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摘要

    天主教及其活动是内蒙古近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关于天

主教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情况，尤其是在其传教过程中对内蒙古地区进

行的侵略活动，学术界已从不同层面进行了研究，而对于天主教在传播

过程中所开办的一些慈善活动却很少有人涉及。本文试图运用历史学、

社会学、宗教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对近代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天主教进

行探讨，以期清楚展示十九世纪中叶后比利时圣母圣心会在内蒙古西部

地区所开展的各种慈善活动及其给该地区造成的影响。全文分为五个部

分:

    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对天主教传入中国进行了概述，并对当前学

术界关于内蒙古地区天主教的研究情况进行了介绍。

    第二部分论述了天主教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情况。文章以时间为序，

分别论述了法国遣使会和比利时圣母圣心会掌管内蒙古教务时，内蒙古

地区天主教的传播及发展状况。

    第三部分全面论述了比利时圣母圣心会接管蒙古教区后所开展的慈

善事业。主要包括教会学校、慈幼事业、医疗事业、农林事业、救济灾

荒、改良社会风气等方面。

    第四部分主要论述了天主教会开展的慈善事业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所

产生的影响。不可否认，天主教会开办的教会学校、教会医院、兴修水

利等慈善活动对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近代教育、医疗卫生、农牧业的发展

以及社会风气的改良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一部分虔诚的传教

士也是本着向当地居民传播福音，希望把上帝的祝福带给当地居民这样

的目的而开展这些慈善活动的;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也有不少的传教



士只是为了扩展其教会势力，他们乘天灾人祸之机，以贩济救灾、办学

治病等手段笼络人心，他们在拉拢地方豪强购置、租占土地，进而强拉

民人入教等方面，又不可避免地暴露其侵略性质。

    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结语部分。指出传教士所开办的慈善事业和社会

福利措施，在客观上加速了内蒙古西部地区近代化的步伐;但同时，有

一部分传教士打着传教的旗号，秉承本国的意志，以侵略为目的，给当

地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甚至危害。

    总之，十九世纪中叶后，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天主教主要由圣母圣心

会掌管，它的活动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它的扩

张是帝国主义侵华活动的继续，而另一方面，它的一些慈善活动也适应

了这一地区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两点撇开哪一点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

应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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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stU勿ofCathoIicismanditsactivitiesinInnerMongoliaisoneof

themostimPortantsubjectsinthestu街 ofthemodemhistoryoflnner

Mongolia.Theacademiccircleshaveleameddi月飞rentPart ofthesituatlon

aboutthesPreadingofCatholicism inInnerMongolia，esPeciallyleamedits

aggressionwhichc别rriedontotheInnerMongoliaareainthecourseofits

sPreadingofCatholicism.However’veryfewPeoplehavePaidattentiontoits

philanthroPiesca币edon妙theCathoIicisminitssPreadingProcess.This

articIeattemPtstousethetheoryandresearchtechniqueofhistory，sociala1d

religion，inquiresiniotheCatholicismofthewestemPartofInne rMongolia

ofthisPeriod，inorder todemonstratethecomPletePictureofthe

PhilanthroP场sandtheinfluenceswhichwereca币edonbytheCongregation

oftheImmaculateHeartofMaryatthewestemPartofInnerMongoliaafter

themiddleperiodorlgthcentu尽The允lltextwasdividedinto五veparts:

    ThefirstPart wasan introduction.ItmainlyexPoundedthegeneral

situation ofCatholicism andtheCatholicism，sresearchsituationinlnner

Mongolia.

    ThesecondPartdiscussedthedisseminationsituationoftheCatholicism

inthelnnerMongolianarea.

    ThethirdPartcomPrehensivelyelaboratedthePhilanthropiescarriedon

bytheCongregationoftheli刀maculateHeartofMaryatthewestemPartof

InnerMongolia.ThesePhi1anthroPiesmainlyincludedcatholiceducation，

medicalenterprises，几助ingandfores好enterprises，伪minereliefandsoon.

ThefourthPartmainlyelaboratedtheinfluencesofthePh11anthroPiescarried

ontothewestemPartoflnnerMongolia.TheCatholicchurchlaunched



missionaryschools，churchhosPitals，andsoon.Thecharitableactivitieshave

broughtaboutPositiveinfluencetothewesternPartofInnerMongoliainthe

fieldofthemoderneducation，thehealth，theanimalhusbandrydeveloPment，

aswellasthesocialconventionimProvement.Somereverentmissionaries

wereinlinewithdisseminatethegosPe1tothelocalresidents，hoPedtaking

God，sblessingtothelocalresidents.Weshouldalsoseethereweresome

missionaries，whosegoa1wastoeXPandthechurchinfiuence.Theytookthe

disastrousoPPortunitiestowinPeople.InrentlngandoccuPyingthelandthey

eXPosedtheaggressionnatureinevitab1y.

    Thefifth Part 、vastheend ofthisPaper. ltsu幻。幻。arizedthatthe

Philantl甘OPiesandthesocialwelfaremeasureshaveacceleratedtheInner

Mongolianarea，smodemiZationstePsindirectly.HoWever，somemissionaries

tooktheaggression asagoal.Theiractivitieshavebroughtaboutsome

unfavorableinfluence，evenhan力stothelocalPeoPle.

    Inbrief，after山emiddlep州odof山elg，hcentury，出einnuenceorthe

activitiesoftheImm aculateHeart ofMaryinthewestemPaIt oflrmer

Mongoliawasvery comPlicated.On onehand，theexPansionofthe

Catholicismisthecont1nuationoftheimPerialisminvasiontoChina.Onthe

otherhand，itssomecharitableactivitiesalsometthesocialdeveloPmentneed

ofthisarea.W已shouldutilizethehistoricalmaterialisminourstudy and

researchwork.

砚Ywo劝5:A丘erthemiddleperiodorlgthcentu以

              Congregationofthelr。们以aculateHeartofMary，

ThewesternPartoflnnerMongolia，

Philanthr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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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天主教，亦称 “罗马公教”或“加特力教”，属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一。基督教产

  生后不久，就逐渐分化为以希腊语地区为中心的东派和拉丁语地区的西派。公元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后，罗马主教逐渐成为整个西部教会的领袖，后更自称教皇。1054

  年东西两派正式分裂。以罗马教皇为首的西部教会自称“公教”，即天主教，同自称

  “正教”的东部教会相对峙。“天主”一词，系天主教借用中国原有语词，对其所信

  奉之神的译称。

      元朝时，天主教开始传入中国.1289 年，教皇尼古拉四世派意大利人、方济各

会修士约翰·孟高维诺 (JohnofMontecorvino1247一1328)航海来华，受到成宗的

  礼遇，并准许他公开传教。孟高维诺是第一位正式进入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由此而

来开始了他的传教事业。在他在华传教的近三十年中，大都的天主教徒有六千多人，

连世祖忽必烈的母亲别吉太后都成了他的信徒。但是，终元一朝，信奉天主教的主要

是蒙古人和色目人，而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中并没有扎根。而且，由于它与政

治的关系过于密切，其自身命运必将随着新旧政权的更迭而改变。所以，随着元朝的

灭亡，天主教在中国也基本上绝迹了。

    明朝天主教再次传入中国。当时，明王朝在政治上是专制的，且东南沿海一带也

实行严厉的海禁，传教士要打开中国的大门是非常艰难的。直至葡萄牙殖民者占领澳

门后，传教士才在中国门口找到了一个中间站，从此便以澳门为据点，逐渐进入中国

内陆，天主教遂传播开来。

    1596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被任命为在华耶稣会会长。1601年，他进入北京，

通过太监向明神宗贡献天主圣像、圣母圣像、天主经、珍珠镶嵌十字架、自鸣钟、万

国图志等物，“神宗皇帝喜为天下奇物”[ll，召见了利玛窦，并于北京宣武门附近“赐

第居之”[2]。利玛窦一面著书立说传播西方科学知识，一面广泛结交明朝官绅、士大

夫，籍此扩大天主教的影响.而徐光启、李之藻、杨廷荡等一批朝廷重臣、著名知识

分子的参与，更大大加快了天主教的传播速度。1603年，全国有天主教徒约五百人，

至明末已发展到了38000余人。而此时在内蒙古地区，由于蒙古族普遍笃信改革后的

喇嘛教，几乎找不到天主教传播和影响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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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军入关以后，天主教会转向清朝一边，顺治、康熙的容教政策使其进一步发展。

康熙初，天主教在全国13个省40余座城市及邻近村镇都设立了天主教堂，据方豪统

计，总人数达到164400人。[3]而传教士殷铎泽1671年统计1664年仅耶稣会就有教

堂159所，教徒248180人。1#1但康熙末年以后，随着清政府的禁教政策逐步严厉，

天主教遭受到一定的打击。嘉庆时，天主教被全面禁止。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教

士无匿迹地”15]，北上来到蒙古地区，利用这里隐蔽、偏僻的特点，继续从事宗教活

动。1700年前后，在察哈尔南部西湾子村 (今河北省崇礼县)，最早出现天主教徒的

活动，第一个入教者叫张根宗。张根宗奉教后，村中奉教者渐渐广多，遂又建念经公

所一处，东西房四间。此后，经过逐步地建立、扩充，到19世纪40年代，西湾子天

主教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较完备的宗教团体，西湾子也成为西方传教士向内蒙古地区

扩展势力的一个重要据点。内蒙古地区的天主教以此为中心逐渐扩展开来。

    研究内蒙古地区的天主教，对中国天主教史、内蒙古地区史、中外关系史等学科

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意义。与其他地区相比，国内学术界对内蒙古地区天主教传播

情况的研究相对来说较为薄弱，就笔者所知，目前尚无专著论及此问题。与之相关的

文献资料主要有:

    李杖1907年编成的《拳祸记》中，有专章记述了“蒙古教难”，同时还对内蒙古

三大教区的范围、人数以及有关的传教情况有所记述。

      《天主教绥远教区传教简史》是一部介绍绥远地区天主教会产生及发展概况的著

作。作者常非为当时绥远教区的传教士。书中尤为详细地记载了清末及民国时期萨拉

齐厅 (县)属境的天主教产生发展情况，涉及到一些小的教民村的形成发展。

      《塞外传教史》是2002年由比利时鲁汉大学南怀仁文化协会与台湾光启文化事

业共同出版的一本关于内蒙古地区天主教传播情况的合集。收入了《西湾圣教源流》、

  《向中国传教的比利时》、《圣母圣心会在华简史》、《十九及二十世纪圣母圣心会传教

区中国神父的一些回响》等著作。

      《西湾圣教源流》是圣母圣心会隆得理神父于1939年出版的一部书。书中详述

有关西湾子地区的天主教的起源以及不同时期的发展状况。该书史料丰富，还保存了

一份完整的关于西湾子村教徒修建天主教堂的契约。

    《向中国传教的比利时》从史实的角度从头叙述了圣母圣心会创立及向中国传教

的经过，时间的下限为1900年。书中较为完整地交代了许多圣母圣心会的主要奠基



内簇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人物及事迹。作者为比利时鲁坟大学荣誉教授Danielverhelst。

      《圣母圣心会在华简史》和《十九及二十世纪圣母圣心会传教区中国神父的一些

回响》中也有部分内容有关于天主教在内蒙古地区传教的情况。

    以上著作主要是对于内蒙古地区天主教传播情况的研究，而专门研究天主教所开

展的慈善活动，目前只有一部 《边疆公教社会事业》较全面地记述了内蒙古地区天主

教会所开展的“公教事业”。书中所记述的内容主要包括:移民垦殖、发展教育、医药

事业、农耕事业、救济灾荒、改良社会等。另外还对天主教活动的其他内容有所涉及。

    另外 ，也有一部分论文涉及内蒙古地区天主教会开展的慈善活动。如:陶继波、

马晓辉 《民国前期绥远地区汉族妇女由缠足到放足的嫂变》、徐永志 《清末民国间边

疆少数民族地区教会学校述略》、苏德 《天主教与内蒙古地区的移民垦殖》等。

    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对十九世纪中叶后内蒙古地区天主教会传播情况的研究仍有

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多通过研究教会的侵略扩张，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罪行:通过

研究教案，歌颂内蒙古人民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这样的研究是必要的，但如果仅停留

在这一点上，忽视天主教会在内蒙古地区的其他影响，也是片面的。有鉴于此，笔者认

为对十九世纪中叶后天主教会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慈善活动的研究仍是必要的。

    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运用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的理论与研究

方法，对近代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天主教进行探讨，以期清楚展示十九世纪中叶后比利

时圣母圣心会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所开展的慈善活动及其给该地区造成的影响。

一、天主教传入内蒙古概况

  (一)法国遣使会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教活动

    1785年，法国遣使会 (又称圣味增爵会)来到北京，接替法国耶稣会教士的传

教使命，“尽心竭力照顾教友，但因神职缺乏，所以一直无法推派一位本堂神父常驻

西湾子。”[6l嘉庆时，禁教政策更趋严厉，一些神父不能驻在北京，就到西湾子逃难，

此后，西湾子便始有神父常驻于此。

    1835年7月12日，法国遣使会传教士孟振生从澳门来到西湾子开展对内蒙古地

区的传教活动，后该会的传教士就陆续来到这里，专门开辟内蒙古地区作为“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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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北传播的起点”【刀.1837年，遗使会的一位秦神父来到西湾子，为了便于传教和

达到他“劝化西湾子北边的蒙古居民”的“开教弘愿”181，他找来了一位喇嘛，教他

蒙古话.不久后，那位年轻的喇嘛竟改变原有的观念，成了秦神父的徒弟，⋯⋯于是

在1837年9月25日，入义学房念要理问答，做望教友，圣名为保禄。当时为庆贺此

地第一位进教的蒙古人，在西湾子举行了一台弥撤。次年，保禄领受洗礼，以后跟随

秦神父工作.王839年，“又有一位姓风的喇嘛领洗进教，取圣名伯多禄”。191随着两位

喇嘛的进教，传教士们也确定了“对蒙古民族传教的方针”，即“先叫那两名年幼的喇

嘛修道晋铎”，然后“创办一所大公学院，⋯⋯另外还要设法招收蒙古儿童入学，目的

在于造就狡古传教士”，通过他们的影响，最终使更多的蒙古族群众接受天主教。[10]

因此，传教士们“在北方各处巡行视察走遍远近各地”11’1，1842年，秦神父还到归

化城劝化喇嘛们进教.

    继孟、秦二人后，还有多位传教士到过西湾子，且“教友随往殊多，于是教行日广，

教友日繁”1121，鉴于内蒙古地区信奉天主教的人数增多以及传播地域的扩大，也便于

今后教务工作的开展，在遗使会“管理蒙古地方数年后，1838年8月14日罗马宗座划

出了一个新的教区，即:满州、辽东、蒙古三个地方合并为一个新教区”，【，3]满洲和蒙

古从北京教区中脱离。未等这则谕令到达西湾子，1840年，教皇又颁布新的救令，正

式将滚古地区划分为一个单独教区，孟振生为该教区代牧，而“西湾子堂就成了蒙古教

区的总堂’，. “蒙古教区的边界是:南以长城为界，东以关东三省为界。”[I4]

    1842年，孟振生把西湾子的大小修道院分开，将小修道院迁到二道河县境大青

山小东沟村。从此，这里就成了天主教在蒙古教区的第二大堂口。

    可见，法国遣使会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教区域主要在中东部地区，据载，当时在察

哈尔及内蒙古的东部地区有三座较大的教堂，即“中为西湾子，西为小东沟，东为苦

力图(在热河赤峰境内)”.11，]“而西部则自感鞭长莫及之叹.惟此内蒙西部时并非无

教友之踪影。”t16]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湾子总堂的建立和蒙古教区主教的设立，天主

教的教务活动日益频萦，教区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其宗教势力己经扩展到以归化城

为中心的附近地区，1842 年驻节西湾子的秦司铎以游历为名到归化城宜教就是很好

的例证。1844 年，遗使会的古伯察神父来到西湾子，在学习蒙古语后，他和秦神父

一起到西藏去开教.二位传教士从东部的黑水出发，经过察哈尔、归化城、鄂尔多斯、

兰州、青海等地，最后到达西藏.“所到之处，或住数日数月，及年余不等”。[门“所



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传教人数，亦无册籍记载’，。11511846年，二人在拉萨被驻藏大臣琦善查获，辗转解送

回国。1848年，又有遣使会士吴味增爵司铎被委派“经管归化城区之传教事务”，他

在这里传教长达十二年之久，其活动地区“东至二十三号 (今兴和县境内)，西迄归

化城，北至后坝(今武川县和四子王旗一带)，南迄岱海川”。11911861年，吴司铎调

回北京，又有谢司铎、樊司铎、戴司铎、赵司铎、凤司铎等数位传教士来到这一地区

传教。

    西部地区天主教堂口不多，教徒人数也很少。主要集中在:

    二十三号 (今兴和县境内)，谢司铎在这里设了育婴院总院收容被弃的婴儿。

    大抢盘，位于凉城县境内，在吴司铎时期，己有教友二百五十名，修小经堂一座.

    总之，西部地区此时虽有天主教的痕迹，但并不是遣使会传教的重点，因此，效

果远不及中东部，尤其是西湾子附近地区。且“司铎之来是方传教者，取旅行式，故

无定居，而无教堂之成立，是以每择教友之房屋，为其寄宿之所。而今日在此，明日

在彼”.“司铎在周行一圈之后，即回西湾子总堂，略事休息，然后再出外游行”。〔20]

到1865年圣母圣心会接管蒙古教区教务时，“西湾子地区有教友2700人，这些教友

们散居于26个村落;西湾子本村有教友一千多人，公教所占的地方分三部分:主教

府、贞女院、大堂。，，[2:]
  (二)比利时圣母圣心会接管蒙古教务后内蒙古地区天主教的发展

    圣母圣心会是比利时的一个天主教修会，成立于 1862 年，其拉丁文名称为

conggregati。1二aculatecordis枷riae，意为玛丽亚无污心会，缩写为clcM，英

文名称为Congregationofthel朋aculateHeartofMary，创始人是南怀仁(该

传教士与17世纪在华的耶稣会士南怀仁(TerdonandVerbiest，1623一1668年)非

同一人)(TheophielVerbis，1823年6月12日一1868年2月23日)。1864年，罗

马教廷正式指定中国长城以北蒙古地区为圣母圣心会的传教区域。圣母圣心会接替了

法国遣使会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教工作。1865年12月5日傍晚，圣母圣心会会祖南怀

仁率领韩默理、司维业、良明化、林道远等四位传教士来到了西湾子，正式接管教务，

从此以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内蒙古地区的天主教传教事务一直由圣母圣心会掌管。

    圣母圣心会最初接管蒙古教务时，传教士人数有限，罗马教廷“担心分配给这个

修会的传教区太辽阔，因此，⋯⋯至少在开始时，只将东蒙古地区交给比利时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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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管”.[22] “而旧所谓之归化城区，或大西口外之教友教务，不得不暂行搁置”[23]，

仍由遣使会承管。但是，与法国遣使会不同的是，圣母圣心会的天主教士来内蒙古时，

古老的封建中国己经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中国社会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内蒙古虽

地处边疆，但同样也受到了战争的洗礼，或多或少发生了一些变化。1860 年签订的

中法 《北京条约》中开始明确规定:“任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

礼拜，且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

便。”124]1861年12月，清廷颁布上谕，要求“各该地方宫，于凡交涉习教事件，务

须查明根由，持平办理”12习，从此，天主教会在中国内地取得了合法地位.内蒙古地

区天主教会的传教活动也从秘密走向了公开。

    不久，随着圣母圣心会来内蒙古的传教士的增加，天主教会制定了向西发展，扩

大教区的传教方针.同时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圣母圣心会在法国遣使会原有的基

础上，自宁远厅的岱海滩和大青山以北的后坝地区继续向西及西南方往土默川、河套

和鄂尔多斯草原以及陕西北部的三边地区逐步扩张。

    1868年，比利时传教士费司铎(M一Venlinden)“被委于大西口外 (即归化城区)

居于西营子(即今之南壕堑)指导传教之事务”。口6]主教巴誉贤召集所有神父开会，

决议在西营子地区开展传教活动，因为他们认为 “距西营子不远有很多蒙古居民”

“可由此向蒙古民族劝化奉教”，“因此可在西营子试办传教工作”。127]1872年，在巴

奢贤的提议下，西营子建起了一座大教堂，第二年又聘请了一位蒙文教师，帮助传教

士们学习蒙语。西营子逐渐成为天主教的一个重要的堂口。

    1872年，为便于传教巴省贤将内蒙分为三个传教分区，即包括赤峰，热河一带

的东区;中区，包括西湾子、南壕堑，岱海滩、归化城与后坝，归化城以西为西区。

教会还有组织地迁徙东区和中区的一些教徒到西区。这样，一些教民村落就在西区逐

渐形成，如勿尔兔沟、六道沟、乌塔尔贝(铁讫坦沟一带)、什卜台等。1873年，巴

誉贤视察西区教务。他和顾司铎首先到达乌塔尔贝，然后“于后坝各小教友村庄，均

周巡一过’，，5月1日，巴主教率领张玛弟亚司铎到达归化城，住在三合村。“巴主教

在此遂连住数月，为办理在归化城购置地基，建造堂宇，开设育婴院之用。”125]在视

察中，他“目及如此广大之土木川，人烟又如此其密，若不有教友，殊以为憾，故立

即持定主意，将必多简派传教士”t291，从而揭开了向西南更广大地区传教的帷幕。

    1873年，年班归来路过西营子的阿拉善和准格尔旗王爷被该地 “巍峨壮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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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教堂所吸引，于是渴见该处司铎，“会谈良久，心为之悦，当面即请司铎等分身

  西来传教，必加保护帮助。”1301这样的要求对于巴奢贤来说，“适中其怀”，于是1874

  年，他派德玉明司铎与费司铎从南壕堑起程，路经归化城、托克托县、河口、准格尔

  旗、乌审旗，4月到达城川。到7月，他们 “在城川建成雏形之教堂一座”，且 “有

蒙籍教友数家”加入了天主教。[311不久，巴着贤又派“在归化城居住之杨司铎、步司

铎往准格尔旗传教，又命顾司铎及司福音同德玉明司铎西去阿拉善传教。”阅经过几

年的传教活动，内蒙古西南部地区的天主教逐渐发展起来，形成了一批新的教民村落。

主要有:

    城川，位于今乌审旗南端与陕西省的交界处。德玉明和费司铎来到城川后不久，

  “成效卓著，传教迅速”133】，“城川之蒙籍教友堂口，根基稳固，无虞动摇”，而“饭

依圣教之蒙古人民，日见其多”闪。

    三道河，也称三盛公，位于今瞪口县粮台镇。1876 年，而架马梁传教之杨司铎即

率领该地之教友三十余家，到三道河子居住。1879年，德玉明司铎又率领西湾子岱海

一带之教友百家去三道河子居住。“是故三道河子之各教友村庄，青由是成立”13fl。1892

年，华北地区自然灾害严重，许多逃到三圣公地区的灾民加入了天主教。次年，三盛

公大堂建成。在其周围，还有大发公等多处小堂口，这一地区的天主教徒后来发展到

三千多人。136]

    宁条梁地区，位于伊克昭盟同陕西三边交界处。1874年，德玉明司铎和费司铎

来到这里时，“宁条梁早已有教友若干”13刀。1886年，司福音在这里建立起小桥畔教

堂。除此之外，这一带还有:下营子、乌兰不浪、堆子梁等天主教据点。

    二十四顷地，位于今土默特右旗。1877 年，陆殿英接管尔架马梁地区的教务。

1880年，陆从高占威手买得草地一段，估算为二十四顷 (实际为一百余顷)。次年，

他将尔架马梁的教民迁到这里居住垦荒。二十四顷地天主教村逐渐形成。“1883年，

此新成立之廿四顷地，已有三四十家教友矣。”[3s1

    在中蒙古教区，圣母圣心会的传教士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传教活动。1892年，

有传教士到察哈尔的黑土洼地区(今沽源县)传教。同时，有西湾子的一些教徒迁到

这里，形成了平定堡天主教据点。

    光绪年间，天主教传到和林格尔。1890 年这里建立了迭力素天主教堂，教堂有

房屋八十余间，四周筑有土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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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抢盘地区的天主教会在原有基础上发展较快。1878 年，建立了公沟堰天主教

堂。1887年，形成了沙卜儿堂口，1888年香火地天主教堂也在这一带建立。

    1887年，传教士来到察哈尔的七苏木滩，在玫瑰营西北十八里的望爱村传教.

此后，这里逐渐形成了以玫瑰营子为中心，包括哈拉沟、望爱村、圣家营子、古营盘

等大小天主教据点。

    1883年，罗马教廷根据巴奢贤主教的建议，“将内蒙教务划成三个区域办理，即

东蒙古传教区，主教为吕继贤;中蒙古传教区，仍为巴齐贤主教治理;西南蒙古传教

区，或曰鄂尔多斯传教区，主教为德玉明。”[39]西南蒙古传教区的范围比较广阔，包

括今伊克昭盟七旗、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以及巴彦淖尔盟的乌拉特前旗、五原县、林

河市、瞪口县等，此外还包括陕西三边北部和宁夏的一部分地区。

    西南蒙古教区建立后，二十四顷地一带的天主教发展较快。在 1900年，主教韩

默理“见廿四顷地、小巴拉盖、小淖一带，教务进展迅速，迁主教座堂于廿四顷地。”

1401在其周围，还有小淖儿、银匠窑子、程奎海子、小巴拉盖、苗六泉子、白泥井等许

多小据点。

    此时，天主教徒总数己达14，000余名，其中绝大多数为汉族移民。到十九世纪

末，天主教已发展成为内蒙古地区信徒最多，力量最大的宗教团体。[’11

二、圣母圣心会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开展的慈善事业

    天主教在向群众宣传教义时，注意以行善的手法来体现宗教的教义，以吸引更多

的群众入教。正如民国时期曾任过宁夏教区主教的王守礼在其 《边疆公教社会事业》

中所说的，“宗教家舍己救人的一贯主张，是按照人的整个价值作出发点的。在宗教

家的精神指导者立场说，他固然以拯救人灵，宣传圣道为首要的任务，但对于改善人

的生活，拯救肉体的苦难的社会慈善事业，宗教家也是从来不肯稍加忽视的。”142]天

主教会在内蒙古地区传教的过程中，一方面为了扩大其影响，吸引更多的人信教，另

一方面，也为了宣传宗教思想中的博爱精神，于是开展各种慈善事业，为内蒙古地区

的慈善事业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加速了内蒙古地区发展的脚步。一般地

说，天主教会的慈善事业主要包括:兴办教育、设育婴院和安老院、施诊给药、促进

农业、救济灾荒、改良社会风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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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兴办教育

    开办教会学校是天主教在内蒙古传教的一个重要方面。长期以来，蒙古族群众以

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业为主要的生产方式。清代以前，内蒙古地区没有学校，只有少数

封建王公贵族在王府官邸聘请塾师教学，接受正统的封建文化教育。清朝建立以后，

为了培养更多的统治人才，于顺治元年 〔1644 年)建立国子监，招收满、蒙八旗贵

族子弟，到北京入国子监学习。康熙时又增设了八旗考试，蒙古贵族子弟中参加科举

考试中举人数增多。雍正以后，清政府为加强对内蒙古地区直接统治的需要，在八旗

乡、会试中额的蒙古人每科递增，如雍正元年(1723年)下令“八旗蒙古各建官学”，

  “文场外，另设翻译乡、会试，并增设八旗武秀才及举人、进士之途。”t43]清朝，能

够参加科举考试的蒙古人，主要是出身于蒙古王公贵族的子弟。而广大蒙、汉族百姓

及其子女根本无法享受教育。可以说，在教会学校创办以前，内蒙古地区还没有近代

意义上的学校.教会学校的开办开创了内蒙古地区近代教育的先河。

    早在法国遣使会时期，在西湾子天主堂就建立了学校。19 世纪初，从北京来的

法国传教士就在这里成立男女小学，1836 年据孟振生记载 “在我们前院，我改组了

一所男校，己经有五十个学生，他们在那里念要理问答，也听道理的详解。他们读各

样的道理书，如:圣经、圣人传记、辩驳异端⋯⋯到了1845年时，他更确定，在蒙

古地方办教育不容易”，刚 “由于居民稀疏，没有集中的地方;一般农民们看着读书

对于垦荒，没有什么补益，并且家资困窘，人工缺乏，读书也没有光明的出路，以及其

他种种不可尽数的原因，因而一般父母们都拒绝让儿童上学”，t’5l “此外，一个地方

的学生人数也不够办一所学校。因此孟主教派了几位老师，为几个小村做循环式的移动

教学，先到一村教导儿童，过些时候，再到另一个村子，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活动。”阅

1836年时，西湾子己有女校，“已有六十个女生，年龄为八岁至十三岁。有两位贞女

教导，还有大会长和二会长的夫人助教”.阅学年结束时，在本堂神父的监督下，要

举行一项考试。为鼓励学生，学校还“设有奖赏”，“为男生有:书籍、毛笔、墨汁⋯⋯

为女生是:书籍及手帕.大家都有赏，但按他们的名次看得赏的多寡。”上述小学，

也称要理书房，以学习天主教教义为主。教民子女“不用缴费，贫富都可上学，课本

根本没有，亦只好权益用教会要理课本，作为读书识字的入门。”学校除了进行修身

要理教育以外，也采用当时民间常用的课本，讲授三字经、百家姓等，“如果还能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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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读书的，也会给他们讲授四书、笔算、珠算，以及地理、历史等。”这样，学生“完

成了一段学程以后，对于修身的原则，都能获得一种相当认识，在知识方面，也能得

到虽不怎么深、可是却很真实的训练。”哪〕据统计，截至1888年天主教“西南蒙古教

区”才有几所教堂，但却建有男、女“要理学校”18所，招收男女学生299人。

    下表为1888年内蒙古地区的教会学校统计:

教

区

要理书房

男校 男生 (人) 女校 女生 (人)

中蒙古 22 300 l3 195

西南蒙古 l2 204 6 95

总计 34 504 l9 290

(上表编摘自王守礼 《边疆公教社会事业》第98页)

    由上表得知，1888年时，教会学校的发展尚处在萌芽阶段，学校以“要理书房”

为多，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总计有男校34所，女校19所，学生共有794人，平均每

个书房只有学生巧名，人数并不多. “可见在居民疏散的地方，教育事业还有推进

的必要。，，[4，]
    义和团运动后，教会除利用庚子赔款恢复被毁的学校外，还新建了大量的教会学

校。到1906年，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教会学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男子小学增加了二

倍，而女子学校更是增加了四倍。

    这种“修身教育书房”或称“要理学校”的设立只是教会兴办教育的第一步。渐

渐地父母们看惯了子女念书，于是学校就将学期延长，学科也有所增加。在此基础上，

1883年教会开始在一些教堂创办 “公学校”(相当于中学)。内蒙古地区最早成立的

一批教会公学有:松树嘴子(朝阳)及毛山东(赤峰)男公学各一处;松树嘴子及马

架子 (围场)女子公学各一处。以后，各地区的公学相继设立，以当时察哈尔南壕堑

的公学最为有名。【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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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区

公学校 要理书房

男校 男生
(人)

女校
女生

(人)
男校 男生(人) 女校 女生(人)

中蒙古 2 80 1 34 60 1000 40 800

西南

蒙古
3 77 35 1088 38 1200

总计 5 157 1 34 95 2088 78 2000

(上表编摘自王守礼《边弧公教社会事业》第99页)

    1907年，在二十四顷地举行的省主教会议中，阂玉清“提出一项积极的计划”。

  “除修道院外，他希望能在每个地区皆设一所 ‘专科学校’、传教学校、女校和培养

师资的学校。[51]”
    进入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的人民“对于读书和知识的重视，都较前有了显著的

进步，在教士们指导下的教会学校，亦大见发展。”【52)到1925年后，仅河套和鄂尔多

斯的三边地区 (不包括萨拉齐一带)除了有男、女要理学校99所，学生2846人外，

还新增国民学校 (相当于小学)48所，学生1287人，初高公学 (相当于中学)3所，

学生165人;到了1935年，河套和鄂尔多斯的三边地区除了要理学校和国民学校仍

保持相当数量外，初高公学校增至6所，学生增至211人。此时河套以东的萨拉齐一

带也有男、女各级学校38所，学生1138人。153]随着教会势力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的不

断扩大，20世纪20年代后，教会学校得到进一步发展，如民国十四年〔1925年)和

民国二十四年 (1935年)的察哈尔、绥远等地天主教会设立的教会学校及学生数量

分别如下表所述:

表 1: 民国+四年 (1925年)内蒙古西部地区天主教会学校情况表

区别
初高公学校 国民学校 要理学校

男校 男生 女校 女生 男校 男生 女校 女生 男校 男生 女校 女生

察哈尔 1 73 3 158 52 1932 23 706 72 1476 80 2083

绥远 l 52 2 65 28 906 l4 664 87 1354 65 2263

总计 2 125 5 223 80 2838 37 1370 159 2830 145 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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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民国二十四年 (1935年)内蒙古西部地区天主教会学校情况表

区别
初离公学校 国民学校 要理学校

男校 男生 女校 女生 男校 男生 女校 女生 男校 男生 女校 女生

察哈尔 g 167 5 113 70 2469 36 1070 50 703 60 1720

缓远 l 22 2 90 39 1023 23 547 100 1295 9l 1790

总计 10 189 7 203 109 3492 59 1617 150 1998 151 3510

    〔以上二表编摘自徐永志:《清末民国间边扭少数民族地区教会学校述略》，载 《民族教育研

究》2001年第2期)

    由以上两个统计表看来，10年内教会学校的数量基本保持一致，但学生数却有

所下降.而国民学校和初高公学校则增设得较快，招收的学生也相应增多，特别是国

民学校数t和生源总数增幅明显比初高公学校快。这种变化，一方面是由于内蒙古人

民反帝反封建思潮的高涨，天主教再次受到严重冲击，而以教授天主教教义和常识为

主要内容的要理学校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受到了严重的限制，传教士教育策略的改变使

他们更重视一般的世俗教育，以与当时日益增多的国立或私立的普通学校竞争，争夺

生源，维持其发展，这导致与民国十四年相比，民国二十四年的国民学校、初高公学

校在要理学校总数下降的情况下仍继续发展，生源数也相应的增多。自1922年受全

国各地爱国学生斗争的影响，内蒙古地区的教会学校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特别是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使得西方各国无力更多的支持国外的传教活动，

国外津贴的显著减少，教会用于教育方面的资金明显下降，因而表现出此间教会学校

生源数的相对减少和教会学校数t上的相对稳定.

    内蔽古地区教会学校教授内容与内地其他教会学校大致相同，除宗教课外，也包

括“中学”、“西学”和劳动技能的普通教育，内容广泛，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这对近代学制和教育思想影响很大。下面是那托克前旗的包日巴拉嘎苏(今城川)教

堂的蒙古族小学的荃本情况:

    1941年，贺歌南司铎在包日巴拉嘎苏教堂，建立了一座蒙古族小学，为4年制，

学校起初全部为免费，学习科目有文学、历史、数学、地理、生理卫生、音乐、拉丁

文等.教学课本全部由教师自己翻译、印刷.学校历任主管教师有贺歌南、马如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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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有森格、吴瑞明(蒙名沙格都斯仁)、郝生金(蒙名布仁特古斯)、金汉文(蒙名

哈拉珍)等。15;1
    在二十四顷地，在1914年就成立了第一所初级小学。第二年夏天，在村中间，

又新建了校舍九间。学校内的设备也比较完备。1916年夏天，又在男子小学校舍后

面，新建了女子小学一座。校舍也是九间。次年，为提高女子小学的师资，教会特别

选送本村的聂、樊姓二位女子，到察哈尔张北县南壕堑的“养正中学”上学。几年后

毕业，就一直在二十四顷地女子小学任教。值得一提的是，1931年冬，廿四顷地本

堂司铎陶德模，还在此地开办了一所幼儿园。“一者可以补救家庭教育之不足，再者

可以改进学校教育之基础。”娜]

    在师资方面，差不多每一所学校都有传教士“亲任教授”，“在小学，担任公民课

程，在高级学校，则多讲授数学、科学、或外国语文。”另外，还有修女和“不入会

的传道贞女”，也在学校服务。还有普通教友作教师的，都受过相当的训练。156，最后，

就是教会培养出的学生，经过几年的深造，再回到原校执教。

    除了正式学校外，还有不少教堂设立了“青年识字夜校”，特为救济失学的青年，

教他们学习书写、识字、珠算等。这种夜校，也称冬季补习班，到春暖农忙时，就告

解散。

    另外，教会还设立各类职业学校，有农科学校、护士学校等。民国二十六年(1937

年)，察哈尔的窑子沟教堂还设立了一所家政学校，有学生55人。所学科目有缝纫、

烹调、家庭卫生、簿记、纺织、洗涤、裁减、染色等，受到很多普通人的关注。

  (二)育婴堂与安老院

    除开办学校外，针对贫苦百姓无力抚养子女的现状及民间重男轻女的陋习，天主

教堂还普遍设立育婴堂或孤儿院，收容被弃的女婴或孤儿。“初各位司铎明知民间有

溺女之风”，只是没有 “善法’护，“后乃嘱咐教友 (民)，凡能拾回被弃之婴儿，送交堂

中收养者，给以若干酬劳。于是一以传十，十以传百，不独教友有拾抱婴儿，送堂收

养，即教外人民，亦相继以来.”“故各堂口收容之婴儿，始得如此其多矣。”阳刚收

养的婴儿，教堂要雇佣奶妈带回家乳养，同时派专人负责，轮流探望。奶妈除有薪水

外，“每季又给棉花布匹各若干，以作婴儿以上被褥之用”。等到五、六岁时，才接归

婴儿院收养，并由修女管理。入婴儿院的孩子们，“依年令之差等而学女工、烹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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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资较好的，还授以图画、音乐等科目。至于宗教与伦理教育，自然也不能缺少’，。

155]等到十八、九岁时，由教堂负责办理征婚结婚等手续。而对于痴呆、残废者，教堂

允许其“终身留居婴儿院中，或转栖之于女安老院中。”[591

    早在法国遣使会时期，内蒙古地区的一些教堂就设立了育婴院。“西湾子的孤儿

院是全蒙古教区的第一个孤儿院。”160]而谢司铎时，在“二十三号设立总院，在其他

教友数多之村庄设立分院，时己有五位姑娘管理之”。[61]l886年，二十四顷地教堂成

立育婴院，这是西南蒙古地区最早的育婴院。根据上海土山湾出版的《拳祸记》记载:

1905年，中蒙古教区有育婴堂9所，收女婴1620名:西南蒙古教区有育婴堂4所，

收女婴456名162]。(寄养人家者不在此内)到1930年，内蒙古西部地区收养的婴儿总

共有四千一百三十三名。详见下表:

    育婴堂婴儿十年记录表

年代 察哈尔 集宁 绥远 总计

1870 400 400

1880 800 800

1890 923 151 1074

1900 1457 456 1913

1910 1775 1426 3201

1920 1985 1822 3807

1930 1158 1038 1937 4133

1940 1276 629 1496 3401

(上表编摘自王守礼:《边疆公教社会事业》第84页)

    在绥远地区，各堂口开设的育婴儿院最大的可容纳四百余人，如巴拉盖、二十四

顷地、缸房营子等地的育婴院。其次还有同时可收容一百余人的，如舍必崖、什拉乌

素壕、任三窑子、小淖儿等地的育婴院。育婴院的经费全由教会供给。

    在鄂托克前旗地方，1901年，巴士英司铎在包日巴拉嘎苏教堂办起一座育婴堂，

主要收养孤儿和一起的婴儿及贫民养活不起送到教堂的婴幼儿。育婴堂设长书房和冬

书房，长书房为长期设置，一年四季开办;冬书房为短期设置，只在冬天开办。教学

内容有经文、拉丁文、蒙文、音乐和林木等。到鄂旗解放时，育婴堂共收养了80名

婴幼儿。[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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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十四顷地，1886年，已成立育婴院一所。第一个管理育婴院的人，是张姑

娘。1893年春，育婴院之婴儿渐次增多，就又请来司姑娘来院服务。1900年夏，该

院己有40个 “大婴孩”迁送三道河子。次年，庚子事件后，又重建了育婴院，有五

位姑娘在院服务。1907 年时，由于收容的婴儿人数增多，旧院不能容纳，于是扩建

育婴院，添设房舍数十间。内同时可容纳400余人。1914年又将育婴院扩修，在旧

正房之南，增建新房廿余间。总计从1886年设立育婴院起到1938年止，52年内，

共收入婴儿1800余名。其最盛时期，同时共有400余名。

    另外，由于边疆地区“接连不断的灾祸，，常常会弄得流亡载道，或者家破人亡。

鳃寡孤独的，老弱的，被人遗弃，往往就会无衣无食，流浪到外方。”因此，“每一个

教堂都有一两位孤老，每个教区都有几处安老院特为收容这些可怜人的。”民国二十

六年(1937年)，各教区共有安老院二十所，收容孤老共二百六十三人。[64]另外，痴

呆残废的成年人，各堂口也概行收容.

    被收容的这些人，如果人数不多，“男则无异于其他佣工之待遇，既无工作，亦

无工资，而其食宿衣著，完全由公教会供给;女则居于婴儿院中，由修女管理之，衣

食亦均由公教会拨给。若收容之人数已多，则必另设男女安老院，以安插之，衣食住

均由公教会拨给，每院皆有男女先生管理之，而训导之。”[65]

    如成立于光绪三十四年 (1908 年)的高家营子安老院，是历史最久的一所安老

院，最初只收女性的孤寡，后来也开始收容男性。该院由一位女教友及她的女儿创办，

二人也在院内服务.二十五年内，收容过一百多人。到民国二十五年 (1936年)，院

内有女人58名，男人13名。而于民国二十二年成立的大同许堡教堂的安老院，一开

始便有三十多个老人请求收容。住在安老院的老人们，衣食均由修女管理。甚至连死

后的安葬，也由教堂负责办理。在二十四顷地，1918年，教会将 “要理书房”迁入

男子初小院内，而原来的“要理书房”改作了“男子安老院”，收容的都是瞎子、瘸

子、哑子、痴呆等残废，或是无人赡养的老人。廿四顷地教堂常年收养这样的人，不

下二、三十人。每年夏天，给换一身单衣，冬天给每人一套老羊皮皮衣和毡袜一对。

哪〕据常非《天主教绥远教区传教简史》记载，绥远地区“各堂口共收有男女老人及残

废者，约一百三十余人，所另设之安老院，有四处:即迭力素有男安老院一座，二十

四顷地有男女安老院各一座，小巴拉盖有男安老院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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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会医疗事业

      教会医疗事业由教会医院和诊所，教会医学和护士教育等部分组成，是一种特殊

  的传教事业。19世纪中叶以来，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天主教会针对一般群众有病无

  力医治的情况，开设医院或诊所，免费为民众治病，或只收成本。

    民国十年(1921年)，由传教士吕登岸(时为圣母圣心会总会长)募得各教士的

  捐款，作为购置建筑及设备的荃金，遂成立了归绥公教医院。“是年，医博士之住屋，

  以及医疗所，均暂设于总堂院内。”第二年，大兴土木开始建造医院。到1924年，医

院落成，“医博士以及医院之工友皆移入新院内工作，名其曰公医院。”16刀

    绥远公教医院占地两百余亩，是当时绥远地区唯一的一所现代化医院。它设有内

外科、眼科、产科、小儿科、电疗、X光科、化验室、换药室、消毒室、图书馆等科

室，共有一百二十个床位。民国三十二年 (1943年)，在该医院服务的人员，除院长

外，有三位教士，十五位看护修女和比利时鲁演大学医学博士眼科专门医师

Dr.QGeens，两位华籍医师，均为展旦大学医学博士，男女护士四十余人。绥远公教

医院自成立之日起，不断接诊归绥市及包头市、五原、集宁、大同等各地的病患，住

院的病人，经常差不多有一百名的样子，最多时能达一百三十至一百四十。门诊每星

期平均为二百名.对于各类染疫的病人，负伤的战士，医院全部给以免费治疗。

    医院从开办的时候起，就附设了男女护士学校，到碑50年，毕业的护士已达二

百余人，他们中很多人分散在绥远、热河、宁夏等各地服务.

    归绥医院还附设了两个施诊所，一处在归绥旧城，由修女负责，免费诊疗;一处

则在医院近旁.这两处每日诊疗的病人，平均为一百名.

    此外，修女们还在规定的日期，前往患病人数特多的难民救济会诊病，地方当局

并请修女们到绥远监狱去替三四百囚犯看病，每星期三次，每次总有八十名至一百名

的伤患者，完全免费接受医治。哪1

    除此而外，其他地方也有不少医院成立，如在鄂托克前旗地方，1941年，贺歌

南司铎与那旗王爷旺庆扎布协商创办了一所医院，地点定在哈日根图，因哈日根图庙

喇嘛的反对，改建在新寨子。这所医院一直开办到那旗解放。医生曾有贺歌南、马如

龙:护士有阿格达、马·玛丽亚、希克热等。医院有注射器件，内服、外用药品，以

西药为主，药品主要是从上海、天津等城市运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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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内蒙古地区地广人稀，普通居民患病后既没有药品，又找不到医师，再加上

  交通也不便利，无法到都市医院去治疗，所以就投奔传教士要求医治。对于传教士而

  言，无论是为了自身健康或是为了更好地进行传教布道工作，掌握一些医学知识和技

  能是必要的，因而在到内蒙古地区活动的最初，他们就多是借助为当地群众看病送药

  而站住脚的。一方面，传教士在巡行宣教过程中，遇有各地病患人民，就给以临时的

  诊疗;另一方面，在内蒙古地区，还有几处固定的施诊所，下面列举西部地区的几处

  诊疗所:

    靖边县小桥畔:这是三边一带教士施药的中心。由于这一带地方较为偏僻，距离

城市较远，所以求诊的病人很多，据统计，25年内平均每年施药一万剂。

    三盛公(河套瞪口县):这里以前是由教士诊病，民国十三年(1924年)改由外

籍修女主持门诊，每年约有一万名就诊的病人，修女也常应请出诊。

    归绥包头:包头教士在堂内设立门诊所，有公医院毕业护士一人当他的助手 平

均每日就诊的病人为五十名至六十名。

    巴拉盖 (萨县):民国二十一年 (1932年)正式开设门诊所，由外籍修女主持，

每日除给孤儿及男女学生看病以外，也给外来的病人诊疗。并且也不时应请到附近村

庄去出诊。计一年内诊断次数为一万八千五百次，医疗二万零五百五十七次，施药二

万二千五百五十剂，出诊五百八十五次。

    归绥固阳:固阳县的教士，每天都要费半天的时间，专为诊疗许多来自六十公以

外地区的病人。民国二十一年，“虎烈拉”流行，得该堂教士亲手注射防疫针的人有

八千多名。

    麦达昭(萨县):该地教士狄文华医术精深，其三十年的传教生活，大都用在了

施药治疗上，活人无算。

    玫瑰营、香火地:这两处教堂的门诊也很发达，平均每年各有八干至一万六千五

百名的就诊者。圣母方济各修女会，每年出诊亦达二百至三百次之多。

    南壕堑:这里的门诊设施有久远的历史，是由圣母方济各修女会的修女经营的。

就诊的病人很多，远道来者，亦属不少。每月医疗病人总在千余名之数。育婴堂孤儿

的医药必需和治疗，也是由这里负责。

    西湾子:西湾子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就设立了门诊所。民国二十七年(1938

年)，由石德憋主教将门诊所予以扩大，添置新设备，聘请上海震旦大学医学博士舒



十九世纪中叶后比利时圣母圣心会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慈善活动

兆勋主持全所事务，除诊疗门诊的病人外，另外还须为六百多学生及育婴堂的孤儿看

病;并且也时常出诊，免费治疗，平均每日五十至六十人。

    高家营子:此地白瞬海所，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由外籍修女接办以后，
曾加以大大的扩充，每年门诊病人一万余名，出诊次数八百次。此外还经常给安老院

五十个孤老，育婴堂一百六十名孤儿看病。民国二十七年 (1938 年)改由中国修女

接管，业务亦大有发展。

    以上所提归绥公医院及各地施诊所除施诊治疗病患外，还给民众施散医药，不取

医药费。“传教士所散之药物，大都由各该传教士家中之故旧亲戚所寄赠，为一般无

钱买药之贫民使用，故各该堂口虽不收药费，而药品自源源而来。”[70]

    当疫病来袭时，传教士想方设法防堵疫病的蔓延。首先设法使人民和染疫的病者

分地隔离。然后为民众注射防疫针，埋葬死尸，焚毁死者的遗物等，修女们也尽心蝎

力照看病人。

    在乡间，教士们也常常教给一般无知的农民一些卫生常识，如小儿科及流行病的

几种预防法。关于治病的方法，教士们则求使一般民众有正确的认识和合理的选择，

对于中医并不一概抹杀，对那些江湖庸医，则极力反对。[，I1

    传教士在内蒙古地区施医散药，协助遏制疫病的蔓延，预防灾病的流行，训练男

女护士，宣传卫生常识，购置医疗设备，输入预防伤寒的药针等，总之，“这项工作

吸引了无数蒙族人远道前来就医⋯⋯成绩显著”，“这确实是教会与地方联络感情的有

效措施”。:72)

  (四)农林事业

    教会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农林牧方面从事的慈善活动包括:改善农田，改良籽种，

培植森林，兴办水利，创立小规模工业以及农村合作。

1、农事合作

    由于内蒙古地区经常会有荒年歉收的情况，而且在春耕时粮价暴涨，农民根本没

有籽种下种。于是只好担着重大的利息，向富户借贷籽种、食粮。针对这种情况，教

会在春耕到来时，借给部分农民籽种和粮食，但不收利息。

    在一些教堂所在地，成立了一种组织，叫做“公会”。“公会”的职责除了调查贫

户，设法救济他们外，还要为公益事业服务。如南壕堑公会，冬季就要负责修桥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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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的负责办理安老院，也有的要管理育婴堂。部分教堂的“公会”联合起来，又发

展成了一种新的组织，即“合作社”，向农民借贷籽种。这是一种联合自治制的组织，

  由教士担任监督。农民可向合作社借粮，春粮秋还，还时要缴纳收成的二成。交易以

粮为标准，目的在于避免粮价跌涨时投机者从中渔利。全体农民，均可参加合作社，

但借粮须用来种地，不得移作他用。合作社的经理人员，由团体选出，没有酬劳。第

一次散放籽种由教堂负担，另设四人组成的执行小组，办理无力工作的农民的救济事

项，决定是否准予粮户唤起还粮，规定余粮用途。如窑子沟教堂在民国二十二年到三

十二年，十年中间，共计出过籽种二千三百石。

    民国二十四年，察哈尔头号教堂的教士筹集了二千元基金，修盖了几间仓房，凡

村中农民，无论信教与否，只要家中耕田不足六十亩，都可以把粮食存到仓房去，但

是只可以存放荞麦。所谓“存放”，实际由教士以时价每石七元买进，等到来年四月，

再以十五元五角卖出，所得赢余钱款交给存放粮食的农民。民国二十六年，传教士又

扩大组织，设立“借贷所’，，由教士任监督，农民选举两个助理，以便收存粮食，登

记帐目。每年存户存粮的帐目都要清算一次。

    民国十八年，察哈尔的石柱子教堂设立了一种 “籽种社于，由教士拿出粮食十五

石作为“籽种社”的基金，准许缺乏籽种的农民分领，但只可以作籽种用。农民可入

会，会员无需登记，也不纳会费。领到籽种的农民应在约定期限内偿还。如果秋收丰

富，就应多缴三成;秋收欠佳，则多缴二成，或完全豁免。若到期抗不缴还，就取消

其会员资格。这样试办了三四年，穷苦的农民得到了一定救济。

    由于内蒙古西部地区人民生活太贫穷，兴办各类农事合作事业并不能广泛开展。

只是到抗战前几年的时期内，合作事业才普遍起来。173]

2、畜牧业

    内蒙古地区地处边疆，草原辽阔，适于放牧。牛、羊、马匹、骆驼等都是农村的

重要富源。从内地移来内蒙古西部地区的人民多为贫苦的破产者，他们没有资产，更

不用说是耕牛。于是教会或者借款给他们，以便购买耕牛，或者就送他们一头牛。清厂

光绪四年 (1878年)，由于连年荒早，三边地区的人民把所有的耕牛不是卖掉就是吃

掉。一位传教士由包头购买了一大群牛，要赶回三边，分给汉蒙农民。但中途因牛信

罢工，教士只好自己赶了回来。

    教堂供给农民家畜不是绝对没有条件的，有一种办法叫做“半养活”。即教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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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农民几头牛 (马、羊)，农家必须牧养，等到有了新生，教堂就和农家平分。农家

不用出钱就可在一段时间后，自有家育。若家畜在农家牧养期间不幸病死，教堂也不

向农户索取赔偿。

    除供给农户耕牛外，教士还设法保护家畜。尤其是对于家畜易染的瘟病，教士采

用隔离法，皮下注射乳牛苦胆汁法、注射药剂法等，以抑制瘟疫的发展。

    有的教士还提倡改良家畜，并亲自进行试验。如在察哈尔试验改良畜种，将法国

诺曼第牛种，公母各一头，放入本地牛群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在农副产品方面，当教士看到土法硝皮，方法笨拙，就资送南壕堑教民段玉幌到

比利时去研究学习“硝皮法”，学成归来，就请他在张家口开设了一所皮革场，但后

由于购不到制革药品，只好停办。

    民国十六年到十八年，荒早成灾，几遍华北，察哈尔教区一位教士为贩救灾民，

购得一群奶牛，想以牛奶牛肉救济灾民，但他的主张遭到了地方人士的非议，因此十

年后，他和一位本地人合办了一所牛乳公司。综计数年内产量，每年平均出的奶酪为

一千六百至一千七百公斤，黄油三百至四百公斤。卖出的牛奶在三百公斤左右。其销

路逐渐打开.1741

3、植树造林

    塞外草原树木很少，冬季气候苦寒，燃料也缺乏。野地里丛生的红柳、羡琴，本

来可以防止流沙迁移，埋没农田，但由于近年来被农民砍伐，充作燃料，因此更显得

地方上一片不毛和荒凉。另外，建筑木材缺少也是一个大问题。如由河套到包头一带

所需的大木料，多半是由兰州购买的。而察哈尔输入的方型木材，则是由外蒙与西伯

利亚交界处起运来的，或是由热河御园输出的。其价格之高，费时之长，令人惊异。

因此天主教会在传教过程中，为满足当地木材的需求及改善生活环境，进行了植树造

林活动。

    首先，传教士们在教堂周边地区植树，如在萨县二十四顷地教堂，“1919年秋由

省会长司铎石扬休率领教友在公会地内指数约数十顷。”175】教士除在教堂周围栽种杨

柳、榆树外，还在村庄外也设法培植森林。中蒙古教区的察哈尔，推广植树比较有力。

光绪十六年 (1890年)，教会在南壕堑植树，后来形成了一片三百余顷的树林。在二

十三号，同治末年就有一位传教士斐尔林敦倡导植树，后来，经过历任教士的不断努

力，到民国二十六年，这里形成了一片四百多亩的树林。西湾子附近也有1898年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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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的树林三亩。后来，传教士们又陆续在西湾子地区栽植树木，如大北沟(光绪二十

  一年)、三道沟 (光绪三十二年)、西榆树坪 (宣统三年)、榆树林子 (民国元年)等

  处的树木，总计占地有四百多亩。

      至于集宁教区，近年来也是植树成林。例如官村的树木，占地二十亩:望爱村的

  树林，占地四十亩;玫瑰营子教堂的树木，根据民国十四年的调查，就己有六千株。

      土默特东区教堂植树成林的，有舍必崖 (和林)(民国元年开始种植)、什拉乌素

壕 (托县)(民国十四年栽植)、迭力素(和林)(民国九年栽植)等。固阳县境从前

有一株百年古榆，盗立在教堂后面，后来经教士们在教堂园内植树，占地二十余亩，

几年后，己然逐渐成林。河套地区的植树工作也取得了进展。

    起初，传教士只是从长城附近移来杨树、柳树、榆树三种小树苗试验种植。后来，

各地的树种逐渐增多。如西湾子教堂林园培植的树木种类有:松柏科、赤杨科、徨柳

科、蔷薇科、铃档树科等三十多种;而河套地区由于气候环境不适宜，虽几经试脸，

但树木种类并不多，除普通树木，又有枫树、桃树和葡萄等:相对而言，土默特西北

地区，各种树木都可以成长，己有的树木有:铃科、植科、刺槐、山榆及垂柳，尤其

是意大利的杨柳长得特别茂盛.

    经过传教士的努力，民国十九年开始，政府大力提倡植树，同时教会学校也举行

植树节，向学生和乡民大力宣传植树造林的意义。这就为改善内蒙古地区的生活环境

作出了一定的贡献。〔76]

4、开辟新农田和兴修水利

    随着内地汉族农民不断移民边疆，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大片土地得到开垦。在这方

面，教会也开展了一些工作.如:

    兴和县北三十里的窑子沟教堂村，当时居民有九十户。而农田的数量与质量，却

日渐衰退，连井水也低落下去，但人口却在不断增加。虽然在村东三里的地方，有二

十多顷坡地，土壤肥沃，但由于有土匪不时出没，所以无人敢去开垦。于是民国二十

二年 (1933 年)，“教士会同民团和地方上的军警，将土匪加以驱逐，于是指导农民

们，修成了七百公尺的高坡大道，接近水井;又在河嘈上建修了一座宽大的桥梁，另

外，教堂还出钱购办了一批需用的农具，村民们这才努力垦殖。”几年后，这里就扩

大繁荣起来了。

    为了更好地开展农业生产，教士们还帮助农民兴修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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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在土默特地方，开凿于光绪完十一年 (1905)的和林舍必崖渠，长四十里，其

中三分之一的工资，都是由教堂供给。在银匠窑子教堂，大部分土地由于干早的原因，

  “没有多少生产”。￡7刀民国二十年(1931年)，该堂教士从荷兰买来一架吸水机，用

来灌溉农田。这台机器价格连同运费，共计一万元，全由该教士负担。经试用，每小

时可将一尺深的水量灌溉六十亩地。

    内蒙古西部的河套地区土地肥沃，自清中叶以来，就有不少内地农民来到这里，

利用流经此地的黄河水系开亩种地。清末“庚子赔款”后，河套地区的教民人数急剧

增加。正如顾领刚所说:“庚子赔款，拨给河套罗马教会者，大部分用作挖渠经费，

因此水利大兴，荒原开垦。”【周经过几十年的经营，教会在河套地区所修的河渠，有

黄特劳河、准格尔渠、沈家河、渡口渠、三盛公渠等。由于水道畅通，水量充足，每

年有数十万顷的荒地被开垦，这又再次吸引关内的移民成群结队而来.

    又如三边东部横山县境的雷龙湾村，三面为沙丘，另一面是一道乾山。只有零星的

农田散布在较远的地方。民国四年 (19巧年)，村民们虽挖了一条河渠，但又短又窄，

只有小部分田地可以得到灌溉，“余水穿潜归河”。民国二十年时，该村的教士就把以前

挖成的干渠延长，又在退渠水冲下的河嘈里修了一道大坝。这样，“一大块厚沙掩盖着

的荒地，遂一变而成了可耕种的土地。”“一年后，居然有二十顷地，可以种植稻米。”“从

此，该地农田比从前增加了一倍。年年有肥水灌地，生产于是有了保证”。179]

5、促进农业发展

    长期以来，由于内蒙古地区交通不便，道路阻塞，农民的种植只是限于地方需要的，

或是可以就地出售的农产品;另外，内蒙古地区治安混乱，也是妨碍该地农业发展的一

大原因。加上农民对新鲜事物往往采取保守的态度，因而农业发展并无大的促进。天主

教会深入内蒙古地区后，在传教士的努力下，农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如有好几种以前在

边疆地区没有的东西，后来在该地区普遍种植。除了蕃薯已普遍种植外，还有一种称为

“草麦”的作物，这是一种早期成熟的植物，能够避免边疆九月上冻的危险。另外还有

比利时的胡麻、首稽、酵母花，法国的小麦，都是由传教士们介绍到此地的。

    教士们还在边疆地区试种适合这里土质的新作物。如民国十一年 (1922年)，高

家营子的教士试种黄豆，结果收成量比蝶形花豆较好。至于菜蔬类，如各种白菜、蕃

茄、绿豆、罗卜等，在高家营子也都早经试种成功，适合边疆土质。

    在改良农田方面，传教士提倡翻绿肥田法 (即换种植物)或利用河水淤地，或栽



内菠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植丛生植物，达到了保护容易变性的农田的目的。

    此外，针对筱麦、小麦常有的黑穗病 (麦奴)，传教士经过多年的研究和试验，

发明了一种更为有效的方法，即把籽种置于五十或六十度的温水中，五分钟后捞出，

然后再播种，就可杜绝黑穗病。这种方法要比农民们自己采用的烧酒泡洗法有效得多。

当时察哈尔土容的农民都用这种方法预防小麦的黑穗病。

    在改进农具方面，传教士也作过不少努力，他们反复试验，但终因内蒙古地方气

候与土质的原因而不能使用，如水磨、风磨等，教会还曾出资派遣地方人士到外国去

考察研究。180]

  (五)救济灾荒

    内蒙古地处我国北部边疆地区，地广人稀，气候严寒、干早，各种灾患频繁出现，

如荒年、水灾 、早灾、瘟疫、匪患等。每遇到这种情况，内蒙古地区的人民就会处

于水深火热之中。此时，传教士就会“本着宗教家的博爱精神”施舍贩济，帮助民众

度过灾难。

    内蒙古地区，由于干旱少雨，灾患多以饥荒为主。在近代历史上，内蒙古地区最

严重的荒年，分别为光绪四年(1878年)、十八年(1892年)、二十六年 “900年)

以及民国十七年(1928年)。除此而外，还有许多局部地区的荒灾，例如在三边地区，

从民国九年到民国十八年的十年间，便有过六年歉收。在严重的灾荒年月里，内蒙古

地区饿拜载道，人民流离失所，卖妻禽子，过着悲惨的生活。一位城川的教士在光绪

四年所写的一封信里，叙述了当年的灾荒情形:“地方上再也找不到食粮了。教士只

好购买山羊、绵羊给灾民们分来吃，教堂收留遗弃的儿童，出钱在民家寄养。教士们

天天忙着为饥民找饮食，猎获的鸟兽，也分给饥民。数月之久，教士以结了块的牛奶

充饥，耕牛已被宰杀净尽。”[s1」光绪十八年，察哈尔大荒，巴省贤主教通令各堂口教

士，要以最大的努力拯救灾民。如果库寸的食粮散尽了，可以变卖所有最后的资产，

比如他自己就借过五万法郎，从事救济灾民的工作。在南壕堑，教士们在一个月内发

放过二百袋麦子，各处教堂，收养的婴孩共有一千五百名。“1877年，陆殿英司铎接

办尔架麻梁传教工作，适值奇早，陆公大施贩济，每人所得，几足一年之余。”[82]为

预防荒年，平时教士就会在教堂库存一些粮食，到发生灾荒时，即可开仓贩济。同时

外籍教士还向本国的亲友求助，因此贩济经费，“常常能源源而来”153】。在没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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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济或救济物品发放完毕时，教士便帮助灾民迁到别的地方谋生。如三边难民，移到

河套去的有很多;而土默特荒年时，移居到河套的也不在少数。

    另外，在内蒙古地区，山洪爆发，河水猛涨等情况造成的水灾也是使人民流离失

所的大灾难。尤其在河套地区，春天，堵塞在河里的冰块融化，河水就大量溢出。如

宣统二年(1910年)春，整个河套西部一片汪洋。光绪三十年(1904年)，黄河的水

势冲塌了河岸，土默特的村庄多数被冲毁。银匠窑子虽是靠河最近的村庄，但由于教

士赶筑护村堤坝，才没有被冲没。二十四顷地也是这样得以幸免的。但是程奎海子却

被大水冲掉了，教士只好雇了船只，迅速迁出全村居民，转到安全地带。1910年，

二十四顷地亢早绝收，民不聊生，教堂开仓放粮，施娠不少.民国二十五年 (1936

年)，黄河南岸土默特平原，三个教堂村即大淖、新城、难圈子，统统被河水冲毁，

在教士的努力下同年秋天便已复原。这年察哈尔高家营子半个村落，也被山水冲走，

当日下午，教堂便设立了施粥厂，收容被难的村民。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银匠窑子村的教士决定将整个村庄向东北移动三华里。

第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全村开始移动，到翌年八月十日，村民全部都迁到了新村。十

月，村民正式开始正常生活，教堂在这次迁移中支出了三万元以上。为此，绥远省政

府还大力称赞教堂的善举.

    为了预防大水过后的瘟疫，教会还请有关当局给居民们注射防疫针.同时，为了

救济无衣无食的灾民，教会还从口外买来不少粮食，预备过冬时发放。[841

  (六)改良社会风气

    内蒙古地区天主教会在改良当时的社会风气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主要有:

反对妇女缠足、禁止吸食鸦片、提倡男女平等等方面.

    传教士目睹了中国妇女在缠足恶习摧残下的痛苦情状。在他们看来，上帝创造人

类，本来即赋予人类灵魂与肉体的完整性。本着“上帝生人，不分男女各予两足”155]

的宗教观念，他们认为“上主造人之足形，男女无二致.此古今之通义也”，“我教会

切宜速除此弊焉’，.[86】在内泉古地区，最早提出反对妇女缠足的是西湾子教堂。道光

三十年 (1850年)，西湾子的教士们就曾蝎力设法想把这种陋俗加以铲除。1856年，

孔主教贴出布告，劝教徒不要给女儿缠足，要求教徒给十四岁以下的女孩子放脚。1867

年，主教南怀仁也公开表示，“响应天足会”，要求各堂口的教士，“努力铲除缠足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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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天主教反对缠足运动在教民中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绥远地区，天主教因“见到妇女缠足的许多害处”，从晚清开始就“谆谆劝导

  地方上的民众，组织宜传队，用已经放了足的妇女作榜样”，宣传劝导妇女放足，而

  且新立教堂的地方也往往以解放幼女缠足作为第一要务。经过这样逐渐宣传推广以

  后，“凡是信教者，全都没有这种恶俗的沾染”〔叨.当时河套地区许多妇女就是因为

  信奉天主教而放足的。“此间妇女皆天足，与纤纤不能步行者大异，闻系天主教所化’，。

  在多方面因素的互动下，缠足妇女存在的现实环境越来越恶化，于是妇女们逐渐放弃

  了千年承续下来的这种标志女性身份的文化符号，迈着天足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到二

十世纪初，城市中缠足妇女已属少见，省城归绥已经“基本肃清”，“间有缠足妇女，

亦多为乡村新来者，久居者殆已百无一二’，。〔88]

    晚清时期，鸦片传入内蒙古。罗马教廷下令，禁止教徒吸食和种植鸦片，如有违

反，开除教籍。民国十三年 (1924年)，中国天主教会曾在上海开了一次全体人今，

内容就是根据咸丰四年 (1854年)及光绪十七年 (1891年)罗马教廷的两次通令，

重申禁令，一致抵抗鸦片麻醉毒物。此后，传教士遵照此禁令，更加不间断地规劝教

友，并使用各种方法，竭力铲除这种恶习。以河套地区为例，从光绪元年(1875)教

士到那里传教到民国十四年为止，该地教堂土地上从来没有过烟苗.而民国十四年以

后，吸食、贩卖、种植鸦片者逐渐公开起来。民国十七年，土匪部队占据河套，命令

农民以百分之三十的土地种植烟苗。但教士仍坚持严厉反对该命令，因此在教会村庄

里，“公开吸食鸦片是绝对没有的”1891。

    天主教在改良婚姻家庭制度方面也作出努力。教民须“严守一夫一妻之教律，而

所谓蓄牌养妾之陋俗，尽行剔除。”男女双方在征婚结婚时，要自愿同意，不能受任

何强力逼迫。天主教还反对早婚。规定“凡教民之结婚，男须满十六个生日，女须满

十四个生日。”190)
    此外，天主教还提倡男女平等，反对民间因重男轻女而造成的溺女之风，允许妇

女参加社会事业活动，如“教会贞女之管理育婴堂、办学校、看护病人”191〕等，都有

修女、姑娘为其服务。

(七)其他

  除上述慈善活动，传教士还在公共社会事业上作出了一定贡献，如邮政业务、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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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等。

    邮政:民国元年以前，内蒙古地区的邮政事业不普遍，只有在商业中心，才有邮

差投送邮件，整个内蒙古地区只有绥远城设有邮局。而当时寄往乡村的信件，大多由

教堂转递。民国成立后，很多农村设立了代办所，大多也都是由教堂里的执事兼代办

理。在察哈尔和大同地区的教堂，很多则是由教士本人负责办理代办所的.此外，教

堂还出资雇用邮差为联络中心以外的地区服务。

    金融:内蒙古地区居民分散，农村孤立，交通也不方便，除了城市里，一般地方

很难找到银行钱庄，因而“银钱钞票及汇款的兑换领取”，就由教士代为办理。另外，

当农民急需用款时，教堂或教士个人也会提供借贷业务。

三、圣母圣心会开展慈善事业对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影响

    天主教在内蒙古地区传教之余，举办各种慈善事业，这对内蒙古社会发展起到了

一定的积极作用。以下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教会教育的兴起和发展使得自古无学校的内蒙古西部地区有了自己的教

育场所，使其由以前的仅限于少数上层统治阶层的教育过渡到包括许多下层群众的普

通民众教育，改变了内蒙古西部地区教育上的落后状况，客观上有利于提高该地区人

民的文化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据王守礼《边弧公教社会事业》统计，民国二十四年

(1935年)时，内蒙古西部察哈尔和绥远地区，教会学校共有486所，学生 11009

名。其中男生5679名，女生5330名。按照当时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发展情况，能有这

么多学生接受教育，特别是如此多的女子接受教育，实属不易.

    同时，“教会教育对促进我国普通教育、高等教育、女子教育、特殊教育的发展，

对传播西学和西艺，对刺激中国学校教育质量的提高，都起了积极作用。”192]在内蒙

古地区，教会学校给广大青年学生传播了新思想、新知识，部分地满足了蒙汉族青年

渴求知识的需要，特别是在英语教育、女子教育、医学教育等领域，在内蒙古地区可

以说是起了先导作用。

    教会学校在内蒙古地区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系统学制。从育婴堂、幼儿园、初小、

高小、初中直到高中。从学校性质划分，又包括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社

会教育和女子教育等，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自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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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幼儿园并未形成规模，主要是附设在其他教会学校内，但也有

专门的幼儿园。如1931年冬，廿四顷地本堂司铎陶德模，在该地开办了一所幼儿园。

  “一者可以补救家庭教育之不足，再者可以改进学校教育之基础。”“此幼儿园者，自

倡办伊始，成绩显著，颇得教友之重视。”[931

    教会小学是天主教在内蒙古办学的主要形式.虽然与全国相比，教会学校在内蒙

古西部地区数量不多，学生数也不多，以及与内蒙古非教会办的学校相比无论学校与

学生数占的比率较小，但他们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却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如内蒙

古绥远厚和总堂附设的崇德小学教授的课目为:国语、算术、唱歌、图画、手工、教

义、体操、经学、古经、道理、修身等洲，又如包日巴拉嘎苏教堂的蒙古族小学，开

设科目有文学、历史、数学、地理、生理卫生、音乐、拉丁文等。这些课程的安排，

不仅传播了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历史地理知识，为内蒙古地区近代课程的转化起到

一定的积极作用。在这些教会学校里，不仅包括中国的传统科目，也增加大量西方自

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同时设有音乐、体操、图画等课，德智体美均有所兼顾，对

于学生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而且与中国以经学为主的传统课程相比，可以说是

一种突破性的变革，在当时内蒙古西部地区的中小学界是较新颖的，具有启蒙作用。

教会学校对学生的课外活动也很重视，常常要求学生参加各种体育活动。 在教学方

法上，“教会学校是最早提倡实验及教学实习的科学教学方法的，这是提高教学质量

的重要辅助手段，同时更是宣传西方科学的一个最佳手段。”【叨近代的《奏定学堂章

程》把整个学程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三级教育制度也起源于教会学

校。所有这些，对当时内蒙古西部地区新式学校教育机构无疑是有借鉴作用的。

    教会办的初等教育对内蒙古地区普及教育有所促进。在教会学校的影响下，内蒙

古地区各级各类中小学兴办起来。如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绥远特别行政区辖下的归化

城土默特旗于1926年设立了1所中学。乌兰察布盟乌拉特中公旗在1913年曾创办过

1所小学。1926年乌拉特三公旗共同在包头成立了三公旗公立两级小学校。1916年

察哈尔特别行政区拨款在察哈尔八旗各创办了1所初级小学，2年后又为4牧群(太

仆寺左右两翼、商都、牛羊群)各创办了初级小学1所。1920年，镶白、正黄两旗

的小学改为高级小学，并附设初级1班.当地的教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61

    教会办的女学和女子教育结束了内蒙古地区没有女子教育的历史，开创了内蒙古

地区女子学校教育的先河，使近代内蒙古女子学校教育得以出现并逐渐发展起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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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女学的办学方针、方法和对学校、学生的管理等，也为近代内蒙古的教育发展和兴

办学校提供了借鉴。

    上述各种类型的学校，构成了近代内蒙古地区一个独特的教育体系，标志着内蒙

古地区近代教育制度呈综合化、多样化的特征。这些教会学校的创办，丰富了近代内

蒙古地区教育学制体系.

    教会学校也培养了一批具有科学知识和新思想的人才。他们在接受了教会学校传

播的西学和西艺后，把知识奉献给祖国和人民，为民族的振兴和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

献。从内蒙古地区各级各类教会学校毕业的学生，有的升入初高等神学院，成为神职

人员的候选人;还有的考入其他普通高等学校继续深造，而且许多毕业后又返回当地，

在各教会学校任教，发展民族教育事业。

    另外，在进行新启蒙教育的过程中，教会学校还传播了部分近现代西方文化知识

及其观念，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促进了内蒙古地区社会的文明开化和生活习俗的转型。

传教士传播西学在客观上对介绍西方近代文明，促进中国封建社会机体的瓦解和资本

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某些条件。同时又是酝酿和促进近代内蒙古地区新闻、出版、教

育等项事业以及资产阶级先进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因素之一 如1934年，在鄂托克前

旗地方，葛永勉司铎在包日巴拉嘎苏教堂成立了一个印书馆，馆长哈热巴斯，有 5

名技术工人。到鄂旗解放时，印书堂共印了11种蒙文书籍，即《古经大略》、《新经

大略》、《家教》、《简言要略》、《圣人言行》、《一目了然》、《劝教书》等，还有3种有

关部门蒙古族历史的书籍。总之，教会学校在近代内蒙古教育历史上，无疑具有重要

的地位。

    (二)、各种慈善性质的医院、诊所以及育婴院、安老院等慈善机构，收治了社会

上一批贫困有疾无医之人以及无依无靠的孤儿寡老，让他们得以治病、养生，这对于

稳定社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教会的医院用医术实现了传教的目的，传教士医生在内

蒙古西部地区的医疗活动也在客观上把西医知识传入当地，并为内蒙古西部地区培养

了一大批医务人员。传教士采用西医方法为当地群众治疗疾病，方法较之传统蒙医更

为简便，直接。但传教士从未排斥传统蒙医或中医。他们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开办医疗

卫生事业，结果就是把西方的医术和西药传入了当地，这为长期以来只尊崇蒙医的蒙

古族医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为近代内蒙古地区医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内蒙古西部

地区工作的外国医护人员，大多是抱着人道主义精神或是为了实现个人的宗教信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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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该地区行医，为当地群众接触疾病的威胁、痛苦。他们的到来不仅带来了先进的

  医疗技术和医疗方法，而且也为当地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医护人员，这为促进内蒙古西

  部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教会广设育婴堂，不仅对于内蒙古地区的社会稳定有积极意义，而且在其后，清

政府逐渐开始筹办育婴堂。1891年10月巧日，御史恩溥奏《各省教案皆缘育婴而

起请伤广设育婴堂折》，建议各地官员大力兴办育婴堂，招收孤儿弃婴。该奏议给中

  国传统的民间育婴事业注入了新的意义，清廷称赞这份奏折“不为无见”，随即就发

布上谕，“著各省直将军督抚悉心体察，妥为筹画”，大力举办育婴堂，“总期实惠及

民，以恤穷黎，而饵隐患。【97卜
    而在“育婴堂的孩童，享受着三种权利，是一般旧式家庭的女儿所羡慕的:第一、

她们有读书识字的机会:第二、不受缠脚陋习的痛苦:第三、婚姻自由。”[98]

    另外，各种社会慈善机构为后世的福利机构作了很好的示范。

      (三)、天主教会在开通社会风气，消除陋习，促进社会进步方面也起了积极的

作用。

    清末是中国社会大变动时期，开放、近代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天主教会在

内蒙古西部地区的一些活动，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给长期封闭落后的内

蒙古西部地区，带来了许多新的东西，推动了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近代化步伐，这是不

应忽视的。

    天主教会在改良社会风气方面所做的努力，使内蒙古人民的颓风败俗渐为改良，

传统观念也在逐步改变，尤其是男女平等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缠足陋习使中国妇女经受了千年苦难，传教士带来天

主教义中男女平等的观念，并为放足运动奔波辛劳，发行宣传品，兴办女子学校等。

在这方面，教会女校在女生中的放足实践，客观上具有率先垂范的积极意义。经过传

教士们的努力，也伴随社会风气的日益开化，不少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女生也逐渐对缠

足陋习产生羞愧和反感，拒绝缠足或主动放足便逐渐成为女生们的自觉选择。因此，

女校的反缠足实践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另外，教会允许并使用妇女参加各种社会事业，对于女权的提高有一定意义。而

教会女学的兴办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作用，它也使西方的政治学说

及“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男女平等”等思想观念得到广泛深入地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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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近代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女性从封建文化的禁锢中开始解脱出来，促进了她们的觉醒

和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出现。

      (四)、天主教会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垦殖开荒，推动了该地区的发展。

    19世纪下半期的内蒙古地广人稀，内地贫苦民人 “走口外”络绎不绝。但当时，

汉族农民私自进入蒙地却是清朝法律所禁止的。因此，当时来到蒙地的贫苦农民，多

数属于“非法闯入”。因而他们的处境很不安定，随时有可能被驱逐回去。即使他们

能够找到一块落脚的地方，也由于缺乏必要的资金、生产工具等原因，在短时期内很

难顺利地从事生产劳动。移民们要想过上安定的生活，仍须度过一段艰难困苦的里程。

而天主教会为汉族移民提供土地，任其租借，并且还提供生产所必需的物资，如耕牛、

农具、籽种等，为内地汉族农民移居蒙地、开垦土地、发展农业创造了便利的条件。

而这样的做法也吸引了不少农民加入天主教会，因而随着内地农民不断增多，在长城

以北的许多荒区僻壤出现了新兴村落— 教民村。西湾子、南壕堑等一批早期较大的

教民村，后来都逐渐发展成为了地方重镇.加速了内蒙古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而随

着传教事业的不断北移，在纯牧区也出现了许多教民村，察哈尔左翼的黑土洼一带(现

属河北省沽源县)便是传教士们在牧区移民垦殖的典型例子。光绪元年 (1875)，黑

土洼还是蒙古人的牧场，后来才有教民前去开垦。经过几十年的开垦，该地方总共有

六百余户内地农民前来定居，从事农耕，使数百顷草场变成了农田。【99]

    十九世纪中叶后，比利时圣母圣心会的传教士们在向内蒙古西部地区传教的同时

所开展的这些“公教社会事业”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内蒙古西部地区的经济发

展以及社会进步，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功劳不能抹杀。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有一

部分传教士，他们从事的社会文化活动只是为了其宗教的传播服务。“传教士的知识

水平、宗教和种族偏见及以功力目标限制了他们的视野，降低了其活动的进步性、科

学性和应有的价值。”[l00]而另有一部分传教士，他们以传教为幌子，在其掩护下对内

蒙古西部地区的人民实行侵略。他们采用低价购买、明租暗占等手段，大量占有土地，

租佃、剥削农民。如在后套三道河、土默川二十四顷地一带的部分教会土地，就是借

荒年之机以折合二钱银子一亩甚至一钱一亩的低价从汉族地商手中购买的。[l0，]l900

年，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为主要目标的义和团运动爆发，席卷了内蒙古地区，但是在

清政府和帝国主义军队的联合镇压下终究失败了。之后，一些传教士借教案之名，趁

机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惩办抗教首领，赔偿教会损失。仅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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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反洋教斗争有关，而被清政府惩处的地方官就有归绥道郑文钦被处死，归化城副都

统奎成被革职;归化城、和林格尔、托克托、宁远 (今凉城)等四厅的同知或通判也

被处以“斩监候”。[l02]而内蒙古各地付出的巨额教案赔款更是数目大得惊人，仅内蒙

古西部各蒙旗被强索的赔款银即达70万余两，其中达拉特旗37万两，四子王旗 11

万两，鄂托克旗8.4万两，阿拉善旗万两，等等。[1031由此可见，一部分传教士打着

传播福音的旗号，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实行侵略与掠夺，给该地区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

坏，特别是义和团运动后，有的传教士进行反攻倒算，给当地人民带来了灾难和严重

的损失，这也是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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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十九世纪中叶后，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比利时圣母圣心会的传教士通过开办教会

学校、教会医院、兴修水利、救济灾荒等慈善活动，推动了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近代教

育、医疗卫生、农牧事业的发展，同时他们所提倡的放足、禁烟、男女平等的观念也

在一定程度上改良了内蒙古西部地区的社会风气。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确实是秉着向

当地居民传播福音的目的来到内蒙古西部地区传教，他们的以上活动值得肯定。但我

们也应看到，还有一部分传教士，他们凭借其国家坚船利舰的支持，在内蒙古西部地

区为所欲为，以殖民者自居，给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因此说，

圣母圣心会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活动在内蒙古近代历史上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以

往的研究基本上集中于揭露和批判它的侵略性质，这样的研究是必要的，也是无可厚

非的。但我们不能把传教士及其所属组织的所有活动，包括他们所进行的慈善活动都

武断地定为侵略行为，而忽视这些慈善活动对内蒙古西部地区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和影

响，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问题时避免简单化，要十分细致、十分认真地进行研究，对

传教士及其活动要有所区别，因为没有区别，也就没有政策。随着对中西文化交流的

重新认识，我们对圣母圣心会传教士的活动及其影响应当做客观的分析和评价，而这

样的客观评价也一定会在内蒙古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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