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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视角中的艾儒略与

＜口铎日抄 ＞研究》评介
吴巍巍

最近，由浙江传媒学院罗群博士撰写的 《传播学视角中的艾儒略与 ＜口铎日抄 ＞研究》一书由上

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认真拜读后，深感作者的用心、用功与创新思维。笔者认为此书是近年来该领域

研究的一部重要的创新之作，值得细读。

第一，研究方法的突破。在中国天主教史研究领域，以往研究多采用哲学、历史学、宗教学等传统

学科方法进行研讨，这类研究很难跳出传统的学术窠臼，方法略显单调。近年来，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逐渐引入此一领域，给中国天主教史研究带来不少新气象，罗著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该书以

传播学的研究方法为主轴，贯穿文献学、历史学和艺术学等多学科方法，对艾儒略的在华传教活动进

行了非常细致、缜密的考证和透析，归纳了许多颇具创见的个中见解，对于后人研究这段历史应该是

具有较为重要的启发意义的。例如，罗著运用传播学理论，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即晚明天主教群体

主要构成者中下层士人在晚明信息传播的过程中扮演着中介或二传的角色，借由此天主教在华传播方

式开始从大众传播转向人际传播，这个命题对于解释天主教在民间社会的传播活动，有着很好的解释

力和说服力。

第二，研究视角的创新。当前对明清天主教研究呈现一个明显的趋势即从传教士和上层士大夫转

向中下层儒士，关注重点转入基层社会。罗著一书在研究视角上，除了关注下层士大夫作为二级传播

者群体的角色外，也对以艾儒略为代表的一级传播源作了很好的考证梳理，从而将全书的论述建构在

一个比较全面、客观和合理的框架内；同时，作者对晚明天主教传播对象的转变之现象，进行了非常

有见地的分析，提出了一些前人鲜少涉及的视角。如中下层信徒群体在信仰进路层面遭遇与上层人士

之不同的问题、中下层信徒群体的地位和作用等，都进行了非常深入地研讨，这些对于拓展明清天主

教在地方传播信息的研究方面，有着显著的启示意义。

第三，研究观点的出新。由于作者运用新的学科方法来阐释艾儒略传播天主教活动的过程，提出了

许多非常有创见的观点。例如，作者认为，中下层教徒群体不仅是地方宗教生活的舆论领袖，强烈地

影响着普通大众接受天主教的范围和程度，而且又是信息控制和筛选的把关人，正是他们的强大作用，

使天主教一步步走上本地化的道路。又如，罗群博士通过分析中下层士大夫经济状况和职业角色等问

题后，认为，中下层士人群体中，无论从其自身的自我意识或从周围人群所受到的压力而言，双重身

份所带来的张力远不如在上层士人中那么明显。这也是非常有见地的观点，值得做进一步更深入的探

讨。此类创新之见在书中还有很多，读者自可细细体味一番。

第四，对新问题的探索。罗著第六章 “《出像经解》与艺术传教”是全书一大亮点，该章对艾儒略

的 《天主降生出像经解》这部极具影响力的宣教版画书进行了深入的研析，从传播者与接受者的角度，

分析 《出像经解》的成书目的、形式、意义和效果；指出 《出像经解》是耶稣会使用艺术和艺术品作

为传教手段的一个经典范例。作者通过这部作品揭示了艾儒略不仅继承了利玛窦 “学术传教”的传统，

而且开始寻求与福建本地士人文化的契合，以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图像、语言和传播媒介，向来自各个

阶层的教徒和教外人士直接传教。这种 “当时当地”求同，体现了耶稣会对 “本地化”原则的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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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和深化，同时也体现了天主教传播走向通俗化、大众化的全新尝试，这是对晚明天主教传播研究

所做的新的探讨，耐人寻味。书中最后一章对艾儒略与南明隆武朝关系的探讨，也是全书一大看点，

这是以往学界较少涉猎的问题。在本节中，作者通过对史料的细致梳理，阐发了隆武朝对天主教会之

态度、隆武朝臣官与传教士关系、隆武朝天主教出版物等，这段历史对于我们全面了解艾儒略及天主

教在晚明福建社会的传教活动，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综合而言，罗著一书对艾儒略与 《口铎日抄》的考证分析达致了一个较新的高度，特别是将社会

科学、艺术科学等研究方法的引入，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当然，该书也存在个中问题值得探讨。首

先，该书在研究视野上尚有开拓的空间，全书主体是围绕传教士与教徒的文本文献展开论述，过于注

重从内部因素切入，而对外部因素关系的探讨力度不够。例如罗著对艾儒略在闽传教碰到的文化冲突

和融合问题，还基本都是前人讨论较多的东西方宗教之间对祭祖、民间信仰、纳妾、守贞等问题；实

际上艾儒略遭遇的还包括天主教信仰与中国知识分子人生观、价值观等社会文化问题，这些都可纳入

全书的讨论范畴。其次，书中有个别小错误需重新考订，如表３６“古今地名对照表”中，福唐应为今

福清，而非长乐；建州应是今建瓯 （非今天建宁县，清代建瓯所在府名才称建宁府）；绥安应为今建宁

县 （隶属三明市）而非漳浦。当然，与全书的独到价值和特色研究相比，这些小问题都是很微不足道

的。瑕不掩瑜，罗著一书可谓明清天主教研究领域又一部代表性力作，具有其相当的学术贡献。

作者简介：吴巍巍，男，福建师范大学中国基督教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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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９１页）来设定，此外观众欣赏影片时的生理和心理机制对节奏的影响也占有很大比例。因为

艺术作品价值的完成正是体现在欣赏者与艺术品乃至于与艺术家之间的互动中。因此，影片节奏的设

定除了根据人物性格以外，还要考虑到观众的心理。人物的运动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物情绪的

变化、所处环境的变化，甚至有时是更深层的精神状态的变化，动与静变化的张弛有度可以使得人物

塑造更加鲜明。动与静是一切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不能不重视的重要审美元素。因为它反映了客观对

象存在的状况和特质，也表现了人们理解和把握审美对象的境界和水平。

电影大师伯格曼曾经说过：“电影主要是节奏，它在段落的连接中呼吸。”当然电影节奏的实现涉

及到多种元素，比如人物、情节、主题、语言等等，但是从更深层次来说，它是以动与静在哲学和美

学范畴的辩证统一关系为理论基础的。而且，可以肯定地说，随着电影艺术的发展，电影对于动与静

这一对重要审美元素还会进行更加深入地探索。我们的目的在于日益深入地理解并运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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