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化过程中的当代农村基督教①

陈村富吴欲波

香港建道神学院学者梁家麟博士从80年代至90年代末专注收集农村教会资料，著

有《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教会》(1999年香港建道出版社)。该书“就农村教会作

为中国主流的现象，探讨基督教在中国未来的角色和挑战。”本文根据近年来调查所

得，重点研究农村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发生的变化，回应梁书。

农民和农村的历史命运

从世俗层面考查，农民教徒和非教徒农民都生活在农村，依附于土地和农业经济。

农民教徒在经济、政治方面的社会地位的变迁，是同非教徒农民基本一致的。中国社会

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耗费三年时间调查研究了20年来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认为今后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在构成成分上不会有大的变化，可能变化的主要是各个阶层的规模，

其中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经理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会大大扩张。

这几句话的意思是，通常说的白领阶层、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和私人企业老板会“大大扩

张”，而过去的产业人员和农民会大大减少，要么成为待业者，要么转化为别的阶层。

城乡关系也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欧洲的中世纪以庄园经济为中心，基本上无所

谓城乡之别。真正的城市起于13。14世纪。近代资本主义创造了一批批的新型城市，拉

开了城乡之间的差距。19世纪电的发明和应用以及现代化的交通、产业和生活方式的

发展，逐步缩小了城乡差距。这样，农村的城市化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达水平的重要指

标。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很高，而在我国，明清时代才出现资本主义城市的萌芽(如松

江、宁波、泉州)，19世纪后半叶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才出现近代的城市。至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城市人口才5765万，占总人口的10．6％；农村人口

48402万，占89．4％。④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广大农村可以不依托城市而存在；反之

城市却离不开农村。从1949年至1975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发展缓慢，而且曲折反

复。1952、1957年城市人口比例分别为12．46％，15．39％。1960年最高达19．45％。从

1962年至1975年下降为17．33％，12．20％。可是1978年以后上升很快。据《中国统计

年鉴》历年公布的数字，1978年全国标准化城市为193个，1990年增至464个，2000

年达659个，平均每年增加20个。城市人口比例从1978年的17．92％发展到2000年的

①本文属教育部创新基地“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课题“转型期的中国基督教”成果之一。参加问
卷调查的有林顺道和吴宪。

。张秉忱：《中国城市化道路求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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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2％①。其发展速度，1970—1980年平均每年3％，1980．1995年平均每年4．2％②。

1983年取消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改为乡镇建制以后，全国的城镇从1983年的

2968个，增至1988年1148】个，1999年19216个。此外还有3万个乡政府所在地的集

镇。这些城镇和集镇在上述城乡人口统计中属农村人口。但是其城市化水平日益提高，

像经济发达、发展迅速的浙江省，2002年全国“百强县”共26个，即四分之一强。

2003年又增加了4个。有的城镇经济实力非凡，如义乌县是全国小商品集散地，那里

一个镇年产衬衣6亿件，远销海外各地。绍兴小镇杨沉桥，有4家公司(浙玻、宝业、

永隆实业、精工科技)的股票先后在香港上市。④

显然，现代的中国根本不同于上世纪40年代前的中国，任何意义(经济、政治、

军事、宗教等)上的农村包围城市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在这个大背景下来研究目前

大量存在的(多为内地)农民身份的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因为不论是基督徒，佛教

徒，道教徒或民间信仰的崇拜者，他们都生活在中国当代的现实世界上，深受经济体制

变革的影响。

农村城市化处境下的基督教

从1995年以来，我们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各宗教的走向做了专门考察，还用问

卷调查的形式，设计了26个问题，184个(后改为187个)选项作了统计。原来的农

村教会和农民教徒，大体上有三种变化模式：

1、龙港模式

1984年前，温州苍南县的龙港是五个渔民村，那里只有一个河底高天主堂，有渔

民教徒20户左右。1984年4月设立龙港镇后至1985年5月，有从乡下迁到龙港的13

户自立会教徒和近20户内地会教徒。过了10年，这里已经是一个重要的新兴城市。城

区有3个天主堂，共2000多户，3000多天主教徒，新教教徒有6700人。龙港主恩堂

抽样调查显示，242名教徒中，15年前从事农业的66人，个体经营49人，私人企业、

高级职员兼股东董事者，共2人。2000年从事农业仅2人，个体经营者发展到122

人，私营经济“老板”增至14人。原先许多农民教徒现在成了私营公司老板、个体经

营主、高级职员、雇员等等。几户从事农业的教徒，也改变了种植，他们为市场从事养

殖，发展蔬菜基地。这里，原来的“农民阶层”都消失了，教徒与非教徒一样改变了身

份。有的成了十大阶层中的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

层。这些都是有钱的，有身份的阶层。还有的成了雇员，受雇于人，自己无资金，无产

①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78，1990．200 0)。1979年，1991年，2001年，中国统计出版
社。

口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1998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参看《环球时报》2004年lo月6日第20版“高层访谈”，《中国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接受本报专

访：中国应打造城市竞争力》；2004年9月27日《钱江晚报》第10版《浙江城市竞争力之绍兴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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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也元土地。

从教徒的经济地位(econoIllic statue)和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y)看，龙港模式

的教徒已失去了农民的身份。龙港成了全国百强名镇，也已不像是农村。这里的教会也

已不是农村教会。其情形颇像13一14世纪的威尼斯和热那亚。原来是一片荒地，周边

庄园主和教会都不把这片地划为领地，后来成了沿海重镇。如今的龙港教徒们，同非教

徒一样也主张将龙港变为温州市的直辖镇，摆脱仓南县的行政管制。个体经营的教徒同

非教徒一样沿街建有四层楼房，一层做店铺或加工厂，二三层作居室，四层放东西。所

不同的是他们还有宗教生活。

这类地区的农村教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受城镇扩大影响，有的农村教会如今成

了市区教会，教徒成份变化大，不少农民身份教徒改变了职业，成为从事其它职业的城

镇人口。扩大后的郊区教徒两种成份都有，有的是农民身份占多数，但是改变了农业结

构，放弃了原来的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为城镇服务。在宗教生活方面也受制于城里的

教会，深受城里人的影响。有的年轻人还喜欢骑上摩托车到城里教堂做礼拜，认为那里

热闹，活跃，讲道水平高。有的人认为那里更能满足灵性的需要，而农村文盲、老人太

多，拖几带女，吵吵闹闹，没有牧师或神父。

2、平阳模式

平阳县是温州的一个县。1949年前各种宗教都有。天主教有四大堂：萧江堂、昆

阳堂、鳌江堂、钱库堂，分属于四个镇。中国近20年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原来的省府

(如杭州)、地区所在地如宁波、温州，县府所在地如平阳的昆阳镇和鳌江镇“旧貌变

新颜”，陆续拆掉旧城，改建新城，同时扩大市区，将周边农村并入城市。这样大批原

来的农民土地被征用，耕者成了市民，改变了职业。即使是仍从事农业的人，也改变了

农业结构，从种粮养活自己改为面向市场。那里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无一例外转向市

场经济。笔者在《市民身份基督徒研究》①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浙江天主教研究报告》

中提供了平阳和温岭的具体材料。这里的农民教徒发生了分化，有一部分像上述龙港镇

的情况，有一部分正在成为从事规模经营的“农场主”，有的仍种自己的一份土地，但

改变了种植，而且家庭成员中年轻人出外，老年人在家种田。完全超脱市场经济影响的

教徒，我们至今未发现。温州“某村”都是教徒，但是全村都做生意。只有民间宗教

“罗教”中分化出的一支，躲进偏远山村，追求“世外桃源”生活。道教中正一道完全

世俗化，另一支全真道守道观，也无法超脱。最典型的是平阳县钱库镇的京城隍，民间

宗教与道教混合建庙生存。

我们编制的问卷第10题是“近20年你的职业有什么变化?”共分5个年代段落

(1980．85，86—90，9l一95，96．2001及现在)。新教选了温州市平阳县沿海中部、西部

山区共4个堂，抽样比例为50％，回收有效率在90一97％之间。新教4个堂点2002年

的职业构成如下表：

①见罗秉祥、江丕盛主编：《基督教思想与21世纪》，第3 67—39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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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四个堂点2002年教徒的职业构成

＼职 农业 国企 行政 个体 公司董 雇员 三资 在校 退休 下岗 其他 总数

堂＼业 职工 事业 经营 事、经 企业 读书 职业

j寺＼ 理

永平矿 44 14 7 35 13 49 O 0 10 O 1 173

上埠堂 6 3 5 54 14 12 2 13 50 1 二6 176

永源堂 4 3 4 71 24 28 0 2 25 O 35 196

池马堂 38 l 2 35 4 66 O 4 39 0 0 189

对上述统计说明如下：

1．上表中上埠堂、永源堂现已在城镇内，所以从事农业的教徒少，上埠堂于

1980一85年有46名教徒从事农业，1986—1990年降为35人，1991—95年降为15人，

1996—2000年仅6人。原因是经济发展了，原来的农村城镇城市化了。而且农业结构也

变了，主要是从事为市场服务的渔业和蔬菜种植。永源堂的情况更典型，1980一85年间

那里还是管辖农村的乡镇，有91名教徒从事农业，后来递减为64人。20人，5人。

2．永平新堂和池马堂建于郊区与农村接合部，所以从事农业的较多，但农民身份

教徒呈递减趋势，分别从59人降为44人；84人降为38人。而且个案调查和普查显

示，过去他们主要是种水稻，自养自给，如今主要是面向市场。由于单位产量比1983—

84年解散人民公社时提高了一倍以上，所以他们可以用2／3的田种蔬菜和淡水养殖，

有的人把田租给别人种。

3．中国的行政单位指市、县、镇、村体系的政府部门，事业单位指学校、医院

等。这些部门的教徒历来较少，在西方及1949年以前的中国，医院系统的教徒较多，

然而当代中国大不一样。

4．温州的个体经济出现于70年代末， 17年来呈上升趋势，4个堂第四纵栏统

计，分另4为35：173=20．3％，54：176：30．6％，71：196=36．2％，35：189=18．5％。

5．温州从80年代开始就搞联合企业、股份公司、大型批发市场。从问卷10的统

计可以看出，上埠堂和永源堂17年前尚无大商户教徒，12年前各有三、四个人，而

在2002年分别为14人，24人。

6．上表中纵栏第4、5、6都是私人经济发展的产物，三栏相加分别占总人数的

56％，45．4％，62．7％，55．5％。农业这一栏也全是私人经济，其它职业一栏也是私人经

济，可以看出在温州不下70％的教徒都以私人经济为基础。

平阳县的天主教，我们用同样的闯卷也调查了三个地区3个堂点，时间是2000

年。统计如下：

表2温州平阳县天主教三个堂点2000年教徒的职业构成

≮
农业 国企 行政 个体 公司董 雇员 三资 在校 退休 其他 未选 总数

职工 事业 经营 事、经 企业 读书 下岗 职业

理

西坑＼ 26 3 12 2l 4 19 1 11 15 5 2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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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仓 58 3 0 22 1 16 0 2 1 O 0 103

林洋 7l 2 4 16 2 6 1 0 7 2 2 113

总数 155 8 16 59 7 41 2 13 23 7 4 335

由于中国的天主教如今远不如新教人多且经济雄厚，堂点也较少，所以不像新教突

出，但从上表还是可以看出县城所在地(西坑)，中部河谷地带城镇(前仓镇)及两县

(平阳县、瑞安县)接合部(林洋堂)的差异。过去大多为农民身份教徒，如今农民教

徒分别占2I．84％，56．3％，62．83％，总平均为46．26％。

3、浙西天主教村

浙西衢州府所属衢县、江山、龙游、常山等县有一批天主教村或天主教徒占相当比

例的村落，我们在《麻蓬天主教村270年变迁史》④中有详细介绍。这一片农村天主教

村落是以麻蓬村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有着共同的经历。1949年前，他们同非教徒一样

交租纳税。】94卜1983年也～样经过合作社和人民公社。1983年土地承包到户、享有
土地使用权，他们同非教徒农民一样热烈欢迎。中国提出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之路后，这一批教徒村在经济生活方面都是跟着非教徒农民走：第一，学他们改变农业

结构，种柑桔、养猪、养鱼，面向城镇市场；第二，学他们搞小作坊，在村镇做小生

意，；第三，他们先是将桔子卖给中间商，后来有的年轻教徒也学做经纪人；第四，周

边农村农闲时出外打工，妇女在家搞来料加工，他们也跟上了。第五，向城市和邻近城

镇转移富裕劳力，到城里寻找职业；第六，他们赚了钱也都盖砖房。婚嫁仪式不同，但

是婚嫁的“几大件”是一样要的，甚至有的也在攀比；第七，他们的生产、生活和消

费，也都受制于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即使是边远山村，他们也在寻求“致富之路”。

麻蓬天主教村是这片天主教村落的典范。历史上傅姓出过6位神父，王姓也有5

位。它所从属的石梁镇，山地适宜种柑桔。1985年耕地共560亩，全种水稻和杂粮，

1989年跟随临近非教徒村，450亩种粮，110亩改种柑桔，同时另开辟136亩柑桔

地，90年代初全部改种柑桔。1999年全村332户，1100人(男55l，女549)。每户年

纪大的种柑桔，年轻人农忙时帮忙。此外，有一户承包水库养鱼，20多户以养猪为

业，l户办水泥预制板建材(这户全村最富)，4户年轻人充当柑桔经纪人。农闲时男女

年轻人外出打工，有的在城镇找到了职业，年纪大的在家搞来料加工，还有2户搞短途

运输，几户有一技之长的木匠、泥瓦匠、竹匠游闯邻近各村。2003年我们又派一位研

究生去调查，发现衢州市区扩大，石梁镇已划人郊区，外出打工和谋职者更多了。上面

提到的几位柑桔经纪人办起了合资公司，经销柑桔及其它水果。地处石梁镇另一侧的天

主教村直坞里一半以上年轻人在外面打工、任职。由于无神父主持主日礼拜，上教堂的

人比麻蓬村还少。外出打工的人，多人挤在一个工棚，其中多为非教徒，根本没条件过

宗教生活。而且老板或雇主也不给主日的假期。他们中有的人自己读经、祈祷；有的人

淡化了宗教观念。

①见陈村富主编：《宗教与文化》(4)，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352—3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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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走同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道路

基督教未能改变从罗马帝国到现代社会的发展，佛教也未能改变亚洲经济的发展方

向。不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新教都要研究和适应中国的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趋向。

首先是研究，其次是适应，不了解中国当今的深层变化的人，往往将中国的现行的宗教

政策、法规看得重于一切，我却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世俗化，和市场经济对宗教的影

响，将是一个更为深层、更为重要的、长久的要素。

世俗化并不意味着宗教必然削弱，诚如Peter Be唱er所说，20世纪最后20年甚至

出现了全球性的宗教复兴。笔者提出，从宗教史看，面对世俗化社会，宗教可以有几个

走向：l、融人世俗社会；2、反世俗化甚至发展到反现代化；3、超越世俗化(Beyond

Secul撕zation)，达到新的境界；4、“消解”世俗化，走向后现代化的相对主义和怀疑

主义。中国一旦进入市场经济的轨道就会不可逆转地向前发展。中国的农村必须日益现

代化、世俗化。浙江的现在农村就是未来内地的农村。农民教徒的走向：l、融人世俗

社会，这是主要的趋势；2、反抗世俗化，回归计划经济时代，这没有前途；3、超越世

俗化，达到灵性高级境界，少数高僧、圣徒可以做到；4、淡化宗教信仰，甚至不信

教。第一走向是主要的，这是市场经济这只巨手造成的。现代的中国已经走上现代化和

经济全球化的道路。无论城市或农村都已深深地卷进市场经济之中。农村不仅离不开城

市，而且日趋城市化。农村的教徒和教会，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可能是教会工作的重点，

但是总的趋势是城市教会指导农村教会，城市教徒的素质高于农村教徒的素质。中国不

可能出现农村教徒大发展最后包围了城市，使城市也基督教化的局面。此外，农村是中

国传统的民间信仰的主要流行地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支配他们的是自然崇拜、

祖先崇拜和偶像崇拜。

到底谁能代表中国基督教发展的方向，取决于它多大程度上解决了下列三个问题，

即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传统宗教)的关系，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制度的关系，基

督教与中国现代化、世俗化的趋势的关系。现在农村的教会和教徒，很难说现阶段已经

找到了一条如何在现代中国的条件下处理上述三大关系，发展自己的道路。只能说，不

论城乡教会和教徒，在相当一个时期内都处在探索的过程中。我的看法同梁家麟博士正

好相反，中国教会主流是城市教会，而不是农村教会；“基督教在中国未来的角色”不

是农村教徒(尽管现阶段在数量上是最多的)，而是现代的新兴基督教群体：“老板基督

徒”、“知识精英基督徒”和年轻一代的神职人员。哪个教会既有出色的牧师和传道人，

又有一批有财力、有知识的平信徒，哪个教会就兴旺发达；几乎所有教会都在争夺这三

种力量。这个现象在温州、宁波、肖山、温岭等地已经出现。这三种力量的素质、神学

水准、政治倾向和活动能量将在相当大程度上制约中国基督教的走向和水平。

(作者陈村富，1937年生，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浙江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吴欲波，浙江大学外国哲学博士生。 责任编辑辛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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