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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评传》

前言

徐光启，一个生活于约400年前的人物，距离今天是相当遥远了。但是，人们对历史人物的价值总是会
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有新的认识，由此历史人物走近了我们，我们也走近了历史人物。    当中国的历史
推进到了20世纪和21世纪交替之际，改革开放的浩荡春风，翻卷着全球化的奔腾大潮，使上海成为了
中国现代文明的象征。在20世纪90年代，有位散文家看到了，在徐光启的身上，已经显示了上海如此
历史走向的端倪。在散文家的笔端下，徐光启是这样出场的：    上海前些年在徐家汇附近造了一家豪
华的国际宾馆，叫华亭宾馆，这个名字起得不错，因为上海古名华亭。⋯⋯早期的上海人也就是华亭
人。但是这与我们所说的上海文明基本不相干。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他可
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他的墓，离华亭宾馆很近。两相对应，首尾提挈，概括着无形的上海
文明。    今天上海人的某种素质，可在徐光启身上找到一些踪影。这位聪明的金山卫秀才，南北游逛
，在广东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一聊起来，十分融洽，徐光启开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
这年他34岁，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宗教精神早已沉浸很深，但他并不把刚刚听说的西方宗教当作西
洋镜一笑了之，也不仅仅作为一种域外知识在哪篇著作中记述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来。他
并不想放弃科举，4年后赴京应试，路过南京时专门去拜访更著名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询问人生真
谛。以后又与另一位传教士罗如望交结，并接受他的洗礼。    洗礼后第二年，徐光启考上了进士，成
了翰林院庶吉士，这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已跨进了一道很荣耀的门坎，可以安安心心做个京官。
但这个上海人很不安心，老是去找当时正在北京的利玛窦，探讨的话题已远远超出宗教，天文、历法
、数学、兵器、军事、经济、水利，无所不及。其中，他对数学兴趣最大，穿着翰林院的官服，痴痴
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数学思维。不久，他居然与利玛窦一起译出了一大套《几何原本》，付诸刊
行。当时还是明万历年间，离鸦片战争的炮火还有漫长的230多年光阴。    这个上海人非常善于处世，
并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几何
原本》刊行20年后，他竟然做了礼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礼部尚书。获得了那么大的官职，他就正儿八
经地宣扬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学文明，延聘重用欧籍人士，忙乎了没几年，劳累而死。徐光启死后，
崇祯皇帝还“辍朝一日”，以示哀悼，灵柩运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后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汇居地，
开始称为“徐家汇”。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异组合：他死后朝廷追封加谥，而他的墓前
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    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
却把心灵的门户向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地汇入人生。不
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拼死苦谏，不像江西人汤显祖那样挚
情吟唱，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的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    人生态度相当现实的徐光启是不大考虑自己的
“身后事”的，但细说起来，他的身后流泽实在十分了得。他的安葬地徐家汇成了传播西方宗教和科
学文明的重镇。著名的交通大学从19世纪末开始就出现在这里，复旦大学在迁往江湾之前也一度设在
附近的李公祠内。从徐家汇一带开始，向东延伸出一条淮海路，笔直地划过上海滩，它曾经是充分呈
现西方文明的一道动脉，老上海高层社会的风度，长久地由此散发。因此有人认为，如果要把上海文
明分个等级，最高一个等级也可名之为徐家汇文明。    徐光启的第十六代孙是个军人，他有一个外孙
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国现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远远地继承了先祖的风格，是一个虔
诚的基督教徒，而且仍然擅长数学，她所哺育的几个女儿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可看作徐光启
发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散文家以上海现代文明的萌发为焦点来透视徐光启，这仅是评价
徐光启的一个角度，而且有些说法不很恰当，如讲徐光启不大考虑自己的“身后事”，实际上他正是
在认同了天主教关于“身后事”的教义后，最终接受洗礼的。我们之所以大段地引用这位散文家的上
述文字，主要是因为由此可以进一步地形成更广阔的视野，这就是把徐光启的思想放到中国的传统文
明向近代文明嬗变的历史必然中予以考察和评价。以如此的视野来撰写这本作为思想家的徐光启的评
传，并非无的放矢。那位散文家在揭示了徐光启作为上海现代文明的渊源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这一包涵着必然历史逻辑的传承系脉，在今天常常被现实喧闹湮没得黯淡不清”；“忘记了徐光启倒
是小事，怕只怕上海文明因失落了远年根基而挺不起身”。如果说当代中国人完全忘记了徐光启，恐
怕不那么确切，因为在我们的历史教材中一般都会提及其科学成就。然而，尽管已经有了不少徐光启
的传记，对于徐光启在中国传统文明向近代文明转型中的思想地位，还是缺少深入研究。我们希望本
书对此有所推动，使读者看到在徐光启那里折射出的从传统走向近代的思想之光。    古人云：知人论
世。思想总是时代的产儿，思想也是时代的记录。因此我们首先来展开徐光启生活的时代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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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评传》

内容概要

本书把晚明期间的徐光启(1562—1633)放到中国的传统文明向近代文明
嬗变的历史必然中予以考察和评价。徐光启所处的时代，是“天崩地解”前
夜的动荡腐朽时期，也是“推故而别致其新”的多元裂变时期。他既是在科
举“烂路”上屡败屡战的传统儒生，又是倡导近代科学思维的前驱人物；他
既是浸润于尧舜孔孟程朱陆王的士大夫，又是试图以天学“补儒易佛”的洋
教徒；他既描绘了会通中西以求超胜的宏伟蓝图，又无法冲破旧世界的制度
网罗；他既具有正派清廉的高尚道德，又不乏周旋官场的政治智慧。总之，
徐光启的思想既有孕育近代文明的超前性，又有束缚于传统的滞后性。因而
他既是传统社会立言、立功、立德的理想人物，又是为传统社会压抑而郁闷
的悲剧人物。试想，如果徐光启思想的近代胚芽在当时能够生长发育，那么
中国的近代社会及其思想史大概就是另一种写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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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评传》

书籍目录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前言第一章  “天崩地解”与“推故而别致其新”  一、重重叠叠的
弊端危机  二、星星点点的异质新芽第二章  学优则仕与《诗经》的解读  一、“家世清白”的农家少年
 二、泥泞坎坷的科举“烂路”  三、经学与文学之间的《诗经》研究第三章  宦海沉浮与经国济世的方
略  一、五进四退中的无奈  二、党争漩涡里的周旋  三、富国强兵的理想第四章  皈依洋教与“修身事
天”的思考  一、从相识到受洗  二、信教、传教和护教    三、“归诚上帝”与“补儒易佛”第五章  “
度数之学”与以数学为基的思想    一、《几何原本》的翻译、出版和贡献    二、“明《几何原本》之
用”的数学著作    三、“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的数学思想第六章  “格物穷理”与近代科学先驱的眼
光  一、《农政全书》与农学研究?  二、《崇祯历书》与天文学研究  三、“会通以求超胜”  四、近代
科学幼芽的萌动第七章  著作、传记和墓地、遗迹  一、著作整理和刊印  二、某些有关天主教的论文及
争议  三、传记、年谱  四、墓地和遗迹附录  一、徐光启生平大事年表  二、徐光启著述年表  三、主要
参考文献索引  主要人名索引  主要词语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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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评传》

章节摘录

王朝的兴亡，与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有着很大的关系。张居正去世后，明朝不可逆转地走向灭亡。
在这62年里负有最大责任的皇帝是神宗和思宗，前者在位了38年，后者在位了17年，两者相加共有55
年。神宗在张居正死后亲政的最初几年，有励精图治的气象。但在万历十四年(1586年)开始，长期怠
政，自毁新政改革的成果。有些史书上记载，他长达二三十年没有临朝，也不接见大臣。与此同时，
他为了满足生活上穷奢极欲的需要，不断把宦官派往各地担任矿监税使，横征暴敛，在很多地方激起
“民变”。皇帝怠于临朝，勇于敛财，朝中党争朋比之风自然就泛滥蔓延。因而在神宗晚年，政府机
构已处于半瘫痪状态。有鉴于此，《明史》卷二一《神宗本纪》说：“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岂不谅欤!”思宗倒是锐意求治，勤于政事，崇尚节俭，但他依然无法解决贪污腐败、门户纠纷等根深
蒂固的弊病，他依然试图加派税赋来把财政危机转嫁于民众，再加上他的刚愎自用和褊狭急躁，一方
面重要官员因动辄严惩而难以施展其才，另一方面奸佞之徒因善于逢迎而不断受到重用。因此，朝政
并未有多大起色，社会矛盾更为尖锐，终于这位勤政之君成了亡国之君。神宗和思宗，如果说前者的
荒怠废政是晚明走向社会危机深渊的标志，那么后者的勤政亡国则是晚明的社会危机不可救治的证明
。    两位皇帝的统治风格，也在徐光启的一生中留下了印记。神宗怠政，徐光启的不少有关国计民生
的奏疏自然得不到重视，不过这也给徐光启有了接触西学和研究科学的机会。思宗勤政，此时的徐光
启出相人阁，但皇帝的变化无常也使他一筹莫展，感慨万千。梁家勉的《徐光启年谱》引用有关史料
，在叙述谱主生命的最终一年即崇祯六年(1633年)时写道：“此顷，在参与‘密勿之中，时切疆场之
念，而[崇祯帝]亦有以宰臣行边之意属[公]。一日，夜分退朝，喜形于色。初不以叨居辅弼之位，遂
忘锁钥北门之寄，而绸缪户牖之防，肠盖一日九迥，。时，‘自意可尽展其所为，卒不果"’；于是，
“每诵唐人诗：‘一人计不用，万里空萧条’，有‘击碎唾壶’之慨”。    总之，新政废弛、朋党恶
斗、贪污盛行、民变蜂起、边患日深以及帝王的荒怠和暴戾，构成了一幅晚明社会危机重重叠叠的图
景。徐光启就在这样的历史图景中行走了70余年。    P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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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评传》

后记

这里对本书的写作情况稍作交代。承蒙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许苏民、周群两位先生的雅意，
约请我们撰写这本评传，然而，我们由于种种原因，交稿日期几次拖延，但他们一再予以宽限，该中
心负责本书稿的蒋广学先生更是给了我们很多具体的修改意见。因此，在本书出版之际，首先要感谢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以及上述三位先生。    本书由陈卫平拟定初步写作提纲，然后分工写作
。陈卫平撰写前言、第一章、第二章，李春勇撰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并编写了附录
，最后由陈卫平统稿。    在本书的撰著过程中，曾得到上海市徐汇区图书馆韩建东馆长、上海市徐汇
区文物文化管理办公室陈敬友主任提供研究资料，上海行政学院图书馆的几位同志也提供了大量的帮
助，使我们得以充分利用其馆藏文献。我们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为上海市重点学科建
设项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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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评传》

编辑推荐

徐光启所处的时代，是“天崩地解”前夜的动荡腐朽时期，也是“推故而别致其新”的多元裂变时期
。他既是在科举“烂路”上屡败屡战的传统儒生，又是倡导近代科学思维的前驱人物；他既是浸润于
尧舜孔孟程朱陆王的士大夫，又是试图以天学“补儒易佛”的洋教徒；他既描绘了会通中西以求超胜
的宏伟蓝图，又无法冲破旧世界的制度网罗；他既具有正派清廉的高尚道德，又不乏周旋官场的政治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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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评传》

精彩短评

1、徐保禄乃学贯中西者也。
2、这一套书⋯⋯可能因为是评传的缘故，请的都是一群纯粉在写，除了书中主角其他都乱踩一通= =
3、還是不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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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评传》

精彩书评

1、一万历三十一年（1603）秋，徐光启在南京受洗，正式成为天主教徒，教名保禄。次年初，他赴京
参加会试，进士入榜，派赴都察院观政。属灵上的新生与金榜题名时，在徐光启的42岁纷至沓来，不
知其内心作何感想。站在菲律宾San Juan市光启中学的徐光启塑像前，我有点儿好奇：西方宗教带来的
内心信仰与儒家传统追求的外在事功，在徐光启心中是和谐的整体，还是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呢？二
传教士利玛窦对此不会有任何疑问。他将好友徐光启视为基督教事业的巨大财富，认为上天注定要他
来美饰这个初生的教会。徐光启家丁兴旺、高中进士，都被利玛窦归为是信教后交上的好运。利玛窦
理应为此欣喜，因为来华初代传教士们对范礼安、利玛窦等人试图主动融入中华文化而后传教的策略
嗤之以鼻，鼓吹“让中国人改变信仰是没有希望的。除非是依靠武力，在军人的面前给他们指出这条
道路。”徐光启的皈依有力打击了这种粗暴论断。但在后人眼里，徐光启的信仰问题并不这么简单。
西方学者如谢和耐认为“利玛窦最著名弟子翰林徐光启所宣扬的，不是纯粹的基督教教理，而是一种
儒教和基督教的大杂烩。”中国研究者如黄节则认为徐光启是为学习西方科学才接近传教士的，是“
阳尊其教而阴取其象数之学，以为己用。”王重民先生集校《徐光启集》，更是将旧集所入有关宗教
信仰的内容一律视为伪托，悉数删除⋯⋯意识形态的沉浮与关注视域的分差，令徐光启的世界在后世
愈发支离破碎，面目模糊。三万历四十四年（1616），南京教案爆发，在华传教士及教徒横遭逮捕迫
害。徐光启挺身护教，向皇帝上书，留下名篇《辩学章疏》。在《辩学章疏》中，徐光启写到“若以
崇奉佛老者崇奉上主，以容纳僧道者容纳诸陪臣，则兴化致理，必出唐虞三代上矣。”徐光启同中国
所有士大夫一样，身上还背负着“三代”与“现实”两个世界。三代是什么？是士阶层对尧舜禹、夏
商周上古时代的理想投射，按欧阳修的话：“尧、舜、三代之际，王政修明，礼义之教充于天下。”
仅管从未有过什么确切的证据，但历朝历代的读书人都一厢情愿地认为三代是真实的存在。它是士人
的精神家园和共同信仰，鼓舞他们在残酷的现实世界中“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然而理想与现
实间存在着鸿沟，徐光启清晰地意识到“古来帝王之赏罚，圣贤之是非，皆范人于善，禁人于恶，致
详极备。然赏罚是非，能及人之外行，不能及人之中情。又如司马迁所云：颜回之夭，盗趾之寿，使
人疑于善恶之无报，是以防范愈严，欺诈愈甚。一法立，百弊生，空有愿治之心，恨无必治之术⋯⋯
” 儒家教条可以规范言行，无法满足人心，“人之中情”终究要靠信仰来填补。但“奈何佛教东来千
八百年，而世道人心未能改易，则其言似是而非也。说禅宗者衍老庄之旨，幽邈而无当；行瑜迦者杂
符谶之法，乖谬而无理。且欲抗佛而加于上主之上，则既与古帝王圣贤之旨悖矣，使人何所适从、何
所依据乎？”徐光启生活的时代，华夏江山正天崩地解。内心无所依存不仅是徐光启关注焦虑的社会
现象，也是他自己在亲历的信仰危机。当三代的理想国被现实与时间的洪流冲击得遥不可及时，他邂
逅了西洋传教士，看见了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真实的地理世界第一次如此直观地呈现在
徐光启面前，“西方”开始闯入他危机四伏的内心。他于不惑之年通宵达旦地阅读《天主教义》，连
日在教堂里“观教礼、考道义”，最终主动接受洗礼皈依天主。三代与现实已然无法弥合，于是徐光
启打开西方这扇门，于内归诚上帝，于外补儒易佛，用其独有的智慧与胸襟，试图重构一个世界。在
我眼里，这个世界是多元的，亦是和谐的。当他向皇帝建言“诸陪臣所传事天之学，真可以补益王化
，左右儒术，救正佛法”时，既是在延续中国士大夫致君行道的传统，又何尝不是在实践耶稣的教导
，做盐做光，照亮世人，归荣耀给天上的父呢？四历史总是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徐光启的后人多是
敬虔的基督徒，第十六代孙有位外孙女叫倪桂珍，被誉为民国第一母亲，生育了著名的宋氏三姐妹。
她的大女婿孙中山同样信仰上帝，欲借三民主义挽中华民族于危澜。二女婿蒋介石半辈子都在头疼一
个对手，那个人文韬武略，没有历史的包袱，“五帝三皇神奇事，骗了无涯过客”，也不迷信西方，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1949年，蒋介石退守台湾，他的对手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声
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西方传教士开始被全面驱逐出中国大陆。其中一批辗转来到菲律宾，在马尼
拉建立了一所教会学校，为当地华人社会服务，继续传播福音。这所学校尊重中华文化，故以光启命
名，纪念徐光启这位中国天主教开教柱石⋯⋯我正因此在菲律宾与徐光启相遇，有了上述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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