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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教會史記載，天主教最早傳入河南省大約在一六一三年至一六二

五年之間，此間，義大利艾儒略神父（Fr.	Giulio	Aleni，1582－1649）、

郭居靜神父（Fr.	Lazzaro	Cattaneo，1560－1640）和法國金尼閣神父（Fr.	

Nicholaus	 Trigault，1577－1628）等人都曾到過河南省會開封。不過，他

們當時來河南的目的主要是訪問居住在開封的猶太人，而不是為了傳

天主教傳入河南省

第
二
章

(1)	請參閱筆者：「近代天主教在河南九個教區的形成與發展」，載《中國天主

教》二零零五年第二期。本部分內容也為筆者主持完成的河南省教育廳人文

社會科學研究資助項目──《天主教在豫北傳播史研究》的成果之一，項

目批准號為011－QN－770。

(1)

明末清初天主教傳入河南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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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停留的時間都很短暫，不曾購買房屋，修建教堂，也沒有下功夫去

發展教友。

	 一六二八年，耶穌會士、義大利人畢方濟神父（Fr.Francesco	

Sambiasi，1582－1649）奉命從南京經河南赴山西開教。當他路過開封時，

受到了明宗室分封在汴的吳王的熱情款待，畢方濟神父隨即改變行程，

留在開封傳教。他購買一棟民房作為教堂，開始傳播天主教。由於不服水

土，畢方濟在開封僅停留了兩年就返回南京。此後，葡萄牙人費樂德神父（

Fr.	Roderius	 de	Figueredo，1594－1642）接替畢方濟的工作，在開封傳教十餘

年，發展教友數百人。一六四二年，李自成率起義軍包圍開封，明軍為了阻

止起義軍進攻開封，竟不顧後果掘開黃河大堤，開封頓時成為一片汪洋，

城內軍民死傷三十餘萬。費樂德神父及城內大部分天主教友同時遇難，天

主教在開封的傳播遭到重大打擊，剛剛稍有起色的傳教活動又告中斷。此

後，直到一六六四年，才又有耶穌會士、奧地利人恩理格神父（Fr.	 Christian	

Herdtricht，1624－1684）重到開封傳教。一七二零年，康熙皇帝下詔全面禁

止天主教在中國傳行，恩理格神父被送至廣州，天主教在河南的傳播局面

終於還是沒有打開。在清朝禁教期間，河南全境只有零星的天主教友，教

友相對比較集中的有三個地方，即，河南南部的南陽靳崗、東部的鹿邑君

武莊、北部的林縣田家井。這三個地方的天主教分別是從湖北穀城和老河

口、山東濟寧、山西壺關傳入的。

一　河南代牧區的出現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前，天主教在河南沒有獨立的教區，傳教工作一

直歸南京教區管轄。一八四零年二月，鴉片戰爭爆發，一八四二年八月

二十九日，中英簽訂《南京條約》。一八四四年，美國、法國也分別與

清政府簽訂了《望廈條約》、《黃埔條約》，享受和英國同等的待遇。

在中法《黃埔條約》中，除通商外，法國以天主教保護者自居，要求清

政府宣佈天主教馳禁，要求在條約中寫明保護天主教。法國逐漸從葡萄

牙人手中奪得了「保教權」。一八四四年，羅馬教廷把河南省劃為一個

獨立的代牧區，脫離南京教區，任命安若望．巴都（Jean	Henri	Bald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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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4—1889）為河南代牧區首任主教，他把主教府設在河南南陽以北六

公里的靳崗。安若望，法國遣使會(1) 傳教士，一八三五年來華，一八三

九年到河南，在河南擔任主教二十年後，調任江西代牧。此後，河南代

牧區的教務由楊達德神父（Fr. Andrea Jandard）負責。

 一八六零年，中法簽訂《北京條約》，條約中規定，外國傳教

士可以在中國內地購買土地，建造教堂。從此教會可以在中國內地自由

傳教，可以在各地自由地建造天主教堂，外國傳教士受到官府的保護。

 一八六三年，米蘭宗座外方傳教會（Pontificio Istituto Missioni 

Estere）(2) 上書羅馬教廷，請求在中國內地開闢一個新的教區。當時，

法國遣使會正準備放棄河南，集中到別的教區傳教。一八六八年六月，

傳信部同意了米蘭外方傳教會的請示。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八日，梵蒂岡

第一屆大公會議正式決定由米蘭外方傳教會負責河南的教務。

 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安西滿神父（Fr. Simeone Volonteri）率領

第一批四位傳教士從義大利來到香港，留下年青的和神父（Fr. P. Piazzoli）

(1) 遣使會，又名辣匝祿會（Lazarists），亦稱味增爵會，一六二五年創

立，創立人爲法國的味增爵爲保祿（St. Vincent De Paul，1581-1660），

該會第一座會院建於巴黎聖辣匝祿教堂。修會的宗旨是，專意化道鄉愚，

傳福音於窮人，提倡神職界勇於慈善工作，注重外方傳教事宜。該會的活

動遍及歐洲各國，並擴展到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一七七三年，遣

使會傳教士來華傳教，一七八五年因耶穌會被解散而接收了他們在中國所

開創的教區。

(2) 米蘭宗座外方傳教會（Pontificio Istituto Missioni Estere），簡寫為

P.I.M.E。一八五零年，拉馬卓蒂（B. Ramazzotti，1800－1861）和馬尼諾

尼（B. Marinoni）兩位主教在教宗比約九世（Pius IX，1846－1878）的支

持下在意大利米蘭建立該組織，該會建會之初稱「倫巴外方傳教神職培訓

院」（Seminario Lombardo delle Missioni Estere），習慣上又稱「米蘭外方

傳教會」（Istituto Missioni Estere di Milano），一九二六年陞格為「宗座外

方傳教會」（Pontificio Istituto Missioni Estere），直屬教廷，成為國際組

織迄今。米蘭外方傳教會的主要宗旨是，協助海外傳教事業和培訓各國神

職人員。該會成立之後，立刻吸引不少意大利青年加入，也激起不少教友

對傳教的熱衷，無不大力奉獻支持傳教工作。米蘭外方傳教會活動範圍很

廣，包括南美洲、非洲和亞洲等地，一八六四年傳入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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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傳教，其他三人繼續向北方進發。一八七零年二月廿三日到達漢

口，三月十九日來到河南邊境老河口，二十日到達了南陽靳崗。靳崗是

一個小村莊，有幾家老教友，這裡便做了新教區的根據地。米蘭外方傳

教會正式接替了法國遣使會在河南的傳教工作。河南代牧區的領域很遼

闊，全省居民有兩千多萬，其中有教友二、三千人，靳崗有四百多教

友，其他都散佈在各村鎮裡。另一個堂口在河南省的北部邊緣林縣田家

井，距靳崗很遠，這裡可供一位神父居住。(1)	

	 一八七四年的聖枝主日，安西滿被任命為河南代牧區主教，當

年的聖枝主日，他到漢口接受祝聖晉牧。據史料記載，安西滿主教從漢

口回河南南陽靳崗時，「黃帽赭袍，乘坐綠呢大轎，前列旗幟，高腳牌

四面，一寫『欽命化洽中州』，一寫『欽命聲騰古越』，一寫『欽命

驚夢指迷』，一寫『欽命振聲啟聵』。小旗三對，一寫『欽命法國主

教』，一寫『欽命法國大學士』，一寫『欽命法國使臣』。轅門上大旗

一對『欽命法國主教總理河南全省事務』，隨從多騎，行出西門，開放

三炮，簇擁而去」。(2)	 這比較清楚地反映了當時在河南傳教的米蘭會

傳教士的共同心理，即在炫耀自己的教內權力的同時，也有高於中國人

一等的心態，這為後來米蘭會在河南的傳播埋下了較大的隱患，也是誘

發庚子年教外群眾、甚至清政府的達官貴人反對洋教的重要原因之一。

	 早在一八六三年，成都將軍崇實就提出，放寬自由傳教政策的同

時，應維護中國的禮制。同年，總署在給擁有保教權的法國公使的照會中，

擬定了三款教士與地方官往來禮節的章程。在儀仗方面規定：「嗣後主教

及傳教士一切車馬雜從，須照中國士人之例，隨攜一二家僮，任便騎馬坐

車，以免駭人聽聞。」(3)	 	 然而，這並未引起初到河南傳教的安西滿神父等

人的重視，他們濫用禮儀之邦的儀衛輿服的做法，一方面侵犯了地方官的

權利，另一方面僭越了「臣子之禮」，給人以廣義上的「有二主」的壞印象。

這種越禮行為，更能激起素受禮儀薰陶的中國官僚和士人的反感，河南各

地後來發生的一些反洋教「教案」也與此不無關係。

(1)	　羅光：《天主教在華傳教史集》，光啟出版社、征祥出版社、香港真

理學會聯合出版，民國五六年，頁166。

(2)	《教務教案檔》，第三冊，頁569。

(3)	《教務教案檔》，第一冊，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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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之後，天主教在河南發展迅速，傳教區域不

斷擴大，教友日益增多。到一八七九年，河南全省的教友已有五千六百

多人，有一千六百多名望教者。當時，河南代牧區南部教友主要集中在

南陽一帶，北部主要集中在河南北部邊境的田家井、武安等地。

二　河南代牧區的發展

由於河南幅員遼闊，南北又有黃河之隔，交通非常不便，教務管理難

度很大。為了方便福傳和有效管理，安西滿主教向教廷建議，請求在河

南北部成立一個新的教區。一八八二年八月，傳信部將河南代牧區劃分

為南境和北境兩個新的宗座代牧區，二者以黃河為界，黃河以南為河南

南境代牧區，黃河以北稱河南北境代牧區。南境代牧區中心仍在南陽靳

崗，安西滿主教（Fr.	 Simeone	 Volonteri）是該區主教。北境代牧區由司

德望神父（Fr.	 Stefano	 Scarella）負責。當時，南境教區有教友四千五百

人，北境教區有教友九百七十八人。

	 由於安西滿主教仍在羅馬，於1883年10月才回到河南，司德望

神父只可於1884年3月19日才可被祝聖為主教，並於4月23日才離開南

洋。一八八四年五月一日，司德望神父一行渡過黃河，五月二日到達林

縣田家井，開始在北境代牧區傳教。林縣田家井也成為河南北境代牧區

最早的主教府。到一八九零年，北境代牧區教友發展到一千五百多人，

一九零零年發展到三千餘人。

	 此後，從河南南境教區又分出來兩個教區，即西境教區和東境教

區。一九零六年五月，傳信部在河南西部以襄城為中心正式成立一個監牧

區，管轄八個縣市，即鄭州、洛陽、許昌、臨汝、陝縣、新鄭、密縣、禹縣，

西境教區成立時，有教友約八百人。一九一一年，西境教區被陞格為代牧

區，首任主教為賈師誼神父（Fr.	 Luigi	 Calza）。同年，賈師誼主教把主教府

從襄城遷到鄭州。一九一六年九月，傳信部在河南東部以開封為中心成立

東境代牧區，同年十一月二十日，教廷委任譚維新神父（Fr.	 Noe	 Giuseppe	

Tacconi）為東境教區主教，一九一七年，譚維新主教開始在開封修建主教

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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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九個教區的形成

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天主教在河南發展迅速，傳教區域不斷擴大，

教友日益增多，為了便於傳教，教區不斷調整增加。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

日，教皇比約十一世（Pius	 XI，1922—1939）發佈《致中國全國主教書》

（Ab	 ipsis	 Pontificatus），鼓勵加大力度實施	Rerum	 Ecclesiae	通牒，鼓勵

傳教事業，刺激了歐洲各修會派遣會士來華傳教，受此影響，河南天主教

迅速發展，教區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再分為九。到一九三六年，河南先後形

成了九個教區。其中，從河南南境教區分出南陽教區和駐馬店教區，從北

境教區分出衛輝教區和新鄉教區，從西境教區分出鄭州教區和洛陽教區，

從東境教區分出信陽教區、開封教區和歸德教區。

河南九個教區形成示意圖	(1)

(1)		請參閱羅光：《天主教在華傳教史集》，光啟出版社、征祥出版社、香

港真理學會聯合出版，民國五六年，頁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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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九個教區的基本情況簡述如下

1、南陽教區。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成立河南教區時，主教座堂設在南陽靳

崗。此後，河南教區雖一分為二，再分為四，但位於南陽靳崗的主教座堂卻

一直被視為河南教會的母堂。首任代牧安西滿一八七四年被祝聖，這一年

也可以作為南陽代牧區成立的時間。一九二四年南陽教區正式定名，這也

是河南成立最早的教區。南陽教區一直由米蘭外方傳教會（P.I.M.E）管理，

歷任主教有：安西滿（1874－1904）；何安業（Angelo	Cattaneo，1905－1910）；

譚維新（Noe	Giuseppe	Tacconi，1911－1916）；包海容（Flaminio	Belotti，1917－

1938）；梅先春（Pietro	Massa，1938－1954）。

2、衛輝教區。一八八二年成立，主教座堂先設在林縣田家井，後遷小

莊，後再遷到衛輝。一九二四年正式稱衞輝教區。一九五三年主教府

遷到安陽，所以衛輝教區也稱安陽教區。衛輝教區由米蘭外方傳教會

（P.I.M.E）管理，歷任主教有四位：司德望（1884－1902）；梅佔魁

（Giovanni	 Menicatti，1903－1920）；林棟臣（Martino	 Chiolino，1921－

1946）；祁濟眾（Mario	 Civelli，1946－1952）。從教友人數和神父人數

而言，到一九四九年，衛輝教區是河南教省第一大教區，其教友人數佔

河南全省教友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六點七，神父人數佔全省神父總數的百

分之十八點二。　

3、鄭州教區。一九零六年五月成立監牧區，由義大利聖方濟．薩威

外方傳教會（S.X）管理，主教座堂最初設在襄城，一九零七年遷到鄭

州。一九一一年成爲代牧區。一九二四年正式稱鄭州教區。首任主教賈

師誼（Luigi	Calza，1906－1944），次任丁玉守（Faustino	Tissot，1946－

1953）。

4、開封教區。一九一六年九月從河南南境代牧區劃出，由米蘭外方傳

教會（P.I.M.E）管理。一九二四年正式稱開封教區。歷任主教有：譚

維新（Noe	 Giuseppe	 Tacconi，1916－1940）；畢性和（Antonio	 Barosi，

1940－1941）；羅克信（Luigi	 Nogara，1943－1946）；陽霖（Gaet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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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lio，1946－1951）。一九四六年，羅馬教廷在中國成立聖統制，由於

開封是河南省的省會，所以開封教區也就陞格為河南總主教區。一九四

七年四月十三日，陽霖在開封被祝聖為河南總主教。

5、信陽教區。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設立信陽監牧區，由德國聖言

會（S.V.D）管理，主教座堂設在信陽，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五日陞格

為代牧區。歷任主教有：法樂維（George	 Frowis，1928－1933）；史赫

曼（Hermann	 Schoppelrey，1933－1940）；張維篤（國籍主教，1941－

1949）。

6、歸德教區。成立於一九二八年，一九三七年陞格爲代牧區。由西

班牙重整奧思丁會（O.R.S.A）管理。主教座堂設在商邱。商邱舊稱

歸德，所以歸德教區也稱商邱教區。首任主教為西班牙籍神父陳明理

（Francis	 Xavier	 Ochoa，1929－1947），貴達義（Arturo	 Quintanilla，

1949－1951）是第二任主教。

7、洛陽教區。一九二九年成立監牧區，一九三六陞格爲代牧區，由義

大利聖方濟．薩威外方傳教會（S.X）管理，巴友仁（Assuero	 Bassi，

1930－1954）任主教。

8、駐馬店教區。一九三三年三月二日設立監牧區，一九四四年陞格爲

代牧區。這也是河南省唯一由中國籍神職人員主持教務的教區，主教

座堂設在駐馬店。首任監牧為王基之（1933－1939），其後由袁克治

（1939－1949）任監牧，一九四五年三月四日，袁克治在北京被祝聖為

駐馬店教區代牧。

9、新鄉監牧區。這是河南九個教區中成立最晚的教區。一九三六年七

月七日從衛輝教區劃出，成立新鄉監牧區，由德國聖言會（S.V.D）管

理。首任監牧為美籍聖言會會士米乾（Thomas	 Megan，1936－1947），

後德籍神父舒德（John	Schutte，1947－1949）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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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各教區的基本情況

一九四九年河南九個教區基本情況統計如下

河南九個教區主教座堂所在地示意圖

教區名稱	 神				父	 修				士	 修				女	 教友總數

	 　總數　國籍　外籍　總數　國籍　外籍　總數　國籍　外籍

南陽	 31　　	 8　　	23　　	3	 　　　	3　　	54　　43	 11	 22659

衞輝	 45	 14　　	31	 　　　　　　　　	 59　　	50	 9	 46000

鄭州	 29	 13	 16	 4　　		 4	 88	 72	 16	 20176

開封	 29	 11	 18	 2　　		 2	 85	 60	 25	 18018

信陽	 31	 3　	 28	 11　	 2　	 9	 58	 36	 22	 13093

歸德	 17	 3	 14	 14　	 14	 	 19	 18	 1	 11245

洛陽	 22	 5	 17	 2　　		 2	 37	 31	 6	 9828

駐馬店	 18	 18	 	 	 	 	 	 	 	 15375

新鄕	 25	 1	 24	 3　　		 3　	 3	 	 3	 15671

合計	 247	 76　	 171	 39　	 16　	 23	 403	 310	 93	 172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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