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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問漁護教思想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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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煥強，歷史學碩士，主要從事港澳臺及海外歷史文獻、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

中國基督信徒直接接觸西學，對促進東西方

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貢獻。近二十年間，隨着一

大批漢文手稿、檔案文獻的整理，17-18世紀中國

天主教徒及其護教著述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
(1) 

值得注意的是，步入晚清，中國天主教徒積極參

與《聖經》漢譯和教義宣揚的文字事工。上海地

區天主教會出版事業尤為繁榮，天主教徒智識分

子在譯介和宗教傳媒業界逐步嶄露頭角。其中，

李問漁 (1840-1911) 即為一典型人物。作為近代

著名華籍天主教神哲學家、教育家和報業先驅，

他在宣揚天主教教義和護教方面建樹頗多。迄今

為止，學界關於李問漁與西學研究主要關注其與

天主教會報刊出版、西方政治和神哲學等西學知

識的譯介。
(2)
 繼明清之際天主教徒張星曜之後，

李問漁的著述亦較為系統地反映出其護教思想。

本文通過對李問漁之《理窟》和《續理窟》及其

它相關著作的分析，或可窺豹一斑。

以《理窟》與《續理窟》為中心

李問漁生平

李問漁生於江蘇川沙縣(今屬上海)唐墓橋鎮之

西李家，是一個天主教徒家庭。世居南匯縣之沙

圖村，自二世祖李天培始遷居上海縣東四牌坊。

二世祖之子李永錫入贅居於南邑張江柵龔氏，育

有四子，其中一子名如濱，承繼家業，遷居上

海。
(3)
 龔氏為教友之家，李永錫入贅後亦“進

教”。李問漁著《理窟》自序中云：“自先祖奉

教以來，業已八世。”
(4)
《李氏家乘》關於家族

信教記述甚為詳細：

我族素奉天主教，其原始已不可考，迨康

熙、雍正間，因時局關係，四世二房如濱公因居

在申改奉佛教，其大房如渭公、三房如淵公、四

房如源公原居張江柵，至今仍奉天主教。
(5)

自晚明天主教入華以來，明清中國天主教徒智識分子積極撰寫漢語護教著述。晚清公教

作家、耶穌會士李問漁(1840-1911)生於華籍天主教徒世家，創辦天主教會報刊，筆耕不輟，

著作等身。其中，護教著述以《理窟》和《續理窟》為代表。兩部著述充份反映了李氏的護

教策略和思想，即寓宣揚天主教神學教義和道德倫理於引介西學、闢斥儒釋道並呼籲移風易

俗。這兩部護教著作豐富了漢語神學護教著作的言說風格，既是李問漁在江南傳教實踐見聞

的寫照，也反映了晚清公教作家溝通中西、革新社會風貌的人文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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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此訪問，徐宗澤斷定，李問漁一族信奉天主

教“當在清初”。《川沙縣誌》載：“本邑人

民，除多數於習慣上信仰佛教外，以天主教為最

盛。”
(6)
 李氏家中聖堂名曰“聖瑪穀堂”。建堂

一百週年紀念典禮上，李問漁主禮，並撰有〈聖

瑪穀堂記〉掛於堂內，是為堂史。

1852年，李問漁入徐家匯聖伊納爵公學(今徐

匯公學)，與馬相伯 (1840-1939) 為同學，都在晁

德蒞(Zottoli Ange, 1826-1902) 
(7)
 門下學習。1853

年至1874年間，晁德蒞出任徐匯公學校長。
(8) 
李問

漁原名浩然，至1872年校閱其導師《真教自證》

時仍用該名 
(9)
，其後改名為“杕”。李氏號大木

齋主，字問漁，聖名勞楞佐 (Laurentius)。畢業後

的1862年，李問漁“棄家修道，入耶穌會”
(10)
，

和馬相伯同為從上海耶穌會大修院招募的見習耶

穌會士。1872年，李問漁晉司鐸，成為上海傳教

使團的神父。1876年，馬相伯離開耶穌會，但仍

與耶穌會保持密切聯繫。之後，李問漁接替他擔

任徐匯公學校長，先後創辦《益聞錄》(1878)、

《聖心報》(1887)，並兼任兩報主編。《益聞

錄》由土山灣印書館承印，是中國天主教史上最

早出版發行的報刊。初為半月刊，自第11期改為

週刊。1898年與《格致新報》合併為《格致益聞彙

報》，即後來的“土山灣《彙報》”。李問漁去世

後旋即停刊，次年推出《教務雜誌》代之。《聖心

報》為教徒善會“祈禱宗會”機關報，宗旨是“禮

敬耶穌聖心”，每月一期，面向全國發行。該報

刊載宗教性文章和通訊，編排有“恭錄上諭”、    

“教皇諭旨”、“西報摘錄”、“申新兩報摘

錄”等欄。他一度擔任震旦學院總教席兼哲學教

授、南洋公學教師。李問漁傾注相當的心血推廣

西方近代教育和科學。震旦學院乃教會學校，在

學部管制之外，李氏得以開設哲學課程，編譯西

書《哲學提綱》作為教材。
(11)

李問漁以創辦報刊、翻譯書作、力行傳教聞

名清末江南天主教會。《善導報》1914年刊載悼

辭，稱李氏“鐸德傳遐邇，循循善誘人；精修不

知老，著作先等身。所學堪希聖，斯文總人神；

平身得意處，天國證前因。”
(12)
 由土山灣《經

書總目》和《上海慈母堂印書館經書價目表》可

知，1871年至1911年間，李氏編撰、翻譯的各

類書冊達七十冊 
(13)
，而非原先統計的“所著十

八種，所譯三十九種，所編四種”
(14)
。這些著述

中，大部分是譯自拉丁文和法文的天主教神學書

刊。翻譯《聖經》，李問漁因之被譽為“偉大的

公教作家”。《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

還輯錄有〈李公問漁書劄〉。
(15)
 李氏終其一生，

曾往上海松江、南匯、青浦和安徽陰山、建平、

水東、潁州、寧國等地傳教。
(16) 
李問漁身兼耶

穌會教職，且為在上海天主教會機構服務的民間

智識分子，興辦報業、翻譯西方人文學科著作、

管理學校、兼任教職，以期實現“西學救國”之

理想。

護教著作《理窟》與《續理窟》簡介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在近代教會出版業享負盛

名，在出版書目的種類和數量上都獨佔鰲頭。和

李問漁的其它著述一樣，護教著作《理窟》和《續

理窟》均在慈母堂印書館刊印。《理窟》初刻於

1886年，1901、1909、1916、1920、1930和1936

年一再翻印。而《續理窟》則為李問漁遺著，友

人為之搜集編次整理而成 
(17)
，至1915年方才問

世，1926年和1936年再版。
(18)

李氏所著《理窟》，蓋取名自北宋理學家張

載 (1020-1077) 之《經學理窟》一書。“理窟”，

意指義理之淵藪。
(19)
 李問漁解釋取名“理窟”原

因曰：“蓋自信不文，詞鋒莫競，而理則出自正

教，千古不磨也。”
(20)
 李氏將其在1879年《益

聞錄》登載的“歷年論說增刪潤色匯積”約百篇

而成此書。關於《理窟》梗概，時任提刑按察使

司按察使安盧滁和道丁峻所作之序有云：“上溯

主宰奇功，下述格致要理，以及彰善惡，易俗移

風 [⋯⋯] 並引證教中軼事，以明傳教之意。”
(21) 

而其大旨意在“以黜邪崇正原始返終為主，與      

《聖經》所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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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大義一以貫通，並無二致”
(22)
。是故，該

書為護教之作無疑。

晚清教案頻仍，各類反教謠言四佈。揭帖、

謠言中不乏以儒釋道三教為正教，指天主教為外

來邪教。民教緊張情勢之下，李問漁所著《理

窟》似乎繼承了明末清初中國天主教徒排擊佛

老的護教策略。李問漁在自序中抨擊“佛氏尚空

無，說多荒誕”，“道家尚仙真，事皆穿鑿”；

又指儒家有不足之處云：    

“儒士誠意正心，學問中正。

而昭事之典，修省之功，身後

之報，皆略而不明。平心衡

量，每歎厥如！”
(23)

明清中國基督神學內涵有

其一貫性，即護教著作的對象

主要是佛道二教及中國社會的

迷信風俗觀念。明清之際，中

國天主教徒排擊佛老的護教代

表作應為杭州張星曜所著《通

鑑紀事本末補後編》。這部手

稿反對儒釋道“三教同源”

之說，徵引先儒闢佛道之

說，以保衛道統。
(24)
 此一時

期，中國天主教徒 (Chinese 

Christ ian converts)  肯定儒

家經典的同時，努力尋求儒

家與天主教的契合之處。
(25)
 

張星曜尊崇古儒，斥“今儒”

為“俗儒”，提出天主教與儒

家之關係為“天學合儒”、  

“天學補儒”與“天學超儒”。
(26)
 

然而，李問漁成長於天主教信徒

世家，“耳濡目染，所知確切，夙

欲著一闡道之書，刊行問世”。可

見，李氏已然沒有天儒之間身份

認同的困惑，因而尋求另一種信

仰自覺，即獨尊“天學”：

惟我天主正教，創自乾元，垂自太始。

炎漢時大造降凡，重仲旨令，修激淑人之

學，至於此而大成，較三教昉於古人，相懸

不啻天壤。
(27)

因之，李問漁著《理窟》，分九卷：“一、

主宰論；二、耶穌傳；三、天主教論；四、道教

論；五、佛教論；六、儒教論；七、異端論；

[圖1] 聖心報土山灣博物館

[圖2]  〈理窟序〉副本 澳門聖若瑟修院 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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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魂歸論；九、敦俗說。”《續理窟》雖未分

章論說，然則大旨與《理窟》一脈相承。

李問漁於《理窟》自序末尾提示讀者“會其

理而略其詞，則崇正絕邪，肇端乎此”，即把握

寓意，不必拘泥於字句。護教著述因文辭被曲解

在所難免。筆者認為，明清間天主教、儒家和佛

教之間的多次辯難，各方都有誤解對方經典的因

素在內。現今一批學者宣導“亞洲神學”，提出

跨文本閱讀和經典詮釋的研究進路 
(28)
，關照這

一段歷史，必將有助於提高比較宗教研究和宗教

間對話的水準。

獨尊天學的文本實踐

李問漁之《理窟》共九卷，兼及天主教、儒

家、佛教、道教和中國民間信仰風俗習慣。從分章

結構看，作者欲立天主教之論說，破中國儒釋道及

民間信仰風俗。言說風格主要採用“論” “辯”、

書信答問與“考”等文體，格物以求 “真知”。

李問漁的護教著述有着鮮明的時代烙印。咸

同以後，全國各省間有教案發生。因中外條約的

規制，清廷官方惟有消弭民教紛爭，而反教話語

權逐步落入地方士紳手中。士紳興起教難，主要

手段即大造謠言，煽惑民人起來打教。士紳作為

地方菁英，組織迎神賽會、祭祀祖先的儀式等，

熟稔於宗族群居下庶民之民風與信仰觀念，而貧

民借此維護宗族和聲望獲得救濟。利用佛道和民

間信仰與天主教對壘，張貼匿名(或化名)揭帖、散

發反教版畫書冊，製造恐慌，煽動仇恨情緒。縉

紳老練地使用此一手法，成功激起暴力衝突，以

至打砸搶燒、教民致命。1891年周漢反教案中，

〈謹遵聖諭闢邪全圖〉被外國在華外交官、教士

和商人視作暴力反教的禍端。
(29) 

1900年爆發的義

和團運動中，相當數量的無辜教民被殺害。李問

漁對此尤為關切，專門著有《拳禍記》和《增補

拳匪禍教記》。李氏《拳禍記》中云：“從未聞

起朝臣。初無二志，以忠義為美名，以宗社為孤

注，直至大難不可收拾。”
(30) 
這裡指的就是鼓動

民人鬧教的縉紳，打着“謹遵聖諭”、“扶清滅

洋”的旗號以示忠義，利用地方宗族民團力量暴力

反教，終釀成流血衝突。總起來看，李問漁除了推

理論述天主教教義、鼓動民人崇奉天主教外，假借

宣揚西學、闢斥儒釋道和移風易俗的手法護教。

一、寓護教於宣揚西學

李問漁之學識會通中西，並以西學新知闡揚

其獨尊耶穌為萬物主宰的神學觀點。論及“萬物

必有主宰”，李杕引“天象”(天文)、“輿地”   

(地質)、“鳥獸”(生物) 和“輿論”(歷史人文) 

以為證。李氏將天文景觀歸因於“極大主宰”：

日生於東，月生於西，雙丸之運行未嘗

紊，四時遞嬗未少差，三辰不以常照而失明，

列宿不以久懸而或墮，靜言思之，豈不奇哉！

[圖3] 《理窟》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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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一椽之屋，非匠不成；一燈之光，非膏不

繼。況青冥九野，碧落三霄，其所以覆我者如

此其高，其所以臨我者如此其大。苟無有宰制

之神，安能致此？
(31)

而“輿地”、“鳥獸”和“輿論”亦莫不如此。

然於赫胥黎、達爾文之“進化論”以及嚴復

所譯《天演論》，李問漁多次撰文駁斥。除《續

理窟》收錄之〈萬物初生不能漸自變類說〉、〈達

氏變類之說絕無憑證說〉、〈萬物變類之說不合哲

學說〉等多篇外，〈天演論駁議〉為學界熟知。

李問漁多次反對和批駁嚴復之天主教禍國論。
(32)
 

嚴復所謂《天演論》有兩個層面，一即生物界，

一即社會政治。李問漁持天主教萬物由上帝所造

之論和倫理觀，雜糅當時西方科學知識和中國史

事加以附會。達爾文“進化論”謂宏觀而漫長的

演變歷程，嚴復轉而用以論證於社會演進。李問

漁卻往往以個案駁之，似有意曲解，不免牽強。

李氏辯說雖不十分縝密，但彰顯了其竭力維護天

主教教理的立場。

二、寓護教於闢斥儒釋道

耶穌乃天主教最重要之神學人物，李杕專闢

一卷敍說耶穌生平之故事，並撰四字讚文。該卷

將三位一體、耶穌降生、人間神跡、十字架受

難、天主無形無聲等教義融匯其中。繼前文打破

中國傳統太極為主宰之說，樹立起天主教之主宰的

神學形象。接着闢斥佛道二教，涉及釋道源流、科

儀法術、神祇、典籍、寺觀等，列舉數十條，夾敍

夾議，逐條申辯。各條論說獨立成文，與張星曜之

《通鑑紀事本末補後編》頗為相似，此不贅述。

需要指出的是，李氏獨尊天主教，並未絕對

排斥儒學經典，更援儒證教。近代中國基督宗教

將《聖經》中的“God”譯為“上帝”。“上帝”

一詞，多見於古代典籍，意即“一切之主宰”。 

“上帝”在《聖經》漢譯和接受的過程中，逐步

顛覆性地異化為基督宗教的專有名詞。
(33)
 李問漁

亦引四書六經及註疏為證：

上帝之名，出自六經。其義言造化之大

元，至尊無偶。雖堯舜湯武之仁，不得僭其

號。故《易·說卦》云：“帝出於震。”朱註

曰：“帝者，天之主宰也。禮天子以元日祈穀

於上帝，是上帝為士人所當祈者。”
(34)

援儒證教又見於〈萬物一體辨〉、〈天地元

質考〉、〈形天無靈論〉等篇。儒家所謂“五

常”，天主教亦從之，且為普遍之倫常真理：

從來上下之分，最嚴且重。父母生我，君吏治

我，師傅教我，皆我長也。上主立法，忠孝為本。

不忠其君，不孝其親，不敬其師，皆我教之罪人。

故善信之士，守法奉公，承歡繼志，遠勝於凡輩，

否則名在教，而實不守教，大逆主宰之本心。
(35)

[圖4] 《續理窟》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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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李杕批判性地比附儒學，自然不乏辨

析之論。李杕簡述《周易》“太極”概念之衍

變，又推理得出“太極不能生物”：

天地萬物皆太極所生，別無元宰。殊不

知先靜而後動者，其必自欲動而動，或為他

物所動，而不得不動耳。顧自欲動者，必先

有意；能有意者，必先有知。太極為二氣之

理，依附於物，未嘗自立。欲其志意從心，

主持動靜，我知其不可。則生物之原，別有

所屬，非太極也。
(36)

因而指太極生萬物之說為“扞格之論，欲索解人

而不可得者”
(37)
。官紳民“報本”，祭祀祖先之

儀禮，深受儒釋道文化之浸染。追溯儒釋道之

史，李氏認為三教皆不及耶教：“古人如先儒

佛老之徒，俱生開闢之後，無歸天之真憑，不

得與主宰同欽，亦不得享我供奉，祀之即為犯

誡。”
(38)
 於民間信仰習俗，他又言：“世俗所

尚算命測字擇日相面諸事，荒誕不經。”
(39)

科舉制度下，官紳廣建惜字塔，供奉倉頡、

文昌、孔聖等神位，宣揚“敬字惜紙”、重視文

教的觀念。鄉間敬字亭等建築乃儒士企圖維護自

身的社會政治地位、渲染自我認同而為之
(40)
，

      

此即文字的不公正性 
(41 )
。李問漁專闢“惜字

之妄”：“緹緗蒲竹，無非日用所資，而何足

惜”；“夫紙墨之資，生成美材也；字畫之跡，

後起人力也，不以暴殄為不敬。”“惜字之說，

不見經傳”；“前代聖賢，並無惜字之說。”李

氏又闢斥儒士供奉文昌、孔聖，反詰道：“孔子

文昌俱非造字之人也，祭非其鬼，猶以為諂，況

奪人之功，以為己力，豈孔子文昌之所為哉”，

故後世文人“背棄芳型，偏崇謬論”。文士追逐

功名，在於 “氣質之精粗”、“致功之勤怠”，

否則“終身埋沒於破紙堆中”
(42)
。

[圖5] 《聖心報》之〈本館李問漁司鐸逝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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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寓護教於移風易俗

清末民初，民眾普遍關注政治變局，而漠

視“道德風紀之改良”。李氏友人在整理其遺著

後云：“立言本旨要在正風俗、破迷信，貫穿科

學，歸本真銓，卓然成一家。”
(43)
 諸如病家捨

醫求神、挖眼剖心之謠言以及風水測字等，也祇

有在基層傳教，才有如此細膩的感觸，並在護教

著述中充份展現。

李問漁將天主教關於生老病死、婚喪嫁娶的

思想觀念匯於護教著述，以期改良社會風俗，是

為本書的一個面相。晚清政局劇變，社會風俗隨

之改易。《東方雜誌》曾發表社評，提出“改

良”的內容，即“上之所操者政，下之所習者

俗”
(44)
。智識分子透過報刊“鼓吹破除迷信、

陋俗，暗示地主張科學理性的精神，並且強調‘國

家’與‘國民’之間的連結、建立富強國家，以

擺脫當前民族困境”
(45)
。西方教會在華興辦醫

院、學校、出版社、孤兒院等社會福利機構，思

想學說活躍，社會風尚趨新。民眾的認知空間空

前擴大，新知潛意識下轉變為“常識”。報業發

達的大城市，人口流動頻率高。報刊走出口岸城

市租界，深入內陸腹地 
(46)
，成為獲取資訊的直

接來源，陌生人構成的新社會需要傳媒來重新凝

結。作為報人的李問漁加入其中，積極撰寫啟蒙

文章，責無旁貸。李氏著《拳禍記》首言“拳匪

偽術愚人禍國”，再論“拳匪禍教”。

中國天主教信徒摒棄傳統祭禮，“鄉曲小

民”常以此誣衊教民“不敬祖宗”，李問漁稱 

“其言謬甚”。借抨擊厚葬祭祖之“陋俗”，宣

揚天主教的敬祖思想觀念，推崇天主教的喪葬儀

式。李氏認為：“敬祖之誠，當在實行，不在虛

文。[⋯⋯] 以故陳衣薦食，燒楮焚香，皆無用之

虛舉。”
(47)
 而天主教“孝親，遠出其右：生則

養之，終則哀之。自父母瀕危伊始，積月累年，

誦經行禱，立善功，勤施捨，祈大造拯拔其魂，

早享上天之福，較之世俗之妄，不亦愈歟”
(48) 
。

李氏注意到有喪家停棺數月，遍地尋求風水寶地， 

“為術士所欺”，靡費不堪。華人身體“不潔”、

居處環境“污穢”、“不衛生”的形象常常見諸報

端。
(49)
 長期停靈在屋內，尤其是“窮戶小家，人

稠室陋”，如此“在家者染瘟生死同居”，“累年

積歲，棺益毀、人益貧”
(50)
，因故提倡薄葬。

事死如生，慎終追遠，厚葬、祭祀除了盡孝

道、感念祖先恩德之外，還有鬼魂信仰的因素在

內。《理窟》和《續理窟》於闢斥鬼魂信仰着墨

甚多。佛教關於人之身後世界與其因果輪廻說密

切關聯。善惡報應，六道輪廻。人死後會因身前

作為入三善道(天道、人道、阿修羅道)或三惡道   

(畜生道、餓鬼道、地獄道)，李杕在《理窟》第五

卷中一一申斥。然儒學《易經》、《左氏春秋》

亦言魂，“死亡曰埋魂”，“人各一魂”，“陽

氣為魂”，“人死魂散”。
(51)
 人死又為鬼，鬼乃

邪神。民間喪儀上道人寫鬼字畫鬼像、鬼符(如破

血湖儀式中的地獄厲鬼像)，行通鬼之術(如，關

亡)、禳鬼之儀。借由符術“非常”之力，溝通、

剋治仙界或精鬼界，維持世間或身體的平衡。
(52)
 

供奉、祭拜祖先的靈位，族人認同祖先已化為庇

護家族之神。庶民“稍受風寒感冒，不思就正於

醫，輒欲求祐於鬼”，或延請道人畫符治病、僧

人作法招魂驅鬼，“乞鬼陰助”，或投錢給“某

寺之佛”，或備菜供奉“某廟之神”。世人既懼

怕邪鬼，又期求得到鬼神和祖先鬼魂的庇祐。 

“蘇俗治病不事醫藥，妄用師巫，有‘看香’      

‘畫水’‘叫喜’‘宣卷’等事，惟師公師巫之

命是聽”。
(53)
“吳俗尚鬼，病必延巫，謂之‘看

香頭’。”
(54)
 然而，此種包含迷信思想的“中

醫”療法亦為當時的醫學傳教士所詬病。
(55)
 民人

還會把罹患疑難雜症歸因於品行不端 
(56)
，不願與

鄰人知曉，求助於僧道，延誤病情。

晚清報界亦有宣導“文明結婚”的新式婚

禮。《女子世界》曾登載復旦公學學生張鞠存

之妻王忍之擬入務本女學堂讀書的消息 
(57)
，且

婚禮儀式簡化為奏唱新婚專用樂歌、介紹人宣讀

證書、來賓演講等 
(58)
。關於家庭婚姻，李氏提

倡一夫一妻，反對休妻。天主教視婚姻契約為聖

事，神聖不可拆散，彼此信實，絕對單一。孔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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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妻，後人列舉七種情形可出妻。李問漁

不以為然，謂伉儷之間，“五者為重”，

即情義、蓄養、儀表、教子、貞靜。
(59)
 

又提倡男女平等，反對買賣奴婢、溺死女

嬰。
(60)
 婚姻自主，女性可守貞不嫁。創立

女學，提高女性受教育水準。
(61)

結 語

李問漁的護教論說以《理窟》和《續

理窟》為代表。與明末清初純宗教對話式

的天主教漢語神學著作比較，李著有着鮮

明的時代特性和濃厚的鄉土氣息。李氏獨

尊天學，雖引儒學經典為證，亦以順應和

服務於論證天主教神學思想和道德倫理的

合理性。李著豐富了漢語神學護教著作的

言說風格，雜以西方新學，闢斥儒釋道，

宣導移風易俗。雖不乏牽強附會之說，然

於宣揚天主教教理、開啟民智、改良社會

風尚有着積極效用。兩部護教著作既是李

問漁江南傳教實踐見聞的寫照，也反映了

晚清公教作家溝通中西、革新社會風貌的

博大情懷。

【附錄1】：《理窟》目錄

卷一〈主宰論〉：

萬物有主宰論﹣主宰無形論﹣六經上帝與天即言主宰﹣萬物一體辯﹣太極不能生物論﹣天地元質

考﹣形天無靈論﹣地輿無靈論﹣地中異石考﹣地震解

卷二〈耶穌論〉：

耶穌傳﹣耶穌讚

卷三〈天主教論〉：

耶穌為主宰降凡論﹣耶穌推廣天主教說﹣答張仁山問教律書﹣天主教非西洋教說﹣讀景教流行中

國碑頌書後﹣天主教為主宰真教說﹣天主教化俗論﹣天主教被誣辯﹣教士不娶論﹣天主教禁娶妾

論﹣天主教禁出妻論

卷四〈道教論〉：

老子譜系考﹣道教本旨考﹣道教起源於黃老辯﹣書張道陵傳後﹣仙人辯﹣八仙考﹣屍解考﹣論養

生﹣論道家理所﹣論道士﹣齋戒論﹣符篆論﹣道場論﹣道家上帝辯﹣城隍神論﹣西王母考﹣三清

辯﹣關壯繆論﹣張仙考﹣王靈官考﹣書三茅君傳後

卷五〈佛教論〉：

佛考﹣千佛論﹣論佛性﹣劫數辯﹣佛法入中國考﹣論闢佛﹣觀世音論﹣僧考﹣方丈說﹣尼說﹣僧

衣考﹣參禪辯﹣梵書考﹣佛說觀無量壽佛經書後﹣誦佛經論﹣佛經須彌山辯﹣塔考﹣釋家道場

[圖6] 《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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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因果無憑論﹣天道辯﹣人道辯﹣阿修羅道辯﹣畜生道辯﹣餓鬼道辯﹣地獄道辯﹣地獄問答﹣

戒殺生論﹣放生論

卷六〈儒教論〉：

儒教論﹣古儒真訓多失傳說﹣歷朝遺書考﹣大學中庸考﹣孟子考﹣毛詩論﹣小戴禮考﹣今儒論﹣

文昌主科第辯﹣三教堂論

卷七〈異端辯〉：

風水論﹣論測字﹣相術論﹣論推命﹣擇日論﹣祀竈說﹣回煞辯﹣雷齋辯﹣鳥鵲吉凶辯﹣燒衣燒紙

論

卷八〈魂鬼論〉：

原魂﹣人各一魂說﹣陽氣為魂辯﹣人死魄散辯﹣說鬼﹣病家捨醫求神說

卷九〈敦俗說〉：

論女子守貞不嫁﹣創立女學論﹣溺女論﹣保嬰說﹣購買奴婢說

【附錄2】《續理窟》篇目

編號 篇名

1 物數推原說

2 太極非生物之原惟為物之原質論

3 萬物初生不能漸自變類說

4 達氏變類之說絕無憑證說

5 萬物變類之說不合哲學說

6 物無化生之理說

7 猴不能變人論

8 植動物生動之原不出於元質論

9 元質非自有論

10 萬物受生於神靈論觀萬物之妙知必有造

物主亭毒說

11 天皇地皇人皇辯

12 萬民同祖論上

13 萬民同祖論下

14 盤古論

15 生民以來年數考

16 論人生當以欽崇主宰為首務

17 欽崇主宰不可無禮論

18 天下必有真教論

19 天下真教獨一無二論

20 論真教非主宰不能立

21 論辨教三法說

22 靈跡解

23 主宰立教必有奇大靈跡說

24 靈跡不可輕信說

25 預告後事足徵真教說

26 論人不奉真教之非

27 立國不可無真教說

28 國富強必須崇真教說

29 真教十誡說

30 苦口語

31 挖眼剖心辯

32 辨雍陽逸士弭鬧教堂之患說

33 蘇報教案論書後

34 辨蘇報大乖教旨一則

35 讀五洲教務論書後

36 教育與宗教不可混為一論書後

37 宗教與新學枘鑿不相容辯

38 辨滬報民教論

39 駁新聞報五茸秋訊之非

40 讀國風報羅瑪教皇之將來論書後

41 前題續

42 求雨論

43 論占夢

44 釋相

45 齋素論

46 雷擊惡人辯

47 停棺不如薄葬說

48 龍王論

49 棉花生日辯

50 古人狂言述

51 論性

52 人心道心論

53 作事宜憑良心說

54 傲為首惡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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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戒淫說

56 論淫詞小說之害

57 論淫戲之害

58 釋懶

59 戒醉酒說

60 釋怒

61 論妒

62 戒貪財說

63 論施捨

64 戒裸體說

65 慎言說

66 天下通病說

67 原勇

68 百事空虛說

69 古今大戲場說

70 名譽富貴非真福說

71 地獄說

72 天神論

73 中國宜創恤瞽院議

74 郊天論

75 救護日月食論

76 惜字論上

77 惜字論下

78 論訂婚

79 交友論

80 冥資助賑贅言

81 彗孛非妖星論

82 世外有無生人論

83 延壽說

84 論祭祖

85 論主傭人之責

86 利弊論

87 心有怪疾說

88 招生人之魂論

89 招死人之魂說

90 論冥婚

91 魂不飲食論

92 陳氏靈魂學辯

93 人死為鬼辯

94 鬼無形聲說

95 論惡鬼多能

96 邪鬼誘人作惡論

97 論鬼病

98 論畜魂

99 畜魂無靈論

100 畜魂無形論

101 論畜魂始終

102 巫說

103 萬國文字同異考

104 釋夢

105 釋魘

106 教瞽食力說

107 閱書宜知辯理說

108 多設公書室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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