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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世纪有大量的欧洲移民进入美国社会，其中以爱尔兰移民和德国移民的数量最大。绝大多

数是天主教教徒。当时美国的新教徒占据绝对的主流，他们对代表欧洲旧势力的天主教持抵抗态度，加之移

民本身的复杂性，使得这一时期天主教在美国的发展举步维艰。19世纪的美国天主教是在克服外来的反天

主教势力和解决内部冲突的过程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

关键词：天主教；移民；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i K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70{2009)06—0121—04

收稿日期：2009—08—12

作者简介i张寿奇(1985一)，女，安徽六安人，安徽大学世界史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世界史、西方

文化。

20世纪70年代至今，美国的罗马天主教徒在全

国人口中的比例一直稳定地维持在26％左右，是美国

宗教中按单一教派计算的最大的教会。其实在19世

纪60年代，罗马天主教已成为美国最大的教会之一。

追根溯源，美国天主教的发展壮大和19世纪的移民

本土化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本文拟从当时占移民人

数绝大多数的爱尔兰和德国的天主教移民的经历入

手，来考察他们移民美国后遇到的困难以及如何克服

重重困难，最终适应了美国社会，并且将罗马天主教

变革成一个适应美国社会的宗教的过程。

美国天主教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6世纪中叶。早

在1565年，来自西班牙的天主教传教士就在佛罗里

达建立了北美第一座天主教堂。1634年3月，一批英

国天主教徒乘“方舟”号轮船来到北美洲的马里兰，登

陆后不久就在当地开展传教活动。在英属13个殖民

地里，只有在马里兰殖民地，天主教是得到官方认可

的宗教。然而，在16至18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天主教

在美国这个新教占据绝对主流的国家中，其际遇如同

沧海一粟，在地位上也无足轻重。这种局面直到19世

纪中后期天主教移民大量涌人才发生变化。

有学者在著作中称，美国的爱尔兰族裔是一个正

在“消失”状态中的民族，因为爱尔兰人已经完全融入

美国社会。这种说法是有其依据的，但是作为美国早

期移民重要的一支，它的历史轨迹是深刻存在着的。

爱尔兰移民对罗马天主教在美国的本土化过程中起到

的作用是其他欧洲国家的移民群体无法比拟的。

19世纪以前就已经有大约30万爱尔兰人远赴异

国谋生。1820--1850年的30年间，前往美国的爱尔兰

移民约在400万左右，到19世纪中叶，爱尔兰移民成

为美国人数最多的移民团体，达到外国出生人口的

40％，其中绝大多数是天主教徒。⋯导致这一时期爱

尔兰移民人数众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宗教方

面的一些因素，自从1534年英国和罗马教廷决裂，成

为一个新教国家，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被英国统治阶

层视为心腹大患，英国在18世纪上半期制订了一系

列的法令，对天主教徒进行大肆的迫害，企图通过这

一系列的政令同化天主教徒。尽管这些法令在19世

纪初被逐渐废除，但针对天主教徒的社会歧视仍然存

在。另外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欧洲大陆的农业遭到了

严重的破坏，爱尔兰乡绅对土地的圈占使得很多农民

失去土地。战争结束后，地主为了弥补粮价下跌的损

失，又开始大规模的退耕还牧，致使大量农民流离失

所。还有就是19世纪40年代的马铃薯饥荒，迫使大

批爱尔兰人背井离乡。另外，从美国方面来看，1815

年到1882年间，美国政府实行完全自由的移民制度。

正是这些原因促使他们为了摆脱迫害，大批移民来到

了大洋彼岸。

来到美国的爱尔兰移民几乎没有任何财富，抵达

美国后，因贫困而无力继续进入内地，许多移民便聚

居东部各El岸城市，如纽约、波士顿、费城等。虽然后

来有不少人移居中西部各地乃至太平洋沿岸，但依然

群居城市之中，尤其是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1870

年，爱尔兰移民近95％集中在新英格兰和中西部地

区，34％居住在全美最大的15个城市中。至19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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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90％仍居住在都市区。旧1加之他们的天主教信

仰更是给他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因此他们只能

在美国的社会底层从事一些低报酬的工作，更多的人

则为生活所迫，成为美国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这一时期，美国天主教会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德国的移民，也大批地来到美国。在1870年一

1900年间，进入美国的德国移民超过300万，其中

120万是天主教徒。相比爱尔兰移民来说，德国移民

有着不同的语言，这使得他们的团体在保持完整性的

意识上更胜一筹。而且他们的居住也更加的集中，在

19世纪，德国天主教移民主要集中在北起马萨诸塞州

北部，南至马里兰州的狭长地带以及俄亥俄河流城，

尤以密尔沃基，圣路易斯和辛辛那提三地之间的三角

地带最为集中。他们建立起了民族教区(Nationality

Parish)，这些教区的建立使得来自一些非英语国家的

人们有了一个孤岛似的精神领域，而且也在一定程度

上抵制其他民族的教派思想的渗透，民族教区建立更

重要的目的还在于维系本移民团体的完整性以及独立

性。

一些德国的天主教移民占主导地位的教区及其主

教们就希望保留德语和德国的风俗习惯，拒绝讲英语

以及改变自己的民族习惯。德裔主教和教士还派遣密

尔沃基的神父阿贝伦前往罗马，要求在有较多德裔教

徒的主教区设立能说德语的教士长。阿贝伦在给教廷

的请愿书中说，德裔教徒和爱尔兰裔教徒除了语言不

同，还在风俗、礼仪和教堂管理等多方面有不同的传

统，相互之间也很少通婚，所以各自应该有独立的堂

区，任何压制德语和德意志文化传统和人为加速德裔

教徒美国化的措施都将破坏他们的宗教生活和信

仰。‘31

由此可以看出，在19世纪来到美国的天主教徒

人数众多，此时天主教自身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民族

教会的大量存在就是威胁到天主教自身发展的一个严

重的问题。如何保持天主教教派的完整性以及如何坚

持自己的信仰，成了19世纪移民来到美国的天主教

徒共同面对的问题。

天主教徒不同于其他教派最显著的特点是，天主

教有严密的国际组织和高度的统一性，各国的罗马天

主教会都听命于罗马教皇，并且由教皇任命各区的主

教，世界上所有的天主教徒在形式上都保持了相对较

高的完整性和独立性。从宗教势力看，在殖民地时代，

美国就长期是基督教新教的一统天下。《独立宣言》发

表时，信仰上帝的美国人80％是新教徒，天主教徒仅

占总人口的0．8％；犹太教徒只占0．1％。美国新教

教徒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却分属于不同的派别，没有

统一的组织。天主教徒忠于教皇的传统，使美国民众

担心他们对世俗领袖的忠诚，这引起国内很多保守人

士的恐慌和不安，因而在新教教徒占据绝对主流的美

国社会，排外主义者是不能容忍天主教徒的。

在移民大量涌人的19世纪，美国的反天主教情

绪更加高涨，一些站在美国新教立场上的排外主义者

宣称“美国是新教徒的”，他们竭力排斥罗马天主教

徒，新教与天主教的关系长期处于紧张之中。从19世

纪30年代到20世纪初，美国先后爆发了几次大规模

的反天主教运动。1844年，费城的两座教堂被烧毁，

造成多人死亡。新教会反天主教的报刊、组织都有所

增加。与此同时天主教会也不甘示弱，办起了《美国

天主教杂谈》进行反击。其中“一无所知党(Know

Nothing)”的出现可以说是反对爱尔兰移民的高潮，这

个派别主张极端排外主义与本土主义、强烈反对天主

教。1855年8月。“一无所知党”与天主教徒发生冲

突，20人被杀，数百人受伤。1854年，该党已经发展

成为全国性的组织，其成员达到100万之多。1855—

1856年间，该党在其发动的“非教皇运动”(N俨Pop．
ery Campaign)中，用各种手段丑化天主教会，诋毁和

攻击天主教徒。1866年鼓吹种族主义的三K党策划了

多起反天主教的事件。1887年，以消除天主教在美国

的存在和影响为宗旨的秘密组织“美国保护协会”成

立。该协会鼓吹天主教是美国最大威胁，美国新教徒

必须采取行动，把天主教徒从联邦和各级地方政府、

公立学校中赶出去。1896年“美国保护协会”已拥有

百万成员，策划了多起反天主教事件。H儿pl”’

美国社会长期存在这样大规模的反天主教的活

动，除了对天主教徒是否有可能成为一个纯粹的美国

人抱有疑问外，还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欧

洲宗教改革使大多数新教徒难以对罗马教廷和天主教

产生好感，天主教一直是阻碍新教发展的反动力量。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美国人民眼里的罗马的天主

教派是欧洲守旧势力的代表，是腐朽、愚昧以及罪恶

的象征。这样的群体移植到美国社会中势必会对一个

新教国家产生多方面不利的影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是大批初到美国的移民是收入较低的农民，缺乏必要

的谋生技能，而且大量的居住在城市中，他们的到来

充斥着美国的劳务市场，成为与城市新教工人在就业

上的竞争对手。而且欧洲农民有着热爱土地，勤劳以

及善于耕种的品质，使得在美国农村定居的新教农民

也把大批天主教农民的到来看作是对自己生存的威

胁。加之受到新教徒的歧视和排斥，许多爱尔兰移民

不得不流落到纽约、波士顿等城市的贫民窟中度日，

爱尔兰的男性大多有酗酒的恶习，危害了美国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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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从而更加深了美国社会对天主教徒和爱尔兰移

民的敌对情绪。这些原因都促使着美国本土的新教成

员结成团体来反对移民来的天主教徒。天主教移民一

直面临着如何被美国社会接受、如何在非天主教传统

的美国生活下去的问题。

这样的反天主教以及反对外来移民活动的存在，

在一段时期内打击了天主教势力在美国的发展。但是

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社会对他们的排斥，促使美国

的天主教移民想方设法去保护自己，对美国的政治制

度以及宗教制度的完善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从社

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考察这个时期移民的心理，外来的

反对使之更加倾向于发掘自身的族裔认同感，这对欧

洲移民的本土化以及天主教的美国化是有着潜在的影

响的。

美国的天主教可以在一个新教国家得到发展，和

美国宪法条款中关于宗教的立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

系。美围的建国元勋在设计美国的政教关系模式时，

对欧洲特别是英国君主利用国家权力支持国教，迫害

其他教派的行为深恶痛绝。为了防止美国政府滥用权

利剥夺人民的宗教自由，美国在1791年通过的宪法

第一修正案中明确规定：“国会不得制订设立宗教或

者限制其自由实践的法律。”这就是著名的“设立分

句”和“自由实践分句”。自此以后，美国所有涉及宗

教问题的立法和案例都是以这两句话为最终的法律依

据。"o这项法令，在美国这样一个教派组织林立、宗教

信仰者人数众多、且又有大批宗教与历史文化背景不

同的移民源源不断地涌人的社会环境中发挥了巨大的

作用。这两个分句当然也是移民的天主教在美国社会

生存发展的基本的法律依据。

19世纪的美国天主教是在克服外来的反天主教

势力和解决内部冲突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1800年，

美国只有1个主教区，信徒5万人。1860年，美国主

教区发展到44个，信徒超过200万人。到了1880年，

信徒为600万左右，而到了1900年的时候就达到了

1200万之众o[61c1,304—305’诚然，美国天主教信徒人数剧

增和移民大量到来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也不能忽视

天主教为了谋求自身的发展而做出的不懈的努力。

为了促使天主教在美国的发展，1808年，教皇庇

护九世在波士顿、纽约、费城等地设立主教区，并把

巴尔的摩升为都主教区。美国天主教会的第一名主教

是约翰·卡罗尔(John Carroll，1735—1815)。这位主教

为天主教的美国化做出过杰出的贡献。他要求美国的

天主教徒自由选举主教．得到了教皇的同意，这是美

国天主教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的第一步。他还主张新

移民接受美国的生活方式。著名教会史学家杰伊·多

兰认为：到1815年卡罗尔去世时，“天主教团体中就

出现了两个思想派别，一派主张建立美国化的本土化

天主教会，另一派则坚持把欧洲大陆罗马天主教原样

移植到美国来。”o¨随着欧洲移民大量地来到美国，原

本根植于欧洲大陆的罗马天主教也要逐渐开始走上一

条本土化之路，即为了继续在美国生存而实现的“美

国化”。

为了整顿组织与完善教规，促进天主教在美国的

发展，1866年美国天主教会在巴尔的摩举行第二届全

会，会上特别强调教会作为永无谬误的机构的作用和

教会基本信条的重要性。1869年美国天主教会的大多

数主教参加了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1884年巴尔的

摩大主教主持召开了美国天主教第三届全会，此次会

议目的在于把各民族的教会的成员置于标准教规和礼

仪的管理下。美国总统阿瑟和数位内阁成员出席了会

议的开幕式，标志着美国天主教会作为一个不断发展

壮大的宗教集团，已经开始得到社会的尊重和承认。

教会上层和民族教会尤其是德国新移民之间的关系以

及教会同工会的关系成为这次会议的重点需要解决的

问题。

这次会议召开后的十几年中，教会内部围绕着是

否顺应社会潮流、是否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是否

应该按美国价值观念和道德水准来重新规范教徒的宗

教信仰等问题，逐渐形成了以克里甘、麦奎德等人为

首的传统派别和以吉本斯、约翰·爱尔兰、基恩、丹

尼斯·奥康内尔等人为首的“美国化”(Americanists)

派别。悼1约翰·爱尔兰等人谋求的“过度妥协”和对现

实世俗事务的“过分参与”遭到了保守派的责难和攻

击。这个主教群体同时也是美国文化的积极拥护者和

倡导者，美国精神中的自由民主、开拓进取的时代精

神对他们的思想有着重要影响。西进运动带来的疆域

的扩大以及社会面貌Et新月异的变化，使他们对于美

国的未来抱有非常积极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天主教

会也应担负起“引领社会前进”的历史重任，明确放弃

了主教必须远离政治的传统，积极投身于现实的政治

活动之中，开始谋求与新教徒的和解，力图消除双方

的敌对状态。

除此之外，历史的机遇也使得美国的本土主义者

渐渐地消除了对爱尔兰移民的疑虑。在内战中，南北

双方都有大批的爱尔兰人参战。他们在内战中表现优

异，至少有144，221位(也可能是170，000)爱尔兰出

生的人在联邦军队中服役，在南部军队里外国出生的

士兵中爱尔兰移民所占的比例也是最大的。通过他们

在战争中的贡献，许多美国人开始接纳这个移民团

体。尤其是在北部，许多爱尔兰移民前所未有地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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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主流社会。一。爱尔兰移民在内战之中的英勇表现

加快了他们与美国主流社会的接受适应过程。

19世纪天主教在美国的发展之路是坎坷的，移民

逐渐的融入美国社会促使天主教本土化的发展。从另

一个层面看，“美国化”的天主教更有利于天主教信仰

的新移民适应美国社会。这两个因素相互作用，最终

使得移民带来的天主教文化成为了美国一体多元文化

的一个部分。用历史的眼光来看，这段时期天主教

“本土化”运动促使美国天主教会走向理性与成熟。在

随后的一个世纪，天主教会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美国的

社会和政治事务中去，并且开始内化成为美国公民宗

教的一部分，在社会生活、道德伦理等各个方面发挥

作用。通过对这段历史时期天主教移民的本土化历程

的考察，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国形成多元化宗教信仰的

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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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19“century large numbers of European emigrated to the American society，with the largest nun-

ber of Irish immigrants and German immigrants，the vast majority of them were Catholics．At that time，the majority

of people were Protest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Because they had hostile attitude to Catholic church that represen·

ted the old European power，and also because of the complexity of immigrant population，the Catholic church had

great difficulties developing．During the 19“century，American Catholic church survived and developed through

struggling anti·Catholic influences and solving internal confl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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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位论文 张小龙 19世纪中期—20世纪中期美国天主教本土化问题 2002
    天主教是当代美国宗教生活中影响力仅次于新教的第二大教派。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宗教利益集团，美国天主教会不仅在其6，000万信徒中有着广泛

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社会道德价值观念和政治取向的形成；而且籍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对于各级政府决策施加着举足轻重的

影响。然而，美国天主教成长与繁荣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更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而是与其旨在适应美国本土环境的自我革新相伴而行的。这一自我

革新进程即是本文论述的主题：美国天主教的本土化。自19世纪早期大量天主教移民踏上美国土地之日起，美国天主教的本土化进程中就贯穿着两条相

互关联而又独立存在的线索，其一表现为教会上层神职人员对美国主流文化的认同与接受，其二表现为平信徒移民群体的同化。把握这两条值得注意的

线索，将有助于我们从不同视角对美国天主教本土化问题加以审视。简而言之，前者可被视为教会自身的本土化，亦即美国天主教革新与应变的原动力

，对后者的研究则侧重于针对移民社区的现实关注，主要考察美国主流文化在移民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领域所施加的影响。本文写作目的在于对19世纪

中期至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天主教本土化进程进行回顾与评析。

2.期刊论文 曹双萍 《荆棘鸟》和《飘》的相似性研究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26(4)
    澳大利亚著名女作家考琳·麦卡洛的长篇小说<荆棘鸟>一经问世即风靡全球,被誉为澳大利亚的<飘>.然而极少有深究<荆棘鸟>和<飘>这两部经典之

作内在的相似性.本文从两部作品表现出的宗教意识的淡化、女性意识的成长和移民本土化意识强化三个方面分析了<荆棘鸟>何以被冠名为澳大利亚的

<飘>,表达了两位女作家在宗教、性别和移民问题上的思考,使读者摆脱浪漫爱情小说的框架,从而对这两部作品的内涵有更深的理解.

3.学位论文 刘星 十九世纪中后期美国爱尔兰移民与主流社会的冲突与适应 2005
    本文的第一部分是背景部分,叙述了19世纪中后期的爱尔兰移民与美国社会的情况,包括19世纪中后期大规模移民潮的爆发原因、特点、影响,面对爱

尔兰天主教移民潮美国社会的反应及这种反应对爱尔兰移民同化模式的影响.本文的第二部分是主体部分,叙述了19世纪中后期爱尔兰移民与美国主流社

会的冲突和融合,当时美国社会对天主教爱尔兰移民排斥、歧视,在这困难的过程中,爱尔兰移民独特的流亡者心理影响着他们在美国的同化过程,经历了

磨难、困苦和不屈的奋斗,爱尔兰移民最终融入了美国社会,留下了自己独特的同化模式.本文的第三部分是认识部分,论述了19世纪到来的爱尔兰移民对

当时和以后的美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可以说,今天的美国文化、宗教、民族的发展都受到了当年大批到来的天主教爱尔兰移民的影响,爱尔兰移民以自己的

特色为美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文的最后部分是结论,爱尔兰移民在美国与主流社会的冲突与适应是相互的过程,彼此影响的过程.

4.期刊论文 原祖杰.Yuan Zujie 1840-1850年天主教爱尔兰移民及其在美国的政治参与 -世界历史2007,""(4)
    天主教爱尔兰移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支大规模的非新教移民团体.他们进入美国社会后,不仅引发了美国人宗教生活的长期震荡,而且对这个国家的政

治生活产生了持续影响.通过建立自己的组织,他们发明了一套与主流群体打交道的方式,从而克服了从他们踏上这块土地第一天起就遇到的宗教、伦理方

面的障碍.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爱尔兰移民潮发生于19世纪40至50年代,其间爱尔兰天主教移民与美国早期新教移民的矛盾和冲突也最为突出,他们所遇到的

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足以为我们了解美国移民史和美国文化特征提供借鉴.

5.学位论文 时妍 19世纪英国的爱尔兰移民状况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2008
    爱尔兰曾经是联合王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英国通过各种手段残酷掠夺爱尔兰。在英国的严厉控制与支配下，爱尔兰成为英国的农业附属国，手工业

被彻底摧毁，商品经济发展严重畸形。英国史学家希尔说:"与被当作奴隶贩卖的黑人一样，爱尔兰是保证大不列颠取得世界霸权的那个体制的最大受害

者。"

    历史上爱尔兰曾大量向外移民，爱尔兰移民遍布世界各地。在英国，爱尔兰移民是主要族裔群体。早在18世纪初期，爱尔兰人就大量来到不列颠。

19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农业发展和工业革命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更多的爱尔兰人移民到英国。在利物浦、格拉斯哥、曼彻斯特和伦敦等地都有大量爱

尔兰人定居，并且出现大量爱尔兰社团。1845——1850年，爱尔兰历史上出现了罕见的大饥荒，饥荒以及之后的一段时期是爱尔兰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

口外移时期。据统计，1840——1901年间，爱尔兰的人口减少了一半，从超过800万减少到大约400万。②其中，大多数爱尔兰人去往美国、加拿大、澳

大利亚，少数去往英国。

    来到英国的爱尔兰移民住在条件最恶劣的"小爱尔兰"，从事最低等的季节性收割、修建铁路、采矿、纺织和沿街叫卖等工作，工作不稳定而且工资

低廉。他们还遭受英国社会的宗教歧视和本地劳工的排挤，不仅经济上贫困不堪，政治上没有权利，法律上更是不受保护。

    爱尔兰移民的到来对英国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爱尔兰移民在英国工业革命中充当劳动储备器，推动了英国社会对《济贫法》的修改，限制了农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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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向工业城市的移民；爱尔兰移民积极参加英国的工人运动，直接导致英国自由党分裂，更是影响着英国的议会选举；移民还有利于英国天主教文化的

复兴，为英国的天主教增添了新鲜的血液。移民大量涌入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例如，移民增加了英国的财政负担，降低了英国贫困

工人的最低生活标准，也加剧了英国社会的宗教纷争。

    本文第一部分叙述了19世纪爱尔兰的移民情况，移民英国的原因，爱尔兰大饥荒及19世纪末期的移民；第二部分叙述了爱尔兰移民在英国的生活、

工作和工资情况以及英国社会对爱尔兰移民的态度；第三部分详细分析了爱尔兰移民对英国社会经济、政治和宗教文化的影响。

6.学位论文 王燕 美国本土主义运动及其对移民的影响 2006
    美国本土主义运动是美国历史上的一场以排外思想为理论基础，以反对天主教，犹太教，亚洲和拉丁美洲移民为主要任务，以一些兄弟会性质的组

织为骨干，以维护美国白人主流文化为主要目标的运动。这场运动断断续续存在多年，至今仍对美国社会有很大影响。本土主义运动的波及范围很广

，从社会下层逐渐到上层，并对美国政府政策的制订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土主义运动与移民问题紧密相连，与美国社会多元文化的存在和发展息息

相关。

    本文分析了本土主义运动在美国的发展以及对美国移民的影响，并对美国移民的未来进行了展望。首先，文中介绍了美国人反对外来移民的背景。

早期的美国移民来自英国，他们有共同的价值标准和价值观。他们认为非英国移民是文化“另类”。其次，本文分析了早期本土主义运动(19世纪到20世

纪初)的产生的原因及发展：由于爱尔兰和德国移民数量的增加，反对天主教情绪高涨。之后到了19世纪中期，本土主义者认为白种人是统治阶级，并接

受了西欧移民，认为白种人享有至高权利。本土主义者以亚洲和东南欧移民为主要攻击目标。认为其是低劣人种。

    爆发于1929年的经济危机过后，美国历史开始了新篇章。本土主义运动的形式也有所变化。二战后犹太避难者成为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随着亚洲

，中美洲，墨西哥移民数量的增加本土主义者最关心的是英语语言的纯洁性和非法移民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本土主义者和美国政府都为解决这些问题付

出一定的努力。同时，这一部分还分析了本土主义在这一时期反对外来移民在政治，经济及社会方面的原因。

    结论部分总结了本文并展望未来。在美国，白人将成为少数。拉美，非洲，亚洲及来自中东的移民将成为大多数。到那时，有色人种将不会接受不

平等的待遇或处于美国社会的附属地位。

7.期刊论文 张小龙 爱尔兰移民与19世纪美国天主教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3)
    美国天主教会自19世纪以来逐步成为美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影响力仅次于新教的第二大教派,爱尔兰移民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对

天主教这一旧大陆宗教意识形态的本土化改造,使之适应新的文化环境,从而构建起具有鲜明特色的美国天主教文化体系,为日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8.学位论文 江振鹏 18-19世纪爱尔兰天主教问题研究 2007
    18-19世纪的爱尔兰天主教问题是大英帝国内部有着深刻历史积淀的问题，对于现今不列颠地区的政治和宗教图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民族主义发

展史和世界移民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本文主要以原始档案为基础，同时借鉴其它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考察爱尔兰天主教问题的历史渊源

、嬗变、勃兴和爱尔兰天主教激进化转型的历史过程，认为爱尔兰天主教能够在大英帝国得以生存并发展壮大，根源于爱尔兰中世纪后期根深蒂固的文

化信仰体系、新教不完全征服政策、外部势力有力支持、天主教徒长期反抗和经济上的不平衡政策，这实质上是不列颠空间整合过程中，边缘地区(天主

教爱尔兰)与核心地区(新教英国)之间的经济政治互动以宗教形式的集中爆发。近代爱尔兰天主教与民族主义的紧密结合，固然凝聚了绝大多数爱尔兰天

主教徒争取国家独立的力量，但亦导致了爱尔兰的分裂与动荡，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9.期刊论文 王卫东.郭红.WANG Wei-dong.GUO Hong 移民、土地与绥远地区天主教的传播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2005,12(3)
    清末至民国绥远作为一个具有鲜明移民社会特色的地域,其天主教的传播和移民社会紧密相联,而其间起着决定作用的则是土地.教会因用土地吸引移

民入教而大为发展,又因土地占有等种种因素与普通百姓产生矛盾,以致在义和团运动中遭受到重重一击.

10.学位论文 郭玉山 现代法国宗教多元化初探 2007
    本文探讨了现代法国宗教多元化的现象。

    从政治史角度看，法国历来是一个政治至上的国度；从宗教史角度看，法国长期是一个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这种情况使法国政治与宗教长期

紧密相连，也使我们对法国宗教问题的认识必须从历史开始、从政治入手、从政教关系进行分析。现代法国是一个典型的多宗教信仰国家，其中天主教

具有绝对优势。在法国居民中，有79％的人信奉天主教，第二大宗教是伊斯兰教，现代法国有穆斯林约200万人(指拥有法国国籍者)，其中75万人集中在

巴黎。其次是新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等边缘宗教。法国宗教多元化特点是：政治革命与宗教信仰密切关联；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不可分割

；宗教多元化与世俗化并驾齐驱；宗教教派与政治党派相互依托；外来移民与宗教多元化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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