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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园屯教案与冠县乡村社会

江 斐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200234)

摘要：19世纪中后期，外国教会势力渗入中国的乡村社会，引发了村民之间在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各

方面的观念冲突。同治八年(1869年)，梨园屯民教双方议分义学之地，教民获得包括玉皇阁庙基在内的三亩多

宅第。在如何处理村庄公共财产——玉皇阁庙基这一问题上，民教双方围绕庙基是建庙还是盖堂的五次冲突，

折射出了民教在宗教信仰上的差异和财产权观念上的分歧。在帝国主义的干涉下，由于地方政府无法协调村

社内部的矛盾，长达20多年的民教矛盾终于发展成为亲戚乡邻间的血与火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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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些学者在结合实地调查材料的基

础上对义和团运动进行区域性探索n』，进一步深

人了义和团运动的研究。梨园屯教案，作为义和

团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值得研究。对这一问

题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梨园屯教案发展与义

和拳运动兴起的关系问题上怛J。本文试图结合冠

县十八村的社会环境、社会风俗、社会结构等方

面，对教案中反映出的神权、财产权和族权问题作

一浅析，以期对持续20余年的梨园屯教案及其冠

县十八村有一更全面的了解。

一、梨园屯教案概况

梨园屯属于山东冠县十八村之一。冠县十八

村并不与冠县相连，也不在山东省境内，却是当时

山东冠县在直隶境内的一块跨省“飞地”。由于其

独特的政治地理环境和至少在道光初年已经形成

的优于本县其他乡里的植棉传统，因而十八村的

社会生活自成一格：人多崇儒，男勤耕播，女勤纺

织，“地势远隔，风俗攸殊”，“孤悬境外，隐然独立

一小邕”[3](卷一。政治地理的分隔，造成“控制既

鞭长莫及，治理亦梗塞而不通”的局面，为各种势

力的渗人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客观上造成了这

一地区与世隔绝，强化了这块“飞地”上人们的独

立意识。隶属冠县四乡之一清渊乡的梨园屯，“孤

悬河北直隶境内，为南宫、威县、清河、曲周等县村

庄环绕，距县城百四十里，距府城二百五十里，惟

与临清、丘县境之长屯、小芦等庄较近”[4](删’，历

时20余年的梨园屯教案就发生在这片土地上。

梨园屯村玉皇庙是在该村李氏捐献的宅基上

建立起来的。梨园屯在明代以前即已建村，至永

乐年间该村居民姓氏主要集中在张、刘、李、阎等

四姓。其中李姓是明永乐二年(1404年)自山西

迁来，传至第五代有李成龙、李化龙两位兄弟，且

都有功名身份。当时兄弟俩有十八顷地，居全村

诸族姓的第一位，李成龙于康熙年间捐献土地与

闲宅一所，约有三亩[5](蹦)。此后该村其他富户也

捐献了一些土地，计有38亩左右，与李姓捐献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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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义学地。村民在这片公共土地上兴建了义学

一所；学后有玉皇庙阁数间，作为本村和四乡敬神

赛会之场所；另为护济义学田地38亩。到咸丰年

间，“嗣经兵火灾伤，义学既废，阁已倾圯”[6](删)。

到19世纪60年代，天主教耶稣会、圣方济会

已渗透到直鲁交界的各州县。梨园屯村近300户

居民中就有教民20多户。同治八年(1869年)，教

民为获得一个集体活动的场所，提出要求议分义

学之地。据传教士斯格瑞格勒的回忆：新皈依的

基督教徒声称他们过去曾捐过钱，因此请求斯格

瑞格勒为他们获得一份庙产，当他在应邀参加的

“正式宴会”上提出此事时，村里的头面人物们答

以遁词。后经与教民们进～步讨论后，头面人物

才同意分庙产。于是该村三街(前街、后街、西街)

推出会首连同地保公同商议：将玉皇庙阁、义学、

护济义学田地按四股清分，并立清《冠县致教士文

及民教互立地亩分单》存证，在分单后是村中12

个头面人物的签名：左令臣、姜锡广、高清林、阎凤

池、阎培元、王太兴、李福恒、刘长安、阎德华、姜锡

武、阎立业、王福成。该分单写明：“汉教三股应分

田地三十八亩，圣教会应分房宅一处，上带破厅房

三问，破西屋三间，大门一座，计宅第三亩零九厘

一毫，以备建造天主堂应用。”[7](蹦’

该分单上未曾提到玉皇庙庙阁，那么教民分

得的宅第三亩零九厘一毫中是否包括玉皇庙庙阁

的地基呢?斯格瑞格勒事后追述说：“皈依者得到

了坍塌的庙。非基督徒们仍拥有土地。”[8](勉’

1887年冠县知县何士箴的报告说：庄众将学田均

分，“教民占得地基，破庙改建教堂，以备教士来时

栖止”[7](M’；1892年山东巡抚福润也说：“教民分

得地基破庙，改建教堂。”旧“蚴’在山大学者的调查

资料中有人说：“村民分了地，教民分了庙。”[5](瑚’

由此可见，教民分得的地基是包括玉皇庙在内的，

分单虽未写清，但作为该村民教当事人是了然于

胸的。民教双方对此“并无争论，同心情愿，各无

忌言”[7](蹦’。出乎绅民意料，教民分得玉皇庙地

基后“即将此地基献于传教士梁司铎(梁多明)名

下修盖教堂”[7](时’，转手间，玉皇庙庙基成为了外

国传教士的产业。同治十二年(1873年)，方济各

会传教士梁明德令教民拆庙盖堂，引起绅民公愤，

民教双方先后上控到县，由此掀开了梨园屯教案

的序幕。民教第一次冲突，以县令韩光鼎“此案既

已明立分单于先，何得追悔混空于后，殊属不合”，
且将上控的民方代表阎立业等“责压示罚”的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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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告终。

光绪七年正月初九Et(1881年2月7日)，梨

园屯举行一年一度的玉皇庙会，民间艺术队伍游

经天主教堂门外时，因游人聚观拥挤将天主教堂

大门挤开，民教双方发生口角。山东巡抚任道镕

委派候补知县耿綮昌到冠县复审此案，又作了如

下处理：“左保元虽未率众滋扰，究系好事，阎付东

亦属恃教逞习，分别薄责示惩。至该教堂地基，断

令民教仍旧和好，暂行借用，俟该教民等另买地基

设立教堂，再议归还，取结完案。”[9H哪一279’但传教

士否认有“暂行借用”一说。

迨光绪十三年(1887年)春，传教士福若瑟到

梨园屯传教，在该庄置买砖瓦木料欲扩建教堂，唆

使教民王三歪(王贵龄、王伯三)等扩充地基，于是

又激起村民公愤，几经周折，经十八村梁庄绅耆潘

光美调解，教民“王三歪等情愿将教堂所占庙基归

于该村为庙”，“刘长安等与庄众亦情愿另购地基，

为王三歪等新建教堂”[7 J(叻)。当时两位知县“恐

遽予息销，别生枝节”，曾向教民诘询是否知会教

士，王三歪供称：“系与教士商酌妥协，始来具

呈。”[7](蚴’经此次议结，梨园屯民教相和近两年。

但到光绪十五年(1889年)，山东主教马天恩

对此提出反对意见。并通过法国公使李梅照会总

理衙门，坚持按照同治八年所立分亩地单，强力要

求在原庙宅基地上建立教堂，不同意更换教堂基

址。光绪十七年(1891年)腊月，山东巡抚福润

“饬东昌府首李守提集讯明，断令将庙宇让与教

民，改建教堂。并恐民心不服，由该县何令捐银二

百两京钱一千串，听民另购地基，建盖新庙，设立

义学。俟新庙工竣，再行拆毁旧庙，移置神像，取

结完案”[7](蚴’。这样，前案被推翻，玉皇庙庙基的

得而复失已使梨园屯绅民义愤填膺，教民“必须将

控争之人按名拿究，方肯甘休”[7](蚴’的扬言更是

火上浇油，因而又激起了光绪十八年(1892)四月

民教双方的第四次冲突。村中有侠义之士谓“官

已不论法，我们就不守法”，“并将昔年办团枪械移

存庙内，意图守御”[7](唧’，把教民吓得纷纷逃避。

山东巡抚福润立即饬济东道张上达亲往相机妥

办：解散胁从，严拿首要；庙宇被拆，让盖教堂。主

教马天恩和法国公使李梅对处理结果非常满意，

曾分别向济东道和总署致函表示感谢。这次冲突

后，“十八魁”和梅花拳会代替乡绅成为民方的代

言人，斗争的主要方式也由呈控诉诸于武力。

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1897年4月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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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传教士又置办砖料，意欲重建教堂。十八魁

和梅花拳聚众攻打梨园屯，并拆毁新建的教堂，重

新盖起了庙阁。档案有记载说山东主教马天恩来

函称此次攻打梨园屯：“有二千余名执持刀械匪

党，将该处教堂居住奉教人十九名前往攻打，而该

作乱之人，当杀毙教民二名，受伤多名，捆缚三名，

并拆毁教堂，抢掠该村教民房屋。除二家未抢外，

约有二百奉教之人理应逃走。”[10]㈣’东昌知府洪

用舟“以庙基为始祸根由，断令将庙基充公，另为

洋人觅地建堂”，准许村民在玉皇庙庙基原地修

庙，“嗣因该县觅地未就，久未议结”，山东主教马

天恩趁机“顿翻前说，婪索多款”[10]㈣㈣，几经反

复，天主教势力又占上风，激起梅花拳民的强烈反

抗，并最终发展到“一唱百和，从者如归”的地步。

至于梨园屯“十八魁”联合梅花拳等拳会组织发展

为义和团运动一支重要队伍的过程及其组织源

流，有关论著对此已作了详细论述④，本文不再冗

述。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拳变时期的义和团是同治

十二年梨园屯庙堂之争的延续。

纵观绵延20余年的梨园屯教案，此地的民教

矛盾是围绕玉皇庙庙基是建庙还是盖堂展开的。

那么民教双方为何会在“玉皇庙庙基”问题上争论

不止，甚至发展到诉诸武力的局面?以“玉皇”为

代表的神灵在华北民众的精神生活中处于何种地

位?围绕玉皇庙庙基之争，村民、清政府和外国教

会各自是如何看待村落财产分配问题的?梨园屯

教案的发生、发展与冠县十八村的社会结构又有

什么关系?

二、梨园屯村民的“神权”观念

社会学家杨懋春观察：“在华北的大平原上，

一个大而繁盛的村庄往往建有完整的或分段的围

墙，环绕整个的村⋯⋯一个繁盛村庄的另一象征

是村内有一个建筑相当美好的庙⋯⋯如果村的规

模不太小，村中又有一个或数个大的氏族，就会有

一个或数个修建完整的祠堂或家庙。”[11]“7u以19

世纪的直隶定州为例，据统计418个村中共有庙

宇1837座，平均每村约有庙宇4．39座[12](呦’。庙

宇分布如此广泛，足见其已成为乡村人民生活内

容的重要一部分。

中国是个多神信仰的国家，除佛、道等成熟的

宗教信仰外，人们还崇拜自然神、人物神。在广阔

的华北村落中，天主教在这些地区传播所遇到的

思想对抗并不单纯的是儒家文化，而是释、道、儒

三教合一的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这种释道儒融

为一体的民间宗教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已经融化

在大众生活中了。他们视其所信仰的神、天为大

自然的代表，将自身的存在同大自然紧密联系起

来。如《冠县志·典礼志》中记载的冠县69座坛

庙∞J(卷剐中：玉皇庙、三皇庙、三官庙、全神庙都是

些“天神”，土地庙是一村守土之神，龙王庙是“雨

神”，真武庙是“长生神”，观音庙是“育子神”，奶奶

庙(娘娘庙)是“授产结缘神”，二郎庙是“治水灌溉

神”，从中可以看出民众顶礼膜拜的诸神与人们的

切身利益是紧密相连的。

诸神中，玉皇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更是“天地三

界十方真宰”，这位高居苍穹的天帝把灶君派到千

家万户，纪录每一个家庭的是非善恶，更被认为能

洞察各方的国法民情，普降祥瑞或横施灾孽[1 3=。

玉皇的形象代表了现实世界所缺少的一种理想秩

序——皇权统治以及对乡土社会无所不包直至涵

盖每一家每一户的全面控制。在小生产者看来，

只有这种由最高权威主宰的，并与每一户子民息

息相通的控制，才能为全社会提供公正与和谐。

冠县供奉玉皇庙的庙阁只有三处，占地三亩的梨

园屯玉皇庙是“飞地”上仅有的一处，玉皇庙以其

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了这一带民俗信仰的中心，

周围四乡农民敬神祭醮的场所。每年初一、十五，

庙前插起镶黑边的三角形黄旗，接受由鼓乐班伴

随的村民去许愿与还愿¨3。。此外，“每年正月初

九举行的玉皇庙庙会，则更是村民平淡生活中少

有的‘狂欢节”叶14』。村民的日常生活是极其枯燥

乏味的，他们的娱乐活动只存在于同婚丧、年节和

庙会相关联的戏乐之中。一年一度的庙会无疑抚

慰和丰富了老百姓的精神生活，因此与玉皇庙相

关的如上信仰与民俗，已经成为梨园屯村民生活

方式的一部分。

既然玉皇庙阁及以此为中心展开的庙会活动

在村民日常生活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当

传教士斯格瑞格勒将教民要求分庙产的愿望向村

中头面人物提出，梨园屯的绅民在斟酌之后为何

会同意此项提议并将包括玉皇庙庙基在内的三亩

多宅第作为一股分于教民呢?多年之后，梨园屯

村民在分析民教分家时民教双方的心理状态时说

道：“村里人们看透了奉教的要庙而不要地，才这

①参见路遥主编《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周锡瑞著，张俊义、王栋译《义和团运．≤j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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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提出来的。他们认为奉教的要了庙无用，一来

庙不打粮食，二来他们要了庙也不敢拆庙，更不敢

种官地。谁知正合了教民将庙卖给神父的心

意。”[5](脚’由此可知，梨园屯绅民是以“汉教”的神

权观来揣度教民的想法，认为即使教民如愿以偿

获得庙产，教民也不敢冒犯玉皇大帝而拆庙。直

到当教民将庙产转手卖给传教士、拆庙建堂将成

现实之时方才如梦大醒。

至于庙产为何从教民转至传教士手中，梨园

屯村民说是因为教民私卖土地，神父看中后同意

买地盖堂b](丹8。42’；传教士则说教民分得庙基后因

无力修盖，转而把地基献于传教士梁多明名下修

盖教堂。无论是何种原因，传教士要将玉皇庙阁

拆了，在庙基上盖一座不敬佛老、不供祖先，专拜

一个外国洋神的教堂已是既定事实，这是广大绅

民始料未及的。“上帝是神，玉皇也是神，都是一

样的，干啥拆了咱的庙盖堂”[5](咐)，梨园屯教会势

力公然向民俗信仰的最高权力神“玉皇”挑衅，人

们在心理上是不能接受的。围绕玉皇阁庙基是建

庙还是盖堂的冲突由此激发。

三、玉皇阁庙产之争

梨园屯玉皇阁庙基之争又并非仅是信仰上的

差异，民教双方在信仰冲突的背后还隐藏着经济

利益之争，具体表现在对于村落公共财富的分配

问题上。村落公共财产能不能分；尤其是公共财

产重新分配后是否拥有自由支配权，在这些问题

上，村民的传统财产观念与现代产权观念发生了

激烈的碰撞。而清朝政府、外国教会势力的介入

又加剧了教案的复杂性。

庙宇除了具有宗教上的象征意义外，它也是

“村庄的标志，是公产，是集体活动的场所”[12](m’。

一般来说，村中有人想建造一座庙宇，按惯例他们

将请来村里的头面人物，在这些人的主管下着手

筹集资金，方法是根据每人土地拥有量的不同以

交纳地税的形式筹集，如果这些税款还不够，还需

要到邻村及较远的地方募捐[15](蹦)。在光绪二十

三年(1897年)的一次民教冲突后，东昌知府洪用

舟、冠县县令何士箴等四大官员经调查准许村民

在玉皇庙庙基原地修庙，在村南边另买一块闲地

让教民盖堂，“村中听说叫在此修庙，全村兴高采

烈，按亩派款修庙。四乡亦极其高兴，各村上布施

捐助，不两个月将庙修起。唱戏开光”[5](n嘶’。此

项计划后虽因外国教会的阻挠而搁浅，但从郭栋

臣老人的回忆中获得的信息是梨园屯玉皇庙亦非

54

个人财产，而是整个村庄甚至是四乡的共同财产。

可是在同治八年的民教分家中已经将包括玉

皇庙阁在内的三亩多宅第分与了教民一方，并有

《冠县庙宇致教士文及民教互立地亩分单》为证。

19世纪的中国，虽无律师制度，叉缺公证机关，但

按习惯，这份分单是在士绅和教民双方一致同意

分割地产的前提下才签字的，因而具有法律效力。

依据分单，村落公产已经实现了分配，因此圣教会

所得的“房宅一处，上带破厅房三间，破西屋三间，

大门一座，计宅第三亩零九厘一毫”已不再属于村

落的公共财产，而是教民群体的公共财产了，教民

群体也理应具备自由支配这三亩多宅第的权利。

有意思的是分单上已明确写明了圣教会分得三亩

多宅第的用途是“以备建造天主堂应用”[7](蹦)，应

该讲这份由梨园屯三会首签署并经衙门备案的文

件，也赋予了教民盖庙为堂的合法性，那村民为什

么还会与教民相争呢?

问题在于村民们认为：教民私自将其转手给

了外国传教士。换而言之，我们可以将村民的观

念理解为村落公产实行分配后，教民一方并不具

备自由支配的权利。因为是“公产”，所以仍需要

大家一起商议讨论。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多

年之后，当梨园屯村民忆起这场民教争诉的起因

时仍不约而同地提到教民中某些人私分或贪污了

教士让他们买地建堂的银子[5](瑚。42’。梨园屯村

民的这种集体性谴责，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凝结

在人们脑海中的一个强固的价值观念——村落公

产不容分割。而事实上，从村中头面人物答应教

民提出分庙产的要求开始，村落公产就注定将被

分割，梨园屯村的农村公有制也悄悄地在瓦解了。

在梨园屯公共财产的分配中，清政府、外国教

会势力在其中充当的又是何种角色呢?我们还是

要将注意力集中到同治八年的地亩分单上，因为

教民分庙产的要求最初是由外国传教士与村中会

首们提出的，分单做出后还得到了县官的批准，从

分单中或多或少可以看出清政府、外国教会在公

共财产分配问题上的态度。在这份分单上，虽欲

明确是民教双方的分家，但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

是：分单末尾除了汉教一方的12个村中头面人物

和地保的签名外，却没有教会一方的签名。而这

种形式的分单和华北农村一般明署立约双方姓名

的分单形式大不相同。有学者指出“这是中国与

西方世界冲突下，国家意志向村落内部的悄悄延

伸”[16](嘲’，这一观点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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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4世纪中叶，天主教已经在山东传播。

18世纪因清政府的严行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播一

度终止。直到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以大炮为

后盾，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趾高气扬地再次进入

中国，天主教教会势力有了很大发展。作为传教

士，“获得土地，无论是租赁或购买，使能在土地上

建筑住宅、教堂、医院、学校以及其他必要的房屋，

毫无疑问是传教士的首要问题”[7]㈣。7¨。1860年

的《北京条约续约》中，传教士获得了到内地置产

传教的权利。同治四年(1865年)，法使柏尔德密

鉴于传教士在各处买地建堂，经常引起纠纷，与总

署商定达成一项协议：“嗣后法国传教士如人内地

置买田产房屋，其契据内写明立文契人某某(此系

卖产人姓名)卖于本处天主教堂公产字样，不必专

列传教士及奉教人之名。”[17](呦’总理衙门同意此

项协议的原因是基于卖给教会的产业，不列传教

士及奉教人之名，可以使“产权不致落入外人手

中，与中国仍属无伤”这样一种考虑。但当总署将

这章程通知各省督府时，有密令暗示“必须调查地

方民众对这买卖是赞成或是反对”，而“卖业主人

亦须于卖前报明地方官。应否准其卖出，由官方

酌定”u8儿唧)。同治十年(1871年)，总署向各国驻

华使臣所提出的条款中又进一步规定：“所有教中

买地建堂，或租赁公所，当与公正原业主在该管地

方官呈报查明，与风水有无妨碍。即使地方官核

准，尤必本地民人众口同声，无怨无恶，始可照同

治四年定章注明：上系中国教民公共之产，不可委

托他人卖产成交，更不得听任奸民蒙蔽私自买卖

成交。,,[19](m67-168’如此看来，本来就不是买卖私产

的1869年地亩分单上不列传教士及教民之名，

却在形式上符合柏尔德密协议的规定；而在事后

出现的关于教民私吞教士购买宅地银钱的传说，

又与清政府“不得听任奸民蒙蔽私自买卖成交”的

规定暗合，为悔约抗教制造法律依据，这都表现了

主导乡村秩序的绅士对于国家法令的顺应和运

用。

这种顺应和运用，使地方官在处理梨园屯教

案时陷入了困境。民教双方围绕玉皇庙庙基的五

次争诉，地方官断案既没有现成法律作为依据，又

没有类似案例作为参照。唯一判案依据只能是民

教双方当事人写立的分单协议。民教第一次冲突

后，县令韩光鼎以同治八年所立地亩分单为据，审

断教民一方可以在庙基地上建立教堂而告终。既

然分单上明确写明圣教会所分得的宅第是用来建

教堂的，那么教民一方就具有拆庙盖堂的使用权。

而在1881年的第二次判决中，“断令民教仍旧和

好，暂行借用，俟该教民等另买地基设立教堂，再

议归还”，则有肯定庙属公产之意，1869年分单不

同于产业买卖，教民仍需另买地建堂。这对教民

显然是不利的。民教第三次冲突后，民教各自作

出了让步，教民让出庙基，村民亦情愿另购地基为

教民建堂。应该说，这样的妥协，把产权关系与神

权关系分离开来，是解决教案的最佳方案。首先，

不在玉皇庙基上盖教堂，可以规避神权的冲突；其

次，村民另购地基为教民建堂，既承认了1869年

分单中的教民分得的财产权，又满足了他们建堂

礼拜的要求。这说明，如果没有外国势力的干涉，

民教之间还是可以理性地处理彼此间发生的矛盾

的。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清政府的历次判决

都回避了教民献地或卖地给传教士的合法性问

题，按照“分单上并未列传教士及奉教人：艺名”

官方逻辑，否认洋教士对于玉皇庙基地的产权。

关于教中买地建堂，直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六月清政府才作出了“教堂买产毋庸先报地方

官”的新规定。所以，在此之前，外国教会不经地

方官批准、不经村民同意私自买产的只能视为侵

犯中国产权的表现。

不论教民是私卖还是奉献，教会事实上取得

了玉皇庙的财产权。1889年传教士马天恩否定

了教民在官府调停下与村民间达成的妥协，坚持

在玉皇庙宅基上盖教堂，其所依据的正是教会所

拥有的财产权。这种非法的财产权得以诉诸公

堂，乃是帝国主义政策的支持使然。清政府在法

国公使的压力下，推翻前议，梨园屯教案不仅更加

深刻地把下层民众动员起来，使村民们选择了更

为激进的方法争取自己的权利，而且其性质也发

生了变化，真正具有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意义。
四、梨园屯教案与社会结构

梨园屯教案的的发生、发展，与冠县地区尤其

是梨园屯的社会结构有着紧密的关系。

由于农业社会的封闭性，山东农村大体上还

是采取聚族而居的村落形态。可是在这些地区并

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宗族组织。这种情况的出现与

山东地区的地理环境有一定的关系，黄宗智先生

指出：华北平原多是旱作地区，即使有灌溉设备，

也多限于一家一户的水井灌溉，而相比之下长江

下游和珠江三角洲的渠道灌溉和围田工程则需要

较多人工的协作伽](p44’。从这个角度来说，因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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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不同造成的劳动方式不同，从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人际关系的亲疏。从人口宗族上来说，冠县

十八村都是杂姓村，其中干集有33姓；梨园屯19

姓；红桃园24姓；东赵村11姓；梁庄和鸭窝均有

10姓①。因此，该地村庄极少是地缘界限与血缘

界限相一致的宗族共同体。即便是同一姓氏也未

必“同祖同宗”，以梨园屯为例，该村一大姓——王

姓，单是居住在前街的“王”姓有的是从山西迁来，

有的是从威县大章台村迁来；居住在梨园屯后街

的王姓一支则是从山东登州府大王庄迁来的。梨

园屯宗族势力的薄弱，在教案中也可窥见一斑。

一般情况下，在村社公有财富的分配中，单姓

村落往往是以宗族内的“支”或“门”为单位进行协

作与冲突的；在多姓村，涉及全村的利益分配则通

常是在各姓宗族之间展开的。例如胶县台头村是

一多姓村，村内有潘、陈、杨三大姓，并有其他一些

小姓。三大姓中潘氏宗族的势力最大，分为数门，

居住很分散，但在村落社区的利益分配中表现了

很强的宗族凝聚力；陈氏、杨氏宗族基本上是同族

而居。潘氏和陈、杨两氏宗族之间曾为控制学校

的管理权而发生了一场持久斗争。村学原为潘氏

私塾，陈氏和杨氏觉得其子弟在学校中受到不平

等待遇，便另外开设了一所小学。1900年后，随

着“新政”的实施，原潘氏私塾成为公立小学，得到

县政府的承认与拨款，而另一所学校则成为了教

会学校，两校争夺公产的矛盾愈演愈烈，为平息矛

盾，一度采取分区就近入学的方法，但当一个杨族

家庭的两兄弟提议将两校合并时，冲突又开始了。

潘族认为同化村学校的目的是为了颠覆潘族的地

位，宗族间的对抗情绪上升。时任村长又为潘姓，

因此在处理纠纷时又偏向了自己宗族一

边旺1](P153。1㈣。在梨园屯这个多姓村中虽然我们

也可以依稀地看到大家族对于村落事务的影响，

如最初捐献土地的村中首富李姓家族，到了同治

年间，已经明显衰落，村落公产无人管理。代表

“汉教”与洋教瓜分公产的12名头面人物中，李姓

只有1人，而阎姓为4人，王姓、姜姓各2人。这

说明，阎姓家族的态度对于村落事务影响极大，但

其影响不是表现为宗族内部的凝聚，而是表现为

宗族内部的分化。同治八年玉皇庙阁、义学及护

济义学田地这些公共财产的分配是在“村民”和

“教民”之间而不是在族与族之间展开的，说明当

地宗族血缘关系的松弛程度。

财富往往能维系一个家族的实力，正如有的

学者所说“一个宗族的实力，往往与其领导人的地

位与财富成比例”。由于族田族产的普遍缺佚，冠

县十八村的大多数家族甚至办不起一年一度的

“吃会”，族长既然在制度上无法凝聚自己主导的

血缘集团并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经济保护，自然也

就无法干预本族人在拳还是信教[5](嗍，。而天主

教会势力的介入，又加剧了宗族血缘集团内部的

分裂。

在梨园屯教案中，阎氏家族内部的分裂十分

典型。同治八年，民教商定如何处理玉皇庙的义

学田地和房宅问题时，村民推出的三街会首中的

阎姓代表阎风池、阎立业、阎德华、阎培元多属于

阎氏第五支的大、二、三门④，他们住前街；而阎氏

第五支四门第六辈的育东、绪东、治东、安东、富

东、靖东等六兄弟除靖东外全因贫困被拉进天主

教。阎富东的儿子阎信元(号老同)Et后还成为了

梨园屯的天主教教会会长之一。这支阎姓教民聚

居在村南的前街。而与之相对抗的“十八魁”中，

阎氏成员有10人[99](ml-63’(根据《山东大学义和团

调查资料汇编》，十八魁中阎姓有14人)，且都属

于阎姓第四支，有意思的是“十八魁”中的阎氏成

员还与阎姓教民同居住在梨园屯村的前

街陋](肼坷’。这样在村前街，仅在阎氏宗族内部

就出现了会首、教民、十八魁3种不同的势力。

梨园屯经济结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阶级变

化，是这一带家族血缘关系日渐松弛的另一重要

原因。当时的梨园屯全村共283户，有家庭纺织

(纺线、既纺又织、织布)的159户，占全村户数的

56．2％，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土地所有者雇长

工从事家庭纺织的情况比较多，户数占家庭纺织

户的22．01％[5](响‘1例；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也多是

自植自纺，将产品销售于农村市场，因此梨园屯的

农业生产已具有一定的商品化程度。出现如此情

况，与其土地占有、经营结构密不可分。在梨园屯

一带，土地雇工耕种的情况多于土地出租的，当长

工的雇农户远多于租种的佃农户，详见下表：

①据路遥主编《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上册统计，第116～143页、第163～179页、第215—224页、第245—249页、第254—267
页、第273—280页。

②梨园屯阎姓在乾隆年间分为五支，第五支从第五辈开始又分出四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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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园屯的土地占有、经营情况表‘”1

占全村 占全村
户数 亩数

比例 比例

出租户 12 4．2％ 2380 25．6％

雇长工户 55 19．4％ 彻 43％

自耕农 71 25．1％ 146l 15．7％

半自耕兼佣工户 81 28．6％ 838．5 8．4％

半自耕兼租种户 13 4．6％ 263 2．8％

雇农户 36 12．7％ 138 1．5％

佃农户 35 5．3％ 22 0．02％

小计 283 9299．5

结合上表，将出租土地户与雇佣长工户相比

较，无论是户数还是其占有的土地数量，都是雇工

经营的比出租土地的多；而半自耕农兼佣工和雇

佣户的总数约占全村户数的一半，达到41．3％。

雇工经营户多于土地出租户，因此依赖佣工度日

的半自耕农和靠长工为生的雇农户也随之增多，

冠县十八村出现的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说明当

时这一带的小农已经开始分化。依赖佣工为生或

外出打短工以维持家庭生计的雇农阶层的出现，

是这一分化的显著特征。在梨园屯教案中，民教

双方大部分都是这一阶层的人物：如梨园屯69户

义和拳拳民中有40户是出自这一阶层，在教9户

中有7户是半自耕农兼佣工户[5](响一例。阎氏第

五支四门第六辈的六兄弟大都因贫困入教托庇，

十八魁中的阎姓虽同样家境贫寒，却同属第四支，

这恰恰反映了民教冲突中宗教信仰、阶级分化与

家族关系错综复杂的影响。

山东梨园屯教案的发生、发展表明，由于山东

农村的贫富分化和宗族关系的松弛，在19世纪中

叶以后洋教势力的冲击下，村社内部共同的信仰、

共同的财产迅速解体。由于帝国主义的干涉，地

方政府无法协调村社内部的矛盾，长达20多年的

民教矛盾终于发展成为亲戚乡邻间的血与火的战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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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政府“对外宣战”的上谕，促进了山东义和团运动的重新高涨，严重自然灾害的威胁把人民逼上造反的道路。复起的地区广泛，斗争声威诰大

，残存下来的教堂成为被打击的主要对象之一，是义和团在山东复起的重要特点。

2.期刊论文 郭大松.刘本森 袁世凯与山东义和团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55(2)
    袁世凯履任山东巡抚之后,基于对强敌构衅侵权、时艰方殷的认识,怀着遵守约章、避免列强借口出兵入境以保全自有之权的想法,震慑弹压义和团

,劝谕教民反教,押护洋人出境,使山东义和团的活动渐趋平静.作为肩负守土之责的封疆大吏,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袁世凯对形势的认识和应对举措

,稳妥适当,尽职尽责,应该说是晚清中国社会救国保国的正确选择.

3.期刊论文 王守中 山东教案与义和团散论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47(3)
    19世纪下半叶的山东教案,多发生在鲁西而不在鲁东.从民教纠纷的主导责任看,由教士教民肇事者8起,占18%;官绅民众肇事者36起,占82%.从甲午到

庚子年间发生的大量教案,也多由刀会拳社组织所发动,并最终使鲁西成了义和团的发源地.这说明仅靠简单重复某些传统观点,是解释不了这些现象的.这

与帝国主义的侵略有一定的关系,而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东西部地区经济文化的差异以及天主教传教士的思想作风和传教方针的不同.

4.期刊论文 贾熟村.JIA Shu-cun 义和团时期的山东地区 -枣庄学院学报2008,25(1)
    在义和团时期,山东地区存在着多种复杂的矛盾,斗争尖锐,几经反复,清流派因为思想落后于时代,终被时代所淘汰.洋务派顺应了历史的潮流,终于占

了上风,开始飞黄腾达了.

5.学位论文 张运春 浅论山东地区衍发义和团的原因——由“官、民、夷”互动的视角解读 2007
    1895-1899年，山东地区民教冲突愈演愈烈，教案数量逐年递增。与此同时，山东各地拳会组织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并最终形成一场声势浩大，反对

外来民族压迫的义和团运动。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变化?为什么义和团运动能够在山东地区突然爆发?这正是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解答这一问题，本文认

为必需关注民众、清政府、列强三大国际国内势力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斗争的状况，追寻清朝政府和德法等国政府对山东义和团兴起的责任

。从这个角度出发，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山东地区义和团逐渐兴起的过程，正是清政府与德法等帝国主义势力在山东地区此消彼长的过程，二者之间有

着必然的联系。

    德国借口巨野教案侵占胶州湾之前，德法等国对山东事务的干涉和影响并不十分严重。此一时期，清政府虽然不能完全摆脱天主教会干涉地方事务

的现象，消弭民教之间的矛盾，但是清朝中央政府李秉衡为首的山东地方政府对外来干涉进行了有限度的抗争。这就使得山东地方政府的权威暂时没有

遭到大规模破坏，有利于山东地方社会的安定。但是德国侵占胶州湾之后，形势大变。随着德法等国对山东事务的关注和干涉日益扩大，山东天主教会

也越来越多的参预到平民与教民之间无休止的争斗和诉讼之中。教民以教会为护符，大肆欺压平民。对此清朝各级政府都没能及时有效地采取措施予以

解决，这就势必导致民教冲突愈加激烈。在政府不能充分保护平民利益，伸张正义的情况下，拳会组织、拳会运动成为平民保卫家产、生命，维持社会

正义的最后屏障，拳会打教活动应运而生。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三任山东巡抚为抵制外来势力在山东地区的持续扩张，维

护清政府利益，没有一以贯之地严厉取缔各地拳会组织，坚决镇压拳会运动，而是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同情，纵容和鼓励。正因如此，19世纪末义和团运

动在山东地区遽然爆发。

6.期刊论文 董丛林.DONG Cong-lin 义和团"极盛"前夕的教案态势与清方对策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10,33(1)
    在义和团"极盛"前夕,山东、直隶教案数量较前骤增,反洋教阵线构成复杂,而以义和团及相关秘密会社力量为主导,外国方面借端进行的武力威胁、

政治讹诈以及各国间的协同性则明显加强,格局空前复杂.清方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官员(特别是山东、直隶),尽管在对教案所谓"持平办理"的言论上较为

一致,但实际态度和举措或差异颇大,阴差阳错地为最后义和团在京畿地区的兴盛和教案在该区的激化提供了过渡和铺垫性条件.

7.学位论文 王朝海 论山东义和团首领 2009
    本文从山东义和团发生的背景和其组织入手，论述了山东义和团领导群体的产生，阐明了其

多元松散的特点。通过对义和团文献及各种资料的爬梳整理，将山东义和团运动中涌现出来的191

名首领作了详细的统计。在此基础上，对其职业身份、地域分布和年龄进行了具体的考察，得出

以下主要结论：游民、半游民无产者及贫苦农民是山东义和团首领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多为中

年人，且以直鲁交界的鲁北、鲁西北以及鲁西南为多。本文以山东义和团首领的特点为切入点，

分析了山东义和团乃至全国义和团失败的部分原因。

关键词：山东；义和团；首领

8.期刊论文 张步东 义和团的团号·旗帜·旗号·口号 -历史学习2006,""(12)
    义和团是由民间武术团体义和拳、梅花拳、红拳、大刀会、神拳等首先在山东发展而来.1900年初夏,新任山东巡抚毓贤改义和拳为义和团.同年10月

以后,清政府两次发布上谕,基本承认义和团为合法群众团体.这样山东、直隶(今河北、天津)一带拳会、刀会等武术团体都纷纷打起了义和团的旗帜.

9.期刊论文 王如绘.Wang Ruhui 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的解读 -东岳论丛2006,27(1)
    相当多的研究者把"扶清"解释为扶持清政府之意,从而把"扶清"口号纠缠在义和团与清政府的关系上,是对义和团口号的误读.通过对冠、威义和拳举

事口号的考证,可厘清义和团口号的演变轨迹;通过语言结构的分析,可以证明"清"是作中国解.义和团在打出"扶清灭洋"时,使口号的主体发生了"转换

",所谓"扶清"、"助清",是神扶神助.义和团正是企图通过这种方式,强化自己的作用."扶清灭洋"等口号表现了义和团对国家的笼统认同,集中体现了义和

团运动的民族主义性质.民族主义带有非理性的色彩,因而,正确解读"扶清灭洋"一类口号,对恰当认识与评价义和团运动所表现的民众民族主义的种种特

点,认识近代民族主义发展的历史道路,是有重要意义的.

10.学位论文 李莉 口述调查与义和团研究——山东大学历史系义和团运动口述调查述论(1960-1990年) 2001
    1960-1990年间,山东大学历史系曾到义和团活动地区作过多次口述调查,获得了大量珍贵的口述史料.随着社会的进步、史学认识的提高,30年的口述

调查也因之出现的阶段性变化,并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色.1960-1966年是主和团运动口述调查的初创时期.1980-1986年是义和团运动口述调查的转

折时期.1986-1900是义和团运动口述调查的发展时期,这一阶段共有两次大规模调查.综上所述,山东大学的义和团运动口述调查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

注意政治诉求到侧重学术研究、逐步发展成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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