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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地区基督教传播历史多年来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近年来随着潮学研究的深入，

基督教在潮汕地区的传播历史开始引起一些学者的重视。《圣经与枪炮》就是其中一部比较

优秀的著作。在书中，作者更尝试重建一种“地方观点”，建立一个以中国基督教群体为中

心的历史观。 

李榭熙这部专著的中译本《圣经与枪炮——基督教与潮州社会（1860-1900）》由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在 2010 年出版，译自 2003 年出版的 The Bible and the Gun: Christianity in South 

China, 1860-1900。书名中之“圣经”是指基督教作为新的外来宗教，对潮州地区构成的社

会和文化影响，而“枪炮”则指基督教伴随着西方列强势力来华，教会作为一股新的政治力

量，不可避免地卷入乡村和宗族械斗中，更演变成地方政治和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之所以选择 19 世纪末潮州地区的基督教传播历史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自 1848 年基

督教开始传入潮汕地区，潮州成为 19 世纪末美国北方浸信会和英国长老会在华南地区迅速

发展的基地。在书中，潮州特指广东东北部潮州府所辖地区及其居民。 

 

全书共分十章。第一章“19 世纪晚期的潮州社会”分析传教士到达之前潮州地区的政

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第二章追溯基督教传入潮州地区的路线，强调基督教是通过南

海的移民网络来到汕头的，也就是说，是由海外华人信徒最早将基督教信仰传入潮州地区。

第三章把主题转向反基督教暴力冲突，并分析浸信会和长老会对反基督教暴力事件的反应和

对策。第四章利用大量的信徒统计资料，重新构建了潮州地区基督徒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分

布状况以及年龄和性别结构，以便考察他们入教的过程和社会关系网络。第五章探讨了不同

类型的教会组织和网络以及地方教会和传教士的互动关系。第六至九章利用个案研究，考察

栅子、古溪、柳岗和蔡口四个乡村教案，分析涉及乡村信徒的集体暴力事件。第十章为全书

的总结，检讨清末潮州地区基督教传教运动的特征和内在动力。 

 

简而言之，李榭熙采用一个微观式的社会历史研究方法，对潮州地区乡村基督教群体

的兴起和发展、基督教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及西方传教团体与中国信徒群体的互动关

系等问题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和探讨。 

这部书首先是建立的丰富翔实的材料基础上的，其中包括传教士档案、中外官方文献

以及中国地方史料。在书中，作者不仅展示娴熟的资料搜集和分析能力，更展现一个历史学

者之外的功夫，即田野调查，作为历史资料的佐证和补充。 

值得商榷的是，作者对作为中国民众信仰基督教的精神原因论述不多。具体到 19 世纪

末的潮州，儒家思想文化传统的浓厚或淡薄与群众对基督教的接受程度存在怎么样的一个关

系？或者说在 19 世纪末的时代背景下，儒家和基督教的关系呈现一种什么样的样态？或许

本书应该在分析潮州乡村地区基督教取得更大成功的原因时有更多的解释和说明。另，潮州

地区长老会和浸信会培植地方教会的模式与其在欧洲和美国的规章之间有何异同？传教士

根据潮州地方社会的特征和信徒的关系网络又作了哪些具体调整？ 

上述的疑问或追问丝毫不影响本书的学术价值。尤其是本书所关注的中国乡村基督徒，

他们是一群有主见和有意识的能动者。在那些官府控制相对薄弱和缺位，又有长久乡村暴力

传统的地方，乡村民众相信通过从属于某一教会（教派）并且与西方传教士建立联系，就能

够把基督教作为他们在当地政治生活中可资利用的资本，基督教便可以为他们提供额外的支

持、保护等利益。正是因为这种复杂的动机，基督教在农村地区的发展超越了城市，农村成

为基督教传教的中心。这才是真实的基督教“本土化”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