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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清 

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 

  

明清之际因欧洲天主教传教士入华传教而推动的中西文化大交流事件曾被

一些学者喻为一曲迷人的乐章——这是一个曾经吸引了包括伯希和、陈垣、向达、

方豪、许理和等人在内的一批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顶尖学者投入其中的研究领

域。正如钟鸣旦所编《中国基督教研究指南》这本篇幅几近千页的皇皇巨著中所

揭示的，由于该领域涉及学科面极其广泛，在学术研究日渐细化的当今世界，大

多数当代的学者只能不无遗憾地选择感兴趣的角度加以切入，在各个比较专门化

的领域中钩稽钻研，借以抒发历史研究中阐微发幽的乐趣。在涉及的芸芸论题中，

与天文历法、地理数学等相比，西医入华与传教士的医事活动显然受到的关注较

少。尽管此前曾有范行准、方豪开研究先河，继范、方二人之后学术界也不断有

人跟进研究，尤其是近年来祝平一、钟鸣旦等人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扎实精到的专

题性论文，但有关明清之际传教士与中西医学交流方面的系统性著作一直迟迟未

能问世。董少新的这部力作应时而出，恰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内外学术界翘

首已久的这份期待。 

 本书分上编、下编两部分。上编的主体部分来自作者 2004 年在中山大学历

史系完成的博士论文，也是全书最重要的部分。正如“行医与传教”这一标题所

提示的，作者在本编中力图结合治疗疾病与传播宗教之间的关系，探讨明末清初

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的医疗传教活动。构成本编的三章内容分别聚焦于三个场

域：第一章考察了澳门与早期西医入华历史。作为明清之际沟通中西交往的一个

重要枢纽，澳门显然应被视为是大航海时期欧洲医学进入中国的滥觞之地，因此，

在葡萄牙海外扩张背景下考察西医在澳门地区的活动及澳门在将西医导入中国

内地的历史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本书不可回避的一个主题。在充分吸收中外学

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者运用多种史料细致地考察了以耶稣会士及方济

各会士为主的西方传教士在澳门地区的行医活动及其在推进西医入华方面所起

到的重要作用。第二章则关注传教士在中国民间社会的医疗传教。明清之际传教

士入华，最主要的目的在于传播天主教信仰，皈依中国各个阶层的民众。传教士

从事制炮修历、舆地测绘等各种西学活动都是服务于这个目的，医疗工作也不例

外。然而，传教士是如何在中国民间社会中开展具体的医疗活动的？这种医疗活

动在推动天主教信仰传播方面起到什么作用？由于资料零散，这些问题此前学术

界较少关注。本章解答了这些疑问。明清之际各个传教区普遍存在传教士利用行

医以吸引民众入教的现象。除了在局部地区开办慈济机构、收治病者外，传教士

主要采取游走行医的方式，利用随身携带或者在华制造的部分西药救治患者。在

救治身染麻风恶疾的病人及妇女、儿童等弱势人群方面，医疗传教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而传教士在地方上的行医活动也有助于掩护他们在禁教时期开展传教工

作。由此可见，医疗传教已是明清之际传教士除了知识传教之外另一个相当重视

的传教策略。第三章探讨了清代前期宫廷中的西洋医学问题。早在利玛窦时代，

入华耶稣会士们已确立了自上而下的传教策略，试图通过出入宫廷，接近帝王宗

室及大臣以左右朝廷天主教政策，从而实现基督化中国的目的。正是在这样的背

景下，清代前期传教士在宫廷中开展了行医、制药与译介医书等一系列医事活动。

在作者看来，因为中医在中国社会中具有强势地位，而西医传入宫廷又完全取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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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皇帝个人的意愿，再加上此时期入华传教士医生人数毕竟有限，这些因素导致

近代西方医学并不能借此时机在中国生根发展。但尽管如此，传教士在宫廷中所

开展的这些医事活动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 

下编“医学与性学”则是作者在博士后阶段的后续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传教

士输入的西方医学知识。在第四章“性学”、第五章“医学”中，作者采用知识

考古的方法，分别考察了传教士译著中所绍介的中世纪以来欧洲天主教神学关于

医学与人体生理方面的认知体系。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非单纯从现代医学分类

角度来衡量上述西方医学知识的传播，而是力图紧扣宗教史脉络以细究这些“性

学”及“医学”知识被诠释的过程及其与宗教传播间的紧密联系。这种扬长避短

之道，恰恰弥补了以往医学史家在探讨中西医学文化交往史时常常忽略宗教因素

的不足，从而凸显了自身的价值。在接下来的第六章与第七章中，作者分别从中

西语言接触史及视觉文化角度考察了西洋医学词汇与西洋解剖图引入明末清初

中国的情况。站在中国中心观的立场，本编最值得重视的部分是关于王宏翰、方

以智等中国士人对西医的吸纳与扬弃的讨论。可以想象，在考察西方医学知识传

华问题时，如果仅仅是针对被译介的西方医学文本单方面地大加诠释而缺省了同

时代中国知识界的反应，其研究成果上的光辉必定要暗淡许多。 

作为一部引人入胜的著作，本书也存在一些值得细加雕琢的地方。例如，作

者在讨论传教士在中国民间行医传教活动时，主要偏重的还是耶稣会的资料，实

际上，包括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巴黎外方传教会等其他天主教修会都曾留下了

不少关于基层医疗传教的文献记录。在考察“奇迹治疗”现象时，作者似也应更

多地注意传教士及中国教徒塑造这些所谓“奇迹故事”背后所隐藏的文化史意义。

此外，作者如果能对收录于《故宫珍本丛刊》中的《西洋药书》等满文医书进行

考察，必将能更为完整地呈现清代前期西医在宫廷中的处境。但毫无疑问，这些

些微的遗憾丝毫不减本书已经具有的光芒，从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来看，

本书允可推为继上个世纪中叶范行准著《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之后，在明末清

初中西医学接触方面由中国新生代学者撰写的最有成就的一部著作。它不仅会吸

引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学者的目光，也必定会引起医疗社会史等跨学科学者

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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