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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早期耶稣会教育事业繁荣的诸因素

口胡玲

(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南京210093)

摘要：在宗教改革和近代社会转型的种种困境中，作为天主教修会的耶稣会，其教育事业在16—18世纪非常

繁荣，其原因主要有：注重实效的教学方法、激励学生的辅助教学手段、对待不同宗教信仰学生的灵活政策、

品学兼优的师资队伍、对宗教改革时代天主教自我革新、对抗新教时代需求的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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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4年8月，西班牙人伊纳爵·罗耀拉(1491—1556)创

立耶稣会，1540年9月，教皇保罗三世(1539—1549年在位)

宣布它为天主教正规修会。1548年，耶稣会在西西里创建

墨西拿学院， “它是第一所为大众提供教育的耶稣会学校，

是所有其他耶稣会学院的原型。它的建立标志着伟大的耶

稣会教育事业的开端”。【1’此后，耶稣会教育事业蓬勃发

展。到1773年，教皇克里门特十四世(1769—1774年在位)

解散耶稣会时，它拥有会士23，000人，学校约800所， [21

在校学生人数约20万。(，]耶稣会教育被誉为“现代世界第

一个真正的教育体系”， “]而且开辟了天主教世界正规教

育的新纪元。

一、注重实效的教学方法

传统天主教学校普遍采用问答式教学，耶稣会的初等

和高等学校都采用“讲授”的方法，即由教师口授，学生

笔记。{33这种讲授的教学方法不仅要求教师要有充分的准

备，而且要求学生要勤于记忆。耶稣会的教育章程《教学

计戈吩主张“一个规则要用几天时问牢记于心”。[33

为使所学的知识牢记于心，耶稣会学校特别重视复习，

他们的格言是“复习是学习之母”。[33学生每天以复习前

一天的内容开始，以复习当天刚学过的内容结束，每周的

结尾也要复习本周所学，每年的最后一个月复习一年的课

程，最低的三个年级除外，他们用后半年温习前半年的功

课。当完成哲学课程之后，会士到初等学校任教以复习以

前所学，神学课程的最后两年则用于复习哲学和神学。

这种强调记忆的教学方式，必须有辅助性的教学方法

才能更加奏效，耶稣会学校多采用竞争以激发学生的兴趣。

如西班牙耶稣会士瑞巴德尼拉所说： “⋯⋯发明了许多方

法并运用练习以激发青年们的心智——热烈的辩论、各种

能力的测试、对天赋卓越和勤奋者给予奖励。这些特权和

德才的证明极大地激励了学生们的心智，甚至将他们从沉

睡中唤醒；当他们已被鼓舞并怀着良好志愿前进时，则能

促使他们跑得更快。”[31学校经常指定一些最有才干、最

有责任心的学生向老师背诵后，再听取其他学生背诵。另

外，学生被安排成一对对的竞争对手，互相监督对方的学习

和行为。每周还有双方的公开辩论，他们经常被叫做“罗

马”和“迦太基”，学生对此最为热心。

二、政策的灵活

耶稣会的政策非常灵活，创始人罗耀拉认为要有影响力

必须首先被人接受，所以他经常建议会士，为“愈显主荣”

先去适应他人的性情，并爱他们，努力争取到天主教阵营中

来。耶稣会对新教徒也采取了相似的办法，会士们认为，

“⋯⋯必须一心想着对他们宽大并真正爱他们⋯⋯第二，争

取他们的好意是必要的，这样他们可能爱我们并在他们心中

为我们保留一席之地。通过亲密的交往，提及我们共同的东

西，回避引起争论的东西，便可以达到这一目的”。(5]所

以耶稣会学校也招收新教徒，并在一些问题上进行灵活处

置。如路德派学生免背圣徒连祷文，胡斯派学生免受圣餐。

另一方面耶稣会在一定条件下还利用新教作品。罗耀拉允许

在学校中使用新教作者评注的经典文章，但前提是这本书里

不包含他们的教义“毒素”，并要隐去作者。

这样，在一些地区，耶稣会学校不仅坚定了天主教徒的

信仰，也使一些新教徒改宗天主教，进而影响了学生的父

母。 ㈤再加上耶稣会学校是免费的，使下层民众接受教育

的机会增多，女t11561年纳德尔说蒙雷阿尔学院400名学生中，

大部分是下层穷苦人。这样， “由于耶稣会士的教育活动，

天主教国家的识字率上升了”， ⋯促进了教义问答和其他

基础信仰知识的普及，使天主教更深入人心。

三、优良的师资

对于执教的教师，耶稣会非常注重两个方面：第一，个

人学识。耶稣会规定只有完成高等教育中的哲学课程的人才

能在低年级任教，有几年低年级教学经验的人才能继续学习

神学。阿奎维瓦(耶稣会会长，1581—1615年在任)任命编

纂《教学计戈蚜的六人委员会报告说： “如果那些未来的教

师由教学艺术高超的人来承担，在阅读、教学、写作、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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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班级管理方法等方面进行两个月或更长时间的训练，学校

便会受益匪浅。如果教师不预先学会这些东西，他们以后就

不得不在损害学生的情况下重新学习。这样，他们只能在失

去声望之后，才学得本领，而且某些坏习惯将永远无法矫

正。”(8]其次，特别强调教师本身的品行。罗耀拉认为它

是教育体系的核心、基督教化作用的关键。[4j西班牙耶稣

会士佩德罗·德·瑞巴德尼拉在1605年出版的(伪耶稣会辩解

的论文》中也说，对青年道德品质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教

师的生活：他越神圣、越完美，就越容易、越强烈地影响青

年未成熟的灵魂、美德的形成和对正直生活的热爱”。“1

在这样的严格要求下，耶稣会士成为当时最优秀的教

师，这不仅激励了其他学校的教师比以前更加努力，而且有

许多直接向他们学习。1552年，巴勒莫的一位老校长到耶稣

会的班级学习第一手的正确教学方法。f6J在它被解散13年

之后，赫斯特·皮奥兹(Hester Piozzi)到罗马时说：“所

有的人必然看到在其他人手中，教育工作变得很糟糕。”[，】

耶稣会教师的优秀由此可窥一斑。

四、迎合时代需要

耶稣会是产生于宗教改革之时的天主教修会，迎合时代

的需求，即为天主教复兴服务也是促成它繁荣的重要原因之

一。首先，耶稣会在学校里非常重视宗教教育，以此抵制新

教对学生心灵的腐蚀。1551年12月，博兰克在给耶稣会全体

成员的信中谈到学生的宗教教育问题，他说耶稣会学校应每

天留出时间祈祷、反省，每星期忏悔、领圣餐；星期天、节

日参加布道；辅助传道等。[6】17世纪70年代，波伦亚的圣

露西学院学生皮特罗·安东尼奥·阿达米的日记，详细描述了

学生的宗教生活：鼓励学生早晚去参观学校教堂中的圣礼；

学生进教室时敬拜圣母祭坛并在落座前祈祷万福玛利亚；每

次班会以祈祷开始；早晨课结束时学生一起参加弥撒；星期

六经常为学生举行灵性会议。总之，这些活动给学生的宗教

生活注入某种秩序和内聚力，耶稣会希望在他们离校后仍能

继续。[10]

另外，在年龄许可的情况下，学校鼓励学生从事慈善工

作，后来就形成了许多学生宗教团体，这成为耶稣会学校的

一个显著标志。[6]1557年耶稣会在其热那亚的学院建立了

第一个学生宗教团体，具有决定意义的是1563年建立的罗马

学院学生宗教团体——玛利亚团体，它鼓励学生们经常领圣

餐和忏悔，并进行社会福利活动。(11]因为罗马学院的国

际性，这一学生宗教团体也很快传播到其他耶稣会学校，并

最终成为学校的一个组成部分。1584年，教皇格列高利十三

世颁布敕令使之制度化。

其次，重视教士教育J教士是普通信徒的榜样和典范，

但宗教改革前后，天主教教士无知、腐败和堕落世人皆知。

为改变形象，耶稣会利用学校培养优秀的教士，其中罗马学

院和德国学院是最早培养教士的国际性机构。罗马学院生源

广泛，教师选用最优秀者，其规章、制度、课本被作为其他

学校的标准和典范。㈤德国学院的目的是“为德国和‘被

异端影响’的北欧其他地区如波希米亚、波兰、匈牙利作为

未来主教区教士的青年提供教育”。(63通过培养教士、特

别是神学家、未来的主教，自16世纪中叶以后，在德国大部

分地区，德国学院成为天主教复兴的一个重要机构。

到17世纪前期，教士质量明显提高，这首先应归功于耶

稣会的教育。例如德国学院被誉为形成德国近代早期寺院外

教士最精华部分的唯一重要机构， [12]它教育了许多年轻

贵族和显贵之子，他们后来成为主教、副会长、帝国教会的

领袖人物，如在明斯特实施特兰托敕令的克里斯托弗·伯恩

哈德·冯加伦。总体上，1560—1803年，帝国中约18％的主教

毕业于德国学院；在奥地利，同一时期的比例则高达30％。

就16—18世纪的欧洲局势而言，宗教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因素。面对路德、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天主教不愿放弃自己

的阵地，努力自我革新和复兴。作为天主教修会之一的耶稣

会，秉承“愈显主荣”的宗旨，通过各种手段促进天主教的

复兴，其教育事业也明显富有宗教的色彩。历史上，培根曾

对它推崇备至： “他们是如此美好，我真希望他们站在我们

这一边。”[8]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从1604—1612年在拉夫赖

士的耶稣会学校读书，打下深厚的数学功底，因而罗素说：

“⋯⋯他们所施的教育在不夹缠着神学的时候，总是无可他

求的良好教育⋯⋯他们传授给笛卡尔的大量数学知识是他在

别处学不到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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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期刊论文 王巨新 明末至清前期天主教在山东的传播 -理论学刊2009,""(8)
    明末至清前期天主教在山东的传播,可以分为明末至清康熙初年、康熙初年至雍正初年、雍正初年至鸦片战争前三个发展阶段.明末至清康熙初年天

主教在山东平稳发展,康熙初年至雍正初年天主教在山东的传播经历两次波折,雍正初年至鸦片战争前天主教在山东被迫转入秘密传播状态.除耶稣会外

,方济会在山东的传播占据重要地位,山东不仅是方济会中国教区开拓地,而且是中国北方方济会传教中心.

7.期刊论文 周萍萍.Zhou Pingping 明清间平民信奉天主教原因之探析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4,20(1)
    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基于中国当时社会宗教信仰的实际情况,其宣传众生、天堂地狱等等教义,以及其特定的一些教仪,对下层社会的平民产

生了很大吸引力,天主教因此在平民阶层中得到一定范围的传播.

8.期刊论文 王公伟.WANG Gong-wei 略论晚明天主教与佛教的冲突 -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4(4)
    天主教作为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其教义具有强烈的一神论特征,与其他宗教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冲突.天主教进入中国,与佛教直接接触.开始天主教采取

与佛教表面认同的策略,后来采取与儒学认同,同佛教对立的方针,最终导致天主教与佛教之间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和以袜宏为

代表的佛教展开针锋相对的辩论,辩论的结果让双方势同水火.其中,天主教的态度是应该检讨的,他们对佛教乃至中国文化的理解是肤浅的,也过高估计了

人们对天主教的容忍和接受程度,最后导致了教案的频繁发生.

9.学位论文 曾新 论明末清初耶稣会士输入中国的上帝 2007
    明朝末年，天主教新兴的修会耶稣会趁航海大发现之便，秉重振天主教之雄心，一帆涉海，来到澳门，开始向西方传说中神秘而富庶的中国传播

“上帝”的威名。在此后的近一百五十年间，以利玛窦、罗明坚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广交朋友，积极传教，一度赢得了一批支持者和追随者

，但是这次传教活动最终却以被清政府禁止而告终。其中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至少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天主教原有的“上帝”形象，以及相应的

宗教教义，与当时中国人包括大多数畈依了天主教的教徒理解的“上帝”其实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对神人关系的理解方面，二者之间尤其具有不可调和

的分歧。

    本论文将运用传播学、符号学以及新批评之细读细析法，对明末清初耶稣会士输入的“上帝”作一跨学科的中西宗教文学文化关系研究，并主要通

过对天主教入华原始文献中的“上帝”译名及其三个关系范畴，即上帝与世界、上帝与神佛、上帝与人的关系，由源及流、由名到实，来探讨“上帝

”的形象。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分析这一形象如何在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传教过程中，在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发生了分歧，并进而揭示异同，探

讨规律，彰显天主教唯一神和中国式上帝的不同特质，达到对“自我”和“他者”的深入认识，从思想文化渊源方面，挖掘中国在历史上没有、今后也

决不可能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的深层次原因。

    具体而言，对于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传入中国的“上帝”形象的分析，将从四个方面展开：

    耶稣会士输入中国的“上帝”的逻辑起点：耶稣会士进入中国，无疑以传教为最终目的，因此其所传播之“上帝”之原来面貌为何，这是本文展开

探讨所首先需要理清的立足之基。这一梳理将从《圣经》中的“上帝”以及天主教特色的“上帝”两个方面展开。

    中国人接受“上帝的逻辑起点：既然耶稣会士所传播的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上帝，明朝之前的中国“上帝”的形象乃是我们所需清理出来的另一

立足之基。这一梳理将从中国古代信仰中的几个核心范畴“帝”、“天”、“道”以及“神”四个方面来进行。

    源已廓清，第三章则是探讨耶稣会士所传播的“上帝”。此处的探讨将时时注意这一“上帝”与天主教正统的“上帝”之间的纵向对比，并兼顾其

与中国传统中“上帝”的横向比较，以求凸显这一从西洋入华的“上帝”的特质。

    第四章则将顺承前文理路，剖析中国受众对耶稣会士传播的“上帝”的接受情况。本章主要将受众分为皈依者与反对者来考量，但在皈依者部分也

将兼及一些虽未皈依但却在不同程度上对西方“上帝”表示出认可的友教人士的正面观点。而反对者中则将对所有反对西方“上帝”的呼声都加以考察

。

    最终，文章抽丝剥茧般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由于中国两千年来固有的儒家思想体系，在诸多方面，尤其是在对人神关系的理解方面，与天主教思

想体系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因此，尽管当时有部分中国人出于种种原因，在形式上接受甚至畈依了天主教，但两种思想文化之间发生冲突从而导致传

教活动最终失败，实际上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总之，中西神人关系的冲突乃是中国人忖度西方“上帝”时压断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最不能承受之“轻”。

10.期刊论文 关汉华 16世纪后期天主教在广东的传播与影响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23(1)
    本文对16世纪后期天主教为何以广东作为在中国传教的入楔点,以及在广东传播的三个阶段(澳门、肇庆、韶州)作了全面的考订和阐述.对当时教会

内部有关在华传教方针的分歧和争论,以及传教方针调整后所体现的特色也作了相应论证.文章强调,由于传教活动"学术含量"的增大,因而它在文化交流

方面的作用就更为显著,广东之所以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起先导作用,实与此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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