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基督宗教早在11世纪初就已在蒙古部分部落中传播开来。鸦片战争前，基督宗

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时断时续，对蒙古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关于这一时期的研究

著述较多，而对于清末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基督宗教传播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本文着

眼于这一时期，通过广泛搜集地方志、文献档案等资料，运用历史学、宗教学的理论

与研究方法，对清末民国时期基督宗教的传播情况作一较为全面地论述。全文共分为

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将有关内蒙古地区的基督宗教的研究成果以著作、论文的分类方式作了

较为详尽的综述，这对于全面了解内蒙古地区基督宗教的研究现状及为做进一步的研

究打下了一个基础。

    第二部分全面论述了基督宗教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情况，并以鸦片战争为分界

点，将前后两个时期的基督宗教传播情况以传教背景、传教所受阻力、信教群体不同

等方面进行了比较，从而深刻理解了这两个时期基督宗教各自传播的特点。

    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了清末民国时期传教士在内蒙古地区组织移民经营内蒙古社

会经济，实行教会教育以及开展的一系列慈善事业的情况。这些活动对清末民国时期

内蒙古地区的社会变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间接地促进了内蒙古地区向现代化的转

型。

    第四部分主要论述了清末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所发生的重要教案，并对这些教案

方生的原因、结果及特点作了系统的总结，从而廓清了我们对清末民国时期内蒙古地

区所发生的教案的认识。

    第五部分为本文的结语部分。结语对清末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基督宗教的传播作

了全面评价。一方面肯定了它对清末民国时期内蒙古社会变迁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另

一方面也深刻揭露了清末民国时期，一些传教士利用基督宗教侵略内蒙古地区的客观

事实。

    总之，清末民国时期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一方面受到来自外国侵略势力的

威胁，!司时又迫切地面临着近代化的任务，从而使得这一时期基督宗教在内蒙古地区

的传播具有了此一时期的特点:另一方面，基督宗教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又成为瓦解

内蒙古地区传统社会的重要因素，加速了内蒙古地区的近代化，对内蒙古地区的社会



变迁产生了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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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ristianity had already spread around Mongolia tribe in the early 11

century. Before Opium War, Christianity had already spread around Mongolia

region intermittently and brought Mongolia society into influence a little.

There are many research works in this phases, but Christianity spreading

research in the Qing evening and Minguo time have lacked comparatively.

This paper has researched Christianity spreading in this period. I have

collected chorography, literature files and so on. I have managed history,

religion theories and research means to research Christianity spreading in

Inner Mongolia in the Qing evening and Minguo time. This paper has been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I have classified dissertation into writings and article about Christianity

spreading in Inner Mongolia in the first part. What I have done have laid

stable foundation for understanding entirely Christianity spreading' actuality

in Inner Mongolia.

    I have entirely discoursed on Christianity spreading in Inner Mongolia in

the second part. I have thought Opium War as individing line, at the same time,

have compared Christianity spreading before Opium War with Christianity

spreading after Opium War in these aspects, for example, missionary

background、missionary resistance、finding salvation people. We have

comprehended profoundly Christianity spreading respective characteristics



about two different periods.

In the third part, I have mainly discoursed upon these facts in the Qing

evening and Minguo time which missionaries had organized emigration and

managed Inner Mongolia society economy and carried out church education

and a series of charities. These actions have brought Inner Mongolia society in

the Qing evening and Minguo time into great influence. They have accelerated

Inner Mongolia area' modernization steps indirectly.

In the fourthpart, I have mainly discoursed upon conflict between

missionaries and Chinese, and have summarized conflict cause, result and

characteristic by the numbers. By way of these analysis and summarization,

we  can  understand  conflict m issionaries and  Chinese

comprehensively.

The fifth part is part. has entirely evaluated

Christianity spreading in Inner Mongolia in the Qing evening and Minguo

time. On the one it have affirmed tive influence in Inner Mongolia

society vicissitude; on the other hand, it have disclosed profoundly rsonal

facts which some missionaries had made use of Christianity to invade Inner

Mongolia area in the Qing evening and Minguo time.

In a word, the Qing evening and Minguo time as a special time, on the

one hand, Inner Mongolia hadcom e

at the same time, Inner Mongolia was

intimidation from invading force,

faced with modernization task.

Christianity spreading has possessed obvious age characteristics. Christianity

iv



spreading have taken

Christianity spreading

obvious era characteristics on the one hand,

disorganize Inner olia tradition society and

had accelerated Mongolia area modernization and brought Inner

Mongolia society vicissitude into influence on the other hand

WORDS:  Christianity,  the Oing evening and Minguo time,

Inner Mongolia,  spread



引 言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国内发表的关于内蒙古地区基督宗教史研究的论文有 Zc

多篇，专著尚无，与之有关的著作约有 20部。

    1.相关著作。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的《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

  七卷第二编第六章第五节，对元朝前后纂督宗教的传入及有关基督宗教的问题进行了

概括性的叙述。下卷第四章第三节，对鸦片战争之后基督宗教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及

所引发的一系列矛盾和冲突进行了综合叙述，从中可以大略地了解到基督宗教在近代

内蒙古地区的发展状况，是研究基督宗教在近代内蒙古地区传播的重要参考资料。卢

明辉 《清代蒙古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四章第三节和第六章第四节分

别叙述了基督宗教传入蒙古地区后，外国传教士于义和团运动前后两个时期在蒙古地

区强占土地，非法传教以及广大蒙汉人民反洋教的历史。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

编著的《义和团档案史料一续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收录了18% 年6月到 1901

年2月发生在内蒙古地区与基督宗教传播问题相关的一系列档案资料，为深入研究清

末内蒙古地区基督宗教传播问题提供了一些第一手资料。伊克昭盟地方志编撰委员会

编著的《伊克昭盟志》(现代出版社，1997年版)第四册第一章第九节，专门叙述了

义和团运动时期伊克昭盟地区的反洋教斗争，同时也概述了纂督宗教在内蒙古伊克昭

盟地区的传播过程。伊克昭盟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著的 《伊克昭盟志》(同上)第五

册第一章第三节，专门叙述了天主教在内蒙古伊克昭盟地区所办教会学校的情况。伊

克昭盟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著的 Q伊克昭盟志》(同上)第六册第三章讲述了天主教

传入了伊克HE盟的过程，以及天主教各个时期在内蒙古地区的不rill M织形式及其建立

的教堂情况，同时，对因传教而引起的冲突及所引发的教案也多有涉及。《鄂托克前

旗志》编撰委员会编著的 《鄂托克前旗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三章

第二节，概述了天主教在鄂托克旗的传播历史，以及鄂托克旗人们反抗天主教传播的

情况。《托克托县志》编写委员会编著的《托克托县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二十八章第一节，介绍了义和团运动时期托克托地区反洋教情况。沙百里著，

耿升、郑德第译的 《中国基督徒史》(中国社会出版社，1988年版)第三章，v门介



绍了内蒙古地区基督徒的情况，以及传教士在内蒙古局部地区开展的一些社会救助工

作。张力、刘鉴唐编著的 《中国教案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对内蒙古地

区近代史上发生的历次教案的时间、地点、参与者、原因、结局作了相对系统地概括。

  《内蒙古教育志》编委会编的《内蒙古教育史志资料》(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5年

版)第一辑第七章专门介绍了基督宗教在内蒙古地区建立的教会学校的发展情况。徐

永志著《融溶与冲突一清末民国间边疆少数民族与基督宗教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

年版)一书，涉及到基督宗教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情况。此书新颖之处在于它以一种

新的视角即从社会史角度来深化对近代内蒙古地区基督宗教史的研究。勒尼.格鲁塞

著，魏英邦译的《草原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二章，对蒙元时期的

基督宗教作了初步性研究。此外，涉及研究内蒙古地区基督宗教的其他重要著作还有:

陈育宁编著的《鄂尔多斯史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郭卫东主编的《近

代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综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

编《清末教案》(中华书局，1989年版)，陈育宁著《祭祀成吉思汗的地方鄂尔多斯

一河套历史概述》(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版)，韩儒林主编的 《中国大百科全

书·宗教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 《蒙

古及蒙古人》(第二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等。

    2.相关论文。通过对近 20年来史学核心期刊和中国期刊网的网上搜索，笔者

搜集到与清末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基督宗教传播相关的论文近 20篇，下面分总论、

鸦片战争之前内蒙古地区的基督宗教、清末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的基督宗教三个部分

逐一介绍。

      (1)总论。邢亦尘《试论基督教在蒙古族中的传播》(《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

年第6期)一文，全面叙述了不同时期基督宗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情况，并对近代之

前基督宗教传播兴盛的原因作了较为细致地分析，对清末民国时期基督宗教传播陷入

步履维艰的原因也加以分析。全文较为全面地概述了基督宗教在蒙古地区的历史，对

全面理解、认识基督宗教在蒙古地区的历史大有裨益。乌恩《基督教在蒙古族中传播

的若干问题》(《蒙古学信息》2003年第2期)一文，对基督宗教的基本情况，蒙古族

对基督宗教的信仰，蒙元政权与罗马教廷的交往，蒙元政权对基督宗教的政策和管理，

与蒙古族相关的基督宗教文献、典籍和历史遗迹，研究状况及著名学者都分部分加以

介绍，这极利于我们深化对内蒙古地区基督宗教史的研究。



    (2)鸦片战争之前内蒙古地区的基督宗教。邱树森《元代基督教在蒙古克烈、

乃蛮、汪古地区的传播》(《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一文，探讨了唐贞观年

间景教开始传入中国。到唐武宗时，因政府采取“灭佛”政策，景教在中国内地灭绝，

景教徒纷纷迁居中亚地区，并在漠北蒙古地区继续传教。元代，蒙古兴起并统一漠北

各部后。景教开始在蒙古各部中流传的情况。邱树森《元亡后基督教在中国湮灭的原

因》以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4期)一文，从基督宗教群体太小，未能走向中国化，

在高层中缺乏支持，内部教派之争和与其他宗教的争斗五个方面探讨了元亡后基督宗

教在中国湮灭的原因。邱树森 《唐元二代基督教在中国的流行》(《暨南学报》2002

年第5期)一文，主要通过对唐元两代基督宗教在中国流行情况的介绍来深化对唐元

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认识。范立舟 《论宋元时期的外来宗教》火宗教学研究》2002

年第3期)一文，对包括基督宗教在内的各教派在宋元时期的传播情况作了较为细致

的论述。申友良、周玉茹 《基督教与元朝的社会生活》(《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1

期)一文认为，因基督宗教的传入，使大批民众信教成为教徒。这些教徒遍及大江南

北，给元代社会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张莉莉《基督教在早期蒙古部落中的传播》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一文认为，在早期蒙古部落中汪古、克烈和

乃蛮三部算得上是真正信仰了基督宗教，这与他们的族源和文化程度有密切的关系。

    (3)清末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的基督宗教。董占如《天主教传入准旗及活动

情况》(《内蒙古文史资料》第22辑)一文，对传教士在准旗传教的历史作了简单的

回顾，并列举了一些传教士吸引民众入教的手段，同时对传教士所建立的教堂作了介

绍，最后论述了因传教而引发冲突最后导致教案发生的历史。奇天祥《天主教外国神

甫在准格尔旗的活动》(《内蒙古文史资料》第28辑)，这篇文章详细论述了外国传教

士在内蒙古准格尔旗地区强占土地，干涉辞讼，强迫当地民众信教，进而引起当地民

众反抗的基本史实。曹毅之 《内蒙古西部地区基督教之沿革》(《内蒙古文史资料》第

23辑)一文，重点介绍了基督教在内蒙古地区的情况，基督教在内蒙各处所建的教堂

以及基督教在内蒙古局部地区所开展的一些慈善事业。相对而言，内蒙古地区近代以

来一直是天主教传教的势力区，基督教的势力在此很弱。系统总结基督教在内蒙古地

区情况的论文就目前来讲，为数很少，因此这篇文章具有拾遗补缺的价值。赵坤生《近

代外国天主教会在内蒙古侵占土地的情况及其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1985年第3

期)一文，收集多方面的资料粗略地计算出了外vi天主教会在内蒙古地区所侵占一土地



的数目，对天主教会侵占土地的手段及所引发的教案加以分析，最后作者得出一个结

论即压迫奴役愈甚，反抗斗争愈烈。薄艳华《韩默理与二十四顷地教案》(《内蒙古师

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一文，对皿十四顷地教堂的建立、发展、结局，以及发

生在这里的、在长城以北义和闭运动中震惊中外的比利时“圣母圣心会”主教韩默理

被杀一案作了全面地论述，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有关一二十四顷地教堂的情况。莎如拉、

苏德 (1900年内蒙古西部的蒙旗教案》〔《历史档案》2002年第a期)一文，指出1900

年义和团爆发时，内蒙古西部地区是内蒙古地区教案的多发CX。此文较全面地总结了

发生在这里的一系列教案，并对教案的原因作了初步的分析。薄艳华《清末绥远地区

教案处理情况新探》(《内蒙古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一文，结合大量史料，对义

和团失败后内蒙古地区口外七厅和各盟旗赔款总额及教会侵占的土地数目进行了较

细的统计，并结合史料指出教会虽然在义和团运动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是它们在运

动后凭借帝国主义的保护和所获得的巨额赔款，势力得到了迅速恢复，更加紧了对绥

远地区的侵略力度。牛敬忠《近代绥远地区的民教冲突一也说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

  (《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论文集)))一文，对发生在绥远地区的教案原因进行了深入的

分析，指出文化冲突是近代绥远地区教案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内蒙古地区基督宗教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为以后的研究打下

了初步的基础。但是，研究仍有许多薄弱的方面和环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史料的翻译、挖掘和利用程度不高。20年来的研究大部分是微观研究，对基督宗教传

入内蒙古地区后引起蒙古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还不充分，尤其是缺乏从社会史和文化

史的角度对其进行观察和研究，多将着眼点限于个案研究、地域性研究方面。这对于

全面认识基督宗教在近代内蒙古地区的传播极为不利。关于基督宗教在近代内蒙古地

区传播过程中对内蒙古地区社会变迁的影响等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



第一章 基督宗教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历程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内蒙古地区的基督宗教

    蒙古族与基督宗教之间的渊源关系相对于中国其他民族与基督宗教之间的关系

来比更显久远。基督宗教最早进入中国有明确时间记载的是唐末。基督宗教最初传入

时的路线是从中国西北方的陆路传播过来的。唐朝时期，因奉行较为开放的宗教政策，

基督宗教曾一度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基督宗教甚至在蒙古高原上的一些突厥部落中传

播开来。这些突厥部落中有相当一部分即为后来蒙古人的祖先。基督宗教在蒙古部落

中传播，史书上有明确记载的时间是11世纪初。克烈部汗王“要求马鲁 (在呼罗珊)

的景教主教额白哲苏亲身前来，或派一神甫，以便为他和他的部落举行圣礼”。)。额

白哲苏于1009年写给景教总主教 (驻巴格达)约翰六世的信中进一步称 “有过二十

万克烈部突厥人和他们汗王接受圣洗礼”②。这是有关蒙古人信仰基督宗教的最早文

字记录。11世纪初至蒙古统一各部之前，景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依史料来看仅存在于

汪古、克烈、乃蛮等几个组成蒙古的非中心部落中。这一时期，这几个部落的统治者

接受景教的原因也都是从简单的文化原因上接受的，并非如鸦片战争之后受外力迫使

那样。1208年，蒙古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成吉思汗以气拔山兮的强劲攻势统一蒙古各部

落后，景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随即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以摧枯

拉朽之势将领地迅速向四周扩展，在与周边地区发生战争，特别是向西进行军事远征

时，引起了欧洲世界强烈的震动。这些欧洲国家面对异邦突如其来的军事进攻时，不

知所措。当时，欧洲各国对蒙古人并不了解，因而带着一种恐慌的心情开始与这一陌

生的敌对势力打招呼。13世纪时，基督宗教在欧洲社会的影响盛极一时，教皇拥有相

当一部分世俗君主的统治权力，为抵制蒙古骑兵深入欧洲腹地，教皇发动教徒们进行

圣战以期抵挡蒙古骑兵的进攻。在组织圣战的同时又派遣大批僧侣、商人和旅行家前

往蒙古军营或蒙古政权所在地一哈刺和林。这些僧侣、商人和旅行家频繁地来往于欧

洲教皇和蒙古统治者之间，对于增进双方的了解着实起到了不容低估的作用。这些僧

侣、商人和旅行家经过这些经历后，回国后大多将其旅行见闻及元朝境内天主教传播

J，【法】勒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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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元朝政府对天主教的政策以及蒙古族的天主教信仰状况以游记的形式记录下来

编辑成书并出版，为欧洲人了解蒙古社会打开了一扇窗户，同时也成为今天我们研究

天主教在华传播史的珍贵材料。。这一时期尽管有相当数量的僧侣、信徒奔走由蒙古

高原之上，但传教并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借天主教之名说服蒙占

统治者放弃进攻欧洲的打算。蒙古统治者自成吉思汗以来对宗教采取兼收并蓄、为我

所用的政策。元宪宗蒙哥曾对鲁卜鲁乞说“所有的宗教犹如一个手上的五指”气 元

世祖曾对马可波罗说:“有人敬耶稣，有人拜佛，其他的人敬穆罕默德，我不晓得哪

位最大，我便都敬他们，求他们庇佑我”③。

    蒙古社会对景教、天主教采取接受并宽容的态度与蒙古社会特殊的环境有关系。

这里所说的坏境不仅包括经济环境，也包括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等。蒙古人一直是以

游牧经济为主的，这种游牧经济方式使得蒙古人的视野相对开阔，反映在他们的文化

上是开放的，对外来文化的接受阻力会更小。在游牧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治上层

建筑，也是以实用作为采取任何政策的主要标准，因此蒙古人在宗教上奉行的就是各

种宗教皆可发展、都可为我所用的原则。蒙古向欧洲西征这一时期是西方天主教与蒙

古统治者交往最为频繁的时期。蒙古统治者统一全国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包括蒙

古地区较为顺利。蒙古地区天主教的传播大多得益于蒙古各地区的统治者。天主教在

蒙古各部中的相对活跃情况就是与这些地区统治者的支持并带头入教很有关系。蒙古

地区建立在游牧经济基础之上的思想观念较少有束缚性，这为他们较为容易地接受异

质文化一景教、天主教提供了较为优越的前提。天主教的传播在这一时期曾取得了辉

煌的成果。在天主教首任主教孟德高维奴的劝说下，汪古部佐治王(即高唐王阔里吉

思)率大部分属民改宗天主教，并在领地内建天主教“罗马教堂”一所，从某种程度

上大大增强了天主教的知名度。但蒙古人阪依天主教的人数仍很微小。蒙古人普遍接

受萨满教，萨满教相对于其他宗教来讲，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它并不排斥景教和天主

教的传播，但对于一般蒙古民众来说，植根于本土文化中的萨满教更适应他们对世界、

自然的认识，更符合他们的应用水平。也便于他们理解并掌握教义。天主教在蒙古地

  这些作品主要包括:意大利传教十普兰迪尔宾的咬蒙古史》、法国传教烤鲁布鲁克的《东行记》、
  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的《海屯行记》、意人利商人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意大利传教十
  鄂多立克的《鄂多利克行记》、意人利传教十马黎诺里的《马黎诺里游记》、意大利传教士约翰。柯
  拉的 《人可汗国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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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第81页。



区的传播除受制于蒙古地区的特定环境因素限制外，也受到了景教徒的攻击。景教对

天主教传播的抵制也从另一方面大大地削弱了天主教在蒙古地区的影响。

    元朝灭亡后，与元朝统治相始终的基督宗教的传播也逐渐归于沉寂。作为后起的

明政权奉行了与元政权截然相反的政策。他们认为基督宗教与蒙古政权连为一体，因

此对基督宗教采取严厉禁止传播的政策，“基督教受到痛苦是由于汉民族复仇主义把

它看作是蒙古人的宗教”①。基督宗教的传播受到沉重打击。元朝灭亡后，继之而起

的北元政权一直处于政权混乱的状态下，北元统治者在退居长城以外后，因受基督宗

教影响并不深刻的原因，也没有继续从政策上保护基督宗教的传播。元亡后，传教士

大多回国，或退居大漠以北。15世纪时，达延汗统一了漠北蒙古各部。为加强对蒙古

各部封建领主及民众的控制，达延汗在蒙古地区极力推行喇嘛教。稍后而起的中央政

权一清王朝也继续支持鼓励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这样一来，蒙古地区彻底成为

喇嘛教的天下，基督宗教的踪迹几近于无。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内蒙古地区发现了许多与蒙元时期基督宗教传播有关

的考古资料。四子王旗“王墓梁”耶律氏陵园遗址，位于该旗西南大黑河乡丰收地村

东北高地上。陵园呈正方形，占地面积约5500平方米，四角有石柱，地表除发现石

人、石狮、石羊外，还发现17个景教式墓顶石，这些墓顶石多由花岗岩刻成，头部

正面刻有莲花、蔓草、浪形等花纹，顶部刻有十字架图案，背面阴刻叙利亚文。内蒙

古自治区考古队曾在陵园内清理发掘墓葬21座，除发掘出一批生产生活用具外，还

出土了木制十字架。元德宁路故城墓葬，位于今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都荣敖伦苏木境

内。该地域散落着数以百计的元代石墓。考古学家在这一地区发现了一批景教式的墓

顶石，上刻有莲花、金鸡、玉兔和十字架纹饰，部分石碑上刻有蒙古、汉和叙利亚文。

这又从实物资料的角度上证实了蒙元时期蒙古地区基督宗教传播的兴盛。

    鸦片战争以前，基督宗教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得益于蒙古统治者奉行的宗教自由

政策，但终因基督宗教这一异质文化难以植根于蒙古地区的特殊文化中，最终导致传

播失败，但客观地讲，这一时期，基督宗教的传播为中西文化交流打开了一个通道，

使西方了解了蒙古，蒙古也在基督宗教传播过程中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影响。

w勒尼·格兽塞:《草原帝国》，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2页。



第二节 清末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的基督宗教

    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鸦片战争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与近代历史的分界线。鸦片

战争的爆发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固有发展轨迹，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外国殖民势力长驱直入，传教士作为基督宗教传播的主体也在这种极不平等的国

际关系格局中涌入中国。传教十的足迹遍布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甚至于地处塞外的

内蒙古地区也被传教士开拓出来。传教士进入内蒙古地区之后，要受到中国固有的传

统文化和蒙古传统文化双重因素的影响。这就使得他们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教方式迥然

于其与内地及其他边疆地区的传教方式。从所掌握的史料来看，基督宗教在近代内蒙

古地区的传播以点的形式开展，局部地区有形成面的趋势，但最终没有在整个内蒙古

地区以面的形式铺展开来。

    基督宗教的三大派别(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都曾在近代的内蒙古地区获得

了一定的传播气 天主教进入内蒙古地区的时间要早于基督教。早在道光十年 (1830

年)，天主教法国圣味增爵会 (又叫遣使会)就已在察哈尔西湾子 (今河北省崇礼县

境地)设立了教堂。西湾子教堂的法国司铎(即神甫)怀着向内蒙古地区扩展势力的

目的，确定了对蒙古民族传教的方针。为了便于传教，他们学蒙语、习蒙俗，甚至想

尽办法招徕喇嘛入教。此时，天主教的传播仍处于秘密状态。咸丰八年 (1858年)，

中国被迫与法国签订《天津条约》，条约规定“凡中国人愿信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

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盖行宽免”。咸

丰十年(1860年)的《北京条约》又进一步规定“天下黎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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擎者予以应得处分’，。在签定《北京条约》时，充当

翻译的法国传教士孟振生搜自添上了“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条文。

至此，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获得了公开合法的身份。天主教传教士自由深入内蒙古地

区建立教堂和传教据点。

    中法 《北京条约》签订之后，法国忙于在京、津、直隶地区的活动，无暇顾及内

蒙古地区。这恰好给了比利时神甫南怀仁一个极好的机会。南怀仁立即要求比利时教

u基督教是世界上最大的、传播范围最广的宗教。学术界在使用“基督教”这 概念时不统一，
各有所指。科学地讲，基督教有了‘
所有教派，即大生教 (Catholic),
狭义的基督教是指其中的新教。
新教。

义和狭义之分。f‘一义的基督教是指信本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
新教 (Protestant)、东正教(Orthodox)及其他一些小教派;
本文中，“基督宗教”指广义基督教，而“其督教”一词则专指



会和罗马教廷批准他们成立专门到中国传教的修会，并于同治元年(1862年)成立了

旨在到“蒙古教区”传教的“圣母圣心会”。同治三年(1864年)罗马教廷指定中国

的“蒙古地区”作为“圣母圣心会”的传教范围，随后，南怀仁率领韩默理等4名传

教士到西湾子村接替了法国“圣味增爵会”的教务。“圣母圣心会”确定“以蒙民归

奉圣教为目的”的传教宗旨。他们认为，内蒙古地区“地阔俗陋，政治乏力既感难周，

则宗教之传自易奏效”①，打算打开蒙民信教的缺口，进而掌握整个内蒙古地区。

    道光三十年 (1850年)，有两名法国传教士“携有夷书一本”潜入内蒙古地区东

部昭乌达盟巴林、翁牛特等旗活动，“私赴内地妄图传教”，这是传教士进入内蒙古东

部地区最早的文字记载。可见，天主教势力己深入到内蒙古东部昭乌达盟地区。

    为进一步扩大传教规模，西湾子总堂的神职班于同治六年(1867年)竟将传教士

增加到60名，便利了教务工作的开展。同治十年(1871年)，圣母圣心会派巴者贤为

蒙古教区新任副主教，进驻西湾子总堂，大肆开展布教活动。同治十一年(1872年)，

在他的主持下，在南壕堑建立了一座大教堂，称为“圣殿”。同治十三年(1874年)，

巴曹贤通过驻天津法国领事馆公使热福理的支持，在呼和浩特强行建立了第一座天主

教堂一双爱堂。。这座教堂规模宏大，尖顶高耸超过北城门，坐落于旧城东北外庆凯

桥的东北，也就是后来呼和浩特市天主教堂的前身，其后，天主教势力逐渐渗入到归

化、萨拉齐、托克托等厅，信教的人数大有增加，教堂的数目日渐增多.

    同治十二年 (1873年)，伊克昭盟准格尔旗扎萨克扎那嘎尔迪同阿拉善旗亲王贡

桑珠尔密特朗朝靓回来，途经西湾子村，参观了该处教堂，并受到此地教堂二司铎德

明玉、费怀永的热情款待，两亲王允诺他们可入其旗地传播天主教。巴省贤主教对在

鄂尔多斯地区传教抱有浓厚兴趣，因为鄂尔多斯地区不仅蒙古族比较集中，而且在它

的南部与陕西交界的地方，天主教的势力已有陕西渗透过来，为在这一地区的传教提

供了有利条件。同治十三年(1874年)巴誉贤主教派德明玉、费怀永前往传教。两司

铎在藏族向导萨木腾金巴带领下，路经归化城、城川，后又转到宁条梁，两司铎就地

搭帐篷，开展教务活动。不久，两司铎又在城川附近的苏坝海子盖起了3间柳条屋作

为堂口，有3户蒙古人入教。其后，又在城川地区建起一座10间屋规模的教堂。之

后，宁条梁、小桥畔开始建立教堂，教民发展近千户。从此传教士的足迹踏进了鄂尔

多斯高原，并不断地在伊盟各地开展传教活动.

卯〕《绥远通志稿》“荃督教”篇。
②戴学楼:《呼和浩特简史》，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0页。



    光绪二年(1876年).尔架麻梁传教司铎杨广道率领准格尔旗地区的教徒多家迁

到三道河子(三盛公)居住;光绪六年，德明玉司铎又率西湾子、岱海一带的教徒百

家到三道河子居住，这就奠定了三盛公成为以后西南蒙古传教区的中心一主教总堂所

在地的基础。

    随着传教规模的扩大，原有的教务安排已难以应付。光绪七年(1881年)巴脊贤

精力不济，深感一人难以控制如此辽阔的教区，于是，他就上书罗马教廷批准划分蒙

古教区的计划。光绪八年 (1882年)内蒙古地区教务划分成三个区域:

    1，东蒙古教区，主要包括卓索图盟、昭乌达蒙及直隶北部热河，以松树咀子为

总堂，主教为吕继先。全教区共有教堂、会所159所 (包括主堂13，会所116，公堂

16，小堂13，修道院1)。，外籍教士27名，华籍教士27名，教民9060人。

    2.中蒙古教区，主要包括现今的锡林郭勒盟南部、乌兰察布盟全境，以西湾子

总堂为中心，主教为巴省贤本人。全教区共有教堂、会所183所(包括主堂15，小堂

62，会所115，修道院1)，外籍教士29名，华籍教士14名，教民13740人。

    3.西南蒙古教区，主要包括现今的伊克昭盟、阿拉善旗之东部、乌兰察布盟之

乌拉特旗、茂明安旗、土默特之西部，及已设厅之归化、清水河、萨拉齐、东胜、五

原等地和宁夏省之东北部、陕西省至三边。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以前总堂设在阿

拉善旗的三道河子(三盛公，即今“瞪口县”)，后移至萨拉齐以南的二十四顷地。主

教为德明玉。全教区共有教堂31所，修道院1处，外籍教士27名，华籍教士1名。

教民5680人。西南蒙古教区又分为三段，即东段，二十四顷地为总堂，管理达拉特

旗、准格尔旗各教堂。西段以三盛公为主堂。南段以小桥畔为主堂，管理鄂托克旗、

乌审旗各教堂⑧。下附一基督宗教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图:

11所谓会所，即为某些部落教徒较多
  来祝圣
9以上所引材料见《拳匪ki*v?g_

但离教堂较远，弥撤不便，于是在本村设点，神甫到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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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信教人数的增加，各教堂之间相距遥远，传教士们为便于开展教务，请求罗

马教廷重新划分蒙古教区。民国卜一年 (1922年)罗马教廷决定将东蒙古教区改为热

河教区;中蒙古教区改为察哈尔教区;西南蒙古教区改为宁夏教区 (包头以西)，绥

远教区 (包头以东)。民国十八年 (1929年)，蒙古教区确定为5个代牧区，即热河、

察哈尔、绥远、宁夏和集宁代牧区。民国二十一年 (1932年)，蒙古教区确定为6个

监牧区，即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集宁和赤峰监牧区。①到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一统计在 “圣母圣心会”管辖区域内，共有教堂185所，比国神甫200人，教民发

展到16.6万人。②民国三十五(1946年)，罗马教廷决定在中国实行教会“圣统制’，。

内蒙古地区为 “蒙古教省”，辖有绥远、宁夏、集宁和西湾子教区。建国后，天主教

会的活动，在 “三自”的原则下，逐步走向了新的轨道。

    除天主教外，

播范围更为分散，

基督教也在内蒙古地区获得了传播。基督教与天主教相比，它的传

流动性更强，较为固定的传教点并不多， “耶稣教

教城镇而不重视乡村，故在乡下没有活动”砚，。内蒙古地区仅有英国

(指基督教)传

、瑞典与美国教

会设立的耶稣教堂。其中瑞典国内地协会在内蒙古地区共设立了4个城市教堂:萨拉

齐 (土默特右旗)、丰镇、归化城 (呼和浩特市)、包头教堂。美国协同会在内蒙古地

区共设立了3个教会:美国蒙古传道会、美国福音会、集宁美国信乐会。基督教在内

.’【比】干守礼:《边疆公教社会事业》，上智编译馆，1948年版，第4页。
刃雷洁琼:《平绥沿线之天土教会》，1933年版，第4页。
互《托克托县志》编写委员会:《托克托县志》(修订稿)，第251页



蒙古地区的影响弱于天主教。光绪十三年(1887年)，英国基督教传教士华国祥来到

绥远城，在“水渠巷商家永宁号院内，租房立会，榜曰耶稣教堂”①。该教堂每逢星

期天在财神庙、戏楼上放映幻灯片，宣传教义，劝人信奉。光绪十八年(1892年)，

瑞典基督教传教士鄂礼松来到归化城传教，创立了“大美宣道会”。光绪十九年(1893

年)，由欧洲多国组成的男女传教士bfl多人的宣教团来到绥远，在归绥旧城的东顺城

街、小西街、屹料街、外罗城等处设立了分教堂，在城郊的察素齐、毕克齐、托克托、

和林格尔、保和少等地也相继设点传教。此外，内蒙古东部赤峰等地也相继建立起了

教堂。基督教势力深入内蒙古东部地区。建国后，耶稣教的活动在“三自”原则下，

走进了新的历史时期。

    综上所述，清末民国时期，天主教、基督教势力都己深入内蒙古地区，尤其是天

主教势力，“东至热河及赤峰一带，西至阿拉善旗定远营和伊克昭盟各旗，南至伊克

昭盟准格尔旗接山西阳曲县，北至武川、四子王旗等地，在广大农区和半农半牧区”

。，都有分散的教会势力存在。他们在近代内蒙古社会中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势力群，

直接影响到了清末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第三节 鸦片战争前后内旅古地区基督宗教传播的比较

    内蒙古地区从古代到近代一直都是基督宗教传播较为活跃的地方。古代中国与西

方国家的接触是通过西北陆路方面开始的，传教士正是从西北陆路方面将基督宗教传

入蒙古高原。近代中国遭到前所未有的来自海路方面外来势力的挑战，西方各国用坚

船炮利轰开了中国东南大门，从此，外国殖民势力从沿海地区深入内地。中国开始沦

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前后不同时期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基督宗教在蒙古地区传教各

个方面的迥然不同。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传教背景不同。鸦片战争以前(主要指蒙元时期)，蒙古地区是一个独立

自主区域，享有决定、处理本地区一切事务的全部权利。基督宗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

必然要得到蒙古地区统治者的承认和支持才能在蒙古地区获得传播。基督宗教在这一

时期从属、依附于蒙古政权。有元一代，基督宗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较为顺利，葛至

还很红火.这与蒙古大汗的实际支持分不开，正是这种从属、依附关系，使得这些来

。《绥远通志稿》卷48.83.81.

a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编r3组:《蒙古族通史》(一卜册)，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年版，第194页。



到蒙古地区的传教士们，在传播基督宗教时，极为小心、谨慎。有必要指出的是，蒙

古军西征使西方世界陷入空前恐慌中，为阻止蒙军继续西征，教皇才派大量传教士开

始与蒙古统治者进行联络。他们当时出使的目的并不是倾尽全力传播基督福音，而是

想让蒙古人通过VA依基督进而放弃西征的军事侵略，这是他们最初的想法。西征结束

后，蒙古军对西方世界威胁解除后，这些传教士才将视野全部转入到在蒙古地区进行

传教。为便于传教事业的开展，一他们将基督宗教的教义与蒙古固有文化局部地融合在

了一起。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利于蒙古人对基督宗教的教义的理解;另一方面减少

了基督宗教传播的阻力，便利了基督宗教的传播。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主权逐步沦丧，己基本丧

失保护本国利益的各种能力，中国沦为西方附庸。内蒙古地区作为中国北部的一个区

域，必须完全受到清政权的遥控。再加上明清以后，蒙古社会己失去往昔开疆拓土、

挥戈驰骋的勇猛之气，暮气日重，更加剧了蒙古地区沦为西方附庸的步伐。有了强大

的国家实力作为后盾，西方传教士彻底抛弃了蒙元时期谦逊忍让，将西方文化尽量移

植蒙古文化中的做法，开始盛气凌人地获取在华传教的特权。

    第二，传教所受阻力的不同。基督宗教在蒙古地区不同时期的传播，因当时具体

的政治形势及社会性质的不同，在传播基督宗教的过程中所受到的阻力大小不一样。

通常来讲，蒙元时期基督宗教传播过程中所受到的阻力较小;鸦片战争后，基督宗教

在传播过程中所受到的各方面阻力都很大。

    成吉思汗时期，由于信奉景教的诸多部落相继为成吉思汗所灭，信奉景教的部分

突厥部民开始与蒙古各部落杂居在一起，大大便利了基督宗教的传播。与此同时，因

为蒙古西征所虏回的战俘、工匠等人口中，有很多西亚、东欧的天主教徒，特别是因

为蒙古及元政权与罗马教廷的直接联系，不少天主教徒不辞辛劳、跋涉万里来到蒙古

地区。。罗马教廷在蒙古地区发展迅速。1275年，在忽必烈的新都汗八里 (即北京)，

由天主教马天合创设了总主教管辖区“当时蒙古王公，以及庶人，信奉天主公教者为

数甚多”②，成为同聂思托利派不分伯仲的一大教派。基督宗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受

到了蒙古统治者的赞许和支持，从而得到了某种程度的保护，这在前面已有论述，在

此不再赘述。除统治者的扶持、保护外，基督宗教传播所受阻力相对较小的另一原因

广韩儒林主编;《元朝史》卜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4页。
9常非:《天主教绥远地区传教简史》(抄本)，内蒙古天主教爱国会藏。



就是蒙古民众的宗教一萨满教的包容性。元朝之前，蒙古族普遍信仰的是萨满教①，

内容大体包括大自然崇拜、动物崇拜、神灵崇拜等。萨满教并非一神教，它奉行多神

教，不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萨满教因具有很大的实用性、功利性、

灵活性而且教义、教规易为人们理解，操作起来较为简单，因此备受蒙古统治者及蒙

古民众的青睐。萨满教的包容性、开放性为基督宗教的传播营造了较为宽松的宗教传

播氛围，大大减少了基督宗教传播的阻力。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基督宗教传播所受阻力较小还得益于传教士在蒙古地区

传教的态度.当时大的国际形势是蒙古帝国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基本确立，不容小视。

传教士门要想传播基督宗教必需得保持低调，且要努力使基督宗教的教义与蒙古固有

文化契合起来，才能便利基督宗教的传播。基督宗教是一神教，具有极强的排他性。

但这一时期，荃督宗教作为蒙元时期多种宗教之一种，要谋求发展，必须得仰人鼻息

才可。传教士们在传教时的内敛也大大地减少了基督宗教传播时的阻力。

    鸦片战争后，伴随西方国家侵略中国步伐的加剧，传教士大量涌入中国沿海并深

入到中国腹地及至内蒙古地区。这一特殊的国际背景使基督宗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打

下了特殊的时代烙印。“基督教所犯的最大错误是19世纪以来传教士依仗西方列强的

炮舰外交的保护，试图打开中国传教大门”②。西方传教士彻底放弃了利玛窦时代谦

逊忍让的态度，盛气凌人地获取了在华传教的特权。其时，虔诚、正直，以传播上帝

福音为唯一宗旨的传教士仍有人在，但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用

战争把中国开放给基督”的狂妄叫嚣”⑧。

    深入内蒙古地区的传教士们为扩大传教规模，使尽各种手段，从经济上的引诱到

政治上的施压、文化上的侵略几乎无所不用其极。这时基督宗教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

功利性较强，大大激化了蒙汉民众与传教士之间的矛盾，进而导致内蒙古地区教案频

繁发生。

    传教士在内蒙古地区传播基督宗教时除受以上阻力外，还受到来自喇嘛教方面的

阻力。喇嘛教在蒙古族的精神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喇嘛教的信仰充斥于蒙古

族全部生活中，婚礼、丧葬、祭祀等重要场合皆少不了喇嘛。“寺庙布满蒙古草原，

.萨满教又叫勃格教。勃格教是蒙占萨满教的一种，是专治病的，因勃格的影响大致把蒙古萨满
  教称为勃格教。

LM秦家笼、(it)孔汉思(Hans Kung)著、吴华译:《中国宗教与基督教》北京，二联书店，1997
  年版。

衡牟钟鉴、张践著:《中国宗教通史》，_1t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第1003页。



部有部庙，盟有盟寺，旗有旗召，家有家庙。寺庙林立，喇嘛成群，晨鼓暮钟，诵经

拜佛，一子成僧、九族生辉，空对尘世，梦幻来世”①，徐旭生在其游记中曾提到“包

(蒙古包)内西北有一柜，开视则为佛兔，上下两层，供佛七八尊。佛皆系布上彩色

绘画者，幅的大小不一。问他们各家所供的佛，是否相同，答言完全相同”②。蒙古

族民众精神方面的需求几乎全可在喇嘛教中找到寄托，他们视佛为至高无上，把希望

寄托于来世。内蒙古地区除一些私塾学堂是为各旗王府子弟而设外，牧民子弟要想学

一点文化，唯一的办法就是当喇嘛。“喇嘛庙实际上成为当时蒙古文化教育的中心，

培养了一些蒙古族有知识的文化人”③。这些喇嘛是文化知识的载体，他们兼习医学、

哲学、数学、天文、历法等。他们经常帮贫苦牧民无偿治病，这从现实方面增加了蒙

古民众对喇嘛教的坚贞信仰。“在同喇嘛教的抗争中，基督教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软

弱无力的地位”④。俄国学者阿。马·波兹德涅耶夫对此曾有论述:“在蒙古人中传教

士却连一个教徒也没有吸收到。他们自己也承认，他们在蒙古人中根本就不传教，因

为要想和佛教及喇嘛教竞争几乎是不可能的”，“至于说到基督教的教义，为了说明基

督的道德学说比佛陀的德行更为高超，就必须对这一学说作极为详尽的讲解，如果只

是泛泛地解说，蒙古人就会觉得这两种学说都完全一样”⑥，喇嘛教信仰充斥整个蒙

古社会，基督宗教实难越过喇嘛教在蒙古社会中传播开来。

    第三，信教群体的不同。鸦片战争前后，基督宗教传入蒙古地区，所针对的传教

对象明显不同。蒙元时期，基督宗教传入蒙古地区后，它的传播对象主要是蒙古族上

层统治者，在蒙古族上层中拥有相当数量的信徒。元代基督宗教虽受到元朝统治者的

崇敬与优待，但并没有普及到蒙古民众和广大汉人中来。据史籍和考古材料来看，汉

人入教人数很少。因此，元代基督宗教不是汉人的宗教，而是阿兰人⑧、突厥人和蒙

古人的宗教气此时基督宗教传播的对象也包括一定数量的蒙古民众，但这些蒙古民

众饭依基督宗教，基本上都是从属于部落统治者一并归附的。他们是否自愿接受基督

公李尔只斤。吉尔格勒:《游牧文明史论》，呼和浩特，内蒙占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0页。
②徐旭生:《徐旭生西游日记》，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③陈育宁:《祭祀成吉思汗的地方一鄂尔多斯》，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17页。
④邢亦尘:《试论基督教在蒙古民族中的传播》，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第78页，
⑤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2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191页。
@阿兰人。原居于高加索北麓，是操伊朗语部族。阿兰，又译阿速、阿思、阿宿、阿速惕等、信
  奉希腊东正教。12世纪时移居捷尔宾特伏尔加特河口。成吉思汗西征时被速不台击败，拔都西
  征时灭阿速，阿速人多随军前往中原。
⑦韩儒林:《元朝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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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正因为这一时期基督宗教传播对象主体的性质，恰恰说明

了基督宗教只所以未能走进蒙古化的原因。统治者信奉基督宗教有很强的功利性、目

的性，他们版依基督宗教的坚贞度并不是很强，况且，蒙古统治者中也只有少部分版

依，并非全体版依，蒙古民众对基督宗教的一般态度通常是附庸蒙古统治者。那么，

蒙古统治者对基督宗教信仰动摇时，蒙古民众的基督宗教信仰更易倾塌。基督宗教群

体的弱小，可以说是基督宗教在蒙古地区湮灭的一个重要原因。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足迹踏进内蒙古地区。他们对传教对象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

虑的，起初，他们将传教对象的范围选择在蒙古牧民身上。早在鸦片战争之前，法国

遣使会即“确定了对于蒙古民族传教底方针”①，其后，比利时“圣母圣心会’，也同

样“以蒙民归奉圣教为目的”③，传教士们专以蒙古人为对象，用蒙文出版天主教经

典，尽力争取蒙古牧民入教。光绪二十年 (1894年)，传教士在城川地区招纳“蒙人

教徒十余家”③。实际上，它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后才在一个干燥一点的地

方修盖起一座圣堂和住屋等，正式成立堂口”。截至民国十九年(1930年)，这个教堂

的势力发展到顶峰，它拥有好几百“蒙古教友”④。传教士兴奋地把它叫做“最繁荣

的一个蒙古教友会堂”⑤，但类似这样的教堂并不多见，因为“其他地区的尝试⋯⋯

都没有持久的效果，或人所预期的成就”@，就是传教事业相对繁荣的城川地区，吸

收蒙民入教也不是很容易。城川地区“因广阔的草场被开垦，当地蒙古族牧民不愿弃

牧从耕，更不愿放弃原有宗教信仰饭依基督宗教，有许多被迫迁往城川以西和以北的

布拉格、召皇和更远的阿尔巴斯等草场”⑦，由此即可窥见其他地区的传教情况，远

非传教士所愿。“比利时传教士起初也偏爱蒙古人，但蒙古人饭依基督宗教者都很少。

而在汉族移民中，传教士发现了几名对其很有好感的基督徒”气 另外“天主教、基

督教二教传教士主要是沿铁路线传教的，而铁路沿线主要为汉族人居住，如京包线，

基督教早在萨拉齐传播较广。而牧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语一言通用蒙语，这种条件

刀【to 隆德里著:(西湾圣教x流》，第35页。
平常非:K绥远教区传教简史》
，J治国:《伊南边区调查报告》
凡以上所引见【比l彭我寿(A. Van Oost):《阂玉清传》,1932年比利时出版，法文版，胡儒汉、
  王学明译稿第二章.胡儒汉等译稿，第7-8页。
‘《鄂尔多斯传教史》，内蒙古天主教爱国会译稿。
0u【比】彭撇寿(A. Van Oost):《闽玉清传》第二章，胡儒汉等译稿，第7页。

陈育与’署:《鄂尔多斯史论集》，银川，’护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9页·
‘【法】沙白里著，耿升、郑德第译:《中国基督徒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248页。

1991年版，



和环境，传教士也不愿去。传教士来中国一般要学汉语，再学蒙语，时间和精力都要

付出很多，更何况在牧区蒙民中传教还受到当时仍然强盛的喇嘛教的抵制，效果甚微”

①。面对这种情况，传教士改变了原先确定的传教对象，将汉族移民作为其发展教徒

的重要对象。传教士将汉族移民作为传教的主要对象后，教务有了长足进展。

    基督宗教在绥远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中西部)传播时，正是绥

远地区的土地得到大规模开垦时期。这一时期，内地无地、少地的农民不堪沉重的封

建压迫大量涌向绥远地区。传教士在此大背景下，大大地拓展了传教事业，汉族移民

占教徒中大数。抛开传教士与蒙民之间的矛盾不说，单就蒙古牧民与汉族移民之间的

矛盾而言，在当时就己经很复杂。蒙古地区的土地数量有限，蒙古牧民为发展畜牧业

必然要占有大量的牧场，而汉族移民的大量涌入，开垦牧场为耕地，直接引起了牧场

数量的减少，蒙古牧民与汉族移民之间在经济利益方面的冲突十分尖锐。除经济利益

上的尖锐矛盾外，汉族移民的风俗习惯也与蒙古牧民相抵梧。蒙古牧民与汉族移民之

间矛盾仍是内蒙古地区的主要矛盾之一。传教士进入内蒙古地区进一步激化蒙古牧民

与汉族移民之间的矛盾，以致蒙汉民族之间的分歧更大。

    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清政府为解决财政危机，在内蒙古地区实行移民放垦，这

进一步刺激了进入内蒙古地区的传教士，这为传教士进一步占有土地提供了契机。移

民放垦后，又迎来了一个汉族移民进入内蒙古地区的高峰期。到民国元年(1912年)，

“哲里木盟析蒙地至三府一州三厅十二县，占地面积288149平方公里，流民和移民

编入民籍的户口达2203170人口，近二百三十万人口，归绥、萨拉齐、包头、和林、

清水河、武川、托克托七县流民和移民人口也不下百万。而此时蒙古族人口只剩下

877946人”。。汉族移民在内蒙古地区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这为传教士进一步发

展教徒提供了广阔的人力市场。

。王俊敏:《青城民族-一 个边疆城市民族关系的历史演变》，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第153页。

②字尔只斤·吉尔格勒:《游牧文明史论》，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
  156页。



第二章 基督宗教与近代内蒙古社会

第一节 传教士组织移民经营内蒙古地区的社会经济

    传教士深入内蒙古地区传教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先通过各种方式占有大量土

地、牲畜、生产工具等生产资料，以此为依托招引广大蒙汉人民入教，从事耕种，进

行生产。19世纪中期传教士进入内蒙古之初，内蒙古地区的农业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

传教士进入此地后，为便于传教，一直都把招徕移民进行垦殖作为自己重要的二〔作来

做。他们在这方面付出了很多的精力。塞外地区气候严寒，条件恶劣，传教士能在这

种情况下“发誓只回到天上的祖国”。，进而一如既往地为了传教而长期驻扎于此，

着实需要一些精神。传教士在内蒙古地区进行传教过程时就已充分认识到招纳蒙民入

教的难度，因此，他们适时地将传教对象转移到汉民身上。19世纪50年代之前后，

内地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人口相对过剩，社会动乱不止，为求生存，内地(多为陕西、

山西、河北、山东)的汉人多成群结队向关外进行移民，他们中的大多数听以往去过

关外的汉人描述说，关外沃野千里，开荒种植很容易。带着这样一种向往，他们开始

了向关外移民的行程。传教士及时地看到了这一移民群，并将他们作为传教的重要对

象。外来移民在进入蒙古草原时曾遭到蒙古王公贵族们的抵制，这些蒙古王公贵族们

担心他们会丧失最好的草原，蒙古地区的牧民们与外来移民之间因土地问题引发的冲

突不止。汉人移民的涌入占据了蒙古人大量优良草场，这种利益上的冲突使得双方的

矛盾很尖锐，而此时的清政府，一面通过各种优待措施笼络蒙古王公贵族，使其服从

统治需要;一面又允许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移民，然而外来移民在耕种土地过程中饱受

着富裕的地主们的盘剥，移民者不得不把收成的60%-70%缴予地主。卡罗·米尔克

贝克对此作了如下陈述:“我们看到，中国移民只能在两种抉择间挑选;要末不管愿

意与否都服从大地主，要末单枪匹马(如果不说被人遗弃的话)去碰十分渺茫的运气;

传教士决定为他们提供人道的、社会性的和符合基督精神的第三种选择”②。为做好

【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止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第
191贡。这句话的意思是，天主教的传教士若去中国传教，就必须在中国终此一生，永远也不
再同到尘世的祖国，而只能“问到大上的祖国，’o
转引自【法】沙百里署、耿升、郑德第译:《中国基督徒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248页。



招纳大批移民入教的工作，他们在内蒙古地区圈占一定数量的土地，并准备相当数量

的牲畜、生产工具，开始招纳外来移民者。传教士往往以人们中的几户基督徒家庭为

最初的核心，在此基础上，向入境的移民派骆驼和向导，使其前往移民地，必要时“传

教士往往亲自出马去找新移民，向每个家庭提供一辆大车，一头牛以及够用约20天

的食品和草料。新移民一到就先被安排住下，然后可得到一片土地，一对牛，一架犁，

几把锹，一些干草及种子”①。这对于初来塞外，身无分文，无处投奔的移民来讲，

确实是难以抗拒的诱惑，所以“许多陷于赤贫的中国农民做好了受教于基督宗教的准

备一只要给他们一块土地，几样农具并保证其安全即可”a

    有了土地、牲畜、生产工具、移民外，传教士便着手开始一定范围内的有组织的

农业生产活动。农业生产活动的开展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如为保证农业生产所进行

的灌溉工程的建立，以及新品种的引用推广和保证农业生产顺利发展所需要的基本生

产资料的供应等等。如果没有一个核心力量从中进行组织、协调的话，其结果很难想

象。传教士在农业生产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是推动局部农业生产相对繁荣的

一个重要因素。

    内蒙古地区地处塞外，自然条件恶劣，干早少雨，自然灾害频繁，无霜期很短，

这些都是发展农业的大敌。就是在这样不利于农业发展的情况下，传教士组织广大教

民开展农业生产活动。传教士在所取得的土地上，以有偿的方式将部分牲畜、籽种、

生产工具等借予广大教民，待秋收后将以一定的比例收取其报酬。提倡移民开荒的第

一位天主教主教是巴誉贤。他刚到中国时，就主张以开发蒙古草原的方式进行传教。

传教士在开发农业过程中，常常深入乡间，进行实地调查，多方收集资料，对各地土

壤是否利于发展农业进行论证，论证可行之后，即开始组织所属教民进行垦荒种植。

传教士组织移民开发的土默特地区是传教士开发内蒙古地区农业中很有代表性的例

子。土默特地区北靠大青山，南临黄河，东边以黑河为底线，占地两万余顷。传教士

们依据土壤的不同，有针对性地进行开垦，并对其中一些土壤进行改良。如局部地带

的土地坚硬，儿乎没有人耕种，而当地的蒙古人也多把此地当作牧场。开始时，教会

零星购买了一些，进行试种。他们试验的结果，发觉对这种土地，若能将上层焦土翻

下，将下边沙土挖起来覆在上面时，就最易于耕种，而且会有较好的收成。民国十八

①【法】沙百里:《中国基餐徒史》，
  第250页。

②【法】沙百里:《中国基督徒史》，
  第248页。

耿升、郑德第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耿升、郑德第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年(1929年)，荒早成灾，教堂按照这种办法，居然造成了良田20余顷。传教士们又

提倡换种植物法，改善农田土壤，同时利用河水淤地，栽种菠生植物，这可以保护容

易变性的农田。这些发展农业的新方法，针对当时的内蒙古地区农业现状来讲，未尝

不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这些新方法的运用，使内蒙古局部地区的农业有了相对的

发展。

    发展农业离不开水利方面的建设。传教士在发展农业过程中，在水利建设方面投

入了很大的精力。“我们知道，农田水利事业是需要大量投入的，一般个体农民是无

此能力的”①。传教士在水利建设方面发挥了组织协调作用。我们举几个有代表性的

例子来看一下传教士在内蒙古地区水利建设方面所起的作用。光绪三十一年 (1905

年)，杭锦旗扎萨克将一大片草原租予教堂，这一块土地地势低洼，适合灌溉。“教士

们苦心经营，则地筑渠，以便灌溉土地，从而开垦，总计二十年内，教会独立自备经

费掘成了大约三七八公里长的渠道;其间有宽十公尺，深两公尺的，还可以容纳黄河

帆船，运输食粮货物自由航行，在交通上也给了当地人民不少的便利”②。河套地区

的农业发展对水利的依赖程度与其他地区相比较为突出，所以渠水灌溉对于这一地区

的意义尤为重大，而渠水则被河套农民视为生命线。河套地区“几十年内教堂所挖成

干渠，计有黄特劳河，可灌地三千余顷;准格尔渠，沈家河，渡口渠，三盛公渠”气

由于这些渠道的挖掘成功，使得河套地区发展农业的水量有了保证，每年都有数十百

顷荒地被开垦出来，这进一步刺激了外来移民。河套地区也由昔日的荒芜塞外，变成

了具有一定生机活力的地区。位于陕西三边东部横山县境的雷龙湾村，三面为重重叠

叠的沙丘，另一面是一道乾山，村中百姓仅仅靠一块块并不大的，离他们居住地很远

的零星农田维持生活，生计问题时刻困扰着他们。民国五年 (1916年)，村民挖了一

道河渠，引导无定河的河水灌溉上地，然而由于经费不足，干渠挖得很窄，只有一小

部分的农田可以获得河水。民m二十一年(1932年)，该村传教士得到华洋义贩会④的

同意，把以前挖的干渠延长，而成为一条通畅的河流，又在渠水冲下的河潜里修了一

道大坝，利用新渠引来的河水使得一大块厚沙掩盖着的荒地变成了可耕种的土地。河

水还带来了一层肥土，l年后，居然有20顷地可以种植稻米。水利设施的建设成功，

夕牛敬忠著:《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变迁》，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7页。
【比】王守礼:《边疆公教社会事业》，
【比】王守礼:《边疆公教社会}+业》
华洋义贩会由中国著名人十颜惠庆、
为当时中国社会作了大徽的慈善事业

  上智编译馆，1948年版，第24页，

上智编译馆，1948年版，第25页。
朱庆澜等与美国、英国基督界人F于1929年合作成立。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内蒙古地区农业的发展。这对加速内蒙古地区由传统的游牧经济

向农业经济方式的转变，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传教士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较大，

他们对内蒙古地区农业的经营，从某种意义上讲起到了分化传统经营方式进而向现代

经营方式转变的催化剂作用。

    内蒙古地区的农业种植物单一，一方面受制于内蒙古地区历史上一直以游牧经济

为主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也受制于内蒙古地区的自然环境。传教士进入内蒙古地区

后，根据内蒙古地区的现实状况，结合自己的实际经验，对内蒙古地区的农业种植物

进行调整、改良，一改内蒙古地区农业种植物单一的格局，使得内蒙古地区的农业种

植物较以往丰富多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丰富了人们的饮食范围。原先“有好几种以

前在边疆地区没有的东西，后来在边疆都有了普遍的种植。除了番薯早己普遍种植以

外，尚有所谓“草麦”，这是早期成熟的一种植物，能够避免边疆九月上冻的危险。

另外还有比利时种的葫麻、首楷、酵母花、法国的小麦都是由传教士们的介绍而流传

到了中国的边疆”。。传教士们除引进新的农作物外，还在内蒙古地区进行了大规模

的农作物种植试验，结果较好。“民国十一年，高家营子的传教士，试种黄豆，结果

收成量比蝶形花豆较好。至于菜蔬类，如各种圆白菜、萝卜、番茄、虹豆、铃档果等

等，在高家营子也都早经试种成功，适合边疆土质”。“在陕北三边，教士们也试种

美国高粱和棉花，此外，边区的西北各地，栽植法国种葡萄，在质与量方面，都有良

好的成绩”气
    传教士们对于用于农业生产的工具也很注意，为此他们曾派专人去国外进行相关

方面的考察，但多因内蒙古地区特殊的土质及自然环境的限制，没有成功，但传教士

有意识地引进先进的生产工具来发展内蒙古地区农业的做法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发展农业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没有一定的配套设施，农业很难获得发展。外

来移民初到内蒙古地区，移民当中多为无产业的穷苦农民，他们要在内蒙古地区开垦

荒地，必须得有粮种、耕牛、及一定的生产工具，而这些往往是初来塞外的移民所没

有的，这对他们来讲，无异于一大难事。传教士在这种状况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

们给予外来移民所需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各项生产资源，保证了农业活动的展开。除了

外来移民初入蒙地需要传教士提供一定的生产工具外，在频繁发生的早涝之年，传教

士往往要组织教民进行有效的防旱防涝工作，同时也要发放大量的粮食、牲畜等给一

N【比】王守礼:《边瞪公教社会事业》，
。【比l王守礼:《边疆公教社会事业》，

上智编译馆，1448年版，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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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受灾教民，待到下年春播时期，又需要拨给受灾教民一定的籽种、牲畜等。传教士

‘们为了保证农业活动的顺利展开，在一些教堂所在地设立了一种组织，称作“公会”。

  犯公会”的职员，除了调查贫户，设法救济他们以外，.还要为公益事业服务。在 “公

会”的基础上，在一些教堂所在地，又发展了一种新的组织，称为“合作社”。“合作

社”的职能:第一，负责散发籽种，秋收之后以一定比例收回所放之籽种，以保证农

业生产的正常运行。第二，负责对没有能力工作的农民所实施的救济工作。第三，协

调村民之间的纠纷。“合作社”的建立，局部调节了农民的生产、生活，对于传教工

作的开展极为有利。曾有一位传教士说过:“传教的对象是人，而人不能吃空气生活”

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传教士们为便于传教在推动农业生产时所持的坚决态度。

    内蒙古地区草原辽阔，适合发展畜牧业。畜牧业在内蒙古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占有

相当重要的地位。传教士在进入蒙地之初，已经初步认识到了畜牧业在当地经济生产

方式中的重要地位。传教士在招纳移民入教垦荒过程中，为了达到顺利传教，发展农

业的目的，曾出巨资买了不少牲畜。“有的教堂曾在一年之中供给农民十五头耕牛，

供给三十头的也有”①，在干早歉收之年，传教士们常常扩大购买牲畜的数量。光绪

四年 (1878年)，由于连年荒早的结果，三边地区的人民把所有的耕牛，不是全部卖

掉，就是宰杀充饥了。有位传教士在包头买了一大群的牲畜，亲自赶回三边，分给蒙

汉教民。这对当地蒙汉教民能平安顺利地度过大灾之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传教士们

除了购买大量的牲畜外，还对牲畜品种的改良以及防治牲畜染上瘟疫等都做过一定的

实验。内蒙古地区饲养的牲畜一般是牛、羊、马匹、骆驼等。为了提高蒙地牲畜的质

量，传教士们曾作了这样的尝试，“在陕北城川，教堂曾于光绪三十二年 (1906年)

运来一匹阿拉伯马，以便和蒙古马交配，但这匹马身躯太小，不能同蒙古马相交，因

此最后实验失败”②，与此同时， “在土默特试验瑞士羊与本地羊的相配，却收到了

成果。在察哈尔试验改良畜种，曾运来法国诺曼底牛种，牡牡各一，把它们放在牛群

之中，结果亦相当满意”②。除了从国外引进优良品种，与本地牲畜进行杂交进而获

得优良品种外，传教士还对当地牲畜进行研究，通过选择法，也培养出了具有一定优

势的优良品种。边孤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牲畜染上疾病、瘟疫也是时常发生的事情。

传教士们对这方面也给予了一定的注意力，经过多次观察、实践，他们发现了一些预

①【比】王守礼:《边疆公教社会事业》，
②【比1王守礼:《边疆公教社会事业》，
;y【比】王守礼:《边疆公教社会事业》，

上智编译馆，1948年版，第73-76页。
上智编译馆，1948年版，第73-76页。
上智编译馆，1948年版，第73-76页。



牲畜染上疾病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对患上疾病的牲畜也进行了具有一定效果的治疗。

如光绪三十年(1944年)及光绪三十四(1948年)，察哈尔头道营教堂，发生过一次

牛瘟，村里的牛几乎死掉半数以上。有一位传教士试用乳牛苦胆汁施行皮下注射，效

果还很不错。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察哈尔窑子沟教堂村发现牛瘟，有一位传教十

使用另一种注射药，收效也很不错。在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传教士所采用的这些方

法，往往由于成本太高，大都没有得到推广，所产生的实际效益并不明显。

    传教士们在内蒙古地区发展畜牧业过程中，也格外重视对畜牧业产品的加工。他

们在内蒙古地区建立了一些具有一定现代化生产方式的工业公司。如在民国二十五年

  01938年)，察哈尔教区内，就有一位传教士，创办了一个牛乳公司。这所牛乳公司

的创立，因当时局势动荡，曾遭遇到了一定的困难。但传教士凭借着条约的保护，还

是使它发展了下来。这所牛乳公司“综计数年产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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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乳公司的

生产设备有“比国制的黄油机一架，美国制消毒机一架，罐头制造机一架。此外尚有

中国制造的机器多种，牧场里共有牛一百余头”⑧。这所牛乳公司所生产出来的奶油、

奶酪、奶粉、牛肉罐头等产品，质量都很高，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这种新的

经济生产方式，在当时内蒙古地区传统经济方式占主要成分的情况下，无疑具有示范

的作用。它能在塞外地区出现，它的意义已超过了这一牛乳公司本身的意义。它给内

蒙古地区输入了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为内蒙古地区今后走上现代化的发展之路，起了

一定的作用。

    内蒙古地区是以草原为主的地带，其中有沼泽地、沙漠、还有森林。但从总体范

围来讲，内蒙古地区的林木资源相当有限。从当时一些旅行家的旅行日记中，我们常

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有好些地方，几百里无水草，当然没有树木，所以燃料取给，

殊非易事”③。在内蒙古地区，一生没有看过树木的人在那个时代大有人在。我们知

道，种植树木对防风固沙，保护土壤，稳定生态平衡至关重要。传教士进入内蒙古地

区之后，对内蒙古地区的自然状况有了深切地认识，在认识过程中意识到了植树造林

的重要性。为此，他们多次组织移民，在内蒙古局部地区种植了其有一定规模的树木。

    传教士们不仅在教堂附近栽有许多树木，甚至在一些离教堂较远的地方，也尝试

。【比】王守礼:d边疆公教社会事业》，I_智编译馆，1948年版，
。【比】下守礼:《边疆公教社会事业》，上种编译馆，1948年版，
，范长江:《塞上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4



着种植过不少的树木。民国九年〔1920年)，传教士们在热河松树嘴子(今辽宁省朝

阳县)种植了40多顷的树苗，用以防止沟水冲淹。民国四年 (1915年)在深井 (今

辽宁省建平县)也曾经种植树木70亩，用以防止村边的山坡坍塌，同时在金家店(今

河北围场)也种植了树苗60亩。光绪十六年 (1890年)传教士们在南壕折 (今河北

张北县)开始种植树木，经过努力，造成了占地300余顷的森林。三十三号村 (今属

陕西省兴和县)的森林是由第一批到口外传教的传教士斐尔林敦在同治末年开始种植

的，后来这片森林在其他传教士的继续种植下，到了民国二十六年 (1937年)，己发

展成了一片占地400多亩的森林。传教士进入内蒙古地区传教的策源地一西湾子，是

一个树木相对充裕的地区。传教士为了拥有这片森林，曾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例如雇

人看守，或自己亲自看管，这使得此地的树木所有量一直保持着平稳的增长势头。传

教士在拥有原有树木的基础上，在西湾子地区又继续种植了占地400多亩的树木。集

宁地区的传教士们种植的树木如下:官村的树林占地20亩，望爱村的树林占地40亩;

玫瑰营子教堂的树林是从民国元年(1920年)开始种植的，种植的树林占地200多亩;

什拉乌素壕 (托克托县)的树林是从民国十四年 (1925年)开始种植的，种植的树林

占地1400亩。迭力素 (和林县)的树林是民国九年 (1920年)开始种植的，种植的

树林占地800亩。固阳县经传教士在教堂院内种植树木，几年之后，居然也形成了一

块占地20亩的林地。在河套地区(接近今天阿拉善一带)，传教士们克服自然条件不

利等条件，也尝试着种植树木。如宣统二年 (1910年)，他们在三盛公的周边，尝试

着种植树木，结果较好。

    传教士们在内蒙古地区种植了一定量的树木，他们所种植的树木，有些为内蒙古

地区本来就有的树种，例如，杨树、柳树、榆树等。有些则是由中国内地甚至国外引

进来的新树种。“在河套的教士，则曾试种树木百余种。欧美种都有”。土默特地区

“现在己有的计有桓科、刺槐、山榆及垂柳，而以意国杨柳长的特别茂盛”①。传教

士在内蒙古地区实行的植树造林运动，对内蒙古局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确是起到了

一定的作用。近代的内蒙古地区由于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在开发内蒙古地区的过程

中，由于缺乏统一规划，进而导致的无序开发，使得内蒙古地区的沙漠化现象很严重，

这严重破坏了内蒙古地区的生态平衡。与此同时，传教士为便于传教工作的顺利开展，

在广泛招徕外来移民开垦内蒙古地区的同时，还能从一定范围内开展植树造林活动，

v【比】王守礼:《边疆公教社会事业》，上智编译馆，1948年版，第83页。



这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实属难能可贵，尽管他们所栽种的树木有限，但这一影响则

很深远。

    传教士在内蒙古地区为了大力推进传教事业，因而对于传教事业有利的各方面社

会事业都很关注。他们久居内蒙古地区后，充分意识到了塞外偏僻、交通不发达、信

息不畅通的弊病。为了便于内蒙古地区教会事务与外部各地区教会事务的紧密联系，

传教士们在内蒙古局部地区发展了一些邮政业务。他们曾在热河、那拉必流、金家店

(宁城)、深井、房深 (建平)、锥子山、伶家营子、马架子 (围场)、毛山屯、库伦

图(赤峰)等处设有邮政服务业务。有些教堂甚至出钱雇用邮差联络中心区以外的某

些地区的通讯。如“在民国元年以前，只绥远城有邮局的设立。教堂派人去收取信件，

将寄三边的邮件，由二十四顷地雇人送到乌审旗的莫敦柴丹，由城川教堂派蒙人去取，

再带回三边分别传递”④。传教士所办理的邮政业务，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传教事业

的开展，同时也加强了蒙地与中原内地的联系。当时内地许多的重要信息就是通过这

种渠道传到内蒙古地区的。内蒙古地区的人们也从邮政业务中得到了相当的便利。当

时一些旅行家、考察组进入内蒙古地区以后，也多通过教堂所办理的邮政业务与内地

家人进行联系。“那个地方有一天主教堂，听说教堂内邮局可以寄信，遂写家信一封，

同黄仲良、皋九再到亨杰盐塘寄信并参观”。。邮政业务的设立，大大地拓宽了蒙人

的信息渠道，使之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有了一个平台，从客观上为内蒙古地区向近代社

会迈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金融流通方面，传教士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内蒙古地区广大农牧民的居住区

往往与中心城市距离很远。在急需现金的时候，他们往往要求助于教堂。于是教堂以

一定的价钱收取农民手中的实物，使之转化为现金，从而满足了农牧民们对现金的迫

切需求。当然其中的剥削成分占有很大比重，但同时传教士也发挥了银行中介作用。

从这点来看，传教士对内蒙古地区的金融流通起了一定的作用。地处塞外的广大农牧

民，石导于交通不便，农村孤立等不便条件，对外部世界了解甚少。近代中国政局动荡，

政府更换频繁，货币也发生过多次转换，有些货币因政治原因甚至停止使用，塞外的

广大农牧民对于这些消息的获得.往往多来自传教士。这也使得部分农牧民在金融紊

乱的环境中，减少了一定的损失。从这一点上讲，传教士对蒙汉人民的日常生活还是

起到了某些积极影响。

IteI T守礼:《边珊公教社会事业》，上智编译馆，1948年版，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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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传教士在内蒙古地区实行的教会教育

    进入内蒙古地区的传教士，对塞北的偏僻，文化的落后，有着深切地感受。为克

服不利条件，便于传教工作的开展，传教士们进入内蒙古地区之初，就在各主要堂口

及主教所在地建立了规模不等、程度不一的多所学校。“基督教会之学校，初非专门

之教育家所设立，其志并不在教育人才以促进教育之进步:乃欲以学校为一种补助之

物，以助其宣传福音之业，故一经设立，此等学校乃立要求其存在之权利，不特能助

创办之人达其当初设校之目的，并能力助教会事业，以偿其建设之愿望，职此之故，

此等学校之数额，范围及种类，逐日增而月盛，自幼稚园以至大学校，无所不有”〔。。

传教士在内蒙古地区所办的教育依据性质的不同可分为教理学校、公学，国民学校、

职业学校、留学学校。

    一、教理学校

    教理学校又称初级小学，或称修身教育书房。这种性质的教育为传教士进入蒙地

不久之后，结合塞外居民的特点而设。塞外居民一般都实行分散居住，很难有一个稳

定的共同居住区。在这种情况下，传教士便在几处没有教堂的地区先设教理学校，对

蒙汉人民进行教育。“(教会学校)初创时煞费苦心，入学者予以种种优待，久之，人

乃趋之若鹜，该校设备极佳，有西洋化之概，课本多采经典诗歌，学生无由索解，然

亦不加解放，训管又颇严厉，学生思想身体俱为之禁锢，致无丝毫活泼气象，教师多

教会司铎，外国人、中国人皆有”②。教理学校主要面向教民子女，后随着发展也接

纳了一部分教外人民的子女。教理学校，没有指定的教课书。传教士门将基督宗教的

简明教义编成小册子作为教课书使用，同时也使用一些当时民间习惯用的小教本，如

三字经、百家姓等。“小学共三班，四十余人，共一教室，一教员。教员李姓，年约

二十，着一短布袄，人颇质朴。黑板上写百家姓数句，大约即其教材”;a?。教理学校

的教育从总体上讲宗教内容占大多数，广大学生在这种教育的影响下，终日浸淫在宗

教世界里。但不能否认的是，学生在学习、接受宗教知识的同时，也开始了读书识字

的起步阶段。教理学校在传教士所办的教育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二、公学

u兴1w宗教协会编:《华北宗教年鉴》，兴亚宗教协会出版，1941年版，第461页
②绥远省民众教育馆编:《绥远省河套调查记》，绥远省民众教育馆 1934年初版，第SOS )Q-
⑧徐旭升:《徐旭升西游日记》，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年版，第8页。



    随着传教事业的不断深入，教会初期阶段所推行的教理学校己不能满足传教工作

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公学教育应运而生。“公学的设立，主要本是为造就师资，

以及培养未来教士的人才的”①。公学从光绪九年(1883年)建立起，到民国时期己

发展到鼎盛阶段。接受公学教育的人数也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公学教育所讲授的课程

与教理学校相比要丰富得多，其中包括汉文、理化、史地等等，有关宗教内容的课程

在所授课程中仍占主要地位。公学具有一定正规学校的标准，每二一公学都有几间甚至

上十间房舍作为教室，教学设备中还有标本挂图、物理仪器等。接受公学教育的男女

青年学生都采取住校就读的方式。公学最早成立于东蒙古教区，以后各地都相继成立

了公学。在公学教育中以察哈尔地区的南壕Aft公学最为突出。“这一所公学成立于光

绪二十四年 (1898年)，到光绪三十一年 (1905年)，成了当地最新式的标准学校，

课程方面，除国文外，注重数学及科学;民国元年 (1912年)，方济各修女会接办女

校，一切均有长足的进步，可与男子部并驾齐驱。嗣后公学的课程，一年一年的改善，

设备方面也一年一年的更见完备”②。公学教育为传教事业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使

传教士在以后推行教育过程中所出现的师资问题，获得了基本的解决，同时也充实了

传教士的力量。公学教育在便利了传教事业开展的同时，也为内蒙古地区培养了具有

一定科学知识功底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以后的内蒙古社会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国民教育

    民国成立以后，全国的教育体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晚清时期的一些教育方

式基本上被革除殆尽。传教士所推行的教育模式，在民国以后也部分地受到了民国以

来历届政府的限制。在这一时期，教会所办教育基本上是处于民国政府的领导之下的。

对于教会学校所采用的课本以及所讲授的内容，民国政府都有一定的规定。教会所办

的学校必须由民国政府立案，才属合法教育。这一时期，教会教育在前两种教育模式

基础上，又不断向前发展着。

    以上三种教育模式是传教士们在内蒙古地区推行教会教育的主要形式。我们可以

从民国十四年 (1925年)与民国二十四(1935年)年各式学校学生的统计表中，看

到内蒙占地区广大教区中各式教育中学生的比例，以及这些教会学校培育学生人数的

情况。

。[比7王守礼:《边疆公教社会事业》，
.【比】王守礼:《边班公教社会事业》，

上智编译馆，1948年版，第120贞.
上智编译馆，1948年版，第121页。



表3-1民国十四年(1925年)学校学生统计表①

区别

公学初高两级 国民学校 教理学校

男

校

男

生

女

校

女

生

男

校

男

生

女

校

女

生

男

校

男

生

女

校

女

生

热河教

区

2 155 2 82 20 498 11 291 50 1253 58 】995

察哈尔

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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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绥远教

区

1 52 2 65 28 906 14 664 87 1354 65 2263

表3-2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学校学生统计表

区别

公学初高两级 国民学校 教理学校

男

校

男

生

女

校

女

生

男

校

男

生

女

校

女

生

男

校

男

生

女

校

女

生

热 河

教区

4 146 1 78 12 414 9 259 28 661 30 791

赤 峰

，教区

1 65 1 58 10 533 9 216 31 499 30 心84

  察哈

  尔教

一区

9 ’167  5

}

113 70 2469 36 1070 50 703 60 1720

①【比】王守礼:《边张公教社会事业》，上智编译馆，1948年版，第120页。



集宁

教区

3 95 3 50 24 965 16 597 30 780 39 1203

绥远

教区

1 22 2 90 39 1023 23 547 100 1295 91 1790

合计: 民国十四年 (1925年): 学校571所，学生16006名 (男生7699名

女生8307名)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学校767所，学生18903名(男生9837名 女

生9066名)

    从这个表中我们可以看到民国两个不同时期里教会教育的发展情况。民国十四年

  (1925年)时，三种教会学校中所占比重最大的是教理学校。学校412所，学生总数

10424名。其次为国民学校，学校148所，学生总数4997名。最后是公学，学校11

所，学生585名。三者合计共有学校571所，学生16006名。其中男生7699名，女

生8607名。男女学生的性别比例基本持平。民国二十四年 (1935年)时，三种教会

学校中所占比重最大的是教理学校，学校489所，学生总数9926名。其次仍是国民

学校，学校248所，学生总数8093名。最后是公学，学校30所，学生884名。三者

合计共有学校767所，学生18903名。其中男生9837名，女生9066名，男女学生的

比例依旧保持着大致1: 1的比例。按照当时内蒙古地区的发展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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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们为了便于传教事业

的顺利开展，在内蒙古地区大力兴办各式教会学校，这些教会学校后来也多成为建国

后新式学校的前身。如“发来甸子教公所学校自建立历经二十余年，解放以后并入公

立学校”‘气

    四、其他形式的教育

    传教士在内蒙古地区还兴办了一些职业技术学校，这些学校的设置曾在一定程度

上得到了蒙汉人民的认可。在当时的塞外地区，能有这种新式学校，确实是不同寻常。

“民国二十六年，如缝纫、烹调、家庭卫生、簿记、纺织、洗涤、裁剪、染色等;成

绩斐然，极为一般居民所重视”②。传教士也设立了与农业发展相关的职业技术学校，

为农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护士学校的设立开始于民国十一年 (1922年)，护士学校

的《敖汉旗教育志》:第70页。
神【比】f.守礼:《边疆公教社会事业》，上智编译馆，1948年版，第126页口



为传教士所设的各医院培养了不少医护人员，对内蒙古地区医疗条件的提高亦有帮

助。在内蒙古地区传教过程中，面对着塞外传教的具体困难，传教士曾派遣了一些学

生出国深造。“有三个学生，被遣送到比国进入大学专科，有两位都获得了医学博十

的头衔，一位曾任北平中央医院主任，另 一位则在辅仁大学化验室，炼制预防伤寒的

药针”(“，同时“资送过南壕堑教民段玉昆到比国去研究【硝皮法】’以‘。仅就目前所

掌握的材料来看，留学教育在传教士所办的教育中所占比重很小。尽管出国深造的学

生数目很少，但这种教育的出现，对于地处塞外的内蒙古地区来讲，其意义相当深远。

它使得内蒙古地区初具了现代化教育的端倪，实为今后内蒙古地区留学教育的开端。

除了以上这些教育外，教会还曾设立了一些 “青年识字夜校”，这些学校一般都是冬

季上课，待到春季农忙时节，便停止上课。

    以上所述的就是传教士在内蒙古地区推行的各式教育，这些教育形式对内蒙古地

区当时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人们在接受宗教教义的同时，也

逐渐开始了读书识字的步伐，这些人都是内蒙古地区近代史上较早的知识分子，他们

当中曾有不少人后来都参加了内蒙古地区的革命运动，为内蒙古地区的社会解放和社

会发展做出了贡献。从主观上讲，传教士在兴办各式学校时，其主旨无疑是为其传教

事业服务的。教堂所设立的各式学校 “实则以传教为宗旨，儿童毕业，知有宗教，对

于国家观念，民族思想，概非所知”③。传教士对蒙汉民众的思想控制，特别是青少

年的思想控制很PE，但从后来的事实中我们也看到，在接受教会教育的学生中，后来

真正服务于传教士的宗教传播事业的人数在所受教育人数的比例中所占份额并不是

很大，所以对于传教士所推行的教育对内蒙古地区所产生的影响应有进一步深入研究

的必要。

第三节 传教士在内蒙古地区推行的慈善事业

    传教士在内蒙古地区除设立学校、实行教会教育之外，还开展了一系列的慈善事

业。这些慈善事业具体包括建医院、设育婴堂、办安老院、贩济灾荒等，下面分条具

体述之:

    一、建医院

。【比】干守礼:《边疆公教社会事业》，上智编译馆，1948年版，第121页。
②【比】王守礼:《边疆公教社会事业》，上智编译馆，1948年版，第76页。
⑤陈赓雅著:《西北视察记》(上册)，上海，上海中报馆，铅印本，1936年初版，第46页。



    传教士在内蒙古地区建立的医院相对来讲范围很广，几乎在每一个设有教堂的村

落里都有一所规模不等的诊疗所。从西往东，内蒙古地区较为有名的教堂诊疗所如下:

      1靖边县的小桥畔教堂的诊疗所。这个诊疗所自成立以来，、一直是三边一带传

教十的施药中心，前来求医寻药的蒙汉民不在少数，平均每年施药L万剂。救治病人

的人数也很可观。

    2.三盛公(今瞪口县)教堂的诊疗所。原为教士负责诊病，民国十四年 (1925

年)，改由外籍修女主持门诊。每年前来求药治病的人数也很多。

      3 归绥包头的传教士在堂内设有门诊所，以归绥公医院毕业的护士作为他们的

助手，平均每日就诊的病人，为50至60名。

    4.巴拉盖 (萨拉齐县)门诊所，建立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由外籍修女

主持，每日除给孤儿和男女学生看病以外，也给外来的病人诊疗。总计1年内诊断次

数为18500次;医疗20557次;施药22550剂:出诊585次。

    5.归绥固阳县诊疗所。这里的传教士每天要费半天的时间，专为远处前来求医

治病的病人诊疗。

    6.麦达昭(萨拉齐县)教堂诊疗所。这里有一位医术高超的传教士狄文华，他

的20年传教生活，大都用在施药治疗上，救治了不少的病人。

    7，玫瑰营、香火地两处教堂的门诊所，平均每年各有8000至16500名的病人。

    8.南壕堑教堂的门诊所，每月医治的病人总数近千余名。育婴堂孤儿的医药和

治疗也有这里负责。

    9.西湾子的门诊所设立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

在石德惫主教的负责下将其规模进一步扩大，添置了许多新的设备，并聘请上海震旦

大学医学博士舒兆勋主持门诊所的医疗事务。

    10高家营子门诊所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由外籍修女接办，民国二十八(1939

年)，改由中国修女接管，诊治的病人也很多。

    11.热河省的朝阳、松树嘴子、山湾子、平泉均设有门诊所，由修女管理。

    以上所列仅为有一定知名度的门诊所，至于不在此列中的小型门诊所，更是不在

少数。除了这些设在教堂的门诊所外，传教士还在归绥设立了归绥公医院。归绥公医

院是由吕登岸教士收集各教士的捐款，做为基金，筹划建立的。归绥公医院共有]20

个床位，设有内外科、眼科、产科、电疗X光科、化验室、换药室、消毒室，还附有



一所图书馆。病房里还有锅炉暖气，院内有花园，占地面积200亩，不愧是“五百公

里内唯一的现代化医院”。

    传教士通过各处所建立的医院、诊疗所等医疗机构在内蒙占地区发生疫病流行

时，曾给予了一定的医疗救助，对缓解人们的病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传教士所建

立的医院及诊疗所存在着Fl}重的不足，建立医院及诊疗所的最终目的是推动传教事业

的迅猛开展，因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广大蒙汉民从中享受到的益处不多。

    二、设育婴堂和孤老院

      天主教的传教士非常重视育婴堂的设立，这与天主教本身的传教特点有关。天

主教有一组织叫圣婴会， 1843年发起于法国。这一组织通过救助社会上被遗弃的孤

儿，以实现耶稣救世的宗教思想。传教士进入内蒙古地区时，内蒙古地区灾害频繁，

被遗弃的孤儿实属不少，传教士出于传教目的，将这些孤儿集中一处，进行集体救助

和管理，即建立多所育婴堂。传教士在内蒙古地区历年收养的孤儿数目如下:

              表3-3育要堂奥儿七十年记录表 (1870-1940)

年代 热河 赤峰 察哈尔 集宁 绥远 总计

1870 400 400

1880 800 800

1890 362 923 151 1436

1900 396 1457 456 2309

1910 416 1775 1426 3617

1920 460 1985 1822 4267

1930 504 1158 1038 1937 吸63了

1940 359 222 1276 629 1496 3982

      资料来源:王守礼:《边穆公教社会事业》，第101页。

    从这个列表中我们可以看到育婴堂里孤儿的数目呈逐年递增趋势，特别是义和团

运动后育婴堂里的孤儿数目增长更快。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义和团运动之后，天主

教势力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借助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和大量的教案赔款获得了更大的

发展。育婴堂里的婴儿是传教士传播天主教的重要对象，传教士们特别看好这一特殊

群体，认为他们是天主教的最佳的、虔诚的基督徒。这些孤儿长大以后，确实有r一部



分成为虔诚的基督徒。育婴堂里的女婴长大以后，皆被嫁与教民，严禁与教外人士成

婚。教会对育婴堂里的孤儿的人身限制很严。育婴堂里孤儿的死亡率很高，造成这种

状况的原因很复杂，除了内蒙古地区时常发生疫病流行，以及医疗条件差等客观条件

限制外，传教士虐待育婴堂里的孤儿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但育婴堂的建立，对于那些

无家可归、孤苦伶仃的孤儿来讲，不能不说是一种寄托。在当时的内蒙古社会，这种

服务、救助性的慈善组织对于整合当时内蒙古地方社会多少还是有一些积极的作用。

    边疆地区由于自然灾害，社会动荡等不同原因，造成许多人流离失所，传教士们

出于传教之需要，在各教区都设有安老院，“根据民国二十六年调查，边疆各教区，

共有安老院二十所，收容孤老千余名”。。这些孤寡老人也是传教士传教的重要对象。

安老院的设置，给一些无家可归的老人提供了一个安身之所，使他们的晚年在一定程

度上有了保障，作为进入安老院的条件，他们也被动地接受了基督宗教，成为基督徒。

    三、贩济灾荒

    边疆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干早、洪水泛滥、疫病流行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对于

广大贫苦农牧民来讲，即使是风调雨顺的年景，辛苦耕作1年，能获得温饱就己经不

错了。如发生干早、洪水泛滥、疫病流行等自然灾害时，倾家荡产沦为乞丐者不在少

数。传教士往往在这种时候，通过发放一些贩灾物资等，扩大传教范围，进而推进传

教事业。光绪四年(1878年)、光绪十八年((1892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

及民国十七年 (1928年)，是内蒙古地区近代史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年份。传教士在

这些自然灾害严重的年份里，在内蒙古灾情严重的局部地区发放一定量的救济物资，

这大大提高了基督宗教在内蒙古地区的影响。这一时期广大蒙汉民出于生计考虑往往

易于入教，接受基督宗教的教义。因而这一时期也是传教事业最易于走向繁荣的时期。

    传教士所推行的慈善事业，使传教士在内蒙古地区的影响有了很大的提高，也

大大方便了传教事业的深入。传教士的影响从下面一段记述中可见一斑;“红格尔图

村的中心是天主堂，这里所谓的“中心”有两重意思，就全村的位置上说，天主教堂

在村的中心，而此村的社会经济文化，乃至政治军事的中心，亦皆在天主堂。天主教

在边省的发展，是有惊人的成绩的。以绥东而论，真正支配社会的力量，不是政府，

而是教会。教会的教区，比县治的政治区域来的有效。教会之发展，不是重要的以宗

教思想来说服人，而是以教会和教士的力量，站在一般无依无靠的穷苦人民前面，替

(()【比】T.守礼:《边祖公教社会事业》，上智编译馆，1948年版，第98页。



他们办理生产、教育、自卫、医院、养老、育幼等人生必需的工作。在中国一般政治

习惯，只顾官而不顾民的情形下，此种教会成为人民之保姆。故教会之发展，相反方

而形容出政治之不健全”。。天主教通过开展一系列慈善事业，在内蒙古地区社会事

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近代内蒙古地区处于国家政治控制范围的边缘地带，一些社

会组织工作，曾长时期不为清朝统治者和蒙古王公贵族重视。清朝统治者对内蒙古地

区实行的政策，使得内蒙古地区的社会事业常处于真空状态。清朝统治者对蒙人实行

蒙旗制度，对移入蒙地的汉人另外设县进行管理，严格限制两种不同的管理方式产生

直接接触。利用这种统治方式限制蒙古人势力。这种政策的恶劣影响就是导致内蒙古

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无政府状态，一些必须由政府负责的社会事业无法实现。传教

士正是在这种社会秩序极不正常的情势下，寻找到了利于传教的发展路子。

    四、革除不良的风俗习惯

    近代内蒙古地区的鸦片问题相当严重，不仅鸦片的种植面积具有一定的规模，而

且吸食鸦片的人数也相当多。鸦片问题成了当时内蒙古地区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光绪四年(1878年)，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在一份奏折中指出，“省北大朔代忻及归

化七厅，向来产粮尚多，每年秋后，粮贩自北而南委输，··⋯由包头一路循河而下直达

蒲绛。近则婴粟盛行，北路沃野千里，强半皆种此物，吠亩农夫吸烟者十之七八，民

间既少存粮，采买立虞米贵”⑧。针对鸦片在内蒙古地区泛滥的情况，传教士严格禁

1上教徒种植、吸食鸦片，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鸦片的种植面积，并减少了鸦片的吸

食者，对鸦片在内蒙古地区的进一步泛滥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

    近代内蒙古地区汉族女子缠足现象较为普遍，“妇女缠足之恶习，因农民知识浅

弱，一般村民之目光，多以紧裹金莲，迟步姗姗为美”③。包头“妇女仍多缠足恶习，

不事女红”公。传教士对这一风俗也进行了取缔。传教士对内蒙古地区一些不良的风

俗习惯的革除，有助于近代内蒙古地区吸纳现代文明的气息。

    结合上面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传教士在内蒙古地区为便于传播基督宗教，进而对

内蒙古地区近代社会变迁所产生的影响涉及到了许多方面，对内蒙古近代社会的影响

较大。在考虑基督宗教在近代内蒙古地区的传播过程时，不能仅从教案的角度来看待

。范长江:《塞_曰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C。年版，第121-122页。
h萧荣爵编;《曾忠襄公全集》，第一册，台湾成文出版社印行，第733-737页。《中国禁毒史资
  料》，第288页。
3《绥远省各县乡村调查纪实》，丰镇县。
④周颂尧:《绥灾视察记》。



基督宗教在近代内蒙古地区的传播，若仅透过许多教案来认识传教士在近代内蒙古地

区的传教，则很难说是全面的认识。我们必须结合传教士在近代内蒙古地区社会变迁

中所起的作用来全面认识教会在近代内蒙古地区的传教。



第三章 基督宗教在内蒙古地区传播过程中所引发的教案

第一节 内蒙古地区的教案

      一些传教士带着民族优越感在内蒙古地区传播基督宗教时，往往凭借不平等条约

的保护，通过强占土地、干涉辞讼、限制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挑起民族纠纷等手段

在内蒙古地区扩大传教规模。传教士的这种不平等的传教方式遭到了内蒙古地区广大

蒙汉人民的强烈抵制，进而引发的教案无数。这些教案发生地几乎遍及内蒙各地。规

模较大、影响较深、记录在册的教案竟多达28起，详见下表:

表4-1内蒙古地区民教纠纷与教案简表

时间 地点
}_‘_L，、一}

参与者 概 况 史料出处价莎教派

1.光绪 四

年

(18987

萨拉齐(今土

默特右旗)

天主教 蒙民 教士低价勒索蒙族

人田地七十顷，仅

付银二十五两。蒙

民展开斗争，最后

失败.

林亮 《西北

从编》，第

52, 60页

2.光绪 十

年

  (1884}

亚伦巴地区 天主教 蒙 汉 人

民

教堂抢占扒子城以

西一万顷地，清廷

保护教堂，人民失

去大量土地。

  《中 华 归

主》(英文

版 )， 第

458-465页

3.光 绪 十

年

  (18847

阿拉善旗 天主教 蒙汉人

民

教堂抢占一个城镇

及周围万顷十地.

消廷保护教士、教

堂。

  《中 华 归

  主》(英文

，版 )， 第

  458-465页

4.光绪十

三 年}

  集宁

)
天主教 蒙汉人

民

天主教会教民抢;ii

七苏木滩地方，蒙}

  转引自 《义

!和团运动六



(1886) 汉人民联合斗争，

烧掉禾苗。比，法

公使进行威胁，清

廷将此地方交教民

耕种，后被教堂霸

己f。

十周年论文

集》，第220

页

5.光绪 十

三 年

  (1887)

萨拉齐(今十

默特右旗)

天士教 内 蒙 人

民

经十年的掠夺，三

十四顷地教堂抢地

一万亩。法教十陆

殿英骑马圈地成

功，清廷承认。

转引自《义

和团运动六

一十周年论文

集》，第213

页

6.光绪十

六 年

  (1890)

丰镇 天主教 内 蒙 人

民

教民韩大成贿晓骑

校昂晦私垦牧地，

又三一堂传教十陶

福音控正黄旗官兵

将伊垦地田禾烧

毁，绕骑校革职.

《教案史料

编目》78页

7.光 绪十

七 年

  (1891)

贝子府、土默

特旗、奈曼

旗、翁牛特

旗、扎萨克旗

天主教 金 丹 道

起义军

教会强占土地，官

通民反，郭万富率

众数千起义，攻一卜

各县城，建立开国

府。

军机处录副

奏 折

542-546页

哎光绪朝东

华录》第 3

册，总 306

页

8.光绪 十

七 年

  〔1891)

朝阳、建昌
l

  犬主教 蒙汉民 热河匪徒因与敖汉

旗蒙古人挟仇，酿

成事端，焚毁建吕

姗家子教堂，乘夜

《教案史料

编目》第84

页



闯入州衙，次日奔

赴教堂纵火，共烧

教堂人小六十八

间。

9 光绪 十

七 年

  (1891)

热河、赤峰 大主教 金 丹 道

.起义军

热河，赤峰一带的

人民群起响应朝

阳、建昌起义。

《光绪朝东

华录》第 3

册，总 306

页

10.光绪十

七 年

(1891)

平泉 犬主教 金 丹 道

起义军

教匪将平泉辖境之

袭门子教堂焚毁，

杀毙教民男妇数十

人。后又往滦平所

属偏桥子老虎洞，

声称平灭教堂，地

方官派队击散;该

地平泉遍贴告示，

低毁教堂，匪徒乘

机肆行抢虏。

《教案史料

编目》第85

页

n 光绪二

十 六 年

(1900)

萨拉齐 天主教 义和团、 义和团起义，烧毁

教堂数十所，杀教

民数百家。

《义和团档

案史料》，_上

册

12，光绪二

十 六 年

(1900)

宁远 天主教 义和团 义和团起义，捣毁

教堂，驱杀教士。

《义和团档

案史料》，上

册

光 绪 _二十

六 年

(1900)

        {

小桥畔 天主教 义和团 义和团起义，围该

处教堂四十余天.

《义和团档

案史料》，、七

册



14.光绪二

十 六 年

(1900)

四子王旗 天主教 义和团 团民毁两座教堂

毙教士、教民多名。

《义和团档

案史料》，_L

册

15.光绪二

十 六 年

(1900)

土默特旗 天主教 义和团 毁教民两家。 夸拳R祸教

记》，“蒙石

教难篇”

16.光绪二

十 六 年

(1900)

准格尔旗 天主教 民 众 和

义和团

境内教堂被捣毁。 《拳匪祸教

记》，“蒙1'a

教难篇”

17.光绪二

十 六 年

(1900)

热河 天主教 义和团 朝阳境内天主堂被

焚六所，教民房屋

均遭焚掠，教民死

难二十人，建昌县

二教堂，一被焚，

一被抢，平泉一分

堂被焚，滦平老虎

沟有司司铎被害。

《拳9-祸教

记》，“蒙古

教难篇”

18光绪二

十 六 年

(1900)

部托克旗 天主教 独贵龙、

义和团、

红灯照

捣毁教堂多所.   d鄂托克前

旗志》，第

566页

19光绪二

十 六 年

(1900)

赤峰 大土教 蒙汉民 围攻井Yu .童家营

村教堂，击杀仗势

欺人的教徒多人，

赤峰境内的教堂被

毁。同年九月，攻

打东蒙古教(X_松树

嘴总堂，战斗相持

《拳匪祸教

记》，“蒙古

教难篇”



三日，由于沙俄军

队赶来助战，起义

群众被迫撤退。

20.光绪二

十七 年 至

光绪 二十

八年

  (1901-19

02)

萨拉齐 大主教 王公、官

兵 及 民

众

教民带牧地“投入

天主教，遂以地契

捐入教堂。蒙中不

服’，，酿成事端。萨

拉齐王爷掉蒙古兵

民汇同义和团众围

攻小叫盘教堂，杀

教士一名。清廷将

该王爷革爵杳办。

  《德宗实

录》卷

480-483,

卷506

21.光绪二

十七年 至

光 绪 二 十

八年

  (1901-19

02)

四子王旗 天主教 蒙 古 士

兵

调兵仇教。 《德宗实

录》卷

485-486,

卷490

22.光绪二

十 八

年 (1902)

土默特旗 天主教 旗民 反抗摊派捐款，攻

打教堂。

《德宗实

录》卷509

23.光绪二

十 八

年 (1902)

朝阳 天主教 民众 革生邓莱峰藉口教

堂欺凌平人，聚众

仇教抗官

《教案史料

编目》第157

页

24.光绪二

十 九 年

(1903)

陕西定边 {天主教 汉、蒙人

民

教会占地数十万

亩。蒙汉人民被逼

反教。

引日民主主

义时期陕西

大事记述》，

第 120-122



25.光绪二

十 九

年 (1903)

陕西靖边 大主教 汉、蒙人

民

蒙汉人民为生活所

迫，被逼反教。

26.光绪二

十 九

年 (1903)

热河 天主教 民众 热河朝阳知县袒护

教匪伤毙教民案。

《教案史料

编目》第157

页

27.光绪三

十 二 年

  (1906)

达拉特旗 基督教 民众 美国牧师费安河强

种达拉特旗地。

《教案史料

编目》第158

页

28.光绪三

十 二 年

  (1906)

建昌 天主教 民众 建昌县盘岭地方有

正法贼徐兆林充公

之地被其在教之胞

兄徐兆祥霸种，该

县派差传讯，城场

天主堂司铎费责贤

阻止兆祥赴案。

《教案史料

编目》第158

页

      以上所列教案是在近代内蒙古地区发生的规模较大、影响较深的教案，很有代

表性，除了这些教案以外，尚有一定数量的小规模教案频繁发生。结合上表，我们可

以对发生在近代内蒙古地区的教案有一整体把握。近代内蒙古地区的教案具有如下特

点:

    第一，教案所涉及的教派基本上全是天主教。

    这与国外教会对中国各区推行的政策有关。无论从历史上来讲，还是从近代的基

督宗教的传播情况来看，天主教一直都呈现出独霸内蒙古地区的传教特点。早在道光

十八年 (1838年)，罗马教皇就将满洲里、辽东、蒙古组成为一个新教区。道光二十

年(1840年)，为进一步发展蒙古教务，罗马教皇专设“蒙古主教”，使蒙古成为独立



教区。传教士所在的西湾子堂，“也就成了蒙古教区的总堂”①。光绪九年(1883年)，

为进一步保证传教事业的推进，罗马教廷将内蒙古教区划为三个教区，即东蒙古教区、

中蒙古教区和西南蒙古教区。内蒙古地区是天主教的势力范围，他们是内蒙古地区的

传教主体，但这不是绝对的，基督教的势力也曾以一定规模进入内蒙古地区，但与天

主教相比，他们在内蒙古地区的影响要小得多，这与两教派自身的特点有很大关系。

    天主教历史悠久，它曾是欧洲封建统治者的精神支柱。到了近代，伴随着资产阶

级革命的开展，天主教为求自身发展，曾对自身某些制度作了局部调整，尽管如此，

天主教的封建性还是很强。基督教的出现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马克思和

恩格斯多次指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基督教是最适合的宗教形式，而罗马天主

教原是同封建社会“相适应的，具有相应的封建教阶制的宗教”②。这是天主教与基

督教两者之间不同的根源所在。基于此，基督教组织没有天主教那样紧密，甚至在基

督教内部，“在组织的一致性和协作方面也是很不同的’，。。在发展教会势力方面，天

主教传教士注重教徒的数量。为吸引大量教徒，常“以一定的金钱收买，一般都以整

个家庭一起入教，有的甚至整村人被吸收入教”④。基督教虽也很注重教徒的数量，

但他们将主要精力常放在扩大基督教的影响上，例如举行大规模的布道大会、广设教

会学校等。将天主教与基督教的不同与内蒙古地区近代的实际情况结合来看后，我们

会发现天主教的自身封建性与组织严密性及传教重点比基督教的资本主义性质与组

织的相对松散性及传教重点更适合于内蒙古地区的封建社会经济。这是促成天主教在

内蒙古地区霸主地位的重要原因。

    上表所列的一系列教案，矛头直指天主教，天主教与蒙汉民之间的矛盾要突出于

基督教与蒙汉民之间的矛盾。当时就有人记载，蒙汉民“每乐耶稣教人和易可亲，而

深愤天主教之专横”气 尽管在教案中，矛头虽未直指基督教，但在一些教案中，基

督教也遭到同样打击。例如，达拉特旗蒙汉民在火烧大发公、小淖两座教堂时，又毁

了铺隆的耶稣堂 (基督教)，但与天主教相比，所受打击与其影响基本呈正比，不是

很严重。

·【比】隆德里:《西湾圣教源流》

乔明顺:《近代中国教案研究》，
【美】费正清、【美】刘)’京编，

西什库遣使会印字馆，1939年出版，第3-152页。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403页。

[夫7费正清、【美】刘)’京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n页。
孔祥涛:《两难之间:在华纂督教差会早期的本土布道员》，
《新游记汇刊》(第七册)，北京，中华书局印行，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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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教案发生的频率以内蒙古西部地区为最，中部次之，东部相对最少，但近

代内蒙古地区最大规模的教案还是发生在内蒙古的东部地区。

    上表所列的28起教案，其中有14起发生在西南蒙古教区 (大致相当于今天内

蒙古的呼和浩特、巴彦淖尔盟及伊克昭盟)，其中有9起发生在东蒙古教区 (大致相

当于今天内蒙古的赤峰、哲里木盟及今天河北的北部一带)，还有5起发生在中蒙古

教区 (大致相当于今天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盟南部、乌兰察布盟全境)。

    西南蒙古地区之所以成为近代内蒙古地区教案发生最多的地区是因为天主教与

当地的蒙汉民众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传教士们非常想在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少

数民族聚居区开展教务，而当时的西南蒙古地区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这使他们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和热情，他们将西部作为传教重点地区加以发展。为吸引教徒、开展

教务工作，他们以“欺骗蒙民、廉价出租;乘人之危，廉价购买;诱骗敲诈，倚势

强占;强索赔教地①，蚕食扩张”等手段，在内蒙西部地区攫取了近三万顷的土地”

。.经济上的盘剥使大量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牧民奋起反抗，直接将矛头指向教

会，给教会势力以极大打击。东部地区的教案虽少于西部地区，但近代内蒙古地区

所发生的教案中规模最大的一起教案 (1891年金丹道起义)即发生于此地。教案所

涉及的民众达数万人，规模空前，对传教士的打击很大，影响深远。

    第三，反洋教的主体为蒙汉人民。

    上表所列的28起教案，其中有蒙汉民众参加的教案竟达 14起之多，占所列教

案总数的二分之一 蒙汉人民团结对抗传教士，这是内蒙古地区反对外国教会侵略

斗争的显著特点。

    清末是汉族移民进入内蒙古地区的又一高峰期。内地移民的大量涌入，为内蒙

古地区注入了新鲜血液，成为解构蒙古封建文化的重要外来力量，内地许多先进的

生产技术和思想文化伴随移民的迁入一同进到内蒙古地区，传统的游牧文化面对外

来移民的挑战，要想固守传统的游牧文化已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内蒙古地区逐

.赔教地:清末内蒙古西部各盟旗及归化、萨拉齐、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丰镇、宁远等
  “口外七厅”抵偿外国教堂赔款的土地，计数十万顷。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各帝国主义向清政
  府勒索“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为此，清政府令义和团运动时期参加斗争的内蒙古西部各
  盟旗及“口外七厅”承付对教会的“赔款银”1350000两。这些承付地区，除以部分银两兑付
  和以牲畜、粮食折合外，又以数十万顷土地作抵，或直接割给当地外国教堂，或由西路垦务公
  司垫付赔款银后，土地归公司放垦和招佃。

，赵坤生:《近代外国天主教会在内蒙古浸占土地的情况及其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1985年
  第3期。第61-63页。



步走向开放。到20世纪30年代，蒙汉民众的融合渐成规模。民国十八年(1929年)，

刘文海所记从归绥赴百灵庙途中的情形是这样的:“沿途居民店家相望，‘俨然内地风

光⋯⋯蒙古人亦营建中国式房屋，通汉语”①。这样的记载于文献中较多，“今归化

土默特，半与绥远城联姻，又与汉人杂居，其婚丧强办学京旗，或学汉人，不尽蒙

其国俗矣”②。造成这种局面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与蒙汉民众联合起来反

抗外来侵略势力大有关联。我们都知道外来侵略的威胁最易激发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外来移民初到内蒙古地区时，曾有一段时间，蒙汉民之间的矛盾很尖锐，甚至曾出

现一定的仇杀事件，但到光绪十六年 (1890年)左右蒙汉民之间的矛盾较前期相对

平缓了不少。而这一时期恰恰是教案的多发期。在反抗外国教会的主体中，蒙汉结

成一体形成趋势，到义和团时期达到高潮，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讲，蒙汉人民在反对

外来传教势力的过程中，扩大了交流，增进了了解，加速了民族融合的步伐。

    义和团运动时期是内蒙古地区教案发生的高峰期，在义和团运动时期发生的教

案多达10起，这个时期爆发的教案对教会的打击力度很大，直接削弱了教会在内蒙

古地区的势力。同时也有力地配合了全国各地的反洋教斗争。在反洋教斗争中，有

相当一部分的王公、蒙古士兵直接参与对外国传教士的打击，这也是义和团运动时

期内蒙古地区反洋教斗争持续高涨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节 内蒙古地区教案倾繁发生的原因及结果

    近代内蒙古地区之所以成为教案的多发区，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和现实原因。

基督宗教的势力进入内蒙古地区时，内蒙古地区正处于蒙古封建王公统治的末期，

清政府在蒙古地区采取扶持 “喇嘛教”的政策，从思想上彻底征服了这个曾在历史

上显赫一时的民族，整个民族日益浸淫在喇嘛教中，民族进取性大大降低，在政治

上，用高官厚禄笼络蒙古封建王公，为其封建政权服务，与此同时，为防止蒙占各

地区封建王公联合起来，形成合力，进而采取民族分化政策，严格限制各蒙旗的疆

域界限，各蒙旗不准越界放牧，也不允许各蒙旗直接联系，有联系的必要时，必须

上书清政府批准，蒙古封建王公对内蒙古地区的统治有所削弱。伴随着外来移民的

大量的涌入，大量土地被开垦，使相当数量的牧区转变为农区。清政府为有效管理

刘文海:《西行见闻录》第263页。《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四辑:西北民俗文献。
《归绥县志》，民国23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758页。



外来移民，在内蒙古地区实行“蒙汉分治”政策，限制蒙汉人民接近。这些政策从

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清政府的统治，但这种分散的统治管理方式，大大地削弱了内蒙

古地区的统治效力，在面对外来侵略势力时，无法形成统一合力以有效反抗外来侵

略。当时内蒙古地区这种大的政治背影为外国传教势力进入内蒙古地区大开方便之

门。

    某些传教士带着民族优越感在内蒙古地区传播基督宗教时，往往凭借不平等条

约的保护，通过强占土地、干涉辞讼、限制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挑起民族纠纷等

手段在内蒙古地区扩大传教规模。传教士的这种不平等的传教方式遭到了内蒙古地

区广大蒙汉人民的强烈抵制，进而引发的教案无数。这些教案发生地几乎遍及内蒙

各地。通过对记录在册的28次教案的分析，我们可以对发生在近代内蒙古地区的多

起教案的原因进行深层次的理解，从而廓清我们对近代内蒙古地区为什么是教案多

发地区的认识，具体来讲教案频繁发生的主要原因有三点。

    第一，从经济上讲，外国传教士借助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在内蒙古地区获得大量

的土地、牲畜等生产资料，并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盘剥当地的广大蒙汉人民。

    传教士在初进内蒙古地区之时，为立足内蒙进而便于传教事业的开展，在内蒙古

地区通过各种手段抢占了大量的土地、牲畜等生产资料，并以这些生产资料为诱饵，

招纳广大蒙汉人民入教。传教士在内蒙古地区强占的大量土地，直接威胁到了广大蒙

汉人民的生存，因土地、牲畜等生产资料的原因引发的教案是教案发生的最主要原因。

传教士初进内蒙古地区时，在强占土地、牲畜等方面占有较多优势。传教士进入内蒙

古地区时，正处于内蒙古地区由传统的以游牧经济为主的经营方式向半农半牧的经营

方式的转变期。这一时期有大量土地被放垦，由于“在传统的游牧经济形态中，不像

传统农业那样，对某块土地的所有权，从而对土地的“四至”要有明确的界定。游牧

经济对牧场虽然也划分界线，但没有传统农业生产形态下对土地的划分那么严格”①，

这使得传教士在内蒙古地区较之内地更易抢占大量土地，天主教会在内蒙古地区侵占

的土地，以鄂尔多斯、后套地区为最，绥远、察哈尔次之，热河一带较少。据记载，

截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内蒙古西部地区天主堂占有的土地已达1370顷②。传

教士在内蒙古地区侵占的土地总数，现已很难准确地统计出来。根据有关资料的统计，

。牛敬忠著:《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变迁》，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3页。
。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215页。



传教士在内蒙古地区侵占的土地总数粗略地估计应在五万顷左右。，此数字并不包括

基督教传教士在内蒙古地区侵占的土地数目。

    传教士在内蒙古地区侵占土地的手段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他们以买、租、占、

赔等手段，在内蒙古地区肆无忌惮地抢占土地。

    所谓的“买”就是以超低价购买，这种情况连传教士自己都不得不承认。“民国

十九年(1930年)的时候购买荒地，普遍每亩给价一元，我们可以想到前此五十多年

的土地，是多么的便宜”。。二十四顷地教堂所属的一百多顷土地就是用一千吊钱买

到的，每亩只折合一钱银子③。据清末的文献记载，天主教的传教士在城川一带占有

的土地，“自小桥畔起，至城川口止，共租种蒙地四千七百三十五晌半”④。这个时期，

宁条梁教务府所属的城川、小桥畔、白泥井、堆子梁等地共有教堂11个，教民1270

户⑤。教堂以每顷10至20两左右的低价买进土地。传教士通过这种方法在内蒙古地

区攫取的土地数目不再少数。

    所谓的“租”就是永久租种，土地的所用者在一定时间后没有权利将土地收回，

实际上，就是所租种的土地归教堂永久地使用下去，而土地的所有者根本没有权利收

回土地的使用权，即所谓的“永远耕种，许退不许夺”。同治十年(1871年)，天主教

传教士在今武川县境内以每亩三钱银子的低价，租进蒙民土地四十五顷⑧。光绪元年

01875年)，传教士德明玉一行在三道河子(今巴盟三盛公)租得蒙地三十多顷，只

付五块砖茶，五石糜子作为租金，在蛮会 (今杭锦后旗境内)甚至只按土地的百分之

一交纳地租。。基督教的传教士也曾利用这种方式在内蒙古地区攫取土地，美国传教

士黄安河在内蒙用恐吓手段，“租田地一千顷，署曰永租，均由教民领耕，并课其租，

人数约千余人。此外教堂又牧羊一千余，牛马各百余，在堡内服役者五十余人”⑧。

    所谓的“占”就是凭借不平等条约及侵略势力的保护直接占有内蒙古地区的土地，

①赵坤生:《近代外国天主教会在内蒙古侵占土地的情况及其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1985年
  第3期，第65页。
②【比l王守礼:《边a公教社会事业》，上智编译馆，1948年版，第19页。
③薄艳华:《韩默理与二十四顷地教堂》，《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第94页。
④张鹅一:考河套图志》卷四。
⑥周颂尧:《鄂托克旗富源调查》，绥远垦务总局.1928年初版，铅印本，第14-15页。
，《绥远通志稿》，卷八十三.稿本，转引自《内蒙古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赵坤生:《近代
  外国天土教会在内蒙古地区侵占土地的情况及其影响》
⑦ 《巴盟教区历史沿革》;巴盟天主教爱国会编写《中国人民最痛恨的人一外国传教士及其爪牙》
  (稿本)，转引自《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一辑)1983年版，戴学租:《西方殖民主义者在河
  套鄂尔多斯V17;j.地的罪恶活动》。
⑧王鹏九:《交涉约案摘要》，第2卷.第19-20页



这是一种极为残暴、恶劣的手段。在绥远萨拉齐厅的小巴拉盖村，洋教士依仗法国公

使的支持，将教堂附近的一万亩土地攫为己有沉。除采用直接占有的方式外，传教士

还采用欺骗手段，从蒙汉民手中占有大量土地。传教士通过“献仪”②手段从教民手

中获得大量土地。光绪二十二年 (1896年)，天主教堂诱骗包头教民刘珍 “捐献公地

一块，位于官井梁”③。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厚和市(今呼和浩特市)三合村

兴建教堂设施，“半为教堂出资购买，半为教友捐献”④。传教士这种赤裸裸侵占土地

的方式，直接激化了传教士与蒙汉民之间业已存在的矛盾。光绪十二年(1886年)爆

发了内蒙古地区集宁的蒙汉人民反对教堂占垦土地的斗争就是这种矛盾的直接产物。

    所谓的“赔”就是在教案发生后，为在教案发生中传教士、教堂所受的损失提供

的赔偿。传教士往往借口在教案中所受的损失，向中国地方政府勒索大量赔款。内蒙

古地区是教案的多发区，传教士在教案发生后，向内蒙古地区的封建王公提出巨额赔

款的无理要求，内蒙古地区的地方财政根本无力承担巨额赔款的要求，只得以土地作

为抵押，内蒙古地区的大片土地作为“赔教地”割让给天主教会，传教士在内蒙古地

区占有的“赔教地”在三万五千顷以上⑥。传教士在内蒙古地区以此种方式侵占土地

的数目所占比重高达7096以上。

    传教士通过以上种种手段侵占土地的过程，也是蒙汉人民反对教会势力侵占土地

的过程。传教士在内蒙古地区侵占如此多数目的土地，直接威胁到蒙汉人民的生存。

广大无地、少地的农牧民被迫离开他们的土地，沦为流民，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而传教士们则利用手里掌握的大量土地作为诱饵广泛地招纳蒙汉人民入教，入教是租

种教会土地的前提，只有入教后才可以租种教会的土地，外来移民要想租种教堂土地，

必须“随旗入教”，即强迫汉人改成蒙古族加入天主教，否则不准其租种教会土地。

传教士在内蒙古地区侵占的土地多是土质肥沃，适宜于农业发展的优良土地，“所有

膏胶士地，尽由彼从蒙人手中以贱价租来，而以重价转租于教徒，教外之人，不得染

。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214页。
。“献仪”是天主教会剥削教民的一种伪善手段.这种剥削方式是通过诱骗教民向天主教会捐献
  钱财、物品(包括土地)来实现的。
4《天主教绥远教区传教简史》抄本22-23页。转引自《内蒙古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赵坤
  生《近代外国教会在内蒙古侵占土地的情况及其影响》。
④赵坤生:《近代外国教会在内蒙古侵占土地的情况及其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1985年第3

    期，第63页。

⑤赵坤生:《近代外国教会在内蒙古侵ili十地的情况及其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1985年第3
    期，第63页.



指”几.。 “黄杨木头有田地七十余顷，中国堂有田地三十余顷。均从蒙古人之手永久

租来。每顷只费租金九两。而转租与教徒，则收二十五两。教徒之外，不得租也”气

传教士对教民的剥削也很严重，传教士与蒙汉民之伺因土地等生产资料问题所引发的

矛盾相当尖锐，进而引起教案无数。

    第二，从政治上讲，外国传教士从不平等条约中获得了很多政治特权，他们利用

这些政治特权，粗暴地干涉内蒙古地区当地民众的政治生活，俨然以当地统治者自居，

在处理当地民事诉讼时，偏袒教民或有意维护倾向于信教的民众，这引起内蒙古地区

蒙汉人民的强烈反感。

    传教士在近代内蒙古地区传教有一显著特点，那就是借助外国在华侵略势力及不

平等条约的保护，在内蒙古地区实行独立的封建统治方式，他们在内蒙古地区遍设“教

民村”，修筑围墙等防御设施。“在2{3世纪头一个25年时间里，蒙古的天主教传教会

筑了236处设防的围墙”③。在“教民村”内部设有武装，私立法庭，建立“国中之

国”，所建立的武装都配备有先进的武器设备，其中有一部分是从国外偷运来或教堂

私自武装的，他们正是运用这种武装来对抗官军和广大蒙汉民，他们在教堂内设置的

私立法庭，备有多种刑具，任意逮捕、审讯、拷打甚至处死教区内人民，根本无视中

国及地方政府的法权。教民毫无人身自由，小到1天作息时间的安排，大到一个人的

婚姻等，全有传教士一手包办，难怪当时人认为“教堂与司铎者，无异于封建社会之

大地主，而所谓教民者不过一群极驯服之农奴耳”气

    教民信教的原因也各有不同，有的教民是为逃避沉重的封建赋税，有的教民是为

教堂所提供的优厚条件所引诱，还有一小部分的教民为社会上的不安定分子，他们为

得到教堂的保护，欣然入教。正如时人所作的调查，教民信教的原因不外乎三点:“一

为不良分子，托庇教堂;二为王公专制，避免摊派差摇之蒙民，乃前往入教;三为教

堂利诱”匀。教民中的不法分子常常借助教堂势力的庇护，肆意横行村中、旗里。他

们有时在传教士的授意下，蛮横地强占蒙汉人民的土地、牲畜等生产资料，有时则借

助教堂势力，强占蒙汉人民的财产并将其据为己有。在教民与非教民之间爆发严重的

。林亮:《西北从编》，_上海.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年出版，第62页。
臻林亮:《西北从编》，上海，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年出版，第印页.
鬓【法】沙百里 《中国基督徒史》，耿升、郑德第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
  248页。

fl,,《绥远通志稿》‘基督教气
⑥蒙藏委员会编:《伊盟右翼四旗调查报告》，1939年铅印本，第99页.



民事冲突时，传教士俨然以地方统治者的姿态来处理本应由地方政府处理的民事冲

突。在一般的非教民之间的民事冲突中，传教士也多有染指，“教徒与非教徒纠葛，

均由彼处理无论矣，即非教徒此间发生冲突，彼亦往往任意干涉，滥施行罚，地方官

不知过问，且亦不敢过问”①。教民“只知有教务，不知有法治，只知有教士会长，

不知有官府”②。传教士在处理民事诉讼时，偏袒教民或有意维护倾向于信教的民众，

有时甚至予以公开保护。张汝梅@曾在一道奏折中指出:“教士远涉重洋，其传教原是

劝人为善。为入教之始，不细加选择，入教之后，遇事多所偏祖。于是抢劫之犯入教

者有之，命案之犯入教者有之，自揣事屈恐人控告而入教者有之，甚至父送件逆，子

投入教，遂不服传讯者有之。一经入教，遂以教士为护符，凌栋乡党，欺侮平民，阻

毗之仇辄寻报复。往往造言倾陷，或谓某人系在刀会匪，教士不察虚实，逮欲休以兵

威。不知教士之势愈张，则贫民之愤愈甚。民所遏抑太久，川奎则溃，伤人必多，其

患有不可胜言者”④。这个分析是切合实际的，它也反映出了内蒙古地区尖锐的民教

矛盾。

    义和团运动时期在内蒙古地区爆发的影响较大的二十四顷地教案就是典型的一

例.光绪二十六年 (1900年)，二十四顷地天主教教民石险生、任喜财等多人，因强

占兴义楼蒙民高家的土地未遂后，纠集托克托县各教堂的教民300多人，屠杀了托克

托县和准格尔旗蒙汉农民高占年等9人，抛尸黄河，企图灭迹。事发后愤怒的蒙汉群

众追查凶手，石险生、任喜财等人潜逃至二十四顷地教堂。驻教堂的西南蒙古教区主

教韩默理藏匿凶犯，而且还纠集了1000多教民，全副武装对付官军和蒙汉民。对此

蒙汉人民义愤填膺，纷纷聚集起来围攻教堂。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托克托通判不得

不请求山西巡抚呈报清政府总理衙门，要求教堂交出凶手法办。韩默理主教对此置之

不顾，随后，通判又请求绥远城将军永德派兵前去缉拿凶犯。韩默理主教指挥教民与

官军及蒙汉民众形成对峙局面。内蒙古西部地区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即把教堂作为攻

击的主要的目标。不久，在义和团民和蒙汉民众的联合围攻下，韩默理被活捉且被烧

死，石险生、任喜财等6人被处死刑。群众对教堂多年来的积怨得以宣泄。类似这种

以传教士干预地方事务而引发的教案不在少数，传教士这种肆意干涉地方民事内政的

在外国势力的压力

上册，第 13页。



做法，直接激化了蒙汉民众与传教士之间的矛盾。蒙汉民众为保护自身权益，不得不

进行反抗。

    第三，从文化上讲，外国传教十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进入内蒙古地区之后，他

们一改以往尊重中国文化为前提的传教方式。他们怀着强烈的民族优越感粗暴地低毁

中国文化，甚至从行动上严格限制教民对本土文化的认同。这加剧了外国传教士与内

蒙古地区蒙汉人民之间的矛盾。

    近代内蒙古地区的民众信仰基本上可分为两种体系:一为以蒙古族人民为主体的

游牧文化信仰体系;一为以汉族移民为主体的民众信仰体系。具体来讲，近代内蒙古

地区的整个信仰体系相对于内地来讲比较有包容性。以蒙古族人民为主体的游牧文化

信仰体系主要是以喇嘛教为核心内容的信仰体系。喇嘛教成为蒙古全民信仰的宗教，

几乎涵盖了蒙古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对蒙古民族施加着广泛而深

刻的影响。清朝末年，“内蒙古地区的寺庙有1300余座，喇嘛人数占内蒙古男子人数

的40%以上”①。传教士通过在蒙民中传教的实际行动中逐步认识到要想同喇嘛教争

取信徒几乎毫无可能，因而将传教对象转向外来的汉族移民。汉族移民的信仰主要是

中国下层民众的信仰内容，民众信仰的对象包括关帝、火神、马王、龙神、瘟神、五

谷神、吕祖、三官、药王等②。汉族移民的这种信仰是下层民众经过历代的传承、发

展起来的，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顽强的存在力.这两种信仰体系都是在中国本土文

化的土壤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对外来文化有着顽强的抵抗力。基督宗教作为一神教，

极具排他性，再加上传教士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情势下，借助不平等条

约的保护进入内蒙古地区的，有相当一部分传教士为扩大饭依基督宗教的人数，他们

怀着强烈的民族优越感粗暴地低毁中国文化，甚至从行动上严格限制教民对本土文化

的认同。大多数教民信教多出于物质利益方面的考虑，“起初，他们相当被动地屈从

于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基督徒生活环境。为被接纳进入传教会，候选人必须签署书面保

证，全家将学习教理，遵守上帝的戒律，服从教会和村子指挥。每年9月收成入仓后，

所有版依者必须上教理课 (男、女是分开的)。祈祷后便要认真学习教理。教理内容

不大被人理解。基督宗教的教义传授，主要通过教士精心领导下的礼拜实践及戒律的

遵守而得以进行。每个星期天是在教堂里度过的:晨祷、弥撒，随后于 11时许回到

教堂在耶稣受难图前祷告。下午3时背诵数念珠的祷告，随后是圣体降福仪式和晚祷”

字尔只斤·吉尔格勒:《游牧文明史论》，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页。
参见牛敬忠:《民国初年绥远地区汉族民俗概览》，《内蒙古大学学报》，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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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在一个如此严密，完全服从于同时是上帝代表的人间主宰权威的修会里，抛弃异

教习俗是不言而喻的。对祖先的崇拜自然会被献给上帝的弥撒和为死者的祈祷所取

代”②。采取这种强制方式的文化融合的结果，不仅没有达到用西方的基督宗教文化

取代近代内蒙古地区的民众信仰体系的结果，反而引起内蒙古地区民众对基督宗教传

播的强烈反抗，这也说明在一定程度上的“文化融合是可能的，消除一切差异的文化

整合是不可能的”③。因文化风俗原因而引发的教案也是教案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之

    频繁爆发的教案，一方面打击了教会势力在内蒙古地区的扩张趋势，粉碎了教会

势力企图长期控制内蒙古各地的企图;另一方面在中国国际地位低下、国家主权丧失，

沦为外邦附庸进而基本丧失保护本国人民能力的情况下，不得不向外国的教会势力赔

偿巨款及大量的土地。教案的频繁发生有力地证明了外国传教士在内蒙古地区传播基

督宗教的活动以失败而告终。

又【法】沙百里:《中国基督徒史》，耿升、郑德第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第248页。
又[法7沙ff里:《中国基督徒史》，耿升、郑德第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第248页。
毯许志伟，赵敦华主编:《冲突与互补 基督教哲学在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版，第313页。



结 语

传教卜在近代内蒙古地区传播基督宗教时，对内蒙古地区的侵略

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全面侵略，这己为大量历史事实所证实，

r可以说是政治、

严重损害了广大

蒙汉民的利益。传教士在内蒙古地区传播基督宗教的历史就是一部r大蒙汉民反抗外

国教会侵略势力的斗争史。这由传教士在内蒙古地区传教的主观侵略动机决定。但从

传教士在内蒙古地区传播基督宗教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来看，一方面对内蒙古

地区传统文化进行了部分的瓦解，这为以后新思想的植入排除了部分障碍，加速了内

蒙古地区接受新思想的步伐。另一方面传教士在内蒙古地区传教过程中所开展的一系

列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对内蒙古地区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传教士在内蒙古地区所从事的一系列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多处于点的状态，没

有达到点、线、面全方位的结合状态。这与传教士传教的宗旨及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很

大关系。传教士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是为了便于传教的宗旨服务的，尽管如此 传教

士对近代内蒙古地区的社会变迁及社会转型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在这里有必要说一下，我们一再强调的基督宗教对内蒙古地区社会变迁的推进及

对社会转型的促进都是强调其发其端的作用。从现有的材料看，这并没有形成一定的

规模，但我们可以从这些零星的新因素中看到它对内蒙古社会变迁的影响及对社会转

型推动。基督宗教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不论它的精神和教义方面的效果如何，仍然

是对内蒙古地区近代化的一个极为深刻的刺激。

    传教士在内蒙古地区传播基督宗教时对内蒙古社会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并不是传

教士的初衷，这种结果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讲，也非传教士所能预见。正所谓的是，

历史的发展，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往往是不一致的，历史发展的主观动机由人为控制，

但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有时就不是人的主观动机所能决定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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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乌兰其其格:《内蒙古基督教史国内20年研究综述》，《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

2004年第4期。

Ill乌兰其其格:《严复、李大钊小传》，《中国历代民族思想家小传》，中央民族大

学出版社，2005年版。



后 记

    时光飞逝，转眼间3年的研究生学习生活也将接近尾声，在感叹岁月流逝的同时，

更满怀收获的喜悦。

    在中央民族大学的学习生活使我受益匪浅，三年来，在各位老师的教导、关怀和

各位同学的帮助下，使我在思想方面、专业方面、个人能力方面都有较大提高，这一

切都为我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定的基础。特别是我的导师徐永志老师在学业上、生活

上及为人处事方面都给予了我莫大的关怀、帮助和启迪。从论文的选题、结构的安排、

资料的收集整理、观点的提出到最后定稿，每个环节都渗透着徐老师的心血，体现着

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严格要求自我的处事风格，这一切也将使我收益终身。

    在此，我还要感谢中央民族大学陈理副校长、历史系彭武麟老师、高翠莲老师以

及所有教导、支持、鼓励我的老师们，他们的教导使我受益匪浅。同时感谢我的同学，

正是他们的无私帮助，才使我得以顺利地完成这篇论文。

    但由于本人对内蒙古地区社会史的认识水平有限，加以搜集资料及撰写修改的时

间紧迫，本篇论文距预期达到的学术研究目标尚有相当距离，我真诚地希望各位老师

及同学的批评指正。

  乌兰其其格

  2005年5月

于中央民族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作者声明

    本人声明:本人呈交的学位论文时本人在导师指导下

取得的研究成果。对前人及其他人员对本文的启发和贡献已

在论文中作出了明确的声明，并表示了谢意。论文中除了特

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不包含其他人和其他机构已经

发表或者撰写过的研究成果。

    本人同意学校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条例

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保留本人学位论文并向国家有关部门

或资料库送交论文或者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

人授权中央民族大学可以将本人学位论文的全部或者部分

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者其

他复制手段和汇编学位论文 (保密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守此规

定)。

作者签名: 日期:2005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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