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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土地与绥远地区天主教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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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末至民国绥远作为一个具有鲜明移民 社 会 特 色 的 地 域#其 天 主 教 的 传 播 和 移 民 社 会 紧 密 相 联#而

其间起着决定作用的则是土地%教会因用土地吸引移民入教而大为发展#又因土地占有等种种因素与普通百姓

产生矛盾#以致在义和团运动中遭受到重重一击%

!!关键词!天主教$绥远$传播

!!中图分类号!B>?C:$!!!文献标识码!D!!!文章编号!$##?=C!""!"##!"#%=##!C=#!

!!自$?世纪后期#随着人口不断的增加#华北长城以南的人口掀起了向北疆迁移的浪潮%虽然清政府

屡下禁令#但移民边疆的趋势已不可遏制%经过两百多年的人口迁移和发展#我国北部边疆地区的民族结

构$经济结构$社会及风俗文化诸方面产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绥远地区! 作为接受移民最多的地区之一#
它的发展历史无疑和迁入该地的移民息息相关%自清初以来至"#世纪@#年代末#移民及其后裔逐渐成

为绥远的社会主体#给这一地区带来了剧烈的变迁#成为"#世纪前后当地发展的基础%大量移民的涌入

不仅使这一带的生产方式以游牧为主变为以耕作农业为主#土地占有方式及租佃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还影

响了当地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从宗教因素而言#移民也给当地带来了新的信仰&&&天主教%由于清代

中后期当地的特殊政治$经济形式和传教士的艰辛推动#清末及民国时期天主教在绥远获得了大的发展#
一度改变了当地的宗教信仰结构%

一"移民与天主教的传入

清初#长城虽然仍是限制蒙汉交往的障碍#但随着内地人口增加#人地矛盾不断加剧#尤其是灾荒年

份#河北$山西$陕西的百姓不顾清廷的禁令而出口垦殖#形成了几次移民的高潮%清末至民国的放垦#更

是鼓励和吸引了大量人口移居口外#使移民的浪潮前后相继%原有居民的稀少和大量移民的进入#使得绥

远地区在清代及民国的社会发展具有了与他地不同的特征’主要人口以从北直隶$山西$陕西迁至口外的

贫苦农民及其后裔为主(原有的大量未开垦的土地成为吸引移民蜂拥而来的力量(文化教育相对落后#新

移入的大量汉族人口中没有形成强势的宗教信仰%天主教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进入了绥远并获得了较大发

展#形成了独特的传教特点’一是信徒以移民及其后裔为主(二是土地成为吸纳信徒的有力工具%

$?##年前后#也就是在康熙年间清廷与传教士之间的关系尚可的时期#耶稣会传教士已经力图进入

蒙古#在绥远地区已有为数不多的信徒#主要是)因耶稣会传教士而替教的士兵*+$,!E$""和少数汉族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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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主教内蒙古传教史上必然要提到西湾子!即今河北崇礼"#这个地方虽然属张家口厅管辖#但地近绥

远#清代中后期的人口构成与社会各个方面都与绥远地区相似#是天主教在蒙古传教的基地$根据%西湾

圣教源流&的记载#西湾子最早的教民可能为一从北京迁至口外的张姓教友$至$?"C年#西湾子已有一座

秘密的小堂#信徒主要是当地贫苦农民#而这些农民多是移民或其后裔$西湾子是先有教友#至$A">年才

有本堂神父$在$A!A年之前#西湾子一带往西包括绥远地区的教友有两种情况$
一是原本从关内迁来之前已是教友$’有很多关内的教友迁居于此#他们到这里来的原因#一方面是

为寻找耕地以谋求生计#另一方面也为躲避官方的仇教查禁#以善守教友本分($)$*!E$@"

康熙+雍正至嘉庆时期正值山+陕百姓移民口外的高潮#内地的禁教使得遭到迫害的教民们#恐于教

难#从北直隶及山西太原+大同等地同一般贫困的农民一样辗转迁移到口外地区$在内蒙古天主教传播史

上#这些较早迁移至绥远的教友移民的意义远远大于偶尔前往或路过蒙古的一些神父$可以说绥远地区

的天主教最早并非由传教士带来#而是由这些教徒移民传入$绥远地区见于记载比较早的教友移民是在

乾隆十五年!$?!#"由山西忻县迁至蒙古#)"*此后陆续有少量教民迁入$乾隆年间在阴山南北都有教民生

活$绥远地区的天主教首先由教徒而非传教士带来#这一点与其在中国其它地区传播的情况有所不同$
在禁教时期#为避人耳目#这些教民及其后裔迁住在最偏僻的地方#少与外界联系#因而久不为人所

知$但是已有传教士在这些地方暗地里活动#仅从太原方面#大概三年乃至五年#即有教士暗中至上述地

方巡回一次#传教士’及至传教地方#藏于热心的教友家$昼则隐伏#夜则巡行$所受困苦凌辱#多为后人

所不知#无从记载($)%*教友开始见诸于世#是随着这些村落教民的人口繁衍#出于自身信仰的需要#向北京

以及太原申请派遣教士来这里$从北京派遣教士是咸丰至同治年间的事情#最初受派遣的是属于味增爵

会的法国人F,E,休阿里埃和中国人吴某二人#休阿里埃装扮成医生进入该地区$)@*当时传教士多以游

历的形式#匿藏于教友之家#进行宣教活动$

$A@@年内地天主教弛禁后#因归绥道地方严格限制天主教的传播#所以同治之前该地区天主教的发

展还是比较缓慢的#’每因教友以教律不出迎神赛会拨款#亦如教外人不纳主教堂建筑赡礼等费用#而无知

愚民藉此与公教为难#且有若干地方官故事拘禁教友#迟久不判#即判#亦少秉公#是以教务总受打击#教友

仍多避处深山背巷($!见常非%天主教绥远教区传教简史&#内蒙古图书馆藏抄本第$>页"同治初年#天

主教在绥远地区传播的地点多集中在岱海川+大抢盘及后坝等地#教徒数量也非常少#至$AC!年#整个内

蒙古的教友也仅约有!###之谱!见常非%天主教绥远教区传教简史&#内蒙古图书馆藏抄本第$>页"#绥远

地区的教徒数量之少也可想见$
另外一种教民是在迁至口外后入教的移民及其后裔$$>世纪中叶后#移民及其后裔成为绥远天主教

教徒的主要来源$绥远地区的村落绝大多数形成于清代#人口主要由移民及移民后裔构成$根据%地名

志&等资料进行统计后可发现#雍正+乾隆时期和光绪至民国初年是绥远吸纳移民的两个高潮$天主教与

移民之间的密切联系主要发生在第二次移民高潮时期$
清初以来#口外的大部分土地属于蒙古人的游牧地和官方牧场#人烟稀少#而长城以南山+陕+北直隶

等地由于人口增多#人地矛盾突出#口外大量无人耕种的土地对内地的农民充满了吸引力#河套等有便利

灌溉条件的地方更是移民迁入的热点$从初期的雁行人到定居#向口外迁移成为清代至民国山+陕+北直

隶等地人口流动的主要方向$虽然移民早在清初已进入口外#并在清朝中期形成移民高潮#但这一切都是

非法的#在光绪之前法令上仍是封禁蒙地#禁止汉人移入口外垦殖$另一方面到了清代中后期#部分蒙古

地主为了自身的生存愿意将土地租给汉族移民$地方政府实际上已经默认了他们存在的事实及或租或垦

荒得来的土地$
同治朝以前由于清朝政府在绥远采取的禁教政策#当地的传教非常艰难$光绪年间#随着沙俄引起的

边疆形势的大变化和清朝口外封禁的放松#大量移民不断涌入绥远$而此时天主教在中国也逐渐取得越

来越多的特权#在绥远传教的圣母圣心会利用当地的土地优势吸引了刚迁来的贫苦少地的农民入教#使得

传教事业获得了充分发展$绥远这一块人们印象中精神上应是在喇嘛教统治下的地域#清末至民国时期

天主教在宗教+经济+政治各个方面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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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移民!土地与传教

同治末至$>##年庚子事变之前是绥远地区天主教的大发展时期!同治之前"天主教主要在归化城以

东的地区发展"进入光绪朝"其传播的地区逐渐向西扩展"至$AA"年对内蒙古三个教区重新划分时"西南

蒙古教区所包括的地域已扩大到#伊克昭盟$额鲁特阿拉善旗之东部$乌兰察布盟之乌拉特旗$茂明安旗$
土默特之西部"若以县分论"则有萨拉齐县及今之固阳县$包头县$东胜县$安北设治局$五原县$临河县$宁
夏省之东北部"以及陕西省之三边%!&见常非’天 主 教 绥 远 教 区 传 教 简 史("内 蒙 古 图 书 馆 藏 抄 本 第"!
页)

虽然口外的汉人移民垦殖浪潮早就开始了"但是由于最初所定传教对象及中国政府的限制"蒙古地区

的天主教教士并不是一开始就意识到土地在这里的意义!最初他们仍然用传统的方法传教"并企图和喇

嘛教争夺蒙古族信徒!由于向蒙古族传教之难"在"#世纪之前"整个蒙古地区教民以新迁来的汉人移民

及其后裔为主!随着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加及口外土地的大量开垦"教士们也逐渐看到土地和移民在这个

地区的重要作用"于是开始设法将蒙古地区的传教活动与土地开垦紧密结合在一起!虽然说天主教在中

国其它地方也曾有大量的土地"但是没有一处像口外这样***土地在传教中显得如此重要"日益成为吸引

教徒的主要手段!

$A?!年之前"热河以西的口外地区并没有大教案发生"这是因为当地除了在观念上对外国传教士的

排斥很少之外"天主教虽然已经在西湾子至丰镇一带的乡村获得一定的发展"教堂数目逐年上升"但是教

民数量并不多"$ACA年时蒙古教区仅有主教一位"外国传教士十人"中国神父六人&见于同治七年八月初

四日’教会公报()!$A?@年德玉明等圣母圣心会传教士来到蒙古西部"在这里实施以土地吸引农民的传

教方法"同时张家口外$丰镇一带教会也开始大量取得土地"使传教事业在蒙古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可以

说$A?@年前后是天主教在蒙古地区传教方法和事业的重大转折时期"其关键之处就是占有土地吸引移民

入教的传教方式的使用"土地为$>世纪末天主教在蒙古的迅速发展开辟了道路!
初期教会并不直接租种或购买土地"而是帮助教民购买或占有土地"藉此发展天主教势力!迁移到口

外的汉人大多为农民"且多是由于在内地遭受灾荒时被迫背井离乡"他们根本没有土地和牲畜"能得到教

会的支持"是最好不过的!这也是口外地区天主教发展的最佳契机"传教士们#或施放赈粮"或无利借贷"
用疏民困!是以农民之感戴益深"而皈奉公教者日众%!&见常非’天主教绥远教区传教简史("内蒙古图

书馆藏抄本第!页)同光之际"教会开始直接从蒙古王公手中租种那些原本无人耕种的荒地或购买土地"
以入教为条件"将土地分给从口内迁来的贫民"并给以一定数量的耕牛$农具$籽种等物资"帮助他们定居

下来!这些东西对于一贫如洗$流离他乡的农民来说是梦寐以求的!只要教会控制了土地"就控制了耕种

其土地的农民+教会占有的土地数量愈大"其拥有的教民也就会越多!
租种教堂的土地是以入教为条件的"领地之前须经过传教士严格考查"#教民凡种教堂方面之包租地

者"其领地手续一般相同"即先请各该堂司铎允准后"再向各该堂会长领取耕地"通常各该堂会长等对于教

民之个性及其家庭状况$经济情形$生活能力等均有一番考察"故能按实际情况"酌拨耕地"藉以安定其生

活%!,!-&E%)

以土地吸引农民入教最初对教会与农民都有利"#教堂方面通常采取蒙旗习惯之分收方法"即视耕地

优劣"侍耕作物成熟之后"即与耕者按三七或二八分收农作物"此种分收成数"取决于领地之时"视即中等

年岁之好坏"二者同甘苦"共利害%!,!-&E%)对于饱受苛捐杂税的农民而言"租种教堂土地#颇少其它临时变

动"教堂亦不再立其它租税名目"耕者舍此之外"亦无其它负担%",!-&E%)教会在中国享有的特权"也使他们

可以摆脱地方官府等的压榨"入教即意味着可以有一个安定的生活!而对教会本身而言"土地不仅使教民

数量增加"地租也为各个教堂带来了稳定的收入!

$>世纪"耶稣会$遣使会先后在蒙古地区传教"$AC!年始"比利时的圣母圣心会取代了遣使会!直到

"#世纪!#年代之前"圣母圣心会一直掌握绥远的传教事业"天主教在蒙古及陕甘宁的成败得失均与其有

密切关系!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到达蒙古后不久即意识到土地在传教事业中的重要意义"开始争取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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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根本大计"#$西北周刊%$!期何鲁$五原小天主教国%&’!辟地日广"()C*#E$&$AA%年后任西南蒙古教

区主教的德玉明充分实践了这种利用绥远地区移民社会特点的传教方法’在内蒙古西部的三盛公一带大

量购买土地’并转租给入教的百姓(
土地不断增加使得教会不仅吸纳了众多的有移民背景的教友’同时也使教会看到了扩展影响的另一

种用移民的方式进行传教的方法+++当一个地方教民增长到一定程度后’教会即组织部分教民迁移到新

的地区建立村庄(开始是西湾子的教友!有不少人为寻找新的土地而外迁"’)C*#E$C%&建立了一些新的教友

村’寻即教会发现这种传教方式非常有效’遂广泛采用(二十四顷地是绥远教会建立移民村并向外扩展的

典型($AA#年’陆殿英司铎在萨拉齐东南购买了"@顷河滩地’迁移教民立村传教’村名即为二十四顷地

村(!教堂地的收获除供教友食用外’其余用来劝人入教’不几年’入教者倍增(为了扩展教务’$AA>年后’
二十四顷地教堂还在外购买土地并向外迁送教友’并在新购置土地上建立教堂作为新的传教基地’形成了

银匠窑子,程奎海子等村落(附近的大喇嘛窑子,高商人窑子,小巴拉盖,苗六圈子,三道河子等地都曾接

纳过二十四顷地教堂迁送的教友(至$A>@年土木川教区教民数已达$>%@人’!传教司铎之忙碌’远逾于

曩昔(至于教友之分布’几及五十余村’而萨拉齐县境内之人民亦皆家喻户晓’知有此天主教矣"(#见常

非$天主教绥远教区传教简史%’内蒙古图书馆藏抄本第"?页&

! 当时蒙古租买土地’一般不实地丈量’仅骑马巡视一周’即指为"@顷’光绪二十六年’该地被划为六成地’翌年绥远将军奉命丈放’实丈土

地$$#余顷’但二十四顷地村之原名仍相沿不废(

对于同治年间出现的传教士购买或占有土地的情况’总理衙门曾提到蒙古!游牧地亩’向禁开垦’教士

亦不得与地方人民勾通希图私置"(#见$教务教案档%第%辑第$册!总署致法国公使罗淑亚节略"&当时

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对待清初以来蒙古的土地封禁政策主要有两种态度(一种认为要完全严禁’!不能独

严教民之禁’并令将未垦之地概予切禁"(#$教务教案档%第%辑第$册!总署收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函附

与庆都护来往函稿"&另一种认为在严厉封禁中’应该考虑到蒙地的实际情况’允许灵活处理(持这种观点

的人已经注意到口外蒙古人为了生存出租土地的必然’不能教士窥视就因噎废食,全面封禁’建议对不同

的土地采取不同的方法’内务府及太仆寺牧场尺寸不许开垦’蒙人游牧地则可招租’土地只租不卖’不能租

于教民’也不准佃户私自将土地捐与教堂(当时许多官员对此提出疑虑’李鸿章认为!此案事关大局’外族

之阴谋叵测’不可不严切防范’而蒙旗之生计维艰’亦不可不熟筹深虑"(#$教务教案档%第%辑第$册!总
署收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函"&就口外实际情形来讲’汉人从康熙年间始已大量进入蒙古’口外的开垦已经

既成事实(随着汉人不断涌入以及沙俄引起的边疆形势的大变化’不管是严禁还是部分封禁都已不可能’
教会获得土地也成为必然(在$A>!年清廷允许口外地区的天主教会自由购置土地房产之前绥远地区的

教会已拥有一定的土地’此后更是大量购置土地’不但吸引了大量移民入教’而且增强了天主教会的经济

力量($>##年绥远地区的天主教遭受义和团的重创’但是在事后获得了巨额赔偿(许多盟旗由于无力偿

还巨款’只能以土地代替(所以$>##年后的几年时间内’绥远的教会获得了大量赔教地(加以$>#"年蒙

地全面放垦后大批移民的涌入’天主教迅速发展’形成国中之国(

三!土地与义和团运动

对迁移至口外地区的农民来说’土地是其生存的最基本条件’传教士以土地来吸引农民入教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同治之后内蒙古天主教借着土地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传教士取得土地的途径除了合法购

置和贿赂蒙古王公取得一部分土地的耕种权外’就是强买或霸夺’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由土地而起的争端(
其中对内蒙古教会冲击最大的当属$>##年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 运 动 期 间’绥 远 教 会 遭 受 极 大 损 失’部 分 教 友 村 被 攻 破’!义 和 团 之 乱 以 前’中 蒙 古 有 教 友

$C###人’战 乱 时 死 亡 的 教 友 达$A##人’并 有!位 神 父 致 命’数 座 圣 堂 被 焚 毁’遭 受 迫 害 的 教 友 无

数"()$*#ECC&之所以绥远地区的天主教会遭受如此大的打击’和它在此占有大量土地,并利用土地进行传教

有紧密关系($A>!年传教士取得了在口外地区自由购置土地的权力后’教民依恃教会的庇护’横行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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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肉良善!百姓对此则敢怒不敢言"义和团兴起后!当地百姓风从响应"
由于与普通百姓之间冲突不断!也由于绥远教会依仗特权不断插手地方事务!使得各地的官府对教会

也有所忌恨"绥远地区的义和团运动肇始于萨拉齐#托克托二厅"$>##年@月!萨拉齐厅二十四顷地村

的天主教移民在托克托厅三百余教民支持下与当地普通百姓争夺土地!杀死准格尔旗蒙民高占年等九人!
弃尸黄河!凶手潜匿教堂!清朝地方官员无法缉捕"此时!义和团运动由山西传入!义和团与当地百姓协助

官兵攻破教堂!$故在托克托城外杀死之教友甚多%"&见常非’天主教绥远教区传教简史(!内蒙古图书馆

藏抄本第">页)义和团传入归化城后!许多工匠纷纷加入!但因归化城教会#教民与普通百姓并无积怨!未
对归化城的教会#教民造成大的损失!因此归化城土默特旗是几个旗中赔款数额最少的"

山西巡抚岑春煊总结口外地区教案的原因时言*$口外去岁酿祸之重!实由民教争地争利!积致猜嫌"
即如丰镇一厅教士预租地!如刘拯霖#孟仕仁等案者!固已不一而足"托克托城亦因有水利争讼之案!殊不

知地皆教民所种!与教士无涉"而教民等则必假所倚仗者!冀遂贪夺这私!不塞其源!祸何由息"此后口外

遇有民教地案!止准教民具呈!教堂不必干预!庶可以杜无穷之患!收相安之效"大凡争礼争俗!其怨尤浅"
至于争利则害有不可测者!此所宜预为之计也%+见’清末教案(每三册$山西巡抚岑春煊为请将教案第十一

条内容照知各使事咨外务部文&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九日)附件$拟定山西教案善后章程粘单%,"恰好指

出了口外普通百姓仇教的原因"

"#世纪"#年代!在新的政治与宗教思潮影响下!绥远各地努力收回被教会占有的土地!使传教活动

又受到了一次打击"加上清末以来日益严重的匪患!$绥境教堂之势力从此骤衰%!$在昔教堂势力大时!民
众为求得教堂的保护与便利!入教者甚众!晚年旧教徒死亡!新入教者不如过去踊跃!故教徒人数逐见减

少%"+!,&E@)萨拉齐境内之天主教至$>@$个拥有$A!?$教民!&民国’萨拉齐县志(卷$%$宗教%)较$>%"年减

少了%@"!人"
圣母圣心会接管蒙古教务后!充分利用绥远地区的移民浪潮及大量的土地资源!以土地吸引移民及其

后裔入教!并通过迁移教民建立移民村的方法扩展教会的影响"正是由于圣母圣心会的传教士对绥远当

时社会状况的恰当认识以及由此而采取的一系列与土地#移民有关的传教策略!才使光绪以后天主教教会

在绥远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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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3条)

1.期刊论文 薄艳华 清末绥远地区教案处理情况新探 -内蒙古社会科学2003,24(5)
    1900年发起于山东,遍及华北大部地区的义和团运动迅速点燃了绥远地区反洋教斗争的火焰.它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是全国和内蒙

古地区义和团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教会虽然在义和团运动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是他们在运动后凭借帝国主义的保护和巨额赔款,势力得到迅速恢复

和发展,更加紧了对绥远地区文化和经济上的侵略.

2.期刊论文 牛敬忠 近代绥远地区的民教冲突--也说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 -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1,33(4)
    长期以来天主教在传播过程中与绥远地区民众发生的冲突,尤其是在文化和风俗习惯上的冲突是义和团运动在绥远地区爆发并得到迅速发展的主要

的和根本的原因.无论是土地问题上的冲突还是日常民事纠纷在一定情况下都是可以解决的,而文化、风俗习惯上的冲突则是不可调和的,它可能造成不

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对立,从而形成所有社会成员(不论其是否有直接的利益冲突)之间的冲突.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义和团运动的群众性了.

3.学位论文 刘青瑜 近代以来天主教传教士在内蒙古的社会活动及其影响（1865—1950） 2008
    近代以来,有许多天主教传教士来到内蒙古进行传教活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传播天主教,同时,他们还进行了许多其它方面的活动,如办医院、办

学校、开展慈善活动、进行科学考察和研究等。他们的这些活动在客观上对内蒙古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在概述传

教史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传教士在内蒙古除传教以外的其它方面的活动,包括社会活动和科研活动,进而总结他们的这些活动对内蒙古近代社会的影响。

    序言部分主要介绍了选题的意义和目的、研究的概况、资料情况、研究的方法及文章的创新之处等。正文分为三章。第一章以天主教传入中国的

历史为基础,重点概述了天主教传入内蒙古的情况。第二章从医疗、教育、慈善、抗战、传教士对鸦片和匪患等社会问题的处理等方面,详细考察了传

教士的社会活动。进而总结出传教士的社会活动对内蒙古的影响。本章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以绥远公教医院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天主教传教士在内蒙

古所进行的医疗活动。第二部分主要研究考察了天主教传教士在内蒙古开办的各种类型的教会学校。第三部分从救济灾荒、兴办育婴院及安老院等方

面具体研究了传教士在内蒙古进行的公益慈善活动。第四部分运用大量史料论述了抗战时期天主教传教士对内蒙古的重要贡献。第五部分详细考察了

传教士对内蒙古社会存在的鸦片和匪患问题的态度及采取的措施。第三章以传教士在内蒙古进行的考古学和蒙古学科学研究活动为重点,深入探讨了传

教士的科研活动对内蒙古的影响。

    在考古学方面,主要分析考察桑志华、德日进、闵宣化、梅岭蕊的考古活动及其成果,并阐述了传教士的考古成就对内蒙古考古学的影响。在蒙古

学方面,文章具体研究了传教士田清波和赛瑞斯两位蒙古学大师的主要研究成果、学术研究的特点及其对内蒙古学术界的影响。结语部分将天主教传教

士在内蒙古的社会活动和科研活动置于中国和内蒙古近代社会发展的背景中进行分析和评价。并得出结论。文章认为,天主教传教士在内蒙古开展的各

项社会活动和科研活动对内蒙古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天主教传教士从事这些活动的主观目的是为了传播天主教,但从客观的角度

来看,他们所开展的各项活动确实对内蒙古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天主教传教士的这些活动,一方面增进了他们对中

国及中国文化的了解；另一方面,传教士们通过这些活动也把内蒙古介绍给了世界,使更多的人了解了内蒙古。可以说,传教士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起到了

桥梁和媒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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