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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偉瀛老師演講神采。（照片取自天亞社

http://www.ucanews.com/2011/02/28/laity-
modern-history-need-more-study%3E） 

守望： 

三十年來的中國天主教史（1980-2010） 
古偉瀛（臺大歷史學系教授）

 

編按： 

本文為古偉瀛教授 2011 年 2 月 19 日應

邀出席香港浸會大學主辦的「中國天主教人

物史」研討會所發表之主題演講摘錄。 

 

二十世紀中國天主教史的研究，由於中

國國內政治情勢的變化，1949 到 1978 年

間，幾乎是一片空白，到 1980 年中國改革

開放後，初步成果才逐漸顯現出來。本文是

要檢視 1980-2010 年間中文學術界中國天

主教史的研究情況，探討這三十年來推動此

領域研究的主要人物及機構、史料蒐集、專

題研究，以及此領域的主要研究趨勢，以呈

現這三十年來的成果。在釐清這些議題後，

進而呼籲學界守護這些成果，並提出未來的

展望。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之前，中國天主

教史的研究已漸漸有中國史學界較具影響

力的人加入，最著名的當然是陳垣（援庵，

1880-1971）。他從中國傳統的史籍中尋找天

主教史的資料，打破了以往中國天主教史的

研究以外國傳教士為主的情況。
1
稍後，陸

續有人加入這領域的研究或從事翻譯，例如

馮承鈞（1887-1946）、陳受頤（1899- 1978）。
2
方豪（1910-1980）異軍突起，私淑陳垣，

以其語言及身在杭州的優勢，很快成為一位

研究中國天主教史的重要學者。
3 

                                                      
1
  陳垣，〈從教外典籍見明末清初之天主教〉，《北

平圖書館館刊》第 8 卷 2 期（1934），收入《陳垣

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 192-226。

陳垣等著，《民元以來天主教史論集》（臺北：輔

仁大學出版社，1985）。 
2
  陳受頤，〈明末清初耶穌會士的儒教觀及其反應〉，

《國學季刊》第 5 期 2 號（1935），頁 1-64。〔法〕

沙不列（Robert Chabrie）撰，馮承鈞譯，《明末奉

使羅馬教廷耶穌會士卜彌格傳》（上海：商務印書

館，193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0）。〔法〕

伯希和，馮承鈞譯，《蒙古與教廷》（北京：中華

書局，1994）。〔法〕費賴之，馮承鈞譯，《在華

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95）。 
3
  關玲玲，〈方豪與陳垣之「私淑」情誼──一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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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年後，由於形格勢禁，天主教在

中國大陸被視為帝國主義的走狗，傳教士是

幫凶，天主教是洋教，
4
直到 1978 年中共第

十屆三中全會定調開放之後才有變化。在此

之前，最重要的研究是由侯外廬（1903- 

1987）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其中何兆

武教授負責撰寫耶穌會士傳入中國西學，
5

「是主流學術中極少比較客觀公正的研究

之一」，
6
但仍在意識形態的框架下充滿著頗

為概括的負面價值判斷。 

在臺灣，方豪教授在臺灣大學歷史系任

教，繼續發展其天主教史研究，出版了四大

冊的《中西交通史》及三大冊的《中國天主

教史人物傳》，晚年又出版了《方豪六十自

訂稿》等書，並親身前往羅馬教廷、西班牙、

法國、葡萄牙等地蒐求中國天主教史料，陸

續與臺大吳相湘教授出版了《天主教東傳文

獻》並續編、三編。
7
這些出版多少刺激了

                                                                              
學史家成長的關鍵歷程〉，《東吳歷史學報》19 期

（2008，臺北），頁 181-237。方豪神父之重要研

究見註 7 列舉。 
4
  李時岳，《近代中國反洋教運動》（北京：人民出

版社，1958）。 
5
  侯外廬主編，《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北

京：人民出版社，1960），頁 1191-1289。 
6
  李天綱，〈近二十年中國基督宗教史研究綜述〉，

《歷史教學問題》2008 年 01 期，頁 42。 
7
  當時重要出版文獻及研究如下： 

方豪，《李之藻研究》（臺北：臺灣商務書印書館，

1966）。 

方豪，《方豪六十自訂稿》、《方豪六十自訂稿補

編》（臺北：學生書局，1969）。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一）－（三）》（香

港：公教真理學會；臺中：光啟出版社，1970；臺

北：明文書局，1985；北京：中華書局，1988）。 

往後中國大陸學者的中國基督宗教史研究

興趣。
8 

輔仁大學在 1965 年復校後，雖未立即

提倡教會史研究，但是在 1983 年利瑪竇來

華四百年時大規模舉辦華語地區有關中國

天主教史的第一次國際性會議；
9
接著於

1987 年召開紀念南懷仁逝世三百週年的學

術會議。
10

輔仁大學也在復校後陸續成立了

中國天主教史料中心及天主教學術研究院

等機構，出版及推動不少中國教會史的資料

及研究。輔大神學院成立後，出版《神學論

集》，水準頗高，也發表過一些此領域的論

著。 

另外，許多從大陸轉進到臺灣的修會，

也陸續編出自己修會的史料集及歷史，
11

這

                                                                              
方豪，《方豪六十至六十四自選待定稿》（臺北：

學生書局，1974）。 

吳相湘主編，《天主教東傳文獻》（臺北：學生書

局，1965）。 

吳相湘主編，《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臺北：學

生書局，1966）。 

吳相湘主編，《天主教東傳文獻三編》（臺北：學

生書局，197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教務教案檔》（臺

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 
8
  例如李天綱即是一例，李天綱，〈近二十年中國基

督宗教史研究綜述〉，頁 43。 
9
  輔仁大學主編，《紀念利瑪竇來華四百週年中西文

化交流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輔仁大學出

版社，1983）。 
10

 輔仁大學主編，羅光等著，《南懷仁逝世三百週年

國際學術討論會》（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87）。 
11  國籍修會主徒會就陸續出版許多其會祖剛恒毅

（Celso Costantini）的回憶錄及相關文獻，如劉嘉

祥編，《剛恒毅樞機回憶錄》（臺北：天主教主徒

會，1992）；耀漢會也出版許多雷鳴遠（Vicent Leb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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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也都成為大陸學者研究時相當重要的文

獻資料。臺灣的一些修會也成立了國際合作

的機構，例如耶穌會的利氏學社，
12

聖母聖

心會的南懷仁文化協會以及聖言會的華裔

學誌等，都有一些學術活動，在文獻整理及

研究上，對中國天主教史頗有貢獻。 

中國天主教史的研究，在 1980 年之後

可以說是一個新的階段：1980-1989 年，新

的一代正逐漸興起，主要的研究聚集在較

「安全」的一面，亦即研究基督宗教與中國

社會衝突的一面，教案研究是本期研究的大

宗；1990-1999 年，耿昇譯法國漢學家謝和

耐（Jacques Genet）的名著《中國和基督

教》，代表了中國學界在此領域中特別得到

外國學者的啟發，鐘鳴旦（Nicolas Stan-

daert）萊頓大學的博士論文《楊廷筠：明

末天主教儒者》也在香港天主教聖神研究中

                                                                              
的資料，見天主教德來會、耀漢會同編，《雷鳴遠》

（臺北：天主教耀漢會，1977）；遣史會及聖言會

也都分別出版其在華傳教歷史，如：樊神父（Octave 

Ferreux）著，吳宗文譯，《遣使會在華傳教史》（臺

北：華明書局，1977）、飽乃曼（Fritz Bornemann）

著，薛原、潘薇綺譯，《聖言會在華傳教小史》（臺

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99）；方濟會的韓承良出

版該會自元朝時傳教的歷史，見韓承良編著，《中

國天主教傳教歷史》（臺北：思高聖經學會出版社，

1994）；道明會更有自己的網站呈現自己的歷史；

耶穌會的來臺傳教史雖已寫出英文初稿，但未實際

出版；國際及國籍的修女會也出版一些來華傳教以

迄遷臺的歷史，例如孟逸（Irene Mahoney）著，陳

靜怡譯，《聖吳甦樂會在華傳教史 1922-1952：汕

頭》（臺南：聞道出版社，2008），及瑪利亞方濟

各會等。 
12

 臺北利氏學社網址： http://www.riccibase.com/ 

（2011/2/9 accessed）. 

心與南懷仁文化協會聯合出版。這些譯作與

中國學者之間的互動，使得中國天主教史的

研究更趨活潑而深入。此外，基督宗教大學

進行的相關研究、
13

資料蒐集及個案探討亦

相繼出現。
14

此期的研究特色是基督宗教的

教會史較少，文化交流史較多。
15

臺灣學者

在此期由於兩岸逐漸開放，也有許多互動，

對大陸有相當的影響；2000-2010 年，出現

較多的是回顧性及反思性的文章，有些學者

在上個時期已出現，但在這段時期學術更加

精進成熟，由文章結集成專書，成果驚人。

隨著新人的加入，學者的日益成熟，研究合

作模式的新突破，以及為數不少的中國天主

教史西文譯著出現，
16

此期的成果最為豐

                                                      
13 陶飛亞，〈1949 年以來國內中國基督教史研究述

評〉，《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創刊號（1998，

香港），頁 56-67。陶飛亞、楊衛華，《基督教與

中國社會研究入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9）。 
14 卓新平主編，《相遇與對話：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

流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頁 2。 
15 〔比〕鐘鳴旦，劉賢譯，〈文化相遇的方法論：以

十七世紀中歐文化相遇為例〉，收錄於吳梓明、吳

小新編，《基督教與中國社會文化：第一屆國際年

青學者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崇基書院，

2003），頁 31-80。 
16 像是柯毅霖（Gianni Criveller）、孟德衛、高華士、

鄢華陽（Robert Entenmann）、甚至六十年前的賴

德烈（Kenneth S. Latourette）名著也翻譯出版。諸

如〔比〕高華士（Noël Glovers），趙殿紅譯，《清

初耶穌會魯日滿常熟賬本及靈修筆記研究》（鄭

州：大象出版社，2007）；〔比〕譚永亮（Patrick 

Taveirne），Han-Mongol Encounters and Missionary 

Endeavors. A History of Scheut in Ordos (Hetao), 

1874-1911（《漢蒙相遇與傳教努力：聖母聖心會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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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從 2010 年的研究來觀察，專題範圍愈

來愈廣，也愈來愈深，除了教會本身的歷史

發展外，也有朝廷及政府的宗教政策；此

外，諸如婦女議題，地區發展，還有漢學的

建立。有傳教士或華籍神職人員的研究，也

有中西文化交流；有修會團體（方濟會），

也有宗教音樂及藝術建築的層面。從發表的

人士來看，中國大陸及臺港也是新人輩出，

所寫的文章，可謂琳琅滿目，眾聲喧譁。 

三十年來的中國天主教史已有了相當

的研究成果，但仔細探索，仍有值得進一步

努力之處。首先，筆者以為應該從「正名」

議題著手，近三十年來雖然陸續有人，特別

是臺灣天主教學界，開始使用「基督宗教」

作 為 一 個 概 括 的 統 稱 ， 相 當 於 西 方 的

                                                                              
爾多斯（河套）傳教史（1874-1911）》）（Leuven: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 K.U.Leuven, 2005）。此

外，高華士與譚永亮均曾編輯南懷仁研究中心出版

之論文集。〔波〕愛德華．卡伊丹斯基著，張振輝

譯，《中國的使臣──卜彌格》（鄭州：大象出版

社，2001）。〔美〕魏若望，吳莉葦譯，《耶穌會士

傅聖澤神甫傳：索隱派思想在中國及歐洲》（鄭州：

大象出版社，2006）。〔比〕高華士，趙殿紅譯，《清

初耶穌會魯日滿常熟賬本及靈修筆記研究》（鄭州：

大象出版社，2007）。〔美〕孟德衛，潘琳譯，《靈

與肉：山東的天主教（1650-1785）》（鄭州：大象

出版社，2009）。〔丹麥〕龍伯格著，李真、駱潔

譯，《清代來華傳教士馬若瑟研究》（鄭州：大象出

版社，2009）。〔德〕柯蘭霓著，李岩譯，《耶穌會

士白晉的生平與著作》（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

〔法〕伊夫斯．德．托瑪斯．德．博西耶爾夫人，

辛岩譯，陳志雄、郭強、古偉瀛、劉益民審校，《耶

穌會士張誠：路易十四派往中國的五位數學家之

一》（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美〕孟德衛，

陳怡譯，《奇異的國度：耶穌會適應政策及漢學的

起源》（鄭州：大象出版社，2010）。 

Christianity，可以包括天主教、基督教（新

教，Protestant Christianity）及東方正教，

但在中國，該詞的使用並不普及，多半仍以

「基督教」作為統稱，亦為基督新教的特

稱，造成不少混淆，也造成行文論述的不

便。須作如此劃分，才能研究一個迄今較被

忽視的題目：天主教與基督教之間關係的演

變。從地區歷史上看，清末天主教與基督教

在地方上的競爭與衝突，與地方政府策略及

當地教會的消長關係密切。兩教在十九世紀

中葉之後在中國傳播的地段不同，基督教比

較偏向城巿，特別是通商口岸，天主教則多

集中於農村，教會的教友信眾之間的人際網

絡也有異。天主教傳教通常強調整個的家族

觀，
17

神父主教的權威較高，這些都是值得

進一步研究之處。 

其次，吾人還得從意識形態的侷限中突

圍：早期教會史家多為傳教士本身，而傳教

士 往 往 被 人 類 學 家 指 責 為 入 侵 者 或 介 入

者，為政府壓迫原住民的幫凶，因此其教會

史不夠客觀。但教會史家魯保祿（Paul Rule）

卻敏銳指出，事實可能剛好相反，人類學家

往往到各地淺嚐輒止，無法深入當地，而恰

恰是傳教士本人必須長住當地，因此他們不

會支持一些危及自身的政策。
18

天主教史研

究 不 應 單 純 以 研 究 者 身 分 區 別 教 內 或 教

外，應該用研究成果來分類。任何有助於吾

                                                      
17
 R. G. Tiedemann, 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Two: 1800 to the Present (Leiden: 

Brill, 2010). Introduction. 
18
 此為狄德滿教授所觀察，並引自魯保祿教授發表於

另一著作中的文字，見 Tiede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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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瞭解過去的方法及範式都可以利用，但是

要保持警覺，而且在史料面前必須低頭。 

除了名稱及意識形態，吾人研究中國天

主教史還得從單一國家或地區的眼光中超

越：研究中國的天主教會史，學者往往是以

國家或地區為單位來探討，但事實上吾人應

該從整個東亞區而不是從國家的角度及限

度來看，才能較完整。從教廷及修會的傳教

策略上，從人員的配置上，從財務的分配

上，以及從面對問題處理危機的方法上，都

只有跳脫國家範圍才能理解。 

針對中國基督宗教研究的成果如何再

進一步的看法，本人仍以為，研究中國天主

教會史目前的時機最好：首先，編纂出來的

史料多，尤其是海外的中文相關史料的出

版，在鐘鳴旦與杜鼎克（Adrian Dudink）

的努力下，陸續將徐家匯圖書館及羅馬耶穌

會的中文文獻蒐集出版，提供許多研究的可

能。大陸教會仍應儘早蒐集 1949 年後天主

教會在各地區所存的檔案，以及 1949-1979

這三十年間的歷史資料，並進行口述訪問，

以供後人參考使用，而這也是中國學者能對

此領域有獨特貢獻之處。
19 

其次，隨著大陸社會開放，研究中國天

主教史的人才倍增，語言能力也更加多元豐

富，再加上網路發達，資訊流通便利，使當

前成為研究天主教史最好的時機。現今在大

陸研究中國基督宗教史多半是在中西文化

                                                      
19 R. G. Tiedemann, Reference Guide to Christian Mis-

sionary Societies in China: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9), Introduction, p. xv. 

交流史或是西學東漸、西方漢學發展的大框

架下進行，但我們應該專注於與教會史有關

的題目，在可能的範圍中，儘量進行。解讀

工作不能只找到材料即可，版本的變化、辭

彙的出現與轉變，都呈現出時代變遷的訊

息。狄德滿（Rolf Gerhard Tiedemann）教

授認為在中國基督宗教的研究上，往往強調

其社會、經濟及文化的層面，現在更當注重

其「宗教」的層面，因為這才是天主教會史

的主要內容，也是許多中國大陸學者不易掌

握之處，因為天主教會內有特殊的文化及規

矩，需要深入去了解，否則容易出錯。 

再者，中國大陸學者除了可以進行這類

文獻的蒐集採證外，還有一有利之點即是進

行「社會田野」，亦即從事實際的調查工作，

這是獨特的優勢。 

最後，有兩本書是中國天主教史研究者

未來必須詳加參考的書籍，這就是荷蘭 Brill

書 局 出 版 的 兩 本 研 究 中 國 基 督 宗 教 的 手

冊 ， 分 別 是 ： Nicholas Standaert 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One: 635- 1800 (Leiden: Brill, 2001)，與 R. 

G. Tiedemann 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Two: 1800 to the Present 

(Leiden: Brill, 2010)。吾人以這兩書為基

礎，繼續向前努力，必能寫出更好的中國天

主教史的研究論著，讓我們大家共同勉勵

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