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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在华欧洲传教士与中国早期的海外留学
谭 树 林

C南京大学历史系 南京 !DEEFG H

中国的早期留学，缘起于明清欧洲传教士

来华。他们进入中国后，为了传教的便利，在积

极发展教徒的同时，也很注意培养中国籍神职

人员。明末迄至清初顺治、康熙在位时，对传教

士的传教活动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此时在华

欧洲传教士较多，行动比较自由，但明末爆发

的沈"教难和康熙时杨光先教难驱逐欧洲传

教士，此间教务惟赖中国籍司铎，再加上奉教

士大夫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在保护传教

士免遭迫害方面所起的作用，已使在华欧洲传

教士感到培养中国籍神职人员的必要性。康熙

帝死后，雍正和乾隆时对传教活动作了较多的

限制，洋教士们行动不便，致使传教活动难以

开展，培养当地司铎愈显迫切。耶稣会第一位

中国籍司铎郑玛诺即指出：“目前欲使当地教

友能继续获领圣事，除派遣本国神父以外，别

无他途可循。他们极易化装潜往各处，而欧洲

人绝无可能。本会省会长对此事已有了解，但

无人可遣，因过去不愿录用中国司铎。在此紧

急关头，非本国司铎，不足以挽救危局”，并认

为 “此事如不迅即付诸实施，已往传教事业将

尽成泡影”I D J C 9< DFK H。

但在培养中国籍司铎的方式上存在两种

意见：一种认为在中国本地培养，这样可以减

少花销；另一种认为在中国缺乏必要的语言和

宗教环境，难以培养出合格的当地司铎，主张

选取优秀者送往国外培养。后一种意见得到在

华的法国耶稣会士的支持，他们首先采取行

动，挑选若干年轻的中国教徒由专人负责，教

以神学、拉丁文等课程，然后送往欧洲深造，学

成后返回中国担任神职，由此揭开中国人早期

海外留学的序幕。由于来华传教士以意大利、

法国、葡萄牙人居多，再加上意大利罗马为教

廷所在地，故大多数早期中国人海外留学集中

于意大利和法国。

据载，第一位被耶稣会传教士派往欧洲留

学的是郑玛诺，字惟言，广东香山#人，生于

DLG" 年。他的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与

法国在华耶稣会士陆德神父相从甚密，郑玛诺

即由其施洗。陆德神父也曾因竭力主张栽培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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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摘 要 J中国人到欧洲留学始于清初，发起者为在华欧洲传教士。这些留欧学生在海外学习西方

语言和基督教理的同时，也向所到国家适时介绍有关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和生活习俗，谱写了中西文化

交流的新篇章。

I关键词 J传教士，留学生，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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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人士为司铎而被誉为“甚有远见”之人。#"$%
年，陆德神父提议率领中国及安南北圻、南圻

少年各一人赴罗马深造。法国耶稣会长以经济

困难为由，只允许带郑玛诺一人前往。郑玛诺

极富语言天才，在亚美尼亚六个月，即学会当

地语言，“与当地人谈吐无异”。经过土耳其时

遭蒙古人拘押，亦因其流利的亚美尼亚语获

释。郑玛诺途中历经五年，#"&% 年抵达罗马。在

那里他正式加入耶稣会，进入罗马公学学习修

辞学、哲学、物理学。毕业后在该校担任教职，

教授拉丁文、希腊文法和拉丁希腊文学，“一个

中国人在欧洲文艺复兴的中心——— 罗马，著名

的学校中教授希腊文学，在历史上，尚无先

例”’ # ( ) *+ #,! -，此举无疑会给中国人赢得较高声

誉。#""& 年，郑玛诺继续攻读神学，#""! 年 $
月 在 葡 萄 牙 候 船 期 间 曾 到 哥 因 勃 拉 大 学 就

读。#""" 年 $ 月，在受到葡王召见后，和其他 #$
位传教士自里斯本扬帆东渡，#& 月到达果阿。

由于时值杨光先教难，教士被逐，没能立即回

国。待杨光先教案平息后，随同闵明我、恩里格

到北京，从事传教活动，#"./ 年 % 月死于肺癌。

郑玛诺之后，沈福宗是有据可考的我国最

早留学生之一。他是江苏人，#"0& 年随比利时

来华耶稣会士柏应理至欧洲，进入里斯本初学

院学习，后在罗马公学肄业。#"0$ 年 , 月在法

国逗留期间，于 , 月 #% 日在凡尔赛宫晋见了法

王路易十四，向他介绍了中国的一些习俗，如

双亲故世后，即埋在平地上，礼节隆重，并须叩

头，还表演了用毛笔书写，用筷子进餐等令法

国人颇感新奇的技术，并出示了孔子像。沈福

宗还介绍了有关中国汉字的知识：中国有 0 万

多字，需要费时 /& 多年才能记熟，显示了中国

人记忆力之强和想象力之丰富。他还提到中国

有很多学校和救济院。到英国时，沈福宗曾到

牛津大学，拜会了东方学家夏德 （1234），夏德

遗书中即有与沈福宗的拉丁文通信及升官图、

度 量 衡 制 以 及 汉 文 与 拉 丁 文 对 照 的 应 酬 语

等。他还曾前往意、德、英等国宫庭。沈福宗的

访问有可能进一步提高了欧洲人对中国和中

国文化的兴趣。法王路易十四本就支持派遣传

教士去中国，沈福宗法国之行对中国文化及习

俗的介绍无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也许正是

沈福宗的到来，引起了路易十四对中国和中国

文化的关注。在沈福宗到达法国的第二年，即

#"0% 年，路易十四即向中国派出六位精选的卓

越数学家前往北京康熙宫廷。他们带来西方先

进的医药、化学技术，为清廷绘制全国地图，在

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这一切，

沈福宗的欧洲之行当功不可没。

法国巴黎外方传教士对培养中国籍司铎

非常重视，黄嘉略即是他们培养的其中一位。

黄嘉略是福建莆田人，其父在 #"%# 年由来华

葡萄牙籍耶稣会士何大化主持施洗入教，取名

黄保罗，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黄嘉略自幼在

耶稣会士卜于善、梁弘仁的教育下学习基督教

义和拉丁文。#.&! 年，梁弘仁被巴黎外方传教

会选为赴罗马专使，黄嘉略欣然随同前往，于

#.&" 年初到达巴黎，成为到法国留学并定居的

惟一中国人。

黄嘉略的到来，引起法国上至国王贵族、

下至黎庶之民的关注。法国王家学术总监比尼

昂教士获悉黄嘉略到来，立即把他推荐给主管

中国事务的海军大臣蓬夏特兰，建议聘用黄嘉

略向法国人传授中文以及有关中国的知识。黄

嘉略被任命为国王的中文翻译并协助整理王

家图书馆收藏的中文书籍。

#0 世纪初，适值欧洲、尤其法国的 “中国

热”盛行，许多法国人都想结识黄嘉略借以了

解有关中国的一切，因而与其交往的法国名人

甚多。在这类交往中，黄嘉略向他们传播了有

关中国的历史、政治、哲学、文学等方面的知

识，大大增进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

#.&, 年至 #.#/ 年，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孟德

斯鸠在巴黎居留期间与黄嘉略结识，两人过从

甚密，向他了解到许多有关中国的情况。也许

正因为他亲自接触到来法的中国人，能现身了

解中国的一切，因此，孟德思鸠对中国的看法

才与同时期的其他法国启蒙思想家不同。在

《论法的精神》中，他一反 #0 世纪欧洲对中国

理想化的赞美与向往，而是流露出对中国的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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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态度。如许明龙先生所言，在孟德斯鸠以前，

对中国的不同评价主要出现于天主教会的不

同修会教士之间，但自此以后，“法国的中国研

究不再是一片颂扬之声，而是褒贬兼有，有时

甚至还引起激烈的论争。不同看法交锋的结

果，把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引向更加

全面、更加深刻”# ! $。

傅尔蒙亦是与黄嘉略交往，且深受其影响

的法国学者。他原是阿拉伯文教授，对汉字可

以说目不识丁。他受比尼昂之托，在协助黄嘉

略编写《汉语语法》和《汉法词典》的过程中，接

受了有关中国的知识，以后刻苦自学，从而成

为法国非教会人士中的第一代汉学家之一。方

豪在谈到法国汉学的发展时说：“然汉学发扬

光大时期，应始于法人傅尔蒙之刊出 《中国文

典》。⋯⋯法国初期汉学者，皆出其门，称近代

汉学之始祖。”# % $ & ’( )% *法国汉学一代名家弗雷莱

也是因协助黄嘉略而与汉学结缘，并成为汉学

研究中的佼佼者。他的汉语、中国历史和中国

天文学的研究，在当时均属一流，在法国汉学

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外，天文学家德里尔、植

物学家茹西欧、东方学家加朗等，均与黄嘉略

有过交往。尽管黄嘉略向他们提供的有关中国

的信息有些是不系统、不完整，甚至不够准确

的，但较之处于礼仪之争的传教士们带有倾向

性的评述，无疑更具客观性和真实性，既有助

于深刻欧洲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认识，又丰富

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内容。

继黄嘉略之后，耶稣会士吴君带领五名中

国青少年前往法国留学，在获得司铎职位后，

分别于 )"+, 年和 )"+- 年返回中国。)"+) 年，

两位北京青年杨德望、高类思和另一陈姓的青

年 在 法 国 传 教 士 卜 日 生 带 领 下 前 往 欧 洲 留

学。此前，杨德望和高类思已在法国耶稣会士

蒋友仁的指导下，学习了四年基督教礼仪、拉

丁文以及中文。)"+) 年 " 月他们离开北京，于

)"+! 年 " 月抵达法国，进入设在拉弗莱什的教

会学校学习。他们先是用三年时间学习法文，

然后又学习逻辑学和神学。)"+. 年 % 月来到巴

黎，进入耶稣会创办的一所初级学校。在此修

业期满后，又进入巴黎一所属于遣使会的神学

院深造，)"/% 年 + 月 !0 日，两人同时被祝圣为

司铎。

在华耶稣会派杨德望、高类思到法国学习

的目的，是将他们培养成合格的神职人员，返

华后可以比洋教士更方便地从事传教活动。因

此，在祝圣为司铎后，高类思、杨德望即准备回

国。在巴黎逗留期间，前来拜访的法国人络绎

不绝，其中多数人是与他们探讨有关中国问题

的，这些问题范围很广，除了中国的一般情况

外，还包括诸如中国人是否为埃及人的后裔，

中国文字是否起源于埃及文字等这类当时极

为热门的学术问题。著名汉学家德经和奥特雷

曾专门就这类问题与高类思、杨德望交换了意

见。高类思、杨德望与法国重农学派代表人物

杜尔阁交往甚密，当得知二人即将回国时，杜

尔阁召见了高类思、杨德望二人，并向他们提

出 +! 个问题，要他们回国后调查研究给以答

复。这 +! 个问题大体分为四类：第一，关于财

富、土地分配、耕作等共 %, 条；第二，关于技术

（造纸、印刷、织物）共 )+ 条；第三，关于博物

（地质、陶土、纸、墨、茶叶）- 条；第四，关于历史

共 % 条。此外，杜尔阁还赠送给他们一批书籍，

其中包括法国生物学家布封的《自然史》等名著。

回国前，法国内阁大臣贝尔坦派人送给高

类思、杨德望一封长达 !! 页的信，希望二人能

向他提供有关中国的以下信息：第一类 “公

法”，包括历史、宗教、政治等，为便于进行比

较，给他们随带三份材料，分别介绍了欧洲对

世界起源、洪水日期以及最早的人群等问题上

的见解；第二类 “私法”，主要是中国的法律如

何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第三类是关于各种

制造工艺和技术的问题。贝尔坦还要求高、杨

二人在回答这些问题或提供其他信息时，尽量

附寄与之有关的实物或样品，使法国人能比较

准确地了解和掌握文字所能表达的内容。

)"/+ 年 ) 月，高类思、杨德望启程回国，临

行，法国政府赠送了工艺品、新式利器、装饰玻

璃、陶器、手提印刷机、电气机器、望远镜、暗

箱、显微镜、金表等礼品，法王路易十五还每年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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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每人 #!$$ 锂。#%&& 年 # 月，二人回到北京。

对贝尔坦所提问题，他们陆续给他寄出许多实

物和信件。翻检他们的来往信件可知，杨德望

给贝尔坦寄出过 %’ 种中药材和李时珍的 《本

草纲目》，介绍了草药在中国的使用；高类思则

向他提供了有关中国政府设立义仓赈济灾民

的材料 ( ’ ) * +, -&$ .。高类思、杨德望还与在华法国传

教士合作写成 《中国兵法论》、《米谷保存法》、

《中国古代论》等论文，来答复上述杜尔阁所提

的四类问题。杜尔阁把高、杨二人的答复分别

以 《向两位中国人提出的有关中国的问题》和

《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为题发表，成

为法国重农学派的重要著作。英国自由派大师

亚当·斯密交游法国时，曾与杜尔阁交往，其

巨著 《国富论》中的许多观点都上承杜尔阁及

重农学派。及到清末，《国富论》被译成中文，其

理论又输入中国，影响了中国知识界，成为中

西文化交流中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

早期中国留学史上，留学规模较大的当属

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 #%-! 年在意大利那不勒

斯创办的中国学院，又称文华书院。马国贤是

教廷传信部直辖的在华传教士，#%#$ 年由罗马

教皇克莱门十一世派遣来华。#%#$ 年冬，奉诏

以画家身份入宫侍奉，其雕琢绘塑之技，颇为

康熙帝所重。除了给康熙帝作画外，作为一位

传教士，他还忙于传教，尤其 “对于培植中国本

籍 圣 职 人 员 ， 较 其 他 任 何 西 洋 教 士 尤 为 致

力”( # ) * +, --’ .。 他感到 “这辽阔的土地上多么缺

少工作人员 （指传教士），而欧洲不能为之提

供”，特别是他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欧

洲传教士如何众多，如何热心，终究因为语言

上的巨大障碍，而不能产生令人满意的传教效

果。”( / )因此，马国贤说自己在中国的最高愿望

是 “建立一所学校”，培养中国籍神职人员，收

容若干中国青年，施以基督教教育。但此举遭

到其他传教士的反对，尤其是中国人对此不理

解，甚至充满了恶意。这使他认识到“在中国计

划筹办学校，肯定是不会昌盛的。”( / )他只好放

弃了在中国办学的计划。#%!- 年雍正登基后，

马国贤称病回国，此时他仍没有放弃培养中国

圣职人员的愿望，临行带走谷文耀、殷若望、黄

巴桐、吴露爵等四名中国青少年同行，#%!’ 年

抵达意大利。

回国后，马国贤向罗马教皇和意大利国王

游说，经过八年努力，终于获准在 #%-! 年成立

那不勒斯中国学院，最初以专收中国留学生为

目标，后来规定凡有志来远东传教的西方人与

土耳其人均可入院学习。那不勒斯中国学院学

生由罗马教廷传信部赡养，毕业由教廷授予学

位。中国学院从 #%-! 年开办，到 #"&" 年 #! 月

!% 日被意大利政府没收，当时正在此学习的河

南人时炳文、湖南人唐福元、袁永隆遂转入传

信部大学学习。在其存在的 #-& 年中，共有中

国学生 #$& 人，意大利学生 #0# 人，土耳其学生

&% 人。中国留学生中姓名可考者有 ( & )：吴露爵、

赵多明、严宽仁、汪振享、刘安德、唐逢泰、殷苦

望、张蕴华、阎玉亭、沈静渔、十三陆霞山、黄廷

璋。以上仅为在那不勒斯中国学院学习的中国

留学生的极小部分，他们大部分人经过学习后

升任司铎，返回中国后从事传教工作，基本上

实现了马国贤创立那不勒斯中国学院培养中

国籍司铎的目的。然而，该院虽名为中国学院，

但其宗旨不仅培养中国学生，凡有志远东传教

者及土耳其人皆能入学。为了使学院学生能胜

任远东及中国传教，对入院学生、尤其是意大

利和土耳其学生，教授他们有关中国语言文

化、宗教等方面的知识，在欧洲最早开设中文

教育，促进了他们对于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了解

和认识。#%0! 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华，由于缺少

中文翻译人才，只好从那不勒斯中国学院聘请

了两名通晓拉丁意大利语的中国留学生做翻

译，此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 +, ##" .。故

而，无论从欧洲汉学课程的开设，还是早期中

国人赴欧留学来讲，那不勒斯中国学院都不失

为一种前驱活动。它所培养的学生日后多为神

职人员，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具有一定影

响，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作用也应予以

正视。

早期到海外的中国留学生皆为在华传教

会所派，就此而言，容闳可谓早期中国留学生

!"#$ +,,+- .史 学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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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殿军，又是近代留学教育的拓荒者和奠基

人。容闳，#$!$ 年 ## 月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一

个贫苦农民家庭。#$%& 年随父去澳门，经父亲

朋友介绍，进入德国传教士郭实猎夫人创办的

西塾学习，#$’# 年后转入由布朗担任校长的马

礼逊学堂。#$’( 年 " 月，布朗回美国休假，容闳

和另两名中国学生黄胜、黄宽有幸赴美深造，

学费由英美人士提供。他们首先到马萨诸塞州

的孟松学校学习。一年后，黄胜因身体不佳辍

学回国。容闳和黄宽坚持读完全部课程，于

#$’" 年以优异成绩毕业。黄宽到英国留学，后

获得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年回国后

长期在广州行医，成为久负盛名的外科医生。

容闳留在美国报考耶鲁大学，布朗等人打算帮

助容闳申请孟松学校董事会为贫苦学生设立

的奖学金，但必须签誓书保证毕业后充当传教

士。容闳认为自己学习的目的在于为中国人谋

取幸福，拒绝接受。后来布朗为容闳从佐治亚

州妇女会得到赞助，#$&* 年考入耶鲁大学。在

那里，他学习十分刻苦，成绩优秀，“校中师生

异常器重，即校外人亦以青眼相向”+ $ , - ./ !#* 0。

#$&’ 年，容闳获耶鲁大学文学学士学位，他是

第一个在美国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

容闳在留学期间，目睹了先进科学技术的

发展和应用给美国社会带来日新月异的进步，

深感欲使中国富强，就应尽快选送优秀青年到

美国或欧洲留学，以西方学术灌输于中国，使

中国成为文明富强之邦。#$&’ 年 ## 月回国后，

容闳即图谋实施其教育思想，他曾寄希望于太

平天国，但最终因太平天国军事失利而使其教

育主张无法实施。此后，他从洋务派那儿寻求

支持，#$(% 年结识曾国藩、丁日昌，力陈留学对

“求强”的意义，#$)# 年，终于促成曾国藩、李鸿

章联名上奏 《选派聪颖子弟赴美习艺并酌议章

程》，“章程”分析了派幼童赴美留学的条件。清

政府很快批准了这一计划，在上海成立 “幼童

出洋肄业局”，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

任命陈兰彬和容闳为正、副监督。

正是来华传教士开创的中国早期留学的

前驱之举，才有容闳赴美留学，进而促成了中

国幼童赴美留学。从此，赴境外留学之风开始

兴盛，形式亦趋多样化，不仅有政府公派，#" 世

纪后，自费留学渐成风尚。不仅留学欧美，甲午

战争后留学日本也蔚为大观。

早期中国留学生为在华传教士派遣，所需

经费由传教会提供，留学的目的是把他们培养

成合格的神职人员。然而，他们在海外学习西

方语言和基督教知识的同时，也向所到国家的

人们适时介绍有关中国的一切，这在一定程度

上推动了中学西渐的进程。总之，留学生谱写

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新篇章。他们在学习外国的

同时，也带去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和生活习

俗。留学生在国外的活动向西方揭开了遮盖着

中国人文化、生活的重重幕布的一角，使他们

近距离地，较为真切地感受中国、了解中国、认

识中国，同时留学生也向封闭已久的国人打开

了洞悉西方文明的窗户。所以，留学既是外来

文化的输入，也是民族文化的输出。可以这样

说，来华欧洲传教士开启的中国的早期留学之

旅，客观上对中西文化交流也做出了一定的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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