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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儒家一神论"是一个汉学术语#原指天主教中国皈信者对天主教教义所作的不同于其

传教士老师的取舍$本文则用它合指中国皈信者和传教士著述中共同表达的基督教神哲学思想体系$
这个思想体系因其 !异"于传统而向来被哲学史所忽视#然而它事实上却构成明末清初以来一个新的

思想 !端绪"#并且对传统也并非毫无影响$
张晓林#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主题词"儒家一神论"神哲学"端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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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谓 $儒家一神论%？

!儒 家 一 神 论"是 英 文 !/?"@,J&#" I?"?[
AK%&+L"的中译#它是一个汉学术语$是汉学中

国天主教研究的特定术语$出自荷兰汉学家许理

和 %0G2̂*JK%*&关 于 中 国 天 主 教 的 一 系 列 论

文#
在发表于;EE6年的一篇题为d ’3"AK%O%[

-&""&"-();=AK8/%"A,*R/K&"%+%>%#JA&?"+A?
/K*&+A&#"/*%#A&?"&+L"的 文 章 中$许 氏 在 论 及

基督教之神作为创造之神和作为单一*至高神在

中国传教区的区别处理时说)创造之神的观念很

少作为独立主题$而关于单一*至高神88天主

的信仰$构成早期中国基督教的核心主题#明清

之际$天主信仰可以被形容为 !/?"@,J&#"I?"[
?AK%&+L"#在 耶 稣 会 士 及 中 国 信 徒 的 许 多 著 述

中$这个中心主题以一系列经院论证为基础)第

一动者的必要性+至善只能是一+自然秩序及其

复杂过程证明其后有至高灵明存在+人类理性灵

魂的存在 也 证 明 它 的 起 源 必 定 是 更 高 的 灵 明 等

等!#
在稍 后;EE=年 的 另 一 篇 题 为 !/?"@,J&#"

#"’/K*&+A&#">%(&-&?+&AR&"T#A%I&"-/K&"#"
的文章中$许氏在一般地论及晚明基督教化了的

儒学的 基 本 特 征 时 又 说)在 基 督 教 化 了 的 儒 学

中$最基本的要素是最高的宇宙力和原理的人格

化$抽象的*非人格的天向人格天主的转形#对

中国基督徒来说$天主崇拜是他们的信仰表征#
在阐释所有基督教教义时$儒家天的人格化构成

第一的和最基本的主题#中国皈信者的信仰特征

首先表现为 !/?"@,J&#"I?"?AK%&+L""#
在同一篇文章中$许氏在论及基督教核心教

义如基督论在晚明中国基督徒和他们的传教士老

师的著述中的不同处理时说)晚明基督教的一个

显著特点是$在中国皈信者的著述中$基督教教

义的本质)道成肉身*受难*复活等$只有次要

地位$占据中心地位的是作为创造者$作为宇宙

最高统 治 者*大 父 母*公 义 的 裁 决 者 的 神 的 人

格$甚至耶稣的人格在一些著述中都没有出现#
这种片面地集中于一神论的主题$不是耶稣会传

教士的错#在他们的中文著述中 %包括插图本&$
他们充分顾及了道成肉身#道成肉身使教外同情

者$甚至儒士皈依者感到困惑)天主生于卑微的

处女$以 及 他 的 具 人 身 的 观 念$与 他 的 身 份 不

符+如果救赎只能经由耶稣的自我牺 牲$那 么$
儒家传统的圣贤*古代圣王$以及孔子本人$将

被置于何地# ？

最后$在最近的一篇题为 !/K*&+A&#"$?J&#(
!JA&?"&"T#A%I&"-B&L%+)]#"-2K%"-#"’
K&+’4,L#"&A#*&#"$?J&%AR(d 的文章中$许氏以

晚明中国基督徒王徵为例$再一次论及耶稣会传

教士和中国信徒在其著述中对天主教教义的不同

处理$以 及 !/?"@,J&#"I?"?AK%&+L"的 特 征#
他这样 说)晚 明 中 国 皈 信 者 的 著 作 的 一 般 特 征



是!极端强 调 父 神!因 此!耶 稣 只 具 有 次 要 作

用"相反!耶稣会士不是如此!他们在他们的著

述中广泛地涉及了道成肉身#耶稣生平和受难等

基督论的内容"但在王徵的讨论中!完全排除了

耶 稣 的 形 象!以 致 我 们 应 当 称 他 的 理 论 为

$/?"@,J&#"I?"?AK%&+L%而非 $基督教%&/*&+[
A&#"&AR’"王徵 的 拯 救 论 的 基 本 结 构 很 简 单(天

主创造了世界及世上的一切)亚当和夏娃无视天

主的警告!所以必须离开天堂 &未提原罪’"为

使人类不致迷失!神颁布十诫"十诫基本内容有

二(爱天主和爱人如己 &未提这些话出自耶稣’"
符合这两条的人升天堂!反之则下地狱$"

根据许氏的用法!$/?"@,J&#"I?"?AK%&+L%
的含义是!首先!它是指建立在一系列经验经院

哲学论证基础之上的关于天主的信仰)其次!它

是指对于作为创造者!宇宙公父的神的人格的基

督教一神观念的论证)再次!它特别是指中国基

督徒著述中基督教化了的儒学所理解的基督教核

心教义)最后!它的提出!旨在描述中国皈信者

在其著述中对其传教士老师所传输的基督教教义

的不同取舍和处理(耶稣会传教士向他们的中国

学生公开了基督教包括基督论在内的完整教义!
而中国皈信者却只接受了与基督教天主论相关的

主要教 义!回 避 了 基 督 论 的 教 义 内 容"不 仅 如

此!许氏还具体指出了中国皈信者这样取舍的理

由(对中国皈信者来说!基督论的若干内容!诸

如天主生于卑微的处女!他的具人身的观念与其

作为神的身份的不符)经由耶稣的自我牺牲而实

现的救赎观!与儒家传统说教不符等等!令儒士

慕教者和皈信者困惑"
基督教有其完整的教义系 统!它 的 天 主 观#

创世观#罪观与救赎观等!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

整体"以救赎观而言!救赎针对于罪"基督教将

罪理解为人对天主的背离!人与天主在关系上的

破裂!故救赎就是神人关系的复合或和好"人因

为受造的有限性!对神人关系的破裂与复合无能

为力!故救赎只能由上帝进行"按通常 的 理 解!
救赎的关键是天主派他的圣子道成肉身降世为耶

稣!成为基督救世主"故基督教对救赎的定义不

可避免地与耶稣基督连在一起!是通过耶稣的受

难#圣死与复活而完成的"因 此!要 解 释 救 赎!
必经由 耶 稣 基 督!而 要 解 释 经 由 耶 稣 基 督 的 救

赎!必涉及道成肉身#受难#复活等基督论的内

容"如前所述!道成肉身#蒙难#复活等一系列

内容!对中国文人慕教者和皈信者是不可理解和

不可接受的%!故虽然耶稣会传教士无意把天主

论与基督论分开!但中国皈信者还是作了他们基

于 传 统 的 取 舍"许 氏 以 $/?"@,J&#" I?"?AK%[
&+L%描述这种取舍"

$/?"@,J&#"I?"?AK%&+L%这一术语的出现!
有其久远的背景"自明末以来!关于天主教传教

士儒耶综合的传教策略就不断遭到来自罗马教会

方面和中国传教团内部的指责"指责的中心点之

一就是认为!利玛窦等在中国士大夫阶层中推行

的学术传教策略!过于顾及了士大夫的儒家文化

背景"一些现代汉学研究者!例如谢和耐和甘明

斯等!也谴责利玛窦等传教士!认为他们在其传

教活动中!尤其是在其护教论著中!隐瞒了基督

的真相!有策略地与儒家思想妥协!欺骗他们的

对话者&"对此!另一些现代的汉学研究者们根

据传教士的护教著述和中国皈信者的护教著述!
试图证明!传教士们并未有意识地隐瞒基督论的

内容’)而天主教的中国文人信徒却根据中国传

统文化背景!对其老师灌输给他们的天主教教义

作了儒耶综合的取舍"即他们呼应老师们介绍的

天主一 神 观 念!而 有 意 识 地 回 避 了 基 督 论 的 内

容"许理和提出 $/?"@,J&#"I?"?AK%&+L%的原

意!正是要描述晚明中国基督徒护教论著中的这

种取舍!及其与其传教士老师的护教论著在主题

上不同的侧重("
$/?"@,J&#"I?"?AK%&+L%在 中 文 中 至 少 可

以有两译($儒家一神教%和 $儒家一神论%"根

据许理和的用法! $/?"@,J&#"I?"?AK%&+L%首

先是描述中国基督徒信仰表征的术语!他是指中

国基督徒著述中的天主信仰及其论证!所以!中

译为 $儒家一神教%也许更能传达许氏使用这个

词的本意"
但是! $/?"@,J&#"I?"?AK%&+L%可 以 经 过

一番说明之后译为 $儒 家 一 神 论%!并 可 以 加 以

改造后用以描述中国皈信者及其传教士老师的著

述中共同表达的天主教神哲学体系"这是本文将

要 使 用 的 $/?"@,J&#" I?"?AK%&+L%的 广 义 用

法"
在中文里! $教%是 一 个 更 为 广 泛 的 概 念!

它不仅包括一种宗教的教义内容!包括对教义的

理论解说即神哲学内容!而且还包括该宗教的组

织系统"而 $论%至多只包括教义及对教义的理

论解说"根据 $教%与 $论%的这种区分!许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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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特指中国皈信者著述中表述出来的基督教护

教思 想 内 容 的 !/?"@,J&#"I?"?AK%&+L"#译 作

!论"似更恰当$
不仅如此#译作 !论"#似乎 也 更 有 利 于 儒

家一神论在中国明清之际思想史框架内的研究和

定位$作为一种宗教#中国天主教有其在明末清

初的传教史#上世纪7D年代以前的西方中国天

主教研究就是在这种传教学的框架内了解中国天

主教传华史的$但是#作为一种中西文化之间的

对话#它还构成明末清初乃至后来中国思想史的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虽然这一部分迄今为止在中

国思想史的传统框架内并未得到充分的承认$从

这 个 意 义 上 说#本 文 以 !论"翻 译 许 氏 的

!/?"@,J&#"I?"?AK%&+L"较 之 !教"更 有 利 于

它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定位$事实上#当耶稣会传

教士向中国文人宣讲他们的 !宗教"时#当中国

皈信者接受了他们的教说并从中国文化的立场对

之进行诠释时#当反教者从护教立场对之进行反

驳时#尤其是当后来的中国文化对之进行消化吸

纳时#他们视野中的基督教 %!/?"@,J&#"I?"?[
AK%&+L"&#不仅是一种异己的宗教信仰体系#无

疑也是一种异己) 的思想体系$这一点#李之藻

当年编辑 ’天学初函(的理念提供了一个侧面的

证明$李氏 于;=世 纪 为 中 国 天 主 教 文 献 结 集#
将其收录的有关文献分别以 !理" !器"之名划

为二篇$!理"篇收录的是宗教)伦理类的文献#
!器"篇收录的则是 有 关 西 方 科 学 的 文 献$在 李

氏的心目中#西学不仅是基督教#而且是他所接

触和理解的整个西方文化$考虑到李氏首先是利

玛窦的宗 教 学 生# !中 国 教 会 的 三 柱 石"之 一#
’天学初函(编辑理念的意义就更加明显$因此#
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看#从中西文化交流史角度

看#从明末清初以来中国传统思想在外来文化的

冲击下的变 迁 史 角 度 看#把 !/?"@,J&#"I?"?[
AK%&+L"译为 !儒家一神论"将更为适当$

上一世纪7D年代#西方学术 界 的 中 国 天 主

教研究发生了范型转移#研究途径从过去注重传

教士一 方 的 传 教 学 %L&++&?(?-&J#(&研 究 和 欧 洲

中心 %0,*?J%"A*&J&#转 向 注 重 中 国 信 徒 的 汉 学

%$&"?(?-&J#(&研 究 和 中 国 中 心 %$&"?J%"A*&J&$
转变以后的中国天主教研究的一条主线是许理和

的研究路线$许氏认为#范型转移应当是根本的

转移#在 转 移 了 以 后 的 汉 学 视 野 里#中 国 文 化

%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反应外来复杂思想体系的方

式&永远是研究的焦点$基督教到达中国#是更

好地了解中国的手段$许氏说*!我相信当中国

文化与外来的东西相遇时#才最清楚地显出了它

的特征$"* 许 理 和 的 汉 学 研 究 路 线 至 少 昭 示 我

们#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撞#不论是作用或反

应#都给中国文化的自我了解或批判#提供了契

机$在 !儒家一神论"标题下#把基督教和中国

文化的冲撞#置于中国思想史的框架内的研究#
正是为了揭示中国文化的这种自我了解和批判$

汉学虽然区分了传教士和中国皈信者#并且

在区分的意义上研究)评价中国天主教神哲学$
但是#从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来看#天主教

传教士和其中国皈信者的护教论著#共同构成了

一个不同于传统的新的思想体系$也就是说#从

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的角度#在承认传教士与其

中国学生对基督教的不同理解的前提下#可以把

两者论著中表述的思想体系#看作是一种思想体

系$他们之间的区分#不过是同一思想体系内部

的区分$如果这样看#!儒家一神论"就可以广

泛地用于描述中国天主教神哲学$
包括中国皈信者及其传教士老师共同构造的

!儒家一神论"#它的主要特点是儒耶综合或耶儒

综合$从思想上来看#它是基督教本位的耶儒综

合$从内容来看#它主要包括天主 %上帝&一神

观念#灵魂不朽观念#天堂地狱观念$此外#它

还应当包括引起争议的基督论的内容$
利玛窦的 ’天主实义(是中国天主教最重要

的文本#上述儒家一神论的思想内容#就是由它

最初阐发的$利氏后继者们的思想#不论是后来

的传教士还是三代中国皈信者的思想#从根本上

来说#均 未 超 出 ’天 主 实 义($在 ’天 主 实 义(
中#利氏通过改造古经中之天)上帝概念#给儒

家宇宙体系加上一个人格的主宰神即天主+通过

天主赋性观念#给传统儒家人性论引入理性灵魂

概念+通 过 论 证 灵 魂 不 朽#来 世 天 堂 地 狱 之 赏

罚#把儒家此世的社会价值观#改造成为来世的

宗教价值观等等$
杨廷筠是第一代中国皈信者中特别发展了基

督教神哲学 的 人#他 的 护 教 论 著’;;(的 主 题 集 中

于辨明他的传教士老师教给他的基督教与本土佛

教的不 同#并 基 于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论 证 基 督 教 教

义$杨氏对利氏神哲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如下方

面*
大父母观念*基督教的天主乃是父神#杨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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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了 利 氏 作 为 创 造 者!主 宰 者 的 天 主 一 神 观

念"并以中 国 文 化 传 统 中 的 乾 坤 父 母 观 念 诠 释

之"使得基督教令人敬畏的天主"变成 #可亲$
的天主%;:&’杨氏 以 父 母 观 念 称 谓 作 为 父 神 的 基

督 教 天 主"完 成 了 一 次 创 造 性 的 文 化 转 形

(A*#"+@?*L&"-)’比 利 时 汉 学 家 钟 鸣 旦 (\G
$A#"’#%*A)称之为基督教观念的 本 位 化 (&"J,([
A,*#A&?")"即以本土文化的观念形式"表达基督

教的教义内容’
天命之谓性观念*天命之谓性的理学解释是

天赋予人性"这里的天"乃指自然之天"充其量

是具有道德品格的义理之天’性则为道德上的善

性’但杨氏解说为"天为天主之天"性为能推论

理之理性"天命之谓性因此就成了天主赋人以理

性’这也是杨氏以中国哲学的传统命题"解说基

督教核心观念"或者说是基督教人性观念的本位

化’
天堂地狱观念*杨氏以基督教原理解说天命

之谓性"意在导出基督教的来世价值观’人的灵

魂由天主所赋"有生无灭"它是来世天堂地狱赏

罚报应的主体’此外"杨氏还以基督教的博爱观

念补充儒家的仁爱观"把爱解说为灵性之爱+不

仅如此"爱人的功德也落实为来世的灵魂得救"
死后的天堂之善终’这是杨氏以宗教价值观取代

世俗价值观"其做法也与利氏一脉相承’
我们可以说"利氏在 %天主实义&中表述的

基督教神哲学88当然这个神哲学是以儒耶综合

的面目出现的88与杨廷筠经过取舍以后形成的

儒家一神论"共同构成了一个不同于新儒家道统

的新的思想端绪’这个端绪在思想上的要点是"
天主一 神 观 念"灵 魂 不 朽 观 念 以 及 天 堂 地 狱 观

念’如果我们把这个端绪的范围再扩大一点"把

它扩大为整个明末清初基督教传教士与其各代中

国皈信者的著述"也许他们的思想要点包括得还

要多一点"比如"在早期的中国皈信者著述中被

回避的基督论的内容’
所谓 #端 绪$"是 指 一 种 思 想 传 统 的 端 倪’

中国天主教神哲学尚未构成可以与传统儒释道并

立的另一种传统"但是它在儒家一神论的思想体

系中"已经有了使自身进一步发展的思想线索’
它明显不同于入世的中国传统儒家"也不同于出

世的中国佛道传统+它试图补充儒家"赋予它出

世的性格"结果却构成了一种在性质上全然异于

儒家的独特的思想体系+它有自身一百余年的发

展与三代传承+在其发展过程中"对中国传统儒

释道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虽然这个影响的

程度和范围目前尚不十分清楚"正是在上述多重

意义上"它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不同于传统儒释道

的新的思想端绪’
#儒家一神论$中的 #儒家$并不意味着儒

家本位"就中国皈信者而言"是指持有这种思想

的人在皈信基督教之前是儒家学者+在皈信之后

断然与佛道信仰决裂+并且在社会中仍保留着儒

者的身份"在思想上仍然保留着儒学的成份"在

著述中仍主要使用儒学的术语+他们之接受基督

教的方 式"乃 是 儒 耶 互 补 或 综 合’就 传 教 士 而

言"是指他们把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结合的方式"
乃是 排 斥 佛 道 及 新 儒 家"调 适 (#JJ?LL?’#A[
&"-)古儒’在 这 个 视 野 之 下 的 儒 家 一 神 论"虽

然形式上可能还有儒家的痕迹"但是性质上不仅

已经背离了新儒家的道统"而且也背离了整个明

末中国的学统’

二!"儒家一神论#的定位问题

儒家一神论在正统和主流中国哲学史上一直

没有位置"虽然正统和主流学者与儒家一神论并

非毫无关系’例如"有资料表明"黄宗羲!方以

智!甚至之前的李贽等明代学者都曾接触过天主

教神哲学’而且"据一些史家考证"戴震受利氏

%天主实 义&影 响 撰 作 %绪 言&"而 %绪 言&是

%孟子字义疏证&的初稿%;9&’不仅如此"戴震哲

学甚至从方法到理论都受到 %天主实义&的直接

和间接 影 响’如 方 法 上"戴 震 考 据 学 的 哲 学 运

用"直接 或 间 接 受 到 %天 主 实 义&的 解 释 学 方

法"即直读或直解原文"亦即摈弃诠释不经媒介

直接进入原文"重新解读古经的方法%;5&的影响+
学说上"戴震有重 #知$的人性论 (血气心知"
性之实体)"焦循称戴学 #能知"故善$"它与利

氏阐发的理性的人性规定!理性的善恶抉择能力

等基督教神哲学原理有明显的联系%;6&’
尽管如此"自黄宗羲 %明儒学案&以来"中

国哲学史上对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和中国皈信者

的儒家 一 神 论 沉 默 了 将 近 四 百 年’沉 默 表 明 主

流!正统中国哲学对它的拒绝’拒绝的原因是复

杂的"但从学理上来看"台面的理由是方以智所

谓的 #拙于$’ #拙 于$实 质 上 意 味 着 #异 于$’
儒家一神论因其异端性质而为儒家道统所不容’

如前所述"上一世 纪7D年 代"西 方 学 术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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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天主教研究发生了由传教学向汉学的范型

转移!根据钟鸣旦的说明"转移前后的中国天主

教研究在方法论#研究主题的本性以及史学家的

背景等方面都具有不同的特点!转移前的传教学

和欧洲中心研究的问题"主要围绕着传教士及西

方学术对中国的影响而提出!在作为神学原理的

传教学的框架里"研究者们试图了解中国人的经

验是否代表着某种传教途径"研究集中于传教士

的活动"集中于他们如何在中国介绍和宣扬基督

教"研究著述也多集中于传教士"研究者多为传

教士的欧洲同胞"研究资料的主要来源是西语的

文本及传教士所著的中文资料!传教学和欧洲中

心途径也研究中国人的反应"但主要限于他们对

传教士的支持!这一时期的中国学者"也表现出

同样的倾向"例如方豪"虽然在研究中更注意中

国作者 及 中 国 文 献"但 总 体 上 仍 属 于 传 教 学 途

径!
与传教学和欧洲中心不同"转移以后的汉学

研究侧重于接受一方!它关注的问题是中国人怎

样接受基督教和西方科学"他们怎样对传教士做

出反应!不仅如此"汉学研究也关注反基督教运

动!它的资料来源主要是中国文本"研究者的身

份从 主 要 是 宗 教 人 士 $*%(&-&?,+J?"-*%-#A&?"%
逐渐转变为世俗学者 $(#RF%?F(%%"后者受过专

门的中国研究训练!汉学研究对于传教学研究的

突破"是由 法 国 汉 学 家 谢 和 耐 在 他 那 本 著 名 的

&中国与基督教的冲撞’$/K&"%%AJK*&+A&#"&+L%%
中率先做出的!

但是"范型转移以后仍存在着一些问题!首

先是在一 些 研 究 者 的 视 野 里" (接 受)$*%J%F[
A&?"%仍然是教会史和传教学意义上的接受"只

不过原来对传教策略的重视"转变为对本地教会

之建立 的 兴 趣!其 次"转 向 汉 学 本 身 也 存 在 困

难!既如谢和耐"他那本书的不同译本之副标题

在作用和 反 应 之 间 的 举 棋 不 定&;7’"表 明 在 汉 学

研究视野里"中国处在更被动或反应的地位"因

为"作用和反应的概念本身"即假定了西方基督

教扮演着作用的角色!不容否认"许理和的 (根
本)转向中国的研究路线"代表着汉学研究的另

一个方向"尽管如此"许氏的研究路线"其立足

点仍然是汉学的!
总之"汉学研究虽然在非传教学意义上给予

了中国天主教以充分的注意"但是汉学研究也没

有提出儒家一神论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定位问题!

之所以如此"一个原因是"汉学研究一方面揭示

了中国文人皈信者接受基督教的思想形式即儒家

一神论"并确定了其不同于儒学的独特性质"另

一方面它却致力于在儒家的道统 $框架%或语境

内安排 儒 家 一 神 论&;=’!此 外"迄 今 为 止 的 汉 学

研究主要侧重于事件和文本的历史研究"并且局

限于从传教实践方面论中国天主教的成败得失"
这也是影响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儒家一神论的定

位问题的原因!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汉学界就一直

在谈论明末清初中国基督教的历史命运!首先是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他那本作为中国天主教汉

学研究视野奠基性的著作中"他论证了一个消极

的观点*基督教不可能在中国同化!他提出的理

由是"中欧两种文化在思想方式和语言上不可调

和!例如"中文没有印8欧语言用来把握和理解

(X?’)的 (A?<%)和 (<%&"-)概念"中文中没

有一个词 可 以 表 示<%&"-和%++%"J% $存 在 和 本

质%概念"因此"它不能把握在印8欧语言基础

上发展起 来 的 基 督 教 先 验 的 神 哲 学&;H’!荷 兰 汉

学家许理和同意十七#十八世纪基督教与中国文

化的同化没有成功"但他给出了另外的解释!他

引用他 早 期 对 佛 教 之 同 化 于 中 国 的 研 究"论 证

说"基督教遭到抵制"是因为反改革的教会指导

耶稣会的权力过于集中的方式"以及在中国的耶

稣会士所具有的学者和传教士的双重角色不能并

立所造 成 的&;E’!关 于 后 者"许 理 和 说"在 中 国

精英环境中"基督教不得不混合两个互不兼容的

角色*作为一种教义"一种高度发展的哲学和神

学原理"它可能 (补儒)+作为一个宗 教"它 表

现出与它 斥 为 迷 信 的 本 土 信 仰 和 实 践 的 明 显 类

似"它不可能把自己归入儒学或佛教中的任何一

个+作为一个地中海地区的一神教"它不得不包

容两者!早期中国基督教的两面性"构成了一个

从未解决的内在冲突"这无疑是它在十八世纪初

最终失败的原因&:D’!
美国汉学家孟德卫不同意上述两人对于明末

清初中国基督教历史命运的消极看法!他认为两

人的解释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都不完整!根据

他的考察"他得出的结论是"基督教当时在中国

遭到拒绝"既非总体的"亦非永久的&:;’!
以上汉学关于中国天主教历史命运的结论有

一些共同点"即在考察明末清初中国天主教历史

命运时"都没有区分开当时中国传教运动所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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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和实践两个方面!并且都以成败论英雄"
许理和似乎看到了基督教的双重作用!即作为一

种 #教 义$!一 种 #高 度 发 展 的 哲 学 和 神 学 原

理$!和作为一种 #宗教信仰和实践$!但他却没

有把这种区别意识带进他对于基督教历史命运的

估价"亦即原理和实践的区分和冲突仅仅被用来

说明信仰实践的失败!却没有被用来考察思想上

的后果"从实践方面说!自康熙颁行禁 教 令 后!
基督教在中国的公开传教活动中止了或转入地下

了"但从 思 想 上 来 说!中 国 基 督 教 运 动 并 未 结

束!它仍然 继 续 着!并 且 是 公 开 地 继 续 着"例

如!虽有官方的禁教令!但整个清代!即使在教

禁极严的雍乾时期!传教士的著述也没有遭到禁

绝"据李天纲考!这一时期像戴震这样的主流学

者仍在偷偷地阅读西书!而下层学者则干脆公开

地阅读和谈论神学%::&"据此!我们甚至可以说!
只是在禁教以后!中国基督教的思想运动才真正

开始!因为它开始了冷静下来的缓慢的被咀嚼和

被消化的过程"
基督教在十八世纪的传教失败!只是传教实

践的失败!而不是它的哲学和神学原理的失败"
换言之!作为一种高度发展的哲学和神学原理!
基督教 只 有 与 中 国 儒 家 道 统!与 中 国 学 统 的 冲

突!而却没有失败"甚至十七世纪中国文人的激

烈反教!也并不意味着中国基督教运动在思想上

的失败"说一种宗教传播运动失败了!或者意指

它在它的倡导者和参与者认为不该结束的时候结

束了’或者意指它没有完全按照倡导者的初衷纯

粹地进行下去"汉学研究论中国基督教的成败得

失!大概不外这两种意义"但是!像明末清初中

国基督教这样的包含着思想和精神方面之内涵的

传教运动!是不可能随着它的实践方面所遭受的

历史挫折而毫无痕迹地结束的"作为两个极不相

同的伟大文化在思想和精神层面的相遇(相撞这

样的思想运动!既不是毫无结果的!也从来没有

停止过"汉学研究如果拘泥于以天主教中国传教

实践的暂时受挫论其成败!势必妨碍对这个运动

的思想方面的深远影响的准确估价"
所以!如果汉学研究跳出它的 #成败论$误

区!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思想史关于明清之

际中国天主教研究所应避免的研究误区’如果从

传教实践和思想的区分前提下看待中国基督教运

动!把它视为不仅是基督教信仰实践的消长!而

且更重 要 的 是 儒 家 一 神 论 在 思 想 上 的 渗 透!那

么!汉学研究或许才能够把视野转向儒家一神论

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定位研究!进而使汉学的

中国天主教研究跃上一个新的台阶!即从中国天

主教的事件和文本的历史研究转向文本的思想研

究"
中国学术界的中国天主教研究!自八十年代

以来!也成果丰富!但也没有提出儒家一神论在

中国哲学史上的定性和定位问题"究其原因!除

了研究的史学特点!以及资料(文献局 限 以 外!
也是因为研究者们总是在儒家的语境!儒家的道

统内挖掘儒家一神论的影响及其意义"换言之!
总的理解框架是!天主教整体上是否可能以及如

何依附于(融合于中国儒家思想"例如!陈村富

认为!由于中国封建制度对外来文化的排斥!由

于儒学与基督教的根本差异!基督教在与中国文

化相遇时!只能被少数思想开放的文人学士所接

受!只能部分地与儒家思想融合’包括利氏等在

内的传教士们在表述他们的基督教信仰时!并未

跳出西方哲学理论方式!这妨碍了他们对中国哲

学的理解!以致不能开创像基督教与希腊哲学相

遇时那 样 的 真 正 的 文 化 融 合 过 程%:9&"其 实!根

据杨廷 筠 的 护 教 论 著!至 少 可 以 得 出 这 样 的 结

论!在当时少数中国文人学士的思想上!基督教

已经开始了与中国文化真正融合的最初过程!这

个过程的标志就是儒家一神论"当然!作出这个

结论的前提!是首先要将儒家一神论从儒家道统

内区分出来!首先要跳出儒家的语境来认识儒家

一神论"

三!结"语

简言之!从学理上来说!企图在儒家的既定

框架内!在它的道统内安置和估价儒家一神论!
乃是造成它至今不能获得与其独特的思想内容相

称的定位的直接原因"
如果在儒家道统内看待中国天主教!儒家一

神论的确 #拙于$儒学!因为!它以之为核心原

理的天主一神所表达的有神(一神观念!乃是在

儒家的演进中早已被抛弃的观念!宋明新儒家或

许在有神论方面背离了孔子及原始儒家的精神!
但以儒家经典的宋代注疏为标志的宋明新儒家!
已经有了一个完备的!自成体系的新的道统"这

个道统可能什么都需要!就是不需要一个神"它

的宇宙论!它的心性学!都是自圆 )自足*的和

相互说明的"所以!欲在儒家道统内输入天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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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观念!并企冀被新儒家学者所接受!乃是不可

能的"
新儒家不需要这样的一神论!中国以往的任

何学统!例如佛道!也不需要这样的一神论!但

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完全不能接受这样一

种新的思想体系!即使是作为一种以宗教信仰为

其特征的思想体系"儒家一神论在明末思想史上

的出现!以及它对后来中国思想史的日益被认识

到的影响!就是一个明证"换言之!无论儒家道

统乃至中国向来的学统是否接受它!重要的是!
儒家一神论及其影响已经成为一个既定的事实"
我们甚至可以说在今天的研究视野里!它本身已

经构成了明末以来中国学统的一部分!或一个分

支!是这个学统中区别于传统儒释道的一个独立

的分支"如果不承认这个既定事实!则明末清初

乃至近现代的中国哲学史就不能得到完整清楚的

说明"
中国文化并不等于儒家文化!中国文化乃是

多元要素 #精神$的统一"在基督教传入之前!
中国文化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这个独特的特点!
例如!除了儒学以外!它还包括本土的道教!以

及那时早已被同化了的外来佛教"其中儒学在它

的新儒 学 形 式 里!本 身 就 是 各 种 要 素 综 合 的 结

果"但是!在儒家道统里看待基督教与儒家的关

系!看待儒家一神论并局限在这个道统里谈论它

与儒学的相容与相斥!其中却隐藏着一个与这种

包容的%综合的文化精神相抵触的前提!即中国

文化等于儒家文化"因为把中国文化等同于儒家

文化88这种前提部分地也是传教士及其皈信者

的补儒易佛的传教策略!以及儒耶综合的文化调

适模式造成的88而儒家一神论的精神本质上又

是异于儒家文化精神的!所以!在主要表现为儒

家道统之传承的中国明末清初哲学史上!儒家一

神论自然没有应有的独立地位"但是如果把中国

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精神视为多元要素的统一!
其中各个独立的精神要素既有其区别于其它精神

要素的独立的地位和价值!同时各个独立的文化

精神又在相互对立和借鉴的关系中保持一种有张

力的统一!那么!儒家一神论自然也就被这种包

容的文化接纳为一个使其自身更加丰满的动力要

素"事实上!正是因为有了儒家一神论!才使得

那以后的中国文化拥有了新的理论向度和价值向

度!这就是主要表现为异于传统儒家道德理性但

可与它相 互 补 充 的 逻 辑 的 或 认 知 理 性 的 理 论 取

向&:5’!和主要表 现 为 一 种 异 于 传 统 佛 道 价 值 观

但可与其相 互 发 明 #相 互 映 照$的 宗 教 价 值 取

向"
中国天主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除了科学及

其思维方式以外!神学和哲学方面的影响!已经

在学界得到普遍的承认!并且已经有人从学理上

指出了 这 个 影 响 的 具 体 所 在&:6’"但 是!如 果 儒

家一神论仍然在儒家的语境%道统内被估价!这

种影响也不可能说得清楚"所以!中国哲学史上

应该有专 门 的 一 章 来 处 理 明 末 清 初 的 儒 家 一 神

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全面地理清中国哲学史

上这重要一段的发展脉络&:7’"
!责任编辑"又小易#

!B&L%#"’$F#J%&"/K&"%+%/,(A,*%$0’&A%’<R
/K,"8/K&%K4,#"-#"’0*&.2̂*JK%*$T%&’%"%

\%Y‘?*."0GQGO*&(($;EE6$FG;59G
" /#AK?(&J4&+A?*&J#(>%Z&%Y$VJAGE=$m?(GH9$
3++,%5$FG7G
#3<&’G
$ T&".%’M#&AK+"0++#R+?"/K&"%+%>%(&-&?"+#"’
B*#’&A&?"#(/,(A,*%&"4?"?,*?@f*&+A?@%*$JK&FF[
%*&%’&A%’<RQ#"!GIG1%I%R%*tC%A%*IG
0"-%(@*&%A$T%&’%"%O?+A?"%O*&(($:DDD$F:=5G

% 关于这一点$中国文人皈信者并无明确的言论述

及$但文人反教者却认识到并在其著 述 中 指 了 出

来’中国文人反教者的立场虽与皈信 者 的 立 场 不

同$但他们对于基督教教义中与传统 异 质 的 内 容

的觉察$应 该 还 是 有 一 致 之 处 的$不 同 只 在 于$
反教者对之采取了公开揭露和批评 的 态 度$而 皈

信者则对 之 采 取 了 回 避 的 的 态 度’根 据 (破 邪

集)的 记 录$反 教 者 们 这 样 说" *而 彼 刻 (天 主

教要略)云$天 主 生 于 汉 哀 帝 时$其 名 曰 耶 稣$
其母曰亚利玛%又云被恶官将 十 字 架 钉 死$是 以

西洋罪死之鬼为天主也’+!吴尔成 (会审王丰肃

等犯一案并 移 咨)$夏 瑰 琦 编" (圣 朝 破 邪 集)$
建道 神 学 院$;EE7年=月 初 版$第=E页’#又

说"*谬 以 ,天 主-合 (经) (书)之 ,上 帝-$
..始曰 ,天主-是理$继 曰 ,天 主-是 神$终

托汉时西国之凶 夫 耶 稣 为 天 主’+ !邹 维 琏" (辟

邪管 见 录)$同 上$第:HE页#还 说" *客 曰"
.. ,天 主 受 苦 难$令 受 难 者 知 甘 心$故 得 救

世$超地狱$升 天 堂’-曰" ,此 理 大 不 可 解 也$
天主欲救世$讵不能生 圣 人$行 天 道 以 救 之$何

必自受 难 钉 死 也？-..按 从 古 圣 人 皆 无 死 地$
矧天主？+!戴起凤"(天学剖 疑)$同 上$第:66
页#

对于中国皈 信 者 著 述 中 偏 重 于 天 主 观 念 这 种 倾 向$
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即 认 为$首 先$并 非 所 有 中

国基督徒的著述都表现出这 种 倾 向%其 次$即 使

一些人的著述有这种倾向$也是因为 中 国 人 更 容

(=6;(" """"儒家一神论及其定位问题 "



易接受天主观念而非基督观念!并且 由 于 用 语 的

争论也集中在天主观念上!因此皈依 者 的 作 品 中

有 关 天 主 的 论 题 更 多" #$A#"’#%*A!\G!BK%
M#+J&"#A&"-X?’!FFG;=98;=5!转引自柯毅霖$
%晚明基督论&!四川人民出版社!;EEE年=月第

;版!第956页"’

& 见柯毅霖$%晚明基督论&!第9=E页"

’ 例如柯毅霖根据他的研究认为!中国最早的两个

传教士罗明坚 和 利 玛 窦 在 中 国 传 教 的 最 初 十 年!
并未像人们指责 的 那 样!隐 瞒 了 基 督 论 的 内 容!
(相反!他 们 的 著 作 表 明!他 们 把 包 括 基 督 论 在

内的基督教教义完整地表述了出来")#见柯毅霖

%晚明基督论&!四川人民出版社!;EEE年=月第

;版!第;::页"

( 孟德卫 #1#Z&’!1GI,"-%((?’似乎 认 为 (儒 家

一神教)是耶稣会调适的 结 果!他 说$耶 稣 会 的

调适!连同他们对 中 国 文 化 固 有 的 同 情 和 尊 重!
使他们 在 处 理 中 国 礼 仪 #祭 祖*祭 孔’问 题 时!
倾向于宽容对待中国文化的这些本 土 要 素"但 这

样做却引来许多欧洲基督徒的指责"甚 至 一 些 汉

学家也问道!耶稣会士调适儒学的综 合 是 否 走 得

太远!以至形成了一个淡化的 基 督 教!荷 兰 汉 学

家许理和称之为 (儒家一神教)"#BK%X*%#A0"[
J?,"A%*?@/K&"##"’BK% ]%+A!;6DD8 ;HDD!
>?YL#"t T&AA(%@&%(’C,<(&+K%*+!3"JG(#"K#L？

\%Y ‘?*.？O?,(’%*？VU@?*’;EEEGFFG:D8
:;G’

) 基督教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异己性相异!不仅针

对文人 反 教 者 而 言!而 且 也 针 对 文 人 皈 信 者 而

言"后者如李之藻"只不 过 与 反 教 者 相 比!在 皈

信者的 (综合)中! (异 己)的 基 督 教 已 经 被 认

同了而已"

* 转引自钟 鸣 旦 的 \%YB*%"’+&"AK%4&+A?*&?-*#[
FKR?@/K*&+A&#"&AR&"/K&"#和3"J,(A,*#A&?"#"’
/K&"%+%8/K*&+A&#"/?"A#JA+&"AK%T#A%I&"-#"’
0#*(R!k&"-!/K&"-M%"- #%景风&’m?(Gooo[
3m!\?G5!;EE;G
%;;&如 %天释明辨&*%鸮鸾不并鸣说&*%代 疑 篇&*
%代疑续篇&等"

%;:&钟鸣旦用 语!见 钟 氏 %可 亲 的 天 主&!光 启 出

版社!;EEH年E月初版"
%;9&参见李天纲$ (%孟 子 字 义 疏 证&与 %天 主 实

义&)! %学 术 集 林&卷 二!上 海 远 东 出 版 社!
;EE5年;:月第;版+%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

献和意义&!上海古籍出版社!;EEH"
%;5&见裴化行$裴 化 行 %利 玛 窦 评 传& #上 册’第

;798;76页"根 据 献 县 传 教 团 理 财 书 店;E9=年

版译出"商务印书馆!;EE9年H月第;版"
%;6&见拙作 (戴震 的 ,讳 言-88论’天 主 实 义(

与’孟子字义疏证(之关系)!%华东师范大学学

报&!:DD:!5"另见李天纲$(%孟子字义疏证&

与 %天主实义&)"
%;7&谢和耐那本书的 最 初 目 的 是 研 究 中 国 人 对 基 督

教的反应!故 副 标 题 为 (作 用 和 反 应) #!JA&?"
%A*%#JA&?"’"但是!不同 译 本 在 冲 撞 和 反 应 之 间

变化!或者 强 调 反 应 一 面!或 者 强 调 冲 撞 一 面"
谢氏后来 于;EE;年 重 印 时!把 副 标 题 改 为 (第

一次 对 抗)#T#F*%L&%*%J?"@*?"A#A&?"’!这 个 副

标题把两边同等对待!但也强 调 对 抗 的 一 面"钟

鸣旦认为!谢氏的改变副标题!反 映 了 汉 学 途 径

的 困 难" #$A#"’#%*A!\G!\%YB*%"’+&"AK%
4&+A?*&?-*#FKR?@/K*&+A&#"&AR&"/K&"#!/#AK?(&J
4&+A?*&J#(*%Z&%Y!VJAE=!m?(GH93++,%5G’

%;=&例如汉学家钟鸣旦根据 ]IGBG1%O#*R对宋

明理学的界定!把包括杨廷筠在内的 中 国 基 督 徒

的思想称为 (新 儒 家 基 督 道 统)!并 把 它 归 属 为

宋明新道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见钟鸣旦$%杨廷

筠8明 末 天 主 教 儒 者&!香 港 圣 神 研 究 中 心!
;EH=!第:67页"

%;H&见谢和耐 %中 国 文 化 与 基 督 教 的 冲 撞&第:HH
89DD页!转引自1#Z&’I,"-%((?!AK%X*%#A0"[
J?,"A%*?@/K&"##"’AK%]%+A!;6DD8;HDD!FG
57G

%;E&$%%1#Z&’ I,"-%((?!AK%X*%#A0"J?,"A%*?@
/K&"##"’AK%]%+A!;6DD8;HDD!FG57G+AK%
M?*-?AA%"/K*&+A&#"+?@4#"-NK?,!FG;8:G

%:D&$%%0*&.2̂*JK%*!(/?"@,J&#"#"’/K*&+A&#">%[
(&-&?+&AR&"T#A%I&"-/K&"#)!/#AK?(&J4&+A?*&J#(
>%Z&%Y!VJAGE=!m?(GH9!3++,%5!FG:DG

%:;&1#Z&’I,"-%((?!AK%X*%#A0"J?,"A%*?@/K&"#
#"’AK%]%+A!;6DD8;HDD!FG57G

%::&李 天 纲$ %中 国 礼 仪 之 争.历 史*文 献 和 意

义&!第9:;页+(%孟 子 字 义 疏 证&与 %天 主 实

义&)!王 元 化 主 编 %学 术 集 林&卷 二!第:D=
页"

%:9&见陈村 富$ (B*R&"-A?!++%++!(%"&a+I&++&?"$
$,JJ%++?*M#&A,*%？)%宗 教 文 化&!北 京!;EE6
年!第;9:8;6H页"转 引 自 柯 毅 霖 %晚 明 基 督

论&第;=;8;=:页"
%:5&如果把中国天主 教 的 经 院 哲 学 和 学 术 传 教 与 近

现代基督教新 教 的 神 哲 学 和 学 术 传 教 联 系 起 来!
统一于 (中国基督教)的 研 究 视 野 里!那 么!作

为中国现代性的中心话语之一的科学理性 精 神 与

中国基督教的关系问题!就成了一个 意 味 深 长 的

研究课题"
%:6&除了前文提及 的 研 究 者 及 其 著 述 外!这 方 面 较

早的一个研究者及其著述!是孙尚 扬 及 其 %明 末

天主教与儒学的交流与冲突&#台北!;EE:’"
%:7&事实上!最近已经 有 人 在 中 国 哲 学 史 中 专 列 一

章讨论中国天主教哲学"见张学智 的 %明 代 哲 学

史&#北京!:DDD’"

!H6;! " 宗"教"学"研"究" :DD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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