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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清乡土社会天主教民的圣母崇拜
看中西宗教文化的冲突与融合①

刘丽敏

(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北京100083)

【摘 要】教会的着力宣扬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和引导了教民崇拜圣母的热情，使教民的圣母崇拜在语言、仪式等

方面与教义的规定基本一致．但教民的圣母崇拜又自发地与中国民间的女神信仰传统相接洽。经由乡土传统的

筛滤，中国教民的圣母崇拜往往无法呈现为其自身应该具备的清晰的图景，带有浓重的本土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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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母在基督宗教中的地位比较特殊，她是纯洁的童贞女，是耶稣降生的

“借胎者”。但她不是神。基督教原初的教义中并没有圣母崇拜的痕迹，但是在

平民信徒的推动下。圣母崇拜逐渐成为基督旧教即天主教的一个重要的宗教

传统。天主教传人中国后，修会的着力宣扬与中国民间的女神信仰传统结合，

从而使中国教民的圣母崇拜表现得更为突出。②教民的圣母崇拜是天主教圣

母崇拜的原义与中国民间女神信仰传统相互作用的产物。

一、圣母的魅力吸引人们入教

早在天主教来华之初，不少中国人即被栩栩如生的圣母像所吸引．“人人

都向圣坛上、图画中的圣母像敬礼，习惯地弯腰下跪，在地上叩头”，其虔诚连

神父都感到不安。怕人们误以为他们信仰的天主是一个女人。⋯一瑚这种热忱

同样可见于晚清时期的乡土教民身上。他们中的很多人不懂教义，入教往往

是被圣母的“魅力”所吸引。

白本笃，年六十七岁，沙锅门外白鹿司人。北京东堂教友，于乡下务农为

业。自幼好道，研究各教的根本来历，并该教门规矩道理，生从何来，死归何所

收稿日期：2009—03一19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项目号：07CZS016)“晚清乡土教民的信

仰与民间文化——以华北的天主教为中心”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刘丽敏(1978一)，女，安徽怀宁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

研究。

万方数据



之诸大端，考察十余栽，年至三十八，入一柱香教。

该教门规矩极严，以敬佛为宗旨，不杀生，不害命，

吃长斋。焚香。日日坐工运气。其终向望死后脱下

皮囊。往西天成佛作祖。为乐境也。

本笃自入该门之后，即认为真教，遵规甚严，

用工极苦，如此二十年。以致将两腿下外拐骨坐

平。至光绪六年。其族兄进奉天主圣教⋯⋯从此劝

导族弟．进奉圣教。认识天地万物大主⋯⋯其弟不

欲改教，固执不从，其族兄总是苦劝，仍无转意，久

而久之，兄弟两人，因此口角不睦。适有雅各伯李

先生在彼处教经言要理．闻其兄弟二人因辩论道

理不睦，从中解劝，亦与本笃讲论圣教道理．引其

进教。本笃仍是不服。从此三人常聚一室辩论道

理，三年之久。一日，本笃⋯⋯携农器往田中锄地，

力乏。卧地歇息时，于似睡未睡之际，忽然见一美

丽妇人，怀抱婴儿，站于面前，十分喜悦，转眼之

时，忽然不见，如此三次。本笃知是圣母暗中警醒，

令其进教，事奉真主⋯⋯从此一心习学经言问答．

研究圣教奥理。后数月领洗入教。[2]掌。p62-．1363

这则出自教会的叙事有两个要点：(1)白本笃

入教的动机是关注教门的终极价值——“生从何

来，死归何所之诸大端”。@(2)白本笃的信仰改宗

是经由所谓的“异梦”来完成的。值得注意的是。尽

管白氏热衷于教义教理的考索．但在其无意识中

出现的天主教符号不是天主或耶稣而是作为“美

丽妇人”的圣母，这充分反映了圣母符号在传教史

上的凸出位置。可能是和白氏反复辩论的族兄和

李先生经常颂扬圣母．也可能是由于一柱香教本

身就充斥了诸多“老母”的说教。或者是这两种符

号在白氏观念中的混合、积淀和勾通，才造就了戏

剧性的“圣母暗中警醒”的精神现象。

二、圣母的形象

那么，在晚清乡土教民的心目中，圣母究竟是

怎样的形象呢?

首先，圣母是美丽的。有时如教堂里的画像，

是“一美丽女人”。或“身穿白衣”C2j眷十洋或“怀抱婴

儿”【2]卷二圃；有时则被中国化了，或者是个“蒙黑包

头的妇人”[2]卷十唧，或者“身穿花锦衣服，头戴金

冠．满身异香”C2]卷_p17，而最为气派的很有可能就

是中国皇后化的圣母形象了，“身着中国皇后服饰

的圣母坐在御座上．穿着中国皇子服饰的小耶稣

站立于御座左侧”C3 3v。40。

美丽的形象是教民关注、认同圣母的一个重

要原因。但真正推动和维持教民圣母崇拜的还是

圣母的仁慈与灵验。我们在教民常用的经文书

《圣教El课》中看到了关于圣母的零星描述：“甘

诒的母亲，罪人的托赖．病人的依靠⋯⋯天地的

元后。”[4]p250-25-这些文字确实打动了中国教民。他

们中有的认为圣母是“代表上帝的母亲和万后之

后”。既是贤妻，也是良母；【1槲有的则说圣母是

“罪人之杞、忧苦之慰、病人之愈”C2]卷，、p29，在生

活中也总有病人自称得到圣母的抚慰后痊愈的。

不仅如此，圣母还能像观音菩萨那样“充当生育

女神的角色”15]p1册，给教民带来胖儿子【1]045。

仁慈、灵验的圣母成为教民在危难时刻的精

神支柱和信仰依靠。如在义和团运动中，身陷困境

的教民总是诵念《玫瑰经》、《圣母串经》等经文向

圣母求救，他们还将银钱献于圣母[2]卷六p30，或者戴

着圣母圣牌【z]卷上p22，乞求圣母保佑。而临刑的教民

几乎都要大声地呼唤圣母玛利亚之名．以此来缓

解恐惧的心理。更有不少教民因为怀有“跟着圣母

升天堂”【2】卷十三r10的信念。死前表现得非常从容。

一旦侥幸脱难，教民往往将其归为圣母的恩典与

庇佑。如：北京南堂教徒王克旺被义和拳连砍两

刀，因刀钝而侥幸免难。王认为：“这不是圣母格外

的保护我们么?倘要借了快刀，我们的性命就全呜

呼了。所以，我至今不忘圣母保护的恩典。”[2】畚一p53

再如。宝坻县大薄甸教民与拳民相遇交火。义和拳

先开枪炮，教民匍匐在地．恭念完圣母祷文后才一

齐开枪，事后，“查看教民中有受伤者否，只见头上

蒙的白手巾，及身上穿的衣裳，被义和拳枪弹打的

窟窿甚多，皆云毫无被伤，明是圣迹，大家感谢圣

母洪恩”。C2：针一p5-p6这些材料表明教民坚信圣母

具有非凡的神功和有求必应的灵性。

圣母现身显灵的传说更突出地反映了教民对

于圣母的依赖。庚子年间．来自各种传播渠道的关

于圣母神迹的传说非常普遍。传说当圣母出现时，

通身发光，浮翻于空，天兵簇拥，枪炮不入。有时圣

母甚至亲自动手，将子弹、炮弹拨向两边(类似于

义和团的“闭门分砂”法术)[2l卷ti州。
总之。中国乡土天主教民心目中的圣母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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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仁慈且法力无边的。无论是在IEI常生活中，还

是在危难时刻，他们对圣母往往表现出一种特别

强烈的感情。这与中国民间女神信仰的情形非常

相似。中国民间女神的地位并不很高，但是她们往

往都能够凭借着拥有与民众生活密切联系的特殊

神功以及仁爱品质．从地方神或从某一宗教体系

中凸显出来，成为民众心目中的“救世主”。虽然晚

清时期的天主教会已经不必如明清之际那样依靠

混同圣母与观音等传统女神的策略来吸引信徒。

此时的教民一般也不再像早期信徒那样把圣母叫

“娘娘”。但教民的圣母崇拜心理仍然与中国传统

的女神信仰有着很深的联系。

三、中西宗教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中国民间的女神信仰像一个衔接器。将教民

的信仰世界与天主教的圣母崇拜教义衔接起来；

同时它又像一个过滤器。经由乡土传统的筛选过

滤。中国教民的圣母崇拜与教会宣教之间并没有

达到完全的融合。与天主教教义规定中的圣母不

同。中国乡土教民所崇拜的圣母被赋予了独立的

神性和无边的神功。

首先，圣母的神格化。

圣母虽然与中国民间女神有很多的相似之

处．但二者仍有区别。中国民间女神的神性和神格

是相对独立的．尽管她们常以男神的母亲、配偶或

者下属的身份出现，但其自身的神格和神性并不

依赖于男神。天主教中圣母本身是没有神格和神

性的，神是唯一的，即天主。耶稣依靠圣神附体具

有神性。圣母是因为被天主选中生下基督耶稣(神

子)而具有神性，这种神性犹如月亮的光辉源自太

阳(天主)。因此，圣母只是一个“旗手”、“典范”和

“引路人”，她以自身的形象向人们彰显天主的“恩

宠”，将人们引向天主，引升天堂。早期在华天主教

会将圣母与观音混同．虽然让民众一下子就接受

了圣母，进而亲近天主，但也因此引起民众对圣母

的误读。他们往往未能理解圣母崇拜的深层意义。

在晚清乡土教民的心中，误读仍在延续。尽管民众

接受了天主乃创世主与大主宰的教义，但同时又

往往认为圣母与观音、“无生老母”、娘娘、妈祖等

民间女神一样，具备独立的神格。这恰恰使“天主

乃唯一神”的教义仍然停留于教民的观念层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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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真正进入他们的宗教意识之中。

其次，圣母的神功化。

随着圣母的神格化，教民基于现实生活而产

生的各种渴求便转移到了圣母身上，因此，圣母也

几乎集中了中国女神的全部神功。近年来，有的学

者对圣母神功化的现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

如程歉、谈火生。他们对义和团运动中据称是圣母

“神迹”的种种记载进行了归类分析．认为这些所

谓的“神迹”在很大程度上是反映了中国传统的神

灵(包括女神)信仰——诸如神功、巫术、易理术数

等成分向圣母崇拜的渗透。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讲，

当年这场拳教冲突，在文化深层上是反映了敌对

双方在分享和争夺中国本土固有的信仰资源。[6]

这一创见说明了中国乡土教民的圣母崇拜需要从

本土文化中去发掘其得以强固存生并长期延续的

根基。不过，如上种种圣母神迹的表现及其特征，

是不是仅为中国乡土社会所有，除此以外，中国底

层教民的圣母崇拜还有没有其他的精神来源?笔

者希望能够对以上思路做出一些补充。

《圣经》以外的教会资料表明：第一，在欧洲的

天主教会确立起圣母崇拜的宗教传统以前。圣母

崇拜可以说是民间社会的一种自发的信仰，伴随

并坚定这一信仰的也是各种关于圣母的“神迹”；

第二．天主教吸收民间对圣母的自发信仰确立起

圣母崇拜的宗教地位之后．也有意识地吸收了关

于圣母的各种“神迹”传说，并将这些“神迹”系统

化．作为宣扬其教义和信仰的重要手段。这些“神

迹”与在中国民众之间流传的“神迹”非常相似。可

见．教会文献对圣母神迹的宣扬是教民圣母崇拜

的另一个主要来源。似乎可以说，教民的圣母崇拜

承接了本土的神功崇拜的文化传统。但仅止于以

这一传统来考察和解释中国教民关于圣母崇拜的

全部精神来源也是不完整的。如果要对教民的圣

母崇拜做出一个形象的概括的话，可以以教会的

圣母宣教为上戈|J线，以中国传统的女神信仰为下

划线，那么，教民圣母崇拜的心态在很大程度上是

围绕着这两条线上下波动，或者与教会相关文献

所倡扬的种种神迹现象相近。或者又与教会文献

蕴含的某些深层意义相离。

教民的圣母崇拜与教会宣教之间的距离主要

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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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圣母神功的来源。在教会相关文献的宣扬

中，圣母之所以能够显灵。其凭借(暂且将这种凭

借也称之为“神功”．尽管它与中国传统的神功观

念是有区别的，但就其作为显灵的依据而言，二者

却是相似的)有二：道德感召力和代祷能力。但是，

圣母的“尊”、“洁”、“信”等德的核心还在于天主的

恩宠，因此，天主是圣母“德”的来源和标准。圣母

具有代祷能力也是缘于她是“满被恩宠者”。而中

国民间女神的道德和神功都来自她自身的灵性和

修炼。虽然道德魅力是很多女神能够成神的一个

重要因素，但是。民间女神的道德最终只是其自身

的道德，并没有一个至高的来源，而且它多半仍然

停留在伦理的层面，并没有被赋予宗教的意义。这

种日常伦理对宗教伦理、世俗对神圣的消融现象

同样体现在教民的圣母信仰上。从他们崇拜圣母

的言行来看．虽然与教会的宣教之间表现出很大

的一致性，但似乎并没有真切理解圣母崇拜的宗

教内涵，圣母与天主之间显示与被显示的神学意

义渐渐隐退，圣母成为一个具有独立神格的神。

在教会的宣扬中，圣母的神力突出表现在她

的代祷能力，这一能力使魔鬼都极度畏惧：“在天

主前，圣母片言，较众圣之祷，尤为得力，故我侪

(魔鬼)畏之。远于众圣。”[7]pTS从义和团运动中教

民临难之前的对圣母像的珍惜、念玫瑰经和串经

的热忱上可以看出．教民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接受

了这一宣扬。但大量的相关记载都不能表明教民

行这种临终祈祷的仪式和天主信仰之间有什么内

在的联系。他们大多似乎没有明确的请圣母代祷

的宗教意识，或者说，天主教文献中规定的圣母的

代祷能力往往转化为圣母自身的神力和法力。

(2)圣母神功的显现。圣母如何显示其神功，

实现信徒的愿望?西方的天主教文献里有一个较

为典型的例子：

甲、乙、丙三人．同往某地⋯⋯甲、乙贸贸前

行。丙则离后稍远。突有剧盗数人，自林中出。将甲

乙杀死，席卷其所有。丙未之知也，载止栽行，逾时

亦至。盗欲劫其物，丙尽与之，无吝色，旋欲杀之。

丙日可。但稍待片刻，因子当诵之经，犹未诵也。盗

日然。遂跪诵十二珠串经。少选。圣母下降。光逾太

阳⋯⋯丙每诵天主经一遍，有红花一朵，自口出。

每诵圣母经一遍，有白花一朵，由口堕下⋯⋯圣母

受而加之丙首．如花冠然。其馨香之气．远胜凡花。

剧盗从旁窥视，甚为诧异。后询知圣母显现。顿悔

前非，卒为善士。【7]础

根据这则记载，再结合教会的其他关于巨盗

皈依、荡妇改过或恶人从善等宣传材料可以看出，

圣母“显灵”似乎并非圣母自身具有超人的神力或

法术，她通常是以道德感化、灾祸及异象(如关于

地狱的噩梦)示警等抽象的方式“显灵”的，而圣母

之“灵验”的最终实现往往要得到被感化或被示警

对象的配合：或悔过自新或虔诚皈依。恰如教会文

献所宣扬的。圣母的灵犹如一束光．她的神功就是

给善者以光明，给恶者以威慑。因此，圣母的神功

突出表现在“戒恶进德”而非“惩恶扬善”。与“惩”

相联系的是力量，与“戒”相联系的是启示：“扬善”

首先面对的是公众的道德评判，“进德”主要指向

的是个人的内心修为。即使是被中国传统道德和

民间习俗视为十恶不赦的盗贼，也可以在天主教

义(经由“圣母显灵”)的感化下“顿悔前非，卒为善

士”。这种以皈依为判断善恶最高标准的说教，是

超出中国传统道德的思考方式的。

虽然当时华北出现过不少盗匪或集团或个人

加入天主教的现象(他们大多是出于寻求保护的

功利动机)，但几乎没有看到“巨盗从善”的记载，

或者说，圣母那种面对公众、示警内心的神功被淡

化了．而出现频率最高的记载，则是如前所举的圣

母帮助守护教堂，以神力(巫术)战胜敌人的种种

事迹。直到1900年之后，据传说还有不少拳民因

当日打教而遭到冥冥之中的报复：或倾家荡产，或

恶疾而终等等。这些神迹虽然直接或间接地被归

功于圣母的“显灵”．但实际上似乎更接近于中国

乡土社会的神功，它经由直接的“惩恶护善”或隐

晦的“因果报应”而表现出来。

(3)圣母神功的目的。在天主教的教义中，圣

母神功的目的大致有三个方向：戒恶进德、御灾赐

福和引升天堂。将这三个方向贯穿在一起的是信：

信圣母，信基督，信天主。对天主的信仰是圣母崇

拜的最终目的。神功源于信仰，因而即使没有神

功，信仰仍要继续。而在中国传统的神灵(包括女

神)信仰中，信仰与神功的关系恰好被颠倒过来

了：信仰来源并取决于神功，没有神功．也就没有

了信仰；没有神功，神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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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乡土教民有没有明确地厘清信仰与神功的这两

种不同的位格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他们未必真

正理解圣母神功源于天主信仰这一彰显天主唯一

性的宗教神学。如前所述，圣母在教民心目中往往

是一个独立的神，很多教民甚至将圣母当成“救世

主”。因此，如同无法真正接受圣母之神性、神功的

终极来源是天主，教民对于神功之目的的认识也

往往止于神功本身．而当神功被看成是圣母本身

所具有的一种勿庸置疑的特质时．他们也就很少

会有兴趣进一步对其进行宗教神学上的考索。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在晚清乡土天主教民

的圣母崇拜中。看到了中国传统的乡土文化资源

与天主教信仰之间的杂糅和互动。教会文献的记

载表明教民的圣母崇拜与教会的普及宣教之间有

着很大的关联．在祈求圣母的礼仪与语言表达上

二者有时候甚至几近一致；另一方面，在教民的圣

母崇拜中，我们又能依稀看见各种本土文化资源

的痕迹。无论是在华天主教会宣扬的宗教知识，还

是中国传统的佛道等宗教知识、乡土的神灵知识

或术数知识．在乡土教民的观念中．它们一般都无

法呈现为其自身应该具备的清晰的图景。尽管表

面上看。天主教的宗教知识是一个整体，但是具体

到个体教民，他们通常都会按照实际的需要和传

统的思维定势对这一整体加以切割。并将这些知

识碎片与本土文化资源中的各种知识碎片加以重

新拼接、组合。因而教民的宗教意识往往呈现为异

常驳杂的画面。因此，无论是从天主教的教义还是

从本土文化资源出发．我们在对此画面进行勾勒

和判断时都要十分审慎。

注释：

①本文援引了以《拳时北京教友致命》(北京救世堂1920—

1927年陆续编印)为主的一批在华天主教会的珍稀史

料，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致命》。

②笔者的拙文《圣母崇拜在中国近代天主教民中的兴起与

扩展》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论述，此文刊于《北京科技大学

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3期。

③近代民众改宗的原因较为复杂，但就《致命》等文献的记

载来说，大体有以下两种：(1)宗教原因：主要表现为“求

道”。文中的白本笃即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2)世俗

原因，以“吃教”、“恃教”为主。京南李各章(大兴)教民杨

振朝似可做一例。按《致命》记载，杨振朝先是佛教徒，其

祖辈曾舍给本村村庙地亩若干．振朝领洗后，欲将地亩

索回未遂。乃赴县呈控，涉讼半栽，彼此遂结深仇。这是

出自教会语言的描述．至于实际的情形．究竟是因为入

了教而索地还是为索地而入教．我们不妨做出多面的设

想。参见《致命》，卷七，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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