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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礼仪之争是天主教传教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牵涉到了罗马教皇和中国皇帝，给17和18世纪的中西文化交

流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围绕这场争论，天主教各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遣使会士德理格从反对中国礼仪到赞同中国礼仪

的转变表明中国礼仪之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文化冲突，也说明中西文化只有经过碰撞冲突才能达到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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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礼仪之争是天主教传教史上的一件大事，

它牵涉到了罗马教皇和中国皇帝，给17和18世纪

的中西文化交流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围绕这场争

论，天主教各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意大利传教士

德理格(Don Teod硎eo Pedmi)是遣使会士，通
过研究他在中国礼仪之争中的言行和思想发展历

程，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这场著名的争论。

一、中国礼仪之争

中国礼仪之争包括2个方面，一是译名问题，

二是对于祭祖和敬孔的看法。天主教最初入华时，

有传教士将天主教所信奉的造物主“Deus”一词音

译为“陡斯”。后来罗明坚(Michele Porrlpili6

Ruggieri)又把它意译成“天主”。利玛窦

(Ma讹。融cci)认为“天主’’一词有天地主宰之

意，与天主教的创世说非常一致，就沿用了这种译

法。他甚至把自己所写的《天学实义》改名为《天

主实义》。在《天主实义》引中，利玛窦说：“邦

国有主，天地独无主乎?国统于一，天地有二主

乎?故乾坤之原：造化之宗，君子不可不识而仰思

焉n1。”利玛窦这里所说的“乾坤之原造化之宗”

就是他在《天主实义》中多次提及的“天主”。后

来，利玛窦在研读儒家经典时，从《中庸》、《诗

经》等古籍中发现“上帝”和“天”的含义与

“Deus”一词非常相近。于是，他主张用“天”

“天主”和“上帝”来称呼天主教的造物主。至于

祭祖和敬孔，利玛窦认为它们仅仅是一种没有搀杂

任何偶像崇拜因素在内的世俗礼仪，与天主教义并

不矛盾，因此，利玛窦允许天主教徒祭祖和敬孔。

利玛窦这么做就是想适应中国的风俗习惯，补

儒合儒，从而达到传播天主教的目的。利玛窦适应

性的传教方法表现出了一定的宗教宽容性和策略上

的灵活性，为后来的耶稣会士所继承。康熙皇帝把

利玛窦的传教方法称为“利玛窦规矩”。

继耶稣会士之后来华的多明我会士和方济各会士

认为祭祖和敬孔是迷信的行为，从而挑起了中国礼仪

之争。由于各个修会之间的矛盾以及它们所代表的国

家利益的不同，中国礼仪之争愈闹愈大，最后闹到了

康熙皇帝和罗马教皇那里。1704年，罗马教皇克莱门

十一世(CleIn咖Ⅺ)颁布圣谕，禁止用“天”和“上
帝”称呼天主教的造物主，禁止祭祖和敬孔。德理格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受教皇所派来中国。

二、德理格与1715年教皇禁约

德理格1693年加入遣使会，17lO年入华。作

为教皇所派的传教士，德理格坚持教皇禁约。德理

格是一名音乐家，入华后凭着自己出色的音乐才

能，获得了康熙皇帝的好感。

德理格“自信深得皇上的宠遇，且深明康熙的

心理”比¨35。他通过自己的观察，发现康熙整天处

在耶稣会士的包围之中，于是他就认为康熙之所以

在中国礼仪问题上与教廷唱对台戏，是受了耶稣会

士的欺骗。德理格实在是不了解祭祖和敬孔乃是维

系中国社会运转的两堵承重墙，耶稣会士认可中国

礼仪是为了适应中国的习俗，如果不这样做，耶稣

会士就不能在中国立足。

德理格向罗马教廷写信，说康熙并不坚持中国

礼仪，只要能够减少耶稣会士在清宫的势力，教皇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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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就可以在中国通行无阻，禁止中国礼仪并不会引起

康熙的反对，不会给传教事业带来任何危险。教皇克

莱门十一世相信了德理格的一面之词，于1715年3

月19日发布《自登基之日》的通谕，“谴责耶酥会

士对中国礼仪的容忍，坚持在中国也要遵守欧洲的天

主教仪式，禁止使用中国礼仪”Ⅱ。。

在中国礼仪问题上，德理格耍了两面派的手

法。一方面，他向罗马写了上述信件，另一方面他

又奉康熙之命给教皇写信阐明中国礼仪的性质。康

熙打算把此信交给即将回国的俄国商队经由莫斯科

寄往罗马。迫于康熙作为皇帝的威严，德理格在信

中言不由衷地阐明了中国礼仪的性质。“中国供牌

一事，并无别意，不过是想念其父母，写其名于牌

上，以不忘耳，原无写灵魂在其牌上之理。即如尔

们画父母之像，以存不忘之意同也。然画像犹恐画

有工拙，不如写其名则无错矣。至于‘敬天’之

字，亦不是以天即为天主，乃是举目见天，不能见

天主。天主所造之物甚多，其大而在上者莫如天，

是以望天存想，内怀其敬耳”H协。

德理格阳奉阴违的作法被康熙发觉，康熙火冒三

丈。1716年康熙当着在京众多西洋人的面严厉训斥德

理格，“你写去的书信，与旨不同。杂草参差，断然

使不得朕的旨意，从没有改。又说论中国的规矩，若

不随利玛窦规矩，并利玛窦以后二百年的教传不得中

国，连西洋人也留不得。朕数次与尔说多罗、严裆的

坏处，尔为何不将朕的旨意带信与教化王去，倒将相

反的信写与教化王。尔这等写，就是你的大罪。若朕

依中国的律例，其可轻饶。尔坏尔教，害了众西洋

人。不但现在，并从前的西洋人，都被尔所害。这就

不是天主的意思。天主常引人行好，朕尝闻西洋人

说：魔鬼引人行不善。由不得他矣。今览教化王处来

告示，必定是假的。朕差往罗玛府去的艾若瑟回时，

朕方信。信而后定夺”H代。

为了调解中国礼仪之争，康熙曾于1706年和

1708年先后派遣耶稣会士龙安国(Antoine de

BanDs)、薄贤士(：fmo沁de B唧lvolli神和艾若瑟
(Jesepb．Antoine胁va瑚)、陆若瑟(Raymond．Jeseph
AⅨo)携带诏书去罗马商议解决礼仪之争问题。龙安

国和薄贤士死于海难，陆若瑟病逝于他的家乡西班

牙，艾若瑟于返回中国途中在好望角附近死于海难。

康熙没有等到自己所派使者的消息，相反却见到了教

皇禁约，他不能不怀疑教皇禁约的真实性。

面对康熙的责问，德理格百般抵赖。他说自己给

教皇的信的确是按康熙的意思写的，如果与康熙的意

思有出入的话，那是因为自己刚来中国，对于中国的

言语礼法不甚了解。德理格于17lO年抵达中国，此

时在中国已经呆了6年之久，他刚来中国的说法是立

不住脚的。德理格在回答康熙的责问时还无视康熙维

护中国礼仪的立场，竭力表白教皇禁约的真实性。德

理格的所作所为极大地损害了他以前在康熙心目中的

美好形象，从而成为他在康熙面前失宠的转折点。所

以，方豪说：在中国礼仪问题上，德理格是康熙皇帝

最不满意的两个人之一崎一。

三、德理格与耶稣会士和赵昌

耶稣会士在清宫中的势力很大，教廷所派的传

教士要想在中国尤其是清宫站稳脚跟，必须与他们

搞好关系。在德理格到来之前，清宫一直是耶稣会

士的天下。德理格到来打乱了耶稣会士独霸清宫的

局面，这无疑会引起他们的不快。德理格面临着被

排挤的危险。

面对耶稣会士的优势，德理格不是努力改善与

他们的关系，而是采取了和他们明争暗斗的策略，

企图打击耶稣会士在宫廷中的势力。他甚至用不适

宜不正当的手段，竭力诋毁耶稣会士。1715年德

理格给康熙秘密上了一道奏折，肆意造谣中伤毁谤

耶稣会士，而且还诬告与耶稣会士关系很亲密的官

员赵昌、王道化犯了大罪。对于德理格的不实之

词，康熙没有相信。相反，德理格的这道奏折却成

了日后康熙指责他居心叵测心术不正的证据。德理

格告人之事很快为耶稣会士和赵昌等人所知晓，他

们对德理格恨之入骨。耶稣会士严嘉乐(Charles

Slaviczek)说：“这个人外表看起来慈眉善目，但

他的行为却是邪恶狠毒，舌利如剑，他说的每一句

话都能叫人心惊胆战哺1。”耶稣会士宋君(Antoine

Gaubil)在写给盖雅尔神父的信中称德理格“是我

们的劲敌”Ⅲ。

正因为德理格与耶稣会士处于敌对的状态，所

以在康熙让德理格给教皇写信时，耶稣会士曾经极

力反对。他们唯恐德理格在信中书写对耶稣会士不

利的内容。实际上，德理格在这封信中没有说耶稣

会士的坏话。相反，他说康熙对传教士很好，康熙

极其博学，中国的敬孔祭祖不是迷信。德理格在信

中还按照康熙的意思请求教皇选派一些身怀技艺的

传教士来清宫效力。尽管德理格的这封信是奉康熙

之命写的，但是在耶稣会士看来，德理格让教廷派

遣身怀技艺的传教士的请求，动机不纯，有壮大教

廷势力，打击耶酥会势力之嫌。

赵昌是康熙的贴身侍卫，与耶稣会士的关系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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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德理格的诬陷加剧了赵昌的仇恨心理，他一直

在寻找机会报复德理格。1720年元旦，德理格没

有入宫向康熙行三叩九拜之礼。两年前，皇太后去

世时，德理格也没有入宫吊丧。这使康熙觉得德理

格是在奉行教皇禁约， “不愿遵守向死人与活人行

跪拜礼”凹”黼。因而，康熙勃然大怒，他命令德理

格必须履行三叩九拜之礼，如果德理格不履行，就

要用绳子把他锁拿进宫，逼着他做。德理格得知康

熙十分生气之后，就表示愿意行三叩九拜之礼。

赵昌借此机会，把德理格狠狠整治了一番。据

与德理格一起赴华的传教士马国贤(Ma仕eo黜pa)

记载： “(赵昌)是我们的死敌，他不等看见德理

格做出些什么，就越格执行了皇帝的指令，下令说

我们的伙伴(即德理格)应该马上被当作罪大恶极

者对待旧-。”赵昌让人把德理格捆绑进宫，逼着

他屈膝和跪拜。

四、德理格与嘉乐使华

为解决中国礼仪之争，教皇克莱门十一世于1720

年派遣嘉乐(Callo M锄bad劫使华。嘉乐使团阵容庞
大，其成员都是被教廷选中来清宫为康熙服务的，他

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有一技之长。很显然，教廷此次在

使团人员的选择上深受德理格的影响。“教廷想用他

们在中国取代耶稣会士传统的‘西学’地位，把康熙

皇帝从耶酥会的包围中解放出来”u0。。

康熙下了一道谕旨，让嘉乐派人回罗马时带给

教皇。这道上谕的口气俨然是把罗马教皇当作前来

朝贡的蛮夷之邦的国王看待。“意达里亚国教王所

差使臣嘉乐，于十二月初三日到来，请朕躬安，兼

谢朕历年爱养西洋人重恩。朕轸念西洋距中国九万

里，自古及今，从无通贡，兹尔教王竭诚遣使远

来，殊属可嘉。尔使臣嘉乐朕念系教王所差，特锡

殊恩，备加荣宠。兹因使臣嘉乐遣人回西洋，特寄

赐教王玩物数种，以示怀柔至意。特谕”¨”2。

这道上谕绝对不能直译。嘉乐出使的目的在于

执行教皇的禁约，而康熙的答复丝毫不提祭祖敬孔

之事，只是一再说自己对传教士和嘉乐是多么优

待，这自然令嘉乐无法交差。因而，在是否派人回

罗马回报教皇一事上传教士意见分歧。耶稣会士觉

得康熙的上谕昭示了康熙支持天主教在中国的传

播，而康熙丝毫不提祭祖敬孔之事又正中他们的下

怀，故耶稣会士极力主张翻译上谕，派人回罗马。

德理格和嘉乐觉得康熙的上谕是在回避问题的实

质，无助于事情的解决，所以主张不派人回罗马。

康熙接见嘉乐时，嘉乐说中国的天主教徒应该

遵守教皇禁约，和睦相处，并请求康熙宽恕以往的

事。康熙说：“好，这事就完了，以后不许再提

了。”听了康熙这句话，德理格以为康熙已经同意

执行教皇的禁约，就向嘉乐贺喜。耶稣会士则说事

情糟了，康熙的话颇有讥讽之意，康熙说“完了”

其实是不允许嘉乐再提教皇禁约一事。于是在京的

传教士争论不断。嘉乐听信德理格的话，埋怨耶稣

会士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挑拨离间。耶稣会士则说德

理格翻译不忠实。得知传教士之间的争论后，康熙

劝告嘉乐不要听信卑鄙邪恶之人，比方说德理格。

他说德理格尤其卑鄙，他对德理格与其他传教士一

视同仁，努力调和德理格与其他教士的关系，但总

是失败m 3。

康熙让人把嘉乐来华的经过写成《嘉乐来朝日

记》，命传教士在上面签名。德理格因为日记中指

责他的话太多而拒绝签名。德理格的举动再次惹恼

了康熙，他亲笔谕嘉乐：“德理格乃无知光棍之类

小人。昨日不写名字，甚属犯中国之罪人。即尔在

御前面谕之际，每每关系自己之事，即推开叫别人

传说。此等奸人，中国少见。看此先景，恐有带信

去，又是一件令教王疑惑难辨严裆之事。朕已保

全，令尔体面。今只得要严裆完此犯中国之罪。大

约西洋之叫，不可行于中国，不如不行。诸事平

稳，亦无争竞。良法莫过于此H”一。”康熙把天

主教称作天主“叫”，其气愤之情，跃然纸上。因

为触怒康熙，德理格被捕。

德理格被逮捕后，起先关押在监狱中，后来因

为嘉乐的说情，康熙放松了监禁的条件，把他从监

狱里提出，软禁在法国耶稣会士的会院里，给他两

个房间和一个花园。这就是中国文献所说的“德里

格以妄行陈奏获罪，从宽禁锢”n2H儿1洋务11。康熙

此举，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给了嘉乐面子，另一方

面，也维护了康熙的尊严。同时，康熙的这番举动

还有另一层含义。在华的耶稣会士和非耶稣会士因

为中国礼仪问题而纷争不断，但是，在康熙内心深

处，他也害怕传教士们在中国礼仪问题上最终达成

一致意见而执行教皇禁约。虽然，康熙可以采取禁

教的措施，但是他也不想出此下策，毕竟他还需要

传教士为他服务。当时在华的传教士以法国耶稣会

士的势力最强大，把德理格软禁于法国耶稣会士的

会院，就可以达到挑拨离间的目的。果不其然，德

理格的软禁给法国耶稣会士带来了极坏的影响，传

教士们指责他们充当狱卒。对此，法国耶稣会士是

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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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雍正乾隆时的德理格

雍正登极后，大赦天下，德理格得以释放。伯德

莱(Michel Bcwdele!I，)说是因为雍正禁教，德理格才

被投入大牢，并且还受到了衙役的杖笞u引。这种说

法是完全错误的。有人说雍正释放德理格是因为北京

地震比¨∞，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在中国，新君即

位，一般都要大赦天下，以示爱民之意。据罗马传信

部档案处东方文献记载，德理格之所以被释放是因为

他符合大赦的条件。“及朕(雍正)及位后，颁降恩

诏，凡情罪可原者，悉与赦免，开以自新。德理格所

犯与赦款相符，故得省释”u4。。1725年罗马教皇遣

使来华时就请求雍正援引释放德理格之例释放监禁在

广东的传教士毕天祥(Lui百A劬诚o App拓lIli)和纪有

纲(Antoine例印l髓)。
1723年德理格花费白银1850两在北京西直门

附近购买了一座住宅，这就是所谓的“西堂”，又

称圣母七苦堂，是教廷传信部在中国拥有的第一座

教堂。西堂离耶稣会士的南堂和东堂比较远，有

60多间大小不等的房子。德理格在西堂的小花园

里种了很多花卉和葡萄树。“耶稣会士初不愿教友

进传信部教堂，乃不称此屋为‘堂’，但十年后，

上谕禁止教友进堂，于是此一属于传信部之建筑

物，乃成为北京教友唯一可以行礼之圣堂，因而大

受重视”凹"明。德理格在1726年写给传信部的信

中就讲述了西堂的宗教活动情况。他说：“教徒们

经常来到西堂。我在教堂内履行着所有的神父职

务。⋯⋯我每周内讲道2次。耶稣建立圣体瞻礼，

我还举行洗足礼¨⋯。”

由于雍正释放了德理格，准许他建立西堂，处置

了耶稣会士穆敬远(Jean Moumo)，德理格就认为雍

正对教会有好感。他向罗马教廷写信，说雍正支持天

主教，不会干涉祭祖和敬孔的问题。殊不知，雍正非

常痛恨天主教，正是他，掀起了禁教的滔天巨浪。

德理格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禁教风浪，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认识到耶稣会士的传教方法

适合中国的国情，而教皇的禁约只会给天主教带来灾

难。因而，晚年时，德理格与耶稣会士完全和解了，

他经常与耶稣会士商讨传教事宜，还与耶稣会士郎世

宁(J0seph Casti船)共同签署了一封致被流放在澳
门的传教士们的书简。在临终的遗嘱中，德理格明确

表示支持利玛窦规矩。因为支持耶稣会士，德理格在

罗马受到人们的指控，他不得不向昔日的伙伴马国贤

写信，——进行解释，求他在教皇面前代为辩解。

1741年乾隆召德理格入宫，重新担任宫廷乐

师之职。德理格本来想谢绝或请求回国，但是鉴于

此时中国的天主教事业危机重重，如果自己再拂乾

隆的意，必然会使天主教陷入更加威胁的境地，于

是德理格就勉强接受了。1746年12月10日德理

格死于北京，“上赐葬银二百两”u引，埋于阜成

门外马尾沟的天主教墓地。

中国礼仪之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文化冲突。以

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了解得比较深

刻，因而制定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传教方法。其它天

主教派坚守天主教义的纯洁，无视中国文化是与天主

教文化不同的另外一种文化，对中国文化横加指责。

遣使会士德理格从反对中国礼仪到赞同中国礼仪的转

变说明中西文化只有经过碰撞冲突才能达到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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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认为如果一个人(包括自己的亲人)犯了错误，

最重要的是让他明白为什么会犯这种错误，从而避

免下次再犯同样的错误，而不是单纯地让他受到惩

罚。这既符合孔子“过则勿惮改”“不贰过”的做

人态度，也符合其“孝”“仁者爱人”的人文精

神，这样一来，自然就“直在其中矣”。可见，以

“隐”为“审度”义来理解“父为子隐，子为父

隐”，文从字顺，既有训诂学上的支持，又有哲学

上的支持。

今人之所以误将“隐”释为“隐瞒”，是因为

“隐瞒”义很常见，而“审度”义在先秦就不太常

见，先秦后出现的那些“隐X”式复音词在各类文

献中出现的频率也不高，久而久之，人们就逐渐地

忘掉了“隐”还有一个“审度”的意义，以致误读

孔子的话。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有了两点收获：其一，弄

清了“隐”的真正含义。其二，也是更为重要的一

点，知道了在阅读古文经典(尤其是哲学性强的经

典)的时候，既要重常用义，也要重偏僻义；既要

重训诂，也要重哲学，不能只抓前者而偏废后者，

否则很容易导致对经典原意的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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