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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中国近事报道》与礼仪之争

口周 燕 [浙江大学杭州 310028]

[摘 要] 明末清初是中西交流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然而礼仪之争使双方的交流陷于停滞，

最终东西方都失去了机会：基督教失去了扩大在中国传教的机会，中国失去了向西方学习的机会。

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A compleat History of the Emprie of china)是将这场争论推向高潮，并在这场

争论中起重要作用的一本著作，所以了解这本书对了解那场著名的争论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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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1655—1728年)，法国耶稣会士，法文名

LDuis Le Comte，也有写为Le compte或kconte的，“出

生于波尔多，贵家子也。”⋯1687年以“国王数学家”

身份来到中国。李明是他在华的中文名，字复初。

1688年2月抵达北京，受到康熙皇帝接见。而后前

往绛州、西安等地传教。由于葡萄牙人截断法国传教

士的经济来源，洪若翰决定“派李明神父为了我们的

传教事宜回欧洲”求援乜】。1692年底李明回到法国，

1696年发表《中国近事报道》。1700年，该书遭到索

邦神学院的攻击，并且引发了大规模的礼仪之争。

一、《中国近事报道》的写作背景

《中国近事报道》是一部为礼仪之争而写的著作。

礼仪之争由来已久。利马窦为了在华传教而推

行“适应政策”，尊重中国人的祭祖祀孔，并用中国文

献中的上帝和天来翻译天主教的“Deus”(拉丁文“神”

的意思)，这就为后来的礼仪之争埋下了祸根。先是

耶稣会内部之间的争论。1610年利马窦死后，继任

的龙华民率先反对适应政策，提出“译名”之争。但

“顾凡事皆以协合慈爱精神进行，又在服从指挥之下，

意见虽分，而未形于外，于传教事业尚未感何种障碍

也。”⋯17世纪30年代，多明我会、方济格等修会来

华，他们对耶稣会容忍中国的礼仪感到震惊，大肆批

评，并将礼仪问题介绍到欧洲。这一时期的争论主要

是宗教性质的，由于耶稣会在华的强大影响力，罗马

教廷的判决大多利于在华的耶稣会士。而且在礼仪

之争初期，中国人很少介入，“虽然这场争论有关中国

人的礼仪，但是它并不是一场和中国人的争论。”b’礼

仪之争主要还是欧洲传教士之间的论战。但是随着

1687年法国传教士的来华，宗教、政治及国家利益的

矛盾交织在一起，礼仪之争变得越来越复杂。“世俗

的、民族的和王朝的利益形成了很难调和的利益冲

突，从而挑起了那些在保教权问题上不可调和的澳门

各主教、代表梵蒂冈意向的宗主代牧和神父，最后是

耶稣会之间的互相争斗，他们在支持向教皇发愿，对

路易十四的效忠和对中国的意图等问题上分庭抗

礼了。”‘41

1693年3月20日，福建的阎当主教宣布：在他的

教区内严禁祭祖、祭孑L等中国礼仪，而且要求摘下各

教堂中悬挂的“敬天”大匾b1。这不仅将信教的中国

人直接卷入争论中，而且也将康熙皇帝卷进其中(“敬

天”大匾是康熙皇帝赐给南怀仁等耶稣会士的礼物，

各地教堂都有仿制品)，于是争论超出了宗教的范围，

变成教权与皇权的直接对立，严重威胁在中国的传教

事业。

阎当，巴黎索邦神学院的神学博士，“系巴黎外方

传教会会士，乃一绝端保守与顽固之人，”¨1 1684年

随陆方济来华。陆方济当年10月去世，此前，传信部

已经任命他为全国教务总理，并委任伊大仁为其襄

理。陆方济又任伊大仁为粤、桂、川、滇、黔署理代牧，

阎当为浙、赣、湘署理代牧，随即命阎当兼任全国教务

-【收稿日期】2006一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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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理。陆方济死后，伊大仁不承认陆方济对阎当的

任命，两人为管辖权争论多年。b’而且，意识到宣誓问

题有可能引起在华传教区的纷争，在中国的三位代牧

主教(伊大仁，罗文藻和阎当)中，只有阎当在传教士

对代牧主教宣誓问题上毫不妥协，希望以此现固自己

的地位，所以他非常孤立。而且，很多传教士也以其

管辖权的合法性来抵制他。所以，阎当为实现公秘目

的而在辖区内强力推行训令，成效甚微。阎当只好求

助欧洲。他派人把训令送往罗马，并让自己在欧洲的

代表夏莫尔(Ch删ot)找巴黎红衣大主教(10uis—An—
toine de Noailles)，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一场反对菲稣

会士对华政策的活动在巴黎进行。当时在巴黎酌李

明敏锐地觉察到形势的危机。为了替耶稣会士在华

政策辩护，并寻求欧洲各界的支持，1696年，他发表

了自己的《中国近事报道》。“这是耶稣会士对严嘉乐

(即阎当)主教教谕的答复。”163

二、《中国近事报道》的主要内容

李明此书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和国

物产、制度、风俗、地理、人口、城市建筑等的介绍，属

于“汉学”的范畴，并没有引起太多的争议；第二矿面

是有关宗教的内容。由于李明此书的目的是为在华

耶稣会士辩护，所以其语言具有论战的特点，比轻犀

利。以前欧洲公开的耶稣会士的作品都是经过严格

的审查，用语较为谨慎，有时为迎合欧洲人的口昧，甚

至不惜曲改传教士的著品。利马窦也因此抱怨：“我

不印什么，也无法印什么东西，因为，要在这熙旧l什

么，必须经过我们的人层层批准。⋯⋯(他们)不会中

文，也无法看懂，居然还要审查中文原稿，”¨1李啁的

书未经宗教审查而发表，所以语言带有强烈酌个性色

彩，言词激烈，对对手的批评较为尖刻，也因此刺激了

欧洲的神学家们，最终导致了索邦神学院的大论战。

李明主要从五个方面为在华耶稣会士辩护：

(一)介绍在华传教的种种艰辛及其对宗旋的

虔诚

针对其他修会的人对在华耶稣会士生活奢侈腐

化的批评，李明谈到他们在华的种种艰辛。

第一，来华的艰辛。李明通过自己来华的经厉告

诉大家来华的苦难。在书中第一章就介绍来牮过翟，

虽然笔墨不多，但处处可见。所以，在他们到达宁波

时，李明动情地写到：“在第一次看到我们多年来肴望

带给它福音光明的那片土地时，我们真是非常高兴。

于是，我们感到一股新的激情，对这片土地，我们只需

看上一眼就足以使我们忘却旅途所受的一切磨难。

我们那么多勤奋的传教士曾不顾自己的痛苦为这片

广大的土地献身。”旧。

第二，在华传教士的艰辛：首先是中国反教官员

制造的多次的教难。如沈榷引发的南京教案，杨光先

制造的“钦天监”事件等。在南京教案中“人们攻击传

教士，随随便便就遣散教会人等，有的被重打，有的遭

流放，几乎所有的人都被关过监狱，被遣返到澳门，他

们因为爱戴耶稣基督而遭受了千般侮辱。”旧1在钦天

监事件中，汤若望等人受到严刑折磨，杭州官员对殷

铎泽神父的迫害等等，用血的事实向人们说明在华传

教士的艰辛。其次是传教的艰辛。李明以自己在陕

西传教经历为例：教堂相隔遥远，道路艰险，除了少数

地方可以借助骡子到达外，“在其他地方，几乎总是需

要步行，要么攀爬岩石，要么溜下悬崖。我们从水中

或泥泞中穿越山谷，暴露在老虎眼中，还更多地暴露

在隐藏在这个利于退去的地区的强盗眼中。”“阿尔卑

斯和比利牛斯的山谷比这里也要容易通行得多。”博1

最后是生活的艰辛。一些修会批评在华耶稣会士穿

中国式丝袍、出门乘轿子，带着大批仆人是一种腐化

行为。针对此种批评，李明辩解道：“他们的生活并不

像某些没有教养甚至心怀恶意的作者想说服世人相

信的那样；我还要说甚至包括那些生活在宫中和表面

上看起来生活富有的传教士也一样。的确，当他们去

拜访要员的时候，他们会根据当地的习俗穿上丝织的

衣服；有时甚至还叫人用轿子抬着自己去，或者骑着

马去，后面带着几个仆人。这一切对于维持他们的威

信和官员对他们的保护都是绝对必要的，否则基督徒

将会经常遭受压迫；但如此一来却使传教士的生活更

加艰难，因为这种开销几乎占用了他们从未达到过

100埃居的收入或补助金的全部，所剩无几的钱只够

让他们勉强度日。他们在家中衣着简朴(为了不说非

常糟糕)；他们的居所一点儿也不舒适；他们睡在硬地

板或很薄的垫子上，也没有床单。他们的伙食是如此

的粗茶淡饭，所以他们连戒律规定严格节制饮食的欧

洲修道士都比不上。”L81即使耶稣会士们穿着华丽的

衣服出行，他们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李明以南

怀仁为例：“每当他(南怀仁)着官服外出，从来不会忘

记带上一件粗糙的苦衣或一条铁链，而且他常常说，

着世俗的衣服在天使面前出现而不同时穿上耶稣基

督的服饰，对一个修士来说是可耻的。”¨1

第三，传教士对宗教的虔诚：在华传教士虽然面

临种种艰辛，但是他们却仍然忠于自己的信仰。李明

仍然以南怀仁为例：他在死前给康熙的信中请求：“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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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臣虽死犹幸，因为臣把一生的分分秒秒皆用在为 的矛盾给传教事业带来的危险。

陛下效劳了。但臣谨恳请陛下，在臣死后，记住，臣所

作所为之惟一目的，即在东方最伟大的君王身上获得

世界上最神圣的宗教的保护者。”¨1所以，李明很自豪

地宣称：“至今，由于上帝的恩赐，耶稣基督的传教士

们在偶像崇拜者的审判面前，没有为耶稣的教义红过

脸。当他们由于被驱逐而被迫多年离开他们的教堂

时，每个人都能够像圣·保罗那样对他的教徒说：‘你

们知道，我曾尽力极其谦恭地，满含泪水地在异教徒

们的阴谋给我们造成的逆境中侍奉上帝⋯⋯，劝戒大

家向上帝赎罪，宣扬对我主耶稣的信仰。”“引

(二)论述适应政策的必要性

适应政策是耶稣会遭到批评的主要原因。李明

简单地回顾了在华的传教史，阐述了适应政策的必要

性，并对穿儒服和祭孔进行辩护。

李明认为：在中国，“没有什么比着装更影响基督

教的建立了，所以，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之后，大家认为

穿着文人的服饰更合适，这种服饰，再加上欧洲大学

士的身份，使我们有可能具有一定权威地和老百姓交

流，并有可能受到官吏们的接待和器重。”他进一步说

明，“在尽量保持符合我们身份的安于贫困的精神下，

以基督的使徒为榜样，力图使自己适应一切情况，以

便更容易地把大家争取到耶稣的事业上来。⋯⋯必

须做到与野蛮人为伍则野蛮，与文明人来往则以礼相

待⋯⋯在中国着适当的服饰，而在马迪雷的丛林中就

要半裸着身子，以使耶稣教义始终如一，经久不变，由

良好的愿望和基督教的审慎所决定的习俗上的随和，

已经做了有益的准备，基督的福音将更容易地渗入人

们的思想。”旧一

对于耶稣会允许信徒祭孑L，其他修会批评得非常

厉害，认为这是偶像崇拜。李明却认为“中国人从来

没有把他(孔子)造成一座神，而他们却曾给予那么多

不如他有名望的官吏以神的品质，或正像他们所说

的，是一些十足的神明。似乎上天让他到世上来移风

易俗，并不想使这样循规蹈矩的人死后给人们提供从

事迷信活动或进行偶像崇拜的机会。”¨¨‘至于人们对

孑L子的尊崇，并不是一种宗教崇拜，以其名命名的孔

庙也并不是真正的庙宇，那只是读书人聚会的地方而

已。”哺1在面对欧洲的激烈批评时，他还让在中国的张

诚等人向康熙皇帝请愿，请他说明中国的祭孔祭祖不

是迷信。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11月30日，康熙皇

帝批示：“敬孔敬祖纯为表示爱敬先人和先师，不是宗

教迷信。”‘91

(三)批评各修会之间的纷争及国王与教皇之间

阐述了在华传教士的艰难和宗教的虔诚以及适

应政策的必要性后，李明对耶稣会的批评者们表示不

满。如在他描述了在赴华途中的种种艰辛后说：“我

们自愿过着艰难的充满苦涩的生活，在东方遭受不信

基督教的人们的仇恨，在欧洲又受到恶意中伤。我们

像使徒一样为各民族所唾弃，只期望着有一天，这屈

辱的一生能得到尽享天福的死的奖赏。”哺。在给德内

穆尔公爵夫人的信中李明抱怨道：“夫人，可能你已经

读到某些诽谤性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耶稣会士

被说成是吝啬和野心附体的人，他们跑遍世界是为了

以亵渎神灵的和可耻的买卖发家致富。⋯⋯他们不

满足在欧洲迫害宗教，竟然来到世界的这一端诋毁我

们⋯⋯”【81。“毫无疑问，人们对这些伪善的神父们的

行为大感惊诧，他们口口声声说要为自己信仰的上帝

的神圣事业抛洒鲜血，却做出这么多心狠手辣的诽谤

来摧毁这一事业”。旧1鉴于欧洲几百年不断的宗教斗

争，李明很伤感地引用利马窦遗言：“如果在基督的敌

人之中也见到十字架，请不要心酸，要表现出最亲近

的友谊，最关怀的善意”¨1。一方面向人们展示耶稣

会士的宽容，另一方面，也含沙影射其他修会的狭隘

和偏见。

李明谈到教皇与葡萄牙国王之间的斗争影响了

中国的传教：葡萄牙为了保护自己在东方的权益，在

新航路开辟之初就与教会合作，在印度、中国等地获

得保教权。但是，17世纪葡萄牙衰落，无力承担保教

权的责任(资助在华传教士)，但又不愿放弃保教权下

的垄断利益，严重影响了东方的传教事业，引起教廷

的不满。1622年，教廷设立传信部，派遣宗主代牧直

接管理东方的宗教事务，从而引起教皇与葡萄牙国王

之间的矛盾。因此，在康熙平定三藩后，康熙对传教

士有了“空前的好感”，但是南怀仁却苦恼：“传教的大

门是敞开的，异教徒让我们自由进入他们的家门，但

几乎没有人手去收获”幅-，而导致这样的“主要原因是

罗马教廷的圣部与葡萄牙国王之间产生了矛盾(关于

向东方派遣主教)。这种纷争影响了中国的传教，导

致“许多传教士心灰意冷，不敢加入传教会，因为既害

怕教皇发火，又害怕国王生气。传教事业就这样被耽

误了。这位伟大君主的热情和传教士的虔诚原本可

以使我们的宗教在那里深深扎根，可是这样的良机

却与我们失之交臂。这就是让人难以洞察的神迹啊!

当靠了神迹而战胜宗教的敌人之后，却经常出现这样

的局面：天主教徒自己的热情往往比偶像崇拜者的仇

恨和嫉妒对它更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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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华传教士匮乏，而葡萄牙又无经济实力支

持派更多的传教士来华，所以南怀仁等希望实力强大

的法国能够派遣传教士来华。但是，葡萄牙为了维护

自己在中国的保教权，也不愿意法国染指中国，所以

反对路易十四派遣法国传教士来华。虽然在法国人

的努力下，1685年六位“国王的数学家”终于开始中

国之行，为了避免葡萄牙人的刁难，他们放弃走传统

的澳间路线，而由宁波登陆。正如李明所言“我们是

不受葡萄牙人欢迎的，如果我们去了，他们会更不

悦的。”‘81

虽然教皇和国王及国王之间的矛盾严重地影响

了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但是传教的热情还是克服了这

些困难。李明以南怀仁为例，他不顾葡萄牙的命令帮

助法国传教士来华：“如果他保护我们，他就会冒犯

果阿总督和澳门总督的危险。但是，一个时刻准备献

出自己的生命以拯救偶像崇拜者的人，对待从世界另

一端赶来支持自己工作的兄弟的性命是决不回漠然

置之的。”[81正是在南怀仁的帮助下，李明等人才实现

北京之行，正如洪若翰所言：“吾人得人中国，而得免

浙江巡抚之留难，皆赖其(南怀仁)力，此德吾人永世

不忘也。”[1】

(四)中国信仰的古老和传教的希望

为了向欧洲证明中国的传教希望，耶稣会总是千

方百计寻找宗教在中国的蛛丝马迹。1623年陕西的

景教碑被发现，耶稣会士很快把中国此事件告诉欧

洲，但却遭到欧洲其他修会的怀疑，认为这是杜撰。

为了强调这是事实，李明用比较流畅的笔调翻译了景

教碑的铭文，而且说“中国的历史书里面也证明了铭

文中所说的后世皇帝们的行为”让人们相信“基督教

在中国得到了传播而且被很多人所接受”¨1。

为了说明中国适合传教，大多数的耶稣会士都认

为中国的信仰是很古老的，而且与《圣经》相联系。但

是，李明走得更远。他认为：“中国是诺亚的儿女散布

到东亚大地所建立的王国”，“如果说犹太人更胜一

筹，把供奉救世主的祀庙建得更加富丽堂皇，甚至也

很庄严神圣，中国人却在举世最古老的祀庙里祭祀造

物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荣誉。”∽1他进一步

指出：“在耶稣诞生前八百年左右，偶像崇拜还没有影

响到人们的精神境界，所以中国人连续两千年都保持

了对上帝的膜拜和景仰，简直可以作为基督徒的表

率。”哺¨‘有时候，我们又觉得很奇怪。自耶稣诞生以

来，中国和印度始终淹没在偶像崇拜的迷雾之中，而

在希腊，部分非洲国家和整个欧洲却笼罩在基督信仰

的光环之下。然而我们却没有发现，两千多年以来，

中国一直保持着真正的上帝信仰，谨守着最纯洁的道

德原则；相对而言，欧洲和其他地方却谬误百出，思想

堕落。”“上帝传播到人间的信仰之光也是所有的人民

进行了一番分配。只是时间不同，方式各异。尽管上

帝对地球上芸芸众生进行了巧妙的分配，但中国人却

没有理由抱怨，因为还有哪个民族比他们更恩

眷呢。”Ⅲ

李明的这些思想无疑是很大胆的。地理大发现

后，随着殖民征服的不断胜利，欧洲中心主义成为主

流思想。在欧洲人眼里，欧洲是先进的代表，是上帝

的选民。而李明不仅将祭祀上帝的最古老的祭坛的

荣誉给了中国人，还认为中国人是欧洲基督徒的表

率，这是对欧洲主义的打击，也是自认为是上帝选民

的欧洲基督徒们不能容忍的。正是这些大胆的表述

最终成为索邦神学院攻击的靶子。正如毕诺所言：如

果李明神父挑起了一大批神学家反对他，那是因为他

将“上帝选民”的某些特权赋予了中国人，如宗教信仰

的古老性、预言和奇迹等。但他又未为此而提供非常

明确和特别可信的证据№1。

在赞扬了中国宗教的古老后，李明向欧洲展示了

在中国传教的希望——康熙皇帝对传教士的厚待和

对基督教的兴趣。由于传教士尽心为康熙皇帝服务

而深受他的喜爱，所以“他暗暗高兴能为基督教的建

立做些事，他想的是以任何别的方法，他都无法补偿

神父们给予他的服务。”蝎1在南怀仁死后，康熙皇帝给

予厚葬，并给了很高的荣誉。李明详细地描述了葬礼

的隆重，并感叹到“没有什么比得上南怀仁神父的葬

礼更感人，更荣耀的了”。南怀仁死后，“皇帝从未向

此时那么关心宗教。他不断派遣他的众官员中的一

个前来向神父们了解另一个世界里灵魂的状况，了解

地狱、天堂、炼狱的情况，了解上帝的存在、天意及救

世的手段；似乎上帝特别使他激动，并产生了出现在

归信宗教前的那种神圣的心绪不宁b1。虽然康熙没

有如耶稣会士所愿皈依天主教，但是在耶稣会士们的

努力下，1692年康熙颁布“容教令”，允许天主教在中

国自由传播，这是从利马窦开始传教士门孜孜以求的

目标，也是传播天主教的好时机。李明详细阐述了康

熙皇帝颁布容教令的过程∽1。认为这是“教会诞生以

来所发生的最值得纪念的事件之一”埔1。李明期望

“这些有利的条款或许将迫使罗马教皇把他所有的心

思都放到这项巨大工程的完全竣工上。为此我们向

他要求把他亲手培养的和充满他的思想的牧师派来，

即把大公无私的、博学的、苦修过的、结合了谨慎和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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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传教的、纯洁的、只寻求耶稣基督荣耀而不谋求他

们个人的或是他们国家的荣耀的传教士派来。最后

我们期望所有的基督教国家都能够争先恐后在教廷

的准许下把他们的教士派到这些广阔的教区，以便分

担我们的工作，扩大我们的征服。”【81

(五)寻求欧洲的支持

虽然在中国出现了好的传教希望，但是，欧洲的

宗教纷争却严重威胁着这一希望。身处欧洲的李明

深知此情。为了获得人们，特别是权贵们的支持，李

明向当时法国的十四位重要人物写信。

由于这些书信公开发表，李明的书一出版，立即

引起欧洲的广泛注意，特别是他为在华耶稣会士辩护

赢得欧洲的同情。李明也得到好处，成为勃艮第公爵

夫人(路易十四的孙媳妇)的忏悔师。这看似耶稣会

的一大胜利。但是，李明走得太远了，他对中国古代

宗教的赞扬触怒了欧洲的神学家们。

三、索邦神学院对《中国近事报道》的批评

为了摧毁耶稣会的声誉，也为了支持在华的阎当

主教，1700年7月至10月，在索邦神学院展开了十三

次激烈的争论，在六个方面谴责李明书中的论点：1)

中国在耶稣基督降生前就保持了2000多年有关真正

“上帝”的知识。2)中国荣幸地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庙

宇中祭祀上帝。3)中国以一种甚至可以作为基督徒

们表率的方式崇拜上帝。4)中国实施一种如同宗教

般纯洁的伦理。5)中国具有诚实、人道、内外崇拜、神

圣的职业、祭祀、上帝的圣性、圣迹思想以及作为真正

宗教的特征和美德。6)在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中，中国

是最经常受到上帝圣宠厚待的国家¨1。会议是在极

大的混乱中和在观点分歧很大的氛围下举行的，耶稣

会派了一些人去参加，于是“纠纷突然发生在巴黎大

学的礼堂，所有人立即从位置上站起来。⋯⋯像阿尔

诺丹、勒穆瓦钠，圣·梅里本堂神父那样的强权铁腕人

物都奔向大门，与公证人进行搏斗。⋯⋯这就形成了

世界上最令人羞耻的一场大混战。”¨1

索邦神学院的争论持续两个多月，召开了13次

会议，160名学者表述了他们的观点，(1700年)11月

17日达成最终决议：114票赞成贬责，46人反对u引。

1700年的这场争论至少产生了三个直接的后

果：1)对李明而言，他的《中国近事报道》被列为禁书，

并失去了勃艮第公爵夫人忏悔师的职位，因为“国王

感到不安，勃艮第公爵夫人的思想受李明神父的控

制。”L612)对罗马教廷而言，索邦神学院对李明的批评

及由此在欧洲引起的巨大影响使教廷面临很大的压

力，为了最终解决中国礼仪之争，1704年教廷遣铎罗

出使中国。1706年铎罗在南京宣布教廷禁止对中国

礼仪的崇拜。3)对中国而言，教廷禁止祭祖祀孔不仅

给中国信众带来灾难，同时也触怒了康熙帝。在铎罗

发布教廷禁令后，康熙发布上谕：凡传教±没有领得

朝廷准许传教的印票，并且不服从中国礼仪的人，不

准在中国传教，一律返回欧洲。虽然后来教廷派出嘉

乐来华调解双方的矛盾，但是教廷的不妥协最终令康

熙帝大怒，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朱批：“览此告示，

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

洋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

今见来臣告示，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

乱言者，莫过于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

止可也，免得多事。”【I¨礼仪之争到此以双方的不妥

协而暂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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