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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圣母圣心会在阿拉善旗的传教活动

口张 或 [福州大学福州 350002]

【摘 要】 晚清时期，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在阿拉善旗的传教活动获得很大进展。传教士的成

功在于其传教方法得当。教会的传教活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也加深了地方社会的半殖民化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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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65年到1952年，比利时圣母圣心会(Con．

gregation of the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CICM)在中国

北方进行了将近90年的传教活动。阿拉善旗是其重

要的传教区域。对其在阿拉善旗的传教情况，国内有

学者进行过研究，但很不充分。本文拟以所搜集的资

料对晚清时期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在阿拉善旗的传教

活动作较为系统的梳理，以求教于方家。

晚清时期阿拉善旗的东北接乌兰察布盟乌拉特

界，东与伊克昭盟的鄂尔多斯右翼后旗及右翼中旗以

黄河为界，东南隔贺兰山以宁夏府为界，南接凉州、甘

州两府，西连额济纳旗，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内蒙古阿

拉善左旗全部和阿拉善右旗的大部以及巴彦淖尔市

磴口县与乌海市的一部分u J。

一、1900年以前传教士的传教活动

1865年在圣母圣心会传教士来华传教之初，活

动区域主要在西湾子(今河北崇礼县)、西营子(今河

北尚义县)一带。1870年左右，传教士开始向邻近的

察哈尔蒙古人传教，但所获甚微。为吸引过往的蒙古

香客和商人的注意，传教士于1872年在西营子修建

了新罗马式风格的教堂。落成后的这座欧式建筑的

确吸引了一些过往者的注意，其中就有阿拉善亲王贡

桑珠尔默特。

1874年8月贡桑珠尔默特在路过西营子时到教

堂参观，并邀请在此传教的德玉明(Devos Alfons)神父

到定远营(阿拉善旗札萨克衙门所在地，今天为阿拉

善左旗人民政府所在地)旅游。德玉明接受了贡桑珠

尔默特的邀请，并与贡桑珠尔默特同行至归化城。贡

桑珠尔默特在归化城的债主要贡王清偿债务，于是德

玉明借给贡桑珠尔默特500两银子以偿还债务。德

玉明试图通过此举讨好贡桑珠尔默特。德玉明神父

于1875年、1876年两次抵达定远营，但针对蒙古人的

传教工作仍未能展开。1876年3月，德玉明离开定

远营到阿拉善旗东北部的三道河子一带传教。

三道河子(也称为三盛公)在今磴口县境内，为阿

拉善旗的牧地。三道河子一带土壤肥沃，适合农业，

从乾隆年问起，三道河子被逐渐开垦，到道光三年开

辟出的土地有1190顷。在西北回变中，阿拉善旗遭

到严重破坏，三道河子一带的耕地数量锐减到400

顷心J，在此耕种的汉族农民死亡、逃跑殆尽。

在定远营传教受挫的德玉明，在三道河子一带通

过大量租赁土地进行传教，到1879年，德玉明共租赁

了三道河子一带7个地方(奎元号、红盛义、锦恒西、

自盛隆、兴盛扬、景宁泰、三盛公)，总计52顷32亩的

土地，并实行了“谁想种地就得人教，不人教就不能种

地”的措施。不仅如此，德玉明还从别处迁来教民，奎

元号和红盛义安置了30多名来自内地的灾民和20

多名从鄂尔多斯迁来的蒙古教民；在锦恒西安置了

107名从准格尔旗阿济尔玛(汉语名为尔驾马梁)迁

来的教民，德玉明还从岱海川带领150多名教民到三

道河子居住。迁来的教民如遇困难，传教士给予救

济，提供耕畜、籽种。德玉明的做法收到了很好的示

范效果。1876和1877年山西、陕西等省因遭遇旱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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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三道河子的汉民，为生活所迫，纷纷加入了教会。 九，骆驼二十五，犬二”[4]。

当时流传下来的顺口溜形象地反映了人们入教的情

况：“天主圣母玛利亚，热身子跪在冷地下，神父!哪

里种地呀?噢来!红盛义去种吧!”；“你为什么进教?
我为铜钱两吊。为什么念经?为了黄米三升”幢’。德

玉明把获得的那七块土地建设为教民村。在他的带

领下，人教者过着严谨的宗教生活。无论男女老幼，

每天五更时起来同堂念经，天亮后成年男子种地，男

童读书，妇女和女孩做针线活。入教者每人每月可以

领到粮食“一斗五升、菜油一斤。小孩子六岁以下每

日二勺半。三岁以下无粮。”为解决人教者的口粮，德

玉明神父还带领教徒到平罗县去买粮食bJ。

由于教务发展迅速，1883年成立了西南蒙古教

区，主教府设在三盛公，德玉明任首任主教。1884年

德玉明又在天兴泉租赁了19顷土地，此后德玉明还

返回比利时募集兴办育婴堂的钱款。1888年德玉明

开始修建三盛公大教堂，但在次年德玉明患病去世。

随后韩默理(Hamer Ferdinand)调任主教。1893年三

盛公大教堂建成。1895年传教士又在教堂周围修建

了围堡，在南粮台、天兴泉也修建了教堂uJ。1900年

春，韩默理把主教府迁至二十四顷地。

二、1900年阿拉善旗的反洋教运动

1900年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反洋教运动如火如

荼，二十四顷地教堂被清军攻破，韩默理被杀。一时阿

拉善旗的局势相对平静。当时躲避在三道河子教堂

的传教士共有15人，即来自三道河子一带传教的戴

天禄(1ateyr Aehiel)等5人；来自宁夏府下营子的2

人，从二十四顷地逃出的6人；来自乌兰卜尔的2人。

另外，在教堂的教民也为数不少。当时传教士与教民

准备固守教堂，但包围教堂的阿拉善旗总管安九(蒙

语名为阿术尔吉Et嘎拉)并不急于进攻教堂，而是晓

谕教民背教，并承诺保证教民的人身安全。结果许多

教民纷纷从教堂离去，这使得传教士无法固守，被迫

离开教堂，取道外蒙古回国。这15名传教士是如何

离开教堂的，不同资料的叙述有很大不同。教会人士

李杖编纂的《拳匪祸教记》称：“六月二十九日安九至
三道河子近处谓教中绅士日：‘余与天主堂交素善，必

不害汝曹。但拳民甚众，力亦大。余不能遏阻。尔曹

自为计可也’。其言不足恃。故教士与修院生十六

人，亟造铅丸铜帽土砖，以备守护。远近教友或人沙

漠，或往遐方，凄惨万状。七月二十四日，三道河子十

五教士为安九所逼，束装出境，随者十四人，马二十

109

这段资料比较隐讳的反映了在安九的诱迫下，许

多教民背教的史实。对传教士如何为安九所逼，又如

何得以离开教堂，《拳匪祸教记》并未交代，而《闵玉清

传》的相关叙述是：“(安九)不考虑拳匪叛乱的后果，

想把传教士驱逐到戈壁沙漠中去。他们的用意是把

这些人提到远远的荒野地带杀害他们，并且在狼山预

先设备好了埋伏陷阱。但天主不允许这样的大屠杀，

而他是要有久经锻炼的传教士在变乱后重振教会。

蒙古的妄想没有成功，把他们驱逐到远远的地方，一

直到了大库伦没人烟的荒凉地带”【5 J。

这段资料的可信性是值得怀疑的。在教民纷纷

离开教堂后，传教士实际上陷入了绝境。此时安九若

想杀死传教士并非难事。假使安九真的想杀死传教

士，他怎么可能会让传教士携带牲畜、食物离开教堂

呢?他也没必要不在阿拉善旗境内的狼山设伏。在

当时举国若狂，以杀洋教士为能的情况下，安九根本

没有必要舍近求远。安九在光绪二十七年给阿拉善

亲王多罗特色楞的禀呈中称：“去岁本旗三盛公洋人

等教长戴天禄派奉教民贾大前来言说：‘现在中外开

衅，拳匪恐将骚扰此地。趁匪徒未来之时，我等归回

本国，恳求体恤我等，并抚养所遗教民，将大经堂一座

设法照旧存留，离此二三十里之几处小经堂，不但不

能兼顾，且恐义和拳匪乘间前来栖身，杀害万民，因此

垦将小堂概行拆毁，一总保护而杜祸萌⋯⋯’等语。

本员当即照其所请将小堂拆去，所有木植妥为收存，

至今尚在。旋又专人前来言说：‘现在我等临行收拾

路用之际，奉教民人乘间窃取在外牲畜、在内物件，以

至路用不济，恳祈助给路费⋯⋯’等语。因照所恳，一

面饬派兵丁二十名，代为看守教堂院门，一面设法助

给骆只账房银两等项，核算共计一千余两之谱，帮伊

护送起程”№一。

应该说，这段叙述与史实相去不会太远。当时清

政府的政策是在教民武装负隅顽抗的情况下，地方官

员才能痛加剿杀。若教民武装自行解散，地方官员除

保护教民的安全外，还应派人护送传教士安全出境

(当然一些极端仇教的官员并不严格遵守这一政策，

在反洋教运动高潮时期尤其如此)。在三道河子教堂

内的教民离开教堂后，处于绝境的传教士选择回国自

然是明智之举，他们请求包围教堂的安九准许他们离

开也顺理成章。此外，他们被困在教堂内，难以准备

途中所需的物资，请求安九提供也很自然。安九对其

请求是一一照办，并派蒙兵护送传教士出境。应该

说，安九的谨慎举措是适当的，避免了如新教牧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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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9人在大佘太被杀一类惨祸的发生。但传教士

并不感恩，其在赔教期间要求将安九革职，还向阿拉

善旗提出巨额赔偿要求。教会资料有意掩饰传教士

向安九哀求准许离开及安九提供物资并派兵护送的

史实，既是为教会保留颜面，也是要遮掩传教士有负

安九等蒙官恩义的行径。

至于传教士离去后安九如何对待教民的问题，教

会著述与清朝档案也存在着很大差异。据《教务教案

档》阿拉善旗的相关禀呈内容是：“在派兵护送传教士

离去后，安九晓谕教民‘勿庸惊惶’，并派兵维护治安，

看守教堂。对从二十四顷地、乌兰卜尔等地逃来的教

民也同样予以保护，还提供衣食。为抵偿资助传教士

离去的花销，以及救助遭受旱灾的蒙古牧民，安九向

教民摊派了粮食¨J。对此，圣母圣心会的相关档案内

容却是：“安九欺骗、迫害教民，强行拆毁教堂，喇嘛们

亵渎圣堂、损毁祭器，蒙兵则将神父住屋洗劫一空。

大多数教民张贴红纸宣布脱离教会”¨1。应该说，这

两方面的资料都有其片面之处，阿拉善旗的禀呈对己

方保护教民的行为多有夸大，对强迫教民出教、将教

堂改作佛寺则有意掩饰。教会资料则正好相反，其夸

大了安九对教民的“迫害”，有意回避了安九庇护本旗

及从别处逃来避难教民的史实。

三、赔教与教会的发展

1900年秋，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反洋教运动逐

渐平息。1901年闵玉清(Bermyn AEons)神父继任了

西南蒙古教区的主教，回国的传教士也返回到阿拉

善旗。

在反洋教运动时期，阿拉善旗境内的传教士被护

送出境，又无一教民死亡，阿拉善旗当局拒绝了传教

士提出的退还土地和赔偿损失及救济教民的请求。

闵玉清遂到北京活动，向法国使节和比利时使节禀报

称：“三道河子一带教民危困”、“(阿拉善等旗)散布传

单，速集兵马粮械，先将汉民逐出，再将教民另聚一

所，正月内必有扰攘”。陕西当局也收到闵玉清类似

的禀星№1。在法方的压力下，清政府指示地方官员进

行调查，结果却均是“教、民始终相安无事”。阿拉善

亲王多罗特色楞还呈递了教民给他的感恩禀呈№1。

光绪二十七年的春夏之交，陕甘总督崧蕃又多次接到

闵玉清禀呈：“三盛公现在教民二千有余，俱皆无粮，

束手待毙。又有总管蒙古安九暗中聚兵，张扬复仇”；

“现有夷地安九今不守分，端为首恶，结联匪徒王祥

林，纠集乌拉地、打拉的二处兵马数百余人，驻扎乌兰

包地方，大肆猖獗滋扰伤害”【6J。对此宁夏道官员派

人前往查探的结果却是“并无纠兵复仇情事”。多罗

特色楞对闵玉清的禀呈予以了驳斥：“讵料本年该教

民等忽捏诬砌词，另控与外来之教士闵玉清，藉端讹

诈。窥其情意，该教民与教民两不相合，有反教远遁

者，亦有反教今仍复从者，又见和局将成，恐教士转回

追问，藉此一口两舌，搬弄是非，移祸于人，事或

有之”‘引。

关于“匪徒”王祥林，多罗特色楞也进行了介绍：

“再，王祥林子原系奉天主教，今自改奉大教，设供关

帝牌位，因此该教士闵玉清恐其纷纷效尤，深恨之，故

为造言，其实与王祥林子别无他故”¨o。

另外，多罗特色楞又再次张贴保护传教士、教民

告示，要求安九照旧保护教民，还从宁夏道借取了

100石粮食发放给教民。宁夏道还借给闵玉清1000

两白银赈济教民，并劝说闵玉清“毋与蒙人为难”。

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初六，闵玉清到归化城向归绥

道恩铭称：“三道河子、乌兰卜尔有匪徒勾结蒙古聚众

仇教，约期起事，情形甚为危险”，表示要到北京去请

洋兵。恩铭急从包头调派清军前去弹压。十四日，清

军抵达乌兰卜尔，并很快查清事实：蒙民与汉民因争

夺水渠发生群殴。待清军到时，事态业已平息。清军

头领管带聂心田又对当地居民和传教士进行了询问，

得到的答复是：在三道河子的传教士曾送信给当时在

乌兰卜尔的闵玉清，称有蒙古(应为安九)调集蒙兵，

意图仇教，要闵玉清快逃。十八日，清军抵达三道河

子，在此传教的白文治(Bekaert Juul)神父称：“安九已

于十七日被多罗特色楞调回，蒙兵也已散去”№’。安

九果真调兵仇教了吗?多罗特色楞的说法是：“(安

九)因教民将好为仇，多方诬赖，不得已前往归化城一

带寻觅三盛公教长戴天禄前来质证解纷”M。。

应该说多罗特色楞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闵

玉清的四处控告使安九承受了巨大压力，为此他带兵

寻觅1900年在三道河子传教的戴天禄神父以洗刷自

己，其采取这样的行动不能不说是莽撞。由于多罗特

色楞将他及时调回以及清军的到来，从而避免了安九

与传教士间的激烈冲突。对于闵玉清的种种举动，陕

甘总督崧蕃作出了这样的评论：“查闵玉清始而借银，

继而借粮，均经照准发给。是三道河子一带本无事

故，数月以来，文电频繁，皆由该教士闵玉清意欲乘机

索赔，而又不能直说，遂不得不节外生枝，希图恐吓蒙

人，饱其私囊。蒙人理直气壮，断不甘受讹索，此三道

河子平空纠缠无查办之实情也”M·。

在法使的压力下，清政府被迫将安九革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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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旗就赔教事宜与传教士谈判。光绪二十八年 (续表)

秋，在清政府的多次催促下，阿拉善旗派安九到宁夏

城与传教士白文治、李鸿猷(Van Peer Frans)进行谈

判。传教士起初要求赔偿20多万两，随后又降低到

18万两。对此安九颇感不平：“本旗因是非不论，一

味贪求，殊与中外国家以义制事、以仁交邻之道有乖，

实非和平办法”；“惟查小桥畔、下营子各案，实有杀毙

抢毁各情事，赔偿亦只数万。以之相较，本旗纵不论

功，亦何至大为受过”¨1。由于双方立场相去甚远，首

次谈判无果而终。光绪二十九年正月，蒙教双方进行

第二次谈判，在宁夏将军色普徵额的协调下，勉强以

赔偿8万达成协议，但在具体支付上，蒙教双方仍有

分歧。传教士提出，本年须先支付1万，三道河子暨

教民申朝聘耕种地亩作价3万，钱到回赎，照旧纳租。

其余4万分4年交清。阿旗蒙官提出以吉兰泰盐池

作抵押，由陕甘总督代筹钱款。崧蕃以吉兰泰盐池难

以官办为由，要求阿旗自行招商后才能借给钱款。至

光绪三十一年，阿拉善亲王多罗特色楞以亲王俸禄作

押，陕甘总督升允方才借给阿旗1万两偿还赔款。阿

旗又自筹1万两，仍欠6万两，经外务部与法使协商，

闵玉清终于同意让步。同年七月蒙教最终以赔偿5

万两达成一致，剩余3万两阿拉善旗以三盛公附近及

毛诺海11处土地质押给教会，钱到回赎№1。在阿拉

善旗赔教过程中，闵玉清的表现让人瞩目。在反洋教

运动时期，由于阿旗蒙官安九的处置妥当，直接索赔

很难成功，闵玉清不惜制造谣言，以引起外界，尤其是

法使、比使的注意，促使、甚至是唆使他们频频向清政

府施加压力，最终迫使阿旗向教会进行了赔偿。尽管

闵玉清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同时也赢得了“土著骗

子手”的绰号，并为后入所熟知”j。

反洋教运动后，闵玉清将三道河一带被拆除的教

堂一一修复，又新修了渡口教堂和补隆淖教堂，并迁

移了一部分教民前去垦种，使渡口和补隆淖发展成为

两个较大的教民村(详见下表)。

1885。1911年阍教务发展表‘71

＼憨民效

宰劈＼
三盛公 天兴泉 南粮台 渡口 补隆淖 总计

l髓5 枷 120 520

1886 舒0 145 595

l蝴 478 163 641

1896 613 184 7卯

1903 65l 319 412 440 482 2404

19舛 1035 36， 5醯 232 2198

儿l

＼递民数

牵彬＼
三盛公 天兴泉 南粮台 渡口 补隆淖 总计

1906 587 228 561 30l 1677

1909 553 335 593 705 602 ”88

191l 503 2舾 515 824 610 2837

为培养忠实信徒，传教士还在三道河子兴办学

校，以加强宗教灌输。1880年三盛公小学成立，分男

女两校，主要招收教民及附近居民子女，教学内容以

要理问答为主，另学一些文化知识。此后传教士又在

南粮台、天兴泉、渡口、补隆淖等天主教村设立小学，

主要进行宗教教育。为培养神职人员，传教士还在三

盛公设立了修道院，传教士还在教堂收养了一些被遗

弃的女婴，将其抚养成人，以信教便可婚配女婴为手

段发展教民归J。为发展三道河子一带的农业，1902

年至1908年间，传教士先后主持挖掘了三盛公渠、广

庆元渠、渡口堂渠等水利设施u引。

在传教士的努力下，到民国时期，教会控制的区

域已建设得有声有色，对此，一些地方志的编纂者有

较为详细的描述：“于是教堂遂拥有该处土地，招募人

民开渠道、垦荒地、筑城寨、植树木、设学校、立医院，

迄今阡陌纵横，绿荫蔽野，且因禁种罂粟，田原不见毒

卉，成为沙漠中之乐园。三盛公堡内，居民百余户，教

堂规模颇大，教士男女各八九人，均为比籍，有自设之

中、小学校教育教民，并设有各季夜校，利用余暇，课

人读书。现宁夏及绥西一带，所有识字的人民，除少

数外来移民外，泰半是教徒及其子弟。⋯⋯所设医

院，嘉惠平民亦多，例如将此区域之婴儿死亡率自百

分之七十降至百分之三十。即此一端，可见一斑。教

堂周围，果园花圃，随处可见，景物宜人，俨然世外

桃源”【-¨。

四、余论

晚清时期，传教士在阿拉善旗三道河子一带传教

活动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即和传教士不畏艰

险，深入民间了解民众疾苦，制定出适应民众需要的

传教方法有关，也和三道河子优越的地理位置有关。

三道河子远离阿拉善旗统治中心，蒙旗当局鞭长莫

及，传教士针对汉民的传教对蒙旗的统治也构不成大

的威胁。当然，法国的支持也是传教士在阿拉善旗传

教活动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传教士在阿拉善旗三道河子一带的传教活动客

观上为稳定社会秩序，进行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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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水准起了一定积极作用。但是传教士的活动也部

分的侵犯了地方当局的主权，加深了所在地区的半殖

民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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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new liberation of the mind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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