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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复旦文史讲堂”的第三辑，收录的是从2007年9月到2008年4月半年间，复旦文史研究院举
办的十一场讲座的全记录。
这十一次讲座，讲者来自日本、美国、德国、波兰、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和大陆，内容有历史和文学
、地理与思想，也有语言与艺术，风格不仅有庄有谐，连使用的语言，也有东有西。
　　复旦文史讲堂希望自己是一个学术平台，“学术平台”首先当然得“学术”，正如前一辑的序文
中我所说的，作为研究专门学问的机构，我们办的讲座始终以“提升学术水准，开拓研究视野，提供
前沿信息”为宗旨，即使被人认为门径稍窄，门槛偏高，我们也不想为了效果而改变初衷；其次则是
“平台”，平台仿佛舞台，舞台虽只是一个，却可以演交响乐，也可以唱京剧或跳芭蕾。
只要是学术的，我们便不专主一家，在历史、文学和思想领域，不分中外，不分新旧，都在欢迎之列
。
因此，这里既有关于日本“唐宋变革”与王权论的讨论，也有关于国家意识形态政策与中欧艺术的回
顾，既有宋代词学吟唱的观察体验，也有五四文学中男女关系的象征的学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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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人说，鼎是调和五味之宝器，当今提倡学术与观念的多元和开放，我们这个小小的文史讲堂，也私
下里希望成为“鼎”，“鼎和五味”，便不嫌青菜萝卜之易得，也不重鱼翅海参之珍贵，期待的是八
珍成列，五味杂陈。
当然我们也知道，尽管五味需要调和，但也绝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它们烩成一锅，学术毕竟还是学
术，它需要色彩各异，视角不同。
    这是“复旦文史讲堂”的第三辑，收录的是从2007年9月到2008年4月半年间，复旦文史研究院举办
的十一场讲座的全记录。
这十一次讲座，讲者来自日本、美国、德国、波兰、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和大陆，内容有历史和文学
、地理与思想，也有语言与艺术，风格不仅有庄有谐，连使用的语言，也有东有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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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各位朋友晚安，我首先要感谢葛兆光教授给我这么慷慨的介绍，其实打几个折扣就对了，我不太
敢当。
今天的讲座我要讲的题目是《徐光启的理学观念》，大家知道，我们以前认识的徐光启不外就是两个
，一个是伟大的科学家，另一个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他也的的确确是一个科学家和一个天主教徒。
但是，此外他就好像没有什么其它的东西了。
　　今天我就是想要补充一个这方面的研究。
我想说，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儒家经典的学生，因为在中国要念书、考试和做官，他就离不开念《
五经》中的一经和《四书》，这是最基本的知识，因而徐光启是一个Classics student。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他的运程走得比较慢，四十几岁才考中进士，好在以后发展得还不错，一直在翰
林院里当官。
万历之后的天启年间他很不得志，回乡去了，后来崇祯皇帝又把他召回来做礼部侍郎，然后一直做到
礼部尚书。
当他做礼部侍郎的时候，他还当日讲官。
我们知道，在那时明朝有一个经筵的制度，用英文说就是imperial lectures，徐光启在当时就是给崇祯皇
帝做讲官。
我们不知道他到底讲过多少次，但最少也讲过一次，因为他有具体的讲稿留下来。
照这讲稿看，他是敬业的。
我在讲座中要说的是，尽管徐光启是一个科学家，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但其实他有的是一个儒家
的背景。
他是读儒家的一些经典著作长大的，所以我们要研究的就是他这样的一个背景对于他之后信奉基督教
究竟有没有抵触或者帮助，我分析的结果是，这其实是有帮助的。
　　我们要注意的是，到徐光启有机会接触皇帝的时候，他的思想其实已经很成熟了，对西学也有相
当的造诣。
作为一个上了年纪、有作为而且有机会向崇祯皇帝讲学的人，他有没有把这些新的东西介绍给崇祯皇
帝，我就从这个方面去查，但结果我很失望，他其实也受到传统的束缚，他也跳不出来。
他也给崇祯皇帝介绍过许多新颖的经筵进讲的方法，比如说“你不要老念书，有些书很肤浅的，你可
以跳过去，有些也不用讲得那么深。
有些讲到你真的不懂的时候，请你允许讲官把书带进来作为参考。
”这个在明朝好像还是没有人讲过的。
崇祯皇帝当政的时期国家很危急，他把讲学和处理奏疏的事情混合在一起做，徐光启实际上是不同意
这样的做法的，因为很多重要的政策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决的，更不要说是能够在经筵中马上解决
的，所以进讲和处理奏疏两者应该分开。
那么，分开后应该怎样办呢？
徐光启建议，皇帝在文华殿讲学，可在文华门外直房中用一两间做书库，把所有皇帝需要的书调到那
里，讲官讲学需要的书也可以放在那里。
这一点也是蛮新颖的。
他还认为应该增加讲官的数量，然后可以把他们进行分班，皇帝有什么问题要询问他们的时候就可以
让他们分别去做专题报告。
这样说来就有点像我们现在所说的智库一样，对于各方面都有所帮助。
这一点是有所创新的。
但总体来说，他还是没有跳出《四书》、《五经》的知识框架。
　　今天要给大家做的这个报告，其实也可以说不是报告，因为葛先生是同辈学者中我尊敬的一位，
他让我来，我不敢不来，我也没有做很多的准备。
在这里，我只是要探索一个比较新一点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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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中，我曾经与裴德生(willard J.Peterson)教授合写过一篇中文论文，谈的就是徐光启、杨庭筠和
李之藻他们如何成为天主教徒，但是之后我也没有再深入探讨下去，现在重新来说，讲的又是一些新
的东西，因而思想也不是很成熟，也没有讲稿。
相对于今天葛先生带来的我这两本著作而言，以下我所讲的内容就要比较虚、比较抽象一点了。
　　大家知道，徐光启在利玛窦在华的这个时期被赋予了很特殊的地位，人们一般认为杭州的李之藻
、福建的杨庭筠以及徐光启是基督教的开教三大柱石。
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基督教徒，讲的是“天学”。
所谓天学，就是天主教的教义结合传教士在当时所引进来的欧洲科学知识的东西。
那么，我们要问的就是，这个天学和儒学到底有没有关系。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面对另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徐光启讲的东西，在抽象的层面上是离
不开文字的，那么，他写的东西可以相信吗？
你要相信吗？
这个问题你必须先处理。
如果他说的东西不足采信，我们也可以用，只是需要以另一种用法来用。
如果他所说的可信，我们也就可以用来解释与他有关的问题。
结论我在这里可以先讲一下：我是相信他的文字，觉得他的文字是honest，诚实的，而基于这点，以
后我就有话可说了。
另外一个问题是，现代研究者都同意，晚明有一股很强的实学思潮，徐光启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学
家；但问题是，徐光启除了关心当时一般学者们所关心的之外，还有没有其它问题在关心着呢？
当然，我们马上会想到宗教。
但宗教毕竟是宗教，在宗教之外有没有另外一种学术是他关心的？
对于这几个问题，我今晚想跟大家分享我的初步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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