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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際儒家天主教徒的思想探源

——以《天教略意》為中心的考察

摘   要  “儒家天主教徒”是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進程的產物。他們自幼深受儒
家思想哺育，同時漸受西學滋養以至協助西方傳教士在華傳播天主教，中
西異質文化在其內心深處激蕩，在矛盾中求融通的思想令其背負了特有的
時代使命。深入審視這一群體的著述及其觀點，成為理解當時紛繁複雜歷
史狀況的關鍵。撰寫《天教略意》的無名作者“知非學人”即是一位在異
質文化縫隙中艱難跋涉的行者，其作品體現了明清之際儒家天主教徒對儒
學和天主教的認知。《天教略意》文內所述，表明這一群體的本位思想沒
有超出傳統儒家思想的範疇，他們的出現既受到天主教早期在華傳播策略
的深刻影響，更是明清之際儒士們面臨“內憂外患”特殊歷史時期自我叩
問與調適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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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明末清初，天主教在華傳播取得重大進展，
與 傳 統 儒 學 不 斷 接 觸 和 會 通。 此 時， 受 中 西 異
質 文 化 思 潮 影 響 的 儒 家 天 主 教 徒 開 始 登 上 歷 史
舞台。 1 過往相關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於以“教
會 三 柱 石 ”、 韓 霖、 李 九 功、 王 徵、 嚴 謨、 朱
宗 元、 張 星 耀 等 為 代 表 的 一 批 著 名 儒 家 天 主 教
徒， 而 大 部 分 普 通 儒 家 天 主 教 徒 則 被 遮 蔽 在 歷
史 長 河 中。 本 文 通 過 深入考 察 一 位 不 具 姓 名 的
普 通 儒 家 天 主 教 徒“ 知 非 學 人 ” 所 撰 的《 天 教
略意》 2，探析明清之際儒家天主教徒群體的思
想 本 源 問 題， 以 期 進 一 步 理 解 明 清 之 際 天 主 教
與 儒 學 的 關 係 以 及 儒 家 天 主 教 徒 在 思 想 觀 念 上
的自我衝突與調適。

一、儒家天主教徒

明 清 之 際， 面 對“ 世 風 日 下， 人 心 陷 溺 ”
等 內 憂 外 患 的 社 會 現 實 問 題， 部 分 儒 士 衝 破 了

長 久 以 來 的 思 想 桎 梏， 開 始 嘗 試 對 程 朱 理 學 甚
至封建專制制度等進行批判與修正。這一時期，
各 種 學 說 並 立， 名 家 輩 出， 乃 至 出 現 了 百 家 九
流無不有補世道的說法。 3 實學風尚形成並得以
弘 揚， 社 會 和 思 想 文 化 漸 趨 包 容。 這 種 逐 新 趨
異 而 又 海 納 百 川 的 情 勢， 客 觀 上 為 天 主 教 教 義
和 學 說 在 華 傳 播 提 供 了 有 利 條 件， 為 儒 家 天 主
教 徒 群 體 的 形 成 提 供 了 土 壤。 換 言 之， 明 清 之
際， 王 學 排 斥 程 朱 從 學 理 上 為 天 主 教 文 化 的 傳
播 提 供 了 客 觀 上 的 寬 鬆 環 境， 而 實 學 的 高 漲，
則為傳教士傳教提供了實踐的可能。 4

恰 逢 此 時， 以 耶 穌 會 士 為 代 表 的 西 方 傳 教
士入華 傳 教。 實 踐 證 明， 雖 然 此 時 社 會 環 境 已
相 對 開 放、 包 容， 但 西 方 天 主 教 作 為 一 種 外 來
異 質 文 化， 企 圖 融入乃 至 替 代 中 國 傳 統 以 儒 家
為 代 表 的 主 流 文 化 並 非 易 事。 在 中 國“ 宣 傳 一
種新的宗教特別使他們反感 ” 5，“知非學人”
在《天教略意》中亦語重心長地勸誡他人：“寧
若異端邪說，惑世誣民者比哉？” 6 可見時人對
這 種 外 來 宗 教 帶 有 相 當 程 度 的 抗 拒， 也 間 接 闡
明當時天主教在華傳播所面臨的阻礙與困難。



明清之際儒家天主教徒的思想探源——以《天教略意》為中心的考察       趙龍

宗教研究

1172022年•第115期•文化雜誌 RC

圖 1. 《中國圖說》中的插圖：利瑪竇與徐光啟（圖片來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Kircher_-_Toonneel_van_
China_-_Ricci_and_Guangqi.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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揆 諸 中 國 古 代 王 朝 更 迭， 循 環 往 復 的 過 程
中， 易 動 搖 封 建 王 朝 統 治 根 基 的 諸 多 暴 動 與 叛
亂，常以所謂“宗教”為誘因和手段蠱惑人心。
天 主 教 固 有 的 宗 教 特 質 使 儒 家 士 大 夫 階 層 順 理
成 章 地 將 其 和 歷 史 上 的 邪 教 反 叛 亂 國 聯 繫 到 了
一 起， 這 一 因 素 在 相 當 程 度 上 加 劇 了 其 在 華 傳
播 的 困 難。 尤 其 考 慮 到 明 朝 發 端 建 立 的 宗 教 色
彩、 清 朝 自 始 至 終 所 面 臨 的 宗 教 惑 亂 態 勢， 這
種 偏 見 與 誤 解 也 並 非 不 可 理 解。 為 應 對 此 時 天
主 教 在 華 傳 播 逐 漸 興 起 所 帶 來 的 挑 戰， 明 末 隨
之 出 現 了 一 批 以《 聖 朝 破 邪 集 》《 不 得 已 》 等
為 代 表 的 反 教 文 獻， 以 至 明 末 清 初 教 案 接 連 不
斷， 典 型 者 如 明 末“ 南 京 教 案 ” 及 清 初 的“ 康
熙曆獄”。

儘 管 天 主 教 在 華 傳 播 一 直 面 臨 困 難， 但 耶
穌 會 士 在 華 傳 教 初 期 便 確 立 了 傳 教 策 略， 即 積
極遵循“利瑪竇規矩”與“適應策略”。 7 以利
瑪 竇、 羅 明 堅 等 為 代 表 的 傳 教 士 採 取 了 靈 活 多
樣 且 適 應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的 傳 教 方 法， 瞄 準 以 儒
家 知 識 分 子 為 主 體 的 上 層 人 士， 走 文 化 適 應 路
線， 制 定“ 學 儒 ”“ 合 儒 ”“ 補 儒 ” 等 靈 活 多
樣 的 傳 教 方 針， 同 時 藉 助 西 方 先 進 科 學 技 術 不
斷 浸 潤 着 部 分 反 對 空 談 心 性、 具 有 務 實 開 放 精
神 的 儒 士。 鍾 鳴 旦 將 早 期 耶 穌 會 士 的 傳 教 策 略
歸納為四點：1.  對中國文化的適應政策；2. “從
上至下”的傳教策略；3. 以歐洲科學技術吸引
有學問的中國人；4. 對中國人的社會準則採取
寬容態度。 8 伴隨着實學風尚的形成和弘揚，社
會 和 思 想 文 化 漸 趨 包 容， 有 利 的 傳 教 環 境 也 在
客 觀 上 推 動 了 天 主 教 在 中 國 的 傳 播。 加 之 歐 洲
宗教改革運動的深入，促進了天主教海外傳教事
業 的 勃 興， 西 歐 諸 國 的 殖 民 活 動 也 為 傳 教 士 提
供 了 有 利 條 件， 特 別 是 葡 萄 牙 竊 據 澳 門 為 傳 教
士入華 提 供 了 中 轉 站。 在 以 上 諸 多 因 素 的 疊 加
效 應 下， 這 一 時 期 天 主 教 在 華 傳 播 取 得 了 重 大
突 破， 湧 現 出 一 批 以 徐 光 啟、 李 之 藻、 楊 廷 筠
等為代表的著名儒家天主教徒。

明 清 之 際 是 所 謂“ 天 崩 地 解 ” 的 時 代， 面
臨 世 變 的 士 人， 內 憂 社 會 上 道 德 的 頹 廢， 外 慮
王 朝 的 存 亡， 他 們 努 力 尋 找 有 助 於 挽 回 世 道 人

心的良方。 9 天主教在華傳播事業的深入發展使
部分儒士得以開闢另一條“經世濟民”的道路。
秉 承 耶 儒 融 合 的 路 線， 儒 家 天 主 教 徒 倡 導“ 天
儒 同 源 ”， 希 望 藉 助 天 主 教 教 義 和 教 理 激 發 和
重現宋明以來被遮蔽的古儒經義，10 認為此時的
儒 家 各 派 學 說 既 缺 乏 對 現 實 的 關 照， 也 缺 少 對
靈魂的撫慰。如徐光啟指出，儒家“範人於善，
禁 人 於 惡， 至 詳 極 備。 然 賞 罰 是 非， 能 及 人 之
外行，不能及人之中情” 11。在《辯學章疏》中
又 講 道：“ 事 天 之 學， 真 可 以 補 益 王 化， 左 右
儒術，救正佛法者也。”12 在《天教略意》中也
有 相 似 的 論 述：“ 上 之 感 格 天 心， 鼓 吹 王 化；
次之羽翼儒家，扶正人心。”13 這直接表明儒家
天 主 教 徒 認 為 此 時 儒 學 存 在 不 足 之 處， 無 法 改
良 世 道， 挽 回 人 心； 另 外 也 表 達 了 期 冀 借 鑑 天
主 教 教 義“ 修 補 ” 儒 學 經 義 的 迫 切 心 情。 孫 尚
揚 認 為 儒 學 之 不 足 之 處 主 要 集 中 於 以 下 三 個 方
面： 一 是 儒 家 在 道 德 與 政 治 領 域 的 不 足； 二 是
儒 家 傳 統 中 缺 乏 促 進 科 學 技 術 的 動 力； 三 是 儒
家學說幾乎沒有涉及到救贖的問題。14 鍾鳴旦認
為， 明 清 之 際 的 儒 士 大 致 出 於 以 下 原 因 領 洗入
教： 其 一， 因 其 在 科 學 方 面 的 實 用 性， 主 要 表
現 在 對 科 學 的 強 烈 興 趣； 其 二 是 注 重 基 督 教 道
德， 以 儒 家 倫 理 和 天 主 教 道 德 相 互 比 附； 其 三
是 宗 教 救 贖 方 面， 主 要 是 對 生 死 問 題、 對 至 高
存在響應的超越問題感興趣。15 前文孫尚揚所述
儒 學 不 足 之 處 和 鍾 鳴 旦 對 於 儒 家 天 主 教 徒 領 洗
入教原因的闡述交織呼應，可見儒士們“補儒”
的 明 顯 動 機。 過 往 明 清 之 際 天 主 教 在 華 傳 播 的
相 關 研 究 也 表 明 絕 大 部 分 儒 士 基 於 上 述 原 因入
教。

儒 家 天 主 教 徒 誕 生 於 明 清 之 際， 成 長 於 兩
種 異 質 文 化 的 激 蕩 之 下。 在 自 我 審 視 和 批 判 的
過 程 中， 他 們 試 圖 另 闢 蹊 徑 將 儒 家 學 說 與 西 來
的 天 主 教 神 學 思 想 融 會 貫 通， 探 索 對 儒 學 新 的
認 知， 藉 此 為 關 照 人 的 現 實 和 內 心 世 界 提 供 指
引。儒家天主教徒帶有這一時期特有的風貌和時
代色彩，理解這一群體成為理解這一紛繁複雜歷
史時期的關鍵之一。《天教略意》為重新審視上
述問題提供了契機，有助於進一步明晰明清之際
中西文化交流中普通儒士對異質文化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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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教略意》與作者“知非學人”

《 徐 家 匯 藏 書 樓 明 清 天 主 教 文 獻 續 編 》 中
不 具 姓 名 的 作 者 俯 拾 皆 是，《 天 教 略 意 》 為 其
中 的 代 表 之 一， 作 者 在 文 章 中 的 最 後 僅 留 下 了
“ 知 非 學 人 ” 的 線 索。 筆 者 根 據 現 有 資 料 多 方
查 找 與 檢 索， 特 別 是 結 合 國 外 文 獻 和 國 內 已 知
資料進行了交互驗證，16 但暫未考證出“知非學
人 ” 的 確 切 信 息。 據 現 有 資 料， 結 合 對《 天 教
略 意 》 的 詳 細 審 視， 透 過 重 重 歷 史 迷 霧， 一 位
身 處 明 清 鼎 革 之 際， 在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思 想 激 蕩
下 艱 難 跋 涉 的 普 通 儒 家 天 主 教 徒 形 象 漸 漸 明 晰
起來。

就《 天 教 略 意 》 而 言， 文 中 提 到 傳 教 士
“ 專 為 我 同 類 身 心 性 命 ” 而 來，“ 我 同 類 ” 一
說 可 以 明 顯 得 知“ 知 非 學 人 ” 將 西 來 傳 教 士 當
作 了“ 他 者 ” 看 待。 同 時 其 在 文 章 中 又 寫 道：

“可見吾人，自少至老、自朝至暮……”，“吾
人 ” 一 詞 則 彰 顯 作 者 與 文 章 的 受 眾 群 體 為 同 一
族 群。 由“ 我 同 類 ”“ 吾 人 ” 可 得 知，“ 知 非
學 人 ” 並 非 是 當 時 的 西 方 傳 教 士。 加 之《 天 教
略 意 》 一 文 所 展 現 的 扎 實 古 文 造 詣 與 厚 重 之 儒
學 思 想， 進 而 可 以 推 及“ 知 非 學 人 ” 應 是 一 位
自 幼 深 受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影 響 的 儒 士。 同 時“ 知
非 學 人 ” 在 文 中 闡 發 出 對 天 主 教 教 義 深 刻 的 理
解 認 知， 已 不 能 算 是“ 略 意 ”， 且 極 力 推 崇 並
協 助 傳 播 天 主 教，“ 冀 有 志 者 進 而 講 求 之， 慎
毋失好機，恐歲月已逝，空負主恩，永世沉淪，
雖悔何及！吾友速決，勉旃勉旃”，17 意在勸誡
他 人 及 早 領 洗入教， 這 也 表 明“ 知 非 學 人 ” 在
撰 寫《 天 教 略 意 》 時， 其 本 人 已 領 洗入教。 綜
上， 同 時 結 合 天 主 教 在 華 各 階 段 傳 播 的 史 實 和
筆 者 在 荷 蘭 萊 頓 大 學（Leiden Universi ty）
圖 書 館 中 所 檢 索 的 關 於 Tian Jiao Lüüe Yi 一
文 的 相 關 信 息， 可 以 推 斷《 天 教 略 意 》 的 作 者
應 是 明 清 之 際 出 現 的“ 儒 家 天 主 教 徒 ” 群 體 中
的一員。

《 天 教 略 意 》 的 作 者 以“ 知 非 學 人 ” 四
字 代 稱， 多 基 於 時 局 之 考 量。 其 中“ 知 非 ” 二
字 為 古 人 五 十 歲 的 雅 稱， 表 明 作 者 應 是 在 年 逾

五 十 歲 時 撰 寫 了《 天 教 略 意 》 一 文。 古 人 對 於
五 十 歲 的 雅 稱 除“ 知 非 ” 外， 尚 有 更 符 合 儒 士
身 份 的 說 法， 即“ 知 天 命 ” 等。 作 者 摒 棄“ 知
天 命 ” 而 選 擇“ 知 非 ”， 亦 可 窺 見 其 內 心 動 機
與 追 求。《 淮 南 子 》 卷 一 有 言：“ 故 蘧 伯 玉 年
五 十， 而 有 四 十 九 年 非。” 唐 代 詩 人 趙 嘏 在
《 東 歸 道 中 》 也 曾 言：“ 平 生 事 行 役， 今 日 始
知 非。”“ 知 非 ” 一 詞， 意 在 表 明 人 在 五 十 餘
歲 時 還 在 省 悟 以 往 的 過 錯 與 不 足， 對 餘 生 抱 有
樂 觀、 積 極 向 上 的 昂 揚 之 態。 而“ 知 天 命 ” 則
更 多 表 示 五 十 歲 之 後， 歷 經 世 道 滄 桑 磨 難， 懂
得 理 想 實 現 之 艱 難， 故 而 做 事 情 不 再 竭 力 追 求
結 果； 五 十 之 前， 全 力 以 赴 希 望 有 所 成 就， 而
五 十 之 後， 雖 然 仍 是 發 奮 圖 強、 樂 以 忘 憂， 但
對 結 果 則 已 淡 然。 結 合“ 知 非 ” 與“ 知 天 命 ”
二 者 的 內 在 含 義， 作 為 身 處 明 清 鼎 革 之 際 的 一
位 普 通 儒 家 天 主 教 徒， 面 對“ 世 風 日 下， 人 心
陷 溺 ” 的 社 會 態 勢，18 作 者 雖 年 逾 五 十 仍 將 自
己 當 作 是 堅 持 反 省 過 往 不 足 並 孜 孜 以 求 的“ 學
人 ”， 更 加 注 重 對 過 往 所 學 儒 學 的 反 思， 接 受
天 主 教 相 關 教 理 教 義， 期 冀 藉 助 耶 儒 相 合 彌 補
餘 生 的 缺 憾， 追 求 人 生 理 想，“ 進 而 講 求 之 ”
以期“賞登於天堂”。19 因此，作者捨去了相對
較 為 消 極 的“ 知 天 命 ”， 而 選 擇 了 更 加 奮 發 向
上的“知非”亦在情理之中。“知非”然後“知
天命”應是作者內心深處的追求。“知非學人”
等 一 批 普 通 儒 家 天 主 教 徒 的 出 現， 表 明 此 時 天
主 教 在 華 傳 播 取 得 了 重 大 進 展 與 突 破， 對 社 會
上 層 儒 士 群 體 產 生 了 深 刻 影 響， 它 已 然 可 以 讓
一 位 年 逾 五 十， 且 自 幼 深 受 儒 家 傳 統 文 化 影 響
的“ 頑 固 派 ” 反 思 儒 學 之 不 足， 以 至 接 受 外 來
天主教並協助其在華傳播。

同 時， 著 書 傳 世 本 是 儒 士 畢 生 之 追 求，
而《 天 教 略 意 》 的 作 者 僅 留 下“ 知 非 學 人 ” 四
字 而 隱 去 其 真 實 姓 名， 亦 頗 為 耐 人 尋 味。 雖 然
明 清 之 際 天 主 教 在 華 傳 播 已 取 得 較 大 進 展， 但
在 傳 播 過 程 中 也 不 時 面 臨 重 重 阻 礙 與 偏 見。 在
《 徐 家 匯 藏 書 樓 明 清 天 主 教 文 獻 續 編 》 中， 類
似《 天 教 略 意 》 介 紹、 宣 傳 天 主 教 等 文 章， 不
少 作 者 如“ 知 非 學 人 ” 一 般， 選 擇 隱 去 真 實 姓
名，因他們不僅在社會上可能遭遇冷落與責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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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家 庭 生 活 中 更 可 能 引 致 衝 突。 葡 萄 牙 傳 教 士
何 大 化（Antonius de Gouvea， 字 德 川，
1592—1677） 在《 遠 東 亞 洲 》 中 曾 記 載 了 一
則 南 方 年 輕 學 子 因 領 洗入教， 回 家 後 與 家 人 產
生衝突的事件：

伏若望卒後，利類思自南京來杭州繼

任，繼而陽瑪諾亦自福州調任杭州會長，

比卸職，獲開教寧波之良緣。會其地有某

少年學者，曾瀏覽教中典籍，並已在省中

受洗，回里後，以其事述於親，親始責

辯……20

在 當 時 的 社 會 情 勢 下， 如“ 知 非 學 人 ” 一
般 的 普 通 儒 家 天 主 教 徒 為 減 少 種 種 不 便 與 親 友
非 難， 有 意 隱 去 其 真 實 姓 名 亦 不 難 理 解， 這 也
從 客 觀 上 反 應 了 兩 種 異 質 文 化 在 交 往 過 程 中 的
艱 難。 作 為 兩 種 異 質 思 想 和 宗 教 的 承 載 體 和 使
者， 儒 家 天 主 教 徒 如 逆 境 中 艱 難 跋 涉 的 旅 者，
行 走 在 兩 股 思 潮 之 間， 切 身 感 受 到 了 中 西 兩 種
不同文化的衝擊。

三、《天教略意》與儒本位思想

龔 道 運 認 為 來 自 不 同 文 化 的 接 觸 與 會 通，
大 抵 會 經 歷 先“ 認 同 ” 而 後“ 辯 異 ” 兩 階 段。
如 兩 種 文 化 全 然 相 同， 實 無 會 通 的 必 要； 但 如
果兩者全然相異，則會通的可能性又極微。21 作
為 明 清 之 際 中 西 文 化 接 觸 和 會 通 的 產 物， 儒 家
天 主 教 徒 歷 經“ 認 同 ”“ 辯 異 ” 階 段 後 領 洗入
教， 其 文 化 和 信 仰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調 整， 但 仍 沒
有 完 成 從 儒 士 到 純 粹 天 主 教 徒 的 蛻 變。 宗 教 社
會 學 家 路 易 斯·蘭 博（Lewis Rambo） 將 宗
教 皈 依 概 述 為 以 下 類 型： 背 教、 強 化、 體 制 轉
化、 傳 統 轉 化 等。 22 如 仔 細 研 究， 儒 家 天 主 教
徒 均 不 適 用， 也 意 味 着 這 一 群 體 不 能 單 純 以 完
全皈依天主教為最終結論。也有學者認為：“篤
信 宗 教 的 民 族 的 精 神 生 活 的 真 空， 將 會 由 征 服
者 的 宗 教 來 填 補。” 23 雖 然 內 憂 外 患 的 時 局 對
儒 學 提 出 了 新 的 挑 戰， 但 儒 士 的 精 神 生 活 並 非
是“真空”；當時的西方傳教士也算不上是“征
服 者 ”， 所 以“ 填 補 ” 一 說 也 就 無 從 談 起。 如

圖 2. Tian jiao lüe yi ( 天 教 略 意 ), SINOL. VGK 1978.1.1, Leiden 
University Libraries.（ 圖 片 來 源：http://hdl.handle.net/ 
1887.1/item:316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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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知非學人”認為：

天主教者，教人認天地萬物之主，而

一心敬事之也。物載於地，地統於天，故

總名“天主”。今人非不知拜天呼天，但

所拜所呼者，乃天之形與器，而非即造此

天之主也。

天主不着形聲，無有終始，直從混沌

以前，生天、生地、生神、生人、生物而

常為之主宰。

舉萬國五方之人，其貴賤賢愚、生老

病死，莫不相似，苟非有主宰之者，安能

不害不悖如此？可見吾人，自少至老、自

朝至暮，自天子以至庶人，自祖宗以及孫

子，何時不受天恩？何處不享天福？ 24

“ 天 主 ” 生 世 間 萬 物、 御 宇 宙 星 辰， 握
萬 物 法 則， 庇 芸 芸 眾 生， 被 置 於 至 高 無 上 之 地

位。 同 時 抨 擊 儒 學“ 所 拜 所 呼 者， 乃 天 之 形 與
器 ”， 如 同 在 徹 底 否 定 儒 學 祭 天 地 的 意 義。 同
時《 天 教 略 意 》 中 也 已 包 含 天 主 教 中“ 上 帝 創
世 說 ”“ 天 堂 地 獄 說 ”“ 耶 穌 救 世 說 ” 等 重 要
基 礎 教 理， 對 天 主 教 的 基 本 認 識 似 乎 已 在“ 知
非 學 人 ” 內 心 固 化， 宛 若 完 全 掙 脫 了 儒 家 學 說
的 束 縛， 皈 依 了 天 主 教。 但 究 其 本 質， 以“ 知
非 學 人 ” 為 代 表 的 儒 家 天 主 教 徒 大 都 兼 具 天 主
教徒和儒士的雙重身份，且基本都是融合論者，
其 實 際 內 涵 常 常 是“ 陽 天 陰 儒 ”。 雖 以 天 主 教
為 經 世 濟 民 的 路 徑 嘗 試 對 儒 家 思 想 進 行 批 判 和
反 思， 但 是 遠 達 不 到 徹 底 拋 棄 的 程 度， 其 本 位
思 想 仍 歸 屬 於 儒 學 的 範 疇， 未 超 脫 傳 統 儒 家 士
大夫階層的思想框架。25

就 宗 教 的 原 始 效 用 而 言， 不 論 是 天 主 教 還
是 儒 學 皆 具 紓 解 憂 愁 苦 楚、 獲 得 期 冀 與 撫 慰 的
作用；於善惡意志方面，又兼有匡正世道風氣、
確 立 倫 理 道 德 的 功 能， 這 是 儒 家 天 主 教 徒 誕 生
的基本前提。《天教略意》中“上之感格天心，

圖 3. Tian jiao lüe yi  ( 天 教 略 意 ), SINOL. VGK 1978.1.1, Leiden University Libraries.（ 圖 片 來 源：http://hdl.handle.net/1887.1/
item:316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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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 吹 王 化； 次 之 羽 翼 儒 家， 扶 正 人 心 ”，“ 知
非學人”期望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翼。
“ 其 理 人 所 共 具， 其 事 人 皆 可 行 ”，“ 其 貴 賤
賢 愚、 生 老 病 死， 莫 不 相 似 ”， 則 表 明 作 為 一
名 普 通 的 儒 家 天 主 教 徒 認 可“ 補 儒 ” 學 說 的 史
實。

天主至公全能，不責人報，亦無須人

報，苟能仰體其生人之本意，為善去惡，

毋忘天理，即所以報矣。若是者，天主又

必申命而保佑之，不於其目前，則於其身

後，斷斷如也。

人之肉身，不過水土火氣，四行湊合

而成，而靈魂運動其內。故肉身必死，惟

靈魂不滅。聽主審判，善者賞登於天堂，

惡者降罰於地獄。因生平片念所發，遂分

萬萬年苦樂之境，豈不可畏？ 26

當 時 的 部 分 儒 士 認 為 傳 統 儒 家 學 說 對 於 人
的 善 惡 福 報、 人 生 終 極 大 事 關 注 較 少。“ 知 非
學 人 ” 實 質 上 是 在 借 用 天 主 教 的 相 關 教 義， 對
其 所 認 為 儒 家 在 解 釋 善 惡 不 報、 德 福 不 一 致 等
問 題 上 給 予 補 充， 竭 力 將 天 主 教 教 義 納入中 國
傳 統 儒 家 文 化 結 構 和 系 統 中， 以 耶 釋 儒、 以 儒
釋 耶、 求 同 述 異， 盡 力 消 除 兩 種 異 質 文 化 的 衝
突之處。 27

儒 家“ 以 導 人 仁 睦 忠 良 為 本 ”， 而 在 切 身
生 活 體 驗 中， 民 眾 常 發 現“ 善 常 無 報、 惡 缺 天
罰 ”。 同 時， 儒 家 於 鬼 神、 靈 魂、 來 生 秉 持 懷
疑或否定之態度，故有“子不語怪力亂神”“敬
鬼神而遠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等說法。
雖 有 祭 祀 或 崇 拜 鬼 神 的 行 為， 但 只 是 對 儒 門 聖
人 頂 禮 膜 拜， 將 重 要 人 物 神 人 化 或 者 鬼 神 化，
然 後 進 行 祭 祀 崇 拜。 28 加 之 時 局 動 蕩 等 諸 多 因
素 疊 加， 導 致“ 知 非 學 人 ” 等 儒 士 認 為 此 時 的
儒 學 對 普 通 儒 士“ 人 生 之 急 務 ” 缺 乏 關 照。 此
外， 儒 家 強 調 內 聖 外 王， 主 張 修 齊 治 平， 但 對
人生的終極問題——死亡，關注較少。而這恰被
以 徐 光 啟 為 代 表 的 儒 家 天 主 教 徒 稱 之 為“ 人 生
最 急 事 ”。“ 知 非 學 人 ” 也 認 為 西 方 傳 教 士 是

“ 誠 人 生 之 急 務， 故 不 遠 十 萬 里 航 海 而 來， 不
求仕宦，非慕金帛，專為我同類身心性命”29。
同 時， 他 以 天 主 對“ 為 善 去 惡 ” 身 前 與 身 後 的
庇佑，特別是以“肉身不死，惟靈魂不滅”“因
生 平 片 念 所 發， 遂 分 萬 萬 年 苦 樂 之 境， 豈 不 可
畏？”“ 善 者 賞 登 於 天 堂， 惡 者 降 罰 於 地 獄 ”
等 論 述， 試 圖 以 天 主 教 中 關 於“ 靈 魂 ” 一 說 闡
釋 儒 學 經 義 和 現 實 比 附 時 的 矛 盾 之 處， 同 時 直
述 人 的 身 後 事， 既 紓 解 了 常 人 於 善 惡 問 題 的 矛
盾、 苦 惱， 又 觸 及 普 通 儒 士 群 體 靈 魂， 但 又 絕
不 希 望 天 主 教 徹 底 改 變 中 國 傳 統 以 儒 家 為 本 位
的社會基本運作模式：

教規無他，全在謹守十誡，其理人所

共具，其事人皆可行，但各勤敬天愛人之

心，仍不礙士農工商之業。上之感格天

心，鼓吹王化；次之羽翼儒家，扶正人心；

顯之則盡倫盡物而咸宜；微之則知性立命

而罔忒。30

領 洗入教， 遵 從 天 主 教 教 規“ 仍 不 礙 士
農 工 商 之 業 ”， 傳 統 公 序 良 俗 和 社 會 分 工 仍 穩
固 不 變， 更 能“ 鼓 吹 王 化 乃 至 羽 翼 儒 家 ”。 同
時“ 顯 之 則 盡 倫 盡 物 而 咸 宜； 微 之 則 知 性 立 命
而 罔 忒 ”， 也 深 度 契 合 中 國 傳 統 儒 家 士 大 夫 的
追 求 ——“ 達 則 兼 濟 天 下， 窮 則 獨 善 其 身 ” 諸
如“ 以 導 人 仁 睦 忠 良 為 本 ”“ 各 勤 敬 天 愛 人 之
心”“為善去惡，毋忘天理”等表述，31 則明顯
表 現 出 天 主 教 的 倫 理 化 與 聖 學 化， 而 倫 理 與 聖
學 又 是 儒 家 最 重 要 的 表 現 形 式。 跟 大 多 數 儒 家
天 主 教 徒 一 樣，“ 知 非 學 人 ” 以“ 聖 經 ” 指 代
基 督 教 經 典“The Bible ”。“ 聖 經 ” 一 詞 是
典 型 的 中 國 傳 統 用 法， 因 為 中 國 古 代 的 經 典 恰
恰就是“聖之經”，而非天主教的“神之經”。
以“ 天 主 ” 指“God”， 中 國 史 書 對 至 上 神 多
以“ 天 ”“ 上 帝 ” 或“ 昊 天 上 帝 ” 為 指 稱， 延
續 商 周 傳 統。“ 天 主 ”“ 聖 經 ” 等 詞 語 的 選 用
自 有 其 根 源。“ 其 言 天 主， 則 與 吾 儒 畏 天 之 說
相類，以故奉其教者頗多。” 32

明 清 之 際 儒 家 天 主 教 徒 所 接 受 和 修 習 的 天
主 教 並 非 歐 洲 當 時 的“ 原 教 旨 ”， 對 此 學 界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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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公 論。 領 洗入教 本 來 意 味 着 思 想 意 識 和 實 踐
層 面 的 徹 底 轉 換， 但 當 時 西 方 傳 教 士 開 始 在 中
國 傳 教 時， 他 們 迅 速 意 識 到 所 面 臨 的 是 一 個 傳
統 文 化 厚 重 且 體 系 完 備 的 東 方 文 明， 推 行 西 方
理 想 式 的 宗 教 皈 依 將 舉 步 維 艱。 為 改 善 傳 教 境
遇， 當 時 的 傳 教 士“ 團 結 一 致、 開 明 睿 智、 知
識 淵 博、 意 志 堅 定， 他 們 尊 重 中 國 傳 統， 研 究
儒 家 文 化， 務 實 而 又 謹 慎 地 與 中 國 士 人 保 持 着
友 善 和 相 互 信 任 的 良 好 關 係 ”， 33 為 傳 教 的 成
效， 有 意 識 地 忽 略 了 天 主 教 教 義 中 和 中 國 文 化
在 根 本 上 相 抵 觸 的 部 分， 如 在《 天 教 略 意 》 一
文 中， 雖 然 有“ 上 帝 創 世 說、 天 堂 地 獄 說、 耶
穌 救 世 說 ” 等 天 主 教 思 想 的 反 映， 但 卻 難 以 看
到 關 於“ 原 罪 論、 末 日 論 ” 等 核 心 教 義。 這 種
傳 教 策 略 使 以“ 知 非 學 人 ” 為 代 表 的 儒 家 天 主
教 徒 內 心 固 有 的 儒 本 位 思 想 得 以 存 續 綿 延， 也
意 味 着 他 們 從 本 質 上 無 法 轉 變 為 徹 底 的 天 主 教
徒。“ 知 非 學 人 ” 只 是 把“ 天 主 ” 當 作 了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中 的“ 先 賢 ” 或“ 大 儒 ” 一 般 看 待，
把“聖經”當作了儒家先賢大儒的教誨，是“明
末 清 初 ” 的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在“ 誤 讀 ” 上 的 契
合。34 雖然入教儒士在認同“新”身份之時，完
整 或 部 分 地 接 受 了 某 些 天 主 教 的 宇 宙 世 界 觀、
人 生 觀 以 及 價 值 的 評 判 尺 度， 但 他 們 自 幼 浸 潤
於 傳 統 儒 學， 已 與 之 血 脈 相 融， 且 在入教 之 前
大 多 是 成 熟 個 體， 業 已 形 成 一 套 以 儒 學 為 根 基
的思維。對於儒家天主教徒而言，走耶儒融合、
中 西 會 通 的 路 線， 並 育 而 不 悖 當 然 是 最 好 的 選
擇， 既 可 以 滿 足 自 身 信 仰 需 要， 又 可 以 心 安 理
得 地 不 完 全 背 棄 傳 統。 35 文 中“ 知 非 學 人 ” 就
是 其 中 的 典 型 代 表， 而 西 方 傳 教 士 們 所 採 取 的
“ 妥 協 ” 態 度 一 方 面 促 成 了 儒 家 天 主 教 徒 的 出
現， 同 時 也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使 儒 家 天 主 教 徒 自 身
儒家本位思想得以留存。

這 一 時 期， 天 主 教 在 華 傳 播 基 本 上 走 的 是
一 條“ 儒 化 天 主 教 ” 的 本 土 化 道 路， 也 就 是 以
天 補 儒 的 道 路。 通 過 對“ 知 非 學 人 ” 所 撰《 天
教 略 意 》 一 文 的 分 析， 可 以 進 一 步 得 知： 儒 家
天 主 教 徒 希 望 通 過 融 合 耶 儒 學 理 來 為 儒 學 提 供
解 決 矛 盾 衝 突 的 另 外 一 種 道 路 和 方 法， 以 此 勸
導眾人“為善去惡，勿忘天理”，36 但這並不妨

礙 其 儒 學 本 性， 從 這 個 意 義 上 來 看， 明 清 之 際
儒 家 天 主 教 徒 所 持 有 的 思 想 沒 有 溢 出 儒 學 的 範
疇，仍然是以儒學為本位思想的特殊儒士群體。

結語

明 清 鼎 革 之 際， 為 解 決 國 家 動 蕩、 矛 盾 叢
生 的 現 實 問 題， 各 種 學 說 爭 鳴， 儒 家 士 大 夫 階
層 也 在 積 極 尋 找 新 的 救 世 良 方。 恰 逢 天 主 教 採
取 適 應 中 國 社 會 實 際 的 傳 教 策 略， 其 教 義 被 部
分儒士群體所接受。儒家天主教徒群體的出現，
既 受 到 天 主 教 早 期 在 華 傳 播 策 略 的 深 刻 影 響，
更 是 明 清 之 際 的 儒 士 們 面 臨“ 內 憂 外 患 ” 特 殊
歷史時期自我完善與調整的結果。“知非學人”
所 撰《 天 教 略 意 》 代 表 了 明 清 之 際 儒 家 天 主 教
徒 的 主 流 觀 點， 是 其 中 的 典 型 例 證， 如“ 知 非
學 人 ” 一 般 的 儒 家 天 主 教 徒 深 受 中 西 兩 種 異 質
文化的影響，其內心產生了強烈的激蕩與共鳴，
他 們 既 堅 信 自 幼 所 受 的 儒 學 教 育， 同 時 為 經 世
濟 民， 解 決 內 憂 外 患 的 社 會 問 題， 也 開 始 在 思
想 和 實 踐 層 面 大 膽 嘗 試。 儒 學 的 滋 養 加 之 西 方
傳 教 士 此 時 傳 教 策 略 的 共 同 作 用 與 影 響， 使 儒
家 天 主 教 徒 的 儒 本 位 思 想 得 以 留 存。 因 此， 儒
家 天 主 教 徒 所 奉 行 的 仍 是“ 中 學 為 體、 西 學 為
用 ”“ 以 天 補 儒 ” 的 儒 本 位 思 想， 37 他 們“ 天
主 教 徒 ” 式 的 言 行 僅 僅 是 為 儒 學 打 了 一 些“ 補
丁 ” 或 者 披 上 了“ 一 層 偽 裝 ”， 其 根 本 目 的 在
於“ 改 良 ” 儒 學， 以 便 為 更 好 地 解 決 社 會 現 實
問題和內心衝突提供路徑。一批以“知非學人”
等 為 代 表 的 儒 家 知 識 分 子 受 洗入教， 嘗 試 將 天
主 教 與 儒 家 思 想 融 合 一 體。 儘 管 這 種 融 合 在 某
些 領 域 未 能 完 全 契 合， 甚 至 引 發 了 較 大 衝 突，
直 至 走 向 決 裂， 但 在 這 一 時 期， 作 為 外 來 異 質
文化，其對儒家文化圈已然產生了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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