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方数据



 万方数据



 万方数据



5．传播水利学知识。天主教传教士熊三拔

(Sabbtino deursis，1575—1620)将西方水利学首次

传人中国。他撰写的《泰西水法》就是一部有名的水

利学专著，书中谈到取水、蓄水之法，专论水性等问

题，这对发展中国农业水利事业起了很好的作用。

6．制造枪炮术。明末，中国枪炮的制造已经落

后，不如西方精良。西方枪炮术传入中国始于葡萄

牙人东侵。天主教传教士人中国后，中国科学家徐

光启从利玛窦学火器，而知其术，成为精于西方枪炮

制造术的第一位中国人。之后，多名传教士来华传

授枪炮制造之术。1639年(明崇祯十二年)，汤若望

著书《火项挈要》，并讲授放铳法、火器使用法，编纂

火药城守等书，铸钢炮几位。现在故宫内放置的生

铁大炮就是在汤若望主持下制造的。在清朝，1860

年(康熙皇帝十九年)南怀仁著书《神威图说》，详载

炮火铸造之术，并铸造战炮300多位。

7．制造精密仪器。明末清初之际，西方天主教

传教士除了初来中国时自带一些自鸣钟、八音琴、三

棱镜外，后来还制造了一批精密仪器，如天文仪器、

望远镜、显微镜、钟表、机器人等物。

8．介绍西方医药学。西方医药学于明末传入中

国，首先传人的是解剖学。传教士德国人邓玉函、意

大利人龙华民(Nicololongobardj，1559一1654)合译

的《人身图说》，即今日的解剖学。清康熙年间，西方

医术继续传入中国。康熙皇帝喜欢西方医术，聘请

西方医生供职于皇宫中，为其做过外科手术，并以西

药奎宁治愈了他的疟疾，这些都是西方医药学传人

中国的证明。

9．介绍西方音乐学。西方音乐传人中国，始于

葡萄牙传教士定居澳门之时。当时传教士们在澳门

建造了教堂。为了做弥撒、歌诗颂神、用琴和韵，他

们在教堂内设置了“风乐”(即风琴)。此后，西方音

乐和乐器不断地传人中国内地。明末，利玛窦进京

朝觐时，向皇帝献铁弦琴一把。神宗皇帝爱之，命内

臣学习。至清康熙年间，西方音乐在中国有了进一

步的传播。传教士们多次用西方乐器为康熙皇帝演

奏。传教士葡萄牙人徐日异(1、homaS Pereira，1645

—1708)精通音乐，著有乐理《律吕新书》，论述音乐

谐和、曲调编排(即五线谱的制作和用法)。传教士

德理格(Re出血，1671—1746)在清宫廷中任音乐教

师，专为皇太子们讲授乐理，教他们按谱歌唱弹奏

等。

10．介绍西方绘画艺术。明清期间，西方绘画艺

术是由天主教传教士带人中国的。首先是传教士意

18

大利人罗明坚(Michaele Ruggieri，1543—1607)于

1579年(明万历七年)来华时将耶稣及其圣母玛利

亚画像带到中国。其后利玛窦在中国南方各地传教

时，建造了一些具有宗教艺术风格的天主教堂。

1601年(明万历二十九年)，利氏进京朝觐时，又携

有天主和圣母图像(即艺术品)，向皇帝进贡。继利

氏后，传教士汤若望也把宗教图画呈献于清皇帝，其

中有彩绘天主降凡一生事迹各图、用彩色蜡制成的

三王来朝天主圣像一座。至清朝时，传教士意大利

人郎世宁(GiuSeppe Casti91ione，1688一1766)来华

传教，不久进京，任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宫廷画师，

绘有《百骏图》等画，颇受皇帝们的喜爱和赏识。上

述西方绘画艺术传人中国后，使中国绘画艺术发生

了重大变化，影响了中国画家，例如明朝画家董其昌

的绘画曾受西方影响，吸收了西方风格；又如清朝画

家吴历，不但仿效了西方绘画法，而且融合了中国传

统绘画法，创造出新的中西结合的绘画法。【4J

11．介绍西方建筑艺术。在建筑方面，中国建筑

也受到西式建筑艺术的影响，有许多欧化的特点。

明末时，葡萄牙人居澳门，意大利人人广州，耶稣会

士到北京，他们在这三地所建的房屋为西式建筑艺

术。西式建筑的崇楼仙阁、高檐飞栋，颇为中国人喜

爱。在西式建筑中，以圆明园的西洋楼最负盛名，设

计师是供职于清宫廷内的传教士意大利人郎世宁和

法国人蒋友仁(Michael Benoist，1715一1774)。传

教士法国人王致诚(JeaJl Denis Attiret，1702—

1768)称圆明园建筑为“万园之园”。

12．办教育，建学校。天主教传教士在华办教育

和建学校，把西方的教育制度输入中国，使中国的教

育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利用庚子赔款，建立

了许多教会学校，培养了大批学生，对中国教育做出

了一定贡献。据统计，天主教会在中国开办的大、

中、小学校，到1914年共有8千多所，学生总数共有

1万3千多人。比较有名的大学有：美国天主教会

1850年在上海创办的“徐汇公学”，1903年在上海创

办的“震旦大学”，1922年在天津创办的“工商学

院”，1925年在北平创办的“辅仁大学”。

13．传播西方哲学。西方哲学传人中国，始于明

末，首先由天主教传教士意大利人高一志(mphon．

suS Vagnoni，1566—1640)把西方哲学思想介绍到

中国。他的著作《斐录汇答》(“斐录”是西语哲学的

译音)主要讲述了希腊哲学思想——宇宙四大元素：

火、气、水和木。这部著作对古代中国哲学界产生了

一定影响。之后，有天主教传教士葡萄牙人傅汛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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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赵氏孤儿》译成法文。《赵氏孤儿》的翻译出版在

西欧引起巨大的反响。法国作家、哲学家伏尔泰根

据这个译本改写出《中国孤儿》剧本，并公开上演，在

欧洲引起轰动；又如意大利来华天主教传教士晁德

莅(mlgelo zOtt01i，1826—1902)，著有拉丁文《中国

文学课程》，其中载有《三国演义》、《水浒传》、《今古

奇观》、《好逑传》、《西厢记》等内容；再如，法国来华

天主教传教士戴遂良(LeOn wieger，1856—1933)在

华传教30年，同时翻译了许多中国的著作，其中包

括《聊斋》、《搜神记》、《两世姻缘》等内容。"J

综上所述，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为了能在中国顺

利传教，除了设法把天主教教义儒学化外，还在“西

学东渐”和“东学西渐”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西学

东渐”方面，他们多领域地把西方世界的先进科学技

术和文化介绍到中国来，这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产

生了重大影响，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使中国逐渐走

向进步，这应该说是他们的贡献；在“东学西渐”方

面，他们多方面地把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西

方世界，使西方人了勰和认识到中国历史之悠久、辉

煌和文化之灿烂，使他们耳目一新，进一步认识到中

国的伟大，这也是传教士们的一大功绩。由此可见，

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在推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虽然他们在华传教过程中也有负面影

响，但他们中间多数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和敬慕以及对中国文化的西渐，至今人们仍记忆犹

新，并传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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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修彩波.XIU Cai-bo 方豪的天主教史研究--以《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为例 -莱阳农学院学报（社会

科学版）2006,18(1)
    方豪在天主教史研究方面成就颇丰.以《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为代表,他不仅对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原因、过程及与中国文化的相互影响作了精深的

考究,而且还从诸多方面展拓了天主教史的史料来源,为中国天主教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2.期刊论文 郭丽娜.陈静.Guo Li'na.Chen Jing 论巴黎外方传教会对天主教中国本土化的影响 -宗教学研究

2006,""(4)
    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材料显示,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形成是十七世纪罗马为了落实天主教远东本土化政策和力排葡萄牙远东保教权而采取的一系列努力

行动的结果.虽然巴黎外方传教会在传教经费来源上与法国政府具有一定的资助关系,但就其本质而言,它首先是一个在组织上直属于罗马的传教团体

(Association),而非宗教修会(Congrégation),其主要目的是协助传信部建立远东土著教会,因此巴黎外方传教会入华对天主教中国本土化过程曾经产生

过推动作用.

3.学位论文 张振国 拒斥与吸纳：天主教对中国民间信仰的应对——以明末至鸦片战争为限 2008
    天主教在全球传播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的文化移植的过程，而这种文化移植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如何应对本土文化。我们知道，天主教入华

所要面对的主流群体是中国的广大民众，是中国的普通百姓，因此，天主教要想在中国落地生根，最关键的是要找准中国本土习俗文化的发展脉络，适

应民间社会的文化传统，中国民间信仰源远流长，已经渗透到民众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一种民众文化，构成了我们中学民族独特的心理特质和思维方式

。因此，如何应对中国的民间信仰，是天主教在华传播过程中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也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本文共分三部分对明末至鸦片战争之前

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信仰之间的遭遇进行描述。

    第一部分，天主教与中国祭祖礼仪之间的纠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祖先崇拜是中国民间信仰的核心，祭祖问题遂成为天主教在华传播过程中不可

逾越的问题。显然，在传教士眼中，中国的祭祖仪式属于异教偶像崇拜，即使是利玛窦也已认识到这一点。然而，祭祖在中国社会运转中所具有的重大

社会意义使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清醒地认识到，如果禁止中国天主教徒参加祭祖仪式，无异于关闭中国人步入天堂的大门，严峻的现实处境迫使他们重新

考虑中国祭祖礼仪的性质。于是，在文化适应策略的思维框架中，利玛窦借用儒家经典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强化了祭祖礼仪的世俗道德内涵，而故意忽视

其中的迷信因素，要求传教士尊重中国民众的祭祀习俗，允许中国天主教徒参加祭祖仪式，从而获得了传教的成功。其后来华的多明我方济各等托钵修

会的传教士，则出于宗教的本能而把中国祭祖礼仪列为应当禁止的迷信范畴，对利玛窦等的做法提出质疑，并把自己对中国礼仪性质的认识上报罗马教

廷请求裁决，从而引发了“礼仪之争”。面对托钵修会传教士的质疑及教廷的压力来华的耶稣会士选择康熙皇帝作为支撑自己观点的特别依据，使“礼

仪之争”突破了单纯神学急诊的范畴而演变为中国皇帝与罗马教廷之间的权利弈，结果导致了中国政府的禁教，天主教在中国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尽管

传教士在是否容忍中国信徒祭祀祖先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但对于祭拜木主、烧纸钱、向祖先祈福等带有明显宗教色彩的民间祭祀习俗却态度一致，视

为典型的迷信行为而对之予以系统的文化批判。然而，面对中国信徒在祭祖问题上表现出的执着，即使是视中国祭祖礼仪为迷信行为的托钵修会传教士

，也不得不对中国民间的祭祀习俗做出相对宽容的姿态，不仅尽量适应地方的习俗礼仪，而且把天主教的内涵融入民间祭祀礼仪之中，希望信徒能以天

主的名义来践行中国传统的孝道伦理。第二部分，传教士对中国民间信仰的文化批判与征服实践。作为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遭遇，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信

仰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天主教在华传播过程实际上就是与中国民间信仰争夺信徒的过程。因此，为实现“中华归主

”的夙愿，传教士在入华之初即对中国民间信仰展开了文化上的“扫荡”，试图动摇中国民间信仰的理论基础。他们一方面集中力量对城隍、关公、观

音、灶神等在中国社会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大众性神灵进行批判，宣扬天主的独尊地位；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民间社会盛行的算命、风水等世俗迷信行

为以及各种巫术活动予以批判，指责其对天主权能的僭越。需要注意的是，在对中国民间信仰进行文化批判的过程中，传教士往往把自己打扮成儒家学

说的“卫道士”，以儒家人文主义的标尺对民问信仰加以评判，批判其荒诞与虚伪。尽管传教士对民间信仰的批判入情入理，但其实际功效却并不乐观

。对于下层百姓而言，文化水平的低下极大地限制了传教士文化批判的影响力，使其难以对中国民众的信仰心理产生重大影响；对于知识分子阶层来说

，虽然在儒家人文主义精神的熏陶下，宗教意识向来比较淡薄，因此他们对于传教士文化批判的回应主要聚焦于祭祖、祭孔的礼仪方面，而在民问神祗

及世俗迷信问题上并未与传教士形成对话，但这远不足以使其转而改宗天_丰教，因为，毕竟民间信仰已经沉淀为一种民族文化，即使是儒家士大夫阶层

也不可能完全放弃这些传统信仰。与此同时，出于对中国民问神祗的先天仇恨，更加之被中国民众对待神灵的那种随意性乃至鄙夷、侮慢的表面现象所

蒙蔽，有些传教士在所到之处肆无忌惮地发动“对伪神崇拜的无情战争”。然而，实践证明，传教士及其信徒对民间神祗的这种直接打击，导致他们与

民间社会乃至官府的积怨日深，给福音传播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烦，于是，征服偶像活动逐渐发生转向，由直接的“暴力”打击转为与民间神祗之间的

“法力与灵验一的“和平竞争”，以此收服人心。他们利用中国民众对圣物崇拜的心理，充分发挥圣水、圣像、十字架在归化信徒中的作用；介入民众

日常生活，与和尚、道士、巫师斗法，驱魔禳灾以赢得信徒；大肆宣扬天主神迹，以天主的灵验收服民心。不过令传教士尴尬的是，他们为收服人心所

采取的举措竟然与民间信仰极为相似，因此，在赢得民众大批归化的表象之下，中国教民原有的信仰心理是否得到根本性的改造则难有定论。当然，对

于天主教对民间社会生活的积极介入，尤其是摧毁神灵偶像的过激举动，中国民问社会也予以积极回应，他们或制造、传播谣言丑化传教士及天主教

，或对传教士及其信徒实施直接的报复行动。第三部分，天主教对中国民间信仰的因应与吸纳。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天主教要实现“中华归主”的战略

目标，本土化是其必然的选择，而本土化的关键则在于能否把握好中国本土文化的发展脉络。而对于下层百姓而言，民间信仰不仅是一种文化积淀，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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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生存方式。在布道的过程中，传教士逐渐意识到，要想把民间信仰从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剔除是不可想象的，而且鉴于当时传教环境的恶化

，无奈之下他们选择了民间信仰作为适应的对象，借鉴民间信仰的生存及传播方式以使福音得以延续。生活在下层的民众，无力掌控自身的命运，只有

求助于冥冥之中的神灵保佑。这种“信仰”并没有什么深远的精神追求，而只是出于低层次的简单直接的利益需求。中国民间信仰的这种普遍的功利性

的价值取向，自然也会影响到下层民众对待外来宗教的态度。对下层民众来说，能够打动他们的是新宗教的灵验性，而不是那些玄妙高深的教理。针对

下层民众这种传统的崇拜心理，一些传教士尽量将天主教的信仰同中国的民间风俗结合起来，以中国人习惯的方式将天主教的信仰融入他们的生活，以

上帝的名义施行各种善事，满足民众的一些现实需求，并以自身高尚的德行感化民众，赢得人们的好感，同时迎合民众的传统心理，通过一些看似巫术

的“神功”(其中有一些科学知识的运用)展现天主教宗教仪式的有效性来吸引民众，使他们逐步接受天主教的信仰。更为重要的是，清中叶天主教依靠

众多散居各地的信仰团体的自立性习教，度过了官方禁教的严厉时期，成功避免了天主教在中国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命运，使其在中国顽强地生存下来

，并有了一定的发展，在中国城乡社会中孕育出带有中国民间小传统色彩的天丰教群体。这个群体在清中叶禁教时期一直保存、延续着天主教信仰，到

晚清教禁开放后，成为天主教在华复兴的基础。当然，由于教会统一组织与管理的缺失，这一时期天主教的本土化没有严格的规范，使自身与中国民间

信仰之间应有的距离难以把握，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失，使天主教在教义、礼仪方面呈现出一种失去自身独立性的严重民间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教民

信仰的波动；而且，天主教的下层路线使其处于一种自我封闭状态，导致世人对天主教的认识越来越模糊，为近代反教谣言的泛滥埋下伏笔，使之成为

近代反洋教斗争的一股重要的社会动员力量。

4.期刊论文 郭丽娜.GUO Li-na 巴黎外方传教会与天主教的中国本土化历程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22(1)
    巴黎外方传教会是17世纪在巴黎形成的一个传教团体.从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材料分析,巴黎外方传教会直接听命于罗马教廷,肩负协助教廷传信部制

衡葡萄牙保教权和建立远东土著教会的使命赶赴远东.巴黎外方传教会入华对天主教中国本土化产生过正面影响,客观上促进了中法文化交流的发展.

5.期刊论文 周萍萍 中国天主教历史的浓缩与定格——读《上主的葡萄园——鄂西北磨盘山天主教社区研究(1636-

2005)》 -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7(5)
    磨盘山天主教社区是中国天主教历史上最早的由教会管理的地方.经过三百年的积淀,这里仍然集中居住着虔诚的天主教信徒.通过<上主的葡萄园--

鄂西北磨盘山天主教社区研究(1636-2005)>一书,可以发现,一个社区的历史几乎是大历史的浓缩;小地方的个案分析在探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有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

6.学位论文 刘建平 红旗下的十字架——新中国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政策演变及其影响（1949-1955） 2008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首要关怀无疑是新生政权的巩固与安全。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作为国内与西方世界联系最为紧密,且意识

形态与无神论政党完全对立的团体,自然也就成为新政权必欲进行改造以实现对其控制的重要领域。然而,由于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群众性、国际性以

及苏联公开反宗教的失败教训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断然宣布两教为敌对势力,进行公开打击,而是允许信徒在“信仰自由”原则下进行宗

教活动的同时,借用中国教会历史上已经发展起来的“三自”的血统形式,全力引导和推动了旨在彻底切断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与西方世界联系的革新运

动。通过此举,中共新政权不但实现了割断两教与西方世界联系以巩固新生政权的目标,而且完成了对中国教会的初步改造,最终基本上控制了这一被认为

是影响其政权安危的特殊领域。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则在这种改造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萎缩和明显的分化。

    本论文共包括七部分,即绪论、五章和结论。

    绪论部分论述了文章的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状况、切入点和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资料情况以及几个重要概念的界定等问题。

    第一章从源头入手,分析中国传统的反教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宗教观以及苏联宗教政策的前车之鉴等诸多因素是如何作用于中国共产党的。

    第二章从新中国内外政策与教会势力之间矛盾冲突的角度切入,阐述新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政策的形成过程,并重点考察新政权为彻底割断中国基督

教和天主教与西方世界之间的联系是如何发起两教的“三自”革新运动。

    第三章着重论述中共新政权对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关系的全面清理。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以后,紧迫的危机感促使新政权对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政策

日趋激进。在这一形势下,新政权开始全面清理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关系,来彻底杜绝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从新中国内部搞破坏的可能。控

诉教会罪恶、驱逐外国籍传教士、切断源自西方各国的津贴以及接办教会所属机构等举措,无不体现出新政权的这一目的。

    第四章重点考察了新政权为进一步“纯洁”教会而进行的几场重大斗争。在政府的全力引导和推动下,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三自”革新运动虽有

相当的进展,但不管是基督教内,还是天主教内,都有对抗革新的势力存在。为进一步推动“三自”革新运动的发展,彻底割断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的联系

,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中共新政权在两教内发起了进一步“纯洁”教会的肃清反革命运动。通过此举,两教内公开对抗革新的势力被彻底打跨。第五章分

析了新中国宗教政策对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影响。新政权通过一系列措施,终将其权力和影响深深地植入了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内,使得原本带有极为

浓厚的西方成份和亲西方色彩的基督教、天主教彻底改变了在中国的存在形式。在接受改造的过程中,中国教会的阵地不仅大为缩小,而且其内部也出现

了明显的分化。

    本论文的结论部分对全文作结,指出建国初期新政权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政策极其复杂,内部充满了张力。首先,建国初期新政权基督教、天主教政策的

最大诉求是通过“反帝”的形式来彻底切断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之间的联系,并在这-有着特定含义的“反帝”过程中借用“三自”的血统形式来改造教

会,以使中国教会完全脱离西方世界而置于新政权的严密控制之下。其次,虽然宗教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但中共新政权从统战的角度出发,仍

允许信徒享有“信仰自由”。与此同时,中共新政权又提出在可能的条件下积极限制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发展,即所谓“缩小(两教)市场”、“限制(两

教)发展”的政策。这就使得新政权的基督教、天主教政策变得异常复杂。再次,建国初期新政权的宗教政策不管是对中国共产党,还是对中国教会都产生

了非常大的影响。对中共来说,新政权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政策不仅彻底割断了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的联系,而且在“三自”中完成了对两教的初步改造和

控制。然而,若从中国教会的角度视之,情况就完全两样了。

7.期刊论文 刘丽敏.LIU Li-min 中西之"神"再辨——以中国民间信仰与天主教为例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09,25(3)
    "神"是一个宗教信仰体系赖以建构的核心概念.关于中西宗教文化中"神"的概念的异同,学界已经做出了广泛且深入的探讨,但总体看来似有一个误区

,即缺乏对中国民间信仰的独立的考察.本文以中国民间信仰中的"神"与天主教中的"神"(天主)为例,对中西宗教文化中"神"的概念、神的形象以及信徒对

于神的理解的差异作一个系统的探讨.

8.期刊论文 荆世杰.JIN Shi-jie 50年来中国天主教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7,23(1)
    建国后中国天主教研究可以分成几个时期,1949～1978为第一时期,研究受意识形态左右;1978年之后从教案研究开始学术性逐渐增强,90年代中期以

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空前.各阶段研究呈现出不同的侧重和范式,取得了不菲的成就.天主教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面临学术转型的挑战和跨学科整合的任务.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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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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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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会议论文 聂向东 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和谐——从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等工程设计谈起 2007
    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合。面临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碰撞，我们将持何种态度?每个人都需要归属感

和认同感。当人们面对本土的传统文化和外来的新文化之间的价值取舍时，难免心怀忐忑。一方面，人们渴望吸收和融入新的先进文化；另一方面，又

希望保持自己文化传统和根基。只有前者可能会感到背叛了自己的文化和家园，只有后者则会感到被社会文化排斥在外。这种现象加剧了文化的冲突。

全球化过程中本土文化的命运如何?和谐社会呼唤文化和谐。中国传统“和”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良好基础。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是中国天主教最大的

神学院，是一个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和谐相处的典型。笔者近年来设计的几个其他工程，也可以作为实例来分析。本文通过分析本人主持设计的若干建

筑工程(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中国驻欧洲某国大使馆等)，研究从社会舆论到业主意图直至建筑师的追求中所表现出来的当代建筑业中对中国本土文化

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的一些探寻与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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