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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空间的文化·

怀疑远人：清中前期的禁教缘由及影响

陶飞亚
(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200444)

[摘要] 中国史学家一般认为在晚清不平等条约时代后才有反基督教运动，而忽略了清中前期

长期存在的禁教和反教。本文考察了康熙晚年禁教以后的历朝教案和不断强化的禁教措施，说明了清

代在条约时代之前就厉行禁教的事实。康熙朝之后，清统治者有求于传教士处日益减少，对西方文化也

缺乏兴趣，传教士没有了像过去那样有效的交换传教许可的手段，随着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统治者担

心远人来华传教的政治动机，对传教士怀疑加剧，对西教误解很深。这些都推动了清廷厉行禁教。近代

之后，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反教传统与不平等条约的刺激一起对晚清政教关系自。’张和冲突产生了重要

影响。直到戊戌维新和庚子事变后，这种传统才为新的认识所t肖解。

[关键词】清朝查禁天主教教案西方宗教

自明末起，基督教就以不间断的形式存在于中国历史之中。但治晚清基督教史者，由于古代与

近代的历史分期，往往以鸦片战争为界腰斩这段历史。这导致了在近代史叙述中，基督教问题似乎

是一个突然出现的问题，反教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被化约为不平等条约与基督教传播之间的因果关

系。如果仅以近代历史论，这个解释大致还能说得过去。但问题是在条约时代之前，天主教已在中

国传播一个半世纪，而这一时期恰恰发生了相当数量的查禁天主教案件。这显然不能用不平等条

约来解释。进一步的问题是，清前近代时期厉禁天主教的做法，究竟是出于防范外患的先见之明，

还是出于缺乏准确知识的过分猜疑，也值得探讨。清廷在没有条约束缚时独立自主处理天主教问

题的一些做法，也许更能反映出中国传统中对待外来宗教的本质态度，对认识中国与外来宗教的相

遇与互动更有普遍意义。因此，本文将考察近代以前清廷的反天主教事件，分析这种政策的前因后

果并兼述其对近代教案的影响。

一、清前近代的禁教与教案

不少研究已经对清中前期的教案做过个案分析，①但如果联系起来看，清代在康熙朝以后禁教

是一项持续的国策。清初康熙三年(1664)的“历狱”，导致清廷“永远禁止传习”天主教。康熙八年

(1669)历狱案平反，但传习天主教仍然是犯禁的。尽管康熙本人与传教士关系亲密，默许传教，但

不准西士传教、不准华人信教“载在明谕，尽人皆知”。康熙三十年(1692)浙江巡抚张鹏翮出示禁

习天主教“以致民间教案繁兴”。②但恰恰是此案导致著名的康熙宽容天主教的敕令。然康熙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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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与罗马教廷的“礼仪之争”而明确宣布对天主教“禁止可也”，清代再度禁教。不过康熙一生与传

教士关系密切，真正的禁教行动始于雍正朝。

雍正元年(1723)出现第一次大规模禁教。当年七月闽浙总督觉罗满保奏报，福建福安县有两

名西洋人传教，城乡男女数百人人教，认为“男女混杂一处”、“习俗甚恶”，下令将西洋人解往澳门，

民间厉行禁教。他还请朝廷，除北京之外将地方上西洋人全部遣返广东、澳门。①礼部议复满保奏

议提出的禁教措施：(1)除了精通历数和有技能的西洋人可居留北京外，其他西洋人一概送到澳门

安插。(2)废除康熙朝发印票给守“利玛窦规矩”的传教士允许传教的制度，康熙朝所发印票尽行

作废销毁。(3)所有天主堂改为公所。(4)严令信教民人改易信仰，如再聚众诵经从重治罪。(5)

地方官如不实力禁教将被严加议处。②这些措施均获雍正批准，全国范围开始禁教。雍正二年

(1724)全国约三百所教堂纷纷被改为学校、祠堂、庙宇、粮仓或被完全拆毁。经像文书被焚，信教

民人不敢公开奉教。约有50名教士先后被驱逐至广州。③其间亲王苏奴及其信教子孙受到严

惩。④葡籍耶稣会士穆经远与苏奴家族过从甚密而瘐死狱中。⑤

乾隆即位初期禁教并不坚决，有过两次地方官发动在北京和各地查拿教民，但耶稣会士画家郎

世宁以接近皇帝之便呈递奏疏，乾隆因而答应不禁天主教，只禁旗人信教。40余名传教士陆续自

澳门潜入内地再行传教。㈣乾隆不喜西学但好西技与西艺，有建筑和绘画专长的传教士继续在宫廷

服务。乾隆三年(1738)在京有耶稣会士22人，其中6人供职宫中。清廷对宫中和京城的传教士

较雍正朝宽松，对北京地区宗教活动没有限制。⑦乾隆五年(1740)河南查获钦天监监正戴进贤编

纂的传教书籍《睿鉴录》，朝廷未置如何。⑧乾隆十年(1745)，在京西洋神父仍能照常宣教和吸收信

徒。但乾隆十一年(1746)福建福安县拿获在当地传教的西洋教士白多禄。福建巡抚周学健奏称

福安一县有教徒两千余人，全国各省信徒“何能悉数。”⑨危言耸动朝廷下令在全国查拿天主教徒，

分别首从按法惩治。西洋教士递解广东勒限回国。地方官如不实心查拿，由督抚参处。④但朝廷

对洋人驱逐了事的做法遭到周学健抵制。周认为洋人“以邪教为招服人心之计”，有政治目的，坚

持处死白多禄。@最后获清廷批准，开了公开处死西洋教士的先例。同时，在全国加紧查拿教士、

销毁经书和查禁信教活动。先后有7名西洋教士被处死或瘐毙狱中。中国信徒被逼令出教、或被

关押枷责、流放为奴直至处绞。四天主教公开活动受到沉重打击。

在禁教中朝廷对外国与中国天主教的联系极为警觉。乾隆十三年(1748)在答复福建将军新

柱奏称吕宋夷商请求运走在福建被处死的传教士遗骸时，上谕第一次称天主教为“邪教”，@并要严

防内地民人因为信仰天主教而潜往外国的“透越之弊”。@同年，乾隆密谕公开处决传教士会引起

外人猜疑清廷，长期监禁又恐滋事，不如令其瘐毙狱中清除“隐患”。@乾隆十四年(1749)，清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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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禁止从澳门向华人传教。①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实行闭关，禁止一切西方人人中国，并

令两广总督李侍尧防止外商设立天主堂。②乾隆三十二年(1767)，江西巡抚捕获企图赴粤寻觅洋

人到内地传教的江西庐陵民人吴均尚。朝廷认为吴是不安本分，免死发配伊犁。对潜入内地的传

教士安当、呢都等驱逐回国，如再重犯则予严惩。③乾隆四十七年(1782)直隶宝坻县自幼入教的李

天一、张全等，因与京师天主堂西洋人熟识，向洋人讨买瞻礼单、天主图像及经卷乐器等物，进行宗

教活动，被清廷查获。李天～照左道惑人为从例，发边充军，张全等按例杖责，经像乐器等一概销

毁。④乾隆四十九年(1784)，赛利斯等四名意大利方济各会传教士从广东潜往陕西传教，在襄阳被

湖广总督特成额查获。时值陕甘回民起义，清廷怀疑西洋人与回民同属一教，下令两广官员传讯安

排传教士人内地的驻澳门西洋人铎罗，并严拿为外人送信和引导外人到内地的中国民人蔡伯多禄。

同时，传旨申饬两广总督舒常和广东巡抚孙士毅，惩办失察地方官。⑤由此又一次引发全国性搜拿

传教士和中国信徒的风波。乾隆五十年(1785)两广、湖广、陕西、河南、四川、山西、山东、直隶、闽

浙、江西、安徽、贵州等十四省，查获隐藏内地传教的西洋神父二十余人，中国神父和信徒数十人俱

押往北京监禁。

但禁教过程中，乾隆时有宽松之举。乾隆十七年(1752)，清廷在否定福建巡抚陈宏谋要严拿

信教民人的奏议时，称西洋人崇奉天主教是其国家风俗，于整饬人心风俗有利。福建、广东沿海人

民“多有习其教者”，毕竟与“邪术煽诱有间”，“当以不必深究为是”。⑥乾隆四十年(1775)北京天

主教南堂失火，乾隆拨银万两重修，并重题“万有真元”匾额。这种“表彰圣教，宠眷西士之盛举”，

实际上“与禁教之文诰相抵”，大大减弱了禁教力度。⑦更有意思的是，乾隆五十年冬(1785)，乾隆

帝于塞北还朝，钦天监监正法国修士罗旎阁率传教士出迎于道，乾隆甚喜。⑧随后将上年被囚西人

悉数释放，或准其赴堂安分居住，或派员押送回粤，返回西洋。⑨对中国信徒清廷也认为，如果只是

祖上传习供奉，与现在西洋人并无关系者，就不必深究。@尽管乾隆不欲禁教行动过急过严，但一

直维持禁教政策。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觐见时向乾隆提出解除教禁，遭乾隆拒

绝。@乾隆朝禁教使信徒数量大幅下降，乾隆末年全国信徒约15万，比康熙晚年少了一半。@

嘉庆即位后，延续前朝政策，“禁止传教甚严”。然嘉庆初年，清廷没有采取全局性行动，信徒

人数有所增长。嘉庆五年(1800)全国信徒达215，000人。@嘉庆十年(1805)四月，官府查获广东

民人陈若望，帮助在京供职的西洋人德天赐向澳门递送地图书信。此事引起清廷警惕。所有涉案

的满汉军民均受重惩。@清廷撤换管理西洋堂事务的常福，改派协办大学士禄康等管理，并下令

“设立章程、严加管柬”。禄康等提出要“彻毁堂额天主字样、禁止旗民彼此往来、封禁该堂女堂房

屋、稽察海淀各堂寓所、译验该国投寄书信、编造服役人数册档、示谕习教治罪条款、禁止收买药材

张泽：《清代禁教时期的天主教》，第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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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纯皇帝实录(十六)／卷一千二百十三／乾隆四十九年八月下，267—2

高宗纯皇帝实录(六)／卷四百二十九／乾隆十七年十二月下，606一l，6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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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纯卓帝实录(十六)／卷一千二百十／k／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上，M3一l，343—2，344一l，344—2，345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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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草”等全面限制在京西洋人活动的措施，均为清廷批准实施。①御史蔡维钰还奏请严禁西洋人刻

书传教。清廷下令提督衙门在北京全城“将坊肆私刊书籍，一体查销”。②杜绝传教经书从北京流

向民间。同时，清廷重点清查北京的天主教活动，将旗人信教且任职官的佟澜等交刑部审办。③并

连发上谕，警告旗民“如敢复蹈故辙，私行习教，或与西洋人往来交结，⋯⋯交刑部加倍治罪”。④

刑部查获魁敏、窝什布图钦、图敏等皇族习教。虽经官方反复开导，魁敏等坚不出教。嘉庆震怒之

下，将魁敏等发往伊犁，充当折磨差使。图钦、图敏等被革去红带子。⑤

除在北京采取行动，清廷还认为“西洋人蔓延数省，皆由广东地方官未能稽察防范所致”，要求

严查澳门西洋人“私行逗留、讲经传教等事”，防止他们“潜赴他省，致滋煽诱”。并要官府晓谕民

人，朝廷严禁“西洋邪教”，百姓“不可受其愚惑，致蹈法网”。这样人民“迁善远罪”，西洋人“白无

所肆其簧鼓”。⑥在这种严查之下，天主教活动只能更加趋于隐蔽。但北京西洋人和西洋堂的公开

存在，对严查天主教无疑是一种障碍。嘉庆十六年(1811)御史甘家斌奏请严定“西洋人传教治罪

专条”，使禁教制度化。刑部随即规定：第一，严办传教的洋人和民人。第二，对信教者采取规劝和

惩罚相结合的办法。第三，严密监管在京丙洋各堂和西洋人。第四，合并在京西洋堂和驱逐其他省

份的西洋人。⑦这一决定得到嘉庆批准，⑧首先在京付诸实施。嘉庆十六年七月在京外国传教士由

士兵遣送澳门。⑨

嘉庆还严惩禁教不力的官员。嘉庆十六年七月上谕批准吏部兵部上奏中规定对官员的各项惩

罚措施，并加重处罚失察旗人潜习西洋教的有关官员。@嘉庆十七年(1812)贵州巡抚颜检因失察

地方民人传习天主教并拐卖妇女，“着实降二级以京员用”。⑩满人魁敏世习天主教而不肯悔教，被

流放伊犁后表示改悔，伊犁将军松筠试图给其减罪，被嘉庆严厉批评。@嘉庆二十年(1815)通州牧

俞颖达在任学政考试时发现教徒，未能及时上报被马上革职。@同年九月上谕表彰拿获潜入川境

传教之西洋人徐鉴牧的四川总督常明及四川新津县知县王衡。@嘉庆朝的禁教措施之严密超过前

朝。

道光朝沿袭嘉庆禁教政策，最初重点是彻底消除西洋传教士在北京的踪迹。在嘉庆多年限制

传教士进京后，道光初年在京西洋人仅有四名。清廷派差官严密监视其行动，不准其外出传教。@

道光四年(1824)传教士福文高去世。另一传教士高守谦托言西归侍奉母亲，借机想招法国会友来

京，但道光只许其归养，不准来人。道光六年(1826)清廷催令高回国，一路派员严密监视，不准在

各地逗留借机传教。@传教士李拱辰于当年去世后，次年道光随即下令籍没北堂，卖于于姓官员。@

道光十八年(1838)毕学源去世，道光下令南堂附属建筑入官，只余空堂一座。自此，钦天监无西人

服务，京师西洋人绝迹，天主教公开活动不复见于京城。

①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一百四十三／嘉庆十年五月上，954—1

②仁宗睿皇帝实录(二)／卷一百四十二／嘉庆十年四月．945一1．945—2。

③仁宗睿皇帝实录(二)／卷一百四十四／嘉庆十年五月下，963—2，964—1。

④仁宗睿皂帝实录(--)／卷一百四十五／嘉庆十年六月，979—1

⑤仁宗睿皇帝实录(二)／卷一百四十六／嘉庆十年闰六月，1007—1。

⑥仁宗睿皇帝实录(二)／卷一百五十二／嘉庆十年十一月上，1098—2。

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2册，第917—923页。

⑧f=宗睿皇帝实录(四)／卷二百四十-Z／嘉庆十六年五月．288—2，289—1。

⑨@⑩樊国棵：《燕京开教略》，见陈方中主编：《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第403、407、405页。

@仁宗睿皇帝实录(四)／卷二百四十六／嘉庆十六年七月，326一l

⑩仁宗容皇帝实录(四)／卷二百五十七／嘉庆十七年五月。477—2。

@仁宗睿皇帝实录(四)／卷三百／嘉庆十九年十二月上。1130—2

@仁宗睿皇帝实录(五)／卷三百Z．／嘉庆二十年正月。5—2

@仁宗睿皇帝实录(五)／卷三百十／嘉庆二十年九月．120—2。

⑩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一百六／道光六年九月下。7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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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道光继续采取严厉打击信教的政策，督促各级官员主动查禁天主教。查拿天主教信

徒成为地方官的经常性行动。对查拿出力者，清廷还予以奖掖。道光十九年(1839)四月，贵州知

县冯绍彭因拿获鸦片烟土及传习天主教者被加衔升用。①对信教老百姓，道光采取允许悔过出教

的政策，并发明了把从十字架跨过作为真心悔过出教的特殊仪式。②道光十八年(1838)，朝廷进一

步总结各地做法，规定刑部审办教案，均采用跨十字架办法来确认信徒是否背弃宗教。③同时朝廷

重罚悔过出教再度习教者。道光八年(1828)顺天府传习天主教的张成善等于改悔后，仍用旧时天

主教音乐并收藏经卷，清廷均加判重刑。④对敢于私自潜入内地传教的外国人也予以重惩。道光

二十年(1840)，传教士董文学被处死。⑤

即使仅从雍正元年(1723)算到道光二十四年(1844)，清廷也在122年间实施了禁教政策。在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中有这一时期清廷与省级大吏关于禁教事务的奏折和

上谕约568件，涉及的案件数以百计。我们可以推测在基层得到处理而未报朝廷的案件也有一定

数量。所以，教案或者反教并非仅仅是晚清有了不平等条约后才有的事情，而是由来已久。问题在

于，在传教士和中国信徒“无非传教”、“并未滋事”的情况下，朝廷为什么要兴师动众地禁教和抓出

一系列教案呢?

二、清廷禁教之原因

要理解禁教，先要理解清政府为什么会在顺治、康熙时两度许可传教。实际上，传教士来华传

教对清王朝来说是一种特殊的对外交往关系。对外交往本质上受利益交换制约。传教士要求中国

政府允许传教，必须具备与中国政府交换这种权益的能力。利玛窦时代用西洋礼品和西学换得明

朝官方的传教许可。清初汤若望为清廷治理历法，换来顺治允许传教。⑥康熙朝传教士在为清廷

制历造械和与俄罗斯交涉方面做出卓越贡献，康熙三十一年(1692)解除禁教是给传教士报效清廷

的一种回报。⑦终康熙一朝传教士始终在朝廷中发挥影响，所以“礼仪之争”后康熙对教会也只有

禁教之名而已。但雍正以后，传教士为清廷的服务大大减少。⑧到雍正晚年传教士巴多明在上雍正

的奏折中说“在京西士，为国家效力者，历年既久，死者死、老者老，深恐数年之后，继续无人。”⑨与

康熙年间传教士为朝廷奔走忙碌已今非昔比。乾隆年间传教士为朝廷服务也仅在钦天监和建筑圆

明园方面。嘉庆朝时“得进京效力者，只二三人，而且死亡相继，致西士渐绝迹于京师。”q9道光继位

后，延续嘉庆政策，到道光十七年“钦天监不复用西洋人”。次年传教士毕学源去世后，“北京西士、

踪迹遂绝”。㈣随着皇帝个人对外国新事物的冷淡，朝廷对传教士制造军器、协助办理外交的需求不

断降低，再加上钦天监的中国入学会了以西洋方式来推演历法，传教士的服务对清朝变得无足轻重

了。传教士们对中国的军事外交再无昔日的影响，背后也无国家力量的直接支持，因此失去了与清

廷讨价还价的能力。清廷可以没有任何顾虑地根据自身对天主教的认识甚至想象来决定对天主教

的政策。而到那时为止的中国主流社会与文化，对来自远方的天主教仍然很生疏，因生疏而猜疑，

所有评估都是负面的甚至是令人恐怖的。

首先是朝廷对宗教团体的政治性和中国信徒身份认同的猜疑。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中

国人总要问目的是什么?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沈榷发动南京教案的三封奏疏是最早从目的论

①宣宗成皇帝实录(五)／卷=三百二十一／道光十九年四月，1040—2。

⑦宣宗成皇帝实录(一)／卷三十四／道光二年四月下，614—2。

③宣宗成皇帝实录(五)／卷i百JL／道光十八年圈四月。808—2。

④宣宗成皇帝实录(三)／卷一百四十八／道光八年十二月上，267—2。

⑤樊国探：《燕京开教路》．见陈方中主编：《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第408页。

⑥⑨④⑨萧静山：《天主教传行中国考》，见陈方中主编：《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第205、222、223页。

⑦⑧黄伯禄：《正教奉褒》，见陈方中主编：《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第552、5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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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来看天主教在华传教。他认为天主教一是“暗伤王化”，会破坏儒家学说的权威，破坏封建统

治的思想基础。二是“诳惑愚民”，要防范天主教成为历史上有过的以宗教动员民众对抗朝廷的政

治力量。三是引用天主教国家夺取吕宋国政权的例子，认为传教士会里应外合威胁国家安全。①

这种以动机或者目的立论的假设，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尽管缺少知识上的价值，但在国人不了

解传教士究竟来自世界何方，也不了解西方宗教文化实质的时代确实耸人听闻。

在顺治、康熙年间，因传教士以事实证明自己对朝廷有用，并且由于与皇帝亲密接触，目的论难

以发挥影响。如康熙五十九年(1720)即宣布禁教这一年，康熙给西教士苏霖等人的谕旨中说：“自

从利玛窦到中国二百余年，并无贪污淫乱，无非修道，平常无事，未犯中国法度。”②这是康熙依据两

百年的事实对传教士活动做出的结论。但目的论者认为传教运动可能在将来导致政治危机的预

言，足以使皇帝们放心不下。就是康熙本人对这一点也不是完全放心的。

雍正对传教动机的怀疑始终不渝。尽管他本人对天主教有一定的了解，不止一次地对耶稣会

士承认他们的宗教是好的，但他还是要查禁天主教。因为在雍正时代满洲贵族已确立儒学为主的

价值观，在他看来什么宗教也不能与儒学相比，儒学的权威不容置疑。而且在他的经验中宗教之间

会发生纠纷，不利于统治稳定。宗教还会被坏人利用，如喇嘛教与罗卜藏丹津的叛乱。③雍正二年

(1724)大规模禁教时，传教士巴多明、白晋和戴进贤通过种种努力向雍正辩解求情。雍正还是坚

信传教士是为了自己的“国王”来与中国皇帝争夺人民的，甚至批评康熙当年是受了传教士的欺

骗。他在这里也提出了后来被人一再引用的一旦中西冲突，信仰西洋宗教的中国人会支持同宗的

外国的著名猜想：“你们想让所有中国人都成为基督徒，这是你们宗教的要求，朕很清楚这一点。

但这种情况下我们将变成什么呢?变成你们国王的臣民。你们培养的基督徒只承认你们，若遇风

吹草动，他们可能唯你们之命是从。朕知道目前还没什么可担心的，但当成千上万的船只到来时就

可能出乱子。”④就这点看，对国家安全的考量影响了雍正的天主教政策。他看到了宗教忠诚与政

治和文化忠诚可能分离的危险性。他确信宗教忠诚的不同会带来政治认同的异化，在宁信其有不

信其无的防范心理下厉行禁教，这在思想上对后来的皇帝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乾隆也对中国人信西洋天主教深怀戒心。乾隆二年(1738)禁教时，乾隆宠信的传教士画家郎

世宁跪求皇帝不要禁教，乾隆回答说：“就你们而言，朕丝毫没有禁止你们的宗教。你们可以自由

地修习它，但我们的人不应该信仰它。”⑤他是希望“我们的人”宗教权威与政治权威应该保持一致。

乾隆三十四年(1769)汪达洪在信中写道：“皇帝和大臣承认我们的宗教是好的，如果说他们反对公

开传教而且不允许传教士进入内地，那只是因为政治原因。他们担心我们借口传教而别有所图。

他们大致知道欧洲人对印度的征服，担心在中国发生类似的事。”⑥乾隆不仅担心西教与外国的串

联，还担心这种宗教社团也会从内部威胁到其统治秩序。乾隆四十九年(1784)陕甘回民起义爆

发，乾隆对于外国传教士深入陕甘内地的动机大起怀疑。同年十一月的上谕中更说：“各省西洋人

及内地人辗转传教，最为人心风俗之害”，⑦害怕因宗教传播而引起社会动乱。

嘉庆皇帝与乾隆一样，更多的不在于担心传教士与外国势力里外勾结，而是怕天主教类似民间

邪教一样引起社会危机。嘉庆十年四月，在审理广东人陈若望代递书信地图一案时，嘉庆声称“西

①夏瑰琦编：《圣朝破邪集》。香港：宣道出版社，1996年，第58—7页。
②中困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第l册，第34页。

③[捷克]严嘉乐著，丛林、李梅译：《中国来信(1716一1735)》，郑州：大象m版社，2002年，第49页。

④[法]杜赫德著，郑德弟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Ⅱ，第338—339页。

⑤[法]杜赫德编，耿升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Ⅵ。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185页。

⑥[法]杜赫德编，吕一民、沈坚、郑德弟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V，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213页。

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5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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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人信奉天主教．在该国习俗相沿，原所不禁”，但“不准与内地民人往来滋事”。①尽管天主教在嘉

庆与康熙年间所做的“无非修道”都是一样的，但由于川楚白莲教起义的震动，使朝廷对天主教也

越来越担心，不断加强打击力度。

其次是对宗教尤其是西洋宗教的负面看法。清前近代时期的帝王，对宗教仍是采取历来的

“神道设教”的态度。顺治和康熙因宠爱传教士而对他们的宗教有一定了解和好感。②但在公开谈

论天主教时通常相当谨慎。③当康熙在五十九年(1721)读到译成中文的罗马教皇的《自登基之日》

时，朱批“览此条约，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④可见在康熙内心中国“大

理”的优越是西洋宗教不可比拟的。

雍正对天主教看法也有矛盾的一面。雍正二年十--71他在批复礼部奏疏时说：“朕于西洋教

法，原无深恶痛绝之处，但念于我中国圣人之道，无甚裨益。不过聊从众议耳。”⑤但雍正对天主教的

了解也是非常有限的。冯秉正在一封信中提到：雍正十二年(1733)，皇帝召见传教士，指责传教士

不孝敬父母。教士们向雍正辩解人们对传教士的指控出于杜撰，当雍正听到传教士们讲基督教的

十诫中有孝敬父母，传教士已经拜过清帝的陵寝，并得知传教士也有“先祖的灵牌”，并且还有“他

们的画像”时，“显得很惊奇”。他下令大臣了解基督教的教法，此后雍正不再重提类似批评。但在

《圣谕广训》中雍正还是毫不犹豫地把天主教归入异端邪教一类。⑥

乾隆对天主教的看法与雍正有相似之处，乾隆二年他在谈到有地方官要禁绝僧道时认为禁绝

是做不到的，“且如星相杂流，及回回(僧道徒天主)等教，国家功令，原未尝概行禁绝。彼为僧为

道，亦不过营生之一术耳。穷老孤独，多赖以存活。其劝善戒恶，化导愚顽，亦不无小补。”⑦这种现

象与传教士继续与皇帝的密切接触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乾隆对天主教的性质应该有所了解。

《四库全书》还收入了《天主实义》、《七克》和《教要序论》等天主教义的重要著作。但《四库全书总

目》对天主教的评价是“西学所长在于测算，其短则在于崇拜天主以炫惑人心。⋯⋯即欲人舍弃父

母而以天主为至亲，后其君长而以传天主之教者执国命。悖乱纲常，莫斯为甚。岂可行于中国

哉!”⑧

清代皇帝讨厌天主教的情况越到后来越突出。嘉庆是清代诸帝中唯一的亲自批驳天主教教义

的人。他颁布上谕批驳《教要序论》、《圣年广益》。他认为书中所提天主和耶稣是万邦之“大君”，

只有“圣教大行”，才能长治久安，并把不信教者看成“魔鬼奴才”等等说法是“支离狂妄怪诞不

经”。书中所举神迹“皆系凭空捏撰”。他告诫“旗民人等，务当恪守本朝清语骑射，读圣贤书，遵守

经常”，“勿再听信邪言，执迷不悟，背本从邪，自不齿于人类”，⑨从根本上否定了天主教的道德价

值。道光对天主教不似嘉庆深恶痛绝，但也绝无好感。⑩

近代以前清的禁教实际上还与天主教的社团性有关系。天主教与中国佛道教在组织形态上的

突出差别在于，教会就是一个以神职人员为中心的社会团体，在地方社会的活跃性与中国传统宗教

不可同日而语。在只有官府或者宗族才有集合和动员百姓之权的中国社会，确实会使官府和地方

社会感到紧张。雍正十年(1732)七月广东巡抚鄂弥达报告当地天主教会活跃情况的奏折中说，

仁宗睿皇帝实录(二)／卷一百四十二／嘉庆十年四月，951—2，952一l，952—2，953一l。

康熙对天主教教义有较深的了解。

黄伯禄：《正教奉褒》，见陈方中编：《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第488--489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两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l册，第36页。

雍正朱批谕旨，转引自张泽：《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第33页。

周振鹤撰集，顾美华点校：《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290页。

高宗纯皇帝实录(一)／卷三十／k／乾隆二年i月上，694—1，649—2。

永睿等编：《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136页下。

仁宗睿皇帝实录(二)／卷一百四十四／嘉庆十年五月下，966—2。

萧静山i《天主教传行中国考》，见陈方中编：《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第222--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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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仍因循延缓，恐为人心风俗之忧”。①乾隆朝以后地方官对教会的结构有更多了解。乾隆十一

年六月在处理福建福宁教案时，乾隆说：“现在福建福宁府属，有西洋人倡行天主教。招致男女，礼

拜诵经，又以番民诱骗愚氓，设立会长，创建教堂。种种不法，挟其左道，煽惑人心，甚为风俗之

害。”②而嘉庆更担心天主教“至若诳惑内地民人，甚至私立神父等项名号，蔓延各省，实属大干法

纪。”③实际上，在清代统治者看来，天主教在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上与佛道不同，而与政府一向查

禁的民间宗教有更多相似之处。

另外，朝廷的查禁也迫使西洋宗教日益隐秘化和神秘化。英国学者劳曼认为，长期禁教使天主

教转入秘密状态，同时在性质上也从明末清初以上层士大夫为主的“精英基督教”演变成以下层群

众为主的“大众基督教”或者“草根基督教”。这种基督教与欧大年总结的民间宗教即官方眼中邪

教的特征日益接近，即“平信徒占绝大多数、等级制的组织、积极的布道、定期履行宗教仪式、拥有

自己的经文，一种集体安全和行动的倾向。”④它活动越神秘越引起怀疑，各种关于天主教的谣言广

泛流传。甚至在解释《圣谕广训》的“广训通俗”中，也把入教吃“丸药”，天主教挖眼挖心说得信誓

旦旦。⑤

因此，清前近代时期由官方发动对天主教的查禁是由于天主教可能产生国内外政治影响以及

对宗教自身性质的认识等一连串的原因和结果所造成的。从根本上讲，古代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

环境中，民族国家或地区间相互不信任、相互惧怕和防范是司空见惯的。另外，在中国统治者看来，

“天朝物产丰盈，原不籍外夷以同通有无”，也包括了宗教文化在内。他们都不希望看到“非我族

类”的西洋传教士输入一个与中国文化相互竞争的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⑥因此，在清廷可以决定

对西洋宗教的开放和查禁时，它显然会觉得开放后会有风险，查禁是一了百了的做法。然而，历史

表明了清廷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禁教，尽管遏制了康熙时代天主教的发展势头，但已经不可能彻底禁

绝分散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偏远农村的天主教传播了。但这种一厢情愿的做法，至少在官绅阶层中

形成了一个反教传统，影响了晚清与基督教之间的政教关系。

对鸦片战争后教案的影响

第一个直接的影响是鸦片战争后法国公使拉萼尼与耆英双方谈判天主教问题时，一切都是在

历史前提下展开的。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拉萼尼在谈判《中法黄埔条约》要求天主教弛禁时，援引的

是康熙三十一年(1692)康熙给礼部允许天主教传播之上谕的碑模。而耆英在请求弛禁时说：“天

主教自前明西洋利玛窦传人中国，各省愚民被惑入教，所在难免。唯二百余年并未滋事，究与白莲、

八卦、白阳等项邪教不同”，用的也是康熙的语言。⑦

但禁教传统留下来的更多是对基督教的因疑而惧。尽管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事实表明，中国被

英国入侵与西洋宗教没有瓜葛，但朝廷上下与当年的雍正一样仍然深信西洋宗教的传播对国家安

全有极大的危险性。⑧清政府在公开的弛禁上谕中宣称天主教与其他“邪教”不同，但它始终把天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l册。第68—7l页。

高宗纯皇帝实录(四)／卷二百六十，九／乾隆十一年六月下，502一l。

《仁宗实录》卷二四i，转引自张泽：《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第189页。

lairs Peter Laanmnn，Christian Heretics in Late，m删China：Christian lnculturation and State Control，1720--1850(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6)3．

周振鹤撰集，顾美华点校：《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第315页。

高宗纯皇帝实录(十九)／卷一四i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下，187—2，188一l。

中围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297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末教案》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43页。

①②③④

⑤⑥⑦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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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看成是和自己争夺民心的异己的“彼教”。①到咸丰朝有一段时间又把天主教称为邪教。②咸

丰元年(1851)咸丰接受两江总督陆建瀛建议，下令将《圣谕广训》颁行天下，从思想上抵制西方宗

教“邪说”。③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清政府得知太平军也信仰上帝后，对基督教的疑惧之心更强

了。

有意思的是，当时一些地方大吏在实际接触中已经发现基督教与传统的邪教是不一样的。咸

丰三年五月(1853年6月)已经有处理天主教事务经验的讷尔经额表示“邪教惑人，大率意在敛钱，

独天主教向不敛钱，设堂习经，主于广行其教。”@差不多同时察哈尔副都统盛桂也发现习教旗人泰

保“该犯等只学念经，并不为匪。”⑨后来咸丰七年十二月(1858年1月)，热河都统英隆搜查朝阳县

松树嘴子教堂，结果是“搜出教书二本，均系劝善戒恶，⋯⋯并无邪术情事。”㈣说的最清楚的是咸丰

十年七月二十八日(1860年9月13日)署陕西巡抚谭廷襄奏折：“天主教流人中国有年，愚民被惑

人教，所在多有，不独陕西为然。⋯⋯唯天主教向不敛钱，并无托言邪术，煽惑夜聚晓散等事，民间

不以为怪。”④但传教不以谋利为目的反而使清廷更加担心。咸丰末年十一月(1861年12月)刑科

给事中高延佑在奏折中表示与各国通商贸易“事止逐利，彼此可以相安。然其深谋诡计，专在传

教，将来为中国患者必在于此，不可不虑”，对天主教流传表现出挥之不去的忧虑。㈣

禁教以来对天主教的谣传在近代坚不可破。道光年间弛禁谈判时，《圣谕广训》中所谓天主教

“诱污妇女，诓取病人目睛”的指责，反复出现在耆英奏折中，⑨造成似乎确有其事的印象。这一说

法流传相当广泛。同治元年(1862)南昌流传湖南全省反洋教公檄二纸，痛诋天主教不敬祖宗、不

分男女和采生拆割，又把这点描绘得煞有其事。∞朝廷高官也对这种说法推波助澜。@众所周知的

同治九年天津教案的爆发与“挖眼剖心”的流言也有很大的关系。对此英署使威妥玛致奕欣照会

中表示“乃以绝无影响之事，竞尔深信不疑，”如果“官长不能设法为之解释，其贻害于中华，伊于胡

底”。@但一些中国官员对此仍深信不疑。@以致光绪十七年(1891)出使外国后对英法教会有直接

观察的薛福成，专门对此解释说：“旧说谓天主教徒迷拐幼孩，挖眼剖心，用以制药。此论不知始于

何时，前儒顾炎武所著《郡国利病书》亦已有烹食小儿之说。彼时中外悬隔，偶得传闻，并非事实。

然是说之流传也久，则人心之笃信者众”，凹可见这一说法影响之深远。

鸦片战争前长期禁教政策的实施，还在朝廷与各级地方官府中培育了一种习惯性的反教情绪。

这种反教冲动使朝廷和官员漠视现实中力量格局，不计后果地极度仇教。尤其咸丰即位之后，公开

表现出对限教和反教的支持。⑩咸丰批评和处罚按约办事的原闽浙总督刘韵珂、福建巡抚徐继畲

和两名知县。够褒奖抵制传教的浙江巡抚常大淳和两江总督陆建瀛。@种种做法实质上正是前朝的

老路子。在咸丰中后期发生的官府～手组织发动的西林教案、贵州系列教案等几乎就是禁教时期

教案的翻版。⑩也正是这种仇教情绪，导致了官方千方百计地限制教会。@同治八年(1869)，御史

袁方城在《奏为密陈心腹隐忧禁约教民折》中，想象教会发展的可怕前景，说：“臣尝深推其故，恍然

于夷人之传教，并非劝人为善也，其意欲借此广聚党羽。平民之从教，亦非能守戒律也。其实皆假

此以显傲王章，若不明发其履而力遏其流，数年之后，害有不可胜言者。”田这种纯属想象和缺乏依

据的对基督教的过分担忧，一直盛行到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晚清官吏们对此惊惧交加的抨击大多

可以在过去的历史中找到根源。

光绪二十二年(1896)有鉴于此的李提摩太等英美新教传教士们，专门赴总理衙门向恭亲王递

①文宗显皇帝实录(一)／卷十一／道光三十年六月上，182—2。

②文宗显皇帝实录(一)／卷二十2k／咸丰元年二月下399一l，399—2。

③④⑤⑥⑦⑧⑨①⑩@@@⑩⑩⑩固《清末教案》第一册，第131、150、15l—152、17l一172、179一180、209、2_4，9一lO、219—

223、229、798--799、485、490-49l、123、125，128、508、685页。

@K．S．1．,atom'eRe，A H／story of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9)245．

④《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第412页；《清末教案》第一册，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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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陈管见以息教案疏》，请求清廷肃清禁教时期的影响，下令各省督抚销毁《海国图志》、《经世文

编》中记载的诬蔑教会的不实之词。①有鉴于此的还有张之洞。他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劝学

篇》特辟一章“非攻教”。他对所谓民教冲突的认识已经超出了所谓“教民欺压平民”的认识，而是

国人在“攻教”而已。他承认中国有“异教相攻”的传统，以往的教案“徒诟厉以求胜，⋯⋯学士倡

之．愚民和之，莠民乘之，会匪、游兵借端攘夺，无故肇衅，上贻君父之忧，下召凭陵之祸。”中国的有

志之士应该是“讲我中国富强之要术，国势日强，儒效日章，则彼教不过如佛寺道观，听其自然可

也，何能为害?”②尽管张之洞和传教士把教案都归结为“异教相攻”的传统只是看到问题的一面，但

这毕竟是相当重要的一面。更有价值的是，张之洞的从政经验已经使他相信，国家搞好了，基督教

就是和佛教、道教一样的宗教而已，并不可能“为害”国家的。这就破除了雍正猜疑中不适当地夸

大宗教威胁的迷思，使宗教回归到宗教的地位而已。

但破除对西来宗教的猜疑仍是不容易的。直到在庚子之后光绪二十九年(1903)秋，亲身参加

辛丑谈判和处理顺直教案的周馥，目睹民教冲突、两败俱伤，深感要做正本清源的补课工作。他请

天津进士李刚已编《教务纪略》，“非劝人人彼教也，要使先知彼教大旨，与夫各国政教之所出尊奉

之所由，而后廷旨弛禁，听其内地传教之大意，亦昭然共白于天下。⋯⋯冀当世读书明理之士，咸览

是编而知源流，则凡乡曲无知一切猜疑之见，自可涣然冰释”。③周馥还比较了基督教与儒学的共

性：“孔孟言人性皆善，《尚书》言作善降之百祥，大旨略同。虽其言天堂、言地狱，言灵魂稍涉悠渺，

要亦神道设教之意。至若十诫七克之旨，与吾儒克己之功弥近，果能躬行实践，笃信谨守，要不失为

儒教中之正士，似其劝善惩恶，较之释道二氏之教，尤为切实。乃缁流羽衣遍行各省而莫之怪，独于

西教而疑之斥之耶。且或逞一时之忿，而贻君围之忧。”(垒)周馥显然比张之洞进了一步，他不仅要破

除“乡曲无知与一切猜疑”，而且承认了基督教“劝善惩恶”有佛教、道教不及的地方。中国政要的

西教观又回到晚明徐光启和清初顺治、康熙的认识，但这是在晚清付出重大代价之后迟到的醒悟。

因此，有清一代与基督教的关系，虽然有前近代与近代之分，但历史其实难以骤然割断，晚清的

反教无疑深受清中前期禁教传统的影响。而这种禁教传统在封建专制时代又与清代统治集团尤其

是皇帝们对西洋宗教的认识有关的，尽管皇帝也要受臣民的影响。倘若没有鸦片战争，中国一直闭

关下去，清代一直维持严禁政策的话，天主教重蹈前几次来华覆辙也并非没有可能。但历史毕竟不

能假设的。西方入侵之后，激起国人对两教更大的反感是事实，但与西教携手的西方文化传播，也

逐渐化解了历史的疑忌。⑤结果是晚清最后十年反教事件比率大幅下降，为孙中山在民国约法中

写入宗教信仰自由作了铺垫。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仅仅把晚清反教化约为与不平等条约的因果关

系并不符合实际，明末清初以来中国与基督教之间的曲折关系，实际上包含了如何处理政教关系等

更丰富的内容。

Suspecting the People from Afar：The Prohibition of Preaching Catholicism

in the Early and Mid—Qing Dynasty and It’s Influence in the Late Qing

TAO Fei-ya

(Department ofHiaory，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0444，China)

Abstract：Chinese historians usually think that the Anti—Christianity Move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下转第139页)

①陶飞亚：《教会防范教案：甲午战后新教传教士集体上疏清廷考》，《上海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②张之洞：《劝学篇》，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75页。

③④李刚已辑录：《教务纪略》，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叙。

⑤《清末教案》第二册，第4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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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辞约而事举。”①柳宗元在谈到作文技巧时也称：“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②这些都说明司马

迁不仅在理论上倡导“文约”，在实际创作中更是自觉践行。除了这一点外，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将

人品与文风相联系等也都是《易传》不曾论及的，这些方面的论述已经相当丰富，本文不再赘述。

A New Research on Sima Qian’S Literary Criticism

YANG Guang—xi

(School ofthe Humanities，Zhejiang Ocean University，Zhoushan 316004，China)

Abstract：Sima Qian leaves a rich legacy in literary criticism，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his overthrow of

the traditional idea of“three immortals．”He raised the status of the men of letters，opened preliminary

discuss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yle and author．He advocated Confucius’S words—it iS better to

act than to put down in meaningless words--and defended the narrative works，pointing out the merits of

the literary style，and at the same time he showed negative attitude to the pure narration．Besides，much

of Sima Qian’S ideas of literary criticism came from K Zhuan(an interpretation on The Book of Change)，

which is discussed briefly in the paper．

Key words：Sima Qian；literary criticism；three immortals；like person like literary style；Y／Zhuan

[责任编辑罗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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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52页)

Was owing to the unequal treaty system，and totaUy neglect the prohibition of preaching Catholicism in the

Early and Mid—Qi．s．This article surveys the Catholic cases and the gradually strengthened regulations of

anti—Catholicism since Kangxi Emperor and proved that there Was all Anti-Catholicism Movement before

the treaty era．Then it analyses the reason of the Anti—Catholicism policy of that time and argues that after

the Emperor Kangxi，the Qing rulers lacked interests in the Western culture and didn’t need much help of

the missionary as the Emperor Kangxi did．The missionary had no way to trade the permission of preach-

ing Gospel．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urch’S memberships，the Qing ruler worried about the politi—

cal motivation of the missionary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Meantime，they hold incorrect

perception of the Catholicism and abhorred the foreign religion．All these contributed to the persistent An—

ti-Church Movement．The combination of the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anti-church traditions and the stim-

ulation of the unequal treat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caused the tension and conflicts between the Qing

government，the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foreign religion．The tradition was replaced with the new percep—

tion of Christianity only after the Reform movement and Boxers movement．

Key words：Qing Dynasty；prohibition；Catholicism；Anti-Church case；western religion

①《晋书·张辅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40页。

②《柳宗元集·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山西：三晋出版社，2008年，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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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0条)

1.期刊论文 刘冉冉.LIU Ran-ran 试论清朝政府对澳门的贸易管治——以查禁澳门鸦片走私贸易为中心 -唐都学刊

2008,24(5)
    从乾隆末年至道光中期,在查禁以澳门为基地的鸦片走私贸易方面,清朝政府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并不断加强禁烟力度,这是1849年以前中国政府在贸

易方面拥有对澳门管治权的一个重要证明.根据档案资料可以看出,澳门同知、澳关委员、香山知县及县丞等地方官员在严格执行朝廷禁烟旨令、严厉查

禁鸦片走私贸易、全力维持对澳海关管理权方面,是采取了坚定的立场并为之付出过巨大努力的.

2.期刊论文 林日杖.LIN Ri-zhang 论清代大黄制夷观念发展强化的原因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1)
    清代大黄制夷观念的发展强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大黄被中原王朝视为重要药材以及大黄陆海两路贸易的相继发展,大黄发展成为"控

驭外夷之具"而付诸实践.在乾隆五十一--五十七年关闭恰克图贸易期间清朝实行大黄制俄.在制俄实践中,为查禁大黄而查禁毛皮,从而引起了系列连锁反

应,对清代大黄制夷观念的发展强化产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影响.大黄由对付陆路之夷扩展为对付陆海两路之夷,大黄制夷观念发展为茶黄制夷观念,并付诸

于实践.清代社会按成案、成例处理类似事务的严格要求,使得错误观念产生后重重叠加,不断强化,而在不同程度、不同侧面有利于大黄制夷观念消解的

因素不受重视,甚至被扼制.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清代大黄制夷观念不断发展强化,并在鸦片战争时期盛极一时.

3.学位论文 王巨新 清朝前期涉外法律研究——以广东地区来华外国人为中心 2007
    清朝前期是中国古代涉外法律的成熟时期。这一时期随着中外交往的增多和涉外冲突的频仍，清政府规范调整中外关系的法律制度也表现出由简单

到系统、由缺漏到完备的发展态势，逐渐形成了包括朝贡法律制度、涉外经济法律、涉外民商法律、涉外刑事法律、涉外诉讼法律等在内的涉外法律体

系，可以说清朝前期涉外法律是中国古代涉外法律发展的顶峰。清朝前期，广东地区是来华外国人最多的地区，也是清朝前期涉外法律最为集中的地区

，因此本文主要以广东地区为中心，深入探讨清朝前期针对来华外国人的涉外经济法律、涉外民商法律、涉外刑事法律、涉外诉讼法律等。论文分为绪

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

    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研究清朝前期涉外法律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研究清朝前期涉外法律既有利于把握中国古代对外政策和中国古代涉外法律的

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又对我国当前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涉外法律建设具有深刻的历史借鉴意义。同时，绪论中总结了中外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概况，并指

出研究不足主要是缺乏对涉外法律的专题研究，缺乏对法律制度的案例分析，缺乏对中外史料的对比互证。据此，本论文将采用案例分析、互证研究、

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清朝前期涉外经济法律、涉外民商法律、涉外刑事法律、涉外诉讼法律等展开专题研究。

    正文部分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叙述清朝前期对广东地区来华外国人的政策与涉外法的渊源。其中第一节介绍清朝前期广东地区来华外国人概况

，主要叙述了清朝前期来到或经过广东的使节、商人、士兵水手、西洋教士、飘风难民、驻澳葡人等六大群体的规模、特征及发展变化。第二节以广东

地区为中心探讨清朝前期对来华外国人的政策与涉外立法情况，具体以乾隆二十二年实行广州一口通商为界限分两个阶段展开叙述。第三节论述清朝前

期涉外法的渊源，指出争帝谕旨、成文法典、判例成案、习惯法和双边条约等都是清朝前期涉外法律的重要渊源。

    第二章主要论述清朝前期涉外经济法律。其中第一节讨论清政府对来华外商的管理法令，分对外国商船之管理法律、对外国商民之管理法律、对进

出口商品之管理法律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二节阐述海关法律，介绍了粤海关的口岸和人员组成，探讨了海关的主要职权，包括征收关税、稽查走私、

管理贸易及其它管理职权，论述了海关法的法律责任，包括走私行为的法律责任、其它违反海关管理行为的法律责任、海关人员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等

。第三节论述涉外税收法律，包括海关税则的演变，海关税的组成即商税、船料、附加税三个部分，海关税的减征与免征等。第三章主要探讨清朝前期

涉外民商法律。其中第一节介绍涉外物权法律，指出清朝前期广东地区的涉外物权法律并不健全，其对涉外所有权关系的调整主要集中在规范不动产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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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和房屋所有权方面，对涉外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的调整以涉外典权、涉外质权和涉外抵押权较为常见。第二节叙述涉外债权法律，清朝前期广东地

区的涉外债权法律较为完善，特别是调整涉外合同之债的法律是非常发达的，据此，本节着重探讨清朝前期广东地区的涉外合同之债，对最为常见的涉

外合同关系如涉外买卖关系、涉外租赁关系、涉外承揽关系等展'开详细论述，还专门讨论了涉外合同之债中影响重大的商欠问题。第三节论述涉外婚姻

与财产继承法律。总的来看，清朝政府关于涉外婚姻与财产继承的法律政策并不多，且经常与查禁天主教纠合在一起，呈现出不同时期不同地点采取不

同法律政策的特点。第四节论述涉外民事诉讼法律，探讨了涉外民事案件的管辖、起诉、审理、判决、执行情况，也分析了涉外民事诉讼与国内民事诉

讼的异同之处。

    第四章主要考察清朝前期涉外刑事法律。其中第一节依据犯罪主体、犯罪对象不同对中西方档案文献记载中的涉外刑事案件分三类进行叙述：外国

人对中国人的犯罪案件，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犯罪案件，外国人对外国人的犯罪案件，在叙述中特别注意对中西方档案文献的记载进行比较考证。第二节

研究涉外刑事案件的司法管辖，分别讨论了上述三类犯罪案件的司法管辖情况。清政府一直强调对外国人杀死中国人案件的司法管辖权，但随着历史的

发展却越来越多地遭到西方国家的抵制和反对，到19世纪上半期清政府已经很少能够对外国国籍的杀人凶手进行审判处刑。与此相对比，清朝政府对几

乎所有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犯罪案件都积极实行司法管辖并严格审判、认真执行。另外对纯粹外国人之间的犯罪案件，清政府更多的是调解干预，而不是

审判处刑。第三节介绍涉外刑事案件的审判执行，论述了涉外刑事案件中的诉讼参加人，涉外刑事案件的立案、审判、执行情况，也注意考察涉外刑事

诉讼与国内刑事诉讼的相同与区别之处。

    第五章主要是从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看清朝前期涉外法律。其中第一节是从中西法律观念比较看清朝前期的涉外法律，中国古代历史上形成了以“天

下共主”为核心的天下观，而在近代欧洲则形成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主权国家平等意识，这种天下观和主权观的差异在礼仪之争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另

外，义务本位观是古代中国法律的重要特征，而近代欧洲则形成强烈的权利本位观念，这就造成中西法律在个人权利保护方面的必然冲突。通对中西方

法律观念比较，可以看出清朝在法律观念方面存在的缺陷与问题。第二节是从中西实体法律冲突看清朝前期涉外法律，清朝前期中西法律文化冲突中最

突出的是刑法中关于外国人犯与墨刑事责任的问题。连带责任原则是中国古代法律中的重要原则，而近代西方则孕育出个人责任原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的精神。另外清朝法律虽然规定防卫杀人和意外事件可以减免刑事处罚，但在涉外案件中却极少适用。第三节是从中西程序法律冲突看清朝前期涉外

法律，清朝法律继承了中国古代法律中的重实体法轻程序法的传统，西方传统诉讼文化中则一直强调通过程序上的公正实现公平和正义。中西诉讼程序

法律之争主要集中在对外国被告人的辩护权、上诉权和刑讯问题上。结语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和对清朝前期涉外法律的思考。首先总结了清朝前期涉外

法律的总体特征，指出清朝前期涉外法律经历了由缺乏到完备、由简单到系统的发展过程，但也表现出发展的不均衡性和国别地区差异性。其次，在涉

外经济法律方面，清朝政府对来华外商制定的法律政策表现出强烈的限制与防范特征，但与清政府对本国商民的限制措施比较，对外国商民的限制措施

是相对宽容的。这些说明，清廷对于来华外商既持有防范限制的一面，也抱有“怀柔远人”的一面。第三，在涉外民商法律方面，清廷对破产行商进行

严厉制裁，对行商欠外商债务积极予以偿还，但却对外商欠华商债务不闻不问，说明清朝政府对本国商民和外国商民政策的不平等。第四，在涉外刑事

法律方面，大清律例虽然规定了“化外人有犯，并依律拟断”的法律原则，但在实践中却遭到严重的挑战与反对。这一方面是由于以英国人为首的西方

人自始就不想服从于东方国家的司法管辖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清政府缺乏坚持涉外案件司法管辖权的意识。第五，尽管清朝前期涉外法律在许多方面

形成了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但法律的执行状况却非常糟糕，虽然有法可依，但经常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第六，从中西方法律文化比较

看，以清朝前期涉外法律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涉外法律与西方法律的区别与冲突并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基本的价值理念。西方国家对清朝涉外法律乃至整

个大清律例的意见与批评有其深刻与合理的一面。这些深刻与合理的东西，是西方法律文化长期历史积淀的精华所在，对于我们今天进行法制建设是有

借鉴意义的。

4.期刊论文 毛瑞方.Mao Rui-fang 王徵著述考 -历史档案2008,""(3)
    晚明会通中西的天主教学者王徵,一生著述很多.根据他的七世孙、清朝嘉庆年间的王介所记,"有数十种,累百万言".王微著述在王徵研究、中西文化

交流史、中西文献交流史、中国科技史、中国语言学史等领域的学术价值很大.因王徵忠于明朝的立场,决定了他的著述遭到了清朝统治者的查禁、损毁

,加上历史上的损佚,其著述所存仅十之一二.但历代学者对于王徵著述的搜集和整理却没有间断过.本文将从纵向和横向的角度全面梳理王徵著述,以飨学

界.

5.期刊论文 余三增 虎门销烟感怀 -档案时空2010,""(3)
    虎门地处珠江口,因为有大虎小虎两山雄踞珠江口内,形成祖国南大门的天然屏障,故名虎门.

1838年,清朝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州查禁鸦片,林则徐与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将士,加固和修建了虎门的沙角、靖远等10个炮台,并在滚

滚珠江上立木排铁链,江底打上木桩,把虎门建成易守难攻的要塞,防御外国侵略,严拿鸦片烟贩..

6.期刊论文 林日杖.LIN Ri-zhang 试述清代大黄制夷观念的发展演变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5)
    本文叙述了大黄制夷观念的来龙去脉,揭示了不同时期大黄制夷观念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本文认为,在乾隆五十一--乾隆五十七年关闭中俄恰克图互市

中,清朝所采取的种种查禁大黄的措施,推动了大黄制夷观念的发展演化.大黄制夷观念出现了多种演进模式,到鸦片战争时期盛极一时.盛极而衰.随着道

光九年至十年茶黄制夷(浩罕)的失败,大黄制夷观念受到了极大的动摇.鸦片战争时期茶黄制夷(英)的失败促成了大黄制夷观念全面衰微.五口通商时期

,大黄制夷观念仍不时沉渣泛起;咸丰七年,终成绝响.此后,大黄仍是重要的药材及出口商品,并在文化的意义上屡为清人提及.

7.学位论文 王志国 《清史稿》的编修情况及其史学价值 2008
    中国有易代官修史书的传统，《清史稿》是北洋政府组织学者所修纂的一部史著。《清史稿》包含纪、表、志、传四部分，共536卷，是研究清代历

史的大宗史料。欲读《清史稿》，就需要了解《清史稿》编纂及流传经过。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查证清史馆的设立过程、工作机制及馆员的聘任和工作情况：着重分析史稿被国民政府查禁的原因与其流传过程，揭示

史稿复杂命运产生的原因；结合史学家对《清史稿》的认识、研究，探讨《清史稿》的史学价值与史学地位，总结史馆修史的经验教训。

    当时社会上十分关注《清史稿》的编纂，从史馆的建立、赵尔巽来北平任职到史稿完成的情况，各大报纸《大公报》、《申报》、《盛京时报》等

都作过报道。《清史稿》历经十四余年，仓促成书，待南京国民政府北伐完成后，清史馆被南京国民政府接管，史稿被南京国民政府以内容“有违民国

”等进行了查禁，并令南运，几经周折，始得保存，其命运可谓扑朔迷离，历经磨难。

    清史馆的建立从延聘官员，到征集史料、撰写文稿，以至于最后的校对和审阅，对《清史稿》的编纂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清史馆最终并没有编

纂出令人满意的清史出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清史馆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组织，另一方面修史者大多为清朝遗老，对民国的认同度和工作积极性都

不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不容忽视--就是当时政局的变动，导致了史稿的命运多舛。

    《清史稿》是一部重要而不可废弃的史料，然而它也存在不少的问题。例如在史事记述、史实、人物评价上存在错误，对历史进程的撰写不够清晰

等。《清史稿》的撰修过程及流传涉及人事浩繁，错综复杂，对其评价更是褒贬不一。客观地讲，在历史评论方面，《清史稿》中的评论还是公允的。

    《清史稿》作为一部未定稿的史书刊印，在中国的历史中绝无仅有。《清史稿》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它的史学价值自不用多言。它是中国近代史

研究的重要内容，它本身流传过程就是一部史学史。

    《清史稿》是近代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通过对《清史稿》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近代史馆机制的了解，把握史馆机制演变过程；通过对《清史稿》

编纂流传过程的研究，对认识《清史稿》的史学价值、《清史稿》与清史作进一步的研究以及为后代修史提供资鉴方面，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

义。

8.期刊论文 王国华 嬗变中的二人转 -大舞台2003,""(6)
    从沿革看二人转的夹缝生存

关于"脏口"与"净口"的争论,几乎贯穿了二人转的整个发展史.这种争论也使得二人转艺术时时面对生死存亡的处境.在清朝末年,当时的政府就以"淫亵

"为由多次取缔走街串巷的民间二人转表演,及至民国和伪满时期,执政者也因二人转"有伤风化"而屡屡查禁之.

9.期刊论文 张艳.ZHANG Yan 略论咸同时期清政府的道德教化政策 -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7,29(2)
    清咸同年间,因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遍及全国,清王朝危机四伏.为维持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统治者极力推行道德教化政策,这主要包括有:强

化传统忠孝观念;反复重申宣讲《圣谕广训》,推行乡约教育;查禁小说传奇,厉行文化专制等.通过这些政策,清政府加强了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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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中兴"的政治局面奠定了重要基础.但这些政策已不适应近代化的历史潮流,也就无法挽救清朝衰颓的大趋势.

10.期刊论文 李明山 北洋官报局盗版与晚清版权律的制定 -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7(3)
    1902年,文明书局在建立之初就以编译出版新学教科书而著名.由于当时清政府还没有版权立法保护,图书盗版现象比较严重.文明书局总办廉泉为了

杜绝本局印书被盗印,便上书清朝学部和北洋大臣请求版权保护.管学大臣张百熙批示,同意对文明书局印书审定后加盖图章,予以版权保护.北洋大臣袁世

凯也表示,愿意保护文明书局印书的版权.但是,封建势力强大的北洋官报局,以北洋政府为靠山,公然盗印文明书局印书.廉泉上书维权,并多方交涉,要求

学部和北洋政府出面查禁盗版.北洋官报局不仅矢口否认自己的盗版行为,还反咬一口,说文明书局印书有维新"谬妄"倾向.袁世凯更是出尔反尔,偏袒官报

局盗版,并要商部及学部撤销文明书局的版权.文明书局据理力争,进而上书商部说明情由,并请求制定版权律,有效保护版权.商部对此表示赞同,于1904年

拟订了中国近代最初的版权律草案.因此可以说,文明书局廉泉上书是清末版权实施立法保护的一个最重要而直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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