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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近代湖南受抵及其原因

丁平一

基督教的三大教派——天主教、东正教、新教都

曾先后传入过中国，来华传教士又以天主教和新教居

多，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依恃不平等条约，大

量涌人中国，传教规模迅速扩大。基督教许多教派都

派遣传教士到湘组织差会，许多差会在进行传教活动

的同时创办了一些教会学校和教会医院。传教士的这

些活动给近代湖湘文化涂上了一层有别于古代文化

的色彩，而传教士的到来引发的多起教案也成为社会

各界十分注目的事件。

一、基督教在近代湖南受到的抵制

基督教所受到的抵制主要是指近代以来连绵不

断发生的教案。教案是指中国民众聚集起来，打砸、烧

毁教堂，欧打、驱逐传教士的一种暴力事件。中国近代

以来教案频繁发生，据统计，从鸦片战争后到辛亥革

命前所发生的教案总数多达1600余起④。从时间上看，

教案多发生在辛亥革命以前，辛亥革命以后教案减

少，除1922年全国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

运动”外，大的教案发生很少。

湖南是一个教案多发地区。1860年代初才有传教

士进入湖南，而一旦进入湖南，教案就接踵而起了。其

中影响较大的有如下数起：

(一)衡州、湘潭教案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联军逼迫清政府签订了

《北京条约》，条约除割地赔款外，还有保护传教、保护

传教士在各地租买地皮建堂造屋的内容。传教士在不

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大量涌人中国。1861年，西班牙传

教士方来远来到湖南，他在1858年时曾来过湖南，被

衡阳县城人民驱逐出湘省。这次他能再来湖南，是因

为有条约作护符。来衡州后，方来远占用民房并强买

土地建教堂。同时还大量吸收教徒，教徒中有些人是

当地的不良份子，他们入教目的是想依恃教会势力达

到欺侮良民、横行乡里的目的。当地一个姓姜的教徒

因作恶多端，被民众告到县衙被判入狱，有些民众借

此号召群众起来反对教会，而方来远却到县衙为姜某

说情，由此而激起民愤。衡州府民众纷纷结集起来，赶

走了方来远，并与长沙人民联合刊布了控诉外国传教

士、反传教的《湖南阖省公檄》。檄文指责传教士用宗

教对中国人民进行侵略以及伤风败俗的罪行，并结合

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罪行，号召全体人民

共同抵抗外国侵略和抵制传教，并限令人教教徒立即

退出教会，改过自新。宁乡士绅崔隙还以“天下第一伤

心人”的笔名，刊印了他所写的<辟邪纪实》。该小册猛

烈攻击英法侵略者的侵略行径，强烈指责传教士的言

行，崔睐后来又将书中内容改编为通俗易懂的《辟邪

歌》，起到了很广泛的宣传作用。方来远因不能回衡

州，又悄悄到了湘潭，他要求县衙退回以前被封闭的

教堂，并又在湘潭占民房作住房。衡州的反教波及到

了湘潭，湘潭考生三千余人举行大规模集会，控诉天

主教，并焚烧了天主教堂，方来远逃往汉口。衡州民众

受湘潭的感染，连续烧毁了衡州城内和黄沙湾的教

堂。这次教案不仅在全省反响很大，而且江西等地人

民也纷起响应。

教案发生后，方来远到北京，要求清政府重处此

次事件。清政府答应赔修被烧教堂，并将湘潭、衡阳、

清泉三县知县革职，而且还答应了方来远提出的七项

要求。

(二)周汉反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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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汉反洋教是发生在1892年，在全国有较大影响

的一桩反教案。发起人是湖南宁乡人周汉。

周汉(1842一1911)，字铁真，晚号铁道人。他从小

习读诗书，其父周瑞英1860年在镇压太平天国中去

世，周汉承袭云骑尉世职封号，投身新疆左宗棠部湘

军，参加了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升到陕西候补道。因

其弟病逝新疆，周汉乃绝意仕途，请长假回湘。回湘后

客居长沙，致力于刊布善书的活动。周汉等人所刻之

书，多以敦风励俗，劝化人心为主旨，靠募资捐赠等方

式印刷，由各地善堂传发，这些刊刻活动为他后来大

量印发反基督教宣传品提供了方便。八、九十年代，教

会势力在湖南发展迅速，传教士声言要打开湖南这座

“铁门之城”。在这段时间，传教士依恃不平等条约的

保护常出入府县衙署、包揽词讼、享受特权，令民众十

分反感，再加之人教之徒中许多是当地人民痛恨的恶

棍，他们也依仗教会势力鱼肉百姓，横行乡里，更激起

民众对教会的痛恨。周汉对某些传教士和教徒的所作

所为很愤恨，从1889年起，他开始撰写大量的反洋教

宣传品。在以后的两、三年时间里，通过他所熟识的刻

字铺刊刻、印发反洋教的书本、图画、歌谣、揭帖等宣

传品数十种，由各地的善堂和书商广为散发，流传很

广。这些反教宣传品除3篇是以周汉个人名义所作外，

其余均用化名。宣传品的题名有《天猪叫》(天主教谐

音)、《鬼拜猪精图》、《打鬼烧书图》、《叫堂传叫图》、

《猪叫取胎图》、《猪叫剜眼图》、《猪精恶极图》、《族规

治规图》、《鬼叫该死》、《自励四绝》、《谨遵圣谕辟邪》

等等。这些宣传品竭力丑化教会、传教士和教徒，揭露

教会在中国的恶行，坚决捍卫中国的“正教”，既包含

了深厚的民族主义爱国情绪，也含有盲目排外倾向。

如在题为《鬼叫该死》的通俗小册子里，周汉较系统地

阐述了自己反教卫道和反侵略的思想：“自古我中国

圣人尧帝、舜帝、禹王、汤王、文王、武王、周公、孔子、

孟子传下六经四书，教天下万世，君要仁，臣要忠，父

要慈，子要孝，夫要义，妇要顺，兄要友，弟要恭，朋友

要信。其余道理虽多，总之以这五伦为重。释、道二教

虽比尧舜各位圣人的小有不同，大道理还是一样，总

之不离这五伦”，因此，“世上只有这三教是正，再未有

第四教了”。还说：“各国鬼王想谋中国江山，特制鸦片

烟来剥中国银钱，害中国的性命。中国已经上当了，弄

得地方也穷了，百姓也伤残了。但只一宗，中国的人个

个恨鬼是无奈人何。鬼王又想出奸计，欠了一着提防，

及把鬼堂一起，鬼王分派一伙鬼叫头，名色不一，到处

煽惑，又把些银钱灵活中国一伙亡八婊子光棍痞子猪

一样的人，就进了那天猪鬼叫⋯⋯无非是煽惑人里应

外合，好谋中国的江山。”在《谨遵圣谕辟邪》一宣传品

中，周汉为自己预做了一幅挽联：“以遵神训、讲圣谕、

辟邪教而杀身，毅然见列祖列宗列圣列仙列佛之灵，

稽首自称真铁汉；若忧横祸、惑浮言、惧狂吠而改节，

死犹贻不忠不孝不智不仁不勇之臭，全躯岂算大清

人?”哒些宣传品既有浓烈的反侵略爱国的精神，又
有强烈的捍卫中国“圣道”的殉道精神，同时对基督

教，尤其是天主教进行了猛烈批判和极端丑化，而且

印刷的数量多，散发的范围广，再加上辗转流传，在全

国许多省份都造成了影响，它不仅掀起了湖南人民反

洋教斗争的高亢情绪，而且也推动了全国反教斗争的

发展。

周汉的反教宣传引起了各国教会和侵华者的不

安。1891年夏，长江中下游地区教案频繁发生，各国驻

华使节在其致总理衙门的照会中，多次指出反教宣传

品对教会的损害，强烈要求严查惩处。清廷出于外交

上的压力，于同年6月发布“上谕”，谕令倘有匿名揭贴

造言惑众者，要立即严密查处，从重治罪。8月23日，

英、美、德等九国公使又联合照会总理衙门，对6月发

布的上谕执行不力表示不满，说：“种种匪犯，迄今概

未拿获一人，惩办一人”，反而引起“谣言散布，既久且

速，几遍中土。”哟月，英国传教士杨格菲在湖北黄陂

县寻获到两本周汉写的《鬼叫该死》的小册子，又获得

一份周汉写给湖北巡抚谭继洵的信函副本，内容是请

求谭继洵释放在武汉散发反教宣传品而被捕下狱的

他的亲戚汤弼臣，信中周汉承认各种宣传品是他与长

沙宝善堂的同事及文武官绅所印发刊刻的，汤不过是

恰逢赴鄂，顺便带发而已。并承认自己是刊布反教宣

传品的带头人。杨格菲获到证据后，立即向美国驻汉

口领事嘉托玛建议，关闭长沙宝善堂并立即罢黜周汉

和宝善堂官绅之官职。嘉托玛还将所搜集的宣传品择

要或全文译成英文，寄回英国外交部，以期获得政府

的支持。11月中旬，嘉托玛约请各国驻汉口领事会议，

商讨对策，结果通过了一份致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抗议

书，抗议湖南省当局不执行上谕，致使成千上万的反

教宣传品在长沙公开刊刻印发，要求地方官立即制止

这种敌视教会的运动，惩处反教的人。不久，周汉与长

沙书商邓懋华、曾郁文、陈聚德等人被捕，但因周汉等

127鞠瞄

】一

 万方数据



128
——■

《船山学刊》2001年第4期

人多方活动，官府以其罪证不足将周汉等人释放。

周汉等出狱后，仍然继续印发传播反教宣传品，

结果又被德国公使巴兰德获得9种，并将所获送往各

国总理衙门，指出这些东西大都是长沙周汉等人刊发

的，要求查禁。总理衙门即刻致电张之洞，要他马上查

处周汉。不久，德国公使巴兰德又将寻获的28件反教

宣传品送交总理衙门，英国外相接到使馆上报的材料

后，也电令英国使向总理衙门施加压力。在英、德等国

的压力下。总理衙门于1892年1月再次下令有关省份，

严禁查处反教宣传品，追查制造者，并再三催令张之

洞查处周汉等人。张之洞知道周汉在湘省素有威望，

恐查捕他引起更大事端，于是颇费心机，想出一处理

办法，向上禀报说周汉“惑于鬼神，言语荒诞，迹类疯

狂。近来痰迷更甚，见人动辄谩骂，以致匪徒假托其

名，伪造公文，造言煽惑，自未便漫无惩戒，致令滋生

事端。相应请旨将在籍花翎陕西补用道周汉暂行革

职，查传到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嗡于三家书铺，
则勒令永远关闭，邓懋华、陈聚德各杖八十，枷号三

月，所查获图书均由江汉关道孔庆辅当着各国驻汉口

领事的面予以销毁。此次风波总算勉强平息。周汉虽

受革职处分，但反教活动并未停止，只是较以前有所

隐蔽。

1894年甲午战争中，中国战败，周汉对此也痛心

疾首，他的反教宣传再度活跃，广泛流行于湖南及周

边各省。英国公使欧格讷又多次照会总理衙门，说周

汉的书已经5省印刷，还有一种为7省通印，每册首页

均刻有周汉之名与“仿湖南原刻”字样。于是，总理衙

门又下令两湖、两广、云南、浙江、河南7省严加查处。

1897年，德国借口山东教案出兵强占胶州湾，各国纷

起效尤，乘机向中国攫取各种利益，周汉立即从宁乡

赶往长沙，大量刊印《大清臣子周孔徒遗嘱》等揭帖，

四处散发，其中有“悉将耶稣妖巢妖书器焚烧，毋为妇

人之仁，以乱大谋。并宜多方设法，严防妖灰再燃，妖

根再发。”‘稠汉的活动再度引起英国干涉。1898年初，
英驻汉口领事照会湖南巡抚陈宝箴，要求拘捕查办周

汉，此时朝廷也一再下谕要保护教堂教士，陈宝箴乃

派员前往宁乡的拘传周汉。正在宁乡县城应考的生童

闻讯哗聚公堂，以罢考要挟县令上书巡抚释放周汉，

湘省捂绅也多方声援，陈宝箴深感此案颇为棘手，适

值张之洞又电催重办周汉，陈乘机请求将周汉押解到

湖北审理。张之洞也深感此案颇为棘手，即刻复电拒

绝押鄂。陈宝箴势成骑虎，只好就地审理此案。审理过

程中，周汉拒不服罪，并要求平反旧案，周汉写了3篇

供词，供词从狱中传出，群众将其刊印为《天柱地维》，

并注明系“湖南七十六厅州县绅士庶民公刊”。官府担

心事情越闹越大，最后只好以“疯癫成性，煽惑人心”

的罪名，照疯病办罪，交监狱长期关押。至此，延续多

年的周汉反洋教案才告结束。周汉反洋教案是全国教

案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桩教案。

二、基督教在近代湖南受抵制之原因

对于基督教为什么会在近代中国受强烈抵制的

原因，学术界一般持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教案是“中西

文化冲突的产物”；另一种认为是“反侵略爱国主义运

动的产物”。笔者认为这两种提法都欠精当。

(一)教案是民族矛盾异常激化的产物

鸦片战争进一步加深了中华民族与西方列强之

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

产生了决定性的制约作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反

帝反侵略的历史，就是一部中西文化交流和斗争的历

史。因此，将教案置于近代中国民族矛盾异常激化使

社会性质发生变化这一大背景中去考察可以出现两

种现象：民族矛盾激起了中国人强烈的反侵略爱国情

绪；民族矛盾也激发了中国人盲目排外的情绪。而教

案与这两种情绪都有关。

首先，教案中体现出来的反侵略意义，主要在两

方面：

其一，反基督教与反不平等条约紧密相连。鸦片

战争前，西方传教士一直是不能公开和随意到中国传

教的，鸦片战争后因有不平等条约保护才能大批来

华。因此，从传教与不平等条约共存这一角度考察，反

传教就是反不平等条约，反不平等条约就是反侵略，

反侵略自然是爱国行为了。

其二，教案中反传教士的某些不良活动也含有反

侵略意义。近代来华的传教士中确实有许多是抱着单

纯的传教目的来华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带来了西方先

进的科学技术，并在中国开办医院、学校、慈善机构和

从事翻译，他们对中西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但有

些传教士来华后却有些非法活动。如强占中国人的土

地和房屋建教堂、干预地方司法、干预和轻视传教地

乡俗。如鸦片战争后，法国传教士首先提出要归还清

康熙、雍正年间没收的基督教的教堂和房产。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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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被人痛恨，他们在“以教养教”的方针下，要求退

还房产和侵占土地的行为最多。因为，新教在鸦片战

争前基本没来中国，来传教的大都是天主教，故由天

主教引发的教案特别多，周汉反洋教宣传品中攻击的

也大都是天主教。有些教会为了广收教徒，一些在乡

里不为人们所齿的地痞也被吸收入教，而这些人入教

目的是想从教会得到好处。这些不法教民依仗教会势

力可以逃刑、免差役、欺侮百姓，很令当地群众反感。

因此，反对教会的这些有损中国利益的行为确实含有

反侵略的意义。

其次，反教的教案中也存在着盲目排外倾向。

盲目的民族自大心理，以及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产

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封闭保守观念，造成对外

来文化持有的怀疑和轻视态度。特别是鸦片战争以

后，国力衰弊，任何外来东西都更引起人们警惕和恐

惧。在盲目自大、盲目排外的情绪支配下，反基督教的

教案常采取一些非理性行为。如周汉的反教宣传中，

就有许多夸张歪曲之词，说天主教是“天猪叫”，说传

教士吸人血、剜人眼、食人心，育婴堂是为吃小儿肉而

设的。而这些宣传有极大的煽动性和迷惑性，它利用

民众的愚昧闭塞和对侵略者的仇恨，鼓动人们对教会

采取极端暴力。因此，反教的形式往往是野蛮粗暴的。

如殴打甚至打死传教士，砸毁和焚烧教堂等。反教宣

传品中也是号召人们采取暴力行动，日本人佐笃原价

所著《拳乱纪闻》中就记述反教宣传品中鼓动民众“先

将教堂烧去，次将电杆毁尽。邮政、报房、学堂自当一

律扫净。”这样一来，使反教蒙上了一层野蛮落后的色

彩，并不利于树立中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而且，每

次教案都是以中方失败告终，结果都是赔偿经济损

失，向传教士赔礼道歉，革职或调离地方官。监禁或处

死教案中的为首者，允许教会重建教堂。这种盲目排

处引起的后果都是中方受损。这种盲目排外情绪也是

在西方列强侵华而引起的异常激烈的民族矛盾下激

化的。

(二)教案是西方基督教文化与中华儒教文化冲

突的产物

基督教是西方宗教文化的代表，儒教则是中国人

信仰的依归。不同的文化因其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

等不同原因而有自己的特质，不同特质使不同文化在

传播、交流过程中发生冲突，近代中国教案的频繁发

生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基督教与儒教文化的异质性造

成的。

首先，基督教与儒教文化在价值观上有冲突。其

一，两教的“上帝”观不同。基督教是一神论的宗教，它

认为统治宇宙万物的只有唯一的神——上帝。神是独

一无二的，上帝是天地的主宰，万物的唯一造物主。

《圣经》说：“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神。”“万膝

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只有笃信上帝耶和

华的信仰才是唯一真实的信仰。”这种唯我独尊、独一

无二的上帝观是基督教一切价值观的基础。儒教信奉

的上帝则是“天地君亲师”，其核心又是“君亲”。如任

继愈所说：“君亲是中国封建宗法制的核心。天是君权

神授的神学依据，地是作为天的陪衬，师是代天地君

亲主言的神职人员，拥有最高的解释权。”冁教的上
帝是以尊卑秩序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超乎一神

与多神，介乎有神与无神之间的一种宗教信仰，特别

是汉代确立了儒学独尊的地位，董仲舒阐述了“君权

神授论”以来，儒学更蒙上了一层宗教色彩。儒教宣

称，君主的权力是天授予的，皇帝是奉天承运、代天立

言、替天行道的“天子”。君主被神化，君权与神权紧密

结合起来。由此可见基督教的“上帝”与儒教的“上帝”

都是处于唯我独尊的地位，各自都认为自己是天地的

主宰，两者皆独尊，必然产生排他性，这就是信仰儒教

的人对其它宗教自然产生了排他性。而在中国，几乎

绝大多数人，尤其是饱读诗书的士绅都把儒教的“三

纲五常”基本教义融人心灵深处，在自己心目中将其

神圣化、绝对化、本体化。在湖南发生的教案中，大部

分是以读书士子为主要反教力量，周汉反教案也是由

儒教的忠实卫护者受儒教教育长成的士绅为主体力

量。其二，两教崇拜的对象不同。基督教崇拜的是由圣

父、圣子、圣灵组成的“三位一体”的上帝，上帝是“圣

父”，是“天地全能的创造者”，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

“圣子”，圣子是因圣母玛利亚感受“圣灵”而受胎成为

肉身的。所以，圣父、圣子、圣灵是同一本体的神。儒教

崇拜的对象是“天”、“祖先”、“孑L子”。“天”是授予皇权

者，故皇帝“祭天”以尽孝道。“祭祖”是中国人生活中

的一件大事，每逢祭日，全家男女老少都要参加祭祖

仪式，而基督教却不允许入教的人祭祖，这犯了中国

的大忌。在祭天、祭祖时，人们自然也同时要祭创立了

儒教理论的孔圣人。两教崇拜对象的不同也是构成其

互相排斥的重要原因。因为，在鸦片战争以前，早就有

基督教传人中国，那时中国还没有受(下转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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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湘西文化的百科全书

3700余辞条，许多是首次面世，因而其编辑和出版是

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多少年来，有关湘西的话题

不少，许多学者也出版了许多有价值的相关成果，但

是，全面系统、具有基础建设性的大规模总结性著作

尚未出现，这与湘西丰富的文化成果，厚重的精神积

淀很不相称。湘西文化是地处湘西的各民族在千百年

的历史进程中创造出来的一朵奇葩，她属楚巫文化的

重要一脉，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和作用j今天，

湘西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文

化大家庭中一颗极有个性特征的细胞。作为一个具有

独特性质的文化人类学标本，湘西具有许多鲜为人知

的文明进化秘笈，所以，研究湘西文化或许能为化解

当今文化发展的痼疾提供一剂良药。

当然，这部内容全面、资料翔实、具有一定开创性

的工具书不能说是完美无缺，因为她是第一次，也就

必然其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是，就辞典本身的出

版是值得肯定的，而编撰者们敢于“啃硬骨头”的勇气

则更应嘉许。

(作者：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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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29页)到西方侵略，也没有激烈的民族矛盾

和对外战争，但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在中国仍然难

以立足，入教者寥寥，而传教士却是使用了浑身解数

也未能使中国有丝毫“基督教化”的迹象。从许多文献

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基督教与儒教的文化冲突是历来

都明显存在的，而鸦片战争后则更激化了这种冲突。

其次，基督教传华在近代更明显构成了对儒教的

威胁。传教士深知，不在理论上批倒儒教，就不可能达

到他们“中华归主”的目的。因此，传教士多次指责儒

家文化。如说：“儒家未能实现它自己的国家、家庭、社

会的理想。我们必须进一步说明儒教的许多弊端是固

有的而不是偶然的，是教育系统的结果而不只是属于

人性的恶，而且儒家文化一直没能根除这种恶。”。他

们还宣称，传教士到中国是到了“西方文化最大的异

教堡垒进行攻击的最前线”，唯有基督教“能够开创新

中国的纪元，唯有它才能提供道德动力，增强人们抵

制鸦片、酒、社会不道德行为、贪财、享乐、权势等罪恶

的决心，并给人以纯正的品格。”@f也们还设计了如何

以基督教取代儒教的蓝图：“如果我们要取代儒家思

想在人们思想中的地位，从受过儒家思想教育的人那

里夺取他们现在所占有的地位，我们必须培养受过基

督教和科学教育的人，使他们能够胜过中国的旧式士

大夫。”冁明显，传教士否定了儒教的基本价值，带着
强烈的征服欲试图摧毁和取代中国传统儒家文化。

(作者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猁教授)

注释：

①②⑤转引戚其章、王如绘编：《晚清教案纪事》，第

l、188一189、194页。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③<教务教案档>，第5辑(一)，第75、93页。

④《教务教案档>第5辑(三)．第1343页。

⑥任继愈：《论儒教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1980

年第1期。

(弼谢卫楼：《基督教教育对中国现状及其需求的关
系》．见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

册，第26、32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⑨狄考文：《如何使教育工作最有效地在中国推进基

督教事业》，同上．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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