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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福建天主教徒李九標交往考略

肖清和*

* 肖清和，北京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聯合培養博士，現於上海大學歷史系任教。

明末福建天主教徒李九標是耶穌會傳教士艾儒略的“弟子”，也是福建地區的信徒領袖。李

九標通過編纂《口鐸日抄》、《枕書》，與為數眾多的天主教徒、儒家士大夫往來晉接。本文以

《口鐸日抄》及《枕書》所提供的人物信息為主要來源，結合相關的地方誌、明人文集等史料，

對李九標的交遊人物做一較為詳細的梳理與考證，冀有所裨益於深入瞭解明末天主教徒的交往及

其社會活動。

引　言

被譽為“海濱鄒魯”的福建，早在明代以

前，即已出現天主教活動蹤跡。當時天主教之傳

播，主要集中在“刺桐港”(泉州)一帶，“也里可

溫”亦曾在此地興盛一時。元滅明興，中西交通

阻隔，福建天主教亦因此銷聲匿跡。
(1) 
在耶穌會

士入閩之前，西班牙傳教士曾到達泉州，但未能

定居傳教。
(2) 
福建天主教的興盛時期，當屬被譽

為“西來孔子”之耶穌會士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入閩之後。天啟四年(1624)，大學士葉

向高(1559-1627)罷官歸里，途經杭州，邀艾儒

略入閩傳教。次年，艾儒略到達福州，之後其

足跡遍及福建各地。艾儒略所到之處，縉紳士子

無不與之往來晉接
(3)
，葉向高家族中亦有多人受

洗入教。順治六年(1649)，艾儒略逝世於延平。

艾儒略在閩期間，傳教二十三年，共建大教堂二

十二座，小教堂不計，受洗萬餘人。
(4) 
在艾儒略

的要求與影響之下，其他耶穌會士紛紛前來福

建傳教。其中，在福州、福清有盧安德(Andrius 

Rudamina, 1596-1631)、林本篤(Bento de Matos, 

1600-1651)，建寧有瞿西滿(Simão da Cunha, 

1589-1660)、穆尼閣(Nicolas Smogolenski, 1611-

1656)，泉州有聶石宗(1596-1675)、南平有陽瑪

諾。耶穌會士的足跡遍佈福州、延平、建寧、邵

武、泉州等福建各地。
(5) 
是故到17世紀中，福建

的天主教已步入高潮時期。謝和耐更謂，福建是

17世紀傳教士取得最大成功的地方。
(6) 
在艾儒略

之後，福建天主教得以持續發展，並在福建產生

了第一位中國籍主教羅文藻。與此同時，其它修

會如方濟各會士利安當(Antonio a Santa Maria 

Caballero, 1602-1669)、多明我會士黎玉範(Juan 

Baptista de Morales, 1597-1664)等亦開始在福建

地區傳教。

本文所考察的對象即是艾儒略“弟子”、福

建地區信徒領袖的李九標(1597?-1647?)。李九

標1628年受洗之後，一直輾轉跟隨艾儒略等西

方傳教士，並積極編纂影響甚大的《口鐸日抄》

八卷。李九標與其弟李九功熱心教務，如興建教

堂、輔助傳教士傳教等等，在明末福建天主教會

中具有較高地位。李九標兄弟與張賡、嚴贊化、

林一俊等成為明末福建地區重要的信徒領袖，對

於明末天主教在福建的發展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本文則根據李九標所編纂的《口鐸日抄》
(7) 
及《枕

書》
(8)
，結合相關的地方誌、明人文集等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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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李九標的交遊人物做一簡單梳理及考證。由於

李九標交遊人物眾多(其中《口鐸日抄》中的人物將

近百位，《枕書》中的人物則超過二百位)，有些人

物要麼由於所給出的信息較少，要麼由於相關記

錄缺乏，很難查到相關生平、事蹟。本文則盡其

可能，對與李九標交往的某些人物加以考證，冀

有裨益於深入瞭解明末天主教徒的交往及其社會

活動等情況。

李九標生平簡介

李九標，字其香，福州福清縣海口鎮人。1628

年秋，李九標赴福州參加鄉試遇到艾儒略，隨其

受洗入教，教名Stephen。(其弟李九功其叙同

時受洗，教名Thomas。)可考的李九標老師有兩

位：一是岳和聲(字爾律、一字石樑
(9)
，號餐微

子，1569-1630)。
(10)   

1617年，李九標通過院

試成為秀才(生員)。
(11)  
當時，岳和聲任福建提

督學校副使。李九標與張利民可能就讀於共學

書院(該書院由福建巡撫許孚遠所創建、岳和聲

擴建)，並可能受到參與共學書院活動的熊明

遇、葉向高、曹學佺、翁正春、董養河等人的

指導。
(12)
李九標另一位老師乃卓邁。卓邁，莆

田人，萬曆癸卯(1603)舉人
(13)
，己未(1619)進

士
(14)
。1612年至1620年，卓冏卿是建甯府崇安

縣教諭。
(15) 
時李九標的祖父李裁任崇安縣訓導

(1616-1619)
(16)
，李九標有可能跟隨其父親在崇

安縣學準備科第。

在《口鐸日抄序》中，自稱為李九標“勝友”

的溫陵張賡稱贊李九標“等功名於浮雲，視舉子業

如弁毛”。
(17) 
實際上，李九標直到1637年才停止

參加科舉考試，一心一意從事著述事業。自1617

年至1637年的二十年期間，李九標一直跋涉於科

第之途。至少在1633年和1636年，也就是李九標

皈依之後的第五年和第八年，李九標還參加過鄉

試，但均沒有成功。
(18) 
按照一般情況推測，李九

標在科第上所花的時間不少於四十年(1597-1637)。

李九標在《枕書》〈小引〉即謂：

稍長則制舉為累，浮沉八股者，幾廿餘

年。[⋯⋯]丁丑初夏夕陽蟬噪，徘徊松石之

側，每一念至百端交集，因歎窮達有命，恨

不十年讀書，髀肉復生，空懷老大之感。庸

益乎？

丁丑即1637年。編輯《枕書》即是因為李九標科

第失敗所做的一種總結與反思。

李九標在皈依以後二年，即崇禎三年(1630)，

開始記錄艾儒略等傳教士的語錄，“庚午之春，

主啟余衷，謬興劄記之役。”
(19) 
由於李九標要準

備科舉，同時艾儒略等又不能留在一個地方很長

時間，1632年之後，改由當地信徒記載傳教士語

錄然後寄遞李九標進行匯總。在停止科舉之後，

李九標即投身著述編纂事業。《口鐸日抄》卷八

記載：

亭午，其香復至堂，先生見其有倦色

也，問其故。對曰：‘竊效著述，不覺勞

勩。

此時是1640年6月24日，李九標“不覺勞勩”之

原因是當時李氏正組織門徒編纂規模龐大的《枕

書》。艾儒略之回答中略有批評：

先生曰：“固也。亦問其所著者為何書

耳？著世俗之書，未免勞而罔功；若闡明天

主之事理，則勞多而功多矣。”
(20)

艾儒略批評李九標沒有編纂天主教著作，反

而“著世俗之書”，大概艾儒略對於《枕書》
(21) 
具

體內容亦有所聞。李九標雖然放棄了科舉考試，

但對於地方教化和儒家修齊治平仍未放棄，實際

上《枕書》就是一部儒家性質的著作，與天主教

毫不相關。《枕書》共二十卷，約五百餘條，引

用書籍達六十五種
(22)
，其目的是“談治國之道，

供治國之策，針砭時弊。”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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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九標在受洗之後的交往基本上以艾儒略為

中心，而《口鐸日抄》所記載的也是以艾儒略為

中心的。至於林存元、瞿西滿的談話，則是因為

艾儒略不在福州而由李九標所記錄下來的。當艾

儒略去了泉州、漳州時，李九標很少像顏爾宣等

信徒一樣陪同在艾儒略的左右，祇是在1631年

10月因為要去粵東省親，才和艾儒略一起到了莆

田。所以，李九標的活動仍然以福州、福清和海

口為中心，基本上不出福州府的範圍。

1 6 4 3年，李九標與其同鄉友人林琦(字鏡

甫)編纂了另一部儒家類書籍《倫史鴻文》二

十四卷。
(24 )  

1 6 4 6年，李九標校訂其弟李九功

《勵修一鑒》。 1 6 8 0年，劉蘊德在給李九功

《文行粹抄》的序中提到，李九標曾在隆武朝

的太常寺供職。隆武朝公開支持天主教，曾諭

令改建福州天主堂。而在1646年10月，清軍攻

入福建，翌年2月清軍佔領海口等地，大約六千

多人喪生。天主教堂也遭到嚴重破壞，聖像被

拿走，教徒四處逃逸。根據傳教士記載，當清

軍佔領海口時，婦女和兒童被允許離開，清軍

殺死了大約四千個未能逃走的男人。李九功的

兒子和他的妻子一起逃走。後來他告訴艾儒略

(當時他逃到延平，兩年後即1469年逝世
(25)
)，

大約有七次都是瑪利亞將他從土匪與韃靼人手

上解救出來。李九標的同鄉好友林琦則逃到福

清附近的一個小島，後來被土匪所殺害。李九

標很可能就在這次屠殺中死於非命。
(26) 
因此，

有關李九標的生平叙述到1647年便戛然而止。

按照以上的推測，李九標的生卒年大概可以斷

定為1597至1647。

李九標家族

李九標的祖父李裁，字相中，號見朝
(27)
，少

時即有文才，弱冠入縣學，為督學王世懋所知；

萬曆時被“謁選”(貢士)任崇安縣訓導，為官頗

有清譽。《福清縣誌》記載：

    

李裁，字相中，方民里人。弱冠補邑庠

時，督學琅琊王世懋為當代文人，裁最受知，

以冠軍食廩餼。至萬曆壬子，歲薦入大庭。丙

辰謁選得崇陽司訓。崇故理學淵藪，為諸名儒

故里。裁學宗先正，而行必軌於醇儒。崇人士

化之。崇科甲若晨星。裁攝學政月有課，歲有

程。所識拔多名士躐通顯者，趾相錯。崇令王

政新，嘗語人曰：“李先生文章之許負也。”

其見重如此。己未卒於署，囊橐蕭然。崇人

士捐金為助，相與痛哭於舟次。生平好古文

辭，所登梓者為《皇明論世》，葉文忠序而

弁之，尚有《幔亭遺編》詩若文十餘卷，藏

於家。
(28)

    

李裁“弱冠補邑庠”時應在萬曆，當時王世

懋任福建提學副使。
(29) 
萬曆壬子即1612年，時

李裁為貢生。丙辰即1616年，李裁任崇安訓導，

與縣令王政新善。己未即1619年，其即在任上去

世。李裁著有《皇明論世》、《幔亭遺編》等。

《皇明論世》即黃虞稽《千頃堂書目》(以及《明

史·藝文志》)所謂《明臣論世》四卷。
(30) 
葉向

高曾為《皇明論世》作序，但該書現已佚。

李九標族兄李允佐在《枕書》〈序〉中

謂：“其香先博士學本王太倉家，北地有《論

世集》，為時所宗，是予受業之從祖也。”即

表明李裁曾師從王世懋，《論世集》即為《皇明

論世》。王世懋(1536-1588)，字敬美，號麟州，

又號損齋、牆東居士，江蘇太倉人，嘉靖(1559)

進士，是王世貞(1526-1590)之弟，歷任南京禮

部主事、陝西、福建提學副使，累官至太常少

卿。
(31) 
王政新，字闇生，南直隸丹徒人，萬曆

丙辰(1616)進士，令崇安，移福清，擢御史，因

忤璫去之，後起原官巡按山東轉江西參政。
(32)

葉向高有〈崇安令闇生王侯去思碑〉、〈福清縣

重修城隍廟記〉，其中對王在崇安以及福清的政

績多有介紹。
(33)

同時，根據杜鼎克的研究及相關資料
(34)
，我

們可以對李九標的親屬關係做一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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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叔李光斗(字從儒，1618年同安舉人)
(35)
；

兄李允任(字其衡，號醒石，1594年舉人，莆田

教諭，甯國知縣)
(36)
；兄李允佐(字其鼐，1634年

進士，李允任弟，有《堅澹居詩集》)
(37)
。《福清

縣誌》載：

    

李允佐，字其鼐，號石鏡，海口人。崇禎

甲戌(1634)進士，授奉新合奉隸。豫章土瘠賦

繁，又接壤華林、瑪瑙諸山，為萑苻淵藪。

允佐至，增壘廣儲，練勇編甲，民賴以安。

政尚靜清，化導一以躬先。卒歲之間訟獄衰

息，奉苦逋賦，允佐代。前任鐫級，遂拂袖

歸。遮留者數千人。行後立祠祀之，表曰講

堂為置粢田，歲籍所入供，時饗示酬德云。後以

物望，為當事所推，起補泰順合，清勤慈愛，

如治奉時。擢大理寺評事，卒年六十有八，所

著有《聞修錄內外編》、《乘城輯要》等書行

於世。
(38)

    

李允佐曾任江西奉新縣知縣(進賢縣)
(39)
。與

朱繼祚、黃景昉等同年中舉(1615)
(40)
，與顏茂猷

同年中進士(1634)
(41)
。兄李敬甫(字其修)，弟李

九功 (字其叙，？-1681)
(42)
，弟李允俊(字其籲)，

弟李允佺(字其捷)，弟李允儲(字其參)，弟李允

佑(字其瑛)，弟李允保(字其赤)，弟李在公(字其

顯)
(43)
，弟李時麟(字志緩)，弟李登仕(字其寀)，

弟李士彥(字其迪)。

根據杜鼎克研究，李九標還有一個堂姐，即

秀才林鳴岱的妻子
(44)
，共十六個兄弟姐妹(還有

其他人因資料有限無法統計，如《口鐸日抄》

卷八所提及的“其績”、“從綽”等等)。但實

際上，李允佐等人雖然稱作是李九標之“兄”或 

“弟”，但很有可能是族兄或族弟。因為李允佐

在《枕書》〈序〉中明言“其香先博士”，因此

李九標明確無誤的弟弟祇有李九功，其他的可能

為同族之人。
(45)

李九標有資料可考的侄子有：李奕蕃(字所

礽，號文虯，1645年舉人，李允佐長子)
(46)
，李

奕芬(字所良，李九功長子，編《慎思錄》)，李奕

葉(字所傳)，李奕萼(字所友)，李從先(字所聘)，

李以駿(字所莊)。侄孫有李廷芬(字學蕙)，李廷

英(字學千)等。

顯然，李九標在福建天主教徒群體中的

作用異常重要，此即體現在其聯絡各地信徒

彙集、編纂跨度達十年之久的《口鐸日抄》，  

並積極聯繫當地文人士子編纂卷帙浩繁的

《枕書》。李九標可謂艾儒略在福建當地幾位

熱心且甚為重要的信徒之一。李九標的弟弟李

九功，亦是秀才，與其兄李九標同年受洗。李

九功亦熱心編纂天主教書籍，如校訂《口鐸日

抄》，編纂《文行粹抄》、《慎思錄》等。而

其兒子李奕芬後來更成為顏璫的助手與語言老

師。
(47)

李九標與天主教徒的交往

《口鐸日抄》在明清之際已經聲名鵲起。
(48)

其主要記載崇禎三年(1630)到崇禎十三年(1640)

之間傳教士之講道、談話與答問。“傚編年紀事

之例”，以時間為線索，“逐月劄記”。這些講

道、談話和答問“集中隨問開明，因機誘誨，咸

足裨益性靈，充拓學問，雖無連章累牘之詳，悉

皆玉屑金霏之妙”；而對於長篇講道則無暇顧

及，“凡大瞻禮日，先生論道中堂，妙義廣博，

為難於憶錄，故茲不盡載”。
(49) 
因此，該書是

李九標等信徒根據自己回憶傳教士之言行而編纂

的。

《口鐸日抄》八卷雖然都是由李九標所匯記

整理，但祇有前兩卷是李九標自己親自記錄的，

後六卷則是其他信徒記錄，然後再寄遞李氏進行

整理：“辛未以後，諸友多有分錄。郵筒所寄，

匯載成書。”而且每卷的訂正、較正、鑒定、點

定、較閱等亦由不同信徒完成。因此，《口鐸日

抄》的編輯群體實際上就體現了李九標與天主教

徒的交往情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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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福州府參與編輯活動的信徒

最多，其次是泉州府，再次是興化府和漳州

府。實際上，這和艾儒略的傳教路線密切相

關。艾儒略受首揆葉向高之邀，最早入福州

開教，並受到葉氏家族的庇護，因而在福州

的天主教群體要明顯多於其它地方。除了福

州之外，艾儒略拜訪最多的地方就是泉州和

興化。從1 6 3 6年到1 6 3 9年，艾儒略大部分時

間都在泉州、興化兩府活動。當然，艾儒略

的足跡還到達邊遠山區的建甯、延平、汀州

等地方。很有趣的是，杭州(武林)的兩位信

徒也參加了該書的編輯活動(“同訂”)。此

即表明，福建地區的信徒群體並非局限在該

地區之內，而且還與外省的信徒群體進行積

極而廣泛的聯繫。

同時，《口鐸日抄》文本自身也記錄了諸多

人物，這些人物大部分是信徒，也有教外人士。

他們直接或間接與李九標有所往來。

府 縣 編   輯   者 數目

福州府
福州 陳克寬

(51)
孔熙、林一俊用籲、羅天與太玄、陳克生孔昭

8

福清縣 李九標其香、李九功其叙、翁鶴齡允鑒、林雲卿鳴見

興化府 莆田縣 朱禺中東極、柯士芳無譽、林光元仲錫、蘇之瓚聖中 4

泉州府

泉州 張賡明皋、顏維聖爾宣 

6桃源縣 顏之復孔至、陳景明肇夾、陳景耀肇艮

安溪縣 林爾元爾會

漳州府
漳州 嚴贊化思參

3

漳浦縣 李嗣玄又玄、李鳳翔羽儀

汀州府 歸化縣 黃惟翰宗卿 1

建寧府 甌寧縣 楊葵配綠 1

延平府 南平縣 張勳台垣 1

杭州府 杭州 吳懷古今生、馮文昌硯祥 2

《口鐸日抄》編輯群體表

卷數 地點 傳教士 信　　　　徒 慕 道 者

卷一 福州堂 艾儒略
盧磐石

劉良弼、王子薦、陳孔熙、林志伊、林子震、   

姚秉俊、謝仲昇
薛[文學]

(52)

海口 李九標、翁允鑒 謝[文學]、韓[文學]、 

劉[總戎]
(53)

《口鐸日抄》出現人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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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數 地點 傳教士 信　　　　徒 慕 道 者

卷二 福州堂 艾儒略
盧磐石

陳汝調、李九功、陳孔熙

海口 李九標、翁允鑒、林鳴見、俞體高、林用籲、鄭
懋興 石魯可、從綽、林君及、王子觀、林承孔、

夏萬程、龔雲甫

林[文學]、戴[文學]

莆田 宋學美、林季緒 卓[冏卿]、黃[文學]、 

彭[文學]

卷三 漳州 艾儒略 嚴贊化

桃源 黃賁宇

龍潯 王暉宇、柯楨符 王暉宇之三友林[太學]、
郭[郡丞]

(54)

仙溪 陳[廣文]

海口 李九標、劉允銘、俞體高、林一俊 鄭[文學]

卷四 漳州 艾儒略 嚴贊化、嚴剛克、林有杞 鄭[孝廉]
(55) 
修真會

福州 林存元 林一俊、李九標、劉伯秀

海口 林存元 李九標、翁允鑒、從綽、林鳴見

卷五 建州 艾儒略 (古潭)賴士章

桃源 姚則坤、陳肇夾、陳肇艮

龍江 李九標、謝仲昇、李九功 鄭[明經]
(56)

、劉[文學]、
謝[文學]

卷六 桃源 艾儒略 林復初、陳肇夾 費[中尊]
(57)

福州 林存元 羅[廣文]、陳孔昭、陳石丈

龍江 瞿先生 林復初、魯可、少者

卷七 泉州 艾儒略 顏爾宣、張瑪穀之子、張戴

桃源 張賡、張筠伯 周[孝廉]、朱[廣文]

龍潯 周修我 楊[醫生]

福州 張默覺、顏爾宣

漳州 吳任恒(龍)、徐羽伯(鳳)、張賡、孫儒理

卷八 莆陽 艾儒略 朱[宗伯]
(58) 
([相國]

(59)
)

三山 李九標、陳[廣文](葵伯)、陳叔衎

龍江 士敏、魯可、李九標、翁允鑒、仲昇(斌)、林君
及(翰)、從趙(隴)、其績、鳴見、啟藻、繼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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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則根據相關資料，對李九標所交往的天

主教徒的生平、事蹟進行考證，以便更加清晰地

考察李九標的交往情況。

張賡，參加《口鐸日抄》分錄與校訂工作，

字夏詹，又字明皋，別號昭事生，泉州晉江人，

萬曆二十五年(1597)中舉
(60)
，1621年受洗，洗禮

名為瑪竇Matthieu，曾在杭州任教諭，且與楊廷

筠有戚誼，廷筠奉教後，遂亦受洗。
(61) 
天啟五

年(1625)任廣東連山縣知縣。除此之外，張賡還

與韓霖等合著《聖教信證》，並為眾多傳教士著

作序跋。
(62) 
張賡在《口鐸日抄》中並沒有直接

參與對話，但出席很多對話場合。艾儒略入泉州

時，大多由張賡陪同。1645年曾序艾儒略《五

十言餘》。
(63) 
張賡在福建教會中地位較高，即

被李嗣玄稱為“教中柱礎”。
(64) 
其子張識亦受

洗入教。張識奉教事蹟後來被寫成《張彌格爾遺

跡》一書，在教內流傳。但據《審判明證》，被

稱為“閩中之最”的張賡後來極有可能因為娶妾

而背教。
(65)

林一俊，參與《口鐸日抄》參定、校閱工

作，字用籲，晉安人，順治年間歲貢
(66)
，成為泉

州府訓導
(67)
，康熙七年(1668)為福安縣教諭

(68)
。

林一俊在《口鐸日抄》中曾延請艾儒略、李九標

等人，比較關注祭祀禮儀等問題。
(69)

嚴贊化，字思參，漳州人，順治年間(1651)

貢生
(70)
，其子嚴謨亦在康熙年間成為貢生

(71)
。嚴

贊化參加《口鐸日抄》卷三、卷四的對話，且是

艾儒略在漳州活動時的得力助手，與李九標的交

往甚密，其子嚴謨亦是教徒。

柯士芳，參加《口鐸日抄》卷六的分錄與較定

工作，字無譽，崇禎九年(1636)丙子，領鄉薦，庚

辰(1640)御賜進士。
(72)
“剔曆台寺，視鹺恤刑，

勞績俱彰，官終河南僉事，紀綱振飭，吏不敢

欺。”
(73)
父柯憲世在清初受封贈(“待詔”)。

(74)

祖父柯本嘉靖二十九年庚戌(1550)進士。
(75) 
可見

柯士芳出身於官宦世家。在光緒《莆田縣誌》裡

並沒有提到柯士芳與天主教之間的任何關係，但

從《閩中諸公贈詩》中可看出，柯憲世與艾儒略

有過交往，柯憲世給艾儒略寫過贈詩。
(76) 
受其影

響，柯氏家族或多或少受到天主教影響，因而多樂

善好施。柯士芳兄弟柯士賓，興化庠生。
(77) 
康熙

三十五年(1696)，柯士芳的侄子柯潮(柯士賓子，

字于韓)成為興化府學生，後知當塗。
(78) 
《傳》稱

柯潮，“幼有慧”，“康熙丙子(1696)領鄉薦，授

江南當塗令。”“甲午(1714)分校文闈稱得士，

後以疾乞歸，家居幾二十年，罕入公府，日招諸

耆宿，置酒賦詩為樂。又數與□流結方外交，有

香山居士風，年七十五卒。”
(79) 
在這裡，“又數

與□流方外交”中一字被墨釘塗去。最有可能的是

柯潮也受到其叔柯士芳之影響，而與天主教徒交從

甚密。所謂“香山居士”中的“香山”可能是指

澳門的“香山嶴”。康熙時期，香山嶴已成為耶

穌會培養傳教士的重鎮，所謂“香山居士”就指

天主教徒。柯潮之孫柯鐘，亦樂善好施，“有鬻

獨子以治親喪者，急出金代贖鄉里義之”
(80)
。關

於柯士芳血緣系統如下：

柯維熊
(81)

柯維羆
(82)

－柯本
(83)

－柯憲世－柯士芳/柯士賓
(84)

－
柯潮－？－柯鐘

柯維騏
(85)

－？－柯來
(86)

/柯茂竹
(87)

/柯壽愷
(88)

－柯
昶

(89)
－？－柯喆

(90)

 李嗣玄，《口鐸日抄》第七卷校訂者，字又

玄，號息軒居士，福建綏安人，曾入南京太學。

雖然李嗣玄未曾有過功名，但其父在福建享有極

高聲譽。乃父李春熙(1563-1620)，字皥如，號

泰階，萬曆戊戌(1598)進士，官至太平府推官、

南京戶部郎中。徐時作(1697-1777)
(91) 
謂，“前

輩嘗稱先生(李春熙——引者註)文章、節義、經

濟，為綏邑縉紳冠”。
(92) 
李春熙的父親李迪被贈

為文林郎，其母余氏則封為太孺人。
(93) 
李嗣玄與

桐城左光先、
(94) 
福州周之夔(1586-?)、同邑董應

舉(1557-1639)交善。李春熙曾官長安，得以購得

其同宗先人李綱(1083-1140，字伯紀，紹武人)的

部分文集，但未能刻印。隨後，李嗣玄得到時任

邵武建甯知縣(崇禎七年任)左光先以及福州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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夔的資助，得以刻印出版，即今存《宋李忠定

公奏議選十五卷文集選二十九卷首四卷》，該

集即署“皖桐城左光先羅生選，三山周之夔章

甫訂，宗人李春熙皡如輯。”
(95) 
在李嗣玄所刻

乃父的文集《玄 [元]居集》中，我們可以看到

蘇茂相(1566 -1630)
(96)
、黃居中(1562-1644)

(97)
、

陳第(1541-1617)
(98)
、謝兆申

(99)
、何棟如(1572-

1637)
(100) 
等為之作序。董應舉應李嗣玄之請，為

其父撰寫墓誌銘，並撰有祭文。
(101) 
董應舉與李春

熙同為黃安(麻城)耿定向之門生，董更與其“同

兩榜”。自稱 “年家友弟”的黃居中為其撰寫墓

表。李春熙在清初更入鄉賢祠。但到其曾孫李芳

時(乾隆邑庠生)，顯然家族業已沒落，無力刻印

《玄居集》。
(102) 
李嗣玄在鼎革後，“引避，未嘗

見客，自號‘息軒逋叟’，但有以詩文就正者，

輒欣然延入，析論竟日忘倦。”已刻有《息軒集

詩文四十卷》，未刻者有《玄珠領異》及《經史

域外觀》二十卷藏於家。按墓誌銘以及墓表，可

見李嗣玄的血緣系統如下：

林爾元，點定《口鐸日抄》，字爾會，泉州

安溪人，天啟元年(1621)舉人
(111)
，曾知郾城和大

竹，為官清廉。《安溪縣誌》謂其：“早失怙，

力學，工書法，偕弟爾第事母兄，孝友著聞。郡

先生何匪莪、林震西俱器重之。將就教，奉例廷

試，以文字雙美，擢第一。司鐸郾城，加意作

人，捐俸修學宮。令大竹，撫循惟清，宦橐蕭

然，以清白遺子孫。”
(112)

黃惟翰，校訂《口鐸日抄》，字宗卿，汀州

府歸化縣人，天啟癸亥(1623)貢生，曾任惠安縣

訓導
(113)
，後任泉州府學教授

(114)
。

張勳，校訂《口鐸日抄》卷五，字台垣，歲貢

生，曾任歸化縣教諭和興化府儒學教授。《艾先生

行述》中的“張廣文”可能就是指張勳。
(115)

羅天與，校輯《口鐸日抄》卷三，並出現在

《口鐸日抄》卷六中，字太玄，晉安人，天啟年

間恩貢，曾任光澤縣教諭
(116)
以及無錫訓導

(117)
，

並任共學書院院長
(118)
。

顏之複，點定《口鐸日抄》卷三，字孔至，桃

源人，崇禎年間貢生，曾任江西南昌經歷。
(119)

吳懷古，字今生，新安[休寧]人，曾校王徵

《奇器圖說》，參訂《口鐸日抄》卷七，為邢昉  

(字孟貞，  )門人。“年二十二始讀書，詩事邢

昉，學無晝夜，自五經歷史及天文地理、呂侯兵

法無不精通，一時名人如倪元璐、楊廷樞、姜四

廣、周鹿、沈壽民、吳應箕(皆東林、復社文人)

與之結為至交。”吳著有《邊險圖說》、《宋金

元四史刪》等。
(120) 
吳曾與韓霖、陳洪綬校訂《張

深之先生正北西廂秘本》五卷(1639)。
(121)
汪汝謙

(1577-1655)有詩〈吳今生招集吳山，觀鐵梗海

棠，時正風雨，籠以紗帳〉。
(122)

馮文昌，“同訂”《口鐸日抄》卷七，字研

祥，又作硯祥，浙江嘉興人，諸生，馮夢禎孫，

有《吳越野民集》、《題吳曆〈雪山〉圖軸》。

馮文昌血緣系統如下
(123)
： 

馮恭(遜之)－馮經(大材) －震(仲祖，汝威) 

 －坤(汝厚)－第(次公

 －夢禎/胤禎/國禎－？

 －文昌
(124)

除以上有史料可考的信徒之外，在艾儒略所

拜訪的人物當中有兩個比較重要的，即莆田的卓

邁和朱繼祚。被李九標稱作“老師”的卓冏卿，

即卓邁，字真初，己未進士，天啟四年任嘉定

知縣
(125)
，後官至順天巡按，天啟六年(1626)為

魏忠賢建生祠
( 126 )
，成為魏黨御史，崇禎二年

(1629)被田時震(？-1643)所劾黨逆罪。
(127) 
李

九標與艾儒略於1631年拜訪卓邁時，其可能被

削籍在家。《口鐸日抄》中說卓邁所居的“西湖

李錄－？－璧－？－？－？－ 

 普安　　　寧
(103)

/賓
(104)

－？－紹芳
(105)

 慶安－秉絚
(106)

－？－？－奇－迪－ 
　　　春熙－ 紹經(早夭)

 夔
(107)

  仕
(108)  

紹綸－公恕/公志

  紹繪
(109)

－公憲/公懋

 嗣玄
(110)

－？－開發/
 開萬/開暐/開昶/開曄－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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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榭台沼，備諸工好”，可見其家勢之盛，但無

意皈依天主教。

而艾儒略在莆田橫塘所拜訪的朱宗伯則嫌教

規過嚴，對艾儒略批評城隍、釋老的做法頗為不

滿。根據《莆田縣誌》，此位“宗伯”者乃朱繼

祚。朱繼祚字立望，“朱鳴陽之孫，萬曆四十三

年乙卯(1615)舉人，萬曆己未(1619)進士，改庶起

士，攻聲詩，精書法，善與人交，同輩以長者尊

事之，授編修。乙丑(1625)分校禮闈，稱得士。光

宗崩，尋乞歸省，輕車就道，曰：‘吾久思歸，

今得行吾志矣。’思宗即位，以右中允召陛見，

預經筵講。辛未領房得士，亦如乙丑。隨丁內外

艱，服闋陞少詹事，歷禮部右侍郎。會少宰缺，

閣擬才望，非繼祚不稱。諮既出，有欲奪之者，

私造請繼祚，欣然讓之。閣中聞之咸歎異焉。後

晉禮部尚書，隨引疾歸。甲申(1644)聞闖賊險京，

仰天痛哭，每歎身為大臣，遭國多難，矢死靡他，

是吾職也。”
(128) 
天啟朝，朱繼祚為魏忠賢修《三朝

要典》副總裁，為清議所不齒，晚則死節。
(129) 
卓邁

曾與李裁同僚，而卓邁與朱繼祚同年，所以李九標

經過莆陽拜訪朱繼祚乃情理之中。
(130)

另外，《口鐸日抄》卷六崇禎七年(1631)載費

中尊“過訪”艾儒略(時艾儒略在永春)。這裡的費

中尊可能就是崇禎任福清知縣的費道用。費道用，

字閹如，號筆山，明天啟四年(1624)舉人，崇禎四

年(1631)進士，貴州石阡縣人
(131)
，曾序《黃檗山

寺志》
(132)
，撰有《閩南唐雅》(楊德周評、徐□     

校)
(133)
。費道用自號“筆山居士”，其對艾儒略等

天主教傳教士批評佛教感到不滿，謂：“釋氏演法

立教，其門戶亦覺專一，先生何辟之深也？”
(134)

李九標與士大夫的交往

李九標所編纂另一部重要著作《枕書》，共

二十卷，五百多篇，所引用的書籍達六十五本之

多，且按照不同主題進行分類。這些書一些是李

九標家中所藏，還有一些是從朋友處借來的。從

該書序言之後所提供的參評與校梓姓氏名單來

看，共有二百一十五人參與該書的編纂活動。其

中參評的友人十一人、門人六人、親屬六人，校

梓的友人一百二十七人、門人五十二人、親屬十

三人。具體如右表所示：    

《枕書》編輯群體表

參評 校梓 總計

友人 11 127(129) 138(140)

門人 6   52 (61)   58(67)

親屬 6   13(14)   19(20)

總計 23 192(204) 215(227) 

杜鼎克的統計與實際情況稍有出入，上共有

二百零四人參與該書的編纂活動，其中參加校梓

的友人共有一百二十九人，門人有六十一人，親

屬則為十四人，所以參加校梓的共有二百零四

人。具體名單可參見下表：

《枕書》編輯群體名單

內容 友　人 門　人 親　人 總　計

原評 張識瀆(時徹)
(135)

[先王父]
(136)
李相中裁 11/2/13

茅鹿門(坤)
(137)

[兄]李其鼐允佐

錢鶴灘(穀)
(138)

李卓吾(贄)
(139)
 

張賓王(榜)
(140)

鍾伯敬(惺)
(141)

顧瑞屏(錫疇)
(142)

郭道憲(良翰)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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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友　人 門　人 親　人 總　計

郭建初造卿
(144)

徐漢臨開雍
(145)

陳子育士稷

參評 張利民能因(侯官) 樊翃又韓 [叔]光斗從儒 11/6/6

陳仲琠石丈(晉江) 鄭士螭奕飛 [弟]九功其叙 /23

高建懋懋官(侯官) 翁文炳孚士
(146)

[弟]登仕其寀

陳克生孔昭(閩縣) 林宗飛翼贊 [弟]士彥其廸

林一俊用籲 林奇玉鳴有 [侄]奕蕃所礽

林以寧楨卿 樊翊左馮 [侄孫]廷芬學蕙

翁起元允展

林琦鏡甫

施起元君貞

林有元維乾

謝昂俊卿
(147)

較梓 陳震生青雷(武進) 林中桂崇醇
(148)

[兄]其修敬甫 127(2)

龔禹錫九疇(武進) 薛肇亨思培 [弟]允佺其捷 /60(1)

鄧履右左之(南昌) 郭文麟孟嘉 [弟]允儲其參 /14

伍達行際可(南昌)
(149)

薛建陽爾初 [弟]允佑其瑛 /201

熊如旭昇之(南昌)
(150)

薛肇昌思濟 [弟]在公其顯 (204)

朱麟徵吉臣(新建)
(151)

鄭仁國必訒 [弟]允俊其籲

杜旭昭如(豐城)
(152)

施爾雅大複 [弟]汝謨其顯

朱天寧文靜(進賢)
(153)

陳國桂一卿 [弟]允保其赤

彭搏六息(奉新) 鄭燦大涵
(154)

[弟]時麟志紱

盛士淑驤雲(武寧)
(155)

李鴻翔天逵 [侄]奕葉所傳

鄧廷彬止仲(南城)
(156)
 陳聖學思永 [侄]從先所聘

鄧瑛拭堅(南城) 翁應朝士政 [侄]奕萼所友

喻中立立生(臨川) 林璧拱德向 [侄]以駿所莊

黃尚賓嘉卿(清江)
(157)

程彥照道章 [侄孫]廷英學千

戴國士初士(新昌) 薛正養思正

易學實雲浮(雩都)
(158)

林鵬昇紹程

馮文麟孟水(四明) 林摩雲德一

林紹祖季緒(莆田)
(159)

陳有年良碩

柯士芳無譽(莆田) 施擎柱瑞玉

林光元仲錫(莆田) 陳鑒啟藻

朱禺中東極(莆田) 薛三字自六

卓朝日雋采(莆田) 卓懋運士起

柯應時士殿(莆田) 卓行可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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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友　人 門　人 親　人 總　計

卓曙日雋賓(莆田) 鄭時表可淑

陳衷丹葵伯(仙游) 施鼎新翼銘

張天籙戴一(晉江) 薛兆祥卿浚

張賡明皋(晉江) 郭文鵬孟運

蘇光瑞爾輯(晉江) 薛之奇求文

蘇負英薦卿(晉江) 林雲梯鳴錦

林懋恂憲嘉(安溪) 薛仕驥求懋

林爾元爾會(安溪)
(160)

林劭子將

顏之複孔至(永春)
(161)

翁在旦彥卿

鄭士捷洪奏(永春) 陳傳傳思鼎

陳景明肇夾(永春) 鄭繼綱大紀

吳友龍任恒(漳州) 陳夢日登雲

嚴贊化思參(龍溪) 王學嵩爾高

江中立嶼也(海澄) [陳傳偉思甫]

蘇之琨聖孚(沙縣) 陳大科宗仲

李嗣玄又玄(建寧) 林士炳聖文

楊葵配綠(建安) 林元宰舉弼

林芝房有蘭(甌寧) 陳傳似思若

楊居謙懋卿(建陽)
(162)

翁賢祚文胤

李韡韋華(崇安)
(163)

陳夢說登良
(164) 

劉薹伯秀(長汀) 韓自魁興擢

張欽木公(侯官) 林彩舉潛

曾異撰弗人(侯官) 陳大有鳴阜

陳榖君推(侯官) 陳兆烴鳴阜

林日昂景沖(長樂) 陳聖學思永

周國祥吉修(連江) 鄭宗葉于奕

郭邦雍簡之(福安) 陳公謹時恭

繆士珦叔向(福安) 李可化爾醇

王一錡子薦 林可昇於日

謝名世性學、俞都謀體高 卓懋恂士植

林元甲朔夫、翁飛鴻允誠 林元會舉玉

翁鶴齡壯猷、薛瑞徵朝猷 翁應朝士政

姚正夏秉衡
(165)
、林學裴於度 林鵬昇紹程

周維城士宗、林起鶴鳴鶴 薛正養思

林起[鶴]鳴汀、林以安欽卿 林摩雲德一

王侯聘席卿、翁文彬士質 陳有年良碩

郭祚新君銘
(166)
、項之璜朝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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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九標朋友中參加校梓的有十七人來自外

省，一百一十人來自福建省(其中七十六人來自福

清)，參評的有十一人來自福建省(七人來自福清)。

其中來自福清的參評與校梓的共一百六十人，其

它地區的五十五人。在這些人當中，李九標家族

共十九人，其中有李九功、李士彥出現在《口鐸

日抄》之中，還有三人在《口鐸日抄》中祇提及

字，因而可以肯定福清李氏家族中至少有五人是

信徒。李九功在福清的八十三個友人當中，至少

有二十個信徒。也就是說，李九標的交往群體之

內容 友　人 門　人 親　人 總　計

楊龍光基隆、韓魏錦興尹

陳秉正德養、林雲前鳴光

林奇琳世雍
(167)

、林承綸逄膺

林奇珪叔玉
(168)

、王啟佑於珍

歐玉鉉節侯、王千宜啟有

張六翮大擎、謝名昌熙學

何其梠維瞻、何其騄龍友

林紫是夫、翁應僑士高

盧殿邦有玄、曾尚文從周

楊聖學基立、魏蓁齡君宜

何一芳□□、謝朝標仲凱

張文彥叔雋
(169)

、姚泰來伯豫

林豸胤君祚、周鼎新維振
(170)

俞家兆學行、莊時達廷賓

張可樞大援、姚璣璿伯

何朝鳳□□、翁紹周允兼

林名佺于孩、劉廷茂學頤

陳懋昭孟忠、周廷基兆夫

王懋祿爾榖、林莊有臨

余化麟伯度、翁應裘士武

何而炳雲生、姚正森秉度

姚枝魁宗挺、翁承鼎伯燕

林錦君織、林煒欲尊

林士鯤欲名
(171)
、戴雲濂名纓

陳宗瑋韋甫、鄭宗珽于方

何光有得右、林喬楨而駿

林奇[璟]五玉、林嶽生爾瞻

王大澄于清、林仕拔以茹

陳士瑞、林士元欲吉

翁應整

[楊興官良廸、林奇玠五玉
(1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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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主要的是福清地區的八十三個友人。其中他

的門人與親屬七十七人；同時，來自外省的十七

人中有三人是復社成員。李九標朋友之中也有七

個是復社成員。這樣我們可以看出李九標與儒家

士大夫交往的大體情況。

張利民(1610?-1650)，字能因，侯官人，天

啟元年(1621)舉人，崇禎庚辰(1640)進士，知桐城

縣；福王時徵入朝，授戶部給事中；唐王時復授

兵科右給事中，兼刑、工二科，轉禮科給事中，

進都給事中，兼吏科左；尋遷太常寺少卿。唐王

敗汀州，張祝發，自稱“田中和尚”，有《野衲

詩略》(一作《田中集》，其子張貞教編)。
(173)
董

應舉曾為張母撰墓誌銘。
(174)

林琦，字鏡甫，號玉衡，崇禎丙子(1636)舉

人，與施起元同年中舉，三上公車不第，乃閉戶

著《論[倫]史鴻文》一書二十四卷。凡有關名教

者皆輯焉。父林協可(字於采，號匪莪，林揚裔

孫)
(175)
，封迪功郎。丙戌(1646)挈妻子棲海壇之

君山，後遇害。
(176)

林以寧，字楨卿，號孟麟，天啟甲子科(1624)

程祥會榜三十七名，天長知縣。
(177)

周維城，字士宗，號鹿石，崇禎七年(癸酉)

(1634)科陸希韶榜十六名，山東觀城知縣
(178)
；南

靖縣教諭。
(179)

謝名世，字性學，號孟嶧，崇禎元年(丁卯)

(1628)科戴震雷榜六十一名。
(180)

李韡，字韋[去]華，崇安人，天啟貢士，崇禎

壬午(1642)試南雍第一，選福州府教授，棄官閉門

謝人事，著《易導》、《史略》若干卷。
(181)

施起元，字君貞，號虹澗，福清龍田人，

遷海口，順治六年(1649)進士，歷任廣東布政司

參議、分守嶺東道、廣東督學，有《荔帷樓詩

文》十卷。
(182) 
其四世祖施千祥(字子吉，號半

峰，1522-1566)，嘉靖七年(1528)舉人，十四年

(1535)進士，授禮部主事，曆員外郎，出為江西

僉事，以忤權貴調補四川郫灌兩縣。
(183)
 

施千祥－？－?－施堯欽－施起元
(184)

陳震生，一作陳震，字長孺，武進人，陳

組綬子
(185)
，1643年進士，官贛縣知縣、兵部主

事，有《思廬草》一卷。
(186) 
陳震生與龔禹錫同

年進士。
(187) 
需要注意的是李長科、韓霖曾校陳

組綬《詩經副墨》。
(188) 
陳組綬(1600-1637)，字

伯玉，號伊庵，鄉試解元，1634進士，編有《皇明

職方地圖》、《存古類函》等。
(189)

龔九疇，字禹錫，武進人，龔三益子(1601

年進士，字仲友，號蘭穀，歷官左庶子，有《木

庵稿》，1643年進士(但未參加殿試)，官中書舍

人，博學有文名，有《匡壁齋遺稿》。
(190) 
龔三益

曾參與利瑪竇《畸人十篇》中的對話。
(191) 
龔與陳

組綬、陳震生曾參訂馮夢龍(1574-1646)《綱鑒統

一》。
(192)

伍達行，字拓公[託翁]，南昌人，崇禎十二年

(1639)舉人，順治十二年(1655)授瑞金教諭，十

五年陞福建松溪知縣，乃伍沖虛(伍守陽，1574-

1644)堂侄。
(193)

戴國士，字初士，南昌人，天啟辛酉(1627)鄉

試第一，時稱其家為“東林茶館”；後降清，為

辰沅道兵備副使；後舉沅州歸順南明，又復據沅

州入於清，“自言通權變以緩明兵，為清保全土

地人民，事覺，為清所殺，沒其家”
(194)
。一說順

治初被流放鐵嶺死。
(195)
戴曾與左光先、李嗣玄、

李淳熙校梓、刻印宋李綱的《李忠定集選四十四

卷》。
(196)

 易學實，字雲浮，號犀厓，雩都人，崇禎己

卯(1639)舉人，有《犀厓文集》二十五卷、《雲湖

堂集》六卷。
(197) 
易與伍達行為同年中舉，“雩

都易學實素以文章自雄，遇達行於章貢間，乃心

折。一時稱同榜二大家。”
(198) 
易學實血緣系統

如下
(199)
：

易理卿、馮氏－ 學本/學實－大喜(早卒)/大喆/
大介/大中－楷/榘/棻/棨/
樞/桓/杲/楠

 巖(山甫，號玉槎)、李氏－大
燿/大煒/大煇/－璠/璵/珍

陳衷丹，天主教徒，《口鐸日抄》中多次

以“陳廣文”名稱出現(卷三、卷八)；字葵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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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貢生，任侯官縣訓導，仙溪人；雍正初，與

陳衷經同入忠義孝悌祠(原址為敬一亭)。
(200)
“陳

衷經，邑庠生，與從弟侯官訓導衷丹，同時刲股

愈母，知縣梅延年旌之。”
(201)

蘇之琨，字聖孚，沙縣人，喜聚書，歷官每載書

數十簏自隨，纂述甚富，有《三易會解》、《詩經博

解》、《禮記兒說》、《筆潭集》、《筆聽》、《明

詩話》、《閩中景物略》等著作。
(202) 
校訂《口鐸

日抄》的信徒蘇之瓚(字聖中)應該是其兄弟，蘇之

琨可能也是信徒，其有“殆造物者，使神物護持，

昭示來裔，籲可畏哉？”等語。
(203)

楊葵，“字配綠，朝綰子，喜文章，集唐七百

首，氣韻深成，旁溢人物花鳥，意在筆先。有《四

聲韻譜》、《八煞詞》、《情燈文俎》”。
(204) 
楊

朝綰，萬曆辛卯(1591)舉人，有《正修語要》、

《三夏蟬吟》、《勝概紀遊詩》等。
(205)

曾異撰 ( 1591-1639前後)，字弗人，晉江

人，家侯官，父為諸生，早卒。吳興潘曾紘(字

昭度，1616年進士)督學政，上其母節行，獲旌

於朝；曾異撰久為諸生，究心經世學，所為詩有

奇氣；崇禎十二年(1639)舉人，年四十九，再赴

會試還，遂卒，有《紡授堂集》。《明史》有

傳。
(206) 
曾異撰與曹學佺、董崇相交善，曾與葉

向高之孫葉某亦是好友
(207)
。曾與繆士珦是“同

門年友”
(208)
。

陳仲[鐘]琠，天主教徒，出現在《口鐸日抄》

卷六，天啟貢生。
(209)
《惠安縣誌》載：“陳鐘琠，

字石丈，知府煌孫，郡庠廩生。嘗三冠其軍，設

絳於晉之花城寺。一時名士如吳青岳韓起、曾弗

人異撰，皆與結社，切磋詩賦古文。漳石齊黃

先生道周，古賢自負，於人少許，可獨於鐘琠則

曰，‘惠安陳石丈，今人中有道者也’。題詩箑以

上壽。”
(210) 
可見，陳仲典與曾異撰交善。陳有

《密庵初集》、《定山集》、《霞圃集》等。《泉

州府志》謂陳，號密庵，崇禎貢生，四次參加鄉

試不中，“善詩歌古文辭，工琴射書事。博覽群

書，凡律曆、河漕、兵屯諸源委，無不洞悉。尤

潛心經學(⋯⋯)曾云：‘孟子歿後二千年，心性

天人無一解者’。”
(211) 
陳煌，正德年間舉人，嘉

靖任曲靖知府。
(212)

周國祥，天主教徒，並可能是許大受之友。

許在《聖朝佐辟》中謂：“余友周國祥，老貧無

子，幸買一妾，舉一子，才二歲。夷教之曰：‘吾

國以不妾為賢，不以無後為大。’周聽而逐其子

之母，今不知此子活否？”
(213)

王侯聘，字席珍，一字席卿，號飛來，侯官

人，崇禎癸酉(1633)舉人，博通群書，抱才尚氣，

尤好溪山。入清，官清流教諭、邵武府教授。著

有《握粟集》、《韋蘇州遺響》、康熙《邵武

府續志》十卷(汪麗日修，王侯聘、吳迪化等纂)

等。
(214)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李九標《枕書》的編

輯群體中，有來自福安的郭邦雍與繆士珦。郭邦

雍(c.1582-1649)，字簡之，崇禎貢生。
(215) 
繆士

珦(1603-1649)，字叔向，號丹石，崇禎十二年

(1639)舉人。郭與繆後來積極參與了多明我會傳

教士在福安所開展的傳教工作。郭受多明我會傳

教士的影響，公開反對中國儒家禮儀。根據梅歐

金與張先清的研究，郭與繆可能於1620年代赴福

州考試時受洗於耶穌會傳教士。
(216) 
黃一農謂郭邦

雍於1627年受洗於艾儒略，後擔任多明我會傳教士

柯琦(Angelo Cocchi)的傳道員；1636到1637年，福

安發生教案，郭邦雍因“設立夷館”、“集眾傳

教”，被剝奪功名
(217)
；隨後更陪同遭驅逐出境的

黎玉範與蘇芳積至澳門，1642年返回福建；1648

協助南明魯監國劉中藻(1605-1649)練兵，次年

福安被陷，“中藻衣冠危坐，吞金不死，自經；

同時，舉人繆士珦、連邦琪、方德新，貢生郭邦

雍、陳瀚迅及男庠生思沛死之。中藻著有《洞山

文集》。後劉令玉璋奏准列之忠義。”
(218) 
梅歐金

認為，郭邦雍等人傾向於與複社成員交往，因此

積極抗清。
(219) 
但或因繆士珦與劉中藻為親家，是

故才幫其練兵。
(220) 
(劉中藻：《洞山九潭志·步韻

代洞山送行》作者為“內人繆氏”)。
(221) 
繆氏受洗

奉教後，將天主教引入福安本族之中。隨後福安穆

洋繆氏成為明清當地信仰天主教的主要宗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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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禁教時期，天主教信仰亦並沒有中斷。
(222)

除此之外，《枕書》編輯群體的信徒
(223) 
還有

林一俊、李九功、俞體高、林紹祖、嚴贊化、劉

薹、陳景明、陳克生、陳仲琠、張賡、吳友龍、

翁鶴齡、朱禺中、柯士芳、林光元、顏之複、林

爾元、李嗣玄、楊葵、陳衷丹、陳鑒等。

其中的復社成員
(224)
有南直隸常州府武進的陳

震生
(225)
、龔禹錫

(226)
、江西南昌的鄧履右

(227)
、臨川

的喻中立
(228)
、福建侯官的曾異撰

(229)
、張利民

(230)
、

陳榖
(231)
、泉州府的陳仲琠

(232)
、惠安的陳夢說

(233)
。

訂正《口鐸日抄》第八卷的吳懷古
(234)
、馮文昌亦

是復社成員(幾社)。
(235)

在《枕書》的編輯群體中又有張利民、陳仲

琠、林琦、施起元、蘇之琨、楊葵、李韡、曾異

撰、戴國士等同為李嗣玄校訂其父李春熙所輯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十五卷文集選二十九卷首四

卷》。同樣，該群體中又有部分人如林琦、李九

標、李允佐、林楨卿、林有元、謝昂等參與編纂

《論史鴻文》。
(236)

小　結

本文根據相關史料，對李九標所交往的某些

人物做了較全面的梳理與考證。通過以上的分

析，我們對李九標的生平、交遊情況有了更加

深入的瞭解。李九標交遊廣泛，不僅與天主教徒

張賡、林一俊、嚴贊化等往來頻繁，而且還與福

州、泉州等地的信徒合作，編纂了影響甚大的《口

鐸日抄》八卷。根據《口鐸日抄》的記載，與李

九標直接或間接交往的信徒也很多。在與天主教

徒交往之外，李九標還積極編纂用作科第梯航的

《枕書》二十卷。通過編纂《枕書》，李九標與

福建、江西等地的儒家士大夫交往。這些士大夫

有些還是復社或幾社成員。李九標與天主教徒以

及與儒家士大夫的交往情況，表明了明末天主教

徒李九標所擁有的雙重身份。雖然筆者盡可能查

找李九標所有交往人物的生平事蹟，但有些人物

的相關情況則有待於進一步考證。

【註】

     (1)  陳支平主編：《福建宗教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

社，1996年，頁372。

     (2)  張力、劉鑒唐：《中國教案史》，成都：四川社會科學

院出版社，1987年，頁15。

     (3)  這些交往之見證，可參考《熙朝崇正集》。該詩集收集了

七十一位福建名流贈與艾儒略的詩歌。載《天主教東傳文

獻》，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5年，頁633及以下。

     (4)  陳支平主編：《福建宗教史》，頁381；蕭若瑟：《天主教

傳行中國考》，輔仁大學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編：《中國

天主教史籍彙編》，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3年，

頁118。

     (5)  林金水主編：《福建對外文化交流史》，福州：福建教

育出版社，1997年，頁210。

     (6)  [法] 謝和耐：《中國和基督教——中國和歐洲文化之

比較》，耿昇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 9 9 1

年，頁189。

     (7)  [意] 艾儒略：《口鐸日抄》，鐘鳴旦、杜鼎克編：《羅

馬耶穌會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七冊，臺北：臺

北利氏學社，2002年。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1922年上海

慈母堂重印本，該本將“天學”、“先生”全部更改

為“聖教”和“司鐸”，並更改了序言的順序，將〈口

鐸日抄小引〉置於張賡〈口鐸日抄叙〉前，最後是林一

俊〈口鐸日抄序〉。並補充完整原版所缺的〈口鐸日抄

總目〉，同時將每卷前目錄全部移到〈口鐸日抄總目〉

之後。

     (8)  [明]  李九標編：《枕書》，日本東洋文庫、國會圖書館

有藏，明崇禎十三年序，共十冊，參http://kanji. zinbun.

kyoto-u.ac. jp/kanseki?record=data/FANAIKAKU/

tagged/3275032. dat&back=1，感謝杜鼎克博士惠贈復

印件。

     (9)  湯顯祖與岳和聲進士同年，有《與岳石樑》，參見湯

顯祖、石衣編註：《玉茗堂尺牘》卷二，上海遠東出

版社，1996年，頁75。

   (10)  岳和聲，字爾律，號餐微子，嘉興人，萬曆二十年

(1592)進士，除汝陽知縣，徵授禮部主事，歷員外郎，

出為慶遠知府，改贛州、東昌，遷福建副使，曆廣西

參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天啟中，起補延綏巡

撫。

   (11)  參見張利民：〈枕書序〉。另參見 Adrian Dudink, 

“Giulio Aleni and Li Jiubiao”, in Scholar from the West—

—Giulio Aleni S. J. (1582-1649) and the Dialogue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hina. In Monumenta Serica, Volume 

XLII, p.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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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筆者所見〈共學書院志〉“館席肄業姓名”中並沒有

張、李，可能原因是該名單不全，參見岳和聲：〈共

學書院志〉，載趙所生、薛正興主編：《中國歷代書

院志》第十冊(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頁151-

262；另參見葉向高：〈共學書院記〉，載《蒼霞餘

草》，《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125冊，頁378上-379上。

葉曾序許孚遠《敬和堂集》，自稱“治教下”，(許之子

許大受則是反教人士)，參見氏著：〈許敬庵先生敬和

堂集序〉，載許孚遠：《敬和堂集》，《四庫全書存

目叢書》集部136冊，頁498下。

    (13) 參見《欽定四庫全書·福建通志》卷三十八〈選舉六〉，

頁63b。

    (14) [清] 廖必琦、宮兆麟等修，宋若霖等撰：《莆田縣誌》

卷十三〈選舉〉，清光緒五年潘文鳳補刊本，民國十五

年重印本，成文出版社影印，1968年，頁364a。

    (15) 參見《欽定四庫全書·福建通志》卷二十五〈職官六〉，

頁34b；[民國]劉超然修、[民國]鄭豐稔纂：《崇安

縣新志》卷八，民國三十年鉛印本，《中國方志叢

書》第238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頁197；

又參見本書卷九，頁234。

    (16) 參見《欽定四庫全書·福建通志》卷二十五〈職官六〉，

頁35b。李裁曾為萬曆年間貢生，見[清]徐景熹、魯曾

煜等纂：《福州府志》卷四十一〈選舉六〉(乾隆十九

年刊本，成文出版社影印，1967)，頁854。卓邁，萬

曆年間任崇安縣教諭，李裁任訓導，參見《日本藏中

國罕見地方誌叢刊續編》第七冊《(康熙)建寧府志》(北

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頁397、頁402；《崇

安縣新志》卷八，民國三十年鉛印本，頁200。

    (17) 張賡：〈口鐸日抄序〉，載《口鐸日抄》卷一，頁7-8。

    (18) Adrian Dudink, “Giulio Aleni and Li Jiubiao”, p. 155.

    (19) 李九標：〈口鐸日抄第三卷紀事〉，載《口鐸日抄》，

頁171。

    (20) 該處見李九標編、艾儒略等口鐸：《口鐸日抄》卷八，

頁582。

    (21) 晉江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收錄該書，見是書卷十二〈雜

家類〉，“李九標《枕書》二十卷，福清人。”《福建

通志》根據該書目提到《枕書》，但無詳細說明。《福

清縣誌》提及：“李九標《枕書》二十卷。”參見[清]

饒安鼎等修：《福清縣誌》卷十二〈著述〉，光緒戊戌

仲夏重刊，眾母堂刊版，頁31b。

    (22) 主要有：《尚書大傳》、《檀弓》、《列子》、《莊

子》、《管子春秋》、《晏子春秋》、《家語》、《左

傳》、《國語》、《子華子》、《公羊傳》、《谷梁

傳》、《越絕書》、《子墨子》、《屈子》、《戰國

策》、《荀子》、《南子》、《孔叢子》、《于陵子》、

《呂氏春秋》、《韓非子》、《王孫子》、《新語》、

《新書》、《淮南子》、《史記》、《說苑》、《新

序》、《列女傳》、《韓詩外傳》、《吳越春秋》、《漢

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琴操》、

《世說新語》、《高士傳》、《梁書》、《文中子》、《李習

之集》、《柳柳州集》、《韓昌黎集》、《唐書》、《五代

史》、《宋史》、《小學外篇》、《東坡志林》、《蘇長

公小品》、《郁離子》、《覆瓿集》、《龍門子》、《薛

文清集》、《說林》、《大學衍義補》、《弇州四部稿》、

《天靈摘稿》、《左編》、《經濟編》、《藏書》、《智

品》、《史遺》、《藍石編》、《況義》等，參見〈枕

書·選譜書目〉。

    (23) 轉引自許理和：〈李九功與《慎思錄》〉，載卓新平主

編：《相遇與對話——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

討會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頁78。

    (24) 明林琦編、林有元評，崇禎十六年序，二十四卷二

十三冊，公文書館，豊後佐伯藩主毛利高標本，《內

閣文庫》藏，參見 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

kanseki?record=data/FANAIKAKU/tagged/4412014.

dat&back=1；[清] 黃虞稷撰，瞿鳳起、潘景鄭整理：

《千頃堂書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399。

    (25) 李九功等：〈西海艾先生行略〉，載《耶穌會羅馬檔案

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十二冊，頁245。

    (26) 以上許理和：〈李九功與《慎思錄》〉，頁79。

    (27) [清] 林以寀：《海口特志》，譚其驤、史念海、傅振倫

等：《中國地方誌集成鄉鎮志專輯》二十六輯，江蘇古

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聯合出版，1992年，頁

319上。

    (28) 參見(康熙)《福清縣誌》卷十四〈教澤〉，《清代孤

本方志選》第二輯二十五、二十六冊，北京：線裝書

局，2001年，頁42b。

   (29)《欽定四庫全書·福建通志》卷二十九，頁56a。萬曆

甲申(1584)，王世懋“詔起為閩督學使者”，參見王

世懋：〈閩部疏小序〉，〈閩部疏〉，載《四庫全書

存目叢書》史部二四七冊，頁675上；另參見《福州府

志》卷四十六〈名宦〉，頁928下。

 (30) “福清人，萬曆中貢士，崇陽訓導”，《欽定四庫全

書·千頃堂書目》卷十，頁18a。

 (31) 《欽定四庫全書·江南通志》卷一百六十六，頁68a；《欽

定四庫全書·福建通志》卷二十九，頁56a。

    (32) 見《欽定四庫全書·福建通志》卷二十九，頁60a；《欽

定四庫全書·江南通志》卷一百四十三，頁27a；《福

州府志》卷四十八〈名宦〉，頁976下；(康熙)《福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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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誌》卷三，頁261、頁301；《崇安縣新志》卷九，

民國三十年鉛印本，頁231。

    (33) 葉向高：〈崇安令闇生王侯去思碑〉、〈福清縣重修城隍

廟記〉，載葉向高：《蒼霞餘草》卷一，《四庫禁毀書

叢刊》集部一二五冊，頁374上-375上、頁380下-381下。

    (34) Adrian Dudink, “Giulio Aleni and Li Jiubiao,” pp. 180-

181.

    (35)《欽定四庫全書·福建通志》卷三十八，頁74b。

   (36)《欽定四庫全書·福建通志》卷二十三，頁17b；《欽

定四庫全書·福建通志》卷三十八，頁55b；《福清縣

誌》卷九〈鄉舉〉，頁48a；林以寀：《海口特志》，

頁317上。

    (37) (康熙)《福清縣誌》卷十四〈循吏〉，頁27b-27a。墓在

隆仁里大吉山，大理寺評事。(《福清縣誌》卷二十，

頁4a。)另參見林以寀：《海口特志》，頁317上。

 (38)《福清縣誌》卷十四〈循吏〉，頁27b-27a。李允佐墓在

隆仁里大吉山，官大理寺評事。(參見《福清縣誌》卷

二十，頁4a。)

 (39)《欽定四庫全書·江西通志》卷五，頁4b。

 (40)《欽定四庫全書·福建通志》卷三十八，頁71b、頁

72a。

 (41) 《欽定四庫全書·福建通志》卷三十六，頁72b-73a。

    (42) 李九功主要著作有：〈勵修一鑒〉(載《天主教東傳文

獻三編》，第一冊)；〈問答會抄〉(載鐘鳴旦、杜鼎

克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八

冊)；〈禮俗明辨〉(載鐘鳴旦、杜鼎克編：《羅馬耶穌

會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九冊)；〈摘出問答會

抄〉(載鐘鳴旦、杜鼎克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明清

天主教文獻》，第九冊)；〈證禮議〉(載鐘鳴旦、杜鼎

克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九

冊)；〈慎思錄〉(載鐘鳴旦、杜鼎克編：《羅馬耶穌會

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九冊)；與沈從先、李

嗣玄合著：〈西海艾先生行略〉(載鐘鳴旦、杜鼎克

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十二

冊)。

    (43) 一作汝謨。

    (44) 即李允佐的姐姐李氏，按《福清縣誌》，李氏適邑庠生

林鳴岱，年二十一而寡，撫二孤，事親以孝聞。(陳夢

雷編纂：《古今圖書集成》 第四十冊《明倫彙編·閨

媛典》，頁49035；(康熙)《福清縣誌》卷八，頁894。)

    (45) 李允佐、李允任父為李鸞，封文林郎，(康熙)《福清縣

誌》卷五，頁500。

    (46) (康熙)《福清縣誌》卷九〈鄉舉〉，頁5 2 b；林以

寀：《海口特志》，頁317下。

    (47) Nicolas Standaert,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One (635-1800), p. 423. 

    (48) 許理和：〈李九功與《慎思錄》〉，頁75。

    (49) 李九標編、艾儒略等口鐸：《口鐸日抄》卷一〈口鐸日

抄凡例〉，頁25-27。

    (50) 參見 Erik Zürcher, “Aleni in Fujian, 1630-1640: The 

Medium and the Message”, in Scholar from the West––

Giulio Aleni S. J. (1582-1649) and the Dialogue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hina, p. 597.

    (51) 崇禎貢生，曾編〈楊淇園先生超性事蹟〉，載徐家匯藏

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第一冊，頁217-238。

    (52) 文學：儒生，泛指有學問的人。

    (53) 總戎：負責軍事的總兵。

    (54) 郡丞：郡守的副貳。郡守，郡的長官，主一郡之政事。

秦廢封建設郡縣，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

丞為佐。漢唐因之，宋以後郡改府，知府亦稱郡守。

    (55) 孝廉：明清兩代對舉人的稱呼。

    (56) 明經：明清對貢生的尊稱。

    (57) 中尊：中等的酒；佛教指位於中央的佛像；這裡是指知

縣等官職，如鄭板橋：〈除夕前一日上中尊汪夫子〉(

汪夫子即汪芳藻)，其中“夫子”是因為汪芳藻曾任教

習，“中尊”則指汪現任知縣。查《永春州志》，有明

一代並無費姓知縣。但據《福州府志》，崇禎間福清知

縣為費道用，參見《中國方志叢書》第七十二號《福州

府志》(乾隆十九年刊本)卷三十三，頁672下。

    (58) 宗伯：官名，周代六卿之一，掌宗廟祭祀等事，即後世

禮部之職。因亦稱禮部尚書為大宗伯或宗伯，禮部侍

郎為少宗伯。又稱文章學問受人尊敬的大師。

    (59) 相國：即宰相。戰國趙武靈王傳少子何為王，以肥義為

相國，見《史記·趙世家》。史傳所記相國一名始此。

秦有丞相，又有相國。漢高祖初即位，置丞相，十一年

更名相國。漢魏以降，其位望尊於丞相。

    (60) [清] 方鼎等修：《晉江縣誌》卷八，頁175上。

    (61) 見《天主教傳行中國考》，轉引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

傳》，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182-183。

    (62) 關於張賡，參見 Adrian Dudink, “Chang Geng, Christian 

Convert of the Late Ming Times: Descendant of Nestorian 

Christians?” In L’ Europe en Chine, edited by C. Jami and 

H. Delanaye. Paris: College de France, 1993.

    (63) 參見《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頁185。

    (64) 李嗣玄：〈西海艾先生行略〉，載《耶穌會羅馬檔案館

明清天主教文獻》，第十二冊，頁250。

    (65) 據《天主審判明證》(BNF, Courant 6881 I)記載，張賡之子張

彌格爾云：“家父閩省之最，未免徇俗耳。”“徇俗”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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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二母欠和”，其中“二母”似乎暗示張賡有妾，

參見潘鳳娟：《西來孔子艾儒略——更新變化的宗教會

遇》，臺北：財團法人基督教橄欖文化事業基金會出

版，2002年，頁91；Erik Zürcher, Kouduo richao: Li 

Jiubao’s Diary of Oral Admonitions. A Late Ming Christian 

Journal, “Introduction”,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LVI/1+2),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2 vols., 2007, 

p. 91.

    (66) [康熙]《福清縣誌》卷九〈歲貢〉，頁72b；《欽定四

庫全書·福建通志》卷四十一〈選舉九〉，頁77b。

 (67)《欽定四庫全書·福建通志》卷二十七〈職官八〉，頁

46b。

 (68)《欽定四庫全書·福建通志》卷二十七〈職官八〉，頁

212b。又謂其為福安訓導，參見[清]張景祁修：《福安

縣誌》卷十六〈職官〉，頁25。

    (69) 參見《口鐸日抄》卷三，頁233-242。

 (70) 《欽定四庫全書·福建通志》卷四十一〈選舉九〉，頁

91a。

 (71) 《欽定四庫全書·福建通志》卷四十一〈選舉九〉，頁

92a。

    (72) 崇禎九年丙子(1636)舉人，“柯士芳，字無譽，本孫，

衛學，庚辰(1640)御賜進士”。載[清]廖必琦、宮兆麟

等修，宋若霖等撰：《莆田縣誌》，清光緒五年潘文

鳳補刊本，民國十五年重印本，成文出版社影印，1968

年，頁355b。

    (73) 載《莆田縣誌》卷十三〈選舉〉，頁365b。

    (74)“柯憲世，待詔，以子士芳贈僉事。”(《莆田縣誌》卷

十四《選舉》，頁390a。)

 (75) “柯本，嘉靖二十九年庚戌(1550)唐汝楫榜，柯本，

附叔維騏傳。”(《莆田縣誌》卷十三〈選舉〉，頁

362a。)

 (76) “別去幾經載，離懷可具陳，無元該大道，有主是真

因，旦曰臨惟汝，居高聽每親，大千寧淨土，三一信分

身，景宿祥長普，波斯曜轉新，七時勤禮贊，十字儼持

循，重譯來中土，流行仰大秦，念余宗孔聖，友德願為

鄰”。載〈崇正集〉，《天主教東傳文獻》，臺北：臺

灣學生書局，1965，頁650-651。

 (77) “柯士賓，郡庠生，以子潮贈當塗知縣。”(《莆田縣

誌》卷十四〈選舉〉，頁391b。)

    (78) 載《莆田縣誌》卷十三〈選舉〉，頁367b。

    (79) 載《莆田縣誌》卷二十八〈人物〉，頁597b-598a。

    (80) 柯潮在康熙時成為例貢(《莆田縣誌》卷十四〈選舉〉，

頁385b)，著有〈學愚外草〉(《莆田縣誌》卷三十三〈藝

文〉，頁676a。)

    (81) 柯維熊是柯維騏之兄，正德丁丑(1517)進士，官工部郎

中，有才名。著有〈石莊稿〉。(《莆田縣誌》卷十

六〈人物〉，頁415a。)

    (82) 柯維羆亦是柯維騏之兄，領鄉薦，官龍游知縣，性朴

茂。(《莆田縣誌》卷十六〈人物〉，頁415a；《龍遊

縣誌》(光緒重修)卷三〈官師志〉，頁6a。)著有〈史

記考要〉，〈宋史新編〉，〈續莆陽文獻〉(《莆田縣

誌》卷三十三〈藝文〉，頁673b。)

    (83) 嘉靖庚戌(1550)進士，歷官浙江僉事。《莆田縣誌》卷十

六〈人物〉，頁415a。

 (84)“柯士賓，郡庠生，以子潮贈當塗知縣。”(《莆田縣

誌》卷十四〈選舉〉，頁391b。)

    (85) 柯維騏(1497-1574)，字奇純，弱冠領鄉薦登嘉靖癸未進

士，為宮詹黃佐門人。年七十有八卒。有《柯子答問》

六卷，參見《莆田縣誌》卷十六〈人物〉，頁415a。

    (86) 柯來，維騏元孫，府學。(《莆田縣誌》卷十四〈選

舉〉，頁383b。)

    (87) 柯茂竹，字堯叟，維騏孫，少穎敏絕人。萬曆七年(1579)

舉人，萬曆癸未(1583)進士，授海陽知縣。不與世俗爭

巧。著有《柯論六卷》，《柯亭詩文初稿》四卷。(《莆

田縣誌》卷二十二〈人物〉，頁518a。)

    (88) 柯壽愷，柯茂竹弟，字貢元，萬曆年間領鄉薦，任泰寧

教諭。(《莆田縣誌》卷十四〈選舉〉，頁382a。)

    (89) 柯昶，字季和，茂竹子。萬曆甲辰(1604)進士(與黃鳴喬

同年)，授鄞縣知縣。補河間知府。陞易州道副使，有

神明之譽，擢尚實寺卿，移太僕少卿，改有通政，滿

三載，晉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三晉。(《莆田縣誌》

卷二十〈人物〉，頁498a。)柯昶也曾給艾儒略寫過贈

詩，見〈崇正集〉，《天主教東傳文獻》，頁649。

    (90) 柯喆，字得恭，柯昶孫，順治五年進士。(《莆田縣誌》

卷十三〈選舉〉，頁365b。

    (91) 徐時作(1697-1777)，字鄴侯，號筠亭，清福建建寧人。

雍正進士。官滄州知州。有《崇本山堂詩文集》、《棻堂

節錄》。

 (92) 《玄居集》，序一，李嗣玄刻，《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一七七冊，頁637上。

    (93) 李春熙〈哀榮錄〉，載《玄居集》，卷九，頁725下-726

上。 

    (94) 左光先，桐城人，光斗(1575-1626)弟，天啟甲子(1624)

鄉薦，知建寧縣，參見《欽定四庫全書·江南通志》

卷一百四十六。  

    (95) 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十四至十五冊。

    (96) 蘇茂相(1566-1630)，字宏家，號石水。泉州晉江人，御

史蘇士潤侄。萬曆辛卯二十年(1592)聯第進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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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字明立，號海鶴，1585年舉人，創建“千頃堂”，曾官

至南京國子監監丞，撰有《千頃齋藏書目錄》、《千

頃齋集》。

    (98) 陳第(1541-1617)，字季立，號一齋，晚號溫麻山農，福

建連江人。任薊鎮遊擊將軍，後致仕歸里，專心研究古

音，著有《毛詩古音考》、《讀詩拙言》等。

    (99) 謝兆申，字保元，號耳伯，別號太戈山樵，建寧人，萬

曆中貢生。有〈謝耳伯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

叢書》集部一九○冊。

  (100)  何棟如(1572-1637)，字充符，一字子極，號天玉，無錫

人。

  (101) 《玄居集》卷十，頁727上-735上。

  (102) 《玄居集》，徐時作“重刻玄居集叙”，頁636下-637下。

  (103)  李宁，字怀德，秉絚玄孫，嘉靖八年己丑科羅洪先榜進

士，任揚州推官。

  (104)  李𧃍，宁之弟，貢生，任岳州通判。

  (105)  李紹芳，字幼實，宁之孫，任連江訓導。

  (106)  李秉絚，字六彥宗，普安弟，荐辟，慶安之子，永樂癸

酉科。

  (107)  李夔，子士虞，普安之孫，成化七年辛卯科舉人。

  (108)  李仕，秉絚五代孫，任沅州判官。

  (109)  黃居中《墓表》作“紹祖”，《玄居集》，卷十，頁

734上。

  (110) “李嗣元[玄]，字又元[玄]。戶部春熙之季子。少力學。

弱冠入郡庠，改太學，因列副車，益下帷攻苦。每讀

書至丙夜方就寢。值父病，元[玄]晝夜抱持不下榻者

凡兩月。父殁，元居喪儘禮。邑人稱之。逾年肄業。

鐃山寺，賞手挾一編，坐溪石上，遂患足疾，醫誤投

熱劑，竟以攣廢。乃棄舉子業。肆力於古文詞，多著

述。作《家譜》七卷，選奏疏、條議、詩、啟為《玄居

集》。又選李伯紀先生全集為《忠定集》，批評詮次悉

殫精思匯成。邑令左公光先捐貲劂之，由是名益重。新

昌胡方伯、句容李侍御及郡有司無不折節下交。而司李

朱公健交尤稱摰。鼎革后，元引避，未賞見客，自號‘息

軒逋叟’，但有以詩文就正者，輒欣然延入，析論竟日

忘倦。雖家徒壁立，而胸懷灑然。邑乘之修也，創稿實

出其手。守憲楊公兆曾制序勅梓。會吳興有明史獄起不

果梓。未几，病卒，年七十餘。其已刻《息軒集詩文四

十卷》，未刻者有《玄珠領異》及《經史域外觀》二十

卷藏於家。”(康熙十一年《建宁縣志》卷十〈人物志

下〉。)

  (111) 《欽定四庫全書·福建通志》卷三十八〈選舉六〉，頁

77a。

  (112)  [清] 謝宸荃等纂輯：《安溪縣誌》卷七〈彰獻〉，

頁19；又[清]懷蔭布修：《泉州府志》卷五十三〈明仕

跡〉，頁15。

  (113) 《欽定四庫全書·福建通志》卷二十三〈職官四〉，頁

69b。

  (114) 《欽定四庫全書·福建通志》卷四十〈選舉八〉，頁

62b。

  (115)  參見林金水、吳懷民：〈艾儒略在華傳教活動的結

束——記艾氏在閩北〉，載陳村富主編：《宗教與文化

論叢》，北京：東方出版社，1994年，頁170。

  (116) 《欽定四庫全書·福建通志》卷二十五〈職官六〉，頁

83a。

  (117) 《欽定四庫全書·福建通志》卷三十九〈選舉七〉，頁

23b。

  (118) 《共學書院志》，頁152下。

 (119) 《欽定四庫全書·福建通志》卷三十九〈選舉七〉，頁

66b；又[清]鄭一崧修：《永春州志》卷九〈選舉志〉，

成文出版社，頁908。

  (120)  高淳縣政協宣教文衛委員會編：《高淳文史資料》第十

六輯，頁61。

  (121)  陳旭耀：《現存明刊《西廂記》版本綜錄》，上海古籍

出版社，2007，頁223；參見張深之(名道浚)：《張深之

先生正北西廂秘本》(陳洪綬序)，“參訂詞友”，1993年

西泠印社影印本，頁7a。

  (122)  汪汝謙：〈綺詠一卷續集一卷〉，《四庫全書存目叢

書》集部一九二冊，頁809下。

  (123)  馮夢禎：〈家乘〉，《快雪堂集》卷二十，《四庫全書

存目叢書》集部一六四冊，頁322上-335下。

  (124)  馮文昌在《癸辛雜識》之〈明馮夢禎寫校本癸辛雜識馮

文昌跋語〉中提及，“此我大父抄本，書頭所記及點竄

字，皆手跡也。”其中“大父”即祖父，參見 http://

club.xilu.com/wave99/msgview-950484-83494.html

  (125) 《嘉定縣誌》，頁642下，《中國地方誌集成·上海府縣

誌輯》七。

  (126)  參見《欽定四庫全書·明史》卷三百六十〈列傳〉第一

百九十四，頁45a。

  (127)  參見《欽定四庫全書·明史》卷二百六十四〈列傳〉第

一百五十一，頁18a。

  (128)  見[清]廖必琦、宮兆麟等修，宋若霖等撰：《莆田縣誌》

卷二十三《人物》，清光緒五年潘文鳳補刊本，民國十五

年重印本，成文出版社影印，1968年，頁529-530。

  (129)  陳田輯：《明詩紀事》辛籤卷八上，頁2959-2960。

  (130)  根據杜鼎克，李九標曾和複社有過交往，而此處又表明

李九標曾拜魏党卓邁為師，其中因由則不得而知。

  (131) 《福州府志》卷四十八〈名宦〉，頁976下-977上；(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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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福清縣誌》卷三，頁261、頁303-304。

  (132)  費道用：〈黃檗寺志序〉，載《續修四庫全書》七一九

冊，頁306上-307上。

  (133)  費道用：〈閩南唐雅〉，載《四庫全書存目全書》集部

三四五冊，頁616上。

  (134) 《口鐸日抄》卷六，頁389-390。

  (135)  張時徹(1504 - ?)，鄞縣人，字唯靜，又字九一，號東

沙、芝園，嘉靖進士，授兵部主事，改禮部，歷員外，

郎中，江西提學副使，福建參政，雲南按察使，山東、

河南布政使，官至南京兵部尚書，有《善行錄》、《明

文範》、《芝園定集》等。

  (136)  王父即祖父，參見〈稱謂錄〉，載[日]長澤規矩也編：

《明清俗語辭書集成》第一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89)，頁614下。

  (137)  茅坤(1512-1601)，字順甫，號鹿門，歸安人。嘉靖十七

年(1538)進士，官至大名兵備副使，唐宋派代表人物，

有《白華樓藏稿》、《續稿》、《玉芝山房稿》、《唐宋

八大家文鈔》等。

  (138)  錢谷(1508-1578)，字叔寶，自號罄室，吳縣人，有《三國

類鈔》、《南北史摭言》、《隱逸集》、《長洲志》。

  (139)  李贄(1527-1602)，原姓林，名載贄，號卓吾，又號宏

甫，別號溫陵居士、百泉居士等，泉州晉江人，嘉靖

三十一年(1552)舉人，曾任南京刑部員外郎、雲南姚安

知府。有《焚書》、《續焚書》、《藏書》、《續藏

書》等。

  (140)  張榜，字賓王，句容人，萬曆三十一年(1603)領鄉薦，

有《四子纂》、《管子纂》、《春秋公羊穀粱合纂》二

卷。

  (141)  鍾惺(1574-1624)，字伯敬，號退穀，竟陵人，萬曆三

十八年(1610)進士，官至福建提學僉事，有《隱秀軒

集》、《毛詩解》、《鐘評左傳》等。

  (142)  顧錫疇(約1606-1641)， 字九疇，昆山人。萬曆四十七

年(1619)進士，有《綱鑒正史約》、《秦漢鴻文》，參

見《福安縣誌》卷二十五，光緒十年刊本，頁264下。

 (143)  郭良翰，字道憲，一字朗山，莆田人，郭應聘子，郭維

藩弟，任太僕寺丞。刻印過自撰《皇明諡紀彙編》二五

卷，又《問奇類林》三十卷，《續問奇類林》三十卷，

《南華真經匯解》二卷，有《孫武子會解》、《周禮古

本訂注》。《蘭陔詩話》云：“良翰致仕歸田，築萬卷

書堂，丹鉛不輟。”

  (144)  郭造卿(1532-1593)，字建初，號海岳，郭遇卿之弟，

其子郭應寵(侄郭應響)，萬曆丁丑(1577)貢生，為施起

元外祖父，有《玉融古史》十卷、《海岳集》。

  (145)  為顧錫疇門人，訂顧錫疇《先秦鴻文》。

  (146)  福清諸生，子長羲妻鄭氏有貞節。

  (147)  順治甲午(1654)恩貢，林以寀：《海口特志》，頁319

下；《康熙福清縣誌》卷五，頁472。

  (148)  萬曆年間貢生，《欽定四庫全書·福建通志》卷四十。

  (149)  崇禎十二年(1639)鄉試舉人，《欽定四庫全書·江西通

志》卷五十五。

  (150)  崇禎十二年(1639)鄉試舉人，《欽定四庫全書·江西通

志》卷五十五。

  (151)  崇禎十二年(1639)鄉試舉人，與伍達行同年，《欽定四

庫全書·江西通志》卷五十五。

  (152)  崇禎十二年(1639)鄉試舉人，與伍達行、朱麟徵同年，

《欽定四庫全書·江西通志》卷五十五。

  (153)  崇禎十二年(1639)鄉試舉人，《欽定四庫全書·江西通

志》卷五十五。

  (154)  萬曆間貢生，仙遊人，浦城縣訓導，《欽定四庫全書·

福建通志》卷二十五。

  (155)  崇禎時任雲南景東府同知，李春龍、江燕點校：《新

纂雲南通志》卷十二〈歷代職官表一〉，雲南人民出

版社，2007年，頁147。

  (156)  崇禎十二年(1639)鄉試舉人，《欽定四庫全書·江西通

志》卷五十五。

  (157)  號虎溪樵者，楊廷福、楊同甫編：《明人室名別稱字型

大小索引》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470。

  (158)  崇禎十二年(1639)鄉試舉人，《欽定四庫全書·江西通

志》卷五十五。

  (159)  林紹祖有詩贈給艾儒略。

  (160)  天啟元年(1621)鄉試舉人，《欽定四庫全書·福建通

志》卷三十八。

  (161)  崇禎間貢生，司經歷，《欽定四庫全書·福建通志》卷

三十九。

  (162)  校梓《新刻增補批評全像西遊記》，福建清白堂楊元

春之子。石昌渝主編：《中國古代小說總目·白話卷》(

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頁418。

  (163)  崇禎間恩貢，閩縣訓導，《欽定四庫全書·福建通志》

卷二十二、卷四十；《崇安縣新志》卷十七，民國三十

年鉛印本，頁350。

  (164)  天啟七年(1627)鄉試惠安縣舉人，《欽定四庫全書·福

建通志》卷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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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特志》，頁319上；《康熙福清縣誌》卷五，頁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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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午副榜貢生，《福建通志》卷百五十七；林以寀：《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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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年(1618)舉人，四十七年進士，父林有材(字華

穀，庠生)封徵仕郎、兵科給事中。林以寀：《海口特

志》，頁319上；《康熙福清縣誌》卷六，頁570-573。

  (168)  林正亨子，林以寀：《海口特志》，頁319上；《康熙

福清縣誌》卷五，頁483。

  (169)  順治間貢生，雍定知州，林以寀：《海口特志》，頁

319下。

  (170)  昆山人，崇禎閩清縣知縣，《欽定四庫全書·福建通

志》卷二十二；頁97上。

  (171)  林士聲，字欲宏，號孚輿，與林以寧同榜六十三名。林

以寀：《海口特志》，頁317下。

  (172)  林正亨子，林以寀：《海口特志》，頁319上；《康熙

福清縣誌》卷五，頁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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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書局，1987年，頁49-50；陳世鎔纂：《福州西湖宛

在堂詩龕徵錄》卷十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

頁593-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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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福州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整理：《西湖志》，海風

出版社，2001年，頁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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寀：《海口特志》，頁317下；《康熙福清縣誌》卷

五，頁500。

  (177)  林以寀：《海口特志》，頁317下：《欽定四庫全書·

福建通志》卷三十八；《康熙福清縣誌》卷五，頁443。

  (178)  崇禎七年為“甲戌”，林以寀：《海口特志》，頁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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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誌》卷五，頁444。

  (179) 《欽定四庫全書·福建通志》卷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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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仁俊，贈大中大夫、廣西參政，《康熙福清縣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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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陳震生：〈叙綱鑒統一〉，高洪鈞編著：《馮夢龍集箋

註》，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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