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在中国课堂讲义（005） 

 

教难及礼仪之争 

 

一、 教难 
1. 背景 
2. 南京教难： 

1） 耶稣会在南京的发展 
2） 教难经过： 

（1）1616 年 5 月沈漼上《参远夷疏》 
（2）8 月再上《再参远夷疏》 
（3）8 月 31 日-9 月 1 日沈漼逮捕了王丰肃和谢务禄两传教士和 30 为中国信徒。 
（4）12 月上第三疏 
（4）晏文辉、何宗彦等人南北交参，上疏奏请处断传教士。 
（5）1616 年 12 月 18 日神宗下召，将传教士押解广州，以便遣送回国。实际只

驱逐了四人：王丰肃、谢务禄、熊三拔、庞迪我。 
（6）南京教会遭毁灭性打击 

3） 中国基督徒的护教 
 

3. 闵浙民间反教（1634-1638） 
1） 背景： 
2） 经过 

（1） 漳州的黄贞编集了《破邪集》 
（2） 黄贞与艾儒略三天对话 
（3） 圣学道脉行将断绝的危机感 
（4） 结合浙江文人佛教徒兴起了反教浪潮 
（5） 反教为表，反西学为实 
（6） 对耶稣会传教策略的洞察和对道统的捍卫 

3） 结论 
 

4. 北京教难 
1. 汤若望 
2. 天主教在华的巅峰 
3. 教难（见教材） 
4. 康熙 1692 年宽教敕令及原因 

 
二、 礼仪之争（见教材） 

1. 狭义的礼仪之争指 17 世纪 30 年代到 18 世纪 40 年代中发生的关于中国礼仪和译名问

题的争论；广义的礼仪之争是指 17 世纪 30 年代到 1939 年 



2. 礼仪之争的最核心内容：1）是否允许中国天主教徒（士大夫）参加祭孔仪式；（祭

天）2）祭祖（城隍庙，民间活动）；3）用天、上帝还是天主来翻译拉丁文的 Deus
“陡斯” 

3. 涉及的四方：耶稣会士、反耶稣会传教策略的其他修会、罗马教廷和中国皇帝。 
4. 渊源和背景：具体的实践与抽象的神学；权利与修会之间的争斗；对中国教会（基督

徒）的主权（见教材 39-40 页） 
1) 耶稣会内部：嘉定会议 
2) 修会之间：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奥斯定修会和巴黎外方传教会 

5. 过程：（见教材）补充： 
6. 结局和 20 世纪的最终解决 

 
三、 后话 

1. 中国教会没有全面瓦解 
2. 反教没有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