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教会契约文书看邵武美部会与民间社会的互动
———兼论教会契约文书在地方史研究中的史料价值

李　莉

　　提　要：以邵武美部会契约文书①为研究范本，考察同治十二年 （１８７３）至民国２０年 （１９３１）邵武美部会
与民间社会围绕置产这一经济活动而发生的互动，认为教会契约文书可以提供教士回忆录、教会报刊杂志、年

议会录等传统教会研究资料和正史、地方志等官修著述均未记载的历史资料，构建新的区域教会史研究范式，

客观、真实、全面地展示区域教会发展历史，进而不断充实和丰富地方历史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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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外国教会在华区域史研究颇受关注、成果丰硕，但这些研究偏重于教会的政

治、文化方面，鲜少从教会经济史角度探讨教会与民间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大多数的交易都

是镶嵌在社会网内的。”② 本文试图通过对邵武美部会契约文书的研究分析，考察同治十二年至

民国２０年邵武美部会与民间社会围绕置产这一经济活动而发生的互动，并从中分析教会契约文
书在地方史研究中的史料价值。

一　交锋与接纳：从撬动置产 “缝隙”谋求扎根当地，

　　到深入民间 “肌体”大量置产实现发展壮大

邵武地处福建省西北部，闽江支流富屯溪中上游，向有 “八闽屏障”③ 之称。同治十二年，

美国波斯顿美部总会 （公理正宗教会）④ 设在福州的闽中协会看中邵武重要的地理位置，派遣

美籍传教士和约瑟 （ＪＥＷａｌｋｅｒ）、柯为梁 （ＤＷＯｓｇｏｏｄ）等一行前往邵武开拓传教事业。开
展传教活动，首先要解决立足场所问题。据和约瑟回忆，当地一名姚姓事工在美部会置产过程中

起了关键性作用，他介绍一些缺钱的穷人与教会交易。但当时 “邵地若铁门，人心如顽石，以

福音为荒谬，目西人为异类”⑤，置产遭到当地士绅强烈抵制，他们设法将试图与美部会交易的

业主关入大牢，并张贴告示号召联合驱逐传教士。教会置产陷入困境。转关出现在光绪元年

（１８７５）秋，美部会终于签订了购买东门外房地的协议，这是现存最早的一份邵武美部会与民间
社会的购地契约，契文如下：

契一：立永远出租契约字人李春芳，今因手中需银应用，情将祖手置有店屋一连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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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理会在中国的代表，故亦称美国公理会，为早期新教来华的三大教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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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福建邵武府东门外进贤坊二铺街，坐南向北，前至官街为界，后至养济院横土墙为界，

头进左至本墙为界，右至本墙为界；二进左至本墙为界，右至无墙至梁宅石磉为界；三进左

至本墙为界，右至本墙为界，四界之内开载明白，其店屋契约蒙前县宪验明，经已税过，并

未有丝毫官粮，其店屋并契约原因咸丰七年间被匪，俱已焚烧，于同治十年，自手架造店面

一所，共连六间，并空地三进，长约略一十八丈零，阔约略三丈零，另立有店屋空地图式一

纸，尽行永远出租。请问房亲人等，俱各不愿承租，次托中人引进到柯为梁、摩嘉立、和约

瑟等代表美部会永远承租为业，当日经中三面议定，永远租价洋银五百二十两正，其银立约

之日一并交清，分厘未欠。自承租之后，美部会永不交纳李宅租银，永断葛藤。其店屋任凭

美部会进屋居住，设立书堂，其空地亦凭美部会自行架造，李宅不得生端异说，亦不得言赎

言找。其店屋并空地实系祖手遗下己业，于本族叔侄兄弟无涉，倘有上手来历不明，不涉美

部会之事，李宅自行出头抵对。此系正行交易，并非贪谋瞒昧等情，二比甘允，各无反悔，

立有永远出租契约三纸为据。

本日李宅实收美部会永远租银五百二十两正，所收是实。

光绪乙亥元年十月十一日 立永远出租契约字人：李春芳　　
知契母：李危氏

中引人：梁元利　伊全胜　姚宏恩
代笔人：丁仕高①

尽管入邵传教不足三年，但美部会发展较为顺利，这从该业产情况可得印证：一是占地较

大，交易金额５２０两，包括 “店屋地基一连三进”，其中地基 “长约略一十八丈零，阔约略三丈

零”，即面积约６００平方米；二是交通便利，坐落在官街 （东门外进贤坊二铺大街）上；三是用

途广泛，“其店屋任凭美部会进屋居住，设立书堂，其空地亦凭美部会自行架造”。该契签订后，

当地４０名士绅联名要求知县干涉，知县得知已立契并付款后，便对士绅说：“此时干涉，迟矣，
汝等随他 （传教士）去吧。”② 士绅只得作罢。自此，“美部会在邵武获得了地产”③。打破置产

“坚冰”后，美部会开始寻找邻近业产以便扩大规模，次年又签订一宗如下：

契二：立永远出租契约字人梁金增、金信、金有兄弟等，今因手中需钱使用，情愿将祖

手遗下分受店屋地基一连三进并菜园一所，坐落邵武府东门外进贤坊二铺大街，坐南朝北，

前至官街为界，后至本菜园横墙为界，左至美部会墙为界，右至本宅直墙一直为界；右边店

面无墙，照右边旧直墙一直，至本菜园横墙为界，前至官街为界，并地基之后菜园，坐落前

至本宅横土墙为界，后至观音堂土墙为界，左至养济院土墙为界，右至岳庙土墙为界，四界

之内，俱载明白。其店屋地基并未有丝毫官粮地租，其店屋契约原因咸丰七年间被匪，俱已

焚烧，只剩地基三进并菜园一所。地基长约略一十五丈零，店面阔约略二丈三尺零，另立有

地基菜园图式一纸，尽行永远出租。请问房亲人等，俱各无力承租，次托中人引进到力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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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和若瑟、柯为梁等代表美部会永远承租为业，当日经中三面议定，时值永远租价洋银三

百六十两正，其银立约之日，一并交清，分厘未欠。自承租之后，美部会永不交纳梁宅租

银，永断葛藤。其地基并菜园任凭美部会自行架造居住，并设立教堂，梁宅不得生端异说，

亦不得言找言赎。其地基并菜园实系祖手遗下分受己业，与本族叔侄兄弟等无涉。倘有上手

来历不明，不涉美部会之事，梁宅兄弟自行出头抵对。此系正行交易，并非贪谋瞒昧等情，

二比甘愿，各无返悔，立有永远出租契三纸为据。

本日梁宅兄弟实收到美部会时值永远租价洋银三百六拾两正，所收是实。

光绪二年十二月念五日 立永远出租契约字人：梁金增、金信、金有

中引人：姚鸿恩、高培桂

知契母：梁谢氏

代笔人：丁双桂①

该业产与美部会此前购买的房地毗连 （“左至美部会墙为界”），且 “任凭美部会自行架造居

住，并设立教堂”，即可用作住宅和教堂之用。值得注意的是，上引两契业主出卖业产均因需钱

使用，中引人中均有姚鸿恩，这与和约瑟关于姚姓事工介绍穷人与教会交易的回忆相符。教会契

约文书的史料价值可见一斑。

英国阿礼国爵士曾言，教会在华享受权利 （包含土地权利）的情况，“因地方当局的心情，

是抱着促进还是反对的态度，而产生截然不同的差异。传教士申请在任何地方定居而面临这种反

对时，如无外强从中直接干预，则无法实现。最近，在……以及闽省和台湾等地发生的事件，都

可证明反对维护这种权利的浪潮是何等剧烈，官民意欲破坏传教士试图在内地建立新居，已到了

极端危险的地步”②。在这普遍反对教会置产的浪潮中，立足后的邵武美部会置产进展较为顺利，

实属不易，兹引三契为证：

契三：谕：赏戴花翎同知衔署理邵武县正堂邱为给谕存照事。

案照：东门外有张降仂家中收拾房间床铺，专赁与人行奸，俗名台基。经据张伯驹控

发，将该房屋标封充公，召买在案。兹有该处福音堂教会，因房屋窄小，愿置该屋改造添建

施医馆，备缴洋银五百角，请承买该屋，以作本处福音堂之医馆公产等情。前来除将缴到洋

银拨充公用外，合行给谕。为此谕给邵武府城东门外福音堂教会之施医馆存照，仍凭谕投请

印税，藉符税契定章。切切此谕。

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 日给　右谕福音堂教会之施医馆准此③
契四：给照：钦加协镇卫特授邵武城守营忝府兼带驻邵福税右军中营练兵洪为给照事。

照得案查北市宝严坊嵩山寺右边上隔壁，向有营房地基一大片，坐北朝南，东至嵩山寺

隔壁直巷为界，西至罗宅地基为界，南至官街为界，北至本园横墙基址为界，计直深二十一

丈七尺，横八丈五尺。兹有美部会女学堂与该地毗连，函请承租架造，愿年纳帖租等情。据

此查该女学堂亦系为地方培植人才义举，自应准如所请，合行给照为此。照仰该会遵照。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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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照依前开界址承租架造管业，亦不得帖外侵占民业。议定每年交纳营中地基帖租洋银四员

正，冬成送辕输纳，以资造报，不得增减。倘日后或有顶脱与人，应即来辕报明，以照慎重

而杜冒混。禀遵毋违，须至执照者。

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廿三日　　　　　　照给邵武美部会准此①
契五：立租地基议约字人邵武美部会业主朱开泰等，原因邵武美部会女学堂左边与嵩山

寺化僧炉厕所毗连，有碍卫生。会中欲将该地一片，直计十二丈七尺，横计三丈五尺，并相

连朱宅助归该寺地基一片，直计十四丈四尺，横计三丈五尺，合计方积九十四方丈，东至嵩

山寺直墙为界，西至美部会地基为界，南至美部会租来武营地基为界，北至城脚下本墙基为

界，以上四界之内，尽行租与美部会，以便扩充学舍。当经议定，预缴租价银二百员，以六

十年为限，至限满后美部会续租，每年仍应纳地租银三员，地方公用。于去年十二月间经邑

绅朱振彪、朱书田、李云鸿等三十余人佥禀，府宪将租价银二百员内拨六十员归嵩山寺主持

僧达聚，以搬移化僧炉厕所等费，以十员归业主朱开泰，其余尽行充作地方公益。蒙府县批

准，甚为公允。由各绅公同业主与美部会立租地基议约字三纸，彼此签字。以两纸呈府县宪

存案，以一纸发给美部会收执管业架造。俱各依允，后无异说，立此存照。

宣统元年八月念六日　 立租地基议约字人：业主朱开泰

邵武美部会

依口代笔人：张星耀②　

从上引三契可见：美部会兴办教育和医务的 “义举”，得到邵武地方文官 （契三的邵武县邱

县官）、武官 （契四的邵武县守军长官）、绅耆 （契五的邑绅朱振彪等三十余人）的认可，他们

在教会置产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邑绅３０余人呈禀府县批准，并公同业主与教会立契，
这与前文所述４０名士绅联名反对教会置产的情形大相径庭。绅耆是近代反洋教的组织者和急先
锋，据统计，１８６１—１９００年，官吏、士绅与会党成员参与反洋教斗争总人数多达４２２人，其中
士绅参加人数为２４８人，占总数的５９％。③ 他们很早就开始利用自己在地方上的权力和威望，对
本地民众施加影响，力图断绝传教士租买土地房屋之路，以防止教会势力的渗透。比如，龙岩州

绅民成立 “福建龙岩州新捐平夷灭番局”，并刊刻布告： “议各坊社寄居客籍所置屋宇、地基、

店房山场等物，倘敢典卖租税外匪者，先将房拆毁，后将其人逐出境外，以警效尤”“被合州革

出之人，各姓户务须一体革出。如无革出，被众查确，以包庇匪类论。所有冠婚丧祭，一概不与

往来。”④ 由此观之，邵武美部会扩建女学堂竟能赢得邑绅同意，不仅搬移有碍卫生的厕所，还

同意业主将原归嵩山寺的地基转租教会，至少可视为教会在邵武传教颇有成效的一个例证。

经过数年，邵武美部会置产活动逐渐增多，交易对象不再局限于一家一户，而是深入到家族

组织、民间信仰、会社及帮会等民间基层社会的各种势力和组织中。在封建社会，上述组织的业

产有许多是官府明令禁止不可转让的，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分会会报就曾指出： “古代的庙

宇、坟墓、属于一家族共有而提供全族使用的土地如供给族学的学田和供守墓人的墓田，都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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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卖。对于供作慈善事业，并曾经向地方当局注册的土地，即原捐赠人也不许出售。任何人违反

这些法律，是要受到处罚的，并向购买者收回土地，退还地价。”① “以家族祭祀、议事和执法

为主要用途的祠堂是家族权威和血缘关系的象征”②。光绪三十四年 （１９０８）十一月，张祥干叔
侄等立契，将 “祖上遗有祠堂空基一所”，“尽行出断卖于拿口街福音堂名下为业”，则打破了祠

堂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民间宗教信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深厚的民众基础，明清之际基督教传

教士发现，“全中国各地偶像的数目赫然之多简直无法置信。这种偶像不仅在庙里供奉，一座庙

里可能就有几千尊偶像，而且几乎家家户户都有”③。民国元年 （１９１２）１２月，何姓众人将 “苗

竹山场一处，坐落白云庵，前面一障自古拨归白云庵以为祀神之费”，永租给美部会，民间信仰

在这场与基督的交锋中落了下乘。会社是明清时期传统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民间组织，它以

宗教信仰为纽带，以经济互助为主要功能，是中国民间基层社会一股潜在的、不可忽视的庞大势

力。民国元年１２月，张王会众人 “因需银应用”，立契 “将张王会内祖上遗下空地一片”“托中

人引到美部会进前承买为业，任其架造管业”，经济困顿使会社不得不将祖遗之产卖给教会。由

此三例可见，邵武美部会已有能力撬动这些民间基层组织的 “缝隙”，深入到祖先崇拜、民间信

仰、解困互济的载体中，其势力和影响是明清之际无法比拟的。

综上所述，邵武美部会置产数量不断增加，范围不断扩大被接受度逐渐提升，说明其发展是

相当迅猛的。这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一，与近代其他教会在华发展路径一样，美部

会亦是挟本国坚船炮利之势，仗条约章程之佑，得相当经费之助，从而深入内地邵武立足并发

展。其二，美部会传教士与当地华人牧师共同合力的结果。华人牧师或如前例为教会与民间社会

置产交易充当中人，或径将己产租予教会，为教会发展壮大提供了空间保障。其三，稳定的民间

社会环境和相对缓和的民教关系。从全国来看，晚清的西化改革间接帮助了基督教的传播④；从

邵武来看，美部会传教士注意采取较温和、迂回的传教策略，尽量避免与当地发生冲突。“作为

整体，邵武的人民一直都是很友善的”⑤。近代邵武基本未发生大规模的民教冲突，美部会置产

因此也几未中断。

二　教育与医疗：从在教堂、教士住宅内开展的零星、流动的传教
　　附属活动，到购置大片业产形成规模可观的单独、固定的活动场所
邵武美部会的发展不仅纵向深入民间 “肌体”当中，而且横向加强了教育、医疗等教会传

统附属事业的扩展。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活动涉及各个领域，但 “基督教影响在教育方面

最强”⑥。最初，美部会没有独立的教育场所，不利于教学。为此，美部会积极寻求兴办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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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汉美中学是美部会在闽北创办的第一所中学，相关契文如下：

契六：立断卖觧地基契字人宁细秋、王让仁、宁细苟，祖师会官文贵、陈大乃、张问

渠、吴应、郑朝仁，圣人会范铿、陈寿生、孔用中、曾火根、宁兴旺，关帝会陈煌、冯细

保、李大冬、赵本兴、官硕，田公会李小个子等，今因需银应用，情将己祖众手置有乾

（觧）地基合共一大片，坐落东门外紫云桥上黄茅墩，地名大园，前至陈大乃、郑朝仁菜园

为界，后至宁家墩前石路为界，左至官路为界，右至黄茅墩直路为界，兹将四界内各份地基

丈尺列后：王让仁一丈七尺又二尺，宁细苟二丈五尺又五尺又二丈四尺，宁细秋一丈五尺又

三尺，孔用中二丈正，圣人会范铿等六丈五尺又八尺，关帝会陈煌等三丈正，陈寿生六丈五

尺又二丈五尺，冯细保三丈正又五尺，张问渠二丈四尺，祖师会官文贵等一十三丈五尺又一

丈，李大冬六丈五尺少一丈五尺，曾火根六丈又五尺，陈大乃七丈八尺又一丈五尺，三圣会

吴应五丈正又一丈，赵本兴五尺，田公会李小个子等四丈五尺少五尺，宁兴旺一丈五尺少一

尺，郑朝仁四丈正。内樟树并杂树在内，议明樟树不许砍去。官硕觧地一片，以上四界内各

份地基概行断卖。先问房亲人等，俱各不愿承交，次托中引到邵武美部会福音堂近前断买为

公产。当经中三面言定，时值断价衡量每丈地基洋银五圆，合共得受洋银四百八十一圆。立

契之日，交足无欠。自断卖之后，任凭美部会清基架造，永远照契管业，各卖主不得阻霸异

说，并不得言找言赎。倘有上手来历不明，不涉美部会之事，各卖主自行抵对。此系正行交

易，并无逼勒贪谋瞒昧等情，二比甘允，各无反悔。今欲有凭，立断卖觧地基契字为据。

本日各卖主实收到美部会断价洋银四百八十一圆，所收是实，书押同后。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二日 立断卖觧地基字人：宁细秋、王让仁、宁细苟

祖师会官文贵、陈大乃、张问渠、吴应、郑朝仁

圣人会范铿、陈寿生、孔用中、曾火根、宁兴旺

关帝会陈煌、冯细保、李大冬、赵本兴、官硕

田公会李小个子

中引人：陈原子、陈大乃、官文贵、冯细保、郝元王、

虞培、张应兴、王让仁、陈寿生、宁细个

代笔：张笏卿①

契七：立永远出租契宁炳财，今有祖手遗下空地一片，坐落邵武县东门外泰山庙对面汉

美中学校门口，地名宁家墩。前至大路为界，从汉美中学校门口路边起直向东，计一十六丈

三尺，后至美部会神学宿舍土墙为界，从美部会神学宿舍西北方墙角起，直向东一十二丈八

尺，再折向北三尺，更复向东五尺，左至汉美中学校东边围墙下路为界，从路边直向南三丈

折向东南一丈八尺，复向南四丈。以上四界之内，共面积方圆一百二十二方丈，四界分明。

今因别置坟山，托中永远租与美国美部会在邵武以为将来建筑之用。三面议定，永远租价大

洋六十四圆，其银即日同中收足，其地即听邵武美部会永远管业，宁姓不得别生枝节。但此

地系阄分份下，与别房亲疏伯叔兄弟侄无干，亦未曾重张典当与他人为产物及来历不明之

事。如有此情，系宁炳财出头承当，不涉美部会之事。今欲有凭，立永远出租契壹纸，付执

为据。

当日宁炳财实收到租价光洋六十四元正，所收是实。

７０１从教会契约文书看邵武美部会与民间社会的互动

① 邵武美部会契１－９。



老契遗失未缴，批明并照。宁姓原葬坟墓自明年 （民国十五年）迁葬他所，不得仍留。

此批。

中华民国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立永远租契人：宁炳财

中人：祝宗佩、郭桢树

在见：李胜子、朱大隆

代笔：富汉遗①

契六是现存最早的汉美中学地契，该地块是汉美中学最初的范围，坐落于东门外紫云桥上黄

茅墩地方，契约订立于光绪二十五年 （１８９９），参与立契的业主数量多 （立契人达１９人），占地
面积大。双方 “议明樟树不许砍去”外，“任凭美部会清基架造”，可见该校是 “清基”后独立

建造而非附设于教堂或传教士住宅中。此后，教会又购买了数块毗连地产，起盖一座三层西式楼

房，于光绪三十年正式开办该校。契七订立前的四月十六日，教会已与该业主订立了一份契约，

购得其中一部分，事隔仅８日，又订立该契，其理由是 “今因别置坟山”，并约定 “宁姓原葬坟

墓自明年迁葬他所，不得仍留”。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来说，出卖坟山、迁葬祖坟皆为迫不得已，

如非子孙不肖，那便只能说明教会势力强大。汉美中学鼎盛时有学生百余人。民国 １５年
（１９２６），受收回教育主权运动影响，汉美中学停办，其校址和乐德女中的旧址在抗战时期被协
和大学占用。金云铭在回忆当时汉美中学的规模：“汉美大楼上层为男生宿舍，中层为教室、图

书馆、医药室及教员休息室，底层为男生的厨房与膳厅。右侧的第二号与三号楼全为男生宿舍，

第四号楼为总办公处，内分校长室、秘书处、注册课、事务处、会计处等。左侧第五号楼房为科

学馆，上层为农艺及生物实验室，下层为化学及物理实验室，第六号雨盖操场作为礼堂。”② 可

见当时汉美中学规模颇大，美部会在邵武的教育传教势力颇大。

除了教育，近代教会还十分重视医务传教。“医疗慈善机构不仅被视作打开福音传播之路、

扩大其影响的暂时性权宜之计，而且是基督教传教工作中一个必须的、同等重要的和永久性的部

分。”③ 当时来华医疗传教士中流传着 “华人情愿将房子租给我们作为诊所，而并非将之作为小

教堂”④ 的说法。邵武美部会医务传教最初主要是分发药品和免费为人治病等简单的医务活动，

没有专门的医疗场所，传教士形象地形容为 “将 ‘卫生所’装进一只黑挎包中”⑤。后来虽然在

东门街发放 《圣经》的小屋占据一个房间设立了一间诊所，但 “每到夏天，窄憋的小诊所里闷

热无比，恶浊的空气令人窒息”⑥。随着传教形势好转和病人增多，这种情形不能满足医务传教

的需要。于是，围绕医疗目的进行的置产朝着购地建造独立医院的方向发展，有契约印证：

契八：立断卖觧地契字人李飞鹏，缘父手置有觧地一片，坐落东郊外遵道坊李家园总门

口，今将四界列中：东至美部会觧地为界，南至小路为界，北至美部会觧地为界，西至大路

为界。按该地与美部会觧地毗连，恰合建造医馆公益之用，经福医士向李宅劝勉，将该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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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与美部会为业。当日经中三面言定，觧地时值断卖大洋一百四十二元六角正。立契之日，

其银一并交足，分厘未欠。自断卖之后，应归美部会建造，照契管业，李宅并无异说，二比

甘允，各无反悔。今欲有凭，立断卖觧地契字为据。

本日李宅实收到美部会断买觧地价银大洋一百四十二元六角正，所收是实。

中华民国四年一月八日 立断卖觧地契字人：李飞鹏

中人：冯金淇　谢觐光
代笔人：何聚钟①

从契八至少可以看出两点：一是普通民众将教会兴办的医院、医疗机构视为慈善机构，故契

文有 “公益”一语，可见民间社会接纳了医务传教，置产甚至可由传教医生本人出面促成；二

是与早期购屋作医馆相比，这种购置地块重新起盖独立医院的方式更适应医务传教的深入发展。

综上所述，医务传教、教育传教虽是近代教会打开在华传教局面的重要手段和首选方式，但

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了当时西方先进的教育与医疗理念、模式、内容和方法，促进当地缺医

少药等问题的解决，推动了当地教育和西医的发展。当然，一定程度上也对当地传教事业和教会

势力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　宗教与世俗：从因地制宜创新传教手段的积极尝试到影响当地
　　农林业发展的世俗实践，置产用途的多样性、实用性不断增强
在传统的传教手段之外，传教士认为，应该用 “在中国已积累一定实用性的实业经验，作

为福音传道工作的一种方法”，坚信 “实业工作将大大推进在华传教事业”②。而实际上，“渴望

经营某种生产企业，诸如农业、饲养牲畜或贸易之类，以便自给自足”③，也是传教士开展实业

活动的重要原因之一。邵武美部会根据当地社会与自然状况，开创性地兴办奶牛业，进行农业试

验，教会势力进入 “全面开花”阶段。

邵武奶牛业兴起于清光绪年间，由美部会医师福益华 （ＥｄｗｅｅｒｄＬＢｌｉｓｓ）首倡，其初衷是为
养牛取奶、补充营养、增强体质，以治疗当地常见的因营养不良引起的疾病。因疗效显著，奶牛

业逐渐在邵武城内发展起来，这从教会契约中可窥大概：

契九：立断卖觧地空坪契字人何鸦娘子、蒋金福等，今因要钱使用，情将祖手遗下觧地

空坪二处，均坐落牛栏区大路边，坐北向南，上至余宅，下至李宅，右至大路，左至美部

会，何姓计方员二十七丈，扣银九两三钱一分五厘，蒋姓计方员七丈，扣银二两四钱一分五

厘，欲行出卖。请问房亲人等，俱各不愿承交，次托中引进到美部会，近前承买为业。当日

经中三面言定，二姓觧地共计方员三十四丈，时值契价共扣银十一两七钱三分。其银立字之

后，一并交足，分文未欠。其地坪自卖之后，任凭买主围墙架造，不得生端异说，所有上手

来历不明，不干买主之事，卖主自行抵对，明买明卖，二比甘允，各无返悔。恐口无凭，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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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有凭，立断卖觧地空坪契字为照。

本日卖者收到买主乾地空坪契价银十一两正七钱三分，所收是实。立亲手花押为据。

中华民国元年十一月　　 立断卖乾地空坪契字人：何鸦娘子、蒋金福

引进人：何聚钟、吴业仂、吴文秀、吴有应

代笔人：谢树卿①

从契九可见，该业产坐落在 “牛栏区大路边”。既然形成了一个区，说明至迟到该契形成的

民国元年 （１９１２），牛栏的搭建已形成一定规模，由此也可推断出当时邵武奶牛业发展较为迅
速。事实亦是如此。由于美部会采取将本地奶牛与荷兰奶牛杂交、以种小麦割叶做幼牛饲料、给

奶牛注射以瘟牛胆制作的血清等改良措施，促进了牛群繁殖，也促使牛栏区从邵武东市向南郊及

城西发展。当时福益华在东门 “三公桥”附近办奶牛场，养殖奶牛２００多头，雇佣人员２０余
人，还把牧场发展到水北小西门头 （今火车站），日产牛奶３００多公斤。② 邵武饲养的杂交奶牛
不仅发展到本县拿口等地，还推广到建宁、顺昌洋口、光泽和江西黎川。发展奶牛业客观上改善

了邵武及邻近县市人民的饮食结构，提高了抵抗疾病的能力，并对当地日后畜牧业、养殖业、乳

制品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邵武耕地稀少，但山林资源丰富，尤其是荒山多，发展山区林业潜力大。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
美部会派农林技师林查理 （Ｒｉｇｇｓ，ＣｈａｒｌｅｓＨｅｎｒｙ）来邵，在南门外白渚桥边开办邵武基督教农林试
验场。教会契约记录了农林试验场的有关情况：

契十：立断卖荒洲地字人龚家贵，今因需银应用，情将自手置有荒洲地，坐落南门外下

南寮荒洲地三小片，上至官姓田为界，下至美部会相连为界，左至自己竹林荒洲为界，右至

往肖家厂路为界。又竹林荒地一片，上至溪边为界，下至美部会竹林相连横小路为界，左至

溪边为界，右至自己荒洲地为界。以上四界之内，尽行出断卖。请问房亲人等，俱各不愿承

交，次托中引人到美部会名下近前承断买为试验场。当日经中三面言定，时值断荒洲地价光

洋六元正。立字之日，一并交足，分厘未欠。其荒洲地并竹林自断卖之后，任凭照契管业，

龚宅不得阻霸生端异说，亦不得言找言赎。倘或来历不清，不涉美部会之事，龚宅自行一力

抵对。此系正行交易，并非逼勒贪谋瞒昧等情，二比甘允，各无返悔。今欲有凭，立断卖荒

洲地契字为据。

本日龚宅实收到美部会断买荒洲地价光洋六元正，所收是实。

中华民国六年十二月念日 立断卖荒洲地字人：龚家贵

中引人：蔡半鱹、陈绍龙

代笔人：丁朝俊③

契十一：立断卖荒山契字人尤加保、尤加兴，今因需银应用，情将祖手遗下有荒山，坐

落南门外下南寮窑上
$

，计山一大障，上至山顶岗一带路为界，下至山脚田?为界，左至蔡

姓山窠为界，右至家血侄相共猪头山为界，以上四界之内，尽行出断卖。先问房亲人等，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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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不愿承交，次托中引人到美部会名下近前承断买为试验场。当日经中三面言定，时值断荒

山价小洋一百七十角正。立字之日，一并交足，分厘未欠。该山自断卖之后，任凭美部会照

契管业，尤宅等不得阻霸生端异说，并不得言找言赎等情。倘有上手来历不明，不涉美部会

之事，尤宅自行一力抵对。此系正行交易，并非生钱准折，亦无逼勒贪谋等情，明断明承，

二比甘允，各无返悔。今欲有凭，立断卖荒山契字为据。

本日尤宅等实收到美部会断买荒山价小洋一百七十角正，所收是实。

中华民国六年十二月初五日 立断卖荒山契字人：尤加保、尤加兴

中引人：王其红、蔡半鱹、郭月祥、陈绍龙、蔡细辉

代笔人：丁朝俊①

契十二：立断卖荒山契字人尤加保、尤加发仝侄孙贵，今因需银应用，情将祖手遗下有

荒山，坐落南门外下南寮，地名猪头山，坐东南向西北，计山一大障，上至蔡姓山脚横路为

界，下至王姓断卖与美部会内小窠为界，左至自己断卖与美部会内毗连之山窠为界，右至官

姓毗连山边为界，以上四界之内，并松木一株，尽行出断卖。请问房亲人等，俱各不愿承

交，次托中引人到美部会名下近前承断买为试验场。当日经中三面言定，时值断卖荒山价小

洋八十角正。立字之日，一并交清，分厘未欠。其山自断卖之后，任凭美部会照契管业，并

将松木蓄林，尤姓不得阻霸生端异说，亦不得言找言赎。倘有上手来历不清，不涉美部会之

事，尤姓自行一力担当抵对。此系正行交易，并非贪谋逼勒瞒昧等情，二比甘允，各无返

悔。今欲有凭，立断卖荒山契字为据。

本日尤姓等实收到美部会断买荒山价小洋八十角正，所收是实。

中华民国六年十二月念六日 立断卖荒山契字人：尤加保、尤加发、孙贵

在见人：尤加兴

中引人：陈绍龙、蔡半鱹

代笔人：丁朝俊②

契十三：立断卖山场及山内松树杉树契约字人高星阶，今因需银应用，情将祖手遗下山

场一片及山内松树杉树数根，坐落石结岭魏家
$

，概行出断卖。兹将该山场四界开列于中：

东至田埂边为界，南至山岗为界，西至窠田埂边为界，北至美部会山为界，以上四界之内山

场及松树杉树尽行断卖。先问房亲人等，俱各不愿承交，次托中人引到美部会名下，近前承

断买为业。当日经中三面言定，时值断买山场松树杉树契价大洋一十七员正。立字之日，一

并交足，未欠分厘。其山场松树杉树自断卖之后，任凭美部会照契管业种植砍伐，高宅不得

阻霸生端异说，亦不得言找言赎，永断葛藤。该山场等倘有上手来历不清，不涉美部会之

事，高宅自行担当抵对，明买明卖。此系正行交易，并非生钱准折，亦无逼勒贪谋瞒昧等

情，二比甘允，各无返悔。恐口无凭，立断卖山场及山内松树杉树契约字为据。

本日高宅实收到美部会断买山场松树杉树契价大洋一十七员正，所收是实。

民国十三年十二月初九日 立断卖山场及山内松树杉树契约字人：高星阶　　　　　　　　
中引人：陈思训、王奇佐、危根成

代笔人：江石主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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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十四：立断卖皮骨荒田契字人葛学卿、吴春生等，今因需银应用，情将二姓上手遗授

皮骨荒田毗连一大区，坐落南郊萧家厂沈家□，今将葛姓荒田粮亩列明：一处皮骨荒田，坐
落沈家□近溪边一大礳，原载民粮二斗正；又将吴宅荒田粮亩列明：一皮骨荒田，坐落沈家
□近山麓一大礳，原载民粮七升五合正。以上二礳粮田，荒芜多年，无力自垦，葛吴二姓磋
商，尽行出断卖，自托中引人到美部会邵武农林试验场近前承断买为业。经中三面言定，葛

宅荒田断价小洋二百角正，吴宅荒田断价小洋一百一十角正。立字之日，二姓契价一并交

足，分厘未欠。自断卖之后，应凭买者开垦，永远收租管业，葛吴二姓不得生端异说，亦不

得言找言赎。葛姓之粮现存南厢一图九甲葛旺二户内，吴姓之粮现存户内，如遇大造，一并

推入买主户内输纳。其田或有来历不明，不涉买主之事，二姓卖者自行抵对，明卖明买，并

非逼勒瞒昧等情，二比甘允，各无返悔。今欲有凭，立断卖皮骨荒田契字为据。

本日葛吴二姓卖者实收到断卖荒田价小洋共三百一十角正，所收是实。

大中华民国九年旧历腊月念一日 立断卖皮骨荒田契字人：葛学卿、吴春生

中引人：王奇洪、葛旺子、葛禾尚、黄天銮、黄昌宴

代笔人：李乐园①

契十反映了美部会毗连该片荒洲地还有一片竹林，购买该地块是为了扩大竹林种植面积。契

十一、十二、十三反映了美部会开发荒山、植树蓄林的两种方式：一是购置荒山自行种植 （如

契十一）；一是购置带有林木的山场蓄林 （如契十二、契十三），其中契十二是将松树直接包括

在山场内出卖，契十三则是将山场和松树、杉树并列为交易对象。契十四反映了美部会购置民田

种植水稻的情况，双方约定 “任凭买者开垦，永远收租管业”，说明美部会购置该民田主要是招

佃耕作，既可收租营利，又可以提高产量，让佃户栽种各地稻种，以便选取优良子粒。虽然试验

场年余即停办，但为南门外一带的开发和后来农林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人民政府就在这一带创办原种场。

邵武美部会开展的奶牛业与农林试验，“既是他们慈善工作的直接的或类似的附属物，又可

使他们的经费有所增加”②，是教会稳定并拓展传教根基的有力辅助手段。与明末清初传教士专

注于宣传教义不同，鸦片战争后，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传教目的本身决定了来华传教士不可能

只作为单纯的宣教师进行活动，在宗教与世俗之间游移是他们不可避免的生活形态，他们逐渐调

整了 “传教”的方式方法。③ 传教士找到了较为合适的宗教与世俗的结合点，在传教的同时，

客观上对当地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

四　史料与方法：从独特的地方历史实录到构建
本土文化主体性研究范式，不断充实和丰富地方历史全貌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教会契约文书可以提供教士回忆录、教会报刊杂志、年议会录

等传统教会研究资料和正史、地方志等官修著述均未记载的历史实录，客观、真实、全面地展示

区域教会发展历史，进而不断充实和丰富地方历史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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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教会契约文书丰富了区域教会史的研究方法。通过教会契约文书的研究，可以探索形

成更加关注外来与本土、宗教与世俗之间双向的、日常的交往互动，尤其是能够恰如其分凸显本

土文化主体性的研究范式，从而使近代教会史的研究视域不再局限于教会施予的单方立场，而是

从教会经济的全新角度，动态再现教会与民间基层社会接触的原生态，将民间基层社会自觉或不

自觉的参与纳入教会发展史中，并体现民间社会、传统文化对教会传教行为和传教传统的影响和

反作用。比如，当时民间流传的风水之说认为，一个人的房子若高于他的邻居，他能够因此受

益，宁波就有先例。① 为避免发生类似冲突，光绪八年 （１８８２），美部会在建造邵武东关基督教
堂时考虑到了当地百姓信仰风水的因素，没有采用尖顶设计，而是将房顶四角设计为中国风格，

向上卷起，只在拱形大门和窗户保留哥特式风格。②

其次，教会契约文书可与其他史料相互印证，弥补传统史料的不足。教会契约文书是第一手

资料，“纯天然”、未加工，可信度极高，既有经济活动和互动交往，又有具体数字和详细案例，

为开展经济史、法制史、社会史、风俗史、区域史、教会史、文化史等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提供

丰富资料。比如，邵武美部会契约从教会置产时间、教会建筑物分布、各项传教事业全面开展等

角度，印证了邵武是入闽美部会首个固定的内地传教点的观点③，以及邵武传教站 “不再是福州

传教站的驻外机构，而成为一个有权对很多事务自主决策的独立机构”④；通过对置产用途的整

理，可以找出与其他史料所载几乎一致的各个教会建筑物，并修正史料中的部分讹误，如多份契

约显示乐德女校位于邵武北市功德坊，而非 《邵武县志》所载的宝严坊；通过对交易金额与业

产规模的对比分析，可以得出不同历史阶段邵武房地产价格情况；通过对业产交易习俗的综合比

较，可以梳理出民间置产的民事习惯、风俗和方言等等。

再次，教会契约文书可以由点及面、由个案而整体，体现近代在华教会发展的若干特点。比

如，从邵武美部会契约文书中可以看出，近代以来，新教不再片面强调巡回传教，而更多的是建

立固定的永久性的传教场所及附属机构，以便稳定既得信徒数量，巩固传教基础；传教地点由城

外而城内，继以城市为中心，将势力向邻近乡镇扩张；活动范围从单纯的 “向中国人传教”的

宗教宗旨，扩展到世俗领域，如教育、医疗、农林试验等等。

（作者单位：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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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据说当时宁波传教士所建教堂超过周围所有建筑物，当地百姓十分担忧，而最后当公鸡形状的风向标安装

在教堂尖顶上时，当地百姓简直吓坏了。当时宁波最高建筑物是蜈蚣街街口的钟楼，而钟楼象征着昂起的

蜈蚣头，而人人皆知公鸡是蜈蚣的天敌。宁波百姓要求外国传教士移建这只大公鸡 （风向标），这个要求未

受到理睬。不久后，钟楼毁于一场大火。参见 ［美］小爱德华·布里斯，安雯译：《邵武四十年：美国传教

士医生福益华在华之旅，１８９２—１９３２》，第９４页。
参见 ［美］小爱德华·布里斯，安雯译：《邵武四十年：美国传教士医生福益华在华之旅，１８９２—１９３２》，
第９５页。
参见 ＥｌｌｓｗｏｒｔｈＣＣａｒｌｓｏｎ，ＴｈｅＦｏｏｃｈｏｗ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１８４７—１８８０（福州教士），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
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４，ｐ９８。
［美］小爱德华·布里斯，安雯译： 《邵武四十年：美国传教士医生福益华在华之旅，１８９２—１９３２》，
第２１２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