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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直隶教案特点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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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晚清时期的直隶教案有着明显的特点：时间上出现了两次高峰，空间上北部少而中南部多，类别

上以经济纠纷案件居多，涉案以法国、天主教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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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直隶是教案的多发省份，但有关直

隶教案的研究相对薄弱且很不平衡：现有的成果

大多集中于!"+$年天津教案、!"&!年热河金丹

道起义、义和团运动、景廷宾起义等少数几个点

上，且研究者多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物研究，近

代中外关系研究及农民起义研究等角度着眼，真

正从“教案”这一特殊视角进行分析、考察的学者

和成果尚属鲜见#。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在将

晚清时期直隶教案的相关资料粗略爬梳的基础上

对其特点进行了概括$，分述如下：

一、一条“马鞍型”的曲线发展轨迹

依教案发生的数量变化，我们将晚清时期的

直隶教案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世纪四五

十年代，共发生教案十余起，平均每年不足!起，

为直隶教案的初始期；第二阶段，从!"#$年!!月

到!"+,年底，共发生教案#’起，平均每年,起

多，为直隶教案的第一次高峰期；第三阶段，从

!"+(年到!"&"年!$月，共发生教案-’起，平均

每年!起多，为直隶教案的少发期；第四阶段，从

!"&"年!!月到!&$’年+月景廷宾起义失败，共

发生教案上百起，为直隶教案的第二次高峰期；第

五阶段，从!&$’年"月到!&!!年辛亥革命爆发，

共发生教案!"起%，平均每年’起，为直隶教案

的平复期。这五个阶段中，第二、四阶段为两次明

显的教案高峰，如用一条曲线来表示，近代直隶教

案的发生正好呈一条“马鞍”型的波浪式曲线发展

轨迹。

!",#年，清政府颁布“弛禁”上谕，视传习天

主教为“合法”，但仍心存不甘：“时世变迁，以至如

此，若一味拘泥，又难集事，只可稍从权宜”（《筹办

夷务始末》（道光朝），第’&(,页），潜台词是显见

的。因此，“弛禁”的同时，又特别强调两点：一、严

禁教会势力借端生事。“其有藉教为恶及召集远

乡之人勾结煽惑⋯⋯一切作奸犯科，应得罪名，俱

照定例办理。”二、外国人概不准赴内地传教，以示

区别（《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页）。

清政府想通过上述两条规定将传教一事控制在一

定的范围内。然而，各地教务经长期禁锢，早已面

目全非，要重振教务，即需外国传教士的指导与帮

助。于是，传教士纷纷进入内地进行秘密传教活

动，这一时期的教案也大多由此引发。有学者统

计，从!",,年到!"("年间，不包括东正教在内，

外国传教士非法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达(’人&。

直隶一省的情况，仅据《清末教案》第!册载，这一

时期即有法、意等国传教士在井陉、翁牛特旗、固

安、朝阳、天津、安肃等地进行秘密传教活动。传

教士“非法”进入内地传教案成为近代早期教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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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类别和显著特点。这一阶段，清政府处理教

案的态度是积极、主动的，上述案子均以将传教士

解送回广东、江苏等地结案，所建教堂同时也被

拆毁。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晚清教案发展的一个转折

点，战后签定的《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将清政

府的禁教政策彻底打破，各地教案大量增加。就

直隶地区而言，!"#$%!"&’年出现了晚清时期的

第一次教案高峰。究其因：一是弛禁后教会势力

大增，传教士与教民社会地位相应提高。禁教期

间，教会势力受清政府的严密监控，传教活动遭到

限制，传教士与教民的社会地位下沉，成为社会的

弱势群体。据史料载：道光年间，顺天府宛平县桑

裕村教民张成善只因“私用教中音乐”，即被“杖一

百流二千里”，直到!"#(年其孙张加斯吁请才被

释 回，前 后 历 )$ 年，可 见 当 时 教 禁 之

烈［!］（第*!#%*!"号）。正因为如此，一旦获得合法地

位，他们便立即在各个方面向传统社会发起挑战：

查还旧址、公产地亩、摊派钱文案均是这一时期比

较常见的教案。二是两种异质文化的冲突碰撞。

从西汉开始，儒家文化由于历朝统治者的强行提

倡而逐步为中国社会各阶层所接纳、推崇并最终

奉为圭臬。鸦片战争以降，西方教会势力借列强

的坚船利炮乘势东来并迅速广布于中国南北城

乡，中国民众数千年积淀成的儒家一统天下的传

统文化心理日渐倾斜、失衡，由此产生的抵制与仇

恨情绪也与日俱增。近代中国是被动地走向开放

的，教禁的解除也是如此，在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

大背景下，民教之间的鸿沟只有用岁月去填平，民

教相互理解、接受对方需要时间，因此，民教猜疑、

挟嫌捏控、口角争殴案在这一时期也经常发生。

从!"&*年至!"+"年!$月的(’年间直隶全

省只发生了)(起教案，其中!"&*%!"&#年、!"")
年、!""*%!"+$年、!"+(%!"+’年共!(年是教案

的空白年份，竟占去了一半时间。何以出现上述

局面？原因如下：一、在上一阶段，有相当一部分

问题已得到初步解决，如查还旧址*案全部发生

在#$年代，民教争执趋于缓和。二、经过磨合，民

教关系由最初的猜疑冲突逐步趋于融合认同，这

一时期，民教挟嫌捏控及谣言揭贴案明显减少是

这一变化的明证。三、天津教案的影响：第一，曾

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开“重刑镇压”之例，对绅民起

到一定的心理震慑作用；第二，天津教案后，为消

弭民教冲突，总署大臣文祥等议定“传教章程八

条”：撤停育婴堂或只限收养教民之婴孩；禁止妇

女入教堂；教士应遵地方官约束不得干预词讼；教

民须与平民一律；教士须慎选教徒并报官备查；教

士应遵中国体制等，并照会各国使臣。虽然各国

以种种借口回绝了清政府的一片苦心，但是“八条

章程，已哄传欧洲各国矣。无宗教派，素以仇教为

宗旨，每藉以为口实。”［(］（,’’#!’’&）说明“八条章

程”在欧洲各国国内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反响，进而

影响到各国的传教政策，这一点应该是顺理成章

的，教士教民不法案在这一时期明显减少可作

旁证。

虽然从直隶一省的情况来看，尚不能断言教

案数量的变化与近代史上数次中外战争的爆发有

着必然的因果联系，但是自甲午战争后，由于民族

矛盾的上升、激化，直隶教案的数量的确呈现着逐

渐增多的趋势，到义和团运动时期，更多达上百

起，从而形成了直隶教案的第二次高峰。

二、两个“重点”与两个“盲点”

根据直隶省的版图特点，我们将它分为四个

地区"：直隶西北地区，包括口北三厅、宣化府、易

州直隶州；直隶东北地区，包括承德府、永平府、遵

化直隶州；直隶中部地区，包括顺天、保定、天津、

河间’府及深、冀(直隶州；直隶西南地区，包括

正定、顺德、广平、大名’府及定、赵(直隶州。分

述如下：

直隶中部地区为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也是教案的频发区。据笔者统计，!"#$年!!
月%!"+"年!$月直隶共发生教案+’起，发生在

中部 地 区 的 即 达’*起，占 总 数 的 近 一 半———

’&-+.。其中顺天、保定、天津三府发生)*起，占

总数的)&-(.，是直隶发生教案的一个重点地

区。三府中，顺天府京南地区、保定府府治以东以

北地区、天津府府城天津为直隶绝大多数教案的

发生地，而南北大运河所过之通州、武清、天津等

地则为这一地区发生教案的几个“沸点”。从引发

教案的原因看，中部地区发生教案的原因比较复

杂，其中以“摊派钱文”（&起）、“口角争殴”（"起）、

“谣言揭贴”（&起）、“猜疑捏控”（#起）案较为突

出。直 隶 西 南 地 区 为 另 一 个 教 案 频 发 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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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年!$月，这里共发生教案

&’起，占这一时期直隶教案总数的&#()*。其中

顺德、广平二府发生)$起，约占整个西南地区教

案数量的#$*，是直隶教案发生的另一个重点地

区。其中广平府府城为这一地区的教案“沸点”。

西南地区以“猜疑捏控”（!$起）、“摊派钱文”（+
起）、“公产地亩”（+起）、“谣言揭贴”（#起）为引发

教案的几种主要原因。纵观这&’起教案，其中发

生在#$年代的有!+起，+$年代的有!$起，"$年

代的有,起，%$年代的（至!"%"年!$月）有)
起，呈明显减少的趋势。

直隶西北地区共发生教案"起，占总数的

"(,*；直隶东北地区共发生教案+起，占总数的

+(’*，这两个地区均为直隶教案的贫发区。其中

西北地区的易州直隶州与东北地区的遵化直隶州

是晚清时期直隶教案的两个“盲点”，!"#$年!!
月-!"%"年!$月的近’$年间，两地几乎没有教

案发生。这与上述两地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有

清一代，易州与遵化分别为满清皇族陵寝———西

陵、东陵所在地，统治者一向控制较严，有数千绿

营兵专职守护，分驻泰宁、马兰二镇。即使有一些

民教纠纷，也作特殊处理。

总之，直隶教案因着地形状况、人口密度、经

济发展程度以及教会势力分布等方面的差异，在

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中南部多而北部少的明显特

点。中部以顺天、保定、天津三府，南部以顺德、广

平二府分别形成直隶教案的两个重点地区，北部

则出现易州、遵化两个教案“盲点”。就引发教案

的原因来看。中南部地区，挟嫌捏控、摊派钱文、

谣言揭贴均为常见，所不同的是中部地区口角争

殴案比较突出，而南部地区则以公产地亩类较多；

北部地区则无明显特点。

三、经济纠纷案件居多

综观!"#$年!!月-!"%"年!$月直隶%’
起教案，多数为口角争殴、户婚田产、摊派钱文等

民事纠纷案件，其中又以经济纠纷类案件表现最

为突出。笔者统计，这些案件中与经济因素有直

接关系的有,&起，在半数以上，这是与晚清时期

直隶民众生活异常困苦、生存条件极端恶劣的现

实情况分不开的。!%世纪后半期来华的外国人

普遍感受到：“中国最突出的事实莫过于人民的贫

困”，“不论人们走到哪里，听到的都是冗长重复消

沉 萎 靡 的 相 同 诉 说。 穷，穷，穷，永 远 都 是

穷。”［&］（.&$!）在近代中国，这并非夸张之语，而是

铁的事实。急剧膨胀的人口，连年不息的内外战

争，频仍的自然灾害，腐败的吏治，大量的对外赔

款等都是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这早已成为尽人

皆知的常识，不必赘墨。

普遍的贫困预示着对财富的极大渴望，因而

一切问题均围绕“经济”因素展开也就不足为奇

了。公产地亩、摊派钱文类案件自不待言，略举二

例：!"#"年沙河县北掌村一案［’］（第!#,，!"%，!%)号），只

因村中神庙墙垣坍塌，公议令村民李昌印等刨伐

庙内树株价卖修补，教民李景棠等因有“股份”在

内，前往拦阻，结果启衅争殴，经断将庙内公产按

户均分了案，为典型的经济纠纷案件。!""!年内

邱县李家庄一案［,］（第!"’，)$$，)$+号），先是会首张进

宝敛戏钱与教民口角争殴致讼；后又教民张其仲

与大年庄民人李天成因归宗分产互控，案久未结。

原来，李天成的先祖为李家庄张姓，其祖父自幼给

大年庄李姓为义子，分承家产。当年,月，李天成

以张其仲（张姓唯一子嗣）“奉教不敬祖”为辞，归

宗分产引起纠纷，张其仲恐以实情相告不纳，便将

前月敛钱争殴之事饰词上控。客观地讲，李之归

宗并不排除有为其张姓先祖延续香火之意，但更

为现实也更为重要的目的则在于归宗后可以分得

一笔不菲的财产；教民张其仲为夺回财产，邀同在

教生员郭思齐唆讼，添砌词情，诬控多人以造声

势，这些情况均表明民教双方对实际的经济利益

看得更重些。口角争殴案也往往因蝇头小利而

发：!"#)年+月柏乡县小里村因祈雨引发了一起

口角斗殴案，表面看来与经济利益无关，属中西习

俗冲突，但我们仍可从中寻到蛛丝马迹：“村众各

以路成杭等虽经入教，亦有田禾。并不随众祈祷，

徒占伊等雨泽之惠，出言讥诮⋯⋯”［!］（.&,+）。祈

雨要举行一定的仪式，而进香拜神诸事则需一些

费用，教民拒不随众求雨的结果是这些花费要全

部由村民来承担，村民对教民的不满也正源于此。

民教猜疑、挟嫌捏控案也常常有经济利益在其中，

!"#’年平山［!］（第,"!号）、灵寿［’］（第)$)号）两案，皆因

互争村中公产而挟有嫌怨，借端上控成讼。!""!
年定兴一案［,］（第!’&号），汛兵韦洛杰与教民韩顺口

角，适韩家失去骡马，遂捏控。对教民韩顺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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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的关键并不在于逞一时之能，而在于以此为

托词将丢失的马匹找回来，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

在。更有甚者，为一时之利而抢劫盗窃、以身试法

者也 大 有 人 在：!"#$年 新 城 县 孔 家 码 头 村 一

案［%］（第&#&号），村民孔昭麟因贫困难以度日，遂纠

邀乔洛三以领车过河为由向路人索钱，!!月’日

安肃县教堂董教士回津路过，遭到劫抢。!"$(年

广平府城南街教堂因无人看守，$月)日王五福

等进去闲游，“以为是无主之物，乘便攫取”，王五

福、侯黑子、申气保等分别仅止拿得“碎草一包”、

“井架木一架”、“檩木一条”等物，而“房上十字架

暨内外房屋均尚完好无损”［%］（*’!+!’!#），这种只图

微利而不反教的现象在近代直隶也是比较常见

的。其他类教案中经济因素也占一定比重，!"#’
年满城县大固店村的一起教民不法案［!］（第#("号），

便是因教民刘拴儿恃教抗粮、聚众殴差引发。实

际上，从教民入教的动机来分析，就有相当的经济

利益考虑在里面：!"$)年，河间县范家圪土达村十

几户人家仅仅为向传教士求借一条小驴耕地而一

齐奉教［#］（*’!’），义和团运动时期广泛流传的诸如

“天主我的主，鸡蛋大白薯”［#］（*!&）、“一十字，圣加

号，真吃干饭假奉教”［#］（*)&）之类的顺口溜也是这

种经济动机的流露。穷人入教为的是“吃教”，为

的是“沾点便宜”［#］（*!’!）。传教士在劝教时也往

往向人们许诺可以免去若干租税钱文、可以赢得

官司等，这也早已成了公开的秘密。同样，传教士

也是有着经济驱动力的，据立德夫人（,-./.0123
4./52）讲，来华传教士的报酬是非常微薄的：他们

可以得到租房费用，而吃饭、穿衣、看病、行路、及

中国助手的工资“就全靠他们自己了”［$］（*!’)）。

基于此，干预词讼打赢官司从而得到一笔不小的

“赔偿”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这些传教士的一个

不错的谋生手段。

四、涉案以法国、天主教为主

从笔者统计到的!"#(年!!月6!")"年!(

月间的)%起直隶教案来看，其中有"’起为与法

国交涉，约占总数"的"#7+8；有!’起涉及英、

美、俄、比、德等国，约占总数的!’7+8，这是近代

法国取得外国天主教在中国的“保教权”的结果。

所谓保教权，是指法国有权给在中国的非法国籍

天主教传教士签发法国护照，当他们与中国官绅

士民发生纠纷时，由法国为他们提供“保护”，并且

随着列强侵略的深入，这种“保护”逐渐扩展至中

国教民#。法国凭借这一权力，成为了西方各国

各派教会势力在中国的代理人。就教案涉及的教

别而言，直隶教案中天主教教案占了绝大多数，这

又是与直隶各教会势力中天主教势力占绝对优势

密切相关的。据统计，到!)世纪末，直隶一省的

天主教教徒达!+万以上，大小教堂有&’+"座$；

而同期基督教教徒的数量仅为万余，有“总教堂”

&!座。可见!)((年以前，基督教在直隶省的势

力远不及天主教，直隶教案中天主教与基督教的

涉案数量与此恰成正比。此外，经过宗教改革，基

督教在教义、教规、仪式、组织、教阶制等方面都不

同程度地透露出近代资本主义精神，而天主教则

表现出更多的封建色彩。这种不同在其对华传教

活动中必然有所反映，如在活动经费上，天主教在

相当程度上依赖地产收入，基督教则主要来自本

国团体和个人的捐助；在活动目的及内容上，前者

以广泛吸收教徒为目的，而后者的活动中文教卫

生占了相当比重；在地理分布上，天主教的重点在

农村，基督教则主要分布于各通商口岸；在教案问

题上，则表现为天主教占了绝大部分。

总之，晚清时期的直隶教案在时空分布、类

别、涉案国家及教别等方面均表现出明显的特点，

探析与总结这些特点不仅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职

责所在，而且对于现实生活也不无借鉴意义。这

正是笔者写作此文的初衷。

注 释：

% 有关直隶教案的研究专著尚未见到，宏观性研究论文只见一

篇，董丛林：《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直隶教案概观》，《河北师范

学院学报》!))(年第!期，文章从反洋教斗争的角度，对!)
世纪#(年代发生在直隶的’"起教案进行了研究，但#(年

代以后的直隶教案没有涉及。

& 本文将讨论的重点放在!"#(年!!月6!")"年!(月，即从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到义和团运动前。据笔者统计，

这一时期直隶共发生教案)%起；空间上，本文基本按《清史

稿·地理志》关于直隶行政区划的界定，具体包括：顺天府、保

定府、天津府、口北三厅、宣化府、易州、承德府、永平府、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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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河间府、正定府、顺德府、广平府、大名府、深州、冀州、定

州、赵州。

! 赵树好：《教案与晚清社会》，中国文联出版社!""#年版，第

!$%页表格，#&"’—#&##年统计数字。

"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四川省近代中国教案史研究会

合编：《近代中国教案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年版，第$)!页表格人数相加。

# 教会方面将直隶分为)个教区：即北部宗座代牧区，含顺天、

保定、天津、永平、宣化)府和易州、遵化!直隶州；东南宗座

代牧区，含河间、广平、大名’府和冀州、深州!直隶州；西南

宗座代牧区，含正定、顺德!府和定州、赵州!直隶州；中蒙

古宗座代牧区，含口北三厅；东蒙古宗座代牧区，含承德府，

注意区别。

$ 有两起案子法国与其他国家同时涉案，故总数应为&*起。

% 鸦片战争后，法国人孟振声出任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自此

法国取代葡萄牙获得天主教在中国的“保教权”，这一局面一

直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年代中期以后，德国、意大利、西

班牙等国纷纷要求为本国来华传教士提供“保护”，法国独占

天主教在中国保教权的局面被逐渐打破。

& 据黎仁凯：《直隶义和团运动与社会心态》，河北教育出版社

!""#年版，第%&+(!页，直隶)个教区统计数字相加而得

（含北京）。另据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

版社#&&#年版，第#"(页，到#&世纪末，中国天主教教徒为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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