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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¹ 参见方豪5从中国典籍见明清间中国与西班牙的文化关系6、5明万历年间马尼拉刊印之汉籍6, 见5方豪六

十自定稿6下册,台湾学生书局, 1969年, 第 1487- 1517页、第 1581- 1524页; 5明末马尼拉华侨教会之特殊用语与

习俗: -新刊僚氏正教便览 . 与 Doctr ina Christian en Lengua China两书之综合研究6、5莱顿汉学院藏吕宋明刻汉籍

之研究6、5吕宋明刻-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 . 之研究6, 见5方豪六十至六十四自选待定稿 6, 台湾学生书局, 1974

年, 第 437- 453页、第 455- 470页、第 471- 785页; C arl�s Qu irino著: 5-无极天主正教真传之正辨 .考6, 汪雁秋译,

台湾5大陆杂志6第 26卷第 8期, 1963年 4月;裴化行 ( H enri Bena rd), / Les or ig ins chino ises de Ic impr ime rie ayx Phi-l

ippines 0, M onum enta Ser ica 1942, V. 7, pp. 312-14;龙彼德 ( P. Van der Loon), / TheM anila Incunabu la and Ear ly H ok-

k ien Studies0, A sia M ajor , V. 12. part 1, 1966. New Ser ies ; 戚志芬: 5中菲交往与中国印刷术传入菲律宾 6, 5文献6

1988年第 4期,第 544- 556页; 张秀民: 5中国印刷史6下,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6年版, 第 671、699页;潘吉星: 5中

国古代四大发明 ) ) ) 源流、外传及其世界影响6,中国科学技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 419 - 423页; 多明戈# 科罗

纳德: 5西班牙神父在远东: 高母羡及其著作 <实录 > 6, 周振鹤、徐文堪译, 载黄时鉴主编 5东西文化交流论谭 6第

二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年版,第 381- 382页; 江桦: 5龚容在一五九三年刻印的三本书撮谈6, http: / /b log. sina.

com. cn /s /blog_4db6170b010089k8. htm ;l邹振环: 5中西文化之树在菲律宾移植所开出的奇葩 ) ) ) 菲律宾印刷始祖

龚容与高母羡的3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46,抽样本。

摘  要:本文研究了西班牙进入菲律宾后最早的 4个中文刻本,尤其是其中之一的5新编格物

穷理便览6一书的结构、著者、成书和术语等问题, 并首次公布了书中所附的西班牙文献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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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术界对葡萄牙人东来后所引起的中西文化交流多有研究,但对西班牙人东来后所引

起的中西文化研究虽然也取得一些成绩, 但相对而言薄弱一些,尤其对西班牙人在菲律宾所刻印的

中文书籍研究有待进一步的推进和深入。本文仅就西班牙人早期在菲律宾的重要早期中文刻本做

一初步探讨
¹
,求教各位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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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菲律宾的早期中文刻本

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全球殖民扩张是伴随着天主教的扩展一起展开的,当西班牙人占领菲律宾

后,西方五大传教修会也纷纷来到了菲律宾。¹ 西班牙人为确保其自身在菲律宾的利益,将中国移

居菲律宾的华侨作为其宗教活动的重要对象, 为吸收华侨入教, 西班牙当局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

例如信教华侨可以在税收上给予优惠,对不信教的华侨尽量加以驱赶, 等等。
[ 1]
根据多明我会的有

关档案, /从 1618年至 1619年, 共有 155名男性受洗, ,, 1621年 5月 14日至同年 9月共有 100

名男性受洗,,从 1618年至 1628年的 10年间,共有 1 330名华侨在八连的三圣堂受洗。0 [ 2]

面对这样多的华侨教民和移居到菲律宾生活的中国侨民,用中文向他们传教就自然成为当时

教会的一个重要的传教手段和方法。在菲律宾的 4本中文刻本都是在这样的需求下产生的。

中国学术界最早开始注意到西班牙传教士在菲律宾的中文刻本是从方豪先生的研究开始的。

他在5从中国典籍见明清间中国与西班牙的文化关系 6一文中初步研究了他 1952年在西班牙马德

里国家图书馆所发现的5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 6,文后同时刊出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 ( Pau l Pe-l

lio) 1924年在梵蒂冈图书馆所发现的 1605年的中文刻本 Doctrina Christiana, 以及 1911年赖达纳 (

W. E. Retana)在维也纳国家图书馆发现、1606年在马尼拉出版的中文刻本 M emorial d Ia v ia chris-

t iona, 即5新刊僚氏正教便览6。同时方豪还公布了他 1957年在莱顿汉学院所发现的 1607年在马

尼拉刊印的中文刻本的残本 Simbo lo de La Fe, en Lengua y letra Ch ina。
[ 3]
接着, 方豪在他的 5明万

历间马尼拉刊印之汉文书籍 6一文中对在菲律宾的早期 4个中文刻本又做了一个较为系统的梳

理。以后,方豪又在5方豪六十至六十四自定稿 6中分别发表了5明末马尼拉华侨教会之特殊用语

与习俗 ) ) ) 新刊僚氏正教便览与 Doctrina Chr istian en lengua Ch ina两书之综合研究6和 5莱顿汉学

院藏吕宋明刻汉籍之研究 6、5吕宋明刻3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4之研究 63篇文章。[ 4 ]

大陆学者戚志芬在5文献6中曾以 5中非交往与中国印刷术传入菲律宾 6为题对菲律宾早期中

文刻本做了研究。
[ 5]
而潘吉星在其5中国古代四大发明 ) ) ) 源流、外传及其世界影响 6也做了一定

的研究;张秀民在其5中国印刷史 6中将在菲律宾共出版的 4种中文书籍全部列出
[ 6]
, 即: 5无极天

主正教真传实录 6、5新刊僚氏正教便览6、5新刊格物穷理便览 6º、5天主教义6[ 7 ]
。

然而,对菲律宾早期汉文书籍的出版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深入讨论。

第一,道明会传教士在菲律宾传教中中文刻本的数量。

中国学者的认识基本一致, 道明会传教士在菲律宾传教中中文刻本有 4本,但西方学者的看法

并不和中国学者完全相同。美国学者柯维南 ( Coblin, W . South)在他整理出版道明会传教士万济

国的5华语官话6的前言中说: /当多明我会士米格尔 #贝纳维德斯 (M iguel Benav ides, 1550-1605)

和胡安 #柯伯先后于 1587和 1588年抵达马尼拉后,便被指派担任在菲律宾的宗教事物工作,并投

身汉语学习。, ,贝纳维德斯是在菲律宾传教的第一个多明我会士, 1593年成立了第一个印刷

所,设在圣托马斯大学。那年刊印的第一批书,是两本解罪手册, 用的是西班牙 #他加禄语以及汉

字,以中国传统的木刻法印刷。 1602年引入活字印刷。, ,1588- 1589年间,贝纳维德斯在马尼

拉的圣加夫列编写了菲律宾第一部中文的教义问答,题为 Catecismo de la Doctrina en caracteres ch-i

nos ( 5中文基督教教义问答6, 见 Gonza lez 1966: 383-384 ; Oc io-V ina1895: 7-8) 0 [ 8]
根据我们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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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古斯丁修会 ( Augustinian re lig ious)、方济各会 ( F ranc iscan)、多明我会 ( O rdo Dom inicanorum )、耶稣会 ( Soc-i

e tas Iesu, S. J)、奥古斯丁重整会 ( Reco llecti)。

. 由于方豪看到只是残本,所以没有给出这个书名。



伯希和在梵蒂冈图书馆所发现的5天主教义 6出版时间是 1605年, 这样柯维南提出了一个由贝纳

维德斯编写的更早的中文传教文本, 显然,这已经超出了 4个中文刻本的说法。西班牙的何塞#安

东尼奥#希门尼斯 ( JoseAnton io Cervera Jimenez)认为: /多明戈 #科罗纳德 ( F rayDom ingo Coronado

, 1615-1665)写了5盖天 6( T ien Ka i: Escala de l cielo , -en el cua l po r e l conocim iento de las creaturas

se da conocer el C reador de todas ellas . , Gonzalez, JM. 1955-1967, vo l. 5, p. 70) 0。这是用中文写

的书。盖天,是中国宇宙理论之一。这本书想借助自然使华人达到感知神的存在的境界, 这点与高

母羡的 5实录 6一书有些相似。[ 9]
这个刻本过去也没有任何人研究过,只是在徐先生和周先生的译

文发表后学术界才知道的。

如果柯维南和何塞#安东尼奥#希门尼斯两人说的是真实的,那么,原来中国学者所说的在菲

律宾道明我会只出版了 4本中文书的说法就要重新考虑。

第二,关于在菲律宾出版的中文书籍的刻工问题。

陈台民在5中菲关系与菲律宾华侨6一书中没有明确指出龚容的姓名, 在谈到菲律宾早期印刷

事业时,他引用了早期来菲律宾的传教士的回忆: /使我们所有人感到愉快的是墨西哥来了一位订
书匠。他带了书,开了一所订书场, 雇了一位愿意为他做工的生理人。¹ 生理人秘密地、不让他的

主任知道地、观察后者订书;啊! 还不到, , (原书稿空白 ) ,,他便离开作业场, 说他不愿在继续

为他工作了,并且开了一家类似的作坊。我可以向陛下保证, 他成为一名很优秀的工匠, 并且逼使

他的主任放弃营业,因为生理人兜走了他所有的生意。他的手法极佳, 因而不再需要西班牙工匠。

当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手头有一本拉丁文的 N abarro是他所订的;而依我评断,即使在 Sev ill也不

会订得更好。0 [ 10]
在方豪、戚志芬的研究中对这些书籍的印刷者尚未明确º , 张秀民则一方面认为

/约翰 #维拉 ( Juan de Vera)是中国人天主教徒的教名,原来的华名已不可考, 卒于 1603年,是菲律

宾最著名的刻工。0同时,他也接受戚志芬的说法, 认为 /龚荣与德 #维拉可能是同一个人。[ 11]潘吉

星明确指出: /因此,该国的印刷是从龚容首开其端的。0 [ 12 ]
潘吉星主要借用了外国学者的结论。菲

律宾远东大学教授赛德 (G regorio F. Za ide)认为: / 1593年出版了两本有关基督教义的书,一本为他

加琭文本,另一为汉文本, 都是在马尼拉由一位中国教徒龚容刻印的。他是菲律宾第一个闻名的印

刷工。0[ 13]

江桦和邹振环»和也很明确认为龚容是以上书籍的刻工, 他在文中说: /虽然在中国还没发现
关于龚容 ( Juan deV era)的资料,但在菲律宾却有不少他的史料。有关他的记载,最早见于天主教

主教兼历史学家者阿杜阿尔特 ( D iego Aduarte, 1570-1637)的 / H istoria de la Prov incia del Sancto Ro-

sario de la O rden de Pred icado res en Ph ilipp inas, Japon y China0一书,书中写道: /在这一个先称为
B inondo后改为 M inondoc的镇中,居住着许多可以作为生活楷模的中国人。胡安 #德 #维拉不仅

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常常去祈祷的男人,而且又是一个能引导家人和他一样的男人。每逢弥

撒,他都参加。在出席教会这方面,他也非常有规则。因为他懂艺术,所以用悬挂物和图画把教堂

装饰得更漂亮。他认为,通过印刷出版圣教和书籍,他将会取得更大的成果, 遂致力在这块土地上

制造一台印刷机。在这里没有任何印刷机可供借监, 也没有任何欧洲式印刷术 (它与中国的印刷

术迥然不同 )可供他学习的情况下,他的虔诚意愿得到上帝的帮助。胡安#德 #维拉不懈地、千方

百计地全力以赴,终于实现了他的理想。他成为这群岛上的第一个印刷师。此对一个商人来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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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人早期称到菲律宾的中国华侨为生理人。

. 戚志芬在文中说: /据此可以认为,龚容与胡安# 德# 维拉即一人,龚容受洗礼后, 教名为胡安# 德 # 维拉,

但尚待进一步印证。05文献6 1988年第 4期,第 552页。

. 参阅邹振环 /中西文化之树在菲律宾移植所开出的奇葩 ) ) ) 菲律宾印刷始祖龚容与高母羡3无极天主正教
真传实录40一文, 感谢邹振环为我提供了他的论文。



够使他在商业上获得更多的利益,但他从不贪财,而且毅然放弃他的利润,只选择为上帝服务,把圣

灵传播给土著。,,中国人的基督徒胡安#德 #维拉在神甫布兰卡斯 ( B lancas de San Jose)的指

导下工作,终于成为菲律宾活版印刷机的第一个制造者和半个发明者。0¹ [ 14]

第三,关于在菲律宾出版的 4本中文著作的原著者。

1、5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 6的作者是高母羡 ( P. Juan Cobo, 1546-1592), 这点没有任何异议。

关于高母羡,学术界已经有了一些研究º ,方豪先生认为这本中文著作出版于 1593年。

2、伯希和 1924年在梵蒂冈图书馆所发现的 5天主教理 6。这本书的外文原文是: / Do trina

Christiana en letra y lengua Ch ina, compuesta por losM adresm inistros de los Sang leys, de la O rden de

Santo Dom ingo. Con licencia, po rK eng Yong, Ch ina, en e lParian deM an ila0。按照原文在书上的位
置,应该是 /第一行是: /天主要理 0,第二行是 /中文版本0; 第三行为 /多明戈教会专在中国人群中

牧灵工作的神甫编译 0;第四行是 /中国龚容奉命刻印 0;第五行是 /于马尼拉八连 0。[ 15]
此书的出版

时间是 1607年。

中文的 5天主教理 6作者是谁? 伯希和与方豪都没有给出回答, 江桦的文章也没有给出作者,

施雪琴在5菲律宾天主教研究: 天主教在菲律宾的殖民扩张与文化调适 6中认为: /多明我会传教士

为菲岛华侨的皈依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特别是该会的科伯神父 ( Fr . Juan Cobo) ,不仅努力学

习并掌握了中文 » ,而且还负责编写出版了菲岛历史上第一部中文版的5天主教教义6,为适应菲律
宾华侨社会闽南人居住多的状况,该书是用闽南方言土话音译西班牙语。0 [ 16]

笔者的研究生蒋薇在

其论文中也指出这一点, 她在论文说: / 5基督要理 6中文本, 是针对马尼拉的中国基督徒而写。

Doctrina Christ iana封面上部刻有西班牙文曰: Doctrina Christiana en lengua ch ina, compuesta por los

padres m in istros de los Sang leyes, de la Orden de sancto Dom inigo。,,此书之作者,依 P. Aduarte著

5菲日华玫瑰省道明会史6所言, 应为高母羡 ( Juan C obo)。0
[ 17]

3、5新刊僚氏正教便览 6。赖达纳 (W. E . R etrana ) 1911年在马德理出版的 5菲律宾出版史 6

( Origenes de la inprenata filip ina)中提出,道明会在菲律宾的传教士 P. Fr. Dom ingo denieba在菲律

宾的 Cra Sang le华侨书店出版了 5新刊格物穷理便览 6 (M emorial de la vida Christ iana , Ed lengua

ch ina compuetto por e lPeder Fr. Dom ingo de N ieba. Prior lel conunto de S. Dom ingo . con licenc ia en

B inondoc ed case de Petro de Vera . S�g ley Impreser de L ibros. Ano de 1606)。潘吉星先生将其翻译

成中文为 /天主教义便览,由多明我会士多明戈 #涅瓦神甫以汉文编成。由佩德拉 #维拉 (龚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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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w inW o lf 2nd, The F irst Book P rin ted in the Ph ilipp ines. M an ila, 1593. A Facsim ile o f the Copy in the Lessing J.

Rosenwa ld Co llection. L ibra ry o f Congress, W ashing ton. W ith an Introductory Essay之英文摘译, http: / /www. gutenbe rg.

o rg / files /16119 /16119-h /16119-h. htm。

. 参阅方豪: 5从中国奠基见明清间中国与西班牙文化关系6, 载5方豪六十自述录6; 方豪: 5中国天主教史人
物传6 6上册;何塞# 安东尼奥# 希门尼斯撰: 5西班牙神父在远东:高母羡及其著作 <实录 > 6, 载5东西交流论谭6
第二集, 周振鹤、徐文堪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年版, 第 377- 393页; L iu, Dun(刘钝 ), /W estern know ledge o f ge-

ography reflec ted in Juan Cobo. Sh ilu5实录6 ( 1593). 0, P 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 ference on the H istory o fM athem a-t

ics: Po rtuga l and the East II, M acao, Octobe r 11-12, 1998, h ttp: / /www. ihns. ac. cn /m embers/ liu / doc /cobo. h tm;潘贝

颀: 5高母羡 <辩正教真传实录 >初步诠释 6,载王晓朝、杨熙楠主编: 5信仰与社会6,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

版, 第 153- 173页; Ca rlo s Quir ino: 5无极天主正教真传之正辨考6,汪雁秋译 , 5大陆杂志 6第 26卷第 8期; 陈庆浩:

5第一部翻译成西方文字的中国书 <明心宝鉴 > 6, 台北: 5中外文学6第 21卷第 4期, 1992年, 第 72 - 87页; 刘莉

美: 5当西方遇见东方 ) ) ) 从 <明心寶鑑 >两本西班牙黄金时期译本看宗教理解下的偏见与对话6,台北 : 5中外文
学6第 33卷第 10期, 2005年; 郑阿财: 5流行域外的明代通俗读物 <明心宝鉴 >初探6, 台北: 5法商学报6 1991年第
25期, 第 263- 268页; 潘贝颀: 5高母羡与玫瑰省道明会传教方法研探6, 5庆祝辅大创校 70周年台湾天主教第二次

开教 140年学术研讨会会议手册6, 1999年。
. 施雪琴不知道 / Juan Cobo0的汉文名为 /高母羡0, 所以这里用的是 /科伯0。



弟 )刊于鬓诺多克的萨格莱书铺。时间在 1606年。0 [ 18]

4、5新刊格物穷理便览 6是方豪最早在荷兰的莱顿汉学院读到一个残本, 缺少前 10页, 因此,

他在文中无法给出书名。¹ 戚志芬在菲律宾见过此书的复制件, 并初步描述了这本书的情况。她

在文中指出, /这本书的出版时间是 1607年,作者是-山厨罗明教多麻氏 . , 即多明尼各教会的多马
氏 #马约尔。这是一本葡萄牙文著作的中译本。0 [ 19]

笔者手中有一本维也纳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复制本, 该书的首页是西班牙文, 内容是:

S IM BLO DELA FE, ENLENGVA YLETRA CH INA. Compuefto por el Padre fray Thom asM ayor, de

La orden de Saneto Dom ingo de la prou inc ia del Saneto Ro fario , en las Islas Ph ilippas.

书封中央为道明会的会徽: C onliccnc ia en B inondoc en cafa de Pedro de vera Ch ina Chriftiano Ano

de 1607。

这本书共 216页,后附 3页当代西班牙文信件。书中每页 9行, 每行 18字,四周双栏。从字体

上看有两个刻工,全书的单页是一种字体,双页是一种字体, 为便于刻书,书中多有简化字体。戚志

芬在文中指出,这本书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也藏有一本。笔者也阅读过藏在耶稣会档案馆的这个

版本, 具体两个版本的对比研究待以后补充,这里不做展开。

二、5新编格物穷理便览 6的基本内容

学术界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 5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6的研究上, 方豪在谈到这个本子时

说: /在汉学研究院获见一残本,缺最前 10页,我因第 136正页第 6行有 -今万历三十四年算至禹共
有三千九百带一年,考订此书为 1606年撰著。0 [ 20]

他在张秀民书中提供了该书的首页,该书封面上

有 1607年 7月的字样, 从而纠正了方豪的误解, 但张秀民并未对此书做进一步的展开。方豪后在

5莱顿汉学院藏吕宋明刻汉籍之研究 6一文中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1、书中的前 3页是西班牙文的信件。

2、书封。书封上的中文是: 山答罗曰此世上绝无余事物可欣我心, 惟有咱本头西士奇厘实道居

律氏记号而已。

书封的落款为:山厨罗明教院巴扎多麻氏新刊格物穷理便览 西士一千六百年七月日立。

在序言中,作者这样写道: /僧自我国受风波沥涉三载始到吕宋东夷, 目击诸类人品, 各循之

见,以聚集此域。始知详暨现各形,各倍俱风采,佯卫者也。然明白,汝中华人尤聪明,特达才貌,恢

伟胜于方外之类者也。亦尤晓礼义廉耻于别等之徒。但现此国土番若于中华人而相较论者,则相

去远矣。盖东夷之国实则亦是人物, 然以礼仪风俗难以比于中华人物。谅日本之人物尤胜于土番

之风俗,礼仪第未可与汝中华者比也。唯汝中华之人胜于此类,此何可复加焉。予于去岁始到, 此

土与佛郎国遗界甚远,眼见诸众人品同致集此邦, 岂不感动。予怀乎幸逢汝唐人聪明超类,而愈有

感予衷耶! 后幸与汝唐人交谈, 輙习学唐话,颇谙音语,咀问中国原由, 至日父 (应为复 )愈认愈真,

亦问汝中国历代帝王所发政施仁者焉。自盘古至万历,历代守君之国用承相继,未尝休息,岂不堪

叹之事! 惟将寡我心心,俾予劳神殚思,欲以验汝中华人继夙愿,始曾知此一位无极天主之理否?

予初看汝鉴断暨览,我佛郎国鉴录读多上事,曾了然明白道路可疑,汝中华更闻此理耶? 因我读一

本册, 有曰: 汝中国有一妇人之形像手抱其子, 此乃我佛郎人称曰: 山礁妈厄哑, 甚尊敬他。汝等若

读此一本册,便可知乃何形象也。又有人道,汝中国一形象三个头脑合为一头,此情诚将寡我心极。

疑汝中华于昔者亦有掇遗。此佛郎人之主宰极理否? 仍又一件甚启动我心, 疑于古时金国灭尽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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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 参阅方豪5莱顿汉学院藏吕宋明刻汉籍之研究6一文。



人,即来占汝其国,时元帝等统管。汝中国八十九年先时, 鞑人亦习天主正教。仍有净水和尚等到

彼鞑国诲此天主正教,鞑国人有一皇帝,名曰: 高微朥柬, 受此天主正教, 允做奇石实典懦。予读此

书既毕,乃疑曰, 假如那皇帝识习此道理, 则士庶亦有多向顺于皇帝者, 亦从此道焉。设汝唐人乃鞑

帝之黎庶,自然谅有随执者亦有垂问者焉。特人虽有良知、良能之资,固为物欲所蔽, 则自然昏昧而

好事, 必已忘记所言道理, 诚非实然。如如瞽者不知见其路之直矣,光想为暗,光想为光;白称为黑,

黑称为白,善心者反称为恶,恶心者反称为善, 比如禽兽无有良知良能。皆真正本头之正理、正路能

引人升天,为好。0¹

这里,我只则取了序言的一部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菲律宾的道明会传教士的传教的特点。

3、5新刊格物穷理录便览6的结构
全书的结构是:除序言外共有 3卷,第一卷,是 /事理 0,作者介绍了天主教的 5件事理, 作者从

人兽之别讲起,先说明人和兽的不同,接着讲人的特点。作者在介绍人的特点时将西方的人体生理

知识介绍给了菲律宾的华人,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人的五官和结构。由人的介绍就引出了对天主的

介绍, 实际上开始讲人神关系, 说明天主的神力、地位。同时还特别介绍了天主神学中最神秘的三

位一体的道理。这一卷的最后又开始讲天体, 因为,这是天主所居住之处,作者从风, 从火,从水讲

起,逐步开始介绍托勒密的九重天的理论。这样我们看到,第一卷实际上是托马斯#阿奎纳的神学

理论的简化版。其逻辑是从人与自然讲起,讲人, 进而进入中心 ) ) ) 人神关系, 最后是天主教的宇

宙观。表面上是在讲自然,无论是动物、人还是宇宙,但核心是通过讲述自然来说明天主和自然的

关系, 和人的关系。从叙事角度看,道明会的神父们这样的叙事方法对一般没有任何神学背景的华

侨来说是比较适合的。

第二卷是 /解始祖人元历代鉴记 0,这一卷实际上是对 5旧约 6和 5新约6的粗略介绍, 前面几节

分别介绍了创世纪、出埃及记、士师记等内容,将 5旧约 6的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 按照中国纪年的

形式很简单的勾勒出了一个天主教的纪年大事记。其中对大禹治水的记载做了批评, 他说: /此事

予亦尝观汝中国通鉴。当尧之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民无所安息, 群臣举鲧治水,鲧方命被殛。

及舜摄政,举鲧之子名禹, 使继父业。禹伤父治水无功受诛, 乃劳神焦思。居外治水十三年,过家门

不入。及疏九河,然后水害皆息,此事多虚少实。但予真知于尧时,洪水为灾,泛滥天下,止有一年,

非若汝鉴中。道有百余年,洪水乃息。彼洪水为害,乃天主惩罚, 溺尽天下人物,止存儒挨 º一家八

口而已。据汝鉴中说洪水为灾,泛滥于天下,民无所安。此泛滥之说, 岂小小之害而已? ,,又说

禹疏九河,称其治水之功。论禹亦人耳,岂自力之能如是乎? , ,予真知非禹之功绩, 乃天主行水

灾,惩恶既完,一年间,天主命水去地,使地燥水,俾儒挨及三子得以安息。0

从第三节开始,介绍5新约 6的内容, /天下太平西士将出0,将玛窦福音和路加福音等几章的内
容缩略后,把耶稣诞生、受难、复活、升天的神迹介绍了出来,从而使读者对新约的基本内容有了初

步的了解。

第三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向中国的华侨介绍天主教的 /十诫0, 由于 /十诫 0通俗易懂,易和

中国伦理相接,作者在讲解时开始和中国文化逐步相接;这一卷的第二部分, 直接就是比较中国文

化和基督教文化之别、之通,对中国的宗教信仰做了批评。

在这里作者表达的对中国文化的看法完全和耶稣会不同。首先,作者批评了中国的狂妄自大,

只知中华而不知天下,以中华为天下, 狭隘自足。作者说: /予闻汝中华辖广盛国,但四方诸国, 有

甚于中华者,亦有之; 而人物尤高明、事理有端者, 亦有之。吾未见四方同宗中华之道为天下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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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译文由宵萧从西班牙原文翻译, 在此表示感谢。

. 这里的儒挨即现代5圣经6中所说的 /诺亚0。



咸称天皇之祖为普世之人祖。,,汝必应我曰: -有一国, 自有一太祖,与天齐出以御民, 但他不知

三纲五常,如我中华之善俗。.予辨曰: -此事乃骄傲之罪魁, 虚诞之根本, 耳所怨闻者。何则? 况天

下之广土,有土则有人,如中华之士, 自谓若是其大乎? 汝中华之人乃为正人而已。予曰; 非也。此

乃无知乳臭之戏言耳。若胜德高明之士, 则不有是言也。或有愚昧不知正理,从恶鬼之傲志,而持

一偏之鄙见者, 恐有是言也。予今不欲汝多辨, 亦不指我之远国, 谨一年之水陆, 无使汝之警异

, ,。0

接着,作者批评了佛教,认为佛教是 /魔鬼张计,惑世诬民诳君之信 0。接着又批评了在闽南很

流行的妈祖信仰,认为妈祖不过是 /人间之女流也, 何有此大力乎? 0。随后, 他又批评了中国民众

的观音信仰。作者在最后劝告在菲律宾的华人 /汝华人聪明睿智,知闻一知十, 凡诸仙佛及流信之

余,皆非正理,诚乃魔鬼瞒人耳目。0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到,道明会在菲律宾传教和耶稣会在中国内地传教面对着完全不同的文

化境遇,道明会在菲律宾是当权者,他们西班牙人已经占领了菲律宾,他们完全不必掩饰自己的真

实认识,从而对中国文化按说三道四,加以批评是很正常的。这种批评既有西方人的傲慢,也有击

中中国思想观念狭隘的一面。而耶稣会在中国内地传教,为获得传教权,他们完全不敢这样表达自

己的文化立场。

三、5新刊格物穷理录便览 6的术语

由于在菲律宾出版的这些中文刻本是用闽南话来翻译的, 因此,在对 5圣经 6和西方文化的翻

译上有许多特殊的汉语术语,这些术语对于我们了解西方5圣经6在东方的翻译史仍是有价值的。

这本书的宗教术语是从西班牙文翻译的, 但翻译成中文时又用的是闽南话, 从而和今天我们所见到

的天主教术语,以及当时耶稣会所翻译的术语有着很大的不同。我根据方豪先生的一些研究和自

己的体会将其做个简单的整理。

/天主0 ) ) ) 译为 /僚氏 0) ) ) D ios; /耶稣 0) ) ) 译为 /西奇士0 ) ) ) Jes�s; /基督0) ) ) 译为 /厘

实道0) ) ) C risto; /十字架 0) ) ) 译为 /居律氏 0) ) ) Crus; /圣十字 0) ) ) 译为 /山礁居律氏 0) ) )
Santa Cruz: /圣神 0) ) ) 译为 /卑厘厨山厨0) ) ) E spiritu Santo; /耶稣基利斯督0) ) ) 译为 /西士奇尼

宝道0) ) ) C risto; /圣0 ) ) ) 山礁 (先礁 ) ) ) ) Santa; /玛利亚 0) ) ) 译为 /妈厘哑 0) ) ) Maria; /圣保

罗、保罗0) ) ) 译为 /山答罗 0) ) ) Pab lo; /圣人0 ) ) ) 译为 /山厨氏0) ) ) Santos。

5新刊格物穷理便览6的首页是: /山答罗曰此世上绝无余事物可欣我心, 惟有咱本头西士奇厘

实道居律氏记号而已。0

根据我们上面看到的词汇,这句话就是: /保罗说, 世上没有任何可以宽心之事,唯有吾主耶稣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标志而已。0
书封的落款为:山厨罗明教院巴扎多麻氏新刊格物穷理便览。这句话的意思是: 圣道明会院神

父多玛氏著 5新刊格物穷理便览 6。

关于菲律宾早期中文刻本的术语问题,方豪先生已经有文章详细论述¹ , 但系统的整理这些术

语,并和耶稣会在华传教术语的对照研究仍有待时日。

注释:

[ 1] [ 2] [ 16] 施雪琴: 5菲律宾天主教研究:天主教在菲律宾的殖民扩张与文化调适 ( 1565- 1898) 6,厦门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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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 参阅5方豪六十四自选待定稿6。



社, 2007年,第 95- 102、101、102页。

[ 3] [ 20] 方豪: 5方豪六十自定稿6下册,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1969年, 第 1487- 1517、1521页。

[ 4] 方豪: 5方豪六十至六十四自定稿6,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 1974年, 第 437- 453、455- 470、471- 485页。

[ 5] [ 19] 戚志芬: 5中菲交往与中国印刷术传入菲律宾6, 5文献6 1988年第 4期, 第 544- 556、555页。

[ 6] 张秀民: 5中国印刷史6下,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6年, 第 671、699页。

[ 7] [ 18] 潘吉星: 5中国古代四大发明 ) ) ) 源流、外传及其世界影响6, 合肥: 中国科学技大学出版社, 2002年, 第

419- 423、421页。

[ 8] 弗朗西斯科# 瓦罗: 5华语官话6,姚小平、马又清译,外研社, 2003年,第 32页。

[ 9] 多明戈# 科罗纳德: 5西班牙神父在远东: 高母羡及其著作 <实录 > 6,周振鹤、徐文堪译,载黄时鉴主编: 5东西

文化交流论谭6第二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年,第 381- 382页。

[ 10] 陈台民: 5中非关系与菲律宾华侨6, 香港朝阳出版社, 1985年,第 250页。

[ 11] 张秀民: 5中国印刷史6下,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6年, 第 671、699页。

[ 12] 潘吉星: 5中国古代四大发明 ) ) ) 源流、外传及其世界影响6, 合肥: 中国科学技大学出版社 , 2002年, 第 420

页。

[ 13] Zaide G, Ph lipp ineH istory and C ivilization , M adrid , 1939, p388, 转引自潘吉星: 5中国古代四大发明 ) ) ) 源流、

外传及其世界影响6,合肥: 中国科学技大学出版社, 2002年, 第 420页。

[ 14] [ 15] 江桦: 5龚容在一五九三年刻印的三本书撮谈6, http: / /b log. sina. com. cn /s /blog_4db6170b010089k8. h-t

m l。

[ 17] 蒋薇: 51592年高母羡 ( F r. Juan Cobo)出使日本之行再议6,抽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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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Based on litera ture rev iew o f four early Ch inese books pr inted after Span ish occupied Ph ilipp ine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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