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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帝王的文化心理看清朝前期对天主教的宽与禁

［摘 要］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不断吸收其他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具有开放、兼容并包的特性。作为传统文化

重要内容的儒学成为封建社会的 正 统 思 想，不 断 被 传 承 发 扬，使 国 人 逐 渐 形 成 了 推 崇 儒 家、强 调 华 夏

中心和礼教尺度即秩序的文化心 理。清 朝 前 期 的 统 治 者 无 疑 受 这 一 文 化 心 理 的 支 配，反 应 在 天 主 教

政策上表现为时宽时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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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文化，都植根于一定的社会环境，反映一个民族的心

态。它一旦形成又会对社会成员有巨大的反作用。文化不断

被传承，经过数千年积 淀，塑 造 和 决 定 了 国 人 的 性 格 与 心 理，

支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与行为。从清朝前期皇帝对天主教的

政策可以清楚看到传统文化的烙印。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多 种 文 化 不 断 融 和、中 原 文 化 不 断 吸

收其他文化的基础上形 成 的，它 具 有 开 放、兼 容 并 包 的 特 性；

作为传统文化重 要 内 容 的 儒 学 成 为 中 国 封 建 社 会 的 正 统 思

想，不断被传承发扬，使 国 人 逐 渐 形 成 了 推 崇 儒 家、强 调 华 夏

中心和礼教尺度即秩序的文化心理。［&］

天主教从明末再次传 入 中 国 以 来，清 朝 前 期 各 个 帝 王 在

不同时期对天主教政 策 时 禁 时 容、时 紧 时 宽。帝 王 的 文 化 心

理对这一政策的变化有很大影响。

尽管传教士带来的是异质的西方基督教文明，但顺治、康

熙和乾隆对西方科技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顺治帝不仅采用了

汤若望按照西洋新法修订的历书，而且任用他为钦天监监正。

经历过历法之争的康熙认 识 到 西 洋 新 法 优 于 传 统 历 法，因 此

改用西洋新法治历，并 起 用 南 怀 仁。雍 正 时 钦 天 监 监 正 是 日

耳曼人戴进贤，他主持编纂了《天象考成后编》。乾隆年间，戴

进贤去世后继之的是南斯 拉 夫 人 刘 松 龄，任 中 国 监 正 三 十 年

之久。钦天监是主持中国历法的一个职位，在古代，统治者把

天象同自身统治安危相联 系，所 以 历 法 是 朝 廷 非 常 重 视 的 工

作，钦天监监正的职位 也 非 同 寻 常。从 清 前 期 的 监 正 多 任 命

西人我们可以看出，清初皇帝把西学与西教作了不同的区分，

儒家的兼收并蓄 思 想 使 他 们 具 有 一 定 的 吸 纳 先 进 科 学 知 识

的胸怀。科学成了中西 方 文 明 交 汇 碰 撞 的 一 个 缓 冲 点，传 教

士把它作为传教的手段，使 得 西 方 基 督 教 文 明 借 助 它 进 入 中

国并向中国人施加或多或少的影响。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

明才可以借科技的小孔管窥西方的文明。以虚怀若谷的心胸

对待西方科技是清初帝王对传教士宽容的一个原因。

清朝虽是少数民族政权，但它迅速被中原文化同化，把儒

家思想确立为统治思 想，尊 崇 儒 学 作 为 基 本 国 策。对 皇 帝 来

说，儒教是确保皇位永固的精神支柱，是皇权与秩序存在的思

想理论基础。康熙自幼熟读四书五经，雍正也极尊孔崇儒，雍

正曾言：“我们圣人 留 下 的 规 矩 是 不 能 改 的”［!］。儒 家 思 想 成

了帝王处理事务的一个 尺 度，如 法 国 传 教 士 白 晋 所 言：“虽 说

康熙是个政治家，但他如 果 对 天 主 教 和 儒 教 的 一 致 性 稍 有 疑

虑，就决不会允许天主教的存在”［%］。

为了不使天主教和儒家思想正面冲突，早期来华的传教

士采取了迂回的传教策略。他们提倡“合儒”、“补儒”，在儒家

学说与天主教教义之间 寻 找 共 同 点，利 用 儒 家 经 典 来 论 证 和

阐明基督教教义。以后 的 传 教 士 继 承 了 这 一 传 教 策 略，他 们

学习汉文，尊重儒学，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和方式行事。他们的

本土化、儒化适应了帝王尊重儒学的文化心理，所以顺治和康

熙前期的宗教政策是宽容的。

然而，中国从来就不是一神教国家，民众和皇帝没有西方

那样坚定的宗教信仰，从 上 至 下 共 同 信 奉 的 权 威 就 是 天 人 合

一的皇帝以及不可 挑 战 的 君 主 皇 权。 皇 帝 要 求 人 民 各 属 等

级，服从天命皇权，捍卫 儒 家 礼 仪 以 加 强 自 己 的 统 治，这 是 在

位帝王共同的文化心 态。一 旦 这 种 权 威 受 到 挑 战 和 威 胁，统

治者会利用政权的力量来回应挑战，解除威胁。

顺治和康熙因人容教，因传教士有才有用、有功于朝廷而

容许天主教存在。［*］但容教不是纵容，更不是信教。历法之争

之后，康熙八年（&))’）八 月 谕 旨：“其 天 主 教 除 南 怀 仁 等 照 常

自行外，恐直隶各省复立堂入教，仍著严行晓谕禁止。”［#］明确

指出允许 天 主 教 的 存 在，但 不 允 许 中 国 人 入 教。即 允 许“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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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可“外传”，传教士 仍 可 通 过 其 他 的 途 径 对 中 国 人 施 加

潜移默化的影响。很 快，于 康 熙 三 十 一 年（!"#$）二 月 初 二 颁

布“宽容敕令”，公开解 除 了 禁 教 令：“⋯⋯ 相 应 将 各 处 天 主 堂

俱照存留，凡进香供 奉 之 人，仍 许 照 常 行 走，不 必 禁 止。”［%］但

是后来的礼仪之争对帝王 传 统 文 化 观 念 造 成 巨 大 冲 击，康 熙

深切地感受到 天 主 教 与 儒 家 思 想 的 严 重 对 立，他 对 大 臣 说：

“汝等知西洋人渐渐作怪乎？将 孔 子 也 骂 了。予 所 以 好 好 待

他者，不过用其技艺尔。”［"］更严重的是教皇权威企图凌驾于

皇权之上无疑是对君主专制主义的严重挑战。西方学者赫德

逊也认为，礼仪“争论突 出 了 教 皇 至 高 无 上 的 地 位 ⋯⋯ 这 时，

康熙的眼里才看到 这 一 事 实，即，它 的 臣 民 中 有 !& 万 人 听 从

国外的命令。教皇使节和中国皇帝之间的冲突不过是经常重

复着的罗马的国际权威与一个主权国家之间的斗争的翻版”。

我们不能否认“中国礼仪之争在开始的时候是一场观念之争，

是⋯⋯比较纯粹的 文 化 冲 突”［’］。但 是 皇 帝 不 仅 是 中 国 文 化

的代表，他最看重的身份是手握无限权力万人敬仰的统治者，

惟我独尊的天子不允许别 人 和 他 共 分 权 力，雍 正 道：“四 海 之

内唯天与共，一国之中，宁有二主耶？”［(］在感受到来自教皇对

皇权的威胁与教皇的一意孤行之后，康熙颁布一系列禁教令：

!’&" 年，谕令凡在华传教士 须 领 票，声 明 永 不 返 回 西 洋，遵 守

利马窦规矩，顺 从 中 国 礼 仪，方 可 留 居 中 国，否 则 必 逐 回 去。

!’!" 年又令，若不随利马窦 的 规 矩，不 仅 不 许 在 华 传 教，西 洋

人也不得 留 于 中 国。禁 止 中 国 人 进 堂 入 教。!’$& 年 又 对 罗

马教廷专使说：尔 教 王 条 约 中 与 中 国 道 理 大 相 悖 戾，务 必 禁

止。除会技艺及年老有病者存留，其余在中国传教之人，令其

俱带回西洋。其准留 之 西 洋 人 着 自 行 修 道，不 许 传 教。又 朱

批：以后不必西洋人 在 中 国 行 教，禁 止 可 也，免 得 多 事。由 此

直接衍生的一个后果就是 !’!’ 年南洋禁海令的颁布。“设禁

之意，特恐吾民做奸勾夷，以窥中土”。［)：’(］

雍正继位后，采取 了 更 加 严 厉 的 禁 教 措 施。这 不 仅 有 礼

仪之争的影响，而且雍正 本 人 对 佛 教 有 兴 趣 对 天 主 教 没 有 好

感，严重的是传教士居然参与储位之争，更使雍正意识到抵制

外来势力干涉内政、维 护 国 家 主 权 和 传 统 文 化 的 必 要。雍 正

元年（!’$*）十二月十 七 日 浙 闽 总 督 满 保 奏 请 严 禁 天 主 教，礼

部议奏各省西洋人除应送京效力者外，余俱安插澳门。［%］不仅

严禁在华传教，而且将传教士驱逐到澳门一隅。

清朝是少数民族建国，满汉矛盾与政权相始终，对汉族的

隐忧时时存在，征服者无 法 在 文 化 水 平 高 于 自 己 的 汉 人 面 前

表现出自信，这是中国少 数 民 族 政 权 统 治 者 无 法 打 破 的 共 同

心结。再加上清政府不时有地方叛乱的隐忧和南洋华人日渐

增多的不安，清统治者因 此 更 担 心 汉 人 同 西 洋 人 勾 结 推 翻 朝

廷，这一心结也是康 熙、雍 正 与 乾 隆 禁 教 的 一 个 因 素。另 外，

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不断崛起，荷兰人占领了爪哇，西班牙统

治了吕宋，英国人吞并了印度，即使夜郎自大的皇帝也觉察到

周边国际环境的变化，而 且 意 识 到 这 种 变 化 对 自 己 隐 隐 的 是

一种威胁。雍 正 言：“尔 等 欲 我 中 国 人 尽 为 教 徒 ⋯⋯ 朕 亦 知

之；但试思一旦如此，则我等为如何之人？岂不成为尔等皇帝

之百姓乎？教徒惟认识尔等，一旦边境有事，百姓惟尔等之命

是从，虽现在不必顾虑及 此，然 苟 千 万 战 舰 来 我 海 岸，则 祸 大

矣。”［#］国际风云的变幻，日本对天主教的禁止，引起乾隆的警

觉，因他极爱传教士郎士宁的绘画，所以又没有真正严禁。传

教士利用乾隆政策的时 松 时 紧，偷 偷 由 澳 门 潜 入 内 地 传 教 者

大有人在。乾隆发现这 一 情 况 极 感 震 惊 和 愤 怒，遂 下 令 无 技

艺之传教士不准逗留内地，须押解澳门或返回西洋。“倘嗣后

仍有西洋人前出滋事者，一 经 发 觉，惟 该 督 抚 是 问，即 当 重 治

其罪，不能复邀宽典也。”他声称，“今吕宋为天主教聚集之所，

而内地民人竟因与同教 多 潜 彼 地 ⋯⋯ 且 复 书 信 往 来，若 非 确

查严禁，于海疆重地非细 ⋯⋯ 嗣 后 务 将 沿 海 各 口 私 往 吕 宋 之

人及内地所有吕宋吧黎往来踪迹，严密访查，通行禁止。”以后

嘉、道两朝，都继 续 禁 教，且 愈 加 严 厉。乾 隆 廿 二 年（!’%’）清

政府更开始实行闭关政策，直到鸦片战争。

禁教此举是为杜绝传教士，也是为了防范西方势力的侵

逼。在当时看来很奏 效 的 措 施，长 远 来 看 却 未 必 是 上 策。一

味坚持禁教闭关，清朝皇 帝 也 逐 渐 失 去 了 面 对 世 界 的 勇 气 和

能力。

中国永远不可能被“彻底基督教化”，正如谢和耐所说，儒

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 国，绝 对 不 可 能 像 西 方 或 其 他 某 些 国

家一样，成为一个天主 教 国 家。中 国 始 终 强 烈 地 坚 持 自 己 悠

久的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儒家文化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但

其“同化性”却表现得更为强烈。［!&］中国文化的特性决定了与

基督教碰撞时表现出来的吸纳与力拒，反映在统治者身上，就

是对天主教的宽容与禁 止，这 是 一 定 文 化 折 射 到 心 理 又 在 现

实中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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