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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在西藏的传播(16—18世纪)及其影响
——兼论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

董莉英
(西藏民族学院民族学系 陕西成阳712082)

摘要 在16—19世纪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过程中，传教士担当了“桥梁”的重要角色，学术界主要关注

海上来华的传教士的研究，本人通过对陆路来华的传教士进藏的背景及其过程的分析，考察至今在西藏

仍有影响的天主教情况，旨在探讨中西文化的接触、交流、碰撞。正由于有传教士们记录的他们在那个时

代的独特的西藏见闻，又以自己的文化视角开始了中西文化的最初碰撞，使西藏了解西方，西方了解西

藏。吸引了一批又一批西方人投身于西藏文化的研究中来，在西方掀起了一个至今持续不断的藏学热

潮。为人类不同观念的多元文化的形成、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 天主教西藏传播文化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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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世纪新航路的开辟，打破了人类文明区域性分割和孤立发展的局面，扩展了人类活动的范

围；从古代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开始，经由中世纪欧洲各种游记记载充满传奇虚幻色彩的远东世界，终

于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实体呈现在欧洲人面前，从而引发了欧洲对东方的征服和侵略。由于葡萄牙在15

世纪末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加上造船业、航海业的优势，成为当时欧洲主要的海上强国，因而在16世

纪扮演了第一批殖民者的角色，成为在17世纪初，第一个跨越世界屋脊闯入我国西藏地区的国家，继葡

萄牙之后，意大利、比利时、英国、法国、俄国、美国、瑞士、日本等国的十余批罗马天主教耶稣会和卡普清

修会的传教士从喜马拉雅山外或从我国内地进入西藏传教，产生了东西两种文化的激烈碰撞。关于西藏

天主教堂和信徒的记载，资料甚缺，本文试图对天主教传人的背景及其过程的分析，考察至今在西藏仍

有影响的天主教情况，进而探讨中西文化的接触、交流和冲撞。有不当之处，敬请学者专家批评、指正。

一、16—18世纪天主教在西藏的传播

(一)天主教传入西藏的历史背景

关于东方富蔗的传说深入欧洲人心中。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于1271—1295年来到中国，足迹遍及

南北，回国后出版了《马可波罗游记》(又译《东方见闻录》)，书中翔实记述了中国元朝的政治、文化、人

口、社会与生活，盛赞东方契丹物产丰富，遍地黄金。此作可称得上是影响欧洲最大的一部作品。西方人

对于东方契丹的神秘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黄金是一切商品中最宝贵的，黄金是财富，谁占有黄金，谁

就能获得他在世上所需的一切。”【1】东方的契丹成为欧洲人心目中的黄金宝地。这成为16世纪西方扩张
东来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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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初建立起来中央集权制的葡萄牙王室把占领新的领土以获取更多的财富，作为海外扩张的

主要政策，正在形成中的葡萄牙的资产阶级更是迫切需要新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一场反对罗马教皇

统治的宗教改革运动，使天主教会在欧洲丧失了大片地盘和大批信徒，迫切需要向外发展来弥补损失；

一个垂涎东方有无穷的财富，一个为重振昔日天主教会的声望，不谋而合的专制政府与罗马教廷紧紧地

抱在一起，于是寻求财富和扩张宗教成为西方扩张东来的重要源泉，使殖民扩张和宗教扩张几乎同时进

行。在宗教改革运动中，罗马教廷组织了反宗教改革运动，以维护教皇统治，著名的耶稣会由此应运而

生。17、18世纪即明清时期传到中国的基督教即属天主教一派，而在此传教的传教士则主要为耶稣会

士。

1495年，葡萄牙的著名航海家达伽马首航印度成功后，东方再也不是遥远而神秘的国度了，新航路

的发现，使葡萄牙人在印度洋冲破了阿拉伯人、伊朗人、埃及人的贸易势力圈，“葡人既抵印度，复东进而

据锡兰、摩鹿加、爪哇、麻六甲诸岛。东方航权，遂操诸其手。”圆葡萄牙人建立起东方霸权，成为16世纪

欧洲富有的国家，迎来了葡萄牙资本主义掠夺的黄金时代。1510年葡萄牙占据印度果阿后，立马在果阿

派驻传教士。从传教的经验中他们认识到：天主教要在远东扎根，必须首先征服中国。1535年，葡萄牙人

占据中国澳门后，即把澳门作为向中国大陆传教和商贸的据点。16—18世纪的中国就经济和文化而言虽

属于世界强国，但还没有发展对外通商贸易的主观意识。由于沿海各地遭受倭寇的侵扰，对外奉行闭关

锁国的政策，几乎拒绝一切与外界的商贸活动，外来的天主教自然遭到抵制，文化交流也就受到影响。

16世纪的欧洲盛传“喜马拉雅山那边居住着被人称为‘博坦’的民族，并听说那里的宗教许多地方

和仪轨与基督教相似”。【3】还流传“吐蕃王国从克什米尔向东一直延伸到契丹⋯⋯包括有许多基督徒和拥

有神父与主教的众多教堂”。【4】这令西方人兴奋不已，从马可波罗作品出现的一个近似神话的“契丹”雏

形，到1583年利马窦从海路来华，将他所看到的中国与传说中的契丹联系和比较，作出了中国就是契丹

的推断。再到17世纪初，葡萄牙人鄂本笃从印度出发，经由今天的巴基斯坦、阿富汗、到达中国的新疆，

进入新疆以后沿途所到的都是马可波罗当年走过的地方，最终到达甘肃酒泉。他的重复体验经历，用自

己的生命，证明了“契丹”就是中国。鄂本笃从陆路来到中国，从而使西方的中国形象从神话最终回到现

实，也构成了西方东来与中国直接对话开始时期的完整历史。近年来，学术界主要关注海上来华传教士

的研究，鄂本笃从陆路来华，对“契丹”即中国的证实，使西方对中国的认识深化，充实、修正并完整了西

方关于中国的认识。耶稣会士鄂本笃他虽没有经过西藏而是穿越帕米尔之后到达我国河西走廊的酒泉，

成为“第一个能呼吸高地亚洲地区稀薄空气的西方人”。阁他在叶尔羌时曾会见一名藏族“王公”，这位王

公向他描叙了居住在“神域”的“大祭司”，此人戴主教冠和穿一件酷似祭袍的丝绸服装。西方传教士们深

信喜马拉雅山那边存在着已经被人遗忘的基督教兄弟，果阿耶稣会大主教尼古拉斯·皮曼塔在得到葡王

大力支持下，开始规划寻找置于别国领域的基督教领地，他很可能是第一个提出对喜马拉雅彼侧进行探

索性调查的人。

西方传教士在扩张宗教的狂热的驱驶下，带着寻找异域基督教的梦想，踏上了寻找被人遗忘在喜马

拉雅山那边的基督教兄弟的道路，发誓一定要找到他们，而第一个翻越喜马拉雅山，到达西藏去寻找“基

督”的桂冠却被葡萄牙人安东尼奥·德·安德拉德摘去。

安德拉德于1581年出生在葡萄牙下贝拉省奥雷伊罗的布兰科堡地区，1596年入耶稣会主办的学

校，并加入耶稣会，20岁被派往印度，1601年在果阿的圣保罗耶稣会学院学习，1612年开始传教工作，

他在葡属印度耶稣会的品级上迅速上升，很快被任命为莫卧儿领土上的省会长，就在他飞黄腾达之时，

他毅然决然放弃职务的诱惑而做出改变他一生命运的抉择：穿越喜玛拉雅山地区，找到被人遗忘的教

徒。

(二)天主教在西藏传播的经过(16—18世纪)

1、阿里——传教的第一站

阿里地区位于西藏自治区西部，北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接西藏的那曲、日喀则地区，南与尼泊

尔、印度接壤，西邻克什米尔地区，属西藏高原西部高海拔地区，素有“世界屋脊的屋脊”之称。阿里地区

见诸于史籍的记载，始于象雄进代。藏文史料《玛法木错湖历史》记载，古代象雄，曾分为十八部，与象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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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室同时，在象雄众多的部落还出现过十八个有名的国王。在最后一个象雄王李米加被吐蕃王朝开国君

主松赞干布吞灭。汉文史籍中，一般认为“羊同”，即指象雄。《唐会要》99“大羊同国”条下载：“至贞观末，

为吐蕃所灭，分其部众”。代之而起的，是史籍中常见的“阿里三围”和古格王国。公元9世纪，吐蕃王室的

后裔贝科赞之子吉德尼玛衮在王朝崩溃后被迫逃亡阿里，在他晚年时将三子分封三处，“长子贝吉衮占

据芒城，次子扎西衮占据布让，幼子德尊衮占据象雄。”《西藏王统记》载：占据芒城的一支后为拉达克王

国，位于现克什米尔南部；布让一支后为古格王国吞并，位于现普兰县境；象雄一支即古格王国。古格王

国的历史，诸史多有涉及，著名于世的重大史实有古格王益西沃选派次仁青桑波为首的21人去印度拜

师学法，公元1042年派那措译师前往印度迎请佛教大师阿底峡入藏传法，11世纪在阿里的托林寺还举

行丙辰法会(火龙年法会)等等，使古格成为藏传佛教“后弘期”复兴运动的中心，影响到西藏各地。古格

王国末期，古格王室与寺院僧侣集团的矛盾日益尖锐，又与相邻的拉达克王产生过矛盾，此时的古格王

国战争不断，危机四伏，而安德拉德就是在古格多事之秋进藏传教的。

安德拉德找到一个合适的伙伴马怒埃尔·马克斯修士后，于1624年3月的最后一天从莫卧几宫廷

启程，经过莫卧儿帝国边境，前往加瓦尔王国，又从加瓦尔王国首都斯利那加出发，越过一片山区，到达

巴德里、马纳村，在离开莫卧儿宫廷的四个月之后，终于穿过喜马拉雅山脊，抵达西藏阿里古格王朝的首

都札布让，并里受到了古格王和王妃的特别热情的欢迎。

一路上，他们饱尝磨难与痛苦；他们乔装打扮，躲过盘查，在加瓦尔被怀疑为间谍而遭逮捕，由于证

据不充分，在遭受近一周虐待后终于获释。除人为阻力外，还要面临高寒缺氧、一触即亡的疟疾，那里荒

芜人烟、天寒地冻，白天黑夜都被冰雪包围，几乎每个人都得了雪盲，积雪几乎没过了他们，安德拉德在

严寒中已被冻僵，在一次事故中，他的手被冻掉了一截，但他毫无感觉。干渴又加深他们的痛苦，“我们口

渴难耐，连吃雪都无法解渴”。“到处都是令我们头晕目眩的白色，我们几乎无法辨认我们要走的路”【唰他

们克服了重重艰难困苦，历经千险万阻，最终到达了札布让。由于安德拉德他们在没有得到果阿的命令

前往西藏的，尤其是没有把做弥撒时所用的物品带到古格，故安德拉德在古格停留了25天后返回印度，

答应古格国王第二年冰雪融化时再来，因为他已考查到“西藏人良好的品德和西藏广阔的土地，为我主

传播神圣的福音打开了大门”。同1624年8月他回到果阿，在给大主教的报告里，他声称并没有发现被人

遗忘的基督教文明，但他认为古格具有传播天主教信仰的特制良好的环境。使得另外3名教士报名参加

与他在札布让共建永久性传教团的工作。1625年8月，他再一次来到古格，他认识到波斯语(波斯语是

亚洲传教士所操的唯一语言)只能勉强让藏族人听懂几句是远远不够的，要想传教成功，必须先求立足，

于是一边学习藏语，尝试用所学的语言词汇去讲解教义；一边给古格王送去重礼，企求得到支持。

当时的古格王国实行行政首脑国王与宗教首领大喇嘛分立的家族政教合一体制，即形成以国王为

首的世俗集团和以大喇嘛为首的宗教集团，具体讲就是古格国王与其弟、叔父、叔祖等为首的二大集团。

明末清初时，新兴的格鲁派(黄教)寺院集团正在取代噶举派(白教)寺院的势力，古格王国的大喇嘛是古

格国王的兄弟，是属于格鲁派的，得到卫藏班禅喇嘛的支持，“并任命他为这个王国的‘精神领袖⋯。嘲僧

侣势力压倒世俗权力成为当时西藏总的趋势。古格国王想利用安德拉德所宣扬的天主教吸引民众，增强

自身权力，达到集政教两权于一身，以便压制格鲁派，削弱僧侣集团势力。于是支持“西方喇嘛”在古格传

教，还说：“以安德拉德为总喇嘛，拟以弘扬教法之权，凡属子民均不得侵扰之，我并将予以基地助其建筑

祈祷堂⋯⋯”，【9l还捐献不少资金帮助修建教堂，为划出一块最合适的地盘又不惜下令拆除一些房舍并搬

迁居民，甚至拆除两间皇宫辟为花园，还主持了奠基仪式，恰好是安德拉德再返后的一年即1628年8月

札布让教堂竣工，教堂内侧装饰着由神父们自己绘制的《新约全书》里的场景，在山壁问竖起了一根很宽

的大十字架。西藏第一座天主教堂建成了。

随着教堂的建成，五人传教团也积极开展传教活动，但这里的人民笃信佛教，苦心经营了一年多，受

洗礼者共计只有13人，而喇嘛教徒却多达130余人。于是他们采用耶稣会的惯用办法，贿赂古格王，敦

促他下令限制喇嘛教的发展，命令喇嘛们还俗，在日土宗还建立分站，还与喇嘛们公开对立，进行辩论，

批驳藏传佛教。天主教与藏传佛教的激烈冲突，使古格王国原本存在的僧俗集团的矛盾更趋激化。以古

格王之弟为首的各寺僧众，形成僧俗一体强大的反对力量，相邻的拉达克王又因土地、婚姻等问题与古
一62—

 万方数据



天主教在西藏的传播(16一18世纪)及其影响——兼论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

格王之间产生过矛盾，这样在公元1630年古格末代王墀扎西巴德病重期间，喇嘛和暴动的百姓乘机包

围王官，拉达克王立即抓住机会出兵古格，最后将古格王和王室成员诱骗出宫，吞灭了古格王国。古格王

被推翻，依靠他而建立，发展起来的天主教会也告结束，札布让的耶稣会教堂被洗劫一空，安德拉德由于

在这之前被招回印度任果阿的行使会长而幸免遇难。他不甘心自己开创的传教事业就这样被葬送，为了

恢复在西藏的传教事业，他准备第三次人藏，1634年3月19日在前往札布让的途中不幸中毒身亡。他

的老友马克斯也作了同样的努力，但结果还是失败。

2、日喀则传教经过

安德拉德在阿里传教期间，了解到离札布让以东的地方是整个西藏的中心叫卫藏地区，那里土地肥

沃、人口众多，是传播“福音”的好地方，于是在他的建议下，柯钦耶稣会派出赴日喀则的传教团。他们是

意大利人卡西拉和卡布拉尔两人，于1626年4月从柯钦出发，经由库奇、卢纳德、帕罗宗、不丹，于1628

年1月20日抵达日喀则。日喀则当时是噶举派首领藏巴汗统辖地区，卡西拉他们照例采取耶稣会惯用

的方式，给藏巴汗送去厚礼，藏巴汗同意他们在日喀则传教，让他们住在城内环境幽雅、家具设备很好的

房屋里，并派佣人，藏巴汗本人还负责一切开销，每月供应许多东西和食品。卡布拉尔对传教充满信心，

他说：“我想这个传教会可以成为耶稣会最光辉的传教会之一，因为这里是通向整个鞑靼、中国和其他许

多异教王国的大门。”【1q卡西拉感到要在后藏发展基督教，必须开辟通过尼泊尔去印度的新路线，依旧走

从库奇一卢纳德一帕罗宗～日喀则的路线是不够的，因为在库奇王国内无法保障神职人员的安全往来

和物质供给。于是卡布拉尔在1628年6月17日给罗马耶稣会总会长的报告中讲：“从这里可以清楚地

看到，我主让我们亲临这里的卫藏王国该是多么的好。因为它不仅限于我所陈述的这些情况，而且还包

含着以后将会发现的更多的王国。去这些王国的道路不是通过库奇，而是通过尼泊尔。因为它同莫卧儿

的土地毗邻。在巴特那和拉贾摩尔路上极为安全，经常有商人来往。”【11】卡布拉尔带着藏巴汗写给各关卡

和各地小头目的介绍信，经尼泊尔回到印度。这样他们就成为第一次抵达不丹、西藏日喀则、尼泊尔等地

区的欧洲人。他们在日喀则地区的传教，虽得到藏巴汗的支持，但同样不被当地人民所容，遭受到日喀则

僧众的坚决反对，加上卡西拉于1603年3月6日病死在日喀则，仅剩下卡布拉尔一人子1631年回到日

喀则，此时他对在日喀则传教和建立教堂已丧失信心，他建议把日喀则地区的传教事务划归札布让地区

教会，新任的柯钦教省会长没再派人去日喀则协助卡布拉尔，卡布拉尔一人极难继续传教下去，被迫在

1632年返回胡格里。不久，日喀则传教会被宣布停止。

3、拉萨传教经过

17世纪初，从陆路入藏传教，不几年就遭受到失败。从海路进入我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等，被

获准自由传教，来往于我国和欧洲的传教士日渐增多。1661年奥地利耶稣会士白乃心(原名约翰·格鲁

伯)和比利时传教士吴尔铎(原名阿尔伯特·道维尔)奉命从北京出发，经过西宁、拉萨，穿越尼泊尔和印

度返回欧洲。他们于1661年10月8日抵达拉萨，成为第一批进入拉萨的欧洲人，白乃心在拉萨从事了

天文观察，并绘制了布达拉宫的草图、达赖喇嘛和身穿当地服装的男女画像。吴尔铎死在印度，白乃心返

回欧洲后，将其笔记和肖像草图交给了克舍尔神父，1667年克舍尔神父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他编

著的《中国图说》一书，这是在西方出版的第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短短几年间，被翻译为荷兰文、英文、法

文、拉丁文等各种版本，白乃心和吴尔铎也随这本书的传播响彻欧洲，再一次掀起欧洲人对神秘西藏的

好奇心。

18世纪初，天主教的另一派别意大利的卡普清修会嘲派遣修道士进入西藏传教，分为三个阶段：

1707—1712年为第一阶段；1714一1733年为第二阶段；1741一1745年为第三阶段。传教士弗朗索瓦·玛利

和古瑟普于1707年6月12日由尼泊尔进入拉萨，他们一面学习藏语文，一面免费给各阶层人士看病，

博得群众的尊敬和信任，后由于资金缺乏，决定撤离西藏。在印度的传教士多米尼科等获悉拉萨教友财

源枯竭要撤离时，决定立即去解救，多米尼科和密歇朗智罗于1709年5月19日抵达拉萨，他们准备建

教堂传教，由于拉萨远离印度，供给十分困难，最终还是因财源枯竭被迫退出西藏，多米尼科神父前往罗

马请求帮助。意大利的卡普清修会第一阶段的西藏传教工作结束。

18世纪初，耶稣会又重新开始在西藏传教，1714年耶稣教总会又派出意大利人德西德里和葡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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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神父佛雷利进藏传教，他们由印度出发，经过克什米尔、拉达克等地，于1716年3月18日抵达拉萨。

佛雷利因不堪忍受艰苦的工作环境“酷寒和食品匮乏，几乎不适于欧洲人”，便在抵达拉萨几天之后就匆

匆返回印度了。德西德里便成了此时留在拉萨的唯一一个欧洲人。

为了博得西藏当局的庇护，支持他传教，他采取第一步即拜会西藏高层，赠送礼物；他给拉藏汗送去

一瓶治中风的药水、一瓶巴西的镇痛香膏和两块加斯帕尔——安东尼奥石赢得了拉藏汗的欢心，拉藏汗

叫他留在拉萨，不用害怕。若有人来骚扰他，他会受到保护。还叫他学好藏语，以便不用翻译随时与他交

谈。不久，拉藏汗和他的宠臣达甘扎西因中毒，生命垂危，又是德西德里闻讯后，送去一瓶叫“罗马塔里亚

卡”的药，治愈了拉藏汗他们的病。从此得到拉藏汗更加关照，拉藏汗派人转告他，如果他能够说服拉藏

汗的话，“我，我的整个家族及朝臣、属民都将成为耶稣基督的信徒。”德西德里欢欣鼓舞，在西藏的六年

里，除了节日、写作和一些特殊情况外，每天从清晨至太阳落山，都学习藏文。过了一段时间，他能够使用

藏文写作，在运用藏文能自如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时，他试图用藏文写一本批驳藏传佛教观点和宣传天

主教教理的书。他一直幻想，使拉藏汗皈依天主教，依靠拉藏汗的势力来振兴耶稣会在西藏的传教。谁料

拉萨城遭到蒙古准噶尔部的袭击，拉藏汗被杀，德西德里被迫从色拉寺逃到塔布地区的宗纳，在那他完

成了用藏传佛教传统的“藻饰文体”批驳藏传佛教的三卷本著作。去罗马求援的卡普清修会的传教士，在

得到罗马教皇援助后重返拉萨，展开了与耶稣教会传教士德西德里争夺传教权的斗争，最后决定由教皇

裁决，教皇把在西藏传教权给了卡普清修会，当卡普清修会把正式教令拿给德西德里时，他带着无限的

遗憾和懊丧于1721年4月25日怀揣着他的三卷本著作离开拉萨返回印度。

几乎就在德西德里抵达拉萨的同时，弗朗西斯科·奥拉济奥神父和另外两个教友也出现在拉萨街

头，他是作为卡普清修会第二阶段的意大利传教士进入拉萨的。他于1717年4月到色拉寺学习藏文、佛

经，这为他日后翻译藏传佛教的典籍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他除口头讲解天主教教义外，还将一些解释天

主教教义的书籍翻译成藏文，引起了藏传佛教僧人的阅读、讨论、争辩的小小热潮，天主教一时成了僧人

们的热门话题。奥拉济奥还谆谆诱导七世达赖喇嘛和康济鼐，竟然让他们颁布了准许传教士自由传教、

藏族信仰自由的谕令。迎来了卡普清修会在西藏传教的黄金时代，最后于1726年9月正式在拉萨建立

了僧馆和教堂，苦心经营许多年，但发展教徒寥寥无几，奥拉济奥也因身体每况愈下被迫于1732年8月

25日离开拉萨。1741年，罗马教廷又派了9名修道士来拉萨想重整旗鼓，扩大影响。不料清朝大军平定

了准噶尔的叛乱，安定了西藏地方，于1745年立即驱逐传教教士，卡普清修会的教堂彻底关闭，外国传

教士在西藏的早期传教活动失败。卡普清修会在拉萨的天主教堂已无处寻觅，只是在大昭寺有一口刻有

拉丁字母的小钟，据说是他们的遗物，其他一切已荡然无存。【13】

二、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

人类社会是在彼此碰撞与交流，互取优长中进步发展的。自1624年耶稣会教士安德拉德来到阿里

传教的那天起，西方文化也就是和中原文化也迥然不同的独特文化——西藏文化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在

东西方产生了重要影响。西方传教士以极大的热忱，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来到雪域传播基督福音的同时，

也成为西方世界第一批介绍西藏特别是藏传佛教的历史见证人；掀开了藏传佛教神秘面纱的一角。

在安德拉德成为西方进入中国西藏的第一人前，中国西藏对欧洲来说了解甚少，只有零星传闻。安

德拉德将入藏亲身经历以书信的方式详尽地记录下来，是关于西藏文化的第一手材料，成为西方藏学形

成时期具有奠基价值的著作，使这位思想家、观察家，成为西方藏学的鼻祖。与其以后到达西藏的耶稣会

士，都在对于西藏及其文化的真实了解与研究、著书立说、传播西藏文化以及推动藏学西渐方面做出了

贡献。书信材料中首先他破除了喜马拉雅山这边有个基督教王国的传说，其次，他把沿途旅行、古格王

国、藏传佛教、卫藏等方面的情况都介绍给西方。特别介绍了西藏人对宗教的特别虔诚，定时祈祷，无论

男女老少，每人身上都带有圣盒，里面是喇嘛抄写的经文。还描叙了喇嘛的习俗和服饰：

喇嘛终身不结婚，他们一生的声誉很好。衣服是毛织品，外罩同我们的长袍，但无袖子，因此双臂总

是裸露的。腰带也是毛织的⋯⋯除了披风有时也有黄色的外，所有衣服都是红色的。他们的帽子有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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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和我们的修士风帽相似⋯⋯另一种是大喇嘛专用的，形似我们的主教冠，上端是缝合的。喇嘛寺庙

整洁，里面塑像都是金的，墙上有壁画。喇嘛的日常义务是传教诵经，总以庄严的辩论结束这样的祈祷

(诵经)。辩论完毕后，他们便穿上中国式的长衫，戴上帽子，手持布条，有节奏地敲着铃跳着舞，舞蹈极为

复杂，歌曲也极为和谐。有些德高望重的喇嘛，走在路上，会被许多人包围，人们向他们鞠躬，请求祝福，

喇嘛用手为他们摩顶⋯⋯．

他还谈到西藏人的性情“绝大多数富有感情，而且英勇善战”。还描叙了西藏的民风：男人们总是手

拿念珠，从来没有听到他们说一句不庄重的话，他们都深信神的话和灵魂自救，生活极为简朴，夏天打

仗，其他时间操练，箭术高明，很少劳动；女人们总是不停地劳动，如纺织毛披风、种地等，就连王后也纺

线。

他还谈到古格王国人口稀少，土地贫瘠，只生产少量小麦，只有城郊部分土地可以引水灌溉；牲口很

多，有绵羊、山羊和马匹，一年里只有3个月不见积雪，田地上长满绿草，可以放牧牲畜，那里没有白糖，

也没有水果、蔬菜和豆类，更没有家禽，大多东西都依靠外地提供，不缺肉，也不缺麦子、稻谷和奶油。还

记载了古格“是通向其他许多王国的大门，在那些王国里，人口众多，他们都相信相同的宗教，讲着同一

种语言”。每年都有商队运来中国内地各种各样的商品，如生丝、陶瓷、茶叶和其他物品。茶叶在这里被大

量饮用，价格极为昂贵。因为古格是中国内地到西藏，再延伸到印度的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中转地，也

是丝绸之路位于西藏西部边陲最后的一个商业中心，故古格王朝在安德拉德的笔下极为繁荣。

安德拉德重点描述了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文化的正面交锋，就是他与喇嘛们进行的两次辩论，第一

次是关于上帝本质的辩论，第二次是关于灵魂轮回的辩论。他极为反对藏传佛教教义中的轮回、恶报等

学说，反对那些带有本教色彩的驱魔打鬼等仪式。喇嘛们仍然坚持捍卫藏传佛教的教义和经书。结果天

主教文化却难于在这块土地上扎根。随着古格王朝的灭亡，西方人在西藏的首次传教活动也告失败。很

多藏学家认为：古格传教会札布让的遗物荡然无存。其实不然，根据1985年西藏文管会考察队的考察，

在清理标号为Ivyl26洞中堆积的箭杆中，发现了一个骷髅面具。面具内外裱糊的纸张上均有文字，经鉴

定是葡萄牙文《圣经》片段。除内侧一片，外侧三片纸上是印刷字以外，其余全为手抄字，内容为《旧约全

书》第一篇《创世纪》中的第39节、40节的部分内容。这类面具是藏传佛教的跳神仪式中喇嘛所佩带的，

而籍以保存的葡萄牙文的《圣经》，应是迄今为止人们所能看到在古格王城札布让遗址发现的耶稣会传

教士的唯一遗留物。它进一步确证葡萄牙耶稣会安德拉德等传教士于17世纪上叶曾经在札布让活动过

的事实。【14】

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卡西拉和卡布拉尔两人为开辟新的传教领域，千里迢迢，历经千难万险来到

日喀则地区传播“上帝的福音”，成为第一批抵达不丹、西藏日喀则、尼泊尔等地的欧洲人，通过耳闻目

睹，把沿途各方面的情况都报告给柯钦耶稣会，卡西拉主要报告了不丹的自然条件、物产、贸易、风俗、宗

教等方面的详细情况。卡布拉尔对西藏的报告很简单，但对日喀则藏巴汗宫殿富丽堂皇和卫藏地域辽

阔，人口众多描绘的较清楚。由于卡西拉和卡布拉尔在日喀则的时间不长，对日喀则只是初步且粗糙的

了解，但毕竟是第一批西方人亲履西藏日喀则地区，把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后藏情况第一次介绍给西方

人，促进了西方对西藏的了解。

奥地利人白乃心和比利时人吴尔铎是第一批进入拉萨的欧洲人，也是探索北京经拉萨、尼泊尔、印

度、君士坦丁堡返回欧洲的第一人。白乃心具有天文历算和数学知识，擅长绘画，他测量了拉萨的纬度和

高度，后来被证明是比较精确的；他还绘制了布达拉宫的草图、达赖喇嘛和身穿当地服饰的男女画像；他

对西藏的宗教记述比较多，谈到了人们对达赖喇嘛的无限崇拜，进觐者“以难以置信的热情吻他的脚”，

他“俨如一位教皇”。还谈到达赖喇嘛的转世和六字真言等问题。还把藏传佛教和基督教作了一些比较，

得出“他们的宗教与罗马宗教在许多根本点上是一致的”。【15】返回欧洲的白乃心将自己的旅行笔记寄给

克舍尔神父，克舍尔在1667年出版了由他编著的《中国图说》，书中虽有不少错误，但将大量西藏实地见

闻和中国优秀的建筑学、桥梁学及其他许多科学技术和丰富的物产与矿产资源介绍给西方，并翻译成多

种文字的版本，促进了东西文化的进一步交流。

耶稣会传教士德西德里远渡重洋，千辛万苦闯入西藏，在西藏的几年里，他潜心学习藏语文，通过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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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经历、耳闻目睹以及阅读藏文书籍，全面了解了西藏的地貌、交通、山川、湖泊、气候、物产、资源、城镇、

村落和政治制度、民情风俗、文化艺术、宗教等情况，以大量的报告、信函、游记，向西方人展示了这块神

奇土地上的独特文化。意大利藏学家伯戴克博士将德西德里的数十件信函和报告，收入《赴西藏和尼泊

尔的意大利传教士文献》第五册。菲力波·德·菲力毕先生将德西德里的四卷论述旅行情况和西藏情况的

数种手稿，加以综合，并对其中有些内容加以精简，有的改写成提要，有的加以删除后，译成英文，编撰成

《西藏纪事，1712—1721年耶稣会士毕斯托利的意波利托·德西德里的旅行》。德西德里对西藏各方面情

况了解的广度、深度，都令西方后来许多学者大加赞叹。德西德里在深入研究藏传佛教经典的基础上，用

藏文撰写了一些批驳藏传佛教观点和宣传天主教教义的书。在《西藏纪事》一书中，第三卷就是专门论述

藏传佛教的原理、教义、宗教庆典和仪轨、派系、寺院组织、活佛转世制度、最高领袖以及对藏传佛教的批

评等等，几乎囊括了藏传佛教的方方面面。由于德西德里对西藏情况的了解、研究和介绍比较深刻、系统

和全面，成果甚丰，因此可以说，德西德里是西方早期杰出的藏学家，只是他是从宣传基督教的目的出发

的。【1q

卡普清修会西藏传教士不仅介绍西藏的地理知识、物产、商业贸易、政治制度、民俗等情况，而且将

一些有关天主教教义的意大利文、拉丁文或法文书籍，译成改写成藏文，向藏民宣传，也将西藏的一些经

书翻译成意大利文，向西方宣传。比如奥拉济奥神父翻译的藏传佛教典籍有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

广论》，还有《佛本生记》、《皈依》，以及关于佛教戒律的《波罗提木叉经》等。第一批卡普清修会传教士弗

朗索瓦·玛利他们编纂了《拉藏词典》，后经多米尼科改编于1712年底返回罗马时，也将这部词典带到罗

马，引起许多西方人学习藏语的热情。在《拉藏词典》的基础上，奥拉济奥神父编纂成《藏意、意藏双向词

典》，有35，000条词。1738年，奥拉济奥在给罗马教廷请求援助的报告中，用近一半的篇幅，分35个专

题论述了藏传佛教各方面的具体情况。既有轮回转世学说、僧侣等级制度、活佛转世的认定、神庙、达赖

喇嘛的培养等方面的介绍，也有关于藏传佛教佛经、斋戒、静修、护法神的神谕、宗教徒治病、处理尸体等

方面详细情况。进入18世纪，到西藏的商人、旅行家、探险家、传教士越来越多，所写的游记、日记、札记、

通迅、报告等更多。和17世纪进藏传教的传教士留下的著作都表现了西方人对于西藏文化的了解。这些

著作，主要涉及西藏物质文明，较多的描叙介绍西藏的山川、气候、以及西藏人的生活起居、饮食、服装、

音乐、舞蹈等，这些文化现象，是研究一个民族，一种社会的钥匙，通过这些作品的描写，使诱人的西藏在

西方人的心目中留下更多的美好印象和神秘。这些包罗万象的关于西藏社会、宗教、历史、地理、文化等

“文献”的文字，不仅记录了他们在那个时代的独特西藏见闻，还以自己的文化视角开始了中西文化最初

的碰撞，使西方了解西藏，西藏了解西方，为人类不同观念的多元文化的形成、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文化交流和影响从来都是双向的、互补的。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诸如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以及希

腊罗马的宗教和哲学领域的人文思想；同时他们学习藏语研究藏地的习俗，梳理历史，诠释哲学，品赏艺

术和文学，通过译介，著书立说把西藏文化介绍到西方。西方各色人等的游记、日记、札记通迅和报告尽

管其中包含一些负面的东西和观点，但是因为其中包含大量的西藏物质文化以及政治、经济、历史、地

理、宗教等许多方面的具体翔实记载，因此使之成为西方藏学家了解和研究西藏文化最宝贵的文献。不

管西方人是出于何种目的向西方介绍西藏文化的，但的确吸弓f了一批又一批的西方人投身于西藏文化

的研究中来，在西方掀起一个至今持续不断的藏学热浪。

西方传教士进入西藏的时间很早，从16世纪以来就策划，17世纪进入阿里、日喀则、拉萨地区传

教，尽管在西藏活动了一百多年，但结果是失败。18世纪以后，就全方位的以通商、探险、游历、传教甚至

武装入侵等手段入侵西藏。有的论者认为“目前，伊斯兰教在西藏还有清真寺，基督教则完全绝迹了”。其

实不然，在今西藏昌都地区芒康县上盐井就有一座具有百余年历史的天主教教堂，信徒达740余人，彻

有一位神父、两位老修女和两位待学修女。教堂内的正面墙上悬挂着“主”的巨像，其下有十字架和圣水、

圣松以及点燃成对的蜡烛等供品。圣所两边立着耶稣及父子的泥塑像，堂内两边墙上挂满了耶稣在人世

受难的全部图像，中间的几根木柱上挂满了圣母子及耶稣的画像。每日做二次弥撒，礼拜天做三次弥撒，

圣诞节仍是一大节日。

从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看，世界各民族在相互学习、撞击、比较、竞争求新择优的环境中创造出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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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文化，彼此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相互补充，对世界文明的进步是极有益处的，文化交流不仅过去曾

经推动过人类历史的发展，而于现代和将来，更是主宰着人类的命运，让人类在理解、尊重、交流的旗帜

下拥抱，共创多元文化的美好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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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传播范围之一。早在唐朝贞观9年(635年)时，基督教就已经传入中国，并开始在中国各地传播。根据《OperationWorld 21st Century Edition》的

统计，2001年中国有基督徒九千多万(包括港、澳、台)，占全国的人口比例约为7.25％，年增长率达到7.7％，信徒遍及全国各省。

    宗教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基督教地理则是宗教地理学中重要的研究内容。至今只有郑耀星1997年发表于人文地理杂志的《福建省

基督教地理的研究》一文对福建省1990年代后期基督教的传播和分布进行了研究。我国学者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几乎是空白。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本文对中国基督教地理进行初步的研究。研究的主要内容分七章。

    第一章为绪论，阐述进行本文研究的背景、意义、相关研究综述、研究的理论基础以及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

    第二到六章是本文的主体。研究内容为基督教在中国为唐朝、元朝、明末清初、近代和1949年以后五个历史时期传入的政治、地理背景和空间拓展

过程、分布情况及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的范围为中国全境，由于时间跨度大，研究范围广，本文研究尺度一般以省为单位，在个别的年份当中

，则以城市和县为尺度，研究基督教在中国的分布。

    第二章主要描述了景教在中东地区的发源、传播以及在唐朝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并以唐朝都城西安为中心向全国传播。

    第三章主要论述元朝时复兴的景教和初来的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分布。两者都是以北京为宣教中心，景教主要分布在北京、山西、陕西、甘肃、

新疆等中国西北部和江苏、浙江、福建沿海三省。天主教则主要分布在北京和广东之间的沿海各省。

    第四章主要论述明末清初天主教在沿海地区及陕西、山西等地传播和分布情况，指出当时的天主教在中国的分布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形成了以北京

、西安和汉中、上海和南京、福州和澳门为核心的四个集中区域。并总结了前三次基督教来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和地理环境对基督教传布的影响。

    第五章重点分析新教从中国沿海到内地的空间拓展和分布，同时也概括性地论述了同时期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分布情况。研究表明，新教在华的空间

拓展分为四个时期：(一)预备时期：以马六甲为中心；(二)五口宣教时期：以上海等五个通商口岸和香港为中心，主要在东部沿海地区传教；(三)内地

宣教时期：以沿海为基地，迅速向内地宣教，至1900年时，中国当时除西藏外都建立宣教士驻在地；(四)全国宣教时期。新教的分布沿海最为密集，中

部次之，西部分布则少得多。天主教在中国所有省区都有分布，主要集中在直隶、江苏、湖北、广东、四川数省。而东正教则主要分布北京、蒙古、东

北地区，在江浙、湖北和广东也有少量分布，无论是范围还是人数都与新教和天主教有很大差距。并简略地概括了基督教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第六章论述1949年以后基督教的发展和分布情况，重点分析2001年中国基督教的分布情况。

    第七章为结语，简要回顾本文，概述研究结论，并指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7.期刊论文 尕藏加.德吉卓玛 藏区多元宗教共存之历史与现状 -中国藏学2008,""(2)
    根据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藏族地区并非藏传佛教一统天下的单一教区,而是共存着世界三大宗教,即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当然,基督教和伊斯兰

教在藏族地区不具有普遍性或没有举足轻重的社会影响力.因而藏区宗教,依然以藏传佛教为中心,而多元宗教共存的特殊现象,只是在一小部分地区或较

偏僻的个别村落存在.本文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对巴塘基督教、盐井天主教堂和昌都清真寺与拉萨清真大寺略作考证和描述.

8.期刊论文 颜小华.YAN Xiao-hua 关于藏边盐井村的宗教与现状考察 -中国藏学2009,""(4)
    盐井村隶属于西藏芒康县盐井纳西民族自治乡,当地聚居着部分藏族和纳西族群众,亦有少量汉族.历史上他们信奉藏传佛教、东巴教或天主教,形成

了目前多元宗教并存的局面,为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宗教文化提供了一幅真实的画卷.

9.期刊论文 张斌 昌都地区寺庙古建筑防火对策研究 -科技信息2010,""(22)
    一、前言

昌都地区为西藏自治区所辖七地(市)之一,处于西藏的东缘和连接内地川、滇、青三省的前沿,幅员10.86万平方公里,以教派多、寺庙多、僧尼多、信教

群众多而闻名,境内的宗教有苯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目前,昌都地区共有各类寺庙496座,大多年代久远,风格独特,具有不可替代的精神价值

、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及使用价值.

10.期刊论文 喻天舒.刘一南.YU Tian-shu.LIU Yi-nan 从徳西德里对藏传佛教的评论看基督教信仰的排他性 -中
国藏学2009,""(4)
    文章依据<西藏报告:皮斯托亚的伊波利托*徳西德里之旅>一书的英译本分析指出,由于该书作者、天主教传教士徳西德里所持守的基督教信仰本身的

强烈排他性,使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对作为异教的藏传佛教的评论充满了敌意和蔑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对藏传佛教当中的历史人物所进行的妖魔化

的歪曲和丑化工作.这是人们今天在讨论徳西德里的著作对于藏学研究的意义时需要对之加以清醒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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