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西文化交流研究

明末清初入教儒士的!新人"意识

及其文化意义

刘耘华

内 容提要 经来华传教士的中介#$圣经%及天主教神学所蕴涵的!新存在和新天人关系"使明

末清初的入教儒士产生了一种!新人"的身份意识&他们自觉地在道德实践领域认同这一身份#并从

!天主"处寻求做!新人"的终极本原#使个人之生命世界发生了本体论意义上的!转向"&但是#这一

转向并非简单的’单纯的身份转变#而是同时使得入教儒士陷入了深刻而痛苦的两难身份境地&在

这两难之中#既有难以化解的精神冲突#也产生了!和解"中西文化的独特形态&
关 键 词 入教儒士 新人 双重身份 本体论转向

一’!新人"(入教儒士的身份意识

明末清初受洗入教的中国儒士不约而同地产生

了一种新的自我意识(!新人"的意识#即由于自己所

秉有的新的身份而相应生发出来的一种要展开新的

存在’新的生命’新的生活的!自我圣化"意识&这种

!新人"意识在基督教信徒身上是一种普遍现象#德

国学者白舍客)*+,-./01234516将其归之于!在基

督内的新存在和新天人关系"7#即从!旧人"之所以

能 够转化出!新人"#乃是因为!旧人"的心灵与精神

完全被天主充满#进而造成了一种新的天人关系和

生命意识&保罗曾经反复谈及信仰生命之中的这种

新旧转变#如!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藉着父

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

天新似一天"#!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

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

形象"#等等&基督徒之所谓!新生"#实指摆脱肉身的

支使和牵缠#而代之以灵性的新生命#即通过身心完

全的皈依而获得神性的力量&正如保罗所说#旧我

!已经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

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8&

晚明来华的传教士也反复向中国士人传递了这

种新旧转变的观念#如艾儒略于崇祯己卯年)9:;<6

正月在教堂布道时指出(

今日新春瞻礼#皆有翻然一新景象矣&请问

吾辈灵魂亦欲其涤旧更新者乎=圣葆 有云(凡

人 有旧人#有新人&所谓旧者#平日习惯罪宗#

傲’忿’淫’妒’饕’吝’怠七罪是也>所谓新者#从

今兴起于善#谦’忍’贞’仁’廉’节’勤七德是也&

故因循于七罪而不知改#则为旧人矣>知七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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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丑!而黾勉乎七德!则为新人矣"夫人莫不知

旧 之 可 憎!而 新 之 可 喜!至 于 灵 魂 垢 污 茫 不 知

省!或省而不知改!是年虽新而人仍旧!吾未见

其有新图也"#

有了基于天主教立场的认同转变!旧人成为新人!则

必 会 以 新 人 的 眼 光 看 待 一 切!如 此!便 如 传 教 士 所

云$%若果能温故知新!则后儒所说六经皆我注脚!并

非虚语&’"
入教的中国士人多能自觉意识到自己的新人身

份!并因而重新调整自己的生存定位!一部无名氏创

作的小说所转述的%信耶稣者!众人谓之新民((奉

教者!居新民之位!而为耶稣之羊者也&)!正是此种

身份之重新定位的写照"信徒张赓在为孟儒望的*天

学 略义+作序时!对%新&之意蕴进行了特别的解析"
他 说!一般人都是以%不径见者为新&!但此种%新&!

%一经见!又旋曰故矣&!自然形气之识见,今古人事

之迭更,诸子诸教之递兴!凡此种种!均不能摆脱这

种新与故的转化!而不能常在常新"此种物事!之所

以不能永远常新!实是因其自身无此内质"在他看

来!周 天 之 内 堪 称 万 古 长 新 者!乃 日 也!故%人 有 恒

言!皆曰日新"此亦无心而共公称之语也!谓其为世

所必用!所当久也&"至于人间之%学&!则以%天学&如

日"孔夫子之教人明性,明天!只是从自然理性着手!
故孔子虽竭尽全力!其最聪颖之门徒也只能感叹%不

可得闻&!而天主教诸教士%其专主天帝无二心!其传

述天帝降世!同人如一口!其指示天帝爱人之训,超

性德之修!又皆同功!真似日之为轮,为旋,为炤临,
为 章光,为恒久不息"而其变化!其昭明!其温养民

生!时时新!处处新!人人共喜其新!而以之为切需!
尤亟于饮食日用也&-"至于世人有%瞩而忌之&,%视

之而若无睹&的%目病&,%目盲&者!则需天帝开其眼"
在入教儒士看来!做一个%新人&才是真正地做

人!也就是说!如果不以事奉天主为社会行为之最高

准绳!那么!作为人之为人的道德依据便无从谈起"
正如王徵所说$%人知事父母!而不知天主之为大父

母.人 知 国 家 有 正 统!而 不 知 天 主 统 天 之 为 大 正 统

也"不事亲!不可为子.不识正统!不可为臣.不事天

主!不可为人((以化生天地万物大公之父!又时时

主宰安养无上之共君!群世人而莫之仰,莫之奉!不

将无父,无君!至无孝,至无忠乎/忠孝蔑有!尚存何

德 哉0&1 此种说法在入教士人 的 著 述 之 中 甚 为 常

见!较早者如李之藻认为!%事天&与%事亲&虽%同一

事&!然%天其事之大原也&!故%不事亲!不可为子.不

识正统!不可为臣.不事天主!不可为人&2"较晚者

如张能信指出!%真知孝人父者!必推孝于天父.真知

忠人君者!必推忠于天君&!因天父,天君为人间忠孝

之大本原!犹如明镜高悬!可以使天理昭彰"不知此

本原!必然造成人心与学术的迷乱!而迷乱之学固然

不 能昭明%天理&!究其实!它也不能昭明%人理&3"
上 述以%不事天主&作为%不可为人&之前提的说法!
当 然同时包含了%事奉天主&才可%为人&的意思!只

不过这个%为人&已不复为%旧人&!而是为%新人&了"
惟有%新 人&!必 能%畏 天 爱 人&而%克 尽 其 道&!最 终

%必升天堂!必不堕地狱&"故王徵又说!这些才是他

%日夜汲汲!宁弃其所已学旧学,近学!而不顾好奇喜

新之讥&4奉行基督教的真正原因"

二,做%新人&$入教儒士之本体论转向

何以奉行天主教便可重%新&做人呢/入教儒士

说!这是因为做%新人&是出于天主的拣选!其中有天

主的恩宠和眷顾"得此宠顾之后!人的存在必会发生

根本的转向!此一转向可视为生存的本体论转向"转

向之后的%新人&在行为上便必须遵循天主教所定诸

种礼仪5主要是%七圣事&6"在一般中国人看来!这些

外在的仪礼%甚浅甚略&,怪异可笑!而入教士人则认

定此为天主所制!其中蕴涵了%非人识量所能测度&
的%造物玄机&7!遵循此种仪式!也是自新为善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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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之径!如朱宗元认为"通过以圣水洗额的领洗仪

式"则#明知自今一日"宿愆顿除"可以自新为善$%通

过痛悔&告解"则#明知自兹以往"积染悉除"当孜孜

进修"期后之不致复坏$’"每天之晨起夕卧"都要心

怀感激"把每日的平安与德业的进修归之于天主!很

显然"这些仪式化的道德生活"与儒家慎独&自反&正

心诚意&克己修身等道德实践相比"最显著的差别在

于前者引入了一个全能全在的神"即自律的道德维

度完全辐辏于他律的维度之下"如李九功所云#我夙

夜$之#思&言&行$"皆如#置身天主前"而视于无形"
听于无声$(!朱宗元认为"虔诚地恪守这些仪式"便

能够获得天主的庇佑"使自己的生命#日新又新$)!
入教儒士的#新人$意识标志着他们的生命发生

了本体论的转向"其主要表征就是他们自觉地从天

主那里寻求立身处世的本原与依靠!人事之道"没有

比如何处置生与死更为重要的了"而生死之安顿"其

要在#本$!在入教儒士看来"此#本$即天主!天主于

人"有无上之恩德"以朱宗元的表述来说"即#吾人受

恩于主"至大至普"不可限量!吾侪既致身致命"犹不

足以仰答鸿恩万一"故一生精力"当全注于此$!倘若

#此处昧昧"虽他行俱全"未免为大阙陷$"因为钦崇

天 主与克修#他行$"一为#本$"一为#枝$"若以#枝$
为#本$"则难免#贞于色者"未必廉于财%足于仁者"
未必全乎义$%而一旦以#钦崇天主$为#本$"则如#网

之有纲"衣之有领"一挈而统体俱振"万目毕举矣$!
也就是说"以此为本"则言所当言&行所当行"为势所

必然!故朱宗元很自信地断言*#未有真心爱主之人"
而行不可法"言不可信者%未有真心爱主之人"而临

财苟取"临难苟免者++万善万德"不过成就其昭事

工夫耳!$,

以钦崇天主为天地人生之究竟本原"当然是出

于#信仰$"所以"天主教儒士不约而同又把#信$作为

进修#天学$之基!杨廷筠的-代疑续编.专辟#定基$
一 节来分析信仰之#不能$&#不易$而又#不可不$如

此*所谓#不能信$"一是指#天人悬绝$"#以人而跻天

国"自疑无此力量$%二是指天主的超性事迹#皆高上

事情"过 人 分 量$"又#从 古 未 有 其 传"骤 闻 安 能 遽

领$/所谓#不易信$"是指#人性下劣$"如以眼直视太

阳"不能承受!所谓#不可不信$"即考之以天地万有&
生死性命之由来归向"信必有一至高无上之主宰%若

不 信此一#天地之主$"则无异#自绝于天$"#即有他

美"无可抵赎$0但是"仅凭人力而言信"则哪怕#自生

存以迄命终"一心不乱"念兹在兹$"仍然不可得信爱

之全!要达此全德"尚需#上主加之宠佑$"即#经所称

额辣济亚者$"#得一分光照"即进一分明悟"始因信

爱而获宠"继因宠而增信$"#吾人信爱之全"悉由上

主畀之"非吾人之微力所能致也$1!也就是说"对于

天主的信仰"始终包含了天主在先的默启与护佑"以

此为#念兹在兹$的前提"才会拥有无穷的驱动力"同

时"一切洞彻于心"明了于心"便能成全做人的无穷

智慧!以今日之术语来表述"即皈依天主所肇始的存

在论转向"必然要造成认识论上质的飞跃!此亦即李

九 功 所 言"#天 教 至 理"惟 造 物 主 真 传"自 宜 先 信 后

明"不必先明后信也!盖信为明之引"而明为信之报!

先 信者"譬如暗室渐启"天光 从 而 入 焉$2"至 此"人

自能#明悟$人生真谛%人自身之#明$"却好比昏暗的

萤火"不仅不能借以洞烛万物以及自身"反而会妨碍

自身顺受天光之正"执著于此便只能#迷$于俗见而

不自知!入教儒士大多信仰虔诚"故其一方面能够接

受超性的天主教义理"同时"也能够将诸种圣礼教规

付诸实践"一一身体力行之!按照杨廷筠的表述"信

只是#基$而已"只有循此信而将仪规付诸实践"方能

精进其功"使信不至于沦为#空虚$!这样一来"他们

的道德修为"在本体与工夫二方面均大有异于一般

中土士人!#本体$如上所述"已由#良知良能$进而至

于#良知良能$之赋畀者3天主4"而工夫与方式则多

采纳传教士所引入的诸种仪规"如告解&诵祈&瞻礼"

等等!总之"正是在伦常日用的行为实践和心灵的惕

厉反省之中"时刻念及#明明在上$而又临监于下的

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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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人#之身份认同的文化意义

入教儒士对于"新人#身份的自我意识和自觉认

同所造成的结果之一$便是对西人西学的"整体#接

受%其中$既包括格物穷理!伦理规范!象数实测等因

性之学$以及由因性之学步步推明而又超于因性之

上的天主教超性义理$同时$也包括蕴藏于上述诸学

中的宇宙世界观!历史演化观!社会人生观!道德伦

理观甚至人生价值的评判尺度和运思方式%后一方

面$择 其 大 端 而 言&一 是’天 主 实 录(!’乾 坤 体 义(!

’寰有诠(!’天问略(等开始引入的十重天或十二重

天的宇宙空间观$这个天体结构实际上是把托勒密

创 立 的 九 重 天 构 造 与 基 督 教 的 天 堂 地 狱 论 加 以 融

贯$从 而 形 成 了 两 端 球 体)最 上 之 天 堂 与 最 下 之 地

狱*永静不动!中间球体旋转不息的宇宙图式%同时$
由于这一空间图式是以天主创世论为其本原$又包

含了灵魂的最终安顿之处$故归根结底也是一个带

有价值取向的时间性意义体系%
二是’山海舆地全图(!’职方外纪(等引入的五

洲四海"世界#观%这个对晚明中国人来说可谓新异

奇幻之极的"世界#$不仅内容详尽!次第清晰$有经

纬度数的纵横标示因而极易定位与查询$显示了西

方象数之学的优势$同时$从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商

人手中也数次收缴到此种舆图$两相比照$不由人不

信%舆图的意义当然不限于替中国人在空间上"发

现#了新的"世界#$了解到"地球#居住者的对趾说$
从而破除了已成定见的"天圆地方#论+其深刻意义

更在于$对以礼乐声教为根本依托的华夏中心观构

成了极大的挑战%而传教士本身也没有放过利用舆

图来宣扬天主和美化西方的机会$如利玛窦所作’坤

舆 万国全图($处处不忘以"知天地#而"证主宰天地

者之至善!至大!至一#$在介绍罗马!如德亚)今以色

列*!欧 罗 巴 等 地 时$也 不 忘"推 销#它 们 的"礼 乐 声

教#状况$如"欧罗巴州条#云&"此欧罗巴州$有三十

余国$皆用前王政法$一切异端不从$而独崇奉天主

上帝圣教%凡官有三品$其上主兴教化$其次判理俗

事$其下专治兵戎$土产五谷!五金!百果$酒以葡萄

汁为之%工皆精巧$天文性理无不通晓$俗敦实$重五

伦$物汇甚盛$君臣康富$四时与外国相通$客商游遍

天下$去中国八万里%#, 这种描述$当然是把欧洲理

想化了%
三是与上述宇宙!世界之空间观相对应的时间

观$即天主创世纪与耶稣降生所肇始的社会历史时

间与灵魂救赎时间$这两重时间范式均要求个体的

生命钦崇!皈依和服从天主的召命%中国士人对这种

时 间 范 式 的 接 受$一 方 面 等 于 承 认 华 夏 民 族 与"西

夷#同源同种$另一方面又等于承认华夏上古之声教

礼乐自本质言属于以昭事上帝天主为旨归的天学绪

余$而天学的根本则来自于诺亚子孙的某一族裔向

东方的迁徙%
四是天主教的一整套伦理规范$它们是在天主

创世纪和道成肉身)耶稣降生*的时空观之具体展开

过程中必然呈现的一种结果$具体内涵被表述为"十

诫#!"圣 教 三 德#!"七 圣 礼#!"七 克#!"十 四 哀 矜#!

"四末论#$等等%其中$十诫是天主的召命$故在天主

教诸伦理规范中居于枢纽与核心的位置$其他规范

辐辏于此%入教儒士接受了这些规范$同时也认可了

此种神学道德的核心与辐辏的关系$如佟国器!朱宗

元 在序’十诫真诠(时$或称十诫"统乎圣教#$为"品

笃#植"本#$或 云 以"七 克#"克 己 厉 行$而 纲 维 乎 十

诫#$以"十 四 哀 矜#"博 施 广 忧$而 润 饰 乎 十 诫#$以

"七 圣 礼#"调 剂 补 救$而 玉 成 于 十 诫#$以 威 仪 信 德

"观感警悟$而省惕乎十诫#-%此种以十诫为"人世

南针#的伦理认同$在入教士人中是相当自觉的%
五是天主教的价值评判尺度与运思方式%入教

儒士采纳天主教的世界人生观$其中所蕴涵的当然

也是天主教的价值取向!情感依归与终极诉求%而

且$这种价值评判尺度本身包含了基督教文化的独

特运思方式$这就是在天堂与地狱!天国与尘世!天

学与人学!生与死!正与邪!圣与俗!灵魂与肉身!义

人与罪人等二元关系的绝对分立中来评判价值取向

和确立意义标准%这些二元对立关系的成立当然是

以相信上帝存在为其前提的$而上帝作为本体与本

原所直接关联的主要是人的生死安顿问题%因此$灵

魂不朽及其两种永恒的安置)天堂与地狱*的思想在

天主教诸教义中实为关键之关键$此亦即李九功’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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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录!所概括"#天学要旨$约之两言"在以形躯顺灵

性之命%以灵性顺天主之命而已&’(形躯只是试炼

灵魂真生命的一个中介$它的生命就如同它所寄寓

的有形世界$短暂而空幻$形躯的惟一价值便是顺从

灵魂的指引$在此世践履天主的召命$以便脱离肉身

的灵魂$得其所#归&(#死&是#归&的真正起点$所以$
传教士不仅不以回避的方式来谈论死$而且还在著

述里说$让人#常念死侯&$其意图在使人轻忽此生此

世$看淡富贵功名$克除淫欲贪念$以灵魂生命的来

世永福作为本来故乡(灵魂生命依托于无形德行的

滋润$而真正的德行实践只能在面向天主的信仰%盼

望和爱意之中方能得以成全$故所谓#义人&$只是一

心翕顺天主之人)所谓#罪人&$只是悖逆天主之人(
这种价值取向就是奠基于灵魂与肉身%无形的德性

生命与有形的欲望生命之二元对立$以此为基点$便

有圣与俗%正与邪的道德分趋乃至天堂与地狱%永福

与永罚的归宿歧异(在这种二元对立的价值构架中$
现世功业受到轻视$富贵欲望遭到贬弃$以生为寄$
以死为归$心思言行则全然置于天主的监临之下$这

些都与儒家的价值传统恰成对反(在儒家思想中$当

然也有各种构成对待%甚至对峙关系的二元范畴$如

乾 坤%天 地%阴 阳%男 女%道 器%体 用%虚 实%明 晦%义

利%善恶%正邪%忠奸$等等(宋儒将一*两对待关系视

为天地%自然%社会得以动静运旋%升降变化的基本

构 架$如 张 载 的#一 物 两 体&$程 颢 的#万 物 莫 不 有

对&$朱 熹 的#天 之 生 物++皆 是 对&%#惟 两 而 后 能

化&等(这种一*两对待在道德实践领域$有些具有相

互对峙%势如冰炭的性质$如善恶%正邪%忠奸等便是

如此(但总体而论$其内涵与上述天主教义理框架中

的二元对立有显著的差别"其一$一*两对待是一种

彼此包含%融为一体的关系$在天地自然之运演与发

生的层面尤其如此$此即张载所说"#两不立$则一不

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两体者$虚实也$动静

也$聚散也$清浊也$其究一而已(&, #一&显现%包含

在#两&中$而 不 是 在#两&之 外%之 上 的 一 个 绝 对 的

#他者&(其二$一*两对待是从万物之理自然涌现出

来的$即#理必有对$生生之本也&-(但是$其间不存

在 一个人格神意义上的#安排者&$故程颢又说"#天

地 万 物 之 理$无 独 必 有 对$皆 自 然 而 然$非 有 安 排

也(&.(其三$处于对待之中的一与两彼此消长%相

互补充%相反相成$共同促成天地万物的氤氲浮沉和

生长化育$而不是要求一方绝对支配另一方%消除另

一方(后者实际上只有对立而没有统一$故在德行实

践中$要求以圣克俗%以灵克肉%以无形克有形$所由

臻抵的最高境界就是纯粹的精神$也即生命仅在日

新又新的洗练之后$只剩下纯净灵魂而绝无肉躯之

染之时$方可升入天堂(
我们说入教儒士在自觉认同#新人&身份之时$

接受了天主教的宇宙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的评

判尺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完全变成了十足的

天主教徒(他们在接受洗礼之前$大都已有成熟的人

格$也有一套看待世界和评判世界的定见$这就是自

幼被熏陶灌输%成年时已经习与性成的本土世界人

生观和价值观(这一定见以儒家思想为基座%为本

位%为主导$但是$毫无疑问$其中也渗入了佛道二家

的思想因子(因此$入教士人具有信徒与儒士的双重

身份$而且其实际内涵常常是阳#天&阴儒$而明末清

初一些本土士人皈依天主教$之所以具有深刻的思

想价值和文化意义$一个重要原因实在于此(天主教

义理所包含的一整套思想与固有的儒家价值之间存

在着根本性的冲突$而且$由于在中土文化语境中$

#天&的人格意志化的色泽不断脱落%不断淡化$二者

之间的反衬愈来愈鲜明$内在冲突的可能性也愈来

愈大(初来乍到的利玛窦意识到这种状况之后$采取

的回应策略是依附儒家$并且通过对儒家的三重厘

分/先儒*后儒$先秦典籍*后儒著作$先秦诠释*后儒

诠释0$试图避开上述冲突造成的不利影响(但实际

上$正是这种策略造成了传教士本身的身份分裂$从

而把自己置身于双重身份的夹缝之中$即同时要接

受西方神学界%罗马教会及其他修会与中国本土文

化力量的双重压力(这种身份的双重性所导致的处

境尴尬和精神压力$在入教儒士身上同样存在$有时

还是相当严重的(特别是在恪守十诫与依循#不孝有

三$无后为大&的先儒古训时$因无法调和二者之根

本抵触而致使有些入教儒士不得不处于极端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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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与精神两难之中!这种精神痛苦不只是某个信

徒个人的生存体验"而且还是普遍而尖锐的!因为"
它实际上是受天主教东传刺激而滋生的个人精神需

要与传统所赋予的集体#国家$宗族$家庭%利益需要

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所连带产生的一种结果!天主教

的灵魂救赎本质上是只针对个人而言的"老年人与

婴儿各有天主所赋畀的灵性以及自由选择的意志"
他们的归宿由他们自己负责!与此相应"作为社会架

构的主要支柱的士人也只需承担自己的生命责任"
即向天主负责"完成天主的召命!而入教儒士则不

然"他们身上还同时要担当国家$宗族$家庭的责任!
这样一来"必然要产生忠君与信主$孝亲与&孝’主$
听从天主召命与恪守臣子职分$奉行基督教的仪式

规诫与遵循儒家礼仪等方面的冲突!有时"这种冲突

被置于生或者死的两难境地"而此时的抉择最能显

示&新’与&旧’在入教儒士心中的价值分量!兹以王

徵为例"据(罪惟录)记载*
癸未冬"贼自成乘胜入秦!征知不免"书&全

忠全孝’四大字"付其子永春"且曰*&吾必死!当

镌石墓门+有明进士奉政大夫山东按察司佥事

监 辽 海 防 军 务 王 徵 之 墓,!’贼 至"手 剑 坐 天 主

堂"闭口不食!七日而死!死之夕"犹诵&忧国每

含双眼泪"思君独抱百年愁’之句!-

以天主教义理来考量"天主的召命高于一切"灵魂乃

天 主 所 畀"生 命 只 需 依 凭 信 仰$盼 望 和 爱"遵 循&天

命’十诫及其他哀矜之德"便可获取永生的入场券"
信徒不可自作了却生命之主张!但是"王徵认为"以

死报答君王"是对忠孝的完美成全"与自己的基督教

信仰 绝 无 矛 盾!按 照 查 惟 佐 的 评 述"王 徵&以 此 事

天’"所表现的乃是真正的&儒教’风范!对于后人来

说"为成全忠孝观念而绝命于天主堂"是天$儒冲突

的一个极为醒豁的表征!如果说这也算一种&和解’
的话"那么"这种以死而达成的和解"对已深深融入

入教士人之血脉骨髓的本土价值尚未加以真正的化

解!
王徵的遭遇说明"入教儒士在&穿上新人’之后"

&旧人’并未自动褪去"而是盘踞在内心深处"使入教

儒士的灵肉之躯成为&新人’与&旧人’交战与对抗的

场地!当然"在&新人’与&旧人’之间"也不是只有对

抗与交战的紧张关系"从利玛窦开始"传教士所孜孜

以求的正是如何在天儒之间达成&和解’!中国信徒

也 正 是 在 利 玛 窦$艾 儒 略 等 人 精 心 营 造 的 天 儒&和

解’..天儒之&同’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踏上皈依

之途!在很大程度上"入教儒士在践履天主教仪规之

时所展开的道德历程"以及为护教与传教而撰写的

一系列著述"正是这种和解精神的显现!这种和解"
一方面使外来学说与本土价值得以衔接汇合"并且

缓冲了二者的冲突所造成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和

解本身又蕴涵了新的质素与创造"它们既不完全同

于西方的天主教"也不完全同于本土的儒家思想"而

是 一个带有&扬弃’#/0123435%性质的&第三者’"其

内涵则可概述为下述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认同利玛窦的说法"把天主教的&陡斯’与

上古典籍中的&上帝’等同起来"又以主宰解&天’"故

视&陡斯’之学#6237879:;%为&天’学!这样一来"一

方 面&天’的外延被加以扩大和变质"同时"天主&陡

斯’的内涵也被置于中国文化的词义网络"从而其蕴

涵也被赋予中国化$本土化的诠释!
第二"接受天主教的义理体系和行为规范"并引

入了大量新异的道德词汇"如天主三德$克罪七德$
哀矜十四行"等等"但是"这些术语又往往是借用儒

家的范畴来表述"因而使其意蕴发生了与本土义理

的错综纠缠!
第三"入教儒士在宇宙$世界$人生观念等方面

自觉以天主为根本"人与天主的关联远远高于人与

君父$妻子$朋友之间的人伦关系"因此"忠孝信义等

人伦规范必须以敬畏天主为前提!有鉴于此"入教儒

士总是小心翼翼地把忠君孝亲的人伦要求与敬畏天

主的宗教情感协调统一起来"以至认定二者之间似

乎只有和谐统一性!而实际上"忠君孝亲的人伦情感

在其行为抉择方面往往更具支配力!
第四"将天主教纳入儒家修齐治平的框架"以表

达重现三代之治的现实诉求!这一结果是由利玛窦

开其端绪的!利玛窦出于护教与辨疑的需要"在(天

主实义)等书中反复申明天主教的现实功用"而这一

方面恰恰最能激发徐光启$李之藻等早期信徒及西

学同情者叶向高$熊明遇等人的热情回应!
第五"信仰生活之拓展的家族责任感及家族化

特征"即少数士人因某种特别机缘领洗入教"其整个

家族也往往会跟着入教!个中缘由"其要有三*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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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教士人在家族中享有崇高地位!二是家族利益完

全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三是入教士人完全认

同天主教的生命观念"相信天堂永福才是生命的真

正归宿"故常以使父母或儿女皈依作为自己义不容

辞的责任"或者说"以此方堪称真正的孝敬或慈爱#
杨廷筠甚至以身体自损来迫使虔诚事佛的母亲改归

天主教#
第六"天主教义理之再诠释的儒家道德化#这一

点"堪称天$儒和解的根本特征"其具体表现则亦可

厘析出以下几方面%&’(对于)天主*本身的儒家道德

式理解"如入教士人常常以)大父母*来称呼)天主*"
与此相应"对于天主的信$望$爱"常常是以人间化的

道德术语++)孝*$)敬*来表达!&,(很多天主教的

重要神学范畴是用儒家的术语来表述的"其中有浓

重的迎合儒家思想的痕迹!&-(对儒家经典的一些话

语予以重释"其中"有些原先的意思比较含混"在重

释 之 中 被 明 确 地 赋 予 新 义"如)文 王 陟 降"在 帝 左

右*$)三后在天*$)朝闻道"夕死可矣*"被用来证成

天堂的存在及灵魂不灭!有些话语"原先所侧重者在

)彼*"经重释之后"所重者在)此*"如)未知生"焉知

死*$)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孔子原意在强调此

世之道德化生存对于生命安顿的重要性"但经重释

之后"所强调者在于让人明白)死*后的灵魂安顿才

是使此生得以规划$得以具有方向指引的保证!有些

话语"鲜明地表达了两者之间的价值冲突"如舜帝一

娶二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等#此时种种之重

释"既有曲解之以进行调和的尝试"也有从天主教的

立场加以委婉驳斥者"但即便如此"儒家的伦理倾向

与色彩仍然是很浓重的#

&本文作者%刘耘华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

文学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王 贞

&上接第 ’./页(它们倒常常构成一种互补关系#这

当然并不是说它们之间不存在对立"只是说这种对

立处在一种比较次要的位置#中国审美现代性的主

要矛盾"较多的倒可能是社会现代性或文化现代性

诸层面内部或彼此间的冲突在美学层面的展现#如

果这一判断基本上合乎事实"那么"我们不难得出结

论"即中国学界对形形色色的&从唯美主义到后现代

主义(审美现代性的过于猛烈的批判很可能浪费了

理论炮火"而对哈贝马斯这一类学者理论倾向的过

度倚重"很可能无助于中国规范意义上的审美现代

性的充分发育"而且"容易堕入到丧失审美现代性所

特有的批判潜力"进而最终走到与权力代理人同谋

的窘境#
其三"现实主义构成了中国文学艺术实践亦即

中国审美现代性的总体风格特征#西方大部分现代

性理论家都自然而然地把审美现代性与现代主义搭

配在一起#因为"对他们来说"从摆脱宗教礼仪的文

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开始"到波德莱尔以来的先

锋派美学实验"审美现代性经验在现代主义那里达

到了高潮#西方理论家倾向于以高度成熟的现代主

义成就为标准"并把此前一次次不断寻求变革的文

学艺术实践视为其前奏"视为走向完全自律的审美

现代性的各种历史阶段#但是"在中国"对表征社会

现代性的美学要求却会选择现实主义"并使之成为

艺术生产的主要供应商#忽视中西方对于审美现代

性总体要求存在的巨大差异"极有可能会把我们引

向错位和短路"例如"李欧梵教授尽管注意到了中国

人对现代性理解的复杂性"但是在)追求现代性*这

一名目下"他讨论的重点还是把某些)五四*新文学

作品&例如鲁迅的小说(与西方现代主义第一阶段相

比附#这无疑会把我们带到西方中心主义的视野中

去"从而在讨论问题之前就已经设置了不言而喻的

文化等级的判断"将我们取得的文学艺术成就预先

裁决为低一等的过时存在#从艺术社会学的观点来

看"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指责中国的文艺生产没有达

到现代主义阶段"而应该从客观的社会事实出发"认

识到中国审美现代性为自己规定的任务与其应当承

担的功能其实是耦合的"只是这种耦合的方式和西

方不一样%西方的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的冲突

其实是对于社会现代性的纠偏"就整个社会的现代

性健康发展而言"它的正面价值或耦合功能正表现

为否定性或批判性"就这一层面而言"中西方审美现

代性尽管思路不同"但所发挥的社会学功能并无二

致#

&本文作者%朱国华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

授$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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