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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传教士东来之历史背景

贾庆军

(宁波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浙江宁波315211)

[摘要】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东来有着深刻的背景。首先是基督教本身有着普世化要求；其次是新教改革运动给天

主教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最后是欧洲近代科技和地理大发现为其提供了实现之可能。在这些背景之下，耶稣会士大举东

来。而在其宣传平等、博爱的口号下，隐含着其优越心态和侵略之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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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大举东来，在中国展开了

执著而频繁的传教活动，并且取得了一系列显著

的成绩。这就引起了我们的思考：为什么耶稣会

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来传教呢?为什么他们是如

此地执著呢?他们凭什么取得如此之业绩呢?通

过对传教士东来之背景进行分析，我们就会得到

上述问题的答案。传教士东来有着广阔而深刻的

历史背景。综合起来看大致有如下几个大的背

景。

一、基督教本身的普世化要求

基督教的普世化倾向要追溯到《圣经》本身，

《以赛亚书》中，耶和华曾对雅各说：“你作我的仆

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

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

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赛49：6)这样，上帝已

经给他的圣徒布下神圣的使命，不仅要使以色列

内部在上帝信仰下统一起来，还要向外邦传教，直

到整个世界都皈依上帝。

而上帝派下来拯救人类的耶稣也明确提出要

拯救整个世界，而不只是犹太人。耶稣曾说过：

“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

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

牧人了。”(约翰福音10：16)

将这一使命付诸实践的是耶稣的门徒们。在

《使徒行传》中曾经记载彼得给外邦人施洗的事。

(使徒行传11：l一18)可见，是上帝督促其门徒赶

紧将其福音传播到更大的领域。带着神圣的使

命，其门徒开始向外邦展开行动，即使困难重重，

他们也义无反顾。

保罗和巴拿马将彼得开始的向外邦传道之事

业推向了一个高峰。保罗留下了他那著名的《罗

马书》，在此书中，向外邦人传道成了使徒上帝信

仰的必然组成部分。(罗马书3：7—20)对保罗来

说，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区别荡然无存，在上帝面

前，所有的人都是罪人，上帝的审判是普世的，上

帝的救赎也是普世的。(罗马书15：14一19)

从此，基督教便走上了普世化的道路。如果

说在彼得、保罗时期，基督教向外邦扩展多少是迫

于犹太人内部的排斥浪潮的话，到了教会时期，这

一活动就成了主动的了。大约到了公元170年

后，随着正统教义的确立和教会组织的形成，基督

教开始自称为“公教会”(Catholic Church)，意为普

世性教会，其任务和目标就是要拯救整个世界。

到1054年东西方教会分裂时，西方教会仍自称

“罗马公教”(也就是传人中国的“天主教”——笔

者)，标榜自己的正统性和普世性。⋯川。鹞在教会

的组织下，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就更加活跃了，只要

教会力量所及之地，就是传教士的福音传播活动

所到之地。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方教会力量开

始越出欧洲，走向全世界，传教士的活动也将遍及

世界。

二、新教改革给天主教带来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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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马丁·路德针对教会发售赦罪券的

行为发起了一场宗教改革运动。在整个欧洲天主

教都受到了挑战。这就迫使天主教必须作出及时

的反应，调整自己的政策，以便夺回自己失去的地

盘。

面临新教的挑战，天主教采取了一系列应对

措施。首先，它在教会的行政管理、教会生活方面

进行了彻底的整顿和治理。其次，在教义方面针

对新教的诘问作出新的规范和调整。最后，在前

面工作的基础上，发起了强大的天主教复兴运

动‘11‘瑚一273’。

正是在天主教复兴运动中，出现了耶稣会。

其创始人是西班牙贵族依纳爵·罗耀拉。在其从

军期间，他接触到了天主教思想，立即心向往之，

决定做一名耶稣的战士。1534年，他和沙勿略、

法伯尔等六位同伴结成一个团体，发誓要“愈显主

荣”。这被看作是耶稣会的开端心1。1540年教皇

保罗三世认可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一个正式修会。

但同时向其提出一个草案，规定其人数不得超过

60人。这份草案号召信徒成为基督的忠诚战士，

将福音传至四方b】。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耶稣

会建立了自己独特的组织，培养了别具一格之传

教人才。在组织和管理上，耶稣会仿效军队编制，

组织严密，纪律森严，以军人的服从原则作为首要

原则。会内实行层层控制，会士之间相互监督，并

强调绝对服从上级。总会长为终身制，总会长对

各地会士拥有绝对统治权，故有“黑衣教皇”之称。

正式会士除发三愿(绝财、绝色、绝意)外，还发第

四愿，即绝对效忠教皇。会士除应遵守会规外，尚

须按照伊纳爵所著《神操》一书的要求，进行灵魂

的修炼。整个训练的目的，就是要使灵魂充满对

上帝的爱，从而服务于上帝及其教会⋯‘肼’。

耶稣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有赖于他的如下

行为：一是其传教活动，一是其向宗教和世俗权力

高层的渗透，一是其对会士的严格教育。在这些

活动中，传教是其最终的目的，其他两项则是其坚

实的保证和基础，尤其是教育活动。

耶稣会极为重视教育。为此，罗耀拉兴办许

多教会学校和教会大学，如著名的罗马学院和日

耳曼学院HJ。在耶稣会的高等学校中，其教学内

容和教学方式都有独特之处。在教学内容上，耶

稣会高校不象其他其他高校教授神学、法学和医

学，而是教授哲学。但是这哲学却内涵丰富，它包

括逻辑、形而上学、心理学、伦理学、自然神学，还

有自然科学如代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和生理学

等。而且难能的是，罗耀拉将最新的自然科学知

识纳入了教学内容当中，足见其眼光之前瞻性。

看一看利玛窦在罗马学院的教学计划，就会知道

为何利玛窦的科学知识是如此渊博。他的教学计

划如下：第一学年，算术(全年)；第二学年，《几何

原本》前4卷(四个月)、实用算术(一个半月)、地

球仪(两个半月)、地理学(两个月)、《几何原本》第

五、六卷(其余时间)；第三个学年，古观测仪(两个

月)、行星论(四个月)、透视画法(三个月)、钟表和

与宗教活动有关的计算问题(其余时间)b|(删。完

成哲学课程的会士将获得硕士学位，他们在初等

学校中执教五六年后，便可继续学习神学。耶稣

会的大学开设6年神学课程。此外，罗耀拉他还

强调学生的记忆功夫№“一-36)。以至于许多耶稣

会神父博闻强记、记忆力超群山。当这长达15年

左右的训练完成后，才有可能成为耶稣会正式会

员。待向教皇宣誓效忠后，才可能成为神父。可

见，成为耶稣会神父之困难和荣耀程度。这样一

位神父，无论其学识还是道德水平，都是其同时代

人中的佼佼者o。无怪乎他们会博得中国儒家精

英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的敬佩和赞扬。

正是这些才能出众而又热心于上帝事业的耶

稣会士，对天主教的传教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们不畏艰难险阻、不怕生死威胁，终身不娶，为

上帝的事业奉献出全部。当他们出现在远隔万里

① 利玛窦就曾以超众的记忆功夫一举征服上层士人。据说他能当众将临场指定的儒家经典中的段落倒背如流。他这

种本领甚至使他成了宗室诸王的座上客。后来，他禁不住众儒士请求，还将记忆之法写成了一本书来应付他们，这

就是《记法》一书。(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页)在耶稣会练就的

记忆能力竟也成为传教的得力助手，是利玛窦始料不及的。

0 杨廷筠也曾经描述过耶稣会神父之优秀，“惟一种特达之贤，愿人耶稣会，称会士者，方守童身，出家学道。学道而有

得者，称撒责尔铎德。千百中无一，国中所最贵也。盖其国之人相习成风，以此种人为第一流，如状元及第，中华所

美，人人争羡。父母兄弟所祈望，惟愿得为铎德，即不翅荣福．无复他愿。”(杨廷筠：<代疑篇·答人伦有五止守朋友一

伦尽废其四条》，利玛窦等撰、吴相湘编：《天主教东传文献》，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版，第562—564页)杨廷筠

将耶稣会神父职位与中国状元相提并论．可见其才能之高、荣耀之巨和使命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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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国时，我们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

三、地理大发现提供的传教机遇

如果说前面两种因素为传教士东来提供了依

据和动力的话，地理大发现则为其提供了实现之

条件。确切的说，这不是什么地理大发现，因为这

些新大陆古人甚至已经发现了。这一次之所以被

人们记住，因为它是西方崛起和开始扩张的标志。

在地理大发现背后隐藏的是欧洲自然科学知识的

发达和物质力量的飞速发展。

经过长时间的积累，欧洲人已经拥有了先进

的地理、天文、数学等自然科学知识。1543年哥

白尼《天体运行》及日心说的发表，标志着近代科

学体系的诞生。第谷则将哥白尼的天文学更推进

了一步，而且他为后人留下了关于天体运行的极

为精确的计算方法。开普勒则继承了前两者的丰

富遗产，不仅印证了日心说，还提出了行星运动三

项定律，使天体运行之计算更为精确。同时意大

利也出现了伟大的物理学家伽利略，他以实验与

数学相结合的方法奠定了近代力学的基

础n】(一瞄一㈣。总之，近代科学的发展为欧洲人征

服和驾驭大自然做好了知识上和技术上的准备。

而此时欧洲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一种新

型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这种新型的生活方式

以追求物质和生产物质的效率为核心。一个庞大

的商人和市民社会逐渐形成。这就大大促进了欧

洲物质财富的增长。而资本主义的特征就是对财

富的无止境的追求，这就成为为其开拓海外市场、

进行殖民活动的原始动力。现有的财富积累已经

使它具备了殖民的能力。于是，现有的财力加上

先进的技术，就开启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地理大发

现活动。而地理大发现与资本主义殖民活动是相

辅相成的。

在欧洲人打通通往世界各地的一条条通道

时，有一条就延伸到了中国。葡萄牙人于1511年

侵占马六甲，1553年又通过欺骗手段获得了在澳

门的居住权，这样葡萄牙人就建立了一条从里斯

本到印度果阿，再到澳门的通道，这是当时欧洲人

进入中国的主要通道口¨p2‘3’。

在欧洲人殖民的过程中，殖民势力与教会紧

密合作。于是殖民活动推进到哪里，传教活动就

开展到哪里。1510年，葡萄牙人攻占了果阿，在

这里设立总督。而教皇保罗三世则于1534年在

这里设立了果阿主教(后来称为印度大主教)，统

领葡属所有东方领地的教务。另外，宗教法庭总

审判官也驻扎在这里。于是果阿就成了去东方传

教的传教士的中转站和大本营。许多修会在这里

建立修道院和礼拜堂，如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圣

衣会、耶稣会等。耶稣会还在此处创办学校培养

传教士。

而澳门则是另一个重要的教会城市和传教中

心。许多修会在这里设立会所，其中尤以耶稣会

最为有名。耶稣会在这里创办了圣保罗学院和天

主圣母堂两所著名的大学，成为培养优秀传教士

的摇篮。著名的利玛窦、高慎思等耶稣会士都在

这里学习和工作过{7】(邮埔’。

正是在欧洲地理大发现和殖民活动的推动和

帮助下，传教士才实现了东来传教的愿望。

四、余论

综上所述，从基督教本身的信仰特性、天主教

在新教改革时期的策略选择以及欧洲近代生产方

式和科学知识的发展等几个方面，我们就基本了

解了传教士东来的历史背景。这种种因素汇合在

一起，就为传教士走向东方、走向世界创造了条

件。

在传教士东来传教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

需要注意，就是传教士到外邦传教的心态问题。

虽然说，彼得、保罗等使徒提倡外邦人和犹太人在

上帝面前一律平等，但在他们的潜在意识里，仍然

是对上帝最初的选民——犹太人——有着一种优

越感的，他们给予外邦人的平等地位就打了折扣。

首先，他们到外邦去传教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

犹太人中受到排挤和迫害。正因为在犹太人中找

不到市场，他们才不得不到外邦去寻找信徒和成

就感(使徒行传13：46—47)。如此一来，外邦人得

到的平等待遇就很勉强了(罗马书14：22—29)。

其次，保罗等使徒向外邦人传教时，一直有一

种隐约的高高在上的姿态。外邦人被他们看作相

对落后、蒙昧之人，而他们则是启蒙者，要向外邦

人去施舍他们的优越之信仰。这种“贬低——施

舍”之心态在他们言论中屡见不鲜(罗马书15：8

—22)。

随着基督教的发展，这种犹太教徒的优越意

识就变成了基督徒的自我中心主义。他们普遍以

一种优越的眼光看待其他民族及其文化。沙勿

略、利玛窦都有这样的意识。沙勿略发现中国这

个庞大帝国的百姓具有接受福音真理的资质，于

是他决定访问中国，将中国人从迷信中拯救出来，

皈依基督教。利玛窦也发现中国人是可敬而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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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这些人皈依上帝将是值得赞美的工

作强“r脚一埘。在他们跟中，只有文明发展到一定

程度的民族才有资格成为他们传教的对象。将文

明发达的民族收入他们囊中，就越显其工作的价

值，也就更衬托出了上帝信仰的优越性。所以，他

们称赞中国文明的发达，不过是更显示基督宗教

文明的优越性。他们的潜台词是：相对于基督教，

任何其他文明都是有残缺的甚至是堕落的，需要

基督教来拯救它。1702年，一位在中国江西传教

的耶稣会士在给一位法国公爵的信中就明白写

道：“中国和其他不信基督耶稣的国家一样经常受

到魔鬼的骚扰。s’[91(p16)

这种心态使传教士们在传教时充满了自信，

但同时也表现为自负。这样就很容易产生同其他

民族的冲突。此外，也容易出现传教的功利倾向，

即只注重采摘果实的数量而不是质量。结果，传

教活动要么以冲突和战争结束，要么以虚假的征

服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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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y Background of the Missionaries Coming to The East

JIA Qing—jun
(History Department，Liberal Arts College，Ningbo University，Ningbo 3 1 52 1 1，China)

Abstract：The western missionaries coming to the east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the early Qing Dynasty had deep

history background．Firstly，the Christianity wanted itself to be worldwide．Secondly，the Catholicism faced the ehanl—

lenge of the Protestant；Thirdly，the development of mordern science andThe Great Geographical Discovery offered the

opportunity．

Key words：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the Early Qing Dynasty；Jesuit；The Great Geographical Dis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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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梅晓娟.周晓光.MEI Xiao-juan.ZHOU Xiao-guang 明清之际在华耶稣会士地理学汉文西书的天主教化

倾向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37(2)
    耶鲧会士在明清之际特殊的杜会历史环境下编译了不少地理学汉西书,对中国地理学的近代化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在编译过程中始终不惠其传

教士的本色,将这西书不同程度地赋予天主教化色彩,以使目标读者,即居于中国社会上层的知识分子,通过西学的"自然真理"迈向宗教神擘的"启示真理".

2.期刊论文 杨宏声 明清之际在华耶稣会士之《易》说 -周易研究2003,""(6)
    近代之前易学的某些内容就已传人西方世界,例如数学化的洛书图式即是其例.西方人真正对《易经》展开研究是在近代时期,开创者是明清之际来华

的耶稣会士.随着《易经》的译介,易学作为西方汉学最初的课题确立起来,迄今已逾四百年历史.本文是对以利玛窦、白晋为代表的耶稣会士之《易》说

而作的初步梳理.这种梳理带有哲学分析的性质,显示耶稣会士围绕太极之辨而突出的宗教性的哲学立场.耶稣会士一般推崇早期儒学及中国哲学原典,对

理学和宋易则颇有批评,这就使他们卷入当时中西学界的复杂的学术纷争.对这场持续近二百年的学术论辩仍有待展开更为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3.期刊论文 梁育红.LIANG Yu-hong 浅析法国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活动及影响(1610-1773) -怀化学院学报

2007,26(12)
    明清之际法国耶稣会士的来华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就法国耶稣会士来华的动机、传教的概况及影响作一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

家.

4.学位论文 宋巧燕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译著文献及其影响 2001
    该文以明清之际西方来华天主教耶稣会士及和中国学者用汉语翻译著述的西学文献为研究对象,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它们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爬梳整理

;论述了西学方面输入时中西方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该文认为,输入的西学方面在内容上以下特点;宗教类文献数量上占优势,影响流传却无逊无科技类文

献;宗教类文献中体现着附儒辟佛的思想倾向;科技类文献中浸润着基督教神学思想.翻译著述方面有以下特点:译著活动主要由传教士和中国学者合作完

成:翻译以"达意"主要原则;文献编译融合中西,取舍有一定标准;译笔风格多种多样,不乏兼"信、达、雅"三者之长的佳和.另外,刊刻地点以北京为中心

,其次主要分布于中国东南部省份城市,最后一部分论述了输入的西学方面在中国的影响,并着重论述了科技类文献对中国科技人才的成长、各类科技方面

的著述以及中国学者治学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影响.

5.期刊论文 宋巧燕 论明清之际耶稣会士译著文献的思想倾向 -南方论刊2008,""(3)
    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和我国士大夫合作,译著了大量的西学文献,在这些西学文献的翻译过程中,中西方人士常根据自己的需要,在译著文献中渗透

入自己的思想.这些译著文献的思想倾向可概括为:宗教类文献中的附儒、辟佛思想倾向,科技文献中渗透着基督教思想.

6.期刊论文 宋巧燕.郭英德 论明清之际耶稣会士译著文献的翻译特色 -江西社会科学2004,""(5)
    明清之际西学译著文献的翻译特色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译著活动主要由传教士与我国学者合作完成;翻译以"达意"为主要原则;文献编译融合中西

,中方学者取舍标准视其能否经世致用;译笔风格多样,不乏佳作.

7.期刊论文 王银泉 中国农业的"中学西传"与法国重农思想的兴起 -学海2010,""(3)
    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士在向中国译介西方科技的同时,也把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包括农耕文明介绍到了欧洲,加深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既对

欧洲18世纪的启蒙运动思想产生了影响,同时还促成了法国重农思想的兴起.本文依据大量史料,对耶稣会士向欧洲所作的中国农业社会状况及农业生产介

绍活动进行了简要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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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学位论文 冯晶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对中国教育影响的研究 2008
    明清之际是历史上的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这一时期耶稣会士随着西方殖民船舶踏上中国的土地，他们以介绍西方科学文化教育作为手段，借此争

取达到传教的目的。传教士的来华客观上在中国掀起了一股西学东渐之风。明末清初的学者，尤其是实学家们对于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知识深入研究

，并将其纳入实学理论之中。在教育方面，西学对中国传统教育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主要运用历史研究、文献分析、理论分析的方分析耶稣会士

对我国教育产生的影响，力图客观准确评价耶稣会士在中国教育史上的作用。本文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阐述：

    第一部分：耶稣会士来华背景以及其教育组织方式。明清之际中国和西方的社会、文化状况构成了耶稣会士来华背景，并决定其采取的教育方式。

    第二部分：耶稣会士与实学教育思潮的融合。耶稣会士在适应性策略指导下传播的西方学术文化知识，扩充了实学内容，加强了经世致用的教育观

念。

    第三部分：耶稣会士对教育内容的影响。耶稣会士介绍的西方科学完备和发展了我国自然科学知识体系，并以此为基础，丰富了科技教育的内容

，加强了科技教育的重要作用。

    第四部分：耶稣会士对教学方法的影响。西学的影响下，教育家强调科学的试验的方法，直观教育的运用，并注意到逻辑思维训练的重要性。

    第五部分：对耶稣会士的评价。

    综上，耶稣会士所传西学对于明清的学校教育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消极影响亦不容忽视。

9.期刊论文 汤开建.刘清华.TANG Kai-jian.LIU Qing-hua 明清之际甘青地区天主教传教活动钩沉 -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7,35(5)
    明清之际,天主教入华传播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在西北甘肃地区也有一定规模的发展.始自明末,就陆续有一批接一批的耶稣会士进入甘肃境内传播

天主教,在兰州、甘州、凉州、西宁等地建起部分教堂和教会组织,而且有了一定数量的基督徒.到清康熙时,由于多位耶稣会士的努力,甘肃天主教传教已

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该地区天主教传教活动的真正取得一定规模,则是始于教廷传信部意大利方济各会士的来甘传教.雍乾时期,全国范围内爆发了雍正元

年、乾隆十一年及四十九年的几次大规模教难,甘肃地区天主教也受到了一定影响,且一次比一次严重.但由于该地区欧洲传教士及其培植的中国教士的努

力,天主教传播的火种始终没有熄灭,且代代相传,直到清后期圣母圣心会来甘肃传教时,还能见到早期教会的残存.

10.期刊论文 陈义海.CHEN Yihai 中西之"天"--明清之际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关系探微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05,34(5)
    "天"是中国哲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给中国文化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同时也使得对这一关键词的解释更

具"弹性".明清之际,天主教耶稣会士正是利用中国之"天"的特点,提出"合儒"策略,认为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天"就是基督教的"上帝".其目的当然是要传播

基督教,但他们的适应之道却给当时中西文化的沟通打开了一个"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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