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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国际中国文化研究文库·东亚与欧洲文化的早期相遇：东西文化交流史论》将东亚作为一
个整体，研究西方人到达东方后在中国和日本以及在菲律宾等地的活动，从文本出发揭示西学东渐和
中学西传的实际历史过程，同时还从传教士在翻译西方的书籍时创造了大量的汉语新词汇着手做了历
史语言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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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三，面对天主教“十戒”，二人关于纳妾的考量。
　　明末社会富贵人家置妾的行为相当普遍，许多读书人在中了进士后也往往娶妾以符合其新的社会
地位。
而传宗接代、延续香火之说更是一直被视为孝道的重要体现，一些儒者通过妇德一说，劝诫正室应在
绝嗣时主动劝夫纳妾，一时间纳妾蔚然成风。
而古圣贤舜与周文王多妻之事更成为印证纳妾的正当性的依据，即便是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
在入教前亦有蓄妾。
①在这样一种社会风气下，耶稣会的传教遇到了最大的问题。
王徵登进士后虽曾致书家人不愿娶妾，无奈却因殇子与父命秘密娶申氏为妾以续香火。
王徵违反“十诫”的直接动因是出于延续香火的压力与迫于父命严谕的无奈，其根本原因还在于王徵
的思想始终是以儒学为皈依的，是以在王徵丧子后，有“人有伯道之悯，而己且成不孝之愆”②的感
叹。
是以当儒家传统与天主教理相冲突时，王徵选择了前者的身份认同：父命凌驾于天命之上，孟子所言
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凌驾于“十诫”之“勿行淫邪”之上。
反观韩霖，或尝因家道殷富置有一妾，后为人教便即休弃其妾，或言韩霖亦不曾为子息所困扰，其妻
育有二子，无期与无赦，是以未曾动摇。
不然，韩霖休妾之时便已经放弃了为续香火而置妾的想法——活于乱世，谁又能肯定有生之年不会丧
子呢？
此种想法或过于偏激亦不能真正代表韩霖，但观杨廷筠为人教将妾异处而非休离的做法，此种解释也
未尝没有道理。
　　虽然王徵后曾追悔莫及，但鉴于其妻尚氏的挽留与申氏之恳请，王徵最终没有休妾，而是效法杨
廷筠与之异处，视为宾友，而关于后嗣，王徵以过继兄弟之子作为妥协。
然而此种做法仍未能跳出儒家之孝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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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亚与欧洲文化的早期相遇——东西文化交流史论》是张西平、罗莹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从整个
东亚的角度编辑的一部研究东西方的早期文化相遇的论文。
从文本出发揭示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的实际历史过程，同时还从传教士在翻译西方的书籍时创造了大
量的汉语新词汇着手做了历史语言学研究。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东亚与欧洲文化早期的相遇>>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