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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天主教会对后套地区的水利开发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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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代以来，天主教势力开始侵入后套地区，为扩大传教规模，天主教会通过种种手段侵占了大量土

地，并以人教为条件，把土地租给迫于生计的汉族移民进行剥削。与此同时，天主教会还组织教民开发了一系

列水利工程，通过控制和扩张水利系统来继续扩大其势力范围．天主教会组织下的水利开发改善了后套地区

的灌溉条件，客观上有利于后套地区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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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套地区并不是一个行政区划，而是一个地

理范围。清代主要包括阿拉善旗、杭锦旗、达拉特

旗和乌拉特三旗所属的游牧之地。大致范围东到

包头市，西到阿拉善旗东境，南到黄河，北到狼山。

大部分在今天的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境内。近代以

来，天主教势力侵入后套地区后，以种种手段强占

了大量土地，并在所控制的土地上进行了水利开

发，对后套地区产生了一定影响。

一、天主教势力侵入后套地区

鸦片战争后，天主教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规模

不断扩大。在后套地区，天主教首先传人磴口地

区，然后以磴口为中心，逐步扩展到后套其他地区。

天主教在后套地区的传播与发展是以土地控

制为基础的。1876年3月，比利时传教士德玉明

进入阿拉善旗的三道河子(今磴口县三盛公)一带

传教。从此，天主教势力开始向后套地区渗透。

在磴口地区的三盛公一带，天主教会采取各

种手段，逐渐控制了大量土地，并以租种土地来吸

引百姓人教。来到磴口地区的移民，为了生存，纷

纷加入天主教会。到1884年，仅“磴口地区教友

已增加到一千五百余人”[1](1”。因此，在“庚子事

变”前，天主教在磴口地区的传播已发展到了一定

规模。“庚子事变”后，腐朽无能的清政府被迫向

各国赔款，磴口地区的天主教势力乘机对阿拉善

旗进行敲诈，“随后三盛公教堂要求阿拉善赔款，

经再三交涉，决定赔款白银5万两，其中现款1．3

万两先期交付，其余则以附近巴格的可耕地作抵

押，至还完赔款时，教堂在抵押耕地上开渠引水，

从事种植，教堂向教民出租土地，旗府基本上失去

了这部分土地的所有权”[2]‘2”’。“庚子事变”前

后，磴口地区大部分土地均被天主教会控制。随

后，天主教会又向达拉特旗和杭锦旗扩展势力。

“庚子教案赔款，达拉特旗应赔银37万两，以黄土

拉亥河(今河套黄济渠)两岸之土地全归天主教会

所占，名为赔地2千顷，实际自黄羊木头以西至阿

拉善，自磴口以北至蛮会、大发公一带，东西百余

里，南北2百余里，占地万余顷”[3](10”。1906年

到1907年，杭锦旗又被迫允许天主教会开垦其旗

地，“东至达拉特西至王爷地，北至乌拉特，南至董

达公旗”[4]“∞’。

至此，从临河以西的黄羊木头，一直到阿拉善

旗，天主教会在后套地区控制的土地已达万顷。

天主教会在其控制范围内广建教堂，发展教民，

“从1905年至1929年的25年中，三道河教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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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蛮会、乌兰淖尔、陕坝、临河等地建立教堂14

处，发展教徒万余人小]‘踮’。为了使教民租种的

土地得到灌溉，增加教会收入，天主教会在后套地

区进行了一些水利开发与建设。

二、天主教在后套地区的水利开发

(一)组织教民开挖新渠

后套地区属于干旱地区，农业全部依赖黄河

灌溉，天主教会占有土地后，不断组织教民兴修水

利。到1913年仅在磴口地区，天主教会已经至少

开凿了10条灌溉水渠，累计长度至少有80多里，

如表1所示：

表1天主教会在磴口地区发展水利事业一览裹

资料来源：根据朱永丰：《磴口县天主教堂的农林水牧》(政协磴口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磴口文史资料辑》

第6辑，第91—92页)，陈国钧：《西蒙阿拉善旗社会》(朝格图：《阿拉善盟旗志史料》第41页)，梁丽霞：

《阿拉善蒙古研究》第275页、第441页和《巴彦淖尔盟志》编纂委员会：《巴彦淖尔盟志》第142页整理。

除表中所列的这几道大渠外，在各教堂控制范

围内，支、毛、斗渠的开挖也逐渐形成网络，基本做

到了渠系配套，在磴口地区初步建立起纵横交错的

水利灌溉系统。“由于水道畅通，水量充足”[6]，水

利开发使农业也随之获得了发展。

(二)组织教民完善渠系

黄土拉亥河原为天然河道，后改称黄济渠，是一

条主要流经今杭锦后旗的灌溉干渠。1873年为地商

杨三寡妇组织整修。“庚子事变”后，“教堂以‘赔教

款’名义，全部占有黄土拉亥河渠地"[7]“帕’。当时，黄

土拉亥河淤积严重，在陕坝以南地方，灌溉面积仪有

三、四顷。天主教会组织教民对黄土拉亥河进行了

较大规模的修浚，放弃黄土拉亥河旧渠口，另开新

口，并逐年完善了黄土拉亥河渠系，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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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开挖上蛮会支渠及其子渠；1913年，

开挖大发公渠、瓦窑渠、脑包渠；1914年，开挖下

蛮会西支渠和玉隆支渠；1918年，开挖沙壕支渠；

1919年，开挖园子支渠。

黄土拉亥河原来有进水无退水，水灾频繁。

天主教会除了对黄土拉亥河进行修浚，开挖支渠

外，还挖了两条退水渠接人乌加河，从而使黄土拉

亥河余水能够退人乌加河，初步完善了黄土拉亥

河灌溉系统。减少了水灾。

总之，近代天主教会在后套地区水利开发的

规模是比较大的，水利开发使后套地区的灌溉面

积不断扩大，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为后套地区水利开发提供贷款

后套地区的杨家河、民兴渠在开挖过程中，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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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来源均与天主教会提供的贷款有关。

杨家在开挖杨家河(是一条主要流经今杭锦

后旗的灌溉干渠)之初，仅有1万石糜子供渠工食

用，开渠资金严重不足，附近的天主教堂给杨家提

供贷款，“据杨氏后代杨义说：‘向各教堂借贷了五

万元，加上利息共计十万元’"[5]‘8”。1917年，杨

家开渠资金又一次陷入困境，“向磴口天主堂的邓

德超神甫请求借款，以三道桥能灌土地二百余顷

为抵押，借来银元一万余元。巩8]("’。1920年，杨

家河再次因资金不足停工，又向陕坝天主教堂借

银8万两，工程才得以继续。除了以上款项，杨家

还“向圣家营子、黄羊木头、蛮会、新堂、陕坝等天

主教堂，也借得部分资金，，[8]‘9”。杨家河渠修成

后，天主教会逼迫杨家还钱，杨家无钱可还，只好

将三道桥一带土地，“东至沙沟渠，南至双炮台，西

至堂圪子(山淖儿)，北至胡贵成”[9](们’抵押给天

主教会。

民兴渠位于今杭锦后旗境内，由于上游卡水，

该渠经常干旱断流。“民国二十一年经黄羊木头、

乌兰淖用户向教堂借款八千元，从黄河直接开口

挖新渠30余公里，宽二丈”[10]‘1"’。

在后套地区水利开发的过程中，天主教会提供

的贷款数目不少，这些资金大部分是通过出租土地

和控制水渠掠取。例如，天主教会修浚黄土拉亥河

共耗资五万，“而这些款项均来自从杨家河征来的

水费”[11]‘””。

(四)对后套水利系统的控制

天主教会对后套地区水利系统的控制与扩张

是与土地的侵占紧密结合的。凡是有教会染指的

渠道，无论是开挖的新渠，还是修浚的旧渠，天主

教会都极力想控制全部水权及渠道两侧的土地。

上文提到的三道河一带天主教会所开挖的水渠，

以及黄土拉亥河水利系统，几乎全被天主教会控

制。直到1927年，“临河设治局长吕咸乘国民革

命之势，顺应民意，在教士屡次失约不到会情况

下，呈准无条件收回黄土拉亥河及全部渠

地，，[12](27耵。此事一经公布，就惹恼了荷兰籍教士

费达德，他自恃多年对水渠及周边土地的控制，甚

至提出“要收回历年开渠工款白银54万

两眦儿】n72’，由此足见教会势力的嚣张。

磴口地区的沈家河，原为地商沈朝品主持开

挖，后因两岸土地被教堂占去，沈朝品只得放弃这

项工程，最后由教堂出资雇人挖成，沈家河自然也

落入教堂之手。

天主教会不允许教外人开挖的水渠通过其控

制的土地，必需对通过的水渠，能霸则霸，霸占不

了的则间接控制。如杨家河中的一段必需经过教

堂控制的土地，教堂坚决不允许通过，杨家与教堂

几经交涉，最后才达成协议，“每顷(100亩)地年

收水租24银元，由教堂和杨家‘三七’分，教堂年

获水租的30％吣](9”。可见，天主教会通过控制

水利系统对后套地区进行经济掠夺。

天主教会还借开渠霸占土地。天主教会不允

许教外人开挖水渠通过其控制的土地，却随意越

界开渠，将水渠开进民人租种的田地，并借扩张水

渠来霸占水渠两侧的土地。如1932年，磴口沙金

套海，补隆淖尔天主教堂在民人唐三租种的田地

中开渠，并侵占水渠两侧的土地，唐三再三交涉无

果，只得上书阿拉善王爷：“窃民于去岁从政务处

租得沙金套海把格古鲁班素海之田地一处，立有

合同，四止分明。并派妥员前往该处，即会同布隆

诺洋堂执事人调对面当将交界划明，不料该洋堂

⋯⋯于本年六月间，⋯⋯于⋯⋯佃民种地界内强

估挖渠，⋯⋯擅自从佃户种地当中挖了一渠～。

事实上，民人所租土地一旦被教堂占去，一般是不

可能要回来的。

此外，天主教会经常借开渠将民人的渠道拦

腰截断，进而侵占土地。据阿拉善左旗档案馆所

藏的一份档案资料记载：“窃民号因布农淖尔洋堂

⋯⋯越界开渠，⋯⋯，今该洋堂又将民号所挖新渠

截断，侵占下房子一带土地，窃民号执有契约，载

明交界，且系政务处派员率同民号会同该洋堂执

事人员当面划明，毫无疑问。乃该堂⋯⋯背弃契

约，⋯⋯几至倾家破产～。

天主教会占有的土地扩张到何处，渠便开到何

处；而渠开到何处，地又占到何处。这样凭地开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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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渠占地，使天主教会控制的土地面积不断扩大。

在后套地区，天主教会对水利系统的控制，不

断引起教外农民的反抗。1913年，大发公渠修成

后，解决了大发公一带灌溉难的问题，但天主教会

只允许教民灌溉，不允许教外农民使用。致使“大

发公的农民杨寡妇出面和教堂神父发生争斗，最

后杨寡妇获胜，教外农民淌水难的问题得到解

决，，[13](17∞。因此，由于后套人民的斗争，教会并

不能完全控制水权。

三、天主教会开发水利对

后套地区的影响

天主教会在后套地区进行的水利开发与建

设，对后套地区产生了一定影响。

(一)消极影响

近代以来，天主教会以本国侵略势力为后盾，

以不平等条约为护身符，无视地方政府，在后套地

区将水利的开发、控制与土地的侵占结合起来，对

后套地区进行残酷的经济掠夺。天主教会势力不

断膨胀，百姓的生存状况日益恶化，许多百姓为得

到土地而被迫入教。后套地区至今还流传着“天

主圣母玛利亚，哪里给我拨地呀”这样的顺口溜。

天主教会占地遍布河套西部，黄羊木头以西

的后套地区都属于天主教会的势力范围，“蒙王亦

俯首听命，俨然一小独立国焉”[1‘]n7‘’。天主教会

势力的扩张过程，即是后套人民水利权、土地权不

断丧失的过程，。『吾套人民的灾难由此一步步加深。

(二)积极影响

1．促进了后套地区农业的发展

虽然天主教会在后套地区的水利开发主观上

是为了扩张天主教势力，但是教会在后套地区水

利开发的规模比较大，水利开发使灌溉面积不断

扩大，客观上为后套地区农业发展作出了一定贡

献。黄土拉亥河“至民国26年，灌溉面积更增至

3000顷以上"[5](1蛇’，杨家河灌溉面积“民国20年

发展到1800顷”[5](1船q舱’。水利灌溉系统的不断

完善为农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由此产生的

· 】06·

长远影响不应否定。

2．有利于保护和改善后套地区的环境

后套地区在清末大规模放垦以前，主要以天

然植被为主，人工栽种的树木很少。清末至民国

期间大规模的农业开发使环境有所恶化。天主教

会侵入后，由于灌溉便利，天主教会在其控制的土

地范围内组织教民大量植树造林，扩大绿化面积。

在天主教堂的周围，都有大片树林，“在各地天主

堂址都有十至百余亩的树园，绿枝直插云天的钻

天杨树下必是教堂处”[15]n5∞。大量植树造林，客

观上有利于后套地区局部环境的保护与改善。

天主教势力从侵入后套地区开始，其主观意

图就是扩大传教范围，并进行经济掠夺。为此天

主教会不惜采用各种手段，将侵占土地、开发水

利、发展教民三者结合在一起，势力范围不断扩

大。在天主教会控制后套地区水利的过程中，民

众不断地与之进行斗争。但天主教会的水利开发

客观上有利于后套地区的农业发展和环境保护。

注释：

①据陈国钧：《西蒙阿拉善旗社会》文中记载，三盛公渠

开凿时间为1902年，参见《阿拉善盟旗志史料》，第41页。

②另据《巴彦淖尔市水利志》第745页记载，向三盛

公天主教堂借银为l万余两．

③据阿拉善左旗档案馆馆藏档案：《唐三给阿拉善王

爷的上书》，102—15—6．

④据阿拉善左旗档案馆馆藏档案：《某民人给阿拉善

王爷的上书》，102一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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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Irrigation Works of Houtao Built by Catholic Church

in Modern Time and Its Impact

Tian——Jun

(Research Center of Mongolian studies，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Huhhot 010021，China)

Abstract：In modern times，the Catholic forces invaded the Houtao area．In order to expand the scale of the Catho—

lie．the Church occupied a lot of land by all means．And then they leased the land to the livelihood of Han Chinese mi—

grants in a condition of joining the church．At the same time，the Catholic Church built aseries of irrigation works．The

Church expanded its sphere of influence through the control and expansion of water systems．These irrigation works has

improved sets of irrigation areas，and increased cultivated land area of Houtao，and objectively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

ment of the regional water resources and agriculture．

Key words：Catholic Church；Houtao area；irrigation exploitation；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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