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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派在巴西的扩张及其政治影响
刘婉儿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ꎬ 巴西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天主教国家ꎮ
但其实早在 ２０ 世纪下半叶ꎬ 该国宗教领域的力量对比已开始发生

变化ꎬ 突出表现在基督教福音派利用巴西现代化进程中滋生的弊病

及该国天主教会的制度弱点不断发展壮大ꎮ 有分析认为ꎬ 巴西福音

派信徒数量或将在 ２１ 世纪 ３０ 年代赶超天主教徒ꎮ 福音派势力的持

续上升不仅改变了巴西宗教领域的面貌ꎬ 而且使得该国政教关系愈

发紧密、 微妙ꎮ 以五旬节派为代表的巴西福音派信徒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起便积极投身政坛ꎬ 不断扩大在立法、 行政部门的影响

力ꎬ 并在 ２０１８ 年 “亲福音派人士” 博索纳罗当选总统后ꎬ 开始以

更积极的方式渗入国家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ꎮ 有鉴于此ꎬ 本文拟结

合巴西的经济与社会背景、 政治制度及政治文化ꎬ 对该宗教群体的

崛起过程、 参政形式、 政策主张、 未来发展趋势等进行分析ꎮ 本文

认为ꎬ 至少在中期内ꎬ 巴西福音派将凭借对其有利的外部环境进一

步扩大信众基础ꎬ 进而持续改变巴西政坛的力量对比ꎮ 另外ꎬ 该国

福音派活动主要围绕保守的基督教价值观及教会利益展开ꎬ 可能助

推巴西保守主义的发展ꎬ 并不可避免地滋生腐败、 庇护主义等一系

列问题ꎬ 成为巴西政治发展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变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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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教长期在巴西宗教领域占据主导地位ꎬ 但近来却愈发受到基督教福

音派的冲击挑战ꎮ 该国 ２０１０ 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①ꎬ 巴西天主教徒数量自有

记录以来首次出现下降ꎬ 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间下降 １ ３％ ꎬ 占总人口比重从

１９７０ 年的 ９１ ８％跌至 ２０１０ 年的 ６４ ６％ ꎻ 与之相对ꎬ 巴西福音派发展迅猛ꎬ
是该国近年来势头最盛的宗教群体ꎬ 其信徒数量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间增长

６１ ４％ ꎬ 占总人口比重从 １９７０ 年的 ５ ２％ 升至 ２０１０ 年的 ２２ ２％ (见图 １)ꎮ
根据巴西民调机构 Ｄａｔａｆｏｌｈａ 于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发布的数据ꎬ 福音派信徒占该国总

人口比重已达 ３１％ ꎬ 天主教徒占比则降至 ５０％ ꎮ② 皮尤研究中心、 “拉美晴雨

表” 等调查机构的数据均印证了巴西宗教领域的这一变化趋势ꎮ③ 有学者认

为ꎬ 若该趋势得以延续ꎬ 巴西福音派与天主教信徒数量将在 ２０３０ 年持平ꎮ④

此外ꎬ 根据民调机构 Ｄａｔａｆｏｌｈａ 于 ２０１６ 年年末进行的统计ꎬ 该国 ４４％的福音派

信徒为天主教徒改宗而来ꎮ⑤ 英国宗教社会学家保罗弗雷斯顿 ( Ｐａｕｌ
Ｆｒｅｓｔｏｎ) 在其著作中亦提到ꎬ 拉美福音派的扩张很大程度上是以天主教徒数

量下降为代价的ꎮ⑥

值得注意的是ꎬ 巴西福音派的影响并不限于宗教、 文化领域ꎬ 部分福音

派教会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使得该宗教群体的政治影响力不断提升ꎬ 近年来

屡次在关键时刻扮演重要角色ꎮ 例如ꎬ 在 ２０１６ 年弹劾时任总统罗塞夫及 ２０１８
年博索纳罗当选总统的过程中ꎬ 福音派均发挥了不小的作用ꎮ 不少学者曾指出ꎬ
“巴西一直是宗教性国家” “难以在该国的宗教、 政治间划分清晰的边界”ꎮ⑦ 这

一政治、 文化传统为巴西福音派介入和参与政治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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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１９４０—２０１０ 年天主教及福音派信徒占巴西总人口比重

资料来源: 根据巴西地理统计局网站数据绘制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ｂｇｅ ｇｏｖ ｂｒ /  [２０２０ － ０１ － １３]

　 　 鉴于巴西福音派在政治上日趋重要的影响力ꎬ 本文将对该宗教群体的崛

起过程、 参政形式、 政策主张、 未来发展趋势等进行分析ꎬ 以对巴西部分群

体的政治行为及该国政局走向形成更清晰、 准确的把握ꎮ

一　 巴西福音派的发展历程

自 １６ 世纪欧洲新教徒首次踏足巴西以来的数百年发展历程中ꎬ 多个福音

派教会逐渐本土化ꎬ 并于 ２０ 世纪中后期依托巴西现代化浪潮中被边缘化的中

下阶层迅速扩张ꎬ 成为该国宗教领域毋庸置疑的主角之一ꎮ
(一) 新教的传入及五旬节运动的推进

世界范围内ꎬ 学者们对于福音派的定义、 分类并不完全一致ꎮ 在巴西ꎬ
福音派主要包括卫理公会、 路德宗、 长老宗、 浸礼宗等传统新教宗派

(Ｅｖａｎｇéｌｉｃａｓ ｄｅ Ｍｉｓｓãｏ) 及五旬节派 (Ｅｖａｎｇéｌｉｃａｓ ｄｅ Ｏｒｉｇｅｍ Ｐｅｎｔｅｃｏｓｔａｌ)ꎮ 其

中ꎬ 五旬节派在巴西福音派中信众最多、 影响力最大ꎮ 不同于天主教ꎬ 新教

将 «圣经» 作为最高信仰准则ꎬ 不承认罗马教皇的权威ꎮ 五旬节派则在遵循

新教传统教义的基础上ꎬ 更强调圣灵恩赐ꎬ 即圣灵会降临在虔诚的信徒身上ꎬ
赋予其预言、 说方言、 治愈疾病等能力ꎮ① 五旬节派通常更受中下层民众欢

迎ꎬ 并与天主教保守派及其他保守的政治势力站在同一阵线ꎮ １６ 世纪ꎬ 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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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派在巴西的扩张及其政治影响　

新教徒首次踏足巴西ꎮ １９ 世纪ꎬ 卫理公会、 路德宗、 长老宗等多个新教宗派

均在巴西建立了教会ꎬ 真正在该国扎下根来ꎮ 直至 ２０ 世纪上半叶ꎬ 巴西福音

派均以传统新教宗派为主ꎬ 其信徒多为外国移民ꎬ 且大都来自中上阶层ꎬ 覆

盖面有限ꎬ 影响力不及天主教ꎮ① ２０ 世纪初ꎬ 发轫于美国社会底层的五旬节

运动蔓延至巴西ꎮ ２０ 世纪下半叶起ꎬ 巴西五旬节派依托弱势群体迅速发展壮

大ꎬ 逐渐在该国福音派中占据主导地位ꎬ 并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天主教在巴西

的优势地位ꎬ 现已成为巴西政治、 社会、 宗教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ꎮ
保罗弗雷斯顿将 ２０ 世纪五旬节派在巴西的扩张分为三波浪潮: 第一波

始于 ２０ 世纪头 １０ 年ꎬ 以欧洲裔美国人创立的巴西基督教会 (１９１０ 年成立)、
神召会 (１９１１ 年成立) 为代表ꎬ 强调以说方言为标志的圣灵洗礼ꎬ 但受众有

限ꎻ 第二波始于 ５０ 年代ꎬ 以美国人创立的四方福音教会 (１９５１ 年成立)、 巴

西人创立的巴西基督五旬节教会 (１９５５ 年成立) 及 “上帝就是爱” 五旬节教

会 (１９６２ 年成立) 为代表ꎬ 强调圣灵洗礼、 神迹医治、 驱魔ꎬ 注重在电影

院、 体育场等世俗场所传播宗教信息ꎬ 并首次尝试以广播、 电视等大众媒体

传教ꎬ 信徒数量开始以较快的速度增长ꎬ 且源于美国的巴西五旬节派逐渐本

土化ꎮ 四方福音教会之后ꎬ 再无外国教会能在该国有重大发展ꎬ 许多原为外

国人创立的大型教会也逐渐为巴西人掌控ꎻ 第三波始于 ７０ 年代末ꎬ 以神国普

世教会 (１９７７ 年成立) 为代表ꎮ② 有学者认为ꎬ 第三波浪潮中成立的教会在

神学主张及组织管理模式上均有别于传统五旬节派ꎬ 例如ꎬ 尤为推崇 “成功

神学”、 采用企业化组织结构等ꎬ 遂称其为 “新五旬节派”ꎮ③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五旬节派持续快速发展ꎮ 劳工党 (ＰＴ) 执政时期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６ 年)ꎬ 巴西政府慷慨的社会福利政策使得大批贫困阶层上升至中产阶级下

层ꎬ 这一实现了阶级流动、 但仍具有较大经济脆弱性的庞大群体成为五旬节

派的重要信众来源ꎮ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ꎬ 巴西政治经济局势陷入动荡ꎬ 民众在危

机时刻更趋保守ꎬ 五旬节派信众数量进一步上升ꎮ
根据巴西 ２０１０ 年人口普查数据ꎬ 五旬节派信徒约占福音派信众的 ６０％ 、

占该国总人口的 １３ ３％ ꎬ 较 １０ 年前增长显著ꎻ 而传统新教宗派信徒仅占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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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人口的 ４％ ꎬ 甚至不及 １０ 年前的 ４ １％ ꎮ① 可见ꎬ 巴西福音派的扩张主要得

益于五旬节运动的成功ꎮ
(二) 福音派崛起的内外因素: 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需求与福音派的调

适性

福音派ꎬ 尤其是五旬节派的发展壮大是内外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ꎮ 一方

面ꎬ 巴西的经济及社会文化变革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ꎬ 产生了相应的社会

需求ꎮ 另一方面ꎬ 福音派恰好能推出契合社会新需求的教义、 组织结构及宣

传方式ꎬ 从而自缓慢发展阶段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前) 迈入蓄势发展阶段

(２０ 世纪 ５０—７０ 年代) 及高速增长阶段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起)ꎮ
从时代及社会背景看ꎬ 巴西工业化战略不当导致国家经济长期在增长与

衰退的周期中循环往复ꎬ 并带来了严重的贫富差距及社会鸿沟ꎮ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

代ꎬ 巴西开始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ꎬ 逐步建立起较为齐全的工业体

系ꎬ 大大增强了民族经济实力ꎮ 但该模式具有明显的内向型特征ꎬ 随着工业

化进程深入ꎬ 生产规模扩大与国内市场狭小、 高度保护与效率低下之间的矛

盾日渐突出ꎮ② ６０ 年代初ꎬ 巴西经济陷入衰退ꎮ 其后ꎬ 军政府掌权 (１９６４—
１９８５ 年)ꎬ 开始调整发展模式ꎬ 重视出口ꎬ 放宽对外资及外企的限制ꎬ 促成了

１９６８—１９７３ 年的 “巴西经济奇迹”ꎮ 但与此同时ꎬ 巴西经济对外依附性加深ꎬ
部分重要经济部门被外资控制ꎮ 加之政府实行负债发展战略ꎬ 随着 ７０ 年代末

的石油危机冲击及 ８０ 年代初的国际银行利率提高ꎬ 巴西贸易收支状况日渐恶

化ꎬ 外债总额迅速增加ꎬ 于 １９８２ 年年底陷入了由债务危机引发的深刻经济危

机ꎬ 堕入 “失去的 １０ 年”ꎮ 普通民众生活水平不仅在经济衰退期急剧下降ꎬ
在高速增长阶段也难有改善ꎮ 军政府时期遵循的 “先增长、 后分配” 理念导

致社会贫富差距极度悬殊ꎬ １９６４—１９７４ 年间 (包含 “经济奇迹” 时代)ꎬ 占

人口 １０％的最富有者获利 ７５％ ꎬ 而占人口 ５０％ 的最贫穷者获利不到 １０％ ꎮ③

巴西绝大多数人口并未从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中获得多少好处ꎬ 逐渐拉大的

贫富差距与阶级鸿沟成为长期制约国家发展的结构性问题ꎮ
再者ꎬ 由工业化催生的城市化出现超前过速ꎬ 引发严重社会问题ꎮ ２０ 世

纪 ５０ 年代ꎬ 巴西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ꎮ １９５０—１９７５ 年间ꎬ 城市人口年均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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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率超 ４％ ꎮ① ７０ 年代中期ꎬ 巴西制造业就业人口仅占总就业人口的 ２０％ ꎬ
城市人口却已占总人口的 ６１％ ꎮ 城市过度膨胀导致基础设施、 生活服务条件

和就业机会等不能满足民众需要②ꎬ 大量贫困人口及农村移民聚居在城市边缘

的贫民窟ꎬ 饱受孤独、 贫困、 暴力、 犯罪等问题困扰ꎬ 其原有价值观、 社会

规范及社会关系亦遭削弱、 破坏ꎬ 新的价值共识与信仰体系亟须建立ꎮ
在边缘群体亟需信仰支撑时ꎬ 拉丁美洲天主教会曾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发

展出解放神学ꎬ 主张穷人优先ꎬ 关注社会公平正义ꎮ 当时ꎬ 巴西天主教会堪

称拉美最激进的天主教会ꎬ 其神职人员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在底层民众中组建

了约十万个基层宗教社团ꎬ 一边传播福音ꎬ 一边引导穷人以社会实践寻求自

我解放ꎮ 部分社团甚至在法国神父勒布雷特 (Ｌｅｂｒｅｔ) 的人道主义经济学、 伊

曼纽尔穆尼尔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Ｍｏｕｎｉｅｒ) 的 “个人至上” 社会主义以及古巴革

命的影响下ꎬ 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工具和行动指南ꎬ 推出了旨在创建社会

主义的政治运动ꎮ③

然而ꎬ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ꎬ 上述思潮及运动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外部的

警惕与打压ꎮ 第一个压力来自天主教会内部ꎮ 当保守的保罗二世于 １９７８ 年当

选教宗后ꎬ 罗马天主教会一改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 (１９６２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６５
年 １２ 月) 后确立的开放姿态ꎬ 转向保守ꎬ 认为解放神学威胁到既有秩序ꎬ 对

多名解放神学一脉的主教及基层宗教社团活动进行遏制打压ꎮ 第二个压力来

自美国政府ꎬ 这是冷战背景下意识形态之争渗透到神学领域的具体表现ꎮ④ 美

国领导人在冷战伊始就宣称ꎬ “苏联共产主义和自由世界之间的冲突是一场宗

教冲突”ꎬ 认为 “在宣传保卫西方文明与基督教、 反对无神论的苏俄方面ꎬ 宗

教是关键的宣传工具”ꎮ 美国著名福音派布道家葛培理也宣称: “世界已分裂

为两大阵营ꎬ 其中一方是我们所看到的共产主义ꎬ 其宣称反对上帝、 反对圣

经、 反对所有宗教!”⑤ 在此背景下ꎬ 结合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解放神学必然

遭到美国政界及宗教界不遗余力的攻击ꎮ １９８０ 年 ５ 月ꎬ 美国共和党的专家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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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起草了一份文件ꎬ 称 “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开始同解放神学相对抗ꎬ 而不

只是一般地作出反应”ꎬ 该文件后来成为总统里根的基本政治 “入门”ꎮ① 很

长一段时间内ꎬ 美国统治集团与以基要派为主的基督教右翼教会联合ꎬ 一边

支持新教宗派尤其是敌视社会主义及民族解放运动的教会向拉美大规模渗透ꎬ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拉美福音派的发展ꎻ 一边与传教士密切联系ꎬ 以获取相关

情报、 打压解放神学、 破坏工人及农民运动等ꎮ 此外ꎬ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随着

苏联解体、 共产主义革命退潮ꎬ 马克思主义渐渐淡出拉美民众的想象ꎮ 加之

巴西已恢复民主制ꎬ 政党、 工会等组织的势力愈发强大ꎬ 该国天主教会开始

重新审视自身定位ꎬ 并兴起新保守主义运动ꎬ 主张更多地关注宗教事务、 限

制政治参与ꎮ 因此ꎬ 虽然解放神学的重要原则已在广大拉美信徒ꎬ 尤其是底

层民众心中扎根ꎬ 但整体看ꎬ 拉美解放神学现处于低潮阶段②ꎬ 天主教亦难以

在弱势群体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ꎮ
反观福音派ꎬ 它始终以 “问题解决者” 的形象出现ꎬ 在公权力缺失的城

市边缘地带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宗教选择ꎮ 与带有一定革命色彩的解放神学

不同ꎬ 福音派倾向于引导信众适应社会ꎮ 且相较于公共事务ꎬ 福音派更加关

注私人事务ꎬ 关注个人的皈依、 拯救与转变ꎬ 并强调宗教体验的强度和直接

性ꎬ 其宗教仪式往往充满精神力量ꎬ 而这种精神力量正是促使其发展壮大的

重要驱动力ꎮ③ 从具体教义及日常活动看ꎬ 首先ꎬ 巴西福音派尤其是新五旬节

派推崇 “成功神学”ꎬ 认为物质财富是上帝仁慈的象征及对上帝忠诚的证明ꎬ
贫困则意味着信仰缺失ꎮ 各教会均以此引导信徒相信上帝、 努力工作ꎬ 并根

据圣经戒律重新规范信徒的行为及世界观ꎬ 敦促其戒除吸毒、 酗酒、 赌博等

恶习ꎬ 引导其在社会、 道德议题上采取保守立场ꎬ 以获得更好的物质生活ꎮ
这不仅对低收入阶层极具吸引力ꎬ 也为部分渴望物质成功的中产阶级所接受ꎮ
福音派还强调ꎬ 虔诚的祷告可帮助驱逐魔鬼、 获得神的医治ꎬ 满足了弱势群

体的迫切需求ꎮ 其次ꎬ 福音派教会以团结、 热情著称ꎬ 教会成员通常把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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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者安排在亲密的小型团体中ꎬ 并时常在信徒家中聚会①ꎬ 以建立紧密的私人

情感纽带ꎬ 在物质和精神上互帮互助ꎮ 再次ꎬ 教会常在母亲节、 圣诞节等重

大节日期间举办活动ꎬ 使得宗教场所成为许多孤独无依者唯一的消遣娱乐场

所ꎮ② 而且ꎬ 教会常为信徒提供就业、 教育、 卫生等各类资源ꎬ 例如ꎬ 帮助信

徒求职ꎬ 提供技能培训、 医疗保健、 托儿等服务ꎬ 以帮助信徒解决经济与家

庭困难ꎮ③ 总体看ꎬ 巴西福音派在教义及日常活动方面非常贴近生活实际ꎬ 旨

在通过宗教服务为穷人及农村移民提供符合城市生活的价值观ꎬ 帮助其重建身

份认同、 社会关系网及心理安全感ꎬ 以对抗贫病、 孤独与迷茫ꎮ 加之福音派善

于吸纳当地传统宗教元素ꎬ 其教义与 “民间天主教” (Ｃａｔｏｌｉｃｉｓｍｏ Ｐｏｐｕｌａｒ) 不乏

相似之处ꎬ 比如关于神秘体验、 奇迹、 邪灵、 魔鬼的信仰等ꎬ 因此更有利于信

徒向福音派转移ꎮ④

巴西福音派的发展还归功于其组织管理模式和宣传方式ꎮ 从组织管理模

式看ꎬ 第一ꎬ 部分福音派教会 (以神国普世教会为代表) 采取集权化、 垂直

化组织结构ꎬ 上层神职人员的决定不容置喙ꎬ 大大简化了决策程序ꎬ 加快了

工作进度ꎮ 且教会领导者集中管理教会全部资源ꎬ 可自由抽调大量资金兴建

教堂、 聘请全职牧师、 提供高频次宗教服务、 增派传教士、 收购电台及电视

台ꎬ 有助于迅速扩张ꎮ 第二ꎬ 许多福音派教会采用企业化管理模式ꎬ 遵循市

场营销规则ꎬ 所输出的各式宗教产品与服务既能满足不同群体需求ꎬ 又能塑

造社会偏好ꎬ 具有极强的灵活性、 适应性及针对性ꎮ 例如ꎬ 巴西现已成立专

门针对冲浪、 足球爱好者的福音派教会ꎮ 第三ꎬ 福音派教会向信徒征收什一

税ꎬ 宣扬信仰和牺牲是通向物质财富的道路ꎮ 信徒则视什一税为一项能获得

回报的投资ꎬ 日后如遇紧急情况ꎬ 可寻求教会帮助ꎬ 因此都乐意缴纳ꎬ 为教

会扩张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ꎮ 第四ꎬ 福音派普遍讲求 “教堂内的直接实

践”ꎬ 对牧师的神学理论水平要求不高ꎬ 牧师选拔培养程序相对简单ꎮ 以神国

普世教会为例ꎬ 主教埃迪尔马塞多 (Ｅｄｉｒ Ｍａｃｅｄｏ) 反感教会过度学术化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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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基督教 “理论太多ꎬ 实践太少ꎻ 神学太多ꎬ 力量太少”ꎮ 该教会对牧师的

要求仅为 “皈依、 奉献、 为上帝工作的意愿”ꎬ 评判好牧师的标准是能否为教

会带来更多信众及资金ꎬ 极富实用主义色彩ꎮ① 因此ꎬ 相较于天主教ꎬ 福音派

可在相同时间内培养更多牧师ꎬ 为教会扩张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ꎮ 另外ꎬ 有

意成为牧师的人也可自立门户ꎬ 导致巴西福音派涌现出不少魅力型领袖ꎬ 对

民众产生巨大吸引力ꎮ
从宣传方式看ꎬ 福音派善于通过媒体及娱乐业扩展影响力ꎮ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

代ꎬ 巴西福音派开始利用广播电台传播宗教信息ꎮ② 这不仅成本低廉ꎬ 还能覆

盖大部分中下阶层ꎮ 如今ꎬ 福音派领袖拥有覆盖全国的媒体网络ꎬ 包括广播

电台、 电视台、 报纸杂志等ꎬ 神国普世教会主教埃迪尔马塞多甚至拥有全

国第二大电视台 Ｒｅｄｅ Ｒｅｃｏｒｄꎮ 近年来ꎬ 随着互联网及新媒体的发展ꎬ 巴西福

音派宣传手段进一步丰富ꎬ 逐步形成了全方位、 多层次的宣传网络ꎮ 埃迪

尔马塞多及其外甥马塞洛克里韦拉 (Ｍａｒｃｅｌｏ Ｃｒｉｖｅｌｌａ)、 神召会牧师西拉

斯马拉法亚 (Ｓｉｌａｓ Ｍａｌａｆａｉａ) 等福音派著名领袖在 “脸书”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上

拥有超 ２００ 万 “粉丝”ꎮ 该宗教群体还创建了 Ｆａｃｅｇｌóｒｉａ 等社交网站ꎬ 意图抗

衡 “脸书” 在巴西的影响力ꎮ 娱乐业方面ꎬ 该国福音派现拥有上百家唱片公

司ꎮ③ 这既为教会创造了大量营收ꎬ 又大大加速了福音传播ꎮ
２０１０ 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ꎬ 巴西福音派已拥有 ４２３０ 万信徒ꎮ④ 且该数字

仍在不断增长之中ꎬ 如此庞大的信众群体为其进军政坛提供了坚实基础ꎮ

二　 巴西福音派的政治参与

正如巴西宗教学学者莱昂尼多坎波斯 (Ｌｅｏｎｉｌｄｏ Ｃａｍｐｏｓ) 所言ꎬ 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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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派在巴西的扩张及其政治影响　

教会占领的社会空间成倍增长ꎬ 教会政治化将是水到渠成的过程ꎮ① 巴西福音

派在实力壮大后ꎬ 便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ꎮ 与巴西天主教会通过压力集团

影响政治决策的方式不同ꎬ 福音派选择推举教会官方候选人参选公职ꎬ 这种直

接参政方式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巴西的政教关系ꎬ 使宗教的政治地位更加显性ꎮ②

(一) 福音派参政态度从消极到积极的转变及其缘由

巴西福音派政客最早出现在第一共和国时期 (１８８９—１９３０ 年)ꎮ 当时ꎬ
巴西开始实行政教分离ꎬ 天主教特权丧失ꎬ 有少数新教徒当选州长、 市长、
议员等职ꎮ③ 但那时的公职选举其实均被操纵ꎬ 这些人的当选与宗教身份无任

何关联ꎬ 只是因其来自富有的农场主家庭ꎬ 能代表寡头及统治集团利益ꎮ 因

此ꎬ 严格来说ꎬ 第一共和国时期ꎬ 巴西福音派并无实质性政治参与ꎮ④

巴西福音派真正有意识地参政始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ꎮ 彼时ꎬ 巴西第一共

和国终结ꎬ “瓦加斯时代” 开启ꎬ 相对宽松的选举制度得以出台ꎬ 且瓦加斯政

权为争取天主教会支持ꎬ 有意恢复其部分权力ꎮ 在此背景下ꎬ 巴西福音派联

盟号召信众有效参政ꎮ １９３３ 年ꎬ 一名卫理公会牧师当选制宪大会成员ꎮ 但此

后很长一段时间内ꎬ 大部分福音派教会仍远离政坛ꎬ 认为 “信徒不应搅乱政

治” “牧师卷入党派斗争恐影响其履行宗教职责”ꎮ⑤ 加之巴西在 １９６４—１９８５
年间处于军政府统治之下ꎬ 普通民众参政渠道被阻断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
１９３３—１９８７ 年制宪大会成立前ꎬ 信奉福音派的国会议员累计仅有 ５０ 人ꎮ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ꎬ 巴西开启再民主化进程ꎬ 为各方势力投身政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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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宽松、 有利的外部环境ꎬ 激起了社会各界重塑该国政治文化、 创建新型大

众参政形式及公共管理模式的意愿ꎮ 以五旬节派为代表的巴西福音派开始有

组织、 大规模地进军政界ꎬ 号召 “兄弟投票给兄弟”ꎮ 福音派这一态度转变有

两重考虑ꎮ 一是为了维护教派权益: 既希望再民主化后颁布的新宪法能明确

巴西处于 “上帝的保护下”ꎬ 以对抗共产主义及无神论的威胁ꎻ 又不希望天主

教成为官方宗教ꎬ 以在法律上获得与天主教平等的地位ꎬ 摆脱政治、 文化上

的屈从ꎮ 二是受神学主张驱动: 传统五旬节派信奉 “千禧年前论”ꎬ 认为耶稣

基督将在千禧年前再临世界ꎬ 终结世间苦痛ꎬ 因此他们被动地接受世俗的不

公和个人的苦难ꎬ 拒绝政治、 社会参与ꎻ 而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发展起来的新

五旬节派使得 “千禧年后论” 日益盛行ꎬ 该主张认为耶稣基督在千禧年后才

能复临ꎬ 因此被动地等待没有意义ꎬ 应以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积极的政治、 社

会扩张为基督再临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ꎮ①

(二) 福音派参政形式与策略: 充分整合教会资源与党派资源

受上述新理念影响ꎬ 部分巴西福音派教会积极投身政治ꎬ 并通过整合教会

资源、 开拓党派资源ꎬ 发展出一套以组织参与为主导的、 独具特色的参政模式ꎮ
该模式在巴西碎片化的政党制度及低门槛的选举制度间接助推下大获成功ꎮ

众多福音派教会中ꎬ 参政最积极的有神召会、 神国普世教会、 四方福音

教会等ꎮ 其中ꎬ 神国普世教会在 １９９７ 年便形成一套与其垂直化、 集权化管理

模式相适应的组织动员方式: 公职选举前ꎬ 该教会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年

满 １６ 周岁的信徒注册成为正式选民ꎬ 并详细调查全国信众数量、 所属选区等

信息ꎬ 明确可资利用的竞选资本ꎻ 随后ꎬ 主教们将根据调查数据确定每个选

区的最佳候选人数量及具体名单ꎬ 以免选票被稀释ꎻ 接下来ꎬ 将通过媒体、
集会、 礼拜等形式进行宣传②ꎮ 有时ꎬ 主教或牧师会在礼拜结束后向信众介绍

教会官方候选人ꎬ 若候选人缺席ꎬ 祭坛上则会打出印有其照片的横幅ꎻ 主教

和牧师还会教导信徒使用电子投票器ꎬ 有的甚至会在教堂大厅内放置一个真

实的投票器以供练习ꎻ 教会官方候选人一旦当选ꎬ 须在任期内服从教会利益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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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等公共场所亦普遍禁止竞选宣传ꎮ 但该法令很模糊ꎬ 未明确何种活动构成竞选宣传ꎬ 因此在实际执

行中有相当大的余地ꎮ 即便有关部门收到指控ꎬ 大多也会因缺乏证据 (纪录宣传内容的照片、 音频或

视频) 等原因而不提起诉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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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很可能在下一届选举中因失去教会支持而败北ꎮ① 这套高效的参政模式引

发了其他福音派教会效仿ꎬ 不少教会纷纷推出官方候选人ꎬ 或有选择地给予

其他候选人正式支持ꎮ 可见ꎬ 于大多数福音派信徒而言ꎬ 参政并非个人行为ꎬ
而是组织行为ꎮ 相比之下ꎬ 他们的最大竞争对手天主教会禁止推举官方候选

人ꎬ 这使得福音派信徒在选举中更具优势ꎮ
在此基础上ꎬ 巴西福音派注重将宗教领域的话语体系引入政治领域ꎬ 推

出了许多关于公共道德、 政治道德的论述ꎬ 以 “道德危机” 的旗帜吸引信众ꎮ
在社会、 道德议题上ꎬ 福音派比天主教更保守ꎬ 更强烈地反对人工节育、 堕

胎、 同性恋、 婚外性行为、 饮酒等ꎬ 并将对生活、 家庭、 性等问题的焦虑带

入政治②ꎬ 成功动员了具有保守道德观的信徒ꎮ 巴西福音派还善用政治腐败做

文章ꎬ 声称 “是魔鬼导致了腐败、 不道德行为及违法行为” “魔鬼被安置在国

会内ꎬ 制定了错误、 不公的法律”ꎬ 宣扬 “教会能帮助驱散政治中的邪恶力

量”ꎬ 呼吁 “不要投票给为撒旦服务的政客” “应选出敬畏主耶稣的男女”ꎬ
从而将大量宗教意象引入政坛ꎮ 因此ꎬ 对于忠实的福音派信徒而言ꎬ 投票不

仅是公民行为ꎬ 更是一种具有准宗教意义的行为ꎮ③ 加之福音派教会与信众的

情感联结更为紧密ꎬ 信徒又大都来自中下阶层ꎬ 消息来源相对闭塞ꎬ 教会往

往能得到相当程度的支持ꎮ 根据巴西民调机构 Ｄａｔａｆｏｌｈａ 的数据ꎬ ４４％ 的巴西

福音派信徒支持宗教领袖参选政治职位ꎬ 而在其他宗教群体中ꎬ 这一比重仅

有 ３１％ ④ꎻ 且 １６％的巴西福音派选民曾为教会指定的官方候选人投票 (在五

旬节派和新五旬节派中ꎬ 这一比重分别达到 １８％ 和 ２８％ )ꎬ 而在全体选民中

这一比重仅有 ９％ ꎮ⑤ 有学者分析了 ２００２ 年巴西大选投票情况ꎬ 发现福音派候

选人确能凭借其宗教信仰有效动员福音派选民ꎮ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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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宗教资源外ꎬ 参政的福音派信徒还须依托政党ꎮ 虽然没有任何巴西政

党与福音派存在名义上的隶属关系ꎬ 但部分政党实际上却处于福音派教会的

政治控制之下ꎮ 与福音派联系最紧密的党派分别是基督教社会党 (ＰＳＣ) 和

巴西共和党 (ＰＲＢ)ꎮ 基督教社会党成立于 １９８５ 年ꎬ １９９０ 年在高等选举法院

完成注册ꎮ 该党遵循传统的基督教价值观ꎬ 与神召会保持着紧密的政治联系ꎬ
其党主席、 神召会牧师埃韦拉尔多佩雷拉 (Ｅｖｅｒａｌｄｏ Ｐｅｒｅｉｒａ) 曾参加 ２０１４
年巴西总统选举ꎮ① 巴西共和党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ꎬ ２００５ 年在高等选举法院完成注

册ꎮ 神国普世教会主教马塞洛克里韦拉为该党创始人之一ꎬ 且该党全国执行

委员会中约 ２ / ３ 的成员与神国普世教会保持着密切联系ꎮ② 在 ２０１４ 年及 ２０１８ 年

国会选举中ꎬ 巴西共和党分别有 １５ 名及 ２０ 名福音派信徒当选议员ꎬ 为所有

党派之最ꎮ③

此外ꎬ 巴西福音派信徒也广泛分布在其他政党中ꎬ 与不同政治势力展开

合作ꎬ 进一步提升了该宗教群体的政治议价能力ꎮ 一般而言ꎬ 巴西福音派政

客大都加入中右翼或右翼政党ꎬ 并通常选择纪律较为宽松的中小政党ꎬ 以免

宗教议程与政党议程相冲突ꎮ 而该国的政党制度与选举制度特点恰好使中小

党派及福音派候选人有不小的获胜机会ꎮ
以众议院选举为例ꎬ 巴西法律规定ꎬ 参选众议员仅有公民身份、 年龄、

居住地、 政党隶属关系等基本要求④ꎬ 门槛较低ꎮ 选举过程实行开放名单比

例代表制ꎬ 即选民既可为个人投票ꎬ 也可为政党投票ꎮ 议会席位首先根据

政党得票总数 (包括该党得票数及该党所有候选人得票总数) 分配给不同

党派ꎬ 再根据个人得票数分配给具体候选人ꎮ 而巴西政党大都纪律松散、
纲领模糊ꎬ 除劳工党外ꎬ 选民党派归属感不强ꎬ 大都倾向于投票给个人ꎬ
这容易削弱党派权威、 加剧党内分裂、 催生个人主义ꎮ⑤ 与此同时ꎬ 选区以

州为单位ꎬ 规模庞大ꎬ 同一选区参选人众多ꎬ 竞争激烈ꎮ 这一方面加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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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坛碎片化ꎬ 导致国会内部小党林立ꎬ 例如ꎬ ２０１８ 年众议院选举中ꎬ 有些

所获票数未达总票数 ０ ４％的小党也可获得议席ꎻ 另一方面使得候选人竞选

成本高昂ꎬ 普通民众亦缺乏足够信息来甄别不同的候选人和政党联盟ꎮ 在

此背景下ꎬ 有教会资源作保障 (包括资金保障、 媒体宣传、 信众基础等)
的人选往往可以更低的成本崭露头角ꎮ 有学者研究发现ꎬ 五旬节派候选人

的平均竞选成本比其他参选人低ꎬ 其中ꎬ 神国普世教会候选人的平均竞选

成本最低ꎮ①

(三) 福音派参政结果: 成为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得益于上述策略与制度背景ꎬ 巴西福音派政客不断在立法、 行政部门扩

张势力ꎬ 成为巴西政坛中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来ꎬ 巴西福音派国会议员数量呈总体上升趋势ꎮ 在

１９８７ 年成立的制宪大会中ꎬ 有 ３２ 名福音派信徒ꎮ② 在第 ５６ 届 (２０１９—２０２３
年) 国会中ꎬ 有 ９２ 名福音派信徒 (巴西国会共有 ５９４ 名议员)ꎻ 且在 ２０１８ 年

众议院选举中ꎬ 有 ９ 名福音派成员的得票数位居所属选区榜首ꎻ 其中ꎬ 总统

博索纳罗之子爱德华多博索纳罗 (浸信会信徒) 为巴西有史以来得票数最

高的众议员ꎮ③ ２０１９ 年ꎬ 福音派信徒占全体国会议员的 １５％ ꎬ 比 ２０１０ 年增加

７ 个百分点ꎬ 天主教徒占比则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６０％ 降至 ５３％ ꎮ④ 福音派信徒于

２００３ 年成立了一个跨党派议员团体———福音派议员阵线ꎮ 除福音派成员外ꎬ
该阵线还联合了天主教保守派等ꎬ 现有成员近 ２００ 人ꎬ 大大提升了国会内部

保守主义的力量ꎮ 同时ꎬ 保守的宗教势力与农业、 军火集团保持着长期密切

的同盟关系ꎬ 众议院中著名的 “３Ｂ 联席” (３ 个 “Ｂ” 分别代表 “Ｂíｂｌｉａ”
“Ｂｏｉ” “Ｂａｌａ”ꎬ 分别意为 “圣经” “牛” “子弹”) 成员数量约占众议员总数

的 ４３％ ꎮ 农业和军火集团通常在道德议题上与福音派站在同一阵线ꎻ 福音派

则在土地、 环境议题上支持农业企业ꎬ 并主张严打犯罪、 放宽枪支管制等ꎬ
符合军火商的利益ꎮ

—５５—

①

②

③
④

Ｆáｂｉｏ Ｌａｃｅｒｄａꎬ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Ｐｅｎｔｅｃｏｓｔａｌ Ｃｈｕｒｃｈｅｓ’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Ｂｒａｚｉｌ”ꎬ 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Ｖｏｌ １０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 ３ － ４０

Ｐａｕｌ Ｆｒｅｓｔｏｎꎬ 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ｌ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Ａｓｉａꎬ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ａｎｄ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１ꎬ ｐ ２４

ＤＩＡＰꎬ 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ｆｉａ ｄｏ Ｎｏｖｏ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ｏ: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ｕｒａ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３ꎬ Ｂｒａｓíｌｉａ: ＤＩＡＰ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 １１３ －１１４
Ｃｈａｙｅｎｎｅ Ｐｏｌｉｍéｄｉｏꎬ “Ｈｏｗ 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ｓ Ａｒｅ Ｇａｉｎ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Ｂｒａｚｉｌ ”ꎬ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Ｍａｒｃｈ ７ꎬ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ｂｒａｚｉｌ / ２０１９ － ０３ － ０７ [２０２０ － ０１ －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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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巴西国会福音派议员数量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１９—２０２３ 年

约 ５０ 人 ３６ 人ａ ７３ 人 ７８ 人 ９２ 人

注: ａ 受腐败丑闻影响ꎬ 该届国会中福音派议员数量大幅下降ꎮ
资料来源: 根据巴西跨工会议会咨询部门网站数据绘制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ｉａｐ ｏｒｇ ｂｒ /  [２０２０ － ０１ － １９]

巴西福音派的活动不仅限于立法机关ꎬ 也有不少信徒向行政职位发起冲

击并取得成功ꎮ 例如ꎬ 神国普世教会领袖马塞洛克里韦拉于 ２０１６ 年打败巴

西民主运动党 (ＭＤＢ) 等传统大党的候选人ꎬ 当选巴西第二大城市里约热内

卢市市长ꎬ 这被视为该国保守思潮回归、 宗教势力上升的重要风向标ꎮ
另外ꎬ 福音派不断扩大的政治影响力日益使其成为各派势力争相拉拢的

对象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巴西社会科学学者若阿尼尔多布里蒂 (Ｊｏａｎｉｌｄｏ Ｂｕｒｉｔｙ) 在

其著作中写道ꎬ “在言论和战略上无视宗教团体的政党和候选人将面临使选举

复杂化或不可行的严重风险”ꎮ① 自 ２００２ 年巴西大选开始ꎬ 讨好福音派的同时

不触怒天主教徒和无神论者已成为所有候选人的竞选策略ꎮ② 一些参选人甚至

在竞选机构内设立 “福音委员会”ꎬ 就连部分价值观与福音派信仰相悖的左翼政

党也公开争取福音派选票ꎮ 例如ꎬ 左翼的劳工党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福音派

保持着良好关系: 该党在 ２００２ 年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获得了神召会和神国普

世教会的支持ꎻ ２００６ 年大选中继续注重争取福音派选票ꎬ 该党籍的前总统卢拉

为此频繁参加福音派会议ꎻ 该党另一位前总统罗塞夫于 ２０１２ 年任命教会领袖、
时任参议员马塞洛克里韦拉为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长ꎬ 以换取教会在国会的支

持ꎻ 罗塞夫和其他劳工党政府代表还于 ２０１４ 年参加了神国普世教会所罗门神殿

(Ｔｅｍｐｌｏ ｄｅ Ｓａｌｏｍãｏ) 的落成仪式ꎮ ２０１４ 年大选中ꎬ 另一位有竞争力的中左翼候

选人玛丽娜席尔瓦 (Ｍａｒｉｎａ Ｓｉｌｖａ) 曾在某些道德议题上采取自由主义立场ꎬ
但很快便在神召会领袖西拉斯马拉法亚的警告下回归传统的道德观ꎮ③

２０１８ 年大选中胜出的右翼政客博索纳罗与福音派的关系更是密切ꎮ 从政

以来ꎬ 这位名义上的天主教徒一直秉持与福音派相同的道德价值观ꎬ 与多名

福音派人士建立了良好关系ꎬ 并逐渐与该宗教群体结成政治联盟ꎮ ２０１３ 年ꎬ

—６５—

①

②
③

Ｊｏａｎｉｌｄｏ Ｂｕｒｉｔｙꎬ Ｉｄｅｎｔｉｄａｄｅ ｅ Ｐｏｌíｔｉｃａ ｎｏ Ｃａｍｐｏ 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ｏ: Ｅｓｔｕｄｏｓ ｓｏｂｒ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ꎬ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ｏ ｅ ｏ Ｎｏｖｏ
Ａｔｉｖｉｓｍｏ Ｅｃｌｅｓｉａｌꎬ Ｒｅｃｉｆｅ: Ｅｄｉｔｏｒ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áｒｉａ ＵＦＰＥꎬ １９９７ꎬ ｐ ４６

Ｌａｍｉａ Ｏｕａｌａｌｏｕꎬ “Ｅｌ Ｐｏｄｅｒ Ｅｖａｎｇéｌｉｃｏ ｅｎ Ｂｒａｓｉｌ”ꎬ ｅｎ Ｎｕｅｖａ Ｓｏｃｉｅｄａｄꎬ Ｎｏ ２６０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１２２ －１３３
Ｃｌａｕｄｉａ Ｚｉｌｌａꎬ “Ｄｉｅ 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ｋａｌｅｎ ｕｎｄ ｄ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ｋ ｉｎ Ｂｒａｓｉｌｉｅｎ: Ｄｉ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ｚ ｄｅｓ Ｒｅｌｉｇｉöｓｅｎ Ｗａｎｄｅｌｓ

ｉｎ Ｌａｔｅｉｎａｍｅｒｉｋａ”ꎬ Ｂｅｒｌｉｎ: ＳＷＰꎬ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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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福音派浸信会信徒米歇尔博索纳罗 (Ｍｉｃｈｅｌｌｅ Ｂｏｌｓｏｎａｒｏ) 结婚ꎬ 婚礼由

神召会牧师西拉斯马拉法亚主持ꎮ ２０１６ 年ꎬ 他在以色列约旦河接受神召会

牧师埃韦拉尔多佩雷拉的洗礼ꎬ 意图利用模糊的宗教身份建立广泛的选民

基础ꎮ 竞选期间ꎬ 神国普世教会创始人埃迪尔马塞多通过旗下电视台 Ｒｅｄｅ
Ｒｅｃｏｒｄ 为其进行独家宣传ꎻ 福音派议员阵线和主要福音派教会领导人对其表

示公开支持ꎻ 巴西民调机构 Ｄａｔａｆｏｌｈａ 在大选第二轮投票前两天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发布的民调数据显示ꎬ ６９％的福音派选民将在第二轮投票中支持博

索纳罗①ꎬ 这一群体后来成为博索纳罗成功当选的重要助力ꎮ

三　 巴西福音派的未来发展及政治影响

未来一段时间内ꎬ 巴西福音派仍有进一步扩张的政治、 经济、 文化及社

会条件ꎬ 该宗教群体的社会及政治参与必将对巴西政治发展带来或积极或消

极的影响ꎮ
(一) 发展趋势评估

政治方面ꎬ 巴西政坛碎片化及政党社会基础薄弱的问题由来已久ꎬ 难以

在短期内改变ꎬ 这将持续为宗教势力介入政治提供空间ꎮ 近年ꎬ “洗车行动”
(巴西司法机关于 ２０１４ 年启动的大规模反腐调查) 又牵涉大批腐败政客ꎬ 政

治丑闻与经济、 社会问题交织叠加ꎬ 使得民众普遍对传统政治势力失去信心ꎬ
期盼新的政治文化及政治思潮ꎮ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拉美问题专家莫妮卡德

波莱 (Ｍｏｎｉｃａ ｄｅ Ｂｏｌｌｅ) 认为ꎬ 在巴西碎片化的政党体系下ꎬ 执政党一向面临

着如何组建稳固执政联盟的难题ꎬ 而福音派有潜力扮演传统上属于巴西民主

运动党的角色ꎬ 成为执政党的 “担保人” (ｆｉａｄｏｒ)ꎬ 确保政府治理能力稳固ꎮ②

经济基础及社会结构方面ꎬ 据瓦加斯基金会经济学家马塞洛内里

(Ｍａｒｃｅｌｏ Ｎｅｒｉ) 统计ꎬ ２０１８ 年ꎬ 随着巴西经济走出衰退泥淖ꎬ “传统中产阶级”
(即 Ａ、 Ｂ 阶层)③ 占比实现 ０ ８ 个百分点的小幅上涨ꎬ 达到巴西总人口的

—７５—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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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瓦加斯基金会的标准ꎬ Ａ、 Ｂ 阶层指家庭月收入在 ８１５９ ３７ 雷亚尔以上 (约合 １８９７ ５３ 美

元以上) 的群体ꎬ Ｃ 阶层指家庭月收入在 １８９２ ６５ 至 ８１５９ ３７ 雷亚尔之间 (约合 ４４０ １５ ~ １８９７ ５３ 美

元) 的群体ꎬ Ｄ、 Ｅ 阶层指家庭月收入在 １８９２ ６５ 雷亚尔以下 (约合 ４４０ １５ 美元以下) 的群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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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４％ꎬ 并预计 ２０１９ 年国民收入将继续增加ꎮ 但与此同时ꎬ 低收入群体也在增

长ꎮ ２０１８ 年ꎬ 该国 Ｄ、 Ｅ 阶层占比较 ２０１７ 年上升 ０ ２ 个百分点ꎬ 达 ３０ ３％ꎮ 这

意味着ꎬ 在 “新中产阶级” (即 Ｃ 阶层ꎬ ２０１８ 年占比为 ５５ ３％ꎬ 同比下降 １ 个

百分点) 中ꎬ 有人成功跃升至 “传统中产阶级”ꎬ 有人却重新返贫ꎮ① 内里警告

说ꎬ 巴西收入不平等状况恐持续加剧ꎮ 数据显示ꎬ 自 ２０１４ 年第四季度至 ２０１９
年第二季度ꎬ 巴西基尼系数呈总体上升趋势ꎬ ２０１９ 年第二季度的基尼系数达

０ ６２９１ꎮ② 巴西中低收入阶层的脆弱性及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为福音派进一步

壮大提供了必要条件ꎬ 在神学上赋予物质追求合理性的 “成功福音”、 重视情

感体验且能帮助信徒解决实际困难的教会ꎬ 必将使大量渴望向上流动而恐惧

向下流动风险的 “新中产阶级” 及部分底层人口继续聚集在福音派周围ꎮ
在文化传统及社会思潮方面ꎬ 不少学者指出ꎬ 虽然巴西的现代性有所发

展ꎬ 但该国国内 “关于宗教的想象仍十分引人注目”③ꎬ 巴西一直是 “宗教性

国家”ꎮ④ 巴西公众对教会信任有加ꎬ 在巴西民意和统计研究所 ( ＩＢＯＰＥ) 进

行的社会信任指数调查中ꎬ 教会的被信任度常年位居前三ꎬ 远超政府、 国会、
政党等机构ꎮ⑤ 且巴西向来有保守主义传统ꎬ 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 在经济低迷、 失

业率高企、 暴力犯罪猖獗的背景下ꎬ 民众普遍渴望秩序、 纪律、 安全ꎬ 保守

程度进一步加深ꎮ 巴西民意和统计研究所的数据显示ꎬ ２０１８ 年该国高度保守

人口占比为 ５５％ ꎬ 较 ２０１０ 年及 ２０１６ 年分别增长 ６ 个和 １ 个百分点ꎮ⑥ 另据巴

西 «环球报» 报道ꎬ 自 ２０１０ 年起ꎬ 该国平均每小时便会成立一个新的宗教组

织ꎬ 其中大部分是福音派教会ꎬ 而经济不景气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ꎮ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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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数据在某种程度上相互支撑、 相互印证ꎮ 未来ꎬ 若贫困率、 犯罪率等社

会指标得不到实际改善ꎬ 该国可能继续成为福音派发展的沃土ꎮ
年龄构成方面ꎬ 在巴西 ２０１０ 年人口普查所涉及的宗教群体中ꎬ 五旬节派的平

均年龄最小ꎬ 为 ２７ 岁ꎬ 仅次于无宗教信仰者 (２６ 岁)ꎬ 并比天主教徒的平均年龄

(３０ 岁) 小 ３ 岁ꎮ 年龄在 ７０ 岁及以上的巴西人中有近 ７４％是天主教徒ꎬ 而在 １０—
２９ 岁的巴西人中天主教徒占比仅为 ６３ ３％ꎮ 反观福音派ꎬ 在 １０—２９ 岁的巴西人中

福音派信徒占比超 ２２ ５％ꎬ 而在 ７０ 岁及以上年龄层中这一比重降至 １７％ꎮ① 可

见ꎬ 福音派信徒整体而言更加年轻化ꎬ 更具增长潜力ꎮ 未来一段时间内ꎬ 巴西

福音派应能不断提升其影响力ꎬ 在政治、 社会、 文化等领域扮演更重要角色ꎮ
(二) 政治影响初探

福音派势力持续上升不可避免地对巴西政治格局及政治文化产生了影响ꎮ 在阐

述具体判断前ꎬ 不妨先对该宗教群体的政策主张及具体行为作一番分析ꎮ 长久以来ꎬ
巴西福音派的主要政治诉求可用社会学家大卫马丁的一句话概括: 大部分福音派

基督教徒的野心只是组成一个有效的压力团体ꎬ 以捍卫道德原则和机构利益ꎮ②

曾有两位巴西学者基于民调机构 Ｄａｔａｆｏｌｈａ 的数据对福音派选民及议员的

政治、 经济、 社会主张进行详细分析ꎮ 结果显示ꎬ 在福音派与其他宗教信仰

群体及无宗教信仰者之间ꎬ 观念差距最大的是道德议题ꎬ 更具体地说ꎬ 是同

性恋问题ꎮ 福音派选民及议员对同性恋的反对率均超 ４０％ ꎬ 比全体选民及国

会议员的平均水平分别高出 ２０ 个和 ３０ 个百分点左右ꎮ 但在其他政治、 经济

议题上ꎬ 各宗教群体的立场并无很大不同ꎮ 换言之ꎬ 在政治、 经济问题上ꎬ
相较于宗教因素ꎬ 各方观点更多地受所属党派、 经济社会阶层及受教育水平

影响ꎬ 福音派议员在这些议题上的表现也更倾向于政客ꎬ 更多地遵循国会整

体意见ꎮ③ 据此ꎬ 福音派的政治议程主要围绕传统家庭价值观展开ꎬ 如呼吁设立

“异性恋骄傲日”、 递交相关提案以使家庭的定义仅限于 “男女结合” (Ｐｒｏｊｅｔｏ ｄｅ
Ｌｅｉ ６５８３ / ２０１３) 等ꎬ 而较少对经济、 外交等其他政府核心议题统一发声ꎮ

此外ꎬ 福音派政客的另一共同点是注重维护教会及个人利益ꎮ 福音派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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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一向通过给予公职候选人正式或非正式支持ꎬ 换取其采取符合教会利益的

举措ꎮ 例如ꎬ 博索纳罗任内ꎬ 在福音派施压下ꎬ 小型教会已被巴西联邦税务

局免除法人登记义务ꎬ 教会须上报的日常金融交易额度从 １２０ 万雷亚尔 (约
合 ２７ ４９ 万美元) 升至 ４８０ 万雷亚尔 (约合 １０９ ９５ 万美元)ꎮ 教会领袖还致

力于获取媒体特许经营权ꎬ 以促进宗教信息传播ꎬ 进一步提升教会影响力ꎮ
个人回报方面ꎬ 如保罗弗雷斯顿所言ꎬ 在巴西这一传统天主教国家ꎬ 福音

派神职人员并不享有神职人员通常应有的社会地位ꎮ① 更何况巴西福音派神职

人员及信众大都来自中下阶层ꎬ 受教育程度不高ꎮ 因此ꎬ 伴随政治权力而来

的社会地位及经济收益是福音派政客追逐的主要目标之一ꎮ 再结合上文提及

的福音派对左、 右翼总统候选人的支持ꎬ 可以看出ꎬ 虽然福音派政客的意识

形态偏右翼ꎬ 但实际政治生活中ꎬ 其政治立场并不坚定ꎬ 每每 “左右逢源”ꎬ
展现出实用主义姿态ꎬ 以使自身利益最大化ꎬ 颇有利益集团的味道ꎮ

由此看ꎬ 福音派的政治参与将持续对巴西政治文化带来三重影响ꎮ 其一ꎬ
福音派对宗教价值观的维护不仅构成了该国近来保守主义浪潮的一部分ꎬ 更

可能结合其他保守派的力量及民众对社会失序的担忧ꎬ 进一步助推保守主义

发展ꎮ 其二ꎬ 宗教势力与政治势力的利益交换恐加剧腐败、 裙带关系、 庇护

主义等巴西政坛由来已久的问题ꎮ 虽然福音派善于通过批判腐败来吸引选票ꎬ
但其实际行动与其宣扬的政治道德并不相符ꎮ 神国普世教会主教埃迪尔马

塞多曾同时面临 ２０ 余项指控ꎬ 涉及挪用公款、 洗钱、 欺诈等ꎮ 神召会牧师西

拉斯马拉法亚也于 ２０１７ 年被指参与洗钱ꎮ 第 ５２ 届国会中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
年)ꎬ ２８ 名福音派议员阵线成员因涉嫌贪腐而受到调查ꎮ② 类似的例子不一而

足ꎬ 若相关丑闻持续发酵ꎬ 恐导致信任危机ꎬ 引发政坛动荡ꎮ 其三ꎬ 虽然福

音派教会能借助其在中下层民众中搭建的社会网络ꎬ 有效动员弱势群体参政ꎬ
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巩固民主③ꎬ 但部分福音派教会采取的集权化管理模式及与

之相符的政治动员模式使得普通信徒几无发言权ꎬ 容易加剧政坛的权贵化、
精英化倾向ꎮ 如今ꎬ 许多巴西福音派领导人既是教会领袖ꎬ 又是政客或富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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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国普世教会主教埃迪尔马塞多曾于 ２０１３ 年凭借 １１ 亿美元净资产入围福

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ꎮ 曾有学者评论称ꎬ “教会如同企业ꎬ 宗教如同个人致富

的源泉ꎮ”① 这一特点使得福音派教会容易被机会主义者利用ꎬ 并使资源更多

地导向教会上层ꎮ
如今ꎬ 随着 “亲福音派人士” 博索纳罗的上台ꎬ 该宗教群体表现出更大

野心ꎬ 意图在维护道德原则及机构利益的基础上ꎬ 更积极地渗入经济、 司法、
外交等领域ꎬ 特别是有意将自身影响力更多地投射到国际事务领域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ꎬ 福音派议员阵线发布了一份名为 “国家宣言” 的纲领性文件ꎬ 从行

政、 司法、 财政、 教育四个维度出发ꎬ 为建设 “新巴西” 提出一系列改革举

措ꎬ 声称 “要在维护基督教价值观的同时作出更大贡献”ꎮ② 这是巴西福音派

首次作为一个集体ꎬ 就社会、 道德议题外的其他政府核心议题提供较为完整、
系统的设想ꎮ 暂不论其是否真正有意联合起来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ꎬ 至少表

明其有意抓住保守主义浪潮回归的机会ꎬ 占领更大的政治空间ꎬ 并反映出该

宗教群体极善把握政治风向、 极具灵活性与适应性的特点ꎮ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ꎬ 博索纳罗政府上任ꎬ 新政府在文化及外交领域转向保守ꎮ

博索纳罗政府的 ２２ 名部长中有 ５ 名福音派信徒ꎮ③ 其中ꎬ 妇女、 家庭和人权

部长达马雷斯阿尔维斯是福音派牧师ꎬ 此人大力推动学校 “去意识形态化”
和 “去政党化”ꎬ 根本目的是反对 “性别意识形态”ꎬ 根除 “马克思主义文

化” 对学童的灌输ꎮ 另外ꎬ 外交部长埃内斯托阿劳若 (Ｅｒｎｅｓｔｏ Ａｒａúｊｏ) 是

天主教保守派ꎬ 与福音派同是基督教价值观的坚定捍卫者ꎬ 并将相关主张带

进外交领域ꎮ 双边层面上ꎬ 本届政府注重拉近与右翼保守政党执政的以色

列④、 波兰、 匈牙利等国的关系ꎮ 多边层面上ꎬ 本届政府反对堕胎及迫害基督

徒的态度鲜明ꎬ 曾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以 “可能促进堕胎” 为由ꎬ 反对在联合国的

一份文件中使用 “性与生殖健康权利” 的提法ꎬ 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加入美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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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Ａｎｔôｎｉｏ Ｆｌáｖｉｏ Ｐｉｅｒｕｃｃｉꎬ “Ｌｉｂｅｒｄａｄｅ ｄｅ Ｃｕｌｔｏｓ ｎａ Ｓｏｃｉｅｄａｄｅ ｄｅ Ｓｅｒｖｉçｏｓ ”ꎬ ｅｍ Ａｎｔôｎｉｏ Ｆｌáｖｉ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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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ｌíｔｉｃａꎬ Ｓãｏ Ｐａｕｌｏ: Ｈｕｃｉｔｅｃꎬ １９９６ꎬ ｐｐ ２７５ － ２８５

Ｆｒｅｎｔｅ Ｐａｒｌａｍｅｎｔａｒ Ｅｖａｎｇéｌｉｃａꎬ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à Ｎａçãｏꎬ ｏ Ｂｒａｓｉｌ ｐａｒａ ｏｓ Ｂｒａｓｉｌｅｉｒｏｓ”ꎬ Ｏｕｔｕｂｒｏ ２４ꎬ ２０１８
５ 名福音派部长分别为: 妇女、 家庭和人权事务部长达马雷斯阿尔维斯、 总统府总秘书处

部长奥尼克斯洛伦佐尼、 旅游部长吉尔森马查多内托、 总统府民事办公室主任路易斯爱德华

多拉莫斯以及联邦大律师局局长安德烈路易斯门多萨ꎮ
根据福音派教义ꎬ 确保犹太人对耶路撒冷的管理权是基督复临的前提条件之一ꎮ 因此ꎬ 福音

派领导人一般呈现出强烈的 “亲以” 色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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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成立的 “国际宗教自由联盟”ꎬ 以反抗全球范围内对基督徒的迫害ꎮ 可见ꎬ
博索纳罗任内ꎬ 巴西福音派开始更多地参与政府外交决策ꎬ 进而间接对国际

事务产生影响ꎮ 该宗教群体的政治参与正由国内政治参与加速向国际政治参

与扩张ꎮ
然而ꎬ 鉴于一些制约因素ꎬ 从长期看ꎬ 巴西福音派的政治影响力仍需进

一步观察ꎮ 首先应明确的是ꎬ 巴西福音派并非一个严格的同质集体ꎬ 无统一

机构领导ꎬ 不同教会从属于不同协会ꎬ 而不同协会间不乏分歧ꎮ 例如ꎬ 巴西

福音派联合会 (ＡＥＶＢ) 对政教关系的指导原则是温和、 中立的ꎬ 该组织曾发

布一份名为 “道德投票十诫” (Ｄｅｃáｌｏｇｏ ｄｏ Ｖｏｔｏ Éｔｉｃｏ) 的文件ꎬ 指出 “任何

一名基督徒均无需因某位候选人的福音派基督徒身份而感到必须为其投票”ꎮ①

但神国普世教会主教埃迪尔马塞多主导创立的巴西牧师理事会 (ＣＮＰＢ) 却

对宗教势力参政报以更积极、 甚至激进的态度ꎬ 与巴西福音派联合会尖锐对

抗ꎮ 实际政治生活中ꎬ 巴西实行多党制ꎬ 福音派政客分散于不同政党中ꎬ 且

福音派政客与信徒因经济阶层及生活环境差异ꎬ 在经济自由化、 放宽持枪限

制等议题上意见不一ꎮ 上述多元化特点对该宗教群体的政治力量整合形成一

定制约ꎮ 再者ꎬ 虽然宗教信仰仍广泛存在于巴西社会中并发挥着重要作用ꎬ
但大部分学者已形成共识: 宗教既非巴西政党制度的基础ꎬ 也非该国政治辩

论的焦点ꎮ② 福音派在政坛的行动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力必受限于具体的政

治、 经济、 社会背景ꎮ 简言之ꎬ 它目前是重要变量ꎬ 但暂不构成决定性因素ꎬ
不会使国家长远发展方向发生根本性变化ꎮ 此外ꎬ 其他宗教群体、 利益集团

对福音派崛起的反应亦是影响福音派未来前景的要素之一ꎮ 因此ꎬ 巴西福音

派的长期发展趋势及影响力仍需综合多方因素ꎬ 持续深入观察ꎮ

四　 结语

受历史及现实因素影响ꎬ 宗教在巴西有着深厚的根基与不容低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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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ꎮ 一般而言ꎬ 基于宗教而生的身份认同可在某种程度上诱发集体行动ꎮ① 因

此ꎬ 从宗教着眼ꎬ 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巴西部分群体的政治行为及近期发生的

政治现象ꎮ 基督教福音派已成为巴西宗教领域不容忽视的主角之一ꎮ 巴西福

音派在信徒构成上呈现草根色彩ꎬ 在道德价值观上极富保守色彩ꎬ 在日常活

动中极具实用主义色彩ꎮ 福音派在发展过程中ꎬ 不仅有巴西社会及福音派本

身的原因助推ꎬ 更与美国宗教外交计划紧密相连ꎬ 背后带有美国基督教基要

主义的色彩ꎮ 在政治生活中ꎬ 其政治参与的深度、 广度、 强度逐渐提升ꎬ 其

宗教资本及宗教网络日益为政界所看重ꎬ 而这又反过来增加了其自身的宗教

资本ꎬ 促使其不断扩展ꎮ②

展望未来ꎬ 短期内ꎬ 巴西福音派应能凭借对其有利的政治氛围ꎬ 进一步

扩张政治影响力ꎬ 更集中、 积极地推进其保守议程ꎬ 对博索纳罗政府的内政

外交决策产生重要影响ꎮ 中期内ꎬ 该宗教群体应能发挥其调适性强的优势ꎬ
持续扩大信众基础ꎬ 作为政治与社会中不容小觑的重要变量、 影响选举走向

的重要一环及保守道德议程的坚定捍卫者ꎬ 对巴西政治格局与政治文化产生

更大影响ꎮ 然而ꎬ 需注意的是ꎬ 福音派内部亦有进步派、 保守派之分ꎬ 其政

策主张、 参政积极性等不尽相同ꎮ 我们一方面不应把全体福音派教会混为一

谈ꎬ 另一方面确需对积极参政的教会予以更多关注ꎮ 长此以往ꎬ 巴西不排除

出现寡头教会的可能ꎮ
至于福音派参政的长期发展趋势ꎬ 本文未详细论及ꎮ 笔者认为ꎬ 若要探

究其长远趋势ꎬ 除了应深入剖析福音派及巴西政治制度的特点ꎬ 还应结合该

国其他宗教群体、 利益集团的反应与互动ꎬ 并横向比较拉美及全球范围内的

类似宗教现象ꎮ 这可以成为日后的研究方向ꎮ
(责任编辑　 黄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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