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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敢對新千年的東西方交流的價值

一一「東方和西方:徐光敗與文化交流的方式」國際會議

綜述

朱曉紅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

復旦大學哲學博士

一 、

徐光敢 (1562-1633) ，宇于先，號玄腫，直隸松江

府上海縣(今上海市)人，一六0三年在南京領洗皈依天

主教，取名保祿 (Paul) ，是最早信奉天主教的士大夫之

一，一六0八年邀請耶穌會士郭居靜在上海開教，其家庭

亦成為上海第一個天主教家庭。一六三二年，任禮部尚書

兼東閣大學士，吹年加太于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同年

十一月八日病逝於任上。徐光敢與楊廷筠、李之藻一起被

譽為明末中國天主教三柱石，對天主教在華傳播起了重要

的作用。不僅如此，徐光敢主張，欲求超勝，必先會通;

會迪之前，必先翻譯，和傳教士們一起翻譯了西方思想和

科技的典籍，如亞里士多德的《靈句蠢吉> (即《諭靈

魂> [On the Soul]) 、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等，被國

人譽為「中西匯通第一人J 。二o一一年五月二十五至二

十七日，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東方大學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Napoli - L'Orientale) 召開了一個關於徐光獻的特

別主題會議「東方和西方:徐光敢與文化交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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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ente e Occidente. La via dell'intercultura e la figura di 

Xu Guangqi) ，自意大利、加拿大、比利時、中國、美

國、台灣等地的十九名學者在會議中宣讀了論文，這些學

者來自不同的學科領域:史學、思想史、神學、哲學和傳

播學，從各個角度解釋了這個生活在十六至十七世紀之交

的學者對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

本吹會議的發起單位為米蘭聖心天主教大學

(Università Cattolica del Sacro Cuore) 歷史研究所，合作

單位為復旦大學利徐中心、那不勒斯東方大學宗教文化對

話中心，贊助單位為天主教那不勒斯教區，聖艾智德團體

(Comunità di Sant'Egidio) ，意中經濟文化交流協會。會

議於五月二十五日下午在總主教府開幕。在那不勒斯總主

教塞佩樞機 (Cardinal Crescenzio Sepe) 和那不勒斯東方

大學校長維加諾尼 (Lida Viganoni)等簡短致辭之後，會

議第一場討論就開始了。接下去的兩天則分別在那不勒斯

東方大學本部及其神學院進行。學者們主要針對歷代和近

期對徐光獻的研究進展、徐光敢對利瑪實和耶穌會傳教方

式的影響、徐光敢和西士的友誼、徐光敢和西方科技、徐

光敢的信仰經驗等層面，對作為「中西交流第一人」的徐

光敢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關於歷代和近期的徐光敗的學術研究。彼旦大學利徐

中心主任李天綱教授回顧了國人對徐光敢研究和認識的不

斷深入過程，指出從最早其外錫陳于階主編全集，到二0

-0年由朱維錚和李天綱整理出版的全集;從隱晦其天主

教徒的身份，到二00三年在墓前豎起十字架的過程，體

現了國人在打開國門後實事求是的開放心態的形成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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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劉國鵬博士、米蘭天主

教聖心大學朱尼帕羅 (Elisa Giunipero) 博士和農春生博

士生則分別對國內外的徐光敢研究進行了介紹，再吹展示

了國內和國際學界對徐光獻的認識深入的過程。上海徐匯

區文化局宋浩傑局長從徐氏基地的修繕保護等角度，揭示

了徐光敢作為上海人在城市文化中的地位。

關於徐光敢對當時和後世的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世

界宗教研究所的王美秀研究員指出，徐光敢要求利瑪竇寫

下講道稿、邀請利瑪竇翻譯科學著作，並直接和其合作著

述，後又邀請其他耶穌會士參與修曆，這些都直接影響了

耶穌會的本土化的傳道策略，另外，徐光敢本人還對禮儀

本土化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如其父的葬禮) 。加拿大維多

利亞大學 (University of Victoria) 歷史學系布魯(Greg。可

Blue) 教授通過大量的文獻回顧指出，徐光敢不僅生前對

傳教士的傳教策略有很大的影響，自司後發生的禮儀之爭的

兩派，都引用徐光敢的文獻，以徐光敢作支持己方傳教路

線的前輩知音，可見徐光敢的神學一直很少受人非議。

就徐光獻的信仰方面。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董少新博

士就徐氏在南京教案中不畏權勢、為傳教士據理力爭的背

景進行了認真考證，對徐光敢的堅定的信仰生活做了深刻

的描繪。台灣光敢社丁松筠 (Jerry Martinson) 從基督教

的倫理、愛的律法、社會責任、關愛窮人、仗義執吉、知

信合一、工作和信仰相結合、生活見證等角度探討了徐光

敢的信仰生活。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朱曉紅博士則對根據文

獻資料，對徐光獻的臨終前一年的收入進行了統計，通過

對其巨額收入與去世時「囊無餘資」的事實的強烈反差的

揭示，展示了徐光敢為教會、為窮人所作的奉獻和犧牲;

並對徐光敢各類善行(包括其各項科技活動)的神學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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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了分析，指出科學也是其善功的一種，最後對當前學

界關於明代善會的主流研究提出了質疑。那不勒斯東芳大

學圭達 (Donatella Guida) 教授也對徐光敗的農學思想進

行了類似的神學分析。

在文本研究上也有不少新見。魯汶大學社鼎克

(Adrian Dudink) 教授考證指出，很多被認為是徐光敗的

親作並被收入其文集的神學作品如《辟妄》等，極有可能

是後人偽証，因最早的徐光敢文集都沒有將其收入，這個

觀點雖然不能被與會代表普遍接受，但是吉之成理，開拓

了學者的思路。而自由學者馬明哲 (Matteo Nicolini 

Zani) 修士通過對徐光敢作品「景教堂碑記」的文本分

析，指出徐光敢自覺地利用當時的最新發現 景教教堂

的碑文，為教會做了類似道統學的有效辯護，也應和《辯

學章疏》同為其護教傑作。

從利徐的友誼看跨文化交流的價值和本質。米蘭聖心

天主教大學歷史系主任喬萬里 (Agostino Giovagnoli) 教

授從基督教傳統來審視利徐之間的友誼，指出文化交流的

產物就是發展友誼，不僅縮短距離，還創造出超出了兩個

國家固有的文化價值，而基督教的愛的倫理是該友誼的基

礎。聖艾智德主席、歷史學家里卡爾迪( Andrea 

Riccardi) 教授回顧了跨文化交往中宗教的貢獻，指出，

就像鹽不為替代食物，而是為了食物提昧或保鮮一樣，宗

教對於文化亦是如此。在如今全球化的時代，跨文化交流

也必將突破物質領域。他以語義複雜的法語詞彙

“Passuers" 為例，直譯為「擺渡 j 、 「走私 J '有過

渡、媒介之意，暗指跨文化交往中的眾多特性，特別需要

參與者的見識和勇氣。他特別以陸徵祥(北洋政府外交總

長和總理，後在比利時加入本篤會)對宗教在外交中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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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認識，以及對徐光敗的推崇盲論，說明徐光敢在跨文

化交往中的特殊地位。原意大利駐中國領事館文化部主

任、現那不勒斯東方大學副校長白萊慕( Annamaria 

Palero) 教授則從中國當代文學作品和現存的歷史建築如

長城、承德避暑山莊等切入到宗教文化在交流中的地位，

並以「那不勒斯的中國 J 為題介紹了徐光敗之後的時代，

宗教在中西交流中的地位，特別是由意籍傳教士馬國賢

(Matteo Ripa) 在當時的西西里王國的首府那不勒斯創立

的第一個由教宗認可的「中國中心」的獨特貢獻。那不勒

斯東方大學資深教授獎米凱 (Michele Fatica) 也以馬國賢

在意大利的工作類比徐光敢在中國的工作，指出兩人目前

都處在列真福品的申請籌備過程中，這樣的會議有利人們

對兩人的跨文化交流的貢獻作更深刻的認識 p 並對全球化

進程的跨文化交流中宗教可能提供的價值有更多的認知。

-、
一

作為在華耶穌會的傳道夥伴和朋友，利瑪竇神父是馬

切拉塔人 (Maceratesi) ，十六世紀末前往中國傳教，他

與同時代皈依基督信仰的其他中國傑出人物為福音本地化

開闢了一條卓越的道路。自二O~O年一月意大利馬切拉

塔教區朱琉道黎主教 (Bishop Claudio Giuliodori) 宣佈重

新開敢利瑪竇列真福品的案件以來，要開敢徐光敢同時列

真福品的呼聲就非常高，梵蒂岡也有意於此。二。一0年

五月二十九日，在梵蒂岡保祿六世大廳，為紀念利瑪竇神

父逝世四百周年，教宗本篤十六世 (Benedict XVI) 公開

接見了朱琉道黎主教和八千多名教區的信友們。教宗再吹

重申了普世教會始終關注著「高貴的中國人民 J '教宗明

確地說: I對利瑪竇神父的欽佩，不應使人忘記那些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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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角色及影響。......他們中的首位及最著名的就是徐光

敗，生於上海。他是學者、科學家、數學家、天文學家、

農業學家，官至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等朝廷的一品大

官，為人正直，信仰天主教很虔誠，終身致力於服務國

家，為官廉政，治學嚴謹，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有舉足輕重

的位置。舉個例子，正是他說服並幫助利瑪寶神父把歐幾

里德的 J {幾何原本} I翻譯成中文，一部幾何學的基礎

J 課本，也是他向皇帝極力舉薦精通天文學的耶穌會士，並

委証他們改革中國曆法。」二0一一年四月十五日，聖座

中國教會事務委員會發表致在中國天主教徒文告，也直接

提到: I對上海教區能夠展開徐光敗的列真福品案、德以

與利瑪竇神父的列真福品案同時進行表示喜院。 J

在這個背景下，這吹學術會議得到了特別的關注。塞

佩樞機(原教廷傳信部部長) ，新晉的傳信部秘書長韓大

輝總主教全程參加了會議，並對其進行了高度評價，表示

希望通過研究徐光敢所留下的寶貴精神遺產，不僅幫助人

們自覺反省東西方交流的方式，也能幫助中國教會打開通

向普世教會的門戶。

關鍵詢:徐光啟文化交流基督教信仰與科學著作

耶穌會傳教

作者電部地址: xiaohongzhu@fudan.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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