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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西安碑林数千藏石中，甚至在中国现存数以万计的古代碑刻中，《大秦景
教流行中国碑》是国际知名度最高、被中外学者研究得最多的一块碑。
由一块古碑，衍生出了一门历久不衰的国际性的学问，恐怕再难找出第二例。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景教与景教碑>>

作者简介

　　路远，1950年生。
祖籍山西汾阳，本人生在陕西，长在陕西。
1966年初中毕业，遭逢“文革”。
插过队，当过兵。
曾就学于西安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和南开大学历史系。
自1979年起，供职于陕西省博物馆即今西安碑林博物馆，现任该馆研究馆员。
已出版《古代中亚艺术》《苏联境内的原始艺术遗存》等译著4种，《西安碑林史》《碑林史话》《
石版文章一一历代碑刻琐谈》等专著3种，已发表有关西安碑林历史和藏石研究的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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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李之藻的感慨是由衷的。
当时天主教刚刚在中国立足，教徒人数还很少。
在儒学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要改弦易辙去信奉西方的基督，尤其是李之藻、徐光启这样的读圣贤
书长大的士大夫，作出这样的抉择时，心理上该承受多么巨大的压力？
现在，从地下忽然冒出一块唐代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它向世人宣示了一段早已被历史湮没的
往事：上帝的福音千年之前已在中国大地上传播了。
李之藻们怎能不深受鼓舞呢！
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今而后，中士弗得咎圣教来何暮矣。
”②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从今往后，中国人再也不要抱怨圣教为什么传来得这么晚了。
”这块唐碑就像是一剂灵丹妙药，可以大大缓解他们内心的压力和孤独。
　　当然，深受鼓舞的还有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士们。
自万历十一年（1583年）利玛窦由澳门进入广东并居留肇庆起，耶稣会士开始了他们在中国的困难重
重却颇见成效的传教活动。
利玛窦来自文艺复兴的发祥地意大利，他不仅是一个富于宗教献身精神的传教士，还是一个对天文、
地理、数学、理化、音乐无所不通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学者。
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东方大国，面对绵延数千年、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面对已有深厚社会基础
的佛教、道教，他们要在中国立足并传播他们的完全属于西方的宗教，遭遇到的困难和阻力可想而知
。
而《景教碑》的出土，恰逢这一轮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开始，它埋藏于地下八百年，也许，它一直
在等待的，就是新一代上帝福音的传播者重人中国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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