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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教案迭出——大规模群众反洋教斗争   

    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与列强签订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允许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且可“租买田地，建造自

便”。这样一来，民教相争酿成的案件急剧增多。教案迭出，原因何在?中西文化的差异与冲突，固然可以作为一说，但并不是主要原

因。中国境内的外来宗教早已有之，西方传教士也在二百年前就踏上了这片东土，而中国民众的大规模反洋教却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

后。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此时的西方传教士伴着征服者的大炮，有的仗势欺人，而中国民众也把他们当作侵略者的代表来发泄仇恨。具

体分析，民教相争的案件以房地产纠纷为多。传教士进入内地后急于扩展传教事业，往往强买强占民间房屋地皮，引起住民不满与反抗。

传教士遂向本国公使馆告状，公使馆向清政府施压，清政府则对百姓施以弹压，使矛盾不断激化。  

    外国教会深入中国内地后，形成一种特殊的社会势力。有洋人撑腰，官府不敢惹，一些地痞流氓也托庇入教，横行滋事。这些都成为教

案爆发的导火索。平心而论，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中也不是没有做过有益的事。为传教，他们兴办医院、学校、书局，同时传播

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一些虔诚的洋教士同情中国人民的苦难，给予了善意的布施。但是这改变不了帝国主义侵略欺侮中国的大时代背

景，也就不可能阻遏上述那些矛盾的发生。19世纪的后四十年间，中国各地共发生大小教案达四百余起，反洋教怒火遍及贵州、云南、湖

南、江西、四川、江苏、安徽、河南、河北、山东、福建、台湾等省的城镇乡村，其中影响最大的一起教案发生在天津，事件经过是这样

的：  

   《天津条约》签订后，法国把联军议约总部望海楼改为领事馆，后来又在领事馆旁建了个大教堂，在城东区开了间仁慈堂。仁慈堂收养

小孩，修女有时还给送孩子来的人一点身价钱。于是一些“吃教”的无赖，拐骗幼童去换钱的事时有发生。1870年夏，仁慈堂内收养的小

孩因传染病死了不少，埋于河东乱葬岗，被野狗刨出。有一棺内塞着两三个孩子，民众遂怀疑教堂有虐待行为。更有传闻教堂对幼童挖眼

剖心的。恰在此时，一个叫武兰珍的人因迷拐幼童被乡民执获送官，审讯中供出同伙还有教民王三。天津知县刘杰审得此供，感到为难，

便去请示知府张光藻，张又请示中央驻津的最高官员、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崇厚以为此案不查，社会压力太大，便照会法国驻天津领事丰

大业，要他帮助将教民王三送案对质。丰大业答应调查。  

    可次日刘杰前往询问时，又被丰呵斥而回。崇厚只得亲往见丰大业，丰敷衍地问教堂有无此人，回答说没有。6月21日，天津地方官员

带案犯武兰珍到教堂指认供情，事毕官员等离开后，仍有不少民众围观哄叫。这时堂内杂役出来，扭住一人的发辫便打，双方发生争斗。

崇厚官邸就在教堂旁边，他派了两个巡捕前去维持秩序，争斗平息了。可教堂方面仍不甘休，要求巡捕抓人，巡捕说现已无人闹事，没有

必要抓人。这时丰大业腰插两把手枪，带着跟丁西蒙赶到，他用鞭子抽打巡捕，并拽着一个巡捕的辫子去见崇厚。到崇厚官邸，丰踢门而

入，朝着崇厚连放两枪，大叫：你的百姓在教堂闹事，你为什么不亲往弹压?我今天饶不了你!崇厚吓得面如土色。沿途民众见丰大业如此

蛮横，又听见崇厚官邸内的枪声，纷传洋人打死了崇大人，遂四处鸣锣，愈聚愈多。丰大业大闹一通后欲离去，崇厚怕出事，劝他暂不要

走。丰说：你怕百姓，我不怕你中国百姓!崇厚于是派了两个卫士护送丰大业。路旁民众见丰大业出来，怒目而视，但还是让出了一条通

道。丰走到浮桥，遇到天津知县刘杰。刘是来劝丰大业为安全起见，暂时不要出大臣官邸的。丰又大怒，朝着刘杰就放枪，弹伤刘的随员

高升。这时周围的民众再也忍耐不住，一涌而上，将丰大业、西蒙打死。接着愤怒的人群奔向望海楼法国领事馆、天主堂、仁慈堂和法商

开的洋行，放火焚烧。天津教案就这么发生了。教案中死亡法国领事一人，随员三人，传教士、修女十二人，外籍居民五人。  

    教案发生后，美、英、法、俄、德、比、西等七国联合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各国军舰逼近天津海河口示威，要求惩凶赔偿。法国海军司

令威胁说：“十数日内再无切实办法，定将津郡化为焦土。”清政府极为紧张，急调病假中的曾国藩赶赴天津查办。曾国藩认为“中国目

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他虽了解到教案发生的真实因由，却故意把迷拐儿童的情节说成“查无确据”，将天津

知府和知县革职充军，判处肇事者二十人死刑(缓刑四人)，二十五人流放，并赔款49·7万两白银。清政府还派崇厚专程赴法国赔礼道歉。

曾国藩对天津教案的处理，遭到国内社会舆论的谴责，他自己也以“名毁津门”而耿耿于怀。  

    中法战争期间，当法军袭击福建水师，炮轰马尾造船厂的消息传出，全国反洋教的浪潮又起，福州、宁德、古田、厦门及毗邻福建的浙

江，连续发生毁烧教堂的事件。靠近越南的两广也民情激愤，在广东有四十多名传教士被驱逐到香港和澳门，五十余所教堂被毁。这种斗

争延绵不绝，有的地方甚至发展成为武装起义，如发生在四川大足县的教案，民众竖起义旗，反抗前来镇压的清军，战斗持续了两年之

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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