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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北美华人宗教信仰的研究在华侨、华人研究领域尚属薄弱。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多关注对华

侨、华人的移民史、经济、政治、华文教育、世俗性华人社团等方面的研究,而对华人的宗教信仰,特

别是基督教¹信仰则点到即止。基督教作为由外部传入华人社会的宗教,经过一个半多世纪的传

播,逐渐在美国华人社会中扎根,成为美国华人的主要宗教信仰之一。本文在梳理基督教在美国华

人社会传播的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着重从来源地、语言使用、知识层次等方面对华人基督徒的构

成进行分析。

一、基督教在美国华人社会中的传播历程

基督教在美国华人社会中的传播经历了几个历史阶段。在这几个历史阶段里,基督教与美国

华人传统信奉的宗教争夺信众,最终在美国华人社会中稳稳扎根。同时,美国华人对基督教从被动

接受变为主动传播,从依赖主流教会发展为自行建立教堂,在当代形成蓬勃发展之势。

第一阶段,从 19世纪中期美国 /淘金热 0引发中国移民潮开始,一直到二战爆发。在这一阶
段,来自中国南方乡村的移民主要信奉带有佛教和道教色彩的中国传统民间信仰。这些移民在所

到之处兴建了许多庙宇,主要供奉观音、妈祖、关公、玉皇大帝等。美国华人的这些传统民间信仰于

20世纪初开始走向衰落,主要原因是 1882年美国政府实施排华政策,限制中国移民入境美国,华

人社会得不到新鲜血液的补充。随着老一代中国移民归国或故去,加上人数有限的土生华裔对传

统信仰少有兴趣,早期的华人民间庙宇逐渐残破、消失,到 20世纪 30年代,仅存的几座庙宇也成为

供游客参观的古迹。在这一阶段,有少数白人牧师开始在华人中间传播基督教,在唐人街建立了基

督教会,吸引了一些中国移民和土生华裔加入。最早建立的旨在向华人传播基督教的教会是旧金

山的唐人街长老会,由一位曾经到过中国的美国传教士于 1853年创立。这家教会迄今尚存,举行

礼拜或讲道时使用英语、粤语和普通话三种语言。据统计,至 1892年共有 11个基督教宗派在美国

和加拿大建立了 10间华人教会、10个华人基督教组织、271个华人主日学班或传教点。º 但是,随

着美国排华法案的通过和实施,华人移民到美国的人数减少,很多华人主日学班和传教点关闭。虽

然在几个大城市唐人街附近的一些教会得以维持,但是很少有华人信教入会。总体上来说,这一阶

段信仰基督教的中国移民及土生华裔还相当少。究其原因,主要是当时的白人传教士多持种族主

义观念,他们向华人灌输基督教信仰和美国的文化价值观,目的是想劝度和训练一些华人信徒,然

后送他们回中国充当白人传教士的助手,而并不想将他们平等地接纳入美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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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从二战到 20世纪 60年代中期。在这 20多年间,美国华人的宗教信仰发生了一系

列转变:由粤籍老侨带来的中国传统民间信仰衰落了;佛教僧尼开始踏上美国国土,将正统佛教传

入美国;基督教会则在华人社区中扎根并稳步发展。二战后,进入美国的新移民中留学生占了很大

的比例,他们较容易接受美国的思想和文化,因而不少人皈依基督教。此外,对于那些从小就在美

国出生和长大的土生华裔来说,其邻居、同学乃至配偶可能都是信奉基督教的白人,基督教信仰己

渗入其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此情况下他们很难抵挡住强势的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往往最终信奉基督

教。截至 1955年,美国大陆的华人建立了 62座新教教堂,加上夏威夷华人建立的 4座,共有 66座。¹

第三阶段, 20世纪 60年代中期至今。 1965年美国新移民法的颁布使得华人移民迅猛增加,而

且在来源地和素质构成上与老一代移民有很大差异,与之相伴的是华人宗教信仰团体迅速而多样

化的发展。中国传统民间信仰随着 20世纪 70年代后东南亚难民的到来而得以复兴,正统佛教因

得到来自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富裕移民的大力资助亦占有一席之地,而华人基督教会则因大量

高素质移民的加入而发展得更为迅速。在此阶段,很多由华人基督徒独立创办的教会蓬勃发展,日

臻成熟。华人新移民的受教育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大为提高,更有经济实力建立教会。截至 1980

年,美国的华人基督教会已经达到 420家,到 90年代末至少有 800多家,加拿大也有 200多家华人

基督教会,北美共有华人基督教会千家以上。º 到 21世纪初,超过 1 /3的美国华人信奉基督教,华

人教会及福音机构超过 1800家。» 华人基督教会常常成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的聚会场所,

显示出很大的包容性,这不同于中国传统民间信仰者和正统佛教的信奉者,他们带有一定的集中

性,前者基本上是越棉寮华侨,而后者则多是来自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移民。

受美国强势的基督教文化氛围的影响,当今美国华人的各种宗教信徒中,基督教 (新教 )徒最

多,并且人数还在持续增长,其次是佛教徒,再次是天主教徒。 5洛杉矶时报 6曾报道 1997年对美

国南加州 6个郡 773名华人所做的一项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 26%的受访华人自称是基督徒或

新教徒, 6%的人自称是天主教徒, 20%的人自称是佛教徒,而 44%的人则声称无宗教信仰。¼ 另据

统计, 2000年全美有 819家华人基督教会举行新教礼拜活动,而仅有 120) 150家华人佛教团体提

供宗教服务。½ 杨凤岗教授在美国几个大城市所做的实地调查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 1996年大华

盛顿地区有 20家华人基督教会,但只有 3家佛寺;在休斯顿地区,有 30家华人基督教会,但只有 6

家佛寺。¾ 不过,也有调查揭示,在美国某些大城市中,华人基督教会或基督徒的数量并不多于佛

教组织或佛教徒。据肯尼斯 # J#盖斯特 ( K enneth J. Guest)的调查,纽约唐人街 62家有华人会众

的教会中, 23家为新教教会, 26家为佛教组织, 3家为天主教会。此外,据 1997) 1998年对纽约昆

西电话簿中随机抽取的 164位华人居民的电话调查, 其中 13. 4%为新教徒, 6. 7%为天主教徒,

21. 3%为佛教徒。¿ 上述几项调查研究所揭示的华人各宗教信仰群体的相对规模,尽管有待更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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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调查的验证,但是都已清楚表明,基督教已发展成为美国华人的主要宗教信仰之一。

二、美国华人基督徒的来源地构成

美国的华人基督徒大多是在入美后才转信基督教的,入美前就已信奉基督教的只占少数。不

同的华人教会在信众构成上也有所不同,折射出不同阶段的华人移民潮。早期的粤籍移民及他们

的子女常聚集于某些教会, 20世纪 70年代后到来的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移民则集中在另一些

教会中,中国大陆留美学生也建立了自己的教会,还有一些福建非正规移民也形成了自己的宗教组

织。不过,更为常见的是,同一教会中往往聚集了不同社会、政治背景的华裔,只是某些来源地的华

人可能居多数。举例来说,在休斯顿华人福音教会中,有近一半的会众来自中国台湾地区, 20%的

会众来自中国香港,近 20%的会众为成年土生华裔, 10%的会众来自中国大陆, 7%左右的会众来

自其他亚洲国家。¹

20世纪 80年代以前,美国华人基督教会中以两类人居多:一类是老一代华工移民及其后代,

另一类是 60、70年代从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移民到美国的知识分子。从 90年代开始,美国华人基

督教会的会众构成开始发生变化,中国大陆新移民所占比例迅速上升,在一些教会里占一半左右,

在个别教会中甚至占绝对多数。这种巨大的变化与 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留学生大批留居美国有

直接的关系,同时也反映出美国华人宣教组织的工作成效。º 在整个 80年代,来自中国大陆的美

国华人中只有极少数人皈依基督教, 但到 90年代,来自中国大陆的美国华人对基督教福音传播

( Christian Gospel)的接受程度令人惊奇。有人估计说,大约 30%的中国大陆留学生成了基督徒。»

这也推动了专门针对中国大陆移民的基督教福音传播运动的兴起,不论是美国白人基督教会,还是

华人基督教会,对中国大陆移民的宣教热情都很高。据张利华教授在伊利诺伊大学访学期间对厄

巴那 -尚佩恩城 (U rbana Champaign,以下简称厄城 )教会的观察, /一些来自大陆的中国人刚到厄
城,家门就被几个美国人敲开,他们自我介绍说是耶和华见证会的传道员。其中一位传道员用流利

的汉语介绍他们教会的情况,发送刊物并动员新来的中国人参加他们教会的活动。他们还免费用

车接送这些中国人去他们的教堂学习。如果同意,他们还会安排人定期到中国人家里一对一地教

学 5圣经 6,在厄城的华人教会也积极动员新来的中国人参加其教会和团契的学习活动,每逢新学

期开学,华人教会就组织野外聚餐欢迎新来的中国学生和学者,向他们介绍教会的情况,以后便不

停地打电话通知新来之人参加他们教会的活动。0¼

中国大陆新移民刚进入陌生的文化环境,很难抵挡住这种强大的宣教攻势,最终往往受感召入

会。单是大华盛顿基督教会, 1989年之后的 10年间就给 80多位中国大陆移民进行了洗礼。½ 与

此同时,也有迹象表明, 20世纪 90年代中国大陆移民皈信基督教的热潮到 21世纪初已经减退。

一些著名牧师估计说, 90年代皈依基督教的中国大陆留学生目前已有 50% ) 90%的人不再去教会

了,一些华人教会风风火火后很快因为纷争而解散了。¾ 不过,尽管目前中国大陆移民会众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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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头超过了中国港、台地区的移民,但华人教会的领导权仍由中国港、台地区的移民掌握着。

当前,美国的华人教会按照会众构成大体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传统的华人教会。这类教会

为数不多,大都设在较大的唐人街上,特点是历史悠久,宗派背景及社区味道浓厚,其中不少属于主

流教会的华人分会。其会众多为早期移民,一小部分为土生华裔。此类教会也于 20世纪 70年代

后逐渐吸纳留学生及专业人士加入,给教会注入了不少生机。第二类是 20世纪 70、80年代由中国

港、台地区的留学生建立的华人教会。 60、70年代,从中国港、台地区赴美求学的留学生中有不少

人信奉基督教,其中很多人学成后就在美国工作、定居下来。他们建立了很多 /查经班 0 ( B ible

Study G roup)。此后一二十年里,这些查经班陆续地转型为华人教会。这类教会的会众总体上以中

国港、台地区的留学生和专业人士为主,有些也接纳了早期移民。第三类是以中国大陆新移民 (尤

其是留美学人 )为主体的教会。这类教会大多是在 90年代初建立的,有的由中、西教会增设普通话

堂而成,有的由中、西教会拓植或认领分堂而成,也有的是从中国学人查经班转型而成。其会众主

要是中国大陆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由留学生转变成的技术移民、各类中国大陆新移民 (其中不少人

是劳工,有些是非正规移民 ) ,以及他们的父母和子女。第四类是由土生华裔构成的自立或独立教

会。这类教会有些由华人教会植堂产生,也有些因美国土生华裔与第一代华人移民不和,而由教会

分裂或由土生华裔牧师自行植堂而成。这类教会的会众几乎是清一色的土生华裔,偶尔有其他族

裔的人士参加。这类教会也有的转型为泛亚裔教会,所用语言纯为英语。¹ 从数量上看,目前美国

的华人教会以第二类为最多,其次是第三类。

三、土生华裔基督徒与华人教会的内部冲突和外向拓展

美国土生华裔因在语言使用、文化价值观等方面与第一代移民存在很多差异,他们对华人教会

发展的影响可谓是 /双刃剑 0。一方面,他们给华人教会注入了民主气息和朝气,使其更具美国特

色,但另一方面,他们有可能造成华人教会的分裂。近年来,土生华裔与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及

访问学者同为美国华人教会的两大增长源,其影响不容忽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华人教会只注重在新移民中传道,对土生华裔的重视程度不够。土生华裔

会众的流失使华人教会开始觉醒,采取各种措施以吸引和保住这一群体。现在很多华人教会 /从
孩子抓起 0,充分利用主日学校来吸引华人儿童。由于许多华人家庭夫妻两人都有工作,周末也要
处理许多事务,因此乐于将孩子送到教会照管。º 在教会辅导环境中长大的华裔子弟,基督教信仰

已潜移默化地渗透进他们的思想中,土生华裔信仰基督教的比例因之大大增长。

这些华裔子弟长大成人后,由于从小所受的基督教影响,一般都不会完全抛弃信仰或停止参加

教会活动,有些人甚至全身心地投入基督教的传道工作。很多土生华裔大学生受基督教普世主义

思想的驱动,试着与非华人基督徒交往。然而,他们却常常发现自己为美国主流群体所排斥,他们

的少数族裔身份及与主流群体的族群分野似乎是无法超越的,即便在宣传普世主义的宗教团体中

也是如此。这些土生华裔的族裔意识因之被唤醒,再度回到华人教会,重新找到了社会归属感、心

理安慰和宗教意义。» 但是, /回归 0的土生华裔与父辈之间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他们觉得华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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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保守氛围令人窒息,渴望改变和突破。父辈希望通过族裔教会来维持本族群的文化习俗和行

事准则,这与土生华裔的价值观存在显著的差异。一些土生华裔试图从内部改变华人教会,让其变

得更具美国特色。然而,由于持续涌入的华人新移民,以及与中国的联系的增强,大多数华人教会

在短期内很难有更大程度的美国化。此外,华人教会内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是两代人产生矛盾的

另一个焦点。年轻一代在华人教会中成熟和稳固之后,往往会因权力的不平等而与老教徒产生矛

盾。他们抱怨自己缺乏地位和资源,指责说汉语的教徒通过控制教会,剥夺了说英语的会众参与教

会事务的民主权利。¹ 一些力量壮大起来的土生华裔力争在华人教会中取得英语会众的自主权,

也赢得了一些开明的牧师和移民的支持。现在很多华人教会都设有英语堂,主要服务于华裔青少

年。另有一些更激进的土生华裔不愿意接受妥协,干脆离开以第一代移民为主体的华人教会,自行

建立了独立的英语教堂,还有的与其他土生亚裔群体联合组成了泛亚裔美国人教会。

在最近 10年左右的时间里,有相当多数量的泛亚裔美国人教会出现在美国的大都市区,特别

是在西海岸。这些教会的会众由美国土生华裔、朝鲜裔、日裔和东南亚裔构成,在布道和做礼拜时

只用英语。这些泛亚裔美国人教会有以下特点:其一,一些土生华裔虽然多成长于族裔教会中,但

是他们希望加入本族裔群体不过于集中的教会,可以只说英语;其二,身为亚裔,他们在外貌上有很

多共性,都是黄皮肤、黑头发;其三,他们都还持有某些儒家或亚裔的价值观;其四,他们都有被主流

社会微妙或公开歧视的经历;其五,他们中的一些人是亚裔族群间通婚的后代,很难呆在只由某一

族裔群体构成的教会中。º 华人教会中第一代移民与土生华裔之间的代际文化差异和权力争夺,

使得一些土生华裔更倾向于选择泛亚裔美国人教会。

四、华人教会的会众构成与使用的语言

华人教会会众构成的变化从教会使用的语言上可以看出来。语言问题是移民教会遇到的普遍

问题,当移民群体的母语不是英语时,在美国土生土长的移民往往会提出使用英语的问题。华人教

会面对的问题则更多,除了对汉语和英语的选择外,还有众多方言的选择问题。语言问题并不仅限

于语言差异,有些语言还与文化、社会地位及政治倾向有关。华人教会使用语言的变迁与其他移民

教会有所不同。很多移民教会逐渐从使用本民族语言转变为完全使用英语,而华人教会则因华人

新移民的不断涌入,汉语始终保持着活力。» 在以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移民为主的教会中,

普通话占主导地位。在这里,人们不仅使用中文版的 5圣经 6,而且中文版的各种传道小册子和宗

教书籍随处可见,就连唱诗集都是中国人熟悉的简谱。 5中信 6、5使者 6、5海外校园 6等用中国人
的思维方式、语言逻辑、名人典故记载的关于宗教信仰与理想的中文杂志,在华人中广泛传阅。

一般来说,美国华人基督教会在使用语言时有四种基本选择:第一种是只用汉语;第二种是使

用汉语及英语双语;第三种是分别使用英语和汉语;第四种是只用英语。会众主要由说汉语者构成

的新教会,一开始最有可能只用汉语,特别是当牧师本人也是新移民、掌握的英语非常有限时更是

如此。这里的汉语并不单指普通话,还包括多种汉语方言。早期的华人教会在礼拜和布道时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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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山话或粤语,但 1965年以后,越来越多的华人教会使用普通话。有不少教会刚成立时只用普通

话或粤语,之后则普通话和粤语并用,最后发展为普通话、粤语和英语并用。这是适应教会信众构

成的变化而做出的相应调整。举例来说,旧金山的第一家华人基督教会成立于 1852年,经历了一

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并未发展为单一的英语教会,反而成了 /三语教会 0,提供粤语、英语和普通
话三种语言的服务。目前,这种三语并存状况较常见,稍具规模的华人教会在举行宗教活动时都会

使用上述三种语言。 5全球华人现状报告书 ( 1998) 2003 ) 6 (美国部分 ) /美国纽约区 2003年华人

教会主日崇拜使用的语言 0调查显示:使用这三种语言的华人教会有 162家,使用其他方言的仅有

13家。¹ 再如,在旧金山湾区,华人基督教会使用的三大礼拜语言是:英语 ( 37% )、粤语 ( 30% )、普

通话 ( 27. 5% ),而用台湾话 (闽南语 )的占 4. 5% ,用印尼语和汕头话的加在一起占 1%。º 总体上

看来,目前在美国华人基督教会中,汉语依然占支配地位。

五、华人基督徒的阶层分野

(一 )留学生、专业人士为美国华人基督教会的中坚力量

留学生、专业人士等高级知识分子在美国华人基督教会中占有突出的地位。现今美国的华人

基督徒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近几十年赴美留学后转而定居当地的技术移民。自 20世纪 50、60年

代以来,中国留美学人对美国华人教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1950年以前,多数赴美的中

国留学生都回国效力了,其中皈依基督教的人极少。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有 5000名中国留学

生被迫留在美国,其中有一部分人皈依了基督教。此后至 1978年,中、美之间人员往来基本中断,

赴美留学的华人学生主要来自中国港、台地区,其中不少人信奉基督教。这些留学生在美国热心宣

教,使得华人基督团契及查经班在北美陆续成立,成为福音传播的据点。由于 60年代中期美国改

革移民法,改变了对华人的歧视,并且优先接纳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使得很多华人留学生以技术

移民的身份留居美国,其中不少人是华人基督团契及查经班的活跃分子。他们将原先的查经班升

级为教会,还有不少人在教会担任牧师或讲员,成为 70、80年代华人教会迅速发展的主力。这一时

期,很多华人教会已能够自立,即由华人信徒出资建立自己的教堂,但有些教会还需要依赖主流教

会的帮助,有少数教会要从主流教会那里租赁场所用于礼拜,因为他们还没有能力建立自己的

教堂。»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由中国大陆赴美的留学人士不断增加,他们经常接触基督教。

同时,在国内家庭式教会受过熏陶的学生和宣教多年的老传道人也有机会到美国加入华人教会的

传道工作,于是,美国华人教会中的中国大陆人士日渐增多。特别是 1989年后,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和访问学者对基督教表现出空前的兴趣,他们主动加入基督教会,组成团契和查经班,并举办布道

会、专题讲座、家庭聚会、福音会等,还相继创办了传播福音的杂志,如 5海外校园 6、5中华展望 6、
5生命季刊 6等。主流教会和华人教会也纷纷响应,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向他们传道。一时间,在
中国大陆移民中掀起了一股 /基督教热 0。自 1993年 7月起,约 8万中国大陆留美学人因美国的

5中国学生保护法案 ( S1216法案 ) 6而得以长期居留美国,不少人公开受洗成为基督徒,而其配偶、
子女、父母因出国探亲或移民,也接触到基督教,其中亦有不少人加入了当地的华人教会或团契。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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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90年代起,中国大陆留美学人的教会陆续成立,且影响力日增,成为美国华人教会的新景象。

近 10多年来,美国华人教会的主要增长源之一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原先以

来自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移民和留学生为主体的教会,由于这两地移民和留学生的减少,以致增

长渐趋缓慢下来,后因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及学者的涌入,得以补充,从而改变了会众的构成。

近年来,华人教会每 10位受洗的人当中,可能有 7) 8人来自中国大陆。¹ 据一位留美社会学者的

亲身观察: /从中国大陆去的知识分子,信教比例极高,而且其信仰的虔诚之心甚至远远超过已信

基督多年的教徒。0º不少来自中国大陆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受洗成为基督徒以后,以切身体会写出
了自己由一个无神论者变为虔诚基督徒的心路历程,在华人社会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大陆

新移民知识分子的加入,刺激了美国华人教会的增长并为其注入了朝气。

以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为主体的华人中产阶层现已成为华人基督教会的中坚力量,他们

为华人教会提供了人力资源、精神力量和经济力量,建造了很多宽敞、华美的教堂。据统计,美国华

人基督徒中多数人属于中产阶层,约 60%的人是专业人士、经理、商人。» 近年来,在拥有大型高科

技工厂的郊区,出现了 /博士教会 0。洛杉矶郊区的千橡市,经常参加教会活动的大约有 1000多

人,成年教徒中 95%以上的人都拥有博士学位,他们大都在附近的制药厂工作,担任工程师、研究

员等职务。¼ 这些高学历人士由于工作繁忙和住在郊区,平常难得与其他华人交往,到教会参加活

动成了他们相互沟通的主要方式之一。成立于 1958年的大华盛顿市华人基督教会 ( Chinese

Chr istian Church of G reaterW ashington, D. C.,简称 CCC),是以高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教会。该教

会有一半以上的人拥有大学或研究生学历。½ 休斯顿市的华人福音教会 ( Ch ineseG ospelChurch)是

由几十位专业人士和留学生于 1975年建立的。这家教会的会众大多是中产阶层专业人士,如工程

师、医师、计算机编程员等,只有极少数人是贫穷的工人。¾

中产阶层的华人信众大都有较稳定的职业,走过了为谋生而奔波劳碌的阶段,他们参与策划、

热心组织宗教活动,并为此出钱、出力。他们向教会慷慨捐款,使教会活动有了财政保障。同时,由

于中产阶层的华人信众受过良好的教育,易于理解基督教的真谛,因此,他们对基督教的信仰比较

稳固。

(二 )底层的华人基督徒 ) ) ) 福州籍移民教徒的个案分析
华人中产阶层固然是华人教会的中坚力量,但不容忽视的是,一些低收入阶层的华人也需要依

靠教会获得精神寄托和实际的社会服务,其中最突出的是来自福州的非正规移民,一些被蛇头雇用

的黑帮追杀而走投无路的福州非正规移民有时会主动寻求基督教会的帮助,不少教会出于人道,伸

出了援助之手。

福州籍移民先组成本方言群的基督教团契,达到一定实力后才建起独立的基督教堂。在福州

籍移民最为集中的纽约唐人街,他们建立了两家蓬勃发展的教会,一家是 1988年建立的纽约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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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恩教会 ( The N ew York Christian Chu rch ofG race to the Fu jianese),另一家是 1998年从前一教会分

裂出来的纽约家庭教会。这两家教会基本上使用福州方言,为福州籍移民提供礼拜场所和社会

服务。¹

纽约基督闽恩教会是由 1978年组成的闽爱团契 (M in A i Tuanq i)发展而来的。该团契最初依

托灵粮堂 ( L ing L iang Church)º开展活动,但基本上保持独立,聚会时主要使用福州方言,是当时唐

人街上惟一使用福州方言的基督教团体。» 自成立伊始,闽爱团契与说粤语的灵粮堂教众之间就

存在着误解和分歧。灵粮堂教众反对接收受教育水平低下的福州籍新移民进入教堂,担心日渐增

多的福州籍会众会占据支配地位,而大多数福州籍会众则主张保持独立性,但同时又担心在财力上

不能自立或是难以积累足够的资金在美国建立教堂。到 80年代中后期,由于从日渐增长的福州籍

移民中吸纳了会众,加上来自中国香港、澳门和福州地区的基督徒的加入, ¼闽爱团契的规模不断

扩大,独立建堂的要求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逐渐占了上风。 1988年,闽爱团契决定在唐人街建立

一个独立的福州移民教堂。它承诺在礼拜和服务中使用福州方言,因而吸引了很多福州籍新移民

的加入。这家教堂最终定名为纽约基督闽恩教堂。½ 该教堂用福州方言举行礼拜,同时翻译成普

通话。教堂委员会在开会时使用福州方言,在大多数非正式交谈中也讲福州话。在说粤语和普通

话的群体占优势的唐人街,福州话成为福州籍移民重要的凝聚因素,加强了他们的认同。闽恩教堂

正式建立之时,很多早期的福州籍非正规移民已受益于 1986年的 5移民改革和控制法 6而获得了
合法移民的身份,作为教众能合法公开地进行活动,其教会在组织结构上趋向完善,并在纽约州合

法注册为宗教组织。随着 80年代后福州籍新移民的持续涌入,闽恩教堂不断得到会众补充,得以

飞速发展,成为福州籍移民补充社会资本和获得情感支持的主要场所。

福州籍移民建立的教会对其适应美国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教会为这些福州籍移民构筑了一

个自由交流的小天地,使他们摆脱了身处陌生国土的孤立感和自卑感,获得了精神安慰,并重新找

到自尊。在教会之外,他们不会说英语,甚至不会说粤语和普通话,与非福州籍移民很少往来,加入

教会后,使用福州话作为交流语言,他们可以自由畅谈;在教会之外,福州籍移民的社会地位较低,

而在教会中,他们自认为是富有冒险精神的工薪阶层,支撑着教会的发展,同时供养着家庭和社区,

从而赢得了尊严;在教会之外,他们是流动人群,不断变换城市、变换工作,多数人在 /打黑工 0,有
时会成为美国移民局突击检查的目标,而在教会中,他们都是上帝的子民,受惠于上帝的恩泽。

美国华人的宗教信仰复杂多样,佛教、道教、儒教、基督教等都有一定的华人信众,而基督教是

所有宗教中信众增长最为迅速的宗教。华人基督教会聚合了不同来源地、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知识

阶层的华人信众,显示出很大的包容性。华人基督徒经历了宗教信仰的转变,在文化适应上迈出了

重要的一步,有利于他们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

(李爱慧,助理研究员,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广州, 510632 )

1责任编辑: 黄海慧2

78

 5世界民族62009年第 4期

¹

º

»

¼

½

Kenneth J. Guest, G od in Ch ina tow n: Re lig ion and Surv iva l inN ew York. s Evolving Imm igran t Commun ity, p. 149.

灵粮堂是 20世纪 70年代由粤籍移民建立的。

Kenneth J. Guest, G od in Ch ina tow n: Re lig ion and Surv iva l inN ew York. s Evolving Imm igran t Commun ity, p. 150.

很多早期的福州籍移民是经由中国香港来到美国的,他们在香港就已经建立了使用福州方言的基督教会,其中的一部分人移民

到纽约后,把原有的宗教信仰和组织体系带到了纽约。

Kenneth J. Guest, G od in Ch ina tow n: Re lig ion and Surv iva l inN ew York. s Evolving Imm igran t Commun ity, pp. 155- 1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