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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研究·

主持人简介：李惑墨，男，1951年生，江苏海安人，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

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思想史、中华民国史、中国当代史研究。

重视对宗教问题的研究

从本期开始，我们将开辟宗教学研究专糕。

宗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岛克思对此有过非常深刻的论述，他指出：“一切宗教都不

过楚支配着人键毽常生活麓外部力量在人识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悠认为，基督教是普遍化

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神学，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尤其是斯多葛哲学相混合的产物；它在

西穷国家神学统治地位的建立，证明它是“顺应时势的宗教”；近代新教的阶级基础是市民阶

级，“加尔文教是墨野资产除级刹菠的真正的宗教外衣”。马克思主张科学迎认识宗教的起

源，“我们必须熏新进行艰苦的研究，才可以知道基督教最初是什么样子”。

韦伯对新教伦理的论述，揭开了宗教学研究的新价值。他指出，“天职”的概念，不是来自

予《蚕经》原文，而是路穗滚教徒的翻译。它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

是究成自己对于现世的责任和义务。韦伯认为，加尔文教发展了路德教的教义。上帝预先永

恒地规定了宇宙的秩序和每个人的命运，他要求教徒取得社会成就，教徒不能通过教会、圣事

争瑶常镌行善改变自己的命运。加尔文教所盅张的修行，不是麻木施为了来凿姥幸福甚至带

有自虐性的苦行，而是为了克服人的原始本能并理性地发展人格的道德修养过程。人应该

“力了信仰而劳动”，通过自身能力理性地、合法地获利。努力挣钱，拥有财富是道德的。饿们的禁欲主义也

有积极盼意义，篱斡的生活方式与巨大财富的结合，有到于资本的积累。韦饴认为，双基瞥教的禁欲主叉中

产生出来的以职业精神为基础的理性要素，“孕育了近代缀济人”，是资本主义文化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

西，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基。

以上马克思和韦伯对基督教姆论述为我们认识宗教问题，或者说认识不同历史阶段的基督教提供了极

其重要的思想方法。中国拥有悠久的誊教传统，除了本土性的道教之外，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的

传入时阏都比较长，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至深至基。正确对待宗教问题，是新中国两临的重要课题。1949年

的《共同纲领》，明皮规定国家保障宗教信仰自由。1950年8月，中共中央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对待群众性

的宗教问题，从来是当作一种有历史必然性的社会问题和群众问题来处理的，从来是反对单纯地依靠行政命

令简单急躁驰办法来处理宗教阍题的。”此后不久，周恩来魏号召：“添信教的尊重信教的，信教的尊重不信

教酌”。文革结束之后，党和政府全面落实宗教政策。1982年3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

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全面总结了建国以来宗教工作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处理社会主义时期

宗教问题鼹方针政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共中央一苒指鑫宗教盖作的重要牲，强调必须坚持执行宗教

信仰自由的政策，妊须认识宗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妊须保持宗教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豳须引导宗

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中共中央特别要求加强对宗教问题的研究，上述1982年3月中央文件指出：“用

马克思主义爨立场、观点、方法对宗教溺题透行科学研究，是党的理论工锋鳃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宗教学研究是一个传统的学术领域，近代以来前后几代学者做出了很大的学术成就，我们应该继承他们

的科学精神，开辟宗教问题研究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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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前期天主教政策及其对江南传教的影响

周萍萍
(清华大学哲学系，北京100084)

摘要：清朝前期，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位皇帝对天主教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总的趋势是

由宽容逐渐转向禁教。江南作为天主教在华传播较为兴盛的区域之一，统治者政策的变化显然对

它造成一定影响。而清政府对天主教政策多变，与当时国内、国际形势密切相关，因为任何一种外

来宗教的存在，必须以不危及统治者利益为前提，以适应本土文化为策略。

关键词：清朝前期；天主教；耶稣会士；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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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前期，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位皇帝分别

对天主教采取不同的政策。顺治对天主教较为宽

容，康熙亲政后善待传教士，但在晚年他下令禁止天

主教在华传播，雍正、乾隆则下令严厉禁教，政策的

变化对天主教在华传播带来较大影响。江南④作为

天主教在华传播较为兴盛的区域之一，统治者政策

的变化显然对它造成一定影响。在宗教宽容时期，

江南天主教发展平稳，教堂、教徒数目比起明末都有

所增长；在严厉禁教时期，江南天主教发展受到打

击，屡有教案发生。

一、顺治朝对天主教的优容

满族人人关之前，他们与西洋传教士并没有接

触。但在和明政府的作战过程中，满人对明朝将士

所使用的西洋武器“红衣大炮”非常畏惧。1626年

宁远之战，后金大汗努尔哈赤就曾中炮负伤，被迫率

众撤回，七个月后，大汗“伤重而死”。1630年，后金

攻下永平城，俘获了一批通晓铸炮技术的工匠，才掌

握了制炮技术，并把红衣大炮作为对外作战的常规

武器nM8。371。清人关后，统治者积极网罗人才为己

效力，拥有铸炮和编修历法特长的传教士自然在他

们的考虑之列。

顺治元年(1644)五月，清兵攻入北京，在京的

汤若望(Jean Adam schaLll Von Bell)神父并没有逃

走。对于他来说，谁统治中国并不重要，关键是要获

取统治者支持，保证天主教在华顺利发展。汤若望

请人给他写了一张呈递政府的禀帖，请求保护天文

仪器和已经刻好的修历书板。汤若望在禀帖中称，

“臣八万里萍踪，一身之外，并无亲戚可倚，殊为孤

孑堪怜。且堂中所供圣像，龛座重大，而西方带来经

书不下三千余部，内及性命微言，外及历算、屯农、水

利，一切生财大道，莫不备载。至于翻译已刻修历书

板，数架充栋，诚恐仓卒那移，必多散失。而臣数十

年拮据勤劳，无由效用矣”‘2Ⅲ。

汤若望一方面向清政府说明，他是独自一人来

自遥远的异国他方，在中国没有亲朋故旧，以博取统

治者同情。另一方面他表明自己所携带的书籍，内

容丰富，包含“一切生财大道”的学问，可以为百废

待兴的新朝廷所用。汤若望还特别暗示，他可以将

经过数十年才修编好的西洋历法，奉献给新朝廷。

对于这位主动向清廷示好且有一技之长的传教士，

摄政王多尔衮允准了他的请求，让他仍住在天主堂，

并派士兵加以保护。于是，看到希望的汤若望积极

争取在清廷推行“学术传教”路线，屡次上疏，吁请

①传教意义上的江南教区所指范围与当时行政上的江南省

(1667年实际划分为江苏、安徽两省)一致，因明清间人华耶稣会士

在安徽的活动不多，且沪宁杭三角区在思想文化上的相似性，本文

将重点讨论区域确定为以沪宁杭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收稿日期：2005—10—1l

作者简介：周萍萍(1972一)，女，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后，南京晓庄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外关系史与

宗教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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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采用新法历书，以期得到朝廷重视。

顺治元年(1644)七月丁亥，礼部启奏，“定鼎燕

京，应颁宝历。”[3](世祖实录，卷二，页二’素来讲究“天人合

一”的统治者，十分重视历法与自然天象是否相符，

以表明是“顺天而治”。明朝遗留下来的旧历法，因

为使用的时间较长，已经产生了不少差讹。这样，汤

若望呈献的新历法得到重视，经过监测，西洋历法与

天象“屡屡密合”。于是，顺治帝下令废除经常有误

差的旧历法，采用汤若望编修的《时宪历》，“给赐百

官，颁行天下”[3](世祖实录，卷八，页二十一。依靠这部历法，

汤若望在新朝倍受恩宠，除担任钦天监监正外，他还

被加封太常寺少卿、通议大夫等职。顺治十年

(1653)，顺治帝钦赐“通玄教师”称号，十五年，诰授

“光禄大夫，并恩赏汤若望祖先三代”H』489。

顺治帝对汤若望的恩宠，客观上为天主教在华

传播创造比较好的条件。甚至连辅佐过大西、南明

政权的传教士，也得到清政府的宽宥。大西政权败

亡后，清兵妥善保护利类思(kuis Budi0)、安文思

(Magalhaens)两位传教士来京；广州被攻陷后，清军

将领得知效力于永历政权的曾德昭(semedo)神父

是汤若望的兄弟，立即下令释放。可以说，由于皇帝

对汤若望的亲睐，顺治一朝，十八年中，上无仇教的

官吏，下无仇教的百姓，各省传教士都得到地方官的

优待，据说“仅提出汤若望三字，人就服从起

来”15j256。天主教发展较为平稳，教堂和教徒数目均

有所增加。在教徒的捐助下，南京修建两座大教堂，

“南京修大堂二座，一名救世堂，一名圣母堂，一切

用款，皆出自教友捐助。有赵姓大员之夫人，圣名儒

斯大，捐钱最多。南京又有贞女院一所，系从前杨廷

筠之女杨依一陬断所建”[6协1‘262。

上海除明末所建的九间楼堂、敬一堂以及圣母

堂外，又新增加不少小教堂。1659年来华，被派往

江南教区的传教士鲁日满(Rougemont)认为，上海

教区是整个江南或者说是全国最繁荣的传教区之

一，“那里有56座可以正式庆祝感恩礼的教堂和大

约40000个教徒”l_7j19。他在1661年7月27日寄回

国的一封信中报告说，“这两个月内(1661年6q
月)，我已经访问了上海教区27个教堂，授洗了600

多人，我相信可以平均每年增加2000个信徒”"J19。

比利时学者高华士(No琶l Golvers)经过研究认为，

“1660至1670年间，上海有四到六万基督徒，四十

到七十个教堂”l7j256。天主教的不断发展，“使上海

成为全中国传教区之首位”[8]232。233。

杭州天主教也有所发展。对天主教抱有好感的

官员佟国器恰好任浙江巡抚，他嫌杭州原有的关桥

一54一

小教堂不好，劝卫匡国(Martin Martini)神父重新修

建一座大教堂。在佟巡抚妻子和肃王妃的资助下，

新教堂于1659年开工，1663年落成，完全采用西式

建筑风格，称为‘救世主堂’(中文名‘超性堂’)。

新教堂的地址在杭州城北面北关门内的天水桥附

近，“这个地点既靠近运河，又离以前的关桥教堂不

远”[9]29。32。碍于中国礼俗“男女授受不亲”，神父为

妇女另外建造一个小教堂做礼拜，称为“圣母无原

罪堂”。

与明末相比，顺治朝江南又有四个地方建堂开

教：苏州(1658年)、昆山(1660年)、镇江(1663年)

和太仓(约于1662—1665年间)。教徒数也有较大

发展，如松江地区以领洗教徒数和教堂数而著称，

“鞑靼之战，(潘)国光未他往，仍传教如故。1665年

仇教时，松江一府共有教堂六十六所，教徒五万余

人”[8]2舯31。当时松江府包括上海县，可以说它的

最主要教区应是上海。

二、康熙朝天主教政策的变化

康熙朝对于天主教的态度有一个从严到宽、再

从宽到严的过程。第一阶段从康熙三年(1664)至

九年(1670)“历法之狱”期间，各地传教士被拘广

州，天主教被禁止传习；第二阶段从康熙十年

(1671)至四十四年(1705)“宗教宽容”时期，被拘广

州的传教士回到各自教区，1692年康熙帝解除传教

禁令；第三阶段从康熙四十五年(1706)至六十一年

(1722)“礼仪之争”大爆发期问，康熙帝下令在中国

的传教士必须领取“印票”，遵守利玛窦规矩，即适

应中国的礼仪文化，做向化之民，否则驱出中国。康

熙朝政策的变化，给天主教在华传播带来一定影响，

特别是康熙帝晚年下令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播，为雍

正、乾隆朝全面禁教之肇始。

顺治朝优容天主教，西方传教士相继在各地建

堂开教，教徒人数迅速增加，引起部分士人的强烈反

对。安徽歙县人杨光先以布衣身份两次上书礼部，

攻击天主教为邪教，西洋人有谋反之心，“若望之

流，开堂于江宁、钱塘、闽、粤，实繁有徒，呼朋引类，

往来海上，天下之人知爱其器具之精工，而忽其私越

之干禁”HOJ27。28。但因汤若望在朝中地位显赫，无人

理睬杨光先。1661年，顺治帝去世，年幼的康熙即

位，由鳌拜等四大臣辅政。鳌拜等人不喜欢西洋传

教士，主张恢复旧有制度，“率循祖制，咸复旧章”。

因此，康熙三年(1664)，杨光先上《请诛邪教状》，罗

列汤若望等人罪状时，“告为职官谋叛本国，造传妖

书惑众，邪教布党京省，邀结天下人心，逆形已成，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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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可虑，乞请旱狳以消伏戎事毗沁p，投合了鳌辩等

人思想。朝廷立刻受理疏状，对汤若望等传教士和

李祖白等供职于钦天监的偿教官员进行严厉审讯，

欲处死汤若望与奉教官员。孝庄太后考虑汤若望在

顺治朝被重用，劝说皇帝赦免他死罪。李祖白等五

位信教官员都被处死．京城之外的传教士都被撵往

广州，天主教被禁止传播，教堂被封、书豫被毁，“山

西、陕西、山东等地，教难频起，教堂房舍均遭抄抢拆

毁，教徒被勒令背教，不丑疆从者，即严刑拷问，甚宥致

命者，此事在山两尤盛”M脚。

各地传教区失去了神父，但与其他教区相比，江

南教蒜没有中断俦教事韭。鲁日潢神父在1669年

1月8目的一封倍中提到，“从被扣押刘1668年底，

在不到四年时间鼹，常熟教区有300多人领洗(含

信徒的子女)，上海则有looe多人领洗”[7坤；《徐太

夫人事略》记述，“1671年潘国光殁于广州时，上海、

松江⋯n-带先后造有大堂90座，小堂45座”¨刈31。教

会事务裁够持续不断，一方面归功予中蓬籍多暖我

会神父罗文藻，他承担了几乎所有的传教和教务巡

视工作，足迹遍历闽、浙、赣、江南等省。另一方面是

嚣为江南有对传教±友善鳃地方官员略中帮助，如

常熟知县向鲁日满许诺代他保护教民，“一六六五

年一月四日，四辅政太臣仇教之命下，日满即赴苏州

投瑚。常熟知县觅之不得，以其在逃，靖满闻讯即隧

常熟投县署。常熟知县感其诚，颇善遇之，并许代其

保护教民”一j3即。但教务得以维持，还有一个重要原

因就蔻地方传道人费的秘密努力。鲁目满神父离开

常熟之前，指定了当地两位信教文人作为负责人。

他们在神父被谪艟期间承担了江南教迸所有的传教

工作，并与神父秘密通信，让神父了解教区情况，适

时对教区进行远距离指导¨J22。

康熙量p位之初的“历法之狱”，无疑对在顺治期

平稳发展的天主教是个沉重打击。表面上看，历法

之争是围绕历法是否有误展开争论，其实质是以杨

光先为代表约中国传统士人反对基督教对中国传统

宗教、伦理和治国范式的冲击，反对西洋人在中国进

行思想渗透，维护“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正是抱

有这种想法，杨光先提出“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也

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叫坤，也正是这个观念，使杨

光先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为接替汤若望担任钦

天监救正粒搀并不幢历法。1668年，康燕帝亲教，

他对黧拜大权独揽、欺君妄为不能容忍，对钦天监所

制历法讹误不断也十分不满。康熙帝首先下令试验

中西掰法，比较优劣，箍岳把榜光先革职查办，任命

西洋教士南怀仁(Kmbeckhoven)为铁天监监正职，

“是时朝廷翔光先学术不胜任，复用酉洋人南怀仁

治理历法。”【121康熙八年(1669)，鳌拜集圈被铲除，

南怀仁上书请求皇帝开释被蘧居广州的各位{孛父。

1670年底，康熙帝降旨，准许在广州的二。卜无名传

教士重回到原来教堂，但仍不准传习天主教。

虽然皇帝甥令禁止建造天主教堂，但天主教仍

在悄悄传播，江南教区又有新的进展。刘迪我

(Favre)神父见崇明岛居民来上海受洗人教，十分不

方便，于是在崇碉岛建造一座教堂；成际理(Pache—

co)神父回南京后，1674年为巡抚佟国器授洗，“佟

豳器在家建礼拜堂一所，际理及在南京诸神甫常莅

就举行弥撒”。1]耽阱；鲁H满亭孛父在太仓、常熟等处

建造了新教堂；1680年，苏州通关坊教堂也得以修

缮。这时，教禁并没有松弛，扛南教务活动如此活

跃，足见康熙帝没有严格追阖各省官员对禁教途令

的执行情况。

康熙帝之所以对传教士如此宽容，与他喜爱西

攀密不可分。鸯怀仁攫任钦天数羹正后，在天文历

法、火炮制造等方面，都为清廷做出贡献，使康熙帝

非常满意。南怀仁也总是抓住一切机会向康熙帝寅

传天主教，藤寐逐渐对天主教产生好感。1684年，

康熙南巡，途中召见传教土，询问他们的生活用度，

“你们在此，何以恃以度日”H】5”，公开表示他对传

教士的关心。1687年，康熙帝下旨，诖地方宫府把

禁约中天主教等同于自莲教的字眼去掉，“将天主

教同于自莲教谋反字样，着删去”¨””，认为天主教

不是邪教异端。1689年，康熙第二次南巡，沿途召

见南京、苏卅『、杭州等教堂的神父，问他们是否认得

中鲴字、是否读过汉书以及一些地理知识等，并赏赐

礼物，“万岁一路来，凡遇西洋先生，俱待得甚

好”【4垆“，这种恩宠无形之中推动了天主教在中国的

传播。

但当时禁教令并没有废除，传教士虽然受到皇

帝恩宠，仍遭到反教人士责难。康熙三十年

(1691)，杭州发生仇教事件。抗州侥教者一直认为

顺治朝建造的西式教堂是不祥之物，会破坏杭州城

风水，屡次扬言要拆除它。恰好浙江巡抚张鹏翮仇

视天主教，他以“左道感人，异端生事”为建，下令把

天主堂改为佛寺，烧毁教堂中所有书板。杭州堂负

责人殷铎泽(d’Entrecolles)神父只好向宫中传教士

求援，请求皇帝保护天主堂。壤熙帝念及传教士品

行端正，而且为国家治理历法、修造大炮都有功劳，

下令允许传教±自由传教。康熙三十一年正月三十

日，上谂：“西洋A治理历法，用兵之际修造兵器，效

力勤劳，且天主教并无为恶乱行_之处，其进香之人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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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照常行走”L13J1；二月初二日，上谕：“前部议将各

处天主堂，照旧存留’j止令西洋人供奉，已经准行，现

在西洋人治理历法，前用兵之际，制造军器，效力勤

劳，近随征俄罗斯，亦有劳绩，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将

伊等之教，目为邪教禁止，殊属无辜⋯⋯礼部尚书等

议奏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

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等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

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

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

走，不必禁止”_l3-2。康熙帝终于解除传教禁令，允

许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这条谕令一出，中外教

民无不欣喜若狂，自利玛窦以来推行的“学术传教”

路线终于获得成功，传教士以其学识为天主教在华

传播取得合法地位，他们多年以来的努力终于有了

回报。此令在西方影响颇大，被誉为“1692年宽容

敕令”。

1699年，康熙第三次南巡，特地带上在宫中供

职的耶稣会士张诚(Gerbillon)和白晋(Bouvet)一路

同行，要到江南了解天主教情况，百忙之中还惦记着

曾经遭难的杭州天主堂，让随臣前往探察，并赏赐银

两修缮。康熙帝保护天主教的做法，使各地教堂数

量迅速增加，据笔者统计，1699—1701年两年间，江

南教堂由89座增加至130座④。学者费赖之(kuis

雎ster)指出：“1702年，崇明旧有小教区六所，(何)

大经至后增为十一”18㈣。西洋国家听说中国皇帝
优宠传教士，认为福音在华广泛传播指日可待，于是

派各会修士纷纷前来，散往各省传教。但是不同修

会的传教士对于中国信徒“敬孔祭祖”的礼仪，看法

不一致。

耶稣会士多认为“敬孑L祭祖”只是中国人向孔

子和祖先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与天主教信仰不发

生冲突，而别的修会如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则认为

这种敬礼与天主教教义发生冲突，应当严厉禁止。

双方争执不下，于是纷纷上书罗马教皇，请求查明决

断，从而引发“礼仪之争”②。康熙四十四年(1705)，

教皇特使铎罗(Toumon)主教来华，宣布教廷决议，

禁止中国教士、教民敬拜孑L子和祖先，认为是异端。

康熙帝站在耶稣会士立场，警告他不要干涉中国人

的生活习俗。但铎罗坚决要求在华传教士无条件执

行1704年教皇禁约，否则将开除教籍。康熙帝对此

非常反感，于四十五年五月御批，“凡各国各会皆以

敬天主者，何得论彼此，一概同居同住，则永无竞争

矣。为此晓谕”¨4|，不准在华传教士就礼仪问题产

生纷争。同年冬，康熙帝要求所有传教士必须领取

印票才可在中国传教，“凡不回去的西洋人等，写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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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内务府印给发。票上写西洋某国人，年若干，在某

会，来中国若干年，永不复回西洋。”HJ557

领“票”一方面体现了康熙帝坚决捍卫对居华

西洋人拥有的管辖权，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允许传教

士自由传教，印票是对教士合法地位的确认，“尔等

有凭据，地方官晓得你们来历，百姓自然喜欢进

教”Hj557。据当时总管内务府所开列的领票西洋人

名单统计，共有48位在华教士领票，耶稣会士39

人，方济各会士9人⑧。在江南的耶稣会士配合皇

帝的要求，请求给票，江南领票教士有12人。未领

票的传教士，被遣往澳门，不得在内地教堂居住。领

过票的传教士，康熙帝对他们多加眷顾，“领敕文之

后，尔等与朕，犹如一家的人了。”L4-558命令地方官员

善待他们，并保护教堂使免受骚扰，“为此示仰天主

堂掌教家属人等知悉，嗣后务须禀遵上谕，确守诫

规，不得复回西洋。倘有不法棍徒，以及无知兵厮，

混入天主堂，藉端骚扰，故违禁令，许家属人等，不时

具禀本府，以凭严拿究治，断不姑宽。”。4忙63虽然领取

印票的传教士仍可以像以前那样继续宣教，但他们

毕竟人数太少，且除去在宫廷中服务的外，所剩几十

位神父分散于中国二十万教徒中，明显力不从心。

未领票传教士被朝廷驱逐出境，以致没有神父主持

的教堂，多被抄没。《未公布的神父信札》记载：当

此礼仪之争白炽化时期，“教堂废弃者甚多，甚有教

堂被教外人抄掠，皈依者日少，背教者渐多。有人到

处散布谣言，诸传教士多受诬枉”11 5J62。

1720年，教廷为严申禁止信徒“敬孔祭祖”的规

定，又派宗主教嘉乐(Carlo)来华。康熙帝让白晋等

翻译嘉乐带来的禁约，阅后，御批“览此条约，只可

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

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

今见来臣条约，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

乱言者，莫过如何。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

止可也，免得多事。钦此!”L14o皇帝严令禁教，从此

天主教在中国失去了公开传教的自由。

康熙帝对天主教的态度由友善转为禁止，一方

面是他觉察出不准敬孔祭祖会使中国教民逐渐背弃

传统儒家文化，难以教化，另一方面是他体会到西方

①笔者据《1699年在中国耶稣会之状况》和《1701年中国教务

状况》(见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书店影印本，1991

年，页243)所作的统计。

②关于“礼仪之争”的研究，参见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

·文献和意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③《总管内务府开列的领票与否西洋人名单》有误，把方济各会

士康和子误作耶稣会士。时领票的耶稣会士应为38人，方济各会士

为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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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势力的骄横，教皇的谕令蔑视了至高无上柏皇

权，皇帝决不允许在辖境内出现不受自己约束的思

想和宗教。对此，西方史学家赖德烈(K，s．Imt-

tourette)评价遂，“满蘸人经常遭遇叛乱，康熙可能

相信防患于未然比较明智。他当然不能容忍外国人

在自己的统治范围幽，承认一个非中圈的统治者是

高过他的领袖，尽管这一统治者是教会中人而不是

世俗人员。他更不能容忍外国人教导他们的中网信

徒去接纳这一新的效忠对象。为了从来就不曾使人

高枕无忧的内部统一，皇帝必须被明确承认为是最

高权威”：坫]㈨。

雍正、乾隆时期严厉禁教政策

雍正即位以后，对天主教态度冷漠，一些官吏迎

舍皇帝心意，相继上蔬请求禁教。蠢芷元年(1723

年)十月二十四日，闽浙总督满保上疏，请求禁教，

“西洋人留住京师，尚有修造历法及闲杂使用之处，

今若昕其在各省丈瓣州县起盖天主堂大房居住，地

方百姓渐归伊教，人心被其煽惑，毫无裨益。恳将西

洋人许其照旧在京居住外，其余各外省不许私蹭居

住，或送衷师，或遣回澳f1，将天主堂爆行改换荆用，

嗣后不许再行起盏。”十二月，礼部议复：‘‘果系精通

历数及有技能者，起送至京效用，余俱送至澳门安

捶。其飙前曾经内务麝给宥印票者，尽行查盘送郄，

转送内务府销毁。所有起盏之天主堂皆令改为公

所，凡误入其教者，尽行禁饬，令其改易。如有仍前

聚众诵经等项，从重治罪。，地方官不实心荣魏，容稳

不报者，该督抚查参，交与诫部严加议处。”【IL拍“京

城之外的传教士一律被驱往澳门，就连持有康熙年

间颁发“审票”的传教士也不例外+各地教堂或被拆

毁或被改作他用。传教士们悲叹道：“多年来我们

所担心并无数次预言过的一切终于于最近发生了：

我们的圣教在中国已被完全禁止，掰有传教士——

除在北京的以外——都被逐出帝国，教堂或被拆除

或被派作渎神的用场；敕令甚经颁布，基督徒必须放

弃信怖，其佳人不得信基督教，违者将被严惩。近二

百年米花了我们无数心血建立起来的传教会竞落得

如此可悲的下场。”]“””

在此情况下，与传教二L友善的江南地方官员也

保护不了教士和教堂，只有一些信徒在教堂被抄没

对，想方设法尽力挽救。崇明教堂没有被充公，魁因

卖给了～位信徒，成了私人财产，“彭加德神父离开

崇明岛前，曾把崇明老堂卖给n『一名教友，因此圣堂

没有被充公”¨9．蛳；“(彭加德掉父)离崇骥前，霸驻

所必被设收，乃移让于教民徐某”[8j606。其他教堂难

逃厄运，南京汉西门天主堂及教±住院教改作积谷

仓；上海老天主堂被改作关帝庙，《上海县志》记载：

“瘫正二年，上允浙闽督臣之请，部议处分。除在京

办事人员外，不许外省私留。是鼗改为美带庙及敬

业书院(前志载院后裔观星台即此)”P01，传教十基

地在信徒帮助下，得以保存，《上海老天主堂记》记

载：“当1724年神父们被驱逐时，有一家姓潘的教友

看守潘国光神父建立的墓地；他给城内占据神父住

院麴秀才们纳了一笔为数不大韵租金，因此得以继

续看守墓地，挽救了公慕。州挣泌；潘国光神父在苏州

通美坊建造的大教堂被改作阀里别墅，供奉孔子像，

《苏州府志》记载：“城照庙：在摩城毽庙仪门左，鞠

万历中建，阙里分祠在长州文一通关坊，1日系天主

堂，雍正二年禁止天主教，布政司鄂尔泰改建此

榈”口¨：杭州天永橇教堂被改为天后宫。

教堂被充没，神父们失去的只是传教处所，但若

被驱逐出境，神父们失去的则是牧养对象，因此一些

传教士藉日生痣暂时潜居下来，或德癣返回，照料信

徒。严嘉乐(chades slaviczek)神父在一封信中写

道：“由于中国人一向关心和照顾瘸弱人员，修会的

其他会±也享受到了选种特惠。就这样，袜安多神

父至今仍留在南京，巡阅使王石汗神父仍在镇江，孟

由义神父仍在上海，他们都已70多岁了。毕多明、

自维翰以及平托仍在松江；平托燕位乐辉，早已被邀

请去北京，但一直未能成行。法国人彭加稳和卜文

气⋯个在江苏，一个留在浙江。由于皇帝没有说话，

锫省总督也辘宽容一魉了”皿45。当时情形确实如

此，教堂虽被改作他用，教士也不准在内地居留，但

一些教士仍悄悄巡行各处，举行圣事。

江南水两密布，流动性大的舟撵小船成为教士

传教、举行圣事的极佳场所。《嘉定县续志》记载：

“雍正二年，叉因浙闽酱臣之奏请由部议处，除在京

办事员外，不许教士私留外省，堂遂改为官有。此

后，教士辄乘舟秘密布道，咀是渔民舟子多信从

者”旧。。禁教时期，江南领洗的大多数是农民、渔夫

和船夫，这主要因为传教士在乡村农户或渔船里举

行宗教活动要容易些。城市则在官府的不断巡查

下，传教士无法蘸往，域中信徒数量日益萎缩，“雍

正教难之后，若干地区，城市中确已无教友可言”。

连明末著名奉教之人徐光启的后裔，居住在城内的，

也信教寥寥，“即如上海徐光窟之后裔，在青浦者尚

能完全保存信仰；在沪两当时尚属乡村之徐家汇，则

已半数背教；在城内者，几已全数丧失信仰。”[24J167

农、船、渔夫成为传教士劝化的主要剥“象，一方

面是困为罗马教廷的禁约，不准中国信徒祭祖，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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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教民背教，不许敬孔，又使倍教文人不能应科举取

{±，文人士绅逐渐与教会琉远。另一方面因为雍正

的严厉禁教，这种情况下，昼伏夜行的传教士只能以

下瑟民众为主要传教对象。信徒常常在夜晚蛸悄举

行宗教活动，扶耐引起地方官府怀疑。官府认为传

教±聚众作法，蛊惑中国百姓，因此视天主教为郭

教，要求查禁，“此事若不加禁止，日久天长，西洋邪

教更会蔓延⋯⋯凡人教者，概行查禁。”淄∞蜘教会每

中星社会的隔阂日益加深，天主教在华传播步履艰

难，以致乾隆期出现教案，传教士教处死，传教遭到

致命打击。

乾隆朝严厉查禁天主教在华传播，皇帝曾下令

“仔细地搜捕所有那些于箕父垒或在佑统治下重返

中国内地、在那里秘密而颇有成效地工作的传教±

们”[，6鼻露，被查获的传教士或被驱逐或被处死。乾

隆十二年(17卵)，苏州发生教案。起因是乾隆十⋯

年(1746)常熟一个姓尤的教徒与族人争夺田产，因

其理亏，遭到黄安多(Hen矗qu髂)誊}【父翦斥责，予是

怀恨在心，懦机报复。次年十二月，囊黄安多、谈方

济(野s讯n d’Att洫∞两位神父在一个信徒家中集会

时，尤姓教德得到消息，派人向富府告密。谈、黄二

神父相继被抓获，同时苏渐、常熟、嘉定、太仓、丹粥：

上海等地也抓获一百多名信徒。传教士和教徒都受

到刑讯威逼，教徒中有被严刑挎打仍僚持宗教信仰

麓，也毒还搜用烈就背教的。在京教士帮±宁(C胁
ti出one)等极力设法营救，但因有十一年(1746)福

建福安县教案中处死自多禄(黜rtls)棒父的先例，
敬谈、黄两种父不能获释。箍终两位神父在监狱中

被秘密绞死，教徒稃被杖责一百、八十、四十不等。

谈、黄两位神父被捕获，揭发者若是撬巍天主教的教

外人倒也罢了，但幡恰是教徒告发，传教士可谓防不

胜酶。嚣教徒极勃探寻捌神父的下落，所以神父凡

无逃脱可能，只能束手待擒。

乾隆十九年(1754)，距严脬的苏州教寨才过去

七、八年，扛南再次发生教寨。禁教政策下，江南仍

商不步留徒鞫教士。乾囊十九年，提督江南总兵林

菪升下令搜摊“私行奉教喾”，范围遍及苏州、常熟、

上海等七个县区，匹洋传教士郎若瑟(J08eph de

A船≮o)等五位襻父被拘获，大约八百名教徒被告

发。经审讯，这些教士有的潜藏在江南传教二、三

年，有的竞长达十年，如费德尼(F嗍jra)神父在教
徒的引导下予乾瀣卡年f 1745)来到江南传教：苏州

教案发生后，他还一直暗藏于江南，在极其困难的情

况下。表现出极大的传教热忱和毅力。五位神父被

关抨在南京狱中，“蠢B若瑟棒父已被多次提审；大璧

～5宴一

基督蓰也具有和鄄若瑟神父一样的遭遇；纂些受荆

者已被打成残疾”-邪瑚。对这一案件鞠处理，乾隆帝

采取了宽大政策，只是下令驱逐传教士，“就案完

结，勿致滋蔓，将张若瑟等解圆澳门安插”∽]磷。地

方官掇显然不甘于这样的处罚，“总督欲嚣诸神父

子殆地，且已判处绞刑。”H筘坤蠢在技天益篮翮薄作

霖(黜x da敝ha)种父的斡旋下，郎掉父五入最终
被释并逐出内地，“在⋯七五五年曾数请予总督，请

将蘩于南京狱中之费B若瑟、卫玛诺、毕安多、费德尼、

栋若嚣五神甫开群。总警许之，五享枣甫旋被释出送

至澳门”[8]拣。

在乾隆朝对天主教的严格控制之下，教徒数量

鑫益减步，背教者逐渐增多，神父堡捩夜行传教，劝

化的信徒数没有叛教的多，《苏州致命事略》记述

“(德玛诺神父)圣德出众，竭心尽力，讲道劝人，不

颜艰险，不避辛苦，所以偿教的人又溉灏多了，俺终

补不满背教的数。”【2列6在地方官府经常性诱捕下，

偷偷潜使下来敷教士，多隐器“j舞乡村或渔船，不敢

抛头露面，给劝化中国西姓入教或为信徒举行宗教

仪式带来困难，故乾隆朝国籍传教士逐渐增多。他

们比起高目漾鼻的西洋人，无论在相貌、口音还是谯

熟悉地形上，都更健荆些，如苏州人管玛尔神父，

1753年噩锋，传教处所一直在江南，“一七六二年在

苏：：}}|。一七六三年迄一七六五年曾赴崇明，每次在

此岛建立教堂-掰。南怀仁主教蚕之为副牧舜，于

～七七二至一七七三年间遣之赴崇明。玛尔第三次

莅此岛后，聆告解一千二百改，领洗着手人，耨建教

堂三所。当时此教区虽豳教难与孤立海内，尚有教

民四千”邶脚。有这样一些国籍传教人员的努力，扛

南教务在教禁期樽以继续，“l了85年江南诸教区尚

有教民三万”狰J黜。

四、清前期对天主教政策变化的原因

清初四帝对于天主教的政策，有一个由宽容翻

严禁的转变过程，内中有因可寻。顺治朝优容传教

士，关键是阂新王朝建立之初，百废待兴，黉要笼络

A心稚重用人才。传教土在冁束已经为藤廷效力，

满人早有耳闻，人关后，他们虽不知天主教教义，但

对于有科技本领、学术之长的传教士禳重视。当时

为割裂传教士与残存政权的联系，1650年，清军攻

下广州后，颁布一项法令保护城中传教±，“基督教

强要拥护毅豹政权，就可以在中国传教”{琏蛐。稿

且新政权建立后，要表明自己是顺天而治，具有合法

性和正统性，特舅4重视历法与天象是誉一致，嚣此拥

有制掰本领的汤蓊望神父正是朝廷重用的对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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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魏特在《汤箸望传》中写道，“在学术底促进上，新

朝廷亦是不要落于明朝之后的。按照儒教的观念，

如果新朝底政治能和谐，而与大自然底律则相吻合

时，则毅朝即可立手巩固坚定之基础上⋯⋯因此满

洲朝廷亦是要为他们的目的，而利用两方来的这位

科学知识优越的学者豹””J燃。

顺治帝对汤若望恩宠有加，称之为“玛法”(满

语“爷爷”)，并把对汤若望的恳宠推及于对天主教

的褒奖，称颂天主教为“正道”，为北京宣武门天主

堂亲题“通玄佳境”四字，给苏州天主堂赐隧额，文

黑“钦崇天道”，又降上谕，在苏蚋堂建鳞碑⋯壅，嘉

奖教士们的品节与学问，“褒扬诸传教士之学术德

行，裹4之于石””卫卦。颓治带因人容教灼做法，使传

教士认定只要劝化皇帝信教或赢得皇帝对宗教的好

感，天主教在华传播就将获得更太空问，因此以后来

华传教士的精英几乎都会集于京城为皇帝效力，丽

分散于各地的教士则不像明末那样才学俱佳。不过

终顺治⋯生，他也仅对天主教抱有好感丽已，绝没有

倍奉的打算，“圣朝之于天主教，可谓破格褒扬矣。

或谓国家任用教士，重其学，非熏其教”¨“刖，这种

思想对后世影响颇大。

康熙帝亲敌后，在京供职的西洋传教士在多方

面为朝廷效力。平定三藩之乱，南怀仁神父监制的
火炮发挥巨大威力；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定，传教士

张诚、自酱作用额太；隶熙帝患疟疾，传教士洪若斡

(Je卸de FontaJley)等进献西药金鸡纳霜(奎宁)，皇

帝獬体康复，这些都使康熙帝对西洋教±心存感激。

康熙帝对西洋科技颇感兴趣，让传教士进宫为其讲

授天文地理、测算青律等知识。他曾派传教士白晋

卿国，招徕更多“国王的数学家”。在与传教士的长

期接触中，康熙帝知晓了部分天生教教义教理，“神

父于讲学之际，常涉及圣教遘理，皇上亦常垂询，数

于天主造世救世诸要端，亦颇能窥其底蕴”¨扣19，感

觉神父品行端庄高法，天主教不像是鄂教。再加上

传教士多方丽作出的贡献，使康熙帝带有酬谢的意

昧，允许天主教自由传播。

但罗马教皇的独断专行，禁止中国教士教民

“敬孔祭祖”，使康熙帝意识到天主教对传统儒家思

想的冲击。涛朝建蓬伊始，就把“尊孔崇儒”作为基

本国策，以拉拢汉族知识分子，维护清朝统治。顺治

帝曾宣布：“圣人之遂，如酷中天，上赖之以致治，下

习之以事君。’’r3](世祖窭录’卷料^'页兰十’康熙亲政后，不

仅继续推行“尊孔崇懦”，而且还把它细化为《圣谕

十六条》，其中包括“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

雍睦”，“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等条，

无不提倡尊儒敬孔。康黧帝赢巡，曾专程前往曲簟

拜谒孔庙，行讲学礼，亲书”万世师表”四字。

“礼仪之争”爆发前，康熙帝允许天主教在华传

播，一方面是因传教士遵锤霉J玛窦等的“合糯枣}缩”

传教策略，另一方面是因他看重传教土的才干，“大

皇帝不分何弼之人，僵羲其才能授双官职”¨“。但

罗马教廷禁止教士教民“敬孑L祭祖”的做法，使康熙

帝意识到天主教与儒家思想严重对立，允许天主教

的自由传播，无疑将危及清王朝的统治，必须禁止，

“尔教化王条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戾。尔天主教在

中星行不得，务必禁止”，康熙帝下令严禁天主教在

华传播。倘若他斩草除根，将传教士～律驱除出中

国，并下令永远不准送人，羽器么天主教在幸国无立照

之地，很快就会自消自灭，但康熙帝又喜爱西学，下

令让有才干的传教士还可以留措中国，“教既不行，

在中国传教之西洋人亦属无用。除会技艺之人留

用，再年老有病不能回去之人仍准存留，其余在中国

传教之人尔俱带醒匿洋去。尔教化王条约只可禁止

尔西洋人，中国人非尔教化王所可禁止。其准留之

西洋人着依尔教化王条约自行修遘，不许传教”1|“，

这又让传教土对劝化中国人人教心存一线希望。这

也是雍、乾朝尽管严厉禁教，欧洲仍不断派有学识的

传教士前来中国，为宫廷服务的～个重要原因。

康熙在位时间较长，储位一直悬而未决。他共

鸯子三十五人，曾立皇二子允栅为太子，后因允街

“不法祖德，不遵朕训”遭废黜，从而引发各皇子之

阔的明争暗斗。诸皇子各檐党璃，窥觏皇位，传教士

穆经远(Joannes Mourao)也卷入了立储之争。他支

持皇九子胤槠，两人交往甚密，《东华录》记载，“从

前阿其那、允糖、允褪等结党营私，每好造占生事；凡

僧道喇嘛、医卜星榴，甚至优人贱隶，以及西洋人、大

臣官员之家奴，俱留心施恩，檑与往来，黻备精

用。”旧刈邓著名天主教史专家方豪指出，上述《东华

球》中所说西洋人就是穆经远。穆经远希冀谶裙髓

够成功登基，臼后开禁教令，绐传教以自由。但最终

皇四子胤稹即位，对其他兄弟或贬或闲，传教士穆缀

远据说被毒死。

雍正做皇子时对天主教态度就很冷漠，对其父

皇康熙傀容传教±一直冷眼旁观，很是不满。他曾

对宫中的传教士说，“有一段时间，父皇糊涂了，他

只昕了休们的话，其他人的话都听不进了。秩当时

心里很明白”；“在朕的先父皇时期，各地才到处造

起了教堂，你们的宗教才迅速地传播开来。朕当时

希到了这种情强也不敢说什么。体们哄得r朕的父

皇，哄不了朕。”日2Il嘶雍正不喜天主教÷是因为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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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义难班认藏，雍正认为天主教“悖理谬妄之

甚者也”，若让它在中国自由传布，定会危害国人，

危及清王朝豹统治。他曾对传教±们骥确说道：

“尔等效我中国A尽为教徒，此为尔等要末，联亦知

之；毽试思一旦麴此，剧我等为如何之人，岂不成为

尔等垒帝百姓乎?教徒惟认识尔等，一里边境有事，

百姓性尔等之命是从，虽现在不必颓虑及此，然苟千

万战舰寒我海岸，则揭患大矣”墨3]瑚，寞实建表露了

雍正对天主教为患中国的隐抗。再加上翦述传教士

卷人图谋皇位的宫廷主}争，支持了雍正的政敌，弓l起

雍正忌缀，使雍正帝更不喜天主教。

乾隆继位蠢，因萁爱好西洋工艺、美术等，赦

身逮套大揽匿洋教±在京效力，健京城之外仍严

行禁韭天主教的传播，乾隆曾说：“l艺京珏士功绩

甚伟，有益于国，然京外谱省西士，毫玉功绩可

言”。8]7∞；“满汉人琵撬不准信奉其教”[34m8。乾瀣

对天主教严厉控制，与当时的国内、国步}特势密切

楗关。有清一代，民族矛盾、阶级矛詹不断，乾整

时期虽延续康乾盛世，毽古老的封建帝善已经习

薄西山，农民起义此趁彼饫，因此朝廷对民众的动

向甚为警惕。传教士星扶夜行，秘密毒道，信教者

又多失下层民众，极易被她方官员认作是秘密结

社、犯上作乳。丽且传教±每年都编写信徒名录

寄回致潮，更使朝廷认为传教士与珏洋势力有千

丝万缕的联系。乾隆十七心752)年，溃j￡发生马

朝柱厦涛案，马赣柱利用人们对西洋的神秘印象，

宣称匿洋不雪趁事，兴复馥朝，吸引百姓^伙。此

案虽被镇压，毽祷改藉把在华的谣洋A都嚣作是

马朝柱豹同党，追捕马羲柱的同时也搜摘欧洲人，

从而弓I发福建、江南等地教案。

乾隆统治时期，欧洲各国海外殖民话动遂一步

发展，许多亚洲国家相继沦为殖民地。为裁断内地

民众与海外的联系，防止传教±凄次潜入内地，十三

年(1748)五月，乾隆发布上谕：严赢海E，“盎地民

人潜往外洋捌有严禁。今吕朱为天主教聚集之所，

丽陡地民人竞阂与两教多潜彼地⋯⋯此等民人潜在

彼地从教，且复书信往来，若棼确壹严禁，于海疆重

地联关非细。可传谕喀尔吉善等，嗣后务将沿海各

口私往昌寒之A及内地所有吕寒吧黎往来踪迹，严

整涛查，遂行禁止。并往来番船亦宜严饬实力稽察，

翟心防范，毋致仍翦疏忽。”u副吕宋即菲律宾，当时

已经在葡萄牙殖民之下，对i鹱：，乾隆是知道豹。乾隆

帝下令严查各处海口要道，并于二十二年(1757年)

将四日通商改为一日透商，强调指出：“如市侩设有

洋行及匿谋设立天主堂等事，营当严行禁逐”，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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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其统治和安全的豫患，维护清朝的长治久安。

皱观清朝蓠期对天主教政策的交化，可以看出

任何一种步}来宗教的存在，必须阱不危及统治者稳

盏为蘸提，以适应本土文亿为策略。灏治、康熙朝，

传教士很好地挠行了剥玛窦等倡寻豹学术传教路

线，顺从中善礼仪文化，并以其科技之长，搏褥皇帝

欢心，遂得以在中国费教，民众也有大撬入数者。但

罗马教廷下令禁韭‘‘敬孔祭祖”，割裂了中国人对先

褴、对孔子的尊敬之情，背离了中国传统思想。不许

祭祖，使一些教民在宗蕨压力下背教，丽不许墩孔，

又使人教镛±大大减少，教会与中国官方、民间关系

急逮恶诧。雍歪、乾隆赣，西方势力日益强大，出于

对国家安全麴考虑，防止天主教煽惑人心，鼹帝都下

令严厉禁教，驱逐在华教士。特另《是乾逄朝，西力东

港已威耪到太清王朝，圈此乾隆帝更加严禁天主教

在华传播，瞰割断重人与匿方的联系，抵期西方势力

的入侵。在此情况下，天主教被防范戏女H鞫自莲教

一群的民间宗教。康熙朝曾被测去的“天主教目于

盎莲教谋反字样”，在乾隆轻重又出褒，“凡误扶无

扳教、罗教、天主、白莲、无违(为)、匐回等教者，俱

著郢速自行出首，将所传经典，佧速缴官，以凭江集

销毁，本人亦免治罪”[3矾船，教会见无立身之她。

这与鸦片战争后，传教士旅靠西方洋检洋炮进人中

国，姓毫气昂地传教截然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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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东华录》卷四

32.朱静 洋教士看中国朝廷 1995

33.徐宗泽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 1991

34.樊国樑 《燕京开教略》中篇 2003

35.高宗圣训·卷279·大清十朝圣训

36.方豪 中西交通史 1987

37.传教意义上的江南教区所指范围与当时行政上的江南省(1667年实际划分为江苏、安徽两省)一致,因明清间入华

耶稣会士在安徽的活动不多,且沪宁杭三角区在思想文化上的相似性,本文将重点讨论区域确定为以沪宁杭为中心的

长江三角洲地区

38.徐宗泽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 1991

39.李天纲 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 1998

40.[3]《总管内务府开列的领票与否西洋人名单》有误,把方济各会士康和子误作耶稣会士.时领票的耶稣会士应为

38人,方济各会士为10人

 
相似文献(6条)

1.学位论文 罗兰桂 清朝前期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及清政府对天主教的政策 2000
    天主教自明末传入中国，并得以迅速发展。到了清初，由于顺治、康熙的容教政策更进一步发展，在康熙末年达到最高峰。但在康熙末年由于中国

礼仪之争的爆发，康熙开始对之采取禁教措施，到雍正、乾隆、嘉庆朝禁教越来越严，中国天主教遭受一定打击，但由于传教士们不懈努力，天主教仍

然在中国拥有一定的势力。本文以史料考证为主要方法，详细探讨清前期中国天主教发展的基本状况、清前期各朝对天主教的政策与态度。

2.期刊论文 李卫华.LI Wei-hua 从帝王的文化心理看清朝前期对天主教的宽与禁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版）2005,4(4)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不断吸收其他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具有开放、兼容并包的特性.作为传统文化重要内容的儒学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不断被

传承发扬,使国人逐渐形成了推崇儒家、强调华夏中心和礼教尺度即秩序的文化心理.清朝前期的统治者无疑受这一文化心理的支配,反应在天主教政策上

表现为时宽时禁.

3.学位论文 陈玮 清雍乾时期天主教在华活动研究 2005
    本文是一篇关于清代禁止西方天主教在华活动情况研究的博士论文，它从清代帝王的禁教思想、禁教政策、禁教措施的研究出发，考查了清代雍、

乾两朝的整个禁教过程，并对雍、乾两朝在华和来华西方传教士的中西文名、国籍、修会以及他们的传教活动和科学艺术活动进行了考证。一方面它对

清代帝王的禁教思想、禁教政策、禁教措施所赖以形成的社会的、历史的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另一方面它又对清代各帝王尤其是雍、乾二帝

，由于各自不同的个人意识、处境、行动而形成的各朝禁教特点进行了详细分析。本研究较之已有研究的主要成果在于，澄清了一些已有研究所没有阐

述清楚的问题。首先，澄清了清雍、乾朝各自进行了几次禁教，以及这些禁教之间的关系；其次，说明了雍、乾朝禁教的原因是由于社会问题引起；再

次，指出了雍、乾朝禁教的特点不是在于禁教思想、禁教政策的不同，而是在于雍、乾二帝禁教措施的不同，它是由于雍、乾二帝不同的个人意识、处

境、行动而形成的。

4.学位论文 王巨新 清朝前期涉外法律研究——以广东地区来华外国人为中心 2007
    清朝前期是中国古代涉外法律的成熟时期。这一时期随着中外交往的增多和涉外冲突的频仍，清政府规范调整中外关系的法律制度也表现出由简单

到系统、由缺漏到完备的发展态势，逐渐形成了包括朝贡法律制度、涉外经济法律、涉外民商法律、涉外刑事法律、涉外诉讼法律等在内的涉外法律体

系，可以说清朝前期涉外法律是中国古代涉外法律发展的顶峰。清朝前期，广东地区是来华外国人最多的地区，也是清朝前期涉外法律最为集中的地区

，因此本文主要以广东地区为中心，深入探讨清朝前期针对来华外国人的涉外经济法律、涉外民商法律、涉外刑事法律、涉外诉讼法律等。论文分为绪

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

    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研究清朝前期涉外法律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研究清朝前期涉外法律既有利于把握中国古代对外政策和中国古代涉外法律的

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又对我国当前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涉外法律建设具有深刻的历史借鉴意义。同时，绪论中总结了中外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概况，并指

出研究不足主要是缺乏对涉外法律的专题研究，缺乏对法律制度的案例分析，缺乏对中外史料的对比互证。据此，本论文将采用案例分析、互证研究、

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清朝前期涉外经济法律、涉外民商法律、涉外刑事法律、涉外诉讼法律等展开专题研究。

    正文部分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叙述清朝前期对广东地区来华外国人的政策与涉外法的渊源。其中第一节介绍清朝前期广东地区来华外国人概况

，主要叙述了清朝前期来到或经过广东的使节、商人、士兵水手、西洋教士、飘风难民、驻澳葡人等六大群体的规模、特征及发展变化。第二节以广东

地区为中心探讨清朝前期对来华外国人的政策与涉外立法情况，具体以乾隆二十二年实行广州一口通商为界限分两个阶段展开叙述。第三节论述清朝前

期涉外法的渊源，指出争帝谕旨、成文法典、判例成案、习惯法和双边条约等都是清朝前期涉外法律的重要渊源。

    第二章主要论述清朝前期涉外经济法律。其中第一节讨论清政府对来华外商的管理法令，分对外国商船之管理法律、对外国商民之管理法律、对进

出口商品之管理法律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二节阐述海关法律，介绍了粤海关的口岸和人员组成，探讨了海关的主要职权，包括征收关税、稽查走私、

管理贸易及其它管理职权，论述了海关法的法律责任，包括走私行为的法律责任、其它违反海关管理行为的法律责任、海关人员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等

。第三节论述涉外税收法律，包括海关税则的演变，海关税的组成即商税、船料、附加税三个部分，海关税的减征与免征等。第三章主要探讨清朝前期

涉外民商法律。其中第一节介绍涉外物权法律，指出清朝前期广东地区的涉外物权法律并不健全，其对涉外所有权关系的调整主要集中在规范不动产即

土地和房屋所有权方面，对涉外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的调整以涉外典权、涉外质权和涉外抵押权较为常见。第二节叙述涉外债权法律，清朝前期广东地

区的涉外债权法律较为完善，特别是调整涉外合同之债的法律是非常发达的，据此，本节着重探讨清朝前期广东地区的涉外合同之债，对最为常见的涉

外合同关系如涉外买卖关系、涉外租赁关系、涉外承揽关系等展'开详细论述，还专门讨论了涉外合同之债中影响重大的商欠问题。第三节论述涉外婚姻

与财产继承法律。总的来看，清朝政府关于涉外婚姻与财产继承的法律政策并不多，且经常与查禁天主教纠合在一起，呈现出不同时期不同地点采取不

同法律政策的特点。第四节论述涉外民事诉讼法律，探讨了涉外民事案件的管辖、起诉、审理、判决、执行情况，也分析了涉外民事诉讼与国内民事诉

讼的异同之处。

    第四章主要考察清朝前期涉外刑事法律。其中第一节依据犯罪主体、犯罪对象不同对中西方档案文献记载中的涉外刑事案件分三类进行叙述：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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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中国人的犯罪案件，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犯罪案件，外国人对外国人的犯罪案件，在叙述中特别注意对中西方档案文献的记载进行比较考证。第二节

研究涉外刑事案件的司法管辖，分别讨论了上述三类犯罪案件的司法管辖情况。清政府一直强调对外国人杀死中国人案件的司法管辖权，但随着历史的

发展却越来越多地遭到西方国家的抵制和反对，到19世纪上半期清政府已经很少能够对外国国籍的杀人凶手进行审判处刑。与此相对比，清朝政府对几

乎所有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犯罪案件都积极实行司法管辖并严格审判、认真执行。另外对纯粹外国人之间的犯罪案件，清政府更多的是调解干预，而不是

审判处刑。第三节介绍涉外刑事案件的审判执行，论述了涉外刑事案件中的诉讼参加人，涉外刑事案件的立案、审判、执行情况，也注意考察涉外刑事

诉讼与国内刑事诉讼的相同与区别之处。

    第五章主要是从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看清朝前期涉外法律。其中第一节是从中西法律观念比较看清朝前期的涉外法律，中国古代历史上形成了以“天

下共主”为核心的天下观，而在近代欧洲则形成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主权国家平等意识，这种天下观和主权观的差异在礼仪之争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另

外，义务本位观是古代中国法律的重要特征，而近代欧洲则形成强烈的权利本位观念，这就造成中西法律在个人权利保护方面的必然冲突。通对中西方

法律观念比较，可以看出清朝在法律观念方面存在的缺陷与问题。第二节是从中西实体法律冲突看清朝前期涉外法律，清朝前期中西法律文化冲突中最

突出的是刑法中关于外国人犯与墨刑事责任的问题。连带责任原则是中国古代法律中的重要原则，而近代西方则孕育出个人责任原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的精神。另外清朝法律虽然规定防卫杀人和意外事件可以减免刑事处罚，但在涉外案件中却极少适用。第三节是从中西程序法律冲突看清朝前期涉外

法律，清朝法律继承了中国古代法律中的重实体法轻程序法的传统，西方传统诉讼文化中则一直强调通过程序上的公正实现公平和正义。中西诉讼程序

法律之争主要集中在对外国被告人的辩护权、上诉权和刑讯问题上。结语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和对清朝前期涉外法律的思考。首先总结了清朝前期涉外

法律的总体特征，指出清朝前期涉外法律经历了由缺乏到完备、由简单到系统的发展过程，但也表现出发展的不均衡性和国别地区差异性。其次，在涉

外经济法律方面，清朝政府对来华外商制定的法律政策表现出强烈的限制与防范特征，但与清政府对本国商民的限制措施比较，对外国商民的限制措施

是相对宽容的。这些说明，清廷对于来华外商既持有防范限制的一面，也抱有“怀柔远人”的一面。第三，在涉外民商法律方面，清廷对破产行商进行

严厉制裁，对行商欠外商债务积极予以偿还，但却对外商欠华商债务不闻不问，说明清朝政府对本国商民和外国商民政策的不平等。第四，在涉外刑事

法律方面，大清律例虽然规定了“化外人有犯，并依律拟断”的法律原则，但在实践中却遭到严重的挑战与反对。这一方面是由于以英国人为首的西方

人自始就不想服从于东方国家的司法管辖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清政府缺乏坚持涉外案件司法管辖权的意识。第五，尽管清朝前期涉外法律在许多方面

形成了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但法律的执行状况却非常糟糕，虽然有法可依，但经常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第六，从中西方法律文化比较

看，以清朝前期涉外法律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涉外法律与西方法律的区别与冲突并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基本的价值理念。西方国家对清朝涉外法律乃至整

个大清律例的意见与批评有其深刻与合理的一面。这些深刻与合理的东西，是西方法律文化长期历史积淀的精华所在，对于我们今天进行法制建设是有

借鉴意义的。

5.期刊论文 汤开建 顺治朝全国各地天主教教堂教友考略 -清史研究2002,""(3)
    关于顺治朝全国各地天主教教堂、教友的统计,中西文献均有记录,但所录数据歧异甚大,令人莫衷一是,很多研究者对于各种数据亦未加考辨,即取其

中一数为其论述之根据,固所得结论不可信.因此,如不将顺治朝全国各地天主教教堂教友的数据考订确实,对于整个天主教在清朝前期的发展是无法讲清

楚的.

6.期刊论文 蔡立娜 论中国古代的反基督教事件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基督教产生于公元一世纪,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三个教派,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在古代中国,基督教先后四次大规模传入中国,并引起中国政府

和各阶层人民的反对,对当时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迄今为止,学术界主要关注近代中国(1840-1911)基督教与中国官绅士民之间的矛盾斗争(即反洋教斗争

),而对中国古代(唐朝至清朝前期)的反基督教事件很少论及.通过对比问题以分析,有助于中国古代基督教会史和社会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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