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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李之藻有着重要的地位。但关于他的资料很少 ，致使许多史实不清， 

学者们深以为憾 。根据新发现的一些史料 ，李之藻的曾祖父、祖父、父亲名字分别为李荣、李子堂、李师 

锡。李之藻本人出生于 1571年 1O月 13日，而不是目前所说的 1565年或 1566年。李之藻于 1598年会 

试中式后，先在北京工作，而没有去南京。在地方志中，发现了他在山东张秋任职时所写的铭文。1621 

年 ，李之藻任光禄寺少卿，但这不是由于徐光启的推荐。此外，李之藻至少有两个儿子：李长楸，李次影 

李长楸的儿子李禧熊是清顺治九年(1562)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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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i Zhizao is an important figure in the history of Sino—W ester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W e do not know much about his family and his 1ife due to the scarcity of records．Some newly 

found documents show that Li Zhizao was born in 1571。not in 1565 or 1566 as it is currently 

held．After successfully passing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getting the Jingshi degree in 1 598， 

he worked in Beijing，not in Nanjing as many scholars supposed．In the local history，we find a 

poem written by Li Zhizao narrating how he used a European astrolabe to measure the latitude．In 

1 6 2 1，when the Ming Dynasty was in serious crisis，Li Zhizao was appointed b-y the Emperor as 

deputy minister of Guanglusi，which was not the result of Xu Guangqi’S recommendation．W e 

also get names of his family members from these documents．His great—grandfather was Li Rong； 

his grandfather was Li Zitang；his father was Li Shixi．Li Zhizao had at least two sons，the elder 

being Li Changmao and the younger Li Cibin．Li Changmao’son Li Xixiong got the Jingshi 

degree in 1652 soon after the Qing Dynasty dominated most parts of China．Li Zhizao’S life 

becomes much clearer according to these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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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之藻(字我存、振之)是中国学习西方近代文化的先驱，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国内外学者 

对他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由于史料的匮乏，我们甚至连他的出生年月也不太清楚，“遑论兄弟叔 

伯乎”⋯ ?迄今为止，研究李之藻最为深入的当推方豪Ⅲ[2]“ “。他根据西方文献，认为李之藻出 

生于 1565年，这也是目前最流行的观点。而法国传教士裴化行(R．P．Henri Bernard)则认为李之 

藻出生于 1566年l_3j3∞，少数人接受了这种说法_4j3 。 

在上海图书馆与宁波天一阁博物馆藏有《万历二十六年进士履历便览》(以下简称《便览》)，其 

中有李之藻的简历 ，全文如下 ： 

李之藻(曾祖荣，听选官；祖子堂，知事；父师锡)。我存。易四房。辛未九月二十五生，仁 

和人。甲午四十，会十二甲五。礼部政授工部主事。己亥，管节慎库。癸卯，付建主考。本年， 

升郎中，济宁管河。乙巳，京察。戊申，补开州知 州。庚辰 ，升 南工部 员外。本年，升郎中。庚 

■，补屯田司郎中。本年，调都水司郎中，管南河。辛酉，升广东参政；延推留用，改光录少卿， 

管理军需。壬戍，升太仆少卿。癸亥，拾遗。己巳，起原任。庚午，卒。④ 

这份珍贵的史料明白无误地记着 ，李之藻出生于明穆宗隆庆五年(辛未)九月二十五 日，即公元 

1571年 1O月 13日。文中还列出了李之藻三代祖先的名字：他的曾祖父李荣曾是一个“听选官”， 

但我们不知道此人是否一直在“听选”，更不清楚他最终被授予何种官职；李之藻的祖父李子堂，当 

过知事 ；他的父亲李师锡 ，没做过什么官。《便览》的内容虽然十分简洁 ，不过我们可以据此澄清许 

多错误说法，并确定他的主要生平事迹 。 

根据《便览》，李之藻是万历二十二年(甲午 ，1594)举人。在万历二十六年(戊戌 ，1598)会试中 

名列第五，成为五魁之一。所以，他 自己后来所盖的印章即为“戊戌会魁 ∞ ”。。 

万历二十九年(辛丑，1601)，利玛窦获准人居北京，并与李之藻相见。李之藻后来在为《职方外 

纪》所写的序 中曾说：“万历辛丑，利氏来宾 ，余从寮友数辈访之。” ]6利玛窦则说，当他与李之藻相识 

时，李之藻“正在工部任重要职务”_7_4 。方豪颇为疑惑地写道：“之藻中进士后，本分发为南京工部营 

缮司员外郎；但与利氏结识论学问道时，当已游宦至京，官职或亦较高，利氏称其在工部任高职(offitio 

grande nel Tribunale delle Fabbriche)，恐已非员外郎，但汉文尚无资料可证也。~m[i]21但是，没有资料表 

明李之藻考取进士后即担任“南京工部营缮司员外郎”之职。据《便览》记载，李之藻进士中式后 ，被授 

予工部主事之职，万历二十七年(己亥，1599)起掌管节慎库。他本来就在北京任职，没有去南京。 

《便览 》说 李 之 藻 “癸 卯，付 建 主 考 ”(“付 建 ”系 “福 建 ”之 误 )。根 据 《明 实 录 》的 记 

载l8I卷 ’他 。 ，李之藻是作为副考官前往福建的，他的职位是工部营缮司员外郎。那么，他是从 

何时起担任此职的呢?利玛窦为我们提供了一点线索。1602年，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图》的序中 

说：“缮部我存先生，夙志舆地之学，自为诸生，编辑有书',[91167。利玛窦称李之藻为“缮部”，说明至少 

从 1602年开始，李之藻就已任工部营缮司员外郎了。在明朝的职官体系中，主事为正六品，而员外郎 

则是从五品_1 0l卷I 的。从主事到员外郎，这是正常的晋升。方豪误以为李之藻中进士后即任“南京 

工部营缮司员外郎”，所以，当利玛窦说李之藻在“工部任高职”时，只好推测李之藻“恐已非员外郎”。 

李之藻从福建主持乡试结束后，“升郎中，济宁管河”。他的正式职位是工部都水司郎中，正式上 

任是在 1604年，《北河纪》记载说李之藻“万历三十二年任”[1 ]卷 。时任总河侍郎的李化龙在奏章 

中也提到了下属李之藻：“即南阳连堤，臣亦檄行司道李之藻 、傅 良谏等勘估修整矣。”[1 ]卷 四’”。 

李之藻任职的北河都水分司，驻扎在山东 的张秋口 ]卷 8r】。]卷 “。李之藻在任 内做过不少 

好事ll 4_卷 匕 ，还作过“张秋地平日晷铭”ll。]卷 ∞ 。李之藻的诗作传世者极少，学者们深以为憾。 

① 宁波天一阁博物馆的藏本显得很模糊，许多文字不清，相比之下，上海图书馆的藏本要清楚得多。另，“庚”字后面的字被 

改刻过，看不清楚 ，以此用黑方框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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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铭文的发现为研究李之藻提供了新的资料。李之藻的日晷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在利玛窦 

1605年 5月 12日于北京所写的一封信中找到了答案。此信说：“昨天我把两座石制日晷赠与山东 

张邱的一位工部官员，日晷为平型，另一可以悬挂墙上。这位官员地位崇高，名李之藻。”[15]30 据 

此，李之藻获赠 日晷的时间是 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5月 11日。李之藻在铭文中说，以前用中国 

日晷(“土圭”)进行测量，常有差错，不如利玛窦所赠的西洋日晷准确(“靡如兹宪，四序咸秩”)。经 

他用西洋 日晷测量，张秋的纬度为北纬 35．5度(“三十五半，张秋所得”)，而现代数据则为 36．04 

度[1 J2酆，两者非常接近。铭文中说北京的纬度为 40度，这是利玛窦等人首先测得的嘲札，现代所测 

纬度为 39．55度 Ⅲ。 

接下来的几年《便览》说得很简单：万历三十三年(乙巳，1605)，李之藻接受考核(京察)；万历三 

十六年(戊 申，1608)，到开州(古为澶州)任知州。但实际上情况要复杂得多。 

《开州志》称李之藻“万历间以工部郎谪知州事”L1 I卷四’ 。李之藻自己在为《圜容较义》所写的 

序中说：“译旬日而成编，名日《圜容较义》。杀青适竟，被命守澶，时戊申十一月也o~[513433--3434那么，李 

之藻为什么会被“谪”到开州?李之藻本人及其他资料中都没有说明。倒是他的欧洲朋友提供了一些 

信息。利玛窦在其回忆录中曾写道：“这位李我存因为有人控告他在经常出席的宴会上举止轻浮以及 

过分沉湎于玩棋而被剥夺了所有高级职务的权利，降到一个较低的职位上达三年之久。”①根据 1610 

年欧洲出版的一本著作，李之藻具体“罪名是反复无常、过分宴乐以及⋯⋯超乎常情溺于棋戏”②。 

从《便览》的记载来看，李之藻自1605年京察后一直没有任职，很可能在浙江闲住，而不是像他 

自己在《圜容较义》序中所说的那样立即“被命守澶”。这一点还可以从利玛窦 1608年3月 6日从 

北京寄往罗马的信中得到印证。该信写道：“另一位学者名李之藻，四五年来我不时的介绍过他。 

他跟我学习数学，目前已回杭州(原籍)。~[151357根据李之藻为《圜容较义》所作的序文，直到 1608年 

农历十一月 ，李之藻才被任命为开州知州 。用《便览》的话来说 ，是“补开州知州”。 

在开州期间，李之藻的博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 ]卷 ∞。他的《 宫礼乐疏》就是在开州 

写成的。《四库全书》收录了此书，并誉之日“稽古证今，考辨颇为赅悉”口 I卷八二‘ 。此外，《畿辅通 

志》也讲到李之藻增修开州城，但误将万历三十六年写作“万历二十六年”[1 9]卷 五’卵。 

李之藻在开州时间不长。据地方志记载，万历三十八年(1610)，开州知州由赵琦接任[1 _】卷 ¨。 

根据西方资料，李之藻于 1610年 2、3月间在北京患重病 _】6̈[20]∞。由此可见，李之藻在开州任职到 

1609年为止。李之藻为什么会离开开州呢?在上海图书馆藏明刻本《颊宫礼乐疏》中，董汉儒序文 

说是受到了“荐召”，而来华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 (Sabatino de Ursis)则说 ，李之藻本来“被委为南 

京官吏，准备动身上任时病了~[15153 6，但没有说明李之藻准备到南京任何职。 

《便览》说 ：“庚辰 ，升南工部员外 。”这个年代显然是误刻。因为庚辰年是万历八年(1580)或崇 

祯十三年(1640)。前一个年代，李之藻还未成年，后一个年代，李之藻已经去世多年。正确的年代 

应当是“庚戌”，即万历三十八年。这样，我们知道李之藻因为被晋升为南京工部员外郎，所以才离 

开开州。也就在 同一年 ，李之藻又升为南京工部郎中。杨廷筠的传记 中曾有这样一段话 ：“岁辛亥 ， 

我存公官南都，与利先生同会郭仰凤、金四表交善。比告归，遂延郭、金二先生入越。”[2u 一直以 

来，学者们不清楚本来在开州做官、在北京活动的李之藻，为什么会在南京做官，更不清楚他做的是 

① 参见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 1983年版，第 493页。利玛窦在讲完李之藻到山东张秋赴任后补 

充了这段话，使人误以为李之藻到山东张秋是因为“沉湎于棋戏”等原因而被贬职。实际上，李之藻于 1604年到张秋任工 

部都水司郎中，是晋升。此外，《利玛窦中国札记》第433页也讲到：由于李之藻“生活放荡不羁 ，被认为有失官箴，便被贬官 

而回到他的本省”。 

② 参见裴化行《利玛窦神父传》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年版，第 461页，该页注 3误以为李之藻先被谪，后被派到福建 

去主持乡试。相关记述还可参该书上册第 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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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官。《便览》的记载使这个问题彻底明朗。 

李之藻在赴南京上任前，于 161O年初在北京病倒。他在生病期间受到了利玛窦的悉心照顾， 

深为感动 ，最终受洗成为天主教徒 ，取名 良(Leo)。也就在这一年的 5月 ，利玛窦去世 。 砧。 

16l1年(万历三十九年，辛亥)4、5月间[231106，在南京任职的李之藻把欧洲传教士郭居静 

(Lazare Cattaneo，字仰凤)和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字四表)请到杭州开教。他们到杭州后不 

久，李之藻父亲去世。受李之藻的影响，杨廷筠也受洗成为天主教徒口1] 。 

从 16l1年开始 ，李之藻因其父去世而在家乡守丧 。万历三十八年(1610)十一月 ，钦天监在推 

算 日食时发生错误口]卷毗 ，由于朝廷中严重缺乏精通历法的人才，钦天监官正周子遇等人于次 

年建议征求“宿儒”[8]卷 ∞。口 ]卷四七 ％ 。礼部经过“采访”，发现了“精心历理”的李之藻 ，并 

正式上奏 ]卷 ＼九 。这份奏章比较有名 ，许多史书都提到过 它，但文字略有不同。有幸的是 ，在 

杨廷筠的《绝徼同文纪》中保存着这份奏疏的原文，标题是“礼部题为明历元、昭成法，乞赐乾断，以 

杜妄议事”。其中写道：“又访得翰林院检讨徐光启，及原任南京工部都水司郎中李之藻，皆精心历 

理。李之藻虽在籍，俟其服阌补任，共行料理。”所署 日期为“万历三十九年十二月十八 日具题”，即 

公元 1612年 1月 20日①。 

万历三十九年，李之藻也向朝廷上过一份奏章，建议召请“平素究心历理”之人翻译由欧洲传教 

士带来的天文历法著作 卷 ' 。 。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份奏章的时间，但从其他材料来推断，应是 

李之藻在守丧期间所奏。 

《明史》历志说 ，礼部上疏后不久，李之藻等人“皆召至京 ，参预历事⋯⋯四十一 年，之藻已改衔 

南京太仆少卿 ，奏上西洋历法”_10]卷 一‘ 曲。《明史纪事本末》也说：“四十一年，南京太仆寺少卿 

李之藻上西洋历法” _]卷七 。寥寥数语，问题却不少，需要仔细分析。万历四十年(1612)，李之 

藻还在杭州守丧，这可以用徐光启的一封“万分秘之”的家信为证。信中说，如果遭到倭寇入侵的 

话，可以逃到杭州避难，“与郭先生、杨宗师、李我存老叔商量” 6] 踮。这里所说的郭先生指郭居静， 

杨宗师指杨廷筠，李我存则是李之藻。万历四十一年(1613)，李之藻完成了介绍欧洲数学的著作 

《同文算指》，他在序中写道：“万历癸丑，日在天驷，仁和李之藻振之书于龙泓精舍”l_5]2 。 踮。文中 

的“龙泓精舍”是李之藻在杭州的住所，1623年，辞官回家的李之藻在为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作序 

时 ，所署即为“天启癸亥，日躔天驷，浙西李之藻书于龙泓精舍．[618。因此 ，《明史 》和《明史纪事本 

末》说“四十一年，之藻已改衔南京太仆少卿，奏上西洋历法”是不对的，此时他还在杭州 ，更没有改 

衔南京太仆少卿。从李之藻为《同文算指》所作的序文内容来看，他希望该书能够被“庙堂”中那些 

“议兴历学”的人们所采纳，这不像是一个直接参与“议兴历学”的人所说的话。 

万历四十二年(甲寅，1614)初，李之藻守丧期满，赴京参与修历工作。主要证据有两条：一是李 

之藻在为《职方外纪》所作的序中说：“余以甲寅获补” 6]6。另一条是徐光启在《刻同文算指序》中的 

叙述：“顷者，交食议起，天官家精识者欲依洪武故事，从西国诸先生备习所传历法，仍用京朝官属笔 

如吴太史，而宗伯以振之请。余不敏，备员焉。值余有狗马之疾，请急还南，而振之方服除赴阙。”此 

序所作的时间是“万历甲寅春月．[s]2777-z778[26181。可见这年春天李之藻已到北京。 

李之藻在北京的修历工作很短，因为此时的明朝政府“庶务因循 ，未暇开局” ]卷 。。最终，李之 

藻本人也脱离了修历工作。他是何时离开北京、离京后又任何职的呢?《便览》有如下记载：“庚●，补 

屯田司郎中。本年，调都水司郎中，管南河。辛酉，升广东参政 。”“庚●”这个年代是错误的。因为甲 

寅(万历四十二年)之后、辛酉(天启元年，l621)之前 ，以“庚”字开头的纪年只有庚申(泰昌元年 ，1620)。 

① 参见杨廷筠《绝徼同文纪》卷二，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感谢马骥先生代为复制此书。《明神宗实录》卷四八九(第9219页)以 

及《国榷》卷八一(第 5040页)都将此事误系于万历三十九年十二月庚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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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诸史料，李之藻是在 1615年以郎中的身份去管理南河的。《南河志》明确写道：“四十三年， 

李之藻。”口 j卷二’ 所以，《便览》中的“庚■”应是 “乙卯”之误 ，即万历 四十三年(1615)。这一年 ，李 

之藻先是补屯田司郎中，同年又调任都水司郎中，并离开北京去治理南河 。 

李之藻所任的南河都水司驻地是现在江苏的高邮_2。]卷八。。。由于他“治河有功”，获得了当地民 

众的敬仰，被列为“七贤”之一，供奉在祠庙中[28j卷一一 。也正因为政绩不俗，“工部都水清吏司郎 

中李之藻”和他的父亲获得了朝廷所赐的诰命 9j卷五’ 即。李之藻还搜集、整理了当地历史名人的著 

作。万历四十六年(戊午，1618)，他重刻了陈造的《江湖长翁文集》和秦观的《淮海集》。在中国国家 

图书馆所藏万历四十六年所刻《江湖长翁文集》中，署名为“敕理河道工部郎中仁和李之藻校刻”。 

后一部文集有李之藻的序，文末署日“万历戊午孟夏之吉，赐进士出身，奉政大夫，工部都水清吏司郎 

中，三奉敕提督河道兼督木，仁和后学李之藻撰”①。 

1620年(庚申，万历四十八年，泰昌元年)，李之藻在杭州。李之藻的两份奏章可作证明。一是 

李之藻在 1621年写的《奏为制胜务须西铳，乞敕速取疏》，称“去年十月 间”，他还“在原籍时”，曾与 

杨廷筠等人“合议捐资”，派门人张焘到澳门购买大炮。二是新发现的《恭进收贮大炮疏》，李之藻说 

自己“前于历万四十八年，管河差满过家”_3o]。 。李之藻为什么会回到原籍杭州呢?方豪认为，他 

是回家为母守丧：“是年，先生丁内艰，归里”[】j2 。方豪的主要依据是西方文献，例如费赖之写道： 

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Aleni)“于 1620年前后赴杭州，盖为李之藻母预备后事也”_3妇 。。方豪的观 

点已成定论，但是，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因为徐光启在崇祯二年七月十一 日(1629年 8月 29日)的 

疏章中说：“之藻以南京太仆寺少卿丁忧服满在籍。,,[g61326由此可见，李之藻母亲去世是 1629年之 

前不久的事情，而不是在 1620年左右。此外，李之藻在《恭进收贮大炮疏》明确说自己是“管河差满 

过家”，即结束在高邮都水司的任期，而看不出其母亲去世的迹象。 

据《广东通志》记载，李之藻在天启元年担任过“布政 司左参政”_3 七． 。梁家勉据此推断李 

之藻于这一年“外调至广东任左参政”②。而方豪则怀疑李之藻实际上并未到任口 。方豪的怀疑 

是正确的。《明实录》明确记载：天启元年四月己卯(初八，公历 5月 28日)，“改新升广东布政使司 

右参政李之藻为光禄寺少卿，管工部都水司郎中事”I3 3]卷九． “ 。不过，《明实录》把“左参政”误记 

为“右参政”。《便览》的记载也与此相吻：“辛酉，升广东参政；廷推留用，改光录少卿，管理军需。”文 

中的“光录少卿”应为“光禄少卿”之误。这一年年底，李之藻为新刻的于谦文集作序，在上海图书馆 

所藏的明刻本《合刻于忠肃集》序中，可以见到文后的署名：“天启改元，岁在辛酉，日躔东井，赐进士 

出身、奉政大夫、修正庶尹、光禄寺少卿，里中后学李之藻盥手敬书”。 

天启元年三月，后金攻陷沈阳、辽阳，明朝上下震惊，皇帝要求暂居天津的徐光启“即令回 

京”③，襄理军务。陈垣等学者曾认为，李之藻之所以担任光禄寺少卿，是由于徐光启回京后推荐的 

结果口4]3。考诸史籍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因为徐光启是 四月十八 日(公历 6月 7日)回到北京的， 

而李之藻早在 5月 28日就已经改任为光禄寺少卿了。不过，李之藻本人职位的变动，一定是由于 

辽沈陷落造成的。李之藻不仅精通西方科学，而且还熟悉欧洲火器技术，所以，当时战事告急、京畿 

危急时，朝廷就把刚刚任命为广东布政使司左参政的李之藻紧急改任为光禄寺少卿，以利用他所掌 

① 见上海图书馆所藏李之藻刻《重刻淮海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年出版的《淮海集》收录了李之藻的这篇序文，但省略了这 

段署名。 

② 参见梁家勉《徐光启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版，第 143页 书中 146页注日：“李之藻任广东左参政，史传多 

不载，唯见于《广东通史 ·职官表》，并记其始任在天启元年。”他还认为徐光启于天启二年“致书商宦广东之李之藻”，见其 

书第 146页 。 

③ 参见徐光启《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 1963年版，第 174页。邓恩在其《从利玛窦到汤若望》(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年 

版，第 140—141页)中说，徐光启是从上海被召回北京的。这并不正确，当时徐光启正在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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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的西方火器知识来加强防卫。李之藻此后的活动都与军事布防相关。 

《明实录》记载，四月十五日(公历 6月 4日)，“命光禄寺少卿管工部郎中事李之藻调度十六门 

城楼军器”；二十七 日(公历 6月 l6日)，“命铸监督军需关防给光禄寺少卿仍管工部司官事李之 

藻”[。。]卷几． 卵“”。而李之藻本人也恪尽职守。他曾与“勋戚九卿台省司马之属”在北京“遍阅城 

楼”[ ]卷口八!,5326，他倡议建造欧洲式炮台，并与徐光启一起用木头制造了炮台模型l_26] ，还估算出 

了建造炮台所需的工料与费用口 ]2 。但最后，关于建造欧洲式炮台的建议被工部以“兴作甚 

烦，经费无出”的理由否决了lL26j 。 

天启元年四月问，李之藻呈上了《奏为制胜务须西铳，乞敕速取疏》，建议把他与杨廷筠于 1620 

年所购的四门火炮从存放处江西广信火速运来①。这一年下半年，有两门大炮运抵北京。其中的 

一 门大炮又被调往辽东前线 ，并在 1626年的宁远之战中建立奇功 ，据说杀敌一万七千人，被封为 

“安边靖虏镇国大将军” 0] 孔。留在广信的另两门大炮 ，于元启元年十一月运到北京L3 。 

天启二年(1622)正月，后金攻占广宁等地，明军退守山海关。二月庚午(四日，3月 15日)，太 

仆寺少卿何栋如上疏说，在此危急时刻，应当重用“光禄寺少卿李之藻”等人l_3 3̈卷一九．％ 。差不多同 

时，光禄寺少卿高攀龙也向皇帝建议说：“近奉旨练兵教射之董应举，旧奉旨制造军需之李之藻，皆 

当加以职御”。这个建议最终被皇帝采纳 了②。到了三月庚戌(三月十四 日，公历 4月 24日)，朝廷 

任命“光禄寺少卿李之藻为太仆寺少卿”_3。_l卷二。 ∞ 。 

面对着 日益紧张的战局，“太仆寺添注少卿管工部都水司郎中事”李之藻于天启二年十月戊子 

(二十六 日，l1月 28 日)题 奏 “以夷 攻 夷 二 策”，其 中 包 括 到 澳 门招 募 欧 洲 炮 手 “以 资 战 

守”[。 卷。。七。 ” 。朝廷接受 了李之藻的这项建议 ，在十二月派遣张焘等人再次赴澳 ，聘请欧洲炮 

手 ，并于 1623年 5月 1日回京 o] 。但此时李之藻已被降职，并调往南京。 

李之藻被降职不是由于他有什么失职之处，而是由于当时政治的黑暗。万历四十八年(1620， 

庚申)，朱常洛成了皇帝 ，但他当了一个月皇帝后，就 因吃了红丸而死。天启二年 四月，礼部尚书孙 

慎行首先上疏，要求彻查此案。许多官员也纷纷响应，在“会议驳正者”的名单中，就有太仆寺少卿 

李之藻E z5 ,1093。朱常洛死后，年少的朱由校登位，政治更加腐败，特别是太监魏忠贤开始步人政 

治舞台，使朝廷中的无耻奸诈之徒得以横行，而正直的官员备受排斥打击。《明实录》记载，天启三 

年二月丁卯(三月初七，1623年 3月 7日)，“吏科等衙门纠十大僚”，其中包括“太仆寺少卿李之 

藻”。最后的处理结果是“李之藻调南京” 3_卷 一 。 “。而《国榷 》则将此事系于二月 甲子(初四， 

3月 4日) 。_』卷八 ∞ 。根据新发现的李之藻《恭进收贮大炮疏 》，“太仆寺添注少卿”李之藻在二月 

初五上疏说，“昨被科臣拾遗论列~[3o3 zz2，因此，《国榷》所记 日期是正确的。 

李之藻在离开北京之前，还是念念不忘从澳门购买回来的那几门西式大炮，特上《恭进收贮大炮疏》， 

请求皇帝“将前西洋大炮三位，并载铳原车三辆，查照收贮，备用施行”。拳拳报国之心，由此可鉴。 

《明实录》与《国榷》都说李之藻遭弹劾后被调到南京。那么，担任什么官呢?据徐光启崇祯二 

年(1629)七月十一日的疏章，是“南京太仆寺少卿” 5j。孙。但李之藻本人很快就罢官回家了。他在 

为《寰有诠》所作的序中写道：“余 自癸亥归田，即从修士傅公泛际结庐湖上。”[3 】45 癸亥即天启三 

年。《便览》说李之藻“癸亥，拾遗”，与此相同。他的儿子在为《名理探》所写的序中也说：李之藻“迨 

癸亥庐居灵竺间，延体斋傅先生，译《寰有诠》，两载削稿”[3 ]I 。 

① 疏见《明经世文编》卷四八三 ，第 5324—5326页 ；《徐光启集》第 179—181页。由于崔景荣在五月一 日的疏章中已经提到了 

李之藻的这份奏章，所以，李之藻上奏时间一定是在四月 参见《徐光启集》第 181—182页。 

② 高攀龙：《破格用人疏》。《高子遗书》卷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9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6年版，第 448页。《明 

经世文编》也收录了这篇疏章，但没有 日期。据《明熹宗实录》卷一九第 970页所载，孙承宗于二月戊寅(二月十二 日，3月 

23日)已升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所以，高攀龙上疏的时间应与何栋如的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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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七年(1627)AJl，朱由校去世，朱由检登位，随即开始惩处魏忠贤阉党。崇祯二年(己巳) 

七月，钦天监推算历法再次出错，礼部上疏建议开局修历，并推荐李之藻参与其事 j32。。十四Et， 

崇祯皇帝批复 ：同意开局修历 ，由徐光启“一切督领”，同时要求“李之藻速与起补 ，蚤来供事”[261329。 

八月初一，崇祯又要求：“李之藻着速催前来” 瑚 。《便览》则说李之藻“己巳，起原任”。“原任”， 

即太仆寺少卿。在《启祯遗诗》中保存着郑以伟的一首诗，题为“送李我存太仆以修历赴召，并讯徐 

玄扈宗伯，徐与太仆同与历事”，该题也证明李之藻是官复原职 ]卷五 。 

但李之藻直到第二年才抵京就任，原因是中途病发。徐光启在崇祯三年(1630)五月的奏疏中 

比较详细地写道：“臣之藻祗奉简命，亦于去冬十一月自原籍杭州府起程前来，行至扬州、沧州两处， 

为因血疾再发，医疗耽延；今幸获痊，已于本月初六日陛见讫，旋即到局，协同臣光启恪遵原议规则， 

督率该监官生 ，在局供事 ，推求测验 ，改正诸法。”r2。]3 s 

李之藻到京后，虽然大病初愈，仍投入到了十分紧张的修历工作中，在五月到九月的短短几个 

月中，与意大利来华传教士罗雅各(Giacomo Rho，1592—1638)等人一起翻译 出了四部书 ej3 。但 

由于李之藻身体本来就不好，加上工作繁忙，到了这年秋天，就与世长辞了[263聃 。据西方传教士记 

载，李之藻去世的日子为公元 1630年 11月 1日 ，农历是崇祯三年(庚午)九月二十七日。《便 

览》则记载说：“庚午，卒。”这一年他才 59岁，真是太可惜了。 

自1627年开始，李之藻与葡萄牙来华传教士傅泛际(Francisco Furtado，1589—1653)一起翻 

译了《名理探》，书中有一篇 1639年所作的序文，署名为“仁和后学李次影撰”r3 ％ ”。序文中称李 

之藻为“先大夫”，可见李次影是李之藻的儿子。而徐光启在崇祯六年(1633)的一份奉章中提到，在 

参与修历的“知历人”中就有“监生李次彪”r2。j4船。方豪 曾不无遗憾地说过 ：“但之藻孙辈以下 的后 

裔和遗墓等，现在尚未有所发现，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 其实在《康熙仁和县志》中，即载有 

李之藻的孙子 ：“李禧熊 ：之藻孙，壬辰进士”r1 ]卷一。’ 。他是顺治五年(戊子，1648)的举人 ，顺治九 

年(壬辰，1652)的进士[H]卷一。’ 。[ 。] 。 

此外，在上海图书馆所藏《便览》中，李之藻履历上方空白处写有“孙李禧熊，顺治壬辰进士”的 

毛笔字，其中“李”和“辰”字残缺。十分幸运的是，在宁波天一阁博物馆中保存着《顺治九年壬辰科 

进士履历便览》一卷，内有李禧熊的履历。其中记载：“李禧熊。曾祖师锡，赠太仆寺卿。祖之藻，戊 

戌会魁 ，癸卯福建典试 ，历任太仆寺卿。父长桥，邑庠生 。” 

《名理探 》的作序者是监生李次影，而《顺治九年壬辰科进士履历便览》中李禧熊的父亲则是“邑 

庠生”李长桥，由此可见 ，李之藻至少有两个儿子，即李次影和李长桥。从名字上来推断，李长桥应 

为兄，李次影应为弟。利玛窦在其回忆录中曾说，李之藻在信奉天主教之前，“允许全家人和下属都 

成为基督徒”I7j5 。曾德昭也说 ，李之藻“愿让他 的全家领洗．[221228。崇祯八年 (1635)，宁波天童寺 

的密云禅师在其批判天主教的《辨天二说》中写道：“适我存李先生公子引人人教在座”r4 ”。。可证 

利玛窦、曾德昭的说法是正确的，即李之藻的儿子也是天主教徒。但我们不清楚密云所说的那位 

“引人人教在座”的李公子是李次影还李长桥。 

根据《顺治九年壬辰科进士履历便览》，李禧熊的字为“省薇”，出生于崇祯二年(己已)八月二十 

一 日(10月 7日)，他曾做过“礼部观政”。《康熙仁和县志》还说他“仕至工部主事”n ]卷一。’ 。。 

方豪 4O年前曾非常感慨地写道：“民国以来，马良(相伯)、英华(敛之)、陈垣(援庵)、徐宗泽(润 

农)、徐景贤(庐伽)、向达(觉明)、王重民(有三)、范适(行准)诸先生皆留意于之藻事迹；外人若裴化 

行(治堂)(Henri Bernard)、德礼贤、彭舒理成知出入海内外图书馆、档案室，埋首故纸堆中，得片纸 

只字之有关之藻者，则驰函相告，然而所得仅此 ，实天厄之也 !夫何言哉?”[1 

愿本文能告慰学界前辈，并期待更多史料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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