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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明清间来华的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创

下了许多(第 一)%比 如%第 一 本 西 方 的 几 何 学 著

作*利玛窦&徐光启译#几何原本$+第一部关于地

震的书*龙华民著#地震解$+第一部谈力学的书*
邓玉函&王徵译#奇器图说$+第一部生理学著作*
罗雅谷著#人身图说$!后来邓玉函亦著#,泰西-人
身说概$"等等’事实上%这期间的传教士所传西

学之每一步%都可谓是(第一)%从现代学科分类的

观念看%中国现代的许多学科都是在明清间输入

的’
对于欧洲社会%中国作为一个遥远的(他者)

形象%一直显得很神秘%至于那些用(刷子)写出来

的汉字%更令他们觉得不可思议’在古代漫长的

中西交往中%中西间主要是间接的商品交流%直接

的人员&文化的交流并不多见 .)/!!D’最早出使中

国的 教 皇 的 使 节 柏 郎 嘉 宾!H:$N.--:L3I%.-$
7.,J:-:"%元代旅行至中国的马可波罗%虽都对汉

语作了一定的介绍%但汉语&汉字对于西方人来说

仍然罩着厚厚的面纱’天主教在中国的第一个主

教孟高维诺的书信称*(#一百五十章之祈祷文$及
#圣歌$三十首%#圣务日课$二篇%余皆已译成其地

方言’).!/)@@但这(其 地 方 言)可 能 不 是 汉 语%而 是

蒙语%因为(他 学 会 了 蒙 语).)/!!A’真 正 撩 开 汉 语

神秘面纱的是以利玛窦&金尼阁&马诺瑟为代表的

天主教耶稣会士’当这些传教士意识到掌握汉语

对于在中国传教的重要性之后%他们就开始了学

习汉语的艰难历程’艾儒略#大西利先生行迹$说
到利玛窦学习汉语初期的情形*(初时%言语文字

未达%苦心学习%按图画&人物%请人指点%渐晓语

言%旁通文字%至于六经子史等篇%无不尽畅其意

义’)经过艰苦的努力%罗明坚和利玛窦都对汉语

有了很好的掌握’罗明坚写出#圣教实录$!)FDB
年刻于广州"这部(欧罗巴人最初用汉语写成之教

义纲领).@/!A’利玛窦于)FAF年在南昌出版了 他

的第一部中文著作#交友论$’该书的面世%(标志

着中文已不再是利氏传教事业的障碍%而成为得

力的工具).)/!B@’
我们很难 想 象 当 时 传 教 士 们 学 习 汉 语 的 艰

难*因为它(吐字单音%同音异义%四声有别%字如

绘画%言文 不 一).B/!BE’加 之%没 有 任 何 词 典%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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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本参考书!没有专职的教师!况且!汉字是一

种不用字母的文字"他们在学习时是各显神通"
利玛窦先在记忆上寻求技巧!在南昌时还因此写

了#西国记法$一书"他学习汉语的记忆方法之一

是用形象的%拆字法&’%要&字是一个从西部部落

来的女子(%好&字是怀抱孩子的女仆(%利&字是收

割庄稼的农民!等等"利玛窦后来不但自己精通

中文!还经常给别的西方传教士上中文课"他给

他们讲课的课本就是#四书$"利玛窦之所以能很

快通晓汉语)汉文!除了靠看图识字和讲究记忆方

法外!还靠用拉丁字母注音帮忙"利玛窦是用拉

丁字母给汉 语 注 音 的 首 创 人 *F+DD"所 以!汉 语 拼

音的鼻祖 就 是 利 玛 窦 和 稍 后 我 们 要 论 及 的 金 尼

阁"

二

利玛窦在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方面经历了

几个阶段"首先!在肇庆时!他曾和罗明坚一起合

编过一 本#葡 华 字 典$,中 文 名 为#平 常 问 答 词

义$-!共)DA页!每页分@栏’第一栏是葡萄牙语

词条!第二栏是罗马字拼音!第三栏是汉字!方豪

称之为%第一部中西文字典&*B+!BE!但这本字典并

不完全")FAD年利玛窦与郭居静首途北京时!在

华人修士钟鸣仁的帮助下!编过一份%中国词汇&!
该%词汇&已 经 采 用 西 文 注 音 的 方 法!但 已 亡 佚"
真正体现利玛窦在给汉字注音上的贡献的是#西

字奇迹$,)"(F年 刻 于 北 京-这 部 只 有"页 的 书!
是%我国音韵史上!第一部用拉丁字拼汉字的音韵

学著作&*F+DA"这部著作是由根据@幅宗教画而写

成的@篇文章组成"第一幅画题目是%信而步海!
疑而即沈&!第二幅是%二徒闻实!即舍空虚&!第三

幅是%淫色秽气!自速天火&!文章合@DE字"利玛

窦用拉丁字母给他的文章注音!从而形成了利氏

注音系统"%利氏注音系统&参照了意大利语和葡

萄牙语的发音规则!并吸收了中国音韵学的成果(
它由!"个声母和BB个韵母组成!并有五个音调

符号!代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和入声"这个系

统虽有不够完善之处!但为后来的汉语拼音方案!
奠定了基础"

更为完善)更为系统化的汉语拼音系统是!(
年后耶稣会 士)法 国 人 金 尼 阁 所 写 的#西 儒 耳 目

资$")"!F年,明天启五年-金尼阁对利玛窦的罗

马字拼音方案加以修改扩充!用F个月时间写成

该书!并于)"!"年在杭州出版"陈垣在重 印#西

字奇迹$跋言中说’%金尼阁著#西儒耳目资$即师

其,利玛窦-法"&*B+!DD名为#西儒耳目资$者!意即

以之作 为 来 华 的 西 士 学 习 中 文 之 资 助 也 *"+)(E"
徐宗泽的解释是%意谓为西士攻读华文之便!耳以

听字之音韵!目以视字之拼合!拼合即以西字码拼

成字之声&*E+@!!"但 该 书 序 者 之 一 张 纁 芳 对 此 的

理解是’%未观字之面貌!而先聆厥声音者!一稽音

韵谱!则形象立现!是为耳资"既睹字之 面 貌!而

即辨其谁何者!一稽边正谱!则名姓昭然!是为目

资"&*D+)除张纁芳 序 外!书 前 还 有 韩 云#西 儒 耳 目

资序$!王徵#西儒耳目资叙$!张问达#刻西儒耳目

资序$!以及王徵的一篇带有导读性质的序文#西

儒耳目资释疑$和金尼阁本人的#自序$"
#西儒耳目资$全书计分三编’第一编为%译引

首谱&!凡)))页!讲述音理!是为总论(第二编为

%列音韵谱&!凡)FF页!是按拉丁音查字!即%以音

察字&!%按音求字&(第三编为%列边正谱&!凡)@F
页!功能 是%以 字 察 音&"三 编 互 为 联 系!体 系 完

备!首编和后二编之间是总分关系!就像利玛窦写

#天主实义$那样!多以西士和中士对话的方式行

文!给人亲切之感!故多为当时士大夫赏识"
#西儒耳目资$第一编是全书的基础"书中列

出%万国音韵活图&和%中原音韵活图&"在此基础

上!金氏排列 出%音 韵 经 纬 总 局&和%音 韵 经 纬 全

局&"%总局&纵行为)F个%同鸣字父&!横行为F(
个%自鸣字母&"%同鸣&者!是指自身不能发音!只
能和元音配合才能发音的那些音!即辅音或声母(
%自 鸣&者!是 指 自 身 可 以 发 音!即 元 音 或 韵 母"
%自鸣字母&分四级’元母!即F个单元音.)3):)$)

+(子母!即双元音.:).$)+9等共!!个(孙母!即

三元音组合3.$)+$-等 共!!个(曾 孙 母!即 四 个

元音的组合!如:+3-,远-等"可以说!我们目前所

使用的汉语拼音方案在金氏那里已见出雏形"
#西儒耳目资$是中国语文史上的一部里程碑

式的著作!它克服了汉字靠直音和反切合音的弱

点!而 采 用 音 素 拼 音 注 读!使 得 汉 字 注 音 更 显 科

学)正确 与 方 便"该 书 之 特 点!金 尼 阁 本 人 概 括

为’%以西学二十五字!辨某某为同鸣父!某某为相

生之母!分 韵 以 五 仄!如 华 音 平!则 徵 分 清 浊 焉"
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不体外增减一点画!不

法外借取一诠释!第学二十五字!才一因重摩荡!
而中国文字之源!西学记载之派!毕尽于此"&*D+

.)D.



向达!刘复!罗常培等学者对金尼阁的贡献给

予了很高的评价"向达说#$这对于西洋人学习汉

语%成功甚易%而在他一方面%因为用罗马字表出

中国的声母同韵母%给于一定的音标%于是分析音

素%审定音值俱觉容易"这在中国音韵学史上%是
一大贡献"&’A(A@刘 复 说#$金 氏 书%以 求 明 季 音 读

之正%较之求诸反切%明捷倍之"有编制 精 审%离

内容而言方术%亦足资楷模"&’A(A@

由于金尼阁的拼音系统具有较完备的体系并

很有实用价值%有助于汉语的学习和汉语语音的

研究%在日后的岁月中影响很大"虽然自明代以

来%中 外 人 士 又 创 制 了 不 少 汉 语 拼 音 方 案%有 英

式!法式的%也有德式和俄式的%虽然他们的方案

都有其合理之处%但他们的方案都是基于利玛窦

和金尼阁的开拓%利!金二氏的可贵之处正体现在

这筚路蓝缕之功上"中国学者在中国原有的音韵

学的基础上%也吸收了他们的成果"方以智的)切
韵声图*)旋韵图*%杨选杞的)声韵同然集*)同然

集*%刘献廷的)新韵谱*%都有利!金二氏的影响痕

迹"!(世 纪 前 半 期 是 汉 语 拼 音 方 案 的 成 形 期"

)A!D年%赵 元 任!钱 玄 同!刘 复!黎 锦 熙 等 拟 定 的

)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公布+)A@)年%瞿秋白!吴

玉章!萧三又制定了)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在这

基础上%)AF"年!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拟定出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经广泛讨论并征求意见

后%于)AFD年!月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五次会议批准作为正式方案推行"将现行的$方

案&和金尼阁的拼音方法相比较%我们发现两者之

间的基本原理是相似的"
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马诺瑟在中国语文研究

上的成就"马诺瑟)"AD年至华%这时距金尼阁出

版)西儒耳目资*已有大半个世纪"由于有前人的

摸索%汉语学习对于西方传教士们来说%不再那么

艰难%而且后来的传教士不仅仅像前期的传教士

那样仅仅是用汉语服务于传教%他们对汉语的研

究更深入%更专业了"马诺瑟在华@E年%传 教 之

余潜心研究中国语言文学%尽管他研究的目的只

是用天主教义来附会儒家学说%证明天主在中国

古已有之%但他在汉语言文学方面的造诣是很深

的"他说#$余 作 此 种 注 疏 及 其 他 一 切 撰 述 之 目

的%即 在 使 全 世 界 人 咸 知%基 督 教 与 世 界 同 样 古

老%中国创造象形文字和编辑经书之人%必已早知

有天主"余三十年来所尽力仅在此耳"&’@(F!E

曾首次将元杂剧)赵氏孤儿*译为西文的马诺

瑟在中国语文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他的)中国语

言志略*,又称)汉语札记*-"该书是他入华@(年

时,)E!D年-编于广州"编竣后%他曾将该书寄回

法国%但久未刊出"一个世纪后,)D@)-年才在马

六甲刊出"用今天的标准看%这既是一部语法修

辞学方面的著作%也是一部比较语言学著作%因为

马诺瑟在书中强调中文语法与西方语言的语法体

系之间的差异"他说#$事实上%如果我试图用我

们的语法形式套中文%那简直是犯傻..我远不

是要将我们语言的规则用于汉语"相反%我希望

传教士们解放他们的观念%将观念从他们的母语

中抽 取 出 来%再 让 这 些 观 念 穿 上 中 文 的 服

装"&’)(!"@傅尔蒙批评该书规则太少%例子太多%但

正因为它例子很多%而为一般习华文者欢迎"因

为$习华语者重事件而不重理论&’@(F@)"

三

对于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传入的知识我们关

注得最多的是那些能够直接对国计民生产生影响

的$实学&%即科学技术方面%$他们对于中国音韵

学的贡献%反倒被其他方面的成绩所掩&’A(A@"即

使能认识到他们在这方面的贡献%但又因以下的

原因而低估它的价值#认为汉字的拉丁化拼音并

不是完全异质的文化%不过是西人用他们的字母

来给中国字注音而已%所以不能跟他们传入的其

他科学相提并论"我们认为%这样的看法是片面

的"应该看到%传教士用拉丁字母来给中国字注

音这当中所包含的价值跟他们所传入的其他科学

所包含的价值是一致的%即用科学的精神来研究

世间的一切问题%用逻辑的!系统的方法整合研究

对象"我们 可 以 从 以 上 所 引 的 金 尼 阁 自 己 的 话

$中国文字之源%西学记载之派&来看这当中的意

义%这段话可以这样理解#文字是中国的%但方法

是西方的"正是这种西学方法启发了明清以降的

许多学者"总之%传教士们用拉丁字母来拼读汉

字%实际上也是用科学的手段来研究语言!语音问

题%这是西学在语言学研究方面的体现"也可以

说%汉语的拼音化的意义%远远大于音韵学本身%
它启发后人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社会科学"

从利玛窦!金尼阁在汉字注音上的努力%我们

也得到 其 中 的 文 化 启 示"西 士 创 制 汉 字 拼 音 方

法%是 因 为 他 们 学 习 汉 语 心 切+他 们 学 习 汉 语 心

/!D/



切!是因为他们学习中国文化心切"他们学习中国

文化心切!是因为他们传教心切#但是!我们也看

到一些传教士并不借重这一点!他们当中有些人

根本无视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化!而要赤裸裸地将

他们的文化强加给中国人!这尤其体现在鸦片战

争之后入华的传教士那里#从利$金二氏的努力!
我们看到了明清间来华的传教士是非常强调文化

认同的#再者!他们的努力也让西方人开始了解

神秘的汉语!他们在为自身传教作准备的同时!也
在东方和西方架起了一座交流的桥梁#

从更 广 阔 的 文 化 层 面 看!%西 儒 耳 目 资&在

)"!"年出版 也 是 意 味 深 长 的#人 们 常 常 发 出 这

样的疑问’为什么是西方来寻找中国!而不是中国

去寻找西方？也有论者在论及明清这段东西方交

往时干脆就说’(中国人没有能够去发现欧洲!现

在只有等待被欧洲人发现#)*)(+@传教士输入的一

些学科我们是没有的,尽管我们有相关的学问-!
而汉语是我们独有的!现在却是他们先用拼音这

种科学化的方法来对之加以注音’这说明西方不

仅在知识的本体上向中国(侵略)!甚至在方法上

也在向中国(侵略)#你(老死不相往来)!但别人

偏偏要找上门来!从万历年间耶稣会士进入中华

以来!中国的许多方面实际上就开始了(现代化)
的征程!而汉语是(现代化)最早的门类之一#语

言作为文化之匙!是异质文化交流的关键"传教士

开始研究这把钥匙!目的就是要打开中国文化之

门"打 开 中 国 文 化 之 门!目 的 是 要 输 入 他 们 的 文

化!传入他们的福音#在文化交往上采取回避的

态度是消极的#你不去跟别人交往!别人也会找

上门来!所以我们应采取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异质

文化#美 国 宾 州 G:%%3,6N:%%3大 学 常 昌 富 博 士 这

些年一直在研究计算机输入与汉字拼音化中的文

化义蕴#他认为’(计算机的使用及其它对字母语

言!特别是英语的依赖!使得计算机这种发明不仅

是技术层面的事!而是一种重组世界文化景观的

强大 的 文 化 力 量#)*))+应 该 说!这 种 强 大 的 力 量

从利玛窦 那 个 时 代 就 开 始 作 用 于 汉 语 及 汉 文 化

了#汉字的计算机输入问题现在已经得到解决!
但是!我们是以边缘者的身份去迎合西方中心的!
是我们去适应西方!而不是西方适应我们#

除了以上各个方面外!明清之际西方 传 教 士

所传入的西方科学与文化并对中国产生影响的还

有诸如绘画$音乐!甚至火器制造等方面#

比如在绘画方面!西方的画风给中国 画 带 来

了新的基质#利玛窦认为!中国人在绘画等方面

(是非常原始的!因为他们从不曾与他们国境之外

的国家有过亲密的接触..他们对油画艺术以及

在画上利用透视的原理一无所知!结果他们的作

品更像是死的!而不像活的)*)!+!!#耶稣会士$意

大利人 郎 世 宁,*$63J27.6;%:4:$-3!)"DD?)E""-
曾受名师严格训练!他甚至在法国艺术界也占有

突出的地位#他服务于康熙$雍正$乾隆 三 朝!颇

受荣宠!尤其得宠于乾隆帝#乾隆帝(几日日往视

西 士 作 画!而 乐 与 之 言)!并 (数 使 之 绘 画 御

容)*@+"BE#尽管西士为了得宠或迎合中国皇帝!而

在画风上牺牲了许多西洋的技法!但还是对中国

绘画有启发#比如!由于传教士的缘故!西洋的铜

版画就在清代传入中国#从康熙时代起!清朝就

开始了对边疆地区的征服!历康熙$雍正$乾隆三

朝而大功告成#乾隆皇帝为了追念英勇奋战的勇

士!命紫光阁描绘这场战争!又命郎世宁$王致诚$
艾启蒙$安德义等传教士将战争画制成)"幅铜版

画*)B+#这就给中 国 艺 术 带 来 了 一 种 新 的 表 现 形

式#
总之!从万历到乾隆这近两百年中!西方文化

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科学!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

的影响#有些影响未必在当时就能表现出来!但

如果我们用历史整体观来考察!就发现后来的中

国现代化!跟这段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当

然!我们并不否认!西方传教士传播科学文化的首

要目的是要使之服务于基督教传教事业#正如徐

宗泽在%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的结语中所认为

的!明末清初基督教在中国所取得的成绩!因素之

一是在(人的方面),即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

等(政学界人士)-和(事的方面),即借助于科技文

化-!他认为!(不以学术为方法!联络感情为先导!
则鲜有能成功者#)*)B+!AA在社会历史中!经常有动

机和结果不相一致的地方#具体到明末清初这段

中西文化交往史!我们就发现!传教士们的动机是

要传教!结果却传播了西方文化!为后来中国社会

的现代化埋下了无数颗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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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0条)

1.期刊论文 刘丽敏.LIU Li-min 明末清初士大夫与近代士大夫反基督教思想异同辨析 -唐都学刊2005,21(1)
    无论在明末清初还是在教案风起云涌的近代,士大夫一直是倡导反基督教思想、制造反教言论的主力军.总体说来,明末清初士大夫与近代士大

夫的反基督教思想,其深层内容并无二致,二者都以儒家的世界观表现出种族反教、邪说反教、纲伦反教和经验反教的特征.但在列强肆虐的近代中

国,随着教会权威的形成和官、绅、民反教共识的达成,近代士大夫的反教思想又呈现出别异于明末清初士大夫的特质.

2.学位论文 王定安 以同述异与因异求同——浅析明末清初心学与“西学”之关联 2006
    本文从同异之辨的角度来探讨明末清初心学与“西学”之间的关联，认为心学在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对撞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心学使得

徐光启等儒士不囿于成见，对“西学”具有敏感和包容的能力，心学影响下的儒士对基督教的反映成为利玛窦传教策略实施、调整的标准，利玛窦

注意满足儒士心态，与儒士形成互动，最终以同述异成为较为固定的传教模式，所以，心学对于利氏以同述异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也起到了中介作用

。

    本文第一部分阐述利玛窦以同述异。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入华传入的基督教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是一种差异，这种差异如何才能为当时的中国人

所接受?利玛窦采取以同述异的方式，具体来说，利氏以基督教作为儒家的本源，在此前提下才有耶儒之“同”，此“同”只是同于本源，实际上

是有差异的，“真同”的标准是同于基督教，要实现其所谓“真同”就必须排除儒学当中与基督教相冲突的核心差异，达到与基督教同一。利氏从

两方面排除差异，一方面采取同的形式、以同的名义，在对儒家经典予以基督教的诠释中使儒家词汇、术语、命题等核心意义发生合于基督教目的

的替变，以“普遍性”的基督教置换儒家，把中国文化归入基督教的本源之下，另一方面，对于儒家当中与基督教有明显冲突之处则予以直接驳斥

。

    为什么有些儒士会对“西学”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乃至接受基督教?本文第二部分探讨心学对于儒士在回应“西学”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认为这

些儒士在心学背景下面对“西学”时表现出因异求同，以求同为指归，以异为途径，并非要消除差异，反而是要彰显差异，无差异就无所谓同，同

始终伴随着差异，正是因为有差异所以才求同，因异求同实际上是面对“西学”差异时表现出来的“敏感”。

    基督教与心学的同异观有很大区别，表现在入教儒士身上就是他们在同异观上持双重标准，文中第三部分对此加以剖析。

    本文第四部分重新对利玛窦以同述异传教模式形成发展的过程加以考察，从而见出心学对利玛窦传教也起到了间接影响。

    最后，本文选取“教中三柱石”之一的徐光启作为研究个案，来具体探讨明末清初心学与“西学”所发生的关联。

3.学位论文 李业业 明末清初基督教生死观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2008
    本文专注于东西方文明对于生死问题的不同理解，从生命组成、生死归宿、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三个核心层面，辨析二者的特点及其差异。进

而以明末清初两大文明初次交锋的时间点为切入，通过文本解读，探讨传教士在中国本土儒释道杂糅的宗教语境中，为经院哲学“向死而生”的生

死观建构合理性的方式；同时，通过本土反教人士以及信教儒生的各种回应，考察中国人对其内蕴的宗教精神的理解程度。本文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论述了作为中国本土思想主流的儒释道三家的生死态度。儒家的自然死亡观和强烈的入世情怀，道家对生死齐一的强调和“恶生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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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的智慧以及佛教生死轮回，涅磐成佛的宗教精神构成了明末清初中国生死观念的复杂语境。正是这种多样性和开放性，为异质文化元素的输入

提供了契机，同时也蕴含了对话、冲突和互补的可能。

    第二部分，从介绍基督教生死观的核心概念——灵肉二分、原罪与救赎、赏善罚恶入手，展示其以回归上帝的绝对真理为生命终极价值的宗教

本质以及对个体价值的强调。通过与儒释道生死智慧的相互甄别，发现其在德性实现形式、客观社会道德训减作用上的相似性以及本体论上的差异

。基于对中国本土生死观的全面考察，利玛窦在传教著作《天主实义》和《畸人十篇》中就二者合辙之处进行了大力阐发，建立了以宗教伦理精神

吸引中国儒生的文本传统。

    第三部分，研究中国本土面对基督教生死观念三种不同反应。一方面，基督教用彼岸世界解释生命归宿的方式，造成了对佛教生命轮回学说的

挑战，引发佛耶之间的护教论辩；另外一方面，儒耶在生死问题上的对话为士大夫打开了探寻个体生命价值的另一种维度，对耶教生死观报有好感

的温和士人以及奉教人士，均在文本中表达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并给予回应。前者通过分析《三山论学记》中叶向高与艾如略的问答，展示中西

方生死观念冲突的核心以及解决途径。后者则以奉教人士的信仰深度为划分，分析李之藻、徐光启、张星曜、杨廷筠、朱宗元等教徒在生死观上的

不同特点，证明了基督教生死观主要在宗教情感、道德律令两方面对中国教徒产生影响，乃至成为促使本土士大夫在人生价值取向上发生转捩的关

键因素。

4.期刊论文 陈朝娟 从明末清初佛教的复兴看近代佛耶对话——从佛教界对基督教的态度谈起 -理论界

2007,""(5)
    面对近代佛教的衰微,佛教界人士以复兴为己任,在上个世纪初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佛教革新运动.在这次佛教复兴运动的过程中,佛教与基

督教再次在中国相遇并产生了一系列的碰撞.本文试图从阐述佛教界对基督教的态度入手,着力分析此次佛耶对话的缘起、对于双方的影响以及存在

的问题.这将对21世纪两大宗教之间的对话,对于当代文明间的和谐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5.期刊论文 刘锦涛.张箭.LIU Jin-tao.ZHANG Jian 基督教传入西藏年代析 -西藏研究2008,""(5)
    基督教究竟何时传入西藏,迄今尚无定论.目前史学界主要有三种不同说法:唐代说、元代说和明末清初说.前两者虽有一定论据,但均缺乏有力

的文献佐证.文章通过对各种文献资料深入分析,认为基督教传入西藏的时间应是明末清初.

6.学位论文 赵昕雅 纳妾制与明末清初儒家士大夫皈依基督教的障碍——试论中西文化在婚姻伦理价值上的冲

突 2009
    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踏进中国门槛并与中国人有初步接触之后，双方各自给对方留下的“异类”印象必然是相当复杂和深刻的。有趣的是

，这种由各自传统烙下的先入为主的印象，并不都是随着双方接触和沟通的增进而逐渐减弱或消弭，相反，某些潜在的分歧和矛盾常常会借助对话

的渠道获得公开展现和扩大。纳妾制便属于这样一个问题：它不是通过对话而取得的基本共识，而是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引起日益激烈的争端。

    传教士来华的主要目的是要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于中土，但由于基督教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心中是“洋教”，因而遇到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

国本土文化意识的挑战是在所难免的。西方传教士也很快意识到中国传统意识形态、中国文化，儒家伦理在中国国民心中的重要地位，意识到必须

采取适应性的传教策略，因而对儒家伦理作了一些让步。然而在传教士来华宣传基督教义遇到的诸多困难中，纳妾制却始终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

。源于《圣经》传统的基督教一夫一妇制与源于儒家孝文化的纳妾习俗形成了尖锐的矛盾。纳妾在西方看来是一个“毋行淫邪”婚姻道德的问题

，在中国则是一个涉及孝道伦理等复杂因素的问题，因此这道障碍就体现出中西文化在婚姻伦理价值上的冲突。

    关于纳妾制在中西观点上的截然不同所体现出的冲突，从实质上来说也是中西文化的深层次交流；既然这样的交流已经涉及文化的本质问题

，那么它也是决定早期耶稣会在中国命运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本文通过对理论的研究和对典型个案的分析来探讨纳妾制引起的冲突，加深我们

对明清之际中西方文化冲突的认识，理解跨文化交流的本质和跨文化沟通的规律，了解耶稣会入华的历史过程。同时，通过对明清之际的这段中西

文化交往史的研究，对于今天的跨文化对话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7.期刊论文 戴俊霞.杨宸.DAI Junxia.Chen D.YANG 另类的"学术传教"——解析明末清初传教士对中国典籍的

译介 -中国科技翻译2009,22(4)
    明末清初传教士来华的目的就是以基督教归化中国,普世基督教理想直接影响着他们对中国典籍的译介.本文从明清传教士对中国典籍的"神学

"解读及其"基督化"的翻译两个层面阐释汉籍西译的宗教归化实质,并揭示传教士译介汉籍的历史效果与其动机间的对抗性关系.

8.学位论文 金刚 “回儒”和“西儒”比较研究——明末清初之儒家型穆斯林和儒家型基督徒 2009
    本文所谓的“回儒”，主要是指从小生长在中国，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以宣扬伊斯兰教为己任，从事伊斯兰教经典、教义的翻译和阐述即“以

儒诠经”工作的明末清初的中国回族知识分子或穆斯林学者。这些“回儒”也可称为儒家型穆斯林或儒学化穆斯林，他们因伊斯兰教的儒学化而带

有深刻的儒家特质。其主要代表有：王岱舆（约1570-1660年）、张中（约1584-1670年）、伍遵契（约1598-1698年）、马注（1640-1711年）、刘

智（约1655-1745年）、金天柱（约1690-1765年）等，需要指出的是，在明末清初，“回儒”专指一个群体，既非自称亦非他称，而是后来的研究

者因其从事“以儒诠经”或“以儒解回”活动而使自身带有回、儒双重文化气质而给与的一个称谓，在民国以前的文献里，“回儒”较少出现，仅

指两个文化体系，而非专指一个群体。

    本文所谓的“西儒”，主要是指明末清初长期生活在中国，研习儒家经典，介绍西方知识和科技，以传播基督教为己任，遵守“利玛窦规矩

”，致力于“合儒”、“补儒”、“超儒”和以基督教归化中国人的工作，会通儒家思想文化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这些“西儒”也可称为儒家型

基督徒或儒学化的基督徒，他们因基督教的儒学化而带有明显的儒家特质。其主要代表有：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艾儒略

（Julio Aleni，1582-1649年）、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年）、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年）、白

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年）、马约瑟（Joseph de Premare，1666-1736年）、傅圣泽（Jean-Francois Foucquet，1665-1741年），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在明末清初，“西儒”作为一个群体，既是自称亦是他称，并非后来的研究者提出的一个称谓。

    在“回儒”和“西儒”产生之前，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就早已传入中国。伊斯兰教自唐朝入华以来，不公开传教，不主动发展信徒，信徒的增加

主要依靠群体内部的不断繁衍、其他人口的自然融入、西方穆斯林的持续东来和一些民族群体的主动皈依。基督教曾经两次入华，唐朝时期的景教

和元代的也里可温教虽然大力发展传播自身宗教，也曾拥有众多信徒，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湮灭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汪洋大海中。在明末清初之前

，与同属外来宗教的佛教相比，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没有在思想文化方面与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长期、持续、深刻、全方位的交

流、对话、碰撞和融合，更没有像佛教一样拥有浩如烟海的中文著作作为传播宗教进而影响中国的载体，其教义教规不为外界所熟知，更没有与中

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实现深刻的融合。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回儒”和“西儒”并没有产生，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思想文化方面对中国的影响微

乎其微，当然也不可能像儒释道三教一样被中国封建政权所倚重。

    明末清初“回儒”和“西儒”的共同产生，真正开启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全方位的对话和融合，是伊斯

兰教和基督教在华发展传播的转折点，对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的意义。尽管时至今日，相比之下，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与儒家思想

文化的融合仍然远没有佛教广泛和深入，还带有更多的“异质”文化的特点，但是，“回儒”和“西儒”的出现，使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与儒家思想

文化的融合发生了质的转变，也使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中国化进程实现了质的飞跃。

    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对明末清初的“回儒”和“西儒”进行综合考察和对比分析：

    一是“回儒”和“西儒”的产生背景。明末清初，伊斯兰教学者和天主教传教士有着相似的主观愿望和使命：前者力图挽救伊斯兰教在中国逐

渐式微的局面，解决教徒的信仰危机问题；后者尽力开创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环境，使中国社会基督教化。同时，他们也不得不面对一种共同的客

观现实：以儒为主、儒释道有机交融共同尊护皇权的综合体--理学发展到了更加成熟的阶段，并处于官方和主导地位。由于伊斯兰教和天主教自身

的实际情况和中国封建政权的强大，它们在中国的振兴和传播不可能采取强制的手段，而只能走接受并适应中国国情的道路。这种相似的主观梦想

与共同的客观现实之间的碰撞，使得伊斯兰教学者和天主教传教士必须首先适应儒家学说，尽力找到与儒家学说的结合点。在为实现相似的梦想而

适应共同的现实的过程中，一部分伊斯兰教学者和天主教传教士逐渐形成了鲜明的儒者气质，“回儒”和“西儒”应运而生。

    尽管伊斯兰教学者和天主教传教士都带有一种“儒者”的气质，都被归在儒者行列，但他们没有被称为“汉儒”，而是分别被称为“回儒”和

“西儒”。“回儒”和“西儒”称谓的本身就表明了他们身上既不同于汉儒，又互相不同的鲜明的异质文化特点。所以，在共同的客观原因和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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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的背后，“回儒”和“西儒”产生的背景还有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在：1.文化背景不同：“回儒”自幼受伊斯兰教和儒家文化的双重影响

，而“西儒”深受基督教文化的熏陶和洗礼；2.依附对象不同：“回儒”没有依附某种力量或者说没有后盾可言，而“西儒”有天主教和欧洲列强

为后盾依耗；3.心理动因不同：“回儒”侧重于实现文化自救和宗教复兴愿望，而“西儒”侧重于完成文化扩张和宗教传播使命。

    二是与儒家学说之会通。“回儒”之所以被称为“回儒”，“西儒”之所以被称为“西儒”，除了表明了他们各自的异质文化特点外，更深刻

地体现了“回儒”和“西儒”与儒家思想文化的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伊斯兰教学者和天主教传教士在对儒家学说有了比较深入的把握的基础上

，在保持自身特质和核心教义的前提下，着力会通儒学，以会通来求得与儒家思想文化的有机交融。综观中国宗教史，外来宗教传入中国后，都不

约而同地去调和与儒家思想文化的关系，尤其是在教义上“会通儒学”，“会通儒学”成为各外来宗教适应封建中国的共同选择。所谓“会通儒学

”，或者说“附儒”、“合儒”、“援儒”、“摄儒”，是指各外来宗教（主要指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在保持自

身特质和核心教义的前提下，不断比附、靠拢、融会、贯通、接受、吸收儒家思想乃至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动和倾向。“会通儒

学”现象以佛教开始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因而佛教的儒学化或者说中国化最为明显，又因为儒佛之间总体上是一种相互融合和吸

收的关系，所以，佛教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会通儒学”倾向虽然也十分明显，尤其是明末清

初的“回儒”和“西儒”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但由于它们与儒学之间基本上是一种单向靠拢的关系，没有像佛教一样做到与儒学“合流

”，再加上两者会通儒学的时间、广度和深度还不够，所以它们至今仍带有异质文化的特点，没有真正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总的来看

，“回儒”和“西儒”对待儒学有着共同的态度：调和与适应，特别是着力“会通儒学”。

    “回儒”和“西儒”对儒家学说的会通，既有惊人的相似，也有根本的不同。“回儒”会通回儒主要表现在：1.将儒家的宇宙本原论纳入伊斯

兰教的真主创世说：2.将“天”和“西方大圣人”解释为“真主”和“穆罕默德”：3.孔子等中国圣人亦为真主所降之“受命行教”的圣人

；4.“回之与儒，教异而理同”，可互补共明；5.以“天道五功”、“人道五典”沟通“五常”、“五伦”；6.强调“忠主”与“忠君”不可分割

。“西儒”会通天儒主要表现在：1.“中国所祀之昊天上帝”就是“西国所事之天主”；2.儒家古代经籍中有与天主教一致的灵魂不灭和天堂地狱

观念；3.以天主教教义统摄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4.尊重中国传统的“祀天”、“祭祖”和“敬孔”习俗；5.索隐派对儒家经典等中国文献的“过

度附会”理解，“回儒”和“西儒”会通儒学的差异主要是：1.核心目的不同：“回儒”“会通儒学”的目的侧重于宣扬伊斯兰教教义，致力于适

应儒家学说，以消除误解和隔阂，使教内教外了解和认识伊斯兰教的真谛，而“西儒”“会通儒学”的目的侧重于传播天主教，意在通过“合儒

”、“补儒”、“超儒”，改造儒家学说，以天主教归化中国人；2.涉及范围不同：“回儒”对历代儒家学说一概予以会通，而“西儒”则“容古

儒”、“斥新儒”；3.教内外回应不同：“回儒”面临的阻碍很小，并且赢得了教内外的普遍赞美，而“西儒”除了得到教内外的赞赏外，更受到

强烈的批评、诋毁和牵制。

    不可否认，“回儒”和“西儒”“会通儒学”的活动使各自宗教适应了中国政治的需要，适应了中国的主流思想文化，适应了中国的传统习俗

，都为本宗教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在环境，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三是与上层社会之交往。“回儒”和“西儒”与上层社会交往的区别在于：1.交往方式不同；2.实际作用不同；3.社会影响不同。

    四是与佛道两教之论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对明末清初的“回儒”和“西儒”进行比较研究，目的不在于区分出“回儒”和“西儒”及其宗教的高低优劣，也不

在于阐明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究竟有多少误读和偏见，而是在于彰显他们勇于促进人类文明交流和融合的可贵精神并为我们所弘扬。因为，所有的

宗教都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所有对人类文明交流做出贡献的人都需要和值得我们尊重，所以，不苛求于古人在某些方面存在的缺憾，而是将古

人的优良之处发扬光大，始终应该成为当今人们认真遵循的原则。

9.期刊论文 陆耿.LU Geng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眼中的广东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3)
    明末清初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传教士在传播宗教的过程中把西方的某些科学知识传给了中国,同时也把所见所闻向自己的同胞作了描述.广

东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传教士进入内地的首站.文章试从传教士所描绘的广东的整体印象,城市建筑、商业、物产、风俗等几个方面探讨明清之

际的广东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从另一角度来审视广东这一时期的文化.

10.学位论文 孟凡胜 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史研究 2009
    明末清初天主教第三次传入中国，以利马窦为首的传教士采取灵活的传教策略，积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结交上层士大夫，并把天主教教义与

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终于使天主教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但利玛窦去世后，他的继任者坚持按天主教的教义进行传教，导致天主教遭受中国传统势

力的围攻，最终在“南京教案”发生后被禁止。清取代明之后，由于顺治皇帝的优容和保护，天主教得以逐渐恢复，但“礼仪之争”又使得天主教

遭到全面禁止，从此走上非法的道路。天主教的衰落具有很多原因，其中包括政治原因、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以及天主教内部各修会的分裂等等。

天主教在明末清初这段历史时期虽然经历了起起伏伏，但它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将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传入了中国，并将中国的

思想文化传入了西方，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传教士们的历史功绩还是值得肯定的。本文通过搜集整理史料，对明末清初天主教的

这段历史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并对传教士的活动进行了公正客观的评价。本文主要从四大部分展开论述：<br>　　

 第一章主要讲述了明末清初传教士东来时的国际国内背景。国际上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使得天主教迫切需要到海外传教，以扩大天主教在世界

的影响力。而葡萄牙等国的殖民活动，也为传教士的传教提供了一定的条件，这一时期，葡萄牙已经占领了澳门，为传教士进入中国提供了中转站

。在中国国内，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传统的儒家思想根深蒂固，这些都使得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的难度加大。<br>　　

 第二章主要讲述了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国曲折的发展历程，明末天主教第三次传入中国，以利玛窦为首的传教士们，依托澳门为中转站，以灵活

的传教策略一度使得天主教在中国站稳脚跟，但是“南京教案”的发生使得天主教走向衰落。清朝初年由于汤若望等传教士的努力，天主教获得了

顺治和康熙的认可，得以迅速发展，但是由于罗马教廷的干预，天主教的传教策略有所改变，导致了康熙晚年的禁教。明末和清初的传教方法、传

教对象都有所不同，本章也展开了论述。<br>　　

 第三章主要从明末清初天主教衰落的原因，主要从政治原因、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传教士内部的分裂以及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差异四个方面分

析了天主教衰落的原因。这其中传教士内部的分裂是主要原因，传教士们的传教策略各有不同，各修会之间又互不统属，各自为战，使得传教士的

凝聚力大大减弱，因而面对中国传统势力的攻击时缺乏应对能力。<br>　　

 第四章主要讲述了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传教士来中国传教的同时将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传入了中国，同时又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传入了西方

，成为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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