。文革中同样遭受波折，1979年恢复宗教活动

  后在花巷堂恢复聚会。

      真耶稣会在1923年由张巴拿由长沙传入福州，之前则是由河北人魏保罗在1917

  年时创立。1928 年在福州集资建成福州第一座真耶稣教堂。此后，该教以福州为中

  心向省外和海外传播。

      基督徒聚会处也是国人自创的教会，发源地在福州。创始人是福州人王载、王连

  俊、倪析声，倪析声后来成为该教派的领导人物。至1949年，该教派在福州共有5

  座教堂。

川 参见叶见元:《中华圣公会福建会史》(一)，级于《福声》，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四月一日:第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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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福州天主教教堂史迹考察与研究

    “街头教堂是传教士的堡垒，在那里，猛烈的炮火射入敌人的阵营.”川这句话

很形象地描述出基督教刚传入中国时的情景以及教堂对于教会传教的重要性。基督

教之传入中国，天主教奇装异服地顶着排力而来，新教则是尾随着炮火进入。在这

种情况下，国人对洋人及其宗教的态度自是不能坦然。所以，教堂的建立，不仅可

以满足传教的需要，促进传教事业的发展，还是一个教会在该地是否立足的标准。

同时，从教堂的创建、搬迁、重修、兴衰的历史，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背景以及教

会的发展状况。

3.1福州天主教教堂历史考察

    叶向高携艾儒略入闽开教后，其长孙高州君和其它教徒捐资创建了福州第一座

夭主教堂，即所谓的“福堂”和“三山堂”。该处教堂地址在“南门内宫巷”‘21，

创建时间不详。据载，该堂当初有“立碑记其事”，但如今已不得见，世人所能见

者只有顺治十二年(1655年)的《建福州天主堂碑记》。‘”明末福州市区另有两

处天主堂，分别是敬一堂和景教堂。在经历明末 “福建教案”、明清之际的战火以

及清朝的百年禁教后，福州天主堂俱已湮没。直至鸦片战争后传教士们凭借着不平

等条约才又再次在福州购地置产，并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在福州南门兜澳尾

巷建造了福州近代第一座天主教堂 。此后的清代和民国期间，随着福州天主教务的

发展，教会又在福州多处购地建堂。解放后，各教堂或被占用或在文革中停止活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些堂所重新开放，另一些被占用的堂所未归还者做赔偿

处理。现今福州市区仍然开放使用的教堂共计5所，其余夭主堂或者只能见其遗迹，

或者已湮没至只存于文书史料中甚至绝迹于字面。‘”

                            福州市天主教堂一览表

教堂名称 兴建时间 所在地址 现状

三山堂/福堂 不详 南门内宫巷 清乾隆年间被改成关帝庙使用

川转引自蓝黎:《中国教会大学建筑研究》，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页。
内方紊:《中国天主救史人物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3月:第1卯页.
131该碑记藏梵蒂冈图书馆，己形印辑入《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第二册):第963页至980页。
川见“福州市天主教堂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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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福州新教教堂史迹考察与研究

4.1福州市新教教堂历史考察

    新教在福州的发展形成了以三大公会为主，其它小宗派为辅的局面，川从美部

会在下渡小岭租赁一店铺改建成福州第一个礼拜堂开始，到1949年建国之前，新教

在福州共有教堂48座。建国初期，维系活动的教堂剩下18座，而1958年“大跃进”

后，维持正常宗教活动的仅剩5座’”。1966年6月文革开始后，教牧人员下放，所

有的教堂都停止了活动。1979年落实宗教政策后，教会活动逐渐恢复，教堂也逐批

恢复活动，至1994年底恢复活动的有24座。阁

              福州市区教堂数目统计表 (该统计表以《福州宗教志》为参考)

公 会 1949年5月教堂数 196e年6月教堂数 1979年恢复活动后教堂数

美部会 l6 1

美以美会 12 2

圣公会 11 2

基怪复临安息日会 2 l

真耶稣教会 2 l

基资徒聚会处 5 l

合 计 48 8 24

1958一1959年“大跃进”期间仍坚持主日崇拜的教堂

公 会 堂名 地点

笑部会 救主堂 铺前顶

美以美会
天安堂 天安路

尚友堂 花巷

川三大公会:美部会(人m州诩B。刮ofcommiss‘的eTsforFOrei，Mlssi曲)、美以美会(M助odistEvi“Opal
M回on)和圣公会(C七u曲Mi对on脚socicty);其它小宗派主要有基份复临女息日会、真耶稣会以及荃督徒戮
会处.
. 见表“1958一1959年 ‘大跃进’期间仍坚持主日崇拜的教堂气
川 见表“福州市区教堂数目统计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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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教会的扩张与地方传教据点的扩散 以闽清美

以美会为个案

      对于征服欲望极强的基督教会来说，在某一据点教务的稳定与发展，意味着教

会新一轮扩展的开始。鸦片战争 (1840年)之后，西方传教士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

传教权，天主教会在福州复苏，新教各差会也纷纷在福州立足。经过20年左右的苦

心经营，各差会终于在福州创下了一定的基业。从教堂、信徒、华牧到学校、医院、

慈善机构等，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传教资源关系网。从清光绪开始，基督教逐步

从福州城区向境内扩展，吸收教徒，创设教堂。本章将以美以美会在福州闽清县的

发展以及教堂据点的建设，阐述教会及教堂建设在地方乡村地区的发展情况，并尝

试讨论同城市地区教会发展及教堂建设的异同。

5.1美以美会在闽清县的发展概况

      闽清东邻闽侯，西毗尤溪、南平市，南接永泰，北连古田。立县千余年来，辖

地范围基本不变.境内四周群山连绵，峰峦叠嶂，交通亦不便利。其地位于闽江流

域内，境内河流为闽江水系的山区性河流，流域面积在30平方公里以上的共有17

条，总长358.55公里，主要河流有闽江、梅溪、芝溪、金沙溪、安仁溪、古田溪、

麻坑溪、马兰坑、大雄溪和石潭溪。其中，过境闽江为29.5公里，从雄江乡的大雄

村入境，流经雄江、东桥、梅溪、梅城等3乡1镇19村31个自然村;梅溪主流全

长75.6公里，发源于省瑛乡谷洋溪里莲花山麓，向北流经省瑛、塔庄、坂东、白中、

白樟、梅溪、梅城等7个乡镇的56个村，沿途纳岭寨溪、潦溪、文定溪、芝溪、金

沙溪、下炉溪、县溪诸支流之水，绕县城出溪口汇入闽江。‘”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

情况下，河运是闽清交通的一个重要手段。

    19世纪40年代进入福州发展的三大差会在发展过程中各自划下了自己的布道

范围，闽清被划到美以美会的布道范围内。美以美会经过近20年的苦心经营，在福

州建立了真神堂、天安堂、尚友堂和小岭堂，教务渐趋于稳定发展。1864年，该会

集天安堂为议会，分福建教会为四区:一、东区为天安堂，长乐县，延平府;二、

川闽清县地方志编拐委员会，‘闽清县志》，北京.群众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3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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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教堂与当今社会— 以福州花巷基督堂为个案

    建国后，基督教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三自”的独立自主发展道路。虽中间有

过“大跃进”和“文革”的曲折，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教会和教堂的发展

又回到正轨。新时期下，教会和教堂进行与时俱进的探索和发展，取得了一些成绩，

教堂建设恢复和发展，教徒有新鲜血液补充。本章笔者将以福州花巷基督堂为个案，

论述新时期下福州基督教教会及其教堂如何与时俱进，并分析作为教会传教据点的

教堂与当代周边社会的关系。

6.1旧貌换新颜— 福州花巷基督堂今时概况

    花巷基督教堂原名“尚友堂”，属福州基督教美以美会教堂之一，创建于民国

四年 (19巧年)，座落于福州市最繁华的东街口地段，交通便利之处 (八一七北路

花巷7号)川。它是福州市基督教内比较突出的一个堂会，亦是省、市基督教会的

重要枢纽。1979年至今共接待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友人和同道达3000人次，

形成福建省基督教界与国内外人士友好交往的中心。从这点来看，它不愧建堂初衷

— “社交堂会”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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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参见.花巷位里示意图，



第6章 教堂与当今社会一 以福州花巷基督堂为个案

6.LI教牧人员和事工部门

    花巷基督堂现共有陈立福、佘玉云、张治忠、黄美莺、江桂英、吴 鼓6名教

牧人员，他们承担了现在花巷基督堂的主要传道工作，从周一到周六教堂都有安排

教牧人员值班.11]同时，教堂还有很多事工，这些事工的主要职责是承担起教堂的

日常运行工作。事工的来源一般有自愿和邀请两种形式，而且事工一般都要求是教

会中人，或者是信仰基督教的普通人。以该堂负责制作教会刊物的咨询部的事工邀

请条件为例，要成为该部门事工必须得符合以下条件:

    一、已重生得救;

    二、具有写作能力(或版面设计);

    三、信仰纯正;

    四、熟悉圣经;

    五、愿意花时间服侍.切

    并且，根据不同工作的需要，教会针对性地分设有专门的事工部门。t3]每个事

工部门有专门的职能，分管不同的工作。主要有办公室、传道部、探访部、圣工部、

圣乐部、招待部、资讯部、关爱部、总务部、财务部、主日学校和筹建部，职能从

管理堂务、传道、后勤分工、编辑教会刊物到教育儿童等方方面面，可以说部门齐

全，分工明确，并且具备了现代企事业单位职能分工的特征。

                      花巷基督堂教牧人员及其工作安排表

主任牧师 陈立福

牧师 佘玉云、张治忠

传道 黄关笃、江桂英、吴 霞

值斑时间由周一至周五
上午;s:3Oeell;30

下午:2:3仆es石;30

周一 陈立福、江桂英

周二 张治忠、黄关璐

周三 佘玉云、吴 靛

川参见“花巷基督堂教牧人员及其工作安排表”
娜事工要求材料来自口述材料
131参见“花巷荃督堂事工部门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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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 江桂英、陈立福

周五 黄美鳍、张治忠

周六 吴 靛、佘玉云

花巷基督堂事工部门表

部门名称 主要职能

办公室 主持堂会活动及管理堂务，日常通联，文档.

传道部 负责灵修、布道、牧养、讲坛仿息

探访部 负贵各医院片区及社区、家庭探访

圣工部 制圣餐饼、葡萄酒及登记受洗者

圣乐部 负责礼拜诗班活动及协助堂会筹各大型庆典活动

招待部 维持各场崇拜、聚会秩序及接待米宾

资讯部 编辑 《周讯)、 《百合花》等

关爱部 义诊、代写祷告单及爱心服务

总务部 负贵教堂设施的维护及保管

财务部 负贵本堂的各项收支帐目及资金使用女排

主日学校 带领儿童敬拜神

筹建部 负责筹建新堂

6.L2日常活动安排
    教堂的日常活动有固定安排和特殊安排两种。固定安排的活动主要参照教堂制

定的聚会时间表IIJ，基本上每周从周一到周日都安排有固定的聚会活动.聚会活动

根据发起活动的团契部门的不同，活动内容也不尽相同。团契部门根据活动对象的

差异分别建立，例如有儿童主日学、青少契、姐妹团契、常青团契以及青年团契，

这些团契部门根据年龄的大小，从儿童到青年，分别有自己的团契组织，还根据性

别差异区分出了姐妹团契，甚至还有针对商人对象的巴拿马团契。此外，团契部门

还根据活动目的不同来区分，例如有主日崇拜、查经祈祷班、敬拜赞美小组、英文

川参见“花巷基怪堂聚会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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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经班以及晨祷会。特殊安排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和突发性，以该堂的一次周讯为例:

    【市两会】市基赞教两会爱心服务中心定于2006年4月22日(星期六)上午九

时在福州圣泉陵园基甘教园内举行集体扫墓和追思礼拜。牡师将主持证道，并有唱

诗班、乐队参加敞唱活动.到时欢迎主内弟兄姐妹及有亲人已安葬于基赞教园区内

的亲朋好友参加。

    届时请乘坐11、818、，16路车到车站(终点站)下车，从早上7: 30开始将

有专人专车接送到圣来陵因.川

                          花巷基督堂聚会时间表

团契部门 聚会时间 内容

主日崇拜

每周日:上午7:0压wes:30

        9:30we.11:00

  晚上1夕:3Oee在卜00

敬拜证道

儿童主日学 (大) 每周日上午10:00一11:30 敬拜、喻道

儿童主日学 (大) 每周日晚上19:00一20:30 耶稣生平帅画vCD)

儿童主日学 (小) 每周日上午10:00sell:30 敬拜、喻道

青 少 契 每周日下午14:3oeel6:00 敬拜、祷告、分享

姐妹团契 每周二上午5:00一10:00 证道、分享

查经祷告会 每周三晚上19:30一21:00 查考希伯来书

敬拜赞关小组 每周四晚上1久30一刁1:00 查经祷告

常青团契
    每次圣长后

周五上午象30-10:30
讲道培灵

英文查经班 每周五晚上19:30一心1:00 查考马太福音

  巴拿 巴

(商人)团契
每月第一周晚1夕:30一21;00 见证、分享

青年团契 每周六晚上1公30一21:00 祷告、敬拜赞关

晨 祷 会 每日早上6:0仆ee7二00 为教会祷告

从花巷基督堂的日常活动安排可以发现:首先，教堂活动安排密集，时间遍布

川福州花巷基督堂周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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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其次，教堂活动对象广泛，从儿童到少年到青年再到成人，从学生到普通劳

动者到商人，基本网络了所有年龄层次和所有工作性质的对象。

6.13教堂的舌喉— 教会刊物和教堂网络论坛
    花巷基督堂的刊物主要有周讯、《百合花》以及 《百合花增刊》。周讯每周不定

期整理，主要内容有活动通告，例如主日祟拜安排表、诗班献唱安排、本周团契安

排等等:有圣徒格言，例如奥古斯丁的“我们能祈祷，这件事就是上帝的恩赐”;有

圣经人物，这方面要求圣徒根据经文中圣徒的故事来设身处地理解圣经故事，如:

      王子摩西:

    经文:“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于;他宁可和神的百性同

受苦害，也不愿哲时享受罪中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令，比埃及的对肠更宝贵，

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踢.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对，如

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透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

近以色列人.”(来11:24一28)

    跳 想:很明显的，摩西充分才乙通了他的机会，接受了一流的教育(徒7:22).

所以，当他决定放弃自己辉煌的前程，去从事拯救同胞的工作时，那是何等大的危

机.没有人以为他杀了那个埃月奋气是明智之举，反而很容易批评他轻举妄动.如果

我们处在他的地位上，谁肯为了使神能拯救自己的同胞，而自愿舍弃王子的单位，

成为奴隶?他这样的栖牲有点像主那稣，但他失败了.因为像基督的举动需要有基

赞那样的品格，这是当时的摩西所没有的!所以从那时起，神以新的方式在他身上

动工，以塑造他，使他有这品格.我们不必担心自己太愚拙、太冲动;如果你肯将

自己交托给神，并愿意服事，必负责使你成圣.〔日

    除此还有讲坛信息，讲坛信息为事工根据教堂教牧人员传道录音不定期整理。

      《百合花》和 《百合花增刊》是花巷基督堂的主要刊物。刊名是从圣经里摘录

的，“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

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fZj《百合花》为双月刊，至

豁参见花巷基份堂周讯之圣经人物路加福音 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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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已出到第48期 (2006年11月)，内容分有圣经学习、信徒感想分享、家庭婚姻。

外语角等等。《百合花增刊，分有圣诞节增刊和复活节增刊，每年圣诞节和复活节各

出一期，内容主要围绕圣诞节和复活节，栏目设置类似于 《百合花》，但量比较少。

    网络论坛是花巷基督堂教会宣传福音的一个新手段，论坛由教堂事工负责管

理，分有事工见意(对花巷建堂事工的设计、构思等)、堂会专区(关于花巷堂会及

各部门通知的发布，堂管会事务等)、分想经文和见证(分享认识，说出烦恼让大家

代为祈祷)、资讯论坛(《百合花》投稿)、花巷团契(按对象工作性质和年龄、性别

的差异有不同团契组织的版块)、赞美见证主(诗歌赞美、事件见证)等版块.现论

坛共计有1115名注册会员，有1656篇主题和3791篇回复。11]网络论坛是教会根

据时代变迁、社会变化以及传教宣道对象变化而做出的应变举措，这项举措为教堂

带来了新鲜的信仰者。

6.2调适与撞击— 教堂对当今杜会的影响

    以发展的、联系的观点来看，任何个体和组织团体都不可避免地要与其它事物

发生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基督教会及其教堂作为一个组织团体，从来都不是以避

世和置身事外为追求。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中，与社会发生广泛的接触，并积极投身

于社会事业，与当地社会和睦相处，是教会发展所应遵循的原则，也是当前构建和

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作为教会传教据点和国家规定的宗教活动场所的教堂，在对新

时期、新社会、新对象、新政策进行自身调适的时候，也对其周边社会产生了一定

的影响。

6.2.1对传统观念、传统习俗的冲击

    这方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破除封建迷信、改变传统丧葬观和改变传

统婚礼观。

    在破除封建迷信方面，主要是通过对教徒的规定约束，以及对迷信与信仰的区

别、迷信的害处等等的宜传来实现，如《百合花》中一稿所言:“信仰不是迷信，迷

信不是信仰。当我们看见我们同胞把迷信当作宗教，把宗教当作迷信，把宗教同救

赎混淆在一起乱信一场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事太多了。”12]

    在改变传统丧葬观方面，教会教徒摒弃传统丧葬时请神、请和尚、请道士以及

111数据统计截止至2阅7年4月7日.
侧 ‘百合花》投稿稿件 《十字架福音与现代人》.
加却必脚州.仙幻‘们m月确饮叭opic.aSP，toplcjd=2002&fo几mjd.to&cal-id叫









结论

结论

    建筑是“石头的史书”，它记录着历史，也诉说着历史。本文对福州墓督教教堂

的考察与研究，不仅仅是对每个教堂的历史及现状的考察，而且是对所有堂点在创

建时间和地理位置上的分布态势的考察，也是对教堂如何适应新时代并发挥功效的

考察。本文写作还给了笔者一些新的思考:

    首先，年代久远的旧教堂作为历史文物的保护问题。福州是一个历史悠久和文

化璀璨的城市，它有着太多值得珍惜的文化遗迹，但它对自己所拥有的宝贵财产的

爱惜却是一个问题。以福州圣公会的石盾堂为例，作为福州众多教堂中屈指可数的

哥特式全石头建筑，典雅美丽，闻名遐尔，有“国际教堂”之称。但至今，它在文

革中被破坏的屋顶钟阁一直没有修复，宗教活动也早已停止，目前仍为某部队印刷

厂占用。对教堂本体的保护不够，对教堂附属建筑的保护也是个问题。天安堂旁的

印书楼和播捷会馆早已破落不堪，泛船浦天主堂旁的神父楼得为新建楼盘让路。福

州仓山历史上洋楼与教堂林立，甚至可以与厦门鼓浪屿比肩，但如今人们多知有鼓

浪屿却不知有仓山。因此，保护知名教堂等历史遗迹刻不容缓，保护他们，不仅是

保护了一笔文化遗产，而且是保护了现在和未来的旅游经济。

    其次，新时期下教堂及其堂会的管理问题。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福州众

多教堂及其堂会开始复苏，并在新时期下有了新的发展。以本文做为个案研究的福

州花巷基督堂为例，它不仅根据职能的多样化完善发展了自身的组织部门，还根据

信息社会的发展建立了网络传道的新平台。对于教堂及其堂会来说，这是一种新趋

势、新发展:对于政府相关管理部门来说，这却是一种新变化、新挑战。根据我国

宗教政策，宗教活动只能限于特定的宗教场所。网络平台的开发，在信息高速流通

的今天，是一个机会，也是一种危险。有关部门应该正视这种新变化，并加强监督

和管理，引导教堂及其堂会的发展走上正轨。

    再者，关于教堂与周边社会的和谐问题。教堂与周边社会和谐，不是指建筑外

观这种表面的和谐，而是指信徒与非信徒的和谐、堂会与其它社会组织的和谐、信

仰与其它理念的和谐。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基督教信徒在很多传统习俗上与非信徒

有着冲突，堂会的活动由于担心外人误解有时要遮遮掩掩，不能接受无神论或者其

它与教义相悖的理念等等。如何达到与周边社会真正的和谐，一方面需要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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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的引导，另一方面则需要教会本身做出调适，让教堂及其堂会与周边社会的

和谐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部分。

    历史是不可阻挡的、不断发展变化的一个过程。基督教会及其教堂的未来走向

会是怎样?相关部门管理者如何根据它的变化来制定相应的对策并加以引导?这些

都是值得我们继续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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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支平主编.福建宗教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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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组编福建地方文献及闽人著述综录.福州.福建师范大学，198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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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西班牙)门多萨著.何高济译.中华大帝国史.北京.中华书局，19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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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德)彼得.克劳斯.哈特曼著 谷裕译.耶稣会简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3

8.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3

9.(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北京.中华书局，199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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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金水、张先清.福建基督教史的研究回顾与展望荃督宗教研究(第二辑)，宗教文化出版

社，2000

2.姜熹荣.近代中国基督教区域研究述评— 以中国及西方研究为个案近代中国墓督教史研究

集刊.1999年第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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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艾恺(GuyAlitto).论目前在西方的中国地方研究的趋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3

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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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1990年第3期

12.范正义.荃督教与中国民间信仰— 以福建为研究中心.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未刊载硕士论

文.2001.5

13.张金红.福州地区基督教建筑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未刊载硕士论文.2003，5

14.林金水.中西礼仪之争在福建.教育评论 1995年第3期

15.林金水艾儒略与福建士大夫的交游— 东西文化的接触与对话，兼论天学与儡学的相容与

排斥.朱维铮主编，荃督教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2

16.朱峰.基督教与中国东南的乡村社会— 以近代福建美以美会为例，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

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17.林立强.美国传教士卢公明与晚清福建社会.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5，5

18.翁怀友.福州公理会传教士.圣教杂志，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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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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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谭其骤.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1期

22.王中茂.西方教会在近代中国购置地产的活动及其特点.洛阳师院学报.2000年6期

23.刘大可.西风东渐与近代福建社会变迁.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03年2期

24.李少明.建国前福建基督教的社会活动.南平师专学报.1999年3期

25.李玲。谁是最早到达福州的基督教传教士福建史志.1997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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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土要成果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本人于2005一2006学年承担社会历史学院的中国基督教史学科的助研工作;

2006一2007学年承担中国基督教史学科的助教任务。

    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主要关注的是福州基督教教堂的研究，同时发表了两篇

论文:

    1、《关于阿美族的神话、宗教和祭仪》，发表于《闽台区域研究丛刊》〔第五辑)，

福建师范大学闽台研究中心编，海洋出版社，2005年10月;

  2、《撞击与调适— 福州近代基督教建筑初探》，发表于《大学时代》(第11期)，
湖南报刊发行局，20O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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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时光茬蒋，蓦然回首，三年研究生的美好时光已经过去了。从开头的憧憬、激

动，到过程中不时的迷茫、困惑。最后，我思量自己获取了什么的时候，我不禁汗

颜。诚如吴巍巍师兄评价，我不够努力。我能一路走来，与众位师友的帮助是分不

开的。

    首先，我要感谢社会历史学院的众位老师。他们学术严谨，待人和蔼可亲。我

的导师，林金水教授，对我教诲有加，多方鼓励提携，是我在三年学海中遨游的方

向灯;我的各位课任老师，林国平教授、谢必震教授、谢重光教授、陈寒老师、朱

锋老师，在学业上给予我很大的帮助，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也深深地感动了我;还

有我们的辅导员王民老师，在生活上一直关心着我。老师们的恩情，学生我是难以

忘怀的。

    其次，我要感谢众位同门同专业的同学。我的师兄吴巍巍、崔军锋，给予我论

文写作很大的帮助，我论文研究方向的定夺、资料的查找、民间的田野调查以及写

作中的修改，每个前进的脚步中都有他们提携的痕迹;我的师姐张金红、郑衡泌、

李双幼，她们在我论文写作方法和材料查找上给予了很多帮助;我的战友们，陈松

青、蒋培锋、周志明、蔡明晶、许晓明、马海燕、肖郁哉、陈海平等人，我们在共

同的学习与探讨中形成了不错的学术氛围，给予互相不少的灵感;我的师弟赵凯，

他作为福州人在我的田野调查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感谢你们，有了你们，这一路

走来，除了酸苦，还有甜蜜。

    最后，我要感谢闽清城关堂的林恒珠牧师、泛船浦天主堂卞牧师、花巷堂的陈

牧师等等给予我调查许多帮助的人们;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是她们在背后一直默

默支持着我。

    最后的最后，总之又总之，谢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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