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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大航海时代以前，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儒家文化，与欧洲基督教文化、南亚佛教文化、西亚北非伊
斯兰文化，是世界文明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文明形态。
其中，后面几种文明在政治、宗教、语言等方面都曾经有比较密切的关联，唯独中华文明在世界文化
格局中，具有相对独特的文化品格，因此，以大航海时代为契机的中西初识，才具有如此波澜壮阔的
历史内容。
礼仪之争的事实告诉我们，传教士们在远东从事的工作，并不是使“异端”或那些还处在泛灵主义或
图腾崇拜的“野蛮人”皈依，而是要面对一个高度发达的古老文明，她迫使天主教不得不进行自我文
化反思。
，无论是利玛窦的调和策略，还是索隐派对中，国经典密码的解读，或者是耶稣会士反对派的攻讦，
都折射出西方文明面对传统中国的独特文化韵味所发生的认同危机。
这个问题的本身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中国礼仪(术语问题、祭祀问题)的范畴。
 　　我们可以随便举两个例子。
比如中国语言问题。
《圣经，创世记》第十一章说：上帝造人时，人类都讲同一种语盲。
后来人们通力协作在巴比伦平原(其遗址据说在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附近)建造城塔，以显示人类的力
量，所建造的塔直指云霄，被称为通天塔。
上帝发现人类联合起来的力量十分可怕，于是使用法力把人类分散在世界各地，并且让他们讲不同的
语言，以阻止其互相沟通o《创世记》属于《摩西五书》之一，是犹太教最早确立的圣书正典，一般
认为是公元前四世纪由四种不同的底本资料缀合而成。
大约比希罗多德的《历史》要晚一百年左右。
其实寻找初民语言的故事比《圣经》的历史还要早。
希罗多德就讲过古代埃及法老寻找初民语言的一个实验。
一位名字叫撒姆提齐(Psammetich)的古埃及后期的一位法老相信，新生婴儿之间如果不受当代人的语
言影响而互相说话，那么他们嘴里讲出来的一定是上帝所教给的初民语言。
于是，法老下令把一对刚出生的孪生婴儿与其母亲隔离开来，交由牧羊人独自护养，任何人不得与婴
儿说话，否则被处以极刑。
两年以后，到了孩子该说话的年龄，法老下令停止给孪生婴儿喂食，他相信饥饿将迫使婴儿开口，说
出来的就将是人类最初的语言。
结果，观察者向法老报告说，婴儿说出的词汇很像斯科特语中的“面包”。
法老大喜，宣布斯科特语就是人类最初的语言。
十三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也做过类似的实验，结果被试婴孩不幸死去。
在《圣经》知识主宰的世界里，寻找初民语言长期以来是人们的热门话题。
十六世纪以后的一们艮长的时间里，当欧洲人接触到中文的时候，关于中文起源于什么，是否上帝所
造的初民语言，是否具有理性的逻辑语言、哲学语言这些问题曾经是欧洲知识界讨论的热门话题。
 　　又比如中国历史纪牢问题。
从门多萨、曾德昭，到卫匡国、柏应理，中国编年史知识陆续传播到欧洲。
十七世纪欧洲学者对此的最大困惑是，它居然比《圣经》里的历史还要古老!于是，围绕着中国上古历
史是否有悖于《圣经》的编年学问题便闹得沸沸扬扬。
耶稣会士们向欧洲介绍的中国古史体系引起了西方教俗世界对自己所熟悉的这个世界的认同危机，其
震动可想而知。
有人怀疑它，有人拒绝它，也有人接受它。
当时已经有学者勇敢地利用中华民族的历史纪年提出“亚当之前人类说”的假设。
当然主要的观点还是在调和中国古史与《圣经》体系的矛盾。
有学者采用《七十子译本圣经》来讨论诸如“世界的寿命”这样的问题。
因为《七十子译本》可以将迦勒底人、埃及人和中华民族的历史纪年与《圣经》的年代体系调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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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还有孔子道德哲学的问题，在十七~十八世纪急剧变化的欧洲社会，中国道德哲学也引起莱布
尼茨、伏尔泰这样的启蒙时代旗手的纵情欢呼。
     总之，通过晚明到清前期三百年间(1500-1800)中国与欧洲的文化接触和交往，传统中 国作为一个辅
助因素动摇了西方以《圣经》为代表的世界体系，在这里，“传统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实在参
与了西方近代文明的构建过程。
在后来的岁月里，中国因素虽然逐渐退潮乃至烟消云散，但是，“初识”时代的印记总是如此地深刻
，对于迄今为止的西方中国观仍然有持久的影响。
 　　如果着眼于“传播”这个环节而暂时不考虑传播的后果，那么十六-十八世纪的中西文化交往可
以被看作一部以来华耶稣会士为主要媒介的交流史，与此同时还有其他传教士以及来华商人和使节这
些辅助渠道。
 　　　　　这个时期的中西交往是伴随欧洲征服世界的进程而展开，但中欧间也是在相对平等的基础
上交往，没有牵扯主权与政治利益，欧洲人的殖民者形象在中国沿海尚未有清晰表现。
欧洲的商船和战舰远航各地，也到了中国海岸，未知中国虚实的西方战舰不敢贸然侵扰中国，此时的
欧洲人慑于中国多年前已流传出去的盛名而只希望和平地与中国开展贸易，并屡屡派遣使团想要争取
更多的贸易利益，但基本上可以说一事无成。
中国人对远洋外夷明显缺乏兴趣，只是据守自己的海岸和几个港口与欧洲商人和各朝贡国商人进行一
年一度的贸易，多少怀着恩赐的心态懒洋洋看他们运走一船船丝绸、茶叶、瓷器、漆器。
中国商人与港口官员面对这些语言、服饰、相貌与自己截然不同的欧洲人，除了例行公务之外，也许
并没有被激发起多少求知欲。
相反，来华的欧洲使节们对中国的山河草木、风土人情却兴致盎然，在来去京城的旅途中记录下许多
见闻与评论，结果成了继马可·波罗游记之后重新撩拨欧洲人对中国生发浪漫情怀和无限遐想的触媒
。
就连那些没到过中国而只在中国周边地区活动的欧洲旅行家，也忙不迭把自己道听途说的中国印象纷
纷呈现给欧洲读者，既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也满足足迹未至东方的同胞们的好奇心。
推波助澜的是一船又一船在里斯本、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或伦敦上岸的瓷器、丝绸、漆器、茶叶等
中国商品，它们展示出一个可看、可摸、可以感觉和品尝的光彩眩目、缤纷绮丽的中国。
就这样，中国的美丽富饶和强大在十六世纪已经深入欧洲人的心，而且传闻中这还是个文化发达的国
度。
十六世纪末博学而又受人尊敬的耶稣会士进驻中国，然后向欧洲同胞宣布，他们可以见证中国的确文
明昌盛。
从此，他们在一个因物质文明发达而令欧洲大众目迷五色的中国形象之上又推出一个令欧洲知识分子
兴奋不已的拥有高水平精神文明的中国形象。
 　　　  　使节与商人的限制在于，他们无缘深人中国并长期居留，不懂中国语言也看不透中国文物
。
耶稣会士则以其非凡的创造精神克服了中国社会对外来文化的排斥态度，通过将天主教与孔子儒学进
行一定程度的附会而赢得中国士人的尊重与承认，又通过对中国礼仪习俗的一定容忍而免除了自己被
目为中国社会秩序及法律的反对者与破坏者的危险。
于是在一个对外国人防范多于欢迎的时代里，他们成为唯一获官方许可在中国内地自由活动的外国人
群体。
这种特权以及他们主动积极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态度，不仅使他们在中国赢得比其他宗教修会大得
多的传教成果和势力范围，也使他们成为向欧洲全面和深入介绍中国文化的先驱，同时也是向中国人
介绍西方文化的先驱，亦即充当着晚明前清中西文化交往的主要媒介。
 　　然而耶稣会士的活动几乎从头至尾被笼罩在礼仪之争的阴影中，他们适应中国文化的传教方法为
他们带来莫大荣耀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礼仪之争这一沉重负担，所以这一段以耶稣会士为主要媒介
的中西文化交往也不得不深深烙刻下礼仪之争的痕迹。
事实上，随着礼仪之争被禁，这段中西文化交往也便趋于停滞，到1775年解散耶稣会的命令传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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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此次中西的直面接触已然了结。
1793年10月，在华最后一位耶稣会士钱德明去世，象征性地落下了这场耶稣会士为主导的中欧交往的
帷幕。
差不多同时，英使马戛尔尼访华，仅从时间上看，似又接续起中西交往的脉络，然而这实在已是一个
性质有重大差别的新交往故事的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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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使航海活动最终付诸实行的是那时以航海技术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实现扩张和统一全人类的野心
，其关键是解决一系列航海方面的技术问题——如船舶的建造，研究大洋和物理状况，船只的定位技
术，对地球体积的认识以及在地图上准确地标定新发现的陆地的技术等。
　　中世纪最后几百年里欧洲人深受托勒密的宇宙结构学和地理学思想影响，他对地球的错误想像长
时期主宰中世纪科学并构成一种地理障碍。
托勒密认为人居住的世界是一块连续不断的陆地，中间包围着一些海盆，并在地图上表明印度洋南面
存在一块未知的、因高温而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南方大陆(这一错误直到18世纪英国人J．库克的航行之
后才被纠正）。
因此，地球是圆形的思想和存在地球对跖点的思想直到14世纪末都只被一小部分精英所承认。
然而从14世纪最后25年起，一本宣扬地球的球状思想、热带的可居住性思想和可能从已知世界的一极
航行到另一极的思想的游记——曼德维尔的《神奇志》开始广为流传并引起人们极大兴趣。
到15世纪中叶，许多人已有跨洋航行的想法，并确认从西方不只一个点出发都可实现。
　　另一方面，托勒密“把天体与地球联系起来和要关注地球体积的地理位置问题的作法”对航海科
学的形成有重要作用，在阿拉伯人中很有影响，经阿拉伯人传入基督教世界的托勒密地理天文学和地
理数学的观念，在葡萄牙的航海科学中占据显要地位。
同时，占星术士的天文学文化也是葡萄牙航海科学的一个渊源。
葡萄牙14世纪上半叶流行的四本历书同时也是科普工具书，其中《马德里天文历书》中推算星体位置
的规则和城市坐标表对航海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科英布拉历书》对小时数、黄道、经纬度的定义
以及一些推算不固定宗教节日和了解新月方法的规则后来都融入航海著作中。
　　12世纪传入的指南针早就在地中海航行中被使用，用于测定天体高度和方位的铜制刻度盘——星
盘早在800年前就为欧洲人所知，但几乎不被使用。
13—14世纪地理知识的进步，以及葡萄牙人将航海科学与天文学知识相结合，使得分别活跃于地中海
和印度洋的指南针和星盘共同成为大西洋航海家们远航的重要依恃，葡萄牙人得以利用地平纬度航行
，也发展出一套精确测定纬度的原则。
当然由于星盘较昂贵，很快被结构简单、造价低廉的象限仪取代，著名的如六分仪。
借助以上种种，再加上研究海洋动力，航海家能够确定适合的航线并绘制导航图和地图，接下来就是
扬帆起航了。
　　1200—1500年间，欧洲普通船舶的吨位增加了1—2倍，载重600—800吨的圆形帆船成为水面上的主
力，13世纪时采用了比侧向操舵装置效率高许多的艉舵。
然而若想征服远比地中海凶猛、广袤和复杂的大西洋，还必须有更合适的航船船型，当时包括圆形帆
船在内的各种通行帆船都过于粗糙笨重，船舷低面承受不住海浪的袭击，桨手太多而使费用大增，对
远航中经常会遇到的无风或逆风天气缺乏应对力。
因此，葡萄牙人在14世纪改造阿拉伯人的三角帆索具制造出三桅帆船，它“是一种两桅或三桅的拉丁
船，带有三角形的帆，系在一条有水平缆绳的桁上。
除此之外，由葡萄牙人建造的这类船，其基本特点是船体比较精致，长宽超过3：1。
其体制属圆形船，但没有艏楼或艉堡，而这些在圆形船上都有。
三桅帆船轻巧精致，并适于逆风航行，诞生之后长期充任沿海探险的专用船。
在三桅帆船的帮助下，葡萄牙和西班牙人接连完成绕行几内亚湾、考察巴西海岸、折过好望角、横渡
大西洋和穿越麦哲伦海峡进而环绕全球的航海壮举。
此外，活跃于印度洋航线上的葡萄牙战船和货船有着长期以来都无须改动的完美之处，不仅能够长途
跋涉，还能运载数量可观的士兵和货物，成为葡萄牙人经营其东方殖民帝国的强大后盾。
　　当远航成为现实并被娴熟地不断重复之后，“所产生的后果几乎无法估价。
它们首先使局限在狭隘范围内的地中海贸易扩展成为世界性的事业。
第二个结果是商业额和消费品的种类大量增长。
另一个显著结果是贵金属供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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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立刻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利益角逐。
　　　　清朝前期与中国政府往来较频繁的倒不是已在澳门安身立命的葡萄牙人，而是上述叩关多年
仍不得要领的荷兰人。
荷兰人无论是占据着台湾与中国沿海展开贸易，还是被驱逐之后与郑氏继续贸易，都念念不忘获得在
中国本土的合法贸易地位，甚至想获得如在日本那样的贸易垄断特权。
为了与清政府建立联系，荷兰人曾于康熙二年(1663)和十八年(1679)两次应清朝之邀派船助攻郑氏，这
种姿态与明末澳门葡萄牙人积极为朝廷提供大炮和炮兵抵御关外后金政权颇为类似，而这也确实为他
们打开贸易大门提供了一些便利。
荷兰人还在顺治十年(1653)和十三年(1656)，康熙二年(1663)、六年(1667)、十七年(1678)、二十五
年(1686)，乾隆五十九年(1794)七次遣使中国，其中1653年和1678年的使团未能获准进京。
遣使之频繁为此期其他西方国家所远不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荷兰人想获得自由贸易的迫切心情以
及顺康时期禁海令对西方国家贸易的重大影响。
康熙二十二年平定台湾之后开放海禁，荷兰人在三年后的出使中也获知“皇帝已经对全部海外国家完
全开放贸易，故此后不必派遣任何使团”，所以这以后100年里都不再有荷兰使团，直到乾隆末年为了
对抗日渐强大的英国人，才又不顾成效甚微的数次前鉴而重抛出使之策。
　　总体而言，荷兰人的出使紧紧围绕争取自由贸易展开，然而他们所取得的成果与出使过程所耗费
的种种有形与无形代价相比可谓入不敷出。
1652年8月29日，受巴达维亚殖民当局派遣的斯克德(Fredrick Schedel)使团到达广州希望与地方官接触
以进行自由贸易，此举源于返欧途中的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在巴达维亚提供的信息——即
广东督抚向葡萄牙人开放贸易并且会宽待前去贸易的任何外国人。
然而广东督抚却劝荷兰人遣使进京，结果又以不具备贡国条件而遭部议驳回。
1655年，荷兰方面准备好所谓表文、方物，派遣以杯突高齿(Pieter de Goyer)和若诺皆色(Jacob de
Keyser)为使节的16人使团自巴达维亚到达广州，几经周折后终于被朝廷作为“慕义输诚，航海修贡”
之国而接受并于1656年3月获准进京。
使团提出五年一遣使而每年都可在一沿海港口贸易，然而朝廷只批准八年一贡且非朝贡不能贸易，也
就是说要到1664年才能有一次贸易机会，而此次出使的开支将近100000佛罗林(约白银28000　　两)。
　　　　现实的困境成为利玛窦重新考虑中国礼仪的一大动因，正如他的全部适应政策是针对中国社
会对外来事物的强大排斥力和中国文化的高度独立性做出的妥协，他对礼仪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也首先
是迫于传教区的存亡继绝之需。
不过利玛窦对观点分歧的事物一贯不抱教条主义态度，这也是他深入理解中国礼仪的必要前提。
他必须在礼仪问题上明确立场：是应谴责祭祖祀孔行为是异教徒的神圣仪式，还是视之仅为文明仪式
而允许基督徒继续执行?这些礼仪应被看做没有宗教意味，还是说至少不对立于基督信仰而可容忍?或
者既谴责礼仪的某些性质，同时允许归化者执行修改后的仪式，并寄望于基督徒的良心最终会抛弃礼
仪或继续修改仪式?而确定立场取决于理解礼仪的含义，相关的基本问题是：典礼中使用的物品和采取
的姿势的象征性价值是什么?它们是具有宗教性的含义和内容，还是仅仅帮助生者保存对祖先的记忆?
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涉及礼仪及其象征性含义的历史发展过程：礼仪中的行为和物品如何产生，其原
始含义何在，现在是否有可能确定其原始含义?其次还要理解这些物品和行为在当下——17世纪明代社
会的含义，而这又必须分别人群而言，分别考虑礼仪在信守不疑的普通民众和比较理性的士大夫中的
含义。
接下来则是方法问题：如何确定礼仪的含义，是分析礼仪实践中的物品和行为，还是彻底查阅过去有
关此问题的文献，或者依据中国政府权威代表的声明?最后的问题是：什么人有权对礼仪做出最终裁
定?解答这些环环相扣的问题成为利玛窦及其追随者们努力的方向，而他们的答案则为后来的礼仪之争
埋下祸端。
　　利玛窦对儒学的认识是影响其礼仪立场的基础。
他视儒学为士大夫的一种生活方式，其中的观念和准则又通过士大夫影响大众，这与佛教道教的偶像
崇拜大为不同。
祭祖敬孔礼仪是儒家所倡导的行为，是用来培养五伦之核心的“孝道”的行为，孝道是维护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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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秩序的基本手段，因此祭祖礼仪就本质而言是在执行有关“孝道”的功能，是具有社会效果的行
为，没什么或根本就没有迷信的迹象。
该因果链的前提假设是，这些礼仪起源于孔子，因此研究这些礼仪在早期儒家作品尤其是孔子著作中
的表现形式，就能发现它们的最初特征。
基于此，利玛窦和其他早期耶稣会士试图大量引用古代儒家文献来论证礼仪的本质并非迷信，首先，
最早的礼仪仅仅是表示尊敬的行为：祭祖礼仪产生之时的中国人被描述为按照自然法而生活，因此这
些礼仪起初显然不包含迷信标志；孔子坚持神不可知论，这些由孔子确立倡导的仪式不大可能具有宗
教意味。
其次，祭祖礼仪的功能和含义是象征对已逝祖先尽孝心的持续愿望，对生者的服从和尊敬行为由对祖
先牌位执行类似行为所替代和延续，“他们对父母表示的尊敬包含着敬死如敬生的意味。
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希望死者来吃他们的祭品(肉、水果等等)或需要他们。
他们宣称自己这样做是因为除此而外不知还有什么方式能表达他们对祖先的爱戴与尊敬⋯⋯”。
至于耶稣会士所看到礼仪为何具有令人易于误解的迷信外表，则是因为这些原本只是文明行为的典礼
在岁月变迁中被超自然或迷信的错误信仰所污染，但这些错误信仰早巳被遗弃，因此并不影响礼仪的
本质，而且可以清除它们以恢复礼仪本来的纯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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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西交通的正式揭幕始自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但当时双方的接触面仅限于颇为狭隘的一部分上层
社会，最后只是少数传教士以客卿的身分得以进入宫廷。
至于双方较为全方位的接触和碰撞，则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而文化方面较深层的接触，则更要待
到19世纪的末叶。
中西交通史在我国史学界之成为一门独立的研究领域，还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画。
其间前辈学者如王国维、冯承钧、张星娘、向达、方豪各位先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是功不可没的
。
当时的这一研究，自然也受到西方汉学家如斯坦因、伯希和、高本汉、沙畹、夏德等一辈人的影响。
解放以后，这一研究领域像其他许多学术领域一样，是在政治挂帅的原则指导之下进行的，重点放在
殖民主义者(以及后来的帝国主义者)的文化侵略方面，而对学术研究方面却重视得颇嫌不够。
并且批判帝国主义竟上溯至鸦片战争以前。
按经典作家的提法，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系形成于19世纪的70年代，在此之前还没有
形成，又如何可能有帝国主义的侵略？
　　政治与文化二者从来是不可能绝缘的；然而同时两者又不可能简单地等同为一，否则的话二者就
无所谓区分，也就无所谓文化了。
这样一种历史的两重性——即：既没有脱离政治之外的文化，但同时文化又复有其独立于政治之外的
生命价值——乃是一切文化史的特征。
惜乎这一点往往未能为人很好地加以把握，以致总是未能得其中道而行。
于是情形就呈现为一种物极必反的现象，从一个极端反弹到另一个极端。
我国这一领域的研究历程也仿佛是从20世纪之初的三十年河东的客观主义，转到世纪中叶三十年河西
的反帝斗争，又从反帝斗争转到世纪末三十年河西的惟洋是举。
时代风尚的转移，恐怕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吧。
在学术研究上，虽说所研究的事实乃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学者所选择的立足点，
却总是要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是故研究者就必定要为自己选定一个坐标系，而把事实纳入这个坐标系之中来加以考察，从而便使之
赋有了“意义”。
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但其意义则是由研究者所赋予的。
而历史研究的价值如何，则取决于学者对史实背后所谓意义的探求和评价。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这门学科虽然颇有成为显学之势，但多少令人感到不免遗憾的是：某些研究似
仍一味依附于西方所谓汉学的研究路数及其价值坐标作为自己的圭臬，因而始终未能摸索并建立自己
的规范，同时也就反映出自己的水平与自己的学风的严重局限。
当然，在这一根本之点上，我们的学术体制，也负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
撇开某些假冒伪劣的产品一味在进行空手道式的炒作不谈，我以为较为常见的现象之一乃是研究者们
每每沉耽于堆砌繁琐的史料而未能立乎其大者，即未能就全局做出结论。
或者，用一句“文化大革命”时的术语来说，就是未能触及或阐发其“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
意义”。
　　⋯⋯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