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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摘要】十六、七世纪中国社会正处于封建社会的深重危机之中，资本主义的萌芽已开始逐渐出现。在欧洲，宗教改革如

火如荼地展开，地理大发现又使原先不可逾越的海洋成为传教的新通道。由于传教士们来自科学发达的西方国家，了解科学

的力量。自觉或不自觉的充当了西学的传人，因此精通地理学、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知识的传教士们一方面在进行传教，另一

方面也将西方的科学传入了中国。利玛窦在中国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播天主教教义的过程中，开始了向中国介绍西方近

代科技知识的历程，向中国人展示了一个新奇而富有吸引力的世界，从而也使其成为明末沟通中西方文化交流之第一人。

【关键词】利玛窦 中国科技

利玛窦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位著名的传教士。为使

更多的中国人接受并信仰天主教，他在明朝末期来到中国，潜

心研究中国的语言和历史文化，甚至还专门请儒生做老师，将

天主教与儒学结合在一起，提出“尊儒”、“排佛”、“反理学”和

“以耶(天主教学说)补儒”的主张，抓住中国文化的关键，使天

主教教义在中国具有很大的适应性。明史326卷记载：“利玛

窦始泛海九万里，抵广州之香山澳，其教逐沾染中土。”利玛窦

还广泛结交士大夫，通过士大夫传教，允许中国教徒“祭祖祭

孔”，开创了一条有别于西方的传教道路。这就是利玛窦在传

教过程中体会到“传道必须先获华人之尊重，最善之法，莫若

以学术收揽人心，人心既附信仰必定随之。”利玛窦的这种尊

重中国风俗习惯的学术传教在客观上扩大了中西文化的交

流。而这种首创的中西文化相结合的传教方式在他死后，引起

了一场持续一百多年的“礼仪之争”。逐成为十七、十八世纪欧

洲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议题。利玛窦在中外天主教徒中有崇高

威望。许多教外人甚至将天主教称为“利氏之教”。

不仅如此，利玛窦也是对中国科学技术史作出重大贡献

的有功之臣。有人甚至将所有十六七世纪传人中国的西学都

归之于他，可见影响之大。这是因为其一，他的学识极为渊博，

文、史、哲、音乐、绘画、数学、天文、地理、水利及许多国家的语

言都非常精通；其二，利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进行传教，

“引入西器，疏通官府”，从而取得在中国传教的特权。本文就

着重谈谈利玛窦在向中国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方面所做的

种种努力，挂一漏万，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利玛窦(Maneo Ricci 1552一16lO年)，字西泰，号清泰、西

江，大西域人、利山人、意大利人。出生于贵族家庭，少年时曾

就读于罗马大学法学院。1571年加入耶稣会。曾在耶稣会罗马

学院学习，师从著名数学家克拉维乌斯。无论是文科、理科还

是神学都取得优异成绩，在拉丁文、哲学、数学、天文学、地理

学等方面也都打下扎实的基础。受耶稣会派遣，利玛窦于1578

年到达印度，1582年抵达中国澳门，1583年到达广东肇庆．

1589年到达潮州，1595年到达南京。1596年，利玛窦被任命为

耶稣会中国总会长。1598年曾到北京，1601年再次到北京后

遂定居北京。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在北京去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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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在中国前后达28年。他在中国研究中国的传统文

化和传播天主教教义的同时，开始了向中国介绍西方近代科

技知识的历程，向中国人展示了一个新奇而富有吸引力的世

界，从而成为明末沟通中西方文化之第一人。利玛窦介绍的西

方科技知识方面包括地理、天文、数学等许多学科，分述如下：

(一)地理学方面。1583年，利玛窦在广东省肇庆市首次展

示一幅世界地图．地图周围附有大地为球形的文字说明。这幅

地图先后多次被摹绘或刻印，流传甚广(陈美东 陈晖《明末

清初西方地圆说在中国的传播与反响》，2000年第一期《中国

科技史料》第21卷)。1602年，利玛窦在北京又绘制了一种世

界地图，即《坤舆万国全图》，也名《万国舆图》、《山海舆地全

图》。利玛窦的世界地图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使中国人第一

次看到了整个世界的缩影，为中国人增添了新的地理知识，如

地球上五带的划分、地球上海陆分布、世界上的名山大川及世

界各国国名和地名、世界上的五大洲等。在利玛窦的地界地图

中，葡萄牙被译作“波尔杜瓦尔”，西班牙被译作“以西把你

亚”，荷兰被译作“兰地”。利玛窦还将苏格兰译成“思可齐亚”，

将英格兰译成“谙厄利亚”，弗有一段文字说：“诸厄利亚无毒

蛇等虫，虽别处携去者，到其地，即无毒性。”谙厄利亚就是英

国的最早中文译名。可以知道。利玛窦来华之前，中国人对欧

洲、对世界闭目塞听、闻所未闻。利玛窦首开了向中国人全面

系统介绍欧洲和世界的先河，虽然中国人将信将疑(龚缨晏

《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对英国的认识》、《汉译西洋地名的第三个

系统》)。在《明史》卷三二六有如下一段记载，万历年间，利玛

窦到北京绘制《万国全图》，阐述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日亚细亚

洲，共有一百多个国家，中国是其中之一。二是欧罗巴洲，有七

十多个国家，意大利亚(即今意大利)是其中之一。三是利宋亚

洲(即今阿非利加洲)，也有一百多个国家。四是亚墨利加洲

(即今阿美利加洲)，地域更大。疆界相连，分为南北二洲。五是

墨瓦腊泥加洲(即今南极洲)。“其说荒渺莫考，然其国人充斥

中土，则其地固有之，不可诬也。”

(二)天文学方面。1608年，利玛窦与李之藻(1565—1630

年，明末士大夫，与利玛窦交往甚密，为天主教教徒，被称为明

末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也是明末介绍西方科学，开启民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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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者。)合译出《乾坤体义》3卷，其首卷为“天地浑仪说”，重

点论述地圆说的基本观念：“地与海本是圆形合为一球”，以及

地球基本圈、地球的大小、每度子午线的长度、五大洲地理知

识、五大气候带、地理经纬度、对人昼夜长短及地理纬度之间

的关系等等。而对于地圆学说的论证，则有：向北行，觉北极出

地渐低。利玛窦还以他亲身的经历为证，说明对人的存在。此

外，还论及了在不同地理经度处，人们所见太阳所居位置不

同、所值的时辰各异的论据。《乾坤体义》中卷论日球大于地

球，地球大于日球。利玛窦揭开了西方地圆学说在中国传播的

崭新篇章(陈美东陈晖《明末清初西方地图学说在中国的传

播与反响》，2000年第l期《中国科技史料》第21卷)。天文学

方面，利玛窦与李之藻译述的还有《经天该》、《浑盖通宪图说》

(主要介绍星盘原理)等。

(三)数学方面。1605年，利玛窦与徐光启(1562—1633

年，明末著名的政治家和科学家。与利玛窦交往密切，为天主

教教徒，被称为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他想以科学技术来

使国家兴旺发达，所以经常与利玛窦一起研究天文、历法、数

学和测量等方面的问题，并合作翻译西方科学著作，向国人介

绍西方科技知识，故被誉为明末介绍西方科学、开启民智的先

行者)一起翻译了由利携带来华的克拉维斯的拉丁文《欧几里

得原本》十五卷(Eucl“s Elementomm librixv)前六卷并于1607

年刻印出版了《几何原本》。这是西方科学家著作译为中文的

开始。《几何原本》是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在总结前人成果

的基础上于公元前三世纪编成的。这部世界古代的世界名著，

以严密的逻辑推理的形式，由公理、公式、定义出发。用一系列

定理的方式，把初等几何学整理成一个完备的体系。徐光启、

李之藻尤其赞赏《几何原本》的严谨的逻辑结构。徐光启认为：

“此书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改。有四不可

得：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

之不可得。”《几何原本》前六卷刊行后，研究《几何原本》的中

国数学家渐多，并有著作出版。如孙元花(?一1632)的《几何体

论》、《几何用法》。方中通的《几何约》、李子金的《几何简易

录》、杜知耕的《几何论约》等，另外，《几何原本》中的逻辑推理

方法在徐光启的《测量异同》、《勾股义》及其他人的一些论著

中有所反映。已开始逐渐改变《九章算术》式的问题的写作形

式，在解题方法中也有了些逻辑证明的萌芽。利、徐两人不仅

最早将欧几里得的平面几何学介绍到中国，还为我国近代数

学的科学名词，奠定了基础。如几何、点、线、面、平行线、直角、

钝角、锐角、三角形、四边形、斜方形等，都是首次使用并从此

确定下来(《中国古代史》下册，十院校编写组，福建人民出版

社，1982年)。到20世纪初，中国废科举、兴学校，以《几何原

本》为主要内容的初等几何学成为中等学校的必修科目。

利玛寞还与李之藻一起翻译了《同文算指》和《圜容较义》

两部著作。《同文算指》主要是根据克拉维乌斯的《实用算术概

论》与程大位(1523—1606年，明代数学家)的《算法统宗》(明

代数学水平的代表作)编成的，这是介绍欧洲笔算的第～部著

作，对后世有一定影响。分“前编”，“通编”、“别编”三部分。“前

编”主要论述笔算的定位法和笔算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的方

法，与现行的完全一致；“通编”八卷是全书的中心部分，介绍

了用笔算解分数、比例、盈不足、级数、多元一次方程组、开方、

开带从开平方等问题的算法。“别编”只有截圆弦算一节。在内

30

容方面，《同文算指》所介绍的西方数学均为初等部分，没有超

出中国古代数学的水平范围。书中还编入了一些中国传统数

学的算法，如一次方程组解法(包括正负术)；二次方程数值

解法；高次开方法等。书中所介绍的笔算加、减、乘法与现代方

法一样，除法则完全不同。书中的“验算”方法则是中国以前所

没有的。《同文算指》介绍的笔算方法在中国流传开来，汇入传

统数学体系之中。

《圜容较义》是《乾坤体义》的下卷，讲述比较圆形关系几

何学，包括多边形、浑圆与正多面体等之间的关系。主要结论

是周长相等时，任何多边形的面积都小于圆。同理，表面积相

等时，球的体积最大。这些结论是公元前二世纪希腊数学家发

现．十六世纪在欧洲得到进一步发展，经利玛窦与李之藻翻译

才传人中国的。数学方面的译著还有：利玛窦与徐光启译述的

《勾股义》(用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阐明中国的传统数学中的

勾股数学)、《测量法义》(说明测量高深广远的方法)、《测量异

同》(取法“九章”勾股测量，与西法相比较来说明异同)等。

(四)关于欧洲式天文仪器试用和西洋望远镜方面。利玛

窦是“最先在中国介绍和试制小型欧洲式天文仪器的传教

士。”在广东肇庆。利玛窦把铜日晷之类的仪器送给与他交往

的官员。在韶州、南昌、南京等地，他向官员赠送或制作天球

仪、地球仪、钟表、日晷、星盘、象限仪和纪限仪等，指导求教者

制作天文仪器，还用星盘和其它仪器测定一些地方的地理位

置，用象限测塔的高度和山谷的深度等。利玛窦曾在南昌、北

京预测过日食或月食，但对推算行星位置和轨道等却感到力

不从心(张柏春《明末欧洲式天文仪器的试制和使用》，2000年

第l期《中国科技史料》第21卷)。

利玛窦是否是将望远镜带人中国的第一人呢?明人郑仲

《耳新》记载：“番僧利玛窦，有千里镜，能烛见千里之外，如在

眼前。以天上星体，皆极大；以月．其大不可纪；以天河，则众星

簇聚，不复如常时所见。又能照数百步绳头字，朗朗可诵。玛窦

死，其徒某道人挟以游，南州好事者，皆得见之。”此处“千里

镜”应当是望远镜。利玛窦应当是将望远镜带人中国的第一

人。但在利玛窦的自述中说，许多中国人“来看我带来的一些

东西”，如三棱镜、油画圣母抱耶稣及“其他科学仪器，如地球

仪、浑天仪、世界地图等⋯⋯不胜枚举。这一切都是他们(中国

人)以往不曾看见过的，是中国所没有的”。这自述中没有讲到

望远镜。另外，1601年1月利玛窦上呈明神宗的奏疏中，所列

贡物也没有望远镜。因此，利玛窦是否是将望远镜带人中国的

第一人，还有待于进一步论证(王川《西洋望远镜与阮元望月

歌》2000年第四期《学术研究》)。

(五)其他。利玛寞对中国科技史的贡献，除了上述所涉及

到的地理学、天文学、数学和欧洲式天文仪器等之外，还兼涉

其他方面。在音乐方面他向明神宗进献了西琴，并演奏所创作

的《西琴曲意八章》，有人认为其所作西乐与天算齐名。不过，

献西琴，作西乐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的真正意义在于引进了

西洋音乐，使人们认识了另一种崭新的艺术形式。在绘画方面

他向明神宗进献了油画，将西洋美术引入中国，所献油画其特

点为：黑白尽阴阳之理，虚实最凹凸之形，具有很高的艺术造

诣，与传统的中国画的但画阳，不画阴，无凹凸相的风格截然

不同。利玛窦在译《几何原本》中还介绍了“自远而近，由大及

小”的透视学原理。这些，对绘画技巧的改进有很(下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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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位论文 徐宏英 利玛窦来华及其对明末社会的影响 2007
    16世纪末17世纪初，明朝末年的中国在社会经济及思想文化等领域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583年意大利耶稣

会士利玛窦来华，开始在中国传播天主教，先后到过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北京等地，1610年在北京病故，居留中国28年。

    利玛窦之所以顺利地叩开中国大门，成为在华传教成功的首创者，主要因为他在长期的传教过程中，根据基督教神学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情况

，摸索出三条行之有效的方法，这也是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三大特点。一是，遵从中国风俗习惯，袭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形式和内容；二是，广交社会名

流，争取封建士大夫乃至皇帝等统治阶级上层的大力支持；三是，进行“学术传教”，以传播西学提高天主教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利玛窦这种灵活的

适应性传教方式，成就了他在中国的传教事业。

    利玛窦来华的主要目的是传播天主教，他的传教活动对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做出开创性的贡献，到他逝世时，中国各地约有天主教信徒2500人。利

玛窦被誉为是西方来华传教的先驱，成为中国基督教传教史上最著名的人物，开创了外国传教士来华传教成功的先例。

    利玛窦是一位虔诚的耶稣会传教士，同时也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在华传教期间，利玛窦先后编写和翻译各种著作十九种，如《天主实义》、《

几何原本》、《交友论》等，给中国带来崭新的西方文明，由此而出现的“西学东渐”促进了明朝末年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为中国近代思想的演进揭

开新的一页。利玛窦在译介西方科学著作、阐释天主教教义的同时，还充当了将中国古老文化传往欧洲的使者。他所开创的“儒学西渐”对欧洲社会产

生深远的影响，为日后西方大量吸收中国文化奠定基础。根据利玛窦晚年撰写的回忆录出版的《利玛窦中国札记》，成为沟通东西方世界的经典之作。

    利玛窦等传教士的东来，是在欧洲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以及西葡等早期殖民国家进行海外扩张的背景下发生的，派遣他们的欧洲国家和罗马教廷

把他们当作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工具。因此，由于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自身的宗教信仰等原因，利玛窦在传播西学方面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他只是

为了传教的目的担当科学的传播者。传播科学知识、进行文化交流只是利玛窦传教的手段，传播福音、弘扬天主教才是他的真正目的，最终以西方的基

督教同化和取代中国固有的宗教。但是，明朝末年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来华不同于清朝末年林乐知等西方传教士来华，因为双方所处的时代不同，中西力

量对比的情形也大不相同。因此，利玛窦作为“耶稣的勇兵”所进行的“精神战争”与近代欧洲殖民者继“坚船利炮”之后所进行的“文化侵略”是截

然不同的。利玛窦的传教活动起到了沟通中西文化的作用，为近代开始的中西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16世纪末利玛窦来华是明朝末年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利玛窦——这位在中国度过了他后半生的耶稣会传教士，不仅在中

国传播了基督教，而且传入了西方科技与文化，成为正式介绍西方宗教与学术思想的最早和最重要的奠基人。同时中国文化被介绍到西方，使欧洲人对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随着利玛窦来华，从明代后期开始，中外关系史增添了新的内容。

4.期刊论文 刘复刚.毕明岩.张立人.苏凤彦.王永洁 利玛窦对中国地图学发展的贡献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2004,""(5)
    利玛窦到中国传教,带来了西方的地理知识,尤其是对地图制图知识的传播,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地图制图技术的发展,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他绘制的

<山海舆地全图>成为明末以后中国地图史上极为重要的地图作品.

5.期刊论文 张嫣娟.ZHANG Yan-juan 浅议利玛窦在华测绘的经纬度地图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0,26(3)
    利玛窦在华期间采用西方经纬度方法绘制了多幅经纬度地图,从而把西方的经纬度测量和以经纬度为座标绘制地图的新知识、新方法传送到中国,在

推动中国地理测绘和地图科学的发展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6.期刊论文 闫莉 从利玛窦的中国形象析西方人看中国的视野 -传承（学术理论版）2009,""(10)
    利玛窦在华期间,针对中国的现状,大力研习儒家文化,以便更好地了解中国,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塑造的中国形象,既是西方社会总体想象的产

物,又是利玛窦个人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时的真实印象.它受制于欧洲社会文化语境和读者期待视野,"为我所用"的立场显而易见,反映了西方人看中国的

视野角度以及方式.

7.期刊论文 肖志钦.肖建安 利玛窦及其对中国翻译史的贡献 -娄底师专学报2003,""(4)
    阐述利玛窦首创中西结合翻译介绍西方科学文献的历史,首次将"四书"外译,开创中国典籍外译的先河,同时培养了许多翻译人才.以他为首的西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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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的翻译活动,形成了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二次高潮.

8.期刊论文 菲利普·米尼尼.于雪风 利玛窦:中西文明交流的使者(之一)交友——西方、利玛窦与中国 -社会科学

论坛2010,""(5)
    编者按:利玛窦(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被明末文人和士大夫们尊称为"泰西儒士".他自小深受人文主义、文艺复兴思想的熏陶,在耶稣会学

校里受过正规教育,具有深厚的西方古典文化功底.

9.学位论文 陈登 利玛窦伦理思想研究——兼论利玛窦对中西文化的会通 2002
    该文试图把利玛窦伦理思想视为中国基督教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西伦理思想交流的重要思想资源.通过对它的研究,探索中西伦理思想交流

史研究的新领域,进一步丰富对中西伦理思想关系的认识.该研究有助于增进中西学者的相互理解,以达到学术上的互补.该书分八个部分.主要内容包括

:绪论;第一章,利玛窦伦理思想形成的基础;第二章,利玛窦天主教神学伦理观;第三章,利玛窦的交往伦理观;第四章,利玛窦的其它伦理观;第五章,利玛窦

对中西文化的会通;结语和参考文献.绪论部分侧重分析了选题的构思、研究目的、学术意义和国内外研究的状况,并简要介绍了利玛窦的生平及在中西文

化交流中的作用与影响.该论文第一章概括地分析了利玛窦伦理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思想文化背景;揭示了西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及明末社会

政治思想氛围对利玛窦的影响;阐释了利玛窦对异质文化的宽容、重视学习中国文化,注重学术传教等具有人文主义特点的做法的思想基础.并对天主教与

科学的关系以及耶稣会对科学的态度进行了某些有别于中国学术界通行观点的探索性思考.该论文第二章结合利玛窦的天主教神学观比较详细地论述其天

主教神学伦理观.该论文第三章围绕着利玛窦的为人之道和交友之道,分析和研究了其人际交往的方式、态度、意图.强调利玛窦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凭

借他高崇贞洁的品德和相须相祐的友情.该论文第四章分别讨论了利玛窦的婚姻观、孝亲观、生死观和财富观.分析了这些伦理观与儒家伦理思想的差异

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与价值.该论文第五章专门讨论了利玛窦对中西文化的会通.该论文的结论部分探讨了利玛窦伦理思想的影响、启示和局限.在

该书的参考文献中,特意按照中国作者姓氏的拼音的顺序编排了该书参考的主要汉语著作、论文的目录,按照外国作者姓名第一个字母的顺序编排了该书

参考的主要外文著作、论文的目录.从文献意义上说,这篇目录为系统地了解利玛窦天主教神学观和伦理观的研究概况提供了基本的线索.

10.期刊论文 杨泽忠 利玛窦与非欧氏几何在中国的传播 -史学月刊2004,""(7)
    明朝末年,利玛窦通过翻译<几何原本>将欧氏几何传入我国,同时,也通过各种活动传入了当时流行于欧洲的非欧氏几何.这些几何知识主要有圆锥曲

线、平行正投影、球极投影、画法几何和透视法等.这些几何知识的传入,更加丰富了我国当时的数学研究,也更直接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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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宁 传教士在华进行科技传播的阻碍——从传播学角度分析[期刊论文]-东南传播 2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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