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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天主教的传播与西洋宗教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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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洋宗教画作为一种能够直接表现天主教教义的物质载体!在明清之际的天主教在华传播 过 程

中起到过很大的作用#天主教在华传播的起起落落!也可以从西洋宗教画在华境遇中窥其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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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 际%由 于 语 言 文 字 的 阻 隔%绝 大 多

数的普通中国民众无法与传教士沟通%给天主教

的传教事业带来极大的不便(传教士要想在中国

传播福音%还必须有其他能够表现天主教义的物

质载体%包括圣骨)雕像)宗教画)音乐和为举

行宗教仪式所用的其他圣器等(西洋宗教画具有

其他载体无法比拟的优势%为传教士所重视%在

明清之际天主教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从现存的明清时期中西文献中%可以看到很多这

方面的记载(目前研究明清之际西洋宗教画的文

章专著大多侧重于从艺术史的角度%而忽略了宗

教画初传的原始宗旨和目的(本文拟从西洋宗教

画与明清之际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关系角度对西洋

宗教画进行探讨%以求得出一点较新的认识(

""一&传教士依靠语言文字传教的困顿

明末%当西方传教士初来中国时%为了传播

天主福音%他们努力研习中国的语言)书法和风

俗习惯%依儒附儒%同时又以身作则%以圣洁的

生活为榜样%以图赢得人们的好感(然而%初来

乍到的传教士要在中国传教%首先碰到的困难就

是语言%这 一 点 初 来 传 教 士 都 看 得 很 清 楚(如

!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罗明坚初学汉语的情况’

""""第 一 件 必 须 做 的 事 就 是 学 习 中 国 语 言

$$除了这种朝廷的或官方的语言外!也像

其他国家一样!各省还有自己的方言或土语

$$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却并不如此 %指
迅速掌握中文&!因为听起来和读起 来 都 是

最困难最复杂的中国语言!由于缺乏教它的

教师而格外加深了它困难#’2(%Q2:!92::&

罗明坚带艾美达修士到绍兴想展开 传 教 时%
虽有王泮的父亲受洗%但最后还是被绍兴的士大

夫赶回广东%原因是 *两位神父都中文不太好%
通事则又老 又 无 能%应 付 不 了 局 面+(,/-#QP6$罗 明

坚的诗 !叹唐话未正"更能说明问题’*数年居

此道难通%只为华夷话不同(直待了然 中 国 语%
那时讲道正从容(+,!-利玛窦初到澳门立刻感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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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中文的困 难!215!年 "利 氏 致 巴 都 阿 德#富

尔纳里神父书$载%

""""我立刻学习中文!您要知道中国语文较

希腊文和德文都难!在发音上有很多同音而

异义之字!许多话有近千个意义!除掉无数

的发音 外!尚 有 平 上 去 入 四 声""有 多 少

话!多少事!便有 多 少 字!好 象 七 万 左 右!
彼此都不一样!非常复杂""他们的书法几

乎等于绘画!因此他们用刷子 #指毛笔$写

字!正如我们用它画画一样%&:’#Q!29!/$

215!年P月!罗 明 坚 和 利 玛 窦 来 到 肇 庆!
并建堂开教!这离罗明坚到澳门已是四年多!利

玛窦到澳门也足足一年有余&但在 "利玛窦中国

札记$中还是不得不承认!’当时传教尝试的最

大困难是不懂语言(&)2*+Q2"5,对于欧洲人说!学习

方块字实在是极为困难的事!西班牙神父桑切斯

说%’一个印第安人只要学会他那些二十四个字

母!就比掌握一万个方块字的中国官吏更能念出

-马丁.或 -阿隆寺.&()/*+QP!9P:,

不仅方块字难学!语言则更难!不仅要学朝

廷的官话!还要掌握各地的方言和土语!当利玛

窦第二次北京之行时!庞迪我同行!一个太监还

把一个买来的男孩作为礼物送给庞迪我神父!以

教庞迪我说 ’纯粹的南京话(&)2*+Q!P2,刘方济神父

2"/:年到福建时!则 ’努力学习方言(!)1*+Q10,江

沙维神父在澳门不仅要学官话!还 ’花了三年学

习广州话(&)"*262"年严嘉乐在广州的信中称%

""""汉语的语音使世界各国的人都感到十分

困难!惟独对捷克人或波兰人却几乎一点也

不难%""请您想一想!要学会一万二千甚

至更多的汉字以及它们的不同字调 #字调变

了词义也变$!这是多么不简单呀！&6’#Q2"$

阎珰 +C$G.A>.)F%F@GG$FB,系巴黎外方传

教会教士!康熙三十二年 +2"P!,已到福建任宗

座代牧!并学会闽南话!在教会中号称精通中文

经书!而康熙四十五年进京时被康熙皇帝痛斥!
’不但不知文理!即目不识丁!如何轻论中国理

义之是非(&)5*+Q216,可见!中国语文之难学&
对于教理的翻译及文字上的处理更是显得困

难重重&仅 仅 是 ’XA)E(一 词 的 汉 译 问 题 就 在

各派 人 士 之 间 展 开 长 期 的 争 辩!成 为 ’礼 仪 之

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学习中文已极具难度!而在许多时候延请教

习中文的教师亦十分困难!这一困难主要来自于

中国官方的 政 策&215!年 接 替 陈 瑞 新 上 任 的 总

督郭应聘!在其张贴的严禁传教士入华的通告中

强调不许中国 ’舌人(教授洋人学习汉字%

""""此辈舌人教唆洋人!并泄漏我国百姓情

况%尤为严重者!现已确悉彼辈竟教唆某些

外国教士学习中国语言!研究中国文字%此

类教士已要求在省城定居!俾得建立教堂与

私宅%兹特公告!此举有害国家!接纳外国

人绝非求福之道%上项舌人倘不立即停止所

述诸端活动!将严行处死不贷%&2’#Q21"9216$

因此!入华传教士在很多时候学习汉语找不

到华人教师!就只好相互学习&

""二!西洋宗教画的流布以及 对 传 教 事

业的贡献

与天主教书籍相比!西洋宗教画它多了一种

艺术上的吸引力!而且更直观!书籍只有那些装

帧精美的才会引起中国士大夫的赞叹&可以说西

洋宗教画是诸多教义载体中!既能够使传教士达

到传播教义目的!又可以满足中国士大夫及其他

一些人士审美情趣的最好结合体&有关西洋宗教

画为传教事业所做的贡献!对于传教士而言其作

用可以是%作为礼品联络感情!为天主教的传播

争取一个良好的环境/展示并装饰教堂!以使人

们对天主教有好感!藉此进一步宣讲教义/加强

和新老 教 友 联 系 并 发 展 新 信 徒&而 对 于 信 徒 而

言!宗教画无疑是他们体悟0表达和坚定自己信

仰的一种借藉&正因为西洋宗教画在天主教宗教

实践中作用重大!所以天主教的各个修会!不论

是耶稣会0多明我会!还是方济各会的会士!在

来华传教时!都考虑到了应用西洋宗教画这种载

体来传播天主教义&
目前就我们所见有关史料来看!最早将西洋

宗教画带入中国内地的应该是阿尔法罗等首批方

济各会传 教 士&216P年5月!阿 尔 法 罗 等 来 到

广东肇庆!面见当时的两广总督!在他们的行李

中!就有手绘圣像&裴化行称%

""""及 至 #216P年$八 月 二 十 一 日!他 们

#阿尔法罗等$又到肇庆过堂%总督 检 点 他

们携带的物品时极其高兴%其中""还有几

张笔致精妙!五光灿烂的手绘圣像%&P’#Q2""$

手绘圣像显然是西洋宗教画&
在2"!"年 正 月 天 主 教 的 一 次 内 部 调 查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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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对方济 各 会 及 多 明 我 会 的 会 士 提 出 这 样 的 问

题!"公开地传扬钉在十字架的耶稣#又展示天

主的圣像#你认为有何不便的地方？$$又有什

么好处？%&20’(G2//)天主像可以是雕像#也可能是天

主圣画#调查组有此一问#应该是因为方济各会

和多明我会会士也已经利用宗教画进行传教*
耶稣会士携入西洋宗教画并用之于宣示教义

的则最多#罗明坚216P年来华#2152年便把西

洋宗教画带进了广州*他在广州建有一会所#在

会所中 "陈列着许多别样的新奇物品$$内中尽

是圣母事迹及信德奥理的插图#琳琅满目#美不

胜收%*&P’(G/6"9/66)之 后 的 利 玛 窦+龙 华 民+艾 儒

略+汤若望等人都非常注意利用西洋宗教画在中

国传播教义#而利玛窦更是于2"00年把 "天 主

图像一幅#天主母图像二幅%带到了北京#作为

献给神 宗 皇 帝 的 贡 品 之 一*&2:’(QP06)此 三 幅 画 在

,熙朝崇正集-中 分 别 名 为! "时 画 天 主 图 像%+
"古画天主母图像%+"时画天主母像%*&2/’

作为一种外来艺术#西洋宗教画不论是在内

容还是形式上#都与中国画有着迥异的地方#西

洋宗教画的传入必然会引起知识阶层甚至普通民

众的关注*对于中国画与西洋画的差别#利玛窦

曾做过恰如其分的评判*&2!’而最早对西洋宗教画

有所记载的中国人是嘉靖四十四年 (21"1)到过

澳门的叶权#他见到澳门教堂的西洋宗教画!

""""其画似隔玻璃!高下凸凹!面目眉宇如

生人!岛中人咸言 是 画"余 细 观 类 刻 塑 者!
以玻璃障之!故似画而作濛濛色!若画!安

能有此混成哉"#2:$%Q:1&

西洋宗教画在中国内地所受到的欢 迎 程 度#
显然是传教士们始料未及的#也进一步地刺激了

他们利用宗教画来传播教义的激情#并更加重视

宗教画在传播教义中的作用*许多传教士向欧洲

和澳门进口宗教画#罗明坚神父2150年 在 澳 门

写的信中说!"我希望神父能给我寄来内附有图

片的我主基督奥迹之书*%&:’(Q:/6)龙华民神父21P5
年20月25日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中也说!"如

果能送来一些画有教义+戒律+原罪+秘迹之类

图画的书籍#将会发挥很大的作用$$%*&:’(Q1//)

不仅如 此#很 多 传 教 士 本 身 还 制 作 过 宗 教

画*据统计#明清之际的传教士 (修士)画家就

有!0多人*艾儒略2"!6年著 ,天主降生图像经

解-#其中收录有16幅西洋宗教画.而程大约的

,程氏墨苑-中也收有:幅西洋宗教画.汤若望

进呈顺 治 帝 的 西 洋 宗 教 画 则 有":张.卫 匡 国

2""!年杭州 新 教 堂 建 立 时#他 将 从 欧 洲 带 回 的

6/幅西洋 宗 教 画 在 堂 中 展 出*&/5’除 了 澳 门 这 个

制造和传播西洋艺术的老基地以外#潘国光可能

还在上海建立了一个画室#以推进当地天主教绘

画艺术的发展*&21’(Q25)

西洋宗教画在中国的广泛流布#必然促进天

主教事业在中国的发展*当罗明坚+利玛窦等人

刚在肇庆开始传教时#他们在传教室挂起的圣母

图像便引 起 了 很 多 人 的 好 奇 和 礼 敬*&2’(Q2"5)利 玛

窦神父第二次进入南京时#准备献给万历皇帝的

礼品中的耶稣十字架像让应天巡抚赵可怀肃然起

敬#并 对 利 玛 窦 说 "它 决 不 是 一 个 凡 人 的

像%*&2’(Q!//9!/!)利 玛 窦 在 北 京 时#乘 皇 帝 想 了 解

西方情况时#就以宗教画作为切口#解释耶稣基

督及他的 一 些 事 迹*&2’(Q:06)罗 明 坚 神 父 的 中 文 诗

,圣图三像说观音者知-称!

""""慈悲三像最灵通!不比人间待虚荣"

""左是圣儿天主化!鲁门天地着元功"
中间圣母无交配!诞圣原前室女躬"

""跪下右边仙气象!长成阐教度凡蒙"#!$

很明显#罗明坚也是利用宗教画直白的形象

来解释天主教的基本教义*
传教士凭借西洋宗教画得以广泛传 播 教 义#

艾儒 略 ,天 主 降 生 图 像 经 解-出 版 后#图 文 并

茂#十分生动形象地宣传了天主降生事迹#使中

国人更能快捷地领悟天主教教义*特别是对不识

字的中国下层民众而言#这种叙事性的连环画式

的绘画确能帮助他们感悟天主的启示*故很受当

时人的欢迎*方殿华 ,道原精萃-称!"崇祯八

年#艾司铎儒略传教中部#撰主像经解#仿拿笪

利君原本#画五十六像#为时人推许#无何#不

胫而走#架上已空*%&2"’2":2年 毕 方 济 在 南 京 建

堂一座#有民众往观见 画 而 后 受 洗*&26’(Q2:1)南 京

教堂壁画的善恶天使形象#通过一种具有提示的

暗示功能调动了观看者的主观感知#用以净化人

的心灵#从而接受基督教的主旨*徐光启也因见

宗教画而生信教之念!

""""癸卯 %万历三十一年!2"0!&秋!公复

至石城!因与利子有旧!往访之!不遇’入

堂宇!睹圣母像一!心神若接!默感潜孚"
圣母像是西洋宗教画中最常表现的主题#其

构图多为站立的圣母玛利亚怀抱圣婴基督#圣母

像多是透漏出一种纯洁+仁慈+善良和谦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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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美德于一身的完美形象!对于很多初接触基

督教的人来说"完美的圣母像即为重要媒介!徐

光启 #睹圣母像一"心神若接"默感潜 孚$"即

是很典 型 的 例 子!程 大 约 收 四 幅 西 洋 宗 教 画 于

%程氏墨苑&中"其中 最 大 的 一 幅 即 是 圣 母 怀 抱

基督图!’25()Q:0"*

将宗教画 作 为 礼 品 赠 送 给 中 国 的 官 员 和 缙

绅"以求为传教士在华传教提供便利"也是经常

有的!当利玛窦二进北京行至山东时"受到漕运

总督刘东星和李贽的欢迎"总督的妻子因为听说

神父有一幅画像刚好和她梦境一样"于是 #要她

的丈夫派一名画师到船上把它如实地临摹下来$!
#利玛窦神父害怕弄出个难看的临本"就送给她

)指刘东星的妻子*一 幅 很 好 的 复 制 画"那 是 南

京教堂 的 一 个 年 轻 人 制 作 的!总 督 对 此 万 分 感

激"表示说他和他的全家人都会是圣母及其圣婴

的虔诚奴仆!$’2()Q!56*姑且不论总督索画的真实目

的何在"传教士从这件事中得到了帮助则是明显

的!总督在他们离开南京前往时"还派了一个属

员送上他们几里"为其沿途提供方便!’2()Q!56*

龙华民对运用宗教画传播教义寄予厚望"他

就主张利用大量插图本教义书到乡村宣传天主教

义!’/6()Q220*值得一提的是"传说 卫 匡 国 在 浙 江 温

溪遭遇兵燹时凭借各种西洋异物而得保平安"这

些 #异物$之中就有耶稣像!"2P#$Q///9//!%

信徒以宗教画为依托"表达自己的信仰有稽

可查"有的还是神父授意下做的!柏应理曾以鲁

日满的名义将一幅圣母像送给甘第大"让她藉以

克制悲伤+

""""我将它送给我们的母亲甘第大&以使她

能克制自己的悲伤而与上帝一起沉睡’当端

详圣母时&也可以注视睡中的耶稣!上帝亦

会因此而守望她的赦罪!"21#$Q2592P%

而更令人值得注意的是下面这条记载+

""""我 $指鲁日满%建议这些女孩&在她们

前去未婚夫家的时候&带上一个耶稣受难十

字架或我主的肖像画&并在她们的公公婆婆

和未婚夫面前崇拜它!"21#$Q2P%

如果夫家容忍了这一做法"无疑也就默认了

其宗教信仰的自由!
总之"明清之际天主教在中国一部分民众中

获得认同甚至接受"西洋宗教画所起到的作用是

不容忽视的!
另外"从鲁日满传教经历中"我们还可以更

清楚看出西洋宗教画在一个传教士日常传教过程

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传教士对宗教画的重视程

度!下面便是2"6:年20月 到2"61年P月 鲁 日

满为宗教画支出账表+

时间 事由 支出 备注
材料
来源

2"6:年20月 印制一幅圣母像 0&200两 送给7.@*太太 页2

2"6:年22月 修补两幅透视画
可能是
0&100两

送给官员等 页!

圣诞节的几天 买画像 0&100两 送给信徒 页:
2"61年2月 给画匠部分工钱 /00文 页1
2"61年2月 买P幅圣像 0&/00两 页1
2"61年2月 给画匠钱 0&/"0两 页"
2"61年2月 买!幅圣画 0&2"两 页"
2"61年/月 给裱褙工的报酬 0&600两 页5
2"61年!月 给画匠钱 0&200两 以柏应理神父的名义 页5
2"61年!月 买一幅画 0&220两 页5
2"61年!月 买一幅圣母像 0&/00两 给新教友 页5
2"61年1月 买木料 做一幅透视画的盒子 页2/

2"61年"月 给裱褙的工钱 2&"00两
装裱 送 给 教 友 或 异 教
徒的)图画等*礼物

页21

2"61年5月 给裱褙的工钱 0&200两 页2"

以现存的记载"在短短的一年内"鲁日满就"
次买画""次给画匠和裱褙工支付工钱)其中一次

是以柏应理的名义*!而有明确记载的一次最多

就买了P幅)圣诞节的那一次肯定也不会少"只是

他没有给我们具体的数字*"这次买画的具体时间

是2"61年2月/2日"即农历的十二月二十六日"
中国的年末"接下来的那次购画则是农历的十二

月二十九日!显然"鲁日满是入境随俗"要乘过年

的机会利用宗教画与各方维持和发展关系!从上

表也可以看出"这些宗教画的价格差距比较大"主
要是送给新旧教徒"另外要送给异教徒和某些官

员的!在一则不知具体年分的账目上"鲁日满还

在为展览透视画做准备+#)我*为展览一些透视画

买一些木板和木块+2&650两!$’21()Q/1*他也将宗教

画运用于展览以吸引观众!鲁日满运用宗教画为

传教服务算是比较成功的"不光如此"而且他还要

将自己的这种思想影响到别的传教士!’21()Q26*

""三!"文化适应#政策在应用西洋宗教画

传教时的体现

作为一种传教工具"有些传教士在对 待 宗 教

画上也可以说是遵循着#文化适应$的政策!当罗

明坚,利玛窦等人刚在肇庆开始传教时"他们便在

传教室挂起了圣母图像"虽然受人礼敬"最后却换

上了耶稣像+

""""不久就清楚&由于种种原因&最好把圣母

1""第"期"""""""""""""""汤开建"等+明清之际天主教的传播与西洋宗教画的关系



像 从 圣 坛 上 取 下 来!换 上 救 世 主 基 督

的像"#2$%Q2"592"P&

至于取下圣母像代之以耶稣像的缘 由!其 书

称"#首先是使他们不会相信!象已经流传的谣言

那样!我们是把一个女人当作神来崇拜的$其次!
他们还可 以 更 容 易 地 接 受 成 为 圣 体 的 耶 稣 的 教

义%&’2()Q2"P*据+利玛窦神父传,书中的解释"

""""观音菩萨的模样是个妇人!手捧婴儿送

给想生男孩的妻子!早期来中国的欧 洲 人 见

了都以为就是耶稣的母亲 玛 丽 亚"同 样!中

国人起初以为传教士们的上帝是个 妇 人!既

然他们在神坛上面陈列出一幅所谓’圣路加

的(圣母像"以后为了多少避免这种 张 冠 李

戴!传教士便换上了一幅救世主像!把圣母像

保留在自己的小堂里"#/$%Q22P&

这种解释显得冠冕堂皇!而所谓的种 种 原 因

之中!除了传教士所说的那样!应该还与中西方之

间的某些文化上的差异有关%据方豪解释"#利玛

窦时亦有劝勿以圣母像示众!俾免以观音大士像

混淆 者--&%’22()QP2/*这 可 以 看 出 双 方 对 宗 教 含

义理解的差异%
安文思见 到 中 国 妇 女 待 人 接 物 的 一 些 行 为

后!明白了#中国人看见我们赤裸双脚的圣像极其

不悦的原因&!认为把年轻的贞女画成#身穿华丽

服装!却不着鞋袜!也是可笑的&%’2P()Q"1*

另据清初传教士柏应理著+一个中国奉教太

太,言"

""""中国廉耻之风!堪为欧土镜鉴)妇女上衣

下裳!从头至足!重重遮蔽!手指也不露一节)
图画中稍有裸形!就 惹 人 惊 怪"为 此**圣

母像!则以世传圣路加画本为最合"#/0$%QP1&

这么说!当时流传中国的圣母像也不 是 仅 有

一种艺术风格的作品了%柏应理对中国习俗的赞

扬以及对圣母像提出自己的看法!无疑表露出他

对当时欧洲的一些风俗的不满%他肯定了圣路加

画式会更为合适!虽然据裴化行的研究!仙花寺里

的圣母像恰恰就是圣路加画式!但这并不表明这

种圣母像就不会受到异质文化的怀疑和否定%
如是!则利玛窦他们的记述!显然是不愿意让

欧洲人知道他们的圣母会被人们拿来与偶像相提

并论!甚至还被看成是#有伤风化&的角色了%则

借此一问 题 不 仅 可 看 出 利 玛 窦 取 下 圣 母 像 的 缘

由!而且还可说明利玛窦以及柏应理在运用#文化

适 应&政 策 时!在 西 洋 宗 教 画 上 各 自 所 作 出 的

取舍%
在传播教义过程中!这时的西洋宗教 画 在 内

容上还有了创新!据方豪引洛弗尔提供的资料称"

""""宣 统 三 年%2P22&洛 弗 尔%XF&bAFBD$%>
\@)KAF&在西安发现圣母抱耶稣像一帧!圣母

似西方妇女!耶稣则俨然中国儿童也"画署

唐寅作!当系伪#"顾其画与罗马圣母大殿

卜吉士小堂 现 存 圣 像 极 似"考 教 宗 庇 护 第

五世!曾以此像之仿作五帧赠方济各玻尔日

亚"玻为利 玛 窦 同 时 人!且 同 会 修 道!或 曾

转赠利氏 一+二 帧!则 西 安 圣 母 像 之 由 该 像

临摹而来!似颇可信"#22$%QP06&

方豪认为这幅画是利玛窦同时代的 临 摹 品%
根据现存图画!对比西方圣母子像!其实这幅作者

佚名的+中国圣母子图,中的圣母脸和鼻型都相对

变得圆润!具有了东方女性的面部特征%而中国

人最早将#圣母子像&改造过来的是万历十四年天

主教尚未传入中国时!广东官员蔡汝贤画的一幅

+天竺图,!就是指天主教传入印度东南沿海地区

的情况!图中的圣母子就完全是一幅中国式的#观
音送子图&%’/2(

不管这幅画的作者是否是中国人!也 不 管 图

中的圣母是否具有了东方女性的特征!这幅+中国

圣母子图,所体现出来的宗教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天主教适应中国文化的一种尝

试!其意义更大于它当初在传播教义中所起到的

作用!与佛教入华时所发生的一些转变具有某种

异曲同工之妙%
与这幅+中国圣母子图,相比!北京的一个儒

士为劝家人入教所尝试的做法!同样可以说是西

洋宗教画在#文化适应&上的一个体现"

""""%儒士&请人画了一幅巨画!中间站着救

世主!左右两侧是他的亲人!以 其 父+其 母 为

首!都有真人那么高!手持念 珠!脖 子 上 挂 着

小十字架和圣物!只有入了教的人才 能 画 在

上面!于是!几 乎 他 所 有 的 亲 属 都 被 吸 引 入

了教"#/$%Q"00&

这种被改造了的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适应的西

洋宗教画明显在传教中收到的效果更佳%
这种绘画内容上的创新!还可以从方 济 各 会

传教士 的 言 论 中 得 到 证 实%26!6年5月2:日!
西班牙方济各会士雅连达和马方济达到京城!汤

若望把他们安排在利玛窦墓地附近的住宅里%两

人在那住了半个多月后发现"#最使他们感到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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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在小教堂里面悬挂的一幅耶稣与十二使徒

的画"由于尊重中国人的感情!画家将画上的人

们原本赤着的脚!画得穿上了鞋子"#$//%&Q/!0’

另外!传教 士 不 仅 使 用 欧 洲 的 肖 像 画(寓 意

画(版画(油画资料来传播教义!而且还用上了新

的宗教画载体!即中国卷轴画"据高华士称)

""""账本!指鲁日满日记中的账本"中的上述

记录证明这种当地的技术!指在卷轴上装裱

图画"经常得到采用#很明显欧洲的肖像画甚

至 是 天 主 教 格 言 也 以 这 种 形 式 装 裱 和

传播$%21&!Q25"

在鲁日满的账本日记中也确有多处记载他和

装裱工打交道的!这一点在上表中也可以看出"

""四!西洋宗教画受到的攻击

作为天主教文化的一个部分!西洋宗 教 画 一

方面能够吸引一部分中国人皈依天主教!另一方

面!由于观念(信仰的不同!则必然为那些仇教人

士提供攻击的口实"前论肇庆换画风波所受的攻

击即 可 想 见*而 后!随 着 传 教 士 在 中 国 内 地 的 活

动!西洋宗教画越来越为人所知!也越来越多地引

起了仇教人士的攻击与反对"
利玛窦北上进京入贡!受太监马堂之阻!方豪

认为+贡品中有耶稣被钉像亦其一因!则以中国人

视受刑图为不吉也#"$22%&QP2/’进京以后!又 受 到 礼

部的非议)

""""’’且其!利玛窦"所贡(天主)及(天主

母 图)#既 属 不 经#而 所 携 又 有 神 仙 骨

诸物$%/1&!卷/1"

2"06年!教 士 们 在 南 昌 遭 到 部 分 文 人 的 攻

击!这 些 文 人 指 责 传 教 士 的 种 种 不 轨 行 为!其

中称)

""""这些教士散发某个鞑靼人或者撒拉逊人

的图像#称之为上帝#说他从天上下凡来拯救

并教导全人类#而且按照他们的教义#只有他

才能赐给人财富和幸福*这种教义使 愚 民 极

易受到欺骗$%2&!Q160"

也就是在这次攻击中!有些人+到新信徒的家

里去搜寻救世主的画像!把两三幅画像撕碎了#!
以至于李玛诺神父要劝告新基督徒们把画像藏起

来!并且不要挂在卧室里面"$2%&Q16/’

在明季成书的,圣朝破邪集-中!也留下来多

处对宗教画像攻击评议的记载"蒋德璟在,破邪

集序-中写道)

""""若 吾 儒 性 命 之 学#则 畏 天 敬 天#无 之 非

天#安有 画 像？ 即 有 之#恐 不 是 深 目+高 鼻+
一浓胡子耳$%/!&!Q2!P92:0"

他既对西洋天主像所诠释的教理不 以 为 然!
对西洋天主也不够尊敬"同时期的,南宫署牍-则
称)+丰 肃 .. 起 盖 无 梁 殿!悬 设 胡 像!诓 诱

愚民"#$/!%&Q"!’

明末士大夫还只是点摘西洋宗教画!到 了 清

初 +历案#!杨光先撰,不 得 已-!其 中 除 了 对 西 历

进行系统批判外!还有,邪教三图说评-一篇专门

针对的就是西洋宗教画!其中有文称)

""""上许先生书后#追悔著(辟邪论)时#未将

汤若望刻印国人拥戴耶稣及国法钉死耶稣之

图像刊附论首#俾天下人尽见耶稣之 死 于 典

刑#不但士大夫不肯为其作序#即小人亦不屑

归其教矣$’’止摹 拥 戴 耶 稣 及 钉 架+立 架

三图三说#与天下共见耶稣乃谋反正 法 之 贼

首#非安分守法之良民也$%/:&!Q!0"

书中并对以上三幅宗教画逐一指责"由于双

方之间的文化差异!天主教义在西洋宗教画上所

造成的误解也是一目了然"
而在+历案#发生的过程中!北京天主教堂中

的画像更是首当其冲)

""""将汤若望所在天主堂亦应拆毁#唯因勅

赏银两给汤若望建堂#又赐有牌文#故拟准留

该堂#仅毁天主画像$利类思等所在教堂#虽
供系钦差佟吉购房新建#亦应将利类 思 所 在

教堂#以 及 阜 成 门 外 教 堂#均 交 工 部 拆 除$
再#汤若望+利类思所在两座教堂内现有西洋

教经卷+画 像+(天 学 传 概)书 版#俱 应 焚 毁$
至于入教人等#既奉旨免于查议#则将其所发

之铜像+绣袋+(教要)+(天学传概)等物#亦应

札饬收缴礼部销毁$再#其在外流散者#应饬

交各该督抚#札饬严查收缴 销 毁$外 省 之 天

主堂+西洋教经卷+画像等物#亦 应 饬 交 各 该

督抚查收销毁$%/"&!Q1/91!"

雍正禁教时期!长城边上的古北口和 桂 林 府

教堂也都发生了摧毁焚烧圣像的事件"$/P%&Q!!/9!!!’

""五!"结语

在明清之际天主教在华传播运动中!传 教 士

们十分重视西洋宗教画在传播教义与教理中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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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用!并成功地运用西洋宗教画作为他们的布

道手段之一!利用西洋宗教画的艺术魅力与宗教

感染力!使人认识与感悟基督教的真谛!从而达到

使中国民众皈依天主教的目的"特别是随着利玛

窦传教路 线 在 中 国 天 主 教 传 播 运 动 中 的 普 遍 推

行!西洋宗教画也开始改变而进行文化调适!进入

中国信众中的西洋宗教画更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

内涵!虽然有削足适履之感!但却为达至终极目的

而取得更佳的效果"当然!我们必须看到!宗教画

所取得的成功以及当时它所遭受的非议!都是作

为天主教文化的一部分而形成的!它与其他的一

些传播教义的方式相辅相成!并不是孤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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