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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末清初,传教士纷纷来华, 他们将其在华的所见所闻著书立说, 对 18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产生了巨

大影响。法国耶稣会士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即是这样一本著作。此书对许多欧洲启蒙思想家都产生过影响,其

中包括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伏尔泰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态度、开明君主专制思想及对中国文化的崇拜

方面都受到李明此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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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 法文原名 Louis Le Com te, 也有写作 Le

Compte /Leconte(所以有人将其名音译为 ∀勒孔

特 # ),李明是其中文名,字复初。 1685李明与洪若

翰 ( Fontaney)、塔夏尔 ( Tachard)、张诚 ( Gerbillon)、

刘应 (V isdelou)和白晋 ( Bouvet) 6人被法国国王路

易十四以 ∀国王数学家 #身份派往中国 (其中塔夏尔

留在暹罗 ), 1691年底回国, 1696年发表 �中国近事

报道� ( Nouveaux m�mo ires sur l '�tat pr�sent de laCh i�
na), ∀在带有相当的偏见的情况下, 为当时人们对

中国的了解作了一个小小的概述。# [ 1]
伏尔泰 ( Vo l�

taire 1694- 1778)是法国 18世纪著名的启蒙思想

家,也是中国文化的狂热崇拜者之一, 在他的 �路易
十四时代�、�风俗论�、�哲学辞典�、�哲学通讯 �及

大量的信札和文学著作中多处提到中国 (据统计,

他论及中国的著作将近 80种,信件 200余封 ) ,他曾

自豪地宣称: ∀如今我们对于中国的了解胜过欧洲

的某些省份。# [ 2]
但是, 伏尔泰从未到过中国,他所

获得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大多来自传教士, 他的中国

观的形成也受他们的影响。在影响伏尔泰的这个

∀传教士 #集体中,李明是其中重要的一位。伏尔泰

受李明 �中国近事报道 �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

面:

一 中国礼仪之争的态度受李明影响

中国礼仪之争是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

一个重要事件,传教士们围绕中国的祭祖祀孔及造

物主的译名展开了激烈争论。从表面上看, 礼仪之

争是围绕教理、教仪的争论, 而实质是如何对待异质

文化的问题: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大部分耶稣会士主

张 ∀适应政策 # ( Accommoda tion) , 即宽容地对待中

国传统文化。而多明我、方济各、外方传教会等修会

则为了维护基督教信仰的 ∀纯洁#,主张严厉对待中
国传统礼仪。

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是一本为利玛窦适应

政策辩护的重要著作, 他批评欧洲人那种 ∀在东方
的教堂里,上帝也不如我们这里那么强大有力 #的

狭隘宗教观念,
[ 3] 13
赞美中国宗教信仰的纯洁和久

远。他称: ∀中国是诺亚的儿女散布到东亚大地所

建立的王国,他们在大洪水时期认识了造物主的威

力, 从而也认识了造物主。# [ 3 ] 256 ∀在耶稣诞生前八

百年左右,偶像崇拜还没有影响到人们的精神境界,

所以中国人连续两千年都保持了对上帝的膜拜和景

仰, 简直可以作为基督徒的表率。# [ 3] 258
李明更进一

步声称: ∀有时候, 我们又觉得很奇怪。自耶稣诞生

以来,中国和印度始终淹没在偶像崇拜的迷雾之中,

而希腊,部分非洲国家和整个欧洲却笼罩在基督信

仰的光环之下。然而我们却没有发现,两千多年以

来, 中国一直保持着真正的上帝信仰,谨守着最纯洁

的道德原则; 相对而言, 欧洲和其他地方却谬误百

出, 思想堕落。#
[ 3] 160

对于遭到欧洲人严厉批评的祭孔问题,李明也

倍加辩护。他认为 ∀中国人从来没有把他 (孔子 )造

成一座神∃∃给人们提供此事迷信活动或进行偶像

65

第 13卷  第 4期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V o.l 13 No. 4
 2008年 8月 JOURNAL OF HUNAN UN 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 IAL SC IENCES EDITION Aug. 2008

! 收稿日期: 2008- 05- 09

作者简介: 周  燕,女, 四川成都人,西藏大学历史系讲师,浙江大学博士, 研究方向为中外文化交流史。



崇拜的机会。# [ 3] 182 ∀至于人们对孔子的尊崇,并不

是一种宗教崇拜,以其名命名的孔庙也并不是真正

的庙宇,那只是读书人聚会的地方而已。# [ 3] 272
李明

还在书中多处称赞孔子伦理学说, 称孔子的理论

∀理性随处可见#。[ 3] 191

正是那些大胆的表述使李明的著作成为索邦神

学院攻击的靶子。 1700年巴黎索邦神学院对李明

的 �中国近事报道 �进行公开贬责, 从而引发欧洲各

界广泛关注中国。路易 %德%鲁 %圣西门在其 �回
忆录�第 5l章称: ∀反对耶稣会士们的这场诉说产生

了可怕的后果,人们写了许多范围非常广阔的论著,

提出了许多问题,列举了事实, 掌握了有关这些问题

的多部完整历史的著作。事实确实如此, 1700年标

志着欧洲和中国文化交流关系史上的一个决定性时

刻。# [ 4] 36

伏尔泰也深受这场辩论的影响。众所周知,伏

尔泰是反对天主教的斗士, 他一生都在与天主教作

斗争。他认为只有宗教宽容,多种宗教才能和平共

处,而中国正是宗教宽容的榜样: ∀中国的儒生崇拜

一个唯一的上帝,但却听任人民受和尚的迷信行为

的蛊惑。他们接受道教、佛教、以及其他几种教。官

员们认为人民可以信奉跟国教不同的宗教, 就像食

用一种比较粗糙的食物那样。他们容忍僧侣的存

在,但加以遏制。# [ 5] 90
但是欧洲大陆宗教派别林立,

他们常常相互攻击、争吵, 甚至对遥远的中国人的礼

仪也横加指责, ∀我们在本国宗教的若干问题上争

论了一千七百年。但是, 这并不足以使我们心神不

安。还需要中国的宗教问题掺入我们的争吵, 才能

达到这个程度。# [ 6] 594

伏尔泰对中国礼仪之争的态度很鲜明, 他认为

这是一场 ∀激烈而幼稚 #的争论,
[ 7] 515
他公开支持李

明,说 ∀学识渊博的耶稣会教士勒孔德 (李明 )曾在

其所著 &中国纪事 ∋一书中写道: &这个民族将近两

千多年来,始终保持对真神的认识。他们在世界最

古老的寺庙中祭祀造物主。中国遵循最纯洁的道德

教训时,欧洲正陷于谬误和腐化堕落之中。∋ # [ 6 ] 597

对于孔子, 伏尔泰也赞同李明的观点。他在

�风俗论 �中称: ∀至于孔子本人, 他享有一切荣

誉 ( ( ( 不是神的荣誉 (神的荣誉谁也无法享有 ) ,而

是一个人由于在神明的问题上,提出了人类理性所

能形成的最圣洁的看法而受之无愧的荣誉。因此李

明神甫和一些别的传教士曾写道: &当其他民族还

在崇拜偶像时,中国人便认识了真正的上帝,并在世

界上最古老的天坛祭祀上帝。∋ # [ 5] 253
在另一处,伏

尔泰又称: ∀他们的孔子不创新说, 不立新礼; 他不

做受神启者,也不做先知。他是传授古代法律的贤

明官吏。我们有时不恰当地把他的学说称为 &儒

教 ∋ ,其实他并没有宗教, 他的宗教就是所有皇帝和

大臣的宗教,就是先贤的宗教。孔子只是以道德谆

谆告诫人, 而不宣扬什么奥义。# [ 5 ] 88
伏尔泰甚至表

达对孔子的崇拜: 我认识一位哲学家 (实际上是伏

尔泰自己 ) ,在他的书房里悬挂了一幅孔子画像; 他

在这幅画像下边题了四句诗: ∀唯理才能益智能, 但

凭诚信照人心; 圣人言论非先觉, 彼土人皆奉大

成。# [ 8] 322

伏尔泰虽然不是中国礼仪事件的亲历者, 但却

对这场争论给予了高度重视, 这集中体现在他的名

著�路易十四时代 �中。在伏尔泰心中, ∀路易十四

时代 #可能是 ∀最接近完美之境的时代 #, [ 6] 7
但是,

就是在书写这一伟大时代的历史时, 伏尔泰却以

∀中国礼仪之争 #作为这个伟大时代的结束,其重视

程度可见一斑。人们不仅要问: 伏尔泰是教会的公

敌, 他发表过许多抨击、讽刺教会的文章,而有不少

就是针对耶稣会士的。为什么伏尔泰要在礼仪之争

中公开支持耶稣会士李明和关注礼仪之争呢? 其

实, 伏尔泰对此另有深意。在伏尔泰眼里,路易十四

是一位伟大的君主, 但却不是一位宽容的君主。

1685年, 他废除了代表宗教宽容的 �南特敕令 �, 使

法国社会又出现新的宗教迫害; 大量胡格诺教徒被

迫远走他乡,给法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法国

损失了大约五十万居民、数量大得惊人的货币,尤其

是那些使法国敌人发财致富的工艺。# [ 6] 536
礼仪之

争是欧洲教会对中国礼仪的不宽容, 它同样造成中

国传教区的灾难性后果。伏尔泰用礼仪之争来结束

�路易十四时代 �, 也正是以此讽喻路易十四废除

∀南特敕令 #的不宽容行为给这个伟大时代留下的

缺憾。

二 �中国近事报道 �为开明君主专制思想的
产生提供了某种素材

开明君主专制是伏尔泰追求的理想政治模式。

18世纪的法国社会是一个充满矛盾,也孕育希望的

社会:一方面, 路易十五的专制统治使得政治更加腐

败, 财政入不敷出,在海外殖民扩张中也屡屡失利;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新兴的资

产阶级跃跃欲试,思想家们也在思考,法国社会该何

去何从? 伏尔泰早年曾经流亡英国, 十分崇尚英国

的君主立宪政体,但是, 他认为法国的理想政治应该

是开明君主专制,是君主与哲学家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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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见过康熙皇帝, 并对他有很高的赞誉: ∀人

们可以发现他的举止行为中有某种东西使他具有主

宰者的气派, 使他与众不同。# [ 3] 54
皇帝 ∀把能使百

姓幸福记在自己的光荣册上。他更把自己看成是一

个大家庭中的父亲, 而不是一个大国的君王。# [ 3] 122

在李明笔下,康熙皇帝英明睿智、聪明好学、宽厚仁

达、勤政爱民、严于律己。认为中国的皇帝虽然有专

制的权力,但是却不能肆意妄为: ∀法律既赋予了皇

帝至高无上的权力, 也要求他在行使权力过程中要

温和适度,这是长此以来支撑中国君主制广厦的两

大支柱 #, [ 3] 218 ∀皇帝要想坐稳江山就只得奉守法

律,四千余年的历史正好证明了法律的长处。# [ 3] 225

李明笔下的康熙皇帝正是伏尔泰心目中的开明

君主形象 (这里面未免有不少想当然的因素 ) , 而充

满智慧的中国政治制度也是构建开明专制的最佳素

材。李明关于中国政府的介绍对伏尔泰的影响是很

明显的。伏尔泰称: ∀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

更好的政府:一切都由一级从属一级的衙门来裁决,

官员必须经过好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被录用。在中

国,这些衙门就是治理一切的机构∃ ∃在这种行政
制度下,皇帝要实行专断是不可能的。# [ 7] 509

所以,中

国的政府不是专制独裁的政府。因为 ∀独裁的政府

是这样的: 君主可以不遵循一定形式, 只凭个人意

志,毫无理由地剥夺臣民的财产或生命而不触犯法

律。所以,如果说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人

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的保护,那就是中华

帝国。执行这些法律的机构越多, 行政系统就越不

能专断。# [ 7] 510
伏尔泰以康熙皇帝颁布 ∀容教令#为

例。1691年,杭州发生了对天主教的迫教事件, 在

北京的传教士请求康熙皇帝的帮助。虽然康熙皇帝

对为他服务的传教士满意,很想为他们开脱,但是还

是按照法律,由礼部来审理此案。李明详细记载了

这一事件的经过,
[ 3] 339- 365

伏尔泰因此强调: ∀皇上虽

为专制君主,又是征服中国的那个开国皇帝的嫡孙,

但却循例遵照帝国法律行事。他不凭个人权力擅准

传布基督教。此事需向某部议奏。皇上躬亲以耶稣

会教士名义,草拟奏章两份。仅仅由于耶稣会教士

的孜孜以求,灵活干练, 基督教才在 1692年获准在

中国传布。# [ 6] 596

面对世袭制度仍然盛行的欧洲, 中国科举制度

的开放和公平令许多传教士羡慕不已。李明就称赞

中国的科举制度 ∀不承认世袭贵族和因升官而获得

的世袭爵位∃∃督抚去世后,子女们也与别人一样

得兴家立业,如果没有父辈那样的德行和才具,即使

他们家的姓氏多么显赫, 也不能给自己带来什么一

官半职。# [ 3] 240
受此影响,伏尔泰在�风俗论 �的总结

时也称: ∀在东方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用世袭的称

号、豁免权和只靠出生门第而得来的任何权利把市

民划分成不同等级的制度。# [ 7] 528

李明为伏尔泰提供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开明君主

和合法专制的素材,以至伏尔泰禁不住说: ∀他们帝

国的政体实际上是最好的, 是世界上惟一完全按父

权建立起来的帝国 (这并不阻止中国的官员责打他

们的孩子 ) , 他们也是世界上惟一的一个如果一个

行省的长官在离任时不能赢得他的百姓的称赞时,

就要受到惩罚的国家;是世界上惟一一个奖励美德

的国家, 而在其他地方, 法律仅用于惩治犯罪

∃∃ #。[ 9] 64- 65

三 受李明影响高度赞扬中国古老历史和文明

中华文明一脉相承, 延续 5000多年而长盛不

衰, 这令欧洲人赞叹不已。在李明的著作中,有不少

对中国古老历史和文明的赞誉之词, 这也深深地影

响了伏尔泰。如李明认为, 中国的历史很古老而且

可信, ∀编年史写得毫不矫揉造作, 文笔简练朴实,

令人信服地具有说服人的真实感;由于才干、真诚和

率直受尊重的孔子从未怀疑过这部历史,甚至在耶

稣基督诞生前 550年,根据它建立了他的全部理论

∃∃最后,编年史上所载的从古代就开始观察的日、

月食都确实发生了∃ ∃这一切使我们深信, 如果我

们能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历史, 那么世界上世俗的历

史就很少会有可靠的东西了。# [ 3] 119- 120
伏尔泰则

说: ∀我钻研过他 (孔子 )的著作; 我还作了摘要; 我

在书中只发现他最纯朴的道德思想, 丝毫不染江湖

色彩。他生在我们俗历纪元前六百年。他的著作经

过中国饱学之士注释,倘若他所言不实,倘若他犯了

一处编年错误,倘若他谈过一位实际并不存在过的

什么皇帝,怎么会在一个博学的民族里竟然没有谁

来改正孔夫子的纪年学呢? # [ 8 ] 322

李明关于中国历史古老的观点曾经受到巴黎索

邦神学院的贬责, 但伏尔泰却公开支持李明: ∀中国

这个民族,以它的真实可靠的历史,以它所经历的、

根据推算相继出现三十六次日蚀这样漫长的岁月,

其根源可以上溯到我们通常认为发生过普世洪水的

时代以前。中国的读书人, 除了崇拜某一至高无上

的上帝以外,从来别无其他的宗教信仰。他们遵从

正义公道∃∃以下这一点是确切无疑的:当高卢、日

尔曼、英吉利以及整个北欧洲沉沦于最野蛮的偶像

崇拜之中时,庞大的中华帝国的政府各部正培养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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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美德,制定法律, 只承认一个上帝, 对这个上帝的

朴素的信仰始终不渝。这些明显的事实应能证明勒

孔特 (李明 )教士的看法正确无误。# [ 6 ] 597- 598
伏尔泰

在 �风俗论�中也多次强调中国历史的古老和可信,

并在�哲学词典� ∀光荣 #条中宣称: ∀世界史是从中
国开始的。# [ 10]

李明虽然在很多地方盛赞中国, 但也有不少批

评。而伏尔泰对中国的崇拜有时达到迷信的程度,

对李明批评的事物有时也给予理解和赞扬。如李明

从天文科学家的角度批评中国的天文学落后: ∀四

千年来,他们一直细心研究星宿的运动,他们应该对

之有深刻的认识。然而,当我们的神父来到中国时,

他们在天文学方面的成就并不大。尽管他们的数学

家兢兢业业,还是没能制定出一份准确的历法;他们

的日、月食的计算表还是那么不准确,几乎难以粗略

地预报日食。# [ 3 ] 82
但伏尔泰却认为: ∀在所有民族

中,只有他们始终以日蚀月蚀、行星会合来标志年

代;我们的天文学家核对了他们的计算,惊奇地发现

这些计算差不多都准确无误。# [ 5 ] 85
又如李明批评中

国人把时间浪费在宴会、娱乐上, 而伏尔泰则说:

∀从事文化娱乐的人数甚多, 说明城市繁荣, 乡村富

庶。帝国内没有一个城市举行盛宴不伴有演戏。人

们不去剧院,而是请戏子到家里来演出。悲剧、喜剧

虽不完善却已十分普及。中国人没有使任何一种精

神艺术臻于完美,但是他们尽情地享受着他们所熟

悉的东西。总之,他们是按照人性的需求享受着幸

福的。#[ 7] 510

李明曾经详细介绍过长城, 并批评长城是 ∀前

所未有的, 最伟大的, 同时也是最荒诞的工程之一

∃ ∃如果人们确信鞑靼人有足够的决心要使全军登
上山顶,怎么能认为如此不坚固,如此低矮的墙能阻

挡住他们。# [ 3] 86
但伏尔泰却认为: 长城 ∀就其用途

及规模来说,这是超过埃及金字塔的伟大建筑。#虽

然伏尔泰并不否认长城未能阻挡满洲人征服中国的

事实, 但他却认为 ∀征服并未使国家结构削弱或改

变 #,相反, ∀征服者的故乡变成了被征服国的一部

分;中国的统治者满洲鞑靼人尽管拥有武力,仍只得

屈服于被他们夺取了皇位的国家的法律。#
[ 5] 244- 245

对于中医也是如此。李明对中医也有不少批

评,特别是对诊脉充满怀疑。在介绍了中医的把脉

后,李明写道: ∀不论中国医生的医术如何, 他们更

容易说出病人患了什么病,却不那么容易治好病,这

一点是肯定的;而且像各处一样,病人常常死在他们

手上。# [ 3] 197
伏尔泰借用了李明的材料,但是却得出

不同的观点: ∀中国大夫在医治那些垂危病人时, 医

术并不比我们的大夫高明,而小病则无需医治,听其

自然好转, 与我们这里的做法相同。但在 4000年

前, 在我们甚至还不能阅读时,中国人已经知道了我

们现在炫耀的全部极其有用的东西了。# [ 9] 65

综上所述,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 �为伏尔泰提

供大量的证据去抨击欧洲封建专制的观念, 宣扬宗

教宽容的道德。但是,启蒙思想家们在利用传教士

的中国资料时,常常是资料服务与自己思想、理论的

需要。当李明等人的中国资料藉着伏尔泰的无数信

函和著作在全欧洲散布着他的思想, 并为中国的政

治、宗教、历史做最热心的宣传时,我们更应该明白:

∀他是拿中国做为攻击其不满对象的利器∃∃他对

中国崇拜的狂热只是他对欧洲现实不满的一种表现

而已,他对中国本身既无深刻的认识,也无认真研究

的兴趣#。[ 11]
如他把中国皇帝视为 ∀开明君主 #就是

其误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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