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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于明朝国力强盛，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意识到，在中国传教不能釆用当时在基督教世界占
主导地位的军事征服策略，而必须采用适合中国国情的适应性策略，与儒家思想进行调适；另一方面
，在明朝宋年社会剧烈变革的冲击下，以徐光启为代表的受经世致用思潮影响的中国士大夫，在对基
督教和西方科挾知识有所了解之后，认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有益于中国社会的进步，从而投入到
会通中西，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事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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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定平，湖南长沙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6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
长期从事明史、中外关系史和史学理论研究，发表论文约80篇，其中多篇被译成英、意、西班牙文；
曾接受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和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邀请，赴上述两国访问、讲学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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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次，在这种精神传递和传教过程中，“基督教将希伯来文化传统和希腊一罗马文化传统融为一
体。
”它吸收了希伯来的一神论思想及先知们的道德观念；同时，在发展过程中还融合了希腊哲学的成分
，运用了希腊哲学的语言和范畴。
经过改造，基督教教义便从一个单纯的伦理条规升华为一个神学体系。
从此，“新型西欧文化的兴起受着两种文化、两种社会环境以及两种精神世界--具有英雄崇拜和好战
特点的蛮族王国的战争社会，与具有禁欲主义和克己理想以及高层次的神学文化的基督教会的和平社
会--之间的这种尖锐的二元对立的支配。
其重要性也并没有局限在从公元500至1000年的黑暗时代；在某种程度上它保留有作为整体的中世纪文
化的特点，在西欧后来的历史中，它的影响仍然是可以看得到的。
　　我确信，它将被视为对西方文化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那种动力因素的重要来源。
”英国哲学家克里斯托弗·道森上述有关西方文化处于战争社会与和平社会这种二元化的论断，亦为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所赞同。
他指出，基督教在承认并宣告“神即是爱”的见解后，又承认“忌邪的神”这个不调和的概念；“在
胜利的时刻，基督教殉道者的不妥协精神变成了基督教迫害者的不容异己的精神”，并认为这种“不
调和的结合”，正是基督教在生死斗争中取得胜利而交付代价，而且成为“这个在基督教史初期的一
章”的内容。
由于基督教在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尽可能地吸收和包容了西方的传统文化，因而，当它向欧洲以外的
地区传教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一种完整文化的不自觉的载体”而出现。
当基督教一神论的宗教排他性、不容异己的精神和沾染的蛮族王国社会的英雄崇拜特点相结合时，向
欧洲以外地区的传教，便很容易同殖民主义的扩张及对异族精神的强制同化联系起来，相互配合，沆
瀣一气。
　　然而，当这种传播遭遇到像中国和印度那样的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博大精深内涵的发达的文明形
态时，在简单的强制皈依和同化难以奏效的情况下，基督教那种追求普爱、道德与和平的倾向，就有
可能发生作用。
这种传教活动或许会演化为某种特定的时期和环境中，在较为平等的基础上，中西之间展开互惠互利
的文化交流。
“基督教的成功不仅在于一种思想的力量，而且还得力于其组织的威力。
为了保持对信仰的忠诚，为了让更多的人皈依基督教，使自己不受其他教派的冲击，为了管理本教机
构，基督教发展了一个有组织的信徒团体。
这个团体就是能将其信徒紧密地团结到一起的组织--基督教教会。
”那种等级制的组织方式，教区制的管辖范围，典礼、圣餐和洗礼等宗教仪式，以及推举具有学识和
道德最高权威的教宗，长久以来便是将其信徒团结在一起的行之有效的形式。
非特止此，与著名的伊斯兰教、佛教和印度教会一样，基督教会作为保存和嬗递文明种子的蛹体，也
有着文明的延续和繁殖的功能。
“每个文明在它的背后都有促使它同上一代的文明发生子体关系的某种统一教会。
西方基督教徒和东正教徒的文明是通过基督教会和古代希腊文明发生亲子关系的。
”由此看来，基督教在向欧洲以外地区传播过程中，无论是凭借殖民势力，采取强制皈依和同化的手
段，还是在武装传教难以奏效的情况下，不得不在较为平等的基础上的交流，都离不开基督教会的作
用，亦都不同程度地带有西方文化的底蕴，然而，在殖民扩张时期，欧洲教会如此热中于海外传教，
还有着其切身利益的考量。
　　因为几乎就在葡、西大规模夺取海外殖民地的同时，欧洲基督教会内部正酝酿、形成和爆发了具
有革命意义的宗教改革运动。
其结果不仅使欧洲统一的教会发生了严重分裂，出现了包括英国、北欧和德国北部的新教教区，而且
天主教会和教皇的权威亦产生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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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天主教的新老修会（多明我、方济各、奥斯定和耶稣会），都积极地向海外派遣传教士，其目的
便是要以新扩充的教区、势力和财富，来巩固天主教在欧洲的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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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为作者多年来研究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心得之总结，全书结构宏伟、材料丰富、体大思精
，诚为一部优秀著作。
作者不仅停留在物质层次的繁琐考据上，而能鞭辟人里，探讨其思想文化的深层根源。
近代化最根本的要素之一，厥唯近代科学。
而中国方面接受近代科学，并无思想上不可逾越的障碍。
1600年，布鲁诺因宣扬哥白尼学说，在罗马被焚死在十字架上。
如果是在中国，或不致受此酷刑。
然则何以中国竟未能接受代科学？
唯物史观归根结底即是唯生产力史观，生产关系乃是制约于生产力的发展的。
然则作为第一生产力的近代科学，何以竟不能突破落后生产力的束缚，岂非不能自圆其说？
毕竟，生产力乃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泼、最积极、最主动的因素。
当代研究此一课题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然率多羌无故实，完全不顾世界历史发展之主流与大势。
须知所谓康乾盛世这批传教士传播其西学之日，亦正是中国江河日下，终至沦于备受凌辱之时，其间
因缘岂不足以发人深思？
今沈君论著能高屋建瓴，深入社会文化之堂奥以探讨其间得失之迹，故多能发前人之所未发，一扫流
俗盲目吹捧之风而还历史以其本来之面貌。
爰赘数语，特此推荐。
　　——清华大学教授　何兆武 2000年7月8日　　　　本书主要论述明代后期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
动。
作者着重讨论了两条历史线索，一条是西方教士在中国传教路线(适应中国传统文化和风俗的传教路
线)的形式过程，另一条是明代社会变革造成的思想文化多元化趋势，为西学传播创造的良好文化氛围
。
研究明代西方传教士活动的著作很多，或就事论事，或简单地加以“进步”、“反动”的断语，像本
书这样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此进行探讨的著作，实不多见。
本书可以认为是填补空白之作。
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影响，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
直到今天，仍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
本书认真总结了明代西方传教士活动带来的影响，得出了一些结论，例如认为文化交流实质上是综合
国力的表现，等等，不仅有学术价值，亦有现实意义。
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详细占有资料，认真分析前人的见解，勇于提出自己的看法。
全书结构严谨，论述细致，文字流畅，是一部比较优秀的学术著作。
建议予以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高华 2000年7月1日　　明清之际的中国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在社会
生活、思想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
中西文化交流在明清之际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新的时代特征，对中国和欧洲的社会发
展和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者着重探讨了明代后期中国文化交流的两条历史线索。
一条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路线的形成过程，另一条是明代社会变革造成的思想文化多元化趋势为
西学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这两条既平行发展又相互交叉的历史线索，在明末形成了彼此重叠、融合的局面。
通过对这两条历史线索的深入考察和综合分析，作者提出了一些创见和规律性的认识，例如，通过对
中国传教路线与美洲传教路线的对比研究，得出“文化或文化交流实质上是一种综合国力的表现”的
论断，即发前人所未发，颇有新意。
　　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详细占有资料，科学地对待前人的研究成果，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
对明代后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从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作了全面、系统、深入的论述，填补了相关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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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缺。
全书结构严谨，剖析细致，文字流畅，表述清楚，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
建议予以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显清 2000年7月13日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一书揭示了
来华耶稣会士适应性传教路线的形成过程及其国际影响，阐释了明中叶后思想文化领域的多元化趋势
为西学传播所提供的良好文化氛围，透过具有西学倾向的中国士大夫和奉行适应性传教策略的耶稣会
士这两类人物中的代表人物对于基督教义和儒家思想的调适、会通，说明和平与平等交往的思想，已
经成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得以顺利进行的基本前提，所论不乏新意。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学术委员会 副主任 辛德勇(签字)　　2000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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