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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史料、不历史，这已然成为今天史学界的一个研究共识。具体说来，无

论是文字史料、口述史料、实物史料还是考古史料，它们都印证了一个简单事

实：史料是钩沉、耙梳和评议历史的基本材料，否则，历史研究就是无本之木

和无源之水。就今天中国基督宗教之历史研究而言，结合传教士遗留和珍藏的

历史文献和中国各地地方史志进行研究，以尽量还原、重塑、反思和批评那一

段特殊历史，已然成为今天中国基督宗教历史研究的常态。综合已有之研究成

果，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研究几乎全然聚焦于传教士及其追随者们的“活”人

事迹，鲜有着墨于他们离世绝俗的“死”之书写。1 毋庸讳言，基督宗教本身

 
1 从中国传统而言，评议死者本就是一项极其挑战的思想任务，因其复杂多变的历史处境和思想形态的变

迁使然，盖棺之后未必可以定论，更遑论客观和公允，因此，宁愿不触碰或者意兴阑珊倒成其为思想界

之常态。论及中国基督宗教历史的研究领域，对待思想进行探讨的倒真的存在例外，香港学者邢福增近

年对香港基督教坟场的史料进行了整理与研究并有评议，参邢福增：《此世与他世之间：香港基督教坟

场的历史与文化》，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12 年。另外，针对囿于人死如灯灭的中国传统，大陆

也有学者深感华人基督教教界和学术圈对死亡的忌讳和规避现象，以挑战的眼光选择从初期基督教的墓

葬着手，将罗马基督教会对待死亡的文化理念进行了呈现，参吴功青、徐诗凌：《等待复活：早期欧洲

墓葬概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 



Journal for Research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中国基督教研究  ISSN: 2325-9914 

 

2022 年 12 月第 19 期   -249-  

 

就是一个向死而生的宗教，死亡这个主题在其思想形态的表述中占据极大的比

重，不谈论死亡确乎难以想象。不过，念及历史处境的复杂和艰难，传教士及

其在中国的教会团体为了生存和发展，对死亡的议题确乎成色不重，但并不意

味着刻意忽略，而墓园之碑文，真正为他们书写和看待死亡，提供了一个直抒

胸臆的空间和舞台。由此，收集和整理中国基督宗教历史上的碑文拓片，从微

观史或个体史的角度切入，对不为人知的传教士个体或者群体的生命观和死亡

观进行再现和重构，以待方家研究和评议他们的神学和思想世界，这为学术研

究提供了新视角。暨南大学学者叶农和上海社科院学者邵建点校整理的史料汇

编《人过留痕：法国耶稣会档案馆藏、上海耶稣会修士墓墓碑拓片》（下称

《人过留痕》），正好填补了中国基督宗教研究有关死亡的思想议题之史料空

白，丰富了在华耶稣会士的历史和思想意义研究。 

《人过留痕》目录 5 页，正文 173 页，做到了一页一拓片一故去耶稣会士

之人物生平简介。该书所汇编的材料，由巴黎的法国耶稣会档案馆提供，拓片

影印质量高清。坐落于巴黎的法国耶稣会档案馆，将其收藏的至晚明以降整个

上海县南门耶稣会士所葬之墓园的墓碑碑文拓片尽数予以提供，共计 170 张。

具体说来，在《人过留痕》这本资料汇编中，《徐文定公辩学章疏》拓片 1 张，

墓碑拓片 169 张。《人过留痕》将这 170 张墓碑拓片的文字全然进行中文繁体

文字还原，其功为再现往昔耶稣会士之生平以备教界凭吊怀念，其利在方便学

人研究，材料可谓唾手可得。 

《人过留痕》所整理的这些碑文拓片，最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于为当今学界

的中国天主教学术研究、在华耶稣会士研究以及澳门研究，提供了极为翔实而

又丰富的史料。因为这批拓片的原样收藏于法国巴黎，而在整个大中华圈内并

未见其踪迹，因此可谓具备一定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而整理者和点校者能

够一睹芳容并予以出版，可见其出版的艰难程度和良苦用心；其次，鉴于史料

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它绝对是对当前现有天主教研究动态的有力补充；再

次，《人过留痕》由中山大学梅谦立教授撰写了一篇序言，其中以表格形式详

细罗列并对照了西来传教士的中文和西文名称，对个体历史人物的尊重，不仅

为有心人进行个体史或者微观史提供了切入的角度，而且一种人文主义式的情

怀也自然地溢然纸上，读者也自然地可体会到“人过留痕”潜藏深义；其次，

《人过留痕》对学人考察近代上海传教士的历史脚踪，评议天主教修会之间的

互动，具有极为重要的史学意义；最后，《人过留痕》对学人认知和评议澳门

在传教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多元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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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过留痕》虽然主体成色是一部史学资料汇编，但是，它也并不仅仅只

停留在材料的整理和提供上，相反，它尽可能地将观点、材料和方法进行整合，

使读者和学人尽可能地对历史上这批“已然睡了”的耶稣会士有一个全貌的了

解。比如说，针对耶稣会会宪如何定义“Procurator”一词，以及天主教内与

中国官方对其译名的差异和多元化理解等问题，金国平研究员对之进行了追本

溯源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诠释，《人过留痕》将其收录其中，这其中所

体现出的宗教和神学视角下的解读，自然地凸显了一种建基于历史材料基础上

的宗教思想方法和观点诠释，它自然是对这部史料意义的提升和丰富。 

当然，《人过留痕》在体例编撰上下点功夫，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比

如说，如果可以从来华耶稣会会士的国别角度切入，将所有墓碑拓片进行归类

汇总建立章节，具体说来，由法国来华的耶稣会士归为一章，葡萄牙来华者为

另一章，比利时来华者为又一章，可能更为纲举目张。不过，鉴于法国修士体

量为最，若此体例未免尾大不掉，顾此失彼，难以均衡，不过瑕不掩瑜。总体

说来，《人过留痕》乃今天中国基督宗教史学研究上质量上乘的一部史学材料

汇编，值得从事思想史和神学教义研究的学人去引申、铺陈和演绎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