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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天主教宗教节日的
文化特征与功能嬗变

施雪琴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厦门3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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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尝试从宗教文化调适的角度，分析西班牙殖民时期天主教在菲律宾传播过程中与菲律宾原始宗教与传

统文化的调适，特别是宗教节日的文化特征与功能的嬗变，从而阐释西班牙天主教在菲律宾迅速而广泛传播的非政治因素

以及文化传播过程中所遵循的文化调适主义这一普遍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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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堪称是太平洋上的节日国度(Fksta klaIlds)，翻

看日历，可以看到全国大大小小的节日庆典活动贯穿全年，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融合了天主教宗教文化和菲律宾传统文

化的宗教节日庆典活动。在菲律宾，除了天主教徒普遍庆

祝的万圣节、圣诞节以及复活节之外，菲律宾民族还热衷

于庆祝他们独特的天主教宗教节日，这些节日颇具浓郁的

地方特色，不仅反映了菲律宾民族的历史和宗教信仰，而

且贯穿在其中的歌舞、选美、戏剧以及各种竞赛活动还充

分体现了菲律宾民族追求喜乐，知足常乐的天性以及丰富

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些宗教节日庆典又称“民间天主教”

(Fb攻c“stianity)，集中体现了天主教信仰与菲律宾原始宗

教与民间传统文化的融合。菲律宾民间天主教的形成与西

班牙天主教的传播密切相关。西班牙殖民时期，为传播天

主教，教会特别注意利用天主教宗教节日庆典活动来吸引

菲律宾人参加教会的活动，从而达到使菲律宾人天主教化

的目的。更重要的是，传教士还注意采取“适应”式的传

教方法，在天主教传播过程中注意对菲律宾的原始宗教信

仰与传统宗教加以认同与调适，从而使天主教教义极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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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人所接受，从而加快了天主教在当地的传播。伴随

着天主教在菲律宾的传播，这些融合了菲律宾民间宗教与

文化传统的天主教宗教节日逐渐成为今天菲律宾民族文化

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在加强菲律宾民族的凝聚力与认同感

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菲律宾的民间宗教节日

菲律宾民族独特的天主教节日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纪念耶稣受难与殉道，如Fe靠val of Bl∞k

Nazamne，M面。璐胁ival等。飚dval 0f t11e吼ack№zaI℃黼，每

年1月9日在马尼拉的QIliapo举行，该节日17世纪初从墨

西哥传到菲律宾。当宗教仪式结束后，信徒们(只限男性)

抬着Black N蝴的圣像在Qui日唧地区游行，信徒争相触
摸圣像，认为会治愈百病。该节日非常隆重，每年有lO一

20万的男信徒从全国各地赶来，有的虔诚者甚至跣足而行，

整个Quiapo被围得水泄不通。而Morio懒飚6val有两百多年
的历史，每年的复活节期间在M8Ii帅岛的Boac，
M曲pog，Gasal举行。h‘DIioI瑚来源于Ⅱ眦．伽一词，意指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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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士兵的“高顶头盔”。举办庆典活动期间，参加者装扮

成古代的罗马士兵在街上游行，表示忏悔。这个宗教庆典

还要重演I肌giIl璐被砍头的场景。L0嚼r啪是古代罗马军队

的一名百人队队长，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他用剑刺

杀耶稣。根据民间传说，他声称如果耶稣基督的血能使他

失明的一只眼睛复明，他将皈依耶稣。最后他因皈依上帝

而被罗马人处死。

第二类是纪念圣婴S协．Nin0。圣婴崇拜在菲律宾非常

盛行，他被菲律宾民族奉为雨神、战争保护神和海神，同

时还被认为能治愈百病，带来丰收。这类节日主要有：

觚一觚l瑚飚tiv8l：该节日是每年1月的第3个星期在

Ⅱoilo的AH锄地区的I溘ibo市举行。Ad是菲律宾的土著民

族，生活在米沙扬群岛的班乃岛。该节日是为了纪念圣婴

帮助他们击败了穆斯林的进攻，同时也纪念他们皈依天主

教。参加者全身涂黑，穿着戏服，踩着鼓点，伴着歌舞，

抬着无数的sto．Nin0圣像游行。此外，每年1月在宿务举

行的Sinulog Festival也是纪念圣婴的重要节日。

sirⅢk是当地一种民族舞舞步的名称。节日期间，人
们都要跳这种舞蹈表示庆祝。该节日是为了纪念麦哲伦到

达宿务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以及第一个菲律宾人胡安娜

(JuANA)王后接受洗礼，并祈求圣婴带来降雨。

第三类是纪念圣母玛丽亚(vi醉n Mary)以及天主教历

史上传说的一些著名女性，如圣海伦娜(San．Hele腿)等。

圣母玛利亚在菲律宾很受爱戴，在菲律宾人看来，她不仅

是圣洁、母爱的象征，而且菲律宾人还把传统文化中对母

亲的敬仰融合在对圣母的崇拜中，希望带来子孙繁衍。这

一类节日主要有：

nores de Mayo Fi咖：通常5月在全国各地举行，是为
了纪念圣母玛丽亚，同时社区还举办‘San协c玎幽n’的美少

女游行，以此纪念找到圣十字架的圣海伦娜。

La Naval de Manila：每年10月在马尼拉奎松市的圣多明

我会举行，纪念玫瑰圣母玛利亚。这个庆典可追溯到1646

年，相传因玫瑰圣母相助，西班牙人与菲律宾人的海军联

盟打败了荷兰人的进攻，因此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来纪念

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

Tl删mba胁ival：每年4、5月在Ia舟砌s市的P出l镇举
行，是为纪念受难的圣母玛丽亚所遭受的七重创伤。节日

期间，信徒们抬着圣贞女玛丽的圣像游行，并祈求健康、

丰收与子孙繁衍。

脑tival 0f Pb瑚硒mia：每年9月在c锄蕊n瞄sIlr省的

Na帮市举办，为期9天，庆典在最后一天达到高潮，载有

圣母玛利亚圣像的船队在河中航行，从全国各地赶来的信

徒们则追赶着船队，齐声高呼“Viva la Vi哂n”(圣母万岁)，

期盼圣母为他们带来健康。

第四类是纪念守护神灵的感恩节，主要是农夫的守护

神灵saIl I醯dm【丑bmdor，渔夫的庇护神Sall撕耐，SaII
vicente，S锄蹦m以及各巴朗盖的庇护神。菲律宾民族是
一个主要从事农业与渔猎的民族，因此纪念这些神灵的感

恩节在他们的生活中非常重要。这类节日主要包括：

caraba0飚dval(水牛节)：菲律宾北部的吕宋岛地区是
著名的产粮区，被称为菲律宾的“粮仓”，该地区纪念Sall

Isidro IJ8br8dor的感恩节主要表现为“camb∞Fest砌”(水牛
节)。受印度文化的影响，牛在菲律宾传统文化中倍受尊

崇，直到现在，许多居住在米沙扬群岛的居民还保持着这

一传统。该节一般是在五月中旬旱季时结束，雨季开始时

在中吕宋Nueva Ecija的SaIlbidm，Bulac彻的PIl瑚鲫，Rizal省

的An舶衄举行。由于雨季时间的不同南部地区则是在8、

9、10月举行。节日期间，农夫们会将精心装扮的水牛带到

镇上的教堂接受神甫的祝福，然后赶着牛群游行，最后庆

典活动在由牛参加的各种比赛中达到高潮。而Quezon省的

Lnchn，sariaya和Tavab罄则以完全不同的形式来庆祝Sarl

Isidm IJabmdor节。那里的人们用农作物以及一种用米做原

料制成的薄饼(当地人称为“l<aping”)挂在房屋四周作为

装饰，期盼来年获得丰收。在南部达沃市每年8月第3个

星期举办的Kadaygw锄节，则源于当地Bagob0部落庆祝丰收

的仪式。硒davaw锄意为“万事如意”。这类节日融合了天

主教的宗教仪式和菲律宾农业民族的民间传统，在菲律宾

各地颇为盛行。节日期间，人们载歌载舞，举行各种活动，

祈求健康、丰收和繁衍子孙后代。

此外，每年5月17—19日在BulacaIl市的Obar小举行

的生育节也是菲律宾民间宗教的盛大节日。该节日是为纪

念镇上的三位庇护神：为不孕夫妇带来孩子的Sta a姗，为
未婚男女找到理想对象的Pascual Baylort以及渔民和农夫的

庇护神灵s衄眦de salarnharo节日期间，许多希望怀孕生子

的妇女前往0bando跳舞，当地的市镇官员也要前来助兴，

非常热闹。这个节日是天主教文化与菲律宾民间传统相融

合的典范。相传，s吼Pascllal Baylon原是16世纪欧洲的一

位牧羊人，喜欢在祈祷的时候跳舞，这一仪式被菲律宾人

融合在5月的祈求来年丰收与子孙繁衍的传统仪式中，形

成了今天的生育节。

此外，菲律宾其它地区也有纪念当地庇护神灵的节日，

如在Cavite的Bacoor，5月的“Cam00l”是纪念渔民的庇护神

“SaII腼昏ld”；在mzal的灿190肿每年12月也要纪念渔民的

庇护神“San Vi叫她”；在Pa唧跚伊的ApIalit每年6月也要

纪念渔民的庇护神“鼬I蹦m”。

二、菲律宾传统天主教节日文化特征与

功能嬗变

今天在菲律宾民间盛行的天主教宗教仪式基本上是西

班牙天主教文化与菲律宾传统信仰的结合。和西班牙在征

服美洲初期种族灭绝的野蛮征服相比，西班牙人对菲律宾

的占领则“文明”许多，以至被殖民史家美喻为“不流血”

的和平征服，其中天主教传教士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后，

到17世纪中期，在菲律宾北部吕宋岛和中部米沙扬群岛已

有一半以上的居民皈依天主教。⋯天主教在菲岛能迅速传

播，除了依靠殖民政权做后盾外，还得益于传教士采取有

效的“适应”式传教方式。其中对天主教宗教节日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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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变革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

(1)早期天主教宗教节日庆典的文化特征与功能

在谣班牙殖民者到来时，除南部棉兰老岛和苏禄群岛

建立了一些伊斯兰苏丹国家外，菲律宾中部和北部的大部

分地区，主要是吕宋岛和米沙扬群岛还处于原始社会解体

的不同阶段，其基本的社会组织是以血缘为纽带组成的

“巴朗盖”。“巴朗盖”的规模不一。一般的30—100户，人

数约100一500人，小的仅有20一30人，米沙鄢群岛许多沿

海的巴朗盖不超过8—10户人家。少数较大的巴朗盖有

1000多户人家，人口多达2000人，主要分布在经济较发

达，人口稠密的地区，如马尼拉、班乃岛、宿务等地。而

且许多巴朗盖之间主要依靠小船联系，充当货物、商品的

临时集散地与转运地，居民的流动性很强。在这种社会状

况下，西班牙殖民政权建立后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对分散、

流动的众多小规模的巴朗盖实施有效的统治管理以及传播

天主教。模仿西班牙在美洲的行政管理体制，殖民当局采

取了“移民并村”(1℃duccion鹤)的政策，即着手建立各级

行政统治机构，如：居民点(the、risi忸)、村(cabecem)、镇

(pueblo)以及省(p玎涮戚a)。把分散居住在小规模的巴朗

盖的居民迁移到市镇中心的周围地区居住。这些市镇设有

殖民政府的官僚行政机构，驻扎了军队，更重要的是建有

教堂和学校。在实行移民并村政策时，除了必要时的武力

驱赶外，殖民当局与教会的重点策略还是主张“吸引”。乜J

其中，天主教会的宗教节日庆典活动在吸引居民迁移过程

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3J西班牙传教士到菲律宾不久，就已

经认识到天主教独特的宗教节日庆典仪式在吸引当地居民

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17世纪初，在菲律宾的耶稣会传教

士就向罗马教皇报告说，他们已经开始在各自的教区组织

各种各样的宗教仪式和娱乐节目来吸引菲律宾人参加教会

活动。许多菲律宾人，包括偏僻地区的异教徒，对这些与

他们原始部落传统的庆典仪式迥然不同的宗教活动表现出

极大的好奇，纷纷赶来观看。17世纪中期，在三宝颜

(z硼Iboanga)的一名耶稣会传教士还向罗马教皇报告说附近

的穆斯林部落的首领也被吸引前来观看教会的宗教庆典仪

式，并向传教士了解有关逾越节、复活节以及耶稣受难的

故事HJ。教会举办宗教庆典时，吸引菲律宾人的不仅有庄

严肃穆的教堂建筑，各种栩栩如生的宗教绘画，悠扬的音

乐，复杂的宗教仪式，还有教会在节日期间举办的各种游

行以及体育和竞技等娱乐活动，如各种化装游行，人们或

打着灯笼，或手持蜡烛，或带着面具，身着各式装束，十

分有趣；另外，斗鸡、斗牛比赛，各种宗教戏剧演出和燃

放烟花、爆竹活动也颇受菲律宾人欢迎。除此之外，教会

还利用这个机会，向菲律宾人推广各种先进的农耕技术，

手工业技术以及医药知识L5|。节日期间，在市镇广场上还

有各种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交易集市；同时，节日也为人

们提供了一个社交的场所。庆典活动期间，亲朋好友、邻

里乡亲聚在一起，问长问短；青年男女在一起谈情说爱。

因此，可以说天主教节日已经成为一种兼具娱乐休闲，信

息交流，商品贸易以及社会交往这样一种多功能的集会，

成为菲律宾人生活的重要部分。每逢节日庆典活动期间，

镇上教堂所在的广场上人头攒动，许多人甚至从非常偏僻

的山区赶来参加。

但是，天主教节日庆典最根本的功能还是在于传播天

主教和维护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在早期西班牙王国海外扩

张的哲学中，占领土地与改变信仰是紧密相联的，而且改

变人的信仰是实行征服的最好手段。这表明了教会美化和

推广天主教节日的真正目的，即借助宗教工具对菲律宾实

行全面的占领和彻底的征服。节日庆典活动期间，市镇街

道上飘扬着西班牙王国的国旗，乐队演奏着西班牙的国歌；

教会举行各种宗教仪式，如布道、圣餐仪式，做弥散，忏

悔；同时传教士还把天主教的教义与文化贯穿在音乐、歌

舞、戏剧等娱乐节目中。通过这些活动，教会向菲律宾人

宣扬天主教的教义与价值观以及“君权神授”的思想，竭

力把西班牙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合法化，从而达到传播天

主教以及维护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目的№J。今天的菲律宾，

虽然脱离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已经3个多世纪了，但天主教

会——西班牙殖民统治的遗产却依然存在，并且在社会政

治生活中地位显赫，由此我们不能不惊叹早期西班牙殖民

主义“征服哲学”的高明。

(2)天主教宗教节日庆典文化特征的变化

天主教能在菲律宾迅速、广泛地传播，除了西班牙殖

民政权的支持外，它在传播过程中对菲律宾原始宗教与民

间传统的有选择地认同与调和无疑有助于天主教的传播。

天主教在传播过程中有个宗教调适(sync删锄)的过程。

两种不同级别的文化相遇时，一般而言，强势文化会占主

导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弱势文化丝毫不能对其起反作

用，强势文化要想在弱势文化占主导的地区传播，必须在

形式和内容上进行适应性的变化，否则它不可能进行广泛、

深入、持久的传播。天主教能在菲律宾广泛、深入、持久

地传播，与天主教在传播过程中对菲律宾传统宗教文化的

内容和形式加以有选择地认同与调和有较大的关系，其主

要表现为这样几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是用菲律宾原始宗教来包装天主教的信仰

与文化。根据16世纪在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史学家的记

载，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菲律宾的原始部落盛行各种原

始宗教，主要以自然崇拜、多神崇拜、祖先崇拜和巫术信

仰为特征。祭祀庆典活动是菲律宾民族的主要宗教实践活

动，通过祭祀庆典活动，表现他们对鬼神的敬畏，对祖先

的追思以及对大自然的感恩。【7J 16世纪菲律宾南部地㈣
族的史诗Da眦驿n就生动地记载了该部落举行宗教节日庆

典仪式的场面。L8J西班牙天主教传教士到菲律宾之初，由于

他们吸取了在墨西哥的教训，因此，对菲律宾人原始信仰

中的偶像崇拜持十分慎重的态度，[9]并没有完全禁止菲律宾

人的原始宗教信仰中的偶像崇拜与祭祀，相反还把天主教

文化融合在菲律宾原始宗教的祭祀庆典中，于是天主教的

上帝与圣灵取代了菲律宾原始部落的英雄和神灵(Diwata)。

如在16世纪时，传教士允许受洗的米沙扬人继续举行他们

的一种召迎祖灵的仪式蚓n，但是口中的唱词由原来的
·74·

 万方数据



I

soUTHEAST AslAN倒DlEs 东南亚研究2003年第6期

“Apo—Ap0”变成“Jesus”。u0J此外，为了向菲律宾人宣扬天

主教教义，传教士一到菲律宾后，就努力学习菲律宾各民

族的方言，用多种菲律宾方言编写天主教教义问答和忏悔

录。[11]他们在宗教活动中教唱天主教的歌曲时，也注重适

应菲律宾的环境，采用了菲律宾民间音乐的旋律，这成为

传播天主教教义的一条非常有效的途径，【12j以至于许多菲

律宾人自发地把神甫布道时所讲的天主教教义编唱成曲，

琅琅上口，极易记诵。另一种民间文化形式pasyon，是一种

在西方殖民者入侵前就在东南亚马来民族中流传的说唱文

学，传教士在传播天主教教义时借用了这种民间文学形式，

把有关天主教的故事如耶稣受难与殉道的事迹编唱在里面，

广为流传。[13J

第二种形式是菲律宾的原始宗教信仰和民间传统文化

以一种被修正了的形式融合在天主教的宗教庆典仪式中。

首先，菲律宾民族主要是一个从事农业与渔猎的民族，

庄稼和渔猎的丰收与部族的繁衍是部落的头等大事，菲律

宾人认为这一切都掌握在具有超自然的有关神灵手中，所

以向这些神灵祈求风调雨顺以及子孙繁衍是菲律宾民族原

始宗教祭祀仪式的主要内容。天主教在菲律宾的传播过程

中，其宗教节日庆典活动融合了菲律宾民族的这一种原始

宗教信仰，只不过以天主教的圣人来代替菲律宾原始信仰

中的神灵。L14]如天主教庆典活动中所纪念的s蚰Isidm

hbmdo，Sarl^Ii丹lel，s明Ⅵcente，sarI Pedro等就是农夫或渔

民的庇护神灵。而载歌载舞的仪岫d0的生育节，更寄托了

菲律宾人希望子孙繁衍的美好愿望。此外在菲律宾大约有

20％的天主教会是敬奉圣母玛利亚的，u5 J这除了与欧洲天主

教文化中的女神崇拜有关外，也与菲律宾民间传统中的女

性崇拜，特别是对母亲的崇拜有一定的联系。在农业社会

中，女性在繁衍、抚育后代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无疑是

相当重要的，所以菲律宾原始宗教信仰充满对女性，特别

是对母亲的敬仰与崇拜，他们崇拜的女神(“tos)，就形似

一位怀孕的女性。当代许多著名的菲律宾画家常常以女性

的日常生活与劳动为题材，赞美菲律宾妇女的美丽、勤劳

以及母爱，这可以说是受到了天主教文化与菲律宾民间传

统文化中女性崇拜观念的双重影响。

其次，在菲律宾民族的原始宗教里，也充满了对邪恶

神灵的恐惧与敬畏，传教士则把菲律宾原始宗教的邪恶神

灵等同于天主教所憎恶的魔鬼撒旦，宣扬说只有皈依上帝

才能摆脱魔鬼的侵扰。

第三，天主教在菲律宾的传播适应了菲律宾的自然环

境，特别是宗教庆典活动基本上适应了菲律宾的季节变化。

在西班牙，许多天主教节日庆典是在5月和8月举行，但

在菲律宾，许多重要的天主教节日庆典一般在5月举行，

因为5月是菲律宾粮仓吕宋岛旱季结束，雨季开始的季节，

农夫们在此时向庇护神灵祷告，祈求来年丰收。但在菲律

宾的其它地区，由于雨季的不同，宗教庆典活动的时间也

有相应的调整。

此外，菲律宾原始宗教与民间传统文化在天主教传播

过程中并不总是被动地被利用和改造，相反菲律宾民族发

挥主观能动性，对天主教宗教文化施加影响。在一些新的

移民定居点，教会为了促进移民与当地民族的融合，或是

使新移民尽快皈依天主教，尽力举办大型的多姿多彩的节

日活动来吸引人们。如巴西兰省在18一19世纪已逐渐发展

成为一个新的移民定居点，来自吕宋岛的菲律宾人、华人

和西班牙人纷纷迁移到此。宗教庆典活动在促进当地各民

族的融合中扮演着重要作用。但是宗教节日庆典活动的组

织筹划工作已经不再只是教会的专利了，反而被当地居民

看成是自己社区的重要活动，并对它施加影响。或在仪式

上打破原来的条规，或在服装、音乐、舞蹈上发挥自己的

想象。而且当双方的意见相左时，教会还常常相让。u6J菲

律宾人甚至赋予西班牙天主教的神灵本民族的传统。最典

型的例子是菲律宾人对Madonna大帆船庇护神的敬奉和改

造。

在Andpol0的Mad舢Festival，最初是纪念西班牙大帆
船贸易的庇护神Mad0IlIla，同时她又是西班牙殖民统治“神

圣性”和“合法性”的庇护神。所以倍受天主教会的尊崇。

在传教士的影响下，菲律宾人也敬奉M￡domm，但是他们更

多地赋予了Madonm本民族的传统文化。首先，他们用与

传教士迥然不同的方式来解释Madorm来到枷叫。的传
说。他们认为Mado衄a是栖息在Antipolo繁花盛开的树上的

神灵，并赋予树木超自然的力量，后来耶稣会教士用这些

树木来雕塑Madon眦的圣像，敬奉在枷polo的教堂里。这
个解释明显受到了菲律宾民族原始宗教里的植物崇拜信仰

的影响。菲律宾地处热带，树木茂盛，菲律宾的原始宗教

里多有植物崇拜，认为树木具有超自然的力量，特别是古

老的树木是神和精灵的栖息之地。比如他们崇拜一种叫

balete的古老榕树，认为此树有神秘力量。【17J因此，Madomm

逐渐被菲律宾人看成本民族的神灵。在1768年耶稣会被驱

逐后，Ami砌。的世俗菲律宾传教士仍然细心照顾，供奉

Madom扭圣像，大批信徒仍然前去朝圣。1863年，菲律宾教

士传教会奉命移交枷polo教区与奥古斯丁沉思派
(A1lgI-鲥ni肌Rec0Ⅱects)以补偿该会在棉兰老失去的27个教

区，但这一命令立即遭到菲律宾全国的强烈反对，这说明

M妇已经演变成为菲律宾民族文化的象征得到集体认
同。在1898年5月的MadonIIa Festival举行期间，菲律宾的

一些民族主义者计划利用这个机会袭击西班牙人的市府卫

队，但是遭到Andpolo居民的反对，当地社区的一些重要人

物也出面劝阻革命者改变计划，警告他们不能亵渎№血m

Fiestiv越的神圣，最后革命者被迫改变了计划。⋯
(3)天主教宗教节日的功能转变

无庸置疑，一方面，天主教在维护西班牙对菲律宾实

行长达3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其作用甚至超过了殖民军队。另一方面，天主教成为一种

文化纽带，把分散在群岛上的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凝聚在

天主教文化之下，增强了菲律宾民族的凝聚力与认同感。

特别是天主教信仰里的一些人文主义的思想，比如上帝面

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对菲律宾民族独立意识的产生无疑有

着很重要的影响。19世纪的后半期以后，随着菲律宾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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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意识的增强和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情绪的高涨，天主

教的节日庆典被菲律宾民族主义者演变成为抨击西班牙殖

民统治，宣传民族独立运动的集会。如在19世纪末期，菲

律宾革命“宣传运动”期间，菲律宾民族主义者常常利用

宗教节日庆典的戏剧演出对西班牙殖民者、天主教会进行

讽刺和抨击，所以殖民当局和教会经常要对节目进行检查。

在MaIinduqIJe的M谢。璐节日期间，参加者带着希奇古怪的

面具，把西班牙殖民者比喻为残暴的罗马士兵，而身背着

沉重十字架的耶稣则象征着遭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菲律宾

人，所以当时殖民当局颁布命令禁止人们带着面具参加游

行活动。19世纪末在素有革命传统的甲米地省，菲律宾民

族主义革命者的一些代表，包括著名的领导人And髑

B0nif．acio，经常在宗教节日活动期间发表激昂的爱国主义演

讲，当地的菲律宾传教士也在布道时向信徒宣讲民族主义

的政治主张。

此外，大大小小的宗教节日庆典活动有助于加强社区

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宗教节日庆典从最初由教会发起、组

织逐渐演变成为地方上的全民活动，不论地位高低，贫富

贵贱，大家都在一起参加活动庆祝共同的庇护神，这无疑

有助于建立和强化对社区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此外，除教

会在宗教节日庆典的组织、筹办工作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外，

各地的上层人物，名门望族在节日庆典活动也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他们常常出面组织活动，如筹集经费或捐款赞助

等。组织庆典活动成为他们扬名显誉，提高自己在社区中

的威望与地位的机会，这也是菲律宾的宗教节日庆典能够

长盛不衰地举办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结语；¨H1

从欧洲殖民文化的象征和巩固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工具

到菲律宾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社区和民族认同

的象征，天主教宗教节日庆典在菲律宾的这种文化特征与

功能演变表明，宗教文化的传播有自身的规律和方式，西

班牙传教士对菲律宾原始宗教文化的认同和调适，以及传

教士所采取的“适应”性传教方式是天主教在菲律宾迅速

并广泛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有效地促进了西班牙天主

教与菲律宾传统宗教文化的调和，促使天主教的文化特征

与功能在菲律宾逐渐发生了某些变化，最终使天主教成为

菲律宾人自己的宗教而得以传播和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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