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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地区近代基督教的传播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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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榆林地区近代基督教的传入时间大致在清末同光年间，先有商人带入，后有传教士传教，义和团

运动前发展缓慢，以天主教为主。义和团运动之后至宣统年间是这一地区基督教发展的重要时期，天主

教的数量和范围都有较大的发展，基督新教开始传入。民国前期这一地区的天主教稳定发展而基督新教

却走向衰落。其原因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基督教自身的渊源以及陕北民间信仰的价值取向有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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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于1世纪巴勒斯坦地区的基督教在唐代传

入中国，在基督教传华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其发展

经历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中国社会产生很大的影

响。[1】特别是近代以来，基督教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坚

船利炮的掩护下，大举入华，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扮演

了特殊的角色，对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

社会生活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其研究也理所成

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1981年顾长声先生的《传教士

与近代中国》算是新时代的拓荒之作，继之又有顾卫

民先生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王立新先生的

《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等等，除此还有学者

从区域史的角度分区研究基督教在各自区域传播与

发展的历史，如王欣瑞的硕士论文《基督教与近代陕

西社会》，新近出版的王雪的《基督教与陕西》等【2]，另

还有一系列的研究论文见之于报刊。但不难发现，对

次一级的小区域的研究依然是研究的空白，对基督教

与区域社会互动的研究略显薄弱，研究的方法和手

段，资料的发掘等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化。

榆林地区南部地处黄土高原腹地，沟壑纵横，北

部是黄土高原与鄂尔多斯高原、毛乌素沙漠接壤地

带，历史时期是汉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争夺的地带，

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农牧交错，文化独特，信仰多

元，清代学者讲到“圣人步道而此处独留也”，区域文

化独具特色：冬暖夏凉的陕北窑洞，粗粮细作的地方

小吃，高响震天的陕北腰鼓，还有那如痴如醉的陕北

民歌，米脂的婆姨和那绥德汉等等。榆林地区的民间

信仰五花A．fl，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条

件的改善，其宗教信仰重新兴起并呈现新的特点。据

调查，近年来榆林地区基督教发展存在一些不和谐的

因素，通过海外渗透，散步反动言论；打着宗教的旗号

搞邪教组织等等。[3]所以对榆林地区基督教发展的历

史与现状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陕北地区区域文化

的学术研究，而且可以为解决当前宗教事务提供借鉴

和依据。基督教研究涉及内容广泛，本文选择近代社

会这一特殊时段，以基督教的传播和发展为核心，在

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地方志、地方档案馆馆

藏资料等，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不当之

处，敬请方家指正。

本文所研究的时段为近代1840年至1936年为

限。因为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建立

陕甘宁边区，实施信仰自由的宗教政策，其宗教事业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当另文专论，特此说明。

一、榆林地区近代基督教的传人

近代基督教在陕北的传播，学术界已有部分研

究，Ho但由于学者们研究旨趣有别，加之基督教派不

一，故对这一问题缺乏全面的阐述，甚至混淆不清。近

代在榆林地区传播和发展的基督教主要有天主教和

基督新教，它们所属国家不同，教会不同，在中国的教

区不同，其传播方式和途径也不相同，故有必要对其

进行全面详细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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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主教在榆林地区的传入

天主教在中国传播大概起始于明代，传入陕西的

历史稍晚，大约“始自明末清初，，[引，且主要集中在关

中和陕南地区。文献记载天主教最早传入榆林地区的

时间和地点应该是清末同治年间的靖边县。天主教在

靖边县传入的时间各界说法不一。据《靖边县志》载：

光绪八年(1882)法国天主教士携带清廷龙票(tO照)，

开始在柠条梁传教。九年(1883)天主教西南蒙古教

区，在宁条梁设南段领堂。十三年(1887)天主教传教

士在小桥畔大兴土木，修筑教堂。[6](P6’而另据《三边

收回教区失地大事年表》记述，小桥畔区长神甫贺歌

南回忆：清同治五年(1866)前，靖边县有天主教徒来

过，回民起义军兴起后离开。同治十一年(1872)，比利

时传教士叶茂枝由绥远来本县宁条梁传教。又据小桥

畔、毛团库伦一带老教民和神修人员回忆：清同治初

年，山西商户邓、赵、张、任等，在原籍已入天主教，来

靖边后每年做一次弥撒，并进行传教活动。民国三十

一年(1942)的《三边天主教堂调查报告》则直接记载：

天主教在“光绪初年由绥远传入柠条梁o[6．](P429)李大

海博士在研究清末民初陕北天主教的传播过程时直

接引用上述小桥畔区长神甫贺歌南的回忆，认同清同

治十一年(1872)由绥远(今内蒙古)传入的说法。笔者

通过资料的查阅整理，认为这一历史过程如下：内蒙

古地区的天主教传播历史较为久远，早在乾隆年间即

有西方传教士在此布教，之后缓慢发展，至1864年罗

马教皇正式指定中国长城以北内蒙古地区作为比利

时、荷兰两国“圣母圣心会”的传教区，1871年5月，巴

耆贤被任命为内蒙古教区主教，开始大肆布教活

动。[7]1874年，巴主教获知一些来自陕西、山西的中

国天主教徒因要与当地蒙人做生意而住在柠条梁小

城却无神父照管，[8](P13’即派“非尔林顿和德玉明神父

到鄂尔多斯去探路”，[gJ帆05’二神父于4月7日到达城

川I(今属内蒙古河南乡)，又转至柠条梁。[10]dnl‘’他们

果然在这里遇到了“一群教友和两位传教先生，冯先

生和钟先生。巩9](1'105)此后便开始了艰难的传教活动，

先是在内蒙的城川布教，之后来到汉人居住较多的靖

边之小桥畔，时间大概在1878年前后，至1886年正式

建成小桥畔教堂。综上所述，近代靖边县天主教应该

是同治初年由山西或陕西关中地区来柠条梁做生意

的商人带入，但不以传教为目的，传教只是其附属事

情。1874年以后，由绥远(今内蒙古)传入的比利时

“圣母圣心会”开始在此地小范围的传教，1886年小

桥畔教堂的建立标志着天主教正式在靖边开始传播。

榆林地区其他县区天主教的传入在其地方志巾

也有记载：定边县天主教传播的时间也比较早，光绪

元年(1875)，外籍教士在靖边县属小桥畔设立教堂，

“本县仓房梁、堆子梁一带始有天主教徒”。[IH∽，光绪

六年(1880)，意大利天主教神甫子洲境内传教，在马

蹄沟镇李家砭设教堂一所oFlZJ(PIo)《横山县志》记载，

光绪二十三年(1896)侯清彦(周至人)从西安引天主

教杭神父(西班牙人)来油坊头建堂传教。稍后，荷兰、

比利时、英国的20多名传教士接踵而来。在雷龙湾、

拓阳坪、景家畔、席蓟滩等地传教，发展教徒，盗掠文

物，奸污妇女，杀害百姓。[13](P11’清光绪二十六年

(1900)，意大利司铎老孙神甫和马六品修士，为避义

和团追捕，由山西来到佳县谭家坪村，村民迫于压力

入教，受到洋人的保护。之后又建起了所谓的八大堂

口。[1a](Pass)绥德天主教传入具体时间不清，文献记载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查绥德境西川有李家砭教堂

一处，距双湖峪镇十里，闻系天主教，其中神甫等人忽

来忽去，并非常时居住，即本境或有从教者究属无

多。[15](附’清宣统三年(1911)，西班牙神甫魏象阙、聂

某来到榆林，在县城南关三义庙内设堂传教。民国三

年(1914)，三原天主教的西班牙神甫殷嘉伯来榆，在

此建立榆林天主教堂传教。[16]

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梳理，不难发现榆林地区近代

天主教的传入路径有三：其一，北路由绥远传入，这一

路线时间较早，主要集中在定靖两县，以比利时“圣母

圣心会”为主，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传播方式。其二，东

路由山西传入，这一路线传入的时间最早，先期是因

入教的晋商，去沿边商业重镇柠条梁做生意，顺便带

入，不以传教为目的，故影响有限。后期是由于政治因

素，特别是为避义和团而逃入该地区，以靠近山西的

佳县、吴堡、神木等地为主。其三，南路由关中传入，陕

西关中地区受天主教影响较早且影响很深，受教会自

身发展或其他原因，关中地区教会有计划有组织向榆

林地区发展，横山县和榆阳区的天主教属于这一路。

也有学者以为横山县天主教属于最早靖边县传入的

天主教发展而来，但这只是推测，没有明确的文献记

载。

2、基督新教在榆林地区的传入

基督新教在榆林地区的传入，《陕西省民族宗教

志》(草稿)载：“由美国差会的‘基督教华北公理会’

由山西省汾阳县，于1917年前后派传教士至陕北绥

德、榆林、清涧一带传教。以绥德为中心，向周围各县

发展，北至榆林、神木、府谷、米脂等县。州17]o’文献记

载各县具体传入的时间是：基督教在米脂的活动始于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四月间，位于山西峪道河的

汾阳基督堂(美国公理会的一派)派牧师唐席古、侯德

崇来米脂传教，先向一些商人宣扬“上帝造人”、。天主

救世”。次年，建立教区，吸收商人艾德润等市民入教。

基督教于清末宣统元年(1909)由英国浸礼会所属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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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派遣传教士来绥德城设堂传教。基督教在榆林的活

动始于民国2年(1913)，这年挪威牧师金安辛等来榆

传教考察，向一些商人宣扬《圣经》，民国7年(1918)

金安辛偕夫人一行9人从山西来榆，在县城万佛偻中

巷成立“喜兴会”传教。8‘年(1919)瑞典牧师倪尔逊夫

妇、周恩生夫妇来榆林创办“安息日会”、“神召会”，先

后在万佛楼中巷和盐市中巷设礼拜堂传教。10年

(1921)，山西汾阳基督教会(美国基督公理会一派)派

传教士史常愚来榆，在县城马店巷成立“公理会”传

教。[18]∽眈’基督教在横山称耶稣教，由山西汾阳传来

的。民国五年(1916)美国牧师创建，堂址在怀远堡，有

房9间，石窑3孔，土地3亩，发展教徒58人。民国十

五年(1926)，瑞典牧师约翰建立波罗福音堂，教徒40

余人，另外在石湾、响水、马坊也有公理会等组织，

1928年全县有耶稣教徒273人。D3]㈣17_618’民国7年，

基督教由山西传入清涧。[19]‘n”1918年山西汾阳基督

教士杨某来子洲周家硷镇传教，1929年被进步学生

驱逐出境遂停止活动。[12]佃425’民国九年(1920)，由山

西汾阳基督教美国公理会派史直生、朗尽全来府谷县

传教；。民国十三年(1924)，牧师裴万铎亦来本县，当

时入教者得百余人，这便是本县基督教会的鼎盛时

期”。[20]∽2∞《吴堡乡土志》载：“本境僻处偏隅，儒教相

传，入天主教者，仅有武润成、李泰常、薛占有、薛仲清

数人。眦21】

从时间来看，基督新教传入的时间要比天主教传

入的时间晚；从分布来看，基督新教主要分布在榆林

地区的东部南部地区，西部定边和靖边两县没有基督

新教传入。天主教主要分布在榆林地区的西部北部地

区，天主教在清涧和府谷两县是空白。从教派看，主要

是基督教的天主教和新教为主，近代整个西北地区基

督教的发展就是，“在本区以天主耶稣两派为盛，希腊

教信徒甚少。天主教传播范围较广”。[22：](P156)看来榆林

地区基督教的传播与整个西北地区情况相似的。

二、榆林地区近代基督教的发展

基督教从19世纪晚期传入榆林地区之后，依据

文献资料，我们可以将其发展历程大体分为三个阶

段：第一阶段为1900年义和团运动之前的缓慢发展

时期。以天主教的传播和发展为主，且数量有限，区域

狭小，集中在三边地区。“自小桥畔起至城川口止，共

推种蒙地4735饷半⋯⋯。另开城川蒙地500饷⋯⋯，

共随教民71户，男女大小307名”。L233

第二阶段为1900年义和团运动之后到1911宣统

三年蓬勃发展时期。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沉重打击

了洋教，但继之而来的不平等条约，使外教获得了大

量赔款，而且得到清政府的进一步庇护，基督教事业

由此而获得蓬勃发展的良机。三边教案后因蒙古地方

政府无力以现银予以赔付，所以只能以其土地为抵押

赔付教会，这就造成圣母圣心天主教会在陕北三边拥

有数目十分可观的土地，最后竟达到了所占土地为

“靖边、定边两县总和的四倍”。[z·]‘P3∞此时，圣母圣心

会在三边教堂已经发展至少达到五处：城川口大教

堂、小桥畔大教堂、城西圣心堂、小石砭教堂、科巴尔

教堂，此外还有大经堂一座，硬地梁大教堂。传教区域

亦甚广，包括城JII、小桥畔、硬地梁、小石砭、科巴尔、

大阳湾、刘桂湾、王家渠、油坊区等多处村庄。教民人

数近二千多人。汤开建认为“这只是有据可查的，其教

民实际人数应该不止于此。”[25]伊53_59’民国修《横山

县志》载：“陕北自庚子变乱后外人布教者接踵而至

来”，“耶稣教为基督教之新教，近由山西汾阳法教士

派遣教徒到处设会布教，有公理会、福音堂、美以美等

会，是教工作除讲演、劝道、登记、宣誓、灵洗外，别有

创办学校诱青年男女入教读书者”。1-26"](P281--282)这一时

期传教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天主教几乎遍布了除府谷

和清涧之外的各县。基督教也开始传入该地区。

第三阶段为1912年至1936年天主教稳定发展、

基督新教短暂发展后走向衰退时期。民国初年．天主

教在榆林地区的传教区域进一步扩大，教徒人数进一

步增加，例如绥德县“西乡李家砭有天主教堂一处，附

近从教之人约有百余户”，[5]而子洲全县估计教徒大

约有500余人。F12](P425)横山县到民国中期发展教徒

600余人。仅在三边地区“教民数量大增，有一千七百

户，约八千五百人”。[27]‘P12幻《葭县志》载：“耶稣教在葭

继天主以流行其始势力甚微，租赁民房以居，至民国

八、九年瑞典国某牧师在通秦寨建筑新教堂后⋯⋯，

从教信教徒日众，士民之仰之者渐较天主为热烈

尔。”[28j(P98’民国二十二年(1933)有教徒2000余

人。r1‘]饵‘8∞据民国二十五年《陕北天主耶稣堂及回教

清真寺等概况调查表》显示，这一时期榆林地区基督

教发展状况如下表l：

表1民国时期榆林地区基督教发展调查表

县 教 主管 教徒
财产 价值 教属

名 堂 人数 人数

绥德
县城百

花里天 1 8 房屋五间 血自兀 西班牙
县

主堂

绥德 氟疆^{
上主 石窑十一孔房

二千二
管兼 6 子五间，土地三 西班牙

县 天主堂 百余元
职 亩

绥德
义合镇

耶稣教 1 35
石窑七孔房子 一千三

县 十五问 百元
美国

公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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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德
县城耶 大小窑二十一

四千五
山西汾

稣教公 1 57 孔房子十四问， 阳总教
县 百元

理会 土地一亩半 会

四十里
本县城

绥德 铺中砭 石窑两孔房子
二百元 内基督

县 耶稣教
1 无

三间
教会

会

横山
怀远堡

房九间窑三孔， 一千三
南关福 l 58 美国

县 土地三亩 百余元
音堂

横山
怀远堡

房五间，土地三 七百余
蓟滩天 1 65 比利时

县 亩 兀
主教堂

石窑二十八孔，

通秦镇
土地三亩，另加

六千元
佳县 1 800 附属财产五处 不清

天主堂 上下
石窑十九孔，土
地一十九亩

通秦镇 1000
财产石窑九孔

六千余
佳县 1 礼拜堂八间房 不清

福音堂 余人 兀
子九间

乌镇基 50余 石窑三孔房子 七百余
山西汾

佳县 1 阳总教
督教会 人 三间 兀

会

谭家坪 1000 三千五
佳县 1 房子十三间 不清

天主堂 余人 百余元

榆林
芝圃中
巷福音 1 48 房子二十九问 五千元 瑞典

县
堂

房子五十七间
窑七孔，土地三

榆林
天神庙

80余
千七百六十英

上巷天 l 方尺，另附属财 西班牙
县 人

主堂 产房五问窑五
孔，土地二亩一
万三千五百

北门外
榆林 北岳庙 一千六

西班牙
县 村天主

l 290 房六问窑六孔
百余元

堂

(资料来源：依据陕西省榆林市档案馆：《陕北天

主耶稣堂及回教清真寺等概况调查表》整理，全宗号

一目录号一案卷号：9—4—1038。)

这一调查表仅涉及榆林地区十二县中四个县的

基督教发展情况，对于天主教重点区的三边地区没有

反映，所以应该是不全面的，仅能反映出绥德、横山、

佳县、榆林四县民国中期的基督教发展情况。从四县

的基督教堂、教徒人数、财产等项目的对比看出这一

时期明显比清末有较大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天主教在稳步发展的时候，基督

新教却走向衰退，如基督教在横山，民国二十五年牧

师离开，活动停止。民国十五年(1926)，瑞典牧师约翰

建立波罗福音堂，二十五年(1936)停办，另外在石湾、

响水、马坊也有公理会等组织，1928年全县有耶稣教

徒273人，1936年前后牧师回国，停止活

动o['13](PBl't--618)在子洲，1918年山西汾阳基督教士杨

某来周家硷镇传教，1929年被进步学生驱逐出境遂

停止活动。C19．]‘P‘25’在府谷，因为在当地老百姓心目中，

耶稣不及“祖师”、“关圣”、“财神”的至圣形象，所以

1936年便告终结o[zo](P'i'zo)其原因何在，后文会有分

析。

三、榆林地区近代基督教得以传播并发展的原因

如前所述，近代基督教在榆林地区传播主要以天

主教和基督新教为主，天主教传入的时间较早，且发

展较快范围也较广；基督新教传入的时间晚而且发展

有限。究其原因所在，笔者以为：

首先，这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大背景下的

小气候。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

将基督教传华问题首次写入条约，1860年《北京条

约》签订，传教士获得了在中国全境传教的特权，使传

教活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正如《剑桥中国晚清史》所

云：“从1860年至1900年在华的基督教会在条约制度

的保护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推展⋯⋯西方传教士从

沿海的通商口岸深入到内地的穷乡僻壤自由传教，从

一望无际的漠北到烟瘴笼罩的苗寨，到处建立起鼎有

十字架的教堂。舡29]∞㈣正是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

西方传教士踏入地处西北内陆的榆林地区，开始其宗

教的传播活动。教会利用其特殊的地位在社会动荡不

安的背景下为地方民众提供避难之所甚至武力保护，

因而获得势力的扩张。如《续修陕西省通志稿》载：

县属柠条梁镇之小桥畔，法人传教有年，于光绪

二十年间，以甘肃回乱，教士马文明等在教堂周围筑

土寨一，其地皆早年买到，其工皆雇人兴筑。当时大府

饬查县令丁福奎覆称系为防守教堂起见，并无他意。

上游亦遂置之。自是厥后，入教之民益多，辟田El广，

置产El多，自小桥畔以及张家畔垦地无虑数千顷，俨

成殖民区域，根深蒂固，不可动摇，其势力似较高陵、

城固两堂尤为雄固，亦他El塞上之隐忧也。IS]

利用不平等条约获得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促进

其势力进一步扩大。。每雍部一变，西教必为之一涨。

迨乎庚子之乱，小桥畔一案，赔款颇多，由是三边之地

投教之民日繁，租种之地日广，遂有边墙千里咸为天

主教殖民地之称。巩5J

其次，如上所述，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在榆林地区

传播和发展情况有异，天主教传入时间早且发展快分

布较广，基督新教传入的时间晚且发展有限甚至走向

衰退。究其原因所在，有学者在比较天主教和基督新

教在华传播的差异时，认为这是两者的历史渊源不同

所致。天主教传播的方向是广大乡村，传教的对象是

农民为主，传教的手段以经济诱惑为重。而基督教传

播的方向集中在少数城镇，传教对象是具有一定文化

基础的群众，传播的手段以创办卫生医疗教育机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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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群众入教。榆林地区地处西北内陆，交通闭塞，文

化落后，近代社会灾荒不断，民不聊生，天主教的这种

传教方式对于普通贫苦百姓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而基

督新教传教所需经费较多，对于普通百姓而言，糊口

吃饭填饱肚子远比卫生教育重要的多。正是这样的原

因会造成二者传播和发展上的差异性。

最后，地方民间宗教信仰的价值取向是关键性作

用。陕北地区民间宗教信仰最大的特点就是多元化特

征，中国民间信奉的各种神灵在陕北榆林地区都能找

到。民众信教的动机是出于权势财运之驱使，功利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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