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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基学院于 "#$" 年 "% 月由香港基督教教会代表所创办!是香港开埠以

来的第一所基督教中文高等学府!并于 "#&' 年获邀加入香港中文大学成为

大学创校成员书院之一" 崇基学院的创办继承了国内 "' 所基督教大学的办

学传统" #崇基$的命名是取#崇奉基督为万世师表$之意" 崇基学院的校门

上有一副对联%#崇高惟博爱本天地立心无间东西沟通学术!基础在育才当

海山胜境有怀胞与陶铸人群"$崇基的校徽是选自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上的徽号%#十架$与#莲花$" 除了#十架$和#莲花$的标记外!还有#祥云$

与#火焰$" #十架$与#火焰$是代表基督教!#莲花$代表中国佛教!而#祥

云$的象征是来自道教的传统" 校徽的标记正是象征着#基督教$与#中国文

化$紧密地联合在一起"

在此种信念下!崇基学院于 "##& 年 "" 月成立#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

心$!中心是香港中文大学直属书院的唯一一个学术研究单位!致力从事宗

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的研究!为大学的成员及中国与其邻近地区内的学者们

提供高质素的学术活动及出版物"

中心自成立以来!一直以提倡研究宗教在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况为己

任!举办各类型的学术活动!例如实地考察团(博士论文奖(学术讲座及不同

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为学者提供交流的台阶" (%%( 年!中心为扶助及鼓励年

"



青学者从事基督教研究!积极为中国年青学者筹办学术研讨会!该年年底与

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历史文化研究所合作在香港举办的第一届#宗

教与中国社会文化$国际年青学者研讨会!反应非常热烈!更带动了国内筹

办相类似研讨会的热潮" 得蒙国内外年青学者的支持!过去数年间中心已

邀请了百多名年青硕士(博士研究生及年青博士参加研讨会!第六届的会议

刚于 "( 年 "( 月再于崇基学院召开"

出版工作当然也是不能忽略的" 除已开展了多年的会议论文集丛书系

列(专文报告系列(#宗教社会学$翻译丛书系列及研究中心通讯外!中心自

(%%& 年起在前主任吴梓明教授的努力下已积极筹划出版专书系列的工作!

冀为海内外学者出版其研究专书及协助有潜质的年青博士出版其具学术价

值的论文作品!以更丰富中心出版物的题材及提升其素质" 幸于 (%%) 年年

初!经副主任赖品超教授)出版*穿针引线及另外两位副主任卢龙光教授)研

究及会议*和邢福增教授)教育及活动*的促成下!终与学术圈子内备受推崇

的中华书局达成合作的协议!委托该局出版&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论丛'系

列" 论丛的首两册专书即为研究中心第一和第二届博士论文奖的得奖作

品+++厦门大学张先清博士的&官府(宗族与天主教%"*+"# 世纪福安乡村

教会的历史叙事'和福建师范大学朱峰博士的&基督教与海外华人的文化适

应+++近代东南亚华人移民社区的个案研究'" 张博士用实地田野考察及

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概念!对明清闽东福安县的天主教华人信徒群体的

形成与活动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与分析!呈现了天主教在乡间与地区性的

发展!显示出宗族在天主教发展中的特性" 朱博士的专书则借用了历史学(

宗教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的观念!从华人信徒移民海外的历史!论述砂拉越

美以美会华人信徒迁移社区的发展史!探讨华人信徒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如

何自处与调适" 两书运用了突破旧有研究模式的方法写成!对#宗教与中国

社会$这一课题贡献良多"

该系列中的第三册及第四册分别是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大学郭

卫东教授撰写的&中国近代特殊教育史研究'和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心第三届

博士论文奖的得奖作品+++中国人民大学黄剑波博士的&乡村社区的信仰(

政治与生活+++吴庄基督教的人类学研究'"

而第五册由研究中心出版的专著则是探讨基督徒行政人员信仰生活的

英文专著!"#$%&'() *+%$(,%%!+-&+#,!由香港中文大学市场学荣休讲座教授李

金汉与丹宁思教授)+,-./00-,1/2230456722*及47,8922 6:32;<=/2女士合

著" 中心第四届博士论文奖的得奖作品是湖南师范大学陈彬博士著的&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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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权威的建构与表达+++对>省?市山口教堂的研究'!为研究中心出版的

第六册丛书"

这册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专著!是中心第五届博士论文奖的得奖作

品+++上海大学肖清和博士的&#天会$与#吾党$%明末清初天主教徒群体

研究'" 肖博士的论文属跨科际的研究!在历史文献为文本的基础上!运用

政治学(人类学及宗教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理论与框架!透过群体及人际网

络的研究深入剖析明末清初的中国天主教史!尝试有系统地对明清天主教

徒群体的形成与交往及群体身份的宗教生活变化和该群体与社会之间的互

动等进行有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千百年来!宗教在各民族及社会中的影响均是举足轻重的" 宗教研究

亦是一门永不过时的学科!研究理论(视角和范畴往往推陈出新与时并进"

近年!社会对宗教的关怀和兴趣正在与日俱增!区域研究(宗教社会学(田野

考 察(方志研究(口述历史等课题成为一时的风尚!相关的著作于国内外如

雨后春笋般相继付梓出版" 往后!中心将透过此&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论

丛'系列出版更多海内外学者的专书及年青博士的论文作品!冀借着出版具

素质且有创意的研究专书!推动和提升#宗教与中国社会$的研究以嘉惠更

多从事这一课题的学者及对这一题目有兴趣的读者!让我们一起从不同的

方向和范畴再探讨宗教在今天社会中的地位及角色" 最后!本系列得以付

梓出版!实蒙中华书局的高天女士(中心的梁颂茵小姐和余丽雯小姐大力协

助!特此致以感谢,

刘忠明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

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 年于香港沙田$(%"@ 年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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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肖清和君的博士论文&#天会$与#吾党$%明末清初天主教徒群体研究'

即将出版!付梓前!索序于余!作为其论文指导教师!自然责无旁贷!也很乐

意借此机会絮叨几句"

余尝戏曰!明末清初天主教或中西文化交流史这个领域是典型的#不今

不古!不东不西$)不是#东西$*的一门学问" 想在这个领域里耕耘且有所

获!不仅要了解天主教教义(神学思想(欧洲历史!熟悉当时的中国哲学(宗

教(社会史!而且最好还要多掌握几门西方语言!如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

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 记得当初)(% 世纪 )% 年代末*受恩师汤一介先生之

命进入这个领域!撰写博士论文时!由于时间短!加之天资鲁钝!也不善与人

沟通获取信息)可谓独学无友*!虽然曾到国家图书馆(上海几家图书馆和浙

江图书馆等地奔波过!获得的资源却极其有限!处处感到捉襟见肘" 在向著

名中国哲学史大家朱伯?先生请教或曰诉苦时!得到的告诫是%你是中国哲

学史专业的博士生!就集中做思想吧!别的暂且不顾" 这样!在硬着头皮做

完博士论文后!信心全无!颇觉有愧于师恩!只能以自己做得较早来自我安

慰" 后来索性逃之夭夭!转做宗教社会学了!只是偶尔回头在这个领域里做

点小文章!也还是思想史的路子!不足挂齿"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进入这个领域的为数不多的学者们大概未曾想到!

"



它会成为一门热闹的显学" 待到清和君进入这个研究领域时!国际国内的

研究队伍已是蔚为壮观了!文史哲甚至国际关系等诸多学科中都有学者在

这个领域辛勤耕耘!一时出现了一批各领风骚的杰出学者!将这个领域的研

究水平推向了一个高峰" 此外!原始文献的整理出版也令人目不暇接!而一

些善于淘宝的学者更纷纷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上穷碧落下黄泉!

动手动脚找资料$!获取不会轻易示人的独家秘宝" 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学术

氛围中!能否显山露水!有所斩获- 对清和君我不免心存期待焉"

清和君出身寒苦!但志存高远!勤奋刻苦!天资聪颖!也善于与人沟通获

取资源" 他充分利用北京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的合作计划!

在香港苦读两年!后又延期一年在北大专心致志地撰写论文!终于贡献出这

样一部全国优秀博士论文)(%"" 年度*!这是颇令人欣慰的一件事儿"

以我的浅见!清和君的这部作品至少有以下值得称道之处" 第一!竭尽

全力!广泛收罗和研读原始史料与近人的研究成果" 粗略统计一下!他引用

过的中文著作(译著(论文约 @&% 部)篇*!外文著作(论文约 ("% 部)篇*!方

志约 '$ 种" 一些海内外孤本珍本如李九标的&枕书')藏日本东洋文库*(张

星曜的&通鉴纪事本末补后编')稿本 @% 册!藏澳门中央图书馆*!他也设法

获得了" 正由于阅读量大!他在史实考证方面多有创获" 这里仅举一例%他

首次使用了&高子遗书'卷八下&与沈铭镇二'这封书信!证明东林党人高攀

龙赞赏或支持南京教难的主角沈 打压天主教的行动" 对文中提及的历史

人物!他都尽可能地考其生平与彼此之间的交游或关系!结论大多精审!这

种较乾嘉学者不遑多让的史学功夫是清和君博士论文的一大亮点" 第二!

采用一些宗教社会学的理论与概念!提炼出了一些独到的结论" 如认为仅

仅从群体的角度看!明清天主教之所以能够吸引士人转向天主教!并形成稳

定的信徒群体!关键在于人际网络的作用" 人际依附关系以及交往!往往是

儒家士大夫皈依天主教的重要原因之一" 天主教徒群体通过人际网络!不

断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与资源!天主教也因此而获得传播和发展的动力!而

反教群体亦同样借助了人际网络的作用来推助反教浪潮的形成" 迨至清

初!中国天主教徒群体不断转入中下阶层" 此时的中国天主教徒群体所面

临的主要问题!则是如何处理天主教与儒家正统之间)尤其是礼仪*的关系"

又如!清和君采用了宗教社会学中的#交错压力$)当个体认同于几种不同的

角色和相关群体时!个体所感受到的具有冲突性的效忠*这个概念!来描述

明末清初的中国天主教徒所面对的二难处境!即如何处理其天主教徒的身

份与儒家传统还有罗马教廷与世俗朝廷等之间的张力与冲突" 消弭交错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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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方式与最终结局大多出于以下考虑%如何使社会资本最优化" 此类宏

观史识!若无社会理论之辅助!或许难以达成" 因此!宗教学理论方面的素

养!或许应该成为这个领域里的耕耘者之必需品"

余尝谓!考据与义理兼长备美!方谓上乘.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清和君

是否已经臻于此等佳境- 尚祈读者方家评判指正"

是为序"

孙尚扬

(%"' 年 @ 月 (# 日于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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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为清和的书写序并不容易!因为我虽然是他论文的其中一位导师!但他

所作的研究并非我熟悉的范围"

清和研究的焦点!包括了明清天主教的有关文本与其社会实际处境之

间的关系.这种研究本来就是现代圣经研究的典型之一!但用在中国天主教

的文本和其处境则极其困难.因为圣经研究!尤其是新约圣经研究!已是一

个发展成熟的学术领域!同时期之文本和有关处境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可

作参考的资料繁多.但中国天主教研究在这方面的发展却是非常稀少" 因

此清和的研究可说是这方面研究的先行者!开创了这方面的先河"

然而!清和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他对所选的&口铎日抄'和&续/口铎日

抄0'作了仔细的研究!也为了其社会处境搜寻了不少原始材料!包括不少这

时代的个别信徒研究!特别是天主教徒群体的形成"

过往的明清天主教研究!包括一般的基督宗教来华传教史!主要集中在

中西文化的交碰(思想方面的异同!以及西教士作为西方哲学(科技(医疗(

教育等的传播者)近日转移着重华人信徒*的角色和贡献!但对教徒群体和

其组成的小区的研究!并没有获得足够的注意!其中最大的原因当然是材料

不易搜集!但更重要的乃是基督宗教的群体性和小区性被忽略"

其实!基督宗教和儒(释(道之间最重要的相异之处!正在于基督宗教看

$



重信徒群体的组织及其发展!也就是#教会$的建立" 信徒不但透过洗礼成

为信徒和会友!更以弟(兄(姊(妹相称!建立了新的个人身份和紧密的人际

网络!并且在社会中建立了群体的社会身份!

"

清和的研究!发现明清的天主教徒群体经历了形态及构成的变化!在康

熙禁教令发出后!从早期以中上精英阶层为主的群体!逐渐转为以中下阶层

为主的群体!甚至可说是中国民间宗教或大众本土宗教群体之一种" 使基

督宗教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思想或神学!而是成为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地

在现实中生活的群体" 这不但为基督宗教本土化或本色化的过程提供了一

个重要的个案研究!也为了解今天中国社会中!基督宗教作为一种活生生在

现实中生活的群体!和社会间的互动!甚至是张力和冲突"

!提供了一个重要

的参考"

因此!清和的研究既有历史研究的价值!亦对中西文化交流和基督宗教

来华传教方面的研究具有学术贡献!更对基督宗教如何可以在现代中国社

会中适应的问题!作为重要的参考" 谨愿此书为开创中国基督宗教研究!和

推动今天的教会和社会间的相互了解及健康发展作出贡献"

卢龙光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院长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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