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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陕北“ 三边”教案

张雪梅= 席= 涛
（延安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陕西 延安 ’%#"""）

= = 摘= 要：中国近代教案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下的产物。在

此期间，比利时圣母圣心会控制了包括陕西、内蒙古地区在内的鄂尔多斯地区，并开始在这里传播

天主教义，长期欺压当地百姓，掠夺土地、财产，种种丑恶行径激起了当地广大群众的强烈抵制和反

抗，最终酿成“三边”教案。“三边”教案是一种反对西方传教士侵略，抵制西方殖民主义价值观传

播，以维护中国文化传统为主要内容的反洋教斗争。与之相关联的近代中国教案是中国人民反对

列强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斗争的结果多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它的意义和影响在整个中国

近代史上光辉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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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爆发在中国内地的数起“ 教案”不是指一般性的正常传

教事务，而是指专门通过传教的目的进行侵略活动的政治性

事件。受西方列强支持或派遣的传教士充当着西方列强侵

华的急先锋，他们企图将整个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纳入他们

的殖民侵略“事业”中。事实证明，传教士成了英帝国了不起

的尖兵，“在扩大英国殖民地方面，有一个团体比其他任何人

有更多的贡献，那就是传教士⋯⋯所进行的工作”［%］（C%!#）。

诺尔斯一针见血地道破了那些所谓的传教士在中国设立的

基督教会的侵略本质。外国传教士的种种暴行，理所应然地

激起当地广大中国人民的反对。这其中，尤其是以义和团运

动为代表的反帝反洋教运动，早已超越了农民运动的范畴，

有力地阻止和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华热潮，为中国人民立下

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在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下，全国掀起

了大规模的反帝反洋教运动，陕西的“三边”教案便是其中典

型一例。

一、“三边”地区天主教的传播

%’ 世纪初叶，陕西就有了外国传教士的活动，当时陕西

绝大部分地区属于法国遣使会的传教区域。鸦片战争以后，

外国教会势力作为列强侵华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

中国殖民地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得以迅速发展。到义和团运

动时期，教会（主要是天主教）势力已经侵入到陕西的大部分

地区，其中已经出现了比利时的传教士。比利时圣母圣心会

从 %& 世纪接替了法国遣使会后开始在这个区域内活动。圣

母圣心会主教派遣费尔林顿、德玉明和司福音神父到鄂尔多

斯区域内的蒙古地区和陕北“三边”地区传教。“ 三边”是指

陕西省北部的定边、靖边和定边县所属的安边堡一带地方。

定边的安边堡和靖边口外的宁条梁两地东西相距 #" 华里。

安边堡东北 ’" 华里为鄂托克旗南端未开垦的牧区城川。安

边堡附近农产丰富，宁条梁以北的城川畜牧业繁荣，因为两

地交通方便、商贾云集。这个由安边堡和宁条梁中间的白泥

井滩，宁条梁以东的小桥畔滩及其以北的城川滩所构成的地

区是比利时圣母圣心会在陕北三边口外传教的基本区域。

比利时圣母心会在陕北三边口外传教主要有两个据点：一个

是以靖边口外的宁条梁为中心的小桥畔教堂；一个是以安边

堡东北之鄂托克旗南端未开恳牧区为中心的城川教堂。这

两个地区主要分布有汉蒙两民族。汉族人主要分布在宁条

梁一带，而城川一带则有不少蒙古族人［!］（CA(）。

当时的靖边县小桥畔教堂，是陕西省最大的教堂之一。

小桥畔在宁条梁东南 %A 华里的无定河上游东岸，小桥畔教

堂的礼拜堂颇具特色。它未采用西洋建筑的形式，而是把蒙

古喇嘛庙、汉人佛庙和回民清真寺建筑特点融合为一体建成

的全新东方式建筑，用中国式的神龛供着耶酥神像。整个教

堂完全用朱漆立柱支撑，地下铺着地毯，顶上是非常华丽的

彩绘天花板［!］（CAA），修建十分豪华，是当时该地区最为壮观的

建筑。

清朝同治十一年（%D’!），比利时天主教士叶茂枝由绥远



到靖边县所属的宁条梁地区传教。起初他们在宁条梁南沙

口地方租赁民房而居，建立了南沙口教堂，不久后便“ 一边是

大量购买土地，用土地、籽种、牛犋作诱饵，吸引周围群众入

教；一边则勾结当地土豪劣绅欺压不入教的群众”［!］（"#$%）。

他们在小桥畔教堂一带租、开土地就达五千二百多垧（ 约合

二万多余亩）［#］（"&&%），甚至在定边县北到城川口的大片膏腴

之田，也被这些传教士“买去了多半”。当地有识之士对此情

景惊呼：“设不严重交涉，数十年后，汉蒙耕地恐尽归入外人

势力范围。”［’］（"&(）教会大量占地之后，便开始欺骗当地贫苦

农民入教，进行残酷的地租剥削和其他手段的压迫。光绪十

一年，传教士在买定大批土地、修筑房屋、建立教堂后，又开

始在教堂四周修筑寨墙，以作防卫。“ 小桥畔教堂在周围筑

有土寨一座，长达一百六十丈，墙高二丈，底宽一丈五尺，收

顶宽六尺”［(］（"&)），深沟环绕，俨然一座城堡。到了光绪二十

四、二十五年，“三边”天主教势力有了更大发展，其中小桥畔

教堂共管辖六所教堂。靖边县境内自小桥畔起，到城川口

止，共有教民七十一户，三百余口。当时“三边”天主教堂，在

长城以外者属于宁夏三盛公教区，在长城以内者则属于延安

教区，总计有教堂十九所，区主教设在城川。此外，小桥畔、

堆子梁、白泥井各设本堂一所，毛团库仑、西白泥井，各设分

堂一所，沙渠、大阳湾、硬地梁、伊当弯、毛家窑子、沙路茆子、

仑房梁、红沙石梁、白土岗子、黑梁头、小疙瘩、圪丑、场子壕

等地各设公所一处，教士多为比利时和荷兰籍［(］（"$*%）。这便

是当时“三边”教会的大概状况。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以上这

些天主教教堂内“拥有大量武器弹药，并私设法庭，动辄拘捕

无辜百姓，轻则辱骂，罚款，重则鞭挞，监禁，以至处死，县民

恨之入骨，蒙民的仇恨更深”［!］。&+%+ 年，二百多名蒙古人

围攻宁条梁白泥井教堂，险些酿成重大教案，说明那时陕西

“三边”地区的冲突已经很严重了［$］（"’(）。

二、反洋教运动的爆发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的兴起点燃了全国人

民反帝斗争的怒火，“ 三边”地区的人民积极响应。是年春，

山东义和团一个名叫张成德的首领来到了靖边县宁条梁进

行反洋教宣传，宣称能教男子“ 焚香念咒可以抵抗枪炮”，能

教女子学习“红灯照可以腾空驾云”［!］（"#$%），深得当地人民信

任，因而被当地人称为“ 能人”。但是不久以后，张成德因事

回山东，宁条梁又来了一位自称奉“ 能人”之命，从泰山来传

教的青山道人。他开始在宁条梁刘福兴店内设坛传授法术，

当时参加的男女青年达到 &** 多人，大家跟其学法习武的同

时，共同谋议反洋教之事。深受洋教士压迫的当地群众早就

想脱离教务的束缚和限制，因此这个举动得到了当地百姓的

积极响应。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夜［!］（"$&*），义和团成员会合鄂

托克、乌审两旗的蒙兵 #** 多人，以及安边李鞋匠带领的 $*

多人和自发而来四乡群众 !** 多人共同攻打靖边小桥畔教

堂。当时整个庞大的队伍高举火把将教堂团团包围，但是令

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队伍中的火把引着了寨外的草垛，一

时风吹烟起，四处照射如同白昼。目标被暴露后，引起了教

堂内传教士的恐慌。作战开始后，义和团成员个个奋勇善

战，冲锋在最前面。当地群众也积极配合战斗，其中深受传

教士压迫的定边乡民李鞋匠头顶铁锅，身披牛皮，一直冲到

了寨门口杀敌，却不幸英勇牺牲［)］（"%*）。蒙兵更是骁勇善战，

但由于武器装备的落后，到最后也渐渐落入下风，这些传教

士拿出藏在教堂内的长短洋枪，疯狂地向义和团队伍扫射。

义和团、蒙兵以及“ 三边”地区的百姓由于武器装备上的落

后，遂屡次向教堂发动攻势终不能迅速攻克寨墙，最后双方

进入了相持的状态⋯⋯义和团、蒙兵和当地群众围攻靖边小

桥畔教堂达 #+ 天之久，屡次展开激战，但是最终仍然未将教

堂攻克。这次发生在“三边”地区的反洋教运动最终经查证：

“计烧拆大教堂四处、教民房屋六百二十一间，掠夺牲畜三千

余头、粮 粟 一 千 三 百 余 石、杀 毙 洋 教 士 一 名、教 民 十

名。”［+］（"&*’）此举沉重地打击了“三边”教会势力。

三、“三边”教案的失败

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那拉氏和光

绪帝逃到西安。到了西安，以那拉氏为代表的清末反动统治

者们即刻便暴露出其丑恶的嘴脸，接受了同帝国主义的议

和。那拉氏为了讨好帝国主义，解除民间势力的威胁，下令

对义和团“严加剿除”。当时陕西省巡抚派刘少涵带队来到

“三边”镇压，随即命令蒙兵立即撤至城川。蒙兵一撤走，义

和团也就势单力薄，围攻教堂的群众开始自行解散，义和团

运动很快被镇压下去。“ 三边”人民的此次反洋教斗争失败

后，教会势力更加嚣张，要求清政府力保“三边”教堂，严办教

案的参加者［#］。教堂又私设法庭，大肆逮捕群众，受刑者达

百余人，对支持过义和团的群众亦不放过。永盛号商店曾为

义和团设坛处，被罚银三千两，使其被迫倒闭；支持过义和团

运动武器的陈元善，被罚银八百两；捐给义和团土枪二枝的

郭怀义，被罚银三百两［)］（"+% , %&）。其中法帝国主义更是借口

此次教案打死的一名洋教士，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要求赔

偿命价和一切损失。此时的清朝政府当局畏敌如虎，害怕帝

国主义的强大势力，就对此要求惟命是从，命令当时陕西巡

抚处理此事。

陕西巡抚即派陕西绿营协统刘少涵会同宁夏布都、安边

二府和定靖两县知县出面调停，以地方事件进行解决。光绪

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鄂托克、乌审、札萨克旗和天主教堂

签订赔款条约，条约中处处体现着丧权辱国。因为该条约的

签订地点位于靖边县宁条梁，所以后来一般称其为“ 三边教

案和约”。“三边教案和约”中的规定使毗邻靖边县一带的

内蒙古鄂托克、乌审、札萨克三旗丧失了大批白银和土地，

“⋯⋯鄂托克、乌审、札萨克三旗为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内蒙员

误会上谕带兵闹教一案，今该蒙长贝子等，自知悔悟，情愿讲

和议赔⋯⋯”［!］（"’*(）。其中规定鄂托克、乌审、札萨克三旗赔

偿给教堂白银达十四万三千五百两。“⋯⋯共议三旗烧拆城

川口、硬地梁、小石砭、科巴尔大教学四处⋯⋯是为一宗；掠

夺教堂及教民牲畜，大小约三千头，是为一宗；粮米约梁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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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三百数十石，是为一宗；伤毙教士一人，教民十人，是为一

宗，以上四宗，连乌审旧案，共索赔十七万八千五百两有有奇

⋯⋯除推情减让银三万五千两有厅，今议定交银十四万两。

又有乌审旗下历年与洋教堂教民等争闹，拔须、扯衣、烧房三

案，共议赔银三千五百两，归入此案并结⋯⋯”［!］（"#$%）。在这

十四万三千五百两白银里，乌审旗分担四万五千五百两，因

无款可筹，将大淖碱池作押，“ ⋯⋯惟乌审一旗，应认三成银

四万二千两，其本旗旧案三件，专认赔款三千五百两，共银四

万五千五百两。商以大淖儿碱池暂作押当，分作三限交清

⋯⋯”［&］（"’(#）。鄂托克、札萨克两旗承担九万八千两。除已

付三万四千两外，尚欠六万四千两，后天主教堂强迫鄂托克

旗郡王以边墙外原划归汉民耕种的土地，作为赔款抵押。这

片土地西起白泥井，东至伊当湾，东西长约三百六十里，南北

宽约七十二里，面积约二万五千九百二十方里。此后，教会

实际上控制了“三边”地区，他们公然干涉地方行政，自订法

规，擅设法庭，组织武装，俨然“国中之中”［(］（")’$）。

面对如此巨大的耻辱和损失，当时腐败的清朝政府仍然

希望蒙汉部与洋教释怨解仇，言归于好。然而清朝统治者的

卖权求荣和帝国主义教堂的镇压并没有止息“ 三边”人民的

反抗斗争，随后在 )*$! 年又有反抗统治的起义发生。据《 秦

中官司 报———秦 事 汇 编》甲 辰 三 月 记 载，光 绪 二 十 九 年

（)*$!），定边客民任天绪与靖边县民耿作、张彪等谋划起事，

有王木匠、郭木匠、高士英等联合，造印信文件、旗帜号衣，

“分送蒙人，约期会兵举事”，后因蒙兵札拉呼厅给教堂报告，

事未举而泄密，任天绪、耿作、高士英三人被“ 就地正法，传首

示众”。虽如此，“三边”一带仍有反教势力的存在，显示出

民间反教心理的普遍性和持久性。

四、教案爆发的原因分析

义和团运动时期爆发于陕西北部的“ 三边”教案在当时

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作为陕西典型的三个教案之一。那

么，当时的陕北“三边”为什么能够掀起如此巨大的对抗与斗

争呢？

首先，外国教会势力对“三边”地区人民的疯狂侵略和镇

压是“三边”教案爆发最直接的原因。比利时天主教势力依

仗比利时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陕北和内蒙接壤一带

为非作歹、肆无忌惮地践踏和奴役当地人民，侵害当地人民

的权益。这些教会势力在宁条梁一带大量掠夺土地，使老百

姓没有多余的耕田种地，并且强迫当地农民入天主教，私自

设立法庭，动辄拘捕扣押，当地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如

教会严禁当地群众在教会占有的山岭、牧场中采薪放牧，只

要群众的牲畜踏进教会的田地，即被罚米五斗［(］（"))&）。还有

一位教民张卯在自己家门口抽烟歇息，适逢比利时神甫甘士

英路过，张卯因未看见而没有行礼，甘士英即诬陷张要谋杀

神甫，送 之 官 府，要 求 重 惩。张 被 搞 得 倾 家 荡 产，几 至 丧

命［*］（"’&(）。更有强迫教民把女儿送入教堂作“ 修女”供教士

玩弄等许多让百姓忍无可忍的案例。所以，在义和团运动和

蒙兵的影响下，深受教会压迫与奴役的群众积极响应，斗争

一触即发。

其次，在当时的陕北“三边”地区内，儒家思想、道家思想

是整个社会的传统思想，儒学教条是社会里不可逾越的经

典，是维护封建宗法家长制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如若谁敢

违背此法，就是“非圣之法”、“ 大逆不道”，被看成是“ 异端”

分子。比利时教士来到“三边”地区后，逼迫当地群众信仰天

主教，信仰耶酥，不准教徒尊崇孔孟，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封建

政教，动摇了封建社会的伦理基础，因此遭到广大群众的抵

制和反对。当山东义和团一个叫张成德的首领来到靖边宁

条梁进行反洋教宣传时，便能立即取信于当地人民。继后从

泰山来的青山道人也能及时收揽民心，正是由于当时老百姓

的意识形态里仍然渴望维护封建礼俗政教和千百年来深扎

于民心的古老的传统精神信仰。尽管有时他们不理会那一

套“圣教”或“ 非圣教”的思想是非，但是他们反对并予以打

击的正是外来的意识形态和侵略者的物质利益。所以对“ 三

边”的人民而言，反对洋教是他们的必然选择。

最后，“三边”教案的爆发与义和团运动有着密切的关

系。教会势力与陕西当局反动统治者相互勾结，共同压迫人

民群众。特别是当时陕西地方官势力奴气十足，接受教会提

出的无理要求，袒护天主教会，欺压当地百姓。对此，广大群

众对教会势力的仇恨平日只能积于心头，但是，反抗的怒火

却如岩浆一样在地下运行。一旦遇到合适时机，即会像火山

一样，异常猛烈地喷发出来［)$］（"’&%）。义和团的风暴正好为群

众大规模的反教会斗争提供了合适的时机。)*$$ 年春，山东

义和团首领张成德来到靖边县宁条梁向当地人民进行反洋

教宣传，张成德回到山东后，又派一位法号“ 青山”的道人来

到宁条梁继续活动，鼓动群众反对洋教，练武对付洋人，参加

者达到百余人。青山道人离开后，当地义和团群众又自推首

领，主持坛事，领导反教会斗争，几个月后，就爆发了“ 三边”

教案。

五、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的评析

陕西“三边”教案，作为一个地方性的教案，有其典型性。

然而近代中国的反洋教运动历时很长，差不多跨越整个 )*

世纪下半叶；分布也很广，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和地区；次数也

很多，从鸦片战争后一直到义和团运动期间，“ 仅就由于传教

士引起的大小教案”而论，就“ 共达四百余起”之多［))］。因

此，“三边”教案的爆发，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其中的

共性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分析的。

近代中国的任何革命或运动，都是由当时深刻的社会矛

盾造成的，反洋教斗争也不例外。以“三边”教案为代表的近

代中国反洋教斗争，自始至终贯穿着两种矛盾：一是帝国主

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二是基督教神学与中国封建礼俗政教

的斗争。正是这两种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造成了日益发

展并且几近遍布中华大地的反洋教斗争。王守中先生在《 略

论反洋斗争的矛盾问题》中坦言：“不管外国教会是如何标榜

‘宗教是脱离政治’的，但天主教的海外传播史却证明，西方

教会的向外传播，从来就是和国际上的强权扩张相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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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到了近代，帝国主义为了加速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

地和半殖民地，直接采用了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

侵略手段，而派遣传教士就是这种文化侵略手段的具体实

施。所以说，外国传教士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帮助帝国主义

搞侵略活动，充当其侵略的急先锋。早在 !" 世纪 #$ 年代到

%$ 年代，当时的有识之士就曾指出：“ 洋人之到中华，不远数

万里，统计十余国，不外通商传教两端。通商则渐夺中国之

利，传教则并欲夺华人之心。”［!&］（’()）并且指出“ 夫国家治安

天下，以固人心为本”，而“ 今既准其传教，愚民无知，易受笼

络。一入其教，则人心但知有教主，不知有国法矣！”如此下

去，必须动摇中国的“ 邦本”［!&］（’&)），由此可见其对于中国的

危害。因此，人们在进行反洋教斗争时，总是和反对外国侵

略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打击西方传教士的同时也在反对西方

的侵略者。所以根椐反洋教运动的社会矛盾与其传教士的

侵略实质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包括“ 三边”教案在内

的整个中国近代史上的反洋教运动都具有爱国主义性质，在

我国反帝斗争史上，占有一席之位。所以，从陕北“ 三边”教

案的爆发看反洋教斗争，其主流是应当肯定的。

然而，无庸讳言，“三边”教案以及整个中国近代史上的

反洋教运动，也有其较大的局限性。首先是历史的局限性，

当时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反应比较迟钝，在短

期内不容易激起全民族同仇敌忾。整个中国近代的反洋教

斗争认识的局限性，带来了斗争的局限性，这是运动未能更

大发展的思想原因。其次，中国人民反洋教的目的，就其内

涵意义来说，在于“扶清灭洋”，也就是义和团运动的总体口

号。消灭洋教，捍卫国家主权及孔教的最高体现者和代表者

清王朝，这本身的意义和价值是值得肯定的，却忽视了作为

地主阶级代表的清王朝的本来面目———“防民甚于防寇”，当

借民力反洋教到达一定程度时，随着列强侵略的加剧，清王

朝依附于列强的地位也随之加深，不得不改变其统治政策，

剿灭义和团，压制人民的力量，使得如同陕西“ 三边”地区的

反洋教斗争多以失败告终。最后，这些反洋教斗争都缺乏一

个统一的组织和领导，都是当地群众自发组织起来，所以导

致斗争的盲目和散乱，在反动统治的镇压下，各个击破，最终

以失败结束。具体到陕西“三边”教案上，我们认为靖边县小

桥畔地处于陕蒙宁三省区交界处，行政权力分散，民族成分

混杂，根本不可能进行统一的领导和组织。蒙兵一撤退，当

地汉民也自行解散，没有一个力量的中坚。另外“三边”教案

在斗争方式上的一些失策和错误行动也值得思索与借鉴。

近代来华的外国传教士既是侵略者又是统治者，因而外

国教会既是侵略组织又是统治机构。反洋教运动就是在外

国教会的侵略和暴政下发展起来的，“它的爆发不是早了，而

是迟了；次数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因为中国人民烧毁了一些

野蛮统治中心的教堂，杀掉了一些为非做歹的传教士，处决

了一些为虎作伥的叛国教民”［!(］。所以反对教堂，不论采取

什么形式，本质上都是正义的行为，它限制了外国传教士在

中国建立“基督教殖民制度”［!*］（%!*）的发展，使得它毕竟没有

达到在中国的每一寸土地上都树立起西方教堂的天主教十

字架的狂妄目的。同时，反洋教运动还“ 阻止了各侵略国的

瓜分野心，这一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为中华民族反

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积极意义将永远在

中国近代史上闪现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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