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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到达加拿大的初期一直为一种现象所困惑 ,即许多华人新移民①积极参加基督教会的活

动。了解中国社会的人都知道 ,由于多年的无神论教育 ,大多数中国人没有什么宗教信仰 ,即使有

一些人信教 ,也多信仰佛教或道教。基督教在中国并不是主流宗教 ,中国民众甚至对基督教存在着

某种程度上的反感心理 ,原因主要有两个 : 一是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造成了对中国

大众的普遍伤害 ,因此 ,对于伴随着西方强权大举进入中国的基督教 ,中国大众会产生抵触情绪。

二是基督教教义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有很大的不同 ,有些观点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例如 ,儒家文

化宣扬“人之初 ,性本善”,而基督教则认为每个人一出生就带着原罪。又如 ,儒家文化关心现世 ,

积极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而基督教则关注神对人的指引 ,强调人对神的服从 ,等等。

本文旨在分析为什么加拿大华人新移民群体会选择基督教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 ,基督教会又

是如何在华人社区中发挥其社会功能的。

一、华人基督教会在加拿大的发展历程

从 19世纪末到 20世纪初 ,由于“淘金运动”和修筑铁路的需要 ,大批华人劳工进入加拿大。当

时 ,这些劳工因为种族歧视和其他原因 ,大多生活在华人圈内 ,很少有人愿意与基督教会联系 ,或寻

求基督教作为精神寄托。②

大约在 20世纪 20年代初 ,少数华人开始走进基督教会。最早关于加拿大华人参加教会活动

的记载出现在 1859年 ,牧师埃德华·怀特 ( Edward W hite)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 ,有两个中国人出现

在星期日学校中。”③但是 ,当时华人参加教会活动往往出于其他目的 ,如学习语言的需要 ,而不是

因为信仰基督教 ,他们还往往有意识地回避牧师对其布道宣讲。此外 ,当时的教堂里几乎没有懂华

语的牧师。这种语言的障碍、文化的差异以及某些教职人员偶尔表现出的家长式作风 ,使大多数华

人和基督教会之间存在着距离。

尽管如此 ,到 20年代末至 30年代初 ,还是出现了少数专门针对华人的教会 ,如华人基督教联

合会 (Chinese United Church)和华人基督教长老会 (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其间 ,传教士们

发现以整个家庭为单位来进行传道更为有效 ,因此 ,他们在继续“教育 ”单身成年男性的基础上 ,也

把传教重点放在了妇女和儿童身上。这样做不仅有效地扩大了传教的对象 ,而且培养了华人基督

徒的后备力量。于是 ,华人妇女和儿童的信众人数逐年上升。20世纪 30年代中期 ,一小部分华人

学生进入神学院学习。不久后 ,部分教堂开始由华裔牧师主持 ,他们具有双语能力 ,熟悉两种文化 ,

可同时向华人和加拿大本地人布道。同时 ,华人群体融入加拿大主流文化的呼声日益强烈 ,教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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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文中所说的华人新移民是指从中国大陆移居加拿大不到 10年的移民群体。

③　Jeffrey M. Burns, Ellen Skerrett, and Joseph M. W hite, Keeping Faith: European and Asian Catholic Imm igrants, Maryknoll, NY:

O rbis Books, 2000, pp. 229 - 230.



始在华人社区与加拿大主流社会之间扮演重要的桥梁角色。①

教会为华人提供的另一项重要服务是医疗救助。在当时加拿大普遍歧视有色人种的背景下 ,

华人享受不到最基本的公民权利 ,当然也就没有基本的医疗保障和服务。教会是第一批为华人提

供医疗救助的团体之一。1918年 ,为了应对当时爆发的流行性感冒 ,两位圣灵姐妹会 ( Sisters of the

Immaculate Concep tion)的修女与华人社区的领导人一起募集资金筹建一所医院。1923年 ,由于这

两位修女和她们所属组织的努力 ,温哥华第一所服务于华人的医院终于落成了 ,这就是圣约翰东方

医院 ( St. Joseph’s Hosp ital for O rientals) ,由加拿大华人总会———最早的一个华人组织———负责管

理。② 当时几乎整个加拿大西部华人社区的医疗服务都依靠这所医院。

1947年 ,加拿大政府废除了《排华法》,华人移民的人数迅速增加 ,华人教会也随之增多并扩展

到加拿大全境。③ 据华福会 (Hua Fu Hui)统计 ,截至 2000年 3月 ,加拿大境内共有 350所华人教

堂 ,主要集中在多伦多、温哥华和蒙特利尔等大城市。④ 华人福音训练营 ( Chinese Campus

Evangelical Fellowship)进行的调查显示 ,经常在华人教堂活动的约 20万信徒中 ,超过一半的人是华

人新移民。⑤

二、华人新移民群体为什么选择基督教 ?

虽然很多学者指出 ,移民在到达新国家后会感到“更需要精神上的寄托 ”, ⑥但让笔者疑惑的

是 ,为什么华人新移民群体更愿意接受基督教而不是佛教等在中国更有影响力的宗教呢 ? 笔者根

据在多伦多地区对多个华人教堂进行的田野工作 ,总结了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

(一 )基督教是加拿大主流文化的象征

基督教特别是新教在加拿大社会已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了。据加拿大统计局 2001年的统计资

料 ,多数加拿大人认为基督教是其主要宗教信仰或精神寄托。⑦ 换句话说 ,尽管加拿大社会变得越

来越世俗化 ,但其许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理念仍建立在基督教哲学的基础上。因此 ,一些少数民族

的成员 (包括华人移民在内 )愿意选择基督教作为精神信仰 ,以尽快融入加拿大主流社会。

此外 ,对许多华人新移民来说 ,基督教徒代表了“白人 ”中产阶级的形象 ,也是较成功的加拿大

人的形象。⑧ 这种形象对于初到加拿大的华人新移民而言 ,显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二 )减少心理压力

移民来到新的国家往往会面对许多挑战 ,如学习新语言、找寻新工作、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 ,有

时还不得不面对各种偏见和歧视。这时 ,移民往往会本能地寻求各种组织或群体的支持、保护。虽

然加拿大有很多世俗的华人组织或其他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可提供帮助 ,但华人新移民在到达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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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之初 ,往往没有足够的信息来源 ,不知道去哪里寻求帮助 ,而教会的人往往会主动、热情地与华人

新移民联络 ,并为他们提供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帮助。

一位加拿大华人告诉笔者 :“我 1999年来到加拿大 ,开始的日子非常难熬。在国内 ,我在一家

很大的公司工作 ,有很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 ; 但到了这里 ,由于语言问题 ,没有人想雇用我 ,所以我

只能成为一名家庭主妇。没有亲戚朋友在我周围 ,我感到很孤独 ,甚至出现了心理问题。后来一个

朋友带我到教堂 ,参加《圣经》学习班。在那里 ,我遇到了许多从中国来的朋友。我们可以说普通

话 ,相似的经历使我们有很多共同话题。逐渐地 ,我被《圣经 》里宣传的教义所吸引 ,并通过祈祷等

方式与上帝交流。现在我感到充实多了。”(海伦 , 46岁 ,女 ,居住在多伦多市 )

此外 ,一些老年人跟随自己的孩子移民到加拿大 ,其中不少人告诉笔者 ,他们“很喜欢教堂的

活动”。虽然他们一般与孩子住在一起 ,但孩子们通常忙于自己的工作、生活 ,不能抽出很多时间

来陪伴他们。相较年轻人而言 ,老年人在加拿大能得到的支持资源更少 ,而在基督教会他们可以找

到有相似背景的同伴 ,所以老年人往往更积极地参与教会的活动。

(三 )保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

许多华人新移民视教会为文化载体 ,能帮助他们保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一位华人牧师

曾指出 :“近二三十年移居加拿大的华人移民大多具有儒学思想的教育和文化背景。他们来到教

堂的另一个目的是寻求道德上的提升以及人们之间的相互支持和团结。”①虽然基督教教义和儒家

思想有明显差异 ,但华人教会却努力寻找二者的共同点。华人教会主张 ,儒家思想是规范人们道德

价值的哲学体系 ,而基督教则是引领人类社会、超越人类社会的精神体系。②

在笔者做田野调查的几所华人教堂中 ,神职人员都尽量在布道中使用汉语、宣扬中国的传统文

化。华人教堂的活动虽然经常使用英文 ,但是使用汉语的服务吸引了大批华人新移民 ,华人新移民

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可以通过周末在教堂的学习 ,掌握一些汉语知识。

(四 )帮助华人新移民融入加拿大主流社会

华人教堂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帮助华人新移民尽快融入加拿大主流社会。华人教堂提供免费

的英语课程 ,鼓励华人新移民群体中各年龄层的人来上课 ,还组织志愿者对华人新移民家庭的孩子

进行“一对一”的语言辅导 , 以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加拿大的学校生活 ,有些华人教堂甚至安排了加

拿大入籍考试的指导课程。华人教堂也是华人与其他族群成员进行交流的场所。加拿大伦敦市的

北部公园社区教堂 (North Park Community Church of London)每个月都会举办与其他教堂的联谊活

动 ,有几位华人新移民告诉笔者 ,他们交的第一个非华人朋友就是在这类活动中认识的。

华人新移民在教堂中还可以获得各类有效信息 ,并建立一定的社会关系网。一位华人新移民

曾告诉笔者 :“出国前 ,我是一名会计师。到加拿大后 ,我不得不参加加拿大会计师资格考试。老实

说 , 刚开始我都不知道如何参加考试。在我所去的教堂 ,有一个专门帮助新移民职业选择的小组 ,

叫做‘知音’。这个小组里有几名注册会计师。他们送给我一些有关资格考试的书籍资料 ,并告诉

我在哪里能找到更多的信息。他们的帮助使我节约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帮

助。”(杰夫 , 33岁 ,男 ,居住在伦敦市 )

更重要的是 ,华人教会常常提醒信众不仅要接受帮助 ,还要学会帮助别人 ,鼓励信众积极从事

志愿活动 ,从而有效地回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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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华人教会对加拿大社会的影响日益增强

华人教会对加拿大华人社区和主流社会的影响日益增强。这表现在各个方面 ,本文仅从政治

领域来阐述。过去 ,由于加拿大曾长期对华人及其他有色人种实行一系列歧视和限制的政策 ,再加

上早期华人移民的文化程度相对较低 ,华人很少参与加拿大社会事务尤其是政治事务。当然 ,儒家

思想的中庸之道对华人的参政态度也有很大影响。中庸之道主张人们尽量以中立、调和的态度来

解决问题。现在 ,随着华人在加拿大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 ,华人社区加强政治参与的呼声也越来

越高 ,教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媒介。前几年 ,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在讨论同性恋合法化、大麻合法化以

及堕胎等问题时 ,华人教会出人意料地站出来 ,发出了强烈的反对声音 ,并在温哥华等城市组织了

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整个加拿大社会都感到吃惊。有些政治人物甚至惊呼 ,华人开始向加拿大政治

领域大步迈进。①

此外 ,教会的政治倾向性往往会影响信众的选票投向。例如 ,在 2006年加拿大大选中 ,右翼保

守党获得了胜利 ,其中大量选票来自于华人。笔者所接触的华人大多数投票支持保守党。保守党

在对华关系上远不如自由党实际、友善、平和 ,而且保守党内有少数种族主义者 ,他们曾多次发表反

对移民、反对有色人种的讲话 ,虽然某些人事后有道歉 ,但造成的后果和伤害是巨大的。为什么身

为有色人种的华人会支持保守党 ? 华人教会在其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 首先 ,保守党一向与华人

教会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 ,两者对待一些社会问题 ,如前所述的同性恋问题和大麻问题等 ,观念

一致 ; 其次 ,保守党提倡的所谓“回归加拿大传统道德价值观 ”的观点受到了华人教会和华人社区

的推崇。华人支持保守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 ,自由党政府执政太久了 ,他们曾在政治、经济等方

面犯了很多错误 ,却一直没有改正 ,使人民普遍产生了寻求变革的心理 ; 而且自由党执政期间 ,一

直未能就历史上加拿大政府对华人的迫害进行官方正式道歉 ,反而是保守党在竞选中承诺 ,一旦当

选 ,将对华人过去受到的伤害进行正式道歉 ,并在当选后履行了这一诺言 ,从而赢得了华人的心。

一般来说 ,宗教对政治有强大的影响力 ,但在加拿大这样的民主国家里 ,宗教不能直接干预政治 ,因

此教会对政治的影响往往是隐性的。2006年加拿大大选期间 ,笔者在一家华人教会参加活动。一

天 ,牧师谈到了大选 ,虽然他没有直接呼吁信众投票 ,但他说 :“自由党政府在处理某些问题上太过

分了 ,也许现在应该是改变的时代了。”由此可见 ,华人教会对华人信众难免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由于篇幅所限 ,本文很难就加拿大华人新移民群体以及华人基督教教会的论题做出深入探讨 ,

仅描述了华人新移民接纳和认同基督教教会的心路历程 ,以及华人教会对华人的帮助和社会影响

力。有些学者认为 ,华人新移民群体的这种宗教或文化的转变仅仅是适应主流社会的策略 ,是不会

长久的。但笔者认为 ,对此不能简单地加以肯定或否定 ,还需要研究者们长期的后续观察和探讨。

目前 ,笔者更愿意把这种转变视为华人新移民群体建立身份认同或族群认同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

个阶段。

(杜倩萍 ,助理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 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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