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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汉学界对中西文化首次撞击的研究(下)
耿鼻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100732)

[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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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入华耶酥会士为主

体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他们无论是在中学西渐方面，还是在西学糸渐领域中，都攸了许多有苴的、他人无法取代的工诈。入华

耶稣台士与中西文化主流。是近年来国际学求界的热门课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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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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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畸 中西方各界，根据入华耶稣会士们的中国

女七女资料，各自形成了对于对方的看法。这一点始

‘“”一终是法国学者们研究的热门。本文在此仅提

及两本书，作为例证而加以介绍。

第一本书是法国华裔学者丁兆庆的<1650一1750

年间法国人对中国的描述)，于1986年再版(原版于

1928年)。原书由当时法国著名的汉学家马伯乐(He商

M坤ero，1鹋3—1945)作序。该书从各种法国著作中辑

录了1650一1750年间法国的传教士、政界人物、商人、

神学家、旅行家、航海家、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尤

其是哲学家)们论述中国的言论，实际上是对当时那场

“中国热”风潮的一种全面再现。全书共分十二章详细

论述。

第一章是对1650年之前法国人有关中国知识的

综述。其中第一部分论述了1650年之前的中欧关系，

从上古时代的“赛里斯”人到汉代的“大秦”、唐代的景

教、元代的方济各会士与其他使节、明代的旅行家与航

海家．直到法国耶稣会士们于明来人华。第二部分是

讲1650年北京第一座教堂的建造以及清朝康、雍、乾三

帝时代的中法关系。第二章是讲1650_一1750年法国人

论述中国的史料来源，主要是八华传教士们的著述，以

及围绕着中国礼仪之争事件所出现的论战性著作。第

三章是(教俗旅行家们论中国>。17—18世纪入华的法

国教俗人士很多。传教士们一般都对中国大加赞扬，

而那些世俗人士却看到一种愚昧和卑微的中国形象。

这是由于传教士们在中国生活得时间长，且又肯下苦

工夫去研究中国文化，而世俗旅行家和商人们只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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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匆匆、无文化修养的过客，再加上他们与中国人做交

易时难敌精明的中国人，自觉无暴利可图．故而形成了

这种差异，造成了他们对中国产生的负面印象。第四

章是(法国人论中国的历史)，主要是罗列了当时法国

人撰写、翻译和编译的大量中国史著作。第五章是(法

国人论中国的地理)．主要介绍了法国传教士们奉康熙

皇帝的诏令而测绘中国地图的过程，特别是法国地图

测绘家宋君荣神父的在华活动情况。第六章是<法国

人论中国的民族学)，重点介绍了中国的不同民族及其

社会伦理状态，特别是巴多明有关“地理和气候形势对

人类影响”的著名论断。第七章是(中国的文学在法国

的传播以及傅尔蒙研究中国的方法)，其中详细罗列了

当时法国论述中国著作的刊本、在金石和美文学科学

院宣读的论文、赫苍碧(J，一P．№ieu'1671—1764)的
(古文>译本、马若瑟的‘诗经>译本等一大批著作。第

八章是<中国的戏剧在法国)，主要是介绍迪夫雷斯尼

(Dufresnv)有关中国狐仙鬼怪故事的戏剧以及在集市

中上演的那种实际上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的所谓“中

国戏”，特别是有关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和伏尔泰的

(中国孤儿)之争。第九章是(中国的儒教在法国)，主

要是论述被认为是基督教先驱的孔子和被归于中国学

者们的无神论。第十章是<中国的哲学在法国)，论述

了中国皇帝对孔子的宠爱、传教士们将中国哲学中的

民主和社会思想引入法国、传教士们的职业使他们无

法接触中国知识界等。第十一章是(中国在17—18世

纪的法国>，主要论述当时法国获得几乎是完整的中国

思想和形成中国形象的全过程。第十二章是<理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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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形象在法国)，主要是论述当时法国遇到了伦理

和政治危机，意欲依靠中国例证和受中国启发而引入

新思想，从而改造法国社会的美好愿望。总之，此书虽

然是寻章摘句，难免有先入为主之嫌，但它毕竟较为全

面地介绍了法国17一墙世纪的“中国热”之风潮。

第二本是华裔法国学者齐安德(心mh)于
1969年出版的<中国人看基督教西方>一书。全书共分

五章，详细论述了中国人于近代之前所形成的西方观。

它与丁兆庚一书相映生辉，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中国人

通过西方旅行家、传教士与商人而了解到的西方。中

国人最早将欧洲人统称为“蛮夷”、“番”、“胡”和“洋人”．

甚至对于耶稣会士们也一概如此称呼。中国人开始时

始终坚持认为中华帝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而蛮夷人

都是残暴和不道德之徒。中国人当时关心并从事调查

的西方国情是：调查西方的势力、军事艺术和装备．采

取的对策是“师夷之长技”．即学夷语和译夷书、派遣留

学生和使节、学习西方的军事艺术；调查西方聚财手段

——贸易、交通、采矿、经济制度，应对的措施是仿效西

方．最终认识到了“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调查西方物

质物质文明之源泉——实用科学及实用科学发达的原

因，采取的态度是采用西方科学却不能因引入西学而

在中国教育中激起混乱；调查西方对物质文明的制控

手段——官府与组织，决策是西方式的变法、改良或革

命派。该书的第三章讲到了中国因发现西方而爆发的

一场大争论：中国是否应“夷化”、中国文明是否具有优

越性、西方政治究竟是进步的还是保守的、对西方文明

是否应批判、匿夷的一切长处是否均源出自中华帝国、

经典是否具有永久性、西方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是否

互相结合，由此而产生了一种黄金理论——中体西用，

但在实施中却有很多困难。第四章是论述基督教在西

方物质文明中所起的作用。其中，提出了中国是否忽

略了基督教以及懦教之成见诸问题。西方生活对中国

的影响(宗教生活、思维想象、教派与宗教之争、对待异

教徒的态度、迷信教派等)、中国对西方的恩怨或仇恨、

宗教作为西方侵略的工具、传教士们干涉司法并提出

了物质要求、中国人对于传教事业的看法、中国政府处

理教务的措施、中国新闻界与中国文人有关基督教的

观点等内容。第五章是探讨中西方关系：中国人看到

的西方日常生活，西方人的相貌、语言、烹饪、衣着、男

女关系、舞蹈、婚姻、孝遭与离婚、女子教育、住宿、街遭、

所谓的社会平等、医学、体育、新闻、艺术、戏剧和摄影、

西人的性格、东西方之间的殊同、伦理差异、两种文明

的特征。在结论部分．该书讲到了礼仪之争后中国与

西方世界的隔绝、中国寻求一种新文明的结果、西方对

于中国的误解之原因、东西方文明的相会等。

卞e“畸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G．wt蛐m von

女／＼·±IJeib而z．1646—1716)是欧洲17世纪末、18世纪

”””初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其学术涉及到了数

学、哲学、逻辑学、历史学、法学、力学、地质学、语言学和

神学诸领域。莱布尼茨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诸多

领域中都受到了中国影响。研究莱布尼茨与中国的关

系。通过莱布尼茨来研究中学西渐始终是一个重要课

题。笔者在此仅对法国近些年来出版的三本有关莱布

尼茨与中国关系的著作作些简介，它们可说是这方面

研究的扛鼎之作。

法国学者奥里维埃·卢瓦(aiv日R0y)于1972年在

巴黎出版了一部‘莱布尼茨与中国>，认为中国是世界

上第一个未曾有蒙昧人居住过的国家。他通过莱布尼

茨有关中国的论述，而竭尽一切努力来解释那个时代

有关中国的神话。全书在对西方17—18世纪“中国

热”的历史作了一番勾勒之后，重点介绍中西方思想的

比较问题。然后又论述了中国人的玄学、语言和‘易

经>以及莱布尼茨对这三个问题作出的答复、莱布尼茨

有关西方基督教与中国自然神论之间的吻合性、将汉

语作为世界语和世界之政治统一诸问题。

这部书分为五编二十一章。书末附有研究莱布尼

茨与中国的详细书目。其第一编是(莱布尼茨时代的

中国与欧洲>。下设四章：(明清时代的中国>、<欧人进

入中国)、(卒L仪之争在远东)和(礼仪之争在欧洲>。这

一编主要阐述了莱布尼茨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社会背

景。作者认为，17世纪末至18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达到

了其鼎盛时期．与经过16世纪之前的“文艺复兴”和

17—18世纪的“工业革命”之后的欧洲，各自屹立在欧

亚大陆的两端，分别代表着东西方两大文明，势均力

敌；双方于此时完全可以平等对话，故出现了导致欧洲

“中国热”风潮的形成，以及一大批研究中国问题专家

诞生的环境与氛围。莱布尼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应

运而生。但这两大文明毕竟差异很大，欧洲崇拜中国

文明的精英人物层出不穷，敌视中国文明者也不乏其

人。故而在欧洲爆发了持续长达两个世纪左右的中国

“礼仪之争”。作者认为，这场争论主要集中于五大要

点上：汉文中Dieu(上帝、天、天主)的名称、康熙赐给北

京耶稣会士们题额中的“敬天”二字(认为“天”具有物

质与世俗之义，与神学不能相容)、中国人的祭祖(迷信

色彩)和尊孔问题(孔子与上帝的争宠之战)、祭祖灵牌

问题(偶像崇拜)。中国礼仪之争在欧洲挑起了一些重

大哲学和宗教问题的辩论，并最终导致了这些学科的

发展。

第二编是(莱布尼茨与中国传教区>。主要论述了

莱布尼茨的资料来源和著作、莱布尼茨的世界和平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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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论与中国。莱布尼茨获得中国资料的主要渠道是与

入华耶稣会士们保持着通信关系．并在可能的情况下

于欧洲会见他们，阅读入华耶稣会士们的著作以及西

方人士根据他们的著作而编写的有关中国的著述。他

重点阅读了祈尔歇(Ⅺ耐mr)的(中国图志)(1667年)、

柏应理的“四书”译本、<中国的哲学家孔夫子)(白晋于

1707年寄给莱布尼茨)，以及一大批有关中国礼仪之争

的著作，如李明的<中国现实新志>、龙华民的《论中国

人宗教的某些问题)等。他与白晋神父保持着长期的

通信关系也使其受益匪浅。莱布尼茨有关中国的著作

主要是<就中国哲学问题致雷蒙的信札)以及由他负责

出版的(中国近事)，但他在诸多书简和各种著作中都

谈到了中国。他意欲将其世界共处论运用到中国，以

实现其世界统一的美梦。

第三编是(莱布尼茨与中国思想>。下分五章论

述：(什么样的中国思想?)、‘龙华民有关中国人寿数的

论著>、<莱布尼茨与中国思想)、(莱布尼茨和中国礼仪

之争的具体观点)、<莱布尼茨对汉文文献的注释>。当

时，在欧洲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就是研究中国思想

的参照点。莱布尼茨如同入华耶稣会士们一样，都认

为主要应参照中国的古文献，特别是参照“四书”、“五

经”等儒家经典，因为儒家经典的疏注文字均遭道教徒

和佛教徒所歪曲，而外方传教会的会士们更偏爱于疏

注文字却忽略原著。所以，莱布尼茨极力推动将“四

书”和“五经”等中国儒家经典译成西文而刊行。这样，

便有力地推动了中学西渐。龙华民的(论中国人宗教

的某些问题)算得上是欧洲出版的第一部比较系统而

又准确地论述中国宗教特别是中国玄学的著作，但莱

布尼茨却需要获得更具体的资料以评价中国的自然神

论。他有关中国思想的主要观点都反映在他的<就中

国哲学问题致雷蒙先生的信札>中了。该信札的目的

是为了对柏应理和利安当的著作作出回应。其主要内

容是：什么是第一本原；“理”是否合理；“理”是否为造物

主。他虽然经常重复柏应理和利安当的中国人的“唯

物论”和“一元论”．但他又认为中国人既不宣扬物质和

精神之间的二元论．也不主张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在

礼仪之争中，莱布尼茨于“上帝”、神灵、精神和物质、精

神和力量、神灵和祭杞、人类灵魂等问题上都持独特见

解，并对这些名词的含义作了不落俗套的诠释。

第四编是(莱布尼茨和汉语>。下设五章论述：(神

学的偏见)、(莱布尼茨和世界语>、<莱布尼茨的汉文知

识)、(莱布尼茨和可作为世界语的汉语)、<莱布尼茨在

汉语世界语问题上的犹豫心态)和<汉语是否为一种哲

学语言)等。神学家们有一种偏见，认为亚当的语言是

一种神语，后来却被遗忘了，大家都在寻找其踪迹。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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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尼茨也认为存在着一种由上帝或亚当创造的“原始

语言”，但他又怀疑这种语言不是世人所说的希伯莱

语。他通过对汉语、汉字和汉语语法的研究，认为汉字

有一种超自然起源、被归于了伏羲的创造。所以，他力

主汉语可以作为一种世界语。

第五编是(莱布尼茨与(易经)>。下分(欧洲对(易

经)的介绍)、(自晋论<易经))、莱布尼茨论(易经)>和

<(易经)中的科学>等专题论述。由于莱布尼茨在<易

经)八卦与他的二进位数学之间发现了某种共性和联

系，所以他才注重对‘易经>的研究。

1987年，法国学者克雷斯蒂亚娜·弗雷蒙(o试s．

tiane F硅nmt)出版了(莱布尼茨有关中国人自然神学

的论述>一书。全书共分三部分，附有详细的注释、莱

布尼茨的著作目录和年谱。其中，第一部分是综述，详

细论述r莱布尼茨研究中国、中国人的宗教和著作的

历史。第二部分是莱布尼茨有关中国神学的论述，主

要是发表了莱布尼茨为(中国近事)写的序言以及对此

书所作的提要、莱布尼茨就中国哲学问题致雷蒙的信

札全文。最后是附录．包括莱布尼茨就中国问题致韦

尔朱恩(v两m)神父的七封信札、‘论对孔夫子的世俗

崇拜)、致白晋神父的两封书简、致德·博斯(rb B0sses)

神父书简的节录等原始文献。所有这些著作均为莱布

尼茨在欧洲推动传播中国文化的代表作，对于中学西

渐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莱布尼茨为了获得研究中国的资料，与入华耶稣

会士们长期保持频繁的通信关系。这批书简经里达·

维德迈(砧ta wdm画er)汇辑和筛选，于1990年出版了

‘莱布尼茨中国书简集)。此书搜集了莱布尼茨与入华

耶稣会士之间的七十一封书简，从1689年7月1日起

至1714年2月5日止，长达二十五年之久。这七十一

封书简中只有十二封过去曾公布过。与莱布尼茨保持

通信关系的有入华耶稣会士闵明我、利国安、白晋、洪

若翰、杜德美和刘应等法国会士。此外，该书中还包括

莱布尼茨与韦尔朱思、郭弼恩等一代欧洲文化名流们

的交往书简。该书的前面附有维德迈介绍莱布尼茨对

中国的研究及其与入华耶稣会士们保持通信关系的背

景、书简的内容和它们在西方产生的影响。编者对每

封书简都作了详细注释。书末附有研究莱布尼茨与中

国关系的书目及详细索引。这批书简大都是用法文写

成的，只有少数系用拉丁语所写。

一“畸 在中国文化西传的问题上，于哲学层面表

{九l现得尤为突出，耶稣会士们也非常注重调查研

岫“”。究高度发达的中国伦理哲学，当时的西方人也

爱高谈阔论这一话题。法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有两本代

表作。

 万方数据



◆史学研究新发现◆

第一本是维吉尔·毕诺(vi唧le Pi∞t)的名著(中国

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1胁1740))，于1970年
在日内瓦重印。全书五十余万字，分上下两卷。上卷

是作者撰写的国家级博士论文，分为三编六章；下卷是

他为撰写其博士论文而利用的(有关法国认识中国的

未刊文献)。该书现已成为研究中学西渐的经典性著

作，在国外享有很高的声誉。该书有笔者的中译本。

在书中，毕诺将第一编定名为<有关法国认识中国

的起源)。分为三章：第一章是(耶稣会士和巴黎外方

传教会会士)，主要论述了17世纪远东的天主教传教

区和法国派向暹罗的使节，这是法国认识中国和中学

西渐的基本队伍；第二章是‘中国礼仪之争)，详细介绍

了礼仪之争的起因、发展以及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这是中学西渐的社会背景；第三章是(耶稣会士们有关

中国的著作)，这些著作是法国认识中国以及中国在哲

学方面影响法国的基本资料，这是中学西渐的渠道和

手段。第二编定名为(发现中国和对法国哲学思想的

形成的影响)。在第一章‘中国历史和纪年的古老性>

中，作者认为中国古老的历史远远超越了<圣经)的历

史，向<圣经)纪年和基督教提出了挑战，是中国震撼欧

洲的一大原因。在第二章<中国人的哲学和宗教)中，

作者分别论述了法国传教士和神学家、哲学家、“索隐

派”信徒对于中国哲学和宗教的不同看法，也就是中学

对欧洲不同阶层人物的影响。由于中学对欧洲影响最

多的是在哲学、宗教、伦理和政治方面，故笔者想重点

介绍一下毕诺有关中国对法国及欧洲哲学家们(包括

培尔、马勒伯朗士、莱布尼茨、布里尼等)施加影响部分

的论述。虽然这些学者对中国的观点不尽相同．甚至

还互相矛盾，但他们都受到了中国的影响，是中学西渐

的重要队伍。

培尔主要不是由于中国古老的纪年问题，而是出

于反对路易十四排斥异己的行为才转向关心中国问题

的。他从中国皇帝以最高礼遇接待传教士们的决策中

看到了中国的宽容行为。培尔认为，偏执狂和排他主

义并非出自对宗教问题的冷淡，而是基督教的一种必

然结果。他于1700年之前主要是关心暹罗而不是中

国。由于他是一位博览群书的作家．所以也关心耶稣

会与巴黎外方传教会之间的争执，最终认为中国的尊

孔并不是一种偶像崇拜。他不仅仅满足于阅读柏应理

神父的(实用伦理学)，而且也阅读耶稣会士们三大名

著和李明神父的著作。他甚至企图证明无神论要大大

优于偶像崇拜，认为反击基督教独神论的最好例证就

是中国。因为中国不仅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而且

还具有非常崇高的伦理。中国的无神论使其民族繁衍

的时间比欧洲要长得多，它与伦理没有任何矛盾。由

于中国文人都是哲学家和“活跃的无神论者”，所以中

国的例证对于批判基督教的独神论至关重要。

马勒伯朗士采用了(一名基督教哲学家与一名中

国哲学家的对答录>为标题，这绝非仅为哗众取宠。当

时在那些有关东西方哲学家论战的著作中，往往是东

方哲学家们获胜。原入华耶稣会士傅圣浑(J．一

P．R)u田uet．1665—1741)与马勒伯朗士友谊非同一般，

并声称惟有其形而上学的理论才能够打动中国人。其

讨答录)是专为传教士们写的一种指导手册。他认
为，在斯宾诺莎的不信教论和中国的无神论之间有许

多联系。

莱布尼茨是17世纪中最早并以最顽强精神长期

关心中国同题的人。他非常钦佩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

柯尔贝尔(J．P．吲bm，1619—1683)的计划，在中国和
整个东方寻找上古时代的遗迹．以用来研究民族起源

以及世界上更多事物的起源。他对于中国语言问题产

生了浓厚兴趣，认为这是一种原始语言或母语。他要

求拉·克罗兹(1m Cr∞)学习汉语。认为汉语比亚美尼亚

语更适宜研究(圣经>。由于中国历史极其古老，中国

的智慧是一种不可估量的财富，所以他大力支持向中

国派遣数学家耶稣会士，并如饥似渴地阅读他们的著

述。他甚至认为应该要求中国向西方派遣治国圣贤，

向基督教世界传授治国术和自然神学。他最早提出中

国哲学更接近基督教神学而不是希腊哲学的论点。

德·布里尼(de&嫡gny)为了调查中国人的宗教，曾

向培尔和雷诺多(鼢1aud。t)请教．从而也得出了中国人
是无神论者的结论。这就证明无神论曾是哲学家中的

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理论，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均应该

如此。

第二本书是1994年出版的马克·克雷本(Marc cr，

pon)编写的文集<西方哲学年鉴中反映出的东方)。这

本文集既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也较为通俗易懂，是有关

中国哲学在西方的传播及其影响的一部代表作。全书

除了长篇序言和丰富的参考书目外，在正文第一章(批

判的模式)中，辑录了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伏尔

泰的<风俗论)、阿尔让斯侯爵的<中国人的信札)、重农

派学者魁奈的<中国的专制主义)、杜尔哥的<中国问

鄹l、百科全书派作家狄德罗(【Ⅻs I]iderot，1713～

1784)的‘两个印度的历史)中有关中国的论述。第二章

<演变关系的研究——探源)中，摘引了赫尔德、琼斯、

施莱格尔兄弟、洪堡等人的著作、书信和讲演稿。其

中，德国批评家、哲学家、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和狂飙

运动的理论家赫尔德(J．G．Herder，1744—1803)，是由

于批判启蒙时代的语言哲学和历史哲学才转向东方学

研究的。在他的有关人类历史哲学的著作中，中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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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始终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希望用东方哲学来发

展西方哲学。该书摘引了他(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

想)中有关中国和印度的几章文字。英国的东方学家、

思想家、加尔各答亚洲学会的创始人和首任会长琼斯

(wIlliarn Jon∞，1746—1794)曾于1780年左右在英国印

度总督啥斯汀的支持下从事有关中国和印度等东方国

家法律、风俗、制度、宗教和语言的研究。该书节录了

他作为加尔各答亚洲学会会长分别于1786年2月2日

和1792年2月23日的两次讲演稿，内容涉及东方民族

与家庭的起源问题。这种有关人类发展史和伦理道德

的东方思想促进了西方有关哲学领域的发展。德国批

评家和浪漫主义的先驱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

(肼edIich Sd峥l'1772—1829)是具有浪漫主义的印度
狂热崇拜者，当然也涉及中国。他长期在法国从事东

方学研究，成了欧洲的东方学先驱之一。该书摘录了

他的名著(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中的片断(当时西方

人在“印度人”和“中国人”之间很难作出明确区别)，实

际上涉及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东亚。其兄威廉·施莱

格尔(wilMm Sdll嘞d，176卜1845)是德国作家和浪漫
主义运动的促进者，以介绍“东方的文艺复兴”而著名，

曾于1洳1830年出版过三卷本的(印度文库>。该书
摘引了他于1833年11月20日写的(论印度人的起源>

一文，其中也大量论述了中国民族起源的问题，意欲

“重写”整部人类发展史。德国哲学家、外交家、教育家

和语言学家洪堡(w．Ⅷ1 Hm嘲dt，1767—1835)的著作

曾被时人认为是“通向中国和印度的走廊”。他对于东

西方语言的比较研究已超越了语言的范畴，被称为一

次酷似“哥白尼式的革命”。1826年3月7日，他自柏

林致信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设立于1814年，国外第一

个汉学讲座)主持人雷慕沙．向雷氏请教汉语的语法特

征．特别是有关汉语之天才问题。该书全文刊登了这

封书信。这是西方最早以真正科学的方法研究汉语语

法的论著，为向西方揭开汉语的神秘面纱作出了巨大

贡献。

西方哲学家受中国的影响，其媒介依然是

入华耶稣会士们，其资料来源始终是入华耶稣

会士们的著述。事实上，正是入华耶稣会士们

通过这些西方哲学家．而掀起了一场震撼整个欧洲的

“中国热”风潮。

法国学者雅克·布罗斯(Jaoqus B—一)于1981年

出版的(西方发现中国史>一书．图文并茂、生动活泼地

介绍了西方“发现”中国以及中国在西方影响的历史。

其中。第一章<中西方最早的接触)，是讲15世纪之前的

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二章‘从瓷器到神学)，介绍了由

入华耶稣会士们掀起的1卜18世纪欧洲“中国热”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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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中国瓷器于16世纪传入欧洲，在物质领域中掀起

一场“中国热”。最早的瓷瓶是由葡萄牙人于1520年输

入欧洲的，欧洲人不明白中国人是怎样从碎泥土石中

得到这种色彩夺目和响声清脆的神奇器皿，认为它是

上帝创造的一种“奇迹”。欧洲君主和达官显贵们都以

黄金的价格争购这些异国艺术品。欧洲第一批收藏中

国瓷器者是佛罗伦萨之主美第奇(Me出ds)、法王法兰

西斯一世(F协№沁I)和穗国的查理五世(ond∞Q“nt)

等家族。荷兰商人很快就垄断了葡萄牙运往欧洲的中

国瓷器，英王雅克一世和亨利四世都是阿姆斯特丹中

国瓷器的大买主。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7世纪上半叶

就进口近三百万件中国瓷器。这一切对欧洲彩釉陶器

的发展施加了很大的影响。不仅荷兰德尔夫特的蓝色

和白色彩釉器是由于直接模拟中国瓷器才造成．而且

法国讷韦尔、鲁昂和斯特拉斯堡的彩釉器作坊也深受

中国瓷器的影响。荷兰于17世纪末丧失了对中国瓷

器的垄断权，英、法列强的东印度贸易公司争相从事中

国瓷器贸易。法国于1720年还专辟一个进口中国瓷

器的港口洛里昂(L0^erIt)，该名出自法文中指“东方”的

L．谢ent一词。路易十四用带金柄的中国瓷杯喝酒，当

时的人都想用中国瓷杯喝热饮料。所以，订购成套的

中国瓷器成了交易热点，中国瓷窑也严格按照欧洲订

货所要求的图案和式样生产。当时。还出现了带圣母

和维纳斯图像的中国瓷器。甚至还印有西洋文字母。

欧洲的陶瓷专家们积极努力地揭示中国瓷器的奥妙。

他们在二百多年里，先用加锡的不透明玻璃来仿造．后

又制造软胎瓷；17世纪末，一种仿制中国“工艺品”的热

潮风行欧洲，以取代中国进口的货物。欧洲人还想方

设法地揭示中国瓷器的工艺成分和配方的秘诀。萨克

斯国王的囚犯炼丹术士波特格尔(Bttger)于17(}9年在

迈森附近找到了“高岭土”，又于1710年在那里生产出

欧洲第一批硬胎瓷。他对此严加保密，故意使瓷器的

生产笼罩着一种炼丹术般的神秘色彩。这种热潮于

1745—1755年间经蓬巴杜侯爵推动而达到顶峰。欧洲

列强的东印度公司大批进口中国货，中国戏剧也被搬

上欧洲舞台，社会名流们专辟“中国工艺品陈列室”。

英国著名家具设计师奇彭达尔(chP叫诎拈)模拟中国

家具而推出新款式，形成了欧洲珍贵家具名牌；法国的

木器工马丹(Mm)模仿中国漆而制成了马丹油，根据
中国图案而在博韦编织的法国地毯上绘画，又作为重

礼进奉乾隆皇帝。中国的园林风格也风靡欧洲，被称

为“英国式”的法国园林实际上是受由钱伯斯

(w．oumbers)曾就地研究过的中国园林的影响。钱伯

斯模仿苏州塔而修建著名的丘园塔，舒瓦齐(o商Sy)在

十二年之后于法国香特鲁也建起中国塔。作者在论述

，；J；I十m，十工．t‰

 万方数据



◆史学研究新发现◆

了这些物质文化的传播之后，还讲到了经入华传教士

们的媒介而使中国思想、哲学、伦理和宗教文化西传的

情况。

曾在中国工作过数十年的法国白俄裔学者米桓

(Q蝴dn M|kky)的法籍夫人于1卯5年在巴黎高等

社会科学研究院通过了其博士论文<法国18世纪的中

国的情趣>。该书恰恰是贝勒维奇一斯坦凯维奇有关

17世纪中国热一书的续篇。它主要是通过法国入华耶

稣会士冯秉正(de Maiua，l舻1748)神父‘中国通史)
(在他去世后于1777一1785年共分十二卷出版)一书的

530名预订者的名单，全面分析了法国18世纪参与“中

国热”高潮的社会基础和地理范畴。从地理范围来讲，

巴黎的“中国热”势头最大，在已考证清楚的474名预订

人中占326人；其次是波尔多(48人)和南方的马赛、图

鲁兹、蒙特利埃等城市，法国北方的预订人则极少。从

社会阶层来看，贵族占349名．平民只有140人。所以．

参与“中国热”的人主要是王室、贵族、官吏、律师、医师、

艺术家、学者和富商等。在这些人中，军人(佩剑贵族)

85人．神职人员69人，金融界41人，商业的产业阶级

13人。总而言之，法国18世纪“中国热”的特征是：法

国的重农派学者们具有理想和神秘的中国之形象，他

们把中国视为“最智慧的国家”；商人们是具有“遍布珍

异物和财富”的中国之理想，他们将中国以及整个东方

视为财富之源；自由职业者们怀有崇尚“以深厚情趣和

雅致而生活”的中国之信念，形成了浪漫中国之形象；

学者们却形成了一种有关“文化高度发达”的中国之观

点，将中国视为礼仪和文明之邦。

法国的波兰裔学者贝勒维奇一斯坦凯维奇

(Belvitdl一s[ank刚ch)的旧作‘路易十四时代的中国热)

—书于1972年在日内瓦重版。该书共分两编七章。

其中，第一编是讲法国在16—17世纪时掀起的“东方

探险热”中热衷于赴中国和远东旅行的历史。第二编

第一章是<法国宫廷中的中国珍异物>，详细论述了路

易十四国王、王后、太子和宫中其他显贵们，均以使用

中国家具和其他中国装饰品为时髦的历史。甚至连路

易十四的特里亚农宫(现法国总理府)也充满了中国情

趣。豪华地装饰着中国印花布、织锦和人造花，最受青

睬的中国珍品仍是瓷器和漆器。第二章是(商人和中

国珍异物>。当时，欧洲商人以巨额采购“中国珍异物”

并以此发财致富。欧洲人在节庆时以用中国瓷器做装

饰为高贵，在化装舞会上以穿中国服装为高雅，欧洲不

同阶层的人都对中国艺术大加赞美。第三章是(东方

服饰风行欧洲)。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大批进口中国

布帛，欧洲上层和富翁对于中国衣饰如醉如痴，因而激

起了某些人为反对东方奢侈豪华时髦而进行抨击。第

四章是(带有中国内容的雕刻图案>。路易十四是“中

国热”最早的推动者，他令人将其出使暹罗使节的画像

雕版印刷．后来又刻印了带有暹罗和中国内容的历书，

祈尔歇的‘中国图志>便是中国物品雕刻图案的代表

作。欧洲人热衷于将耶稣会士和商人们携回的中国珍

异物与图案雕版印刷，以使之广为流传。最典型的例

证是康熙皇帝及其官吏们的肖像、文士和仕女图等。其

中所谓的“中国人”千奇百怪。那些从未见过真正中国

人的画家们都凭各自的想象而杜撰，无论当时流行的

中国观念是否正确。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确实形成了

一股强大的“中国热”浪潮。

法国于18世纪出版的<耶稣会士书简集)(1702一

1776，三十四卷本，后来又出版过许多种改编本)是研究

入华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的三大基础著作之一，

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套著作也曾被以不同的形式

多次节录再版。法国于1979年出版了普罗旺斯大学

的维席叶夫妇(Im础e d J∞n—Inis vi商∈re)选编的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其中除了一篇价值很大的序言

和有关事件的年谱之外，主要是选编或摘编了一批耶

稣会士中国书简，其中涉及中国犹太人、种痘术、宫廷

内幕、各种宗教、瓷器生产、工农业、建筑风格、风土人

情、清宗室王公苏努一家受归化等内容。此书在中国

大陆已有朱静的中译本，故不再赘言。

欧洲在1’卜一18世纪的“中国热”风潮中，中国的形

象、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等．成为了一批政客、学者、作家

和艺术家们热衷于谈论的话题。入华耶稣会士们在华

搜集到了一大批有关中国人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宗

教信仰、伦理道德、婚丧嫁娶、历法节庚、占h堪舆、种

鬼迷信、待客访友、喜怒哀乐等方面的生活“琐事”的资

料。法国学者后来将它们搜集起来，出版了两部代表

作。其一是夏尔·科莫(Chades QllT】n一一)于1970年在

巴黎出版的(中国清代人的日常生活)，该书列入了法

国颇具声望的一套畅销书<日常生活>丛书。其二是

1982年出版的由舒特(Jose曲Sch毗e)主编的一部文图

并茂的工具书<利玛窦和其他入华耶稣会士论中国的

艺术和日常生活)。上述两部著作都介绍了中国人在

明末清初的日常生活。当时，在欧洲贵夫人们的沙龙

和戏剧舞台、文学作品、艺术造型中．中国形象风靡一

时，甚至在某些学术著作中也有反映。欧洲的一批政

客、学者、艺术家们，为了在欧洲发动“反无耻之战”，需

要借助于中国形象。他们大都海阔天空．甚至是云山

雾罩地谈论那个连他们自己也根本不了解的中国，把

中国人的生活描绘成了一种理想的形象。

葡萄牙耶稣会士们于17世纪上半叶便进入了西

藏。法国学者于格·迪迪埃(H喀№Di出口)于1996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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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了<葡萄牙人在西藏>一书。其第一部分是讲扎巴让

(古格)建立的葡萄牙传教区。主要是译注和介绍了

1624—1635年间进入中国西藏的葡萄牙耶稣会士们的

基本情况。书中发表了葡萄牙耶稣会士安德拉德(An—

tollio de Andmde，1s80一1634)于1624年和1＆5年的

两次入藏记述，主要是在西藏西部的古格境内，特别是

在扎巴让(札达)地区探险；还发表了他1624年和1627

年写成的几篇游记(以书简的体裁写成)，以及弗朗西

斯科·德·阿泽维多(FhTlcism de A2ved0)于1631年的入

藏游记。第二部分是讲在西藏建立的葡萄牙传教区。

书中译注了卡塞拉(Estevo camh)1627年为寻找契丹

(cathay)和蕃坦(Pbtente)而入藏旅行，卡布拉尔(Joan

c出商，1598—1669年)于1628年在卫藏的活动。第三

部分是历史档案，分别论述了欧洲在寻找“外部基督教

国家”、福音化与异教一基督教的混合组成、基督徒一

穆斯林一佛教徒之间相会等内容。安德拉德是18世

纪下半叶之前西方唯一研究西藏的神学权威。除了耶

稣会士们的圈子之外，在1624—1626年间，欧洲人对于

西藏现状的了解，主要是葡萄牙人安德拉德向他们介

绍的情况，尽管他的资料中有许多错误和不确切处。

阿泽维多、卡塞拉和卡布拉尔则向西方揭示了藏传佛

教，但却不是扎巴让而是卫藏的佛教。他们四个人开

创了一系列葡萄牙传教士们入藏活动的先河。

入华耶稣会士们于18世纪从事了大量对开封犹

太人的调查。法国学者纳丁·佩伦(Nadim BⅧ1t)于
1998年出版了一本(中国的犹太人，开封与上海犹太人

社团的神奇历史>。作者首先在序言中详细地介绍了

由入华耶稣会士们首开的对开封犹太人进行调查研

究，并由政界、商界、学术界继续的这场运动，持续了三

个多世纪的历史。其后，又介绍了中国犹太人的历史

年代、进入中国的路线、在中国最早的居住地。对于开

封犹太人．书中介绍了他们的民族和地域起源、到达开

封的时间、人数与姓氏集团、犹太教堂、希伯莱文抄经、

节庆、礼仪与禁忌、语言与相貌、被同化的原因。这一

切资料，基本上都是由入华耶稣会士们调查而获得的

成果。

法国在主办有关入华耶稣会士与中国文化交流的

国际学术讨论会方面，有几项活动具有深远的国际影

响．其成绩夸人刮目相看。

其一是自1974年以来．由已故的前入华耶稣会士

裴化行(H∞i—Bem—Matre，1889一1975)和荣振化倡

导，每三年在尚蒂伊耶稣会档案馆举行的尚蒂伊国际

汉学讨论会。现已召开了十届，并出版了历届讨论会

的论文集。前四届均由法国方面主持，其内容完全是

有关入华耶稣会士问题的。但自第五届美国人介入

后，内容开始变得广泛了。不过从第八届起．又出现了

恢复老传统的倾向。这套会议论文集集中了世界各国

学者们的一批高质量的论文。其二是由法国的谢和耐

与荷兰的许理和于1990年共同发起的一项欧洲计划，

叫做“欧洲在中国：17—18世纪的文化、科学和宗教的

相互影响”，以中国一方为研究中心。他们分别于

199l、1993、1996和2000年举行过四次学术讨论会，并

已出版了文集。该项计划是谢和耐著作的延续，也与

许理和于其宗教史著作中的观点相吻合。它试图将有

关这一主题的所有领域(宗教、艺术、科学⋯⋯)都密切

地结合起来。

1995年3月，在巴黎召开了“学者和政治家徐光

启”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出版了文集。会议集中了来

自欧洲、美洲和东亚的一批学者，从明史、宗教史和科

学技术史诸方面研究了徐光启。它实际上已经超越了

已往对徐光启“科学家”、“爱国者”和“基督教的台柱子”

等等的定位，把他放在了明末中西文化交流与撞击的

政治文化大背景中来研究。

法国的利氏学社(Institut尉cci，利玛窦研究所)成

立于1966年，旨在继续利玛窦及其继承人们所从事的

汉学研究。因为利玛窦虽为意大利入华耶稣会士。但

法国入华耶稣会士顾赛芬(seⅫ舳n c。LJvre峨183，一

1919)和戴遂良(IJDn wE时，1856一1933)先以河北献县

为中心，后来又有法国耶稣会士们于上海以徐家汇为

中心，继承过耶稣会士们的汉学研究事业。利氏学社

分别在中国台北、香港和法国巴黎设立分社。他们在

辞典编纂、语言学、甲骨学、中国哲学、儒释道三教、民

间宗教、史学和文学领域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不少

成绩。该社于1976年出版了<汉法综合辞典)(俗称<利

玛窦小辞典))，于20世纪90年代又出版了(汉法大辞

典)((利玛窦大辞典>)。㈧帆the脯Cm删蛔蹦脚咖嘶andthewestinthe№h sinology

GENG她
(h￡im把o，豫s加删，船@f嘲眦，础0，s∞脚＆锄∞，B耐i研100732，凸i加)

Abshct：F龙ndl画Ⅸ)cagy 90t rrm删ts in the印fead of alinese IJe拼ir培t0 d砣West th叽in廿屺印read of

W签t锄I世m啦t0西jna 1k paper咖m蛐ts oflthe sn曲荡ofFrenchSndogi啦妇r】gtmmy years．

K略W钾出：6rs【cLlltLld hT耻ct kn峨蛐alhla 8nd the W西t；16～18唧由lry；FⅫdl西∞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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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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河北学刊200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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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华的传教事业基本上是失败的，或者说是收效甚微

，但他们在中西文化(哲学、史学、经济、伦理、政治、语言文字、科学技术等)交流方面成绩斐然。他们在中学西渐方面取得的成绩比在西学东渐方面

更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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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