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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俄国与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差异之简析

李伟丽

(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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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代前期入华的外国传教士有俄国东正教团、西方的天主教各派，同为基督教，但是他们在华传教的结果

却相去甚远。清代前期天主教各派既在中国人中问发展了基督徒，又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

而俄国东正教团在发展教徒方面没有成功，从一定程度上说，其贡献只限于汉学研究。究其原因，是由于

他们在入华传教的目的、方式、活动范围与规划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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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不把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归入西方传教士，

而是将它与早期耶稣会士(天主教)、后来的基督新

教等西方传教士区别开来，是由于彼此之间存在着

巨大的差异。这里的差异并非作为基督教的不同教

派之间的差异，而是入华传教的目的、方式、活动范

围与规模，以及结果等方面的不同。

一、途径不一，目的相异

东正教传人中国有两个渠道，1684、1685年雅克

萨之战中俘获的部分俄籍军士被送至北京，编入满

洲镶黄旗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这批俄籍人中包括

东正教徒，康熙帝尊重他们的信仰，下令赐予北京东

直门内胡家圈胡同内一所庙宇，允其宗教生活，此即

“北馆”，当时的阿尔巴津人称为“圣索非亚教堂”。

因此，最初来华的东正教教徒并非带有大规模传教

之目的。东正教传人的第二个渠道是沙俄政府受允

于清政府之后，于1715年向中国派遣的东正教团。

在中俄双方了解甚少的情况下，除了保证驻华东正

教徒的宗教生活，“使中国和西伯利亚那些黑暗中的

愚昧无知、执迷不悟的人们皈依正教”，⋯㈣0)彼得

二世派遣东正教团还有其他的目的，即“使俄国政府

了解中国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旧J(P1叭)及至19世

纪初，俄国政府意识到必须扩大与中国的政治和文

化交流，1818年8月8日对驻华东正教团作出新的

指示：保持并增加教民人数；学习汉语和满语；向俄

国政府汇报中国国内情况；搜集书籍、地图、种子，尤

其是能够在俄国种植的植物种子、植物、矿产

等。b J(P48”自此东正教团的主要任务由宗教活动转

变为进行中国经济和文化的全面研究，并且负有将

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报告外交部的责任。

而1541年来华的天主教修会耶稣会传教士圣

方济各·沙勿略是受罗马教皇保罗三世派遣的。

1581年耶稣会又派罗明坚、利玛窦等人到澳门学习

中文，准备进入内地传教。他们的使命主要是从事

“赚取中国”的“精神狩猎”，[4](P52卜522’即以天主教归

化中国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来华的艾儒略

早在他1603年写给会长一封信中，要求被派遣去传

教：“出于对耶稣的爱，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愿意忍

受任何的苦楚。我不仅要奉献我的生命，而且要切

实地运用我的力量去帮助那些为上主的宝血救赎的

不幸灵魂。我希望协助基督，拯救那些灵魂，因为在

这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他们缺乏任何的灵性帮助。

我不知道为什么上主已给我火一般的渴望为他的爱

而工作。”[5](P38’在16世纪汹涌的传教浪潮中，传教

士的热情可见一斑。

二、文化素养反差巨大。布道方式面貌迥异

在华各国传教士在文化教育素养上也存在着很

大反差。产生于16世纪的耶稣会学校拥有近代先

进的教育体制，学生在这里必须首先经过几年的时

间学习诗学、修辞学、逻辑学、自然哲学、伦理学、数

学等课程，然后才能开始神学的学习。依次来华的

范礼安、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卫匡国等都毕业于

依纳爵·罗耀拉(149l—1556，耶稣会创始人)于1551

年创建的罗马学院。

在向各地的传教事业中，依纳爵·罗耀拉相信运

用非基督教经典的合理性，相信这是探讨文化适应

性的重要途径。沙勿略也意识到，为了达到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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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的目的，必须去适应中国的文化。但是他没有

能够进入广东，客死上川岛。

范礼安是继沙忽略之后的第二位来华的优秀基

督教传教士，他的历史功绩是实践了沙忽略所追求

的本土化方法和在中国开始传教的设想。

罗明坚于1579年抵达澳门后一直协助范礼安

的工作。他学习汉语，并与广东省的一些官员结交。

1584年罗明坚写了第一本中文要理问答——《天主

圣教实录》。罗明坚用他最为著名的一句话表明他

的适应精神：为了使中国人臣服在基督的脚下，我们

的表现就得像中国人。L5J(嘞)

。利玛窦于1582年抵达澳门开始学习汉语，1583

年居住肇庆后开始设法融人当地社会。此后，在广

东韵州、江西南昌他更是以“西儒”自居，着儒服、戴

儒冠，结交儒士、官员、皇族，谈论天文、地理、哲学，

以儒传教成为他辩管粪磐撼1595年他在南昌出
版了天主教护教文献《天主实义》，该书即以儒家经
典来解释基督教义。经过多年努力的利玛窦来到北

京之后，向明神宗呈献圣像、自呜钟、西洋琴等物，这

位中国打扮的“远夷”及其“奇器”果然引起万历皇帝

的兴趣，结果获准留居北京。此后利玛窦便在北京

开堂传教，天主教开始在中国取得合法传教的地位。

而以上这些是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所没有做到

的。如前所述，俄国东正教徒并不是为了传教而主

动来华，他们是两国交战的俘虏，并未计划在中国人

中间做太多的传教工作，所以并无方式与手段可言。

尽管如此，为了布道团能够在中国生存，俄国政

府对布道团成员们在华的行为方式也给予了应有的

关注。1780年，第七届东正教团赴华之际，全俄东

正教最高宗务会议给该届团长、修士大司祭约阿基

姆·希什科夫斯基的工作指示中要求他们“一到中国

就要努力会使用他们的语言，以便在合适的时机就

能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向他们传授福音真

理”；∞J(聊’并且对于他们在中国的工作做出具体细

致的要求。∞J(跏)但是这些东正教徒并不像耶稣会

士那样用心学习中国语言，很多人在京居住多年仍

不熟谙中国语言。在此之前的每届东正教团里都有

不但不虔信自己宗教的人，而且有不尊敬上司、酗

酒、打架斗殴的人。康熙皇帝时期，关于俄国人动手

杀害中国人，中国官员上奏时，皇帝只得谕旨中国人

要尽可能地回避俄国人。№J(P27’由此可见早期东正

教团成员的文化素质与欧洲传教士的反差。《俄国

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的编纂者维谢罗夫斯基有一句

较为恰当的论断，他认为第四届修士司祭费奥多西·

斯莫尔热夫斯基关于前四届成员阴暗面的记述，“与

其说是给这一机构罩上一层阴影，还不如说是对很

久以前那段时期作了一个鉴定：当时外来文明的漂

亮外衣仍然掩盖不住我们祖先尚未开化的粗野性

格”。[6](P13)

三、受制于文化素养的不同活动范围

耶稣会士用心于同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联系，

注意在活动范围、规模上的拓展。一些有名的学者

如被称为明代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李之

藻、杨廷筠也由此而信奉了天主教①，其他明代名士

信教的还有十余人。他们对传播天主教和传播西学

起了很大作用。利玛窦在南昌时结交了白庙书院山

长章潢等极有身份的人物，接待了大批来访者，传授

天文、数学和记忆术等方面的知识，撰写了《天主实

义》、《西国记法》和《交友论》等，由中国朋友刊印，广

泛流传，成功地在士大夫中间赢得了声望。离开南

昌之时，他认识的朋友已及于当时15省中的10省。

最初来到北京的阿尔巴津人境遇却非如此。清

廷将步军统领衙门收押的女犯赏给他们为妻，这些

中国妻子“不仅教他们汉语和中国的风俗习惯，还向

他们灌输自己的宗教信仰”，于是这些阿尔巴津人就

不再与他们的司祭往来，更不去教堂做礼拜。∞J(嘲)

18世纪80年代，阿尔巴津人完全忘记了俄语，只有

教名，除此之外，他们不仅在风俗习惯上，而且在礼

节方面都已经被中国人所同化。而接受领洗的中国

人并非真诚皈依东正教，只是因为“可以比较方便地

同俄国人做生意”，所以在俄国商队离开北京后，“在

教堂里任何时候也看不到他们的踪影”。№J(P73)

四、各教派自身特点的影响

东正教作为基督教的一支，与天主教、新教之间

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西方基督教世界政教分离的

情况下，宗教权利经常强烈地干预世俗政权，二者之

间的斗争和冲突时有发生。

东正教自拜占庭时期就表现出它不同于天主教

的特点：教会为国家的命运负责。18世纪初彼得大

帝进行改革，于1721年废除了牧首制，成立了俄罗

斯正教宗务会议，其首脑由沙皇直接任命。自此，俄

国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宗教权利表现出对世

俗政权的服从。1860年之前的俄国驻华布道团几

乎自始至终都在不同程度上受政府的干预，直至

1833年，俄国外交部亚洲司给第ll届布道团团长的

信中还强调：“在同中国的关系上，俄国外交部主要

的和一贯的目的就是政治和商业。”∽J(P76)政府的政

策导向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布道团的传教活动。

东正教其他特点也影响着它的传教活动。基督

教会东西两派分裂后，东方教会自称正教，即基督教

之正宗。为了更广泛地传播福音，扩大教徒，天主教

和新教在宗教礼仪等方面进行了很多易于非基督徒

皈依基督教的改革。而东正教，较之于天主教和新

教，更多地保留了早期基督教的传统，它坚持教义上

的正统性，重视精神生活。在宗教传播方面，东正教

徒不为传教而传教，他们坚持“东正教不是依靠人的

直接努力来使人服从，而是以教会中的圣灵劝导

① 他们并且撰写了护教文献：如徐光启的《辟妄》，杨廷筠的《天释明辩》，张星曜的《天儒同异考》，韩林、张庚的《圣教信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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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L8 J(嘲3’因此，“东正教不强行说服人，不引诱

人”，它“首先培育心灵”，这是它的主要特点。[8j(P1叫

在日本的西方传教士中，他们许诺皈依基督教的人

每人2000元，并且认为，一旦堤坝筑好了，就可以开

始进行正确的灌溉。基于东正教本身的特点，东正

教徒反对这种做法，因此，驻日圣者尼古拉(1861—

1905)说，10分钱我也不给，因为宗教是心灵的信仰，

信教不是为了金钱。旧j(挖冽驻华东正教徒的活动在

一定程度上与东正教信仰密切相关，对于他们来说，

与其发展更多并不虔信东正教的信徒，还不如保持

现有东正教徒真实的信仰更为重要。伊萨亚神甫是

第14届布道团修士司祭，他对于已经汉化的阿尔巴

津人在东正教方面的态度也有着和尼古拉一样的哀

叹，为他们的物质主义和不虔诚感到愤慨。[10](啪8)

五、相去甚远的结果

传教士们在传教方式与活动范围方面的不同自

然导致传教结果的迥异，这应该首先从当时及后来

华籍教徒的数量方面看每一种宗教在中国的发展状

况。自康熙年间产生礼仪之争，雍正年间严厉禁教，

至乾隆廿二年(1757年)开始实行闭关政策，直到鸦

片战争，清政府一直实行禁教政策。1773年教皇下

令解散耶稣会，就此中止了耶稣会在华传教近200

年的历史。但是由于清钦天监一直引用西方传教

士，所以使得天主教在华传教活动并未绝迹；而且，

耶稣会虽被解散，但其他天主修会仍继续存在，且改

公开传教为秘密传教。

自1715年至1860年的将近150年间，除了阿尔

巴津人的后裔之外，皈依东正教的华人微乎其微。

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俄国公使进驻北京，

俄传教团改由俄罗斯正教最高会议委派。从1860

年到1917年，传教团共换班5次，在此期间才开始

对传教投入力量。

传教士们第二个传教结果，也是最重要的结果

便是打开了东西文化交流的渠道，为中国的科技近

代化做了一个重要的铺垫。明末清初由欧洲传教士

输入、传授天文学和数学等，修改了历法；后来还传

来了西方的其他科技，如物理学、地理学、炮术、采矿

术、医学、哲学等。明末传人中国的书籍即有

7 000—10 000部，清初传教士还将已经传人中国的

西方数学翻译编辑成《几何原本》等几十部满、汉文

数学书籍。西方科技的传人对于在此方面已经落后

于西方的中国来说，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同时，

中国文化也通过他们的译介传到西方，至18世纪中

叶，我国主要经典《诗经》、《书经》、《易经》、《道德经》

等都先后被传教士们译成欧洲文字，使欧洲社会了

解了中国，并在欧洲产生了中国热。

俄国传教士则不同，他们注重的是向政府介绍

中国的各种情况，他们定期向政府呈报出使报告，此

外便是进行个人的汉学、满学研究。200多年的俄

国驻华东正教团培养了诸如伊拉里昂·罗索欣、亚金

甫·比丘林、巴拉第·卡法罗夫、瓦西里耶夫等众多杰

出的汉学家，使俄国的汉学研究在世界汉学史上独

树一帜。他们的汉学研究涉及中国的方方面面，但

是他们并没有向中国人介绍自己的文化和科技，虽

然他们也向清政府进呈了300余种书籍【11l，然而在

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赠书只是历史实物而已，并

未发挥其双方相互了解的作用。因此在早期的东西

方文化交流中可以说是相互的、双向的，而这种性质

并不适于表述中俄关系。东正教团成员，无论是神

职人员还是世俗人员，很多都成为成绩卓著的汉学

家，他们将一个真实的中国展现给俄国社会。但是

中国人对俄国的了解则存在很大局限性，这种局限

性一直延续至今。

．(责任编校：刘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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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mct：111e Russjan Ecclesiastical Mj幽0n aIld t11e weslem cath曲c Missi彻s all stayed in China for a long time in the eady Qing D)r—

nasty．Al山ou曲they all belonged to cllristian时and did missionary work，tlIeir missionary resuhs were di能rent．ne reasons lie in the fact

that their missionary aims，missionary ways and missionary mnges were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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