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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所要讨论的主题是礼仪在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具体地说，丧礼在17世纪中欧交流中的角色
。
选择礼仪作为视角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以往对中西交往，尤其是对17世纪中国天主教的研究，一直聚
焦于宗教教义和西方科学，而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礼仪研究却被忽略了。
本书的研究得益于近几十年来中国基督宗教研究的巨大变化。
这期间发生了研究范式的转变：从一种基本是传教学和欧洲中心的立场，转变为一种汉学和中国中心
的路数。
对礼仪的关注推动以上转变，也使得我们超越了欧洲中心或中国中心的研究，而代之以一种关注文化
互动的新范式。
    本书只关注一种礼仪——与死亡有关的礼仪，具体来说是丧葬礼，因为它通常被认为处于中国文化
的核心位置。
本书所要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在中西礼仪传统相互碰撞之后，葬礼发生了何种变化？
本书将研究的时段限定在17世纪，主要因为与那一时期的葬礼相关的材料大量地保存了下来。
限定时间框架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本书并不把已被学者们广泛讨论的“礼仪之争”作为重点。
因为单单是葬礼之类的礼仪本身就值得研究，不必从“礼仪之争”的角度来解读它们，虽然1690年代
之前的有关中国葬礼的文献就已经日益受到这场争论的影响。
“礼仪之争”只是本书研究的边缘问题，但由礼仪问题而引发的紧张，还是要放在这场显示了中西礼
仪活动特质的争论的背景下来考虑。
将时限设在17世纪的最后的一个原因是，这一时期具有几个典型特色，使得它特别适合从文化碰撞的
角度进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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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葬礼的参与者可以说就处在这样一种门槛的、边缘的、模糊的、之间的状态：他们处于欧洲与
中国之间、儒家信徒与天主教徒之间。
事实上，葬礼比其他任何礼仪都让他们清楚地感觉到迁移中的紧张，但同时又使得礼仪迁移成为可能
。
在本书所讨论的礼仪转变阶段，葬礼参与者进入了一个构建身份的过程。
这种构建首先暗示了一种分离。
离开了欧洲，传教士们就和为他们提供身份属性的文化环境分离了。
同样，中国信徒通过参加这些外来的活动，在很多方面也脱离了他们原来在自己文化中的固定位置。
分离总伴随着失去，这种损失在礼仪上表现出来。
中国天主教徒放弃了某些为家族成员举行葬礼时的礼仪，像佛教和道教的仪式；在参加他人葬礼的时
候，也不能参与某些活动，像烧纸钱。
传教士们同样也有损失。
中国的文化指令最终使得葬礼这种中国文化中最为重要的礼仪，仍旧处于传教士控制之外。
与欧洲的情形相比（在那里神父是葬礼的主要参与者），中国葬礼的组织和上演，落人普通教徒的手
中，他们从始至终主导着葬礼活动。
然而，参加礼仪活动不仅会导致某种身份的丧失，而且也会建立起一种新的身份。
某些礼仪，尤其是那些异类文化很难掺入其中的，似乎为参与者提供了一种相当清晰和明确的身份：
参加中国的新年庆典，证实了一种中国人的身份；参加弥撒，证实了一种天主教徒的身份。
文化属性的礼仪表达和人们在构建自己的身份时赋予它的优先性之间，似乎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因此，如果一个人拒绝庆祝中国新年，就无法证明他是中国人；拒绝参加弥撒，也无法证明他是天主
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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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礼仪的交织:明末清初中欧文化交流中的丧葬礼》：复旦文史从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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