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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关于西方文化对16一18世纪中国之影响的研究，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课题，也是一个

需要以缜密的心思去研读文献、梳理线索、观其异同、别其共殊才能有所创获的课题。在这方面，海

内外已有一些成果问世，但仍缺乏学理层面的深入研究。很少有人关注这一时期东渐的西学与中国

思想之发展在内在理路上的复杂关联，也没有一部哲学史和思想史著作时这一时期西学之输入与中

学之发展的关系作出清晰的学理论说，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研究的一大缺憾。与此同

时，晚清以来中西文化之关系也还有待继续深入研究。陈卫平先生从学理的层面论述了晚明中国本

土思想的新发展如何为接受西学准备了条件，颇具新意，而庞绍堂先生则从文化心态的视角探讨了

晚清以来国人对西方文化态度的变化，对于当今中国人如何培养健全的文化心态亦具有启发意义。

明清之际西学流播与中国本土思想的接应

陈卫平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暨中国传统思想研究所，上海200234)

摘要：明清之际传播的西学主要是天主教教义和科学技术。晚明王阳明心学大为流行，为恰

在其时来到中国的西学充当了媒介。王学打破了程朱理学对思想的垄断，创造了西学得以输入和传

播的文化氛围；王学注意伦理学的自愿原则，为天主教教义的传播架设了思想桥梁；王学大兴讲学会

的风气，对天主教的传播提供了组织形式上的借鉴。明清之际兴起的实学思潮则与西学在价值观和

方法论上皆有相通之处。对西学的接应，为这个时期重建思想世界增添了一幅新的图案：以天主教

“补儒易佛”为核心的精神世界和以汲取西学科技为基础的知识世界。就此而言，西学与明清之际的

思想世界的重建是有着内在关联的。然而这一重建的蓝图没有得到实现，直到近代王学与实学再次

充任西学的接应者，并且西学成了思想世界重建的引领者。由此来考察明清之际思想与中国近代思

想之间的历史脉络，西学无疑是内在于明清之际以来的中国思想史的。

关键词：明清之际；西学；王阳明心学；实学思潮

从明末万历年间至清代乾隆年间，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在中国流传了二百多年。学术界

对于这一时期西学的流播已作了很多研究。现在需要深人探讨的是：此时的西学究竟是中国思

想史的一个有机部分，还是纯粹的一个历史偶在?当时的西学主要以天主教教义和科学技术为

内容。本文试图论证明清之际西学得以流播，是与中国本土思想为其提供的接应分不开的，从而

由一个侧面考察西学与明清之际中国思想的内在联系。

一、王学风行与西学的媒介

放眼晚明的思想潮流，最为突出的是王阳明的心学大为流行，这为恰在其时来到中国的西学

充当了媒介。“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派和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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畿使王学成为广泛的社会思潮而席卷明末。这里主要分析王学尤其是泰州、龙溪学派对西学传

播所产生的思想凭借作用。

第一，王学的解禁打破了程朱理学对思想的垄断，创造了西学得以输入和传播的文化氛围。

明代以程朱理学为正统思想的最高权威，“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朱彝尊：《道传录·

序》)。在这样僵硬、冷峻的文化氛围里j西学是不可能被接纳的。万历初期张居正死后，曾被嘉

靖皇帝判为“邪说”而遭禁锢达50年的王学全面解禁，极大地加剧了“嘉、隆之后，笃信程朱，不迁

异说者，无复几人矣”(《明史·儒林传序》)的局面，由此形成了能够接纳不同于程朱之异说的宽

容氛围。作为域外异说的西学此时传人中国，适逢其会。同时由于王学本身刚从“邪说”翻身，因

而对于相异于以往正统儒学的西学比较容易采取不排拒的态度。已有论著指出在利玛窦等最初

进入中国的阶段，给予帮助者均是王学或倾向于王学的学者。①

当然，王学能成为西学的接应者，更在于其良知准则论蕴含着反对思想垄断，宽容异说的思

想内涵。王阳明强调以自家内在的“心”(良知)而不是圣贤经典作判断是非善恶的准则。王畿

和泰州学派将此思想大加发挥。王畿把自信自家良知和依傍圣贤及经典格套相对立：“世之儒

者，以学在读书，学在效先觉之所为，未免依籍见闻，仿循格套，不能自信其心。”(《书贞俗卷序》，

《王龙溪先生全集》卷十三)泰州学派直截了当地指出圣贤的学说并无神秘性：“百姓日用条理

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语录》，《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主张摒弃外在权威的束缚：“解缆放

船，顺风张棹；则巨浸汪洋，纵横任我，岂不一大快事也哉!”(罗汝芳《会语》，《明儒学案》卷三十

四)王学的解禁使得这样的思想成为社会思潮而大肆泛滥，以程朱为儒家正统的思想权威遭到了

贬黜，正如时人所说：隆万年问，“学脉之瞀乱，于斯为极。不惟诎紫阳，几祧孔孟”(《高顾两公语

录大旨》，《陆桴亭文集》卷一)。正统儒家学脉的紊乱，必然导致其他新学异说纷纷出台。这就

为西学传播提供了空间。《明史-意大里亚传》对此已有所见，指出西方传教士“所著书多华人

所未道，故一时好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辈，首好其说，且为润色其文词，故其教骤

兴”。王学风行造成了因程朱正统儒家对思想的垄断被打破而好异求新的文化氛围，青睐西学正

是这一文化氛围的产物。徐光启的业师黄体仁、座师焦弘都以王学为宗，后者是泰州学派名士。

徐光启深受王学影响是无疑的。他为焦弘的《澹园续集》作序，指出文章有“朝家之文”、“大儒之

文”、“大臣之文”三种，对人的影响也有三种，即“当物者使人油然以思，若润于膏泽；人心者使人

惕然以动，若中于肌骨；切用者使人俯拾抑取，若程材于邓林而徵宝于春山”，能够融三种文章和

三种影响于一身，“兼长备美，读其文而有益于德，利于行，济于事”的，“近世见阳明氏焉，于今见

先生”。他认为王学最可取之处是能激发人们越出常规来考虑问题，“平心以求诸六经，终觉紫阳

氏为顺守，而彼氏(指阳明——引者按)为逆取”(《刻紫阳朱子全集·序》)。所谓“顺守”就是恪

守固有的格套，所谓“逆取”就是敢于打破传统的常规。打破常规往往是和怀疑精神相联系的，怀

疑常规是打破常规的先导。徐光启自称“启生平善疑”(《二十五言·，跋》)，这与王学的“逆取”应

该是有密切关系的。可以说徐光启成为明清之际最有代表性的西学人物，接受和传扬西学科技

和天主教，是经过对以往正统思想的疑虑而做出的破除常规的“逆取”之举。

王学把源自陆象山的“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思想予以发扬，也体现了反对思想垄断、容纳

不同学说的精神，即“理”普遍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而不是某个人能够独霸的。王学的解禁

使得这一思想成为不同学说可以并存的重要支撑，很多人接受西学就是以此为重要凭借的。这

①参见朱维铮：《利玛窦在中国·渗入王学开拓的空间》，《走出中世纪>(增订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r7年，第7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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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略举几例：李之藻的《(天主实义)重刻序》指出，读了西学之书，“信哉‘东海西海，心同理同’，

所不同者，特语言文字之际”；冯应京的《刻(交友论)序》认为，看了利玛窦的《交友论》，使其“益

信‘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也”；杨廷筠的《代续篇·味罕》说，没有必要在儒学和西学之间分个是

非彼此，“盖‘东海西海，南海北海，心同理同”’；张星曜认为从“天主教合儒”可知“东海西海心理

皆同”(《经书天学合辙引言》)。王学解禁使其反对思想垄断、宽容异说的内涵得以光大，从而产

生了对西学的接应作用，对此法国耶稣会士裴化行有一定的察觉，他指出程朱理学喜欢“扣住字

面不放”，类似“热衷于狭隘、强迫别人接受、注释传统礼仪”而反对外来希腊文化影响的法利赛

人，而“某些温和学说的影响，例如王阳明的直觉伦理学，仍然使得利玛窦的某些听众有了接受基

督信息的思想准备”。①

第二，王学注意伦理学的自愿原则，为天主教教义的传播架设了思想桥梁。王学有别于程朱

的表现之一，是注意到了被程朱忽视的自愿原则。自愿原则以为道德行为出于意志自由的选择；

自觉原则强调道德行为出于理性的自觉。正统儒学从孔孟到董仲舒直至程朱，认为伦理纲常出

于天命、天理，人们应当体认它，并自觉地予以顺应和服从。王阳明以内在的良知为本体，注重自

愿原则。王畿和泰州学派进一步突出了这一点。王畿说：“不论在此在彼，在好在病，在顺在逆，

只从一念灵明，自作主宰，自去自来，不从境上生心⋯⋯便是真为性命。”(《答周居安》，《王龙溪

先生全集》卷十二)德性的自我培养(“真为性命”)由灵明自作主宰而不是对外在之“境”的被迫

服从。泰州学派认为德性修养的成功与否均取决于主体的自我选择：“白成自道，自暴自弃。”

(《语录》，《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这样的自我选择表现了意志自由的自主性品格：“独即意之别

名⋯⋯自做主张，自裁自化，故举而名之日独。”(《王一庵先生遗集》卷一)这样的自主性的意志

自由不受“见闻才识之能，情感利害之便。”(《王一庵先生遗集》卷一)的制约

天主教在伦理学上继承了西方哲学注重自愿原则和意志自由的传统，认为人在道德和信仰

领域应有出于意志自由的自主选择，人是否服从或信仰上帝，都是自愿选择的结果，唯此上帝的

赏善罚恶才有意义。利玛窦说：“意者心之发也。金石草木无心则无意⋯⋯善恶是非之心内之意

为定。⋯⋯故吾发意从理，即为德行君子，天主佑之；吾弱意兽心，即为犯罪小人，天主且弃之

矣。”(《天主实义》第六篇)善恶是主体意志自由选择的结果。传教士陆安德曾以寓言对比作了

形象的说明：一少年行至歧路，一平坦路有美女，一崎岖路有贤妇，美女和贤妇均请少年登上自己

的路程，少年选择了崎岖之路，经历艰险，终享真福(《真福直指·自序》)。这里以美女喻诱人作

恶之妖魔，以贤妇喻劝人为善之福者，何去何从，由你自己作主。

由于王学和天主教都注重自愿原则，因而王学风行就成为天主教传播的思想媒介。纪昀的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论及毕方济的《灵言蠡勺》时已意识到这一点：“明之季年，心学盛行，西

士慧黠，摭佛经而变幻之，以投时好，其说骤行，盖由于此，所谓物必腐而后出生，非尽持论之巧

也。”《灵言蠡勺》专言“亚尼玛”即灵魂。在天主教义中，灵魂不灭是与意志自由相联系的。汤若

望说：人类有了灵魂．才有为善作恶的意志自由，“凡人自专自主，全由灵力”，于是人“能究是非，

能辩可否，肯与不肯能决于己”；因而上帝赏善罚恶就加之于不灭的灵魂，“灵之在身，为恶享世

福，为善蒙世祸者，往往而有，是生时既未报，报亦未尽，岂应死后遽灭，纵恶而负善乎?”(《主制群

徵》卷下)所以，纪昀认为王学和天主教灵魂不灭说意气相投并非是虚言。在传教士论述灵魂的

著作中，可以看到不少类似王畿和泰州学派的说法。兹举两例：艾儒略说“西士”论亚尼玛的主旨

在于“醒人佥应识己，固有惟认己，则知己之灵性有由来，美逾万象，韬含匪小，定罔敢自暴弃”

①裴化行：《利玛窦神父传》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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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学粗述·自序》)。巴多明说：成才与成德有所不同，“才之为道，非广博见闻，不能增其学

识，非日精月累，不能臻于老成。⋯⋯惟大德行则不然，不专在乎读圣贤书，受父师训，自用其力

也”(《德行谱·序》)。这些说法从内容到语句，都和上述王畿、泰州学派的说法十分吻合。

可以说，由于王学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久被正统儒学所忽视的自愿原则，因而它的风行使得

在其熏染之下的士大夫能领悟和接受天主教教义包含的自愿原则。前文所引述的裴化行关于王

学“直觉伦理学”有助于中国士人接受基督教的说法就道出了这一点。徐光启拳拳服膺的座师

焦弦和泰州学派的罗汝芳关系密切。他说中国历来“帝王之赏罚，圣贤之是非，皆范人于善，禁人

于恶，至详极备，然赏罚是非，不能及人之中情”(《辨学章疏》)，实际上这是批评正统儒学要求人

们遵守道德规范只是外在的而不是出自情愿的；对于天主教，他则说：“其法能令人为善必真，去

恶务尽，盖所言上主生育拯救之恩，赏善罚恶之理，明白真切，足以耸动人心，使其爱信畏惧，发于

由衷故也。”(《辨学章疏》)所谓“耸动人心”、“发于由衷”是强调出于内心的意愿。杨廷筠在《天

释明辨》中指出：“天主生人独异于万物，欲令其能自专也。自专者所作善恶由己，可以功罪课之。

不能自专者，所作善恶不由己，不得以功罪加之”，认为人与万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为善行恶是否出

于“自专”即自由意志。王徵说：“西学向天主三德，信为之首⋯⋯言信者心之真嗜，非必见之，非

必闻之，待见待闻，其信犹浅之者。”(《代疑篇·序》)这清楚地道出天主教的信仰原则不是以见

闻之类的经验知识而是以内心的自愿为基础。瞿式耜以泰州学派的语言来表述对天主教灵魂说

的自愿原则的理解：“灵魂即人魂也⋯⋯庶上主所以生物之意，在人能物物，不物于物之意，皆洞

达无疑，殆如梦者一唤而使知觉乎?咏鸢鱼之诗，先儒尝活泼泼地，读是编而不于官骸知觉外，恍

有所存焉，亦难语万物之灵矣。”(《性学粗述·序》)“鸢鱼”、“活泼泼”等语，是泰州学派常用的，

如王艮说：“良知之体，与鸢鱼同一活泼泼地。”(《语录》，《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瞿式耜以此说

明上帝赋予的灵魂是自主自愿的，不屈从于外物的意志。

第三，王学大兴讲学会的风气，对天主教的传播提供了组织形式上的借鉴。讲学会在明代中

叶以后蓬勃发展，肇始于王阳明的讲学活动，如陆世仪所说：“至正、嘉时，湛甘泉、王阳明诸先生

出，而书院生徒乃遍天下，盖讲学于斯为烂漫矣。⋯⋯迄于隆、万，此时天下几无日不讲学，无人

不讲学。”(《高顾两公语录大旨》，《陆桴亭文集》卷一，)讲学如此盛况，讲学会自然是蔚为大观。

明代中晚期的讲学会数目之大，不易统计。①就嘉、万时代而言，最重要、最有影响的讲学会都与

王学学者有直接关系，可以说就是“王学讲会”，并组织了各种名称的“会”，如“惜阴会”、“青原

会”、“水西会”等等②。王学热衷于讲学和组织讲学会，如余英时所说走的是“觉民得道”的路

线，(函因而与讲学会相联系，王阳明及其后学十分注重通过会约、乡约来布教于平民。这样的组织

形式被恰在此时传人的天主教借鉴，成为在城乡民间宣教的重要渠道。明清之际在上海、杭州、

福建、陕西、山西等地形成了不少宣讲天主教的“会”，如“仁会”、“兴仁会”、“善终会”、“苦难

会”、“天神会”等等；也有会约，如王徵写的《仁会约》；韩霖写的《铎书》则是从天主教教义出发的

乡约。④这对于他们所在的陕西、山西这样的偏僻地区传布天主教信仰起到了很显著的作用。

《铎书》是为在乡约讲会上宣衍明太祖《圣谕六言》而编撰的，这更是直接对王学讲学会的借鉴。

因为在王学学者如泰州学派的颜农山、罗汝芳及其弟子杨起元等人的讲学会中，不时能够看到对

《圣谕六言》的宣示。王学讲学从“觉民得道”出发，因而注重文体通俗，贴近民间，特别在颜农山

①参见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lO一314页。

②参见陈来：《明嘉靖时期王学知识人的会讲活动》．《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38页。

③参见王沉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序》，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页。

④参见黄一农：《两头蛇：明未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杜。2006年，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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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用了很多便于传唱的歌、词。这也为宣扬天主教所借鉴，如格言类的《二十五言》等，语言浅

近；《圣梦歌》押韵顺口；《儒交信》用语体文撰写，每回前有曲调，纯然是小说体。更重要的是王

学尤其是泰州、龙溪“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明儒学案》卷三十二)，即把

王学进一步朝着佛教的方向发展，因此他们将儒学传统中的神秘体验发展得最为充分，表现出与

宗教的神秘体验基本一致的倾向①，因此他们的讲学会就有了一些宗教的气氛，有的甚至与民间

宗教组织差不多了，如颜农山的“萃和会”。②这为上述的天主教民间会社提供了组织样式和宗

教体验的准备。

清代中叶以后，西学被禁绝，这也与程朱理学再度确立了思想的权威，王学归于沉寂有关。

到了近代，较早接受西学的思想家，从魏源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无不推崇王学，王

学再次充当了西学传播的思想媒介，但已赋予了近代的新内容。

二、实学高涨与西学的相通

明清之际思想的另一令人瞩目的方面，是形成了实学思潮。实学以回归经学(原始儒学)为

号召，以经世致用来与理学的空疏相对立。它萌发于明代中期，在明清之际达到高潮，延伸至乾

嘉时期而与朴学相接。朴学在总体上已把实学的经世致用品格丢弃得差不多了，但实学的某些

精神仍在其中得到了曲折的反映。

明清之际不少士人学者不约而同地将西学看作实学的同道。徐光启称颂西方传教士是“实

心、实行、实学”(《泰西水法·序》)。李之藻说西学是“真修实学”(《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

方以智认为西学具有“详于质测”的实证精神(《物理小识·自序》)。其儿子方中通说西方科学

“以实学胜无益之博学”(《数度衍·序》)。明末的金声宣称：“敬服西儒，嗜其实学”，并由此而决

定“译授西学，流布此土，并为人广细宣说”(《上徐玄扈相公书》，《金忠节公文集》卷三)。实学与

西学在思想上确有相通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实学经世致用的宗旨，为西方科技的传人在价值观上打开了通道。实学主张回归经学

(原始儒学)的重要指向，就是认为理学空谈心性，背离了经学经世致用的本意。理学以“明善”、

“明伦”作为格物穷理和学问之道的首要和根本，其价值体系将心性之学置于学问的核心地位，而

将包括科技在内的其他知识视作“形下之器”、“末务”、“小技”等。实学思潮冲击了这样的价值

观念。黄宗羲指出：宋明理学空谈心性，鄙视事功，与“儒者之学，经纬天地”的精神背道而驰

(《赠编修弁玉吴君墓志铭》，《南雷文定后集》卷三)。顾炎武指责宋明理学“以明心见性之空言，

代修己治人之实学”(《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日知录》卷七)。这里表达的观念是：空谈心性绝非

儒学经世之根本。实学虽然并不排斥“修己”即修身，但要求把儒家学问从专注于个人的心性涵

养拓展到一切涉及国计民生的“实用之学”。黄宗羲将财赋、捍边、作文、政事都列入经世实学，顾

炎武说：“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火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亭林余集·三朝

纪事阙文序》)在顾、黄之前，东林学派已提出不能将学问局限于修身，而要与经世之实际相联系。

顾宪成说：“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

也。”(《小心斋札记》卷十一)高攀龙说：“先致格物，后必归结于治国平天下，然后始为有用之学

也。”(《东林书院志》卷四)显然，实学的经世致用为归和理学的讲求心性为本，在价值取向上是

①参见陈来：《儒学传统中的神秘主义》，《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3l l一320页。

②参见陈来：《明代的民间儒学与民间宗教》，《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470—4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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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于是随着崇尚实学蔚为风气，理学以心性为本的价值观念有所松动。

西学科技跻身于经世之有用之学而被接纳，正是这一松动的显著表现。徐光启认为，西方科

学技术尽管是形而下之器，但“器虽形下，而切世用，兹事体不细已”(《泰西水法·序》)。王徵译

绘刊刻“远西奇器图说”，有人问他：“今兹所录，特工匠技艺流耳，君子不器，子何敝敝焉于斯?”

他答道：“学原不问精粗，总期有济于世”，“兹所录者，虽属技艺末务，而实有益于民生日用，国家

兴作至急也。倘执不器之说而鄙之，则尼父系《易》，胡以又云备物制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

乎圣人。”(《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序》)与此同时，他们对理学空谈心性阻碍科技等实际知识发展

提出了批评。徐光启指出，从黄帝到周孔之教再到唐代经学，都是注意算数之学的，“算数之学特

废于近世数百年间尔”，原因之一就是“名理之儒士苴天下之实事”，于是“往昔圣人所以利世利

用之大法，曾不能得之于士大夫间，而术业政事尽逊于古初远矣”(《刻同文算指·序》)。李之藻

在叙述了传教士携带的科技书籍有助于国计民生的种种用处后，说“以上诸书，多非吾中国书传

所有，总皆有资实学，有裨世用”(《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婉转地批评了理学书传清谈心性而

排斥科技之类的实学；他认为这是对古代儒学的割裂：“古者教士三物，而艺居一，六艺而数居

一”，“自古学既邈，实用莫窥”，于是“其在于今，士占一经，耻握从衡之算；才高七步，不娴律度之

宗；无论河渠历数，显忒其方，寻思吏治民生，阴受其敝”(《同文算指·序》)。可见，接受和认同

西学科技，与以经世致用为归的实学淡化了理学以修养心性为本的价值观念是很有关系的。徐

光启的《泰西水法·序》先说“道之精微，拯人之神；事理粗迹，拯人之形，并说之，并传之”，接着

有上述“器虽形下，而切世用“之语，可见正是基于实学的价值观念，他把探索事理粗迹即形下之

器的科技知识与思辨性命精微即形上之道的精神信仰相提并论，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当时西

方传教士竭力把西学科技描绘成有资于国计民生的经世之用，即使是抽象的几何学，利玛窦也大

讲特讲其对于“为国从政”的广泛作用，强调“此道所关世用至广至急也，是故经世之隽伟志士，

前作后述，不绝于世”(《译(几何原本)引》)。这也印证了经世致用实学的高扬，是对西学科技的

一种接应。

实学把儒学由偏枯的心性之学拓展为广泛的实用之学，对以后的朴学是有影响的。乾嘉朴

学大师戴震指出；没有科学知识是无法精通儒家经典的：“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

人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不知少广旁

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与是

仲明论学书》，《戴东原文集》卷九)。视科学为治经的重要手段，是戴震研究西方科技的动因之

一。乾嘉朴学集大成者阮元将科学(包括西方传教士输入的科技)归入儒学：“综算氏大名，纪步

天之正轨，质之艺林，以谂来学，俾知术数之妙，穷幽极微，足以纲纪群伦，经纬天地，乃儒流实事

求是之学。”(《畴人传·序》)这更明显地表现了实学的影响。正因为有这样的影响，西方科技在

朴学兴盛时期，仍能在经学的庇护下苟延残喘。《四库全书》收录了一些西方科技著作就是明证。

第二，实学强调言必证实，在方法论上和西学有契合之处。实学批评理学的治学方法是“束

书不观，游谈无根”，意谓理学末流很少问津儒家经典，所谓的义理出于己意而缺乏实据。与之相

对，实学在方法论上倡导“言必证实”(《日知录·序》)。这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指以典籍尤其是

儒家经典为证据，所谓“经学即理学”就是强调论学一定要取证于经书；二是指以自然界的事实为

证据，因为经世致用必以外在事物为研究对象。这两个方面在实学“言必证实”的方法论中是混

同在一起的。所以，顾炎武一方面说：“以书御马者，不尽马之情⋯⋯善治水者，固以水为师耳”

(《天下郡国利病书·嘉定县志水利考》)；另一方面又说：“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与友

人论学书》，《亭林文集》卷三)。黄宗羲亦是如此。他一面批评明儒以《周易》之卦象附会昼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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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短，而无视自然界的天象：“舍明明可据之天象，附会汉儒所不敢附会者，亦心劳而术拙矣。”

(《答范国雯问喻春山律历》，《南雷文案》卷四)同时他又说：“学必原本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

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全祖望：《甬上证人书院记》，《鲒崎亭集外编》卷十六)方以智疾呼：

“欲挽虚窃，必重实学”(《东西均·道艺》)，在方法上是既注重实测，“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

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日质测”(《物理小识·自序》)，又注重爬

梳典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其《通雅》评论道：“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核精核”，顾炎武等延此

风气，“始一扫悬揣之空谈”，其“在明代考证家中，可谓卓然独立”。实学的“言必证实”将外在事

物的证据和经书典籍里的证据混同在一起，而这恰恰就为西学的流播产生了凭借。

西方传教士为了减少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阻力，大力引征儒家经典的词句以证其“合儒”。

《天主实义》就是其中的典型。这与实学强调学必本于经典证于史籍是颇为一致的。这也许是

不谋而合，也许是传教士受到实学方法论的启发。不管怎样，两者的这一吻合，使得天主教在实

学高涨之际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徐光启的座师焦弘是开明末清初考据学先声的人物，徐光启称

赞其考据学代表作《国史经籍志》：“若诸藏史，何渠非我明一代文献足征?”(《澹园续集-序》)他

自己亦用考证的方法，在同传教士王一元(丰肃)编撰《推源正道论》时，征引《诗》、《书》、《易》、

《礼》、《语》、《孟》等儒家经典中提及上帝的文句，并写道：“历观古籍，其语上帝者，不一而足。则

上帝者，万民之大本；而上帝者，生人之正道无疑矣。此自东方华夏、西方诸国，其理暗合，若符节

然。而天下古今圣帝、明王、贤哲之士，率皆尊而事之，不敢忽也。不惟笔之于书，以示法守；且为

之致身，为之劳瘁，盖真知上帝乃天地人物之主宰。而其道，王道也；其教，实教也，非异端佛老之

比也，亦明矣”。①这是以考证于儒家经典来表明天主教是“实教”。冯应京在《天主实义·序》中

的话也表现这一点：“天主何?上帝也；实云者，不空也。吾国六经四子，圣圣贤贤日：畏上帝；日：

助上帝；日：事上帝；日：格上帝；夫谁以为空之谈。⋯⋯是书也，历引吾六经之语，以证其实，而深

诋谭空之误。”可见，天主教之所以被他们接受或容纳，重要原因之一，是受到了实学“言必证实”

的方法论以儒家经典为证据的影响。 ．

传教士输入的西学科技明显不同于中国传统科技的重要方面，是重视用仪器和实验取得证

据。这同实学“言必证实”方法论要求从外在事物取得证据有相同点。这反映在明清之际科学

家那里，就是以论说是否有事实根据来彰显西方科技之实证和宋明理学之虚空。徐光启指出利

玛窦等人讲的西学科技，“其言理言道，既皆返本跖实，绝去一切虚玄幻妄之说”(《刻同文算指·

序》)；他批评邵雍以象数推算历法：“邵尧夫未娴历法，而撰私理立法”(《简平仪说·序》)。在徐

光启看来，西方科技之实和理学之虚，在方法论上的区别就是道理根植于事实还是出自于杜撰。

也有一些人持同样的看法。李之藻认为西方所言的天文历数之所以是“阐著实理”(《圆容较义

·序》)，重要的原因在于“其所制窥天观日之器，种种精绝”，用这些仪器观察天象予以验证，“窥

测既核”(《请泽西洋历法等书疏》)；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儒者本天，然二千年来论推无征，漫云

存而不论，论而不议，夫不议则论何以明，不论则存之奚据”(《译寰有诠·序》)。方以智一再肯

定“泰西质测颇精”(《通雅》卷首)，他的儿子方中通说：“此贵质测，征其确然耳”(《物理小识·

编录缘起》)；而理学则“竟扫质测而冒举通几”(《物理小识·自序》)，于是就“或舍物以言理，或

托空以愚物”(《物理小识·总论》)。宋代以来理学的象数学盛行，黄宗羲批评它把历算学引入

了不顾实际天象而主观臆测的死胡同：“有宋名臣，多不识历法。朱子与蔡季通极喜数学，乃其所

言者，影响之理，不可施之实用。康节作《皇极书》，死板排定，亦是纬书末流”(《答万贞一论明史

①转引自方豪：《明末清初天主教比附儒教学说之研究》，《文史哲学报》(台湾大学)第11期，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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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志书》，《南雷文定后集》卷一)；而以实证为基础的西学科技则为历算学开辟了新道路：“西人

汤若望，历算称开辟，为吾发其凡，由此识阡陌”(《赠百岁翁陈赓卿》，《南雷诗历》卷三)。王锡阐

由“测候精详”而称赞“西历善矣”，这是针对理学不用事实作根据和验证的学风影响了历算学而

言的，“至宋而历分两途，有儒家之历，有历家之历；儒者不知历数而援虚理以立说，术士不知历理

而为定法以验天；天经地纬缠离违合之原，概未有得也”(《晓庵新法·自序》)。从这些以西学科

技的实证映照宋明理学的虚空，可以看到实学“言必证实”方法论为明清之际士人学者接受和认

同西学科技的实证方法也提供了思想接应。

第三，实学经世致用的宗旨和“言必证实”的方法论，引导明清之际士人学者把构建西学科

技知识体系的形式逻辑纳入思维方式的视野引导。徐光启视《几何原本》的“由数达理”即体现

在数学推导过程中的形式逻辑思维方式为西学科技之根本。他称其言几何之学是好比把绣鸳鸯

的“金针“度与人，而《几何原本》的逻辑思维方式则是针线之所出的本源：“若此书者(指《几何原

本》——引者按)，又非止金针度与而已，直是教人开矿冶铁，抽线造针；又是教人植桑饲蚕，涑丝

染缕。有能此者，其绣出鸳鸯，真是等闲细事”(《几何原本杂议》)。显然，他试图以“由数达理”

的形式逻辑思维方式作为把握西学科技的基础。这可以说是明清之际学习西学科技的主潮。从

李之藻的“缘数寻理，载在几何”(《同文算指·序》)和王徵的“先考度数之学”“而后可以穷物之

理”(《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序》)，到黄宗羲的“借数以明理”(《答忍庵宗兄书》，《南雷文定五集》

卷一)和王锡阐的“因数可以悟理”(《畴人传》卷三十四)，再到方中通的“格物者格此物之数，致

知者致此知之理”(《与梅定九书》)和梅文鼎的“几何原本为西算之根本”，因而西历能推算出“所

以然之故”(《畴人传》卷三十七、三十八)；无不如此。

明清之际这一群体意识的形成，①是实学经世致用价值观和“言必证实”方法论的产物。如

前所述，在实学经世致用价值观的推动下，西学科技作为实用之学受到明清之际一些士人学者的

推崇。由于他们认识到“由数达理”的逻辑思维方式是锻造西学科技的根基，因而按照实学经世

致用的价值观，它是最根本的实用之学。这在徐光启下面的话语里表达得非常充分：“《几何原

本》者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由显入微，从疑得信，盖不用为用，众

用所基”(《刻几何原本·序》)；“象数之学，大者为历法、为律吕，至其他有形有质之物，有度有数

之事，无不赖以为用，用之无不尽巧极妙者”(《泰西水法·序》)；“能通几何之学，缜密甚矣。故

率天下之人而归于实用者，是或其所由之道也”(《几何原本杂议》)；“历算之学，渐次推广，更有

百千有用之学出焉”(《致老亲家书》)。实学的“言必证实”强调论说必须以事实作根据和验证，

其中蕴涵着逻辑推论精确的要求。这也是明清之际一些士人学者倡导“由数达理”逻辑思维方

式的立足点之一。徐光启指出：利玛窦讲格物穷理，“物理之一端，别为象数，一一精实典要，洞无

可疑，其分解擘析，亦能使人无疑”(《刻几何原本·序》)，这里“精”、“实”并列，以为分解擘析即

精细严密的逻辑论证，能有效地保证《几何原本》的公理确实无疑。因此，运用“由数达理”的逻

辑思维方式就是“言必证实”的题中之意。徐光启在《几何原本杂议》里说：“此书为益，能令学理

者祛其浮气，练其粹心”；“几何之学，深有益于致知”，其中的两个有益之处是，“明此，知向所揣

摩造作而自诡为工巧者，皆非也”，“明此，知向所想象之理，多虚浮而不可授也”。李之藻的《同

文算指·序》认为，《几何原本》“缘数寻理”的逻辑论证，“其道使人心归实，虚骄之气潜消”。李

天经在为直接介绍西方形式逻辑的《名理探》所作的《序》中，批评了“世乃侈谭虚无”而远离“真

实之大道”，强调“舍名理探而别为推论，以求真实免谬误，必不可得”。上述论说赋予“由数达

①详见拙作《论明清之际“由数达理”的思维方法>，<哲学研究>198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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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形式逻辑思维方式以“实”的属性，而与虚浮想象相对立，从中可见明清之际一些士人学者把

“由数达理”的形式逻辑思维方式看作西学科技之所以为“实学”的重要方面。这既表现了实学

“言必证实”在其中的媒介作用，也是对实学“言必证实”的发挥。

实学“言必证实”的方法论到了朴学那里，已基本上专注于从典籍中寻求“本证”、“旁证”的

考据方法，但其和西方科学在注重证据和逻辑推论的严实方面仍有相通之处。朴学大师对西方

科学的实测方法常常颇有赞词。戴震主张对西学“取其精密有据之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天文算法类一》)。阮元认为西方科学重视仪器，是因为“算造根本，当凭实测；实测所资，首重仪

表。不务乎此，而附合于律于易，皆无当也”(《畴人传·凡例》)。朴学大师吸纳了“由数达理”的

逻辑方法，如范文澜所说：“明末清初的西洋天主教徒来中国，天文历算之学，大受中国学者的欢

迎，科学方法影响考据学。清朝考据家黄宗羲、梅文鼎、王锡阐、江永、戴震、焦循、王引之等，都兼

长算学”。①于是西方科学的实测方法和逻辑方法就隐匿于他们的考据方法之中。

在中国近代社会揭幕前后，经世致用的实学抖落了朴学故纸堆的灰尘而重新兴盛起来。它

引导着从学习西方实用的“长技”为开端的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历史潮流。历史再次让实学充当

了西学传播的接应者。

三、结 语

实学和王学的学术路线和运思倾向有很大差别，然而都对西学流播起到了接应作用。这从

一个侧面表明了西学与明清之际中国传统思想的内在关联。接应是为了移植，也就是让西学扎

根于中国，以实现对中国思想世界的重建。明清之际反省宋明理学的实质就是如何重建中国的

思想世界。《明儒学案·河东学案》记载，有人问吕楠：“今之讲学，多有不同者，如何?”吕槌答

日：“不同乃所以讲学，既同矣，又安用讲。”这种不同讲学者用各自所立的“宗旨”为标识，从《明

儒学案》不难看到，明儒一家有一家之“宗旨”。这些纷然各异的宗旨，实际上就是对于重建思想

世界的不同取向。对西学的接应，为这个时期的重建思想世界增添了一幅新的图案。如果把思

想世界分为精神世界和知识世界两大领域，那么这幅新图案的就是：以天主教“补儒易佛”为核心

的精神世界和以汲取西学科技为基础的知识世界。李之藻所辑《天学初函》分作理、器两编正与

此相对应，他说这些典籍“显自法象名理，微及f生命根宗，义畅旨宏，得未曾有。”(《刻(天学初函)

题辞》)表达了要以西学之“性命根宗”和“法象名理”来构建中国以往未曾有过的思想世界的主

张。就此而言，西学与明清之际的思想世界的重建也有着内在的关联。然而这一重建的蓝图没

有得到实现。明清之际过后的精神世界再度为程朱理学所笼罩，而知识世界则为乾嘉汉学所统

领，整个思想世界如阮元在《拟国史儒林传序》所说的，“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擘

经室一集》卷二)。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学又外在于中国的思想世界了。然而，在中国近代王学与

实学再次充任西学的接应者，并且西学成了思想世界重建的引领者。由此来考察明清之际思想

与中国近代思想之间的历史脉络，西学无疑是内在于明清之际以来的中国思想史的。

①<中国经学史的演变)，《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r79年。第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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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播基督的福音是以罗明坚、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来华的初衷，但是，与来华的葡萄牙及西班牙传教士不同的是，深受文艺复兴影响、具有人文

主义气息的意大利传教士，开辟了学术传教的适应性传教方式。因而，在把基督教传进来的同时，他们也把意大利的近代科学文化如天文、地理、数学

、水利、音乐、美术等传入了中国。异质文化的输入，开阔了国人的视野，丰富了国人的知识，特别是舆地、天文、数学知识的输入，使明清之际的中

国得到了一次“根本性的文化震撼”，有助于打破传统的“华夏中心主义”。为了赢得罗马教廷对中国传教事业的支持，耶稣会士在输入西方文化的同

时，也把中国的文化介绍到了意大利。中国古代典籍、制度、史地等文化不断地被介绍到意大利，使中国成为17世纪意大利效仿的对象。同时，由于新

航路的开辟，中国的器物也被大量地运往西方。精美的器物加上“完美的道德哲学”，激起了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

    异质文化的接触，必然会产生碰撞。意学输入中国之后，面对充满异质文化气息的西学，中国士大夫依据他们各自的文化修养、人生体验和价值取

向，在对待西学的问题上，各抒己见、各异其态，形成了赞成和反对两大派别。前者以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为代表，他们对西学尤其是西方科技表现出

巨大的兴趣，积极地引进和吸纳西学，并力求把西学融入到中学之中。同时，西学的输入也引起了明清士人的排拒和反对。明清之际带有官方性质的对

基督教的政治打击，以万历末年的“南京教案”和康熙初年的“历狱”为突出表现，民间或士大夫的反教浪潮以《破邪集》的出现为代表。《破邪集》

的出现更具有某种普遍性，更能反映出中西两种文化的隔阂，更能说明两种文化的冲突。对中学而言，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报以极大

的热情并积极地向意大利传播中国文化。利玛窦、卫匡国等传教士开创了意大利汉学的先河。特别是，由马国贤组织创建的中国学院，为中国文化在意

大利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意文化的冲突在长达百年之久的“中国礼仪之争”事件中，得到了突出的表现。也正是“礼仪之争”事件，导致了明清之际中意文化交流的中断

。回顾这一阶段的中意文化交流，我们仍能从中受益：一，物质文化的交流有利于思想文化的传播；二、文化中心主义是文化交流的一大障碍。三、宗

教传播中的本土化问题值得重视。

    本文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前人的研究概况以及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二部分介绍中意文化交流的基本内容，包括意大利文化的输入和中国文化

的意传；第三部分着重介绍中意两种文化相遇之后，文化本土对异质文化的反应；第四部分分析中意文化交流的历史启示。

7.期刊论文 王杰 明清之际:思想的冲突、批判与创新 -理论学刊2003,""(3)
    明清之际,中国处在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无论是在政治、经济领域还是在思想、文化领域,旧的传统的思想观念与新的先进的价值

理念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激烈的碰撞,社会面临着一系列令人瞩目的价值冲突.明清之际最显著的社会特征之一就是经世实学思潮的出现.一大批提倡经世致

用的思想家,在抨击理学空疏之弊的同时,竭力提倡经世致用、实学实用,从学风、学术上呈现出一股崇实黜虚、舍虚务实的新风尚,从而形成了一个代表

社会进步方向、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学派--经世实学派.人文启蒙思潮是与经世实学思潮同时兴起的.怀疑、揭露、批判封建专制君主和封建专制制度,成

为明清之际人文启蒙思潮的一个重要内容.明清之际,中国文化重道德伦理、重修身养性、轻自然科学的发展理路和格局随着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被打开

了缺口,它使中国知识界在沉浸于儒家经典的同时,开始接触和吸纳西方的一些新知识、新思想,扩大和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

8.学位论文 孙承晟 明清之际士人对西方自然哲学的反应——以揭暄《昊书》和《璇玑遗述》为中心 2005
    本文通过对揭暄宇宙论的深入探讨，及其知识来源的全面疏理，指出西学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另外，本文还对揭暄的交游网作了全面考察，比较了

他们对西方自然哲学态度的差别，从而突显揭暄何以会形成这一独特的宇宙论，结果表明，通过揭暄《昊书》和《璇玑遗述》的对比研究，分析了他早

晚期思想的变化，进而探讨了西学在其中的作用。指出他吸取了西学中的地圆说、天体高下之模型以及世界地理知识，而对其余的一些理论则多有批评

，并在这种批评上有所超越。西学作为“他者”刺激了其宇宙论的深化和形成；指出西方自然哲学的传入，促进和深化了士人对求所以然的兴趣，但这

种研究还是以儒学中的格物为取向。中西两种截然不同的自然观相逢，后者虽对前者造成一定的塑造作用，但更主要的则是唤起了儒家自然观的复兴。

西学的传入并未在中国造成所谓的科学革命。

9.期刊论文 王广超.WANG Guangchao 明清之际中国天文学关于岁差理论之争议与解释 -自然科学史研究

2009,28(1)
    关于岁差,古代中国和西方天文学有不同的解释.中国天文学分"天自为天,岁自为岁",认为是黄道沿赤道的西滑导致了冬至点的西退,从而致使"天周

"与"岁周"不同.中国传统天文学中,岁差只是一个历法概念.而古代西方天文学则继承了古希腊传统,将岁差解释为"恒星东移"的结果.明清之际,西方传教

士引入与中国传统岁差理论截然不同的"恒星东移"之论.当时恰逢"中西历争",为争夺钦天监控制权,奉教天文学家和保守士人之间曾发生激烈争斗,而由

西方传入的"恒星东移"之论曾卷入这场争论当中.文章试图以"中西历争"为线索讨论当时不同背景中的士人或历算家关于此论的争议与解释.通过考察发

现:"中西历争"之中,奉教天文学家藉此论宣扬西法之优越,保守士人则将其作为抨击奉教天文学家的主要着力点之一.而当时一些志在"会通中西"的历算

学者对此却持一个较宽容的态度.在"西学中源"说这一背景之下,梅文鼎等又通过历算史重构的方式将"恒星东移"之论纳入到传统的"天自为天、岁自为岁

"的框架之中.

10.期刊论文 冯天瑜 明清之际西学与中国学术近代转型 -江汉论坛2003,""(3)
    明末清初入华耶稣会士在16世纪末叶至18世纪中叶近两个世纪间,广为译介西方古典及近代早期学术,而与之合作的中国士人,又是思想开明、学有专

攻的一时才俊,两相珠联璧合,成就了一番"西学东渐"事业,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作出无庸小视的贡献.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njdxxb-zxrwshkxb200906010.aspx

授权使用：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授权号：580e76e6-7c7a-4e72-90a9-9e4d00817f2a

下载时间：2010年12月15日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8e%8b%e6%9d%b0%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llxk200303050.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llxk.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ad%99%e6%89%bf%e6%99%9f%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734873.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8e%8b%e5%b9%bf%e8%b6%85%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WANG+Guangchao%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rkxsyj200901006.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rkxsyj.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86%af%e5%a4%a9%e7%91%9c%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jhlt200303016.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jhlt.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njdxxb-zxrwshkxb200906010.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