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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耶互动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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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杨廷筠作为第一代天主教的中国皈信者，在对基督教重要观念的理解上，既与其传教士老师如利玛窦有相同。

又有不同。不同在于他的独特的儒耶互动方式。具体体现于他对天主观念、理气观念及“天命之谓性”命题的诠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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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廷筠是明末清初第一代天主教的中国皈信者，与徐光

启、李之藻并称为中国天主教三柱石。他是利玛窦耳提面命的

中国学生，故其思想也直接受到利玛窦的影响。早期中国皈信

者中，杨廷筠出于护教的动机。对基督教与中国传统哲学，包括

儒释(道)三家哲学之异同，有较深入的思考、比较和辨析。其

见解在第一代受利玛窦及其《天主实义》直接影响的中国皈信

者中，颇具代表性。

一、大父母

杨廷筠护教论著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基于传统思考天主教

视为终极实在的天主，他借用利玛窦《天主实义》中颇具中国特

色的称谓称之为“大父母”。

杨廷筠论天主的实有，基本跟随利玛窦的思路，一方面是

以宇宙万物各有其特性，以及自然秩序论证天主实有；另一方

面是解说古经，证明古人即已有天主(上帝)观念。

杨廷筠的天主创造论独具特色。他说：

原初空无所有，(天主)既能以绝无为有，则建立以后，造

有、适有、变有、归无，又不过微尘末事，反掌可就。①

上帝之灵包乎万物之先。既可造无为有，化有为无，则宇

宙之大何所不有?四

这两段文字中最突出的是杨廷筠不仅认为天主可以造无

为有，而且可以使有归无或化有归无。

钟鸣旦认为，杨廷筠把创造视为一种从“无”到“有”的变

化，这使他的创造观类似于道家老子。但杨廷筠接受了天主教

的天主观念，从而使他对无中生有的理解又不同于道家，而类

似于利玛窦。

就杨廷筠把创造的过程延伸到天主可以化有归无，则他的

创造论不仅不同于传统道家的宇宙论，而且不同于利玛窦所宣

扬的基督教创造论。钟鸣旦特别指出杨廷筠有归于无的创造

观点与利玛窦的不同。杨廷筠天主化有归无的观点是传统儒

家，尤其是新儒家宇宙论与基督教创造论的奇特结合的产物。

新儒家例如张载的太虚宇宙论认为，太虚(气)聚而生物，散而

物归于无，聚散变化，是太虚的本性。所谓从无到有，从有到

无，不过是太虚由散而聚，由聚而散的两种变化形态而已。据

此，张载特别强调无并非空无之无，而是气之散开状态，他说：

“知太虚即气，则无无。”④杨廷筠采纳了张载这种把从有到无

看作生成过程中一个必然环节的观点，把它吸收进他所理解的

基督教创造论。但他抛弃了张载太虚(气)本体的观点，代之以

天主。也就是说，在杨廷筠的创造论里，从无到有和从有到无

的太虚之自然造化过程，变成了天主有意识的化无为有，化有

为无的造作化工过程。钟鸣旦说，杨廷筠一方面认为宇宙是天

主所创而非由气所形成；但另一方面，他又似乎不大接纳七天

创世之说，反而较接纳由无而有，又由有归无的观点。Ⅻ这表明

中国护教者在处理基督教和中国儒家传统观念时的特殊立场

和角度。此外，按钟鸣旦的理解，杨廷筠所理解的无，也不是真

正的无，因为在杨廷筠的心目中，造物主已存在，是他指挥着一

切。

关于古代儒家即已有上帝观念，杨廷筠的叙述也与利玛窦

有所不同。在这个问题上，杨廷筠并未割裂古儒和新儒的联

系，而是把后者看做是与前者统一的必然发展：

儒书或并言天地，或单言天，或单言命。宋儒分别以形体

言谓之天，以主宰言谓之帝。至中庸则日：郊社之礼，所以祀上

帝也。易系辞日：帝出乎震。朱子释之日：帝者，天之主宰。则

已显然，明有一主，而岂西儒倡为之说哉?铆

利玛窦割裂古新儒，认为存在于古代儒家经典中的上帝观

念，在新儒家的体系中因佛道无神论和自然主义的污染而淡化

了，消失不见了。利玛窦还特别批评新儒家以形体和主宰分别

解释天与帝的做法，认为在古代儒家的语境中，天并非苍苍之

天，而是对最高主宰者的特殊称谓，天即是帝。根据杨廷筠的

叙述，他与利玛窦的不同表现在以下几点上：首先，他似乎并未

拒斥宋儒关于天与帝的形体解释和主宰解释；其次，他似乎也

不认为古人的天地崇拜是“二之”，而是认为天地、天、甚至命

等，都是儒家经典中对宇宙间那个唯一主宰的不同称谓；再次，

他特别指出朱子以“帝者，天之主宰”，解释《易·系辞》的“帝

出乎震”，这意味着他肯定古代儒家的一神论仍然延续在朱子

的经典注疏中；最后，杨廷筠指出，关于最高主宰者的观念，并

非只是西儒所倡，实际上，在先秦以至宋代的中国儒家思想传

统中，即已有之。

总之，杨廷筠把利玛窦视为“异端”的新儒学观点，视为上

帝一神观念演进过程中的阶段；并从新儒家语录中摘取与古经

之上帝观念可以协调的有利资料，如引徵朱子的注释。这些表

明，杨廷筠虽然接受了利玛窦天主教一神观念，但未接受他在

这个问题上截然划分古新儒，容古儒排新儒的策略做法，试图

在儒家道统内接纳天主观念。

杨廷筠基于儒家传统接受天主教天主观念，最富特色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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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天主乃是吾人大父母的发挥。大父母的观念，不是杨廷筠

的独创。如前所述，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至少一次说出了这

个称谓。杨廷筠的贡献在于他具体解释了天主作为吾人之大

父母的含义：

夫造物化工，昭昭在人心目，何须诠解，惟是天主全能乃

为。⋯⋯宁知天主如许全能，如许化工，是吾人大父母。叫

天主以其全能，以其造化之功，堪称吾人大父母。所谓父

母者，为人生养之源，天主作为人之大父母，在于以其不可思议

之智能，之力量，化成天地，授万物以形质，赋万物以生理、生

机。人作为万物之一，也备受天主造化之洪恩。天主生养吾人

之恩，似于父母，胜于父母，故谓之“大父母”。不仅如此，天主

之作为吾人的大父母，还在于天主对于人，如同父母对其子女

一样，乃是可亲的家长：

令人止视天主至尊至高，与己逸不相亲。不知在人世。则

论名分。天主视人，无非其子，无贵贱无贤愚，皆一大父所出。

故谓之大父母，尊而且亲，无人可得远之。叫

所以，杨廷筠强调，人之事奉天主，应当像人之侍奉其父母

一样，竭其力，尽其分，尊敬之，亲近之。

钟鸣旦认为，杨廷筠以大父母称谓天主，一方面表现了本

位化，即以中国之父母(天地、乾坤)观念表述基督教之天父观

念；另一方面，使古代中国人的可畏、遥远之天，变为可亲、可

近、可及之天。大父母观念虽出自《天主实义》，但经杨廷筠之

本位化，尤其是赋予他可亲的规定，使之成为一个具有中国文

化特色的基督教观念。杨廷筠以中国思想术语“大父母”称呼、

解说仅仅作为父神的基督教的西方神概念，完成了一次富于创

造性的文化转型(transformation)。

二、理气非造化之原

杨廷筠也接受了利玛窦在理、气问题上对新儒家的拒斥。

在其护教论著中，杨廷筠基于天主教对新儒家理气之作为宇宙

万物的生化之原．发表了批评性的看法。

在《代疑篇》，杨廷筠罗列了四种中国传统宇宙论加以批

评，这四种宇宙论分别是：新儒家主气论、主理论的宇宙论，道

家自然生成论的宇宙论，以及并非某家特有的偶然生成论的宇

宙论。杨廷筠认为，这四种宇宙(本体)论“皆求之不得其故”。

主气论者之不得其故，是因为气“无知觉”，即使气中有理，理亦

非“灵才”。气既无知觉、灵才，其作为不过是弥漫、充满，时盈

时竭，时顺时逆，但不能造成有规则的实在事物。主理论者之

不得其故，是因为理按其规定乃事物之理，在事物之内，故不能

产生事物。偶然生成论者就更其荒谬，因为他不能解释天地万

物生灭变化的必然性。至于自然生成论，其所以不得其故，是

因为它认为事物是由理气中自然产生出来的。@四种宇宙论的

共同点都是否认宇宙由有意识的造作而成，否认宇宙有其人格

的主宰。

在《代疑续篇》，杨廷筠对这四种宇宙论进行了进一步的指

责，特别将新儒家之理气论合在一起辩驳，并且特别批评了以

气为本原的荒谬。新儒家以气为本原，又说气中有理，所以，是

以理气为造物主。但理与气均无知觉，故不能任造物之功。而

气不过是天主用来造物的质料即四行之一，如果以之为本原，

则其他三行也将有本原要求，如此，本原就成为多而不是一了。

此外，四行是造物主所生，其后于、次于造物主。气之不能作为

本原，还在于气到处都有，但并非各处的气都能生物，这也说

明，物之生，并非全由气造成。气之不能生物也在于气既无灵．

不能解释事物的条理。总之，理气不能作为物之原。⑨

杨廷筠护教，论证天主教创造论，采用的是批驳新儒家宇

宙论而维护天主创造论的路数，这也是利玛窦《天主实义》的路

数。但在这一方面，杨廷筠的批评较之利玛窦更为详尽。利玛

窦主要批驳新儒家太极(理)宇宙论，甚少涉及新儒家理气(统

一)宇宙论，更少涉及新儒家元气宇宙论。而杨廷筠则着重批

评新儒家的元气宇宙论，把新儒家字宙论体系中的元气，降格

为四行之一，使自身蕴涵阴阳对立之动力原则的本原之气，变

为由天主所造，并被天主用来造物的被动质料。

杨廷筠也在承认天主主宰的前提下，解说天地之作用，尤

其是地之作用，所谓“地职持载”，基于中国传统哲学，不同于利

玛窦《天主实义》以地为污秽践踏之所。强调在天主的主宰之

下，天地各有其作用，即地“持载”，天“覆帱”，而天地之特定作

用反证主宰存在。

杨廷筠还从一神论的立场解释“自然”概念，谓之“泯安排

于不事”，或“不用安排，自显化工”，亦即，天地化工条理秩然，

证有主宰，然又不见主宰者的安排之迹，故谓之自然。自然之

谓，正可以测量主宰者的神妙，而不能由此而怀疑有主宰者存

在。只要熟悉中国传统宇宙论，例如魏晋玄学宇宙论和宋明新

儒家宇宙论在解释概念上的独特之处，就能明白杨氏解释“自

然”概念的中国文化意味。

杨廷筠虽批评新儒家以理为本原，但在对理的理解上也与

利玛窦不同。钟鸣旦揭示了两者的不同。利玛窦《天主实义》

根据自立与依赖的规定，判理为依赖者。利玛窦所理解的依赖

者，描述事物的外在规定，如亚里士多德范畴分类中属性范畴

所指涉者。在这个意义上，利玛窦以“白马”之喻说明，理作为

依赖者与物的关系，就如白色作为依赖者与马的关系。杨廷筠

接受了利玛窦自立与依赖的判类标准，但强调理作为依赖者是

事物的内在而非外在规定；而且正因为理是事物的内在规定，

所以，理不能生物。

不过也须指出，在《天主实义》中，利玛窦并非一点没有看

到理在新儒家宇宙论体系中的事物内在原则的意义，只是基于

天主教创造论的思维，他并未留意理的本体论意味，只是把理

置于创造论框架内进行处理。在天主教创造论的意义上，理当

然不是天地万物的外在本原，因为理在事物之内。我们从杨廷

筠的叙述中也看到，利玛窦的这种思路对他理解理造成了怎样

的影响。一方面，杨廷筠以天主代替了新儒家作为万物本原的

理，并在事物之内在原则意义上批评分殊之理，这说明他不同

意利玛窦把理作为事物外在属性的理解。但是，杨廷筠也有矛

盾，理既在物内，何谓依赖?新儒家所谓理，既有宇宙形成论之

本原的意义，也有本体论之事物存在的逻辑根据的意义。杨廷

筠了解理在新儒家宇宙论体系中的后一种意义，所以他把理理

解为事物的内在原则；但杨廷筠所接受的天主教观念又不允许

他在创造论的框架内承认理作为本体，所以，他宣布理因为在

事物之内而不能作为创造之原。从杨廷筠对理的矛盾处理来

看，利玛窦及其基督教观念对他的影响，已经渗入思想方式层

面。

利玛窦所受哲学训练是托马斯主义之经院哲学，按照这种

哲学的希腊传统，新儒家所谓理，实属自立之品，即物之形式，

本质，定义等等。利玛窦应该知道理与经院哲学之形式的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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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但如果承认理的这种意义，并在此意义上拒斥它，将会

使问题变得更复杂。他将不得不在宇宙形成论和本体论双重

意义上为其创造论扫除障碍，所以，利玛窦采取了一个简化问

题的方法，回避理的本体论意义，直接把它判为马之白色那样

的外在属性，轻易地排除了理。利玛窦没有儒家情结，所以，他

这样做反而显得简洁明快。杨廷筠则不同，以其新儒家正统和

天主教徒的双重身份和立场，他只能一方面要引入天主教的创

造观念；另一方面又割舍不下他的传统，所以才有了理在物之

内却又属于依赖之品的矛盾规定。

三、天命之谓性

“天命之谓性”一语出自《中庸》。《中庸》谓：“天命之谓

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历代儒者言心性修养都由此出

发，新儒家心性修养论亦然。“天命之谓性”可谓儒家心性修养

学说的总纲。第一代中国皈信者基于天学，也对这一命题进行

了重新思考和诠释，其中尤以杨廷筠为著。杨廷筠从新儒家对

这个命题的认识人手：

程子日：人性以上，不容说。后儒因是，止言率性以下，修

道之事，而天命一语，从无剖挟精微。揭而示之，不知程子之

言，特形容天命之妙，不可轻拟，说而不当，不若不言之为愈。

非谓可说不必说，乃不容说也。《易》日：“穷理尽性以至于

命”，使可无说，则穷理尽性足矣，何以必至于命哉?哪

杨廷筠这里所说的“程子”，似乎是指程颢。吵程颢关于人

性以上不容说的原话为：

盖生之谓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

性也。凡人说性，只是继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凹

“人生而静”是说人之初生，未有情欲，天性自然之际。“人生

而静以上”是说人之未生，性乃未成，人性尚表现为天道、天理

之时。此时人性不容说，天道必须表现于具体事物中，才箅完

成，才能够言说；言性必须就人之性已得，方能言之。但是，天

道一旦表现于具体事物中，道也就不是道了；人之生必依乎气，

依乎气，则其所得于道者必混入气禀，就此而言，若就已成之性

论性，性已不是人生而静以上之性了，故“才说性时，便已不是

性也。”程颢所谓“人生而静以上”之性大概相当于张载纯而不

杂的“天命之性”，而“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之性，则指杂有

气禀的现实人性，大概相当于“气质之性”。天命之性不容说，

因为一说性，已是杂有气禀的气质之性。故儒者言性，只说率

性修道，只说“继之者善也”凹。

杨廷筠说，自程子宣称人性而静以上不容说之后，后儒言

性，只限于率性、修道，致使“天命”一语的含义，未能得到精确

透彻的剖析和揭示。杨廷筠此论，虽不尽符合事实，但却基本

符合程子立言之用意。至于说程子之所以说天命之性不容说，

旨在形容天命之妙．不可轻易揣测，说而不当，不如不说，从字

面上看，倒也说得过去。但杨廷筠进一步的解释，却与程子大

异其趣。首先，杨廷筠演绎“天命之谓性”的一般意义是说，人

之性，乃由天降。好比为官者的职务，乃是朝廷授予。天即天

主教之天主、上帝。天命即指这个人格E帝之命。“天命之谓

性”说白了，就是天主不分体质与人，无差别地赋人以虚灵性

体。

“天命之谓性”的“性”，被理解为虚灵性体，亦即灵魂。灵

魂西文读音亚尼马，是指人的能推论理的能力，亦即理性。西

方哲学也称之为人之异于禽兽的规定。杨廷筠接受了利玛窦

在《天主实义》中向中士大力介绍的这个人性观念，并且强调，

理性灵魂作为人性，既非内发，亦非外入，而是天主创造并赋予

人的。如此，杨廷筠所演绎的“天命之谓性”的完整意思就是，

天主上帝赋人以理性灵魂卿。

要充分明白杨廷筠解说的意义，须了解“天命之为性”在儒

家道统、尤其是新儒家道统里的含义。

如前所述，“天命之谓性”源自《中庸》。冯友兰评论《中

庸》以“天命之谓性”起首的三句话说：“这是说明人性的来源，

及其与‘天’的关系。”蟹根据孟子讲心性与天的关系，可以推知

《中庸》这句话也是说，性乃“天之所与我者”凹。在这里，天指

道德义理之天，冯友兰称之为“含有道德之宇宙的原理”町，性

则指人之先验德性。

新儒家程颢基本上就是这样理解“天命之谓性”的：

言天之自然者．谓之天道。言天之付与万物者，谓之天

命@。

冯友兰解释程颢这句话的意思说：

，I生是从“天道”来的．天道就是“天之自然”。万物都有所

得于自然，然后才能生存。也可说自然有所付与于万物，然后

万物才能生存。从万物有所得于自然这方面说，从它们所得的

那一点说，它们的所得就叫“性”，道家叫“德”，“德”就是“得”

的意思。就自然付与这方面说，它付与的那一点就叫命，“命”

是命令的意思。“命”和“，l生”就是一回事凹。

程子论天，主于天理，所以，其所谓天道或天之自然，也具

有道德的意味，而人之得于天道的性，自然也就是德性。由此

看来，程子的理解，与《中庸》一脉相承。

把杨廷筠和儒家一贯的对“天命之谓性”的解释两相比较，

可以看出，杨廷筠是以天主教的天主赋性论取代了儒家的天赋

性善(德性)论。从逻辑上来说，杨廷筠的取代表现为两个关键

概念的偷换：以有意志的人格天主，取代了非人格的道德之天；

以理性灵魂取代了善之德性。

由于关键概念的偷换，杨廷筠对程子人性以上不容说的字

面上貌似符合的解释，就显露出问题了。程子说“人生而静以

上不容说”，是就天赋性善论说的，而杨廷筠对程子的解释，是

就天主赋性论说的。从天主赋性论角度，关于天主赋人理性灵

魂为性的事，需要深思熟虑，并且需要得到真传，才能使人信

服，使人明白，就此而言，它是“不容说”的。杨廷筠说，这才是

程子“不容说”的原意，旨在防止世人不知而妄为之说。

杨廷筠论性，其方法是《天主实义》利玛窦所用诠释学方法

的如法炮制，就其所传输的天主赋性论而言，并无超出利玛窦

的新意。但他借助传统儒学的重要命题，则表现出他之不同于

利玛窦的儒耶综合途径。利玛窦只引入理性灵魂为人性之规

定，f日未曾解说天命之谓性以证此理性灵魂为天主所赋。杨廷

筠对“天命之谓性”的诠释学处理，不同于利玛窦对古代儒家经

典的曲解、附会——这是利玛窦对待中国文化之诠释学立场的

特殊表现形式，他对“天命之谓性”提出了一个可以与传统诠释

并列的、可以开拓新视野的新诠释。抛开人格天主与道德之天

的矛盾不论，杨廷筠的新诠释和传统的诠释还可以互补，甚至

可以并行不悖：天命之性既可以是天赋德性，也可以是天赋理

性；况且，传统儒家的实践论，本来就诉诸道德理性，“复初”即

是指遵循道德理性的指导，恢复天命之性。

杨廷筠不仅从其护教立场诠释学地解释了《中庸》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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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之谓性”。而且对新儒家的诠释提出了批评，称后儒不得其

解，强为之解。解命为性，解天为人，天命即是人性。杨廷筠这

里似指新儒家以天人合一为其旨归的人性论。总之，杨廷筠批

评新儒家的要点是，新儒家的人性论不了解天(主宰之天)是造

作者，而性是造作者的作品。

从杨廷筠护教论著的形上层面的内容来看，杨廷筠并未站

在“吾儒”的立场信奉基督教，而是在与自己的儒家传统的联系

中信奉、接受基督教核心观念。“与自己的儒家传统的联系”表

现为本位化，表现为在接受基督教观念时对新儒家的认同，表

现为学理上的儒耶互补或综合。

汉学研究用“本位化”概念来描述杨廷筠思想的特点，实际

上表达的就是杨廷筠处理基督教和中国文化之关系的诠释学

立场。根据钟鸣旦的说法，本位化表现在思想和观念方面就是

“再诠释”，而在杨廷筠的例子中，就是“外来的观念与那些被

视为道统的观念协调”田。这正是诠释学的立场或态度贯彻于

文化交流或互动领域的特殊表现形式。

认同新儒家，是杨廷筠护教论著与利玛窦《天主实义》对待

新儒家态度的显著区别。也就是说，杨廷筠在其护教论著中，

并没有在容古儒拒新儒的立场上看待基督教与儒家的关系。

认同新儒家、基于儒家道统来处理基督教与儒家的关系，也是

三代中国皈信者在接受了基督教以后，对待本土文化的共同立

场。对儒家道统的这种眷恋，我们可以在杨廷筠运用儒家文献

资料叙述天主一神观念的行文中看出来，在那里，他把被利玛

窦视为异端的新儒家观点，当作儒家道统中上帝一神观念演进

的必然阶段。我们甚至可以在他对儒家理气论的批评中体会

出来，在那里，他在接受天主创世的前提下，认为创世的过程是

从无到有和从有到无的双重过程，并对理与气、天与地、和四大

元素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剧。

在“与自己的儒家传统的联系”的各种表现形式中，最重要

的乃是学理上的耶儒互补或综合。本位化以及对新儒家的认

同，都可以归结为学理上的耶儒互补或综合。学理上的互补或

综合甚至可以作为评价杨廷筠护教论著，乃至杨廷筠处理耶儒

关系或中西方思想之关系的基本框架。

从其护教论著来看，杨廷筠既没有单纯地以耶补儒，也没

有单纯地以儒补耶。以耶补儒意味着儒家本位，但从哲学层面

来看，杨廷筠在宇宙论上接受了基督教天主创造论，批评了儒

家的理气宇宙论；在人性论上杨廷筠接受了天主赋性论，背离

了(批评)儒家的天赋性善论。这些与其说是杨廷筠以儒家形

而上学为本位来接受基督教或用基督教神哲学来补充儒家，毋

宁说是用基督教来从根本上改造儒家。以儒补耶则意味着基

督教本位。在宗教教义层面，杨廷筠的儒家没有什么町以补充

基督教的东西。从护教论著所反映的杨廷筠的思想状态来看，

杨廷筠也还只处在对一种外来宗教文化的接受阶段。他基本

上还是一个儒者。基督教对他来说，还是需要借助本土文化来

加以辨析以便进一步消化和吸收的异质文化。在已成为他的

思想方式的本土文化和新近接受的外来文化之间．还存在着某

种张力。换言之，杨廷筠尚未达到以儒补耶的自觉。尽管如

此，杨廷筠却素朴地进行了儒耶互补或综合管。他通过这种互

补和综合，表达出一个既不同于传教士所传的基督教，又不同

于其传统的儒家思想的新的思路。从中国思想史角度来看，这

种新的思路，与这一时期其他天主教护教论著一道，形成了一

个新的思想体系，并且与明末其他中国思想体系并列，构成丰

富多彩的明末思想史整体画卷的一个局部或明末思想史故事

的一个章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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