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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研究新发现◆

谕中提倡、并于16世纪末至17世纪由利玛窦和范礼安

等亲自实施的“适应”政策。后一种政策虽然获得了某

种成功，但却受到了其他修会和教廷的抨击：甚至在耶

稣会内部也有异议。其二是突出了葡萄牙入华耶稣会

士所起的重要作用。迪代伊经过认真而又仔细的探

讨．统计出葡萄牙籍入华耶稣会士于16世纪末是113

人，1600一1650年是舛人，165D—1700年是81人，培

世纪为108人。除了在18世纪法国以159人而超过葡

萄牙的94人之外，葡萄牙在人数上始终占据优势。而

且他们在文化、贸易和政治方面也都作出过不平凡的

业绩。其三是资料极其丰富。作者共参阅了近八百名

入华耶稣会士的档案、书简、年度报告，特别是他们有

关中国和远东的著作。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作者不

如谢和耐那样精通中文、熟悉中文史料和了解中国的

国情，故当他从中国一方着眼论述时。明显有些难以驾

驭。在第四和第五编中，作者从军事、外交、官制、科

举、司法、婚姻、科学史、天文学、纪年学、语言学、舆地

学、度量衡、医学、动植物学诸领域着眼，分门别类地论

述了耶稣会士们在中西双向交流中所起的桥梁和媒介

作用。并在结论中指出．在18世纪上半叶．中国在莱

布尼茨、马勒伯朗士、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哲学体系形

成中曾起过重要作用。自1750年之后j无论是卢梭、狄

德罗还是布丰，他们受中国的影响远不如先前那样明

显了。欧洲根据耶稣会士们的书简和著述，“重造”了

一种中国形象。在旧制度时期(法国1789年之前的王

朝)的最后几年间，人们理解了中欧之间的差异性超过

了其相似性。西方人更多地不再是关注如何使中国人

归化的事业了。在18—19世纪的世纪之交，中欧之间

的互不理解占据了突出地位。无论如何，欧洲的宗教

信息是与科学同时传播的，传教士们只提供了一个有

限时代的中国形象。

迪代伊对于葡萄牙入华耶稣会士情有独钟。1996

年，他又推出了葡萄牙入华耶稣会士曾德昭(A—
sdTHhl58s一1658)于1642年出版的<中华大帝国通

史>的最新译注本。曾德昭的汉名1620年之前叫谢务

禄，1613年来华，后与高一志(AlforIs0Ⅵ曙Ⅻ、e，南京教

案之前的汉名是王丰肃)一并于1616年受沈淹策动的

南京教案牵连，被放逐于澳门。1621年，他又以曾德昭

的名字返回江西，并出任传教区的中国副省会长。曾

氏在华共生活22年，是利玛窦“适应”政策的坚定支持

者和忠诚实施者。他坚信，要想使中国归化，须首先使

中国皇帝及其有权势的亲信和心腹归化．然后才能造

成“望风而归”的局面，以图在中国制造一个新的“君士

坦丁大帝”。因为“君士坦丁大帝”(约280一337)是使

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的奠基人。所以，曾德昭于

1642年出版了<中华大帝国通史)一书。此书虽美其名

日“通史”，事实上却是一部晚明史。该书原文用葡文

所撰，最早却是以卡斯蒂利亚文(中部西班牙文)出版，

后来被译为意大利文、法文和英文，但其原著始终未以

葡文发表。直到加世纪50年代，在澳门出版的葡文本

仍是从其他语言翻译而来的。该书基本上是以利玛窦

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为模式而写成。全书分为两大

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中国社会的概览，描述了中国

的制度、风俗与日常生活，它证明了17世纪的西洋人

已对中国有了一种明确的概念，它们形成了西方对中

华世界的最早总结。第二部分论述了中国的宗教事

态，重点是自利玛窦入华后的中国传教史。书中对于

明朝皇帝、皇宫及各级官府的记载，尤为详尽和珍贵。

1999年，迪代伊又推出了法国赴华和越南北部的

耶稣会士罗历山(Al∞∞dre de R}d％1593—1660)的

佼州王国史)一书的最新注释本。罗历山于1624—
1“5年间先后于广东、澳门和北部湾(交州)传教，但主

要活动于越南北部，是越南文字拉丁化的设计人。(交

州王国史)一书是在他返回欧洲后于1650年用意大利

文发表的，于1651年被译成法文，1652年又被译为拉

丁文。他的其余7部有关中国、越南和远东的著作，也

先后于1650一1653年间刊行。佼州王国史)一书共分
两卷八十二章，对于缺乏详细文字记载历史的交州显

得格外珍稀。它是西方研究17世纪中国南部、北部湾

和越南的少有专门著作之一。

原为巴黎大学比较文学讲座的主持人，学贯西中

的法国著名作家、政治评论家和社会学教授安田朴

(R．聊∞蝴e，190卜2001)，也是法国从事中西文化交流
与比较的一代宗师。1965年。他就推出了(入华耶稣会

士与礼仪之争)一书．成为法国60年代研究明末清初

入华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首次撞击的重要历史性和理

论性著作。该书以原始历史文献为基础，对于萦绕中

西关系两个多世纪的中国礼仪之争事件的缘起、发展

过程、后果及其影响，均作了颇有见地的探索。作者从

这场在欧洲爆发的以中国为对象的而中国人自己却一

无所知的大争论中。得出了一种基本结论一“宽容的
哲学中国”和“不宽容的基督教西方”。礼仪之争的结

果是由于控辩双方的激烈争论，一方面是使中西文化

交流从一开始就遇到了极大的撞击，使之受到很大的

阻力和诸多的障碍；另一方面又在西方促产了大量有

关中国的论著，激起了西方17—18世纪的一场“中国

热”风潮，使西方哲学家们得以利用中国形象而向守旧

派、“无耻行为”和教权挑战。

安田朴在巴黎大学主持中西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

的讲座多年，其讲义被编成了一部<哲学的东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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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埃(saint—D讵)博物馆于198l—1982年间举办了一

次“1765—1830年法国东部瓷器制造中的中国式装饰

图案”展览，并为这次展览出版了一本精美的图文并茂

的书。书中特别论述了中国装饰图案风靡欧洲的全过

程：法国17世纪的异国情调风格绘画、1650一1800年

欧洲的“中国式”装饰图案、1650一1渤年欧洲采用中
国装饰图案的实例统计表、中国装饰图案的断代等，特

别是斯特拉斯堡、尼德维耶、阿佩里等地区的中国式图

案以及法国东部瓷器制造作坊中的“中国式”图案尤为

珍贵。

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hbttll向阳pa，1682一1745)

虽不属于耶稣会，但他在华期间与耶稣会士们交往甚

密，关系甚笃，所以在此也略作介绍。马国贤于1710年

1月2日来到澳门，171卜1723年在清宫为康熙帝做御
画师、版画家和地图家，曾著有<清宫十三年>的回忆

录。法国学者柯孟德(0lIiS唧he＆ⅢⅫtale)于1983
年在台湾欧语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法文译注本<马国

贤——中国宫廷中的绘画家、版画家和传教士)。柯孟

德还在法国和日本发表过多篇有关马国贤的论文。作

者认为，马国贤实际上是继承了利玛窦、艾儒略及利氏

弟子倪—诚(JaoqI船Niva)和游文辉(E仃unanld PeI妇)
等传教士画家．特别是宫廷洋画家的世系。马国贤之

前的画家耶稣会士们形成了艺术家传教士入华的“第

一次浪潮”，以纯传教为目的而关注绘画。“第二次浪

潮”则以耶稣会士王致诚和郎世宁为代表，于宫中绘

画，同时也注重版画。马国贤正处于这两次浪潮的转

折点上。在第二次浪潮中，他们的代表作是1769—

1775年的一组版画<中国皇帝得胜图)(<乾隆皇帝得胜

图))．本是庆祝清朝皇帝之武功的。传教士们在此期

间，既要必须服从皇帝的要求，又要从事使中国人归化

的事业。马国贤用绘画来表现一切内容。但他更喜欢

的是人物画而不是风景画。马氏培养了许多中国弟

子，如直隶的殷若望、谷文耀、黄巴桐和江苏的吴露爵

等，而表现承德避暑山庄三十六景的铜版画则为其版

画代表作。马国贤的<清官十三年)一书，记述了他在

华的全部活动。

在入华耶稣会士与中西艺术交流与撞击问题上。

法国学者对于1747一1768年间乾隆皇帝借助入华耶稣

会士在圆明园中建造西洋楼和长春园一事作了大量研

究，引起了世人的注意。法国汉学家毕梅雪(Mchd—

m∞曲一g∞te日1s)主持了一个专门研究组，重点研

究西洋楼和御花园的建筑年代、建筑技术及其用途，考

，证1783年的西洋楼版画和其他“老照片”、建筑复原、植

物鉴定与西洋模式。他们近年来已发表了一大批研究

成果，诸如杜兰和若纳塘的(乾隆皇帝的京西休闲地)

(1987年)、毕梅雪的佰洋楼的历史和传说)(1987年)、
(郎世宁与乾隆皇帝的西洋楼)(1989年)、杜兰和萨里

耶的(中国皇帝西洋楼版画>(1993年)、蒂里耶的《从

1860一1940年的照片看圆明园的西洋楼)(1990年)、杜

德兰的<圆明园西洋楼复原)、热耐斯特的(圆明园的西

洋楼及御花园中的植物>(1994年)、德罗盖的‘乾隆皇

帝的西洋楼及其意大利原型)(1994年)等。

入华耶稣会士们在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领域中也

从事过许多活动。从1984年起，法国汉学界便在谢和

耐的推动下，组建了一个中国科技史研究小组。其研

究重点是中国的数学、天文学、生物学、动植物学和医

学等，同时也包括化学、烹饪学和语言学。因为今天的

人们再不能像裴化行那样只是对“耶稣会士们的科学

贡献”作简单统计了。他们将重点放在理解中国学者

根据引进的内容和自己固有的传统，进而形成某些新

的科学体系、西方科学改变中国人的科学观念等问题

上了。法国在该领域中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的詹嘉玲(ca吐Ⅻne Ja埘)和马若安(J％1一

aaude M删)教授。詹嘉玲女士于1990年出版了其
博士论文仨角速算法与精确圆周率：中国数学的传统
与西方的贡献)。作者根据她于19＆5年在梵蒂冈图书

馆找到的法国入华耶稣会士傅圣泽(Jem—h∞∞括

R)L|om*t。1665—1741)为康熙皇帝撰写的一批几何学与

天文学著作手稿，重点论述了促使中国接受欧洲科学

的诸因素。她尽力探讨数学观念传入中国的方式，特

别是法国耶稣会士们向康熙皇帝授课的方式，进一步

确定数学在文化生活中所占的地位。詹嘉玲还于1986

年出版过—部(傅圣泽和中国科学的近代化：阿尔热巴

拉新法>(“阿尔热巴拉”系法文蛐的对音，即代数
学)。马若安先在1981年出版了(梅文鼎的数学著作研

}曲，1987年又出版了<中国数学史)。书中都涉及了

1卜18世纪西方科学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中国科
学发展的促进诸问题。它们使欧洲数学与天文学传入

中国的年代进一步精确了，同时．也突出了中欧学者在

这些科学领域中的独自工作与互相影响问题。如著名

数学家梅文鼎和曾于乾隆时代任钦天监监正的蒙古人

明安图(№an辨t)都直接或间接地触及过西方效学与天

文学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了他们各自的科学体系。

四

法国神学界在中西文化首次撞击研究领域的汉学

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原入华耶稣会士荣振华

(Jo鸵ph D出唧e’1903—1951)神甫。1936—1951年间，
他作为耶稣会士在北京和上海度过了十五个春秋。主

要是在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法语、哲学，并编辑学刊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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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立说。朝鲜战争爆发后，1951年他回到了法国，从此

便在尚蒂伊耶稣会档案馆从事入华耶稣会士的研究，

并于1965年通过了其国家级博士论文(贝尔坦的两名

中国人：17“年对中国工业的调查和法中技术合作的

开端)。贝尔坦于175卜1780年间先后任法国省长、警
察总监、税务稽核总长、国务部长和代理外长等职，与

曾任法国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法国重农学派的主要

代表人物杜尔哥(A．R_Ja阅u∞1岫社，1727—1781)等

人，向由耶稣会士p日异(Jea『l B抽i％1678—1752)派
往法国的中国修士高类思(AId捧K∞)和回国述职的杨

德望(Eti∞ne Yjn曲开列调查提纲，要求他们对中国的

工业、科学技术和中国其他国情进行调查。并将资料陆

续寄回法国。荣振华的这部长达八百多页的打字影印

本博士论文，正是论述这段历史的。由于有关这段历

史的档案大都收藏在耶稣会档案馆，所以．惟有他这样

的耶稣会档案馆的研究人员，才有可能撰写这种具有

资料特征的综合著作。

荣振华的第二部有关该学科的著作，是他于1973

年出版的工具书<1552～1800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

书目补编)(中华书局1995年出版了笔者的中译本)。

书中介绍了自1552年死于上川岛的耶稣会教祖方济

各·沙勿略到18世纪末(1800年)在华的957名耶稣会

士(包括少量归化的中国从教人员，特别是澳门人)的

列传。每篇小传中都详细列举了传主的诞生、受洗、晋

铎、出发赴华、莅华、汉名、在华活动期、主要活动和职

务、逝世的时间，同时还介绍了世界范围内直到当时为

止有关传主的研究论著目录。书后所附的各种资料更

有参考价值：它包括入华耶稣会士中历任明清宫中钦

天监正者、康熙大地图和(乾隆皇帝得胜图>的测绘与

制作者、参与北京观象台建筑设计和制造其仪器者、在

明清宫中为官者、历任中国副省会长和传教区总会长

者、历任传教区司库和巡按使者。此外，还有历次教案

统计表、人华耶稣会士们的汉名汉姓与教名统计表、不

同时代与不同国家的传教士统计等。总而言之，这是

一部很有价值的工具书。

荣振华的第三部有关著作．是他于1984年与澳大

利亚国立高等教育学院教授、中国犹太教和伊斯兰教

的研究专家李渡南(西蒯d随血eI I商出e)联袂出版的

<中国的犹太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了笔者

的中译本)一书。自从利玛窦于1印5年在北京会见河

南开封的犹太举子艾田之后，入华耶稣会士们便自信，

中国自周代以来就存在着上帝子民和基督教信仰(有

关开封犹太人的清康熙碑中有“教起天竺，周时始传于

中国”的记载)。从此，基督教西方知道了在中国开封

存在着一个犹太人的社团。这一发现被称为“中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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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史上的一大奇迹”。此外，由于西方基督教世界始终

怀疑犹太教徒篡改过现今传世的‘圣经)文本，所以，他

们绞尽脑汁地在寻求最原始的，也就是未被犹太教徒

篡改之前的(圣经)稿本。他们也将这种希望寄托在中

国开封的犹太人身上。西方宗教界、学术界、犹太人社

团，甚至政界，都竭力鼓励对开封犹太人进行调查研

究，特别是寻找<圣经)的原始文本。入华耶稣会士们

由此发动了持续两个多世纪的调查研究活动，搜集有

关开封犹太人的起源、姓氏、信仰、礼拜、经书，拉比(掌

教)的选择、饮食习惯、仕途、犹太教会堂、改宗信仰伊

斯兰教的过程等方面的资料，然后写成书简或报告，寄

回西方。其中．有许多资料始终未刊。该书中共发表

了意大利入华耶稣会士骆保禄(Gam刚o㈣，
1657一1732)的7封书简、法国入华耶鲧会士盂正气

(J∞nⅫ日驻，1689—1735)的11封书简、法国入华耶
稣会士宋君荣(An矗m Gaubil，1689—1759)的8封书

筒、利玛窦与何大化(AnⅫb G0m，1592—1677)的调
查报告等。有关18世纪之前开封犹太人的资料，基本

上已经尽收其中了。

在该领域中，法国神学界的另一位汉学家是巴黎

外方传教会的沙百里(Jean olaIIⅪn五日，1932一)博士。

沙百里曾先后在我国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华人区学

习和工作过近三十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通”。1992

年，他出版了(中国基督徒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出版了笔者与郑德弟合译的中译本)一书。大

凡国内外研究中国基督徒史的著作，都侧重于研究基

督教传播史。沙百里在此书中却另辟蹊径。重点研究

基督徒本身的历史．即研究白入华耶稣会士们于明末

清初开始布道传教以来，传教士与归化的中国从教人

的历史。他对于中国基督徒的基本组成及其在中国历

史上的作用，特别是信徒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作了深入阐述。正如作者在为该书的中译本所写的序

言中指出的那样，撰写中国基督徒史．重在揭示基督徒

们对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参与。当大清帝国的礼法使基

督徒们参加科举的行动变得很困难时，注重学习和为

其国家服务的许多信徒，都学习了外语并初步学会了

近代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他们与改革派联手．为反对

陈规陋习而斗争。他们为少女们开办学校，使卫生保

健机构倍增。从大医院到偏僻乡村的小诊所，样样俱

全。在诸如蒙古那样的偏远地区，他们也从事了大规

模的大型发展水利和农业的工程。

五

法国从20世纪70年代起．陆续推出了一套<启蒙

时代的中国>丛书，其中的绝大部分是有关入华耶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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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研究新发现◆

士与中西文化首次撞击问题的。

这套丛书中的第一卷是1970年出版的(步中国后

尘的亨利·贝尔坦(1720一1792))。该书由雅克·西尔维

斯特·德萨西(Jaoq∞de Silv∞tre de sa盯)著．裴化行作

序。无论是本书作者萨西家族．还是传主贝尔坦，都值

得我们作一番研究，他们在法国汉学史上举足轻重。

雅克·西尔维斯特·德萨西是18—19世纪初叶法国东

方学界的代表人物安东尼一伊撒克·西尔维斯特·德萨

西(Antoim—Is∞c SlvesⅡe de Sa口，1758一1838)的后

裔。老德萨西主要是从事阿拉伯文化研究，长期执掌

法兰西学院的阿拉伯学讲座教席，但也对汉学产生过

浓厚兴趣。正是在他的关注下，才得以于1814年出版

了自1776年开始推出的(中国杂纂)第16卷．也就是最

后—卷。也正是在他的关心下，才使法国教授大会于

培14一1815年间将汉学纳入法兰西学院的授课日程。

当他在黄经局任职时，得到了宋君荣神甫自中国寄回

的两部手稿：—部是寄于1753年5月的<中国唐代历史

纲要)，另一部是寄于1749年9月27日的<中国纪年

志)。拉普拉斯(I丑pk)公爵要求他负责刊布这两部论
著。老德萨西于是便以此为契机，与当时法国的汉学

家雷慕沙(Abd R白n1Eat。1788_1832)建立了联系，从而

也使他成为18_19世纪法国汉学的推动者与鼓吹者。

雷幕沙成为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的首位主持人，也得

力于老德萨西的鼎力推荐。宋君荣的<中国唐代历史

纲要)和<中国纪年志>形成了<中国杂纂)第16卷的主

要内容。事实上，老德萨西继承了法国路易十五时代

崇拜东方与中国的三大名星们的传统。这三大名星分

别是：传教士、企业家、法国东印度公司的代表、长期在

印度和中国等地居留的远东大旅行家彼埃-普瓦夫尔

(PieIIe Pdvre，1719—1786)，正是他将胡椒和肉豆蔻等

香料树运往法属非洲，进而销售欧洲，从而使法文中的

“胡椒”便以其名而命名；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法国重

农学派的代表人物杜尔哥；法国国务部长贝尔坦，曾在

二十多年里负责法国政府的农业问题。贝尔坦认为，

发现中国对于法国和整个欧洲都至关重要。卷帙浩繁

的1774—1776年<中国杂纂)有许多篇章便是出于他与

在华耶稣会士们的通信．共达16卷之多。冯秉正

(Jo∞ph M．A．de Mina，1669—1748)以朱熹<通鉴纲目>

为基本线索编译的‘中国通史)也曾由他帮助出版。冯

秉正为撰写此书共耗时6载，于1739年才寄达法国，他

生前始终未能出版此书。直到1777—1785年间．此书

才分为12卷陆续出版。贝尔坦以这些渠道而与法国

汉学界建立了联系。德萨西在书中介绍了贝尔坦的生

平及政治与学术活动，特别介绍了贝尔坦于1793年之

前与北京耶蜒会士们的学术通信。其中最重要的内

容，则是记述了高类思和杨德望这两个中国人赴法的

过程、在法国接受的培养、回国时所接受的对中国的调

查任务之提纲等。

这套丛书的第三卷是1977年出版的托玛斯·德·

博西埃尔(Yv器de胁z de B商h)夫人所著的
<17—18世纪中国宫廷中的一名比利时官吏：安多传)。

据作者声称，她是安多家族的后裔。安多(字平施，An．

蚵mⅡms，1644一1709)是比利时入华耶稣会士．于
1682年莅华，1686—1694年间先后在清宫中出任钦天

监监副与监正。在华期间．他目睹了中欧关系史中具

有象征性意义的两件大事：其一是通过汤若望和龙华

民而与利玛窦系统联系起来的南怀仁神甫的逝世，南

怀仁获得清朝皇帝特赐的墓地与葬礼．形成了入华耶

稣会士们在华地位的一大分水岭。其二是法国五位

“国王的数学家”耶稣会士们到达北京，他们后来几乎

主导着中国和宫廷中耶稣会士们的活动方向与准则；

康熙1692年的著名诏书给予了入华耶稣会士们一种

正式承认的地位。该书共分七章，分别介绍了安多在

比利时和法国度过的青少年时代(1644—1677)、在葡萄

牙科英布拉度过的中年时代(1678—1680)、出发赴华和

1680一1685年间在中国澳门的生活、1685一1691年在

中国内地生活的初期。在中国内地，安多于1686年根

据满文文献编制了中国14个地区的日蚀表；同年．又

编制了汉满文的(行星运行表)。南怀仁逝世后，他开

始负责审订中国历书，并为此而从事大量的天文观察，

从而将中国的天文历法知识传向西方。他首次全面而

又详细地测绘了北京及其近郊地区的平面图和城墙

图，然后又将这些资料寄往法国。安多在礼仪之争期

间，以其护教著作而向西方传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书的最后，讲到了安多在北京宫廷中继南怀仁而出任

钦天监监正一事，特别介绍了康熙皇帝与宫中耶稣会

士们的关系以及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等问题。

<启蒙时代的中国)丛书第五卷，是(殷弘绪与中国

对18世纪欧洲的贡献>一书，作者仍是博西埃尔夫人。

法国入华耶稣会士殷弘绪于1699年莅临中国厦门，

1741年逝世于北京，主要活动区域是在江西(九江、饶

州、南昌、景德镇)和北京。他的贡献体现在四个方面：

其—是译注中国经典书籍问题．包括有关创办义学、造

福于民、钱币、习俗、对于中国礼仪之争中四项建议的

看法、对于<尚书>和(春秋)有关中国人宗教信仰的考

释、中国历史、中国传奇方面的著作；其二是作为技术

家的殷弘绪．如他有关中国瓷器、丝绸、人造花和珍珠

的制造术诸方面的著作；其三是殷弘绪在介绍中医与

保健技巧方面所做的工作，如他节译康熙三十六年

(1697年)出版的<长生)一书，对体草纲目)的节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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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犬、丑角、宝塔和医生)等所谓有关中国的喜剧。入

华耶稣会士马若瑟(dc n白me，166l一1736)最早曾翻
译过中国的某些田园牧歌和天主教主祈经唱诗。特别

是他根据《元人百种曲)而编辑的《赵氏孤儿)剧本，导

致了伏尔泰那部名声赫赫的(中国孤儿)的问世。杜赫

德(n刚de)神甫1735年于(中华帝国全志>中发表了
耶稣会士们对中国音乐的论述，首次介绍了一曲(柳叶

锦>．并对中国的乐器作了初步描述。普雷沃(PI∈v05t)

修道院院长在1784年的<游记通史)中，也发表过有关

中国音乐的论著。波希米亚入华耶稣会士严嘉乐

(Q'arl§Sl州％k)具有渊博的音乐知识。1735年在致
巴耶的书简中，详细地记述了中国的音乐同题。

该书第二章是讲钱德明神甫对李光地<古乐经传)

的译本。对中国音乐西传欧洲作出最大贡献的人是钱

德明神甫。他于1754年将李光地的(古乐经传)的乐理

著作译成法文并寄回法国出版，导致法国各种书籍刊

物陆续转载并挑起了许多学者之间纠缠不休的辩论和

五花八门的评论。其中．特别著名的书评分别是由拉

莫(RmHu'1760年)、阿尔诺(Amal d’1767年)、卢梭

(R∞镕∞u，1768年)、鲁西埃(Ibu商口，1770年)、德·拉

博尔德(ⅨLa酬e，17踟年)、格鲁贤(G％i日，1785和
1820年)、甘格纳(Gilwm，1791年左右)等人所作。钱
德明神甫后来又对这些人的批评作了自我辩护。一时

间．诸家纷注，众说纷纭，十分热闹。这是中国音乐理

论著作最早在欧洲的广泛传播，从而也形成了当时欧

洲“中国热”的—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章是(钱德明神甫的论著<中国古今音乐

篇))。钱德明神甫除了翻译李光地的(古乐经传)之

外，还于1776～1779年间写了一部有关中国音乐的论

著，寄到法国后再度掀起轩然大波。书中在详细地介

绍了中国音乐史之后。又对中国的乐器(8种晌体和8

种乐器)、律准。古代中国人演奏五弦琴和七弦琴的方

式，中国的音乐体系、律吕、律的相生法、三分损益法、

七律、谐音等，都作了准确程度不同的论述。

第四章是(钱德明神甫有关中国音乐的各种著作

与资料)。钱德明神甫除了这两部译著和论著之外，还

搜集了大量有关中国音乐的文献、乐谱和乐器样品。翻

译了中国古代某些与音乐有关的舞蹈著作，从而向欧

洲提供了有关中国音乐的宝贵资料。他于1770一1779

年写成了<(中国古今音乐篇)补遗)，1779—1792年写

成了(平定金川的鞑靼一满族赞歌)，17蹈一1789年写

成有关舞蹈和(股肱歌>的两篇论文，1779年搜集了一

组中国乐曲；从1790年起，他还将一批中国乐器运往法

国。这一切，都是华乐西传法兰西的重要途径。

第五章是(18世纪下半叶有关中国音乐的其他著

作>。钱德明的著作不仅具有追述既往的意义，更重要

的是首次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固有的独特音乐体系，打

破了当时欧洲盛行的有关中国乐理衍出于埃及的神

话。除了钱德明神甫外．还有某些入华耶稣会士和学

者们也为中国音乐的西传作出过贡献。韩国英(P．一

M．Gb‘1728—1780)于1780年写了一部(论中国的

黝，载<中国杂纂>第6卷中；德经(ⅨGdg-一)于
1784—1801年在其(游记)中发表了(天子万年)的中国

乐曲；英使马戛尔尼(【删№∞咖)及其随员巴罗
(BamM)于1789—1犯4年的入华游记中也介绍过中国

音乐，特别是介绍了(茉莉花>的歌曲和六弦琴的乐曲，

此外还介绍了一支纤夫曲。

总之，中国音乐在18世纪的法国，虽不及中国造

型艺术、古玩文物和孔子的伦理格言那样普遍传播，或

者是热极一时，但中国的礼乐文明，也曾让富有浪漫色

彩的法兰西人所陶醉，成为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与撞击

的—个重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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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耿昇 法国汉学界对中西文化首次撞击的研究(下) -河北学刊2004,24(2)
    明末清初的16-18世纪,是中西两种文化首次撞击的时代.这次中西文化的撞击与交流媒介,是以入华耶稣会士为主体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他们无论是

在中学西渐方面,还是在西学东渐领域中,都做了许多有益的、他人无法取代的工作.入华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的热门课题,法国

汉学界在该领域中始终居领先地位.本文对法国汉学界近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作了鸟瞰式评介.

2.期刊论文 耿昇.GENG Shen 从基督宗教的第3次入华高潮到西方早期中国观的形成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09,""(2)
    基督宗教的首次入华高潮是唐代的景教徒,第2次高潮是元代的方济各会士,第3次入华高潮则是明末清初的以耶稣会士为主的天主教多个修会的传教

士.入华耶稣会士们来自欧洲几乎所有国家,但以南中欧拉丁文化的国家为主.他们的社会出身一般较高贵,故来华后走上层路线,广交上至朝廷,下至文人

儒士,推行中国文化"适应政策".他们在传教方面收获不大,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却功不可没.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对于中学西渐的贡献,还要大于其对西学

中渐的贡献.他们的书简、报告和著述,促进了西方早期的中国观的形成.

3.学位论文 刘亚轩 清初来华传教士马国贤研究 2009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明末清初是一个辉煌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众多西方的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和桥梁，使中西双方

的认识和沟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对此，国内外的学术界已经有诸多论著。可是，对来华的非耶稣会传教士为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我们的研

究则明显滞后。关于清初来华的虔劳会士马国贤的研究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

    通过本文对马国贤深入细致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马国贤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人物，他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马

国贤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

    1、马国贤的中国观对欧洲18世纪中国热的降温起了重要的作用。

    2、马国贤的回忆录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大门，为学者们研究康熙时的中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料。

    3、在中西美术交流史上，马国贤第一次把西方的铜版画技术传入中国，改变了以往中国只是制作木版画的传统。马国贤制作的铜版画((避暑山庄三

十六景图》促进了欧洲特别是英国的中国园林热。

    4、马国贤为研究中国礼仪之争提供了更多更珍贵的材料。在礼仪之争中，欧洲社会的很多人士不再相信入华耶稣会士的报告。马国贤的报告恰好在

此时出现，因而对当时的欧洲影响更大。

    5、在中国留学史上，马国贤在其家乡那不勒斯创办的中国学院，是欧洲最早的中国人留学中心。中国学院体现了马国贤与利玛窦的适应路线不同的

另外一种传教方法，在清朝厉行禁教时期，为中国的传教事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

    马国贤的个案研究表明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来华的传教士无论何门何派，无论其主观立场如何，都不自觉地充当了文化交流的媒介和桥梁

，也说明我们急需加强对在华的非耶稣会士的研究，唯其如此，才能更好地揭示明末清初这场大规模文化交流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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