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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命與主命之間： 

耶穌會士湯若望關於明清鼎革的歷史書寫

陳靜怡 *

摘　要 作為在耶穌會與明清兩朝中均享有特殊地位的耶穌會傳教士，湯若望
的身份極具複雜性，他在不同的研究中呈現出熱忱傳教者、務實科學
家等截然不同的歷史面相。 《歷史敘述》 （Historica Narratio）是
湯若望於1665年出版的歷史記述。此書從湯若望的第一主視角出發，
記錄了湯若望從抵華後到1661年順治帝駕崩期間在中國傳教、交友、
生活的經歷。本文旨在立足於這一手史料，主要着眼於湯若望對明清
鼎革的描寫，追索其歷史敘述背後的個人心路與自我定位，解讀湯若
望的多重社會身份對此歷史敘述的形成 、傳播與出版的影響。

關鍵詞 明清易代；湯若望；傳教士文獻

* 陳靜怡，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博士候選人，研究方向為中西文

化交流史。

引言

　　1644 年， 統 治 中 國 二 百 七 十 餘 年 的 明 帝
國 陷 入 崩 潰， 崇 禎 帝 自 縊 於 煤 山。 在 李 自 成 的
大 順 軍 隊 倉 皇 撤 回 關 中 後， 清 政 權 定 鼎 北 京，
建 立 起 新 的 統 治。 這 一 來 自 東 北 地 區 的 政 權 雖
然 早 在 八 年 前 便 已 初 步 形 成， 但 與 地 方 之 間 的
過 渡 戰 爭 一 直 延 續 到 1683 年。 在 這 場 持 續 了
四 十 餘 年 的 社 會 動 蕩 之 中， 來 自 西 方 的 傳 教 士
們 始 終 居 於 一 個 特 殊 的 位 置， 他 們 需 要 在 無 法
與 歐 洲 取 得 實 時 聯 繫 及 獲 得 有 力 保 護 的 情 況
下， 在 不 同 政 權 的 更 迭 之 間 存 身 立 命， 並 作 出
是否承認某一政權並向其效忠的重要決定。

　　 在 諸 多 來 華 傳 教 士 中， 湯 若 望（ 常 作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拉丁語拼寫
作 Joannis Adami Schall） 作 為 唯 一 留 守 北
京的耶穌會領導人，親眼目睹了明王朝的崩潰、
大 順 的 旋 生 旋 滅 與 清 軍 的 最 終 勝 利。 曾 受 明 廷
重 用 的 湯 若 望 最 終 效 力 於 清 廷 的 決 定， 恰 是 一

眾 曾 服 務 於 明 王 朝 後 又 轉 向 清 廷 的 傳 教 士 抉 擇
的縮影。

　　《歷史敘述》是湯若望於 1665 年在奧地利
維 也 納 出 版 的 回 憶 性 筆 記， 此 書 以 耶 穌 會 中 國
教 史 為 題， 囊 括 了 大 量 關 於 當 時 中 國 政 治、 社
會、 文 化 方 面 的 記 述。 該 書 從 湯 若 望 的 第 一 主
視角出發，主要記敘他從抵華開始到 1661 年順
治 帝 駕 崩 期 間， 在 中 國 傳 教、 交 友、 生 活 的 經
歷。 可 惜 的 是，《 歷 史 敘 述 》 目 前 僅 有 拉 丁 文
和 德 文 兩 語 文 本， 也 尚 未 得 到 中 國 研 究 者 的 專
門 討 論。 本 文 旨 在 立 足 於 這 一 手 史 料， 整 理 湯
若 望 在 明 清 易 代 前 後 的 經 歷， 結 合 學 者 的 相 關
傳 記 與 研 究 著 作 進 行 佐 證， 以 解 讀 其 歷 史 敘 述
背 後 的 個 人 心 路， 以 及 湯 若 望 的 多 重 社 會 身 份
對此歷史敘述的形成、傳播與出版的影響。 1

一、湯若望生平的爭議性與史料溯源的意義

　　魏若望（John Witek）教授指出，湯若望
在 華 的 經 歷 充 滿 了 矛 盾： 他 先 後 為 明、 清 兩 朝
工 作， 並 在 後 者 取 得 了 比 前 者 更 高 的 位 置； 他
的 天 主 教 信 仰 使 他 區 別 於 兩 朝 主 流 知 識 分 子，
他 為 此 屢 遭 懷 疑 和 衝 擊； 同 時， 作 為 地 區 的 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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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湯若望肖像版畫，載阿塔納修斯·基歇爾（Athanasius 
Kircher） 編 著《 中 國 圖 說 》（China Illustrata ），1667 年。

（ 圖 片 來 源：Public domain, via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digital.library.cornell.edu/catalog/ss:550025>.）

責 人， 湯 若 望 的 言 行 並 不 完 全 使 他 的 會 士 弟 兄
們 信 服， 大 量 控 訴 其 行 為 的 信 件 足 以 證 明 這 一
點， 然 而 這 些 教 士 又 無 法 脫 離 湯 若 望 的 政 治 地
位 所 提 供 的 庇 護。 2 這 種 矛 盾 使 得 湯 若 望 在 不
同 的 研 究 中 呈 現 出 截 然 不 同 的 歷 史 形 象 —— 基
於 湯 若 望 個 人 經 歷 的 研 究 往 往 指 向 他 傳 教 的 熱
情， 而 在 考 察 他 的 天 文 曆 算 作 品 以 及 着 眼 於 整
體 傳 教 士 群 體 的 研 究 中， 他 卻 經 常 以 更 加 務 實
甚至功利的面貌出現。 3

　　 這 些 矛 盾 可 以 被 視 作 是 現 有 湯 若 望 研 究 在
方 向 與 材 料 上 出 現 不 同 側 重 的 結 果： 現 有 的

湯 若 望 個 人 經 歷 研 究， 通 常 注 重 對 其 個 體 行
為 與 成 就 的 考 察。 而 部 分 著 作 從 作 品 出 發、
涉 及 其 心 理 與 動 機， 又 往 往 過 於 強 調 湯 若 望
作 為 留 京 耶 穌 會 士 的 代 表 與 卜 彌 格（Michal 
Piotr Boym）、 瞿安德（ 一名紗微，Andreas 
Wol fgang Kof f ler ， 又 作 Andreas Xavier  
Koffler） 等南明會士之間， 或是湯若望作為領
導 者 與 普 通 教 士 之 間 的 地 位、 行 為 的 對 立 性，
從 其 他 會 士 對 傳 教 事 業 的 純 粹 忠 誠 出 發， 將 立
場 相 異 的 湯 若 望 視 作 是 身 負 官 方 使 命、 重 視 政
治 因 素 而 輕 視 傳 教 責 任 的 代 表， 這 無 疑 是 對 湯
若望自身複雜性的一種忽視。

　　 北 京 大 學 肖 清 和 教 授 認 為， 傳 教 士 作 為 站
在 東 西 方 交 匯 點 上 的“ 中 間 人 ”， 自 然 具 有 多
重 身 份， 使 得 他 們 在 不 同 的 社 會 語 境 與 史 學 研
究 中 呈 現 出 不 同 的 面 相。 湯 若 望 在 耶 穌 會 與 明
清 兩 朝 中 的 地 位 使 他 具 備 了 科 學 家 官 員、 宗 教
傳 教 士、 迷 信 活 動 者 三 種 面 相， 且 這 三 種 面 相
都表現得極為突出。 4 考慮到湯若望自身經歷的
複 雜 性， 若 我 們 在 研 究 中 將 其 本 人 視 角 與 他 者
視 角 進 行 相 互 對 照， 必 能 對 他 的 自 我 認 知 與 定
位作出更完整的究源與解讀。

　　 在 回 顧《 歷 史 敘 述 》 的 出 版 之 前， 筆 者 需
要 先 介 紹 湯 若 望 的 一 份 回 憶 錄。 這 份 回 憶 錄 的
寫 作 約 止 於 1661 年， 後 由 湯 若 望 的 助 手 白 乃
心（Johann Grueber， 也 作 Jean Grueber）
於 1664 年 帶 至 羅 馬。 5 考 慮 到 白 乃 心 於 1661
年 4 月或 6 月與比利時耶穌會士吳爾鐸（Albert 
d'Orville） 自 西 安 出 發 赴 歐， 湯 若 望 的 寫 作
時 間 應 不 會 晚 於 此 時。 6 這 份 回 憶 錄 應 有 20
章， 但 現 存 於 羅 馬 的 回 憶 錄 文 稿 在 第 16 章 中
斷。 7 魏 特（Alfons Väth） 認 為 這 份 回 憶 錄
是《 歷 史 敘 述 》 的 來 源， 至 於 回 憶 錄 未 完 的 部
分，則從湯若望的信件中取材補充。 8 卡洛斯· 
索 默 沃 熱 爾（Carlos Sommervogel） 認 為  

《 歷 史 敘 述 》 的 編 輯 者 是 約 翰 內 斯· 弗 雷 西
（Johannes Foresi） 神 父。 9 約 瑟 夫· 杜 爾  
（Joseph Duhr） 也 認 為 弗 雷 西 神 父 可 能 是 此
書 的 編 輯 者， 因 為 他 手 中 有 湯 若 望 回 憶 錄 的 手
寫 稿。 10 魏 特 沒 有 表 明 他 對 編 輯 者 的 猜 測，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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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批 評《 歷 史 敘 述 》 的 編 輯 者 改 變 了 湯 若 望 回
憶 錄 原 本 經 典 簡 約 的 敘 述 風 格， 並 刪 除 了 一 些
細 節， 將 其 改 編 成 缺 少 個 體 特 色 的 客 觀 歷 史 作
品， 導 致《 歷 史 敘 述 》 作 為 傳 記 學 與 歷 史 親 歷
者 回 憶 錄 的 史 料 價 值 受 到 極 大 損 害。 11《 歷 史
敘 述 》 最 初 於 1665 年 由 歐 洲 耶 穌 會 在 奧 地 利
維 也 納 出 版，1672 年 更 名 Historica Relatio

（ 下 稱《 歷 史 報 導 》） 後 在 德 國 雷 根 斯 堡 重 新
出 版。 12 1672 年 本 在 基 本 保 留 1665 年 原 文
的 基 礎 上， 於 湯 若 望 正 文 後 增 加 了 1581 至
1669 年 的 在 華 傳 教 士 大 事 記、 曆 獄 前 後 神 蹟
目 錄、 一 份 曆 獄 中 受 審 的 天 主 教 各 修 會 教 士

（ 包 括 耶 穌 會、 多 明 我 會 和 方 濟 各 會 ） 名 單，
以 及 長 達 28 頁 的 關 鍵 信 息 索 引 目 錄。1581
至 1669 年 在 華 傳 教 士 的 相 關 敘 述， 由 親 歷
曆 獄 後 自 中 國 返 回 羅 馬 匯 報 教 務 的 耶 穌 會 士
殷 鐸 澤（Prospero Intorcetta， 書 中 落 款 作
Prosperus Intorcetta）於 1671 年 4 月 14 日
在 羅 馬 撰 寫。 13 除 此 之 外，1672 年 本 也 修 正
了 1665 年本的部分拼寫錯誤（如第 18 章中將

“uniformiter” 錯 印 為“uniformaliter”，
第 21 章 中 將 前 綴“per” 錯 印 為“præ”），
還 對 版 式 進 行 了 一 系 列 修 改： 前 言 和 正 文 被 重
新 排 版， 初 版 正 文 末 的 耶 穌 會 座 右 銘 被 移 至 殷
鐸 澤 補 文 末， 並 更 改 了 部 分 字 體 與 書 中 插 圖 的
順 序。 然 而，1672 年 本 也 出 現 了 在 目 錄 中 將
第 24 章標為第 14 章的紕漏。 考慮到湯若望本
人已在 1665 年下獄，並於次年病逝，故 1672
年 本 中 的 改 動 應 不 是 出 自 他 本 人 之 手。 14 德 語
版 的《 歷 史 敘 述 》 於 1834 年 在 維 也 納 出 版，
由 曼 塞 克（Ig. Sch. von Mannsegg） 翻 譯 為
德 語 文 本。 德 語 本 對 原 書 內 容 進 行 了 一 定 的 壓
縮合併，該本將正文部分從原有的 25 章改為了
23 章，並增添了一部分註釋，李雪濤在《誤解
的 對 話： 德 國 漢 學 家 的 中 國 記 憶 》 中 使 用 的 文
本，即為此壓縮內容後的德譯本。15 魏特指出，
曼 塞 克 對 原 文 內 容 的 理 解 存 在 偏 差， 如 曼 塞 克
曾 將 作 品 中 以 湯 若 望 口 吻 進 行 的 自 我 介 紹， 錯
誤 理 解 為 湯 若 望 本 人 來 到 維 也 納 向 皇 帝 進 行 的
自我介紹。 16《歷史報導》則於 1942 年與湯若
望其他書信一起，由裴化行（Henri Bernard）
在 天 津 編 輯 出 版 了 法 語 譯 本， 魏 若 望 在〈 湯 若

望 和 明 清 之 際 的 變 遷 〉 一 文 中 使 用 的 湯 若 望 本
人的記敘文本，則主要來自於此法語合譯本。 17

相 比 較 而 言，《 歷 史 敘 述 》 與《 歷 史 報 導 》 的
拉 丁 文 原 始 文 本 尚 未 在 這 些 研 究 中 受 到 充 分 重
視。 魏 特 在《 湯 若 望 傳 》 一 書 中 提 及 湯 若 望 紀
年的相關材料時，曾評價此二書存在敘述模糊、
片 面 的 弊 病， 缺 乏 參 考 的 可 靠 性， 但 他 在 正 文
的 寫 作 中 除 了 使 用 湯 若 望 回 憶 錄 的 原 本 之 外，
仍大量參考了此二書的內容。 18

　　 從 文 本 生 成 的 角 度 看，《 歷 史 敘 述 》 是 基
於 湯 若 望 個 人 視 角 敘 述、 經 由 耶 穌 會 編 輯 而 成
的 作 品。 儘 管 此 書 的 編 輯 受 到 一 定 批 評， 但 正
因 如 此， 它 的 內 容 既 與 湯 若 望 本 人 的 心 路 歷 程
與 價 值 傾 向 相 關， 同 時 也 暗 含 當 時 歐 洲 耶 穌 會
與 耶 穌 會 士 對 湯 若 望 在 華 經 歷 與 在 華 耶 穌 會 工
作 的 思 考。 此 書 所 塑 造 的 是 湯 若 望 與 歐 洲 耶 穌
會 共 同 希 望 塑 造 的 湯 若 望 形 象 與 中 國 明 清 鼎 革
敘 述 模 式。 若 以 此 書 與 相 關 傳 記、 論 文 等 研 究
成 果 進 行 聯 繫、 對 比， 我 們 能 夠 更 為 充 分 地 呈
現 出 湯 若 望 在 教 會 內 外、 政 權 動 蕩 中 面 臨 的 種
種 矛 盾、 衝 突 及 身 份 難 題。 因 此， 本 文 選 取
1665 年初版的《歷史敘述》進行文本解析，以
盡可能接近原始內容，減少耶穌會後期再編輯、
整理所帶來的影響。

二、湯若望筆下的甲申之變

　　1643 年 末， 李 自 成 率 領 叛 軍 席 卷 山 西，
原 有 望 補 湯 若 望 職 位 之 缺 的 德 國 司 鐸 萬 密 克

（Michel Walta） 死 於 蒲 州。 19 對 戰 亂 的 恐 慌
在 耶 穌 會 士 間 迅 速 蔓 延， 大 量 的 北 方 傳 教 士 開
始 南 逃。 當 李 自 成 於 次 年 4 月 兵 臨 北 京 時，
時 任 耶 穌 會 中 華 省 會 長 的 龍 華 民（Niccolò 
Longobardi）與華北教省省會長傅汎際（又作
傅 泛 濟，Francisco Furtado） 已 避 禍 南 下。
為 了 保 護《 崇 禎 曆 書 》 書 版 與 北 京 教 會， 湯 若
望留在北京，直接目睹了明朝最後的崩潰。 20

　　 湯 若 望 在 作 品 之 中 毫 不 諱 言 對 明 朝 滅 亡 的
惋 惜。 他 認 為 北 京 城 的 淪 陷 是 內 因 與 外 因 交 互
作 用 下 的 偶 然 結 果， 並 不 具 有 必 然 性。 他 記 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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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宦 官 因 為 記 恨 崇 禎 帝 剛 上 位 時 對 閹 黨 的 清
理， 向 後 者 隱 瞞 了 國 內 的 緊 迫 局 勢。 他 們 的 行
為 導 致 崇 禎 帝 無 法 在 第 一 時 間 獲 取 真 實 情 報，
因此也錯過了應對起義軍的最佳時機。21 其後，
被 賦 予 了 守 護 城 門 這 一 重 大 責 任 的 宦 官 臨 陣 倒
戈，在明朝一方佔據了絕對火器優勢的情況下，
主 動 為 敵 軍 打 開 城 門。 22 在 叛 徒 與 敵 軍 的 雙 重
壓 力 之 下， 崇 禎 帝 自 縊 於 煤 山 —— 數 月 之 前，
正 是 在 同 一 地 點， 他 與 親 信 宦 官 一 同 觀 看 了 湯
若望新鑄大炮的試射。 23

　　 作 為 北 京 城 門 上 火 炮 鑄 造 改 進 工 作 的 主 持
者， 湯 若 望 表 現 出 對 京 城 軍 備 的 自 信。 在 他 的
分 析 中， 北 京 城 已 經 具 備 了 足 夠 的 武 器 裝 置，
未 必 能 被 裝 備 惡 劣 的 叛 軍 攻 破。 他 強 調， 是 宦
官 的 背 叛 對 明 帝 國 構 成 了 致 命 一 擊。 24 對 於 崇
禎 帝 的 失 敗， 湯 若 望 不 無 惋 惜。 他 在 書 中 多 次
肯定這位皇帝的才幹、膽魄，以及對西方科技、
知 識 開 放 的 視 野， 提 出 天 主 教 事 業 本 有 希 望 在
崇 禎 帝 的 支 持 下 取 得 新 的 進 展。 25 值 得 一 提 的
是，儘管湯若望直接表現了對崇禎個人的讚譽，
但 他 亦 坦 然 地 記 述 了 明 朝 末 年 大 量 戰 亂 與 社 會
衰敗的景象，且不諱言明廷整體的老朽。 26

　　 湯 若 望 特 別 提 及， 崇 禎 帝 的 遺 體 在 被 發 現
後 並 未 得 到 相 應 的 尊 重 與 同 情， 直 到 一 個 月 後
入 城 的 清 軍 為 其 舉 行 了 隆 重 的 葬 禮。 他 以 此 強
調， 滿 人 對 明 皇 室 表 現 出 更 大 的 崇 敬， 甚 至 超
越 了 漢 人。 27 然 而， 湯 若 望 記 載 的 這 一 信 息 與
中 文 文 獻 記 載 存 在 部 分 衝 突。 在 中 文 記 載 中，
清 軍 入 城 後 確 實 為 崇 禎 帝 舉 辦 了 喪 禮， 如《 清
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卷 5 記：

　　攝政和碩睿親王（多爾袞）諭故明官

員、耆老、兵民曰……今令官民人等為崇

禎帝服喪三日，以展輿情。著禮部、太常

寺備帝禮具葬。28

然 而， 清 廷 舉 辦 的 這 一 次 葬 禮 並 非 是 湯 若 望 所
說 的“ 首 次 舉 辦 ” —— 大 順 政 權 在 發 現 其 遺 體
後 就 安 排 了 喪 事， 並 非 將 其 置 之 不 理。 如 談
遷《 國 榷 》 記：“ 庚 戌， 先 帝 遺 弓 見 于 萬 歲

山……辛亥，改殯大行帝后……”29 計六奇《明
季 北 略 》：“ 乙 酉 午 刻， 得 先 帝 凶 問， 縊 於 煤
山， 乃 以 雙 扉 同 舁 母 后 二 屍 出， 送 至 魏 國 公 坊
下。” 30《甲申核真略》中的記錄也十分詳細：

　　（崇禎十七年三月）二十二日，賊搜

得先帝遺弓于後園山子中，與王承恩對面

縊焉……二十三日，殮先帝于東華門外。

初用銀五兩，得二棺，與王承恩俱殮。旋

用司禮王德化言，易以朱漆梓宮，與中宮

梓宮同移佛菴中。命僧為誦經，諸人不得

入。31

　　在清人所撰寫的《國朝耆獻類徵初編》中，
也 提 及 清 軍 入 京 後， 多 爾 袞 曾 詢 問 崇 禎 葬 儀，
並 在 聽 取 降 臣 的 敘 述 後， 令 官 民 為 崇 禎 帝 服 喪
三日，可見崇禎帝應在清軍入京前已得安葬。32

儘管在這些記載中，大順政權在京時為崇禎帝舉
行的喪禮確實不如清廷隆重，但可以看出大順政
權對崇禎帝的葬事是有所安排的，這與湯若望所
記不符。湯若望在此處可能將清軍入京後命令官
民 為 崇 禎 帝 服 喪 一 事， 理 解 為 清 人 為 其 主 辦 喪
禮；亦有可能是為了通過對比來突出清政權，從
而刻意隱去了大順政權舉辦的崇禎帝葬事。巧合
的是，湯若望並非是藉崇禎帝身後事來貶低大順
政權的唯一一位傳教士作者，衛匡國（Martino 
Martini）在《韃靼戰紀》中的描述更為誇張——
他稱李自成命人將崇禎帝碎屍。33

　　 若 僅 觀 察 湯 若 望 所 記 錄 的 個 人 與 大 順 官 員
的 往 來， 不 難 發 現 他 受 到 大 順 方 面 的 禮 遇， 教
會 的 財 產 也 基 本 得 以 保 全。 但 總 體 而 言， 他 對
大 順 政 權 的 負 面 描 寫 遠 遠 多 於 正 面 的 描 寫 ——
關 於 大 順 政 權 進 京 後 的 醜 態 和 離 開 北 京 時 的 暴
行 的 記 述， 佔 據 了 描 述 的 絕 大 部 分。 34 他 記 錄
了 這 一 時 期 自 己 救 治 鄰 居、 保 護 周 邊 的 信 徒 與
躲 在 會 所 之 中 的 教 友 的 經 歷。 35 若 聯 繫 前 文，
這 一 時 期 的 湯 若 望 可 能 忙 於 保 護 周 邊 居 民 與 教
會財產，未能及時獲得崇禎帝葬事訊息。

　　 相 較 於 對 大 順 政 權 入 京 的 記 述， 清 軍 進 入
關 內 的 行 為 在 湯 若 望 筆 下 顯 得 極 具 合 法 性 與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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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性： 明 朝 將 領 吳 三 桂 在 被 李 自 成 以 父 親 性 命
要 挾 時 拒 絕 投 降， 為 了 進 一 步 反 抗 李 自 成， 他
將 希 望 寄 託 在 清 政 權 上。 36 湯 若 望 在 記 敘 中 強
調 清 政 權 此 前 處 於 維 護 與 明 廷 邊 陲 協 議、 不 相
侵 犯 的 立 場； 在 吳 三 桂 求 援 之 後， 滿 人 因 協 議
之 中“ 協 守 邊 疆 ” 的 條 款 以 及 對 百 姓 的 責 任 心
而 決 意 入 關。 37 這 些 描 寫 足 見 湯 若 望 對 清 政 權

“ 得 位 之 正 ” 的 竭 力 渲 染。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魯
日 滿（François de Rougemont）、 帕 萊 福

（Juan de Palafox y Mendoza） 這 兩 位 教 士
作 者， 雖 然 在 對 明 清 政 權 的 評 判 態 度 上 不 盡 相
同， 但 就 吳 三 桂 引 清 軍 入 關 的 表 態 皆 與 湯 若 望
相類，均強調清軍是受到明將委託後入關的。38

與 這 兩 位 作 者 不 同 的 是， 湯 若 望 不 僅 強 調 了 清
軍 入 關 的 直 接 原 因 是 明 將 的 求 援， 更 在 此 書 開
篇 綜 述 國 內 全 局 時 便 向 讀 者 介 紹 崇 禎 帝 曾 為 鎮
壓 國 內 叛 亂 而 召 集 滿 人 軍 隊， 又 在 其 後 說 明 崇
禎 帝 與 關 外 清 軍 所 達 成 的 和 平 協 議 之 中， 亦 要
求 清 軍 協 助 明 軍 平 定 農 民 軍 叛 亂， 因 此 強 化 了
清 軍 拯 救 者 的 身 份， 使 清 軍 與 掀 起 國 內 叛 亂 的
大 順 政 權 形 成 一 正 一 反 的 鮮 明 對 比， 也 使 得 清
軍 南 下 入 關 之 舉 被 賦 予 信 守 承 諾、 繼 承 崇 禎 帝
遺 志 的 積 極 意 義。 由 此， 在 幾 位 教 士 作 者 中，
湯若望貢獻了對清軍南下最為正面的敘述。 39

　　 滿 人 的 到 來 迅 速 改 變 了 華 北 地 區 的 局 勢。
多 爾 袞 抓 住 時 機 進 入 北 京。 湯 若 望 對 此 寫 道，
能 夠 結 束 亂 局 的 清 軍 受 到 北 京 居 民 的 歡 迎。 40

而 在 中 文 文 獻 中， 關 於 清 軍 入 城 之 初 北 京 市 民
迎 接 的 情 況 與 原 因， 時 人 筆 記 中 的 記 述 差 異 頗
大。如《定思小紀》中載：

　　次早，乃五月初一日也。耆老相率出

郭外數十里迎視，見大軍擁一人至，導之

入，將抵東華門，所司具鹵簿。一人者舍

騎登車語百姓曰：“我攝政王也，太子隨

後至，爾輩許我為主否？”眾皆愕眙不能

解，姑應之曰諾。眾或稱為英宗之後，百

姓惶惑無措。於是攝政遂入朝。41

此 記 錄 意 指 北 京 百 姓 誤 將 清 軍 當 作 明 軍 而 錯
迎。《再生紀略》載：

　　初三日，喧傳太子將至，諸叛臣及刑

辱未死諸臣，俱爭先郊迎。凡病傷及翦剃

者，靡不勉襲冠帶，或背負以出。比太子

至，則辮髮虯鬚，虜中所謂“九王子”也，

百官失色。42

這 一 處 記 錄 則 認 為 官 員 誤 認 為 是 明 太 子 至 而 迎
接。《甲申核真略》亦持此說：

　　初三日，諸臣俱赴朝哭臨……余禮

畢，有傳駱錦衣鹵簿出迎。至朝陽門外，

易輿之際，知其非東宮也，諸臣乃有駭愕

而退者。余聞之，不敢東。未及旋寓，而

城上之白標滿矣。43

而《謏聞續筆》則載：

　　至初三日，見吳公舊役夏姓者，馳而

來曰：“大喜！我公破賊，借清兵送太子

至矣。”眾聞之，踴躍往迎，至東長安門，

見大清示，心知有變。同行者嘲予曰：“腐

儒，彼不難借兵破賊，復予明辟，而不容

其出示耶？”予終不敢以為然。至鑾駕

庫，見大金吾駱養性，及恭順勳衛吳惟華

騎而前導，數十騎吹角跳躍，有出肩輿而

乘板輿者，非太子也。遂復驚遯。44

這 一 記 述 明 示 民 眾 在 清 軍 到 達 之 前， 已 知 道 即
將入京的是清軍。朝鮮《瀋館錄》載：

　　辰時清兵進迫城東五里許。都民處處

屯聚，以迎軍兵，或持名帖來呈者有之，

或門外瓶花焚香以迎者亦有之矣……都

人盛陳儀仗諸具以迎。45

此書亦寫市民既知來者為清軍而相迎。

　　 在 此， 湯 若 望 記 述 了 一 條 重 要 的 命 令： 作
為 鞏 固 新 政 權 的 措 施 的 一 部 分， 新 王 朝 劃 分 了
北 京 城 內 各 地 區 的 功 能， 並 將 湯 若 望 時 居 的 地
域 劃 為 滿 人 所 有， 要 求 滿 人 之 外 的 漢 人 居 民 在
三 天 內 遷 往 外 城。 46 在 此 時， 湯 若 望 再 次 為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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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存 耶 穌 會 的 財 產 而 努 力： 為 了 保 住 耶 穌 會 的
房 產， 他 向 一 名 清 方 官 員 聲 明 了 他 的 傳 教 士 身
份 以 及 在 天 文 算 學 上 所 取 得 的 成 就。 47 這 一 聲
明 不 但 使 耶 穌 會 的 房 產 得 以 保 全， 也 構 成 了 湯
若 望 日 後 受 到 清 廷 青 睞 的 契 機。 關 於 這 一 道 遷
居的命令，中文記載中也有印證。《謏聞續筆》
載：

　　十一下令移城，以南北二城與居民，

而盡圈中、東、西三城為營地。京師侯門

大宅盡在中三城，南則城外關廂，北則後

湖一帶，皆勳戚宦寺、花園別墅，及僧寺

菜圃耳。限期既迫，婦子驚惶，扶老攜

幼，無可棲止。48

《甲申核真略》記載亦同：

　　（五月）十一日……時虜將駐兵中、

東、西三城，督居民移出。自是縉紳雜

出，概不致詰。49

《再生紀略》所記命令內容與《謏聞續筆》《甲
申 核 真 略 》 一 致， 還 提 及 清 軍 提 前 佔 據 民 房 使
百姓失所：

　　（五月）初十日下令：“凡在京百姓，

限十日內俱移南北兩城。其東、西、中三

城，俱住達兵。”不料三日內，達兵不待

遷徙，遽佔民房，民之失業者甚眾。50

　　 一 份 順 治 元 年 十 月 的 詔 書 曾 提 及 不 同 區 域
官 民 的 免 稅 令， 其 中 說 到“ 其 東、 中、 西 三
城 官 民 已 經 遷 徙 者 …… 其 南、 北 二 城 雖 未 遷
徙 ……” 也 可 佐 證 此 前 曾 要 求 東、 中、 西 三 城
居民遷徙，而南、北二城原定居民留居。1648
年 的 另 一 份 詔 書 則 在 前 令 的 基 礎 上 進 一 步 要 求

“ 北 城 及 中 東 西 三 城， 居 住 官 民 商 賈， 遷 移 南
城 ”。 51 從 上 下 文 所 指 的 時 間 而 言， 湯 若 望 記
述的應為 1644 年農曆五月的第一次遷居指令。
湯 若 望 當 時 所 居 住 的 聖 母 無 染 原 罪 堂（ 即 北 京
南 堂 ） 位 於 宣 武 門 內， 確 屬 1644 年 要 求 遷 居
之列。52 魏特在《湯若望傳》中稱教堂在北城，

清 軍 入 京 後 要 求 湯 若 望 與 當 地 漢 族 居 民 一 併 遷
往 南 城， 這 應 是 混 淆 了 1644 年 與 1648 年 的
兩次遷居指令。 53

　　 根 據 書 中 的 記 載， 在 遷 居 命 令 下 保 護 耶 穌
會 財 產 是 湯 若 望 與 新 政 權 的 第 一 次 正 式 接 觸，
也 是 他 意 識 到 自 己 及 教 會 的 事 業 有 可 能 在 新 帝
國 取 得 更 高 成 就 的 重 要 原 因。 湯 若 望 捕 捉 到 新
朝 的 態 度： 清 廷 並 不 因 其 外 國 人 的 血 統 與 耶 穌
會 士 的 身 份 而 加 以 輕 視， 反 之， 正 因 他 並 非 漢
族， 新 晉 的 征 服 者 給 予 他 更 高 的 禮 遇。 此 外，
湯 若 望 還 強 調 了 清 廷 在 執 行 手 續 上 的 效 率 與 嚴
格 的 態 度： 在 短 短 一 天 之 內， 湯 若 望 保 留 房 產
的申請通過了檢查與批准，並得到有效的執行。
這 一 份 申 請 在 保 護 他 所 處 的 教 會 房 屋 之 外， 還
進一步庇護了其他會士的財產。 54

　　 在 清 王 朝 嘗 試 重 新 修 曆 以 聲 明 自 己 政 權 的
正 統 性 時， 湯 若 望 再 度 引 起 了 他 們 的 注 意。 在
比 較 了 回 回 曆、 大 統 曆 以 及 湯 若 望 的 西 洋 新 法
之 後， 湯 若 望 以 最 高 的 準 確 度 勝 出， 並 在 清 朝
名 聲 大 震。 55 1644 年 年 底， 清 廷 任 命 湯 若 望
掌 管 欽 天 監 印 務， 湯 若 望 再 三 推 辭， 但 未 得 准
許， 最 終 他 接 受 了 這 項 任 命， 成 為 新 政 權 中 的
一名正式成員。 56

三、湯若望評價政權的三個維度

　　 筆 者 整 理 了《 歷 史 敘 述 》 對 大 明、 大 順、
大 清 三 個 政 權 的 記 載。 湯 若 望 的 記 錄 與 評 價 主
要可歸納為以下三個主題。

（一）軍政表現

　　 作 為 混 亂 時 期 北 京 天 主 教 徒 的 庇 護 者， 湯
若 望 與 三 個 政 權 的 軍 政 官 員 都 有 過 一 定 的 交
流。

　　 湯 若 望 對 大 順 政 權 的 負 面 描 述， 集 中 於 其
混 亂 的 軍 政 管 理 體 系。 大 順 政 權 的 終 結 原 因 至
今 仍 存 在 爭 議， 本 文 無 意 就 此 展 開。 無 論 如 何
解 釋 李 自 成 的 失 敗， 無 可 否 認 的 是， 在 大 順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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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 進 入 北 京 之 初， 確 實 曾 一 度 建 立 威 信， 籠 絡
起 相 當 數 量 的 投 降 官 員。 57 可 惜 的 是， 這 一 和
諧 局 面 僅 維 持 了 極 短 暫 的 時 間， 新 生 政 權 還 來
不 及 建 立 名 譽 便 迅 速 破 滅。 清 軍 南 下 入 關， 大
順 政 權 退 出 北 京。 對 比 遠 在 江 南 的 衛 匡 國 仔 細
區 分 大 順 軍 隊 中 的 不 同 勢 力、 重 點 批 判 李 自 成
因 暴 力 而 錯 失 建 立 統 一 新 政 權 的 可 能 性， 湯 若
望 關 於 大 順 軍 隊 的 記 錄 以 其 進 京、 離 京 前 後 的
暴 行 為 主， 其 反 感 的 態 度 在 書 中 表 現 得 更 為 堅
決和直接。 58

　　 湯 若 望 主 要 記 載 的 大 順 軍 隊 暴 行 集 中 於 進
京 與 離 京 兩 段， 而 中 文 記 載 亦 以 此 兩 段 時 間 為
重。如《燕都日記》載：

　　十九日平明……賊殺傷官民何啻數

萬，溝渠坑塹血肉皆滿，民間亦多有乘

機報怨者，偽權將軍出令安民，禁擅殺，

間有梟示，竟不能止；縛去養馬燒火者無

算。至夜，淫縱尤甚，諸賊將挾妓招童，

歡呼達旦，稍忤其意者立死。

　　廿九日……城上賊兵暫輟，城外賊兵

亦進京索賞，是夜，淫污劫殺更甚於前，

民間老婦稚女，罕得免者。意以迎敵故，

縱之也。59

《遇變紀略》載：

　　市民語予曰：“賊兵搶刑部衙門，書

吏妻女投井者無算，眢井為之滿；院門皆

內扃，不敢啟……

　　五鼓，賊發大隊出齊化門去，猶留賊

兵萬餘守九門，內外縱火：各賊兵寓宅火

盡發，烈焰衝天。60

〈甲申紀聞〉載：

　　二十五日……賊將各踞巨室，藉沒子

女為樂；而兵士充塞巷陌，以搜馬搜銅為

名，沿門淫掠。稍違言，兵在其頸……

　　二十三日……行二日，忽有令箭至，

焚毀城外民舍。

　　三十日，守者亦盡焚宮殿而去。61

但 在《 甲 申 核 真 略 》 中， 楊 士 聰 在 記 錄 了 一 則
擄 掠 民 女 暴 行 後 說：“ 此 李 賊 兵 敗 入 城， 軍 紀
不行，兩日來淫掠之大較也。若二十六日以前，
則 絕 無 此 等。” 62 可 見， 楊 士 聰 認 為 在 兵 敗 之
前的大順軍紀尚可。

　　 衛 匡 國 和 魯 日 滿 都 在 書 中 記 錄 了 清 廷 在 建
立 政 權 之 初 的 混 亂 治 安， 以 及 對 未 來 傳 教 環 境
的 消 極 預 期； 而 湯 若 望 則 不 同， 在 他 的 筆 下，
滿 人 對 北 京 的 統 治 有 極 為 良 好 的 開 端 —— 滿 人
迅 速 打 敗 大 順 軍 隊， 穩 定 北 京 局 勢， 受 到 北 京
市 民 的 歡 迎。 63 參 考 同 時 期 的 文 人 筆 記，《 謏
聞續筆》所記的入城清軍極有秩序：

　　清人來居其中，見我人甚有禮，曰：

“中華佛國也，我輩來作踐佛地，罪過

罪過。”踰數日，復召西達三千來助城

守，皆弢弓束矢，負而上城，曰恐驚百

姓也。64

《 定 思 小 紀 》 也 有 清 軍 初 入 北 京 時 令 行 禁 止 的
記 載：“ 從 兵 甚 寡， 於 道 旁 埋 鍋 而 爨， 無 輒 入
民家者， 民或往觀， 弗之禁。” 65《 遇變紀略 》
對當時清廷的記載為：

　　設施新政，無非解網弛禁，期與臣民

更始；故朝野一時歡然服從，如大旱之得

時雨也……是月中旬，長安市上仍復冠蓋

如故矣。66

在 這 些 筆 記 中， 清 軍 甫 入 北 京 時 的 形 象 皆 以 正
面 為 主， 如 前 文 提 及 清 軍 違 令 佔 據 民 房 的《 再
生紀略》，也有記載稱清軍當時紀律極嚴，“殺
一 人 者， 十 人 償 之； 殺 一 犬 者， 一 人 償 之； 犯
淫者誅無赦”。 67

　　 此 後， 湯 若 望 與 清 朝 官 員 為 保 護 教 內 財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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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行 的 交 流 更 直 接 地 體 現 出 新 王 朝 統 治 者 的 高
效 與 公 正， 這 也 與 湯 若 望 在 前 文 記 載 的 明 朝 普
通 辦 事 官 員 的 行 為 形 成 了 對 比。 湯 若 望 長 期 參
與 明 廷 的 火 炮 鑄 造 工 程， 其 在 書 中 對 此 多 有 記
敘： 在 一 年 之 前， 由 於 被 賦 予 了 鑄 造 大 炮 的 使
命， 湯 若 望 曾 與 大 量 官 宦 共 事。 其 間， 湯 若 望
在 原 料、 勞 動 力 等 具 體 事 務 上 多 次 受 到 同 事 者
的 惡 意 刁 難， 進 度 一 再 受 阻。 68 同 時， 他 付 出
大 量 心 血 的 天 文 治 曆 工 作， 也 因 其 他 官 員 的 嫉
妒 與 謠 言 而 陷 入 停 滯。 69 湯 若 望 認 為， 明 廷 內
部 的 勾 心 鬥 角 使 這 些 官 員 已 無 暇 顧 及 這 一 政 權
的 真 正 利 益， 因 此 他 當 時 已 對 明 帝 國 的 未 來 深
感悲觀。

　　 形 成 鮮 明 對 照 的 是， 一 年 後 作 為 新 晉 勝 利
者 的 清 朝 官 員 對 他 以 禮 相 待， 其 中 尤 以 范 文 程
對 其 影 響 最 大。 作 為 清 初 重 臣， 范 文 程 態 度 和
藹， 關 注 湯 若 望 的 學 識 與 天 文 工 作， 幫 助 他 以
合 法 的 方 式 保 護 耶 穌 會 的 財 產。 70 即 使 是 對 天
主 教、 天 文 學 不 甚 了 解 者， 也 忠 誠 地 遵 循 了 來
自上級的命令。71 在對三個政權的軍事與行政能
力描寫之中，湯若望對清廷的評價最為積極。

（二）對外態度

　　 湯 若 望 以 自 身 天 文 算 學 知 識 在 中 國 立 足，
因 此 他 對 自 己 的 知 識 能 否 受 到 重 視 分 外 敏 感。
在 筆 記 中， 湯 若 望 用 大 量 筆 墨 記 錄 了 他 在 朝 廷
工 作 的 感 受。 除 去 因 時 間 過 短 而 未 建 立 起 完 整
政 府 機 構 的 大 順 政 權， 湯 若 望 在 明 清 兩 朝 都 因
其 西 學 造 詣 受 到 統 治 者 與 高 級 官 員 們 重 用。 72

在 湯 若 望 的 記 載 中， 與 重 視 其 技 能 但 始 終 心 存
芥 蒂 的 明 廷 相 比， 清 初 官 員 的 交 流 態 度 更 加 開
放 和 平 等。 在 明 朝， 除 少 數 奉 教 士 人 與 其 儕 流
外， 多 數 官 員 與 湯 若 望 的 交 流 僅 限 於 具 體 的 職
責 工 作， 較 少 涉 及 思 想 與 知 識 層 面 的 討 論。 湯
若 望 認 為， 自 己 在 明 廷 中 所 受 到 的 質 疑 及 推 行
新 曆 過 程 中 受 到 的 阻 礙， 大 多 出 於 文 官 與 宦 官
對 漢 家 身 份 與 固 有 儒 家 傳 統 的 高 度 自 傲， 這 種
封 閉 的 態 度 使 湯 氏 倍 感 失 望， 也 影 響 了 他 在 明
廷 中 的 工 作 —— 他 不 得 不 反 覆 向 崇 禎 帝 證 明 自
己 的 可 靠， 甚 至 直 到 明 朝 滅 亡， 凝 聚 湯 若 望 等

人心血的新法都未能正式推行。 73

　　 雖 然 身 在 南 方 的 魯 日 滿 尖 銳 地 批 評 了 新 統
治 者 對 知 識 的 鄙 夷， 但 在 北 京 的 湯 若 望 的 記 錄
中， 西 學 在 新 朝 受 到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尊 重 —— 清
廷 聽 從 他 改 良 曆 法 與 欽 天 監 工 作 的 建 議， 對 他
施 以 正 式 的 表 彰， 並 主 動 向 他 提 供 欽 天 監 的 職
位。 74 在 這 樣 的 環 境 中， 湯 若 望 建 立 起 較 前 朝
更 為 廣 博 的 交 友 網 絡： 他 自 泰 西 而 來， 掌 握 天
文 算 學 等 先 進 知 識， 在 關 外 時 期 便 效 力 於 清 廷
的 官 僚 向 他 表 示 善 意； 湯 若 望 先 事 明 朝、 又 事
清 朝， 故 而 與 龔 鼎 孽、 胡 世 安、 王 崇 簡 等 同 樣
有 改 換 門 庭 經 歷 的 貳 臣 也 有 密 切 來 往。 75 在 清
廷 中， 官 員 們 頻 繁 地 與 他 交 談、 通 信， 讚 美 他
在 天 文 學 上 取 得 的 成 就， 讚 揚 他 主 持 編 修 的 新
曆 法。 在 頌 詞 與 往 來 詩 文 中， 他 們 坦 蕩 地 列 舉
中 國 舊 有 曆 法 的 局 限 性， 讚 美 湯 若 望 新 的 計 算
方式。除了與湯若望進行天文學上的交流之外，
他 們 也 樂 於 獲 取 關 於 泰 西 文 明、 天 主 信 仰 的 知
識，將之視為視野的有益拓展。 76

　　 其 中， 徐 元 文 讚 揚 了 湯 若 望 來 華 的 行 為，
肯 定 了 他 的 知 識、 信 仰 與 工 作， 將 他 視 作 官 員
們 應 該 效 仿 的 對 象。 77 作 為 朱 熹 新 儒 學 倡 導 者
之 一 的 魏 裔 介 大 膽 地 在 文 中 談 論 儒 學 與 天 主 教
在信仰上的共同點，“主教尊天，儒教亦尊天，
主 教 窮 理， 儒 教 亦 窮 理 ”， 78 更 將 二 者 作 為 通
向 人 類 至 聖 的 道 路 相 提 並 論。 清 代 官 僚 與 知 識
分 子 的 開 放、 尊 重， 為 湯 若 望 描 繪 了 充 滿 希 望
的 未 來 圖 景， 推 動 了 身 為 西 來 傳 教 士 的 他 融 入
到清代的精英階層。

　　 除 此 之 外， 清 廷 與 朝 鮮 頻 繁 的 政 治 文 化 往
來 也 使 湯 若 望 獲 得 擴 大 影 響 力 的 新 契 機。 在 清
軍 入 京 後， 湯 若 望 結 識 了 入 清 為 質、 暫 住 紫 禁
城 文 淵 閣 的 朝 鮮 昭 顯 世 子， 並 使 後 者 對 西 學 與
天 主 教 義 產 生 興 趣， 進 而 計 劃 在 朝 鮮 加 以 推
廣。 79 自 昭 顯 世 子 開 始， 赴 清 的 朝 鮮 使 者 也 多
與 湯 若 望 有 所 接 觸， 他 們 將 湯 若 望 視 為 先 進 技
術 知 識 與 文 化 理 念 的 傳 播 者。 80 湯 若 望 藉 由 清
廷， 得 以 與 中 國 之 外 的 王 室 與 官 僚 接 觸， 進 一
步擴大西學與天主教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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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宣教可能

　 　 湯 若 望 曾 直 截 了 當 地 評 價 崇 禎 帝 的 優 點
在 於 他 對 天 主 教 的 讚 揚 與 鼓 勵 。 8 1 然 而 ， 皇
帝 的 偏 重 並 未 貫 徹 於 王 朝 的 整 體 意 志 之 中 ，
也 未 真 正 對 湯 若 望 在 帝 國 中 樞 的 傳 教 活 動 產
生 幫 助 ， 反 之 卻 成 為 阻 力 來 源 之 一 。 明 政 權
內 部 的 君 主 與 官 員 之 間 的 立 場 分 裂 出 現 於 諸
多 傳 教 士 的 敘 述 之 中 。 衛 匡 國 記 載 了 萬 曆 帝
為 保 護 傳 教 士 與 官 員 們 進 行 的 鬥 爭 ， 這 場 政
治 鬥 爭 最 終 以 萬 曆 帝 失 敗 、 傳 教 士 被 權 力 機
構 驅 逐 而 告 終 。 衛 匡 國 認 為 這 場 失 敗 的 鬥 爭
是 明 廷 整 體 對 天 主 教 搖 擺 態 度 的 縮 影 ， 並 認
為 這 埋 下 了 帝 國 被 天 主 懲 罰 、 走 向 崩 潰 的 禍
根 。8 2 魯 日 滿 詳 細 記 述 了 南 明 永 曆 皇 帝 和 奉 教
太 監 龐 天 壽 之 間 的 權 力 、信 仰 之 爭 。8 3 甚 至 遠
在 南 美 的 教 士 帕 萊 福 ， 也 在 他 根 據 在 華 教 士
來 往 信 件 寫 成 的 作 品《 韃 靼 征 服 中 國 史 》中 ，
記 錄 了 明 廷 官 員 對 崇 禎 帝 命 令 的 陽 奉 陰 違 和
明 廷 對 外 國 人 與 宗 教 活 動 的 高 度 忌 憚 。8 4 作 為
服 務 於 中 央 朝 廷 的 西 來 傳 教 者 ， 湯 若 望 被 直
接 捲 入 皇 帝 與 官 員 的 矛 盾 之 中 ， 他 在 王 朝 統
治 者 及 官 僚 的 重 用 、 提 防 與 控 制 中 ， 小 心 地
保 持 着 明 廷 任 務 與 自 身 宗 教 身 份 的 平 衡 。 大
量 的 世 俗 工 作 與 傳 教 事 業 上 相 對 有 限 的 進 展 ，
再 加 上 來 自 部 分 教 友 與 明 廷 同 事 者 的 誤 解 、
質 疑 與 攻 訐 ，為 湯 氏 帶 來 相 當 大 的 精 神 壓 力 ，
令 他 幾 度 計 劃 放 棄 世 俗 事 務 ， 以 求 純 粹 地 為
傳 教 工 作 。 8 5

　　 正 如 前 文 所 提 及 的， 在 湯 若 望 筆 下， 清 初
的 中 央 朝 廷 有 更 強 的 控 制 能 力 與 辦 事 效 率， 清
初 的 官 員 們 也 更 為 開 放 和 包 容， 為 傳 教 事 業 的
未 來 發 展 構 架 起 良 好 的 基 礎。 儘 管 湯 若 望 在 書
中 並 未 留 下 此 時 他 與 清 朝 官 員 直 接 討 論 傳 教 的
記 錄， 但 在 日 常 往 來 交 流 之 中， 尤 其 是 范 文 程
仔 細 詢 問 湯 若 望 在 明 朝 所 擔 任 的 官 職 與 工 作 內
容、 天 主 教 的 相 關 知 識 時， 新 征 服 者 在 用 人 上
的 不 拘 一 格 已 表 露 出 來。 86 湯 若 望 敏 銳 地 捕 捉
到 清 朝 官 員 對 西 學 與 天 主 教 的 探 求 欲， 並 決 心
利 用 這 一 優 勢 鞏 固 自 己 的 地 位， 從 而 在 傳 教 方
面取得比明朝更高的成就。

　　 綜 上 所 述， 湯 若 望 因 李 自 成 及 其 軍 隊 的 暴
行 而 反 對 大 順 的 統 治。 在 統 治 階 級 的 素 質、 對
待 外 來 新 事 物 的 態 度 及 宗 教 觀 這 三 個 層 面 上，
他 都 給 予 清 廷 更 多 的 正 面 評 價。 由 此， 湯 若 望
在 筆 記 中 給 出 了 他 選 擇 效 力 於 清 廷 的 最 詳 盡 的
解釋。

四、傳教策略的反思與身份難題

　　 關 乎 一 國 運 轉 或 一 人 存 身 的 現 實 因 素 眾
多，而此書在記敘之中格外重視以上三個層面。
若 要 對 此 作 進 一 步 討 論， 則 要 考 慮 到 此 書 生 成
與 出 版 的 背 景， 並 往 上 追 溯 到 湯 若 望 遠 赴 中 國
的初衷。

　　早在 1616 年，尚在羅馬學院學習的湯若望
就 決 定 要 前 往 中 國 傳 教。 他 決 心 在 數 理 科 學 上
取得一定的成績， 並以此復現利瑪竇（Matteo 
Ricci） 與 方 濟 各· 沙 勿 略（Francis Xavier）
在 遠 東 取 得 的 成 功。 87 當 湯 若 望 經 澳 門 進 入 中
國 內 地 之 後， 正 如 他 曾 經 預 期 的 一 般， 其 科 學
造 詣 使 他 迅 速 建 立 起 個 人 威 望， 並 在 短 短 十 餘
年 間 得 到 了 崇 禎 帝 的 歡 心， 有 效 推 進 了 教 會 的
發展。 88

　　 然 而， 在 個 人 能 力 越 發 受 到 明 廷 重 視 的 情
況 下， 湯 若 望 發 現 日 漸 繁 重 的 世 俗 職 務 已 經 開
始 不 可 避 免 地 與 傳 教 任 務 發 生 衝 突。 這 一 矛 盾
不 僅 存 在 於 時 間 與 精 力 的 分 配 上， 更 存 在 於 朝
廷 顧 問 與 傳 教 士 這 兩 種 身 份 之 間。 他 原 本 是 為
了 增 加 社 會 影 響 力、 便 於 傳 教 而 為 明 廷 工 作，
然 而 若 要 進 一 步 融 入 明 廷 官 員 群 體， 就 不 可 避
免 地 需 要 減 少 自 身“ 立 異 ” 的 宗 教 色 彩， 這 無
疑 背 離 了 他 的 初 衷。 但 如 果 湯 若 望 放 棄 為 明 廷
工 作， 耶 穌 會 的 活 動 即 會 因 為 失 去 庇 護 者 而 受
到 直 接 的 影 響， 甚 至 他 與 教 友 的 個 人 安 全 也 可
能失去保障。

　　 在 這 種 矛 盾 的 心 理 之 下， 湯 若 望 對 自 己 所
繼 承 的“ 文 化 適 應 ” 策 略 進 行 了 全 方 面 的 反 思
與 權 衡。 所 謂“ 文 化 適 應 ” 策 略， 與 當 時 流 行
的 歐 洲 化 傳 教 精 神 大 相 徑 庭， 相 關 的 種 種 辯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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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持 續 至 今， 其 表 現 為： 在 華 傳 教 士 放 棄 本 國
的 語 言， 積 極 融 入 異 國 文 明 與 政 治， 利 用 在 世
俗 世 界 取 得 的 成 就 來 反 哺 精 神 世 界 信 仰 的 成
功。 89 明 帝 國 有 成 熟 且 與 歐 洲、 非 洲 迥 異 的 文
化 體 系， 以 及 與 這 一 文 化 體 系 同 樣 發 達 的 孤 立
主 義 精 神 與 純 然 自 給 自 足 的 政 治 實 體。 90 利 瑪
竇 等 人 的 經 驗 反 覆 向 湯 若 望 申 明， 這 一 方 法 是
傳 教 士 在 中 國 得 以 生 存、 得 以 開 展 工 作 的 必 要
條 件： 傳 教 士 如 果 放 棄 了 科 學 技 術 這 一 媒 介，
很 有 可 能 會 失 去 他 們 在 明 帝 國 眼 中 的 最 大 價
值。

　　 這 種 使 宗 教 附 庸 於 世 俗 體 系 之 中 的 做 法，
促 使 湯 若 望 兢 兢 業 業 地 為 明 廷 服 務。 然 而， 在
他 為 這 個 帝 國 工 作 的 二 十 餘 年 之 中， 湯 若 望 始
終 未 能 成 功 勸 化 帝 國 的 最 高 統 治 者。 隨 着 明 廷
內 部 臣 臣 之 間、 君 臣 之 間 的 矛 盾 不 斷 激 化， 湯
若 望 清 楚 地 意 識 到 政 治 身 份 給 傳 教 事 業 帶 來 的
阻 力； 同 時， 他 又 無 法 承 擔 放 棄 政 治 身 份、 中
斷 傳 教 士 在 華 一 切 事 業 的 風 險。 因 此， 若 要 堅
持 這 一 傳 教 方 式、 維 護 在 華 既 已 取 得 的 成 就，
湯 氏 必 須 承 擔 這 種 身 份 衝 突 帶 來 的 痛 苦， 在 保
守 的 官 僚、 封 閉 的 對 外 態 度 以 及 對 天 主 教 的 排
斥 下 繼 續 自 己 的 工 作， 以 期 未 來 能 夠 收 獲 理 想
的碩果。

　　 恰 在 此 時， 明 朝 與 大 順 的 滅 亡 帶 給 了 湯 若
望 新 的 思 考。 戰 亂 與 傳 教 士 的 大 量 南 逃 使 耶 穌
會 在 華 北 打 下 的 基 礎 幾 近 崩 塌， 也 讓 湯 若 望 看
到 了 改 旗 易 幟、 重 起 爐 灶 的 希 望。 他 認 為 明 王
朝 的 覆 滅 是 神 聖 的 示 警， 警 告 他 們 此 前 傳 教 策
略 的 失 敗， 他 決 定 以 此 為 契 機， 放 棄 曆 法 與 天
文 的 工 作， 不 再 試 圖 在 朝 廷 中 謀 取 地 位， 一 心
一意奉獻於傳教事業。91

　　 然 而，“ 上 主 的 預 警 並 不 止 於 此 ”。 在 大
順 軍 隊 決 定 退 出 北 京 之 前， 叛 軍 放 火 焚 燒 了 城
中 的 大 量 民 房， 耶 穌 會 的 住 宅 也 被 牽 連 其 中。
在 這 場 火 災 中， 保 存 記 載 天 文 算 術 相 關 資 料 的
木 板 在 火 焰 下 出 乎 意 料 地 得 以 保 全， 竟 一 字 也
未 被 焚 毀。 92 湯 若 望 在 記 錄 中 將 這 安 然 無 恙 的
易 燃 物 稱 為“ 奇 跡 ”， 強 調 這 是 天 主 的 最 終 提

示， 告 訴 耶 穌 會 士 繼 續 之 前 的 工 作 —— 要 擺 脫
利 瑪 竇 傳 教 方 式 所 帶 來 的 矛 盾， 除 了 改 變 傳 教
策 略 這 一 辦 法 外， 還 可 通 過 傳 教 環 境 的 變 化 來
實 現。 明 朝 的 滅 亡 與 清 朝 的 初 興， 無 疑 正 是 一
個 傳 教 環 境 發 生 劇 烈 變 化 的 時 機。 湯 若 望 最 終
選 擇“ 順 應 指 示 ”， 繼 續 堅 持 這 一 策 略， 為 新
的朝廷效力。

　　 如 本 文 開 篇 曾 聲 明 的，《 歷 史 敘 述 》 中 的
敘 述 時 間 線 截 止 於 順 治 帝 去 世 的 1661 年， 此
書 在 四 年 後 經 歐 洲 耶 穌 會 許 可 在 維 也 納 出 版。
耶 穌 會 士 在 獻 給 哈 布 斯 堡 王 朝 的 神 聖 羅 馬 帝 國
皇帝利奧波德一世（Leopold I）的前言中，讚
美 了 湯 若 望 在 東 方 以 世 俗 生 活 反 哺 傳 教 工 作 所
取 得 的 成 就。 93 關 於 此 書 寫 作 與 出 版 的 原 因，
可 以 從 當 時 耶 穌 會 在 歐 洲 出 版 的 另 一 部 中 國 作
品中窺見一二。1650 年，耶穌會因為在中國採
取 適 應 中 國 禮 儀 的 傳 教 策 略 而 備 受 非 議， 在 華
耶 穌 會 士 為 此 派 出 代 表 衛 匡 國 赴 歐 為 其 辯 護。
在 返 回 羅 馬 的 途 中， 衛 匡 國 開 始 籌 備 在 歐 洲 出
版關於中國的作品，為這場辯論作輿論準備。94

衛 匡 國 出 版 的 作 品 包 括 同 樣 詳 細 描 寫 明 清 易 代
過 程 的 中 國 歷 史 作 品《 韃 靼 戰 紀 》， 此 書 於
1654 年 出 版 了 第 一 個 拉 丁 文 版 本， 並 在 歐 洲
大 獲 成 功， 為 耶 穌 會 的 適 應 策 略 贏 得 了 眾 多 支
持，也吸引了大量傳教士申請前往中國教區。95 
1657 年， 衛 匡 國 踏 上 歸 途 —— 他 完 成 了 在 華
耶 穌 會 交 給 他 的 兩 項 使 命： 促 使 教 皇 亞 歷 山 大
七世（Alexander VII）認可耶穌會對中國禮儀
的 處 理 方 式； 招 募 更 多 的 傳 教 士 以 解 決 戰 爭 所
加 劇 的 中 國 教 區 人 手 不 足 的 問 題。 湯 若 望 是 在
華 耶 穌 會 中 最 早 知 道 衛 匡 國 成 功 的 人 員 之 一。
衛 匡 國 與 在 歐 洲 招 募 的 第 一 批 傳 教 士 抵 達 廣 州
時， 正 是 湯 若 望 將 此 消 息 轉 呈 順 治 帝， 令 衛 匡
國 一 行 人 得 到 許 可， 順 利 北 上。 96 作 為 耶 穌 會
在清廷中世俗職務最高、與清廷統治者最接近、
貫 徹 這 一 策 略 最 徹 底 而 飽 受 爭 議 者， 湯 若 望 有
理 由 關 心 衛 匡 國 如 何 為 自 己 與 教 友 們 所 堅 持 的
策 略 辯 護， 他 由 衛 匡 國《 韃 靼 戰 紀 》 的 成 功 而
想到自己的筆記，由此決定將其整理出版成書，
讓 在 華 耶 穌 會 持 續 在 歐 洲 產 生 影 響， 讓 適 應 性
策略持續在歐洲獲得支持，這是極為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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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 了 為 在 華 耶 穌 會 辯 護 外， 湯 若 望 整 理 出
版 此 書 的 另 一 動 機， 可 能 是 對 他 面 臨 的 種 種
爭 議 作 出 含 蓄 的 回 應。 如 前 所 述， 湯 若 望 在 華
期 間 參 與 了 大 量 與 傳 教 不 存 在 直 接 關 係 的 朝 廷
工 作， 且 與 教 外 人 士 多 有 往 來， 這 些 行 為 在 教
會 內 也 頗 受 質 疑。 關 於 湯 若 望 在 中 國 參 與 明 清
兩 朝 工 作、 接 受 清 廷 官 職 等 行 為 動 機 的 質 疑 ，
令 其 不 堪 其 擾。 97 湯 若 望 通 過 整 理 出 版 這 一 作
品， 自 陳 經 歷 與 心 路， 既 是 從 明 清 鼎 革 親 歷 者
的 視 角 描 述 這 一 變 遷 與 維 護 在 華 耶 穌 會 的 策
略， 也 是 從 北 方 耶 穌 會 在 明 清 鼎 革 之 中 一 系 列
選 擇 的 當 事 者 的 角 度， 向 同 會 修 士 與 歐 洲 其 他
讀 者 作 出 解 釋 —— 他 支 持 清 廷， 是 為 了 傳 教 事
業的發展。

　　1648 年， 歐 洲 的“ 三 十 年 戰 爭 ” 以《 威
斯 特 伐 利 亞 和 約 》 的 簽 訂 而 告 終， 這 一 條 約 包
含 了 許 多 宗 教 方 面 的 內 容， 締 約 者 試 圖 維 護 神
聖 羅 馬 帝 國 內 部 政 治 秩 序 與 宗 教 秩 序 之 間 的 平
衡， 建 立 起“ 統 一 ” 的 秩 序， 這 可 能 便 是 耶 穌
會 士 們 將《 歷 史 敘 述 》 的 前 言 獻 給 利 奧 波 德 一
世 的 原 因。 98 無 論 神 聖 羅 馬 帝 國 的 皇 帝 是 否 會
因 此 書 對 天 主 教 在 東 方 的 延 伸 產 生 興 趣， 耶 穌
會 士 們 對 此 書 的 期 望 已 然 表 現 出 來： 他 們 認 可
湯 若 望 的 工 作， 認 為 他 的 作 品 將 會 對 顯 揚 耶 穌
會 傳 教 策 略 與 成 就 發 揮 積 極 的 作 用， 他 們 也 希
望 這 本 書 能 使 耶 穌 會 在 中 國 的 事 業 獲 得 長 期 而
穩定的歐洲支持。

　　 上 文 所 提 及 湯 若 望 在《 歷 史 敘 述 》 評 價 三
個 政 權 時 所 看 重 的 三 個 因 素， 恰 恰 是 明 末 時 期

“文化適應”策略動搖時，阻礙耶穌會士傳教的
三 個 最 重 要 的 因 素。 其 中， 他 認 為 清 廷 擁 有 開
放 的 新 官 僚、 包 容 的 對 外 態 度、 對 天 主 教 教 義
的 好 奇 與 尊 重。 在 湯 若 望 筆 下， 存 在 於 明 帝 國
的 舊 障 礙 已 被 新 的 王 朝 除 去， 他 為 朝 廷 工 作 與
傳 教 士 身 份 之 間 的 衝 突 以 這 種 戲 劇 性 的 方 式 暫
時 得 以 消 弭。 湯 若 望 此 書 看 似 是 記 錄 明 清 更 迭
的 歷 史， 實 際 上 這 些 描 寫 都 為 在 華 的 北 方 耶 穌
會 的 選 擇 作 出 鋪 墊 ——《 歷 史 敘 述 》 的 作 品 核
心 在 於 以 湯 若 望 為 首 的 耶 穌 會 會 士 在 朝 代 變 遷
之中致力於維護教會與傳教事業發展的事跡。

　　 以 上 的 三 個 因 素 固 然 有 其 現 實 相 關 性， 但
無 不 與 傳 教 事 業 未 來 的 發 展 緊 密 相 連。 從 前 文
即 可 知， 與 其 說 湯 若 望 等 人 倒 向 清 廷 是 因 為 其
強 大 的 控 制 力， 不 如 說 是 因 為 清 廷 所 帶 來 的 在
傳教事業上取得巨大突破的可能。《歷史敘述》
不 僅 是 湯 若 望 對 耶 穌 會 在 中 國 既 往 挫 折 與 成 就
的 總 結， 更 進 一 步 蘊 含 着 耶 穌 會 士 對 傳 教 事 業
在 中 國 光 明 未 來 的 預 言。 這 部 出 版 於 歐 洲 的 作
品是為遠東的傳教藍圖擂鼓吶喊。

　　 此 外， 此 書 更 向 歐 洲 展 示 了 對 傳 教 事 業 無
比 忠 誠 的 耶 穌 會 士 湯 若 望 的 形 象， 間 接 回 應 教
會內外對湯若望的諸多質疑：在本書的描寫中，
湯 若 望 願 意 為 了 推 動 傳 教 工 作 而 放 棄 世 俗 的 成
就， 經 受 世 俗 的 非 議； 即 使 在 他 本 人 的 事 業 陷
入 停 滯 之 時， 他 也 努 力 為 其 他 教 徒、 教 士 提 供
幫 助 與 庇 護， 不 懼 任 何 生 命 危 險； 當 新 的 帝 國
為 其 指 示 新 的 可 能 時， 他 依 舊 為 了 傳 教 而 作 出
選 擇， 而 非 忠 於 某 個 確 切 的 政 權 或 是 某 位 具 體
的 統 治 者。 《 歷 史 敘 述 》 所 呈 現 的 這 一 形 象 正
如湯若望在〈主教緣起總論〉中所寫的：

　　雖繇是獲謗招尤，一切不顧，繇是推

知予為天主行教，其殫精盡瘁，守正不

阿，以求無負本學，有必不敢後者矣。99

結語

　　 本 文 通 過 解 讀 湯 若 望 在《 歷 史 敘 述 》 中 的
明 清 鼎 革 書 寫， 解 釋 隱 藏 在 該 書 背 後 的 湯 若 望
的 寫 作 心 理 與 自 我 認 知， 以 及 當 時 歐 洲 耶 穌 會
對 湯 若 望 在 華 工 作 的 態 度。 萬 曆 年 間， 利 瑪 竇
所 制 定 的“ 文 化 適 應 ” 傳 教 策 略， 在 當 時 的 歷
史 背 景 下 具 有 一 定 的 合 理 性， 然 而 這 種 合 理 性
在 本 質 上 是 為 了 達 致 傳 教 的 目 的 而 作 出 讓 步 的
結 果。 只 要 東 方 文 明 對 外 來 文 明 的 排 斥 與 天 主
教 文 明 使 東 方 文 明 皈 依 的 願 望 仍 然 存 在， 兩 種
文 明 的 衝 突 就 不 能 真 正 避 免。 湯 若 望 在 明 末 所
面 臨 的 在 華 政 治 身 份 與 歐 洲 傳 教 士 身 份 之 間 的
矛 盾， 是 當 時 傳 教 士 群 體 困 境 的 縮 影。 這 一 矛
盾在清代初期以改朝換代的方式得以暫時消解，
但 卻 始 終 存 在 於 他 們 的 傳 教 事 業 之 中。 而 湯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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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所 開 啟 的 以 科 學 家 身 份 服 務 於 清 廷 統 治 者，
進 而 獲 得 發 展 傳 教 事 業 庇 護 的“ 效 忠 － 庇 護 ”
模 式， 看 似 解 決 了 傳 教 士 在 中 國 的 居 留 問 題，
但 也 意 味 着 傳 教 士 群 體 的 生 存 極 大 依 賴 於 皇 權
對 於 西 學 的 興 趣。 他 們 的 傳 教 工 作 因 而 需 要 讓
步 於 朝 廷 工 作， 且 不 得 不 耗 費 大 量 時 間 來 維 持
其 與 統 治 階 級 的 關 係。 同 時， 統 治 階 級 的 態 度
一 旦 發 生 變 化， 受 其 庇 護 的 傳 教 士 所 展 開 的 傳
教事業將受到極大打擊。 100 隨着湯若望等傳教
士 進 入 清 廷 並 在 政 權 中 取 得 越 來 越 高 的 地 位，
兩種文明之間的矛盾在康熙五年（1666 年）前
所 未 有 地 集 中 爆 發， 幾 乎 將 湯 若 望 乃 至 中 國 的
傳 教 事 業 置 於 死 地。 其 後 的 禁 教 風 波， 也 進 一
步 證 實 耶 穌 會 士 們 的 這 一 策 略 確 實 潛 藏 隱 患。
從 另 一 角 度 來 說， 湯 若 望 等 傳 教 士 所 作 出 的 選
擇 符 合 當 時 中 國 傳 教 事 業 的 實 際 需 求： 從 清 軍
入 京 到 康 熙 曆 獄 之 前， 天 主 教 在 中 國 得 到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發 展，《 歷 史 敘 述 》 力 圖 說 服 歐 洲 讀
者 相 信 的 藍 圖 一 度 成 真。 101 正 如 1665 年 此 書
的 前 言 所 說， 在 中 國 的 事 業 並 未 令 人 失 望。 102

即 使 是 親 身 經 歷 康 熙 曆 獄 的 傳 教 士 殷 鐸 澤， 他
在 寫 作 中 依 舊 肯 定 了 湯 若 望 在 清 廷 的 崇 高 地 位
為在華傳教士與其事業帶來極大的幫助。 103

　　 湯 若 望 筆 下 的 明 清 鼎 革 敘 事 的 背 後， 記 錄
的 是 他 在 朝 代 更 替 之 中 試 圖 為 教 會 謀 求 最 大 利
益 的 過 程。 不 可 否 認， 湯 若 望 從 明 朝 顧 問 到 清
朝 官 員 的 身 份 轉 變 是 建 立 在 朝 代 鼎 革 的 種 種 衝
突 與 矛 盾 之 上， 具 有 明 顯 的 現 實 性 因 素， 但 結
合 其 表 述 與 相 關 紀 年 研 究 可 以 看 出， 這 種 現 實
性 因 素 也 與 其 對 於 傳 教 事 業 的 熱 忱 相 連， 並 非
只 為 世 俗 官 僚 身 份 或 現 實 生 存 壓 力 所 綁 架。 湯
若 望 以 明 清 鼎 革 的 大 背 景 為 基 礎， 結 合 自 身 經
歷 與 修 會 面 臨 的 現 實 問 題， 作 出 傳 教 事 業 的 新
規 劃， 體 現 出 歷 史 轉 折、 朝 代 更 迭 中 的 人 物 活
動的複雜性。而湯若望回憶作品所經歷的編輯、
整 理 過 程， 也 呈 現 出 歐 洲 耶 穌 會 強 調 湯 若 望 忠
誠 傳 教 士 的 身 份， 以 及 掩 蓋 其 在 明 清 兩 朝 世 俗
政 治 角 色 的 努 力。 《 歷 史 敘 述 》 所 塑 造 的 以 傳
教 使 命 為 先 的 湯 若 望 個 人 與 在 華 耶 穌 會 形 象，
既 有 其 現 實 依 據， 也 與 當 時 修 會 內 外 的 爭 議 密
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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