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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叶天主教在华的本土化问题"

张先清

（厦门大学 人类学研究所，福建 厦门 )#$""D）

摘 要：清代中，叶天主教在华传播的社会处境发生重要变化。这一时期，清政府严厉禁教政

策正式确立，而儒学知识界也从总体上批判、否定天主教，由此影响了天主教在华的本土化取 向，

促使在华天主教走向一条与民间小传统相结合的本土化道路。天主教本土化三个基本特征：传教

的底层性、习教的自立性与仪式的民间性。清代中叶天主教在华的这种本土化深刻地影响了天主

教在近世中国社会的发展，天主教在深植中国社会、成为中国宗教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同时，也在一

定程度上模糊了与其他民间宗教的界限，染上民间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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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宗教文化的接触与对话角度出发，本土化（2B=K@:K9?:>&B）指的是一种外来宗教文化在身处异

文化情境中的适应性变化。!从明后期天主教重新入华传播始，天主教在华经历了长时期的本土化

过程，其中清代中叶即雍正初年到道光末年是天主教在华传播的一个转折阶段，在此期间由于其所

赖以依存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天主教在华的本土化取向。因此，考察这一

时期天主教在华的本土化问题，对于今人理解清代中叶天主教在华的历史状况，以及进一步探讨天

主教在整个近世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向，都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鉴于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尚乏

专文深入讨论，本文拟结合中西文献史料，分析清中叶天主教在华的本土化环境、表现及其影响。

一、本土化的环境

清中叶天主教在华的社会处境与清初相比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方面，清政府在对待天主教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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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上发生了大转变，从原来的宽容包纳一改而为采取严厉的禁教政策；另一方面，明末以来曾与天

主教有着比较密切接触的儒学知识界，此时也在主体上背离了天主教。这两方面的变化都深刻地

影响了清中叶天主教在华的本土化道路。

清初朝廷天主教政策曾经呈现出一种较为宽容的状态。清人定鼎京师后，耶稣会士汤若望适

时为清廷修订了《大清时宪历》，得以封官赐号，备受顺治帝恩宠。［!］（"!##$#）汤若望的个人恩宠还

荫及整个在华天主教。顺治七年（!%&#），顺治帝就曾赐地建天主堂，并赐“钦崇天道”匾额。顺治十

四年（!%&’），顺治帝经宣武门内天主堂，还亲赐“通玄佳境”匾额，并撰《御制天主堂碑记》，借以褒奖

汤若望“测天治历”、“敬业奉神”的功劳。［$］（"()* + ()&）康熙继位之初大抵沿袭了顺治对待天主教

比较宽容的做法。特别是康熙八年（!%%)）亲政后，很快平反了康熙三年（!%%*）的历狱案，不仅为死

去的汤若望恢复官职，而且重新任用南怀仁等传教士执掌钦天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康熙三十一

年（!%)$），康熙帝还批准了有利天主教传播的容教诏令，明确允准天主教会在华传教［(］（"!!!），从

而在当时中西方教会内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轰动效应。然而，受礼仪之争的影响，康熙四十五年

（!’#%）以后，清政府的天主教政策发生了大逆转，逐渐由此前的宽容包纳过渡到严厉禁教。康熙四

十五年（!’#%），康熙帝命令在华传教士必须遵守前明利玛窦的做法，并为那些愿意接受这一“利玛

窦规矩”的 传 教 士 颁 发 永 久 居 留 证———“票”，而 不 愿 领 票 的 传 教 士 则 遭 到 驱 逐。康 熙 五 十 六 年

（!’!’）、五十七年（!’!,）间，康熙帝还相继批准广东碣石镇总兵陈昴、两广总督杨琳等官员要求严

禁天主教的奏疏。康熙五十九年（!’$#），教廷所派特使嘉乐抵达北京，请求康熙帝同意由他管理在

华传教西洋人，并允准中国传教会遵守教皇禁止中国礼仪的禁约，遭到康熙的严厉申斥，表示“尔

教王条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逆。尔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康熙六十年（!’$!），

已是风烛残年的康熙看到冯秉正等传教士呈上教皇 !’!& 年发布的《自登极之日》（-./001 2/3）的译

稿，再度朱批要禁教：“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如果说康熙晚年只是有了明确禁教想法，那么，雍正、乾隆统治时期则使这些禁教想法具体化

了。雍正甫继位，礼科给事中法敏就上密奏条陈三事，其中第一项即是请求禁止天主教。［&］（"(# +

(!）未几，闽浙总督觉罗满保也奏报查禁闽省福安地方天主教活动，并请求朝廷下令禁教。［*］（"&%）

礼部针对觉罗满保奏疏具题，进一步提出在各地查拿传教士送澳门安插、销毁印票、改天主堂为公

所、禁除民人奉教、严责各级官员 实 心 禁 饬 等 一 系 列 查 禁 天 主 教 的 措 施，获 得 雍 正 帝 的 批 准。［*］

（"&’）此举揭开了清中叶严厉查禁天主教的序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雍正元年（!’$(）起，清政府

将康熙时期颁发给某些传教士合法居留的印票也取消了。由此可见，清廷严禁天主教的政策，与此

前相比大大迈进了一步。乾隆继位后，基本上承袭了雍正时的禁教政策。与雍正时期相比，乾隆朝

禁教有许多值得注意的特点：其一，查禁天主教案件频繁发生，特别是从乾隆十一年（!’*%）以后，几

乎每隔几年官府就有较大规模查禁天主教行动。其中，乾隆十一年、乾隆四十八、四十九年（!’,* +
!’,&）还发生了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搜捕传教士、教徒的大教案。其二，查禁的对象扩大，惩治程度加

深。乾隆十一年所下禁教谕旨中，明确要求各省督抚等“密饬该地方官严加访缉，如有以天主教引

诱男妇，聚众诵经者，立即查拿，分别首从，按法惩治。其西洋人俱递解广东，勒限搭船回国，毋得容

留滋事。”［*］（"!!!）根据该谕旨，教徒为首者也在严惩之列。至于西洋传教士，虽然大部分是驱逐到

澳门，但有时也不惜采取斩杀等更为严厉的方式，如乾隆十一年白多禄案中处斩及瘐毙五位多明我

会传教士，这是此前少见的。其三，严惩查禁不力的各级地方官员。如乾隆帝的上谕中就明确规

定：“倘地方官有不实心查拿，容留不报者，该督抚即行参处。”［*］（")(）终乾隆一朝，屡有地方官员因

为查禁天主教不力而遭处罚。

嘉庆、道光统治时期基本沿袭了禁教做法，对于传教士私行传教及民间习教的行为，一概要求

各级官府严加查禁。特别是嘉庆十年（!,#&）查获教徒陈若望传递书信案后，嘉庆帝屡发上谕，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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饬禁民间传习天 主 教，并 且 专 门 制 定 条 例，严 格 控 制 旗 民 人 等 传 习 天 主 教 的 活 动。 嘉 庆 十 六 年

（!"!!）五月因御史甘家斌奏报至今仍有西洋人传教，所发上谕更是严厉逾前，将传习天主教比之为

悖逆大罪，为首者处以绞决，从者处以流放等刑罚。［#］（$%&& ’ %&(）嘉庆十九年（!"!#）又发上谕，指斥

“天主教绝灭伦理，乃异端为害之尤者”，甚至将天主教视为比困扰朝廷多年的白莲教更具危害性：

“为国家之隐忧，贻害最大，比白莲教为尤甚。”［#］（$!))#）在此背景下，清政府的严厉禁教措施一直

延续到道光末年弛禁天主教之前。

伴随着清廷禁教政策的逐步发展，清代儒学知识界在天主教问题上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向。如

果说晚明儒学界曾经与天主教有过一定程度上的比较密切的接触，那么，从清初开始双方之间的这

种接触已经日渐减少，到清中叶时期主流儒学界基本上对天主教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晚明天主教入华，适逢一个思想文化相当活跃的年代。明初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格局此时已

被冲破，人们在对待各家学说上也渐趋更为包容，乃至出现了百家九流无不有补世道的说法。在这

种社会背景下，利玛窦等入华传教士很容易获得一个比较有利的传播天主教教义与学说的社会大

环境。因此，天主教在当时确实吸引了一批儒家士人的注意力。然而，随着明亡清兴，清初儒学知

识界发生了重大转向。清政府鼎定中原后重新扶植程朱理学，罢黜其他异端学说。康熙时期颁行

天下的圣谕十六讲中，有一讲就是“黜异端以崇正学”。此处的正学，指的就是程朱学说。此时的儒

学知识界，与晚明相比，在整体心态上似乎出现了一个急剧收缩的态势，从明末的好异慕新、宽容包

纳一转而为循规蹈矩、不逾方圆。儒家知识界的这种内涵转换，直接影响了儒学界对天主教的认

识。在对待西教与西学二者态度上，明末尚有士人因为慕西学进而入西教，到了清前期，主流儒学

界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二元区分法。对于大多数儒家士人，如果说传教士所输入的数学、天文、舆

地学，尚能在讨论中西学源时引起他们的兴趣外，对于天主教本身，则已经抱持着非常鄙视的看法

了，对天主教的批评日益成为清代前期儒学界的主流声音。典型者如大儒黄宗羲，他在《破邪论》

中，径直指斥天主教为邪说：“为天主之教者，抑佛而崇天是已。乃立天主之像记其事，实则以人鬼

当之，并上帝而抹杀之矣。此等邪说，虽止于君子，然其所由来者，未尝非儒者开其端也。”［*］（第 !
册，$!%+）与黄宗羲同时代的大儒王夫之则索性直接以夷狄目之：“近世洋夷利玛窦之称‘天主’，敢于

亵鬼倍亲而不恤也，虽以技巧文之，归于狄而已矣。”［,］（$!)!+）同样，清儒沈大成在一篇考证天主教

来源的文章中也排斥天主教，一开首就表露了自己的反西教态度：“余读杜氏通典职官，而晓然于西

教之诞妄矣。”［"］（$!"）在沈氏看来，“佛氏之说，荒唐妄诞。而利玛窦 等，又 伪 造 耶 稣 其 人 以 实 之。

其叛经蔑古，慢神诬天，罪 可 胜 诛 哉！”［"］（$!%）清 初 经 史 大 家 万 斯 同 至 恶 天 主 教，讥 之 为“怪 妄 特

甚”。他曾撰《欧罗巴》诗，极尽批评天主教，甚至呼吁当局要防微杜渐，果断采取禁教措施，驱逐传

教士，禁止民间传习，达到“火其书兮毁其室，永绝千秋祸乱根”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万氏诗中云

“诗书文物我自优，何烦邪说补其欠。”［%］（卷 下）这显然是对晚明利玛窦及徐光启等人所倡导的天

主教“补儒”说的强烈批评，由此形象地反映出清代前期儒学界对天主教的一种主动背离。

迨至清中叶，主流儒学界对天主教的批评更加明显，要求禁止天主教的呼声日高。理学名士张

伯行毕生以捍卫程朱理学为己任，康熙后期出任闽抚时，他曾拟《请废天主教堂疏》，要求朝廷“废天

主教堂，以正人心，以维风俗。”张伯行批评天主教，在他看来，除了天主教“悖天而灭伦”、“悖天而慢

圣”之外，还在于天主教对社会风俗的潜在危害。因此，他请求朝廷“特降明诏，凡各省西洋人氏，俱

令回归本籍。其余教徒，尽行逐散。将天主堂改作义学，为诸生肄业之所，以厚风俗，以 防 意 外。”

［!)］（卷 !）乾隆年间由纪昀等撰成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中亦明确称天主教为“邪说”，应该禁

止。［!!］（卷 !&+，子部，杂家类存目二）同样撰于乾隆时期的《皇朝通典》，在谈到天主教时，也秉持相同

的态度：“至其所崇天主之教，则但使自沿其俗，严禁流传，勿使混淆闻见。”［!&］（卷 %%，边防三）这可以

看作是清代中叶儒学界站在官方立场上对待天主教的态度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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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儒林的这种转向与清中叶朝廷禁教政策之间是否存在着直接的关联呢？答案是肯定的。

可以说，清政府天主教政策的每一步都可以看到儒家知识界新转向的影子。仔细考察清代中叶的

历次禁教事件，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些禁教案几乎都是由各级官员率先掀起的。而这些反教的儒家

士大夫官员，大多是理学的坚定卫道者。张伯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前已述及，康熙后期他在福

建巡抚任上就上疏反教，雍正二年（!"#$），张氏已经擢升为礼部尚书，手 握 处 理 天 主 教 事 务 大 权。

是年两广总督孔毓餿题请处理在广拘押的西方传教士，并且重申不许传教士私自传教。［$］（%&’）雍

正帝将孔毓餿的意见交礼部讨论，张伯行极表支持，认为“应如所请”。张伯行等人的意见在朝廷天

主教决策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戴进贤等传教士上疏请求雍正帝宽容天主教，不要驱逐传

教士时，雍正答复传教士，他之下令反教，乃是“因封疆大臣之请，庭议之奏施行。政者，公事也。朕

岂可以私恩惠尔等，以废国家之舆论乎！”［$］（%()）所谓“封疆大臣之请、庭议之奏施行”，以及“国家

之舆论”，不正代表了清代主流儒学界的反西教转向吗？清代中叶天主教政策的总体方针———“节

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的成形，其背后实因有一双渐趋保守的儒学界的大手在极力推动。

二、本土化的表现

清中叶政治与儒学大环境的变化，确实为天主教在华本土化提出了新的命题。从相对宽容一

变而为严厉禁教；从天儒之间比较亲密的接触到双方逐渐隔离，直至天主教为儒学知识界———如果

不是说全部，至少在一个相当大整体上的背离，这是清中叶在华天主教会不可避免要面临的世态。

那么，处于朝廷实行禁教政策，又缺少儒学知识界广泛参与的天主教本土化，又会出现怎样的一种

状况呢？

清代中叶天主教在中国城乡之间的分布已经十分广泛，这一点从雍正以后禁教案中所发现的

全国范围内有天主教活动地点的分布就可以得到清晰的反映。笔者根据清代官府禁教文献记录，

初步统计了禁教案中出现的有天主教徒活动县级以上地点，发现其总数超过了 *"’ 多个府、县。!

而这个数目只是清中叶禁教案中所见的有天主教活动地点的概况而已，其实际分布应当远远超过

此数，更为具体的数目尚待进一步细致的考察。［!*］（%((" + (&"）至于教徒人数，据西方教会史料记

载，!"’’ 年大约为 #’ 万，到 !")* 年则为 !( 万左右，!,!’ 年为 #! - ( 万人，!,!( 年达 #! - " 万人左右。

［!*］（%*,*）由此可见，尽管处于禁教时期，天主教在华活动仍然保持相当可观的规模。而且从教徒

人数增长角度来衡量，其传教高峰期反而是出现在这一时期。这样较大规模的天主教群体在中国

城乡社会中的存在，证明了天主教在华活动并非如以往学者所断言的“未能扎下根来”［!$］（%!$(），

相反，它揭示了一个事实，从明末开始的天主教在华本土化，到清代中叶仍在不断延续，尽管天主教

未能成为清朝官方认可的宗教，但它在清代中叶就已经确确实实地在中国社会站稳了脚跟，成为中

国宗教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清中叶天主教在华本土化有三个基本特征，即传教的底层性、习教的自立性以及仪式的民间

性。第一，传教的底层性。明末清初天主教在华传播曾经在一段时期内呈现出一种知识传教的态

势，以耶稣会为主的来华传教士力图通过与中国社会精英阶层即儒学界的接触对话，实现自上而下

基督化中国的目的。其时也确实吸引了不少社会上层分子受洗入教，并涌现过一批讨论天儒关系

的著作，由此也使得明末清初天主教的本土化在思想文化层面上表现较为突出。但是，从清中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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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由于缺乏儒学知识界的参与，天主教的本土化基本上采取的是底层路线，主要依靠处于中国社

会底层的各种人群来进行。在这一时期，思想上的对话已经居于末席，具体的习教活动日益凸现为

鲜明的主题。在整个清中叶的中国天主教会已经鲜见像早期的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这类儒家上

层人物，甚至也少见像严谟、张星曜这样地位虽低但在调和天儒问题上有着精辟思路的下层儒家分

子。与此前相比，此时期在中国教会内部有关讨论天儒融合的著作已是稀物，大部分的天主教著作

都限于讨论具体的习教规程及仪式。如各种祈祷文、日课等。这种传教的底层性成为清中叶天主

教在华本土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第二，习教的自立性。自立性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自传。这主要是指在华传教人员构成的

中国化。雍正元年清政府严厉禁教后，西方传教士大部分被驱逐出境，尽管仍有一些西方传教士私

入内地传教，但在华西方传教士的数目与此前世纪相比明显锐减。此时期，中国籍神职人员开始在

传教事务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教会内部神职人员的结构也开始从早期以外籍传教士

为主，逐渐过渡到以华籍传教士为主，特别是禁教时期，华籍传教士在其中扮演了十分突出的角色。

［!"］（#!$% & !’$）其次是自习。清代中叶由于长期没有神职人员前来传教，不少处于偏僻地方的天主

教群体，完全处于一种自传自习状态，以一种类似民间宗教结社的方式来维持信仰。一个典型的例

子是清代中叶四川乐至县以刘嗣坤为首的刘氏宗族习教案。在该案中，刘嗣坤等“合族男妇自其祖

父传习天主教，不知先系何人传授”［(］（#!!)) & !!)%），此后代代相传，到嘉道年间发展成为一个 )* 人

左右、信仰天主教的小宗族。刘氏族众在刘嗣坤的主持下，利用祖上流传的经卷、图像，“每月逢七

并初一、二等日，在家私自念经礼拜”，“并未与习教外人往来”。［(］（#!!)) & !!)%）乐至刘氏属于自传

自习的家族教会，其自立性非常明显。四川乐至刘氏家族组成的教会，是以血缘关系为主而组成的

自立性习教群体。此外，还有一类是以地缘关系为主组成的自立性习教群体，典型的例子如嘉庆年

间湖北谷城、房县等地民人刘作斌、邓恒开、王槐等习教情况。刘氏等人“彼此住居交界毗连，均有

戚谊，先年刘作斌、邓恒开、王槐三家祖上各遗有十字架、铜像、经卷，⋯⋯该犯等幼时经伊父祖嘱

令勿忘根本，如能习教，日后总有好处，并口授该犯等十诫七祈求等经文，以每年正月初四及二月二

十等日名为大斋期，是日同教者拣择一人，当瞻礼领首，俱在领首家内供奉耶稣天主铜像，并十字架

等物，念诵十诫七祈求经文，领首一人在前念诵，余人在后依次跪念，念完后，领首人用麦捏薄饼，每

人分给一个，闭目接吞，以为在生必蒙天主保佑，死后即入天堂。该犯等均各信从。”［(］（#!!!!）类似

四川乐至刘氏与湖北房县刘作斌、邓恒开等人的情况实际上在清中叶乡村教会中是比较普遍的现

象。由于留在民间秘密传教的外籍神职人员数量锐减，其有限的人力自然无法兼顾各地教会，因

此，在一些偏僻村落，宗教信仰往往是靠当地信徒自己来维持，而流传民间的各类天主教经卷，则为

这些本土信徒的自发习教提供了必需的资源。这种天主教信仰的自立性传播，其形式与明清时期

流传于民间社会的其他民间宗教结社非常相似，可以视为清中叶天主教本土化的一个代表。此外，

清代中叶天主教的自立性传教还表现在本地教会的自养上。从研究中可以发现，清代中叶相当多

的地方教会，运作经费基本上依赖本地信徒自筹，在经济上呈现出一种典型的自立性。

第三，仪式的民间化。清代中叶天主教在华本土化还具有一个特点，就是随着天主教与地方社

会文化日益结合而在习教仪式上表现出民间性。

天主教经过千余年的发展，已经是体系相当完整的一门宗教，有一套成熟的习教仪式，主要包

括七大圣事，即洗礼、坚振、圣体、告解、终傅、神品、婚配，以及弥撒、日课等一系列日常宗教礼仪。

明末传教士在入华传教的过程中，已将天主教的这些礼仪逐步引入到民间社会，成为民间习教的一

个重要内容。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宗教仪式既具稳定性，同时也有变动性的一面，它会随着社会文

化环境的变迁而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清代中叶随着天主教深入民间底层，并与民间小传统文化

不断融合，其固有的宗教礼仪也相应地产生某些改变。从现有的档案文献可以看出，清代中叶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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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会在信仰理解与礼仪操办方面已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民间化现象。对于绝大多数生活于社会

底层的信徒来说，“念经吃斋”、“消灾降福”是他们信奉天主教的最主要目的，这一点与当时同样流

行于社会中的各类民间宗教并没有什么差别，由此也使得教徒在操办基层教会礼仪时沾染较浓厚

的民间性色彩。典型者如嘉庆年间，刘方济各在湖北餾城县茶园沟地方传教，当地村民孙瑞锦等

!" 人因“刘方济各能解西洋经典，随各信奉，希图求福。即称刘方济各为神父，或称刘爷，每月斋期

四日，届期齐集天主堂内听刘方济各讲经一次，名为坐瞻。初次入会之人，出钱一二百文，在刘方济

各处报名，以后每次给钱二三十文，备办神前香烛使用。”［#］（$%%&’）从引文中可见，茶园沟地方民间

信奉天主教，目的就在邀福，而对天主教一些礼仪的理解也很民间化，如弥撒献仪是“备办神前香烛

使用”，乃至直称“香火之资”。［#］（$%%#(）其后道光年间传教士董文学继续到茶园沟传教，因“该处旧

有天主堂于嘉庆十七年经官拆毁”，董文学即在村民孙尚林间壁茅屋居住，“取名观音堂，供奉天主

图像，十字架，每隔五日吃斋二日，开讲洋字经，缪称诚心信奉，来世可以转生好处，向众诱惑。每遇

斋期，令众人至其茅屋内礼拜听讲，名为坐瞻。”［#］（$%’)&）值得注意的是，刘方济各、董文学都是西

方传教士，但在传教过程中却不得不在具体的习教仪式上迁就当地习俗，特别是董文学，甚至将住

居的简易教堂直接取名为观音堂，他这样做的主观目的可能是为了在禁教时期掩人耳目，但由此却

揭示出基层教会民间性的一面。实际上，对于大多数散处于各地的信教小群体来说，由于长时期未

有传教士前来传教，其习教仪式呈现出一种随意性。一个突出表现是简化各项宗教礼仪，有时只保

留着口诵一些祈祷词，如乾隆十二年（%*#*）江苏山阳、金匮县宋从一等人习教案。宋从一等信徒只

是“每月逢五日持斋，口念那（耶）稣二字，并持奉十诫。”［#］（$%(+）道光十八年拿获山西岳阳县赵金

义等人习教案，亦“供系口传经语，不时念诵，希冀求福消灾，并无一定念经日期。”［#］（$%’’)）道光十

八年山西洪洞县李成信习教案，也是“因均不识字，皆系口传经语，不时念诵，希冀求福消灾，并无一

定念经日期。”［#］（$%’"#）有时甚至连念经都被简化，只保留简单的吃斋，如乾隆三十二年（%*&*）江西

庐陵县吴均尚等人习教，就是“没有念经，只每月照常吃八日素”。［#］（$’&(）

清中叶天主教的这种本土化，反映了天主教与中国民间小传统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与调和改

造。很显然，在这种文化接触中，中国下层民众在接受天主教信仰的同时，也对天主教的礼仪乃至

信仰的部分内涵等进行了改动。这是天主教在华本土化的必然产物。那么，应当如何看待这种与

民间小传统结合的本土化呢？

三、本土化的影响

将清中叶天主教的这种本土化与晚明时期的本土化做一个简单的比较，我们可以大致看到两

条清晰的脉络：晚明天主教，基本上走的是一条儒化天主教的本土化道路，也就是以天补儒的道路。

此时期是倡导与儒家文化调和的耶稣会适应派在华的辉煌时代，在传教士与部分中国儒士的共同

努力下，天主教与儒学之间进行了比较频繁的交流，涌现出了一大批讨论耶儒融合的作品。一批儒

家知识分子进入天主教，尝试将天主教与儒家思想融合一体。这个时代本来可以期待出现一个从

边缘走向主流的儒化的本土化天主教，然而，清中叶以后，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种相反脉络的本土

化。由于时代的原因，伴随着朝廷严厉禁教，清中叶以后儒学界也基本中断了与天主教的对话，在

这样的社会环境影响下，天主教只好采取下层化策略，走向一条与民间小传统相结合的本土化道

路。这种本土化对天主教在中国近世社会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清代中叶天主教已经依靠成百上千分散于城乡各地的信仰团体的自立性习教，度过了官

方的禁教打击，在中国社会生存下来，并且有了一定的发展，从而在中国城乡社会中滋生出带有民

间小传统色彩的天主教群体。这个群体在清代中叶禁教时期一直保存、延续着天主教信仰，到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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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禁开放后，成为天主教在华复兴的基础。换言之，清中叶天主教已经部分成功地实现了本土化。

这是应当加以强调的基本史实。以往学术界在讨论明清天主教在华传播问题时，曾经存在着单纯

以思想文化的融合为衡量尺度，过分强调天主教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排斥性，夸大礼仪之争问题

对天主教融入中国社会的障碍，由此低估了清中叶天主教在华的本土化程度等比较片面的认识。

实际上如果从宗教传播的角度来说，清代中叶天主教在华已经深刻地本土化了。这种本土化的天

主教也已经在事实上成为注入中国社会文化躯体的一种新鲜血液了。

其次，我们在强调清中叶天主教一定程度上完成了本土化任务的同时，也必须指出这种本土化

所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一方面，清代中叶天主教的这种本土化，反映了天主教与中国民间小传统

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与调和改造，它在推动民间社会对天主教的接纳的同时，也直接影响了天主教

本身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向，特别是天主教的教义、礼仪，可能面临着一种失去自身独立性的严重

民间化。而这对保持天主教宗教正统性来说是一种损害，以致引起了一些老教徒的担忧，如道光二

十六年（!"#$），山西祁县教徒常安等人因为长期没有传教士指授习教，“恐失教内规矩”，于是起意

延请西方传教士前来传教［#］（%!&’"），其出发点显然就是希望能够对这种民间化趋势有所纠偏。在

清代中叶民间社会，天主教在一些民众眼中，与当地的其他民间宗教实际上很难说有什么区别，天

主、圣母，与民间宗教中的各类神灵大致一样，天主教守斋与民间宗教的持斋也大体相同，事实上，

天主教也就是一种民间宗教，只是名称不同而已。这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天主教与其他民间秘密

教门的界限，以致清政府常常将天主教与其他民间秘密教门视为同类“邪教”加以查禁。清代中叶

官府将天主教与无为、老官斋教等民间秘密教门混淆相论的现象并不鲜见，其原因恐怕就与天主教

的这种深刻民间化的本土化有一定关联。

另一方面，由于其下层走向并且失去与主流儒学知识界的对话，在华天主教也日益表现出一种

自我封闭状态，导致清中叶知识阶层对天主教的认识也越来越模糊。典型的例子如道咸年间梁章

钜所著《浪迹丛谈》一书中，记载了雍正时期湖北黄冈县士人吴德芝所撰关于天主教的文章。在文

中，吴德芝追溯了利玛窦等人入华传教，指出“其术长于推步象纬，使之治历，颇有奇验。”随后笔锋

一转，开始批评天主教传教士的各种“奇技淫巧”及其他种种“巧而丧心”的行为。［!$］（%$( ) $$）从吴

德芝此文可见，雍正年间围绕着天主教社会上已经产生了许多怪诞说法，如善于烧炼金银、死后剐

睛配药、制物为妇人等等。到了道光年间，这样的怪诞说法不仅丝毫未减，反而变本加厉。典型者

如道光年间著名士人魏源在其所著名篇《海国图志》中有一节专记天主教，其文一开首就说“查西洋

之天主教不可知，若中国之天主教则方其入教也，有吞受药丸领银三次之事，有扫除祖先神主之事，

其同教有男女共宿一堂之事。其病终有本师来取目睛之事。”［!*］（%&!）魏源还活灵活现地举了京城

中一位医生因“岁终贫困”而寄希望于“入天主教可救贫”的荒诞例子。［!*］（%&’）由此文可见，魏源

号称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先驱，按理应当比其他同时代的儒学士人拥有更好的眼界，但是，他的

天主教观与前述雍正年间生活在湖北内地小县的吴德芝又有什么两样呢？魏源尚且如此，清代中

叶整个中国社会对天主教的认识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四、结 语

总之，清代中叶禁教政策的确立与儒学界对天主教的背离，直接影响到了天主教在华的本土化

道路选择。这种偏离儒学大传统、与民间小传统相结合的本土化，既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西方传教

士将天主信仰带入中国并落地生根的愿望，但与之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清代中期以降中国

基层社会中此伏彼起的民间宗教信仰，曾经在时人与后人头脑中留下一连串奇异的幻像，撒豆成

兵、剪纸为马，这些都是村野乡间一谈起白莲教之类秘密宗教马上就会联想到的神话，由此也给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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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说唱艺人留下了十分广袤的想象空间。与此有着惊人相似一幕的是，清中叶以后的天主教，在日

益草根化的过程中，也在主流与非主流社会阶层间滋生了众多的剐睛练药、采生拆割之类的离奇传

闻。这些传闻甚而延续几个世纪，到清末民初不仅仍是能够吸引大批听众的豆棚闲话，而且还演化

成为晚清以来民间社会攻击天主教的一个主要着火点。由此可见，对于清代中叶天主教在华的本

土化状况，实在值得我们给与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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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5条)

1.期刊论文 秦和平 清代中叶四川官绅士民对天主教认识之认识 -宗教学研究2000,""(1)
    清代四川天主教因其活动历史长、范围广、教徒多、影响深等特点在全国天主教会中占重要的地位。然而，无论在天主教会的东传文献

中，还是教外人士的研究中，清代四川天主教会的突出地位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钩陈索隐，清理耙梳，在概述四川天主教会的发展

基础上，借助教外人士撰写的资料，从其视角出发，认识清乾嘉道年间天主教会的教理宣传，分析川省部分官绅士民对天主教会的看法，解

释天主教会在四川得以持续和发展的部分原因。

2.期刊论文 秦和平 关于清代川黔等地天主教童贞女的认识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6)
    守贞是天主教的重要宗教修行之一.然而,清代贞女在家修行及传教修行,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修行方式,其中以四川、贵州等地最具典型

.本文依据珍稀的资料,以"我者"的角度,论述贞女在家修行的由来、内容及特点;分析修行方式的变化与缘由,以及对于传教活动产生的部分

后果;进而从当时教外人的视角认识贞女的修行行为,揭示清末四川等地社会持续爆发教案的重要原因.

3.期刊论文 秦和平 清代中叶四川天主教传播方式之认识 -世界宗教研究2002,""(1)
    乾嘉年间,清政府厉行禁教,然而,天主教活动在四川持续地发展,教徒及国籍神父的数量均占全国同类数量的第一位,处于举足轻重之地

位.本文依据大量档案及方志资料,从发展教会教育、灌输宗教知识、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采取变通方式,积极培养国籍神职人员,将其推向

传教的前台;以及培养传道员选择会长,扩大传教活动的范围,建立健全教会基层组织等着眼,诠释清代中叶四川天主教得到保存与发展的关键

之所在.在此基础上,文章分析了清代中叶四川天主教传播活动遗留的若干迟缓效应,揭示清季四川教案屡屡滋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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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期刊论文 葛兆光.Ge Zhaoguang 邻居家里的陌生人----清中叶朝鲜使者眼中北京的西洋传教士 -中国

文化研究2006,""(2)
    现存朝鲜王朝赴清代北京贺岁使、朝贡使的文献中,有很多关于十七至十九世纪西洋天主教在中国、日本和朝鲜,尤其是在北京活动的资

料.在这些资料中,也可以看到朝鲜士大夫对西洋国与天主教的好奇和观察,也可以看到他们与当时北京传教士的交往,还可以看到朝鲜士大夫

对西洋天主教态度的分化和变化.尤其是,通过他们向清廷进呈的<讨邪逆奏文>,我们看到十八、十九世纪之交,西洋天主教经由中国到朝鲜的

传教努力,在"辛酉教难"中经历了一次怎样的挫折和变化.在这一不同民族、国家与宗教间的接触中,不仅可以了解东西方文化的传播历史,也

可以看到同是东亚国家的日本、中国和朝鲜,在面对天主教传教时态度和策略的不同,并可以进一步借此分析这不同背后的政治与文化差异.

5.期刊论文 郭丽娜.陈静.Guo Lina.Chen 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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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学研究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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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