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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城市朝鲜族基督教现状、特点及社会影响1

作者：洪晓梅 2、李坚 3

摘要

东北地区是朝鲜族在我国的主要聚居区。基督教于清末年间传入中国东北以后，不久也在东北的朝鲜族中传播开来，
并随着朝鲜族人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之间的往来流布，亦在朝鲜半岛得到散播，以至形成现今具有东北朝鲜族民族特
色的基督教信仰。基督教成为朝鲜族民族认同的新元素，同族民间互动自然也给东北地区基督教的发展带来影响。东北朝
鲜族基督教会服务残疾群体事业具有相当深远的社会影响力。进入21 世纪头十年以来，东北朝鲜族基督教会的整体发展
逐渐呈现回落态势，亦带来社会治理对策的调整。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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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北朝鲜族与基督教

（一）东北朝鲜族的由来及特点

1. 由来

最早的朝鲜族是由相邻的朝鲜半岛迁入而定
居在东北的少数民族。近代以来，朝鲜族人由邻
国朝鲜迁移至东北的原因有多种，既有伴随着政
治和军事原因，朝鲜半岛国家命运的起伏跌宕而
带来的人口迁徙，亦有因旱灾、洪水等自然灾害
而导致的逃难人口的移入。关于朝鲜族进入东北
地区以及定居扎根的奋斗过程，学界已有一些研
究积累。金炳镐撰写的《延寿县朝鲜族百年史：
1903-2003 年》，是我国首部出版的一个县的朝鲜
族百年史，由一户朝鲜族人家迁入延寿县开始的
朝鲜族历史，浓缩了整个中国朝鲜族的历史进
程。4 黄有福等主编的《中国朝鲜族史研究 2008》
收录多篇相关论文，其中孙春日的《中国朝鲜族
移民史研究综述》梳理了国内和韩、朝、日三国
学者的研究成果，并提出应当加强中国朝鲜族历
史上限、当代朝鲜族人口流动等问题的研究。5 张
宁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朝鲜族人口的移动》探
讨了中国朝鲜族人口移动的特点、原因、人口变
化，以及带来的朝鲜族社会变迁、问题和解决对
策。6 这些史料性研究成果对于了解东北朝鲜族的
个性特点，以及分析接受外来文化，尤其是基督
教文化对其族群的影响提供了可能的视角。

2. 东北朝鲜族的个性特征

长期的远离故土，移居异国他乡，又是非和

4　 金炳镐：《延寿县朝鲜族百年史：1903-2003 年》，北京：

民族出版社，2015 年，第 1-2 页。

5　 孙春日：《中国朝鲜族移民史研究综述》，载《中国朝鲜族

史研究 2008》，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年，第 48-54 页。

6　 张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朝鲜族人口的移动》，载《中国

朝鲜族史研究 2008》，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年，第228-235页。

平原因所致，寻求生存的立足之地是来到东北的
朝鲜族当然的首要选择，这亦是逐渐形成东北朝
鲜族开拓、 坚韧、勤劳、热情、不畏艰难、勇往
直前的乐观品格的重要因素。这些品格带给朝鲜
族人比较开放，易于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在接
受、持守、传播基督信仰过程中，这些特点也赋
予了朝鲜族信徒远超过其它民族信徒对信仰更多
的执着。移居历程的各种艰辛和不易，更能促使
东北朝鲜族信徒愈加体恤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的
无助和需要，也给予了他们坚定并持之以恒地陪
伴残疾人群体的心志。这可以从朝鲜族基督教基
层组织和朝鲜族信徒从事助残社会服务事业的例
证中得到有力的印证。同时基督信仰本身也调整、
改变着朝鲜族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给予他
们追求信仰更强的内在动力。

（二）近代基督教在东北朝鲜族的传播

近代基督教传入中国东北地区以后不久，就
有朝鲜族人接受基督教。有文献记载，整个东北
亚基督教传播的先驱者——英国苏格兰长老会的
罗约翰（John Ross），当初他在中国东北土地上宣
教时，宣教目标人群还包括将圣经传给邻邦——
朝鲜半岛的朝鲜族人。7 不巧，当时朝鲜封禁，罗
约翰无法进入朝鲜半岛，无奈，他只好返回到奉
天（今辽宁省沈阳）继续传讲圣经。很快地，在
奉天、营口等地居住、往来经商的朝鲜族人有接
受福音的。后来，这些朝鲜族人又把基督信仰带
到朝鲜半岛，遂在东北与朝鲜半岛之间随着跨国
交往，基督教亦渐渐地在东北朝鲜族和朝鲜半岛
中间传播开来了。在长期摆脱外来殖民统治，争
取民族自身解放的过程中，朝鲜民族的基督信仰
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政治、战争、文化传统、
多重宗教的浸染，形成盘根错节的复杂背景。这

7　 钱秋：《罗约翰的宣教之路》，新加坡：新加坡福音证主

协会，2018 年，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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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对理解韩国基督教的现状和问题，以及对东
北地区，乃至国内其他地方基督教的影响都很有
助益。

二、改革开放以来东北朝鲜族基督教现状
与特点

（一）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东北朝鲜族基督教的教职
人员和信徒人数、教堂数量都在东北少数民族中
占居首位。随着中韩两国建交，商贸、劳务、留
学等交往日益频繁，大批东北朝鲜族人纷纷涌入
到韩国务工的潮流中去，再加上到中国南方学
习、务工的，开始是青壮年，紧随其后五六十岁
的人也都相继离开本地本教会，到外地谋生，使
得原本得到较大发展，但持续时间并不长的东北
朝鲜族教会逐步回落。有的朝鲜族基层组织日常
参加宗教活动的朝鲜族信徒只有几个，或十几个
人，只好吸纳汉族等其他民族信徒加入，以确保
教会正常运行。为了适应朝鲜族信徒流失、汉族
信徒增多的状况，朝鲜族教会及时调整，邀请接
纳汉族教职人员一起来服侍管理，以满足信徒需
要。有的朝鲜族基层组织实在维持不了日常活动
和运营，就只好解散关门，这在较小城镇里是时
有所见的；在较大些的城市里，基督教基层组织
分为朝语部和汉语部，朝鲜族信徒少于汉族信徒
的数量，维持运行还比较好。朝鲜族有自己本民
族的语言和文字，除了中老年人，大多数东北朝
鲜族人既通晓朝鲜语，又能通用汉语文。到韩国
打工的东北朝鲜族人中，有的在韩国接受了基督
教，逢年过节回到东北看望老人和孩子，又把信
仰带回到东北。不过，这些信徒参加教会里的活

动是短暂的。8 虽然部分东北基督教基层组织负责
人是朝鲜族的，但朝鲜族信徒 “回流” 现象并不
明显。9 总体上，自 21 世纪头十年以来，东北朝
鲜族基督教基层组织发展呈现衰退的趋势依然未
有改变。

 （二）特点

经过百余年不间断的传播、发展与融合，东
北城市朝鲜族基督教形成了带有本民族文化特点
的信仰样式。

1. 基督教基层组织中朝鲜族负责人占有一定
比例

在东北城市基督教基层组织负责人中，朝鲜
族教职人员较为常见，担任负责人职务的占有一
定的比例。1982 年东北神学院复校。为了满足朝
鲜族信徒和教会对教职人员的需求，东北神学院
举办了专门招收朝鲜族学生、培养朝鲜族教职人
员 的 三 年 制 专 科 班 共 四 届（1991-2003 年 ）。 这
十二年的神学培养和训练为东北地区朝鲜族基督
教基层组织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及时和充足的
人才供应和储备。黑龙江神学院的前身黑龙江省
基督教圣经学校创建于 1996 年，后经省内圣经教
学资源整合，于 2012 年定名为黑龙江神学院。10

8　 课题组成员在 2019-2023 年先后实地调研东北城市多间

朝鲜族基督教基层组织和负责人为朝鲜族的基督教基层组织。

如辽宁沈阳市基督教西塔教会、沈阳市基督教新兴教会、沈阳

市万方基督教聋人教会、沈阳市望花村基督教聚会点、沈阳市

前鲜朝鲜族基督教会、沈阳市砂山基督教会、本溪市桓仁基督

教堂、抚顺市基督教河东教会、盘锦市基督教协会、吉林通化

市集安基督教团结教会、珲春朝鲜族基督教会等。因时间和

疫情防控等因素制约，这部分很难做出定量分析，更多的是访

谈负责人而获得的经验成果。

9　 同上。

10  黑龙江神学院：浏览日期 2022年5月26日，https://www.

ccctspm.org/churchinfo/233，2023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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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神学院虽然没有专门招收朝鲜族学生的神
学教育，但每年招收的学生中都会有朝鲜族的，
这就为省内，乃至东北地区的基督教基层组织输
送教职人员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后备人才。

2. 服务残疾人群体影响力突出

在实地调研中了解到，东北城市朝鲜族基督
教基层组织的社会服务特点比较明显。最突出的
感受是，社会弱势群体是他们的主要服务对象。
这些基督教基层组织的规模都不算大，经济能力
也不是很强，但他们二十几年持之以恒所做的扶
助弱势人群的工作，却能触动人心，唤起爱心人
士的向善力量。如沈阳砂山基督教会光明堂的盲
人事工、沈阳万方聋人基督教会 11 和吉林珲春朝鲜
族基督教会的聋哑人事工等。这些对弱势群体及
其家庭的长期扶助，是构建和谐家庭、社区的重
要力量，弥补了政府工作的不足和不能，是社会
服务事业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宗教
关系和谐的有益见证。

3. 朝鲜族基督教基层组织的整体发展呈回落
态势

下面基于辽宁省本溪市桓仁县的资料和初步
整理的统计数据，略作分析，从中感受东北朝鲜
族基督教信徒数量减少的事实及社会治理对策。

根据桓仁满族自治县志（1986-2015）记载，
改革开放之初，桓仁最早恢复宗教活动的临时活
动点是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此后的三十
年间（1986-2015），政府为满足信教群众的信仰需
求，根据教职人员、信众人数、场所布局等因素
综合考量，1995 年批准佛教 1 所、伊斯兰教 1 所、 
天主教 1 所和基督教 2 所共 5 个正式活动场所。

11　 他们在国内率先整理编辑基督教聋人手语，于 2010 年撰

写《基督教聋人手语》一书，方便聋人群体，满足信仰学习交

流的需要。该教会负责人系朝鲜族。

2001 至 2015 年 15 年间，共批准 11 个宗教活动 场
所，其中基督教活动场所获批 9 个。这 15 年是宗
教发展的较快阶段，按照宗教堂点数量来看，基
督教又是其中发展最快的。

辽宁省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宗教场所概况（1986-

2015 年）12

截至 2015 年，宗教场所总计 16 个。其中基
督教场所 11 个，占全部场所的 68.7%。

2015 年辽宁省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宗教教职人员
自然情况13

从场所数量看，基督教的场所多于其它宗教
的场所数量；信徒数量与佛教相当，多于其它宗
教信徒的数量。但从教职人员的数量看，基督教
的数量与道教、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相同，少于佛
教。因此与其规模和信徒数量相比，基督教教职
人员是不足的。

12　桓仁满族自治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编：《桓仁满族自治

县志（1986-2015）下卷》，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9 年，第

1132 页。

13　 同上。

        教界
年份

佛教 道教 伊斯兰教 天主教 基督教

1995 1 1 1 2

2001

2002 1

2007 2 4

2012 3

2015 1

总计 3 1 1 11

     教界
概况

佛教 道教 伊斯兰
教 天主教 基督教 合计

人数 8 1 1 10

备案 2 1 1 4
县政协

委员 1 1 1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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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基督教朝鲜族
信徒概况 14

14　 桓仁满族自治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编：《桓仁满族自治

县志（1986-2015）下卷》，第 1133-1136 页。

这 11 个基督教活动场所获批的时间在 1995-
2015 年期间，其中比较集中的时段是 2007-2012 年
（总计 7 个），共占全部基督教场所的 63.6%。朝鲜
族信徒的数量只有两个场所有统计数字，主要是老
年信徒，且呈减少态势。截至 2015 年，有四间教
堂信徒人数不足 50人，主要以老年信徒为主，在自
然减员，且无明显增量的情况下，场所已不再符合
设立条件了。面对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 一种想
法是，人数不足的，通过合并，撤销已不符合条件
的场所，信徒归到较大的场所参加宗教活动。这种
做法看起来简单，但缺少了执法的柔性，不符合信
徒的生活实际，也不尽合情理。另一种方案是，以
便利信众生产和生活为原则，在与信徒和教职人员
充分协商，信徒自愿基础上，因地制宜，合理地安
排简易宗教活动点。这样既方便老年信徒和居住比
较偏远的信徒，又能满足她们的信仰生活需要。这
是落实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原则和党的
宗教政策的具体体现，会得到信众的积极响应与遵
从，是更加优化的办法。

三、东北城市朝鲜族基督教的社会影响

（一）基督教对东北朝鲜族族群的影响

每个民族在漫长的繁衍生息、发展变迁的进
程中，都会程度不同地受到某种或者某些宗教的
浸润，宗教给民族带来的影响常常借助人类学、
社会学等考察视角展现出来，使人从中感悟到宗
教信仰的真切与力量。

1. 基督教成为朝鲜族民族认同的新元素

“认同” 一词通常可理解为认可、赞同。从心
理学的视角，意指 “体认与模仿他人或团体之态度

人数
教堂

批准成立时间
（年） 人数 信徒人数（朝鲜

族）

桓仁福民基督教
礼拜堂 1995

2007 年/190 人

2010 年/275 人 125 人

2015 年/300 人 100 人

桓仁基督教礼拜
堂（安息日会） 1995

1995 年/50 人

2010 年/76 人

2015 年/30 人

桓仁洼泥甸子基
督教礼拜堂 2002

2002 年/15 人

2010 年/35 人

2015 年/15 人

桓仁基督教堂 2007
2010 年/850 人 40 人

2015 年/800 人

桓仁碱厂沟基督
教堂 2007

2007 年/50 人

2010 年/70 人

2015 年/20 人

桓仁普乐堡基督
教礼拜堂 2007

2007 年/60 人

2010 年/65 人

2015 年/60 人

桓仁木盂子基督
教礼拜堂 2007

2007 年/187 人

2010 年/65 人

2015 年/40 人

桓仁八里甸子基
督教礼拜堂

2006 年设立活动
场所，2012 年获

批。

2012 年/221 人，
经常活动的70 余

人

2015 年/100 人

桓仁铧尖子基督
教礼拜堂 2012

2008 年/107 人

2015 年/50 人

桓仁二棚甸子基 2012
2011 年/100 人

2015 年/80 人

桓仁前进基督教
礼拜堂 2015

2014 年/148 人

2015 年/1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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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使其成为个人人格一个部分的心理历程。” 15

可见，认同是表现个体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是价值
观或者心理上的较深层面的表达。认同可以泛化到
很多领域，如自我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政
治认同，等等，当许多个体的态度或行为凝结在同
一认识上时，即可成为具有凝心聚力的超强力量。
民族认同亦是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有
关民族共同体的特征包括： “历史渊源、生产方
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有的
民 族 在 形成 和 发 展 过 程 中， 宗 教 起 着 重 要 作
用。” 16 这些特征成为民族认同，寻找归属感的主要
因素。其中，宗教对于一些民族来说，由于民族与
宗教的同一性而具有更凸显的辨识力，如伊斯兰教
之于阿拉伯国家、伊斯兰教对于我国的回族等。

不过，像扩张性较强的基督教从生发之地传
衍到其它民族，就有可能成为这些民族共同体特
征的一个新的要素，如基督教之于东北的朝鲜族就
是例证。接受了基督教信仰的东北朝鲜族，其 “民
族认同的外延得到扩大，民族认同中的共同认知有
了新的内容，民族认同中的情感依附有了新的、有
组织的、系统化的介质；朝鲜族民族认同的传统源
泉得以接续，基督教在朝鲜族语言文字的传承中起
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藉由传统文化构建和发展的
民族认同在基督教的传播和传承中也得到延续和
扩大。” 17 基督教作为朝鲜族民族认同的新元素，对
其民族认同的传统特征的延续和民族文化传承的
重要载体语言和文字的重视和保护起到促进作
用。“基督教在我国朝鲜族聚居区的早期传播是个
体层面的，而非组织性的，信仰主要对朝鲜族信众

15　360 百科：《认同》， https://baike.so.com/doc/5914265-

6127176.html，2023 年 5 月 28 日。

16　 《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的决定》，中发〔2005〕10 号。

17　 何艺等：《基督教视域下朝鲜族的认同状况研究 - 以沈

阳市朝鲜族为例》，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4 期，第 77-78 页。

自身的生活造成了影响。” 18 其中基督徒宗教身份的
认同又是基督教扩散的一个重要的动因。

2. 朝鲜族传统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相融合

当一种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触碰时，外来
文化总要千方百计地融进本土文化，以便安营扎
寨，获得立足之地。一方面，外来文化要努力适
应本土文化，以防被排挤门外或者吞噬淹没；另
一方面，外来文化也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会抓
住一切机会将自己的文化 “卸载” 给本土文化，
以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 能够在更高层
面影响 “你” 的文化融合。基督教对于东北朝鲜
族传统文化而言，“我国朝鲜族的基督教文化由外
来的西方基督教文化和朝鲜族文化两部分构成，
这两种文化成分不同程度制约着朝鲜族基督教文
化的发展，同时朝鲜族基督教也印证了上述两种
文化的互相交融。” 19 这种相互交融广泛反映在社
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包括价值观、伦理道德、生
活方式，以及音乐、文学创作、绘画、影视剧展
示出的风俗习惯等。

下面通过与我国云南滇西傈僳族基督教的初步
比较，以进一步探寻基督教对东北朝鲜族的影响。

18　 刘文娜：《扩散与聚合：基督教在我国朝鲜族中的发展

历程》，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

第 1 期，第 124 页。

19　 李博丹：《中国朝鲜族宗教音乐概述 - 以基督教仪式为

音乐分析个案》，载《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10

第 2 期，第 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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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朝鲜族基督教与西南傈僳族基督教发展比较 （二）东北朝鲜族基督教对东北地区基督
教发展的影响

1. 同族民间互动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影响

东北朝鲜族人与韩国人同宗同族，语言相
通，文化习俗相通。自两国建交后，韩国政府向
中国朝鲜族开放劳务签证，越来越多的东北朝鲜
族人有机会到韩国务工。东北朝鲜族人外流，其
中就有到了韩国接受基督信仰的，他们回到东北
探亲，又把信仰带了回来。东北朝鲜族信徒去到
韩国，也把东北朝鲜族基督教的需要带到了韩
国。“90 年代以后，前往中国特别是中国东北地区
从事宣教活动的韩国人越来越多。”20 这与两地同宗
同族的朝鲜族人互动所带来的基督信仰的交流密
不可分。随着我国加紧推进宗教立法工作，依法
治理宗教事务，外国人在我国境内从事宗教活动
得到有效规范。随着劳务输出增多，东北朝鲜族
人口流向韩国，随之而来的是东北朝鲜族基督教
逐渐衰落。从宗教事务治理角度，政府行政执法
成本降低了，负担减少了。但无论是留在东北的，
还是目前暂居在韩国打工、学习、经商的，东北
朝鲜族从整体上来看，归信基督教的人数还是增
加了。这主要应当归因于当时两国友好开放政策
的结果。

（2）社会服务事业具有相当深远的社会影响
力

东北城市朝鲜族基督教基层组织的助残社会
服务事业，为家庭和睦、社区和谐、社会稳定做
出贡献，造福多方，社会影响力是广泛而深远
的。社会服务事业是一项造福社会，利国利民的
善事，但同时也需要全社会付出代价才能把好事
办好。东北朝鲜族基督教基层组织的盲人和聋人

20　张晓华等：《韩国基督教境外传教活动盛行原因探析》，载《东

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5 期，第 65 页。

民族
事项

东北朝鲜族 西南傈僳族

地理位置

地处中国东北部，与朝鲜、日
本海、俄罗斯、蒙古相邻。这
里有广袤的东北平原，纵横
交错的河流，土地肥沃，自然
资源富饶。其南端的营口是
东北近代最早开埠的通商口
岸。

地处中国西南部，与缅甸、
老挝和越南接壤。地形地势
多为高山峡谷，交通极其不
便。位于滇西边陲的腾冲为
南方古丝绸之路要塞，是中
国 通 往 南 亚、东 南 亚 的 门
户。

民族特点

能歌善舞、热情开朗；勤劳、
坚韧；重礼节，爱清洁，等等。

热情、富有歌唱的天赋；爱
酗酒；普遍拜鬼神、相信万
物有神；礼节概念模糊；居
住分散；卫生条件较差。

基督教传入时
间

以罗约翰为代表的英国苏格
兰长老会在19 世纪中叶向
东北朝鲜族人开始传播圣
经。

以内地会英国宣教士富能
仁（James Outruam Fraser）
1909 年进入滇西开始。

宣教宗派和宣
教策略

英 国 长 老 会 的 宣 教 策 略：
1. 遵守政教分离原则。尊重
官府，不干政，也不干讼，不
用不平等条约来寻求保护。
2. 创办基督教神学院。通过
系统的神学教育，培养教牧
人才。3. 以人口稠密的城市
为 中 心，建 堂 布 道，传 讲 圣
经，信徒人数增长很快。4. 社
会服务事业。医院、学校、特
殊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贫困救济所等。

中 国 内 地 会 的 宣 教 策 略：
1. 以传讲圣经为主，教育和
医疗为辅。2. 不主张向本国
政府寻求特权支持，积极主
动融入中国社会。3. 与中国
下层社会接触多，对上层社
会影响不太大。4. 农业品种
的引种和土壤改良。5. 当时
交通极为不便，加上语言和
风俗习惯差异大，信仰传播
异常艰难。

基督教发展态
势

随着东北朝鲜族赴韩务工人
数增加，东北朝鲜族信众逐
年减少，整体呈回落态势。现
今，朝鲜族教会早已向汉族
等其他民族开放，较大城市
的朝鲜族教堂分为朝汉两个
语部。多民族共同过信仰生
活，和睦相处。

由于居住分散，且或高山，
或偏远，集中培训和传讲不
易。不过，一旦对福音有好
感，傈僳族常常是一户一户
地接受福音，成为基督教家
庭。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滇
西傈僳族基督徒约占本民
族人口的60% 左右。

基督教对其民
族的影响

1. 朝鲜文的价值被重现，将
圣经译为朝鲜文，讲授朝鲜
文字，阐明朝鲜文字的价值，
将原本“遭受社会轻视的朝
鲜文字”被大家阅读和书写。
2. 韩国基督教对东北朝鲜族
的影响。随着中韩两国经济
文化交往频繁，很多东北朝
鲜族人到韩国学习、打工，接
受了基督教信仰。因语言文
化同宗同源，韩国基督教对
东北朝鲜族影响较大。3. 向
海外宣教力度大。随着韩国
经济的快速发展，韩国基督
教界海外宣教的力度加大。
由于东北朝鲜族人口外流，
特别是国家对宗教事务依法
治理，韩国基督教的宣教力
量转向东南亚等国家。

1. 发明傈僳文字。傈僳族信
徒读书写字。2. 傈僳族人的
生活方式的改变。如摈弃酗
酒、吸食鸦片、人畜同居、野
蛮祭祀等陋习。3. 重构傈僳
族健康的社群意识。“婚礼、
葬礼、孩子教育、唱诗班、查
经班等，这一切构成了社群
生活的元素，让一个社群开
始产生共享的价值，每一个
成员在其中产生归属感和
社群认同。”4. 傈僳族人思
想观念的改变。“引进先进
的农业科技、教育兴起、饮
食习惯的改善、医疗卫生、
建立国家意识等等。”5.“信
徒的宗教感情较浓厚，教会
传统保存较为完整。”这为
后来傈僳族基督徒数量增
长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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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持续时间久，也形成了稳定的运行模式；社
会服务更多采取公益性服务，爱心耐心占主导，
深受残疾人信徒及其家属信任，也获得了政府的
首肯和支持。试想，当看到一个盲人过马路，观
者并不觉得有什么；但当看到一群盲人正在过马
路，可能你脑子里就会闪过一个想法：这是一个
需要格外关注和关爱的群体。当观者在院子里看
到一个聋哑人用手在比划着，想表达什么，你并
不觉得有什么；但当看到一群聋哑人聚在一起，
不断用手在比划着，情绪又很激动时，你就不会
再漠不关心了，就会感受到某种莫名的不安。这
是既脆弱又不稳定的社会因素。切实给予他们基
本的生活、工作和人际交往的保障，并逐步改善
和提高生活质量，是对整个社会机体最脆弱部分
的修复，是对尊重和保护人权最好的诠释。政府
应当积极服务于助残社会服务机构，支持他们在
爱心事业上行稳致远。社会各界应当尊重从事残
疾人社会服务事业的机构和个体，给予他们应得
的支持和回报，从而形成政府、社会服务机构和
社会各界齐心合力扶助残疾人，共赢致和的社会
氛围。

结语：

东北朝鲜族是信仰基督教的东北少数民族中
最活跃的部分。基督教增强了东北朝鲜族的民族
认同感，朝鲜族传统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相融合也
带给朝鲜族自身文化的更新与改变。东北朝鲜族
基督教会的助残社会服务事业极具特色，具有深
远的社会影响力，亦印证了东北朝鲜族的基督信
仰。东北朝鲜族基督教的产生、发展、兴盛，乃
至逐渐回落的态势深受中韩两国的开放政策，以
及语言文化同宗同源的影响，并成为中韩民间外
交及文化交流的重要一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