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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高陵地区天主教从晚清时期开始正式传入当地，发展至民国末年，经历了百

年的历史。在这个阶段中，其发展历程主要包括传教活动的起步和传教基地的建

立、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初步发展、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初的持续发展、民国

的恢复与发展等四个主要的阶段。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伴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

中国的国门被打开，并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不平等条约为天主教在近

代中国的大力传播和发展提供重要的保证，高陵天主教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

下迅速发展的。在这个时期，历任主教充分利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结合当地的

具体情况，适时的调整传教策略和方针，使得天主教在当地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同时，他们致力于修建教会各种建筑，完善教会内部各种机构和设施，由此在当

地及陕西教区形成巨大的影响，最终发展成为陕西地区名副其实的传教中心，在

陕西天主教历史上占据重要的位置。而且，教会在发展过程中兴办教会学校及各

类慈善事业，在当地形成较好的影响，并且客观上推动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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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aoling area Catholics from the late Qing period officially introduced at the local，the

development of late to the Republic experienced a hundred years of history．At this

stage，its development process includes the initial missionary activities and mission

base established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the initial development of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 continued development of the

Republic of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4 the main stage．During this long history,

accompanied by the failure of the Opium War,China's door is opened，and was forced

to sign a series of unequal treaties，and the unequal treatie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modem China's great efforts to the disse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vide an

important guarantee gaoling Catholic Church is against this historical backdrop ofthe

rapid development of．During this period,successive bishops take full advantage of

the protection of the unequal treaties，combined晰tll specific local conditions，timely

adjustment of missionary strategy and poLicy making at the local Catholic Church has

been a great development．At the same time，their commitment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urch all kinds of buildings，improve the institutions and facilities within the

church,thus the formation of local and Shaanxi enormous impact on the diocese and

ultimately develop into a veritable missionary center in Shaanxi province，in the

Shaanxi occupy an important history of the Catholic．Moreover,the Church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to set up religious schools and various charities in the local

formation of better impact,and all objective to promote local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promoting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eseand foreign．

Keywords：Gaoling,Tung Yuan Fang,Catholic Bishop，the faith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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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 言

1．1选题主旨与写作思路

陕西地区是天主教在中国最早传入的地区之一，天主教势力相当强盛，高陵地区更

是自晚清开始便成陕西全省及后来关中地区天主教的活动中心和传播中心。天主教势力

在这一地区发展大而快，在关中地区以及国内和国外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自明朝开始陕西便有天主教的出现和传播，高陵地区是关中地区天主教的传播中

心，尤其是高陵通远坊一地更是历史悠久，影响巨大，历史上历任陕西教区的主教都常

驻此地，主持教区内的各项宗教事务，因此有力的推动了这一地区天主教的传播，天主

教在这一地区具有不可忽视的力量。改革开放后，随着宗教政策的开放，此地的天主教

更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当地形成了越来越强大的势力，产生巨大的影响。鉴于此种

现状，很有必要对此地天主教发展历史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经过多方查找和翻阅

资料，发现对于这一地区天主教的情况学界并无多少的关注，更没有专门性文章和著作，

所以笔者拟对这一情况作深入研究。

本文写作的目的主要在于对这一地区天主教流传的历史做深入细致的研究，从这一

地区天主教的发展历程作准确地把握，为更多有意愿了解这一地区天主教情况的学者和

人士提供较为详各的资料，同时为政府在宗教方面的工作提供更好的历史和理论依据。

也希望研究工作和成果能更好的促进这一地区宗教力量进一步良性的发展，真正实现宗

教与社会其他力量的和谐发展，为当地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有更多更好的帮助。

元朝时，天主教便在当地进行传播，但是到清康熙时期，由于天主教某些教义与中

国固有的传统道德理念的冲突，引发天主教历史上著名的“礼仪之争"，并最终导致康

熙帝对天主教的禁教，由此开始了天主教历史上的“百年禁教”，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鸦片战争之后。鸦片战争不仅打开了中国的国门，而且随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为外国

宗教在中国的传播铺平了道路。从这时开始，天主教发展进入到一个快速传播的时期，

不仅一改康熙时期开始的地下传教状态，传教活动逐渐开始完全公开，并且由于得到了

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势力的保护，宗教活动在各地全面展开，教会在各地大量修建教

堂，修缮各种设施，教会势力迅速发展。同时，清末民国是天主教自唐朝以来在中国迅

速发展的又一个阶段，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新中国的成立。伴随着这样的历史背景，陕

西高陵一地的天主教从清末开始逐渐进入当地并最终发展成为天主教在陕西的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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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中心，其发展的速度之迅速、规模之大是以往天主教历史上不曾出现的，同时由于

1840年中国社会性质的改变，不可避免的外国宗教的传入也具有一定的殖民侵略性质，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解放后，宗教权力掌握在外国人的手中，这也是这一时期宗教传播

的特点。鉴于晚清民国时期天主教传播上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所以本文的写作时间是从

清末开始直至民国末年。

在具体的写作上，本文将立足于当地天主教的发展历史来进行描述，以天主教在当

地的时间发展为主线，分阶段、分步骤的进行。根据天主教在当地的发展，可将其发展

历史分为这样几个阶段：(一)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发展，这是天主教进入高陵一地并初

步发展的时期。(二)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持续发展。这个时期，天主教在当地

的发展虽然经历许多的困难，但是仍然得到了发展，并为以后的辉煌时期奠定了基础。

(三)民国时期的恢复和发展。这是天主教发展的辉煌时期，尤其是民国前期是发展最

为迅猛的。在描述中，文章也将注重各个发展阶段的特点。由于当地天主教发展壮大正

是处于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时期，所以这一时期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而在描述

当地天主教的发展历史时将紧密结合当时的中国及当地的重大历史事件，并且注重该地

区所具有的历史发展独特性。同时伴随着中国在清末民国时期的社会性质的独特性，这

一历史时期高陵地区天主教也具有不同于其他发展时期的特点，这就使得当地天主教自

身的发展传播方式也不断的进行调整以适应中国特有的国情，所以文章在撰写时也将关

注这些特点，以期更好的展现当时当地的宗教历史面貌。

1．2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还没有专门性的著作和文章来研究高陵地区天主教在晚清民国时期的

传播状况，仅仅是一些涉及天主教历史的著作中对这一地区的情况作简单的提及。这些

著作和文章有：

《高陵通远坊天主堂沿革》，李伯毅，载于{：中国天主教》2000年第1期本文是教

会内部人士的作品，对于高陵县通远地区的天主教历史情况作了非常详细地介绍，是一

个重要的参考文章。但由于是教会内部人士的作品，并且只是介绍某一教堂的历史，所

以多有偏颇之处。在具体的内容上只谈及对教会有益的方面，对其他不利之处多避而不

谈。所以在进行参考时应多方查找资料，去伪存真，以期更好的还原历史面貌。

《高陵文史》，此书由高陵县文事委员会编写，在《高陵天主教史概略》一文中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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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的记叙了从元朝至解放初期天主教在当地的发展历程，并且从教区分布、教徒的发

展、教堂的建设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地描述，对于文章的撰写是一个较好的参考。

《基督教与陕西》，王雪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本书了足于

对陕西整个地区基督教发展历史，非常详尽的阐述了基督教在陕西地区自唐朝传入至二

十世纪末的整体发展历史。由于天主教本就属于基督教教派，并且陕西天主教从十九世

纪起，其发展传播的中心便在高陵地区，所以本书便不可避免的将高陵一地天主教的发

展传播历史纳入其中，并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所以此书对于本文的撰写具有重要的参

考价值。

《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顾裕禄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4月第一

版。在本书中将天主教自唐朝进入中国以来的历史作了较为细致地描写，陕西地区是

天主教在中国西北部地区传教的重要地区，而陕西地区从清朝末年以来，传教中心便在

高陵地区，所以本书对于陕西地区天主教清末以来的历史的描写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关高

陵一地天主教历史发展背景的叙述。所以此书对于文章的撰写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高陵县县志》，高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西安出版社，2000年8月第一版。在县

志宗教一目中对天主教发展的历史作简单的介绍，这对于研究这一地区的天主教历史情

况有一个基本的历史依据。

1．3研究方法

本文属于地方宗教历史研究论文，一方面采取文献分析法，充分利用现有的文献档

案，掌握基本的历史史实，理清基本历史线索，并在地方史志，野史杂记，文士别集等

历史文献中认真爬梳找寻相关线索。通过这样研究方法，最终深化对天主教自身发展特

点及对当地造成巨大影响的认识。但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所以还必须进行一定的实地

访谈。

天主教在高陵县在晚清民国发展的历史是本文主要研究及探讨的重点。由于年代邈

远，缺乏文史资料，所以对这一地区的天主教的历史与现状的研究缺乏丰富文献史料。

为了获得较为详实而可靠的历史资料需要进行大量的实地访谈，所以除了基本的研究方

法，还需要走访当地的统战部、政协文史办公室、地方志办公室，以及省地市档案馆等

多家机构，收集不同时期的许多宝贵历史资料，同时在撰写本文时笔者大量走访当地有

关部门和人员，其中包括长期从事教会工作的相关人员，以及教会内部人士口述撰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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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教会发展、活动情况介绍和回忆录，还有当地现存的教士碑文墓志等。从而获得了

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这是本文最大的优点。

1．4概念的界定

天主教属于基督教一个教派，在教义上两者区别不大，在国内也大多将两者混为

一谈，但准确的说两者不是同一个教派。天主教也称罗马公教，其名称“天主教”是罗

马公教传入我国之后的名称。【1】关于其名称的正式确定也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11世纪初，东罗马帝国的教会与西方的罗马教宗正式分裂。之后，东派教会称“正

教”，也就是“东正教’’；西派教会称“公教’’，即“天主教’’。前者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

后者以罗马为中心。唐朝时，基督福音传入中国，称为“景教’’，但那时的景教并非真

正的天主教。到元代，罗马教廷与元朝建立了正式关系，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许多

地区建立了教堂。但当时并未出现并使用“天主教"一词，而大多以基督教或基督会士

等词统称进入中国的外国教会，或者以基督教内部派别名称如多明各会士等称呼。16

世纪末，罗马公教再次传入中国，他们被称为“耶稣会"，这也是经过当时的教宗保禄

三世正式批准的。12]为了使宗教信仰能被中国广大人民所接受，来华的“耶稣会士刀(也

被称为传教士或神父)，他们作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将耶稣基督及造物主(拉丁文Deus)

音译为“陡斯’’，但是由于此名称过于西洋化，不被中国人民所了解和接受。这种情况

的改观直到1584年。这一年，与利玛窦同时期来华的罗明坚神父在肇庆刊印了他的著

作《祖传天主十戒》【31。在他的著作中首次提出并明确使用了“天主”一词，他将基督

教中的“造物主"称为“天主”，如“要诚心奉敬天主，不可祭拜别等神像；勿呼请天

主名字而虚发誓愿”。【4】这是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便有对天崇拜的传统，对于中国人来讲

“天”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如果将造物主与“天"联系起来，无疑是最符合中国人民

的传统信仰的。同时，为了这一著作能够更好地为中国入所接受，罗明坚在做此书时还

特意与福建一位秀才一同润色修改多次之后，才最终进行刊印。网在他之后的利玛窦继

承了这一做法，继续沿用“天主劳一词。1595年，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初刻于南昌，

1603年，在北京再刻印《天学实义》(《天主实义》)，这一年《天学实义》经澳门耶稣会

批准后正式梓行，当时天主教被称“天学”、“西学’’、“道学"等。“天主刀这个称谓经

【11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3
田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55

闭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59

141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80
四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口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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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正式定名后，《天学实义》被改为《天主实义》。[61在此书中，对中国原有儒家思想

予以肯定，认为可与天主教沟通，书中称天主为“天’’或“上帝"，是据中国经书上之

意义(《诗经大雅大明》)，但是1704年，教宗克莱门十一世禁止此称呼，故后来改去“天"

及“上帝’’等字样，但是“天主”、“上帝"在中国开始并用，随之“耶稣会"也被称之

为“天主教”。

天主教内包括耶稣会、方济各会、多名我会、遣使会和巴黎外方传教会等修会。陕

西的天主教在康熙之前及康熙时期为耶稣会士，如汤若望、南怀仁、杜奥定和方德望等

人就属于耶稣会士，他们受北京耶稣会组织领导，这些人在陕西工作了近六十年，直到

1696年因为“礼仪之争’’康熙禁教。礼仪之争的具体原因是因为较耶稣会士后来到中国

的天主教方济各会会士，为了同耶稣会争夺教区而引发的。耶稣会士对于中国教民的尊

敬孔子和祭祖的传统持支持态度，而方济各会则持反对态度，双方为此各执一词、相持

不下。康熙帝支持耶稣会士的主张，而罗马教宗则袒护方济各会士的意见，禁止耶稣会

的主张，并最终于1773年7月取消了耶稣会。康熙帝随之也禁止了天主教在中国的传

教活动。而此后，陕西的传教最终被方济各会取代，高陵地区的天主教也是一直被方济

各会控制的。这是从晚清天主教进入高陵之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的。

[6i顾裕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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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天主教在高陵地区传播的背景及早期情况

2．1高陵地区的地理人文环境

高陵是陕西省西安市下辖的一个县，位于西安市的北部、关中平原的腹地，泾水

和渭水从境内流过。它东临临潼县，西界泾阳县，北与三原县毗连，南跨渭河与灞桥、

未央区接壤。县城面积不大，东西长20公里，南北宽19．6公里，总面积约294平方公

里。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却是全国建县最早的县份之一，“自虞夏已为名地，大禹导水，

泾属渭涣，绕于县南。"f7】其县城名称也是历史悠久，一种说法认为“沪灞之水至高陵而

益大，每遇泛涨，弥漫十余里，然皆南徙，不崩北岸，虽且崩数年，不过一二丈，故县

日高陵。"ISl另一种说法认为“县南有奉政原，高四五丈，高陵之名由是防也。"【9】以后

各朝，县名又有所改动，如“千春”、“高陆"等名称，“至隋时复改为高陵"，才相沿下

来。

高陵由于位于关中腹地，地势平坦，泾水和渭水两条河流流经，加上当地气候适宜，

雨水充沛，所以土地肥沃，自古便有“黄壤陆海"的称号，今天更是被誉为八百里秦川

的“白菜心”，足可看出其优越的地理位置。

历史上，高陵地区的人口因为社会的动乱、水利的兴修或废弃、自然灾害的多寡、

封建政权剥削的重与轻以及疾病的流行等众多外部原因，人口的数量变化不定。至晚清

民国时期，更是因为频繁的战乱和灾荒的影响，人口大量的迁入与迁出，所以晚清民国

时期的人口也是起伏较大、变化不定。最多时达到6万多，而最少时不到3万人。而入

口组成成分主要以汉族为主，仅有极少量的满、蒙、回、维、布依、土家等少数民族人

口，可以说人口比较单一。在教育方面，自古以来便十分卓著。由于建制早，所以在教

育方面历史悠久，秦汉时便有官学，同时民间也设有序庠。以后历代的教育体制更加完

备，设有“书院、儒学、社学、义学、私塾”等众多教育机构。【lo】至清末废除科举制度，

便渐渐转入以传授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为主的近现代教育。但是从整体来讲，整个地区的

教育落后，民国时全县除小学外，仅有一所中学，加上人们生活非常贫困，青少年不能

就学，群众总体文化水平低下。

位于高陵西北方向的通远坊(当地称通远镇)是天主教较为集中的地方。这个镇包

【'】吕楠．明．高陵县志【G】．明嘉靖二十年刊本影印．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刊行．35

嘲吕楠．明．高陵县志【G】．明嘉靖二十年刊本影印．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刊行．38

卿程维雍．清．修．自遇道．清．纂．高陵县续志【G】．清光绪十年刊本影印．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56
【1叼高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高陵县志【G1。西安，西安出版社．2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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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lO个村落，总人口约25000人，是高陵辖内三个建制镇之一，也是规模较大的村落。

在镇中心街上坐落着一座明代宏治年问所建的天主教堂，这座教堂就是远近闻名的关中

和三原教区的中心。

2 2天主教在当地的基本情况

天主教传入高陵之前，当地一直都有少量的宗教活动，包括道教、佛教和伊斯兰教

其中道教和佛教作为本土宗教流传时间较为久远，但到了清末民国时期渐渐的衰落了。

至1928年时，全县仅有道上5人，道姑7

人，并且大多四处远游，没有固定的居住

场所，而佛教在1928年全县也仅有272人。

至于伊斯兰教，在1862年回民起义后，遭

到清军镇压，迫使全县回民离家西迁，伊

斯兰教随之在此地消亡。洲当地宗教信仰

的单一和其他宗教的逐渐衰落为天主教的

立足及以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

境。再加上，高陵一地相对于其他城市来

说地处偏僻，对于晚清还未完全解禁的天

主教来说，地理位置上的偏远保证其传教

工作的J|匾利展开。而且当地教育比较落后，

所以当地群众整体上文化水平较低，但是

圈1通远教量外部

民风纯朴，人口组成上比较单一，所以对于外来事物并投有强烈的排外心理。元朝时，

有方济各会114士来此传教，很快便得到当地人民的认可，此后明朝时更有耶稣会㈣士方

德望等人在此传教。清康熙年间，有富平天主教徒魏良栋后裔及一户姓康的教民先后迁

来高陵刘家堡，成为此地最早的天主教徒。而刘家堡也在当时被来此的西方教士改为通

远坊，意即“通向远方”[141。但是至康熙时期，困“礼仪之争”，天主教被禁止传播，

⋯1高陵县地方志编纂垂员台高陵县志【G】Ⅱ安m版社2(；00：669_673

“”方济各舍．天主教恪尝之一，为意大利人方蒋各所创立，教宗不但认可井给强特权保护．此会发展迅速，势力庞
大．在天主教中占据重要位置．陕西地E的天主教主要被这个戡撮掌握．

LI”耶酥会．天主教捶会之一。由西班牙人洛绮拉于1534年创立．1958年经教宗保韫!世{式认可．但最终因牵涉
政治活动于1773年被罗马教索取消．明朝时传入我国的天主教大多为该会。

“”宗怀德=原鼓区主教访谈时间，2009年8月15日采访地点；高豌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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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西籍敦士被遣送回国，原教堂也被拆毁或改作它用。1151此后，虽然仍有教士来此

传教，但入教的人数仍然寥寥无几，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基本上是处于地下状态。至鸦片

战争后，#l-m传教士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了正式传教权利，天主教势力也因陕西第一任

主教冯尚仁建总堂于通远地区而逐渐兴盛起来。

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高陵一地成为西北地区天主教活动的中心，并随着教区的变

化成为陕西中境教区的中心、三原教区活动中心，其历史悠久、发展规模大、影响大，

是当地天主教徒的圣地，历任主教都常驻通远，统管整个教区的大小事物。外国传教士

来陕西也都居住在通远坊，与外国人通信，其地址就写“中国通远”，由此可见通远天

主教影响之大。

自从天主教在当地开始传教活动，在此的历任主教都大力发展教会势力，修建各种

设施，扩大教堂的规

模，尤其是在天主教发

展的鼎盛时期，如高一

志、林寄爱、胡定邦等

人任主教期间，都曾经

大肆修建教堂，购买土

地、发展势力。高陵境

内的天主教堂6处，大

都修建于晚清民国时

期，这些教堂括通远坊

天主教堂、张自村天

围2通远教童内部

主教堂、郭路村天主教堂、岳华村天主教堂、北仁村天主教堂、蜜蜂王村天主教堂。而

其中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属通远坊天主教堂。

以通远坊为中心的高陵天主教教产，原有的各种建筑规模宏大，占地面积就达到340

亩，主要建筑孵占地面积选123亩，其中包括主教公署的三层大楼、修道院、修女院、

医院、光华小学、邮政代办所、气象站、地震站、发电站等机构，被誉为“东方小罗马”．

但是其中许多建筑或设施由于诸多原因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在当地保存的大量天主教建

筑中，包括主教堂一座、保赤会(孤儿院、育璺堂)、圣母会大楼、神哲学院等建筑。

【Ⅶ高睦县地方志犏薹委员舍高睦县志【q西安出版杜2000：693

．溶震羹鏊

／／、

一．丢l=馨口E苗曼一

．

∥形≯⋯一，一誊受薰一一礴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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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主教堂自1844年修建，至1848年竣工，1857年又进行了再次的修建，至今一百多

年的历史仍保存完好，并一直使用。教堂占地面积约650平方米，可同时容纳2000入；

其结构为古罗马式砖木结构，青瓦盖顶，里面两排大红漆柱作为顶木支撑堂面，堂面造

型美观。[161大堂的里面两侧各有一个耳房，并挂有走廊。尤其令人注意的是在两侧墙壁

上的墓碑。原来历任主教死后都埋葬在教堂内，而不修坟垛，地面依然平整，只是将墓

碑表于墙壁上，墓碑上使用中西两种文字记录其生平。迄今，教堂内已埋葬了主教、副

主教共9位，包括陕西副主教郭德礼、何阿多利各理熙主教、林雅玛笃奇爱主教、西安

教区戴夏德主教、主教方启升、雅尔风徐冯尚任主教、高爱斐削高一志主教等人，每年

的11月2日，会举行大瞻礼，以此来祭奠亡灵。

除了通远坊的建筑外，其它教堂也具有相当长的历史。张白村教堂建于清光绪二十

八年，即1902年。修建之初比较简单，只有简易堂三问。建国后于1954年重新修建堂

七问。郭路村天主堂修建于清宣统元年，即1909年；北仁村天主堂建于1921年，至1932

年又再次修建；其它两座都修建于建国初期。

天主教在百年的时间里，就能具有如此大的规模，并在当地及陕西甚至世界上具有

较大的影响，这同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特有的国情是分不开的，其发展壮大有着深厚的历

史及现实原因。首先，在历史上，陕西便是天主教在西北地区的重要活动区域，而高陵

一地在元朝、明朝和清朝初期便有天主教传教士活动，并发展了大量的教民，所以此地

具有较好的宗教信仰基础。虽然清朝康熙时期，由于禁教使得当地外国传教士被驱逐，

教民几乎丧失殆尽，宗教活动也深受打击，几乎消亡，但是仍有一些传教士在教民的掩

护下躲藏起来，进行秘密的传教活动，成为天主教再次兴起的有力因素。其次，由于晚

清民国时期，陕西地区战乱和灾荒频繁的现实原因，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极端困苦，为寻

求生活和思想上的支撑和依靠，在天主教宣扬的入教便可有饭吃、有衣穿、死后即可进

入天堂等～系列的美好愿望中，众多百姓便纷纷入教，以期在天主教的信仰中寻求现实

中不可能的理想。再加上当地宗教信仰的单一及其他中国本土宗教的衰落，都为天主教

在当地传播提供了良好契机。而天主教也在外国势力和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之下，抓住有

利时机，不仅顺利的再次传入当地，并在晚清民国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t161据高陵文物管理委员会2007年8月lO日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申报资料．

9



第三章19世纪中后期的初步发展

第三章19世纪中后期的初步发展

3 1天主教早期情况

早在元朝时，天主教士便曾到此地进行传教。1328年，意大利方济各会士何理德奉

北京主教约翰·盈德高维诺之命来陕西三原、高陵一带传教，当时拥有教徒千余人。

Ⅲ11630年，德国传教士方德望和郭依纳德来陕西传教，并监管全省教务。他们主要活

动在三原、富平、高陵一带，三个地区拥有教民总人数选20000多人。之后由于明朝末

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大受打击，教民几乎丧失殆尽。1668年，有富平天主教徒魏良栋的后

人及一户康姓教民迁来高陵刘家堡一地，并发展当地刘姓、李姓、王姓、吕姓、韩姓等

五姓中的人人教，㈣使得高陵天主教得以延

续，并逐渐发展，从而开始了此地长达320

年的天主教历史。而原来只是一片荒地的高

刘家在此后也逐渐发展起来，并在此后被当

时的外国教士改名为“通远坊”，意思是“通

向远方”，而这里的远方指的是远在地球另一

方罗马教廷；另一种含义为通向天堂这个遥

远的地方。

康熙八年，即1669年，天主教会和教民

因为中国教民祭祀祖先和祭拜孔子的问题而

发生矛盾，由此引发天主教历史上著名“中

国礼仪之争”。其实，早在天主教传入的早期

便出现过这个问题。天主教传入的早期困难

图3方肩升墓碑

重重，由于中国人民固有的儒家思想，所以早期传教活动并不顺利。到利玛窦时期，为

了便于天主教的传播，利玛窦改变传教策略，不再反对中国人民的固有传统道德习惯，

并认为中国人民“敬孔”、“祭祖”同天主教中的信仰并不发生矛盾，而且他将天主教

的信仰对象J天主”说成中国人民所尊崇的儒家思想中的上帝，由此将两者很好的
结合起来。康熙很是赞赏，称其为“利玛窦规矩”。也正是因此，利玛窦及其之后的时

”[11BI；霪量i喜黧：|黪：麓嚣嚣：：i：裟：。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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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1669年开始的“礼仪之争”却

完全抛弃了利玛窦开创的良好局面。尤其是方济各会宣扬对耶稣基督的一神信仰，反对

中国固有的“尊孔"、“祭祖”传统道德思想。1704年，教皇正式禁止中国教徒祭祀祖先

和祭拜孔子，否则将会采取严厉的惩罚——“绝罚"【19】政策。康熙帝随之下谕“以后不

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20】由此开始了天主教历史上著名的“禁

教”事件。天主教在康熙时期被下令禁止传播，以后历任的清朝皇帝也都采取这一措施，

并且愈加严格，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后才逐渐缓和。所谓的“礼仪之争"表面

上看主要内容围绕中国教徒是否能够祭祖和祭拜孔子等问题发生，但是，实质上体现出

罗马教宗试图控制中国教民的思想，如此发展下去，就会影响到清政府政权，所以康熙

帝及其后继者都严厉禁止天主教。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发映出这一时期的天主教在传

播策略上的局限性。他们并不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而只是采取强硬手段，致使同中国

固有观念和习俗相违背，最终被禁教将近两百年，极大的影响了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

从此之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被完全禁止，天主教教士或被杀或被驱逐出境，教

徒也几乎丧失殆尽，侥幸存留下来的也被迫转入地下，这一情况也反映在陕西的传教活

动中。在百年禁教期间，陕西的宗教活动也被迫转入地下，并且在选择传教地点是也大

都建在远离城市、较为偏远的地方。但是，也正是因此为远离政治经济中心的高陵地区

天主教的发展提供了机遇。171 1年，当时任陕晋代牧主教方启升开始在通远购买土地，

建立起一座拥有7间房屋的砖木结构的教堂，并在此发展教民数百人。【21】这可以说是高

陵发展天主教的起始点，也是高陵通远一地成为西北天主教活动中心的开始。

3．2传教基地的建立：

十九世纪40年代的中国，西方侵略者的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为外国宗教的

传播开辟了道路。《南京条约》的签订，使得清朝对于天主教的百年禁教开始解禁，虽

然在《南京条约》第13条中只涉及对传教者的保护，但这对于天主教来说无疑是一个

良好的讯号。1844年《望厦条约》签订，条约中明确规定可在通商口岸设立礼拜堂。之

后，在以拉萼尼为首的法国使团的威逼利诱之下，耆英的关于结束对天主教的实行的百

Pgl天主教会给予神职人员和教徒的一种处分，受处分者死后不能升天，并且受罚者生前无入愿意同其来往．是天主
教会内极为严厉的处罚手段。

[20l顾裕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l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40

皿1J宗怀德．三原教区主教．采访时间：2009年8月15日．采访地点：高陵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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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禁教政策得到了道光皇帝批准。从此，结束了天主教的百年禁教。而伴随着天主教在

中国的逐渐解禁，陕西高陵地区天主教也正式从这一时期冯尚任成为主教开始传播发展

的。并且，随着发展规模及影响的扩大，高陵通远坊天主教堂逐渐成为天主教在西北地

区的总堂和西北地区天主教话动中心。

冯尚任(A1fomo Donato)，讳雅尔风徐，意大利方济各会士，近代陕西天主教教区第

一任主教。但是最初他来到中国时，却是在山西地区传教。1844年，随着不平等条约的

签订，天主教外部传教环境的改善，传教活动急需大力展开，罗马教廷随之将陕晋两省

划分为两个教区，冯尚任被罗马教廷正式任命为陕西省主教，兼管甘肃教务(1845年一

1848年)。第二年，冯尚任即由晋到陕，负责陕甘教务。此时的陕西天主教，虽然有不

平等条约的保护，但是由于天主教在内地的

传教活动仍是被禁止的，所以从康熙时期开

始的禁教政策仍继续实行，晚清政府对宗教

活动仍然严格控制，天主教活动仍处于地下

状态。此时的传教中心已经由西安转移到关

中东部渭南一带．但此地偏处一隅，距离省

会城市较远，教会发展很不便利。冯尚任到

任后决定另外选择地方建立总堂，考虑到此

时天主教在内地的活动还未解禁，所以不能

将总堂设在繁华的地方，否则容易引人注

意；但是也不能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否

则不利于教会的发展。最终，在高陵县郭路

家村教友的极力劝说之下，决定将总堂设

图4冯尚任墓碑

于距离西安一百多公里、既非省城、又不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高陵通远坊地区。因“该

地既不通大路，与通都大邑亦较远，易于避人耳目，便于举行宗教活动。同时，郭路家

的教友精于武艺者多，在宗教及其他活动方面若发生事情，还能从中搭救。”口≈

伴随着传教中心在当地的建立，高陵天主教活动也由此时正式在高陵一地发展起

来。天主教在当地的发展，教民人数增多、教内事务也逐渐增加，随之要求大量的传教

。嚣”“”陕西省民”务蛋始跌西“族宗教恚弛教部”邪。全宗”8‘寨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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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在此之前的传教人员大多依靠罗马教廷派遣的外籍传教士，这已经无法满足当地

的传教活动的需要了。而且，天主教人士也逐渐认识到，天主教要在中国生存并进一步

发展，就必须依靠中国下层的普通百姓，符合他们的需求，这就需要吸收大量的中国教

民成为教士来宣传教义。为此，冯尚任任主教期间，有意培养中国本土的传教人员，一

方面满足管理教会内部事务的需要；另一方面，也符合了天主教中国本土化的大潮流。于

是，冯尚任时期，在通远坊地区建立主教府的同时，还创办了一所男修道院，以便培养

本地神职人员。他本人亲自任教，并编写了拉丁语课本。∞】这所修道院在以后当地天主

教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培养了大量的神父，例如据现存于通远教堂内的墓碑碑文

记载，有司铎王济方即从此肄业，之后在高陵、临潼、咸阳、蓝田、长安等地传教。[241

鉴于修道院在教会中的重要性，所以院长一职大多由有主教担任，因此以后的许多主教

都曾担任修道院的院长。至1905年时，这所修道院还有修生19人。

冯尚任因病逝世于1848年，时年四十四岁，他的坟墓及墓碑至今仍在通远教堂内。

在他的墓碑碑文简单的记述了他的一生：

泰西圣方济各会鉴牧，冯公，讳雅尔风徐．道光已巳由晋来秦，分设学堂。意极草

创，尚未大备，越戊申，积劳而薨，寿四十有四．

虽然冯尚任任主教仅仅三年，但他却开启了天主教在西北地区传教活动的新的历

史，将陕西天主教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此之后高陵地区天主教的发展进入到

快速发展的阶段，同时奠定了天主教在高陵通远地区的发展基础。自从天主教传入中国

以来，其传教方式主要注重吸引中国上层人士的入教，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

采取的传教策略便是结交当时的朝廷重臣，并获得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历史上，天主教

在陕西的传播不但注重取得上层统治者的支持，并且也在下层百姓中的传播，因此康熙

帝禁教之前陕西的天主教蓬勃发展，教徒人数达到6万余人，是当时教徒人数最多的省

份。康熙禁教使陕西传教事业受到严重打击，教徒丧失殆尽，传教活动也被迫转入地下。

这也迫使天主教教会转变传教方式的侧重点，转而将下层百姓作为传教活动重点。而冯

尚任建总堂于高陵一地的做法也正是符合了天主教在这一时期的传教策略，也使得遭受

百年禁教打击后的陕西天主教获得了又一次重新发展的良好时机。冯尚任时期能够如此

顺利的在高陵地区建立传教基地，也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资

本主义势力在全球扩张，而宗教文明作为西方文明的代表也随之扩张。坚船利炮打开了

【捌宗怀德．三原教区主教．采访时间：2009年8月20日．采访地点：高陵通远

[241董柱国．高陵碑石【Ⅶ．陕西古籍整理办公室编．三秦出版社．199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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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国门，也为十字架的传播铺平道路。加上1 844年《望厦条约》及后来的一系列

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迫使晚清政府逐渐取消了对天主教的百年禁教。冯尚任便是充分的

利用这时期的有力条件开始为天主教在陕西的恢复和发展做好了准备。虽然在这一时

期，由于中国内地对于天主教的活动还未完全解禁，冯尚任不得不将传教中心建于高陵

一地，但他的所作所为却为以后陕西天主教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高陵

一地也由此时起开始成为天主教在陕西的传教中心，正如后人评价“天主教总堂在西安

土地庙街⋯⋯天主教的根本势力，则在高陵之通远坊，其地几与租界无异。”口51

3 3回民起义中的发展

冯尚任去世后，高一志接任陕西主教，为陕西教区第二任主教。高一志(EphJsius

Chiais)，意大利人，1834年来到中国，晟初传教于山西，1835年来到陕西。冯尚任去

世前就被委任为主教继任者，并在1847年被祝圣为主教，冯尚任去世后即接任主教职

位。高一志自1849年任主教起，至1884年去世．历时三十五年，是历任主教中任职时

间最长的。在他任职期间，高陵地区天主教以至这个陕西地区天主教都获得了相当大发

闰s高一吉墓碑

展。1858年《天津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

约》，使得外国宗教传教权从通商口岸延伸到

内地，天主教取得在内地公开传教的自由，

并从这一时期大规模的传播开来。由此，陕

西天主教的传教活动逐渐转为公开，随之高

陵天主教也蓬勃的发展起来，体现在教堂建

筑发面大力修建、在教民人数上也迅速上升。

首先，高一志大力扩展了通远坊，扩充

冯尚任时所建造的神学院和主教府．并于

1857年修建通远坊丈教堂。[261新教堂宽14

米，长约46米，占地面积1166平方米，是一

座主体为哥特式的中西台璧二层建筑，可容

伽嚣西省档案馆存陕西省黾战事务委员会陕西省民蕨宗教志厌主教部分资科fG】全宗号2281案卷号”9‘196“
l坷1陕6西省档案馆存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陕西省民族宗教志呒主教部分蟹料【q垒宗号228案卷号129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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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2000人同时“礼拜刀，同时也是当时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教堂，号称天主教西北总堂。

12刀而扩建的神学院为当地培养了一批中国籍传教士约12人。这些传教士主要活动在三

原、周至、户县、岐县、渭南、临潼等地及山西和甘肃等省，其传教时间长达十几年到

几十年不等，大大扩展了天主教在关中及整个西北地区的影响力；同时，从1836年至

1861年，到陕西进行传教的外国传教士也近十人。高陵天主教的迅速发展，使之成为陕

西以至西北地区真正意义上的传教基地。

高一志任主教期间经历了回民起义及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因为在当地时间

短暂，并未造成较大破坏，所以影响不大。而回民起义却成为当地天主教发展的又一个

重要的契机，由于主教高一志策略得当，使得天主教教民数量得到迅速发展。

1862年，陕西爆发回民起义。同年五月十四日，起义军“陷渭北之高陵、三原等地”，

然而，对于所攻陷的城镇“皆弃而不守，饱掠归巢’’。128】陕西的天主教力量在起义最初

也遭受极大地损失，高陵县城也未能幸免，起义军经过后，县内清查户口“县户绝者四

千二十有八，男女死亡者三万二千一百九十一，唯通远坊一村无恙。’’[291原来当回民军

队进入高陵通远坊时，高一志和回军首领进行交涉，“说大家同是‘主’的信徒，从而

彼此成约，互不相扰，"【301并且还往来密切，关系融洽，所以“回军不但不加害教民，

反而特别保护并帮助教民，甚至赠送教民物品。静【3l】因此许多非教民为了自身安全，本

着“依教万“靠教"的出发点，也纷纷申请加入天主教，全省教民数量猛增至两万多人。

其它各处也对这一事件事件有大量的记载：如“同治元年回变作，邑人者多归附于天主

教，得偷生焉。迨多忠勇、左文襄公统兵西麾，扫清关陕，回种亡，天主教盛。"【32】回

民起义失败了，但在此期间加入天主教的教民却大多因为俱怕起义再次发生而不敢贸然

退教，所以教民人数在此期间不但大幅增长，而且非常稳定。

1878年，陕西发生饥荒。高一志以天主教教会的名义进行赈灾，在高陵地区施放

粥饭。高一志的这一做法一方面是出于天主教的救助灾民的意愿，而另一方面却也是要

以此作为吸收教徒、发展教会力量的一种手段，他规定：凡是想要吃到教会粮食的非教

徒，必须先立下誓言入教，并且入教后不再退教。这就是所谓的“吃教”。这种做法确

实起到了很大作用，使教徒人数大量增加。由此，在高一志时期，高陵天主教徒的数量

1271西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西安市志．西安出版社【G】．2006：93

[281中国史学会主编．回民起义【G】．神州国光社．1953．4：219

1291程维雍．清．修．白遇道．清．纂，高陵县续志【q．清光绪十年刊本影印．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367

[3el高陵文史委员会编．高陵文史资料【G】．2004．14：184

13l】陕西省档案馆存．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陕西省民族宗教志弓黾主教部分资料【G】．全宗号228．案卷号129．1963：
16

【32】据张元际(清)纂修．光绪三十二年抄本影印．兴平县乡土志【G】．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74



第三章19世纪中后期的初步发展

达到了700多人，较之前的数量可以说是大大增加了。但同时也有不利的方面。由于高

一志发展教徒心情过于迫切，不太注重教民的素质而只是一味的追求数量，所以在吸收

教徒时“不问贤愚，盖准其习教，”因此，县内“流寓之民与齐民有夙愿者，往往藉入

教以竞胜’’。而且，许多人认为，一旦入教后，“尚奉县官约束，唯谨不敢少违异”，实

在是“迫于势之不得已”而入教。【33】这种做法影响了教民的整体素质，使得天主教在当

地的影响受损。

从高一志时期高陵天主教的发展可以看出，天主教的迅速发展与这一地区的战乱和

灾害有着重要的关系。百姓为躲避战乱而入教，为在灾荒中获得教会的粮食存活下去而

入教；天主教则利用战乱灾害和教会雄厚的经济基础，大力宣扬教会的宗教信仰，宣称

教会的仁慈帮助都是因为所信仰的耶稣基督救济众生，以此吸引或者强迫群众入教，由

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现象，即所谓的“靠教’’“吃教”现象。在这一时期，高陵一地由

于连年的灾荒和战乱，导致当地人口从1861年的5万多人锐减到不足3万[341，而天主

教却在这一时期教徒人数大增，不得不说是因为群众的“靠教’’“吃教”行为，天主教

的这种传播手段是其在晚清民国时期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方启升至高一志这三位主教任职期间，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是高陵天主教

发展起步阶段。天主教在经历近两百年的严酷打击之后，重新获得了在中国发展的机会。

从高陵天主教发展的过程来看，天主教寻找到了一个在当时中国发展的较好的方法，那

就是扎根于偏远地区，保存力量，以图发展；同时对于中国具体的情况也审时度势，保

持和各派力量的良好关系。也正是认识到这一点，回民起义后的第四年，即1866年，

陕西巡抚乔松年在西安府于高一志议立保护教士条款四条，并咨呈总署备案。[351由此，

更是为陕西天主教在以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方启升开启了高陵地区天主教的历史，冯

尚任奠定了通远坊天主教传教地位，而高一志则开始了高陵通远坊真正意义上的传教中

心的地位，并将高陵天主教的传教活动推向了一个高潮，使得这一时期的天主教发展到

了一个黄金时期，也为以后整个西安地区天主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f33J高陵文史委员会编．高陵文史资料【G】．2004．14：185

【蚓高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高陵县志【G】．西安出版社．2000：15

嘲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hq．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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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持续大发展

4 1林奇爱时期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陕西正处于多事之秋，高陵地区更是灾难不断，不仅出现

多次的灾荒，并且伴随着多次的战乱。据资料记载，从1 877年开始至1910年的30年

间便发生旱灾和水灾达13次之多惭I，同时又发生了回民起义和义和团运动。连续的灾

害和战乱对当地社会安定和经济的发展造成极大的损害，人口大量减少。但是，天主教

的发展却末受到影响，相反，在这一时期却有较大的发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继

《南京条约》之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订，为外国宗教在内地的传播铺平

了道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这个时期的几位主教充分利用了天灾人祸等时机，大力

吸引群众入教的原因。

首先，继高一志之后为主教的是

林奇爱。林雅玛笃(Amatus Pognucc)，

讳奇爱，意大利人。1864年来到中国

进行传教，第二年来到陕西，越二年

升为副主教，137]协助高一志处理教内

事务，高一志去世后继任，为陕西教

区第三任主教。在他担任主教时期天

主教继续发展。

圈6保赤会遗址

林奇爱担任主教时期再次扩充了高陵通远坊的大教堂，新建通远坊主教府三层大

楼，但在1954年，由于基础不牢全部拆去；同时，在1884年，通过法国公使与清廷交

涉，收回了西安天主教南堂，并在1892年扩建，使之成为西安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座天

主堂。o目而这座天主堂也成为以后西安总堂的最初模型。

1887年，陕西发生大早，灾情严重，大量饥民流离失所。当时还担任副主教的林

奇爱协同高一志主教赈济灾民，并利用这一机会组织饥民修筑通远坊城墙南城。林奇爱

继任主教继任之后，继续修建了北城，这就是当时有名的通远坊城垣，其目的主要是为

了保护教会财产，并便于传教事务的进行。城垣在以后由于年久失修，同时也因为失去

篇蠹iii瑟i委|嚣i；嚣；曼酷““”“⋯
删西安市地方志编纂蛋虽会西安市志【0】西安出版社200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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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基本保护功能最终渐渐消失。

天主教传教方式除了在发生灾荒和战乱时吸引群众入教外，另一个重要的方式便是

大力兴办慈善事业和采取以医药布道的传教策略。1886年，林奇爱从“欧洲招了一批方

济各圣母传教会修女，在妇女中进行传教活动，并兼办孤儿养老事务。"【39】玛利亚方济

各传教修女会简称为“圣母会”，俗称“白会’’，因为这个修会的修女服装为白色所以有

此称法。圣母会属于国际性的修会团体，本名圣方济各圣母传教会，又名圣母圣心会。

初创于法国，1884年传入中国。㈣林奇爱时期六位法国修女从马赛经过六个多月的旅

程，来到高陵，自此圣母会传入陕西，之后由高陵一地有传入其他地区。如1899年，

圣母圣心会传入三原，在油坊道购地建修女院，意大利人若忍娜任院长。【4l】为此，在通

远坊内修建了一座修女楼。在以后的发展中，她们又办起了慈善事业——保赤会，会内

包括育婴堂、孤儿院、养老院和医院。其中，医院有“外国西医5名，院长为意大利人

玛利亚·若翰纳。医院一直持续到1948年，之后外国医生陆续回国，遂自行解体。"f42】

这也是高陵最早的西医，慈善医院的开办为当地的人民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同

时，也为天主教在当地树立良好的形象发挥了极大作用。伴随教务的发展，教会为保赤

会修建了占地约30亩、拥有四五十个房间的长房和一座拥有八九十间房屋的双层转角

楼。

到此时，高陵天主教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机构：教堂外筑有高大的城垣，城内教堂高

耸，楼房林立，包括一座三层高的主教大楼、一所占地20多亩神学院、一座修女楼、

一所专供教外人士学习的“保禄学校”、一所医院，以及保赤会、育婴堂、孤儿院、养

老院。

在教务上，由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传教活动在内地的合法化，陕西的宗教活动已

经完全公开进行，并得到慈禧的谕令和清政府对天主教的大力保护。1899年正值义和团

运动的前夕，各地纷纷掀起了反洋教运动，据当时陕西巡抚魏光焘的奏折，以陈鹏、刘

云灿等人为首约定在这一年的九月十五日打毁高陵天主教堂，但最终事情泄露，被全数

抓获，【43】高陵天主教免于一劫，但从此事也可印证当时清政府对天主教的大力保护；1900

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天主教在全国各地受到打击，但西安地区由于慈禧太后下谕派

I捌陕西省档案馆存．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陕西省民族宗教志!天主教部分资料【G】．全宗号228．案卷号129．195：
18

【舯1西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西安市志【G】．西安出版社．2006：95

H11三原县志编纂委员会．三原县志【G】．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2000： 981

【镯高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高陵县志[q．西安出版社．2000：601

呻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末教案【G】．1998：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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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保护教堂，及神学院毕业生曾义宏的大力传教，”嗍教民人数这一时期没有减少，反

而大大增加，高陵天主教势力也随着陕西天主教力量的发展也大大增加。

随着教会的发展，教内事务日益繁杂，仅由林奇爱一人管理全境宗教事务已力不

从心，所以1887年划分汉中教区。但由于失误，却出现了差错。原来林奇爱划分汉中

教区“本为扩张方济各会之势力，曾致函罗马方济各会总会长，要求该会会士来陕西接

管陕南教务。"1451但委派何人为陕南教区的主教必须经罗马传信部[461批准，所以林奇爱

在寄给罗马方济各会会长的信中又另外写给传信部一封呈文，其意图是希望方济各会会

长事先有所准备，能从中斡旋，争取陕南教区的教权，最终却阴差阳错，罗马方济各会

会长接到信后，发现有传信部的呈文，未及看信，先将呈文转上，等到看信后方才知道

林奇爱的意图，后悔不已。之后传信部将汉中教区于1887年交给另一个教会管理。这

成为以后教内纷争的隐患。

总之，林奇爱时期高陵天主教进一步的发展，通远坊也从过去的一个蛮荒地变为人

口稠密的城镇，成为当时西北地区名副其实、远近闻名的天主教传播中心，因而被誉为

“东方小罗马”。据说，外国人邮寄到此地的信件只要写上“中国通远坊”即可，147]I扫此

可见教会当时此地的影响力。但是在发展的同时也潜藏着不安定的因素，教会内为争夺

教权明争暗斗，即使是同属方济各会的教士也是如此，同时又因为其背后的帝国主义势

力的不同，其争斗更是互不相让，这种情况在以后逐渐的暴露出来并进一步的恶化，给

整个教区的发展带来不利。

林奇爱逝世于1901年，至今高陵天主教堂内仍完好保存期墓碑，碑文记述其一生：

泰西圣方济各会士，陕西第三任主教，欧洲意国人，生于一八三三年，自幼弃俗入

院精修。行年三十一，报道来华，越二秋升副主教，寻赴罗马参梵蒂冈公会议．无何继

任高公正大位，充中国第二区议会会长。推广堂宇，修保赤会，省垣，高陵建筑一新．

性慈善，济困扶颠，阖属爱戴，有12皆碑．适庚子难作，竭力维持，继遭荒疫，心神俱

碎，一病长逝，时一千九百一年，在位三十四载，享年六十有八．

4．2何理熙和胡定邦时期的教内纷争

何阿多利各(Odorico Giuseppe Rizz)，讳理熙，意大利人，陕西教区第四任主教。

[441西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西安市志【G】．西安出版社．2006：92

145'1陕西省档案馆存．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陕西省民族宗教志厌主教部分资gt[G]．全宗号228．案卷号129．1963：
19

嗍罗马教廷行政管理机构之一，17世纪20年代成立，全称“宣传信德部”。主要职能是指挥全球的传教工作及传
教士的合作，专门负责培养传教士和派遣传教士。中国教区隶属传信部管理。

M宗怀德．三原教区主教．采访时间：2009年8月20日．采访地点：高陵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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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任职期间，陕西方济各会传教士尔倾我轧、互相排挤的情况日甚一日，当何理熙逝

世之时，明争暗斗的现象已呈表面化，何理熙得病之后很快死亡也与此有关。

何理熙来陕西之后主要传教于周至、户县和岐山等地。1902年被委任为陕西北境

主教，但是他的委任状到达陕西后被劫，所以未能及时就任。之后被二次委任，才正式

接任主教一职。但他在任只有两年多便去世，“据传：何理熙的委任状被德国方济各会

教士在渭河中途劫走。则何理熙逝世之速，原因明显矣。"[481另一原因，也是由于何理

熙外出巡视教务，在途中冒雪生病有关，回至高陵医治无效而死。【49】虽然，何理熙的死

亡与教内纷争没有直接的关联，但从委任状被劫一事可以看出此时教内纷争已趋激烈。

争斗双方虽然都属于方济各会，但由于国籍不同，利益也就有所不同，从这点也可反映

出各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争夺。

当时，陕西各地除意大利方济各会士之外，还有英、法、德及西班牙等国的方济各

会士，而以往主教都为意大利人。随着帝国主义在华利益争斗日益的激烈，陕西教区不

同国籍的天主教教士也开始了教会内部权力之争，高陵一地作为陕西天主教的中心也不

可避免的被卷入其中。这引起了远在罗马的方济各总会的注意。为缓和争端，方济各会

总会长在何理熙死后，向罗马传信部推荐德国人胡定邦继任主教职位。这种方法虽然暂

时缓和了矛盾，但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争端，相反，却助长了德国方济各会士的气焰。

胡定邦(Alanasio Goethe)，德国人。于1905年1月30日在德国被“祝圣"[50l，

至第二年回高陵正式接任主教职位。他到高陵就职时，大放烟火，以示庆祝，并限制进

入通远城内观看的人数，致使未能进入的人踩踏当时将要成熟的棉田麦地，造成很大损

失，也激起了民怨；另外，他与其弟倚仗财势，欺压百姓，使用蛮横手段扩张声势，造

成恶劣的影响。天主教教规中，不允许教民吸食和种植鸦片，教规本来是劝诫教民规范

个人行为，但是胡定邦却借由这一教规，与其弟强行捣毁一户教友家种植的鸦片，因此

其弟被痛打几乎丧命。天主教本为在教民中实行天主教教规，劝导教民禁种鸦片，但是

由于胡氏兄弟的粗暴做法，反而激起了教民强烈的反抗，削弱教会在教民中的影响力。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法战争激烈，教会内也分成德国和法国两派互相

争斗。当时，陕西教会中，“德籍教士以胡定邦其弟为一派，法籍以穆斯理(时任副主

嗍陕西省档案馆存．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陕西省民族宗教志厌主教部分资料【G】．全宗号228．案卷号129．1963：
23

鲫此处根据教堂内所存何理熙墓碑碑文。
踟基督教的一种宗教仪式，认为由司祭(主教、神父)或牧师按照特定仪式，诵念规定经文，可使人或物“圣化”，

以奉献上帝，为教会所用。在高陵逐渐发展成为，若主教未经祝圣，那就是未经梵蒂冈教廷授予主教职位，便不
是真正的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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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也是继胡定邦之后的主教)为首，两派互相谩骂，以至不共进餐⋯⋯当时混乱现象，

实为陕西开教以来所未有。刀[511在他死后仍被人痛恨，而他造成的影响在以后长时期都

未能消除，甚至愈演愈烈。

胡定邦任职期间，教内纷争不断，但是天主教势力却在这一时期有所发展。体现在

以下方面：第一修建新教堂，如郭路村天主堂便是在他任职间1909年修建的：第二，

在他任职期间，教会在经济上比较富裕，所以能够顺利的展开各项活动。高陵教堂资金

主要有以下几种来源：一是教民捐款和神父们到社会上的募捐；二是向梵蒂冈传信部的

申请；但是由于民国时期战乱不断，人民生活的极端贫困，所以教民的捐赠是极其有限

的，而来自传信部的款项也是朝不保夕的，所以，高陵当地天主教的经费一直都是非常

拮据。但是，在胡定邦任主教期间却相当的富裕。原来，胡定邦有弟弟在美国经商，并

且其亲友对于他也大加帮助；同时，胡定邦本人还曾亲赴美国进行筹款，所以其一生钱

财富裕，豪华奢侈，甚至有人说，他的死亡是因为钱财而被基督教人暗害。【52】

从何理熙开始至胡定邦时期是陕西天主教自解禁以来最为混乱的时期，教内纷争是

导致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由于个别主教的个人因素而导致的。表面上看教内

的纷争是天主教内不同派别的争斗，但究其实质，在各个派别的背后其实是各个不同的

帝国主义国家，各派别所代表的是各帝国主义的利益，从而反映出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

国的激烈争夺。旧中国的外国宗教是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进入中国，近代中国外

国宗教能够得到迅猛发展，很大原因上也是因为教会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各个不同

教派为了自身的发展对帝国主义也具有很大的依赖性，所以在不同程度上又维护帝国主

义的利益，这两者相互依赖、不可分割，形成了外国宗教在华传播的独有特点。而陕西

高陵地区天主教同时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天主教因为有帝国主义的支持，所以在晚清民

国时期获得了强有力的外部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天主教的传播，但同时也带来许

多的不利因素。由于教会内部教士来源于不同的国家，他们代表着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

的利益，这些教士能够在教会内取得一定的地位和权益也是因为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

为了维护自己在教会内的权益，他们也就不得不维护支持自己的各个帝国主义的权益，

这也是教会内教士们争斗的实质。外国教士的争斗势必给当地天主教的发展带来很大的

t511陕西省档案馆存．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陕西省民族宗教志·天主教部分资料【G】．全宗号228．案卷号129．1963：
24

(521陕西省档案馆存．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陕西省民族宗教志天主教部分资料【G】．全宗号228．案卷号129．196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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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他们的争斗也势必会以牺牲中国教士和教民的利益为最终结果，所以天主教在中

国的传播必须有中国人民来掌握宗教大权，并管理教区内的事务，宗教活动必须符合中

国人民的利益，真正做到中国的宗教中国人自己掌握，只有这样，宗教才能健康顺利的

发展。

4．3穆斯理时期的内外交困

胡定邦任职期间教内纷争已经相当激烈，但是范围较小，也仅仅存在于个别教士当

中；但是至穆斯理时期争斗逐渐升级，并扩展到整个教区，这些争端又恰恰是由穆斯理

主教挑起。同时，这一时期高陵天主教的发展也面临着来自教会外部的诸多威胁。

胡定邦逝世后，在高陵通远坊的七位西班牙传教士一致签名要求罗马委任副主教穆

斯理为正主教。但是许多人认为穆斯理不足以但当这一职位。因为“其品行不良，道德

败坏”，[531以至在湖北神学院时被险些开除。之后他跟随两位法国传教士到陕西，被林

奇爱主教收留，直至被委任为继胡定邦之后的新任主教。七位法国传教士联合签署要求

委任穆斯理为新任主教，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排挤教内的意大利教士的势力，而穆斯理的

继任也宣告了意大利教士在教会内优势地位的失去。

穆斯理(Gabfiel Maurice)，法国人。他上任后，继续实行排挤意大利教士的政策，并

运用各种手段迫使意大利教士自动离开陕西；除此之外，当时英、法、美和西班牙诸国

的方济各会士日渐增多，彼此之间有产生了新的利益冲突，斗争的中心为法国和西班牙

教士之间。1911年，陕西延安由关中道分出另设主教区，主教为西班牙人易兴华。[541

但是，穆斯理却多方阻挠易兴华上任，以泄私愤。如易兴华升任主教后，由高陵通远坊

上任，穆斯理在他住的房间放上饲养牲口的饲料，对其侮辱；等到易兴华行到铜川之后，

又派人将他从高陵通远坊带走的祭品全部追回。155]由以上事件可以看出此时教会内争斗

的激烈，而穆斯理骄纵蛮横的态度更是引起教会内外的一致反对，辛亥革命时期发生的

事情最终导致其辞职。

辛亥革命革命时期，有渭南的教友因为分家产而引起争端。穆斯理强迫当地神父党

伯禄进行排解，而这一做法干涉了教友的家庭事务，引起教友家人的愤恨，最终党神父

1531陕西省档案馆存．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陕西省民族宗教志厌主教部分资料【G】．全宗号228．案卷号129．1963：
25

踟高陵文史委员会编．高陵文史资料【G】．183
Is51陕西省档案馆存．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陕西省民族宗教志厌主教部分资料【G】．全宗号228．案卷号129．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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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诬告而杀。穆斯理知道后大怒，决意报复。因此，他来到北京参见法国公使，要求出

兵，但因其态度蛮横而被拒绝。但此事造成了严重后果，罗马教宗也因此密切关注陕西

地区教务发展情况。在外部，天主教会有面临来自当地武装部队的威胁。原来，穆斯理

自上任以来，由于其蛮横无理，同地方积怨颇深，所以担心军队袭击通远教堂。1910

年，穆斯理因为惧怕革命军队张凤翔袭击高陵通远坊，武装神父、修生和教友，自任统

帅，每日朝夕操练，气势森严，在当地引起恐慌；1914年，由于教区经济拮据，穆斯理

亲赴欧洲筹款。趁此机会，罗马教廷委派山西太原主教风朝端来高陵视察教务，实际是

为了处理穆斯理和西班牙教士历年来的争端，穆斯理不得已向罗马教廷提出辞职。

从主教职位之争中法国意大利教士的矛盾到后来的法国西班牙教士的矛盾来看，这

时的教会内部争斗已经非常严重，再加上外部面临的地方武装部队的威胁，使得当地的

天主教发展步履维艰，穆斯理的辞职真正的原因在于历年来的教内教外的矛盾和纷争严

重影响了教会的发展；同时，穆斯理任主教期间，表面上看此时教会顺利发展，声势浩

大，但其实已是外强中干，在经济上已远不如前两任主教，再加上穆斯理个人好大喜功，

在任职期间大兴土木，使教会在经济上更加困难，引起教内外的怨恨，最终在罗马教廷

的压力下被迫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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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民国时期的恢复与发展

5 1希贤时期军阀混战中的大发展

民国时期，天主教的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来自外部的军阀混战。继晚清的灾荒及

战乱之后，中国社会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大混乱时期，不仅对人民生活和全国经济的造成

更大的危害，同时再次为天主教传播提供良好的机会。

当穆斯理辞职时，西班牙传教士在陕西关中教区己占了绝大多数，声势浩大，很有

可能夺取教内领导权的倾向。为了稳定关中教区的形式，平息长久以来的教内纷争，罗

马敦宗并未任命陕西教区的西班牙敦士为主教，而是选择了山西太原的希贤主教担任陕

西中境教区的主教。希贤(Eugenio Massi)，意大利人，1909年代风朝瑞为山西太原主教。

当时风朝瑞主教把持太原所有宗教大权，希贤不愿充当风朝瑞的傀儡，两者矛盾日益加

深：正值此时。陕西教区主教穆斯理提出辞职，西班牙会士觊觎陕西主教一职，罗马教

廷抓住机会，任命希贤为陕西主教，轻而易举的解决了陕西和山西的问题，也由此结束

了陕西教区长久以来的争斗，使得阻后陕西教区的发展获得一个较为稳定的内部环境。

希贤任职从1916年至1928年．长达12年。这段时期，陕西军阀割据，互相攻伐，

给各地带来极大地灾难，高陵

一地也不能幸免。如1926年，

直系军阀镇嵩军刘振华围困

西安，派麻振武师驻守高陵，

之后是梅发奎部。梅发奎驻守

高陵之后大肆搜刮，命令居民

3天之内交出金银首饰，【删

但是唯独通远坊地区幸免。究

其原因，不得不承认教会在这

一时期的作用，尤其是主教希

图7圣母会建筑遗址

贤的作用。原来希贤为人圆滑，在战乱时为保全教堂同各方面都互通生气，再加上他的

背后又有国外势力作为依靠，所以当时军阔才不敢觊觎通远一地。而通远城也成为当时

人们避难的场所。这其中不但有一般的士绅富豪，甚至包括军队首领的家人，曾任陕西

‘q高陵县地方志糖纂委员台高瞪县志IG】西安出版社2000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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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国军总司令的郭坚，他的大夫人便在通远坊保赤会内住过，躲避战乱。【57】据统计，当

时在此避难的人达到一万人之多。

希贤时期，高陵天主教虽然面临危险地外部环境，但总体来讲，都是有惊无险；而

且由于内部纷争平息，所以教会还是得到了发展，主要有1923年创立了“耶稣圣心方

济各第三修女会”。耶稣圣心方济传教修女会简称“圣心会”，本名方济各第三修女会，

当地俗称“黑会"，其名称的由来也是因为此会的修女服装为黑色。1923年由希贤和另

一个西班牙人创立，并经过罗马教皇的批准，地址就设在高陵通远坊，也是从这个时期

起，圣心会成为中国天主教修女自己的组织。这两个修会的主要工作是在妇女中传教、

帮助神父处理教内事务。同时修女会还兼办教会的慈善事业，“保赤会"即负责这些事

务的主要机构，如医院、孤儿院、养老院等。这些慈善机构发挥了较大作用，如“天主

教育婴堂，以教养名义曾收养社会上许多弃婴、孤残儿。斗[53】而这个修会的成立其主要

目的是便于在妇女中进行传教，争取更多的女性教民；同时实行“全家归主运动”，即

利用教徒劝说尚未信教的左邻右舍或亲人入教，而且必须是“男子一人入教，男子一家

皆教民也一。嗍并且依据天主教教规，一家之中，只要有一人入教便全家入教；一家之

中，只要父母信教，那么孩子出生八天便进行“洗礼”入教；一家之中只要男子信教，

全家便集体入教。可以看出，此时的天主教传教方式已经相当成熟，并趋于多样性。不

但利用灾荒战乱和各种慈善事业来吸引群众入教，而且注重采取各种方法，一个一个村

庄、一个一个家族的去争取占当地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 因此，此地的天主教民

人数在战乱时期，没有减少反而增加。1928年，全县教民1497人，其中男性教民746

人，女性教民751人，[601远远超过了其他地区的教民人数，是当时关中地区名副其实的

传教基地和活动中心。

5．2戴夏德时期的持续发展

希贤任职的后期，由于还要管理汉口地区的教务，所以难以顾及陕西教区的事务；

再加上各地战乱，交通不便，所以很少回高陵地区。而陕西教区事务主要由当时任神学

[571陕西省档案馆存．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陕西省民族宗教志—天主教部分资料【G】．全宗号228．案卷号129．1963：
30

I蜘高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高陵县志【G】．西安出版社．2000．451

【59】高陵文史委员会编．高陵文史资料【G】．185

州高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高陵县志【G】．西安出版社．2000：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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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院长的戴夏德负责。1928年，为了使关中教务有专人管理，经研究罗马教廷委任戴夏

德为陕西关中主教，之后希贤便离开陕西专管汉口教区。

戴夏德(FlorentiusTessiatore)，意大利人，1915年来到中国，传教于山西广灵等地。

1917年，随同希贤来到陕西。1928年继任主教，任职3年有余，于1932年，偶染风寒，

医治无效，卒于通远坊天主教堂。【6”虽然戴夏德任主教时问仅有三年，但在这三年中，

由于方法得当，所以高陵天主教继续发展。

他采取的传教方法是继续实行“全家归敦

运动”，吸收大量教徒，发展教民数量。同时，

在1929年关中发生的饥馑时，戴夏德在通远

开办粥厂，赈灾舍饭，借此机会，接受进教教

民，全县教民得到再次发展。[621在这期间，鉴

于教会势力和教会的发展，为了传教的方便起

见，戴夏德将通远坊总堂正式移至西安土地庙

十字天主堂内。从此，通远坊变成为方济各会

的会院。而在1932年，关中教区的再次划分，

高陵教区最终属于三原教区管辖，总堂也移至

三原。但是由于三原一地教民人数太少，力量

薄弱，所以三原教区主教仍常驻高陵地区，在

圈8藏夏德墓碑

此地管理教区内各项事务。

戴夏德时期还促进了先进的西方科技在当地的传播。原来戴夏德精通物理学和机械

学，尤好电学，他在通远坊内安置自动发电机，装置电灯和无线电台，设立地动仪，监

铡地球变化。1920年，又修建气象台，预报天象气候变化，便利当地群众的生活，而他

设置的发电机也是县内最早的用电记录。【。1不但如此，他还把一些重要的西方科学，如

数学、物理学、化学、地动学、天文气象学、机械学、电学等列为教徒学习的课程，并

设有理化仪器实验室。他还带来汽车、自行车教教徒使用。哗’这些先进科学知识的引进，

从客观上促进了西方科技在当地传播。

㈨根据教堂内所存戴夏德墓碑碑立．
【“高艟文史委员会绾高陵文史资料【q 185

【Ⅻ陕西省档睾嘻存陕西省B族事务蚕员舍驶西i民族宗教志呒主教帮分资料IG】全宗号228案卷号129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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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夏德时期，高陵天主教持续发展，但此时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也此起彼伏。

在这样的情况下，高陵天主教也因其各种暴行而遭到当地人民的法抗，直至新中国成立，

教堂权利收归中国人民自己管理。

5 3民国末期中外矛盾中的高陵天主教

希贤任主教时，因为教会的不断发展，便有意将关中教区进行划分。到戴夏德时

期，即里请罗马教廷将关中划分为西安、三

原、大荔和风翔四个教区。至1932年梵蒂

冈传信部划分西安总教区为西安、三原、周

至、大荔和风翔五个教区。三原教区归意大

利威尼斯方济各会传教范围，设三原主教

府，管辖高陵、富平、泾阳等13个县城。

[651自此高陵一地归属三原教区辖内。

这一年，班锡宜(刚get豳P8si曲也被罗

马正式委任为三原教区首任监牧主教。此

时，伴随着中外矛盾在中国的激化，全国人

们掀起了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在高陵地

区，人们的爱国意识也逐渐的加强，对于当

地教会人士的反华反人民的行为，开始了激

圈9二十世纪中期的教堂

烈的反教会的运动。再加上班锡宜此人历来蔑视中国，认为“中国野蛮”惭】，所以在他

任职时期，高陵地区中外矛盾激化。

高陵当地的中外矛盾集中表现在外国天主教教士同中国学生及外国教士同中国神

父之间。第一对矛盾早在戴夏德时期便已经出现，主要原园是因为戴夏德对于班锡宜排

斥中国人做法的支持。到班锡宜任职期间．更是变本加厉，致使矛盾不断的激化，发生

多次神学院学生的反抗运动。此时的神学院CY．称神哲学院、修道院或者修会)，位于

大教堂西150米，占地面积约7 36亩，主要是培养中国神父，陕西在没有划分教区阻

：；嚣il嚣霉铬蒜麓裂裂嚣鬈燃篓耋器0粕。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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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有的中国神父都是在这里进行学习的，据统计大约一百多人，【67】对于陕西及高陵

天主教的发展都非常重要，所以历来院长的人选都非常重要，历届的主教都曾担任过这

一职位；而神学院教师也都多由外国教士来担任。1928年戴夏德任命班锡宜为神学院院

长，负责神学院学生的教育工作，但是班锡宜在教学期间“对于中国青年学生，常施以

压迫和愚民教育，而乐其谄媚逢迎唯帝国主义之命是。”[681神学院学生忍无可忍，遂于

1929年发起反抗运动，声势浩大，并且同时有十多人主动退出修院。戴夏德不得已将班

锡宜免职，但是又在1931年突然再次任命他为院长。戴夏德的支持助长了班锡宣的嚣

张气焰，继续迫害中国学生。为了进一步压迫中国学生，他还举荐了另一个与他持有相

同斥华思想的威尼斯人——佳满德主管小修院，此人上任之初便开除了三十多名爱国的

学生。佳满德更明目张胆的向修生说，没有你们，我们有的是人，同样能办教会。[691

他的暴行终于激起了学生在1931年的再次反抗运动，但是由于学生们在运动中缺乏计

划，缺乏统一领导，所以这几次运动最终都被镇压下去。

中外矛盾另一个表现是中外神职人员的矛盾上。班锡宜任职期间，全国都掀起了

反帝爱国运动，在这种背景下，依靠国外势力在中国发展的天主教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为了加强并发展天主教在中国的力量，班锡宜在教会内部大力排斥异己力量。班锡宜上

任三原监牧主教后，“将所有的中国神职人员都贬到边远地区，将所有较好的地盘和较

重要的职务，皆交与外国神父之手。静1'701同时，在1946年，梵蒂冈为了维持自己在中国

的宗教势力，实行了有名无实的“圣统制"，任命众多的外国主教掌握各个教区的实权，

并且不能随意调动。由此，当时全国二十多个总主教区，只有三个中国人担任主教；一

百多个主教区，只有二十多个中国人担任主教，其余都是各国自己的人选，这在教会历

7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反常现象。【71】罗马教廷在此时在中国实行“圣统制”，其真正的意图

是将中国教区的宗教大权牢牢掌握，以此来对抗日益壮大的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无产阶

级的力量。原来罗马教廷在中国问题上一贯的态度是支持美国以及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

京国民政府，而班锡宜等外国教士更是秉承罗马教廷的旨意，参与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

活动中，“圣统制"更使得班锡宜牢牢掌握了当地宗教大权。他们以传教为掩护，在教

M宗怀德．三原教区主教．采访时间：2009年8月25日．采访地点：高陵通远
嘲陕西省档案馆存．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陕西省民族宗教志厌主教部分资料【q．全宗号228．案卷号129．1963：

4l

【嗍陕西省档案馆存．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陕西省民族宗教志厌主教部分资料【G】．全宗号228．案卷号129．1963：
4l

UoI陕西省档案馆存．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陕西省民族宗教志天主教部分资料【G】．全宗号228．案卷号129．1963：
42

p1】陕西省档案馆存．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陕西省民族宗教志厌主教部分资料【G】．全宗号228．案卷号129．1963：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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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内私设电台，并且搜集情报，帮助蒋介石打内战。

此外，班锡宜上任以后，并不满足于高陵一地，极力扩张教会势力，决定在三原城

内再建总堂。当时正是旱灾之后，人民生活还未恢复，利用这个机会，他在当地廉价购

买了一大片土地建设总堂；建堂期间雇佣意大利犯人做总管，虐待工人，最终建起了三

原总堂。

1952年，班锡宜等人因压迫中国人民，作恶多端，被驱逐出境。172]他的离去，结

束了外国人把持高陵天主教事务的历史，从此之后，教会的领导权开始由中国神职人员

掌管。同年，通远坊三自革新运动筹备委员会成立，[731对当地宗教进行了改革，从此高

陵天主教成为真正的中国人民的宗教，真正实现了中国教务中国人自己管理。

表1 1936年通远天主教堂情况

主管人 班锡宜

籍贯 意大利

男本国籍 教民六百四十五入，教士三人。
0

信教 非本国籍 教士六人

人数 女本国籍 教民九百零二入

非本国籍 九人

资金来源 募捐

本堂附 房屋间数 大楼三座，房屋三百四十二间

财产 属或享 土地亩数 一百九十五亩

有 房屋间数 六十问

土地亩数 四十亩

兴办 名称 孤儿院、养老院、养病院、光华学习

事业 经费来源 由本堂临时共给

年需经费 约九千五百余元

代理高陵县长：陈家珍‘743

嗍
高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高陵县志fG】．西安出版社．2000：462

1731
高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高陵县志【G】．西安出版社．2000：676

‘741
陕西省档案馆藏．陕西省民政事务委员会．陕西各县天主、耶稣教堂、回族清真寺概况调查表(1951--1966)
【G】．全总号228．131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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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高陵天主教发展特点及影响

6．1发展的特点

6．1．1高陵天主教在建国前的漫长历史中，宗教大权始终掌握在外国主教手中。

天主教内的教阶制度分为教皇、主教、司铎(又称神父或神甫)三个等级。其中教

皇是天主教最高首领，掌握立法、司法、行政三大最高权利，控制世界天主教会；主教

是一个地区的天主教会首领，负责监护并负责其管辖内的天主教会，有施行七件圣事(圣

法即洗礼、坚振、告解、圣体、终傅、神品和婚配)的权利，并可授予司铎品位，在教

皇召集世界天主教大会时有出席权、发言权。司铎则负责所在教堂的具体传教事务。可

以看出，主教是掌握着教区的实际权力，罗马教皇为控制各国天主教，曾规定主教需由

教皇委任，或由教区推荐经罗马教廷批准任命。但事实上很多国家的天主教会不执行教

廷这一规定。如日本天主教的主教，是由日本天主教会选出由政府批准，而且被选出的

主教不能宣传罗马天主教奉行的“原罪’’，要承认天皇是“神’’。日本天主教自开始便独

立自主、自办教会，将宗教大权牢牢控制，完全摆脱了罗马教廷。但是天主教进入中国

之后却完全不是这样。从明末至建国前的近四百年间，中国天主教内的主教绝大多数都

是有罗马教廷直接任命的外国主教。1924年，教皇庇护十一“敕令”北京教区主教刚恒

毅召开“第一次全国主教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49个“中国主教"中，47个是法、意、

德、荷、西、比等国人，只要2个称“鉴牧"的主教是中国人，而鉴牧并非真正意义上

的主教，其地位要低于主教。并且这两人还是在这次会议召开前刚刚任命的。m3而在

陕西教区内情况更是如此。晚清民国一百年的历史中，历任高陵天主教主教副主教的人

员有13人，但是却都是由外国人担任，没有一位中国神职人员担任这一职位。

外国人长期把持中国教会大权，这是外国宗教势力控制中国天主教的一个表现，这

种形势的形成也是由近代中国政治形势决定的。纵观天主教的对外传播的过程，一度依

靠本国强大的政治势力达到其目的。晚清至近代是中国饱受侵略的时期，坚船利炮迫使

清政府打开国门，天主教也从明末的友好传播变为依仗不平等条约和强权的极力扩张，

扩张中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运用各种手段掌握各个教区主教人员的任命，掌握各教区宗

教大权。主教由于拥有实施七件圣事的权利，所以不仅在精神上掌握着教区信徒的去从，

并且在实质上也掌握一个教区的各种大权。在任命主教时，有着严格的规定，必须经过

罗马教廷的批准并“祝圣"，否则不会得到罗马教廷的承认，即使某教区要摆脱罗马的

‘751顾裕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嗍．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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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历任主教副主教人员表【76】

姓名 会籍 国籍 职位 在职时间 备 注

方启升 方济各会 意大利 主教 1731一174l

罗雅静 方济各会 意大利 主教 1830一1844

冯尚任 方济各会 意大利 代牧主教附 1845--1848 兼管山西教务

注l

高一志 方济各会 意大利 代牧主教 1847--1884

林奇爱 方济各会 思入不U 代牧主教 1884—1900

魏比约 方济各会 意大利 副主教 1886-一1900

郭格勒 方济各会 意大利 副主教 190伊一1901 1900年被祝圣为

孟多 主教

聂长春 方济各会 意大利 被选时已死 1901 早逝，未被祝圣

何理熙 方济各会 意大利 代牧主教 1902—1 905

胡定邦 方济各会 德国 代牧主教 1905一1908

穆斯理 方济各会 法国 代牧主教 1908—1916

希贤 方济各会 意大利 代牧主教 1916一一1928

戴夏德 方济各会 意大利 代牧主教 1928一1932 1928年后专管汉

口教务

班锡宜 方济各会 意大利 代牧主教 1932一1953 专管三原教区事

务

控制，只是主教任命一项中便无法通过，或者教宗就会使用“绝罚’’，那么教徒死后便

不会进入天主教所宣扬的天堂了。其实在中国天主教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尤其是高

陵天主教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中国的教徒也一直是以罗马教廷惟命是从的，在他们心目

中，也只有罗马教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主教，不经过罗马教皇的“祝圣"，即使得到

当地政府的承认，也不是正宗的天主教。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解放后，这也体现出近代

中国当地天主教发展中中国教徒对罗马教宗的盲从性，而罗马教宗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问此表参考李伯毅‘高陵通远坊天主堂沿革》一文。
附注l罗马天主教会的传教区制度，教皇委托他人代为治理教务的替代制度。传教区由高到低可分为三种：代牧区、
监牧区和自立区．陕西教区属代牧区，所以主教又称代牧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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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达到控锘0教区事务的目的。

6．1．2罗马教廷的重视，不问断的派驻主教、神父。

高陵天主教是在中国禁教的严酷时期创立，这个传教中心的建立开创了天主教在西

北地区新的发展历史，对于天主教在内地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百年禁教时期，天主

教在内地以至西北地区的势力被驱逐殆尽，教堂被拆毁或改作它用，信徒也几乎完全丧

失。著名的例证便是陕西第三任主教方启升，为躲避清政府的驱逐，他曾躲入秦岭深山

中，至今民间还有一首《方主教避难歌》流传，记录当时陕西地区天主教情况。口刀方启

升之后的冯尚任将陕西天主教总堂建立在高陵一地也是因为清政府的禁教。这个传教基

地虽然地处偏僻，但却可以避入耳目，同时又不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因此在当时的困

难时期为陕西天主教的发展以至后来的壮大开创了新局面，由此受到罗马教堂的重视。

主要表现在主教的人选上，这一时期的担任主教的人大都性格和善，头脑灵活，在传教

方法上非常得当。因此，大大促进了天主教的发展；同时，为支持当地教务发展，罗马

教廷在以后不问断的向高陵一地派遣传教士。除此之外意、法、德、英、西、美、荷等

十一个国家也都先后向当地派遣过传教士，外国传教士来中国也大多只知道高陵的通远

一地，而这里的神哲学院培养了大批的神甫。

6．1．3地处偏远，发展稳定；传教中心，势力庞大。

高陵一地由于相对其它的地区较为偏远，所以对于当时还处于地下的天主教来说是

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再加上通远地区更是远离省会西安及高陵县城，所以更加安全。

地处偏远，但当地也非常的荒凉，在初期当地仅是一片荒地，但最终天主教教士们克服

困难，在当地站稳脚跟并逐渐发展起来。在清末民国一百年的时间里，将一片荒地发展

成为占地340亩、建筑面积达230亩的庞大规模，并且教民人数也稳定发展，最初信者

少，1878年约700人，1929年约1310人，抗战时期约1500人，解放初期约2087人。m】

再加上，通远城墙的修筑，更使得当地天主教会成为国中之国，俨然租借地，当地政府

一方面因为地处较远，疏于管理，另一方面，是因为外国教堂所在地，所以更不愿干涉

其中。因此，高陵天主教顺利发展。另外，高陵地区的天主教徒大多聚集在通远坊一地，

并逐渐形成以通远天主教堂为中心、覆盖周边村庄的传教中心。在这个中心地带，信徒

聚居，人数众多，占到全县教民人数的60％以上。而且，天主教在此地威信很高，不仅

是教民的日常生活，即便那些不信教的人们的日常生活都要围绕教堂展开。生活中大到

‘773陕西省档案馆存．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陕西省民族宗教志天主教部分资料【q．全宗号228．案卷号129．1963：
11

‘稿1高陵文史委员会编．高陵文史资料【G】．184～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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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妻生子、老人去世要请神父来做弥撒，就是平日中的邻居相处也有关系，信教的人们

之间便要比与不信教得人之间要亲近许多。由此，天主教在无形中左右着人们的思想、

行为。

6．1．4历任主教传教方法得当，利用各种方法和时机吸引人民入教。

高陵天主教发展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在传教发法上的灵活性。康熙时期，由于教宗的

不当措施，导致清政府的百年禁教，严重打击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势力。鉴于此，以后的

天主教传教士逐渐改变了传教策略。在天主教历史上，主要的传教方法是传教于上层统

治者，吸收了统治阶层入教可以为天主教的传播创造很好的条件。事实证明，在利玛窦

时期，以及后来的汤若望等人传教时期，中国天主教事业蓬勃发展；但是，这种传教方

法使得天主教的发展过分的依赖于上层统治者，所以一旦失宠便遭到灭顶之灾，这就是

后来的“百年禁教”，在天主教历史上又称为教难。禁教时期的天主教被迫转入地下活

动，同时也被迫改变传教的重点，改为主要在下层人民中传教，这也正是天主教在禁教

时期能够存活下来的主要原因。而晚清时期，冯尚任选择高陵一地作为陕西新的传教中

心也正是体现其传教策略。再加上以后的历任主教，不失时机的利用各种机会扩大教会

的影响，如兴办孤儿院、养老院、慈善医院等慈善事业，以及采取各种方法吸引或强迫

群众入教，如高二志时期利用赈灾规定不入教的人就得不到救济，虽然高一志主教由于

发展教徒心切，不问贤愚都批准入教，但是确实大大的促进了教民人数的增加。天主教

在教民聚居地规定，家中如有一人入教全家便都入教；家中如果父母入教，那么孩子在

出生后也即入教。通过这种方法，环绕着天主教堂的周围村庄中几乎家家入教、村村信

教。以上历任主教的传教策略都不同程度上说明，天主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为了发展

自己，努力的适应中国的国情，在遭遇困难时，都能适时的改变自己的传教方法，这也

是天主教能够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上述的特点外，当地天主教的发展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愈是战乱灾荒的时期，

天主教发展愈快。如1862年回民起义时期、1878年陕西地区灾荒和民国军阀混战时期

的发展。在这几个时期，天灾人祸并未影响到当地天主教的发展，相反，天主教却得到

了迅速发展。究其原因，多年的战乱和灾害使得百姓民不聊生，生活极端困苦，而这种

困苦在现实中找不到丝毫的解决的方法，天主教大力宣扬的信我主便可解脱、死后即可

入天堂的信念正好符合了百姓们寻求精神解脱的需求，再加上，天主教多次赈济灾民以

及大力兴办的医药、孤儿院、养老院等慈善事业，虽然在灾荒战乱时期许多人入教是为

了“靠教”“吃教’’，但是教会的这些做法确实在现实中解决了人民的一些苦痛，这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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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天主教更具有现实的说服力。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在战乱灾荒时期，当地入教的人

数愈多，教会的势力发展的愈快，这不但是当地天主教发展的特点，而且整个陕西地区

宗教势力的发展也具有这样的特点。

6．2影响

6．2．1天主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的社会风气。

天主教奉行“十诫’’，其主要内容是孝敬父母、毋杀人、毋行邪淫、毋偷盗、毋妄

证、毋愿他人妻、毋贪他人财物等。这些戒条都主张教民行善，不做坏事，从思想上净

化了当地群众及当地的民风。再加上，清末民国时期高陵地区本就民风淳朴，对于外来

事物并不排除，所以天主教教义更容易在当地群众中传播。不仅是信奉天主教的教民信

奉这些戒条，即使是没有入教的人们对于这些主张也是非常赞成的，并在自觉不自觉中

遵循着教规。除了十诫，天主教还有一些禁忌，其中离婚禁忌、堕胎禁忌，以及主张一

夫一妻、禁止妇女缠足等，这些对于当时的闭塞的高陵来说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同时，

针对当时盛行的鸦片种植天主教也是反对的，主张严厉禁止，如胡定邦时期便曾经派神

父将教徒家将要到成熟的鸦片全部捣毁，虽然方式上非常粗暴，并遭到教民的反抗，但

是其初衷及最终达到的效果却是好的。对于禁烟当时的人记述：“禁种鸦片不啻三令五

申周边田亩似多加焉，何长官不如主教之出治，和小民不如入教之，从治此当愧自省者

也。一‘793

6．2．2客观上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中外文化的交流。

天主教对于高陵地区以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民国时期陕西关

中地区出现多次严重的旱灾，其中1928年至1930年连续三年大旱，全省80余县受灾，

死亡以及外出逃难的人数以百万计。为此，当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杨虎城决定兴修水

利，这就是有名的泾惠渠。从1930年开始，经过四年的时间，终于在1934年底完成工

程。这条水渠流经高陵、三原、临潼、礼泉和泾阳5个县城，灌溉田地达69万亩，最

终解决了关中地区的旱情。而修建这条水渠的经费除省政府拨款外，还有属天主教慈善

机构的华洋义赈会的募捐款。咖3至今高陵当地的人对此还念念不忘，心存感激。泾惠渠

的修建不仅解决了旱灾问题，而且由于有了水利的保障，泾惠渠流经的地方农业生产也

逐年增长，由此为当地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力保证，促进了各县经济的发展。泾惠渠至今

还在使用。

‘793据张元际(清)纂修．光绪三十二年抄本影印．兴平县乡土志【G1．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74

‘制高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高陵县志【q．西安出版社．200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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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天主教也为当地带来先进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尤其是戴夏德主教，在他的

任职期间所带来的发电机、地震监测器、气象台，都曾经服务于当地群众，便利人们的

日常生活；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等西方知识的传入，以及天主教兴办的光华学

校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当地先进文化知识的传播，也为中西文化知识的交流作出一定

的贡献。更为重要的是天主教开启当地群众的思想，在严格要求人民尊奉天主教诫条、

学习先进知识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陋习。因此，虽然高陵通远等

地地处偏远却民风开放，人民多知书达礼，孩子自小时候起便在教堂学习，这不得不归

功于当地天主教。

但是，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天主教的不足之处。纵观高陵地区天主教的发展历史，

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也曾出现长时间的混乱，教会内部争权夺利，互相排挤，不仅外

国神父内部各派别之间进行争斗，同时还包括外国神父对中国神父的欺压和排挤。而这

些都源于中国近代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性

质。高陵天主教的起步和发展壮大，以及他的辉煌发展时期都处于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的

社会性质中，它的传入是伴随这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和不平等条约，所以它不可避免的

带有一定的侵略性质。虽然教会大力兴办慈善事业，开办学校，介绍西方先进科学技术，

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追求教民数量、扩张宗教势力；同时，一些天主教传教士以战胜

者的姿态出现，带有很大的优越感，对当地教民和群众横征暴敛，诸如占据民田、干涉

群众正常的生活等行为，在当地引起恶劣的影响，并由此引发了教会与民众的冲突；随

着中外矛盾的激化，进而又压制当地人民的反帝行为，并最终支持反动派打内战，这些

都是天主教的不足之处。所有的这些行为追其根源也都是因为天主教作为资本主义的精

神和文化代表，最终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无论其打着什么样的旗号，本质是无法

改变的。不但如此，天主教作为一种一神信仰的宗教，要求教民严格遵守教义教规，只

信奉天主教一个宗教，对于其它宗教具有强烈的排斥心理，这种宗教信仰政策对于我国

多民族多信仰的国家来说是不利的，长此以往，会造成不同宗教、不同信仰的人们之间

的矛盾，是不利于宗教的正常健康的发展，在当地信教群众对不信教群众的排斥已经成

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

总之，从近代天主教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外国宗教在中国发展需要合理的宗教秩

序，最终需要中国人自己掌握教权，把握宗教发展的正确方向。

35



结论

结论；口 |，己

高陵天主教自清末开始正式传播，至今已经一个半世纪了。天主教在当地拥有强大

的宗教力量，在群众中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改革开放后，宗教政策的开放，为此地的天

主教发展再一次提供了良好的机遇。近年来，当地信教人数大量增长，信教群众的年龄

也趋于年轻化。相信在以后，宗教势力也将会稳步的发展。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此地的

天主教力量如此强大呢?那么天主教又是如何在此地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纵观高陵天主教整个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在清末，随着国门被打开，天主教也倚

仗不平等条约大肆的进行传教活动；同时，许多优秀的传教士也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不

断的调整传教策略，使得这个地区的宗教活动能够顺利的展开。高陵天主教的发展状况

便是全国天主教发展的一个缩影，同时也是清末民国天主教在中国成功传播的一个典

范。由本文可以清楚的了解当地天主教及陕西地区天主教传播的历程，同时也可从侧面

把握天主教在中国国内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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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致谢

三年的学习生活即将结束，回顾三年的学习生活，感受颇深，收获丰厚。在论文的

写作过程中，有很多困难，无论是在理论学习阶段，还是在论文的选题、资料查询、开

题、研究和撰写的每一个环节，无不得到导师的悉心指导和帮助。所以首先我要衷心的

感谢我的导师陈国庆教授。

陈老师知识渊博、思路开阔，总能把握知识的最前沿，在他的引导下，极大的开拓

了我的学术视野，也为本篇论文的写作打下了理论基础。在论文撰写方面更是给予了方

向性的指导和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除了在学习上给予指导外，生活上也给了我无私的

帮助和指点。陈老师严谨细致的治学态度，认真勤奋的工作作风，以及宽容无谓的生活

态度将会一直激励着我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继续努力、勇往直前。

同时，我要感谢梁星亮老师、杨洪老师、李刚老师、王建军老师、张晖老师、赵璐

老师等老师，正是由于他们的传道、授业、解惑，不但使我掌握了更加详细的专业知识，

并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如何求知治学、如何为人处事。他们为人随和热情，治学严谨细心。

在闲聊中总是能像知心朋友一样鼓励你，在论文的写作和措辞等方面也总会以“专业标

准”严格要求你，从选题、定题开始，一直到最后论文的反复修改、润色，始终认真负

责地给予我深刻而细致地指导，帮助我开拓研究思路，精心点拨、热忱鼓励。正是老师

的无私帮助与热忱鼓励，我的毕业论文才能够得以顺利完成，谢谢老师!同时我也要感

谢我的同学给予我的帮助，他们为我撰写论文提供了不少建议和帮助。还要感谢三年的

生活，感谢我的家人和那些永远也不能忘记的朋友，他们的支持与情感，是我永远的财

富。

最后，衷心感谢于百忙之中评阅论文的各位老师、教授!

谢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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