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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斂之會通儒耶的人文精神研究

一一以《萬松野人吉善錄》為例

周萍萍

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英斂之 (1867-1926) ，又名英華，字斂之，號安賽齋主、

萬松野人，赫佳氏，正紅旗人，近代著名教育家、慈善家、愛國

天主教徒。其生活的時代，正值中國開始近代化的歷程，即不斷

向西方學習的歷程。英斂之面對國家衰敗、外侮頻加，努力尋求

富國強兵的途徑，但他在傳統的儒釋道中沒有找到拯世救國的良

方，從而轉向了西方文化，視西方傳來的基督宗教為挽救國家民

族危機、救治道德廢強、拯救人心的巨大力量，於一八八八年領

洗入天主教。英斂之從儒歸耶，皈信了天主教，但是其思想、中存

有中國傳統文化的烙印。他致力於整合基督教信仰與中國文化的

關係，積極在文化適應上作出建構與反省，這從其著述特別是《萬

松野人吉善錄》中即可見一斑。

-、

《萬松野人育善錄》是英斂之退隱北京香山之後的著述。一

九0二年，英斂之以開敢民智為目的，在天津創辦了《大合報》。

因《大公報》敢於宜吉，刊載了很多針眨時弊、痛斥西方列強的

文章，故顱受民眾的歡迎，逐漸擴大了影響，英斂之也隨之名聲

大震。一九一三年清帝退位後，英斂之不願與袁世凱政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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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身體原本不佳， r長病善病，況味備嘗J ， 1常年辦報又

費心勞神，精神更是疲憊，於是離開了大公報倍。名義上他仍

負責《大公報》的相關工作，但實際已與夫人英淑仲退居北京香

山靜宜園。 2

香山靜宜園位於北京市海澱區西部，是清代著名的皇家園

林，同時也是一座以山地為基址建成的皇家行宮御苑。但隨著清

王朝的逐漸衰落和腐敗無能，與圓明園、楊春園等並稱「五圈」

的靜宜閏屢吹遭受兵火之災。一九一二年，天主教界著名人士馬

相伯與英斂之同遊香山。他們見到靜宜園凋敝衰落的景象，不由

感歎道: r靜宜園一日不接管，一日多破壞。 J 3後來由喀喇沁

王福晉善坤和英斂之夫人英淑仲女士奏請隆裕皇太后，以開辦女

學和女工廠為由借用香山之地， r藉以保存勝蹟 J 0 4得到太后

恩准後，眾人先湊了幾百元錢，請英斂之前往照料。

至香山後，英斂之自號「萬松野人J 0 r萬松J 顧名思義，

即香山古樹有萬株之多，英斂之在此「隱於萬松谷中，擁古今書

萬卷J 0 5 r野人」則是英斂之的自謙之詞。上古時，人們稱居

住在國城郊外的人為「野人」。那時香山靜宜圍十分荒曠偏僻，

「守者非有槍支四五為衛，則甚危險J 0 6英斂之居住於此，謝

絕了一切酒食徵逐，常常「布衣適體，野霍充腸J '故自稱為「野

人」。此時，他已過不惑之年，不再激昂指陳時政、貶斥達官貴

人。遠離塵囂、淡然與名利相忘的英斂之在戰亂頻頻之世，悄然

隱於香山潛心從事宗教、教育、慈善等事業。

1 英斂之， <貧病吟> '載《益聞錄，} (1891 年 6 月 20 日)
2. 1916 年，英斂之將《大公報》售予主部隆。王部隆 (1888-1923) 是《大公報》的主要

股東之一，近代資本家，天津人。
3 馬相伯， <致熊希齡> '載朱維錚主編， (馬相伯集，) (土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1996) , 

頁 114 。

4 馬相伯， <上總督書> '載朱維錚主編， (馬相伯集，) ，頁 113 。

5. 英斂之， <自序> '載《萬松野人盲善錄:>> (天津 大公報館， 1916) 

6. 馬相伯， <致熊希齡> '頁 1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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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後，英斂之將自己對天主教教義教理的理解心得撰寫成

文章，相繼發表於《大公報》。經過數月的連載，一九一六年，

天津大公報餾將這些文章結集出版，題名為《萬松野人吉善錄》。

該書寓意深遷，且以中國語吉文字談論天主教教理，故一經印行

使銷售一空，後分別於一九一九年再版、一九三二年三版。馬相

伯在初版序中稱這是一本「喚起良心」的書， 7在再版序中對該

書的評價是「所錄皆語錄之精，精頗詳盡乎J 0 8而學者陳垣得

以與英斂之相識也正是藉著此書。當時，陳垣有意致力於中國基

督教史研究，卻苦於尋不到原本。當他閱讀《萬松野人吉善錄》

發現英斂之藏有部分明未來華耶穌會士著述時，立即寫信求借，

兩人大有相見恨晚之意， r餘極感野人，野人亦喜有人能讀其所

藏 J 0 9英斂之並將日後重新刊印這些書籍時編鑫、校訂的重任

託付給陳垣。

《萬松野人盲善錄》包含了根本的解決、道德的根源及信

仰迷信之別、申吉信仰迷信之別、讀書立志、青年鑑等篇，是

英斂之為喚起民眾「良心 J '將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與基督

教文化的精蘊融會貫通的一部著述。他在書中除引述明未來華

耶穌會士利瑪竇 (Matteo Ricci) 、揚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龐迫我 (Diego de Pantoja) 等人的論著，論證了修

德改過等的重要性外，還摘錄了儒學大師孔子、孟子、朱熹、

王陽明等人的吉論，以期達到「激發天良、改惡遷善」的目的。

作者自稱: r將我所見之善育，所發之善念，不論長短，不拘

雅俗，一一錄於紙上，使人共見，互相磋磨，互相勉勵，以期

無負維皇降哀之恩J 0 10該書充分反映了英斂之會通儒耶的人文

精神。

7 馬相伯 ， <序> '載英斂之， 1:萬松野人吉善錄》。

8 馬相伯， <再版序> '載英斂之， 1:萬松野人盲善錄.} (天津.大公報館， 1932 年三版)。

9 陳垣， <跋> '載英斂之， 1:萬松野人吉善錄》。

10 英斂之，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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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面所述，英斂之不僅是一位天主教徒，同時也是一位

深受儒家文化薰染的知識分子。儒家文化中相當重要的思想就是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J '這不僅是傳統知識分子顧為尊

祟的信條，也是他們安身立命的準則。英斂之自然也不例外。儘

管此時英斂之因為割辦《大公報》早已聲名大噪，但他仍將愛國

愛民視作一種責任，時時不敢忘懷。其自述:

然而三十年闕，自始至終，情境雖是屢有變遷 3 到底那

一段關心社會、注重人擎的念頭，總是拋舍不了去。既然以

世道人心為念，又遇見這風俗澆漓、人心險詐的時代，豈有

不想個挽回補救的法子的呢? 11 

正因為英斂之認同「東海西海，此理此心J '因此他承襲了

明末清初來華耶穌會士「合儒J 、「超儒」的傳教路線，著意於

儒、耶之間的文明共迪性。圍繞真道純德的源頭在哪里、道德該

如何培養等問題，他開宗明義即指出: r若是說天下國家不在乎

人品好歹，人不在乎心志如何;心志如何，不在乎講明學間，這

是大大的錯事J 0 12 

在《萬松野人盲善錄》中，英斂之首先指明真道純德的根源

不是別的， r就是上天無聲無臭、全知全能、至公至義之大主宰J ' 
「我們世上的人，果能信得他真(實呼吸可通) ，要得他切(如

赤子依母) ，愛得他至(更無以使加) ，自然道為其道，德成純

德。生順沒寧，俯仰無愧了 J 0 13 r大主宰」即天主。作為一名

天主教徒，尊奉天主為獨一無二、至高無上的神自然不難理解，

但是要讓更多的人信服，英斂之需要作進一步論證。他引述了

11.英斂之， <:萬松野人首善錄> '頁 5 。

12 英斂之， <小哥[) ，載《萬松野人言善錄》

13 英斂之， <:萬松賢人吉善錄> '頁 5 。

218 



英斂之會通儒耶的人文精神研究

《詩》、《書》中關於上帝的記載，如「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等，以說明遠古時中國人已經尊奉上帝。

英斂之認為那時家無異習、人無異說，風俗純厚、人民安康;

後來異端蜂起、邪說橫行，世道人心每況愈下;待到佛教傳入中

國，宣擴輸迴、因果報應等，非但沒有使人趨善避惡，反而人心

更不如前;而到了宋明理學時，太極、理氣等說一出，則將「蕩

蕩上帝J 一筆抹煞，沒有先後、尊卑、美惡之分，更混漏了天

下人的思想。 14本源既昧，人就會迷失真宗，因此他認為這是中

國人不認識上帝的根本原因。可見，如同利瑪寶等人一樣，英斂

之也希望徹底打破宋明儒學的基本信念，使得儒家學者回到先

秦，回到「天J '回到「上帝J '因為只有回到先秦才能把基督

教所認為的超越而外在的上帝這個概念帶進儒家的論說。

其吹，英斂之駁斥了迷信的偏劣。他呼籲: r若是不破除了

隨班唱睹的迷信，萬不能有真正獨立的信仰。沒有真正獨立的信

仰，萬不能推尋到真道純德的根源。這是定而不可移的真理。 J 15 

他指出國家如果要強盛就必須教育人才，要教育人才就必須栽培

道德，要栽培道德就必須有個真道理，要表明真道理就必須先破

除迷信。他把迷信比作修建德行這一條平坦正宜的康莊大道上的

雜草瓦碟，必須剪除清理。為此，他從輪迴、風水兩個方面詳細

駁斥了迷信的偽勢。

英斂之指出輪迴轉生的說法是西洋人畢達哥拉斯

(Pythagoras) 所創， 16後來這一說法被佛教所竊取。英斂之認為

輪迴之說是無稽之談，他反問那些相信輪迴之說的人，如果說輪

迴是古無今有，那麼最先的古人是從何處轉生出來的?如果說古

14. 同上，頁 6 。

15. 同上，頁的。

16. 古希臘哲學家、數學家畢達哥拉斯及其學派宣揚靈魂不死、靈魂鑰迴思想，他在宣揚

靈魂不朽、追求靈魂淨化的過程中所創立全新的愛智生活方式，是畢達哥拉斯教育思

想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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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一轍，那麼更說不通，因為人類是古少今多，哪里有那麼多的

魂靈預備看來回換?如果是從牲畜轉生而來，那麼牲畜一年中所

生的要比人類多千百倍，又是怎麼轉生的?況且如果真有輪祖，

自當中外一樣，可是為何西洋人不信佛教，不懂輪迴，從來也沒

有前生後世的經驗?因此，英斂之判定佛教提倡的輪迪之說完全

是誣民惑世。可以說，英斂之關於輪迴的論述借鑑了利瑪竇《天

主實義》中「辯排輸迴六道、戒殺生之謬說，而揭齋素正志」中

的內容。在《天主實義》中，利瑪竇曾詳細地駁斥了佛教所提倡

的輪迴、殺生等是謬論。

此外，英斂之認為人們之所以相信迷信，對風水、占←之類

推崇備至，是想趨吉避凶、喜好別人奉承迎合的緣故。因此即使

那些術士們信口雌黃，靈驗的不過百分之一二，人們卻也會信以

為真，奉若神明。為此，英斂之引述了羅大經的《鶴林玉露》、

郎瑛的《七修類稿》、張居正的《葬地論》、陳一齋的《答友書》

等來駁斥風水之類的說法都是騙人的， r古人之所謂←其宅兆

者，乃孝子慈器之心，謹重親之遺體，使其他日不為城且道路溝

渠耳。惜自精擇，亦不過欲其山水回合、草木茂盛，使親之遺體

得安耳。豈藉此以求于孫富貴乎J 0 17他指出 3 那些博學大儒之

所以能夠為後世所景仰，不是因為其宅地或葬地的風水好遂得

以福澤萬代，而是他們所抱的志氣、修身立品的德行。

第三，英斂之論證了人與禽獸的區別。他指出人所以稱為萬

物之靈，是因為其靈明、有思想、知善惡、別是非，能夠思考「生

從何來、現世何為、死歸何所」這三個認識世界本真的問題。而

一且人不具有靈性，則必然成為與禽獸無異的行屍走肉、酒囊飯

袋。他援引了陳白沙的《禽獸說》、呂新吾的《理欲消長極至圖〉

等來說明「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包

17. 羅大經著，主端來點校， {:鶴林玉露} (丙編)卷六(北京:中華書局， 1983) ，頁 3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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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血，裹一大塊骨頭J ， 18並進一步指出: I人為萬物之靈，不

與草木同腐，也就在這上頭。然而人空受此大恩、 3 不願隨從良心，

不肯努力前進，反倒縱欲恣情、為非作歹，這豈不是反不如禽獸

有益於世磨 J 0 19當然，英斂之亦推崇明末清初來華西洋傳教士

關於「生、覺、靈」的論證，認為那些道理「細密切當，那真是

原原本本，縷析條分J 0 20 

英斂之引述了揚若望的《主制軍徵> '該書提出生、覺、靈

三品，其中靈品與生、覺二品有天壤之別，因為靈品具靈明、能

理想、有倫理、別善惡。英斂之認同此觀點，當初他領洗入教就

是因為讀到此書，恍然大悟天主就是萬有真元、萬民父母。他大

呼: I此科學也，此哲學也J ， 21從此視該書為珍寶， I珍為枕

秘者垂三十年J 0 22此外，他還引述了畢方濟 (Francis Sambiasi) 

的《靈盲蠢句》。該書專講靈性之理，由有形推到無形，由本性

達至超性， I與世上一切談玄說空、恍惚迷離的議論真有天淵之

別 J 0 23英斂之將這些書稱為「我國絕無僅有之作J ， 24因此決

定重新刊印， I作為研究真理的一個寶棧J 0 25 

第四，英斂之論述了國家每祝愈下、為外敵所侮的原因。他

引述孟于的話，即「夫人必自侮，然後人悔之;家必自毀，而後

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J '一針見血地指出國家衰敗的

病根還在於自己，即驕傲滿盈、自大自尊;縱恣私欲、不知痛改。

那麼如何才能戒驕戒傲、修德改過?英斂之引述了「將修德改過

當作性命交關的」一本書 西班牙傳教士龐迪我的《七克》

書中，龐迪我明確了人J性的七宗罪，即傲、妒、貪、忿、賽、淫、

18 陳獻章著，孫通海點校， {.陳獻章集} (土冊，卷一) (北京:中華書局， 1987) ，頁 61 0

19 英斂之， {.萬松野人盲善錄} ，頁 4 。

20 同上，頁 24 。

21 馬相f白， <重刊〈主制輩徵〉序> '載朱維錚主編， {.馬相伯集} ，頁 178 0

22. 英斂之， <題主制輩徵> '載《安賽齋叢殘稿題跋) (鉛印本， 1917) ，頁 5 。

23. 英斂之， {.萬松野人言善錄} ，頁 24 。

24. 英斂之， (.安賽齋叢殘稿﹒詩鈔) ，頁 5 。

25 英斂之， (.萬松野人吉善錄) ，頁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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怠。同時，他亦指出了人的七德，即謙伏傲、仁平妒、施解貪、

忍熄忿、淡塞馨、貞防淫、勤策怠。龐迪我既痛陳七罪之醜惡，

又盛讚七德之美好，以七德克七罪，故稱為七克。當時士大夫稱

讚《七克》為「特揭開心，鴻宣驚耳。警策破夢，妙喻解頤J , 26 

可見該書說理不僅透徹，而且振聾發睛。

英斂之摘錄了《七克》中的數段，如「惟傲獨反謙德，但謙

是萬德之根，根敗，諸德焉能長乎?所以世上所最喪德者，莫過

於傲J ; I妒人有兩地獄，在生一個地獄，是自己苦自己;死後

一個地獄，是魔鬼苦自己 J ; I怒情一動，若不壓住，必生大禍J ; 

「淫欲乃心情之火，此火一發，一切好善的念頭、德行的志願、

理義的行為，都燒滅了 J ; I貪心是萬惡之根，忿怒事門、欺誼

盜竊、酷刻邪淫等惡，都是貪財之情的枝葉J ; I飲食過度不但

靈魂受害，肉身亦受大害J ; I怠是萬惡之種，邪涅貪馨、偷盜

蝶妒、戲盲狂笑、惡謀韻謗、浪費時日、喪前功加新惡，這都是

懶惰所生之苗 J 27等，希望用這些「當頭棒」、 「頂門針」去警

醒世人當改惡遷善、克己伏欲。

第五，英斂之論及讀書立志。出生貧寒的英斂之自小便知道

立志的重要，他在一篇文章中回憶， I幼時粗解文字後，讀《儒

門法語》中陳白沙先生《禽獸說} ，即頗知警協J 0 28陳白沙在《禽

獸說》中所提出的「人如無志，將與禽獸無異J '非常契合英斂

之的心意。為此，英斂之一直將讀書、立志視為人生中的大事業。

他認為人不讀書不能明澈一切事理、不立志不能成其所以為人，

故而年紀輕輕就博覽古今中外經典，並立下拯世濟民的志向。

為說明立志必須辨別是非、讀書必須審查邪正，否則就可能

誤入歧途而導致偏私編狹、陰險狠毒，他列舉了近代哲學家康

26 彭端吾， <西聖七編序> '見攏過我， (七克)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 1931) ，頁 5 。

27 龐迫我， {七克》。分日IJ見英斂之， {萬松野人言善錄} ，頁 29 、 31 、 33 、 34 、 36 、

37 、 38 。

28 英斂之， <陳白沙先生論書法> '載《是齋剩墨) (石印本， 1926) ，頁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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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尼采等，並引以為鑑。眾所周知，康德認為無論是經驗還是

理性都無法證明上帝的存在，而尼采的名育之一則是「上帝已

死J '作為天主教徒的英斂之當然不能接受這種觀點，他認為正

是康德等所宣導的學術即否定上帝的存在，才導致了歐洲戰爭不

斷、滅絕人道， I把千百年來的文明進化，一旦退入古昔的擴悍

野蠻，而且還是有過之而無不及J 0 29 

在讀書立志方面，英斂之十分注重理學家們的主張。儘管他

認為理學家們「雖然有時候不免迂闊黏滯J '但講述的「總是關

切人生安生立命的事情J 0 3。為此，他摘取了《朱晦寄語錄》、

《陸象山與曹挺之書》、《王陽明示弟立志說》、《張櫻若革時志》

等自己認為「最精當最痛切的幾篇J ， 31來說明讀書要慎思明辨，

要細細體會古人的精神，要培養優美高尚的人格，切不可妄自尊

大、名實不符。同時，他也選取了教內黃伯祿神父的《辨述事真

偽》、馬相伯先生的演說，進一步說明讀書、為學的門徑，指出

讀書貴在淵博也要揣度，要效仿蜜蜂采百花精華釀成美昧瓊槳，

而不可似蒼蠅一般終日營營卻遭人憎厭。

最後，英斂之特別勸誡了青年人。提醒他們在知識初開之

際，近朱則赤、近墨則黑，在這趨炎附勢、狗茍蠅營的時代，萬

萬不可擾人奎、敗道德。他認為自己出生貧寒 3 見多了社會的陰

暗卻沒有論落到窮兇極惡的地步， I是因為自閱知識以來，就遇

見幾位老成君于，時常的用那至理名言提撕警覺的好處J '故而

明白事理以後， I不但飲水思源，知道感激那教人以善的美德，

更願推己及人，擴充這蒙以養正的聖功J 0 32 

老子曾說: I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J 0 意思是，對於名

利財物過分地貪愛，一定會浪費不少，心思和精力;儲藏奇珍異寶

29. 英斂之， {萬松野人言善錄} ，頁 39 。

30. 向上，頁 44 0

31.同上，頁的。

32. 同上，頁 4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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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必定會大大耗費自己的生命，因為貪愛的人不會仗義疏

財，常常為財物所累而產生無窮的煩惱。因此，為告誡年青人富

家多敗于，英斂之摘錄了《呂新吾身家盛衰循環圖說》、〈夜燈

庭首!I.Þ等文章以說明興衰累散的道理。他倡議與其將錢財留給見

孫，日後栽棋種孽，不如學習歐洲的文明新道德，用餘錢辦學堂、

建醫院，推廣道德公益的事業。

-、
一

《萬松野人吉善錄》是英斂之憑數十年的閱歷、窮數十年的

研求，擷輩藉菁英的產物，可謂博採眾長、融匯中西。該書不論

是闡發中國傳統倫理哲學，還是引述西方傳教士神學哲學，都以

「正人心、扶世道、宏獨善 J 33為目的。正如英斂之本人所說:

要知道野人的苦心一點，熱淚兩行，純全發乎憐愛同胞

的一念，而且是明明白白看得淒清朗澈，不過理路或未能精

熟，言詞或有未能園到，那是為學力所限。然而我也斷不敢

拉你盲從浪信，但求你暫且放下平生的習開慣見，破費他十

天半月工夫，虛心實力的探討研求，慎思明辨，務期個水落

石出，圖窮匕見。那野人這一場熱狂也就不白發了。 34

可以說，英斂之秉承了明末以來開明知識分子「累朝以來，

包容荒納j 、 「褒表搜揚，不遺遠外」鈣的傳統。作為一名天主

教徒，他在對儒學作批判性反思的基礎上仍舊大力宣導中國傳統

文化，這正是其會通儒耶的精神所在。這種精神不僅體現於盲，

而且見於行。一九一三年，英斂之在香山靜宜園創辦了名為「輔

仁社」的小型學校，專門招收各省教內青年。「輔仁」意指培養

33 獎子鎔， <跋) ，載英斂之， {萬松野人吉善錄》。

34. 英斂之， {萬松置于人盲善錄} ，頁 28-29 。

35. 徐光敢撰，王重民輯校， {徐光敢集} (全二冊;北京 中華書局， 1963) ，頁 4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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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德，語出《論語﹒顏淵> : í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

仁J '它反映了英斂之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決心。針對修士們對

中國傳統文化和學術知之甚少的現象，英斂之在輔仁社「備古今

書籍若干種J '與學生們「日夕討論其中，分期作文演說，輸灌

社會必需之常識，以為將來酬世之用 J 0 36 

那時，外國傳教士對華實行愚民傳教政策，以致教會中盛行

「讀中國書無用」等怪論。有鑑於此，一九一七年，英斂之抱病

作《勸學罪吉》和《覆友人駁勸學罪吉書> '宣導學習中國語吉

文字的重要性，他抗議道: í本國人不過本國文字，何以接人，

何以應事?論其效果，不過自絕於高尚社會，自屏於優秀人章而

已。 J 37英斂之等人的反復籲請得到了羅馬教廷的重視，於是才

有天主教輔仁大學的創辦。為保證教學品質，輔仁大學開設了國

學部專修科，主要學習課程為中國文學、歷史、哲學，兼學英文、

數學等。從靜宜園輔仁社重視國學到天主教輔仁大學中西並舉，

這無不體現了英斂之會通儒耶的人文精神。

可以說，作為一名知識分子，英斂之認為「雖然自己位卑身

膺，學淺才釀。也該就其所知，盡愛童保種一份子之天職」月因

此積極投入到社會活動中去，如創辦《大公報》、參與慈善教助

事業、創辦天主教大學等。作為一名天主教徒，他認為「既受救

主愛人之誠，不當厭棄世事，一任稿木死灰，苟一息尚存，應竭

其能力，以圖國利民福，妨國民一份子之天職J ， 39不僅希望用

行動來改變天主教在人們心目中的不良印象，同時也將宗教信仰

轉化為一種關心社會的力量。英斂之希望以知識分子兼天主教徒

的身份握濟天下、獻身社會;希望變西方宗教為中國人自己的宗

教，用以挽救國家危機、拯數人心，實現中國的自強、自立。終

36. 英斂之， <北京公教大學附屬輔仁社簡章) , <:輔仁生活》第五期 (1940 年 3 月 25 日)。

37. 英斂之， <:勸學罪言> (1929) ，頁 3 。

38. 英斂之， <:萬松野人盲善錄> '頁 5 。

39 英斂之， <自序) ，載《也是集績編> (天津大公報館，清光緒 33 年[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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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生，英斂之致力整合基督教信仰與中國文化的關{奈. I以先

覺覺後為己任J '的積極在文化適應上作出建構與反省。

關鍵詞:英斂之會通耶儒天主教

作者電部地址: pingpingzhou@tongji.edu.cn 

40. 獎于鎔，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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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Qct 

Yíng Líar凶lí was a Confucían íntel1ectua1. He was baptízed 血

1888. Even as a Catholíc, he ís stíll attached to the 仕adítíonal

Chínese culture. In hís farnous work, Wansongyeren Yanshanlu 

(Worthy Words by Wansongyeren), we can see hís huma且ís世c spírit. 

In order to awaken the conscíence of Chínese people and help them, 

he referenced and quoted not only the works written by the Jesuíts 

who carne to Chína ín late Míng, such as Matteo Riccí, Johann Adarn 

Schal1 von Bel1 and Díego de Pantoja, but also the works written by 

the farnous Confucían íntel1ectuals such as Confucíus, Mencíus, Zhu 

Xí, Wang Yangmíng and so on. Yíng, who embodíed b。由 tradítíonal

Chínese and wes紀m relígíous 仕adítions， dedícated hímself to 也e

íntegratíon between Christíaníty and Chínese culture. 

Keywords: Yíng Líanzhí; Humanístíc spírit; Catholící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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