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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相伯宗教价值观与天主教中国化探索

。黄书光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上海200062)

[摘要]本文系统阐述了马相伯关于宗教价值功能、宗教与科学复杂关系的真知卓

见，并追溯其反对西方文化殖民主义、力谋天主教中国化的可贵探索，以期为夸人树立

理性的宗教文化观，提升对复杂社会现象的辨证认识，提供一个可供借鉴的历史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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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天主教教徒、宗教改革者和宗教学研究专家，马相伯(1839—1940)对宗

教有着独特的认识。他不仅阐明了宗教的精神价值和教化功能、宗教与科学的

复杂关系；而且极力反对西方文化殖民主义，努力探讨天主教中国化变革。重温

马相伯关于宗教问题的思考，对于今人树立理性的宗教文化观，提升对复杂社会

现象的辨证认识，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宗教的精神价值与教化功能

马相伯曾与上海天主教耶稣会有过激烈冲突，离会入俗达21年之久。1897

年，他重新回到了教会，力求缓和与教会的紧张关系。但由于天主教耶稣会的专

制性和殖民性有增无减，马相伯与之再次发生冲突便不可避免。然而，这～切都

没有改变他的天主教信仰，甚至老而弥笃。

作为虔诚的教徒，马相伯对“宗教”二字有自己的独特认识。他说：“欧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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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rcligic)n宗教者，一再束缚也；谓既束缚以性法。性法者‘齐之以礼’之‘礼’，

四端之一，能禁于未然，换言之，即性法，性法之上，而宗教又能加以束缚也。性

法已非人力所能为，则加束缚于性法之上，更非人力所能为矣。”【11为了便于让

人理解这超人力的“religion”本义，马相伯十分注意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学理

会通。他说：“朱f注‘上帝’日‘天之主宰’。希腊哲学，以为主宰万物者，有‘帝

吴氏’焉。罗马哲宗季宰六，又多为之证；其证之精，至今学者称之。我《诗》、

《书》之所载尤详。大抵存乎性，触之即发，不啻火药之遇火也；故一遇人身之力，

或人性之力所不能抗者，每呼天以抗之。孔子抗桓蛙日：‘天生德于予，桓魅其如

予何!’盂子抗臧氏曰：‘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2

马相伯这一中西学理会通很显然是继承了明末利玛窦的“学术传教”精神，与利

氏在《天主实义》中所说“吾国天主，即华言上帝”，“吾天主，乃古经所称上帝

也”【3j，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表达丁他对“上帝”、“天主”的真挚信仰。他说：“吾

之所谓教者，即冥冥中有一大力之主宰，⋯⋯夫既知我与万物皆冥冥中之主宰所

造，则吾对此造物主宰各有其本分、其责任、其意义，斯即吾之所谓教也。教非他

物，概括以言之，即人人对于造物主宰之关系耳。”[4]

马相伯还进一步指出，宗教与人的价值取向和终极关怀密切相关。他说：

“宗教非他，使人无迷失而已矣。人之生，生从造物主来；人之死，死归造物主去。

人苟不从造物主来则已，既从造物主来，则人对于造物主有一定不移之本分，此

义务无可推辞者也，此责任一生当尽者也。”【5]诚然，由于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

输入，人们对“人从造物主来”产生了怀疑。但他并不以为然。他说：“天演又天

演，植物可变动物，动物可变灵物，而今植物变植物，于理何难之有?”【6]

马相伯认为，宗教作为人的终极关怀，它具有超功利性。他说：“宗教者，与

世无争，不谋生前之利；谋生前之利者，一切团体公司胥是，非宗教也。”【，】然

而，这一超功利的宗教思想却很难为急功近利的中国民初社会所接纳。马相伯

说：“我国频年以还，日言提倡宗教，日言推重宗教，而上等人不肯取，下等人不

[1]《五十年来之世界宗教)，见束雏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戈学出版社1996年，第409页。

[2]《五十年来之世界宗教》，见朱堆静主蝙《马相伯集)．第409页。

[3]利玛窭《天主实jL》．见朱堆锌主蝙《利玛窭中文著译枭》．复旦戈学出版社2001年，第21页。

[4]《五十年来之世界宗教》．见朱堆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50页。

[5]《宗教之关系》．见朱堆铮主鳊《马相伯集》．第155页。

[6]《宗教之美系》，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一156页、

[7]《五十年来之世界宗教》，见朱维铮主蝙《马相伯集》，第41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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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奉，人心愈坏，世道愈邪，宗不宗，教不教，亦何用乎提倡宗教哉?”【1]

就下等乡民而言，则直言“吾欲吃饱饭，著暖衣，宗教果可吃可著者，吾欲之

矣；否则，无所用乎宗教也。”【2]在这些乡民看来，利之所在，即其宗教：“今日东

庙烧香，明日西庙磕头”；“人民之信仰，亦忽而回，忽而道，忽而儒，忽而佛。”【3]

就上等土人而言，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声称“无所用乎宗教”，但又热衷于祭

天祀孔，“焚香顶礼，大叩而特叩，大拜而特拜者又胡为也?”[4】职是之故，马相

伯极力抨击甚嚣尘上的极端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习气，断言：“口宗教而内私欲，

纵13言提倡宗教，13言维持宗教，日言推广宗教，然而言行不顾，丧尽天良者，不

恢复良心之弊也，不趋从真宗教之弊也。”【51

那么，马相伯心中的宗教究竟具有什么价值意义呢?对此，他引证著名化学

家杜马(Dumas)的名言：“生命所从来，科学不知也；生命所由去，科学不知也!”

并进一步指出：“因科学既认‘不知’，故‘知’必超科学所不能范围的宗教。唯有

宗教能解决人生问题I’’￡6他看来，唯有宗教，能够回答人的由来及归宿问题，
能够回答人除了穿衣吃饭之外，还需要什么样的精神追求问题。

针对有人提出“宗教是束缚自由”诘难，马相伯认为，“自由”本身是有其范围

和限度的。他说：“‘自由’应有其相当范围，所谓‘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是。例

如。目的在上，尽有往上追求的自由，可是并没有往下堕落的自由。不然，散漫无

稽，任何事，不能办，何况要求解决人生问题呢?”【7】但同时，他又认为，宗教对

人的约束，“正示人以规矩，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使人享有应有的真自由，而且

不妄想不能有的假自由。”L 8J马相伯特别指出，滥用自由必然招致天怒人怨的

反抗，他举证说：“我们现在所以反对日本暴行，就是因为反对敌军自由杀人，自

由夺人养命土地，且妄以为可以自由掌管我四万万五千万人的生死存万。我们

固有天赋人权，不容剥夺，因此抗争!”(9】

由于“政教分离”、“信仰自由”等近代西方观念的确立，马相伯早在1902年

底创建震旦学院时就宣称“不谈教理”，但在社会上他仍然十分积极地弘扬教理，

(1)《宗教在良心》，见朱雏挣主编《马相伯集》．第149页。

[2]《宗教在起心》．见朱单静主蝙《马相伯柴》．第149页。

[3]《宗教在良心》，见朱雏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50贾。

[4]《宗教在良心》．见朱雏铮主鳊《马相伯集》，第150页。

[5]《宗教在良心》．见朱雏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54页。

[6]《宗教与文化》，见朱雏铮主蝙《马相帕集)．第562 563页。

[7]《宗教与文化》，见朱雏铮主鳊《马相伯集》．第563页。

[8]《宗教与文化》，见朱维铮主蝙《马相伯集》，第563页。

[9]《宗教与文化》，见朱堆铮主缩《马相拍集》，第503—5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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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信“宗教力量，可以化民成俗，可以团结民心。”lIj如，1916年5月7日，马相

伯就曾在北京中央公园公开演讲《圣经与人群之关系》，听众云集，反响强烈。马

相伯认为，法律与道德是治国的双刃剑，强调此■者与《圣经》均有密切关系。

就法律而言，马相伯说：“无法律，非国家，而法律之要，一在保障通国身命财

产，二在通国卜F一体奉行。”【2 J但遗憾的是，中国向来只有人治而没有法治，

“我国之人，无古元今，皆不知法律为何物，所知者取决于有权人之胸臆而已矣。

即如孔于诛少正卯，按少：tEgP在鲁与孔子同时，孔于之门，三盈三虚，虚者门人去

仲尼而皈少正卯也。考其罪状，只曰‘心险而达，行辟而坚，言伪而辩，祀丑而博，

顺非而泽’云云，试问有何可杀之条·”l
3
J有鉴于此，马相泊认为，当时中国社会

急需一部以《圣经》为基础的国家法律。他说：“要按照良心，得一真正法律，保障

身命财产，使军民上下一体奉行，苟无《圣经》诱掖万众天良，殆不可。”[4 J

就道德而言，马相伯主张以《圣经》之训诫教化人群。他说：“人群譬一挂朝

珠，其串合必有线索。线索非他，即按救世主《圣经》之训，该彼此相亲相爱而

已。”￡5j马相伯认为，《圣经》上所说的“兄弟是真兄弟，爱情是真爱情”【6 J，而要

实行这样的“爱”，“对于人群，从消极的先说，毋杀人，毋邪淫，毋偷盗，毋妄证；那

积极的工夫，一要恕道，二要诚实，三要谦虚，四要知止。”【7】无论是消极还是积

极，他都善于结合中国传统儒家道德与社会实际进行对比分析。以“恕道”为例，

马相伯认为，《圣经》注重从积极向上的角度引导人伦关系，比《四书》阐述得更为

透彻人理，他说：“《圣经》说得好：‘要人怎样看待你们，就该照样看待他。’意思

问，不必问人看待如何。事事要照顾人看待的样，先旋于他。可见爱人是积极的

工夫，不是《四书》上消极的主见，只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够了。不欲人放

火，不欲人杀人，我不杀人，我不放火，我中国人便自命是好人了。《圣经》不然，

你要爱人，随处随时，实事求是。”[8’又如：“诚实”之德行，马相伯说，《圣经》教

人“毋发虚誓”，指示一切言行要心口相符、直心直肠。与之不同，他批评中国传

统社会，“暗中撒谎，蒙骗其上，则又我中国人在下的权利。所以为衙役的则蒙骗

[1]《乐善堂记|jfI)、“假如甘地在中国”，见朱堆铮主鳊《马相伯集》，第1030页。

[2]《圣经与人群之关系》，见朱雏铮主蝙《马相伯集》，第185页。

[3]《圣经与人群之关系》，觅朱雏铮主蝙《马相伯栾》，第185页。

[4]《圣经与人群之关系》，见朱堆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86页。

[5]《圣经与人群之关系》．见朱维铮主蝙《马相伯集》。第186页。

[6]《圣经与^群之关系》，见朱堆铮主蝙《马相伯集》，第186页。

[7]《圣经与凡群之关系》．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221而

(8]《圣经与人群之关系》，见朱维铮主蝻《马相帕集》，第t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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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官，为小官的则蒙骗大官，为大官的则蒙骗朝廷，‘瞒上瞒下’，竟成官场俗语。

请看一切奏章禀帖，纸面上的，皆谎也。”【1 o应该肯定，这些批评并非完全确当，

但确实击中了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固疾。

勿庸置疑，马相伯这篇《圣经与人群之关系》的公开演说，对于当时“你争我

夺”的军闷专制社会仍具有十分重要的药石之功，其教化作用不言而喻。他深切

地教导说：“诸位看救世主，从《马太》五章起，说到如今，辛辛苦苦，留下这篇圣

训，不是教人看看便罢，是望人实践躬行的啊!”【2 o

二、宗教与科学的关系

宗教与科学所持的认讽论不同，二者在本质上是对立的，科学的发展在很大

程度上是基于对宗教教条的否定而前行。但另一方面，宗教与科学确实又有相

互兼容的一面，西方近代科学本身就是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诞生的，许多学者往

往是出自对上帝刨造物——自然界的惊奇而导人科学研究，这种经由认识自然

而认识上帝的观念和行动直接推动了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作为教徒，马相伯

相信上帝的存在，同时他也相信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是有规律可循的，强调宗教与

科学二者虽关注领域不同，但绝非不能相容。

宗教与科学有着不同的旨趣，这一点马相伯并不否定。他说：“夫宗教与科

学之辨，一贵信仰，一贵见知。若徒信师言，而于所习之科无真知确见，则不能谓

之学矣!譬则西文Constitution宪法，由Constitute以得名，意犹建设也，则国体

政体所由建设．以维系全体国民之生存之权利，而敦促而扩张之也。虽有条件，

而非法律之谓。法律乃人民与人民，人民与政府，分际上之规定，逾乎此则谓之

非分非义。故法律虽本良心，而非道德之谓。不明乎此，虽言法律，不得谓之科

学矣。宗教不然．全系乎良心之信仰，践所言之事既与哲理无违，又为其人权力

所及，因此信仰其言必有成就，此乃主观之信仰也，宗教之信仰也。仰者望也，望

其有益于我身心性命，不虚生不梦死也。”【3 J即是说，科学所关注的是人的“见

知”，追求的“真知确见”，如同“法律”虽本良心，但全凭良心则无法获得“法律”之

科学定义。而宗教所关注的则是人的“信仰”，突出人的“良心”，旨在树立“不虚

生不梦死”的积极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他说：“我

国人每以有无造物为无关我事，不知苟无造物，我常处于独，而为一切势力之奴，

[1】《圣经与人群之关系》，见朱堆铮主编《马相伯枭》，第203酉。

(2]《圣经与人群之关系》，见朱雏铮主编《马相帕集》，第219页。

(3]《书‘请赶儒教为画教)后》，见朱堆铮主编《马相伯集》．第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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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心否耶?国务教务，事事不行者，正以妄认势力为主人，不知奋斗故也。”’l
J

宗教与科学虽然旨趣不同，但彼此又是有联系的。马相伯说：“造物为万物

之灵，其造人必有所为，亦无疑!而宗教者，即所以宣示其何所为也；犹之科学，

所以研寻其所作之工。”：2 J为』’进一步说明宗教与科学的相融性一面，马相伯

不厌其烦地列举了算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各种自然科学研究的许多近代

科学家，以确凿的证据指出他们同时也是宗教信徒。以化学为例，马相伯说：“统

计卜九世纪中，以化学名家者，约五十一人：无神派仅贝德禄一人；不关心宗教者

三人；凋查其宗教币甚明r者八人(一为陔君，余皆未录——原注)。除此十二人

外，余三十九人，皆笃信宗教者也。”【引由此看来，宗教与科学确实有相容之处。

马相伯断言，称科学“与宗教不相容者，非科学家之言，更非科学名家之言，益彰

彰矣!”【41应该肯定，马相伯这一判断是符合事实的。当代英国著名科学史家

约翰-H·布鲁克就曾明确指出：“基督教的教会人士并非全都是蒙昧主义者，许

多伟大的科学家都曾公开宣传接受宗教信仰。”l 5j

然而，令马相伯不解的是，当时中国社会仍有不少人视宗教为迷信，“直谓宗

教非他，迷信而已。”对此，马相伯分析说：“人訾其不知宗教，吾惜其不辨迷信。

迷信者，迷于非果之因，非因之果，而认为因果也。”【6]如：砍头而信其能醒，服

丹而信其不死之类，均属“无关而信之”的迷信。至于中国人是否迷信宗教，马相

伯调侃道：“中国迷信，如何可升官，如何可发财，可成仙，可成佛，可倚誊匪再造

邦家，而迷信宗教，未之前闻。甚至一闻天主教，即叱为洋教，一若天主有洋天主

华天主者。”(7]在他看来。过分追求升官发财等外在功利目的，必然导致权势迷

信而沦为人奴。他在《致英贞淑》的一封信中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担忧，称某些

人“迷信势力，终不改。而反讥我教之迷信。愿为一切人奴，而不肯信奉真主，堂

长将何以劝此执迷不误(疑为悟——引者注)这耶?”【8 J此外，还有一部分激进

学生则为地将宗教与科学对立起来，声称“读了科学，就极端反对宗教”。对此，

马相伯善意地指出，你所读的科学书或许就是教徒所编，因为欧美“科学名家，基

【【]《致其自粗》．见朱堆铮主蝙《马相伯集》．第t79页。

[2]《五十年采之世界宗教》．见朱雏铮主蝙《马相伯集)．第427酉。

[3]《五十年采之世界宗教》，见朱堆铮王蝙《马相伯集》，第424面。

[4]《五十年采之世界宗教》．见来堆铮主编《马相伯集》，第424页，

[5][英国]约翰·H·布鲁克著。苏贤责译：《科学与宗教》．复旦大学出檀社2000年．第5页。

[6]《五十年来之世莽宗教》．见朱雄铮主编《马相伯集)，第412页。

f 7]《宗教之是系》，见朱堆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59页。

【R]《致赛自艰》．见朱维铮王编《马相伯集》，第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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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徒亦不少。⋯⋯现在你一面恨基督教，一面读他的科学书。恨则小赞成；不赞

成，一定读不好。问你该担忧不该担忧?”￡1’他耐心地分析说：“小友生!⋯⋯

不瞒你说，我也读过些欧美人的科学，你读的是算学?是几何?是步天?是观

象’是医学々是化学?是物理?是地质?是动物?是植物?是哲学?是名学?

是伦理?是心理?等等，我可保你，绝无一科反对基督教，绝无一科之中所分之

部，反对基督教。譬如算学，深纵深，在求等数，等数与基督教何反对之可能?人

皆知几何有三界，是顶点、是极点反对基督教?是垂线、是斜线反对基督教?是

平面、是曲线反对基督教?抑或基督教反对此三界也乎?你问心，你听了有民国

学生如此糊涂，我们该哭还是该笑?”【2 J诚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民族主

义意识不断高涨，非宗教运动在收回教育主权和实现国家独立等方面确有其重

要贡献，但部分激进学生尚不能完全理解宗教价值以及宗教与科学的复杂关系。

至于那种一味夸大科学的万能作用，而走人唯科学主义的观点，更为马相伯

所反对。他说：“树之生也，兽之活也，不在化学权限之内，然则死生有命，不在科

学万能之化学医学，况所以善其死生者，若道德，若宗教，更不属科学范围。以故

凡言形下之科学愈发明，形上之真道德、真宗教愈无用者，皆呓言也、梦话

也。”【3]即是说，像道德、宗教这样的人文学术与自然科学分属不同研究领域，

有其各自的价值取向，不可以盲目地将二者对立起来。1923年，他在《致英贞

淑》的信中写道：“中国之学者，拾西人科学之唾馀，动日迷信，试问我国水旱灾，

科学有法以救济之否?无法，是科学非万能也。”[4 J应该肯定，马相伯这种提倡

科学但又不迷信科学万能的认识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而最让马相伯感到愤慨的的是，某些急功近利者正在败坏宗教的美名，随意

立教诱民，甚至视宗教为敛钱的工具。他说：“近日学者某，不独言孔孟与弟子皆

立教，凡见于四书者，如管子，晏子，告子等，无不立教，虽下至秦汉诸子，亦无不

立教，教殆以多多益善耶?惟其多也，而孔反不孔矣!近观道光时，直隶某县文

告，历举民间所立教名，真是书所未见，耳所未闻。此五十年中，不知又立多少?

⋯⋯西入之所谓宗教也．虽各条其条，犹有所谓教条也，信条也；所以然者，因知

不如此，不足为宗教也。若据某县文告，则民间所谓宗教者，敛钱而已!"【5】

(1]《(尤其反对基督教理由)书后》．见朱雏铮主鳊《马相伯集》，第451页。

[2]《(尤其反对基督教理由，书后》，见朱维铮主嫡《马相伯桑》．苹452页。

【3]《‘天民报)发刊词》．见朱堆铮主编《马相伯集》，第474页。

[4]《鞋美自淑》，见末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446页。

[5]《五十年束之世界宗教》．见朱堆挣主嫡《马相伯集》，第429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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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对文化殖民主义与天主教中国化探索

作为教徒，马相伯相信上帝的存在，相信宗教的价值，相信宗教与科学并不

矛盾，相信真正的天主教信仰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但不

可否认的是，近代以来的天主教和新教教徒都是借助不平等条约来华传教的，外

国教徒与所在国的世俗政府关系密切。以天主教为例，由于1844年中法《黄埔

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保教权落人法国政府，罗马教廷的直接影响反而削弱，法国

巴黎设有遣使总会，负责向各国派遣传教士，中国的徐家汇天主教耶稣会同样也

是由法籍传教士控制的。马相伯曾受益于耶稣会所创办的学校教育，但耶稣会

的保守性、专制性和殖民主义色彩令马相伯与之发生多次冲突。进人20世纪以

后，由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不断高涨，马相伯也情不自禁地投入其中，开

始对天主教中国化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和探索，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

(一)反对文化殖民主义，主张用中国语言传教

所谓“文化殖民主义”，类同于“文化帝国主义”，就是殖民者强行将自己本国

文化价值观念植入被殖民国家的国民意识，其典型特征就是“强行用殖民者的语

言替代当地的母语。”[I】由法籍传教士控制的上海徐家汇耶稣会就长期坚持用

法语传教，反对中国教士以华语传教，甚至污蔑华语是“魔言”[2]，这不能不引起

马相伯的愤怒和深思。

语言是人类智慧精神的象征，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标志，抛弃了语

言无异于背叛自己的民族。索绪尔说：“在民族统一体的问题上，我们首先应该

过问的是语言。语言的证据比其他任何证据都更重要。”[3]对精通中外多种语

言马相伯而言，他当然知道语言对于一个民族国家的极端重要性。他说：“一国

之语言，一国之心志所藉以交通也。一国之文字，一国之理想所藉以征验也。

⋯⋯我国语言，其足以发明心志，而交通之与否，兹不惧论。而文字则固一国聪

明才智会萃之林，心力脑神表诠之地。”[4]

马相伯深知本国方言传教的重要性，他举宗教史上的故事说，有一次，“圣保

禄被如德亚人包围，将被杀害，保禄用如德亚话解释。如德亚人一听为同乡，立

即将杀害之意变为亲爱之心，诸位看看，方言的力量，有多大呢?”[5]和他国方

[I)赵修艺：《解读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见[荛]汤林森薯．冯建三译：《文化帝国主叉》，上海

人民出版社1999年，卷前第5页。

[2)《致英华》，见朱难锌主蝙《马相伯集》，弟294页。

[3][瑞士]费尔迪南·德一索堵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即书馆1999年，第312页：，

[4]《(古文拾衄)序》，见朱堆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0l页。

[5]《学术传教》．见朱堆铮主编《马相伯集》．第5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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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一样，中国语言也可用来传教。他说：“圣神降临日，宗徒讲道，听众虽为散居

各国的人，但所听的皆为本国方畜。⋯⋯当时还有一个赐乐业的中国人(该民族

是周朝来巾国的——原注)，也在场听圣神讲中国话。如此说来，中国话也可以

讲超性道理。”[，1相反，如果传教士不通华语，自然不容易得到华人理解，甚至

会被当作舁端对待，这也是人之常情。马相伯说：“圣保禄亦云：彼我言语不通，

相交则夷狄，又何怪若辈之夷狄我，异端我?盖亦人之常情耳!惟不论我华礼俗

而已，论而专以欧语语殴人无益也，不如请命于罗玛，而以华言言之为是。”【2 J

那么，为什么某些西方传教±反对以华语传教呢?这显然与西方传教士的

文化殖民思想及霸权主义意识有关。伴随着军事与经济上的侵略，西方列强必

然继之以文化精神上的控制和奴役。马相伯说尖锐指出：“今之欧人，皆欲以文

化化吾，甚欲以彼文彼语，以化吾文吾语。”[3]作为教徒，马相伯当然不会赞同

盲目地“反教”，但他能够理解华人反教的真义乃在于“反对外国之殖民政策”；而

某些西方传教士“反对用华文、华语，非殖民政策而何?”L4】其实，马相伯并不是

单纯地反对“彼文彼语”，他自己就精通多种外国语言，而是反对全盘西化而丢弃

“吾文吾语”，放弃自己的话语权力。著名思想家恩斯特·卡西尔曾经说过：“要是

我们不懂任何外国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对自己的语言也是无知的，因为我们看

不出自己语言的特殊结构和显著特征。”[5]马相伯就是一个中外文兼通的语言

大师，他自己既著有《拉丁文通》，同时又协助乃弟马建忠完成《马氏文通》。但

是，那些只读西洋书的中国教士，马相伯真担心他们会误入歧途而丧失自己的民

族文化精神。他说，如果“读十余年西洋书，为西洋同化了，将中国旧有的礼貌风

俗习惯，都忘掉了。这样的中国人，与西洋人何异?所以修道的修士要好好读

书，更要多读中国书，明了中国的习惯风俗。”[6 J

然而，奇怪的是社会上西化日深。外国语大有取代国语之势，这不能不令马

相伯心生隐忧。马相伯说：“今我国自中学以上，不善国文犹可，不读西文则必以

为程度不高，而群情反对。⋯⋯吾不敢日：在某某势力范围圈内，不应读某某文

字。如在山东者应读德文，但竟奉为国语，则期期以为不可。”【7 J他认为，在日

[1]《学术传教》，见朱雏铮主编《马相伯集》，第599页。

[2]《书(利先生行迹)后》．见朱堆铮主蝙《马相伯集》．第224页。

[3]《致英华》，见朱堆铮主编《马相拍桑》，第340页。

[4]《致姜华》，见来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339页。

[5]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第170页。

[6]《学术传教》，见朱堆铮主编《马相伯集》，第600页。

(7]《北京法国丈术研究鲁开幕词》，见朱堆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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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开放的现代社会里，学习和利用外语固然’一分重要；但完全“倾心”，甚至“奉为

国语”，则有违于中国教育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使命。

(二)提高教徒素质，强调学术传教

由于马相伯独特的生活经历，使他有资格对教内外的各种人才素质进行比

较鉴别。当他重回教会，理性地审视天主教教徒自身素质时，不免感慨万千。他

说，明末传教士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他们“专藉学问”，“用学问为诱掖之具”；而

现在“来华传教士喜用学问诱掖者有几?祗观在会与不在会之修道生，其肯遣昝

罗马攻书者有几?”以致“教中所养成者，椎鲁而已，苦力而已，求能略知时务，援

笔作数行通顺语者，几寥落如晨星。致令我国虽改为民主，而教中能备选国会议

员者无人，府县议事会员无人，一乡～市之议员者无人。岂非放弃利权，自居淘

汰之数乎?”￡1]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马相伯和英敛之为在中国创办一所天主

教大学——辅仁大学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和探索，并最终完成了他们的心愿。

通过办学提高教徒的素质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要靠教徒们自身的主

观努力。这一点，马相伯认为，明末传教士利玛窦也为后人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他说：“利子所藉以为开教之先河者，文学科学外。不闻有灵异之行，不学而能方

言也。顾信崇必听受，宗徒保禄之言也。而听受必藉方言，又自然之理也。不学

而能，固耶稣所赐，不能而不学，学而不力，不与恃贵交白卷，冀高中，同一妄恃

欤?故研习华文华语，不耻哑哑者垂二十年。以彼天资之高，久久不厌如此，呜

乎，可谓难矣!"【2)但遗憾的是，当时某些法籍传教士非但自己不学华文，甚至

反唇相讥，对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等前辈传教士进行无耻的人身攻击，对此，

马相伯愤恨不已，并予以反击。1916年，他在《致英华》的一封信中写道：“顷悉

北堂有法星期杂志，内言：利子不善华文，所著无一足贵。南怀仁所铸之炮，以彼

所有种种方便，我铸之当胜百倍。再康熙并不喜汤若望。不过藉以逐一回子杨光

先耳!诸此呓语，不可不辩。盖利、男、汤之名，损之何益?尊处有《几何原本》

否?徐(指徐光启——引者注)言死后得其手订云云(在重刊凡例内——原注)。

彼等以华语为难，故以为魔言，因想利等亦断不能通晓。妒耶?忌耶?然于中外

及教外人何益?殆因学魔语而中魔耳!故此拟于《遗牍》或利传再附一跋，盖此

等狂妄之风，不能不设法禁阻之。”【3j

然而，最让马相伯不解的是，某些不学无术的外国传教士还自呜得意。对

【1)《上教宗壮为中国舟擘书》．见朱维铮主鳊《马相伯桌>，第116面。

[2]《书(利先生行进)后》．见丰堆铮主缟《马相伯桑》，第223页。

【3]《致英华》．见朱堆铮主编《马相伯集》．第294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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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马相伯讽刺道：“少年来此，专望一力致命，及其传教，言语不通，虽自以为饱

学，--／b儿耳!”【1j还有一些外国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了解程度很肤浅，只停留

在似懂非懂阶段，其“凡所谓懂者，但自以为懂耳，每据一二人，一二事之恶，以概

中国一切事、·切人”。【2 J另有～些外国传教士甚至把自己不学无术的责任推

卸给华人，“其心理盖谓利玛窦西洋人，予亦西洋人，苟有华人助我，我所著作，将

远胜利玛窦，然则予不著作，尔华人之过也!”L
3 J

马相伯对中国天主教和传教士的忧虑，赢得了许多业内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1919年，他代表北京教友拟就了上教宗书，对传教士自身素质进行公开批评，

称：“西教士十无一二可说普通语言，华教士十无一二可写普通文字，至令教与教

外，判然两国，格不相通。由此所著之书，所讲之道，惟老教友之明白者，尚可勉

强会意，而主教由此则更深居简出矣。”【4 J除欠缺语言文字的基本素质外，传教

士的拉丁文、历史、科学等知识素养也非常贫乏。马相伯直言道：“颇闻修道院

内，中国文程度本不甚高，而辣丁文程度则较前更低。圣教历史且不讲求，科学

更无论矣!”[5]

与这一情况相反，教外的人才则是与时俱进，日新月异。对比之下更使马相

伯心急如焚。他写道：“现今批驳教友者，不独教外人与誓反教，诚以游学欧美教

育家、历史家、科学家等等名姓书籍，以批驳圣教者，往往而有。传教士，学问不

高，何以开启华人，维持教务?”L 6 3其忧教惜才之心，益于言表!马相伯所强调

的传教士素质以及“学术传教”精神，引起了罗马教宗的重视。1920年，教宗本

笃十五世曾明确指示：“传教者，固当富有神智心力。为众所称，渐摩以各种道义，

涵养以各类人文。”E 7’

毋庸置疑，天主教人才断层已成为制约中国天主教发展的致命原因。为此，

除不断呼吁加强中国天主教学校建设外，马柏伯极力主张，派遣学生留学罗马。

他说；“华牧之利，在华之外借才难，势不能不悉心以自造拉丁与汉文之才，科学

之才，三Canons之才，并择颖异者遣罗就学。”【8 J断言：“苟不选送罗马，则修道

[I]《致英华》．见朱维铮主蝙《马相伯集》，第336酉。

[2)《致英华》，见朱雏铮主嫡《马相拍集》，第336页。

[3]《致英华》．见朱堆铮主鳊《马相帕巢》，第331雨。

[4]《代拟(北京教友土教宗书)》，见朱堆铮主鳊《马相伯集》．第362页。

[5]《代拟(北京教友上教宗书)》，见朱堆铮主蝙《马相伯枭》，第362页，

[6]《代拟<北京教友上教宗书)》，见朱雏铮主鳊《马相柏集’，第362万。

[7]《(教宗奉茑十五世通牒)译文》，见朱维铮主蝙《马相伯集》，第392酉。

(8]《致英华》．见朱堆铮主宴岛《马相伯集》，第3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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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中，中国司铎永无真正教授资格。”【t’此外，他强调培植人才，还须设立相应

的会社，“或仿古所设讲道会，或仿今所设公教进行会，皆可。”、2 o

(三)主张西教士改中国籍，谋求教会管理自丰权

自岁马教廷委任法国为保教国后，中国天主教会长期以来受制于法籍传教

士及其政府的控制。马相伯说：“中国教务，自来主教会等等，皆西来教士，近则

西官每多干涉．J1L属某国修道会者，且必用某国主教与会长矣。”l
3
o名为中国灭

主教会，其实中国神父在教会里毫无地1Ii)!，既没有选举权，更没有被选举权，与

“小小当差”没什么两样，升为主教更是遥遥无期。据统计，1919 1920年，传教

士人员中，“外籍有⋯pq一七(人)，本籍有九六三(人)”。【4’虽然外籍教士在人

数上超过r本籍教土，但近千人的中国教士中居然没有一名是主教。

中国天主教会这一违背人性的中国天主教专制管理严重背离了宗教平等精

神，具有十分浓厚的种族专制主义和殖民主义色彩。为_『改变这种状况，马相伯

认为，最简捷的办法就是西教士改为中国籍。他举例说，回教、佛教之所以盛行

于中国，就是因为“其教之管理人同为中国籍”。同理，来华的西方天主教传教

士，“何妨按国籍法，亦改为中国籍耶?L 5j他认为，将西教士改为中国籍，不仅可

以提高教会的声誉，而且有助于消除人们对西教士及其母国政府的指责。他说：

“改为中国民籍，则不含各该教士本国政府之臭味，益以证明教宗良十三，于中法

战时所与光绪书，在华传教士，悉归座派来之语矣。窃谓果能行此，则一切乙疑

忌之心，不待烦言而自解。”[6]反之，一旦中外战起，就难免中国激进派人士“以

教友为汉奸，西来教士为坐探耶?”c7 J

除主张将西教士改为中国籍外，马相伯还要求积极培养本民族国籍的教会

负责人。1918年，他在《致英华》信中曾明确指出：“应栽培华铎，能为一方教会

之主任”，以防中国教会完全堕落成“寄生物、殖民地之类也。”至于那种以为设了

华主任即成为异教组织，马相伯反问道：“试问英之背教，不皆主教及各修院之长

乎?何以英之教会，现皆英人耶?”【8]令人欣喜的是，马相伯的主张引起了罗马

[1]《_眭英毕》．见朱堆铮主蝙《马相伯集》，第343酉。

[2]《代拟(北京教友上教宗书)》，见朱堆铮主蝙《马相伯集》，第361页。

【3]《代拟{北京教友上教宗书)》，见朱堆铮主编《马相伯集》．第360页。

[4]堆宗泽：《中国走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书店1990年，第281页。

[5]《答问中国教务》(残稿)．见朱堆铮主编《马相伯集》．第352页。

[6]《代拟(北京教友上教宗书)》．见朱堆挣主蝙《马相伯集》，第360—361页。

[7]《代拟i北京教左上教宗书)》，见朱堆铮主蝙《马相伯集》，第360页=

[s】拈±共华》、见朱堆铮主鳊《马相伯集》．第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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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本笃十7i世的注意。他虽然没有对西教士改国籍『q题表示意见，但他对本

民族国籍教士参与教会管理工作则持明显的肯定态度。1920年，教宗本笃十五

世发表通牒，称：“凡管领一区传教者，其重要先务，当就所在民族，族人之充圣职

神司者而陶养之，建设之，⋯⋯因本地司铎与本地人民，世籍、天资、感觉与，t2,思，

皆自相投合，(谓痛痒相关少隔膜——原注)则其能以信德渐摩本地人心，当何等

惊奇耶?”¨J十分清晰地表达了对本地教士“管理本地人民”的信任和肯定。

由于马相伯等爱国主义教徒的不懈努力，天主教中国化探索得到了社会的

广泛认同，罗马教廷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开始在中国设立“宗座代牧区”和

“宗座监牧区”。1926年10月28日，教皇在罗马亲自为6位中国主教祝圣，他

们是宣化教区主教赵怀义、汾阳教区主教陈国砥、台州教区主教胡若山、海门教

区主教朱开敏、由蠡县监牧升为主教的孙德桢、由蒲圻监牧升为主教的成和

德。【2 J 1933年6月11日，教皇又在罗马为3位中国主教祝圣，他们是永年崔永

恂、集宁樊桓安、四川雅州李容兆。[3 3至1935年，具中国国籍的主教和监牧已

有2l位。【4】虽然那时的中国人担任主教的人数仍然很少，但中国天主教徒的

自主独立意识和自主管理能力毕竟大大增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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