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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最早在四川建筑的近代外国建筑是天主教堂，对川南宜宾教区天主教堂的研

究揭示了西方宗教文化和建筑文化在宜宾叫教区的传播，为我们研究东西方建筑

文化的交流提供了重要的思考，对研究川南宜宾教区近代建筑的演变亦也重要的

参考价值。

    本文对川南宜宾教区的近代天主教堂建筑的社会历史背景、发展状况、分布

特点、建筑造型风格特点和建筑成就作了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和分析，由此展示出

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作为西方建筑文化的一部分在这一教区的发展和演变，产

生出丰富多样的建筑形态，成为宜宾教区近代建筑文化遗产中具有相当价值的组

成部分。作者实地调查了宜宾教区现存的全部天主教堂，收集一手资料，对其进

行了分析，对比和评价，得出以下结论:

    天主教堂作为近代宜宾地区最早出现的欧洲建筑类型，仍然保留着西方教堂

的痕迹。由于具体的地理位置、特定的民族文化和独特的历史背景与地方传统紧

密相连，近代宜宾教区天主教堂建筑突破了原有的欧洲教堂模式，逐步地将地方

传统建筑形式融入教堂建筑模式中，发展演变为独特的、中西合璧的地方教堂型

制。

    近代宜宾教区天主教堂经历了礼仪之争、欧洲政教分离和地方社会复杂纷繁

的历史变化，充满矛盾与冲突的中西文化交流导致宜宾教区天主教堂建筑变化的

不稳定性，最终未能形成相对成熟的新的建筑形式，而只能停滞在朴素的折衷主

义状态。

    这些教堂建筑的出现，丰富了我国的建筑历史和文化和城市景观。作为多元

建筑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建筑应该得到合理的关注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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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绪论

1.1研究的内容

    184D年一1949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特殊时段，它是中国建筑史上一个

重要的转折期。本文对这一时期不同形式的天主教堂进行分析归纳，并从其宗教

文化背景和建筑形制特色以及与川南地区乡土建筑的相互影响等方面进行研究探

讨，揭示川南宜宾教区天主教堂所体现的时代性、地域性和文化性。借此向人们

展现现代科技在中国应用前，欧洲古典建筑是如何与地方社会的历史文化、自然

环境等相适应，是以什么形象出现在近代中国传统文化浓厚的地区，从近代建筑

的历史变化中，体验两种文化交融的最终实现所经历的艰辛。

    主要内容结构:

    (1)绪论。明确研究的对象、研究的内容、研究目的和意义和研究采用的方

法。

    (2)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历史背景及在宜宾教区的传播概况.主要介绍近代天

主教在华传播的历史背景和近代天主教在宜宾教区的传播概况。

    (3)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的分布和发展状况。主要介绍天主教在宜宾的分

布和近代宜宾教区天主教堂发展的历史沿革。

    (4)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建筑总体风格特征的介绍。

    (5)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建筑的概况和特点。从教堂建筑的选址、群体的

组合、立面造型、平面布置、空间组织和内外装饰等方面分析宜宾教区天主教教

堂建筑的基本特征。

    (6)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重点个例剖析。从教堂建筑的选址、群体的组合、

立面造型、平面布置、空间组织和内外装饰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7)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的艺术成就及提出对它们的保护。

1.2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教堂建筑在西方建筑史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我国，从总体上看，中国近

代形成了固有传统建筑和新建筑两大体系并存的局面，呈现出中西交汇、新旧接

替的时代特征。新建筑体系不是在中国的传统建筑的基础上逐渐演变、自然孕育

而生，而是从西方国家直接传来的。中国建筑在外来因素的影响下发生突变，这

种突变始之由传统的木结构，直接转变为具备近代建筑技术、近代建筑类型、近

代建筑功能、近代建筑形式的新建筑体系.从建筑的发展趋势来看，其中新建筑

体系显然是中国近代建筑活动的主流，它是中国近代时期建筑发展的新事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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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近代建筑史的重要内容。在这个新的建筑体系中，西方宗教建筑在中西文

化的碰撞和融合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作为世界三大宗教的天主教的教

堂建筑，在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中地位极其重要.

    《四川志建筑志》中写到:“最早在四川建筑的近代建筑是天主教堂”。宜

宾教区天主教堂主要是清末欧洲天主教组织传入的一种建筑形式，其独特的建筑

形式有别于西方教堂与当地传统建筑，又与两者有着密不可分的明显关系。宜宾

教区天主教堂之所以具有特殊性，是因为它是以西方古典文化为基础的教堂建筑

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乡土建筑的结合，它是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意

识在近代中国广泛传播前的中西古老文化短暂交流的历史产物。

  本文分析教堂建筑形式的内在规律或特点，通过研究近代教堂建筑的发展过程中

观念和形式变迁，指出西方教堂建筑在中国发展的成就与问题，提供科学与艺术

的经验和哲理。

  本论文以宜宾教区的天主教堂为研究对象的意义在于通过对近代川南宜宾教区

的天主教堂的研究，挖掘出其鲜明的地方特色，有助于加深对中国近代建筑史的

认识;同时，对这些建筑的近代建筑技术、建筑类型、建筑功能、建筑形式等方

面的影响有深刻的了解;在弥补这项研究空白的同时，也为宜宾教区的宗教建筑

的研究和保护提供一份资料。

13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尤其在欧洲，天主教堂建筑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建筑类型，相关资料

比较多。在目前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多以沿海城市和最早开埠的的一些主流城

市的教堂建筑为研究对象。鸦片战争后，天主教传教士进入四川腹地，在清廷的

“保教”政策下，天主教会势力不断扩张，逐渐成为四川外国教会势力的重要力

量。四川教区分为三大教区:川东教区、宜宾教区和川西北教区。天主教会在宜

宾的活动史，是四川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史家却论之甚少，且多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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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课题研究的组织结构

绪 论
·研究的内容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国内外研究现状

研究的组织结构
研究的方法

基础研究

·近代天王教在华传播的历史背景
·近代天王教在四川的传播、分布、活动及其特点
·近代天王教在宜冥教区的传播概况
·教案及其发生的政治又化背景
·宜冥教区近代天王教堂的分布现状
·宜宾教区近代天王教堂的历史沿革

·宜宾教区代天王教
堂建筑的风格特征

·欧洲天王教堂的
  宗教含义
·教堂建筑的风格特征

归纳总结

·宜冥教区代天王教
堂建筑的基本特点

·天王教堂建筑的总体
  布局
·教堂单体建筑研兄

图Ll课题研究组织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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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研究的方法

    本文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通过阐明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史实，

研究、分析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的历史文化背景，从总体上考察在建筑变化过

程中，各种历史因素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这些因素的调整、融汇。根据各种文献资

料，剖析诸多因素对天主教堂建筑的影响。

    本课题在掌握了相关背景资料的条件下，对其进行实地调研、测绘，尽量第

一手资料为基础对相关教堂建筑进行分析研究。研究川南地区教堂建筑过程中，

明确西方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地方内部因素在教堂建筑变迁中所起的作用，分析教

堂建筑演变过程，从而进一步分析其对近代建筑的影响。天主教传入宜宾教区后，

中西文化的碰撞，一方面教堂建筑受地方传统建筑风格、营造技术和取材用料经

验等影响，改变原有形象，另一方面传教士的到来对当地的社会、文化、政治产

生一定震动。所以通过详细调查现存的宜宾教区教堂的形制式样、结构手法、细

部装饰等，可以直观地描绘现存的宜宾教区天主教教堂建筑形式，发掘宜宾教区

天主教堂的基本特征和独特风格，及其对宜宾教区近代建筑发展的影响，确定其

在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上，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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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历史背景及在宜宾教区的传播概况

2.1近代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历史背景

    天主教111是由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的。传教士第一次进入中国是在13世纪的

元朝。16世纪，天主教第二次传入中国。1840年，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天主

教第三次传入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潜藏的传教士中依靠外国侵略势力公

开传教的第一位是罗马教廷传信部派遣的意大利那不勒斯圣家院的罗类思，1840

年，教皇任命罗类思为“南京主教”，他长期潜藏在浦东的金家巷。1846年，罗类

思和来到上海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南格禄“决定要求上海地方官先发还上海城内

天主堂和旧教产”121，他们得到英国领事阿礼国等的支持和大力帮助，终于使上海

地方官用董家渡、洋径派、石皮弄的三块土地作为赔偿。在董家渡的一块地上罗

类思和他的继承人、意大利方济各会传教士赵方济修建了从天主教传入到那时为

止在中国最大的第一座天主堂。孟振生是法国遣使会会士，是一直潜藏的传教士，

罗马教皇于184()年任命他为“蒙古地面之主教”，两年后任命他为“代管北京之

主教”，1856年又任命为“北京主教”。但他一直无法进入北京，在北京之外半

公开传教。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传教士传教的范围只限于几个通商

口岸，内地是不允许进入的。法国传教士马赖于1852年擅自进入广西西林，四年

后被发现，受到清政府的严厉处罚。法国以此事为理由，英国以“亚罗”号船事

件为借口，联合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即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英法侵略

军把战火烧到北京时，传教士董若翰在上海，他得到法侵略军司令孟斗班要他等

去北京的消息，即从上海到天津，并派人把此消息送至孟振生，孟从潜藏地也到

了天津，10月23日他俩来到了北京。孟振生、董若翰到北京后，法国全权大臣

葛罗向恭亲王奕忻提出了归还南堂的要求，得“允其所请”.南堂交给董振生后，

葛罗又很快使北堂、东堂、西堂成了孟振生管辖的天主教堂西堂成了孟振生管辖

的天主教堂。继上海之后，北京的天主堂重新有了法国遣使会的传教士。传教士

艾嘉略是葛罗的翻译，中法 《北京条约》中文约本第六款“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

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法文约本是没有的，是艾嘉略私自加进的。中法《北京

条约》、《天津条约》的签署，为法国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传教铺平了道路。

    1861年至1866年，德国、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在和中国签订的

不平等条约中，都列入了保护传教士传教的条文.于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任

何地方都可以公开传教.如1865年，成立才三年的比利时圣母圣心会在内蒙、宁

夏一带建立教徒村;1879年，西班牙传教士重返河南;1882年德国圣言会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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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在山东传教。到19世纪末，天主教教徒己发展到70万人之多。在此期间，

由于外国教会势力欺压百姓，引起教案此起彼伏，酿成了1夕以)年的义和团运动。

1900年后，罗马教廷改变传教策略，利用赔款在华兴办学校(如北京辅仁、上海

震旦、天津工商三所天主教大学)、医院(如上海广慈医院)、慈善事业等，扩

大了社会影响，得到了社会的好评。到1918年中国天主教徒己发展到200万之多。

    国民党统治时期，允许罗马教廷将中国天主教划分为加个教省和130多个教

区，同意教省总主教、教区主教多由西方传教士担任，掌管一切大权。到1949年

解放前夕，天主教势力不断发展壮大，信教人数已达到300多万。

2.2近代天主教在四川的传播、分布、活动及其特点

    鸦片战争前，天主教开始在四川建立主教区13)，统管西南三省的教务。据天

主教川南教区的法文档案记载，管理四川主教区的有两个主教，一个是冯达拉主

教(l838年亡故)，一个是他的助理贝罗书主教。同时，还有9位传教士、23个本

地教士和30个讲授助理者协助他们。据1837年的统计，两个主教管辖的整个教

区的教徒已增至五万人。1840年8月28日，云南完全脱离四川，自建立教区。

鸦片战争后，天主教重在四川设立教区，由巴黎外方传教会管辖141。1843年6月

12日，贝罗书主教在重庆举行加冕礼，“他只有一两个本地教士的协助”。1846

年3月27日，贵州脱离四川，建立主教区。同年，原附属于印度亚格那主教区的

西藏教区，由其主教波尔基委托给四川教区进行“福音教化”。

    在这一时期，法国强迫中国订立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中法五口贸易章

程》。条约规定，“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

拘严惩。”151这样，清政府由此承担了保护天主教堂和传教士的义务，鸦片战争

前对天主教的禁令也被迫取消。天主教在川活动渐趋活跃。传教士无视条约中“概

不准赴内地传教”的规定，在四川公开违约活动。据教廷传信部报告，仅 1848

年一年间四川省受洗入教者，即有成人880余人，病危儿童8.4万余人。l’l

    教徒不断增多，教务日趋繁重，对四川本部教区进行划分已很有必要。1854

年天主教传教士就已开始研究教区划分问题。1856年4月2日，天主教会对四川

本部教区进行了第一次划分，设立了两个主教区，即四川西北区和四川东南区，

分别以成都和重庆作为主教驻扎之所，同时继续管辖西藏教区。这三个教区先后

由贝罗书主教、德弗来什主教和德斯马曾神父主持。1857年8月9日，三主教经

协商，同意三个主教区的划分界限。1858年1月旧，罗马力批准了他们的协定。

三个主教区的界限是:川西北教区包括四川省的整个西北部，还附加南方的两部

分地区，第一部分是邓州、大邑县、木坪、天全州的东部地区，第二部分是资州、

内江和资阳，川东南教区包括四川省的整个东部以及属于下川南南部的一半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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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教区负责上川南南郡地区的一半，包括仁寿和井研两个县。1刀这样划分后，
川西北教区的教徒约有二万九千人，川东南教区约有二万一千人，西藏教区约有

一万九千人。

    1858年《中法天津条约》签订后，法国取得了天主教传教士入内地自由传教、

各通商口岸任意租地盖房、设立教堂的权利。条约规定，“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

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法国由此取得了在华天主教的保护权。

151两年后，《中法北京条约》又规定清政府须赔还以前没收的法国在华的天主教

产。同时，法国教士在中文约本上私自增加了“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

建造自便”等字样，非法谋取了一些新的特权.

    这样，天主教传教士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获自由布教之权，⋯⋯滔滔

泊泊故杂然入支那内地”101。在这一时期进入四川的法国传教士每人都带着一份

法国公使颁发的护照，上云:“自此某公，在四川省来去传教居住，无论何处租

买田地、建造天主堂屋宇，均听其便，丝毫不可留难，当以宾礼相待，并望随时

照料。”为此，无论是“大清国的执政大臣”，还是“各省文武官员、边疆大吏”，

“凡属大清国辖内外各处，都必须遵照勿违”。[l01所以，保护教士传教，成了四

川官员的重要洋务之一。四川为此设立了洋务局，专办洋人出入境“拨派兵役护。

送”之事。 胶

    1863年重庆教案，1865、1868年两次酉阳教案的爆发，使在川天主教会势力爱

受到打击。中法战争后，天主教会势力得到进一步扩张。1883年，全省有24个云

州县建立了天主教堂，到1892年，全川有天主堂161座、布道室1239处。191据

重庆海关统计，1901年法国在川传教上有124人，教徒多达93823人，拥有教堂

221所。11111如7年出版的《四川》杂志载有一文，称:“据日人神田正雄之调查，

谓该教 (指天主教)在四川现存教徒五十五万人”。四川天主教会势力在这一时

期达到顶峰。

    天主教传教士在四川的活动范围很广，以成渝两地为中心，天主教会势力还

逐渐深入到川边地区。即使在川边笃信佛教的藏族居住区，也到处有十字架的踪

迹。清末打箭炉同知李之坷说:“外人窥探边荒，籍口传教，如水银泻地，无孔

不入.，，1121

2.3近代天主教在宜宾教区的传播概况

    外国教会势力进入四川，以天主教势力为最早，据民国《巴县志》，其时约

在清康熙三十五年(16%年)。教会最初传教点大致在川东重庆府属的巴县城内。
自1840年起，四川主教区开始建立，初包括云、贵、川三省。1840，1846年云贵

教区分别成立;在四川境内，1856年4月则第一次划分为川西北、川东南两大主

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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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政府公开的“保教”政策下，天主教来川教士日益增多，天主教会势力

在四川得到进一步发展。1860年7月1日，宜宾教区从川东南教区划出，初名川

南教区，后又分为西昌、乐山、宜宾等三个教区。宜宾教区辖宜宾及自贡、沪州

两市及其下属县、乡地方。1131该教区由德弗来什主教的皮松神甫主持。其管辖范

围包括上南道(雅州府、邓州、眉州、嘉定府和宁远向、下南道(资州、叙州府.、

庐州和叙永厅)，计9个府直隶州、51个厅州县。但事实上川南教区的界线一直

延伸到西藏本部的边界;在1861年与1868年中，川南教区又占有了打箭炉。该

教区在1861年拥有天主教徒近1.2万人、大小教堂及祈祷所4处、宗教团体8822

个。到1880年则分别增至19937人、32处、久巧8个。由此，四川天主教会重新

分成三个主教区:川东、川西北和川南主教区(法国于1865年被迫放弃了西藏教

区)，分别由三位主教经理.114)本文研究的对象就是川南的宜宾教区。

    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清康熙五十年左右(约17n年前后)已来宜

宾传教。据旧志记载和叙永天主教神甫讲述:天主教传播路线是由重庆逆长江至

宜宾，再从陆路到屏山、荡连、古宋、叙永等地。清咸丰十年 (1860年)天主教

正式在川南设教区，叙永城为教区总堂所在地，重庆的德弗米什主教专为皮松神

甫举行加冕礼并派其主持川南教区事务。1864年川南教区己有天主教徒 17万人

左右，布教点200余个，皮松主教不无得意地说:“我的教区与四川另两个教区()11

东、川西教区)比较，面积上同样宽广，人口也差不多一样。”天主教势力也向

区乡扩展，距叙永城30里的大树区及距城120里的分水区等都建有分堂，《叙永

县志》记载:“同治年间，信者众增，除汉民外苗民亦信之.”经过传教士的不

断渗透，到二十世纪初，天主教会在四川取得了绝对优势。川南教区德米赛在写

给法国驻北京公使的报告中得意地宣称，“有一百多法国教士和法国国民，十多

万教徒和官方顾主遍于(四川)整个区域”。(表2.1)

    清同治十一年 (1827年)起以叙府 (今宜宾市)为中心的天主教川南教区，

先后派法籍传教士穆若德、沙波特、白热特、布瓦索、摩莱特、维莱等人到普江

寿安地区传教。天主教于清康熙年间(1662年一1772年)由法国人传入纳溪。最

早信奉者有童、丁、袁、李、王诸姓，他们多是从湖广入川的“根教”，即全家

信奉，子孙相沿成习。1151至清末明初，全县有教徒约巧00人。历任神父均为巴

黎传教会派来，持有清政府发给的“钦差传教士”文书，在本地享有特权。民国

16年 (1927年)后，改由经过神学院培训的中国神职人员但任神父。180(]年左

右，天主教传入沪州，传教士初来时人数很少，为避免清政府对洋教的查禁，传

教士多是隐蔽的，当时教务发展比较缓慢.自鸦片战争后，特别是庚子赔款后，

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外国传教士来华多了，而且还受到清朝

官吏保护，传教士身份公开化。他们勾结官府，欺压华人，在山东等地引起仇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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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教斗争。在沪州，教会兴办一些慈善事业和学校，寓传教于善举，有利于劝人

入教，缓和矛盾。故而信徒日益增多，分布地为之扩大。

            表2.11875一1910年川南教区传教士和天主教徒数统计表

年代
传教士人数

教徒数
外国 中国 小计

1875 18 9 27 1474 9

1880 23 9 32 19937

1885 23 9 32 16516

189() 31 10 41 17176

1895 37 10 47 19() 97

19(洲〕 37 10 47 19692

1卯5 47 13 60 24869

1910 40 15 55 30618

同治九年 (1870年)始兴建都长街“永生公馆”(今市信访办、文联地址)，

曾向富裕教徒“佑盛号”吕家、“天成堂”陈家、“万和老窖”张家借贷。于光绪元年

(1875年)建成，命名为“大法国天主教巴黎外方传教会川南教区主教公署”(永’

生公馆)。以后，从光绪四年至二十五年(187奸1899年)川南教区从四川、矿
宾发生的几次教案中掠取了赔款纹银百余万两，以其中50万两在川南各地购买田资
土9以力多石，街房8(X)余间。另抽出部分于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六(1897年一，

19lX)年)在草市上修建了天主堂，即今拱星街30号天主堂。

2.4教案及其发生的政治文化背景

    西方国家用大炮撞开大清国门以后，四川人民最先接触到的便是蜂拥而来的

传教士及遍布城乡各地的教堂。由于传教士的侵略特质以及四川社会自身的特色，

从而导致出一系列民教冲突。当时四川社会的情形可以这样说:“上自政府，下

至州县，兢兢然日惧其有而不能必其无有者，教案也。各国近年以来，视耽欲逐

所藉以于中国土宇之内扩张其势力，而不虑其不得志者，亦教案也”lle]。其时四
川此伏彼起的教案，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后果之严重、社会影响

之巨，均属全国罕见。纵观19世纪末叶的四川，我们可以看到，反洋教斗争几乎

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一种全民性的社会运动。社会各阶层人们在事实上组

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反洋教联合阵线，形成了一呼百应的浩大声势。其中重要者

如1863年的重庆教案，1865年、1869年的两次酉阳教案，1873年的巴塘教案，

1873一1875年的黔江教案，1875年的南充教案，1875年的营山教案，1876年的邻

水教案，1875一1876年的内江教案，1876年的江北厅教案，1886年的涪州案，1886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年的重庆教案，1886年的大足教案，1886年的铜梁教案，1890一1891年的大足教

案，1895年的成都教案，1895年在乐山、眉山、宜宾、雅安、灌县、间中、沪州、

大邑、冕宁、新津、西康、单州等地相继发生的教案。

    促成近代四川这种全民性的反洋教运动频发的主要原因大体可归纳为:

    一、传教士强行建堂传教，任意索要害之区建教堂，且将教堂修得宏伟、壮

观，高过当地庙堂，人们认为有损神威，有伤地脉风化;疑惧其侵略之心，故争

执、阻挠，由此冲突而起。

    二、因迷信与误解，认为传教士设育婴堂，是为挖眼剖心，熬制洋药;同时，

对传教士所宣传的教义深为反感，认为是冒犯神灵，大逆不道。

    三、传教活动的侵略特质，严重损害了各阶层人们的权益。教徒、教士索质

都极差，教士中“高僧”形象已微乎其微，时人论道:“传教之士，非有利玛窦

之学识也，奉教之徒，非有徐光启之才技也⋯⋯盖教士之中，非无热心传教之士，

然西国无业游民亦多借传教以求衣食;教民之中，亦非无一二博通之士，然内地之

人教者，又皆游手无赖之徒，以入教之名，以达其作好犯科之故”11飞

                            表2.2 川南教案统计统计表

府州厅 教案次数

叙州府 8

沪州 2

叙永州 1

2.5小结

    天主教自元朝第一次传入中国，在中国有很长的传播历史。传入初期，历史

也可谓源远流长。在传播初期，以利马窦为首的传教士为了使天主教在中国的朝

廷和老百姓中有更大的吸引力，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了学习研究，使得天主教

在中国的传播有了良好的开端和比较稳固的依靠。

    清康熙三十五(16%年)年传入四川，1956年4月将四川教区分为川西北和

川东南两个教区，1960年从川东南教区划出川南宜宾教区，从天主教入川至今己

有3加多年的历史。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教会态意欺压百姓和多方的因素发生过

多起教案。

本章注释:

【1]天主教是与东正教、新教并列的基督教三大宗教派别之一，亦称公教.“天
  主教”中文名称，是明末来我国宣布福音的传教士所拟定。它原来的名称是“基

  督宗教”，是指耶稣基督所创立的教会。后因时代的变迁出现信仰态度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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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宗教东正教、基督教的各教派，统统称为“基督徒”。天主教乃建基于对耶

  稣基督的信仰上，它的前身是犹太教。他最初仅在犹太人中宣讲天国福音，教

  导世人敬天爱人，走真理的道路而进入永生。耶稣升天后，他所拣选的以伯铎

  为首的使徒，立刻展开传教工作，从犹太到小亚细亚，传到当时的罗马帝国各

  地，并在各地建立教会，而使福音传布到普世人类。由于基督徒的神信仰，和

  宣扬的平等博爱，为当时的统治者罗马帝国所不容，屡遭种种迫害，无数殉道

  者以鲜血和生命，为基督信仰作证。公元312年西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饭依

    了天主教。次年与东罗马皇帝联合颁布“米尔诏书”，准许信仰自由，迫害才

  告终止。君士坦丁大帝统一了东西罗马，使天主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是为

  罗马政教合一的开始。1054年，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脱离罗马教宗，成立东

  正教。1521年神父马丁路得脱离天主教，成立新教，之后又有其它与天主教

  分离的教派产生(我国通称基督教)。东正教除了不承认罗马教宗的首席权以

  外，信仰上与天主教并无根本差别.

12]向杨.《中国宗教》.中国天主教爱国会.l995.第54页

【3]教区是特定地区天主子民的集合体，是教会的基本单位，托付给主教在司铎
  们”.的协助下所牧养。教区之下应分为总铎区和堂区，作为固定的信友团体，

    可说是教区的细胞。

l’1杨真.《基督教史纲》.北京三联书店.1979.第64页

151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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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的建筑成就

7.1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的建筑特色

    近代教堂建筑的兴建推动了建筑技术的交流和地方营建技术水平的提高。通

常建筑技术是掌握在民间工匠手中，工匠的创意延续着古老的传统，他们会根据

材料的性能与建筑功能的需要，采用一定的建筑材料，对材料进行加工改造、组

合构筑，并在不断更新的基础上吸收和消化西方天主教堂的经验和作法，让中西

建筑的构成要素根据自己在各自建筑体系中的位置，在教堂建筑的整体合成中各

得其所。

7.LI建筑结构的选择

    川南宜宾教区天主教堂作为近代宜宾教区出现的一种新型宗教建筑，会产生

不同于传统建筑的功能需求。面对一系列出于教义要求而产生的新的平面、空间

和形体，民间木构体系表现出高度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由于不同材料需要有与其

相适应的结构选型，建筑的结构形式与材料性能要统一，西方教堂的空间结构需

要在有限的物质条件约束下发挥作用。

    教堂建筑通常以本地传统结构作为载体，选择砖木混用或石木结合，结构上

仍然保持梁柱承重的木结构体系，尽材料最大限度满足建筑在高度和形式上的要

求。为了适合西方教堂的空间功能，宜宾教区天主教堂在内部进行相似性的空间

转换，常用的木结构形式是抬梁式，教堂内部的抬梁式构架营造中厅高而宽、侧

廊低且窄的效果。教堂的附属房间多是穿斗式和抬梁式结合的木结构，适合不同

功能空间的划分。

    多数宜宾教区教堂采用六角、八角和圆形攒尖顶突出祭坛，而攒尖顶多用于

传统园林中的观赏亭，用在教堂取其圆，以应天主教含义。

7.L2建筑材料的应用

    宜宾教区天主教堂植根于乡土环境，需要根据环境所提供的创造条件和当地

可以得到的建筑材料决定建筑形式，而选用的建筑材料除了受地理条件的限制之

外，地区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也决定着建筑材料的喜好，教堂材料多采用砖、石、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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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IJ受当地建筑工匠的影响和对当地传统技术的传承

    教堂的建造，有的有外国传教士的图纸，工匠依照图施工，有的没有图纸，

工匠仿造的。在建造的时候，当地建筑工匠根据传统法式设计大样并估工算料。

一方面传教士在宜宾教区发展天主教，必须迁就和适应当地的社会文化传统，无

论是宗教教义编写，还是传教场所的建造，必然要适应当地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

统。其二，传教士出于对宗教的执着，严格遵循天主教教义，随时随地宣扬教义，

地方工匠自然而然会吸取天主教所产生的情感和情绪。由于工匠受传统文化的影

响，对宗教教义的图解或形象化过程中，会偏离天主教的本意，有意无意地输入

世俗的、带有地方情感的传统艺术。通过教堂建筑传达自己对宗教的感悟，他们

不断完善教堂中不成熟的表现技艺，凭印象对西方装饰元素进行模仿，将惯用的

传统艺术形式揉进教堂建筑，逐渐转化为新的艺术形式，使传统建筑方式在教堂

中得以延续。

    教堂建筑中有许多中西建筑矛盾的结点，同时也是中西建筑形式的融合点，

如穿顶、柱之间的过渡形式是在中西之间往返交叉出现，相互渗透。民间传统文

化灵活而可通融地吸收和适应外来文化，使当地的传统建筑技术在教堂建造中得

到传承。 井

7.2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的文化意义

    作为文化载体之一的建筑，深刻而广泛地反映着人类的文化。建筑受到哲学、

政治和美学以及当地民俗、民风和工艺技术、材料等诸多方面的影响，是社会文

化全方位的体现.建筑本身所具有的文化特性，保证了建筑始终忠实地扮演着历

史赋予它的文化角色。

7.2.1教堂与 “西学东渐”

    天主教堂作为西方的建筑传入我国，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建筑形

式，也让当时的人们看到西方的东西。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些建筑之所以能

够立足，也是因为当时中国的皇帝和皇室有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精通西方文化

人才的需求。西方传教士们为了吸引中国人的日光得到皇室的认可推行学术传教

的方针，努力将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成就广泛传授，在不知不觉间成了西方先进

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者。“西学”的引入与发展己成为近代“实学”的一股重要

推动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对当时中国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

用。

    西方传教士以“传播西方文化、发展中国文化事业”为名，在中国建立各种

类型的学校，开办医院、育婴堂等所谓的慈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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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对西方文化的影响

    来华传教十们不仅给中国带来了令人耳日一新的近代西方文明。同时他们在

思想根深蒂固的古老国度里传教，必须熟知中国本土文化、尊重中国人的习俗、

掌握中国语言，才能达到传教的目的。因此他们积极学习中国文化的同时，将中

国传统的哲学、宗教、科学、艺术也介绍到了西方。即使是在中国极端落后的时

期，中国的古老文化仍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众多西方传教十去探索、研究。

Ue3传教活动与殖民扩张

    当然，回顾中国近代史，中西方的接触也充满了冲突与不公。随着资本主义

发展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阶段，传教常常变成了殖民扩张的探路行为。尤其是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利用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加紧派遣人主教和传教

士深入我国各地，为各国的侵略扩张搜集情报，寻找借口。加之传教士又经常强

占土地、包揽诉讼、凌驾在中国人和中国政府之上，因此捣毁教堂和冲击教士的

事件时有发生。

    但是，不管他们的初衷如何，许多人在有意无意间搭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

梁。人类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文化交流是一种多渠道、漫长积累的

过程。中西文化通过传教十得以接触，两种文化在不断的碰撞、对抗、排斥、选

择、改造过程中互为吸收、补充和交融。

7.3小结

    本章从宜宾教区天主教堂建筑结构选型、材料应用、对当地传统建筑技术传

承等几方面讨论了教堂建筑的建筑成就。教堂建筑在传入的同时，对当地文化造

成影响的同时也对西方文化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作为川南宜宾教区的建筑文化遗产，具有独特的历史

文化价值和建筑文化价值.因为这些建筑是在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那个特定

的历史时期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那个时期的社会文化特色，而那种历史阶段

在我国可能永远不会再现，它是独特的，应该对其进行保护。

    一个城市给人的印象是通过多方面表现出来的，而建筑在其中具有极其重要

的作用。而建筑给人的印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形态特征。如今，宜宾教区的

宜宾、自贡、沪州等城市都己经发展成为我国的大、中型城市，城市建设和美化

景观方面有很大改善。但作为具有当地传统建筑形态特征的民居也随着城市开发

与新建的步伐，正在逐渐消失。而教堂建筑作为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建筑类型留

存至今，对一个城市来说，既能丰富城市景观，又能体现出独特的建筑文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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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对这些教堂加以保护和修复，不仅具有现实的社会意义，而且对建筑界来说，

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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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近代西方文化的进入，使中国传统建筑形式赖以保持稳定的基础受到冲击，

刺激了近代中国建筑文化的形成及建筑形态的衍变，使西方教堂的移植深入到中

国内地。欧洲教堂建筑的交流使传统建筑显现出影响和调整传统建筑文化结构的

趋势与能力。鸦片战争后的天主教传播，造成中国文化在交流中处于被动地位。

但中国文化毕竟源远流长，地域文化更是根深蒂固，其传统的历史惯性并非一日

可变，这种充满矛盾与冲突的中西文化交流最终导致宜宾教区天主教堂建筑变化

的不稳定性。

    本文对川南宜宾教区的近代天主教堂建筑的社会历史背景、发展状况、分布

特点、建筑造型风格特点和艺术成就作了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和分析，完成了一次

建筑文化学和建筑史学的探索，并得出结论:

    首先，宜宾教区的天主教堂建筑受外国文化的影响和作用，它没有不完全体

现其在欧陆本土的原初形态，而是因地制宜地融合了川南宜宾教区传统建筑的许

多成分。

    其次，新的建筑创造不局限于纯粹的欧洲古典建筑形式或材料技术的应用，

更多地采用了当地的院落布局、木结构形式、地方材料和传统工艺，使之在新的

环境中能够生存和发展。.

    因此，宜宾教区天主教堂充斥着西方宗教文化与川南传统文化的冲突和碰撞，

中西建筑的拼接、教堂与民居的组合、天主教教义与当地民俗文化的交融、巴洛

克式装饰与民间工匠技艺的巧妙结合，形成了具有地域文化特点的宜宾教区天主

教堂。

    有多少种特定的环境条件和特定的人类个性，就会演绎出多少种物质的和文

化的类型。它们使我们的世界历史地和现实地丰富起来，从而保存和延续了人类

的文明，尽管其中包含着消极或是可批判可争议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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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0:沪州市真原堂屋脊“压胜”， 资料来源:自摄

图5.11:拱星街圣体堂屋角， 资料来源:自摄

图5.12:文星街圣母堂祭坛外立面， 资料来源:自摄

图5.13:拱星街圣体堂祭坛屋顶， 资料来源: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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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4:江安天主堂祭坛外立面，

图5.15:双河天主堂祭坛外立面，

图5.16:江安天主堂墙面做法，

图5.17:拱星街圣体堂祭坛，

图5一18:文星街圣母堂祭坛，

图5.19:纳溪天主堂祭坛，

图5.20:双河天主堂祭坛，

图5.21:沪州市真原堂祭坛，

图5.22:安溪天主堂祭坛，

图5.23:安溪天主堂经堂，

图5.24:双河天主堂经堂，

图5.25:纳溪天主堂经堂，

图5.26:江安天主堂经堂，

图5.27:文星街圣母堂经堂，

图5.28:拱星街圣体堂经堂，

图5.29:文星街圣母堂柱头1，

图5.30:文星街圣母堂柱头2，

图5.31:拱星街圣体堂柱头，

图5.32:沪州市真原堂柱基，

图5.33:江安天主堂柱基，

图5.34:拱星街圣体堂立面窗，

图5.35:文星街圣母堂立面窗1，

图5.36:文星街圣母堂立面窗2，

图5.37:双河天主堂立面窗1，

图5.38:双河天主堂立面窗么

图5.39:安溪天主堂立面窗，

图5.40:纳溪天主堂立面窗1，

图5.41:纳溪天主堂立面窗么

图5.42:沪州市真原堂经堂门，

图5.43:江安天主堂窗，

图5.科.a:沪州市真原堂雕花1，

图5.科.b:沪州市真原堂雕花么

图5.44.c:沪州市真原堂雕花3，

图5.45.:沪州市真原堂雕花，

图5.46:双河天主堂墙壁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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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a:拱星街圣体堂正立面入口1，

图6.1:拱星街圣体堂正立面，

图6一3a:正立面入口柱子1，

图6.3b:正立面入口柱子么

图6.2.b:拱星街圣体堂正立面入口2，

图6.4:拱星街圣体堂立面山墙，

图6.5:拱星街圣体堂侧立面，

图6.6:拱星街圣体堂屋脊“压胜”，

图6.7:神父住所，

图6.8:神父住所二楼走廊，

图6.9.a:从祭坛向大门方向看，

图6.9.b:从大门向祭坛方向，

图6.10:经堂侧廊，

图6.11:经堂柱子单元，

图6.12:圣水石容器，

图6.13.a:文星街圣母堂外立面1，

图6.13，b:文星街圣母堂外立面2，

图6.13.c:文星街圣母堂入口，

图6.14:钟楼木质圆窗，

图6.巧:文星街圣母堂侧立面，

图6.16:经堂夹层风琴室，

图6.17:从夹层上看经堂，

图6.18:通往钟楼的楼梯，

图6.19:钟楼屋顶木结构，

图6.20.a:花瓣浮雕1，

图6.20.b:花瓣浮雕2，

图6.21:垂花装饰，

图6.22:门上浮雕装饰，

图6.23:从堂区门看教堂建筑，

图6.24:教堂堂区门背面，

图6.25:某天主教堂的大门，

图6.28:教堂左侧后院附属房间，

图6.26:经堂背面，

图627:教堂前院附属房间，

图6.29:教堂右侧后院附属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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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0:通往楼梯的通道，

图6.31:经堂抬梁结构，

图6.32.a:从经堂背面看经堂结构，

图6.32.b:教堂附属房间木结构1，

图6.32.c:教堂附属房间木结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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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A

图表1: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平面形式

— 巴西利卡 (有凸出祭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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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图表2: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平面形式

— 巴西利卡 (没有凸出祭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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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图表3: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建筑群总体布置

— 经堂位于教堂建筑中轴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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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图表4:宜宾教区近代天主教堂建筑群总体布置

— 经堂偏于教堂建筑中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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