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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利玛 窦是早期墓专教词汇的翻译者之一
。

本文讨论利玛窦在以教理问答形式写成的 《天主实义》这本书中基督教词汇的

翻译方法
。

利玛窦在翻译过程中用他独有的方式
,

把儒家经典和基货教教义联 系了起来
,

从而冲破了儒家壁垒
。

这种翻译方法在

世界翻译历史上不多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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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早期佛经翻译在词汇方面忽略 了佛教
术语的文化 内涵

,

那么 明清时期的西方传教士

在翻译基督教 (包括天 主教和新教的各派系 )

《圣经》 词汇的时候
,

首先意识到的恰恰就是基

督教术语的文化 内涵
。

基督教在 中国的初期传播远比佛教复杂
,

遇

到 中国 固有文化的抵制也大得多
。

其 中 的原 因

错综复杂
,

但主要是和基督教强行的
、

有组织

的扩张倾 向分不开 的
。

从翻译的角度来看
,

佛

教传到 中 国是在两种文化长期接触当 中 自然发

生的
,

最先传进来的是宗教仪式
,

然后 中国信

徒有了需要才开始翻译教义
。

佛经翻译的动力

来 自 中 国的僧人和居士 (包括士大 夫 以 至帝
王 )

,

组织者是中国人
;

外来僧人之间是无组织
的

,

他们以个体的身分参与译事
,

这从历代译
经人物的统计中就可以看出 来

。

佛 经翻译的初

期
,

译者和他们的助手注意的是语言 问题
,

走

过一些弯路
,
翻译中的文化 问题到 了鸿摩罗 什

的时代才显现出来
。

早期汉译佛经在不知不觉

之 中渗人了 中国文化
,

从而也影响
、

促进了文

化的发展
。

而基督教传教士却是肩 负着将福音
之光传入

“

蒙蔽在异教的黑暗 中长达数千年之

久
”

(利玛窦
、

金尼阁
,

19 83
: 8 7 ) 的东方帝国的

使命
, “

远征
”

来到 中国 的
。

带着这种居高临下

的态度在中 国这个对自身文化充满 自信 的国家

传教
,

可以想见
,

注定会遇到顽强的抵制的
。

基

督教教会内部成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也有

分歧
。

开明者如利玛窦 (M
a tt e o R ie e i ) 等传教人

员对中国 文化持较包容的态度
,

力 图在不违反
基督教基本信条的条件下

,

拉近中西文化距离
,

进而传播基督教思想
。

而远在万里之外 的罗 马

教廷却不理解他们的苦心
,

最后禁绝教徒参与
中 国传统礼仪

,

终于基督教被清廷取缔了
。

早期基督教的翻译全部由组织严密的外国教
会主持 (真正 由 中 国人 自己组织翻译的新 旧约
《圣经》 译本的出现已是 2 0 世纪中期的事了 )

。

传

教士一开始就把中国原有的信仰佛
、

道当成
“

异

教
” ,

把祖先崇拜看作迷信
。

但是
,

早期基督教

在中国 的传播
,

却在不同程度上借用 了儒
、

释
、

道的术语
,

以解决翻译名义的问题
。

本文讨论
早 期基督教词汇的翻译中两种语言与文化之 间

的冲突
。

第一个突破中国传统文化壁垒的传教士是意

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 ¹ 。

然而在他之前
,

比他更

虔诚
、

更正统
、

临终前念念不忘 中 国归信的沙

勿略 (Fra n c o i s X a v i e r ) 却失败了 (利玛窦
、

金尼

阁
, 19 8 3 :

12 7 一 13 9 )
。

与利玛窦同时在中国传教的

罗 明坚 (M se h e le R u g g i e r i ) 也没有成功
。

耶稣会

刚来 中 国传教时
,

处于一种身份
、

信仰极度混
乱的状态

。

传教士以中国 出家人的面貌出现
,

削

发剃须
,

穿起 了他们后来认为最荒诞不经的佛

教僧人 的服装
,

以适应 中国的风俗习
J

质
。

罗 明

坚本人就是这种打扮 (安田朴
, 19 93

: 3 1 )
。

利玛

窦在 中国归化的第一批 1 2 个信徒 中
,

大部分曾

是
“

按中国方式斋戒的苦修士
” 。

(谢和耐
, 19 93

:

9 3一

94 )

利玛 窦本人也穿 了 六年僧袍 ( 加莱格尔
,

1 9 8 3 : 33 )
。

后来他逐渐发现这是一个极大的错

误
,

因为这些佛教徒在 中国
“

被认为是所有人中

最卑贱和最堕落的人
” ,

中国官吏
“

对他们没有

任何尊重
” (谢和耐

,

19 93
: 9 7 )

。

利玛窦认为
,

剃

发是偶像崇拜教派的标志 (谢和耐
, 19 9 3a : 1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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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5 )
,

而作为基督教传教士
,

他在 中 国首要 的

大敌就是偶像崇拜
º 。

他曾 经这样说
: “

神父们

剃光 了胡子 到处行走 ( ⋯ ⋯ ) 中国人无法相信

他们不是 (佛教 ) 和 尚
,

因为这些 人不娶妻纳

室
、

举行祭礼并居住于教堂 中
,

这一切都 与他

们的和尚相似
” (谢和耐

,

19 9 3 a : 9 3 )
。

在中国人

眼 中
,

基督教成 了佛教的变种
。

于是利玛 窦脱

去僧袍
,

换上了最高阶级—学士的儒服
,

并 自

称
“

西儒
” 。

他在著名 的 《天主实义》 (初名 《天

学实义》) (M a tt e o R i e e i ,

19 9 5 ) 这部书里称 自己

为
“

西士
” ,

也是西儒的意思
。

这样
,

他对中国

儒家经典 的深人研究加上渊博的 自然科学知识
,

很快就赢得 了一些上层人士的好感和支持
。

这一 由僧到儒的过程很有象征意义
:

后来基

督教经典中的关键术语也是脱去僧袍
、

道装
,

穿

着儒服进人 中文词典的
。

中文的基督教词 汇在
开始的时候也是一片混乱

。

罗 明坚在肇庆修建

的天主教堂是奉献给
“

天主圣母娘娘
”

的
,

中国

人很 自然就会和
“

天后娘娘
”

连在 了一起 » (谢
和耐

, 19 9 3 a : 9 4 )
。

就连利玛窦本人认可的
、

一

直沿用 至今的
“

天主
” ,

在汉语中最初都是用于

翻译佛教的天神君主 ( de V er dr a) 的词
,

只是后

来被人们忘记了
。 “

如果大家没有完全忘记该名

词的佛教起源的话
,

那么这也会造成混乱
” (谢

和耐
, 19 9 3 : 114 ,

注 7 ;

戴密微
, 19 9 3 : 17 3 )

。

罗

明坚与利玛窦在 1 5 81 年合著的 《天主实录》 中
,

使用 了大量 的佛教术语
,

基督徒就写作
“

印度

僧
, ,

(b o nz e s
fro m I n d ia ) (M a tt e u

形
e e i , 19 8 5 : 13 )

。

1 5 8 8 年
,

在利玛窦 以罗马教皇的名义呈奏明朝

皇帝的一道汉文表章中
,

教皇成 了
“

大僧
”

或
“

都僧
” (谢和耐

,

1 9 9 3 a : 9 3 )
。

在当时
,

上帝的

名称也有几个同时并行
: “

上帝
” 、 “

天主
” 、 “

天
”

等
。

在翻译上
,

这可以说是一种归化的做法
,

或

是
“

动态对等
” ;

目的大概也是为了使中国人不

陌生
,

有亲切感
,

易于接受
;
但带来的却是他们

不愿看 到 的结果
。

现代 西方学者认为他们与 中

国的儒教同化了 (圣索利厄
, 19 9 3 : 142 )

。

就是

在 当 时也引起了 西方教会 内部的纷争
,

最后教

皇下令
,

只允许用
“

天主
”

来翻译圣号
,

反对使
用

“

天
”

和
“

上帝
” 。 ¼

利玛窦在传播基督教信仰时使用 的方法
,

到

底 是归化还是异化
,

很难说清楚
。

他来 中 国之

前
,

先在澳门学习 中文
,

研究儒家经典
,

从 中发

现了基督教与儒学之间 的相通之处
,

为他 日后

发展的所谓
“

合儒
” 、 “

补儒
” 、 “

超儒
”

的思想打

下了基础
。

利玛窦的 《天主实义》 是在中国影响

最大的基督教著作
,

从 1 6 0 4 年刊 印以来
,

一直

到 19 38 年仍有再版发行 (谢和耐
,

19 93 b : 7 8 )
。

由

于儒家 在传统 中 国 为上层社 会的主流所推崇
,

在这本以
“

中士
”

和
“

西士
”

的对话形式
½ 写成

的 书 中
,

他一方面驳斥了佛
、

道 的荒谬
,

另一

方 面把基督教解释成与远古儒家理想相通的真

理
。

从表面上看
,

他迁就了中国的儒学思想 (天

主教保守派反对的就是这一点 )
,

但他又像是要

用基督教归化儒教
。

最能代表利玛窦思想的著

作是这本 《天主实义》
。

在此之前
,

他 曾把 中国

的 四 书译成拉丁文
,

又花 了一年的 时间 搜集儒

家语录 (M a tt e u R i e e i , 19 8 5 : 19 )
。

这一切都为撰

写 《天主实义》 作了准备
。

此书涉及范围很广
,

我们只讨论其中有关翻译名义的 问题
。

利玛窦的
“

翻译
”

方法很普通
,

但他的解释

方法在翻译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

对于基督

教最主要的术语
“

上帝
” ,

他没有采用 简单音译

的方法
,

大概是因为汉语里没有 D (拉丁语上帝
D e u s 中的辅音 ) 的浊化音 (利玛窦

、

金尼阁
,

1 9 8 3 : 16 8 )
。

但是读过 《天主实义》 之后
,

我们

发现这不是主要原因
;

音译过于
“

异化
” ,

不符

合利玛窦意 图融合儒教与基督教的 目的
。

利玛

窦的融合并不是一 味迁就 中国 人的 文化传统和

思维习惯
。

作为耶稣会士
,

他有坚 定不移的信

念
:

造物主上帝只有一个
,

这个原则不能变
。

他

的妥协只停 留在表达方 式上
。

他用
“

上帝
”

和
“

天主
”

来表示这个独一无二的万物的主宰
。

这

两个词虽不是利玛 窦的发明
,

但它们的定义与

内涵却是利玛窦 的独创
。

他首先用 自然逻辑推

理的方式证明 天地有主
,

即造物主
,

而且只有

一主 (R i e e i ,

19 8 5 : 5 6 一 6 2 )
。

这也符合儒家敬天

的思想
。

这个被称作天主的神
,

乃
“

吾西国所称

徒斯 【D e us ] 是也
” ( 同上

: 7 0 )
。

在后一章他又

说
: “

吾天主
,

即华言上帝
” (同上

:

12 0 )
。

这样
,

天主的世界性和惟一性确定了
,

而且
“

不容解
” 。

(同上
: 12 6 )

下一步要解决的是
“

上帝
”

这个词在汉语里

的文化 内涵
。

道教的玉皇大帝早 以通俗 的形式

深人人心
,

而利玛窦却要把
“

上帝
”

说成是儒家

尊奉的神 明
。

他利用 中国知识分子崇古的思想
,

把儒家分为
“

古儒
”

和
“

今儒
” ,

认为古儒是信

奉
“

上帝
”

的
,

而从孟子以后儒家逐渐背离了上

古的学说
。

他 以古 人的宗教实践来对抗今人的

谬误
。

这时他搜集的儒家经典语录派上了用场
。

他不厌其详地引述了 《中庸》
、

《诗经》
、

《易经》
、

(( 仪礼 )) 等古籍 中 11 段话作为证据
,

我们只录其

中两段
: “

吾天主
,

乃古经书所谓上帝也
。

中庸

引 孔子 曰
:

郊社之礼以事上帝也
。

( ⋯⋯ ) 周颂
曰

:

执竞武王
,

无竞维烈
。

不显成康
,

上帝是

皇
” ( 同上

:

12 0 一 12 4 )
。

于此他得出结论
: “

历观

古书
,

而知 上帝与 天主特异 以名 也
” ( 同 上

:

12 4 )
。

同时
,

为了避免中国读书人看出这里
“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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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

的痕迹
,

他特别指出
:

上帝不是道家的玉皇

大帝
;

玉皇大帝不过是一凡人修炼而成的普通

神仙
,

不能与无始无终
、

无处不在的上帝相提
并论 (同上

:

12 0 )
。 “

格义
”

的结果其实是名 实

不符 的
。

而
“

天主
”

这个概念经利玛 窦这样翻

译
,

这样解释
,

用他的话说是
“

既得其实
,

又不

失其名
”

(同上
:

13 0 )
。

他又借
“

中士
”

之 口
,

引

出了 中国所无的
“

天父
”

的概念
: “

夫父母授我
以身体发肤

,

我 固当孝
;

君长赐我以 田亩树畜
,

使仰事俯育
,

我又当 尊
;

川此天主之为大父母
也

,

大君也
,

为众祖之所出
,

众君之所命
,

生养

万物
,

奚可错认而忘之 ?
”

(同上
: 1 3 0) 趁此之

际
,

他顺势把儒家 的忠孝与基督教奉主的思想

紧密连在了一起
。

利玛窦的论述完全诉诸理性
,

有些推理过程
确实过于繁褥

,

现代学者称之为繁琐哲学不无

道理 (谢和耐
,

1 9 93 b :

78 ) ;

但从中可以看出他的

苦 口婆心
。

他了解
“

上帝
”

一词在汉语中的文化
内涵和 民众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

所 以必须先

把基督教的
“

天主
”

和 中国 的
“

上帝
”

统一起

来
,

扫清文化上 的障碍
,

语言上的 问题也就顺

理成章
,

迎刃而解了
。

佛经翻译正好相反
。

它是

先解决语言 问题
,

而语言的文化 内容要经过很

长 的时间才逐渐清 晰起来的
。

这样走 了 不少弯

路
。

利玛窦的作法 既维护了基督教的信条
,

又

表示了对儒家理念 的尊重
。

一切又来得如此 自

然
,

丝毫不落研凿 的痕迹
。

他的广征博引在两
千年精于寻章摘句 的 中 国上层知识分子 中间 也

赢得了尊崇和信任
。

徐光启读过转抄 的手稿就
决定了接受洗礼

。

“

天堂
” 、 “

地狱
” 、 “

魔鬼
”

三个词
,

利玛窦

毫不犹豫地使用 了 他认为最荒诞无稽的佛教的

术语
。

他是这样解释的
: “

天主教
,

古教也
:

释
氏西民

,

必窃闻其说矣 (⋯⋯ ) 释氏借天主
、

天

堂
、

地狱之义
,

以传己私意邪意
,

吾传正道岂反
置弗讲乎 ?

”

(R ie e i
,

1 9 8 5 : 1 4 2 ) 有趣的是
,

在

这本书结尾
,

利玛 窦还提到 《后汉书 》 记载的
“

明帝求法
”

的故事
。

本来明帝求的是佛法
,

至

少 中国古书都是这样说 的
。

这件事到 了 利玛窦
的笔下变成了

: “

考之 中国之史
,

当 时汉明帝尝

闻其事 (指使徒传播耶稣事迹的事情 )
,

遣使西

往求经
,

使者半涂误值身毒 【印度 ] 之国
,

取其

佛经传流 中华
”

(同上
: 4 5 2 )

。

一席话说得
“

中

士
”

心悦诚服
,

当 即表示愿
“

人圣教之门
。

盖 已

明知此 门之外
,

今世不得正道
,

后 世不得天福

也
。 ”

(同上
: 4 5 4 )

通过这几个词的翻译和巧妙的解释
,

利玛窦

把儒
、

佛的经典全部划到基督教的范围之 内
,

从

而确立了基督教是惟一的
“

天教
” 、 “

公教
” 、 “

真

教
”

的地位
。

基督教的圣经也就 自然而然成了

凌驾一切
“

经
”

的
“

正经
” 。

(同上
: 1 6 6 )

注 释

º

»

¼

½

利氏来华32 年
,

精通汉语典籍
,

他第一个发现
“

科学传

教
”

的效果
;

他提出的
“

以教补儒
”

的传教方法非常成功
,

对后继的传教士影响巨大
。

基督教反对偶像崇拜
。

妈祖被历代朝廷敦封为
“

天妃
” 、 “

天后
” 、 “

天上圣母
” ;

妈祖庙
、

天后宫在很多地区俗称
“

娘娘官
” 。

“

上帝
”

的译法在后来为部分基督教徒 (新教 ) 采用
。

这种形式在基督教的出版物中很普遍
,

称为
“

教理问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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