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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 - 教父时期的宣教事工-- 利玛窦来华 
 

(一)  观念和名言 

我们不断地叩响中国的大门，直到仁慈的上帝为我们打开它。     ——利玛窦 

 
利玛窦几十年的传教工作都不是为他自身的光荣而作的。他是为了耶稣基督而从事这一切 

 

他认为传教士最需要的是爱德和耐心。 

 

每天早上举目也举心向天，感谢上主生我、养我并教导我，给我无数的恩宠。然后祈求他

今天帮助我实现三种意向：不要有不良的思想、言谈和行为。到了晚上，我再一次跪下认

真的自我省察：今天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地方我想了什么？说了什么？作了什么？是否有

不诚实的地方？如果没有，我就归功于上主，感谢他的恩佑，希望将来能够继续不断地这

样作。如果发现有了偏差，我就痛悔，而且按照事情的轻重作补赎，也求上主以他的仁慈

宽恕我。我也下决心定改。每天两次常常这样作。     

——「畸人十篇」与 「天主实义」利玛窦谈到灵修省察。 

 

(二) 明末西方传教士来华之背景 

1. 从唐代至清代基督教之传入中国并非始终一贯,而是屡传屡断、断断续续在不同期掀起之

波涛。而在每次的传教浪潮中, 基督教的不同教派先后一度分别扮演了比较重要的角色,

如唐代的景教 , 元代的也里可温教,明代中叶后的天主教会耶稣会,乃至清代的基督新教

等等。 

2. 明清之际来华的基督教教士主要是天主教徒,尤其是其中的耶会会士。他们大批地顺着海

路东来中国, 造成了一次西学东传的高潮, 大大促进了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 

耶穌會士來華的原因 

1. 新航路的发现  (非洲好望角, 美洲, 印度…环绕地球的航行) 

2. 殖民势力东来:随着地理大发现,西欧各国纷纷向非洲、美洲、亚洲等地殖民。嘉靖三

十二年(1553)后,葡萄牙人占据澳门. 

3. 旧教失势于欧陆:十六世纪初,欧洲发生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宗教改革,旧教一

面对抗新教在欧洲的发展,一面向东方扩大天主教的影响,以挽回失去的优势。明末来华的

西方教士大多是天主教耶苏会士,此与欧洲的政治、宗教形势颇有密切关系。 



4. 教士虔诚传教: 许多来华教士确系信仰虔诚、热心传教者。 

 

(三)  利马窦的生平 

 利玛窦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在中国颇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称为“泰西儒士”。 

 1552 年 10 月 6 日出生在意大利玛柴拉达贵族家庭 

 1571 年 8 月 15 日入耶穌會。 

 1577 年动身去印度里斯本；同年抵果阿传教。 

 1582 年由范礼安神父召赴澳门学习汉语。同年与罗明坚神父同赴肇庆。开始在华传教。 

 1583 年在肇庆建立了「仙花寺」，他们身穿佛教僧侣的服饰，认为这样能够博得人们的

好感，而且他们也觉得这与天主教神父的装束相差不大。 

 1584 年利玛窦绘制了《大瀛全图》。利玛窦利用解释各种西方事物的机会，同时介绍了

他们的天主教信仰。他们翻译了《十诫》、《天主经》和《圣母赞歌》，以及《教理问
答书》，很快亦有中国人对天主教产生兴趣。于是利玛窦开始派发罗明坚撰写的《天主

实录》，以中文解释天主教的教义。 

 1589 年广东新任总督刘继文将利玛窦所住的西式建筑据为己有，并以利玛窦的宗教为
「邪教」，把他驱逐出肇庆境域，于是利玛窦移居韶州。在韶州的时候，他们遇上了强
盗打劫，虽然利玛窦受了伤，另外一个不幸是利玛窦的两名部下相继逝世。只剩下利玛
窦一人从事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感到欣慰的是，他在肇庆结识的士人瞿汝夔（太素）成

为了他的好友和弟子，还帮助利玛窦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第一卷。利玛窦又

攻读《四书》，并首次将之译为拉丁文。借着瞿汝夔的宣传，以及赠送高官们利玛窦自

己制作的天体仪、地球仪和计时用的日晷等西洋物品，利玛窦的名声逐渐在当地的达官

贵人中传开。 

 1594 年通过与瞿汝夔和其他许多中国上流社会人士的接触，利玛窦才知道佛教僧侣装扮

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并不受到尊重，社会地位比较低下。为了更方便与中国的官员交往，

利玛窦开始蓄发留须，并穿起了当时儒士的服装。 

 1595 年利玛窦借口为一位北上任职官员之子治病，而获得了去南京的机会。 

 1596 年 9 月 22 日，利玛窦成功的预测了一次日食，使他很快成为了一个有名的人物，

利玛窦被任命为耶稣会中国教区的负责人，全权负责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在南京利玛窦
还与一位三淮和尚进行了一场辩论，在这次辩论中，利玛窦凭借其科学性的思辨明显占

了上风。他还在正阳门建成中国第四座天主教堂，他在城西的住址后来也成为著名的石

鼓路天主教堂。这些活动使南京成为中国天主教史上最重要的传教中心之一。 

 1600 年利玛窦抵达北京。进呈自鸣钟、《圣经》、《坤舆万国全图》、大西洋琴等方

物，得明神宗信任。同年，明神宗下诏允许利玛窦等人长居北京。之后利玛窦在北京以

丰富东西学识，结交中国的士大夫。常与宾客谈论天主、灵魂、天堂、地狱。同时编撰

新书，包括以中文写成的《二十五言》等，得到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尊重。到了 1605 年

（万历三十三年），北京已有 200 人信奉天主教，当中有数名更是公卿大臣。这当中最

著名的，也是后来影响最大的是进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启。 



 1610 年 5 月 11 日病逝于北京，終年 58 歲， 赐葬于平则门外的二里沟滕公栅栏。 

 

(四)  利马窦等在华传教之成就 

1. 教徒人数增多 

2. 传教事业遍及全国 

3. 成功打入皇宫 

4. 成功打入上流社会 

5. 著作教义 

6. 传播西学 

 

(五)  利马窦规矩  (中国礼仪之争) 

1. 利玛窦容许中国教徒继续传统的祭天、祭祖、祭孔。利玛窦主张以「天主」称呼天主教的

「神」；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天」和「上帝」本质上与天主教所说的「唯一真神」并无分

别。而祭祀祖先与孔子，这些只属追思先人与缅怀哲人的仪式，与信仰并无什么干涉；只

要不掺入许愿、崇拜、祈祷等成分，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和

方式，一直为之后到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所遵从，是为「利玛窦规矩」。 

2. 康熙时代，道明会传教士为了排挤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向教宗申诉利玛窦等人允许
中国教徒崇拜祖先，违背了天主教教义。道明会传教士建议教皇派特使到中国晋见康熙

帝，要求更改利玛窦规矩以排除容许中国传统的传教方式，和康熙争辩。康熙认为「不可

理喻」，强令传教士遵从，否则逐回。此即中国礼仪之争事件。而祭祖敬孔的禁令直到数
百年后的 1939 年 12 月 8 日由教宗废除，这也侧面显示出了利玛窦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六)  问题讨论 

1. 传教士利玛窦来中国做了些什么？带来怎样的影响？与你我有什么关系呢？ 

2. 利玛窦规矩是什么？ 它如何影响礼仪之争？ 你对这场冲突的看法如何？ 你认为它有助

于传福音，或者你觉得它让人混淆了福音吗？ 

3. 利玛窦规矩是什么？ 它如何影响礼仪之争？ 你对这场冲突的看法如何？ 你认为它有助

于传福音，或者你觉得它让人混淆了福音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