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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1949年前山西天主教徒对教会发展的作用

刘安荣

提 要：山西天主教具有自传、自养、自立的传统，天主教徒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们传播教义，发展教徒，

为传教士提供一切传教条件，并在禁教时期负责其安全、对外联络、沿途护送工作。他们献出自己的房屋、土地、财

物、劳力，在修建教堂等教会建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把子女送到中外修道院学习，为天主教在山西及他省的发

展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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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的山西教会由外国传教士、

中国神职人员、本地教徒组成，他们分别充当不同角色，

发挥不同作用。山西教区面积广大，大部分教徒分散在

偏僻山村之中，而神职人员的人数相对较少，于是广大

本地教徒承担了教会的许多基层工作。本文将就建国前

天主教在山西发展过程中，教徒特别是会长、传道员、

女教徒发挥的作用做初步探讨。

一、教徒协助传教并保护中外神职人员

一般情况下，没有本地人的援引、介绍，外国传教

士不会随便闯入某个地方传教。只有得知某地有教徒或

被教徒邀请去传教，传教士才会进入当地。一些山西人

人教后，引领传教士来传教，为其提供一切传教条件，

并在禁教时期充当中外神职人员的保护人、对外联络人。

到目前天主教如何传人山西的说法有三种。第一种，

据萧若瑟著《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四及方豪著《中国

天主教史人物传》(上册)，韩霖在北京与徐光启善，因

得闻道受洗，圣名多默。归家后，邀高一志至绛，劝其

亲戚族党，同奉教焉。①第二种，据费赖之著《职清间在

华耶稣会士列传》。艾儒略为陕西一位大员施洗后，随其

回陕西任要职。此后不久，此位大员赴闽任福建总督，

艾儒略去山西为韩氏兄弟全家授洗。艾儒略在此居留不

久于1620年前后到杭州o。徐宗泽也持此论， “约在

1620年，山西绛州有一学者在北京识徐光启，因而领洗

入教，闻艾儒略到陕之音信，因请其来绛州。岫第三种

说法言韩氏一家最早奉教的为韩鬈④，但其领洗的时间

不详。由于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i)于万历四十八

年致罗马耶稣会总长Muzio Vitelleschi的信函中，曾提

及他有可能接受奉教举人Han Kin Pe的建议，赴山西开

教。而Kin Pe或为景伯的音译，因知韩罢受洗的时间应

在万历四十八年前。泰昌元年(1620年)年底，艾儒略

应韩罂之邀去绛州，随即为韩爨之母和二子二女付洗，

韩霖应是此时由艾儒略施洗的，教名多默(Thomas)，

韩霖当时还曾为人教休妾o。这三种说法虽有差异。但

可归结为是韩氏兄弟受洗后援引外国传教士到绛州传教

才将天主教传人山西的，山西其它地方的一些教徒也发

挥了同样的作用。如：

明末，因着太原一位较有影响的老年绅士，意

大利耶稣会士金弥格把天主教传到太原。这位名人

同他的一个信教的侄予多次接触，并阅读了他提供

的天主教书籍后，深受感化。他不辞劳苦，赶了10

天路到达绎州，和夫人一同受洗，并邀请金弥格到

太原传教。金弥格到太原后，给自愿受洗者付洗，

二年内受洗者迭200余人o。

1662年恩理格(Christian Herdtricht)来到山西传

教。万安附近的一个重镇有一位名叫刘路加的新教徒，

1664年邀请恩理格神父到他家里的小圣堂，并把70名

由他培训起来的望教者介绍给神父，让神父为他们付洗。

从此万安堂口的教务飞速发展o。

教徒请来传教士后，为其提供住宿、饮食和宗教活

动场所。如1782年候存智回平遥开展天主教活动，外来

神父传教，住在候家，并在其家进行宗教活动o。1873

年前，潞安教区的活动场所设在马厂王先有家，正房供

主教做办公室，西楼楼上为神父室，楼下作圣堂@。这

些教徒大多为当地会长，他们不但要负责神父的安全、

住宿、饮食，还要提供宗教活动空间，组织教徒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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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在禁教时期，教徒要护送传教士到达指定地点，并

为中外神职人员提供藏身之所，甚至负责其对外联络

工作。

1746年十一月西洋人李世辅同直隶南宫县民蒋相

臣、山西曲沃县民尹得志路过江西省鄱阳县境，该县盘

获讯供，曾在山陕二省传教o。

秦禄，圣名伯多禄(另一说保禄)，山西祁县教徒，

与陕西教徒焦振纲每年从北方买毛皮，然后去广东卖出。

他们负责山陕教区传教士的邮递工作，并把传信部寄给

传教士的年金、指示从广州安全取回o。此事一直没有

被官方发觉。乾隆十九年(1754年)正月。秦禄进京卖

鼻烟，“京城天主西堂那姓托寄予罗马当家的洋字信10

封，又天主北堂汪姓寄罗马当家的洋字信l封，寄曾二

即曾贵洋字信2封，又西安人刘必约寄蔡伯多禄洋字信

1封，寄曾贵洋字信1封，寄湖南沅江刘开迪洋字信1

封，内有汉字收付一纸。叼另据西洋传教土方济格(秦

晋教区第四任主教)称，每年教皇寄给其米银二百五十

圆，近年来因其年老不能管事，少给了一半。至寄来时，

先前或广东同教们带来或绕京城天主堂转寄，这十多年

来都是秦禄带来的o。1782年欧洲派12位传教士到中

国。焦振纲和秦禄带信给秦晋教区主教，告诉他们4位

欧洲传教士要从山东到山陕，他俩及其他几位教徒负责

沿途护送o。

1784年12月，山西巡抚逮捕了秦晋教区第六任主

教康安当(Antonius Sacconi)。讯据供称系乾隆四十六

年(1781年)由京赴晋，在教徒范天保家居住传教，并

不外出，地方兵役无从查察。即使官兵搜查范天保家时

也没有搜出，因为范家第二进院南房一问．开有地窖，

外用盛花瓷缸塞住窖口，人不疑心o。

据嘉庆十年(1805年)九月两广总督那严成奏折．

山西阳曲县人李如在香山县属澳门地方接引西洋人若亚

敬欲赴原籍传教，并雇同教之船户麦丙忠载送，又令倪

若瑟陪伴同行，现今拿获o。

但是，在1860年全部解除教禁后，特别是1901年

以后，一些外国传教士进入山西一些地区传教，并没有

当地教徒援引或介绍。例如在晋北大同等地，传教士驮

着白银去乡村中传教，并没有先人教的当地人介入。然

而，如果当地已经成立了教会，外国传教士外出时教会

都要派一个本地人负责其财务、保护、联络等各方面工

作，这些人基本上已属于教会的成员，被称为“传教先

生”或“相帮神父”，这些人的作用不可低估。如阳高县

。时有神父2名，会长8名，传教士9名，相帮神父9

名on@再则随着教会势力的增大，传教士看中某个地方

后，就在此地买地建房、成立教会机构，随后再在此地

发展教徒。如太原南郊晋源镇民国八、九年始有少数教

徒。到20年代中期，凤朝瑞看到晋源一带是个绝好的地

方，风景优美，土地肥沃，就打了在此地传教的主意。

1932年后，意大利传教士彭毓龄(Anastasio Poncipe)

被派为这一带的本堂。他首先在晋源镇内北后街购置了

一套特别讲究的宅院，后在北后街南部与此院斜对处买

到五亩大的一块地，准备在此大兴土木，建造教堂、学

校及一切配备用房。后来彭毓龄又在周围买地建房，形

成东院、西院、北院，使教会所有宅院连成一片。随后

彭毓龄以此地为根据地，在周围大力开展教务。彭毓龄

在县政府的支持下，与地方上层人士相交，发展了一批

知识分子入教，教务达到极盛o。这些说明，政府允许

自由奉教，教会势力增大后，教徒协助传教的作用随之

降低。

二、教徒的传教行为

山西教区面积广大，大部分属于偏僻山区。为数不

多的神职人员为教徒举行洗礼、坚振、婚礼、傅油等圣

事和基本的宗教生活即一年之中办一次告解，领一次圣

体已令中外神职人员疲惫不堪、难以应付。据法国方济

格会士武奥林(Huglin Villeret)说，一个传教士很难在

一年之内在一个村做两次弥撒o。这些神职人员一般并

不直接向非教徒宣教，是众多教徒把天主教传给亲友、

邻里，并传道于邻村，女教徒则将其信仰带至夫家及其

所在村庄。这些传教的教徒，有的是本地传道员，有的

是普通教徒或会长，他们于天主教在山西的传播过程中

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传道员的主要职责是奔波于城

乡之间，直接向广大民众宣扬教义、讲授教理，他们对

望教者进行基本训练，将之培养、教育好后，再介绍给

神父，为其施洗o。这些传道员并非正式的神职人员，

没有接受系统的神职培训，更无教阶制度下授予的各种

名号，仅仅是热心的平信徒。他们通常具有一定的文化

知识，也有一定的威信，他们的传教推动了天主教在山

西的传播。在禁教时期，大面积的山西教区只有为数不

多的神职人员，大多数地方的教徒自传、自习天主教，

这是天主教在山西没有被灭绝，而能立足、扎根、发展

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山西各大地区天主教传人的方式

不同，下文将分区阐明。

晋中地区介休、祁县、清徐、平遥、文水、太谷、

榆次等县的天主教是在外经商、做工受洗的教徒带回的，

这些教徒不但把天主教传给儿孙后代，也传给邻里乡人。

例如：

1620年，介休城内王逵喜在北京做饭入了天主教。

后有其家属、亲朋相继入教，代代相传。王的后代接受

城内顺城关宋守全入教后，又于1890年传给城内西关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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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问，太原柳林庄教徒在榆次经商，把天主教

传到榆次豆腐庄、韩村、海底岭一带，后又发展到王都、

六堡、安宁、上营、聂村、使赵、李坊、流村、北砖井、

源涡、蔡家坪和城内各街o。

榆次豆腐庄的祁先生信教后，于1879年去榆社林头

村传教，当时有50余人人教，后传至北马会、和

平村o。

晋南地区的天主教基本上以绛州为中心向四周扩散。

长治、壶关、屯留、潞城、襄垣、太平(晋城)、武乡、

隰县、翼城等县的天主教是村民在晋南或外地的教徒聚

居处打工、经商带回的。

1654年，有马厂人到平阳府、洪洞、绛州谋生，在

外地领洗后返乡传教。

屯留县姜家庄赵氏于1685年在绛州做木工时受洗入

教，并改名赵信主，返乡后传教于郭村杨家(其姥姥家)

和藕泽村刘家(其岳父家)。

1692年潞城县羌城村村民李焕木、李玉显和王某在

北京经商入教，1697年返乡传教，到1882年本村已有

10户57人信教。从外地迁来的侯来景、赵金和、李富

有、张丑怪4户22人也相继入教o。

晋城最早的天主教徒是天水岭的赵德全。他在河南

经商，于周口信教，后在本乡传教。1889年，教徒遍及

本县15个村庄，达650人，设本堂区三处o。

晋西地区的一些村民在外打工受洗，把天主教传到

临县、柳林等地：

1870年，临县杨家山的马荣耀在方山县横沟村打

工，空闲时去听天主教道理，领洗入教，随后回乡传播

福音。在其努力下全村人竟全部受洗入教。他利用亲友

关系向外扩展，善庆峪、碾子沟、前青塘也成为最早的

教徒聚居村。赵家山的赵治国同马荣耀一起打工同时信

教。回乡后先率其家族进教，随后在邻村亲朋好友中传

教，先后有苗家堰、高家堰、堡则成、崔家垛、大岭上

等村人信教。

1877年，柳林镇的刘永福把福音传入本村，发展王

继贤、康九林、高德立、杨荣等人教。刘永福也把福音

传人柳林苇子嘴村，1879年王玉清领洗人教，其三个儿

子相继入教。

柳林郭家塔的郭大本、郭大经在宁乡县曹家峪听了

该村耿纪宁讲天主教道理后受洗入教。二人回村宣教，

本家侄儿lo人听道后9人信教，有个叫壬孩的也

入教o。

晋北地区只有以下地方的天主教是由教徒传人：

大同最早的天主教徒是西河河村的杨姓移民(从洪

洞迁来)，他在村发展教徒，教徒逐渐增加，后由于姻亲

关系，把天主教传到榆林村o。

康熙年间，忻州兰村人武家和以赶牲口搞运输为业，

经常来往于京晋之问。因偶尔也驮外国天主教传教士，

逐渐与之相识并信奉了有关教义，于是在北京受洗入教，

又回乡劝亲属、家族人教。后其后代迁居武家庄，他们

开荒种地，建村立家，拉亲友入教，并从太原引来神父

办教，1834年建成忻州境内第一座教堂。现在忻州城西

南的肖家峪、畦子沟、南梁、磨盘山、黑岭梁、武家庄、

老安梁、安桥岭、地黄梁及大宝沟10个大小村庄都是教

徒聚居村庄，以武、李、方三姓为主，皆为武家和劝化

入教者的后代o。

1876年，朔县米昔马庄的雒兴荣到内蒙古的二十四

顷地探望女儿，与天主教接触，感受颇深。他回村后，

热心宣传天主教道理，为该村群众普遍接受天主教奠定

了基础。1879年，太原总堂派榆林人纪三去朔县传教。

米昔马庄的秀才任守忠看到纪三的圣书后，感受颇深，

便在村大力传播。另有沙楞河村秀才刘凯元、王万庄秀

才关步云信教，此三人带动了邻近村庄千余人要求

入教o。

阳高县最早奉教的村是莫家堡。该村高、孙、杜三

姓人在大同经商，接受天主教宣传，受洗礼人教，并在

本村活动发展教徒，1891年建立教堂9。，

教徒宣教把天主教传到山西不少地方。因各地自然、

人文环境不同，传播的途径也有差异。晋中地区商业发

达，在外经商者众多，许多地方的天主教是这些在外经

商受洗之人带回的。在晋南地区，一些地方的天主教是

在外经商受洗之人带回的，更多的则是从绛州、洪洞、

永济等老堂口传入的。晋西地区，土地贫瘠，人们生活

普遍贫困，外出到晋南等地打工者很多，天主教由外出

打工受洗者传到不少地方。晋北地区只有以上所列靠近

内蒙古、京津路线地方的天主教有机会由教徒传入，大

部分地方则由传教士宣教传人。但总观山西全省，教徒

传教大多是以“以亲传亲、以友传友、以邻传邻”的方

式，把天主教从一家传到另一家，从一个村传至另一个

村，由一个县传到另一个县。其中姻亲关系是天主教向

外扩展的一条重要途径。按天主教教义，外教人娶教徒

之女必须先入教。女教徒出嫁后把其信仰带到夫家及其

所在村庄，并传给子孙后代。例如：1705年，祁县教徒

车姓姑娘初嫁于太原小井峪村，夫死，再嫁给沙沟张姓，

这样天主教传人沙沟。太原北寒村韦姓教徒之女，嫁与

本村石姓，石姓因此信教o。1920年，长治传教先生王

发海携带妻女来到翼城西白驹村，其女嫁给桥上前村王

姓，遂有前村数户入教o。

天主教会办有许多孤儿院，孤儿院中的孩子大多是

女孩。传教士称这些女孩为“小传教先生”，因为这些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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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长大后，外教人如欲娶她们，必须先入教。她们把信

仰带到所嫁村庄，传给子孙后代。山西不少地方的人因

贫困娶不起媳妇，有些便娶保赤会女孩，并因此入教。

如朔州稻畦村的伊德仁说，他们村人因为穷，娶不起媳

妇，要娶天主堂里的女孩，全村信教o。

此外，教徒为山西天主教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人力

资源。自禁教时期起，传教士认识到本地传教人员的独

特优势，开始培养本地神职人员。是广大热心教徒，把

他们的子女送到国内外修道院．使之成长为主教、神父，

在山西或他省传教。据笔者粗略统计，1949年在山西传

教的国籍神父250多名，还不包括晋铎后在他省服务的

人员。这些神职人员，皆出自热心教徒家中，特别是奉

教年代长的地方，出了很多主教、神父。太原地区流传

有这样的话语：“洞儿沟、圪燎沟，主教、神父不断头。”

这些从本地教徒成长起来的中国神职人员管理地方教务

后，更加促使山西天主教向自传、自立发展。

会长的作用和教徒的奉献

神父只能满足教徒基本的宗教生活，本地会长要担

当管理教徒、组织教徒进行宗教活动等方面的工作。

例如：

清徐六合村，200多年前就有教徒，直到19世纪晚

期，有200多名教徒，但神父不常来，只是每年下一次

会，问或送来一台弥撒9。日常教务由会长负责。

柳林苇子嘴教堂自建立后，没有常驻神父，由离石

县贺家塔代管，日常教务由会长负责，第一任会长王学

礼，第二任会长任汝梅。韩家坡也如此，第一任会长韩

玉卓，第=任会长韩长发。郭家塔自孔神父后没有固定

本堂，偶尔有神父下会暂住，1926年划归汾阳教区后由

柳林本堂代管，此村会长一定程度上起了本堂的作用。

后金庄堂也由柳林代管，由会长苏庭义负责日常教务。

上白霜堂属贺家塔代管，由会长杜宁信负责。刘家垣村

由柳林代管，刘世林任会长，负责一切教务。为联系方

便，除各堂设有会长外，教徒人数较多的村庄也设会长，

这些会长要负责有教徒村庄之间的联络工作o。

即使在常驻神父的地方，在教会的信仰和精神生活

方面，神父处于主导地位，而在教会的管理和教徒日常

生活的方面，特别是代表社区对外交往方面，会长的影

响和能力大于神父。会长是神职人员与教徒联系的纽带，

教徒如有事务，先找会长解决，会长不能解决再和神父

联系。神父一般通过会长组织教徒进行活动，所办事情

也委托给他们。如阳曲县圪燎沟村，是太原教区一个大

的纯教徒村，常年驻有神父，并设有小修院、孤儿院、

印刷厂等机构。1887年武奥林(Huglin Villeret)神父

来此任本堂神父。他忙于小修院的教育工作，其它机构

都由他委任的不小于40岁的本地人管理。其中的一位会

长是他的代理人、总管，要留意一切，甚至为买卖签

合同o。

本地会长承担这些最基础的工作，表明山西部分基

层教务早已自立，更说明本地教徒具备自主办教会的能

力。这也是传教士撤走后，中国神职人员顺利接管地方

教务，从而使山西天主教实现自立的一个原因。

宗教活动一方面是实践性的精神认识过程，另一方

面要进行实践性的物质活动，包括设立活动场所、盖建

教堂庙宇、募集捐款等内容。山西的一些教徒捐献出自

己的土地、钱物、劳力建起教堂，甚至修道院、孤儿院，

学校。例如：太原教区珍藏着一份太原东二道巷教徒李

照献土地的约据，是1800年意大利传教土康福德(Em-

manuele Conforti)以宗座视察员的身份接受，中国神父

教区秘书郭若望签字的。其中说明所献土地的四围界限

为：“此地坐落小北门二道巷，东至己，南至李仓，西至

己，北至己。表明日后此地与其子孙永远无干，与别会

亦无干。”并详细记录了在此处修理房屋、水井等教徒，

神父所摊的钱款，其中教徒的数目为：“李照出钱三十七

千文，修大正房、厨房众信友出钱六千文，修井众信友

出钱七千文，修东正房田茂禄帮钱五千文，李福帮人工

外，出钱二千二百文”毒。

山西许多地方的教徒因贫穷无力承担修建教堂的全

部费用，但他们献出能给予的财物，承担了所有劳动．

1884年阳曲县红沟村建成教堂，教徒。议定浑村摊钱，

阖宅帮工。旧1888年重修河上嘴圣堂碑文中日：“夫堂之

修建实非易事，本村人甚愿重修，惟恐财不足，所以同

众议论，或按地亩以摊钱，或按人丁以帮工，庶几易窄

为宏。呻1931年，在长治高家庄办修道院，教徒高满成、

高忠和、鹿有水、鹿贵生等54家献出土地若干，其他教

徒也献物献钱，1935年建成修道院两排楼房，共

30间o。

天主教要求教徒尽力帮助教会经费，出钱、出力修

建教堂是教徒表示自已爱德的一个途径，因此即使在政

府全力禁教时期，也不乏教徒贡献出钱物、土地、人力

修盖教堂，这也表明山西天主教并不完全依赖外国支助，

自身已有自养的发展倾向。

综上所述，1949年前的山西天主教已呈自传、自

养、自立的发展趋向。山西不少地方的天主教是在外受

洗的教徒带回的，有的是因姻亲关系传人的，这其中女

性教徒起着特殊的作用。还有一些地方是在外入教的教

徒援引传教士到当地传教而传人天主教的。教徒为传教

士提供一切宣教条件，在禁教时期为中外神父提供藏身

之所，有的甚至负责其对外联络工作和沿途护送工作。

会长负责管理教徒、组织教徒进行宗教活动，教徒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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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己的房屋、土地、财物和劳力修建成山西不少教堂。

总之，山西教徒是天主教在山西立足发展的坚实基础，

是促使山西天主教走向本土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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