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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末清韧，天主教文化第三次传人中国。明清两朝在改朝换代之时，天主教文化与

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与冲突并投有因此而受到太大的影响。王学在批判传统、否定权戚方面为天

主教文化的传播，特别是为传教士是先秦儒学而非宋明理学。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而实

学的高涨，又为传教士在传教手段上走学术传教的路线，提供了一个可以实践的环境。但明末清

初的王学和实学环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明末清初对王学的批翔以及实学自身的漉变．均使得灭

主教文化传播赣以长期存在的基础变得十分不稳，再加上明末清初程朱理学的发展，传教士们在

这样的儒学环境下择露斥佛，是先秦儒学而非宋明理学，必然会遭到卫道儒士的猛烈批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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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之于天主教的第三次来华，明清鼎草之时，许多传教士转为新朝服务，除了表明

这些西士受中国的忠孝观念影响较小外，至少还表明，明清政权的更迭，对天主教文化与中国

传统文化的交流与冲突的影响是有限的。事实上，两种文化在明末清初的半个世纪里。存在着

激烈的冲突。其中的原因，除了众所周知的“礼仪”问题以及反教者所倡言的天主教与明清两

朝的国家安全等政治问题外，中西文化冲突发生的明末清初的儒学环境的差异，更是一个值得

关注的问题。

一、天主教文化与明末清初的王学环境

明代嘉靖、隆庆以后，以耶稣会士为代表的西方天主教传人中国，开始了他们在中国开教

和宣教的历程。但传教士起初在中国宣教时的实践证明。天主教文化作为一种异质于中国传

统文化的外来文化，要想溶人中国传统文化并非易事。利玛窦遇到的情况最具典型。利玛窦

深刻体会到，在中国“宣传一种新的宗教特别使他们(明末的中国^——引者注)反感”L1’(P55)，

因为当时的中国人总是把“新宗教”与历史上的邪教反叛乱国联系在一起。因此，“神父们开始

在群众中出现时，并不公开谈论宗教的事-[1I(P167)。这与传教士开教中国的初衷是相背的。

这样的传教经历，也是传教士们在中国以外的其它地方很少遇到的事情。

盘了改銮这弛状况，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迅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作出了有利于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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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选择。利玛窦在给虞淳熙的信中曾言及：“窦自人中国以来，略识文字，则是尧舜周孔而非

佛，执心不易以至于今。”L2 J利玛窦此言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利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选择并

非是他自人中国始，而是至早应在他完成《天主实义)的1595年前后；二是利氏对中国文化选

择的结果是“是尧舜周孔而非佛”。其理论是“尧舜周孔。皆以修身事上帝为教”，“佛氏抗诬上

帝而欲加诸其上Ⅵ”。因而，受此影响，明末传教士大多仔细研习中国古代儒家经典，认同“尧

舜周孔”，他们认为中国古人的“事上帝”，在内容上“只有很少的内容与智慧之光相反，互相符

合的内容则甚多”，利玛窦甚至认为“由此找到逐渐把中国人引向基督教的一种手段”【11(p40)。

这种选择正如(ou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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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13l“其说骤行”的首要问题是“其说”必须认真面对“心学盛行”的实际情

况，慧黠的西士面对热闹的心学盛行作出了选择“以投时好”。《提要)没有直接指出何为“时

好”?笔者认为，惹黠的西士正是看到了盛行的心学中有一些利于天主教文化传播的因素。

‘提要>所言的心学即王学。众所周知，有明一代，程朱理学一直是统治者钦定的御用哲

学。在王学以前，程朱的影响，朱彝尊概括为“育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但至正德嘉靖间，

王守仁倡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学背驰，r1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王守仁在世时因其世功

之盛，为当朝者所妒，其学不显。王守仁死，其学一分为七，“门下各以意见搀和，说玄说妙，几

同射覆Ⅵ“。王氏在世时，西方传教±都还徘徊于国门之外，天主教在华的真正影响恐怕还是

利玛窦人华以后的事，真正和中国文化发生冲突，实际已经到万历中后期。也就是说，《提要)

所言的心学盛行的“明之季年”应指此时。而《明史·佛林传)言“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

者无复几人矣”，顾炎武《日知录>亦言“从王氏而诛朱子者始接踵于人间”。这也正是此时心

学盛行时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王学的核心是“良知”本体和“致良知”的功夫。但由于“致良知一语，发自晚年，未及与学

者深究其旨竹L4J，故黄宗羲认为此引起了王学的分裂。在对本体论“良知”的认识上，从王守仁

到其后学泰州学派的诸位健将，都以自我内在的“良知”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即便是公认的先

圣及儒家的经典，亦要在自我的良知下作重新的评价。这是没有太大差别的。王守仁在《传习

录·中)首倡“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

心而是，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王守仁以其“良知”的标准，

大胆地怀疑孔子及“未及孔子者”，“泰州之后，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

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叫“。甚至万历时的李贽宣称“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因而在

王学的良知下，从孔子到“未及孔子者”(程来等人——笔者的解释)等先圣都遭到了大胆的怀

疑。在“致良知”的功夫上，王学及其后学分歧最大，这是不刊之论。自王守仁躬行程朱“格物

致知”格竹致病后．到“天泉证道”时对钱德洪及王畿的共同认可，以及其后学右派的“主敬”、

“主意”和“归寂”，左派的顿悟直至最终归禅，其共同的特点是对程朱的格物致知的抛弃。因

此。在茛知本体和致良知的功夫上，王学之于程朱理学是棚互排斥的。万历间，天主教势力在

华迅速发展，虽然不能说王学大行与天主教流播海宇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至少说王学排击程

朱．欲求挣脱程朱樊篱的呐喊，为明末社会广泛地否定传统、否定权威树立了样榜。这样的儒

学环境。印“学脉之瞀乱。于斯为板，不惟诎紫阳，几祧孔盂虬副(卷一)，不能不说是十分有利于传

教士在宋明理学和上古儒学之间选择后者。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王学盛行有助于天主教文

化在华传播。

但明末王学大昌，实际上也是王学的末路之时。在王学大昌之时，程朱理学因其御用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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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以及科举的导向，也并非完全失去其往日的市场，加之王门后学多收不住而终归释氏，王学

渐趋空疏。事实上，从张居正时代起，已经开始了对王学的批判，再加之明末时艰迭起．王学之

空疏又不能起任何匡正，故渐而为人所厌。

明清鼎革之后，清初的儒学环境大为改观。“其时之理学家，亦大抵力排明季学风者也。

而其时承姚江余绪，为之收拾残局者，尚有孙奇逢、李颠及姚江书院一派，如沈国模、史孝威、

管宗圣、王朝式、韩孔当、邵曾可、邵廷采等，奇逢重实用，李颠重践履，教人切己反躬，注意日

课，其学与明人已大不同，不过对阳明不张反对之帜耳。若奇逢门人汤斌、耿介、张沐等，则于

程朱且日趋接近矣。姚江书院之学者，如沈、史等，颇以绍述姚江自命，惟局量既小．识见亦浅。

当时学者且多病其近禅，故其学不昌，其间志趣稍为发皇者，惟邵廷采一人，而其精神颇近刘宗

周，与沈、史等又不同矣。此清初王学之大势也。咀61(P993)此外，经过“天崩地解”的知识分子如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对王学的反思批判，张尔歧、张履祥、陆世仪、陆陇其、魏衣介、李光地

等恪遵程朱，特别是在顺治九年，在南方战火未熄，顺治帝举行尊孔的“临雍释莫”大典，第二年

又颁谕礼部“崇儒重道”，表明清初的文化政策是要再定程朱周孔于一尊。至康熙初年杨光先

排教时，清初的儒学环境已经又一次成了程朱理学的天下了。程朱理学再统天下，对于传教士

排斥宋明理学的意义就非常明显了。

因此，明末清初王学地位的变化，特别是万历末年到清朝初年，中国思想界对王学的批判，

与此间中国的传统儒士掀起反对天主教的运动，恐怕绝不是时间上的巧合。

二、天主教文化与明末清初的理学环境

明柬清初王学地位戏剧性的变化，至少表明王学盛行并非明末清初儒学环境的全部内容。

如果说明末王学盛行，王学的否定权威和排斥程朱为天主教文化在华传播提供了一个较好的

环境的话，那么可以说，传教士在对中国当时的儒学环境进行选择时是尧舜周孔而非佛。是上

古儒学而非宋明理学，则必将遭到卫道者的猛烈还击。

明末清初传教士宣扬天主教文化，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天主教教义和天主教的仪式。

其中，仪式主要是一些显性的可操作的内容，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对应的是，宋明理学约束

下的人们共同遵守的社会习俗，这两者问的矛盾属于礼仪之争，本文不作讨论。因而，天主教

教义的基本精神与理学的冲突，就成了中西文化冲突最本质的内容。

由于明末传教士开教中国的困难，传教士们宣传天主教教义主要是从(圣经)故事人手的，

而用中国古代儒学的精神去比附天主教教义的更艰苦的工作，也只有利玛窦、龙华民、艾儒略

等几个人。清初的传教工作承明末之余绪，扬若望等又以修历结好清廷，从文化精神上更深刻

地宣传教义也是寥寥无几①。所以明末清初反教儒士大多只知道天主教教义的一些皮毛，他

们对天主教的批驳，除了以儒学为最高文化的心态不屑一顾地斥责其为邪教外，更多的是带有

情绪化的色彩，如明末黄贞表示：“愿以无用之身，用报孔孟，用报君亲，用救天下万世生灵，勿

为夷邪所害，共还中国衣冠。Ⅵ7J清初的杨光先也是，“(对天主教)举世学人不敢一加纠敢

(正)，邪教之力如此重哉，三光晦，五伦绝矣，将尽天下之人胥沦于无父无君也，尚可以已乎?

此而可已孰不可已!斯光先之所以不得已也。”L93(怀橹已叫、目I')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末清初的
理学与天主教文化的斗争水平，都是在较浅的层面上进行的。明末传教士在选择中国传统文

。鸷莩黻趁熬：蔷霎晷喜搔亲量籍赡蒌萎黼鼹鼎黢囊数辐编鼗}住躺甜、卫匿
·65·

 万方数据



化时批判宋明理学，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传教士们看到了天主教文化的一切教义，与理学家奉

信的“理生万物”而衍生出的一切的原则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上帝创造万物，作为万物

之灵的人，因为其始祖偷吃禁果，故人生来有罪，要想摆脱这深重的罪恶，只有爱上帝．真诚地

笃信上帝，而信徒在现世的一切行为要求，均与后世的结果紧密联系，故“行善的复活得生。作

恶的复活定罪”。在劝世的作用上，好象天主教与理学的劝人为善没有区别，但事实上存在着

较大的差异：天主教劝人信仰上帝，但现世的为善作恶，完全是行为人自愿的，终极的裁判是天

堂和地狱，因而天主教的劝世作用是间接的。而理学则不同，理学直接提出“存天理、灭人欲”，

特别是“理欲”的范畴被理学家扩大到纲常等级后，天理人欲之辩本身已超出了纯学理的意义，

而带有直接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的作用。因此，理学家不会允许在他笃信的“天理”之上再凌

驾一个万能的上帝。

应该看到，天主教“独标生天、生地、生人、生物者日天主，谓其体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

不能”，而对中国，则“以吾中国万物一体之说不是，以王阳明先生良知生天、生地、生万物皆非

也竹l”。即传教士们用上帝排斥理学的“理”，只是反教儒士们愤怒的一个原因。在现实的宣

教中，还对他们所谓“合儒”的先秦儒家中的一些思想也尽加指责。“议孔圣太极之说为非，子

思率性之盲未妥，盂氏不孝有三之语为迂”【1⋯，传教士的这种既对抗程朱理学，又指责先儒圣

贤，必然会引起卫道儒士的强烈愤慨。因此，在明末反教的著名文献《圣朝破邪集》中，许大受

的《圣朝佐辟>、黄贞的《请颜壮其先生辟天主教书>和《尊儒亟镜)、钟始生的《天学初征》与《天

学再征》、林启陆的《诛夷略论》、虞淳熙的《利夷欺天罔世>、陈侯元的《辨学刍言>等批驳天主教

攻击宋明理学的文字几乎占了绝大部分。

清初，明末儒士反天主教的影响并未完全消失，加之清初的理学回归，从学理上讲，是不利

于天主教文化的传播的。但由于汤若望通过修历结好清廷，因而天主教得以复兴于清初。对

此，杨光先以卫道者自居o．言“宁使今日骂予为妒妇，不可他日神予为前知叽副(‘不得已懈邪论

下))，而力辟夭主教。如前所述，清初的儒学环境回归到程朱理学。虽然如此，清初儒士批判天

主教文化的水平并没有深入，而是在带有极大浮躁情绪的同时，更多地是在重复明末儒士反天

主教时提出的原因。从关于杨光先的各种碑传资料中，我们无法看出杨光先的师承关系，但一

部《不得已)却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出他的理学倾向。因而清初杨光先辟天主教，其思想武器仍

然是程朱理学，这也和清初的儒学环境是相一致的。

杨光先辟天主教，学术界多称为“历案”。此概括准确地说明中西历法，严格地说是杨光先

代表的回回历与西洋历法之间的斗争，是这场文化冲突的重要原因。同时还说明如果用历案

来代指这场中西文化冲突，那么中西文化的本质冲突至少是次于历法之争的。事实上杨氏辟

天主教的理由有二：一是指责传教士“造传妖书惑众，邪教布党京省，邀结天下人心”，以及“香

山澳盈万人距为巢穴，接渡海上往来，若望借历法以藏身金(京)门，窥伺朝廷机密"LSJ(‘不得已·

请诛邪教状))。这些仍是重复明季反教儒士的不根之谈，且直接与他关心的实际是无中生有的

清初的国家安全相关联，并不涉及到清初的理学环境；二是指责天主教是“得罪名教”。这也是

真正体现杨氏用理学思想批判天主教的地方。

其实杨氏起初对天主教并不了解，或知之甚少，所了解的一些皮毛也是他“托血亲江广假

。蔑霜耋享窆馨敖士耋锦罕袭勰魏锌器薯巍渚鬣及不敢与孟子抽相比6宴黜是把屺的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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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彼教-I．SJ(‘不得巳．请诛邪教状))后才得知的，他对天主教有一定了解．也是他籍以更猛烈地批判

天主教的，是在他读了钦天监夏官正李祖白所作<天学传概)之后。李氏书的主要内容说上帝

创造人及万物，人类初祖之子孙聚居如德亚国，其后生齿日繁，散走遐遨，在中国即为伏羲氏，

即非伏羲氏，亦必先伏羲不远。并引《尚书)95肓、<诗经)Ho言、《论语)26言、《中庸)20言、

<孟子)59言，证明先圣先贤皆天主教的后学，六经四书皆天主教的法意微割81(<不得已．与许青屿
侍钾书))。对此荒谬的不根之辞，杨光先奋起卫道，用“夫天二气之所结撰而成，非有所造而造

者-L81(<不得已·辟邪论上))的理学观力辟天主教上帝的存在。并通过论证，认为被钉死的耶稣是

“谋反正法之罪魁”，岂能化生以拯救众生?李祖白此书所据元根，且措词的确过于放纵，这给

杨光先的辟教刨造了可以激昂慷慨的条件。但从杨光先辟教的内容和水平上看，实在是没有

超过明末的黄贞和许大受辈。如果在清初没有这本小册子作为靶子，实在不知道杨光先在利

用历法攻击西洋人之外，还能用什么样的理论来攻击天主教。因此，杨光先之辟教实在有拉大

旗作虎皮之嫌了。

三、天主教文化与明末清初的实学环境

在明末清初的王学地位戏剧性变化以及程朱理学从明束的备受冷落到清初再度回归的过

程中，此同儒学环境的另一显著特征是实学的高涨。与王学盛行有利于天主教文化传播的情

形不同，如果说王学排斥程朱是从学理上为天主教文化的传播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的话，那

么，明末清初实学的高涨，则为传教士采取学术传教提供了一个可以实践的环境。

明代的实学，一般地说，其出现是在明初诸儒力倡“直须躬行”程朱而事实上无补于明代中

期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之后。到嘉靖、隆庆以后，明代社会发展出现了流于两极的趋势：随着

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代表着新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在社会经济领域里。表现出了

一种活泼向上的趋势；同时，明末社会的各种颓废因素也在发展，社会政治腐朽黑暗，民族矛盾

尖锐异常，社会思想的主流——王学也在流行中走向附庸空疏，脱离社会生活。因此，这一正

一反的趋势，为批判理学、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如前所述，为了维护天主教文化的本质精神，来华传教士们采取了是尧舜周孔而非佛，是

先秦儒学而非宋明理学的抉择。但这种抉择是传教士们在初步弄清明末的王学、理学、实学及

佛道二氏的彼此混杂的情况下作出的。事实上，此前传教士们已经广泛地接触晚明社会，特别

是晚明士林，而他们所采取的有效手段则是道德和科学。这至少表明传教士们奉行的道德符

合明末社会的道德规范，他们所擅长的科学，也正是明末社会所需求的。

撇开传教士们奉行的道德不谈，传教士们带来的科学，在明末的经世思潮中，的确起到了

让一些儒士摈弃理学的“虚玄幻妄”，用实用、实证的学术来挽救明末时艰的作用。传教士在传

教之初。三棱镜、望远镜、地球仪等西洋诸器，不仅为他们的早期传教提供了便利条件，而且西

洋历法、火器及水利等实用科学，后来均成为他们吸引和结交高级儒士的一种手段。反教儒士

蒋德王l曾言：“向与西士游，第知其历法与天地球、日圭星圭诸器以为工，不知其有天主之教

也。蚪【11】这说明传教士们的确把实用科学的介绍放在传教的首要位置上。这种情况，正好迎合

了那些主张经世的儒士们。徐光启在《刻同文算指序’中比较了西洋科技和宋明理学：西洋科

技“时时及于理效，其盲道肓理，既皆返本跖实”，而宋明理学只是一些“虚玄幻妄之说”。在《刻

几何原本序>中，他又高度赞扬西学“一一皆精实典要．洞无可疑”。李之募、王征等也对西洋科

技推祟备至。而“敬服西儒，嗜其实学”的金声甚至要“将次弟译授西学，流布此土，并为人广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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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说”[”】。这些人如此醉心于西洋科技，主要是欲借。返本跖实”的西洋科技之长，朴“虚玄幻

妄”的理学之短，来最终达到挽救明末时艰的致世目的。这也是天主教文化面对中国的实学环

境作出选择时的最佳结果。

但是，我们又不可过高地估价明末实学环境之于天主教文化传播的有利方面。中国的儒

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很早就形成了轻视科技的倾向，视科技为“雕虫小技”、“奇技淫巧”。在明

末，即便是那些崇尚实学的信教儒士仍然没有摆脱这个认知模式。徐光启在《泰西水法序》中

言西洋科学，“器虽形下，而切世用，兹事体不细已”．王征亦言远西奇器，“虽属技艺末务，而实

有益于民生日用，国家兴作至急也”。他们在认同西洋实用科学“切世用”，“有益于民生日用”

之时，在他们的学理认知上，西洋科学仍然被划归到“形而下”的范畴之内，更不用说那些从来

就鄙视事功而以修养心性为经世之根本的理学家们。

在明末，反教的理学家们在恪守其修身养性为经世之道的同时，还极力诋毁西洋科学以及

主张经世的儒士们粲尚西学，甚至无限地上纲上线。很显然这种实学环境不利于天主教文化

的传播。我们说，传教士们介绍西方实用科学，使用三棱镜等西洋诸器，肯定有取媚中国信徒

的成分，但反教儒士却把“取媚儒士”的传教方法和“取媚儒学”的传教目的混为一谈。他们把

西洋科学视为“令人喜其有微功”，“令人疑其有神术”，“令人眩其有奇巧竹【13J。他们认为正是

传教士的实物引诱和历法天文等西技的感惑，才有“青衿儒士，投诚礼拜，坚信其是而不可移

易”【14J。面对西洋科学，他们公然漠视这些西技有益于明末社会的事实，一并指斥为“足新好

异之听闻”，“足动小民之嗜好”的“细小使能”，许大受甚至指出“夷技不足尚，夷货不足贪，夷占

不足信”，其理由是此类“技”、“货”、“占”是“纵巧何益于心身竹【15J。更有甚者，面对已成明朝心

腹之祸的辽东战事，反教儒士竟视传教士贡铸的大镜发挥重要作用的事实于不顾，断然日：“区

区一铳，能为国家万年计乎?骨【16j因而，反教儒士对西洋科学以及信教儒士的崇尚的攻击，仍然

局限在所谓的“形而上”还是“形而下”的论争上，从而也说明此时的实学环境之于天主教文化

的传人的作用仍然是极其有限的。

明朝灭亡后，经过亡国之痛的学者大多痛定思痛，认真反思明末学术。开清初学术之大端

的顾炎武的总结最具代表：“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宗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

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日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胧惰而万事荒，

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且不说“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是否是“以明心见性之空

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所致，但至少表明，实学家们倡盲的经世思想并没有能救明末时艰，同

时也表明传教士以西方科技比附明末实学的努力最终破产。

清朝初年，儒学环境回归程朱理学，虽然这并不意味着程朱理学惨身养性的经世之道与实

学倡导的经世之道格格不人，但清初倡导经世并左右实学发展的顾、黄、王诸辈，其经世的目标

又远非明末实学家关注当朝国政可比。他们大多浪迹山林，在清初高压的文化政策下，又不能

象明末东林学派那样是非朝政，特别是顾炎武之后，清初实学的精髓——经世目的，与注重实

证的研究方法剥离开去，使清初的实学环境远逊于明末。因此，在清初杨光先排教时，令人感

到奇怪的是，在杨光先翻版的明末儒士反教的诸因素中，除了在历法方面，用其谬桀的回回历

来攻击西洋历法外，竟然投有提及传教士用西方科学比附儒学，鄙视其末务。这是否可以说，

清初的儒士们漠视了清初的实学环境，或者清初的实学环境在为天主教文化的传播提供思想

基础方面．就根本无法和明末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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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明末清初的近半个世纪中，中国的儒学环境十分复杂，其间王学、程朱理学与

实学既充满矛盾，又彼此协调发展。总的来看，这样的环境之于天主教文化的传播来说，王学

在批判传统、否定权威方面为天主教文化的传播，特别是为传教土是先秦儒学而非宋明理学，

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而实学的高涨，又为传教士在传教手段上走学术传教的路线，提

供了一个可以实践的环境。但明末清初的王学和实学环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明末清初对王

学的批判以及实学自身的流变，均使得天主教文化传播赖以长期存在的基础变得十分不稳，再

加上明末清初程朱理学的发展，传教士们在这样的儒学环境下择儒斥佛，是先秦儒学而非宋明

理学。必然会遭到卫道儒士的猛烈批驳。当然。天主教文化还与明末清初的佛学环境格格不

入，不过，这可不是用明末清初的儒学环境能概括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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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迄入近代，意大利乘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的大潮并凭借武力再次打开了中意交往的大门。自从与晚清政府签订中意《通商条约》之后，意

大利便妄图从中国攫取更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向清政府强索三门湾的未果，不仅没有打消它的侵略野心，反而使其变本加厉。以意大利藉传教士被害

为借口，意大利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的总行动。通过此次行动，意大利获得了丰厚的“收益”——战时的掠夺、战后的巨额赔款和天津租界。“庚子国

变”之后，内外交困的封建统治者虽有“清末新政”之回光返照，但1905年的对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的“宪政考察”也终究未能使没落的清王朝起死回生

。

    民国建立后，中意两国间的交往更为频繁。1927年，“宁案”发生。意大利以此为借口，拒绝同国民政府修改不平等条约，企图继续享有在华特权

。为了能够尽快同意大利修订新约，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同意向意大利道歉，并允诺赔款及惩凶等事。通过与意大利政府的多次论战与协商，最终中意

两国与1928年签订中意《友好通商条约》，意大利放弃在华的领事裁判权和协商关税权。中意关系逐渐走向平等化。

    在近代中意经贸往来方面，虽然中意贸易额并不是很大，但是意大利依据不平等条约，通过索取庚子赔款、“金法郎案”及教案赔款等从中国也获

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随着近代中意外交、经贸往来的频繁，在中国人渴求救国方略的背景下，源于意大利的思想文化也再次大规模的传入中国。文艺复兴思想的传入

，为近代中国的救亡与启蒙运动带来了新的启示，“人文主义”、“人权思想”的传播，推动了中国民主思想的历史进程，这都为后来中国人民抵制法

西斯主义的侵蚀奠定了思想基础。法西斯主义的传入，虽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近代中国需要集聚力量进行全民族抗战的要求，但是它破坏民主、限制自由

，始终是违背历史发展进程的。因此，法西斯主义受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文艺复兴思想和法西斯主义传入中国的同时，天主

教文化在意大利传教士再度入华后，也大规模的传播开来。此外，意大利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在近代也随之传入了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

开放以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意两国间的关系更是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积极迈进。

    中意两国之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双方在文化和经济等方面的国情亦具有许多共性。但中国史学界对于意大利史的研究相当薄弱，对明清之际的中

意文化交流虽偶有涉论，然对近代中意关系史的研究却纯属空白；意大利学术界对近代中意关系史的研究也是语焉不详。对中意两国的近代交往从政治

、经济、外交、文化思想等方面进行系统梳理和立体性学术考量，不仅对探寻国际交往中所蕴涵的规律、特质及其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推

动中国的近代史学界、世界史学术界和意大利的史学界关注和加强中意关系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也有利于以史为鉴，加深中意两国

之间历史与现实的相互了解，促进中意友好关系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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