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第１８卷第５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８Ｎｏ．５Ｏｃｔ．２０１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６－０７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１５ＣＳＨ０２７）

作者简介：徐京波（１９８３—），男，山东省平度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农村社会治理。

引用格式：徐京波，李雅琪．农村留守老人基督教皈信的动机、过程与影响———以豫北Ｓ村为
例［Ｊ］．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１８（５）：６１－６５．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７．０５．０１０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７）０５－００６１－０５

农村留守老人基督教皈信的动机、过程与影响
———以豫北 Ｓ村为例
Ｔｈｅｍｏｔｉｖ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ｏｌｄ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ｔｈｅｒｕｒａｌａｒｅａｓｔｏｂｅｌｉｅｖｅ
ｉｎ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
—ＴａｋｉｎｇＳｖｉｌｌａｇｅｉｎＮｏｒｔｈｏｆＨｅ′ｎａｎ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

关键词：

农村留守老人；

基督教皈信；

社会支持体系；

基层政权建设

徐京波，李雅琪
ＸＵＪｉｎｇｂｏ，ＬＩＹａｑｉ

郑州轻工业学院 政法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要：农村剩余劳动力外流冲击了农村家庭的完整性，留守家庭、隔代家庭、空

巢家庭越来越多，由于社会支持体系缺失，许多农村留守老人走上了信仰基督

教之路。对豫北Ｓ村留守老人皈信基督教情况的实证分析发现，疾病医治、情
感慰藉、社会互助是农村留守老人皈信的主要动机。基督教皈信是一个不断渗

透的过程，主要包括前期不同群体成员之间的广泛传播、中期以特定方式拉拢

信徒、后期以定期聚会巩因基督教信仰三个阶段。农村留守老人皈信基督教对

村民的行为方式和家庭关系既带来积极影响又带来负面作用。农村基督教信

仰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不断渗透的过程，我们应对其进行动态剖

析，从而真正发现基督教信仰背后的深层社会根源，以合理引导农村人口信仰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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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８月５日，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

动委员会成立６０周年纪念会暨基督教中国化

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据中外学界都比较认可的

数据，目前中国基督教信徒人数在２３００万 ～

４０００万人之间，约占中国总人口数量的１．７～

２９％，其中８０％在农村。［１］农村的基督教群体

呈现出“三多一低”特征，即妇女多、老人多、病

人多，文化水平低。［２］当前，农村留守老人信教

人数正呈现逐渐增长之势，作为一个特殊的群

体，农村留守老人信教的动机是什么？入教过

程又经历了哪些阶段？皈信基督教对农村留守

老人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会产生什么样的影

响？这些都是亟待研究的问题。当前，围绕相

关问题学界已经开展了诸多探讨。但是现有研

究多将农村基督教信仰作为一个静态的整体事

件：多关注基督教徒的自身原因，而忽视了个体

之外的社会环境；多关注农村基督教的传播机

制，而忽视了农村基督教信仰对乡村社会秩序

的影响。鉴于此，本文拟以豫北Ｓ村为例，从农

村基督教信仰的动态过程出发，基于人与社会

环境的互动，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探讨

农村留守老人皈信基督教的动机、过程与基督

教对其日常生活产生的影响。

　　一、Ｓ村基督教的发展情况

基督教于 １８８３年传入河南，大约在 １９８３

年开始在Ｓ村传播，但是传播范围较小，发展信

徒仅４０人左右，且９０％是老年人。起初没有

正式的教堂，也没有在政府机构注册登记，定期

会有一两个传教士向信徒讲解圣经，因为聚会

的人数少，并没有引引政府部门的过多关注。

２０１０年Ｓ村基督教徒聚会地点改至当地

人民政府西侧，并在２０１１年完成登记注册———

基督教堂公司。教堂唱诗班吸引了很多年轻

人，基督教徒数量也不断增加，每次做礼拜都有

将近２００人，教堂的资金也靠信众的捐献逐渐

充裕起来，并于２０１１年建造了新教堂。

同时，Ｓ村基督教的组织规章也逐渐建立

并实施起来。自教堂登记注册之日起，Ｓ村基

督教传教人员就开始成立各种小组，有唱诗组、

传道组等对基督教内部进行管理。宗教管理人

员会每月去城里的宗教管理处开会，熟悉政策，

以理清当月讲道的内容和方向，布置当月的任

务，带领讲道人员接受培训。有些信徒觉得外

来的传教徒更会讲道，有条件的教徒会选择去

城市听道。村里个别对基督教感兴趣的学生甚

至会选择相关专业，极个别的学生甚至有出国

学习相关专业、学成之后再回村讲道的意愿。

可见，从１９８３年开始，Ｓ村基督教的发展

呈现出了信教人数不断增多、活动空间不断扩

展、组织越来越严密、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越

来越大的趋势。

　　二、农村留守老人皈信基督教的

动机

　　农村留守老人皈信基督教的动机比较复

杂，总的来看，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疾病医治

大多数农村留守老人是新中国成立以前出

生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认为信教对自己对家

庭会有好处，信了基督可以上天堂，虔诚地祷告

可以使家人平安，免除疾病的痛苦，实现自己的

愿望。Ｓ村的很多信徒是因为自身或家人有疾

病才皈信基督教的，调查中，有的信徒就举出自

身的例子来说明：“几年前自己的大儿子生病，

怎么看都看不好。邻居（基督教信徒）就过来

跟我说耶稣的好处，能让我儿子免受痛苦。于是

就跟着邻居做礼拜，祈祷儿子赶快好。没过多久

儿子的病竟然痊愈了。从这以后就彻底服了，每

周都去教堂做礼拜。”（访谈资料２０１６０３２４－Ｌ１）

一些信教的留守老人坚信自身或家人是被耶稣

拯救的人，因此要从自身做起，歌颂耶稣并归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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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门下。这种功利性信仰动机与中国历史文化

有关，比如，在遇到大事时常常会祭拜民间诸神

或寻求巫医帮助。［３］

２．情感慰藉

由于子女经常外出打工，农村留守老人的

日常生活得不到很好的照顾，家庭情感缺失严

重，特别是单身留守老人极易被忽略。通过调

查发现，Ｓ村留守老人感觉人际关系冷漠，与邻

里没有共同语言，习惯待在家里，生活单调，需

要独自面对生活中的孤独无助；而教堂可以为

他们提供一个可以诉说心声的地方。农村留守

老人正是出于情感慰藉需求和对安全感的需

求，才皈信基督教。在皈信基督教期间，他们可

以跟信徒们一起聊天，可以认识很多朋友，可以

在情感上得到一些慰藉，在物质上得到一定的

帮助。比如，访谈中有的老人就说：“自己信教

时间不长，当初是觉得自己在家没人说话，信教

之后能和更多的人在一起交流。”（访谈资料

２０１６０３２５－Ｙ２）

３．社会互助

中国传统乡村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农

民世世代代生活在一小片土地上，宗族邻里观

念很强，这种特殊的社会结构形成了传统乡村

农民的社会支持网络，即一家有事半个村庄的

人都会去帮忙。但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许多

农民外出打工，甚至举家迁移，越来越多的农村

青壮年劳力离开家乡。这改变了乡村社会结

构，使宗族观念淡薄、邻里关系疏远，农村留守

老人的原有社会支持网络被切断。而基督教教

会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种空缺，越来越多的

农村留守老人选择了加入基督教教会。比如，

在访谈中，有的老人就说：“我儿子媳妇都出去

打工了，去年把孙子也接走了，家里就剩我一个

人，我年纪也大了，地里还种着庄稼，农忙时一

个人忙不过来，也没啥钱雇人帮忙，我家旁边就

是教会，以前我没信教的时候，有时候礼拜天也

去教会看看他们做礼拜，后来他们就劝我也信

教，忙时还有人能帮点忙，我就信了教。”（访谈

资料２０１６０３２６－Ｘ３）

　　三、农村留守老人皈信基督教的

过程

　　农村留守老人皈信基督教的过程大致可分

为以下三个阶段。

１．皈信前期：基督教在不同群体成员之间

的广泛传播

（１）在家庭成员间的传播

家庭是农村社会最基本的单位，长辈的宗

教观是年轻一代宗教信仰形成的最重要诱因之

一。［４］据当地人讲，基督教最初在当地的传播没

有现在这么快，信徒大多也是贫困人家，之所以

信教无非也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寻找个精神

寄托，能坚持活下去，但后来家庭传播成了基督

教日渐扩展的重要途径。

家庭信仰的传承既受父辈的影响也受祖辈

的影响，其中又以祖辈对孙辈的影响为最大。

这是因为，基督教传播的形式、内容吸引了农村

留守老人，她们在参加聚会的时候总是会顺便

把家里需要照看的孩子也带上，孩子耳濡目染

就成为潜在的教徒。

（２）在亲戚、邻里、朋友间的传播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指出，人际

格局如同水面上泛开的涟晕一般，由自己延伸

开去，一圈一圈，按离自己的远近来划分亲

疏。［５］这种以血缘为中心的差序格局也为基督

教传播所利用。在农村，户与户之间推门而进，

比城市邻里显得更为亲切，基督教传播速度也

更快。笔者在访谈中发现，不少人都是在亲戚

或邻里之间串门的时候传教的。

传统社会以亲情为重，“远亲不如近邻”的

思想仍被农村人所看重，邻里亲朋对一个人的

影响仅次于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正是看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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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传道者一般都是从熟人入手，基于血缘、

地缘等联系为基督教招揽信徒。

２．皈信中期：以特定方式拉拢信徒

（１）宗教仪式

宗教仪式是教会对信徒要求的基本信仰表

达方式，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宗教仪式让信徒更

加有归属感和认同感。宗教仪式通过向信徒灌

输宗教知识，不断改变信徒对自身行为的认知

和价值判断，使之更加符合基督教的发展预期。

基督教的教义告知信徒，人一生下来就自

带原罪，只有向上帝忏悔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才

能真正皈信基督教，以获得救赎。为了深入了

解基督教的入教仪式，笔者采取自愿入教的方

式进行了亲身体验。教堂的人员很快帮笔者找

到一名信仰耶稣多年的老信徒带笔者去内间做

忏悔。

祷告仪式持续了半个多小时，结束时老信

徒告知笔者这是一种神圣的仪式，让信徒感受

到主的存在。经过这样的忏悔，信徒才能正式

加入基督教。这种仪式之后，信徒的自觉性会

大大提高，他们会有一种传承的责任，也会对外

界高调地说自己已经受过洗礼。其实，这是人

借由这种仪式感来给自己一种强烈的暗示：必

须要认真地去对待这件事情。

（２）宗教音乐

音乐是一种富有情感、体现人类最初精神

活动的产物，也是反映人类现实生活的一门艺

术。宗教音乐多是用朗朗上口的旋律直达人的

内心，传达宗教特色，反映宗教理念。基督教的

圣歌也是该教传播的另一种方式。

宗教音乐可以唤起人们对宗教的好感，潜

移默化地吸引信教群众，紧抓留守老人的内心，

用最直白的话语配上悦耳的旋律一遍遍给他们

洗脑，用歌曲的形式表达出他们内心的渴望，让

信徒深信宗教和他们的利益密切相关，是最关

心他们切身生活的组织形式，让他们对于今后

的日子充满期待。

３．皈信后期：以定期聚会巩固基督教信仰

在正式确定皈信基督教后，教堂中的传教

士会通过聚会定期向教徒讲述圣经里的故事，

传达行为准则，要求信徒自律，做一个大家喜欢

的人，尤其要让周围的人看到自己的改变，展现

相信耶稣的好，是耶稣引导他们走上了救赎

之路。

在周末的教堂聚会中，信徒们会聚集在教

堂以唱诗、讲道、祷告为主要形式进行宗教活

动。信徒也很喜欢通过这种简单的、容易理解

的讲道方式去接受一些新事物，学习圣经里的

内容。平时，农村基督信徒会选择在晚饭后去

其他信徒家中一起祷告唱诗，相互交流，切磋自

己对于教义的理解，为自己或同伴祈祷。

基督教也有自己的节日，如圣诞节、春节

等。节日活动一般是组织信徒表演节目，分发

水果并做午饭，以联络感情，增加信徒间的凝

聚力。

　　四、基督教对农村留守老人的影响

基督教对农村留守老人的影响，比较突出

的有以下两点。

１．对行为方式的影响

当地信仰基督教的老人一般受教育程度较

低、家庭经济收入不高，且多面临疾病、孤独等

困扰，这些相似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不幸遭

遇，使得信教者在精神上能够趋同，表现出强烈

的相互认同感。要恪守基督教的规则教条，信

徒的行为方式会有不同程度的改变。在访谈

中，许多农村留守老人表示自己在信教之后，各

方面的变化都比较大，既有人际交往方式、交往

观念上的变化，也有自己生活方面、心情方面的

变化。信徒普遍认为自己信教后归属感、幸福

感有所增强，生活得更加充实。甚至之前有不

孝敬父母的人也会听从教义的要求而更加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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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基督教在对村民行

为进行约束的同时也会带来负面影响。近年

来，发生在各地的一些非法行为就与基督教徒

有某种关联，他们有的会含沙射影地将不信教

的人称作魔鬼，有的甚至在夜间偷放非信教村

民的农用蓄水。

２．对家庭关系的影响

基督教对信徒家庭成员有很大影响，其约

束功能对信徙的行为有一定的校正作用。但其

负面影响也很明显，尤其是对孩子。对于孩子

来说，模仿是其社会化的重要路径，其学习能

力、行为能力也与此有极大关联。当家长表示

出对基督教的狂热时，家长就成为示范者，孩子

会模仿其行为，经过多次强化，孩子可能也会相

信基督教，并认为一切事情都可以通过祷告去

化解。对于家庭成员的不同信仰，虔诚的基督

徒会隔三差五跟对方闹事，要求对方皈信基督

教。日常生活也是矛盾重重，如贴对联时常常

和家庭成员闹不和，有的甚至会私自将家中的

钱物捐赠出去。不仅如此，基督徒每天清晨和

晚间都要祷告，这会打乱伴侣的生活规律，极易

引发家庭内部矛盾。另外，每周都去教堂做礼

拜也会耽误家庭的日常事务，诱发家庭矛盾。

　　五、结语

基于以上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农村留守老

人皈信基督教的动机与农村社会支持体系的瓦

解存在密切关系。特别是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

大量外流，农村家庭结构受到冲击，出现了农村

家庭离散化现象，由此导致农村留守老人在医

疗、情感、互助等方面存在较多问题。当然，农

村基督教信仰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

个不断渗透的过程，每一过程都迎合了农村留

守老人的现实生活需求，我们应对其进行动态

剖析，从而真正发现基督教信仰背后的深层社

会根源，以合理引导农村人口信仰的发展。另

外，政府、社会和村级组织也应关注农村留守老

人的社会支持问题，构建农村留守老人关爱服

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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