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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利马窦为首的传教士在明末来到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摸索，终于探讨出一条使天主教在华扎根

的成功之路。而在明清嬗代之际传教士通过展示自己在火器、历法以及地理学等方面的知识优势获得了最高

统治当局的赞许与支持，从而大张旗鼓地收徒传教。由于在整个传教过程中传教士始终紧盯着王贵与士林，

并且一直以传播知识为旗帜，所以传教士的活动表现为知识传教的特征，与之相应，在社会政治与学术思想领

域传教士所带来的主要不是宗教神学的影响，而是以科学技术为主的西学的影响。如果说这种影响在社会政

治领域是短暂、浅显的，那么在学术思想领域就显得长久而深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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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于1582年来华，经过他的不懈努力，

终于使天主教在中国扎下了根。他也由蛰居华南

一隅而越五岭、入江南，周旋于南京、南昌，北抵山

东，最后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终于到达北

京，受到最高当局的接见，后来客死于帝都北京。

1597年，他被任命为耶稣会中国传教团的会督，

成为在华传教事业的真正开拓者，他的思想方法

对在华其他传教士影响巨大。

一、摸清中华思想领域的主流意识，用

新知与科技为传教开道

根据当时的形势，也基于自己立下的献身宗

教的誓言，他在来华之初就与鼓吹借助武力传教

的桑彻斯分道扬镳，他要摒除世俗势力，要靠教士

自己的努力来传播上帝的“福音”。具体如何操作

呢?早期他也屡屡碰壁。在肇庆、南京都曾经被

驱逐过，经过多年的摸索，利玛窦终于摸清了中国

文化的主脉。脱道袍、去僧衣、换儒装，潜心研究

儒家经典，探索出了一条打人士大夫阶层，走上层

路线的方法。同时他根据中国士大夫的兴趣，利

用优越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科学技术作为进入

上层社会便捷的敲门砖。

使利玛窦开始深入了解士大夫阶层并步人其

中的是世家子弟瞿汝夔。瞿汝夔的父亲是嘉靖、

隆庆年问的名臣，曾反对权臣严嵩，官翰林院掌

院。瞿汝夔的弟弟汝稷、汝说均为达官显宦。虽

然他自已因沉迷炼丹而耗尽家资，但由于有这样

的背景，他对官场十分熟悉。瞿汝夔对利玛窦的

天文学十分着迷，于是拜利玛窦为师。通过瞿汝

夔，利玛窦才初识士林、官场之三昧，只有打进这

个圈子才能进入帝国的核心部位。于是利马窦开

始在行为方式上接近士大夫群，不仅穿儒服、戴儒

冠，同时专研经典，通过学术著述影响“归化”对

象。尤其突出的一点是他认识到当时的士大夫集

团最感兴趣的并不是一套上帝的说教，而是那种

华人未曾寓目的奇异技术。在南昌，他因当众表

演记忆术、向达官贵人赠送手制的日晷、宣讲西方

的天文学而引起轰动；在南京也是向政要、鸿儒大

量赠送西器、西画、地图等物品而得到赏识。他之

所以最后得到万历皇帝的召见，原因之一就是久

居深宫的万历皇帝想起了曾经有人向他献自呜钟

这个稀罕玩意儿，这使利玛窦终于实现了长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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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想接触中国皇帝的梦想。而在当时的士大夫群

体当中，许多人首先是在技术层面接受了传教士，

但对基督教教义的兴趣就逊色多了，所以传教士

发展信徒的工作非常缓慢和艰难。随着时间的推

移，通过一部分士大夫的宣传，社会对西方技术需

要的迫切性逐渐有所增加。这方面有两个突出的

例子，一个是对火炮技术的需求，一个是崇祯年间
参用西法的大规模修历活动。

当时，女真族迅速崛起，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努尔哈赤正式称可汗，建立后金汗国，给明朝

的东北边疆带来巨大威胁。万历四十七年辽东经

略杨镐，率领精锐部队九万人以及朝鲜兵团一万

人，分四路讨伐后金汗国。结果经过萨尔浒(辽宁

抚顺东)的鏖战，杨镐大败，四万五千人阵亡，朝鲜

兵团投降后金。努尔哈赤乘胜进攻，开原、铁岭失

陷。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汗国攻陷抚顺、辽

阳、沈阳，朝野震恐，抗击后金成为当时要务。在

如何抵抗满洲铁骑的过程中，西洋火炮受到重视。

当时与利玛窦等西洋传教士有密切来往、且懂得

西术的徐光启、李之藻等主张利用西炮抗击后金。

徐光启致书当时的兵部右侍郎、右佥都御使、辽东

经略熊廷弼，认为应该集中重兵防守，多储备守备

器械，“中间惟以火器最急”。在写给袁崇焕的信

中也强调“目前所急，似以大台大炮为第一义”(!)。

李之藻也于天启元年上<请取澳商西铳来京疏》，

建议购买西洋火器，以守卫边疆。他们这些建议

得到朝廷及守边忠臣的采纳。李之藻也因“素研

铳术”，被徐光启举荐，出任光禄寺少卿，兼管工部

都水清吏司郎中，负责西洋火器事宜。徐光启、李

之藻也因为懂得这些技术而受到朝廷的重用。前

此，徐光启一直担任闲职，于万历四十一年至四十

六年间(1613—1618年)，曾避地天津购地试种水

稻、花卉、药物等。万历四十八年因通晓火炮、火

枪，被启用为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监察御史，赴

通州、昌平选练新兵。之后因得罪阉党，归上海赋

闲。魏忠贤失败之后，徐光启于崇祯元年(1628

年)再被起用，充日讲官、经筵讲官等职。次年，升

礼部左侍郎，崇祯三年，任礼部侍郎，崇祯六年，任

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可谓位极人

臣。徐光启之所以得到这样的地位，主要原因是

因为他通晓西洋技术。在崇祯年间，除了对练兵、

垦荒、盐政方面有所建议之外，主要集中精力参用

西法，修订历书。由此可见，明朝最高当局对西洋

的科学技术有一定的重视力度。这也表明利玛窦

的走上层路线，知识传教的政策初见成效。

明廷确实对火器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在天启

元年到崇祯三年(1621—1630年)，曾经四次铸造

大炮，由龙华民与汤若望负责，这进一步方便了士

大夫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焦勖总结铸炮的经验，写

成<火攻挈要>一书。崇祯初年，在徐光启、孙元化

(崇祯三年任登莱巡抚，负责山东及辽东军务)、王

征(由孙元化推荐任辽海监军道)的共同努力下，

登州储备了大量的西洋火器，徐光启等人欲将登

州作为火器基地。孙元化的部下还有一支由五十

余人组成的西洋炮队。孙元化、王征皆精通西方

技艺，与传教士过从甚密，并为天主教徒。明政府

的这种政策确实也起到较好的效果。王化贞失败

后，当时关外只有锦州(辽宁锦州)、松山(辽宁锦

州南松土堡)、宁远(辽宁兴城)三座城，袁崇焕之

所以能够坚守山海关东北一百一十公里以外的宁

远城，除了正确的军事调度之外，火炮确实发挥了

积极的作用，它给血肉之躯的后金军队造成很大

杀伤。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亲统十一万

劲旅，围攻宁远，企图一举肃清山海关外的明军势

力，结果遭到失败，其本人也被西式炮击中，重伤

而死。当然，明朝并不能够因为有了红衣大炮就

可以避免灭亡的命运，一个王朝的兴衰根本原因

在于政治，不在技术，虽然技术的原因并非不重

要。李之藻在万历四十八年就曾经担心过，如果

这些西洋火器“付之不可知之人，不能珍重，万一

反为夷虏所得，攻城冲阵，将何所抵当。是使一腔

报国忠心，反启百年无穷杀运”②。焦勖在《火攻

挈要·火攻根本总说》中的一番感慨也很能说明

问题：

世之论兵法者成称火攻，论火攻者成慕

西洋，是固为定论；然而西铳之传入中国不止

十余处，其得利者止见于京城之固守，涿鹿之

阻截，宁远之力战，与夫崇祯四年某中丞令西

洋十三人救援皮岛殄敌万余，是其猛烈无敌、

着奇效者此也。及辽阳、广凌、济南等处俱有

西铳，不能自守，反以资敌，登州西铳甚多，徒

付之人，而反之以攻我。昨救松、锦之师，西

铳不下数十门，亦尽为敌有矣。深可叹者，同

一铳法，彼何以历建奇勋，此何以屡见败绩?

是其铳法之不用乎?抑亦用法之不善乎?

⋯⋯徒空有其器，空存其法，而付托不得其

人，未有不反以资敌，自取死耳。

这段话的基调是沉痛的，李之藻所担心的事

情在这里初步变成了事实。其主旨是说要有善于

运用这种先进军事工具的方法，如果控御不得其

法，这种技术同样会带来巨大的灾难。上面引文

中的“登州西铳甚多，徒付之人”，指得就是登莱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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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孙元化的部下孔有德、耿仲明在奉命北援的

时候发生兵变，当时先进的西洋火器落入叛军的

手中，最后转为清兵所有，这在军事上是一大损

失，对明王朝的命运所关甚大。当然，从纯技术的

角度而言，当时人们对火器的认识还是比较充分

的，时人“成称火攻，论火攻者咸慕西洋，是固为定

论”，“猛烈无敌’’“着奇效”。清政府对火器也十分

重视，传教士在宫廷中自然就有了容身之地。

当时朝廷对西洋技术普遍认可的还有历法。

崇祯初期，官方历法《大统历》误差积累日益严重，

预报天象屡次失误，明廷改历之议已持续多年而

终无结果。利玛窦觉得这是一个让东方皇帝认识

西洋文明的好机会，于是表示愿意帮助中国改定

历法。朝廷最后启动了这项工作，由徐光启负责，

传教士汤若望参与了这一工作。《崇祯历书》共

46种137卷，规模十分庞大。徐光启于崇祯年问

复起之后就集中精力于历法的修订工作，直到他

去世的时候仍然没有最后完成。据科学史家研

究，《崇祯历书》介绍和采用了丹麦天文学家第谷

的宇宙体系(以地球为中心，日、月及诸恒星均作

绕地运动，而五星则作绕日运动)。还主要引进

了：1．大地为球形的思想，大地经纬度计算；2．地

球三角法；3．区别太阳近(远)地点与冬(夏)至点

的不同等等。它对日月食的计算，已可做到相当

精确③。那些科学明确、具有经纬度测定和计算

方法的现代地球概念、球面三角学、平面三角学，

较为精确的天文数据都是中国传统所没有的。

《崇祯历书》在明朝无机会实施，清朝初年，汤若望

稍加整理，以《西洋新法历书》的名字再次进呈朝

廷，“清政府于顺治二年(1645年)须行，遂成为清

代的官方天文学。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清

廷又召集大批学者撰成《历象考成》，此为《西洋新

法历书》之改进本，在体例、数据等方面有所修订，

但仍采用第谷体系，许多数据亦仍第谷之旧。《历

象考成》号称‘御制’，表明第谷宇宙模型仍然保持

官方天文学理论基础之地位。”④《崇祯历书》受到

了明清两代朝廷的认可，其中所包含的西方科学

知识已经深入到官方的知识谱系之中。不仅如

此，这些知识还装备了士大夫精英阶层，徐光启的

方法为后世所尊奉，“言历者莫不以徐氏为俎

豆”⑨，稍后的王锡阐、梅文鼎继承了这些天文学、

数学的知识与方法，通过他们又渗透到乾嘉学者

之中。近代以来，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过程中

仍然要追溯到王锡阐、梅文鼎。可见，这些西方的

知识、技术在17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中留下了深

亥Ⅱ的印痕。

通过朝廷对火炮、历法技术的认可我们可以

看到，传教士确实在中国赢得了生存空间。这种

生存空间的取得是利玛窦知识传教的成效。官方

在技术层面认可了他们的存在，这就为这次中西

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在某种意

义上还是比较坚固的，它经历了明清易代的考验，

经历了文化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政权的考验，最

后获得了清朝皇帝的认可，使这种文化交流在整

个17世纪基本没有出现太大的波折(当然康熙禁

教不能不说是交流波折，但主要是政治宗教波

折)。从最高统治当局的态度这一角度来看，明末

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还是达到了一定深度和规模

的。当然，最高统治当局对西方文化的认可主要

停留在实用技术方面，仅就技术一面而言，这种认

可的程度也不可估计太高。虽然明清皇帝都认识

到了这种技术的神奇性，但对于它在未来世界的

必要性、甚至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的估计

都不是很高。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离欧洲太远，在

社会层面的接触程度太浅，没有实践体验，不可能

有太深的认识，康熙不可能像与他同时代的彼得

大帝那样亲自去欧洲考察，以获得切身的体会，然

后进行全社会的改革。所以这次文化交流并没有

切实成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起点，但是如果抹杀

这次交流对中国文化思想的影响显然又是不切合

实际的。明末以来西学东渐并没有带来基督教的

热潮，而是激发出一批学子对西方科学知识和技

术的热情，促成了本土学界重视实用之学的思潮。

二、“西学”带来的新知与科技对当时

的学术思潮影响极大

“西学”就其字面意思而言是一个泛称，它应

该包括西方的一切学术形态。但由于当时特殊的

社会历史条件，它又特指基督教神学以及西方自

古希腊以来的自然科学技术。从当时士大夫主观

方面而言，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往往超过了神学，就

本文论题而言，神学的影响也不是太大，所以所谓

“西学”对社会的影响主要指科学技术这一方面。

经过利玛窦等坚持不懈的努力，传教士终于

打开了一扇进入中国上流社会的的大门，自从17

世纪初利玛窦入京后，一些传教士沿着这位先行

者的足迹纷纷来到中国，他们在带来耶稣“福音”

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科学技术知识。这些传教

士为传统的士大夫打开了一个新的知识天地，使

他们积极地、热情地展开了对西学的学习与研究，

形成了西学热潮，对当时的学术思潮产生了影响。

具体影响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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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中国第一次较为深入地认识了一种异

质文明，尤其是认识了西方注重抽象演绎的思维

方式，极大地培养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科学精神j在

思想方面有着重要意义。这在《几何原本》的翻译

方面有着集中的体现。《几何原本》是西方文明的

巨大成就，它贡献给世界一种纯粹的抽象演绎系

统。中国古代虽然也有逻辑学的研究，但是由于

先秦名学的衰微，这个系统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中

国传统文化在核心问题——思维方式方面，与西

方有着很大的差别。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的

《几何原本》是这两大文明系统在深层的思维方式

领域的一次深入的对话。万历三十一年(1603
年)，徐光启受洗为天主教徒之后，他劝说利马窦

翻译一些科学方面的书籍，以使中土士大夫认识

西方文化的长处，这个意见得到利玛窦的赞同。

“在各种的科学书里，他们决定选～种最好的，那

便是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⑥我们再看看徐光

启自己对《几何原本》的认识：

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

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

人不当学。⋯⋯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

学好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徐光启集》卷二

《<几何原本>杂议》)。

徐光启认为《几何原本》能够改变国人的思想

面貌，摒除那种空谈的不良习气，有助于人们静下

心来研究真正的学问。他也已经认识到《几何原

本》在思维方式层面的意义，精通了它，就能够学

好、做好其他的事情，认为这是一切技术的基础，
人人应该学习。现在看来，我们不得不佩服400

年前徐光启深刻的科学洞察力。他不仅仅局限于

具体的对象中有用的技术层面，也认识到技术背

后的学理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其他的技术才有可

能持续发展。徐光启下面的一段文字也能说明

问题：

格物穷理之中。又复旁出一种象数之学，

象数之学，大者为历法，为律吕；至其之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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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集》卷二《(泰西

水法>序》)。

这里的“象数之学”虽然沿用着旧名词，但在

内容上已经指向自然科学的知识体系了。利玛窦

与徐光启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开始合译《几

何原本》，翌年春，前六卷译毕，并刊印出版。当时

不仅像徐光启这样对科学深有造诣的学者对《几

何原本》评价甚高，就是在一般的官员当中也有着

很大的影响。利玛窦去世后在京城得到一块墓

地，对外国人来说，这是没有先例的殊荣。“有内

宦言于相国叶文忠(向高)目：‘诸远方来宾者，从

古皆无赐葬，何独厚于利?’文忠公日：‘子见从古

来宾，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者乎?姑无论其

它，即其所译《几何原本》一书，即宜钦赐葬地

矣。”④可惜的是《几何原本》并没有全部译完，后

来的部分直到近代才由李善兰最终补齐。并不是

徐光启对此失去了兴趣，这是由传教士的根本立

场决定的，他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传播科学技术，

这只是说服人们信教的手段。翻译完前六卷，“太

史(徐光启)意方锐，余(利玛窦)日：‘止，请先传

此，请同志者习之，果以为用也，而后计其余’。”⑧

实际上利玛窦并不愿意看到徐光启过分热心于科

学而忽略了他所认为的根本问题——宗教。可见

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宗教偏见也是不容忽

视的事实。

(2)传教士所带来的世界地图扩大了中国人

的视野。早在1585年利玛窦在广东肇庆的时候，

他所带来的世界地图就引起了中国人的极大兴

趣。后来在知府王泮见的主持下，在中国刊印了

这幅地图，取名为《山海舆地全图》。这对中国固

有的地理观念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在战国时期，

阴阳学家邹衍提出了大九州、小九州的说法，认为

中国只占整个陆地的一小部分，在陆地之外有大

海环抱。但是邹衍的说法主要是推理、猜测，在中

国传统观念中没有重要的位置，长期流行的是中

国就是天下，是世界的全部，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在

当时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效应，它迫使中国人对

许多事情不得不作重新的考虑，具有极大的启发

作用。当然也有不少反对者，但还是有人相信这

种世界观念，曾经绘制过地图的李之藻就是其中

的代表。编撰予清朝初年以许多在朝、在野的精

英知识分子为作者的《明史》在三百二十六卷《意

大里亚》中介绍了五大洲学说。这不能不说是拓

展了当时一大批士子地域新视野的极好象征。

(3)引进了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改变了当时

的知识谱系。除了上文提到的火炮、历法、地理以

外，传教士还带来了许多光学(如三棱镜)、天文学

(日晷、望远镜)以及机械工程方面的仪器，介绍了

基于西方科学的医学、生理学知识。在医学方面

邓玉函的贡献很大，他这方面的著作有《泰西人身

概说》等。西方医学在许多方面，尤其是解剖学方

面可以补传统中国医学的不足。当时中国知识分

子在工程技术方面吸收西方科学技术比较突出的

是陕西泾阳的王征(1572一1644年)。王征字良

甫，号葵心，又号了一道人。天启二年(16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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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进士，做了几年地方官，后任辽海监军道，因孔

有德兵变落职归家，闯王破西安后，因不愿与之合

作，绝食而死。王征在北京应试的时候就结识了

一些西方传教士，中试之后与金尼阁、邓玉函、龙

华民等往来密切，与徐光启、孙元化等也颇多交

往。天启六年(1626年)，由龙华民口授，王征撮

采西方各种机械，就其与国计民生关系较大者编

为一册，名日<远西奇器图说》，后来又自著《新制

诸器图说》一部。在他晚年落职闲居的时候(崇祯
十三年，1639年)，总结以前的研究成果，写成了

《额辣济亚牖造诸器图说自记》，这是王征的第三

部机械工程学的著作，此书只有抄本流传，藏甘肃

天水图书馆。此书有“二十四目，一目录一器，且

含有器名、功用与动力三层意思”。此时王征已经

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额辣济亚牖”是宗教用

语，为拉丁文Gratlad的音译，意为“圣宠”⑨。这

三部书可以说是中国机械工程的奠基之作，其中

有西方的器械，也有王征利用中国传统的技术自

己设计的“奇器”，包括古希腊以来的古代西方器

械，也有近代新发明的东西，其中包括伽利略所发

明的杠杆、滑车、螺旋、比例规等，据刘仙洲的研

究，《远西奇器图说》的“解木”为17世纪的发

明⑩，而王征是在1626年译此书的，可见王征所

介绍的器械在当时还是比较先进的。王征的这些

著作不仅介绍了一些先进的机械工程方面的内

容，还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这方面的术语基础，如

点、线、面、形、杠杆、滑车、锐角、钝角、斜面等。此

外他还与金尼阁合译了《西儒耳目资》。该书为利

玛窦写成，经金尼阁与王征修改并翻译成汉文，是

用拉丁文为汉字注音的首次尝试，是汉字拼音化

的首创。

当然，除了上面提到的技术成果之外，明清时

期还有其他一些著名的科学技术方面的著作，如

《测量法义》一卷，万历三十五年徐光启译；《圆容

较义》一卷，万历三十六年李之藻译；《同文算指》

十卷．万历四十一年利玛窦、李之藻合译，次年刊

行；《浑盖通宪图说》二卷，万历三十五年刻印，李

之藻著；《泰西水法》，万历四十年熊三拔、徐光启

合译；《泰西人身概说》邓玉函著；《名理探》，李之

藻著译；《天步真原》金尼阁、薛风柞译述；还有徐

光启吸收西方科学技术成果编著的《农政全书》，

以及后来王锡阐的《西历启蒙》、梅文鼎的《历学疑

问》等。

这些科学技术中古希腊的成果占了很大比

重，但其中也有一些当时先进的科学成果，如我们

上文所说的伽利略的一些发明，在天文历法方面

采用了第谷的体系，徐光启的《崇祯历书》甚至有

些文字直接来自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18世

纪中后叶，传教士蒋友仁明确主张并向中国人宣

传哥白尼学说。还有一些近代的科学观念也被引

进，如加速度的概念、大地是椭圆形的观念、以及

数学中的对数等等。当然传教士传播这些科学成

果从意图上讲只是为了更好的传教，所以这些被

传播的科学技术受到了宗教偏见的限制。可就是

在这种有很大保留的情况下所传人的科学技术也

极大地开阔了知识分子的视野，极大地改变了当

时士人的知识构成，对传统观念以极大的冲击。

(4)西学对当时的学术思潮有一定的影响力，

是对空疏无用学风的反驳，对士大夫群体的影响

达到一定的深度和广度，是当时实学思潮的促进

力量。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

认识。

第一，西学得到了当局的认可和直接提倡。

当然在西学传播的过程中并不是没有反对的声
音，明朝时期就有人反对采用西洋历法，清朝康熙

年间有著名的汤若望事件。杨光先等人反对西洋

历法，声称宁可没有好历法，也不可使华夏有西洋

人，主持修历的汤若望身陷图圄，后来康熙皇帝为

汤若望平反，再度给西学以生存空间。康熙本人

对西学也很热心，曾经聘请西洋人白晋为其教师。

上文我们也提到过，明朝皇帝支持采用西方科学

技术，一些名公巨卿因此而受到重用。这种最高

当局的认可、提倡的态度，对士林风气的影响是不

容低估的。

第二，一些饱学之士积极、热忱的推动，使研

习西学、求真务实成为风气。利玛窦等人之所以

能够在中土扎根直接原因就是在科学技术方面得

到部分士大夫的认可和推崇，正是由于他们的推

荐和保护，传教士们才可能长期在中国居留下来。

也正是处于对中土士大夫这种态度的了解，利玛

窦才确定了“知识传教”的方针。从这一历史史实

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明清之际西方文化在华夏传

播的一个基础就是科学技术，所以西学对当时思

想界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当时那些先进的知识

分子们对西学具有一种开放的态度，他们如饥似

渴地学习前所未闻的知识，徐光启、李之藻、杨廷

筠、王征、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等是其中卓越的

代表。徐光启于1600年在南京首先结识利玛窦。

当时利玛窦由于其天文、历算方面的精卓知识得

到南京士大夫的推崇，被他渊博的西学知识所打

动，徐光启与其会晤之后，深为其学所倾倒，称其

为“海内博物通达君子”@。1604年入京后，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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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于利玛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徐光

启实际上把他的后半生献给了中西会通的文化事

业当中。

这些科学技术与中国传统思想在致思路径、

为学方法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理学关心的是

“心性”，也就是道德意志，认为有了良好的道德品

质就能够做好一切事情。把社会事务、自然事物
都当作常识来对待，不予重视。但是西方的科学

技术——尤其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一些近代科学技
术，为中土士大夫展示了一个高深、精妙的世界，

远非理学尤其是王学的思想谱系中所能梦见。这

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研究自然因果律的学问，远非
抽象的思辨、主观的体悟所能比。在这种新奇、信

服的思想氛围之中，自然展开了对理学路径及空

疏、蹈虚的风气的批判。毕拱辰在给邓玉函<泰西

人身概说》写的序言中的一段话可以代表当时士

大夫对西学的敬佩之情。他这样讲，远西名士所

著“象律、舆图诸论，探源穷流，实千古来未发之

昌，俾我华宗学人终日戴天，今始知所以高；终日

履地，今终知所以厚。昔人云，数术穷天地，制作

侔造化，惟西士当无愧色耳。”实证精神与冥想、体

悟的思辨完全不同。

在这种弃虚就实的科学精神的烛照之下，传

统的观念就显得十分苍白，理学、尤其是王学所虚

设的那个先验的包含一切的“理”、“良知”更是虚

妄无征。王锡阐在与顾炎武的通信中写道：

窃谓理无异而学有异，学其所学则理其

所理。然其所理，非实理也，学之蔽也。伊洛

高弟已有背其师说而流于禅者，至象山而溃

金堤，至姚江而泛滥中国矣。学术坏而人心

丧。崖山、蛮莫未必非其余殃。至今日新月

盛，狂酗奔驰，蹈水赴火，焦烂濡溺不止，幸一

二朋友为之滟；预砥柱。然而怀壤之势讵易

挑遏。但使一线不绝，以待后起，斯仪足矣

(《晓庵先生文集·与顾亭林书》)。

“学其所学则理其所理”，朱学、王学末流的空

疏与其本体论直接相关。身怀亡国之痛苦的王锡

阐对王学的批判是很严厉的、坚决的。包括徐光

启在内的那些学者们多对理学末流抱批判态度，

这里就不多引证了。

第三，当时的西学思潮很大程度上深入到主

流意识群体中，西学对中国思想界影响有一定的

广度和深度，其持久性也是可观的。明朝末年执

注释：

① 见<徐氏庖言)卷四<复熊芝兰经略书)。

舆论牛耳的是东林学派，国变之后，由于他们的气

节也久为士林所景仰，清初的大学者很少有不受

东林精神鼓舞的，而东林学派恰恰对西学比较热

心和支持，这可能由于东林学派激烈反对佛教，而

传教士也是反对佛教，迎合儒学(当然最终也要

“超儒”)；同时，由于东林学派的正义性，在它的旗

帜下聚集了一大群如徐光启、李之藻那样的优秀

分子，这些人具有吸收西学的眼光和能力。孙尚

杨先生所著《基督教与明末儒学>的一段话把这个

问题说得很清楚：

积极与传教士结交的有好异者，有倾慕

利玛窦之人格品行争“博学”者。而最为传教

士所倚重的则主要是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及

与东林党接近的士大夫。他们或为传教士的

中文著作撰序(如叶向高、曾于汴、冯应京

等)，或引传教士至各地传教(如叶向高、徐光

启，杨廷筠等)，或在一片排外禁教的声浪中

通过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使“稍宽其禁”(如蒋

德_壬景)。东林党人以及“举复社而附东林”的

复社成员在当时被很多人视为正统君子和清

流，但他们对传教士和“天学”的态度却说明

正统士大夫并非一律是社会生活中保守排外

的主力。叶向高等人和顾宪成一样，视李贽

等人的激进思想为冲决网罗的危险因素，但

他们并不像排外的士大夫那样将同样的看法

加诸传教士及其输入的“天学”，因而表现出

相当的自信和开放性(《基督教与明朱儒学》

东方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有了东林的支持就赢得了士林主流的认可。

明清之际，深孚众望的张溥是徐光启的学生，他对

徐光启的学问、精神十分感佩。为抗清事业献出

生命的陈子龙整理了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他在

参与编著《明经世文编》中对徐光启、李之藻等人

多所介绍、推重。

总之，西学思潮与当时的经世致用实学思潮

相互支持，交迭加强。一些著名的学者也受到西

学的影响。顾炎武与王锡阐过从甚密，王与顾的

通信前文有所介绍，西学对顾也有影响。王夫之

通过方以智的介绍与西学也有关系。与孙奇逢、

黄宗羲并称为海内三大儒的李颐在其“适用”类书

目中就赫然列有《泰西水法》一书。诸如此类，一

言蔽之，西学思潮在当时对主流意识群体的影响，

无论广度还是深度，都是从未有过的。

② 见‘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八十三《李我存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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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见杜石然、杜方‘徐光启的“主于实用”之学)，载‘明清实学简 ⑨见宋伯胤‘明泾阳王征先生年谱)崇祯十三年条，陕西师范大

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舨。

④见江晓原‘天学外史)第十章‘近代西方天文学之东来)(上)

第十一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

⑤王锡阐‘(晓庵新法>序>。阮元‘畴人传)云：“自利玛窦东来，

得其天文数学之传者，光启为最深⋯⋯近言甄明西学者，必

称光启。”

⑥见罗光‘利玛窦传)，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7月第3版，第

143页。

⑦陈垣(明浙西李之藻传)合订本中‘大西利先生行迹)第7页。

转引自孙尚杨著‘基督教与明末儒学>，东方出版社1994年

12月第l版。

⑧见‘徐光启著译集)第五册，第6页。

学出版社1990年舨。

o见刘仙洲‘王征与我国第一部机械工程学)．载‘机械工程学

报)。1985年第3期。转引自宋伯胤<明泾阳王征先生年谱)

附录。

@江晓原(天学外史)中有这样的论述：<崇祯历书>基本上直接

译用了<天体运行论)中的十一章，引用了‘天体运行论)中

27项观测记录中的17项。对于哥白尼日心地动学说中的

一些重要内容，‘崇祯历书)也有所披露。见该书第十章‘近

代西方天文学之东来)(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9

月版。

@ 见‘徐光启集)卷二‘跋二十五言>。

@见‘明史>卷二百五十一‘徐光启传>。

[责任编辑安拴虎]

On the Knowledge and cultural influences by

MatteO Ricci剐nd Other western missiOnaries

WANG Jun—cai

(school of History，Hebei Non叫Un№岱ity，S嫡iazh嗽g，Hebei 050091，ChiIla)

Abstr躯t：It is at the end of the Ming that the pioneer miSsionari鹤headed by Matte0 Ricci come to

China to find r∞m for the growth of Christianity．Hence at the tum of Ming and Qing，after their decades

of effbrts，and owing to their knowledge of powder，calendar and geography，the missionaries achieVe their

approval and support frDm the highest Chinese rulers and begin the open drafting of disciples．It is further。

more noticed that their mission is more confined to the spread of academic knowledge among the aristocrats

and scholarS than to p“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Key words：misSionary；weStem cultures；powders；calen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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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位论文 刘钧艳 近世中日西学比较研究——基于西学在两国传播途径的考察 2006
    肇始于16世纪末的西学东渐对中国和日本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的西学历经坎坷，最终也难逃衰亡的命运。而日本的西学从南蛮学时期发展

到兰学阶段，最后过渡到洋学阶段，日本人对西方文化的吸取利用成为近代日本迅速崛起的重要诱因。与日本幕末开国以前的洋学相比，明清西学最大

的差异即是缺乏类似兰学的阶段。本文以西学在两国传播途径为切入点，力求通过以下三个方面的比较研究，对这一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首先，适应

策略的传教方针在中日两国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侧重点：日本的贫民阶层和中国上层人士；其次，作为引进西学的重要媒介，通词和通事由于社会地位和

技术水平的差异，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大不相同；最后，两国的西学机构在职能和人员构成等方面均存在很大的差别。

2.期刊论文 祝春亭.ZHU Chun-ting 鸦片战争前清朝对待西器东传和西学东渐的态度 -江西教育学院学报

2009,30(3)
    闭关锁国是清朝对外政策总体描述.不论是顺康时期的"禁海",还是乾嘉道时期的一口通商,清朝也没有完全割断与西方国家的交往.总览鸦片战争前

的西器东传和西学东渐,呈现出西器东传宽,西学东渐紧;西器东传快,西学东渐缓;西器东传畅,西学东渐塞的特点.天朝自大和文化专制促使朝廷错误地选

择西器与西学,报复性的惩罚终于在鸦片战争中发生.

3.期刊论文 疏仁华 利玛窦与西学东渐平议 -巢湖学院学报2003,5(2)
    利玛窦,明清之际来华的一位耶稣会传教士.他在华期间改变以往传教士的传教策略,利用西学作为敲门砖,客观上对西学东渐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评

价这一问题时,既要把西学东渐与殖民掠夺下的"文化侵略"区分开来,又要看到利氏的保守性和所传西学的局限性.

4.学位论文 田勇 韦廉臣在华的西学传播与传教 2006
    本文对来华传教士韦廉臣在近代中国的几个文化传播组织传播西学和传教的工作，以及他个人的著作等方面作一些研究。

    全文分为六节：

    第一节介绍了韦廉臣在烟台传教时的情景，以及他在华的简要经历。其中穿插了一些对他家属的介绍。

    第二节主要内容是韦廉臣在上海墨海书馆的工作。这一时期他主要是与李善兰翻译了《植物学》一书，该书是最早介绍到我国的近代植物学译著。

同时，他也为墨海书馆发行的综合性杂志《六合丛谈》撰稿，文章中介绍了一些韦廉臣发表于《六合丛谈》中的文章。

    第三节介绍了韦廉臣在益智书会的主要工作。其中主要介绍了在益智书会成立和益智书会统一科技术语等方面韦廉臣所作的工作，并对在益智书会

宗教和科学的冲突情况有所介绍。

    第四节主要内容是韦廉臣在广学会的工作。主要介绍了韦廉臣在广学会建立和广学会赠书、征文等传播策略制定等中的作用，以及韦廉臣对广学会

继任者的影响。

    第五节主要介绍了韦廉臣复刊《万国公报》的工作，以及对他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做了介绍。

    第六节介绍了韦廉臣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格物探原》。介绍了《格物探原》的科学和宗教内容以及该书的影响。

5.期刊论文 疏仁华.Shu Renhua 利玛窦与西学东渐评议 -铜陵学院学报2003,2(1)
    利玛窦,明清之际来华的一位耶稣会士.他在华期间改变以往传教士的传教策略,利用西学作为敲门砖,客观上对西学东渐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评价这

一问题时,既要把西学东渐与殖民掠夺下的"文化侵略"区分开来,又要看到利氏的保守性和所传西学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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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期刊论文 卓怀国.林建明 浅谈明末清初传教士来华传教与西学东渐 -历史学习2005,""(7)
    人教社2003年6月版<中国古代史>(选修)第六章第七节"明清时期的文化"中分析了西学东渐的问题.那么,西学为什么能够传入中国?传教士来华传教

与西学东渐有何关系?西学的传入对中国科技发展有何影响?本文就此做进一步分析,以帮助同学们正确理解这一问题.

7.学位论文 杨薇 明末西学的传入对士人知识结构和价值观的影响 2008
    明万历到崇祯年间，西方传教士肩负着宗教使命，踏上了中国这片古老而封闭的土地。欧洲在经历了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科学文化空前的繁荣，新

知不断的涌现。他们逐渐摆脱了政治黑暗、经济低下和科技文化落后的旧貌，向着近代文明社会不断前进。文化的繁荣势必要求宗教进行改革。而反对

宗教改革的耶稣会传教士不畏艰险，开始在欧洲和世界各地进行传教活动。他们正是在中西存在着巨大的科学势差而明政权又急需改变时局之时，来到

中国。由于受到政治背景、文化前提等因素的制约，这些传教士根据当时中国国情，确定了“以学术收揽人心”的方针，最终选择采取“知识传教”的

方式。传教士正是利用了这些知识，成为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和纽带。这些新知开阔中国士人在天文学、数学、医学、地理学、物理学和火器学等自

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的视野，同时也冲击着中国士人传统的宇宙观念、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西学的天文学和地理学改变着中国人的“天圆地方”观念

；解剖学使中国人认识到人脑是思维的工具而并非心学所谓“心即理”；逻辑数学引发了士人对超经验理性的认识；火器学等激发了士大夫学习实用科

技的兴趣。但是一些保守的旧儒却还依然固守“西学中源”的观念，抗拒着西学的传播。

    关于明清之际传教士来华的研究，自近代中西文化开始冲撞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以来一直是史学界和思想史界的热门话题，本文在对前

人研究成果作了仔细的梳理，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中西文化知识交流的方面、传教士如利玛窦、艾儒略等人来华的历程和交流的成果方面、对明清士大

夫的研究及研究西学的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系统的异同方面。在此基础上，本文的新意重点突出在明末由于时局的需求，传教士得以利用西学知识传

教，这些以科技知识为载体的西学传入对士人的知识结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知识谱系的变化带来认知观念的调整，由有形的知识层面上升到无形的

意识层面，而且由于意识层面的变化，对西学持不同观点的士子在价值观上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全文共三部分，第一部分交代了中西时代背景和中西文化的差距，分析了传教士利用知识传教的可能性。西方通过文艺复兴运动和产业革命，推动

经济和科学技术整体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宗教改革运动在欧洲各地不断爆发，同时反对宗教改革的耶稣会孕育而生并不断向世界各地扩张势力范围

。明末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社会时局动荡不定，思想领域也从明初的程朱理学变迁到明中期的心学，以至明末玄虚的王学末支和佛老之学。社会急

需实用之学，时代呼唤求知重效之学。第二部分总结了传教士带到中国各领域的新知。传教士不断选择传教方式，最终确定了适合中国特有的方式--知

识传教。涉及到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医学、火器学和水利学等学科的大量新知不断涌现，这些满足了社会与时代对实用新知的需求。

    最后部分论述了新知对中国传统知识结构的影响从而引发了认知观念和价值观的变化。西学新知的出现，使中国士子原有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变化

，由传统的人文学向济世务实的科技学转变，由理学末流的虚妄空论向理性、务实的实学转变，数理逻辑的引入使士子的思维方式从经验理性向超经验

理性升华，新的天文学与地理学对传统的“天”、“地”观念增加了科学理性的内容，医学、火器学和水利学激发了士子对实用科技学的兴趣。不仅改

变了他们的知识谱系，而且调整了他们的认知观念。同时，传统的价值观也随之调整，一些开明士子认同西学追求社会功效的特征能改善理学末流的空

论与佛老的虚妄而积极吸纳。另外一些士子则维护华夏道统的神圣性，华夷之辨的重要性，道德修身的严肃性，既想固守中国“道”、“体”，又想利

用西学的“器”、“用”。传统价值观在士子知识结构的变化中和认知观念的调整中接受着西学的挑战。

8.期刊论文 杨雨蕾 汉译西学书传入朝鲜述论 -文献2001,""(2)
    一、汉译西学书

自16世纪末起西学东渐以后,一般将有关西方宗教文化的图书称为"西书"."西书"入中国的一大高潮在耶稣会士入华期间.1540年创办的耶稣会为了进入中

国内地传教,在16世纪末叶选派了范礼安(Alexander Valignari)、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巴范济(Franciscus Passio)、利玛窦(Mattaeus

Ricci)四名意大利耶稣会士来华.罗明坚终于在1582年得到广东制台陈文峰的允准,入住肇庆并正式传教.罗明坚在明末首先进入中国内地,并最早在

1584年刊布了他用汉文写作的《天主圣教实录》.

9.期刊论文 王国强.邹桂香 西学汉籍东传日本述略 -图书与情报2004,""(5)
    16世纪中后期,以耶稣会士为主要媒介的基督教传入日中两国,拉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由于当时中日两国的不同国情和耶稣会士所采取的不同的传教

方针,两国西学传入的层次不同.在华传教士通过口头翻译或亲自著述的西学书籍以及中国学者直接或间接受西学影响的著作传入东瀛,成为日本锁国时代

日本学界吸取西方科技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汉译西学书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日本西学输入重实用轻理论的不足,成为后来日本兰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影响了日本学术文化的发展.

10.学位论文 王定安 以同述异与因异求同——浅析明末清初心学与“西学”之关联 2006
    本文从同异之辨的角度来探讨明末清初心学与“西学”之间的关联，认为心学在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对撞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心学使得徐光

启等儒士不囿于成见，对“西学”具有敏感和包容的能力，心学影响下的儒士对基督教的反映成为利玛窦传教策略实施、调整的标准，利玛窦注意满足

儒士心态，与儒士形成互动，最终以同述异成为较为固定的传教模式，所以，心学对于利氏以同述异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也起到了中介作用。

    本文第一部分阐述利玛窦以同述异。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入华传入的基督教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是一种差异，这种差异如何才能为当时的中国人所接

受?利玛窦采取以同述异的方式，具体来说，利氏以基督教作为儒家的本源，在此前提下才有耶儒之“同”，此“同”只是同于本源，实际上是有差异的

，“真同”的标准是同于基督教，要实现其所谓“真同”就必须排除儒学当中与基督教相冲突的核心差异，达到与基督教同一。利氏从两方面排除差异

，一方面采取同的形式、以同的名义，在对儒家经典予以基督教的诠释中使儒家词汇、术语、命题等核心意义发生合于基督教目的的替变，以“普遍性

”的基督教置换儒家，把中国文化归入基督教的本源之下，另一方面，对于儒家当中与基督教有明显冲突之处则予以直接驳斥。

    为什么有些儒士会对“西学”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乃至接受基督教?本文第二部分探讨心学对于儒士在回应“西学”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认为这些儒士

在心学背景下面对“西学”时表现出因异求同，以求同为指归，以异为途径，并非要消除差异，反而是要彰显差异，无差异就无所谓同，同始终伴随着

差异，正是因为有差异所以才求同，因异求同实际上是面对“西学”差异时表现出来的“敏感”。

    基督教与心学的同异观有很大区别，表现在入教儒士身上就是他们在同异观上持双重标准，文中第三部分对此加以剖析。

    本文第四部分重新对利玛窦以同述异传教模式形成发展的过程加以考察，从而见出心学对利玛窦传教也起到了间接影响。

    最后，本文选取“教中三柱石”之一的徐光启作为研究个案，来具体探讨明末清初心学与“西学”所发生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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