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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是我国较早受到天主教影响，且影响最为深刻的地

区之一。天主教传入陕西最早在明代末年，“泰西两教之播布

关内，始自明末清初”。[1]与陕西其他地区天主教传播事业迅速

发展有所不同的是, 陕北地区在这一时期似乎始终是其传播

的空白区域。清同治年间以后，天主教开始成规模地传入陕北

地区。此后至民国末年的几十年时间里，陕北地区的天主教传

播事业经历了从无到有并呈现出相当规模的发展态势，影响

几乎遍及陕北各个地区。因此，对近代天主教在陕北地区传播

的研究，必然会对区域天主教传播发展研究的深入开展有所

增益。另据调查，近些年来陕北地区天主教个别团体散布危害

社会的言论，影响着社会的稳定，成为一个显著的社会问题。
所以，本文试以近代陕北地区的天主教传播为主线，依靠地方

志，档案馆资料等，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来展现天主教在

近代陕北地区的传播过程及对当地社会发展的影响。由于笔者

学识水平有限，资料不足，不周之处敬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一、近代陕北地区天主教传播的过程

陕北地区天主教传播年代最早的记载是《富县志》中：“天

主教于清初传入鄜州，茶坊镇、川口村和北道德乡东村建天主

教堂。”[2](P8)后再未有记载，可能是没有深入传播，故其他文献

也未有记述。光绪《靖边县志》记载：“清同治十一年比利时圣

母圣心会传教士叶茂枝由边外的绥远来到陕北靖边县宁条梁

镇传教。传教士进入靖边后不久，在宁条梁小桥畔修建教堂，

购买附近土地，转租给当地群众耕种并寻找机会向他们传播

圣教。”[3]这是《富县志》之后关于陕北天主教传播年代最早的

记录，并且这次天主教传入陕北之后，迅速地向周边地区传

播。所以，天主教传教士进入靖边小桥畔设堂传教，可以说标

志着天主教势力正式进入陕北地区传播的开始。
由于陕北各县天主教记载文献资料较为缺乏，因此，笔者

依据现有的资料，对陕北天主教传入时间作一表格，以直观的

展现出来（见表 1）。
从上表看，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天主教在靖边小桥畔建

立教堂后，传播到定边、怀远及绥德等州县。义和团运动后，教

会获得了传教的特权，且受到陕西地方官的保护，其影响力和

传播区域不断扩大。尤其是 1911 年，罗马教廷为适应新形势下

教务发展的需要，对教务进行更有效的管理，设立陕北代牧区，

管理有榆林府、鄜州和绥德州三个县政区，并将它委派给西班

牙方济各会，由其专门负责。这项举措推动了天主教在陕北的

传播，它利用新来修会的人力和财力，使陕北地区的传教事务

得到了迅速地发展。而且，中华民国成立后，把宗教信仰自由载

入了各届政府宪法之中，为天主教更进一步的传播创造了有利

条件。十余年后，天主教已经传播到了陕北地区的大部分县份。
到民国末年，整个陕北地区只剩下府谷、清涧和宜川、保

安等县未有文献资料记载。因此，可视为传播的空白区域。

二、陕北地区天主教的传播路径

通过对陕北各县地方志和其他文献资料的分析，不难发现

近代陕北地区天主教的传播路线：一是由北传入，从内蒙古绥远

地区传入靖边小桥畔镇，而后传入定边县和怀远县，在此之后以

三边为中心，向周围地区不断传播开来。最早来此地传教的是比

利时的圣母圣心会，该修会传教士主要来自比利时和荷兰两国。
[4](P84)二是东路由山西传入，早期是因入教的晋商带入，不以传教

为目的，影响有限。后期是由于政治原因，为避义和团而逃入黄

河沿岸的佳县、吴堡等地的山西传教士，影响传播至与之紧邻的

神木等县。山西地区天主教传教事业是由意大利方济各会负责，

所以，从此途径传播的也是意大利方济各会。三是南路由关中传

入。关中地区是受天主教传播较早且影响很深的地区，受教会自

身发展和其他原因，关中的教会有计划有组织地向陕北传播。
1911 年，陕西北部代牧区设立后，西班牙方济各会全面负责陕

北传教事务，将天主教又传播至洛川、中部和宜君等县。

三、天主教会在陕北地区传教的方式

（一）利用自然灾害的发生，教会向入教者施舍衣物、粮食

帮助灾民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吸引了大批农民入教。近代陕北

地区的农民生活非常贫困，除了自然条件原因外，灾荒的频繁

发生对他们更是雪上加霜。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遇有灾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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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代是天主教在陕北地区传播的重要时期，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蓬勃发展过程。通过以地方志、档案等文献为基

础，勾勒出西方传教士这段鲜为人知的传教历史，重点分析了天主教在陕北地区传教的过程、传播的途径、传教方式和天主教对

当地的社会影响等几个方面的问题。
[关键词] 近代 陕北地区 天主教 传教

本表主要依据陕北各县地方志记载整理。

县名 传入时间 传入地 传教人

肤施（今延安市） 1924 年 桥儿沟、甘谷驿

延长 1919 年 西班牙传教士易兴华

安塞 1924 年 县城（新乐寨） 聂得发（甘泉人）

安定（今子长） 1928 年 瓦窑堡

靖边 1872 年 宁条梁小桥畔 叶茂枝

定边 1875 年 仓房梁，堆子梁

榆林 1911 年 县城南关三义庙 西班牙神甫魏象阕、聂某

怀远（今横山） 1896 年 油房头 杭神甫（西班牙人）

葭县（今佳县） 1900 年 谭家村 老孙神甫和马六品修士

绥德 1880 年 马蹄沟镇李家砭（今属子洲县） 意大利神甫

鄜州（今富县） 清初

洛川 1914 年 黄龙山镇神底村、太平梁、彭家河 艾志贤

中部（今黄陵） 1925 年 康崖底天平村 方某（籍贯不详）

宜君 1922 年 城关镇的城区及白渠河、崔家沟、段树村 西班牙马神甫

表 1 天主教传入陕北各地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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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农民衣食无靠，教会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乃求之不得

之事。民国十一年，西班牙籍教士马石臣（音译）来洛川传教，

于县城创设教会，附设道科学校，时境内兵旱为灾，马氏请准

华洋义赈会拨款救济，藉便传教，信奉者日渐多。[5]1892 年，陕

北三边地区遭了旱灾，人们几无收成，成百上千的人因饥饿而

死，很多人卖儿卖女逃往宁夏。教会此时积极放赈，并发展了

一些教友。[6](P74)天主教教会利用天灾吸引了大量农民入教，奠

定他们在这一地区传教的根基。
（二）面对近代陕北农民失去土地、连年遭遇旱灾的情形，

天主教教会通过购买土地、种子等租借给农民，吸引农民入

教。比利时传教士入境后，在宁条梁附近的小桥畔及安边堡西

北的白泥井建堂传教，拓展天主教教会的势力；一边大量购买

土地、籽种、牛犋作诱饵，吸引周围群众入教，[7](P416)使天主教很

快在三边地区扎下了根。另有学者认为，当地凡入教者可租种

教堂土地。据当时统计，租种教堂土地者共约八百多户。[8](P15)近
代以来，陕北地区战乱、灾荒不断，民不聊生，天主教采取的这

种吸引教徒的方法无疑对普通贫苦百姓是有利的。
（三）天主教会通过小恩小惠引诱百姓入教。例如：陕北子

长县天主教会初期为扩充教徒，凡来听经做功者，以水果香糖

招待。[9](P742)对陕北地区这样物资短缺、交通不便的落后地区来

说，这无疑也是一种巨大诱惑。
（四）天主教会通过自身的实力，保护教民，而获得势力的

扩展。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三边教案”发生后，朝廷无能，教方恃

势，天主教得到了迅速传播。从光绪二十七年到民国 14 年的

25 年间，先后设立堆子梁、白泥井本堂 2 处，仓房梁、海子梁、
黑梁湾、圪丑分堂 4 处，白土岗子、红沙石梁、敖包梁、营盘梁、
小圪塔套、场子壕公所 6 处，共设大小教堂 12 处。[10](P888)鸦片战

争后，天主教教会利用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特权，干涉地方政治，

介入当地民间诉讼等事务，使许多农民入教企图寻求政治保

护。而且，这些教会还利用教案索赔了大量的土地和金钱，使其

有了更大的能力购买土地吸引了农民入教和扩展教会事务。

四、天主教会在陕北传播对当地社会的影响

（一）天主教会开展学校等教育机构，改变了陕北地区落

后的教育局面，对促进当地近代化有着重要的意义。民国六年

（1917 年）二月，天主教在瓦窑堡天主堂创办教会学校，免费

收学生入学，开设国文、算术、唱歌、图画、手工、修身等，要求

学生背诵赞美诗（礼拜时歌颂耶稣和上帝）。[11](P698)另洛川、延
川、子洲、甘泉县志中也有此类记载。无论传教士是出于改善

近代陕北地区的传教环境，还是希望以此来改变当地落后的

教育状况，在客观上都推动了近代陕北社会发展，并将西方先

进的思想文化带入，对陕北这样相对比较闭塞落后的地区来

说，其影响更为深远，意义更为重大。
（二）教会创办的医药卫生机构，改变了当地的卫生状

况。天主教各修会的到来，带来了西方先进医药技术，开创

新式的医院。虽然教会是希望通过医药卫生事业得到天主教

的广泛传播，但客观上却推动了卫生事业的发展。“堆子梁，

清末已为外国教会所有，西药遂传入，但仅限于简单的打

针、用药。”[10](P888)虽然是最简单的治病，但是对于医药卫生没

有保障的地区，天主教填补了空白，意义更为重要。而靖边

县，就比较先进。“民国初年，本县中医郎中只能用中草药和

针灸治疗，小桥畔天主教堂办有医院，用西药治疗各种疾

病，还能作一般的外科手术，医疗技术比较高。”[7](P416)

（三）天主教会兴办了大量的慈善事业。教会的目标是将

基督的福音传播整个中国，要用基督精神来改造中国。教会关

心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孤儿、弃婴、孤寡老人、残疾

人等，救助这些孤立无助的社会成员，既是天主教博爱精神的

体现，也是教会发挥其社会影响的机会。天主教非常重视兴办

慈善事业。到 1930 年时，天主教在全国已办有 375 所孤儿院，

232 所养老院，形成一种具有一定规模的慈善救助体系。[12](P293)

在陕北这一社会事业不发达的地区，天主教教会开设了大量

的育婴堂和开展慈善福利事业。“榆林县天神庙上巷办理育

婴、孤儿等事宜，现有吃乳小女孩五十六人，八岁以上女孩二

十七人，所有食用均由教堂供给待遇甚好。”[13]教会的这些善

举既体现了宗教的爱心精神，拯救了民众，传播了福音，又提

高了教会在民众中的声望，为安定社会秩序，缓和社会矛盾，

促进社会的稳定协调发展发挥了积极有益的作用。”
（四）天主教各修会在传播天主教的同时，也做出过不少

欺民、扰民，危害中国社会的事件，在当地影响甚为重大，为当

地人民所不耻和反对。“外国传教士在横山宣传教义，发展教

徒，并也办过一些教育、救济事业，企图麻醉当地人们群众，其

中混入的帝国主义分子还窃取情报，盗掠珍贵文物，甚至杀害

革命干部……在雷龙湾、景家畔等地传教，发展教徒，盗掠文

物，奸污妇女，杀害百姓。”[14](P617)还有“天主教教士们，凌架地方

政府之上，私自承揽诉讼案件，私设公堂，随便定罪，后经地方

政府干涉，才谨守条约，只搞传教”。[15](P486)当然，这类事件只是

个别，不具有普遍性。
总之，近代是天主教在陕北地区传播发展的重要时期，其

传播是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历程、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地

区传播的历史特点，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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