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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以后，基督教再次传入中国，!但因传

统习俗对中国妇女的束缚，使传教士在给妇女

传教时遇到种种困难。面对这种情形，传教士们

仍努力使传教工作能在妇女中展开。但同时，也

因部分妇女信教，对当时社会产生一定影响，传

教士与信教妇女均遭到时人的攻击。因此，本文

拟就明末清初，传教士们向中国妇女传教时遇

到的困难及妇女信教情况作一番描述与分析。

一、传教士向妇女传教遇到的困难

明朝末年，被誉为近代来华传教先驱的利

玛窦!"#$$%& ’())(*历经艰难，成功进入中国内

地传教后，天主教传教士相继来华，他们对劝化

这一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既充满憧憬，又满怀

信心。然而，在实际传教的过程中，他们却发现

事情并不象他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中国人固

有的思维方式，使他们感到在华传教筚路蓝缕，

尤其是向妇女传教，更是困难重重。

中国妇女一般都幽闭在家，传教士根本就

无法接触到她们。那时，中国理学盛行，对女性

在道德规范方面的要求特别严格，不仅要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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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到 贞 静 、幽 闲 、端 庄 ，而 且 更 强 调“ 三 从 之

训，内外之别”，妇女即使出门，也要坐在遮严

的轿子里，以防别人看见。因此，当传教士踏上

中国的土地，就惊奇地发现市内很少见到女

性。

街上看不到一个妇女，哪怕上了年纪的也

不外出，公开露面的妇女终生受谴责。男人也

不许到女人家去访问她们。!"#（$%&）

中国妇女差不多是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

几乎不与除至亲外的任何男人打交道。这就给

以“招万民为徒”的传教士出了个大大的难题：

既然无法接触到妇女，那怎么向她们传教并劝

化之？

较早在华传教的意大利籍神父利玛窦，在

尚未完全了解中国人文的情况下，一直是以

“髡首坦肩”的僧人面貌与人交往，一度被误以

为和尚，众人称之为西僧，称其所建教堂为寺。

“（礼拜）至期，男女分投诸寺，长跪听僧言说。”
!’#倘若没有别人的指点，传教士们一直以这样

的装束在中国生活下去，或许可以更容易接近

妇女，向她们传播福音。

按照中国习俗，妇女是可以 进 寺 庙 尼 庵

的，和尚是唯一可以不受“男女授受不亲”这一

规矩制约的人群。但是传教士们并未意识到这

一点，当他们发现在中国僧人的地位十分低

下，为人所看不起时，便毅然脱下僧袍，留起发

须，穿上儒服，以儒士身份出现在众人面前。神

父们既然选择了儒教士大夫们的地位，实际上

也就断绝了他们与女子的交往。

无奈，利玛窦等传教士只好寻求补救的办

法，他们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两全之策，即首先

发展了个别男教徒，再通过男教徒发展女教

徒。一般是丈夫信教后劝妻子和母亲等人信

教。有了女教徒，然后由女教徒发展新女教徒，

女教徒不与男教徒同堂过宗教生活。!%#（$"&）沙守

信（()*+*,-*.）神父记载道：

传教士们无法向中国的夫人们传教，必须

先让她们的丈夫入教，由丈夫向妻子传道，或

者由丈夫允许某个女基督徒上门传教。!/#（$’’）

这样，总算成功地解决了如何劝化女子入

教的问题。但随后神父们又遇到了新的难题，即

女子入教后，该如何过宗教生活呢？欧洲的教堂

是男女共享的，但中国风俗，男女间不相闻问，

即使她们入了教，仍不能和男人们一样去教堂。

而且女子们从头到足，均穿戴严实，连笑都不能

露齿，这让西洋教士们感到很为难。

中国的女人们天生羞怯拘谨，她们几乎不

敢在一个男人面前露面，更不用说对一个外国

男人说话，听他的教导了。!0#（$’12）

因此，传教士们决定了施行圣事时，一定要

小心谨慎，在允许的范围也可以适当做些变更。

首先，随着入教妇女人数的不断增加，教士们开

始为女性专设小堂，普通老百姓妇女基督徒一

年去两次教堂 （过分抛头露面只会有损于 教

会），在那里，传教士隔着栅栏向妇女传教。其

次，行圣事时，只带领一名孩童进堂辅祭，其他

男子一概不许入内。有时为避嫌，就让中国修士

代为授洗。再次，为避免妇女的尴尬，传教士们

举行涂油仪式是用镊子夹着棉花，而不按教规

用拇指涂油；临终抹圣油，妇女腰部和足底可以

不抹；听妇女告解（忏悔）时，用帷幕两两隔开，

使传教士与妇女不直接面对。最后，为解决言语

的不通（中国妇女一般只会说方言，而一些传教

士只会说官话），妇女们可以先向她的儿子袒露

罪孽，再由她儿子转告忏悔神父，儿子再将神父

的建议和教诲传达给她。

由此可见，传教士们为达到向中国妇女传

教的目的，可谓用心良苦。他们一方面小心翼翼

地极力扫除妇女信教的障碍，一方面又与妇女

保持一定距离，尽量不与中国传统要求相背离，

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但尽管这样，淋油洒水，

男女杂会，仍为时人所诟病：

传教士们自谓绝淫不娶，而以领圣水之妄

说，诱彼愚夫愚妇私行秽鄙。!3#

公然淋妇女之水，而瓜嫌不避，几沦中国以

夷狄之；教中默置淫药，以妇女入教为取信，以

点乳按秘为皈依，以互相换淫为了姻缘，示之邪

术以信其心，使死而不悔。!&#（$"&、%/）

正如前面所述，在中国，从社会的上层到下

层，对于女子混入男子之中都持异议，均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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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风败俗和寡义廉耻的表现，甚至连亲人都蒙

羞，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做人。因此，与中国

风俗相悖的男女混杂，自然被视为异端和洪水

猛兽，成为反教人士攻击的最佳武器。他们见

“男女同处一室”，理所当然认定是传教士们用

幻术诡行在引诱妇女，使其变成淫妇荡娃，因

而对基督教在中国的流传恨之入骨。他们认为

传教士们航海东来，就是为蛊惑百姓、离散家

庭、败坏淳厚民风，使得“堂堂中国，鼓惑于夷

邪，处处流毒，行且亿万世受殃。”!"#（$%&）因此极尽

鞭鞑辱骂之能事。而实际上，西洋教士们自幼

立志信奉基督，终生不结婚不做官，不远万里

来华，只求劝更多的人归信耶稣基督。其劝人

戒淫，又谈何诱淫良家妇女？其发誓不做官，又

怎能影响中国政局？

二、信教妇女的阶层和动机

尽管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时时受到阻挠，

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发展。自利玛窦 ’("% 年在广

东肇庆为中国第一个信徒施洗后，信教人数每

年都在增加。到 ’)’& 年利玛窦去世时，中国已

有信徒大约 *(&& 人。而 ’))+ 年，耶稣会士来华

后才 "& 年，教士们向欧洲报告说，包含最远的

省份，教友共计 *+",’"& 人，平均每年增加新教

友 -,&&& 余名。这在一个儒教、佛教势力已根深

蒂固的东方大国，是相当不容易的，而这中间，

有相当一部分是妇女信教者，这从士大夫们对

它的极力攻击与谩骂中也可获知。

中国妇女一般感情细腻、天性善良淳朴，

婚后多是相夫教子，因此需要有神灵来保佑、

庇护一家的平安与幸福，因而宗教很容易渗透

到她们的心灵深处，也就比男子更容易接受信

仰，且大多信教后，比男子更加诚笃。最初，神

父们以为妇女入教可能在中国不太可行，因为

她们闭居的生活习惯几乎使她们与世隔绝，中

国的“妇道”似乎也向她们关闭了所有皈依入

教的道路。但在基督教的实际传播过程中，闭

居反倒为她们的修身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

传教士们丝毫不怀疑她们能习惯于修道院生

活。而且尽管中国妇女厌恶被人触摸，但她们

对于任何的仪式，甚至是涂油礼都没表示任何

的不愉快。上至皇族显贵妇女，下到穷苦无依妇

女，均有信从天主教者。

当时，传教士们尽管能进出皇宫，但无法接

触到皇室妇女。这样，向皇宫妇女传教的重任就

落在了宦官的身上。也正因此，传教士们逐渐与

宦官建立了良好关系，其中有不少宦官感于基

督教义，开始信奉天主教，并成了传教士们劝化

宫中妇女入教的好助手。德国人魏特著《汤若望

传》中记载一位王姓宦官，其受洗后圣名为若瑟

./012345。
“汤若望向他授以劝化宫中妇女入教的使

命，付以他向宫中妇女施行洗礼之权，令他向她

们宣示教义，并且来回转递教士与宫中妇女之

间的函件。”!6#（$’"*）

结果经他之手入教者有三人居后妃之位，

教名为阿加特（789:42）、烈纳.;2<2=25和西奥多

拉.>420?0@95。但劝化皇族妇女入教贡献最大的

当为太监庞天寿（教名亚基楼），他可以自由出

入宫廷，便把天主教和传教士们介绍给皇家。在

’)%) 年，已有七八十个皇族命妇领洗奉了教，

到 ’)+" 年，明室将亡时，在庞天寿和瞿安德

（7=?@2 A0BB<2@）的劝化之下，永历帝的嫡母王

太后、生母马太后及帝后王皇后均受洗入教，王

皇太后还分别写有呈教宗和耶稣会总会长的书

信：

窃念烈纳本中国女子，忝处皇宫，惟知阃中

之礼，未谙域外之教。赖有耶稣会士瞿纱微在我

皇朝，敷扬圣教，传闻自外，予始知之，遂而信

心，敬领圣洗⋯⋯伏乞圣父向天主前，怜我等罪

人，去世之时，赐罪罚全赦！更望圣父与圣而公

一教之会，求天主，保佑我国中兴太平⋯⋯

予处宫中，远闻天主之教，倾心既久，幸遇

尊会之士瞿纱微，遂领圣洗，领圣水，阅三年矣。

今祈尊师神父并尊会之友，在天主前祈保我国

中兴太平，俾我大明第十八帝、太祖第十二世

孙，主臣等悉知敬真主耶稣⋯⋯!’&#（$*6(C*6-）

若说明末皇室妇女之所以多人信教，或许

是缘于其一片真心，但也不排除危难之际，其诚

心的目的是为求耶稣基督保佑大明江山永固，

不落他手。不过清代亦有皇室妇女诚心向教者，

!"#



如苏努亲王家，福晋们多人信教，她们即使在

因信教而获罪遭流放并受尽磨难时，也无怨无

悔，不愿背教，更不愿被送给非基督徒，或送给

蒙古人做奴隶，足见信仰之坚。

至于中下层妇女信教，原因很多，她们或

因家庭的传承，代代信教，如明末著名信教之

人徐光启相国的孙女许太夫人甘弟大，自幼听

母亲教训，恭敬天主与救灵魂诸事。 !""#（$%&）其长

子许缵曾由于任按察使而必须巡视数省，甘弟

大利用这种机会陪同他，从而摆脱了普通女子

的那种封闭生活，开设教区，建造圣堂，传扬教

义于各地。她还让神父们编写神修小论著，发

给那些不能轻易走出家门的女子，使基督教义

能在她们中也得到更多的传播。其堪为在华天

主教活动的楷模，被誉为“古今罕见，中国圣教

独一无二之女士”。 !"’#（$"’&）

另外，有些妇女信教是因为病重无望，气

息奄奄，偶然接触到基督教，受洗后很快就痊

愈了。如《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就有很好的

例 子 ：一 位 太 太 和 其 儿 媳 ，久 病 不 愈 ，领 洗 当

天，病却好了；还有位妇女，怀孕十个月却生不

出孩子，奉教后，在第十六个月顺利生了个充

满活动力的孩子。当然，《耶稣会士中国书简

集》中更多提及的是患癔病的妇女（时人所说

的魔鬼附体），她们总是先求佛问道，在毫无起

色的情况下，才借助于基督教，治好病后立即

砸碎所有偶像，全家受洗。

还有些妇女信教是因为丈夫宠爱小妾，她

们在家庭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无法忍受，

通过信教而希望天主显灵，给她以慰藉。《耶稣

会士中国简集》中提到一位贵妇赵太太，因受

丈夫冷落，境遇凄楚而准备自杀，却因接触到

基督教而感到从未有的宁静，立即恢复正常，

于是只考虑以后灵魂得救，而不为俗事所扰。!"(#

（$’)*’+、%&）

还有些信教女子，则是从小就被传教士收

养的弃婴，她们长大成人后，循着基督教所宣

扬的“独身可以更加拉近上帝，从而使自己及

其周围的男性都受益”!"&#（$’%"）的观点，要么去给

信奉基督教的太太做仆人，要么进修道院工

作。

总之，不管是何原因入教的妇女，一旦信教

后，往往表现比男性还坚贞、还热心奉教，即使

在教难中，也能恪守自己的信仰。如南京教案

中，在教之妇女，聚其所得之工资送狱中，以济

最苦之教徒。!",#（$+"）苏州教案中，仇教者以妇女

弱质，不难强之背教，乃以教中圣像置地上，命

诸在教妇女以足踏之。诸妇女反向圣像围拜，刑

者以杖击诸妇女足，仍忍痛礼拜如故。!"%#（$-(,）

需要指出的是，在宗教团体中活动积极的

女性，有不少是寡妇或独身女子。如雍正十年宫

中朱批奏折云.“又女天主堂八处：清水濠女堂

主顺德人谈氏、刘氏，引诱入教妇女约四百余人

⋯⋯东朗头、监步两堂女堂主俱顺德孀妇梁氏

掌管，引诱入教妇女约六百余人；西门外变名圣

母堂堂主顺德孀妇何氏，引诱入教妇女约二百

余人；小兆门内火药局前女堂主顺德孀妇苏氏，

引诱入教妇女二百余人；河南!口女堂主南海

人唐琼章妻戴氏，同堂孀妇卢氏、唐氏，引诱入

教妇女约三百余人。”!"-#（$"-/*"-"）八处天主堂中即

有孀妇 , 人为领导，足见其热心。究其原因，多

为孀妇们因丈夫早逝，她们既精神寂寥，又无家

庭累赘，因此有时间有精力来从事宣教工作。她

们在集体礼拜中会感到精神充实，而且积极参

加宗教社团也可弥补其与社会、亲属联系的不

足，达到情感上的慰藉。

三、妇女信教的影响

明末清初妇女大胆信教，可以说是对压抑

中国女性的封建礼教的无声抗争与挑战。因为

在宗法社会中，“家庭的奴役和专制的统治总是

相辅而行的”，!")#（$’%,）男尊女卑思想的盛行，必会

导致女性遭受凌辱与歧视。数千年来，“三从四

德”、“三纲五常”象大山一样压的中国女性透不

过气来，但是明末清初传入的基督教，却如一股

涌动的暗流，在一定范围内对中国社会产生了

影响。

"0促进了一夫一妇制。传教士们在传教过

程中反复宣扬西欧的一夫一妇制，即只允许娶

一个妻子，禁止离婚，哪怕没有子女，也不得离

婚，这给中国人带来崭新的婚姻视角，至少在信

!"#



徒中必须严格遵守。因为传教士们严守只有一

个妻子的人才可入教，不少达官贵人、上层知

识分子尽管仰慕基督教义，却被拒于领洗门

外。

明末被称为“中国基督教三柱石”之一的

杨廷筠，受天主教教义感化，准备入教，却因其

有小妾而被告知不能受洗，其不由喟叹，谓之

藻曰：“泰西先生奇甚，仆以御使事先生，讵不

能容吾一妾耶！”之藻叹曰：“惟其如是，乃可以

挽颓俗。”廷筠感悟，终屏妾异处而受洗焉，时

年五十五矣。!"#$（%&’）利类思()*+,- ./01,*2、安文思

(3/45,612 四川开教时，给张献忠的岳丈一家授

洗，老岳丈又引己女认识天主，此女虽切愿领

洗，却因不为献忠正妻之故，未得领洗之恩。!78$

（%’9） 说明传教士们虽然遵循利玛窦的学术传教

路线，极力劝化上层人士入教，却不以人的地

位高下而分别对待，只要是信徒，都得恪守教

义。这对一夫一妇制在中国的实现起了一种示

范和推动作用，间接保护了妇女权益。

7:树立平等的观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这种上下尊卑关系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所宣

扬的，十分严格。但是基督教的教义却宣扬信

教之人均是兄弟姐妹，打破了等级观念，无怪

乎反教之人骂之为“败伦蔑理，颠倒纲常”。但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正是信教之人相互间平

等互助才会被认为是有违常理。《利玛窦中国

札记》载：

有三个信教的贵族妇女，听说有个邻居也

是基督徒，便邀请她参加她们的聚会，并毫不

在意这位邻居是属于下层百姓。而中国的贵族

是不习惯跟她们交往的。事实上，她们认为由

于有共同宗教的纽带，哪怕是村里的农妇也和

她们平等，而并不因自己的生活地位就不高

贵。她们邀请这些人到她们家去聚会和吃饭，

没有人因此评论她们，相反地，她们因基督式

的仁爱而为人羡慕。!7"$（%;;<）

在贵妇们看来，当一名基督徒是件崇高的

事情，若互相蔑视则是大错特错了，尽管出身

有差别，但她们的灵魂是相同的，盛行于基督

徒间的爱心使她们互相帮助。前面所提及的许

太夫人甘弟大，怜爱体恤贫人之意，达到极点。

她在住宅另开一小门，穷苦妇女索食求衣者可

以随便进出，她亦可亲自给发，不必劳烦佣人。

她常说：“贫乏教友皆我兄弟也。”!77$（%9;）她在过

寿日那天，将锦袍上银片与凤冠上珍珠一颗颗

摘下来，送给贫苦百姓，更说明其在宗教环境内

的慈爱之心，并无所谓的等级观念。

’:对包办婚姻的抗争。旧时中国女子到了

一定的年龄就会被父母做主嫁给某男，或寄养

在男家（做童养媳），更有甚者，在尚未出生时就

被指腹为婚，定下终身，不管以后丈夫健康与

否。要想独身，除非是出家为尼或为死去的丈夫

守节，否则绝无不嫁之理。即使成婚后，男子还

可以随意休妻，女子无丝毫反抗之力。而一些听

从了基督教教义的女子却敢于做出惊世骇俗之

举，立誓守贞奉主，坚决不嫁。“安徽休宁金声的

女儿道!，年十七，当适楚抚唐晖之孙，已治奁，

忽得女书，请从父清修，不嫁。子弟皆变色，然女

果以童贞入道。”!7’$（%9;）

当时传教士还专为守贞少女设立贞女会，

让有德行之寡妇负责，说明那时不嫁少女人数

还不少。福建巡抚周学健曾上书乾隆皇帝，说

“初供入教男妇仅三四百人，隔别究训实有二千

余人，守童贞女有二百余口”，!7;$足见已对地方

社会产生一定冲击，才让为官者恐慌，上书请求

皇帝禁教。这些女子用行动来反抗“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的旧礼教，有了自己的思想和独立的

人格，第一次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参与社会活动。信教后，一些妇女一改以

往“足不出户”的生活，到礼拜日亦能参与集会。

信教妇女以男人为榜样也建立了她们的团

体，所从事的活动也和男子团体大致相同。在北

京约有八百名妇女，分别在城市的各个地区聚

集，她们互相学习如何尽最大的力量教育和争

取她们的同胞投入上帝的怀抱。!7=$（%7’;）

而且，贞女会有意识地让信教妇女去探视

病人，去对尚未信教的亲属和女邻居进行基督

教教育。许太夫人甘弟大更是如此，除将传教书

籍赠送给一切相识来往的妇女，使之阅读外，还

在家中常供养几个妇女，外间遇有病人，便叫她

!"#



们出去，施药服事。

甘弟大知道，忏悔对少女们是一大难题，

她于是让她的女儿们习惯于向神父们致意并

与他们亲密交往。她也在家中聚集了某些忠诚

的女子，训练她们去探视病人，教她们学习信

仰，并请神父们前来为她们敷病者的圣油。!"#$

（%&&’）

这些行动在当时无疑对妇女 积 极 参 与 社

会活动起到了推动作用，改变了她们以往“大

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单调生活，使其能了解一

些外面的世界。而她们能使所谓的正统士大夫

们万分恐慌，也可称得上是对桎!其人身自由

的旧礼教的公然反叛。但可惜的是，她们的人

数毕竟还很少，且当时的传教士还不能通过办

报纸、兴教育等方式来扩大宣传，所以波及面较

窄，只能在局部范围内产生影响。不过，尽管这

样，她们也为以后新思潮涌入时，妇女大胆追求

自我价值，寻求自我解放拉开了一个序幕。

上述四点说明，明清间基督教的传入对中

国女性社会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但这

只是局限在宗教观念和宗教活动范围内对中国

封建礼俗的某些违逆和冲撞，而谈不上妇女思

想的解放。西方传教士来华的真正目的是要在

中国传播天主教，并利用宗教为本国政府服务，

根本不可能与中国的封建思想和制度对立。对

信教中国妇女而言，在她们摆脱某些针对妇女

的封建礼俗桎梏的同时，却又被套上了另一种

宗教神权的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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