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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的法国天主教对华传教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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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鸦片战争前，1723年清朝政府曾经颁布禁止外国人在华传教和中国人信教的“禁教令”，在此后100多年

间，仅有极少数的外国传教士在华秘密传教。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1844年法国利用<中法黄浦条约》，强迫清政府

废止“禁教令”，使得外国的对华传教活动由秘密转为公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法国同时向罗马教廷和清朝政府施压，

顺利地从葡萄牙手中夺取了“保护”各国在华传教利益的特权(史称“保教权”)。19世纪末，因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法

国又不得不放弃它的所胃“保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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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是世界上信奉夭主教声名最著的国家，

不仅因其国内信此教人数之众，更因天主教政策

在其国家政策中居于至殊地位。近代列强高度重

视对华物质掠夺，法国亦然，但较之别国，法国

却尤为注重精神渗透。法国天主教的对外传布活

动远早于其海外殖民活动，但资产阶级的侵略目

标却最终将两者紧紧地捏合到了一起。晚清时期

法国的对华天主教政策凸现出鲜明的政治色彩和

阶级烙印，其政策基点是谋求对华“自由”传教

权和夺取对在华各国的天主教“保教权”。本文拟

对这一政策的嬗变脉络作一梳理。

一、动用外交。获取公开传教特权

天主教传华，肇始于公元1294年的意大利人

约翰·蒙高维诺来华布道。直至17世纪初年，伴

随着海上势力的崛起，法国才开始向中国进行传

教。1611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遣派金尼阁来

华，是为在华的法国天王教士第一人。其后，法

国传教士便纷至沓来，迄至1773年，仅来华的耶

稣会会士已达近百人。后因康熙年间，罗马教廷

与清廷之间掀起了一场关于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

化孰优孰劣的“礼仪之争”，直接导致了1723年

雍正皇帝颁布禁止外国人传教和中国人信教的

“禁教令”，并下令逐杀外国传教士，中国自此关

上了外国人传教的大门。雍正禁教对于布道中国

的传教士来说不啻一场教难，尽管如此，仍有少

量愿意献身于天主的传教士，蛰伏在中国各地偷

偷地传播着上帝的“福音”。

法国天主教为了能够继续对华传教，当务之

急便是考虑如何才能打破雍正禁教令的禁锢。然

而，鸦片战争前中法两国并未有过任何正式的外

交接触，法国宗教界意识到必需迅速扭转这种局

面。

鸦片战争的爆发和《南京条约》与《望厦条

约》的签订，给法国天主教实现上述目的提供了

契机。为了不错过这一难得机会，法国宗教界强

烈要求本国政府，“既然英国可以为了维护少数商

人的利益，亳不迟疑地派遣军舰追偿几箱毁了的

鸦片的损失，法国的传教士受到迫害、残杀，法

国为什么不可以进行有效干涉呢?”⋯此时，法国

政府也同样注意到英美等国从中国捞取的大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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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唯恐自已行动迟缓而失去这个良机，由此开

始紧锣密鼓地擘画对华政策的内容，即将宗教利

益和商业利益统一到资产阶级的国家利益中来，

致使两者共同构成了法国即将实施的对华政策的

两大重要基石。

经过准备，法国政府于1843年11月组建成

拉萼泥使华团。使团成员22人，另有6名随团的

天主教士。传教士随行的用意，时任巴黎外方传

教会会长的朗格卢瓦是这样告诉拉萼泥的：“我门

的传教士随时可以为您效力，而且会在不损害宗

教利益的情况下为您做力所能及的事。”旧J至于使

团使命，拉萼泥在呈法国政府的报告中描述得很

清楚，即：在对华商业贸易要求方面，英国和美

国已经给法国树立了“成功”的榜样，“然而，从

精神和文化方面来看，我认为该轮到法国和法国

政府运筹决策和采取行动了。”￡3|，“本使团在精

神方面的成就也将远远超过英国人和美国人所得

到的一切。他们考虑的仅仅是物质利益，精神利

益被他们彻底忽视了。”H J，由此可见，拉萼泥担

负着商业与宗教利益一肩挑的重任，且与英美相

较，更为注重精神方面。

使团配有的3艘军舰于12月起程，至翌年8

月才在澳门登岸。拉萼泥甫抵澳门，就接到江南

教区任主教的法国遣使会士罗伯济送呈的一份备

忘录。备忘录为使团提供了中国天主教徒的详细

情况，并恳请便团向中国交涉宗教事宜。拉萼泥

随即复信称，“法国国王永远是个最虔诚的信教君

主”L5j，并应承了罗主教的请求。

中法淡判于1844年10月7日在澳门举行，

中方代表是钦差大臣耆英。拉萼泥制定的谈判策

略是，为防止谈判一开局就陷入僵持而将商务与

教务要求分开，第一步是与中国签定一份商业贸

易的条约，第二步才全力索取传教特权。在清廷

主和路线的支配下，商务谈判进展顺利，10月24

日《中法黄埔条约》签字。条约完全满足了法国

的商业要求，而宗教条款则仅有一处，即第23款

提及的允许法国人在五口建堂礼拜。拉萼泥接下

来便是着手其第二步的教务谈判。

条约签字不久，拉萼泥即要求耆英奏请道光

皇帝弛禁天主教。由于惧怕拉萼泥率舰队进京，

耆英只得于10月28日禀明皇帝：“今据弗朗济使

臣喇萼呢将中国习教为善之人免罪之处，似属可

行，应请嗣后无论中外民人，凡有学习天主教并

不滋事行非者，仰恳天恩，准予免罪”。帕j道光接

到奏本即朱批“依议钦此”，并于1845年2月1

口颁咨通知耆英。

获悉天生教弛禁，拉萼泥便进一步请求发还

雍正禁教期间被封闭的天主堂旧址。于是，道光

皇帝于1846年2月20日再次颁发谕旨同意其请。

耆英接旨后发布告示，晓谕天下：“天主教既系劝

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

⋯⋯所有康熙年间各省之天主堂，除己改为庙宇

民居者毋庸查办外，其原旧房屋尚存者，如堪明

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7 J

清帝“弛禁天主教”和“堪址还堂”两道谕

旨的颁发，标志着长达120多年的雍正禁教令已

被废止。法国天主教士为此欢呼：“这道(第二

道，笔者注)上谕到了传教士手里，就成了同地

方官作斗争的最税利的武器；不久，我们将看到

江南传教士的领导人利用这道上谕，并倚仗了上

海领事们的支持，摆脱了不少困难”。E8]拉萼泥亦

十分满意于自己的成绩，不无自豪地称：“我欣悉

我出使时工作，虽有阻力和某些官员的刁难，但

终于因收到基督教文化与宗教自由的极大成效而

高兴”。E9]

基于上述可知，19世纪40年代，在西方列

强之中，法国是第一个打开对华传教大门的国家。

它的外交政策积极为其对华宗教的推行开辟了道

路，宗教利益被提升到了与商贸利益同样重要的

地位。这一阶段法国在宗教政策上的成果，便是

顺利地获取了天主教对华公开传教的特权，不仅

极大地鼓舞了法国的天主教士，也极大地鼓舞了

法国政府更加注重于推行其宗教扩张政策。

二、凭借武力。强索自由传教特权

《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给法国天主教对华

传教带来了极大的成功，它迫使中国在宗教问题

上作出了重大让步。道光皇帝的两道上谕实际上

宣告了鸦片战争前清廷严禁外国对华传教政策的

破产，法国天主教士也因此而从禁教期间的秘密

宣教转为公开传教。不过，《中法黄埔条约》中

“概不准赴内地传教”的规定，却仍然“困扰”着

传教士，成为其欲“自由”传教的障碍，因此设

法清除这一障碍，便成为法国天主教对华传教政

策的下一轮奋斗目标了。

19世纪50年代，路易·波拿巴统治下的法兰

西第二帝国在结束了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得以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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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手来的法国政府正在考虑如何寻找借口策划一

场对中国的武装侵略继而从中国攫取更多的利益。

1846年2月20日道光皇帝的第二道上谕有

这样规定，即凡康熙年问建立的旧天主教堂“给

还该处奉教之人”，于是，传教士纷纷潜赴内地，

借“还堂”之名任意指控恣意讹诈。江南一带，

传教士甚至连处所尚弄不清楚，便强令15个县府

立即堪址给还。而在西藏、四川、广东、湖北、

浙江、山西和河北等地，被地方官查获的不法闯

入内地的传教士便达35人之多。道光上谕规定旧

堂给还的应是“该处奉教之人”，亦即中国的信教

教徒，然而传教士却要挟地方官吏应将旧堂交给

法国领事，再由其转交各地教徒。经此一番周折，

各地教产实际上变成了法国政府和教会的教产了，

中国教徒岂有权力再过问这些财产?传教士此种

恶劣行径激起了中国地方官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

强烈不满，民教冲突因而绵延不绝。其中，法国

神甫马赖便是因在广西西林县胡作非为而在民教

冲突中被愤怒的当地群众所击毙。“马神甫事件”

自然给法国谋求新的侵略和扫除自由传教的障碍

提供了发动战争的口实。

1856年，法国伙同英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

争。1858年6月27日，在英法联军炮火的轰击

下，清政府被迫与法国签订《中法天津条约》，该

约第13款规定：“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

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

事，概听其便。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

内地传教之入，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

愿信奉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

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

论何处，概行宽免。”[10 J这项条款，有两点至为重

要：

其一，“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皆免

惩治”。实际上是规定了凡信奉天主教之中国教民

即可受领事裁判权的护佑，即便违法犯罪，中国

法律也不得加于其身。这既严重地破坏了中国司

法的独立和主权的完整，也严重地助长了教徒寻

衅滋事后有所托庇的心理，加剧了中国社会的不

稳定，使得教会与教徒成为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

一支特殊的社会力量：其二，凡“备有盖印执照

安然人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传

教士不仅获得了人内地传教的权利，同时还对清

廷科以保护这些传教士传教的义务。其后，清廷

在各省设立洋务局，职责之一便是专司拔派兵役

92

护送传教士。

1860年，英法联军再度向北京进犯，清政府

又只得于10月25日与法国签订《中法北京条

约》。在该约中，不但把传教土可到内地随处活动

的条款塞了进去，而且担任翻译的传教士艾美还

在中文本里擅自增加了“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

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字句。

中文本第6款全文如下：“应如道光二十六年

正月二十五日上谕，即晓示天下黎民，任各处军

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礼拜，且将

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又将前谋害奉天主

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茔坟、田土、房

廊等件应赔还，交给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人臣，

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

田地，建造自便。”L11 J

当时中法双方约定，《中法天津条约》以法文

本为准，但法文本中第6款根本没有传教士在中

国各地可租田买地建堂造屋的规定。有史家曾就

此事评论，“传播上帝福音的教士，居然可以用欺

骗诈术于如此重大的事项，即使其目的纯为良善，

其手段仍深为可鄙。”【12 J

法国天主教士对《中法天津条约》和《中法

北京条约》中的传教自由条款，感到无限欣慰和

满足。法国的朗怀仁主教和中国各代牧区主教，

在呈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请愿书中写道：“1860

年的条约为我们在中国的传教士开辟了新纪元。

现在我们能够自由地深入久闭的中国内地，在那

里可以讲道、设堂、建设慈善机构，取得这个自

由应当归功于陛下的大力保护，归功于北京的密

切注视条约执行的公使。”u 3j

至此，法国借助炮火和战争的威力以及传教

士诈骗的手段，为其宗教政策开辟了更为广阔的

道路，法国天主教士因此可在中国各地畅行无阻

地自由传教并获得中国兵役的保护，天主教势力

由五口迅速蔓延至中国广大的内陆省份。

三、倚重教廷。积极抢夺“保教”特权

罗马教廷为了调适各殖民主义者的天主教修

会在殖民地国对传教利益的争夺和内讧，曾于16

世纪授与葡萄牙享有东亚地区的“保教权”。据此

权可统理该地区的所有外国的传教活动，包括各

国传教地盘的划分，传教行动的统一，乃至于各

修会传教政策的制定等。既然保教权有此诸多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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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因此谁若掌控了中国的保教权，谁也便可以

充分地运用此权来为其侵华创造巨大便利。

鸦片战争以来，在天主教传华一事上，法国

之所以如此热衷并一直行动至为积极，除了其国

内的宗教扩张需要以外，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

那就是拿破仑在1802年分别给巴黎总主教和罗马

教皇的信中所要求的：希望将“东方所有教友尽

量置于法国特殊保护之下”[14】，“希望能给中国的

传教事业增加新的生力。不必对圣座隐讳，我之

所以要这样做，与一般宗教利益无关。”ExS]倒是法

国的一传教士古伯察对此说得最为明白，“法国派

遣自己的宗教徒到最遥远的地方，用自己的船只

把传教士送到海洋的彼岸，并以大量金钱给予资

助，这个特殊基督化的国家始终在执行着这样的

政策，逐页地在它的历史上写着‘天主的工程借

法国人之手完成”’。IX6]

既然法国在对华传教问题上不遗余力的最终

目的是要对在华传教施以“特殊保护”，而教廷的

目标则是使全球宗教化：既然葡萄牙国力式微以

致在宗教拓展问题上很难再有作为，而教廷的宗

教工程只能“借法国人之手完成”，那么，教皇只

有对法国所做的“成绩”给予肯定并予以适当

“奖励”，才能够鼓励法国继续为教廷效力了。

1846年4月，教廷作出决定：原葡萄牙籍的

赵主教负责的北京主教区交给法国管理，命令在

内蒙西湾子传教的法国遣使会会士孟振生前往北

京接管。翌年3月，这位葡萄牙传教士在给教皇

的答复中，强烈抗议教廷取消葡萄牙的保教权，

声称决不放弃葡萄牙对北京主教区的管理权，只

会把“应该归凯撒的给凯撒，应该归上帝的给上

帝”，坚定地表示他“生为葡人，死为葡鬼”[171。

但是，抗议归抗议，在教廷的强压下，这位赵主

教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北京主教区，孟振

生从容地从赵主教手里夺到了北京主教区主教的

职位。

教廷的态度，立即引起了在华的各国天主教

修会纷纷作出反应。各国天主教士于19世纪50

年代初年，便表示将不再接受葡萄牙的“保护”，

而惟法国的马首是瞻。1851年，各国天主教会还

在宁波召开会议，会议决定由到会的全体教士联

名呈书法国外交部，请求予以传教保护，并让孟

振生致信部长，敦请法国政府能一如既往地注意

传教事业。同年2月又召开上海会议，各地主教

联名呈请教皇将保教权由葡萄牙移交法国。

《中法天津条约》签订以后，教廷实际上就已

开始使用法国的传教护照派遣各国传教士到中国

宣道。同时规定各国传教士与中国官府若有交涉

事宜，一律交由法国领事馆办理，这无异于教廷

已完全抛弃了葡萄牙而依靠于法国。

面对法国在天教保教权问题上咄咄逼人的攻

势，葡萄牙终因国小势弱无力与之抗衡，兼之教

廷各国天主教会纷纷转向法国，这样，葡萄牙在

中国的保教权实际上已名存实亡。于是，葡萄牙

被迫于1857年同教廷签约，正式宣布放弃中国澳

门以外的天主教保教权。至此，法国在1802年就

提出的对在华天主教的“特殊保护”要求得到了

满足。

法国夺得了觊觎已久的保教权，标致着其在

华的天主教势力达到了巅峰。但物极则必反，它

的对华宗教政策显露出来的无限扩张的态势，不

仅让中国政府感到不安和焦虑，同时也招致了其

他列强的不满和担心。法国愈来愈强烈地感受到

来自各个方面的强大压力和冲击，不仅中国不承

认外国的保教权，德、意等列强也不甘受制于法

国的保教权，加之中国人民民族意识和仇教情绪

日渐高涨，诸多因素的作用，法国越来越觉得力

不从心，难以应付。

四、内外交困。被迫放弃“保教”特权

19世纪60、70年代，法国利用保教权在中

国各地不断制造民教冲突，以致教案迭起，清政

府不得不对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给予考虑并采取对

策。1870年2月9日，总理衙门请驻华英公使阿

礼国递交一份文件给英国政府，并由英国转交其

他列强。文件不承认法国在中国的所谓保教权，

建议就宗教一事与各国“妥定章程”，“使传教士

如中国僧纲道纪等司，均归(中国)地方(官)

管辖”。[18]清政府把《传教纪略》和《给各国议办

传教章程》散发给列强，请求议办。

实际上，列强早己不甘心本国教会受制于法

国，更无意于本国教会永远成为法国宗教政策的

帮闲者。针对中国的这一系列举动，列强决意借

此机会摆脱法国对本国教会的控制。首先发难的

是德国。1882年，德国驻法公使向法国声明，德

国将保护本国在华的教会。1886年夏，德驻华公

使巴兰德在天津会见李鸿章时也提出了同样声明。

随即，德国联合意大利同时向中国提出此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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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1月初，德、意公使通知法国，声称已与中

国就保护本国教会一事达成有关协议。总理衙门

亦告知法公使李梅，称中国承认德、意给它们本

国传教士颁发的护照，至于法国颁发给各国传教

士的护照，中国亦一体承认。法国得知后，立即

敦促教廷设法破坏以上协议。在教廷的干预下，

意国传教士拒绝接受本国传教护照，仍旧找法国

签证。

但德国不买教廷的帐，反而指令其驻华公使

向教皇表示强硬态度，并唆使在山东的德籍传教

士安治泰直接向教皇索要保教仅。1890年，安治

泰在回柏林受到德皇和法国政府的隆重礼遇后，

向教皇正式提出德国关于保教权的要求。鉴于德

国正国势鼎盛，教廷不敢拂逆其意，终于在1891

年1月宣布承认德国拥有对其在华教会的保护权。

法国则由于遭受普法战争的重创而难振昔日威风，

在强权决定外交的“公理”面前，也只有接受这

一安排了。

德国拥有自己的保教权，标志着近半世纪的

法国经营的对在华教会控制的大一统局面开始瓦

解。自此后，法国保教权不断受到来自其他列强

的削弱和侵蚀。然而，法国并没有放弃的念头。

19世纪末年在中国人民反帝运动蓬勃高涨时，法

国仍以保护者的资格对清政府颐指气使，仅1898

年便强迫清廷一连发布好几道特别保护教徒的命

令。次年3月16日，清廷颁发“上谕”，准许传

教士可直接与地方官吏交涉民教事件。清廷本欲

借此避免列强利用宗教保护权掀起更多的民教冲

突，然而适得其反，传教士却妄论“上谕”是承

认他们与地方官吏处于平等地位或享有官阶，从

而具有对教徒的民事管理权。这样一来，民教矛

盾与民族矛盾交织到了一起。

1899年，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以农民为主

体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这场运动虽

然最终在八国联军和清廷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

但法国从中意识到，联合绞杀并不能使中华民族

屈服，反倒是促使中国人民更快觉醒起来。他们

不得不承认，“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主要不是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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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而是政治性的，⋯⋯义和团主要是赶走外

国人，⋯⋯视天主教的宣传是为了适应我国的利

益。’’[19]

中国人民的义和团反帝运动的爆发，才最终

迫使法国放弃保教权。这场运动，使法国政府意

识到，继续掌控在华的宗教保护权，不啻于从列

强的行列中主动走出来单独面对愤怒的中国民众，

成为遭其攻击的一面靶子。形势的变化，迫切需

要迅速调整对华传教政策。1905年，法国政府因

与梵蒂冈交恶，法国也就趁势废止了其在华的保

教权，终于甩掉了这个令其“烫手的山芋”。1906

年1月，法国公使通知中国政府，其后法国将只

保护本国的传教士。

至此，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关于在华宗教保护

权的争夺战正式结束，标志着法国对华天主教的

传教政策也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进入了一

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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