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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有几个孩子在抄写圣泳和别的必需的经书。

皇帝陛下也很喜欢听他们唱。我按时打钟，带着一

班小东西唱经，我们没有乐谱，所以要把音调背

熟。”到1305年，蒙高维诺已经为6000人施

洗㈨n66一㈣。
鉴于蒙高维诺所取得的突出成绩，罗马教皇克

勒门五世(Clement V)于1307年委任他为大都总

主教，管理东方全境教会，再委派7位主教东来协

助他，这7人分别是吉拉德(Gerard))、裴莱格林

(Peregfine of Casteilo)、安德鲁(Andrew of Peru—

gia)、尼古拉斯(Nicholas of Bantra)、安德鲁梯斯

(Andrutius of Assisi)、赛福斯托德(Ulrich Sayfas—

tordt)和威廉(William of Villeneuve)。他们在旅程

中经历艰险，途中有3位死于印度，还有1位做了

碍刹斯带(Trieste)的主教，只有哲拉德、裴莱格林、

安德鲁3人于1313年到达大都。

后来，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和德理(Odofic de

Pordenone又译鄂多立克)于1314年启程东来，先

到达广州，后北上直到大都，在那里协助蒙高维诺

工作3年。回国后写有游记，对他与蒙高维诺在大

都的活动有一些描述：“蒙高维诺是大主教，每次

当大汗出巡时，他便为之祝福。某一天，当该君主

回銮北京时，我的主教、我的小兄弟(意大利方济

各会教友之间互称“小兄弟”)和我本人，我们前往

距该城有两日行程的地方迎接他。我们列队前往

晋见高坐在銮辇上的君主，我拿着固定在长柄上的

十字架，高唱颂扬圣母的歌曲《慈悲的圣母》。当

我们到达御辇附近时，大汗辨认出了我们的声音并

让我们向前走到他身旁。由于我们走进他并高举

十字架，所以君主免冠并向十字架顶礼。主教为他

祝福，大汗非常虔诚地吻了十字架。由于礼仪要

求，如果不是向君主送礼，那么任何人都不能出现

在圣驾面前。根据‘你不能空手见朕’的古法，我

向他献上了装满水果的银盘，他非常友好地接受

了。我接着便退下了O 71[4](9·“’由此可见天主教士

与皇帝的密切关系，天主教成为为元代统治者服务

的工具之一。

吉拉德、裴莱格林、安德鲁3位教士来到大都

之后，协助总主教蒙高维诺工作了一段时间。1313

年，一位富有的亚美尼亚太太捐款在福建泉州修建

了一座教堂，蒙高维诺指派吉拉德前去出任主教。

吉拉德去世以后，裴莱格林继任泉州主教，裴莱格

林死后由安德鲁接任该职。安德鲁在致故乡人的

信中叙述了泉州教区的情况：“滨临大海有一个波

斯语称为Zayton(即泉州)的大城。城中一位有钱

的亚美尼亚妇女建有教堂一所，宏伟壮丽。她将此

教堂以及相应的财产捐献给主教吉拉德弟兄以及

所率僧侣⋯⋯首居主教之位的吉拉德死后就葬在

那里。大主教欲以我继任，但我未同意这项任命。

他便与上面提到的主教裴莱格林弟兄商量。裴莱

格林得便，乃往其处。在管理该处几年后，他死予

我主1322年圣彼得和保罗祭节次周的后一日。在

主教死前大约四年，由于种种理由，我不满足于住

在汗八里(即大都，今北京)。我得允许可在泉州

领取上述之阿拉法(皇帝所赐之钱财)或日钦赐。

此城如我所说过，离汗八里有三月程之遥。我乘坐

一辆皇帝钦赐的用八匹马拉的车，十分荣耀地到达

该地，那时裴莱格林弟兄尚在人间。离城四分之一

英里处有一片树林，在此我筹建了一座美丽舒适的

教堂，楼堂可住二十位弟兄，另有四室，每间都大得

足以供一位主教使用。我在此居住着，依靠上述皇

帝的恩赐为生。照那位基奴亚(Genoese)商人估

计，该恩赐值一百金佛罗林(金币名，1252年首先

在佛罗伦萨铸造)左右。我将此恩赐的大部分用

于这所房子。我想，在华美和舒适方面，该省没有

一处世袭房产可与我的房子比较。此后，在裴莱格

林主教死后不久，我接受了大主教指命，到上述教

堂任职。我同意此项任命似乎已有了充分理由。

现在，我或居住在住处，或居住在修道院，皆由我自

定。”[6](n冽从这封信看出，元代中国富裕强大，对

西方传教士非常优遇。安德鲁之后，伯多禄(Pe—

trus)和雅各布(Jaeobus)先后出任泉州主教。

天历元年(1328年)，蒙高维诺病死，罗马教廷

曾派遣巴黎大学神学教授尼古拉(Nicholas)继任

总主教，但是尼古拉在中途死去，未能达到大都。

由于总主教一职长期空位，元顺帝乃于1336年派

遣了一个16人的使团西去，请求教皇再派总主教

东来。该使团于1338年抵达阿维农，受到教皇的

接待。马里诺利(John of Marignolli)等人受派前往

中国传教，他们于1342年到达大都。据载：“马利

诺里穿着很庄严的祭服，在盛大的仪式中朝觐中国

皇帝元顺帝，并且把教皇所赠送的战马和礼物书信

献上，颇得皇帝的欢喜。”【7 J(只例马里诺利等人在大

都传教3年之后决意西归，元朝皇帝为他们准备了

归途所用的财宝和马匹，并嘱咐他们请教皇再派教

士来华。后来，教皇先后委派了3人，但是都没有

到任。不久，中国爆发农民起义，元朝灭亡，天主教

在中国的传播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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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蒙元统治者对天主

教态度转变的原因

从前述事实不难发现，蒙元统治者对待欧洲天

主教的态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前后出现过非常

巨大的变化。

入主中原以前，蒙元统治者对天主教采取拒斥

的态度，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对天主教知之甚少。

正如贵由大汗在回复教皇的信中所说：“你来信要

我信基督而受洗，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应该受洗。”

二是征战时期蒙古贵族的目标是武力征服，而且蒙

古大军的西征所向披靡，停战的劝告或游说很难被

接受。三是欧洲方面的态度亦较强硬，有居高临下

之感，所以贵由大汗才说出“你们西方人，自以为

独奉基督而鄙视别人”的话来。

入主中原之后，蒙元统治者对天主教却持欢迎

态度，原因亦很明显。一是蒙古西征掳回的一些战

俘和工匠中有基督教徒，要征服他们的心需要基督

教的支持。二是王族成员中出现基督徒，宽容基督

教也有助于统治者上层的团结。三是欧洲教皇对

元帝的态度亦有变化，从早期的“兴师问罪”到现

在的恭维讨好，这在教皇致蒙元统治者的信件中有

所反映。1245年，柏朗嘉宾带给蒙古大汗的教皇

书信中要求大汗解释西征的原因和意图，并且要大

汗接受耶稣基督的信仰，否则“就无法得救”。而

1289年蒙高维诺携带的教皇书信则充满了“陛下

对我们、对罗马教廷、也对拉丁民族和百姓怀有热

爱之情”、“恳请天主向陛下施撒仁爱之露，使陛下

赞美和礼拜其光辉圣名”，等等。四是蒙元贵族从

打天下过渡到治天下，需要宗教的支持。而元朝统

治的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其辖区居民的

宗教信仰多种多样，在宗教方面实行兼容政策，有

利于元朝统治的稳固。正因为有了这一转变，天主

教才得以在元代中国传播发展并产生影响。

元朝时期，罗马天主教派来中国的传教士在北

方和南方都有活动，其中在大都和泉州的活动记录

保留下来得较多，而事实上，传教士在这两个城市

的影响也较大。但是，由于罗马天主教遵行的是上

层路线，天主教主要对蒙古人和色目人影响较大，

在汉人和南人中影响微弱。

50

景教和天主教在元代被统称为“也里可温

教”，信徒被称为“也里可温”。元成宗及其继承人

在位期间，都赐予也里可温不服兵役、不纳赋税的

特权，而且专门设置了一个主管机构——崇福司，

负责掌管也里可温寺院、主教、司铎同修士的祭祀

和日常生活等事，元代政府还为罗马天主教教士提

供俸禄。而也里可温则为元王朝及其统治者祈福

祝寿，双方关系甚为融洽。

四、结语

罗马天主教与蒙元的最初接触缘于蒙古西征，

此时，罗马教皇希望蒙古统治者接受天主教，以换

取基督教国家的免受征服，而蒙古贵族对此则没有

兴趣，不为所动。因此，作为使者的西方天主教士

们只能是无功而返。蒙古人主中原以后，罗马教皇

希望扩大天主教在中国的影响，而元代皇帝则将天

主教视为稳定社会、稳固统治的工具之一。因此出

现教皇多次派遣传教士东来的情景，天主教在元代

得以传播和发展。蒙元统治者对罗马天主教的态

度转变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还是出于有利于统

治天下、征服民心的考虑，而这又正好印证了有关

-文化传播的一个通例——个民族对外来文化的
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的需要。天主教在

元代的传播与发展，既与中国信徒的需要有关，更

与统治者的需要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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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创始人为聂斯托里,因此又名聂斯托里教.景教教派的大主教因主张基督具有神和人的

双种属性,被正统排斥为异端,处以死刑,他的信徒逃亡东方.景教于公元6世纪左右传入中国.景教在唐朝一度兴盛

,后遭迫害,景教徒开始向西迁徙.当时西域对宗教信仰很宽容,随即成为景教传播的中心.11世纪,游牧于蒙古北部的

蒙古族克烈部皈依了景教,由于成吉思汗娶了克烈部的一位王女,景教亦随之传入成吉思汗家中.此外,马可波罗曾提

到以蒙古东部及满洲部分地区为领地的乃颜部,其乃颜和不少部属都是景教教徒

 
相似文献(10条)

1.期刊论文 彭小瑜.PENG Xiao-yu 特惠穷人的取向——天主教社会思想历史考察之一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2010,""(1)
    罗马天主教会历来明确认可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但同时又认为,人的尊严和人的全面发展是最高的社会价值,私有权必须从属于人权和人的尊严;私有

财产尽管为个人合法拥有,却具有重要的社会功用,天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具有普世的公用性,所以教会并不认为私有权是绝对的.在工业革命以后的现代

经济体制中,严重贫富分化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在这一背景下,特惠穷人的取向成为天主教物权观的一个重要特征,反映出教会力图在尘世实现社会公平

的改革纲领.美国神父富菲(1896-1992年)在一系列有关社会问题的著作中,展示了他对天主教社会思想的理解和发展.本文以他的思想为个案,对罗马天主

教社会思想进行初步的历史考察.

2.学位论文 许璐斌 16-17世纪的远东保教权之争 2009
    在16-17世纪的远东殖民史、天主教传教史中，保教权占据着十分突出的位置，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罗马教廷为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并产生了

深远的历史影响。而国内史学界对于远东天主教史的研究多以某一地区的教会发展史或某一传教士的布道活动为主，对欧洲诸殖民国家间的远东保教权

之争尚未进行系统的研究。鉴于这种不足，本文详细探讨了16—17世纪远东保教权的内涵、特征以及西方殖民国家对其展开争夺的历史过程，对远东保

教权由葡萄牙一国独有到它同西班牙、法国、教廷四方共有作了一个历史性的描述，并分析了这场斗争的实质和影响。

    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勾勒了从15世纪初到1534年间葡萄牙远东保教权的确立过程。作者从教皇授予葡萄牙远东保教权着手，论述了远东

保教权的葡萄牙化，并概括了葡萄牙远东保教权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第二部分分析了保教权对葡萄牙远东殖民利益的实际作用。作者通过对远东葡系传教士参与的各种世俗活动的分析，诸如对建立和维系商业关系、

提供商业信息、参与殖民地管理、投身商业活动等世俗活动的分析，探讨了远东保教权的世俗功效，认为远东保教权巩固和发展了葡萄牙在远东的殖民

利益，

    第三部分论述了西班牙对葡萄牙远东保教权的挑战。该部分分析了西班牙侵犯葡萄牙远东保教权的原因，详细论述了西班牙教会势力进入远东的经

过，并认为双方的斗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6世纪20-70年代，该阶段以两国世俗政府间的直接对抗为主，其特点是国家为传教修会服务；第

二阶段是16世纪70年代后，以两国各自支持的传教修会间的较量为主，其特点是修会为各自的保护国谋利。

    本文的第四部探讨了17世纪教廷争夺远东教务领导权。该部分从分析16世纪中后期以来远东保教权对发展远东教务的阻碍入手，总结了教廷介入远

东宗教权力冲突的原。因，论述了教廷自1622年起为收回远东教务领导权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政策。

    第五部分讨论了17世纪后期法国耶稣会传教团在远东的活动及其影响。该部分论述了法国教会势力东扩的原因及法国政府为此所做的各自努力，认

为法系耶稣会士依靠科学知识服务于远东各王室从而扩展了法国在远东的政治、宗教势力，并指出法国教会势力的东来加剧了各方争夺远东保教权的激

烈程度。

    第六部分全面探讨了17世纪远东教区的各种权力之争。该部分紧紧围绕17世纪国家与教廷、修会与教廷、国家与国家、修会与修会间在远东的各种

权利之争和矛盾冲突，着重突出斗争的激烈程度，凸显了远东保教权的重要性，并论述了这场争夺对远东教会的历史影响。

    综观16—17世纪西方各殖民国家对远东保教权之争，其对天主教远东教务的影响可谓弊多利少。教皇授予葡萄牙、西班牙等殖民国家远东保教权是

希望能借助它们的经济、军事力量发展远东地区的教务，实现天主教的海外兴盛。尽管葡萄牙等殖民国家对远东教务的开拓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它们始终把世俗利益放在首位。诸殖民国家争夺远东保教权的实质是为了实现各自的世俗利益，宗教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这导致了教会利益经常与

殖民国家的世俗利益发生矛盾，而结局往往是教会利益被殖民国家忽视。在这种政策的影响下，不仅受殖民国支持的各传教修会有着浓厚的民族主义情

绪，它们为独占某一地区的教务而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之争，甚至当时在远东的欧洲传教士已经开始视其世俗使命高于其肩负的宗教使命，各自的国家利

益高于教会利益。殖民国家和传教修会的这种民族主义排他性做法严重损害了远东教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而17世纪教廷介入远东保教权之争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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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平息远东教区内的种种矛盾，实现对远东教务的统一管理，而且还扩大、加深了各方的权力之争。远东教区在经历了16世纪后期的短暂辉煌后，逐

渐走向了混乱、衰落。

3.期刊论文 徐力源.曾强.Xu Liyuan.Zeng Qiang 罗马天主教中的传统主义 -国际资料信息2005,""(11)
    1962-1965年期间召开的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以下简称"梵二")导致罗马天主教内部出现严重的分裂,传统主义者指责教廷"变节"和"不公正",已经向

"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投降,并且正在"摧毁"罗马天主教的信仰.传统主义的天主教徒与罗马教廷之间的对抗常常被媒

体描绘成一个旨在挽救"旧弥撒"的怀旧运动.①尽管媒体如此轻描淡写,但事实上这一冲突的性质复杂且深刻--既是对"梵二"的意义和有效性的挑战,也是

对定义天主教性质的权力和权威的挑战.同时,"传统主义"也是一种抗议,抗议天主教迷失自己的认同,丧失了自己在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中的主导权.

4.期刊论文 陈伟.CHEN Wei 施米特的代表理论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代表理论在施米特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通过对罗马天主教独特性的分析,施米特向人们展示了代表的人格主义、权威性、公共性等内涵.在他

的宪法学说中,施米特又与同一性原则相对照,对代表相关问题进行了阐发.施米特的代表理论与他对政治的理解是一致的,他突出对人的关注,彰显政治的

特性,表达了一位政治学家、法学家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

5.期刊论文 彭小瑜.PENG Xiao-yu 基督教道德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挑战——以《公益》杂志的战争与和平观为例 -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美国天主教徒,特别是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平信徒知识分子和一部分担任神职的知识分子,秉承了基督教的和平和正义传统,因而

能够对现代国际关系以及美国的对外政策提出自己的见解.他们的意见往往不被政治家接受和转换为国家政策,但从长时段的效果来看,他们的声音影响了

美国的民众,使他们意识到:世俗政治经济利益的考量应该不是诉诸武力的合法正当的理由.本文的论述主要以美国天主教平信徒创办的<公益>杂志为个案

,阐释美国天主教知识分子在20世纪以及晚近时期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思考和抉择.

6.学位论文 郝国昆 西方天主教伦理观的变迁 2009
    天主教伦理作为人类智慧的总结和人类道德智慧的结晶，一直保持着与全球人类伦理共同拥有的价值观和道德意识境界，在改造人心、克服全球化

所带来的道德危机方面具有其独特的作用，扮演着重要角色。

    西方天主教伦理观的变迁一文旨在探寻西方天主教伦理发展的历史及演变的原因、历程，说明这种演变与发展对各个时代及社会产生的影响，提供

的精神资源和道德资源和形成的特质，阐释宗教伦理的差异性，各主要宗教在伦理层面相互关联、彼此影响及相互作用，研究天主教伦理的现实发展状

况及其现实意义。不仅从宗教的角度，而且从伦理的角度，探寻其对形成人类文化、精神资源的意义作用，以及对当今中国文化建设及建构和谐社会的

借鉴意义。

    对西方天主教伦理观的研究属于跨学科的文化研究范围，它立足于历史研究，同时需要引进现代哲学理论、社会学的比较分析方法，以及民族学和

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来丰富自身的论证。希冀通过这样的研究，结合伦理的视角，能够在各种因素的互动中全面反映西方天主教会的风貌。

    本文将研究目标定位于西方天主教伦理观，全文共分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探讨了西方天主教伦理观研究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包括西方天主教伦理观研究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研究范围及研究

方法。

    第二部分阐释了古希腊罗马时代西方伦理观的奠基；首先述析了伟大的贤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观，然后分析了后亚里士多德时

代的伦理观，进而论及罗马时代的西方伦理观，并阐明基督教伦理观是犹太教伦理观的借用和发展。

    第三部分探讨了中世纪西方天主教（基督教）伦理的滥觞，内容包括奥古斯丁时代的天主教（基督教）伦理观和阿奎那时代的天主教（基督教）伦

理观，主要是要阐明在中世纪西方天主教（基督教）伦理观的发展变化和表现活跃的原因。

    第四部分着眼于《圣经》伦理的内涵与阐释，重点从《圣经》伦理思想的整体认识、《圣经·旧约》中的伦理观及《圣经·新约》中的伦理观这三

个方面对《圣经》伦理进行论证。

    第五部分通过对托马斯主义及其伦理观、新托马斯主义及其内部论争和梵二会议以后的天主教伦理观的解析来说明近代以来西方天主教伦理观变迁

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探究天主教伦理观变迁的历史轨迹和精神特质。

    第六部分对西方天主教伦理观的现实地位进行评价，探讨其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危机背景下伦理建设的借鉴意义及对我国在现代视域下核心价

值体系建设、精神文化建设、伦理道德建设的现实意义。

7.期刊论文 李瑞虹 罗马天主教与普世教会运动 -世界宗教文化2008,""(2)

8.期刊论文 张书元 罗马天主教在美国的发展 -世界宗教文化2007,""(1)
    美国是世界上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其高科技产业引领了世界的潮流;与此同时,它也是宗教信仰非常普遍的地方.美国没有国教,然而宗教是美

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理查德·纽豪斯说:"关于美国的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美国人自己的概念中,美国社会的道德基础是犹太-基

督教道德".

9.学位论文 王燕荣 西哥特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述评 2009
    自4世纪初乌斐拉在多瑙河北岸传播阿里乌教派以来，基督教阿里乌教派信仰在哥特人中普遍传播开来。但随着西哥特历史的发展及其罗马化程度不

断加深，尤其在定都西班牙托莱多之后，自身的阿里乌教派信仰与当地的西班牙—罗马遗民所信守的天主教信仰发生冲突，围绕着宗教冲突而形成的两

大对立政治集团，严重威胁着西哥特王国的稳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孕育而生了。本文围绕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展开论述

，这次会议之后西哥特正式放弃了阿里乌教派，确立天主教信仰，进而开启了西哥特历史的新局面：将伊比利亚半岛统一在了天主教旗帜下，顺应了当

时西欧的历史潮流，而且西哥特在这次宗教会议中所申明的“和子句”信条也迅速传至整个西欧，为之后东西方教会大分裂埋下了种子。

    具体而言，本文的论述分三部分：

    引言为第一部分，简要介绍国内外对此问题的研究现状以及本论文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对这次会议的决议内容进行分析；主要是围绕宗教教义和教

会权力扩大两方面来分析这次会议的深远影响。

    正文为第二部分，共四小节。第一小节简要介绍早期哥特人接受基督教阿里乌教派及西哥特人不断罗马化的过程；第二小节论述第三次托莱多宗教

会议召开前后展开的政治斗争，进而分析会议召开的必然性；第三小节对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内容进行概括分析；第四小节主要论述第三次托莱多宗教

会议的历史地位及意义。第三、第四部分是全文的重点。

    结论为第三部分，总结全文，简要概括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之后西哥特的政治走向、对犹太教徒的迫害，以及如何间接导致东西方教会大分裂等

方面。

10.期刊论文 刘林海.Liu Linhai 西方史学界宗教改革研究中的新理论探究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50(3)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的宗教改革研究出现了一系列的转型,在宗教改革的内涵、宗教改革与中世纪传统的关系、激进改革、宗教改革时期的罗马

天主教会等诸多问题上,都取得了显著的理论突破,丰富和深化了宗教改革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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