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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随着日益增多的非洲人来到我国，他们之中宗教信

仰者的教会活动已经对当地社区的宗教态势产生了较大的改变和影

响。通过对广州和义乌两地非裔基督徒教会生活的深入观察和调研，

本文在记录其教会活动形式、活动内容以及活动功能的基础上，试图

探讨非裔基督徒的教会活动对其身份认同、社会文化适应和对本土教

会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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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缘起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日益开放，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被吸引来我

国经商、务工、留学和生活。在众多的来华外国人中，非洲裔人口尤为明

显，数量也颇为庞大。据统计，目前在华长期居留的非洲人已有 20 多万，

他们主要集中在经济活跃地区如广州、义乌，此外还有 10 余万非洲留学

生分布于全国各个高校。

* 本文系教育部 2010 年度青年课题“在华非洲人宗教活动现状及问题研究”( 项目编号:

10YJC730007) 的阶段性成果。



非洲人拥有浓厚的宗教情怀和悠久的宗教传统，信奉基督宗教①的非

洲人数量巨大。基督信仰在非洲大陆扎根已久，一直持续发挥着潜移默化

的影响。就时间来讲，基督宗教传入北非可以追溯至公元 1 世纪罗马帝国

时期，阿尔及利亚、埃及的亚历山大等地诞生了数位早期基督教著名教

父，如奥古斯丁 ( Augustine，354—430) 、革利免 ( Clement，150—215) 、
俄立根 ( Origen，185—253) ，帝国后期基督宗教渐渐传播至东北非。7 世

纪后伊斯兰教的兴起使得北非越来越伊斯兰化，但是非洲之角埃塞俄比亚

的基督教信仰则历经 2000 年至今从未中断。公元 15 世纪时天主教借葡萄

牙传教士传入西非，此后基督教的新一轮开拓在非洲兴起。非洲基督宗教

的勃兴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各国的独立运动，与本土文化相契合的非洲独

立教会发展迅速，当前基督徒人数已经占非洲大陆人口一半，成为这一世

界性宗教发展最为强劲的阵地。
庞大的来华非裔群体中基督信仰者的人数也颇为壮观，他们强烈的宗

教情感使其即使远离故乡、身在中国，仍会组织或加入各类教派组织，开

展教会活动。基督信仰作为这一群体的共同特征在其社会适应中起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基于他们对自我宗教的认同，在其内部互动交往中，他们通

过教会活动、小组查经、生活互助、家庭朋友圈的联谊等扩展其认同，显

现出“跨国宗教群体”的认同模式。日本学者广田康生在其 《移民与城

市》一书中对“跨界移民族群”及其“互动者”所形成的社会进行研究，

认为越境移民族群置身在不同于以往的生活和文化环境中时，将努力获得

对自己的认同并将自身的移民行为逻辑化，最终确认自己目前所处位

置。② 在华非裔群体在进入文化迥异的社会空间后，一直在努力地彰显其

文化符号以强化自我认同，这对非裔基督徒来说更加迫切，因为他们的文

化符号不仅是语言、饮食、服饰等外在内容，更包含了其价值判断、行为

规范、人生准则等内在宗教元素与宗教崇拜仪式相结合的复杂的认同体

系。非裔基督徒群体以基督宗教信仰为纽带建立共同体，形成了一个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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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世界第一大宗教———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 ( Catholic Church) 、新教 ( Protestant Church)

和东正教 ( Orthodox Church) 。在我国，新教被习惯性称作基督教。我国学术界把“基督宗教”

作为对这三个教派的统称，指信奉基督的所有教派。非洲独立运动以来，彰显其本土文化特色的

新教教派“独立教会”发展迅猛，成为非洲独特的新教类别。
［日］ 广田康生: 《移民与城市》，马铭译，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5 页。



的文化圈。① 这一文化圈并非虚无缥缈，而是建立在互动者对自身宗教身

份认同的基础之上，并通过与互动者的关系加以强化并形成文化适应。在

自我认同过程中，他们与中国本土基督教徒的互动又超越了地域、国家和

民族认同，表现出超国界、超种族的宗教认同。非基督徒的外在环境对他

们而言就是外在的异质性文化环境，推动他们基于宗教而不是种族和国家

的跨国文化群体的形成。
跨国人口流动不仅仅是人口的积累，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也会

对本地的政策发展带来改变。② 在华非裔群体的教会活动是一个融对外交

往和涉外管理于一身的宗教现象，展现了我国新时期宗教活动的新特点。
我国历史上曾有几个时期对外交往繁荣，宗教的传播流动极其兴盛，尤其

以唐宋时期广州的藩坊③和宋元时期泉州④最具代表性。当前我国经济发

展迅速，对外开放达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水平，与国外文化、
经济、社会等领域交往的广度和深度也空前提高，外来信教群体对我国本

土宗教徒的影响与互动将更多地出现在那些外来宗教人口密集的地区。考

察这一跨国宗教群体的活动、发展是全面分析当前中国宗教发展态势的重

要方面，对这一趋势的研究将引起学术界的更多关注，对考察发展中的中

国社会、加深了解非裔宗教群体、建设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
分布在广州、义乌等地的非洲人以聚居形成了非裔社区，这些宗教信

仰者在面对异质的文化时面临着各种挑战。为了深入了解和观察非裔基督

徒在华的社会及文化适应等情况，本文作者进入广州、义乌非裔群体基督

教活动场所，通过参与他们的教会崇拜活动、与非裔信徒深度访谈、发放

问卷等调研方式，从一个 “他者”的角度去观察和分析在华非裔基督徒

的生活、工作、婚姻、饮食等多方面情况，并探讨其宗教信仰状况及生活

适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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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艳: 《从义乌穆斯林群体看跨国文化圈的共同体认同模式》，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13 年第 2 期，第 116—1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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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非裔基督教徒群体概况

在中非贸易热潮带动下，十几年来广州聚集了众多非洲人，成为我国

容纳非裔人口最多的城市，一些调研数据称广州的非洲人总数已达 20 万。
义乌因其著名的小商品市场和国际商贸城而闻名世界，从非洲而来的客商

络绎不绝。这两地容纳的众多非洲人构成了在华非裔基督徒群体的总样

本。通过调研，我们发现这两地非裔基督徒有以下特点。
从来源国看，在广州的非洲人以西非和南部非洲为主，主要国家为尼

日利亚、加纳、博茨瓦纳、喀麦隆，这些国家主要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新

教，所以广州聚集了大批的非裔基督徒。义乌的非洲人主要来自北部和东

部非洲，穆斯林占很大比重，但也有相当数量的基督徒。
从年龄上看，以中青年为主，年龄集中在 20—40 岁之间，老年人数

量较少，婴幼儿随着青年夫妇到来或者在华出生而呈上升趋势。
从性别上看，男性大约占五分之四，女性占五分之一。男性主要从事

商贸活动，而女性除了从事贸易外，也从事发挥其性别优势的工作，如开

办家庭餐馆，为非洲人以及中国人提供地道的非洲饮食; 一些妇女开办美

容美发店，做非洲特色的发型，专门服务非洲顾客; 但最多的是帮助丈夫

开店或者照顾孩子。
从受教育程度上看，大多数非裔基督徒拥有中等以上学历，甚至很多

人有较高的学历。这是因为做跨国贸易，需要雄厚的资金、灵活的头脑、
商业管理的知识技能，以及熟练使作多种语言的能力，这些都需要一定的

知识水平。很多非洲人都有在中国留学的经历，他们熟悉中国的环境，可

以更顺利地在中国工作。
从语言能力来看，很多非裔基督徒都能够说流利的汉语，甚至广东话。

经过几年在中国的生活，他们与中国人有了紧密的联系，他们从自己的合作

者、雇工、朋友，甚至电视上学习汉语。在一个汉语言环境中，学习汉语的

速度极快。非洲人具有学习语言的天赋，很多人能熟练运用几种语言。
非裔基督徒所从事的商业活动大致有两种: 投资和经贸。他们绝大多

数做国际贸易，即从中国购买商品，转卖至非洲。然而也有一小部分人开

始在中国投资，尽管这一比例很小。一位来自加纳的基督徒商人在义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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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上开办了一家服装厂。他租了当地农民的厂房，接手了前一位企业主

的机器设备，雇用了大约 40 名中国工人，制造专门出口非洲的男式衬衫。
他说他的生意非常好，而三年之前他还仅仅是一个来义乌学习汉语的普通

学生。
从来华的时间看，大多数非裔基督徒都有来华五年以上的经历。有些

人定期往返于广州和自己国家之间，采购货物、再批发或者零售，一般他

们开始自己的生意都要有 2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资金。
从调研资料来看，在华非裔基督徒 80% 从事商业活动，他们往返于

中非之间，10%的人有能力开办自己的外贸公司，其余 10% 的人或者做

餐饮生意，或者从事其他相关的服务业。

三 非裔基督徒教会活动

( 一) 广州的非裔基督徒教会活动

通过大量访谈与实地调研，我们发现在广州的非裔基督徒参加的教会

活动分为两种: 一种是天主教会 ( Catholic Church) 活动，一种是非洲独

立教会 ( Independent Church) 活动。
中国天主教会并没有接受梵蒂冈教宗的领导，而是采取 “自选自圣”

的治会方式，这种中国特色的天主教发展模式并没有阻碍天主教会的发

展，在广州，一座有着上百年历史的石室大教堂一直屹立至今。石室大教

堂又名圣母圣心大教堂，建于 1863 年，是一座气势恢宏、历史悠久的天

主教堂，为当时法国政府兴资所建。这座见证着广州近代风云的大教堂是

广州教区宗教服务和活动最为齐全的教堂，是在穗外国人举行宗教活动的

合法场所，由于临近非裔人口活跃的零售批发市场，故而是非裔基督徒的

重要集聚地。作为非裔基督徒重要的宗教活动场所，石室大教堂为他们提

供了重要的群体内和群体外社会交往空间。
为了顺应涌入广州众多非裔基督徒的信仰需求，石室教堂在每周日下

午举行一堂英语礼拜。礼拜，在天主教语言环境下又称弥撒，每周的英语

弥撒吸引了成百上千的非裔天主教徒，可称作名副其实的非洲人礼拜。座

无虚席的教堂中，黑压压的信徒或吟唱诗歌，或聆听弥撒，个个面露肃穆

虔诚之情。石室大教堂的弥撒程序为: 吟唱诗歌、神父布道、吟唱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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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奉献。很难想象在中国的一个教堂里，有那么多的非洲人在唱诗、

作礼拜，让人俨然有时空错乱之感。非洲人不仅参与礼拜，显然经过组织

也参与到了教堂的服务和接待工作中。在门口有彬彬有礼的非裔信徒拿着

当日的弥撒程序单发放，进入大厅有非裔信徒引导座位、维持会场秩序，

还有非裔信徒发挥他们的音乐天赋，参加唱诗班。

英文弥撒结束后，在教堂的偏厅仍会聚集几十人的非裔新教徒按照非

洲本土教会方式聚会。他们的聚会形式比较活泼，载歌载舞充满了非洲风

情。与上一场弥撒的讲员是中国神父不同，这一场的讲员是非洲人。这样

的聚会是基督新教的非洲特色宗派: 非洲独立教会。非洲各国独立以来，

独立教会发展势头强劲，而且与非洲传统文化相关联的五旬节教派①增长

最快。独立教会的非洲特色使得越来越多的非洲人成为基督徒。能够借用

一个天主教堂举行新教的礼拜活动，说明在广州的非裔基督徒，无论是天

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都表现出了包容、友爱的胸怀，两大教派在中国和谐共

处，这在世界其他地方是非常少见的。

石室教堂解决了一部分非裔基督徒聚会场所的问题，但是仍有很多非

裔新教徒出于各种原因另外租赁场地聚会，成立自己的教会。这些独立的

教会多属于新教派别，他们常租用宾馆或者写字楼作为礼拜地点，周日上

午聚集礼拜。他们不分国家，既有英语国家也有法语国家的信徒，讲道一

般都有同声翻译。教会的组织者大部分为兼职，即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和

生意。由于广州是商贸之都，非裔徒的特点是流动性大，参加的信众都是

过往客商通过熟人介绍找到教会。但是教会的核心成员是比较稳定的，他

们一般获得了长期居住签证。

目前广州的非裔教会有规模的有三处: 一处位于 × × × 路某酒店，属

于以刚果人居多的教会; 另两处位于 × × × 道的某市场内，一个为加纳人

教会，另一个为尼日利亚人教会。通过参加三处教会的活动，我们总结出

了这些非洲人教会的一些特点。

它们的共同点是会众流动性大，场所为固定聚会所用，讲道者是兼职

的讲员，很多是普通的商人信徒，不过也有专门请来布道的牧师，在这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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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entecostal movement 是 20 世纪初兴起的基督新教运动，具有神秘色彩和保守主义特性，

其特点是突出圣灵降临给人以恩典的信仰意义，强调圣灵的工作如说方言、疾病得愈等。近年来

在全球传播迅速尤其在非洲、亚洲、拉美为甚。



处教会鲜见有中国人。第一处刚果教会，在宾馆的顶层建筑里，存在时间

超过三年，参与者说法语的居多，并有现场英语翻译。其礼拜模式与非洲

本土教会礼拜方式相同: 在乐队伴奏下会众在领唱者的带领下唱歌，有时

翩翩起舞。乐队成员和唱诗班成员都是音乐能手，现场气氛十分活跃。唱

诗完毕是讲道时间，讲员大多是德高望重的成员甚至是牧师，讲道内容贴

近实际，注重神迹的分享，但是神学知识甚少。加纳教会有一个时段为见

证分享时段，有人上来讲自己的见证。讲道之后是欢迎新朋友和奉献，新

朋友基本都是慕名来此的过往客商，有些结伴，有些单独，每个人都是盛

装出席。然后是跳舞奉献，最后是宣布一些报告事项。整体上来说，非洲

人的教会与中国本土基督教会的聚会模式差异极大，这也是催生非裔基督

徒自发成立教会的原因之一。他们充分发扬了非洲人能歌善舞的特长和爱

好，是他们在中国这一异域文化中保持和延续其文化的一种方式。

( 二) 义乌的非裔基督徒教会活动

20 年前，义乌只不过是仅有一条街的小县城，绝对看不到 “老外”
的身影，如今走在大街上，随处都能看到来义乌采购、从事贸易的外国

人。世界最大的“国际商贸城”吸引了众多来自非洲各国的商旅，其中

也有一定数量的非裔基督徒。虽然义乌的非裔基督徒人数相对于广州来说

比较少，但是他们仍然坚持在世俗生活之外寻求教会生活。位于义乌宗泽

东路上的义乌基督教新恩堂是一座恢宏的拜占庭式穹顶教堂，2001 年竣

工后投入使用，由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丁光训主教题字命名。新恩堂占地面

积近 1 万平方米，可容纳 3000 人同时聚会。
新恩堂每周日下午的英语团契就是应在义乌的非裔基督徒的信仰生活

需要而开设的。在一个可容纳百十来人左右的房间里座无虚席，每个人手

拿诗歌本跟随带领者吟唱。诗歌结束后是讲道，全程英语，非洲人很多，

也有很多中国的青年人，他们在一起唱诗、听道、交流，极大地加深了中

外信徒之间的互动。与在广州非洲独立教派一统天下的局面不同，义乌基

督教堂内的非洲人聚会模式更多地遵循了中国教会的聚会传统，并没有载

歌载舞，但是每个人仍然很快乐。随着中外信徒间互动的增多，跨国婚姻

也在中非年轻人之间多了起来，在教堂为非裔信徒和中国信徒举行婚礼已

经成为义乌基督教堂司空见惯的喜事，课题组成员在参与他们的活动时也

有幸见证了一对幸福新人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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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基督教教会活动的功能

透过自发组织和参与教会活动，非洲人在自己熟悉的敬拜方式中找到

了感情的寄托，力图削减在异地生存的孤寂感。教会活动为他们提供了一

种社会支持，来自本国或者其他国家的客商在教会里认识，他们可以在一

个相对个体和家庭更多的范围内去认识新朋友，找到友谊和关爱，找到客

户或生意伙伴，宗教活动也是他们社会活动范围扩大的一种方式，并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非裔群体的基督教教会活动主要对他们发挥以下两种功能。

( 一) 身份认同

通过建立以基督宗教信仰为纽带的信仰共同体，他们形成了一个跨国

文化圈。在这一信仰文化圈中，他们因相同的宗教语言、敬拜方式、团体

活动加强了其身份认同———非裔基督徒。这一认同把他们从其他非洲人之

间区别出来，但是这一区别远不如伊斯兰教徒的身份认同强烈。他们中的

大多数人对非基督徒———无论是非洲人还是中国人并没有强烈的宣教欲

望，对不同信仰者或无宗教信仰者持包容友好的态度，言谈中对自己的信

仰非常自信，但并不敌视和嘲笑其他宗教。

( 二) 文化适应

非裔基督徒的教会活动功能更多地体现在文化或者说社会适应方面。
他们多以开放的态度去参加教会活动，以期获得群体生活的满足并实现工

作利益。因为多结交教友，其人脉网络会更加丰富; 而教友间的互动也会

增加其宗教情感。从访谈资料可以看到，越是在教堂内多结交朋友，他们

的宗教感就越强，就更自信和开放。
“我爱这里，这里和我家乡的聚会形式差不多，我找到了家。我有很

多中国基督徒朋友，我们关系很好，我们一起敬拜，他们都很真诚。”访

谈对象 S3，男，34 岁，喀麦隆人。
教会活动扩大和加深了非裔基督徒之间的内部交往，有助于其身份认

同和文化适应。
“我来自尼日利亚，我丈夫则是喀麦隆人，我们在这里 ( 广州石室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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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 相遇，恋爱、结婚、生子，是神让我们相遇，我们每周都要去教堂，

必须要去，我们周日不做生意，散会后再做生意。”访谈对象 M4，女性，

30 岁，尼日利亚人。
不仅如此，由于相同的宗教信仰，跨种族跨国家的宗教文化认同的结

果之一———跨国婚姻的数量也在持续增长。跨国婚姻充分彰显了非裔基督

徒文化社会适应的成功。在石室教堂，可以看到不少混血宝宝随着父母参

加教会的礼拜。
“我和我妻子在市场结识，我也带她来参加教会活动，她很快就信神

了，我很高兴，现在我们的孩子三岁，我们很幸福。神要祝福我们的家

庭。”访谈对象 Z2，加纳人，29 岁。

结 语

在全球化背景下，移民跨国宗教流动愈益频繁，规模也有急剧扩大的

趋势，这使得跨国移民的宗教活动研究尤为必要。跨国移民流动不仅仅是

人口的流动，更通过其宗教信仰建立新的社会支持，重塑当地的文化和宗

教态势; 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教会组织，他们强化了自身的身份认同、宗

教认同和文化认同; 通过与当地信徒和其他人群的直接接触，他们明晰了

对迁入地的观念，更新了其对当地的知识积累。非裔基督徒群体在华的教

会活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他们自身的宗教信仰，也增强了他们对本族群的

身份认同，并在与中国本土基督徒的互动过程中建立起超越地域、国家和

民族认同的宗教认同。非裔基督徒教会活动也使广州和义乌两地原来的宗

教态势发生了改变，增加本地信徒与外界接触和交往的机会，扩大了本地

信徒的交往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本地教会的发展。
非裔群体的教会活动是一个复杂的宗教现象，糅合了涉外管理和宗教

事务管理，对我国新时期的宗教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对于宗教管理部门

来说，应该根据非洲人的宗教信仰与活动方式，加强管理与引导，进而发

挥宗教活动积极的一面，限制防范其消极的一面，保证非洲人在华的宗教

活动在国家的法律政策框架内进行。这对于维护和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建

设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

( 责任编辑: 王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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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Ｒesearch of the African Christians
Activities in China

Ma Enyu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Africans flowing to China，Christians a-
mong them have made much influence to local community through their church
activities. By deep investigate and research on the African church activities in
Guangzhou and Yiwu，the author collected much material of the church model，
activity contents and function. Based on the research，this article try to analysis
the multi influence which African church activities have on their identity，social
and culture adaptation，also impact to the local church.

Key words: African Christians，Church Activities，Identity，Social ad-
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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