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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法
籍
耶
穌
會
士
李
明
在
一
六
九
六
年

於
巴
黎
所
出
版
的N

ouveaux m
ém

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
hine 

︵
以
下
：
︽
中

國
現
勢
新
志
︾
︶
一
書
，
是
法
國
、
教
廷

與
葡
萄
牙
爭
奪
遠
東
利
益
脈
絡
下
的
出
版

品
。
身
為
太
陽
王
路
易
十
四
所
派
遣
的
第

一
批
法
國
入
華
代
表
、
被
稱
為
國
王
數
學

家
︵M

ath
ém

aticien
s du R

oy
︶
的
耶
穌

會
士
之
一
的
李
明
，
在
其
︽
中
國
現
勢

新
志
︾
一
書
中
，
紀
錄
了
一
六
八
七
年

至
一
六
九
二
年
間
來
訪
東
方
，
尤
其
是

中
國
相
關
的
奇
聞
異
事
。
此
書
法
文
原

本
出
版
後
不
久
，
在
很
短
時
間
內
，
陸

續
出
版
了
英
文
、
義
大
利
文
與
德
文
譯

本
。
法
文
原
本
出
版
後
兩
年
，
一
六
九
八

十
七
至
十
八
世
紀
，
歐
洲
出
現
所
謂
﹁
中
國
熱
﹂
，
對
中
國
這
奇
異
之
地
充
滿
興
趣
。
同
時
期
大
量
有

關
中
國
、
類
似
方
志
性
質
的
遊
記
︵Relação, Relation

︶
被
出
版
，
例
如
葡
萄
牙
人
曾
德
昭
的
︽
大
中

國
志
︾
︵Relação da grande m

onarquia da China,ca.

一
六
三
八

∼

一
六
四○

︶
與
安
文
思
的
︽
中
國

新
史
︾
︵N

ova relac ̧a ̃o da China : contendo a descric ̧a ̃o das particularidades m
ais nota ́veis deste 

grande Im
pe ́rio, 

一
六
八
八
︶
等
書
。
︵
註
一
︶

這
類
書
籍
廣
泛
地
介
紹
了
中
國
文
字
、
風
土
民
情
、
歷
史

地
理
等
等
，
洋
洋
大
觀
，
各
有
其
不
同
撰
述
目
的
與
特
色
。

年
英
文
譯
本
隔
海
於
英
倫
出
版
，
題
名

為M
em

oirs and O
bservations topographical, 

physical, M
athem

atical, M
echanical, N

atural, 

civil, and E
cclesiastical m

ade in late journey 

through the em
pire of C

hina 

︵
︽
前
次
中
華

帝
國
旅
遊
途
中
對
地
形
、
物
理
、
數
學
、

機
械
、
自
然
、
文
明
和
教
會
的
回
憶
錄
和

觀
察
︾
︶
。
從
此
書
被
翻
譯
為
多
種
歐
洲

語
言
的
情
況
來
看
，
當
時
顯
然
有
一
定
的

流
行
廣
度
。

一
七○

○

年
，
巴
黎
索
邦
大
學
譴

責
耶
穌
會
的
傳
教
策
略
，
禁
止
了
耶
穌
會

傳
教
士
對
中
國
禮
儀
的
正
面
解
釋
，
同
時

也
禁
絕
相
關
討
論
︵
註
二
︶

，
李
明
這
本

辯
護
性
書
籍
，
也
跟
著
沈
寂
了
三
個
世

紀
。
近
年
隨
著
中
國
崛
起
，
歐
美
學
界
對

中
國
的
研
究
再
一
次
蓬
勃
發
展
，
海
峽
兩

岸
的
學
術
圈
對
近
代
早
期
中
國
與
歐
洲
之

間
的
往
來
，
以
及
近
代
早
期
歐
美
對
中
國

的
研
究
，
重
新
燃
起
興
趣
。
李
明
的
︽
中

國
現
勢
新
志
︾
這
本
中
法
首
次
交
流
的
見

聞
紀
錄
再
度
受
到
注
意
。
此
書
之
現
行
中

譯
本
題
名
為
︽
中
國
近
事
報
道
︾
，
乃
根

據
一
九
九○

年
由F

réd
ériqu

e T
ou

bou
l-

B
ouyere

編
輯
再
版
的
法
文
本U

n Jésuite à 

Pékin: N
ouveaux m

em
oires sur l'état present de 

la C
hine, 1687-1692

翻
譯
而
成
，
由
北
京
外

國
語
大
學
海
外
漢
學
中
心
於
二○
○

四
年

出
版
。
這
中
譯
本
的
出
版
，
或
者
可
以
視

為
歐
洲
啟
蒙
時
代
之
﹁
中
國
熱
﹂
在
廿
一

世
紀
的
延
續
與
展
現
。

李
明
在
︽
中
國
現
勢
新
志
︾
的
自
序

中
，
以
旅
行
者
身
分
發
言
，
將
此
書
定
位

為
遊
記
，
藉
由
文
字
，
傳
達
他
來
訪
東
方

︵
尤
其
中
國
︶
的
所
見
所
聞
。
他
所
選
定

的
書
名
，
用
了N

ouveaux m
ém

oires

，
似
又

具
備
了
某
種
對
過
去
東
遊
中
國
的
回
憶
與

紀
錄
，
而
且
，
不
同
於
同
時
期
的
中
國
遊

記
，
李
明
的
︽
中
國
現
勢
新
志
︾
採
書
信

體
，
由
十
四
封
致
當
時
法
國
政
治
、
宗
教

領
域
的
重
要
人
士
的
書
信
所
構
成
。
其
中

寫
給
政
治
領
袖
的
如
第
一
封
信
、
第
二
封

信
，
和
第
四
封
信
為
致
國
務
祕
書
閣
下
、

公
爵
夫
人
、
伯
爵
等
人
的
信
；
而
第
三
、

第
九
、
第
十
以
及
第
十
二
封
信
等
，
則
是

致
宗
教
領
域
的
當
權
者
，
如
主
教
大
人
、

樞
機
︵
紅
衣
主
教
︶
以
及
懺
悔
神
父
等
人

的
信
。
李
明
的
︽
中
國
現
勢
新
志
︾
所
收

的
十
四
封
信
之
安
排
如
下
：
︵
註
三
︶

第
一
封
信
：
︿
致
蓬
查
特
蘭
大
臣
暨
國

務
祕
書
閣
下
﹀ 

︵À
 M

gr. de Pon
tch

ar-

train

︶—

暹
羅
北
京
之
旅
。

第
二
封
信
：
︿
致
德
內
莫
爾
公
爵
夫
人
﹀

︵À
 M

adam
e la D

uchesse de N
em

ours

︶ 

—

皇
帝
接
見
及
北
京
城
見
聞
。

第
三
封
信
：
︿
致
富
爾
斯
登
堡
主
教
大
人
﹀

︵À
 M

gr. le C
ardinal de Furstem

berg

︶ 

—

城
市
、
建
築
物
以
及
中
國
最
巨
大
浩
繁

的
工
程
。

第
四
封
信
：
︿
致
克
萊
西
伯
爵
﹀
︵À

 

M
onsieur le C

om
te de C

reci

︶ —

關
於
中
國

的
氣
候
、
土
地
、
運
河
、
河
流
和
水
果
。

第
五
封
信
：
︿
致
外
交
國
務
祕
書
德
．
托
爾

西
侯
爵
先
生
﹀
︵À

 M
gr. le M

arquis de 

Torsi

︶ —

中
華
民
族
的
特
點
，
其
悠
久
、

傑
出
之
處
及
優
缺
點
。

第
六
封
信
：
︿
致
德
布
永
公
爵
夫
人
﹀
︵À

 

M
adam

e la D
uchesse de B

oüillon

︶ —

有
關
中
國
人
生
活
的
清
潔
衛
生
和
雅
致
奢

華
。

第
七
封
信
：
︿
致
法
國
第
一
重
臣
、
大

主
教
蘭
斯
公
爵
大
人
閣
下
﹀
︵À

 M
gr. 

L'archevêque de R
heim

s 

︶ —

中
國
人
的

語
言
、
文
字
、
書
籍
和
道
德
。

第
八
封
信
：
︿
致
國
務
祕
書
德
菲
利
波
閣

國
王
數
學
家
的
旅
遊
書
寫

法
國
耶
穌
會
士
李
明
與
︽
中
國
現
勢
新
志
︾

潘
鳳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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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
思
想
、
政
治
政
府
和
古
今
宗
教
等
，

從
內
到
外
，
從
有
形
物
質
生
活
，
到
精
神

面
的
宗
教
與
制
度
，
詳
細
介
紹
中
華
帝

國
。
最
後
再
以
兩
封
信
的
篇
幅
，
講
述
他

的
同
伴
在
中
國
工
作
如
何
成
功
，
為
耶
穌

會
的
中
國
傳
教
工
作
辯
護
。
然
後
在
第

十
三
封
信
：
︿
致
讓
松
紅
衣
主
教
大
人
﹀
，

高
舉
康
熙
皇
帝
的
容
教
令
，
大
力
宣
傳
基

督
教
新
近
在
中
華
帝
國
全
境
得
到
皇
帝

的
傳
教
許
可
，
強
化
前
兩
封
信
所
講
述
的

成
功
事
業
。
此
外
，
李
明
每
一
封
信
的
對

象
與
信
中
內
容
主
軸
似
乎
也
有
一
些
文
字

外
的
意
涵
。
舉
例
來
說
，
第
一
封
信
的
對

象
是
蓬
查
特
蘭
大
臣
暨
國
務
祕
書
，
他
在

此
書
出
版
之
前
擔
任
的
職
務
是
財
務
總
監

與
海
軍
部
國
務
祕
書
。
︵
︽
中
國
近
事
報

道
︾
，
頁
十
九
︶
而
第
十
二
封
信
寫
給
國

王
的
懺
悔
神
父
，
內
容
正
是
討
論
傳
教
士

在
中
國
宣
講
耶
穌
教
義
的
方
式
和
中
國
教

友
的
問
題
。
李
明
的
︽
中
國
現
勢
新
志
︾

一
書
，
面
面
俱
到
地
講
述
他
在
中
國
的
遊

歷
，
書
中
穿
插
精
美
圖
像
。
第
一
幅
正
是

青
年
英
明
的
康
熙
三
十
二
歲
時
的
畫
像
，

出
現
在
書
封
面
。
畫
像
下
方
署
名
﹁
康

熙
：
中
國
與
韃
靼
的
皇
帝
，
四
十
一
歲
，

字
、
風
俗
、
宗
教
等
方
面
豐
富
的
介
紹
，

儘
管
李
明
的
確
有
其
主
觀
視
角
，
書
信
內

容
確
實
為
歐
洲
人
，
尤
其
法
國
人
，
提
供

了
當
時
少
見
的
有
關
中
國
的
知
識
與
訊

息
。
雖
然
李
明
出
版
此
書
的
目
的
是
為
耶

穌
會
在
中
國
的
傳
教
工
作
辯
護
，
但
此
書

其
實
僅
有
兩
封
信
討
論
宗
教
問
題
。
書
中

對
中
國
的
地
理
歷
史
、
語
言
文
字
，
農
作

生
產
等
均
做
介
紹
。
這
十
四
封
信
的
安
排

如
果
說
有
所
謂
的
系
統
和
結
構
的
話
，
大

致
可
以
這
麼
看
：
其
中
，
第
一
封
和
最
後

一
封
信
，
屬
於
對
中
國
外
圍
區
域
的
描

述
，
第
一
封
信
記
錄
了
從
法
國
經
由
暹
羅

到
中
國
的
旅
程
，
描
述
國
王
數
學
家
一
行

人
遠
航
東
方
，
從
歐
洲
到
暹
羅
之
後
的
遭

遇
。
包
含
了
航
行
途
中
遭
遇
船
難
，
以
及

如
何
從
暹
羅
抵
達
中
國
東
南
沿
海
最
後
抵

達
北
京
的
過
程
。
最
後
一
封
論
及
印
度
，

將
法
國
在
遠
東
的
勢
力
範
圍
大
致
描
繪
。

在
此
範
圍
之
內
最
大
，
也
是
法
國
派
遣
國

王
數
學
家
來
進
行
涉
外
關
係
的
主
要
對
象

為
中
華
帝
國
。
李
明
從
帝
國
首
府
北
京
城

獲
皇
帝
接
見
、
重
要
城
市
與
建
築
、
氣

候
、
土
地
、
農
產
、
運
河
，
到
性
格
特

點
、
衛
生
習
慣
、
語
言
文
字
、
書
籍
、
道

下
﹀
︵À

 M
gr. de Phelipeaux

︶ —

關
於

中
國
人
思
想
的
特
點
。

第
九
封
信
：
︿
致
紅
衣
主
教
德
斯
泰
大
人
﹀

︵À
 M

gr. le C
ardinal d'E

strées

︶ —

論
中

國
政
治
及
政
府
。

第
十
封
信
：
︿
致
紅
衣
主
教
布
榮
﹀
︵À

 

M
gr. le C

ardinal de B
oüillon

︶ —

論
中
國

古
今
宗
教
。

第
十
一
封
信
：
︿
致
國
務
參
事
胡
耶
先
生
﹀

︵À
 M

on
sieur R

oullie

︶—

論
基
督
教
在

中
國
紮
根
和
發
展
。

第
十
二
封
信
：
︿
致
國
王
的
懺
悔
神
父
、

尊
敬
的
拉
雪
茲
神
父
﹀
︵A

u R
. P. de la 

C
h

aize

︶—

傳
教
士
在
中
國
宣
講
耶
穌
教

義
的
方
式
和
新
基
督
徒
的
虔
誠
。

第
十
三
封
信
：
︿
致
讓
松
紅
衣
主
教
大
人
﹀

︵À
 M

gr. le C
ardinal de Janson

︶—

基
督

教
新
近
在
中
華
帝
國
全
境
得
到
皇
帝
詔
書

首
肯
。

第
十
四
封
信
：
︿
致
比
尼
翁
院
長
大
人
﹀

︵À
 M

onsieur L'A
bbe B

ignon

︶ —

我
們

在
印
度
和
中
國
所
做
觀
察
的
概
述
。

整
體
而
言
，
李
明
的
︽
中
國
現
勢
新

志
︾
一
書
的
內
容
涉
及
了
氣
候
、
地
質
、

物
產
、
建
築
、
醫
學
、
動
植
物
、
語
言
文

清代北京觀象臺　十八世紀初　縱33.7公分　橫41.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畫
像
繪
製
於
三
十
二
歲
﹂
。
而
孔
子
像
插

圖
出
現
在
第
七
封
信
中
，
畫
像
下
方
署
名

﹁
孔
子
：
中
國
哲
學
之
父
，
得
年
七
十
三

歲
﹂
。
全
書
的
安
排
，
讓
讀
者
能
循
著
他

書
信
的
安
排
循
序
漸
進
，
先
以
各
種
歷
險

紀
錄
和
中
國
風
土
民
情
吸
引
讀
者
，
然
後

全
面
地
介
紹
中
國
各
面
向
，
最
後
引
向
耶

穌
會
的
傳
教
成
功
結
果
。
基
本
上
，
全
書

結
構
相
當
精
巧
，
內
容
也
生
動
有
趣
，
不

時
插
入
李
明
個
人
觀
察
與
主
觀
感
受
，
讓

讀
者
很
容
易
隨
著
他
的
觀
察
視
野
，
身
歷

其
境
般
地
，
與
李
明
再
一
次
遊
歷
東
方
與

中
國
。除

了
在
其
他
書
信
中
，
對
位
於
北

京
的
觀
象
臺
上
各
種
儀
器
，
以
及
中
國

官
員
、
男
人
與
婦
女
幼
童
等
人
物
之
描
繪

與
插
圖
之
外
，
李
明
對
中
國
的
農
作
與
蔬

果
的
描
述
也
值
得
一
提
。
他
認
為
﹁
世
界

上
沒
有
一
個
地
方
像
這
裡
這
麼
盛
產
蔬
菜

和
塊
根
類
菜
，
這
幾
乎
是
老
百
姓
唯
一
的

食
物
，
由
於
盡
是
好
東
西
，
真
是
什
麼
也

不
能
省
略
不
談
。
﹂
︵
︽
中
國
近
事
報

道
︾
，
頁
一○

六
︶
他
對
中
國
的
精
緻
農

業
特
別
讚
賞
。
除
蔬
菜
之
外
，
他
特
別
強

調
中
國
還
有
出
產
許
多
歐
洲
沒
有
的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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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果
，
其
中
最
令
他
回
味
無
窮
的
是
荔
枝
，

甚
至
對
荔
枝
乾
的
描
述
也
令
人
稱
奇
，
他

說
：
﹁
荔
枝
性
熱
，
會
使
人
渾
身
長
疹

子
，
中
國
人
使
荔
枝
連
皮
晾
乾
，
果
肉
就

會
變
黑
變
皺
，
像
我
們
的
李
子
乾
一
樣
，

這
樣
就
可
以
全
年
食
用
，
一
般
放
在
茶
中

使
之
略
帶
酸
味
，
人
們
認
為
其
味
比
食

糖
的
甜
味
更
佳
。
﹂
︵
︽
中
國
近
事
報

道
︾
，
頁
一○

三
︶
其
實
，
比
李
明
更
早

來
華
的
波
蘭
籍
耶
穌
會
士
卜
彌
格
甚
至
出

版
了
︽
中
國
植
物
志
︾ 

︵Flora Sinensis, 

一
六
五
六 

︶
，
將
荔
枝
︵L

i C
i

︶
在
內

的
各
種
水
果
、
鳥
獸
與
藥
草
等
，
搭
配
精

美
彩
色
圖
畫
，
加
以
說
明
介
紹
。
︵
註
四
︶

除
了
蔬
果
，
李
明
對
中
國
餐
桌
禮
儀
與
使

用
筷
子
的
習
慣
也
著
墨
不
少
，
他
提
到
：

﹁
每
人
有
自
己
的
桌
子
，
沒
有
桌
布
、
餐

巾
，
沒
有
刀
叉
、
湯
匙
，
菜
都
是
切
好

了
的
，
用
一
雙
銀
筷
子
就
可
以
夾
起
來
，

這
是
他
們
統
一
的
餐
具
，
用
起
來
十
分
靈

巧
。
吃
飯
總
是
從
飲
酒
開
始
。
﹂
︵
︽
中

國
近
事
報
道
︾
，
頁
二
三
五
︶
基
本
上
，

在
早
期
中
國
遊
記
的
討
論
中
，
筷
子
的
描

述
是
一
個
要
點
。
李
明
對
於
飲
酒
的
觀

察
，
也
是
一
個
值
得
注
意
之
處
。
中
國
宴

飲
場
合
對
酒
的
注
重
與
法
國
細
細
品
嚐
紅

酒
的
社
交
方
式
，
展
現
出
兩
種
截
然
不
同

的
飲
酒
文
化
。

除
了
物
質
性
的
描
述
，
對
中
國
的

一
些
制
度
也
提
出
評
論
，
李
明
認
為
中
國

人
改
信
天
主
教
的
兩
大
障
礙
是
貪
財
與
納

妾
，
他
在
第
十
二
封
信
︿
致
國
王
的
懺
悔

神
父
、
尊
敬
的
拉
雪
茲
神
父
﹀
中
說
道
：

﹁
最
令
異
教
徒
痛
苦
的
是
還
不
是
使
他
們

的
思
想
接
受
這
些
最
晦
澀
的
奧
義
，
儘
管

這
看
上
去
是
那
麼
難
。
其
他
因
素
卻
更
讓

他
們
停
步
不
前
。
第
一
是
必
須
退
還
通
過

不
正
當
手
段
獲
得
的
財
富
，
這
對
商
人
和

大
臣
來
講
是
一
個
幾
乎
難
以
逾
越
的
障

礙
。⋯

⋯

我
在
說
服
中
國
人
改
宗
中
遇
到

的
第
二
個
障
礙
來
自
於
該
國
法
律
允
許

實
行
的
多
妻
制
。
﹂
︵
︽
中
國
近
事
報

道
︾
，
頁
三
一
六
。
︶
納
妾
的
問
題
是
耶

穌
會
士
初
到
中
國
即
刻
面
臨
的
問
題
，
顯

見
一
個
世
紀
之
後
，
到
李
明
的
時
代
仍
然

無
解
。作

為
耶
穌
會
士
的
李
明
，
對
中
國

的
宗
教
內
涵
，
當
然
也
必
須
提
出
評
論
。

他
注
意
到
當
時
儒
釋
道
三
教
的
普
遍
性
，

不
令
人
意
外
地
，
與
利
瑪
竇
等
人
相
似

的
手
法
，
拆
解
三
教
中
的
佛
道
二
教
先
行

批
判
。
在
第
十
封
信 

︿
致
紅
衣
主
教
布

榮
﹀
：
李
明
對
中
國
古
今
宗
教
，
即
佛
道

二
教
，
依
時
間
先
後
，
他
先
針
對
道
教
提

出
的
批
判
，
說
：
﹁
目
前
，
帝
國
境
內
主

要
有
兩
類
迷
信
思
想
。
李
老
君
是
第
一
類

的
創
始
人
，
他
是
孔
子
之
前
的
哲
學⋯

⋯

這
個
怪
物
生
存
了
下
來
，
卻
是
國
家
的

不
幸
，
不
久
他
就
以
歪
理
邪
說
而
名
揚

天
下
。
但
是
，
他
也
寫
了
幾
本
有
益
的

書
，⋯

⋯

這
是
真
正
的
智
慧
之
源
：
道
生

一
，
一
生
二
，
二
生
三
，
三
生
萬
物
。
看

來
他
似
乎
對
三
位
一
體
有
所
認
識
。
他
教

導
說
，
上
帝
是
有
形
的
，
統
治
著
其
他
神

靈
，
就
像
國
王
統
治
著
子
民
一
樣
。
他
沉

迷
於
化
學
，
有
人
還
聲
稱
老
子
是
化
學
的

奠
基
人
。
他
酷
好
煉
丹
術
，
相
信
服
丹
後

可
以
長
生
不
老
。
傳
人
弟
子
們
為
了
達
到

長
生
不
老
的
目
的
，
紛
紛
陶
醉
於
這
種
魔

法
。
不
久
之
後
，
這
樣
的
邪
門
歪
術
倒
成

了
上
層
人
士
絕
無
僅
有
的
科
學
。
人
人
都

怕
死
，
於
是
都
來
煉
丹
，
婦
女
們
也
好
奇

地
希
望
延
年
益
壽
，
開
始
參
與
這
種
怪
異

之
舉
，
做
出
了
各
種
大
不
敬
的
事
情
。
﹂

︵
︽
中
國
近
事
報
道
︾
，
頁
二
六
一
︶
關

於
佛
教
，
李
明
批
評
道
：
﹁
中
國
的
第
二

大
宗
教
比
道
教
更
危
險
，
更
具
影
響
力
，

普
天
之
下
只
信
奉
一
個
被
稱
為
佛
的
偶

像⋯
⋯

他
說
：
﹁
空
能
生
萬
物
，
萬
物
復

歸
空
，
這
是
修
行
的
終
極
。
﹂
︵
︽
中
國

近
事
報
道
︾
，
頁
二
六
二
︶
在
李
明
的
筆

下
，
道
教
彷
彿
就
是
煉
丹
術
，
甚
至
陰
陽

雙
修
以
求
長
生
不
老
。
而
佛
教
因
為
在
中

國
影
響
深
遠
，
而
被
以
空
歸
結
之
。
這
種

來
自
法
國
人
眼
光
對
中
國
道
教
的
描
述
，

不
管
正
確
與
否
，
事
實
上
，
我
們
也
可
以

從
他
的
評
論
觀
點
，
看
出
他
的
立
場
；
一

種
將
道
教
與
西
方
煉
金
術
作
對
比
的
有
色

眼
光
。
面
對
中
國
官
方
正
統
的
儒
家
，
李

明
在
第
十
一
封
信
︿
致
國
務
參
事
胡
耶
先

生
﹀
也
不
假
辭
色
地
說
：
﹁
有
必
要
談
一

談
第
三
種
宗
教
，
它
在
文
人
學
士
中
具
有

宗
教
、
政
治
和
哲
學
色
彩
，
不
知
道
如
何

稱
呼
它
為
好
，
它
晦
澀
難
懂
，
就
連
中
國

人
自
己
也
一
頭
霧
水
。
用
中
國
話
來
說
叫

做
儒
教
，
就
是
儒
生
們
的
宗
教⋯

⋯

他
們

所
談
的
神
靈
好
像
就
是
自
然
，
也
就
是
說

這
種
力
量
，
或
者
說
這
種
自
然
的
法
則
將

產
生
、
組
織
和
維
繫
宇
宙⋯

⋯

不
知
道
他

們
從
那
個
麻
木
不
仁
的
傢
伙
那
兒
聽
來
的

清 康熙二十年 銅鍍金簡平儀　清宮舊藏　星盤直徑32.1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清 康熙四十年 銅鍍金半圓地平日晷　清宮舊藏　晷盤長14.2公分  寬11.2 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中華韃靼及西藏全圖（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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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教
導
，
認
為
這
種
到
散
佈
在
物
質
裡
面
，

製
造
了
各
種
變
化⋯

⋯

其
著
作
裡
面
只
是

地
地
道
道
的
無
神
論
，
與
任
何
宗
教
信
仰

都
風
馬
牛
不
相
及
。
﹂
︵
︽
中
國
近
事
報

道
︾
，
頁
二
七
一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他

表
示
無
法
定
位
儒
家
這
個
文
人
圈
中
的
思

想
體
系
，
到
底
應
歸
屬
宗
教
？
政
治
？
或

哲
學
？
他
認
為
因
為
晦
澀
難
懂
，
中
國
人

自
己
也
沒
有
結
論
。
但
這
位
法
國
人
卻
能

為
之
下
定
義
：
﹁
無
神
論
﹂
，
這
是
一
個

不
存
在
中
國
傳
統
思
想
體
系
中
的
理
論
。

李
明
的
︽
中
國
現
勢
新
志
︾
一
書
記

錄
時
間
是
一
六
八
七
至
一
六
九
二
年
。
對

入
華
耶
穌
會
士
而
言
，
一
六
九
二
年
是
一

個
值
得
紀
念
的
年
代
，
因
為
清
朝
康
熙
皇

帝
在
那
一
年
頒
佈
了
天
主
教
自
由
傳
教
的

許
可
。
李
明
在
第
十
三
封
信
詳
細
記
錄
此

事
，
康
熙
皇
帝
也
獲
得
高
度
讚
揚
，
在
往

後
幾
世
代
，
康
熙
的
智
慧
明
君
形
象
成

為
耶
穌
會
士
的
推
崇
核
心
，
而
傳
入
歐

洲
。
李
明
的
同
伴
之
一
白
晉
另
撰
有
︽
中

國
皇
帝
的
歷
史
肖
像
︾︵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
pereur de la C

hine, présenté au R
oy, 

Paris, 

一
六
九
七
︶︵
註
五
，
請
參
考
︽
康
熙
大
帝

與
太
陽
王
路
易
十
四—

中
法
藝
術
文
化
的
交
會
特
展
︾

圖
片
，
臺
北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二○

一
一
年
︶

一
書
，
原
是
在
他
受
康
熙
皇
帝
任
命
返
回

法
國
，
一
方
面
招
募
更
多
傳
教
士
來
華
，

另
一
方
面
為
法
國
人
在
中
國
的
傑
出
貢
獻

向
法
王
路
易
十
四
致
謝
。
此
書
其
主
要
內

容
是
對
中
國
康
熙
皇
帝
的
描
寫
，
以
敬
獻

法
國
太
陽
王
路
易
十
四
，
中
西
輝
映
。
白

晉
在
︽
中
國
皇
帝
的
歷
史
肖
像
︾
一
書
中

對
康
熙
皇
帝
的
描
繪
，
採
用
了
一
些
類
比

手
法
，
吸
引
路
易
十
四
的
注
意
，
例
如
，

他
對
鰲
拜
事
件
著
墨
不
少
，
凸
顯
康
熙
之

公
正
與
仁
慈
。
這
青
年
康
熙
的
故
事
與
路

易
十
四
與
紅
衣
主
教
馬
薩
林
的
故
事
做
了

類
比
。
此
外
也
借
三
藩
之
亂
、
面
對
蒙
古

噶
爾
丹
的
挑
戰
等
事
件
，
述
說
康
熙
如
何

全
面
組
織
規
畫
，
平
定
亂
事
轉
危
為
安
。

︵
註
六
︶

整
體
而
言
，
在
白
晉
筆
下
，
康

熙
皇
帝
一
方
面
被
描
繪
為
勤
於
政
務
、
公

正
廉
明
、
情
理
法
兼
具
的
國
家
治
理
者
，

在
一
套
完
美
官
僚
體
制
的
運
作
之
下
，
全

國
井
然
有
序
。
另
一
方
面
康
熙
皇
帝
對
西

方
科
學
技
術
充
滿
興
趣
，
努
力
向
當
朝
西

方
耶
穌
會
士
學
習
西
學
，
不
僅
是
一
位
對

天
主
教
友
善
，
甚
至
是
一
位
非
常
接
近
天

主
的
中
國
皇
帝
。
白
晉
這
本
書
出
版
不

久
在
巴
黎
知
識
圈
引
發
了
一
些
迴
響
，

一
六
九
八
年
的
︽
學
者
報
︾
刊
登
了
一
篇

書
評
。
︵
註
七
︶ 

一
六
九
九
年
，
此
書
英
文

譯
本
，
在
倫
敦
出
版
，
題
名
為T

he H
istory 

of C
ang-H

y T
he Present E

m
perour of C

hina 

Present to the M
ost C

hristian K
ing

。
儘
管

目
前
所
見
李
明
的
︽
中
國
現
勢
新
志
︾
一

書
所
附
之
康
熙
像
，
與
白
晉
︽
中
國
皇
帝

的
歷
史
肖
像
︾
中
的
康
熙
像
插
圖
近
似
，

無
論
兩
位
之
間
誰
先
繪
製
這
幅
畫
像
，
這

兩
本
書
的
共
同
點
是
：
康
熙
大
帝
的
形
象

成
為
重
要
典
範
。
到
了
十
七
世
紀
末
，
在

這
群
由
太
陽
王
派
遣
來
華
的
法
籍
耶
穌
會

士
著
作
中
，
推
崇
的
核
心
人
物
與
文
化
傳

統
，
不
再
是
孔
子
所
代
表
的
文
人
傳
統
，

而
是
康
熙
皇
帝
與
帝
國
權
威
。
因
此
，
不

令
人
意
外
的
是
，
雖
是
傳
教
士
做
為
中
國

傳
教
辯
護
的
書
籍
，
但
此
書
之
封
面
卻
不

是
標
示
敬
獻
給
天
主
，
也
不
是
敬
獻
給
教

宗
，
而
是
敬
獻
給
國
王
︵au R

oy

︶
，
也
是

在
國
王
的
許
可
下
出
版
︵A

vec privilege 

du R
oy

︶
。
法
國
國
王
與
羅
馬
教
廷
之
間

的
勢
力
消
長
，
可
見
一
斑
。
我
們
從
國
王

數
學
家
之
派
遣
以
及
︽
中
國
現
勢
新
志
︾

全
書
內
容
的
安
排
，
其
實
也
可
以
很
清
楚

看
見
，
李
明
已
經
意
識
到
這
種
勢
力
的
消

長
。
最
終
，
這
被
建
構
的
康
熙
的
形
象
，

對
後
來
幾
位
影
響
近
代
歐
洲
思
潮
的
哲
學

家
萊
布
尼
茲
、
伍
爾
夫
、
伏
爾
泰
等
人
對

理
想
歐
洲
統
治
者
以
及
建
構
理
想
君
王
的

形
象
，
扮
演
重
要
角
色
。

李
明
的
︽
中
國
現
勢
新
志
︾
出
版

後
，
很
快
出
現
不
同
語
言
的
翻
譯
，
流
傳

在
法
語
世
界
之
外
。
當
時
英
國
無
法
直
接

與
中
國
本
土
接
觸
，
但
對
中
國
的
好
奇
可

能
不
亞
於
法
國
。
倫
敦
很
快
出
版
了
李
明

的
︽
中
國
現
勢
新
志
︾
英
文
譯
本M

em
oirs 

and O
bservations topographical, physical, 

M
athem

atical, M
echanical, N

atural, civil, 

and E
cclesiastical m

ade in late journey through 

the em
pire of C

hina 

︵
一
六
九
八
︶
，
英

文
譯
本
甚
至
幾
次
再
版
，
可
以
想
像
此
書

在
英
國
讀
者
圈
中
應
受
到
一
定
程
度
的
喜

愛
。
但
是
我
們
從
英
文
譯
本
的
篩
選
可
以

觀
察
出
一
些
端
倪
。
舉
例
來
說
，
與
法
文

本
之
封
面
以
中
國
現
況
︵l'état présent de la 

C
hine

︶
以
及
作
者
身
分
國
王
數
學
家
屬
耶

穌
會
的
李
明
神
父
︵Le P Louis Le C

om
te, 

de la C
om

pagnie de Jésus, M
athém

aticien 

du R
oy

︶
不
同
，
英
文
譯
本
的
封
面
標
題

亞洲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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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數學家的旅遊書寫—法國耶穌會士李明與《中國現勢新志》

專　輯

註釋

1.  詳細書目參見The USF Ricci Institute 
f o r  C h i n e s e - W e s t e r n  C u l t u r a l 
H i s t o r y利瑪竇研究所藏書樓目錄 
http://riccilibrary.usfca.edu/view.
aspx?catalogID=7099 （檢索日期：
2011年8月5日）

2.  Jacques Davy, "La condemnation en 
Sorbonne des 'Nouveaux memoires 
su r  la  Ch ine de P .  Le  Comte, " 
Recherches de science religieuse, 37 
（1950）: 366-397.

3.  信件標題的中文翻譯乃根據李明著，郭
強、龍雲、李偉等人譯：《中國近事報

道》（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
4.  李明所說到中國人以乾燥過的荔枝泡茶，
我不確定他是否混淆了荔枝與龍眼（桂

圓）。其實，卜彌格在《中國植物志》

的圖像部分雖然僅繪製荔枝圖，但在標

題部分卻將荔枝與龍眼一起介紹，參見

http://www.haraldfischerverlag.de/
hfv/Digital/Boym/18_engl.php

5.  J. J. Heeren, “ Father Bouvet's Picture 
of Emperor K'ang-hi, ” Asia Minor 7 
（1932）, pp.556-572. 此書中文譯本收
入萊布尼茲，梅謙立等譯，《中國近事─

為了照亮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近期一

篇碩士論文也處理了白晉的《中國現任皇

帝傳》，請參考邱凡誠，〈清初耶穌會索

隱派的萌芽：白晉與馬若瑟間的傳承與身

分問題〉（臺北：臺師大國際漢學所碩士

論文，2011），尤其第四章第三節。
6.  楊保筠，〈白晉和《中國現任皇帝
傳》〉，《中國近事：為了照亮我們這個

時代的歷史》，譯者的話，頁6-11。
7.  參見J. Bouvet, “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Le Journal 
des Savants 1698, pp. 246-248. 

8.  以下敘述詳見Le Comte, Louis, Memoirs 
and Observations topographical, 
physical, Mathematical, Mechanical, 
Natural, civi l , and Ecclesiastical 
made in late journey through the 
empire of China （London: Printed 
for Benjamin Tooke at the Middle 
Temple Gate in Fleetstreet, 1699）, 
The Introduction.

強
調
此
書
為
多
種
不
同
面
向
的
紀
錄
與
觀

察
，
包
含
地
形
學
、
物
理
、
數
學
、
機

械
、
自
然
、
市
民
生
活
，
和
教
會
事
務
等

面
向
，
李
明
身
分
以
非
常
小
的
字
體
呈

現
，
注
目
焦
點
已
經
轉
移
。
其
次
，
英
文

譯
本
完
全
刪
除
在
法
文
本
的
前
言
中
，
李

明
長
篇
大
論
南
懷
仁
神
父
任
職
北
京
欽
天

監
正
的
工
作
，
以
及
各
種
與
中
國
皇
帝
、

官
員
之
間
的
往
來
折
衝
等
豐
功
偉
之
相
關

言
論
。
不
屬
天
主
教
國
家
的
英
國
，
對
耶

穌
會
的
傳
教
內
容
興
趣
不
大
。
而
且
更
可

能
的
原
因
是
，
十
七
世
紀
的
英
國
對
中
國

的
興
趣
，
不
在
傳
教
而
在
其
他
世
俗
事
業

的
經
營
。
一
六
九
九
年
在
倫
敦
出
版
的
英

譯
本
，
書
前
附
上
一
封
致
議
會
成
員G

. M
. 

B
aron

et

與W
. M

. E
squire

的
信
件
作
為
英

譯
本
導
論
。
︵
註
八
︶

信
中
表
示
羅
馬
教
廷

與
傳
信
部
統
一
人
類
宗
教
信
仰
的
意
圖
終

究
失
敗
，
讚
賞
中
國
作
為
地
球
上
最
偉
大

的
政
治
與
市
民
體
制
。
導
論
中
歷
數
歐
洲

各
國
的
東
方
遊
歷
紀
錄
，
以
及
法
國
與
近

年
對
天
文
、
地
理
與
數
學
各
方
面
發
展
有

高
度
興
趣
，
也
回
顧
了
耶
穌
會
傳
教
士
透

過
科
學
技
術
與
當
時
中
國
交
往
的
過
去
。

雖
然
也
許
為
節
省
出
版
成
本
的
緣
故
，
法

文
原
書
中
的
各
種
插
圖
，
包
含
各
種
人
物

肖
像
，
均
未
在
英
文
本
中
重
現
。
例
如
北

京
欽
天
監
的
各
種
觀
天
象
的
儀
器
，
在
法

文
本
中
採
取
逐
一
獨
立
插
圖
介
紹
的
方

式
，
但
在
英
文
本
僅
有
一
張
天
文
台
的
全

圖
。
僅
管
如
此
，
我
們
可
以
從
這
本
書
的

翻
譯
與
流
傳
演
變
中
觀
察
到
，
十
七
至

十
八
世
紀
的
歐
洲
，
英
法
兩
國
對
東
方
事

務
的
高
度
興
趣
，
逐
漸
凸
顯
出
來
，
未
來

將
取
得
的
主
導
性
，
也
在
這
些
出
版
品
的

流
傳
中
，
現
出
端
倪
。

十
七
世
紀
的
歐
洲
，
對
東
方
，
乃
至

中
國
相
關
的
知
識
，
充
滿
好
奇
。
當
時
的

遊
記
，
記
錄
著
大
量
獵
奇
式
文
字
，
李
明

再
三
強
調
其
︽
中
國
現
勢
新
志
︾
與
同
時

期
遊
記
不
同
。
我
們
從
前
面
的
介
紹
中
可

以
看
出
，
不
同
於
陸
路
的
遊
記
，
李
明
的

︽
中
國
現
勢
新
志
︾
一
書
，
尤
其
第
一
封

信
，
出
現
不
少
航
海
書
寫
。
一
位
從
里
斯

本
出
發
，
經
過
非
洲
沿
岸
、
印
度
，
停
泊

暹
羅
，
最
後
再
換
英
國
船
前
來
中
國
的
法

國
耶
穌
會
士
，
上
岸
之
後
對
中
國
的
觀
察

與
敘
述
，
這
些
紀
錄
對
未
能
與
中
國
直
接

接
觸
的
歐
洲
人
，
提
供
了
一
手
的
資
訊
。

而
且
，
此
書
也
不
同
於
其
他
航
海
來
東
方

的
遊
記
，
作
者
李
明
不
僅
以
法
國
國
王
代

表
的
身
分
有
機
會
前
進
北
京
核
心
，
並
從

其
耶
穌
會
同
事
獲
得
諸
多
一
般
來
東
方
旅

行
商
旅
或
探
險
家
無
法
取
得
的
資
料
。
最

後
，
他
的
遊
記
又
以
敬
致
法
國
高
階
政
經

宗
教
等
不
同
領
域
的
有
力
人
士
，
主
題
式

講
述
，
又
與
傳
統
耶
穌
會
士
之
專
注
於
傳

教
事
業
與
教
廷
勢
力
所
鍾
愛
的
主
題
不
完

全
相
同
。
因
此
，
李
明
的
︽
中
國
現
勢
新

志
︾
這
本
遊
記
，
就
在
這
歷
史
的
轉
捩
點

上
，
成
為
眾
多
來
自
不
同
領
域
人
士
，
閱

讀
、
翻
譯
，
出
版
、
重
印
的
對
象
。
儘
管

作
者
是
身
為
傳
教
士
的
李
明
，
他
的
撰
寫

目
的
或
者
在
為
耶
穌
會
的
中
國
傳
教
辯

護
，
但
是
，
書
籍
在
出
版
之
後
，
顯
然
是

一
個
獨
立
生
命
體
。
在
書
籍
之
出
版
、
再

版
、
被
翻
譯
、
重
譯
和
重
印
的
過
程
之

中
，
不
同
時
代
的
讀
者
與
之
有
不
同
互

動
，
因
而
產
生
不
同
詮
釋
與
效
應
。
這
也

是
這
本
書
籍
可
貴
之
處
。
今
日
我
們
在
廿

一
世
紀
再
一
次
與
此
書
相
會
，
除
了
觀
賞

書
籍
印
刷
之
精
美
外
，
也
許
我
們
也
正
與

她
進
行
一
種
精
神
的
交
流
。 

作
者
為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東
亞
學
系
副
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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