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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督教的本质精神说到底就是灵魂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就是那种空灵幽邃的唯灵主义。
　　在中世纪，当入主西欧的蛮族们试 图用从北方森林中带来的野蛮习俗替代罗马世界的文明制度时
，是基督教会这个唯一有教养的教师，以上帝的名义把被扭曲了的古典文化因子注入到蛮族的体内，
从而使后者逐渐放弃原始的野性，慢慢走上了文明化的道路。
　　如果说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用知识理性在自然领域中杀死了上帝，而康德又为死去了的上帝在
人类道德领域中的复活提供了理论上的假设，那么，施莱尔马赫则使这个上帝在个人的情感领域中获
得了新生，成为自由心情的一个活生生的直观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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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林，男，1954年生于北京，哲学博士，现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宗教哲学和基督教思想史，已出版《黑格尔的宗教哲学》、《西方宗教文化》等
学术专著和大学教材11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一百多篇。
主讲的“西方哲学史”课程被评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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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基督教第二次人华传教和建立教堂是在元朝忽必烈统治时期，在此之前，当成吉思汗的金戈铁马
横扫欧亚大陆、威逼西欧时，罗马教皇和欧洲各国君主深感惊恐。
他们一方面组织“抗蒙十字军”准备抵御来自亚洲的“黄祸”，一方面则派遣传教士来东方，试图以
上帝的名义来感化蒙古入侵者。
忽必烈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以后，由于受到中华礼义之邦文化的熏陶，对待天主教的态度较为温和。
通过马可·波罗父子两度穿针引线，忽必烈在1269年写信给罗马教皇，请他选送100名通晓“七艺”（
文法、论理学、修辞学、算学、几何学、音乐、天文学）的传教士来华传教。
忽必烈此举只是为了学习基督教的知识，而非热爱其信仰。
二十多年以后，方济各会修士孟高维诺奉教皇尼古拉四世之命来到元大都（北京），开始了天主教在
中国的传教活动，几年以后又建立了教堂。
据孟高维诺所述，当时“受洗者达六千余人”。
稍后又有西方传教士安德鲁在泉州修建了天主教堂，从此北京和泉州就成为元代天主教传教活动的两
个主要据点。
　　天主教在元代被称为“也里可温”教（“也里可温”为蒙古语，原意为“有福缘的人”），它曾
一度被某些蒙古显贵所信奉，发展势头较佳。
但是随着元朝的灭亡，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也迅速低落下去。
推翻了异族统治的明朝人以正统的大汉子民自居，对于一切外来文化均采取排拒态度，从而导致了数
百年之久的闭关自守。
同时，由于中亚帖木儿帝国的崛起和阿拉伯人对红海与波斯湾的控制，使得欧洲到中国的陆路和海路
交通中断，客观上也阻止了基督教势力的东渐。
元代“也里可温”教的传教活动和唐代的景教一样，与中国儒家伦理规范并未发生正面的碰撞，对于
中国文化亦未造成任何深远的影响，因此可以说是一次无声无息和毫无结果的文化接触。
　　明朝后期利玛窦等人的来华传教揭开了基督教东渐的新历程，同时也标志着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
化的正式交锋。
15世纪以后，随着地理大发现和航海活动的开展，海上交通大开，西方人士皆视中国、印度为富庶宝
地，争相扬帆东来。
基督教的传教事业也随之兴旺起来。
利玛窦在意大利时就饱览群书，精通西学。
来华后数十载潜心钻研六经，参悟儒学精义，并且在京中广结贤能，讲学译书，深得京都名公巨卿之
欢心。
利玛窦谙识异源文化交流荟萃之微妙，故而能入境随俗，广引儒学思想印证《圣经》之言。
“常取六经中上帝之说，以合于天主。
又取《论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及《中庸》‘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诸语，与《圣经
》之言相比附。
至于祭天、祀祖、拜孔等仪节，教中称为拜偶像者，亦听教徒参加，不予禁阻，且善‘为之说辞。
”①这样自然使得基督教易于为时人所接受，利玛窦本人也深得京都贤达的欢心，被誉为“深契吾儒
理”，“飘然自儒风”的雅士。
在其苦心经营下，教会势力在中国得以兴盛，到利玛窦去世时，中国开教之地’已有北京、肇庆、南
雄、南昌、韶州、南都等地。
　　利玛窦死后，耶稣会修士龙华民继掌中国教务。
他一改利玛窦的宽容政策，拘泥于《圣经》诫命和天主教教规，禁止中国信教者参加祭天、祀祖和拜
孔仪式；罗马教廷也时时严令教徒不许敬拜偶像。
这样一来，基督教信仰势必就与儒家伦理规范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
那些本来就视基督教为异端邪说的反教人士，更是以维护儒家纲纪伦常为由对天主教进行猛烈抨击，
一时间反教呼声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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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列举了天主教会的四大罪状：其一是西洋人士借传教之名散处中国，有窥伺之嫌；其二是天主教
主张毁弃祖宗祭祀，教之不孝，有背名教；其三是西人私习历法，有乖律例，创立邪说，混淆视听；
其四是天主教会中擦圣油、洒圣水，混聚男女于一室，伤风败俗，扰乱纲纪。
朝廷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颁发禁教令，迫令西方传教士归国，基督教在华的势力从此一落千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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