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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些年来，青海省天主教、基督教发展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尤其在西宁、大通等城市，信教人数

不断上升，且信徒结构发生变化，呈现出新的特点。调查显示，信徒在皈依天主教或基督教以后。自身的心

态和行为都有良好变化：严格规范个人行为，努力改善家庭环境，影响子女在社会生活中有更好的表现。

天主教、基督教在现实处境中的这种伦理作用及其对社会结构性空缺的弥补。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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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具有独特

性。它既不同于新疆、西藏等民族自治区域，民

族成份相对复杂；又区别于内地省份，民族事务

和宗教问题突出。民族与宗教，无论从概念还是

意义上看，都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但是，在现实

生活中两者往往交织在一起，不能分割。青海多

民族杂居、融合的历史渊源，以及汉族、藏族、回

族、蒙古族、土族、撒拉族和谐相处的社会现实，

使得宗教文化构成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民族文

化的地域特性和多元文化的相互整合，更多地表

现为多种宗教文化的共生。

基督教(专指新教)最早传人青海的时间很

难确定，相对来讲时间较晚，约在19世纪末期。

鸦片战争以后，伴随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一些

外国旅行家和传教士便以探险、旅行和传教等名

义逐渐深入到青海地区活动。清光绪四年

(1878年)，内地会牧师敦巴·格达到兰州、宁

夏、西宁3处设立布道区，在西宁设西宁总堂，在

湟源、贵德设立福音堂。光绪十七年，(1891年)

英国牧师胡立礼夫妇来西宁传教，并在西宁建立

第一座教堂，即现今西宁教场街基督教堂。

解放前夕，青海全省共有基督教堂19处，外

国牧师18人，全省教徒400余人。基督教自19

世纪末传人青海，直到解放初的50多年间，完全

控制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传教士手中。新中国

成立后，同全国基督教会一样，青海省基督教会

也开展了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爱国运动，

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管理模式。

1954至1958年间，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

全省基督教堂陆续关闭，公开的、正常的宗教活

动全部停止。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

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不断落实，开放宗教活

动场所，恢复正常的宗教活动，宗教生活成为信

教群众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

目前，青海省基督教信徒近2万人，依法登

记的教堂，其中西宁5处，海东2处，海南2处，

主要分布在西宁地区及青藏铁路沿线的民和、乐

都、平安、西宁、大通、湟源、海晏、刚察、乌兰、德

令哈、格尔木等地。全省现有教职人员20多名，

成立爱国宗教团体4个，民主管理组织9个。全

省已批准登记的基督教堂有9处。

天主教传人青海，始于雍正初年。清雍正元

年(1723年)，世宗之弟贝子允唐被借端发往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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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军前效力，允唐因平素与葡萄牙籍神甫穆经远

关系甚密，故邀其同往西宁。穆经远便成为第一

个进入青海地区的外国籍天主教神甫。

天主教神甫和信仰天主教的清宗室成员来

到西宁后，开始在西宁郊区(今朝阳地区)的群

众中传播天主教。雍正三年(1725年)四月，允

唐被押解回北京，天主教神甫穆经愿亦于同年回

京。天主教在青海地区的早期活动遂停止。

宣统二年(1910年)，甘肃省甘北传教区派

比利时籍神甫康国泰到西宁传教，首先在南大街

设立天主教堂，后来陆续在互助、大通、乐都、湟

中、湟源、贵德等地建立教堂，进行传教活动。到

解放前夕，全省共建有教堂8座，神职人员20多

个，其中主教夏思德是德国人，当时有教徒近

4000人。新中国成立后，青海省天主教会开展

了反帝爱国运动，摆脱了西方宗教势力对教会的

控制，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1953

年，青海教会事务由甘肃籍神甫段文辉和青海籍

神甫张文焕主持，1954年，青海省召开第一次天

主教代表会议，1958年，天主教活动基本停止。

改革开放以后，从全国范围来看，基督教、天

主教发展迅速，虽然各地区具体情况不尽相同，

但总体的发展上升趋势有其共同原因：首先是人

们的宗教观念发生了改变，宗教文化观念取代了

过去那种视宗教为迷信的偏见，一些知识分子潜

心从事宗教文化研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客观

公正的立场，撰写大量书籍，涉及基督教神学、哲

学、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在青年学生中影响较

大，客观上也为基督教、天主教在社会上的传播

起了一定作用。其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贫

富差距加大，面对社会不公和个人生存困境，基

督徒之间平等博爱和互助精神对人们，尤其是社

会弱势群体颇具吸引力。再者是教会本身所做

的处境化努力，特别是受教会善言引导和教徒善

行感召，许多人加入教会，信仰耶稣。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基督教、天主教复

兴，不仅与改革开放政策有关，也是中国原有社

会组织结构发生裂变的结果。1949年以前，维

系中国社会秩序的伦理观念是以传统儒家为主

的宗法人伦系统，而1949年以后，特别是经过

“文化大革命”，极具政治色彩的意识形态系统

成为社会伦理的标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一42一

一方面带来经济的迅猛发展，另一方面是意识形

态标准的社会伦理系统遭到质疑，而“经济的飞

跃，并没有为新的社会组织结构提供足够的精神

依托，反而蕴含着一种可能的危险，即：追随‘全

球化’的趋势，将社会组织的协调和精神信念的

平衡全部交托给‘经济杠杆’和‘市场规律’。这

只能使原有的宗法人伦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受

到更深刻的动摇，甚至使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在

相当程度上失效。基督教及其它宗教由此得到

极大的发展空间，乃至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成为

替代性或者弥补性的因素。”⋯

基督教信仰在现实处境中有助于伦理规范

和社会秩序，有助于调节人们的心理或精神失

衡，这种伦理作用及其对社会结构性空缺的弥

补，可能是基督教、天主教得到迅速传播的主要

原因。根据青海省天主教、基督教存在及发展情

况来看，从建国初期到1982年，因为历史的原

因，天主教、基督教总体发展比较缓慢。这一时

期，天主教在农村有一定势力，信徒比较集中。

由于天主教本身具有封闭性、集中性特点，传教

方式主要依靠家庭发展途径，即父母信教，其子

女也受洗入教，宗教活动以隐蔽方式进行，因此

教徒数量增长不大。但两相比较，天主教势力大

于基督教。1982—1990年间，由于宗教政策环

境的宽松，人们的宗教情感得以释放，原来比较

隐蔽的宗教活动逐渐公开化，人们开始公开自己

的宗教身份，建立教堂，开展有组织的宗教活动，

信教人数急剧增加，不仅在农村，而且在西宁、大

通等城市，有更多的人信仰耶稣。特别是九十年

代以后，出现了信仰基督教的一个高潮，尤其是

在以西宁市为主的城镇居民当中，信众人数越来

越多，这与教义差别有一定关系，基督教主张

“因信称义”，即，人们凭借虔诚的信仰就可以得

救，不必拘泥于严格的行为仪式，并提出“信徒

皆可以为祭司”，这与天主教主张的“因行称义”

相比，不仅减少了繁琐的仪式，而且弱化了教职

人员的作用。正是由于基督教戒律松，限制少，

人教手续简便，宗教生活方式灵活等特点，更适

合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需要，由此吸引了很多城

镇居民．包括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加入基督教。

近些年来，青海省天主教、基督教发展总体

呈现上升趋势，基督教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天主

教，尤其在西宁、大通等城镇，信仰基督教的人数

 



不断上升。无论基督教还是天主教，信徒结构都

发生了变化，本研究在调查过程中，发放问卷表

88份，收回有效问卷81份，调查结果见表l表

2：

表1 天主教信徒结构调查表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职业

文 士

膏 中 老 衰 初 高 拿
人 民 部 商 分 职 ：

男 女

盲
中．L

中 警年 年 年

30 5l 22 29 30 41 32 7 1 2 31 4 6 2 15 21

37％63％ 27％36％37％ 51％40％ 9％ 1％ 2．5％38％ 5％7．5％2％ 19％26％

表2 天主教徒信教途径及行为规范状况调查表

最初接触宗教的途径 信徒行为规范状况

家庭传承 朋友影响 宗教书籍 其它 五好家庭 先进个人 遵纪守法 劣迹 违法

36 41 l 3 17 5 59 O 0

44％ 51％ l％4％ 21％ 6％ 73％ o o

依据对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认为：目前，青

海省天主教信教群众的信仰趋向呈现以下特点：

(一)天主教教徒信仰趋向

第一，天主教教徒皈依方式由家庭型逐渐向

扩散型转变。

过去，天主教徒由于“圣配婚”的婚姻关系，

子女出生便受洗人教，是一种地域性、家族性很

强的家庭传承型的宗教。但近些年来，出现了非

家庭传承的归依方式，如受到周围人际网络的动

员或影响，受到宗教书籍或其它宗教传媒的影

响，受到宗教活动或宗教象征物的感染，对天主

教产生兴趣，直至皈依天主教。

第二，天主教的信徒结构出现变化。

1．年龄结构，由过去以老年信徒为主，呈现

出向中青年信徒发展的趋势，老年信徒比例占

37％左右，中青年信徒占60％以上；2．性别结

构，女性信徒比例高于男性，尤其通过非家庭传

承方式皈依天主教的信徒中，女性信徒数量明显

增多。3．身份结构，以农民信徒和无职业人员

为主，接近65％。4．文化结构，与身份结构相对

应，天主教徒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初中以下文化

程度的天主教徒占90％，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

只占10％。

第三，天主教教徒行为规范状况良好。

调查显示，天主教徒都能做到遵纪守法，从

事各种生产和经营，没有违法违纪行为。

青海省天主教信仰特点及发展趋向表明，青

海省天主教工作的重点显然是在农村，有针对性

地开展宗教工作，提高天主教徒整体素质，同时

进行爱国爱教，政策法规、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

当前形势任务四个方面的教育，是青海省天主教

工作的重要内容。

(二)基督教教徒信仰趋向

对基督教信徒结构进行问卷调查，发放问卷

表104份，共收回有效问卷100份，调查结果见

表3、表4：

表3基督教信徒结构调查表

男女|辜g中-辜|萋挈辛耋|夫奎毒誓萎至耋! !； 上： 子 工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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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基督教徒信教途径及行为规范状况调查表

t初接触宗教的途径 信徒行为规范状况

家庭传承 朋友影响 宗教书籍 其它 五好家庭 先进个人 遵纪守法 劣迹 违法

14 79 5 2 20 15 65 0 0

14％ 79％ 5％ 2％ 20％ 15％ 65％ 0 0

调查显示，目前青海省基督教信教群众信仰

趋势有以下特点：

第一，基督教教徒结构呈现平民化趋向。

根据抽样调查，从基督教信教群众的身份职

业和社会地位来看，基督教徒仍然保持平民化的

特征，但教徒的世俗身份更加复杂，职业更加广

泛。1．从年龄结构看，中青年信徒占60％以上，

60岁以上信徒占30％。2．从性别结构看，男性

信徒数量有所增加，但女信徒数量居绝对优势，

达到70％。3．从身份结构看，信徒的世俗身份

十分复杂，尤其在西宁、大通等市区，信徒的世俗

身份除了家庭主妇、离退休人员以外，还包括经

商人员，事业及行政单位工作人员，甚至知识分

子，在校大、中学生，可以说基督教徒拥有各种世

俗身份和职业。调查数据显示，下岗职工皈依基

督教的人数比例达到30％，更加快了基督教的

平民化趋势。4．从文化结构看，根据其身份的

不同，基督教徒的文化素质和知识层次差别较

大，知识层次较低的信仰者往往是抱着祈求平

安、保佑灵魂得救的信念皈依基督教的，而像知

识分子等文化层次高的人皈依基督教，更多的是

源于对基督教历史的了解，以及对基督教文化的

浓厚兴趣和深切信仰。

第二，基督教皈依方式多样，但主要是受周

围人际关系网络的影响。

从调查资料来看，基督教徒接触和皈依基督

教的途径有：1．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2．周

围人际关系网络的动员和影响；3．宗教书籍和

其它宗教传媒的影响；4．宗教活动和宗教象征

物的感染。由于基督教教徒知识水平、文化程度

差别大，因此在接触基督教信仰的途径以及皈依

方式上有所不同，具体表现为高中及以下文化程

度的信徒最初主要通过“周围朋友的介绍”和

“家庭的宗教气氛”接触并皈依基督教，而大专

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信徒最初往往是通过“宗教

书籍的影响”接触并皈依基督教的。

第三。基督教教徒行为规范状况良好。

一“一

调查显示，基督教教徒都能做到遵纪守法，

从事各种生产和经营，没有违法违纪行为。

青海省基督教平民化趋势，使得我们应该反

思如何在市场经济的博弈中，对金钱和个人利益

的不懈追求中建立社会道德信仰体系，为下岗职

工等弱势群体提供再就业机会，给他们精神上的

支持和经济上的帮助，体现社会公平。
=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

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

的总和”。【21人的本质离不开同自然的关系，但

更重要的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社会属性是人

类特有的，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涂尔干认为

“宗教就是社会”，是“一个被称之为“教会”的道

德共同体¨列实地调查中，笔者听到牧师用“有

几件家事要报告”这样的用语向信徒通报教会

事务，每一个信徒都认为“教会是神的家”，“教

会是兄弟姐妹的家”，可见，基督教的社会属性

表现得十分明显。当基督教以“爱的宗教”自

称，并以如此生动的社会组织形式结合起来时，

吸引了很多人，尤其是像下岗职工这样的弱势群

体。下岗职工在被迫离开工作岗位后，失去的不

仅仅是经济来源，离开了熟悉的集体，面临一种

精神的空虚和孤独，下岗失业，对职工造成经济

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和困难，有一种脱离社会

的感觉，作为社会人的本质，他们要重新寻找新

的群体，群求新的精神寄托。但是这个过程困难

重重，一方面，由于经济收入和现社会地位的差

距，使他们与其他群体有一种疏离感、陌生感；另

一方面，由于竞争压力，其他群体对他们有一种

排斥。而基督教提供的爱的宗教情怀，对社会弱

势群体带来了心灵的安抚和精神的慰籍，在上帝

的大爱面前，弱势群体找到了一种被接纳且相对

平等的归属感。在调查中也反映出，下岗职工都

是承受巨大的经济和精神压力这种生命状态下

接触和皈依基督教的。

调查显示，无论天主教还是基督教，女性信

 



徒占大多数。与男性相比，女性的情感因素、社

会角色使她们更易于接受和皈依宗教。女性教

徒无论是以“信仰之后有一种归属感”，还是以

“在信仰中得到好处希望回报”作为皈依因素，

皈依宗教后她们自身的心态和行为都有变化，他

们用“爱”的原则遵循信仰的教诲，实践道德的

法则，待人处事更加宽容，调查中发现，很多家庭

都因为主妇或母亲信仰基督教而改善了婆媳关

系、夫妻关系或子女关系。可见，一个女信徒可

以改善家庭的环境，尤其影响她们的子女在社会

生活中有更好的表现，女信徒在家庭中产生的积

极影响是应当肯定的。

从调查表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信仰天主教、

基督教的群众的行为规范良好，这是因为宗教义

理中包含社会道德法则。在人们心目当中，总是

把宗教与道德和行善事、做好事联系在一起，教

会提出“爱国爱教，荣神益人”的口号，要求信徒

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自己的美德，一些青年人也是

为了追求真善美加入到教会中来。在对上帝的

虔敬和信仰当中，信徒严格规范个人行为，从信

仰中获得内心的平安和生活的力量，并以一种爱

的宽容的胸怀对待他人，这种观念映射到社会，

就是祖国至上，国家至上；映射到社区，就是邻里

和睦，互帮互助；映射到家庭就是孝敬父母，尊老

爱幼。这对于建设和谐青海，稳定社会秩序具有

积极意义。

总的来说，青海省天主教、基督教发展现状

是健康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部分信教

群众文化水平低，宗教知识浅薄，分辨是非能力

差，容易误人歧途，因此，对信教群众进行爱国爱

教、政策法规和当前形势的教育，是社会和教会

的责任。第二，有相当一部分教徒信仰宗教并不

是出于对基督教文化的深刻理解或以完善道德

为皈依因素，而往往是在遇到挫折时，把信仰宗

教作为一种逃避现实的手段和解脱个人或家庭

危机的方式，所以，在宗教神学思想方面，要引申

有益于社会主义的教义，发掘适应现代社会的伦

理道德内容，引导信教群众把自己的意志和力量

投入到用自己的双手改变现世命运的活动中来。

第三，农村贫困人口和城镇下岗职工是社会弱势

群体，他们更容易把自己的命运与宗教信仰联系

在一起，从宗教信仰中寻找精神寄托，因此，政府

在帮助弱势群体，为他们解决就业问题的同时，

还应当关注他们的精神状态，充分发挥社区的功

能，给他们精神上的关爱和集体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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