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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督徒的自我身份认同 

高师宁 

2010 年 7 月底，美国普度大学杨凤岗教授在接受岭南日报

采访时公开了他们的调查：当代中国自我认同为基督信仰者（含

新教与天主教）只有 3.2%，即最多只有 3300 万人。
1
事隔几天，8

月中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课题组也公布了一组数据：

当今中国基督徒（不包括天主教徒）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1.8%，总

体估值为 2305 万人2。 

两个机构的调查方法不同：前者委托大陆商业机构进行电话采

访，后者采用入户实名制问卷调查。尽管对上述结论有许多争议，但

在此我们关注的是另一个重要事实，即，根据这两次调查的结果来看，

当今中国至少有 2305 万人承认自己是基督徒。这个数字表明，中国

民众对信仰身份的自我认同，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 

在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初，其身份是“洋教”，而且由于其大规模的进

入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对华入侵，因此还被打上了“文化侵略”的烙印。

在那个时代，基督徒对于自己的信仰身份认同有一个顺序：中国人—

—基督徒——中国基督徒。这种身份顺序要表达的最终意思是，我既

是中国人，又是中国基督徒，我的“洋教徒身份”与中国人身份并不

对立。在当时，一个中国人要选择基督教信仰，是要付出代价的。这

种代价不仅是承受被称为“假洋鬼子”、“二毛子”，而且还有可能被

认为是背叛家族甚至背叛国家的“罪人”，因此而不得不“放弃许多
                                                        
1 参考杨凤岗：《中国基督徒到底有多少？》，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2310b20100ko5n.html。 
2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课题组：《中国基督教入户问卷调查报告》，载于金泽、邱永辉主编： 《中

国宗教报告（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页 19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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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的权利”，“忍受各种随之而来的负面后果”，例如被禁止参加家

族的各种祭祀活动，甚至被赶出家门等等。这些代价都是“现世的、

及身的，且必须即时清缴”。3信仰身份的自我认同对信徒造成的巨大

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1949 年之后，在历次运动中，包括基督教在内的所有宗教都遭

到批判，被归为与正统意识形态不相容的反动、落后思想，封建迷信

等等，大多数信徒都遭到了严酷的冲击，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信仰

身份还常常成为其唯一罪行和罪证，以至于文化革命结束后若干年

后，仍然有许多信徒心有余悸，不敢在公开场合承认自己的宗教身份，

还担心各种各样的“秋后算账”。但是，随着中国社会改革与开放的

深入，这种情况正在转变。 

1998 年，一份对北京市宗教现状（五大宗教）的调查表列出了

以下问题：外出时，你是否愿意让别人知道你是教徒？442%的受试者

选择了“非常愿意”，24%选择了“比较愿意”，“无所谓”者占 32%，

“不愿意”者只有 2%。2002—2003 年，笔者在北京的调查中提出了

类似的问题：“你是否愿意别人知道你是基督徒？”在 544 份有效问

卷中，选择“愿意”者达 83.1，“无所谓”者占 13.6%，“不愿意”者

只有 3.3%。与北京宗教现状调查相比，笔者调查的有效样本多了十

余倍，而且问卷仅限于北京市内的基督徒，选择“愿意”者较前调查

高出许多。有趣的是，在笔者设定的五组年龄组中，第四组受试者选

择“愿意”的人数明显低于其他组，这一组的年龄设定是 45—54 岁。
                                                        
3 参见梁家麟：“从华人教会看作主门徒的意义”，载《今日华人教会》，1988，第七期，第 23 页。 
4 参见未刊稿《北京宗教现状研究》，1998，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宗教与民间信仰研究课

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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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推算，这个年龄组的人在三十年前的文化革命中正值青少年时

期，这个时期也是其世界观与人生观形成的时期。从心理学的角度来

看，在这个年龄阶段，个体自身的经历最容易留下印象并对以后的生

活产生影响；而这个年龄段的人目前正处于其工作可能获得成就的高

峰期。根据数据和分析，我们可以解释该年龄组选择“愿意”者人数

最少的原因：文化革命中对于宗教的极大冲击，对那个年代正处于成

长时期的人来说，至今仍然有负面影响，致使他们如今仍然心有顾忌，

而目前的处境又使他们不愿意冒险去公开自己的信仰身份。与之相

比，设定年龄为 55 岁以上的第五组愿意公开自己信仰身份的人的比

例最高。其原因也很明显：在当今中国，55 岁以上的普通人已属于

退休人群，许多人认为“已经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而且不少人从过

去“完全依靠组织”转变到“完全依靠教会”，在退休之后，基督徒

的身份成为其自我认同的主要标志。5 

尽管有这些数据上的区别，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基督

徒信仰身份的自我认同已经处于一种比较正常的状态了。在此值得强

调的是，信仰身份自我认同的变化，是与外界对于信徒身份之认同的

变化同步的。 

在相当长的时间中，中国社会对于基督徒的身份持一种否定的态

度，“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的看法非常普遍。这种否定态

度，首先当然源于中国社会在政治上的高度一统。这种“政治正确”

或“意识形态唯一”的做法，在言及基督教时，自然是强调其“文化

                                                        
5 具体数据和分析，可参见高师宁：《当代北京的基督教与基督徒——宗教社会学个案研究》，香港汉语基

督教文化研究所，2005，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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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的烙印，甚至说到基督教就必言西方列强，必言对中国的侵略

和威胁；其次，由于宗教知识课在各种程度的教育中都缺失，出版物

和所有宣传都不可能介绍宗教（除了批判），因而民众对基督教不了

解，将基督教等于西方，又将西方与中国完全对立；再者，在 1949

年后长达三十年的时间内，宗教信仰在中国社会几乎完全没有地位，

不可能对广大民众的生活产生任何影响。而这些缘由，说到底，都是

只从意识形态或政治这一个角度来解读宗教信仰，不仅忽略了宗教也

是文化的一种形态，更是文化的精髓，人类文化的发展总是相互传递、

相互渗透的，而且忽略了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特征，是人需要精神追求，

需要信仰，因而人类社会会有宗教存在。 

在当今，外界对于基督徒的身份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认可，许多非

基督徒也承认，基督徒有爱心、有责任心等等。我们对北京地区青年

非信徒群体（大专院校学生、银行和检察院工作者）的问卷（200份）

调查也体现，97.5%的人认为自己不会对教徒采取疏远和防范的态度，

70.8%的人认为自己可以接受家人或最亲密的朋友是信徒这一事实。6

这两个数据说明，在今天的中国，随着社会的开放和民众对宗教的了

解，宗教歧视正在逐渐消除，以“平常心”来看待宗教信仰者的人越

来越多。 

当基督徒信仰身份的自我认同可以公开时，他们对于其信仰的意

识是很强烈的，这一点首先表现在中国基督徒对于传教的热情上。在

笔者在北京的调查中，绝大多数信徒都认为传教是非常重要的，应该

                                                        
6 参见张雪松：“宗教认同”调查。（作者赐稿并同意笔者采用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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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正因为如此，他们会在各种场合宣扬其信仰，其执着与热

情，让一些非基督徒感到压力甚至不舒服。其次，由于信仰身份的自

我认同在许多时候已经不需要付代价，因此，许多所谓的家庭教会也

开始从无名到有名，从隐蔽到公开。这一转变，将会有利于中国基督

教的发展。 

然而，即便是在这篇短短的谈及“信仰身份之自我认同”的小文

中，笔者也必须指出，事实上，在今天的中国，基督徒信仰身份的自

我认同并非完全没有代价（因为上述所有的调查，都是不记名调查）。

2008 年至 2009 年发生的一系列“教会事件”，7涉及到了几千名基督

徒。这种事件的发生，不得不使信徒再次感受到压力。历史的阴影加

上眼前的现实，自然使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入户实名制调查”之结

果的信度与效度受到质疑。以笔者多年的调查经验来看，任何形式的

“信仰”调查都不可避免地有这种情况：不是基督徒的人，一定不会

说自己是，是基督徒的人，却不一定都说自己是。在这种背景下，关

于中国基督徒人数的种种调查数据，都只能作为一种参考。 

我们期待着这一天早日到来：信仰的自我认同不再会有任何压

力，选择任何信仰都是人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自由，都应该值得尊重。 

 

作者简介： 

高师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教授。 

                                                        
7 成都的“秋雨之福教会”、上海的“万邦教会”、北京的“守望教会”、山西临汾的浮山教会、广州的“良

人教会”等，在 2009 年至 2010 年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压，参与崇拜活动的信徒被记名、拍照，其所

在单位对信徒甚至对信徒家人施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