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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學帝師—耶穌會士安多在康熙時代的科學活動

專　輯

有
清
一
代
，
康
熙
皇
帝
與
西
學
淵
源
最
深
。
南
懷
仁
和
楊
光
先
有
關
日
影
觀
測
的
爭
論
，

使
得
少
年
時
代
的
康
熙
開
始
對
曆
算
產
生
興
趣
，
由
此
他
不
斷
孜
孜
向
學
。
在
康
熙
的
一

生
當
中
，
先
後
有
多
位
耶
穌
會
士
為
他
傳
授
西
學
，
而
這
些
﹁
帝
師
﹂
當
中
，
很
多
享

有
盛
名
，
如
鑄
造
大
炮
的
南
懷
仁
，
撰
寫
康
熙
帝
傳
的
白
晉
，
以
及
參
與
尼
布
楚
條
約
談

判
的
徐
日
昇
和
張
誠
等
。
相
對
而
言
，
同
為
帝
師
的
安
多
則
因
史
料
零
散
，
較
少
為
人
注

意
。
︵
註
一
︶

本
文
將
主
要
依
據
漢
文
史
料
，
參
以
滿
文
奏
摺
和
西
文
資
料
，
重
構
安
多
在

康
熙
時
代
的
科
學
活
動
，
希
冀
能
更
好
理
解
康
熙
時
代
的
科
學
傳
播
。

西
學
帝
師　

　
　

   

耶
穌
會
士
安
多
在
康
熙
時
代
的
科
學
活
動

韓　

琦

安
多
是
比
利
時
人
，
早
年
加
入
耶
穌

會
後
就
準
備
前
往
遠
東
，
一
六
八○

年
離

開
里
斯
本
前
往
印
度
，
經
由
臥
亞
、
麻
六

甲
、
暹
羅
，
於
一
六
八
二
年
七
月
四
日
到

達
澳
門
，
停
留
到
一
六
八
五
年
中
才
應
召

前
往
北
京
。

此
後
一
直
在
宮
廷
服
務
，
直
至
一
七

○

九
年
七
月
逝
世
。
︽
熙
朝
定
案
︾
記
錄

了
安
多
當
時
入
宮
的
過
程
：

︵
康
熙
二
十
四
年
二
月
十
二
日
︶
上
諭

大
學
士
勒
德
洪
、
明
珠
：
今
南
懷
仁
已

有
年
紀
，
聞
香
山
奧
尚
有
同
南
懷
仁
一

樣
熟
練
曆
法
等
事
才
能
及
年
少
者
，
爾

等
會
同
禮
部
問
南
懷
仁
是
何
姓
名
，
舉

出
具
奏
，
又
有
善
醫
業
者
，
一
併
具

奏
。
至
十
三
日
，
大
學
士
勒
、
明
同
禮

部
尚
書
杭
持
十
二
日
上
諭
與
南
懷
仁

看
，
隨
詢
問
見
在
香
山
奧
熟
練
曆
法
及

善
精
醫
業
者
有
幾
人
，
並
系
何
姓
名
。

南
懷
仁
答
云
：
熟
練
曆
法
者
僅
有
一

位
，
姓
名
安
多
；
若
善
精
醫
業
者
，
不

知
尚
有
人
否
？
大
學
士
勒
、
明
即
將
安

多
姓
名
奏
聞
。
奉
旨
：
南
懷
仁
同
居
閔

明
我
、
徐
日
昇
兩
人
著
一
人
同
去
。
是

時
，
南
懷
仁
請
旨
：
同
居
通
曉
曆
法
閔

明
我
、
徐
日
昇
，
今
差
那
一
臣
同
禮
部

官
往
香
山
奧
，
欽
取
熟
練
曆
法
安
多
？

奉
旨
：
著
閔
明
我
去
。

一
六
八
五
年
八
月
十
五
日
，
閔
明

我
由
兩
位
高
官
陪
同
到
達
澳
門
，
奉
康
熙

之
命
把
安
多
帶
到
北
京
。
因
為
有
康
熙
諭

旨
，
傳
教
士
沿
途
受
到
優
厚
的
禮
遇
。

十
一
月
八
日
，
安
多
到
達
北
京
，
禮
部
郎

中
黃
懋
來
接
安
多
，
同
南
懷
仁
一
起
引

見
。
安
多
並
跟
役
二
名
所
需
食
用
照
徐
日

昇
、
閔
明
我
例
，
由
禮
部
光
祿
寺
補
發
吃

食
費
用
。
安
多
從
此
開
始
在
宮
廷
效
力
。

一
六
八
八
年
，
南
懷
仁
去
世
。
三

月
初
四
，
御
前
侍
衛
趙
昌
傳
達
了
康
熙

的
諭
旨
：
﹁
今
閔
明
我
出
差
在
外
，
徐
日

昇
、
安
多
如
天
文
曆
法
五
星
淩
犯
日
食

月
食
事
，
照
南
懷
仁
管
察
。
﹂
︵
註
二
︶

從
一
六
八
九
年
起
，
安
多
和
徐
日
昇
一

起
在
欽
天
監
﹁
治
理
曆
法
﹂
，
一
直
到

一
六
九
五
年
由
閔
明
我
接
替
。
此
外
，
還

與
徐
日
昇
、
白
晉
、
張
誠
一
起
正
式
成
為

康
熙
的
﹁
帝
師
﹂
︵
註
三
︶

，
為
康
熙
介
紹

科
學
知
識
。

歐
洲
、
日
本
藏
有
安
多
的
大
量
書

信
，
白
晉
、
張
誠
的
日
記
也
保
留
至
今
，

︵
註
四
︶

從
中
我
們
可
以
看
到
安
多
做
為
帝

師
的
具
體
活
動
以
及
康
熙
對
他
的
寵
渥
。

根
據
一
六
八
九
至
一
六
九
一
年
間
白
晉
日

記
，
安
多
曾
到
宮
廷
編
寫
中
文
的
正
弦
、

餘
弦
、
正
切
和
對
數
表
，
︵
註
五
︶

還
向

康
熙
介
紹
算
術
、
三
角
和
代
數
知
識
，
提

供
了
一
個
解
三
次
方
程
根
的
方
便
的
表
。

當
時
他
的
語
言
尚
未
過
關
，
因
此
向
康
熙

介
紹
數
學
時
，
由
徐
日
昇
充
當
翻
譯
。
安

多
常
在
宮
廷
傳
授
曆
算
知
識
，
康
熙
給
他

配
備
了
兩
名
精
通
滿
、
漢
文
字
的
官
員
，

為
其
服
務
。
康
熙
三
十
年
︵
一
六
九
一
︶

二
月
初
五
日
，
康
熙
特
諭
：
﹁
今
徐
日

昇
、
安
多
等
日
進
內
廷
辦
事
，
恐
彼
家
中

馬
匹
不
足
，
著
以
後
遣
監
內
之
馬
早
晚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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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
﹂
第
二
天
，
﹁
禦
馬
監
官
﹂
即
差
人

把
馬
匹
送
到
教
堂
，
供
他
們
每
日
使
用
。

四
月
初
二
日
，
安
多
抱
病
，
未
進
內
廷
，

康
熙
派
太
醫
院
孫
徽
百
等
為
安
多
看
脈
，

第
二
天
，
又
派
御
前
侍
衛
趙
昌
到
教
堂
慰

問
。
︵
註
六
︶

安
多
晚
年
患
病
期
間
，
康
熙
仍
然

對
他
關
懷
有
加
。
我
們
可
以
在
有
關
史
料

中
看
到
：
康
熙
四
十
七
年
︵
一
七○

八
︶

七
月
十
二
日
，
﹁
安
多
之
病
稍
愈
，
仍
不

能
行
。
﹂
第
二
年
六
月
二
十
日
，
蘇
霖
、

紀
理
安
報
﹁
安
多
病
勢
重
大
求
醫
﹂
，
康

熙
接
到
報
告
後
，
令
員
外
郎
李
國
屏
看
視

安
多
。
太
醫
院
大
夫
茹
璜
奉
命
看
病
，
診

斷
安
多
﹁
系
中
氣
不
足
，
脾
胃
虛
損
之

症
，
以
致
時
常
呃
逆
，
四
肢
厥
冷
，
大
便

溏
瀉
，
肌
肉
消
瘦
，
不
思
飲
食
。
六
脈
虛

細
，
其
病
重
大
。
大
夫
臣
討
聖
藥
德
里
雅

噶
，
兼
用
加
減
理
中
湯
救
治
。
﹂
︵
註
七
︶

二
十
二
日
，
安
多
病
故
，
李
國
屏
奏
報
，

康
熙
硃
批
：
﹁
安
多
自
西
洋
到
來
後
，
誠

心
效
力
于
天
文
曆
法
之
事
，
茲
聞
已
故
，

朕
心
殊
覺
惻
然
。
照
徐
日
昇
例
，
著
李
國

屏
、
王
道
化
送
去
。
﹂

安
多
之
所
以
能
被
選
定
做
為
向
康

熙
傳
授
數
學
知
識
的
帝
師
，
這
與
他
本
人

出
色
的
西
學
造
詣
是
分
不
開
的
。
眾
所
周

知
，
明
清
之
際
入
華
的
耶
穌
會
士
大
多
受

到
良
好
的
科
學
訓
練
，
而
安
多
可
稱
為
其

中
的
佼
佼
者
。
一
六
七
九
年
，
在
離
開
歐

洲
之
前
，
安
多
曾
留
在
葡
萄
牙
的C

oim
bra

城
，
並
在
耶
穌
會
學
院
教
授
了
一
整
年

的
數
學
。
在
此
期
間
，
他
利
用
閒
暇
寫
成

︽
數
學
綱
要
︾
︵Synopsis m

athem
atica. 

D
u

aci,

一
六
八
五
︶
一
書
，
書
的
全
名
意

思
是
︽
數
學
綱
要
：
由
這
門
科
學
的
不
同

論
著
組
成
，
簡
明
、
清
晰
地
為
初
學
者
和

到
中
國
傳
教
的
候
選
人
寫
出
︾
。
書
凡
兩

冊
，
第
一
冊
為
算
術
、
初
等
幾
何
、
實
用

幾
何
、
球
體
、
地
理
、
水
力
學
、
音
樂
等

八
章
；
第
二
冊
為
光
學
、
靜
力
學
、
鐘

錶
、
球
面
三
角
、
星
盤
、
曆
法
、
天
文
學

等
七
章
，
都
是
基
本
的
科
學
知
識
。
他
撰

寫
此
書
的
目
的
是
，
對
在
中
國
傳
教
有

利
，
為
傳
教
士
在
中
國
打
下
基
礎
提
供
必

不
可
少
的
數
學
、
天
文
學
知
識
。

康
熙
時
代
最
重
要
的
科
學
活
動
可
說

是
︽
御
製
數
理
精
蘊
︾
的
編
纂
，
此
書
開

頭
曾
這
樣
寫
道
：
﹁
我
朝
定
鼎
以
來
，
遠

人
慕
化
，
至
者
漸
多
，
有
湯
若
望
、
南
懷

仁
、
安
多
、
閔
明
我
，
相
繼
治
理
曆
法
，

間
明
算
學
，
而
度
數
之
理
，
漸
加
詳
備
。

然
詢
其
所
自
，
皆
云
本
中
土
所
流
傳
。
﹂

肯
定
了
安
多
等
耶
穌
會
士
所
起
的
重
要
作

用
。

︽
御
製
數
理
精
蘊
︾
的
內
容
，
大

多
基
於
耶
穌
會
士
給
康
熙
的
教
材
，
收
入

的
數
學
內
容
有
許
多
以
稿
本
形
式
流
傳
至

今
。
但
這
些
著
作
均
未
署
名
，
其
作
者
和

譯
者
也
難
以
認
定
。
我
們
通
過
對
西
方
文

獻
的
研
讀
，
可
以
部
分
確
定
某
些
算
書

︵
如
︽
算
法
纂
要
總
綱
︾
︶
的
作
者
。

通
過
對
現
存
稿
本
︽
算
法
纂
要
總

綱
︾
和
︽
數
學
綱
要
︾
的
比
對
，
可
以

發
現
，
前
者
完
全
是
在
後
者
基
礎
上
翻
譯

的
。
︵
註
八
︶

這
部
著
作
主
要
介
紹
了
歐

洲
算
術
，
因
此
這
也
是
安
多
教
授
給
康
熙

皇
帝
的
內
容
。
除
此
之
外
，
安
多
還
向
康

熙
介
紹
了
有
關
代
數
學
知
識
，
現
存
稿
本

︽
借
根
方
算
法
︾
就
是
當
時
的
教
材
。
︵
註

九
︶

這
是
西
方
代
數
學
著
作
首
次
傳
入
中

國
，
對
清
代
數
學
產
生
了
重
要
影
響
，
並

影
響
了
乾
嘉
學
派
對
天
元
術
的
研
究
，
促

進
了
宋
元
數
學
的
復
興
。

安
多
的
科
學
活
動
事
實
上
並
不
僅
限

於
作
為
帝
師
，
他
還
曾
任
職
欽
天
監
，
參

與
了
有
關
曆
算
活
動
。
一
七○

二
年
，
康

熙
派
遣
皇
三
子
胤
祉
和
安
多
到
京
師
附
近

進
行
經
度
測
量
，
實
測
經
線
上
霸
州
到
交

河
的
直
線
長
度
，
研
究
天
上
一
度
和
地
上

距
離
的
對
應
關
係
，
這
次
測
量
決
定
了
天

上
一
度
和
地
上
二
百
里
相
當
，
奠
定
了
大

地
測
量
的
基
礎
。
︵
註
十
︶

安
多
與
欽
天
監
的
中
國
天
文
學
家

應
有
很
多
交
往
，
但
遺
憾
的
是
目
前
未
見

文
獻
記
載
。
我
們
知
道
的
是
數
學
家
梅
文

鼎
曾
拜
訪
過
他
，
清
初
思
想
家
黃
宗
羲
之

子
黃
百
家
︵
一
六
四
三～

一
七○

九
︶
也

與
他
多
有
接
觸
。
黃
百
家
對
曆
算
也
頗
有

興
趣
，
他
在
自
己
的
文
集
︽
學
箕
三
稿
︾

﹁
天
旋
篇
﹂
中
介
紹
了
歐
洲
天
文
學
，
先

談
及
托
勒
密
的
宇
宙
體
系
，
接
著
介
紹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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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
白
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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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心
說
：

至
萬
曆
間
，
西
洋
之
法
入
，
而
言
天
之
事

更
詳
矣
。
顧
稽
彼
曆
之
源
流
，
亦
是
增
華

者
愈
密
。
意
罷
閣
以
前
，
雖
崇
曆
學
，
諸

法
尚
疎
。
自
多
祿
某
︵
又
名
多
勒
茂
，
漢

順
帝
時
人
︶
用
曲
線
三
角
形
量
天
，
而
後

能
以
圓
齊
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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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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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
曜
之
度
分
更

准
，
設
不
同
心
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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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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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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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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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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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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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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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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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
筭
推
步
之
宗
祖
，
無
能
出
其
術
者
。

至
明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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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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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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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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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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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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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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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太

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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樞
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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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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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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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末
徐
光
啟
等
人
編
譯
的
︽
崇
禎
曆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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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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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歌
白
尼
的
名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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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

宙
體
系
並
沒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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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
，
因
此
這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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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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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十
分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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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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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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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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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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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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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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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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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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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
白
尼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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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此
，
黃
百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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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哥
白
尼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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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安
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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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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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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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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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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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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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

帝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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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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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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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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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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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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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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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們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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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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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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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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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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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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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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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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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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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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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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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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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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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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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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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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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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