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文 化 雜 誌 2008

利
瑪
竇
及
其
相
關
歷
史
事
件
年
表

特

輯
劉偉鏗 

*

利瑪竇及其相關歷史事件年表

* 劉偉鏗，廣東省肇慶人，華南師範大學教學系本科畢業，地方史志專業副研究員，肇慶歷史文化名城與旅遊發展研究會會長，著

有《肇慶歷史風貌》、《肇慶歷代詩選》、《肇慶星湖石刻全錄》、《嶺南名剎慶雲寺》、《嶺南與西江史論稿》、《地域文化研

究》等。

本年表列舉了相關史實，說明利瑪竇從抵制桑切斯以武力傳教的主張，跟隨羅明堅、孟三德執行

范禮安以“文化適應”傳教的路線，到吸收羅、孟二人在肇慶傳教遭到部分挫折的教訓，從而開闢了

天主教尊重中國國情、服務社會和諧的正確路向。正是從文化適應發展為社會適應這一正確路向，使

利瑪竇成為溝通中西文化第一人。

年表還就利瑪竇生平和傳記涉及的中國官員所任職務，結合相關歷史事件發生的時間，進行了一

次疏理，供研究者參考。

1534年（明嘉靖十三年）

8月15日，西班牙人依納爵．羅耀拉在法國與西班牙貴族方濟各．沙勿略等七人，組織了一個旨在向新

航路（明初由中國人鄭和、葡萄牙人迪亞士、達伽馬等開闢的由歐洲經好望角直航亞洲的新航路）經過的國

家和地區傳播天主教，建立新教區的團體，名“耶穌會”。

1535年（明嘉靖十四年）

四月，直隸桐城人錢如京任兩廣總督，浙江慈溪人葉照任分巡海道副使，批准香山縣守禦千戶所前山寨

指揮黃慶的提請，在蠔鏡澳（今澳門）派駐市舶司副提舉，即在澳門開舶市，使蠔鏡澳成為與浪白澳、游魚

洲、東莞南頭、臺山上川島並列的廣東外貿口岸之一（當時祇對東南亞和中東開放貿易口岸）。

1536年（明嘉靖十五年）

兩廣總督錢如京在肇慶設督撫行臺作為兩廣總督或廣東巡撫臨時辦公地。十一月錢如京晉陞南京戶部尚

書離開肇慶。

1539年（明嘉靖十八年）

意大利人范禮安出生。

1540年（明嘉靖十九年）

9月 27日，羅馬教皇保祿三世頒發命令，正式批准耶穌會成立。

1541年（明嘉靖二十年）

4月13日，羅馬教皇任命羅耀拉為第一任耶穌會總會長，時值葡萄牙國王若奧三世向教皇申請派傳教士與

新任葡萄牙駐果阿總督同行。教皇以此事委託羅耀拉。羅耀拉即派沙勿略為“教廷遠東使節”隨總督去果阿。

7月，沙勿略自里斯本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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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2年（明嘉靖二十一年）

5月6日，沙勿略到達果阿，隨後去麻六甲，在日本逃犯安日祿陪同下去日本；經過在日本的考察，認為

要在日本傳教，必先去“感化”中國人，因為中國是日本文化和思想的策源地。

1551年（明嘉靖三十年）

依納爵在羅馬創辦神學院。沙勿略回到果阿，向葡萄牙國王提出到中國傳教的計劃。

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

4月 14日，沙勿略向葡萄牙國王所提出的到中國傳教計劃獲得批准，離開果阿。 8月，沙勿略到達廣東

省臺山縣上川島，曾設法與中國商人聯繫，希望帶他到廣州。因葡萄牙當時未與中國建立官方批准的貿易關

係，沙勿略的要求被拒絕。 12月 2日夜，沙勿略病故於廣東臺山縣上川島。

10月 6日，利瑪竇出生於意大利馬爾凱省馬切拉塔市的一個望族家庭，父親約翰．利奇是該市市長，原

職業為藥劑師。

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

七月甲子，廣東左布政使談愷以指揮海道副使汪柏平定海寇徐碧溪陞任廣東巡撫。葡商艦隊長索薩與廣

東分巡海道副使汪柏談判，汪柏准許葡商進入浪白澳口岸貿易，此為中葡正式建立外貿關係之始。

1554年（明嘉靖三十三年）

直隸徽州人鮑象賢始任兩廣總督。鮑象賢命汪柏平定海盜何亞八於廣海衛，關閉上川島口岸。

1555年（明嘉靖三十四年）

鮑象賢陞任南京兵部侍郎，直隸常州武進人談愷由巡撫陞任總督。

耶穌會士公匝勒斯第一個進入澳門傳教。

1556年（明嘉靖三十五年）

耶穌會創始人羅耀拉去世。

1557年（明嘉靖三十六年）

五月，談愷致仕（退休）。六月，浙江奉化人王鈁任兩廣總督。汪柏陞廣東按察使，總督王鈁令汪柏關

閉浪白澳等口岸，批准葡人在蠔鏡建房居住，並在前山寨（今珠海前山鎮）設香山縣主簿行署，是為守澳官。

1561年（明嘉靖四十年）

5月，利瑪竇進耶穌會辦的小學唸書。同年農曆七月，江西進賢人張臬任兩廣總督。

1562年（明嘉靖四十一年）

兩廣總督張臬批准澳門按唐宋蕃坊舊例選出“番長”，實施有限自治。秋，葡人公選佩雷拉為“番長”（洋

人稱為“行政長”）。張臬並批准耶穌會士在澳門創設小教堂的請求，耶穌會士遂在澳門蓋起了一間名為聖母

堂的小教堂。張臬在七星巖石室洞刻上“喜見泰山仍北斗”的詩句。

1563年（明嘉靖四十二年）

澳門居民增至 5,000人，其中 900名是葡萄牙人，當中有 8位耶穌會士，發展教徒 600多人。

1564年（明嘉靖四十三年）

農曆正月，江西新建人吳桂芳到肇慶就任兩廣總督，正式將督撫行臺改兩廣總督府署（原在梧州）。

1565（明嘉四十四年）

澳門耶穌會士貝勒茲（Francisco Peres）來到守澳官（香山縣主簿）行署，要求入內地傳教。守澳官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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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員問他：“你會說中國話麼？”回答說：“不。”守澳官說：“那麼最好你先去作學生，好好學會我們中

國的話，然後再來講解你的教理。”是年貝勒茲在澳門創辦聖保祿公學。

1566年（明嘉靖四十五年）

羅馬教皇庇護五世任命卡內羅為澳門主教。意大利人范禮安加入耶穌會。

1567年（明隆慶元年）

陞吳桂芳為南京兵部左侍郎離肇，以江西宜黃人譚綸為兩廣總督，尋以科臣吳時來薦，被召還京。陞錢

塘人、陝西巡撫張瀚為兩廣總督。

1568年（明隆慶二年）

5月，卡內羅抵達澳門。 10月，利瑪竇離開故鄉前往羅馬，進日爾曼法學院學習法律。十二月，張瀚調

走。以天津人劉燾為兩廣總督。

1569年（明隆慶三年）

卡內羅在澳門正式建立第一個天主教堂，名聖母望德堂。年底，利瑪竇在羅馬參加聖母報喜團，成為日

爾曼法學院創立的聖母會最早成員。十一月，陞江西按察使殷正茂為廣西巡撫。

1570年（明隆慶四年）

二月，劉燾調走，以南京兵部右侍郎、江西新建人李遷為兩廣總督。

1571年（明隆慶五年）

李遷調走，廣西巡撫殷正茂陞任兩廣總督兼巡撫廣東。陞廣西左布政使郭應聘為廣西巡撫。殷正茂在前

山寨增設廣州府海防同知，負責聯繫澳門與廣東海道副使，並奏准對番舶實行丈量制，由海防同知、市舶提

舉、香山縣主簿對番舶核定稅額。

8月 15日，利瑪竇向該年新任羅馬公學初學院（聖安德列備修院）院長的范禮安申請加入耶穌會，被批

准，並於下半年由日爾曼法學院轉入耶穌會辦的聖安德列備修院學習。

1572年（明隆慶六年）

9月 15日，利瑪竇初宣三誓：絕財、絕色、絕意，成為耶穌會修士。 9月 17日，利瑪竇進入耶穌會創辦

的羅馬公學（神學院）學習哲學和神學。是年利瑪竇二十歲。

1573年（明萬曆元年）

范禮安被耶穌總會委派為印度教區視察員。

1574年（明萬曆二年）

利瑪竇的老師克拉委奧（Clavius，意為“釘狀”，利瑪竇譯作丁氏）用拉丁文校印和出版了古希臘數學

家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利瑪竇在當時傑出的數學家和天文學家丁氏的指導下，學會了地球儀、觀象儀、

時鐘的製作，為日後到華傳播西方科技文化打下了良好基礎。

1575年（明萬曆三年）

殷正茂陞任兵部尚書。陞江南太倉人、江西巡撫凌雲翼為兩廣總督。

1576年（明萬曆四年）

1月23日，羅馬教皇格列高里十三世批准澳門設立教區，負責管理中國、日本、越南傳教事務。卡內羅被

任命為澳門教區署理主教。12月8日，耶穌會印度教區辦事處主任希爾法由東印度抵羅馬，要求增派赴東方的

傳教士。此時正在羅馬公學攻讀大學第五年課程的利瑪竇立即向耶穌會第四任會長默柯里亞提出申請，獲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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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7年（明萬曆五年）

5月 18日，利瑪竇結束了他在羅馬公學五年的大學生活，離開羅馬，經佛羅倫斯和熱那亞前往葡萄牙。

6-7月間，利瑪竇一行抵達里斯本，其後在里斯本科英布拉大學逗留八個月，學習葡萄牙語，完成他在羅馬公

學未完的學業，等待適當季節出航。

10月，被耶穌總會會長委任為遠東傳教團總視察員的意大利耶穌會士范禮安由印度抵達澳門。

1578年（明萬曆六年）

3月 24日，利瑪竇一行在里斯本的亞爾梅林宮受葡萄牙國王接見。葡萄牙國王對於自願赴遠東傳教的耶

穌會士表示感謝，並宣佈傳教士的經費全部由葡國提供。 3月 29日，利瑪竇偕孟三德神父、羅明堅神父等一

行十四人，離開里斯本分乘三艘葡萄牙商船前往印度果阿。

7月，范禮安在澳門去信給耶穌總會會長，說他經過九個月的觀察和詢問，認為中華民族是一個聰明的、

有成就的、獻身於藝術研究的民族。這個民族是可以被說服允許一些同樣以學識和品德出名的外國人來到他

們中間居住的，假如他們的客人精通中國語言文字的話。他把這叫做“文化適應”。他說 ，看來還有希望的

是，這個民族有一天會樂於接受基督教。

范禮安在澳門還去信給印度教區主教文森斯（Rodrigo Vincens），要求他至少選派一名他認為適宜於學

習中國語言文字並準備到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士到澳門來。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人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被

選送來擔負這項任務。

同年，駐肇慶的兩廣總督凌雲翼批准駐澳門葡人每年可以在冬夏兩季參加在廣州舉辦的交易會（《利瑪竇

劄記》按西曆記為每年 1月到 6月末）。

9月 13日，利瑪竇與羅明堅、巴範濟和阿卡維伐一行到達印度果阿。此後，利瑪竇在果阿聖保祿學院居

住了四年，繼續攻讀神學，同時教授拉丁文和希臘文，羅明堅則於是年動身赴澳門。

1579年（明萬曆七年）

春五月，崇尚程朱理學的明廷首輔張居正不滿書院講學非議朝政，下令關閉全國書院，肇慶崧臺、濂溪、

仰湖書院停辦。

7月 7日，范禮安離開澳門前往日本。 7月 22日，羅明堅抵達澳門，范禮安給他留下批示，要求他學習

“讀、寫和說”中國語言文字，因為這是邁向對中國“文化適應”的第一步。

羅明堅在澳門請了一個畫家教他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字。同時，署理主教卡內羅還教他學習中國的禮儀：

“在你參見中國長官的時候要下跪，要磕極深而又經過工夫很長的頭。在提起別人的時候，要用讚美的口吻，

在說到自己的時候卻要用謙卑的詞句。”

該年凌雲翼陞南京工部尚書，陞湖廣臨武人、江西巡撫劉堯誨為兩廣總督。

11月，利瑪竇因患病被送往印度的柯欽休養。

1580年（明萬曆八年）

7月 25日，利瑪竇在柯欽晉陞為耶穌會司鐸（神父），後返果阿。在攻讀神學之餘，時時到輔理修士的

工廠學習鐘錶、機械和印刷手藝。

這一年，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被西班牙攻陷，西班牙吞併了葡萄牙。

同年，浙江山陰人王泮到肇慶任知府，江西臨川人原任分巡淮徐道僉事的朱東光陞任廣東按察副使分巡

海道。四川巴陵人趙可懷任廣東按察使。同年，兩廣總督劉堯誨准許駐澳門葡人隨時入廣州貿易，但大船不

得入廣州，小船入廣州不得超過五人，並且晚上應留宿船上，不得在城內留宿。

11月，羅明堅經過兩年多的刻苦攻讀，掌握了一萬二千多個中國單字，但他年紀已36歲，說中國話仍感

困難。於是，他開始跟隨葡商進出廣州，參加這裡舉行的交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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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1年（明萬曆九年）

羅明堅經常隨葡商到廣州，結識了時任分巡海道副使的朱東光。朱東光對他的謙卑和有學問非常讚賞。

每當羅明堅隨葡商一起拜會海道副使時，他就由主人之命被安置一旁，免除叩拜之禮。而且還被賜予特權，

在市集期間安排他到供暹羅使團前來向天子朝貢時專用的館邸中住宿，使他不必像其他外國人一樣回船上過夜。

在廣州，羅明堅還結識了廣東總兵黃應甲，並贈給他一隻手錶。七月，劉堯誨調走，福建長樂人陳瑞以南

京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到肇慶任兩廣總督。湖北麻城人董石任肇慶府同知，廣西全州人唐民敏任肇慶府推官。

是年由教皇於 1581年委任的澳門教區主教薩（Leonardo de Sá）正式抵達澳門履任。剛抵澳，即推翻原

由中國官方批准的“番長”政制，增設治安判事，組織行政議會。

1582年（明萬曆十年）

初春，新任兩廣總督陳瑞得知駐澳葡人擅改政制，即傳令貿易艦隊司令米蘭達（Miranda）與主教薩派人

前往肇慶接受責問。葡人派出治安判事本涅拉（Penella）與傳教士羅明堅到肇慶。陳譴責葡人擅改政制之不

法，大有違皇上准許其入住澳門之初意。本涅拉與羅明堅則答云：“駐澳葡商過去和現在都是中國皇帝的順

民，他們承認總督閣下是他們的保護者。”根據此次會談的結果，葡人於是年將原向海道副使繳交的住房土

地租金每年 500兩，改為向香山縣主薄繳交。陳瑞還答應可考慮接受傳教士入居肇慶。

為了傳教，羅明堅在澳門耶穌會修道院（聖保祿公學）旁邊建立“聖馬丁備修院”，一方面向澳門居民

傳教，一方面為新來澳門的耶穌會士提供學習中文的場所。

4月 15日，利瑪竇奉遠東傳教團視察員范禮安之命離開果阿前往麻六甲。

5月2日，西班牙籍的耶穌會士桑切斯奉命從馬尼拉來到澳門，勸說葡萄牙人承認菲力普二世為西、葡兩

國共同的國王。

五月丙子，陞廣東按察使趙可懷為廣西右布政使，（趙可懷後在南京與利瑪竇有交往）。

7月3日，利瑪竇抵達麻六甲。六月，崇尚程朱理學的明廷首輔張居正逝世，以張四維為首輔。王泮在肇

慶復辦崧臺、濂溪兩書院。

8月7日，利瑪竇病中抵達澳門。從此與羅明堅、巴範濟神父一起在澳門學習漢語漢字，參與撰寫范禮安

著《聖方濟各．沙勿略傳》的第三章《論中國的奇跡》。農曆九月，肇慶知府王泮開始建造崇禧塔。

12月初，陳瑞致函澳門神父，可到肇慶建造教堂和寓所。

12月18日，駐澳門葡萄牙當局舉行效忠西班牙國王的宣誓儀式。澳葡當局提出的條件是：菲律賓與中國

的貿易必須通過澳門，在表面上還不能讓中國官方看出西、葡兩國已屬於同一君主，以免中國官員進行干涉。

12月 27日，巴範濟、羅明堅與譯員裴理伯前往肇慶，利瑪竇留在澳門靜候佳音。

12月31日，巴範齊、羅明堅受到兩廣總督陳瑞接見。他們獻上鐘錶和幾隻三稜鏡，總督非常高興，他分

派給他們一座寬敞的住所，與城東門外天寧寺相通。在這裡，羅明堅認識了肇慶儒生陳理閣（應為高要縣舉

人陳萼，萬曆《肇慶府志》撰修者之一）。

同年，桑切斯在澳門狂妄叫囂：“我和羅明堅的意見完全相反，我以為勸化中國，祇有一個好辦法，就

是借重武力。”

駐澳葡人和包括羅明堅、利瑪竇在內的大多數耶穌會士拒絕接受桑切斯武力傳教的主張。其後桑切斯作為

西班牙駐菲律賓全權代表返歐，懷揣一份題為《論征服中國》的備忘錄，帶回馬德里呈交給國王菲力普二世。

冬十二月，與張居正關係密切的太監總管馮保被貶南京安置。（馮後在南京與利瑪竇有交往）。

1583年（明萬曆十一年）

春，澳葡當局根據與陳瑞達成的協議，調整政制，選出判事二人，長老三人，檢事一人，組織元老院，

以本涅拉為院長，統理政事，亦以此事抵制西班牙干預澳門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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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澳門收到巴範濟、羅明堅信件，報稱他們已在肇慶安頓下來。該年正月，陳瑞因與張居正的關係密切被

京官彈劾，陳瑞請辭職歸家獲准。正月丁丑，陞廣西巡撫郭應聘為兩廣總督，以吳文華為廣西巡撫，但朝命未至肇慶。

據沈德符《萬曆野獲編》，陳瑞為張居正嘉靖三十二年（1553）房考門生。其子陳長祚又為張居正隆慶

五年（1571）大主考門生，與張居正兩世通門，入幕無間。萬曆五年（1577）張居正父死，陳瑞時以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披麻戴孝，到張父靈前痛哭，得晤張母。次年陳瑞即陞刑部左侍郎。萬曆八年九月再

陞南京刑部尚書，九年以南京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任兩廣總督，驟陞總督，為世所嗤笑。

3月，陳瑞擔心批准外國人入居肇慶會增加朝臣攻擊他的把柄，臨離肇慶前令羅明堅等人亦撤離肇慶，帶

他的親筆信函到廣州找海道副使朱東光，適值朱東光不在廣州，羅等祇好返回澳門。

4月，張四維丁憂歸家，朝廷以崇尚王守仁心學的申時行為首輔，先前在廣西巡撫任上“奏復陳獻章、王

守仁祠”的福建莆田人郭應聘到肇慶任兩廣總督。浙江山陰人王元敬任廣東左布政使，同樣崇尚王學的福建

甌寧人滕伯輪陞任廣東右布政使，江南盱眙人樂祖同任高要縣知縣。

郭應聘抵肇慶，在檔案中發現陳瑞發給神父們信函的副本，馬上傳令給收信人分巡海道副使朱東光，追問朱東光

收信後作了何種處置。朱東光致函香山知縣馮生虞，馮生虞對此事亦一無所知。馮再命縣主簿查清此事，盡快上報。

香山縣主簿奉命到澳門，詢問教區主教薩。薩把他帶到馬丁備修院，在那裡會見了眾多神父。神父們經

商議，決定派羅明堅和利瑪竇帶上信函原件到廣州去親自交給朱東光。但當羅明堅和利瑪竇見到香山知縣馮

生虞時，馮拒絕讓兩神父赴廣州，要他們回澳門等候消息。

碰巧此時知縣父親去世，按規定他要離職守孝，兩神父得以在香山縣城逗留，通過向代理知縣鄧思啟贈

送一件小禮物的辦法，他們得到許可，到廣州見到了海道副使朱東光，向他陳述他們是慕中華帝國之名遠涉

重洋，想留在這裡度過餘年。他們祇需要有一小塊地方，建築房屋以及一座禮拜天主的教堂。

朱東光本人表示贊同神父們的請求，但他反複提醒他們說，整個事情要由總督決定。為了避免幾天後抵

達廣州的新任廣東按察使周之屏責怪他，他請神父們先回澳門去。

不到一周，即該年8月，肇慶知府王泮就派了一名使者到澳門遞交一封由總督郭應聘批准的信，邀請神父

們到肇慶修建住所和教堂。

9月 1日，羅明堅、利瑪竇與譯員斐理伯離開澳門。 10日抵達肇慶，他們在府署中受到王泮的禮遇。神

父們從此穿上僧服，在肇慶定居下來。是年利瑪竇 31歲。

經過實地觀察，神父們決定在興建中的崇禧塔附近建造教堂和住所。王泮說，他將把他們的請求上報總

督，他們可以放心它會得到批准的。

9月 14日，王泮通知神父們，總督已批准他們的請求。

9月 15日，王泮在崇禧塔之北劃出一角土地給神父，並在利瑪竇要求下把所劃地皮增到一畝多。

教堂施工開始後，負責建塔監工的高要舉人譚諭發現神父們建的不是佛堂而是歐式建築，有違中國寺廟

中塔與佛堂同在一條中軸線的建築佈局，提議將教堂建築用地移到塔的東側，使教堂大門能夠獨立開在塔圍

牆外的路邊，自為一所。神父們高興地同意了這一方案。

神父們計劃按歐式建兩層樓的教堂，惜資金不足，譚諭送來幾千塊磚瓦和一些木料給予支持。

利瑪竇在儒生陳理閣（陳萼）的幫助下，把從歐洲帶來的三稜鏡賣給一商戶，得二十金錠支持建設費用。

11月，郭應聘被召回京，陞任南京兵部尚書，陞廣西巡撫吳文華為兩廣總督兼巡撫廣東。以福建龍溪人、

應天府尹吳善為廣西巡撫。

12月，羅明堅和翻譯斐理伯回澳門籌集教堂建設經費，向王泮辭行。王泮聽說澳門能製造鐘錶，便請羅

明堅幫忙在澳門訂購一座自鳴鐘回來，以代替府署麗譙樓的銅壺滴漏報時器。為此，王泮還提供了一艘有三

十多名水手駕馭的豪華官船送羅明堅到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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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明堅回到澳門後，一時籌不到錢，便把一名來自印度果阿的製鐘匠送上王泮派來的官船，隨船回肇慶

為王泮研製自鳴鐘，自己則留在澳門繼續籌款。製鐘匠返肇慶後，利瑪竇帶他去見王泮，王泮把肇慶城裡兩

位技術最精湛的工匠找來協助印度製鐘匠。

1584年（明萬曆十二年）

正月壬寅，分巡海道副使朱東光陞任廣東右參政，分守嶺西道。（《明實錄》）

4月，建好了教堂的第一層，暫時擱置建第二層的計劃。教堂取名“聖童貞院”，中間大廳佈置聖壇，上

掛聖母畫像。大廳兩側四個房間，一為寢室，二為地圖展示室和繪製室，三為西文圖書館和會客室，把神父

們從歐洲帶來的一批天文、地理、數學、機械、水利及城市建築畫冊放在裡面展出。四為天文儀器陳列室，

並在此製作日晷和自鳴鐘。

教堂落成之日，王泮題寫了“僊花寺”的牌匾掛在整座建築物的大門上，還題寫了“西來淨土”牌匾，

掛在會客室兼西文圖書館的牆上。

入住的第一天，王泮特地在房子外貼上一張佈告，說明外國僧人入住的房屋是經兩廣總督批准興建的，

任何人騷擾他們，要受嚴懲。

過了不久，王泮又給神父們送來兩個文件。一件是房屋用地許可證，另一件是准許他們經廣州來往澳門

的通行證。

四月甲子，陞福建延平府知府易可久為廣東按察副使，分巡海道。

夏天，利瑪竇用高薪聘請了福建秀才司賓住到教堂，當他的中文教師。他把羅明堅在澳門時翻譯成漢文

的神學教科書《聖教實錄》重新修訂，補充和重編，採用明代講學盛行的語錄體，由中士發問，西士作答，

改名《天主實錄》。

5月 24日出現日食，利瑪竇在寫回歐洲的信中稱讚中國欽天監準確預報了這次日食。

六月戊申，王泮陞任廣東按察司副使分巡嶺西道（轄肇慶、高州二府），仍駐肇慶。浙江上虞人、山陰

藉進士鄭一麟接任肇慶府知府。江西遂安人方應時任肇慶府同知（二府），江西安義人劉獻義任肇慶府通判

（三府），廣西全州人唐文敏任肇慶府推官（四府）。

神父們對王泮的陞遷表示祝賀。

利瑪竇在這一年繼續刻苦攻讀漢語，反複推敲漢文詞義，力求譯意貼切。用“天主”一詞譯 Deus,

就是利瑪竇與肇慶儒生陳理閣反複敲定的。不久，利瑪竇將十大天主教誡條用漢文譯出，印成《天主

十誡》宣傳單張分發給來教堂參觀的人。（十誡是：1）崇拜唯一的天主。 2）不可製造和敬拜偶像。

3）不可妄稱天主名字。 4）須守安息日為聖日。 5）須孝敬父母。 6）不可殺人。 7）不可姦淫。 8）不

可偷盜。 9）不可作假證陷害人。 10）不可貪戀別人妻子、財物。）這一年，教堂裡研製自鳴鐘的工作

在緊張進行。

有一天，幾個頑皮的小孩走上崇禧塔向僊花寺扔石頭。教堂裡的印度製鐘匠跑出去抓到一名小孩，把

他拖進教堂，威脅說要把他送到公堂上去，利瑪竇令把小孩放走。一些人說孩子被神父抓了三天，目的是

把孩子偷運到澳門賣為奴隸。官司打到王泮那裡，王泮在未明真相的情況下，把過失歸之於印度製鐘匠，

令將其遣返澳門。次日，得三個目擊者作證人，王泮查清了真相，按律對誣告者責以杖刑，並當庭取消對

製鐘匠的驅逐令，再次在教堂大門上貼出告示，說明外國人是得到總督批准在這裡定居的，禁止任何人違

反道義和常理欺負他們。

9月，中國內陸第一座自鳴鐘製成。

嶺西道王泮在僊花寺內看到了掛在西文圖書館內的西方地理學家奧特里烏斯繪製的拉丁文世界地圖，很

感興趣。於是請利瑪竇為他繪製一幅中文世界地圖。



114

特

輯

利
瑪
竇
及
其
相
關
歷
史
事
件
年
表

文 化 雜 誌 2008

利瑪竇把圖繪出後，王泮和同僚們看到這幅地圖把中國放到地球最東的邊緣上，便感到不大滿意。他們

說，既然地為圓球，而球體的本性就是無頭無尾的，站在西方的位置上看周邊世界，自然以西方為中心，但

站在我們大明帝國的位置上看周邊世界，就應該以大明帝國為中心。

10月，利瑪竇按王泮的意見完成了中文世界地圖的修改工作，取名《山海輿地圖》。王泮出資請利瑪竇

刻版印刷了十多張，把它當作珍貴禮物送給當地要人和好友。

其後，放在王泮道署內的自鳴鐘，因無人識上鐘鏈和調整時間，被送回教堂供人觀賞。

11月，羅明堅期望已久的商船從日本獲利回到澳門，葡商的資助使羅明堅得以攜帶足夠的錢回到肇慶續

建僊花寺第二層和添置傢俱。

羅明堅回肇慶，在續建僊花寺的同時，即與利瑪竇合編《葡漢詞典》，取名為《平常問答詞義》。這是

世界上第一部中西文字典，它首創用拉丁字母為漢字注音，為後來利瑪竇把《四書》譯為拉丁文介紹到歐洲

打下了良好基礎。

是年利瑪竇還用銅和鐵製作天球儀和地球儀，用以表明天體位置並指出地球形狀。他還繪製日晷刻在銅

版上，送給包括總督在內的官員。

這時傳來消息說，西班牙駐菲律賓總督在馬尼拉召開的教管區評議會決定派西班牙皇家監督羅曼和西班

牙耶穌會士桑切斯帶信函到澳門，要求肇慶的神父們取得兩廣總督同意，讓西班牙外交使團得以前往中國宮

廷以開闢西班牙對中國的貿易和傳教活動。

澳門的神學院長卡普萊勒神父寫信給肇慶的神父們，勸他們以不致損害他們自身傳教事業的方式辦理此事。

肇慶的神父們在總督府一名官員的協助下寫了一封申請書，由王泮轉交給兩廣總督吳文華。總督按照慣例把

它送給分巡海道副使易可久，吩咐對申請進行研究並將結果送回。

其後由於駐澳門葡萄牙人認為西班牙人此舉損害了他們獨佔中國貿易的利益，吩咐神父們不要再支持此

事。海道副使在充分瞭解申請的起因和過程以後，列舉出他從不同來源得知的反對意見。最後，對整個事件

裁決如下：如果擬議中的使節是來自從未被邀請遣使中國的民族，他們最好別拿他們的腦袋找麻煩。

事情告一段落後，澳門神學院院長、中國教團監督卡普萊勒神父便決定訪問肇慶。當神父們為此事向嶺

西道王泮申請時，王泮說，如果神父是前來訪問而不居留，那就不會有困難。

卡普萊勒神父到肇慶為福建秀才司賓和肇慶舉人陳理閣施行洗禮，洗禮儀式是公開舉行的，有許多中國

人參加。以後，卡普萊勒神父回到澳門。

11月 30日，利瑪竇將《山海輿地圖》寄回羅馬耶穌總會。

12月 28日，范禮安將《山海輿地圖》兩幅寄回歐洲。

12月，因朝廷首輔申時行奏請，詔以崇尚心學的陳獻章、胡居仁、王守仁入祀孔廟。陸王心學在朝廷地

位的確立，有助於克服明朝上半葉被統治者扭曲為中世紀經院哲學的程朱理學的保守性，有利於利瑪竇溝通

中西文化。

1585年（明萬曆十三年）

春，天主教遠東視察員范禮安撤銷澳門神學院對中國教區的管轄權，使之祇受他本人和日本教區的領

導，同時任命葡萄牙人孟三德為中國教團監督，命他帶助手麥安東修士從印度起程前往中國。澳門主教薩

離任赴羅馬。

為了表示歸化中國，利瑪竇與羅明堅在肇慶按照中國人的習慣各為自己取了別號，利瑪竇自稱“西泰

子”，而羅明堅別號則為“復初”。

4月，肇慶崇禧塔竣工。

7月，孟三德神父與麥安東修士抵達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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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慶的神父們接到范禮安的信件後，就請求嶺西道王泮允許一位新人到肇慶居住。剛好總督接到朝廷要

他購買澳門商人的裝飾性羽毛的指令，於是王泮就用一艘相當大的船，載羅明堅神父到澳門，他返回時就把

孟三德神父接到了肇慶。

但神父們按照王泮的指示寫給總督要求允許孟三德居留的申請卻沒有回音，而王泮正打算到北京去作每

三年一次的述職。臨行時，王泮對神父們說，他本想帶一位神父隨他到北京去，但手下有人勸告他可能會惹

麻煩。所以他祇得改變主意。如果神父們願意去他的故鄉浙江訪問，那是沒有問題的。

教團監督孟三德指令羅明堅神父以麥安東修士為伴，作浙江之行。奉王泮之命，肇慶府推官唐文敏把證

書送給了羅明堅神父，授權他在浙江、湖廣及附近地區旅行。

10月，羅明堅神父與麥安東修士啟程前往王泮家鄉紹興傳教，使王泮的白髮老父受洗入教。

耶穌總會會長阿瓜維瓦致函肇慶教團，對他們的工作表示關愛，並送去一些對傳教有用的禮物，其中一

幅為羅馬著名藝術家繪製的基督畫像，四件製作精緻、樣式美觀的計時器，有可用帶子繫在頸上的駝錶，還

有擺在桌上的鐘。日本教區主教柯羅還特意送給肇慶教堂一幅由第一位傳授日本和中國人學西洋畫法的尼古

拉大師繪製的大幅基督畫像，菲律賓一位牧師還送來了懷抱嬰兒耶穌的聖母畫像，這些都是中國大陸首次出

現的西洋藝術品和機械製品。工餘之暇，神父們博覽中國書籍，極有收穫。他們因此而在肇慶威望日增。

11月 24日，僊花寺（聖童貞院）兩層樓房竣工。是年，上海人蔡汝賢任廣東左布政使。

1586年（明萬曆十四年）

浙江山陰人傅國才任肇慶府推官，福建晉江人蕭九章任高要知縣。

6月，在紹興的王泮親屬怕神父們急進式的傳教會給他們惹來麻煩，要求神父們回到廣東。這件事使王泮

逐漸對神父們冷漠起來。

農曆七月十八日，肇慶西江洪水氾濫，很多老百姓到教堂避難。

下半年，羅明堅、麥安東回到肇慶，王泮好友、崇禧塔建造工程的監督官譚諭向神父們推介說，湖廣省

有一座武當山，很多人到那裡進香。如果神父們有興趣的話，他可以想辦法讓王泮批准。

羅明堅得到孟三德神父的批准，決定作武當山之行。途經廣西桂林，想叩見駐桂林的靖江王，靖江王命

他先去拜訪廣西巡撫吳善和其他官員。官員們各自輪流接見了羅明堅，但不表示歡迎，並且要求他不要在桂

林逗留。廣西總兵呼良朋還差點要把羅明堅投進監獄，羅明堅只好回到肇慶。

年底，鑒於神父們一再違反中國國情與社情民意擅自推行急進式傳教，王泮祇好下了一道命令，叫神父

們馬上回到澳門去。是年徐大任（安徽宣城人，字重夫，隆慶進士）由工部主事任廣東右參政。

1587年（明萬曆十五年）

羅明堅和利瑪竇到嶺西道王泮衙門，訴說他們怎樣遠涉重洋到中國來，不願走回頭路。如果王大人反對

的是，現在的人數比開始傳教時增多了，那麼可不可以遣走一兩個而允許原來為總督所接受的人留下來。王

泮彬彬有禮地回答說，他本人始終很看重神父，沒有理由反對他們，問題是他一再得到廣州官員的來函，並

聽到百姓反對他們的聲音，他不可能對這些社情民意置若罔聞。

神父們為了緩和矛盾，祇好先讓推動此次急進式傳教的教團監督孟三德神父返回澳門去。

隨後，王泮在全城頒佈一道有關神父事件的佈告，佈告中澄清了外間一些關於教堂與崇禧塔修建經費的

不實傳聞，聲稱神父們擅自擴大傳教團的規模是不當的，他已命令他們全部離去。但神父們哭哭啼啼求見他，

為自己申辯，聲稱他們從未絲毫觸犯國法。告示中稱，鑒於神父們有德行，所以允許他們一兩個人留在總督

所指定給他們的房屋裡，所有其他的人都須遵命離去。

六月癸酉，兩廣總督吳文華陞任南京工部尚書，原廣西巡撫吳善接任兩廣總督。以福建漳浦人朱天球為

廣東按察司副使，分巡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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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一位在澳門入教的天主教徒馬丁到肇慶來詐騙神父，王泮令知府鄭一麟秉公審理，查清案情，

嚴懲了馬丁。

同年，日本首相豐臣秀吉禁天主教，天主教遠東視察員范禮安離開日本避居印度果阿。

年底，嶺西道副使王泮陞任湖廣布政使司左參議離開肇慶，（萬曆二十二年九月陞河南按察使，萬曆二

十六年五月陞湖廣右布政使，萬曆二十七年陞廣東左布政使回到廣東）。

神父們與新任兩廣總督吳善都出席了歡送王泮的集會。神父們去參見吳善，吳善以隆重的禮儀接待了他

們，並說在廣西時他就見過羅明堅。

1588年（明萬曆十六年）

年初，江南常熟人、原惠州知府黃時雨接任分巡嶺西道副使，肇慶知府鄭一麟上京述職，余相始任肇慶

府通判，山陰人傅國才為肇慶府推官（萬曆十四年始任）。

本年利瑪竇與羅明堅在肇慶編成用拉丁字母為漢字注音的《平常問答詞義》，即《葡漢字典》。該書 198

頁，現存耶穌會檔案館。

利瑪竇與羅明堅在新任嶺西道黃時雨的支援下獲允許孟三德神父回到肇慶。孟三德神父在肇慶召集了一次

會議，會議根據遠東教團總視察員范禮安的指示，決定派羅明堅去羅馬，請求安排一個教皇使節去見中國皇帝。

利瑪竇在福建秀才司賓的幫助下撰寫了教皇致中國皇帝的信，致兩廣總督的信，以及教皇賜使節的證書，

作為備用文本。羅明堅把這些備用文本和他與利瑪竇完成的中國典籍“四書”第一篇《大學》的拉丁文譯本

帶回羅馬。

羅明堅離開肇慶就再沒回來。在羅馬，由於兩任教皇相繼去世，整個事情被大大推遲了，不久羅明堅去世。

在肇慶，馬丁的朋友在街道上散發傳單，說孟三德違反官方通告擅自回到肇慶，如果他不在限期內離

去，所有生員就要聚會向官府上告。駐廣州的廣東左布政使蔡汝賢也寫信給肇慶官員，提醒他們對外國人

的活動給予注意。孟三德神父祇好返回澳門，麥安東修士已先於他到達那裡，肇慶祇剩下利瑪竇一位傳教

士。

7月 31日，范禮安從果阿回到澳門，通知澳門教區，日本已獨立成立教區，不受澳門教區管轄。

農曆七月，吳善病逝，原廣西巡撫、江南靈璧人劉繼文陞任兩廣總督。

八月，范禮安總視察員派麥安東重返肇慶與利瑪竇做伴，並且決定甚至不向政府請求批准就把他派來。

他剛一到肇慶，就從省城傳來消息說，巡按監察御史蔡夢說收到一百多名廣州有影響的知識界人士的請願書，

要求把利瑪竇等傳教士逐出肇慶。

蔡夢說令分巡海道副使朱天球進行調查。朱天球把它上呈廣東按察使陳瑛。陳瑛蓋上按察院的大印交給

肇慶知府鄭一麟，命令他開堂審訊並把判決結果報告廣東按察院。剛好鄭一麟已到北京參加每三年一次的朝

拜大典，事情交給神父們的好朋友、肇慶府同知方應時辦理，方應時勸利瑪竇對原告控以誹謗罪。

第二天，神父們還去拜訪了嶺西道黃時雨，黃時雨給了神父們以支援，允許麥安東神父留下來。

9月8日，肇慶同知方應時作出了對神父們有利的裁決，直送巡按監察御史蔡夢說。從此准許居留的憑證

上，羅明堅的名字為利瑪竇所取代。

羅明堅試圖在中國打開急進式傳教局面遭到的失敗，使利瑪竇在貫徹范禮安神父開創的文化適應路線上

進一步擺脫了大規模急進式傳教的影響，從而更有效地貫徹適合中國國情的“慢慢來”的傳教路向。羅馬耶

穌會士史若瑟據此認為，利瑪竇為中國第一個耶穌傳教團奠定了新方向。

利瑪竇的博學和僊花寺豐富的文化藏品吸引了眾多高官和智識分子前來拜訪。在肇慶，利瑪竇結識了時

任廣東參議的徐大任，還有時任潮州知府的郭子章（號青螺），廣東右布政使滕伯輪，廣西全州人蔣之秀、

廣東清遠人鍾萬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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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大任，安徽宣城人，字重夫，隆慶進士，授工部主事，萬曆十四年始任廣東右參議，萬曆十五年六月

陞廣西副使，萬曆十七年陞浙江右參政，二十年陞南京鴻臚寺卿。萬曆二十三年五月陞任南京光祿寺卿，是

年七月與利瑪竇在南京重遇。

郭子章，江西泰和人，萬曆十年始任潮州知府。字相奎，號青螺。萬曆二十年七月，由浙江右參政陞山

西按察使，萬曆二十七年三月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等處，二十八年六月，平播州土

著頭領楊應龍，以其地置平越、遵義二府。郭因功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卒於任上。有《易解》、《粵

草》、《聖門人物志》、《黔草》、《晉草》、《蜀草》、《夢草》、《豫章詩話》等著作。

滕伯輪，字汝載，福建甌寧人，嘉靖末知番禺縣，萬曆五年官至廣東按察使，萬曆六年八月陞浙江右布

政使，萬曆十一年始任廣東右布政使。後入京為戶部侍郎，擢都御史。

蔣之秀，後為戶部郎中，萬曆三十六年八月戊午陞湖廣右參政。

鍾萬祿，萬曆二十八年官至山東臨清道，與利瑪竇在臨清重逢。

新總督劉繼文信奉道教，他在肇慶留下的石刻表明，他即使行軍佈陣也要靠占卜和扶乩來決定。這時由

於害怕住到剛死去的吳善住過的兩廣總督府署會給他帶來晦氣，要把府署的住房連根鏟平重建，所以暫不到

肇慶上任而留住梧州。一些在肇慶的官員到梧州拜見新總督，其中有參與王泮生祠、崇禧塔和僊花寺建築策

劃和監工的譚諭。他也信奉道教，在新總督面前盛讚王泮生祠、崇禧塔和僊花寺選址的風水極佳，它給王泮

帶來極好的官運，這使劉繼文產生了他也要在那裡建一座生祠的打算。

12月，劉繼文從梧州寫信給嶺西道黃時雨，聲稱他知道來澳門的幾個傳教士住在肇慶，把打聽到的有關

中國的一切事情都通報給葡萄牙人，簡直就是外國人派駐中國的奸細。他們並且經常耍花招和手段來勾引無

知百姓，他命令嶺西道盡快把他們遣返澳門，或者讓地方官把他們監禁在韶州城內。他們可住在那裡的南華

寺。他稱那裡和一千多信奉異端的佛教徒（他認為佛教是異端）有聯繫。

嶺西道黃時雨接到此信後，令肇慶府同知方應時代表他去勸神父按命令到韶州南華寺，而且他保證劉繼

文任滿時他們就可以恢復現有的居住地。

1589年（明萬曆十七年）

利瑪竇派一名使者到澳門，向范禮安請示對策。范禮安批示他盡一切努力保留他們現在的住地。

利瑪竇正打算到梧州去面見劉繼文，碰巧劉繼文因為一夥已受招安的海盜商人李茂、陳德樂重操舊業，

朝廷命他帶兵前往鎮壓，所以劉繼文需從梧州赴廣州指揮戰事。他路經肇慶時，幾名地方官員友善地把神父

們的案子提了出來。劉繼文堅持不肯讓神父保留他們的駐地。

2月，陞廣東左布政使蔡汝賢為廣西巡撫。

正在這時，幾個在北京的朝廷官員寫信給嶺西道黃時雨，要他向葡商購買紫色綢緞送到北京去。黃時雨趁機向總

督推薦利瑪竇擔負這一任務。劉繼文為此安排了官船，並由一名軍官和幾名侍從陪同利瑪竇到澳門圓滿完成了任務。

利瑪竇回到肇慶以後，新的兩廣總督府也落成了。劉繼文仍堅持要神父們離開肇慶。是時江蘇常熟人瞿

太素到肇慶拜訪同鄉、嶺西道黃時雨及舊交劉繼文，得晤利瑪竇。

瞿太素，名汝夔。其父瞿景淳，嘉靖間會試第一、殿試第二，官至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其長兄

瞿汝稷，官至太僕寺少卿,是著名的佛教學者，致仕後，撮歷代神僧法語為《指月錄》，盛行於世。二兄瞿汝

說，官至湖廣提學僉事，著有《皇明臣略》百卷。明末在肇慶登基的永曆帝，有宰相瞿式耜，就是瞿汝說的

兒子。但瞿太素卻是個浪蕩公子，到處遊山玩水，投靠當官的同鄉熟人“打秋風”。遇利瑪竇後，大有長進。

年中，巡按監察御史蔡夢說完成了對廣東的視察打算回京向皇帝彙報，劉繼文照例送他一程。船行到教

堂前，突然調轉船頭靠泊僊花寺前，監察御史要和劉繼文一起參觀僊花寺，然後很滿意地離去。此事使劉繼

文延遲了驅逐神父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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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初，總督因欽差的離去而大膽起來，命令方應時給予利瑪竇六十金幣作為他們房屋的代價，令利瑪竇

返回本國，利瑪竇拒絕，結果被押解上船。舟行至廣州中途，忽被召回肇慶。原來劉繼文獲悉利瑪竇拒收賠

償費後，感到很吃驚，因為他已經打算拿他們的住所修建他的生祠，因此他害怕別人責備他不公道。

利瑪竇回肇慶後，與劉繼文會談。劉繼文同意利瑪竇選擇南雄作為新的居留地，並勸利瑪竇先到南華寺，

再去韶州看看，如果這兩地都不合意，他可以再到南雄去。會談中，剛好韶州府通判呂良佐在場，劉繼文吩

咐呂良佐陪利瑪竇到韶州。是年利瑪竇 37歲。

8月15日，利瑪竇乘船離開肇慶。肇慶府同知方應時於該年被迫離任，福建晉江人朱天應始任肇慶知府。

與劉繼文信奉的道教發生尖銳矛盾的事實使利瑪竇意識到，打着佛教的旗號在中國傳播天主教的路子行不通。

利瑪竇入居肇慶六年的經歷，使他逐步認清了中國傳統的主流信仰是儒學。它不是西方意義上的宗教（利瑪

竇稱之為自然神學），中國人靠儒學協調信教與不信教的矛盾，以及儒、佛、道等各種不同的信仰和文化之間的

關係，達致“和而不同”的理想境界。利瑪竇入居肇慶以來，由於中西兩大不同質的文化缺乏互相瞭解和溝通而

引起的誤解和碰撞，都是靠郭應聘、王泮、朱東光、蔡夢說、黃時雨、方應時等一些具有較深儒學素養的官員和

文人學士的幫助，才使他得以一次又一次化解危機，走出困境。利瑪竇在肇慶認真研究並親身體驗到儒學的博大

精深，促使他逐步走上尊重大多數中國人不信仰嚴格意義上的宗教而信仰儒學、渴望瞭解世界和學習先進科技文

化的內在要求，從抵制以桑切斯為代表的中世紀歐洲經院哲學極端派的武力傳教主張，吸收孟三德、羅明堅急進

式傳教的失敗教訓，到完全放棄用西方宗教來“歸化”中國人的企圖，把宗教傳播變為以科技文化為先導，慢慢

深入到哲學層面溝通的文化活動，從而開闢了尊重中國國情，與中國社會相適應的正確路向。正是這一從文化適

應發展到社會適應的正確路向，使利瑪竇能突破明代上半葉被統治者扭曲為中國式經院哲學的程朱理學藩籬，深

入陸王心學的空間，實現西方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平等對話。

肇慶是利瑪竇傳教正確路向逐步形成之地。

8月24日，利瑪竇抵達韶州南華寺，向和尚表明天主教與佛教有別，拒絕在寺中居留。28日，利瑪竇一

行被送到韶州城，暫居武水西岸光孝寺。次日，選定光孝寺前西江邊建教堂與居所。

9月初，得劉繼文批准教堂與居所用地，即報范禮安。 9月 25日或 26日，范禮安撥來充足款項。

10月 4日，利瑪竇在韶州光孝寺附近始建中式居所和教堂。其後，范禮安從澳門派鍾鳴仁與黃明沙兩位

華人天主教徒到韶州協助利瑪竇，並從印度召來蘇如漢、羅如望兩神父，要他們到澳門準備入中國內地傳教。

與此同時，劉繼文在肇慶僊花寺內立了一塊石碑，說明房屋的來源以及他使用它的目的。離這所房屋不

遠，他建立了自己的生祠，其中按照風俗安置了自己的塑像。（此段據利瑪竇《劄記》。《劄記》所云僊花

寺內的碑今不見，今存者〈劉繼文生祠碑〉在崇禧塔東側）

冬，瞿太素到韶州拜利瑪竇為師，郭敦華受洗入教。是年薩主教從羅馬回到澳門。是年韶州知府為陳奇

謀（浙江人，十六年始任），同知先為李春和（南昌人，十六年始任），後為劉承範（監利人，十七年始任），

通判呂良佐（鐘祥人，十七年始任），推官陳宗伯（浙江人）

1590年（明萬曆十八年）

是年，神父們在韶州的居所竣工。瞿太素在韶州從欲向利瑪竇學煉金術轉學歐洲的天文學和數學。他認

真學習了利瑪竇老師丁氏的《天球論》和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並用圖表裝點他的學習手稿，用木材和

金屬製造各種科學儀器，如六分儀、天球儀、象限儀、日晷、量角器等。瞿太素成了把西方科技文明引進中

國最早的仲介人。是年，以湖廣應城人陳蕖為廣西巡撫，調蔡汝賢為廣東巡撫。

1591年（明萬曆十九年）

年初，英德知縣蘇大用（江西寧都人）邀請利瑪竇遊縣城及碧落洞，新任廣東右參政、分守南韶道、江南嘉

定人龔錫爵與利瑪竇一起返回韶州。 3月，劉繼文陞任南京戶部右侍郎，在肇慶立《迎僊平寇碑》，說他平定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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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商人得僊人說明。4月，陞劉繼文為南京戶部左侍郎，陞廣東巡撫蔡汝賢為南京兵部右侍郎。5月，陞雲南巡撫

蕭彥為兩廣總督。劉繼文赴南京途經韶州，利瑪竇拜訪了他。其後，劉繼文第五子和侄子亦到韶州拜訪利瑪竇。

麥安東神父在韶州病重，赴澳門醫病。韶州教堂受到河對岸幾個紳士頭子的兒子襲擊。瞿太素於第二天

去見知府陳奇謀，陳奇謀懲罰了肇事者，並答允讓澳門方面派一名傳教士到韶州代替麥安東。

7月初，范禮安神父欲赴日本，臨行時任命孟三德為澳門神學院院長，駐華傳教團教長，孟三德神父為此

到韶州視察了三天，返回澳門路經香山時，知縣王官（四川梓潼人）把孟三德神父的兩名僕人扣下，祇允孟

三德和一名僕人回澳門。孟三德抵澳門後，麥安東神父要求回韶州，獲批准。

10月，麥安東再次在韶州病倒，生病八天后去世。

12月，石方西神父被派到韶州接替麥安東。

12月，兵科給事中王德完疏劾劉繼文於兩廣總督任內平定海盜商人李茂、陳德樂係枉殺無辜。（次年二

月有旨：著廠衛五城嚴刑緝治。劉不久病死）。

1592年（明萬曆二十年）

晉江人謝臺卿始任韶州知府，同知（二府）為管穀，鄞縣人，萬曆十九年始任；通判（三府）為呂良佐，

鍾祥人，萬曆十七年始任；推官（四府）為黃秀華，福建人，萬曆十八年始任。曲江知縣為劉文芳，漳浦人，

十九年始任；曲江縣丞張鼎，長樂人，十九年始任。

春節，利瑪竇給瞿太素送去禮物，瞿親自到韶州回贈禮物，並力勸利瑪竇改著儒裝。

石方西神父抵韶州，受到謝臺卿款待。

2月18日，應瞿太素之邀，利瑪竇到南雄，拜訪瞿太素同鄉、南雄知府黃門，結識南雄府同知王應麟（福

建人），送給王應麟一幅《山海輿地圖》，並為富商葛盛華等六人授洗入教。

同年方應時重任肇慶府同知。湖北黃岡人塗巍始任肇慶府通判，肇慶知府仍為朱天應。

7月間的一個夜晚，韶州教堂被強盜闖入，三名僕人被襲重傷，利瑪竇跳窗傷足。韶州府推官黃秀華受命

審理此案。

7月底，利瑪竇與石方西神父回肇慶聽候廣東提刑按察使賈應璧復審此案。

利瑪竇在肇慶會見了重任肇慶府同知的方應時，以及先前借星象異變抨擊朝政而被貶的禮部主事、江西

臨川人、著名戲劇作家湯顯祖。

湯顯祖為此寫下了〈端州逢西域兩生破佛立義，偶成二首〉：

畫屏天主絳紗籠，碧眼愁胡譯字通。正似瑞龍看甲錯，香膏原在木心中。

二子西來跡已奇，黃金作使更何疑。自言天竺原無佛，說與蓮花教主知。

據《明實錄》及《湯顯祖集》，萬曆十九年閏三月，南京禮部主事湯顯祖上〈論輔臣科臣疏〉，得罪

首輔申時行，五月被貶為徐聞典史。秋九月，湯方離臨川南下，十一月上旬經廣州去澳門，抵徐聞時已是

十一月下旬。萬曆二十年春得旨，量移遂昌知縣。《玉茗堂尺牘之一》載湯顯祖〈寄傅太常〉書，謂湯去

徐聞係“秋去春歸”，“六月一息”，在徐聞住了六個月。故湯離徐聞，當在萬曆二十年五月，抵恩州（今

陽江）已是盛夏。〈恩州午火〉有云：“炎風不遣春銷盡，二月桃花絳雪鹽”。恩州中午的陽光有如二月

桃花和道家丹藥般火紅。其後到肇慶專訪魯司理，得晤利瑪竇。魯司理名樂同，明制，司理即推官，掌勘

問刑獄。

湯顯祖離肇慶再赴“陽江道中”，“蓮葉落已久”，“促織猶在野，”已是深秋。〈過曲江〉時“去雁

已開梅嶺雪”，冬天了。到臨川〈新歸〉：“春衫小坐偏”，已是萬曆二十一年春天。〈遂昌縣相圃射堂記〉

載，湯抵遂昌任知縣，在萬曆二十一年三月望後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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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湯顯祖會利瑪竇在萬曆二十年夏秋間。徐朔方教授箋校《湯顯祖集》，誤以為湯離徐聞歸臨川均在萬

曆二十年春，故令學者質疑湯在肇慶所晤非利瑪竇。其實《玉茗堂尺牘之一》載湯〈覆朱澹菴司空〉書云：

“有懷函丈，忽拜良書，穆如清風，不知其身之在炎奧也。世步多方，支吾末易，而陸公謝仕，誰復意外用

人？”查《神宗實錄》，吏部尚書陸公（光祖）萬曆二十年三月致仕；朱澹菴（名天球）萬曆二十年十月辛

卯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任南京工部尚書（司空）。故該年三月至十月以後，湯仍“身之在炎奧也”，並未

北歸臨川。

海南龔重謨在《撫州社會科學》2006年第 3期上發表〈湯顯祖在肇慶遇見的傳教士不是利瑪竇〉一文，

說到利瑪竇在肇慶已剃鬍子，不需翻譯便可交談，不應是“碧眼愁胡譯字通”。其實有絡腮鬍子的人即使剃

了也容易認出，“譯字通”是讚揚利能精通中葡文字的對譯，非指與利交談需要翻譯也。

利瑪竇在肇慶逗留了四個月，其後，教團接到澳門來函，說耶穌會總視察員范禮安已於10月24日從日本

返澳門，召利瑪竇至澳門見面。

是年 10月，陞蕭彥為戶部右侍郎離肇，陞廣西巡撫陳蕖為兩廣總督，以陳大科為廣西巡撫。

11月，利瑪竇把石方西神父送回韶州，自已乘船從肇慶出發，到澳門去見范禮安。

利瑪竇要求范禮安准許他改以儒者身份傳教，並繼續把“四書”譯成拉丁文。范禮安對上述建議表示讚

賞，並答應親自向總管和教皇提請批准。

1593年（明萬曆二十一年）

1月，利瑪竇從澳門回到韶州，替曾參與襲擊教堂的人說情，減輕了他們的刑罰。

正月，王錫爵繼申時行為首輔。時帝不欲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而欲立寵妃鄭氏所生皇三子朱常洵，

受到太后與群臣的激烈反對。王錫爵阿附帝意，擬就皇長子與兩弟三王並封之旨，舉朝大嘩。帝迫於公議，

命少俟二三年舉行。

7月，吏部尚書孫鑨因在京朝官大計（大考核）中不肯阿附首輔王錫爵被罷官。同時被罷官的有吏部員外

郎、杭州右衛人虞淳熙，考功郎中趙南星，吏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王弘誨。虞淳熙回杭州後與利瑪竇有書信

來往，見《辯學遺牘》。王弘誨於是年秋從北京返回故里海南島安定縣，路經韶州，拜訪利瑪竇，成為好朋

友。趙南星後來成了著名的東林黨人。

11月 5日，石方西神父病逝於韶州。

1594年（明萬曆二十二年）

春二月，首輔王錫爵再貶逐吏部郎中顧憲成。顧憲成回鄉，講學於東林書院，是為東林黨議之始。

5月，王錫爵以失眾望自請罷歸，詔以曾得罪張居正被貶家居的沈一貫為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7月 7日，郭居靜神父奉派抵韶州。

是月耶穌會批准利瑪竇以儒者身份傳教，利瑪竇與郭居靜開始留鬚髮棄僧裝，並繼續用拉丁文意譯“四

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

是年九月，調兩廣總督陳蕖為糧儲總督，十月，陞廣西巡撫陳大科為兩廣總督，以戴耀為廣西巡撫。

11月 15日，范禮安離開澳門。

耶穌總會會長責成新任中國教區區長龍華民根據利瑪竇傳教的成功經驗，規定凡入華傳教的耶穌會士，

一律須先在澳門學習中國語言文字和禮儀，並據范禮安提議，批准澳門籌辦一間大學來專門培養進入中國內

地以至日本傳教的耶穌會士。耶穌會長魯德拉斯在澳門委託貝勒茲、代宰拉和平托三人，將原由貝勒茲創辦

的祇有小學規格的聖保祿公學昇為大學規格的聖保祿學院。

12月 1日，聖保祿學院正式註冊成立，是為澳門歷史上第一所高等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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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5年（明萬曆二十三年）

韶州知府謝臺卿任滿三年上京述職，同知管谷代理知府，赴衙門途中摔倒猝死，四府黃秀華代理知府。

利瑪竇謄清拉丁文意譯“四書”手稿，停止散發在肇慶刊印的《天主實錄》，擬另編寫，並對新來的傳

教士郭居靜講解“五經”（易經、書經、詩經、禮記、春秋）。

是年利瑪竇 43歲，鬚髮已長，正式以儒生身份傳教。 3月，利瑪竇寫成輯譯西方格言的《交友論》。

4月，兵部侍郎應召回京。（一般認為此人係石星。據《明實錄》及《明鑑》，石星係山東東明人，被杖黜

為民係隆慶二年正月的事，被起用為兵部侍郎係萬曆初的事。萬曆十五年已陞為工部尚書，萬曆十八年再

陞戶部尚書，萬曆二十年已是兵部尚書。該年五月日本豐臣秀吉侵朝，石星派沈惟敬與日本交涉，並薦魏

學曾督軍平寧夏。次年正月，李如松進軍平埌，大敗日軍，而石星力主議和。萬曆二十二年冬，在石星促

成下，日本與明廷簽訂和約。次年正月，在石星提議下，遣沈惟敬封豐臣秀吉為日本王。萬曆二十四年九

月，日軍再度侵朝。次年二月，帝怒，逮石星、沈惟敬按問，下獄論死。故萬曆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石星

一直在京主辦兵部尚書事，無可能離京。1595年5月被召回京經略朝鮮軍務的兵部侍郎是孫鑛。因《明鑑》

載：“萬曆二十二年冬，倭遣使入朝，詔以顧養謙經略朝鮮軍務，顧養謙薦兵部侍郎孫鑛自代，乞身去。”

孫鑛，浙江余姚人，祖孫燧，父孫陞，兄孫鑨，皆曾中進士，孫鑛還是會試第一，初為文選郎中，澄清銓

法，名藉甚。其兄孫鑨為吏部尚書，因萬曆二十一年大計京官時不肯阿附閣臣被貶。隨後，孫鑛亦當在刑

部左侍郎任上請辭歸家。萬曆二十三年四月孫鑛以兵部侍郎，加右都御史代顧養謙經略朝鮮軍務，符合《劄

記》所言）兵部侍郎之子因科舉應試失敗得了精神抑鬱症，派人到韶州請利瑪竇治子病。利瑪竇趁機請求

帶他上南京，獲兵部侍郎批准。

四月十八日，利瑪竇帶上兩個年輕的中國教友向韶州出發，北上南京與兵部侍郎會面。

兵部侍郎十分尊重利瑪竇，常邀他到自己的座駕大船，聽他講歐洲各地的情形。

五月丙子，南京鴻臚寺卿徐大任陞任南京光祿寺卿。

七月，船到贛州，受到南贛巡撫李汝華的隆重接待。（萬曆二十三年七月癸未，李汝華由南京光祿寺卿

始任南贛巡撫，三十六年陞戶部右侍郎，四十四年陞戶部尚書）

船隊離開贛州城，在贛州險道十八灘遇險，利瑪竇帶的年輕修士巴蘭德溺死，剩下多明我與利瑪竇一起

到達吉安。在吉安，兵部侍部考慮到中日戰爭期間帶外國人入京不便，勸利瑪竇改道到南昌找他的熟人，而

利瑪竇堅持要到南京。

七月底，利瑪竇一行抵達南京郊區，找到劉繼文第五子和曾在肇慶結識的徐大任。徐大任害怕中日戰爭

期間收留外國人會招來麻煩，命令利瑪竇盡快離開南京。

次日，利瑪竇離開南京赴南昌。在船上結識一個南昌人，經他介紹抵南昌後租住他親戚的房子。

在南昌，利瑪竇遇到了曾為兵部侍郎兒子治病的中醫王繼樓。王繼樓請他赴宴，利瑪竇在宴會上表演了

他過目不忘的本領，影響日漸擴大。

八月，利瑪竇在南昌晉見建安王朱多火節 ，以後樂安王朱多火庚  也予接見。

十月，應建安王朱多火節請求，刊印在韶州輯譯的西方格言集《交友論》。

12月 24日，蘇如漢神父和黃明沙修士抵南昌，協助利瑪竇。

是年利瑪竇在南昌初著傳授西洋記憶法的《西國記法》。

1596年（明萬曆二十四年）

利瑪竇籌劃在南昌買地建教堂，知府王佐未敢批准，又有居民不願與西洋人同住一條街而加以阻撓。後

遇曾任韶州府同知的南昌人李春和，介紹上層人士與利瑪竇認識。通過上層人士，神父們的窘境傳到了江西巡

撫陸萬垓那裡。（萬曆二十一年始由山西左布政使陞任江西巡撫），得陸萬垓出面，神父們得以購屋定居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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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8日，利瑪竇和蘇如漢神父遷入南昌知府衙門附近所購新居。

在城中，利瑪竇結識了白鹿洞書院院長章潢，很快成了好朋友，並在白鹿洞書院與儒生多次辯論，以說

明天主教符合中國古代一切優良傳統。

該年，利瑪竇開始把在肇慶編成的《天主實錄》加以整理，改名《天主實義》，商請南昌的文人學士過

目、潤色、修改。

在韶州，知府謝臺卿上京述職，同知董廷欽（福建人，二十三年始任）代理知府事。通判為張大輅（星

子人，二十四年始任），推官鄭惟誠（江西人，二十三年始任）。被委派到韶州陪伴郭居靜的羅如望神父因

身體虛弱留在澳門，而奉派到韶州的華人傳教士鍾鳴仁與翁源縣一些人發生衝突，代理知府董廷欽作出過對

神父不利的判決。根據郭居靜的請求，利瑪竇把身邊的華人傳教士黃明沙派到韶州，而把鍾鳴仁調到南昌。

9月 22日，利瑪竇在南昌準確預測出日食時間。

10月 13日，建安王朱多火節 在南昌印刷《坤輿萬國全圖》。

1597年（明萬曆二十五年）

三月，以閣臣張位薦，陞山東右參政楊鎬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經略朝鮮軍務，調兵部右侍郎孫鑛回京，

轉任經略薊遼軍務。原兵部尚書石星下獄，竟死獄中。新任兵部尚書邢玠以前役無水兵，故敗，乃盡募江南

水兵。東安（今雲浮）人陳璘被委任為水師提督，率戰船五百，包括肇慶水師營的廣東水師五千人赴朝作戰。

7月 20日，范禮安神父由日本抵澳門，任命利瑪竇接替年老的孟三德為來華傳教團團長。（孟三德退職

後病故於 1599年 10月 26日）任命李瑪諾為澳門神學院院長。

是時郭居靜神父因患病離開韶州到澳門醫病。

12月 28日，奉范禮安派遣，龍華民神父由澳門抵韶州，擔任韶州傳教團團長。

是年原南雄府同知王應麟陞任鎮江知府，把他在南雄時利瑪竇送給他的《山海輿地圖》轉送給應天巡撫

趙可懷，趙將該圖摹刻在蘇州城西南胥門外。（趙可懷萬曆八年曾任廣東按察使，十年陞廣西右布政使，應

在肇慶見過利瑪竇）

1598年（明萬曆二十六年）

瓊州安定人王弘誨（字紹傳,嘉靖四十五年進士，授編修，萬曆七年陞國子監司業。張居正當國，作火樹

篇春雪歌以諷，為居正所銜。萬曆十四年六月戊子陞吏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二十一年七月被貶回原藉，有

《天池草》。）被起用為南京禮部尚書，從海南島上京途中再經韶州，郭居靜神父拜訪了他。王弘誨不僅答應

帶神父們上南京，還說該年農曆八月十七日（西曆 9月 17日）是皇帝誕辰，可與神父一起上北京，向皇帝貢

獻禮品。

6月 25日，利瑪竇隨王弘誨離開南昌，抵南京後結識應天巡撫趙可懷。是年利瑪竇 46歲。

七月丁亥，趙可懷晉陞為工部左侍郎。

8月底，利瑪竇隨王弘誨沿運河北上。

9月 7日，抵通州。

9月 8日抵北京城，利瑪竇在北京王弘誨官邸住了一個月。因中日戰事仍緊張進行，未能獲准向皇帝貢

物，王弘誨按規定回南京，利瑪竇在王弘誨走後又在北京租房住了一個月，仍未獲准。

11月 5日，利瑪竇賃舟南返。

冬十一月，陳璘率水師支援朝鮮水軍，與日本海軍展開露梁海戰，大敗日軍。

經過一個月的旅程，神父們抵達臨清。經過討論，決定到蘇州去找瞿太素。到達蘇州後，在丹陽找到瞿太

素，利瑪竇在丹陽患病，經瞿太素悉心照料得以痊癒。經磋商，利瑪竇和瞿太素一致認為應到南京找王弘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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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9年（明萬曆二十七年）

農曆新年，利瑪竇過鎮江，在鎮江知府王應麟官邸過年，後乘王知府官船去南京。

正月，瞿太素為《交友論》作序。

2月 6日，利瑪竇抵南京城，寄寓承恩寺。

2月 10日，利瑪竇在南京禮部尚書王弘誨府邸歡度元宵節。

農曆四月，援朝抗倭戰事取得全面勝利，明廷敘功，陳璘為第一。

在南京，神父們的名聲大噪，達官貴人競相邀請。當中有南刑部尚書趙參魯、南戶部尚書張孟男、南

都察院右都御史王樵、南禮部右侍郎葉向高、國子監祭酒郭正域（號明龍）、國子監司業楊道賓（號荊

岩）、吏科給事中祝世祿、江寧分守道吳中明、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汝訓、太僕寺少卿李本固、南工部員

外郎劉冠南，以及魏國公徐弘基，曾任京城太監總管被貶南京安置的馮保，曾在翰林院編修任上被迫辭職

回南京家居的萬曆十七年狀元焦竑、王樵之子、翰林院檢討王肯堂等。著名學者李贄作客南京，登門拜訪

了利瑪竇，送利兩把摺扇，並在上面親筆題了兩首小詩。暢談良久，李贄認為“基督之道是唯一生命之

道”，並對利的《交友論》大加讚賞。

夏，利瑪竇與南京大報恩寺住持雪浪洪恩和尚（字三懷）展開辯論。

8月 15日以後，利瑪竇開始編寫《二十五言》，是年編成。

八月二十七日祭孔前夕，利瑪竇被王弘誨帶往南京天壇，目睹祭孔典禮預習。

是年受江寧分守道吳中明之請，對利氏以前所繪的世界地圖進行修改重繪，以官費刊印，改名為《山海

輿地全圖》。

王樵之子王肯堂主編《郁風齋筆麈》，把利瑪竇的著作《交友論》、《二十五言》收入書中。

湖廣按察司僉事馮應京（時未與利瑪竇相識）在所編《月令廣義》中收錄《山海輿地圖》。

10月，郭居靜神父受命赴澳門接龐迪我神父到南京。月底由澳門抵廣州。

十二月，湖廣稅監、太監陳奉貪虐激起民憤，武漢市民蜂湧入陳奉官衙，用瓦石擊傷陳奉。湖廣按察司

僉事馮應京捕治陳奉爪牙，抗疏列陳奉九大罪，奉亦誣奏應京撓命淩敕使。

是時山東臨清民亦憤而逐稅監馬堂，縱火焚堂署，弊其黨三十七人。

1600年（明萬曆二十八年）

年初，帝怒，貶馮應京邊方雜職。（觀馮二十九年春仍在湖北為《天主實義》及《交友論》作序，可知

馮是時可能是革職原地安置）

年初，郭居靜、龐迪我乘船抵南京，上海人徐光啟路過南京會唔利瑪竇，兩人一見如故。傳教士們在南

京購買了新住所，並在新住所展覽他們準備貢獻給皇帝的禮物。

神父們要把禮物上貢給皇帝的消息傳出以後，郭居靜神父被派回澳門籌措更多禮物，於 4月返回南京。

利瑪竇在南京獲得吏科給事中祝世祿的幫助，提供赴京的證件並介紹一位準備赴京的太監劉某與神父們同行。

5月 18日，利瑪竇偕龐迪我神父和鍾鳴仁、游文輝兩修士及四名僕人，乘劉太監官舟啟程去北京，郭居

靜則留在南京。利瑪竇路過濟寧拜會了漕河總督劉東星。（次年劉東星卒於任上）在劉東星主持下，利瑪竇

再晤著名學者李贄，稱讚李贄“極標準人也，中極玲瓏，外極樸實”。

7月3日，抵山東臨清。劉太監去拜望山東稅監、太監馬堂。神父們在肇慶結識的鍾萬祿這時已陞為臨清

道，請馬堂與神父們一起觀看文藝表演。馬堂垂涎神父們送京的禮品，寫信給皇帝，請皇帝允許馬堂專責護

送神父們進京。

7月18日，利瑪竇在馬堂兵卒的監視下啟程前往天津，24日抵達。在天津逗留了三個月，得接聖旨，說

外國人帶給皇帝的是甚麼禮物，必須“另本上奏，前本語焉不詳”。馬堂借查清禮品之機勒索財物。又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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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朝中大臣與宦官的矛盾白熱化，馬堂呈報神父禮品清單的第二則奏疏遲遲得不到禮部回覆，馬堂擔心此

事會給自己惹來麻煩，乃藉口神父們隱匿寶物不報，再次搜查神父們的行李，發現耶穌死難十字架，誣利瑪

竇等行蠱，欲加害皇帝，把利瑪竇等投入監獄。

利瑪竇派鐘鳴仁逃出監獄，把幾封詳細叙述神父們遭遇的信帶到了北京，又回到天津。

據說有一天皇帝突然想起有奏疏說外國人要送他一座自鳴鐘，便吩咐召喚外國人進京。

1601年（明萬曆二十九年）

1月 9日，朝廷覆馬堂：“上令方物進，利瑪竇伴送入京。”24日，利瑪竇一行抵京。 28日（《萬曆野獲

編》記為該年二月庚午朔），馬堂攜自鳴鐘、西洋琴、《萬國圖志》等與利瑪竇《上大明皇帝貢獻土物奏》呈

皇上，是年利瑪竇 49歲。

正月八日，馮應京在湖廣按察司署刻印利瑪竇的《交友論》並作序。序中明言他與利瑪竇“即顏未承，

詞未接，願以神交。”

孟春谷旦，馮又為《天主實義》作序。

1月下旬至2月，利瑪竇與龐迪我多次被邀進宮調校自鳴鐘並教太監學西琴，利瑪竇為此編寫了《西琴八

曲》。神父們還結交了滑縣人、三邊總制祁光宗（又名祁伯裕，有《餘清館集》，《關中陵墓志》等），表

達希望定居北京的意向。

3月2日，禮部主客司員外郎蔡□□認為外國人進入京城應屬他們管理而不是太監，下令逮捕神父們。審

問明白後於中旬將神父們送進四夷館居住。

3月下旬，奉召在午門外參拜龍座。利瑪竇趁機拜訪了時以吏部右侍郎掌禮部尚書事的朱國祚。朱國祚派

屬下到四夷館詳細瞭解了神父們的情況，表奏認為神父們不宜留居京都，乞令利瑪竇速回還，勿得潛住兩京，

與內監交往，致生枝節。奏疏因皇帝有意留神父而留中不報（不批覆）。

過了一個月，奏章仍未見答覆，神父們在四夷館結識的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按照神父們欲定居北京的意

願寫了第二份奏章。

皇帝通過大太監傳話，不僅允許神父們留下，還每月發八個金幣的補貼給神父們。

5月 28日，神父們遷出四夷館，租賃民房居住。

五月，湖廣稅監陳奉又劾襄陽通判邸宅、推官何棟如、棗陽知縣王之翰，詔逮訊，並追逮馮應京。陳奉

榜列應京罪狀於衢，武漢民復聚眾圍陳奉官衙，奉逃匿楚王府。眾乃投奉黨十六人於江，並焚燒包庇陳奉的

湖廣巡撫支可大的轅門。事聞，閣臣沈一貫請撤奉回，不報。馮應京入獄。

六月至九月，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沈一貫接見利瑪竇等人。交往的還有吏部左待郎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馮琦，吏部尚書李戴、刑部尚書肖大亨、光祿寺少卿李之藻，還有逮繫獄中的馮應京。

是年，徐光啟在韶州再晤郭居靜神父。

九月戊午，命沈鯉兼東閣大學士，入內閣同沈一貫辦事。沈鯉與沈一貫不和。

十月乙丑，馮琦陞任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是月，帝被迫立朱常洛為皇太子。

1602年（明萬曆三十年）

年初，李瑪諾神父由澳門來韶州，代利瑪竇管理韶州、南昌、南京三居留地教務。

8月 10日，李瑪諾從韶州抵京，會晤利瑪竇，逗留兩個月。

八月，利瑪竇在肇慶結識、時已陞任兵部尚書兼太子少保的郭子章，主持出版再次修訂的中文世界地圖，

改名為《坤輿萬國全圖》。

是年，李贄於北京獄中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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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3年（明曆三十一年）

農曆年前，徐光啟在南京由羅如望神父施洗，教名保祿。

二月，范禮安至澳門，令利瑪竇留任駐華傳教團教長，批准李瑪諾代管其他三居留地教務。

是年，利瑪竇將萬曆二十四年（1596）脫稿的《天主實義》刻印發行。

8月，天主教華人教徒李應試請利瑪竇重繪〈坤輿萬國全圖〉，利瑪竇重繪後，改名“兩儀玄覽圖”梓

行。該圖為利瑪竇繪製的所有世界地圖中規模最大的一幅，今祇存兩件，一件為遼寧省博物館收藏，一件為

韓國崇實大學基督教博物館收藏。

八月，利瑪竇在南京認識的郭正域已陞任禮部侍郎署本部尚書事，因在審理楚王朱華奎及其弟朱華璧是

否真皇親—案中不肯阿附首輔沈一貫，被免職。

冬十一月，宮中出現“妖書”，謂萬曆二十九年十月帝立朱常洛為太子出於不得已，不久將更立寵妃鄭

氏所生福王為太子。帝怒,命有司大索造書者。給事中錢夢皋阿附首輔沈一貫，直指妖書為郭正域、沈鯉所造，

遂追逮郭正域及其所善僧人真可等，嚴刑拷問，竟無所得。最後錦衣衛獲順天生員皦生光，令引正域為主謀，

生光不肯，遂磔生光，而釋正域，真可和尚則於是年十二月十七日在獄中被折磨至死。

真可，字達觀，號紫柏老人，與憨山德清（字澄印）、蓮池袾宏（字佛慧）並稱明代中葉復興禪宗三大老。

《利瑪竇中國劄記》第四卷第十六章《偶像崇拜者自己遭到的失敗》對妖書一案有記述，把紫柏真可的悲

劇與憨山德清因交結李太后被貶雷州一事聯繫在一起，說這是不信天主的下場。

該章中還提到一位出家的翰林靠着兵部一個有博士學銜的蔡姓官員幫助，寫出一系列不同意利瑪竇觀點

的評論，這位翰林後來自縊而死。

明萬曆年間出家的翰林，當中從蓮池袾宏受戒的就有虞淳熙（杭州右衛人，萬曆二十一年秋從吏部員外

郎任上被貶歸家）、黃輝（四川南充人，官至少詹事，受戒後法名淨志）、陶望齡（會稽人，翰林院編修，

與焦竑共研佛學）、馮夢楨（浙江嘉興人，萬曆狀元，官至國子監祭酒）等多人，但他們沒有一個是自縊而

死的，《劄記》四卷十六章顯然把這位翰林附會到自縊而死的李贄身上。

明代萬曆年間出入儒釋之間的翰林、進士很多，包括著名學者李贄，狀元、翰林院修編焦竑，翰林院檢

討、後陞福建參政的王肯堂以及啟勳郎中袁宏道、右庶子袁宗道、禮部郎中袁中道三兄弟，均有佛學著作，

都跟利瑪竇有密切交往，利瑪竇總不至於認為自縊是這些人應得的下場。

另外，明萬曆間兵部有進士頭街姓蔡的官員應是蔡汝賢，華亭（上海）人，字用卿，一字思齊，萬曆十三年任廣東左

布政使，十七年二月陞廣西巡撫，萬曆十八年調任廣東巡撫，十九年四月陞南京兵部右侍郎。著有《東南夷圖說》、《嶺

海異聞》、《諫垣疏草》、《披雲彙集》。萬曆十六年曾干預過利瑪竇的傳教活動，未見有與李贄交往的記載。

《劄記》四卷十六章還說吏部尚書李戴因親友牽涉妖書事被撤職。其實李戴萬曆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任

吏部尚書，秉銓六年，溫然長者，不敢得罪沈一貫，因妖書事牽連的是東閣大學士沈鯉。該章又言禮部尚

書馮琦曾頒佈法令，規定凡參加科舉考試者不得信佛。查馮琦萬曆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任禮部尚書期間，

並無此一法令頒佈。李琦已於妖書事起前的該年三月卒於任上。種種跡象表明，《劄記》該章含有後世傳

教士偽造的成分。

明末李之藻輯印的《天學初函》，內有稱利瑪竇所著的《辯學遺牘》，載〈利先生覆虞銓部（淳熙）書〉

及〈覆蓮池大和尚（竹窗天說）四端〉兩篇文章。早有學者指出，當中覆蓮池書所引資料，包括《竹窗天說》

和龐迪我《七克》，初刊時間已是利瑪竇去世之年，覆蓮池書是偽作。

1604年（明萬曆三十二年）

四月，徐光啟中進士，改翰林院庶起士。在京期間同利瑪竇交往密切，從此不斷利用閒暇時間協助利瑪

竇撰寫中文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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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李瑪諾、費奇觀、黎貝羅等神父抵京與利瑪竇相會。

9月，馮應京獲釋。利瑪竇所著《二十五言》由馮應京出資刊行，馮應京作序（該序作於出獄前的五月），

徐光啟作跋，《天主實義》、《交友論》再版。

利瑪竇將自己繪製的東西兩半球圖送給馮應京，名為“世界輿地兩小圖”，馮把它刻印出版。今存明末

程百二所編《方輿勝略》外夷卷中。

九月，武昌皇親（宗人）朱蘊珍以去年郭正域所審朱華奎一案中，首輔沈一貫逼走郭正域，偏護楚王朱

華奎，率宗人舉事，時已由應天巡撫轉任湖廣巡撫的趙可懷囑有司捕治，宗人殺趙可懷。

10月，李瑪諾回南京。

年底，徐光啟返上海。

1605年（明萬曆三十三年）

初春，駱入祿、林安多、高一志（即王豐肅）三神父抵南京，同羅如望一起工作。

3月，瞿太素在南京受洗。

6月，猶太裔中國人艾田進士拜會利瑪竇，從此利瑪竇開始探索中國猶太人來源和基督教（及猶太教）更

早時代傳入中國的歷史。

7月，致函耶穌總會會長，彙報已力辭皇帝封官，不過，官員津貼還是保留了。

1606年（明萬曆三十四年）

1月 20日，范禮安正擬來內地，突然病故於澳門。

3月，因澳門葡人侵佔附近青洲島，外間盛傳葡人將入廣州，廣州傳教士幾乎盡被驅逐。

七月，沈一貫、沈鯉同時罷相，以朱賡為首輔。

8月27日，利瑪竇遷入所購北京宣武門前住房，內有大小房間四十多個。徐光啟從此每天來此三四小時，

與利瑪竇合譯歐幾里得《幾何原本》。

是年開始著《畸人十篇》，手稿被士大夫所傳抄。該書與《天主實義》是姐妹篇，記錄利瑪竇與李戴、

馮琦、徐光啟、曹于汴、李之藻、吳中明、龔錫爵、郭敦華以及其他二人討論宗教哲學和人生觀問題的問

答。

1607年（明萬曆三十五年）

利瑪竇《畸人十篇》刊印。

5月 24日，利瑪竇與徐光啟合作完成歐幾里得《幾何原本》翻譯成中文的工作。

五月，利瑪竇在南京結識的葉向高與其他兩大臣並任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費奇觀神父離京前往南昌創辦耶穌會備修院。熊三拔神父來京協助利瑪竇工作。

8月，蘇如漢神父在澳門病故。

10月，南昌知府勒令將耶穌會士新購房屋歸還原主，禁止天主教傳播。

是年，李之藻把所譯克拉維烏斯（利瑪竇譯作丁氏，曾是他的老師）關於測象儀的著作（利瑪竇與李之

藻合譯的《乾坤體義》）付梓。

1608年（明萬曆三十六年）

3月，利瑪竇開始考慮撤銷韶州耶穌會居留地（利瑪竇逝世二年後實現）。

8月，利瑪竇被明神宗傳召入宮，由太監降旨，命獻六軸十二幅《坤輿全圖》，並命隨時可進宮調校時鐘

或幹其他工作。

9月，郭居靜神父由南京赴上海，住在城內徐光啟的家中。



127 文 化 雜 誌 2008

利
瑪
竇
及
其
相
關
歷
史
事
件
年
表

特

輯

是年，李瑪諾調回澳門，由龍華民接替管理南方三個居留地教務，羅如望把南京居留地教務移交給高一

志，他自己前往南昌。

冬十一月，明廷首輔朱賡卒，以葉向高為首輔。

1609年（明萬曆三十七年）

2月 15日，利瑪竇向耶穌總會彙報來華傳教團情況，指出在華傳教滿懷希望的八個原因。主要提到：學

問備受尊重，儒教雖不關心超自然的事，但倫理觀點“完全與我們一致”，同時，利瑪竇還指出，要爭取明

朝皇帝恩准天主教大規模在中國傳播根本是不可能的。

8月 22日，利瑪竇在致歐洲的信中談到中國皇帝命其獻十二幅綢印《坤輿萬國全圖》。

9月，利瑪竇開始編寫逐年大事記（即利瑪竇中國劄記），其中有中國各耶穌會居留地的彙報和他自己的

筆記。是年獲准在太監和官員陪同下到城牆上行走。

1610年（明萬曆三十八年）

二月，久以淩折稅監太監得民心的鳳陽巡撫李三才被依附太監的大臣彈劾，曾說明利瑪竇與曹于汴等交

章論救。其時在無錫東林書院講學十六年的顧憲成貽書內閣大臣葉向高等，盛稱李三才廉直。朝中東林黨與

內臣黨從此壁壘分明，李三才辭職歸家。利瑪竇交往的主要是東林黨人。

3月，利瑪竇在北京宣武門大街建成兩層歐式風格教堂。

至是年，中國內地天主教徒已發展至2500人，其中包括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有學問的明朝高級官

吏。（楊廷筠，杭州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曾任監察御史，江蘇學政等官，與徐光啟、李之藻交友，由金尼

閣、郭居靜施洗入教）。

李之藻等根據利瑪竇、龐迪我、熊三拔所傳西洋曆法奏請修曆。

5月 3日，利瑪竇病發， 10日，譫妄， 11日上午七時去世，終年五十八歲， 15日至 18日舉表。

10日，李之藻參用西洋曆法以修曆，西元曆入中國自此始。

11月 1日，利瑪竇靈柩下葬於御賜二里溝墳墓地。

是年，接利瑪竇任耶穌會駐華傳教團教長的龍華民一反利瑪竇尊儒傳教的正確路向，認為“祭祖尊孔”違

背天主教義，天主教徒不應參加。禮部侍郎、署南京禮部尚書沈 交結內臣党，於本年五月、八月和十二月連

續三次向萬曆帝上書，主張禁止天主教在中國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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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雜 誌 2008
肇慶市博物館為“中國意大利文化年”（2006）在麗譙樓舉辦“溝通中西文化第一人利瑪竇”特展印發的宣傳單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