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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耶稣会士的的诠释。文本诠释活动是建构身份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关注儒生天主教徒如何通过对

“十诫”的诠释而建构他们的身份，从而呈现本土文化对基督教在中国的文化植根所作的回应与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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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植根

! ! 明末清初，天主教与中国文化相遇，?进行

了一系列的交谈。两种文化虽然十分相异，而

且，文化沟通的障碍不言而喻地存在，但是，两

种文化彼此相互了解的可能性，却是肯定的，因

为，“了解呈现在创造性的交谈里。”!关于这些

创造性的交谈，已经多有述及，比如，耶稣会士

与其它修会的传教士，以中文著述了诸多作品，

表达其对天主教的诠释与理解，其中，无不充斥

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运用与适应，诸如利玛窦与

艾儒略等人。众所周知，交谈从来都发生在二者

（或更多）之间，单一或单方面的交谈是不存在

的。但是，在过去，学界对明末清初天主教与中

国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西方传教士的文本

著述及其活动的研究，探讨这些传教士对西学的

呈现（ %&’(’)*+*,-)），以 及 对 中 国 的 文 化 适 应

（+../0*/&+*,-)），且以西方的视角为中心，而鲜

有关注儒生天主教徒及其著述的文本，他（ 它）

们很少成为一个被独特研究的主体。这一状况直

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才得以转变，出现范式转

移（%+&+1,23 (4,5*）"。其中一个重要的改变，就

是开始在意国人对基督教的接受（ &’.’%*,-)） 态

度，这可由一系列的追问窥见一斑：

中国人如何接受基督教，或西方科学？

他们对传教士有何反应？在何种程度上，这

些反应以其自身内在的变化，适应于浩瀚而

又复杂的中国知识界与社会，以及对抗基督

教思潮#？

由此可见，国人对基督教的反应与接受态

度，?不只限于积极与正面的接受，还包括消极

的接受，或拒绝，比如各种反基督教的言论与运

动。如此，中国基督徒所著述的文本，成为此文

将要关注的重要资源与对像。如前所述，由于儒

生在皈依基督教时，要承受基督教的经典，又称

“受经”$，但是，这种承受?不简单地意味着他

们放弃自身原有的经典，比如儒、释、道的经典

与传统，因为，这些经典与传统已经构成他们生

命的一部分，时刻浸润与滋养着他们的灵性与生

命，因此，于中国基督徒而言，他们承受着两个

文本传统，即中国经典文本（ 文本 6） 与基督

教文本（文本 7）。当二者汇合的时候，他们如

何在两个文本与传统之间往返？他们又如何内在

地整合二者与转化二者？“适应”（+..-33-1+8
*,-)）?不能恰当地描述这一过程，从中国本土

的语境来看，“ 文化植根”（ ,)./0*/&+*,-)），或

“本土化”更能合宜地呈现这一过程，因为，它

关注?尊重中国本土文化的回应与贡献，从而实

现“一个新的创造”（+ )’9 .&’+*,-)）%。

这个新的创造，在两个文本与传统相互交汇

时，通过“ 跨文本阅读” （ .&-(( : *’;*/+0 &’+18
,)2）的方 法&，经 由 读 者 自 我 身 份（ ,1’)*,*<）

的反省与挣扎过程而产生。期间，读者要遭遇身

份的认同危机，?由此而重构自我身份。儒生天



主教徒拥有双重的身份：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身

份，一是天主教徒的身份。这两种身份如何得以

整合及重构？文本是建构身份的重要方式之一。

“中国基督徒试图通过他们对特定文本的诠释，

从而表达他们的文化与宗教身份。依据这种方

式，他们在持续地认同自己的文化与宗教资源的

过程中，设置与重塑他们自身的身份。”!作为一

种阅读的范式，跨文本阅读同时包含“ 文化植

根”与“文化渗入” 两个方面。本文将运用这

一阅读范式，从儒生天主教徒对“ 十诫” 的理

解与诠释谈起，?使之同耶稣会士的诠释形成对

照，尝试探讨这种不同的诠释同身份重构之间的

联系。

一，儒生天主教徒对“十诫”的诠释

叶向高（!""# $ !%&’） 在 著 于 !%&( 年 的

《西学十诫初解序》 中，明确提到杨廷筠曾对

“十诫”作过注解：

京兆淇园杨公，时时为余言其微指，余

方少领略而谢事去矣。公又出其十诫初解示

余。余读之而有当于心曰：此即吾孔氏畏天

命戒慎恐惧之正学，世人习焉不察，乃不意

西士能发明之"。

叶向高为杨廷筠所作的这一序言，附在标有

“泰西王丰肃叙，闽中钦一堂梓”字样的《天主

（天学） 十诫解略》 中。王丰肃（)*+,-., /012
-,-3，!"%4 $ !%(5），南京教难后，被捕下狱。

未几，又被驱逐至澳门。!%&" 年，王丰肃改名

高一志，再度入内地，旋被调往山西绛州传教。

这个“ 钦一堂绣版”，于天启四年（!%&( 年）

秋在闽出版。#但是，有意思的是，叶向高的序

言，被耶稣会士王丰肃所修改。仔细对照，可以

窥见当时的儒生天主教徒与耶稣会士，在引介与

诠释“十诫”上所存在的分歧，或说不同立场。

此将主要的存有分歧的部分作一摘录。叶向高在

《西学十诫初解序》中，有一段叙述是：

惟谓天主降生其国近于语怪。然圣贤之

生皆有其所自，其小而有功德于人者，犹必

以山岳以列星，则其大而主宰造化，开万世

之太平，如尧、舜、孔子，非上帝所降生，

安得有许大力量？夫既生于东，又安知其不

生于西乎$？

王丰肃在《 天主（ 天学） 十诫解略》 中引

述这一序言时，将这一段叙述修改为：

唯谓天主降生一节，创闻似异，然圣贤

之生，皆有所自，其小而有功德于人者，犹

必默有简畀，又况大而主宰造化，开万世之

太平，若所称天主也者，则其降生救世似异

而实情，又奚容疑乎%&’？

显然，叶向高的意思已被完全修改，而且，

出于这个著名高官的序言已被耶稣会士所利用，

用以代表他们自身的立场，从而加强他们的传教

工作%&(。叶向高对天主降生成人的教义表示质

疑，?作出另类的阐释，认为欧洲的基督就是孔

子，或其他中国的先贤圣哲，他们都是上帝所

生，将基督与尧、舜、孔子并列，将孔子等圣贤

基督化，以自身固有的文化传统去诠释基督教，

而王丰肃认为，天主降生救世，即道成肉身是不

容质疑的信条。个中的究竟，除了涉及当时耶稣

会士内部，以及耶稣会同其它天主教修会之间，

在“译名之争”（ 6378 9:3.6;,-） 的问题上存有

矛盾之外%&)，根本的原因，在于二者所承载的身

份不同，而且，这种不同的身份，通过对文本的

诠释而得以重构。“身份主要通过强有力的诠释

行动与文本化的过程，借助于各种想象或再想象

的手段而得以建构。当一个新的文本被一个拥有

文本多样性的群体所引介与接受的时候，重新界

定与重新表述身份的努力，是尤其必要的。”%&*作

为一个曾为进士的儒生天主教徒，叶向高深受拥

有浩繁经典与注释的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的熏习

与教化%&+。这种拥有多元文本的文化烙印对一个

士大夫（ *;63706;）而言，是刻骨铭心，难以令自

己置身其外，也难以使自己放弃根深蒂固的文化

传统，完全去接受一个异质的文化。正如艾儒略

同叶向高两天的论道笔录《 三山论学记》 所述，

由于叶向高难以接受天主降生成人，即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受难、受死及复活的说教，他一直

没有受洗皈依，也就是说，天主降生成人的教

义，成为叶向高皈依天主教无法逾越的鸿沟%&,。

其实，这一现象?不局限于叶向高，因为，

在儒生天主教徒的著作中，普遍较为关注天主的

创造、伦理教导与救赎等，而缺乏对道成肉身、

复活以及三位一体的论述。以韩霖为例，“关于

道成肉身、耶稣生平、基督受难和复活等整个教

义系统在他（ 韩霖） 的著作中是没有地位的。

整个早期的中国基督教都有专注于上帝而忽视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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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的倾向。在《铎书》 中，这种倾向达到高峰。

韩霖向大众宣扬的是严厉而一贯的一神论，在其

中，赎罪观念完全没有地位。”!"#韩霖同高一志过

从甚密，合作多年，不会对基督教道成肉身等一

无所知，因此，他是有选择性地接受与诠释基督

教的讯息，因为，“韩霖知道他的阐释应达到什

么程度，他意识到，如果一神论（ 即人格化的

天）能够同儒教相结合，将神圣显现引入于人

身，而且，这人一生都充满预言与奇迹，死后又

能从坟墓里出来，那么，他的教义就会难免流于

迷信与释老的宗派主义，这可能是韩霖?不想望

的事情。”!"$

以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选择性地去诠释基督

教信仰，成为儒生天主教徒自我身份重构的一个

重 要 特 征。 朱 宗 元 （ !"#$ % ？） 在 为 阳 玛 诺

（&’’()*+, -.(/ 0*).12） 的《 天 主 圣 教 十 诫 直

诠》!"%所作的序中，这样描述“十诫”的功用：

道贯天人，理究象数，开生灭死，而出

幽入明者也。载籍之富，斯万斯千，惟攸当

行，不逾十诫。有傲伏之，有妒平之，有吝

去之，有忿息之，有淫防之，有饕节之，有

怠策之，皆以克己厉行，而纲维乎十诫也。

饥者食之，寒者衣之，渴者饮之，旅者舍

之，掳者赎之，病者顾之，死者葬之，暴者

劝之，愚者启之，忧者慰之，过者责之，侮

者恕之，宽宥数之，为生死祈，皆以博施广

爱而润饰乎十诫也!&’。

!"3$ 年，佟国器在《 天主圣教十诫直诠》

序中，指出“十诫”的教理甚为明了：

夫因光见日，惟日生光；因主生天，惟

天有主，理甚明也。盖识首定宗，敦先植

本，习惟除甚，情贵惩邪，程归纯极。宗定

则旨崇，本植则品笃，甚除则气淑，邪惩则

念专，极纯则原复，崇诣日峻，笃品日高，

淑气日融，专念日粹，覆原日亲，敬一至

极，臻乎精微，则勉强自然，百虑一致。亲

乎上，即亲乎主，十诫统乎圣教，立言已见

真诠!&(。

清儒 生 天 主 教 徒 黄 恩 彤，道 光 二 十 八 年

（!454 年），“ 谨奏为崇真教，以正人心，除禁

律，以活民命” 时，更是直截了当地引用《 中

庸》的首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

之谓教”，来论证“十诫”即为性教，从而说明

“十诫”乃本性之真教，亦为率人善性之正道，

而天主即是中国古来五帝三王孔孟及诸圣贤所昭

事者!&)。

二，“大父母”：中国本土文化的贡献

以上论及中国天主教徒在诠释“十诫” 时，

所呈现的一个总体面貌。关于具体的诫命，这里

要提到的是“ 钦崇一天主” 与“ 孝敬父母” 二

者。在此，特别要关注的是，中国天主教徒将二

者创造性地结合，形成“大父母”（62+(7 8(79+2
% :179+2）这一非常中国化的概念，从而成为明

清之际中国本土文化对基督教的“ 植根” 而作

出的重要贡献。儒生天主教徒对天主的理解，多

从创造论入手。首先，认为“ 天主” 是万物的

创造者，而且，就是《 尚书》 与《 诗经》 等古

书中的“ 上帝”，或“ 天”。比如，清初儒生天

主教徒严谟，这样诠释具有创造论意义的天主：

“天主有造成天地神人物之工”，又“ 造成天地

神人物之序”。他引述先秦古书中的话语，来说

明“古中之称上帝，即太西之称天主也。” 其论

证是：“ 曰：‘ 生烝民’ （ 诗经·烝民）；曰：

‘天生人’ （ 尚书·仲虺之诰）；曰： ‘ 降衷’

（尚书·汤诰）；曰：‘ 物则’（ 诗经·烝民），

则虽不言其时造天地，以土造人身，又造灵魂其

中，然亦以已知上帝生人赐性矣。”!&*其次，由于

“天生人”，故其为“吾人大父母也。” 正如韩霖

在宣讲“圣谕六言”（;.< :(<.’=），论及“孝敬

父母”时所称：

吾人要知天为大父母。诗云：“悠悠昊

天，曰父母。” 非苍苍之天也。上面有个主

宰，生天、生地、生神、生人、生物，即唐

虞三代之时、五经相传之上帝!&+。

吾人第一要敬天，敬者尊无二上之，谓

凡神 圣 无 可 与 之 比 者，因 敬 天 而 及 于 爱

人!&,。

由此可见，于韩霖而言，所谓孝敬父母的第

一要义是敬天，即尊天为至高无上之主宰。韩霖

将中国古书中的“ 上帝” 或“ 天” 基督化，使

之指涉基督教文本中的至上神 61> 或天主，接

着，将基督宗教中的“ 天父” 观念转化为儒家

宗法制度中的“大父母”，视天地为“大父母”，

因为，这更易被国人所理解与接受。由于在国人

的心目中，孝悌思想由来已久，是根深蒂固的观

念。在论及“ 和睦乡里” 时，韩霖的依据同样

是“天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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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人同是天之所生，同是天之所爱，所

以，敬天爱人者，要爱人如己!"#。

王徵（!"#! $ !%&&） 对“ 大父母” 这一概

念的阐 释，有 进 一 步 的 发 挥。他 认 为 天 主 为

“原初 真 父 母”，甚 至 指 出“ 不 事 天 主 不 可 为

人”：

夫人知事其父母，而不知天主之为大父

母；人知国家有正统，而不知天主统天之大

正统也。不事亲，不可为子；不识正统，不

可为臣；不事天主，不可为人!"$。

在新约圣经与基督教教义中，“父”是上帝

的隐喻，并被赋予阳性的性别意义。经过诸教

父，尤其是奥古斯丁（’()(*+,-.） 的神学论证，

上帝的“父” 之形象已经固定，?成为神学之

正统。明末来华耶稣会士罗明坚（/,01.2. 3()4
),.5,） 遵循这一神学正统，在其《 天 主 实 录》

（!"6&）中，称天主为“大父”!"%。而儒生天主教

徒常称基督教的上帝为“大父母”，这个词“反

映了当地教会如何以新的方式表达舶来的概念，

其中，整合了汉语人类学与宇宙论的因素。”!"&也

就是说，一方面，人的亲子关系，被转换成上帝

与人之间的超自然关系，即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

系，表达了天主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夫天主养

人，如父母养子”!’(，表达了人与天主的密切性；

另一方面，这一概念整合了阴阳相合相生的观

念。钟鸣旦指出：这种阴阳相合，化生万物的观

念，出现在周敦颐（!7!# $ !7#8） 的《 太极图

说》中，?被张载（!797 $ !7##） 于《 西铭》

中进一步承袭，即将阴阳视为宇宙万物之父母，

而将宇宙视为自己的父母，意味着某种伦理意

义，就是将天下众人视为自己的兄弟姐妹!’)。除

以上韩霖、王徵运用“ 大父母” 指涉基督教至

上神上帝之外，还有杨廷筠!’*、李之藻!’+、朱毓

朴!’,等，而且，中国天主教徒同耶稣会士之间存

有密切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说，儒生天主教徒的

观念表述会影响到耶稣会士。因此，罗明坚之

后，便有不少的耶稣会士改用“ 大父母” 去指

称基督教的至上神，比如，利玛窦!’-、艾儒略!’#、

夏玛第亚!’$、潘国光!’%、庞迪我!’&、阳玛诺!.(、王

丰肃!.)等。尽管，“ 大父母” 的命名现已不用，

但是，在明清之际，它的确对耶稣会士的著述发

生过影响。

三，结语

儒生天主教徒与耶稣会士对“ 十诫” 的诠

释各不相同，因为，他们各自基于自身的文本与

传统。于中国基督徒而言，他们的诠释特征表现

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与热爱，尽管皈依为基

督徒，但?不意味着彻底摈弃传统文化，或者完

全接受基督教的教条与信仰。很多时候，他们会

以自身的文化传统，去质疑甚至批判基督教。这

种态度在他们诠释与理解基督教的文本中，持续

不断地呈现。这一诠释的活动与过程，即再次回

归到自己的传统与文本世界的过程，亦是他们重

构与再塑自我身份的过程。对身份的强烈认同，

使中国基督徒始终同基督教的信仰世界之间存在

张力与挣扎。尽管中国本土文化对基督教在中国

“文化植根” 曾作出积极的贡献，并产生影响，

但是，这仍然难以改变基督教在中国为边缘宗教

的形象与结局。如若从儒生天主教徒的视角来看

二者，明末清初中国基督徒所著述的文本，反映

了当时的基督教始终被一个基本矛盾所困扰。

“一方面，基督教要力图同儒家发生联系，但

是，儒家是一种理性学说，既无启示，无人格化

上帝的概念，无来世与善恶报应的观念，也无神

职人员与奇迹异事。另一方面，由于基督教的本

质，它的救赎观念与崇拜仪式的实践，注定了它

要离开儒家，而被认同于同佛教与民间宗教之类

的宗教发生关联。”!.*因此，在明清儒生天主教徒

的文本著述中，我们可以窥见正是基于这一基本

矛盾，而非“ 礼仪之争” 的外在因素，使得基

督教在中国文化中，只能成为一种边缘宗教。

（责任编辑：查常平）

/钟鸣旦（:,0;2<* =+<-><.5+）：《 庐山真面目 $ 我们

能不能了解别的文化？》，载《二十一世纪》 十六

期（!??8 年），第 !!6 页。

0 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国基督教研究领域所发生的

实质性的改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主

要从以传教学与欧洲为中心，转移到以汉学与东

方为中心的进路，其特征是，运用中文文本作为

研究的主要资源，而且，将中国参与者作为是重

要的主体；其次，研究的注意力从关注中国的精

英分子，或在朝廷中从事活动的传教士，转移到

各省普通的基督徒，以及从事教牧事工的巡游传

教士；最后，由于这一研究领域不同文化间与不

同学科间的特征，质疑基本概念的兴趣日益高

涨，诸如“宗教”，“ 基督教” 与“ 中国” 之类

的概念，成为这 些 研 究 中 极 其 基 础 的 内 容。参

:,0;2<* =+<-><.5+，“@15,*+,<-,+A <* < 3.2,),;-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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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0
#"：1&2345 6#5（ ./0 1 2344）”， %! )"*,5+- $ 5
78.+945 1 :-,5 26（6442），78 28

! 9%:+;"$ <("!="-*(， “>’*%$(%"!%(? "$ " @-;%&%+! %!
>’%!"：#!$%&’($ )*+, (’- !"#$%&&’ &( )*+,-.,"#,./ ,#
)*,#"：1&2345 6#5（./0 1 2344）”，78 68

"“受经”是指教义指导的开始仪式，在这个仪式

中，初学者要接受一本信经，接受圣父。“ 受经”

是艾儒略（A%B;%+ C;-!%）等在《口铎日抄》 中的

表述方式，而利玛窦（D"((-+ @%::%） 在《 天主实

义》中，则称之为“ 承经”，即“ 传承经典” 之

意。参 9%:+;"$ <("!="-*(，“E’- F%G;- %! H"*;? <-IJ
-!(--!(’ 1 :-!(B*? >’%!"，”%! #*-!- HG-*，<K- 1 L"*
M"! "!= N!B( M";) -=$8 ;*5 <,%25 ,# =&$5+# )*,#"：

;*5 >,.5+"+/ "#$ ?#.5225@.3"2 ?4A"@. （ D+!B,-!("
$-*%:" ,+!+&*"7’ $-*%-$， O/； <"!L( CB&B$(%!：

2PPP），78 O.，!8 O.8

#“文化植根” 是相对于“ 适应” 而言。“ 适应”

是指在语言与外在因素上的适应，诸如举行崇拜

礼仪时运用的音乐与服饰佩戴，而福音信息本身

被视为是不可改变的，与此截然不同的是，“ 文

化植根” 意识到由于本土文化的参与而带来的

“新创造”。9%:+;"$ <("!="-*(， “ #!:B;(B*"(%+! "!=
>"(’+;%: 1 >’%!-$- @-;"(%+!$ %! Q"(- D%!& "!= H"*;?
R%!&，”%! F-*!"*= SB!& 1 N"? QBL -=8 )&#."@.- <50
.B55# )32.3+5-，I+;8 O，H"$(-*! C$%"：S%$(+*? "!=
<+:%"; <:%-!:-$ （ 9-T U+*L： E’- H=T%! D-;;-!
V*-$$，2PP6），778 //4 1 //28

$ 在亚洲处境中，如何进行圣经诠释？在“唯独文

本的进路” 与“ 文本 1 处境的解释模式” 之外，

“跨文本阅读” 是李炽昌教授所极力倡导的诠释

方法。此方法基于亚洲丰富而多元的宗教文本与

文化传统的处境，其目的在于尝试通过两个，或

多个文本之互动而进行深入的圣经诠释，在相互

跨越文本权威之边界，以及彼此亮光的照耀下，

从而实现彼此的相互渗透、贯通与整合。“ 跨文

本阅读”关注亚洲基督徒自身的文化传统，正视

与尊重其所拥有的双重身份，质疑圣经至上权威

与基督教信仰的绝对性。在多篇文章中，李氏曾

对此方法作过具体的阐释。参 C*:’%- >8 >8 Q--，

“F%G;%:"; #!(-*7*-("(%+! %! C$%"! V-*$7-:(%I-”，:-,"
C&3+#"2 &( ;*5&2&D/ W（2PP/），778 /0 1 /P；“>*+$$
1 (-X(B"; S-*,-!-B(%:$”，%! Y%*&%!%" Z"G-;;" [ @8
<8 <B&%*(’"*"\"’ -=$8 ，E,@.,&#"+/ &( ;*,+$ F&+2$ ;*50
&2&D,5-（9-T U+*L：]*G%$ F++L$，6444），778 .4
1 .6；“>*+$$ 1 (-X(B"; @-"=%!& <(*"(-&?：C <(B=? +)
Q"(- D%!& "!= H"*;? R%!& >’%!-$- >’*%$(%"! M*%(J
%!&$”，)*,#D G5#D O（644/），778 2 1 6W；“9"J

,%!& A+= %! C$%"：>*+$$ 1 E-X(B"; @-"=%!& %! DB;(%
1 >B;(B*"; >+!(-X(”，H35-. I+;8 /，!+8 2（644O），

778 62 1 O68
% C*:’%- Q--，“ E-X(B*"; >+!);B-!:- "!= >’%!-$-

>’*%$(%"! #=-!(%(?：C @-"=%!& +) S"! Q%!5$ ^B+ <’B，”

)*"’"#"：?#.5+@32.3+"2 G&+34 &( ;*5&2&D/ "#$ I*,2&-0
&A*/，I+;8 6 !+8 /（644O）/，78 P48

& 叶向高：《 西学十诫初解序》，载《 苍霞余草》

卷五，明万历刻本，参《 四库全书禁毁书丛刊》

（北京：北京出版社，6444 年），页 OOP。“淇园”

为杨廷筠的别号。

’ 张丰箴：《 西学凡与天主十诫解略》，载《 神学

论丛》，第 22 期（2PW6 年），页 206 1 20/。

( 叶向高：《西学十诫初解序》，页 OOP。

)*+ 转引自张丰箴：《 西学凡与天主十诫解略》，页

20/ 1 20O。

)*,钟鸣旦（9%:+;"$ <("!="-*(）：《 杨廷筠：明末天主

教儒者》，香港圣神研究中心译（ 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6446 年），第 6/6 页。

)*- 耶稣会士来华后，直接面对的是如何以恰当的中

文译述基督教的至上神的问题。利玛窦、艾儒略

等人以中国的方式诠释基督教信仰，以中国先秦

古籍中的“上帝”或“天”称呼 A+=，认为中国

圣贤已 经 受 到 上 帝 的 启 示，而 龙 华 民（9%:+;"$
Q+!&+G"*=%）等耶稣会士以及多明我会与方济各会

的一些传教士，一致反对这一立场。参钟鸣旦，

《杨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页 66P 1 6/48

)*. C*:’%- Q--， “ E-X(B*"; >+!);B-!:- "!= >’%!-$-
>’*%$(%"! #=-!(%(?：C @-"=%!& +) S"! Q%!5$ E3& J*3”，

78 3P8
)*/ 历史上，儒释道诚然有过激烈的冲突，正如宋明

理学就是以批判释老异端、继承儒家道统为旗

帜，但是，这)不防碍理学以一种温和的兼容论

在实质上吸收二氏思想，矛盾与冲突常以貌离神

合或公开标举的融合为结局，明末致力于三教融

合的思想家更是大有人在，因此，所谓绝对真理

与唯一真教的宣称，是明末士大夫们不熟悉甚至

难以接受的观念。参孙尚扬，钟鸣旦《 一八四〇

年前的中国基督教》（ 北京：学苑出版社，644O
年），第 236 1 230 页。

)*0 对天主降生的考证与释疑解惑，是这一对话记录

的重要内容，其目的是要“尊崇天主”，“ 遵行教

诫”。参艾儒略：《三山论学记》，载徐光启等撰，

《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梵蒂冈图书馆藏本） 册

一（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P.. 年），第 O36 1
OP/ 页。

)*1 H*%L _‘*:’-*， “C >+,7;-,-!( (+ >+!)B:%"!%$,：

>’*%$(%"!%(? "!= ]*(’+=+X? %! Q"(-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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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01.&"(. (234 !"#$% &’(
)*+ ,)&)+ -’ .*-’&（ 5(’2($：6.’77，899:），;4 98

（中译，《文化传播中的形变：明末基督教与儒学

正统的关系》，载《二十一世纪》，第九期（899<
年），第 88= 页。

!"# -.’/ 01.&"(.， “> !?@;7(@($A A? !?$B#&’*$’3@：

!".’3A’*$’AC *$2 D.A"?2?EC ’$ 5*A( F@;(.’*7 !"’$*”，

;4 984
!"$ 此文本的版本有六种，最早刻本当属崇祯十五年

（8G:G 年）者。参费赖之着，冯承钧译《 在华耶

稣会士列传及书目》 （ 北京：中华书局，899H
年），页 88:。本文所参照者为“香港天主教教区

档案”的 8I9J 年北京刻本，898H 年重刻本，参

"AA;： K K *.&"’L(34 &*A"?7’&4 ?.+4 "/ K M??/3。 扉 页

著有“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十四年，主教若亚敬公

准”字样，附有“ 顺治已亥都御史襄平佟国器

序”，时为顺治十六年（8GH9 年），另附“ 鄞县

朱宗元维城氏”序。

!%& 朱宗元：《十诫序》，载阳玛诺，《 天主圣教十诫

直 诠 》， 第 = 页。 参 "AA;： K K *.&"’L(34 &*A"?7’&4
?.+4 "/ K M??/3。这段话亦出现在朱宗元为《 道学

家传》所作之序中，参无名氏，《 道学家传》，载

钟鸣旦等编，《 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

册三（台北：方济出版社，899G 年），第 8N:: %
8N:= 页。

!%’ 佟国器：《叙十诫》，载阳玛诺，《 天主圣教十诫

直诠》，第 8 % < 页。

!%(黄恩彤：《黄恩彤护教奏疏》，载《 徐家汇藏书楼

明清天主教文献》册 H，第 <8<8 % <8<H 页。

!%) 严谟：《帝天考》，载徐光启等撰，《 天主教东传

文献续》册一，页 J= % JG。同时，在此著中，严

谟也论及天主无始与三位一体的教义，并认为它

们是“超极人性”的奥理，而“ 中古圣贤之无言

此者，盖其当也，盖其慎也。不可以 此 责 其 有

责，而以其所称‘ 上帝’ 谓非‘ 天主’ 也。” 参

同上，第 J= 页。严谟对基督教教义采取批判立

场，质疑教义的权威性，从而积极肯定)盛赞上

古先贤圣哲的智慧。

!%* 韩霖：《 铎书》，载《 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

文献》册二，第 G:J % G:9 页。

!%+ 同上，第 G=N 页。

!%,同上，第 GI9 页。

!%-王徵：《畏天爱人极论》，载郑安德编，《 明末清

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 北京：北京大学宗教

研究所，<NNN 年），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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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编，《 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

献》册一（ 台北：利氏学社，<NN< 年），页 8 %
JG。方豪认为此文本是最早的汉语教理问答文

献，参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 上（ 北京：

中华书局，89JJ 年），第 8H: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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