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豪的天主教史研究
!

———以《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为例

修彩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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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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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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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方豪（#%#$ * #%)$）是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天

主教神父。他自幼受洗入教，并入修道院接受神学

教育，自然与宗教史有不解之缘。正如他自己所言：

“独余少入道院，嗜古颇深，有整理教史之志。”［#］再

加之私淑陈垣先生，深受其治史方法与史学思想影

响，因此，对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有着精湛的研

究，特别是对天主教耶稣会来华的原因、经过及影响

的研究尤为精深。

一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是方豪天主教史研究

的代表作，#%"+ * #%+T 年由台中光启出版社出版。

全书共三册，以中国天主教史上有关人物作为叙述

中心，共收录天主教士 T$- 人。以人为经，以事为

纬，史以人类，人以史传，基本按时间顺序排列。从

人物的活动中可以窥见当时教会的活动情形，虽名

曰人物传记集，实为一部中国天主教史。

该书出版之前，人们研究耶稣会士时，多参考法

国学者费赖之的《 入华耶稣会士列传》。费书共收

录耶稣会士 ,"+ 人（ 含中国人 +$ 人），所叙以外国

会士为主，以到华年代先后为序，中国会士则以入会

先后为序，目的在于“证明基督教之真实，而传教者

之离其祖国并非为欺骗华人而来也”［!］。与费书相

比，方书有以下特色：

首先，方书虽为列传，实重“ 史”字。方氏在序

& ! $ $ " 年 T 月

& 第 #) 卷第 # 期
& & & &

& & & & & & & & & 莱阳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 & & & U7>I@3D 7< H34A3@G (GI4E>D;>I3D 27DD9G9（Q7E43D QE49@E9 ）
& &

F3IEK，!$$"&
V7DW #)& R7O #&

! 收稿日期：!$$- * #$ * !T
作者简介：修彩波（#%"% * ），女，山东海阳人，莱阳农学院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学术史、文化史。

 万方数据



言中，对其书名有一解释：“ 我之所以取名《 中国天

主教史人物传》，而不取名《中国天主教人物传》，可

见我重在‘史’字。”［!｝此书史的性质十分突出，无论

是从书名、选材到整部书的结构安排，无不体现这一

特点。

从全书来看，书中所列人物，以记其成就为主，

除少数以传记形式记述其生平事迹外，大多并不以

传记的形式出现，而是着重叙述这一人物最能反映

其所处时代天主教历史特征的事迹，或其在教史上

所作的主要贡献。通过这些事迹或贡献，将天主教

史中重大史实按时序列出，以展示中国整个天主教

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如《 马黎诺里传》中，涉及其本

人的内容很少，主要篇幅则用于介绍“佛郎国贡马”

一事，并依据中西交通史料的汇集，证明佛郎国即罗

马教庭，从而说明早在元顺帝时，天主教已开始与中

国有所接触。《 汤若望传》则重在叙述汤若望与顺

治帝的关系，同时又介绍了他在西洋文学和修历学

上的贡献。通过毕、汤二传，人们可以了解明末清初

朝廷对于天主教传入中国的态度。康熙末年的“ 礼

仪之争”，是中国天主教史上的一件大事，书中选择

了与“礼仪之争”有密切关系的多罗、嘉乐、德理格

三人分别列传，以三人为线索，对其起因、经过、结

局、影响详加介绍，读者便对这一标志天主教史上重

大转折的历史性事件有一完整的了解。

在结构上，方书一改费书每人分列一传的单一

形式，往往采用合传的形式，将有共同特征的天主教

人士合为一传。费书中意大利的闵明我、葡萄牙的

徐日昇和比利时的安多三人各列一传，方氏则以他

们三人均为耶稣会士，共同参与过清朝对俄外交工

作、曾护驾出关、都知天文历法而将他们列为一传。

此外如永历宫中王太后、马太后、王后及王子慈烜均

为信教人士；雷孝思、杜德美、费隐、山遥瞻等人，康

熙年间都参与过测绘全国地图，书中都将他们合为

一传。合传的采用不仅丰富了形式，使整部书变得

活泛起来，更主要的是它比单传更能体现人物的主

要事迹，更易展示中国教史发展的重大事件和人物

的主要特征，从而将整个中国天主教史的发展过程

基本勾画出来。

其次，所列人物范围广泛。方书共三册，共收录

天主教士!"# 人。虽说在数量上少于费书，但其所

列人物的范围却大大超过费书。补费书之所遗漏，

详其之所忽略，且注意到下层的小人物与教友，也为

该书的一大特色。

方书列传重在以对天主教有所贡献为原则，

“凡是对中国天主教史有重要关系的人”［!］无不包

罗在内。唐代的景教和元代的也里可温教历来被西

方天主教界视为异端，方氏在研究天主教的过程中，

大胆冲破了这种传统观念，认为他们所遗留下来的

汉文献中，没有一丝不符合天主教义的。因此，不但

将景教徒阿罗本、景净、阿罗憾，元代的也里可温马

薛里吉思、马祖常等列入传中，而且将传说中的圣多

默宗徒也列入传中。马可波罗从未从事过传教工

作，但因《马可波罗游记》中有关天主教的史料十分

丰富，方氏书将其列入传中，充分肯定了马氏在中国

天主教史上的贡献。在中国天主教史上，徐光启、李

之藻和杨廷筠三人以“三大柱石”闻名，费书中根本

无传，方书则施以重墨，对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及传

播天主教过程中的贡献大加表彰。罗文藻是中国天

主教史有深刻影响的人物，作为第一位中国籍司铎、

主教和多明我会主教，人们在费书中却找不到他的

传记，实属憾事，方氏则参阅并引用大量的教会内部

文献，为之列传，彰显其业绩。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力阐扬利玛窦等辉煌人物

贡献的同时，方豪对那些在传教史上默默无闻而又

作出贡献的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以及教外的教

友，也予以充分的注意。其书下册所收人物即大部

分为雍正至道光时期教难的殉难者，这些人物多为

无名之徒、从未见之经传的，更有不少同治以前，身

处川、滇深山幽谷中，以及偷渡到暹罗、槟榔屿或欧

洲秘密攻读神学的神职人员。他们的事迹虽都不太

多，有的仅存姓氏，但方氏认为他们对教会“ 前仆后

继，亘百余年而不绝”［!］，便将其列入传中，其中很

多人还是他首次从台北故宫博物院一些未被利用的

清宫档案中发掘出来的。以前的教史传记，多以记

主教、神父为主，很少述及教友，方书则突破了这种

局限，不以主教、神父为限，对于成就卓著的教友也

收录其中。其所列教友主要有：陈于阶、韩霖、李九

标、王宏翰、张识、李九功、李嗣玄、陈克宽、林一!
等。书中还列出许多他认为是教友且有待于考证的

人。上述处理显示了方豪的过人之处，为这些人物

立传，其意义不单是为清代的传教史、教难史提供了

稀见的史料，而且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更全面完

整地展现了天主教下层及教外活动的状况及社会影

响面。

此外，方书中还收集了一些特例：如被称为“ 浙

江奇士”的祝石，天主教史上争议颇大的丁魁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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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既丰富了方书的内容，又增加了全书的趣味性和

生动性，为后人研究教史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方氏潜心于天主教史研究，对其研究目的体味

尤深。“有史则传，无史则绝，史之重要如是也。”［!］

"#$! 年，其早年有关天主教史的论文，汇集成《中国

天主教史论丛》（ 甲集），由商务出版社出版。全书

共集论文 "% 篇，内容涉及与天主教史有关的校勘

学、版本与史料学、古迹人物杂考、专题历史叙述、教

会教外史料等五大方面。"#$& 年 ’ 月，北平上智编

译馆出版《 方豪文录》，共收论文 %# 篇，系集《 中外

文化交通史论丛》和《中国天主教史论丛》中重要篇

目加以修改整理而成，多有关西方教士与中国文化

的关系。文中引用大量西文书册及教会人士著作，

均为一手资料，足可印证中国宗教史的若干问题，为

当时人所未闻者。

对于历来争议较大的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历史，

方氏也作了深入研究。他认为，景教有广义与狭义

两重涵义：狭义的景教原名为 ()*+,-./0.*1，为聂斯

托利（()*+,-.2*）所创。广义的景教则包括基督教各

派，唐宋时代已有人采用这种说法；到明末徐光启、

李之藻等人，皆称“ 景教后学”，清末学人则或以之

专称天主教，或以之概称基督教，此风一直延续到民

国以后。从景教的广义涵义出发，方氏认为陈垣先

生天主教传入中国始于唐代景教说比较合理，公元

七世纪以前，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史，虽有阿诺皮乌

斯、科斯麻斯等人的记载，但均为片断，且不十分确

实，因此不可信。据慕尔主教所著《 一五五 3 年前

中国基督教史》导言的记载，他又对耶稣宗徒圣多

默（4+5 67,1/* 89）曾到中国传教一事加以考定，认

为“其文献出世甚晚，纯为后人所传”［&］，可信度不

大。认为作为基督教的一个重要派别，中国的天主

教与唐代的景教、元代的也里可温教是一脉相承的，

不能跳过景教史和也里可温教史而空谈中国天主

教史。

他又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对这两个时期天主

教的传入特点与明代天主教的传入特点加以比较，

指出：“明季天主教之传入中国，为一完全创新之局

势，与唐宋时代之景教及元代的也里可温，毫无联

系。”［&］认为天主教原名即为公教，意谓全世界之宗

教，所以自耶稣会即无时无刻不向外发展，只是看机

会如何。元时蒙古东征，中西旅途畅通，教士亦络绎

东来，且在当时欧洲并无新成立的教会与天主教会

为敌。从而否定了流行于史学界的明末天主教东传

是由于新教兴起后，在欧洲丧失地区与教友颇多，因

此欲在欧洲以外努力扩张所致一说。并对此作了深

入的剖析：与唐代的景教和元代的也里可温教相比，

明末天主教的传入带有明显的地区特征，即为东亚

传教事业的一部分，因此在机会上与东亚其他地区

也大略相同。他将促成这一时期天主教再度入华的

原因归纳为八条，其中尤为强调新航路的发现和天

主教自身的改革，认为它们是促进西士东来的外部

条件和内在动力，“若明季无新航路发现，或新航路

虽发现而教会却自身不振，也亦不致有千百万教士

冒险而来。”［&］将日本人对中国的崇拜直接影响到

沙勿略，以及葡萄牙人对中国的推崇也作为当时天

主教东传的主要原因，为天主教传播史研究的一全

新观点。

方豪还重点剖析了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国盛行

的原因，提出了著名的“ 适应”说。他认为明末清初

中国的天主教活动之所以能极盛一时，形成波澜壮

阔之势，主要是由于中国天主教人士所作的“ 适应

儒家”运动所致。指出佛教、回教、摩尼教、基督教、

天主教等外来宗教传入中国后，之所以有的发展顺

利，有的则很快消失，除了政治因素及一些短期因素

以外，关键取决于这些外来宗教是否能适应中国儒

家学说。一种宗教要从其发源地传到其他地方去，

“它必须先吸收当地的文化，迎合当地人的思想、风

俗、习惯”，即“适应”。其中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

步，“是借重当地人最敬仰的一位或几位先哲的言

论，以证实新传入的教义和他们先辈的遗训、固有的

文化是可以融会贯通的、可以接受的，甚至于还可以

发扬光大他们原有的文化遗产。”［#］从这一角度出

发，他对明末清初天主教适应儒家学说进行了详细

的研究。认为天主教初来，天主教士为易于吸引士

大夫信教，因而适应儒家学说，是不足为奇的，也是

很可嘉许的。天主教本身也主张入国随俗，只要无

悖于天主教教理，是应该就合当地文化的，否则，不

但教不易传，且将引起反感。这种“ 适应”对“ 适应

者”来讲是高明的，只要不因此而使自己的教义变

质，不仅无可厚非，毋宁是值得赞扬的；对“ 被适应

者”来讲，只要“ 适应者”不曲解、不附会、不以消灭

“被适应者”的固有文化为目的，多一些人来研究自

己，吸收、翻译自己的学术、思想总是好的。但这种

适应仅限于学术思想方面，不是势力上的“ 依托”，

与唐代天宝和开元年间道教依托摩尼教、宋代摩尼

教又转而依托道教、佛教有着本质的区别。上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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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分析，把天主教史放到大的文化史的范畴下来加

以审视，对其适应机制加以探讨，既是他倡导“ 东西

文化平等”、以求中国文化与外来思想相融合的表

现，也具有理论上的意义。

二

方豪关注天主教史研究，不仅表现在他对天主

教来华的经过、活动及影响作了精深的探究，而且还

表现在他对其史料来源的拓展上。方氏注重史料，

强调新史料的发现和运用的意义。在他看来，只有

不囿于旧有的材料，努力开拓新史料，力求发现前人

未曾涉及的新材料，才能使学术研究有坚实的基础

和新的生机。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他确也将其附

诸行动，并取得了不斐的成就。

首先，方豪十分注重教内史料的运用。身为天

主教神父，又精通拉丁文和法文，方氏研究天主教史

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查阅大量的教会内部资料，

这是非教内人士所无法比拟的。教内史料又包括两

大部分：（!）国内教会史料。方氏在研究中，对于中

国教士的著述多所参考。如在分析明清间天主教盛

行的原因及其背景时，便引用了徐光启的《 辩学章

疏》、杨淇圆的《超性事迹》等大量的资料。（"）国外

教会史料。这是最能体现方氏特点的方面。他认

为：“研究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不应只在中国本

土着眼”［#］，因而十分重视西欧天主教一手资料。

梵蒂冈神学图书馆和罗马传信部档案室为非教内人

士难以接触，所藏资料便更加宝贵。他充分利用其

神父优势，对这两处及罗马国家图书馆、马德里国家

图书馆、荷兰莱顿汉学研究院等地所藏资料进行挖

掘，解决了宗教史上的许多问题。如：清代康雍年

间，罗马教庭曾三次派使来华，前两次世人知者较

多，第三次雍正朝时葛达都、易德丰的出使，只有罗

光所撰《教庭与中国使节史》中，以《出使的余波》为

题有所记叙。这次出使，我国方面的材料很难觅获，

方氏则根据罗马传信部档案室尚存的汉文原始资

料，将这次出使的时间、经过和影响考察得清清楚

楚，并纠正了《出使的余波》中的错误。

对于西欧以外其它国家所藏的教内史料，他同

样予以重视。明万历年间，华侨流寓菲律宾的甚多，

中国文化亦随之传入，印刷术便是其中之一，大量印

刷品的出现，又将西方的宗教与科学介绍于我国华

侨，印刷品便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此事以往

知者甚少，偶有述及，亦未受人重视。方氏从马尼拉

最早刊印的中国教义书中得到有力的启示，认为研

究基督教历史，还“应从卧亚、巴达维亚、麻六甲、马

尼拉、长崎等处去搜求资料”［#］。经他对明万历年

间马尼拉刊印书籍的搜索与考订，发现此类木刻书

现知其名者有九种，有五种尚存于世，除一种为西班

牙与达伽洛（$%&%’(&）文外，其余四种均为中文，散

藏于马德里、维也纳、梵蒂冈和莱顿四处。这些资料

的发现与运用，为天主教史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资源，

极为研究者所重视。

其次，他还运用了大量的教外史料。明代自利

玛窦入华，到乾嘉厉行禁教时止，是中国天主教史上

的全盛时期，对此教会内外均有史料记载。方氏认

为，当时“教外人记述者，较教会更多、更详。”［)］在

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引用了大量的教外史料。如他

在《明清间天主教之盛行及传布地区》一节中，便引

用了杨光先《不得已》、王朝式《罪言》、黄贞《辟天主

教书》、万斯同《明乐府》及全祖望《 鲒埼亭集》中的

有关材料，来说明当时天主教在中国的规模之大与

影响之深。

在教外史料中，方氏对反天主教人士的言论尤

为重视，认为“这类的历史价值更高”［*］。在明末西

洋科学与宗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影响最大、名气最

响的莫过于利玛窦。人们对利氏的评价直接受当时

国人对于西洋科学和天主教态度的影响。约而言之

有四派观点，其对利玛窦的评价众说纷纭，大相迳

庭。针对这种情况，方氏认为教中人对于利氏贡献

及博学的称赞，“出诸教中人之口，难博人信”［*］，而

反天主教派的言论“ 却在不知不觉中，为利氏极端

誉扬”［*］。因此，更注重从反天主教派那里寻找证

据。如在《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便大量引用李

玉庭反天主教书《诛邪显据录》，以见利氏的博学多

问；引林启陆的《 诛夷论》，说明利氏在华影响及名

气之大；引林光、邹元标《愿学集》，以反证利氏沟通

天主教与儒家之成功。认为所有这些出于反天主教

人之口的言论，是证明利氏在华传教成功的“ 绝好

史料”［*］。清代禁传天主教，康熙时已露其端。方

氏认为中国禁教原因虽多，但主要是受日本禁抑天

主教的影响。日本方面对此记载颇多，而我国载籍

中有关他国禁抑天主教详情的资料却很少。他潜心

对清代有关史料进行爬梳，并将苏及寓的《 邪毒实

据》等典籍中对日本以“ 蹈绘”查验教徒之记述录

出，认为以上诸文虽仅记述日本事，但其不利于我国

的天主教，又引日本永山时英所著《 增订切支丹史

料集》等严禁天主教由中国传入日本之文献加以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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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证明中国禁抑天主教所受日本影响之大。

第三，擅于从家谱中挖掘天主教史料。方氏认

为，家谱内容丰富，“凡民族之渊源、家世之迁徙、人

寿之短修、生殖之强弱、遗传之优劣、天灾之演变”，

均可由此求之。但由于历代“少人笃嗜”及“谱状自

身不振所致”，因此应用不广，其史料价值也没有充

分的体现出来。他指出：“方志为国史所依据，家乘

又为方志之雏形，治史者能不注意及此乎？”［!］对家

谱在整个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予以肯定，尤重家谱中

天主教史料的研究。并以玉山吴、徐二家谱中之教

会史料为例，对家谱中教会史料的价值、范围、特征

及其应用作了详细的论述。家谱中教会史料之所以

重要，他论析主要由五方面原因所致：首先，有的教

友历数代而不出文人，既不能有所述造，又没有人可

以预修谱之役，因此导致教友家谱中未必有史料。

其次，自康熙后期至嘉庆、道光、咸丰、同治时，国家

禁止传教，虽有松有弛，但民间仇教之风盛行，因此

像吴氏日中、至中，徐氏永春、永隆等教友寡少之族，

家谱中更是少有教会史料可得，或残缺不全，而雍

乾、嘉道年间的教友，为免受迫害而不署圣名。第

三，家谱中教会史料多为后人所篡改。第四，家谱为

非卖品，印本很少，且分藏在同一家族中若干家，外

人很难借阅，不像方志那样容易收集。第五，自罗马

教廷于 "#!$ 年明令取缔敬祖仪式后，教友多为同族

之非教友所排斥而不能入祠，且有被“ 割谱”者，因

此仅存下来的宗谱中的宗教史料便显得极为宝贵。

方氏认为家谱中教会史料的范围，主要包括遗

像、教中人之纂修员、教中人所撰的序跋等。据其

名、字、别号、职司、姻亲与墓地等，可考察族中有无

教友及奉教年代，钩稽教中人的传记、碑文及族人所

赠的匾额、联对、寿序、诗词等；同时又可弄清当时教

会的盛衰以及教友的优劣状况，并可通过这些资料

窥见当时传教的方法及遭遇之困厄。家谱虽不易获

得，且其中的教会史料也不丰富，但方氏认为“ 教友

之入家谱，颇多特征”［%］，如教会的司铎、修士、修女

以及会长，常有特加著录以为荣者；有领洗名、安葬

圣地等。并指出应用家谱教会史料所应注意的十个

问题。如果说陈垣先生撰《 休宁金声传》，引其文集

中《城南叶氏四续谱序》以证金声为天主教徒，开引

用宗谱中宗教史料之先例，那么，方氏则对此加以发

扬并使之系统化，其所阐释的有关原则、注意事项及

其实践，则为后来研究者发现并引用家谱中的宗教

史料起了示范作用，其功不可没。

总之，方豪在天主教史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史

料搜集之宏富、视野之开阔、态度之求实，在整个宗

教史研究领域中都非常突出。《中国天主教史人物

传》的出版，为天主教研究史上的一大成就。它不

仅首次对天主教传入我国的历史作了较为系统的整

理，而且注意吸收中外史家的研究成果，提供了研究

天主教史的重要参考资料。这些搜集于 $& 世纪 ’&
( )& 年代的资料，特别是西方传教士的文献资料，

至今仍为研究天主教史的重要依据。而方氏所提出

的若干相关原则和方法，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所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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