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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以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及其本土回应为基本线索，择取若干重要的儒学范畴、命题及传教
著述作为分析的个案，试图揭示中西文化在相互遭遇之早期所发生的冲撞与反应的深层机理。
史料翔实，分析透彻，可引发人深层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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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耘华，男，湖南省茶陵县人，1964年4月生。
曾先后获得文艺学硕士、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学位和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颁发的博士后证书。
现为上海市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近代中国、日本
、欧美文化互动综合研究课题组成员，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系副教授。
曾出版专著1部《诠释学与先秦儒家之意义生成》编著1部《新编比较文学教程》，并在《北京大学学
报》、《中国比较文学》、《外国语》、《中国文化研究》、《天津社会科学》等海内外刊物发表学
术论文4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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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李之藻的信仰进路　　如果说，徐光启的皈依动机有点扑朔迷离、令人莫衷一是的话，那么，李
之藻的信仰之路便可谓相当简单清晰了。
由痴迷于西方科学进而信仰天主教，李之藻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与他曾有密切接触的葡萄牙籍传教士曾德昭(Alvare de Semedo，1585—1658)在所著《大中国志》(1641
年以葡文出版，1642、1643、1645年即先后有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法文等译本)里附有李之藻传，其
中指出李之藻深信“所有能读，并且爱好读书的人，都不能不对欧洲学术和科学产生好感，通过这些
，他们必定达到对真实上帝的认识，接受主的圣律”。
这句话至少能够作为他本人之信仰进路的写照。
　　他最初接触利玛窦的时间并不早，是在万历辛丑(1601年)，即利氏再度进京并被获准定居的那一
年，这是他自己在天启癸亥(1623年)所撰《刻职方外纪序》里所说的。
那次，他一看到利氏居处之壁间悬有“大地全图”，便立即被吸引住了。
通过利氏的讲解，他得悉地为圆形，万国全图是“以南北极为经，赤道为纬，周天经纬捷作三百六十
度而地应之”而绘成，只是利氏所云“海水附地共作圆形，而周圆俱有生齿，颇为创闻可骇”。
不过，自此便开始了与利氏等传教士的密切往来，据其子李次膨的追述，他“自晤利先生京邸，嗣辙
所之，必日偕西贤切蒯扬拖”，即不管走到哪，他总要想办法和传教士商讨、切磋西方的学问。
我们且把1601年以来，他与传教士合作翻译的西洋书籍罗列如下(以刊刻年代为序)：　　1602年，刊
刻与利玛窦合译的《坤舆万国全图》(制为屏风)；　　1607年，刊刻与利玛窦合译的《浑盖通宪图说
》；　　1608年，刊刻与利玛窦合译的《圜容较义》(1614年有重刻本)；　　1614年，刊刻与利玛窦合
译的《同文算指》；　　1628年，刊刻与傅泛际合译的《寰有诠》；　　1631年，刊刻与傅泛际合译
的《名理探》。
　　他对于这些书籍的翻译，态度极为严肃，要求极为严格，投入也竭尽身心之力，穷年经月，死而
后已，故能博得后世诸多美誉，尤其是《名理探》，完全有理由与徐光启达辞之《几何原本》，同被
视为“字字精金美玉”，因兼得信达雅之长，故其“措辞之妙，往往令读者忘其为译文”。
除开翻译，晚年又参与修历，辑选并刊刻《天学初函》，使传教士早期的重要著述得以很好地保存下
来。
李之藻生性落拓不羁，仕途因此而坎坷不平，但其对于西方科学之痴迷与专注，整个晚明时代也罕有
其匹(仅徐光启堪称其俦)，曾德昭《大中国志》又称其“好读书，善学问，助西士翻译书籍，润色其
文字，诵读勿辍。
宴会时，闲居时，手不释书，目不停阅，即乘轿亦持书卷，不废光阴。
及一目失明，一目又不健，彼犹捧书近目，勉强诵阅。
对于欧洲之书籍，非常喜悦。
常问西士有何新书可诵，有何善书可译。
西士近今(1631年)所著译之五十种书，无一书不经过李子之手，或作序，或同译者也”。
后一断语或许稍嫌不实，但其所描述李之藻之好学不倦则绝非虚夸。
　　李之藻在利玛窦二度居京期间(1601—1610)，与利氏有密切的往来，在学问授受之际，也缔结了
极深厚的友谊。
利氏在写给欧洲的信函及临终“札记”里反复谈及李之藻，说他除了晓习天文历算之外，也知道许多
天主教的事情，并且承认天主教为真正的宗教，向人宣传，劝人信教，“就像他是个教友”。
他之所以未能领洗，乃是因为神父发现他有妾。
　　领洗的契机直至1608才来到，是年李之藻在北京忽染重病。
当时，“邸无家眷”，利氏“朝夕床笫间躬为调护”，“时病甚笃，已立遗书，请利子主之。
利子力劝其立志奉教于生死之际，公幡然受洗”。
想必此时的李之藻已解决了出妾的问题。
艾儒略将此“疾旋痊”之事归之于天主之默佑，但是当时同在北京的熊三拔在1610年5月20日写给欧洲
某神父的信中声称，李之藻是由于利氏的细心侍候调治而受感动，遂愿接受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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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如何，他在受洗之前，已经对基督教义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与认同，而这恰恰是因追慕西方科学而
造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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