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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后，随着其海外

殖民事业的拓展，西方天主教会输出宗教

的热忱宅前高涨。为了扩张势力。天主教

建立了传教组织“耶稣会”，转向东方发

展。由于利玛窦之前来华的耶稣会士与澳

门殖民者保持密切关系，明初政府实施了’

闭关海禁的对外政策，加上驻澳门耶稣会

士实行的完全“葡化”的传教方式过于陈

旧、催|化，不少传教士便认为“让中国人改

变信仰”会如同“接近月球”一样困难。悼

在此背景下，天主教会中范礼安等提fn了

针对中、日等东方围家的“文化适应政

策”。稍后，罗明坚、利玛窦等受命来华传

教。利玛窦等所采用的天主教儒学化传教

方式，被康熙皂帝命名为“利玛窦规矩”，

其主要内容如下：

1．为了减少传教阻力。在传教过程中

通过交结和皈依上层官员、文人学士。奉

行上层路线。达到在华传教的最终目的。

利玛窦多次讲道：“假如有一批知识分子

或进士、举人、秀才以及官吏等进教，自然

可以铲除一般人可能对我们的误会。如果

士大夫相信我们，而其他的人也就更容易

皈依了。⋯⋯一位知识分子的皈依较一般

教友更有价值，影响力也大，我设法使知

袁大为赏识．于5月底特赐杨度亲笔题写

的“旷代逸才”的四字匾额一方。在组建“筹

安会”的时候，杨度还多次策动繁锷参加。

杨度之外的十三太保当中，另一重要

人物是交通系魁首、总统府秘书长梁士

诒。起初，梁并不热心帝制，后在袁克定的

逼迫之下，表示要全力以赴，用钱包在自

己身上，并提供了推动帝制的路线图。

除了十三太保之外，还有一些人对帝

制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陈宦：1915年11月。陈宦受命为四川

都督，临行前，伏地几叩首，并跪着上前。

嗅袁世凯的脚，大呼：大总统如明年还不

登基，我陈宦此去到死都不回来了。陈宦

识分子皈依成为教友，对象不是大批民

众。”1214．12为了更方便与中国的官员和士大

夫的交往，赢得其信任，从1594年起，利

玛窦不仅开始蓄发留须，还由身着僧装改

为身穿儒服。他非但接受了中国式礼节、

生活方式。而且放弃了部分两式生活方

式。他说：“每天只吃大米，而无面包与葡

萄酒，为此我并不十分痛苦，由于已习惯

了这种生活多年，如让我更改此习，我还

会感觉有些不便呢。”f2p”在传教过程中，

利玛窭结交了不少名士与权贵。在南京居

住期间，利玛窦通过瞿太素的帮助，南京

礼部侍郎叶向高、杨庭钰及思想家李贽、

徐光启等受利玛窦等人的影响成为护教

论者，有的甚至接受洗礼成为教徒。

2．在传教过程中利用西方的科技知识

引起中国人对于天主教的注意。利玛窦在

中国传教过程中很快发现，中国人对“实

学”比对天主教更有兴趣。为T引起更多

中国人对天主教的注意，他首先向中国人

介绍了天文、地理、数学、物理等方面的知

识。他随身所带来的三棱镜、自鸣钟、地球

仪、世界地图等物品以及他所讲的数学、

天文学等知识深深吸引了中国官员和文

人。传教士们所翻译的西学书籍，如《几何

这些北洋将领，想的就是：大哥做了皇帝，

小弟也挣个将军到手。

阎锡山：阎锡山尽管是同盟会员，可

在帝制期间为保全自己的地位，极力推

动，还把自己的父亲阎书堂送到北京租屋

居住，表面上是请老人家逛逛北京，实际

上是把父亲作为人质，使袁对他放心。

张作霖：他曾对袁世凯发誓道：关外有

异样，惟作霖一人是问，作霖一身当之。关

内若有反对者，作霖愿率本部以平内乱。

古德诺：1915年7月，美国霍普金斯

大学校长古德诺博士访华，并于8月20

号发表《共和与君主论》，认为中国民智低

下，只宜行君主立宪而不宜行共和。

原本》、《乾坤体

义》、《坤舆万国全

图》等深受巾国人

喜爱，甚至就连利

玛窦本人也被中

国官员和文人当

作“世界上最伟大

的数学家”加以追捧。明末徐光启、李之藻

等人就是在阅读利玛窦编译的书籍之后

开始倾慕西方科学，而后又成为天主教信

徒的。

3．为了规避天主教与儒家文化的冲

突．传教士们极力将儒学与天主教撮合，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并实行了“补儒”、“合

儒”想法。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首先必须

面对当时中困的主流儒学文化，对它的态

度和看法如何成为能否在华真正进行传

教的关键。为此，利玛窦等传教士努力精

通中文，刻筹钻研儒学。当双方不可避免

地出现冲突时，他们并没有针锋相对或恪

守成规，而是不惜把天主教教义稍微做了

些调整和变通，试图最大限度地把天主教

和儒家文化会通糅合，使之成为适合中国

儒学文化的宗教。比如，利玛窦在其《天主

实义》、《二十五言》、《交友论》等著作中，

不仅着霞从孔盂儒学经典中寻求与基督

教教义相似或相通之处，而且利用孔盂儒

学思想论证、附会、诠释天主教教义，大胆

地用￡古典籍中的“上帝”、“天”来对应基

督教教义中的“神”和“天主”。

4．对中国传统的习俗保持宽容的态

度。甚至允许中国天主教徒继续传统的祭

日置益：1915年1月18号，日本公使

日置益对袁世凯面递《二十一条》时说：

“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总统再高升

一步。”

朱尔典：英国公使朱尔典在中南海怀

仁堂国宴间，竞用英语尊称袁世凯为“陛

下”。
·

从上可知，袁世凯当上皇帝，既有自

己的原因，也有客观的条件，合在一起，成

就了袁世凯的83天争帝梦。这是袁世凯

的人生高峰，同时他的事业包括生命也在

同一时刻戛然而止。

★作者简介：苏全有。河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

长，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后

团帮拦晷
万方数据



面窝白西

天、祀祖、拜孔等礼仪。与很多传教士的观

点相反，利玛窦认为中国人在祭祀祖先时

只是表达了后人对于祖宗先辈的敬意，没

有宗教的含义，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

教义。所以主张允许中国教徒继续保持祖

宗的牌位，在牌位前点香行礼。同时，他认

为读书人和官员祀孔是中国的传统，这是

为了感谢孔子在书中传下来的崇高学说

使他们能得到功名利禄，同样不是宗教性

的活动，因而他也允许教徒到孔庙参加祭

奠活动。

总之，按照“利玛窦规矩”，传教士们

一方面以尊重中国本土文化的谦虚态度。

借助中国文化固有的阐释结构解释基督

教教义，另一方匾又从文化外在形式，如

服饰、语言的认同和适应．深入到内在哲

学思想的调适，从而使天主教得以进人中

国社会。

事实上，明末清初的中西方文化交流

面临着诸多障碍，中西双方在尚未彼此真

正了解的基础上，可谓各怀心计，各有打

算。但以“利玛窦规矩”代表的天主教传教

策略在客观上却促成了中西方文化的首

次大规模交流。据美籍华裔学者钱存Uil的

研究统计，1584至1790年间，利玛窦、金

尼阁、艾儒略等来华耶稣会士所译西学书

籍约计437部，其中，关于天主教教义类

251部；数学、天文、物理机械、医学等科学

技术类131部；哲学、教育、地理等人文科

学类55部1310

客观地说，欧洲科学从16世纪末起

传人中国，这主要不应归功于传教士们

的积极性，因为传教士们并不是为了传

播欧洲的科学才远涉重洋来到中国的：

而主要取决于当时“理学”衰竭之下，一

部分中国人主动地向西学“实学”表现出

的好奇与需要。比如，李之藻从青年时代

就酷爱地理学，孙元化向徐光启学习数

学。徐又向传教士们引荐了特别关心西

方火器的孙。王征从其舅父处继承了对机

械学的迷恋和天才，当他发现传教士们拥

有图解机械学原著时，便被吸引到传教士

一方了忡。这些经由传教士传入中国的科

学知识，有的是该学科中的启蒙或经典之

作，这客观上对于丰富中国的科学文化，

促进中国近代科学家的成长有一定的作

用【5脚一。

传教士在向中国传播西方文化的同

时，还将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如罗明坚

翻译了《大学》的部分内容和《孟子》，利玛

窦翻译了《四书》，卫方济编译了《中华帝

国经典》，殷铎泽翻译了《论语》和《中庸》，

殷铎泽与柏应理编译了《中国之哲人孔

子》，刘应翻译了《书经》和《礼记》，雷孝思

编译了《中国最古之书易经》。宋君荣编译

了《法文书经》等16144～。中国的儒学思想传

到欧洲后，被加以重构，成为启蒙思想家

的素材直接影响着欧洲的思想界。正如赫

德逊所说，因为18世纪欧洲在思想上受

到的压力和传统信念的崩溃，使得天主教

传教士带回的某些中国思想在欧洲具有

的影响，超过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影响【7l。

重农学派的代表、有“欧洲孔子”之称的魁

奈认为，中国的《论语》是“讨论善政、道德

及美事，此集满载原理及德行之言，胜过

希腊七圣之语”I啷。

在自然科学方面，突出地表现在西方

传教士对于中药、天文历法、中国建筑的

关注。医药学方面，邓玉函研究中国本草

80余种，卜弥格的《中医津要》、冯秉正的

《中国通史》论述丫中医和中药，殷弘绪向

欧洲介绍了中国医药和保健技巧，韩国英

的《北京教士报告》论述了中国医治天花

的病理。天文学方面，李明的《中国现状新

记》和宋君荣的《中国天文史略》介绍了中

国人对星象、日食的观察记录和干支计年

法。建筑学方面，兼乾隆宫廷l田．师的王志

诚向欧洲详细介绍了中国园林的特点。后

来伦敦、波茨坦、慕尼黑、凡尔赛等地的建

筑都反映了中困建筑艺术的风格。此外，

传教士还从经济、军事、地理、社会风俗上

向欧洲介绍了中国。同一时期，汉学研究

和教学机构在西方大学纷纷建它。中国科

技的西传启发了近代的欧洲科学家，他们

开始将中国科技纳入他们的研究视野。据

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研究过程中就

曾广泛涉猎中国科技资料。总之，中国科

技对于欧洲的影响正如李约瑟所说：“世

界受惠于东亚，特别受惠于中围的整个情

况已经非常清楚的显现出来。”19衄

明末清初“利玛窦规矩”所表征的文

化适应策略，对于今天不同文化间乃至不

同文明间的交流对话具有普遍借罄意义。

第一，相互尊重是不同文化间交流与

对话的必要前提。在不同文化交流的过程

中，不仅需要克服自然的屏障和隔阂，而

且需要超越思想的障碍和束缚，更需要克

服心态上的偏见和傲慢。交流双方都应本

着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态度对待彼此的

文化。尽管利玛窦等人在中国传教的过程

并不是与中国人处于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地位【lOl，但他们在传教过程中对中国文化

传统所持的尊重态度确实是促进双方文

化沟通的一个重要阒素。

第二，增进彼此了解是不同文化交流

的重要条件。明末清初，天主教之所以能

够在中国得到传播，其中一个重要冈素是

中两双方通过彼此学习、了解，认识到天

主教和儒学至少在宗教道德方面有诸多

相通之处。比如，天主教与儒学在信仰观、

人性论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存在差异，

但两种学说都相信一神论，都主张“仁

爱”，都重视：专神道德修养问题。而这一认

识结果是双方对彼此的文化作了一定程

度的认真沟通和了解之后得到的⋯l。

第=三，面对彼此问的差异，双方要以

“和而不同”来代替文化对抗。明末清初中

西双方企图存天主教神学与儒学之“异”

而求其“同”的做法，虽然不是出于高度的

理论自觉，但在欧洲推行殖民扩张的时

代，其实质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

不同”思想相一致的，这无疑在当时代表

着一种历史进步。再加上明代的社会上层

人士以至清代的康熙皇帝等对两方传来

的天主教，特别是传教士所介绍的科学文

化采取的补我所短、为我所用的包容态

度，为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营造了较

为和煦的环境11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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