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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學家傳》考釋

摘   要  《道學家傳》是一部記述明清時期來華耶穌會士傳記與著述的專書，歷來
為國內外學界所關注。然而，由於異名殊多，加之許多版本目前已很難見
到，學者們難以窺其原貌，導致關於《道學家傳》的論述往往不大準確，
甚至訛說相傳。本文爬梳中外文獻並借鑑已有研究，對《道學家傳》論述
中存在的問題進行詳細考釋，並就一些尚可深入 的問題作進一步討論，以
期廓清訛說，對《道學家傳》有一個完整、準確的認識。

關鍵詞  《聖教信證》；《道學家傳》；《泰西著述考》；柏應理；南懷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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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晚 明 以 降， 以 意 大 利 傳 教 士 利 瑪 竇
（Matteo Ricci ,  1552–1610）為代表的耶穌
會 士 踏 足 中 土 ， 採 用 “ 書 籍 傳 教 ” 1 的 方 式 向
中 國 人 傳 教 。 首 位 獲 准 在 華 居 留 的 耶 穌 會 士
羅 明 堅（Michele Ruggier i ,  1543–1607）
即認識到：“書籍是最能言的，又是最有效的，
它 能 責 備 中 國 人 生 活 的 無 系 統， 而 不 致 傷 及 他
們 的 雅 意； 它 能 光 照 他 們 的 心 地， 而 不 致 和 他
們 的 理 智 發 生 衝 突； 可 以 使 他 們 在 不 知 不 覺 之
中認識真理。” 2 利瑪竇亦指出：“在中國有許
多 處 傳 教 士 不 能 去 的 地 方， 書 籍 卻 能 走 進 去，
並 且 仗 賴 簡 捷 有 力 的 筆 墨， 信 德 的 真 理， 可 以
明 明 白 白 地 由 字 裡 行 間， 透 入 讀 者 的 心 內， 比
用語言傳達更為有效。” 3 尤其“在該帝國中，
文 化 如 此 昌 盛， 以 至 於 在 他 們 之 中 只 有 很 少 的
人 不 會 讀 某 種 書。 他 們 的 所 有 教 派 都 更 應 該 是
以 書 籍 的 手 段， 而 不 是 以 在 民 間 的 佈 教 和 演 講
的 方 法 來 傳 播 與 發 展 的。 這 種 做 法 曾 為 我 們 的
人 向 基 督 徒 傳 授 必 要 的 日 課 經 提 供 了 很 大 幫
助。 因 為 他 們 或 自 己 閱 讀 或 讓 其 親 屬 朋 友 為 其
閱 讀 刊 本 基 督 教 理 書 時， 立 即 就 能 牢 記 心 田，
而且那裡從來不缺乏能閱讀書籍的人” 4。

用 中 文 寫 成 的 書 籍 除 了 在 中 國 境 內， 還
能 在 漢 語 圈 的 日 本、 朝 鮮、 越 南 等 地 流 行，
“ 日 本 人、 朝 鮮 人、 交 趾 支 那 的 居 民、 琉 球 人
（Leuchians） 以 及 甚 至 其 他 國 家 的 人， 都
能 像 中 國 人 一 樣 地 閱 讀 中 文， 也 能 看 懂 這 些
書 ” 5。 以 羅 明 堅、 利 瑪 竇 從 事 中 文 著 譯 為 嚆
矢， 之 後 接 踵 而 至 的 天 主 教 士， 尤 其 是 耶 穌 會
士， 大 多 勤 於 著 譯， 留 下 大 量 西 學 漢 籍。 據 李
天 綱 估 計， 明 末 清 初 有 關 天 主 教 的 漢 文 文 獻，
應該不少於 1,000 種。6 肖清和對法國國家圖書
館、 羅 馬 耶 穌 會 檔 案 館、 梵 蒂 岡 圖 書 館、 徐 家
匯 藏 書 樓 等 收 藏 機 構 進 行 統 計， 指 出 明 末 清 初
天主教中文書目至少達 2,277 部。 7

《 道 學 家 傳 》 作 為 一 部 記 述 明 清 時 期 來 華
耶 穌 會 士 傳 記 與 著 述 的 重 要 文 獻， 學 界 對《 道
學 家 傳 》 的 相 關 論 述 中 仍 存 在 一 些 問 題。 本 文
將 爬 梳 中 外 文 獻 並 借 鑑 已 有 研 究， 並 就 一 些 尚
可 深 入 的 問 題 作 進 一 步 討 論， 以 期 廓 清 訛 說，
對《道學家傳》有一個完整、準確的認識。

一、韓霖、張賡《聖教信證》版本辨析

自 西 漢 劉 向、 劉 歆 父 子 開 創 編 纂 目 錄 學 的
傳 統 後， 纂 修 書 目 歷 代 綿 延 不 絕， 官 修、 私 修
目 錄 俱 蔚 為 大 觀。 受 此 影 響， 一 些 中 國 士 大 夫
教 徒 感 於“ 諸 鐸 德 之 嘉 言 懿 行 …… 難 於 收 羅，
紀略反多註誤” 8，便着手編纂天主教中文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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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目， 最 早 者 即 為 明 韓 霖、 張 賡 合 著 的《 聖 教
信證》所附《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

韓 霖（1596 ？ —1649）， 字 雨 公， 號 寓
庵，山西絳州（今新絳縣）人，1621 年中舉人，
由艾儒略（Giul io Aleni ,  1582–1649）施洗，
教 名 多 默（ 也 作“ 多 瑪 斯 ”，Thomas）。 韓
霖曾從徐光啟學兵法，從高一志（又名王豐肅，
Alfonso Vagnone，1568—1640）學炮術。
在 傳 教 方 面， 他 曾 在 山 西 建 立 教 堂， 積 極 配 合
高一志傳教。 張賡（1570—？）， 字夏詹， 又
字明皋，號昭事生，福建泉州晉江人，1597 年
中舉人，1621 年在杭州由艾儒略施洗，教名瑪
竇（Matthieu）。奉教後，他積極協助傳教士
與楊廷筠等教眾傳教。

韓 霖 與 張 賡 如 何 結 識， 經 眼 史 籍 未 載， 很
可 能 因 二 人 同 由 艾 儒 略 施 洗， 韓 霖 又 曾 南 遊 杭
州 之 故， 二 人 就 此 結 識 並 合 著《 聖 教 信 證 》，
該 書 於 順 治 丁 亥 年（1647 年 ） 初 刻 於 北 京。9

費賴之（Louis Pf ister,  1833–1891）謂“其
書 一 六 六 八 年 及 一 六 七 四 年 刻 於 北 京 ” 10， 徐
宗澤則推測“大約一六七二年重印過一次” 11。
另據方豪考證，《耶穌會士姓氏著述》（即《耶
穌 會 西 來 諸 位 先 生 姓 氏 》）“ 現 有 兩 刻 本： 甲
奉止於康熙十七年（1678 年），有陸希言序；
乙本止於二十三年（1684 年 ）” 12。 如果筆者
推測無誤，“兩刻本”應指《聖教信證》刻本，
而非《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之單行本。

現 藏 於 法 國 國 家 圖 書 館（Bibl iothèèque 
Nat ionale de France）， 古 恒（ 也 作“ 古
蘭 ”“ 古 郎 ”，Maurice Courant） 氏 編 目
為 6903 的《 聖 教 信 證 》， 書 首 為 韓 霖 作 於 順
治丁亥年（1647 年）陽月既望（農曆十月十六
日）的“敘”，接着是《聖教信證》，署名“後
學 晉 絳 韓 霖、 閩 漳 張 賡 暨 同 志 公 述 ”； 最 後 為

《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同樣署名為“後
學晉絳韓霖、閩漳張賡暨同志公述”。13 按韓霖
為 明 朝 人，“ 敘 ” 題 稱“ 順 治 丁 亥 ”， 方 豪 認
為“‘ 順 治 丁 亥 ’ 之 年 號， 乃 後 人 所 加， 或 後
人 所 改 ” 14， 周 岩 稱 此“ 當 為 不 得 已 而 又 不 失

合 理 之 解 ” 15。 當 代 有 學 者 以《 耶 穌 會 西 來 諸
位 先 生 姓 氏 》 漏 記 高 一 志《 神 鬼 正 紀 》， 否 認
韓 霖 參 與 該 書 目 的 編 纂， 認 為“ 韓 霖 只 參 與 過
《 聖 教 信 證 》 的 寫 作，《 耶 穌 會 西 來 諸 位 先 生
姓氏》則為康熙年間刊行時所附加” 16。這種看
法未免武斷。因為《聖教信證》內明確云：“臚
列 姓 名 附 後， 並 詳 初 至 之 年， 及 所 著 之 書 ……
論 明 季 以 來， 入中 國 諸 修 士 所 著 天 教 之 書， 不
下 百 部， 外 講 格 物、 窮 理、 性 命、 曆 法 等 學，
亦有數十部，久行於世，其各書名目詳後。” 17

有學者據此推斷，“《聖教信證》正文題述時，
所 附 諸 位 先 生 姓 氏 已 有 成 稿 矣 ” 18， 這 是 有 道
理 的。《 聖 教 信 證 》 末 又 云：“ 倘 西 來 修 士 復
踵 武 而 至， 尤 冀 後 之 同 學 者 續 輯， 以 誌 源 源 不
絕之意云。”19 後人確實未負韓霖、張賡所望，
不 斷 添 加 教 士 傳 略， 方 豪 即 指 出“ 若 干 教 士 傳
略 則 顯 為 後 人 所 增 ” 20。《 耶 穌 會 西 來 諸 位 先
生 姓 氏 》 署 名“ 後 學 晉 絳 韓 霖、 閩 漳 張 賡 暨 同
志 公 述 ”， 正 是 這 個 緣 故。 方 豪 認 為《 天 主 教
東 傳 文 獻 三 編 》 第 一 冊 收 入 的《 聖 教 信 證 》 即
為 順 治 刻 本，21 此 說 顯 然 有 誤。 按 順 治 帝 駕 崩
於 1661 年 2 月 5 日， 而 書 中 所 記 穆 宜 各、 穆
格 我 兄 弟 一 同 移 塋 於 湖 廣 武 昌 府， 係 發 生 在 康
熙 十 七 年（1678 年 ）， 可 知 其 刊 行 不 會 早 於
1678 年。該版本亦不是上揭方豪所說之甲本，
因 為 其 中 未 有 陸 希 言 序。 至 於 它 是 否 是 方 豪 所
說 1684 年刻印之乙本，筆者不敢妄斷。

二、徐家匯藏書樓《道學家傳》內容及撰者考

費 賴 之《 在 華 耶 穌 會 士 列 傳 及 書 目 》“ 原
序”稱：“南懷仁（F. Verbiest）神甫曾將此
書（ 引 者 註： 指 韓 霖、 張 賡《 耶 穌 會 西 來 諸 位
先生姓氏》）補訂，前有長篇歷史緒言；題曰《道
學 家 傳 》。” 22 概 因 如 此， 後 世 不 少 學 者 逕 稱
韓霖、張賡《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為《道
學家傳》。 23

1996 年， 鍾 鳴 旦、 杜 鼎 克、 黃 一 農、 祝
平 一 等 編 的《 徐 家 匯 藏 書 樓 明 清 天 主 教 文 獻 》
由 台 灣 輔 仁 大 學 神 學 院 影 印 出 版， 其 中 第 三 冊
收 錄 了《 道 學 家 傳 》。 該 本 開 篇 是《 道 學 家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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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接着是《友贈以詩》，然後是三篇序言：
一 是《 教 要 》， 署 名“ 大 明 浙 江 湖 州 府 烏 程 縣
（ 應 為 寧 波 ） 會 元 朱 宗 元 維 城 氏 謹 敘 ”，“ 烏
程 縣 ” 旁 註“ 又 名 鄞 縣 ” 24（ 按： 實 際 上， 烏
程 縣 屬 於 浙 西 湖 州， 鄞 縣 在 浙 東 寧 波， 是 不 同
的兩個地方，當為抄寫者所誤）；二是《道原》，
署名“大清廣東廣州府順德縣舉人鄭交贊序”；
三是《宇宙之內道統惟一》，署名“朱宗元述”。
朱 宗 元、 鄭 交 贊 皆 著 名 天 主 教 徒， 方 豪 的《 中
國 天 主 教 史 人 物 傳 》 中 有 傳。 朱 宗 元 由 陽 瑪 諾
（Emmanuel Diaz, 1574–1659） 施 洗，
教 名 葛 斯 默（Cosmos）。 據 學 者 考 證，《 教
要 》 是 朱 宗 元 為 陽 瑪 諾《 天 主 聖 教 十 誡 直 詮 》
所 寫 序 文，《 宇 宙 之 內 道 統 惟 一 》 則 抄 自 朱 宗
元《 拯 世 略 說 》 第 二 節。 25 序 言 後 是《 原 祖 歷
代 宗 譜 合 中 國 朝 代 年 歷 略 記 》， 篇 幅 較 長， 應
是 費 賴 之 所 說“ 長 篇 歷 史 緒 言 ”， 在 述 及 唐 代
時 加 入了《 景 教 流 行 中 國 碑 頌 序 》。 該 本 的 最
後一部分是《入中國傳教略記》。經筆者統計，
從 利 瑪 竇 開 始， 至 徐 日 昇（Tomáás Pereira, 
1645–1708） 止， 徐 家 匯《 道 學 家 傳 》 共 記 述
了 90 位傳教士傳略，如果加上聖依納爵（San 
Ignacio de Loyola，1491—1556，即耶穌會創
始人依納爵·羅耀拉）和聖方濟各·沙勿略（San 

Francis Xavier, 1506–1552），則為 92 位。

筆 者 認 為 現 藏 徐 家 匯 藏 書 樓 的 這 部《 道 學
家 傳 》 撰 者 應 為 南 懷 仁。 如 此 斷 定 的 根 據 是 馮
承 鈞 致 陳 垣 信 中 曾 明 確 提 到：“ 南 懷 仁《 道 學
家 傳 》， 徐 匯 有 藏 本，《 聖 教 雜 誌 》 曾 轉 載，
似 非 全 帙。” 26 筆 者 翻 檢《 聖 教 雜 誌 》 發 現，
第 14 卷第 2 期（1925 年 2 月 ） 載有《 明末清
初 之 西 教 士 及 其 著 述 》， 其 中 列 利 瑪 竇 中 文 著
作 14 種，徐家匯藏書樓藏《道學家傳》記利瑪
竇中文著作也是 14 種，與古恒氏編目 6903《耶
穌 會 西 來 諸 位 先 生 姓 氏 》 相 比， 二 者 都 漏 記 了
《 同 文 算 指 》。 27 這 說 明 它 們 源 自 同 一 版 本。
章 士 劍 也 指 出“《 道 學 家 傳 》： 南 懷 仁 撰， 徐
家 匯 藏 書 樓 本 ” 28； 沈 定 平 亦 認 為：“ 台 灣 輔
仁 大 學 神 學 院 出 版 的《 徐 家 匯 藏 書 樓 明 清 天 主
教 文 獻 》 第 三 冊， 收 錄《 道 學 家 傳 》 一 書。 該
書 雖 未 著 作 者 姓 名， 據 悉 乃 耶 穌 會 士 南 懷 仁 所
為。” 29

然 而， 不 少 學 者 可 能 因 封 面 有“ 胡 璜 ” 字
樣， 主 張《 道 學 家 傳 》 撰 者 為 胡 璜。 30 胡 璜 的
生 平 事 跡 不 詳， 據《 道 學 家 傳 》 封 面， 可 知 其
字礪隅，號廉堂行一。31 從書末“時維天主降生

圖 1. 左起：利瑪竇、湯若望及南懷仁。（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Public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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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一 千 八 百 六 十 五 年 耶 穌 顯 聖 容 主 日 瞻 禮， 書
於 滬 城 老 天 主 堂 聖 母 無 染 原 罪 公 學， 為 大 清 同
治 四 年 荷 月 十 五 日， 公 學 小 子 胡 方 濟 各 沙 勿 略
書 ” 32 一 句， 可 知 胡 璜 為 同 治 年 間 人。 眾 所 周
知， 古 人 圖 書 根 據 內 容 不 同 而 稱 編、 撰、 著、
述 等， 鮮 見 稱“ 書 ”，“ 書 ” 為 抄 寫、 書 寫 之
意。筆者認為，這裡的兩個“書”字正是此意。
也 就 是 說，《 道 學 家 傳 》 為“ 公 學 小 子 胡 方 濟
各 沙 勿 略 ” 抄 寫， 而“ 方 濟 各 沙 勿 略 ” 很 可 能
是胡璜的教名。當然，也有學者將《道學家傳》

撰者作“佚名”。33

三、《道學家傳》《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
《泰西著述考》關係考

費 賴 之 說 南 懷 仁《 道 學 家 傳 》 係 據 韓 霖、
張 賡《 耶 穌 會 西 來 諸 位 先 生 姓 氏 》 補 訂 而 成；
1889 年，清代學者王韜將《道學家傳》改編為
《 泰 西 著 述 考 》。 34 事 實 是 否 如 此？ 為 方 便 比
較，茲將三者收錄傳教士名錄列表如下：

表一. 《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徐家匯藏《道學家傳》及《泰西著述考》收錄傳教士名錄

序
號

《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人名錄 徐家匯藏《道學家傳》人名錄 《泰西著述考》人名錄

1 聖方濟各·沙勿略 聖依納爵 方濟各·沙勿略

2 利瑪竇 聖方濟各·沙勿略 利瑪竇

3 羅明堅 利瑪竇 羅明堅

4 巴範濟 羅明堅 巴範濟

5 孟三德 巴範濟 孟三德

6 麥安東 孟三德 麥安東

7 石方西 麥安東 石方西

8 郭居靜 石方西 郭居靜

9 蘇如漢 郭居靜 蘇如漢

10 龍華民 蘇如漢 龍華民

11 羅儒望 龍華民 羅儒望

12 龐迪我 羅如望 龐迪我

13 李瑪諾 龐迪我 李瑪諾

14 黎寧石 李瑪諾 黎寧石

15 費奇規 黎寧石 費奇規

16 杜祿畝 費奇規 杜祿畝

17 高一志 杜祿茂 高一志

18 林斐理 高一志 林斐理

19 駱入祿 林斐理 駱入祿

20 熊三拔 駱入祿 熊三拔

21 陽瑪諾 熊三拔 陽瑪諾

22 金尼各 陽瑪諾 金尼各

23 畢方濟 金尼各 畢方濟

24 艾儒略 畢方濟 艾儒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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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史惟貞 艾儒略 史惟貞

26 曾德昭 史惟貞 曾德昭

27 鄔若望 曾德昭 鄔若望

28 鄧玉函 鄔若望 鄧玉函

29 傅汎濟 鄧玉函 傅汎濟

30 湯若望 傅汎濟 湯若望

31 費樂德 湯若望 費樂德

32 伏若望 費樂德 伏若望

33 羅雅谷 伏若望 羅雅谷

34 盧安德 羅雅各 盧安德

35 顏爾定 盧安德 顏爾定

36 瞿西滿 顏爾定 瞿西滿

37 方德望 瞿西滿 方德望

38 聶伯多 方德望 聶伯多

39 林本篤 聶伯多 林本篤

40 金彌格 林本篤 金彌格

41 謝貴祿 金彌格 謝貴祿

42 杜奧定 謝貴祿 杜奧定

43 郭納爵 杜奧定 郭納爵

44 李範濟 郭納爵 李範濟

45 何大化 李範濟 何大化

46 盧納爵 何大化 盧納爵

47 孟儒望 盧納爵 孟儒望

48 賈宜睦 孟儒望 賈宜睦

49 利類思 賈宜睦 利類思

50 潘國光 利類思 潘國光

51 萬密克 潘國光 萬密克

52 徐日昇（Wicolas Fiva） 徐日昇（Wicolas Fiva） 徐日昇（Wicolas Fiva）

53 李方西 李方南 35 李方西

54 安文思 安文思 安文思

55 梅高 梅高 梅高

56 衛匡國 衛匡國 衛匡國

57
穆尼各

（字如德，Jan Mikolaj 
Smogulecki）

穆尼各
（字如德，Jan Mikolaj 

Smogulecki）

穆尼各
（字如德，Jan Mikolaj 

Smogulecki）

58 瞿安德 瞿安德 瞿安德

59 卜彌格 卜彌格 卜理格

60 汪儒望 汪如望 汪儒望

61 成際理 成際理 成際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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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張瑪諾 張瑪諾 張瑪諾

63 利瑪苐 利瑪弟 利瑪第

64 王若翰 王若翰 王若翰

65 聶仲遷 聶仲遷 聶仲遷

66 傅若望 傅若望 傅若望

67 劉迪我 劉迪我 劉迪我

68 洪度貞 洪度貞 洪度貞

69
穆宜各

（字全真，Nicolas Méé tel）
穆尼各

（字全真，Nicolas Méé tel）
穆宜各

（字全真，Nicolas Méé tel）

70 穆格我 穆格我 穆格我

71 穆迪我 穆迪我 穆迪我

72 樂類思 樂類思 樂類思

73 林瑪諾 林瑪諾 林瑪諾

74 蘇納 蘇納 蘇納

75 郎安德 郎安德 郎安德

76 吳爾鐸 吳爾鐸 吳爾鐸

77 畢嘉 畢嘉 畢嘉

78 柏應理 柏應理 柏應理

79 魯日滿 魯日滿 魯日滿

80 殷鐸澤 殷鐸澤 殷鐸澤

81 南懷仁 南懷仁 南懷仁

82 瞿篤德 瞿篤德 瞿篤德

83 白乃心 白乃心 白乃心

84 陸安德 陸安德 陸安德

85 恩理格 恩理格 恩理格

86 方瑪諾 方瑪諾 方瑪諾

87 羅迪我 羅迪我 羅迪我

88 楊若瑟 楊若瑟 楊若瑟

89 石嘉樂 石嘉樂 石嘉樂

90 閔明我 閔明我 閔明我

91 鄭瑪諾 鄭瑪諾 鄭瑪諾

92 徐日昇（Tomáás Pereira） 徐日昇（Tomáás Pereira） 徐日昇（Tomáás Pereira）

經 比 對， 南 懷 仁《 道 學 家 傳 》 除 少 了“ 萬
密 克 ”， 多 了“ 聖 依 納 爵 ”， 杜 祿 畝 作“ 杜 祿
茂 ”， 李 方 西 誤 為“ 李 方 南 ”， 字 全 真 之“ 穆
尼各”，另作“穆宜各”，36 其他人名基本相同。
王 韜《 泰 西 著 述 考 》 與《 道 學 家 傳 》 相 比， 除

少了聖依納爵，補入“萬密克”，“李方南”改
正為“李方西”，“杜祿茂”改為“杜祿畝”，
“ 卜 彌 格 ” 誤 為“ 卜 理 格 ”，37 其 餘 人 名 基 本
相 同， 而 且 排 列 順 序 相 同。 這 說 明 上 述 說 法 是
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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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南懷仁《道學家傳》
與柏應理《耶穌會諸神父名錄》之關係

南 懷 仁 除 1686 年 在 北 京 刻 印《 道 學 家
傳 》 外， 還 曾 將 陸 希 言 所 撰《 鐸 德 姓 氏 錄 》

（Account of  the Missionar ies'  Pr iests ）
付梓。陸希言，字思默，明崇禎四年（1631 年）
生， 耶 穌 會 修 士， 他 不 僅 襄 助 傳 教， 而 且 曾 撰
述、 重 校 多 種 傳 教 著 作。 方 豪 神 父 曾 云：“ 自
耶 穌 會 入中 國 以 來， 以 襄 佐 修 士 而 傳 道， 並 以
著作見稱者，實不多見，思默其一也。”38《鐸
德 姓 氏 錄 》 即 為 陸 希 言 所 撰 傳 教 士 傳 略， 關 於
撰書動機，其《求政凡例》稱：

見諸鐸德不憚十萬里之遙，涉險如此

而來，發明如此學問，每為之撫心墮淚。

偶舉一位而欲問其履歷，則無有詳知者

矣。又或指一位而問其丘墓之所在，亦無

有詳知者。噫！以如此之奇人，行如此之

瑰行，著書立言，秉鐸司化，彰彰鳴世

者，人尚未知其詳，則或有雖至而名未

立，德著而書未傳者，殆將如何？聖教行

於中國百年爾，人已不可考，而千百年之

後又將如何？（略）但蕪詞不文，惟實敘

後先道統之傳，請政高明，付諸剞劂。39

陸希言的確也這樣做了。《求政凡例》稱：

茲錄既成，即送政南老師，承南老師

即付梓行事，取諸姓氏而別換前序引，名

之《信證》，似若出舊行，非創始者。今

又十年，去來非一，故復為修輯，以俟後

之知者，毋使後人欲知今日之去來，無從

查考，能不如我前日之難耶？ 40

文 中 的“ 南 老 師 ” 指 南 懷 仁；《 信 證 》 即《 聖
教信證》簡稱。因韓霖、張賡《聖教信證》在前，
故 陸 希 言 有“ 似 若 出 舊 行， 非 創 始 者 ” 之 語。
由“ 南 老 師 即 付 梓 行 事 ” 可 知， 南 懷 仁 將 陸 希
言《鐸德姓氏錄》修訂後以《信證》之名付梓。
據 婁 東 汪 天 培 所 撰《 重 輯 鐸 德 姓 氏 錄 序 後 》，
知陸希言《鐸德姓氏錄》共收一百三十餘人。41

南 懷 仁《 道 學 家 傳 》 即 使 算 上 聖 依 納 爵、 聖 方
濟各·沙勿略，亦僅有 92 人，故推測《信證》
付梓時間當在《道學家傳》之後。

費 賴 之 在 上 揭 書 中 還 指 出， 南 懷 仁《 道 學
家 傳 》（Tao-hio Kia Tch'oan ）“1686 年
北 京 出 版，1925 年 2 月 至 11 月 在 上 海 刊 行 的
《 聖 教 雜 誌 》 曾 轉 載 其 中 部 分 內 容 ” 42。 筆 者
查 對 原 刊，1925 年《 聖 教 雜 誌 》 確 實 刊 載 有
《 道學家傳 》， 但並非連載，2 月至 11 月間僅
第 2 期、第 4 期、第 6 期、第 7 期、第 10 期、
第 11 期 刊 載 了《 道 學 家 傳 》。 但 藉 此 可 以 確
知，1686 年刻於北京的《道學家傳》為中文版
無 疑。 43 王 重 民 亦 指 出“ 該 雜 誌（ 引 者 註： 指
《聖教雜誌》）用華文，則所印當此刻本”44，
而 美 國 學 者 居 密 認 為《 聖 教 雜 誌 》1925 年 2
月 至 11 月 節 錄《 道 學 家 傳 》“ 所 用 版 本 是 中

圖 2. 南 懷 仁 像（ 圖 片 來 源：Wikimedia Common/Public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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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本， 非 1686 年 刻 於 北 京 之 原 本 ” 45， 則 為
訛 說。 此 外， 王 重 民 和 居 密 均 認 為 1686 年 刻
於 北 京 的《 道 學 家 傳 》 為 拉 丁 文 版， 亦 為 訛
說。 46 居 密 沒 有 提 供 出 處， 王 重 民 則 說 根 據 費
氏法文原書第 358 頁。筆者查核原書，該頁僅
稱 南 懷 仁 所 著《 歐 洲 天 文 學 》（Astronomia 
Europaea sub Imperatore Tartaro-Sinico 
Cáám Hýý  appe l la to ,  ex  umbra in  lucem 
revocata ）， 由 柏 應 理 神 父（P. Phil ippe 
Couplet）1687 年在德國地利根（Dill ingen）
刊 印， 除 附 有 北 京 天 文 台 圖 像，“ 書 末 附 有 耶
穌 會 士 錄， 時 間 從 聖 方 濟 各·沙 勿 略 死 時 起，
至當時止” 47。費賴之此處未言 1686 年北京版
南懷仁《道學家傳》為拉丁文本。

實 際 上， 費 賴 之《 在 華 耶 穌 會 士 列 傳 及
書 目 》 確 曾 指 出：“ 柏 應 理（Couplet） 神 甫
曾 將 南 懷 仁 神 甫 之《 道 學 家 傳 》 譯 為 拉 丁 文，
於 一 六 八 六 年 刊 於 巴 黎。 標 題 作《 一 五 八 一 至
一 六 八 一 年 傳 教 中 國 之 耶 穌 會 諸 神 甫 名 錄 》，
並 以《 康 熙 朝 之 歐 羅 巴 天 文 》 一 篇 附 於 南 懷 仁
神甫原書之後。”48 方豪亦云：“南懷仁與柏應
理二人，又將此書譯為拉丁文：南懷仁於 1686 年
出 版 拉 丁 文《 清 康 熙 皇 帝 時 代 之 歐 洲 星 象 學 》
（Astronomia Europae Sub Imperatore 
Tartaro Sinico Cam-hy… ） 末 附 在 華 耶 穌
會士姓氏目錄，為柏應理所校印。”49 也就是說，
費 賴 之 與 方 豪 均 認 為《 一 五 八 一 至 一 六 八 一 年
傳 教 中 國 之 耶 穌 會 諸 神 甫 名 錄 》 係 南 懷 仁《 道
學 家 傳 》 的 拉 丁 文 翻 譯， 王 重 民 和 居 密 所 說 的
1686 年拉丁文本，應該指的就是這個版本。筆
者 詳 讀 後 發 現， 該 名 錄 未 見 署 名， 所 記 述 的 傳
教士除聖方濟各·沙勿略外，包括了自 1581 年
來 華 的 羅 明 堅 至 1681 年 來 華 意 大 利 耶 穌 會 士
都加祿神父（P. Carolus Turcotti, 1644–1706），
共計 105 位傳教士， 書末還附有南懷仁的一封
信。50 然 由 前 揭 已 知， 南 懷 仁《 道 學 家 傳 》 即
使 算 上 聖 依 納 爵、 聖 方 濟 各·沙 勿 略， 亦 僅 包
括 92 位傳教士傳略，1686 年拉丁文版卻收錄
105 位，比前者整整多出 14 位（按：因為後者
包 括 聖 方 濟 各·沙 勿 略 ）， 顯 然 它 並 非 僅 是 對
南懷仁《道學家傳》的照本翻譯。

方 豪 指 出，“ 柏 應 理 自 己 亦 撰 有 拉 丁
文《1581 年 至 1681 年 耶 穌 會 士 總 目 》
（Catalogus Patrum Societat is S. J.  …  
ab anno 1581 ad 1681… ） 附 於 南 懷 仁 書
後，1687 年 在 地 利 根（Dil l igen） 出 版， 體
例 也 與《 聖 教 信 證 》 同， 僅 記 各 神 父 姓 氏、 國
籍， 到 華 與 生 卒 年 月 與 譯 述 等 事 ” 51， 並 認 為
“ 氏（ 引 者 註： 指 柏 應 理 ） 之 最 大 貢 獻 之 一，
為 纂 修 1581 年 聖 方 濟 各·沙 勿 略 逝 世 以 來 之
《耶穌會士傳略》，迄 1681 年止，凡一百年。
原 為 拉 丁 文，1686 年（ 康 熙 二 十 五 年 ） 巴 黎
出 版。 …… 蓋 柏 氏 襲 其（ 引 者 註： 指 翰 霖、 張
賡《 耶 穌 會 西 來 諸 位 先 生 姓 氏 》） 體 例， 而 年
代 較 晚， 人 數 增 多 ”52 。 質 言 之， 方 豪 認 為
1686 年巴黎拉丁文版與 1687 年地利根合訂本
同 出 自 柏 應 理 之 手。 這 一 說 法 得 到 當 代 比 利 時
學者高華士（Nööel Golvers）的證實，他稱：
“ 在 某 個 時 候， 柏 應 理 的《 耶 穌 會 神 父 名 錄 》
（Catalogus Patrum Societais Jesu ） 被
加 在《 歐 洲 天 文 學 》 一 書 中。 這 大 概 是 發 生 在
該 書 正 文 完 稿 的 那 一 時 刻。 ……《 耶 穌 會 神 父
名 錄 》 雖 然 與《 歐 洲 天 文 學 》 合 為 一 體 出 版 於
1687 年，但它仍早於 1686 年在巴黎出版了單
行本。” 53

但 是， 這 裡 又 出 現 了 一 個 問 題： 如 果 柏 應
理所纂修的原稿即為拉丁文，1687 年地利根合
訂 本 卻 在 名 錄 前 又 特 別 註 明“ 由 比 利 時 柏 應 理
神父從中文譯為拉丁文” 54，該作何解釋呢？

揆 諸 史 料 可 知， 柏 應 理 確 曾 撰 有 傳 教 士 傳
記 一 編。 陸 希 言 撰《 鐸 德 姓 氏 錄 》 曾 參 考 柏 氏
原稿，其《求政凡例》稱：

欲得集諸鐸德姓氏，歷年既久，秉鐸

不一其地，人無留心，未有紀註，極欲博

聲聞（？），未及盡得，幸柏夫子尚存一

編，雖參互考訂，恐我或未悉，惟知者鑑

示賜教，以求匯成全集。55

“ 柏 夫 子 ” 即 柏 應 理。 據 此， 陸 希 言 撰《 鐸 德
姓 氏 錄 》 曾 參 考 柏 氏 原 稿 無 疑。 陸 希 言 雖 為 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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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 會 修 士， 但 迄 今 未 見 其 學 過 拉 丁 文 的 記 載。
據 此 推 測， 柏 應 理 所 撰 傳 教 士 傳 記 一 編 應 為 中
文。 56 否 則， 也 就 無 須 柏 應 理“ 從 中 文 譯 為 拉
丁文”。當然，柏應理“從中文譯為拉丁文”的，
除自撰的一編傳教士傳記，還應該雜採過韓霖、
張 賡 之《 聖 教 信 證 》、 南 懷 仁 之《 道 學 家 傳 》
甚 至 陸 希 言 之《 鐸 德 姓 氏 錄 》， 這 樣 才 使《 耶
穌會神父名錄 》 收錄的耶穌會士達到 105 位。
不 僅 如 此， 柏 應 理 還 隨 時 根 據 得 到 的 消 息 進 行
補錄。有證據表明，柏應理於 1681 年 12 月 5 日
離開澳門返歐後，仍與中國內地保持密切聯繫，
正是在其被迫逗留於巴塔維亞（現作巴達維亞，
Batavia） 期 間（ 即 1683 年 3 月 前 ）， 得 到
了 利 類 思（Ludovic Bugl i ,  1606–1682） 在
1682 年 10 月 7 日 去 世 的 消 息， 並 記 入《 耶
穌 會 神 父 名 錄 》， 成 為 該 書 提 到 的 最 晚 近 的 史
實。 57 

五、傳教士中文著作數目考

目 前 關 於《 道 學 家 傳 》 的 論 述 中， 究 竟 有
多 少 傳 教 士 留 下 中 文 著 述 以 及 著 作 總 數， 各 家
說 法 殊 異。 以 下 筆 者 僅 對 目 前 存 在 爭 議 的 鄭 安
德重排本、張星烺《明末來華耶穌會士略傳》、
南 懷 仁《 道 學 家 傳 》 以 及 王 韜《 泰 西 著 述 考 》
中 記 載 撰 有 中 文 著 作 的 傳 教 士 人 數 及 著 作 總 數
進行考釋。

（一）鄭安德重排本

鄭安德重排本是據法國國家圖書館藏古恒氏
編目 6903《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以下
簡稱“6903”）重排。58 因底本中多處模糊不清，
鄭安德重排本認為有些無法識讀中文書名，該本
所載之傳教士中文著作具體情況如下表：

表二. 鄭安德重排本所載傳教士中文著作

著作者 中文著作數量

利瑪竇 15 部

郭居靜 1 部

龍華民 8 部

費奇規
3 部（《周年主保聖人單》誤為《同
年主保聖人單》59）

熊三拔 3 部

金尼各 3 部

艾儒略 25 部

鄧玉函 6 部

湯若望 24 部

伏若望 3 部

瞿西滿 1 部

何大化 1 部

賈宜睦 1 部

潘國光 6 部

衛匡國 2 部

柏應理 8 部（2 部沒有中文書名）

殷鐸澤 2 部

陸安德 11 部（2 部沒有中文書名）

羅明堅 1 部

蘇如漢 1 部

龐迪我 7 部

高一志 15 部

陽瑪諾 8 部

畢方濟 3 部

曾德昭 1 部

傅汎際 2 部

費樂德 3 部

羅雅谷 19 部

郭納爵 2 部

孟儒望 3 部

利類思 21 部（3 部沒有中文書名）

安文思 1 部

聶仲遷 3 部（2 部沒有中文書名）

魯日滿 2 部

南懷仁 16 部（2 部沒有中文書名）

恩理格 4 部（3 部沒有中文書名）

經統計，鄭安德重排本有中文著作的 36 位
傳教士， 共寫下中文著作 235 部， 如果除掉沒
有 列 出 中 文 書 名 的 14 部， 則 實 為 221 部。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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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而， 有 14 部 中 文 書 名 不 詳 這 種 說 法 僅 為
鄭 安 德 一 家 之 言， 屬 於 同 一 版 本 的 吳 相 湘 等
影 印 本、 張 西 平 等 據 梵 蒂 岡 圖 書 館 藏 編 號 為
R A C C O L T A  G E N E R A L E  O R I E N T E -Ⅲ 
246.6 的影印本以及周岩點校本，均未提及有書
名不詳的 14 部中文書，不知鄭氏此說何據。

（二）張星烺《明末來華耶穌會士略傳》

張 星 烺 此“ 略 傳 ” 係 改 編 自 韓 霖、 張 賡 之
《 聖 教 信 證 》。 從 張 氏 除“ 鄭 瑪 諾 一 名 乃 中 國
人”“凡九十一人”，61 可知此《聖教信證》應
與“6903” 為同一版本。 作者僅臚列了 40 位
傳教士傳記，有中文著作的為 38 位（聖方濟各·
沙勿略和鄭瑪諾沒有中文著作）。與“6903”
比對，其所載之傳教士中文著作情況如下表：

表三. 張星烺《明末來華耶穌會士略傳》所載       

傳教士中文著作與“6903”對比

著作者 中文著作數量

利瑪竇 16 部（多出《經天該》1 部）

郭居靜 2 部（多出《悔罪要旨》1 部）

龍華民 8 部

費奇觀
（即費奇規）

3 部

熊三拔 3 部

金尼閣
（即金尼各）

3 部

艾儒略
28 部（少了《昭事祭義》，多出《口
鐸日鈔》《道原精萃》《彌撒祭義》
和《坤輿圖說》4 部）

鄧玉函 6 部

湯若望
28 部（多出《民曆補註釋惑》《赤
道南北兩動星圖》《拉丁文中國耶
穌會傳教史略》和《則克錄》4 部）

伏若望 4 部（多出《善終助功》1 部）

瞿西滿 1 部

何大化 1 部

賈宜穆
（即賈宜睦）

2 部（多出《辨惑論》1 部）

潘國光 7 部（多出《瞻禮口鐸》1 部）

衛匡國 2 部

柏應理 7 部（多出《聖教鐸音》1 部）

殷鐸澤 2 部

陸安德 10 部（多出《講道規矩》1 部）

羅如望
（即羅儒望）

2 部（多出《天主聖教啟蒙》《天
主聖像略說》2 部）

羅明堅 1 部

蘇如漢 1 部

龐迪我 7 部

王豐肅
（即高一志）

18 部（多出《推驗正道論》《達道
紀言》和《神鬼正紀》3 部）

陽瑪諾
10 部（多出《代疑論》《天學舉要》
2 部）

畢方濟 3 部

魯德昭
（即曾德昭）

2 部（多出《中國通史》1 部）

傅汛濟
（即傅汎際）

2 部

費樂德 3 部

羅雅谷 20 部（多出《天主聖教啟蒙》1 部）

郭納爵
5 部（多出《老人妙處》《教要》《燭
俗迷編》3 部）

孟儒望
5部（多出《聖號禱文》《煉獄禱文》
2 部）

利類思 19 部（多出《天學真詮》1 部）

安文思 1 部

聶仲遷 1 部

魯日滿 3 部（多出《要理六端》1 部）

南懷仁

19 部（少了《曆法不得已辯》，多
出《妄推吉凶之辨》《善惡報略說》
《道學家傳》《妄占辨》《西方要紀》
《神威圖說》6 部）

杜奧定 1 部（多出《渡海苦績紀》1 部）

孟三德

7 部（多出《崇禎曆書》《長曆補
註解惑》《主制群徵》《主教緣起》
《遠鏡說》《進呈書像》《渾天儀說》
7 部）

經 統 計， 張 星 烺《 明 末 來 華 耶 穌 會 士 略
傳》中所列出的 38 位來華傳教士中文著作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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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部。 除去多出的 43 部， 則它和“6903”
共同記述的中文著作共有 220 部。

（三）南懷仁《道學家傳》

徐 家 匯 藏 書 樓 所 藏《 道 學 家 傳 》 抄 本， 已
由鍾鳴旦等影印出版，收入《徐家匯藏書樓明清
天主教文獻》第三冊。與“6903”比較，其所
載之傳教士中文著作情況見下表：

表四. 南懷仁《道學家傳》所載傳教士中文著作

與“6903”對比

著作者 中文著作數量

利瑪竇 14 部（少《同文算指》1 部）

郭居靜 1 部

龍華民 8 部

費奇規 4 部

熊三拔 3 部

金尼各 3 部

艾儒略 25 部

鄧玉函 6 部

湯若望 24 部

伏若望 3 部

瞿西滿 1 部

何大化 1 部

賈宜睦 1 部

潘國光 6 部

衛匡國 2 部

柏應理 5 部（少《聖若瑟禱文》1 部）

殷鐸澤 2 部

陸安德 9 部

羅如望
（即羅儒望）

1 部（多出《啟蒙》1 部）

羅明堅 1 部

蘇如漢 1 部

龐迪我 7 部

高一志 15 部

陽瑪諾 8 部

畢方濟 3 部

曾德昭 1 部

傅汎濟
（即傅汎際）

2 部

費樂德 3 部

羅雅谷 19 部

郭納爵 4部（多出《老人妙處》《教要》2部）

孟儒望 3 部

利類思
21 部（少了《六日工》，多出《形
物之造》《聖母小日課》《善終瘞
塋禮典》和《已亡日課》4 部）

安文思 1 部

聶仲遷 1 部

魯日滿 2 部

南懷仁 14 部

杜奧定 1 部（多出《渡海苦績紀》1 部）

盧安德 1 部（多出《口鐸日抄》1 部）

統 計 可 知， 南 懷 仁《 道 學 家 傳 》 除 聖 依 納
爵、聖方濟各·沙勿略外，共收錄 90 位傳教士，
有中文著作者 38 位，著作總數達 227 部。 62

（四）王韜《泰西著述考》

《 泰 西 著 述 考 》 為 王 韜 1889 年 據《 道 學
家 傳 》 改 編 而 成， 不 僅 他 自 己 坦 承， 63 後 世 學
者 亦 予 以 公 認。 64 該 書 收 錄 從 聖 方 濟 各·沙 勿
略到葡萄牙傳教士徐日昇的 92 位來華傳教士，
有中文著作者 36 位，具體如下：

表五. 王韜《泰西著述考》所載傳教士中文著作情況

著作者 中文著作數量

利瑪竇 15 部

郭居靜 1 部

龍華民 8 部

費奇規 4 部 65

熊三拔 3 部

金尼各 3 部

艾儒略 25 部

鄧玉函 6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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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若望 24 部

伏若望 3 部

瞿西滿 1 部

何大化 1 部

賈宜睦 1 部

潘國光 5 部 66

衛匡國 1 部

柏應理 6 部

殷鐸澤 2 部

陸安德 10 部

羅明堅 1 部

蘇如漢 1 部

龐迪我 7 部

高一志 15 部

陽瑪諾 8 部

畢方濟 3 部

曾德昭 1 部

傅汎濟
（即傅汎際）

2 部

費樂德 3 部

羅雅谷 18 部 67

郭納爵 2 部

孟儒望 3 部

利類思 18 部

安文思 1 部

聶仲遷 1 部 68

魯日滿 2 部

南懷仁 14 部

恩理格 1 部

經 統 計，《 泰 西 著 述 考 》 共 錄 傳 教 士 中 文
著作 220 部。 然而， 不少學者認為王韜《 泰西
著述考 》 載錄中文著作 210 種。 69 這可能與王
韜《 泰 西 著 述 考 》 篇 首 的 一 句 話 有 關：“ 余 嘗
得 其 目 錄 觀 之， 獲 傳 於 世 者 約 略 二 百 十 一 種，
亦可云富矣。” 70

筆 者 認 為， 這 些 傳 教 士 的 中 文 著 作 統 計 數

字存在差異，大致可以歸類為以下三種情況：

1.  留下中文著作的傳教士人數，在版本間
存在不同。以在“6903”、《泰西著述考》中
沒 有 中 文 著 作 記 載 的 孟 三 德、 羅 儒 望、 杜 奧 定
三人為例，在《道學家傳》中羅如望（羅儒望）
和 杜 奧 定 各 有 1 部； 71《 明 末 來 華 耶 穌 會 士 略
傳 》 中， 孟 三 德 有 7 部 中 文 著 作， 羅 如 望（ 羅
儒 望 ） 有 2 部， 杜 奧 定 有 1 部。 72 此 外， 盧 安
德在“6903”、《泰西著述考》和《明末來華
耶 穌 會 士 略 傳 》 中 均 註 明 沒 有 中 文 著 作， 惟 在
《道學家傳》中出現 1 部《口鐸日抄》。 73

2. 同一位傳教士，在不同版本中所載的中
文著作數目不同。“6903”和《泰西著述考》
皆載利瑪竇中文著作為 15 部，但《道學家傳》
中為 14 部（ 少《 同文算指 》）， 74《 明末來華
耶穌會士略傳》有 16 部（多出《經天該》）。75

衛匡國的中文著作數目在“6903”、《明末來
華 耶 穌 會 士 略 傳 》 以 及《 道 學 家 傳 》 均 註 明 有
2 部， 而《 泰 西 著 述 考 》 只 有 1 部（ 少 了《 逑
友 篇 》）。 76 另 有 不 少 傳 教 士 的 中 文 著 作 數 目
也存在上述不統一情況。

3. 部 分 中 文 著 作 被 分 拆 或 合 併。 費 奇 規
《 周 年 主 保 聖 人 單 》（ 鄭 安 德 誤 作“《 同 年 主
保聖人單》”）在“6903”、《明末來華耶穌
會 士 略 傳 》 和《 道 學 家 傳 》 中 均 作 1 部， 但 在

《泰西著述考》中被分拆為《周年主保》與《聖
人單》，成為 2 部。77 羅雅谷《聖母經解》《求
說》在“6903”、《明末來華耶穌會士略傳》
和《 道 學 家 傳 》 中 均 作 2 部， 但 在《 泰 西 著 述
考》中被合為《聖母經解求說》1 部。78 潘國光
的《 聖 體 規 儀 》《 十 誡 勸 論 》《 天 神 會 課 》 在
“6903”、《明末來華耶穌會士略傳》和《道
學 家 傳 》 中 均 作 3 部， 但 在《 泰 西 著 述 考 》 中
被 分 拆、 合 併 為《 聖 體 規 儀 十 誡 》 和《 勸 論 天
神會課》2 部。79 此外，周岩也將龍華民的《靈
魂 道 體 說 》《 急 救 事 宜 》 合 併 成 為《 靈 魂 道 體
說 急 救 事 宜 》1 部；《 聖 若 撒 法 行 實 》（ 周 岩
作“《 聖 善 撒 法 行 實 》”） 和《 聖 人 禱 文 》 合
併 為《 聖 若 撒 法 行 實 聖 人 禱 文 》1 部。 艾 儒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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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五 十 言 》《 四 字 經 》 被 整 合 為《 五 十 言 四
字經》。 80

凡此種種，均導致統計數字之不同。

結語

近 年 來， 庋 藏 於 法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羅 馬 耶
穌 會 檔 案 館、 梵 蒂 岡 圖 書 館、 徐 家 匯 藏 書 樓 等
機 構 的 明 清 天 主 教 中 文 文 獻 被 相 繼 影 印 出 版，
足 證 中 文 文 獻 在 研 究 中 國 基 督 教 史、 明 清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史 方 面 的 重 要 性 日 漸 成 為 學 界 共 識。
《 道 學 家 傳 》 是 一 部 記 錄 明 清 時 期 來 華 耶 穌 會
士 傳 記 與 著 述 的 重 要 文 獻， 廓 清 與 之 相 關 的 訛
說 對 推 進 中 國 基 督 教 史、 明 清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史
的研究，均極具學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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