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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法国借田 教纠纷

发动第二次鸦片 争的原因

王 晓 焰

内容摘要 拿破仑三世为巩固其统治,在对内对外政策上积极支持天主教会的活

动。另一方面,法 国天主教会为获取远东护教权,积极扩大在华传教势力。因此,19

世纪上半叶法中关系表现为传教利益高于商业利益。两次鸦片战争期间,随着法国工

业革命的展开,国 势增强,国 际地位日渐上升,法 国力图打开中国大门的要求愈益迫

切。但清政府实镳
“
教禁

”
政策,与 法国的殖民企图相抵触,加之中国民众的反抗,矛盾

日趋激化。
“
马神甫事件

”
的发生,法 国正好以此宗教纠纷为借口,与 英国共同挑起第

二次鸦片战争,以达到殖民侵略的目的。

关键词 法国 中国 宗教纠纷 第二次鸦片战争

法国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原因为何?19世纪上半叶法中关系的特征——“
传教利益高于

商业利益
”
是探讨这一问题的突破口。法中关系和当时直接进行

“
商业交往

”
的英中关系大相径

庭。英、法选择了不同的契机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形成过程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体系的运动是不可分割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世界

政治体系的运动除了国家、民族、地区间的政治交往,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各民族地区间进

步人士的交往外,还包括欧洲基督教、天主教教士的传教活动。法国政府正是利用传教士的活动

扩张其在华的政治、经济利益,以巩固国内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

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正处于上升阶段。拿破仑三世充分利用国家政权干预

经济,促使法国工业革命顺利完成,法国成为世界
“
第二大经济强国

”
。同时,帝国政府力改软弱

无力的外交政策,积极活跃于国际争霸和殖民侵略的舞台。到 18TO年 ,法国已拥有殖民地面积

达 90多万平方公里,人 口650万 ,成为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殖民帝国,亚洲的中国也未能逃脱被

法国侵略的厄运。18夕 年,法国以所谓的
“
宗教纠纷

”-——“马神甫事件
”
为借口,联合英国发动

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19世纪上半叶,法中关系主要表现为法国对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的
“
执著

”
追求,这决定了

宗

战



第 l期 王晓焰:试析法国借口宗教纠纷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原因

法国政府始终围绕传教利益的扩大,以加强对华的侵略势力。所以我们首先要弄清的是 19世纪

上半叶法中关系的主要特征——传教利益高于商业利益。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可由拉萼尼使团访

华、耶稣会士活动、政府的支持、军界参与传教、租界状况等方面表现出来。

鸦片战争以前,法中关系十分疏淡。1840年鸦片战争后,法 国政府开始注意中国。1841年

曾派真盛意来华调查,伞图乘机渔利。当法国政府看到英国侵华取得了巨大
“
收获

”
后,遂指派拉

萼尼为专使,来华索要殖民特权。苏尔特政府指令拉萼尼 :“ 为法国的航运和贸易获得与英国相

同的利益。⋯⋯只有通过法国和中华帝国之间签订一个通商和航运的友好条约,这个条约使中

国接受我们的制约,如 同它受到英国的制约那样。
”[1]《 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使法国达到了这一

目的。

但拉萼尼更进一步地向基佐外长呈报 :“ 从商业贸易方面来看,英国人和美国人并没有给我

们留下什么事情做。然而,从精神和文化方面来看,我认为该轮到法国和法国政府运筹决策和采

取行动了。
”[21即 在政府命令之外,拉萼尼对天主教

“
弛禁

”
问题作出了贡献。与耆英交涉历经三

个回合后,18猸 年春,道光帝终于颁布上谕 :“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耆英等奏,学 习天主教为善人

请免治罪,其设立供奉处所,会同礼拜,供十字架图像,诵经讲说,毋庸查禁,均 已依议行矣。天主

教既系劝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有相同,业已准免查禁。此次所请所有康熙年间各省建立之天

主教堂,除改为庙宇民居者毋庸查办外,其原房屋尚存者,如勘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

而各省地方官,接谕旨后:如将实在学习天主教而并不为匪者,滥行查拿,即 予以应得处分,假托

天主教之名,籍端滋事,一切作奸犯科应得罪名,具照定例办理,仍照规定章程,外 国人概不准赴

内地传教,以示区别。
”[3]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得到了清政府的同意,“ 弛禁

”
政策被打开了缺口。

法国官方和舆论界公然赞赏拉萼尼取得的这一成果。在基佐看来,这一成果
“
不但会为你(拉萼

尼)的使命增添光彩,而且也能为国王的统治及政府争得荣誉,教徒也将把这工切看作是法国的

最光荣传统
”[4]。 18俑 年 7月 ,拉萼尼被封为贵族。

耶稣会士重来中国传教的经过也说明法国官方人士对传教事业的重视。1841-18们 年间,

先后有三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他们均受到王后玛丽·阿梅利的支持。其中的一位传教士南格禄

神父激动地说 :“ 她(指王后)显得与其说是我们的保护神,还不如说是我们的母亲。
”[511853年 6

月 2日 ,翁毅阁神父(1851年 4月 -1854年 8月 任中国江南教区会长)回 欧洲时,在法国作短暂

停留期间,不仅介绍了中国江南教区的情况,并且.受到了拿破仑三世的接见。

法国外交部和殖民官员也为传教士提供方便。从 1833年起,法 国外交部一直通过驻华外交

官亲善地为神父们提供与西方通讯的便利。当拉萼尼使团刚到澳门,立即回答了罗伯济主教(驻

澳门的一位法国耶稣会主教)的要求,表示将不辱使命,为传教事业斡旋。18+9年 11月 10日 ,

敏体尼(驻上海领事馆领事)致函法国驻华公使陆英伯爵 :“ 全力保护天主教是我们执行的一项好

政策,⋯ ⋯我们已获得了很大影响。他们(天主教徒)将是我们商业的第一批主顾。
”
数月后,敏体

尼又报告道 :“ 公使先生,我对你重申,这些传教士是我们将来在这里取得重要地位和成就的工

具。⋯⋯我们的传教士必将为法国作出重要贡献。
”[61

法国军界也为传教事业尽责。1853年 12月 底,驻上海法租界的护卫舰
“
贾西义号

”
启航返

法,舰长德柏拉在给母亲的信中记载了当时的心境。他说 :“ 我离开了中国,好似一个还没完成任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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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人,当我正对工作开始感兴趣时,被人剥夺了工作。⋯⋯军舰虽不直接参加传教工作,但也

能作出不少有益的事,给传教士帮些小忙。
”
史式徽(1“6-19sT年 ,法籍耶稣会士,文学博士,教

会史教授)评介道 :“ 小忙拯救了上海的天主教事业(指面对太平天国的压力),⋯ ⋯奠定并实行了

法国对教友们的保教权。
”[7]

由此,上至王后、皇帝、外交部,下至领事、将领纷纷支持传教士们的传教活动。中国天主教

教友人数从 1800年 的 zO万达到了 18sO年的 sz万
"l。

与此同时,法国对华贸易却遭冷落。18狃 年,在广州进出口的法国船只仅四艘,位于英、美、

荷、比之后。上海法租界繁荣和发达程度与英租界相距甚远。1s“ 年,上海法租界商人 11人左

右(法国人仅 7-8人 ),英租界内,18++年就有 sO人,18sO年增为 17sO人 [91。 1851年 8月 14

日,上海各租界颁布第一个关于码头治安和海关税则的条例,道台和各国领事除敏体尼外均在条

例上签了字。其中一项规定道 :船只只能停靠在英租界前的河面。这意味着剥夺了法租界拥有

接纳船只停靠的权利。可见在各租界中法国地位微薄。

法国官方殖民代表陆英、布尔布隆等均不注重贸易事务。陆英认为,一个领事不应参加商业

交易,“ 我很佩服你的胆量(指敏体尼积极为贸易出力的行为),但不能同意这种行为
”[10]。 外交

部尽管对敏体尼表示赞扬,但其有关贸易的报告却留在外交部的文件里无人查看。1sss年 3月

3日 ,法国新公使布尔布隆从澳门写信给敏体尼,阐 明对太平天国采取中立政策的理由。他说 :

“
为了让您了解情况,我还是要告诉您,美 国公使直到他离开为止曾再主向我保证,他打算严守中

立。如英国确实要干涉的话,我看也纯粹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我们在中国没有这类的利益。

因此,中立政策对我们来说∴·̈显得重要。
”[11]法国所谓

“
中立

”
仅为外交的一种幌子,它曾积极

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但这却是法国忽视商业贸易的一种明证。

显而易见,法国在 19世纪上半叶与中国外交关系的重心在于通过天主教进行殖民扩张,而

非依靠贸易进行殖民侵略。

19世纪上半叶,法中关系主要以传教
“
事业

”
为主线索,法国为何受此利益驱动,并借口宗教

纠纷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呢?

第一,对外政策是对内政策的延伸。拿破仑一世和拿破仑三世均利用天主教巩固国内统治,

维护私有制,并将其作为对外扩张的重要工具。

17S9年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废除了天主教会所有经济特杈,包括征收什一税和拥有土地

的权利,土地收归国家,并将其拍卖,教会的地产落人资产者和富裕农民手中,对封建土地所有制

的革命取得了硕果。教士从革命前的第一等级降为只领取国家薪金的教士,教会经济基础被彻

底摧毁,成为完全从属于国家的组织。从此,教会往往成为某一政府为获得精神支柱、巩固政权

而被利用的工具。彐99年,通过政变上台的波拿巴认为光靠暴力统治是不够的,必须依靠宗教

的力量,以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他着手进行教会改革,颁布法令 :准许开放在大革命期间

关闭的教堂,恢复礼拜日,他本人也常去做弥撒,以表示对教会的友好。为争取罗马教廷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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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1年 7月 ,波拿巴力排干扰,与罗马教皇签订了《教务协议》。协议规定 :① 天主教承认大革命

原则,不再要求革命中已没收的教产和恢复教会的特权 ;②
“
天主教为大多数法国人信仰的宗

教
”
,而不是国教 ;③天主教必须完全服从国家:为 国家服务,主教任职前必须宣誓效忠第一执政 ;

④主教由第一执政任命,教皇授权,教士薪水由国家提供,教皇宣布不再以任何方式干扰教会财

产的购置者[12]。 与此同时,波拿巴还宣布新教、犹太教与天主教具有平等地位,教士不再宣誓效

忠宪法。波拿巴的宗教政策深得人心,消除了国内的宗教纠纷,彻底粉碎了反革命叛乱分子利用

天主教,煽动广大教徒与政府斗争的阴谋,在国内迎来了和平、团结和统一,在国际上则缓和了天

主教国家的敌对情绪,提高了法国的国际地位。

另一方面,《拿破仑法典》确立的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使小农在大革命中

获得的小块土地有了法律保障。加上新政权发展农业,发展小农经济的措施,小农的处境大为改

观,加上宗教感情又得到保护,于是小农站到了波拿巴一边,在保卫法兰西民族反对外国武装干

涉的战争中,农民成了军队的主力。
“
农民是政权的强大支柱

”
在拿破仑三世那儿得以继承和发

扬。

对外政策方面,波拿巴力主扩大传教事业。18胧 年,他 曾几次致函巴黎总主教和教皇,陈述

其看法,希望法国传教士既对传教事业有利,又对国家有利,并希望在华天主教的传教活动重新

活跃起来,消除英国人在这方面的主导作用[13]。 拿皮仑一世于 18“ 年发布一道政令 :派 3名传

教士到中国,并发给他们 乃000法郎旅费[14]。

拿破仑三世仿效其伯父拿破仑一世的做法,甚至更为激进,以期获得教会及其影响下的农民

的支持。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还是第二共和国总统时,首 先借助教育改革,实施拉拢教会的政

策,他令部长法卢于 18⒆ 年 1月 组建初级和中等教育改革委员会,草拟有关法令。该法令规定

建立一个可由神职人员担任主要职务的公共教育委员会 ;神职人员可担任学校教师;承认宗教修

会有开办私立学校的权利 ;“传教许可证
”
相当于小学教师执教许可证[15]。 维克多·雨果曾对此

表示异议 :“ 这一法令实际上是主张宗教、政府拥有控制教育的特权。
”[16]但是,国 民议会中教权

派首脑蒙塔朗贝尔等人的主张占了上风,认为
“
对于基督教的人民除了用刺刀外,还可用其他方

法去恫吓他们。凡是遵守上帝法律的地方,上帝本人就在执行着警察的职务
”
。另外,“ 为了使没

有私有财产的人养成尊敬私有财产的习惯
”
,唯一的手段,就是

“
迫使他们信仰上帝,⋯ ⋯信仰那

个诅咒不信者永世为贼的上帝
”[l91。 法国政府的目的不言自明。

拿破仑三世还给予教会一系列政治、经济
“
优待

”
。红衣主教成为参议院议员,宗教界人士竟

然可以参政。教士享有结社、报刊出版权,并有优厚物质待遇。宗教预算递增,18sz年 为 39m

万法郎,18s9年增为 弱00万法郎。教育经费同期则从 zsO0万减至 2100万法郎。1852-18⑾

年,教会所得捐赠是半个世纪总和的能 %[1:]。 教会学校从 1850年的 127所增加到 1s63年的

sOsg所 [l91。

对罗马教廷甚为
“
关怀

”
是拿破仑三世的重要

“
工作

”
。1“9年,他出兵占领罗马,帮助恢复

了教皇政权,后将一个师的法军留驻当地,保护教廷,直到 18TO才撤走。18s+-18“ 年,法国参

加的克里米亚战争,其借口为
“
保卫圣地

”
,高举所谓

“
圣战

”
的旗帜,结果夺回了欧陆霸权。

“
十八

年里,耶稣会成了法国的真正主人。他们增设了机构,发 了财,扩大了影响
”
。因此,他们称赞

“
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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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仑三世在克里米亚战争时维护了宗教,以此重现昔 日十字军东征的美好时光。克里米亚战争

被看作是罗马远征的一个补充,受到全体神职人员的庆贺
”[20]。

法国波拿巴家族执掌的政府均热衷于将国内的天主教政策
“
输出

”
到被侵略的国家或地区,

其最终都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波拿巴曾如此向罗马主教表白:“我希望能给中国传教事业增加

新的生力。⋯⋯这与一般宗教利益无关,而是为了使中国的传教事业摆脱英国人的手掌,因为他

们已着手这项事业了。
”[211对 拉萼尼有人评介道 :“ 他半公开地干预了传教事务,与其说是拉萼尼

的宗教计划,不如说是他的政治计划。
”[22]拿破仑三世支持天主教会取得保教权,同样

“
不是由于

对宗教的热诚,而是出于体面和权力的欲望
”[23]。

第二,为了争夺远东控教权,法国天主教会和政府力求扩大天主教在华的传教势力,以 收政

治、外交、经济之利。由欧洲某个强国担任保护远东天主教会的做法是教皇尼古拉五世开端,亚

历山大六世确认的。亚历山大六世承认葡萄牙是在远东新发现地区享有天主教会保护权的唯一

国家。葡萄牙丧失海外霸权,国势日衰,后起的英、美、法、德四国中,只有法国是天主教国家。加

之法国对外贸易比较薄弱,因此就以大量派遣传教士的做法弥补不足。法国的情况正合教皇口

味,教皇逐渐倾向法国。18sg年,教 皇格列高列十六以葡萄牙不能履行义务为由,取消其保护

权。但里斯本对罗马这一决定提出了抗议。因为当时的东印度群岛宗主教德西瓦托莱自己兼任

北京、南京、澳门三个葡萄牙教区的主教。所以,葡萄牙方面拒不接受 1gss年 的诏书。法国一心

想夺取这个位置。1851年 ,汇聚在上海的众多高级教士曾向法国外交部发出一份呼吁书 :“ 部长

先生,我们对这个国家是比较了解的。⋯⋯只要法国允许她的代表(指传教士)以法国的名义讲

话,并且是果断地和高声地讲话,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241很

明显,他们认为 :“ 在北京能代替

法国的均为传教士。
”lzs]保护和帮助天主教徒的只能是法国,正 因为此

“
我们的教会开始重新昂

起了长时期在暴虐下低垂的头,地方官也不再向他们征信仰税了
”lzs]。 事实上,《 中法黄埔条约》

后,罗 马教廷就明显倒向法国。18弱 年 4月 ,教廷命令在内蒙西湾子传教的法国教士孟振生去

接管葡萄牙派任的赵主教所管的北京主教区,法国取得了远东控教权。

法国成为在华天主教会的倮护者只是在罗马教廷面前有效,却 没有得到清政府的承认。

18弱 年 2月 8日 ,清政府虽然颁布
“
上谕

”
准予国内天主教

“
免禁

”
和各省原建的天主堂由地方查

明发还原主,但并没有请法兰西予以保护,而且在内地一律不准传教。以上这些,尤其是最后一

条,使法国并未取得事实上的保教权。他们需要中国广大内陆地区全方位向传教事业开放。

第三,中 国民众群起反抗传教士的强盗行径,使
“
给还旧址

”
的交涉持续了一二十年之久。其

间,法国传教士制造了种种事端,他们在各地恣意讹诈,无视中国主权,动辄以武力相威胁。如咸

丰元年四月,两江总督曾以松江府华亭县仓廒并非五口通商地区,系 属内地为由,拒绝了法国领

事敏体尼的索还。6月 ,法国却出动兵船一只停泊黄浦江,“ 其意在借兵要挟,开 口便要给还松江

府城内天主堂地基,如该道不允,即 赴省见
”
"]。

1851年 12月 ,法 国传教士顾铎德派驻定海城

传教的天主教方安之,诱迫教民
“
屡将乡问各应寺庙庵院献人教堂,踞 占把持,各应士民因屡被欺

扰,群怀不平
”
,乃 聚集村民,“ 逐出教徒,收 回被占寺院

”[2:]。 在直隶一省,他们任意提出所谓旧

址” 处,强硬要求归还。在江南一带,传教士甚至不提具体地址,只指示 15个县府的名称,强令

地方当局勘址归还。在山东济南,传教士煽动教徒用暴力驱逐在旧址居住的大批居民,强 占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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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产。山西绛州,传教士缺乏任何证据,即强令
“
归还

”
东雍书院旧址。法国使臣竟然闯人总理

衙门宣称 :“ 书院本非天主堂及各项庙宇时应诵经祭献者可比,士子读书,随地皆可,何必拘定此

处?”
Ez’ l地方当局屈服于压力,传教士便占领了占地 +s亩的校址。据清政府文献载 :“ 近年各省

地方抵还教堂,不问民情有无窒碍,强 令给还。甚至绅民有高华巨室,硬指为当年教堂,勒逼民间

给还°且于体制有关之地及会馆、公所(庵堂,为阖神绅民所最尊敬者,皆任情索要,抵作教堂。

光各省房屋,即寓当年教堂,而多历年所,或被教民卖出,民 间辗转互卖,已历多人,其从重修理之

项,所费不资,而教士分文不出,逼令让还
”
。而且,“ 因房屋有倾倒,反索修理之费。各种举动,百

姓均怒目相视,俨若仇敌
”[301。 18⑾ 年以前,大多数民教纠纷往往都是因为传教士强占土地,索

还旧址等事引起的。传教士仗势欺人,不能不激起民众的义愤和反抗。正如法国舰队水师总兵

库旺·德斯布瓦所说 :“ 中国的地主官太好说话了,⋯ ⋯要求他们让出如此竞技场、玛大肋纳教堂

之类的建筑和寺院,叫 他们心甘情愿地把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区让给传教士。这是不合情理

的。
”[31]                          `

第四,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的史实说明,法国殖民政府通过教会在中国掠夺地产地租,从而

达到经济侵略的目的。

法中关系在 19世纪上半叶主要表现为
“
传教利益高于商业利益

”
,但正如前述,法国政府的

真正目的是借传教收政治、经济之利。这在基佐给拉萼尼的使华训令中,《中法黄埔条约》的内容

里,以 及许多史实中都有明显的反映。而法国与英美相比,其对华贸易极其薄弱。请看下表 :

1sT1-1911年进口贸易价值中各国所占比重  (各 国各期总计为 10⑴

教别 聿 1871-ˉ 1873 1881-ˉ1883 1891-ˉ 1893 1901-ˉ1803 1909-ˉ1911

天主教 法 国 0,6

基督教
9

英 国 34.7 23.8 20.4 15,9 16.5

美国 0.5 3.7 4.5 8.5 7.1

(资料来源: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页)

以上情况正好与法国国情一致。19世纪中叶后,法 国工业生产落后于英美的状况愈益明

显。第二帝国时期,工业生产尚居世界第二位,第三共和国时期降为第四位,农业生产降到第九

位或第十位[32]。 法国输往中国的商品,主要为时装、化妆品和葡萄酒之类,不大合中国的礼俗。

因此,法国自拉萼尼使团来华后,均注重传教势力的扩大,企图借助教会将法国国内的小农经济

占优势的经济结构模式
“
移植

”
到中国,从而达到经济侵略的目的,并与英美匹敌。

近代中国的大地产,除官僚军阀的外,就是天主教会的。英美也借掠夺地产,侵犯中国主权 ,

但数量远不及天主教会,并且很少有用于租佃剥削的记载,主要是建堂造屋,甲 午战后还用来建

工厂。不法传教士到底在中国占了多少地产,从局部史料看,可 以有个眉目,但从全国范围来说 ,

永远是个谜。但是
“
侵民利,发民财者,大多数皆是天主教徒

”
,他们

“
广置田宅,经 营藩息,川至云

贵,其中办事之人,皆理财能手,佃田租屋,概凭大道生财
”[33]。 1s99年 ,天主教会在河北献县占

地 z1“ 亩[34]。 19世纪末年在江南占地约 zO0万亩[351。 至于教会的租佃剥削,光绪年间,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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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县一份向教堂交租的清单就很可以说明问题。清单上载 :“ 范顺祥种堂地十亩,打黑豆二石八

斗,均分一石四斗,打红高梁四斗,均分二斗,⋯ ⋯柴禾二吊,出册钱粮去一吊。
”[36]这 仅是半分成

租,并不包括其它苛捐杂税。教会对农民的超经济强制也十分惊人。农民辛勤终岁,往往不足赡

其家,教堂就发放高利贷,利率高达二到三分
(37】

。不按期偿还,就服劳役或以土地抵押。天主教

会还拥有武器,私设公堂,大搞教民村。绥西河套地区的各个天主教区,“ 筑墙自卫,俨然城

堞
”[3:]。 陕北靖边县成川、宁条梁地区教民村落

“
每处男女百数十名不等,皆 以垦地为业,牛犁种

子多自洋人发给,秋后按粮品分
”Es91。 这类教民实际上成为传教士的农奴。另外,天主教会利用

霸占土地,建造房屋,进行房产租赁,以此谋利。镇江于 1861年开埠,资格最老的天主教堂取得

的房产最多,集 中在天主堂街,都用来出租牟利。租户们因买卖清淡,要求教堂减低租赁费,聚集

请愿并准备罢市者即达二三百人之多l。 0]。
可见,教会拥有房产之多;成为当地最大的地主。他

们收取高额租费,却又拒纳赋税。如四川
“
彭县白鹿场之天主堂及其修院,占农田一万亩以上,除

房屋面积,有九千佘亩,岁收租谷,不纳田赋
”[41]。

再明显不过了,法国政府重视传教事业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在其侵略的国家或地区扩张政治、

经济利益,中 国反洋教斗争多半与天主教会的罪行有关,农村教案大多由天主教会的封建的超经

济剥削引发的。难怪咸丰朝就有人说:法国
“
不以买卖为事,专在中国传教

”
"丬

。正因为此,法国

政府才充分利用天主教传教士在华的活动,竭力保护传教士在华的利益,急迫地要解决传教士进

入内地的问题。而中国官府的禁令和中国民情的不容,成为其达到目的的巨大障碍。怎么办?

“
只有政治因素和恐惧感才能使中国人作出表示,只有在枪口的威胁下,他们才肯让步

”
。
“
只要

出动四到五艘军舰,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迫使中国人接受我们的要求
”

E。 3]。
法国遣使会主教安

若望具有半官方性质的备忘录道出了法国方面的计划,事实也正是如此。与清政府
“
和谈

”
未成,

第二帝国的代表布尔布隆等与英国侵略者互相勾结,终以一年半前发生的
“
马神甫事件

”
为借口

发动侵华战争。拿破仑三世郑重地宣布:“ 打到中国去,为传教士讨还血偾。
”

E。。]全权特使葛罗被

派往中国,他率领法国远征队与英国共同行动,对 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战争的结局尽人皆知。18ss年 ,中法《天津条约》第 1s款规定:信教自由,“ 凡中国人原信奉

天主教而循规蹈距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
”
。1“0年 ,《北京条约》不但给予传教士进入内地传

教自由,且第六款规定 :“ 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土,建造自便。
”

E。sl该文未曾载人法文本。

英法等国以条约的形式实现了他们的殖民主义企图,法国正因为上述条约而拥有了事实上保教

权。葡萄牙于 18sT年被迫宣布放弃澳门以外的护教杈。众所周知,侵略国家还获得了其他政治

经济权利。

18ss年,法国又借口保护天主教出兵越南,18“ 年占领南圻,并向北圻进发。1s,s年 10月

6日 ,法国南圻殖民者头子杜白蕾写信告诉顺化苏伊尔神父 :“ 我们的目的是使越南政府和人民

信奉天主教的文明,协助南国重新整顿财政和海、陆军的工作,最后平定那很久以来住有盗匪和

叛乱分子的地方北圻。
”[46]安 邺率兵进人红河三角洲时,写信给巴黎外方传教会主教 :“ 主教,你

是爱法国的,你对东京人事、地形比任何人都熟悉9你是否愿意帮助我们一下,使我们征服越南的

成果能够巩固下来,希望你为我们找到一些忠于我们国家的越南人,在 我们统治下管理越

南。
”[471战 争的结果,法国在传教士的

“
帮助

”
下,变越南为保护国。当然,“ 传播法兰西文化

”
仅仅



第 l期 王晓焰:试析法国借口宗教纠纷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原因

是借 口,真实 目的是
“
因为它(指北圻)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 ,由 于有 了它,一旦欧洲各强国企图

瓜分 中国时,我们将是一些最先在中国腹地的人
”[4:】 。法国侵略越南,甚至 中法战争的爆发与宗

教因素都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 ,法国与英 国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直接原因为宗教 因素而非经济因素。但法 国

侵略的最终 目的仍在于经济政治利益。因此,第二次鸦片战争是经济性质的战争 ,它的发生为英

法和中国两种社会历史进程相结合的产物。从此,中 国被动地纳入世界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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