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雍乾禁教时期的华籍天主教神职人员

宾静

清代雍正、乾隆时期，朝廷禁传天主教，天主教在中国的生存状况发生重大变化，

外籍传教士先是被逐，后是被杀，传教任务逐渐落到华籍神职人员身上。本文分析了此

一时期内华籍神职人员的身份构成、活动地区分布，以及其传教方式和特点等，借以说

明华籍神职人员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较前期更大的作用，推进了天主教在中国

的本地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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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之争”后，雍正、乾隆皇帝在位时，’清廷禁传天主教，全国发生教案数起，

外籍传教士遭到驱逐，天主教在中国的生存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但“两洋宜教事业，吲

深受打击，然并未因此一蹶不振，绝迹中朝。”这一情况的出现，纵然与外籍传教十

“具有宗教热忱，以不避艰苦开教中国为光荣”密切相关，但“华人信徒，抱有此种信

仰者，亦当不在少数。”∞这从某一方面说明，此段时期内，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活动

是与本地天主教徒的努力分不开的。天主教在中国，此时不仅仅只是信教的主体为华

人，传教的主体——二．神职人员--也开始慢慢由外籍向华籍转变。②

雍正禁教之初，北京“奉教之人，有病危者，惟中国司铎罗陈二人，密付终礼而

已。”@至雍正六年(1728)时，“留在北京的教士有：外籍主教一位，神父六位，”其

∞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山东)齐鲁书社1987年，第156页。
。这方面的论述，可参见Nicolas Standaert(ed．)，肋门如D础D，∞，fsfja力几．I，动∞j刀a'

volume one：635—1800，Leiden，Brill，2001．p．565． “天主教社区保持的一个重要因素就礁i

于培养能服务于他们的本地神职人员，以及他们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萧若瑟：《天土教传行中

国考》，河北献县天主堂1937年排印本，第384页，“虽雍正朝，与乾隆初年，两洋神父稍稍隐

晦，于往来行教诸事，多赖中国神父为之”；第407页，“圣教窘难之际，西j：无多，所赖以施
行圣事，坚固教友信德者，中士之力居多。如江南臼耶稣会灭后，西二j：罕入境，五l‘余年来，照

顾七万余教友，亦惟赖中国神父t余人之力耳。他省大略相同。”王治心：《中困摹督教史纲》，

(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第143页，“其他各处，西教：E均难立足，皆由中国神父主持，钠i
这样艰险的情形下，继续进行工作。”Robert Entenman，劢P尸，D6』伽D，∞砌PsP肌fPs勘

正动fP鲫拍一锄芒u∥盯c五蛔且 Stephen Uhally， Jr and Xiaoxin wu， 国j仃a a门∥国j’括手，彻矗．p’
肋?矗鲫P∥尸asf，肋归P向』凡t"只Armonk，N．Y．，2001．p．130， “1724年禁止天主教后，欧洲

传教士们无法在中国内陆公开开展工作。在四川传播天主教福音的努力，正如其他地方一样，越
来越依赖于中国籍神职人员。”

@樊国梁：《燕京开教略》(中篇)，(北京)救世堂1905年，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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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华籍神父三位。”同时，“隐匿地下的教士有：南京潜居主教一位，耶稣会神父七

位，方济各会一位；陕西、山西、湖广、四川潜居主教一位，”有“中国神父二位。”∞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有“三位中国修生晋升铎品，他们是朱荣(赵斯定)、蒋若

翰、杨安德。他们都被分配到四』II、贵州去传教。”②直至1784年遍及全国的教案发

生，搜拿湖J～传教士时，“四川亦拿获四名。凡系中国司铎，皆发伊犁，充当永军。”固

与外籍传教士们不同，华籍神职人员来自中国天主教社团内部，熟悉本地社会的

规范和文化，在传教过程中，与民众的沟通更为便利，更能指导他们理解教义。“其时

惟中国神父，尚易隐藏，自教难大起以来，所赖以施行圣事，扶持教友信德者，中国神

父之力居多。就中尤著名者，有何天章、龚尚贤、樊守义、程儒良、罗乘中、高若望、

陈圣修、沈东行诸人。”④华籍神职人员不由自主的肩负起特殊的历史使命，或者帮助

外籍传教士传教，或者单独传教，逐渐成为维持和发展中国天主教会的重要力量，使得

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并未因当时严峻的形势而中断。

华籍神职人员的构成特色

1784年的大教案发生前，朝廷未认识到有华籍神职人员的存在，只把他们当成一

般的天主教徒来对待。㈤他们得以在禁教前期，隐藏身份，四处传教。构成自己特色。

1．除神父、修士外，华籍神职人员中还有传道员、善会会长。雍正、乾隆时期，

华籍天主教徒担任神职：]：=作的大致有神父、修士、传道员、善会会长儿类。神父最开始

要求懂得用拉丁文来作为礼仪用语，1659年，教宗亚历山大七世同意祝圣那些不懂拉

丁文的中国人为神父，只要他们能够朗读，并且能解释《弥撒规程》和圣事程序@。朱

被晋升为司铎则只能称之为修士。如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1785年1月)被捕之刘两

满，“我因在西洋住过多年，熟习洋字经典，所以人都称我神甫，实未受有执照。”④他

便有可能只是修士，而不是神父。传道员有两种类型，一是定居的，一是巡同的。州定

居住的传道员，更确切地说是善会领袖，以一个特别的会口为基地，负责社团的日常领

导事务。中文称为会长，拉丁文称为“团体领袖”，法语中称为“会口首长”。巡同的传

‘”张泽：《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台北)光启出版社1992年，第48页。

。张洋：《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第139页。另，朱荣祝圣为神父时间，亦可参见《真福赵奥·d定
神父传》，1905年铅印本，第8—9页；以及天主教台湾地区主教团宣圣委员会主编：《中华殉道圣

人传》，天主教教务协进会出版社2000年，第78页。

。。樊国梁：《燕京开教略》(下篇)，第6页。

娜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第376页。

‘。NicolaS st锄dacrt(ed．)，胁疗动oD忌Q厂劬廊f泐砂加@f，搋volume one：635一l 800，pp．463-464．“这峰华
籍耶稣会士们一直在北京地区、特别是从北京城外到长城一带，以及湖广等其他地区活动。他们冈

为是天主教徒而被逮捕，但是直到1784年，政府当局尚未开始对华人神父进行迫害。”
⑥Nicolas Standaen(ed．)’胁月肋oo七∥劭，括f协妙加幽砌口，volume one：635-1800，p．463．

。。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初十日《陕西巡抚毕沅奏报拿获传习西洋教之刘两满等审供解京折》，中困第
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以下简称《档案史料》)(第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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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员相对要少一些，他们在非天主教徒中从事皈化工作，在禁教时期，往往要冒很大的

个人风险。吸收固定居住的传道员或会长有规定的程序。神父需要提出一个或几个传道

员的名字，整个会口要用一天选出一名传道员，在这天以前还须做一段时间祈祷和斋

戒。传道员在苦像面前当众宣誓服从以后，即可以就职了。圆定居住的传道员、会长或

善会领导人之间的区别并不清晰，所有的会长一定都是传道员，但并非所有同定居住的

传道员必须是会长。这种混乱是由于传教士不加区别地对两者都采用“传道员”称呼的

缘故。1725年，当时的宗座代牧穆天尺对此作了区分，即许多新的教友应该拥有一个

领袖作为训导员(即会长)，他必须向传道员作报告，传道员然后要向传教十作报告。

而且，只有得到主教的准许才能任命巡回传道员。此外，善会会长可由任何神父充当，

尽管他事实上拥有一个取代执事职位①。如此，中国神父、善会领袖和传道员就组成了

由中国人构成的传教核心，使天主教逐渐发展为“一个受到中国人欢迎的宗教”㈤。

”2．华籍神职人员多来自天主教家庭，且多为平民出身。以耶稣会士为例，从《在

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及《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华籍

耶稣会士多自幼就跟随父亲或祖父等奉教。其他各会的情况也大多如此。如18世纪在

四川工作的33名华籍神父中，只有贵州人奥古斯丁赵是唯一来自非天主教家庭的翘。

而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李安德亭申父则声称，其家族祖上五至六代都是天主教徒。党怀仁和

苏宏孝也都是传道员的儿子@。再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于甘凉被捕的华籍传教士刘

多明我，其“父刘一常、兄刘志唐，俱习天主教。”㈢出生于天主教家庭的他们，往往

能顺利透过亲友关系，扩大天主教影响，增加入教人数。

何况，鼍礼仪之争”之后j教廷禁止华籍天主教徒敬祖祭孔，朝廷则严禁天主教，

士大夫们一要维护儒家传统广二要考虑蠢己的仕途，不会轻易入教。因而，当时的入教

者多为平民，神职入炅爵然也多自蛾阶层申产生。上文提到的刘多明我，平时便多在西

安、兰州等地“贩卖药材生理一，以此维持生活@。此外，华籍神父的培养对象也多为

那些由父母拳献给教会井为老服务的男孩子们。外籍神父马青山说，1732年，教徒沙

勿略和佛朗西斯赵将他们两个儿子中的一个带给马青山，让他服务教会。贫穷也许是这

个家庭这样做的原因。马青山挑了13岁的若望，其父母就签了一张契约，规定让若望

(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616页。

。’RobertEntenm锄：《18世纪四川的中国籍天主教神职人员》，顾卫民译，《当代宗教研究》1998年第

2期，第43．44页。另，NicoIas Stand∞rt NicolaS(ed．)，协蒯6DD七D，C讫r括f缸聍ffy加c锄f行口，Vblume one：

635-1 800’pp。47l一472。

谤Robert Entenman：《18世纪四川的中国籍天主教神职人员》，第40页。

螂由《真福赵奥司定神父传》第卜4页，及《中华殉道圣人传》第77—78页可知，此处的奥古斯丁

赵即可能本名为朱荣，贵州婺川县人，原在婺川县衙门当差，在被捕天主教徒及外籍传教士梅神
父的影响下，领洗入教。

够Robert Entenman：《18世纪四川的中国籍天主教神职人员》，第42页，另见穆启蒙编著：《天主
教史》(卷三)，侯景文译，(台北)光启出版社1996年，第269页，可知李安德神父_}玎生于“陕

西汉中一个明朝末年的老教友家庭”。

@乾隆五十年正月十二日《福康安奏审讯教案人犯分别解京折》，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文
献丛编》(第十五辑)，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出版物发行所，1937年再版，第6页。

@同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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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主服务，并在马青山指导下学习，准备天主为他安排的：【作。华籍神父李安德在开

始接受训练之前，也写了一份说明父母已将儿子奉献给教会的契约①。成为一名神职人

员，意味着可以得到外国教会的薪俸，在家境充实的情况下，或许他们不会因一纸契约

而成为晋升神职的培养人选。同时，平民出身注定了他们不可能顺利结交到当时的上层

士大夫，或是朝中权贵，并借此扩大天主教在上层社会中的影响。这从一个侧面表明，

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从利玛窦时期开始施行的走上层路线的方式，开始逐渐转向走‘卜．

层路线，传教目标也逐渐从士大夫转为平民大众。

二、华籍神职人员的活动地区分布

雍正、乾隆时期，华籍神职人员广泛分布于北京、河北、广东、湖广、四川、福

建、山东等地区。早在雍正禁教之初，被驱逐的传教士中有“山西省中国耶稣会士1

人”㈢。1728年，一个在京的传教士在一封信中写道：那些年间，有教徒4000多人；3

个中国神父，6个欧洲神父以及一个主教为分布在山西、陕西、湖J’I和四川的教徒传

教；信中还提到，在南京隐藏蓍一个主教和8个神父；在广东的传教士有24—26人之

众。而在其他的一些信中，则生动地描述了教士们如何秘密地拜访他们的教徒并传教的

情景。这种传教活动一般在山中进行，比如，在湖南的群山中就有较大的传教活动@。

可见，雍正禁教之初，华籍神职人员便已在各处秘密活动了。

北京附近，巴多明神父在1734年给杜赫德神父的信件中提到，他们只到他们不用

担心被袭击的地方去，而，鼍其他欧渊火不宣露面的地方由罗玛窦(Mattieu Lo)神父或

者秦于连(、阳lien鼬in)I神父豢雾?他们俩爨申国耶稣会士。”④乾隆五_卜年教案之时，北
京下狱的天主教徒中∥有“串孱神父七人蛔@。

湖广地区；j一襄阳教鬣构领襁们4为了避开官员们的严密搜查，逃到湖J“省的北部，

买了个小山谷分给贫苦的天主教家庭。之后，巴多明神父让一位身为华籍天主教徒的秀

才买了两个山谷，即木盘山(MOu-Pan．Chan)。1732年，这里已分成了8个不同的区

域，而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讲授教理者@。

⋯Robert Entenman：《18世纪四川的中国籍天主教神职人员》，第40页。

增《严嘉乐从北京寄给布拉格尤利乌斯·兹维克尔的信(1725年11月20日)》，【捷克】严嘉乐：《中国来
信(1716-1735)》，丛林、李梅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第43页。

@Kenn柏Scon Latourene．彳鼢幻秒矿C鼢括f洳搬fD凇拥C矗帆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柚y，

1929．p．160．
‘

㈣《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神父致本会杜赫德神父的信(1734年lO月15日于北京)》，【法】杜赫德编：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三)，朱静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150．15l页。另据【法】费赖
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754、755页，此
二位可能是罗秉中和程儒良神父。

憎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第396页：“将中国神父七人，与教友十一名，俱刺字于额，充发

伊犁，使终身为奴，另有教友三四十名，则枷号示众，板责以后，分别开释。”

@《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神父致本会杜赫德神父的信(1734年lO月15日于北京)》，【法】杜赫德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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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籍神职人员的足迹几乎遍布中国，仅以华籍耶稣会神职人员为例，此段时期在各

地活动的共计有78人，但个人活动的地点并不仅局限于一处，具体情况可参见下表。

雍乾时期曾于各地活动的华籍耶稣会神职人员情况表①
活动地点 神父 修士 备注

直隶(包括京师、近畿) 27 7 包括殁于北京神父6入修士3人

河北 1

河南 3

山两(包括绛卅I、太原、右卫、西宁) 2

陕西 1

东北(包括乌兰哈达、鞑靼地区、辽东、宁古 7

塔)

塞外 ‘ l |

山 东 l

江南(包括上海、崇明、海门、江苏、南京、 16 3

苏州、无锡、松江、浙江、宁波)

福建 2

江两 6 包括殁于江丽1人

湖广(包括武昌、谷城、荆州、木盘山、湘 14 l

潭)

广东(包括广州、澳门、海南岛) 王5 2

南哑(包括印度韦勒姆住院、逞罗、交趾支 2 l

那)

意大利(包括圣·儒莲堡、里斯本) ． 3 包括殁于里斯本狱中1人

无话动地点记载。
。

，。。 lO “6 未写明身份的有3人

、z， ’{：、、 J “ ， “。。 。。

2名。曼水八年“寺7§爹麓嚣，。!。麓缮籍霭锋，l黪名，}四十年(1775)则有华籍耶稣会士
(包括司

从上表及

地区遍及

除西北、西南的大半个中国，国外也有他们的踪迹。

而在西部的四川地区，这里此时主要由遣使会、巴黎外方传教会、多明我会的传教

士负责传教，18世纪，尤其是1780年以后，有33名中国籍神父在二【：作着，到1804

年，四川有18名华籍神父，但欧洲传教士却只有4名①。由此可见，雍正、乾隆时

期，华籍神职人员的活动地点分布甚为广阔。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三)，第15l·153页。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390一39l、402—403、412414、459、680一683、753—

757、762、762一一766、773—774、810、827、837—838、841、843—844、846、870—873、906—908、

915—916、924—928、933、958—96l、970—978、104卜1042、1052页。[法]荣振华：《在华耶稣会：Ij

列传及书目补编》，耿羿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7、22、52—53、58、99、107、148、
165～167、194、 196、204—205、208—209、211、223、278、280一281、306、312、327—333、35l一

352、371—373、375—376、392、394—396、445、447、489、496、532、54l、554、574—575、

598、6lO一6ll、618—619、622、63l一632、640一643、659～663、684、729—730、745—75l页。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38年。第268、294—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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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籍神职人员的传教方式

1．协助外籍传教士。部分华籍神职人员懂得拉丁文，在意大利、法国、暹罗等国

家受训时亦熟悉了当地语言，与外籍传教士交流方便，同时也熟悉中国情况，是协助外

籍传教士四处传教的好伴侣。一方面，他们可以陪同外籍传教士深入内地，为其做好一

些传教的准备工作。雍正时期，1727年，顾铎泽神父进入湖厂1传教时，当地的天主教

骨干派人为其带路，准备住处，将船上和陆上的天主教徒分开参加聚会，并安排他们的

船一批接一批地驶到神父所在的船边或附近，参加圣事②。乾隆年间，“一名热诚的随

从，曾受教育于那不勒斯圣家书院的中国人蔡伯多禄(Peter zay)，屡次成功地把账房

神甫托付给他照看地传教士，安全送达各个目的地。另一位来自同一书院的中国人，名

叫李格腓力(philip Licu)，愿以极少的费用将4名欧洲人带到陕西省会两安府。”@

另一方面，华籍神职人员可以方便地执行外籍传教士们所委以的重任。雍正禁教

之初，只留下在京的教士20多人，用来在钦天监为朝廷服务，其余50多人尽行驱逐至

广州。在京的外籍传教士无法出京，只得派华籍耶稣会士樊守义神父、罗萨里奥神父、

达鲁克神父等去探视遭流放的奉教宗室—一苏努一家，转交传教士们“所募得的救济款
项”，并为其家人主持圣事固。当时，“在京的22个传教士，只有7个被要求为宫廷服

务，其他的则在5个中国耶稣会士的帮助下，在京城里面或者近郊自由传教。”可

另外，他们还要帮助外籍传教士与为之服务的教会保持联系，如传递信件，安排

他们进入内地传教等。例如，7四川的李安德神父除了自己“接引西洋人格罗第哓，改名

郭明益，来月l”，并住其家传教外，乾隆三十八年(，1773)八月，“乘张万钟赴J。之便，

嘱令顺带西洋人来j：{I传教≯?乾隆四十九年一×1784)予陕西缉获的外籍传教士呢吗方

济各，在陕传教23年，是由一内弛炎苏神甫勾引由洋至广，复由』“至山西、陕西传
教”的o。乾隆五十八年。ji：_l’93)≯至湖北传教的外籍司铎刘方济各克来，还由儿位华

籍司铎为其担任传教助理：“一为李司铎若瑟(原籍朱详)，幼从同教，经商至北京，反

。Robert Enten驰n：《18世纪四川的中国籍天主教神职人员》，第40页。

②《耶稣会传教士顾铎泽神父致本会某神父的信(1730年2月)》，【法】杜赫德编：《耶稣会二I二中国书简
集》‘(三)，第294．295页。

铆[瑞典]龙思泰：《早期澳门史》，吴义雄等译，(上海)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207页。

∞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4页；[法]费赖之：《确÷
华耶稣会士列传》(下)，第68l页：“守义为华人，不启人疑，是以不难携带北京诸神甫之H会
往赠此被谪之宗室”；以及[法]杜赫德编：《耶稣会二匕冲国书简集》(三)，第65—67、12卜122、

126一127、139、155、158页。另外。此处的罗萨里奥即可能是何天章神父，达鲁克即町能足龚尚

实神父，参见[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下)，第412—414页。
@Kenn劬Scott Latou触e．爿舶咖，矿劭r柳洳^触fo般加∞加．p．162．
@乾隆五十年二月初七日《兼署四川总督印务成都将军保宁奏拿获西洋人讯明解京折》，国立北平故

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文献丛编》(第十六辑)，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出版物发行所，1937年1l耳舨，
第17页。

∞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寄谕山东陕西等督抚著一体严密查拿天主教》，《档案史料》(第二
册)，第5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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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皈依公教，并得圣召殊恩，得升铎品，旋遂来鄂，襄助真福传教”；“一为张司铎(名

未详)，北京人，父母皆外教。公自奉教后，即被纳匝禄会士收为门下，造发愿晋铎，

始来鄂襄理教务，旋被真福遣往江南”；“一即宋司铎，洗名保禄，河南开封府人。幼时

避难入京，一日叩公教堂门，教士怜而留之，养教兼施，才德并进，后升铎品来鄂，即

由真福派驻上津堡会口，助理一切教务”；“此外又有二壮年教士，日何依纳、沈方济

各，均于一八零八年抵茶园沟”㈣。除神父外，传道员们也要“为传教士们服务，作为

向导或是翻译。一些还作为送信的人，带来补给和信件。”圆

2．独立传教。大多数情况下，华籍神职人员或只身、或由人带路前往各处传教，

为当地的新教徒付洗，并主持各项圣事，以此传播教义，安慰、鼓励教徒。比如前面提

到樊守义神父，在宗室苏努家族的主要成员逐一去世、恢复黄带子身份后，“孑然一

身，走遍直隶及辽东各地，抚慰教友，勉以忠勇。”⑨再以四川为例，虽然18世纪30

年代除李安德之外，还有“其他几名中国籍神父在这个省工作：苏宏孝、谷耀文、徐、

李世音、以及李安德的神学院同班同学，党怀仁”印，但进入50年代后，教务主要由

李安德“一人在四川支撑了多年”。他在长上敦促之下用流利的拉丁文写日记，持续了

十八年之久，记述了他的工作，所遭受的种种危险，和两次坐监的情形。“他支撑着四

川的教务垂三十年；不只在那危机四伏的年限中维持现状，还能尽力使它发展。”@

即使是在被捕判刑之后，华籍神职人员也不放过任何机会，于受刑之地积极传

教，主持圣事。1752年8月，朱里官神父被捕，遂被流放至山东西北部，另一名与其

天

’

教

d：
口

些

买

了一所房子：1743年，苏宏孝也买了一块价值130两银子的邻近下四乡会口教堂的地

皮，为传教寻找合适的固定地点。苏宏孝还雇了一个讼师与一个有功名的人打官司，那

∞成和德：《湖北襄郧属教史记略刘董二位致命真福合传》，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21年，第3—5
页。

罾Nic01as Standaert (ed．)，店弛『刀的Dn詹D，(州s芒ja门f芒．y j刀国．由^岛 Volume one： 635一1800， p．

471．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第34页。另，[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下)第

681页：“苏努全家或殁于谪所，或蒙赐还，以后守义则往来于直隶、辽东一带鼓励教民。”
@Robert Entenman． The Problem of Chinese Rites in Eighteenth—Century Sichuan， p．131．

⑤穆启蒙编著：《天主教史》(卷三)，第269—270页。另，Kenneth scott Latourette．爿历sfDr矿

盯砌r必tj鲫肼ssf鲫s如功勘鼋p．165：“1746年所有的欧洲传教士都被驱逐，只有一个中国
神父李安德坚持对忠实的信徒们传教。1750年，另一个中国神父李世音开始帮助李安德工作。”

@Nicolas St锄dacrt(ed．)，胁砌∞．i：D，’C^，．括砌”鲫加C％f懈、，ol啪e one：635—1 800，p．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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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企图霸占成都附近的双檬子的教会土地。@当然，传道员们对于传教及稳定教徒的信

仰来说，也同样发挥了很大作用。“尤其是在18世纪，作为当地社区的鼓舞者，他们的

角色变得更加重要”。固定居住的传道员要“负责日复一日的社区领导jI：作”，“帮助神

父教导新入教者和儿童”，“当神父不在时，指导祈祷，给予说教”；巡回的传道员则要

“从一个村庄旅行到另一个村庄，在福音传道地和非天主教的地区扮演重要的角色”

@。长城某个关口外的一个传教区，在其首领热情的传教下，“他的兄弟、姻亲，他村

庄里所有的村民，除了有两个人他没有说服以外，共有一百多人都进了基督教。”@

此段时期内，华籍神职人员在积极发展本国传教事业的同时，亦开始往高丽传教。

乾隆六十年(1795)，华籍神父周文谟(雅各)进入高丽，开始了为期7年的传教事

业，使其教友从400人发展到10000人④。

四、华籍神职人员的传教特点

1．以个人秘密活动为主。雍正、乾隆时期，公开的天主教堂基本已不存在，传教

活动自然无法在公共场所大方进行，只可能转为秘密的地下活动。多数时间里，不管是

外籍还是华籍神职人员，大多潜匿县及县以下的社会基层，分别联系、鼓励教友，“在

私人住宅行圣事作弥撒。”@此时，“北京教友唯一可以行礼之圣堂”，也只是德里格在

北京为传信部教士所购之屋，因簟耶稣会士初不愿教友进传信部教堂，乃不称此屋为

‘堂一，遂得以保存下来，所以在禁止教友避教堂之时，大受欢迎@。何况，在全国禁

教的情况下区处传教，不仅路途遥远，?舟车劳顿，华籍神职人员还要时刻保持相当的警
惕性，担心被捕。如樊守冀神黧攘视苏努?。家时，“须随商人步行而往，途中极为艰

苦，满洲入与监视苏努。族之|士-搴，叉时加恐吓”⑦。随着禁教日益严厉，教案逐渐增

多，华籍神职人员所旨的溅睑也越来越大，稍有风吹草动，必须及时藏匿，躲避追捕。

2．收受番银。雍正、乾隆禁教时期内，华籍神职人员多从外国教会那里得到经济

上的支援，以维持传教活动的开展。乾隆四十九年至五十年(1784．1785年)蔓延全国

的教案中，被捕之华籍神职人员大多从外国教会获得过传教银两。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

(1785年1月)，在陕西被捕之刘两满供认：“十多年来，两洋原曾寄给我番钱六七

①Robert Entenman：《18世纪四川的中国籍天主教神职人员》，第42—43页。
②Nicolas Standaert (ed．)，由‰锄D础D，功，如fja刀j芒y妇幼如日 Volume one：

471。

@《耶稣会传教士殷弘绪神父致本会杜赫德神父的信(1726年7月26日于北京)》，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三)，第203页。

[法]杜赫德编：

@穆启蒙编著：《天主教史》(卷三)，第274—275页。

@穆启蒙编著：《天主教史》(卷三)，第268页。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第359页。
⑦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第34页。另，[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

第68卜6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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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每次四五十圆，俱从，“东澳门寄至西安，交刘必约转寄。”①乾隆五十年(1785

年)，在山东被捕的朱行义，“自三十五岁回福建即吃西洋人银，每年得番银八十圆。到

德州后，年年从江西赣州帮粮船上舵工马西满寄来”④。在甘肃被捕之华籍传教士刘多

明我，“每年得受西洋人番钱八十五圆”@。同年，山西也孥获有“号称神甫，得受番

银之徐盖达诺。’?固另据两广被捕之顾士傲称：“西洋人规例，由该国大主教给以神甫名

目者，每年给花银八十五圆，其由澳门洋人给以神甫名目者，每年给花银四十圆。该犯

自三十年起，每年得受哕满花银四十圆”，直至三十六年哕满回国。而亦姓神甫的艾球

三，则“系西洋大主教给以神甫名目，每岁所得番银比该犯加倍”。⑨．

由巴黎外方传教会训练的那些华籍神职人员，也由该会提供津贴。18世纪40年

代，支付给李安德和党怀仁每年80两，中国传道员张风有30两，而欧洲传教士能拿到

120两。然而，外国教会后来逐渐开始建议其薪俸由本地天主教徒们支付。这样，到

1781年，华籍神父已完全靠中国天主教徒资助，不再从外方传教会接受薪俸了㈣。

五、结语

随着中国传教环境的日益恶化，外籍传教士日渐稀少，大部分传教任务只能落在

华籍天主教徒身上。此时，“中国传教士靠他们自己创办中国的天主教社区，而且对中

国教会的生存变得非常重要。他们由中国传道员们支持，在传教士们不在的时候主持天

主教集会。”⑦这对稳定与保持天主教徒的增长是极为重要的。“1786年在四川、云南、

贵州有469个成年人受洗，1792年是1508人，1795年是1401人，1800年是1250

人，‘而到1804年；受洗人数增加到2143入。在1756年，据说在四川有信徒四千，

1792年估计达到两万五千人，而到了1801年，据记载有四万信徒。1799年贵州据说有

六百天主教徒。”即便是“在乾隆五十年大教难后，到六十年禅位时止，中国教会大致

平静，因此教务颇有进展，如北京这十年中，增加教友两千人，全国教友大约在15万

到20万之间。”

乾隆四十九年至五十年(1784．1785)大教案，纵然严重打击了天主教在中国的传

(?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初十日《陕西巡抚毕沅奏报拿获传习西洋教之刘西满等审供解京折》，《档案

史料》(第二册)，第616页。

②乾隆五十年二月十三日《山东巡抚明兵奏将西洋人吧吣哩哑暖解京折》，《文献丛编》(第卜五辑)，

第15页。

@乾隆五十年正月十二日《福康安奏审讯教案人犯分别解京折》，《文献丛编》(第十五辑)，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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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各地的华籍神职人员也先后被捕不少。18世纪末，只有很有限的欧洲传教十在中

国活动∞。至嘉庆八年，四川地区还曾“召集所属司铎十四位，内西士一位，华士十三

位，会议中国传教事宜，凡三日议毕，缮录清楚，呈请罗玛圣座核定，教皇以徐主教议

定各节，尽善尽美，不惟命四川遵行，且嘱中国各省及附近中国之越南东京高丽等区，

一体遵守，以昭划一。”圆这些都充分说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中国人的主

体地位渐渐突显出来，神父、善会领袖、传道员等华籍神职人员逐渐成为天主教在中国

的传教核心，成为维持和发展天主教的重要力量，推动了天主教在中国的本地化进程。

从某种程度上说，天主教也开始成为中国人自己领导的宗教。而且，此段时期内的华籍

神职人员，出身多为平民，其阶级、身份、地位决定他们不可能与上层社会平等交往，

进入他们的圈子，并进而向其宣扬教义。何况，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接受教育、晋

升神职的华人，所学习的也多以神学、拉丁文为主，即使接触到西方先进的科学技艺，

也未能如之前的外籍传教士般成功吸引住士大夫们的注意固，以学识或修养等来皈化人

批士大夫的情况不复再现，传教的目标受众开始转为下层人民。清代学者徐珂即称该教

“有佛家之神道作用，而无空寂之弊，有回教之坚忍不屈，而与人群无忤，对丁i中下社

会，最为适宜。”固因而，“教友都是些平民百姓：例如工匠、农民和渔夫；为便利传

教工作，并为减低背教的危险”@。由于入教者多为平民，以至于在听说教会考虑要停

止给予不属于外方传教会的华籍神父薪俸，要依靠华籍天主教徒的捐款时，范益盛神父

就指出： “几乎所有的四川天主教徒都是穷人”，只表示原则上同意这一步骤～。

然而，归化平民百姓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受其接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大部分出身农

村的平民都仅仅是接受了口传和最基本的教育，天主教教义和民间传统之间出现某种程

度的同化在所难免∥在传教和归化的过程中磁始终都是一些被认为是神奇的事件鼓励民

众们要求举行受洗磐，予是，传教与信教的过程，不可避免的带上了神奇、神秘甚至迷

信的色彩。如此，天主教教义究竟在何种程度上为中国人所接受，仍有待作进一步的深
’

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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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清雍乾禁教时期华籍天主教神职人员的培养

71.徐珂 清稗类钞 1984

72.穆启蒙.侯景文 天主教史

73.Robert Entenman 18世纪四川的中国籍天主教神职人员

 
相似文献(10条)

1.期刊论文 郑琪 雍正时期禁教政策与禁教时期的天主教 -理论界2010,""(2)
    基督教之天主教自明末清初第三次传入我国后,曾一度辉惶.但好景不长,不久就在华遭到严禁,由康熙提出,全面实施于雍正;表面上由礼仪之争引起

,实质则是不能见容于封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为此,结合剖析雍正在位时的禁教过程,从雍正帝禁教措施的出台、禁教的具体措施、禁教特点及

禁教结果四个方面客观全面地考察雍正帝的天主教政策.

2.会议论文 胡忠良 从清代档案看“百年禁教”时期西洋天主教在华内陆的潜渗及生存状态 2005
    明末清初，以利玛窦、汤若望为代表的西方天主教士，成功进入中国，开辟传教事业。康熙末，中西方文化冲突日益激化，酿成“礼仪之争”，触

痛清统治者神经，禁教之事始复提出。之后，雍正、乾隆、嘉庆、道光等几代皇帝，皆恪守祖训，禁教之焰日炽，遂出现“百年禁教”局面。这一时期

，天主教在华虽被明令严禁，却一直禁而未能绝，主要表现为西洋传教士前仆后继不断秘密潜入内陆，内陆教会转入地下依然顽强坚持于僻乡穷壤，其

间大小“教案”、“教难”旋踵频仍。本文拟据新整之清宫档案，对“百年禁教”时期西洋天主教在华内陆的潜渗及其生存状况做一初步考察。

3.学位论文 郑琪 清雍正帝的天主教政策 2007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以西方传教士为媒介的。当时来华的主要是天主教耶稣会士。他们代表欧洲反宗教改革的保守势力，来华的目的是为了

传播天主教。而中国的强大实力，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又使他们不得不采取“适应策略”，以西方的科学技艺作为敲门砖。两种文化相遇，矛盾和冲

突不可避免。目前史学界对于明清之际西方入华天主教活动的研究多集中于明末清初(明万历至清朝康熙年间)那一段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上，而对于

清代帝王，特别是对雍正的禁教政策的研究则颇嫌不够。本论文就从雍正的禁教政策展开，它从雍正的禁教思想、禁教政策、禁教特点、禁教结果的研

究出发，考察了雍正在位时的整个禁教过程。一方面它对雍正的禁教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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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另一方面又对雍正禁教的特点及结果进行了详细分析。

    本论文着重剖析雍正在位时的禁教政策，从雍正帝禁教的历史背景、禁教措施、禁教特点及禁教结果四个方面客观全面地考察雍正帝的天主教政策

。

    第一个大问题介绍雍正禁教的历史背景，从天主教来华背景入手，重点叙述康熙末年礼仪之争之后康熙对天主教政策的变化，又分析了雍正禁教的

根本原因，从而得出结论雍正禁教措施的确立决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有它深刻的历史背景，是康熙禁教政策的自然延续。

    第二个大问题介绍雍正的禁教措施，首先叙述雍正禁教政策的出台，然后介绍雍正禁教的具体措施。

    第三个大问题分析雍正禁教的特点，虽然是有步骤地进行却是严中有宽、禁而不严。

    第四个大问题分析雍正禁教的结果，虽然严重打击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势力，中西大规模交往活动从此减少但仍在进行。

    总之，基督教之天主教在华遭到严禁，首先由康熙提出，全面实施于雍正：表面上由礼仪之争引起，实质则是不能见容于封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专

制主义。随着以后对天主教性质判定的变化，禁教政策也就越来越严厉。这种情况一直维系到道光年间，直至鸦片战争时期才发生变化。

4.期刊论文 孙建党.王德林 试析越南阮朝明命时期的禁教政策及其影响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28(3)
    近代法国在亚洲传播天主教,弘扬基督教文明,是其对远东进行殖民扩张的重要精神动因.越南是中国近邻,传统上受儒学浸染至深.明命统治时期更是

全面推行中国模式,竭力以儒家思想来维护正统的封建统治.天主教的传人与越南现存的社会秩序和传统文化格格不入,明命禁教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基督教

文明和东方儒学文化激烈冲突的结果.另一方面,传教士和教民不断卷入当时越南国内的叛乱事件,危及阮朝中央政权的巩固,是明命严厉禁教的直接原因

.明命禁教对越南近代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明命由对天主教的强烈反感而走上极端,驱逐、惩罚甚而大肆杀戮西方传教士和教民,到严禁洋人入越

,最后导致闭港政策的推行,对越南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消极影响.其次,明命的禁教政策对法国在远东的殖民扩张利益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造成越法关系日趋紧张,并最终成为法国侵略越南的借口.

5.学位论文 宾静 清代禁教时期华籍天主教徒的传教活动研究（1721—1846） 2007
    清代中期，受“礼仪之争”等因素的影响，自康熙末年开始，至鸦片战争后，朝廷禁传天主教，天主教在中国的生存状况发生重大变化，公开传教

成为非法，传教活动陷入困境。这段时期内，外籍传教士先是被逐，后是被杀，传教任务开始逐渐落到本地的天主教徒身上。在以皇帝为首的中央朝廷

、地方政府不断地镇压下，华籍天主教神职人员及普通教徒承担了大部分的传教工作，利用各种方式在私底下坚持传播天主教。

    本文主要对清代禁教时期华籍天主教徒的传教活动展开研究，尝试从华籍天主教徒在传教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入手，分析探讨此段时期内华籍天主

教徒的身份构成、分布地区，说明他们对这段时期内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所作的贡献。论述主要以华籍天主教徒在教内是否担任传教专职，即神职人员

和普通教徒两大部分来分别对其开展的活动进行讨论，同时，鉴于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一般民众有所区别，将政治、经济地位、身份较高的奉教皇亲官

员(如苏努家族)与普通教徒区分开来，分别进行探讨。通过说明华籍神职人员的培养、传教方式，以及奉教皇亲官员和一般教徒的传教方式、特点等

，阐述此段时期内华人主体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较前期更大的作用，推进了天主教在中国的本地化进程，并分析在这一中西文化冲突中，华人

在接受天主教教义时的特点，以及禁教给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所带来的影响等。

6.期刊论文 宾静 论禁教时期华籍教徒辅助外籍教士传教的方式及特点--以乾隆十九年江苏张若瑟教案为例 -江苏

社会科学2006,""(3)
    "礼仪之争"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百年禁教时期,外籍传教士在中国的处境日益艰难,传教重任逐渐转移到华籍天主教徒肩上.本文以乾隆十

九年江苏张若瑟教案为例,对可能被忽视的一个群体--华籍普通天主教徒的活动加以分析,探讨此间他们辅助外籍传教士开展传教活动的方式及特点.

7.期刊论文 赵德宇 论16、17世纪日本天主教的荣衰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6)
    天主教是在日本战国末期封建权力和传统社会价值观念相对虚弱的状态下,通过在日耶稣会的适应传教策略,以"福音"和外贸为武器而打入日本的,并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满足了不同阶级的不同需求,从而形成了日本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天主教热潮.但是,护教大名们的"经济头脑"清晰可见,织田信长的宽容

也只不过是"两害之中取其轻".统治阶级的这种态度也预示着天主教在日本的前景并不乐观.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对外来文化的取舍是统治者的"专利",他

们可以随时、任意决定某种文化的命运.当日本最高统治者取得封建权威并着手整饬集权统治秩序时,天主教便在劫难逃了,这正是日本统治者严厉禁教的

最根本的原因.

8.学位论文 陶玲 明清时期君主对天主教的态度及其影响 2006
    明清之际，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传播者主要是耶稣会会士。他们采取了适应中国文化的策略，以使天主教能在中国扎根并推广。天主教在中国

各阶层中都引起了反响，从下层民众到士大夫阶层，再到最高统治者皇帝，对天主教持有不同的态度。本文主要考察明清之际君主对天主教的“节取其

技能，禁传其学术”的态度及产生的影响。“节取技能”的容留态度，使得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成为可能。而“禁传其学术”的怀疑态度，导致最终的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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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中西方的交流中断。

    全文由引言、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

    引言部分简要介绍国内对此问题的研究现状及论文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正文分五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明末基督教传入中国，阐述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所采取的不同于以前的传教策略；第二部分分析了明末皇帝对

天主教的态度；第三部分分析了前清几位皇帝对天主教的态度，由容留到禁教；第四部分阐释中国的政教关系。第五部分讨论了君主对天主教的态度产

生的影响。

    结语总结全文，指出由于君主的容留态度，使得中西交流成为可能，使中国大开眼界。禁教中断了中西交流，但由于耶稣会的性质决定了他们带来

的不可能是当时西方最先进的理念，因此不会对中国由中世纪转入近代起重大的促进作用。所以从是否有助于近代化的角度来看西学，由于传教士带来

的并非是先进的科学理念，对中国近代化起不到促进作用，那么清廷的禁教也就算不上是阻止中国近代化的政治因素。

9.期刊论文 陶飞亚.TAO Fei-ya 怀疑远人:清中前期的禁教缘由及影响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中国史学家一般认为在晚清不平等条约时代后才有反基督教运动,而忽略了清中前期长期存在的禁教和反教.本文考察了康熙晚年禁教以后的历朝教

案和不断强化的禁教措施,说明了清代在条约时代之前就厉行禁教的事实.康熙朝之后,清统治者有求于传教士处日益减少,对西方文化也缺乏兴趣,传教士

没有了像过去那样有效的交换传教许可的手段,随着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统治者担心远人来华传教的政治动机,对传教士怀疑加剧,对西教误解很深.这些

都推动了清廷厉行禁教.近代之后,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反教传统与不平等条约的刺激一起对晚清政教关系的紧张和冲突产生了重要影响.直到戊戌维新和庚

子事变后,这种传统才为新的认识所消解.

10.期刊论文 支强 试析清代"西洋人传教治罪"条例的形成——以"张铎德案件"为中心 -法制与社会2008,""(24)
    <大清律例>之中一度载有"西洋人传教治罪"条例,作为清朝统治者制裁天主教传习活动的最主要的法律依据,却至今没有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未见专

门的研究成果产生.本文主要利用清代档案资料,从清代长期的禁教政策以及条例产生的独特时代背景出发,通过对嘉庆十六年发生在陕西的"张铎德案件

"的考证、分析,着重论述了这一条例的产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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