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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代中叶巴黎外方传教会对
四川天主教徒的管理和改造

郭丽娜 陈静

提 要：清代中叶是四川天主教会发展的重要阶段。负责四川教务的巴黎外方传教会强调造就耶

稣的忠实信徒，通过神父和会长对教徒进行双层监管，要求教徒遵守中国礼仪禁令，向教徒灌输宗教

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约束教徒的经济行为。这些措施一方面有利于坚定教徒的宗教信仰，增加教会

的凝聚力和促进教会发展；另一方面其明显的保守和内敛特征实际上是意图割断教徒与教外群众的政

治、文化和经济联系，从而造成民教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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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叶是四川天主教会发展的重要阶段，

在这一时期，教会不仅在规模上日益壮大，而且

通过内部管理规范化成功地进行自我文化标签。

西南民族大学研究员秦和平曾利用清廷档案和地

方史志，研究这一时期教会的传教方式、教徒状

况和民教关系，为探讨近代四川教案的成因提供

了不少有学术价值的线索。但是从目前四川传教

史研究的整体情况上看，由于国内缺失大量教会

史料，所以学界尚未专题探讨教会的内部管理方

式，尤其是教会如何对教徒施加影响，使他们逐

步接受教会赋予的文化身份。有鉴于此，本文在

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有关

资料和档案，钩陈索隐，展示清中叶巴黎外方传

教会对四川教徒进行管理和精神改造的几个重要

侧面，指出教会为了造就耶稣的忠信者而力图割

断教徒与教外群众的政治、文化和经济联系，虽

然坚定了教徒的信仰，加强教会的凝聚力并促进

其发展，但是这些保守和内敛的措施也造成了天

主教社区的自我封闭，加剧了民教对立，为日后

剧烈的民教冲突深埋下导火索。

一、十八世纪中叶四川天主教会的状

况和教会对教徒的评价

十八世纪中叶，巴黎外方传教会士马青山

(de Martiliat)管理四川天主教务。为了更好地

掌握四川省教务的实际情况，他和华籍神父李安

德等人对教区进行一次全面调查。其调查报告显

示四川教会已初具规模，川西南和川东北分别以

成都和重庆为中心，存在若干教徒社区，估计当

时教徒共计约5000至6000人：成都地区有

2000多人；江油600人；涪州和毛坪300人；

重庆及其周边约有400至500人；长寿500人；

江津500人；叙定、长寿、资州约几百人；新都

100人；雅州府属的岷山150人；彭山约200

人。贞女方面，重庆有2、3名，下四乡有5名，

双檬子有2名，涪州和毛坪有2名，圣宗坪有

3、4名，江油有4、5名。传道员方面，成都除

了林常外，还有2名传道员；下四乡、双檬子、

长寿、圣宗坪、江油、重庆、彭山、岷山各有1

名。①教徒的活动虽然相对集中在几十个重要的

传教点，但已超出重庆、成都两府，呈现向四川

各府扩散的趋势。

不过，传教士始终认为教徒的变化仅限于量

的增长，而菲质的提高。“基督徒中真正好的不

足百人，大多数属于无知，祈祷中混杂迷信仪

式，极少参加宗教生活?”，“贞女的美德不能掩

盖其瑕疵”，o“大多数教友身上仍有异教徒的印

记，或者更确切地说，还保留有人性的弱点”。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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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德在日记中说许多教徒“作风败坏，设立异

教徒的牌位，举行迷信，从不祈祷。有的背教，

有的走上堕落之途：酗酒，赌博”∞；“根本不知

道天主，不懂得道成肉身，基督的救赎，灵魂不

死～。徐德新(Dufresse)人川后，也说“老教

徒信仰坚定，但对福音传播缺少热忱。新教徒热

衷于此，但有时却失去谨慎”，“他们爱钱，从不

尊重其他人的财产，商人为了获得最大利润，使

用了几乎与异教徒一样的手段。他们的德行有待

提高。他们怯弱而且抵挡不住引诱，甚至做忏悔

时也缺少真诚”@。面对种种问题，巴黎外方传

教会决心对教徒进行彻底改造。

二、巴黎外方传教会对教徒的改造和管理

对于教会而言，教徒的素质是教会发展的重

要保证。为了提高教徒的信德，造就真正的“十

字架上的耶稣”的忠信者，巴黎外方传教会正式

接管四川天主教务后，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通

过神父和会长加强对教徒的监督、管理，从文化

习俗、宗教思想和经济行为等方面对教徒进行改

头换面。

(一)神父和会长的双重监督

清代中叶，清政府严厉禁教，但是四川教区

的教务运作却并未因此脱离天主教会的权力框架

范围，教区神职人员按教阶由高到低分为主教、

辅理主教和神父(外籍传教士和华籍神父)。主

教是教区的最高宗教首脑，由辅理主教协助，总

管教区事务。神父是教区的基层管理人员，直接

监管教徒的日常宗教生活和行为。

为了加强对教徒的管理，教会要求神父不断

巡访教徒社区，宣传教理，强化教徒的宗教信

念，使教徒对教会产生归属感。主教傅方济在致

总会德斯库尔维耶神父(Descourvieres)的信中

说：“为了教导教徒，必须像他们刚刚皈依基督

教主义那样从头开始，喋喋不休、不分时候地唠

叨那些长篇大论，在任何场合通过教理讲解来强

化教会的映像、训令、告解和圣体圣事。，，。此外

由于教区地域广阔、传教点分散和神父人手不足

等客观因素，教会组织传道员(分定点传道员，

也称会长和巡回传道员)这一辅助性的教务管理

基层，进一步加强对教徒的监督。巡回传道员由

神父根据教徒的信德及其教理认识程度进行选

拔，其主要任务是跟随外籍传教士四处宣教，皈

化异教徒。会长则由社区内的天主教徒共同推

选，由于四川教徒多属同宗或同姓聚居，尤其是

那些世代奉教的社区，推选出来的定点传道员往

往是“家族中的年长者”o，因而会长的角色具

有教会权力结构与中国宗法社会相结合的特色，

能对社区内的教徒产生更大的钳制影响力，在教

徒社区的管理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神父不在

时，各教徒社区的管理工作就落在会长身上。会

长根据传道员守则，洁身自好，秉承神父旨意，

利用自己在宗族中的威信，讲解教理，维系教

徒，主持社区13常宗教生活，督促教徒听取教理

宣讲、做忏悔、行告解和临终圣事，时刻密切注

意教徒的动向，调节教徒群体的内部矛盾，解决

社区一切事务，使教徒社区在禁教时期也能正常

运作。因此神父和会长，一个巡回检查，一个定

点宣讲，成为监督教徒活动的两只眼睛，使教会

对教徒的各种行为要求得到真正落实。

(二)积极推行中国礼仪禁令，割裂教徒与

原有文化习俗的联系

巴黎外方传教会人华后一直竭力反对中国礼

仪，视此为“关系到教会整体影响”⑨的原则性

问题，因此是否遵守罗马的礼仪禁令成为衡量教

徒忠于教会的标准。

穆天尺管理四川教务时期，由于康雍朝禁教

风声正紧，教徒分散各处，无法有效管理，所以

仅在1740年10月12日颁布了六条指导教徒行

为的一般性规则，禁止教徒父母与子女同床而

眠、提倡节俭、教导新教徒和子女以及废除与天

主教义相抵触的神位牌等o。马青山认为正是因

为对教徒的要求过于宽松，才部分地导致了教徒

信德不佳，所以他接管四川教务后，第一件事就

是表明他对中国礼仪的立场。马青山先后在

1744年10月9日和1745年8月12日发布两次

宗座代牧令，明确要求教徒遵守中国礼仪禁令，

并制订了婚嫁、办理和参加丧葬礼的若干规定，

“命令教徒必须按天主教仪式行葬礼，如有异教

徒参加天主教徒的葬礼，务必要求他们不能做出

具有迷信性质的礼节；允许在葬礼中使用纯世俗

礼仪，如布置灵堂，为死者换裳、人殓、保存遗

照和在某特定地点刻上死者的姓名和封号；禁止

为临终者盥洗，接临终者的最后一口气，向尸体

行叩头礼，以异教徒的方式烧香点烛、献花、献

酒和献肉，在棺木前摆放灵牌，跪拜和保存灵

牌，象异教徒一样上坟跪拜、分吃祭品和烧冥币

等等。”@婚姻方面，提倡婚姻自由，禁止订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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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禁止女方在未婚嫁前入住男方家中，禁止嫁

娶异教徒，除非原来不信教的一方愿意皈依天主

教，并制定一系列天主教婚嫁仪式o。1803年四

川教务会议章程还规定教徒的婚礼还需由神父主

持，并接受神父的祝福。除此之外，教会禁止一

切与中国礼仪禁令和基督教义相违背的行为。政

治生活方面，教徒不能考取功名，也不能出任公

职。日常生活中，教徒不能购买建有偶像庙宇的

土地，如果已购买，就必须改做其它用途；不能

参与派分祭品和修建偶像庙宇；不可赎回被征去

代替祭祀摊派物的物品。择业和从商方面，教徒

不可从事任何可能涉及迷信活动的职业，如印刷

业、雕刻和雕塑业；从商的教徒不能将香烛买给

异教徒；水泥匠不能参与修建偶像庙宇；开旅馆

的教徒不能将房间租给教外人搞迷信活动；教徒

不能祭祖，不能保存祖先灵位牌o。

这些规定制订出来后，被历任四川代牧奉为

信条。1795年交趾代牧德贝艾纳主教(Mgr．

Piangeau de B6haine)曾建议宽容天主教徒跪拜

去世的父母，就遭到当时的四川代牧冯若望(de

Saint—Martin)的强烈反对。由于传教士的坚

持，这些规定也就成为四川教徒的行为指南，对

于违反规定的教徒，传教士都会竭力说服纠正，

傅方济就曾劝说一老教徒“废弃与迷信有关的物

品”@。

(三)解决信仰无知问题，加强对教徒进行

宗教思想灌输，促使教徒认同新的宗教文化身份

首先，不惜金钱，出版和翻译大量教理书

籍，向教徒灌输基本教理。

中国礼仪之争后，许多宗教书籍都禁止在华

出版。在这种情况下，四川教会除对以前出版过

的书籍进行整理重新外，还自行编写新的教理书

籍，向教徒解释参与圣事的意义，同时积极向罗

马申请松弛宗教书籍出版的禁令。

李安德在日记中说应傅方济的要求，他“全

心投入到修理残损的教理书籍-O，1740年起，

他着手翻译特利腾大公会议的教理，编辑祈祷

集，撰写十诫、教会四教规、七罪错、圣体圣血

’圣事和忏悔圣事的简短解释，将弥撒常规经、弥

撒经书附录和经文从从拉丁文翻译成中文，并写

了护教书籍《三教要旨》，挑战中国三大传统宗

教，直陈基督教义的真理。

1777年1月3日，罗马同意在四川I全体神

职人员的讨论和传信部的审查下，“可将部分内

容直接或间接涉及宗教教育和教会圣事的已在欧

洲刊行的书籍翻译成中文，在(四川)教区内传

播”o。于是四川教会加大对书籍编写、翻译和

出版的投入，传教士都积极参与教理书籍的编

撰。冯若望编写了《炼狱》和《效仿基督耶稣》；

梅神父(Moye)编写了《圣女六十三年祈祷》

(1781年初版)、《天国之路》、《十字架之路》、

《主受荆冠三十三默思》、《玫瑰经十五秘密默思》

和《父母与子女的相互义务》；刘翰墨(Hamel)

撰写过《虔诚参加弥撒的方法》和一本供修生使

用的神学要义@。据教会统计，1775年，书籍出

版费为120两，1777年增加到200两o，随后

“六年间，这一花费已高达5000里弗以上。”o书

籍出版后，基本上免费派给教徒，经过神父和传

道员的讲解，其中部分教理深人人心，确实对建

立教徒的信德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其次，督促教徒按时参加宗教生活。

教会要求教徒每天早晚都必须参加祈祷，唱

诵圣母经和天主经，周日和节假日必须按正式的

天主教仪式参加弥撒，向神父忏悔，请求宽恕。

神父缺席时，则由会长代替朗读福音书，勉励教

徒，带领教徒祈祷。为使教徒敬爱耶稣，教会甚

至在教徒领圣餐前，特别为他们增加了一段由穆

天尺撰写后经梅神父修改的祈祷文。在各种宗教

节日，教徒都必须参加弥撒，如果连续两次以上

不参加，神父或会长就会过问。教徒受洗后，需

由神父施振坚，还要守斋，死后受临终涂油礼。

严厉禁教时期，教会为避人耳目，曾对某些

宗教仪式做过一些随乡入俗式的修改。如由于白

莲教徒也守斋，为示区别，以免在清政府打击邪

教时受到牵连，傅方济同意在特殊情况下教徒可

在斋戒期内吃肉；为了避免教徒聚集引起官府的

注意，1796年，教会同意部分家离教堂路途遥

远的教徒可免于参加周日弥撒。但这些都是在不

得以的情况下做出的暂时性让步，一旦风向变

化，教会又会重新要求教徒执行原来的规定。以

女教徒的临终涂油礼为例，传教初期，传教士因

害怕触及中国男女之间的习俗禁忌而做出变通，

不在女死者腰部涂油，而是涂在脚踝上，但到了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四川打教风声转缓，

徐德新就在1803年的四川教务会议上坚决地取

消原有的做法。

最后，树立教区纪律，对违规教徒进行适度

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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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规定，教徒如果做出违背基督教义的行

为，如姘居、放高利贷、抢劫、行巫术、伪造假

币和背教等，一旦得到证实，必须受到处罚，严

重者可能被逐出教会，轻者进行苦行赎罪或忏

悔。苦行赎罪包括禁止在祈祷室内参加弥撒，在

神父或传道员面前接受鞭苔，禁止领圣体，多次

当众告解忏悔，最后才由其他教徒向神请求宽

恕。教徒郭路加因伪造假币被白日升处以不得进

入祈祷室的惩罚，并接受鞭打和当众忏悔；传道

员兰西满因贪污传教经费也受到相似的处罚；

1754年，下四乡的周约瑟因为污辱神父和与教

外女子姘居而被李安德命令当众宣读悔改

声明o。

在传教士处理的过错中，背教是最为棘手

的。清代，四川教徒背教现象普遍。传教初期，

马青山对教徒要求严格，对背教者一律开除教

籍。李安德比较温和，一般只要求他们当众告解

或戒酒、斋戒一段时间o。随着清政府禁教措施

日趋严厉，传教士逐步理解教徒背教原因之复

杂，认为一刀切开除背教者并不利于教会发展。

傅方济曾向传教士做出如下指示：“从心里离开

教会者，不仅从不参加圣事，而且重操迷信行

为，绝不能让他再回到教会；只因胆怯没参加宗

教生活者，至少他们能适应宗教生活，有时做做

祈祷，可以鼓励他们回归宗教组织；我所说的半

背教者，即是那些在官府结具悔改书为自己开脱

的人，⋯．教友们应该以仁爱和温和之心对待他
们，弄清楚他们背教的原因～。辅理主教冯若

望也认为，“背教现象非常普遍，但并不是人们

所形容的那样严重，尤其是在中国。确实，试想

一个性格软弱的人，被施以酷刑，为了自保，难

免说出一些含糊其词的话。，，。1777年4月，传信

部根据传教士的描述，建议传教士“以适当的方

式处理背教者的公开告解，按照本笃十三世

1725年11月29日所立的规定，免去背教者做

六个月告解的处罚，只要求做一次公开悔罪。”o

不过背教作为一项严重的过错，仍难以得到传教

士的轻易宽恕。傅方济要求背教者接受禁止参加

告解圣事一年和教徒集会半年的处罚。梅神父命

令背教者每周斋戒两次，在教徒大会上做公开告

解，禁止参加弥撒和领圣体，经过半年的考察才

能获得宽恕。冯若望担任代牧期间，背教者根据

其悔教原因接受相应的处罚，“有的只需当众表

示收回此前的悔教言语即可；富有教徒如果是因

害怕操没家财而背教，即强制他们交纳大量捐

献；如果因害怕受刑而背教的，即强制他们斋

戒；如果因对教义生疏而背教者，即要求他们反

复诵读祈祷文。’’。

总的来说，教会对教徒进行处罚时既强调严

厉，同时又考虑客观情况给予悔改自信的机会。

这样既在一定程度上树立教会的权威，又让教徒

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同时网罗其他教徒的人心。

(四)约束教徒的某些经济行为

清代康雍乾盛世，商贾往来，贸易发达。传

教士在川活动期间，有感于四川商业借贷行业的

高度发达程度，同时又对抵押贷款中存在的高利

贷现象深恶痛绝。他们指出当地的借贷利率高达

每年30％，不动产抵押贷款的利率更是超过

50％o，由此断定“中国人道德败坏”，尤其是

在金钱方面， “唯利是图，罔顾公义，善于钻

营～，“大部分中国人对金钱的执迷不悟正是他

们堕入地狱的原因。’’。对于生活在这种商业环境

中的天主教徒，传教士认为要提高他们的信德，

需要改造他们的金钱观，如有可能，还要尽量减

少他们与教外人的经济联系。

1781年8月24日，罗马据传教士的叙述，

致函四JII代牧，界定不动产抵押协议是非法的，

其他借贷协议则要传教士依据个案，“视时问、

地点和人物，确定其合法性。’’。按照这一指示，

傅方济下令严禁教徒参与有高利贷嫌疑的借贷活

动，尤其是不动产抵押贷款。在利息退回问题

上，罗马没有明确回复，傅方济考虑到追究的实

际难度和过分严苛可能会造成教徒弃教，主张对

于既成事实的贷款合约概不追究，只要皈依天主

教的债权人终止合约，就不必退回已经获得的利

息，冯若望也赞同基于诚信的协议无须退回利

息。但梅神父则坚决要求川东教徒债权人必须退

回土地抵押方已交的利息，否则拒绝给予宽恕，

不予参加教会的一切圣事。

除土地抵押外，当时四川I还普遍存在一些称

为“银会”或“米会”的民间经济组织，类似现

在的集资活动。对于这类经济组织，教廷曾在

1815年致信四川代牧，认为“如此协议似乎不

存在需要谴责之处”国，但传教士仍普遍相信这

类组织涉嫌高利贷，因此也禁止教徒发起或参与

这类组织。

为了尽量减少教徒与教外群众的经济接触，

教会甚至出资购买土地，供教徒耕种。17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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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以北教徒的人数猛增，在土地租赁上与教外

群众产生了不少纷争，冯若望遂向总会提议在地

价相对便宜的山区购地，用来收容教徒和拯救灵

魂。1781年至1782年问，教会首先在雅州府属

天全州一带的山区购买了几个山头，安排200名

教徒在那里耕种o。随后教会通过购买和教徒捐

赠等方式在川获得了不少土地和财产，用于安置

教徒或发展教会事业。如徐德新曾“在金堂购得

一长60尺、宽33尺的小块土地，用于种植葡

萄，生产做弥撒所需的葡萄酒”；落壤沟一虔诚

寡妇和江津教徒都曾向教会捐赠；1802年，教

会又用1000两银在江油购得了大片土地o。到

了近代，最引人注意的大宗教产有彭县白鹿场天

主堂的10000余亩土地和彭山的1000余亩田

产§。在这些教产周围，逐渐形成一个个新的天

主教徒社区。

三、管理的实质和后果

上述巴黎外方传教会对四川天主教徒进行管

理和改造的种种措施，得到1803年四川首届教

务会议的确认，列入章程之中，成为教会内部管

理规范化的一个重要部分。确实，这些措施有利

于坚定教徒的宗教信仰，提高他们的信德，增强

教会的向心力；但究其实质，这些具有明显的保

守和内敛特点的条条框框，其真实意图是从政

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割断教徒与教外群众的

联系，按教会的要求塑造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因

此其后果是双面的。

(一)增强教会的凝聚力，促进天主教社区

的扩大和教会的发展

四川绝大多数教徒出身低微甚至游离于社会

边缘，受到当地社会主流文化的排斥，他们投靠

教会，从教义中寻找精神慰藉。宗教仪式的强化

和教义的宣传使教徒之间形成一种文化上的认

同，教徒对教会产生了明显的归属感，教徒社区

中出现了不少信教的中坚分子。1798年9月徐

德新在写给总会主管肖蒙神父(P．Chaumont)

的信中就称“如今所有教徒，不论新的还是老

的，都公开宗教信仰。’’。嘉道朝禁教期间，不少

教徒，如刘嗣坤一族和袁在德、何深海等人，亦

或顶风传教，暗中发展，亦或表面悔改，一旦风

向变化，就重操信仰，便是有力的例证。

此外，教徒信德提高，也容易对周边的人群

产生感染力，吸引更多人人教。徐德新在写致其

母的信中说：“我们不知道皈依的最主要原因是

什么，神平素所采用的方法在这里是如此的不起

作用，因此我们只能说：在某一城市或地区，只

要有异教徒慕道或拥抱宗教，布道是肯定起了作

用的，但通常而言也并不只是崇高的布道和堂皇

的理由，许多质朴的新教徒，受教导不多，不懂

创造财富，几乎或完全是文盲，但却非常热忱，

他们以自身的一举一动而非夸夸其谈进行传

道。’’。1804年10月11日，徐德新又在写给总会

的信中肯定教徒在付洗儿童工作中的积极作用。

正因如此，清代中叶虽然屡屡禁教，但教徒

社区照样繁衍，教会照样发展壮大。教徒在信仰

认同的基础上，相互联姻，以同姓或同宗聚居，

在教会的扶持下形成一些经济上相对独立的教徒

社区或教徒村庄，并通过宗族中某支子系的迁移

和繁衍而进一步扩大并遍及四川全省。据徐德新

统计，1804年，全川此类教徒社区已有461个，

其中川东114个，川西172个，川北43个，川

南132个@；1809年，又进一步增加到529

个@。教会则以教徒社区为基地，开展慈善事

业，创办修院和言经学校，发展传教新生力量。

1805年，各社区共建言经男校29所，女校42

所；1810年，男女学校各达到50所和57所；

华籍神父从1770年的3名增加到1814年的25

人。传教力量的增长进一步推动宣教事业的发

展，神职人员的增加则更有效地约束教徒和进行

宣教，开辟新的传教点，延续教会火种。正是这

样环环相扣，齐头并进，四川天主教会在十九世

纪初发展到史无前例的巅峰状态。据统计，1784

年，四川教徒就达到15000人；1793至1801年

间，人数再度从约20000入增加到37000人；

1809年，又跃升到56165人。从1788年起，每

年几乎都有2000人到神父或传道员处听取教理

讲解，受洗人数接近3000人，某些年份甚至达

到4000人以上，如1805年就有4203人@。徐

德新(Desfrusse)主持教务期间，四JII天主教

徒已经占全国的26％，居各省第一位国。

(二)造成民教分离，为近代民教冲突深埋

下导火索

从另一角度看，巴黎外方传教会对四川教徒

的管理和改造措施具有明显的自我封闭特征。首

先教会通过管理规范化在教徒社区内缔造了严密

的组织结构，天主教社区的运作通过严格的教阶

制度和家长制度的相互结合来维持，自上而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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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架构使教徒更多地听命于教会神职人员，而

非地方行政当局；其次教会督促教徒参与宗教圣

事等于要他们彻底与其原有的文化根源割裂，强

化教徒间信仰的认同；此外教会有意促成教徒的

经济互助关系，使教徒社区能够在社会的大环境

中自我成长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体系，尤其是

那些为躲避查禁而听从教会的安排集体迁移到偏

远山区的教徒，他们所组成的教徒村落更是在政

治和经济上与外界失去必要的联系。这样的管理

实际上加剧了教徒索群离居的生活状况，在利害

趋同的现实和对未来祸福的共同预测的基础上，

教徒之间相互联姻，强化了以同姓或同宗群聚的

居住方式，因此十八世纪下半叶，教徒人数不断

增加，分布地域扩大，但教徒不是以个体的形式

散落于民众之中，而是相对趋向集中，四川天主

教会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以有血缘关系的教徒社

区的复制的特点。

一个个孤立的天主教徒社区，因其宗教文化

身份的独特与主流文化社会隔绝，成为中华“帝

国汪洋中的孤岛”。教徒难以融入主流文化社

会，教外群众自然无法理解教徒的所作所为，经

常以异样的眼光看待他们。清代中叶，排教现象

已相当普遍，民教冲突渐显倪端，常有民众向官

府告发教徒。冯若望在致总会的信中提到，“并

不只是几个老社区的三、四个传教点才有这样的

情况，几乎到处，群众都因害怕教徒可能在冲突

中倒戈而拒绝教徒加入民勇。他们甚至以此为借

口要求官府驱逐教徒o J'’O

对于清政府而言，湖广移民填川时期，民众

的大规模迁移本身就存在不安定因素，“山深林

密，五方杂处，其间良莠互淆，最易藏奸”。o而

教徒对神职人员的服从又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官方

对于下层民众的权威，从而更加引起官方的疑

惧，陕西监察道御史甘家斌在奏折中就指天主教

“亦因邪害正”，“任意蔓延，殊为风俗人心之害，

并恐积而愈众，滋生事端”o。事实上，巴黎外

方传教会也认识到这一内敛式管理带来的弊端，

但是传教会自从决定谴责中国礼仪之日起，便陷

人纯教理主义和文化种族主义的泥潭，无法

自拔。

因此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四川天主教会越

是发展，教外群众反教的情绪就越高涨，十九世

纪初，教会发展到巅峰，艰苦时期也随之而来。

1810年，渠县奉教人数骤增，教外群众向官府

告发。不久，川督常明就奉朝廷之命，拉开了清

代中叶最严厉、最彻底的反教运动的序幕。运动

过后，巴黎外方传教会仍坚持原有管理教徒的方

式，这种割裂民教关系的做法必然为近代爆发大

规模民教对抗深埋下导火线。

(责任编辑：林庆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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