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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中西思想交流的契合点 

——介绍陈卫平教授的徐光启及明清中西文化交流研究—— 

 

顾卫民 

 

陈卫平教授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研究明清之际天主教东来与当时中国思想

界沟通和绾接的先行者，早在 1992 年，他就出版了《第一页与胚胎：明清之际

的中西文化比较》一书，著名哲学家冯契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指出，“从世界范围

来看，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将是一个东西方各国既互相影响，趋于合流，又各自

发扬其民族特色的新时代，所以讨论当前建设中的中西文化比较问题，需要从世

界的联系来考察，要求我们有更广阔的视野，”“此书说明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中

西文化比较的第一页既有经验又有教训，对我们今天仍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西方学者钟鸣旦所编写的《中国基督教研究手册》第 1 卷（Nicolas Standaret,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 1. P705）也将其列为早期中国天主教研究的

必备参考书。 

近年，陈卫平教授又与李春勇博士合撰了《徐光启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一书，最近，他又发表了《明清之际西学流播与中国本土思想的接应》

一文（载《南京大学学报》2009 年第 6 期），在先前研究的基础上，对徐光启的

生平与思想，以及晚明中国思想界的嬗变与当时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关系，提出

了一些重要的发人深思的看法，本文综合以上数种著述，作一介绍，希望引发广

大的读者的思考和关注。 

有关徐光启的著述出版甚多，这本《评传》的特点，是将徐光启放在晚明的

特殊的环境中加以考察，将他置于当时中国士大夫阶级中的忧国之士试图进行的

知识重建以及信仰价值观重建的地位上加以论述。晚期以至明末历史的重要特

征，便是外患与内忧。明朝与后金在辽东的战事以及明军的屡屡败北，成为当朝

统治阶级挥之不去的梦魇，更为严重的是国内政治的腐败，官宦专权以及党政不

断，而农业和农村的破产则是导致明朝国家和社会由盛转衰，最后走向灭亡的不

治之症。《评传》的作者指出：“徐光启一生所作所为，无论是从政治还是受洗入

教，也不论是科学研究还是著书立说，归根到底，就是力图扭转这种国穷兵弱的

局面”。（第 11 页）崇祯六年（1633 年）十一月八日，在徐光启存留人世的最后

一天，念念不忘的就是这两件事，陈子龙《农政全书，凡例》记曰：“往公以大

宗伯掌詹，子龙谒之都下，问当世之务，时秦盗初起，公曰：‘自今以往，国所

患贫者，而盗未易平也。中原之民，不耕久矣。不耕之民，易与为非，难与为善。

因言所辑农书，若已不能行其言，当俟之知者。”《评传》作者指出：“此番话说

于陕西农民造反的峰烟刚起之时，这意味着他所看重的‘农政’，要旨在于使破

产的离开土地的农民重新回到土地上耕作，从而杜绝农民的造反。因此，他临终

前，“语孙尔爵；速缮成《农政全书》进呈，以毕吾志”。他在和陈子龙所说的上

述那段话里，已经预计到其所言之‘农政’是实行无望了。事实上，“就在他去

世的当月下旬，农民造反的武装成功地实现了带有传奇色彩的‘渑池渡’突围，

由秦晋黄土高坡进入河南中原大地，‘不耕之民’纷纷揭竿而起，成了势不可挡

的洪流”。（第 12 页）而在此以前四年，思宗枉杀了主持辽事的袁崇焕，后金的

军队兵临北京城下，先前徐光启遣门徒入澳门引入西洋火器以御敌的一切努力似

乎均归于失败，明朝败亡的征象已是十分明显的了。 

徐光启在中国思想史以及中国教会史中的崇高地位当然与他事奉天主教有

关。《评传》的作者将他皈信天主教一事，视为晚明知识分子寻求信仰价值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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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努力，作者指出：在晚明这个由程朱理学为主导的信仰和思想体系发生动

摇的时代，“徐光启的信教、传教、护教背后的爱国情怀，是与他以天主教‘补

儒易佛’作为国家兴盛所必须的信仰价值体系相联系的”。（第 162 页），作者认

为，徐光启对天主教教义有着深刻的和正确的理解，即他将“事天”作为天主教

教义的根本宗旨，即以信仰上帝为核心的要义。他认为利玛窦的学问有大小之分，

小者“格物穷理”，大者“修身事天”，“事天”即事奉天主，信仰上帝是“修身”

与“事天”的唯一途径。之所以必须“事天”即信仰上帝，因为只有天主才能拯

救世人的灵魂，即所谓“天主生育拯救之恩”，他深切地认识到唯有天主才是最

大的最后的拯救者和赦免罪过者，即使是“古圣先贤”，因为他们“都是人，他

没有力量赦免得天下万世的罪过”。作者指出：“由此可见，徐光启从‘事天’的

核心是什么，如何‘事天’以及何为‘事天’三个方面来理解天主教，这些理解

是合乎天主教原意的。这表明他对天主教的信仰，并不是简单地听信了利玛窦等

传教士的宣传，而是自己独立研究天主教的结果，……他没有被传教士因为要附

会天主教‘合儒’而将两者的混淆所迷惑”。（第 166-167 页）。 

西方学者如谢和耐等认为徐光启等辈不是一个纯粹的天主教徒，他们宣扬的

“纯粹是儒教和基督教的大杂烩，与 16 世纪的儒教和佛教的混合物相似”。中国

学者黄节等则强调徐光启是为了学习西方科学而接近传教士，由此成为天主教

徒。作者对于这两种见解都不表赞同，他认为“徐光启既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

又是儒家士大夫。在徐光启看来，天主教与原始儒家思想一样，具有政治的功效，

并能够对社会风俗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产生有利的影响，它所能发挥的作用要远

远大于早此传入的佛教。”正是在此基础上，徐光启提出了天主教“易佛补儒”，

在徐光启看来，“儒学需要‘补’，用于进‘补’的正是天主教；佛学需要‘易’，

用于‘改易’也是天主教，一‘补’一‘易’之间，儒学高于或优于佛学的价值

不言自明。”（第 172 页）。这种解释，既说明徐光启身兼天主教徒以及儒生两种

身份并不相悖，也说明了徐光启要用天主教为当时中国的思想界以及社会提供新

的价值观的重建。 

作者在《评传》以及早年所著《第一页胚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比较》和

《明清之际西学流播与中国本土思想之接应》等著述中还分析了当时的中国思想

界的动向与西学输入的关系。作者认为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有利于西学的输入：

其一，实学主张回归经学（原始儒学），认为理学空谈心性，将心性之学置于学

问的核心地位，而将科技等知识视为“形下之器”的“未务”。实学思潮冲击了

这样的价值观念，包括徐光启在内的许多士人不约而同地将西学看成是“实学的

同道”。徐光启称西方传教士为“实心、实行、实学”（《泰西水法·序》），李之

藻说西学是“真修实学”（《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方以智和金声似有类似的看

法，由此，西洋科技跻身于经世之有用之学而被接纳；其二，实学强调言必实证，

在方法论上与西学有契合之处；西方传教士为减少传教阻力，大量引证儒家经典

以“合儒”，这与实学必本于经典证于史籍的方法颇为一致；更重要的是，传教

士输入的西方科技明显不同于中国传统科技的重要方面便是用仪器和实验取得

证据，对明清之际的科学家而言，就是以论说是否有事实根据来彰显西方科技之

实证和宋明理学之虚空。徐光启指出利玛窦等人所讲的西学和科技，其言理言道，

既皆返本跖实，绝去一切虚玄幻妄之说“（《刻同文指算序》）而“邵尧夫（雍）

未娴历法，而撰私理立法”（《简平仪说·序》），西学之实和理学之虚，在方法论

上的区别就是道理根植于事实还是出于杜撰。其三，实学经世致用的宗旨和“言

必证实”的方法论，引导明清之际的士大夫把构建西学科技知识体系的形式逻辑

纳入思维方式的视野。徐光启视《几何原本》的“由数达理”即体现在视数学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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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过程中的形式逻辑思维方式为西学科技之根本，他称其言几何之学是好比把绣

鸳鸯的“金针”度与人，而《几何原本》的逻辑思维方式则是针线之所出的本源，

试图以“由数达理”的形式逻辑思维方式作为把握西学科技的基础，正如他在《几

何原本杂议》中云：“能通几何之学，缜密甚矣。故率天下之人而归于实用者，

是或其所由之道也”，并称这种思维方式具有“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的普遍意

义。当然，《评传》的作者也指出：徐光启倡导的“由数达理”的思维方式，并

不对当时被视为最高权威的惟经典是从的经学思维方式提出挑战，他所言“补儒

易佛”仍以儒家经典为正宗及权威。因此，它只有研究学问的知识功能，而不具

有挣脱经学束缚解放思想的社会功能，即梁启超所谓‘乃研究法的运动’；非‘主

义的运动’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 35 页）。 

作者在其著述中论述了利玛窦等辈耶稣会士所传播的西学与当时中国社会

的王阳明学说盛行的演变及文化氛围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晚明王阳明心学的大

为流行，“恰为其时来中国的西学充当了媒介”，主要表现在如下诸方面：其一，

王学打破了以程朱理学为正统思想的最高权威，因为在“言不合朱子，率鸣鼓尔

攻之”的僵硬冷峻的文化气氛中，人们是不可能接受西学的。王学的良知准则论

蕴含着反对思想垄断，宽容异说的思想内涵，因为它强调自家内在的“心”（良

知）而不是古圣先贤的经典作判断是非善恶的准则，同时，王学还将源自陆象山

的“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思想予以发挥，即“理”普遍地存在于每个人的心

中，而不是某个个人能够独霸的。在李之藻的《<天主实义>重刻序》以及冯应

京的《刻<交友论>序》中都有“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之句。其二，王学有别

于程朱理学的重要之点，是注意到了被程朱忽视的自愿原则，而这一点则为天主

教教义的传播架设了思想的桥梁。自愿原则以为道德行为出于意志自由的选择；

自觉原则强调道德行为出于理性的自觉。正统儒学从孔孟到董仲舒以至程朱，以

伦理纲常出自天命和天理，人们应当体认并自觉地顺应和服从；王阳明则以良知

为本体，注重自愿，泰州学派认为德性修养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主体的自我选择，

“自成自道，自暴自弃”，正表现了意志自由的自主性品格，这正与天主教在伦

理学上继承西方哲学注重自愿原则的意志自由传统相吻合。天主教认为人在道德

和信仰领域应有出于意志自由的自主选择，人是否服从或信仰上帝，都是自愿选

择的结果。唯此上帝的赏罚善恶才有意义，故利玛窦在《天主实义》第六篇中说：

“善恶是非之心内之意为定，……故吾发意从理，即为德行君子，天主佑之，吾

弱意兽心，即为犯罪小人，天主且弃之矣。”作者敏锐地看到了并引证了纪昀在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论及毕方济《灵言蠡勺》时的评论“明季之年，心学盛

行，西士慧黠，摭佛经而变幻之，以投时好，其说骤行，盖由于此。”《灵言蠡勺》

一书正是由毕方济与徐光启所合译的著作，该书专言“亚尼玛”即灵魂，在天主

教的教义中，灵魂不灭是与意志自由相联系的，因而作者认为“王学与天主教灵

魂不灭说意气相投并非是虚言”；“可以说，由于王学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久被正

统儒学所忽视的自愿原则，因而它的风行使得在其熏染之下的士大夫能够领悟和

接受天主教教义包含的自愿原则。”第三，王学大兴讲学会的风气，对天主教的

传播提供了组织形式上的借鉴，讲学会在明代中叶以后的蓬勃发展，肇始于王阳

明的讲学活动，嘉靖万历年间最重要的讲学会都与王学有直接的关系，王阳明及

其后学都十分注重通过会约、乡约来布教于民。这种组织形式可能对此时传入的

天主教有所启迪。明清之际在上海、杭州、福建、陕西、山西等地形成了不少宣

讲天主教的“会”，如“仁会”、“兴仁会”、“善经会”、“苦难会”及“天神会”

等，也有会约，如王徵的《仁会约》韩霖的《铎书》等等，是从天主教教义出发

所写的“乡约”与“会约”。当然，天主教有其自身的结会传统，自初早期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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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时候开始，即有“兄弟会”（confraternity）及“慈善会”（pious unions），

两者都是由教会当局同意，由合法的司铎（神父）加以指导的平信徒自愿组成的

团体，前者组织较为严密，有时穿特殊的服装，往往被称为“第三会”。在 16

世纪罗马天主教会的反宗教改革运动中这类团体特别活跃，当天主教各大修会来

到中国以后，他们也将这类团体组织观念带给中国基督徒，而这又与当时王学盛

行之下的结社讲学之风结合了起来。 

作者在《徐光启传》一书中谈到了徐光启与王学之间的关系：徐光启的业师

黄体仁“私淑王守仁，致力心性之学”，其终身服膺的座师焦弘正是在泰州学派

的讲学盛会中，先后拜这个学派的耿定向、王襞和罗汝芳为师，还与李贽互助勉

励，感情深厚，曾在南京清凉山崇正书院主掌讲席，“徐光启无疑是受到王学熏

染的”，虽然徐光启不参加讲学会，但他与东林一派人士多有交谊，如与他有交

谊的邹元标在北京宣武门所建的首善书院，后被徐光启改为历局；冯应京因得罪

矿吏和太监入狱以后，徐光启曾亲往慰问，并为其在狱中润色好的利玛窦的《二

十五言》撰跋。另外，叶向高、曹于汴亦与徐光启有过从及交谊。所以，作者指

出“虽然徐光启对于明代中晚期讲学会有些冷眼旁观，但讲学所造成的多元思想

并存的局面，实际上给了他提供选择的空间，……正是在这相对较为自由的思想

环境里，才有可能不仅对本土的众多思潮作出取舍，而且接受来自域外的西洋宗

教和科学技术，从而在‘会通’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的思想宗旨，即援西学以‘补

儒易佛’”。 

从中国思想文化史的流变来看，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是第一个思想活跃

的时代，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思想随着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曾经给以汉

族为主体的中华文化输入了新鲜的血液，（历史学家钱穆及汤用彤均有如此看

法），唐代统治阶层由于他们自身具有少数民族的血统，因此在文化及宗教上持

开放的政策，来自中亚的景教、祆教以及摩尼教等“三夷教”曾在中原大地流播：

而明末清初之际有耶稣会士输入的西学，也曾像流星划过夜空，激发了明末包括

徐光启在内的一些忧国忧民的士大夫的内心震撼与深刻思考，陈卫平教授的这些

著述和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当时中西思想交流的切入点，对于有志于此的研究者

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启示意义。 

 

 

 

 

No translation needed 

 

顾卫民 1961年出生于上海，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中国传统思想研究所暨哲学学院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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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辅仁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以及德国海德堡大学访问学者。着有(1)《基督教与近代中国

社会》(1996年上海)、(2)《基督教传华全史图集》(1995年台湾)、(3)《刚恒毅在中国》(1998

年意大利)、(4) 《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策略》 (2000年北京) (5)《中国天主教编年史》(2003

年上海)、(6)《基督教宗教艺术传华发展史(唐元明清时期)》(2003年香港，2006年上海)、

(7)《近代基督教宗教在艺术发展史》(2006年香港)、(8)《葡萄牙文明东渐中的都市—果阿》

(2009年上海)等专着。专业方向为中西交通史、天主教会史以及亚洲基督教艺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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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 Wei-min (born in 1961), Professor at the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s 

and Ideas as well as at the College of Philosophy i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is also Researcher 

of th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Urban Culture and Studies, Member of Academic Council of The 

Association of Religions Studies in China, Visiting Scholar at the Pontifical Gregorian University, 

the Trent University, the Aberdeen Universit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aiwan Politic Universit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Heidelberg University. His academic works include 

Christianity and Modem Society in China (Shanghai, 1996), The Historical Pictures Collection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Taiwan, 1995); Celso Costantini in China, 1922-1931 (ltaly, 1998); A Short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Holy See 1294-1949 (Beijing, 2000); The 

Chronicle History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Shanghai, 2003); A History of Christian 

Arts in China: Tang, Yuan, Ming, Ching Periods (Hong Kong, 2003); A History of Christian Arts in 

Modem China (Hong Kong, 2006); The Cities in the Oriental Expansion of Portuguese 

Civilization―Goa (Shanghai, 2009). His specialty is the History of Intercourse between East and 

West, History of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History of Christian Arts in As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