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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若望——《进呈书像》，
对话与灵修

Claudia von Collani 柯兰霓

近代之初，耶稣会士试图在中国自上而下地执行他们传播福音的使命，因为他们希望引

导中国皇帝信奉基督教。皇帝会被他的臣民追随，他们相信，最后整个远东地区都会追随他，

因为中国在文化上是一个主导性的国家（钟鸣旦，2001，310）。这是适应性方法的一部分，

其中包括通过科学进行间接布道、在新闻界建立使徒地位等等。然而，重要的还有像和图。

像和图作为一种感官宗教在欧洲的天主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依纳爵·罗耀拉的

灵修活动》中，圣经文本被用于进行可视化的冥想。在冥想过程中会创造一个心理空间，产生

出一段充满想象力的圣经叙事之旅，提供与圣经人物、场景和事件进行灵修邂逅的机会（克

里弗勒，s.a，1；钟鸣旦，2001，623f）。在中国，像或图（克里弗勒，s.a.，3）可以帮助

非基督徒为皈依基督教做好准备，它们可以将宗教介绍给不识字的人，对更有学识的人来讲，

新主题也更有吸引力。同样在中国，像作为一种问答式工具为基督徒服务，它们有助于祈祷和

冥想。有时，人们甚至认为它们有创造奇迹的能力（梅内贡，2007，389f，399）。图比 “枯

燥”的文字更容易被人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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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耶稣会士来说，像具有四个功

能：教诲功能，因为知识也可以通过像传

递，对目不识丁的人来说尤其如此。第二个

功能是记忆功能。第三个功能是移情功能，

适用于重要的因素是情感而非智力之时。第

四个功能是通过像尊崇耶稣基督和圣徒（钟

鸣旦，2007，39）。柯毅霖强调了这样一个

论点，即对于耶稣会士来说，像并不是书面

文字的插图，相反，文字是为像服务的。像

触动了心灵和意志，在这方面，像的书籍

具有灵修功能并且是冥想的手段（克里弗

勒，s.a.，1）。

在这方面最著名的欧洲书籍是热罗尼

莫·纳达尔（1507-1580）的《福音故事想

象……》，这一大对开本书籍中包含153篇

冥想文章，其中包含福音和声（《四福音合

参》）的场景；该书于1593年出版。这些图

主要由著名的威里克斯兄弟等人绘制（钟鸣

旦，2007，12f）。据知有三本像的书籍已在

中国印刷和使用，这些书籍在一定程度上遵

循了纳达尔为适应中国人的品味而改编的模

型：《诵念珠规程》（Rules for Reciting 

the Rosary，1619） 中包含由葡萄牙耶稣

会士若昂·德·罗查翻译的15幅木刻版画

（1583-1623），这是伴随念珠的诵文，特别

适用于冥想（Qu Yi，2012）。1637年，在艾

儒略（1582–1649）的指导下创作了另一系

列大约56幅木刻版画，题为《天主降生出像

经解》

本文主要探讨的主要话题是第三本

书，其中包含关于耶稣基督生平的图，即

汤若望的《进呈书像》（1640）。汤若望

（1592-1666）出生于科隆的一个贵族家庭，

属于金尼阁（1577-1628）在其著名的欧洲之

旅（1616年至1617年末）期间招募的耶稣会

士。汤若望被选为天文学专家，希望他能够

与其他耶稣会士一起为中国历法的改革做出

贡献。在他的旅行中，金尼阁不仅为中国布

道团“招募”了耶稣会士，还收集了金钱、

捐款、书籍和礼物（韦特，1991，31-34）。

最珍贵的礼物来自维特尔斯巴赫家

族的巴伐利亚公爵们，包括与伊丽莎白

（1574-1635）结婚的巴伐利亚公爵、在位公

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573-1651，自1597

年以来为巴伐利亚公爵，自1623年以来为选

帝侯）和被称为虔诚者的已退位威廉五世

（1548-1626，1579年-1597年担任公爵）。

威廉授予布道团圣物，2个美丽的圣体匣，一

个银十字架和其他图，而马克西米利安则授

予了一个非常稀有和美丽的礼物，一个所谓

的波美拉尼亚橱柜，由乌木制成，有6层，

每层用丝绸分成隔间，其中包含日常生活

中使用的一些美丽的小银器（韦特，1991，

34-36；钟鸣旦，2007，20-24）。橱柜是在

奥格斯堡市制造的。柜子的第四层有一本关

于耶稣基督生平的小册子，是为中国布道团

制作的。册子中包含50幅画在羊皮纸上的

像，册中文字是用金色字母书写的，银色封

面展示了四位福音传道者及其符号。伊丽

莎白公爵夫人效仿她的丈夫，为中国皇后

捐赠了一本关于圣母玛利亚生平的类似小册

子。这两本小册子似乎都已丢失了（钟鸣

旦，2007，31）。另一件礼物是一组由3位

带礼物朝拜耶稣的贤士或国王的人物形象。

这些人物是用蜡制成的（钟鸣旦，2007，

27-29）。所有礼物都是在1618年经里斯本送

到中国的（钟鸣旦，2007，41）。

汤若望（1592-1666）出生
于科隆的一个贵族家庭，属
于金尼阁（1577-1628）在
其著名的欧洲之旅（1616
年至1617年末）期间招募的
耶稣会士。汤若望被选为天
文学专家，希望他能够与
其他耶稣会士一起为中
国历法的改革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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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这些礼物在接下来的几

年里发生了什么。显然，至少有一些礼物

被带到了北京，但不能送给皇帝，因为在

这个案例中，它们会被视为巴伐利亚公爵

的贡品。我们的故事从1640年的崇禛皇帝

（1628–1644）开始。历法改革于1635年

完成，汤若望留在北京并在历法办公室任

职。皇帝住在远离民间的宫殿里，周围是

他的家人以及侍候他的宫女和太监（韦特，

1991，122f）。在皇宫的后宫里，有五十名

宫女接受了太监约瑟夫的洗礼，而耶稣会士

则提供间接的教牧辅导。这些宫女对她们

的信仰非常热诚，并收到了相关的著作和

书籍。她们“以完全坦率的灵魂”准确陈

情，神父们发现在灵修上引导她们很容易。

1640年，大主教傅汎济（1587-1653）访问首

都时，他指定其中一人为主管；其余宫女严

格服从他的指示（Chan，1981-83，79f）。

原则上，崇祯皇帝对基督教和耶

稣会神父是赞成的。当在利玛窦神父

（ 1 5 5 2 - 1 6 1 0 ） 赠 送 给 万 历 皇 帝

（1572-1620）的宫廷珍宝中发现一把古钢

琴时，崇祯皇帝想要将琴上提到的圣歌旋律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Can t a t e 

Domino canticum novum）翻译成中文。钢

琴修好了，汤若望编写了一段解释性旋律。

在展示该乐器时，他们还献上了另外两件珍

贵的礼物，即一本关于耶稣基督生平的羊

皮纸小册子和三王的组画（钟鸣旦，2007，

44-46）。为此，汤若望决定为这些像编写中

文解释，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这将为崇祯

皈依基督教做好准备。带有木刻版画和文字

解释的小册子在4个月内完成，古钢琴也在该

时间内修复。1640年9月8日，古钢琴和礼物

被带到了宫殿。这些礼物一定给人们带来了

深刻的印象。

当皇帝看到这些礼物后，他恭恭敬

敬地洗手。三王的图尤其让他印象深刻：

“他跪在地上，仰慕那位远道而来称王的圣

子，如今这幅画中的他，则是来自更遥远的

地方前来寻找华夏之王。”包括皇后在内的

所有其他人都做了同样的事情。然后，皇帝

说：“此子尤胜于佛、禹、皇以及所有其他

诸神。”（伯纳德，1942，49）小册子和三

王的人物像在另一个大厅展出，整个朝廷

都上前瞻仰它们。据说最高贵的基督徒宫

女已经了解了这些奥秘的真相（伯纳德，

1942，48f）。一些报道描述崇祯指着三王

之一补充说：“这个人比我们的尧帝更神

圣”——尧是中国古代的一位皇帝。之后，

皇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非常恭敬地看着

这本书中的每一幅版画（Chan，1981-83，

81）。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有关耶稣基督的

小册子和三贤士的人物像被展出，观看者们

对此极为推崇。然后，它们被转移到一个秘

密房间以确保安全。崇祯经常阅读小册子。

但是，“这位可怜的皇帝太愚钝了，他觉得

自己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理解它。”他大喊

道：“天主之法似乎是真的，但我无法理

解。”大主教和汤若望看到了接触皇帝内心

的机会，汤若望还写了一本教理问答，对神

圣教义进行了更详细的解释。但他没有机会

把它送给皇帝（Chan，1981-83，81）。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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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若望用他的小册子
《进呈书像》试图说服
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和他
的朝廷相信基督教信仰
的奥秘和灵修益处。然
而，汤若望没有足够的时
间让永历皈依基督教，
同样，南明的永历皇帝
也未能迈出信奉基督教
的 最 后 一 步 。 两 人 都
遭遇了悲惨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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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之后，中国的部分地区被叛军占领，然后

“鞑靼人”（满族人）进攻并征服了明朝。

当叛军李自成（1606-1644年）攻陷北京时，

崇祯和他最亲近的家人自杀，中国自1644年

起被满族统治（Chan1981-83，81-83）。对

于崇祯皇帝崇敬和弘扬基督教却未能皈依基

督教，并遭受了如此无价值的死亡，汤若望

感到非常遗憾（伯纳德，1942，109）。

一些耶稣会士撰写了关于基督教在中

国的地位的几个欧洲当代报道，其中就讲述

了这个故事（Suma del estado del imperio 

de la China，卫匡国、汤若望、丹尼洛·

巴托利、伊格内修斯·邓宁·斯波特、柏应

理）。他们想给欧洲以希望，如果耶稣会士

继续从事使徒工作，中国皈依基督教的日子

就不远了。其中一些关于崇祯和耶稣生平的

报道还谈到了他的命运和他未能改变永历皇

帝（1646-1663）治下的南明命运。永历家

族的一些成员皈依了基督教，其中包括太后

海伦娜、皇帝的母亲、皇帝的妻子和法定继

承人，受洗的君士坦丁，因此让永历皇帝皈

依似乎是可能的（Chan，1981-83，98）。

尤其是两位耶稣会庶务员，正统罗马天主教

徒卫匡国（1614-1661）和波兰耶稣会士卜

弥格（1612-1659），将崇祯皈依失败和最

后一位明朝皇帝的命运的故事带到了欧洲。

卫匡国是由中国北方的耶稣会士派来的，他

将这些故事发表在一本小册子上（卫匡国，

1655），而卜弥格是南明朝廷派来的，他的

叙述只发表了一部分。我们可以认为至少两

个朝廷都有一名证人，即太监（阿喀琉斯·

庞）庞天寿（1588-1657）。起初，他在北

京的朝廷任职，后来他侍奉了两位南明皇

帝，在那里他甚至还担任了宰相一职。正

是阿喀琉斯为几位皇室成员施洗（Chan，

1981-83，94f）。

但汤若望的小册子也产生了不好的结

果。臭名昭著的儒家学者杨光先（+1669）

使用了汤若望《进呈书像》中的三张照片作

为对《进呈书像》的指控的一部分，即他和

基督徒崇拜一个企图反抗罗马皇帝并因此被

判处死刑且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对中国

人来说，一个裸体男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

图像是可耻的（韦特，1991，304-326；梅内

贡，1998，315f）。

结论

汤若望用他的小册子《进呈书像》试

图说服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和他的朝廷相信基

督教信仰的奥秘和灵修益处。然而，汤若望

没有足够的时间让永历皈依基督教，同样，

南明的永历皇帝也未能迈出信奉基督教的最

后一步。两人都遭遇了悲惨的命运。崇祯甚

至还是德国南部的耶稣会舞台上的四部戏剧

的角色，为耶稣会学校的学生树立了一个坏

榜样。

•

柯兰霓，德国维尔茨堡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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