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STRACT

    BeingakindofsPecialideologyandakindofimPortantsocial

culturePhenomenon，religiousaffectthehistoryofhumanity，social

civiIizationandthelireofpeopledeeply.乳dayintheZlstcentur又

thoughthedeveIoPmentofscienceandtechnologyandthesociallife

becomecommoncustomsdaybyday，religionhasnotonlydeclinedin

modernizationlifebutalsoaffectedthelifeofhumanitywithmoreand

morebelieversandallkindsofnewforms.Inourcountr叭esPeciallyafter

19805，thedeveloPmentofreligionalsobecomesanimPortantsocial

Phenomenon.Behindthat，thereexistPeoPle，ssPiritualPursue.Therefore，

it，snecessarytoresearchPeoPle，sreligiousbeliefintransformational

societ犷Anditwillnotonlyrelatetounderstandsocialrealit叭holdthe

PulseofsocialdeveloPment，butalsotoconstructtheframe ofPersonality

andsPiritofPeoPleinSocialismHarmoniousSociety.

    0urcountryisinthePeriodthatmakestransformationfrom

traditionalsocietytomodemsocietyquick1ywithfour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integration，Pluralismandunbalance.Thetransformationalso

givesrisetomanysocialProblems，suchasgreatergaPbetweentherich

andthePoor，socialanxiety，ramPantcorruPtion，indifferencebetween

PeoPle，valueconfusfonandthelackofunifiedcriterionetc.Alldthese

ProblemsalsoProvidedtheoPPortunityforthedeveloPmentofreligion.

PeoPlebelievereligionmostlybecauseofactualneeds，suchasillness，

lackofmeaningandProgressetc.ThedeePsocialreasonafterthatis

moreimPortant.Religiondemonstratesnew characteristicsandtrend.The

numberofbelieversincreasesandthestructurechanges，religious

develoPunevenlyindifferentarea;re1igiousorganizationtransfersfrom

diffusedreligiontoinstitutionalreligion.

    ThisthesistakesShagouChurehandTaigu countyinShanxi

ProvinceassamPleandsurveysPeoPle，sreligiousbelief，suchasturning

Points，suPPortingfactorsandbeliefParticiPation.Theinvestigationresult



shows:duringthetransformingsociet乳theconversionofPeoPleisakind

ofvariationwithinitiativeandPassive，rationalandnon一rational，willing

andsurpass.Therefore，IconcludethatPeoPle’sreligionandsocial

transformationhavealogicalandillogicalrelationshiP.It，sactually

misunderstandingtothePeoPle，ssPiritualwordifweregardsimPly

religiousbeliefastrialandsuPerstition.户田dwe shouldevaluateit

imPersonalandPromotethereligiontobesuitableforthesocialism.

Keywords:Transformationalsociety;Religiousbelie几Christia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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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快速转型的关键期。许多国家的发展

表明:这一时期既可能出现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繁荣局面，也可能因社会矛盾高发

而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在这个“不同阶层重新定位、权力重新分配与整合的博奕

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迁、利益格局的变化”①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等诸

领域的变化引起了国民心理的急剧波动。比如，学者陆学艺认为:国民特别是弱势

群体有了一种 “被剥夺的感觉”，他们感到无所依托又无从选择。而与此同时，民众

对宗教的兴趣和宗教饭依现象逐年增加，宗教有了一个较快的发展。特别是在二十

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由于社会环境的宽松，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全面贯彻以及国家

的安定繁荣，宗教在中国社会悄然复兴，不仅信教人数呈上升趋势，而且信教成员

构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1999年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有1亿多人信仰宗教。

而且，“在今天的宗教信徒中，已不再只是那些一步一叩的愚夫愚妇，而是云集了受

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和青年”。②这些都表明宗教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已经成为一种

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因此，研究和考察转型期中国民众的宗教信仰，不仅关系到

理解社会现实、把握社会发展脉搏，达到社会的良性控制，而且关涉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的人格精神架构。

    在社会转型背景下，本文试图探讨和回答两个问题:其一，面对传统社会、现代

社会以及后现代社会诸种因素的多重冲击，中国一般民众在宗教信仰方面呈现出何

种样态与质素?即转型期中国民众宗教信仰的特征分析。其二，中国民众宗教信仰

与社会变迁存在何种关联?

    本论文以宗教社会学的架构为主体，结合宗教心理学的研究路径，并尝试整合

这两个领域。首先在阅读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社会转型相关概念予以厘清，

进而揭示出转型社会背景下我国宗教变迁的趋势。在此基础上，以两个特定区域社

会为研究对象，对转型期中国民众的宗教信仰状况进行实证研究，以揭示民众宗教

信仰的特质及其与社会变迁的逻辑关联和非逻辑关联。

    关于民众宗教信仰状况的探讨，西方国家的许多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多层次、多

维度的研究，论著和论文颇丰。比如德国古典社会学大师西美尔的《现代人与宗教》、

卢克曼的 《无形的宗教》等，不一而足。而自90年代以来，国内许多学者开始关注

呼庆钧，霍布斯的秩序解说与转型期社会秩序的构建IJ]社会学，2仪科邓):n、12，
‘米寿江.当代视角下的宗教囚1.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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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与变迁对宗教的影响。如孟钟捷以墉栖基督教会为个案，折射出当代乡镇

教会的现代困境:如何实现自身的现代转型?又如何积极参与当地社会的转型?有

的学者探讨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宗教问题 (刘元春、曾文瑛、黄镇辉、李向平)以及

宗教世俗化现象 (冯丹、宫哲兵)。还有学者的研究涉及转型期中国民众宗教信仰原

因探析 (比如，马学琴 (’’宗教热”原因探析》)、信仰主体分类研究 (如 《社会转型

期宗教信仰人群的类型与演变》)、特殊信仰人群研究(徐勇、孙嘉明 《精神寄托还

是理性选择— 大学生宗教观调查》、买文兰《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村宗教的特点》等)、

宗教心理研究 (梁丽萍教授著作 《中国人的宗教心理— 宗教认同的理论分析与实

证研究}))等领域。台湾学者在这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比如:辅仁大学宗教学

系郑志明教授的《台湾民众宗教信仰的生死关怀与灵验性格》，刘怡宁、瞿海源的《尘

世的付出，来世的福报一台湾社会中的宗教捐献现象》，姚丽香的公自力与他力之间

— 台湾民众宗教态度与行为间的差距》，台北大学社会系郭文般的《台湾宗教场域

与宗教性的变迁》等对转型社会台湾民众宗教信仰状况进行了考察。其他的研究散

见于论者的著作中，对我们认识转型社会民众的宗教信仰状况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

意义。

              第一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阐释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进入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快速转型的特殊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宗教也在

不断地发展变化着，尤其是基督宗教的发展特别引人注目。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要研究转型期民众的宗教信仰必须首先厘清社会转型

的相关概念与理论。

    1.1社会转型的内涵

    对何谓社会转型加以界定，明晰中国社会转型的历程和特征，厘清这种剧烈的

社会变迁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是研究转型期民众宗教信仰的理论基础。

    1.1.1社会转型的界定

    关于 “社会转型”的含义，可谓众说纷纭，见仁见智。比如陆学艺、景天魁等

社会学者认为，“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

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①。台湾学者金耀基认为中国

①陆学艺、景天魁_转型中的中国社会〔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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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是 “从 ‘传统’转到现代、从身份转到契约、从神圣转到世俗、从农业转

到工业、从特殊主义转到普遍主义、从功能普化转到功能专化”①的转型。社会学者

郑杭生则认为，“社会转型是整个社会系统由一种结构状态向另一种结构状态的过

渡，它不是社会某个部分或层面的局部发展，而是社会系统的全面的、结构性的变

化。社会转型以结构转换为核心，同时带动社会体制的转机、利益的调整和观念的

变化等诸方面的发展。”②学者姚南强认为社会转型是一种比较剧烈的社会变迁，是

指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变，是社会发展中带有根本性变化的过程。

③总结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对社会转型应该从三个层面加以理解:一是指体制转

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指整个社会

系统由一种结构状态向另一种结构状态的过渡。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从传统社

会向现代社会变迁。这一过程实质上就是中国社会实现现代化的过程。比如郑杭生、

李强等社会学者认为，“社会转型”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社会学术语，意指社会从

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在这个意

义上“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④。从内容上看，我国

目前的社会转型可从多方面加以描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

社会和信息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从伦理型社会向法制型社会转型等。

而从方式上看，社会转型有自下而上的自然演化型和自上而下的理性建构推动型两

种方式，我国当代社会转型无疑属于后者。

    1.1.2中国社会转型的历程

    可以说，二十世纪是中国急剧转型的世纪。以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和新时期改革开放三次历史巨变为标志，中国社会开启了从传统全面走向现代的历

史进程。这一历史进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是中国社会转型

的早期阶段。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创建了民主共和

政体。从此，我国进入了从经济到政治制度到思想意识、观念三个层面层层递进、

步步深入而又交错重叠、难以区分的转型。

    第二，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

国的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传统社会向社会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7L

倔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仁川.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3Q.
翎匕南强.宗教社会学〔M〕.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月.215.
④郑杭牛，李强等.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川.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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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现代化社会转型。

    第三，1978年12 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中国社会推到了又一新的、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的伟大历史时期，标志着中国的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场社

会变迁以改变 “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以政治运动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

为起点，并经过十几年的“摸着石头过河”，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目标。纵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转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自发启动时期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自觉推进时期 (以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和党

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和全面加速时期

  (以建立和谐社会为标志)。我们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转型期定位为当代中国社会

转型的狭义含义的时间域，来探讨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1.1.3中国社会转型的特征

    当前我国社会经历的是一场复杂的整体性社会变迁，由于这场变革发生在有13

亿人口，发展不平衡的社会主义中国，所以极具复杂性和艰巨性。同时也具有自己

独特的特征:

    第一，中国社会转型具有整体性的特征。我国的社会转型是一种特定的传统因素

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和整体性社会发展的动态过程，是质的意义上的社

会整体擅变，因而是全方位的、全面的。这主要是因为社会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

其组成部分的任何一项改革都必然带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性质，必然会引发其

他相关领域的变动。比如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密切相关，经济改革的成果

需要政治体制改革予以巩固和保障;而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变动必然会反映在民

众的意识领域，体现在其行为上。因此，社会转型从内容上看涵盖了经济、政治、

意识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既包括整个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变迁，也包括

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民众的转型，即从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总之，这是一场深刻

的社会变革。

    第二，中国社会转型具有多元性或异质性。研究转型期而知名的学者雷格斯曾

对世界各国转型期社会的阐述，认为转型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异质性①，即不同

性质的东西可以同时并存。经济学家胡鞍钢也认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越

来越多元化、分散化的社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实质上是一个要实现现

代化的过程，但这一过程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既不具有共时性，也不

①F.w.Riggs.TheEcologyofPublicAdoinistration.AsiapublishingHouse，1961.ch叩.2一3.转引自金耀
基.从传统到现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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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自身因素所引发，是一种外生后发型现代化。这一事实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之间有一个很大的时间差，我们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

过程己经完成甚至己经暴露出某种弊端并开始向后工业文明过渡时才开始实现的现

代化。这种历史的错位就使得中国社会中既具有传统社会的农业文明，现代社会的

工业文明的因素，也具有后工业文明的因子。三者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成为一种

共时的存在。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时空中，“那种以人与自然的自然的和原始的合二为

一为内涵的传统农业文明的文化精神，那种以人本精神和科学技术为内涵的现代工

业文明的文化精神，以及以消解自我和压平价值、重建人与自然的人为合一为内涵

的后工业文明的文化精神，同时冲撞和挤压着中国民众的精神信仰世界。”①由此导

致了转型期中国民众价值观念上的多元性和模糊性，造成了其行为选择上无所适从

或随心所欲的倾向，也带来了社会成员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同时，由于社会结构分

化带来了利益的分化和重组，社会分层日益明显。也正是由于转型社会高度的异质

性，任何一项措施、一种观念、一种制度都无法彻底贯彻，从而造成了形式主义的

某种滥筋。对此，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甚至认为中国目前所处的转型社会是一个“断

裂社会”，整个社会在社会意义上是分裂的，其不同的部分几乎是处于完全不同的时

代，他们之间也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

    第三，中国社会转型具有不平衡性。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变化的转型阶段，一切

都处于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动之中。可以说是一个旧的社会结构正在解体，而新的社会

结构又尚未生成的时期。这一时期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各种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现实

和文化现象交织在一起:传统的，现代的，甚至某种程度的‘后现代的“成分错综纠结，

叠加在一起。这里有历史的因素，比如旧有的社会结构和承袭的文化传统;有地缘的

因素，比如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在发展机会上的天然差别;有制度设计的因素，比如户

籍制度造成的农村与城市的二元结构;也有现实政策的因素，比如经济特区等地区的

优先发展等。此外，经济体制改革也先于政治体制改革。至今，我国的政治体制改

革仍然踊珊而行。这一切都造成了社会转型的不平衡性。

1.1.4社会转型与社会问题

    社会转型往往带来价值观念、社会秩序、民众心理承受力的巨大震荡。观念混乱、

心理脆弱、行为失范等一系列社会心理和行为问题层出不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第一，社会成员之间贫富差距扩大与社会不公。社会转型必然会带来社会结构

叭ttP:刀侧卿neoind40.com/01_3/cbj.ht二陈晏清荆学明.中国社会信仰的危机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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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社会群体的分化和重组以及群体利益的重新调整。随着商品经济和市场经

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贫富分化现象己经产生，并且近10多年来个人收入差距不断

加大。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披露:改革之初1980年，世

界银行的估计是33%，而目前已上升为45.8%，而且 “仍有可能低估了实际差距水

平，一些高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通常会被大幅度低估甚至根本无法了解;一些低收

入群体的收入则往往被高估。比如相当一部分农村居民收入不仅总体上很低，而且

其收入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必须用于生产性投入。”①按照国际惯例，基尼系数达到或

者超过0.4，就说明贫富差距过大，而如果达到0.6则社会动乱随时可能出现。随着

贫富差距的拉大，中国社会出现了包括贫困者、失业者、残疾人、老年人等在内的

弱势群体。由于弱势群体在经济上的低收入性和社会生活中的贫困性，使得他们在

社会中的心理压力高于一般社会群体。 “常有衣食之忧”，对生活前途悲观，有比

较严重的相对剥夺感 (这种相对剥夺感往往表现出一种晕轮效应，即放大效应)和

较为强烈的受挫情绪，在社会生活中缺乏社会支持感，而 “具有较低社会支持感的

人对他人的评估比较消极，则对自己本身，则产生人际交往无能、焦虑及社会排拒

感”②。在心理上容易产生不满、苦闷、焦虑、急躁情绪，难以自我调适，进而容易

对生活失去信心。

    同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不少方面的制度存在漏洞，监督和制约机制不够

完善以及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意识的影响，导致当前腐败现象增多。而

且 “在目前中国的腐败现象中，危害最严重的有三种:一种是司法腐败，司法是社

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第二种是教育腐败，如高校乱涨学费、高考招生舞弊等，

它消减着无数社会弱者唯一追求向上的途径和信念，而且摧毁人们的心灵;第三种

是医疗行业的腐败，是对社会弱者的生命和最后一滴血的蔑视甚至栽害。这三种腐

败从社会文化、心理、道德、心灵上摧毁社会正义。”③面对腐败现象，有些人能够

很快做出调适，正确看待;而有些人则认为社会不公平，对社会的满意度下降，甚

至对社会失望，在这种心理失衡的情况下，容易转向宗教寻求慰藉。

    第二，社会转型往往带来社会焦虑。当前，为数不少的社会成员正陷入一种焦虑

的状态之中，出现烦躁、压抑以及非理性冲动等紧张心理。而中国社会20年来发生

的急剧变化是社会焦虑出现的重要原因。目前社会正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

。葛延风 中国人民人学报刊复印资料·社会学.2001年8月，转引自姚南强.宗教社会学〔如.上海:东华大学出
  版社，2004.217
②李强.社会支持与个体心理健康「J3.天津社会科学，1998，(1)
。人民网。.people.conLcn三种腐败现象危害社会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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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体制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过渡，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性的特征日益凸显，

社会焦虑也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风险后果。社会的急剧变动，意味着

社会成员原来所熟悉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大规模、急速的变动，这必定会出现大量的

新事物、新观念、新的行为规范和新的规则。人们对这些新事物的认同需要经过一

个时期，在此期间，社会成员对于新的社会环境往往存在着一种抗拒或认同的复杂

心理状态。不少人对社会的未来前景没有十分的把握，难免出现焦虑心理。在各种

社会群体中，尤其是那些社会弱势群体，不乏烦躁、压抑以及非理性冲动等紧张心

理现象，他们在为眼前的生计和以后的出路着想时充满焦虑。另外，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社会充满了风险，个人的事情一般只能靠自己来解决。况且，很多必要的规

范制度以及必不可少的“社会安全网”(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和健全。社会大众

普遍对以后可能出现的不可预期处境心怀忧虑。在此情形下，社会焦虑有着明显的

负面效应。

    第三，社会转型容易带来人际关系淡漠，价值混乱和社会道德滑坡。改革开放

以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唯利是图的思想流行于社会。经济利益的竞争使传统

道德信条在新的游戏规则面前显得苍白无力，社会道德呈滑坡态势。黄、赌、毒等

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假冒伪劣充斥市场，社会陷入了诚信危机。与此同时人际

关系在市场经济涌动的利益大潮面前也呈现出表面化、物质化、工具化的趋势。人

情冷漠，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越来越远:邻里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

来”，家庭中为财产反目等。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归属和爱的需要是

人的五种基本需要之一。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使得这一需要得不到满足，在这种情

况下人们就容易转向宗教寻求慰藉。与此同时，社会转型过程中民众面对来自传统

社会、现代社会以及后现代社会诸种因素的多重冲击，容易产生新旧价值观的冲突

和混乱。比如，传统社会大公无私的道德教育与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经济利益为本的

价值取向的冲突，中国传统社会重集体轻个人与西方社会传入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的

冲突等。同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也容易出现社会失范现象。所谓社会失范，是指

“社会规范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的模糊、混乱和趋于多元化的现象”。。这是由

于转型期社会结构不断的调整和分化，导致旧有的社会规范不断受到冲击而逐渐瓦

解，新的社会规范体系有待于社会结构的重新整合而尚未建立，新旧社会规范的过

渡期必然会导致较为明显的社会失范。

①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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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社会转型与宗教变迁

    宗教的变迁，固然与宗教本身具有的特性有直接关系。但宗教总是在一定的社

会环境中发展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曾经说过:“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智

化，总之是世界祛除巫魅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命运，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从

公众生活中隐退— 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越领域，或者直接流于直接人际关系的

博爱。”①人们常常把这个时代的理性化称之为世俗化。从近代开始，西方宗教开始

了世俗化的历程;而现阶段中国社会的转型也对宗教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2.1西方宗教的世俗化历程

    从一般意义上讲，世俗化是指“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的一种发展趋势和过程，相

当于中世纪的政教合一，基督教在社会中的绝对统治地位，从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

以来，经过产业革命、科技革命和政治革命的西方社会，越来越摆脱了宗教的控制

和制约，更注重理性和科学的这一历史变化。”②尽管其间也有曲折和反复，但这一

趋势正日益成为当代世界的潮流。

    西方宗教的世俗化历程是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起始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

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各国新兴资产阶级要求有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和一

个强大的政府作为自己对外贸易竞争时的坚强后盾。因此，他们激烈反对封建割据，

矛头直指教会，掀起了欧洲宗教改革运动。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成为世俗化进程

中的先驱。他在反对教皇对世俗事务的垄断控制中提出，教皇的权力应当限于宗教

事务，世俗事务应当归世俗政权管理。因此贝格尔认为，世俗化的最初载体是现代

经济过程，即工业资本主义的运动，与工业生产过程的接近和随之而来的生活方式，

是造成世俗化的主要决定因素。并且断言:“无论其他因素的重要性有多大，还是新

教为世俗化充当了历史上决定性的先锋。”③十七、十八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和启蒙思想的传播，世俗化从经济领域进入到政治领域。1787年，美国以国家宪章

立法的形式，在世界历史上首次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原则，规定宗教不能千预国家的

行政事务。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确立了公共教育，改变了教会在教育中的

作用。道德、教育从宗教中分化出来。进入20世纪，科学技术与现代经济的迅猛发

展导致社会心理日益世俗化，世俗化成为现代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

    关于世俗化的表现形式，贝格尔认为:西方教会中教会式的宗教性，即在主要

。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选〔M].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6.155.转引自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 韦伯思
  想引论[M〕.巨海:卜海人民出版社，1988.52.

。姚南弦.宗教社会学〔M〕.上海:东华人学出版社，2创”219.
叭美]贝格尔著.高师宁译.神圣的炜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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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督教教会传统内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在现代社会已经走向衰亡。这在欧洲一

般表现为体制参与上的衰退，即人们越来越少地参加崇拜仪式和采用圣礼等;而在

美国则表现为参加活动的人数 (根据教会成员人数的调查)一直在增加，但参与动

机与传统动机相比已经大相径庭。“在今天，忠于教会强烈希望从罪和地狱之火中得

到拯救的美国人己比较少了，而许多人之所以这样做，其目的是为孩子提供道德教

育和为其家庭生活提供指南，或者只是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特定社区的生活方式的一

部分”①。传统宗教性衰落，宗教产生了分化，即公共领域的修饰和私人领域的德行。

当代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卢克曼 (T.Luckmann) 将欧洲和美国的世俗化分别称为“外

在世俗化”(Secularizationfromwithout)和，’内在世俗化”(secularizationfrom

within)。这两种世俗化的共同特点是:传统宗教信仰不仅在大部分普通人眼中变得

毫无意义，而且在许多无论其动机如何，仍然属于教会的人眼中也毫无意义了。他

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宗教已从 “有形宗教”即以教会为制度基础的信仰体制转化

为以个人虔信为基础的“无形宗教”。总之，西方社会宗教世俗化的特点是由制度宗

教向个人宗教转化。

1.2.2转型期中国宗教的变迁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其存在与发展都根源于社会存在，是对社会存在的

反映。按照宗教社会学的观点，现代人的宗教信仰是对与现代化相伴随的社会文化

发展的一种反映，当前的社会转型必然反映在宗教中。考察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

宗教变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信教人数增多，信徒内部构成发生变化，分布呈现“两极性”特征。改

革开放以来，宽松的社会环境使得在文革中受压抑的宗教信仰得以解放，信教人数

显著增多。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约有一亿多宗教信仰者。虽然他们仅占到中国总人

口的10%，但其绝对数字仍然很大。以基督宗教为例:到1949年解放前夕，天主教

徒在我国只有二百多万，基督教徒只有七十多万②。到1997年为止，中国有天主教

徒400万人，基督新教徒约1000万人，增长了十数倍。⑧而根据宗教部门的报道，

目前全国基督教徒己经超过 1500万，比建国初期增加了20多倍;拥有教堂16000

多座，简易活动场所 (聚会点)32000多处，其中新建礼拜堂和聚会点约占总数的

70%，平均每天新增6所堂点;各级神学院所共18所，已毕业4000余人，受过培

训的义工达51万人次;并有在海内外公开发行的基督教主要期刊《天风》和自己的

①贝格尔著.高师宁译.天使的传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5.
②李平哗.中国宗教的历史特点及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载.基督宗教研究[M].269.
⑧政府白皮书.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997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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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厂，1980年以来印发的《圣经》累计己达2800万册。①

    信徒内部构成也发生了变化。随着宗教的发展，传统信仰群体的“五多”(农村

教徒多、老年教徒多、妇女教徒多、文盲教徒多、病残教徒多)现象有所改观，出

现了年轻化、知识化的倾向，高级知识分子和学生逐年增多，特别是大学生已经成

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比如1998年，北京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九五”项目“北

京青年宗教信仰状况调查及对策研究”显示，北京市大学生中明确表示有宗教信仰

的占13.4%。②陈安金在对温州大学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20o0名大学生所进行的调

查中，明确表示有宗教信仰的有400人，约占总数的20%。③同时，在我国大中城市，

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教师、法律工作者、职业经理人、医务工作者等知识分子也加

入了信教的行列，宗教信徒已不再只是那些一步一叩的愚夫愚妇。

    此外，宗教信徒在分布上还呈现出“两极性”，即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和一些贫

困地区，宗教都有快速发展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穷算命，富烧香”的

老话。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低而且发展很不平衡。特别是在

一些贫困地区，人们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与物质生产水平密切相关的教育、卫生、

医疗等也相当落后。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一旦遭遇天灾人祸，就容易投身到宗教的

怀抱。另外，在东南沿海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和地区，宗教活动也很兴盛。在

这些地区，人们信教一方面是由于人的需要是多层次的，在物质生活富足后对精神

生活的追求更为迫切，而精神文明建设滞后不能满足其要求，于是投身于宗教;另

一方面，经济虽然迅速发展起来，但是民众的素质并没有随之提高，观念意识和思

维方式仍然是传统的。一些富裕起来的民众在变化莫测的市场经济中将自己的成功

归于命运，希望始终保持有利地位，进而投身宗教以求庇护。而另外一些民众在无

法理解由于市场变化、物价的涨落等造成的个人利益损失时，将之归结为“运气不

好”。为了改善自己的命运，寻求好运气，发财致富，于是开始求神拜佛。

    第二，在宗教组织形态上，由普化宗教向制度型宗教转移。在宗教组织形态上，

杨庆坤先生在其著作《中国社会与宗教》中提出了“制度型宗教”与“扩散型宗教”

这组概念，以解释中国宗教的独特性质。所谓制度型宗教(institutionalreligi。n)

是一种独立自在的宗教，具备了特有的宇宙观、崇拜仪式及专业化的神职人员，常

常呈现出疏离于一般政治社会制度的特征。所谓扩散型宗教(diffused religi。n)

①段琪.当代中国基督教概况及所面临的问题【J〕.世界宗教研究，2003，(3).转引自姚力.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基
  督教发展的原因探析【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第11卷，第3期:71.
李素菊，刘绮菲.青年与“宗教热”[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18.
陈安金.当前大学生宗教信仰问题的思考【Jl.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00，(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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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一种并不独立自在的宗教，其仪式、教义、神职人员，均已和其他的世俗制度

如宗法、家庭、权力、政治混杂在一起，融合在其他世俗制度的概念、仪式或结构

里。在这两个存在形式的张力之中，隐含着一个中国历史深层次之中运作自如的权

力秩序，那就是在制度化型宗教与扩散型宗教之间，后者常常享用前者所提供的符

号、仪式或神职人员，将私人或个人的东西转化成为公共的东西;而前者则也将根

据世俗社会的不同需要，常常借助于私人或个人的权力而体现为不同的社会形式，

以左右世俗社会。中国民间宗教 (或普化宗教，亦称泛化宗教)基本上属于一种扩

散型宗教，它作为制度型宗教的特征并不突出，没有教义教规、组织团体和教职人

员，主要是作为一种崇神的民俗渗透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甚至带有迷信色彩，比

如算命、占卜、看风水等。同时，我国庞大的民间宗教信仰队伍也为系统宗教或制

度性宗教提供了后备军。

    在进入后工业社会后，西方社会对理性工具主义和唯科学主义进行了批判，西

方宗教相应地出现了世俗化、市场化、无形化、私人化、多元化的趋势，其特点是

由制度宗教向个人宗教转化。与这一趋势相反，转型期中国社会宗教正经历着由民

间宗教或普化宗教向制度型宗教的转移。比如，罗伟虹在 《中国的民间信仰探讨》

中指出:“从民间信仰转入系统宗教是宗教发展的一种趋势”。①他认为，近年来基督

教以其灵活简便、理论性强的特点占领了文革造成的信仰 “空白”地带，在贫困的

农村地区得到很大发展。这些信教者中大部分是从民间信仰转向宗教，其信仰的要

求和目的并无改变。这种转向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第一，基督教教义不仅满足了

民众求知的心理需要，而且赋予人生以意义，满足了民众对人生意义追寻的需要。

人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不仅有物质需要，还有精神生活的需要。精神需要是人对

社会精神生活及其产品的需求，包括对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寻求、对知识的需要、

对文化艺术的需要、对美的欣赏等。基督教对教徒很重视精神上的传教和道德上的

约束，并通过频繁的礼拜仪式、读经团契和讲道见证加强这种信仰，这无疑能够逐

渐提高信教者的层次，客观上满足其求知的需要。另一方面，确立一种值得人们追

求的生活目标与意义则是人性中的一种基本取向。作为制度型宗教，基督教以其完

备的教义为信众提供了人生意义。如基督教宣扬的原罪说认为，人一生下来就是有

罪的，因为人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就对神犯了罪。人只要信神，就可以获得神的恩惠，

就可以升入天堂，从此再无罪过。此外，基督教也为信众提供了神义论。所谓神义

论，“就是根据社会中既定的法则，为那些必然会存在的、威胁到意义系统的无秩序

①罗伟虹.中国的民间信仰探讨〔Jl.社会科学，1994，(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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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提供意义的宗教性解释。”①例如，关于受苦的神义论，可以帮助个体度过意义

危机。第二，基督教的组织活动，满足了民众群体归属感的心理需要。基督教是一

种 “入世”的宗教，同时又是一种“普世宗教”，主张信徒不分民族、地位和性别，

因此有着很强的社会整合力。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人是一种群居动物，有一种合群的

倾向。合群需求心理即社会适应心理，它是指个体与群体成员和睦相处，与社会环

境协调适应的心理，它能使个体在群体中获得安全感、归属感，从而满足全体生存

的需要，并使个体在群体中获得自尊、自信，学会团结、友爱，从而满足个体情感

的需要。在人的需要结构研究中，许多心理学家强调了人的合群的需要，比如马斯

洛认为在人的生理和安全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交往需要成为人的核心需要，包括

人际交往、对某群体或家庭的依赖以及友谊;美国心理学家大卫·麦克利兰(David

McClelland)更明确地指出，在人的生存需要基本得到满足的前提下，人的最主要

的需要就是成就需要、权利需要和合群需要。而基督教不仅具有很高的组织程度，

而且更关注信徒之间的互动、分享和共融。基督教的宗教活动以每个礼拜天聚会为

主，其中有唱诗、祷告、讲道。另外，有的地方还举行其它聚会，如祷告聚会，查

经聚会等，既丰富了信徒的宗教生活，也满足了其归属感的心理需要。而民间宗教

由于在“神学理论上是多神论的，在宗教实践上是实用性的”②导致组织上的分散性，

巫师、风水先生等 “教职人员”与信众之间的关系也完全是松散的，只在信众有了

某种现实的需要时，二者才发生联系，事情结束后便不再联系。

    1.3影响个人宗教信仰发生与发展的因素分析

    转型期民众个体宗教信仰的发生，有着自己独特的规律。其宗教阪依行为，既

受到生病、成长、进步、意义缺失等具体的世俗动机的影响，也与整个社会转型的

大背景有着密切的关联。

    1.3.1民众信仰宗教的个体动因

    有学者认为，中国民众信仰的动机，从基于基本的生存需求，到精神上对人生价

值和意义的追寻，大都为今生现世的困惑所驱动，极少基于对来世的思考或追寻。③

民众信仰宗教大多是基于生病、成长、进步、意义缺失等世俗需要，其信教原因主

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家庭传统导致的信教。(2) 疾病导致的信教。(3) 家庭关

系不合导致信教。(4) 因生活道路坎坷导致信教。(5) 因谋求一种超世的精神激励

①贝格尔著.高师宁译.神圣的炜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63.
②〔美〕克里斯蒂安·乔基姆.中国的宗教精神〔M].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
③李平哗.中国宗教的历史特点及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载.基督宗教研究.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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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道德修养而导致信教等。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个体的差异性，我们不可能穷尽所

有的信教原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民众信仰宗教的原因往往不是单一的，上述原

因之间也不是径渭分明、水火不容的，而常常是交织在一起，共同起作用。而且，

民众在世俗动机的推动下接触到所信仰的宗教后，随着宗教参与的深入和对宗教教

义理解的加深，往往不再满足于原来的世俗动机，转而追寻更高的精神境界，成为

宗教的虔信者。

    1.3.2民众信仰宗教的社会原因

    促使民众信仰宗教的因素不仅仅在于民众个体各异的世俗动因，更重要的是隐

藏在这些世俗动因背后的深刻的社会根源。宗教的产生和存在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

自然基础和社会心理基础。社会剧烈的发展变化，常常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宗教存

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还会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反过来使其认识论基础得到新的滋养。

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大历史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所引发的

社会阵痛，比如社会利益冲突加剧、贫富分化严重、社会心理严重不平衡、道德水

准的滑坡以及贪污腐败现象等各种社会问题，都有可能成为宗教的发生发展提供肥

沃的土壤。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转型带来的心理阵痛是民众寻求宗教依归的内在动因。中国目前所

处的社会转型阶段，既是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同时也是社会冲突与矛盾增多，

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与急剧变化的社会不相适应的时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

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分化。激烈的社

会竞争、日渐拉大的贫富差距、不时出现的下岗和失业等各种现象对早已习惯了旧

的社会生活秩序的民众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冲击。面对贫富差距和生活压力，特别是

弱势群体的心态出现了严重失衡。相对剥夺感、安全无助感、迷惘失落感，严重威

胁着弱势群体的心理健康。而且置身于急剧变化的社会中，特别是市场经济本身的

特性增大了的不确定性，使得社会成员容易产生一种无所适从的心理状态和担当风

险的心理感受，造成了人们的社会焦虑。列宁说， “恐惧创造神。”①宗教恰恰迎合

了一部分人逃避现实、寻求心灵宁静的心理，是一个很好的避风港。

    第二，世俗化导致的工具理性膨胀、个体价值虚无化为民众阪依宗教提供了信

仰空间。今天的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而现代化从本质上说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

作为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结果，现代性使传统社会的一切神圣价值“脱魅”，促使人

们的思维方式理性化，导致现代社会中一切行动都变成可计算、可预测的，并把功

。【俄]列宁.列宁选集〔M].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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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效率原则突显到极致。这种做法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推广开来，于是就出现了这样

一种情形:达到目的的手段与目的本身之间的关系完全被从纯功利上加以考量，即

从目的对追求目的的人 “有利”以及对达到目的“有利”的观点上考量，韦伯称之

为“形式合理性”。形式上的合理性与实质上的非理性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换言

之，突显功能效率精神是现代社会的合理之处，而不合理之处在于把功能效率这一

本来属于手段的东西当作目的来追求。这就导致了转型期工具理性与人性的冲突和

精神的虚无。而转型社会中所发生的社会规范、价值标准和行为方式等的变化，使

社会在价值体系方面出现某种紊乱的状态，民众在行为选择上出现无所适从或随心

所欲的倾向。这使社会成员之间难以形成必要的共识，进而难以建构普遍接受的观

念与行为。社会的整合性遭受到某种侵蚀，从而呈现某种无序的状态。有学者认为，

宗教意识的苏醒是虚无背景下的终极依托，“现代中国民间宗教意识的复苏，其根本

原因在于现代市场竞争体制下，大量个体存在面临日益边缘化和价值虚无化的威胁，

于是寻求某种终极性的价值支撑就是他们现实的选择。”①总之，世俗化导致的工具

理性膨胀、个体价值虚无化为民众饭依宗教提供了信仰空间。

    第三，道德滑坡、人际关系商品化带来的“情感沙漠”为民众信仰宗教提供了

土壤;而社会贪污腐败现象是民众阪依宗教的催化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

展，在世俗化影响下的人们为了追求利益不择手段，甚至互相欺骗，与人之间的情

感交往日趋淡漠，以至人际关系商品化，实用主义化和机会主义化。结果导致社会

道德严重滑坡，社会诚信丧失殆尽。社会变成了伦理的沙漠，呈现严重的伦理危机

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宗教组织中教友之间亲密友善的关系，毫无功利色彩的互相

关心和真诚帮助，就显得弥足珍贵，充满了亲和力和诱惑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经济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腐败现象也开始滋

生蔓延，渗透到了各个领域。上至政府高官，下至乡村领导，腐败已经成为中国官

僚制度体系的疾患。彻底惩治腐败、净化社会风气已经成为民众的最大希望。腐败

现象使社会成员寻求正当途径满足其合理要求的诉求受阻，社会成员的希望极易转

变为失望，甚至绝望，进而寻找解脱之路。有学者调查发现:“宗教的发展，与一个

地区、部门和单位的党风有着密切的关系。党风好，宗教的发展就相对缓慢、迟滞，

反之，宗教就蔓延得快，发展的猛。”②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贪污腐败现象

是民众阪依宗教的催化剂。

①樊志辉.大众文化的兴起与宗教意识的苏醒.载《中国宗教学》第一辑.中国宗教学会秘书处编.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175

②贾玉斌.当前宗教快速发展的原因及对策【J].党政干部学刊，2004，(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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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地处黄土高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也是全国宗教工作重点省，

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五种宗教。根据山西省民族宗教事务

局2001年统计，全省有信教群众112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3.5%。其中，佛教徒

37万多人，道教3万多人，伊斯兰教8万多人，天主教22万多人，基督教41万多

人。宗教教职人员6035人，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1527处。全省n个地市119

个县 (市、区)基本上都有宗教工作任务，其中73个县 (市、区)为宗教工作重点

县。

    2.1实证研究的基本材料

    本论文选取了山西省两个区域社会作为研究样本，一为太原市天主教沙沟堂区，

一为太谷区域社会。①

    2.1.1太原市天主教沙沟堂区

    沙沟堂区位于山西太原西南郊区的沙沟村，有一座与公路相邻，交通便利的哥

特式建筑风格的教堂。堂区共有信众3000余人，以沙沟村民为主体，约2000余人

  (约占沙沟村总人数的80%)。其他教徒则来自沙沟周边地区:太纺、大众、下元、

义井、磷肥厂等。堂区有神父两名，分别担任堂区主任和堂区副主任，主持各种宗

教仪式和活动:负责周一到周五早晚两次弥撒以及周末的弥撒活动，给教徒讲解《圣

经》、组织教徒外出传福音、暑假举办少儿要理班、朝圣等活动。

    本研究之所以选取沙沟堂区作为研究的个案，是因为它地处城市与农村的结合

点。透过沙沟堂区，我们既可以看到中国农村民众宗教认同的情况，也可以看到城

市民众饭依宗教的心路历程，有一定的代表性。本研究抽取了10名教徒作为访谈对

象。从访谈对象的整体情况来看，受访的天主教教徒中，男性4人，占40%，女性6

人，占60%;居住于城市的教徒5人，占50%，居住于农村的教徒5人，占50%;具

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教徒5人，占50%，具有高中学历的2人，占20%，初中文化

程度的教徒2人，占20%，小学文化程度的1人，占10%。

①说明:本论文中基督宗教指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基督教徒指新教徒;基督宗教徒指天主教徒和基督新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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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对象基本资料

受访者 性别 年龄 (岁) 居住地 职业 文化程度 阪依年限

天主教徒A 女 32 农村 个体 初中 4年

天主教徒B 女 52 城市 工人 小学 1年

天主教徒C 女 68 城市 小学教师 大专 68年

天主教徒D 女 33 城市 邮递员 职高 3个月

天主教徒E 女 24 农村 家庭主妇 大专 24年

天主教徒F 男 20 农村 学生 幼师 20年

天主教徒G 男 32 农村 工人 高中 32年

天主教徒H 女 34 农村 打工 初中 34年

天主教徒1 男 63 城市 中学教师 师范 63年

天主教徒J 男 24 城市 护士 大专 5年

    2.1.2太谷区域社会

    太谷县地处山西省晋中盆地，宗教历史悠久。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

和基督新教五大教派一应俱全，境内大小寺庙、楼阁250 多处，基本遍及全县所有

乡村。根据太谷县委统战部2003年统计，共有教徒5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4

% (信教群众大约有25000人);宗教活动场所9处，除此之外还成立了佛教协会、

天主教爱国会、基督教三自爱国会以及基督教协会等宗教团体。而在80年代末期，

太谷仅有教徒 500 多人，十几年间增加了十倍。从教徒的组成来看，由过去的“三

多” (老年人多、家庭妇女多、文盲半文盲多)转变为 “五增” (年轻人增多、干

部职工增多、干部家属增多、文化高的增多、工商企业的增多)。①本研究抽取了8

名教徒作为访谈对象 (t’受访对象基本资料”见下表)。从访谈对象的整体资料来看，

受访的教徒中，男性3人，女性5人，分别占访谈人数的37.5%和62.5%;居住于

城镇和农村的教徒各4人，分别占50%;具有高中学历或相当于高中学历的1人，占

12.5%，初中文化程度的教徒5人，占62.5%，小学文化程度的2人，占25%。从年

龄来看，30~39之间的教徒2人，占25%，50~59岁之间的教徒3人，占37.5%，

60岁以上的教徒3人，占37.5%。

①太谷县委统战部.关于宗教工作的基本政策、方针、任务和我县宗教的基本情况;掌握新特点研究新思路:对太
谷宗教活动的调查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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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对象基本资料

受访者 性别 年龄 居住地 职业 文化程度 阪依年限

基督教徒A 男 50 城镇 个体经营 初中 9年

基督教徒B 女 32 城镇 下岗职工 初中 8年

基督教徒C 女 50 城镇 退休工人 初中 8年

基督教徒D 女 86 城镇 退休教师 中师 64年

基督教徒E 女 32 农村 农民 初中 1年

基督教徒F 女 68 农村 农民 小学 60年

天主教徒K 男 80 农村 农民 初中 80年

天主教徒L 男 52 农村 农民 高小 52

2.2实证研究结果呈现

本论文以太原市天主教沙沟堂区和太谷区域社会中的基督宗教徒为研究对象，

通过个案访谈对其接触所信仰宗教的途径、信仰宗教的原因以及饭依宗教的支持因

素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揭示当前民众宗教信仰的规律。

    2.2.1民众宗教信仰的契机

    民众宗教信仰的契机是指教徒在阪依所信仰的宗教时所处的生命状态，是处于

一种平顺、正常的状态还是一种非正常的危机状态。这种危机可能来自生理方面，

也可能是经济方面、情感方面、心理方面。如身体的疾病、人际关系的紧张、家庭

的不和等。

    第一，非正常的危机状态之下接触宗教信仰。在受访的18 名教徒中，明确表示

自己是在一种非正常的危机状态之下接触宗教信仰的有7位。他们分别是天主教徒A、

天主教徒B、天主教徒J、基督教徒A、基督教徒B、基督教徒D、基督教徒E。天主

教徒A与丈夫一起在沙沟租房从事个体经营，但是由于丈夫脾气不好，二人总是生

气、吵架。而天主教徒 A又性格内向，凡事都憋在心里，终于又一次大吵之后，她

想不开喝安眠药自杀，好在被及时发现送往医院，被医生抢救回来之后，仍然是要

寻死，找寻不到心灵的寄托，在这种情况下，房东教徒的规劝其加入天主教，她很

快对天主教产生了认同感。天主教徒B是在自己双目突然失明，心情暗淡的情况下

由邻居教友导引下接触天主教的，每天去教堂，当时她心情压抑，在听到教堂唱圣

歌、念经声时，觉得心里非常欢喜，又体验到教友的爱和温暖，从而产生了认同感;

天主教徒 J是在父母十几年争吵不休、热战加冷战的家庭中长大，心灵备受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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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是在最近的一次争吵导致家庭有可能解体的情况下接触天主教的。在教友的规

劝下，家庭关系好转，于是很快对天主教产生认同。基督教徒A是在自己经营的工

程队不景气的情况下，为了摆脱困境，开始了追寻宗教的历程。基督教徒 B是在自

己对父亲心怀怨恨，不满意工作，还为个人问题伤心的情况下，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来到教会。基督教徒D是在教堂避难，生病却无法医治时接触到宗教的。基督教徒E

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情况:

      “由于我很要强、心眼窄而且还爱钻牛角尖，一遇事就发脾气，斤斤计较，家庭中充满了火

药味.去年五月初五从地里回来，得了一种怪病，神经不由使唤，就如疯了一样。父母认为是跟

了“东西”，到处求“神”，结果一处说一个样，没几天又犯病了.我婆婆说，让你婶婶(孙玉瑞)

给你祷告祷告吧。我也是得病乱求医，就跑去让我婶婶给祷告。当时我婶说:“你要真心相信，

才能得救”。当时我嘴上训 目信，可心里却半信半疑，给了我 《圣经》却头疼是不能看，只好又

送回去.后来，又去医院检查，医院说是心细、遇事想不开、神经着了凉造成的.告诉我丈夫说

不要让我着急上火、生气，还给我开了一堆调节神经的药，说回去慢慢调养。可是病人心情总是

不好，自己就把自己气出病来了，又得去医院.这样翻来覆去三四回，身体软弱无力，记忆力也

减退了。直到去年腊月，爱兰姑又给我传福音，我才信了主。”

    第二，在环境的熏陶下平顺地接触到宗教。处于这种情形下的有n位，主要是

天主教徒 (9位)，还有基督教徒C和基督教徒F。基督教徒C是1995年开始接触信

仰，1996年受洗。她说:“‘他要救你，他要救我;只要信他，只要信他，现在要信

他’，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我，当时就流下了感动的泪。不来教堂不行，不由自己，’o

基督教徒 F当时正在家绣花，忽然听到有唱歌的声音，于是去问邻居声音的来源。

邻居讲:今天是周日，歌声有可能是从教堂传过来的，但这里哪能听到从教堂传来

的声音呢?我们都没有听到，你是怎么听到的?清楚了声音的来源，于是基督教徒F

_就来到教堂⋯⋯

    2.2.2宗教饭依的支持因素

    宗教版依 (Conversion)作为个人在信仰中的变化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制度性

的信仰认同，它通过接受某种特定的宗教仪式而对自我进行重新定位，是非宗教信徒

或其他宗教信徒转变为特定宗教信徒的过程。它意味着饭依者在信念、态度、价值

观和行为各个方面全面的转型。就基督宗教而言，阪依后的洗礼 (b即tism)是基督

徒最基本的入会仪式。本研究的18位受访者，虽然有或长或短、或深或浅的犹豫，

但都接受了洗礼，在神人面前宣布自己要决心信主和加入基督教会。基督教中上帝

被认为是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罪人身上做工，使他们阪依基督。在这个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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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基督信徒有不同的阪依历程，但是每一个宗教徒阪依的决定都是自己做出的、

旁人无法替代的抉择，它意味着对上帝的敬畏感之下的一种承诺。那么，是什么因

素促使其做出这样的抉择?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在宗教徒的阪依中，神秘体验的感

召、信众团体归属感的认同、宗教教义本身的说服力以及在信仰中找到了人生的意

义等几个方面的相互支持、相互促进是民众宗教饭依的动力所在。

    第一，神秘体验的感召。本研究发现，几乎每个信徒都历数“神迹”，以此来证

明基督教信仰“管用”，宗教的应许变成了现实。天主教徒B谈起自己的神秘体验滔

滔不绝:女儿毕业后一直没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一次在教堂做弥撒时便祈祷，

请求天主赐给女儿一份工作。果不其然，祈祷过后没几天女儿就找到了一份工作;

还有自从失明后，每天晚上做梦都是有关煤炭的，于是就想:我每天白天在黑暗的

世界里生活，什么也看不见，晚上做梦也是黑洞洞的，太不公平了!于是便向天主

祈求改变梦的颜色，令她高兴的是，这个愿望也实现了。这些“神迹”使她更为认

同自己的信仰。天主教徒D的神秘体验是三个梦:第一个梦天主教徒D认为很奇怪，

竟然梦见沙沟教堂对面的大门像古城门一样缓缓打开，并露出了耶稣慈祥的面容(据

其他教徒讲，这是天主在召叫);第二次是晚上做噩梦，梦见窗外站着一个长着红头

发、蓝绿眼睛的魔鬼，正当她害怕之时，窗外又出现了一个长着翅膀的男士，魔鬼

就不见了。(按照天主教教义，每个人都有一个守护天使，所以其他信徒解释说是守

护天使在救护她);第三个梦发生在天主教徒D决定领洗的前三天晚上，梦中有不知

名之物以大把的钞票相诱，不让她领洗，在她快要动心之际，护守天使及时出现，

赶走了该物。(据神父讲，这是魔鬼的诱惑)。天主教徒D说她感觉到天主真的在召

唤她，于是很快饭依。天主教徒J是在教友的劝说下全家去阳曲县板泉山圣母堂朝

拜时，在当时并没有打雷闪电的情况下，摄像机镜头里出现了圣母像一亮一暗的“圣

迹”。更为奇特的是，接触天主教后，原本吵闹不休的家庭和睦了许多。这一切促使

深受家庭不睦之苦的教徒J与家人一同饭依。

    基督教徒A和基督教徒D二人也遭遇了奇迹。基督教徒A早在1995年时由于企

业 (经营一家工程队)不景气，为了摆脱困境，开始研究周易、八卦、奇门遁甲、

算命等，并为此购置了价值大约为三、四万元的相关书籍。当时妻子已信基督教，

并劝其也信但他没有接受妻子的劝说。事情发生转机是由于工地上发生了一件很奇

特的事情:一天，工地上有一木工遭电击，赶快送到医院急救，但是情况很危急，

氧气也输不进去，其妻知道后在家不停地祷告，结果令医生惊奇的是该濒危木工醒

了过来而且安然无恙，进出医院共花了15分钟。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徒A烧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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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等书，开始信教，之后便正式受洗。基督教徒D也是在发生了奇迹之后阪依基

督教的，下面是她的讲述:

      “我年轻时参加了革命，因为怀孕为了躲避日本人在教会避难，举目无亲，生了病也不能出

去看，很是艰难.当时就有教友劝我阪依，但是我信不进去。那么病怎么办?教友就劝我不妨试

一试通过祷告治病.万般无奈之下，我就开始了祷告:如果你是真神，就请治好我的病，我就信

你⋯⋯在祷告的过程中我看到了异象，在宽阔的大地上淆两条道路(后来教友解释说:这两条路，

一条是永生之路，一条是灭亡之路)，还有许许多多的鞋，男人的鞋、女人的鞋，透过拥挤的人

群我看到了那稣被打在了十字架上。祷告之后，我的病完全好了，这一切使我不得不信。”

    第二，信众团体的归属感。比如天主教徒A是在因家庭不和而自杀未遂的情况

下接触天主教的。在教会，她说自己不仅得到了教友热情的帮助，而且深受教会中

大家都是兄弟姊妹的浓厚的人情味的感染，不论职业贫富大家都一律平等的观念也

异于世俗社会事实上存在的等级观念。这一切使她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归属感，心

灵有了依托，相应地也对天主教产生了好感和认同。天主教徒B是在双目失明的情

况下接触天主教的，当时她是在教友的搀扶下参加了一位神父的上任仪式。当听到

教堂里唱圣歌时，天主教徒B说自己心里忽然满怀喜悦，久病以来第一次感到开心;

吃饭的时候，教友们对她更是备加照顾，第一碗饭是端给她的，夹菜看不见，有教

友就一口一口地喂她。天主教徒B说她当时就想:除了我父母对我这样好以外，还

有谁能这样对我?我一定要加入这个温暖的大家庭。

    第三，对教义的认同及宗教仪式所激发的生命感动。根据访谈资料，无论是天

主教徒还是基督新教徒，在其信仰的心路历程中，都有一个对教义逐步认同的过程。

这种认同在促使其做出阪依抉择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随着对教义

理解的加深，又进一步加强了其对所信仰宗教的信仰。天主教徒C和天主教徒工都

是退休教师，在教会负责沙沟堂区向外 “传福音”的工作。天主教徒C谈到，按照

天主教教义，教徒阪依之前要经过考验，包括对教义的理解。因此，她除了出去传

教外，还定期在家举办 “分享会”、学 《圣经》等，说要人 “明明白白信教，知道我

们不是邪教，不要信了之后觉得上当了”。比如天主教徒A在饭依的过程中，不仅积

极参加“分享会”，而且阅读了大量的宗教书籍，加深了对教义的认识，还在本堂区

办的报纸上发表了文章。教徒1除了传教外，每年暑假还负责给少年儿童讲解宗教

要理，从小培养教徒对教义的认同感。基督教徒B谈到:第一次来到教会是参加祈

祷会，当时大家正在唱《恩友歌》，一下子就觉得这首歌是专门为我而写，于是感动

的不断地流眼泪，觉得每一个字都打动了心灵。并在访谈过程中给大家唱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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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友歌》

    何等恩友慈仁救主，负我罪孽担我忧?何等权利能将万事，来到那稣座前求!多少平安我们

坐失，多少痛苦冤枉受，因为都未将万事，来到那稣座前求。

    我们有无试探引诱?有无难过苦关头?决不应当因此灰心，仍当到主座前求!何处能寻这般

良友，同尝一切苦与愁?我们弱点主都知道，放心到主座前求。

    我们是否软弱多愁，千斤重担压肩头?主仍做我避难处所，奔向那稣座前求!你若真逢友叛

亲离，好向那稣座前求?到他怀中他必保护，有他安慰便无忧.

    基督教徒B很快就接受了信仰，成为一名正式的基督徒。基督教徒C认为有一

句话深深打动了她，— “他要救你，他要救我;只要信他，只要信他，现在要信

他”— 当时就流下了感动的泪，不来教堂不行，不由自己。基督教徒E称自己被

以弗书1:1/14节的经文深深打动了，其中4~5节经文印在了脑海中:“神从创立

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

们就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是名分。”基督教徒F

在教堂听牧师布道时，觉得 “说到自己心里去了，不断地流眼泪”，牧师注意到她，

邀请她坐到里面，于是就信了。这种由教义或教会音乐激发的生命感动导致的信仰

既有非理性的情感，对于不信教的人来说是很难体会和理解，但对教徒而言，却是

发自肺腑的，实实在在的。

    第四，个人的成长，包括身心健康和道德升华。比如天主教徒A说，信教之后，

自己的性格由内向变得开朗了许多，原本紧张的家庭关系得到改善，丈夫说她像换

了一个人似的;天主教徒B心情舒畅了，丈夫的病也好了;天主教徒1说生活更加

充实，充满了喜悦和快乐;天主教徒J说信教后家里由“地狱变成了天堂”，自己的

性格也不像以前那么粗鲁了;天主教徒 H觉得自己的人际关系处理得好多了。基督

教徒A说自己在性格方面原来火性大 (被称为“红砖头)，谁也奈何不得，现在脾气

好多了，爆发的次数也少了，忍耐力强了。现在还未达到能够完全忍耐的境界，所

以以“忍耐、饶恕、爱仇敌、无仇敌”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基督教徒B说上帝让

以前爱慕虚荣的自己，从此以后能踏踏实实地走路。基督教徒D是退休教师，今年

86岁了，身体很好，耳不聋眼不花，能够自己照料自己，脑子很清楚，还自己做饭

吃，儿子动员回家享福也不去。基督教徒E欣喜地告诉我们，说信主以后，身上的

病渐渐减轻，精神状况好了，不记恨人了，学会了饶恕人，最可喜的是记忆力恢复

了。三八妇女节，去乡里参加妇女知识竞赛，还获得了第三名。家庭和睦、人际关

系和谐。基督教徒C认为，周围人们没有出现因为是教徒而疏远的现象，他们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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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喜欢和她谈话。天主教徒K、天主教徒L认为，信教家庭一般比较稳定、和睦，很

少有打架、离婚现象，因为教义讲忍耐、爱、互相尊重。

    经济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天主教徒 C认为自己即使在 “文革”中也没有受太多

的苦，下放后还被选为“先进”，家庭幸福、事业顺达，自己是校长，丈夫是总会计

师;天主教徒D也谈到自己在工作中多次化险为夷;基督教徒A认为自己在信教之

后，生意比以前好多了，工程队规模扩大，现在有 100多人。基督教徒B家养车，

她觉得信教后跑车有了依靠，而且有信仰的养车人与没有信仰的养车人不同，她说:

“有一次，一个外地朋友 (没有信仰的养车人)被罚款罚光了需要借钱 ;而自己家

正月里出车因钱不够需要借钱时，我们祷告上帝，结果业主意外地先给了几千块钱，

于是不用借钱了。信了上帝真的很奇妙，神是生命中随时的帮助。”

    道德自律意识增强。基督教徒 A说自己在信教之前，赚钱靠偷工减料。信教之

后，不仅保证工程质量，甚至贷款发工资，不克扣工人，也不再偷工减料，办事情

没有了后顾之忧，讲信誉。基督教徒C说自己挨了“两鞭子”:1996年8月受洗后

不久，觉得灵里发生了改变。有一次去买菜，顺手牵羊拿了一个茄子，这是不讨神

喜欢的事情:“我是圣洁的，你们也应是圣洁的”。到中午时分，腰开始疼了起来，

而且越来越疼，甚至连中午饭都不能做了，弯腰提壶时突然跌倒。因为怕可能导致

瘫痪，赶快去医院看病，在路上再次突然跌倒。但是在医院检查过后却没有发现问

题，医生说没事。心里觉得很奇怪，疼的这样厉害却没事?这时神在心里做了功:

教内有一兄弟曾讲过，人有病是犯罪引起的，中午正好吃的是早上偷来的那个茄子!

于是赶快祷告，以期得到赦免。你是神的儿女，是神所爱的，要受到管教，我亲身

体验到神 “两鞭子”的管教，从此以后，信仰更加坚定也不犯罪了。世上有律法仍

有犯罪，但上帝的管教比律法更管用。第二天坚持去做神所喜悦的事，两三天没吃

药就好了。从此也不再打麻将了。由此可以看出信教后教徒对自己加强了约束，自

律意识增强。

    这些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变化也成为宗教徒饭依和维持宗教信仰的动力。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以上促使教徒阪依的因素通常情况下并不是单独起作用的，

它们往往交织在一起，共同发挥影响力。当然，这其中也有个别非常突出的因素起

了关键的作用。以天主教徒 J为例，他是在人际关系的动员、神秘体验的感召和对

教义的认同共同影响的情况下发生的阪依。其中，神秘体验的感召起了关键性的作

用。再如天主教徒 B是在人际关系的动员、对信众团体归属感的认同以及宗教体验

事件共同作用下的阪依行为，信众团体爱的吸引力是促使其阪依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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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信仰参与

    从我们的实地参与和深入访谈中得知，阅读圣经和祷告，是基督宗教徒基本的

行为元素。它们不但是基督宗教徒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还渗透在基督宗教

徒的宗教群体生活中，或团契中。此外，宗教徒的传教行为及其对宗教组织的捐助

活动，也被视为个人虔信宗教的象征。

    第一，日常的祈祷活动。没有什么东西比祈祷更能区别信教的人和不信教的人

了。威廉·詹姆士 (WiniamjameS)把它称之为“宗教的神魂、精髓”、“宗教的

核心”①从访谈资料来看，大部分教徒都表示能够做到本宗教要求的祈祷或类似活动。

比如基督教徒A每日按读经表进度读 《圣经》，按照早上灵修一读经一讲经一晚上温

习的程序每天坚持。基督教徒B说自己每天读圣经，就好象每天吃粮食，灵魂也是

如此，要每天吃粮食。几乎所有的天主教教徒都表示自己每天做早课、晚课(祈祷)，

饭前感谢“天主赐我食”。当被问及如果早上没有时间祈祷时，天主教徒F说可以在

上学的路上祈祷，天主教徒J也谈到在下班的路上边骑车边念经祈祷的情形。在到

教堂参加弥撒等宗教仪式方面，几乎所有的教徒都表示愿意来教堂，至少每周一次。

天主教徒工分管“圣物组”(爱德服务中心)，几乎每天都去教堂;天主教徒J说，

再忙也要抽时间去教堂，朝拜天主;天主教徒F说，教堂是专门祈祷的地方，可以

“和天主面对面，心对心地交谈”。

    第二，传教行为。从访谈资料来看，广泛传教的有天主教徒A、天主教徒B、天

主教徒C、天主教徒1;天主教徒F在同学中传教;天主教徒H在邻居及单位同事中

传教;从不传教可很少传教的有天主教徒D、天主教徒E、天主教徒G及天主教徒J。

相比较而言，文化程度较高的天主教徒如天主教徒D、天主教徒E和天主教徒J很少

传教。基督教徒A是基督教三自爱国会会长，但他说自己从不在工作中传教;基督

教徒B还担任教会的义工 (指在教会讲道的非专职人员)，每周三次到各个村或各个

点去讲道，广泛传教。基督教徒C也传教;基督教徒D文革后落实政策不久，第一

个回到了教会，迄今为止一直住在教会。虽86岁高龄，但现在还传教，她认为自己

得了好处也要告诉别人。

    第三，对宗教组织的捐助活动。从访谈的资料来看，几乎所有的教徒都表示对

教会有过“奉献”，数量多少、形式不同。但却是自觉自愿的，有捐钱的，也有替教

会工作的。比如天主教徒A对教会不仅有捐钱行为，而且希望将来能捐钱修教堂;

天主教徒D主动打扫教堂等。

①威廉·詹姆士著.唐钱译.宗教经验之种种— 人性之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460一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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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实证研究结果分析

    通过实证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出当前中国民众宗教信仰的三大特征:

    第一，转型期民众接触和阪依宗教的过程是一个主动与被动的双重变奏。所谓

被动指的是中国民众在接触宗教信仰的过程中体现出被动性的特质，即在某一个特

定的机缘下被宗教找寻到，而非民众自己主动追寻的结果。但同时，中国民众对所

接触的宗教并不是盲目地接受并且版依，而是有一个主动抉择的过程，阪依过程中

的波折也深刻地表明了这一点。

    在西方宗教研究中，多数学者认为，只有少数人的宗教信仰是在经过一番研究

和慎思之后，通过有意识的追求而获得的。的确，本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这

一观点。以天主教徒为例，众所周知，天主教是一种家族式宗教，但其信徒又有世

袭教徒和非世袭教徒之分:前者是指继承了家族或者父母的信仰、在家人的带领下

出生后 8日内受洗的教徒 (他们从小跟随父母家人参加宗教活动，学习教义，比如

天主教徒C、天主教徒D、天主教徒E、天主教徒F、天主教徒G、天主教徒H、天主

教徒工、天主教徒K和天主教徒L);后者是指原本不信仰宗教或信仰其他宗教，后

来在生命的某个时期由于多种契机饭依了所信仰的宗教 (比如个案访谈资料中的天

主教徒A、天主教徒B、天主教徒D和天主教徒J都是如此)。天主教信徒以前者为

主，这就使得天主教教徒的阪依多以程式化饭依为主。程式化阪依(Progralluned

conversion)的术语是由奥茨 (oates)创造的，在这里，阪依实际上变成了一种仪

式。但无论是世袭教徒还是非世袭教徒，均受到了人际关系的导引。顾名思义，人

际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亲属关系、朋友关系、邻里关系、同事关系等

等。对于世袭教徒而言，其接触并阪依所信仰的宗教多受家族代际之间人际关系的

导引，一出生就被动接触到所信仰的宗教因为天主教自身的特点，即代代相传的家

族式宗教，从小就生活在宗教家庭里，耳濡目染，自然接触到所信仰的宗教。在家

人的劝说下阪依，并在日后的信仰生活中日积月累，找寻到人生的意义和归属感;

而非世袭教徒则多受朋友、邻居、同事、家庭成员等人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是在其

生命中某个痛苦、焦虑的时刻，身为教徒的朋友或其他人际关系便会主动上门劝其

入教。而且从访谈材料来看，即使那些明确显示自己是在一种非正常的危机状态下

接触所信仰宗教的教徒，也并非是生活中出现危机事件后去向宗教求助。事实上，

她们是在周围人际网络导引下由于生命危机事件的压力而使这样一个过程迅速完

成。比如天主教徒A、天主教徒B、天主教徒J这三位异“世袭教徒”在阪依所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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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教之前，都受到了周围朋友、邻居等人际关系的动员。其中，天主教徒A和天

主教徒B受到邻居教友的鼓励和动员，天主教徒J则是全家受到父亲朋友的规劝才

接触进而阪依天主教的。根据访谈材料，由家庭成员之间的影响而接触宗教信仰的

还有基督教徒A、基督教徒B、基督教徒C、基督教徒E。基督教徒A的妻子已是教

徒，她曾经劝说丈夫也信，虽然当时基督教徒A以“中国的神也是神，外国的神也是

神，为什么不信中国的神而要信外国的神呢?”加以拒绝，但是他还是接触到了日

后将要信仰的宗教。基督教徒B是在母亲和妹妹都已经阪依并劝她也入教的情况下

接触所信仰的宗教的;基督教徒C和基督教徒E分别是在姐姐和婶婶的引领下对所

信仰的宗教有所了解的。因此，中国民众在接触宗教信仰的过程中呈现出被动性的

特质。而这并不符合宗教社会学家约翰·罗弗兰德 (Lofland，John) 在上世纪 60

年代提出的饭依模型(通常称为Doomsday枷del)。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宗教徒在“紧

张经验的持续”中，并未 “浸淫在宗教倾向的问题解决观点里”成为所谓的“宗教

追寻者”(religiousseeker)，而更多的是在人际关系的导引下被动地接受宗教解

决方案的尝试。①

    但是，宗教徒被动地接触所信仰的宗教并不表示其必然饭依这一宗教。宗教徒

的阪依依然要看心灵对宗教的独特的判断与感受，而这无疑是一个主动选择的过程，

并非是“傻子遇到骗子”的结果。从访谈材料来看，民众往往是在接触到所信仰的

宗教之后经历一定的时间才做出阪依的决定。比如天主教徒A是在接触天主教一年

左右后才正式受洗，基督教徒 C也是在接触基督信教一年后阪依。宗教心理学家里

查德森(Richardson)提出 “阪依生涯”(conversioncareer)的概念，他认为“饭

依”不是一辈子一次的单一事件，而更可能是一连串的行为，这也就是要说明宗教

信仰是一个主动追寻的历程，而这种主动追寻过程形成了当事人和宗教团体之间的

相互选择，而非单方面的动员和影响。美国宗教社会学教授罗纳德·L·约翰斯通

  (RonaldL.Johnstone) 在研究宗教个体宗教信仰成长的过程中，指出有必要区分

两种人:一种是一生下来就能使宗教观念和宗教群体的实践内在化;另一种人是要

在其生命的某个时期经受一种饭依的过程才能实现宗教信仰的内在化。并且约翰斯

通认为，社会个体宗教内在化过程中最普遍的模式是:人们在某一特定的宗教环境

中“成长为宗教信徒”。②比如天主教徒A，她在接触到天主教后参加了一次分享会，

深受震动。回家后购买并阅读了大量的宗教书籍，还参加了教会暑期举办的少儿要

①梁丽萍.中国人的宗教心理:宗教认同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以”.21一23.
②罗纳德·L·约翰斯通著.尹今黎、张蕾译.社会中的宗教— 一种宗教社会学【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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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班，加深了对教义的认识，并且在本堂区办的报纸上发表了文章，最终受洗阪依。

里查德森指出，只有肯定阪依过程中人的主动性，才能说明何以那些教育程度较高、

经济地位较好者亦会成为宗教团体的成员，特别是那些智识型和实验型的

  (intellectualandexperimental)饭依者更凸现了那些教育程度和社会经济地位

良好者 “决定成为宗教人，，(choosingtobereligiouS)是一种改变生命的主观决

定。①。斯达克(Rodneystark)在其与罗杰尔·芬克(RogerFinks)合著的((信仰的

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一书中，用大量的事实说明了教徒在阪依过程中有明

显的理性的介入，认为人们做宗教选择跟做其他选择采取的是同样的方式，即权衡

利益和代价。本研究再现了这一结论:比如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天主教徒 B在接触

到天主教之前曾经遭遇过基督新教，但她也并不是碰到了什么就信了什么，而是在

比较二者的基础上选择了天主教。除此之外，受访对象在决定饭依过程中产生的犹

疑或踌躇等现象，更能彰显其主动选择的过程。由此可见，中国民众接触和阪依宗

教的过程是一个被动与主动的双重变奏。

    第二，转型期民众的宗教信仰是一个非理性与理性的二律背反。历史唯物主义

告诉我们:人的认识过程主要是理性思维的过程，同时又包含非理性因素的参与。

理性因素主要是指人的理性直观、理性思维等能力，是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过程中

的主要因素。理性因素在认识过程中起主导作用;非理性因素在认识过程中也具有

一定的重要作用，它是指人的情感、意志，包括动机、欲望、信念、信仰、习惯和

本能等，以非逻辑形式出现的幻想、想像、直觉和灵感等也属于非理性因素。非理

性因素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指非理智、非认知的精神因素，不属于认识能力，

而是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渗透到主体的认识活动中，包括情感、意志、欲望和需要等

因素。后者指不能被逻辑思维的概念所包含的主体心理形式，如幻想、想像、猜测、

顿悟、直觉和灵感等意识因素，这些因素同样不属于人的认识能力，具有不自觉、

非逻辑性的特点。

    所谓非理性是指在中国民众的宗教认同与维持的过程中，“神迹”或神秘体验作

为一种非理智、非认知的精神因素，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神迹”和神秘体验在

转型期民众的宗教信仰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美国宗教社会学家斯达克(Rodney

Stark)将 ，’}申迹”定义为:“相信由神干预世俗事务所引起的合意的效果”;将神秘

体验定义为“某种跟神接触的感觉，无论这种感觉如何短暂”，并且认为对于宗教解

①形chardson，James工“studiesorconversion:secular让ationorRe一enchantment?”p.1以一121加P址llipE.
  Hanun ond(ed)ThesacredinasecularAge.Berkeleyand劲sAngeles:UulversityofC场liforniaprcss.p.108，1985.转
  引自梁丽萍.中国人的宗教心理— 宗教认同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Zlx〕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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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的信心会随着“归功于宗教的神迹”和“人们有神秘体验”而增强。①总结中外学

  者的研究，也可以发现国人的宗教观具有神秘主义的倾向。梁丽萍教授在其著作《中

  国人的宗教心理:宗教认同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中发现，“几乎每一个宗教徒，

  不论佛教徒，抑或基督教徒;不论高文化群体，抑或低文化群体，都承认和肯定 ‘神

  迹’或特殊的 ‘感应事件’在其宗教认同中的作用”。②美国宗教心理学家威廉·詹

  姆士 (WilliamjameS)在其著作 《宗教经验之种种— 人性之研究》中也肯定了神

  秘状态对于经验它的个人绝对有权威。同样，在研究中我们发现，访谈对象都非常

  注重神迹或神秘体验。研究发现:信徒大多历数神迹，以此来证明宗教 “管用”

    (workes)，宗教的应许变成了现实。比如天主教徒A与丈夫一起从事个体经营，信

  教后生活中发生了一些神迹，进货途中丢了一包价值 750 元的袜子，一般情况下是

  找不到了，但是她在家祈祷，结果找回了多半包;丈夫也接受了信仰，阪依天主教，

  脾气大变，像换了一个人。从小就信仰宗教的天主教徒 C说自己在信仰的过程中发

  生了很多神迹:即使在文革中当了工人也没人小瞧，不仅工作中得到优待，而且还

  被选为“先进”;文革后第一次长工资就排上队;给儿子找媳妇不好找时，求主赐给

  一个，哪怕不是教徒也行，结果不久便如愿以偿，儿媳也很快饭依。她觉得这一切

  都是主恩赐的，因此工作勤奋出色，要为主作证，结果被提拔为副校长，同为教徒

  的丈夫也被任命为总设计师，可谓是事业顺达、家庭和睦。再如天主教徒 D谈到自

  己接受信仰后在工作中多次化险为夷:由于工作需要骑自行车大街小巷地跑，有几

  次觉得是不可避免的危险却平安避开，当时眼睛一闭:“天主，交给您了!”有一次

  工作中遭遇困难，单位让推销纯净水，由于价位高于市场上同类商品的价格一直积

  压着。不料有一天当她走到某单位门口时，听到一神秘声音说:“你还不卖你的水?”

  于是，教徒 D随口一问，该单位竟然将其所有纯净水全部买下。爱人在给叔叔送葬

  清洗遗体时怕得要命，闭上眼睛却意外地看到一个金光闪闪的十字架，一下子就不

  怕了;还有去阳曲县圣母堂，天降大雨，全身都湿透了，但无一人感冒和受伤。这

  些事情使教徒D更加认同所信仰的宗教。天主教徒E说:舅舅和舅母一同出车，不

  料出了车祸，但由于舅舅挂了圣牌，舅母未挂，结果舅舅只是一些皮外伤，而舅母

  则伤势严重。天主教徒J阪依后不久遭遇车祸，被车撞出两米远，经诊断只是轻微

  脑震荡;而在同一地点，几秒钟后又发生了一起车祸，一位老人被压死，教徒 J觉

  得自己能死里逃生是“天主的恩赐”等。劳伦斯·扬(Young，LawrenceA)认为“宗

。[美]罗德尼·斯达克罗杰尔·芬克著.杨凤岗译.信仰的法则— 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I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3.135一136.
②梁丽萍.中国人的宗教心理— 宗教认同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Ml.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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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体验可能被理解为证明像上帝存在或墓后生命等不可观察的现实”，因此抵消了宗

教应许中涉及的潜在风险。①由此可见，“神迹”或神秘体验这种非理性因素在民众

宗教信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而所谓理性是指在转型期民众的宗教信仰中，除了非理性的神秘体验之外，还

有许多理性的因素即理性直观、理性思维等能力不容忽视。罗德尼·斯达克(Rodney

Stark)和罗杰尔·芬克(RogerFinks)在其著作 《信仰的法则— 解释宗教之人的方

面》中认为，人在本质上是理性的动物，“在其信息和理解局限之内，在可行的选择

的制约下，在其喜好和趣味的引导下，人们总是试图做理性选择。”，而且认为“宗教

行为⋯⋯是理性的行为，这就跟人的其他行为是理性的完全一样”②，有着明显的理

性的介入。整合研究资料，我们发现， 除“神迹”或特殊的感应外，教义的认同、

危机事件的解决、心灵的改善与人格的升华、信仰团体所聚集的人情张力以及信徒

之间的社群友谊也是人们阪依和维持信仰的重要力量。宗教社会学家劳伦斯 ·扬

(Young，LawrenceA)主张将宗教经验的“本体”及其“过程”加以分离。他指出，

宗教经验与宗教知识的本质是非理性的，但追求宗教经验的社会行动与过程则是理

性的。宗教经验的价值在它被真实消费之前，是无法被个人所体验到的，而宗教经

验的消费将会为个人带来宗教资本 (religiouscaPital) 的拥有。这种宗教资本的

存在形态，则是有关宗教经验的非理性知识(non一rationalknowledgeofreligious

exPerience)，也就是说有关宗教经验的知识只能以实际体验的方式获得。而一旦个

人获得这种宗教资本之后，对于宗教经验的持续追求就变成是理性的。个人追求宗

教经验，是因为宗教经验对个人来说是真实的、有功能的而且满足个人某种需要的，

因此，个人愿意付出代价追求旁人看来不真实的宗教经验，乃是理性的行动，而其

宗教认同是理性选择的结果。③从访谈材料来看，信徒并不是一接触到所信仰的宗教

就马上饭依，而是从接触到饭依往往经历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宗教徒在对宗教

感性和理性综合认识的前提下做出的慎重选择。比如天主教徒A:多次去教会一参加

分享会一要理班学习教义~去圣母山朝圣~阅读宗教书籍;天主教徒B:参加祝圣仪

式一在教友帮助下去教堂~望弥撒;天主教徒D:去教会望弥撒~参加教会活动历经

3年;天主教徒J:圣母堂朝圣看到神迹~参加教会活动一家庭关系改善。由此可见，

①转引自【美1罗德尼·斯达克罗杰尔·芬克著.杨凤岗译.信仰的法则— 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Ml.北京: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Xj3.136.

②[美]罗德尼·斯达克罗杰尔·芬克著.杨凤岗译.信仰的法则— 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3.46一69.

③“phenomenologicalImagesofReligionandRationalcho溉几eo汀，’.ppl33一146运物ung(ed)R扼on日。oice
  TheoryandReligion.助ndon:Routledge.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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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民众的宗教信仰是一个非理性与理性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第三，转型期民众的宗教饭依是一个功利与超越的双重交织。所谓超越性，是

指宗教徒在现实的危机或者压力在宗教避难所中解决之后，随着宗教信仰参与的增

加，得到了归属感、成就感的满足，从而其宗教生涯多了一份纯粹或虔敬，少了一

份功利和现实。所谓功利性是从中国民众宗教信仰的契机来看，他们大都为现世今

生的困惑所驱动，更关心此世的生活，体现出实用主义的特质。而在多数学者看来，

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具有现实性和功利性，比较典型的如宗教学者Jordan，DavidK.，

他将中国人的信仰阪依归结为“千层派因素”(GlyphomancyFa。tor)，即华人的宗

教阪依呈现出三个鲜明的特性:阪依是有条件的 (conditional)、阪依是累加性的

(additiv。)、神明是互换性的(pantheoninterchangeabillty)。①但在中国社会

转型的特定背景下，中国民众宗教信仰的契机与社会转型密不可分。心理学家罗杰

斯主张把宗教与生存的焦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他认为来自本人以及应付生活中种

种问题的不安或忧虑是对生命和满足的主要威胁，当人们身临困境时会趋向于信奉

宗教。神学家刘小枫也认为，“社会是按照某种制度来分配资源和财富的，由于社会

可供分配的资源本身的匾乏，亦由于迄今没有、在可以想见的将来也不会有任何制

度能绝对合理地分配财富，个体地经受的损害、剥夺和不义，不可能绝然根除。超

世宗教通过超越的彼岸和景观，为现世的属于人类的不安提供了安身立心的处所，

通过超世身份获得的福乐弥补现世身份的受损。”①特别是在当代中国的改革转型期

间，政治或经济利益受侵害的人自然会去寻找各种超世宗教的依靠。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我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发

生了急剧的变化。相应地，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剧烈地冲击着中国民众的心理，

引起了民众的心理震荡— 人际情感疏离、人际信任危机加剧以及新出现的两极分

化、社会不公等现象带给民众心理上的失衡和不安全感。台湾学者金耀基将处于这

个时期的人称为“中国过渡人”，并做了这样的画像:过渡人站在传统到现代的连续

体上，一方面他既不生活在现代社会里，也不生活在传统社会里;另一方面他既不

①Jo记an，oavidK，几eGIyP知期怕n卿凡ctor:仍se、tiononoineseconversiore即.255一303恤助bertw.He丘e《ed)
  ConversiontoChristi画ty:托storicalandAnthroPologlcalPerspectivesonaGreat.肠ansformation卫沁比ely:Univcrsity
  ofCalifomiaPress.1933.这里，所谓有条件性是指华人的宗教饭依依附于该宗教或是信仰系统的医疗系统的有效，
  更确切地说，华人对于宗教系统的判断乃是根据外在的标准而不是根据该信仰系统本身来决定，而其中“医疗”
  的成功与否是一个人是否认同某一信仰或是宗教实践体系并继续保持忠诚的重要逻辑;所谓累加性是指由于没有
  任何一个单一的医疗系统可持续获得成功，大部分华人使用多种的医疗或宗教手段，而接受新的信仰不必然是要
  放弃原有的信仰，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累加而非替代的:所谓神明的互换性则是指一个人不断寻求神的帮助，当某
  一个神无法实现其愿望时，在亲友的介绍下他可能转而向其他的神求助，当这另外的神应验时，他便向他效忠。

  ①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一现代性与现代中国I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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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现代世界里，也不生活在传统世界里，他的生活受到现代导向、他人导向和

内我导向的多重影响。就中国社会的过渡人而言，他们所面临的价值困窘不仅在于

新与旧的冲突，而且还在于中与西的冲突，从而处于一种交集的压力之下。①而处在

这种压力之下的中国“过渡人”最大的困境来自于精神方面，这种潜伏在民众内心

深处的心理危机一旦遭遇外力比如疾病、灾难等的推动，就会加速民众宗教认同的

过程。因为宗教，“文化怪杰”辜鸿铭认为，“能给人以安全感和永恒感。在自然力

的恫吓下，在冷酷无情的同胞面前，在令人恐怖的大自然的神秘感的驱使下，普通

百姓们转而求助于宗教— 在这个避难所里他们找到了安全感。他们确信有一个超

自然之物以绝对权力控制着那些给予他们打击的力量⋯⋯在那里他们得到了永恒

感⋯⋯减轻了这个世界给他们造成的压力。”②心理学家弗洛姆也曾指出，宗教之于

人的生存是一种定型的而精密的答案，由于它可以公开被人分享，并且由于众人可

以共同参加宗教仪式，所以即使最低的宗教也会使人产生一种合理感和安全感。的

确，宗教为许多人提供了广泛而单纯的社会接触机会，在集体性的宗教崇拜活动中，

在共同的读经、祷告及信仰的分享于共融中，那些孤独的人找到了伙伴，找到了共

同语言，也找到了心灵的寄托。比如天主教徒 A说自己在接触天主教的过程中不再

孤独，话有地方说了，不仅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归属，也被信众团体的爱所深深打

动，找到了心灵的寄托。再如天主教徒 B丈夫得了肝炎，在其他人纷纷避而远之的

情况下，教友们不仅募集了一些钱予以资助，而且还经常在日常生活中照料和帮助

他们。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社会中的普遍成年者，一般都倾向于安全的、有序的、

可预见性的、合法的、有组织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他所能依赖的，而且在他所倾向

的这个世界上，出乎意料的、难以控制的、混乱的，以及其它诸如此类的危险事情

都不会发生。也就是说，人们有着各种各样的需要，而教会正是通过自己的仪式，

对教义的宣讲等一系列的活动，满足了民众对安全、归属与爱的需要。比如天主教

徒 A是在因家庭不和而自杀未遂的情况下接触天主教的。在教会，她说自己不仅得

到了教友热情的帮助，而且深受教会中大家都是兄弟姊妹的浓厚的人情味的感染，

不论职业贫富大家都一律平等的观念也异于世俗社会事实上存在的等级观念。这一

切使她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归属感，心灵有了依托。天主教徒 B是在双目失明的情

况下接触天主教的，当时她是在教友的搀扶下参加了一位神父的上任仪式。当听到

教堂里唱圣歌时，天主教徒B说自己心里忽然满怀喜悦，久病以来第一次感到开心: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I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78一82.
辜鸿铭著.黄兴涛、宋小庆译.中国人的精神【MI.海南出版社，199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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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的时候，教友们对她更是备加照顾，第一碗饭是端给她的，夹菜看不见，有教

友就一口一口地喂她。天主教徒B说她当时就想:除了我父母对我这样好以外，还

有谁能这样对我?我一定要加入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借用法国学者托克维尔的话说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当然很少有虔诚的信仰，但他们一旦决定信教，很快就会觉

得自身有一种内在的本能在不知不觉地把他们推向天主教”。①用教徒自己的话说，

就“从此以后有了困难和危险不会再害怕，我们有可以依靠的力量”，同时教会的牢

固团结，兄弟姐妹之间的浓烈的人情味也在吸引着具有怀旧情结的中国民众。社会

学家伯格曾用 “飘荡的心灵”(homelessmind)来形容现代化进程中人们所产生的

那种难以安身立命、无所依属的“疏离”与“飘荡”感，正是由于宗教信仰群体集

结着特有的人情张力，才使它在世俗化的今天，于一定范围内仍然能够成为人们认

同的对象。②因此，转型期民众的宗教阪依是一个功利与超越的双重交织。

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飞速发展同步出现的是人们精神世界的种种现象。宗教现

象的大量涌现也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如何应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积极引导

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共同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己经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重

要课题。通过对转型社会民众宗教信仰状况的考察，我们认识到“宗教信仰不仅仅

是哲学家安乐椅上的沉思对象，也不仅仅是神学家的护教学(即o10getics)和辩证

学 (polemics)的书面文本，宗教信仰不仅仅存在于宗教典籍和宗教仪轨中，也不

仅仅是社会行动者的制度语境;它还是宗教信徒在身、心、灵的活动中被践行的生

命体悟和人生实践，是对生命意义和生活目的的集体关切，对于超验价值的共同体

验和群体承诺。”③而且，民众的宗教信仰也集结着许多难以分解的心理与行为密码，

将民众的宗教信仰简单地视为落后和迷信，实际上是对民众精神世界的极大的误解

和鄙视。此外，通过研究还得到以下两点启示:

    第一，民众的宗教信仰与社会变迁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关联。一般而言，宗教的

发展与活跃往往是社会大变动或转型期的伴生现象。据宗教研究中心统计，苏联解

体前，俄罗斯联邦信教人口的比例为22%，1994年上升为50%。韩国1947年信仰

天主教基督教人口的比例为7%，到1985年达到了21%。④现阶段，伴随着宽松的

①[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明 (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54.
②转引自梁丽萍.中国人的宗教心理— 宗教认同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I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仪”.
  232.

⑧方文.群体符号边界如何形成?— 以北京基督新教群体为例【J].社会学研究.2005，(1):31.
④叶小文.当前我国的宗教问题— 关于宗教五性的再探讨【J].世界宗教文化，1997，(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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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社会民众的宗教信仰:以山西基督教徒为对象的考察

文化环境及社会的安定繁荣，宗教在中国社会悄然复兴，宗教徒人数也呈上升的趋

势，有学者将之称为“宗教热”(如马学琴、曹立波、赵鸿雁等)或宗教发展的黄金

时期。这种情形一方面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全面落实和宽松的社会环境不无

关联;另一方面则凸现出由于社会转型而带来的深层的社会问题。陈垣对宗教与社

会现实环境之间的关系曾经这样描述:“人当得意之时，不觉宗教之可贵也，惟当艰

难困苦、颠沛流离之际，则每思超越现境而适乐土，乐土不易得，宗教家们予以心

灵之安慰，此即乐土也，故凡百事业，丧乱则萧条，而宗教则丧乱归依者愈众。”①而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来看，当一个社会不能给予成员正常的满足和疏导时，宗教

便在一定范围内成为民众表达心灵叹息的媒介。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经济、政治和

文化的转型期，转型带来了价值观念、社会秩序、民众心理承受力的巨大震荡，也

为宗教的发展提供了发展的空间。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大压力，相当一部分社会

成员陷入了焦虑之中。而宗教不仅可以为感到被剥夺的社会弱势人群提供避风的港

湾，而且也为相当一部分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人群的强势地位提供了合理化论

证。宗教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当一个幸福的人与不幸者比较其地位时，他

不会满足于他所得的幸福，而是想得到更多的东西，也就是享有这种幸福的权力，

以及相信自己前程似锦的意识;这与那些肯定倒霉的不幸者完全相反。我们的日常

经历证明，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对一个人幸福的合法性或正当性再确认的心理需要，

不论这种幸福是政治上的成功、优越的经济地位、身体的健康、情场的成功，还是

其他什么东西。”②由此可见，当前民众宗教信仰与社会转型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关

联。

    第二，民众的宗教信仰与社会变迁之间还具有非逻辑关联，民众的宗教信仰还

有着脱离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特征。众所周知，宗教自产生之日，便与人类社会的

历史相伴而行，迄今为止仍然生命力旺盛。世界上许多民族与宗教更是生死相随，

比如犹太教与犹太民族，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民族等。究其原因，美国宗教社会学家

托马斯·奥戴认为，“没有功能的东西便不再存在，这是功能理论的公理，既然宗教

从古至今都一直存在着，显然它具有一方面甚至是一系列的功能”。③人类需要宗教，

宗教与人性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比如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认为，“在所有的

生物中，只有人对本身的生存有一种天生的不满足感，总是希望人生不可限量。人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录考卷6〔Mj.科学出版社，1959.转引自马学琴.宗教热原因探析【J].石河子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01第1卷第2期:19.
②〔德〕韦伯著。刘援、王予文译.宗教社会学〔M].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4.166一167.
③1美]托马斯·F·奥戴等著.刘润中等译.宗教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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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轻视生命，又害怕死亡。这些不同的情感，不断地促使人的灵魂凝视来世;而能

把人引向来世的，正是宗教。因此，宗教只是希望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而宗教的

自然合乎人心，正同希望本身的自然合乎人心一样。”①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干脆认

为宗教是人性的本质机能之一。而从本质上讲，人自身的不完善和对超越力量的崇

拜与追求使人的心灵天然的具有宗教的功能。无论今后科技发展到怎样高的水平，

都不可能解释和解决人类遇到的自然界的所有难题。同时，无论人类历史演进到怎

样高的阶段，不平等和不公正等社会问题和矛盾总会存在。但是人类永不满足的天

性，决定了人类永远也不会停止对理想天国的憧憬和终极价值的追寻。因此，民众

的宗教阪依有着脱离特定社会历史时期具体要素的存在依据，与社会变迁之间存在

着非逻辑的关联。

    综上所述，本文以太原市沙沟教堂和太谷区域社会基督教徒为研究对象，对转

型期民众的宗教信仰状况特别是其信仰特征进行了探讨和分析。但在研究结束之际，

重新检视整个研究过程时发现其中存在着诸多缺陷，比如试图以18名宗教徒为样本

来揭示转型期民众宗教信仰状况，研究样本似乎嫌少。此外，研究样本也只局限于

基督教徒。所以今后应该进行大规模的宗教信仰调查，以此来进一步了解和把握转

型期中国民众宗教信仰的总体取向和特征。

①【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343一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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