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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长期处理涉外事务，使李鸿章有机会接触到基督教。他时待基督教的态度并非一味排斥，

不同时期，态度不相一致。前期基本否定，后来态度转向温和，持接纳态度。对基督教的不同派另q，李鸿章也

因派而异。比较而言。李鸿章对基督教新教的宽容远多于对天主教的怀疑。这一局面的形成，主要与天主教和

新教在布道方式及手法上的不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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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以后，中外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使基督教得以合法地在华迅速传播中。时人如何看待这一

外来宗教，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颇为关注的一个问题。

晚清重臣李鸿章处理洋务、涉足外交三十年有余，与基

督教接触的机会非常多，他的基督教观自然特别引人注

目。虽然目前有关李鸿章基督教观的研究，主要体现在

其对基督教的否定上，但实际上李鸿章对待基督教的态

度是有一个思想转变过程的。早期，他对基督教基本上

持否定、排斥的态度；随着视野的开阔、认识的深人。

逐渐转为温和、接纳的态度，而且对基督教不同教派的

态度也不一样。故李鸿章的基督教观研究，还有待深入。

本文拟从三个层面对李鸿章的基督教观加以探析，以期

深化对李鸿章基督教观的认识。进而对洋务派、晚清社

会上层的基督教观有更进一步的认知。

一、作为宗教信仰的基督教观

基督教来自西洋，深受儒家伦理熏陶的李鸿章。如

何看待基督教这种宗教信仰呢?众所周知，基督教有三

大派系：天主教、新教、东正教。从已查阅到的史料看，

李鸿章接触最多的是天主教和新教，有关李鸿章接触东

正教的记载则几乎没有。对基督教的不同分支，在不同

阶段上，李鸿章的态度是有差别的。从总体上看，在前

期。不论对于基督教的哪一分支。他都持否定、批判的

态度。后来，李鸿章对新教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造成这些情形的原因也是不同的。对于天主教。李鸿章

在其上书朝廷的条陈里认为，“自天主教弛禁以来，各

省多毁堂阻教之案，足见民心士气之尚可恃，而邪教不

能以惑众也”川“。将天主教定性为“邪教”。信仰天主

教的也往往是“无赖穷民”。 “本地痞匪”。这些人中

“贪者利其资，弱者利其势，犯法者利其逋逃，往往怂恿

教主与地方官相抗”[Him0。可见，李鸿章此时把天主教

视作邪r-／#l-道，否定其在中国的传播。认为天主教“因

习教而纵奸徒，固为地方之隐患，因传教而召党类，尤

藏异日之祸根”【Ilime。关于新教，李鸿章对新教传教士

李提摩太说：“你们的信徒围在你们身边，是因为他们

以及他们的亲朋通过为你们服务谋取生计。一旦停止对

这些当地代理人支付报酬，他们就会一散而去。”12l惜在

李鸿章看来，人们信仰新教的真正动机。并不是因为信

仰基督。而是为了生计。显然，李鸿章并不认可天主教

和新教在中国的传播。但其对待新教的反对态度没有对

天主教那么强烈。甚至给新教在华的传播提供了合理的

建议。这种态度的反差与天主教和新教在华传播方式的

不同有关。有学者就指出： “天主教会关注个人灵魂的

拯救，以发展教徒的数量作为评估传教成绩的标准。

⋯⋯天主教会更喜欢直接传教的方式。但东西文化巨大

的差异使得中国人最初很难接受天主教。”13】相比之下。

新教传教士“并不急于向个人布道和拯救个人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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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卓新平主编的<中国基督教基础知识>(宗教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77页讲到：“在鸦片战争前，来华基督教传道差会不足10

个，在华传教士仅约20人，而鸦片战争后，这种传道差会很快增至130多个，来华传教士人数在1845年上升到31人，1848年

为66人，1855年为75人，1858年为81人，1860年为100人，1864年为198人，]876年473人，而1889年时已达1296人。至

19世纪末，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已增至1500人。中国基督教徒的人数也从1860年的2000人增为8万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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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热衷于用所谓的‘西学’改造中国文化和社会”【”。

新教的曲折式布道道路，正好符合热衷洋务事业的李鸿

章的胃口。

随着形势的发展。李鸿章对待基督教的态度发生了

明显的转变。天津教案后，他打算与罗马教皇取得直接

联系， “彼此派使互驻”⋯黜。他对于新教的态度，也

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游聘美洲时，李鸿章明确讲到美国

新教传教士“出外传道非求赏赐利益”， “基督之福音，

实近于吾儒之圣道”Ⅲ强，对新教在华传教赞赏有加。

二、政治视野下的基督教观

作为封疆大吏，李鸿章从政治统治和维护政权稳定

的角度大肆批判天主教，并按照清朝法律、条约章程的

精神处理教案。对于新教，他意识到其在引进西学、社

会救济等方面的功劳，关于新教在华的传教则心存疑虑。

后来，出于政治需要，他又主动谋求与教会的至上机

构——罗马教皇建立直接联系，双方平等往来。

李鸿章认为，天主教“若如僧纲、道纪，仍归地方

官管辖，或尚可行，否则流弊甚大”【IlUlSo。天主教不受

地方官的管辖， “是于地方官外又添-J'l-国官”⋯蚴。

这样，“因习教而纵奸徒，固为地方之隐患。因传教而

召党类，尤藏异日之祸根”⋯嘲。为此，李鸿章建议

“督抚大吏慎选牧令，以教养为亟，实行保甲以别淑慝，

崇礼明儒以资劝化，多设善堂以周困乏”【Iimo。此外，

“教民与常人争讼，照例由地方官讯办”Ill-脚。李鸿章除

遵循清国律例外。更为重要的是依照中外条约的精神。与

洋人打交道。对诸多教案的处理，李鸿章即以条约为标

杆。恪守条约章程，照约办理洋务。查处川黔教案时，李

鸿章就依照条约。严拿杀毙平民的教士覃辅臣。议结酋阳

教案时，李鸿章致军机处的咨文称：虽“洋人唯利是图”，

但其行为“尚与条约相合”1617,“。在与法国打交道的过程

中，李鸿章认为“法国之志不在通商而在传教”【6l缁，因

此在传教过程中就必须“于恪守条约之中”161“,6。随着李

鸿章对欧洲宗教事务了解的日益加深，为一劳永逸地解

决教案纠纷。他决定绕开各欧洲殖民国，直接与罗马教

皇交涉。于是，李鸿章派遣英国人敦约翰作为代表。前

往罗马与教皇协商互驻代表事宣。借着迁徙北京天主教

北堂这一契机，他又派遣教士樊国棵前往罗马相商。随

后，李鸿章更是直接致信罗马教皇：“如果禀请教皇派员

莅华，以后凡涉教事，即可与公使商办，较为妥恰，中外

均有裨益。”【·l蜘但是，迫于法国的压力，罗马教皇未能

派公使来华。虽然李鸿章的企图没有实现，但其主观动

机确实是想摆脱西方列强利用教案对中国的控制，即便

失败，也是一有益的尝试。

对于新教，李鸿章则没有像对待天主教那样针锋相

对。1875年，李鸿章准备签署中英《I因台条约》。新教传

教士李提摩士正好负责照料浸礼会在烟台的医院， “李

鸿章的很多士兵由于患热病和痢疾来医院诊治，我将一

些奎宁丸和止痛药作为礼物送给这位将军。让他分发给

他的随从和护兵。为此他派人送来一封信表示感谢。”141．9

1877年，李提摩太在山西赈灾成功后， “上报朝廷的奏

章中，为参加赈灾工作的官员请求匾额和顶戴等赏赐，

但那些赞助了大最救济金，或者冒着生命危险在极容易

感染伤寒病的救灾现场工作了两年的外国人，却不在名

单之内。然而，李鸿章却给我们请赐了爵位。”l’1瞪1880

年9月，李提摩太路过天津时，李鸿章特地会见了他。

“他也对我们两个(另—个人是英国驻天津领事佛雷斯特。

属于伦敦传教会)表示了谢意，因为通过我们的工作，他

的子民得以免于饥荒之苦”M2。李鸿章还和里斯先生就

基督教传道会的一些问题展开了讨论，给李提摩太提供

了一些有启发意义的借鉴， “于是我(李提摩太)回到

山西，决定针对官员和学者们开展旨在传播宗教的学术

讲座。”[Zl比由此可见，至少从政治角度讲。李鸿章对新

教传教士还是礼遇有加的。对新教传教士的良好印象，

使得李鸿章反思基督教能够给中国带来什么实际上的好

处。在李提摩太拜访李鸿章的会谈中。 “他还问我：基

督教到底能给一个国家带来什么好处?”f'l嚆作为一个政

治家，李鸿章开始重新审视、反思基督教。虽然基督教

传教±在华做了许多有益于中国社会稳定和促进中国近

代化的事情，“但他从来不承认基督教会为中国做了一

点好事”【’J豫。“一般情况下，李鸿章避免同我讨论宗教

问题”[2I'm，即便“他的助手们对我关于基督教会的目的

和手段的答案已经有所了解。”【：】鳓至多是在需要传教士

协作处理教案时，李鸿章才会主动谈及基督教。由此，

李鸿章对待新教传播的态度可以归纳为：持以一种冷漠、

消极对待的态度，但对新教在华推广西学。还是持支持

态度的。李鸿章还谈到：“贵教会多设医院于我华。以

施医给药诸功德，济行医卖药之穷。要之救性救命。实

与救灵相辅而行也”， “我华前遭奇荒，贵会友亲往放

赈，不惮辛苦，不惜躯命⋯⋯又有种鸦片之事⋯⋯各贵

友深知其害，不但立禁烟会婆口苦心以劝英人，且思代

除烟瘾之法以就华人”l，l碰。对新教教会在华的医疗、救

济、戒毒事业也给予大力赞赏。

三、作为文化传播载体的基督教观

基督教在华传播受到的诸多阻碍，使其不得不改变

传教策略。他们不再进行直接的布道，而是利用在华传

播西学、推广西医等手段，吸引中国各阶层民众的注意，

使他们意识到西方文明的先进性，转而进行传教。这种

基督文化传播的途径，从文化学理上讲是由具备文化的

人们通过商队、军队等途径直接传播某种精神或物质方

面的文化内容。这种方式，为基督教在华传播减少了阻

碍，同时也使基督教成为西方文化在华传播的载体，这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李鸿章的基督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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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传￡务杂志》记载：1879年，李鸿章夫人患病多

次请中医郎中治疗无效。在英国公使馆人员的建议下，

李鸿章决定寻求西医的帮助。经过马根济和另一位医生

的检查治疗，几天后李夫人的病情有了明显的好转。同

时马根济又邀请外国女医师继续为其治疗。月余，李夫

人基本痊愈。为进一步打动李鸿章，马根济邀请李鸿章

等官员参观了一次由他主刀的手术过程。这次活动对李

鸿章的影响非常明显。他特地在总督衙门外盖了一间房

子。专供马根济治疗病人。随着病人的增加。原来的庙

宇已经不能满足医疗的需要，马根济决定重新建立一所

医院。他的计划得到李鸿章等人的支持，许多人都踊跃

捐款，李鸿章还特地写了一封信授权马根济进行公共募

捐。在李鸿章的积极倡导下，天津的绅士、买办纷纷捐

款。1880年12月2日医院正式开业，李鸿章主持开幕式

并致辞，还亲自撰写了一副对联悬挂于医院大厅前。在

医院初具规模后，马根济开始筹划建立一所医学院。马

根济向李鸿章表示，希望能够成立一所学校培养中国医

务人员，让他们学习西医药知识和外科手术。这个建议得

到李鸿章的赞许和认可。1881年12月15日。这所医学

堂正式开学。1893年，在原来医学校的基础上，北洋医

学堂开办。“马根济精湛的医术对李鸿章产生了巨大的震

撼，使得李鸿章成为晚清发展军队西医的倡导人。”l，l可

见，不管李鸿章对新教传教持以何种态度，对传教士推

动中国西医的发展还是大力支持的。

1894年，李提摩太准备把以前发表在甜报》上的
文章结集出版，李鸿章和曾纪泽以牺学的重要性》为
题目所作的序，发表在广学会的报刊上121204。李鸿章对待

传教士主导的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也是大力支持的。为了进

一步推动中国西学的发展，李鸿章与李提摩太谈话期间，

“表示希望我在北京定居，给翰林们讲讲课。”[21236虽然李

鸿章也承认“在他总督任内，二十年时问里，我一直致

力于赈灾、出版和中国的改革，但他从来不承认基督教

会为中国做了一点好事。”121242即便基督教会传教士在推

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李鸿章的眼

里，基督教传教对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仍不能发挥作用。

1896年访美时，李鸿章又谈及美国新教教士： “贵

国人来我国设垫甚多，俾华人得获读书之机会；且由是而

知格致之学，兼能以一艺名家者。亦复不胜偻指”例猫。

李鸿章还将基督教的作用等同于中国传统的“儒之圣道”。

此举有奉承之嫌，但也是其基督教观念转变的表现，这恰

是传教士借在中国传播西学推广基督教的成功之处。

综上所述，李鸿章的基督教观念是处在不断转变之

中的。对待天主教、新教的态度也不尽相同。这反映出

李鸿章对外洋事物思想转变的过程，也是晚清面对社会

急剧变革，上层人士心路历程转变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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