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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嵌入、蓄水式成长与村庄宗教传输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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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皖南H县非正式宗教团体的生存状况为研究个案 

 
  摘 要：通过对皖南H县非正式宗教团体的分析研究，发现在非正式宗教团体嵌入村庄的过程中，缘于宗教传输载

体，区域内生秩序以及宗教市场等因素的作用，加上缺乏必要的外在规制，出现了一种宗教三棱镜的现象。宗教伦理在

经历了连续性的想象后变得支离破碎，每个传教者都根据自己所认可的伦理体系组织宗教团体，导致村庄中教派林立。

各个宗教团体的成长路径类似于一个蓄水的过程，在宗教团体发展的初期，受组织能力的限制，均关注于组织内部事

务。随着宗教团体的发展，各个宗教团体之间也逐渐呈现出差异，各团体因实力不同，组织目标也日趋异化，不同的团

体为实践自己的组织目标而进入了新一轮的博弈，这一过程也伴随着宗教异化的现象。在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框架下，

村庄宗教治理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开辟路径：第一，明确界定乡村传教资格。第二，通过大众媒介传输科学文化知识和

宗教知识。第三，加强宗教事务管理机构的正确引导和有效介入。 

 
  关键词：非正式嵌入；蓄水式成长；宗教传输镜像；新农村文化建设。 

 

一、思路与进路 

 

  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依照苏联模式通过公共政策部分地解决了现代化所必需的正式组织要求，但不少政

策却是限制真正利益团体与其他非正式团体的成长和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少非正式组织都被视为 “非

法”甚至“异端”而加以遏制、排斥和打击。在民主制嵌入中国乡村以后，村民自治走上村庄政治舞台，国家公

权对乡村的影响逐渐减弱，乡村基层组织开始了非组织化进程。同时，由于受市场经济的冲击，乡村社会本身也

在发生着一定程度的裂变，比如宗族关系逐渐弱化、乡村“空巢”现象增加。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农村的宗教

团体在一些乡村迅速成长。 

 

  外来的教会团体在进入乡村之后，必然会对乡村的内生秩序产生影响，目前这一问题也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

的关注。在可搜索的文献信息中，大多只是进行简单的现象描述，注重农村宗教组织的兴起对基层政权的影响，

缺乏深层次、系统性的实证观察和过程研究。本文建立在我们两年多时间的据点观察基础上，以皖南H县为研究

个案，避免了对乡村宗教进行简单的主观价值判断，客观地描述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宗教团体博弈的底层图谱，从

中抽象出当前乡村宗教兴起的某些共性，希冀能为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一些思路性源点。 

 

    由于与正规教会存在或多或少的某种程度联系，我们把H县的诸多非正式宗教团体看作是正规教会在乡村的

延伸。我们将没有正式的宗教活动场所（一般指正规的教堂）以及没有专门神职人员的宗教组织统称为非正式宗

教团体。这些宗教团体没有权威性的正式规则，多以经文作为成员行为的指导法则，成员能在多大程度上践行经

文的要求与其信仰程度成正相关。非正式宗教团体的成员相互间非常熟识，多为关系亲近的人员，其活动场所一

般固定在某个成员的家庭，或者租用某一村民的房屋，亦被称为“家庭教会”。这种“家庭教会”在其成长过程

中呈现出以下的过程性特征： 

 

  首先，基督教会在非正式嵌入进程中，缘于宗教传输载体，区域内生秩序以及宗教市场等因素的作用，出现

了宗教三棱镜现象。H县教派分立状况并非源自天然，比如说发端于浸礼会等基督教会的不同派系，而只是信徒

根据自己的信仰热情以及对宗教的自我理解而各自创办的组织，为了使宗教为村庄的居民所接受，宗教需要与村

庄的内生秩序相融合，也就是进行所谓的本土化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传教者的传输载体作用至关重要。由



于个人对教义的理解不同，总会人为地对相关信息进行过滤，为己所用，最终的结果就是不同的宗教伦理导致不

同的教派团体。 

 

  其次，进入村庄以后，H县众多非正式宗教团体的成长路径类似于一个“蓄水”的过程，各团体之间存在着

广泛的竞争。在组织成长初期，受组织能力的限制，均关注于组织内部事务。这一时期各宗教团体的竞争主要体

现在资源的争夺上。随着宗教团体的发展，各个团体也逐渐呈现出差异，有的逐渐壮大，而有的却慢慢地萎缩。

由于村庄资源稀缺，当宗教团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很难增加新的信徒。因而有实力的宗教团体采取各种手段扩

展自己的影响力，从而导致内部影响力的逐渐“外溢”。此时，各团体因实力不同，组织目标也日趋异化，各宗

教团体进入了新一轮的博弈。 

 

  最后，村庄中林立的教派处于一种合作性博弈关系，最终保持一种均衡的状态。由于乡村实际上是一种熟人

社会，各个宗教团体都必须遵循村庄共同的伦理规范，率先违反规则的人会受到舆论的谴责。再加上政府的政策

法规等外在规制的影响，各个宗教团体都不大可能采取过激的行为。这些非正式团体与正规的宗教组织或多或少

都存在某种程度的联系，相互之间经常会共同举办一些活动，因而他们之间的博弈是合作型博弈。同时，由于各

个宗教团体是根植于乡村的人情关系基础之上的，各教派都有自己的生存与活动空间，教派之间处于一种均衡状

态。  

 

二、非正式嵌入过程中的村庄宗教派系分化 

 

  嵌入性（embeddedness）是由经济人类学家波拉尼（K.Polanyi）首先提出的，用来表达和分析经济行为

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关联。格兰诺维特在波拉尼基础上将嵌入性概念具体化了，提出人类有目的的行动是嵌入在具

体的、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之中的，并把嵌入发展成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两种形式，用于分析经济生活的宏

观与微观理论。进而提出，经济行为在内容和方式上很大程度受到其行为发生的社会环境及其社会结构的影响，

特定的经济制度是其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生活中的信任和欺骗嵌入在具体的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

关系体制中。 

 

  基督教会在进入村庄的过程中，必然会对村庄的内生秩序产生一种“挤压效应”，造成村庄内生秩序发生某

种变化；另一方面，影响也是相互的，基督教会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基督教会进入中国乡村是一个自发的过

程，并非正式组织或行政权力的推动，我们将这样一种过程称之为宗教团体的“非正式嵌入”。由于非正式嵌入

缺乏必要的约束与外在规制，进入村庄后的宗教团体在组织形态、伦理体系上很容易发生偏离，导致各种宗教团

体层出不穷且派系分化。原本整齐划一的信仰出现了分化，严重的地方甚至达到了“一村一派”的地步，从而呈

现“宗教三棱镜”现象。 

 

  宗教团体的派系分化根源于宗教组织的创办者对宗教伦理的不同理解，或者被连续性地想象，或者被人为地

扭曲。同时，“宗教伦理本身是一个比较含糊的概念，有学者认为其在结构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观念层面的教

义伦理，即宗教经文，教义所明确或隐晦指涉的伦理，更多的是属于观念层面的东西；组织层面的制度伦理，这

是联系教义伦理与信众行为规范的中介，它更多涉及的是组织运行和制度层面；信徒层面的实践伦理，它是宗教

伦理在现实生活中的真正具体体现。”（李峰，2005）在现实中这三者并不能够做到很好的衔接，往往出现脱

节甚至相背离的情况，在H县的调查中，某教会的成员这样描述了他们的行为规范： 

 

个案访谈1 

 

  崔某，女，68岁，初中文化，太平粮站退休职工 

  问：你们教会有没有制定一些规章制度？教会的成员都能够遵守吗？ 

  答：大家诚心信神，肯定都会遵守的。 

  问：能具体说一下有哪些条例吗？就说一两条就行了。 

  答：具体说一下——，就是《圣经》，里面不是有十戒吗，我们听从主的告诫，感谢神。 

 

  可以看出，在H县的非正式宗教团体中，制度伦理与教义伦理是合而为一的，而教义伦理在传输给信徒之前

受到了人为的过滤，基督教的教义受到了分解，如下图1所示： 



图1 宗教三棱镜现象 

 

  由于受到社会三棱镜的影响，教义伦理被分解为A、B、C等多个部分，每一部分即为各个传教者所截取的部

分，之后这部分伦理被人为地放大而成为一个体系，转变成教会组织的制度伦理，制度伦理在传授给信徒时，或

者教义伦理直接传授给信徒时，又会受到信徒自身的过滤而成为各自的实践伦理。在这一过程中，基督教的教义

伦理受到三重机制的过滤，即分解、放大、内化，每一次过滤都会使教义伦理受到认为的加工而与原初发生偏

向，致使基督教教义伦理被分解，而传教者又依据自己认可的伦理体系传教布道，最终导致村庄教派林立。我们

将从宗教的传输载体和生存环境两个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 

 

  （一）盲人摸象心理：教义理解中的自我中心主义 

 

  任何人都倾向于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而将其做为准则来衡量其它的事物，如同盲人摸象，尽管每个人

所认知的都只是其中一部分，却习惯性的将其放大为一个整体，并为此而争论不休。在H县，“一些具有献身精

神，有宗教热情的信徒，也凭着一本圣经，凭自己对圣经的理解，开始形成教会团体”。（刘家峰，2005：

179） 

 

个案访谈2 

 

  在对H县各村基督教会负责人进行访谈时，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圣经的核心要义是什么，

或者你觉得作为一名基督，第一要务是什么？” 

  A教会：作为一名基督徒，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维护好自己的家庭，爱自己的家人。 

  B教会：我认为传教是信徒第一要务，向所有人宣扬基督，让他们都听从主的召唤。 

  C教会：我觉得每天阅读圣经，做礼拜是第一要务，如果一个基督徒连这点都做不到，他的信仰就是

不纯正的。 

  D教会：我认为基督徒的第一要务就是完成上帝赋予自己的事业，应当丢弃那些形式上的东西，比如

说去教堂之类的，只要心诚就可以了。 

 

  各个教会都极力表明自己观念的正确性而对其它教会所宣扬的理念表示不认可，“无论客观上还是主管上，

这些团体都将自己界定为信仰者的传递。”（罗伯托•希普里阿尼，2005：246）盲人摸象心理的存在多与传教

者本身的知识素养以及人格特征有关，如表1所示 

 

表1 宗教组织类型 

 

  H县村庄中的宗教团体均为传教者所建，传教者的行为特征一般决定了教会组织的特性，在表1中，如果传教

者的个性强度（我们将传教人员的个性特征，比如意志力等统称为个性强度）高，知识素养很低，则盲人摸象心

理强度最高，可能衍生出叛逆型组织，即背离基督教教义伦理的组织，其极端状况就是宗教组织异化。若传教者

个性强度与知识素养均很高，则可能衍生出继承性组织，这样的组织最接近正统，若传教者的个性强度较低，而

知识素养很高，则可能衍生出温顺型组织，这样的组织中规中矩，管理最为便利。若传教者的个性强度与知识素

养均较低，则可能衍生出懦弱型组织，这样的组织比较脆弱，缺乏凝聚力，随时都可能解散。 

 

  无论H县宗教团体属于哪种类型，都是由成员自愿组成的，“个人根据明确的选择而成为这些团体的成员，

这种非常个人化的选择，在共同体及每一个成员之间形成了一种十分紧密的关系，”（罗伯托•希普里阿尼，

2005：245）因而这些宗教团体也是一种“情感共同体”，情感维系的强弱与团体负责人紧密相关，由负责人所

传播的宗教知识最终会演变成“权威性的集体记忆”，为团体成员所接受。 

 

 

 

个  性  强  度 

       高        低 

 

知识素养 

高  衍生出继承性组织  衍生出温顺型组织 

   低  衍生出叛逆型组织  衍生出懦弱型组织 



  （二）集体价值偏好的生成：精英权威的认同及熟人社会的观念牵引 

 

  罗兹·墨菲曾这样描述亚洲的乡村：人们几乎永远不会走出他人视听范围之外，因而很早就学会了适应环

境，服从长辈和上级，为共同的利益一起劳动，习惯了实际上是在别人眼皮底下与他人亲密生活在一起（罗兹•

墨菲，2004：24）。由于地域的限制以及来往的频繁，或者传统宗族关系的牵扯，村庄属于一种熟人社会，圈

子内的人员相互了解并且熟识。费孝通先生这样描述中国的乡村社会：“西洋的社会有些象我们在田里捆柴，几

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

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我说西洋

社会组织象捆柴就是想指明：他们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

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分得清楚。”“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

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

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以“己”为中心，象石子一般投入水

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象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象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

推出去，愈推愈远。”（费孝通，1984：25） 

 

  可以想象，村庄实际处于一种多中心格局，众多非正式群体都有各自的中心，这些群体不是天然分立的，界

限也不是很明确，而是相互交织，关系错综复杂。每个群体以血缘或者情感联系为基础，成员之间相互的观念牵

引力较强，行为具有某种程度的相识性。在与H县立新村村民A的交谈中可以看出这点： 

 

个案访谈3 

 

  陶某，男，49岁，立新村村民，初中文化，原是包工头，现务农。 

  问：你信教吗？ 

  答：怎么说呢，这种东西，信则有，不信则无，目前我还没有入教。 

  问：如果有人劝你入教，你会答应吗？ 

  答：这要看是谁了，如果是平时玩得比较好的，可能会答应。 

 

  很多情况下，村民入教并非缘于对神的信仰，而是群体内成员的观念牵引，大家相互感染而做出了一致性的

选择。还有的则是出于对村庄精英人物的权威认同而入教。仝志辉、贺雪峰根据村庄各权力主体拥有权力的不同

影响力来源把村庄精英分为治理精英与非治理精英。治理精英是指掌握着正式权力资源的村组干部，其社会影响

力来源于正式授权，获得国家政权体系的认可，而非治理精英是指在村中有一定政治社会影响力的村民。在H县

的调查中，由于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及党员不能入教的规定，治理精英对村民是否入教的决策影响不大，

而非治理精英则能体现明显的带动性。不同群体内的精英引导人们进入不同的宗教团体，这种村庄的群际分化亦

成为宗教团体派系分化的一个支撑因素。 

 

  （三）“鸡头”与“凤尾”的取舍：派系分化背后的权力与利益 

 

  在问及农村中这些非正式宗教组织所存在的问题时，H县宗教局局长周美君这样告诉我们：“问题很多，主

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私设聚会点，这给管理带来困难，主要还是安全问题，那么多人聚在一起，出了事可不

是小问题，另外呢，也给不法分子以空隙。二是自封传道人，各占山头。其实说到底还是各利益问题，都想当老

大，内部又相互诋毁。” 

 

  教会的活动经费主要来源于捐赠，包括个人以及组织的捐赠，在H县，由于当地经济水平的限制以及募捐的

渠道不完善，教会获取资金的能力非常有限。教会以外的组织和个人对教会有很大的陌生感或者不信任感，因

此，这些教会主要依赖组织内成员的捐赠维持生存。 

 

  一个教会的经济能力与其成员数以及成员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在H县各村中，教会呈现明显的老龄化趋

势，60岁以下的信徒都非常之少，青壮年人群多是处于生存的压力而无暇入教，也就是说村庄中真正掌握经济资

源的这部分人群大多游离于宗教组织之外。为了扩展影响力，各个教会组织的竞争多是体现在对人员的争夺上，

教会的人数与教会的经济能力成正比。同时，教会的经费一般由负责人直接掌管，对经费使用的监管力度不够，

相关人员从中渔利的机会与可能性较大。 

 

  除了经济利益的牵扯，“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心理也是造成派系分化的一大因素。一位宗教团体的负责

人曾私下里这样说：“我们人数是不多，不过自由，没人管啊，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在这里好歹也是个头。”这

种心理也是相关人员获取成就感与满足感的需要的直接反映。教会负责人期待在村庄中建立起自己的生存价值，



希望通过教会组织的壮大来获得自己的社会声望，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种荣誉或许比经济上的利益更为诱人。 

 

  （四）内生秩序的融合：基督教会的本土化转变 

 

  基督教会并不具备本土的文化血统，要想更容易为村民接受，需要进行本土化转变。转变过程中，村庄的差

异亦会导致宗教组织的差异。“村庄的内生秩序具有二元性：一是行政嵌入；二是村庄内生。人民公社是行政嵌

入的典型，中国传统社会的村庄秩序则大多是内生的，内生的村庄秩序依赖于村庄内部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贺雪峰、仝志辉，2002） 

 

  村庄内生秩序可以理解为本土孕育，经过很长时间的积累沉淀并且为村庄内人员广泛认可与接受的一些风俗

习惯、行为法则等，这些内生秩序基本上是约定俗成的。随着村庄对外联系的日益频繁，村庄的内生秩序受到越

来越多的冲击，原生的规则正在被解构与重建。一般而言，村庄内生秩序比较稳固的区域，其传统性会更强，比

如有的地域的宗族力量非常强大，村民处于一种紧密相关的联系之中。基督教会的伦理规则受地域内传统文化底

蕴的支撑，在输入村庄内部时，必然会与村庄的内生秩序发生碰撞，碰撞的强度与外来的伦理规则的保守性以及

村庄的“社区记忆”强度密切相关，如表2： 

 
表2 宗教团体的本土化转变 

                      

  在A类情况中，由于村庄记忆的强度很高，内生的秩序非常稳固，而宗教伦理的保守性亦很强，二者都将自

己的伦理法则强加于对方，自我均不肯做出改变，其后果就是二者激烈的冲突，宗教组织会受到本土力量的强烈

排斥，很难生存下来。 

 

  在B类情况中，会出现一种“秩序劫持”的现象。弱村庄记忆造成了村庄“传统社会关联链条的断裂……，

在以前依赖于传统社会关联建立起村庄秩序的地方，若没有及时获得其他方面的力量，就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失

序。”而宗教伦理的强势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村庄被一套外来的伦理体系所劫持，即新的伦理体系被复制到村

庄中，协调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C类情况恰好与B类相反，村庄传统的强势地位会使得宗教被人为的改造，以适应村庄内生秩序的要求，宗教

就具有了更多的本地色彩，称之为本土化转变。 

 

  D类情况最不可预期，外来宗教在进入村庄内部之后，不会与村庄的内生秩序产生激烈的碰撞，但也不会出

现B类情况，宗教组织可能会朝着碎片化的趋势发展，村庄信仰被群体信仰所解构。 

 

  H县各村的情况一般属于C类和D类，可能对于传教者而言，重建某一地域内生秩序的成本远远要高于适应的

成本，并且对结果的预期很不明确，所以宗教伦理在被传入村庄之前，就已经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力求使其符

合一定区域内的伦理主张。比如H县的家庭观念很强，因而有的教会就将维护家庭关系作为基督教的核心教义，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基督教已经符号化了，对于信徒而言，其真实伦理法则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一种

能够从中获得福祉的神秘力量，入教就意味着解脱。很多团体的本土改造是非常粗糙的，仅仅从形式上进行，比

如婚葬仪式等。“在基督教的生命里，没有中国的文化血液在内……，所以根本的问题，不是在形式方面，乃是

在精神方面，把基督教下种在中国文化里面，吸收中国文化为血液。”（杨天宏，2005：388） 

 

  （五）宗教市场下的精神慰藉：基督教会的工具性演化 

 

  斯达克发展了关于宗教经济的观念，“他想通过这个观念来证实存在着一个有规律的以及潜在的消费者市

场，存在着一群公司(宗教组织)，为了提供一系列宗教产品，他们随时准备着像商品供应商那样行动，提供那样

一种市场，因而创造出了一种需求，结果市场的多元化并没有导致宗教的衰落与世俗化。相反，各种不同的宗教

信仰变得更加强大，更具竞争性。” （罗伯托•希普里阿尼，2005：220）近几年，农村社会也发生着一些裂

变，比如农民之间关系逐渐疏离以及传统人际关系的变异，人情渐为冷漠，彼此间的信任感降低，社会凝聚力明

显下降。随着H县“空巢化”现象愈见严重，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常年在外务工，农村中的留守老人数量越来越

多。老人们需要一种团体在寻求精神的慰藉，宗教团体在事实上扮演了这样一种角色，由于团体内成员关系的亲

 

 

村庄记忆 

       强        弱 

 

保守性 

强        A        B

   弱 C        D



密性，宗教团体亦是一种情感共同体。经常的宗教活动为老人们提供了打发时间的途径，满足了一部份市场需

求。在H县的各教会中，信徒入教的原由还有：有的是因病入教，期待神能让自己得到救赎；有的则是为家人祈

福而入教，常有信徒祈祷能上大学、能挣大钱等等。“对于广大底层的信徒而言，基督教不仅是他们艰难贫困生

活中的依托，是他们祈求平安、祈求衣食、消灾祛病的唯一方式，更是改善其自身处境的希望。他们像以往拜菩

萨那样去敬拜上帝。”（王燕琴，2006）对于这样一种情况，某教会人员如是说：“这样太功利太世俗了，信

耶稣不是为了吃什么喝什么。我们要做悔改，把自己交给主” 

 

三、蓄水式成长路径中的宗教团体博弈 

 

  H县宗教团体的生存状况好比是在某一固定区域内存在很多池塘，这些池塘就是不同的宗教团体，池塘水源

就是各种宗教团体所占有并努力去争夺的资源，包括信徒数以及组织财力等等。因为池塘挖掘者的能力不同，因

而池塘的大小不一，深浅亦是不同。池塘的挖掘与水源的引入是一个相伴生的过程，并不存在明显的先后顺序。

为了防止水资源的溢出，一般而言，水源愈是充沛，池塘就需要挖得愈深愈大。在组织发展的初期，池塘的容量

与其所拥有的水量均较小，基于组织扩张的冲动，这一时期组织关注的视角为继续扩大池塘的容量，引入新的水

源。对于池塘的挖掘者而言，其无力利用现有的一点水资源去从事“灌溉”、“养殖”等，以履行宗教团体的社

会功能。因而，这一阶段属于宗教团体的内倾性发展阶段，关注于宗教团体的内部事务。 

 

  众所周知，区域资源是有限的，各宗教团体之间资源竞争是必然的，于是，我们会看到：有的“池塘”日益

外溢，而有的“池塘”却日趋干涸。池塘的扩张并非无止境的，它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边界”。与此相似，一方

面，每个村庄都会有它的宗教团体，行政区划起到了阻隔的作用；另一方面，在一个区划内存在多个宗教团体

时，各个宗教团体的成员一般均为关系较为亲密者，使得区域内出现“群际割裂”的现象。同时，由于宗教组织

发展的制度性制约，村庄宗教团体很难掌握村庄更多的公共资源，而区域“池塘水资源”专属性却又使得其它团

体根本不存在争夺的机会。因此，宗教团体发展到一定阶段便面临着资源枯竭的状况，很难再去发展新的信徒。

这时，有实力的宗教团体纷纷从事一些慈善活动来扩展自己的影响力，并开始利用自己所占有的资源从事一些社

会事务。这种慢慢积累再逐渐壮大扩张的现象和过程，我们把它称之为“蓄水式成长”。 

 

  但是，组织能力的差异必然带来组织目标的差异，不同的宗教团体为了实现自己的组织目标进入新一轮的博

弈。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也就出现了一种新的选择，即开挖沟渠，连接各个池塘进而合为一体，或者继续扩大

单个池塘的容量。在资源有限的现实语境下，对于各教派领袖而言，后者极有可能会导致激烈的冲突，因而“合

一”便成为了强势团体的优先选择。 

 

  （一）合为一体：宗教精英对垒下的理性选择 

 

个案访谈4 

 

  唐永平，50多岁，G县耿城教会执师，创办了特种水产科技研发中心，推广各种养殖技术，并注册生

态有机农业开发公司，资产数百万。原本从事制造业，工厂因事倒闭后，在其母亲影响下入教。“上帝要

用我这个人，而我不信，所以上帝要把企业拔掉。”在谈到自己的破产经历时，他如是说。入教以后，事

业上他一帆风顺，因而感触“离开上帝一事无成”。 

  方云，40多岁，某银行职工，是该行中最早拿到会计师资格的人之一，同事均认为其有大好的职业前

途。信教以后，“买断”工龄全身心投入宗教事务。在问及这段经历时，他坚信“应以神为中心”、“只

有在基督中的家庭才是最稳固的”、“上帝话语高于一切人的规则”、“不勉强任何人信仰耶稣，但向任

何人传扬耶稣。”据了解，方云入教以后，性情大为好转，曾省吃俭用救助无家可归之人。 

  唐永平对H县各村的状况感到忧虑，认为几乎达到了“一村一派”的地步，主张H县各教派“合一”，

打破宗教壁垒来消除目前的混乱状况。与其观点相同的宗教精英们已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建立中心教

堂，首先实现组织形式的“合一”。这一做法遭到了一些团体的抵制，方云所在的教会便是其中之一。方

云认为，“合一是神的合一，而不是礼仪形式的合一，这样的合一是虚假的，别有用心的。”关于“合

一”的前景，唐永平表示乐观，“建中心教堂的资金不是问题，而且建了正规教堂之后，肯定会吸引更多

的人入教，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合一。”关于合一的阻力，唐认为“这里面有私人利益，他们的信仰

不纯正。” 

  方云的回应：“就算建成中心教堂也不会去，信仰耶稣，只要诚心就行，去不去教堂，这些都只是形

式，统统可以抛弃。”在被问到如果政府亦是推动H县教会合一，其将如何面对时，方云回答：“我们认

为应将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 

 

  无论是支持“合一”，还是坚守多元化，宗教精英们的行为选择均是基于对现状的理性思考以及对未来的一



种预测。“理性选择的理论是以个体行动者的选择自由为基础的，行动者有其自己的资源，有控制资源的能力，

有需要保护的利益，有需要最大化的回报。这便导致了行动者去进行一种关于代价与获利的理性计算。”[19]由
此，我们可以将H县的宗教团体负责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虔诚型基督徒，热心传播基督教义，渴望人人都皈依

基督；第二类是自负型基督徒，鄙视其它一切宗教团体，认为只有其自身才为正统，当然，这类人也是热心传播

基督教义的；第三类是功利型基督徒，他们渴望的组织发展壮大中的那种成就感，或者通过组织的壮大从中获取

某种利益。团体负责人往往理性地看待合并的成本和收益： 

 

  “合一”的成本＝负责人地位丧失＋风险成本（即合一的结果可能发生偏向，不可预期） 

 

  “合一”的收益＝基督教教义的广泛传播以及组织的正统化  

 

  对于第一种基督徒而言，“合一”的成本往往为传教的热情所掩盖，所以他们所在的组织是合一的坚定支持

者。对于第二种基督徒而言，他们支持“合一”，但在他们的观念中，风险成本被无限放大，因而为了确保他们

的领导地位，他们赞成合一演化为兼并的模式。第三类基督徒对合一抱有天然的抵触情绪，在他们看来，收益是

微不足道的、成本却是高昂，但若能保证他们的领导地位则可能转变立场。由于村庄中各教会彼此熟识，第一类

和第二类基督徒是不可能接受第三类基督徒的领导地位的。通过这种分析，我们可以大致得出H县教会的合一进

路：第一类与第二类会最先“合一”，第二类保持领导地位，合并后的组织与第三类基督徒所在的组织相对立。

进而又出现两种结果：一是其中一方妥协，基督教会完成最终的“合一”，尽管“合一”的绩效并不明确；二是

经过激烈对抗，政府规制与民众偏向等外在力量对博弈结果起到决定性的影响。 

 

  在我们的调查中，H县宗教局局长周美君强调，“信仰自由并不代表宗教活动自由，必须依据相关的条例对

宗教事物进行管理。”关于“合一”，周局长的态度很正面，认为建一座像样的教堂也是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与名山名水相适应，政府会在土地上予以最大限度的优惠。同时，周局长强调政府不会直接介入宗教事务。在调

查结束之时，修建中心教堂的计划尚未获得批准，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各宗教团体竞争的加剧，“优胜劣汰”

的达尔文主义法则会导致教派数量的减少。 

 

  （二）宗教异化：合作博弈困局下的传教行为偏差 

 

  作为一个熟人社会的村庄，面子哲学在处理日常事务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谁都不想撕破脸皮去激化矛

盾，因此各个宗教团体的竞争更多的体现在“暗斗”上——一种貌似合作的团体博弈不可避免地出现。其中，

博弈强度视距离远近而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同一个村中，由于熟识程度高、博弈强度较弱，团体之间的博弈行

为受到了本地价值伦理的约束往往会达成某种“地方性共识”，最先破坏规则的人会受到舆论的谴责。不同村庄

之间，尤其是相邻的两个村庄之间的博弈程度最为激烈。而相隔较远的宗教团体的博弈程度又会很弱，因为远距

离增加了博弈的成本，熟识度低又导致了宗教团体的吸引力下降，因而信徒一般会采取“就近原则”。 

 

  作为整体的村庄信仰被村庄内的群体信仰所解构，人情关系的牵引力以及地理吸引力引导村民加入何种宗教

团体，结果就表现为宗教团体的人员皆为关系非常亲近的人员，也就是说，不同宗教团体都有它维持生存的固有

资源，任何宗教团体在争夺其它团体资源时都面临着一种“先天性的困境”：很难再发展新的信徒，各团体只能

维持现有的状况。为了打破这一僵局，各宗教团体都要求每一个信徒都发展自己身边的人入教，最终导致了在传

教时行为出现偏差——宗教异化——宗教伦理与村庄传统的“迷信”结合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邪教的特

征。 

 

个案访谈5 

 

  周某，女，45岁，小学文化，H县弦瑞村村民 

  张某，女，41岁，小学文化，H县弦瑞村村民 

  周某丈夫因在工地做工不慎坠落而住院，其子考入大学，家里急需用钱。张某得知这一情况，立即到

其家中劝她入教，认为只有神才能帮助她拜托困厄，并散发宣传资料。 

  劝教论据：自家猪栏在山边，因雨被埋，挖出后猪无事，年末宰杀后发现其体内有一大块腐肉，认为

是神的保佑。 

  周：家里还有很多地要种，哪有时间啊？ 

  张：这没有关系，神会帮你种好的。 

 

个案访谈6 

 



  陈某，女，45岁，高中文化，H县耿城某家庭教会负责人，原建行职工 

  问：如果你生病了，你会首先选择去医院吗？ 

  答：我会首先选择祈祷，听从神的意志，如果是神的安排，是对我的惩罚，那我就不会去医院。 

  问：你怎么判断是不是神的安排？ 

  答：那我肯定知道啦(笑)。 

 

  由于宗教知识的贫乏以及本身素养普遍不高，信徒在向别人传教时，为了增强说服力，大多利用自己掌握的

信息对一些实例进行加工，使得信息的传输失真，从而出现“宗教异化”的现象。 

 

  （三）信仰中立：重叠性社会关联的策略选择 

 

  村庄的社会关联是指在村庄内村民因为地缘关系(同一自然村或同一居住区域内所产生的邻里关系)，血缘关

系(宗亲和姻亲关系)，互惠关系(礼尚往来和生产互助关系)，共同经历(同学，战友，生意上的合伙人)以及经

济社会分层产生的社会契约关系和权威服从关系等等，所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的总和。[20]拓展费孝通先生
关于农村“差序格局”的描述，我们可以形成这样一种印象，每一个投入湖中的石子都有其所能扩展的最大限度

的社会关联，从而形成一定的场域（见图2、3）。 

 

                          

 

图2 个体的社会关联域               图3 重叠性社会关联 

 

  假设存在个体A与个体B，那么也就存在各以A、B为中心而扩展出来的场域。但在现实中，A与B的场域往往

出现重叠的现象，即存在图3的阴影部分，我们称之为重叠性社会关联。在有限的区域内，很难存在各自独立的

社会关联，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社会关联，同时他也是其它社会关联的一部分，村庄中的人情关系便是由许许多

多的关联体系相互交织叠加而形成的一张大网。各宗教团体就是在这张大网中动员村民入教，因而也就出现了同

一个村民会受到两个甚至多个宗教团体动员入教的情况。由于动员者均为与该村民较为亲近者，无论该村民是否

真的信仰耶稣，为了不得罪任何一方，该村民最终会选择“信仰中立”的原则，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耶稣被抛弃

了”。 

 

个案访谈7 

 

  陶某，60多岁，女性，H县甘棠教会信徒，在访谈中表示自从其入教以后，身体大为好转，因而也希

望别人接受这份信仰，一直动员身边的人入教。 

  李某，60多岁，女性，H县龙门教会信徒 

  胡某，陶某之女，李某的儿媳，陶某与胡某都曾劝说胡某加入自己所在的教会。 

  李：你加入她（指陶某）那教会每有用，神不会保佑你的 

  陶的反应：你可以劝她加入你那教会，但不能说我这教会没有用吧，这人没名堂。 

  结果：胡某感到非常为难，最终未加入任何教会。 

 

  宗教团体的引员竞争使得村庄中的重叠性社会关联部分处于两难的境地，于是传统的人情伦理时常出现微妙

的局面。 

                                                                                             

四、结论与讨论 

 

  自古以来，中国农民一直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简单而又自然的生活，天然的自然资源、自给自足的小农

经济、落后的生产方式、熟人半熟人乡村共同体诠释着“民以食为天”的古训以及维系着传统血缘亲情、宗族情

结与乡村伦理，依靠经验而非依靠文化、依赖自然而非依赖科学、逆来顺受而非主动求变的生命历练从一定程度

上昭示着传统农民的价值信仰和精神寄托。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步伐的加快以及现代化生活方式的移入与跟进，

许多地区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与村庄治理结构遭到了部分或者全部的肢解，乡里人开始比肩城里人的生活时尚和

现代气息，现代生活元素的不断揉入与传统乡村公共空间的张力不断显现，于是，二元治理结构下中国农民某种

程度的“精神分裂”不可避免。一些宗教团体在农村地区的“非正式嵌入”和“蓄水式成长”可以看作是村庄公

共精神函数中因变量的扩张成果，村庄公共精神空间的博弈镜像反映出当下农村公共文化供给的缺位以及农民强

烈的精神需求表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目标和原则，新农村建设



必然要求农村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生活方式等方面发生积极的、符合社会主义精神的传承与变革，为此，作

为公共权力机构的政府必然需要做好配置“新设施”、提供“新服务”和培育“新农民”的工作。其中，通过义

务教育、职业技术培训以及科技推广、文化下乡、精神引导等方面的措施培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有文化、懂技

术、会经营、能管理、精神爽的新型农民显然是新农村建设中的首要任务。因为新农村建设最终要落实到农民本

位上来，只有农民才是新农村建设的创造者、推动着和直接收益者。而农民的文化素养和精神状况规约着新农村

建设的未来。 

 

  近些年来，农村地区的宗教热除了缘于其人际传播的特殊方式之外，亦与其它教派的退守相关，所谓“基督

教从教堂走向民间，而佛教、道教等本土教派却从民间回到庙堂”，这个问题值得深思，再加上农村公共文化供

给的非充分性、村庄社会保障机制的残缺性以及许多地区农耕方式的脆弱性和别有用心者的逐利性，地下非正式

宗教团体在许多农村地区的“乘虚而入”不可避免。此外，基督教会人际传播的传教方式亦可作为农村宗教热的

一个注解，。在“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框架下，当下对于像H县非正式宗教团体的传输及其治理不妨从以下几

个方面开辟路径：第一，明确界定乡村传教资格，可由国家宗教事物局或者一些宗教学院等权威机构统一培训、

考试等途径获取传教资格，对于那些利用宗教传播干扰社会正常秩序的行为予以打击并永久性吊销传教资格证；

第二，通过大众媒介传输科学文化知识和宗教知识，或者创办农民公共课堂，以不断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

思想道德水平，提高农民的宗教知识水平和自我辨别能力；第三，加强宗教事务管理机构的正确引导和有效介

入，防止非正式宗教团体的非正当性和破坏性，阻止其不当获利的活动与行为。我们知道，或者出于某种程度的

宗教热情，或者出于宗教知识的匮乏，误读和曲解了的宗教伦理与传统的迷信思想相结合对于村庄良好精神空间

的培植是非常有害的。 

 

  一直以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是不断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需要，是全面实施

党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也是当前农村农民文化权益保障的需要。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必然需要坚持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大力培育村庄文明风尚，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开拓农民的精神

空间和文化视野。同时，在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语境下，只有加强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建立和健全最

低生活保障制度、养老制度、医疗卫生制度，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才能走出二元结构背景下中国农村的“转

型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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