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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教案赔款合同 

古籍馆  刘波 
国家图书馆藏庚子教案赔款合同共三件，均为1901《辛丑条约》正式签订前，中国与法国关于京

津及直隶各府州县庚子教案的赔偿合同。 

所谓“教案”，指清末中国官绅民众与在华天主教教会和传教士之间发生的各种纠纷及冲突事件。

教会倚仗列强侵略势力的支持，胁迫地方官员袒护、包庇不法传教士与中国教徒，因而激起各地民众

的反抗。从道光二十八年（1848）青浦教案到辛亥革命的60多年间，全国共发生教案五六百起。爆发

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农历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是清末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教案，可

视为长期以来遍及全国各地的反教会斗争的总爆发，又称“庚子教案”。 

义和团原称义和拳，是长期流行于山东、直隶（今河北）一带的民间秘密结社，历来受到清廷的

查禁。甲午战争（1895）后，山东被划为德国势力范围，外国教会势力大大扩展，反教斗争接踵而起。

1898年10月之后，山东许多州县的义和团迅速发展起来，并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次年春夏间，

义和团发展至直隶、京津。清廷起初默许义和团的活动，不久在列强的压力下改而采取镇压政策，继

而又倾向于招抚利用。这种剿抚不定的政策招致了列强的不满，列强遂于1900年6月10日纠集军队2000

余人，史称八国联军，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统率，从天津直趋北京。清廷与列强交涉退兵，遭到拒绝，

遂于6月13日承认义和团为合法，招纳团民抗击联军。义和团与清军配合，一度阻止并包围西摩联军。

16日晚，大沽炮台陷落。21日，清廷发布谕旨，对联军宣战。由于各国陆续增援，联军总数超过一万，

于7月14日攻陷天津。8月4日，各国联军约两万人从天津出发，进攻北京。12日，占领通州。14日，北

京沦敌。八国联军在北京大肆烧杀抢劫，许多房屋成了瓦砾堆，被杀者的尸体随处可见。他们将北京

分为多个占领区，实行军事统治。 

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仓皇逃往陕西西安。流亡途中，慈禧颁布“剿匪”谕旨，通令各路官兵剿灭

义和团，斩尽杀绝。慈禧、光绪出逃前，委任庆亲王奕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代表，向各

国乞和。各国反复商议后，决定与清政府议和，于1900年12月24日强迫清廷接受议和大纲十二条。 

在议和大纲十二条的基础上，清廷与各国就教案赔偿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谈判。作为义和团运动的

主要发生地，直隶地区教案的处理首当其冲。担任钦命善后全权大臣的李鸿章，奏调自己的亲信、时

任四川布政使的周馥，担任直隶布政使，处理京畿教案。 

周馥（1837—1921），原名玉成、宗培，字玉山。安徽建德（今东至）人，民国时期著名藏书家

周叔弢之祖父。监生出身，历官永定河道、津海关道。入李鸿章幕府，颇受器重，协助李办洋务30余

年。官至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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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三件赔款合同，为奕劻、李鸿章授权周馥会同云南粮储道李毓森（生平不详）与法国天主教会

谈判的合同。法国天主教会的谈判代表为直隶北境代牧区宗座代牧樊国梁（Pierre Marie Alphonse 

Favier, 1837－1905）与直隶北境代牧区助理主教林懋德（Stanislas Jarlin，1856－1933）。三件

赔款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其一为“会商所有天主教会及会内之人所受公私各亏”所签合同，内容为“赔补教堂、抚恤教民

银数办法”，签署日期为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1901年6月12日）。合同首先援引议和大纲十二

条第六款内“各国、各会、各人身家财产所受公私各亏，中国均认公平赔补”一语为依据，下列合约

四条： 

（1）京城西什库北教堂等教堂，育婴堂、义学、养病院等教会事业，以及多处坟茔等，共赔偿白

银一百五十二万七千一百三十一两九钱九分，其中一百万两由二主教呈请法国公使归入大款内，另五

十余万两于当年八月在京交付； 

（2）法国坟茔建立碑碣，每处需银一万两； 

（3）京城内及京外大兴、宛平两县教民房屋被毁、财物被抢，赔银一百万两； 

（4）抚恤教民的一百万两白银应用京二两平足银，在京交付，由顺天府尹衙门向户部请领给发。 

值得注意的是，本件协议规定的赔款除100万两“归入大款”外，另有多达50万两未计入《辛丑条

约》总赔款额之内。其他各国各地协议中，此类不计入总赔款的额外赔付，估计不在少数。也就是说，

中国为八国联军侵华所付出的赔款，必定远远超出《辛丑条约》所列款项及其利息。列强及天主教会

挟战胜之势大肆勒索，于此可见。 

其二为“商定所有京城及各府州县赔偿教堂应找银数”所签合同，签署日期同样为光绪二十七年

四月二十六日，内容为京城天主教堂、保定府、宣化府、霸州、武清县、宝坻县、香河县、蓟州、昌

平州、东安县、固安县、宛平县等12处，“赔补教堂共银贰百叁拾壹万玖千伍百两”。 

其三为第二次与法国天主教二主教“商办天主教案所有天津府属及各州县赔偿教堂等项银数”所

签合同，签署日期为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1901年7月10日），内容为天津府、静海县、盐山县、

庆云县、南皮县、唐县、望都县、宛平县、顺义县、文安县、三河县及杨家坪神慰院12处，赔补教堂

等项共计白银“陆拾肆万捌仟两”。 

以上三件，均为中文、法文对照，两种文字的文本粘贴在一起。各件之末并有周馥、李毓森与樊

国梁、林懋德的签署画押，文件末尾及骑缝处均钤有“钦命全权大臣便宜行事关防”篆文朱墨方印，

可见已经奕劻、李鸿章批准，为合法的正式条约文本。这些赔款合同的主要内容，后来都成为《辛丑

条约》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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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半年多的谈判，清廷与列强就战争善后问题达成协议，并拟出条约的详细条款。1901年9月7

日，清廷代表奕劻、李鸿章与11国正式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主要内容有：（1）中国向

各国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2）拆除大沽炮台，北京设使馆区，使馆区及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驻

扎外国军队；（3）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参加反帝性质的团体，处死、监禁和流放附和过义和团的官

员一百多人；（4）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列在各部之首。（5）修订新商约，疏浚天津、上

海等处河道。《辛丑条约》条件之苛刻，赔款额度之大，都是空前的，它是列强对中国人民的一次大

勒索。 

本次展出的三件《庚子教案赔款合同》，记录了20世纪初中国因落后而挨打的屈辱历史，承载着

中国人民在内忧外患交相煎迫下的苦痛，也让国人更清楚地看到清廷的腐败无能，认识了改变国家政

治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而激励中华儿女痛定思痛、奋发图强，不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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