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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耶稣会史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研究内容为传教史与东西文化交流史。全书由12篇文章及其附录资料组成，大都涉及以前不太为
人关注的“边缘问题”。例如沙勿略与中国的关系、耶稣会士的商业活动、武力征服中国的计划、耶
稣会内部的通信制度以及远东地区的主教任命问题等等。涉及的内容和范畴亦颇为宽泛，正如本书的
标题所示，作者试图从远东、甚至更为广阔的视角来解读相关历史人物与事件。如果将以往对入华耶
稣会士的研究称为正史的话，那么本书的论述更像是前史、外传或新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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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耶稣会史研究》

作者简介

　　戚印平，1954年生，浙江省上虞人，哲学博士，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著有《日本早期
耶稣会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远东近世耶稣会史论集》（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及
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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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耶稣会史研究》

书籍目录

导论　“为了胡椒与灵魂的拯救”——远东耶稣会史研究的视角与方式第一章　一个传奇的形成与演
变——有关使徒圣多马传教东方的若干记录与分析第二章　沙勿略与中国附录1　1552年1月29日沙勿
略神父于柯钦致欧洲耶稣会员的信件附录2　1552年10月22日沙勿略神父于上川岛致马六甲弗朗西斯·
佩雷斯神父的信件第三章　“Deus”的汉语译词以及相关问题的考察附录3　1551年10月20日费尔南德
斯修士于山口致沙勿略神父的信件第四章　远东耶稣会士对于汉字、汉语的若干记述与研究第五章　
西方传教士关于茶与茶道的若干记述与研究第六章　16世纪葡、西两国武力征服中国计划及其教会内
部的不同反应第七章　关于远东耶稣会士商业活动的若干问题附录4　关于本会会员在中国与日本之
间进行贸易的报告第八章　关于耶稣会驻澳门管区代表及其商业活动的若干问题附录5　驻中国（澳
门）日本管区代表规则第九章　范礼安与澳门当局签订的生丝贸易契约及相关问题第十章　远东耶稣
会的通信制度——以1587年丰臣秀吉传教士驱逐令的相关记述为例第十一章　16至17世纪的远东主教
问题附录6　耶稣会的教阶职务及相关问题第十二章　江户时代的“禁书制度”——兼论汉语基督教
版书籍在日本的流传附录7　对治邪执论参考引证书目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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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耶稣会史研究》

精彩短评

1、很棒，里面的文章主要讨论了16世纪远东耶稣会的各个方面，包括制度，发展，内部关系，传教策
略，通信，外交，与其它修会的关系，与教廷，世俗政权，商人的互动等等。并不是仅仅围绕范礼安
利玛窦等重要人物展开讨论，可以说非常详细与全面。2017.03.01—2017.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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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耶稣会史研究》

精彩书评

1、作者戚印平先生在浙江大学执教，多年研究天主教在远东地区的历史，视野广阔、成绩斐然。他
在研究中跳出一国一地的局限，将中国天主教历史至于一个极大的、互动的环境中，让人耳目一新。 
耶酥会最早的华人修士，是钟鸣仁与黄明沙二人。钟鸣仁是广东新会人，父亲钟念山是商人，长期住
在澳门，全家信奉天主教。经利马窦培养，1591年，钟鸣仁与黄明沙同时成为修士。黄明沙出生在澳
门，据称有葡萄牙人血统，先后侍奉利马窦、龙华民等人。钟鸣仁与黄明沙在传教活动中，经常受到
迫害，几次身陷牢狱。其中，黄明沙33岁那年，在广州狱中去世。钟鸣仁的弟弟钟鸣礼，后来也成为
耶酥会修士，1616年在南京被捕入狱，被判为奴三年。其被赎出时已经残废。除上述三人外，晚明耶
酥会华人修士还有九人。其中混血儿四人，分别是倪雅谷、庞类思、费藏裕、费藏玉。完全的华人，
有游文辉、徐必登、丘良禀、丘良厚、石宏基。这些人都是澳门人，或长期生活在澳门。由于耶酥会
某些人士的意见，以上十二位华人修士，无一晋升为司铎。在接受第一批华人修士的时候，耶酥会即
做出规定：“不给他们授司铎的教职，因为他们新参加耶酥会，信仰还不够成熟。”　　 贴三则笔记
： 　　 一、直到1623年，阳玛诺神父出任首任中国传教区（副省）会长，中国教区始脱离日本教区的
管辖。分离期间，中国与日本教区的神职人员曾因经济原因产生不小的纠纷，在日本传教的帕切科神
父甚至为此联合其他神职，向耶稣会总会长申诉。但是，即使1623年之后，中国教区的传教活动仍然
受到日本教区的资金支持。 　　 二、1586年5月，日本丰臣秀吉召见日本准管区长科埃略神父，介绍
自己征服东亚其他国家的想法，希望传教士们牵线搭桥，初步计划向葡萄牙人租用大型战船。并承诺
，如果自己的想法得以实现，那么将允许在中国自由传教。耶稣会方面给予积极回应。然而不久之后
，丰臣秀吉即在日本禁止天主教传播，双方合作无果而终。 作者并未深入分析此事的前因后果，仅作
简要介绍，并引用了耶稣会关于此次见面的部分会议记录。我个人猜测，这次“合作”可能是丰臣秀
吉对传教士的一种试探，而试探的结果令丰臣秀吉感到不安：传教士可以帮助我攻击他国，是否也可
以帮助他国攻击我呢？ 　　 三、耶稣会士进入日本后，最初误将耶和华神的名字翻译为大日如来，
因此受到佛教僧侣的热情欢迎。不久发现问题后，传教士们深感困窘，随之与日本僧侣决裂。 　　
==============附=作=者=自=述============== 　　 近年来，以耶稣会士为媒介的东西方文
化交流史、以及在此框架内的天主教东传史研究，已俨然成为时尚显学；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以
及发生在美国的「9 11事件」，则激发起更多学者的热情，希望通过历史研究，总结经验教训，寻找
或发现不同种族和异质文化和谐相处的济世良方。 　　 就本书涉及的16－17世纪的东亚耶稣会史研究
，我的基本看法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纯粹的宗教与文化，也没有纯粹的宗教与文化传播；大航海时代
的宗教传播与文化碰撞是全球性的普遍现象，任何自囿于一国境内、或是有限的双边范式，都不可能
获得圆满而合理的历史认识。 　　 说得更具体一些，我认为天主教在东亚的传播，是一个精心计划
、逐步推进的区域性历史过程。随着西方列强全球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传教士在印度果阿总主教区的
统一指挥下，依次向马六甲、摩洛加群岛、日本、澳门渗透，然后才是中国。后来成立的澳门主教区
，既受制印度果阿总主教区，同时又统辖中国、日本、越南和朝鲜等地教务。在「耶稣会连队」这一
准军事组织的体制下，教会内部关系密切，人员调配与经费使用均互通有无。加之东亚诸国相似的政
治体制、社会结构和以佛教、儒学为核心的文化传统，迫使传教士在面临相似挑战时，相互借鉴，相
互促进。例如利玛窦「合儒」、「补儒」以及知识传教等策略方式，既是对日本传教经验的总结与发
挥，亦在其它国家的传教活动中得到继承发展。以地缘国界限定学术视野，或许会人为割裂原属一个
整体的东亚教会历史，导致研究结论的偏差或片面。 　　 其次，正如我们将当时葡萄牙国王的海外
政策概括为「为了胡椒与灵魂的拯救」那样，天主教东传史的内容决不限于纯粹的宗教或文化领域。
从某种意义上说，传教是一项成本高昂、风险极大的投资。如果计算一下利玛窦等人礼尚往来，买房
置地的巨大开销，我们便不难理解经济基础对信仰传播具有多大的意义。事实上，出于衣食住行的生
存需要和某些策略性的政治考虑，耶稣会士与各国商人过从甚密，甚至常常角色互换，他们不仅积极
投身于规模巨大的生丝与黄金交易，而且还从事中介贸易、委托贸易、金融投机等多种形式的纯粹商
业活动。这一行为不仅缘于宗教传播与世界市场的互动作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耶稣会士的传
教方式与策略选择。 　　 还应当看到，天主教东传是西方列强全球扩张的附属品，并与错综复杂的
利益之争密切相关。例如葡、西等天主教国家的保教权之争；荷兰、英国等新教国家后来居上的势力
扩张；耶稣会与方济各会、多米尼克会以及罗马教廷的矛盾；耶稣会内部不同国别、不同派别的冲突
。所有这一切，使得天主教在中国以及整个东亚的传播，具有了非常复杂的丰富内涵。 　　 从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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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说，我们或许应当从「一般历史」的角度，在更为广阔（至少是亚洲、或东亚）的范围内，选
择问题，展开讨论。收录于本书中的六篇文章，多是在此框架内展开的个案研究。 　　 需要说明的
是，上述论文的某些部份曾在国内的刊物上发表过。因此，某些史料及论述稍有重迭。然而，由于相
关史料的不断收集，演绎推论的不断深入，证伪性的思索过程一直在持续，论文的修改也从未停止。
现将经过修改的译文结果出版，并附上相关的史料，以期方家大教。 

Page 7



《远东耶稣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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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111.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