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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的天主教女信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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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清之际。天主教传入中国。因中国传统礼俗的约束，妇女领洗入教时遇到的困难较多，但是一些妇女仍然大

胆信教，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立誓守贞、终身侍奉天主的童修贞女。中国妇女信教，多是出于情感与安全的需要，并达到

某种精神、心灵上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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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天主教传入中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拥有

的信徒人数不断增加，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女信徒。但是因

资料稀少、零散等原因，学术界对于女信徒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徐光启的孙女徐甘第大以及贞女群体等方面①。对天

主教女信徒其它方面的深入研究，无疑有助于全面了解明

清之际天主教在华传播发展的全貌。毕竟，妇女也是传教

士在华传教成果的一部分，是中国信徒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妇女入教遇到的困难

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梯航东来。当他们以外来者的

身份观察中国时，发现在城市或者较大集镇上很少看见妇

女抛头露面。1556年冬访问广州的葡萄牙多明我会修士克

鲁士(Gaspar da Cmz)记述：“(妇女)一般都关在家里⋯⋯她

们外出也不让人看见，因为她们坐密闭的轿子。上人家去

也看不见她们，除非因好奇她们碰巧在门帘下去看前来的

生人。”m·嘴晚些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曾德昭(Alvare de

Semedo)神父，对此也作了相似的描述['2X1'37)。

来华传教士的描述反映了稍有些地位人家的女子生

活。在农村，则经常能看到一些在户外活动甚至在地里干

活的妇女。《吴县志》记载：“滨湖近山小民最力啬。耕渔之

外，男妇并工，捆履紫麻、织布织席、采石造器营生。”px卷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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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过，无论女子的地位高下与否，她们还是愿意参与节

日或宗教活动的，如元宵节观灯，“游人士女，车马喧阒，竟

夜乃散。”“大家妇女，肩舆出行，从数桥上经过，渭之转三

桥，贫者步行而已。”px卷二·1'43)每年二月十九日观世音生日那

天，僧尼建佛会，据称，“妇女柱香膜拜者尤众”。

在未完全了解中国习尚的情况下，利玛窦(Matteo

Ricci)神父等一直是以“髡首坦肩”的僧人面貌与人交往，

一度被误以为是僧人。《蒿庵闲话》中描述：“玛窦初至广，

下舶，髡首坦肩，人以为西僧，引至佛寺，摇手不肯拜，译言

我儒也，遂僦馆延师读儒书。”瞅罄一)f去国学者沙百里(Char-

bonnier，J．)认为，倘若传教士们一直以僧人的装束在中国

生活下去，或许可以更容易接近妇女，向她们传播福音，并

劝化之，因为妇女吃斋念佛已为社会所认可。他指出：“从

社会等级的上层到下层，对于女子混入男子之中都持异

议。惟有信奉佛教的和尚们才可以与女子交谈并向她们提

出建议。由于耶稣会士神父们选择了儒教士大夫们的地

位，所以实际上是禁止他们接近女子。”[610'm叫14)

其实沙百里教授只看到了神父们穿僧服的好处，没有

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即中国妇女社会地位低下。利玛窦

神父等到达中国后不久，就发现妇女地位低下，她们不过

是男人的附属品，不包括在国家统计的人口之内。利玛窦

神父描述道：“在我刚刚提到的那本书印行的时候，必须交

纳皇税的成年人口为58，550，801人。这个数字不包括这

个国家的妇女，也不包括免税的男人。”【7㈣因此，若让传教

士们着僧服，以便接近在社会中处于次要地位的妇女，而

放弃劝化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男人，是不可能的。毕竟，

穿僧装带来的不便远甚于衣儒服。基于此点考虑，利玛窦

才会写信向耶稣会上级汇报，要求更改容装。

既然在不经意问西洋神父已经自断了与中国妇女接

触的途径，那么妇女怎样才能接触到天主教并领洗入教

呢。神父们发现中国男人在家中地位较高，他们可以充分

利用家庭这个社会最小细胞。传教士们采取了先劝化家中

一言九鼎的男人信教的方式，希冀在他的带动下，家庭其

他成员妻子、父母、儿女甚至仆人都领洗入教。当有了女信

徒后，就可以由女信徒再发展新的女信徒。沙守信(1￡meric

de Chavagnac)神父提出：“传教士们无法向中国的夫人们

传教。必须先让她们的丈夫入教，由丈夫向妻子传道，或者

由丈夫允许某个女基督徒上门传教。”【s眦设誉为“明末天

主教三柱石”之一的杨廷筠，他家女眷信教就是典型的例

子之一。杨廷筠领洗入教后。带动家中老幼30多口人信

】44

教，特别是他那已经80多岁、一心向佛的老母亲，在发现

儿子因自己不愿信教而痛苦自责，弄得面容憔悴、身体虚

弱时，居然也很快就信奉了天主教。《杨淇园先生超性事

迹》中记述：“太夫人乃悲而悟，悟而愈悲也，唏嘘言日：‘吾

今信矣!而曷不早言之，而白苦若是?吾今信矣!惟子是从，

无复疑矣’。”[gW'zm)“惟子是从”，不知是杨廷筠的母亲真的

理解了天主教教义，还是心疼儿子，或是盲从儿子，总之由

信佛转向了信天主。

诚然，一家之主首先信教，定会给劝化家中女眷带来

极大便利。但若相反，家中女性通过别的途径准备先行入

教，那么不信教的一家之主还会慨然应允吗?毕竟，对于女

子而言，她们要遵守“三从四德”。若让她们顶住家庭的压

力，勇敢信教，困难可想而知。传教士在寄回国的书信中多

次提及这样的情况，如一位能干而富裕的文人对殷弘绪

(Francois—Xavier d’Entrecolles)神父很友好，但没有入教的

打算。文人的婶子是基督徒，他的母亲受她影响也打算接

受洗礼，但这位文人一听说母亲的打算，马上对她百般责

备和抨击，甚至威胁她说：“在她受洗的那一天，他要穿着

丧服走遍大街小巷，公开悲叹不幸的遭遇。”po](P¨1)傅圣泽

(Jean．Francois Foucquet)神父准备为一名临终的妇女施洗

礼，原本开明的丈夫此时听信谣传，认为传教士是想用他

妻子的眼睛去制造望远镜，因此不同意神父迈进他家的门

槛，更不用说让神父施行洗礼【】I](F206)。一家之主的横加阻拦，

常常使妇女受洗的愿望变得渺茫。

信教后的妇女要过宗教生活如领圣体、告解、终傅等，

与中国人习惯的进寺庙尼庵烧香拜佛截然不同。领圣体等

不免要与传教士接触，而“男女授受不亲”等礼仪会使一些

有意入教的妇女望而却步，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神父

曾记述：“几位菲律宾神父来到，热心过度，给妇女付洗时

要擦胸部，终傅时擦脚部，几起了绝大风波。”【12】㈣针对中

国情况，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主张依照中国习俗，

妇女过宗教生活的方式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做适当变通。他

们认为只要不影响基督教根本信仰，不妨予以迁就。1656

年教宗亚历山大七世(Alexander VID批准了他们的建议。

1667～1668年，因“历法之狱”而谪居广州的神父们召开了

“广州会议”，共同议决了42个问题，其中就有“妇女领受

圣体、抹临终油、婚仪”等事项【】3】(嘣)，基本同意遵守1656年

教宗法令。为使严守“男女大防”的中国女子便于过宗教生

活，西洋教士们采取如下措施：

男女分堂。传教士专门为女信徒设立小教堂，以和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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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分开。普通妇女在专门为她们设立的小堂或某—个基督

徒家里聚会，在这种聚会上，传教士就会给她们举行圣事。

全国像这样的小教堂比较多，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开教之

初都建立了女性专用小堂，北京也有一些。《汤若望传》中

描述：“中国底风俗是不容许男女混杂在同一室内的。因此

为妇女们便在城内不同的地方设立圣堂，在这些堂里每月

举行一次或数次之神事。1637年像这样的被人们所举示

的小教堂，竟有十四处之多⋯⋯家境较贫的妇女们天尚未

明即步行到教堂中，等候祷告了。”【-删哟贫苦的女信徒只能

到教堂过宗教生活，家境富裕的女信徒，如果家里建了专

为女眷默祷所用的小堂，则可以请神父来家中做弥撒，当

然也可以垂帘乘轿，赶赴教堂领受圣事。在一些无法专门

为妇女建造小堂的地区，会采取男女错开使用教堂的办

法。马国贤(Matteo Ripa)神父提到在北京附近一些地区所

采用的方法，“在专门指定给妇女的那一天，还有两个卫兵

把守，防止男人闯入”[]YRS4--签)。

适当变通仪式。神父在举行圣事时格外小心谨慎，对

涂油、告解等仪式做了适当变通，尽量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以免受人攻击。柏应理神父记述：“伊等到堂望弥撒、领圣

事，一年中仅可四五次，司铎行圣事时又须格外谨慎，只可

带一名孩童进堂辅祭，其他男子一概不许入内。”口2l㈣当举

行涂油仪式时，传教士用镊子夹着棉花，而不按教规用拇

指涂油；临终抹圣油，妇女腰部和足底可以不抹。神父有时

讲道，不面对妇女，柏应理神父称：“有数处讲道时，神父竟

面对祭台，不向妇女发言。”【-刁㈣有时为避嫌，也让中国修

士登门，在女子家中为之授洗。南京教案中，钟鸣仁修士就

供认：“有妇女从教者，王丰肃差钟鸣仁前往女家，以圣水

淋之，止不用油。”【1驰二-Pl毋

尽管传教士作了种种努力，方便入教妇女过宗教生

活，但“淋油洒水、男女杂会”一直为时人所诟病。明末，在

官绅反对天主教入华的第一次较大规模冲突——南京教

案中，礼部侍郎沈榷指责传教士：“至于公然淋妇女之水，

而瓜嫌不避，几沦中国以夷狄之风。”嗍畚一·几_7)正统士人认

为“男女无辨，则乱升”。他们自己可以夜夜笙歌，出入烟花

之地，却不允许妇女抛头露面，与成年异性接触。他们更不

允许妇女到教堂参加礼拜，向神父忏悔。在他们眼里，天主

教是蛊惑百姓、离散家庭、败坏淳厚民风的邪教，男女教徒

不过是借信教之名，行淫乱之实。入教妇女与传教士饱受

其攻击：“至若从夷者之妻女，悉令其群居而受夷之密教，

为之灌圣水、滴圣油、授圣椟、迟圣盐、燃圣烛、分圣面、挥

圣扇、蔽绛帐、披异服，而昏夜混杂，又何欤?”【，驰酣旧

由此可见，中国妇女领洗入教十分不易。来自自身、家

庭乃至社会的束缚，为她们信教设置了许多障碍，她们不

仅要忍受加在自己身上的诬妄之词，还要承受比男信徒大

得多的外界压力。尽管如此，不少女性还是摆脱羁绊，大胆

信教，甚至还出现了立誓守贞不嫁的童修贞女。

二、童修贞女

中国宗法社会中，妇女要想独身，除非是做尼姑或女

道士，否则绝无不嫁之理。而一些听从了天主教教义的女

子却做出惊世骇俗之举，立誓守贞，坚决不嫁。她们因着天

主教所宣扬的“升天有两条稳妥的道路，一是守贞，一是为

主殉道”；“若男女终守童贞，生平不污少罪者，魔鬼畏避

之”观点，发誓将自己的童贞之身奉献给天主。特别是《圣

经》中讲述妇女的地位，因第一妇人夏娃而堕落，由第二妇

人圣母而升高，童贞可以使自己及其周围男性都受益。这

就使地位低下、本就有负罪感的女人找到了自救的出路，

特别是那些害怕婚姻不幸福的女子，更愿意选择守贞。

1611年，传教士王丰肃(Alphonse Vagnoni，后改名为

高一志)曾在南京建立圣母会，教导女性守童贞可以赎罪，

“一志为妇女设圣母会一所，实行默诵与永远守贞之赎罪

方法者，为数甚多”叫㈣。曾德昭对此也有记述：“这个时

期，南京的驻地享受完全的和平安宁，神父们赢得很大的

声誉，极受几位支持他们的官员的器重。教会的人数和奉

献与日俱增，特别有贡献的是，那里成立了一个圣母会，通

常因圣母而取得成果。”脚∞堆笔者估计那时中国还没有

立誓守贞的女子，因为在随后不久爆发的南京教案中，仇

教者的攻击言词中没有出现对女子不嫁的愤怒与叱骂。

《会审钟鸣仁等犯一案》中也不过是提到“至于公然淋妇女

之水，而瓜嫌不避，几沦中国以夷狄之风”，丝毫没有提及

西洋传教士引诱妇女守贞不嫁之事。

明末皇宫中有一些愿意守童贞的宫女，则是汤若望

(Jean Adam Schall VonBell)神父通过宦官劝化的结果。这

些宫女虽然衣食无忧，但是能够得到皇帝宠幸的毕竟很

少。她们大多既不能与父母相见，又没有知心人儿排解心

中的苦闷，因此需要精神上的安慰与寄托。当接触到天主

教教义后，她们渴盼通过守贞，死后升入天堂。即使在明清

易代、宫廷大乱的情形下，她们都竭力保持自己的童贞。

《汤若望传》中描述：清军攻进北京城后，一个名叫海莱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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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宫女在情急之下，“竟投身河中，跌伤胫骨，幸免耻辱”；

其他一些逃散并返还各自家庭的奉教官女，也“多半以童

贞终身”[14]0,tgDo

不过，这一时期因传教士来华不久，许多妇女是受丈

夫或儿子影响而入教，不具备守贞的条件，因此童贞女的

数量很少，还没有形成一定规模。随着时间的推移，天主教

在华的信徒日益增多，其中不少家庭世代信教。在这样的

家庭中，常有女子从小就立誓守贞，童贞女的数量逐渐增

多。乾隆年间，在多明我会传教的福建福安地区，女性守贞

不嫁已经有相当规模。地方官员在奏折中，特别提及该地

区“凡奉天主教之家，必令一女不嫁，名日‘守童身’，为西

洋人役使，称为‘圣女’，颇伤风化”【l榔。内中虽有夸大之
词，但还是反映了不嫁少女之多。

那个时期，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女修道院。专门供

守贞女子潜心修道。贞女们一般都在家清修，和家人一起

生活，独身不嫁。鄢华IjH(RobertE．Entenmann)教授的研究

表明，当时传教会对守贞女子在家修道有许多规定：“她们

不必像尼姑那样剃发，或穿表明其身份的与众不同的服

装，只要穿戴朴素的黑、白、蓝服饰，避免张扬就行；贞女举

止要贞洁，若没有父母、神父的允许，或没有人陪同，她们

不能轻易出门；她们要避免会见除直系亲属外的十岁以上

男性亲戚，要与神父保持最严格的距离，不能陪神父就餐、

进神父的房间、给神父端茶；她们不能向男子施教；她们不

能饮食丰盛，不能饮酒，除非是治病所需；她们要在每天固

定的时间内，背诵《宗徒信经》3次、《天主经》和《圣母经》

各83次；她们要在公共的神坛前发誓守贞，做到朴实、信

主、安贫和仁恕。”[18]0,185。189)

最初，传教会对女子守贞的年龄没有作出限制。但后

来出现了一些风波，即已经订过婚约的女子萌生守贞念

头，要求退婚，从而引起两家发生争执，于是神父们不得不

对女子守童贞的年龄作了规定。1744年，云南宗座代牧马

青山(Joachim Enjobert de Martiliat)主教颁布一项条例，该

条例的要点是：童贞修女们在家宅中隐居生活、祈祷、驯

服、体力劳动，生活于俭朴和超脱之中。在25岁之前，不允

许发愿。祝圣后不允许参与任何对外的布道工作。童贞修

女仅在其家庭环境中才是布道人[o'Kr'zlm。中国女性一般早

婚，在25岁这个年龄早就应该结婚生子了。若那时还不打

算结婚，说明她已立誓守贞奉主了。

这些立誓独身的贞女，因为缺少独立谋生的手段，所

以她们的同样信奉天主教的父亲和兄弟常会拨给她们一

】46

部分田产，作为资助。她们类似于佛教的尼姑以及清末民

初广东出现的姐妹会，其共同之处是都曾发誓永不结婚，

但贞女们考虑更多的是要潜志修德，不仅守形体之贞，更

守精神之贞，永绝任何欲乐。后来，随着中国天主教传教事

业进入严厉禁教时期，教堂被摧毁或被拆除，西洋传教士

被驱逐出境或被迫躲藏，传教活动转入地下。在中国传道

人手不足的情况下，贞女挑起了重担。她们渐渐走出家门，

负责教导妇女和儿童、传播教义、为濒死的婴儿施洗，甚至

从事救济和医药护理，当然同时还积极劝化皈信者。

三、妇女入教的动机

明清之际妇女选择领洗入教，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赎“罪”以便于死后升入天堂。基督教把世间诸

苦的罪魁祸首首先归结为女人。在它所宣扬的“原罪说”

里，女人是恶的根源，如《圣经·创世纪》中夏娃的故事。宗

教里神秘的解说，使地位原本就已很低下的中国妇女更容

易产生罪恶感。但天主教又宣称上帝又垂惜女人，只要她

们虔信上帝，并忠实地按照上帝旨意行事，就能获得救赎。

传教士宣称：“然天主至公，无不尽赏之善，无不尽罚之恶。

故终身为善，不易其心，则应登天堂，享大福乐而赏之；终

身为恶，至死不悛，则宜堕地狱，受重祸灾而罚之”(-删，这
使许多悔为女身的妇女急切期望获救。

甚至一些原本信奉佛教的妇女听从了传教士的说教

后，也转而信仰天主教。利玛窦记述了一位原本信佛的寡

妇，改信天主教后的表现：“她结束了吃斋并在教堂里把她

全部可怜的偶像和她用来祷告伪神名字的念珠一起放在

火炉里付之一炬。她还交给神父们一份文件，是偶像的祭

司们卖给她的类似致阎王的请愿书。这份请愿书请求阎王

陛下在她死后宽待她并兔掉对她的过错所应给的惩罚。这

份文件叫做‘阴曹路引’。她交出这些东西换来了送给她的

—个十字架和一部圣母玫瑰经⋯⋯她的指导师对她说，十

诫乃是通向天国的道理，而不是通向地狱，它通向奖赏做

了好事的基督徒的天国之王。”[71∞5D

其次，情感有所寄托。女性接受宗教，要么是因为她们

的职责就是相夫教子，需要有神灵来保佑、庇护一家的平

安与幸福；要么是因为在父权社会中，她们的社会角色就

是为人妻、为人母，一旦这种角色得不到尊重或认可，她们

只⋯一14宗教中寻求避风的港湾。一些男子认为“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并以此为名，妻妾成群。甚至在妻子已经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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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了儿子后，只要有钱，他也照样纳妾。在耶稣会士寄回

国的书信中，就提到几位贵妇因为丈夫宠爱姬妾，凄楚之

情无法忍受，甚至想自杀。偶然的因素使她们接触到天主

教，感到从未有过的宁静，便起了信奉的念头，于是“只考

虑以后灵魂得救，而不为俗事所扰”【10](IM5---47)。

而一些孀妇在奉教团体中活动特别积极，则是因为丈

夫早逝，她们与外界的交往几乎封闭。信教后，她们既能在

集体礼拜中感到精神充实，又能在宗教团体中弥补与社

会、亲属联系的不足。她们中一些人甚至成为女教堂的负

责人。雍正十年(1732年)，宫中朱批奏折云：“又女天主堂

八处⋯⋯东朗头、盐步两堂女堂主俱顺德孀妇粱氏掌管，

引诱入教妇女约六百余人；西门外变名圣母堂堂主顺德孀

妇何氏，引诱入教妇女约二百余人⋯⋯小北门内火药局

前，女堂主顺德孀妇苏氏，引诱入教妇女二百余人；河南滔

口女堂主南海人唐琼章妻戴氏，同堂孀妇卢氏、唐氏，引诱

入教妇女约三百余人。”Il彻广州8处女天主堂中即有孀
妇5人为堂主，足见其热心。

最后。解决实际生活中的困难。关系中国妇女一生命

运的大事就是生子，尤其是生儿子，无子和不育会使妇女

惊恐不安。在耶稣会士写回国的书信中，经常描述一些求

子的妇女对着圣母像不断祈祷，俨然把圣母当作佛教里的

送子娘娘。而一些难产的妇女，若在见到十字架等圣物后，

平安生下孩子，她们也会对上帝笃信不疑，认为信奉这么

灵验的宗教，一定会保佑、庇护一家的平安与幸福。

此外，女性在遭遇疾病、痛苦或意想不到的灾难时，通

常相信冥冥之中存在某种超自然的神力，需要她们向宗教

乞求救助。天主教宣扬十字架上献身的耶稣可以拯救众

生，以致许多患病的妇女在惶恐之余，求助于天主教。若疾

病果真治愈后．她们会立即砸碎所有偶像，领洗入教。《利

玛窦中国札记》中记述：“一位年轻的新娘受到魔鬼的折

磨，不能吃也不能睡，并且使她说各种各样难听的话。一位

邻居新信徒就劝她祷告上帝，并且建议她入教。她同意了，

刚一学会划十字的时刻，鬼就再也不来捣乱了，吃饭睡党

也再没有任何困难了。后来她领了洗，成为这个地区的第

一个女教徒o”['rtm51)

明清之际女信徒资料的缺乏，给研究带来很大不便。

这从～个侧面也可看出，中国社会“男女授受不亲”等礼仪

制约了传教士与妇女的交往，再加上有文化知识的女性数

量极少，造成了传教士既不能与中国信教妇女有过多的接

触，也无法作详细的记述。中国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这种

“失语”状态，留给我们很多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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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0条)

1.期刊论文 汤开建.田渝.TANG Kai-jian.TIAN Yu 明清之际澳门天主教的传入与发展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06,28(2)
    明清之际,天主教传入澳门并持续发展.这一时期,澳门主教区成立,天主教各大修会耶稣会、方济会、奥斯定会、多明我会等纷纷驻足澳门.澳门天主

教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澳门成为各修会对中国及远东地区传教的基地,使远东地区天主教事业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2.期刊论文 汤开建 明清之际天主教艺术传入中国内地考略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3(5)
    西洋美术传入中国是伴随着天主教的在华传播而来,本文借助于大量的中西文材料,探讨了天主教艺术在中国内地的传播史实.西方传教士直接将海外

的宗教艺术品带入中国是天主教艺术传入中国内地的重要方法;而在中国内地刊刻和复制天主教艺术品,则是西洋美术在中国内地更为普遍的传播方法.同

时,在天主教美术作品广泛传播的同时,西洋美术理论也得到一定范围的传播.

3.期刊论文 陈青松.汤开建.CHEN Qing-song.TANG Kai-jian 明清之际天主教在华救婴事业述评 -江西师范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3(3)
    明清时期,和世界其他很多国家或地区一样,弃婴现象在中国也比较严重,同时中国的育婴事业逐步开展,这些都引起了来华传教士的注意.由于天主教

宗教理念的关系,有些传教士也参与到中国的救婴事业之中,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救治弃婴也成为传教事业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4.期刊论文 汤开建.刘清华.TANG Kai-jian.LIU Qing-hua 明清之际甘青地区天主教传教活动钩沉 -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7,35(5)
    明清之际,天主教入华传播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在西北甘肃地区也有一定规模的发展.始自明末,就陆续有一批接一批的耶稣会士进入甘肃境内传播

天主教,在兰州、甘州、凉州、西宁等地建起部分教堂和教会组织,而且有了一定数量的基督徒.到清康熙时,由于多位耶稣会士的努力,甘肃天主教传教已

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该地区天主教传教活动的真正取得一定规模,则是始于教廷传信部意大利方济各会士的来甘传教.雍乾时期,全国范围内爆发了雍正元

年、乾隆十一年及四十九年的几次大规模教难,甘肃地区天主教也受到了一定影响,且一次比一次严重.但由于该地区欧洲传教士及其培植的中国教士的努

力,天主教传播的火种始终没有熄灭,且代代相传,直到清后期圣母圣心会来甘肃传教时,还能见到早期教会的残存.

5.学位论文 宋巧燕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译著文献及其影响 2001
    该文以明清之际西方来华天主教耶稣会士及和中国学者用汉语翻译著述的西学文献为研究对象,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它们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爬梳整理

;论述了西学方面输入时中西方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该文认为,输入的西学方面在内容上以下特点;宗教类文献数量上占优势,影响流传却无逊无科技类文

献;宗教类文献中体现着附儒辟佛的思想倾向;科技类文献中浸润着基督教神学思想.翻译著述方面有以下特点:译著活动主要由传教士和中国学者合作完

成:翻译以"达意"主要原则;文献编译融合中西,取舍有一定标准;译笔风格多种多样,不乏兼"信、达、雅"三者之长的佳和.另外,刊刻地点以北京为中心

,其次主要分布于中国东南部省份城市,最后一部分论述了输入的西学方面在中国的影响,并着重论述了科技类文献对中国科技人才的成长、各类科技方面

的著述以及中国学者治学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影响.

6.期刊论文 汤开建.陈青松.TANG Kai-jian.CHEN Qing-song 明清之际天主教的传播与西洋宗教画的关系 -安徽师

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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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期刊论文 汤开建.袁国客 明清之际天主教在海南的传播、发展及兴衰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1,19(4)
    系统介绍了明清之际海南天主教的传播与发展情况，揭示了该时期海南天主教的兴衰原因。

8.学位论文 崔维孝 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 2004
    本學位論文以"明清之際西班牙方濟會在華傳教研究(1579-1732)"爲題,對以西班牙傳教士爲主體的方濟會在華傳教活動進行陳述、分析和研究.雖然

方濟會是繼耶穌會之後入華的第二大天主教修會,但是其在中國天主教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卻一直被中國學術界所忽視.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大陸學者首

先拉開了方濟會入華傳教研究的帷幕,但是由於缺少史料,研究活動受到制約.筆者旨在通過對這一課題的研究,弄清方濟會在華傳教的路線、方法、策略

和對象,活動區域和範圍,在"中國禮儀之爭"中的立場和策略,以及對天主教在華傳教活動的影響.1579年至1732年是方濟會在華進行傳教活動的一個重要

的時期,這一時期大致可分爲五個階段:1-1579年至1632年,爲方濟會入華前的醞釀、嘗試、失敗和放棄的階段.2-1633年至1670年,爲方濟會入華傳教,開

闢中國山東教區的階段.由於方濟會與耶穌會不同的傳教路線和策略,利安當神父在"中國禮儀"問題上與耶穌會發生爭拗,並因此而成爲跨世紀的"中國禮

儀之爭"始作俑者之一.3-1671年至1692年,爲方濟會在華傳教迅速發展的階段,在恢復山東教區之外,西班牙傳教士又開闢了廣東、福建和江西教區,確立

了他們在華傳教的大格局.4-1693年至1722年,爲康熙皇帝與羅馬教廷就"中國禮儀"進行論戰的階段.在這場論戰中,方濟會傳教士的觀點和立場逐步向耶

穌會靠近,並最終與耶穌會爲伍,他們中大部份人遵康熙皇帝之命,領取"印票"繼續留華傳教.5-1723年至1732年,爲雍正皇帝全面禁止天主教的階段

.1722年底康熙駕崩,雍正繼成帝位,隨後一場全面禁教運動便陆續在全國展開.以廣州爲總部的方濟會在收容和接待被從各地驅逐而來的傳教士同時,依然

在廣東或冒險潛入福建、江西和山東繼續傳教.1732年(雍正十年),居在廣州的傳教士全部被驅逐到澳門,西班牙傳教士也被迫離開中國大陸,但他們中的

一些人毅然決定留在澳門,繼續他們在華的傳教事業.如果說耶穌會是明清之際在華傳教的主力軍,那麽西班牙方濟會則是一支不應被忽視的同盟軍,他們

的所作所爲使天主教在華傳教活動進入了一個多元化的時期.這種多元化不僅體現在傳教實體數量的增加,亦體現在他們與耶穌會不同的傳教方法、策略

、對象等多個方面.正是這種多元化保證了天主教在華傳教事業的持續發展.

9.期刊论文 伍玉西.Wu Yuxi 明清之际来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人的评介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7(2)
    本文根据明清之际来华西方天主教传教士留下的文字资料,考察了他们对当时中国人的评介,并进行了简要的点评.

10.期刊论文 袁媛.YUAN Yuan 明清之际传入中国之西方生理学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11(4)
    明末清初,随着天主教耶稣会士的来华传教,西方的解剖生理学开始传入中国.这是西方生理学传入中国之嚆矢.本文系统地介绍了当时的解剖生理学

专著和一些"性学书"中所阐述的解剖生理学知识,分析了这些知识的内容和特点,并探讨了这些知识来到我国的各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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