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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四川藏族地区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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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健 吾

提 要：本文扼要地论述了基督教和天主教在四川藏区传播的概况，总结其传播的手段和特点主

要是：广泛收集各种情报，以尽快熟悉中国社会；广设教堂，兴办学校、医院、育婴堂、救济院等慈

善事业，帮助传教活动的进行；广占土地和房屋，以地租、房租进行剥削，作为教会重要的经济来

源；基督教在四川藏区的传播始终是在与各民族传统文化习俗特别是藏传佛教信仰的冲突中进行的。

与传教士们长期付出的艰苦努力相比较，基督教在四川藏区的传播是不成功的。此中原因发人深省。

杨健吾，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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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是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各教派的

总称，包括天主教、正教、新教和其它一些较小

的教派。基督教在四川藏族地区有过艰难、曲折

的传播史，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文将在四川藏区

传播的天主教和新教（又称耶稣教）一并讨论。

（一）

早在唐代，四川就是景教（基督教的一支）

流行的地区之一。当时，从波斯传入的景教在成

都西门石笋街、峨眉山等地建有大秦寺，四川的

地方官员曾倡导景教。唐武宗会昌毁佛时，景教

也在禁毁之列。经过此次打击，景教在四川销声

匿迹，原来的景教教堂以后多改为佛寺!。明

代，基督教再次传入四川。崇祯十三年（!"#$
年），天主教葡萄牙耶稣会教士利类思（意大利

人，本名布各略 %&’()*+&, -&./*(）在北京经汤若

望（0’123 4+51//）介绍，在东阁大学士、四川

绵竹 人 刘 宇 亮 的 帮 助 下“首 先 入 川，传 扬 福

音”"。同 年，大 吕 宋 国（今 菲 律 宾）安 文 思

（原名嘉庇厄尔·马加尔纳 6178*9/ :9 ;1.1519<,）
神甫也接踵而至，“襄助传教事务”#。这是天主

教传入四川之始。他们在今绵竹、成都、重庆、

宜宾、西昌等地建立教堂，传教布道，是四川少

数民族地区最早传入的西方宗教，其信徒超过了

基督教（新教）。

清代，入川的传教士不断增多，至清中叶，

四川已成为天主教在中国最大的教区，从最初仅

限于成都、重庆等少数地区，不断发展到四川主

要的府县、城镇都有了传教士活动的踪迹。而天

主教士进入四川藏区，则是在鸦片战争之后。

道光二十六年（!=#" 年），西藏成为独立教

区。根据 !=>? 年 = 月 @ 日签定，次年得到罗马

教廷批准的局限，西藏教区还管辖上川南（除去

邛州、大邑、穆坪和天全州东部）以及下川南的

仁寿、井研 A 县。道光二十八年（!=#= 年），法

国天主教杜教士被任命为西藏教区主教，他取道

四川入藏，行至昌都为官民所阻，被迫退回。同

年，法国传教士在清溪县（今汉源县）大林埠

（今大林坪）建立了主教区。这是梵蒂冈天主教

教会势力传入康藏地区之始。道光三十年（!=>A
年），巴黎外方传教士丁盛荣受罗马教廷之命赴

西藏传教，路途受阻，折返打箭炉（今康定），

于炉城北郊设堂传教，康定遂成为康区天主教传

播的大本营。咸丰二年（!=>A 年），华郎廷、圣

保罗在巴安（今巴塘）城区建教堂，天主教传入

康南 地 区$。随 后 的 !$ 多 年 里，法、意、加、

奥、德等籍传教士数十人先后在康区修建教堂

!> 座。

!=>" 年（咸丰六年）# 月 A 日，四川代牧区

第一次划分为川西北和川东南两个代牧区。罗马

教廷指示四川宗座代牧召集全川教士议定，按当

时四川行政区划划分教区范围。大体上，川西北

代牧区管辖川西成绵龙茂道、建昌上南道及北川



道的大部，马伯乐任川西北代牧区首任宗座代

牧，座堂彭县。!"#$ 年（咸丰七年）" 月 % 日，

川西北、川东南和西藏 & 个代牧区主教商议共同

签定了各自教区的界限协定，并于次年 ! 月 $ 日

得到罗马教廷的批准。川西北区包括四川整个西

北部、川南的邛州（今邛崃）、大邑、宝兴穆坪

及天全州（今天全县）东部地区，以及川南的资

州（今资中）、资阳、内江，教徒约 ’(% 万人，

但汉族占绝大多数。西藏教区管辖西藏、康属及

上川南南部地区的一半（除去邛州、大邑、穆坪

和天全州东部）及下川南的仁寿、井研两县，教

徒有 !(% 万人，绝大多数也是汉族。!")* 年，四

川两大教区分为川南、川东、川西北 & 个教区。

!")! 年—!")" 年，川南教区的界限曾一度延伸

至藏区的巴塘。!")" 年，川南和西藏两教区的

界限才被确定下来，并对 !")* 年的界限有所变

更。至 !"$* 年，川西北代牧区有一个代牧主教，

!’ 个外籍教士，’$ 个中国神甫，!*’ 所经言学

校，&(# 万名教徒。

同治三年（!")+ 年），清政府提出，在西藏

不可能对法国传教士加以保护。同时，法国公使

馆也怕引起英国的不满，沙皇俄国也反对法国人

插足西藏，法国传教士不得不放弃了进入西藏的

计划，转而向四川和云南靠近藏区的地区发展，

罗马教廷在清溪县化林坪设立了主教府。同年，

传教士吴依容（,-./00-1）被派驻打箭炉，巴布

埃（2-.334）被派往巴安（今巴塘）。后古特尔

（5-.67007）在打箭炉建立了教会，在原云南助理

主教丁盛云（8-976:）被任命为西藏代牧主教。

他取道川南，经叙府、嘉定、雅州于 !")# 年 !’
月 ’! 日到达康定。此时，进藏的全体传教士都

在当年被赶出西藏，巴黎外方传教会感到进入西

藏困难很大，遂决定在康定安置主教，购买土

地，修建教堂。主教府乃由化林坪迁至康定!。

康定教区包括懋功（今小金）、靖化（今金川）

（今均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为了进一步向西

发展，打通到达拉萨的道路，法国传教士在巴

塘、理塘“置买田地，盖造房屋及教堂”& 座"。

!"$$ 年丁盛荣死后，毕天荣（2/76）继任主

教。此后，倪德隆（5/3;.<;.）、李雅德（=7;3<）、

任乃棣（57179/73）等相继前来，或被留在康定，

或被派往巴安、盐井、泸定和云南维西等地，修

建教堂，开展教务。特别在巴安购置土地、修建

房屋及教堂 & 座，作为进入西藏的前哨阵地#。

光绪五年（!"$% 年），天主教传入泸定，分

别以冷碛、磨西、泸桥沙坝为传教重点区，先后

建立了教堂，并在沙湾设立分堂，由沙坝教堂兼

管。各教堂有司铎 ! 名，附设男女学校各 ! 所，

兼收养孤贫小儿，并附设诊所$。

!%*! 年，倪 德 隆 继 任 代 牧 主 教，在 康 定、

泸定等地大量钩针土地、修建教堂，创办拉丁学

校和修道院，极力开展教务；还深入研究康藏历

史、文化，开办学校，编撰《藏文文法》、《藏文

读法》、《拉丁法文藏文字典》等工具书。康定教

区设主教 ! 人，总管全区教务；副主教 ’ 人，襄

助教务。! 人住康定，! 人住维西。下设当家处，

负责人称“当家师傅”，管理全区财政，有管事

和秘书各 ! 人。早在咸丰十年（!")* 年），就成

立了教友团体“天主教会”，还有“圣心会”、

“德肋撒会”、“七苦会”等。后至民国年间，中

国籍传教士杨华明又成立了“中国天主教文化协

进会康定分会”，以文化服务社会为宗旨%。

光绪二十九年（!%*& 年），法籍教士佘廉蔼

（>:;33/73 佘沙礼）和谭敬修到道孚传播天主教，

当地衙署官员以上宾之礼相待，教堂一切事宜无

不鼎力相助，道孚城内的名门望族亦积极向其投

靠，尤其是初来道孚的汉族，无不加入天主教以

求庇护，县城里百分之六七十的汉人皆成为教

徒，但藏族因为信仰藏传佛教，却不为其所动，

即使有个别人成为天主教徒，也非常勉强。传教

士在县城东购地修建教堂、传习所及房屋 !* 余

间，因为当时道孚无学校，县城的汉人纷纷送子

弟到传习所就读&。

宣统元年（!%*% 年），康定教区派法国人苏

德隆任丹巴天主堂司铎兼办教育。经地方当局许

可，在今丹巴章谷镇团结街团结桥东段修建了一

座简易教堂，作为男教徒和学生的居室和修女分

堂，供女修士和教徒（学生）居住。天主教的势

力正式发展到丹巴地区。此后，天主教在丹巴活

动了 +’ 年，共有 $ 任法籍传教士担任司铎兼办

教育’()。

宣统二年（!%!* 年），罗马教廷因天主教一

直未能在西藏扎根，遂取消了“拉萨教区”，建

立以康定为中心的西康教区，辖康区、锡金、云

边地区。同年，康定真原堂与南门公教医院建

成，教务大有发展。当时的康定教区主教倪德隆

又派藏族神甫熊德隆去道孚、炉霍传教；佘廉蔼

去丹巴传教，并命巴塘神甫伺机进入西藏。次年

辛亥革命爆发前，藏民杀死熊德隆，扣捕外籍教

士，前清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迅速镇压，并给予

教会一些特权，强迫藏民为教堂支“乌拉”差

役，教会势力又有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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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民国年间，天主教的势力已在四川藏区站

稳了脚跟。!"#" 年（民国 !$ 年）# 月 !% 日，天

主教调整教区，将西藏西南一带及不丹等地划入

锡金自立传教区，由加尔各答总主教管辖。同时

撤消西藏代牧区，更名为打箭炉代牧区。并增设

了雅州（今雅安）（监牧区）、顺庆（今南充）万

县教区。至此，四川共成立了 $ 个教区。!"&’
年，康定教区管辖西藏一部、四川康定、云南维

西等地。据当年调查，天主教势力已散布于康区

的康定、雅江、理化、稻城、贡噶、定乡、怀柔

（今新龙）、巴塘、察雅、白玉、宁静、科麦、甘

孜、石渠、邓科、昌都、恩达、嘉黎、太昭、武

城及云南中甸、维西、德钦等 #( 余处，约有教

民 ’((( 余人!"#。康定教区还办有若瑟修院对青年

信徒进行宗教教育，修生毕业后送往马来西亚槟

榔屿大修院。!"&" 年西康建省，宁雅二属另设

教区，天主教西康教区改名为康定教区，其管辖

范围有：康定、丹巴、泸定、雅 江、巴 塘、稻

城、定乡、炉霍、道孚、贡噶、怀柔、察雅、白

玉、宁静、科麦、甘孜、石渠、邓科、昌都、恩

达、嘉黎、太昭、武城、中甸、维西、小维西、

德钦、茨中等。绥靖、崇化、富林、黑木厂也先

后划归康定教区，有教堂 #) 座，教徒 !!(% 人。

康定教区所辖范围之广，居全国八大教区之首。

!"*’ 年，天主教“圣统制”建立，改称康

定主教区，华朗廷升任正权主教，受四川省尚维

善主教管理。至 !"*" 年，康定主教区共辖康定、

泸定、炉霍、丹巴、道孚、巴安、盐井、汉源、

懋功、靖化和云南维西、德钦、贡山 !& 县。有

教堂 !" 座，分堂 !’ 座，教民 %&’! 人，外籍司

铎（即神甫）#& 人，华籍司铎 ’ 人；外籍修士 &
人，华籍修士 & 人；外籍修道 !% 人，华籍修道

#’ 人。办有中学 ! 所、职业学校 ! 所、护士学校

! 所、医院 ! 所、诊所 ! 所、慈幼院 # 所、孤老

院 ! 座!"$。还自设印刷所专印教会书刊和藏历

等，开办法文补习班。

康定教区在康定地区活动 *( 年，由于民族

宗教信仰的严重对立，教会与当地民众的土地纠

纷，教会与当地土司、头人的利害冲突，教会与

教会之间、特别是英国与法国之间的利害冲突等

诸种原因，信教的人数始终有限，教民分布的地

区也不广。如以今甘孜州地区而言，#( 世纪 %(
年代初，有教堂 !& 座（内设分堂 * 座），教民

#&(! 人，多集中在康定县，且以汉人为主。其

它地方的教堂，有的建筑仅“草房五楹”，有的

有教堂而无教民。天主教在康区的传教活动显然

是很不成功的。

（二）

基督教在四川藏区的传播差不多是与天主教

同时进行的。从清同光年间（!$’#—!"($ 年）开

始，基督教的内地会和美以美会紧随天主教的步

伐传入了四川藏区。英国内地会传教士康慕伦

（+,-./01）于 !$)’ 年（光绪二年）!# 月开始长

途跋涉，多半步行，先从湖北到了四川，又到打

箭炉，再入东藏境，到了理塘，从理塘到巴塘，

渡过金沙江进入西藏边境!"%。但他此行主要是调

查摸底，未站稳脚跟建设教堂。

光绪十九年（!$"& 年）英国圣公行教会成

立四川教区，英 人 盖 士 利（2034 54 54 +,67
6.86）任第一任会督。以绵州（今绵阳市）为教

区中心。此后近 !( 年时间里，圣公会建立教会

的地区已扩展至成都、茂县、平武等川西北 !&
县!"&。

光绪二十年，经清廷准许，美籍牧师贝克

（94 :4 ;,<./）到达巴塘，于城北甲日隆租地 )
亩，准备建立教堂，后因故未果。光绪二十九年

（!"(& 年），中华基督会华东教区派美国传教士

史德文（:4 =4 >?.8@01）医生夫妇前往巴塘后，

在城区租借藏族贵族协敖的私宅设立教堂，并附

设医药部和学校。光绪三十一年（!"(% 年），美

国传教士浩格登（A,-.6 +4 BCD.1）夫妇来巴塘

襄助。宣统三年（!"!! 年），应浩格登请求，美

国差会向中国政府交涉，获准在巴塘修建医院、

学校。四川总督令巴塘军粮府协办其事。教会租

得巴塘南门外架炮山顶荒地 # 公顷，正式成立基

督会巴塘教区。从宣统二年（!"!( 年）起，美

国差会先后派王哈德（5E88E,- 9,/DF）夫妇、罗

福德、莫尔士、邓昆、杜加、皮得生、贝尔义、

余明生、吴师帮、杨恩（女）等 &( 余人到巴塘

工作，并分赴宁静、察雅、昌都、盐井、德钦

（属云南）等地传教。至民国 !% 年（!"#’ 年），

教徒已达 !(( 余人，收养孤儿 $& 人，华西学校

有学生 $( 人。基督教会医院有住宅两座，病房、

手术室和化验室各一间，床位 %( 张，医生和护

士各一人，由美国差会派遣，每 % 年轮换一次。

其它所需护理人员和工人根据需要派到岗位上培

训。医护人员要掌握一般临床藏语，方能在门诊

和病房工作。薪金视其业绩好坏发给，每月 #(
到 %( 藏元不等!"’。

光绪二十二年（!$"& 年），基督教的另一差

会英国内地会在康区的活动有了新的发展。此前

·!!!·基督教在四川藏族地区的传播



两年，内地会女传教士泰罗（!""#$ %&’()*）在甘

肃洮州开荒，翌年 + 月，由一名忠心耿耿的西藏

仆人伴同出发，于当年进入拉萨境界以内。,-+.
年 , 月 / 日，官方将其驱逐出境，她只得历尽艰

辛于 0 月到达打箭炉。

光绪二十六年（,-+/ 年）/ 月，英国内地会

传教士西瑟端纳（1*2 3$4#(5)(6(( 7 %8*"$*）和 0
位传教士到达打箭炉，在康藏地区建立了第一个

传教基地，作为西藏工作的中心地。这里有 09
个西藏人开设的旅店（锅庄），可在其中传播教

义，并 从 此 地 向 北、向 南 和 西 南 各 地 游 行 布

道!"#。

光绪三十一年（,+9: 年）0 月，英国内地会

叶牧师至康定传教，建立了福音堂。每逢星期一

用藏、汉语传教，同时向听众散发宗教图片和

藏、汉文的《马可福音》。其后，英国人顾福安、

加拿大人纳尔逊、英国人裴元弟、美国人郭纳福

先后到达康定传教!"$。

在康定，基督教先后建有两座教堂。基督教

的一些宗派和差会在康定、甘孜等地另有一些零

星的活动。如，基督教复临安息日会（简称安息

日会）于民国 / 年（,+,- 年）派美籍传教士安

德烈（;)6" <2 !"=*$>?）进入康定，开创西康区

会。:9 年代初，川康区会和东川区会共有教堂

,9 座。民国 .@ 年（,+0/ 年），由美国长老会、

路德会、美以美会，加拿大福音会、长老会及及

英国满福音会等差会传教士组成流动布道团体基

督教 环 球 布 道 会。美 籍 牧 师 吴 扬 道 （A2 B2
C))=>&*=）、兰德乐（!2 D2 32 E&"=&"(）、卫浩

德（D2 <2 C#F6’）和加拿大传教士吴遵道（G2
12 C))=>&*=）、司崇道（G2 G?$&H$*）及英籍传

教士史承恩（<2 G2 IF)F)J$*）等 @ 人在康定建

立了康定环球布道会。吴扬道、吴遵道、司崇道

等 . 人在来中国之前，还在印度本格省专门学习

过藏文。到康定后，他们主要是通过医药、救济

等方式传教，活动于康定、甘孜之间。在康定，

他们以内地会福音堂作礼拜；吴扬道还经常到康

定南门各锅庄向少数民族群众宣传教义，宣扬

“福音”。在今甘孜县，他们将教堂设在一教徒家

中传教。但两地仅有教徒 ,9 余人。:9 年代初，

外籍传教士回国，康定环球布道会遂停止了传

教。,+0+ 年 0 月，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的基督教遍

传福音团美籍女传道员贝悦纳（D&($" B&#(’）也

在康定成立教会，但无教堂。同年 + 月，重庆基

督教遍传福音团负责人马可派女传道员郑睦天

（中国人）、郑爱贞姊妹到康定协助贝悦纳工作，

在康定发展了教徒 .9 人。,+:9 年 - 月，郑睦天

与边疆布道团牧师丁约翰、清洁会传教士刘纯奉

去雅江县传教，先后发展教徒 /、- 人。郑氏在

雅江曾请藏文教师教藏文，在今雅江县八角楼

（今八角楼乡）、白孜、噶拉（现更名呷拉）、麻

子石（此 . 地均为行政村，白孜、噶拉属呷拉乡

辖，麻子石属河口镇辖）等地都有传教活动。:9
年代初贝氏离境后，该团即停止活动!%&。

（三）

阿坝藏区比康区更早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明

天启四年（,@K0 年），印度果阿教区耶稣会教士

安东尼·德·宏瑞德等化装成朝圣的印度教徒，从

我国阿里南端潜入泽布隆地区。这是第一批进入

我国西藏地方的欧洲传教士。同年 0 月 ,K 日，

他们在泽布隆建立了在西藏地方的第一座天主教

堂，遂鼓动印度的耶稣会向卫藏中心地区进一步

试探。天启七年（,@K/ 年）传教士斯蒂芬·卡塞

利亚和约翰·卡夫拉尔从不丹进入日喀则活动。

清顺治十八年（,@@, 年），耶稣会传教士约翰·

格鲁培和阿尔培·道费尔从我国内地出发，经西

宁、黑河到达拉萨，后又取道西南从聂拉木出

境，经尼泊尔和印度返欧，其旅程贯穿我国西

北、西南整个藏区。,- 世纪初，印度的另一个

天主教组织卡布遣教会派人从尼泊尔混入拉萨，

其后，该会传教士陆续进入西藏，向梵蒂冈争得

了在西藏地区传教的特许权，在拉萨建立了教

堂，先后活动达 .9 年之久。由于拉萨在我国藏

区的特殊地位，阿坝藏区也受到了天主教的影

响。光绪四年（,-/- 年），美国上尉及尔与军人

士尼由成都进入茂县地区，翻越瓦钵梁子，横穿

黑水全境，经马尔康地区再往甘孜地区。次年，

美国基督教圣公会的霍尔士遍游四川全省，寻得

川西北一部之“蛮子部落”等。他曾到茂州（今

茂县）、理番（今理县）一带活动。光绪二十四

年（,-+- 年），法国天主教在茂州建立了天主

堂!%’。宣统元年（,+9+ 年）后，英、法传教士相

继在茂县、汶川、杂谷脑等地建立了福音堂和天

主教堂，几年之内，这些地区已建有 ,9 多座教

堂，并附设了一些学校、医院。

这一时期，基督教安立甘宗英国行教会传教

士何诗白（; 2 D2 D)*?L8*’6）也到了四川活动。

光绪十四年（,--- 年）春，他只身一人沿长江

到四川调查，得到内地会东川英国教会人士的协

助，游遍全川，终于在川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寻得

大片基督教尚为开辟之地。他次年回国即向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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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发起一次到川西建立教会的活动。!"#$
年，何思白率领一个 !% 人组成的宣讲师团，从

浙江 沿 长 江 而 上，深 入 到 四 川 腹 地 活 动。从

!"#& 年起，先后在绵州（今 绵 阳 市 中 区）城、

江油县、中坝、新都、绵竹、安县、石泉（今北

川县）等县城创建了英国行教会。

光绪二十一年（!"#% 年），英国行教会华西

教区成立。至光绪二十九年（!#’( 年），已建立

绵州、中江、中坝、安县、绵竹县城、魏城（绵

阳县）、遵道（绵竹县）、德阳、新都、石泉（今

北川县）!’ 个总站，还设有若干支站。绵州和

安县教会，已部分由华人自养。松潘处于西藏边

界，传教士屡去探视，因人力缺乏，无西人驻

此!"#。但从光绪三十年（!#’& 年）起，到民国元

年（!#!$ 年），不过几年时 间，圣 公 会 就 在 成

都、茂县城关、松潘县城关、平武县城关都建立

了教会。从 !"#& 年起到 !#!$ 年止，圣公会传教

区域已发展到川西北 !( 个县。!#!$ 年，该会接

收内地会管理的川北、川东 $! 个县的教会，加

上川西成都、安县一带，教区已包括 (& 个县。

而成立于民国十九年（!#(’ 年）的中华圣公会

西川教区，教徒也已分布到了北川、茂县、松

潘、平武等地。% 年之后，该会陆续放弃了平

武、北川、茂县等地的传教!"$。

民国 ) 年（!#!" 年），基督教英国美道会又

派人到汶川、理县、杂谷脑等地建立教堂和教

区，由中国信徒捐款开发边疆布道工作。教会派

中国布道员毛阿森（成都人）进入理番县杂谷脑

一带布道，建立理番自养区，在薛城修建了“福

音堂”，当地有几十人加入教会。福音堂在薛城

后街创建了女子小学，课程除语文、算术外，以

宣传基督教教义为主。福音堂还开办了成人夜校

和义务医务室，开办“小本借贷”!"%。理番自养

区经济、人事由英美会成都、嘉定、荣县、仁

寿、彭县、自流井、泸县、重庆、涪陵、忠县等

!’ 个区会组成的自养委办会安排，不受差会的

控制，后来称为“十一区会”。该区在理县薛城

建有教堂，并设有学校、医院。每年布道会进理

番、杂谷脑等地避暑的英国男女有数十人，“布

道会从威州起一直可以影响到巴塘以西⋯⋯。”!"&

民国 !# 年，韦显明等 ( 名英国人到阿坝藏区的

大、小金川、理县、四土等地活动，搜集当地社

会、民族、自然等各方面的资料，并在小金县营

盘街购买了当地游湛如的附宅，将其改修成福音

堂。他们将《圣经》、《马可福音》等精印成英、

汉文的宣传材料，并译成藏文，在各土屯藏族聚

居区见人就送，力图扩大影响。

民国二十八年（!#(# 年）!’ 月，在民国政

府的支持下，中华基督教会全国边疆服务部在成

都成立，孔祥熙任名誉会长，宣传要中国人建立

“自主、自养、自传”的“本色教会”，随即在松

潘、茂县、汶川、理番县等地设川西区部，主要

宗旨是：以宗教提高其精神生活；以生计改善其

物质生活；以教育增进其知识水平；以卫生解除

其疾病痛苦。”依靠“美国援华会”、“美国教会

救济会”等结构和民国政府的经费在川西北藏、

羌族地区活动。!#(# 年 !$ 月 !& 日，由张品三带

领张宗南、肖兴汉、张楚望等人，从成都出发进

入汶川、理番县（今理县），其服务对象主要是

沿岷江和杂谷脑河两岸的羌族和藏族。他们在威

州设立了编制多达 %’ 人的“中华基督教全国总

会边疆服务部川西办事处”，并于第二年接办了

理番县自养布道区。!#&& 年，为了深入到藏区

活动，将办事处迁往理番县薛城（今理县东北薛

城乡），并以此为基地分设了 ) 个据点（即立力

寨、日尔觉寨、杂谷脑寨、佳山寨、龙溪寨、威

州和萝卜寨），以传教、行医、办学等方式极力

拉拢藏、羌等各族群众。川西区边疆服务部先后

在薛城、威州、杂谷脑等地设立医院，在佳山、

列列、但杂木沟、日尔足等藏、羌民族地区开办

学校，在杂谷脑营盘街创办了幼稚院，还在威州

利用 ’*!" 公顷土地发展并扩大优良牛、羊、猪、

鸡、兔等品种。!#&( 年，川西服务区与威州岷

江流域林管区合作，在佳山寨、萝卜寨等建立了

苗圃，就地培育胡桃、杨槐、松柏、榆、椿等树

苗 ! 万余株，并试验玉米良种。还在杂谷脑下较

场（今县人民政府一带）栽植苹果树，兴办果

园!"’。

川西服务区各医疗单位的巡回服务，除了到

各驻地附近的山寨外，!#&+ 年夏，曾到黑水河

流域和三番（今黑水县南部一带）巡回。!#&)
年 & 月，又到四土（今阿坝州马尔康县的马塘、

卓克基、松岗一带）。!#&) 年 ( 月 $) 日，应卓克

基土司索观瀛的邀请，川西服务区主任崔德润和

杂谷脑医院院长崔毓珊前往卓克基为土司的长子

大喇嘛治病。一些地方，甚至有藏民来联系，要

求边疆服务部前去开辟服务区!"(。

迄至 !#&# 年底，外国教会已在四川理县、

汶川、茂县、黑水、松潘、阿坝、马 尔 康、壤

塘、靖化（今金川）等地建立了教堂，发展了一

些教徒，并建立了 % 所教会小学和几所诊所。

·(!!·基督教在四川藏族地区的传播



（四）

基督教在四川藏区的传播，同时扮演着西方

国家对中国进行殖民扩张的先遣队、侦察队和先

进的科学文化的传播者的双重角色。其活动主要

有以下特点：

一、广泛收集各种情报，以尽快熟悉中国社

会，了解各民族风土人情。如，传教士们以“考

察”、“探险”、“游历”、“通商”等为名，“搜集

有关民族、语言、历史、地理、商业以至一般文

化的情况。”他们中有些“所经广袤行程多为人

所未悉，且报告之详尽亦使人叹服”，一些材料

“对藏人宗教及社会生活之记录尤可宝贵”!"#。一

些人不走大路，专行“人迹罕至及曾封禁之路”。

所用的活动器材也很诡秘：将沿途秘密记录和棱

镜罗盘卷进写有“唵吗叭咪哞”的经书内，藏入

香客所用之转经筒里；代替 !"# 颗念珠的仅有

!"" 颗的念珠，这样每走 !"" 步拨动 ! 颗，以此

测标距离；将测量高度角、水平角的六分仪藏在

旅行箱特制夹层里；将温度计藏在空心棍棒里，

等等!"$。在阿坝藏区，搜集各地自然、社会各方

面的资料也一直被传教士们视为是首先应当完成

的事。

二、广设教堂，兴办学校、医院、育婴堂、

救济院等慈善事业，创建报刊，帮助传教活动的

进行。基督教在四川藏区先后建有教堂（包括支

堂、祈祷所）数十座，“如丹巴、道孚、炉霍、

巴安（今巴塘）、盐井各地，一县之中，亦数处

教堂，每堂小者数百亩，大者数十里， 坉如

云，烟树相望。”!%&各地还根据条件，建立了学

校、医院、孤儿院、育婴堂等。如，在今阿坝州

境内，天主教会设立了 $ 种类型的学校：普通男

校、普通女校、男女合校的普通学校。学校校长

由中国人担任，聘请知名学者任教，经费由教会

筹措。早期的主要教学内容是《圣经》、英语，

次为“四书”、“五经”和自然常识。后来，除重

视英语外，也讲授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设置音

乐、体育等课程。毕业生既是教会机构宣传人员

的来源，亦是在华的外国企事业职员的主要来

源。在康区，为了争取教徒，传教士们费尽了心

思，深入民间，好言好语，以送钱物等方式引诱

藏民入教。礼拜之时，则鸣金聚众，悬挂散发五

彩宗教画片、书籍及藏汉对译的赞美耶稣的大字

诗歌，用糖果、糕点为饵，引诱幼童演唱圣经歌

曲，间以藏汉两语布道，还开办幼稚园、基督孤

儿院、学校、医院等，培养为之服务的人才。他

们自任教师、院长等职，规定藏译新旧圣经为小

学必修课本，学生需强记硬背，还随时诱导学生

入教洗礼，要求师生每周参加礼拜，对于虔诚信

教者，则给予褒奖或资助；反之，歧视、詈骂甚

至毒打。进教会医院，患者不论病情轻重，先要

在候诊室静听传教士宣讲耶稣箴言，以及他们远

涉重洋来华是“弘扬基督博爱精神，为藏民除恶

消灾”等等，然后开诊，付不起药费须入教成为

教徒，否则不予免费!%’。

为了进一步宣传教义，康定教区于 !%&! 年

创办了法文版《西藏回声报》，月出一张，报道

教区教务和地方新闻，每期均寄往法国、罗马等

地和 国 内 各 教 区。!%’( 年，又 创 办 了《崇 真

报》，由中国神甫杨华明负责。起初为油印，每

月一小张，!"" 份，发至国内各教区和本教区所

属教堂和军政机关等，不久扩大为一大张。辟有

“国内外重要新闻”、“康藏史地与风俗”、“教会

生活与文艺”等栏目，散发国内各教区和康定教

区各堂口、康定军政机关，并张贴在真原堂临街

的围墙上。但因经费不足，仅存活了 $ 年时间就

自行停刊。

这些软硬兼施的作法和措施对扩大基督教在

当地的影响，吸引更多的群众信教是有帮助的。

除了前文提到的报刊，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

疆服务部还于民国 $& 年（!%’$ 年）’ 月创办了

月刊《边疆服务通讯》（后改为双月刊，每期印

!"""—$""" 份），内容主要是在川西区服务部和

西康区服务部各服务处工作人员汇报在各地从事

教育、医疗、生计、传道等工作的情况和工作人

员的生活情况，也刊登一些专家学者在上述地区

调查后写出的学术报告。显而易见，与在国内其

它地区一样，基督教在四川藏区的传播的作用并

不完全是负面的。各地传教士们对开辟当地闭塞

的民风，开阔当地民众的眼界，培养对社会有用

的人才，帮助各地社会医疗福利事业的发展，促

进中西文化的交流，以至于对各地经济的发展，

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诚如国庆先生所论，

传教士们并不都是帝国主义分子或殖民主义者，

他们中的许多人，特别是早期的传教士，有些是

虔诚的教徒，是一心一意来四川少数民族地区传

教的；有的是迫于生计来中国谋生的，无意识地

推行了侵略政策，而他们本身并不带有特别的政

治色彩。如，他们中的有些人，不惜用毕生的精

力学习研究藏语文和藏传佛教，聘请藏族知识分

子为师，与藏族学者共同编译文献。他们一方面

引进西方文化，同时又将佛经词汇吸收进《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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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耶稣赞美诗》、《马可福音》、《路加福音》、

《马太福音》之中，编译成藏民们易于接受的藏

文读本，广为宣传。如，华朗廷任康定教区主教

期间，在康定开办教会印刷所，印行藏文、拉丁

文、英文、法文的天主教经典。出版有《藏文文

法》、《藏文字典》等藏文读本，并将新旧约全书

译成藏文出版。他们中有的人还将藏传佛教的经

典传播出去，把重金购买的格鲁派大师宗喀巴著

作，达赖、班禅传记以及大量珍贵的佛经、唐卡

带往国外。又如，美籍传教士浩格登与格桑旺堆

合作，用英文、藏文编辑了《论世界各国》一

书，书之首页选用了藏族画家根据佛经绘制的

“世界形成”图案，在印度出版后，又带回巴塘

发行藏区各地!"#。诸如此类，都起到了中西文化

交流的作用。

三、广占土地和房屋，以地租、房租进行剥

削，作为教会重要的经济收入。基督教在教区采

取典当、购买、冒占等方式兼并土地、房产，利

用少数民族地区地广人稀、土地价廉、以块计

算、无明确的面积界限等特点，大量侵占地产，

教会实际上成为了当地的大地主。如，在康区的

盐井地区，教会共占有土地 !!" 块。在康定、泸

定地区，现康定地区已垦 "## 余亩，泸定“已垦

万余亩，康定犹未收租，泸定收租千八百石。考

其实际，皆不止此”!"$当然，这也必然激化教会

和教区内各族群众的矛盾，导致激烈的反洋教斗

争!"%。

传教士们不但重视以医疗、慈善等具有实惠

的物质手段吸收群众，还特别注意向各民族群众

灌输信仰，所以他们的传教能够收到一定的实

效。如基督教创办的巴安华西学校，聘请当地富

有名望和才学的藏人担任校长、教师。学校教科

书除藏文外，其它，如国文、历史、地理、算

术、卫生等课本均从外地购进。藏文译本的新旧

约圣经为必修课，除授英文，开设制革、打线

带、肥皂、印刷、打三合土、安装电话、嫁接果

木等技术课，曾聘请著名学者刘家驹任校长。学

校还开展了田径、体操、棒球、足球、拳击等活

动。传教士们将近代体育推向民间，由教师辅导

当地民众开展体育活动。每年圣诞节在当地举办

运动会，优胜者给予物质奖励。尤其是他们传入

的打棍球（实为棒球的变种），在巴塘几乎人人

会打，连 喇 嘛 寺 的 喇 嘛 之 间 也 要 进 行 棍 球 比

赛!"&。传教士们重视民众文化需求的种种作法，

对开化当地民智，增进少数民族群众的体质，有

一定的积极意义。

四、基督教在四川藏区的传播始终是在与各

民族传统文化习俗特别是藏传佛教信仰的斗争中

进行的。基督教在四川藏区从事活动，必然要受

到各民族传统文化习俗特别是藏传佛教的影响，

不仅是基督教的某些宗教活动被蒙上浓厚的各民

族传统文化和藏传佛教色彩，就是在一般的信徒

家庭中，亦“往往佛像与十字架错杂供养”!"’，

体现出两者之间的相互渗透。如，在道孚，教堂

的会长冯明德是袍哥大爷，他既信仰天主教，又

祭拜“关圣帝君”，当地像他这样的不乏其人。

民国元年（!$!% 年）的大年三十，有的教徒端

上猪头去关帝庙拜祭，外籍教士极为不满，带领

教徒前往阻拦，双方争执不下，酿成棍棒斗殴。

自此以后，教徒纷纷退教，有的只身入教，家庭

成员不入教，教堂威望大挫，再难发展教徒，仅

保持五六十名老教徒，教会活动也日趋冷落，司

铎无所事事，只有喝酒、钓鱼混日子!"(。

而更重要的是，基督教的观念、习俗与藏族

传统文化、信仰有根本的区别，这就使二者不可

避免地要产生矛盾和冲突。尤其是基督教的传播

直接损害了藏传佛教的宗教利益，后者更是要对

其作出强烈的反应。如，天主教传入康区不久，

其活动就引起了西藏格鲁派上层的注意，并随即

采取了反抗的措施。清同治元年（!&’% 年），藏

地僧俗盟誓要禁阻法国传教士在当地传教，次年

（!&’( 年），法国传教士巴布埃（)*+,,-）到达巴

塘，在城郊四里龙修建了一座教堂和两座住房，

发展了 !. 个藏人信奉天主教。两年之后，西藏

格鲁派上层即以保护藏传佛教的名义，向全藏发

出“誓死不与洋人往来，不准外国势力侵入”的

号召，巴塘民众积极响应，驱逐了传教士，捣毁

了教堂。此后的几十年里，当地不断发生地方民

众与天主教传教士的斗争，以至酿成著名的巴塘

教案!")。出于对传教士的深恶痛绝，人们不惜采

取暴力手段。如，!$!" 年 ’ 月 !! 日，传教士彭

培（/*01234）从巴塘外出即被杀害，随行 ’ 人

也一道丧生。

又如，道孚灵雀寺发生了与天主教的著名斗

争。灵雀寺是康区格鲁派十三大寺庙之一，天主

教传入道孚以后，在当地买地购房，开垦荒地，

招纳佃户，发展教徒，分散群众的宗教信仰，直

接触犯到灵雀寺的利益，因而该寺对之深恶痛

绝。辛亥革命爆发后，灵雀寺主寺活佛崩弄佛督

都乘社会局面动荡不安，清廷在川边藏区的统治

濒于崩溃之机，以“拒喇嘛还俗”、“反对天主

教”为词，邀请被废黜的麻书土妇志玛密议“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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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驱逐汉官、洋教”，鼓动、组织全寺僧人和部

分群众，一举攻下县衙，捣毁设治公署，扣押知

事杨宗汉，火焚天主教教堂，将法国司铎谭敬

修、传教士熊德隆囚禁于灵雀寺，并捆绑跪于广

场示众，还拢掉了谭敬修的胡须以示国威。后虽

遭当局镇压，被迫认错和赔偿损失，但这场影响

深远的斗争却极大地鼓动了当地群众反洋教的情

绪，使教堂威望大挫!"#。

在阿坝藏区，绝大多数藏族群众也是“信佛

深笃”，不买传教士们的账，羌民也“民智日进，

罕为所愚”!$%，不仅入教者寥寥无几，相反，因

为“教 徒 武 断 乡 曲，官 吏 偏 袒，往 往 激 成 教

案”!$&群众经常聚众抗议传教士的胡作非为，捣

毁教堂，赶走教士，入教的教徒也纷纷叛教，使

基督教会的种种努力化为泡影。

因为涉及其时极为敏感的中外关系，这种冲

突早就引起了对其密切关注的清廷和外国驻华使

馆的高度重视，多年来双方多次反复地交涉各种

惩治、赔偿事宜，虽然表面上平息了纠纷，暂时

缓和、化解了冲突，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思

想、文化冲突的深层次的矛盾。最后应当指出的

是，虽然经过长期艰苦不懈的多种努力，基督教

在四川藏区逐步站稳了脚跟，但信奉者中藏族极

少，这显然是有悖传教士们的初衷的。也就是

说，基督教在四川藏区的传播是不成功的。此中

原因发人深省。一个令人瞩目的事实是，宗教义

理精深，历史传统深厚，组织系统完善，高僧大

德众多，信众分布广泛的藏传佛教，始终对基督

教排斥最烈，抗拒最凶。这既反映了一种成熟的

人为宗教的强大的排他性，也说明了异质文化交

流的艰难。这一现象至今仍然是西方传教士们难

以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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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与天主教在商丘市的存在与发展,有其深刻的根源和社会心理因素.为加强对基督教与天主教的事务管理,更好地服务于商丘经济建设,就

必须健全宗教管理组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帮助基督教、天主教爱国团体搞好自身建设.

3.学位论文 刘建平 红旗下的十字架——新中国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政策演变及其影响（1949-1955） 2008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首要关怀无疑是新生政权的巩固与安全。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作为国内与西方世界联系最为紧密,且

意识形态与无神论政党完全对立的团体,自然也就成为新政权必欲进行改造以实现对其控制的重要领域。然而,由于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群众性、

国际性以及苏联公开反宗教的失败教训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断然宣布两教为敌对势力,进行公开打击,而是允许信徒在“信仰自由

”原则下进行宗教活动的同时,借用中国教会历史上已经发展起来的“三自”的血统形式,全力引导和推动了旨在彻底切断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与西

方世界联系的革新运动。通过此举,中共新政权不但实现了割断两教与西方世界联系以巩固新生政权的目标,而且完成了对中国教会的初步改造,最

终基本上控制了这一被认为是影响其政权安危的特殊领域。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则在这种改造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萎缩和明显的分化。

    本论文共包括七部分,即绪论、五章和结论。

    绪论部分论述了文章的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状况、切入点和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资料情况以及几个重要概念的界定等问题。

    第一章从源头入手,分析中国传统的反教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宗教观以及苏联宗教政策的前车之鉴等诸多因素是如何作用于中国共产党的

。

    第二章从新中国内外政策与教会势力之间矛盾冲突的角度切入,阐述新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政策的形成过程,并重点考察新政权为彻底割断中国

基督教和天主教与西方世界之间的联系是如何发起两教的“三自”革新运动。

    第三章着重论述中共新政权对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关系的全面清理。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以后,紧迫的危机感促使新政权对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

的政策日趋激进。在这一形势下,新政权开始全面清理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关系,来彻底杜绝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从新中国内部搞破坏

的可能。控诉教会罪恶、驱逐外国籍传教士、切断源自西方各国的津贴以及接办教会所属机构等举措,无不体现出新政权的这一目的。

    第四章重点考察了新政权为进一步“纯洁”教会而进行的几场重大斗争。在政府的全力引导和推动下,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三自”革新运

动虽有相当的进展,但不管是基督教内,还是天主教内,都有对抗革新的势力存在。为进一步推动“三自”革新运动的发展,彻底割断中国教会与西方

世界的联系,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中共新政权在两教内发起了进一步“纯洁”教会的肃清反革命运动。通过此举,两教内公开对抗革新的势力被彻

底打跨。第五章分析了新中国宗教政策对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影响。新政权通过一系列措施,终将其权力和影响深深地植入了中国基督教和天主

教内,使得原本带有极为浓厚的西方成份和亲西方色彩的基督教、天主教彻底改变了在中国的存在形式。在接受改造的过程中,中国教会的阵地不仅

大为缩小,而且其内部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本论文的结论部分对全文作结,指出建国初期新政权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政策极其复杂,内部充满了张力。首先,建国初期新政权基督教、天主教

政策的最大诉求是通过“反帝”的形式来彻底切断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之间的联系,并在这-有着特定含义的“反帝”过程中借用“三自”的血统形

式来改造教会,以使中国教会完全脱离西方世界而置于新政权的严密控制之下。其次,虽然宗教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但中共新政权从统

战的角度出发,仍允许信徒享有“信仰自由”。与此同时,中共新政权又提出在可能的条件下积极限制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发展,即所谓“缩小(两

教)市场”、“限制(两教)发展”的政策。这就使得新政权的基督教、天主教政策变得异常复杂。再次,建国初期新政权的宗教政策不管是对中国共

产党,还是对中国教会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对中共来说,新政权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政策不仅彻底割断了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的联系,而且在“三

自”中完成了对两教的初步改造和控制。然而,若从中国教会的角度视之,情况就完全两样了。

4.期刊论文 高应达.GAO Ying-da 天主教、基督教在黔东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历史探析 -铜仁学院学报

2008,10(6)
    近代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交往是以西方宗教文化为前趋的,在少数民族地区依然如此.本文详细梳理了基督教和天主教在铜仁地区的传播历史

,以及少数民族接受基督教和天主教文化的历史背景.

5.期刊论文 韩荣钧.HAN Rongjun 抗日战争时期的天主教和基督教略论 -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8(4)
    20世纪的日军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结成民族统一战线以抵抗其疯狂侵略.在中国有较大影响的天主教、基督教上层势力,基本上对中国的抗战事

业采取一种中立甚至袒护、支持日本侵略的态度.但这不是中国天主教、基督教的全部,广大的爱国教徒激于国家、民族大义,以无畏的牺牲精神投

入到神圣的抗战中去.应把广大宗教人士的爱国实际行动与宗教上层的反动指导思想区分开来.

6.学位论文 蒲娟 近代四川地区天主教与基督教研究（1840-1919年） 2007
    在中国近代史上，西方的天主教与基督教都曾传入中国，并在文化、经济、政治等各方面产生过巨大影响。四川地处中国偏远的西南地区，水

陆交通均不发达，但在中国近代史上却是不可忽视的传教重地。无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都曾传入四川地区，并积极发展教育、医疗等慈善事业

，但同时作为一种异域文化的进入，又难免与当地民众的文化信仰、风俗习惯等产生矛盾，因此四川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教案频发地之一。而天主教

与基督教本身作为不同的宗教派别有其各自不同的特点，本文即是对近代(1840年——1919年)四川地区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活动分别作了梳理，归纳

其特点并分析其原因。首先是对四川地区天主教与基督教发展情况的概述，四川地区天主教的控制权大部分时间被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所把持，其

传入四川的时间早于基督教两百多年，并在此持续发展；传入四川的基督教则主要是以英美等新兴资产阶级为支持，虽然发展时间上相对要短一些

，但发展势头却后来居上，特别是在进入20世纪之后，其发展规模和影响远远超过了天主教。其次分别论述了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四川地区的教育和

医疗事业，教育和医疗是教会传教的主要手段，对当地的影响和作用不容忽视。在这两部分本文对天主教和基督教各自所办学校和医院等史实作了

梳理，并以历史史实为依据，总结了在四川地区教会所办教育和医疗事业的特点以及对四川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影响。再次，四川地区的

教案以次数多、规模大、赔款重而闻名全国，因此本文对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四川地区的主要教案分别作了叙述并归纳其特点。最后总结了天主教与

基督教在四川地区传播的差异并从宗教和政治外交的角度分析其原因。所谓传教事业并非简单的文化侵入，其背后必然是以帝国主义国家妄图瓜分

中国，在中国攫取最大的经济、政治利益为目的的。

7.期刊论文 舒景祥 关于黑龙江省天主教、基督教概况及其教徒信仰趋向的调查分析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3,""(3)
    本文介绍了黑龙江省天主教、基督教概况及其教徒信仰趋向的调查分析结果,提出了加强全省天主教、基督教工作的措施和总体思路.

8.期刊论文 施雪琴 论西班牙天主教在菲律宾传播的历史背景 -南洋问题研究2001,""(3)
    对大多数殖民地国家而言,15世纪末以来,基督教是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隆隆炮声而来的.基督教在近代欧洲的海外扩张中充当了侵略工具

,它的海外扩张是近代欧洲海外扩张的产物.本文以辨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探讨了近代基督教传播的二重性,并在基督教东扩史和欧洲扩张史背景下来

探讨了西班牙天主教在东方的传播.

9.学位论文 李国辉 清末洋教传入对东北社会的影响 2007
    天主教于鸦片战争前在东北地区就有传播，基督教则在1852年进入东北。本文以东北地方史志和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考察了1912年前天主教

、基督教在东北地区传播的状况，试图对洋教传入对东北社会的影响进行探讨。

    全文分三个部分进行阐述：

    第一部分，介绍了清末洋教传入东北的情况。西方传教士借助条约特权的保护打开了在东北传教的通道，营口开港对洋教在东北传入产生了重

要影响。天主教与基督教在列强向内地渗透的过程中发展壮大，教堂早期多分布在地方沿海中心、经济中心以及交通线附近。天主教相对于基督教

在发展的过程中侧重于内地，深入农村。

    第二部分，阐述了清末洋教在东北的活动。天主教与基督教为了扫除传教的障碍，兴办了大量的社会事业，包括医疗、教育、社会改良、慈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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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由于自身的特点，天主教与基督教在东北地区采取了不同的传教方式，在社会事业方面的侧重点不同。医疗卫生事业方面，基督教取得了重要

的成就。教育事业方面，天主教侧重于神学教育和学校教育中的小学教育，基督教在高等教育、中学教育、职业教育等方面成绩突出。天主教传教

士要比基督教传教士更注重开设教会的慈幼事业，社会改良及救济事业则是基督教的热心所在。

    第三部分，分析了清末洋教传入对东北社会的影响。天主教与基督教在东北的传播，造就了一群信仰与传统不同的民众，使得这一地区的宗教

信仰复杂化，并引起了相互的冲突。传教士开办的各种社会事业客观上顺应了当时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需要，加速了东北近代化的过程。但不可否认

的是，相当一部分传教士是作为列强的侵略势力而来到中国的。这部分传教士倚仗传教特权势力在中国作威作福，勒索教案赔款，霸占田产，强取

豪夺，欺压官民，与洋教传入的积极作用相比，其消极作用同样明显。

10.期刊论文 陈伟 中国基督教圣诗发展概况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3,""(3)
    本文从几个历史时期介绍中国基督教圣诗的发展概况,着重介绍基督教新教的圣诗.从中国基督教圣诗发展的几个时期来看,初期外国传教士来

华传扬基督教时,也将西洋文化灌入中国人的思想,给中国人所唱的圣诗都是西方译品,而且与中国的固有传统文化相冲突,以致中国人把基督教视为

"洋教".此后,对于怎样用中国自己的音乐来表达基督教徒真实的宗教情感,中国人做了很多的尝试,走了一条圣诗本色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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