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0卷第3期 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01．10 No．3

2010年5月 Journal of Hebei Polytechnic University(SocM Science Edition) May．2010

文章编号：1673-2804(2010)03-0021-04

早期来华传教士中国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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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清之际天主教传教士来华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篇章。传教士通过对中国文化的记述，将中

国这一东方文明古国介绍给西方，形成了他们所特有的中国文化观。认为传教士中国文化观的形成主要受

到传教士个人、组织、国籍及传教目的、传教活动情况等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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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明末清初基督教文化的传人

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次。这--St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传教

士起着重要的作用。传教士赞叹中国地大物博、政治良好、

秩序井然，文化灿烂，是一个礼仪之邦；也批判中国科技

落后，迷信盛行，中国人妄自尊大等。

西方传教士的中国文化观是不断发展的，他们以基督

教文化为基准看中国文化，关注的多是中国的精英文化，

对中国文化的看法褒贬不一。由于个人、组织、国籍及传

教活动情况的不同，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及理解也有

差异，发生于清初的“礼仪之争”则是其集中体现。探索

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关于中国文化的看法，可以发现影响

其形成的一些因素。

一 受传教士传教目的、传教政

策的影响
16世纪西方的宗教改革运动给天主教以沉重打击，天

主教失去了宗教世界的半壁江山。为了挽救这种局面，天

主教进行了改革。耶酥会成立即是天主教回应宗教改革的

一大举措，其宗旨是让天主教灵光遍布于世界各地，要求

开拓海外的宗教市场，所以耶酥会士奔赴四面八方，开始

了艰难的海外传教生涯，其中的一些来到中国。他们定期

向欧洲天主教教会总部报告传教情况，曾德昭《：大中国

志>式的作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由于明朝政府实施海禁，初始来华的传教士传教不利，

“借佛传教”策略失败后，利玛窦秉承范礼安政策，制定

“适应”传教路线，尊重中国文化，他们学汉语，着儒服，

结交文人学士，走上层路线，不直接发展信徒，而是先争

取统治阶级的好感，再通过与中国文人学士的讨论，达到

宣讲天主教教义的目的。他们尊重孔子，遵守孔孟儒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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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他们将孔孟儒家学说比附天主教义，使二者仿佛有了

同宗同祖的血亲关系，于是一些文人学者冰封的思想开始

被打破。走上层路线的成功使他们得到一些统治阶级的庇

护，也使传教士的生活局限于中国社会上层人士之间，特

别是早期，由于没得到官方的认可，他们更不敢轻举妄动，

否则就有可能被遣送出境，因而他们笔下的中国文化多是

这一阶层人士的文化生活。

在“适应”政策下，利玛窦在“礼仪”问题中，采用

了迎合中国文化的态度。在中国的传教经验使他明白，孔

子学说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是维系日常生活和社会政治

管理秩序的基石，若想用基督教的价值体系来代替中国儒

教地位，一概否定祀孔，必然会激起士大夫的愤怒，天主

教在中国便无法立足，他苦心经营的天主教在士大夫中的

影响必将荡然无存，传教必然失败。所以他指出中国人祀

孔具有社会伦理的含义，而不是宗教仪式。张凯在《庞迪

我与中国》一书中就指出，关于“Deus”的翻译，利玛窦

译出了中国典籍中关于“上帝”的语句，使入觉得天主一

词在中国古已有之，中国古代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具有一致

性，其实利氏在阐释这一问题时巧妙地回避了中国“天

主”的概念在不同时期的内涵的关键性变化。裴化行认为

利玛窦了解到要想得到这个也许是世界上最骄傲的民族的

信任，就要克服这样一个民族对传播一种新教的抵抗，一

方面要用西方的科学异彩来降低和消除他们对抗洋人的仇

恨和轻视，另外还须细心照顾他们的这种虚荣心，对某些

敏感之处尤其不能攻击，否则就会立即断送任何成功的希

望。所以“无论是历史性《札记》，还是这位传教团奠基

人迄今发表的书信，都只是不加区别地说到庙宇、圣徒、

神坛、祭祀、献祭，或相反，说到殿堂、先贤、供桌、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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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者、供品，并未就某些礼仪的迷信性质确定地表明态

度。”flj

利玛窦时期的传教士对于中国文化赞赏有加。康熙时

期一度对传教士“重用”，传教活动得以展开，人教人数

增多，传教士认为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春天来临了，他们

的言论及主张也开始活跃，引起了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

最终使天主教难逃在中国被禁的厄运。

关于中国的一些礼仪是否为偶像崇拜、宗教迷信?他

们指出中国人祭祖是为了维系中国伦理纲常中的孝道，而

不是什么偶像崇拜，与天主教并不抵触。关于祭孔，传教

士也持类似的态度。至于中国文化的祭祖是否含有宗教色

彩，他们宁愿趋同于中国无神者的解释，认为这只是为了

教导子孙和无知的人孝敬仍然在世的父母。他们之所以这

样评价中国孺学，目的有二：～是消除传教士彼此间的意

见分歧，利于在中国的传教，及争取欧洲天主教会对来华

传教的支持；二是迎合中国人的习惯，拉近与中国人的关

系，使中国人抛开天主教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的印象，降

低中国人加入天主教的顾虑，减少在中国传教的阻力。因

而，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态度要受到其来华目的及传教政策

的影响。

二 受传教士个人条件、在华活

动情况影响
考察传教士的中国文化观，不能不考虑他们的个人条

件。以学习汉字为例，利玛窦通过两三年的汉语学习，到

1585年底，他已能流利地说汉语。他认为所有的汉字都是

单音节字，而且汉字的音节组合种类不多，便于掌握。但

另一方面造成了大量的同音字，因为有很多符号发音相同，

写出来的字却不一样，意思电不同；再加上，同一个音的

字加上不同的音调又可以表示不同的字。不同的意义，对

于传教士而言很难掌握。他们认为这给人们的交流带来了

不便，“发音相同的各种不同书写符号不可能用耳朵听准，

但是可以用眼睛把符号的形状以及他们的意义分辨清楚。

事实上常常发生这样的事：几个人在一起谈话，即使说得

很清楚、很简洁、彼此也不能全部准确地理解对方的意思。

有时候不得不把所说过的话重复一次或几次，甚至得把它

写出来才行。”¨1玛窦掌握了快速记忆的方法，加之他个人

的勤奋努力，能说汉语，因而他对汉语的评价较中肯。

由于对汉语掌握的情况不同，所以传教±对汉语的看

法有异。“近八万字，每一个字都由许多无序的笔画构成，

怎么能学会这一切呢7'’"o安文思神父认为，“中国语言比

希腊、拉丁或其他欧洲的语言都容易。””j对汉语的评价与

每人在中国学习中文的情况有关，安文思“十分勤勉地学

习中国语言文字，并很快地学会了它。”151很多神父经过学

习已能撰写和翻泽中国书籍了，但他们对汉语掌握的流利

程度不同，对汉语的评价也不同。

学习汉字的困难，使传教士对汉语有了微薄之词。同

样，他们在中国遇到的困难也会影响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

看法。在金尼阁编写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就有类似的

记载，“以文为业的人们从小到老都要埋头学习他们的这些

符号。毫无疑问这种钻研要花去大量的时间，那本来是可

以用来获得更有用的知识的。”【6J

我们在探究传教士的中国文化观时，不能忽略一些传

教士的民族文化自豪感、优越感的影响。同一时期在亚洲、

非洲的一些传教士多蔑视当地的土族文化，虽然当时在中

国传教的传教士，并未极力主张用西方语言举行天主教宗

教仪式，但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多少受到一些影响。

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与他们在中国的活动有一定

的关系。利玛窦较早进入中国，后半生都是在中国度过的，

并且死于中国，葬于中国，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较多；庞

迪我是追随利玛窦时间最长，对利氏传教策略了解最详的

人，因而利氏对中国的一些看法无疑会影响到他，他的中

国文化观和利氏的基本一致。曾德昭也来华较早，与利氏

也有着较一致的认识。有“国王数学家”之称的传教士李

明和自晋对中国的文化也持赞赏的态度，他们进入中国后

由于康熙对科学的热情，对他们看重，他们来到中国后就

住在皇帝身边，周围的人自然会尊重他们，他们在这样一

种环境下生活自然不会遇到什么困难，因而特殊的待遇和

地位使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不同子传教处处艰难的其他

传教士。费赖之曾指出李明的《中国现势新志》饶有兴

味，足广异闻，但关于华人的描述不无溢美之词。

对同一种文化现象的不同态度与每个人的价值取向有

一定的关系。“在中国教民祀天、祭祖和参拜孔子等仪式

上，庞迪我和利玛窦一样采取一种通融和默认的做法。”【_7J

而龙华民则极力反对，张凯认为，龙华民“是一个对救世

功业充满必胜信念和怀有狂热激情的人，对基督教千年王

国的渴望使他内心充满一种痛苦的张力。”【8’这样在传教的

过程中就可能无视中国的国情而盲目地追求宗教教义的纯

洁性，对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分歧较大的地方容易产生

偏激的看法。

三 受传教士所属的不同教会组

织的影响
17世纪30年代前，中国天主教几乎由耶酥会垄断，

但也有其他修会来华，毕诺指出，13、14世纪时教皇英诺

森四世曾派遣柏朗嘉宾出使鞑靼地区，圣一路易派遣鲁布

鲁克出使蒙古王公，他们都是方济各会士，但影响不大，

直到耶酥会士进入中国才打开天主教在中国的局面。“明崇

祯年间即有自吕宋，搭商船来者，然只在附近海岛传教，

未尝入内地，及迁民令下教友纷纷内迁，会士因不忍离弃

教友同入内地，从此会士由吕宋来福建者源源不绝，耶酥

会士渐不复来福建一省。自当日至今为多明我会修士所

传’’[9】

这一时期，耶酥会的传教范围超过其他各会，其他各

会主要在中国沿海城市或者交通较发达的地区，而中国内

地主要是耶酥会的传教范围。由于同属于一个修会组织，

早期来华传教士意见较一致，天主教在东方的传教权完全

由葡萄牙～国控制，罗马教廷也因东方传教区初辟而没有

万方数据



第3期 陆耿：早期来华传教士中囤文化观 23

较多干涉。自从1640年开始，西班牙与葡萄牙分治，两国

政治关系解体，开始争夺对于东方殖民地的经营。同时由

于保教权的日益膨胀与教皇权威相冲突．所以罗马教廷传

信部也宣布了对所有已建传教区的控制权，而将传教区的

领导权赋予直属于传信部的主教——宗座代牧主教，并委

派方济各会士为中国的宗座代牧，这遭到葡人的反对，无

形中造成了耶酥会与方济各会之间的矛盾，而传信部后来

委任的宗座代牧主教都是法国人。1663年，巴黎成立了

“外方传教会”，并派传教士来中国，他们站在西班牙教士

一边，加深了与耶酥会士的矛盾，这逐渐形成了关于中国

礼仪问题不同的两派。

1209年，方济各修会成立，其会规“特别强调布道活

动与实践的结合，如参加劳动、行医和行乞。”H叫该修会后

来虽分裂为几个修会，会规也有改变，但大部分会员认为

与下层劳动人民交往，在劳动人民中传教是其主要布道方

式。13世纪方济各会士曾来中国传教，但由于元朝的灭亡

而中断。1579年方济各会士再次来华，他们在中国传教走

“下层群众路线”，主要在劳动人民中发展信徒。

1217年多明我会在西班牙正式成立，其会规是天主教

各修会中“第一部没有规定其成员必须从事体力劳动的会

规。但是对会士从事研讨学问的活动，作了明确的规定和

安排”。u1’多明我会士分布区域广，崇奉教义的纯洁性。

1631年多明我会士高奇首次到我国福建传教。

耶酥会的活动方针不同于其他修会，它主张深入社会

各阶层，耶酥会士可以不着僧衣，也可以不必过严格的修

道生活。它鼓励会士渗人上流社会以至宫廷，对当权者施

加影响，尽力争取知识分子，特别致力于争取上层人物的

子女，以便将来施加政治影响。耶酥会对教育和科学的热

衷在当时的宗教团体中是出了名的，这是耶酥会与其它宗

教团体的不同特点乃至冲突，“强调自由意志，反对普遍适

用的伦理原则而倾向于在不参照任何抽象、理想化的前提

的情况下处理单个具体事例的做法，以及对为达目的采取

各种手段、策略的高度灵活性的重视。¨”o耶酥会士认为为

了传教的需要，甚至可以允许两种欺骗形式：一为“摸棱

两可”，即用意义不明确的语言使听者混淆，利玛窦关于中

国经典中天主的解释就利用此法。二为“保存心理”，“他

们表面上在祭坛前做所有这些表示崇敬的跪拜行礼时，他

们可以在心中默默地把这些举动作为对基督十字架的崇

拜。”¨副这种通过巧妙表达造成词义模糊和含混为在不同文

化背景下传教提供了便利，使某些对立不至于尖锐。

由于各修会的会规、活动范围的差异，影响了他们对

中国文化的认识。耶酥会士来华较早，深知传教不易，“适

应策略”赢得了中国士大夫的同情，统治阶级的好感。方

济各会和多明我会反感于耶酥会传教士的传教路线，对耶

酥会的折中态度不满，力争维护基督教教义的纯洁性。他

们对耶酥会士容忍中国基督教徒祭祖、敬孔大为不满，终

于导致了礼仪之争。【l虬耶酥会士学习中国文化，所以他们

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理解比其他修会深刻。方济各会深入劳

动人民中间传教，对劳动人民的生活有一些体会，他们所

看到的中国文化的层面不同，他们的中国文化观存在差异。

即使同一修会传教士的中国文化观也并非完全一致。

任何一种观念的形成都是诸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对于异质文化的看法要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传教士身份

特殊，他们看待中国文化所要受到的影响更多，从而形成

了带有自身色彩的中国文化观念。

传教士带着固有的文化价值标准来到中国，他们看中

国文化有自己特有的角度，每个人的资质及在华活动范围、

情况不同，所以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看法存在差异。传教士

的中国文化观受到当时因中国形势、政策限制而采取的传

教政策的影响；来华传教士具有不同的国籍、属于不同的

修会组织，由于他们的国家在争夺宗教权力的过程中产生

矛盾，自然会影响他们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及其感情；加之

不同的修会的会规、仪式等的不同，也影响他们对中国文

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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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Early Missionaries’Chinese Culture View

LU Geng

(Huainan Normal University，Huainan Anhui 232001，China)

Key words：early period；missionary；Chinese culture view

Abstract：At the turning point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catholic missionaries came to China and opened a new

chapter in East—West cultural exchange．Through the descriptions of Chinese culture，missionaries introduced the O-

riental ancient civilization of China to the west and formed a unique Chinese culture view．This article holds that the

formation of missionaries’Chinese culture was mainly due to individuals，organizations，nationality，purpose of

missionary work，missionary activities and other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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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otemism Thought in “Book of Mountains and Seas”

ZHAO Chu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Yangtze University，Jingzhou Hubei 434023，China)

Key words：totem worship；totem；original religion；"original thinking

Abstract：As one of the earliest form of the original religion of humanity，totemism Was recorded in the“Book of

Mountains and Seas”．Totemism in“Book of Mountains and Seas”including worship of animals and plants．sun

worship and seX worship．Backward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original condition，original forms of thought structure on

the totem worship of ancestors in Chin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inking．The nature of the original thinking of the

totem worship is specifically manifested in a strong ideological fantasies，and lack of logitivity and obvious practi—

c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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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位论文 马少甫 美国早期传教士中国观和中国学研究——以裨治文为中心的考察 2007
    本文主要考察美国早期传教士的中国观和中国研究。文中将美国早期传教士的中国观和中国研究放在来华传教活动的大背景下，以早期传教士裨治

文E．C．Bridgman的中国观和中国研究为考察中心，对美国早期传教士中国观和中国研究的特点、成因、影响以及中国观和中国研究之间的关系展开具

体研究。

    全文由两大部分组成。除绪论和结论之外，主体部分共分三章。

    第一章主要考察裨治文之前的美国中国观，具体分二节展开。其中第一节主要考察美国早期商人、外交官的中国观；第二节考察传教士雅裨理

D．Abeel的中国观。以此作为下文的铺垫。

    第二章主要考察裨治文的中国观和中国研究。本章分三节。第一节为裨治文的中国观研究；第二、三节为裨治文的中国研究。其中第二节重在考察

裨治文的中国历史研究；第三节考察裨治文有关中国现实的报道。文中一方面将裨治文的中国观和中国研究置于早期传教士传教活动背景下予以考察

，旨在揭示美国早期传教士中国认识和传教活动之间的内在矛盾。同时，通过分析裨治文中国研究的特点，力图通过纵向考察来把握美国中国学的源头

。

    第三章考察裨治文事业的重要推进者——卫三畏的中国观和中国研究。本章分三节。第一节关于卫三畏S．W. Williams《中国总论》的特点；第二

节考察卫三畏的中国观；第三节略述卫三畏对美国中国学的影响。本章重在考察卫三畏与美国早期传教士中国观和中国研究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

，文中认为卫氏的中国研究是对美国早期传教士中国研究的总结和升华。卫氏的《中国总论》标志着美国中国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初步定型，对后来的美

国中国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卫氏中国观客观上也为后来美国中国研究提供了多重研究视角和研究取径。

    美国早期传教士的中国认识是在华传教活动的产物。在华传教活动在推动美国早期传教士中国认识的同时，也造成美国早期传教士中国认识中自身

无法超越的内在矛盾。

2.期刊论文 李浩.梁永康 外国来华传教士与晚清经济思想的早期近代化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2)
    中国经济思想近代化的早期阶段(1860-1894年),传教士在西方经济学说和理论的传播过程中起着主体作用.他们通过译著书刊、兴办学堂、开设经济

学课程教育,将一些资产阶级的近代经济理论传播到中国,冲击着"重农抑商"、"贵义贱利"的传统封建经济理念,促进了中国经济思想的早期近代化.20世

纪初,随着中西文化交流渠道的日益增多,传教士丧失了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主要媒介的地位,海外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群体构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主体.中

国经济思想的近代化开始进入到后期并最终形成的阶段.

3.期刊论文 姚斌.YAO Bin 早期美国来华传教士笔下的"中国形象" -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3(3)
    美国对华传教工作始于1829年.美国来华传教士雅裨理和卫三畏分别于1830年与1833年来华.鸦片战争之前,由于清政府严格限制对外交往,来华传教

士的活动范围受到限制,因此他们对中国的理解是比较肤浅的.在他们眼中,中国是个奇风异俗盛行的异教国度,是个等待西方"先进"文明与宗教拯救的民

族.他们用文字记录了来华美国人对中国的最初印象,这些印象也成为此后美国人中国观的最初依据.

4.期刊论文 刘景 早期中美文化外交中美国传教士的角色探析 -考试周刊2010,""(41)
    从1830年第一批美国传教士来华到1912年清王朝灭亡,美国传教士为了在华传教.从事了一系列的世俗活动,这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美早期文化外交

的发展.他们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对促进两国的相互了解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5.期刊论文 马明忠 早期进入青海的天主教传教士考述 -青海社会科学2009,""(6)
    早期进入青海天主教传教士活动情况文字记录较少,比较零散,对这些资料的系统整理,有助于青海天主教历史的研究.

6.学位论文 周岩厦 早期新教传教士以教育、知识传播与医务活动促进传教事业述论——以《中国丛报》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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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本文以《中国丛报》刊登的论述新教传教士在华从事的教育、知识传播与医务活动的文章为主，结合其他有关资料，就早期新教传教士在对华文化

传播活动的整体情形和演变趋势，进行探讨与论述，并阐明其在传教过程中探索出的以教育、知识传播与医务活动等方法对消除中国人对西方社会的偏

见与对基督教的冷漠以促进在华的传教事业的作用，及其因此而在“西学东渐”历史潮流中所起的推动作用。

    本文通过深挖史料，在前人立论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阐述。第一章就早期新教传教士来华前的历史背景及传教士来华后在传教事业遭遇到的困难

加以探讨，尤其对传教士遭遇到的传教困难及其原因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第二章就新教传教士在中国从事教育活动的过程与教育主张的演变，在充分

利用西文史料和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做出进一步的论述，其中有关传教士对中国教育观的演进，超过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在对英华书院与马礼逊教

育会以及马礼逊学校教育活动的论述中，用了大量前人所未曾涉及的史实。第三章对基督教文明的传播活动与传播目标的演进过程做了较为全面的阐述

，其中对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宗旨的演进及该会有关西方史地书籍撰写与出版过程作了较为深入的论述，对前人的研究成果也有所超越。第四章对医务

传道会宗旨与医务活动过程的阐述，用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其中对伯驾医术的评述与传教医生对中医的评价及医务活动过程中的传教活动，是前人所殊

少论及的。在结论部分，就新教传教士在华从事的教育、知识传播与医务活动进行了综述。

7.期刊论文 程艳.刘浪飞.CHENG Yan.LIU Lang-fei 早期在华传教士"独厚儒学"原因初探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06,14(3)
    受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影响和怀着对中华悠久文明的敬仰,以及出于发展自身、与新教抗衡之目的,以意大利耶稣会会士利玛窦为代表的基督教士

在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在传教期间,他们基于传教现实和教义融合的考虑,"借儒宣教"、"独厚儒学",成功地促成了中西哲学思想的一次大融合.他们的传教

策略与在传统儒学接触中所采取的承认、包容和尊重态度对于我们今天的中西方文化交流有巨大的启示作用.

8.期刊论文 吴宁.WU Ning 早期基督新教传教士夫人在澳门的活动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27(3)
    澳门是早期基督新教传教士来华活动的重要基地.传教士夫人们1842年前在澳门的传教事业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早期来华传教士夫人们具有一些共

同的特点,她们对晚清的中国社会有很大的冲击力.

9.学位论文 蒋旻 早期来华传教士传译故事述考 2006
    从1 552年西班牙耶稣会士沙勿略受教会派遣来华开始，一直到1775年在华耶稣会接罗马教廷命令正式解散，早期来华传教士在华传教时间长达二百

余年，他们在宣传天主教义的同时也传入了西方文明。本文以传教士宣传教理时为证道而译述、引用的各类故事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考察传译故事的

类型、出处、翻译后的变化，给出传译故事的大致轮廓。

    论文由四部分组成：第一节对现存收有传译故事的史料与学界对传译故事的研究现状作了梳理。第二节将传译故事从内容上分三种类型进行探讨

：道德劝戒类、教义阐释类和圣象圣迹类。第三节通过早期传译故事的明清翻译与这些故事的现代译本进行比照，指出明末清初传入故事的原型出处

，以及明末清初传教士翻译与现代翻译间的差别。第四节探讨了传译故事传入后的影响，主要分析对中国寓言创作的影响。

    论文最后附有传译故事目录，目录以《天主教东传文献》及其《续编》、《三编》，《天学初函》这两套丛书为对象，列出其中的传译故事。

10.期刊论文 泽拥.Tse yung 法国传教士与法国早期藏族文化研究 -中国藏学2009,""(2)
    本文在勾勒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法国传教士在中国藏族地区活动情况的基础上,以法国早期关于藏族文化的研究成果为参照,探讨了法国传教士在

进行文化传递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法国与中国藏族地区的早期文化交流过程中,法国传教士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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