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嵌入性"视角简析近年来天主
教徒构成呈年轻化、知识化原因

——以济南洪家楼教堂为个案

口陈启娟

嘴 要】以济南洪家楼教堂为个案，调查发现天主教徒构成状况呈年轻化、知识化的特点。个体的信仰行为是嵌入于个人
关系网络中的，受个人关系网络的影响；嵌入于社会制度(国家宗教政策)的，受社会制度的影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在多种

价值观的冲击下人生的价值却在迷失，人们更多的是将宗教信仰视为一种心灵慰藉、精神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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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天主教进入中国，教徒群体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三

多”的现象：老人多，妇女多，文盲多。这一现象在农村及偏远

地区表现尤为明显。近年来，随着社会及经济发展，社会日益

开放且价值多元化，个人在转型时期多感到压力、价值真空

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教堂，寻找信仰。天主教徒构成出现了

新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16—35岁)和知识分子皈依

这一信仰，即年轻化和知识化。应该如何正确看待这一现象?借

用“嵌入性”视角，本文认为人类的信仰行为是具有嵌入性的。

一、近年来天主教徒构成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随着社会环境的开放
与宽松及其宗教本身的发展变化，近年来教徒构成状况出现

了新的特点，并呈现出明显的变化趋势，尤其是在城市及城郊

结合部。以下是济南洪家楼教堂近几年受洗教徒与慕道班的原

始资料，从中可以得出教徒构成状况呈年轻化、知识化的特点。
(一)年轻化趋势

从洪家楼教堂的统计资料上可以看到，16-30岁的受洗
人数呈逐年增加的趋势：2003年30人，2004年39人，2005

年44人，2006年85人；所占对应年份入教人数百分比依次

为：33．71％、43．23％、50．42％、50．26％。尤其在2005和2006年

已达到受洗人总数的一半，年轻化特点十分显著。这与屠文

淑、姚蕾在《浅谈新时期妇女与宗教问题》中所提到的“浙江湖
州3281名天主教徒中35岁以下的有11 18名，青年教徒超过

l，3⋯⋯衢州天主教徒中35岁以下的占到61％”的情况相吻

合。此外，0_15岁的低龄教徒人数也有上升迹象：2003年14
人，2004年15人，2005年13人，2006年29人。所占对应年份

受洗人数百分比依次为：15．73％、13．51％、11．1l％、14．57％。
(二)知识化趋势

传统上天主教徒教育程度较低，但是随着近年来青年教

徒的加入，教徒教育程度呈上升趋势。以前信徒主要是农民，
现在宗教信仰者包括各行各业，不仅有传统上的农民，也有大

学生、教师、医生、工程师、机关干部等。农民所占比例逐渐缩
小：2003年29．03％、2004年10．98％、2005年1 3．27％、2006年

3．55％(虽然05年有所回升，但06年又呈现大幅度下降)；办

事人员及专业技术人员所占比例逐年上升：2003年14．52％、

2004年12．20％、2005年19．39％、2006年20．57％(虽然04年

比例有所下降，但是05、06年有大幅度上升趋势)；学生人数

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2003年6A5％、2004年21．95％、2005

年22．45％、2006年25．53％。

f．

， 二、以往研究回顾与本文理论视角

(一)以往理论回顾
社会学对宗教的研究从形成时期就开始了。孔德认为宗

教在社会中起着重要作用，社会需要一种“人类宗教”；斯宾塞

在《社会学原理》中的社会有机论和社会进化论为比较宗教研

究提供了基本方法；被学术界称为宗教社会学之父的涂尔干

和韦伯于1912和1922年分别出版了他们的宗教社会学的经

典之著：《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和《宗教社会学》。涂尔干认为

宗教是一种特殊的集体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事物，神圣性
是宗教的本质。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用理性

化视角来阐述了新教的教义内容和宗教实践中包含了促使资

本主义精神发展的因素，客观上推动了资本主义及整个西方

文明的发展过程。
、

国内关于宗教的研究基本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政策性

研究，通常以政府部门的研究人员为主，为国家制定宗教政策

服务；一种是纯学术研究，主要从宗教学、人类学、哲学、心理
学等不同的学科对宗教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但是这些研究

多是探究宗教的起源、作用与功能。而关于随社会发展教徒构
成状况变化尤其是天主教徒的研究则较少。《转型期的中国基

督教——浙江基督个案研究》关注基督教徒职业变化及其可
能造成的对信仰的影响，文中虽然提出了当前的一些研究热

点问题如新型群体“知识精英基督徒”的崛起但并未深入探究
原因，且主要是在农村地区做调查，没有城乡结合部、城市的

相关资料研究。梁丽萍的《社会转型与宗教皈依：以基督教徒

为对象的考察》及《中国人的宗教思想：宗教认同的理论分析

与实证研究》看到了20年来宗教信仰民众在增多，同时注意
到了高知识群体的出现。该研究发现压力或危机事件的触发

是现阶段民众接受基督信仰的内在动力，社会网络的示范和导

引是民众接受和皈依宗教的中介因素，“神迹”和“特殊感应”是

催化作用，而教义与礼仪通过对信仰者人格转化逐步实现其信仰

的内在化。并用社会转型和‘牡会系统的非平衡状袈会使宗教成为
替代或补偿性因素而成为更多的人的选择”tl坤硇解释这一现

象。此外．何光沪的《宗教与当代中国》、孙雄的《圣俗之间——
宗教与社会发展互动关系研究》则在宏观层次在探讨了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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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社会中作用的发挥。

(二)本文的理论视角：嵌入性
“嵌人性”视角为我们提供了富有启迪性的思路：经济行

动是受到社会结构的限定的，它嵌入于持续存在的人际关系网
络之中，同时也嵌入与文化、制度中。—J毗人为，嵌人性理论的提

出归功于三位学者：波兰尼、怀特及怀特的学生格兰诺维特。波
兰尼是嵌入性概念的提出者，格兰诺维特是嵌人性理论的集

大成者。格兰诺维特在波兰尼的基础上对嵌入理论进行了系
统的操作化。他在其著名论文《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

题》中在对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范式中的“低度社会化”与“过
度社会化”的两种直接批判基础上提出了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

论题：经济行为嵌入于社会网络。格兰诺维特在其另一篇文章

《古典经济社会学与新经济社会学：历史与问题》中区分了关系

性嵌入与结构性嵌入。关系性嵌入是经济行为与经济制度受到
个人关系的影响。在关系性嵌人中，对各种规则的期望、对相互

赞同的渴望、互惠性交换等是经济行动者所面对的社会因素；
结构性嵌入是指许多行动者嵌入与其中的更为广阔的社会关

系网络。在结构性嵌人中，值得注意的是经济交换与大范围的

社会结构的关系，而许多行动者也在这一结构中发生作用。这

种大范围的社会结构就为特定的交易提供了具体的规则性期
望，并能有效地阻止违反个^互惠性义务的行为的发生。

那借用嵌入性视角，在探讨近年来年轻人、知识分子皈依

天主教的原因时，可设有以下假设：1矧印行为是嵌入于个人关系
网络的。2信仰行为是嵌入子社会制度的，受社会制度的影响。3信

仰行为同时也是嵌入于文化环境中的。宗教崩印行为不仅嵌入于
个人网络中，更嵌人于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中，这个广阔的社会背

景包括社会制度，如不同时期的国家宗教信仲政策、社会文化环境，

如—般民众R折撇浞瞒锆徒的态度等。
三、研究方法与个案选取

(，)研究方法

具体方法：文献数据资料收集与分析—一从教堂神父处
获取原始资料并作统计分析；进一步通过深度访谈收集个案
资料，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资料进行分析。所谓质性研究方法

是指在自然环境下，使用实地体验、开放性访谈、参与或非参
与观察等方法归纳和整理了解在各种特定情境中的人类经

验。其分析方式以归纳法为主。即在收集了第一手资料后，由

资料出发，找出关键词、概念，再由关键词、概念归纳出解释社
会现象的原理、原则。并且深入教堂，多次参与观察弥撒活动

及慕道班课堂，有助于获取较为客观真实的一手资料。
分析单位：主要是个人(个案访谈)，辅助的是组织(洪家

楼教堂)。

抽样方案：目的抽样——根据研究目的由神父介绍符合
条件的访谈对象。

(二)个案选取与介绍

本文个案来自于2007年在济南洪家楼教堂所做的调查，

由该教堂神父按我们的需要介绍的。此外，还对教堂两位神父

进行了访谈。个案选取的不足之处在于，由于时间关系，个案

选取数量少，且没有涉及到25岁以上的教徒，这对于原因探
索有一定的局限性。

w，已经毕业的大学本科男生，23岁，现为某学校教师

(一位教友主办的福利学校，为智障儿童服务)。家中母亲是天

主教徒，从小受到一定影响，但真jF信仰是在2005年圣诞节。

L，某重点大学自考女生，即将毕业，已有工作，今年20

岁。入天主教，受洗一年。

H。某艺术学院二年级女生，2006年4月受洗入教。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三位个案的深访，可以简要归纳他们的信仰行为

的皈依程式：
w：家庭信仰背景一从小受到熏陶，但并没有信一人生

受挫一寻找慰藉一皈依宗教
L：家庭信仰背景一从小受到熏陶，一直相信神的存在一

大学同宿舍同学信教，在同学带领下进入教堂一皈依宗教
H：无家庭信仰背景—考试压力，不顺利—却0灵需要慰藉一

进入教堂—皈依宗教

从w、L、H进入宗教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家庭、朋友、

社会文化环境在—定程度匕影响着他们的崩q璇掸及彳言{印行为。
上文提及借用嵌入性视角，在探讨近年来年轻人、知识分

子皈依天主教的原因时，可设有以下假设：

(一)信仰行为是嵌入于个人关系网络中的

这里的个人关系网络主要是指家庭与朋友圈。首先，家庭

是人类(早期)社会化的最主要场所，家庭教育和影响对个人

早期社会化甚至一生的社会化都有重要意义。家庭教育与家
庭环境的影响是一个人社会化的开端，它为个人一生的社会

化奠定了基础。家庭社会化的结果将会对人的一生发生影响。
对于个体早期社会化来说。家庭环境因素对个人的观念、心理

和行为习惯会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如家庭在种族、阶层以及

宗教等方面的社会特征，父母的经济收入、生活方式和文化教
养等都通过日常的家庭生活和交往活动对儿童的行为规范、

心理特征、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等产生重大影响。田嗍

另外，“由于天主教教义严格。灵活性不如基督教。天主教

一般只在有限的教区发展，主要是一种以世代相传的方式传
播”p胛55}，并且从我们的实地观察和访谈中也得出相似的结
论：家庭传统信仰天主教在洪家楼教区占了很大比重。因此，

个人信仰行为是嵌入于家庭背景(环境)中的。
其次，个人行为也嵌入于朋友圈，受朋友圈的价值观念、

行为模式的影响。这里的朋友圈是指由地理位置相近、行为相
互影响，具有共同价值观念的个体所组成的群体，包括同学，

朋友等。朋友圈是个体日常交往的圈子，个体在朋友圈中受到
大量亚文化的影响，个人与朋友圈中的成员自由地从事自己喜

爱的活动，讨论大家感兴趣的话题，从而个体在与成员的沟通
中发生共鸣，因而形成躯体的亚文化意识。正如上文所言，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知识分子的信仰行为，已经不是一种个体行为，

而成为一种集体行为。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年轻人组成的群体
中，彼此的信仰行为相互影响，形成群体信仰的贬文化意识。

我们可得出个体的信仰行为是嵌入于个人关系网络中
的，受个人关系网络的影响。

(二)信仰行为是嵌入于社会制度(国家宗教政策)的，受
社会制度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如下：“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

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
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随

着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成为个人的

私事，人们敢于信教、传教，而不必担心因信教而受到歧视与

迫害。在宽松的社会环境下，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教堂。

此刻，宗教自身也得到了发展。天主教(下转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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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需要，研究湘女文化，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湖湘文化的思想
内涵，完善湖湘文化的内容框架。

推广湘女文化是培育湖南女性文化特色品牌、推动湖南

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需要。湘女文化是湖南文化的一座富矿。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挖掘湖南女性文化资源、培育湖南女

性文化特色品牌是湖南文化产业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课

题。大力推广湘女文化，将为湖南女性文化品牌注入精神内

核，为女性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文化支撑，有利于打造湖南文化

的特色产业和品牌，并推动湖南文化产业与旅游、服务等相关

产业的发展。

四、推广湘女文化的基本思路

着眼于文化强省的战略需要，应该从五个层面来推广湘

女文化。

第一，深入研究湖南妇女运动史特别是杰出女性的历史资

料，总结提炼出代表湖南女性特点、能够引领湖南女性发展、为

广大女性高度认同的“湘女精神”，并纳入湖南女性素质T程。

第二，以湘女文化作为主题和内容，在全省范嗣内实施专

项教育，尤其是要通过开设特色课程、举办校园文化活动等多

种有效途径，推动湘女文化进校园，活跃校园文化，提升校园

文化的品位。从而发挥湘女文化的教育功能，促进湖南大、中、

小学女生的素质教育。

第三，挖掘湘女文化的历史底蕴和精神内涵，融入到湖南

文化产业之中，开发一批以湘女文化为主题的特色项目和文

化品牌，把现有的女性文化品牌打造得更响．使之走出湖南走

向全国乃至世界。

第网，适应旅游细分市场的发展趋势，整合湘女文化的人文

资源和特色产品，并与湖南旅游产业的优势资源进行高度融合，

进行全新的设计和深度的开发，打造一条湘女文化之旅，并使之

成为湖南文化旅游中具有深厚内涵和独特魅力的品牌线路。

第五，抓住湖南经济快速发展的契机，大力发展女性经济，把

湘女文化作为—个特色．文化元素融^到现代产业发展中，在服饰、

餐饮、娱乐、美容、家政等产．业中培育—批“女字号”的品牌。

(上接第93页)

由封闭走向开放，传教模式改变，由原来家庭宗族化的传教模式
转变为对所有外人都作宣讲，使人们更容易地接触宗教。并有慕
道班、宣传队。

可以说如果没有国家包容、宽松的宗教信仰政策，教堂依
然只能封闭、落后。人们没有进入教堂、了解宗教的渠道。芷如

赵神父所言：“两者之间成正比关系。国家政策宽松，有利于教

徒规模增加，尤其是满足年轻人的好奇心，有利于他们皈依宗
教”。信仰是嵌入于宽松的国家政策中的。

(i)信仰行为是嵌入予文化环境中的

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宗教信仰自占以来一直就是一个
民族本体性的体现，文化和宗教常常是难舍难分、不可分割

的。131r'”1个体的信仰行为是嵌入于文化环境巾的。这里所指的

文化环境包括巾国社会转型时期特有的文化变迁和社会舆
论、大众的宗教态度。

1．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特有的文化变迁。依据经典人类学

的观点，促使文化变迁的原因，一是内部原因，由社会的内部

变化引起的；二是外部的，由自然环境的变化及社会文化环境
的变化如迁徙，与其他民族的接触、政治制度的改革等引起

的。p脚哦国转型时期的文化变迁在社会上带来了巨大影响。
转型时期年轻人的价值观处于一种迷茫状态，不清楚自己的

人生Ft标是什么，要寻找一种人生方向；而且在物质生活充裕

的情况下，精神生活得不到满足，需要寻找精神上的依靠和寄

托：人为什么而活着，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这是每个人一生都

在不断思索的问题。在社会日益开放，人们思想日益自由的前
提下反而出现了悖论：在多种价值观的冲击下人生的价值却

在迷失，在多冲选择的面前无所适从，价值观处于真窀状态。

而宗教的开放则满足了他们的精神需求。人们在宗教中获取

了爱的意义，生活因而变得充实。宗教信仰所产生的洗礼与精

神慰籍，是其他方式所不能取代的。天主教所倡导的博爱能使

信仰者保持平静的心态，从容面对社会各种现象与压力。这有

利于调节人们的心理与精神平衡。“当人们处于这种状态时，

向亲朋好友诉说苦难挫折n,tg,能得到短暂的安慰，丽神的力

量能够带来永久的安息与平安。”旧劫
2．社会舆论、大众的宗教态度。近年来，社会舆论发生了

改变，大众对宗教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认为信教是愚
昧无知的表现，是精神鸦片，是文化侵略，而持一种更加包容

与理解的态度，能客观地认识人类宗教信仰。访谈对象在皈依
天主教后并没有受到家人的反对，家人虽然不表示赞同，但也

不阻拦；同学、朋友也能接受，不排斥，不因为他们信教而对他
们有偏见。他们的生活除了多了上帝，其它一切如旧。现在，人

们更多的是将宗教信仰视为一种心灵慰藉、精神寄托，并看到
宗教X寸If．会的积极作用，而不是一味的回避、抵制。理性看待

信仰者，以平和的态度接纳他们。正是如此宽容的社会环境，
宗教才得以发展、人们才有更为宽广的渠道r解宗教。

因而，人类的信仰行为是嵌入于文化环境中的。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知识分子进入教堂寻找信

仰，天主教徒构成状况呈现出年轻化、知识化的趋势。如何看

待这一趋势．我们认为人类的信仰行为是具有嵌入性的。这种
行为不仅嵌入于个人网络关系中，更嵌入于更为广阔的社会

背景。以“嵌入性”的视角理解该现象，使我们能避免用迷信、
愚昧、无知等来解释，而将具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的信仰

行为放人个人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宏观的社会背景能使我们
准确、全面地看待这个问题。

【参考文献】

⋯1梁丽萍．社会转型与宗教皈依——以基督教徒为对象的考

察Ⅱ】．世界宗教研究，2006，(2)．
【2J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MI．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5．

【3l刘志军．乡村都市化与宗教信仰变迁：张店镇个案研究[MI．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4]-r,j,雄．圣俗之间——宗教与社会发展互动关系研究[MI．黑龙
江：黑龙江人民出版．2006．

1 5 9万方数据



从"嵌入性"视角简析近年来天主教徒构成呈年轻化、知识化

原因——以济南洪家楼教堂为个案
作者： 陈启娟

作者单位： 中山大学社会学人类学学院,广东广州,510275

刊名：
传承（学术理论版）

英文刊名： INHERITANCE & INNOVTION

年，卷(期)： 2009，""(6)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4条)

1.梁丽萍 社会转型与宗教皈依--以基督教徒为对象的考察[期刊论文]-世界宗教研究 2006(02)

2.郑杭生 社会学概论新修 2005

3.刘志军 乡村都市化与宗教信仰变迁:张店镇个案研究 2007

4.孙雄 圣俗之间--宗教与社会发展互动关系研究 2006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gxds-x200906055.aspx

授权使用：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授权号：4e51f84b-2b17-4493-b422-9e4d0091c05d

下载时间：2010年12月15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gxds-x200906055.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gxds-x200906055.aspx
http://g.wanfangdata.com.cn/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99%88%e5%90%af%e5%a8%9f%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4%b8%ad%e5%b1%b1%e5%a4%a7%e5%ad%a6%e7%a4%be%e4%bc%9a%e5%ad%a6%e4%ba%ba%e7%b1%bb%e5%ad%a6%e5%ad%a6%e9%99%a2%2c%e5%b9%bf%e4%b8%9c%e5%b9%bf%e5%b7%9e%2c510275%22+DBID%3aWF_QK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gxds-x.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gxds-x.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a2%81%e4%b8%bd%e8%90%8d%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jzjyj200602008.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sjzjyj.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83%91%e6%9d%ad%e7%94%9f%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gxds-x200906055%5e2.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88%98%e5%bf%97%e5%86%9b%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gxds-x200906055%5e3.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ad%99%e9%9b%84%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gxds-x200906055%5e4.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gxds-x200906055.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