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是一个颇具庄学特色的术语，在此 句 中 它 用 以 说 明

生命无所牵系而优游于“德之和”的境地。

如果说“和”强调的是解悟之“德”的 和 谐 完 满 状 态，

那么“游”则更倾向于表述“德”的逍遥 无 碍 的 情 境，唯 其

无碍，始得和满。在 此 意 义 上，我 们 可 以 将 自 我“悬 解”

的“德”概括为“游和之德”，意味着超越 了 所 有 的 生 命 负

累、保德而体道的心灵境地。较之 第 一 节 讨 论 的 作 为 自

然本性的“天真之德”，这种意义上的“德”更 侧 重 于 指 经

由自我之解悟而充分实现的“德”。当 然 了，经 由 自 我 解

悟而保全的“游 和 之 德”正 是 人 人 生 而 有 之 的 自 然 真 实

之本性。

通过以上对庄子之“德”的讨 论，我 们 看 到 了 个 人 生

命之“德”在庄学中的多重意域。这 里 说 的 多 重 性，不 仅

意味着“德”这 一 概 念 兼 含 了 自 然 本 性（天 真 之 德）和 心

灵境界（游和之德）的双层意义，而且它 还 可 以 承 载 生 命

价值何以会流失 以 及 个 人 自 我 又 如 何 解 悟 等 方 面 的 内

容。庄子深深关切于天下众生，感 叹 于 德 性 败 坏 的 社 会

现实，由此提出“去 德 之 累”的“悬 解”方 案，期 待 着 每 一

个人都可以保全生命本有的天真 之“德”。由 是 而 观 之，

庄子思想中“德”的重要性并不亚于“道”，后 者 指 示 着 生

命价值的目标，但 如 何 排 除 生 命 的 各 种 负 累，从 而 完 满

地实现这一目标，则 需 要 自 我 的 体 悟 与 解 脱，这 种 解 悟

便是“德”。

在探讨“德”观念的先秦诸子 中，庄 子 的 这 种 思 路 显

得比较独特。老子 关 于“德”的 诉 求 主 要 是 针 对 治 国 圣

人，但庄子将视域 投 放 到 天 下 间 的 所 有 人，关 注 众 生 之

“德”如何才能够保持。而在另一方 面，庄 子 的“德”观 念

也表现出和老子一脉相承的地 方。不 同 于 孔、孟 强 调 人

之德性从小到大 的 培 养 过 程，老、庄 之“德”更 关 注 如 何

减免各种累德的情由。如果说孔、孟 对 于“德”的 诉 求 主

要是一种“加法 式”的 人 文 修 养，告 诉 我 们 要 做 什 么；那

么老、庄关于“德”的期待便可谓是一种“减 法 式”的 自 然

涵持，告诉我们不要做什么。

总言之，基于庄子 之“德”的“悬 解”之 义，我 们 便 不

宜断言庄子独求个人自适而没有社会 关 怀，他 只 是 选 择

了一种比较独 特 的 救 弊 方 式。如 果 说 庄 子 没 有 社 会 责

任感，那他为什么留下这些文字？难 道 真 如 司 马 迁 所 说

的，只是为了“适己”吗（司 马 迁 评 价 庄 子：“其 言 洸 洋 自 恣 以

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华书

局１９５９年版，第２１４４页）？殊值寻味的是，庄子明知“道不

可言，言而非也”（《庄子·知北 游》），也 承 认 老 子 说 过 的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１４７

页；又见于《庄子·天道》），但他偏偏言了这许多，此举与佛

家的“开权显实”是不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呢？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２—１２—０５
作者叶树勋，哲学博士，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博

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北京，１０００８４。
【责任编辑　叶子玉】

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北天主教会

李 晓 晨

　　１９３７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华民族带

来了严重的 灾 难，也 给 中 国 天 主 教 会 的 发 展 设 置 了 障

碍。在日军的破坏和打击下，河北 教 会 遭 受 了 前 所 未 有

的损失。面对日本的侵略，罗马教 廷 与 教 会 一 些 高 级 领

导人标榜中立，实 则 限 制 了 天 主 教 徒 的 抗 日 爱 国 行 动。

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下，一些天主教 爱 国 人 士 积 极 投

身到抗日洪流中，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 出 了 自 己 应 有 的

贡献。

一　天主教会的遭遇

１．正定惨案

正定惨案是１９３７年日军对 河 北 天 主 教 会 制 造 的 一

起严重惨案。正定 教 区 主 教 文 致 和 与 其 他７位 外 籍 传

教士及１位外籍俗人共９人被日 军 屠 杀，震 惊 整 个 天 主

教会。

１９３７年７月，日 军 发 动 全 面 侵 华 战 争。１０月９日

晨攻占正定县城，在城内大肆屠 杀。尽 管 日 本 军 官 许 诺

对教堂予以保 护，但 仍 有 日 军 士 兵 到 教 堂 抢 掠 财 物。９

日下午，约４０名日军士兵来到 天 主 堂 大 门 口，有 数 位 日

军士兵赶往若 瑟 会 女 修 院。文 致 和 立 刻 派 神 父 夏 露 贤

和贝德良与日军交涉，二人旋被 锁 押 于 门 房。日 军 接 着

闯入教堂，包围 了 文 致 和 主 教 及２０余 位 神 父、修 士，先

后绑住了修士艾德偲、主教文致 和、毕 安 当 先 生、司 铎 柴

慎诚、司铎卫之纲、苦修会 士 霍 尼 玛、修 士 泊 林 芝。日 军

·３３１·



把主教、神 父 与 门 房 锁 押 的２位 神 父 共９人 押 走。当

晚，文致和等人即在离主教府３００公 尺 的 木 塔 上 被 全 体

烧死（笠原：《正定天 主 堂 文 主 教 及 其 司 铎 殉 难 经 过》，天 津《益

世报》，１９４６年５月１９日，第３版）。

正定惨案中，日军为什么 只 捕 杀 外 籍 传 教 士？难 道

他们不怕开罪 于 西 方 国 家 吗？ 负 责 调 查 正 定 事 件 的 日

本军方代表横山彦对此疑问的解释是：负 责 进 攻 正 定 县

城的是日军将领香月的部队，其手下一 批 士 兵 是 刚 从 狱

中释放的江洋大盗。这些土匪野 蛮 成 性，香 月 管 辖 不 了

（笠原：《正定天主堂文主教及其司铎殉难经过》，天津《益世报》，

１９４６年５月１９日，第３版）。《遣 使 会 在 华 传 教 史》的 作 者

则认为，正定惨案 直 接 罪 魁 不 是 日 本 人，而 是 日 军 所 用

的“满洲人”或朝鲜人。上述说法，实 则 是 为 日 本 推 脱 责

任。正定惨案中日军之所以抓捕 外 籍 教 士，笔 者 以 为 主

要原因在于他们知道天主堂是外籍传 教 士 管 辖，他 们 以

抓走外籍教士相威胁，以达到寻 找 良 家 妇 女 的 目 的。据

一些资料记载，当主教、神父被押 走 时，日 军 士 兵 曾 勒 令

用３００名青 年 妇 女 来 赎，不 然，便 没 有 命。文 致 和 大 声

应道：我是主教，就是死也决不能答应你们（笠原：《正定天

主堂文主教及其司铎殉难经过》，天津《益世报》，１９４６年５月１３

日，第３版）。日军恼羞成怒，便对主教、神父下了毒手。

正定惨案因传教士来源国涉 及 了 五 个 欧 洲 国 家，引

起日本军方重视，为 了 平 息 国 际 愤 怒，他 们 不 得 不 派 代

表前来 调 查，并 口 头 道 歉。此 后 直 至 太 平 洋 战 争 爆 发

前，日军再不敢大批屠杀在华外 籍 人 士。一 些 外 籍 人 士

则利用自己的身份和背景建立起难民 区，庇 护 和 救 助 了

大批中国难民。

２．河间惨案和云台山事件

河间惨案 和 云 台 山 事 件 均 发 生 于 献 县 教 区。日 军

杀死中国籍神父、修士、修生、贞女等多人。

河间惨案发 生 于 河 间 县 城。１９３９年１月 日 军 占 领

河间县城后，企图占 用 河 间 教 堂 内 的 一 些 楼 房。７月 中

旬，日军闯入河间教堂，将留在 堂 内 的 神 父３人、修 道 生

９人、修士２人、先生４人、工 友６人 共２４人 以“暗 通 八

路”的罪名逮捕，又逮捕１名教徒。７月２５日，日军折磨

死薛 清 修 神 父。７月３１日，７０多 岁 的 李 思 永 神 父 因 病

危获准出狱，于当 晚 死 去，陪 他 回 去 的 李 永 凯 侥 幸 保 全

性命。９月２２日，日 军 将 其 余２２人 于 河 间 县 城 西 关 活

埋（献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献县宗教志》打印稿，献县 民 族 宗 教

事务局藏，第１９８页）。遂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河间惨案。

云台山事 件 发 生 于 献 县 云 台 山。云 台 山 位 于 献 县

城东１０余里，是 献 县 教 区 天 主 教 传 教 士 的 墓 地。由 于

其地势 较 高，是 修 炮 楼 理 想 之 地，为 日 军 觊 觎 已 久。

１９４１年９月８日，八 路 军 游 击 队 暗 藏 此 地，打 死 几 个 伪

军。日军借机扩大事态，先封 闭 云 台 山，又 封 闭 教 堂，抓

去学生４０多名。９月１４日，日 军 又 把 张 庄 总 堂 的 全 部

中国人共６０余名集 中 到 云 台 山 上 监 禁。１０月３日，主

教赵振生和神父 田 凤 庭、徐 志 远、何 道 隆 又 被 日 军 押 到

县城分别囚禁。期间，日军杀害了 何 松 月 神 父 和 李 万 仓

先生。１１月２２日，天主堂１４０余名在押人员被释放，仍

有１７人被关 押。１９４２年１月２４日，日 军 把１７人 员 押

往淮镇据点杀死（陈义：《献 县 教 区 简 史》，天 主 教 沧 州（献 县）

教区２０００年版，第９８页）。

河间惨案和云台山事件 中，被 捕 杀 的 主 教、神 父、修

士等全是中 国 人，说 明 日 本 此 时 仍 对 西 方 各 国 有 所 惧

惮。日军之所以大肆屠杀教会中 国 人 员，与 罗 马 教 廷 对

日本侵略所持 的 中 立 政 策 密 切 相 关。宗 座 代 表 蔡 宁 对

于日军的暴行不能采取有力的反击措 施，只 能 于 事 后 对

受难教士 加 以 抚 慰。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２７日，他 致 函 赵 振

声，对赵振声主教 被 释 放 出 狱 恢 复 自 由 表 示 慰 问，并 慰

问献县全体受难的教士和教徒（《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２７日罗马教

廷驻华宗座代表蔡宁总主教致函献县赵主教》（拉丁文），河北省

博物馆藏）。教 廷 的 软 弱、忍 耐 态 度，无 疑 鼓 励 了 日 军 对

中国教会人员的迫害，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

３．集中营

太平洋战争 爆 发 后，日 军 开 始 对 在 华 的 英、美、比、

荷、加拿大等与之宣战国 家 的 西 方 人 士 逮 捕 拘 押。１９４１
年年底，日军把热 河 教 区５２名 外 籍 传 教 士 尽 数 拘 于 四

平街（王守礼著，傅明 渊 译：《边 疆 公 教 社 会 事 业》，上 智 编 译 馆

１９４７年版，第１３３～１３４页）。１９４３年３月２１日，察 哈 尔、

绥远、集宁、大同各教区的 外 籍 教 士１６３人、修 女３２人，

被日军押往山东潍县集中营（同上书，第１４６～１４７页）。永

平教区主教神父３０多人 于１９４３年 春 被 拘 禁（陆 春 林、新

宇：《薛家营村的天主教》，《昌黎 文 史 资 料 选 辑》第２辑，昌 黎 县

文史资料研究会１９８９年 版，第１４９页）。在 献 县 教 区，宝 血

会外籍修女被日军囚禁在隐修院内。１９４４年８月，被关

押在山东淮县集 中 营 的 外 籍 传 教 士 多 数 迁 往 北 平 各 俢

会会院 中（Ｏｃｔａｖｅ　Ｆｅｒｒｅｕｘ著，吴 宗 文 译：《遣 使 会 在 华 传 教

史》，台北华明书局１９７７年版，第６５０页）。直到抗战结束，这

些外籍传教士 才 得 以 回 到 各 自 教 区。日 本 对 外 籍 传 教

士的拘禁，极大地破坏了河北天 主 教 会 的 传 教 事 业。在

永平、西湾子等 教 区，主 教 同 时 被 拘 禁，教 务 萎 缩，教 会

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４．日军对教会产业的破坏与霸占

日军侵占河北地区后，除 屠 杀 教 士、教 徒 外，还 对 教

会的教堂、房产进行霸占与毁坏。保 定 教 区 损 失 较 为 严

重。１９４１年，日 军 烧 毁 了 著 名 的 东 闾 教 堂，东 闾“朝 圣

地”从此消失。此 外，保 定 教 区 还 有２０处 分 堂、支 堂 房

屋和教堂被日军毁坏（保定市天主教史料编辑委员会：《保定

天主教历史 沿 革》打 印 稿，１９６３年 印 行，第１２～４８页）。在 献

县教区，日军强租 教 堂 大 片 土 地、房 屋，“剥 夺 了 教 会 超

过１／３的土地和 场 所”（《１９４２年４月２０日献县天主教会代

表神父给日方代表木村（Ｈｏｎｓｉｅｎｒ　ｋｉ　ｍｕｒａ）的 信 函》（法 文），河

北省博物馆藏）。永年、曲周、广平等县的教会，无一幸免。

由于宗教活动场所大部被日军占领毁 坏，教 徒 不 敢 到 教

堂聚会，有的只是 在 自 己 家 里 念 经，还 有 相 当 一 部 分 不

·４３１·



再念经。原来在农村各堂口的神 父 为 避 日 军 迫 害，有 的

回到总堂，有的逃到北平等地。如 永 年 代 牧 区 老 神 父 王

守谦、王 寒 松 等 人 逃 亡 北 平，年 轻 的 神 父 张 实 甫、牛 洪

智、朱化育、郑立仁等南渡黄河流亡逃命（肖守身：《天主教

永年教区史话》，《邯郸文史资料》第５辑，邯 郸 市 委 员 会 文 史 资

料研究会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３９页）。

二　教会人士与抗战

１．教会高层的立场

对于日本炮制 的 伪“满 洲 国”，天 主 教 会 态 度 暧 昧。

由于时间久远及 文 献 缺 乏，在 罗 马 教 廷 是 否 承 认 伪“满

洲国”的问题上，学术界一直 存 有 争 议。以 顾 裕 禄、顾 卫

民等为首的一批国内学者多认为罗马教廷 承 认 了 伪“满

洲国”，主要证据 是 罗 马 教 廷 任 命 吉 林 教 区 主 教 高 德 惠

为驻伪“满洲 国”宗 座 代 表。此 后，东 北 各 教 区 另 编 印

《“满洲国”天 主 公 教 教 务 年 鉴》，而 上 海 教 区 编 印 的《中

华全国教务统计》从 此 也 不 包 括 东 北 各 区（顾 卫 民：《中 国

天主教编年史》，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４９５页）。针对

上述观点，一些学者提出质疑。台 湾 学 者 陈 方 中 等 不 赞

同顾卫民等人的观点，认为教廷从未发 表 外 交 文 书 承 认

“满洲国”，也未 派 遣 任 何 正 式 的 使 节 驻 长 春，甚 至 没 有

派正式的宗座代 表，只 是 一 个 当 地 的 主 教，被 赋 予 与 当

地政府交涉 的 权 力 而 已（陈 方 中、江 国 雄：《中 梵 外 交 关 系

史》，台北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４６～１４７页）。刘 国 鹏 查

阅了大量《教廷年鉴》，没有找到教廷派驻 伪“满 洲 国”的

人员记录，从而“证 实 了 梵 蒂 冈 方 面 和 伪“满 洲 国”之 间

没有任何外交关系”（刘 国 鹏：《刚 恒 毅 与 中 国 天 主 教 的 本 地

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３０７页）。笔 者 以 为，

不管罗马教廷 是 否 与 伪“满 洲 国”正 式 建 交，其 对 伪“满

洲国”的模糊态度自然为中国人诟病。

蔡宁作为宗座驻华代表，对日 本 发 动 的 全 面 侵 华 战

争持中 立 态 度。１９３９年３月１４日，他 发 表 一 封 致 全 国

主教的信，“请各位可敬的主教郑重 告 诫 属 下 司 铎，当 以

明智和忍耐，埋 头 于 神 圣 职 务，不 偏 右，不 偏 左，即 表 面

上行动也当 避 免”（顾 卫 民：《中 国 天 主 教 编 年 史》，第５０６～

５０７页）。蔡宁这种不左不右、保守超然态度的立场，在国

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国民政府向 罗 马 教 廷 提 出 抗 议，国

内舆论也纷纷 谴 责 蔡 宁。尽 管 陈 方 中 等 学 者 为 蔡 宁 辩

护，认为中立 政 策 是 教 廷 对 中 国 采 取 的 一 贯 立 场（陈 方

中、江国雄：《中梵外交关系史》，第１５９～１６０页），但这种中立

立场毕竟与中 国 的 抗 日 正 义 事 业 的 目 标 相 左。因 为 教

会是中国人的教会，教会中的司铎与教 徒 是 中 华 民 族 的

一分子，有 自 己 的 民 族 感 情。国 将 不 国，教 会 焉 存？ 这

种感情，是外籍传教士无法理解的。

２．地方教会的态度

在教廷及宗座驻华代表蔡宁 中 立 政 策 的 影 响 下，部

分教会人士在日军侵略面前逆来顺受，被 迫 接 受 日 伪 的

统治。大名天主教学校受挟于日 伪 教 育 的 编 制，将 男 女

公学高初等改为 益 大 小 学，法 文 学 校 改 为 四 维 中 学，课

程按日伪教育部门所 发 课 本 开 设（柴 继 昌：《大 名 天 主 教 小

史》，《大名文史资料》第２辑，大 名 文 史 资 料 研 究 会１９９０年 版，

第１７６页）。一 些 神 父 则 向 日 伪 机 关 领 了 良 民 证，有 的

“头戴德国盔，自 行 车 上 挂 着 小 白 旗，试 探 着 串 乡 传 教”
（肖守身：《天主教 永 年 教 区 史 话》，《邯 郸 文 史 资 料》第５辑，第

１３９页）。更有个别人 甚 至 参 与 到 日 伪 政 权 中，成 为 中 国

人所不齿的汉 奸。如 传 教 赞 皇 县２０余 年 的 范 涌 泽，被

日军委任为县维持会会长（《冀 南 各 县 治 安 维 持 会 联 合 会 工

作报告书》，河北省 档 案 馆 藏，档 号６５４－１－１２７）。保 定 教 区

主教周济世也与伪河北省主席吴赞周 结 为 密 友，还 与 日

本特务机关 长 铃 木 拉 上 关 系（王 英：《天 主 教 保 定 教 区 简

史》，《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１８卷，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第７２７页）。在他们的维持 下，一 些 教 士、教 徒 甘 当 顺 民、

亡国奴。

３．天主教徒的爱国行动

在日本侵略面前，一些天主教 爱 国 人 士 冲 破 了 教 会

高层的限制，积极参加到抗日战 争 中。雷 鸣 远 即 是 其 中

著名的代表。在长城抗战和绥远 抗 战 中，雷 鸣 远 率 领 几

百人的救护队，于喜峰口和玫瑰营子等 处 长 期 进 行 战 地

服务。七七事变 后，雷 鸣 远 成 立 公 教 救 护 队，先 后 转 战

易县、保定、石 家 庄 等 地。１９３８年 春，雷 鸣 远 随 军 至 晋

东。９月，任华 北 战 地 督 导 民 众 服 务 团 主 任。１９４０年１
月，成立晋阳区 政 治 工 作 队，代 行 服 务 团 工 作。长 期 转

战辛劳，使雷鸣远积劳成疾，６月２４日逝世于歌乐 山（方

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第３２０～

３２１页），７月１８日，国 民 政 府 对 其 频 发 褒 扬 令。综 观 雷

鸣远的抗战历程，其 对 抗 战 贡 献 值 得 肯 定，同 时 也 应 赞

扬其领导下的 救 护 队 员。他 们 多 为 河 北 地 区 修 士 和 教

徒，在抗战前线 与 转 战 途 中，不 畏 牺 牲，救 护 伤 员，充 分

表现了天主 教 徒 的 爱 国 精 神，为 抗 战 胜 利 做 出 积 极 贡

献。

除雷鸣远外，河间总堂神父徐 志 远 积 极 支 持 河 间 县

抗日政府工作，为他们保管钱和 账 目，帮 八 路 军 买 枪，并

为抗日政府传递 情 报 等（献 县 民 族 宗 教 事 务 局：《献 县 宗 教

志》（打印稿），第１９７页）。永 平 赵 各 庄 教 堂 的 许 士 魁 神 父

也曾冒着生命危 险 掩 护 过 抗 日 英 雄 节 振 国 和 他 们 的 同

志们（李耘：《东矿区天主教史拾遗》，《唐山市东矿区文史资料》

第２辑，唐山市东矿区文史资 料 研 究 会１９８８年 版，第１２０页）。

景县黄古庄本堂神父赖洪锡冒着枪林 弹 雨 抢 救 伤 员，受

到国民党军和八路军的好评（范文兴、耿永顺：《景 县（衡 水）

教区史资 料 汇 编１９３９—２００２》，台 北 辅 仁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０５年

版，第８页）。

在传教士帮助抗战的同时，一 些 教 徒 也 直 接 参 加 抗

战，吴 飞 在《麦 芒 上 的 圣 言———一 个 乡 村 天 主 教 群 体 中

的信仰和生活》一 书 中，曾 列 举 过 这 方 面 的 例 子。在 他

采访的武垣县段庄村（化名）中，教徒段 廷 杰 在 抗 战 爆 发

后加入了中国共 产 党，在 武 庄 当 抗 日 学 校 的 校 长；教 徒

赵品贞先在本县 参 加 义 勇 军，后 来 参 加 了 八 路 军；教 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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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保甲还是三五九 旅 的 老 排 长（吴 飞：《麦 芒 上 的 圣 言———

一个乡村天主教群体中的信 仰 和 生 活》，香 港 道 风 书 社２００１年

版，第２７０～２７２页）。仅段庄一村 即 有 多 名 教 徒 参 加 到 抗

日战争中，其 他 村 庄 这 样 的 事 例 也 应 不 少。据１９４１年

太行区六地委对邢西党内教徒调查统 计，邢 西 党 内 计 有

天主教 徒１５人，耶 稣 教 徒９人，他 们 大 多 担 任 一 定 职

务，如农会主席、村支书、村长、武 委 会 主 任、民 兵 指 导 员

及公安干事 等（《邢 西 党 内 教 民 调 查 登 记 表》，河 北 省 档 案 馆

藏，档号９０－１－５６）。这 些 直 接 参 军 参 战 的 天 主 教 徒，不

怕牺牲，英勇作战，为 抗 日 战 争 胜 利 贡 献 出 自 己 的 一 份

力量。

三　结　　语

河北天主教会 在 抗 日 战 争 中 的 遭 遇 是 中 华 民 族 灾

难的一个缩影。面对日军的侵略 与 屠 杀 政 策，天 主 教 会

内部表现出三种不同的立场：一 是 中 立 立 场。以 罗 马 教

廷和蔡宁为首，大部分外籍传教 士 持 此 种 观 点。二 是 抵

抗立场。以雷鸣远等 一 批 爱 国 传 教 士 和 教 徒 为 主。三

是“合作”立场。以周济世、范涌泽 等 一 批 与 日 伪 政 权 合

作的汉奸为代表。就这三种立场 而 言，绝 大 部 分 教 士 和

教徒认同第一 种 观 点。尽 管 国 人 对 这 一 立 场 予 以 谴 责

和批评，但在日军 屠 杀 政 策 威 胁 下，多 数 教 徒 为 保 全 性

命，不得不违心地做“顺民”、“良 民”。有 材 料 记 载，日 军

“扫荡”时，一 些 教 徒 在 门 上 写“耶 稣 之 宅”，避 免 日 军 侵

犯（《邢西党内教民调查登记表》，河北省档案馆藏，档号９０－１

－５６）。他们的这种心态，与当时中国其他普通民众的心

态基本一致，在面 对 死 亡 威 胁 时，想 法 设 法 保 全 生 命 是

他们的首要选择，至 于 国 家 的 命 运 和 民 族 的 前 途，则 是

他们这些普通小民不能理解或 不 甚 关 心 的 问 题。当 然，

抛弃人格和尊严去做汉奸，是一些有道 德 良 知 的 教 士 和

教徒所不齿的。周 济 世 和 范 涌 泽 等 人 在 教 会 中 只 占 很

小部分。而那些 积 极 参 加 抗 日 战 争 的 传 教 士 和 教 徒 则

代表了教会的主流，尽管他们与做“顺民”的 教 徒 比 人 数

要少，但他们的英勇战斗精神却影响和 鼓 舞 着 广 大 教 士

和教徒。在他们的感召下，越来越 多 的 教 徒 投 入 到 抗 日

战争中，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应有的贡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天主教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以河北地

区为例”（０９ＹＪＣ７７００１１）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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