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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之争”的历史痕迹

———闽东地区顶头村的宗教生活

李 向 平

（上海大学宗教与和平研究中心，上海 !""%#:）

［关键词］“礼仪之争”；道明会；佛教；宗教生活；中国化

［摘 要］历史或历史事件本身，往往可以表现为一种知识权力，制约着后来者；或者转化成为一种必须通

过今人的活动方式才能够予以再生的社会资本。通过对闽东地区顶头村村民的宗教生活的调查，表明他们已

经比较温和妥当地处理了天主教信仰与佛教信仰、祭祖礼仪、民间风习之间的关系，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层

面达到相当程度的一致；几百年前曾经为之发生冲突的中国礼仪，大部分矛盾已经在天主教的中国化过程中

逐步地得到缓解，并获得了中国式的解决方式。至于作为一种知识权力或社会资本的宗教信仰及其礼仪，也

在历史演变中成为人们的共识，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发挥正常的作用，成为其社会生活乃至宗教生活中的基

本资源，得到佛耶两教教徒们的共同默契和彼此守护。通过顶头村的调查，也可以历史地理解外来宗教的中

国化情景以及中国宗教信徒的日常宗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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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或历史事件本身，往往可以表现为一种知识权力，制约着后来者；或者是转化成为一种必须通

过今人的活动方式才能够予以再生的社会资本。三百多年以前的“礼仪之争”，在社会变迁之中，就已经

演变为这样一类的知识权力或者是社会资本，再生、活用于现今的社会关系之中，直接或间接地左右着

人们的社会生活和宗教习俗。

福建省闽东地区的罗江顶头村，为当地最早信奉天主教的地区和著名的“礼仪之争”爆发地之一。

虽然这一历史事件已经过去三百多年了，但是，它对于相关地区的社会生活及其宗教交涉的真实影响，

还可以在日常生活、风俗礼仪、宗教生活等方面，伸手可触。展现这些现象的真实面貌，可以历史地理解

外来宗教的中国化情景以及中国宗教信徒的日常宗教生活。

一、道明会教区的建立

;:#;年（一说;:#!年），西班牙道明会传教士高琦（>)*-6(?(@@A0）等人经台湾抵厦门，北上福州。

当时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在福州地区传教，教务发展迅速。高琦遂来到闽东，设立道明会菲律宾玫瑰

省会福建教区，开创道明会新的传教区，从而奠定了道明会在闽东地区的教务基础。

西班牙道明会是在福安地区开教最早、传教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外国修会。从;:#;年天主

教传入福安地区开始，福安地区就成为福建省天主教发展的中心地区。先后到福安传教的外国神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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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中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越南$人，其他国籍""人。在福安地区先后担任过主教、副主教

和代理主教的，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法国"人。所以，福安地区可说是道明会的教区。

$%世纪初，道明会还在福安的穆阳、溪填、西隐、罗江、顶头等地设立主教府，即使是在严厉的“四朝

禁教时期”，道明会在福安地区的传教活动也相当顽强，没有退却。$&"!年，福宁代牧区成立，教区大权

依然还在道明会手中。只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美国、德国的天主教会相继进入福建之后，道明会独占一

方的局面才有所改观。但是，直到$&’"年，随着西班牙四位神甫被驱逐出境，才算是结束了西班牙道明

会长期控制福安天主教的历史。所以，自$!($年到$&’"年的(")年之间，福安地区的天主教正权主教

除$&#%年以后的牛会卿一人是华籍外，其余皆为外籍教士担任，而大多数的教权和教职又是为西班牙

道明会会士所把握、所充当。

罗江地区的顶头村，地处西班牙道明会教区的中心地带。自$&世纪初到")世纪上半叶，许多西班

牙神甫都在顶头村待过或出任过主教，其中有记载的西班牙传教士有文打拉（*+,-.//.，$%’(年）、李享

的（0123.45+,-6//6，$%!%年）、安劳浪各（728.,92，$%世纪末）、杨埃第弯（:4-+;.,<28=.，$%$)年）、唐巴

拉（>/.，$%%%年）、江武仲诺（:?8,2，$%@)年）、艾仁忠（<.92;?45.896.，$%%&年）、张许卖诺（563+,2，$%%"
年）、张尼罗切拉（A2B.=.，$%@(年）、贾赖蒙（A.63?,=?4C.--.8.，$%&!年）、方洛各· 麻丁（D8.,9649?4

E.8-6,，$&")年）、林鹤鸣（7+2>2/=?4C2/F，$&()年）、闽加礼拉（C+88.，$&(’年）、贾敏达（C.82/?4*.8+，

$&(@年）、张高辉（G.89+/:/.,92，$&#)年）等十余人［$］。显然，顶头村是西班牙道明会罗江教区中的重

点。正因如此，顶头村才会成为“中国礼仪之争”的中心爆发地之一。

道明会的传教方式，与耶稣会士的传教方式不同，所以，它首先导致了天主教不同修会内部的传教

方式的差异和争执，继而形成教廷与中国政府乃至中西文化交流之间的重大冲突。其坚决反对利玛窦

的规矩，无法入乡随俗，不尊重中国民俗礼仪习惯，极力干涉中国天主教徒祭天、敬孔、拜祖，正如罗光在

《教廷与中国使节史》中叙述的那样：“道明会士（H,I+/2C29916高琦）来中国，入福安，在‘顶头’开教。

次年，道明会士黎玉范（<?.,:.?-64-.E28./+4）和方济会士利安当（H,-2,62C.;.//+82或H,-2,62=+J.,-.

E.86.C.;.//+82，又译为李安堂）两人来福安增援，从此便天下不宁了。”［"］终于在$!(’年挑起了长达一

个多世纪的“中国礼仪之争”。

原来集中反映在《圣朝破邪集》、《天主实义》等历史文献里的佛耶交涉，曾经是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

稣会士与中国佛教发生思想交锋的历史痕迹。利玛窦的规矩，促使佛耶两教有关思想及其信仰的冲突，

局限在概念层面，未能构成社会行为、宗教礼仪等方面的直接交涉甚至冲突。至于与中国佛教信仰紧密

联系的佛教民俗以及流行于中国乡村的婚丧嫁娶诸礼仪，也伴随着耶稣会士对于儒教的理解中而得到

了相应的容忍。

但是，当道明会和方济会这些修会步耶稣会之后尘来到中国福建，却又嫉妒耶稣会前期在中国的成

功，一方面力图消除艾儒略在福建地区的影响，同时对福建地区格外严重的宗教民俗活动特别反感，所

以他们首先指责耶稣会允许中国天主教徒祭祀祖先和崇拜偶像等方面的过失，以至于执意禁绝。在此

前提之下，与此相关的种种冲突就由潜伏状态而渐渐浮上水面。

二、从补儒批佛到佛耶共存

就后来“礼仪之争”的过程和内容来看，其冲突大致集中在中国人的“三圣崇拜”即祭天、敬孔、拜祖

诸方面，似乎是仅仅和儒学、儒教相干。但是，除祭天为儒教的宗教专利之外，敬孔和拜祖，也与佛教有

甚深的因缘。已经相当中国化的佛教，早已将此类文化礼俗纳入了自己的活动体系。由此而言，相关的

礼仪之争，实也与佛教相干。虽然，礼仪之争的发展，已经延伸出宗教及其礼仪的范围，但是，就其核心

层面来说，佛耶交涉的关系依然可见，并随着道明会的一意孤行而得以突出。特别是在乡村宗教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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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之中，佛教的影响甚至要比儒教表现得更加具体、更加强烈。所以，“礼仪之争”所涉及的礼俗风习，

曾经强烈地影响到顶头村宗教信徒的宗教生活。

顶头村，分为上街和下街，上街!""多户，下街#$"多户，全村人口约五千人。村民大多姓黄。村庄

中不信天主教者，大多是佛教徒。基督新教和道教的信徒较少。全村人五分之三信天主教，五分之二信

佛教，从而构成了村民们宗教生活中具有相当密度的佛耶交涉空间。

该村中建有一座天主教教堂，为利安当#%&’年在顶头村所建，当时名为藤江天主堂。该堂几经修

复，现为福安地区最大的一座西洋建筑。村中还有一座佛教庙堂，还建有一座祭祖祠堂，可谓“三教并

存”。如站立村庄高处，则可以同时望见天主堂的尖顶、佛教寺庙的挑檐和祭祖祠堂的大屋顶，煞是可

观。村里居民，不同信仰者当中有父子、兄弟、夫妇、亲戚等关系，也有邻居，还有一起做生意的合伙人。

村民们作为邻居，由于有信仰天主和信仰佛教的不同，因担心教友走错门，门上就贴有天主教或佛

教的象征性符号。佛徒门口要贴万字佛符或挂道灯、镜子、鲁班尺、剪刀；信天主的，则在门上贴十字架

或圣像。村民们自己说，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怕信仰不同，搞坏了风水，担心风水被别人抢了去。平时

的日常生活，看不出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他们说，各信各的，各做各的，井水不犯河水，都

是一村人，没有必要去争高低，也不会有人去争。同在一个村庄，天主教、佛教，没有矛盾。各教自己发

展，顺其自然。

寺庙中的方丈对我们说：“信佛教的与信天主教的，实际上没有什么和不来的，偶尔也还有天主教徒

到寺庙中来玩。神甫和我还是朋友咧。天主教要‘圣召’，佛教讲‘缘分’。”

而天主堂的神甫也和这位出家人的想法大致一样。他说：“这教堂是#%&’年建的。教堂的大门上

曾经贴有一幅对联：‘天主是爱，爱是实现天堂诺言；人生就是信佛，信佛本是人生！’它出自《圣教对联》，

大概是河北天主教协会编的。我也喜欢这个对联。现在的教会不像以前那样狭隘了。世界上的兄弟都

是一样的，不论是哪个国家的，是不是天主教徒，都渴望过一种真善美的生活，只是没有领洗罢了。这就

是‘无名基督教徒’。现在有小孩子的领洗，有一种是‘愿洗’，心里有愿望，但是还没有领洗的机会罢了。

‘梵二’以后，教会的眼光更大了，放得更远了。无论你是属于哪一种文化，天主都会使你这种文化带有

基督的精神。因为基督文化是一种博爱的文化。佛教的因果报应学说，也是一种关爱世界和人生的思

想。大家都是兄弟姊妹，只是思想上有点不一样罢了。”

方丈和神甫的话，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和思考。就佛耶两教的交涉关系而言，佛教与天主教之

间，已经取得了基本的和平共处方式。至少在顶头村———中国礼仪之争的中心发生地，佛教与天主教已

经在人生伦理的层面上，达成了价值底线上的一致。《圣朝破邪集》和《天主实义》、耶稣会士与出家人曾

经争议的问题，则在佛耶两教不自觉的社会交往之中，具有了最初的共识。补儒批佛，还是未能尽如人

意。民间乡村的儒学，只有了文化习俗的保留；佛教传统，反而具有强大的影响。“礼仪之争”，转变成争

论的“礼仪”了。神学观念层面的东西，他们没有去计较，注重的是社会生活及其伦理实践的最基本要

求。所谓“礼仪”，只是一种宗教之间处理彼此交涉关系的形式了。村民们宗教生活的界限也由此构成。

参照历史，考察现实，通过顶头村佛耶二教的交涉情形，还可以在家庭里、祠堂中以及教堂里看到这

些中国礼仪在乡村宗教生活里的活力和作用。一方面，是佛耶两教的共生共存；一方面，是道明会宗教

传统的历史影响，依然有作用。正如历史上的“礼仪之争”不仅仅是一种宗教纠纷那样，现实生活中的佛

耶交涉，也能够成为村民社会活动之中的一种权力资源。这些权力资源直接制约着现在村民对宗教关

系的处理。如何使用这类资源，关联着宗教的界限及其生活影响。

三、从礼仪之争到礼仪共生

村中的宗教信徒，无论是佛教还是天主教，即使是在其他日常生活交往之中，也还能够理出他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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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理解的公共特性，遵守各自的信仰原则。在此方面，可以村中祠堂的建设及其活动的参与方式为

例。

祠堂是拜祖的空间。在礼仪之争的时代，天主教徒进祠堂参加祭祖活动，是要被禁绝的。村民们也

大都明白天主教信徒不能做偶像崇拜之事，即使是面对自己的祖宗，也有天主教徒所应当遵守的教规。

身为天主教徒的村民们已经能够按照几百年来形成的信仰规矩，将其矛盾处理好。在顶头村祭祖祠堂

的建造过程中，所有的村民不分宗教信仰，不论天主教徒还是佛教徒，都必须出钱或出义工。其标准是

一户一丁!"元，未成年人#"元。另外，每户都必须轮流出几天义务工。

祠堂建好以后，凡村民都得去行祭祖礼。佛教徒、天主教徒可以共在一个祠堂中行礼，但礼仪的进

行形式不一样。天主教徒也必须去祠堂参加祭祖活动，按天主教的礼仪方式进行。天主教教友在祠堂

中行礼，一般是带圣像到祠堂，点上蜡烛，献上鲜花，做祷告而已。佛教徒则在祠堂中烧香、上供品、叩

头、下跪。

祠堂的正梁之上，挂着村中两位年轻人在外学习、已获博士学位的荣誉匾额。一位是国内的医学博

士；一位是美国的地球物理学博士。他们作为全村的荣耀，激励着村民中的其他读书人。作为天主教徒

的村长说：“年轻人都应该像他们这两人有出息”。这两幅匾额，高高地悬挂在堂中上方的正梁上，其文

云：

“重建宗祠，弘扬祖德，激励后昆，奋发进取”。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位博士，一位出自天主教家庭，一位出自佛教家庭。将他们作为顶头村人的骄

傲，名字一同写在祭祖的祠堂上，这是没有矛盾的。村民们认为这是光宗耀祖的好事，信什么教是没有

关系的。

历史上的“礼仪之争”，集中在儒教和天主教。实际上，中国乡村的宗教礼仪，更多的则是由佛教的

传统来体现的。道明会士对于中国礼仪的禁止，在乡村则往往与佛教的关系更为密切。而与这些佛教

徒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天主教徒，往往难以摆脱这种民俗风习的影响。

顶头村天主堂的神甫，对此很有感受。他说：“在顶头村，是西班牙的道明会来传教的。他们的方法

与耶稣会的不一样。在北京的耶稣会，接触的是上层，有文化有素质，认为祭祖不是迷信。道明会则认

为祭祖是迷信，祭神只能祭天主，不能祭祖。他们两家竞争。他们写信与教廷联系。

“这件事情在历史上影响很大。两个修会因为文化素质的差异大，传教地区的文化差异也很大，所

以有冲突。顶头村这里的居民很重视祭祀祖宗，认为家里的发达与否，都与风水好坏、对祖宗是否祭祀

有关。所以，这里的祭祖风气特别浓，祭祖的传统很深厚。祭祖做得好，后人子孙就越好。这个传统一

直保留到现在。”

四、宗教生活习俗化

祭祖以及以祭祖为中心的乡土风习，福安地区比较深厚，但是在顶头村一带最为严重，最注重风水。

著名的穆阳镇距离顶头村不到一百公里，就没有这样厉害，就没有这样讲风水。

$""$年#月$%日，罗江教区的教会组织曾经下发一个内部文件，意在禁止迷信活动。其文云：“一

切形式的占卜应该抛弃：无论是求助魔鬼、招魂或者误认为能够‘揭露’未来的做法，或相命、抽签、寻龙、

择日子、择时辰等，这一切都违反我们对唯一天主应有的敬意、尊重和敬畏之情。”

教会的负责人还声明：“我以牧者的身份，诚恳请求你们，在教区内对于教友的乔迁、丧葬及婚嫁之

诸事，兴起基督信仰的新风尚；明令禁止在这些事项上，择日子、择时辰、提马灯、寻龙、看风水、合八字、

对生肖等各种形式的异端迷信。”并给予相应的警告：“授权与各本堂神甫，对于那些不听善劝，依然参与

异端迷信活动者，得采取适当的措施。例如，不为其家人做安所、念九日经，停止本人的告解、圣体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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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对于业经警告，仍然固执于恶，情节严重者，得将具体个案报请教区，按法律程序予以开除教籍的处

罚。”教会明令规定，如作为天主教徒进行迷信活动者，要被扣除圣事，不给领圣体，孩子大了也不允许到

教堂来结婚。

然而，文化传统的影响更大，可以改变的并不是很多。因为，这里讲风水、拜祖宗的传统非常牢固，

“礼仪之争”以后也没有更大的改变。至于顶头村的村民，在宗教信仰方面非佛即耶。天主教徒在保留

风俗习惯方面，的确也受到佛教的影响，并且和佛教徒的做法近似。只是天主教与佛教比较，天主教徒

在宗教生活方面，做得稍好一些，迷信色彩淡化一点。

按照顶头村的风俗习惯，人死了要做龙水、点灯。点灯就是在人葬下去以后，在坟墓里点一盏红灯

笼，意思是把好的风水带回去。送葬的人把白衣服脱下来，把红衣服穿上去，并在身上别一个红花，把好

的东西带回去。整个过程红红火火，旁观者不清楚的，还以为是结婚仪式。这些活动，佛教徒这样做，天

主教徒也还是这样做，整个福安地区都是这样。只是天主教徒不像佛教徒那样，请和尚来做法事而已。

村里的坟墓都建在山上。有的坟墓要花好几万元钱，材料都特别讲究，用石板、用水泥的，都有。坟

地的选择，都要请风水先生。一般都是夫妻坟墓。天主教徒的坟墓也可以和佛教徒葬在一起。如果天

主教的人去一个坟墓做“安所”，旁边的其他坟墓也都会赶紧去做，或者是去清理清理，拔拔草，堆堆土，

担心好的风水被天主教徒抢走。

在葬礼方面，天主教的教义已经具有了较好的表现。天主教徒中有死亡者，神父即在天主堂为亡者

祈祷，做追思。而佛教徒死亡后，则是诵读佛经，到庙里登记做法事。天主教徒用不着到教堂登记。行

葬礼时，教徒不用下跪，只做祈祷。

埋葬形式，佛教和天主教均采用土葬，使用棺材，造墓。出殡时，佛教要择日；天主教一般不须择日。

佛教徒和天主教徒，各做各的，天主教徒不骂佛教徒为“撒旦”，也不说他们做偶像崇拜。

但是，对于风水的讲求，天主教和佛教都有所执著。清明节，佛教天主教的人都可以去扫墓。“梵

二”会议后，天主教徒可以请神甫到坟墓上去做“安所”。当地的!!月是炼灵月，去的人最多。这一个月

都是为死去的人做安所，做弥撒，还带唱诗班去。一个唱诗班一般有"#多人。

天主堂的神甫还强调说：“在顶头村的天主教会里，祭祖、拜祖都可以，只要不带迷信色彩就行。有

时候，去拜祖的时候还会带一些吃的东西去，算半供品。有的是象征性地放在那里，苹果、花、糕点什么

的。做完以后，自己拿回去吃。有时候到教友家里做弥撒，也有供品放在那里。因为圣经里也说吃祭祀

的东西没关系，世界上的神只有一个，都是一个神。圣经记载，耶稣的门徒曾经也吃过供品。有人说，耶

稣的门徒不像话；耶稣说，这些东西都是为了人的。吃不吃，不是犯罪的问题。”

很明显，这与几百年前礼仪之争时候的情形，已经有所不同。村民们的风俗礼仪，在相当程度上构

成了一个想象中的“民间文化共同体”，佛耶同处，仅仅是按各自宗教的礼仪，履行原则及其方法大同小

异罢了。此时的佛耶交涉，是行礼如仪，各行其是。因此，比较礼仪之争时候的具体情形来说，“道明会

本来就是保守的，所以传教不成功，教友的思想比较死板”；教堂的神甫身处顶头村的风习之中，也深有

感触：“我觉得道明会的传教是不成功的。他们传的这个教，人不会成熟。思想比较保守，死气沉沉，只

要念经，其他事都不管。我们说，信仰要和生活联系起来。但有些人一天到晚只知道念经，念、念、念，也

不关心别人，不关心社会，只管念经祷告。有时候念一天，什么经都念。有些老人，他们吃饭的时候在

念，吃完饭他还在念。他们就知道念经，以为念经就是好的。”

五、生活中的再交涉

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对于乡土民间社会来说，也许是影响微弱的。用神甫的话来说，“礼仪之争的

影响，有还是有的，只是比较小”。这个影响就是，“如果教友们搞迷信，我们就不给他们做追思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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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它的作用还表现在对于中国教会的发展和推动。这就是说，“礼仪之争的作用，是发生争论、冲突，这

样的话，教会才会发展。经过风风雨雨，中国教会才能发展起来。它的意义就在这里。”毋庸置疑，这就

是“礼仪之争”的历史痕迹。

“礼仪之争”所引起的宗教交涉关系，现在依稀可见。但是，从佛耶交涉的历程来看，佛教、天主教之

间再生冲突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它们之间的交涉状况，甚至可能在某些层面达成共识，打通规则。

如佛耶两教教徒之间的通婚问题，村民们认为，同类信仰结婚更好，老教友更喜欢这种婚姻。异教

之间也能结婚，但要保证两个条件：一是不干涉天主教徒的信仰自由；二是要保证子女信仰天主教。教

会神学有此规定，全世界一样。

就顶头村而言，女性的宗教信仰往往影响到男性宗教信仰的选择。一般情况下，男方的宗教信仰跟

从女方。天主教的教徒较多，故在宗教信仰的势力上，村民中的佛教信仰不如天主教信仰的影响强大。

佛教徒和天主教徒可以通婚，但是有一定的规定。家庭中倘若有佛教徒与天主教徒结婚，在婚姻问题上

发生宗教信仰的冲突，当事者本人如没转变原来的佛教信仰，改信天主教，那么，其子女则一定要改信天

主教。否则，两教教徒之间不能实行混合婚姻。结婚双方中，如果都不信天主教，神父则不能为之证婚。

如果天主教徒结婚，在家中仅拜圣母，然后再到教堂证婚。虽然祖父、祖母在家辈份最高，但是天主教徒

在家里不拜祖宗，这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习惯。家里挂着圣像，不挂祖母祖父的像。如果要给祖宗行

礼，则到祠堂里去。作为天主教教徒的村民们知道，在家里挂着祖父祖母的像，或者是向祖父祖母礼拜，

这就是偶像崇拜，为信仰所不允许。

据了解，在顶头村，佛教徒改信天主教的居多，很少有天主教徒改信佛教的现象。佛教和天主教徒

结婚，一般的，都要父母同意才能结婚。不然，很麻烦。或者是父母同意了才能与外教人谈朋友。不过，

同意的也非常少。村里天主教徒与外教人结婚后离婚的有!、"人。离婚了，则根据天主教的律法，天主

教徒再也不能到教堂里去证婚。

显然，佛耶信徒之间的通婚问题，也已经磨合出某种规矩了。教徒们说，不同宗教之间的通婚问题，

有文化就好解决。老人不同意子女和外教人结婚，关键是没有文化，不理解。现在没有那么困难了，年

轻人，有文化，就好办多了。

与婚姻相关的，是信仰的延续问题。如果祖孙之间的宗教信仰没有中断或没有改变，信仰的传承则

无问题；倘若祖孙之际在宗教信仰上曾发生中断或改变，那么，子孙后代对其祖宗表示孝尊方面就显得

有些困难。譬如，先祖信佛，后人改信天主，如何去修墓？如何去追思？不然，祖坟就荒芜了。

其中，还有一些矛盾。

⋯⋯

在闽东地区，天主教信徒中，类似于顶头村村民这样处理天主教信仰与佛教信仰、祭祖礼仪、民间风

习者，实际上已经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这说明，几百年前曾经为之发生冲突的中国礼仪，大部分矛盾

已经在天主教的中国化过程中，逐步地得到了缓解，并获得了中国式的解决方式。至于作为一种知识权

力或社会资本的宗教信仰及其礼仪，也在历史的演变当中已经得到村民们的共识。它们已经在村民们

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正常的作用，成为村民们社会生活乃至宗教生活中的基本资源，得到了佛耶两教教

徒们的共同默契和彼此守护。

［参考文献］

［!］福安宗教志编写组#福安宗教志［$］#征求意见稿，!%%&#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翁惠明］

*&



"礼仪之争"的历史痕迹--闽东地区顶头村的宗教生活
作者： 李向平

作者单位： 上海大学宗教与和平研究中心,上海,200436

刊名：
东岳论丛

英文刊名： DONGYUE TRIBUNE

年，卷(期)： 2003，24(5)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2条)

1.福安宗教志编写组 福安宗教志 1993

2.罗光 教廷与中国使节史 1969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ylc200305005.aspx

授权使用：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授权号：1dec7fa9-a9a2-4f78-8368-9e4d00839f62

下载时间：2010年12月15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ylc200305005.aspx
http://g.wanfangdata.com.cn/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8e%e5%90%91%e5%b9%b3%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4%b8%8a%e6%b5%b7%e5%a4%a7%e5%ad%a6%e5%ae%97%e6%95%99%e4%b8%8e%e5%92%8c%e5%b9%b3%e7%a0%94%e7%a9%b6%e4%b8%ad%e5%bf%83%2c%e4%b8%8a%e6%b5%b7%2c200436%22+DBID%3aWF_QK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dylc.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dylc.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a6%8f%e5%ae%89%e5%ae%97%e6%95%99%e5%bf%97%e7%bc%96%e5%86%99%e7%bb%84%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dylc200305005%5e1.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bd%97%e5%85%89%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dylc200305005%5e2.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ylc200305005.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