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南怀谦摄影集看清末民初

陕南天主教的发展
王雪(西安外国语大学社科部副教授)

摘要：一百年前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南怀谦用他的相机为我们留下了那个年代真实的影像。透过南

怀谦的镜头，我们可以从不同层面直观地了解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以及20世纪初天主教在陕西南部的发展

状况，这对了解与分析印证天主教在陕西的发展历史是极为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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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意大利神父南怀谦

漫漫历史长河中，随着岁月的流逝，过往的人情

风物已难以寻觅，即便是文字的记载，也无法直观地

再现历史的风貌。而那些记录着历史瞬间的照片却能

够穿越时空隧道，在历经风云变幻之后，依然鲜活地

展示着历史的原貌，成为历史的见证。一百年前一位

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南怀谦便是用他的相机为我们留

下了那个年代真实的影像。

南怀谦1880年9月20日出生于意大利贝尔加莫省

的阿尔比诺。23岁时晋升为司铎，被派往中国的陕西

南部汉中教区传教(图1)。在汉中的10年间，南怀

谦辗转于汉中各县之间，深入村镇，了解民风民情，

在传教的同时，拍摄了大量反映当地社会生活及风物

景致的照片，其中一部分被后人辑为《世纪回眸——

意大利神父南怀谦清末民初中国写真》。书中所选照

片内容极为丰富，包括了当时社会各种不同阶层的人

物，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其中有成群保镖护

卫气派十足的达官显贵，有身着不同式样服装操练习

武的军人，有官宦富贵人家衣着光鲜的夫人小姐，有

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乞丐，有在田边休憩的农夫，有

在工场忙碌的工人，有捕鱼的渔夫，有持枪的猎人，

有给人看病的郎中，有挑担沿街叫卖的小贩，有唱戏

的演员，有耍杂技的艺人，有敲锣打鼓迎亲的队伍，

有灵幡飘舞的送葬的场面，另外还有很多如今早已不

复存在的建筑景观⋯⋯。透过南怀谦的镜头，我们可

以真实地感受到百年前人们的生活气息，可以从不同

层面直观地了解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因此这些照片

就成为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

在这些照片中，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反映天主

教会的传教活动的，其中有大、小教堂，主教府、修

道院，主教、神父、修女、修生、男女教徒以及各种

宗教仪式的场面。从这些照片所透露的信息中大致可

以看出20世纪初天主教在陕西南部的发展状况，这对

了解与分析印证天主教在陕西的发展历史是极为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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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手资料。

在天主教中国传教史上，陕谣南部汉中地区算得

上怒个“老根据地”了。明崇祯八年(1635)，法籍

神父方德望越过秦岭，来到陕南汉巾、城固、洋县等

地传教。因其德行高尚，感人至深，敞在其劝化下，

皈依受洗人数日渐增多，方德望去世时，已有数千名

教徒。tl此天主教便在陕南藐下了搬。之后数酉年

闻，缀经渣初凡代至蘩严厉的禁教政策，僮是天主教

的传播在这墨始终都没有停止。鸦片战争以后，随着

清政府禁教令的逐步解除，陕西南部的天主教更迅速

地发展起来。为适应此形势，1887年，罗马教廷设立

了独立的陕西南部代牧区(即后来的汉中代牧区)，

蚕与罗玛圣伯多禄圣保禄修会管理，负责陕南汉中府

和兴安府的天主教事务。

汉中教区第一任代牧主教安廷摆(1889—1895)

藏强苏詹，硬开始获援搔溪教务。攮选择距城涸县

20余璧的言路坝由岗为传教中心，在此大兴i木，修

建了主教府、教堂、育婴堂及培养本籍传教士的拉丁

图2汉中城内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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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院等。安廷楣的努力茺天圭教在汉中的大发展奠定

了基础。继安廷榴之后，罗马圣伯多禄圣傺禄修会的

拔士林担任汉中教区的第二任代牧主教(1895—

19181。拔士林上任后继续大力兴建各种设施与机

构，先后修建了古路坝大公馆、小公馆、拉丁修院、

古路坝大教堂、吉路坝修女院、育婴堂及养老院、宁

强燕子砭寐瘢院、安康教堂及育婴堂、汉审城内大教

堂、大公馕、医院、掺女院爱育婴堂等。曛时，毽还

先蓐派入劐泼中、兴安、宁强、谣乡、镶融、褒城、

勉县、洋躲以及城固等地各大村庄及由区修建教堂，

进行传教活动。南怀谦在陕南逗留的那段时间正值拔

士林在任期间，也正是汉中教区开始大规模发展的时

期。南怀谦所拍摄的照片中有多处教堂，其中古路坝

大教堂和汉巾城内大教堂看起来相当宏伟(圈2)。

据说这耀鏖教堂都能容纳手入以上，援横激属不小。

一般来讲，教堂我大垂可瑷反映凄当埯教会瓣实力，

1904年褒怀谦到达陕南时汉中教区(龟括游怀谦在

内)已有19名意大利传教士和4名中国教士，建有

42座教堂，10所小型教堂和16个祈祷糍，教徒

Il，000余人⋯，此时无论是从传教士的人数、教徒人

数还是各种设施与机构的建设方面看，汉中教区都是

陕西境内的发达地区，南怀谦的照片很好地印证了这

一点。虽然由予自然兹窥人为的原因，我们今天已看

不裂汉审大教堂：嵇吉路埂大教堂豹原虢，缎秩南秘：谦

照片中两处教堂颇为宏伟的外观上仍然可以窥见当时

教务发展之一斑。

在南怀谦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修院修生的

照片，其巾宵身穿长衫的修生，有头戴祭巾的辅祭，

年龄大约在十几至二十几岁之间(图3)。修院是天

主教会壤莽神职人员的培训机构，教务发展嚣要大量

酶裤职入受，因此修院是缀重要静橇鞠。1889年，第

一侄汉幸主教安廷翔在城固古路坝锲立了挝了修院，

培养本籍教士，这是陕西最早的天主教修院乏一，也

是非常藩名的一所修院，1896年更名为“若瑟修

院”。作为神职人员自身应该具有高尚的晶性和渊博

的学识，因此若瑟修院的原则是德学并重。～方面修

院着力加强对修生品德方面的培养。修院受求修生每

日在诵经之余都要作自我反省，每周星期六行告解，

修生咒有貔撬越矩或有搏道德掺养者，都会受翻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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闰3担任辅祭的修生们

的处黉，绝不纵容放任，以此保证训育方面的严格

性。另一方面，修院也十分重视修生文化水平的提

高。修釜镪在攀撵享孛职入癸掰登备的享枣学、历史、礼

仪方面的知识以及拉丁文之外，还要学习一些中国的

文化和西方的科学知识。修院的修生经常担任辅祭，

作为神父的动手来协助享搴父进行宗教活动，参与授课

讲道。修生一般在十一、二岁时进入修道院，在经过

一、二一{4年的掺髫学习后，德学兼备的修牛便W晋丹

为司徉。另外修生在小修院毕业后还有机会继续进入

神学院学习甚至出国留学深造，在若瑟修院成立后汉

孛教区麓本籍搴枣父基本上酃爨自予这耩掺院，敖修院

为汉巾教区的发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啤1。

爨外从南怀谦所拍摄的照片上还可看到为数不少

的矫籍修女。外籍修女在陕透主要集中在高陵通远坊

图4古路坝孤儿院的孤JL_ffl与修

女在古路±贝大教堂前的合影

朔城固古路坝。天主教传教活动的～项非常遁要的辅

助魂容就是兴办慈善搴业，通避开办孤J匕院、施诊

所、赈济灾民等慈善义举来树立教会的正面形象，吸

弓I更多的民众入教，而外籍修女们很重要的～项职责

就是受奏教会的慈善攀鼗，因此终籍修女集中豹楚方

慈善事业便肖较好的发展。例如汉中教区曾开办养老

院、孤儿院及麻风瘸院等慈善机构。其中汉中、城

阑、吉路竣等3所孤，毛院(育娶璧)，数十年内共收

养弃婴近万名，数量相当可观。照片中有～张古路坝

孤，L院的孤)lAf]与修女在吉路坝大教堂裁的含影，孤

儿的人数约有数百入之多，可见孤儿院的规模相当大

(图4)。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因穷凼无力抚养而

抛弃婴，L是鬻有的事，茺其是女婺，因重鬓轻女悉想

作祟更是如此，而遇到荒年，更是有成群的婴儿被遗

弃。教会兴羚的孤』L院使那些如无入收养就注定要抛

尸野外，流落街头，最终会冻饿褥死的弃娶、孤jl‘有

了容身之地，生活有了相对的保障。从一些照片上看

孤，jL院的条件并不怎么好，但是麸孩子翻憨衣着和健

康状况来看，孩子们在孤儿院里可以得到基本的生活

保障，尚在哺乳期的婴幼儿还有专门的乳母喂养。年

龄稍大一些豹孤，乙要歼始学习～整技艺魏编织、剩绣

等，再稍大～些到了适婚年龄的女孩子还爱接受修女

嚣搪孽婚前辚罨，这些对孤JD'ff]以爱的生活都是有帮助

的。在fI；I中阉兵燹相继、灾害频仍、水深火熟、民不

聊生的动荡状况下，教会对弱势群体提供援助，弥补

了政府救韵戆无力，骞助于社会憋稳定，网对也有助

于扩大基督教的影响，促进教务的发展。

汉中教务的发展与教会的“本色化”传教策略也

窍缀大豹关系。中国楚一个有羲几千年历雯豹大国，

中国人有着自己传统的信仰与文化，这种传统自成体

系，报深荣固，因此要想使具有强烈传统文化意识的

中国民众接受基督教这样一种外来信仰，就必须从文

化融合入手，将基督激的信仰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尽

霹能缝实现基督教静零色化。关予这一点，来华斡传

教士是有蒲基本的共识的，通过南怀谦的照片也可以

嶷观地看到这一点。

首先从教会建筑的风格上可以反映出这秤用心。

照片里有多张教堂的照片，从照片上可以番出这些教

黧的建筑形式中都融入了中国的嚣素。有瓣教堂外观

型!!竺!竺175
万方数据



图5古路坝大教堂

看起来是覆式的，僵是箕装饰缨部帮具有中国特色；

有些教嫩结构模式是西式的，但屋顶是中式的。其中

吉路琰戆圣倍多禄圣缳禄大教堂憝典型的枣谣合璧式

的教堂(图5)。“根据南怀谦所拍摄的照片，可肴

出大教堂是中鼹混合式的风格，基本结构是巴薅剩卡

式⋯⋯。教堂宥三座半凼形拱券门，设计者在西式建

筑的基础上，大胆融入中国特有的建筑风格，如教堂

外部立面出墙裔仿木结构的青砖砌成的中式立柱、斗

拱、雀替和额枋；在建造教堂侧后钟楼时，采用中阑

既阁楼式，刻意覆盖重檐攒尖顶，檐下绘有大量彩

画。设计者可谓用心良苦，既要用于传教，又要让信

徒有亲近感”磐1。夔确，教堂建裁这种形式。显然怒

为了适应中国民众的传统心理，在建筑教堂时融入中

重大喜闻乐见的样式，使中国民众对这种钤来的陌生

宗教产生亲切感，进而在心灵上产生认同感。

同时，从当时传教士们的穿卷打扮上也可看出他

们的浚苦用心。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南怀谦和其他的传

教士们都是一色的地道的中式打扮，身穿长袍马褂，

头戴蹑皮帽，手中拿着长长静耀秆，丽最为等|久注嚣

的是其脑后和中国人一样的长辫子(图6)。汉中主

教拔圭棘曾详缨缝搓述避德剃发熬过程“这黠我来说

真是一场折磨。在主持完弥撒之詹，我发现剃头匠在

等我，只好立瑟满足他的要求。整个过程大约需要一

个小时：他先让我俯在水盆上给我洗头，分出他想要

剃掉的头发。这一切都做得很麻利：还拿着剃刀，他

就手三下两下地扫了地。然后，他拿出一裰长长的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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辫子，慢慢地把它编入我头上保留的头发中。为了保

涯簸辫子扎褥紧，链蘧不犹豫地揪我那些可怜鳃头

发⋯⋯”H1。传教士们这样“入乡随俗”的装扮驻然

是为7迎合巾国人的心理，减少孛国民众对外圜传教

士的陌生感，增强传教士们的浆和力，使传教士们更

容易接近民众，赢得他们的信镊。早期米华的传教士

们为打开局渐便是采髑这样的传教策略。之后在一百

多年的禁教期间，传教士们在社会上没有名正言顺的

身份和地位，楚予弱势获态，这种策旗更是+分必

要。而在两次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取得了合法的地

位，传教±的处境遣发生了重大豹变铯，援有了谗多

特权，此时，对他们来说那些传统的传教策略似乎已

不搿重要。健是从照冀上可以餐密，在鸦片战争过去

60余年后，传教士们并没有因为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改

变萸传教策略，他们依然沿袭蓑先辈们的传统，在装

束上尽量使自己中国化，并且在主持宗教仪式时依然

露6地遂巾式努扮憋传教圭

头戴中国特色的方形祭巾。“祭巾”的产生本身就是

对中国文纯韵～定程度的尊重。在西方礼俗中脱帼表

示尊敬，因此神职人员在主持宗教仪式时必须脱帽，

瑟中圜剃歪穗反，在中国视语孛，正式场合必须农藩

齐整，二者因此产生矛盾。为了调和这两种习俗的矛

盾，适应传教的需要，早裳入华的邵稣会±参考唆代

的儒巾，制作了一种中国式的方形祭巾，供神职人员

在主持宗教仪式时使用，此制经罗马教廷特许一煎延

续至民国。这种习俗的延续，表明此时传教士们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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豳的传统文化依然保持着必要的尊重，这种姿态应该

多少戆够抵淆一嫠鸦片战争爱国予殪民背景给教会豢

来的负面影响。

另外从照片中我们也可看出此时教会的地位的确

图7 1913年12月11日汉中生教拔士林与前
来庆赞其晋铎25周年的翠中要人合影

发生了很大懿变化。在鸦片战争前一百多年闻，由于

滴廷与教廷之间的“礼仪之争”，清政府实行了严厉

的禁教政策。在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动辄便遭监禁或驱

逐，因诧他们必须躲避官府，只裁秘密地在民阕遴行

传教活动。丽鸦片战争后，随麓中话之间条约的签

订，基督教在中图取得了合法地位，传教活动也随之

公开。教会开始在各地公开地买地建堂，发展教徒，

扩大势力，使教会组织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发展，传教

士们的身份和地位也在一步一步提高，面教会潮窍府

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照片中可以

看到身着清朝官服的拔士林主教和夏芝哇副主教，由

予他们的“特殊爨献”，拔±棒被授予一晶顼戴，夏

芝哇被授予三品预戴，可自由戮入官府，享受宙钝待

遇。这是一种相幽高的礼遇，教会人士自己也将此视

为一种殊荣。从照片中还可以看垂rJl913年12月11日汉

巾教会庆祝主教拔士转晋铎25爨年时有数÷位±缨蘸

来祝贺，另外一些军中疆人也来庆贺。照片上拔士林

在众多军政要久中阂菠襟危坐，显示溅此时教会的身

份与地位的确是非同一般(图7)。

教会人士从往日的阶下囚一跃而成为官府的座上

宾，这种地位的改变与教会的西方背景有着直接的关

系。在滋时特殊的政治舔壤下，有着两方背景的基督

教会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宗教组织而是缀自然地拥有了

浓厚的政治色彩，教会也因此在地方上逐渐成为了有

影响的特权势力。随麓地位的提升，教会有可能越来

越多地分入地方事务，在缝方事务豹鲶瑾中燕翔童己

的影响，有时甚至可以左右地方官吏的任免。因此出

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备级官吏以及社会名流们会尽量

同教会保持友好关系，以便需要的时候可以依靠这支

特殊鲍致淦力量。瑟簸教会的是度窭发，借助中国享圭

会各派政治力量维护自身的安全与利盏，也是在正处

于乱世的中国立足及拓展教务所必需的。因此，教会

也很乐意同中国社会嚣派政治力量包括各派军队建立

良驽关系，藏两在滂泰民耪频繁的战魏巾教堂戒秀了

安全豹避风港。教会地位的提升为基督教的传播带来

了许多便利，但是过多的政治色彩也给教会带来了许

多的负瓣影响，它使基督教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常常

会因我两受到政治的牵连。

说明：文中照片均选自《世纪回眸——意大利神父南

怀谦清米民初中国写真》，澳门艺术博物铭。2001年版。

注释：

【1l 《世纪回眸——意大利神父南怀谦清末民初中国写

冀》，澳门艺术博物馆。2001年版．第58页。

园 参霓《汉中教区砦瑟修院庆祝金庆纪念册》。

囝 咔心适、麓赣西：《古蘑壤藩事》，《文博》2004聿

第4期。

【4】’费吉罗·拉撒罗托《一个传教士在中因——南怀谦在

陕西》注三，转引自《世纪回眸——意太利神父南

悔谦涛来民初中国麓奏》，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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