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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世纪中期 以来
,

伴随着第一波
“
西学东渐

”

的浪潮
,

西方教育开始传入中国
,

作为中西文化交流 的主体
,

艾儒

略等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类体 系与课程设置体系传入中国
。

以 亚里士多德形 式逻辑学为代表的西方科

学方 法论也在明清知识阶层中得到传播
。

本文以 艾儒略所著 《西学凡 》
、

《职 方外纪 》等书为中心来探讨明清之际西方耶稣会

教育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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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中期以来 伴随着第一波
“

西学东渐
”

的浪潮 洒方教

育开始传入中国 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主体 艾儒略等天主教耶稣

会传教士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类体系与课程设置体系传入中国
。

以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学为代表的西方科学方法论也在明清知识

阶层中得到传播
。

世纪以来
,

作为天主教团体之一的耶稣会致力于中等教育

和高等教育的发展
,

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

年 那稣会制定公

布了一份周密详尽的 《教学章程 》对耶稣会学校的学级编制
、

学校

设备
、

课程设置
、

教学内容与方法等各个方面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

作为耶稣会教育的基本守则
。

它既是耶稣会教育发展的全面总

结
,

也反映出当时欧洲科学技术发展的较高水平
。

大思想家弗兰

斯
·

培根也认为古代治学之道的一切精华
“

近日已为耶稣会文学院

有所复苏
” 团 。

而艾儒略的 《西学凡 》和 《职方外纪 》就是根据 《教学

章程 》所撰写
。

艾儒略 年生于意大利的布雷西亚 曾在耶稣会开办的学

校中肄业哲学
,

毕业后教授文学两年
。

年受耶稣会派遣赴东亚

传教
。

次年抵澳门
,

两年后入中国内地
。

他先后在江苏
、

陕西
、

山西
、

浙江
、

福建等地传教
,

并撰写了 《几何要法 》
、

《西方答问》
、

《职方外

纪 》等著作广泛介绍了西方的天文
、

物理
、

数学及世界地理知识
。

在 年 艾儒略刊印了 《西学凡 》一 书
,

比较全面系统地介

绍了西学六科
。

在书的开篇就开宗明义地写道
“

极西诸国
,

总名欧

逻巴者
,

隔于中华九万里
,

文字语言
,

经传书集
,

自有本国圣贤所纪
。

其科 目考取
,

虽国各有法
,

小异大同
,

要之尽于六科
” 。 团所谓六科

,

即

文科 现通译为
“

修辞学
, ' 、

理科
、

医科
、

法科
、

教科
、

道科
。

《职方外纪 》以叙述世界地理为主
,

也简单介绍了当时欧洲一

些著名大学的情况
。

如创建于 世纪的法国巴黎大学
、

创建于

世纪的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等
。

此夕卜《职方外纪 》还介绍了曾在这

些大学就学或任教的著名学者
。

例如
,

关于西班牙天主教神学家
、

哲学家
、

国际法奠基人之一苏亚雷斯
, “

近有耶稣会士苏氏著陡禄

日亚书
,

最精最广
,

超数百年名贤之上淇德更迈于文
。 ” 圈

以下就以艾儒略所著 《西学凡 》
、

《职方外纪 》等书为中心来探

讨明清之际西方耶稣会教育对中国教育的影响
。

西方耶稣会士背负着传播天主教的使命来到中国
,

同时也把

西方的文化成果带入中国
,

伴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导入
,

西方的教

育也作为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传入中国
,

这对于中国近代教

育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

一 西方教育的知识分类体系和课程设置体系的引进
。

艾儒

略所介绍的西学六科虽然未能包括西学的所有内容
,

却反映出西

方学术知识的分类体系
。

以此为基础形成的西方教育内容及课程

设置就其教学方法而言
,

具有次序并然
、

循序渐进
、

从文入理
、

由基

础学科而专业学科的特点
。

入耶稣会学院初级部后
,

学生最初接受

的是读
、

写
、

算的启蒙教育
,

即对他们进行阅读和写作的基本训练
,

然后教以算术和史地
,

再加上儿童自幼接受的宗教教育
,

恰好完成

了以读
、

写
、

算和宗教为主的教育
。

而中国古代知识分类体系为
“

经
、

史
、

子
、

集
” ,

教学内容偏重于儒家经典
。

以此知识分类体系为

基础的课程设置体系
,

第一阶段是以识字为主的课蒙教育
,

第二阶

段是以儒家经典为主的人文学科教育
。

而其教学方法也局限于单

纯的文字讲解和记忆性的背诵
。

梁启超曾揭示了传统教学方法的

弊端在于
“

未尝识字
,

而即授之以经 未尝辩训床尝造句
,

而即强之

为文
。

开塾未及一月
,

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之语
,

腾跃于口
,

洋溢于

耳
。 ”

无疑
,

艾儒略所导入的西学六科对中国古代读书人来说
,

是一

个与封建传统教育截然不同的崭新的课程教学体系
。

二 介绍了西方教育中的科学教育 为明清之际思想界
、

教育

界输入了新鲜的血液
。

耶稣会的教育吸取了当时西方科学技术发

展的主要成果
,

来华耶稣会士也向当时的中国人广泛介绍了耶稣

会学校中的科学教育概况
。

以艾儒略所介绍的西学六科为例
,

理科

阶段第二学年所教授的自然哲学
,

虽不是近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
,

但它毕竟是一门以自然界及其运动变化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

对止匕

艾儒略曾解释道
“

以剖判万物之理
,

而为之辩其本末
,

原其性情
,

由

其当然
,

以究其所以然
。 ” 问讲授天地宇宙的运动变化规律淇次讲授

人兽草木生长衰亡的规律
,

最后还讲授所谓
“

火
、

气
、

水
、

土
”

四大元

素结合分离的规律
。

同时
,

他们直接向徐光启
、

李之藻等人传授数

学
、

天文学及物理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
,

并与他们合译欧几里德

《几何原本 》等一批西方科学著作 为西方自然科学在中国的传播

奠定了基础
。

三 西方的逻辑学及科学方法论得以在中国知识阶层中传

播
。

秦汉以后
,

儒家学说处于
“

独尊
”

的地位
,

逻辑学的研究后继无

人
。

艾儒略依据亚里士多德 《工具论 》中的 《范畴篇 》
、

《正位篇》
、

《辩

谬篇 》在 《西学凡 》中对哲学逻辑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
,

论述了形式

逻辑学的一些基本范畴
,

并提到辩论中证明的方式以及逻辑谬误

和反驳的方式
。

西方逻辑学导入中国
,

即以此为最早
。

在此基础上
,

一 年间耶稣会士傅讥际又与李之藻合编刊印了 《名理

探 》一书
,

更为详尽地介绍了西方的形式逻辑学
,

从而向中国人展示

了一个崭新的逻辑思想体系及科学方法论体系
。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还导入了西方重视观测的科学方法
。

如艾

儒略《西学凡 》中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教育重视观测的科学方法
。

以文科为例
,

写作议论的方法被归纳为
“

五端
” ,

其首端即为
“

先观

物
、

观事
、

观人
、

观时势
,

而习觅道理以相质
” 。 冈提倡察物以寻理的

方法
。

而理科则为探究万物之理的学问
,

艾儒略生动地比喻道
“

物

之理藏在物中
,

如金在砂
,

如玉在璞
,

须淘之剖之
。 ” 四深入浅出地说

明 了
“

物
”

与
“

理
, '

的关系
,

阐发了
“

格物穷理
,

则于人全而于天近
”

阳勺

观点
。

具体地说
,

譬如探讨自然界规律的自然哲学
,

必须
“

依显测隐
,

由后推前
, ” 口阻口依据自然现象来探究其本质

,

根据事物变化的结果

来说明其原因
。

为了强调观测的重要性
,

艾儒略又以亚里士多德为

例在 《西学凡 》中写道
“

凡普天之下
,

有一奇物
,

不惜货费以求得
,

不

辞勤劳以寻究
,

必亲为探视
,

而奇秘无一之不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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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签订了截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 》原韦方负担额度由 引 年的

亿美元 止升到 年的 亿美元 四 韩国承担的驻韩美军防卫

费增长了
。

美军占领了韩国大片领土作为基地
,

而韩国却必须为此支付

高额的
“

防卫费
”

这已经严重影响到了韩国的经济生活
。

但是跟国

家的安全相比 韩国政府宁愿承担这笔高额费用
。

三
、

驻韩美军对朝鲜半岛安全的影响

冷战期间
,

驻韩美军是美苏两大阵营在朝鲜半岛对峙的桥头

堡
。

冷战后 特别是 年开始突出的北朝鲜核问题 某种程度上

又强化了韩国和美国的同盟体系
。

驻韩美军的存在又有了必要性
,

成为了朝鲜半岛安全的一种制衡力量
。

双方通过朝鲜的核问题达成了一种共识 驻韩美军的继续存

在 不仅可以遏制朝鲜的军事威胁 而且能维持朝鲜半岛的力量平

衡
。

倘若美国撒离了韩国 这种力量平衡有可能被打破 韩国的安

全有可能受到威胁
。

保证朝鲜半岛的力量平衡和区域稳定 成为美

韩两国战略利益的共同点
。

年美国对驻韩美军再次进行了调

整 驻韩美军的使命和性质也发生了变化 由过去单纯意义上的半

岛防御军一跃而转变为使命更为广泛
、

战术更加灵活的
“

东北亚地

方军
” 。

这一举措昭示 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将继续朝着高机动

化
、

高战斗力化和面向东亚整个区域的高军事干预化方向发展
。 日

从美国方面看 为 了确立它在东北亚的主导地位 需要凭借它

的旧盟友一韩国作为立足点 肪止东北亚新的霸权国家的出现
,

以

寻求东北亚地区的力量平衡和区域稳定
。

从韩国方面看 韩国的战

略重点是确保它的生存
。

由于韩国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 启不可避

免的要着重强调维护其国家的安全
。

韩国认为
,

当周围国家的力量

平衡大致能维持时 半岛的安全才能得到保证
。 划

由于不断强化的韩美同盟
,

特别是韩美近年来不断的联合军

事演习 汉成为朝鲜半岛安全的一大隐患
。

并且这种军演已经年度

例行化
。

有的军演甚至在南北双方有争议的地方举行 致使朝鲜半

岛南北冲突频起 使刚刚缓和的南北关系再度紧张
。

年 朝鲜

半岛发生的炮轰延平岛事件
,

直接原因就是韩美在朝韩双方有争

议的岛屿进行
“

护国演习
” 。

另外韩美还有代号
“

关键决心
”

和
“

秃

鹜
”

的年度例行联合军事演习
。

的军演在 月 日至 月

日举行 对此韩美联合司令部表示 扩
`

关键决心
, '

和
“

秃鹜
”

联合军事

演习都属于防御性质的例行军演 意在提高韩美两军的防御能力

与当前朝鲜半岛的局势无关
。

但朝鲜中央通讯社 日报道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在平壤

发表讲话称 为应对当前局势 朝鲜将从质量和数量上加强核遏制

力
。

该发言人称 美韩不顾朝鲜的反复警告举行挑衅性和侵略性的

联合军演 再次反映了美韩企图以武力扼杀朝鲜的敌对本性
。

在此

情况下 朝鲜必须加快步伐 从质量和数量上进一步强化自卫性的

核遏制力
。

朝鲜政府以对话和协商的方法来守护朝鲜半岛的和平

与实现半岛无核化的立场没有变化
,

但是对于任何以武力来迫使

朝鲜就范的企图 朝鲜将采取毫不手软的对应方式
。 , 月

韩美军演已成为朝鲜半岛安全的最大威胁 是南北冲突的导火

索
。

基于美韩两国共同的战略利益 保持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军事力

量平衡 维护地区稳定的需要 美韩安全关系已经长期得到了确立
。

注释

韩献栋
,

驻韩美军与韩美同盟
,

当代亚太
,

马猛
,

贾侯萌
,

韩国外来语的特点
,

长春师范学院 学报
,

乡

` 龙 年 月 日

韩献栋
,

驻韩美军与韩美 同盟
,

当代亚太
,

《美韩驻屯军地位协定 》第 条
、

第 条第 款
。

〔韩国 〕宣泰永 《驻韩美军的防卫费分担研究 》
,

韩国国防大学国

防管理学院 年硕士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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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新闻 》 年 月 日

李华 继承还是超越

斗

论冷战后驻韩美军 的调整田 美国研究
,

韩 《 一 名翻 》
,

载韩国民

族统一院 《关于朝 鲜半岛统一 问题的资料汇编 》 英文版
,

年

第 期

应对
“

美韩企图以武力扼杀
”

朝 鲜将强化 自卫性核遏制力四
,

人民网 —《人民 日报 》
,

年 月 日

基金项 目 黑龙江省教育厅社会科学项 目 《韩美同盟与朝鲜半岛安

全机制研究 》 编号 的

上接第 页 口, 。

作为受明清之际西方教育的知识分类体系及

科学方法论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代表之一徐光启曾说
“

学孔氏者

必从朱氏始
。 ”

旧然而
,

他并没有去步朱熹注重内省修养的伦理哲学

的后尘
,

而是试图在追求实学的过程中探索并确立
“

格物穷理之

学
, ' 。 口习从中可发现当时西方学术和教育的知识体系在中国的折射

。

综上所述
,

虽然在当时社会背景下
,

耶稣会士受职业所限 将宗

教传播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 但不可否认 他们的到来他们开启了
“

西学东渐
”

的先河
,

在中西方文化教育交流史上起着关键性的作

用 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注释

《教学章程 》英译本

博伊德等 《西方教育史》
,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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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儒略 《西学凡 》
,

《天学初 函 》第一册
,

台北 学生书局 年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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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儒略 《职方 外纪 》
,

《天学初 函 》第三册
,

台北 学生书局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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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儒略 《西学凡 》
,

前揭 《天学初 函 》第一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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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儒略 《西学凡 》
,

前揭 《天学初 函 》第一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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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儒略 《西学凡 》
,

前揭 《天学初 函 》第一册
,

第

一 页 第 页 第 页 第 页 第 页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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拭徐光启集 》
,

中华书局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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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 中国 史料丛刊续集 第六 十六

辑 近代中国教育史料 》
,

台湾文海出版社 年版

顾长声著
,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

王立新著 《美国传教士与 晚清中国现代化 近代基督新教传教

士在华社会文化和教育活动研究 》
,

天津人民出版社 年版

白莉民编 著
,

《西学东渐与 明清之际教育思潮 》
,

教育科学出版

社 年版

梁启超
,

《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 》

沈云龙主 编 容闺著
,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第九十五辑

西学东渐记 》
,

台湾文海出版社 年版

拭徐光启集 》
,

中华书局 年版

朱国仁著
,

《西学东渐与 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 》
,

厦 门大学出版

社 年版

李志军著
,

《西学东渐与明清实学 》
,

巴 蜀书社 年版

月博伊德
,

金合著 任宝祥
,

吴元训主译
,

《西方教育史》
,

人民教育

出版社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