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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的本地化建设及其对地方现代化的影响
——以建国前的大同、朔州I教区为中心

徐全民

(中北大学信息商务学院山西晋中030600)

【摘要1建国前，天主教为了适应在华传教的需要，大力提倡宗教本地化。大同、朔州教区也采取了诸如培养中国

神父、开办诊所、设立学校、兴办慈善事业等措施以使自己融入当地社会，改善了民教关系，加快了传教发展。同时，天

主教适应地方社会需要进行公益事业的兴办，促进了当地社会风尚的转变及现代化的发展。

【关键词】天主教本地化大同朔州现代化

天主教是在17世纪初从⋯西南部开始传入的，之后又

在山西中部北部流传开来。据《山西通志》记载，道光三年，一

位中国神父常驻大同，设教堂于大同市东街广府角，并四处

吸引民众信教。天主教在朔州也得到传播，1879年天主教在

朔县米昔马庄村正式开教，中国神父常老愣佐被委任为朔县

本堂神父。总体说来，此时天主教在晋北的影响甚小，传教范

围也不大，只有少数的几位传教士奔波在乡间的村落里。义

和团运动之后这种情形得到很大改观，教会影响扩大，教徒

的规模也随之不断壮大。随着教徒人数的不断增加，为了适

应传教形势的变化，更好地管理教务事宜，大I司教区和朔州

教Ⅸ分别于1922年和1926年从原属教区独立出来，两地的

传教事业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大同教区到抗战爆发时发

展教徒达8 251人，拥有教堂18座；ill朔州教Ⅸ据1948年的

统计拥有教徒11 000人，大教堂11座，中外籍神父33人1"21。

20世纪卜半叶，晋北天主教的快速发展与教会自身传教

思路的调整荚联紧密。鸦片战争之后天主教取得传教自由，

但不断发牛的民教冲突表明了中国广大民众对天主教的反

感和仇恨。1919年。教宗本笃十五发表了“夫至大宣言”，要求

世界各教区以本地化方向发展。在1924年召开的“第一届中

国教务会议”上，决定严禁传教上涉足俗事和政治；本地神职

人员可以担任任何职务。传教七逐渐成为了单纯的教会人

士，中国文化也得到了尊重。本文拟以晋北的大同、朔州教区

为中心，从如下几个方面谈谈天主教的本地化及其影响。

一、中国本土神职人员的培养

大同教区和朔州教区分别于1922年和1926年从原晋

北教区独立后，都成立了培养中国籍神职人员的修院。其中

大同修院于1922年即开始筹建。其由天主教热河教区、西湾

子教区、绥远教区、宁夏教区、大同教区5个教区共同创办。

该修院占地118亩、耗资20万银元，历时两年建成，1924年

招生开学。该院设哲学班、神学班。哲学班学制3年。神学班

学制4年。修上由各教区的小修道院(学制6年，相当于普通

中学)选送入哲学班，哲学班毕业后，进入神学班，神学班修

业期满，晋铎为神父。大同神学院自创办到1946年为躲避战

火迁往归绥，其问共招收神学修上300人，修业期满祝圣为

神父的约200人。祝圣的神父多数回本教区传教啪。

朔州教区成立后，于1928年8月12日创办“圣安多尼

小修道院”，院址设在教区主教府的所在地——米昔马庄总
堂院南。修生毕业后，择优送到太原总修道院攻读哲学和神

学七年，以资深造。修道院的学制为8年，先后招收8个班，

每班招收10余人，共招收修生126名141。

在使教区得以本地化管理而培养国籍神父上，由于修院

培养神父和传教士的周期较长，无论是大同教区还是朔州教

区都做得远远不够。大同教区从成立到20世纪40年代末，

国籍神父仅有4位在教区活动过。朔州教区从成直到1943

年，仅有邓兴汉一位国籍神父。虽然1943年到1945年间祝

圣了3位国籍神父。但也基本未在教区活动。但是，在国籍神

父稀少的同时，级别低于神父的大量闰籍传教士出现在了教

区。

在朔州主要是举办了传教先生训练班，培养国籍传教人

员。朔州传教先生训练班于1928年开办。校址先设于沙楞河

教堂，二年后迁移到米昔马庄。传教先生训练班的学制为=三

年，分三个部分，即预科班、小学校员班、教会道理讲解员班。

1934年朔州传教先生训练班因办学经费困难停办，训练班先

后招收四个班，约五十余人[51。关于传教先生身份，只可认定

为外籍传教士助手，满足外籍传教十和教区间沟通的需要。

大同教区外籍传教十的助手被称为“相帮神父”。虽然至今无

证实大同教区进行国籍传教士培养活动的确切资料。但一些

文献却记载j，他们的存在。如《阳高县志》里的记载“时有神

父2名，会长8名，传教上9名，相帮神父9名。”嗍

这些被称为“传教先生”和“相帮神父”的因籍传教士，担

负了教区的许多具体T作。平时外籍神父主持教堂事务，主

要是国籍传教士负责到各个乡村传教。由于这些闰籍传教士

对当地情况熟悉，相比外籍神父传教更有优势，所以其影响

和作用不可低估。这些国籍传教士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淡化

了天主教会的“洋教”色彩，使广大民众从心理I：更容易接

受。同时也因为他们的活动，使得教会进行的具有明显现代

色彩的社会公益事业更易推广。

二、设立学校

天丰教会在常驻本堂神父的堂口除设市经言要理学习

班外，都创立男女初级小学，所授课程及教材皆与公立学校

相同，教内教5'FJL童皆能入学。各校人数多的有二三百人，少

则百余人。各村概况不能一一表述，择其要者简述于下。

大同育英小学：大同育英小学由比籍教士邓惠普于民国

16年创办，分男女二部，于民国18年立案。该校初级部只收

大同城内男女儿童，高级小学除收城内少年外，还收录教区

其它各堂u初级小学毕业考入的儿童。该小学由于治学从

严，师资雄厚，教会内外人士都想送子女入学，在校生最多时

达1 500人171。

大同育英中学：民国30年，比利时主教邓惠普创办了大

同育英中学(1950年政府接管，现大同市二中)。校址位于大同

市大东街三元官。初时仅有两班，后逐步发展为完整中学。民

国37年，初中申报省教育厅立案。办学经费由大同教区自筹嘲。

朔县明德小学：民国28年，朔州主教俞广仁应教外人士

要求，创办了明德高小。初期校址设于米昔马庄总堂，分预科

与正式班二部。因朔县城关学生就读不便，于次年迁入朔县

城内，并旱报寺案。该校共招收7个班，学生300名。学生毕

业由政府颁发毕业证书。

到1939年大同教区内11座教堂办有男女两级小学各3

所，初级小学8所，女初等小学6所，共有学生l 418人(其中

女生380人)。朔州教区据民国30年统计，共办初级小学52

所，经言小学132所，入学儿童达3 500多人【9】。

这些学校对当地的教育有很大影响。其一，教会学校多

免费就读，有的甚至提供食宿。这对于那些贫}l司家庭的子女，

是很重要的求学途径。其二，教会学校的教学管理、教学内容

【黑龙江史志2009．06(总第199)】

万方数据



106

均突破了传统私挚的模式，既利于民国新式教育的扩展，也

利于现代知识在农村的传播。其三，教会中男女同校，重视人

的平等发展。这些新观念对改变社会风尚，开启民间新思想、

新观念意义也甚大。

三、开办诊所

大同新仁诊疗所：比籍教士魏光熙精通医学，于民国36

年请大夫李普和集宁献堂会修女曾毅勇、裴玉贞等7人，在

大同教啦内创办天主堂诊疗所。诊所对患者只收挂号费，不

收诊断药费。其眼科、外科驰名附近各县110l。

朔州教区诊所：朔州教区于民国18年在米昔马庄村创

办一所小型诊所，由德籍修女负责。民国26年又在城内设门

诊部l处，至民国35年停办。其间曾有数名医术精湛的医生

在所工作，如荚籍医生石尼德行医一年，治愈病危患者70余

人；其后有富尔满博士、柯神父、德籍医生韩森等医绩显著，

颇受社会赞誉U1I。

传教十在教堂设立小诊所，采用近代西方医学技术，提

供免费医疗服务。这在一方面起到rr救死扶伤、扶助贫弱患者

度过生活难关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发挥了传播西学、变革社

会思想意识的作用。成为这些地区进行现代医疗服务的先驱。

四、救济与赈灾

天主教会除了在教区兴办学校、诊所等社会事业，让自

己成为当地社会生活巾的一部分外，有时还进行赈灾与救济

活动。在朔州和大同的一些村庄，人们将天丰教称为“吃米

教”或“大洋教”。其原因盖由于此。特别是在饥荒年月，天主

教传教士参与社会赈灾，以人教为条件来发放银洋和粮食。

许多贫民纷纷进教，教会的规模在短时间里得到迅速扩大。

据文献记载，民国年间当地曾发生了儿次大的自然灾害，加

上战争导致的动荡局势，许多百姓处于极端的贫阑状态，教

会在大灾时期进行了许多救济和赈灾活动。如《浑源县志》记

述“1929年和1939年，全县遭受严重水旱等自然灾害，群众

生活困难。教堂神父都程度不同的拿H{若干粮、款。救济贫穷

教友。教外不少群众看到教会办好事，入教实惠，所以纷纷要

求入教。”1121

五、兴办慈善事业

后又在广灵县南村成立婴孩院1处。民国24年比籍教士田

种德在大同县许堡村创办养老院，收养老无所养的老人十几名。

朔州教区保赤会：光绪二十年(1894)由中困神父张若山

予朔县沙塄河教堂创办。光绪二十九年意籍教士希贤扩建为

男女二部，共养婴儿213名。其中男孩34名，女孩179名，并

增设养老院，收养男性老人16名，老妇4人。民国18年，德

籍教士顾光照在米昔马庄总堂新建房舍，次年命名为“庇护

保赤会”。该院至1950年前共收养弃婴约千名I”I。

婴孩院、养老院扶助幼弱。给了许多小孩生的机会与希

望，帮助老年人在贫困的时代能安度晚年的生命时光。发放

钱粮救济赈灾。帮助百姓度过饥荒，直接减少了受灾村庄民

众的流动，以及南社会贫穷引发的恶性暴力事件。在教会的

帮助下，天主教传播村庄百姓的生活状况较为稳定。

民国年间天丰教的本地化在很大程度E消除了教内外

民众的隔阂，缓解了民教矛盾，改善了民教关系，教徒和非教

徒之间基本上能够和睦相处，没有发生大的冲突。今天，我们

进入朔州、大同那些天主教曾活动过的村庄时，均能感受到

现代化风气浓于一般。迷信、落后的习俗被普遍排斥。人们虽

没有完全理解现代科学的内涵，却普遍有接受现代西医、认

同两学科目的意识。这些正是天主教本地化建设中兴办公益

事业的长效影响。

参考文献：

【11171181191[1011111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西通志：第46卷，民族

宗教志[MI．北京：中华书局，1997：372—393．

【2】李少峰．《方济会在华传教史》，文栽罗光：《天主教在华传教史集》，
光启出版社，徼相出版社，香港真理学社。1967：105．

【31大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大同市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0：．1424．

『41151赵光炳，苑丽声。雷云贵．《．朔县宗教志》(初稿)，朔县民族宗教志

编纂领导组办公室，1985年5月印：15—16．

『61郭海．阳高县志fMl．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608．

【12】山西省浑源县县志编纂委员会．浑源县志IM】．方志出版社，1999：737．

113】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西通志：第46卷，民族宗教志fM】．北

京：中华书局，1997：395．

大同教区婴孩院、养老院：民国19年在榆林教堂成立婴 作者简介：徐全民(1977一)．男，山西太原人，中北大学信息商务学院

孩院。将全区各堂口收养的弃婴集中养育，由数名贞女负责。 教师，助教．历史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社会史。
—^王-4L舢舢jt舢舢舢．址．‘屯．址．址．址．址．址．‘屯．址．‘也4LJ屯舢．‘IL．‘lL舢且．址．址．址．址．址．址．址．址．址．址．址．址．址．‘‘龇．‘止—止J‘L．址．‘．L
(上接第72页)或兄长，则并排在宗子右侧，稍靠前，有叔伯 娶某官某郡姓名之女，今日纳采，不胜感怆，谨以⋯⋯。”【lI】

母、姑、嫂、姐等，则排在主妇左侧，稍靠前。先由宗子用布巾 朱熹所设想的祠堂，宗法色彩十分浓厚．特别强调宗子

将“诸考神主”移到椟前，主妇则将“诸妣神主”置于“诸考”东． 在家庭礼仪巾的重要地位。在各种活动中，我们都能看到宗

侧，等主人、主妇回到原位后，主人焚香再拜。主人下跪，左手 子的身影，如祭礼“祭祀须是用宗子法”；冠礼“必继高祖之宗

拿果盘。右手握酒盏，其它人亦下跪。然后由他人倒满主人手 子主之”；昏礼“堂专以奉宗子”；丧礼“若宗子自为丧主，则叙

中的酒盏，主人将洒洒在茅上，如有多位神主，则每位各敬献 立如虞祭之仪；若丧主非宗子，则宗子宗妇分立两阶之下，丧

一盏酒。而主妇则以茶水敬献，仪式如主人。从这一繁杂的祭 主在宗子之右，丧丰女1在宗子妇之左，长则居前，少则居后”

祀过程，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一个大家族中各种人物关系， 等等。朱熹这么做，无非就是划H{家族中的尊长卑幼，规范各

朱熹提出如此洋细的规划，也许正是想通过祭祀活动来强化 种宗族伦理，以期达到收宗敬祖之目的。

家族成员的嫡庶、长幼关系。 祠常早已出现，但是真正赋予其宗族祭祀性质的，则是

祠堂祭祀受到民间俗礼的影响。朱熹认为“俗节则献以 南宋大儒朱熹。根据自已对封建礼教的理解，结合当时的社

时食”，也就是说凡是民间要庆祝的节日，如清明、寒食、重 会情况，朱熹把祠堂改造成宗族祭祀的核心场所。新犁祠堂

午、中元、重阳等，都要举行祭奠仪式。礼仪如初一、十五。同 的出现，对于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明清时期，祠堂俨

时，这些节日“乡俗”所重视的食品，都要用大盘盛给祖宗灵 然成为一个家族最神圣的地方。直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在一

位，外加一些蔬菜、水果。 些村庄里看到祠堂的踪迹。

“有事则告”。族人授官、追赠前代官、冠礼、婚礼．等等，

在这些情况下，族人都要到祠堂告知祖宗。仪式如前，但只敬
献茶、酒，行再拜之礼。如家族成员有人被授予官职，则“主妇

先降复位，主人立于香卓之南，祝执版立于主人之左，跪读之

毕，兴主人再拜，降复位”。所谓“祝版”，就是先将要报告祖先

的大致内容写在纸上，然后粘在一块一尺长的木板上，宗子

读完后，揭下纸焚烧掉。告知的内容也有相应的模式，如授官
告文：“维年岁月朔日，子孝某某官某，敢昭告于皇某亲，某官

封谥府君皂某亲某封某氏某以某月某Et蒙恩授某官。奉承先

训，获沾禄位，余庆所及，不胜感慕，谨以洒果用伸虔告。”男
女双方订婚之后。男方家庭要告知祖先，“其祝版，前同，但

云：某之子某若某之某亲之子某。年已长成，未有伉俪，已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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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9条)

1.学位论文 徐全民 1949年前大同、朔州天主教的传播与本地化 2007
    本文是对1949年前大同、朔州天主教的传播与本地化的专题考察。全文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引言。主要列述了关于山西天主教已经出版的著作和论文。这些文献有的是叙述介绍性的，有的是研究论述性的。基于对它们所涉及内

容的认识总结，笔者限定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和时空范围。

    第二、三、四部分是正文。第二部分叙述了天主教传入山西的历程和教区沿革。它包括二小节内容。一是天主教传入山西的史实。考察山西天主教

历史的文章已有发表，所以我的描述重点是自己所发现的新资料，那些为人熟知的则简略带过。第二小节是天主教在山西建立教区的情况。从1696年山

西首次建为代牧区，经18、19世纪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教会在山西随着教务的兴衰进行了不断的教区建制。考察这一过程即可看出天主教在山西各时

期的发展情况。

    第三部分详细回顾了大同、朔州天主教的发展历史。这一部分由两小节组成。大同教区和朔州教区均建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处

于社会的转型时期。在大同、朔州天主教的发展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时代的烙印。

    第四部分是对大同、朔州天主教本地化的论述。这一部分也是本文的重点，我通过三个方面对其做了论述。一是教会参与兴办社会事业。教会为了

使自己得到当地民众的认可，突出了信仰的慈善文化，通过提供一些服务融入当地社会，由此也吸引了大量的民众走进教堂。第二方面是中国籍神父和

本地神职人员的培养与使用。因为前人未对山西天主教国籍神父的培养作过考察，在该部分我首先回顾了山西天主教的国籍神父培养史，然后对大同、

朔州两教区的本地神职人员数量和特点，进行了分析总结。第三方面是教徒对本地传统的继承，其实质是两种文化相遇后的碰撞与整合。大同、朔州有

着特色鲜明的地方文化。加入天主教不光是信仰上的改动，许多生活习俗也要进行重新界定。教会教义与地方文化的冲突和调和，使教徒在信仰天主教

的同时也继承了本地主要的道德与风俗，这是天主教本地化的重要内容。

    第五部分是论文的结语。首先概括了大同、朔州天主教的传入与发展历程，接着对天主教的本地化进行了总结，并对如何促进民教关系的和谐，从

教会本身和国家政策两个方面谈了一点自己的看法。

2.期刊论文 顾卫民.GU Wei-min 刚恒毅与1924年第一届中国教务会议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2(3)
    1922年,罗马教会宗座代表刚恒毅来华,落实教廷<夫至大>通谕,并于1924年召开第一届教务会议.此次会议的重点是培植本地籍神职人员,并将传教事

业与西方列强殖民主义脱钩,建立一个正常的和本地化的教会.

3.期刊论文 宾静.Bin Jing 雍乾禁教时期的华籍天主教神职人员 -世界宗教研究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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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期刊论文 何俊.罗群 《出像经解》与晚明天主教的传播特征 -现代哲学2008,""(4)
    晚明天主教在华传播有一个不断"本地化"的过程.<天主降生出像经解>是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的一部木刻版画作品.内容取材于四福书的耶稣生平事

迹,形式为晚明流行的版画连环画.在这部作品中,艾儒略不仅继承了利玛窦"学术传教"的传统,而且开始寻求与福建本地士人文化的契合,以中国人喜闻乐

见的图像、语言和传播媒介,向来自各个阶层的教徒和教外人士直接传教.这种"当时当地"求同,体现了耶稣会对"本地化"原则的进一步理解和深化,同时

也体现了天主教传播走向通俗化、大众化的全新尝试.

5.期刊论文 陈东 清代福建天主教的传播与本土化 -闽江学院学报2002,23(5)
    天主教在福建的历史是一部外来文化与福建当地固有文化冲突与互渗的历史,它的传播与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它与福建社会生活的融合

是多元化、多样性的,既有与高层次的儒学为主体的雅文化的结合,也有与低层次的祭祖拜神及至迷信、封建会社、民俗民情的结合.清代天主教与福建社

会生活的融合是有局限的,它采取的措施仅仅是外表的本地化,而内容和实质仍然没有与福建当地文化融为一体.

6.期刊论文 黄宗贵.潘文君.刘琼.HUANG Zong-gui.PAN Wen-jun.LIU Qiong 天主教在西南民族地区传播与发展问

题的思考——基于广西贺州、贵州凯里的调查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30(4)
    天主教在桂黔民族地区采用"本地化"的发展路线,多元化的传教方式,灵活的礼拜形式,完整的组织结构和多渠道的经费来源使天主教发展迅速.随着

信徒数量激增、非科学思想的出现、特殊身份的信教徒存在、信徒的低龄化趋势、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等负面因素日增,为促进桂黔民族地区社会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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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稳定,要加强对天主教的引导和监管,有效发挥桂黔民族地区天主教教会组织的社会作用,科学引导桂黔民族地区民众的思想和行为.

7.期刊论文 陈东 清代福建天主教的传播与本土化 -闽江学院学报2002,23(1)
    天主教在福建的历史是一部外来文化与福建当地固有文化冲突与互渗的历史,它的传播与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它与福建社会生活的融合

是多元化、多样性的,既有与高层次的儒学为主体的雅文化的结合,也有与低层次的祭祖拜神及至迷信、封建会社、民俗民情的结合.清代天主教与福建社

会生活的融合是有局限的,它采取的措施仅仅是外表的本地化,而内容和实质仍然没有与福建当地文化融为一体.

8.期刊论文 刘静 与成都市基督教的对——以恩光堂和平安桥天主教堂为例 -安徽文学（评论研究）2008,""(7)
    成都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会,其本地化及世俗化色彩加深.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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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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