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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民族地区的农村宗教问题常与民族问题、贫困问题交织在一起，更具复杂性，是我国宗

教工作的重点、难点。本文以湖北利川天主教发展为个案，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民

族地区农村宗教的新变化、新趋势。分析认为：民族地区宗教传播强度逐步弱化，农民的信仰观念趋

于理性，宗教整体发展稳定，但农民的流动性、知识性、开放性增强，将为未来的宗教工作提出新的

挑战。 

  [关键词]农村宗教；趋势；天主教；利川；民族地区 

  一．引言 

  宗教问题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问题，正确处理宗教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稳定与和

谐。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也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国家，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教徒占有较大比

例。在全球化、现代化的浪潮中，宗教问题日趋复杂，尤其是贫困山区的宗教问题常常与民族问题、

贫困问题、渗透问题等交织在一起，更具复杂性。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农村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宗

教问题，是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本文以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天主教发展状况为例，

分析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宗教的新变化、新特点，以期为做好农村宗教

工作提供基础认识和思路借鉴。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地处鄂西南，为土家族聚居地，境内山地、丘陵、峡谷、河

流相互交错，民风古朴、物产丰饶，为有利之川，故名“利川”。利川天主教传播已有140多年的历

史，鼎盛时期信徒多达五千多人，是鄂西南天主教传播的核心。利川是集“老、少、边、穷”于一体

的土家族山区，其宗教发展现状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代表了贫困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宗教发展的状

况，对其进行研究有利于了解当前中南部农村宗教发展的基本状貌的发展趋势，为正确对待和处理我

国现阶段宗教问题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本文主要运用田野调查、文献收集、问卷调查等方法。田野调查中，综合运用深度访谈、参与观

察等调查手段。共参与观察了信徒的四次礼拜（弥撒）活动、一次圣诞节庆祝活动、一次信徒婚礼和

一次信徒葬礼。深入访谈了6位神职人员和近40多名男女信徒。这些受访对象的社会地位以中下等为

主，身份以农民为主，年龄以中老年为主，性别以女性为主，文化程度以中等文化水平为主，族别上

以土家族和汉族为主。问卷调查中，参照有关宗教调查问卷，结合当地特点，自行设计问卷，内容包

括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信仰观念、对宗教的依赖度等。问卷发放采取偶遇随机方法选取样本，在朱

天村、花梨岭村等地入户询问，填写调查表。前后共发放两次调查问卷，第一次发放问卷50份，收回

有效问卷48份，问卷有效率为 96%；第二次发放问卷100份，收回有效问卷94份，问卷有效率为94%。

总的来说，访谈和问卷调查的范围和选定的对象较为合理，具有代表性，调查的结果有一定的可信

度。 

  二、农村宗教信徒基本情况 

  据《利川文史资料》记载：天主教传入鄂西最早在1860年，后于1866年（同治五年）传入利川。



光绪五年以后，鄂西各县先后建有天主教堂，尤以利川境内最多，利川南坪、花梨岭、花台、苦草

坪、汪营等地均修建了教堂或会堂。到民国末年，鄂西地区天主教堂多达36座，信徒一万一千余人。

解放前夕，教友仍达5000多人。解放后及文革时期，当地天主教传播活动受到限制。花梨岭天主教堂

的国外驻堂神父陆续回国，其他神职人员也相继离开，群众的信教活动基本停止。1987年，党和政府

落实宗教政策，宜昌教区恢复花梨岭天主教堂为宗教活动合法场所，天主教传播得以恢复。 

  现今，花梨岭天主教堂隶属湖北宜昌教区，有8名神职人员，共有信徒约3600人左右。信徒地域分

布比较集中，多是以教堂为中心、方圆3～5公里范围内的农民，集中分布在凉雾乡的花梨村、朱天

村，另外在利川城和教堂下属分堂附近也有少量分布，花梨村是信徒分布最多的一个村，离教堂越远

的地方信徒越少。从而形成了一个小范围的宗教文化区，在这个文化区内，群众认同比较高，文化素

质、价值观念、经济收入水平也比较接近。信徒主要为土家族、苗族、汉族，农民信徒占95﹪以上。

从性别结构来看，女信徒略多于男信徒，约占55％，常到教堂望弥撒的也以女性居多。从年龄结构上

来看，以40岁以上的人居多，从文化结构来看，绝大多数文化程度偏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90%以

上，其中，老人的文化程度都在小学以下，甚至有不少文盲；中青年的文化程度则多为初中、高中。

（见表1）信徒家庭人均年农业收入较低，种田和喂猪只能维持基本生活，主要依靠打工获得收入。青

壮年均外出打工，务工者年平均收入15000元左右。 

  表1 ：利川天主教信徒基本情况表 

  文化程度       年龄构成                   教龄构成 

  文化程度  比例（%）  年龄  比例（%）  教龄      比例（%） 

  小学以下     65     20以下   15       5年以下    5 

  初中         25     21-40    20       6-10年     10 

  高中         10     41-60    30       10-20年    30 

  大专以上     -      60以上   35       20年以上   55 

  数据来源说明：因政府宗教管理部门和教堂均未能提供详细的信徒花名册，该数据为笔者综合熟悉情况的宗教管

理人员和神职人员双方的估计值而得。 

  农民信徒的信仰生活主要包括做弥撒和参加宗教节日，距离教堂较近、且时间上有空闲的信徒会

在周日去教堂做弥撒，住址离教堂较远的信徒则较少去教堂。信徒们在教堂念经、祷告，与神父和信

徒们交流信仰心得和生活感受。天主教有许多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圣母升天节、圣神降临节

等，这些节日为当地群众提供了广泛的社会接触机会。大部分留守农村的信徒会参与天主教的重大节

日，尤其重视参加圣诞节，每年的圣诞节都极为隆重。 

  三、农村宗教发展的新趋势 

  宗教是人们在低水平的社会生产状态下对自然和社会的虚幻认识。从宗教发展史看，由宗教神权

专制到宗教信仰自由，再到宗教和谐，体现了宗教发展的规律。根据宗教发展的规律，它的发展是动

态的，发展趋势也是可把握的。通过调查分析，利川农村宗教呈现出一些新变化、新趋势。 

   

  1、农村信众结构在一定时期内依然以“五多”为主。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十几年里，中国信教群众结构呈现出“五多”的特点：年龄上以老年人

居多，性别上以妇女居多，文化程度上以低文化水平者居多，城乡分布上以农村群众居多，区域分布

上以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不发达地区居多。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指出，我国信众结构正在发生较大变

化，“五多”的特点正逐步消解，开始朝着均衡化方向发展，即中青年信徒越来越多，信徒平均文化

程度逐步提高，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和城市居民信教人数增多，城乡信教群众分布“一头沉”的

格局正在被打破。[1]根据笔者的调查，认为这一趋势并非具有普遍性。就鄂西南农村而言，信众人员

结构改变并不大，也不太明显，依然呈现出“五多”的特点，均衡化仍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趋势。其原

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在于山区农村生产力水平低下，农民穷困、落后、愚昧的面貌未得到根本改

善，导致一些低收入、低文化农民无法根本摆脱对宗教的依赖。此外大部分年轻男女常年外出打工，

受父母、邻里的宗教影响小，难以自小建立起深厚的宗教感情，因而年轻人入教偏少，信众仍以老年

人、女性和低文化程度者居多 

  2、农村宗教传播强度将逐渐削弱，宗教氛围将逐渐淡化。 



  现今，农民信徒人数呈现相对稳定、稳中有降的趋势，年轻人信仰淡薄是宗教发展的新趋势，农

村宗教信仰将会弱化。随着社会的日益开放，乡村与外界的交流越来越多，各种外来的诱惑也越来越

多，现在的年轻人已不再满足于村落内旧有的生活方式，宗教感情不如他们的父辈那样虔诚，对宗教

的认同明显减少。一些信徒虽然从小受洗，但很少参加“弥撒”，有的连“四大瞻礼”也无心参加，

常年外出打工的信徒因缺少宗教氛围，对宗教的认同越来越少。一些年轻人虽然在宗教家庭长大，但

受现代教育的影响较多，已无心入教，家庭代际影响力明显减弱。年轻人远离村庄和宗教的代际传承

断层使农村的宗教氛围逐渐淡化，农村宗教信仰将有可能弱化。据神父介绍，2000年前，花梨岭教堂

每年新发展60人左右，2000年后，逐年下降。2006年只有30来人，其中女性居多，大部分为中老年

人。（见下图）除了新入教的人越来越少外，入教时年龄也越来越大，入教后的信仰稳定性越来越

差，宗教感情变淡，宗教依赖性减弱，宗教氛围淡化。农村天主教发展呈现出传播强度逐渐削弱、宗

教氛围逐渐淡化的趋势。 

  农村宗教发展趋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要原因在于农民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改革开放以来，特

别是21世纪以来，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碰

撞、整合，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条件明显改善，思想观念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

增强，逐步告别贫穷和愚昧的农民必将拥有更为科学的精神追求和更加健康的精神寄托，其宗教意识

出现多元分化并开始弱化，对宗教的依赖变淡甚至消失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是外出务工的影响。山区农民外出务工成普遍现象，在家的青壮年很少，留守本土的只有老

人和小孩，进堂的也只有老人。年轻人受天主教的影响越来越少，宗教文化逐渐失去传承的载体。丁

一良（男 66岁 汉族 小学文化）说：“1997年以后打工的多些了，现在年轻人几乎走光了。年轻人经

常不在家，初中一毕业就出门了，一年半载难得回家一次，受天主教的熏陶很少。”刘道清（男 71岁 

土家族 文盲）说：“以前年轻人都在家里，星期天望弥撒时，小经堂坐不下，足有一两百人，现在星

期天只有二三十来人。打工的人出门后，就把天主教看淡了。”外出学习、就业改变了年轻人的文化

体系和价值观念，环境和生存方式的变化使他们开始重新审视加入天主教的利弊，并依照新的价值准

则对宗教信仰进行取舍，相当一部分人因而放弃了天主教信仰。 

  再次，宗教的文化势能降低使宗教本身的吸引力降低。从文化学观点看，高势能的文化容易被低

势能的文化接受，天主教在传入利川的初始阶段代表了高势能的文化，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皆处于

优势地位，如开办学校、育婴堂、诊所等，能解决群众的切身困难。解放前天主教被称为“大米

教”，因为当时利川贫穷落后，人们不能解决温饱，入教后就有教堂施舍的饭吃；清政府害怕洋人，

信徒有洋人的庇护，能给他们带来一定的社会地位。现今，宗教的文化势能发生了很大改变，在经济

上、政治上、物质上的优势不复存在，对农民的吸引力降低，只能从精神上，或从人追求善的本性上

获得部分人的认同。 

  3、农民的宗教信仰观念将趋于理性。 

  随着社会和时代的进步，农民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素质普遍提高，农民信徒对天主教的信仰程

度减弱的同时，其信仰方式也趋于理性和人性化。 

  第一，父母对孩子影响力明显减弱。 

  天主教又被称为“传代教”，按教规应对孩子从小进行宗教教育。许多人老信徒从小受家庭的影

响受洗入教，在其成长过程中，宗教家庭长期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培育了他们稳定的宗教感情。如

今，年轻一代接受宗教的方式更为自由和自主，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力明显减弱。据神父介绍，最近十

年来，儿童受洗的很少，将婴儿抱到教堂接受洗礼的几乎没有。杨成碧（女 54岁 苗族 文盲）说：

“以前我的儿子一出生就抱到教堂里受洗，现在我的孙辈都十几岁了还没有领洗，因为领洗不是闹着

玩的，等他们长大懂事后自己决定。也许将来他们的想法和我们不一样。” 调查显示，持有这种想法

的人不在少数，超过一半的人尊重孩子的意愿，仅有极少数人希望小孩尽早入教（见右图）。可见，

天主教传播的代际影响力明显减弱。 

  第二，农民对宗教的心理依赖减少，不再陷入宗教迷信。 

  宗教迷信是在生产力水平不发达、人们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低下的情况下对超自然力量表

现出的盲目崇拜和依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农民受教育程度的增加，信徒对宗教的认识也不再停留在

原始水平，对宗教知识的了解虽然仍难摆脱断章取义，但对天主教的心理依赖明显减少，较少陷入宗



教迷信。信徒不再认为天主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神，而是强调个人的能动性。农民对宗教信仰的

心理依赖减少，对宗教的心理寄托逐渐转变为精神上抚慰和心理上的调适。农民信徒周期性地举行宗

教仪式，或默默祷告，或与神父倾心交谈，将平素积累的消极情绪以特殊的方式化解，让内心变得安

定、纯净。信徒的忏悔仪式实际上是神父为信徒提供的心理安慰和辅导。很多信徒，尤其是女性信徒

习惯在苦闷时前去教堂接受神父的心理疏导。经常去教堂“上会”的段胜慧（女 60岁 土家族 小学文

化）表示：“心里想不开时就进堂一跪，一心一意念经，心里一下子就安静了，听神父讲道理，心理

就好过多了。”此时，教堂成为农民的心灵憩息所，神父则像心理医生（神父在神学院曾专门学习心

理学课程），为信徒提供心理帮助和精神支持，修复农民在现实中的挫败和无奈，信徒对天主教的心

理寄托也逐渐转变为心理调适。  

  第三，信仰观念与时俱进，适应社会。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中青年农民的受教育水平提高，

因而信仰观念也逐渐顺应时代、适应社会。大部分年轻信徒的择偶观念发生良性的转变，以前信徒找

对象需在教徒中寻找，现在择偶对象是否为信徒无关重要。在村民委员会成员的选举中，有时选出的

是党员、有时选出的是教徒，无论哪种身份都能获得村民们的支持，对信徒没有排斥。 

  4、农村宗教发展将会平稳有序，宗教信仰自由将更加深入广泛。 

  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宗教发展较快，宗教信徒数量上升，宗教影响扩大，民间信仰活跃，有些地

方甚至出现了“宗教热”。但我们认为这种热潮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宗教在“文革”期间长期受压抑后

的一种反弹现象，是暂时的。另外，从1994年起开展的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工作使宗教活动和宗教管理

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和制度化轨道。此外，自古以来，鄂西南各民族文化交流频繁，当地土家族、

苗族的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的交织相对较少。可以预期，今后随着党的宗教政策

的进一步全面贯彻落实，随着宗教方面有关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和宗教管理体制的进一步理顺，

宗教的发展将会更加平稳有序，宗教活动也会更加正常化。但是，由于宗教本身所具有的长期性和复

杂性，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有可能出现一度的宗教热，或使宗教矛盾冲突突显化。另外，随着对外

开放的不断扩大，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还会加剧，宗教地下势力还会长期存在，各种非法

组织一旦有合适的气候还会兴风作浪，影响社会稳定。 

  农村宗教信仰自由也将更加深入广泛，宗教界与非宗教界“和而不同”，有利于宗教和谐发展。

以前，信徒被外教人视为异类，教友到教堂望弥撒有可能让外教人另眼相看。如今，农民思想观念逐

渐开放和多元，认识水平明显增加，未入教者对信徒们的信教行为表示接纳和认可，在通婚、参军、

入学、交友、选举中均无负面影响，邻里、村落关系和睦，实现了信教者与未入教者之间的和谐。信

徒与非信徒都能接纳和认可他人的宗教选择，从而实现真正的信仰自由。 

  5、未来农村宗教管理工作将面临新挑战。 

  随着农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人口流动的加快，使得农民信徒的流动性、知识性、开放性增强，

这将为未来的宗教管理工作提出新的挑战。今后，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将逐步递增，农民的知识性将增

强，对宗教的理解和认识将更加理性，一旦笃信宗教，将会非常虔诚。城市化和城乡二元经济体制造

就农民的弱势，青壮年农民仍然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务工，这不仅改变了村落的传统文化环境，也使

农民信徒的宗教信仰带有很强的流动性，传统封闭、稳定的宗教文化环境不再存在，给宗教管理、宗

教传播带来了难题。此外，现代信息传播的快捷和农民外出的频繁也必然导致农民信徒的开放性增

强，这一方面有利于农民信徒吸取先进的文化观念，增强对宗教的理性认识；另一方面也容易使农民

受到不良宗教势力的影响，进而向更广范围扩散，这是宗教管理工作的新问题、新挑战，需要谨慎对

待、认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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