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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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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们
出版过一本 "大清帝国城市印
象# 十九世纪英国铜版画$%是
鸦片战争之前欧洲&中国风'的
荟萃之作! 但是%类似的&中国
形象'作品后来出了很多%有人
还抄袭了这本书! 我觉得那个
话题太老了% 我就讲讲现在手
上还在做的一件事情吧!

我现在手上做的事情% 是
关于 &中国宗教' 观念形态的
研究% 关于概念和意识形态的
研究 % 即 &中学西传 '! 我目
前做的是这本书的版本问题 %

还有一点像是属于物质形态的
研究! 在 &中物西传' 的过程
中% 图书和版本非常重要! 据
我判断 % 在中西文化交流中 %

中国的线装书是最为关键的媒
介之一 ! 丝绸 ( 茶叶 ( 瓷器 (

棉布肯定是最重要的交流物
品% 但是书籍也十分重要% 在
中日( 中欧的物质交流中% 图
书是最高尚的物品 ! 我看史
料% 法王路易十四是因为妒忌
葡萄牙国王的图书馆里有很漂
亮的线装书 % 因此设法派出
&国王传教团 ' 来中国找书 !

当时欧洲的古登堡印刷术发明
不久% 纸质印刷品在欧洲是非
常值得赞美的一样好东西! 中
国早就有书% 而且书的形态很
复杂% 和欧洲很不一样! 国王
传教团到中国江南收集图书 %

徐光启孙女还委托柏应理神
父% 给路易十四捎回去几百本
书% 至今还保存在巴黎法国国
家图书馆的中国部!

我做的这本书% 是龙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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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写作的 "论中国
宗教的若干问题 $! 龙华民在
中国传教史上非常重要% 他是
利玛窦的继承者! 这一本书在
中国形成% 可是影响全不在中
国 % 而是在欧洲 ! 在欧洲 %

"论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 $ 通
过好多版本 % 不断叠加 %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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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中叶起% 到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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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纪 % 延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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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 对欧洲
的启蒙运动确实起了很大作
用! 它的题目是关于中国人的
宗教% 实际上讨论的是儒家思
想的本质% 即它到底是一种宗
教)或迷信 +%还是一种健康思
想!我们在做的工作%是把这本
书翻译成中文! 莱布尼茨读这
本书% 他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中
国思想的本质% 中国人到底是
什么样的% 他们是怎样想问题
的! 其后伏尔泰(孟德斯鸠(马
勒伯朗斯(康德(黑格尔 %欧洲
第一流的思想家(哲学家%全都
读过这本书!

这本书有好多版本 % 欧
洲文字的翻译差不多都有了 %

却没有中文本 ! 书里涉及大
量儒学知识 % 搞清这些知识

必须回到汉语来讲 ! 利玛窦
过世以后 % 龙华民对前辈的
传教思想 ( 传教路线 % 以及
耶 稣 会 士 容 忍 的 整 套 东
西***其实也是具有物质形
态的 %比如庙宇 (牌位 (牺牲 (

酒类 (案桌等做了检视***这
些问题不仅仅是观念之争 %其
实也是中西之间的制度之争 %

仪式之争 (物品之争 ! 龙华民
不能接受中国的物质 ( 物品 (

仪式 (哲学和神学 %要求严格
限制 % 引起了很大争议 ! 这
个争议必须讨论 % 而讨论都
是在汉语语境下发生的! 龙华
民懂中文 (说中文 %在中国住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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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6

岁时在中国去世!

他受了完整的 &士林哲学'训
练% 但在中国交往的都是大学
士(六部大臣和翰林院儒臣%耳
濡目染的儒学造诣% 让他深入
堂奥% 了解到很多儒学的内部
消息!我认为%莱布尼茨和欧洲
哲学家了解到的&儒家'(&孔夫
子 '% 其实是由龙华民挑选出
来 % 加以解释了的朱熹理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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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中国
文化是一个整体% 龙华民像一
个人类学家一样% 试图把中国
的精神(物质(礼仪和习俗作一
个整体的把握% 然后判断它是
不是可以被宽容! 龙华民读的
书籍版本也很重要% 他脑子里
的概念从托马斯,阿奎那的"神
学大全$来%要处理的问题却在
"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
大全$这些儒家经学著作中!他
看的都是江南( 广东刊印的流
行刻本! 龙华民的汉语根底和
概念能力都很不错% 文本中的
朱熹语录% 都能一字一句地与
引文对得上! 我们要把这些中
西文本的含义注释出来% 把龙
华民和欧洲哲学家的&儒家'问
题还原到汉语语境% 做的就是
这个工作!

回到 "论中国宗教的若干
问题$的版本问题!大家可以看
几张图片% 第一张是本书的西
班牙文本! 这是在欧洲发表的
第一个文本!奇怪的是%这件事
情在一开始完全不干西班牙人
的事! 来中国的西班牙人并不
是耶稣会士% 而是后来才进到
福建的方济各会和道明会! 以
前不太清楚龙华民的这本书是
哪年写的%现在通过翻译%加上
中文资料的考订%可以确定%它
就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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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后写的!龙华
民继承利玛窦的职位已经十
年 %利玛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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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去世 %他到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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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系统地写了这本
著作! 写定以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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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
国的耶稣会士在孙元化的家乡
嘉定城中进行了激烈的内部讨
论% 决定天主教是否需要和儒
家合作! "论中国宗教的若干问
题$ 的第一个文本不是西班牙
文%而是葡萄牙文!龙华民是意
大利人% 但是葡萄牙国王握有

中国传教的&保教权'%意大利(

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的耶稣会
士都必须经过葡萄牙国王的指
导% 所有文件都要用葡萄牙文
写作 ! "论中国宗教的若干问
题$第二个文本是拉丁文本%拉
丁文是天主教会的工作语言 %

也是学术语言! 拉丁文本作为
内部讨论本% 在耶稣会士之间
秘密阅读%不得外传!嘉定会议
做了决定之后%为了避免争议%

只保留一个文本%其他都烧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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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这个拉丁文本被耶稣
会士汪儒望稀里糊涂地赠送给
了西班牙籍方济各会士利安
当%文本传出去后%不幸还传到
了西班牙籍道明会神学家闵明
我手里 ! 闵明我如获至宝 %在
5668

年翻译成西班牙文%用来
攻击讲葡萄牙语的耶稣会士 !

"论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公布
后% 马上引起了全欧洲对中国
文化的关注%在欧洲思想家(哲
学家( 神学家中间产生了巨大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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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巴黎索邦大学
神学院翻译了法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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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又有了英文本%接着欧洲所
有语言都有翻译了!

龙
华民的这本书其实比
利玛窦 (金尼阁的 "利

玛窦中国札记$ 在欧洲的影响
更大% 而且它的读者全都是思
想家和高级知识分子! 莱布尼
茨读了这本书% 再加上其他的
研究%比如"利玛窦中国札记$%

还有后来出版柏应理的 "中国
哲学家孔子$等一系列 &汉学 '

著作%形成了他的&中国观'!莱
布尼茨对中国的物质文明非常
感兴趣% 他的想法是要知道大
陆另一端的自然(地理 (气候 (

物产(人种%以及语言(风俗(礼
仪( 神学等等! 是否和欧洲一
致! 他访问罗马%通讯北京%提
出了很多问题% 要求在华耶稣
会士作出回答!因此%各种各样
关于中国历史(儒家思想%以及
物质形态的研究% 如中国的人
参(茶叶(水稻(棉布(高岭土 (

造纸(印刷(火药等等各种物质
形态的研究%都由此带动!

哲学家关心的问题% 其最
终的结论是意识形态和观念性
质的% 但莱布尼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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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哲
学家不同% 他们研究的对象要
&广谱'许多! &文艺复兴'以后
很久%欧洲学者一直保持着&百
科全书式' 的博学% 所谓 &学
者 '% 就应该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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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布尼茨(

伏尔泰% 这些启蒙思想家都是
维科"新工具$意义上的 &世界
历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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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维科要
求把&欧洲历史 '放到 &世界历
史'中-我们今天则要求在更大
的范围内%把东(西方分开叙述
的&世界史'放到一个融会贯通
的&全球史'中来理解!

莱布尼茨( 伏尔泰都想弄
清楚中国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
的人种#他们有什么思想.和欧
洲人有没有共性. 如果人类在
起源和迁徙中都是一体% 那同
一性的基础又在哪里. 莱布尼
茨们通过如此&广谱'的研究作
了结论% 他们这些开明派都认
为东( 西方文化之间没有本质
差别!中国人的儒家思想%正是
当时欧洲人最为迫切需要的精
神%即一种自然神学!启蒙思想
家们都认为欧洲人裹在"圣经$

的章句和概念中走不出来 %中
国人则不那么教条% 早就有了
自然主义的神学思想% 即根据
自然理性来想问题!这种&自然
神学' 可以带他们走到理性的
道路上去% 这是对中国文化的
很大的赞美% 不无自我想象的
因素!

我认为%莱布尼茨(伏尔泰
对中国文化的赞美% 表达了他
们对欧洲自身文化的诉求 %借
他人之酒%浇自己心中的块垒%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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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一心 &西化 '的中国
启蒙思想家也差不多!但是%一
个很大的差别是莱布尼茨 (伏
尔泰对中国文化的物质形态非
常关注% 大家可以看伏尔泰的
"风俗论$%其中对中国地理(气
候(物产%甚至对长江三角洲的
生产方式% 都有非常细致的研
究! 利玛窦(龙华民%以及在华
耶稣会士的&汉学 '研究 %一直
是和中华文明的物质形态研究
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我们今天
在这里把&中学西传 '和 &中物
西传'合并研究%把中西文化交
流的精神形态与物质形态兼做
考虑%是很有意义的!一个好的
思想史研究% 就是回到历史本
身 % 然 后 就 能 回 到 历 史 原
因***观念力量的本身! 看今
天会议的框架设计( 题目搭配
和方法创新% 就让人有回到历
史%回到历史原因的感觉%感觉
到一个&广谱'的全球史研究正
在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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