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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世纪晚期 一位意大利耶稣会士、

为了A己所热爱的事业，不远万里东行，来

到当时酉方人几乎一无所知的中华大地;

他遵循耶稣会开创者的遗训，创造性地将

其宗旨应用于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之中;

他在传播天主教义的历史上，起到了承前

启后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是利玛窦

-一东西文化交流的一面旗帜 中西文化

交流史中独树一帜的第一人

    回顾近代史我们知道.天主教进入中

国之前，在向外征服美洲和东方的过程中

骑士们自始至终高举着十字架和宝剑，依

靠的是军事人侵和文化渗透的方式。但二G.

场世纪中叶以后，经济危机使欧洲陷入严

重萧条，物价飞涨，商品极端医乏。与此同

时，我国明代社会的商品经济正处于越勃

发展之中，物美价廉的中团商品引发了欧

洲各国争夺中国商品的竞争热。Afi过中国

商品的传播.中国文明甚至影响到欧R人

的生活习俗和时尚。因此。推进刘华贸易，

利用巾国的物质财富，保证欧洲及其在东

方和拉丁美洲TA民地的生活必需品供应

就显得格外重要。

    欧洲各国的统治者都知道，想要在竟

争中占据优势，了解中国国情是至关重要

的，力应依此来制定自己的对华政策。当

时，欧洲对中国的认识，除了《马可·波罗
游记》等早期书籍以外，还有地理大发现以

后的西方探险家‘传教士、“骑上 们在其信

件、日记、d七记以及游记中，对中国的记载

和论述。其中，16世纪晚期比较重要的著作

有葡萄牙传教士克兽斯的(中国志》、西班

牙传教土拉达的《{【国札记》和西班牙传教

士多萨于1585年出版的<中华大帝国
史》。特别是后者，在短短的十几年里，先后

以7种文字发行了46版，在欧洲引起了不

小的轰动。这此书籍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在

内容的广泛性和真实性方面对前人有所超

越，较为客观，较为真实地介?V了中国的疆

域、人a、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宗教

卒L仪、法律、教育、艺术、n乐、物产等各个

方面的情况，对中国的评价也是肯定的。这

就使得普通欧洲人对中囚囚悄的了解不断

深入和相对正确;使来华传教士们对中国

预先有了一些客观的认识，一旦迸人了中

国就能较快地适应其独特的文化传统;使

欧洲统治者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文

明和历史的大帝国，政体完善，国防强人

物产丰富，经济发达，欧洲只能把中目当作

贸易伙伴，而不能轻易视为侵略对象
    与此同时，欧洲的宗教信仰同样出现

f空前危机。宗教改革运动席卷欧洲，使罗
马天主教受到致命打击 不得不进行自身

的改苹。因此，罗马教廷对中国也不敢留然

实施军事征服政策。

    创立润宝一时期的耶稣会，在宗教改

革浪潮中以天土教与罗马教皇维护者的面

目出现，采取严密的中央集权式的管理方

式，加之它‘分重视对其成员的科技文化

知识的堵训.因而发展成为天主教众多修

会中一个强有力的修会。在对外传教问题

上，耶稣会顺应US史，主张以正确的宣教政

策来取得事业上的成功。1541年，该会创

始人沙勿略前往东方传教，探索在东方传

播福音的道路。从印度到日本，历时10年，
沙勿略对东方国家和地区文化特点和传统

价值观念有所了解后，认为}J,国的基督化

将是东方传教运动的核心，并提出了一套

称之为“适应，，策略的土张.J〔精髓在“尊重

当地文化”。主要体现在:f,解当地的文化，

学会使用当地的语言并依此宜传天主福

音;要以“读书修士”的身份与上层人士交

往对话，使传播科学知识成为传教之先导石

批判具有广泛影响的佛教学说，为传教扫

清道路布在东方君主专制的国度，争取最高

层统冶者是宣教的中心工作等。沙勿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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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在中国的’.汉化’，策略打下了基本的

琐论基础。以保证使所传福音和当地文化

更快更好地融为一体。

    利玛窦、罗明坚等一批耶稣会士是追

随沙勿略到中国去创建救世功业的年轻一

代，也是沙勿略“适应，‘策略设想方案的具

体实践者和检验者。特别是利玛窦，以其超

人的悟性，通过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深人

学习和研究，对 适应”策略长达29年的亲

身实践和补充，在中国南北的广阔空间里，

把‘适应”策略演化成为了“合儒”、“补儒”，

以致最终达到“超儒”这一目的的传教策略

和思想。可以说，利玛窦在华的29年，是其

一心一意实现传教理想的29年;但实际上

却主要是以毕生精力学习东方文化，了解

中国的29年，同时也是其力求将西方科学

知识融人中国文化的29年。因此，利玛窦

才取得开拓性的突出的成绩，成为近代西

方传教士中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人。

    基于自然环境、种族、历史演进等方面

的不同，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在

传统价值观念、地区文化特点、风俗礼仪、

宗教信仰以及国家政治经济等方方而面，

与西方文化存在若巨大的差异。要想在短

期内使东西方两类异质文化相互磨合接

纳，是根本不可能的。早期进人中国的传教

士们，就正处于东西方文明激烈冲突和两

类异质文化相互祯击的时代。

    利氏‘汉化”的目的是立足传教，争取

传教自山权。经过摸索后，他采取了以下的

方式:深人到士大夫群体中，通过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尊重、熟悉、钻研、通晓，认真学习

中国典籍，充分了解中国的民俗民风和生

活方式，来获得官僚士大夫的好感，从而为

其在华传教铺平道路。

    由于中国明朝政府和民众对于天主教

的拒绝和不解，由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

化有限的了解。利玛窦等人一时找不到有

效实施“适应”政策的切人点，因此，传教工

作难千开展，收效甚微。虽然他们“在国内

即已知道中国人多么善良、性情温顺、爱好

和平，许多礼仪和风俗都优异于人，还实行

许多种科学，又有大量合悄合理的书籍以

及正当生活⋯⋯，’(罗明坚)，但他们对中国

文化的认识和了解还是十分肤浅和有限

的。来到中国以后，他们在中西文明的碰撞

中，遇到了难以意料的困难和阻力。中国的

传教实践使他们认识到，不深人到中国社

会内部，实地了解中冈的一切，要想在中国

立足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客观外界的条件使得利玛窦不得不将

大部分时间和稍力用来学习中国文化，适

应中国传统文明，而不是传播天主教。利玛

窦终其一生，来华传播天主教义的目的没

有改变。但是，要完全打开封闭的中国大

门，以几个传教士的微薄之力是根本不可

能的。他只能在学习和认识中国文化的过

程中寻找合适的机遇。这是一个极其痛苦

的过程，需要经过语言、文字、思维、生活方

式、人际交往等诸多方面的学习、转变和适

应。东西方异质文化在利玛窦的身躯里相

互交流，相互渗透与影响，使其自觉不自觉

地把自身的“中国化”改造和自我适应放在

了首位。

    利玛窦一旦走进了中国文化的大门，

就被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所打动。在他看

来，“中国之伟大壮丽，肯定全世界无出其

右”，而且中国人“也是非常聪怒的民族，察

赋有高度卓越的才能"，在‘.我们欧洲人所

知的一切异教民族中，我不知道有哪一个

比远古时代的中国人更少错误，’，而且‘冲

国与其他国家或民族有极大的差异。因为

它是一个文明帝国，崇文而不尚武..。中国

文化引发了其心灵的震撼，使之产生了强

烈的求知欲。他在学习中国文化时，自觉不

自觉地进行粉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寻找

西方应该吸收东方文化的一些方面，并试

图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融合。特别是

要寻找出中国文化与天主教义中的相通

点。

    长达29年深入地学习中国文化认真

效法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对

利玛窦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他运用所掌

握的中国语言、文字、思想和主要学说，已

经能够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来进行思

考。利玛窦在事实上已成为完成“汉化 的

西方第一人。

    利玛窦踏上中国领土不久就意识到，

被中国人视为‘.蛮子”的西方传教士，首先

要在外观上进行一定程度的 “中国化”改

造，除了形之于外的高鼻蓝眼差异，应该让

中国人感觉不到异样，以便清除中西方人

士在感情上的疏远。他说我们“有必要表

面上顺应中国人的习惯和看问题的方式”

“为此衣着鞋履悉如中国人，饮食居住也悉

如中国人。”利玛窦是这样认识的，也是这

样努力去实践的。在东方这个神奇的国度，

他无时无刻不在学习中国人的衣食住行，

语言交往，甚至名号和个人兴趣，也都入乡

随俗 一应汉化。经过数年的努力，他自认

为巳经达到了“无论是服装、说话，还是习

惯，都与中国人无异1，的程度。这是一个由

新奇到模仿，由汲取到融化的逐步深化的

过程。形式上的模仿是容易的，真正领悟中

华文化的深刻内涵则要困难得多。而利玛

窦们从穿僧服到改i7 o服，不仅仅是服饰

的更换，其重要含义，正是他们学习中华文

化出现了质的飞跃的证明。

    了解中华文化必须从学习中国语言和

方块字开始，这正是西方传教士最感困难

的事。利玛窦一到澳门，立即在前辈的帮助

下以一本翻译的儿童识字课本作教材.开

始‘1用心学习汉语1，，学习那几千个‘.简直不

可思议”的“写法更像画画”的方块字。学习

是长期的，艰苦的。他房间里摆满了中文

书。1584年秋季前，他还从北京收到了十

部史书。这时期，他曾写了考证“中华”这个

名称的小论文，不仅明确指出被西方称之

为丝绸之国的，正是他现在所生活的中国，

而且经过与中国有关人士的了解，第一次

肯定了契丹或展旦就是中国的别名，在西

方地理学史上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一贡献，

应该视为‘.汉学”在历史地理学上的发韧o

利玛窦的勤奋和博记，使他的汉语进步很

快。有一段时间，利玛窦甚至感觉可以停止

学习中文和汉语了。1584年他曾说，我‘、非

常有系统地致力于学习这个国家的语言文

字。我不为这番努力而后悔，也不因取得成

绩而羞愧，现在我不怎么或完全不用通事

了。”但当他在韶州传教受阻后，又依范礼

安的指示把主要精力投入学习中文。1593

年初的耶稣会简报记载说:韶州神父和修

士“主要在学方块字和中国话”，“他们正耐

心等待传播上学真言的时机到来。”

    不仅如此，利玛窦还悉心学习中国典

章古籍，一天两次求教于中国老师，刻苦阅

读’‘他不能全恤1，的书，并且运用自己创造

的中文教学原则，将自己所学的知识传授

给新来的伙伴，每日授课三四个小时。他还

用拉丁文为伙伴们翻译了《四书》。他认为

“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因为它是由精细

卓越的道德格言组成的”。可以说，利玛窦

是向西方介绍《四书》的第一人、也是.‘汉

学1，的重要发端。

    经过这一时期的学习，利玛窦对中国

文化的了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就是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栩华儒家思想的尊重。

利玛窦在中国文化中寻找天主教的合理性

时，对中国的两大传统礼仪— 祭祖和敬

孔采取了宽容和通融的态度，因为他意识

画“‘”2000’
万方数据



茎Ie二旦 -洲 了夕

到，祭祖尊孔体现了儒家的伦理道德和思

想，是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由来已久的两

个重要内容，反对它们，意味着断绝传教的

可能。他十1595年11月写道:“我(在阅读

“六经”的过程中)注意到许多段文字有利

于我们的信仰，例如上帝的统一性、灵魂的

不朽、幸福者的光荣”。于是，他销毁了“早

已停止散发的在肇庆刊印的初级 (教理问

答r的印刷雕版，并着手另写一部，要引述

中国典籍作权威论据来于以论证。

    利玛窦认为儒学学说的代表人物 ’‘孔

子是极其享越、洁身自好的伟人之一，

·，一他的学说，要言之，就是人应以天性

光芒为指南，认真尽力臻于美德，还要致

力于有条不紊地齐家、治群体”，“虽然

儒家拒绝谈论超自然真实.但在伦理教诲

方面与我们几乎完全一致，··⋯所以。我

一开始就利用这一教派来攻击其他两教

(偶像教)而不驳斥儒教，·一 同时打击三

教，那就会处于非常麻烦的境地”，当

然，‘.他们的学说与我们的有许多相似之

处，因为他们的学说毫不看重偶像.仅仅

论迷美德和此生端正行为之道”。利玛窦

对儒家思想的认识以及利用儒家学说来传

播天主教义的做法，都是建立在对中国文

化的学习和认识之卜的。这正是他能成功

推行 “适应”政策的关键所在。

    在弥合，)，西两种异质文化的抵悟时

利玛窦极力使西为的文化价值体系与中国

的传统文化相通融，尤其是要在天主教理

允许的范围内尽力将天主教义与中国的正

统思想濡学学说相协调。实际上，利玛窦十

分清楚天主教义与儒家学说是不同的思想

体系，在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人与人、

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均有不同的理论和

看法。他说，.‘我处心积虑借用儒家先师孔

子来证实我们的见解，因为我把这些含义

模糊的文字解释为对我们有利，’o因为利玛

窦在学习中国文化的过程中，真正体会到，

儒家学说是中国社会几千年的统治思想，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不可动摇的支配一切

的思想 在中国想以天主教对抗并且完全

取代儒家思想，无异于以卵击石。他说，}我

们天天同这个民族的显贵，同宰辅们、鸿播

们交谈，我们说中国人自己的语言说得地

地道道，我们处心积虑地学会了他们的风

俗习惯、律法、礼仪;最后，极其重要的是，

我们夜以继日捧着他们的书读”。另一方

面，他也清楚地知道，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

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人，对西方国家

知之甚少，许多人都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

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西方人

不能以欧洲的文化价值标准来评判中国的

文化，井简单地将其宗教斥为迷信和偶像

崇拜，不能在轻视和低估中国文化的前提

下来传教，因为要中IW人与自己的传统文

化决裂是根本不现实的因此，早期耶稣会

传教士的主要工作就是要寻找天主教和儒

家学说的“共通点”，把天主教打扮成与佣

家7说“道理相合”，一异道同归，’，具有“相似

感”的理论。

    利玛窦越是深人了解中国文化 就越

加感觉到文化交流工作的必要性，这不仅

仅是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科技知识.用科学

来做传教士的敲门砖，同时也要积极地向

中国人介绍西方的人文思想.在中国士大

夫中树立学者的良好形象。利玛窦认为 中

围人似乎是一个重视觉轻听觉的民族，由

于相信不朽的传统而将书籍神圣化，有了

尽信书的心理习惯，因此，“中国人对于有

新内容的书籍十分好奇，又因为象形的中

国文字，在中国人心目中有一种特殊的力

量及庄重的表达能力”，中国人还有以文会

友的习惯，这种心理和习惯在，h国形成了

“印在书上的东西都被认为是真理.，的局

面。1595年，利玛窦初刻了自己的中文著

作《交友论》，并在正文后附上自己创造的

汉语拉丁化方案 事后他说，‘.这本书给我

以及我们欧洲增加的威望，超过前此所做

的一切，因为其他的事情只是使我们有了

善于制造机械仪器工具的能工巧匠的名

声，而这篇论文却为我们蔽得了文人、热爱

才智和美德的儒士的美誉”。以后相继出版

的《天主实义》、《二十五言》、《畸人十篇》等

著作，使利玛窦有了‘学识无比渊隙..的美

名 1596年，利玛窦还袂定不再开放教堂，

只像中国那些最著名的学者宣讲师那样，

设立讲堂，通过交谈和夕I1̀i仑，充分表现自己

的博学和广识，表现自己过目不忘的惊人

记忆力和口若悬河的辩才，使教堂享有的

西学堂”的美名与日俱增，他也赢得了士

大夫的尊敬和友情，人们亲切地称他为‘̀M

进士”，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利玛窦在中国广交朋友并在朋友的帮

助下，大量著Is立说介绍西方科学，传播西

方文化，开创了V4方传教士q学术传教”的局

面。他撰写、翻译的19种汉文著作被《四

库》收录和存日的就有13种，《天学初函冷

不少丛书和个人别集也收辑了他的著作，
因此读者众多。由于“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

道，故-all好异者咸尚之”，引起了官僚士大

夫的广泛关注，也出现了各异其态的理解

和反应。“西学东渐”在明清之际的社会中，

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在中国文化的发展

变化中，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切都和

利玛窦对中国语言文字的学习分不开。

    中西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 由于利氏

对中国文化的学习比较深人，其评价相

对比较客观和正确。因此，他向西方人介

绍的中国情况也是相对客观和真实的。

这对西方了解中国以及中国文化起到了

正确的导向作用。在利玛窦的带动下，以

耶稣会为首的传教士们，在17,18世纪

以大量的通信和观测报告等多种形式.

向西方介绍了中国人文‘科技.政治、经

济等方方Ihl而的情况，成为这 一时期中

西文化交流的主流 因此，西方的研究者

认为“在1800年以前 中国给予欧洲的

比它从欧洲获得的要多得多 ”

    时人评价说，“关于中四的最佳叙述归

功于耶稣会士“，耶稣会士的苦作增进了欧

洲人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在文化交流史

卜，看来没有一件事足以和十七世纪时耶

稣会传教士那样一批欧洲人的人华相比，

囚为他们充满了宗教热情，同时又精通那

些随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兴起发展的

科学 二这种交流为两大文明之间文化

联系的级高范例.仍然是永垂不朽的

    鲜明的“汉化”倾向是利玛窦深人掌握

中国义化知识的必然结果 他是当时中西

文化交流中独树一帜的第一人 可以说，后

来的传教士没有人能超越他 没有人再达

到他所达到的高度。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汉化”，是斗n'}，西

文化融合的程度。我们并不认为，几是在中

西文化交流中有贡献的人，都必需变成彻

头彻尾的中国人，完全放弃原有的民族文

化传统。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中外历史

上，许多优秀人物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

巨大的贡献 他们成功的关键就是能够把

东西方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精粹熔于一

炉，使之完美的结合。这种努力的丰硕成

果，就是使人类文明得到升华，使人类得以

共同进步。利玛窦的“汉化”倾向，说明他是

一个开明的人，开放的人，是顺应历史发展

趋势的人。其i午多做法在今夭仍然是可取

的，是符合当今世界潮流的

    (作者: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市
10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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