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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华人基督教教会组织发展迅速，在对华人新移民群体的帮助，整合华人群体社会资源方面已经

超越了传统华人社团。本文依据实地考察并结合文献研究，探索美国华人教会组织的多方面社会功能并强

调研究华人教会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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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7 月至 10 月期间，我赴美国考察了华人社会，考察地点含美国北卡莱罗纳州罗

利市及达勒姆市、佛罗里达州塔拉哈西市，以及纽约、波士顿、西雅图、旧金山和洛杉矶市，

除了与有关学者交流之外，重点访问了华人家庭、华人社团、华人餐馆和华人教会，参与了

他们举办的活动。此次调研感受深切就是，美国华人教会已经代替华人社团成为对新移民援

助 大的机构，其社会功能及其影响值得关注。 

一、美国华人教会的发展迅速 

在当今西方发达国家中，美国的宗教色彩 为浓厚。宗教在美国社会、文化中是一支强

大的力量，已经与美国民众日常生活密不可分，从政治到娱乐都有其痕迹。根据美国盖洛普

民意测验公司 2003 年的调查报告，美国人口中 85%是基督徒，其中 51%是新教徒，26%是

天主教徒，剩下的 8%则是基督教中的其它教派。只有不到 10%的美国人说自己不信宗教。

61%的人承认宗教在自己的生活中非常重要，58%的人说每月至少会上一次教堂，三分之二

的美国人认为，宗教可以解决当今几乎所有问题。① 
新的移民进入美国后迅速地改变了宗教信仰的结构，成为他们接受美国主流文化的特征

之一。总体来看，美国中部、南部的宗教气氛浓厚，但在东北部和西部的华人教堂热闹场面

则超出当地的白人教堂。由中国大陆专业人士移民及韩国移民组成的教会都是非常活跃的宗

教团体。据《华盛顿邮报》2003 年刊登的一篇报道称，美国的华人教会从 50 年前的 66 所，

增加到 1000 多所。该报道引述普渡大学教授、研究华人基督徒的专家杨奉钢教授的话说，

在美国，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华人去基督教会。这意味着有 100 万左右的华人是基督徒，这一

估计可能过高了，但美国华人基督徒和华人教会迅速增加还是非常明显的。据华人教会的角

声网站资料，华人教会仅纽约各区就有 100 个以上，经常在华文报章联名刊登布道活动及团

契聚会时间表的活跃华人基督教会，也有 75 个之多。在美国华侨华人各种宗教信仰中，基

督教占有优势，华人基督教会比华人佛教寺庙要多出数倍。 
美国华人教会是指基本上由华人基督徒组成的教会组织。目前，美国华人教会中来自大

陆的信徒占 50％左右，随着中国大陆的移民数量的快速增加，这个比例还会提高。华人教

会不仅是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当地华人进行社会生活的重要场所。许多华人的婚礼、

葬礼要到教堂举行，新生儿出生也要到教堂洗礼，青少年还会到教堂进行业余活动。华人新

移民 初参加教会活动，原因各异，有人出于好奇，有人为了逢年过节吃一顿免费大餐，或

为了免费学英文，有的是寻求政治庇护，有的是为了交友、择偶，也有的是追求信仰。 
从中国大陆去的知识分子信教比例相当的高，而且其信仰的虔诚之心甚至超过已经信仰

基督教多年的基督教徒。一些从中国大陆来的新移民家人不在身边，长期分离造成家庭婚姻



 

 

问题丛生，情绪低落，需要安慰鼓励。教会为这些人提供帮助，扮演了心理辅导的角色，让

他们感受到关怀和温暖。据北美华人教会统计，美国华人新教徒中多数人届中上阶层，约有

60％的人是专业人员、经理、商人，低收人家庭只占 25％，这个比例与整个美国华人社会

是不相称的。 
华人教会的传教方式从传统教堂扩展到出版物。针对目前美国华人知识分子比例高，以

及当今华人新移民在美国社会求生存心理压力大，业余时间少的特点，教会开始重视文字布

道工作。1982 年成立的“基督教角声布道团”已在全世界产生影响力，他们主办的《号角》

杂志发行达 43 万份。《中信》、《使者》、《海外校园》都是发行广泛的宗教刊物，这些用中国

人自己的思维方式、语言逻辑、名人典故传播宗教信仰的中文杂志，在美国华人中广泛传阅。

互联网上的华人宗教资源也有很多，吸引了不少华人青年。 
我本人在美国期间曾经寄住在一些朋友的家中，大多是基督教信仰者，随同他们参加了

华人教会的一些主日礼拜和圣经学习活动，亲身感受到他们信仰的真诚。不少中青年知识分

子的信仰选择是经过深入思考的，他们受洗成为基督徒以后，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写出了自己

由一个无神论者到 终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的心理历程，给人的感觉非常真实且具有“说服

力”，在华人社会中产生很大的影响。杨小凯是被认为华裔经济学家中 有可能获得诺贝尔

经济学奖的，他在信仰了基督教以后写下了《我的见证》、《基督教和宪政》等文章，文笔优

美，分析深刻。杨小凯认为凡是新教文明占优势的国家，它的宪政秩序、经济表现就好。②这

样的认识促使了他们信仰并传播基督教 
华人基督徒大部分属于福音派。基督教是公教、东正教和新教三大教派的总称，他们信

仰的侧重点和活动形式都有一定的差别。福音派基督教会是全美成长 快、影响力 大的宗

教团体，美国基督教信仰者中新教福音派占大多数。福音派在基本信仰上坚持保守传统，强

调圣经学习，也积极参与社会教育、慈善、小区组织等工作，把这些工作当作其信仰的有机

组成部分，发挥在社会上的作用。这样的风格使得华人教会在华人各类社团中显现出积极的

特色。 

二、演变成为 大的华人新移民帮助团体 

自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移民大量进入美国以后，以同乡会馆为主体的华人社团一直是新移

民的帮助者。这些华人社团在新移民进入美国的过程中、初期找工作和生活方面提供了照顾，

当然也收取一定的费用，对移民有自治管理和控制的作用。现今，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向外

移民的群体中，新移民所受到的协助也是很大的，但这其中存在许多违规、违法行为，无法

形成公开的有效运作模式。美国的华人教会排出了地域性的区别对待、新老移民的群体利益

分歧，对新移民的帮助超越血亲与同乡关系，惠及需要帮助的同族人，甚至是异族人，成为

美国华人社会中 大的新移民帮助团体。 
华人教会给刚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提供了诸多帮助。包括接飞机，找住所，招待他们在

教会吃饭，帮他们买菜，学车，放假的时候组织他们一起去旅游等等。许多教堂设有托儿所、

儿童游艺室和教室，为成人和儿童接受双语教育的地方。接受了教会帮助的留学生一部分成

为了基督徒，也有不少人在能够独立应对生存环境之后和教会之间不再来往了。其他类型的

新移民也有相同的状况，他们刚进入美国时立足未稳，亟需帮助。华人教会帮助他们寻找便

宜的住所、介绍工作机会、星期日看顾小孩等等。这些新移民落脚稳固以后，有的人就再也

不去教会了。我在访问过程中，与一位专业人士身份的基督徒谈到此问题。他认为：教会出

于博爱，本来都在寻找需要帮助的人，这些新移民在需要帮助时找到了教会。此后，这些新

移民需要帮助不是那么迫切的时候离开了教会，教会中人不会为此而怨恨。这是我所了解到

宽容的理解了。华人教会持续不断地帮助新移民，宽容精神使华人教会具有了相当强的吸



 

 

引力。 
华人教会对信徒及其宗教活动参与者的道德引导是对移民帮助的内容之一。一般人认为

美国社会秩序特征是法治国家，人们的一切行为都在法律的控制之下。实际上，美国也很注

重发挥道德对个人行为的约束作用，在约束政府公务人员和法官方面，除了法律机制外，还

有细致的成文职业道德规范约束。美国在严格依照法律程序的同时，法官以自由心证运用道

德标准做出判决来伸张正义。美国宗教机构在灌输和传播主流道德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通

过每周的教堂礼拜、牧师的演讲、每一次宗教仪式，潜移默化地把主流道德观输入人们的脑

海。美国当代政治学家肯尼思.沃尔德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堂是公民道德的孵化器。”③美

国社会能一直保持相对的稳定，除了它有一套比较完善和行之有效的三权分立民主制度外，

宗教在绝大多数美国人头脑中树立了统一的道德观念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美国的社会秩序中，宗教团体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源泉。宗教社团为人们捐款、接受援

助、举行会议、为其他协会招收会员、为获悉公共事务的信息提供了渠道。教会在解决毒品、

酗酒和无家可归等社会问题上，有时比政府资助的计划更有效。许多教堂给未婚母亲提供帮

助、加固住房、吸收男孩子参加反犯罪活动、要求男人对其子女承担起做父亲的责任。华人

教会在主日崇拜和团契学习中请牧师举办专题讲座，结合日常生活中碰到的各种问题学经讲

道。经常涉及的题目有：婚姻家庭生活幸福的秘诀；父母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与人交往中

如何体现“爱人如己”的精神；怎样防止骄傲，保持谦虚的美德；积极进取而不要过分贪心

等。美国华人在处理家庭关系、社群关系等方面面临新的社会氛围和道德框架，他们很多人

受益于教会传播的伦理观念和教友之间的互相帮助。 
对华人提供医疗帮助是华人教会重点关注的工作。在美国，政府和企业一般会给员工，

甚至员工家庭提供医疗保险，但不少华人公司不提供员工医疗保险。21 至 64 岁的人士一般

也不能申请政府医疗补助，自购保险价格则十分高昂。由于经济条件、习惯等诸多原因，华

侨华人的保险意识也比较弱。以美国南加州为例，31%的非公民、15%已入籍的亚裔没有医

疗保险，0 至 17 岁儿童中则有 26%非公民亚裔没有医疗保险。政府诊所和医院通常没有中

文翻译服务，使得不少华人不敢去医院看病，因延误医治而病入膏肓。 
华人教会基督教角声布道团开始了一个“全人关怀医疗中心”的计划，首先是筹集数百

万美元建立一个医疗中心。医疗中心将提供基本的医疗、检查、咨询及教育服务，并为重症

病人建立导航系统，协助他们从社会资源得到帮助。在检查化验方面，虽然不可能完全免费，

但角声可与众多私人医疗团体协作，为病人寻得低廉的服务。医疗中心的成立可降低由于迟

迟不就医、病情恶化而被送到公立医院急救室的病人人数，实为减轻政府负担之举，角声也

希望与政府合作，建立更广泛的工作网络。从洛杉矶开始的医疗中心，在未来扩展到全美各

大城市，为华人社区提供遍及美国全国的医疗关怀网。 
华侨华人在美国社会中面临的困难有多种多样，华人教会对他们提供的帮助涉及面也相

当广泛，我们从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主办的《华人教会现况报告书·教牧及教会概况

问卷》中调查的项目可以看出梗概。华人教会现况报告书研究目的是要了解全球华人教会

新概况与需要，以便各地区华人教会能掌握教会的资源状况。此报告书将于 2006 年在澳门

召开的“第七届世界华人福音会议”上发表。该调查问卷有关教会状况包含 27 个问题，其

中相关社会服务与参与的问题有编号 24 以及编号为 25、26 中各自 5 个子项目中的 2 个： 
24. 近六年来，贵教会曾提供那些社会服务？（可勾选多项） 
□没有；□幼稚园或托儿所；□儿童服务；□图书馆或阅览室；□青少年服务；□老人

服务；□医疗/保健服务；□心理谘商/协谈；□社区心灵讲座；□婚姻家庭两性教育；□急

难救助/捐款；□关怀单亲家庭；□关怀弱势/特殊族群；□语言班或技艺班；□社区清洁；

□读书会；□新移民；□其他（请注明）。 
25. 贵教会对以下五个项目的重视程度如何？（点选其中一项） 



 

 

    （3）教会影响社会更新：如社区服务、参与学校教育、社会救助……等 
         ○相当不重视、○不重视、○普通、○重视、○相当重视 

（4）教会影响文化更新：如办报纸杂志、改进民俗礼仪、创新文化风气……等 
         ○相当不重视、○不重视、○普通、○重视、○相当重视 

26. 贵教会对以下五个项目参与推动的程度如何？ 
    （3）教会影响社会更新：如社区服务、参与学校教育、社会救助……等 
         ○很少推动、○少推动、○普通、○常推动、○很常推动 

（4）教会影响文化更新：如办报纸杂志、改进民俗礼仪、创新文化风气……等 
         ○很少推动、○少推动、○普通、○常推动、○很常推动 ④ 

基督教新教福音派认为基督徒对于贫穷问题应该持采取三方面的对策：（一）过简朴生

活。（二）慷慨捐输。（三）照顾穷人。这使得他们很乐于助人，并且是有组织的实施社会救

助。教会一般要求基督徒每月奉献薪水的 10%，信仰虔诚的基督徒都可以做得到，而且心

甘情愿付出。华人基督徒大多积极献身社会公益事业和福利事业，他们把这说成是“对神的

侍奉”。有些教堂常组织教徒和青年到边远地区为当地教会盖房。组织“捐衣会”，让教徒们

把旧衣服捐给穷人。遇到天灾人祸，教会便组织教徒捐款捐物，把聚来的钱物送到灾区。教

会还在全国各地建立济贫机构、如儿童保育院、孤寡老人安老院以及残疾人学校、医院、公

共娱乐设施等。据 1984 年的统计数据，北美华人基督徒平均每人向教会贡献 287 美元，每

个家庭是 861 美元。⑤传统华人社团会员缴纳的会费数额一般较低。佛罗里达州塔拉哈西市

华人协会前几年的会费是每个家庭 30 美元，近期则以参加橄榄球赛售卖食品盈利充作活动

经费（2005 年 9 月本人亲自参加了他们的一次售卖活动）。 
华人教会不仅帮助基督徒和前来参加教会活动的人，他们走进社区，为新移民在衣食住

行、生活、工作、申请居留身分等方面提供帮助。不少新移民从中受益而感恩并确立了基督

教信仰，这是华人教会近年得以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宗教信仰下，华人基督徒乐于

提供义工和捐赠，也使得社会服务的资源充足，这也是宗教团体的社会服务功能超越传统华

人社团的原因之一。同时，在教会实施的社会帮助过程中，富裕的教徒提供捐赠较多，贫困

的人则主要接受资助，客观上减低了社会分配的差距，消减了贫穷带来的社会问题。 

三、对美国华人社会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华人基督徒占了华人群体相当大的比例，并且以中产阶级、精英社群为主体，影响到华

人的社会形象及其政治意见表达。教会本身就是一个丰富的社会运动资源。在六十年代的黑

人民权运动中，马丁•路德•金就是动员自己所领导的宗教团体成员而起到了一呼百应的效

用。教会为政治运动提供了领袖，同时拥有一批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宣传人员，这些人员能

够带动一大批追随者，体现出民主政治的普遍参与性。 
弱化分歧，团结更多的中国移民。基督教的教派林立，对圣经的解释各异。福音派运动

基本上是一个跨宗派运动，福音派信仰亦凌驾于各个宗派传统之上。一个基督徒不管是属循

道会、播道会、浸信会、圣公会抑或宣道会，都可以同时是福音派的信徒。对华人教会而言，

宗派传统观念向来淡薄，信徒甚至传教人大多都不关心自己的宗派背景。移民群体对于迁出

国的关系是一个逐渐淡化的过程，华人群体在当地发展的顺利，社会影响力大了，自然对他

们族群、祖籍国的发展有利。当一个华人教徒搬迁到一个新的地方，他会千方百计地去寻找

华人教堂，这是在变相寻找“文化”的根。在一个陌生的文化环境中，如何去建构中国传统

的“熟人社会”，以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这些社会功能本是由传统华人社团提供的，但目

前这一功能已经部分由华人教会所取代。 
美国的华人不但有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两岸四地直接来的，也有经东南亚地



 

 

区、以及欧洲、中、南美洲，非洲，澳洲等近 50 个国家移民过来的。美国华人来源地广泛

这一特点，是在其它国家的华人社会所不具备的。华人教会表现出宽泛的容纳精神，稍具规

模的华人教会在宗教活动时在分别的场所里使用三种语言，普通话、粤语和英语。久而久之，

华人因来源地不同造成的语言、习俗和观念的差异渐渐趋于磨平。能够整合各地区迁移到美

国的华人为一个族群整体，这是其他类型华人社团难以做到的。 
直接参与美国民主政治。社会集团只有使自己的伦理主张在政治、法律和经济生活等方

面得到推广，才能更有力有效地传达自己的呼声，而参政则是实现这个目的的必要途径。宗

教团体通常可以有多种方式影响公共政策的决定。例如：直接的政治行动，对政府部门的游

说，与选举相关联的政治宣传，号召教徒以写信方式影响议员在立法中的态度。由于宗教信

仰的关系，华人基督徒很容易以一个声音来说话，人数一多，力量就不可忽视。在美国政党

政治、争取华人权益、中美关系发展以及对中国两岸关系的态度我们都应该关注华人教会的

反应。在 近几届美国总统选举中，美国华人基督教社团向信徒发布了多项建议和指引，呼

吁他们为维护自己的信仰和道德观念而投票，通过行使民主权力来保护社会风气和自己的家

庭。美国现任总统布什是一位福音派基督徒，宣称用宗教信仰来指导国家政策。布什因对同

性婚姻和堕胎的反对立场，赢得了包括美国华人的基督教徒的支持。在 2000 年的美国总统

选举中，布什与戈尔所得选票持平，但统计表明，在基督徒的选票中布什完全战胜戈尔。在

每周都去教会做礼拜的选民中，布什以 57%比 40%胜出；而在那些从不去教会的选民中，

戈尔以 61%比 32%战胜布什。⑥由此可见宗教团体的影响力。 
深刻影响华人下一代的世界观取向。与许多种信仰类似，基督教也很注重培养下一代的

工作。锐克斯(Robert Raibes,1735-1811)在十八世纪创办了主日学的工作，原意在于招聚主日

游荡街头的青少年人，使他们在主日得闻基督的福音，可以改邪归正。后来，主日学在北美

洲蓬勃发展，成为很多教会兴旺和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现今的美国华人教会充分利用了儿

童主日学去吸引华人儿童。许多华人家庭夫妻都有工作，周末也要处理许多事物，于是他们

乐于将孩子送到教会，教会则提供儿童照顾，同时提供儿童主日学。纽约的 Church of Grace 
congregation 就在周日开办 3 个儿童班，平均每个班有 30-35 个孩子。 ⑦一般来说，华人教

堂在周日举办的崇拜活动约 1-2 个小时，但提供儿童照顾时间有半天，家长们将孩子送去不

用照管了，教会则给他们讲圣经故事，做含有基督教内容的游戏。有一本《主日学儿童游戏

100 个》记述的游戏中，将玩乐、识字和宗教知识传授密切结合，可以看出其吸引力和潜在

作用。 
小孩子在教会长大，教会的活动与生活潜移默化地熏陶着他们的生活和行为准则；儿童

班和家庭聚会中孩子们聚在一起不仅非常开心，还能在一个健康有益的团体中共同长大，这

些都有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和团体观念。一些华人认为，在美国的生活环境中第一代移民似

乎难以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期望自己在美国长大的孩子接受融入当地。在美国的文化中，

了解圣经故事可以让自己的孩子和其它美国孩子良好沟通。更重要的是，孩子在教会教育下

确立了一个生活的准则，长大成人以后更容易心有所依，独立生存。 
积极向中国大陆传播基督教。福音派的一个重要特征强调传福音，也就是尽 大努力将

尚未信仰基督教的人纳入其信仰体系。他们将尚未信仰基督教的民众看作是待收割的庄稼，

而他们的责任就是为神去收割。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历史与宗教学教授菲利普·詹金斯（Philip 
Jenkins）在 2002 年出版了《下一个基督王国：基督宗教全球化的到来》（The Next Christendom: 
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⑧。他认为基督宗教正在全面崛起中，而且是以一种有别

于西方社会基督教的风貌快速的扩展。第三世界国家不断地都市化，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过

去的社会结构解体。离乡背井来到大城市的人会在基督徒的信仰中找到相爱的关系、生存的

意义和超越的盼望，因而纷纷涌入教会。正是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结构、经济发展程度和社

会观念的一些新变化，鼓舞了基督教人士传教的信心。 



 

 

国内学者过去多从文化层面、学术层面研究基督教，对信仰层面接触不多。一些华人知

识分子基督徒的行为方式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之上的，他们认为科学和理性可使人聪明，教

育可使人更文明，民主可规范人们的利益冲突，但都无法改变人的本性，无法解除人的罪恶。

美国华人基督教信仰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专业人士，良好的文化教育程度使得他们具有较强

传教的能力，这将是影响中国宗教信仰变化的一个新的因素。 

四、启示与思考 

我国的华侨华人研究长期关注传统社团与华人的行业、专业人士组织，这与美国华人的

实际情况有一定程度的区别。本人认为产生认识差误原因在于我们过于依赖媒体传播、政府

访问团接触的局限，以及意识形态的差别。 
在海外，展示和介绍美国文化的主要是传播业。其他国家的人主要是从报刊、广播、电

视和电影中获得有关美国的知识的。美国人在周末上教堂的人数比观看体育比赛的人要多。

但体育消息占据了每天报纸的 4 至 6 个版面，而有关宗教的报道每周一般只有 1 页。一项研

究发现，1993-1996 年，美国广播公司（ABC）、国家广播公司（N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以及公共广播公司（PBS）的“新闻时间”栏目所

播出的 7.2 万条晚间新闻中，宗教新闻只占 1.3%。而在 10.4 万条早间新闻中，仅有 0.8%涉

及宗教。⑨ 
我国的政府访问团去美国等地大多是与传统的华人社团接触，久而久之也就对他们很重

视。在具有较长历史的华人社团里，往往会有一些房产等资财，若当作利益固守，则很容易

变成小团体。许多传统华人社团的吸引力已经明显下降，已经远不能代表华人社会的声音，

那些铭刻巨大招牌的同乡会馆不过是一个个小小的熟人圈子。他们并不能代表自己名称上的

范围内的华人群体，只是一些少数人的群体，积极参与会员有限，社会影响力有限，大多数

同乡会馆已经成为老年人打麻将的场所。我在访问中询问过一些说粤语的，但不是基督徒的

华侨华人，他们说他们对那些同乡会馆毫无兴趣，绝对不会参与其中的活动。尽管随着时代

的发展，传统华人社团也取得了明显的改革与进步，但在经费筹措、组织者及参与者的投入

精力方面无法与信仰虔诚的基督徒群体相比。 
意识形态的差别使得我们较少接触宗教团体，也是对他们的作用认识不足的原因之一。

在人文科学领域中，我们对美国的宪政思想，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研究都已经很透彻了，

如何能对具有重要影响的华人教会视而不见？ 
综合观察，我国的华侨华人研究和侨务工作往往以自我需要为出发点，实际上应该以华

人社会中 有影响力的人物、事件、组织为重点。对于美国华人社会基督教徒和教会历史与

现状，我们应该正视其客观存在、承认其社会影响，肯定其社会作用，积极接触、对话、研

究，并且在制定和执行有关政策方面切实考虑这一客观现实。 
 
注释 
                                                        
① 丁智勇：《美国大选中的宗教因素》，《中国宗教》，2005 年第 1 期。 
②杨小凯：《基督教和宪政》，盛洪主编：《天则（第 2 辑）》，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18
页。 
③刘澎：《当代美国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14 页。 
④ 《华人教会现况报告书•教牧及教会概况问卷》调查表格，见于“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

中心网站”：http://www.cccowe.org/，资料下载时间，2005 年 12 月 20 日。 
⑤ The Chinese church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0, UMI Number: 9977618, p71. 
⑥ 王铭铭：《美国政府外交决策中的宗教因素》，《国际经济评论》，2005 年第 1-2 期。 



 

 

                                                                                                                                                               
⑦ Kenneth J. Guest: Walking on water: Fuzhounese immigrant religious communities in New 
York’s Chinatown, 2001, UMI Number: 3024795, p224。 
⑧菲利普·詹金斯（Philip Jenkins）著，梁永安译：《下一个基督王国》，台湾土绪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90 页。 
⑨ 裴孝贤：《宗教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美国研究》，1998年第 4期。 

 
Research on the Social Function of American Chinese Churches 

 
Liu  Quan 

 
(Institute of Overseas Chines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2) 

 
Summary : The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e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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