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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來孔子”艾儒略去世日期考

摘   要 艾儒略是繼利瑪竇之後，第二代來華耶穌會士中最傑出的傳教士之一，
為福建開教第一人，被譽為“西來孔子”。學界關於艾儒略的研究論著
堪稱汗牛充棟，但關於艾儒略的去世日期，迄今仍眾說紛紜。本文爬梳
中外文獻，借鑑已有的相關研究，考訂艾儒略去世的確切日期為1649年
6月10日。

關鍵詞 西來孔子；艾儒略；去世日期

譚樹林 *

* 譚樹林，歷史學博士，現為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

師，主要從事中外關係史、外交學研究。

艾 儒 略（Giul io Aleni, 1582–1649），
字 思 及， 意 大 利 籍 耶 穌 會 士， 他 是 繼 利 瑪 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之 後“第 二 代
耶穌會士最為傑出的傳教士之一”。 1 艾儒略於
1610 年 抵 澳 門，1613 年 進 入 內 地，先 後 在 北
京、上海、揚州、絳州、常州、杭州等地傳教。
1624 年，原 內 閣 首 輔 葉 向 高（1559—1627）
“致 政 歸，道 經 武 林，晤 先 生，恨 相 見 晚，力
邀入閩。先生亦有載道南來意，乃同舟而來”，2

同年 12 月 29 日，艾儒略抵達福州，3 成為“開
教福建之第一人”。4 艾儒略起初往返於杭州與
福 州， 直 到 1627 年 楊 廷 筠（1562—1627）
去 世 之 後，才 漸 漸 定 居 福 州。此 後，他 一 直 在
福 建 傳 教，足 跡 遍 及 八 閩，“每 年 新 入 教 八、
九百人”，5 被弟子們視為來華耶穌會士中“德
最 盛，才 最 全，功 最 高，化 民 成 務 最 微 妙 無 方
者”。6 艾儒略精通中文，熟稔中華典籍，又極
尊崇孔子，7 被中國士人譽為“西來孔子”。8 誠
如方豪（1894—1955）所說：“這樣崇高的尊
稱，連利瑪竇也沒有獲得。”9 對天主教持反對
態 度 的 清 代 錢 塘 詩 人 陸 次 雲（生 卒 年 不 詳）亦
讚其為“西域奇人”。10 當代意大利學者法帕尼
（Antonio Fappani）更視其為“一位信仰的
巨人，文化的巨人，也是一位對話的巨人”。 11

艾 儒 略 作 為 中 國 天 主 教 傳 教 史 暨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史 上 的 重 要 人 物，迄 至 目 前，國 內 外 有 關 艾 儒

略的研究論著極為宏富，堪稱汗牛充棟。儘管如
此，關於艾儒略去世的日期，迄今仍眾說紛紜。

據 筆 者 目 力 所 及，目 前 學 界 關 於 艾 儒 略 的
去世日期，有以下六種說法。

一、艾儒略去世於 1649 年 6 月 10 日。此
說 出 自 李 九 功（1511—？）與 沈 從 先 具 稿、李
嗣玄筆述的《西海艾先生行略》。12 此三人均為
艾 氏 弟 子，且 曾 參 加 艾 儒 略 葬 禮。《西 海 艾 先
生行略》篇首即云：

先生闡教事於中華者四十年，功成上

升，實惟順治己丑五月朔，終於延津之聖

堂，鐸德諸公暨諸弟子奉先生潔軀，葬於

福州北關外興聖坑之十字山。13

延 津 為 當 時 延 平 府 城，延 平 即 今 南 平。內 文 又
詳述其去世過程：

四月晦，赴張廣文家奉彌撒，談道語

笑若平時。未申間，呼教友善醫者游安

當，告以少時初入會苦修，及渡海東來崖

略，與昔年在建州時所示沈加祿之語同。

語畢，命游君按脈，居然無病也。次日天

未明，呼從者秉燭，伏几坐，恭呼耶穌瑪

利亞數聲而逝。14

“晦”在古代是指每月的最後一天，因“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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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小 月，“四 月 晦”即 四 月 二 十 九 日，艾 儒 略
在“ 四 月 晦 ” 的“ 次 日 ” 去 世， 去 世 日 期 為
1649 年 的 五 月 初 一 日。按 陳 垣《二 十 史 朔 閏
表》可知為西曆 1649 年 6 月 10 日。國內外許
多學者亦持此說。 15

二、艾 儒 略 去 世 於 1645 年，但 沒 有 指 出
具 體 日 期。此 說 出 自 署 名“後 學 晉 絳 韓 霖、閩
漳 張 賡 暨 同 志 公 述”之《聖 教 信 證》，該 書 是
第 一 部 記 述 明 清 來 華 耶 穌 會 士 傳 略 及 其 中 文 著

譯 目 錄 的 專 書。《聖 教 信 證》稱 艾 儒 略“大 清
順治二年乙酉卒，墓在福州”。16 按“順治二年”
為 1645 年， 即 艾 儒 略 於 1645 年 去 世。 錢 海
嶽（1901—1968）的《南明史》稱艾儒略“隆
武元年卒”。 17“隆武元年”為 1645 年，錢海
嶽此說應襲自《聖教信證》。

三、 艾 儒 略 去 世 於 1644 年 8 月， 沒 有
提 到 具 體 日 期。 此 說 出 自 查 爾 斯·喬 治·赫
伯 曼（C h a r l e s  G e o r g e  H e r b e r m a n n ,  
1840–1916）等編《天主教百科全書》（The 
Cathol ic  Encyclopedia ） 第 1 卷， 該 書 指
出 1644 年 8 月艾儒略在福州去世。 18

四、 艾 儒 略 去 世 於 1649 年 8 月 3 日。
此 說 出 自 法 國 耶 穌 會 神 父 費 賴 之（Louis 
Pfister, 1833–1891） 所 著《 在 華 耶 穌 會 士
列 傳 及 書 目 》（Notices Biographiques 
e t  B i b l i o g r a p h i q u e s  s u r  l e s  Jé s u i t e s 
d e  L ' a n c i e n n e  M i s s i o n  d e  C h i n e : 
1552–1773 ）。 19 日 本 學 者 鮎 澤 信 太 郎
（1908—1964）、 美 國 學 者 富 路 特（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 1894–1986） 與 房
兆 楹（1908—1985）， 以 及 中 國 學 者 陳 煥 強
亦 持 此 說。20 葉 農、張 侃 與 水 海 剛 僅 言 艾 儒 略
於 1649 年 8 月 在 延 平 去 世，沒 有 指 出 具 體 日
期。21

五、艾儒略去世於 1649 年 5 月 12 日。此
說由耶穌會神父蕭若瑟（1855—1924）提出。
他 的《天 主 教 傳 行 中 國 考》記 述 了 艾 儒 略 去 世
情形：

［永曆三年］四月初一，忽覺不豫，

是日早在張令公夏詹家，猶奉彌撒、講道

若平日，訓勉教眾，盹切逾恒。至夜，病

勢略重，不能成眠。乃伏几靜坐，注視耶

穌苦像，呼聖名不止，黎明泰然長逝。22

其《聖教史略》又稱：

延至順治六年［即永曆三年］，四月

圖１.　艾儒略像，選自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泰西思及艾先
生 行 述 》（ 古 恒 編 目 1017）。（ 圖 片 來 源：gallica.bnf.
fr	 /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de	
manuscrits.	Chinois	1017,	Public	domain,	<gallica.bnf.fr/
ark:/12148/btv1b9002873k>.）



58 RC 文化雜誌•第118期•2023年

傳教佈道

“西來孔子”艾儒略去世日期考       譚樹林

初一，忽覺不豫。是日早，在張賡家猶奉

彌撒講道若平日。至夜，病勢略重，伏几

靜坐，呼耶穌瑪利亞聖名不止。天未明，

即泰然棄世，壽六十七歲。23

按 順 治 六 年（永 曆 三 年）為 1649 年，蕭 若 瑟
認 為 艾 儒 略 去 世 日 期 為 1649 年 四 月 初 二，即
西曆 1649 年 5 月 12 日。

六、 艾 儒 略 去 世 於 1649 年 5 月 15 日。
鄭 麗 生 持 此 說，認 為 艾 儒 略“四 月 初 四 晨，他
在 延 平 張 賡 家 奉 彌 撒，是 夜 得 病，天 未 亮 即 逝
世”。24 根據鄭麗生所述，艾儒略去世於 1649 年
四月初五日，即西曆 1649 年 5 月 15 日。

上 述 第 二、三 種 說 法 顯 誤，因 為 艾 儒 略 於
1649 年 辭 世， 已 為 學 界 公 認， 無 需 贅 述。 第
四、五、六 種 說 法 均 出 自 三 百 餘 年 後 的 著 者 之
口，時 隔 日 久，且 沒 有 提 供 有 力 證 據。相 較 而
言，筆者認為《西海艾先生行略》中的 1649 年
6 月 10 日為時人所記，應為艾儒略去世的準確
日期。

首 先，《西 海 艾 先 生 行 略》的 三 位 撰 者 皆
為 艾 儒 略 親 傳 弟 子，其 中 李 九 功（字 其 敘）與
兄 李 九 標（字 其 香）是 福 清 人，與 葉 向 高 為 福
清同鄉。1628 年，兄弟二人前往福州參加鄉試
時 結 識 艾 儒 略，聆 聽 艾 氏 講 道 後 受 洗 入 教，教
名分別為“若望”與“多默”。李九功在〈《勵
修一鑑》自序〉中稱：

戊辰冬，偕伯氏其香就試三山，聞道

於艾先生，幡然志昭事之學，始受聖洗。

嗣是，予鄉唱和實漸有人，協力建堂為祀

主講德地。25

二 人 皈 依 後 積 極 協 助 艾 儒 略 傳 教。李 九 標 甚 至
放 棄 參 加 科 舉 考 試，認 真 鑽 研 天 主 教 義，追 隨
艾 儒 略 在 福 建 地 區 往 來 傳 教，成 為 艾 儒 略 最 得
力的幹將，被稱為福建天主教開教“三柱石”26

之 一。《口 鐸 日 抄》有 相 當 一 部 分 是 李 九 標 隨
艾儒略傳教過程中隨時記錄而成。

沈 從 先 的 生 卒 年 不 詳。據 林 金 水、吳 懷 民
考 證，“ 嘉 祿 ” 為 沈 從 先 教 名， 為 Charles
之 音 譯。 費 賴 之 提 到“1647 至 1648 年 間
韃 靼 入 關 時， 儒 略 與 陽 瑪 諾（Emmanuel 
Diaz, Junior,  1574–1659） 神 甫、 范 有 行
（Paschai Fernandez, 1611–1683） 修 士
暨 志 願 入 會 之 青 年 教 名 查 理 斯（Charles）者
避難延平”。27“查理斯”即是沈從先嘉祿。28

《西 海 艾 先 生 行 略》記 艾 儒 略 避 難 延 平 時，沈
從 先 與 游 安 當 陪 侍 左 右，29 這 與 費 賴 之 的 記 述
是一致的。

李 嗣 玄，字 又 玄，又 字 德 望，30《 建 寧 縣
志》有 傳。因 避 康 熙 之“玄”字 諱，方 志 和 家
譜中均將“玄”作元，為庠生。據其自述：

玄於丙寅夏，晤先生於福堂，蒙先生

賜以《天學初函》，即津津響慕，然於上

帝降生受難之事，不能無疑，至是蒙主默

牖，乃豁然有省，盡焚棄向來所惑溺諸

書，一心事主。讀至〈七克〉愛仇奧義，

喟然歎曰：至哉言乎。31

“ 丙 寅 ” 為 1626 年， 可 知 李 嗣 玄 於 1626 年
夏 在 福 州 結 識 艾 儒 略，從 此 追 隨 左 右，成 為 與
艾儒略關係最親密的弟子。李嗣玄“蒙師殊眷，
頗異於他弟子”，32 即為此種特殊關係之寫照。
方 豪 亦 指 出 李 嗣 玄 為“與 艾 氏 相 知 最 深，而 又
能 文 者”。33《西 海 艾 先 生 行 略》由 其 筆 述，
蓋因此也。

艾 儒 略 避 難 延 平 時， 沈 從 先、 游 安 當 陪
侍 左 右，二 人 目 睹 艾 儒 略 去 世，後 與 艾 儒 略 諸
弟 子 將 艾 氏 遺 體 從 延 平 移 往 福 州 下 葬。其 中 弟
子 應 當 包 括 李 九 功 兄 弟 及 李 嗣 玄。葬 禮 後，李
嗣 玄 著 述《思 及 艾 先 生 行 略》，記 錄 艾 儒 略 的
生 平 活 動，以 傳 後 世。據 李 嗣 玄 自 述，在 此 之
前，“吾 友 沈 加 祿 從 先，兄 李 九 功 其 敘，先 後
草 先 生 傳 略，授 小 子 玄，俾 有 所 據 依，以 狀 先
生”。34 可見，李嗣玄筆述《西海艾先生行略》，
不 僅 有 沈 從 先、李 九 功 草 擬 的 艾 儒 略 傳 略 為 依
據，而 且 他 親 歷 艾 儒 略 下 葬 過 程，所 記 艾 儒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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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世 日 期 當 真 實 可 信。除《西 海 艾 先 生 行 略》
外，李 嗣 玄 還 摘 錄《三 山 論 學 紀》與《口 鐸 日
抄》中 部 分 艾 儒 略 言 論，輯 成《西 海 艾 先 生 語
錄》，35 為 今 天 研 究 艾 儒 略 和 明 末 福 建 天 主 教
史留下了彌足珍貴的第一手史料。

綜 上 所 述，筆 者 認 為 艾 儒 略 去 世 的 確 切 日
期應為 1649 年 6 月 10 日。中國天主教史乃至
明 清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史 研 究 長 期 存 在 一 個 現 象，
即 西 方 學 者 長 於 利 用 西 文 教 會 文 獻，鮮 少、甚
至 不 用 中 文 檔 案 文 獻；中 國 學 者 長 於 中 文 檔 案
文 獻，對 西 文 教 會 文 獻 使 用 嚴 重 不 足，極 易 導
致 研 究 結 論 有 失 偏 頗 甚 至 出 現 訛 誤。這 種 現 象
近 年 有 所 改 善，但 仍 不 乏 見。本 文 通 過 考 證 艾
儒 略 的 去 世 日 期，期 望 在 中 西 文 獻 對 勘 中 求 得
歷史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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