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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天主教与佛教冲突的文化蕴义
——以利玛窦为例

韩月香

(肇庆学院政法学院，广东肇庆526061)

摘要：晚明时节，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过程中与佛教发生了巨大的争论，

在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价值论等多方面展开了论辩。这场轰动朝野的争论具有重要的文化蕴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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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谈及中

外学术交流史曾写道：“明末有一场大公案，为中

国学术上应该大笔特书者，日欧洲历算学之输入

⋯⋯要而言之，中国智识线和外国智识线相接

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

第二次。”fl】梁氏所言之学术“大公案”，就是指明

末清初以天主教耶稣会士为主角的我国历史上

第一次西学东渐，这场持续了两个世纪的传教活

动和文化交流活动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就是享

有“西学东传第一师”美誉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

窦(Matteo Ricci，1552—1610)。

史载西汉末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已授《浮屠

经》，如果此事非向壁虚造，则佛教在中国之流传

不迟于东汉初年【2】。也就是说，当天主教耶稣会士

于明末来华传教时，佛教在中国已经历了近1600

年的传播与发展历程了。这段漫长的历史长河足

以使中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中一切没有生命

力的因子湮没无闻，反之，经历了这段历史长河

之沙汰而仍未消失者，则可以说具有了经久不衰

的生命力。佛教经过长期的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

撞和融合，一些宗派以其出色的本土化使其信仰

和思想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生活的深处，对文化和

意识形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而成为中国文化

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刚刚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沿用他们在日

本的成功经验，把自己打扮成“番僧”的形象，但

是这种传教方式并不顺利，后来发现中国僧侣的

社会地位与日本并不相同，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

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士大夫，因此，1592年，在

华传教已有10年的利玛窦决定放弃僧侣装束，蓄

发留须，改穿儒服，完成了传教士从“番僧”向“西

儒”的形象转换。

随着利玛窦等人对中国宗教了解的深入，他

发现“和尚们都是，或者大家认为是全中国最低

级和最没有教养的人。一是由于他们的家世；一

是由于他们无知和缺乏教育”。【3】3“1由此可以看

出，利玛窦对和尚和佛教的评价不高，这反映出

早期将“自我”认同于“他者”的西方传教士此时

已将和尚看作是“自我”之中的“他者”，“合儒辟

佛”则成为其传教的主要任务了。利玛窦在中国

几十年，留下了大量的汉语著作、书信、日记、传

教报告等文本资料，其中《天主实义》和《畸人十

篇》集中反映了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对佛

教的看法和批驳。

一、关于世界之空实、有无的论辨

《天主实义》以“中士”作为提问者，代表佛教

或中国士大夫的观点、疑惑；以“西士”作为回应

者。代表利玛窦等传教士的观点和辩驳意见，其

第二篇开篇即提出以佛教的宇宙论(或本体论)

作为本篇讨论的中心议题之一：

中士日：吾中国有三教，各立门户：老氏谓物

生于无，以无为道；佛氏谓色由空出，以空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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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氏谓易有太极，故惟以有为宗，以诚为学。不知

尊旨谁是?

西士日：二氏之谓，日无日空，于天主理大相

剌谬，其不可崇尚，明矣。【4】15

中士继续发问：然佛老之说，持之有故。凡物先

空后实，先无后有，故以空无为物之原，似也。

利玛窦借西士之口，对这一观点提出了强烈

的反驳：上达以下学为基。天下以实有为贵，以虚

无为贱，若谓万物之原，贵莫尚焉，奚可以虚无之

贱当之乎!况己之所无，不得施之于物以为有，此

理明也。今日无日空者，绝无所有于己者也，则胡

能施有性形，以为物体哉?物必诚有，方谓之有物

焉，无诚则为无物。设其本原无实无有，则是并其

所出物者无之也。世人虽神圣，不得以无物为有，

则彼无者空者，亦安能以其空无为万物有、为万

物实哉!试以物之所以然观之，既谓之空无，则不

能为物之作者、模者、质者、为者，此于物尚有何

着欤?【4】16

这一大段反驳包含如下的几层意思：

第一，以贵贱论之，天下以实有为贵，以虚无

为贱，万物本原其贵无比，怎么能以虚无之贱作

为万物本原呢?

第二，从一般的产生或生成来讲，无不能生

有，“己之所无，不得施之于物以为有”。所谓空

无，意思就是自己什么都没有，既然自己什么都

没有，怎么能够赋予事物性与形，使事物成为事

物呢?如果说本原既非实在，亦非实有，那么它所

产生的事物，也只能是无，或者说，它什么都产生

不了。即使圣人、神人，也不能使无成为有，所以，

空无不能作为万物的本原。

第三，从四因的角度看，空既然是空无，就不

可能作为事物产生的原因。根据利玛窦对四因与

创造者(本原)之关系的说明，空无尤其不能作为

四因中的作者、为者，因为这两个原因，在坚信上

帝创造一切的传教士看来，必须也只能归之于创

造本原天主的规定。【5】旧3

针对中士的“空无者，非真空无之谓，乃神之

无形无声者耳，则与天主何异焉”的疑惑，利玛窦

说：“此屈于理之言，请勿以斯称天主也。夫神之

有性，有才，有德，较吾有形之汇，益精益高，其理

益实。”

从利玛窦的思想中可以看出，他把佛家的空。

理解为空无一物的空，把道家的无理解为虚无之

无，并在此基础上，从有限的具体事物的不存在

或具体事物的尚未产生的角度，对佛教道教的空

无、实有等思想进行批判。这一理解，总的来说，

并没有抓住佛道空无概念的本质规定性。

佛教的空是指“缘起性空”，即诸法皆依缘而

起，无自性，故空。佛教论空有的关系，乃是就具

体事物的存在而言。现象界的事物，其存在皆需

要条件，即“因”(事物生灭的主要条件)、“缘”(事

物生灭的辅助条件)，因缘和合则生，因缘分散则

灭，现象事物本身没有常住的自性，就此而言，它

们是空而非有。根据佛教的空论，空的概念并不

具有宇宙论的本原意义，也不具有现象事物之存

在的逻辑依据意义，空的意义在于揭示现象界事

物的本质而不是本原。

其实，在研究利玛窦对佛道空无思想的批判

中，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一误解或误读，比如

罗光在《利玛窦与佛学》中就指出：“按哲学常理

说，从空无不能生有，普通我们说一件东西先没

有，后来有了；若是先已经有了，便不再有了，只

能变为无；所以是由空无而生有，由有而生无。然

而这种说法，是假设在东西之外有一动因，可以

使没有的东西而成为有。假使整个宇宙的根源为

空无，怎么可以生有呢?佛教所说的空无，并不是

由无生有，而是以一切的有为无，有乃是人的愚

昧所生幻象，利玛窦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只由普

通的空无概念去辩驳。”【5】197

胡国桢也指出了类似的问题：“老子的‘元’

本不是虚无，而是绝对的有，只是这绝对的有是

无形无像的，才称之为‘无’。佛教的‘空’，由某个

角度看可以说也是那惟有的绝对本体‘真如’的

另一名称；人生一切因缘了断后，进入涅檠，就是

跳出了轮回，和‘真如’成了一体。如此说来，老子

的‘以无为道’和佛教徒的‘以空为务’，都在强调

人生的终极目标，在追求那永恒的绝对本体，与

之合一，与天主教的人生理想多少是一样的，只

是利玛窦没有了解这点而已。”【s】198

的确，利玛窦基本是从宇宙发生学的角度去

理解佛教的空论的，他把佛教的空看成像天主教

的上帝一样的独立的实体，是世界万物的本原。

所以，才把佛教的空论看成是基督教的大敌。今

天的人们指出这一点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

的是其中蕴含的文化学意义。两种宗教代表了两

种完全不同的文明脉络和文化体系，西方文化从

一开始就对本体论、宇宙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以至于西方各家各派的思想似乎只有从这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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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才算是找到了真正的思想依托。无论是古希腊

哲学的形而上探寻还是基督教的彼岸追求，都是

这一思路的体现。正是在这样的思维框架下，柏

拉图才那样看重、珍视他的“理念说”，基督教也

才主张上帝是创造了一切的创造者的创世论。利

玛窦是西方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代表者，他看世

界、看其他文化的眼光自然脱离不了这些文化的

影响，这就是迦达默尔所谓的“前见”、“视阈”，用

这样的“前见”“视阈”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佛教

的“空”。恒河流域产生的神秘型文化和神秘型佛

教，其思考的焦点从来就不在本体论上，它不认

为本体论的问题是重要的问题，它更重视的是对

宇宙人生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而不是生成论

的揭示，因此，空是指世界万事万物没有自性的

特征，缘在、事物在，缘亡、事物亡。人们只有觉悟

到了这一点，不再执着于具体的事物，随缘生灭，

才能摆脱由于妄念而产生的痴迷与痛苦，这是佛

教的核心教义，也是他的核心思想与智慧。所以，

利玛窦对佛道空无的批判，既显示了利玛窦的误

读，也显示了两种文化的差异，正视差异、理解差

异是文化发展的必要前提和条件，相反，忽视差

异甚至敌视差异，把差异看成是绝对的“他者”。

只会把文化导入一种由于狭隘而排他而独霸而

衰落的危途之中。

二、关于六道轮回、戒杀生的论辩

利玛窦对轮回的反驳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

第一，利玛窦指责佛教的教义、思想多是剽

窃他人或者源于西方的天主教。

利玛窦的《天主实义》说：“天主教，古教也，

释氏西民，必窃闻其说矣。凡欲传私道者，不以三

四正语杂入，其谁信之?释氏借天主、天堂、地狱

之义，以传己私意邪意。”[6134a

利玛窦进一步指出，佛家的轮回说源于西方

的毕达哥拉斯：“古者吾西域有士，名日闭他卧刺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以其豪杰过人，而质朴

有所未尽，常痛细民为恶无忌，则乘己闻名，为奇

论以禁之，为言日行不善者必来世复生有报，或

产艰难贫贱之家，或变禽兽之类⋯⋯每有罪恶，

变必相应⋯⋯既没之后，门人少嗣其词者。彼时

彼语忽漏国外，以及身毒释氏图立门户，承此轮

回，加之六道，百端诳言，辑书为经。”【6】344

应该说，利玛窦的嗅觉很灵敏，但是如果从基

督教、佛教产生的时间先后看，也许“窃闻”关系

恰恰相反，应该是天主教“窃闻”了佛教的思想才

符合逻辑。其实，谁窃取谁，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关键的是在人类文化形成、构建和发展的过程

中，总有一些基本的东西、基本的共性，这些共性

反映了人之所以为类的文化奥妙，是普适性和普

世性的依据。

第二，利玛窦对轮回说本身的荒谬进行批

驳。《天主实义》列举了轮回说的六大“逆理”，大

意是说，假如人会真能迁往他身复生世界，或为

别人，或为禽兽，那么怎么从未听说有人能记忆

前世的事情。不但如此，“尔所娶女子，谁知其非

尔先化之母，或后身作异性之女者乎?谁知尔所

役仆、所詈责之人，非或兄弟、亲戚、君师、朋友后

身乎?此又非大乱人伦乎?”t6]3“

三世因果、六道轮回是佛教的基本教理，佛

认为众生因为无明业力牵引而在六道当中轮回

无穷，无始劫来互为父母、兄弟、妻子、儿女，这

样，如果杀生就有可能杀害到过去的亲眷。梵网

菩萨经更明确地说，一切众生皆宿世父母，杀生

食肉，即是杀食宿世父母，且杀生断人慈悲种子，

不利于佛教的修行。因此，佛教的五戒之首就是

戒杀，而戒杀的理论基础则是轮回说。

与佛教相反，天主教却认为上帝为至高无上

的神，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山川、树木、粮食等

皆是上帝创造的供人所用之物，动物自然也是供

人之物，所以宰杀动物符合上帝创生万物以为人

所用的意愿，人们在宰杀、享用这些上帝所创之

物时应该对上帝的仁慈心存感恩之情。

天主教把世界看成是只有一个主宰神所安

排的秩序，层分缕析，空间层级感分明、强烈，而

佛教却把世界万物看成是无始无终、没有绝对主

宰、皆为缘起缘灭的无尽链条，两种不同的世界

观决定了两种不同的逻辑思维方式，一个是上下

空间的构想，一个是平面的链条接续；一个是金

字塔结构，一个是周而复始的封闭圆。所以，在轮

回、杀生等问题上，各自唱着各自的调儿。

天主教的杀生合理说是建立在其灵魂不灭

说的基础上的，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将世界之

魂分为三品：上品名灵魂，即人魂；中品名觉魂，

即禽兽之魂；下品名生魂，即草木之魂。灵魂最

高，能包含草木之生魂和禽兽之觉魂，不依赖于

他物而存在，是上帝赋予的神性实体，因而具有

常恒不灭性。“人魂为神，不容泯灭，此为修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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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人的现世不过是为人所暂居，后世有天堂地

狱，在生命结束后灵魂将接受上帝的审判，以其

生前善恶行为或永沉地狱或永升天堂。

而佛教认为一切的有、法都是刹那生灭的，

众生也是如此。三界众生因为善业恶业，命终受

业力牵引，感报有苦乐、升沉之别，如此在六趣之

中如轮流转、辗转不息。与天主教的灵魂不灭说

不同，佛教的轮回说并没有一个常住实在的自

我，没有一个不变的灵魂主体作为轮回的载体，

它只意味着一个生死相续、因果相连的过程。进

一步可以推出，佛教的因果轮回观念含义深广，

并不单指从一种生命形态变为另一种生命形态。

就人道而言，从朝至暮，妄想执着、念念生灭、一

息不停，此种心境的迁移变化实际上也是轮回的

一种形式：一念贪心即是恶鬼，一念愚痴即是畜

生，一念嗔心即是修罗、地狱，一念善心即是人

间、天堂。所以，在佛看来，无论从生命形态的转

变还是从心念的迁移变化，轮回论都是无可非

议的。

比较而言，如果说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是

“常痛细民为恶无忌”，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而创设

轮回说，那么如此广义的佛教轮回说其伦理道德

的维度不是更明显吗?尽管文化不同，但是人类

面临的生活基本困境是相通的，所关心的问题也

会有重叠之处。

三、关于偶像崇拜的论辩

利玛窦指责佛教诸像乃邪魔潜附、承人祈福

心理以侵迷诳诱。在《天主实义》第七篇中，有人

问：“拜佛像，念其经，全无益乎?”

利玛窦回答道：“奚啻无益乎!大害正道。维

此异端，愈祭拜尊崇，罪愈重矣。一家只有一长，

二之则罪；一国惟得一君，二之则罪；乾坤亦特有

一主，二之岂非宇宙间重大罪犯乎!”【4】缸

利玛窦虽然也认为佛神诸像的起因有人们

思慕和祈福的成分，但他更强调“最恶之人以邪

法制服了妖怪，以此事自称佛仙，假布诫术，诈为

福祉，以骇惑顽俗，而使之塑像祀奉”的因素，而

且断定：“邪神魔鬼潜附彼像之中，得以侵迷诳

诱，以增其愚。夫人既奉邪神，至其已死，灵魂坠

于地狱，卒为魔鬼所役使，此乃魔鬼之愿也。”[61344

称佛教立佛像拜佛陀等等宗教生活为“偶像

崇拜”，并非利玛窦的发明，当年的马可·波罗在

其《游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佛庙里供奉着的

“许多偶像，其中有些是用木头刻的，有些是石头

雕的，也有些是泥塑的；它们身上都是金碧辉煌。

这些偶像雕刻得十分精美，大小不一，神采各异。

大的偶像可高达数米，有的坐着，有的斜卧；小的

则恭如弟子，立在身后。他们深受民众的尊敬。偶

像崇拜者(idolaters)过着比常人更加清苦的生活，

他们吃斋礼佛，不近女色”。[313“1可见，欧洲人对

佛教的偶像崇拜早有所耳闻。

基督教是严谨偶像崇拜的。《圣经·旧约》中

有不少反对偶像崇拜的规定，并记述了许多以色

列人因崇拜偶像所受到的上帝的惩罚，如“摩西

十戒”中有“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跪拜那些偶像；也不可事奉它，因为我耶和

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7】“你们也看见他们中

间的可憎之物，并他们木、石、金、银的偶像”，

在《圣经·新约》中也有耶稣类似的话：“一个人

不能事奉两个主。⋯⋯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

玛f-j。”用

利玛都从护教的本能出发，当然对佛教的佛

像崇拜进行批判，斥之为“偶像崇拜”；从天主教

的教义教规出发，当然认为偶像崇拜乃邪魔潜附

之异端，大害正道。人类的宗教发展史告诉我们，

有影响力的宗教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一神教的建

立和维护，反对偶像崇拜。作为一种人们祈福的

方式，偶像崇拜确实很容易把普通信众导人单纯

的甚至是迷狂的对偶像泥塑的疯狂崇拜之中，这

种诳痴的情感使人们忽略甚至抛弃更为重要的

对超越对象的追求和暝思，这不利于提高人们的

宗教感情的圣洁性和高远性，也不利于人们的心

灵修护和精神升华，偶像崇拜往往出现一种与宗

教的神圣性相去甚远的世俗化、功利化倾向。从

这个角度讲，反对偶像崇拜有其更深远的文化意

蕴。当然，利玛窦等传教士不是从现在文化学的

视角去看待和分析偶像崇拜的，这里有一教之阈

陷、历史之局限。

四、关于人神关系的论辩

在人神关系问题上，或者说人性论问题上，

天主教与佛教也是大异其趣，利玛窦对此也有

辩驳。

基督教称上帝是全能的，而佛教则认为人心

可以应万事，人心广大全备，人的身体乃至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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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都蕴藏在人心之中，人心具有天主所具有

的无限属性，所以天主即居于人心之中。

从基督教的创世论出发，利玛窦指出人之灵

明受之于天主，其心识之能力不过是于天主造人

时偶然得之，但佛氏却骄傲自大，夸耀这种能力，

自比于天主。这种倨傲，不仅不是贵人身、尊人

德，反而是贱人丧德。

“佛氏未知己，奚知天主?彼以眇眇躬受明于

天主，偶蓄一材，饬一身，矜夸傲睨，肆然比附于

天主之尊，是其贵吾人身，尊吾人德?乃适以贱人

丧德耳。”[4140-41

至于佛家的所谓心含万物，利玛窦更倾向于

在认识论的维度上解释其含义，即作为人的一种

认识能力可以影像事物，如同明镜、止水可以影

照万物一样；绝对反对从本体论意义上去理解，

否则，从“心含万物”就可以推出对天主教来说极

为危险的、极为错误的、亵渎神灵的“心含天主”

之论。

佛教主张人人有佛性，即“我即佛”，由此

有可能进一步演绎出了“我即天主”之说。《天主

实义》借中士之口表达了这一逻辑推演：

“所云生天地之天主者，与存养万物天上之

天主者，佛氏所云‘我’也。古与今，上与下，‘我’

无间焉，盖全一体也。地缘四大，沉沦昧晦，而情

随事移，‘真元’日凿，‘德机’日驰，而‘吾’、天主

并溺也；则吾之不能造物，非本也，其流使然耳。

夜光之珠，以蒙垢而损厥值，追究其初本，肪可为

知也。”【4】42

利玛窦用逻辑的推理驳斥道，“我”作为万物

之原、天地之灵却被其所出之物沦昧，于理不通!

“吁，弗哉!有是毒唾，而世人竞茹之，悲欤!非

沦昧之极，孰敢为万物之原、天地之灵，为物沦昧

乎哉?夫人德坚白，尚不能以磨涅变其真体i物用

凝固，不以运动失其常度。至大无偶、至尊无上，

乃以人生幻躯能累及而污惑之，是人斯胜天，欲

斯胜理，神为形之役，情为性之根，于识本末者，

宜不喻而自解矣。且两间之比，孰有逾于造物者，

能囿之陷之于四大之中，以昧溺之乎?”【4】42

利玛窦的意思是说，人之德性的坚定和纯

洁，尚不能因困境和污染而有根本的改变；事物

之凝固的特性，也不能因运动而有根本改变。法

性本体，以其至大、至尊，如何能被人之虚幻的肉

体躯壳所牵累、污染、迷惑呢?如果说法性是超时

空的无限者，更有什么超越于它的东西能够限制

它、能使它陷溺、沉迷于四大之中呢?(51206

佛教在人性就是神性的前提下对人性作了

进一步分析，代表晚明佛教思想的三淮法师说，

既然神性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人也就既无善，

又无恶；如果真有善恶，它们也是互相转化的。对

此论说，利玛窦反驳说，神只有善，没有恶，而人

却有善和恶，当人趋近神的时候，就有善，当人背

离神的时候，就有恶；神如同太阳，只有光亮，没

有黑暗，世界的光亮是因趋近太阳而生，世界的

黑暗则是背离太阳而起。(8l

天、释双方的有关人神关系的论辩同样反映

了二者的文化差异，这些命题从绝对意义上讲，

很难说对错，作为超验的形而上之学，是人类的

思想之源和思维之元，每一种文明体系和文化理

论都会对这些形而上问题有所回应，但是人们却

不能奢求证实或证伪它们。在这个意义上，基督

教与佛教的主张都有其思想的价值和思维的意

义。而实实在在的人类社会的现实生活尤其是道

德生活却是建基于这些“玄妙”之论上的，正是在

社会功效这层意义上，当时也参与争论的徐光启

指出了二者高下，徐光启认为西方人心中存着一

个有生育救拯之恩的上帝，而且上帝的赏善罚恶

之理明白真切，其在宗教上的威慑力量强烈到

“足以耸动人心”，使人们的爱信畏惧等宗教道德

情感，不是虚伪地而是真实地发自内心，使人们

兢兢业业。“唯恐失坠，获罪于上主”。天主教的伦

理规范因此而获得了普遍有效性，使人“为善必

真，去恶必尽”。相反，中国却缺乏这种具有普遍

有效性的道德规范体系，包括佛教也是如此。徐

光启说，中国“古来帝王之赏罚，圣贤之是非，皆

范人于善，禁人于恶，至详极备”，其动机未尝不

纯正，其体系未尝不周详严密，但其效果却是“能

及人之外行，不能及人之中情”，职是之故，“防范

愈严，欺诈愈甚。一法立，百弊生，空有愿治之心，

恨无必治之术”。【9】

徐光启的敏锐感触与康德的“即使没有上帝

也要创造一个上帝”的道德实践理性何其相近，

两种宗教在人性论问题上的争辩，实际上是道德

问题的“自律”与“他律”的思想交锋。

结语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天主教耶稣会传教

士凭借多年的传教经验、聪明智慧、广博知识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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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包括宗教文化)传播到了中土，使晚明

文化第一次与来自西方的异域、异质文化直接交

锋，呈现出了“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的文化交

融态势，这是一次文化交流史上难得的盛宴，台

湾学者方豪神父曾这样描述：“利玛窦为明季沟

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

行禁教之时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为巨观，西洋

近代文学、历史、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

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

传人。”Bo]

但是。正像斯宾格勒所说：“两种不同的文

化，各自存在于自己精神的孤寂中，被一条不可

逾越的深渊隔开了。”【ll】被隔开的文化的交流并

不是一帆风顺的，其实作为异质文化的天主教不

仅与恒河的神秘宗教——佛教的信仰文化有冲

突、有矛盾，与中国的儒家文化也有差异、有不

同，在传教策略中，利玛窦最终选择了一条“补儒

易佛”的文化传教路线，这才把天主教与佛教的

矛盾凸显出来。

天主教与佛教的冲突是多方面的，本文论及

的几个方面只是最重要、最核心的论辩与分歧，

论辩呈现出了两种宗教在宇宙论、本体论、认识

论、人性论、价值论等方面的根本差异，反映了两

种文明体系的独特特征。对于世界的认识、探索、

解读，不同文化体系和不同的认知主体都各有其

认知优长，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其认知劣势。由

于人的理性的有限性，对世界的认知某种意义上

只能是盲人摸象式的无奈。但是，正如梁启超所

说，摸者“各道象形，谓所道为象全体固不可，谓

所道为非象体亦不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

并行而不相悖”，所以，“各明一义，俱有所当”，这

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和而不同”吧。li2]

由此可知，晚明时节的这场轰动朝野的天、

释冲突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蕴义：第一，文化有

差异、有不同，认知者必须正视之；第二，差异、不

同恰恰是文化本身生长的活性因子，这在文化发

生学、发展学上的意义非同小可；第三，异质文化

之间也有同质性，这是人类之所与为人类的“共

相”；第四，不能偏执于某个单一文化的“殊相”中

不能自拔，伽达默尔的“悬置”理论在文化交流上

大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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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谨从天主教和佛教的关系角度来切入这段历史，试图通过对他的回顾来探讨传统社会在面对固有文化和异质文化冲撞间的抉择，以及这种抉择背后

发人深省的历史事实。

    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叙述了从范礼安、罗明坚为了进入中国内地而托名“西僧”，到利玛窦深入明朝社会后改扮为儒家学者身份，再到后来逐

渐公开自己的反对佛教的立场的这一历史过程。这就是天主教从处身中国文化的外围来解读中国到置身中国文化的内部来评价他的一个动态的转化过程

，这也就是天主教人士对中国文化的渐进的理解过程，也是天主教在中国社会从“隐”到“显”的激荡过程。

    第二章沿着历史的脉络，介绍了从云栖株宏大师的《天说四则》到僧儒携手破耶的《圣朝破邪集》再到托名钟始声的蒲益智旭大师的《辟邪集》问

世的二三十年间，本土佛教界就天主教在中华传行的总体回应情况。

    第三章将前面两章的交叉点平面展开，把冲撞争锋中的佛教和天主教拉到一个横切面上来做直观对照：首先是从当时争锋留下来的文本上来解读其

争锋的内容，然后再从同时代目光中勾勒两者在现实生活中行品形象。这种理与实的对照使我们可以比较完整准确的掌握两者在当时社会中的现实形态

及人心的取向，从而可以使得我们更好的理解这场宗教信仰争锋背后的社会现实层面的东西。

    第四章进一步收近我们的视野范围，将焦点集中到杨廷筠——这样一名在佛门路上由于意外遭遇天主教而毅然弃佛皈依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

身上，让我们通过检视他转变前后的所作所为，来进步一认识促使他决然转变的真实原因。

    第五章重新把视野放回到晚明社会的大背景中，对比杨廷筠的人生理想和佛教颓败堕落的不堪现状，进而浅析杨廷筠皈依天主教的真正原因：信仰

还是存在?

    总而言之，晚明时期由于佛教本身道德上的堕落和佛理上的停滞，整体上呈现出一片衰颓气象，这使得他在和有着良好的个人修养、并过着严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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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生活的耶稣会士为首的天主教的竞争中处于尴尬的劣势。而同时诸如杨廷筠这样有着忧国忧民思想的儒家士大夫，在“神道设教”的传统思想的导引

下，处于教化世风的缘由而毅然皈依天主教，并为了天主教的传扬而不惜与佛教公然对抗。——这正是本文所要的得出的结论：生存而非信仰，是人们

在晚明佛耶之争中选择的最终依据。

5.期刊论文 张勇.Zhang Yong 天主教与佛教儒学化之比较与反思——以"礼仪之争"与"沙门议敬"为中心 -东疆学

刊2009,""(1)
    "沙门议敬"的圆满解决与"礼仪之争"的不欢而散,共同昭示了一个主题:一种外来文化要想生存、发展,就必须在尊重本土文化的前提之下,走多元融

合之路.同时启发我们,在文化发展日益世界化的今天,一些"西方中心主义"者坚持所谓"普世主义",并认为这种普世性要由欧洲和基督教文明国家输出的

想法是错误的.

6.期刊论文 陈永革 以儒辨天与以佛辨天：晚明佛教丛林对天主教义的论难 -宗教学研究2001,""(4)
    明万历年间。西方天主教的传入中国及其对佛教的批评，使佛教丛林面临异质宗教的极大挑战。基于护法维教的宗教立场，晚明丛林展开了破辟天

主教的思想论辨。其代表僧人为云栖袜宏、密云圆悟、费隐通容、罗川如纯等。其破辟天学的方法立场，主要为以天辨天、以儒辨天与以佛辨天，表明

儒佛圆融、儒佛调和论的深入。丛林对天主教义中的天主论、人性论、灵魂说、天堂地狱说等内容展开的破辟及其思想论战，为佛教复兴增添了新的现

实内容。

7.期刊论文 马晓英 晚明天主教与佛教的冲突及其影响 -世界宗教研究2002,""(4)
    天主教入华后激烈排佛,其原因无疑与当时佛教自身的衰落及其在政治文化中地位卑下的现实密切相关,其目的在于取代佛教地位并借排佛以批儒.佛

耶论争的内容主要表现为本体论和神人关系上的异见以及对于轮回观念的不同看法等方面.知识分子在佛耶冲突中表现出三种不同态度:崇耶反佛派、中

间派和崇佛黜耶派,其中前两者的支持和宽容对天主教的传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佛耶冲突实际上是天主教与中国民间文化的冲突.宗教不宽容是佛耶冲突

及天主教不能融入中国文化的根本原因.

8.学位论文 凌长臣 明清时佛教与天主教的交涉 2002
    佛教与天主教在中国明清时期所发生的论战,其内容不仅涉及两种宗教文化的比较,同时在更深意义上讲也代表了中西文化的首次磨合.鉴于此,探讨

这场争论的内容、形式对于我们今天正在极力提倡的文明比较与对话必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看似单纯的宗教对话,由于佛教与天主教已经成为东西文化

的主要内容或底蕴,使得这次争论又可以看成是中西文化交流,事实上双方的分歧也正是基于中西哲学的不同.例如,上帝创世与一切唯心造的不同,正是西

方“主客二分”与东方（特别是中国）“天人合一”的对立的体现.而“末日审判”与“六道轮回”的差别根源,其实也正是西方的“他律”与东方的

“自律”的不同,也就是说,这场宗教对话也可以说成是以宗教形式出现的中西哲学对话.而评价这场宗教对话时也无法避免哲学的介入.就文化交流来说

,双方平等的条件是必须的,特别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容忍”,没有佛教的“慈悲”与中国士人对外来思想的宽容,初来中国的天主教如何敢于挑战

佛教？而文化交流的结果不可能是部分人所担心的“文化消亡”,而是经过漫长“博弈”过程以后的相互吸收、相互借鉴.

9.期刊论文 王迎喜.WANG Ying-xi 古代安阳宗教的产生和发展 -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6)
    安阳地处中原,文化先进,从东汉起,佛教已经传入,道教也已产生.南北朝时期,佛寺僧众已有习武之风.从隋唐到五代,安阳佛教兴盛起来,道教也有很

大发展,灵泉寺成为"河朔第一古刹".宋金元时期安阳佛教和道教进一步得到发展.明清时期,除佛道两教得到继续发展外,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也传到了安阳

.

10.期刊论文 凌长臣 明清之际佛耶两教交涉考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9(3)
    天主教在明清时期传入中国之后，由于传教策略及宗教排他性等方面的原因，开始由利用佛教转而在世界本原、天堂地狱、杀生、轮回等领域与佛

教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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