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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西学东渐研究逐渐升温，而以往那些被人忽视的儒家基督徒学者也日益受到研究者们的重
视。
《耶儒柱石：李之藻、杨廷筠传》的两位传主，均为亦耶亦儒的儒家基督徒。
他们的生平与思想，很值得研究者深入地探讨和挖掘，希望《耶儒柱石：李之藻、杨廷筠传》能对此
有所助益。
　　李之藻与徐光启为明末西学传人我国之祖；又与杨廷筠号称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合王徵为四贤
。
研究杨廷筠和李之藻的生平、思想之所以重要，是由于他们在文化对话中所占的地位，他们处于早期
中西方文化的接触点，也处于理学与基督宗教接触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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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晖，1970年出生于浙江海宁。
2005年获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
现任教于浙江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系。
主要从事中外关系史、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主要著作有《西洋人东来之后&mdash;&mdash;地理大发现后的中西关系史专题研究》（合著），发表
的论文有《&ldquo;九一八&rdquo;事变前后的张学良和蒋介石》、《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缘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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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利玛窦融合中西文化的传教路线吸引了以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中的部分
成员皈依天主教，这些中国基督徒为晚明时期耶稣会的在华传教事业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他们在发生教案时挺身而出维护传教士，为他们提供藏身之所，平常则赞助教会进行的各种活动，为
教会从事的各项事业慷慨解囊。
他们热情地传播天主教教义，劝引他人加入天主教。
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耶稣会在华传教事业很难取得较大的进展和成功。
　　入华传教士们在知识传教的过程中，先后把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天主教理论体系传人了中国。
以徐光启、李之藻等为代表的儒家基督徒在接受和传播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方面走在明末士人的前列。
他们与传教士合作，翻译、编译了大批西方数学、天文学、逻辑学、地理学书籍，为中国学者接受西
方古典科学知识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们还力图将中西科学加以会通和融合。
正如徐光启所言：&ldquo;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
&rdquo;在翻译和吸收大量西方古典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徐光启、李之藻等尝试以西算中的原理体系来
补充、修正乃至改造中算体系。
虽然他们在构建新的历算学体系方面未竞其功，但也极大推动了晚明时期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皈依天主教后，徐、李、杨等仍然保持着对于传统儒家文化的信仰。
在遵奉天主的同时，他们也尽量将传入的西方天主教教义和传统儒家学说相结合，将传人的西学和中
学相融合。
　　徐光启认为天主教&ldquo;可以补儒易佛&rdquo;，天主教理论与儒学的结合可以&ldquo;补益王化
，左右儒术，救正佛法&rdquo;。
李之藻认为：&ldquo;东海西海，心同理同。
&rdquo;杨廷筠主张：&ldquo;西学以万物本乎天，天惟一主，主惟一尊，此理至正至明，与吾经典一
一吻合。
&rdquo;所以&ldquo;夫&lsquo;钦崇天主&rsquo;即吾儒昭事上帝也；&lsquo;爱人如己&rsquo;即吾儒民我
同胞也&rdquo;。
在三柱石看来，儒学与天主教教义并不冲突，天主教教义和儒学道统之间并无分歧，古儒所传儒学真
诠与天主教教义无二。
&ldquo;儒者本天，故知天、事天、畏天、敬天，中华先圣治学也。
诗书所称，炳如日星，可考镜已。
自秦以来，天之尊始分，汉以后，天之尊始屈。
千六百年天学几晦，而无有明其不然者。
&rdquo;杨廷筠这段带有复古主义色彩的叙述，反映了晚明儒家基督徒们承认天主教与儒学正统一致的
共同心声。
　　正是基于认同天主教教义正统性的立场，晚明的儒家基督徒们开始有意识地以天主教的教义、理
论来重新解释、评定乃至重构其原有的儒家文化传统。
这种做法，与利玛窦以天主教传统解释儒家文化相类似。
但也存在着不小的差异。
对于利玛窦而言，他是以自己的基督教传统来解释、部分吸收和融合中国传统文化，而三柱石等则是
以其接受的基督教思想观念，去解释、重估以及重建自己的思想传统，实现中西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的
融合。
　　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称这场交流&ldquo;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发展的伟大文明第一次真正的接
触&rdquo;。
对于这场交流取得的成果，国内学界长期以来一直偏重于研究西方科技的传播，而把耶稣会士带来的
基督教文化视为保守甚至是反动的，因此忽视了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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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国外学界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当时的中西文化模式相差太远，中国士人是不可能全面接受基督教文化
的。
像谢和耐就认为：&ldquo;不管怎样，中国人的智能传统、思维模式和世界观都显然不同于欧洲人。
这些差异结合中国的社会组织和政治传统，对基督教文化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
&rdquo;　　中西文化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差异，在西学东渐的100多年中也发生过两大文化的多次碰
撞和冲突。
但中国士人阶层对于传入西方文化的反应仍然是非常复杂的。
一方面，中国士大夫阶层中的保守力量对西学采取了极端排斥的立场，视天主教教义和各种西方思想
为洪水猛兽。
但另一方面，在中国士人中也存在着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欢迎西学的传人，为西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
相似和一致而欢欣鼓舞。
他们接受了天主教的理论，并把它和中国的文化传统相结合。
当我们深入研究三柱石等儒家基督徒的生平和思想时，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基督教文化与传
统中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的融合是可能的。
　　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浪潮方兴未艾。
如何在趋同和存异中取得某种平衡？
如何在中国传统与世界发展潮流之间达成合理的取舍？
深入研究探讨明清之际中西交流的历史，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轨迹，或许能给我们更多的启发。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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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之藻博学多通，时辈罕有其匹。
其为文汪洋浩瀚，才气四溢，时西士寓书罗马者无不称之藻为此间才士，以故之藻于西土，殊有名。
&hellip;&hellip;其于圣教，未信时，不轻信，既信后，则拳拳服膺而弗失。
其后半生精力，更尽瘁于译书刻书，输入西洋学术，以弘圣教，业亦伟矣，后人仅以畴人视之，浅乎
哉!　　&mdash;&mdash;陈垣　　研究杨廷筠的生平、思想之所以重要，是由于他在文化对话中所占的
地位，他处于早期中西方文化的接触点，也处于理学与基督宗教接触的核心。
　　&mdash;&mdash;钟鸣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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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浪潮方兴未艾。
如何在趋同和存异中取得某种平衡？
如何在中国传统与世界发展潮流之间达成合理的取舍？
深入研究探讨明清之际中西交流的历史，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轨迹，或许能给我们更多的启发。
《耶儒柱石：李之藻、杨廷筠传》的两位传主，均为亦耶亦儒的儒家基督徒。
他们的生平与思想，很值得研究者深入地探讨和挖掘，希望《耶儒柱石：李之藻、杨廷筠传》能对此
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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