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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您家里请神父圣过房子吗?

圣过 没有 小计 未刚答 总计

人数 159 8 167 6 173

比例 91．9 4．6 96．5 3．5 100．0

通过教友的祈求，神父祝福教友家的房子，即为俗称的

圣房子。可以看到，绝大多数教友都请神父为自己圣过房

子。

14．您家里什么情况下请神父圣过房子?

起新居 不知道 其他 小计 朱回答 总计

人数 143 9 5 157 16 173

比例 82．7 5．2 2．9 90．8 9．2 lOO．O

圣房子一般都是在新居落成启用之前。笔者在调查期

间，正好遇到村里小学的新校舍落成，在启用之前，校长特

别请神父为校舍进行了祝福。

15．神父到过您家里吗?

到过 没有 小计 未旧答 总计

人数 131 26 157 16 173

比例 75．7 1S．0 90．8 9．2 100．0

神父和教友的沟通，除了在教堂里面主持弥撒，宣讲天

主教的道理之外，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到教友家中去拜访。这

样做的目的，一方面可以增进神父和所辖堂区教友的感情，

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拜访的过程中，在一种很亲切的氛围里

向教友宣讲天主教的教义，同时也可以做些访贫问苦、为行

动不便的教友行圣事等。神父的足迹遍布上山绝大多数教

友的家中。

16．神父到您家里做什么?

看病人 圣房子 坐坐闲聊 访贫 送圣体 d、计 未回答 总计

人数 8 47 48 1 3l 135 38 173

比例 4．6 27．2 27．7 0．6 17．9 78．O 22．0 100．0

17．你有没有守斋期?

有 没有 小计 未回答 总计

人数 95 7l 166 7 173

比例 54．9 41．O 96．0 4．0 100．O

天主教的圣教四规中的第二规是：“遵守圣教会所定的

大小斋期”。小斋指禁食热血动物的肉和肉汤，不禁食冷血

动物的肉以及鸡蛋、奶油和熬熟了的猪油。年满14周岁的男

女教友在一年中的每个星期五都要守小斋，所以教友们称

星期五是苦难日，在这一天是不举行婚礼的。大斋在一天内

餐，早餐要节食少吃，另一餐可吃半饱。大斋日禁食零食。守

大斋日期一年中只有两天，即四旬期之首日圣灰礼仪日及

复活节前圣周五耶稣受难日。凡年满18至59周岁的教友都

应该守大斋。病人、身体衰弱需要营养之人、孕妇、军人、教

师、学生、劳工等，因身体需要，可免守大斋。遇到我国的民

族节日，如端午、中秋、农历除夕至元宵半月内遇到大小斋

日，教会豁免所有大小斋。上山的教友有超过一半的人仍然

在遵守斋期。

18．您自已有没有戴念珠或十字架、圣像?

有 没有 小计 未回答 总计

人数 119 46 165 8 173

比例 68．8 26．6 95．4 4．6 100．0

天主教认为念珠、十字架、圣像等在经过主教、神父祝

圣降福后，就等于是经过了耶稣祝圣降福，因而成为了圣

物，佩戴它们可以得到天主保护灵魂肉身平安，不受魔鬼侵

害。

19．您看到过天主显圣迹吗?

不曾有过 有过一二次 小计 未回答 总计

人数 84 2 86 87 173

比例 48．6 1．2 49．7 50．3 100．0

在调查中，村民告诉笔者在文革期间，曾经有偷着念经

的老太太手中的念珠突然发光的事情，还有在五云镇的一

个“圣神光照”横联发光的事情。当地的很多教友都听说过

这些事情，并且相信确有其事，虽然他们基本上都没有亲眼

所见。

20．您有没有给教会捐过款?

有 没有 小计 未回答 总计

人数 139 23 162 11 173

比例 80．3 13．3 93．6 6．4 100．0

天主教的圣教四规中的第四规规定：“教友该尽力帮助

圣教会的经费”。从调查的数据看，绝大部分教友都很自觉

地履行帮助教会经费的义务。

21．您是否曾经因为感恩奉献捐款给教会?

是 否 小计 未回答 总计

人数 104 36 140 33 i73

比例 60．1 20．8 80．9 19．1 i00．0

22您是否曾经因为教堂修建捐款给教会?

是 否 小计 未回答 总计

人数 29 111 140 33 173

比例 16．8 64．2 80．9 19．1 100．0

只准吃一顿饱食，或在中午或在晚间，由自己决定。其他两 23．您去年一年共捐给教会多少钱?

没有 lO元以 11—30 31—50 51—100 101— 301— 小 未回 总训‘

捐 下 7l二 ，G 了C 150元 1100元 计 生毫

人 12 42 37 19 22 6 3 141 32 173

数

比 6．9 24．3 21．4 11．0 12．7 3．5 1．8 81．5 18．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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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 由于上山只是一个贫困的山村。人均年收入只有约 是 否 小计 未回答 总计
1200元，但是可以看到绝大部分教友仍然尽可能的捐给教 ⋯：。

爹 会一部分钱。
“姒 96 63 159 14 173

从以上的数据中可以肴出，在上山的大部分教友都基 比例 55．5 36．4 91．9 8．i 100．O

孙 本上可以遵守天主教仪轨的基本要求，按照教会的要求参 9．建 ；认为天．主教是 否南锄 于改善社{}风气?

与宗教活动，信仰比较虔诚、纯正。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
是 否 小计 未回答 总计

宓 至少有一成左右的教友基本不能遵守天主教仪轨的基本要 ⋯。

求，有三成左右的教友只能部分的遵守天主教仪轨的基本
八姒 9l 68 159 14 173

要求。 比例 52．6 39．3 91．9 8．1 100．O

您认为：己主剡己否帮剧 f弱势。从jF社会福利?
四、天主教的作用和价值

Ⅲ‘

是 否 小计 未回答 总计
【．懋。b～Z 『1吾1叩天 土{叉Jq璀 ÷口’巾‘u 忻V’玎，l口11r

人数 90 69 159 14 173
帮助很大 有点帮助 不太有帮助 毫无帮助 不知道 d、计 来回答 婚¨

I．p胁I
-uV' 52．0 39．9 91．9 8．1 100．0

人数 5l 83 13 5 l 163 10 173
--

崽认为： 巳主教j 1否有尉『于安定民 ·心711．：

比例 3S．3 48．O 7．S 2．9 O．6 94．2 S．8 100．O

，

1．您认爿 f信仰天主教对j[9；的事业．有帮j 曲吗j
是 否 小计 未回答 总计

帮助很大 有点帮助 不太有帮助 毫无帮助 不知道 _、计 来回答 总计 人数 77 82 159 14 173

人数 30 97 21 12 i 161 12 173 比例 44．5 47．4 91．9 8．1 100．O

比例 17．3 56．1 12．1 6．9 0．6 93．1 6．9 100·0
“叭卜，1．个问颠的同簋由可叭番}“ 一坐叭卜的新方

3．您认为信仰天主教对您和周围人相处有帮助吗?

耥报大 徽耥 不太有帮助 毫无帮助 不知道 4、计 来酷 总计

人数 胡 74 13 7 l 163 10 173

比倒 39t3 42．8 7．5 4．0 0．6 94．2 5．8 l∞．0

4．您认为信仰天主教对您家人之间的关系有帮助吗?

帮助很大 有点帮助 不太柯帮助 瓤帮助 不知道 小计 未回答 总计

人数 78 7l 10 S I 165 8 l刀

比倒 4S．1 41．O 5．8 2．9 0．6 95．{ 4。6 100．0

从上面四个问题获得的数据可以看出，绝大部分教友

都认为天主教信仰对其心情、事业、人际关系、家庭和睦等

方面还是有所帮助的。

5．您认为天主教对社会有好的影响吗

有很多报好的影响 有些好的影响 没有什么好的影响 不知道 4、计 来回答 总’诗

人数 120 41 5 l 167 6 173

圪倒 6{9^ 23．7 2．9 O．6 96．5 3．5 100．o

6．您认为信仰天主教对身体健康有好的影响吗?

有 没有 小计 未回答 总计

人数 46 113 159 14 173

比例 26．6 65．3 91．9 8．1 100．0

7．您认为天主教信仰是否使人的行为有规范?

是 否 小计 未阐答 总计

人数 107 52 159 14 173

比例 61．8 30．1 91．9 8．1 100．O

8．您认为天主教是否可以让社会变得祥和?

NATIoNALITIES RESEARCH IN olNGHAI

都认为天主教能给自己的生活以及社会道德改善带来良性

的影响。

12．您目前是否快乐?

很快乐 快乐 还算快乐 不太快乐 很不快乐 d、计 未回答 总计

人数 3 65 83 il 2 164 9 173

比例 1．7 37．6 48．0 6．4 1。2 94．8 S．2 100．0

通观上面的回答，一半以上的教友对天主教的作用都

持积极的态度，对天主教的评价都是正面的。绝大部分教友

都生活的比较快乐。

五、当地的风俗习惯在天主教信仰中的残留

1，您参加祭租活动吗?

经常 很少 没有 小计 未回答 总计

人数 31 76 61 168 S 173

比例 17．9 43．9 35．3 97．1 2．9 100，0

当地的祭祖活动是在镇上的宗族祠堂举行，教友参与

祭祖活动是表达对祖先的感恩和纪念，不供奉祭品，不上

香，不烧纸钱，只是给祠堂捐些钱，在外面烧些纸炮。上山的

大部分教友还是参加过祭祖活动的，中国传统的对祖先的

警钟、纪念、感恩之情在这个天主教村落中并没有因为信仰

而有所消退。

2．您赞成“人死后要有子孙拜祭才好”的说法吗?

f很赞成l有点赞成l不太赞成l很不赞成l不知道I小计f未回答l总计

人数l 113 20 7 |20 9 169 4 173

比lf4 65．3 11．6 ㈠0 11．6 5．2 97．7|2．3 100．O

在这里，教友对“拜祭”祖先的理解是对先人的纪念，每

年在11月2日天主教的追思先亡节时扫墓，一般是给墓地除

除草，在墓前点上两只白蜡烛(区别于当地其他非基督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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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点红蜡烛的做法)，燃放鞭炮(当地称为烧纸炮)，诵读 多数村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选择在自己原来老房子 麦

追恩先亡经。不点香。不摆设供品，不烧纸钱。 的位置或自家的自留地上；还有一部分村民选择在景色好，

3．您赞成“不按时祭拜祖先，祖先会生气”的说法吗? 看着顺眼，背风向阳的位置上；另外也有少部分村民会参考 学

很赞成有点赞成不太赞成很不赞成不知道d、计来回答总计 地理先生的意见，这部分村民只占被调查者总数的8．7％。

Z．您如币可选择死j}亲人：坟暴的唯t置? 石a
人数 16 13 33 80 27 169 4 173

。

比例 9．2 7．5 19．1 46．2 1S．6 97．7 2_3 1mn
风景好 自己家的地 不知道 近醛地方 风水好 l、计 未回答 总计

1．您赞。r按时2 睁拜祖爿j会得垄 祖先制7保制i”的议
～。。 人数 38 2l 25 32 27 143 30 173

宠
·Ⅲq：

比例 22．O 12．i 14．5 i8．S 15．6 82．7 173 100。O
很赞成 有点赞成 不太赞成 很不赞成 不知道 d、计 来阿答 总计

t●一-， -．●』I ． 一
⋯ 柑氏仕阴毛但羞唧越掉上刚阳乇也昼令一取，囚刀冗

人数 25 27 25 69 24 170 3 ⋯ -II步肛I’J地螺I稍旦缸暮尊l懦暇：i9I锎南l船曲，泞罂醵I生．

比捌14·S 15·6 14·S 39·9 13·9 983 1·7 100·O
其次是选择距离家里比较近的位置；处在第三位的是和风

在对上面两个问题的回答中，大部分教友都持否定态 水观念有关的位置，讲究坐向好、或者干脆请地理先生指点

度，说明上山的教友对纪念祖先同中国传统的祖先崇拜之 位置；第四位的是选择在自己的地里埋葬亲人。

间的区分还是很清楚的。在坚持自己的信仰这个问题上态 3．您认为阳宅和阴宅的风水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如何?

厦很坚决。 影响很大有影响有一点影响没有影响ji知道小计未回答总计

．．5：j[娶贺成为～一个人力吾力恶岔影啊亍补的罕槽逐狎 人数 3 16 20 90 6 13S 38 173
二甚。毛．口n．o

比例 1．7 9．2 11．6 52．0 3．5 78．0 22．0 100．0
很赞成 有点赞成 很不赞成 不知道 小计 划司答 总计 ●

J 4．您认爿『阳宅j降阴宅的．风水对i￡庭的： 时富-髟响女 饲1
人数 143 17 7 3 i70 3 173

比例 82．7 9．8 4．0 1．7 98．3 1．7 100．0
影响很大 有影响 有一点影响 没有影响 不知道 d、计 未吲答 总计

人数 2 H 20 9l 7 134 39 173
仕羽魑Tl口J趔州理胖工，上LlJ州戳及队刀’

拦蓑 比例 1。2 8．1 11．6 52．6 4．0 77．5 22．5 100．0
或者为恶会在周围人的心目中留下不好的印象和

而给子孙带来不利的影响。

6．您个人认为结婚需要选日子吗?

非徽不可 傲总比没做好 做不做都无所谓 根本不必做 小计 来问答 总计

人数 s9 3l 6 72 168 S 173

比例 34．1 17．9 3．S 41．6 97．1 2．9 100．0

7．您个人认为搬家需要选日子吗?

非做不可 敬总比没做好 做不做都无所谓 根本不必馘 不知道 小计 来圊答 iI{}

人数 59 3l 6 72 l i69 4 173

比倒 34．1 17．9 3。5 41．6 0．6 97．7 2．3 100．O

在天主教中，每周的周一、四是欢喜日，周三、六是荣福

日，周二、五是苦难日。教徒结婚、搬迁等一般都会选在欢喜

日进行。

可以看出，上山教友的信念之中，还残留着不少中国传

统的风俗习惯的东西，只是有些被巧妙地和天主教的信仰

结合起来了，比如中国人结婚、搬家一般都会依据阴阳五行

选日子，而上山的教友是根据天主教的有关欢喜日、苦难日

来选日子，习惯被延续了，只是选择技术因应信仰而放生了

变化。

六、粤东流行民间信仰残存情况

1．您家里建新房子时如何选择新房位置?

选景色好的位置 老j；}予位置或旁边 _i知道 风水好 d、计 未回答 总计

人数 49 9l 4 15 159 14 173

比例 28．4 52。6 2_3 8．7 9l马 8．1 100．O

5．您认为阳宅和阴宅的风水对子孙发展的影响如何?

影响很大 有影响 有一点影响 没有影响 不知道 d、计 未回答 总计

人数 4 26 15 86 4 13S 38 173

比例 2．3 1S．0 8．7 497 213 78．0 22．0 100．0

由上面三个问题的回答可以看到，大部分的教友对粤

东地区非常流行的风水观念持否定的态度。

6．您见过或听说过yingyang吗?

见过 听说过 小计 未同答 总计

人数 34 133 167 6 173

比例 19．7 76．9 96．S 3．5 100．0

Yingyang是上山及周边地区对将死之人的生魂的称呼，

据说是一团火光状的东西，男女有别，男性的yingyang像一

根棒子，女性的ying)rang像一把扫把。当地人认为在人死前

的两三天，他(她)的yingyang就会出来，从他家飞到他将来

的安葬地落下。据当地村民说只有信德低的人才可以看到，

神父是看不到的。当地的神父认为所谓yingy锄g只是天上的

流星，是一种自然现象，不是什么灵魂。

7．您认为yingyang是什么?

不知道 是生魂 j℃他 小计 朱同答 总计

人数 92 68 8 168 5 173

比例 53．2 39．3 4．6 97．1 2．9 100．0

通观上山教友对这一节问题的回答，我们可以看到，虽

然有些观念还略显模糊，但总体而言，对天主教信仰还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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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纯正的。对天主教信仰与民间信仰的界限分得也很清楚。 神父对老年人的称呼过于随便。另外在祭袒的问题上，多数

学 七、上山天主教信徒的特点分析 竺曩雯篙燃思篇篙鬃霈曩荔
中国社会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提出并逐 先，祭祖是对祖先的感恩和纪念，不是把祖先当作神来拜，所

确
步深入进行经济体制以至政治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的 以不烧纸、不点香、不摆供品。与此相关的是扫墓，上山所在

各个层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社会进入了急剧的转 粤东地区的客家农民每逢清明、农历七月十五鬼节，一般都
宓

型期。学者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内容和标志概括为两个方 要给死者扫墓，进行墓祭c上山的教友延续了这个传统习惯，

面：“一是认为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全面转型期，其主要标但形式和内容进行了符合天主教教义的修改。上山的教友扫

志是中国社会正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社会主义 墓的时间放在每年11月2日天主教的追思先亡节，主要是给

市场经济社会转化，正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正在 坟墓除草、在墓前点燃两只白蜡烛(区别非基督徒点燃红螭

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化，正在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 烛的作法)、烧纸炮、念追思先亡经。在结婚、乔迁新居的事惰

放社会转化。正在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向异质多样性社会转 上，传统的观念要根据阴阳五行进行择日，上山的教友也绀

化。正在从伦理杜会向法制社会转化。二是认为当前中国社 承了这个传统，只是改为根据天主教的欢喜日、荣福日、苦邓

会转型主要表现为相互联系的三个层面：其一是结构转化， 日来选择举行仪式的日期。

即当前中国社会的社会整体结构、社会资源结构、社会区域 4．社会转型期信仰模式的变化在当前中国社会处亍

结构、社会组织结构以及社会身份结构等均在发生转化；其 急剧的变化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观念等都发

二是机制转换，即当前中国社会的利益分配机制、社会控制 生了剧烈的变化，上山的教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从亩{

在发生转换；其三是观念转变，即随着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

转化和机制的转换，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转变。⋯⋯正

在从过去重义轻利向既重义又重利的观念转变。”o上山虽

地处偏远．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整个国家变化的影响。由于

土地贫瘠、人多地少，上山产生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为了改善生活，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上山的中青年教友开

始大量的外出务工，长时间的生活在外面缺乏天主教氛围

的世界里， 他们的宗教生活在不知不觉之间发生了改变，

这种改变也被带回到了上山村。

1．精神的家园上山地处揭西县和五华县交界之处，又

是山区，就算在今天与外界的交通也极为不便。刘昭瑞先生

在讨论上山村民对天主教的接受时。应用“短缺理论”，认为

天主教在这里是作为一种“替代性的价值体系”进入到上山

村民的生活之中。噼逐渐成为了教友的生活规范和精神支
柱。在夭主教营造的精神家园里，上山的教友们虽然贫穷，

但大部分人都生活的祥和、宁静、快乐。整个村庄里见不到

邻里之间吵架的，历史上只有两位村民因为刑事案件被起

诉，据村民说其中一个人还是有精神病的。

2．生活信心的来源前面的数据显示出，上山的教友们

都相信天主会在生活、事业等各方面保佑虔诚的信徒。正是

这种信仰帮助村民在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中，都能保持生

活的信心和勇气，保持一种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上山的教

友不管在村里还是外出务工、做生意，从来没有因为遇到挫

折、困难而出现精神疾病或者轻生的。

3．本土化的信仰在上山教友的信仰生活中，天主教的

礼仪和中国农村传统的伦理观念、风俗习惯被有机的结合在

一起。中国传统的尊长观念被保留，比如在被问到“最尊敬的

人是谁”的问题时。绝大部分教友将自己的父母排在了第一

位，而神父只排在了第二位。另外，笔者听到了一些年老的村

民对曾任当地本堂的某位神父颇有些微词，询其原因，日该

教友进堂参与宗教活动的频率、时间等都有所降低。但另一

方面，数据也显示出上山的教友对自已所信仰宗教的虔诚

度并没有发生变化，绝大多数教友都自认为是一个虔诚的

教徒，都坚信自己不会背离天主教信仰，都尽自己所能支持

教会的经费。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按照一般的理解。天

主教的仪式是维系信徒对天主教热情的主要手段，上山的

情况好像与此相悖。笔者的理解是，当一种信仰已经成为深

入到信徒内心深处的一种习惯、一种精神支柱时，形式已经

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就上山的教友而言，天主教信仰更多

的是一种充实他们内心并使之安宁、祥和的精神层面的东

西。现实生活中，由于各种限制使得他们参与宗教仪礼的频

率和时间有所降低，但这只是信仰模式顺应形势的要求发

生的一些变化，信仰的实质并没有改变。

注释：

①天主教信德从66(内部发行)：李善修．慕道捃南【M】．河北

天主教信德室，1997．306—30．

②刘祖云．从传统到现代——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研究【M】．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53—54．章辉美．社会转型与社会问题

『M1．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10．

③刘昭瑞．上帝的山葡萄固——关于揭西县一个天主教教

徒村的调查与思考【lq．黄淑娉主编．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

究调查报告集【A】．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456—458．

[责任编辑马成俊】

【责任校对陈亚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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