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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玛窦作为首先进入明朝首都的西方传教士，通过获得在北 京 的 居 留 权、与 明 朝 政 府 官 员 广 泛 交

游、中文著译和西文记述、传播天主教等活动，帮助天主教在中国取得了合法地位，推动了天主教在中国内地的

传播，并使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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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0 12332，%##’—%*%$ 年），意 大 利 人，明 朝 万

历年间来华的 耶 稣 会 士。 自 %#(’ 年（万 历 十 年 ）抵 达 澳 门

起，到 %*%$ 年（万历三十八年）在 北 京 逝 世，利 玛 窦 前 后 在 中

国活动达 ’( 年之久，其中 最 后 %$ 年 是 在 北 京 度 过 的。本 文

考察了利玛 窦 在 北 京 获 得 居 留 权、与 明 朝 政 府 官 员 广 泛 交

游、中文著译和西文记述、传播天主教等活动，并探讨了其对

明清之际天主教在华事业的影响。

一、利玛窦在北京的主要活动

（一）获得在北京的居留权

利玛窦进入中 国 内 地 传 教 不 久 就 认 识 到，“假 使 我 们 不

能在南北两京，到皇宫里，对着皇上宣讲福音，设法求得他的

许可，至少允许我们在中国境内自由传教，那么，将来传教要

得不到保障，也就甚不能成就”，“假使我们求得了这种许可，

便可以在短时期内，有几百万人归化圣教”［%］（4"$）。基于这种

认识，利玛窦想方 设 法 试 图 进 入 北 京，以“谋 取 朝 廷 之 允 可，

俾传教事业有法 律 上 之 认 可”［’］（4’+）。当 时 主 管 中 国 和 日 本

教区的视察员范礼安（) 5 6-7289-90）也 看 到，“除 非 有 某 个 人

被皇帝欣然接受，否则长期居留在中国就没有任何保证”，因

此他 要 求 利 玛 窦“ 尽 一 切 努 力 在 北 京 开 辟 一 个 居 留

点”［+］（4+%!）。

%#:( 年 : 月，利玛窦在明朝新授南京礼部侍郎王忠铭的

帮助下首次进入北京。然而，由于当时中国仍和日本在朝鲜

交战，北京气氛很 紧 张，对 来 华 的 外 国 人 疑 惧 很 大，“时 有 流

言，谓此种外国人得为日本人间谍”［!］（4+*）。利玛窦在北京留

居两 个 月，仍 无 法 觐 见 明 朝 万 历 皇 帝，只 得 返 回 南 京。利 玛

窦在南京时，他的住所成为南京士大夫聚谈之处，“士人视与

利玛窦订交为荣，官吏陆续过访。所谈者天文、历算、地理学

等。凡百问题悉加讨论”［!］（4+"）。对于利玛窦倡导的天主教，

南京“士大 夫 多 宗 之”［#］（4’%(）。 但 利 玛 窦 的 最 终 目 标 仍 是 进

入北京，准备用进 贡 的 方 式 再 次 进 京。%#:: 年，传 教 士 郭 居

静（;-<-=/ >-..-9/0）携庞 迪 我（?2@-3/ @/ 4-9.0A-）“赍 异 物 甚 多

至南京。利玛窦遂复欲作北京之行，贡此异物于朝［!］（4+"）”。

%*$$ 年 # 月 ( 日，利 玛 窦 偕 同 庞 迪 我 从 南 京 启 程 赴 京，

沿途“诸当 道 款 待 如 礼［*］（4+"(）”。 但 当 利 玛 窦 等 人 越 过 黄 河

抵达山东临 清 时，受 到 了 太 监 马 堂 的 非 难，“适 督 税 内 官 马

堂，邀功拦 阻，悉 将 贡 物 奏 章，自 行 上 达”［*］（4+"(）。由 于 奏 疏

呈上后如石沉大海，马堂又想将利玛窦向万历皇帝进献的贡

物据 为 己 有，致 使 利 玛 窦 在 临 清 滞 留 了 几 个 月，处 境 危 险。

直到有一天万历皇帝“自动地突然想起了早先呈送给他的一

份奏疏，就 说：‘那 座 钟 在 哪 里？ 我 说，那 座 自 鸣 钟 在 哪 里？

就是他们在上疏里所说 的 外 国 人 带 给 我 的 那 个 钟。’”［+］（4!$$）

于是，万历皇帝急令找出马堂的奏疏，于 %*$% 年 % 月 ( 日（万

历二十八 年 十 二 月 五 日 ）批 复 道：“方 物 解 进，玛 窦 伴 送 入

京”［"］（卷+#!）。利玛窦几经周折终于 在 %*$% 年 % 月 ’! 日 得 以

第二次进入北京。利玛窦向万历皇帝“献天主圣像、圣母像、

天主经典、自 鸣 钟 大 小 二 具、铁 弦 琴、万 国 图。 皇 上 欣 念 远

来，另见便殿，垂帘以观”［*］（4+"( B +":）。由 于 所 进 贡 物“见 者 称

赏”，万历皇帝“尤爱自鸣钟”，“玛窦遂获留居北京，盖当时无

人能修理自鸣钟也。宫内内官出达帝意，命此二外国人留居

京师，并赐月俸”［!］（4+(）。由于利玛窦的奏疏与贡物是由宦官

进呈的，没有通过礼 部 的 正 常 渠 道，从 而 引 起 了 礼 部 官 员 的

不满。礼部认 为：“《会 典》止 有 西 洋 琐 里 国，无 大 西 洋，其 真

伪不可知。⋯⋯乞 给 赐 冠 带 还 国，勿 令 潜 居 两 京，与 中 人 交

往，别生事端。”［#］（卷+’*）礼部还将利玛窦软禁于会同馆中。后

来利玛窦得到吏科给事中曹于汴的帮助，给万历皇帝呈交了

一份奏疏，明确表示“他 们 唯 一 的 要 求 是 皇 帝 能 在 城 内 某 个

地方赐给一个安居之处”［+］（4!’’）。万 历 皇 帝 看 了 奏 疏 后 很 快

让太监转告利玛窦，“他 们（利 玛 窦 等 神 父）可 以 放 心 住 在 京

城里，他（万历皇帝）不愿再听有关让他们回到南方或回本国

的话”［+］（4!’’）。万历皇帝还曾经希 望 利 玛 窦 担 任 官 职，“于 是

钦赐 官 职，设 馔 三 朝 ”［*］（4+":）。 但 利 玛 窦“ 固 辞 荣 禄，受 廪

饩”［*］（4+":）。对于这件事，利玛窦在 %*$# 年 # 月 %’ 日给罗马

阿耳瓦列兹（C 5 )7D-=/<）神 父 的 信 中 说 道：“本 已 婉 谢 这 项 殊

荣，但圣上不唯不准，反恩准我与四同伴居留京师，一如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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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职朝廷的回教 人 或 鞑 靼 人 居 留 北 京 一 般。因 为 曾 多 人 相

告，在中国获此特恩，颇不容易，而这特恩对我等传教事业却

非常有利，因为蒙准居住北京，获皇上恩赐生活费一事，在中

国社会中甚 受 重 视。”［!］（"#$!）他 于 %&’( 年 ) 月 #& 日 又 写 道：

“皇帝本愿我们担任官职，我们上书婉拒，皇帝所赐生活费也

一并 辞 谢。结 果 官 职 虽 免，生 活 费 照 颁，以 后 再 也 没 有 官 吏

找我们的麻 烦 了。”［!］（"*’)）生 活 费“每 四 个 月 发 一 次，每 个 月

相当于八个金币（+,-.），这在这个国家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在

欧洲看来也是这样”［*］（"/#*）。

（二）与明朝政府官员广泛交游

进入北京之 后，“由 于 他 的‘卷 须、蓝 眼 睛 和 声 如 洪 钟’，

由于他深通中国经 典，由 于 他 的 科 学 知 识 和 机 械 学 才 能，更

重要的是由于他非常机智圆滑和文雅，利玛窦给京城的上层

人士留下了深 刻 印 象”［$］（"#(#），很 受 北 京 士 大 夫 的 欢 迎，“都

中 缙 绅 交 许 可 其 说，投 刺 交 欢，倒 屣 推 重，倾 一 时 风

流”［%’］（序）。徐光启在《跋 二 十 五 言》中 写 道：“（利 玛 窦）居 礼

宾之馆，月急（给）大官飧钱。自是四方人士无不知有利先生

者，诸博雅名流，亦无不延颈愿望见焉。稍闻其绪言余论，即

又无不心悦志满，以为得 所 未 有。”［%%］（"!)）在 与 利 玛 窦 交 游 的

明朝 政 府 官 员 中，最 著 名 的 有 徐 光 启、李 之 藻、杨 廷 筠，这 三

个都是身居高位的士 大 夫，被 认 为 是 天 主 教 在“中 国 开 教 之

三大柱石”［%#］（"%/%）。此外，与 利 玛 窦 交 往 的 著 名 官 员 还 有 大

学士浙党领袖沈一 贯、大 学 士 东 林 党 人 叶 向 高、吏 部 尚 书 李

戴、礼 部 尚 书 冯 琦、刑 部 尚 书 肖 大 亨、曹 都 谏 于 汴、龚 大 参 道

立、郑宫尹以伟、彭都谏惟成、周太史炳谟、王中秘家植、熊给

谏明遇、彭柱史端吾、冯佥宪应京、崔铨司豿、陈中宪亮采、刘

茂宰胤昌等［%*］。

与利玛窦交游的明朝政府官员中，有很多人对利玛窦的

学问、人品给予了 很 高 的 评 价。徐 光 启 与 利 玛 窦“间 邂 逅 留

都，略偕之语，窃以为此 海 内 博 物 通 达 君 子 矣”［%%］（"!&）。并 认

为“泰西诸君 子，以 茂 德 上 才，利 宾 于 国。其 始 至 也，人 人 共

叹异 之；及 骤 与 之 言，久 与 之 处，无 不 意 消 而 中 悦 服 者，其 实

心、实行、实学，诚信于士 大 夫 也”［%%］（"&&）。李 之 藻 在《刻 圣 水

纪言序》中评价利 玛 窦 说：“西 贤 入 中 国 三 十 余 年，于 吾 中 国

人利婚宦事，一尘不染，三十年如一日，其侪十许人，学问、品

格如一人。”［%/］（"%)%）沈一贯 在 听 了 利 玛 窦 对 于 基 督 教 婚 姻 的

讲解后说：“在一个婚姻是如此圣洁的国度里，别的事看来就

不用再问了。仅此 就 足 以 说 明 其 他 一 切 都 是 规 范 得 多 么 得

当。”［*］（"/#/）一些政府 官 员 对 利 玛 窦 在 北 京 的 活 动 予 以 了 支

持和帮助。如礼部尚书冯琦“批准了他们（利玛窦等神父）在

北京城的身份，从而 免 除 了 任 何 干 扰 之 忧，他（冯 琦）还 下 令

把钦定给他们 的 米 粮 和 补 助 金 按 规 定 发 放 给 他 们”［*］（"/#(）。

李之藻“自己出资刊 印 了 利 玛 窦 神 父 的 教 义 问 答，分 赠 给 友

人，并公开发售给 百 姓”［*］（"/*/）。 部 分 明 朝 政 府 官 员 还 在 利

玛窦的指导下积极研习西学。如徐光启“从西洋人利玛窦学

天文、历算、火 器，尽 其 术。遂 遍 习 兵 机、屯 田、盐 策、水 利 诸

书”［(］（"#(%）。李之藻在《浑盖通宪图 说 自 序》曾 写 道：“昔 从 京

师识利先生，欧罗巴人也，示我平仪。⋯⋯ 得未曾有，耳受手

书，颇亦镜其大凡。”［%(］（"*%!）在 利 玛 窦 的 传 授 下，李 之 藻 努 力

研习西方科学。利玛 窦 在《札 记》中 说 李 之 藻：“他 掌 握 了 丁

先生（0123+4 56178-.）所 写 的 几 何 学 教 科 书 的 大 部 分 内 容，学

会了使用星盘并为自己使用而制作了一具，它运转得极其精

确。”［*］（"/*#）

（三）中文著译和西文记述

从 %&’% 年进入北京，到 %&%’ 年去世，这十年是利玛窦在

华中 文 著 译 活 动 的 黄 金 时 期。在 这 期 间，他 与 徐 光 启、李 之

藻等人合作，先后翻译了《几何原本》《测量法义》《同文算指》

《浑盖通宪 图 说》《圜 容 较 义》等 西 方 科 学 著 作，陆 续 出 版 了

《天主实义》《二十 五 言》《畸 人 十 篇》《辨 学 遗 牍》《乾 坤 体 义》

《西字奇迹》《理法器撮要》等以中文撰写的书籍，并多次修订

和翻印了由他传入中国的第一幅世界地图（在北京时又由李

之藻印制，命名为《坤舆万国全图》），第一次系统地向中国人

介绍了西方的科学知 识 以 及 蕴 藏 在 其 背 后 的 逻 辑 和 哲 学 思

想，使中国人对文 艺 复 兴 之 后 的 欧 洲 文 化 有 了 初 步 的 了 解。

其中欧洲的天文 历 算 和 数 学 是 利 玛 窦 中 文 著 译 的 重 点。利

玛窦入华不久就察觉到了历法在中国的重要地位，他在 %&’%
年给万历皇帝的《上 大 明 皇 帝 贡 献 土 物 奏》中 特 别 表 达 了 希

望能在天文历算方面作一番贡献的愿望：“臣先于本国，忝与

科名，已叨禄位，天地图及度数，深测其秘，制器观象，考验日

晷，并与中国古法吻合。倘蒙皇上不弃疏微，令臣得尽其愚，

披露 于 至 尊 之 前，斯 又 区 区 之 大 愿，然 而 不 敢 必 也。臣 不 胜

感激待命之至！”［%(］（"#*# 9 #**）利玛窦在天文历算和数学方面的

译著有《乾坤体义》《浑盖通宪图说》《经天该》《几何原本》《测

量法义》《同文算指》等。《乾 坤 体 义》一 书 被 认 为 是“西 法 入

中国之始”［%(］（"((#），清朝的《御制数理精蕴》也“多因其说而推

阐之”［%(］（"((#）。《几 何 原 本》被《四 库 全 书 总 目 提 要》推 崇 为

“以是弁冕西术，不 为 过 矣”［%(］（"*’!）。此 外，《同 文 算 指》还 是

中国第一部介绍欧洲笔算的著作。

利玛窦在 生 命 的 最 后 两 年 中，意 识 到 自 己 将 不 久 于 人

世，便 开 始 着 手 撰 写 回 忆 录。利 玛 窦 去 世 后，他 的 回 忆 录 经

金尼阁（:8,3;61. <48=1-62）补充整 理 后 以《基 督 教 远 征 中 国 史》

的标题在欧洲出版问世。利玛窦之所以写《基督教远征中国

史》，据金尼阁说，“其 目 的 是 向 欧 洲 人 介 绍 有 关 中 国 的 情 况

和在中国的 传 教 事 迹，使 同 会 教 友 及 有 关 人 士 从 中 获 得 教

益”［*］（中 译 者 序 言）。《基督教 远 征 中 国 史》共 五 卷，第 一 卷 概 述

当时中国各方面情况，第 二 至 五 卷 记 述 传 教 士 们（包 括 利 玛

窦本人）在中国的传教经历。由于撰写者本人（利玛窦）是一

个在中国生活了许多 年 而 非 常 熟 悉 中 国 生 活 的 同 时 代 的 欧

洲人，所以《基督教远征中国史》第一卷开便开宗明义说明他

的叙述与其他欧洲著者对中国的叙述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是

以亲身经历为依据，“在中国生活了差不多三十年，并曾游历

过它最重要的一些省份。⋯⋯和这个国家的贵族、高官以及

最杰出的学者们友 好 交 往”；“会 说 这 个 国 家 本 土 的 语 言，亲

身从事研究过他们的习俗和法律，⋯⋯还专心致志日以继夜

地攻读过他们的文献”。而其他欧洲著者写中国，“并不是作

为目击者，而是只凭道听 途 说 并 有 赖 于 别 人 的 可 信 性”［*］（"*）

的第二手材料。它对于研究明代中西交通史、关系史和天主

教入华传教史，乃至明史，都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

（四）传播天主教

进入中国之 前，利 玛 窦“梯 山 航 海，⋯⋯ 做 耶 稣 的 勇 兵，

替他上阵作战，来 证 讨 这 崇 拜 偶 像 的 中 国”［%&］（转 引"/）。 但 当

他亲身接触到中国 的 社 会 现 实 后，毅 然 改 变 原 来 的 传 教 观，

改而宣称自己是“逖闻天朝声教文物，窃语沾被其余，终身为

氓，庶不虚生；用是辞离本国，航海而来⋯⋯”［%(］（"#*#）在北京，

无论是谋取居留权，与明朝政府 官 员 广 泛 交 游，还 是 进 行 大

量的著译、记述活动，其 最 终 目 的 无 一 例 外 是 在 中 国 传 播 天

主教。

在北京居住 期 间，是 利 玛 窦 在 华 传 教 活 动 的 高 潮。“他

始终忙于接待从各个方面来的连绵不绝的客人；他也进行回

访，⋯⋯这看 来 他 的 活 动 增 加 了 一 倍”［*］（"&%’）。对 于 那 些 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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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地寄来的无数的信件，不管是他认识的人还是不认识

的人，利 玛 窦 都 认 真 地 予 以 答 复。而 且，他 还 从 不 拒 绝 接 见

教徒中那些地位低下的人［!］（"#$$）。$#%& 年，利 玛 窦 还 在 北 京

创立 了“ 天 主 圣 母 会 ”，这 是 中 国 天 主 教 会 的 第 一 个 善

会［$’］（"$%#）。“在会之人，相 约 以 德 行 范 世，赡 养 穷 人 为 务，按

月聚会，互相策励”［$(］（"#&）。$#$% 年（明万 历 三 十 八 年），利 玛

窦又亲自督理建造 了 一 座 比 较 可 观 的 教 堂，即 宣 武 门 南 堂。

“堂在宣武门内东城隅，大西洋奉耶稣教者利玛窦，自欧罗巴

航海九万里入中 国，神 宗 命 给 廪，赐 第 此 邸”［$&］（"$)* + $)!）。这

是天主教在北京建立的第一座教堂。受利玛窦的影响，北京

“入教之人有数人为名公巨卿，翰苑中人亦有入教者”［,］（"!&）。

二、对明清之际天主教在华事业的影响

利玛窦在北京的成功，不但帮助天主教在中国取得了合

法地位，推动了天主 教 在 中 国 内 地 的 传 播，而 且 也 使 明 清 之

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向纵深发展。在万历皇帝的支持下，利玛

窦达到了在北京居留的目的。由于“利玛窦及其徒在北京之

优越地位，对于 全 中 国 有 良 好 影 响。自 是 各 处 皆 开 放 门 户，

欢 迎 天 主 教 教 士。 多 年 所 希 望 之 结 果，竟 如 愿 收 获

矣”［*］（"*,）。“所有过去 那 些 抛 弃 他 们 友 谊 的 人，现 在 又 都 来

极力拉拢友谊，⋯⋯上帝已为传播福音的广阔天地开辟了一

个小小的入口”［!］（",*!）。利玛窦在《札 记》中 谈 到：“由 于 在 首

都定居的影 响，传 教 团 的 地 位 在 短 短 几 年 之 内 就 已 十 分 稳

定，基督教的信仰在全国各地滋长起来。新教徒毫无阻碍地

公开接受信仰。他们当着别人的面公开参加传教点的修建，

参加教诲班和弥撒以及进行其他宗教礼拜。有些异教徒，甚

至是士大夫阶级和 位 置 很 高 的 官 员，也 都 到 教 堂 来 参 观，向

十字架致敬。”［!］（",’’）利玛窦在北 京 病 逝 后，本 来 依 照 惯 例 必

须迁葬澳门神学 院 墓 地。但 在 在 华 传 教 士 和 朝 中 士 大 夫 的

争取下，万历 皇 帝“诏 以 陪 臣 礼 葬 阜 成 门 外 二 里，嘉 兴 观 之

右”［$&］（"*%’）。$#$$ 年（万历三 十 九 年）举 行 葬 礼 时，万 历 皇 帝

还派遣大员致祭，墓地正门上挂有“钦赐”的匾额。传教士们

认为，“钦赐”“这个头衔中国人是非常尊敬的，事实上要比欧

洲人更加尊敬”［!］（"#,’）。因为，“谁 听 到 中 国 皇 帝 赐 给 穷 苦 的

外国人一个家园和墓地，会不感到惊奇呢？这种特权以前从

未赏 给 过 外 国 人，也 很 少 给 予 政 绩 卓 著 的 最 高 级 大

臣”［!］（"#,(）。对此，国内著 名 学 者 沈 定 平 指 出：“利 玛 窦 逝 世

后，朝中士大夫敦请 万 历 皇 帝 钦 赐 坟 茔 的 成 功，乃 可 视 为 基

督教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的象征。”［*%］（"!’*）

在利玛窦进京之前，全 国 领 洗 人 数 只 有 $%% 多 人。利 玛

窦留居北京以后，北 京 的 领 洗 人 数 增 加 迅 速，$#%) 年，“北 京

奉教者数逾二百”［,］（"!&），到 $#%& 年 时 已 有 ,%% 多 教 徒，其 中

许多人是士大夫［*$］（")&(）。受此影响，全国领洗人数也显著增

加，$#%! 年约有 )%% 人，$#%) 年 有 $%%% 多 人，$#%( 年 有 *%%%
多人，到 $#$% 年他去世时，领洗 人 数 已 经 增 加 到 了 大 约 *)%%
人［$］（"#%），天主教在中 国 内 地 的 传 播 有 了 初 步 的 进 展。也 正

是由于利玛窦在北京的成功活动，导致“明清之际，教外人有

时简直称天主教为‘利氏之教’或‘利氏学’；其他外国教士则

被称为‘利氏之徒’”［**］（"’*）。

在北京，利玛窦“作为来中国的第一个西学代表人，他不

但第一次正式向中国 介 绍 了 大 量 的 西 方 宗 教 和 科 学 技 术 知

识，并且也把有关中国的知识及其历史文化第一次正式介绍

给了西方”［!］（中 译 者 序 言）。他与徐光启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

被梁启超誉为“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几

何原本》甚至成为 利 玛 窦 死 后 在 北 京 得 到 墓 地 的 重 要 理 由，

《大西西泰利先生行 迹》对 此 有 一 段 描 述：“时（利 玛 窦 卒 后）

有内宦言于相国叶文忠（向高）曰：‘诸远方来宾者，从古皆无

赐葬，何 独 厚 于 利 子？’文 忠 公 曰：‘子 见 从 古 来 宾，其 道 德 学

问，有一如利子乎？姑无论其他，即其所译《几何原本》一书，

即宜钦赐葬地矣。’”［*,］（"*’ + *(）利玛窦还将他在北京的住所办

成了展示西 方 文 化 的 博 物 馆，除 将 圣 母 玛 利 亚 和 耶 稣 的 画

像、十 字 架 摆 放 在 教 堂 圣 台 中 央 外，还 将 地 球 仪、浑 天 仪、三

棱镜、日 晷 仪、报 时 钟、西 洋 琴 展 放 在 教 堂 里，任 人 参

观［*)］（"&）。《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则系统全面地记述了利玛窦

在华 *( 年的经 历 和 他 对 中 国 的 认 识，成 为 沟 通 东 西 方 世 界

的经典之作［*#］。它“不仅印证 了 马 可·波 罗 有 关 中 国 高 度 发

达的物质文明的记 载，而 且 在 这 种 赞 赏 和 倾 慕 的 基 础 上，逐

渐形成了适应中国传统文化和风俗的传教路线，从而将中西

文化交流引入较 为 深 入 的 思 想 精 神 领 域”［*%］（"$),）。对 此，台

湾学者方豪 说：“利 玛 窦 实 为 明 季 沟 通 中 西 文 化 之 第 一 人。

自利氏入华，迄于乾 嘉 厉 行 禁 教 之 时 至，中 西 文 化 之 交 流 蔚

为巨观。西洋近 代 天 文 学、历 学、数 学、物 理、医 学、哲 学、地

理、水 利 诸 学，建 筑、音 乐、绘 画 等 艺 术，无 不 在 此 时 传 入；而

欧洲人之开始豷译中国经籍，研究中国儒学及一般文化之体

系与演进，以及政治、生活、文学、教会各方面受中国之影响，

亦无不出现于此时。”［*’］（"#&*）

综上所述，利玛窦作为首先进入明朝首都并获得居留权

和合法传教地位的西方传教士，通过与明朝政府官员广泛交

游、中文著译和西文 记 述 等 活 动，向 中 国 介 绍 了 大 量 的 西 方

宗教和科学 技 术 知 识，也 向 西 方 提 供 了 许 多 有 关 中 国 的 信

息。这不但奠定了 天 主 教 在 华 传 教 事 业 的 基 础，也 实 为“开

中西交通史之新纪元”［*’］（"#&$），为明清 之 际 的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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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称重大.精神的投契与旨趣的相合是王弘诲与利玛窦结交的基础,帮助朝廷修订历法是作为朝廷高官的王弘诲把利玛窦引进北京的浅层动机,帮助利玛窦传教

则是作为准天主教徒的王弘诲把利玛窦引进北京的深层动机.他对自己策划和帮助利玛窦进京一事讳莫如深,既是想维持其高官地位,也是想在对外战争的背景

下避免"里通外国"的嫌疑.

2.期刊论文 李金远 天路历程--纪念一代伟人利玛窦到北京四百周年 -四川文学2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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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601年,利玛窦正式获准居留北京,于是,中华文化与基督信仰之间未完成的对谈,于焉展开.这中西对谈所衍生的故事,有高潮起伏,也有起伏跌宕.当

我一口气读完罗光先生的<利玛窦传>和林金水先生的<利玛窦与中国>时,我被利玛窦神父的伟大人格和精神深深的感动--他是一位先知先觉者.沿着他曾走过

的天路重现到中国时的起始性相遇,并藉此重新思考其中的意义:当中国正式批准利玛窦长居北京时,中国与世界其他各地,正开始重新建立关系--这关系强调

的是对话、尊重、还有平等互惠.基于平等互惠的原则,中国在其漫漫历史长路之中,所创造储存的精神宝藏,才得以借此机缘,让西方世界一探究竟.

3.期刊论文 李未醉.李魁海 略论利玛窦在南昌的传教活动 -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20(4)
    传教士利玛窦被驱逐出南京后,在江西南昌开辟传教事业.利玛窦在南昌结交地方官绅,与皇族成员建安王论友,修订《天主实义》,在南昌建立稳固传教基

地.利玛窦的活动有助于基督教事业在南昌的发展,明朝皇帝最终允许他进入北京,利玛窦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人物.

4.期刊论文 余三乐 论利玛窦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及其历史地位 -肇庆学院学报2007,28(3)
    利玛窦全方位地把欧洲的科学文化知识介绍到中国,其"文化适应"策略架设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利玛窦得到历代中国政府的高度评价,他对中西文化交

流做出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5.学位论文 徐宏英 利玛窦来华及其对明末社会的影响 2007
    16世纪末17世纪初，明朝末年的中国在社会经济及思想文化等领域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583年意大利耶稣会士

利玛窦来华，开始在中国传播天主教，先后到过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北京等地，1610年在北京病故，居留中国28年。

    利玛窦之所以顺利地叩开中国大门，成为在华传教成功的首创者，主要因为他在长期的传教过程中，根据基督教神学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摸

索出三条行之有效的方法，这也是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三大特点。一是，遵从中国风俗习惯，袭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形式和内容；二是，广交社会名流，争取

封建士大夫乃至皇帝等统治阶级上层的大力支持；三是，进行“学术传教”，以传播西学提高天主教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利玛窦这种灵活的适应性传教方

式，成就了他在中国的传教事业。

    利玛窦来华的主要目的是传播天主教，他的传教活动对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做出开创性的贡献，到他逝世时，中国各地约有天主教信徒2500人。利玛窦

被誉为是西方来华传教的先驱，成为中国基督教传教史上最著名的人物，开创了外国传教士来华传教成功的先例。

    利玛窦是一位虔诚的耶稣会传教士，同时也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在华传教期间，利玛窦先后编写和翻译各种著作十九种，如《天主实义》、《几何

原本》、《交友论》等，给中国带来崭新的西方文明，由此而出现的“西学东渐”促进了明朝末年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为中国近代思想的演进揭开新的一

页。利玛窦在译介西方科学著作、阐释天主教教义的同时，还充当了将中国古老文化传往欧洲的使者。他所开创的“儒学西渐”对欧洲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为日后西方大量吸收中国文化奠定基础。根据利玛窦晚年撰写的回忆录出版的《利玛窦中国札记》，成为沟通东西方世界的经典之作。

    利玛窦等传教士的东来，是在欧洲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以及西葡等早期殖民国家进行海外扩张的背景下发生的，派遣他们的欧洲国家和罗马教廷把他

们当作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工具。因此，由于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自身的宗教信仰等原因，利玛窦在传播西学方面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他只是为了传教

的目的担当科学的传播者。传播科学知识、进行文化交流只是利玛窦传教的手段，传播福音、弘扬天主教才是他的真正目的，最终以西方的基督教同化和取

代中国固有的宗教。但是，明朝末年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来华不同于清朝末年林乐知等西方传教士来华，因为双方所处的时代不同，中西力量对比的情形也大

不相同。因此，利玛窦作为“耶稣的勇兵”所进行的“精神战争”与近代欧洲殖民者继“坚船利炮”之后所进行的“文化侵略”是截然不同的。利玛窦的传

教活动起到了沟通中西文化的作用，为近代开始的中西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16世纪末利玛窦来华是明朝末年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利玛窦——这位在中国度过了他后半生的耶稣会传教士，不仅在中国传

播了基督教，而且传入了西方科技与文化，成为正式介绍西方宗教与学术思想的最早和最重要的奠基人。同时中国文化被介绍到西方，使欧洲人对中国文化

的博大精深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随着利玛窦来华，从明代后期开始，中外关系史增添了新的内容。

6.期刊论文 王苏娜 利玛窦:中西文明交流的使者(之三)四百年前东西方智者的对话——《畸人十篇》中与利玛窦对话

的九位中士的身世及其与利氏交游之初考 -社会科学论坛2010,""(5)
    1608年初在北京刊印的<畸人十篇>是利玛窦晚年的一部道德伦理著作.该书共十篇,除末篇外均采用对话体,记录了利氏与七位明代士大夫及一位郭隆的儒

士友人之间的谈话,小涉及死亡、灵魂不灭、斋戒、灵修、善恶报应、占卜以及财富等诸多方面.

7.期刊论文 陈戎女 耶儒之间的文化转换--利玛窦《天主实义》分析 -中国文化研究2001,""(2)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首先要求传教士本人实现文化转换,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依据中国的现实状况制定了以文化调和为主向,"合儒辟佛"的传

教策略,其具体体现则是《天主实义》.在《天主实义》中利玛窦把天主教学说以儒生可以接受的形式重新包装,对基督教信仰做出一种调和的解释.证明古儒

典籍之上帝即基督教之天主.利玛窦采纳的是一种相当宽容且带有弹性的文化视野,他自愿且顺利地完成了耶儒之间的文化转换.但利玛窦实际宣教的成功不能

证明他在《天主实义》中提出的以儒证耶、以耶释儒的观点就是准确无误的."天主即经言上帝"之说在学理上仔细分析是不太可靠的,其结果乃是汉语基督教

之"伦理化"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

8.期刊论文 冯慧敏 浅论利玛窦的传教活动 -大众文艺2009,""(7)
    利玛窦,明末来华的一个传播基督福音的耶稣会士.他于公元前1582年来华,先后在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北京等地传教.利玛窦巧妙地利用儒学进行

传教.同时他还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与士大夫进行学术交流,赢得学术声誉,跻身上层社会.在传教过程中,利玛窦一方面把西方科学技术传入中国.另一方面努

力研究中国国情,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传入西方,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9.期刊论文 宋旭红 文化互视与自我镜像--利玛窦译名政策背后的中西文化互释 -黑龙江社会科学2006,""(1)
    作为明末清初天主教来华暨中西文化首次实质性相遇的"第一接触点",利玛窦的译名政策受到中国奉教士人的拥护.从文化互释的角度来看,利玛窦与中国

信徒之间关于译名政策的高度默契是以彼此对对方的误读和对自己文化的调适为基础的.该政策最终的成与败提示我们:异质文化间的对话与交融必须在一定

限度内进行方能有效.

10.期刊论文 张西平.ZHANG Xiping 利玛窦的《天主教教义》初探 -中国文化研究2005,""(2)
    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珍品图录>中公布了一篇题为<天主教教义>的文献,目录编者认为作者为"利玛窦".本文对这篇

文献的内容,作者做了初步研究,认为从内容上说此文不是天主教教义,而是传教士抄写的一篇佛教经文;从作者来看,也不是利玛窦,而很可能是入传传教士孟

三德或麦安东.该文献长期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无人问津,但作者认为1999年该文献已由中国国家图书馆正式公布,不论作者是谁,以及该文如何传入中国国家

图书馆,它在中国天主教史上都有其重要的地位,应引起学界注意,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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