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之际皈依天主教士人研究新论
口 陈占山

内容提要 明清之际存在着一个由奉教士人组成的群体，其大体形成于利玛窦进京后的

20年间。此后中国社会剧烈变化，该群体积极应对，竞得以顽强延续和发展。康熙晚年开始

禁教，雍、乾两朝变本加厉。在这种背景下，奉教士人群体方大幅度萎缩。在本领域的研究

中，奉教士人身份认定是一个难点。就目前而论，其确认的标准明显存在着可议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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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随着天主教在华的广泛传播渗透，当时事实

上存在着一个由奉教士人所组成的群体。该群体晚明以徐光

启、李之藻、杨廷筠教中“三大柱石”为核心，清初则以汤

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先后主持下的钦天监为凝聚点。对于

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至今学术界似还没有明确提出。本文

将对该群体的生成、演变进行初步论述，同时对有关讨论中

教徒身份的判定标准予以辨析。

明清之际奉教士人群体的生成

中国士人皈依天主教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耶酥会土进人

大陆的初期。1584年11月在肇庆住院，有位福建秀才接受

领洗，教名保禄，他曾担任传教士的中文老师，并协助罗明

坚用汉语编写《天主圣教实录》⋯，这位不知姓名的文入或许

是中国第一位奉教士人。不过，其人的从教并没有立即带动

中国士人皈依的浪潮。晚明士人领洗的第一个高峰发生在

1601年利玛窦进京之后的20年间。李应试、徐光启、瞿汝

夔、李之藻、杨廷筠、王徵、孙元化等名士都是在这期间皈

依天主教的。

笔者认为，上述人士的皈依标志着奉教士人群体已初步

形成。这是因为：其一，核心成员全部到位。这是就“三大

柱石”而言的。由于他们是进士，当时或后来不久是名宦，

因此他们的皈依之举对与他们有着同样精神欲求的士人来

说，具有导夫先路的垂范作用；皈依后他们又都以圣洁虔敬

著称。这些情形使其不仅成为当时奉教士人的楷模，且也是

整个晚明奉教士人的精神领袖。其二，奉教群体已有相当规

模。如1605年5月利氏在致高斯塔神父的信中声称：北京住

院， “虽然历史最短，归化教友仅百余位，但都是好教友”12]。

1608年利氏在给上峰的信中写道： “目前教友在四个省份内

计有两千多人，北京教会有三百余位，多为知识分子。”[31其

三，有共同的志向。奉教士人厌恶明中叶以来士人的空谈心

性、 “土苴实学”，而热衷于传教士带来的西学，渴求对之

加以翻译、介绍和应用，近则以解决国家的内忧外患，远则

“超胜”、 “会通”西洋。可举一显例： 《四库全书》著录存

目西学著作30多部200余卷，可以说是当时所翻译数百种

著作中最重要的，而它们基本上都是在奉教士人参与下完成

的。[41其四，教徒之间拥有紧密网络。中国传统社会成员常

常以同僚缘、同年缘、血亲缘、师生缘等结成紧密的社会关

系，天主教传人后，奉教士人之间自然也会借助利用、乃至

发展这类关系。前述奉教名士中，除瞿汝夔外都是同僚；徐

光启与孙元化及山西绛州的名士韩云、韩霖，李之藻与张

焘、孙学诗等，杨廷筠与漳州名士张赓等均有师生缘；而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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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启与徐思诚(父)、徐骥(子)、尔觉、尔斗(孙)、陈于

阶(外甥)等，瞿汝夔与式毂等皆有血亲关系。此种关系网

的存在，使得当时及整个明清之际奉教士人群体更加稳固。

奉教士人群体的发展演变

万历四十四年(1616)教案、耶酥会内部的纷争及耶酥

会士与30年代进入福建的方济各会士、道明我会士之间爆

发的中国“礼仪之争”，都确实影响了中国士人的皈依进程。

但如何估量其影响程度，似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有学者认

为， “事实上1620年之后，耶酥会士们不再于大文豪和高

级官吏中进行归化活动了。他们后来为之举行洗礼的任何人

都没有像徐光启或李之藻那样的名望和权威，甚至也没有像

王徵和孙元化那样略为逊色一些的人物。知识阶层全部变成

仇视传教士及其教理的人士了。”[51这样的说法虽不能讲一点

根据都没有，但的确存在着较大的商榷余地：如所谓“不

再”，就不知从何说起；而“知识阶层全部变成仇视传教士

及其教理的士人了”，则更与历史的真实有较大的出入。由

于耶酥会士的辛勤工作，徐、李、杨教中“三大柱石”的热

情助化，进入天启一直到明亡，士人皈依的进程并没有停

顿。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说： “据当时西士所记

载，崇祯末年，教传十三省，教友约十五、六万，内有大官

十四员，进士十名，举人十一名，秀才生监以数百计。”[63上

说还可求证于费赖之《在华耶酥会士列传及书目》。从费氏

书中所列毕方济、高一志和艾儒略3人的《传》来看，大体

可以印证萧氏的说法。如在山西传教的高一志一人的工作成

绩仅绛州一地是“至一志殁时，有教徒八千，中有二百人乃

为有功名之夫也”。一7·

当然，完全有这样的可能：萧氏书中所列举的数据本身

就是源于费赖之这样的“西士”的记载。但在有关汉籍文献

中，晚明士人皈依的相关文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支持教会文

献的说法。叶向高说： “其言天主，则与吾儒畏天之说相

类，以故奉其教者颇多。”[81崇祯十年(1637)《福建巡海道

告示》称： “然其(传教士)巧词深辩，足新好异听闻⋯⋯

于是穷乡僻壤，建祠设馆，青衿儒士，投诚礼拜，坚信其是

而不可移易。”[91同一文件还列举了本年度福安县抓获的郭邦

雍等十四位奉教生员的姓名。又，崇祯六年，艾儒略前往漳

州传教，反响强烈： “钝汉逐队皈依。深可痛惜，更有聪明

者，素称人杰，乃深惑其说，坚为护卫，煽动风土，更为大

患。”。10。名僧袜宏于崇祯八年撰文也称： “贤士良友多信奉

故也⋯⋯”口”；又说“现前信奉士友皆正人君子，表表一时，

众所仰瞻以为向背者⋯⋯”口2 3； “奈何入教者，俱是名公巨

卿。”n33由此，士人踊跃皈依的情形应可从信。

那么，此时期都有哪些较为著名的教徒呢?除了“三大

柱石”在此一时期的前期健在并在教徒中仍起凝聚作用外，

如山西的韩霖兄弟、段衮兄弟，福建福清的李九标、李九功

兄弟，泉州张赓、张识父子，漳州的严赞化，建宁的李嗣玄

等都是当时的名士。而他们的皈依，多与“三大柱石”存在

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特别是福建皈依士人，多是艾儒略归

化的。但后者由叶向高邀请入闽时，携带的杨廷筠宗教撰述

就有多种，可见其对士人影响之大。据排教人士林启陆称：

“崇祯八年，利妖之遗毒艾儒略辈人丹霞，送余有《天主实

义》、《圣水纪言》、《辨学遗牍》、《鹗鸾不并鸣说》、《代

疑续编》诸妖书等。”H4 3

入清以后，由于仍有观象修历和铸造火器的需要，当然

更出于笼络控制其人及教徒的考虑，顺治、康熙两帝对传教

士采取较为友好的态度，这使得天主教在清初的传播更为迅

猛，而因任命汤若望、南怀人等教士长期主持钦天监事务，

终促使此一官方天文机构同时兼有了天主教中国传教中心的

职能，所谓“天学之在京师，为四方之望”。_1副据方豪先生

统计，全国耶稣会教友，在崇祯九年时共38000人，顺治七

年时约150000人，康熙三年时达248000余人。而据汤开建

先生考证，顺治末年全国天主教教友255180人。。“3

可是，由于清初中国教会不仅延续了晚明已开始的礼仪

之争，且因欧洲传教士派出机构的直接插手，不但使争执在

中国耶酥会和其它各修会之间激烈展开，还演化为罗马教廷

与中国皇帝的正面交锋。这些争执除了带有主权、政治利益

争夺的色彩外，在宗教层面上主要表现为传教士在中国传教

要不要继续坚持“利玛窦规矩”——即适应中国国情民俗的

传教策略，对于包括士人在内的中国教徒而言，就是他们能

不能继续参加传统社会赋予他们必须履行的义务——祀祖祭

孔。上述争执使天主教文化专制的本来面目及与中国儒家文

化本质的不同，最大限度地得以暴露。由此，皈依知识界人

士或政府官员等高层次人士，虽为传教各方所关注，但并无

多大进展。1703年，魏方济神父就中国教务现状给耶酥会总

会长的报告中特意指出：虽也有秀才、进士，甚至一些政府

的官员皈依了天主，但“人数不多，且集中在北京钦天监里”

[1⋯。晚明以来中国教徒平民化的趋向，在清初更为明显。

由于钦天监在清初教务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遂成为反

教人士杨光先伺机打击的目标。康熙三年杨氏掀起历狱，以

“荣亲王葬期有误”，唆使官方在第二年一次就杀害了以李祖

白为首的5位奉教监官；八年，受康熙帝支持，南怀仁得以

从杨光先手中重新夺回钦天监领导权，并再次把它经营成为

中国天主教的一个中心，监官、特别是历科官员多皈依了天

主教。康熙四十一年(1702)钦天监监副鲍英齐等在京奉教

士人联名撰写《上教皇书》，备陈他们对愈演愈烈的礼仪之

争诸问题的看法。在联名的50位奉教士人中，监官即占了33

位。[1踟可见，这里已成为北京、乃至全国奉教士人的心脏。

康熙晚年开始的禁教政策，到雍、乾两朝已十分严厉，

入教儒生大为减少。在这种情形下，奉教士人群体大幅度萎

缩。只是中国官方天文机构职事世守不替的传统以及任用西

洋教士主持监务和负责主要天文工作，在雍、乾两朝乃至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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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道光的前期不曾改变，所以中国奉教监官的兄弟、子孙

们很可能还维系着他们家族、家人原有的信仰。

除前举奉教监官外，顺、康时期汉化程度很高的皇亲国

戚佟国器兄弟，浙江士入朱宗元、张星曜，以及在康熙中后

期礼仪之争最激烈的时候，踊跃为中国传统礼仪和耶酥会中

国传教政策辩护的严谟、丘晟，特别是有着士人、教徒、教

士三部曲经历的吴历、刘蕴德等人，都可谓此时奉教士人中

深具影响的人物。其实，还有不少知名文人本是教徒，但由

于种种原因而久不为人知，如由陈垣、方豪、黄一农等先生

挖掘出来的清简亲王德沛、著名画家吴晕及清顺、康问官至

一品的大学士魏裔介等。口叫

奉教士人身份的认定

这是奉教士人群体研究中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由于一

些相当著名人物的教徒身份存在着争议，诸如冯应京、李天

经、金声、瞿式耜、焦琏、丁魁楚等等，若要将他们纳入研

究中，除非先确定其教徒身份。

对于上述人物，除个别人外，之所以不能遽断其是否教

徒，一般是由于教会文献言之凿凿，但缺少教会外汉籍之印

证，甚至相反，在后一类文献中发现其人有妾，或与僧人往

还、相信术数、供奉杂神等情，而引起学者质疑。可事实

上，这方面的问题颇为复杂，以下试对研究中面临的困境略

作剖析。

笔者认为，此时期中国士人皈依天主教的最大障碍不是

来自于对天主教理本身的接受。由于耶酥会传教士采取的是

适应儒家的传教策略，大多数士人都不把天主教视为外学，

而是作为秦汉以前中国就存在的“先儒”和“本儒”，由此

他们把皈依天主，视为“重返本儒”，因而根本不存在一般

宗教皈依中那种脱胎换骨式的心理变化。事实上，士人皈依

中所遇到的最大障碍是天主教戒律中的“不

二色”。中国士人中极为普遍的“有妾”现象

及能否休妾、或放弃纳妾，就成为能否皈依、

或皈依后能否守戒的一个关键。对于这一点，

入华初期的利玛窦及其同伴就有深切的观察

和认识。如1592年的11月和12月，在韶州

住院的利玛窦和石方西在他们分别写给耶酥

会总会长阿桂委瓦的信中，都谈到了这一问

题。陋”利氏声称除了在原本没有教徒的地方

传教的一般困难外， “最大的障碍是中国行

多妻制”。10多年后，利氏在给他父亲的信

中，仍有相同的说法：中国人皈依天主“最

大的阻碍是多妻制，有时因妾生育了子女，

的确不易把他们拆散”．21：。种种迹象表明，这

一障碍在明清中国士人皈依天主教的历程中

是贯穿始终的，人们都熟知瞿太素、李之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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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廷筠等教中名士当初因此迟迟受洗的故事，而近有学者指

出，冯应京最终没能受洗，恰恰也还是由于冯氏有妾。陋3这

样的例子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上世纪90年代初黄一农教

授发现清初礼部侍郎薛所蕴(?一1667)也“颇有入教之

念，却因婚姻状况而难成夙愿”∞]。确实，由于有这样的门

槛，很多士人被挡在教会门外。

尽管上举事例可以充分说明，明清天主教传教士在对有

妾士人的皈依问题上，严格坚持了教戒规定，但同时很可能

有例外、或变通的方法：在前所引1592年石方西给阿桂委

瓦的信中就提到： “假如某人有多妻，许下只和正妻有交

往，妾虽生活在同一宅内，但和他们没有来往，就给这种男

子付洗；假定对他们缺乏信心，尤其是新皈依的，而其似乎

又欠恒心，就不给他们付洗。”由于文献缺载，我们还无法

知道这样一条与前述原则比较起来已大打折扣的变通作法，

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执行，但有迹象表明，在一些皈依者

身上的确实行过。如许大受曾抨击教士： “督其徒使出妾，

而他高足之蓄妾者至数人：”。24问题是既存在着这样的变通，

那么在现今讨论、辨认一些士人的教徒身份时，还能不能，

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把是否有妾作为判别的一个标准?事实

上，不只是在入教时很可能有过通融，而受洗后不能坚持此

教戒而蓄妾者，也大有人在。众所周知者如王徵，徐光启的

外孙许缵曾等。综合上述两种情形，就不能不给现今这方面

的研究带来困境，瞿式耜有妾，是不少学者否认其为教徒的

一个原因晒一。可是，究竟如何才能排除瞿氏就一定不属于上

说的两种情况?

对士人教徒身份认定中，经常碰到的又一个问题是“与

僧人往还”，或在其诗文中有“佛教的影子”。如果有这样的

情形，也是排除其为教徒的一个标准。由于天主教信仰绝对

排他，但碰上一贯具有兼容并蓄传统的中国士人，要坚持天

主教的纯洁性亦非易事。利玛窦曾如是说： “教导中国人应

图为荟萃古徽州明清民宅的潜口 唯先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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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考察社会主义从西方到东方的演进

口 高放

内容提要北京大学张光明教授新著《社会主义由西方到东方的演进——从马克思到邓

小平的社会主义思想考察》一书，对许多人物的评价，对马克思、列宁等人的社会主义观及

其演进过程的认识都有自己新的思考和独特的分析研究方法。作者更是注重密切联系实际来

说明问题，而且潜心于独立思考，敢于力排众议，发表自己的新见解。然而，作者的这些新

见解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其中，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和什么样的党领导的执政体制这一关键

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关键词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观从西方到东方的演进党领导的执政体制

作 者高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07)

张光明新著的五个特点

披读北大教授张光明新著《社会主义由西方到东方的演

进——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思想考察》，感到从内

容到文字表述都较新鲜，不愧是潜心探索社会主义演进的一

本新作。掩卷沉思，析出本书有以下五个特点：

第一，全书分三篇，即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苏俄的社会

主义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着重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六位的社会主义观，还简要论及考

茨基、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布哈林、卢卡奇、葛兰西等

人，对各个人物都大胆发表自己的独特评价。本书虽然不像

教科书那样全面系统，但是重点突出，兼顾全面，尤其是注

重挖掘并展现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某些重要的、至今人们还

重视不够的线索。例如，社会主义由西方到东方演进后，社

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如何发生变革，应该如何改革才能更新

等。

第二，对马克思、列宁等人的社会主义观，作者不是停

留在人们已经熟知的水平上，而是认真垂读原典文本，探明

其真实思想，考察其演进过程，尤其是对理论界有争议的问

题，作出正本清源的阐释。例如，作者认为马克思于1881

年给俄国女革命家查苏里奇的回信中所谈到的俄国人有可能

“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除了俄国的农村公社

成为未来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直接过渡的有利条件之外，还必

须以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首先胜利为前提；而近10多年来

我国理论界有很多人却把“跨越卡夫丁峡谷”作为落后国家

可能跳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这是

对马克思的莫大误解。

·’+一“—卜”—卜“+”+“—卜”—。卜”—_卜”+”+”+”——卜“—+一”+“+”+”+“+“+”+“+··+“+“+”+“+”+··+-·+··+··+··+·-+··十··+··+··+“+”+”+-·+“+··+··+··+*+··+“+·

该把唯一的天主当作至高的神明来崇拜虽则是容易的；但同

样困难的却是劝说他们把他们那根本不值一顾的偶像全部都

从宝座上撤下去。他们不能使自己消除这种看法：偶像可以

看作是真神的传道者，并且可以像尊崇基督教圣徒一样地加

以礼敬。”瞄1

从文献记载来看，传教士要求皈依者信仰要绝对纯真，

但正如前述“不二色”的教戒一样，从教后一些士人仍不能

放弃“兼容”的嗜好。如杨廷筠皈依后，一日忽谓先生(指

郭居静，金尼阁二位教士)日： “天主之当奉，固矣，谓其

为天地万物之主也；吾闻释氏乃西方圣人，即并奉之，亦何

伤乎?”四1从前引利玛窦言，可知杨氏“并奉”的想法绝非

其独有。皈依天主教后，继续与僧人往还，在奉教士人中有

替圣j争毒2∞5．11

一定的普遍性，至于其它与教徒身份不相称之事一再出现与

“僧家往还”一样，也是前述中国人“兼容”顽症的一种体

现。1609年奉教已有4年之久的瞿汝夔，仍“极度地沉迷于

炼金术中，甚至还竭力劝说里奇(利玛窦)跟他一起去学炼

金术”∞]。就连后来晋升为司铎的吴历，也不能例外，其虽

自幼领洗，但“40岁前时与僧人往还，天主教事迹则不彰”四]。

上述就又有一个与前述类似的问题：既然很多明确为教徒的

士人都有“兼容”行为，那么，把这一因素作为排除、否认

某些士人教徒身份的依据，理应也有问题。

综上所述，本文的结论有三点：第一，明清之际的确存

在过一个由奉教士人组成的群体；第二，天启年问以后一直

到明亡，士人皈依的进程并没有停顿，甚至于在清初的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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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林漫步

第三，作者不是单纯从思想理论本身的传播来考察社会

主义思想的演进，而是密切联系客观实际、尤其是经济实况

的变化来说明社会存在如何决定社会意识。例如：从19世

纪末以来，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持续地、猛烈地批判以伯

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改良主义思潮，可是从第一次世界

大战起，在西欧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却越来越得势，而革命

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衰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西欧资本主义经

济的新发展使得劳资关系大大改变了，从而使改良主义拥有

了深厚的基础；而东方国家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却又

极想避免西欧资本主义经历的灾难、尽快实现社会主义，所

以革命马克思主义在俄、中等国大受欢迎，越来越兴盛。这

就为社会主义由西方到东方的演进，从历史唯物主义深度作

了有力论证。

第四，作者在考察社会主义由西方到东方的演进时，不

是人云亦云，而是潜心于独立思考，敢于力排众议，发表自

己的新见解。例如，当今国内外一些流派对中国的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有不同的评价。有的人固守苏联模式，批评改革是

离经叛道；有的人在欢呼中国走上市场经济的同时，把马克

思学说与先前的计划经济联在一起当作彻底失败了的幻梦来

嘲笑；有的人惊呼对外开放破坏了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要

以儒化来抵制西化。本书则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把中

国的改革开放视为世界社会主义长期演进的结果，认为作为

落后国家的中国，只有通过改革开放，才能遵循历史规律，

使社会主义树立于生产力高度发达、民立制牢固确立、个人

自由和自立意识有充分保障的基础之上，没有这个地基，就

不会有丰富完整的社会主义。

第五，作者在潜心研究中还十分注重吸取别人的研究成

果。书中有不少问题都引述了别人的观点，并且表示赞同甚

至赞赏。例如，书中认为到19世纪最后十年即第二国际早

期，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整个工人运动公认的权威性指导理

论，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融为一体，迎来了自己的“黄金

时代”。作者在注释中写明， “黄金时代”这个说法是采用

波兰学者科拉科夫斯基所著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第2

卷的书名。此外，本书还有不少具有学术价值的资料，都是

作者精心搜集到的。

以上5点透射出作者的科学构思、科学精神、科学方

法、科学态度和科学作风，对如何深人研究社会主义的演进

有不可忽视的学术启示。

有待继续深入研究的几个问题

社会主义从西方到东方的演进，有许多历史经验教训值

得我们认真总结。本书作者敢于提出自己的很多新见解，但

未必都是能够成立的，未必都是论证十分周密的。有不少热

点、难点问题还有待商榷和探讨。这里仅就建立一个什么样

的党和什么样的党领导的执政体制这个关键问题提出质疑。

—+_“——卜”—卜u—+-”—+一”—·卜“—·卜“+一+“—·卜“—·卜”十”—·卜“——卜”+“+”—+-”—卜”—+_“+”+”+”+”+”+”+··+··+··+“+”+”—-+_“+”+”+“+一+”+“+··+”+”+”+”+”+一+”+··+

一段时间仍有很著名的文人教徒；第三，学术界关于奉教士

人身份的认定标准明显存在着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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