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Joum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4 2009

从一则寓言看天主教与儒家思想的区别

陈广媛

摘要：从传教士金尼阁口述的伊索寓言《南北风相争论空中》涉及的南北方位和阴阳、刚柔、德刑等概念出发，比较分析

了天主教与儒家在修德和治世方面的不同思想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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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十来华。伊索寓言因此而传人中国。

传教士金尼阁口述、张赓笔传的寓言集《况义》。就是伊索寓言

的最早汉译本。《南北风相争论空中》是《况义》中的第二则寓

言。巴柏理的《北风与太阳》是这则寓言较早的前身。金尼阁把

题目中的太阳改为南风。想必是为了适应中国国情。

在中国传统中，方位是具有寓意的。一般来说，以南为尊，

以北为卑。按古代礼仪，帝王与臣下相对时，帝王面南，臣下面

北。圣人“南面”而听天下，王者向来也以“南面”称之。“古之圣

人，见天意之厚于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礼之。"【1】由于

南尊北卑的原因，在《南风与北风相争论》中。南风才敢向北风

吼到：“我乃南面，不朝不让，是谓乱常。”台湾学者李夷学在其

著作《中国晚明与欧洲文学》中提到，在天主教神学中，南风本

有贬义，是“毁灭”的代称。《况义》虽然出于晋中，北方文人却

因为所处方位，故而独重南风。使之变成唯一可以和太阳相提

并论的力量。就中国人好讲对称的观念而育．南北之争的修辞

力量也远胜于属性不同的风日较量。

寓言开始是“北风日：阴不胜阳，柔不胜刚”。就涉及到了

阴阳柔刚的概念和南北的关系。“阴阳”本指物体对于日光的

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诗经·大雅·公刘》云：“既景既刚，

相其阴阳。”这是“阴阳”二字的本义。在先秦儒家中，孔、孟不

讲阴阳；至《易》则建立了比较系统的阴阳学说，成为儒家阴阳

学说的基础。《易》以阴阳二爻的组合变化，反映和解说天地万

物的生成变化规律．并提出了“一阴一阳谓之道”的命题。这一

命题的主要涵义是：1)阴阳相互依存，相反相成，且在总体上

处于平衡状态；2)万事万物皆由阴阳二气交合而生；3)阴阳相

互作用推动万物运变．阴阳在相推中此消彼长，总以一方为

主，达于极点则相互转化；4)阴阳是天地万物的本性。天、日、

暑、昼、刚、健、明、辟、伸、贵、男、君、君子为阳，分别相对的地、

月、寒、夜、柔、顺、幽、退、屈、贱、女、民、小人为阴。

“阴阳”和“柔刚”在利玛窦和庞迪我的著作中也出现过。

不过只是简单提及。利玛窦的《天主实义》中说：“其模者、质者

此二者在物之内，为物质本分。或谓阴阳是也。”【21庞迪我在《七

克》中写道：“凡物刚胜柔，独忍柔能胜怒刚。”[3]认为一般来说，

柔不胜刚。

寓言中的北风也是认为阴不胜阳，柔不胜刚。但南风的回

答“阴阳二气，各有其分，背阴偏阳，两不能成”，倒是符合阴阳

对立统一的规律。从先秦儒家对阴阳的解释来看．阴与阳、柔

与刚，孰弱孰强的观念好像还并不明确。在董仲舒阳尊阴卑的

阴阳观里，所谓阴阳。是指阴气和阳气。他说：“是故阳气以正

月始出于地。生育长养于上，至其功必成也，而积十月⋯⋯故

阳气出于东北，入于西北，于发孟春，毕于孟冬，而物莫不应

是。竹【l】“阳气始出东北而南行，就其位也，西转而北入，藏其休

也；阴气始出东南而北行，亦就其位也，西转而南入，屏其伏

也。是故阳以南方为位，以北方为休；阴以北方为位，以南方为

伏。阳至其位，而大暑热；阴至其位，而大寒冻。”⋯这里所谓的

阳气、阴气都是指具体的气流。阳气是暖气流，阴气是寒气流。

就阴阳二气的方位时间和寒暖来看。似乎阳气应是南风，阴气

是北风。阳气生养化育万物，阴气收敛归藏。

在寓言里，北风曰“阴不胜阳，柔不胜刚”，指北风代表阳，

南风代表阴，似乎是错误的。

董仲舒认为，阳为德阴为刑，阳尊阴卑。“阳，天之德；阴，

天之刑也。阳气暖而阴气寒，阳气予而阴气夺，阳气仁而阴气

戾，阳气宽而阴气急，阳气爱而阴气恶，阳气生而阴气杀。“是

故天数右阳而不右阴，务德而不务刑。"【1】也就是阳贵阴贱，主

德而不主刑。阳气暖、予、仁、宽、爱、生，阴气寒、夺、戾、急、恶、

杀．这两种不同的性质，恰恰符合南北风在寓言中的形象。南

北风的斗争。以南风胜利而告终。在寓言的最后。有个哲理性

的结束语：“治人以刑，无如用德。”显然，南风代表德，北风代

表刑．南风的胜利也充分说明了道德的力量远胜于刑罚。寓言

的结束语化用的是儒家的名言。《论语·为政》日：“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二者

的意思同样是重德轻罚，但寓言中的“德”是指天主教中的

“德”．与天主教的“拯救”与“宽恕”相联系。金尼阁口述的寓

言．大量使用了儒家的词汇，实际上是想借此表达其天主教

义。

天主教的“德”与儒家的“德”是有区别的。

天主教义认为。欲望非罪。乃是上帝赐予人生存并辅佐灵

魂之物。如果人仅从私欲，则会成为万罪之根。欲福、欲贵、欲

逸乐。三种欲望引发了骄傲、嫉妒、悭吝、忿怒、饕餮、迷色、懈

怠于善七宗罪．相应的就有克罪之德，即为谦德、仁德、施舍

德、忍德、节德、贞德、勤德。其中，仁为众德之要，天主所喜之

德也莫过于仁德。仁德即为“爱天主，为天主无以尚；而为天主

者，爱人如己也竹[扪，爱天主是第一仁德。天主是诸善之聚，人类

由其化育施生，并且被赋予善良本性来行善积德。人应当爱天

主。爱天主也以宠爱回报。天下万物皆由爱作．但只有天主之

善无限界。人的美德也随着对天主的爱的增长无限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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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爱人。真爱天主，就应该爱天主所爱，爱人如己。爱人

非虚爱。“必将渠饥则食之，渴则饮之，无衣则农之，无屋则舍

之”【2】。仁爱在爱其人之善，这种善不一定为自己据有。天主认

为人人可爱。非独爱善者，恶人虽不可爱，但亦有可取之善。也

应该爱之。恶者因爱或可以改恶化善。爱人之善，缘在天主之

善，非在人之善。

此外．人不谨言也不能成德。人说话要做到五毋有和五

有，才能有利于修德。污、邪、巧、谤、夸，为五毋；真、直、益、减、

时。为五有。

儒家的“德”，是指善良的品行、高尚的品格。《说文解字》：

“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所强调的是适当处理人己关系。

“德”字的起源及其原始意义，而今难以考定。据《诗经》

《尚书》的记述．在西周初年“德”已指现代汉语中的“道德”意。

《诗经·大雅·蒸民》云：“天生燕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好是懿

德。”《尚书·康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尚书·召

诰》：“王其疾敬德。”这些“德”字都是指“德行”“品德”。孔子一

生，积极从事道德教训，自己的修养也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孔

子以“仁”为最高的道德，以孝悌为仁的基础。常以智、仁、勇三

者并举，经常宣扬忠、信、恕、义、恭、宽、惠、敏等。

天主教和儒家都很注重道德的修养．但其道德修养的出

发点和目的却大有不同。天主教强调的道德以爱中心．儒家强

调的道德以仁为中心。天主教认为，人生而带有原罪，并且日

后罪愈多愈重，只有忏悔罪恶，积善修德，祈求天主的宽恕，才

能得到天堂永福、免地狱永殃。相信上帝全福全善和善恶之

报，是天主教道德修养的基础。儒家认为，修身是治人治国之

本，白天子至于庶人，均要以修身为本．以修养其fj德。君主更

应该为人表率，成为道德的楷模，争取天下归心。所以说，“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天主教和儒家都认为．道德修养是一个不断渐进的过程．

时刻不能放松，而迁善改过也是修养所要随时坚持的。不同的

是：天主教认为，人的道德修养过程如果没有上帝的佑助。并

赐予抵御邪情的力量，是无法取得功的：儒家则没有说要依赖

这种外在的超越性的强大力量来推动人的修养。

儒家的德政说与天主教的拯救宽恕思想也有区别。

儒家主张以道德教化而不以法制刑罚来治理政事．这是

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在比较道德教化治国和

法制刑罚治国两种方针后。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

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是因为，用法制禁

令来引导人民，用刑罚约束人民，人民可以不犯罪，但没有羞

耻之心；用道德教化来引导人民．用礼制约束人民．使人民懂

得羞耻，其行为自然端正。羞耻之心是一种强烈的道德意识，

是一种不需要外在的强制而自觉地遵守行为规范的文化教养。

儒家的德政说，主张以道德文化指导政治，把政治秩序建立在人

民的羞耻之心的基础上。认为以法制刑罚治国的方针．完全排除

道德文化的参与，单纯依靠暴力的强制手段。使人民感到畏惧而

不敢触犯刑律，这样来维持政治秩序的稳定，是不能长久的。

耶稣基督是拯救的承担者。拯救的工作是通过耶稣基督

的诞生、传道和在十字架上的死完成的。耶稣基督为人赎罪，

使人和上帝重新修和。基督教的福音描绘了上帝通过基督所

进行的救赎行动。上帝对人类的拯救是出于对人类的爱，因此

人们应该在爱的力量中去宽恕别人。“宽恕不是指原谅已经承

认了的错误，更不是指不去惩罚我们所怨恨的人。宽恕是指积

极行善的精神。”[4]在宽恕中改变犯了错的人的心灵，使他们的

心灵更加美善，以期重新恢复同他们的友谊。在《圣经》中，基

督向彼得讲到宽恕时，彼得提出了一个问题：“我的兄弟经常

侵犯我，我每次都宽恕他，一直要宽恕道第七次才不再宽恕了

吗?”基督同答说：“一直要宽恕到第七十七次才不再宽恕。”这

实际上是在说宽恕没有止期。这种宽恕之爱是一种对待他人

的精神，其中存在着一种拯救的力量。以牙还牙的报复行为决

不能改变任何入。报复行为HI以使一个人不再作恶，不再以某

种方式侵犯别人．因．为他害怕报复带来的结果；但是，害怕仅

仅是由于强力形成．不能真正改变人们的精神与心灵【副。

表面上看。儒家的德政说与天主教的拯救宽恕思想极其

相似。实际上，基督的拯救与儒家的实行德政有很大的不同：

前者拯救的主体是上帝。是上帝出于对人类的爱，通过耶稣基

督的牺牲。拯救人类于罪恶：后者是通过道德教化来治理政

事，其主体是君王或者圣人。君王实行德政或者说圣人救世济

民是以人的力量。而基督的拯救是由神的大能。前者日r能成

功，也可能失败；而基督的拯救，按照基督教的教义必定成功，

因为上帝之爱不仅照耀着整个人类．还从不忽略个体的人．只

要相信上帝．人人都可感觉到和上帝在一起。

总体而育．基督的拯救是靠神的力量来克服人的罪恶和

达到人的解放；儒家的德政是寄希望于明君建立一种“恤民为

德”、君民同心的政治局面。基督教中对仇人的宽恕与爱，这对

于儒家而言。则是一种异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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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冲撞--谈《况义》的翻译 -中国比较文学2005,""(4)
    伊索寓言的汉译自明末始.<况义>作为第一个专门翻译介绍伊索寓言的中文选译本,呈现出古希腊、基督教和古代中国各种不同的文化因素多元融汇

的复杂情况.它典型地说明了文学翻译超越语言的文化交流性质,更是中西文学交流之初文化剧烈冲撞的绝佳范例.本文以译本和译者为中心,通过译本系

统内的对比来描述<况义>中的中西思想因素,并从译者、时代等方面阐释产生这种复杂情况的原因.可以说,<况义>所显示出的文学翻译中文化交流的复杂

性,在今天仍有启示意义.

2.期刊论文 梅晓娟.Mei Xiaojuan 《况义》的翻译与中西寓言的早期接触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21(5)
    1625年,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和中国天主教徒张赓翻译了<伊索寓言>的第一个中文选译本——<况义>.<况义>的翻译受到正处于创作高峰期的中国寓

言的影响,同时,它所传入的西方寓言又为中国文人关注,促生了第一批西方风格的中国寓言作品.

3.学位论文 陈广媛 试论“况义”的特点 2009
    金尼阁口授、张赓笔传的《况义》是最早专门介绍翻译伊索寓言的集子。明清之际大批传教士来华传教，耶稣会是其中一个重要修会。以利玛窦为

代表的耶稣会士在经过不断探索后，选择了补儒易佛的路线。根据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风俗的了解，耶稣会士采取学术传教的重要策略，著述立说

，以基督教思想解释并改造传统儒家观念，以达到传播基督教义的目的。《况义》就是这种策略的产物。

    “况义”除了是当时一本译著的书名外，还是一种不同于“格义”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况”之意是“比”，“义者宜也，义者意也，师其意矣

，复知其宜。”这种以基督教义阐释古代儒家思想的特点，也是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特点。本文运用比较文学文学文化关系研究的方法，通过对汉

文译本和各种翻译本的比较研究，试图分析《况义》中合儒、补儒与超儒的特点。

    本文以耶稣会士适应策略为背景，把金尼阁翻译的汉译本寓言与西方伊索寓言相对照，并对寓言中的基督教思想和儒家传统观念比较分析，试图分

析《况义》的特点。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况义》的概况，包括它的时代背景、作者、篇目和金尼阁对西方伊索寓言的改编。

    第二部分是对《况义》的汉文文本的分析，主要是对《况义》中蕴含的基督教思想和儒家传统观念进行比较分析。

    第三部分是探讨《况义》中的补儒、合儒与超儒。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况义》的文本和特点分析方面有所拓展。

4.期刊论文 梅晓娟.Mei Xiao-juan 翻译目的与翻译策略的选择——论《况义》中的天主教化和中国化改写 -外语

学刊2008,""(2)
    本文从目的论角度研究<伊索寓言>的第一个中文选译本<况义>中的天主教化和中国化改写.作者指出,<况义>中的改写是译者在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

,为实现特殊翻译目的而采取的翻译策略,体现了明清之际西学译著的典型特征.

5.期刊论文 熊先杰 试论《伊索寓言》的早期中国版本 -兰台世界2009,""(16)
    <伊索寓言>进入中国的文化视野已有400年的历史,在此期间,<伊索寓言>经历了不同的版本和不同传播阶段,分别有<畸人十篇>、<况义>、<海国妙喻

>等不同的版本,又可分为宗教传播阶段、语言学习读物阶段、课本教材等传播阶段.

6.学位论文 孙琪 明末遗民李世熊及西学之关联研究 2007
    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来华，带来西方科学技术与翻译文本，伊索寓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次传入中国，即传教士金尼阁口述，信徒张赓笔

录的寓言集《况义》。明末福建士人李世熊吸收了其中五则寓言到自己的寓言集《物感》中。本文即试图通过分析遗民李世熊的气节观，主要是夷夏之

辨的思想对他接受异族文化即西学的影响，来探讨他是如何理解《况义》，接受西学，并创作《物感》的。本文共分为三个部分：一、夷夏之辨的历史

演变，李世熊对传统夷夏之变的继承，和其自身的个别之处，夷夏之辨对于他来说是不能超越儒家基本伦理的，因此他并不排斥西学这一异族文化，并

为其儒家思想服务。二、分别从《况义》所包含的宗教内涵和李世熊《物感》的内容与意义两方面着眼，研究李世熊选取《况义》伊索寓言的原因和价

值转变，他是从批判社会的角度来吸取《况义》中的寓言，实现中国文学“美教化”的传统价值。李世熊其他关于西学的论述，也都是本着西为中用的

原则，对社会人生现实进行思考，脱离了原有的天主教宗教性。三、探讨李世熊接受西学、获得《物感》的途径，即他是如何通过与天主教有关的师、

友接触天主教的，进而得出虽然天主教在明末被士人广泛接触，但其在中国明末清初社会的传播并没有获得最终的胜利，应该是和传教士采用“附儒

”的策略，士人以中国儒家视角接受西学这一原因分不开的，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天主教不具有它的本位性，只能是儒家的附庸这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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