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莲奖"得主黄伯禄的!汉学"研究

黄伯禄的身份

在晚清上海天主教历史
上 !黄伯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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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
位绕不过去的中国神父% 黄伯
禄

!"&$

年出生于江苏海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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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去世于徐家汇% 教会史
家方豪在其 &中国天主教历史
人物传' 一书中称黄伯禄为晚
清江南教区中外神父群体中的
(佼佼者)% 他如此赞誉这位教
会前辈 !主要原因在于后者著
述丰富 % 方豪还因黄伯禄 &集
说诠真 '一书与胡适有过书信
往还%

原来! 留学美国的胡适在
图书馆翻阅书籍时看到 &集说
诠真'一书!深深佩服黄伯禄在
此书中对中国典籍的旁征博
引 !因之在他的 &留学日记 '中
写了一段读书笔记% 而胡适不
知黄伯禄是中国人! 且将他的
名 (伯禄 )与号 (斐默 )连读成
(伯禄斐默)! 误以为后者是一
位外国传教士%方豪读到&留学
日记'后!写信给胡适指出他的
这一错误! 为黄伯禄 (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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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胡适再版 &留学日记'

时予以更正*(黄伯禄是江苏海
门人! 是一位很有学问的天主
教神父!他的著作很多%方豪先
生去年曾指出我这个错误 !我
很感谢他的指示% 民国四十六
年除夕!在纽约记% )

我们在此没有必要苛求胡
适! 毕竟黄伯禄作为一个天主
教神父! 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
位 (边缘 )人物 % 不过 !如翻看
&集说诠真 '一书 !则可知黄伯
禄对中国典籍的掌握的确十分
丰富% 抛却他著此书的(护教)

目的和相关论述外! 读者仍能
从中体会到他对儒释道三家源
流和中国民间信仰体系的认
识% &集说诠真'被法国汉学家
戴密微称作是有关 (中国民间
信仰和风俗学资料的宝贵索
引)%该书也收入台湾学者王秋
桂+李丰楙等人主编的&中国民
间信仰资料汇编'丛书%

其实! 方豪对黄伯禄个人
情况的认识也有不完整+ 不准
确之处! 最重要的一点即黄伯

禄是否一位耶稣会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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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豪在&人物传'中称黄伯禄为
(不隶会籍司铎)% (不隶会籍司
铎 ) 也 即 英 文 中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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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指不隶属于任何修
会!而属于教区的传教神父%在
晚清耶稣会的会士名录中 !我
们的确看不到黄伯禄的名字 %

他自己在著述序言中也不如其
他中国耶稣会士那样明确地自
称 (耶稣会后学 )!而只是注明
自己 (司铎 )的身份 !有时则只
称 (海门黄伯禄 )!隐去自己天
主教神父的身份%

实际上! 黄伯禄是一位耶
稣会士! 只不过他成为耶稣会
士的路比较漫长而曲折! 需要
从他 (离家修道 )的历史说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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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新 耶 稣 会 士 南 格 禄
"

823-9 :;//+23<9

$+ 艾 方 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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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秀 芳
"

@+<A3B.< @4-+C4+

$ 三人来到
上海! 第二年即在佘山附近的
张仆桥设立修道院% 该修道院
属于江南教区! 也即南京主教
区% 当时的主教是传信部神父
罗伯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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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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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任江南教区主教 $!

他将修道院的教学事务交给李
秀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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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
&

日修道院
开学! 黄伯禄也于是年成为该
修道院的第一批修生% 这些修
生入修道院前!多在家启过蒙,

入修道院后! 要继续学习汉字
以及 (应考秀才必读的中国经

典著作 )!也即 (四书五经 ),此
外! 还要读拉丁文以为理解天
主教神哲学做准备% 另外还要
学习物理+宗教史等课程%

罗伯济主教为了维护主教
的权威和教区行政的统一 !要
求修生不得加入耶稣会! 并令
他们宣誓 (没有得到主教的特
别豁免时不得进任何修会 !尤
其进耶稣会)"史式徽!"江南传

教史#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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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而此
时! 年龄比较大的一些修生则
萌生加入耶稣会的意愿% 比较
典 型 的 是 一 位 名 叫 冯 书 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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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松江蔡家浜籍
修生%冯书田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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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生入
耶稣会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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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向时任
主教赵方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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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助理
主教徐类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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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解除
不入耶稣会誓言的申请! 在后
者的阻挠下未被批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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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冯书田则直接上书教宗庇护九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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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入耶稣会!但
在徐类思的阻挠下!仍未成功%

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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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J

月
7#

日冯书田
临终前!才被允许加入耶稣会%

冯书田去世后! 修道院的中国
修生也不被要求发不入会的誓
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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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耶稣会初学院成
立后! 江南教区才大量出现中
国耶稣会士! 他们中的一些人
如李问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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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马相
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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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近代历史
上的名人%

就黄伯禄个人而言! 他和

另一位川沙籍的修生龙在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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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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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被准
许加入耶稣会!但并没有成功%

他们的名字仍旧留在修道院的
名录中! 而不见于耶稣会的会
士名录 % 因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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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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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黄伯禄成为神父时! 其身份
是江南教区的传教神父! 而非
耶稣会神父%

不过!根据
6%(#

年徐汇大
修院编辑的 &江南修院百周纪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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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黄伯禄
在

6%$%

年去世前才发愿进耶
稣会% 虽然未有更原始的档案
资料来对他的耶稣会士身份予
以互证! 且他一生也未以耶稣
会神父的身份示人! 但他的著
述活动与近代来华耶稣会的学
术活动结合在了一起%

著述丰富的学者型

教牧

成为神父后! 黄伯禄先负
责管理小修院!教授拉丁文+哲
学!培养后续的传教人才%随后
在上海 +苏州 +海门等地传教 %

据教会史料记载! 黄伯禄从同
治八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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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光绪元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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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州担任城内(本铎)!

也即管理苏州城内的教务%

在担任苏州 (本铎 )期间 !

黄伯禄参与到在苏州地区太湖
南部的洞庭山上为渔民天主教
徒建立宗教场所的交涉当中 %

该事件的起因是当时的松江地
区会长意大利耶稣会士利庸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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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计划
在太湖边上设立天主堂! 专为
松江和苏州两地流动性较强的
渔民信众提供宗教活动的场
所% 先是利庸乐派遣一位住在
徐家汇的昆山人周刘氏去给
(教士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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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周
刘氏坐船来到洞庭山! 计划租
房!但遇到地方士绅们的阻挠%

周刘氏后借助能治疗幼儿疾病
的能力! 治愈了一位富户孩子
的疾病% 这位富户于是不顾地
方士绅的威胁! 协助周刘氏租
房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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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周刘氏另
按照法律手续购买了一幢有五
间房的屋子!设为在太湖捕鱼为
生的渔民信徒聚会的(公所)%

据史式徽&江南传教史'记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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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底! 黄伯禄即
来此地举行弥撒! 主持公开的
宗教生活% 黄伯禄的传教活动
引起了教外士绅们的不满 !后
者计划对这座 (公所) 进行袭
击% 黄伯禄似乎已经知道地方
士绅的计划! 于是在四位苏州
地方天主教徒的陪同下 !于
6")7

年
(

月初到达洞庭山% 黄
伯禄的大胆举动进一步激怒了
地方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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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7

日晚
上! 地方官派遣衙役来此要求
黄伯禄和周刘氏离开洞庭山 %

黄伯禄对此予以拒绝%第二天!

他又前往衙门同地方官直接交
涉!声明了&天津条约'和&北京
条约' 中的相关传教条款和信
教(权利)!并告知地方官(教区
决不会让步),黄伯禄虽是中国
人! 但地方官惮于他是天主教
神父!未敢向他动手!而是把卖
主和中人扣押了起来% 地方官
的理由是士绅和地方民众反对
洋人来此%双方僵持不下!时任
苏州总铎的法国耶稣会士潘如
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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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来与
地方官交涉% 在法国传教士的
压力下! 地方官和绅士们妥协
了%史式徽给出的原因是!(苏州
的藩台大人原是潘如汉神父的
老朋友!他就从中打了圆场)%

这一事件是黄伯禄传教生
涯中有关(教案)处理的经验之
一%限于资料原因!很难对他的
举动给予适当的评价% 不过就
该事件的处理结果而言! 并未
上升为引发中法外交交涉的
(教案 )和重大民教冲突 !凸显
出在地方层面教务治理的关键
在于传教士与地方官之间的私
人关系% 在不平等条约的框架
下! 地方士绅与天主教会的矛
盾往往是一般排外心理引起
的! 官员的治理对策很大程度
受制于个人对传教士和天主教
会的观感和认识% 在地方上的
传教经历! 也影响到黄伯禄随
后的著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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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黄伯禄被教会上
层调回徐家汇! 担任徐汇公学
校长两年!并管理小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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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时黄伯禄在当时的教区中心
董家渡从事写作! 也就在这一
年出版了&正教奉传'一书%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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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五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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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编辑! 陈韶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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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李强

黄伯禄晚年坐像

黄伯禄的!汉学"研究著作除关注中国社会各项制度外#也包含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如他后期有关
中国地震$中西日历$日月蚀的作品%有学者将之划分为!汉学"研究的工具书%此类主题的作品也从
一个侧面反映了黄伯禄作为传统学者型中国教牧知识结构的多样化% 黄伯禄的&中国产权研究'获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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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法国汉学!儒莲奖"#&中国地震考'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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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儒莲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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