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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明清时期的传教士与东学西渐

王纪鹏邢瑞娟

摘要：十六世纪，在欧洲受基督教冲击的天主教，急需寻找欧洲之外的传教场所，于是一批天主教耶稣

会士来到中国，他们除传播基督教文化外，也带来"-3时西方的一些哲学科学知识和器物文明。在这次中西文

明的相遇和交流中虽然发生过冲突，但耶稣会士也传递了大量的中华文化信息给欧洲，包括不少的儒、道经

典著作，这一交流，曾一度引起欧洲的中国热，也影响了一批欧洲启蒙时期的思想家和改革家，有力地推动了

欧洲的启蒙运动和中国文化的传播，为世界文明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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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这个特殊的群体，充当了帝国主义侵华的急
先锋。诺尔斯就曾说过：“在扩大英国殖民地方面，有一

个团体比其它任何人有更多的贡献，那就是传教士。”继
历史上唐代景教、元代也里可温教、明代中叶天主教大规
模地传人中国之后，到清朝，随着清政府鸦片战争的失

败，被迫同英国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同美国和
法国分别签订了中美《单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从
此，条约的签订给传教士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传教士

第四次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传教士对中国人民造成的
危害之深，显而易见。中国历史上“教案”之多是世界各

国罕见的。但伴随着传教士进人中国的还有另外一个作
用，那就是传教士对文化的传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传教士通过中学西渐，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我们也应给予充分的肯定。在此本文将着重就此作进一
步的探讨。

一传教士进入中国及对中国文化的传播

西学东渐并没有阻断东学西渐的步伐。中国文化在
明清时期进一步传向欧洲。“宗教改革兴起后，罗马教皇

控制之下的天主教便向新航路所通达的地方寻找新的宗
主国。罗马教廷有要使中国成为从属于他的一个教区的
企图。”十六世纪中叶，西班牙人圣依纳爵·罗耀拉为适

应罗马教会的扩张，组织了一个传教团体——耶稣会，积
极组织海外的传教事业。葡萄牙国王若望三世请教皇派
六名传教士到东方传教。耶稣会创办人之一的圣方济各

·沙勿略，便是最早派到印度、日本传教，也是首先在中
国开教的。当他1552年到达中国后，由于明朝的海禁，
只好滞留在广东上川岛，并于12月20日去世。1581年

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向明朝派出官方使团，但受阻未能
成功。但西班牙奥斯丁会士门多萨却用出使过程中得到

的资料，撰著介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风俗的宏著
《中华大帝国史》，于1585年在罗马出版。此书的出版，
风靡欧洲，立即在欧洲掀起了大规模的“中国热”，这就

为欧洲吸收中国文化创造了良好的气氛。如果说沙勿略
是耶稣会来华传教的先驱，那么为耶稣会在中国奠定基
业的却是意大利人利玛窦，耶稣会士为了进入内地传教，

决意派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的范礼安、罗明坚、巴范济和
利玛窦四名意大利耶稣会士来华。利玛窦的来华，为中

世纪晚期中西文化的交流开创了新局面。他是耶稣会传
教士最早进入北京，并成为对中国社会上层集团、文化学
术界人士和以后耶稣会传教事业最有影响的人物。利玛

窦1593年就任耶稣会在华首任会长。利玛窦开始传教
时就注重与各级官员、文人交往，宣扬欧洲的文物和制
度，介绍西方的科技知识，深得地方绅士的尊莺。同时，

为了获得士大夫的好感，取得立足之地，这些传教士们入
乡随俗地认真学习、钻研中国的经典“四书”和“五经”。

同时，为了让更多的欧洲人了解中国，他们着手翻译、诠

释儒家经典，把他们介绍到欧洲。当利玛窦居住在南昌
的时候，就已经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并配以简要诠释，
寄回意大利，供来华教士学习参考。1626年，耶稣会士金

尼阁翻译“五经”为拉丁文，在杭州刊印，这是中国经籍
最早正式出版的外文译本。“四书”正式译成拉丁文，是
意大利耶稣会士殷铎泽和葡萄牙耶稣会士郭纳爵合作的

成果。两人合译《大学》，取名《中国的智慧》，二人又合
译《论语》。殷铎泽更将《中庸》译成《中国政治伦理学》，
1667年在广州刊印。1687年，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在巴

黎刊印《中国哲学家孔子》，中文标题称《西方四书解》。
“四书”的全译本是比利时人卫方济。卫方济1687年来
华后，在淮安、五河、上海、建昌、南京传教。1702年被派

往欧洲，1711年布拉格大学刊印了他的“四书”译本和
《中国哲学》，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儒家经典和古代哲学

思想。“五经”中最早受到注意的是《易》和《尚书》，康熙
年间先后有白晋、刘应、马若瑟和雷孝思进行翻译和研

究。乾隆时对中国古籍研究的有孙璋、宋君荣和钱德明。
三人都是法国的耶稣会士，孙璋精通古代经籍，所译拉丁
文《诗经》，有详细注解，从1733年便开始进行并译有

《礼记》。宋君荣的《书经》，在1770年于巴黎刊印，译笔
信达，研究有素。钱德明继殷铎泽译《孔子传》之后，1788
年在北京刊印法文(-ft,子传》，并有《孔子弟子传略》在北

京出版。中国古代的主要经典和儒家学说，通过意大利
和法国等传教士的介绍，在欧洲知识界和上层社会得到

了流传和宣扬。传教士在泽中国古代典籍的同时，为了
便于更多的人掌握汉语，他们学习和编印了中国语文和
字典，贝尔的拉丁文《中国大观》在1730年由圣彼得堡皇

家研究院刊印，第一册论述中国文学在欧洲的进展和中
文文法，第二册是中文字典和方言。至此，关于中文的文
法和拉丁语汉语字典已经初具规模。此后，各种欧洲文

字和中文的字典相继出版。从传教士在亚洲开始传教活
动后，中国这个大国极大地引起了西欧人士的注意。中

国的悠久文明是因为有了丰富的历史著作，才使那些以
新文明自诩的欧洲人明了一个东方国家的来历。门多萨
的《中华大帝国史》是译本最早的系统介绍中国历史和

地理的书。冯秉正在1777年至1783年出版了十二卷本
的《中国通史》，对明清历史记述详细，1785年又补充了
第十三卷《中国概况》，论述了清代十五省的人文地理和

地形。最受启蒙运动者注意的是安塔纳西·基尔契的
《中国》，他图文并茂，本系阿姆斯特丹在1667出版的拉
丁文，后来译成法文、德文，成为当时欧洲知识界了解中

国的钥匙。1787年到达中国的五名法国科学家，都是法
王路易十六派往中国，有政府资助他们专门进行调查的

耶稣会传教士，这次调查是英、意、俄等国为扩大国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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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一项步骤，它几乎延续了一个世纪。在这段时间里，

对中国的自然科学医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些研究先
后汇总成三部巨著。第一部是《中华帝国志》，第二部是
卷帙达三十四册的《耶稣会士书简集》，第三部是刊印了
十三册的《北京教士报告》。天文学的著作有宋君荣的

《中国天文学简史》和《中国天文学》。此外，传教士对植
物的研究和医学的研究也较多的传到欧洲。中国的文学
直到十八世纪才受到耶稣会士的注意。马若瑟在1732

年翻译了纪天祥的元曲《赵氏孤儿》，译本取名为《中国
悲剧赵氏孤儿》，并于1734年在巴黎《法兰西时报》杂志
刊登。1735年杜赫德《中华帝国志》出版时，将全局收录

其中．并分别译为英、德、俄语系，流行欧洲。1731年，在
英国刊印了第一部英译的中国小说《好逑传》，并被评为
十才子书中的第二才子书。当埃克尔曼试问大文豪家哥

德《好逑传》是否是中国小说中最好的一本，哥德立刻回
答到：“一定不是，中国人有千部这样的小说，他们开始创
作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在树林里生活呢I’，黑格尔认为

中国诗词可以“比较欧罗巴文学里最好的杰作”。十八
世纪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把东方称为“一切艺术的摇篮”，
并认为“西方的一切都应归功于它”。十九世纪法国作

家巴尔扎克认为：“中国艺术有一种无边无际的富饶
性”。“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来的一百年间，欧洲风靡罗
科科风格，而罗科科的风格的核心便是崇高追求包括丝

绸、瓷器、漆器、园艺、建筑在内的中国艺术情调。”
二东学西渐与欧洲的启蒙运动
“中国这个远处东方，具有和欧洲完全不同气质的辉

煌文明的大国，经过耶稣会士的介绍，便成为启蒙运动者
吸取力量的源泉。⋯‘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在欧洲
出版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法国尚处于封建旧制度

的末期，在政界、学界中正在酝酿着一场大变革。“新发
现的中国文化，不论对其解释是否正确，都为法国启蒙思
想家提供了反专制，反教权的思想武器，这是耶稣会传教
士始料不及的。”伏尔泰对中国文化做了许多研究后，得

出结论：“当我们还是野蛮人的时候，这个民族已经有高
度的文明了。”

另一位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比较全面地了解和

掌握了中国的情况后，惊喜地发现中国历史上从政治理
论到伦理道德等方面却有特殊的地位和魅力，认为中国
文化对树立法国的“民族精神”很有帮助。继伏尔泰对

中国文明的热情歌颂之后，重农派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
再次以中国文明为欧洲思想界的旗帜。在政治经济领域
加以推广。

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因在1767年发表《中国的
专制制度》，被誉为“欧洲的孔子”。魁奈去世后，他的学
生在致悼词中，更把他的1758年发表的著名的《经济图

表的分析》和一生致力的目标说成是实现孔子的教导和
道德规范，以敬天、爱人和节制私欲为行为准则。“在德
国启蒙思想家中，莱布尼茨和沃尔夫在创造性的解释和

运用中国文化思想方面，比法国同伴并无丝毫逊色。”德
国千古绝伦博学的哲学家莱布尼茨，非常崇拜中国儒家
哲学的自然神论。他认为中国哲学家的信念，便是尊崇
最高的理性，而最高的理性，确实到处可以得到表现的。

莱布尼茨从2l岁便开始研究中国，最初站在耶稣会的对

立面，斥责中国人为无神论者。但是，在罗马结识耶稣会
士闵明我及以后与白晋的会谈和通讯接触，他慢慢地接
受了中国的文化观，并且成为当时欧洲对儒学文化最有

研究的中国文化赞同者，“莱布尼茨是西方第一个确认中
国文化对于辅助欧洲文化的发展十分有用的哲学家。”他
在《中国近况》的序言中借助中国文明无情鞭笞欧洲的
基督文明：“我们从前谁也不信在这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

理更完善，立身之道更进步的民族的存在，现在从东方的
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他还对欧洲社会发出了忠告：

“在我看来，我们目前已处于道德沦落难以自拔之境，我
甚至以为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前来教导我们关于自然
神学的目的和实践，正如我们派遣教士到中国去传授上
帝启示的神学一样。”莱布尼茨开创的德国古典思辨哲

学，在他的学生沃尔夫那儿得到了继承。沃尔夫在1721
年因讲演《中国的实践哲学》而遭驱逐。莱布尼茨的辨
证精神经过沃尔夫过渡给弟子康德。可以说莱布尼茨和

中国儒家学派的关系的密切，已经到了难分难解的地步。
由此看来，中国哲学对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思想体系
的完善确实发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总之，中国优秀的文化不仅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东方

世界的文化格局，而且以强大的辐射影响着世界文明的
进程。在这种中国文化世界化的过程中传教士的作用是

不可忽视的，是他们架起了中国和欧洲的桥梁。所以说
在明、清鸦片战争前中外文化交流中并不仅存在西学中
渐，而且还存在中学西渐，并且，后者还是双方文化交流

中的主流。传教士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我们应给予充分
的肯定。但我们也应看到，传教士的来华毕竟是为实现
欧洲资本主义的侵略扩张服务的，他们并不是帮助中国

的救世主。他们对中国的介绍更加激起了列强对中国的
觊觎，更加激起以后列强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可以说，
传教士在侵华过程中是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能代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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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世纪中期,中国第一代资产阶级思想家王韬通过和新教传教士理雅各合作翻译中国古代经典,承担起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重任.在游历欧洲两年

多的时间中,他通过演讲等方式,宣扬中国文化,为促进近代欧洲对中国的了解做出了突出贡献.

3.期刊论文 孔丽华 形成十七、十八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条件——兼谈传教士的作用 -考试周刊2008,""(38)
    一、引言

十七、十八世纪,欧洲正处于启蒙时期到大革命的敏感、躁动和震荡期,与之对应的是中国处于明清之际,虽有政权交替的些微阵痛,但占主导地位的是已

经成熟的封建制度下的平静与保守,貌似无关的时代背景却决定了双方各自对于对方文化的取舍态度和取舍限度.事实上,这一时期从西方带来的一次不算

成功的传教和近代科学对于思维已成定式的中国人的影响,远不及后者的文化之于前者的影响,在这两个世纪中,"东学西渐"的意义应在"西学东渐"之上

.单就"东学西渐"而言,其包含甚广,绘画、戏剧、园林、建筑以及思想文化均在其列,且共同构成了对于欧洲各国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4.期刊论文 王薇.WANG Wei 明代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国情的调查 -求是学刊2005,32(3)
    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欧商人、士兵、官吏和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调查中国国情.其中传教士的表现尤为突出.明代西方传教士调查中国国情有明确的

指导思想.所获得的情报或用于在中国的传教实践之中,或汇集起来传回欧洲.这既对他们在中国的传教有较大的帮助作用,同时也形成了东学西渐的局面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欧洲早期启蒙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5.期刊论文 黄玉军.Huang Yujun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7,28(1)
    明清之际,即明万历中期至清康熙中期(16-18世纪),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就开始了接触与交流.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

行的,其中,既有西学东渐,亦有东学西渐.在这次文化交流中,西方传教士起了重要的作用.

6.期刊论文 雷雨田.LEI Yu-tian 试论基督教融入岭南文化的原因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4)
    基督教数百年来在中国岭南的传播活动,主要是以一系列文化活动的形式而展开的,因而形成了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的两大潮流.中西不同文化的差异

是客观存在的,但它们之间(特别是精粹文化之间)的共性以及文化传承者的包容态度,却是人类文明交融的基础和主旋律,这是基督教融入岭南文化中的最

主要的原因.

7.期刊论文 乐峰.YUE Feng 天主教与中国文化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9(5)
    该文介绍了中国天主教的由来和发展、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方式以及天主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儒学)相结合的共同点,阐述了著名天主教传

教士利玛窦如何推行天主教儒学化及其影响,指明了天主教传教士在"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方面做出的贡献以及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重要桥梁

作用.

8.期刊论文 严润开 美国著名的华文汉籍文献收藏的特殊文库 -情报杂志2001,20(4)
    中美两个伟大国家各自生活在东西两个半球，遥居大洋的彼岸，相互交往时间不长。在近代“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时期，以文化交流作为突

破口，美国的传教士在紧随欧洲传教士进入中华大地向古老的东方传播了西方……

9.期刊论文 张步天.ZHANG Bu-tian 汉学世界化进程简论 -湖南城市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30(4)
    汉学是指中国以外的学者对有关中国诸多方面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汉学世界化进程可分五个阶段:"国学"走出国门在东北亚和东南亚传播,汉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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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起步;16～17世纪之交,以儒学为核心的"东学西渐"标示汉学世界化进入中古期;19世纪中叶英国传教士东来翻译中国典籍和设立汉学讲座标志汉学世界

化进程进入近代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研究中国学术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汉学世界化进程进入现代期;"孔子学院"遍及各大洲,汉学世界化进程

加速,进入当代期.

10.期刊论文 曹蓉 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社会历史原因分析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
    中国传统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大规模接触在历史上有两次:第一次是两汉、魏晋、隋唐时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便是宋

明理学;第二次是明末清初利玛窦、汤若望等欧洲耶稣会士的东来.这次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在于:中国人第一次直接了解到水平已超过自己的外来文化

.西学东渐产生的国际背景主要是由于早期欧洲殖民主义者的扩张,宗教改革及随之出现的耶稣会士东来.由于耶稣会士的活动,同时也由于当时特定的国

内外的社会历史背景,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中西方科学文化的交流,这是一次中西方文化平等的交流,在"西学东渐"的同时也伴随着"东学西渐

",传教士在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的同时也把中国文化传到了西方,并且西传的中国文化对欧洲社会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此,本文仅从社会历史方面来分析

一下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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