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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学精神与明末政治伦理
——明末中西文化冲突探因

王 剑

(吉#大学历史系．吉林臣在I 30012)

摘要：在儒释道三教会通成为明末文化领域中最突出的特点时，敢洲耶稣会士东来并把天主教

传A中国，参与了此时以会通为内容的文化交流．在天主教的本质天学精神与中国的传统文化

进行会通时，天学精神与明束的政精伦理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此外迁对明末社会的稳定提出

挑战：对内体现为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是“邪教惑民”．对外则体现为传教士与海盗殖民者的

“勾结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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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懦释道三教会通成为明束文化领域中

最突出的特点时，欧洲的耶稣会士东来，并

把天主教文化传人中国，参与了此问以。会

通”为内容的文化交流。面对相属异质的中

国传统文化，天主教文化的本质——天学精

神在会通中国文化时，必须对中国文化进行

选择。儒学伦理困其在中国文化中固有的本

位特征而成为天学精神会通的首选。而天学

精神对儒学伦理的会通并没有也不可能涵盖

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垒部。因此传教士们在

传教过程小主要是做了一些旨在同化中国传

统文化中不利于传教的崽想、观念和行为，体

现了天学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异质差异。

事实上在明末的传教与反教中，两种文化除

了存在异质差异外还存在着直接的表面冲

突，即天学精神直接切人明末社会，并对中

国既成的政治伦理和国家稳定构成了挑战。

天学精神与明末政治伦理的冲突

在欧洲的封建社会，天主教作为天学精

神的主体，不仅仅是意识形态，而且一直存

在着世俗化的趋势。在中世纪早期，教会实

际上既是政治组织，也是经济组织。在教会

的辖区内，还设有教会法庭，《圣经》中的～

些文句，不仅是教会法庭的准则，而且在世

俗社会也相当具有法律效力。绝大多数的高

级教职人员，在地方还担任行政职务。尤其

是从教皇到教士的等级森严的教权体系，在

中世纪的欧洲，形成了独特的教会权威，时

常干预地方的世俗事务，与世俗的封建官僚

所构成的政权权威形成冲突。从12、13世纪

起，随着英、法、德、意、西班牙等封建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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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国家的出现，世俗君主的权力膨胀，排挤

着教会的权力，甚至公开与教皇争高下，使

得教会神权的威信在和世俗君主的争斗中逐

渐降低。到了1 5世纪的康斯坦茨第二次宗教

会议(1414—1418)以后，教皇的地位明显

降低，以英、法、德、意、西班牙五个民族

国家为投票单位，决定欧洲天主教的重大事

务，教会势力有所削弱，而民族国家的世俗

势力却相应得以提高。在几个世纪的世俗化

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教权与世俗权力的矛盾，

正是这种矛盾的长期延续，使得天主教在外

传的过程中，把教会对世俗权力的戒备，或

者说，想重树教会权威的欲望，一起溶入天

学精神并传到了外地。

天主教在欧洲世俗化的结果，如果说在

欧洲大陆，教会还留有优势并能够接受世俗

政权挑战的话，那么，天学精神传人中国后，

面对高度发达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壁垒森

严的中国传统政治，传教士们在欧洲时拥有

的各种各样的权威与威望，就荡然无存了。在

中困的政治文化环境下，寻求与中国传统文

化中主体部分的认同，也就势在必行。当然，

这次寻求认同，已基本没有了强大的教皇权

力作为后盾，敢同明朝的世俗政权明火执仗

地对立，而是更加隐蔽、顺从地在中国传统

政治下作适当地调和。

众所周知，在秦汉以后的中国杜会里，中

国逐渐形成了以专制君主为核心，以“家天

下”的政治模式为形式，以严格的封建等级

为社会规范的政治体制。在这个体制里，“国

与家是相通的，君权与父权尾相互为用的”，

“一般地社会秩序，不是靠法来维持，而足靠

宗法、靠纲常、靠下层对上层的绝对服从来

维持的”。口1在传教士东来的明末社会里，这

种政治体制经宋明理学的强化，使得君权神

圣、封建等级纲常等政治伦理，已经十分牢

固地内化到每～个读书人的头脑里。

天学精神与明末政治伦理的冲突，首先

表现在天学精神的“民风国政等事”与明末

君权神圣的政治伦理之间的矛盾。传教士东

来以后，立据城镇，交通王候，甚而接触帝

王。他们通过言传身教-或著书立说，广泛

地宣传天主教国家的“民风国政”等天学精

神。“据彼云，国中君主有二，一称治世皇帝，

一称教化皇帝。治世者摄一国之政，教化者

统万国之权。治世者相继传位于子孙，而所

治之国，属教化君主，有输纳贡献之款。教

化者传位，则举国中之习天教之贤者而逊焉。

是一天而二日，一国而二主也”。Ⅱ1很显然，传

教±所宣扬的是政教分治且神权高于政权的

中世纪神权至上的政治伦理。因此，传教士

所言的“民风国政”与中国传统政治模式中

君权至上的政治伦理之间的差异，触动了中

国反教士大夫敏感的神经。他们唯恐君道一

系的政治模式被天主教国家的“国中有二

主”的分治传统冲破，害怕在中国万世一体

的君道之上，再凌驾一个教化君统，并对其

输诚纳贡。选种政教分治的传统以及教化者

高于世俗君主的模式，明显不符合中国的由

“天人合一”演化而来的政教合～观念。更何

况“国有大故，亦多与僧谋”的分权行为，也

不符合中国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因此，明

末儒士把“一天而二日，一国而二主”的天

主教视为邪教，喊出了“何物夷妖，敢以彼

国二主之夷风，乱我国一君之治统”。口1

其次是天学精神中的“上帝面前人人平

等”的观念与中国传统政治中的纲常伦理之

间的矛盾与对立。在中国的政治伦理中，维

护封建等级的纲常伦理是十分重要的，而且

这种观念经宋明理学的宣扬已自觉地深入中

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但天学精神却宣扬在

“天主之公父”面前，人人“平为兄弟”。虽

然在事实上天学精神的“平等j【!ll念”与中国

的等级纲常伦理存有很大的差异，但在对天

学精神不甚了解的反教儒士看来，天学精神

的平等观就是“悖论”，如陈侯光害怕“以子

比肩于父，臣比肩于君，则悖伦奠大焉．oka]邹

维琏则担心：“世间君父同为兄弟，何足事

哉?”“o许大受认为，中国自古讲究的伦常纲

道，是建立在君臣以敬、父子以恩、昆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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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夫妻以别、朋友以信的基础上的，坚不

可动摇，其问各有取义，不能颠倒，而夷辈

宣扬君臣关系“皆以‘友’道处之”，【53必然会

直接威胁中国的等级纲常。

最后是天学精神的上帝崇拜与中国政治

伦理中的圣人崇拜的矛盾与对立。“除耶和华

外不可信别的神”，[63是天学精神中最突出的

观念。因而传教士进人中国后都有一种共同

的文化心理，即否定排斥对天主敬奉以外的

一切崇拜。由于天学精神把儒学伦理当作传

教的契合点，因此，他们在对待明末三教的

“偶像”时，还是有区别的。对佛道二教，传

教士们不但把“佛、菩萨、神仙斥之日魔鬼，

盲其必入地狱”．而且对“祭拜天地、日月、

菩萨、神仙”的人也说成是“犯天主之大

戒”。在现实传教中，甚至还令其信徒对佛道

两教所信奉的神像进行直接破坏，“观音、菩

萨、关圣帝及梓童帝君、魁星君、吕租帝君

等像，皆令彼奉教之徒进至彼所，悉断其首，

或置厕中，或投火内”。o埘待儒学，传教士虽
没有直接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

孔子等圣人斥为魔鬼，但他们通过比附教中

“十诫”，让上帝“凌驾于五帝、三王、周孔

之上”，并对儒士尊崇的“孔子太极之训，春

秋之作，盂氏仁义之对，无后不孝之言”等，

“皆见指摘”。[‘1如，对于中国人的修身事亲行

孝之事。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吾身即亲之身

也，知人知天，皆修身事”，而天学精神则主

张“事亲不可以知天也”。[日3把事天和事亲对

立起来，禁止教徒事亲行孝。对于“无后不

孝，无子娶妾”之事，天学精神认为也是犯

丁必人地狱之戒。为此，黄贞曾私下问艾儒

略：“文王后妃众多，此事如何”?艾氏沉吟

甚久不答。黄贞又说，这是“立千古之大

案”，只有讲议明后，“方能令人了然皈依而

无疑”，于是艾氏说“文王亦怕人地狱去

了”。”3如果说天学精神把中国历代尊奉的文

王等圣人打人地狱，只是犯了“谤诬圣人”的

大戒的话，那么在现实生活中“举中国历来

圣帝明王有妃嫔者”，包括当世皇帝及普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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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官僚在内，恐怕就“皆脱不得天主地狱”，

从这个意义上说，反教儒士的反教行为，不

仅具有维护传统政治伦理中的圣人崇拜的意

义，而且还有维护自身形象的动机。

天学精神与明末政治现实：邪教惑民

从本质上说，天学精神与明束政治伦理

的冲突，仍然是东西文化的异质性的反映。而

事实上，明束反教运动的出现还有其深刻的

现实政治因索，正如有的学者称，“对天主教

的排斥、打击，首先不是因为它的教义表现

出来的异质性，而根本上是因为它作为～种

机体之外的有组织的活动，对中国社会的豆

性存在构成了威胁”。【。3

明末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十分动荡的

时期，国内的许多矛盾一触即发。东南沿海

的倭寇和西方海盗殖民者的骚扰，北部蒙古

族的一些地方势力也不时乘问南下，以及辽

东战火的燃起，尤其是东北的战火，使得整

个大明帝国处于民族战争的戒备状态。在这

个大背景下，整个国家以。华夷之辨”为核

心的民族观念空前高涨。东南沿海各省园屡

受倭寇和西方海盗的入侵，民族排外情绪很

高，许多早期传教士都曾论及中国人强烈的

排外情绪。夭主教士的东来，正好赶上了大

明帝国空前排外的大气候，因此，即便是这

些传教士是安分守已的，在中国人的排外意

识中，遭到怀疑或排斥都是十分自然的。

天主教传人后不久，国人对其究竟是何

种东西，也是模糊不清的。时人沈德符认为，

“盖天主之教，自是西方一种，释氏所云旁门

外道，亦自奇快动。若以为窥伺中华，以待

风尘之警，失之远矣’Jo[to](卷30，太西洋)当

时的大思想家李贽和利玛窦交往一段时问后

也说，“我已经三度相会，毕竟不知到此何干

也。意其欲以所学易周孔之学，则又太愚，恐

非是尔”。口”(卷1，与友人书)至于那些反敦

的士大夫们，他们大多缺乏对天主教作认真

解读的热情，即便是有些欲弄清其真相的士

 万方数据



大夫，也多带着先人为主的偏见。如吴尔成

记有“天主生于汉哀帝时，其名日耶稣，其

母日玛和亚，又云，被恶官将十字枷钉死。是

以西洋罪死之鬼为天主也，可乎不可乎?将

中国一天，而西洋又一天耶?将汉以前无天

主，而汉以后始有天主耶?据斯谬谭，直巫

觋之邪术也”。口“不管国人、上大夫怎样认

识，有两点是相同的，一是对天主教的认识

是十分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二是对天主

教可能会给中国社会的“嚏性存在”造成的

危害存有一定的戒备心理。

可以说士大夫们对天主教存有戒备之

心，并非是吴牛喘月。在明代的法律中，对

不符合传统礼俗的歪门邪道有着明文的禁

止：“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

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自莲社、

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

隐藏图象，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

扇(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

百，流三千里”。虽然在这条法律颁行之前，

天主教还没有传人中国，当然也不会将其列

入禁例。但传教士的传教仪式却引起了反教

儒士的注意，并和明律中禁止的“师巫邪

术”联系在一起。“从其教者，洒之以水日洒

圣水．擦之以油日擦圣油，不为书符咒水乎?

其每月房虚星昴大小瞻札等日，俱三更聚集，

天明散去，不为夜聚晓散乎?种种邪术，煽

惑人民，岂可容于尧舜之世?”口”这是反教儒

士从法律的角度来判断天主教是否是邪教，

因而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反教儒士的思维取

向，那就是把传教士的宗教话动，也视为中

国固有的邪教邪术。

中国民间的一些邪教，一直是令统治者

头痛的一种势力。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农

民起义是利用宗教组织发动的。白莲、闻香、

无为等教，在有明一代发动大大小小的起义

达数十起，“东省白莲之祸”、“西省赤子之

危”的担忧．时时困扰着封建统治者，因而

给反教者造成了一种“从来妖人之惑众．不

有所借托，不足以倾愚民之心”的定式心理。

而反教者把天主教认同为自莲等耶教的关

键，正在于他们把传教士们的洒圣水、擦圣

油、夜聚晓散、大小礼拜等宗教仪式，与白

莲、闻香等宗教的神秘气氛，以及历史上的

“社火、狐呜、鱼腹天书、石人一眼之类”的

做法，视为同出一辙。特别是所有信徒“虬

剪字贴户门为记号”[121的做法，也很容易被

反教者认是某种特殊组织的标志。

传教士的一举一动，随时左右着反教者

的视线。利玛窦有效的传教方式，迎合了一

大批高层士大夫，但在耶稣会内部，对利玛

窦传教方式存在认识差异，利氏死后，传教

转向下层群众成为龙华民继任后的一个特

色。一些深受利氏传教路线影响的明智分予，

继续在高层士大夫之中传教，以期扩大影响，

而更多的狂妄之士，认为利氏的路线不但有

违教规，而且传教见效慢，囚此他们企图以

天堂的美丽和对地狱的恐怖来诱化民众，大

量地转向教化平民百姓。这一转化很快为反

教儒士发现并抓住把柄：“对士大夫淡，则亩

天性”，而“对徒辈论，则言神术”。【l”特别是

对平民的传教，传教士们为了转移士大夫对

平民传教的关注，故意把每周的礼拜安排在

夜晚，“天未明而至，日未出而散”，以期减

少“道路为之喧哗”的机会，却适得其反。反

被反教士大夫认为是“邪教惑众愚民”。

反教儒士把天主教与白莲、闻香等邪教

等同，除了从维护封建统治长治久安的角度

着眼以外，还有维护封建男女伦常的成分在

内。深受宋明理学影响的反教儒士，都对自

莲、闯香等邪教的“男女混杂”行径深恶痛

绝，因为它根本地违背了“男女授受不亲”的

伦常。“今天主之邪说，阳教人谨邪淫，阴以

己行贪欲，虽男女名不混，而实最混”。”。所

以，在反教儒士看来，天主教的“邪教惑

民”还破坏了中国的封建伦常。

综合反教儒士维护封建长治久安和封建

伦常的双重要求，反教儒士把天主教认同为

白莲等邪教，进而要求严防，就十分自然了。

甚至他们认为“白莲、无为等教，乃疥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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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不足忧也。天主邪教人中华，天下无有

辟之者，此真可为痛哭、流涕、长叹息者

也”。r’3由此可见，反教儒士对天主教的“邪教

惑民”的恐惧是何等深切。

天学精神与明末政治现实：海盗扰国

如果说反教儒士把夭主教视同为“邪教

惑民”，是出于对社会内部稳定的一种考虑，

而传教士在明末社会中的所作所为事实上是

“簧鼓虽有的据，跳梁尚无实迹”[I“，因而反

教儒士对天主教的“邪教惑民”的恐惧仍然

是潜在的。那么，明束儒士把传教士视为

“海盗党类”，则是出于对明末社会的外部稳

定，即国家安全的一种考虑，且与传教士同

宗同种的海盗活动的猖獗，更增加了反教儒

士对传教士与海盗勾结扰国的危机感。这种

危机感，完全是在明末社会动荡的大气候下，

儒士阶层的一种显性的对现实的流露。

自明武宗正德年间，西方海盗殖民者东

来，占据南洋的许多地方。葡萄牙于正德六

年“据满刺加地，逐其王”oElS3(卷325，佛郎

机传)继葡萄牙之后．荷兰也于万历二十九

年，“驾大舰，携巨炮，直薄吕宋”，口”(卷325，

和兰传)为吕宋力拒，而转薄香山澳。很快

南洋诸国及中国的南部沿海多为西人所扰。

有明一代，南洋诸国在政治上多是明朝的

“牧封之国”；在经济上，南洋地区的香料贸

易也多为明朝所垄断。西方殖民者对该地区

海盗般地强占后，不仅破坏了原先的政治格

局，抢夺了中国的香料贸易的垄断地位，还

对我国的南部沿海地区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明武宗正德十二年，葡萄牙人。驾大舶

突至广州澳口，铳声如雷，以进贡为名，抚

按查，《会典》无『El例，不行，乃退泊东莞南

头盖房树栅，恃火铳自固”。十三年卫因上年

求市不行，“驾大舶，突A广东会城，炮声殷

地。留驿者违制交通，入都者桀骜争长”，后

虽为广东军民驱逐，但仍一直逗留于南部沿

海。嘉靖中期以前，又逐渐北移闽浙沿海，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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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倭寇和中国的海盗相勾结“纵横海上，无

所忌，来者接踵，而海上始多事矣”。荷兰人

也于万历中，“侵夺台湾地，筑室耕田，久留

不去”，更有甚者，竞“驾四舶，由虎跳门薄

广州，声富求市”ortS3(卷325，和兰传)西人

的这些过格之举，虽都为明水师所破，也选

到了西人“不敢窥内她者数年”的效果。但

是，南部沿海地区的西方殖民势力，尤其是

葡萄牙人，“人潦镜澳筑室，以便交易，不逾

年多至散百区，今殆千区以上”，以及西班牙

人、荷兰人屡次对我国的蟛湖列岛、台湾一

带用兵，可以说，早已成了明末统治者的心

腹大患。夷人的“殆千区以上”的规模和对

明朝的直接用兵，使得明朝传统的“威震四

夷”的地位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西方海盗殖民者殖民东南亚以及直接骚

扰中国的南部沿海，对中国国内的影响是巨

大的。欧人东来后，明朝对南洋事务多采取

“王者不事夷狄”的态度，和南洋诸属国问的

政治经济来往已经很少，但逐渐兴起的走私

贸易却迅速发展起来。【l口西方海盗殖民者殖

民南洋的情况也多由他们传回大陆。而传到

反教士大夫耳朵里的大多是经过夸大的观

念：“到一国，必坏一目，皆即其国以攻其国，

历吞已有三十余，远者难稽其踪，最近而吕

来，而米索国、而三宝颜、而鸡笼、淡水，俱

皆杀其主，夺其民，只须数人便压一国”01173

正是这些被夸大的传说，尤其“只须数人便

压一国”的说法，更增加了中国士大夫对西

方殖民者的恐惧。而西方海盗殖民者骚扰我

国沿海地区的传说则更为恐怖，“其人久留不

去，剽劫行旅，至掠d,Jh为食”。[1”(卷325，

佛郎机侍)其中“掠小儿为食”的传说流传

最广，明代文献《武宗实录》、《世宗实录》、

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i黄佐的《广东通

志》均有记载，甚至到清代修《明史》时，此

说仍被收人。虽说这些传说现在已被证明是

不可靠的，但在当时，人们仍是深信不已。

在明末，反教儒士公开地、大规模地反

对西方传教士的开始，与这个时期南部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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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西方海盗殖民者肆意的侵略活动，绝不

是时间上的偶合。传教士与殖民者一道浮槎

东来，而且他们的相貌、语言大体相同，尤

其是当时东来的传教士“亦居此澳”，并且大

多效又是以澳门为跳板进入内地的，这就给

对西方传教士缺乏充分了解的中国反教儒士

们留下这样的一个印象：他们是一丘之貉。特

别是在当时的“闽海士民”中间，曾流传着；

“(传教士)先年同其党类，诈称行天主教，

欺吕宋国主，而夺其地，改号太西洋,,Ds3的说

法，更增加了人们对传教士的不良印象。如

果说殖民者在南部沿海地区的耀武扬威，让

“广人苦之”而直接受到东南部沿海军民的直

接驱逐的话，那么殖民者被驱逐后留给中国

人的凶神恶煞的印象，后来就全部地转移到

他们的“党类”——传教士身上。

据统计，从1552年到1597年间，曾有

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耶稣会士、多明我会

士、方挤各会士和奥斯定会士共57人先后来

到中国，绝大多数因和海盗殖民者一同进^

澳门而不准登上大陆，有的还被当作奸细逮

捕，只有少数混入广州、肇庆、幅州、漳州

等地进行秘密传教。能够光明正大进人大陆

的罗明坚和利玛窦所遇到的情况似乎很可

笑，由于内地的中国人很少见到过外国人，他

们被。当作笑料或者稀罕”，人们给他们起了

无数的绰号，“其中，最常用的要算‘洋鬼

子”。[1”我们知道，“洋鬼子”这个概念在中

国民间有什么特殊的含义。这不能不说，这

种反教影响是西方海盗留给他们的。

在明末反教儒士看来，对传教士邪教惑

民的恐惧感，和对传教士与海盗殖民者勾结

扰国的危机感，并不是毫不相干的。他们认

为，天主教的邪教乱内是一种威胁，由此延

伸到传教士与海外殖民者同种同教，也是一

种威胁。基于他们同教同种的认识，在反教

儒士的眼里，西方殖民者“吞我属国吕宋及

咬溜巴、兰宝颜、窟头郎等处，复据我香山

澳、台湾、鸡笼、淡水，以破闽粤之门户”，

似乎还只是肌肤之痒，而“一旦外犯内应，将

何以御““的担忧，才是他们的切骨之痛。很

显然反教儒士提到的“内应”是指传教士的

邪教惑民活动，“外犯”是指西方殖民者在南

部沿海的骚扰恬动。正是这种“外犯”的担

忧和“内应”的恐惧，最终影响了反教儒士

的行为取向。

参考文献：

[1]工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CMJ，北京；中国社台科学出版社，1993．49．

C93张广骷．砬邪摘要略议[A]．棘昌治．圣朝破邪集CC3：卷5．明岽桢刻车．

C33脒侯光．辨学刍言(A)．镣昌描．圣朝砬邪集CC?：卷5，明崇桢刻率

C43邻维琏．辟邪管见录[A)．徐昌精．圣朝破邪集CC3：卷6t明崇桢刻本．

[5]许大受．佐辟[A]．徐吕治．垂朗破邪枭[c]-卷4，删崇桢刻率．

(6]尹大贻．基督教哲学C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16．

(力黄贞．请鳋壮其先生辟天主教书CA7．棣昌治．圣朝破邪架[c)；卷3，明祟桢挪本

o)李璨．辟邪说CA3．荣昌描．墨朝破邪荣(c)t卷5，蹦崇桢封本．

C9)何俊．西学与晚删思想的睾}变e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杜，1998．224．

[1∞沈德符．万历野获缩[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李贽睡焚书[M)．北京t中华书局，1975．

[12]吴尔成．移南京都察院咨CA7．榇昌泊，圣朝破邪集(c]t卷1，明祟祯刻本．

C13]徐从治．拿获郭竟后告示CA7．椽昌抬．圣瓤破邪集(c]t卷2，明祟桢刻本．

C147晏文梓．查验夷犯轧CA]棘昌治．圣船破邪颦(c]t眷1，明崇桢捌本．

C157张廷玉．明史CM]．北京：中华书局，1974．

C167邱蛀煜．明帝国与南拇诸藩国美系的演变CM3．台北：兰台出版社，1995．295．

C177苏乃寓．邪毒实据CA7．棘昌治．圣朝破邪橐(c)t警3．明祟祯劐奉．

(18)黄贞．参远夷疏CA7．棘昌治圣栩破邪集(c)：卷1·明崇桢刻本．

E19)裴化行．利玛窦种卫传[M)．北京!商舟审书馆．】993．96．

[20】李维垣．攮夷报国公揭CA)．撩昌治．圣朝破邪集CC?：卷6，明崇桢劓本．

责任编辑宋鸥

·33·

 万方数据



天学精神与明末政治伦理——明末中西文化冲突探因
作者： 王剑

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历史系,吉林,长春,130012

刊名：
史学集刊

英文刊名： COLLECTED PAPERS OF HISTORY STUDIES

年，卷(期)： 2000，""(2)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20条)

1.王亚南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1993

2.张广湉 破邪摘要略议

3.陈侯光 辨学刍言

4.邹维琏 辟邪管见录

5.许大受 佐辟

6.尹大贻 基督教哲学 1987

7.黄贞 请颜壮其先生辟天主教书

8.李璨 辟邪说

9.何俊 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学位论文] 1998

10.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 1959

11.李贽 续焚书 1975

12.吴尔成 移南京都察院咨

13.徐从治 前引书

14.晏文辉 查验夷犯札

15.张廷玉 明史 1974

16.邱炫煜 明帝国与南海诸藩国关系的演变 1995

17.苏乃寓 邪毒实据

18.黄贞 参远夷疏

19.裴化行 利玛窦神父传 1993

20.李维垣 攘夷报国公揭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hixjk200002006.aspx

授权使用：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授权号：47db124a-b4e6-4a3c-bf46-9e4d0084e576

下载时间：2010年12月15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hixjk200002006.aspx
http://g.wanfangdata.com.cn/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8e%8b%e5%89%91%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5%90%89%e6%9e%97%e5%a4%a7%e5%ad%a6%2c%e5%8e%86%e5%8f%b2%e7%b3%bb%2c%e5%90%89%e6%9e%97%2c%e9%95%bf%e6%98%a5%2c130012%22+DBID%3aWF_QK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shixjk.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shixjk.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8e%8b%e4%ba%9a%e5%8d%97%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shixjk200002006%5e1.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c%a0%e5%b9%bf%e6%b9%89%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shixjk200002006%5e2.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99%88%e4%be%af%e5%85%89%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shixjk200002006%5e3.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82%b9%e7%bb%b4%e7%90%8f%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shixjk200002006%5e4.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ae%b8%e5%a4%a7%e5%8f%97%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shixjk200002006%5e5.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0%b9%e5%a4%a7%e8%b4%bb%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shixjk200002006%5e6.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bb%84%e8%b4%9e%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shixjk200002006%5e7.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8e%e7%92%a8%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shixjk200002006%5e8.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4%bd%95%e4%bf%8a%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70820.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b2%88%e5%be%b7%e7%ac%a6%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shixjk200002006%5e10.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8e%e8%b4%bd%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shixjk200002006%5e11.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90%b4%e5%b0%94%e6%88%90%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shixjk200002006%5e12.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e%90%e4%bb%8e%e6%b2%bb%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shixjk200002006%5e13.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9%8f%e6%96%87%e8%be%89%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shixjk200002006%5e14.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c%a0%e5%bb%b7%e7%8e%89%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shixjk200002006%5e15.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82%b1%e7%82%ab%e7%85%9c%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shixjk200002006%5e16.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8b%8f%e4%b9%83%e5%af%93%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shixjk200002006%5e17.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bb%84%e8%b4%9e%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shixjk200002006%5e18.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a3%b4%e5%8c%96%e8%a1%8c%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shixjk200002006%5e19.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8e%e7%bb%b4%e5%9e%a3%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shixjk200002006%5e20.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hixjk200002006.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