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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8世纪中叶，天主教开始在川东地区广泛传播．19世纪中后期，基督新教开始在这

里传播．本文在分析地方志文献的基础上，从传播过程、传教方式和传教效果三个方面介绍了近

代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在川东地区的话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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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东地区(即今渝东地区)位于四川盆地的东部边缘，地处三峡库区的腹心地带，长江流域贯穿全境。

川东地区南邻湖北建始，东与湖北巴东接壤，是连接我国中部和西部的交通枢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理位

置。正是这种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政治、经济十分繁荣，也使

得各种不同的文化在这里竞争、交汇和融合。川东地区是以汉族为主体，包括土家族、苗族、蒙古族、侗

族、仡佬族、回族、满族等26个少数民族在内的多民族散居地，人13稠密，各种民族文化交汇融合，形成

独特的三峡文化现象。

JIIV,地区的多元信仰和多元宗教文化互生共长的现象是长江三峡地区不可多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佛

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新教、伊斯兰教等在这里均存在，同时还存在大量的原始宗教信仰，如各少数民

族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英雄崇拜，以及信仰万物有灵、信尚巫鬼的古风。【l】(430-435)相对于历

史久远的佛教、道教和各种民间信仰而言，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在川东地区是历史上相当晚近的宗教信仰。

令人感兴趣的是，在这样一个宗教文化和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地区，基督教在川东地区的传播是怎样展开的?

又与这里根深蒂固的三峡民间文化经历了怎样的冲突?围绕这一问题，笔者先后对今渝东地区，特别是三

峡地区的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传播情况进行了地方文献收集和田野走访调查。

基督教传入川东地区的过程

18—19世纪在川东地区传播的基督教，主要是天主教和基督新教。JIIV,重镇万县市(今重庆市万州区)

曾是川东及鄂西、JII：tL部分地区的主要宗教传播中心。天主教在川东地区的广泛传播，始于18世纪中叶，

基督教的传入，则始于19世纪中后期。

(一)天主教传入川东地区的过程

18一19世纪川东地区的天主教传播路线，总的说来，基本上是沿长江流域向周边区县扩散的。垫江、

梁平、开县、云阳、奉节、巫山、巫溪、忠县、丰都、石柱，城口，甚至彭水等地早在18世纪初，就开始

陆续有天主教传教士游历传教。但在许多地方，由于当时经济、政治、文化、交通等条件限制，传教活动

进展不大，入教人数甚少。如：《万县市志》记载，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法国传教士李宜德(译名)

来万县传教；1760年，巴黎外方传教会神甫博方济(译名)由重庆来万县修建了一座简易的教堂——真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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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进行公开传教，此为天主教在川东传教之始。至 火神庙隔壁。”17](1125)j]：匕为新教传入川东地区之始。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先后来万县传教的外籍神 随后就有不同派别不同国家的传教士接踵而来，但

甫有lO多人，均来去匆匆，信徒人数不多，只有 教派主要是英国圣公会、内地会、美国布道会、路

60多人。12](716)<奉节县志》记载，天主教于清乾隆 德会、真耶稣会等。与川东地区的天主教神甫多为

四十六年(1781)传入奉节，始由一妇女奉梅神父 法国人不同，基督新教的传教士多为英国人和美国

之命在奉节给妇女传教，虽很虔诚，但入教人数甚 人，也有一部分德国人。

少。【4】(82”<丰都县志》记载，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 基督教在川东地区真正最早立足的是英国圣

一些天主教徒来丰都传教，1865年法国一传教士修 公会。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受英国圣公会

建了天主教堂，直到1866年，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 派遣，英籍传教士吉悦来、汤效商、吴香谏、饶惠

才开始派神甫来车都发展教徒。【5】(64”‘开县志》记 仁、林承恩、傅道明等人先后来万县传教。《万县市

载，1810年，法国人尚维善(译名)派国人陈神甫 志》记载，“清光绪二十年(1894)，英国传教士吉

来开县传教，是为天主教入开县之始。但天主教在 悦来、汤效商等人来万县主持教会，于清光绪二十

开县发展的最鼎盛时期则出现在一百多年之后。 二年(1896)举行首次施洗典礼，发展教徒16人。

嘲例))但这种情况在20世纪初开始有了比较大的改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英国传教士吴香谏、饶惠

变。天主教在川东地区真正开始生根发芽，取得显 仁来万县接替吉、汤二人，在里头街购买民房，重

著发展则始于当时的“川东门户”万县。 建教堂，此时教徒增加到100多入。清光绪三十三

据史料记载，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法国 年(1907)，英国传教士林承恩到万县接替吴、饶二

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马神甫来到万县，在之后的五年 人，派遣当地教徒万邦安、谭保罗等担任传道员，

时间里发展教徒357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 经常深入龙驹坝、磨刀溪等地传教，并在当地购置

年，法国的龙神甫接替马神甫，在短短一年时间里， 民房设传教支堂。清宣统元年(1909)，英国牧师傅

发展教徒196人。到了民国19年(1930)，天主教 道明率一布道团来万县，发展新教徒，受洗者有50

万县教区成立，天主教在万县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 余人。”FKll24)

期，至民国25年(1936)，万县共有高峰寨、白土 路德会是活动在川东地区的另一新教教派，先

坝、龙驹坝等8所支堂。1930年设天主教万县教区 后在万县、奉节等地均有发展，但教徒人数不多。

之后，川东地区的天主教传播日趋广泛，影响力增 1923年，美国路德会派遣牧师黎立德(译名)来万

大。1937--1949年，天主教在万县的发展虽受时局 县传教。1925年发展有少数信徒后，黎立德在万县

影响，几经波折，入教者人数受诸多因素影响，时 高笋塘租谭家花园为住所兼教堂。次年在半边街租

增时减，但到1949年。信徒人数维持在400人左右， 房专作教堂。t7】(n24)1925年，美国牧师雷古礼(译

经常到教堂参加活动者达到200人以上。【7】(11缸1121) 名)到奉节，创办中华福音道路德会，属美国驻湖

(二)基督新教传入川东地区的过程 北差会领导并拨发经费。由于受到各种社会因素和

19世纪中后期有基督新教传教士来川东地区 抗日战争的影响，路德会在奉节的发展时断时续，信

传教，而在川东地区传教的新教教派中主要是英国 徒人数不多。美国布道会在万县的活动比较活跃，但

圣公会、美国布道会和路德会。抗战期间，安息日 入教人数也不多。1924年，美国传教士巴尔克等9

会也曾在这里活动，但信徒人数非常少。基督新教 人受美国匹次堡布道会的派遣，由上海来万县组建华

在川东地区的传播路线与天主教类似，从某种意义 美布道会，利用教徒的家庭开展礼拜活动，每年举行

上说，基督新教在川东地区的传播基本上是踩着较 一次浸礼。这种活动一直延续到1949年初。瞰112S)

之先行的天主教开拓的传教路线而前进的。19世纪 1903年，基督新教传入奉节。奉节的基督新教

中后期，开始有英国传教士沿着长江逆水而上，在 主要有三个教派：中华圣公会、路德会和真耶稣会。

沿途城乡传教。据记载，1877年英国内地会传教士 中华圣公会的前身是内地会。1903年，内地会在奉

麦卡悌(Rev．Jollll Mecathy)经万县逆长江而上重 节永安镇设教堂传教，最初由信徒30多人。1909

庆，但此人是否在万县停留传教，无文献记载。<万 年发展到300人，由英国人章悟道(译名)担任牧

县市志》记载，“清光绪8年(1882)，英国圣公会 师，其妻章氏及狄为礼夫妇任传道员。1925年，美

传教士傅永康(译名)首次到万县城建立中华圣公 国牧师雷古礼(译名)到奉节，创办中华福音道路

会，在中堡坎租几间民房开设教堂，后将教堂迁到 德会。1931年，一些华人传教士孙九海、魏天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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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节租房传教，1936年，祝醒黄来奉节传教。1938 最大且保存最为完整的天主教堂。教堂建筑精美，

年，湖北差会派戴求道来奉节任牧师。【4】(820)1938 教堂内雕刻精细。是今渝东地区不可多得的优秀近

年，真耶稣教会在奉节开展活动。1938年9月召开 现代建筑。

第一次教徒大会，正式成立真耶稣教会奉节分会，

始有信徒175人。【4】(820’ 二、基督教在川东地区的传播方式

事实上，根据现有文献，除万县、奉节等少数

地方之外，我们已经很难清晰准确地描绘出分属不

同派别的基督新教传教士在川东其他地区具体的传

教过程，或许已经不可能恢复这段历史了，因为可

能找到的文献叙述非常模糊，知情的人也实在是太

少了。鉴于此，笔者打算根据现所获文献，尝试通

过可能找到的文献中的一些较大的传教“事件”，把

它们视为基督新教在川东地区传教过程自勺“关键点”

来重新建构这段遥远的历史。就现有文献而言，可

以推测的是除少数地方之外，基督新教各派在川东

地区的传播可能是以万县为中心，沿长江流域在川

东地区散播开来的。这些教派大多先以万县、重庆

甚至成都为据点，然后向JII／g,其他地区扩散。

清光绪初年，基督新教传入云阳。到了1906

年左右，信仰新教的共有60多人。光绪三十二年

(1906)年的《云阳乡土志》载：“耶稣教汉户五十，

丁口约60余，城西及云安有福音堂凡二所。”【8】(1063)

清光绪年间，有英国牧师来城口传教。平时到教堂

做礼拜者百人左右，节日可达200余人。1912年，

城口县有新教徒474人，教产31 000元。f9J清光绪

二十年(1894年)，基督新教由英籍牧师传入忠县，

在横街建福音堂，开始传教。1101(662)1923年，英国

牧师张悟道来到巫山，在建始铜鼓堡下街修一幢小

教堂传教。同时，美国布道会女教士保爱德在县城

西街购四合院作基督教福音堂传教。IHJ(q)34,04)除上

述地区以外，据现有文献记载，传教士们还先后在

开县、巫溪、丰都、垫江、梁平、石柱、彭水等地

建立了基督教福音堂或教堂。

总而言之，自18世纪中期西方传教士来到川

东起，到20世纪40年代，不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

新教，其足迹已经遍布今渝东的广大地区，并且传

教士们的活动在城市和乡村到处都能找到。虽然限

于经济、文化和交通等条件，传教士们所到之处，

信徒发展不多，但甚至在今天，我们仍然能够在渝

东的一些极其偏远的乡村看到传教士们当年修建的

教堂和一些其他古迹，这些遗留下来的教堂和古迹

甚至成为三峡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例如：1896

年法国天主教神甫德司望在巫山庙宇槽创建的圣安

多尼天主教堂，占地5 458平方米，是今渝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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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世纪初天主教传入川东地区以来，川东

各地的教堂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到19世纪中后

期，基督新教各派接踵而至，川东地区的基督教传

播也开始在川东各地展开。在川东地区传教的天主

教机构主要是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1930年，天主

教万县教区的成立，为川东地区的天主教传播打开

新局面奠定了基础。为了扩大天主教的影响和吸引

更多的人入教，各地的传教士们采取了不同的传教

策略和方法。

(一)在传教策略上

1．生活和活动在城市的传教士大多选择走上

层传教路线，结交权贵。根据兰州大学陈声柏博士

的研究，结交权贵，走上层传教路线，是西方传教

士的惯例。112](61’事实上，川东一些地方的传教士确

实借着结交权贵，达到了传教的目的。如：‘万县市

志》记载，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曾在万县传教

的法国龙神甫常与万县市城内的各方面人物交往，

给人以好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发展教徒196人。

他为解决教堂拥挤，一面向重庆教区总管申请资金，

一面发动教徒捐款，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

万县重建教堂，仍用原名——真原堂，他遂成为万

县真原堂的本堂神甫。用(1121)

2．开拓农村传教路线。一些外国传教士深入

川东偏远农村传教。根据东人达教授的研究，一些

社会下层的外国传教士同情下层群众。他们对圣经

和做基督徒有独特的理解，从而愿意和下层贫民接

触，这些传教士主要在少数民族中传教。【13】(6舡卿如：

《万县市志》记载，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法国

外方传教会的马神甫来到万县，以城区教堂为落脚

点，跋涉农村场镇，讲解《圣经》，同时向贫民施舍

少量钱物，发展教徒。r7】(1120精光绪年间，重庆教区

的法国主教派神甫来到巫溪通城区白果乡冲坪创立

天主教堂，辛亥革命前后，天主教在巫溪发展比较

快，传教士到各地巡回讲道。11J(4巧)

3．以万县为中心，沿长江流域，在周边各县

发展教区和堂点。自1756年天主教传入万县以来，

川东各地陆续都有天主教神甫受重庆教区派遣去传

教，建立教堂，下设分堂。根据各地方志文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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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大致可以梳理出天主教传入川东各地的时间： 新教牧师们也兴办教会学校，进行教育布道。他们

1709年天主教传入彭水，1797年传入巫山，1781 先后创办了四川东区神道学校、华英基督中学校、

年传入奉节，1782年传入丰都，1810年传入开县， 路德小学等。

1861年传入石柱，1865年传入城口，1877年传入

云阳，1884年传入忠县。1930年，万县教区由重庆 三、基督教在』II东地区的传播效果

教区划分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教区。下辖10个县，

主教具有人事权。根据所获现有文献，我们还可以 根据<万县市志》及相关文献记载，天主教在

大致描绘出万县教区的成立经过和行政组织：“万县 川东地区的传播要比基督新教早100多年，从理论

教区在1949年以前属罗马教廷传信部管辖，有关教 上，天主教在川东地区的传播和影响较之基督新教

区行政、经济、教务、传教事业等情况，均需要由 应占绝对优势。但又据调查发现，天主教虽然传入

主教向罗马传信部报告。万县教区在1930---1946 历史很悠久，但在入教人数上，天主教并不比基督

期间，性质上是传教区(Mission)，级别上是代牧 新教占多少优势。换言之，天主教和新教在川东地

区(Vicarate)，其名称为万县代牧区(Wanxian 区的入教人数上总是时增时减。以万县为例，1756

Apostilolic Vicariate)。1946年以后升为教区 一1900年，天主教总共的入教人数只有60多人；

(Diocese)，主教头衔为万县教区主教(Bishop of 1901一1921年，增加到448人，但常到教堂参加宗
Wanxian Diocese)。万县教区行政组织机构有主教总 教活动的不到200人；1937年，到教堂参加活动的

堂，下设各县分堂。主教总堂为真原堂；万县教区 人数减少到60人。到1949年，经常到教会参加活

所辖10个县，共有分堂29个。”【14J(I-4) 动的天主教徒由恢复到200人以上。1882--1090年，

(二)在传播方法上 在万县活动的英国圣公会发展的新教徒只有50多

1．建立传教组织，在有文化的人群和学生中 人，1921—1937年，新教徒人数上升到500人，可

进行文字布道。据《万县市志》记载，民国24年 到了1945年，信徒人数锐减到100人左右。路德会

(1935)，建立中华公教进行会万县分会。民国33 的人数在1939年的时候达到100人，但到了1949

年建立中国文化协进会万县直属支会；民国36年， 年，教徒只剩下lO多人。美国布道会从1924--1943

建立万县公教青年会。这些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 年，受洗者只有18人。【7】(1121。125)

传教活动。川(11均 如果我们确信这些数据的真实性，我们能解释

2．设立慈善机构。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在川东 的原因就是川东一些地方兴起的“反洋教”运动和

很多地方设立了慈善机构，这也一直是基督教在川 抗日战争的爆发给基督教在川东地区带来的影响。

东大部分地区传教的一种方式。基督教会在川东地 在川东的基督教徒，特别是天主教徒中，绝大多数

区设立的慈善机构，包括设立医疗机构、开办慈幼 是汉族。JII东地区虽然是少数民族散居地，但笔者

院、育婴堂等。从1932年到1944年间，天主教在 目前尚未找到确切的文献证明天主教和新教在这里

万县市内先后办有医疗机构3所，慈幼院1所 发展的少数民族的数量。相反，笔者却从一些文献

(1935)。1937年，天主教会在梁山县(今重庆市 里发现了天主教在川东地区传播所遭遇的文化冲突

梁平县)设有育婴堂一所。【7】(11弘1123)1928--1938年， 的蛛丝马迹。《重庆宗教》记载，“1840年鸦片战争

美国女传教士李美丽(译名)创办布道会孤儿院， 之后，英法等国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

先后招收29名孤儿。 条约，各国来华的传教士越来越多。他们深入城市

3．兴办教会学校。基督教会不仅在川东地区 和乡村进行传教活动。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

进行慈善布道，而且也兴办许多教会学校，进行教 异，中国传统思想信仰和风俗习惯与基督教信仰不

育布道。据‘万县市志》记载，万县真原堂神甫王 相容；一些传教士无视中国法律，在许多地方强占

天德在鞍子坝创办“仁爱”、“海星”小学，以传授 强买土地，修建教堂，甚至侵占庙宇和民宅，干预

文化为主，兼讲教义。1935年，天主教万县教区在 地方法权，欺压百姓，还有少数教内痞民，依仗教

渠县创办世光大修院，为天主教培养神职人员。 会势力，横行乡里。这些都极其了中国人民的反抗，

川(1123)另外，天主教会在开县、奉节、云阳、忠县、 全国各地都陆续酿成了很多‘教案”。n1(24习川东地

彭水、巫山、巫溪、城口等地设立了许多教会学校 区先后在开县、奉节、彭水、城口、万县等地发生

和施药机构，对当地的群众进行免费治疗和送药。 过反“洋教”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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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七年(1901)秋天，彭水郁山镇的天主 通过支援中国抗战，一定程度上也扩大了基督教在

教堂霸占了彭水县城大片土地作为“教区”，强迫居民 川东地区的影响，信教人数回升较快，有大量难民

搬家。教堂司铎平时喜欢用手杖毒打群众。教堂司铎 入教，但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难民返乡，信教人

等人游览老郁人会来，途经太平桥时，遭到当地群众 数又急剧跌落。

毒打。使得天主教在当地不敢再坚持划“教区J+PO 131075) 注：本文涉及的外国人姓名从档案文献中获知，大

光绪三十四年(1908)，奉节三角坝教士丁大 部分难以查到其外文原名．故未注出，教请读者原谅．

升从巫山庙宇天主堂庆祝“圣母升天”节之后，只 参考文献：

身骑马回教堂。但途中遇山洪爆发，丁大升被连人 【1】1重庆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重庆宗教咖．重

带马冲入穿石洞淹死。出事后，教方人士一口咬定 庆：重庆出版社，2000．

“丁教士被三角坝人谋害。”并逐级上报，控告四川 【2】万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万县志Dd】．成都：四川

督府、督府日夜命令夔州知府和奉节衙门查办。迫 辞书出版社，1994．

于当时朝廷“抚洋抑民”的局势，知府违心地有怀疑 [3】彭水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彭水县志【M】．成都：

的乡民“丢监审查。”奉节三角坝人民对教会诬陷良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民之事个个义愤填膺，商议先到官府伸冤，如伸冤不 【4】奉节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奉节县志【M】．北京：

成，将举行武装反抗示威。夔州知府于宗樟于是与神 方志出版社，1995．

甫辩斥其诬陷之词，事态最后才得以平息。[131261-262) 【5】丰都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丰都县志【M】．成都：

1937年，万县城区市民发现天主教所办慈幼院 四川科技出版社，1991．

几乎每天都要从该院抬出棺材去太白岩下的洞盆山 [6】开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开县志【M】．成都：四川

埋葬，人们在诧异，怀疑的情况下强行打开棺材查 大学出版社，1990年．

看，结果发现一具棺材内竞装有3"4具小孩的尸 【7】重庆万州龙宝移民开发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万

体，并且尸体体形很怪，很惨，激起愤怒的群众成 县市志咖．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

群结队涌向教会提出抗议，酿成震惊西南的万差r孩 【8】云阳县志编撰委员会．云阳县志【M】．成都：四川

尸案。州”(1121)1921年，鄂西农民武装“神兵”攻入 人民出版社，1999．

万县境内，摧毁大兴场、新田等教堂。1926年9月 【9】9城口县志编撰委员会．城口县志【z】．内部资料，

5日，“九五”惨案使市民对英国人十分愤恨，英国

传教士纷纷逃离万县城，导致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

发展在万县一落千丈。

总之，川东地区发生的一系列“教案”表明，

基督教，特别是天主教在川东地区没有处理好基督

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思想信仰之间的关系，基督教具

有强烈排他性的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另

外，西方传教士们凭借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无视中

国法律，横行乡里，给中国人带来了极端坏的印象。

民族矛盾的激化，导致川东地区“教案”的频繁发

生，也导致信教人数锐减。抗日战争期间，天主教

和基督新教也曾积极支持抗战，从某种意义上说，

1992．

【10】忠县志编撰委员会．忠县志[M】．成都：四川辞书

出J皴，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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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issemin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ChuandongDistrict

胍NG Rong

(Department ofEthnology,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Wanzhou,Chongqing,404100)

Abstract：Since the middle of 18m century,Catholicism has been widely spread in Chuandong district,

foUowcd by Protestantism in late 19血century．m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arly phrase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Christian faith in Chuandong district,practically focusing on the process，methods and effects of the

missionary activities．

Key words：Chuandong district；Catholicism；Protestantism；culture sh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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