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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华"与“融华"
——比较景教与佛教东渐来华的不同遭遇

虞 恕

提要：当两种不同的文化有所接触时，必然发生相互激荡。从宗教的观点而言，基

督教和佛教都是超越文化的。然而从人类文化现象来看，两者若想在抽象的理念信仰之外

融入生活，它势必是一种文化，必然在文化的范围之内。抽象的信仰理念要生存要发展就

岿须适当地世俗化。基督教自唐代以来有四次入华传教的经历，即唐朝景教的传播、元朝

也里可温教的入华兴衰、明清之际天主教的传入、以及鸦片战争前后基督教各派的相继传

人。同样是外来宗教来华，基督教和佛教却有着截然不同的遭遇。本文想以佛教初传来华

的经历为村，通过景教与佛教两者不同经历的比较，分析一下基督教(景教)在唐朝传播

最终失败的原因。

虞恕，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99级研究生。

主题词：比较景教佛教来华

基督教思想。如想顺利地在中国社台传播，就必须并人中国文化系统，与中国社会结

合或在中国文化中找到相关的脉络系统，生根发展。换言之，基督教必须用中国人所能接

受的方式传播，否则中国人就不可能知道基督教在传播些什么。但是正如有些西方传教士

的顾虑，怕的是一旦用中国人的认知方式来传播，结果很可能就是最后连基督教的本身也

不见了。如果本土化的结果是使得基督教失去它应有的特色，那么，他们还有什么可传的

呢?唐朝景教流传的由盛及衰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一、“附庸佛道，淡化原典”与“依附黄老，方术为梯”

公元635年(唐·贞观九年)叙利亚人阿罗本经波斯(今伊朗)来中国传景教(基督

教之一派)。“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公元

638年阿罗本在长安建寺，人称波斯寺或大秦寺，以后景教高僧景净又在长安立《大秦景

教流行中国碑》，此碑现仍存于西安碑林。基督教之传人中国自此开始。阿罗本文典是景

教的重要典籍。然而，由于阿罗本文典的原典化传述转向了景净文典的本土化传述，终导

致了其本身教法义理的逐渐湮{!殳。景教就这样在本土化中丧失了自我。

回顾佛教人汉，可谓举步维艰。佛教虽早自东汉流人中国，然而当时统治阶级不过把

它和方士道术类的迷信一同看待，佛教本身也正是靠着附会方士道术井以此作为其顺利进

身的阶梯。到东晋时，佛教又进一步迎合玄学，并通过与玄学合流而正式以恩辩哲学的姿

态出现，从而在思想界获得了迅速的传播。正是借着当时玄学的这股东风，佛教才终于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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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思想界并在t层士大夫中流行。与佛教相比，景教人华时的境遇似乎还更加优越。高宗

时“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肃宗时“于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代宗时“锡

天香以告成功，颁御馔以光景众”；德宗时“更效景门，依人施利”∞。有此等上佳背景，

景教似可依靠本宗在本体论、宇宙论、灵魂说、救赎论等教理上所独有的长处，深入开发

大义，使其圣教之本色愈加显蜩。但事实上，阿罗本文典的传述特色并未得到进一步的发

扬。由于景教徒过早放弃了对本宗经典的译述，反而以附庸佛道为价值取向。“景教传人

中国不但袭用道、佛二教经典词语、模型与形式，而且为布教传道的保护方便，简直接受

了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服务的‘尊君’的儒家思想。”o不仅如此，景教徒甚至把教理的转

述定位在并非圣教正派的玄无之义上。众所J爿知，谈“玄”说“无”乃中土强项。扬己之

短，避己所长，景教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佛教般若学虽然也重在说空论空，但佛教的

“空”、“无”是“因缘生”的意崽，和老庄哲学里能够作天地之始、万物本原的“无”完

全不同，烈是因为尚玄想、重思辩的般若学在一定程度上能满足士大夫谈空论空的需要而

已。佛教徒为了传教的需要，尽量对《般若经》采取了各取所需、削足适履的实用主义态

度。在采用借鉴与附会的方式上，佛教始终未峡自己的本色，一有机会就宣传自己的教

理，这无疑是它的成功之处。

二、“二位二性”与“空、无”

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是：信仰宇宙问只有一个神——“全智、全能、元所不在、无所不
能”的上帝；是上帝创造并主宰着世界；人类从始祖起就犯r罪，并在罪中受苦；只有信

仰上帝及其儿子耶稣基督，才能获释；上帝的灵——圣灵，无所不在，使人知罪、悔改、

成圣；上帝、基督和圣灵，即圣父、圣于、圣灵，构成基督教“三位一体”的上帝信仰。

有学者认为聂斯托利派属异端，因为他主张耶稣有二性而有二位。该教振还主张将耶

稣的神性和人性分开，反对将耶稣之母尊为圣母。也有学者认为，分身并不解说性与位，

而尼混言天主降显于世，隐其无穷之尊贵也幽。然而，景教所介绍的基本信仰，并没有明

确所谓的“二位二性说”。即使是碑文，对上帝造物+人类始祖受撤旦诱惑而坠落，三位

一体的救世主降临人间等基督教义也只是扼要提及。对聂斯托利派的基督二位二性的主

张，其分析也不多，未强有力地推出自己鲜明的理论。

反观佛教，虽然先后依附道教、迎合玄学和妥协于儒教伦理学说作为自己进身之阶，

但它自己始终有一套比较固定完善的唯一tL,主义思想体系，容易打入统治阶级及土大夫阶

层。佛学家起先是借用玄学的义理来谈佛学，大大地利月{了“格义”方法即主要用老庄哲

学中的术语来解释佛经中的术语，随后又用佛学的义理来补充和发展玄学。佛教能真正打

入思想界并在上层士大夫中流行，这是和当时玄学清谈的风气分不开。魏晋玄学以旷达玄

远、屏弃世务为主。老庄思想的消极无为主张、虽与佛教稍有接近但实质上却有很大的不

同。比如老子的“无”只是无形、无名、无为，跟佛教绝对虚无的“空”并不一样。当时

的士大失放荡颓废，生活愈腐化，愈自鸣清高，实际上是以不问政治来参加政治，这就使

佛教的“出世”思想浸茬弥漫，影响日深。就这样，佛教不仅在学术思想界有了立足点，

而且最终把整个玄学阵地也占领了。

三、“道非圣不弘”与“不依皇权，则法事难立”

由于当时景教教士过分依靠皇帝的支持，依赣于政治庇护，因此随着新旧政权的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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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遭到厄运。唐初，大秦(指罗马国，尤其是东部地区)的聂斯托利派(Nestorianism)

教徒来华，在西域及甘肃一带传教。太宗贞观九年(635)，大秦的景教上德(高僧)阿罗

本由波斯携带基督教经书到长安传教。太宗听说阿罗本来华的消息，立即派宰相房玄龄在

长安城的西郊迎接，然后召人宫，并下诏让他译经传教。贞观十二年(638)，太宗又下诏

在长安义宁坊兴建景教寺宇。在唐室的大力提倡下，景教得到迅速的传播。代宗李豫、德

宗李适更是效法先祖，每逢圣诞．不但赐下几柱“天香”以示庆贺，还要设宴款待敦士

们。德宗时代，景教高僧景净建立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了基督教在唐代的传

播情况，成为早期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历史见证。但到了唐会昌年间禁佛，景教便立遭波

及。公元987年，“中国之基督教已全亡，教徒皆遭横死，教堂毁坏。全国之中，彼一人

外，无第二基督徒受。寻遍全境，竟无一人可以授教者，故急回也。”013至14世纪元朝

建立后，景教随蒙古大军自中亚、内蒙向东南传播。元代的基督教和天主教统称“也里可

温”。自唐以后，景教毕竟淡化，终未能在中国站住脚跟。

深知“不依皇权，则法事难立”的佛教，也从未放弃对皇权的依靠。“楚三『=：英奉佛”

是有确切史料可证的。汉明帝在给楚王英的诏书中也称到“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

祠”，将“浮屠”与“黄老”相提并论蛔。作为光武帝之子、明帝之兄的楚王英信奉了佛

教，汉明帝又下了明显称赞这一行为的诏书。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至此，佛教的正式传

人，已得到了皇室的肯定与支持。就像一个“人地两生”的客人，足经过了一家之主——

汉家皇帝的承认，并依赖皇窒的力量才得雌生存壮大起来的。尽管当时佛教还被误解，只

能以“死人”佛教的形式来发展，但已经受到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注意。

四、“僧士了了”与“三千大众”

景教碑的碑文只是提到设立“景寺”，而没有提到接纳信徒的情况，他们的传教范围

只是限于皇室贵族以及在唐朝的西域商人和使臣，当地信奉景教的并不很多。似乎在景教

来华的旅途中，只是结识了一些民间的商贾，边界的移民。这种好似零星散打的状况无疑

是难成大气候的。景教碑文说“道非圣不弘”，即有“道”而没有皇帝的支符，“道”就无

法推行。景教失败的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这个依附政权的指导思想。过分的依赖皇权，单

边地行走于上层路线必然失去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佛教不仅善于抓住士大夫的心，另一方

面又有一套比中国本土原有宗教更富于诱惑的因果轮回思想，因此便更容易获得广大民众

的信奉。

佛教虽然已不再是一个“人地两生”的客人，但毕竟未真正融人东土社会。它要独

立，要发展，就必须“反客为主”，决不能甘于尾随着汉地的宗教而生存下去。于是，就

有了一批为之精进不息、奋斗不止的辛勤开拓者们。真正使佛教在中国奠定基础的，还是

靠北朝石勒时代的印度名僧佛图澄和姚秦时代的鸠摩罗什，以及中国名僧道安、慧元、僧

肇等数人的力量，才使佛教在中国文化中树立了不拔的根基。这些高僧不但译经，还宣讲

佛理，并出现了三千大众“听者云集”的盛况。东汉至东晋的早期佛经翻译家呆取了人为

地删、选、增、添等手法使有关译文尽量和中国家族伦理相吻合，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争

得一席之地。这样，佛教在中国迅速传播和发展，就更不是偶然的r。佛教在克服对其义

理疑难问题的理斛时尽可能采取讲经格义来普及佛学，并大力培养中土弟子。佛门弟子并

没有见法理深奥就避难就易，或降低译经的难度和质量。从客观上说，正是这些翻译僧众

17，

 万方数据



“入华”与“融华”

太大加速推进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而景教文献的翻译水准就相形见绌了。阿罗本的传人

本来可以继续阐发圣教的义理，他们却知难而退，舍远就近，不深究教理。所蹦，到了中

晚唐，景教的发展已是江河日下丁。

综上所述，唐朝景教传人中国以后，曾努力本土化。因其面对的是中国文化鼎盛的唐

朝时期，在中国强势文化的压力下，景教不得不拼命努力全心本土化，但是结果却是失

败。其失败的原因刖然有“缺乏强有力的理论基础”；“成也依附皇权，败也依附皇权”；

“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等等．但关键的一点是因为它垃分注重本上化、甚至完全佛教化，

从而失去其原来应该具有的景教色彩。故唐朝景教虽曾于中国盛行_时，所谓“法流十

道”、“寺满百城”，但随着唐武宗禁佛的开始便一并遭到禁教的命运，只能退守中亚一带，

卒至烟消云散。
、

(责任编辑：澧渝)

①②《戈秦帚教流行中国碑颂》、《太秦寺僧景净述》．摘自李宽淑(韩)《中国基督教史略》，祉鲁科学

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蓖、第8页。

③朱谦之《中国箭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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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梁晓虹《华化佛教》，北京诺言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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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所有这些都表明，契嵩调和儒释是有原则的，调和以不损害佛教的独立自主性为前

提。

(责任编辑：又小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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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⑤o③@@o@@@@@@@《辅教篇·广原@国《辅教篇t德报章第九》。

教》。 国《辅裁篇-孝略章第十》。

③④⑧《辅教篇·原教》。 @《辅教篇·终孝章第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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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章对景教的本土化也略作探讨，并对多种文化之间的交融进行了一些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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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中国与西方景教研究的桥梁，优秀地完成了媒介的作用。精通中英文的佐伯把中文的景教经典全部英译，对不会中文的欧美学者作出了重大贡献。

    结束语总结佐伯之所以能在景教学界取得巨大成就的原由，强调知识装备的重要性。总结《景教碑文研究》，《景教之研究》中佐伯采用的主要研

究方法。

4.期刊论文 葛承雍.Ge Chengyong 西安、洛阳唐两京出土景教石刻比较研究 -文史哲2009,""(2)
    2006年洛阳出土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记>石刻,不仅证明了洛阳景教徒的传教活动,也证明唐代两京景教之问的互相联系与遥相呼应.通过从时代

背景、地域空间、中外人名、民族信徒、家族信仰等五个方面,对长安景教与洛阳景教进行多角度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景教在唐代虽是一个外来小宗教

,传世文献很少,进入中国后又有所变异.但西安、洛阳都有景教的教区传播中心,这已是确凿无疑的了.长安景教碑和洛阳景教经幢是中国景教历史上最重

要的两个出土石刻,尤其是"记"反映的社会内容信息更多,研究的焦点应集中在"记"而不仅仅是"经".

5.会议论文 徐好好 中国教堂建筑述略 2003
    尝试对中国教堂建筑史料做简单的归纳,对唐朝基督教传入中国1300多年以来教堂建筑的基本情况进行概述.19世纪中叶以前的教堂建筑按时间顺序

排列;19世纪中叶以后到20世纪上半叶的选择开埠比较早的沿海城市和内地重镇,按地域以建造时间为序介绍;当代教堂建筑则以温州、汕头和南京为例分

析其特点.

6.学位论文 刘振宁 唐代景教“格义”规律探析 2005
    本论文主要运用诠释学和新批评之文本细读细释法，采取层层推进、环环紧扣的论证模式，通过对唐景教文典进行四个层面的论证—起于文本形式

的求似、承于经文术语的切换、合于教理教规的变异、终于异质文化间基本核质的乖暌，由“名”到“实”、由表及里，从而对景教“格义”之规律加

以全面往返的解析。进而由此及彼，将唐景教的“格义”同先前佛教的“格义”进行对比观照，探讨各自的规律，开掘彼此的异同，从而彰显中国文化

的本质特征，达到认识“自我”与“他者”的目的，并力求通过对唐景教受挫华土这一史事加以现实的追问，挖掘出该史事所蕴涵的镜鉴意义。

7.期刊论文 刘丹 基督教与佛教在中国传播命运迥异缘由的比较 -世界历史2002,""(3)
    对于中国，基督教与佛教同为外来宗教，但它们在中国传播的命运却大相径庭。前者自唐朝初年传人中国(称景教)，虽经四次传播高潮，却始终未

能融人中国文化主流，对中国文化而言，至今仍是异质文化。佛教则自两汉之际传人中国，经魏、晋到隋、唐而中国……

8.学位论文 贾君卿 作为文化符号的“十字架”及其入华之始的特征探析 2010
    “十字”或称“十字形”作为一个象征符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世纪，在人类最早的祭坛、宗教建筑和祭祀活动中都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1“十字架”与“十字符号”之间存在着外形和所指上的关系。作为基督教最为重要的象征符号之一，“十字架”随着基督教自身的发展和在世界各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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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其形式和所指都承载了一个繁复多元的历史变化过程。正如德国学者汉斯·比德曼在其《世界文化象征词典二》中提到：“在造型简单的象征物

中，它(十字符号)的流传最广，但其重要性绝不仅囿于基督教世界”。2这既表述了十字符号在人类文明中的普遍共有性，却也指出了十字符号的最主要

的象征意义——十字架在基督教世界中的含义。根据《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净中“Cross”这一词条——“十字架”是基督教最重要的标志，它关联着耶稣

基督的蒙难、人们从他的受难和死亡中所获得的救赎意义以及基督徒的信仰。因此，十字架既象征了耶稣基督，也是基督徒信仰的象征。在种种仪式中

，十字架这一符号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表示信仰、祈祷、奉献或者祝福。3当人们开始相信耶稣基督死于“十字”这一刑具之上，十字这个符号便开始承

载其基督教内涵。“十字架”与“十字”之间主要区别之一正在于前者在基督教中的象征意义。十字符号在原始宗教和古代文明中的普遍使用为“十字

架”的最终出现提供了可能。在西方，“十字架”的基督教内涵与“十字”符号的原始宗教意义有着一定的关联。<br>　　

 “十字架”在基督教世界中的广泛运用及其与各地本土文化的结合，使得“十字架”在样式和象征意义上都经历着变化。但是，所有的十字架变型都是

从四种基本的类型中演变而来的：正十字架、拉丁十字架、“TAU形”十字架和圣安德鲁十字架。对于60种不同的十字架类型进行归纳和分析是本论文的

重点之一，旨在通过十字架的外形变化来看十字架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的发展和基督教派的演变。<br>　　

 通过观察四组六十种西方的十字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自十字架为基督教使用以来，其在西方的发展始终与其在基督教中的含义有所关联。然而在

中国，情况却发生了变化。早在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前，十字符号就在中国普遍存在。然而，十字架在中国的出现却是伴随着西方宗教的进入，十字架的

演变和发展也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轨迹相一致。十字架在中国所承载的含义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文化的符号，与基督教教义并无直接的关联。换而言之

，十字架在中国只是基督教使用的一个符号，却不在真正意义上具有殉难、复活、救赎等重要的宗教意义，因此也无法唤起中国人对耶稣基督的爱和同

情。这与十字符号在中国的历史有关，也与基督教入华的传教策略有关。<br>　　

 如同在西方原始文明中一样，十字符号在古代中国是常见的象征符号之一，目前出土文物中带有相关十字符号的有：徐州汉画像陈列馆收藏的“十字穿

环”、沂南东汉墓中出土的三枚挂于门阙的十字饰物、出土于甘肃和青海一带的甘青彩陶纹饰、三国孙吴赤乌年间铸有的铁十字和带有十字图案的“带

盖双领罐”等。区分“十字文物”和“十字架文物”需要有学理依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发现对基督徒和学者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碑文引用

了大量儒道佛经典和中国史书中的典故来阐述景教教义，讲述人类的堕落、弥赛亚的降生、救世主的事迹等。据笔者分析，碑上的十字架属于西方蓓蕾

十字架发展至聂斯脱利派十字架的变形，且与中国传统的象征—莲花、祥云结合在一起。景教碑上的十字架与以往出土的十字文物之所以有区分：首先

，此十字架完全符合西方基督教普遍使用的希腊十字架特征；其次，景教碑与景教文献所记载之人事相吻；最重要的是十字架在当时已经成为景教用以

传教的与宗教信仰相连的一个象征符号。伴随着景教的传入，十字架真正进入中国是在唐代。目前而言，唐代的景教遗物中带有十字架这一符号的主要

集中在出土于西安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宣元至本经》经幢、敦煌出土的十字架壁画、新疆高昌故城的十字架遗物等。本论文旨在通过分析和

探讨景教遗物中的十字架，归纳出十字架初入中国时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在当时历史、文化背景中所起到的传教作用。

9.期刊论文 汤一介 文化交流与人类文明进步 -中国文化研究2002,""(3)
    今天中国的文化实际上是在五、六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吸收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有两次重大的外来

文化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进程.第一次是自公元一世纪以来印度文化的传入;如果不算唐朝传入的景教和在元朝曾发生过一定影响的也里可温教,因为

这两次都由于种种原因而中断了.第二次外来文化的大量传入应该说是自十六世纪末、特别是自十九世纪中叶西方文化的传入.这两次重大外来文化的传

入大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罗素曾在他的<中西文明比较>一文中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里程碑".①上述两次

外来文化的传入,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可以说每一次都使得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深刻的转型时期.

10.期刊论文 李进新 新疆宗教演变的基本特点 -新疆社会科学2001,""(5)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个宗教比较盛行、多宗教并存、宗教信仰比较复杂、宗教演变有其自身特点的地区.历史上,除自然崇拜和萨满教外,佛教、祆教、

摩尼教、景教、天主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等都曾流行新疆地区.各种宗教传播的时间、分布的范围并不相同,在各民族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也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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