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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在南昌的两次传教风波

邓爱红
(江西教育学院政法系，江西南昌330029)

摘要：利玛窦在南昌传教三年，经历了两次风波。前一次风波是西方天主教与中国道教冲突的反映，是中西两

种不同文化在南昌的首次碰撞，对利玛窦后来在南昌的传教有过影响。后一次风波也是中西两种文化冲突的反

映，但由于利玛窦得到了江西地方官员的支持，不仅使风波得以平息，而且还被获准在南昌城中定居买房并建立教

堂，从而为天主教在南昌的传播开辟了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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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晚期，天主教传人南昌。南昌是天主教传

人较早的地区，也是耶稣会士在中国内地开辟的传

播基督文化的第一个据点。

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并列为世界三大宗教。

它崇奉耶稣为救世主。起源于公元一世纪的巴勒斯

坦地区，流传于欧美国家。后来分裂为罗马公教

(在中国称天主教)、正教(又称东正教)、新教(在中

国通称基督教或耶稣教)三大派系。最早传入江西

南昌地区的是天主教。

明朝万历年间，天主教开始传人南昌。意大利

神父利玛窦是进入江西南昌的第一批西方传教士。

利玛窦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来到澳门，先后

在广东肇庆、韶州传播天主教，建立了传播基督文化

的据点。但传教士们认为，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制

国家，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只有进入北京得到皇

帝的许可，才能真正打开传教的局面。他们还认为，

如果只在广东建立一个基地是十分危险的，一旦被

取缔，就会无立足之地，因此，必须到内地开辟新的

传教据点。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利玛窦离开广

东，北上传教，首先到南昌，然后到南京，最终进入北

京。

江西虽是内陆省，但却处于广东通往内地的通

道上。公元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4月，利玛窦果

断地抓住了一个难得的北上的机会。当时，兵部侍

郎石星入京赴命，利玛窦以照顾石星之子的健康为

由，跟随石星一行北上，离开韶州，翻过梅岭，进入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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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几经周折，来到江西省的省会南昌。据《利玛窦

中国札记》记载，利玛窦上岸后欲投宿在南昌铁柱

宫(亦称万寿宫，旧址在今南昌二十一中内)。这是

一座供奉许真君(即许逊)的道观，香火十分旺盛，

善男信女们来到这里虔诚地向许真君的神像磕头叩

拜。传说许真君用法术降服了为害百姓的恶龙，并

将恶龙用铁链锁住镇在这里，给南昌一带的人民带

来了吉祥和幸福。这实际上表达了南昌一带百姓对

风调雨顺和避免洪灾的一种企盼。这一切引起了利

玛窦的好奇。然而，利玛窦的铁柱宫之行，竟然引起

了很大的骚动，掀起过一场风波。

当利玛窦走进铁柱宫门时，一群好奇的群众围

拢观看，认为“是寺内神像的名声才引得他从远方

异国来看它”，[1】‘第九章·嘲’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利玛窦

不拜神像，于是有人劝利玛窦别忘了敬神，因为即使

最高的大官也要敬神。当他们看到利玛窦不听劝告

时，就拼命恐吓他，警告他说，如果他顽固不化，不向

许真君的神像下跪，就会遭到神明的惩罚。利玛窦

严守自己的教义，坚持不拜神像。双方争执得非常

激烈，有的人甚至要用暴力把利玛窦拉到神像面前，

幸而他的随从向激动的群众解释说，这个外国人是

不拜偶像的，并把利玛窦拉开，才避免了一场冲

突。[1】‘第九章’投蚪)

铁柱宫的这场风波可以说是西方天主教与中国

道教冲突的反映，是中西两种不同文化在南昌的首

次碰撞。它对利玛窦产生了深刻影响。事后，利玛

窦写道：我于是后悔起来，不该大意走出来，尤其是

我看见了这里的人对他们的偶像，崇拜得更要比广

州人热心，从此，我打定主意，以后除非把我们天主

教道理预先讲明白了，决不再到庙里去游览。[2“哪’
利玛窦还认识到，南昌百姓中“有很多人仍然是中

国斋戒的严格遵守者”，[1】‘第十一章·嘞’南昌的知识分

子中“缺乏真正信仰的光明，茫无目标地在德行的

道路上徘徊，是没有牧人的迷途的羔

羊”。【1】‘第十一章’脚。294’同时，利玛窦也因此得出结论：

“中国人对于宗教的事从不采用武力或强制，对外

人尤其如此。在这方面他们容许有完全的自由，或

者可以说，这种宗教自由来源于他们当中的宗教派

别极其混乱，而在某种方式上，这个事实对于我们在

这里的目的也帮助不小。”[1】‘第九章·挖灿勰5’这说明利

玛窦认识到了南昌一方面受儒学、道教、佛教的影响

较大，另一方面，宗教信仰又相对自由。前者对他的

传教会有很大的阻力，后者又有利于他的传教。基

督教要想在南昌发展，就必须适应南昌本土的具体

情况。从后来利玛窦在北上受阻返回南昌后所采取

的一系列传教措施，包括他将儒学与基督教进行糅

合，以及他在南昌完成的《天主实义》，对佛、道之说

进行的激烈的抨击和贬低等做法来看，都跟利玛窦

当初在铁柱宫碰到的那场风波有一定的关系。

利玛窦在南昌稍事停留后，便驱舟驶入鄱阳湖，

进入长江，沿江顺流而下，到达南京，想在城里开辟

一个传教中心。但当时正处于中日在朝鲜开战的时

期，气氛非常紧张，南京的朋友都不敢收留他。利玛

窦原在广东时结识的现任南京工部侍郎徐大任甚至

还公然地驱逐他。万般无奈，利玛窦只好又返回南

昌。利玛窦于公元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6月28

日返抵南昌，直至公元1598年(万历二十八年)6月

25日重赴南京，【30在南昌整整居住了三年时间。

在南昌，利玛窦并未受到怀疑和驱逐。他先在

南昌近郊谷市街租了一小屋，作为驻地，到南昌的次

日就在这座屋内举行了第一次弥撒圣祭。

南昌是当时南方文化中心之一，不仅有许多王

公贵族，而且荟萃了一大批文人学士，他们经常聚集

在一起，切磋学问。利玛窦重返南昌以后，吸取了前

一阶段的经验教训，决心调整策略，开辟传教事业，

传播基督文化。他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首先，利玛窦通过石侍郎的朋友王继楼医生的

牵线，结交了南昌的皇族、官员和文士，取得了他们

的尊重与支持。南昌是建安王朱多炜和乐安王朱

多姨的封地，利玛窦到南昌后，建安王派家臣带重礼

邀请他到王宫里去。利玛窦换上儒服，带上礼品，进

宫拜见。建安王身穿王袍，头戴王冠，隆重接见他。

利玛窦乘机献上了标有天轨的天球仪，还有地球仪、

小塑像、玻璃器皿以及其他这类欧洲产品。最使建

安王高兴的是两部用欧洲样式装订、用日本纸张印

刷的书籍，其中一部附有几幅地图、九幅天体轨道

图、四种元素的组合、数学演示以及对所有图厕的中

文解说。另一部则是利玛窦用中文写成的谈论友谊

的《交友论》。不久，利玛窦又去拜见乐安王，同样

受到热情接待。乐安王送给利玛窦两匹上等的彩

缎、一双刺绣的丝履和一部书，利玛窦也回赠一部装

帧精美的并绘有圣像的图书。由于利玛窦结交两位

王爷，给他“招来了许多朋友，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声

誉”。[1】‘第十三章，嘲’此外，江西巡抚陆万垓、南昌知府

王佐、理学家章潢、文学家李日华等官员和文士也是

利玛窦主要的交攀对象。陆万垓闻听利玛窦为奇人

后，欣然接见他，对利玛窦赞赏有加，并允许他留在

南昌。两人的友谊传开后，城里有声望的人都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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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待地拜访利玛窦。利玛窦通过参加南昌文人的学

术研究会，还认识了南昌的儒学泰斗、理学家章潢，

彼此成为好朋友。章潢不但邀请利玛窦到白鹿洞书

院讲学，而且在巡抚和全城闻人面前极力称誉利玛

窦，还把当地的很多文人学士引荐给利玛窦，这些人

后来曾帮助利玛窦润色修改过《天主实义》一书的

文稿。

其次，利玛窦尽量隐瞒传教的真正目的，用宣传

西洋科学作为扩大影响的手段。他吸取了在广东传

教的经验教训，认为此时不宜公开设立教堂，“只可

设立一所讲道堂，和他们最有名的道学讲师一般做

法”，【2】(瞄1’用谈话的方式来代替讲道，传播教理，收

效会更好。利玛窦尽量用西洋科学开路，每次拜访

当地官员，都要赠送一批有关的礼物，如送给江西巡

抚陆万垓一只瞄准北极的夜钟和一副测量天体高度

的仪器——星盘，送给南昌知府王佐日晷、地球仪。

同时又在住所陈列西洋的奇珍物品，供人参观，甚至

把这些物品借给别人回家仔细鉴赏。他还制造日晷

仪、地球仪、浑天仪送给对学术有好奇心的人。万历

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他还把一本西洋的测量

书供人阅读，书中一些有关测量的数据使一些人惊

讶不已。利玛窦便借此机会暗中宣扬天主教的思

想。他曾用石板制造了一具日晷仪，每半格分昼夜

时辰，并在上面注明日出日没，这使人们极为惊奇，

因为他们不曾见过太阳的出没，随后，他教人把这块

石板照样刻好了。又刻上了耶稣的圣名和两篇铭文。

在第一篇铭文中，趁机说明如果没有太阳，纵有石板

的种种雕刻，也是没有用的，藉以说明如不得到神明

的佑助，使他们的计划发生效力，则虽有良法善教，

亦必劳而无功。⋯⋯另一铭文，则用流水光阴，往者

不可谏，来者不可知的典故来奉劝世人及时行善，勿

慕虚荣。最后，利玛窦坦白地承认，这种做法旨在使

我们家里一切事物，下至顽石都可以给我们传播真
乇蟹[2】(P2lo)
t：匕O

利玛窦除了制作日晷仪外，还向当地居民解答

一些数学问题，使他们满意而归。他还经常用西洋

记法来表演他的记忆力，以扩大他的影响。这使一

些读书人特别感兴趣。因为科举时代，死记硬背、熟

读四书五经是进入仕途的敲门砖，因此，许多官员和

文人纷纷拜利玛窦为师，渴望知道和学习这种速记

法。连江西巡抚陆万垓也很感兴趣，询问利玛窦这

种记忆法，还要求他将记忆法译成中文，用来教导自

己的子女。后来利玛窦应陆万垓之请，撰写了《西

国记法>一书。

利玛窦传人的西洋奇器、天文和数学知识、西方

记忆法等西洋科学大受南昌等地士民的欢迎，不仅

为他赢得了名誉，而且也有利于他的传教，成为他打

开南昌传教大门的敲门砖。

第三，利玛窦力图将基督教与中国的儒学靠拢，

尽量引用中国的儒家经书来说明天主教的道理，从

而把两种文化的冲突减少到最低的程度。利玛窦

说：“儒教一派虽然不谈超性事理，可是他们对于伦

理道德的教训差不多和我们的见解相符，因此，我已

开始利用儒教来攻斥其他两派(指崇拜偶像的释、

道两派)，我不驳斥儒教的道理，却把其中看来和我

教圣道仍相背悖各节，加以解释。如果我们毅然决

然对儒、释、道三教同时进攻，那么我们就没有回旋

的余地了。”[2l(嘲∞为了和中国的儒学靠拢，他在南

昌做了三件事：

一是应邀到庐山附近的白鹿洞书院讲学，并与

白鹿洞书院的山长、南昌的儒学泰斗章潢(字本清)

交朋友。利玛窦到南昌后，首要任务就是去庐山白

鹿洞书院，拜会在江西乃至全国都有很高的儒学声

望的章潢院长。他身穿儒服，乘轿前往，完全以儒士

的形象出现，因此得到了章潢的热情接待，并盛情邀

请他来自鹿洞书院讲学。利玛窦除了向儒生们传授

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崭新的人生理念外，还将儒学

与基督教教义融合在一起，向儒生们灌输天堂与地

狱的思想。利玛窦曾在一封信中写道：“在南昌附

近的庐山有一闻名的白鹿洞书院，众多学人、秀才来

此讲学，研究人生的大道理。”【4】(嗍¨白鹿洞书院

的读书人待我十分客气与景仰，对人生与身后重大

问题常和我辩论，但最后他们常是认输。他们院长

章本清和我是最好的朋友，我们时常见面，对我们的

教义与礼规倍加赞扬，他遣发他的弟子来向我请教，

对天主也赞颂不已”。【4“翻"章潢及其门生屡次和利

玛窦交谈，讨论天堂与地狱的问题。章潢曾经目睹

利玛窦说服了儒生们相信有天堂和地狱的存在。最

后总结说“假使有天堂，好人将到那里去享福；假如

有地狱，坏人将到那里去受惩罚。所以要做好人，不

要做坏人才是”。[4】(嘲”可见，利玛窦借助了儒学中

劝人为善的思想来讲述基督教天堂与地狱的基本道

理。利玛窦与章潢的亲密交谈，大大提高了他在儒

生中的声望。通过这种方式，利玛窦启开了儒生们

封闭多年的心，由此也打破了基督教在江西传播困
难的坚冰。

二是出版了第一部用中文书写的著作《交友

论》o全书采用回答式，共七十六个问题，主要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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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业和立身处世之道。利玛窦从西洋哲学家、西方

宗教领袖及古今名人著作中摘录了所有适合中国伦

理观的语录作为论证的证据，因此受到了文人学士

的赞赏和欢迎。凡是愿意读这篇文章的人，他都让

他们抄录一份，他自己也随时誊写几份，供人索取。

后来，赣州一个名叫苏大用的知县将它刊印出来，流

传到浙江、北京各地，一些著名的学者也加以引用，

扩大了影响。利玛窦自己也认为：这本书给我和我

们欧洲挣得的声誉，要比我们以前所做的一切事情

还要好，因为别的东西，使我们擅长制造仪器和机械

工具的人得了名，但这篇论文却给我们挣得了文士

的声名。

三是修订完成了《天主实义》一书。《天主实

义》亦名《天学实义》，是一部详细解释基督教教义

的对话体著作。该书曾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

在肇庆刻了初版，名叫《天主实录》。万历二十四年

(公元1596年)，利玛窦在南昌对首版的《天主实

录》进行了重新修订，扩编成新版《天主实义》(万历

二十八年利玛窦在北京，又对此书再作修改刊刻出

版)。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一书中，贬佛、道而借儒

宣教，把西方的天主改称中国古书上的上帝。他引

用了《周颂》“上帝是皇”，《商颂》“上帝是祷”，《雅》

“昭事上帝”，《礼记》“上帝其飨”、“以事上帝”，《易

誓》“吾畏上帝”、“惟皇上帝”，《中庸》“郊社之礼，

所以事上帝”等来证明中国经书上所说的上帝，就

是西方天主教所崇拜的天主。

从利玛窦的以上做法可知，他将基督教与儒教

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糅合，极大地便利了基督教教义

的传播，同时也更能诱使中国人受洗入教。

通过上述诸方面的活动，利玛窦在南昌赢得了

皇族、政界和知识界的一致好感，为他播撤信仰的种

子准备好了土壤，而且获得了较为宽松的生存环境，

大大地激发了他的传教热情。

但利玛窦在南昌的传教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随

着与南昌人交往的增多和影响面的扩大，利玛窦开

始陶醉在建立一个新驻地的远景之中，他向自己的

顶头上司、澳门神学院院长孟三德神父请求给予人

员和物资的援助。同时，利玛窦已取得南昌一名官

员所发的护照，允许他从广东省召来一名助手。于

是在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圣诞节前夕，在

澳门的葡萄牙神父苏如望被派到南昌，协助利玛窦

传教。同行的还有一名韶州的修士黄明沙。利玛窦

因在南昌增加了伴侣，便想在城里买地建造教堂。

但新教士的到来以及利玛窦打算买地建教堂的计

划，却在南昌城掀起了第二次风波。

由于当时的传教还未得到明朝皇帝的允许，因

此利玛窦在南昌传教比较谨慎，主要在上层传教，还

不敢向民间扩大传播。而中国的百姓对基督教和传

教士疑虑重重，有着与生俱来的排斥心理。据《利

玛窦中国札记》记载，利玛窦助手的到来，在南昌城

里“引起了某些关切。百姓们天生猜疑外国人，很

容易产生几乎各种各样的想法或说法；认为洋人必

定在搞什么鬼名堂，危害公益”。当时，南昌城里流

传着谣言，说利玛窦的医生朋友王继楼偏袒他们，因

为他们把可怕的炼金术秘密教给了他。“这类谣言

在重复着，但却静悄悄地，没有出现公开骚乱的迹

象”。[1】‘第十三章·哪’
与此同时，利玛窦想买地建教堂的计划，在一开

始也遇到了不少阻碍与困难。先是南昌知府王佐

“过于胆小，生怕自己受到连累”，拒绝发给利玛窦

允许购买房屋并在城里定居的文件，并撤销了原先

允许在城里的各种权利，“这几乎使教团宣告终

结”。[1】‘第十三章'嗍’而后又有居民因不愿与西洋人同

住一条街，而加以阻挠。这是利玛窦在南昌传教活

动中遇到的第二次风波。利玛窦面对这些阻碍，并

不气馁，到处奔波，请相识朋友帮助。他带着礼物前

去拜访自己的朋友——江西巡抚陆万垓，希望“通

过他的权威而保障教团的安全”，“请求他根据他持

有的护照，发给一份允许他购买房屋并在城里定居

的文件”。⋯‘第十三章·嘣’陆万垓收下礼物后，答应跟
知府王佐商量此事。王佐开始要教团接受郊区寺庙

里的一处地方，但被利玛窦拒绝，因为佛教的教义和

基督教不同，会妨碍福音的传播。后来通过朋友们

的说项，王佐最后口头允许利玛窦等人在南昌城中

居住。为了得到购买房屋的书面文件，利玛窦马上

又写了《西国记法》一书，连同一只瞄准北极的钟和

一副星盘一起送给陆万垓。陆万垓和知府王佐认真

讨论过此事，王佐的答复是“不需要文件，有了口头

同意便够了”。⋯(第十三章，嘲’因此陆万垓建议利玛窦

“先去把所需的地皮和房屋买下，不要管书面保证，

可以放心不会发生什么麻烦”。[1】(第十三章·哪’后来利

玛窦从王佐那里也得到相同的回答，王佐甚至许诺

说他将充当神父的保护人。利玛窦随即送给王佐两

个日晷作为回报。在购房要求得到陆万垓、王佐等

官员的口头允准后，利玛窦决定抓紧时机购买房屋，

“免得官员们的善意会冷却下来，或者出现意外的

阻挠。”⋯‘第十三章·嘶’利玛窦随即在靠近知府衙门的
黄金地带花六十金币购置了一处房产，建立了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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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这是他在中国继肇庆、韶州天主堂之后建立

的第三所教堂。房屋买下后，“由于担心发生骚

乱”，利玛窦他们秘密地准备搬迁事项，“以致在邻

居还不知道他们要住到这里之前，他们已经住进去

了。他们就用这种方法消除了任何编造反对他们到

来的谣言的时间”。【1】‘第十三章·唧’后来，当保甲长向
知府王佐诉说有些陌生人住到他们的地段时，王佐

马上安抚那些保甲长，说奉总督(即巡抚陆万垓)之

命，已经彻底调查了利玛窦他们到来的事，总督已经

允许他们买房居住。并向他们保证，利玛窦神父在

广东住过二十多年。从未打扰任何人。他本人也知

道利玛窦神父是个好人，不应被遣送走。保甲长得

知有巡抚、知府这一背景后，满意地走开了，并把这

一切都向邻居解释清楚。[1】‘第十三章，踟’与此同时，利
玛窦在房子一买下来，马上就去拜访南昌城里所有

的大官，送给他们一些从澳门带来的薄礼。第二次

风波就这样得以平息下来，利玛窦在南昌传教的

“垦荒”工作至此有了一定的进展，利玛窦在南昌终

于站稳了脚跟，获准在城中定居买房，建立了教堂。

南昌教堂由葡萄牙传教士苏如望协助利玛窦管理。

从此天主教开始在南昌传播开来，并逐渐发展到江

西其它地方，使江西成为基督教传播广泛、影响深远

的区域之一。

利玛窦在南昌经历的两次传教风波，是中西两

种不同文化相互碰撞的表现。前一次风波是西方天

主教与中国道教冲突的反映，是中西两种不同文化

在南昌的首次碰撞，对利玛窦后来在南昌的传教有

过影响。后一次风波也体现了中西两种文化的冲

突，由于利玛窦得到了江西巡抚陆万垓、南昌知府王

佐等官员的支持，不仅使风波得以平息，而且还被获

准在南昌城中定居买房并建立教堂，从而为天主教

在南昌的传播开辟了基地。利玛窦在南昌三年，以

传授科学知识为媒介，将天主教义与儒家的伦理观

念相融合，并习学中国士大夫的生活方式，逐渐发展

了他的传教事业，也完成了基督教的中国化过程。

他所实行的把西方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传

教方针，为天主教在南昌乃至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

础。同时他将西方文化传人南昌，扩大了南昌士民

的视野，使南昌成为西学东渐较早的地区之
一。[5】(Pl∞_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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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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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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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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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期刊论文 肖朗.Xiao Lang 利玛窦与白鹿洞书院及其他——以文献整理视角的考察 -江西社会科学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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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从文献整理的视角出发,主要对《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书信集》等文献中有关利玛窦在南昌生活期间(1595-1598)与以章潢为首的白鹿

洞书院师生交往的记载加以整理,兼而考察中外学者就此课题所开展的先期研究及其成果,在此基础上力求对课题研究的现状及有关问题作一初步的梳理

,以期推动学界对明末清初中西文化教育交流的研究.

8.期刊论文 李明山.LI Ming-shan 利玛窦传教团韶州传教事略 -韶关学院学报2009,30(4)
    意大利的利玛窦在明朝末年作为耶稣会的传教士到中国传教,韶州是他在大陆传教的第二站.1589年8月他从肇庆来到韶州,通过结交官府和士大夫,得

以在西河光孝寺旁租地建屋,设堂传教.他在地方文士瞿太素帮助下,蓄发儒服,学术传教,能够比较顺利地四处传播宗教.利码窦在韶州立足六年,教务工作

取得了一些进展,同时也引发了多起争端(教案).1595年他又以韶州为跳板进入江西,并得以进一步向南昌、南京和北京发展.

9.期刊论文 林中泽.Lin Zhongze 从利玛窦的书信和日记看晚明的天、释关系 -学术研究2009,""(4)
    第一批进入肇庆的耶稣会神父们虽然以"西僧"的面目出现在中国人面前,但他们对佛教的本质是有深刻认识的,他们的排佛策略早就成熟,只是当时与

佛教并未真正接触,因而矛盾并不尖锐.到了韶州以后,神父们大量接触佛教僧侣和信徒,二者的矛盾开始产生,但一方面由于西士仍未易装和改变外形,另

一方面由于利玛窦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政策,这种矛盾仍未公开化.到了南昌和南京时期,随着西士"西儒"形象的形成,利氏开始对佛教进行全方位的批判,在

公开的辩论中主动实施"借儒排佛"策略,引起了佛教界的反击.北京会院建立以后,利氏本人继续其结交社会上层的活动,并从理论的高度进行排佛,而他的

同事们则大多从事皈依普通民众的工作,他们的激进方式为以后发生的教案埋下了隐患.

10.期刊论文 施劲松.王齐 从利玛窦看中西文化交流 -南方文物2010,""(3)
    2010年是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逝世400周年.利玛窦于明万历十年(1582年)到达澳门,后至肇庆、韶州、南昌、南京

,最终于1601年来到北京定居,直到逝世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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