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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融通的新形式
———罗明坚中文诗歌研究

张西平

摘要： 明末第一位在中国内地定居的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用中文写下 ３４ 篇中国古

诗作品，它们亦成为 １５００－１９００ 年间唯一一组由欧洲人所写的中文格律诗，可谓空前

绝后。 本文从罗明坚学习格律的抄本《诗韵》研究入手，解析其学习格律诗的内在过

程；然后按照格律诗写作核心的要求，即：近体诗的格律运用、诗句中词汇的对仗要求、
诗歌中的用典三个方面，分析他的诗歌写作。 同时，笔者通过深入分析这些诗歌的内

容，讨论其对《千家诗》的学习和运用。 罗明坚诗歌写作的最大特点，便是在诗歌中对

中西文学的融通，如首次以诗歌的形式介绍了《伊索寓言》。 由此，罗明坚的这些诗歌

也成为明代诗歌史上最具有特色的一组诗歌。
关键词： 罗明坚；格律诗；《千家诗》；《伊索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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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明坚（Ｍｉｃｈｅｌｅ Ｒｕｇｇｉｅｒｉ， １５４３－１６０７）①的中文诗歌原稿收藏在罗马
耶稣会档案馆，藏号为 Ｊａｐ． Ｓｉｎ． ＩＩ． １５９，其封面写着：Ｉｔｉｎｅｒａｎｄ ［ｕｍ］ Ｓｉｎｉｃｅ
ｆａｃｔｕｍ。 在原标题后有一个更正，似乎是后加上去的，其内容为：Ｎｏｎ ｅｓｔ
Ｉｔｉｎｅｒａｎｄ ［ｕｍ］ Ｓｉｎｉｃｅ ｆａｃｔｕｍ， ｓｅｄ ‖ ｎａｒｒａｔｉｏ ｄｅ ｂｏｎｚｉｏ ｅｘ Ｉｎｄｉａ ‖ ｃｏｎｖｅｒｓｏ
（ｕｔ ｉｎ ｓｃｈｅｄａ）。

文献的封面上附有一张用拉丁文题词的纸，写有：Ｂｏｎｚｉｕｓ ｅｘ Ｉｎｄｉａ
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ｉ ｖｅｎｉｔ ‖ Ｃａｎｔｏｎ． Ｒｅｌｉｃｔｏ ｆｒａｔｒｅ ｉｎ ｕｒｂｅ Ｃａｎｔｏｎ‖ ｉｐｓｅ Ｐｅｋｉｎｕｍ
ｐｅｔｉｔ． Ｃｕｒａｔｕｓ ａ ｍｅｄｉｃｏ ‖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ｏ， ｂａｐｔｉｚａｔｕｒ ｅｔ ｕｘｏｒｅｍ ｄｕｃｉｔ． ‖ Ｓｅｑｕｕｎｔｕｒ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ｅ ｆｅｓｔｏｒｕｍ ｅｔｃ．， ‖ 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ｅｓ ｅｔ ｅｆｆｕｓｉｏｎｅｓ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ｅｓ ‖ｍｅｔｒｉｃａｅ
ｓａｔｉｓ ｂｏｎａｅ． Ｎｕｌｌｕｍ ｎｏｍｅｎ ‖ Ｎｕｌｌｕｍ ｄａｔｕｍ。 下面有一个注释，内容是：Ｈｏｃ
ｓｃｒｉｐｓｉｔ Ｒ． Ｐ． Ｌｅｏ Ｗｉｅｇｅｒ Ｓ． Ｊ． Ｐｒｏｖ． Ｃａｍｐ． ｍｉｓｓｉ⁃ ‖ ｏｎａｒｉｕ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ｃｈｅｕ⁃
ｌｉ） ［Ｃｈｉｈ⁃ｌｉ］ ‖ ｃｕｍ ｅｓｓｅｔ ｉｎ Ｅｘ ａｔｅｎ ‖ ｍｅｎｓｅ Ｊｕｌｉｏ １９１２。

陈纶绪神父（Ａｌｂｅｒｔ Ｃｈａｎ Ｓ． Ｊ．）认为这些文字是耶稣会档案馆的文献
管理员维格（Ｗｉｅｇｅｒ）神父著录的，但他应该没有认真看文献本身，不然不
会将文献说成来自“印度或来自西印度的（佛教）僧人” （Ｃｈａｎ １９８４：４４４－
４４５）。 陈纶绪 １９９３ 年以“Ｍｉｃｈｅｌｅ Ｒｕｇｇｉｅｒｉ， Ｓ． Ｊ． （１５４３－１６０７） ａｎｄ Ｈｉ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ｅｍｓ”为题，发表论文于《华裔学志》 （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ａ Ｓｅｒｉｃａ）第 ４１
卷。 文中附有罗明坚诗歌的中文原文及其他的英文翻译，②由此，罗明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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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罗明坚的研究可参阅：Ｐｉｅｔｒｏ Ｔａｃｃｈｉ Ｖｅｎｔｕｒｉ． ｅｄ． Ｏｐｅｒｅ ｓｔｏｒｉｃｈｅ ｄｅｌ Ｐ． Ｍａｔｔｅｏ Ｒｉｃｃｉ Ｓ．
Ｉ． Ｍａｃｅｒａｔａ， Ｉｔａｌｙ: Ｐｒｅｍｉａｔｏ ｓｔａｂ． ｔｉｐ． Ｆ． Ｇｉｏｒｇｅｔｔｉ， １９１１；Ｊｕｌｉａｎ Ｚａｒｃｏ． Ｌａ Ｃｉｕｄａｄ ｄｅ Ｄｉｏｓ． Ｅｌ Ｅｓｃｏｒｉａｌ，
１９２１． ＣＸＸＶＩ： ２９０；Ｔｈｉｅｒｒｙ Ｍｅｙｎａｒｄ， Ｒｏｂｅｒｔｏ Ｖｉｌｌａｓａｎｔｅ． Ｌａ ｆｉｌｏｓｏｆíａ ｍｏｒａｌ ｄ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ｏ ｐｏｒ Ｍｉｃｈｅｌｅ
Ｒｕｇｇｉｅｒｉ: Ｌａ ｐｒｉｍｅｒａ ｔｒａｄｕｃｃｉóｎ ｄｅ ｌａｓ ｏｂｒａｓ ｄ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ｏ ａｌ ｅｓｐａñｏｌ ｅｎ １５９０． Ｍａｄｒｉｄ: Ｍｅｎｓａｊｅｒｏ，
２０１８；Ｆｏｎｔｉ Ｒｉｃｃｉａｎ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ｉ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ｎｔｉ Ｍａｔｔｅｏ Ｒｉｃｃｉ ｅ ｌａ ｓｔｏｒｉａ ｄｅｌｌｅ ｐｒｉｍｅ ｒｅｌａｚｉｏｎｉ ｔｒａ
ｌ' Ｅｕｒｏｐａ ｅ ｌａ Ｃｉｎａ， １５７９－１６１５． Ｅｄ． ｅ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ｔｅ Ｍ． ｄａ Ｐａｓｑｕａｌｅ Ｄ'Ｅｌｉａ． Ｒｏｍａ: Ｌｉｂｒｅｒｉａ ｄｅｌｌｏ Ｓｔａｔｏ
１９４２－１９４９；Ｌｅ Ｐ． Ｒｕｇｇｉｅｒｉ ｅｔ ｌｅ ｐｒｏｂｌèｍｅ ｄｅ ｌ'éｖａｎｇé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ｅｎ Ｃｈｉｎｅ． Ｒｏｍｅ: ＰＵＧ， １９６４；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Ｇｉｓｏｎｄｉ． Ｍｉｃｈｅｌｅ Ｒｕｇｇｉｅｒｉ Ｓ． Ｊ．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ｏ ｉｎ Ｃｉｎａ， ｐｒｉｍｏ ｓｉｎｏｌｏｇｏ ｅｕｒｏｐｅｏ ｅ ｐｏｅｔａ “ｃｉｎｅｓｅ”
( Ｓｐｉｎａｚｚｏｌａ １５４３⁃Ｓａｌｅｒｎｏ １６０７) ． Ｍｉｌａｎｏ: Ｊａｃａ Ｂｏｏｋ， １９９９；张西平：“罗明坚———西方汉学的奠基

人”，《历史研究》３（２００１）：１０１－１１５；Ｍｉｃｈｅｌｅ Ｆｅｒｒｅｒｏ． ｅｄ． Ｉｌ ｐｒｉｍｏ Ｃｏｎｆｕｃｉｏ ｌａｔｉｎｏ: Ｉｌ ｇｒａｎｄｅ ｓｔｕｄｉｏ，
Ｌａ ｄｏｔｔｒｉｎａ ｄｅｌ ｇｉｕｓｔｏ ｍｅｚｚｏ， Ｉ ｄｉａｌｏｇｈｉ: ｔｒａｓｃｒｉｚｉｏｎｅ， ｔｒａｄｕｚｉｏｎｅ ｅ ｃｏｍｍｅｎｔｏ ｄｉ ｕｎ ｍａｎｏｓｃｒｉｔｔｏ ｉｎｅｄｉｔｏ
ｄｉ Ｍｉｃｈｅｌｅ Ｒｕｇｇｉｅｒｉ ＳＪ ( １５４３－ １６０７) ． Ｒｏｍａ: ＬＡＳ， ２０１９；宋黎明：《神父的新衣：利玛窦在中国

（１５８２－１６０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夏伯嘉（Ｒ． ＰＯ⁃ＣＨＩＡ ＨＳＩＡ）：《利玛窦：紫禁城里

的耶稣会士》（Ａ Ｊｅｓｕｉ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ｂｉｄｄｅｎ Ｃｉｔｙ: Ｍａｔｔｅｏ Ｒｉｃｃｉ １５５２－１６１０），向红艳、李春园译，董少新

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书中专设罗明坚一章，展开研究）；张西平：《西方汉学家罗明

坚研究》。 香港：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２０１９ 年；钟永宁：《消失的铺路人：罗明坚与中西初识》。
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２２ 年。

诗的手稿中文字体秀丽，应是罗明坚的中国助手所抄写，由于是稿本，抄写中也有一些字

体的错误。 陈纶绪指出：“这份文献的这些诗是用中国毛笔和墨水写的。 字写得很清楚，但往往有

错误。 这里有几个例子作为说明： 分别应为：遶、濕、浙、葉、
華、蒙、皈、冤、顛。”（Ｃｈａｎ １９９３：１３４）



中文诗歌开始在学术界引起关注。①

一、 《诗韵》： 罗明坚学诗的文献

罗明坚作为一位来华的耶
稣会士，为何能以中文写出中国
古典诗歌呢？ 这说明他是认真
学习过中国古典诗歌的写作的。
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所藏的《诗
韵》 （馆藏号 Ｊａｐ． Ｓｉｎ． ＩＩ． １６２）
就是他学习格律诗的重要文献。

这份封面标注手写拉丁语
“ｐａｒｓ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ｉｉ”， 意为“词典
的一部分”，②这是谁写的不知，
很可能是耶稣会档案馆的管理
员维格所写，正像他把罗明坚的
诗歌文献 Ｊａｐ． Ｓｉｎ． ＩＩ． １５９ 说成
印度僧人的作品一样，他把这份
中国的韵书记为“词典的一部
分” 。

这个韵书抄本的底本是哪
一本，目前无法确定，因为明代韵书除《洪武正韵》这部官方的韵书外，各
类小学著作非常多，而且杂乱， 我们目前无法确定这份文献的底本。③

耶稣会档案馆的这份文献按单页计算共 ５２ 页，前 ２－５０ 页是抄录的中
国传统韵书的部分，后 ５１－５２ 页是罗明坚的汉语学习笔记。 我们通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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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张西平首次在中文学术界公布了诗歌的全部内容，参阅张西平：《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

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 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 年。
陈恩维将《诗韵》手稿第一页上手写的拉丁文抄写为“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ｓｉｎｉｃｓ”，并译为“中国短

语”，他把拉丁文抄写错了，翻译自然不对。 见陈恩维：“来华耶稣会士罗明坚与中西文学的首次邂

逅”，《文学遗产》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第 ９２ 页。
在《洪武正韵》影响下编撰的韵书有 ９ 部，即《正韵便览》《洪武正韵注疏》《正韵统宗》《洪

武韵玉键》《洪武正韵玉键释义》《洪武正韵傍音释义》《正韵汇编》《正韵翼》《正韵笺》。 明后期的

孙能传、张萱等人于万历三十三年所撰《内阁藏书目录》在“字学部”共收书 ２７ 种，其中韵书有 １２
种，如《集韵》《五音类聚》《五音集韵》《广韵》等。 万历以后，承四分法的《澹生堂藏书目》在小学

类下“韵学”中著录有《韵经》《中原音韵》《广韵》等书 ４２ 种。 明代像《押韵集成》 《韵谱》 《韵字》
《韵宝》《韵目》等杂韵之书也很普遍。 参阅任娟：“明代书目著录之小学类韵书的变化”，《绵阳师

范学院学报》１２（２０１１）：１１０－１１３＋１２０。



这份文献的前 ２－５０ 页韵
书部分，便可以知道罗明
坚对诗歌韵律的学习情
况。

按照韵目来检索，《诗
韵》这份文献抄录了平声
部分的 ２１ 韵，我们将其与
《平水韵》做一对照。

《诗韵》与《平水韵》韵目对照表

“四豪”（４４ 页下－４６ 页上） 四豪

“五歌”（４６ 页下－４８ 页上） 五歌（戈）

“六麻”（４８ 页下－５０ 页） 六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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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仄韵部分他完全没有抄写。① 此外抄写者把“六鱼”和“七虞”的顺序
颠倒了，“十四寒”写成了“十八寒”，这两点都是抄写的问题。 另外，“九
阶”和平水韵的“九佳（皆）”略有差别，其余所抄写的平声的 ２１ 韵和平水
韵完全一致。 但在各自所包含的平声字的数量上有较大的区别，《诗韵》
含 ９７ 个平声字，而《平水韵》只含有 ７４ 个平声字。 在词义的解释上也有所
不同，《诗韵》对字的解释较为简单。

押韵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特征，自古以来诗人都知其道理，但唐以前写
诗只依口语押韵，不一定依平声韵。 唐代的孙愐根据《切韵》刊定了《唐
韵》，此书遂成了官方的韵书。 以后的诗人做诗都按音韵学家所编的韵书
来押韵。 由《切韵》改编的《广韵》分 ２０６ 韵，上平声 ２８ 韵，下平声 ２９ 韵，上
声 ５５ 韵，去声 ６０ 韵，入声 ３４ 韵。 南宋理宗淳佑十二年，江北平水刘渊编
《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分 １０７ 韵，在这之前的金人王文郁编《平水新刊礼部韵
略》１０６ 韵，“一般人所说的平水韵指的是刘渊的书，扩大开来则包括凡是分
１０６ 韵的韵书”（赵诚 ９６）。 后来流行的《平水韵》就是这 １０６ 韵《平水韵》，平
水韵分 ５ 卷，上平 １５ 韵，下平 １５ 韵，上声 ２９ 韵、去声 ３０ 韵，入声 １７ 韵。

通过对比可以看到，罗明坚所收藏的这份《诗韵》是《平水韵》一个不
全的抄本，这份文献抄录的底本是哪种《平水韵》，目前无法确定。 但罗明
坚是通过《诗韵》研究了平水韵的，在《葡汉辞典》散页第 ２４ 页，由他抄录
的汉字中就有“东、钟、江、阳、支、思、齐、微；鱼、摸、皆、来、真；文、寒、山、
恒、欢；先、天、萧、豪、歌；戈、家、麻、车、遮、庚”，这正是《诗韵》中平水韵的
韵目。 罗明坚在他的《葡汉辞典》散页的第 ２４ａ—２６ｂ 页列出了 ３３９ 个汉字表
示声母，涵盖了《中原音韵》的全部声母，而这充分说明，罗明坚是认真学习
研究过《诗韵》这份文献的。 他的这种学习为其格律诗的创作打下了基础。

二、 罗明坚的中文古典格律诗的写作

通过对中国传统音韵学的学习，罗明坚开始了他的中文古典诗歌的写
作，成为欧洲第一个写中文格律诗的人。 在 １５００－１８００ 年这 ３００ 年期间，
以来华耶稣会为主体的中西文化交流中，他是唯一一个写出中文格律诗的
欧洲人。 从中国文学史研究来看，这也是明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有了欧洲人
的格律诗作品。

从格律诗写作的角度，如何来评价罗明坚的诗歌写作？
格律诗写作有三个核心的要求：一是声调的平仄要求，二是诗句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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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诗韵》中对下平声的：七阳（唐）、八庚（耕清）、九青、 十蒸（登）、十一尤（侯幽）、十二侵、
十三覃（谈）、 十四盐（添严）、十五咸（衔凡）共 ９ 韵未录，上声的 ２９ 韵、去声的 ３０ 韵也未抄写。



汇的对仗要求，三是作者写作中的用典要求。 这三条反映出诗人对音韵的
运用是否正确，对汉语词汇的掌握是否熟练，对文学史的了解是否深入。

首先，我们看罗明
坚对律诗声调的掌握。

《诗韵》，这是罗明
坚学习韵律的教材，在
《葡汉辞典》散页第 ２４
页，他抄录了《诗韵》中
平水韵的平声部分韵目
“东、钟、江、阳、支、思、
齐、微； 鱼、 摸、 皆、 来、
真；文、 寒、 山、 恒、 欢；

先、天、萧、豪、歌；戈、家、麻、车、遮；庚”，这说明，学习《诗韵》为他的写作
打下了基础。

中国古代的诗歌形式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汉朝时就有了五言诗和七言
诗，南北朝时有了五言、七言绝句，近体诗形成后，对诗歌的押韵有了要
求，①同时对诗的字数也有了要求，五言或七言字数是确定的，就是说必须
是齐言诗。 律诗每首以 ８ 句为常规，五律必然是 ４０ 字，七律必然是 ５６ 字，
超过 ８ 句的就称为排律或长律。 绝句以 ４ 句为限，五绝是 ２０ 字，七绝是 ２８
字。

罗明坚的 ３４ 篇格律诗作中，以绝句为主体，共有 ２５ 篇（其中七绝居
多），分别是：“度梅岭” “游到杭州府” “寓杭州天竺诗答诸公二首 （第
一）”②“回广邀友话情”“谢陈医官治病”“贺宪司生子”“元日漫兴”“遇聪
明子”“寓广西白水围写景”“偶怀”“观葡萄”“戏跏瞎相依” “观水瓜缠古
松叹锐茂不耐”“感喻二首” “天主生旦十二首” “录天主事实” “与一秀才
相联论道”“邀友”“一儿像左手生翼右手抱石” “莫枉劳心” “劝人修善报
天主”“途见古英雄石棺”“叹唐话未正”“观桃感怀二首”“叹痴”。

他写的七绝中较好的是“度梅岭”：

度梅岭

乍登岭表插天高， 果见梅关地位豪。
今日游僧经此过， 喜霑化雨湿长袍。

这首七绝仄起平收：仄平仄仄仄平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平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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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袁行霈、孟二冬、丁放、曾祥波：《中国诗学史》。 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 年。
组诗“寓杭州天竺诗答诸公二首”中的第一首为七绝，第二首为七律。



仄，仄平仄仄仄平平。 一、二、四押韵，首句入韵。 用的是平水韵的下平声
的“豪韵”，这里可以看出他学习《诗韵》的效果。

罗明坚的格律诗中七律有 ９ 篇，分别是：“寓杭州天竺诗答诸公二首
（第二）”“圣徒三像说观者知”“避刚全柔之身”“冤命不饶譬喻” “喻人外

真内假”“喻鼓唆者人必恨杀”“七星岩写景”“喜旧燕又来———予存其旧巢
与止，见予爱物之心”“题塔———用王爷登塔志喜韵”。

他写的七律中较有特点的是：

寓杭州天竺诗答诸公二首 （第二）
一叶扁舟泛海涯， 三年水路到中华。
心如秋水先涵月， 身若菩提却有花。
贵省肯容吾着步， 贫僧至此便为家。
诸君若问西天事， 非是如来佛释迦。

这首七律 ８ 句，５６ 个字，首句也押了韵，二、四、六都是平水韵的上平
声“佳韵”，三、四句“颔联”和五、六句“颈联”对仗，因此，这首七律是合格

的。
这 ３４ 篇格律诗作中只有一首长律，这首诗用的是平水韵的“元韵”。

善人遭难无患歌

有客泛舟浮大海， 　 　 　 仄仄仄平平仄仄

忽然风烈海涛喧。 　 　 　 平平平仄仄平平

波狂浪滚颠还倒， 　 　 　 平平仄仄平平仄

帆败樯倾覆又翻。 　 　 　 平仄平平仄仄平

众命须臾惧没溺， 　 　 　 仄仄平平平仄仄

客身此际独何存。 　 　 　 仄平仄仄仄平平

却将手挽团牌定， 　 　 　 仄平仄仄平平仄

方把力来水面掀。 　 　 　 平仄平平仄仄平

泊上岸来生已活， 　 　 　 仄仄平平平仄仄

途中贼遇苦何奔。 　 　 　 平平仄仄仄平平

奋身力战二三合， 　 　 　 仄平仄仄仄平仄

退寇天垂百万恩。 　 　 　 仄仄平平仄仄平

客乃善人应善报， 　 　 　 仄仄平平平仄仄

一连两患不为冤。 　 　 　 平平仄仄仄平平

汤开建在谈到罗明坚的律诗写作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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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是对汉语声调有极好的掌握，要想完成这一首没有格律错误

的排律是不可能的。 而且在这首诗中还有两个入声字：泊、合，罗明坚

也兼顾得很好。 ［……］在写诗过程中有时候为了顾全诗意，在汉语

词汇量还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偶尔犯错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是不可避

免的。 在入声字的掌握上，罗明坚再一次显示了他扎实的汉语功底。
入声字是汉字四声中最难掌握的，亦是格律诗创作中的一大难点，罗

明坚的 ５０ 首①中共出现 １２ 个派入平声的入声字：白、读、觉、瞎、节、
八、十、福、革、俗、伏、德、悉、格、国、石、鼻、泊、合、七、标、绝，罗明坚在

这些字的声调上没有犯一处错误，可见他对于入声字是瞭如指掌的。
（汤开建 ２３４）。

罗明坚的格律诗并非没有问题，以“天主生旦十二首”为例，首先，在
选择诗的类型上是混乱的，第 １－５ 首是七绝，每首 ２８ 个字，但第 ６－１２ 首突
然改为五绝，每首 ２０ 个字。 齐言诗对诗歌的类型有严格的规定，五言就是
五言，七言就是七言，这是两种类型的诗，是不能混在一起写作的。

其次，在上述“十二首”中有 ４ 处犯了失间、失粘、失对、平仄基本规则
的错误；此外还有押两韵等不合格律的情况。 有 ７ 首不合格律者，比例占
５８％，这些在格律诗的写作上都是文人的大忌。 这说明，罗明坚的格律诗
写作与中国士人的格律诗写作仍有较大的距离。 就总体而言，汤开建认为
“从全稿而言只有 １８ 首不合格律者，占总数的 ３６％”（２３０），可见罗明坚的
格律诗虽然并非每首都合平仄和韵律，但通过《诗韵》的学习，他大体上是
掌握了格律诗的平仄要求和押韵规则的，作为一个欧洲人第一次做格律
诗，虽然谈不上优秀，但在声调平仄使用上是及格的。

其次，我们看罗明坚诗歌中对对偶的运用。②

对仗是近体诗的主要格律特征之一。 根据诗律的要求，不但出句与对
句要求字数相等、结构相同，而且相同位置上的词语必须词性相同，意义相
似、相反或相关，还要讲究平仄。 唐代时诗歌写作的对偶水平达到高峰，如
杜甫“登高”中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白居易“古原草”的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等。 律诗的四联，各有一个特定的名称，第一
联叫首联，第二联叫颔联，第三联叫颈联，第四联叫尾联。 颔联和颈联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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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引者注：罗明坚共写了 ３４ 篇诗作，其中包括组诗“寓杭州天竺诗答诸公二首”（２ 首）、“感
喻二首”（２ 首）、“天主生旦十二首”（１２ 首）、“与一秀才相联论道”（２ 首）、“录天主事实”（４ 首）、
“观桃感怀”（２ 首），共 ５２ 首。

“所谓对偶，主要有两个要求：１．出句和对句相当的位置的词，词类相同：名词对名词、形
容词对形容词、动词对动词、虚词对虚词等。 ［……］２．出句和对句相当位置的词组，结构相同，如
主谓结构对主谓结构，动宾结构对动宾结构。”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第 ２２９－２３０ 页。



对仗，首联和尾联可对可不对。 对仗是中国古典律诗的特点，对仗做得如
何是衡量律诗写作的重要标准。 “云对雨，雪对风，晚霞对晴空。 来鸿对去
燕，宿鸟对鸣虫。 三尺剑，六钧功，岭北对江东。”（王昕若 １７１）这些都是古
时蒙学教育中学习对仗的基本内容。 宋人洪迈《容斋随笔》中说：“唐人诗
文，或于一句中自成对偶，谓之当句对。 ［……］如王勃《宴滕王阁序》一
篇皆然。 谓若襟三江带五湖，控蛮荆引瓯越，龙光牛斗，徐孺陈蕃，腾蛟
起凤，紫电青霜，鹤汀凫渚，桂殿兰宫，钟鸣鼎食之家，青雀黄龙之轴，落
霞孤鹜，秋水长天，天高地迥，兴尽悲来，宇宙盈虚，丘墟已矣之辞是也。”
（１５９）

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胡适发表论文“文学改良刍议”，对格律诗的对
仗有所批评，陈寅恪先生专门写了“‘对对子’意义”，文中指出：“‘对对子’
即是最有关中国文字特点，最足测验文法之方法。 且研究诗、词等美的文
学，对对亦为基础知识。”（４４７）。

罗明坚在汉语学习中也专门学习过词汇的对偶，在《葡汉辞典》散页
第 ２９ｖ 页由他抄写的对偶词语如下：

街市， 门户， 房屋， 坛庙， 寺观， 弓箭， 干戈， 纸笔， 墨砚，
盘碗， 椅桌， 枕席， 鸟兽， 牛羊， 龙虎， 鸡犬， 鱼虫， 草木， 枝叶，
身体， 手足， 牙齿， 口舌， 肠肚， 耳目， 血脉， 骨肉， 肝肺， 衣裳，
鞋袜， 财宝， 珠玉， 金银， 酒饭， 茶果， 山川， 海岳， 河汉， 水石，
人物， 君臣， 父母， 兄弟， 夫妻， 妻子， 师友， 弟妹， 妯娌， 孩童，
你我， 饮食， 诵读， 言行， 问答， 增减， 嫁娶， 吉凶， 行止， 利害，
疾病， 损益， 魂魄， 年节， 旦夕， 宫殿， 楼台， 室家， 庭阁， 馆舍，
城池。

这些都是双语的对偶，还有 ３ 字以上的对偶词，如散页 ２９ 页的：“儒道
释，孟仲季，东南西北，春夏秋冬，士农工商，琴棋书画，分寸尺丈，飞潜动
植，金木水火土，青黄赤白黑，安危笑哭。”

这些对仗的语言学习，为他在诗歌创作中使用对仗打下了基础。 在几
首律诗中他也注意了颔联和颈联的对仗。 如前引“寓杭州天竺诗答诸公二
首”第二首中的“心如秋水先涵月，身若菩提却有花。 贵省肯容吾着步，贫
僧至此便为家”，是对仗的。

又如“七星岩写景”：“坤舆重厚七星陈，天际岩标绝点尘。 石室相通
南北路，洞门深锁老龙神。 生成飞凤莲花座，宝盖观音玉女身。 多少登临
冠盖客，留题两壁万年春。”这里的“石室”对“洞门”，“南北路”对“老龙
神”，“莲花座”对“玉女身”，都是对仗的。

罗明坚诗歌中对偶最好的一首诗是“录天主事实·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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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天主事实·其四

天地星辰妇对夫， 风云雷雨兔对乌。
东西南北春夏对， 天主灵通对却无。

这些对仗大体达到了句法相同、词性一致的要求，也就是名词对名词、
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的要求。

当然，对于初学格律诗的罗明坚来说，所作诗中用词不当的地方也不
少，如汤开建认为“度梅岭”中“乍登岭表插天高，因见梅关地位豪”这一句
中“豪”为形容词是指气魄大、没有拘束或强横的、有特殊势力的，与“地
位”不搭配。 又如“谢陈医官治病”一首中的“昨夜医官散发眠，梦予获病
歹沉坚”，“歹沉坚”３ 字的组合也非常奇怪，“歹”有身体不健康之意，“沉”
有程度深，非常之意，但很少和“坚”搭配，用“坚”形容“病”之程度或状况
皆不妥，可见“歹沉坚”三个字不仅组合奇怪、意思奇怪，用来形容“病”更
奇怪（汤开建 ２３２）。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 这说明，罗明
坚写诗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文镜秘府论》指出，古典诗歌中的对仗
形式有 ２９ 种之多。 他在诗歌写作中尚不能完全达到“宫羽相变，抵昂互
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
（沈约 ４５６）这个境界。

其三，我们看罗明坚诗歌中的用典。
用典或称用事，即“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它是中国古代文学创

作的基本表现手法之一。 钟嵘在《诗品》中的“用事”即“用典”之意。 刘勰
的《文心雕龙·事类》说道：“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
今者也。”（６１４）这里的“据事”“援古”就是“用典”的意思。 用典这种表现
手法在古代诗歌中较为常见，它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引用前人诗句，另
一类用事。 罗明坚在诗的写作中基本学会了这两种用典的方法。

我们先看第一种，引用前人诗句。 仍以“寓杭州天竺诗答诸公二首”
第二首为例，其中“心如秋水常涵月”一句，这里的“心如秋水”是对明代诗
人杨士奇“题竹送顾都御史还太康”诗中“心如明月涵秋水”的改写，①这里
的“涵月”一词在古诗词中颇为常见，如唐徐夤“萍”：“为实随流瑞色新，泛
风萦草护游鳞。 密行碧水澄涵月，涩滞轻桡去采苹”（５２７６）；唐许浑“秋夕
有怀”有句：“念远坐西阁，华池涵月凉”（２７３６），如是甚多，不胜枚举。 “贫
僧到处便为家”一句中，“到处便为家”语出北宋苏颂“和吴仲庶龙图寄德
仁致政比部二首”：“倦游城阙厌纷华，一棹南归出白沙。 簪绂弃来如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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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代诗人杨士奇“题竹送顾都御史还太康”：“腰佩犀鞶首廌冠，肃将风采振台端。 心如明

月涵秋水，操比清冰凛夏寒。 凤敕五文盘玉玺，龙光千载出金銮。 从来嵩洛多耆寿，坐绕琅玕共岁

寒。”见杨士奇：《东里续集》卷 ５９，永瑢、纪昀等主编：《钦定四库全书·集部》，第 １５ 页。



负，山林到处便为家。 流泉绕舍锵金玉，仙饵盈盘泛露霞。 珍重宗英嘉隐
操，远裁清句重咨嗟。”（苏颂 ９５）

“出尔反尔”来自战国孟轲《孟子·梁惠王下》：“戒之，戒之！ 出乎尔
者，反乎尔者也。”后演变为成语典故而被广泛使用。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
编》：“王振窃柄已久。 则此举必当谏止。 乃以白简助其焰。 未一年而身
亦撄此罚矣，岂真出尔反尔哉。”（４５６）罗明坚在“冤命不饶譬喻”中使用了
这个典故：“乌鸦拿获一蜈蚣，啄食蜈蚣入腹中。 岂料蜈蚣身有毒，即伤鸦
命死相同。 从来杀命还填债，自古冤家决不容。 曾子戒之当谨守，出乎反
尔理无穷。”

又如“元日漫兴”：“涤去旧污入岁新，人同岁德两皆新。 笑人但爱新
衣服，不爱灵台日日新。”①“灵台”在汉语中有多种含义。 首先，灵台为星
官名，属太微垣，位于今狮子座。 《晋书·天文志上》：“明堂西三星曰灵
台；观台也，主观云物、察福瑞、候灾变也。”（房玄龄等 ２９２）这是说灵台星
３ 颗，位于明堂之西，神的精明叫做灵，四面方正高大的建筑叫做台，用以
观测云气物候，察看祥瑞，占候灾害变异。 其次，灵台又指心灵。 《西游
记》第一回：“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吴承恩 １１），“方寸大乱”就是指
心中完全没有了主意，乱了章法，所以“灵台方寸”就是指心。 罗明坚这里
用的是“心灵”之意。

又如“天主生旦十二首”第 １２ 首：“人得常清净，尊崇天主明。 道高龙
虎伏，德重鬼神惊。”这首诗的对仗不错，用典也很经典。 元代诗人侯善渊
的“玉笼璁”：“守清净，凭志恳，绝尽荒淫。 持内境，月透双林。 玉童戏，遥
指处，碧潭波心。 捞取起，水中金。 灵宝灿，慧灯明，神光相任。 对面有，没
人推寻。 君还省，明了了，灾祸不侵。 龙虎伏，鬼神钦。” （５３５）罗明坚将
“鬼神钦”改为“鬼神惊”，通过用典写出“道高龙虎伏，德重鬼神惊”，使天
主教的信仰有了历史感。

用事是指借用历史故事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包括对现实生活中某
些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个人的意绪和愿望等，属于借古抒怀。 罗明坚在诗
歌的写作中也学会了这种表达方式。 如“偶怀”：“朝读四书暮诗编，优游
那觉岁时迁。 时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这首诗与程颢“春日偶
成”有直接的关系： “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 时人不识余心
乐，将谓偷闲学少年。”（４７６）他不仅借用了“将谓偷闲学少年”这句话，而
且通过自己的学习感悟，引出了程颢这位哲学家，也引出了中国古代儒家
经典《四书》《千家诗》，表达了自己学习儒家文化的收获，这是典型的借古
抒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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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天头有小字注文云：而耻恶衣恶食之志者有在矣。 该句出自《论语·里仁》“士志于道，而
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又如，“途见古英雄石棺”：“石棺葬古一英豪，过客停观羡誉高。 眼见
先前真好汉，心中感动为他劳。”这是典型的“用事”方法的用典。 诗人在
旅行途中路经一历史英雄的古墓，而抒发心中的感慨。 “喜旧燕又来”：
“旧燕飞来寻旧主，主人爱燕若娇婴。 去年旧垒留伊止，今岁新巢免别
营。”这里罗明坚借用了刘季孙“题屏”：“呢喃燕子语梁间，底事来惊梦里
闲。 说与旁人浑不解，杖藜携酒看芝山” （ ２３－２４）的讲述模式，在诗歌的
手稿上还保留了他的修改痕迹。

在诗歌中用典要达到“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义直而
不回，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 （刘勰 ２３）的良好效果，对作者的文史修
养、经典熟知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罗明坚作为初学诗者，尚做不到“无一字
无来处”①的境界，但通过以上分析，说明他还是读了一些书，对基本的中
国历史典故和知识有初步的了解。

最后，我们看罗明坚诗歌中的抒情与叙事。
我们可以对罗明坚诗歌的写作类型做一简单分析。 《尚书·舜典》

有：“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许嘉璐 ４）中国古代诗歌以赋、比、兴为叙述的基础，以事抒情，以情叙事，
在诗歌的铺陈、寄托和讽谕中，表达诗人的情感与思考。 尽管在中国古典
诗歌中叙事和抒情的界限并不是很明确，但这两种传统一直以来都是相辅
相成、相伴相生，构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特色。② 尽管中国诗歌史上也有
“三吏”“三别”“长恨歌”“琵琶行”等著名的叙事诗，但这类作品不多，“中
国诗歌最常见的言志抒情之作，［……］中国诗歌最常见的题材是：用怀咏
史、时事讽谕、山水田园、军旅边塞、游子思妇、爱情婚姻、友朋赠答、节序咏
物，这些题材大都侧重于感情的抒发和志意的寄托，没有多少叙事的余
地。”（袁行霈 １３）。

罗明坚大体继承了中国诗歌的这个抒情传统，３４ 篇作品中只有“善人
遭难无患歌”是叙事的诗，③其余 ３３ 篇基本上都是抒情类型的诗，间有叙
事。或是讲述自己在中国的游历故事，如“游到杭州府”：“不惮驱驰万里程，
云游浙省到杭城。携经万卷因何事，只为传扬天主名”，或是叙述西方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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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答洪驹父书”：“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 盖后人读书少，故谓

韩、杜自作此语耳。 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

成金也。”转引自袁行霈等著：《中国诗学史》。 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２１ 年，第 ２６２ 页。
参见程相占：《中国古代叙事诗研究》。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陈文新：“元白长

篇叙事诗的类型特征及其流派意义”，《贵州社会科学》１（２００１）：６８－７２。
陈纶绪认为这首诗讲述的是西班牙耶稣会士海上遇难而获救的事，而陈恩维认为这首诗

反映的是罗明坚所经历的蔡一龙案，由于陈恩维对桑切斯的经历以及与罗明坚的关系的历史事实

掌握不够充分，其解释不足以成立，应仍以陈神父解释为准。 参阅陈恩维：“来华耶稣会士罗明坚

与中西文学的首次邂逅”，《文学遗产》１（２０２２）：８９－１０３。



教故事，如“天主生旦十二首”中“前千五百十余年，天主无形在上天。 今
显有儿当敬重，唐朝何不事心虔”，以及其二“看伊下地一贫生，圣母仙人
拜甚虔。 何不敬尊天主大，人尊天主福无更”。 他在这两类叙事中对个人
游历的记事写得相对好些，尚可读出诗味，第二种对天主教故事的叙事写
作大都不成熟，虽然他希望通过这类诗歌介绍天主教的故事与和人物，但
读起来味同嚼蜡。

罗明坚诗歌中抒情写得比较好的是“元日漫兴” “偶怀” “途见古英雄
石棺”。 作为一个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神父，在异国他乡生活，心中的快乐
和寄托、实际生活对他的感触通过这几首诗表现出来了。

三、 罗明坚与《千家诗》

《千家诗》全称《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作为宋元之际出现的

诗歌选集，自面世之日起便广泛流传于民间。 明清时期，《千家诗》流传极
广，成为蒙学必备的教材之一。

在学习中文诗的过程中，罗明坚必然会找一些适合初学者的读物着
手，比如后来收录在《唐诗三百首》中的唐诗，此诗集由孙洙（号蘅塘，
１７１１－１７７８）于 １７６４ 年编纂供学童使用；或是在明朝流行的《千家诗》，“此
诗选由宋代学者和诗人刘克壮（１１８７－１２６９ 年）编纂，共 ２２ 卷，分为 １４ 类。
它只包括唐、宋和五代（公元 ９０７－９５７ 年）时期的近体诗。 后来在明朝时
期，为方便学童使用，此书被删减。”（Ｃｈａｎ １９９３：１３７）虽然现在我们很难确
定罗明坚读的是哪一本《千家诗》，①但他的诗歌写作无疑受到《千家诗》的
影响，这表现在套用《千家诗》的题目、模仿《千家诗》的叙事、采用《千家
诗》的词汇等等。 《千家诗》作为罗明坚进入中国古代格律诗写作的基本
教材与读物，对他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如“回广邀友话情”：“去年小弟别离兄，兄在广城弟去京。 今日弟回
思别久，请兄舟内话离情。”陈纶绪神父认为，“这首诗的标题让我们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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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纶绪认为罗明坚读的是《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陈恩维认为读的是谢枋得所编

的《千家诗》，证据是罗明坚“偶怀”： “朝读四书暮诗篇，优游那觉岁时迁。 时人不识予心乐，将谓

偷闲学少年。”此诗最后两句直接来自旧题谢枋得《千家诗》卷一所录程颢“春日偶成”： “云淡风

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 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这个判断说明他对《千家诗》版
本不熟悉。 其实明代的《千家诗》有多种版本，有汪万顷选辑的《新镌注释出像皇明千家诗》，有题

名谢枋得选编的《增补重订千家诗选》与《明解增和千家诗注》、题名陈眉公选注的《新刻选注复古

千家诗》、题名汤显祖校释的《新刻解注和韵千家诗选》、题名魏诚甫诠释的《新镌释和魁斗千家诗

选》，以及题名李卓吾手书的《新刻草字千家诗》等。 几乎所有这些《千家诗》都选有程颢“春日偶

成”。 因此，现在我们很难确定罗明坚读的是哪个版本的《千家诗》。 参阅丁志军、徐希平：“《千家

诗》的版本流传与编辑特点”，《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４（２０１２）：１７９－１８２。



了《千家诗》中窦叔向的诗“表兄话旧”，而‘去年’‘次日’这两个词则与上
述书中韦应物的‘答李瞻’一诗相似，此诗以‘去年’ ‘次日’开头。” （Ｃｈａｎ
１９９３：１５９）罗明坚“寓广西白水围写景”：“绿树青山白水围，乱莺啼柳燕双

飞。 茅簷瓦屋青溪上，落日村庄人自归。”此首诗的押韵似乎是取自《千家
诗》中程顥的诗“郊行即事”：“芳原绿野恣行时，春入遥山碧四围。 兴逐乱

红穿柳巷，困临流水坐苔矶。 莫辞盏酒十分劝，只恐风花一片飞。 况是清
明好天气，不妨游衍莫忘归。”①罗明坚这首诗的韵律也与《千家诗》中宋代

诗人徐元杰（１２４５－１２９４ 年）的一首题为“湖上”的诗有同样的韵律。 “湖
上”：“花开红树乱莺啼，草长平湖白鹭飞。 风日晴和人意好，夕阳箫鼓几
船归。”其第一句中的“乱莺啼”出现在罗明坚的诗中。 罗明坚此诗中还有

其他一些措辞，可以追溯到《千家诗》，例如“绿树”对应“绿树浓阴夏日
长”②，“落日” 对应 “山含落日浸寒漪”③， “茅簷” 对应 “茅檐长扫净无

苔”④。
这里我们初步列出一个罗明坚诗歌与《千家诗》有关篇章的对照表，

便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罗明坚诗作 《千家诗》作品

“偶怀” 程颢“春日偶成”

“回广邀友话情”
窦叔向“夏夜宿表兄话旧”

陆游“答李儋”

“元日漫兴”
王安石“元日”
杜甫“漫兴”

“喜旧燕又来” 刘季孙“题屏”

“寓广西白水围写景”
程颢“郊行即事”
徐元杰“湖上”

“感喻（其二）” 苏轼的“阳关曲·中秋月”

以上，我们从文学的角度对罗明坚的诗歌做了一个整体性的分析。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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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本节论述中所引《千家诗》中诸诗，均出自李梦生：《千家诗注释》。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

社，２００５ 年。
高骈“山亭夏日”：“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

香。”
雷震“村晚”：“草满池塘水满陂，山衔落日浸寒漪。 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
王安石“书湖阴先生壁”：“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

闼送青来。”



为一个格律诗的初学者，他研读《诗韵》，翻阅《千家诗》，积累词汇，留下了
一些作品，这说明他是下了功夫的。 通过这 ３４ 篇诗歌，我们可以说，罗明
坚迈进了中国古典诗歌写作的大门，尽管其中不少诗篇写得歪歪扭扭，平
仄不对，韵脚不准，叙事枯燥，但也有一些诗句读起来朗朗上口，开始有了
律诗的味道。 尽管他是在模仿《千家诗》的作品，像“寓广西白水围写景”
“偶怀”，但已能流畅地表情达意，这说明他学习得不错。 其中有些诗句也
颇有诗意，例如“一叶扁舟泛海涯，三年水路到中华。 心如秋水先涵月，身
若菩提却有花”。 所以，他这些较为成功的诗篇和诗句是可以进入明代文
学史的书写中的。

四、 以诗融中西： 罗明坚西学诗研究

上面我们从中国文学的角度，从古典格律诗的写作角度，对罗明坚的
诗歌做了分析，他诗歌中的另一大特点———西学诗，①可以说体现了中西诗
歌的最早会通与尝试。

在他 ３４ 篇诗歌中有 １５ 首是涉及讲述介绍西方文化和天主教道理的
诗歌，我们称其为西学诗。② 我们仅仅从中国古典诗歌角度来分析这些诗
歌是远远不够的。 正如罗明坚自己说：“携经万卷因何事，只为传扬天主
名”，一位欧洲的传教士用中文古典律诗来传播天主教道理，这在中西文化
交流史上是一个奇特的案例。

这 １５ 首西学诗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通过诗歌来介绍天主教的
道理，另一类是通过寓言讲道的形式来介绍西方文化。

我们先看他的第一类西学诗，是直接和天主教有关的，这些可以称为
天学诗。 这类包括第 ２ 首“游杭州府”、第 ３ 首“寓杭州天竺诗答诸公二
首”、第 ６ 首“圣徒三像说观知者”、第 ９ 首“聪明子”、第 １６ 首“天主生旦十
二首”、第 １８ 首“录天主事实”、第 ２１ 首“枉劳心”、第 ２２ 首“劝人修善报天
主”共 ８ 首。 因为篇幅问题，我们这里仅分析几首，如第 １６ 首“天主生旦十
二首”如下：

前千五百十余年， 天主无形在上天。 今显有儿当敬重， 唐朝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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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陈恩维将罗明坚的这类诗歌用“天学诗”概括不甚恰当，因为他介绍的伊索寓言诗歌是希

腊文化的代表，不能将其归为“天学诗”，而且在明清之间与传教士相关的诗歌并非完全是宗教题

材，相当多的是与西学相关的诗歌，故将其概括为“西学诗”较为妥当，在西学诗中有天学诗这个类

别。
参阅吴历：《吴渔山集笺注》，章文钦笺注。 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 年；章文钦：《吴渔山及

其华化天学》。 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 年；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Ｃｈａｖｅｓ． Ｓｉｎｇ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Ｇｏ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ｅｔ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ｉｎｔｅｒ Ｗｕ Ｌｉ．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ａｗａｉｉ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３。



不事心虔。
其二　 看伊地下一贫生， 圣母仙人拜甚虔。 何不敬尊天主大， 人尊

天主福无更。
其三　 不要国家不要金， 空虚是帝岂人惊。 特将正道来传授， 教汝

人心悟即明。
其四　 神喻三王天主生， 共瞻星象达皈诚。 僧将经卷来中国， 远度

生灵发善心。
其五　 慈悲天主下天来， 自愿救人受苦灾。 天主救人修善果， 人当

修善报恩台。
其六　 儿生八日后， 外肾略修皮。 革俗更新教， 法水洒头奇。
其七　 天主至尊神， 下来化肉身。 将身钉十字， 显度世间人。
其八　 天主在天上， 居高听下时。 若言听不得， 善恶放过谁。
其九　 信敬尊天主， 此心莫外图。 守真宜志满， 逐物意移虚。
其十　 人得常清淨， 尊崇天主明。 道高龙虎伏， 德重鬼神惊。
十一　 人心生一念， 天主悉皆知。 善恶若无报， 至尊必有私。
十二　 天主生时节， 吾游到省城。 舟停风色劲， 时送好歌声。

这首诗从介绍耶稣诞生“前千五百十余年”开始，讲述人神关系，
“天主无形在上天” ，而常人只是“地下一贫生” 。 他借用道家语言，将
圣母说成“仙人” ，天主是做什么呢？ “慈悲天主下天来，自愿救人受苦
灾。”那么如何来修道信天主呢？ “儿生八日后，外肾略修皮。 革俗更
新教，法水洒头奇。”这就是通过割礼和洗礼形式加入天主教。 为了拯
救人类，“天主至尊神，下来化肉身。 将身钉十字，显度世间人” 。 这里
已经暗含了耶稣之死的故事。 他告诉人们，对天主的信仰主要是“天
主救人修善果，人当修善报恩台” ，“人得常清淨，尊崇天主明” 。 这里
借用了佛教的语言。 这首诗的平仄、押韵都谈不上，但通过借用佛道
语言介绍了天主教的基本知识，说明他尝试用中国传统资源来解说西
方宗教。

第 ６ 首“圣徒三像说观者知”：“慈悲三像最灵通，不比人间等俗容。
左是圣儿天主化，曾开天地著元功。 中间圣母无交配，诞圣原前室女躬。
跪下右边仙气象，长成阐教度凡蒙。”这也是一首典型的天学诗。 据意大利
汉学家德礼贤（Ｐａｓｑｕａｌｅ Ｍ． Ｄ'Ｅｌｉａ， １８９０－１９６３）考证，这是为当时一位菲
律宾的神父送给罗明坚的一幅木刻画所作。 画中的圣母怀抱着基督圣婴，
施洗者圣约翰在朝拜。 据说此画来自西班牙，漂亮非凡，其色彩鲜艳，人物
造型栩栩如生。 这首诗试图解释这 ３ 个人物并非仅仅是人，“左是圣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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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化，曾开天地著元功”，①介绍的是画中的婴儿———基督耶稣，他是天主
的化身，三位一体的思想包含其中。 木刻画“中间圣母无交配，诞圣原前室
女躬”，这句诗将圣母因圣灵而孕的故事讲了出来。 “跪下右边仙气象，长
成阐教度凡蒙”，这是讲木刻画中的施洗约翰这个人物，这个故事在《马太
福音》第 ３ 章和《马可福音》第 ６ 章都有记载。 这样这首诗介绍了天主教
最核心的人物：耶稣、圣母、施洗约翰。 由于这是一首因图而作的诗歌，用
七言来介绍这幅木刻画是很难的，加之完全是西方的知识，中国的士人们
是很难读懂的。

相比以上 ２ 首诗歌，罗明坚的第 １８ 首“录天主事实”和第 ２２ 首“劝人
修善报天主”的创作有了进步，这种进步在于向中国化和本地化转向。
“录天主事实”：“谁分清浊定乾坤，惟仗灵通天主能。 人物生扶名教重，合
修孝善报深恩。”“劝人修善报天主”：“要酬天主德，不用宝和珍。 只爱人
心好，常行礼义仁。”这 ２ 首诗可以看出他向儒家思想靠拢。 “录天主事
实”开始用儒家的善恶观念来讲解天主教，通过强调儒家为核心的“名
教”，说明天主教同样是重善恶、讲孝道的。 如果要酬天主德，只有“常行
礼义仁”。 这里将基督宗教的道德和儒家道德完全合一。 所以，“合儒”路
线并非是从利玛窦开始的，在罗明坚这里就有。 二是借用佛教观念来表达
自己的思想，“录天主事实·其三”有：“天主虽生西竺国，慈悲极大四方
行。 唐朝若省修行事，好整身心入教门。”慈悲是佛教的核心观念，天堂地
狱是天主教和佛教共同的观念，这样他讲“恶终遭堕阴司狱，善上天堂福禄
增”，中国的文人就容易将其理解为佛教的教派。 在几首天学诗中，这首是
写得比较好、有诗味的，也是罗明坚探索基督宗教本地化的有效尝试的例
证。 从这 ２ 首诗可以看出，罗明坚对中国文化的儒、道、佛采取不排斥、尽
量给予多宗教融合的原则。 晚明时，儒释道融合已经是大势，所以，罗明坚
这种传教策略大体是符合中国文化当时情况的。 利玛窦后来采取的“合儒
易佛”的传教路线，虽然引起儒家的好感，但遭到佛教的批评。 相比较而
言，罗明坚的多宗教融合的传教路线更符合中国当时的特点。

我们再看第二类西学诗———寓言布道诗。 在这类诗歌中，他重要的创
造是用中国古典诗歌介绍了《伊索寓言》，介绍了西方文化。 罗明坚的第
２８ 首诗：

冤命不饶譬喻

乌鸦拿获一蜈蚣， 啄食蜈蚣入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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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位来自菲律宾的虔诚神父送来了一幅木刻画，画中的圣母怀抱着基督圣婴，施洗者圣

约翰在朝拜。 据说此画来自西班牙，漂亮非凡，其色彩鲜艳、人物造型栩栩如生。 这首诗试图解释

这 ３ 个人物并非仅仅是人，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宗教背景。”（Ｆｏｎｔｉ Ｒｉｃｃｉａｎｅ， Ｖｏｌ． Ｉ， ２３２）



岂料蜈蚣身有毒， 即伤鸦命死相同。
从来杀命还填债， 自古冤家决不容。
曾子戒之当谨守， 出乎反尔理无穷。

这是一个《伊索寓言》中的故事，罗念生先生是这样翻译这个故事的：

大鸦和蛇

大鸦找不到食物，看见一条蛇躺在太阳地里，便猛扑下来把他抓

住。 蛇回头咬了他一口。 大鸦临终时说道：“我真不幸，我发现了这个

意外之财，却送了性命。”（罗念生 ２６６）

这个故事指向那种为了发现财宝不惜拿性命去冒险的人。 这则伊索
寓言讲述了古老的因果报应的道理，这个观点也符合天主教的思想，《圣
经》中有“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 滚石头的，石头必反滚在他身上”
（箴 ２６：２７）。 同时，“因果报应”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思想，俗
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这种思想最简单的表达，类似这样的民间
故事很多。 应该说罗明坚是熟悉中国这个思想传统的的，所以，他通过这
则伊索寓言既传达了西方的伦理思想，也表达了中国的思想，这是他通过
寓言来融通中国和西方文化的一个尝试。

罗明坚的第 ２９ 首诗也是一个寓言故事的转写，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喻人外真内假

巧画描人一面头， 腮颐耳鼻气相侔。
野狸不识丹青手， 狐惑真为骨髓髅。
搂倒拟充饥腹饱， 挹 那有舌唇喉。
于今世上人多少， 外貌堂堂内不俦。

这是对《伊索寓言》中“狐狸与面具”故事的改写（伊索 ２３）。 罗念生
先生从希腊文所翻译的《伊索寓言》是这样记载的：

狐狸和面具

狐狸走进塑制道具的店铺，把成品一件件细看，后来看见一副悲

剧演员的面具，便拿起来，对它说：“多好的脑壳，可惜没有脑子。 （罗
念生 ２３２）

这个故事说的是那些身躯高大而心灵愚蠢的人。 这个故事从表面看
是在讲头脑比外表更为重要，但从罗明坚改写的角度看，实质是在讲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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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基督徒的信仰问题，即信仰如果只是表面的而不是内心的，犹如戴这面
具一样。 圣经中也有这样的故事。 一个法利赛人和一个税吏同时进圣殿
祷告，法利赛人是一种表功式的祷告，他向上帝诉说自己如何虔诚、如何圣
洁；那个税吏却连抬头看天也不敢，只捶着胸，求上帝开恩可怜他这个罪
人。 对此，主耶稣评价说 ∶ 这个税吏比那个法利赛人还算为义（参《路》１８
∶ ９－１４）。 只是形式的信仰和伪装的信仰不是真实的信仰，而是带着面具
的信仰，这是罗明坚所要表达的意思。

就宗教思想而言，比喻是《圣经》神学的重要特征，耶稣运用比喻来讲
道理有三种形式：一是直喻，这是“一种简单叙述或暗指日常生活中典型事
件的比喻。 直喻通常以现在时态讲述，在普通事件之间和灵性现实之间进
行隐喻或明显的对比”（格拉茨、海威格 ５２），如“摇牛奶必成奶油，扭鼻子
必出血。 照样，激动怒气必起争端”（旧·箴）、“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
（旧·箴）；第二种比喻是“严格意义上的比喻，形式是关于一个从前发生
的虚构故事的比喻”（格拉茨、海威格 ５２），如“瘸子的脚，空存无用”（旧·
箴）、“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旧·传）；第三类是“一些故事完整
的比喻包含一个通常被称为范例故事的子故事”（格拉茨、海威格 ５２）。 所
以，罗明坚将《伊索寓言》改写为中文古典诗歌，以比喻的方法传达西方伦
理与精神，这是和他的宗教思想密切相关的。

罗明坚对《伊索寓言》的介绍具有重要学术史价值，他成为第一个在
中国介绍《伊索寓言》的人，①对此，笔者会有专文研究，这里只是指出，他
将《伊素寓言》转换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表达西方文化的宗教伦理思
想，从文学上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创造。 因为中国古典诗歌与寓言故事是
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学体裁，相距甚远，尤其是与西方的《伊索寓言》相距十
万八千里。 但罗明坚能用古典诗歌形式来介绍《伊索寓言》，这不仅表现
出他对中西两种文化的熟悉，也表现出他对寓言故事和诗歌写作这样两种
文学形态把握的自如。 将西方寓言故事改写为中国古典诗歌，在笔者目前
所知的西方汉学史上仅此一例，罗明坚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结　 语

罗明坚所写的 ３４ 篇中国古典格律诗是其汉学研究的最高成就，其中
有些诗已经开始有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味道。 尽管他的这些诗歌并不十全
十美，特别是其中的天学诗，读起来味同嚼蜡，但他能够写出这些中文格律
诗，至少说明他的中文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如果将这些格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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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他在“通俗故事”这份文献中也介绍了一则《伊索寓言》的故事。 关于罗明坚所介绍的

《伊索寓言》底本问题这里不做展开，本人会有专文研究。



放到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视野中加以考察，他的诗歌写作有三个重要的
意义。

首先，他接续了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禅诗进入中国诗歌写作的传统，
为中国诗歌大花园提供了一种新的诗歌类型：西学诗。① 佛教传入中国后
所产生的禅诗成为中国诗歌一种新的类型，随着佛教的影响扩大，僧人的
禅诗也逐渐影响了文人，像王维这样的著名诗人也开始写禅诗。 《全唐
诗》中就收录了 ２７００ 余首僧诗，文人禅诗也有 ２１００ 余首。② 罗明坚无疑是
第一位写作中文格律诗的来华传教士，第一个通过格律诗将西方文化介绍
到中国的人，从此在中国的诗歌写作中出现了一个新的诗歌类型：西学诗，
即诗歌内容涉及了西方文化的诗歌，无论是宗教还是世俗故事。 据目前所
知，在 １８００ 年以前，尚未见到任何其他来传教士写中文诗歌，罗明坚不仅
是开创者，也是独一无二者。

其次，罗明坚是中国西学诗的奠基人。 罗明坚以后，随着利玛窦文化
适应政策获得成功，与来华传教士接触的文人日益增多，在明清之际的诗
歌写作中开始出现西学诗，例如李贽写给利玛窦的“赠利西泰诗”：“逍遥
下北溟，迤逦向南征。 刹利标名姓，仙三纪水程。 回首十万里，举目九重
城。 观国之光未，中天日正明。” （６６７）以后，无论是吴历还是福建文人的
“闽中诸公赠诗”③，在明清之际的诗坛上出现了一批西学诗，成为当时的
重要诗派。 追根溯源，罗明坚是中国西学诗的开拓者与奠基人。

最后，罗明坚首次将《伊索寓言》以诗歌的形式介绍到中国。 这是西
方文学作品在中国的首次登陆，而且是以诗歌的形式。 他所沟通中西文化
的方式是独特的，他以诗歌的形式表达和介绍了西方文化中的思想和观
念，开启了融通中西的新形式。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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