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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方豪在宗教史研究方面颇具成就，其研究姒天主教史为主，《中国走主教史人物传》为

其重要成果之一。在详考夭主教传入中国的过程、原因d厦与中国文化的相互影响等诸多因素的

同时，又对回教、摩尼教等其他外束宗教进行了较深的研究。并对浙江诸外来宗教重点考察，开宗

教区域研究之先例。他还注意展拓宗教史史料来源，对宗教史研究．有发扬光大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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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圈分类号：B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50《2003)0J一44—4

方豪(1910—1980)是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天主教神父。他学问精深、治学严谨，在宗教史等学科领域取得了卓著成就．

作出了开拓性、奠基性贡献。其宗教史研究韵范围，除他本身所属的天主教史外，还涉及回教、摩尼教、犹太教、火袄教、佛教等

的历史。列陈垣先生开辟的宗教史研究，有发扬光太的贡献。然而，对于这样一位重要史家，大陆上却无人对其进行专题研

究，本文就其丰富著述，对其在宗教史领域的学术成就、治学方法和特点及其在现代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进行探讨。

(一)天主教史研究

方豪长期从事宗教活动，并精通英、法语，熟悉拉丁文，对基督教传人中国的历史有着精湛的研究，对天主教耶酥会来华

的登过、活动及影响的研究尤为精深。其有关方面的著作，主要有《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国天主教史论丛》(甲辑)和《方

豪文录》。方豪宗教史研究的特点和成就便集中通过这些著作反映出来。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是一部人物传记集。该书以中国天主教史上有关人物作为叙述中心，以人为经。以事为纬，史以

人类，人以史传，基本按时问顺序进行排列。从人物的活动中可以窥见当时教会的活动情形，实为一部中国天主教史。

首先，方书虽为列传．实重”史”字。无论是从书名、选材到整部书的结构安排，无不体现这一特点。方豪在序言中，对其书

名有一解释：“我之所以取名《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而不取名《中国夭主教人物传》，可见我重在‘史’字。”⋯

从全书来看，书中所列人物，以记其成就为主，除少数以传记形式记述其生平事迹外，大多并不以传记形式出现．而是着

重叙述这一人物最能反映其所处时代天主教历史特征的事迹，或其对教史的主要贡献。通过这些事迹或贡献，将天主教史中

重大史实按时序列出．眦展示整个中国天主教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如对康熙末年的“礼仪之争”，书中便选择了与“礼仪之争”

有密切关系的多罗、嘉乐、德理格三人分别列传，以三人为线索，对其起因、经过、结局、影响详加介绍，使读者通过三人的传，便

可对这_标志天主教史上重大转折的历史性事件有一完整的了解。

在结构上，方书一改费赖之的《在华耶酥会士列传》每人分列一传的单一形式，往往采用合传。费书中闶明我、徐日舁和

安多三人各列一传，方氏则以他们共同参与过清朝对俄外交工作、都曾护驾出关、都知天文历法而将他们列为一传。此外如

永历宫中王太后、乌太后、王后及王子慈垣均为信教人士；白晋、傅圣泽二人，都以奉康熙之命研究《易经》而出名；各被合为

传。台传的采用不仅丰富了形式，使整部书变得活泛起来，更主要的是它比单传更能集中体现人物的主要事迹．更易展示中

国教史发展的亘大事件和人物的主要特征，从而将整个中国灭主教史的发展过程基本勾画出来。

其次．所列人物范围广泛。，方著三册．共收305人。从传说中的圣多默宗徒到现代的徐诚斌主教，既有艾懦略等成就显赫

者，更注鼓到下层的小人物与教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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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书列传重在以对天主教有所贡献为原则，“凡是对中国天主教史有重要关系的人”¨1无不包罗在内。唐代的景教和元

代的也里可温教历来被西方天主教界视为异端，方氏夫胆冲破了这种传统观念．不但将景教徒阿罗本、景净、阿罗憾，吐王里可

温教徒马薛里吉思、马祖常、阔里吉思等人列入传中，而且将传说中的圣多默宗徒也列入传中。马可波罗从未从事姓传教工

作，方氏以其《游记》中有关天主教的史料十分丰富而将其收入，充分肯定了他对中国天主教史的贡献。郭弼恩、杜赫德：二人

虽都未到过中国．但二人所编《耶酥会士书翰集》和《中华帝国及中国属领鞑靼之地理、历史、纪年政治与自然界全志》，“对于中

国传教史和欧洲的汉学研究，都有重大贡献”¨J，而被收入。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力阐扬利玛窦等辉煌人物贡献的同时，方豪对那些在传教史上默默无闻而又作出贡献的名不见经传

的“小人物”，以及教友，也予以充分的注意。其书下册所收即大部分为雍TE至道光时期教难的殉难者，和同治以前秘密攻读

神学的神职人员。他们的事迹都不太多，或只存姓氏，方氏认为他们对教会“前仆后继，亘百余年而不绝”14j，而将他们列入传

中，其中很多人是他首次从台北故宫博物院一些未被人利用过的清宫档案中发掘出来的。方书又突破了以前教史传记多以

记主教、神父为主，很少述及教友的局限，将成就卓著的教友也收录其中。书中还列出许多他认为是教友且有待于考证的人。

上述处理显示了方豪目光的过人之处，为这些人物立传．其意义不单是为清代的传教史、教难史提供了稀见的史料，而且在更

广泛的社会层面上，更全面完整地展现了天主教下屡及教外活动的状况。而被称为“浙江奇士”的祝石，以及在教中争议颇大

的丁魁楚等特例的收人，更在丰富内容的同时，又增加了全书的趣味性和生动性，为后人研究救史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方氏潜心于宗教史研究，对其研究目的体味尤深。“有史则传，无史则绝，史之重要如是也。”[511947年，将其早年有关天

主教史的论文，汇成《中国天主教史论丛》(甲集)，由商务出版社出版。全书共集论文13篇。1948年5月，北平上智编译馆出

版‘方豪文录)，共收论文39篇，系集《中外文化交通史论丛》和《中国天主教史论丛>中重要篇目加以修改按理而成，多有关西

方教士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文中引用大量西文书册及教会人士著作，均为一手资料，足可印证中国宗教史的若干问题．为当

时人所未闻者。

历史上，基督教曾三次传人中国，方氏对其传人、发展阶段和进程、特点及影响等均作了深入的研究。对历来争}义较大的

天主教传人中国的历史颇有见地。他将景教的涵义分为广、狭两种，从广义涵义出发，方氏认为天主教传人中国始于唐代景

教说比较合理，公元七世纪以前，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史，虽有阿诺皮乌斯、科斯麻斯等人的记载，但均为片断，且不十分确

实，因此不可信。并据慕尔所著《一五五0年前中国基督教史》所载，对耶酥宗徒圣多耿曾到中国传教一事加以考定，认为“其

文献出世甚晚，纯为后人所传”[引，可信度不大。指出作为基督教的一个重要派另Ⅱ，中国的天主教与唐代的景教、元代的也里

可温救是一脉相承的，不能跳过景教史和也里可温教史而空谈中国天主教史。

同时，他叉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对这两个时期与明代天主教的传人特点加以比较，指出：“明季夭主教之传人中国，为一

完全创新之局势，与唐宋时代之景教及元代的也里可温，毫无联系。”[71与唐代的景教和元代的也里可温教相比，明末天主教

的传人带有明显的地区特征，即为东亚传教事业的一部分，因此在机会上与东亚其他地区也大略相同。认为明季天主教东来

是由天主教自身的改革、新航路的发现等原因所致，从而否定了流行于史学界的明末夭主教东传是由于新教兴起后，其在欧

洲丧失地区与教友颇多，因此欲在欧洲以外努力扩张所致一说。而将日本人对中国的崇拜直接影响到沙勿略，以及葡萄牙人

对中国的推崇也作为当时天主教东传的主要原因，为天主教传播史研究的一全新观点，这种观点也是方氏重“大关系”中“小

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体现。

对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国盛行的原因，方豪也作了重点剖析，提出了著名的“适应”说：一种宗教要从其发源地传到其他

地方去，“它必须先吸收当地的文化，迎合当地人的思想、风俗、习惯”，忙3即“适应”。从这一观点出发，他对明末清初人华诸宗

教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指出各外来宗教传人中国后，之所以有的发展顺利，有的则很快消失，除了政治及一些短期因素以外，

关键是是否能适应中国儒家学说。明末清初中国的天主教活动之所以能极盛一时，主要是由于中国天主教人士所作的“适应

儒家”运动所致。但这种适应仅限于学术思想方面，不是势力上的’依托”，与唐代天宝和开元年同道教依托摩尼教、宋代摩尼

教又转而依托道教、佛教有着本质的区别。上述这些分析，把宗教史放到大的文化史的范畴下来加以审视，对其适应机制加

以探讨．既是他倡导“东西文化平等”、以求中国文化与外来思想相融合的表现，也具有理论上的意义。

(二)其他宗教史研究

方豪的宗教史研究，涉及领域颇广，除天主教史外，对唐宋以来传人中国的其他外来宗教如回教、摩尼教、犹太教、火袄教

等也有所研究，并颇有造诣。其中研究较深、成就较大的是回教和摩尼教史的研究。

作为外来宗教，回教和摩尼教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在唐、宋、元三代曾极盛一时，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方氏结合夫

的背景对它们传人的时间、历代的分布情况、兴盛与衰落的原因以及对中国的影响等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阐释了困扰学界

已久的许多问题，取得了不少成果。如回教何时开始传人中国的问题，自来说法不一。通过对诸种说法的分舅Ⅱ考证。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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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先生所主张的店永馓‘年说比较台理。其对滞寿庚的考沦，廿王很具代表性。在宋元时代，回敦蕃客最负盛名的莫过于蒲

寿庚。口本学者桑棘骘藏曾著《蒲寿庚事迹》一幅．研究颇深．推定蒲寿庚为阿拉伯人。方氏则引屠柯《程史》和郑所南《心史》

中有关记载加以弩定，认为南蕃即占城，蒲寿庚为占城人而非阿拉伯人。在论述中，对蒲寿庚的事迹阐发颇多。

义如其有关摩尼教的研究，与陈垣先生的《摩尼教人中罔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相比虽有逊色．但他在参考陈著、法国

沙畹著《摩尼教流行中闻芎》等文献的基础上，义辅之以大量的拉丁文文献，对某些问题颇有见解。对摩尼教两次巡禁断的原

因的分析便是一例，他认为摩_『I三教自始至终与政治有关，天宝以前与波斯、吐火罗有关，至德以后则与同鹘势力有密切联系。

传人中国后这种咒系仍然维持，并与中国政治也发生联系。“中国摩尼之或许奉行，教友之热诚与冷淡，教堂之做封，无不与

刚鹘有关。”㈨正是这种政治上与回鹘密小可分的联系，使中国摩尼教“挟回鹘之势而盛，亦困回鹊之弱而衰”““，井最终导致

了会昌二年及五年的禁教。这些分析与论证，揭示丁摩尼教之消长与政治的联系，是颇有见地的。

方豪对浙江的外束宗教有着特殊的兴趣。在《浙江外来宗教史略》中，他分列天主教、回教、景教、犹太教、摩尼救等专题．

对其重点研究。他详细地考释r浙江天主教史的渊源、分期等重要问题。通过对历代浙江天主教兴衰原因进行分析，充分肯

定了方济各会上和德理、郭居静、金尼阁等人在传教过程中的作用。对浙江回教的研究，方氏用力极深，他自己也曾颇为自

负：“《浙江之回教》一文，山此文经过几次修正，不少创获，自认为尚值得留之后世。”⋯J文中对杭州的回教古墓、礼拜司及回同

桥，宁波、嘉定回教寺的地址和建筑年代，及回回人来浙{工之渊源详加考证，并对浙江回救史上有很大影响的瞻崽、丁鹤年、吉

雅漠丁人等加以研究。通过对以上回教事迹与人物的考究，方氏认为，“浙江之回教最早或始于元时”-1“，对其传承系统作了

钩稽整理。他对浙江犹太教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其传人原因和时间的考证上。通过对杭州也里可温寺何时兴建、何人所

建、寺属何教、何Hl始废、遗址何在、寺名何意等问题的考定，阐述了浙江景教的兴衰历程。他对浙江的摩尼教也作了研究，认

为摩尼教虽幽回鹘帝国的崩溃而遗禁断，但因其教义与中国阴历旧说相符，因此在浙江与佛、道二教相托延至清代。方氏的

这些研究，首次勾厕r整个浙江明清两代宗教史的发展状况，展示了各宗教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此以前，除陈垣先生在《元西

域人华化考》等著作巾涉及到对浙江宗教个别问题的考述外，还没有人对某一区域的宗教情况进行较系统的考察。因此，可

以说他对浙江以来宗教的研究，实开区域宗教史研究之先，开辟了宗教史区域研究的新路径。

方氏身为天主教神父，但在宗教史的研究中，始终能站在史家的立场上，保持一种相对客观的态度。既不抬高自己本身

所属的天主教，电不任意贬低其它宗教，并能以客观的态度来看待当时各教之间的相互争夺、相互诋毁。摩尼教自传人中国

始，便遭到佛教的攻击．有关的记载往往多循佛教文献为诋毁之语。方氏则力图以客观的态度对其加以分析。他认为《佛祖

统纪》有关摩尼敦的“此魔教邪法，愚民易于渐染”的记载是佛教对摩尼教的诋毁，并从反面得出“适足以见摩尼之盛”的结论。

对于《僧史略》载录摩尼教的“佛为洗足”以及“此法诱人，直到地狱，慎之哉!”他也直言指出：“此为佛教诋毁摩尼之言，然适足

以证摩尼之发达，否则，比丘何至改宗”．1引为贬低摩尼教的地位，一般记载均谓其信徒是下层之人，方氏则据陆游《老学庵笔

记》和《渭南文集》以及《唐会要》等有关记载，指出其信徒并不尽属于低级者，信其教者不仅有秀才、吏人、士兵，更有象黄仲清

之类的能诗博学者。这就为人们正确认识摩尼教的社会基础提供了另一侧面。

从总体来看，在宗教史研究中，方豪对各派的态度确实是比较客观的。对佛教、回教、摩尼教和犹太教传人中国后所产生

的影响，均能予以充分的肯定，对各教的一些主要人物的贡献，也予以客观的评价和介绍。并敢于指出天主教尤其是他本身

所属的耶酥会的不足与缺陷。币可否认，作为天主教神父，方氏在研究时不可能不带上自己的宗教意向，流露出对他本身所

属天主教的夸扬。但作为一名宗教人士，能对自己所属之外的其他宗教作出如此窖观的评价，已实属不易。

(三)宗教史史料来源的拓展

方豪注重史料，强调新史料的发现和运用的意义。在他看来．只有不同于旧有的材料，努力开拓新史料，力求发现前人未

曾涉及的新材料，才能使学术研究有坚实的基础和新的生机。在研究宗教史的过程中，他引用了大量的资料，来拓展其研究

的史料来源。

首先，他引用了大量的教内史料。身为天主教神父，又精通拉丁文和法文，方氏研究天主教史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查

阅大量的教会内部资料，这是非教内人士所无法比拟的。而在教会史料中，尤重国外教会史料的搜集与运用。梵蒂冈神学图

书馆和罗马传信部档案室为非教内人士难以接触，所藏资料便更加宝贵。他充分利用其抻父优势，对这两处及罗马国家图书

馆、马德里国家图书馆、荷兰莱顿汉学研究院等地所藏资料进行挖掘，解决了宗教史上的许多问题。如对清代康雍年问，罗马

教庭三次派使来华的时间、经过和影响的考察，便是依据仅存于罗马传信部档案室的汉文原始资料进行的。

对于西欧以外其它国家所藏的教内史料，他同样予眦重视。他认为研究基督教历史，还“应从卧亚、巴_达维亚、席六甲、马

尼拉、长崎等处去搜求资料”_】引。经他对明万历年问马尼拉刊印书籍的搜索与考订，发现此类木刻书现知其名者有九种，有五

种尚存于世，除一种为西班牙与达伽洛(Tagak掘)文外，其余四种均为中文，散藏于马德里、维也纳、梵蒂冈和莱顿四处。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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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的发现与运用，为宗教电及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资源．极为研究者所重视。

其次，注重教外史料的运用，在广泛搜集教内史科的同时，方氏对教外【卫料也非常关注。他认为：对某些宗教事f，}，■u『

“教外人记述者，较教会更多、更洋。”1”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电引片I了大量的教外史料。如在《中西交通史》中，便引用了杨

光先《不得已》、1二朝式《罪言》、黄贞《辟天主教书》、万斯同《明乐时》驶全祖望《鲒崎亭集》中的有关材料，来说明当时天士教存

中国的规模之大与影响之深。

在教外史料中，方氏对反天主教人士的言论尤为重视，认为“这类的历史价值更高”-”j。以对利马宴的评价为例，他认为

教巾人对于利氏贡献及博学的称赞，“出诸教中人之rI，难障人信””1，而反天主教派的言化“却在不知不觉中，为利氏}厦端昔

扬”f|⋯。因此，在《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便大量引用李玉庭的《诛邪显据录》，以见利氏的博学多『廿J；引林启陆的《诛夷论》，

说明利氏在华影响及名气之夫；引林光、邹元标《愿学集》．以反证利氏沟通天主教与儒家之成功。指出所有这些出十反天主

教人之口的言论，是证明利氏在华传教成功的“绝好哇三料”_l⋯。

第三，擅于从家谱中挖掘天主教史料。家谱内容丰富，“凡民族之渊源、家世之迁徙、人寿之短修、生殖之强弱、遗传之优

劣、天灾之演变”，均可由此求之。但由于历代“少人笃嗜”及“谱状自身不振所敛”，因此应用不广．儿史料价值|1土没有充分的体

现出来。方豪认为：“方志为国史所依据，家乘又为方志之雏形，治史者能小注意及此乎?”㈣1对家谱在整个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予以肯定，尤重家谱中天主教史料的研究。并以玉山吴、徐二家谱中之教会史料为例，对家潜中教会史料的价值、范围、特征

及其应用作了详细的论述。

家谱中教会史料之所以重耍，他论析主要由五方面原因所致。指出家谱中教会史料的范围，主要包括遗像、教中人之纂

修员、教中人所撰的序跋等。据其名、宇、别号、职司、姻亲与墓地等，可考察族中有无教友及奉教年代，钩稽教中人的传记、碑

文及族人所赠的匾额、联对．寿序、诗词等；同时又可弄清当时教会的盛衰以及教友的优劣状况，并可通过这些资料窥见当时

传教的方法及遭遇之困厄。家谱虽不易获得，且其中的教会史料也不丰富．但方氏认为“教发之人家谱，颇多特征”⋯J，如教会

的司铎、修士、修女以及会长，常有特加著录以为荣者；有领洗名、安葬圣地等。并指出应用家谱教会史料所应注意的十个问

题。如果说陈垣先生撰《休宁金声传》，引其文集中《城南叶氏四续谱序)以证金声为天主教徒，开引用宗谱中宗教史料之先例，

那么，方氏则对此加以发扬井使之系统化，其所阐释的有关原则、注意事项及其实践，则为后来研究者发现并引用家谱中的宗

教史料起了示范作用，其功不可没。

总之，方豪在宗教史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史料搜集之宏富、视野之开阔、态度之求实，在整个宗教史研究领域中非常突

出。他在20世纪30—50年代所搜集的大量资料，特别是西方抟教士的文献资料，至今仍为研究宗教史的重要依据。其所提

出的若干原则和方法，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所继承。

方豪从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出发，系统研究了诸外来宗教人华史事，注意把诸宗派的流布放在中国社会史的范畴中进行

考察，拓展了宗教史的研究领域。其论著及相关研究，对天主教传人我国后的资料作了较为系统的整理，而且注意吸收中外

史家的研究成果，提供了研究天主教史的最重要参考资料。他对天主教以外其他宗教的研究，则丰富了陈垣先生所开创的宗

教史研究的内容，使整个宗教史研究趋于完备。因此．他对宗教史研究自有发扬光太之功。所有这些奠定了他在这一研究领

域中”白新会陈援庵先生外，无出其右者”【卫J的地位。

注释：

[1儿2儿4]打豪：tp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写在前面【l：)[B]．中华书局1998：2

[3]方豪：中蚓灭主教史人物传(下)[Bj，中华书局1988：7l。

[5]方豪：中倒凡主教史论丛·甲集目次识言[z]上海商务出版社1947

[6儿7儿9儿13儿15]打豪：巾西交通史[F]．长沙岳麓书社1988：413．96{i，407，404，98l

[8][12][21]力采：^豪六十白定稿(上)[c]．台湾学生书局1969：203，505，918

[10]方豪：中外文化交通史论丛[z]．重庆独立出版社1944：204

【11]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c]．台湾学生书局1969：2945

[14]方囊：《方豪武}‘自定槁》(下)[c]，台湾学生托曷1969年，第1524页。

(16][17][18]【19][20】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B]中华书局1988：78．75．77，77，77

[22]方，豪：棘光启-方豪小传．重庆胜利出版社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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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修彩波 方豪与中西交通史研究 -史学理论研究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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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进行探讨.

2.会议论文 萧凤娴 历史、交通、宣教--方豪红学研究 2004
    本文以"历史"、"交通"、"宣教"为视域，讨论方豪的红学论述。"历史"、"交通"是方豪理解、诠释《红楼梦》的方法论，"宣教"是方豪理解、诠释

《红楼梦》的主题。即方豪透过历史、中西交通史方法论，来建构以宣教为中心的《红楼梦》阅读成果；本文即是探讨此一阅读模式的建构及其思想根

源。本文从以下方面论述：

    一、兴教与兴学的史学家。

    二、《红楼梦》：清朝历史与故事小说。

    三、辨史与皈依：宗教史家的责任与情感。

    四、"天主教传华史"的《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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