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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的反基督教事件

蔡立娜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聊城252059)

[摘要]基督教产生于公元一世纪，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三个教派，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在古代中国，基督

教先后四次大规模传入中国，并引起中国政府和备阶层人民的反对，对当时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迄今为止，学术

界主要关注近代中国(1840—1911)基督教与中国官绅士民之间的矛盾斗争(即反洋教斗争)，而对中国古代(唐朝至

清朝前期)的反基督教事件很少论及。通过对比问题以分析，有助于中国古代基督教会史和社会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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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政府的基督教政策——从宽容到禁止

基督教是什么时候人华，又是谁第一个把该教传人中国

呢?根据历史记载，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基督教的一

支——聂斯脱里派教士阿罗本(Alopenzz)，梯山航海，历尽

千心万苦，辗转来到唐都长安，这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开

端。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率仪仗队到长安西郊欢迎，允许他

在这里传教。唐初国人把基督教称为景教。唐朝皇帝，从太

宗到德宗，对于景教基本上都表示优容。在唐部长安、河南

洛阳、四川成都、甘肃沙州等地，都建立了景教寺院，大秦国

教流行中国碑中记载“法流十道”，“寺满百城”。教徒多达20

余万。

然而，好景不长，在唐武宗时期，景教遭到了第一次打

击。唐武宗崇奉道教，师事道士赵归真。当时，大臣刘玄靖

等人奏请排斥外来宗教——佛教、景教、回教、袄教，武宗允

诺。唐武宗会昌五年(845)，武宗下诏，指出，“僧徒日广，佛

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今天

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otl]武宗的矛头虽

然指向佛教，但作为外来宗教，景教也受到株连。当时，“天

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大秦、穆护、袄三千人还

俗。眦州蔷四十¨景教寺被捣毁，中国教徒被迫放弃信仰，外国

教士被驱逐，送还本国收管。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反基

督教事件。一度兴旺的景教几乎绝迹于中原，只得在边陲地

区的少数民族中流传。

二、元朝时期的民教冲突

元朝建立后，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将臣民分为四等：蒙古

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景教在唐武宗之后，一直在色目人

和部分蒙古人中间流传，所以社会地位较高，当蒙古族崛起

时，景教徒就获得了不服兵役，不纳赋税的特权，并再次在中

原地区传播。《元史》中屡有“也里可温”、“阿勒可温”、。耶里

可温”的称呼，均是其别称。那时，信奉该教的多半是蒙古人

和迁居中国的西亚人。

在元朝时期，景教和天主教与中国传统的佛道两教并非

相安无事，而是存在着矛盾斗争。《元典章》卷33记载：“大

德八年⋯⋯温州路有也里可温，创立掌门教司衙门，招收门

户，充本教户计，及行将法缀先生(指道士一引者)诱化，侵夺

管领，及于祝圣处祈祷去处，必欲立于先生之上，动致争竞将

先生人等殴打，深为不便，申祈转呈上司禁约事⋯⋯奉都堂

钧旨，送礼部照拟，议得即日随朝庆贺班次，和尚先生祝赞之

后，方至也里可温等⋯⋯机3]∽”。从这一史料可以看出当时

佛教与也里可温之间大打出手，斗争颇为激烈。

元亡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下令“胡服、胡语、胡姓一

切禁止”。[3](P35’打击外来的也里可温。同时，在中亚细亚的

汗国被回教所占领，一般西方的商人和教士，都受到阻碍。

依附于元政府的景教和天主教士在华惨淡经营将近百年的

传教事业，也再度中止。

三、明末清初的反毅事件

明朝中期时．天主教再次传人中国。特别是大利天主教

传教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和利玛窦等先后(Mathien

Rived渡海到达澳门，并获准在广东肇庆建立一座教堂，取名

“仙花寺”。

利玛窦以儒家经典解说天主教教义，使天主教义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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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并尊重中国的风俗习惯，允许中国教徒从事祭祖祀孔活

动；利玛窦还以介绍西方科学知识为手段，结交了不少达官

贵人，他的这种传教方法，被称作“利玛窦规矩”。此后，德国

人汤若望和比利时人南怀仁等人也都奉行这个办法，从而在

全国各地扩大了天主教的影响。

利玛窦去世后，龙华民继掌教务，严行禁止中国教徒从

事祀天、祭祖、拜孔等仪式，直接与中国传统思想对抗，激起

了各阶层人士的反感，特别是在官吏、士子中间反教的思潮

日益公开化。

万历四十四年(1616)，明王朝的陪都南京的官僚首先行

动，接连三疏弹劾，并不待皇上下诏，擅自逮捕了外国教士和

中国教徒20余人。史称“南京教案”。此教案发生前十年，

在教士活动频繁的江西省就已经出现了要求驱逐教士出中

国的事件。据天主教神父曾德昭宣称“传教士等所经危难之

多。几出人意想之外，我曾调查南京仇教以前教案之数，共有

54案．要以传教初年发生于广东省为多。蚍|]㈣5’南京教案把

明末中国人的反教活动推向了最高潮。

清朝初年，教案接连不断，其中最重要的是康熙三年

(1664)爆发的“历狱”。“历狱”是在钦天监官杨光先鼓动下

爆发的。早在顺治十七年十二月初三日(1661．1．3)。杨光先

就上了一个奏章，参劾外国传教士汤若望等潜谋造反、邪说

惑众、历法荒谬等罪状，不久又著《辟邪说》和《不得已》两书，

进一步阐述其反教思想，对此后的反教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不久，顺治去世．康熙皇帝年少，政权操纵在辅政大臣鳌

拜手里。鳌拜原本憎恶教士，现又惑于杨书鼓动，于是在康

熙三年(1664)／k月发旨将汤若望逮捕，后遭皇太后反对而释

放。“历狱”暂时告一段落，但一些地方的督抚也趁机打击教

会，各省锁拿解京30余人，有一人病死于途中，后奉旨除南

怀仁等4人留居京师外，其余25人均被押解广州，禁锢在老

天主堂内，一些省份的教士也遭到虐待。康熙皇帝亲政后，

重用有专长的外国传教士，下令将“历狱”昭雪。

从17世纪30年代起，在中国的天主教各派传教士中发

生了所谓中国礼仪问题的争论，即是否遵守“利玛窦规矩”。

双方互不相让，便请求罗马教皇裁决．而昏庸顽固的罗马教

皇竟悍然宣布“禁约”，禁止中国天主教徒遵守中国的政令习

俗，不准祀孔祭祖，并一再派遣使节到北京要求清朝政府遵

行。康熙皇帝忍无可忍，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命礼部禁止

西洋人在中国传教。雍正继位，也实行禁教政策，在雍正二

年(1724)明颁谕旨，严申教禁。此后，乾隆帝也把禁止传习

天主教定为不易方针，并且愈演愈烈。清政府和一些地方官

不断打击基督教。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有四名意大利传

教士由澳门进入广州，秘密传教。七月，他们被押送武昌。

湖广总督将此事向朝廷上奏。乾隆帝下令详细审讯被捕的

教士．将所有接送过教士、为教士送信、留宿教士的中国教民

一律逮捕究办，并查明罗马当家派往陕西的教士。此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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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年(1805)，十六至十九年(1811—814)，清政府又在西

藏、贵州、湖北、广东等地。缉拿教士教民。直至道光二十年

(1840)鸦片战争爆发前，这种局面～直没有改变。

四、中国古代反基督教事件特点

与中国近代反基督教事件相比，中国古代反基督教事件

具有鲜明的特点：

其一，性质不同。中国近代反基督教事件的起因中虽有

中西文化冲突因素，但起决定作用的是列强侵略和教会势力

横行。中国古代反基督教事件主要是由于基督教与中国传

统文化之间的矛盾斗争引起的，所以，这一时期反基督教事

件的性质基本上是中西文化冲突。

其二，数量少，分布不均。中国近代反基督教事件多达

1998起[5]‘P24”，遍及全国各个省、特别行政区、府、州、县，以

及多数城市和村庄。中国古代反基督教事件数量仅有100

多起左右，差别悬殊。另外，古代反基督教事件基本上限于

某些城市和少数省份，分布不均。

其三，没有赔款。中国近代反基督教多数事件都对外国

教士、其他外国人教堂中国教民赔款，其数量少则几两白银、

多则几十两、几百两、几千两、几万两、几十万两、几百万两，

甚至上千万两白银。古代反基督教事件中国方面则未向外

国教士、其教堂和中国教民赔偿一两白银。

中国古代反基督教事件之所以具有上述特点，主要是两

方面因素形成的。一是由于那个时候的教士都是怀着宗教

热忱，为了在中国传播他们所认为的福音和平地进入中国

的，而没有强权支持。所以，他们循规蹈矩，犯而不较，没有

引起中国官绅士民大量、大规模的反教斗争。二是因为那时

的中国均系主权国家，历届政府可以独立行使自己的权利，

对于远道而来，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外国教士，完全可以根

据自己的意愿处置，不可能对教会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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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本色化工作.利玛窦在《天主实义》等著作中采取补儒论,主张儒学和基督教的同质性.但利玛窦仍不能脱离西方文化传统和所受到的神学教育

.李檗通过阅读"西学书"的自学过程达到了信仰基督教真理.他的著作《圣教要旨》被称为"韩国基督教神学书",很完整地把基督教和儒学思想结合起来

.他用儒家的"诚"思想来对基督教进行思维方式上的本色化工作.目前对东方的基督教本色化的要求很强烈,希望这方面的优秀工作者以后能参加这种研究

,寻找适合东方基督教的神学理论体系和创造其具体文化.

5.期刊论文 曾绚琦.ZENG Xuan-qi 论中国古代皇权统治下外来宗教文化的传播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07,21(3)
    佛教和基督教作为外来宗教,在中国古代社会的传播和发展深受皇权统治的左右和影响.出于"大一统"的思想和"皇权至上"的理念,封建皇权统治者用

多种手段牢牢主宰了这些外来宗教文化的传播,甚至对其最终命运起着决定性作用.这表明,历史、时代和阶级对文化传播起着制约作用.

6.学位论文 张明 宗教市场论视野下鲤城丧葬仪式的象征与功能 2009
    近年来，运用经济学分析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转型问题成为中西方学者讨论的热点，学者们亦开始积极探索宗教市场论的中国化道路。中国古代素

有“礼莫重于丧”一说，丧葬仪式折射出的宗教信仰、风土民情、经济情况、人际关系等诸多社会层面，展现了宗教信仰与日常生活的微妙联系，集结

了人生的终极象征意义。通过对丧葬仪式的历史考察，可以了解区域风俗流变与宗教社会功能的历史演绎，以及它们所带来的文化的承袭与发展。观察

人们对丧葬仪式的理解与接受程度，亦可窥见宗教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从而获知特定区域内宗教市场的经济脉络。

    在宗教意义下的丧葬仪式中，人们不约而同地贴近对信仰、生死、彼世、超自然力等方面的思考，仪式的象征意义与社会功能能否满足人们对神圣

空间的需求，并产生积极的传承作用，决定了宗教能否赢得其区域市场份额，从而开枝散叶。本文通过口述史访谈、田野调查和民间文献的解读，重点

考察近代以来福建省仙游县鲤城镇民间丧葬仪式，分析在该区域市场内一些宗教经济现象的历史变迁，展现代表外来宗教的基督教与代表本土宗教的三

一教间的竞争与合作，建构动态的宗教市场运行模式，并拟就该宗教区域市场的发展趋势与社会影响略述一孔之见。

7.期刊论文 曾绚琦 中国古代皇权统治对外来宗教传播的影响 -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06,14(2)
    佛教和基督教作为外来宗教,在中国古代社会的传播和发展深受皇权统治的左右和影响.出于"大一统"的思想和"皇权至上"的理念,封建皇权统治者用

多种手段牢牢主宰了这些外来宗教文化的传播,甚至对其最终命运起着决定性作用.这表明,历史、时代和阶级对文化传播起着制约作用.

8.学位论文 孙湉 中国古代宗教神邸文化及其空间分布模式研究——以西安、韩城为例 2009
    本文探讨古代宗教神邸文化及其在城市中空间分布的一般模式为目的，采用文献归纳、综合比较、横向、纵向系统分析、实例论证等研究方法。从

宗教神邸文化的组成，宗教神邸与城市的关系及影响古代城市中宗教神邸分布的因素等方面进行分析。主要结论如下：首先，宗教神邸文化的组成包括

：儒教庙宇、祭坛、佛教寺院、道教宫观、伊斯兰清真寺、基督教教堂等。其次，以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形制为基础，结合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特点，分

析影响宗教神邸分布的主要因素有：礼制制度、风水思想、人的喜好以及宗教自身的要求等；论文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西安、韩城为例，对这两座城市

中宗教神邸遗存现状进行调查，追溯其历史沿革及历史分布特征。归纳出中国古代城市宗教神邸的一般分布模式为：均衡性分布与逸散型分布结合：主

次分明，位势悬殊；寺院与道观、城隍庙与府治、县治往往对称建立；规划性与统一性并存：宗教区与居民区结合。我国丰富的宗教神邸遗存，对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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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而言，是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城市文脉的延续，是新时期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论文提出对城市宗教神邸的保护与利用

，并开展宗教旅游多元化的思路。

9.学位论文 高艳 西方的骑士与中国古代的侠 2004
    中西方文学中的侠义表现,其核心构成就是正义精神.西方文学表现骑士的正义事业多为民族解放,骑士往往是一个为广大民众铲除暴君统治者、外敌

的英雄,注重强调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的信念;中国古代侠文学中侠客的正义,带有明显的个体借助于为君主之国建功立业来体现自我价值的趋向.中国侠的

不同分支也都体现了正义,其基本上与伦理道德的实现结合在一起.西方文学中的鹰,和中国侠文学中的剑,表现了欧洲骑士与中国侠客的正义精神.古代中

国人却极为重视"私义"(private justice),是家族或小团伙的道德,未必是社会的公理正义."孝"被标举为"百善孝为先".中西方对于行使正义复仇权利的

认定者也不同.在中国古代,违法杀人复仇是一种道德实现;而在西方,受基督教影响,认定人的善恶,上帝才是仲裁者.中西方侠文学中的女性观与爱情观

,都是有机联系的.但正义在中西方侠客爱情观中的位置,却大为不同.西方骑士的爱情本身就是正义的构成,行使正义使命的主要动机就是获取女性的爱情

;而古代中国侠客的正义,却要高于情爱,常常以牺牲情爱换取正义的实现.中国古代侠文化是排斥女性和爱情的.

10.期刊论文 曾繁仁 中国古代道家与西方古代基督教生态存在论审美观之比较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4,33(6)
    为了适应时代要求,克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建立当代生态存在论审美观,需要借助中国古代道家和西方古代基督教文化,通过比较对其深入阐释.它

们两者都是古典形态的存在论生态审美观,都是一种超越之美与内在之美,又都贯穿着终极关怀精神和悲剧色彩.这些都有值得借鉴之处,但仍需结合新的

时代给予必要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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