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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说明地球的形状和日蚀、月蚀的成因，他还将西方已经测

量确知的恒星编成口诀，使中国观察天象的人易于记忆。他

介绍的西洋历法，引起了当时知识界的广泛注意。利氏著《乾

坤体义》上卷论天体，又制造了六体仪，利氏与李之藻合译了

《该天经》和《浑盖通宪圆说》，都是有关天文学的著作。神宗

万历年间，由徐光启主持修订并在他死后完成的《崇祯历

法》，奠定了我国以后三百多年来历法的基础，其中吸收了利

氏和其它传教士所著天文家中的有用成分，使我国传统历法

更加准确。

利氏传人的天文历法知识虽属于欧洲中世纪的天文学，

但它“有我国昔贤所不及道者”。o利氏传人的“地圆”地动说，

是吸收地理新发现的成果，为麦哲伦环球旅行及利玛窦本人

从西到东的航海实践所证明的科学学说。它冲击了中国古老

的“天圆地方”说(“天圆地方”见《大戴札记》)，刘献廷《广阳

杂记》卷二说：“地圆之说，直到利氏而来，而始知之”。杨廷筠

《职方外纪序》认为它是“独出千古，开创一家”。⑥利玛窦输入

的地圆学说是“贡献给当时中国的新地理知识。”⑦

3．地理学

利玛窦是西方新地理知识传人中国的始祖。⑤他传播新

地理知识，在中国士大夫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种新地理

知识，集中体现在他自刻和别人为他翻刻的各种版本的世界

地图中。他人华28年，先后绘制和增订了十二种世界地图，

其中1602年的《坤舆万国全图》影响最大。此图共六幅，高过

人体，精致美观，此图是历史上著名的世界地图之一，对我国

地理学及制图学发展均有重要意义。利氏通过绘制地图，给

中国人民带来新地理知识，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为了绘制精确的地图，利氏首先传人了西方先进的测绘

技术。利氏是中国历史上，用近代科学方法和仪器进行实地

测量的第一人。16世纪中叶，绘制地图的“平面投影绘图法”

随利氏来而传人。他对经纬线的作用以及如何划分问题作了

介绍，还实地测量了北京、南京、大同、广州、杭州、西安、太

原、济南等地的经纬度，与今天的测量结果相差无几。

其次，利氏对地名的译定和各国情况的介绍。利氏在他

的世界地图中，把世界分为亚细亚洲、欧罗巴洲、利未亚洲

(非洲)、南北亚墨利加州(亚美利加洲)和墨瓦蜡泥加洲(南

极地区)，而尚未知澳大利亚洲。后世五大洲的观念始于此

图。同时，还描述了各洲的四至界限。在各洲之上，还标明了

国名、河、湖海名称和岛名，许多地名沿用至今。这为后人工

作提供了一些方便条件，而且还有许多国名都是靠利氏地图

传人中国。利氏地图还对当时世界各国的方域情况、文物、风

土人情等，都尽量加以介绍，从而丰富了我国人民的地理知

识。

再次，利氏传入了欧洲地理学界发现新大陆的知识。利

氏绘制的世界地图，吸收了15—16世纪欧洲地理界新发现

的成果。绘制了南、北美洲，非洲南半部以及大海中一些岛国

的位置和形状，并作了简单的说明。例如他在介绍南北美洲

时说，南北亚墨利加和墨瓦达蜡泥加，自古没有人知道有此

地方，只是在一百多年以后，欧罗巴人乘船到了那里之后才

知道的。

利氏在制作地图的过程中，他知道了契丹就是中国的部

分，就写信给欧洲的耶稣会告诉他们要改正一切地图，契丹

应在中国。《坤舆万国全图》在中国引起极大反响。祁光宗《题

坤舆万国全图》说：“西泰游览诸图，经历数十年，据所闻见，

参以独解，往往言前人所未言至”。利氏的地图有自撰图解，

又有《山海舆地全图解》，《山海舆地全图各国经纬略》以及

《乾坤体义》中的天文知识相呼应。当然利氏的世界地图无法

与现在的世界地图相提并论，但它毕竟是传人中国的第一幅

吸收了欧洲地理新发现成果的较为完整的世界地图，在中国

地图学上占有重要地位。

4．语文学和学术著作

利玛窦到中国后，首先遇到的是语言障碍，因此，他要学

习汉语，熟习中国语文。这样就出现了字典的编写和注意拉

丁化拼音。利氏曾和郭居静合编《西文拼音华语字典》，它是

按照拉丁字母和中文读者编排的字典。利氏著的《西字奇迹》

一卷，是第一部刊印的拉丁拼音语文书。利氏首创拉丁字母

(罗马字)注汉语拼音，它解决了中国音韵学研究中的难题：

利氏和罗明坚合编了一本字典，中文题名《平常问答词意》附

拉丁拼音。定“字音”，用它分析汉字的音素，解决了汉语拼音

韵学中传统的反切法繁惑之难，用它来标明字音，使现在对

当时的普通音，仍可推知大概，可以说利氏给中国音韵学开

辟了一条蹊径。我国解放后，还再版了利氏的《明末罗马字注

问文章》一书，称之为“中国第一个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可

见，利氏还是中国文字走向拉丁道路的创始人。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音韵学对利氏也有影响，如焦嬷“善

为古文，典正驯雅，卓然名家。”⑨李贽与利氏交游时，便住在

焦弦家，他说利氏“请先辈订音释。”凹就是向焦弦求教音韵学

问题。利氏不仅将西方的语言、文字引入中国，还把中国经典

文明传到西方。他的《关于耶稣会的进人中国》一书，便向欧

洲详细介绍了中国的儒家思想。还将中国四书译成拉丁文，

对欧洲的哲学、文学、宗教等方面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利氏

1595年写的《天学实义》，其中引用了《中庸》、《诗》、《书》、

《礼》、《易》等内容，他晚年写的《中国札记》是第一部向西方

详实可靠介绍中国高度发达的伟大文明的著述。利玛窦将自

己投入到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之中，博览群书，精通儒家经

典，以科学的方法使各具独到的中西文明得以沟通。利氏在

华期间撰写和翻译的汉文著作共有十九种。@他在中国学术

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在欧洲汉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

欧洲汉学的创始人。

5．绘画艺术

明代传人的西洋画，大多是宗教硒。西洋画最早传人中

国“自利玛窦始也”。凹西洋画和它的绘画原理是随着利玛窦
‰^1

的西洋圣像画而传人中国的。1600年，他向神宗进献贡例甲

天主像、天主母像等。徐光启、邓起元、姜绍闻都见过。顾起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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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天主圣母像说：“其貌如生，身与臂手，俨然隐起帧上，脸

之凹凸处，正视与生人不殊。”∞顾起元见过西书图画多种，并

且知道中西画法不同之处，他记述利氏论述中西画法： “中

国画但画阳不画阴，故看之人面躯正平，无凹凸相，吾国

画兼阴与阳写之，故面有高下，而手臂皆轮圆耳。”

清代不少画家受到利玛窦介绍的西洋画原理的影响。如

焦兹《耕织图》应用的“自远而近，由大及小”@的透视学原理，

就是利氏在《译几何原本引》中首次向中国人做介绍的。

6．音乐

明末西洋音乐和乐器也随着西方传教士进入澳门和内

地，利氏来华也带着乐器。他在澳门定制的西洋铁弦琴一

具。进呈神宗“视中州异形，抚之有异音，皇上奇之。”∞利氏自

称是西洋乐器雅琴一具。后又因神宗之请，利氏还特撰了《西

琴曲意》，其内容得到士大夫的高度评价，利氏进呈的还有抚

琴，这种琴“纵三尺，横五尺，藏椟中，弦七十二，以金银或炼

铁为之弦，各有柱，端通于外，鼓其端而自应。”@利氏所进神

宗的抚琴是一种风琴。

7．水利科学

西方科学传人我国，门类繁多。《四库全书提要》中曾有

中肯的评论：“西洋之家，以测量步算为第一，而奇器次之，奇

器之中水法尤切于民用⋯⋯固讲水法者所必资也。”水利科

学是机器工程学中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根本学科，首先受到重

视，利氏看到兴修水利对振兴农业的重要。利氏于1606年教

他的弟子熊三拔学中文，并完成了历法、水利书籍的翻译。熊

三拔后来著有《泰西水法》，是第一部介绍西洋农田水利技术

的专著。徐光启著《农政全书》水利部分，全采《泰西水法》。从

这种意义上说，利氏开创之功是不可泯灭的。

8．思想

利玛窦在中国思想史上有一定影响，基督教在唐时曾一

度来华，但汉译基督教经典都是利氏入华后传入的。凹利氏初

①《徐光启集》上册，第26—27页。

②阮元：《畴人传》，商务印书馆，1995年重印本。

③梅文鼎：《梅氏丛书辑要》卷十一。

④钱宝琮：《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1964年，第237

页。

⑤李之藻：《上西洋历法疏》、《明史纪事本末》卷73。

⑥艾儒略：《职方外纪》《天学初函》本。

⑦陈观胜：《利玛窦对中国地理学的贡献及其影响》，《禹

贡》第五卷，第三、四期，1936年。

⑧陈观胜：《论利玛窦之万国全图》、《禹贡》第一卷，第七

期。

⑨《明史》卷288(焦弦传)。

⑩李贽《继焚书》卷一。

来华时，制定了一套“和儒、补儒、超儒”的和平传教路线，其

主要内容是：“在政治上拥护贵族统治，在学术上要有高水

平，在生活上要适应中国的风土人情。”凹

利氏思想首先披上了儒家思想的外衣，为了论证上帝的

存在，他引述中国古代经书上的“上帝”二字妄加比附，以说

明基督教思想与儒家思想是一致的。利氏认为，儒家思想可

以为基督教所利用，儒学只是学派，儒教崇拜的最高神是皇

帝的象征，而且儒家祭孔是对孔子编成儒家经典的纪念，无

碍基督教的信仰。因此利氏运用儒家经典布讲基督教：一是

运用儒教文献，二是解释经典的原则。

其次，他对宋明理学、佛学进行攻击，说理学是好事者

“别立门户”，“虽自日正道，丽天下之道日益乘乱，上者凌下，

下者侮上，父暴子虐，君臣相忌，兄弟相贼、夫妇相欺，满世皆

诈诌诳诞，而无真心。”田利氏对理学的批判，迎合了当时一些

反对理学空谈的看法，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利氏为保护本宗

教利益贬低过佛教，他认为佛教是虚伪的宗教，同时他又高

度评价了儒教的积极作用。此外，他还提倡经世致用。徐光启

说：泰西诸子“其实心、实行，诚信于士大夫也。”说利氏言道

言理“皆迫本庶实，绝去一切虚玄幻妄之说。”@

利氏的基督教思想融化了基督教和儒家思想，受到一些

士大夫欢迎。冯应京把《天主实义》视为拯救中国的“良方”。

这说明利氏传播的宗教思想依附于中国正统儒家思想，适合

了中国的土壤和气候，否则不顾中国实际，生搬硬套，必然适

得其反，在利氏后面出现中西“礼仪之争”便是一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利玛窦在中国历史上曾起了

一定的进步作用。尽管他介绍的西方科学有其局限性，但在

天文数学等方面，许多科学知识，都是由他最早介绍到中国

来的，并丰富了中国的科技，开阔了中国人眼界，使中国吸收

了外来的新知识，使中西文化得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相互

了解，相到切磋，相互吸收。

⑩张星火良：《欧化东渐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⑩向达：《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第一期，

《东方杂志》卷27。

⑩⑩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六。

⑩张庚：《国朝画徵录》卷中“焦秉员传。”

⑩《续文献通考》卷120、乐20。

⑩利玛窦：《几何原本》、《畴人十篇》、《天学初函》本。

⑩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册，人民出版社，

1960年，第1189页。

⑩(法]伊萨贝尔·微席叶：《耶稣会士书简的由来和现

状》，《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6期。

①《畴人十篇》第二篇。

⑨《徐光启集》第66、80页。

(责任编辑翟文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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