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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基督教自元朝以后较大规模入华传播，其间历经几个世纪的本土化，迄
今已成为中国宗教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据有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信仰基督教的教徒人数已经达到千万以上，分布在全国各个省、
市、自治区。
中国基督教的发展走向，已日益受到国内外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等各个学科领
域学者的重视，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日渐增多。
　　在从事中国基督教研究时，我国学者历来就有重视利用中文文献的传统。
早在二十世纪初，陈垣、方豪等史家就已在基督教入华史研究领域倡导广泛开发各类中文史料，尤其
是与“教会典籍”这类教会中人的著译作品相对应而言的“教外典籍”。
所谓教外典籍，主要包括明清以来由教外人士撰著的林林总总的有关基督教的各类文献记录。
在这个种类繁多的中文资料库中，各级地方志书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献宝藏，它与官府档案文书
，文人文集、笔记等私家著述，族谱、碑刻等民间文献一起构成四种最值得重视的中文资料。
作为一种地方百科全书，我国地方志书中很早就有关于基督教入华活动的记载，例如，元代《至顺镇
江志》中就保留了不少关于元时“也里可温”亦即基督教在当地活动的记述，陈垣先生就曾据之撰写
了著名的《元也里可温教考》一文，对元朝时期基督教在华传播状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明清之际，伴随着西方传教士大规模入华传教，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已较为普遍，此时期各地地
方志书中关于基督教的记载也日渐增多。
例如，撰修于康熙年间的《龙溪县志》卷之十《风俗》篇中就记载了清朝初年该县天主教活动的情况
：“为民之属九，为儒，为农，为工，为商贾，为吏书，为卒徒，为巫，为僧，为天主教之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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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地方志基督教史料辑要》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基督教自元朝以后较大规模入华传播，
其间历经几个世纪的本土化，迄今已成为中国宗教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据有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信仰基督教的教徒人数已经达到千万以上，分布在全国各个省、
市、自治区。
中国基督教的发展走向，已日益受到国内外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等各个学科领
域学者的重视，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日渐增多。
　　在从事中国基督教研究时，我国学者历来就有重视利用中文文献的传统。
早在二十世纪初，陈垣、方豪等史家就已在基督教入华史研究领域倡导广泛开发各类中文史料，尤其
是与“教会典籍”这类教会中人的著译作品相对应而言的“教外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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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十一月定议，立约具奏。
原议交现银十万，牲畜抵银十万，常年地租抵银十七万。
嗣因旗民生计甚艰，现款难筹，复经寿勋与主教商定，由旗交出乌兰卜尔、大淖尔地二段与措集现银
共作：银十五万，由信恪向晋省筹借现款及杂粮作银三万两，尚欠银十九万两。
达！
旗原指年收亩捐付赔，亦以经理不善，多归中饱，迄用无成，迟之又久。
贝子；图们巴雅尔指出四成地一段，求抵所欠，而教士坚执索款，不愿再收地亩。
其j时将军信恪已去任，继任钟泰出缺，乏人主持，事遂中止。
适贻毂奉命督垦来边，奏设西路公司，以信、钟两任曾咨由垦局劝公司承领，由旗先后交地三千顷，
股商缴价银十四万两，不待收地，先交七万两，以济教堂之急，收地后全数交清。
至此赔款净欠五万两，达旗已山穷水尽，万分无力筹付矣。
二十八年十一月，署将军文瑞奏准饬由晋抚筹垫五万两，解绥交教堂领讫，并请赏（偿）还贝子原爵
。
此达旗赔教之事实也。
四子王旗教案，奉严旨查办。
二十八年夏经将军信恪札调蒙员来绥，与比国派办教案委员林辅臣、教士王达文商办，并谓教民遭乱
之后，有误耕获，困苦不堪，请先筹款接济。
议定赔款归还，由信恪咨外务部指拨银四万两，应此急需。
经部电知晋抚岑春煊就近拨银三万两解绥，以半数拨交旗署转付教堂，以半数凑作达旗偿款。
嗣经两方商定认赔教堂银十一万两，订明由二十八年六月起至三十年底止，分期筹付，于是年六月十
一日立约结案。
惟赔款虽已议定，本期并无现银，拟以地租一项作抵，教堂坚持不允。
法参赞端贵回京，亦以教民困极待款为言。
乃咨由外务部电晋抚饬归绥道在存储购粮款内拨银一万两，交教士贾名远收领。
下欠之八万五千两，教堂仍追索甚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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