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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天主教简史

天主教(也称旧教、即早期的基督教)它

产生于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小亚细

亚。当时，欧洲正处在奴隶社会、奴隶无产者、

贫民的生活极端痛苦，他们把对反动统治阶级

的不满和软弱无力的反抗情绪融合成了宗教

信仰形式，盼望。救世主一把他们从受压迫的灾

难中拯救出来。罗马帝国利用了它安于现世痛

苦，幻想死后升天堂的“理论一，在公元四世

纪初，宣布天主教为国教并修改教义，利于罗

马帝国的统治。由于罗马帝国的扶植和利用，

天主教获得了发展，变成了罗马帝国的支柱。

基督教在欧洲原有两大派别，一为罗马公

教(即天主教)，一为东正教(即希腊正教)。

欧洲宗教改革以后，罗马公教又分出新的教

派，中国人习惯上称旧派为天主教，新派为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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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教或基督教。 ．

罗马公教的分派促使欧洲各国各派教士

纷纷传播本派思想宗旨，并相继建立了各种传

教组织，耶稣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圣言

会等。

明朝末年，天主教耶稣会教士利玛窦(意

大利人)曾来山东传教。清朝顺治年间，方济

格会教士粟安当，在德国汤若望的建议下，由

福建北上至山东地方，一六五零年到济南传

教。一六五一年方济格会在济南、兖州建立教

堂。此后，方济格会派出教士分赴禹城、济宁、

临清、泰安、烟台和莱州，创立教会，此乃天

主教在禹城的早期活动。．

一八四零年后，伴随着鸦片和商品的大量

输入，大批外国传教士涌进我国。各国传教士

纷纷深入内地、城镇和乡村传教。此间天主教

在禹城盛行，当时，御桥韩庄是天主教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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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一九N／＼年解放后，外国神甫都回国，中

国人自办天主教会、神甫自选自圣，摆脱了外

国控制。天主教是中国人民自由信仰的一种宗

教形式。

第二章：天主教传入禹城

天主教传入禹城，最早是于屯、苗林和御

桥韩三个村。

传入于屯距今约四百余年。传入情形无据

可考。据《山东开教史》(即郎汝略著，赵庆

源译)中记载：一六二七年，耶稣会士做统计

时提出过山东的教友。自古以来，禹城的教友

传说：他们是明朝的后代。之外，禹城于屯村，

一七二三年的石碑对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亦

有所记载，可以证明上说之不误。不过今已无

此碑。《山东开教史》中所载石碑原文，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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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附记》。

传入苗林迄今约三百余年，本村老教友王

美湖(现年八十岁)听前辈说：老老曾祖母原

住元家安，当时外国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她奉

教之后，搬来苗林，传教予后代。一九二七年，

宗教盛行，教友达一百七十余人，代代相传至

今。

传入御桥韩至今约二百余年。该村在津浦

铁路禹城火车站西两公里处，交通便利，离县

城近，人口多。从济南初来禹城传教的意大利

教士，人生地不熟，便选中此村。外国传教士

在村内反复讲教并舍施钱财。时间不长，有四、

五人奉教，后奉教者逐渐增加。外国教士便在

本村买民房数间作为教友的念经堂及传教士

的落脚点。十九世纪初，教友发展到四十余

人。

．一九零零年，御桥韩堂区已发展为总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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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当时有德国韩神甫主持教务。他传教高明，

一年时间，本村教友大增，邻近的范庄、万庄、

殷庄、河套亦发展有少数教友，并且发展延伸

到城北二十多里的梁庄，教友达二百余人。设

有分堂，外国神甫陆续来此主教。一九一一年

初，教友达四百余人。 ．

第三章：禹城天主教堂

第一节：主要教堂

禹城主要天主教堂有于屯、苗林、御桥韩

和梁庄。于屯、苗林建堂早，规模小；御桥韩

和梁庄建堂晚，规模较大。

于屯教堂：始建时间不详，是个很古老的

堂口。外国神甫投资兴建，占地四分，南屋三

间，西屋四间(天主教堂)，砖木结构。解放

后全部扒掉。现无教堂，教友平日在家庭活

动，各节日瞻礼到苗林去作礼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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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林教堂：始建距今约110多年，建筑材

料由济南运来，外国德神甫主持修建。原教堂

堂屋四间，厦房三间，东屋三间，全是砖木瓦

房，教堂占地二亩，属御桥韩教堂管。解放后．

全部扒掉。现在，教友都在家过宗教生活。《念

圣经日课》。逄节日瞻礼和于屯村的教友一块

到苗林村王美湖家里作礼拜。

御桥韩教堂：此堂是禹城境内规模最大的

天主教堂，位于本县十里望回族乡御桥韩庄东

南侧。始建于一九一零年至一九三九年，陆续

扩建，已具规模，占地面积八千八百三十八点

六平方米；有天主教堂、西楼、北楼、平房计

百余间。其投资、设计、施工都是德国的。教

堂用于教友过宗教节日，平时念经和宗教办

学；设有。育英小学”。 (分男、女部)。

天主教堂，建于一九一零年，占地四百七

十二平方米。此堂为钟楼与经堂连体结构，主

÷ 9 ：



体为三层六棱锥形，底层为通向长33米，宽14

米。堂的门厅，中层为诵经的音乐室，顶层悬

挂一底面积直径50公分、高60公分的大钟，钟

面上印有铸钟时间(1911年)，国籍(德国)。

西楼：建于一九三二年，为拐角形，西侧

二层，北侧三层，占地三百七十九点五平方米，

为宗教学校的教室、学生宿舍用房。 ．、

北楼：四层(包括地下室)，建于一九三

四年，占地二百二十一点九二平方米。为住堂

神甫待客、饮食居住用房。
‘

平房：七十五间，一九一零年建二十九间，

一九三九年建四十六间，先后拆去四十间，尚

存三十五间。

禹城解放后，外国神甫全部出走。宗教活

动停止，教堂房产归县财政局管理，自一九五

_年先后曾被华东军区解训团和县乡等单位

占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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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落实宗教房产政策，经县委、

县府决定归还宗教全部房产。现在教堂房舍，

除一九六六年，邢台地震波及禹城，教堂钟楼

震裂可危，经有关部门批准，将其钟楼与钟楼

连体的天主堂拆掉。其他房舍大部尚存，现由

教堂内雇一专人看管。(附教堂平面图见附记

②)。

梁庄教堂：一九三三年修楼，建堂时间还

早，共二十二间，其中十六间(二层)占地面

积二千七百三十平方米，德国梅神甫负责建

造。解放后区政府占用。

第二节：教堂统计(附表)
、

(包括村名建堂时间，规模、变化情况

等)

第四章：教区划分和神职人员

一九零零年，御桥韩堂区发展为总铎区，

直属教区领导。总铎区下有分区，总铎区领导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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