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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赖与天主教在广西的传播

口谢铭

【摘要】马赖是近代进入广西传教的第一个天主教传教士，在他的艰苦努力下，发展了近代广西的第一批天主教徒，开创
了广西的基督教事业。西林教案发生后，他被西林知县张呜凤下令逮捕并处死，但他的死却成为鼓舞传教士继续传播天主教的

精神支柱，使天主教在广西继续得到传播和发展。

【关键词】马赖天主教法国

一、马赖进入西林前的广西基督教情况

基督教在唐代传人中国，但广西直到明末才有基督教的
传入。最先来到广西传教的是天主教耶酥会传教士罗明坚。罗

明坚。字复初，意大利那不勒斯人，1582年到达广东肇庆，1585
年“往桂林传教”，fl鳓这是基督教传人广西的最早记载，但由

于政府及人民的反对，罗的努力没有结果。但在他之后，其他

传教士的努力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发展了一些教徒，并建
立了教堂，明末基督教“自畿辅开堂，蔓延各省⋯⋯西粤则桂

林妒，明末全国共有基督教堂30多个，“广西桂林也有一个，
这是广两第一个教堂”。p旧

明朝灭亡后，在南方存在着南明政权。在南明朝廷中，有

一些大臣如瞿式耜等来自北方的天主教徒，因此与天主教早
有接触的永历帝之妻子、母亲及左右官员在宫中接受了奥地

利耶稣会传教士瞿沙微的洗礼，希望通过“率臣民奉教，(来换
取罗马教廷的兵援)，以再造中国也”。H随着南明政权的南

移广西，也把基督教传人广西，但也只是在王公大臣中间传

播，一般的广西民众并没有信奉基督教。清兵南下时。永历帝
曾派卜弥格教士到罗马请求罗马教皇助明抗清，但没有结果，

陬舭髓着清军的占领，广西的基督教也就销声匿迹了。
清初，统治者对基督教采取宽容政策，于是基督教再度传

人广西，并得到一定发展。据1701年(清康熙三十九年)的统
计，广西有耶稣会的住院7间，教堂7间，教士lO人，方济各

会住院5间，教堂7间，奥斯定会有住院1间J。旧眄但由于“礼
仪”之争，清康熙末年(1711年)开始禁教，到1840年前夕，广

西境内几乎没有基督教的踪影了。禁教时期，基督教在广西不
是马上就停止活动，而是暗中传播。据统计，自明末到1840

年，在广西传教的基督教派有耶稣会、巴黎外方传教会、西班

牙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和奥斯定会等嗍。早期的基督教活动
没有什么结果，基督教大规模传人广西是在鸦片战争以后。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

系列不平等条约，逐步在中国取得传教和建立教堂的权利。
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其中写上“耶稣，天主教原系为

善之道，自后有传道者来自中国，一体保护”字样，这给传教士
在华活动大开方便之门。之后，中美签订《望厦条约》，条约明

文规定：“除了传教士能在五口传教之外．还可建立教堂。”这

是基督教传教士得以在中国公开建立教堂之始。在法国传教

士的策划下，法国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了《黄埔条约》，条约第

23款规定：法国人可以在五口建造教堂，“倘有中国将佛兰西

礼拜堂、坟地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艄。这些条约的签
订，使基督教界兴奋不已，“在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里，这些条

约都受欢迎，被看作是传教中划时代的标志”罔瞄1曲。但是，这些
条约还没有自由传教的规定。以后在传教士的要求下．法国政府向

清政府提_}}{要求开放“教禁”，自由传教。1844年，清道光帝下了

一道手谕，对天主教开放教禁，清朝实行了100余年的教禁终

于解除。从此传教士纷纷进入中国传教，但只限于通商口岸，

进入内地传教是违法的，没有条约依据。广西此时属于内地省

份，但传教士仍然违法进入广西传教。

由于清朝的禁教，到近代前夕，“17至18世纪中曾领过

圣洗的教徒的后裔在广西境内已无一人存在。自1724年的教

难后，没有任何一个外国传教士能进入广西省”，唧哟因此，在

广西的传教工作必须从头开始。1848年，“罗马教廷传信部已

将广东、广西两省教区划给巴黎外方传教会为传教活动范
围”。嗍巴黎外方传教会驻香港总会计师神父李播被推选为
两广教区第一位主教。李播就派肋若潜入广西调查：“广西省

内还有几个广东籍的天主教徒，他们分散在几个大城市经商，
流动性很大，行踪不定。至于广西境内的本地人则找不到一个

教徒了”p鄂n。随后，李播便派传教士进入广西开展传教活动，

但大多失败了，最后唯有马赖获得成功。

二、马赖在广西的传教活动

马赖是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咸丰二年(1852
年)，他奉两广主教李播之命，从香港前往广西传教。他先是从

广西的门户梧州进入广西，但是没有成功，原因是此时的广西

局势比较混乱，1851年广西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
平天国运动，东部地区是农民起义的中心地区。此时从这里进

入广西是很困难的，风险也很大。此外，当时清朝政府认为太

平天国是以基督教来发动群众进行造反的，把基督教当作罪

魁祸首，对基督教进行严密的防范。马赖是来广西传播天主教

的，广西地方当局害怕他利用基督教来反对清政府，因此对他

进行驱逐，不让他进入广西。经过考虑，马赖认为从贵州进入

广西比较可行，因为广丙西部地区没有什么大的战火，从这里

进入广西相对比较容易，而且贵州的法国天主教势力比较强，
可以为进入广西的法国传教士提供帮助。马赖就是在贵州的

法国传教士的帮助下从贵州进入广西的。
1853年，马赖到达贵州，在贵州进行了一年多的准备。从

贵州进入广西传教，马赖面临着许多困难，如经费不足、缺乏

经验、缺少助手、向导缺乏、语言不通等，针对这些困难，马赖

做了充分的准备。首先向贵州的同行取经，学习他们的成功经
验。法国天主教进入贵州的时间早，天主教的势力强。传教士

和教徒的数量比较多。马赖来到贵州以后，向同行请教了许多

f作者简介】谢铭(19“一)，广西宜州人，广西河池学院社科部副主任，副教授。广西宜州54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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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的问题，如传教的技巧和方法等，并且准备传教的内容和

书籍。在马赖致香港李播主教的信中，他就谈到过贵州传教士

对他的帮助：“别肋尼教士是贵州教会的领导人，他留我住贵

阳一段时间，使我能抄写一本叫《良心反省录》的书，并且给我

讲解一些教会的材料。这些知识是在未执行教会工作之前必

须知道的。”附1琪次是学习广西的一些方言。语言是传教的
重要工具．语言不通，传教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广西西部地

区有许多方言，但最主要是西南官话及壮话，因此马赖有必要
学习这两种语言。马赖在给李万美教士的信中就谈到学习语

言的情况：“我要学讲广西土官话，学习新教徒们所讲的话，学
习本地的土话(即是壮话及本地方言)”。阳五第i。寻找助手。
马赖知道，靠一个人的力量很难进行传教活动。因此他请求同
行帮忙寻找助手。马赖在致李万美教士的信中还提到：“我仍

然是无所作为，假若别肋尼教士四川之行能找到几个忠实的
人，这些人能维持我的新教徒又能给教外人宣道，那我将感谢

天主的安排。”19]g'lZj}。经过努力，马赖找到了白满和曹桂英两个
教徒作为助手。第四，找向导。马赖说：“我们到彰德府时⋯⋯

前几天，曾有3位旅客被杀。我们唯一的办法只有派人到贵阳
去找带路人”。阳19第五，准备经费。传教活动需要经费支撑，
马赖在贵州期间想方设法筹集经费，在贵州法国传教士的帮

助下，马赖筹集到了一些经费，使其能开展在广西的传教活

动。第六，了解情况。为了能开展在广西传教的事业，马赖还从
贵阳来到更加靠近广西的兴义府，在这里直接了解情况，力图

找到·个突破口。经过了解，他知道有农民从贵州兴义迁往广

西泗城(今凌云县)居住，其中有人是基督教徒。了解到这一情
况后，马赖认为可以以找这些人为借口进入广西，并伺机进行
传教活动。

马赖在传教士李翁士的帮助下。由贵州教徒自满与曹桂

英陪同，以走访亲戚为名，于咸丰四年(1854年)夏天到达广
西西林县，想从这里前往泗城寻找从贵州来的一家教徒，“希

望(在)泗城附近能找到贵州教区李万美神父所交待的一家教
徒。”但在这时，由于“西林很多群众要求信教”，马赖“就忙于打

理这些新教徒”，反而把原来要寻找的那家教徒“遗忘”了阳∞。
这样马赖就在西林开始了传教活动。他先是在西林县城传教，

但信教的人很少，后来他就来到周围的常井等地传教，这些地
方多是瑶、彝族群众，而在定安等平坝地区，几乎全是壮族人居

住。历史上，这一地区的民族歧视、摩擦严重，瑶、彝族群众因

为人数少，受欺负比较多，加上地处山区，地瘠民贫，因此他们

急需外力的帮助。马赖的到来让他们看到了希望，马赖宣扬基

督教的救世理论，告诉他只要加入基督教，相信上帝就能升人
天堂，过上美好生活，这对苦难中的瑶、彝族群众具有极大的

诱惑力，再加上马赖极力炫耀法国的势力，说加入基督教可以
得到保护，瑶、彝族群众认为马赖是个靠山，可以利用基督教

的势力来保护自己，避免受到欺负和凌辱，因此，马赖在这些

地区的传教活动受到一定程度的欢迎，并取得一定效果，发展

了教徒，建立了传教点，马赖也就成为近代以来成功把基督教

传人广西的第一人，他是法国传教事业的急先锋，对广西的天

主教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马赖的传教活动由于他本人的被

杀而很快终止。

三、关于马赖的死

马赖于1856年2月被西林县代理知县张鸣风逮捕并处
死。他在广西的传教活动也因此结束。法国政府认为马赖的死

完全由中国方面负责。原因是中国方面没有按照条约的规定

把非法进入广西传教的马赖遣送回国，而是把他杀死，因此违

反了条约规定，所以责任在中方，法国政府也以此为借口发动

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而我认为马赖的死主要责任在于马赖

本人。首先，他违法进入广西传教，按照条约规定，广西属于内

地，传教士是不能前往进行传教活动的。但马赖却明知故犯，
仍然进入广西传教。因此是马赖本人首先违约，触犯法律。当

然，按照条约规定，非法进入内地传教的教士是不能处死的，
应该遣返回国，从这方面来讲中国方面是违约的，责任应该在

中方。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条约一个是中美《望厦条

约》，一个是中法《黄埔条约》，这两个条约是典型的不平等条

约，是美、法两国用武力威胁中国签订的，因此，不能作为法律

的依据。其次，马赖之所以被处死主要是由于他的所作所为引

起的。广西各民族能包容各种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并有着本土

宗教和文化，且不排斥外来的宗教和文化，道教及原始宗教是
广西的本土宗教，但广西还有佛教、伊斯兰教等外来的宗教，

佛教、伊斯兰教传人广西后都有自己的立足之地，并得到了发
展，各种宗教能够相互尊重、和睦共处。如果马赖只是传播基

督教，从事宗教活动，那么。广西人民也是能够接受的，但事实
恰恰相反．双方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并最终激化，导致马赖被

杀，究其原因，就是由于马赖从事了非宗教的活动。从教案的过

程来看，马赖主要是由于干预内政、包揽词讼、强迫人们改变宗教

信仰及习俗等，引起官绅们的不满而被杀的。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马赖被处死主要责任不在中方，而是

马赖本人。当然中国方面也有一定的责任，比如对基督教文化的

误解、误以为马赖传播基督教是为了造反从而把他当作造反者来

加以处死。对马赖处罚过重了一些，处死马赖的手段也过于残忍

和野蛮等，使本来可以避免的惨案发生了，这是—个悲剧。

四、马赖对广西天主教的影响

马赖在西林的传教活动十分短暂，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
对广西的天主教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是为广西天主教开辟了道路。进入近代以后。法国传
教士曾多次派传教士进入广西传教，但都以失败告终，直到马

赖进入西林传教才获成功。这为天主教开辟了一条传教的道
路，之后很多法国传教士沿着他开辟的道路进入广西传教，使

广西的天主教得到了传播和发展。

其次是开创了广西的天主教传教事业．促进了广西天主

教的发展。自从马赖到西林地区传教以后，法国传教士不断地
沿着他开辟的道路前来桂西地区传教，在《广西省的法国教士

名单一览表(1852—1925年)》列的81个传教士中，从1852年

到1925年间。先后有7名传教士到西林地区活动，数量之多是

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通过他们的活动，包括两林地区在内的百

色地区有很多群众信奉了天主教，并建立了一些教堂。据1933年

广西教会调查。天主教在广西共置建教堂114座嗍，百色有15
座，占总数的13．16％。据在民国22年《广西年鉴》的统计，全广

西共有42个天主教教会，14308名教徒，其中西林县就有2000

名，教徒人数仅次于贵县(4437名)、平南(3257名)，名列第三，

而新教(稣教)虽有82个会所，但仅有3383名教徒，可见西林
地区的天主教势力是很大的，法国天主教也以这里为中心，向

周围地区扩展势力，使西林成为桂西地区的传教中心，同时也
是基督教在广西的三个传播中心之一(另外两个是梧州、桂

林)。桂丙地区的天主教势力之所以那么强大．这与马赖不是
没有关系的。马赖在西林的定安等地进行传教活动，发展了很

多教徒，据西林教案逮捕的教徒人数来看，(下转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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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的交流和民族的融合。“对野蛮的征服者民族来说，

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在传统的对该民族来说

唯一可能的原始生产方式下，人口的增长需要有愈来愈多的

生产资料，因而这种形式也被愈来愈多广泛利用着。”阳研

亚历山大远征时带着大批希腊手工匠师、商人、冒险家、

哲学家等，这些人涌入东方，从事手工业作坊、商业经营，客观

上促进了希腊文化的传播。“在这次战争中，他一方面同然把

希腊以往所受的苦头回报给了东方世界，但是同时也答谢了

夙昔传自东方的文化的雏形，就是把那个文化在西方的成熟

和造诣普及到了东方。”l驰sIJ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东方先进的

文化也同时让希腊吸收，希腊成为一个巨大的高质量的文化

加工厂。亚历山大沿袭了东方专制帝国的旧规。继承了波斯帝

国的专制政体，保留了波斯帝国中央和地方行政组织，甚至

还定都东方的巴比伦，“把长期以来一直戴着作为胜利者标
志的马其顿帽换成了被征服了的波斯人的头巾，他不感到

羞耻”。121【P129}他鼓励东西方民族通婚。在苏萨一次巨大盛典

上，他带头娶了大流士的女人斯提塔提，他手下的80多位将

领也娶了波斯贵族的女儿，并且按照当地传统习俗举行婚礼。

这是一场巨大的欧亚政治联姻。他随军征服过程中建立了许

多亚历山大里亚城，这不但是他的军事要塞，同时也是东西方

经济文化中心，是经济文化交流的骨干和桥梁。因此，“亚历山

大一直是以世界性的形象出现在东西方众多的民间传说中。

他所祈求建立的地中海帝国的罗马皇帝的崇拜者，是犹太人

的救世主的先驱。是中亚传说中的人类始祖，还被演义为基

督教的圣徒，伊斯兰教虔诚的信仰者，甚至成为无所不能的

魔法师”。ll肺l他开创的希腊文化帝国比军事帝国更为长久
稳定，开创了世界历史上一个高度文明的新时代。

成吉思汗出征花刺子模，把自己推上了世界政治舞台，是

亚历山大远征1500年后又一次揭开欧亚两洲的帷幕，他西征

对世界的影响不逊于亚历山大远征。成吉思汗每攻占一城一

池总是搜索当地的工匠、科学家、天文家等带回蒙古帝国，与

中原文化相互融合。取长补短。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先进文化技

术尤其是火药、罗盘、印刷术、造纸术先后传入欧洲，打破了汉

唐以来欧亚各国封闭壁垒。对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很大

影响。他建立了庞大的驿站传递系统，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

联络线、运输线。海上丝绸之路也在宋元时期继续发展，泉州

成为当时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海上

窗I：J。这场大征服大浩劫。闻所未闻的暴力行为后面是人类历

史的又一大进步．是亚欧大陆东西方文化经济的大交流。世界

的面貌不久将要发生本质性的改变。11研蜘确实如此，其后不到

两个世纪，欧洲开始了新航路的开辟、地理大发现，开始了血

腥的殖民扩张运动，开始了文艺复兴运动。指南针的两传为新

航路开辟、地理大发现提供了便利，火药的西传则便利了航海

和资产阶级革命、西方的殖民扩张，而马可·波罗游记则刺激

了西方对东方文明的向往和探索，刺激了西方的殖民扩张运

动和新航路开辟。

皿历山大远征打开了西方人的眼界，开始直接或间接地

接触东方文明古国印度和中国；成吉思汗西征则打开了中国

人的眼界，揭开了东西方国家之间的官方外交活动，如路易九

世派卢布鲁克携带国书拜谒蒙哥等。亚历山大和成吉思汗都

对亚欧大陆的东西交流作出重大的影响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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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发展了15名教徒，这是近代广西地区第一批教徒，还建

立了定安、渭各、常井等传教点，这是广西的第一批传教点。

马赖在西林地区进行的传教活动为广西的天主教事业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西林也就成为广西天主教的重要据点，广西

其他地方天主教的传播和发展或多或少都受马赖的影响，受

到西林地区天主教的影响。

马赖不仅对广西的天主教产生直接影响，而且，还对广

西的天主教产生间接的影响。他死了以后，法国以他被处死
为名参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战后清政府被迫赔偿巨款，而

法国天主教会又以这笔赔款建立定安、渭各、常井三处教堂。

罗马教廷还封马赖为“真福”神品。以马赖为榜样鼓励传教士

到广西传教，推动了广西天主教事业的发展。可以说马赖是
．影响广西天主教的重要人物，对广西天主教的传播和发展都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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