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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透獎金好長時間沒有
人猜中時,累積獎金就

會吸引更多的人去買,
不時有無聊的記者,大概

為了湊當天的新聞稿,就去問
排隊買獎券的人,你中獎後會
幹什麼?

這正是每個花一元錢,做
個美夢的人共同的問題,一點
也不奇怪的是,十之八九的人
都會回答,買一棟大房子,然
後周遊世界.

是民眾太缺乏想像力,不
知如何花錢,還是金錢其實很
有限,能買的東西很有限?

女性喜歡買衣服,裝飾,但
畢竟人的時間有限,買上一千
套衣服,一年之內,得一天換

三次裝才穿的完,因此常常恨
沒有足夠錢血拼的女性即使
有了錢,充其量不過把自家的

衣櫃變成百貨公司的展示櫃
而已.

因此周遊世界的確是一個可以花錢,
花時間的選擇.

一個人憑空得了幾千萬元,不必再早
九晚五為生活奔忙,當然就得想法把時
間打發掉,因此周遊世界被認為是一個
人間享受.

其實全球化的今天,每天飛來飛去,

全球旅行的是大有人在,對他們而言,周
遊世界並不是一件快事.反而象普通人
對早九晚五的上班生活一樣,是一件不
得不為之的痛苦事情.

真的有人閑來無事,是否願意在世界
各地奔波,趕火車趕飛機,在機場枯坐,
恐怕幾天下來,就可能思家心切.

古猶太國國王所羅門通曉天下
事,智慧無人可比,最後亦感歎:
“ 日頭出來，日頭落下，急歸
所出之地。

風往南刮，又向北轉，不住
的旋轉，而且返回轉行原道。
江河都往海裏流，海卻不滿。
江河從何處流，仍歸何處。

萬事令人厭煩。人不能說
盡。眼看，看不飽，耳聽，聽
不足。

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
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
無新事。

豈有一件事人能指著說，這
是新的。那知，在我們以前的
世代，早已有了。

已過的世代，無人紀念，將

來的世代，後來的人也不紀
念。

我傳道者在耶路撒冷作過以

色列的王。
我專心用智慧尋求查究天下

所作的一切事，乃知神叫世人所經練
的，是極重的勞苦。

我見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事，都是
虛空，都是捕風。”

可見即使我們夢想中的美事,有可
能也象夢一般虛空.

周遊天下, 亦不過如此.

周遊世界當

山風

七月的洛城，酷暑難當，

正想找本書來“ 閑讀”，趕巧

朋友送了我一本書《從利瑪

竇到湯若望——晚明的耶穌會

傳教士》，讀著讀著，就不

想再放下，用了兩天時間，

除了吃飯、睡覺就是讀書，

我是學歷史的，很少見有歷

史著作寫得像該書一樣如此

精彩、跌宕起伏、引人入

勝。該書作者鄧恩（George

H. Dunne）神父生前曾是一

名嚴謹的學者，在美國聖路

易斯大學執過教，他將耶穌

會傳教士在晚明傳教的那段

撲朔迷離的歷史像講故事一

樣娓娓道來，字裏行間不時

夾雜一些精彩的評論。一氣

呵成地讀完此書，掩卷深

思，好像有許多話不得不

說……

二十多年前，當我還是

歷史系的一名學生時，老師

在講到歐洲宗教改革的歷史

時，有褒有貶，印象深刻，

褒的是馬丁‧路德和加爾文

等人在北歐發起的宗教改革

運動，貶的是南歐天主教內

部進行的一場深入的自我革

新，耶穌會就是此“ 自我革

新”的產物，以往人們總是把

耶穌會的創立解釋為對歐洲

宗教改革的反動，真是太有

失公允了。

耶穌會創立之後猶如一

個有著旺盛生命力的小夥

子，在天主教的傳教事業

上，嘗試著走新路，他們給

當時的中國帶來了歐洲最先

進的科學和文化（當時來中

國的耶穌會士都是擅長于天

文、地理與數學計算之

人），同時又自覺地努力地

在中國這個有著悠久文明傳

統的國家進行“ 文化適應”，

在中國走出中世紀的前夜，

是這批最早來華的耶穌會傳

教士充當了文化交流的載

體，他們與當時一些具有開

明開放精神的中國知識份子

一道構築了跨越東西兩大文

明的橋樑。

要知道：橋的一端是將

宋明理學當作唯一真理、固

步自封、主張“ 寧使中國無

好曆法，不可使中國有西洋

人”的食古不化的頑固衛道

士；橋的另一端則是將歐洲

文明視為文明終結，將一切

非天主教民族都視為魔鬼的

“ 歐洲人主義”者（即認為天

主教和歐洲文化及習俗被無

可置疑地認為是唯一正確

的）和狹隘的“ 雅立安民族

主義”者。蓽路藍縷、劈荊斬

棘的工作從一開始就註定是

異常艱難的。

於是，晚明來華的耶穌

會傳教士，從利瑪竇到湯若

望，他們在中國的全部生活

可以說是“ 一部非凡的忍耐

力和高超智慧的記錄”。他們

自覺地“ 中國化”，既表現

在衣著、語言上，也表現在

待人處事的謙遜態度上，更

表現在對中國文化與傳統的

尊重上，他們採取“ 智力傳

教”的方法，正因如此，他們

才能與當時許多優秀開明的

知識份子、學者型官員建立

了溫馨感人的友誼，並得到

了他們許多無私與及時的幫

助，並藉助這些人，開啟了

中國與歐洲間的自然科學與

文化溝通的大門。

而且，耶穌會士們在許

多問題上表現出靈活性，如

並不要求天主教徒在禮拜天

和宗教節日時停止他們的工

作，允許教徒們參加紀念家

族祖先的隆重的但不包括焚

燒紙錢的儀式，及允許教徒

保留祖先牌位的習俗等，但

在涉及教義的重大問題上則

堅持了原則性，如他們對教

徒必須恪守一夫一妻制的毫

不妥協的態度。

在實行“ 文化適應”策略

的過程中耶穌會傳教士經歷

了無數次令人沮喪的失敗，

他們在失敗中不斷總結經驗

教訓。儘管如此，他們還是

受到了來自兩方面的

攻擊，本書的作者敍

述了仇視任何新思

想、新事物的頑固官

僚發動的“ 南京教

案”和“ 湯若望冤

案”，但更主要的是

敍述和批判了天主教

會內部的“ 歐洲人主

義”者給奉行“ 文化

適應”策略的耶穌會

士提出的種種詰難和

干擾，如比耶穌會晚

來中國的一些方濟

會、道明會的修士

們，出於他們的無知

與偏見，竟以為任何

對文化的適應就是對信仰的

背叛，他們對文化與信仰的

狹隘理解、不顧客觀環境的

刻板的傳教方式、不尊重中

國人的感情的傲慢態度、以

及對耶穌會在中國業已取得

的成果的嫉妒等，他們在天

主教內部引發了一場關於

“ 禮儀”的爭論，最後導致了

教會關於禮儀的禁令。

而這個禁令“ 在實踐中

產生的效果是雙向的，禁止

參加祭孔的禁令使得學者、

官員們不可能成為天主教教

徒，而教徒因而不可能進入

學者行列，這就失去了得到

學者和官員，們同情和善待

的可能性。而在耶穌會的傳

教策略中，這些學者和官員

階層是傳教士們和平地滲透

進中國社會的基礎。在禁止

祭祖禮儀的影響下，教會不

得不處於與整個社會環境為

敵的境地……如果由此產生的

後果被教廷全部理解，它就

一定會察覺到，所謂信仰純

潔性所需要付出的代價實在

太高了。”

耶穌會士當年在中國的

傳教實踐和最後的命運對於

今天的基督徒、尤其是希望

在中國廣傳福音的基督徒們

仍有啟迪的意義。作者在書

的“ 尾聲”中說：“ 從天主教

所揭示的信仰來說，是獨一

無二的。它既不認為在天主

教社會之外就找不到閃光的

真理，也不認為沒有信仰的

人就是惡棍和無賴。經常是

一些狹隘、不寬容的信徒破

壞了天主教的聖潔、玷污了

天主教的真理，這些人要對

一些人的不願相信天主教負

責。”作者振聾發聵的這段話

難道不值得一切以熱忱之心

傳播福音的人深思嗎……

巨人的一代給後人的啟迪
——《從利瑪竇到湯若望——晚明的耶穌會傳教士》

章瑢

利瑪竇 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