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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明天主教在华传播有一个不断“本地化”的过程。《天主降生出像经解》是

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的一部木刻版画作品。内容取材于四福书的耶稣生平事迹，形式为晚明

流行的版画连环画。在这部作品中，艾儒略不仅继承了利玛窦“学术传教”的传统，而且开

始寻求与福建本地士人文化的契合，以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图像、语言和传播媒介，向来自各

个阶层的教徒和教外人士直接传教。这种“当时当地”求同，体现了耶稣会对“本地化”原

则的进一步理解和深化，同时也体现了天主教传播走向通俗化、大众化的全新尝试。

【关键词】晚明天主教；《出像经解》；本地化；木刻版画；传播媒介

Abstract：‘11lere is a constant“10calization’’ proce8s in the spread 0f Catholic in L眦e Ming

Ch溉弛砌u伽咿k愕如龇io粥乒嚼如(a heu珊enutics of texts on the binh of Lord)is a Chi．

nese woodcut engmVing book of the Italian missionary，Jiulio Aleni．7rhi8 work takes the life story of

Jesus f而m Gospels，and it foUows a popular style of woodcut engraving comic books in late Ming dy—

n鹊ty． In this work，Aleni not only follows Matteo Ricci’s tradition of“academic Missionaries”，bm

also began to seek for“accommodation”with the local literati culture of Fujian．The images and lan—

guage in this book are familiar to Chinese readers，80 it could be easy to spread f而m all classes of be—

lievers to the non-believers．The use of local media renects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localization"

principle，and it also renects the new attempts of Jesuit toward“popul耐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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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天主教传入中国，利玛窦等第一批耶稣 播手段，在短期内就在晚明学界赢得了重大声

会入华传教士根据晚明中华帝国独特的传播环 誉。利氏之后，耶稣会士们总体上继承了他的政

境，开创了一套适应主义的传播模式，主要包 策，但在具体的传教实践中，他们也尝试发展和

括：以上层士人为传播对象、以出版大量中文译 改造其传播模式，而使天主教能为更多的中国人

著为传播媒介、以科学、艺术、哲学、伦理为传 所了解和接受。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项目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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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儒略的《天主降生出像经解》是晚明一部

极具影响力的宣教书，其内容来自四福音书的耶

稣生平事迹，形式为晚明流行的版画连环画。此

书以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图像和语言，以中国人所

熟悉的传播媒介，向来自各个阶层的教徒和教外

人士直接传教，不仅体现了耶稣会“本地化”原

则的进一步理解和深化，也体现了天主教传播走

向通俗化、大众化的全新尝试。本文从传播学角

度出发，以《出像经解》为例，探索耶稣会在传

播主客体、媒介、传播方式等方面的特征，以揭

示晚明天主教传教策略的转化和发展，并以此透

视中西文化之间对话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一、信息与媒介

《出像经解》是一部木刻版画本福音书故事。

全书由五十幅木刻版画组成，①每幅画上方均有

标题、下方有中文注解，大小为25×16厘米。

卷头另有单幅大图《天主降生圣像》，底端有明

末著名的教徒许乐善(1548—1627)赠耶稣会士

王丰肃的六言诗一首。②这些木刻版画的蓝本是

十六世纪罗马耶稣会一部著名的铜版画册——纳

达的《福音书故事图像》，艾儒略选取了其中63

幅，将它们改造为五十余幅中国式的木刻版画，③

并于1635年将这个画集以《天主降生出像经解》

为名单独出版，④与艾氏的另一部文字本福音书

故事《天主降生言行纪略》(以下简称《言行纪

略》)大致同时。虽然它们是两种不同的著作，

但由于其不仅在内容上明显互补，而且在《出像

经解》的每一幅图的文字标注最后，都会注明该

故事在《言行纪略》中的相应位置，因此一些学

者如费赖之认为前者应该是后者初刻时的附图。⑤

无论如何，这两部著作所传播信息是具有同一性

的，图像本是为了使耶稣生平故事更形象，而文

字本则是为了使之更详实、明晰。

耶稣会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刊刻了大量中文

书籍。这一点甚至成了一种基本的传教策略，被

称作“学术传教”或形象地称为“哑式传教”。⑥

事实上，据利玛窦自己讲，他正是以一本《交友

论》，打开了进入中国上层文人社会的大门。⑦

徐宗泽说明清之际耶稣会士的译著约有七百多

部，其中利玛窦的中文著作就有19种传世，艾

儒略有26种，汤若望27种。⑧明末清初人华传

图一天主降生圣像

教的耶稣会士共472人，差不多都有中文著作传

①由于<出像经解》版本众多，内含版画的数量也不同。

自三十余幅至五十余幅不等。本文引用的版本为ARsI，J印．

sin．I，187，此版本的封面题名为《天主降牛言行纪像》，由此

亦可见此书与《天主降生言行纪略》的相关性。

②许乐善为明末高官天主教徒之～，曾官至正三品通政

使。其孙许远度娶徐光启之孙女，即著名的许太夫人甘第大。

许氏诗云：立天地之主宰，肇万物之根宗。推之于前无始，引

之于后无终。弥六合兮无间，超庶类兮非同。显神化以溥爱，

昭劝惩以大公。位至尊而无上，理微妙而难穷。

③《出像经解》中有屿图足按《福音书故事图像》原图仿

制的，有些是将2、3幅原图根据所需场面合并组成一幅图。

④《出像经解》的众多现存版本中标明出版时间的最早版

本为ARSI，J印．Sin．I，188，此版本并有艾氏的序言。柯毅霖

认为该书最早的版本为巴黎国立图书馆的Barb．or．Ⅲ，134

(1)，但该版本无序言和出版时间。

⑤费赖之，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

1995年版，第137页。

⑥孙尚扬、钟鸣旦，<184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学苑出

版社，2004年版，第124页。

⑦裴化行，《利玛窦全集>第一册，台北：台湾光启出版

社，1986年版，第255页。

⑧徐宗泽，《明清间人华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

1985年版。另据潘风娟《西来孔子艾儒略》第43页所用数据，

利玛窦有中文著作21种，艾儒略22种，汤若望28种。

孓oom刃Z勺工lLo∽o勺工<髟，善蓦。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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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尊重和仿照了纳达尔的铜版画原作，但另一 书，这是艾儒略的一个创举。这不仅是对利玛窦

方面也作了许多中国化的加工。以卷头大图《天 “学术传教”策略的深化和发展，也体现了利氏

主降生圣像》(见图一)为例，此图与纳达《福 以后的在华耶稣会士们对晚明士人的文化生活的
夕

音书故事图像》中卷头图有较大不同。中国版画 理解和融入。耶稣会对“本土化”的认识已经从 孓

中的耶稣姿式亦站亦坐半身像，右手半张，微屈 “穿儒服、读儒书”，进一步到“了解中国人的 o

拇指、中指和食指，颇似佛教手姿中的“说法 文化社会符号系统，找到彼此交会的契合点”。②
o
丌1

印”；左臂拢一十字架，手抱一日月星辰大球， 这种契合，是对利玛窦时期“合儒”思想的继
刃
Z

也令人联想到佛教图像中常见的“法轮”或 承，但艾儒略不再满足于拿基督教的奥义诉诸于 勺

“法珠”。而纳达的原图中耶稣为站姿全身像，双 儒家经典，以此去寻求普遍意义上的理解；而把 工

手摊开向前，并无持物。原图中耶稣面容清瘦忧 “合儒”具体地贯彻到现实生活之中，寻求与晚
r
o

郁，手指细长骨节明显；而木版画中耶稣则雍容 明福建本土儒士阶层的活动的“契合”，这种 ∽

高贵，神情淡定超脱，双手富有肉感，明显有佛 “当时当地”的求同，无疑是耶稣会传播策略上
o
勺

教造像的特征。此外，木版画中耶稣的衣着华 的一次重大进步。 工

贵，有内外两层，皆饰有花边，质地似较轻柔飘
<

逸；而原图中耶稣所着披风似乎质地更为朴素而 二、传者与受者
形

厚重。

图的背景部份也富有中国风格。如《圣母端 《出像经解》主要作者艾儒略(Julio Aleni，

冕居诸神圣之上》图(见图二)，画面为圣父圣 1582—1649)，意大利人，1610年入华，1625年

子为圣母加冕，其下各色人等向云端仰望礼拜。 起入闽传教，在福建深受欢迎，被誉为“西来孔

图中三神皆站于大团云雾之上，圣父手持权杖象 子”。除艾氏之外，还有三位耶稣会士与他一起

征威严；圣子手抱日月星辰法珠，衣饰华丽，与 完成了这部著作，③因此它也可以被视为福建耶 麓

卷头大图《天主降生圣像》完全一致。云端之下 稣会士的一个集体作品。

是“诸国帝王士民祈望圣母为万世主保恩母”的 由于1630年后，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等修

画面，各色人等向云端仰望礼拜，亦颇似道教 会的传教士纷纷进入福建传教，他们对耶稣会的

“人登仙籍”一类内容的绘画。有意思的是：这 传教方法提出了异议，指责耶稣会过分容忍中国

一大群向圣母欢呼的各色人等之中，有的看起来 礼仪，并且对中国人隐瞒了天主教奥义的一些重

象西方人，还有一些却明显地具有中国人的特 要内容，特别是有关基督论的部分，这些争论直

征!这些中国人有戴儒士帽的文士，有兵士，还 接导致了后来的中国礼仪之争。本文不涉及这些

有小孩；画面背景的建筑中有西式的教堂，也有 争议的是非，但有一点可以确认，就是利玛窦的

中国式的牌坊。可以看出，艾儒略试图“将中国 诸多汉语著作之中，的确没有提及基督耶稣在十

注入大教会的生命之中”①，让中国人以自己的 字架上受难之事。④利氏的初衷当然并不是为了

思维方式，自然平和地接受基督教。 隐瞒，但他显然认为：中国人很难接受一个无所

在其它一些图中，艾儒略也加入了中国元 不能的上帝会作为一个囚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素。如《耶稣十二龄讲道》中，台阶上的中国庭

院化纹饰。又如《濯足垂动fI》中，原图中阴森的 ①柯毅霖，《晚明基督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墙壁变成了一个优美的中国屏风，上面绘着些明 第251页。

朗的山水，风格与原画迥异。《立圣体大礼》中， ②林治平，《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之必要性与可行性>，

耶稣背后有大幅帏幔垂下，两边都挂有装饰画， 黎‘妻芋萋在中国本色化论文集》，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
与原画不同；更有趣的是，桌布底下趴着一只大 ③罗马耶稣会档案馆A嘲，Jap．si。．I，188中的序言。
狗!极富中国式的生活情趣，与“最后的晚餐” 转引自PaulRheinbay，Ⅳ施f’s，c。n咿啦y o以J哇如耐，T．“ppeiuo

那种庄严又可怖全然不同。
蛐8 R·Mal8。，sch。k硒”出。we吼：Gi“1i。A1。“i 8·J·8“。山8

。《出像经解》在耶稣丢的众多中文出版物中竺然兰三蒿怒f。跚”’胁秭“：岫F0“她伽
地位特殊。以版画连环画的方式来诠释四福音 ④《晚明基督论)，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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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圣水、圣架等二些仪式和符号的过多渲 举了艾氏在福建交游的上层士大夫有张庚、柯士

占
染也可能会引起中国人的反感。事实上，在《出 芳、叶向高、何乔远、苏茂相、林欲楫、蒋德

像经解》出版的1637年前后，福建的反教风潮 璨、黄呜乔、孙昌裔、周之训、陈天定、曾樱、

l 正十分高涨，黄贞的著名反教作品《圣朝破邪 朱大典等人，这“数十公者，或谊笃金兰，或横
l 集》便完成于这一时期，艾儒略本人在这一年甚 经北面”，②都与艾氏交情甚深，其中不少人在

遗 I 至曾被官方驱逐出境。①(崇祯十年十一月《福 1637年的福建反教风潮中给过艾儒略重要的帮
l 建提刑按察司告示》) 助。这些上层士人的帮助为艾氏的传教事业奠定

碡 在这种两难境地之中，艾儒略必须要寻找到 了基础，但他们对天主教多抱着宽容、同情的态
l

壁 l 一条出路。面对西班牙托钵修会的指责，艾氏急 度，真正受洗入教者极少，因此教徒总人数的增
_ 于澄清耶稣会并不想隐瞒教义；面对福建的“破 长缓慢。至利玛窦去世的1610年，全国的信徒I

●。 邪”风潮，又需要阐明天主教合乎儒家正宗的立 总人数不过2500人，至艾儒略人闽不久的1627

场。《出像经解》(与《言行纪略》)为我们完整 年，总数也仅13000人。③

地描述了一个亦人亦神、既平实又神异的耶稣形 在1630年前后，艾儒略在传播对象问题上

象：虽然自圣母受孕起就有诸多灵迹发生，但耶 有一个明显的转向，他开始更多地将传播的方向

稣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犹太家庭，艾氏毫不隐瞒 转向中下层士人，主要包括没有取得功名的生

地描述了“降生马棚”、“被钉十字架”等事迹， 员、地方绅士和地方儒学教官，还包括许多家世

甚至是“未婚而孕”、“行割礼”“为宗徒濯足” 贫寒、不得不从事私家塾师、店员等等工作的士

等可能会引起习俗上的反感的事迹也一一介绍， 人。这些人遍布福建各地，数量相当庞大，李嗣
同时按中国人的传统特别强调了诸如母慈子孝等 玄的艾氏传记中所描绘的“其他青衿韦布，皈依
等伦理习惯。此外，艾氏也非常强调耶稣所行的 称弟子者，奚啻数千人”，④可见正是这些人成
各种灵迹，不断地突显耶稣神性的一面，清楚地 了艾氏忠诚的追随者和虔诚的天主教徒。这些人
表明了其宗教内容。可能正是出于表明立场和免 在晚明地方事务中作用重大，他们的皈依往往会
遭反感的双重目的，艾氏在改造纳达的原作时， 影响到整个家族甚至整个乡镇的集体受洗。李九
显得非常谨慎，从画面到文字都尽量地保持了原 标的《口铎日抄》中记录了艾氏1630——1640
汁性，只是有意地揉入了一些中国元素。 年问的交游和传教活动，其中提及与艾氏交游的

艾儒略为《出像经解》所预设的受者，不仅 福建士人约有百余人，其中有举人或进士功名的
包括教徒群体，而且也包括广大非教徒，从上层 只有三人，其余都是中下层士人。
仕人、中下层文人、直至市井百姓。这一点不仅 对教徒而言，《出像经解》是一部用于默想
与利玛窦等早期传教士的作品有很大不同，也与 与灵修的经书，是与《夭主降生言行纪略》相参
艾氏本人此前出版的作品风格迥异。明末人华的 照的福音书图画；对于爱好艺术的文人们来说，
耶稣会士往往以精英学者面目出现，自利氏的 它有着全新的内容和版画的技法，在晚明无数的
《交友论》、《天主实义》至艾氏的《万物真原》、 版画集中独树一帜，标新立异；而对于广大的普
《性学初述》，文字上都采用标准的文言，甚至有 通平民来说，此书就是一部连环画，与当时流行

意模仿古儒文风，以标榜西学西教之合乎儒家喜 的《三国》、《水浒》、《西厢》故事画册一样，

代经典：而《出像经解》中的吝字聱岔墨然!篓 它描绘的是一个名叫耶稣的外族人的生平事迹，
不多，但文风简明清新，接近白话，极为通俗，

加E图画．只要相．通文字的市井百姓都能轻易地

读懂其中的耶稣故事。这表明了耶稣会在其传播 但有罢篇：￡㈣，絮篓畿麓％
对象上，开始把关注点从精英儒士阶层放大到了 只是暂时避祸于福州郊外。

普通士人，甚至广大草根阶层。 ②李嗣玄，《西海艾先生行略)，‘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明清

耶稣会早期遵循利玛窦的上星氅策，攀“西 天主詈絮2i’主笔譬≥曲，i诚。嘶讥吼讹，B曲：
儒”的身份结交上层士大夫，在精英士人中发展 kid：B0st0。K0ln，j00l。p382．。

。
’

教徒。在艾氏的传记《西海艾先生行略》中，列 ④同②，第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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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塑吝璺与孕风，体现了!竺会辛孽教翌 和组织传播。事实上，直接面向人群的口头传教

詈占鬯罂茎转耋。．奎导经堡到了塑壁地方亨员堡 正是天主教传统的传拓方式，耶稣会士们都受过
雾曹前警!：。苎曼琶趋辛是王皇下曼：。夏唿曼望 修辞学的训臻，吴≥翼有彳i强晶苫头裘送磊力。
芒全：。。薹粤将罂笔巷警鬯塑寞姜要—翌曼尘，孽。 i口蒜日茹；‘；多茨矗返禧教士舞矗布釜鬲蓓毒，
些要整簧t，．苎嬖至p坚了孝芝翌馋苎竺乙掣 ≥其差薪i之-后，。i。芩舌芝。i另昌‘磊基；’磊
：篓!等竺j，警旦竺!亨．三竺：，怎盟篓里字譬∑ i．：I：弄菇嘉舞二美圣荔，1寨苦磊i赢慕昌丽
苎!!罢孝篓乏，量面空竺差鬯粤鸶毫罄妻。篡譬 如崇祯艽军”(i：36；豸。三勇‘军羞。占：川蔓苠在旒!曼三三经笋凳苎二旦耋呈妻委熹登黧，磊“{荔；：；栾毒)的≤鑫日蘸；L蔷。I茹磊磊磊舅
通俗简洁，几个世纪来在福建民间流传极广。① 呈未茌竿；蔷鼻暮；；茗羞_苫兰磊；萎喜萜爵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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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众皆俯首，不能仰视”。①无论是布道还是 另一些则是没有功名的地方士绅，也有曾在朝庭

f
各种宗教仪式，教堂都是天主教传播活动的中 担任过较低级官职的回乡官，如福唐李九标、李

逮
心。因此，艾儒略十分注重修建教堂，在闽中各 九功兄弟；清漳严赞化；晋江张庚等等。他们一

I 地“建堂二十余所”，②每有新堂落成，他往往 方面追随、师事于传教士，另一方面，凭借他们

亲赴主持仪式。 在家族和地方上的影响，极大地帮助了天主教的

遗 ’ 当耶稣会的传教重点由上层社会转入中下层 传教事业。但是，由于“意见领袖”既是受者，

社会之后，面对面的传播显得越来越重要。艾儒 又是传者，他们的传播过程也是对信息的修正过
白 略在福建的传教方式，更是带有明显的乡村传播 程，这使信息容易在传播中失真。

l
4如 ． 色彩。在农村地区，以文字为媒介的大众传播受 事实上，人际传播所造成的信息偏差在晚明
留

到各种因素制约，信息的传播多依赖家族体系、 天主教传播中是非常严重的。福建历史上各大宗
I 邻里关系、师生关系等人际关系。这种人际传播 教及各种民间宗教都颇为风盛，有着深厚的群众

既包括艾氏直接面向教内教外各种受者的传播， 基础和影响力。早期大多数群众包括已受洗入教

也包括通过民间信徒们的人际关系网的逐渐渗 者对天主教的理解都比较肤浅，往往将天主教与

透。在福建城乡，受洗入教往往是一个家族甚至 佛道等宗教混淆起来，把传教士视为法师或巫师

整个村庄的共同行为。《励修一鉴》下卷记载了 之流，将十字架视为驱魔除鬼之法器，而洗礼之

许多亲友间、邻里间互相传播天主教的故事。如 圣水，则“与(观音菩萨之)杨枝洒水，同一

福州曹学俭③服侄一家因“闻邻居奉教者，言天 作用也”。⑦《口铎日抄》著作者李九标、林一隽

主灵迹”，④后蒙主佑驱除了恶魔而全家奉教； 曾对“三位一体”之教理大感困惑，艾氏的传记

如漳州莆人陈三南也是也是受乡邻林启甫之劝而 《西海艾先生行略》作者李嗣玄也“上帝降生受

全家人教的；另有夫妻之间、父女之间、祖孙之 难之事不能无疑”。⑧

间因互相影响而人教者甚众。人际传播范围虽 《出像经解》所云之“经”，为万日略经，

广，但也常常会造成信息的丢失和误解。 “万日略”当是Evangelium的音译，译言“好报

在传播过程中，人际传播与组织传播往往是 福音经”，即“四圣纪吾主耶稣降生在世三十三

互相交织的。福建的天主教群体有明确的自我认 年，救世赎人以至升天行事，垂训之实，诚开天

同感，他们除共同参与教堂的各种宗教活动外， 路之宝信经也”。⑨将这个通俗版画集称之为

还组织了一些社团，如“贞会”、“主保会”和 “经解”，显然是为了突出其权威性。艾儒略在天

“善终会”等等，这些社团多兼具着共同进行宗 主教蓬勃发展的1635年出版《出像经解》与

教修练和慈善事业的目的。⑤《口铎日抄》由二 《言行纪略》，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纠正民间对天

十五位士人教徒共同完成，除两位武林(杭州) 主教的误解，向大众传播更清晰、更正统的天主

人之外，都是福建教徒。他们在福建各地分别追 教理论。耶稣的生平故事，无疑是一切教义的出

随艾儒略的传教活动，将其言行记录下来，然后

汇总出版，这表明其组织传播的能力已相当完 ①《口铎日抄》，第232页。

善。 ②《西海艾先生行略》，见《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明清天主

。，。皇亏苎黧擘里，，竺望孽妻苎登墅乏圭碧堡望 教文寥喜瑟’票筹墨。历任四川右参政，浙江按察使等
最终受者的广大城乡平民之间的信息沟通是常常 职，吾明莲釜爵轧部高毒=_⋯⋯⋯一⋯。⋯一‘
是需要通过一些中介者来实现的。这些中介者就 ④《励修一鉴》下卷，莱顿大学馆藏本，第3页。

是传播学中所谓的“意见领袖” (叩inion lead． ⑤ⅣⅡ础oo^矿∞廊‘池n蚵加c^im，p457·

er)。“意见领袖”是群众中具有一定权威性与代社，兰晒掣警翥嚣象!主要委茅篇妥燃孥妻墨
表性的人物，他们有条件直接接触传者，获得信 茨．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成果。

息，而且他们将所获信息加上自己的意见之后， ⑦《励修一鉴》下卷，第13页。

堡黧皇恐曼坠：竺要翌苎边氅全雾曾粤髯教文落，鬟嬲：则鹦耨销张嘴韪
响。⑥在晚明的福建传教史之中，他们多是当地 ～‘；。《妥薹磊薹善行蠢茹．万日略经说)，见<明清间入华
中下层士人教徒，有一些拥有秀才或贡生身份， 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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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点和整个天主教理论的最核心部分。艾氏的这 钉耶稣”云云⑦，以至于后来针对《不得已》引

两部作品是中文《圣经》翻译工作的最早的尝 起了一系列论辩。⑧这也从另一面证明了《出像

试，①而《出像经解》作为福音书的图解本，更 经解》的巨大影响力。
夕

是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对于在中国人心目中树 总之，《出像经解》既可以被视为中国文学 虿

立完整准确的基督耶稣的形象，保证天主教的纯 及艺术史上比较重要的一部作品，它在晚明辉煌 o

正性有重要作用。 的版画中受到了各阶层文人的广泛关注，并获得
o
rTl

商业上的成功，同时，也是更主要是一部反映晚
刃
Z

四、结语：传播效果 明天主教传播方式创新的典范作品，它证明艾儒 勺
略对中国本土文化甚至是福建地方文化的深刻理 工

《出像经解》是耶稣会使用艺术和艺术品作 解和认同。正是这种深刻理解与认同，促成了艾
广’

o
为传教手段的一个经典范例。由于西方绘画技法 儒略晚年在福建传教的巨大成功。他被尊为“西 ∽

在透视、阴影与色彩等方面与中国传统绘画有很 来孔子”，不仅表明中国人对天主教“合儒”理
o
勺

大区别，尤长于立体感，②因此当时中国人见到 论的认可，更是因为他平易近人、生动活泼的传 工

传教士展示的宗教画时，往往震惊于其栩栩如生 教风格颇似先圣而深受中下层士人的喜爱。
<

的效果。利玛窦朝觐的供物中有“天帝图像一 大约就在此书出版后不久，艾儒略被晋升为
夕

幅、天帝母图像二幅”，“神皇启阅，初奉御前， 耶稣会中国副区区长。⑨到1640年左右，中国的

其后收藏御帑，今上复命重整圣龛恭奉”。③传 教徒总人数已达到60000一一70000人，而福建

教士所传入的西洋绘画对后来的中国画界也有巨 教区成为晚明最成功的两大教区之一。⑩

大的影响。

1887年(光绪十三年)，时耶稣会江南主教 (责任编辑里声)

倪怀纶将艾儒略的一些作品汇集成八卷本《道原

精萃》在上海慈母堂出版，内附大量木版画插

图。其序言《像记》说：“圣教创建伊始，遽尚

图形⋯⋯窃思愚鲁庸人，不解文字，观圣像则前

人故事如寓目中，较六书象形之义，尤加一等。 ①关于耶稣会在华的译经事业，可参见孙尚扬、钟鸣旦

⋯⋯圣像，记珠也，明镜也，真照也，所以记往 《184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第十一章《圣经在十七世纪的中

事、悟道义、照教礼，一举而三善备也。”《道原 国》08姿害嚣岩巍毒署篙影响，可参见莫小也《十
精萃》重刻了《出像经解》，并将之作为《言行 七一十八世纪传教士与西画东渐》，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

纪略》的插图，然由于“世代迁移，枣梨散 年版；顾卫民《基督宗教艺术在华发展史》，上海书店出版社，

毁”，④艾氏原作已不可寻，因此只能直接仿自 ?5年版。两部著作中都涉及对《出像经解》的介绍和艺术评
纳达的原铜版画。由此亦可见《出像经解》在耶 ⋯。③《熙朝崇正集》，韩琦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

稣会中的重大影响。 19_20页。今上指崇祯帝。

1640年，汤若望献给崇祯帝的《进呈书像》 ④《道原精萃‘像记》。1887年(光绪十三年)上海慈母

学謦：．些妻共守。粤椴竖弯琴字磐曼皇墨鬯豁糕鬻黧秽剃鞘擞献汇鳓’缩微
《出像经解》为模本的作品。⑤后人对这两部作 1‘一面”￥：’i。：：：l：盯：忑三i。。。胛曲，。耐A驯，Scholarfmr。
品常常混淆。著名的反教文集《不得已·邪教三 tlIe West：Giulio Aleni s．J．∞d the KjaJ09ue between christiallity

图说评》中，杨光先刊刻了“众人拥待耶稣入 ”d china'‘he F0ndazione ciVilta Bresci“a，Bre”1a·，p331。

城、钉架、立架”三图。杨氏此文针对的是汤若 豪，⑥中罢髦爻亳墨晏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137页。方
望，但据费赖之和方豪考证，都认为其图应临自 ⑦杨光先著，陈占山校注，《不得已》，合肥：黄山出版

《出像经解》，⑥德礼贤等人也认为汤的画与艾儒 社，2000版，第34页。

堕堂孽麓凳乳曼磐磬室矍竺璧。篓皆哿登鼽％淼鬻?潴蝣倾躲矩
稣及众人的形象描绘得极度猥琐丑陋，因为“教 ”“i”妥崭芝j’滋菇磊巍列传及书目》，第136页。
友所崇拜者乃图”，所以他要“恢复如德亚国被 ①砌协础矿醌mt缸眦妙梳m妇，Brill，p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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