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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远坊天主教是陕西关中地区的天主教活动中心，历来在关中天主教的传播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

立足于介绍天主教在当地发展现状，包括此地教区总体发展情况、教堂建筑介绍、教堂内部职位设置、教堂所属各

机构及管理情况。此外还介绍教会的主要经济来源以及给当地带来的影响等方面。

关键词：通远坊；天主教；天主教堂；教民

中图分类号：1197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77X(2010)01—0016—03

通远坊地处西安市高陵县，是高陵县下属的一

个城镇，距县城大约4公里。虽然只是一个城镇，但

早在300年前就因天主教的落户而闻名世界，并且

它是关中天主教的活动中心，天主教势力在当地的

发展相当大。

元泰定五年(1328)意大利籍方济各会士来此

地传教，之后天主教发展不断。至1844年更有意籍

主教将此地作为教务活动中心，并在此建立总堂。

从此通远坊便成为陕西中境教区的活动中心，主教

历来都常驻通远坊，虽然在1932年罗马教皇重新划

分教区，将高陵通远坊划入三原监牧主教区，⋯(麟’

而且总堂也迁到西安，但通远地区由于教民众多、历

史悠久、教会影响大，所以主教仍常驻此地，管理三

原监牧区下属的各教区教务。

一、总体情况

高陵天主教区现有天主堂六座、一个修女院和

一个聚会点，简称“六堂一院一点”。这些教堂大都

位于通远坊，除北仁教堂不属通远坊外，其他教堂都

位于此地，主要有通远天主堂、郭路村天主堂、张白

村天主堂、蜜蜂王天主堂、岳华村天主堂和通远天主

教修女院。其中属通远天主堂影响最大，拥有教民

最多，约2 400人，其余教堂教民人数从200人至

700人不等。各教堂教民主要来源于所在的各村人

口，并且教民形成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以各村各家

为单位整体入教，形成一种约定俗成：只要家中有一

人人教，家中其他成员便也纷纷信教；家中父母若信

教，子孙后代便会在出生后接受洗礼，成为教民。以

通远天主堂为例，教民主要为通远村人口，教民人数

在这个村子占到90％以上，教会在这个村中影响很

大。据统计，通远坊天主教教民总人数达到5 000

余人，并且还在不断地发展壮大。

关于教堂建筑，仍属通远教堂历史最为悠久，内

部最恢宏。这座教堂从康熙年间便开始建设，在最

初规模并不大，后来又被毁坏，到1844罗雅静主教

时期开始重新建设，是一座古罗马式砖木结构建筑，

堂宽14米，长46米，青瓦盖顶，堂内大红漆柱，堂门

造型美观，史书记载：“高陵县教堂之建筑则最久最

大”。大堂两侧耳房挂走廊。主教死后，即埋葬在

堂内，不修坟垛，同地平，装石碑于两侧墙壁，并使用

中西两种文字，记载其生平事迹。现堂内已埋葬主

教9人，在墙壁上即可见到他们的墓碑。但是由于

无力保护，年久失修，有些墓碑已经字迹不清。这座

教堂是通远坊地区各种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和重大

宗教活动的举行地。如1999年主教五十金庆时便

是在这里举行的，据说当时参加人数达到了8 000

人之多。除教堂大堂外，还保留有保赤会、圣母会大

楼和神哲学院。保赤会是过去的孤儿院和育婴堂，

但是被大火焚毁，现仅存砖结构的立墙，还依稀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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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规模。圣母会大楼和神哲学院虽然还在，但

也因为年久失修，破败不堪，早已弃之不用了。除此

之外，在镇子的西北角有神父墓地，约占地三四亩，

当地人称为“圣园子”。

除通远教堂外，其他的教堂也是有一定历史与

规模的。张白村天主堂是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

所建，最初只有简易堂三间，⋯(附”建国后，于1954

年由教民捐献重建堂七间。郭路村天主堂为清宣统

元年(1909)所建，最初也只有三间，1969年被拆，后

在1984年重建，使教民过上正常的宗教生活。其他

教堂情况也是类似的。

二、教堂内部职位设置及管理

高陵通远坊教区隶属三原教区，但因通远坊教

区历史悠久，规模巨大，教民人数众多，影响大，所以

三原教区主教常驻通远教堂。其职位设置为主教一

人，助理主教一人，各教堂神父一人，修女两人。主

教一经任命便为终身，现任主教已年近九旬，所以已

经选举一人为助理主教，帮助主教处理教区下辖的

十三个县市的教务。其它各教堂内一般只有一名神

父，但一名神父如果需要可管理几个教堂的事务；修

女一般设置两名，但近年来因人力不足，个别教堂人

员配置上也有例外。

除神职人员外，各教堂还设立“堂务管理委员

会”，简称“堂管会”，堂管会内设会长一名或几名，

根据教民人数多少而定；另有副会长数名以及出纳

和会计各一名。这一机构的主要工作是帮助教堂管

理其他事务，诸如粮食收购、教堂建筑的修缮等。通

常这一机构内的工作人员是经民主选举而产生的，

有一定的任期，并且工作是属于无偿劳动。

另外，通远修女院机构是独立的。修女院原有

白会和黑会之分，即圣母会和玛里亚圣心会。前者

属罗马教会，总部设在通远，即现在的通远修女院；

后者为中国本土教会，现总部已迁往西安。在陕西

省据说只有三所修女院，而通远修女院就是其中一

所。这所修女院自1984年恢复，正式命名为“高陵

县天主教修女院”，人数曾经达到150人，但现在只

有20至30人左右。修女院内设院长、副院长各一

人，委员若干人。修女院主要工作一方面修行，另一

方面协助教堂进行工作，举行各种弥撒。

关于成为主教以及神父的过程是极其严格的，

主教管理教区内大小事务，神父则负责教堂内的具
” 体事务，所以人员的选择关系到各教堂以及整个教

区的发展，要经过严格的筛选。尤其是主教的选择

更加苛刻。现简单介绍过程：一般是信徒在年幼时

即可向自己所属教堂的神父申请进行学习，神父将

名单推荐至主教处，由主教进行考察。考察通过后

会将所选人员送人神学院学习，当然，在主教考察的

同时，还必须经过政府有关部门的考核。在神学院

学习后需达到“六品”，再经过主教进行考核后方可

成为神父。这是成为神父的必经之路，而只有成为

神父之后才具有成为主教的资格。

之后，在需要主教接班人时将会从神父中选举，

一般是在内部进行民主选举。这里要提出的是，在

我国宗教界“自主办教”运动之前，主教都是由罗马

教皇任命，为外籍人员，没有什么自主权。解放后，

我国宗教界实行自办教会的政策，才将宗教权利收

回，而现在主教的人选便采取了民主选举的方法。

首先教会内部进行选举，结果公布后会选前两名成

为主教助理的候选人，接着召开代表大会进行公选，

代表人员包括全部神父、教民代表、“堂管会”会长

代表、修女代表等。这些代表一般会由主教指定，以

保证选举的正常进行。在代表大会上再从两个候选

人员中选举一名成为正式的主教助理，也就是下一

任的主教人选。这里还需要有一个必需的程序，即

主教助理在上任主教去世后必须经过“祝圣”后方

可成为真正的主教，而且这一过程必须在政府有关

部门的监督下进行，否则法律不予承认和保护。近

年来围绕主教的选举可以说是明争暗斗，一个合格

的主教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可以保证教区

内各项教务的正常进行，可以使整个教区的传教事

业得到良好的发展，也能使宗教力量与其他力量和

谐相处、互促互进，否则会给整个社会带来不良后

果。当然权力也是争斗的一个重要原因。总之主教

人员的确定对于任何方面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

三、主要经济来源

1．教堂经济来源

通远教会发展至今，教堂经济来源主要有以下

几个途径：一是做弥撒所收取的费用。主要为主教

和神父，年收人在5 000至6 000元，但这部分不作

为教堂公有财产。二是“堂管会”所收取的“四规

粮”。每年在夏秋两季有专人至各教民家进行收

取，数量不等，由教民自己掌握。收取的粮食作为教

堂神职人员的口粮。三是教民的捐款，数量有限。

此外神父也会向社会进行募捐，如通远教堂的一位

苏神父就曾用募捐来的款项修缮了教堂的门楼。四

是境外资金的申请。天主教在境外有一个主要的

资金来源地，称为“亚非基金会”。教堂如有需要

可向此机构进行申请，一般可申请的金额由几万

至十几万不等，数量较大。所得钱款大多用于教

堂公共事业。这是教堂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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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记载，在1951“三自革新”运动之前，通远教

堂每年接受外汇津贴多达65 467 750元。【2
J(川耵’

除以上所介绍的方式外，在建国前期，通远教堂拥

有耕地830亩，全部出租给无地和少地的教民耕

种，收取地租，作为通远坊教堂开支的一部分。这

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53年。虽然教堂耕地已被

收回，但仍在不间断地接受外来资金。

2．修女院经济来源

通远修女院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

自养。通常修女院的人员都有一定的自养能力，大

多数人员都具备一定的技能，诸如医生、缝纫等。她

们会凭借自己掌握的技能赚取一定的生活费，通常

主教和神父所需的衣物都会由修女来专门制作，非

常漂亮，但这是无偿的。第二种方式是神父的资助。

但这种方式是属于私人的资助，数量也是有限的。

第三种是“堂管会”的粮食分配。在每次的粮食收

购后，“堂管会”都会分出一部分粮食作为修女院的

口粮。最后一种方式是外部的资助。这部分也可以

说是属于募捐。通远坊修女院与南方的修女院有紧

密的联系，通常她们会自发到那里进行募捐，数量较

大，这也是一项重要的资金来源。募捐所得的款项

也多用于修女院的建筑修缮。

四、天主教带来的影响

首先，天主教自进入当地后，对当地的经济发展

有一定的贡献。民国十九年(1930)，当时杨虎城将军

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为解决关中

的大旱问题，遂任命李仪祉为陕西省政府委员兼建设

厅长、总工程师，设计规划，兴修泾惠渠。⋯(P旧’所需

经费除政府拨款外还有各地各部门的捐款，这其中

就包括上海华洋义赈会的捐款，此会属于天主教机

构，并且也是由通远天主教堂联系的。泾惠渠于

1934全程竣工，解决了包括高陵县、三原县在内的

五县的耕地灌溉问题，并且此渠至现在仍在发挥着

作用，这是通远天主教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的重要

贡献之一。其次，在医疗卫生方面，天主教也做出了

贡献。清光绪十四年(1888)，通远天主教会创办慈

善医院。最初有外国西医5名，至民国三十年

(1948)，有医生13名。解放前，外国医生陆续回

国，遂自行解体。⋯‘咖”慈善医院的创办，为当地的

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贡献，并且将西医的治疗方法

引进当地，促进了当地医疗的发展。再次，天主教人

员积极进行慈善活动。如民国时期的几次大旱大

灾，通远教堂便多次设立饭场进行赈灾。同时天主

教也为当地带来了西方的科技。民国七年(1918)，

当时的修道院监理戴夏德安装发电机，这是县内最

早使用的电力。民国八年(1919)，又修建气象站，

预报天气变化，便利当地群众。【1 3(眈’最后，天主教

教义的传播，也改善了当地的社会风气。天主教教

义主张“孝敬父母、毋杀人、毋行邪淫、毋偷盗、毋妄

证、毋愿他人妻、毋贪他人财物”o[3](rlsg-162)这些主

张劝戒世人不要做恶，多行善事，对当地社会风气具

有净化作用，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保持当地社会的良

性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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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天主教在陕西传播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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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1878年陕西特大旱灾”、“义和团运动”等特定历史事件，都为方济各会在陕西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利用这些机会，方济各会建立了高陵通

远坊传教基地，并在此基础上修建主教府，使之成为陕西，乃至西北地区的天主教传教中心。在西安修建天主教南堂等传教场所，吸引了大量的民众入

教，扩大了方济各会的影响。民国时期，陕西形成八大教区的格局，方济各会占据了汉中、延安、西安、整厔、凤翔、同州、安康和三原八大教区中

，除了汉中以外其他七个教区的领导权。在传教过程中方济各会以“面向社会最底层的广大民众”，坚持“清贫福音”的传教路线，与耶稣会传教策略

形成鲜明对比。这些传教特点使得方济各会在陕西的传教工作得以持续发展。

2.学位论文 闫华 晚清民国时期高陵天主教发展史研究 2010
    高陵地区天主教从晚清时期开始正式传入当地，发展至民国末年，经历了百

年的历史。在这个阶段中，其发展历程主要包括传教活动的起步和传教基地的建

立、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初步发展、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初的持续发展、民国

的恢复与发展等四个主要的阶段。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伴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

中国的国门被打开，并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不平等条约为天主教在近

代中国的大力传播和发展提供重要的保证，高陵天主教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

下迅速发展的。在这个时期，历任主教充分利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结合当地的

具体情况，适时的调整传教策略和方针，使得天主教在当地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同时，他们致力于修建教会各种建筑，完善教会内部各种机构和设施，由此在当

地及陕西教区形成巨大的影响，最终发展成为陕西地区名副其实的传教中心，在

陕西天主教历史上占据重要的位置。而且，教会在发展过程中兴办教会学校及各

类慈善事业，在当地形成较好的影响，并且客观上推动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关键词：高陵，通远坊，天主教，主教，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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