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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容提要 】
２０ 世 纪 上 半 叶

，
五 旬 节 派 由 美 国 传 入 尼 日 利 亚

，
之

后 迅速 与 传 统 宗 教 融 合 ， 并 成 为 当 代 尼 日 利 亚 这 一 非 洲 基 督教 大 国 发

展 最 为 迅速 的 基 督 教 派 。 尼 日 利 亚 五 旬 节 派 在 教 义 与 传 播 方 面 拥 有 自

身 的 特 点 。 在教 义 上 ，
五 旬 节 派 推 崇 精 神 力 量

，
注 重 对 繁 荣 、 成 功 和

胜 利 福 音 的 追 求 ； 在 传播 上 ，
五 旬 节 派 对 现代 科 技 和 网 络媒体进 行 了

广 泛 而 有 效 的 运 用 ， 从 而 使 其传 播 国 际 化 程度 不 断 提 高 。 五 旬 节 派 在

当 代 尼 曰 利 亚 的 兴 起 ， 不 仅极 大 地促进 了 教会在 非 洲 的 壮 大 ， 而 且 深

刻 改 变 了 尼 日 利 亚 基督 教 各教 派 的 分布格 局 ， 其 对 繁 荣 、 富 强 和 成 功

的 倡 导 则 起 到 了 很 好 的 社 会调 适 与 整合 功 能 ， 但 是 五 旬 节 派 在 给 大 多

数 人抚 慰 心 灵 和 解 除 痛 苦 的 同 时 ， 也 将 一 小 部 分 人 推 向 了 地 狱 ，
而 这

些 人 中 间 很 多 是 无 辜 受 害 的 孩 子 。 未 来 五 旬 节 派 在 尼 日 利 亚 的 发 展 将

进入 更 为 复 杂 的 境况 ，
尽 管 发 展 潜 力 巨 大

，
但 其 面 临 的 教 义 改 革 、 本

土 化 程度 调 适 以 及 教 会 贪 污 腐 败 等 挑 战 也 不 容 小 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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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洲 研 究 与 中 非 合作 协 同 创 新 中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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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在 当代非洲 的发展态势及社会影 响研究
”

（ 项 目 编号 ：
１ ４ ＦＺＺＸ２４ Ｙ Ｂ

） 的成果 。



１ ７０ 非洲研究

２０ 世纪 ７ ０ 年代 ，
五旬节运动在 尼 日 利 亚骤然 勃兴 ， 大量 五旬 节教会

建立 。 这些新兴教会 的 建立具有深刻 的 社会经济背景 ， 并表现 出 与传统教

会截然不 同 的特点 。 作 为新兴教 派 的 五旬 节派代表 了 尼 日 利亚基督教 发展

的新趋势 ， 对尼 日 利 亚教会及社会 发展产生 了 显 著 的影响 ， 但 同 时在蓬勃

发展 的背后 ，
五旬 节派也面 临着不少 的 问题和挑战 。

一

五旬节派在尼曰利亚的传播与发展

五旬 节运 动 （
Ｐ ｅ ｎ ｔ ｅ ｃ ｏ ｓ ｔａ ｌＭ ｏ ｖｅｍ ｅ ｎ ｔ

） 始 于 １ ９０ １ 年 前后 ， 由 美 国 肯 萨

斯州 的杜百加镇发起 ， 扩展 于 １ ９ ０６ 年 的 洛杉矶亚苏 撒街 复兴？
（

ｔｈ ｅＡ ｚｕ ？

ｓ ａＳ ｔ ｒｅ ｅ ｔＲｅ ｖ ｉ ｖ ａ ｌ
） ，之后 由 北美 教会传 人尼 日利 亚 。２０世纪初 五旬 节 派 作

为 基督教 的 主流在世界范 围 内 ， 尤其是拉美 、 亚洲 和非洲 等非西方世界得

到快速发 展 ， 仅 ２００ ８
—

２０ １ ３ 年 期 间 ， 五 旬 节 派 教会 的 信徒 数 就 增 加 了

２５％
， 达 ４３ ００００ 人 ， 究其原 因 主要就在 于其善 于 调适 自 身 ， 能适应不 同

的 文化和社会 。 在尼 日 利 亚 ， 借助对非洲传统文化和传统宗教元素 的 吸收

利用 ， 近年来 ，
五旬节教派 已 成为尼 日 利亚基督教派 中 发展最 为迅速 的 一

支 ， 同 时成为尼 日 利 亚增 长最快 的宗教组织 ， 信徒超过 ３０００ 万人 。

尽管五旬节运动在尼 日 利亚 的大规模发展始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以后 ， 但

五旬节教会的最早 出现可 以追溯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 当时尼 日 利亚
一些基督徒

从传统的宗教体制 中脱离 出 来 ， 建立 了
一种新型 的福音 团体或教会组织 ， 这

些基督徒少数派 以非洲化 、 本土化为名 ， 反对偶像崇拜 、 传统巫术观念等 。

尼 日 利 亚 内 战是五旬 节教会发展 的一个分水岭 。 内 战后 ， 大量 中 学 和

大学 的 建立使更多年轻人开展 了 青年活动 。 在此背景下 ， 教会演 变 为各种

青年福音教派 团 体 ， 成 为 年轻 国 民 生 活 中 的
一个重 要 领域 ， 校 园 基 督 教

① １ 卯 ６ 年 ４ 月 ９ 日 李 爱德 华在 洛杉矶家 中 举行 的 聚 会祷 告上 声称 获得 圣 灵 ４ 月 １ ２
丨
１ ， 出

席 的 非 裔美 国 人牧 师威廉
？ 西摩 （

Ｗ ｉ ｌ ｌ ｉ ａｍＳ ｅ
ｙ
ｍ ｏ ｕ ｒ

） 也 声称 被 圣 灵 感 动 。
４ 月 丨 ８Ｗ ， 《 洛 杉 矶 时

报 》 在 头版 刊登 了 这场运 动 。 三个 星期 以 后 ， 该 团 体快速增 长 ，
以 致原 来 的 场 所无法 荇纳 ， 为 此

他们 租用 了 亚苏撒 街 ３ １ ２ 号 一 个 许 久 未 被 使 用 的 非 洲 人 美 以 美 会 教 堂
，
并 创 立 了 使 徒 伉 心 会

（
Ａ
ｐ
ｏｓ ｔ ｏ ｌ ｉ ｃＦａ ｉ ｔ ｈＭ ｉ ｓ ｓ ｉ ｏ ｎ

） 。 亚苏 撒街 隻 兴遥五旬 节运 动 历史 上 的 里程 碑 。 Ｓ ｅ ｅ
：Ｋ ｗ ａ ｈ ｅ ｎ ａ Ａ ｆ ｉ ｕ ｎｍ－

ａ ｈ
－Ｇ

ｙ
ａ ｄ ｕ

，Ｇｏ ｎ ｔｅｍ
ｐ ｏ ｒａ ｒ

ｙ
Ｐｅｎ ｔ ｅ ｃｏ ｓ ｔ ａ ｌ Ｃｈ ｒ ｉｓ ｔ ｉａ ｎ ｉ ｔ

ｙ 

？

？ Ｉｎ ｔ ｅ ｒ
ｐ

ｒｅ ｔ ａ ｔ ｉｏ ｎｓ
ｆｒｏｍａｎ Ａｆｒ ｉｃａ ｎＣｏｎ ｔ ｅｘ ｔ

，Ｒ ｅ
ｇ
ｎ ｕ ｍＢ ｏ ｎ ｋ ｓ

Ｉ ｎ ｔ ｅ ｒｎａ ｔ ｉ ｏ ｎ ａ ｌ
，２０ １ ３ ．



五旬节派在 当 代尼 日 利亚 的 发展与影 响 １ ７ １

（
Ｃ ａｍｐｕ ｓＣ ｈｒｉ ｓ ｔ ｉ ａｎ ｉ ｔ

ｙ ） 开始从英 国 和美 国 渗透到 尼 日 利亚 。 而战后急剧增

长 的大学和专科学校也 因此成为尼 日 利亚南部地 区城市五旬节教会发展 的

沃土 。 此时 的五旬节教会开展 了 美 国式 的 繁荣福音布道形式 ， 除 了学校 ，

教会还通过商业 、 市场和名 人效应 以及 明 星牧师等策略 ， 取得 了极大 的传

播效果 。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 石油经济 的繁荣和高等教育 的急剧扩张致使尼 日 利亚

社会公共服务严重缺失 、 社会不公 ， 腐败膨胀 以及个人主义和物质主 义盛

行 。 随着青年与现存教会关系 的 日 益 紧张 ， 新 的教会开始创立 。 而文化 的

复兴以及海归非洲青年的增多也给古老 的 基督教秩序带来 了新 的变化 ，
五

旬节运动在青年和髙学历人群 中迅速发展壮大 ， 随后在社会上传播开来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也是美 国 基督教 文献 大规模 涌 人尼 日 利 亚 的 时期 。
？

与这些福音著作相伴而来 的还有大量来 自 美 国 的福音传道者和 自 由 福音传

教士 ， 这些牧师在尼 日 利亚不 同 的地 区分工 明 确 ： 有 的 开展十字军运动 ，

有 的则 免 费 向 民 众 散 发 福 音 册 子 。 例 如 ，
１ ９７ ３ 年 复 兴 之 火 （

Ｒｅｖ ｉｖａ ｌ

Ｆ ｉ ｒｅ ｓ
） 组织 的雷杰 ？ 托马斯 （

Ｒｅ
ｇｇｙ

Ｔｈ ｏｍａ ｓ
） 负 责在伊 巴丹地 区开展十字

军运动 ， 而 自 由 福音使 团 （
Ｆｒｅ ｅＧｏ ｓｐｅ

ｌＭ ｉ ｓｓ ｉ ｏｎ
） 的 布拉泽斯 ？ 阿热米 罗

（
Ｂ ｒｏ ｔｈ ｅ ｒ ｓＡ ｒ

ｇｅ
ｍ ｉ ｒｏ

） 则在拉各斯 主持复兴运 动 的 开 展 。
③复兴运 动 和 十 字

军运动是五旬节信仰传人尼 日 利亚的主要途径 ， 这些运动倡导 的神圣治疗

和圣灵施洗吸引 了 大量年轻人的加人 ，
也催生 了 独立性福音基督 团体的 发

展 。 逐渐地 ， 他们开始质疑并背离原有 的教会 ，
也会抱怨 自 己 父母的教会

没有足够 的灵性 。

２０ 世纪 ８ ０ 年代末 ， 国 内 经 济 的 急 剧 衰退 ， 再加 上 国 际 货 币 基金组

织 、 世界银行在尼 日 利亚实施 了结构调整计划 ， 尼 日 利亚经济 陷人 了严重

的 困境 。 大量人群 失业 ， 其 中 为数众多 的 大学毕业生 和 专科学生首 当 其

冲 ， 军政府的 上 台 又使政治腐败 日 益加剧 ， 所有这
一切都助推 了 五旬 节运

动在尼 日 利亚如火如荼 的发展 。 社会经济的下行和生 活 的无望使人们转 向

０Ｗ ａ ｌ ｔｅ ｒ Ｊ
．Ｈ ｏ ｌ ｌ ｅ ｎｗ ｅ

ｇ
ｅ ｒ

，Ｐｅｎ ｔ ｅｃｏｓ ｔ ａ ｌ ｉｓｍ
 ：Ｏ ｒ ｉｇ ｉｎｓａｎｄＤｅｖｅ ｌｏ

ｐ
ｍｅｎ ｔ ｓＷｏｒｌｄｗ ｉｄｅ

，Ｈ ｅ ｎｄｒｉ ｃ ｋ ｓｏ ｎ
，

１ ９ ９ ７
，ｐ

． ２４６ ．

② ＪＡ ． Ａ ．Ｏ
ｊ
ｏ

，
Ｄ ｅｅ

ｐ
ｅ ｒＬ ｉｆｅＢ ｉｂ ｌｅＣｈ ｕ ｒｃｈ

：ＮｅｗＤ ｉｍｅ ｎｓ ｉｏｎｓ ｉ ｎＡｆｒ ｉ ｃａｎＣｈｒ ｉｓ ｔ ｉａｎ ｉ ｔ

ｙ ，
Ｉｂ ａｄ ａ ｎ

：Ｓ ｅ ｆｅ ｒ

Ｂ ｏ ｏ ｋ ｓＬ ｔ ｄ
， １ ９９ ２

，ｐ ｐ
． １ ６ １

－

１ ６ ３ ．

③Ｓ ｅ ｅ
：Ｊ ． Ｄ ．Ｄ ｕ ｒｏ

ｊ
ａ ｉ

ｙ
ｅＭ ｏ ｒｒ ｉ ｓ

，Ｊｏ ｓＡ ｕａ ｆ ／ ｉ ｅ ／／ｏ ／
ｙ ｉｎ ， Ｉ ｂ ａ ｄ ａｎ

：２０ ｔｈＣ ｅ ｎ ｔ ｕ ｒ
ｙ

Ｗ ｏ ｒ ｌ ｄＥ ｖ ａ ｎ
ｇ
ｅ ｌ ｉ ｓ ｍｎ ．ｄ ．



１ ７ ２ 非 洲研究

虚拟 的信仰世界寻求精神 的 安慰 ， 基督徒上帝救赎会 （
１

＇

一 １１ ６ （１沈 １１１ （： １１ １＾－

ｔ ｉ ａ ｎＣ ｈ ｕ ｒｃ ｈｏ ｆＧｏｄ ） 、 深度生活圣经会 （
Ｄｅｅ

ｐ
ｅ ｒＬ ｉ ｆｅＢ ｉ ｂ ｌ ｅｃ ｈ ｕ ｒｃ ｈ

） 、 福音会

（
Ｅ ｖａｎ

ｇ
ｅ ｌ ｉ ｃ ａ ｌＣ ｈ ｕ ｒｃ ｈ

） 、 上帝会 （
Ｃ ｈ ｕ ｒｃ ｈｏｆＧｏｄ

） 、 阿佩 罗 使命会 （
Ｍ ｉ ｓ ｓ ｉ ｏｎ

Ａ
ｇ
ａ
ｐ
ｅＣ ｈ ｕ ｒｃ ｈ

） 、 基督 徒 灵 恩 事 工 （
Ｃ ｈ ｒ ｉ ｓ ｔ ｉ ａｎＣ ｈ ａ ｒ ｉ ｓｍ ａ ｔ ｉ ｃＭ ｉ ｎ ｉ ｓ ｔ ｒ ｉ ｅ ｓ

） 、 再生

福音会 （
Ｂ ｏ ｒｎＡ

ｇ
ａ ｉ ｎＧ ｏ ｓ

ｐ
ｅ ｌＣ ｈ ｕ ｒｃ ｈ

） 等各种各样 的五旬 节教会 与 团 契 如 雨

后 春 笋般涌现 。

当代尼 日 利 亚五 旬 节 教 会 可 分 为 三 种 不 同 的类 型 。 第 一 类是
“

本 土

的 五旬 节 教 会
”

， 这 种 教 会 创 建 于 ２０ 世 纪 ４０ 年 代 ，
以 福 音 信 仰 使 团

（
Ｇ ｏ ｓ

ｐ
ｅ ｌＦａ ｉ ｔｈＭ ｉ ｓ ｓ ｉ ｏ ｎ

） 和礼拜堂福音使 团 （
Ｓａ ｌ ｅｍＧｏ ｓ

ｐ
ｅ ｌＭ ｉ ｓｓ ｉ ｏｎ

）

① 为 代

表 。 第二类教会源于 罗 马天 主教会 和 圣公会等 西方传教 会 中 的 灵恩运 动 ，

该运 动 始 于 ２０ 世 纪 六 七 十 年 代 ， 是 一 场 由 青 年 团 契 发 起 的 复 兴 运 动 ，

１ ９ ７ ２ 年美 国 多 明 我会 （
Ｄｏｍ ｉ ｎ ｉ ｃ ａ ｎ

） 神 父 弗 朗 西 斯 ？ 马 克努特 （
Ｍ ａｃ Ｎ ｕ ｔ ｔ

）

在伊 巴 丹发起 了 这一运动 。 第 三类是新五旬节教会 ， 这类教会具有截然不

同 的 神 学理 论 、 领导结构 和 教会规模 。

事 实 上 ， 不仅仅是尼 日 利亚 ，
五旬 节教派在整个非 洲 都 已 经有 了 飞速

的 发 展 ， 到 目 前 为止 ， 其信徒人数 已超过一亿 ， 南部非洲信仰基督教 的 国

家 和地 区都或 多或 少 的 与 这个 教派相关 。 世 界 上最 大 的 五 旬 节 教 派
“

神

召 会
”

在非洲 拥有 １ ７ ００ 多万名 信徒 ， 在 ２０ １ ４ 年神 召 会 的 百年庆典上 ，
马

拉维 的拉撒路 和坦桑尼 亚 的 巴 拿 巴 都是重要 的演讲人 。

？

二 尼曰利亚五旬节派的特点

在教 义方面 ， 尼 日 利 亚五旬 节教会 的突 出 特点在 于强调上帝借助 圣灵

在生活 中 积极地 、 无处不在地施展作用 ， 同 时它们也强调圣灵 的馈赠 ， 例

如 方言 、 医治 、 预言等 。

这些特点 主 要 表 现在 两 个 方 面 ：

一 是对精 神 力 量 的 推 崇 ；

二 是 对 繁

①Ｓ ｅ ｅ
 ：Ｍ ａ ｔ ｔ ｈ ｅ ｗＯ

ｊ
ｏ

，
＇ ＊

Ｔ ｈ ｅＣ ｏ ｎ ｔ ｅ ｘ ｔ ｕ ａ ｌＳ ｉ

ｇ
ｎ ｉ ｆ ｉ ｃ ａ ｎ ｃ ｅｏ ｆ  ｉ ｈ ｅＣ ｈ ａ ｒ ｉ ｓｍ ａ ｔ ｉ ｃＭ ｏ ｖ ｅｍ ｅ ｎ ｔ ｓ ｉ ｎ Ｉ ｎ ｄ ｅ

ｐ
ｅ ｎ ｄ ｅ ｎ ｔ

Ｎ ｉ

ｇ
ｅ ｒ ｉ ａ

ｔ ，

，Ｊｏ ｕ ｒｎ ａ ｌ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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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 世界上最 大 五 旬 节教派
——

神 召 会 １ 〇〇 周 年庆典 即将举行 》 ， 载 《 基督 时报 》 ２０ １ ４ 年 ８

月 ７ 曰 。



五旬 节派在 当代 尼 日 利亚的 发展 与影 响 １ ７ ３

荣 、 成功 和胜利福音 的 强调 。

？五旬 节 派 教徒认 为人之所 以 失败或者是受

挫 ， 原 因 在于他 （ 她 ） 受 到 了 恶魔 的威胁 和诅咒 。 牧师 的 一项重要任务

就是对信徒进行精神治疗 ， 祛除 因恶魔而带来 的疾病和不幸 。 这一观念与

非洲传统宗教密切相关 ， 在非洲传统宗教看来 ， 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须臾

不可分开 ， 没有什么东西是纯粹的物质性存在 ， 精神 力 量无处不在 ； 没有

什么事情不受祖先 、 精神 和巫师 以及最高神影 响 ， 而任何敌人都能通过精

神 的方式给人 的生活带来厄运 。
？对精神 力 量 的 推崇是五旬节 派 与 ｆ统宗

教元素融入的一大重要表现 。 长期 以来 ， 外界普遍认为 ， 随着现代社会的

发展 ， 非洲传统宗教势必逐渐走 向衰落 。 然而 ，
五旬节教会对尼 日 利亚传

统宗教和传统文化的 吸纳让人看到 ， 非洲传统宗教 中
“

注重精神 的力量
”

这一元素仍 旧 充满活力 ，

“

预言家
”

（ ｐ
ｒｏｐｈ ｅ ｔ

） 这
一

角 色仍然十分重要 。

在另 一方面 ，
五旬节派注重对繁荣 、 成功 和胜利 的追求 。 五旬节派 的

这一教义基于圣经的记载 ，
根据 《马可福音 》 第 １ ０ 章第 ３ 节 ，

一个信徒

的精神与物质财富依赖于他 在精 神 和 物 质 上 向 上帝 （ 或上帝 的代表 ） 所

做的 贡献 。 五旬节教徒认为 ， 基督徒就应该意 味着成功 ， 否则他所追求 的

就是错误的 。
③ 以 尼 日 利 亚 的 胜利 者教堂 （

Ｗ ｉ ｎｎｅ ｒ
’

ｓＣ ｈ ａｐｅ ｌ
） 为例 ， 该教

会 １ ９ ８ ３ 年创立 ， 截至 ２０００ 年 ， 就 已 经在尼 日 利 亚建立 了４００ 所分支教

堂 ， 并扩展到 ３ ８ 个非洲 国家 。 胜利者教堂之所 以能够如此大规模地拓展 ，

一个重要 的原 因 就在 于对繁 荣 、 成功 和胜 利 的 强调 。 正 如 其教徒所宣扬

的 ：

“

上帝之子必须拒绝贫 困 ， 拒绝无能
”

、

“

你脚踏 的 地方就是财富之

处 ， 在所有成功 当 中 ， 物质 上 的成功是极 为 重要 的
”

、

“

清除你所有 的疾

病 ， 去对你的 医生说 ，

‘

我不会再来你 的诊所
’ ”

。

？这种对成功和胜利 的大

力 推崇为五旬节教会贏得 了 大量信徒 ， 它们 的学说也 因 此广为流传 。 事实

上
， 在 当前尼 日 利 亚 的基督教会 中 ， 胜利者教堂仅仅是冰 山一角 ，

还有很

多类似于这种形式 的教会 ， 它们具有惊人 的发展速度 ， 拥有庞大数量 的信

①Ｇ ｉ ｆｆｏ ｒｄＰ
，

“

Ｔｒａ
ｊ
ｅ ｃ ｔｏｒｉ ｅ ｓ ｉ ｎＡ ｆｒｉ ｃ ａｎＣ ｈｒｉ ｓ ｔ ｉ ａ ｎ ｉ ｔ

ｙ

”

，
／ｍｅｍａ“ｏｎａ ／ ｙ〇 ｕｍａ Ｚ ／ｏ ｒ ｆ ／ ｉ ｅ Ｃ ／ ｉｎ

’

ｓ
－

ｔ ｉａｎＣｈ ｕ ｒｃｈ
，Ｖ ｏ ｌ ． ８

，Ｎ ｏ ． ４
，２００ ８

，ｐ
． ２７ ５ ．

② 参见张宏 明＜传统宗 教在非 洲信仰体 系 中 的地位 》 ， 载 《 西 亚非 洲 》 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 。

③Ａ ｌ ｌａ ｎＡ ｎ ｄ ｅ ｒｓｏ ｎ
，Ａ ｎ Ｉｎ ｔｒｏｄｕｃ ｔ ｉｏｎ  ｌｏＰｅｎ ｔｅ ｃｏ ｓ ｔａ ｌ ｉ ｓｍ

：Ｇｌｏ ｂａ ｌＣｈａ ｒ ｉｓｍａ ｔ ｉｃ Ｃｈ ｒ ｉｓ ｔ ｉａ ｎ ｉ ｔ

ｙ ｔＣ ａｍ ｂｒｉｄ ｇｅ

Ｕ ｎ ｉ ｖ ｅ ｒｓ ｉ ｔ
ｙ
Ｐｒｅ ｓｓ

，２００４
，ｐ

－ ２６ ．

④Ｇ ｉ ｆｆｏ ｒｄＰ
，

“

Ｔｒａ
ｊ
ｅ ｃ ｔ ｏｒｉ ｅ ｓ ｉ ｎＡ ｆｒｉ ｃ ａ ｎＣ ｈｒｉ ｓ ｔ ｉ ａ ｎ ｉ ｔ

ｙ

＂

，

／ｎ ｆ ｅｍａ ｆ ｉｏｎａ ／ ｙ〇ｕｒｎａ Ｚ ／ｂ ／

？ 认 ｅ Ｓ ｆ ｕ ｔｉ
ｙ 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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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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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７４ 非 洲研究

众和 广泛 的跨 国 、 甚至洲 际传教 网络 。

在传播方面 ， 尼 日 利亚五旬节教会有两个显著 的特点 ： 其一 ， 现代科

技 和 网络媒体 的广 泛 与有效运用 ； 其二 ， 传播 的 国 际化程度不断提 髙 。

五旬 节教会特別 注重借助 电视 、 广播 、 社交平 台 等 网络媒体开展传教

活 动 ， 展现 出 了 与 其他教会截然 不 同 的传播形式 。 近年来 ，
尼 日 利 亚五旬

节教 会之所 以 得 到 迅猛发展 ，

一个非 常重要 的 原 因 就在于它将现代科技和

传媒 力 量有效 运 用 到 其传教 活 动 当 中 。

？ 五 旬 节 派 大规模地建立 网 络 教

会 ， 借助各种媒体在 多种场合开展宣 教事业 。 许 多尼 日 利亚教会通过 网络

已 经在 整 个 非 洲 大 陆 、 甚 至 全 球 建 立 了 自 己 的 分 支 机 构 ，

？

扩 展 其传 播

范 围 。

而传统的 天 主教会 和新教教会尽管也在传播 渠道方面努 力 革新 ， 但 由

于受 教 义 的 限 制 ， 主要还是通过礼拜仪式 、 宣讲教义 和圣餐等形式维 系 教

徒 的 信仰 。 有学者指 出 ， 对 于五旬 节派来说 ， 网 络媒体意味着你可 以 仅仅

通过它成 为基督 徒 ， 而对 于传统 主 流 的 教 派 （ 天 主教 和 新 教 ） 而 言 ， 网

络仅仅是有关教会 活 动 的信息 资 源 而 已 。

？事 实 上 ， 网 络 已 经 不 仅 仅 只 是

五 旬 节派传播 的 工具和途径 ， 它与圣经文本和礼拜仪式一样 ，
已 成为基督

徒信仰必不 可 少 的 组 成部 分 。 正 如 一 名 五 旬 节 教 会 的 媒体 负 责 人所 言 ，

“

教会必须使用 一切 新技 术 ， 如 果不使 用 ， 它 们 就会落伍和 消 亡 。

”

？新媒

体技 术 的采纳 ， 被用来扩充教会 的成员 数量 、 物质资源 、 发展规模 以 及社

会影 响 力 。 各 五 旬 节教会 的扩大与增 长导致 了 他们对信徒 、 空 间 以及社会

经济 资源 的争夺 ， 这给尼 日 利 亚 的 基督 教带 来 了 前 所 未有 的 转 变 与 创 新 。

随着 教会人 口 的 急剧扩大 ，
教会组织结构 和 领导 方式也发 生 了 显 著变 化 ，

教会从一种平等 的体制逐渐转变 为集权的官僚体制 。

？

当 代尼 日 利 亚五旬 节教派在利用 网络媒体 的 同 时 ， 也注重教会 的 国 际

化传播 ， 并 显示 出 从 南 向 北 、 由 非 洲 向 欧美 传 教 的 新 动 向 ， 呈 现 出
“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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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旬 节派在 当代尼 日 利亚 的发展与影 响 １ ７５

流传教
”

？ 的特征 。 当前 ，
尼 日 利亚基督教移 民社 团 已广泛 出 现在除非 洲

以外 的西欧和北美地 区
， 它们开始在海外宣扬 自 己 的教会理念 ， 将非洲基

督教传播到外部世界 。

尼 日 利亚著 名 的 五 旬 节组 织——基督徒 上帝救赎会 （
Ｔｈ ｅＲｅｄ ｅ ｅｍ ｅｄ

Ｃ ｈｒｉ ｓ ｔ ｉ ａｎＣｈｕ ｒｃｈｏ ｆＧｏｄ
， 下简称

“

上帝救赎会
”

） 目 前 已在全球 ８０ 多个 国

家建立 了１ ０〇〇〇 多个教 区 ， 仅在英 国就有 ６７０ 个教堂 ， 包括在 贝 辛斯托

克和吉尔福德 的分支 。 它们开办食品储藏库 、 托儿所和主 日 学校等 ， 吸纳

了众多欧洲信徒 。 此外相关研究还表 明 ， 今 日 位列英 国前十 的上百万信徒

之教会 中 ， 有 四个是 由 尼 日 利亚人领导 的 。 西欧 目 前最大 的宗教集会地是

以伦敦为基地 的京士威道 国 际基督徒 中 心 （
Ｋ ｉｎ

ｇ
ｓｗａ

ｙ
Ｉｎ ｔｅ ｒｎａ ｔ ｉｏ ｎａ ｌＣｈｒ ｉ ｓ ｔ ｉａｎ

Ｃ ｅｎ ｔｒｅ
，Ｋ ＩＣ Ｃ

） ， 其建立者也正是尼 日 利 亚 的 五旬节 派领导人 马太 ？ 阿什

莫罗 沃 （
Ｍ ａ ｔ ｔｈ ｅｗＡ ｓｈ ｉｍｏ ｌｏｗｏ

） 。
？有学 者指 出 ，

尼 日 利亚 的 五旬节派传教

会在英 国快速发展 已 然使之成为英 国 的一种社会力量 ， 甚至扮演 了扭转英

国社会世俗化 的角 色 。
？

三 五甸节派对当代尼曰利亚的社会影响

五旬节派 的快速发展对 当代尼 日 利亚社会造成 了 复杂而深刻 的 影 响 。

一方面 ， 它改变 了尼 日 利亚基督教 的整体格局和走 向 ； 另
一方面 ， 其倡导

的教义对于振奋整个社会士气起到 了 积极作用 ， 缓解 了 尼 日 利亚广大人民

的焦虑与痛苦 ， 起到 了心灵慰藉的作用 。 但是 ，
五旬节派在给大多数人抚

慰心灵和解除痛苦 的 同时 ，
也将一小部分人推 向 了地狱 。

第一 ， 五旬 节派在 当代尼 日 利亚的兴起 ，
不仅极大地促进 了五旬节教

①回 流传 教 （
Ｒ ｅｖ ｅ ｒｓｅｍ ｉ ｓ ｓ ｉ ｏｎ ａｒ

ｙ ） 是指殖 民时代基督 教 的 传播 是从欧 美 这些 西方 国 家 和地

区传播 到亚非 拉美 等地 区 ， 而如今 ， 越来越多 的非 洲 、 亚洲等传教 士开始在 欧美 国家建立 教会组

织
，
学 术界 因 此称之 为基督 教 的

“

回 流传教
”

或
“

反 向 传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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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７ ６ 非 洲研究

会在非洲 的壮大 ， 而且深刻改变 了 尼 日 利亚基督教各教派 的分布格 局 。

首先 ，
五旬 节运 动推动 了 五旬节教会 的大规模建立 。 当前 ，

尼 日 利 亚

五旬节教会如 雨后初 笋般不断 出 现 ，
巨 型教会和小型教会共 同增 长 ， 由 教

会衍生 的 医 院 、 学 校 、 培 训 机构 、 出 版机 构 ， 乃 至银 行 、 公 司 等 急 剧 增

殖 。 其 中 ，
上帝救赎会极 具代 表 性 。 该组织 始 于 ２０ 世 纪 ３ ０ 年代 ， 由 西

亚 ？ 阿金泰约米 （ Ｊ ｏ ｓ ｉ ａｈＡ ｋ ｉ ｎ ｄ ａ
ｙ
ｏｍ ｉ

） 创建 ， 最初 是一个小 型 教会
， 鲜 为

人知 ， 直至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 信众仍不 足 千人 。

？但是 ，
１ ９７ ３ 年 上帝 救 赎

会终 于迎来 了 转 变 契 机 。

一 位 名 叫 伊诺 克 ？ 阿贾拉 ？ 阿德 博 约 （
Ｅ ｎｏｃ ｈ

Ａ ｄ ｅ
ｊ
ａ ｒｅ Ａ ｄ ｅ ｂ ｏ

ｙ
ｅ

） 的 年轻大学讲师加 人其 中 ， 并 在 １ ９ ８ 丨 年接任 阿金 泰 约

米成 为上帝救赎会 的 负 责人 。 阿德博约重组教会 ， 倡 导繁荣福音 ， 改革教

会教 义和 布 道方式 ， 为此吸收 了 大量年轻知识分子 、 军政要人 和企业家 的

加 人 。 同 时 ，
阿德博约运用市场时 尚 、 现代传媒等手段 ， 促进 了 教会组织

及其分支机构数量 的 急剧扩大 。 到 ２０ 世纪 ８ ０ 年代 ，
上帝救赎会 已 经拥有

了 大量 的信徒 、 雄厚 的 资金 ，
以 及 巨 大 的社会影响 力 ， 在五旬 节运动 中 日

益 发展壮大 。

其次 ，
五旬节教会 的发展 ， 极 大地带 动 了 尼 日 利 亚 基督 教会 的 发 展 ，

使教徒人 口 迅 速 增 长 ， 教 会规模急 剧 扩大 ， 教 会管理体制 不 断革新 。 虽

然 ， 鉴 于宗教 问题 的敏感性 ， 近年来尼 日 利亚并未对宗教人 口进行官方 的

统计和分析 ， 但皮 尤研究 中 心人 口 统计显 示 ， 截至 ２０ １ ０ 年 尼 日 利 亚 的 基

督 教 徒 略 多 于 穆 斯 林 ， 占 国 家 总 人 口 的 ４９ ． ３ ％
， 穆 斯 林 占 总 人 口 的

４ ８ ． ８％
。
？ 尽管这一数据 的精 确 性 可 能 有 待 商榷 ， 但从 实 地 的 调 研来 看 ，

目 前在五旬 节运 动 的推动下 ， 尼 日 利亚基督徒数量庞大 ，
巨 型教会大量 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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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旬 节 派 在 当代尼 日 利亚 的 发展与影 响 １ ７ ７

现 ，

一些 网络教会发展 日 新 月 异 ，

一次布道会 的信徒人数都可达数万人之

巨 。

？ 正如 美 国著名基督教研究学者詹金斯 所预 言 ，

“

基督教世界 的重心

已 经转 向 南方 ，

一

名 普通 的基督教徒不再是来 自 伦敦或纽约 ， 而是来 自 拉

各斯或首尔 。

” ？

最后 ，
五旬节派 的发展改变 了 尼 日 利亚基督教原有 的格局 。 由 于新生

教会和信徒多为五旬节信徒 ，
五旬 节教会 占据 了 主导地位 。 而传统 的天主

教和新教与五旬节派在宗教教义上具有很大 的差异 ， 随着双方发展和地位

上 的不平衡加剧 ， 势必会 引起两种 教派之间力量 的对抗 ， 这种对抗除 了会

引起神学理论上的争论 ，
也将导致传统 的天 主教会和新教现行宣教理念 、

教规制度等 的重新调整 。 事实上 ，
已有众多天主教会和圣公会也开始接受

五旬节派教义 ，
以 革新教义 ， 维持与其他教会 的竞争优势 。

？

第二 ，
五旬节派对繁荣 、 富强 和成功 的倡导起到 了很好的社会调适与

社会整合功能 。

近年来 ， 尽管尼 日 利 亚整体经济形势 向 上 ， 甚至超过南非成为非洲最

大经济体 ， 但是经济领域所面 临 的种种 问题依然需要长期 的努力 。 政治腐

败 、 宗教 冲 突 、 经济萧条 、 失业率居髙不下 ， 所有这些使得很多人 ， 尤其

是年轻人对生活充满 了 绝望与痛苦 。 他们找不 到工作 ， 也找不到 自 身的价

值和奋斗 的希望 。 在这种 民族精神萎靡不振 的背景下 ，
五旬节派对繁荣 、

富强和成功 的倡导起到 了 振奋人心 的作用 ， 教会大力 宣传并鼓励信徒努力

奋斗 ， 争取机会 ， 最终获取成功和喜乐 ， 这对于广大渴望成功 的年轻人来

说无疑是一剂兴奋剂 ， 使他们看 到 了希望 ， 并有 了 继续生 活下 去 的 勇 气 。

除 了心灵上 的抚慰和精神上 的鼓励 ， 教会还尽力 以 实际行动帮助信徒 ， 为

改善他们 的生活状况 ， 在教育 、 医疗等领域做 出 了 实实在在的努力 。 近年

来 ， 随着政府干预的取消 ， 不仅教会学校 日 渐增多 ， 由 教会创办 的 医疗机

构 、 银行 、 公 司 等也逐渐发展壮大 ， 有些教会公 司 在尼 日 利亚 富 甲
一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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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根据在尼 日 利 亚拉各斯 的调研发 现 ，
五 旬 节 教会 建 立 了 覆 盡 拉各 斯 各 地 的 庞 大 分 支 网

络 ， 在各类教会 中 占据绝对 主导 地 位 。 同 时 ， 天 主 教 会 、 圣 公 会 等 传 统教 会 也 吸 收 了 五 旬 节 派

教 义 。



１ ７８ 非 洲 研究

＊括 了 商业 、 传媒 、 教育机构 等诸 多领域 。

？教会衍 生 机构 的 大 规模 出 现

一方面有 利 于教会继续 的增殖壮大 ， 另
一方面也使基督教对社会参与 的程

度不断增强 。 在公共服务 严重不足 的 尼 日 利亚 ，
教会往往成 为人们生 活 中

最 大 的依靠 ， 尤其是那些被边缘化的农村地 区 和 弱势人群 。

第 三
，
五旬 节派在给大多数人抚慰心灵 和解 除痛苦 的 同 时 ， 也将一小

部分人推 向 了 地狱 ， 而这些人 中 间 很 多是 无助亦无辜 的孩子 。

自 １ ９ 世纪欧洲 基督徒来 尼 日 利 亚传 教 开始 ， 这 个西 非 国 家 已 经 发 展

了 大约 ６０００ 万基督徒 ， 他们 大 多数是温 和 的 。 但是过去 ５ ０ 年来 ，
五 旬 节

教派 的兴起导致部分教会被极端思想统治 。 当 五旬节派 宣称信仰 基督 的 人

会得 到 圣灵 的 恩 赐而得到 一些特殊 技 能时 （ 如 突 然 会说方 言 、 信仰 治病 、

驱赶邪灵 ） ， 这
一信仰 与 当地传统宗 教 和 巫术 迅 速结合 ， 形 成 ｆ

一些 畸形

产物 与新生怪胎 ， 其 中最具代 表性 的 就是
“

巫 童
”

。

“

巫 童
”

被 认 为 有 邪

灵 附体 。 如 果 当地人家里 出 了 什么 不幸 的 事情 ， 总会有牧 师站 出 来 ， 认定

他们 家 的 儿童是巫童 ， 于是收取费 用 为他们举行驱魔仪式 ， 而这些牧师几

乎都是没有经过培训 和受过教育 的本地人 。 如果驱魔 的净化失 败 ， 这些巫

童就会惨遭抛弃而流浪街头 ， 或被殴打 、 折磨 ， 甚 至会被杀死 。

在整个非 洲 ， 越来越多 的 儿童被牧师指 为
“

巫 童
”

。 据英 国 广 播公 司

（
Ｂ ＢＣ

） 的报道 ， 仅在 刚 果就有 ５ ００００ 名 儿童被认定 是
“

巫 童
”

， 而且数

ｆｉ还 在 不 断 增 加 。 而 在 尼 日 利 亚 ， 过 去 的 十 年 间 ， 仅 在 ２ 个 州 内 就 有

１ ５０００名 儿童被指控为
“

巫童
”

， 大约 １ ０００ 名 已 被谋杀 ， 其余的 生 活 境遇

悲惨 。

？ 不 少尼 日 利 亚人还相信 ，
往这些儿 童 的 耳朵 和 眼 睛 里倒 人 汽油 和

石油 可 以 驱 除邪灵 ， 为此 ，

一些儿童被淋上腐蚀性液体毁容 ， 还有 的头颅

被钉进钉子 ， 而伤害他们 的都是他们 的 亲生 父母或 亲 属 。
③ ２００３ 年 ， 尼 日

利 亚政府 出 台 了 《儿童权利法案 》 ， 规定这样 的 虐 童 为违法行 为 ， 但 是这

一法 规并非在 每个 州 都严格执行 ， 而 且 至今没 有 任 何施 法 的 牧 师 为 此被

判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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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尼曰利亚五旬节派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随着五旬节派 的兴起 ， 尼 日 利亚基督教会 日 益发展成为大型教会 ， 产

生 出 众多教会分支机构 。 网络教会 、 跨 国教会成为发展的新趋势 ， 各基督

教派别纷纷借助 电视 、 广播 、 网络等新媒体开展传教活动 ， 在整个非洲乃

至全球建立 了 自 身 的传教 网络 ， 这也使尼 日 利 亚基督教会 日 益成为整个非

洲教会 向 外传教 的核心 。

尽管如此 ， 在快速发展 的过程 中 ，
尼 日 利 亚五旬节派也暴露 出 很多 问

题 ， 成为未来 尼 日 利亚基督教发展不得不面临 的 困境与挑战 。

首先 ， 随着五旬节规模 的扩大和实力 的急剧膨胀 ， 教会掌握的社会资

源 日 益丰富 ，
这对教会能否保持宗教神圣性 ， 免受世俗化冲击构成 了严峻

的考验 。 由 于五旬节教会对繁荣福音和成功 、 胜利 的推崇 ， 很多基督徒对

财富 的追求变得迫切 ，

一些教会甚至 以此作 为评判基督徒 的重要标准 ， 但

是这种愈演愈烈 的趋势很容易导致教会陷人世俗化 的深渊 ， 并丧失其宗教

神圣性 ， 忘记教会建立 的初 衷 。 当前 ，
尼 日 利 亚许多 巨 型教会财富惊人 ，

是最 富有 的机构之一 。

“

在尼 日 利 亚 ， 政府部 门 的石油 财 富惊人 ， 但在非

政府部 门 中 ，

‘

教会财富
’

则 占 据 了 最髙份额 。

”

￥大量 的财富确 实有利 于

教会扩大对尼 日 利亚社会公共福利事业的投人 ， 但 同时也对教会 自 身的正

常发展构成 了 严重威胁 。
？

其次 ， 由 于崇 尚 圣灵恩赐 、 医治 、 繁荣福音等教义 ， 许多基督教会诞

生 了 身价极髙 的 明 星牧师 。 这些牧师频频 出 现在荧屏 当 中 ，
以 自 身所拥有

的财富现身说法 ， 激励信徒追求成功 。 从传教 的 角 度来看 ， 明 星牧师 的 出

现有助于吸 引 信徒 的皈依 ， 提髙教会的威望和感 召 力 ， 但是导致 的另 一结

果却是基督徒更多 的是敬拜牧师 ， 而非耶稣基督 ， 他们更愿意聆听 明 星牧

师的布道 ， 而非 阅读 《 圣经 》 进行 自 我 的 灵修学 习 。 长此 以 往 ， 必然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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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信徒在信仰上 出 现严重偏差 。

最后 ，

一些教会 和部分牧师腐败状况堪忧 。 与教会和部分牧师财富惊

人形成鲜 明 对 比 的 是 ， 教会广 大信徒 则 是一 贫 如 洗 。

？随着 教会 资 产 的 剧

增 ，

一些牧师坐拥豪 车 、 别墅 ， 但事 实上这些财富 的获得是建立在大量普

通信徒 的奉献基础之 上 ，
甚 至很 多 是通 过 非法 途 径 所得 。

“

大量 丑 闻 表

明 ， 权 力 和财 富的诱惑甚至会使最虔诚的牧师陷人 堕落 ， 这 已 成 为 尼 日 利

亚影视 中 的热 门 主题 。

”

②教会和牧 师 的腐败不仅严重破坏 了 其在信徒心 中

的形象 ， 更会毁灭基督徒心 中 的信仰 与希望之光 。

此外 ，
尼 日 利亚教会与政治关系 紧密 。 长期 以来 ，

尼 日 利亚 的 宗教与

政治动 员 、 选举 投 票 、 政 治 合 法性 等具 有 千 丝 万 缕 的 联 系 。

＠而 近 年 来 ，

随着五旬 节运 动 的开展 与教会社会经济势力 的不断扩大 ， 政府髙官 、 著名

企业家等社会名 流纷纷加人 ， 教会与政治 的关 系 也 由 此更加 密切 。 教会参

与政治 一方面不利于政治 自 身 的发展 ， 另
一方面也导致基督教 的独立性与

神 圣性被 干预 。

总体 而 言 ， 尼 日 利 亚五旬 节 派 的 发 展及 其特 点 ，

一 方 面 反 映 了 当 代

尼 日 利 亚 社会 在政治经济 和信仰 与 价值观方面 的 变化 与新 的诉求 ； 另
一

方面 ，

一 些 客观 的社会存在反 过来也制 约 了 五旬 节 派 在尼 日 利 亚 的 健康

发展 。 未 来 ， 在尼 日 利 亚 的 国 家变革 与 时代发 展需 求 下 ，
五旬 节 派 将 会

变得 更 加 纷 繁 复 杂 ， 并 在 不 断 的 碰 撞 与 调 适 中 不 断 满 足 社 会 的 现 实

需 要 。

（ 责任编 辑 ： 宁 或 ）

①２ ０ １ ５ 年 ５ ８ 月 ， 在对尼 日 利 亚教会信徒 的 访谈 中 发 现 ， 有 ９０％ 的 基 督 徒 对 基督 教会 存

在腐败 问题表示担忧 ， 近 一半 的 基督 徒 表示 ， 自 己 的教会存 在此类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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