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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铎书》系明末士大夫、天主教徒韩霖所著。
当时，在每月朔望的次日，他的家乡绛州都举行乡约，由知州召集士大夫、学官和生员宣讲圣谕。
韩霖受命宣讲明太祖的“圣谕六言”，他以一种跨文本的诠释方式，将天主教的伦理思想与中国伦理
思想中的大传统(儒家的精英理论)和小传统(受佛道影响的善书理论)熔于一炉，尝试着进行一种不露
斧凿之痕、但本质上为天主教的伦理建构。
　　《铎书》在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国基督教思想史上享有重要地位，是国际汉学界非常重视的一部
融会儒耶的伦理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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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前言 上帝与中国皇帝的相遇校注说明《铎书》序《铎书》叙重刊《铎书》序一重刊《铎书》序二《
铎书》大意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后记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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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韩霖其人其事　　在明末的儒者天主教徒中，韩霖的生平疑问最多。
以下对韩霖其人其事的概述将主要参考时人黄一农教授（台湾清华大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韩霖，字雨公，号寓庵居士，山西绛州人，皈依天主教后教名多默（Thomas），天启元年（1621
）中山西乡试，但在明朝未曾出仕。
　　韩霖约出生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家道殷实，有藏书万卷之私家藏书楼。
15岁时，韩霖随兄韩云（万历四十年中山西乡试）游历云间（松江府）一带，结识众多名士。
尝习兵法于徐光启，学铳法于高则圣（即耶稣会士高一志），故有多种关于军事之著述行世，如《守
黄一农：《明清天主教在山西绛州的发展及其反弹》，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6期
，1996年12月；《天主教徒韩霖投降李自成考辨》，载《大陆杂志》，第93卷第3期，1996年9月；《
明末韩霖（铎书）阙名前序小考》，载《文化杂志》（澳门），第40—41期。
下文对韩霖生平的叙述除非另外注明出处，皆以上述三文为据。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中国方志丛书》中有《新绛县志》，其《文儒传》卷五（第401页）称：“韩
霖，字雨公，号寓庵，天启辛酉举人，为文有奇气，书法在苏米间。
年舞象，从兄云游娄东，为傅东渤、文太青两先生所知，黄石斋、马素修、董思白诸公，成圉全书》
十四卷、《慎守要录》二卷、《神器统谱》、《炮台图说》等．韩霖最初实际上是以知军事而名重士
林的。
在明末天灾人祸肆虐、动荡不安的岁月里，韩霖对农政救荒等事项亦颇为关心，并可能从徐光启那里
获益匪浅，尝撰《救荒全书》十二卷（已佚）。
　　韩霖之皈依天主教或属家族行为之一部分。
韩氏家族最早的皈依者可能是韩霖之兄韩云，其受洗时间早于万历四十八年。
泰昌元年（1620）年底，明末著名耶稣会士艾儒略应韩云之邀赴绛州宣教，随即为韩云之母和其二子
二女授洗，韩霖应在此受洗者之列，据黄景防在《鹿鸠访咏·韩雨公幽香谷咏》中记载，韩霖曾为入
教而休妾，即“学道特遣瑶姬”。
约在天启七年（1627）左右，更有耶稣会士金尼阁赴绛州为韩氏家族的其他人授洗。
可见，韩氏家族是明末集体皈依天主教的家族之一。
此种集体性的皈依行为，再加上韩氏家族奉教虔诚，积极弘教，极大地推助了天主教在当地的传播。
据韩霖之师徐光启在《景教堂碑记》中的记载，韩家于天启七年捐资在绛州城东南购置两栋房屋，改
建为天主堂，此为中国天主教徒在地方捐建天主堂之首例。
此外，韩霖还曾先后于崇祯十二年和十五年分别协助耶稣会士高一志与金尼阁在平阳府城和太原购屋
建堂。
仅此数例，即足见韩霖在弘教方面之热心和积极。
在文字事工方面，韩霖亦颇有值得称述之处，著有护教弘教著作多种，如《圣教信证》（与张赓合著
）、《辨教论》（与山西另一著名天主教徒段衮合著）、《铎书》、《耶稣会西来诸先生姓氏》、《
敬天解》（已佚）等。
　　如上所述，韩霖虽有举人功名，却未曾在明朝出仕。
他虽然获得山西巡抚宋统殷的荐举，却一直未能踏上仕宦之途。
崇祯十六年，山西巡抚蔡懋德聘魏权中、韩霖、桑拱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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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铎书校注》是明末天主教徒韩霖所著《铎书》现代中文简体字校注本。
《铎书校注》以《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所收《铎书》为底本，并与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民
国八年新会陈氏铅印本（简称陈垣本）进行对勘。
全书采取横排、简体字、现行标点符号录入。
为方便阅读，《铎书校注》中对所有重要词语、典故、人物、地名、引语的解释均以小五号字列入正
文之中。
　　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
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　　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
本源，莫非经典。
　　——刘勰《文心雕龙．序志》　　在现代之后的学术语境中重新收拾华夏传统经典，乃中国学术
新气象的根底所在一如今我们能否取得世纪性的学术成就，端赖於我们是否能够在现代之后的学术语
境中重新拥有自己古传的历代经典。
中国古代学术以研习经典为核心，历代硕儒“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的学术抱
负和“皓首穷经”的敬业精神，在今天需要我们从自身的语境出发重新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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