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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曾异撰求教于艾儒略问题的考证

孙 琪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200234)

【摘要]明末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通过传授天文、算法、地理等科学知识的手段．结识了

一大批文人，在这些人中有的成为了信徒，有的成为了友教人士。林金水先生在《艾儒略与福州社

会》一文中，根据明末福建著名文人曾异撰的一封书信，认为他师从传教士艾儒略学习历法，在此

基础上一些研究者将曾异撰定位为友教人士。实际上，曾异撰与艾儒略虽然有交往的可能性。但

通过材料考证和文本细读，对曾异撰的生活环境和内心世界进行深入探讨，发现曾异撰艰难的生

活状况、孱弱的身体使其不具备学习西方历法的精力，而根深蒂固的“夷夏之辨”这一文化心理更

是难以逾越的障碍。更重要的是，时间上他不具备向艾儒略学习天文学的条件。故而可以得出结

论：现有材料不足以证明曾异撰曾求教于艾儒略，更不能称其为友教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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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有关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问题时，我深深得益于林金水先生的《艾儒略与明末福州社会》。

然而，林先生仅仅根据《复潘昭度师书》一文便推断“曾(异撰)向艾儒略请教过历法问题”，⋯拍这一观点

有待商榷。笔者认为，曾异撰不具有向艾儒略请教历法的主客观条件。本文特就此问题作以探讨。

一、曾异撰与艾儒略交往的可能性

曾异撰(1591—1643)，字弗人，福建晋江人，明末著名文士，久困闱场，究心经世之学，所为诗，有奇

气。崇祯十二年(1639)举于乡，十六年(1643)赴会试还，遂卒。全祖望《李元仲别传》云：“明崇祯间，

称古文者：东乡艾南英、晋江曾异撰、番阳黎遂球、南昌徐世溥暨世熊，而归德侯方域辈尚稍后。”【2脚

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称艾儒略于1625年中始抵福州，此说有误。现存诸多史料证

明，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是由明天启朝首辅、福建人叶向高延请到福建传教的。据叶向高自撰年谱《篷

编》载，叶于天启四年(1624)辞朝，九月初过淮安，经维扬、京口、昆陵、姑苏、武林后，于十一月二十日抵

三山(福州)，十二月初十日抵家。其游杭州的时间约在当年十月前后。潘凤娟认为艾儒略与叶向高同

赴福建，“1624年七月，叶向高辞官返乡，于途中路经杭州，(艾儒略)透过李之藻的关系得以与叶向高认

识。叶向高滞杭期间，‘艾儒略入谒’成为入闽的契机”。p胆潘氏又援引受洗教徒李嗣玄的话：“岁在乙

丑(1625)，相国叶公致政归，道经武林晤先生，恨相见晚，力邀人闽，先生亦有载道南来意，乃同舫而来，

于是前数十公者，雅闻先生名，质疑送难无虚日O 9y【4j25’据此，艾儒略当于1624年十一月与叶向高同时到

达福州。

曾异撰与艾儒略的相识交往的三种可能性。

曾异撰自序其诗《董叔理过斗屿⋯⋯诸门士》云：“万历丙辰(1616)．，予年二十有六，腧八年癸亥

(1623)，予挈家来三山。”p岬曾氏深受当时名流赏识，且与他们有广泛的交往。如申绍芳(字青门)、潘

曾绂(字昭度)、曹学俭(字能始)等人。曾异撰曾作《上申青门师书》、《为曹能始先生寿》、《潘昭度师招

游南州孙子长先生有诗送行次韵答之》等文。申绍芳是上海望族申氏子孙，叶相高在朝为官时曾负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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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祖父申时行门下。《西海艾先生行略》中记载：“吾闽则张令公夏詹、柯侍御无誉、叶相国台山、司空
匪莪⋯⋯孙学宪凤林⋯⋯此数公者或义笃金兰，或横经北面。”【4朋而这些人又多与艾儒略相交。林金

水主编《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中，记有“福州陈仪，曹学俭，孙学宪凤林在《泰西思及艾先生行述》中被

记为艾的挚友。”【6脚因此可以推断，曾异撰有可能通过与名宦贤士的交往而与艾儒略相识。这是第一
种可能。

叶向高曾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成福庐山房。叶向高曾记日：“四十四年丙辰，予五十八岁⋯⋯

是春建石竹山观者阁及僧房，⋯⋯其秋筑福庐山房，福庐在邑东三十里，去祖居二十里，千岩万壑怪石如

林，自开辟以来，人迹罕至，何水部玉成与其族人及乡之好事者稍稍葺治，颇有游人，余见大喜，遂筑室于

山之坳名之日石隐山房，每月辄一至。叭刊6此后，他又对福庐山房进行修葺，以至于“争奇竞胜，遂卓然以

名山称海内矣”。口门这里游人逐渐增多，尤其是叶向高归隐期间，广招名宦，且时常于福庐山房宴请友

人。陈宏已《游福庐山》记日：“福庐山开二年而相国叶公归，又二年而福庐成，其招余游者盖四年于兹，

余以妻孥与身辄病，游辄不果，迨戊午秋成游，属相国跻六十而寿，贺客杂沓不能从。”[8127t足见叶向高所

结识人士之多，福庐盛况非同一般。《福清县志》收录了不少描述此处美景的诗文，如周之夔《游福庐

山》、杨尧臣《游福庐》、薛廷宾《咏福庐》等等。

正如潘凤娟所推论：“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叶向高的社交圈。当叶向高回到福州。必然有很多人拜

访他，而同行南来的艾儒略也得以结识许多名人，这些人后来或成为他的帮助，也因此次之论学，得以为

往后的传教工作扎根。”【3脚叶向高在其《苍霞草》中曾提及曹学俭在其邀请下游览了福庐山。而天主教

徒李嗣玄在《西海艾先生行略》中说“(艾儒略)偶于相公坐间晤观察曹公能始，反复辩论，先生次其语为

三山论学。州刮“由此推测，艾儒略之《三山论学》及与名人的交往都可能在福庐山房发生。曾异撰也曾

作《醉中放歌⋯⋯灯下也》、《福庐石丈》等诗歌及文章，可见，曾异撰游览过福庐盛地，且可能在此邂逅

艾儒略并与之相识。如果不存在这种客观条件，潘曾绂(字昭度)是不可能让他向艾儒略请教历法的。

这是曾异撰与艾儒略相识交往的第二种可能。

曾异撰与艾儒略相识交往的第三种可能就是通过叶向高的家人。《叶向高年谱》称叶向高只有一
子叶成学。叶成学“娶于龚，为光禄典簿龚公煌女，生三子：益蕃、益苞、益豫，三女，其少者殇。”[9J’9叶向

高曾孙有四：益蕃长子进晟、益蕃子进昱、益苞子进界、益荪子进逐。

曾异撰文集曾记载了与叶氏族人的来往，其《追挽叶文忠先生》云：“庚午春公孙君锡(叶益蕃)相

访，以先生葬绿见遗某，谓公前后奏草及苍霞诸集观者难于卒业，请合删之行世，使人人尽读公之

文。州副“其《花烛诗序》又云：“秋日黄可远太史道过三山纳姬，姬为郑鲜元之后，几沦落，吾友文忠公孙

叶君节(叶益苞)饰妆而嫁之，走笔为花烛诗纪事。州剐档而其《纺授堂集》中尤为多的是与叶进晟的唱

和。此外，曾异撰与叶向高之孙女婿林逢经(字守衡)是同社密友，二人时常来往于叶氏家中。更重要

的是，叶向高有两个孙子、一个孙媳为天主教徒。现已知教中此“二孙”是叶益藩、叶益荪。曾异撰或许
通过与叶氏家人的往来接触到艾儒略并濡染到西学。

福州是天主教的立足之地，艾儒略有“西来孔子”之名，有很多福州士人慕名与艾儒略相交。士人

们多喜欢将西洋物品作为歌咏对象，如魏际瑞《泰西画记》，李世熊《默石图铭》。曾异撰也有《咏海外红

鹦鹉》、《同慵生咏董叔会海外红鹦鹉仍次前韵》、《葡萄》等诗。其《同慵生咏董叔会海外红鹦鹉仍次前

韵》诗云：“翻经全译西来语，问字先传董子书。忽忆绿窗教读史，人秦自比古由余。"【5J仍诗中的“海

外”、“西来语”应该都与艾儒略有关，红鹦鹉当为传教士馈赠董叔会之物。其《葡萄》诗云：“我闻葡萄

酒，藏之可百年。主人不能待，摘实便思醉。”p胛葡萄酒是天主教做弥撒的必要之物，《在华耶稣会列传

及书目》记载：“伯多禄(按：此人为马呈秀)还陕西任要职，携儒略与俱。儒略居陕时，嘱之种葡萄，俾能

获有诵弥撒必需之葡萄酒。盖在此边远省区中常缺此酒。若从澳门运输葡萄牙所酿之酒来，耗费极多，

而且烦难也。”【驯133诗中的“葡萄酒”或是从澳门带入，或由艾儒略所教授酿造的。而这首诗也就成为曾

异撰与艾儒略可能有关联的一个证据。

上面论证了曾异撰与艾儒略相识的三种可能性，但这些“可能性”并不足以证明“曾(异撰)向艾儒

略请教过历法问题”这一观点。

二、曾异撰的生活状况及文化心理

据《明史》记载，曾异撰“父为诸生，早卒。母张氏，以遗腹生。家寞甚，纺绩给展夕。异撰起孤童，

事母至孝。巾117舯1少时孤苦、生活艰辛、仕途穷困、身体孱弱使他对生命多了一些敏感与忧愁，也使他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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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加脆弱、自尊，“妻负畚，锄干草给爨。长吏有知其贤，欲为地者，介然不屑也。”¨¨⋯其《追挽叶文忠

公先生》叙记日：

忆八年前叶文忠先生偶见某试牍，谓是吾世子瞻，时某守布衣之礼，未敢以一言知己曳裾于三公之

门，迨先生墓已宿，某犹以生未识面挽章絮酒，有待于怀。p归

虽然叶向高十分欣赏曾异撰，曾异撰却放弃了这个结交权贵，甚至可以改变其久困诸生境地的机

会，即所谓“守布衣之礼，未敢以一言知己曳裾于三公之门。”此后曾异撰虽受申绍芳与潘曾纺接济，却

是不得已而为之。其《董叔理过斗屿⋯⋯诸门士》记日：

辛未秋冬间异撰肺苦剧，辗转母氏怀抱中，殆七日夜，气犹拂拂然喉间，方执笔谒于青门公，母垂涕

抚异撰日：“小子得无有谒，小子从未肯受人恩，今以病困有请者，为家有老母也。【5心

曾异撰为遗腹子，母守节将其抚养成人。其《家母节孝行略》云：“母篝灯于床，展书于枕，吾母手纺

口授，异撰偃卧而读之，非丙夜不休也。夜渐艾。吾母起，异撰亦起，母纺于房，异撰读于檐，声稍懈，母

辄操尺篓。”【5冲一瑚曾异撰将文集定名为“纺授”即是感激其母辛苦所得。而当潘曾绂“上其母节行，获

旌于朝”后，¨”7柚1曾异撰对潘曾绂更怀有深深的感恩之心。而且只有当在自己贫病不能供母之时，曾氏

才会求助于他人，以维持母亲的生存。他所要坚持的无非是儒家传统的“气节”，即孟子所谓“富贵不能

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就是孔子“君子固穷”精神的充分体现。

曾异撰“固穷”的文化心理与价值取向，渗透了明末社会文化浸润的痕迹。武备与科学的相对落后

导致外族的屡屡入侵，而历史与文化悠久的泱泱大国又使明末士人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文化优越

感，这也使他们产生了拒绝甚或排斥外来先进技术与科学的心理。曾异撰的诗歌就流露了这种心理。

慧禽日国东，冶日艳衣同。共笑嗔花哑，擅妆妒镜红。华夷天地隔，声教羽毛通。

圣世来重译，能言鸟在笼。(《咏海外红鹦鹉》)”胂

莫怨此乡非故国，也强胡地嫁王嫱。⋯⋯南溟一羽渡危樯，盛饰来观上国光。文

物半分虞藻火，离明全学汉冠裳。(《同慵生咏董叔会海外红鹦鹉仍次前韵》)"胭

诗中的“华夷”、“胡地”流露出曾异撰对西方人的基本态度。他以鹦鹉代海外之人，认为他们来此

不仅强于昭君出塞，而且是要向中国学习的，“盛饰来观上国光”、“离明全学汉冠裳”。这种强烈的民族

自豪感与古已有之的夷夏之辨观念，构成了曾异撰向西士学习的心理障碍。

三、曾异撰不具备从师艾儒略的时间

曾异撰直接言及西学、西教和传教士之文献仅有《复潘昭度师书》。文章记曰：

艾之《职方外纪》，每国略志数行，酒肉账簿中之稍有条目者耳。以备顾问则可，何得便与作史之

事?西域天文志非中国志也，虽似有据而可喜，然此以俟后之修《明史》者，附之《西域传》则可，确然为

传信之史则不可，为《宋史》则尤不可，以宋未尝有彼国之学也。⋯⋯诸志中历法虽为一代之史，实与先

后诸史相关，非如礼、乐、兵、刑、食货诸书，但以纪一代之事也。⋯⋯元历所以当改之故，亦当于《宋史》

中备言之，方于前后诸史脉络贯通。尤非艾所能辨也。至所命《宋史》天文律历二志，属与西士商扼，是

吾师悯某之空疏不学，而以命之者教之也。¨瑚

潘曾绒字昭度，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历任新蔡知县、兵部主事、福建副使、江西右布政、佥都御史等

职，有政声。在其为福建副使期间，“理盐政兴利剔弊，复筑陈陧以利，闽人德之。”L12J”曾异撰与他相识

当在此间。潘曾绂不仅资助曾异撰，还为其《纺授堂集》作《曾生诗序》，而且“上其(曾异撰)母节行，获

旌于朝。”潘氏十分器重曾异撰，在他作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并获得王惟俭所撰《宋史》时，便招曾异撰和

新建徐世溥更定。上面的书信就是曾异撰在潘曾绂要求其跟艾儒略学习天文学以便进一步更定《宋

史》的背景下而写的。

林金水先生根据《复潘昭度师书》推断，曾异撰不乏“对西学的真知灼见，同时也可看出他与艾儒略

的关系”、“他向艾儒略请教过历法问题”。⋯∞笔者认为，潘凤娟博士在其著作中将曾异撰列为友教人士

也是根据林金水先生的论述。然而根据曾异撰在《复潘昭度师书》中又说过这样一段话：

灯下略阅二书天文志，则二曜众星自为纲目，大约踵《史记·天官书》而衍之，而以三百年中薄蚀灾

青之变附记于后，此无俟问者也。所商榷者独玑衡、天仪、归余岁差之事耳，窃谓浑天玑衡未见其器，将

何以询其事。至如律历志中所云积若干，损若干，余若干，未识其数将何以叩其学。鄙意谓欲叩彼国之

历，当先有中国成历了然于中，而后可万相参考。今以夙所未习者而执书以询，无论彼答之二，某不晓而

某先以茫然而失其所以问，容某今抵海上徐将二志细阅熟思，然后可相询访。【5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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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异撰认为从艾儒略所应“商榷”的无非是“玑衡、天仪，归余岁差之事”，而且即使同艾儒略“商

榷”，也要以学习中国天文学知识为基础，因此曾异撰要“抵海上徐将二志细阅熟思，然后可相询访。”

据《赣州府志》记载，潘曾绂巡抚南赣为天启七年到崇祯八年间(1627—1635)。¨纠”此间，曾异撰并

没有就向艾儒略学习历学问题再复书潘氏，因此所谓的“容某今抵海上徐将二志细阅熟思，然后可相询

访”大抵是托词。曾异撰又写道：

万历丙辰予年二十有六，_喻八年癸亥，予挈家来三山，移家之三年，予始病肺，又五年己巳(1631)而

妻施氏夭殁⋯⋯又逾二年(1633)始受赵景毅先生之周受室，是岁读书海上，授经叔理诸子侄，斗屿予旧

游处也，是后予病肺转剧不能佣经，受米二三年间，姑苏申青门，吴兴潘昭度二公先后力襄予菽水
．．．．．．[515ee

据此可知，1633年曾异撰读书海上，“授经叔理诸子侄”(指董叔理、叔会子侄)。通过《与潘昭度师

书》中“容某今抵海上徐将二志细阅熟思，然后可相询访”可以得知，《与潘昭度师书》大概作于1633年

之前，此后其“病肺转剧不能俯经”，连生活都要靠申绍芳、潘曾绂接济，更何谈与艾儒略学习。其所谓

的“受米两三年间”，应该是截止到崇祯九年(1636)。这年潘曾铉也因征兵勤王，劳累成疾卒于军中。

曾异撰有诗悼日：

南州曾忆抚深歪，谓古何人未亡哉。独有名山藏腐令，不将朽骨付蒿莱。

宋朝旧史吾更定，昭代新书尔剪裁。(自注：公欲重修《宋史》，以国朝实录

畀予)涕叹当时言在耳，公今已矣我非才。(《哭潘昭度师书》)¨4J锄

诗中表达了因为未能更定《宋史》而对潘昭度心存愧疚之情。在阴阳两隔、生命不可把握之际，时

言犹在耳边，这些“当时言”自然包括潘昭度建议曾异撰向艾儒略学习历法一事。史书记载：“及曾铉巡

抚南、赣，得王惟俭所撰《宋史》，招异撰及新建徐世溥更定，未成而罢。”【lI】砌“得王维俭所撰《宋史》，招

晋江曾异撰及新建徐世溥更定，未成而罢其事。”【llJ7柚1笔者认为，仅凭曾异撰《复潘昭度师书》这一条材
料，不能断定“曾(异撰)向艾儒略请教过历法问题”。

综上所述，现有材料既不足以证明曾异撰一定向艾儒略求教过历法问题，也不能说明曾异撰是友教
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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