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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中&方孔癤#(+$('(*++ 年$记载他

对!崇祯历书"(故约其概)&使后人误认为(!崇祯历书"约)是!崇祯历书"的约

略或概要* 研究发现它大量引用或改写王英明!重刻历体略"内容&与!崇祯历

书"无关* 王英明于万历四十年#(*(' 年$撰!历体略"&两年后病逝* 崇祯十二

年#(*"$ 年$次子王鏜初刊!历体略"* 顺治三年#(*%* 年$汲古阁重刻时&增订

的补注中提到!崇祯历书"&因而误导方孔癤&误认他采用的!重刻历体略"内容

来自!崇祯历书"的概要&而名为(!崇祯历书"约)* 基于此一发现&我们得重新

评估方孔癤对西学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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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初稿%方孔癤2崇祯历书约3考&发表于上海交通大学举办的!全球视野中的中国科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 年 (( 月 '&''' 日$+

40前0言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传统首次大规模遭遇+ 受到耶稣会士传入西学的冲击*方孔癤在

其易学作品%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

.(/中有一章包含西学的!%崇祯历书&约"*特别值

得注意与研究+

方孔癤对西学的反应集中在%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卷 ) 的两章(!%崇祯历书&约"

与!两间质约"*包括!%崇祯历书&约"前言*还有!圜中")!大圜")!二曜")!五纬"% 节*

接着就是!两间质约"+ #.(/*!目录"-.'/* ()" 页$顾名思义*从名称上来看*!%崇祯历

书&约"是%崇祯历书&的约略或概要*为天文历法作品+ 方孔癤强调!故约其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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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亦引导后人直觉上相信!%崇祯历书&约"是他对%崇祯历书&一书所做的约概!

+

#."/* %) 页-.%/* "+) 页$事实上不然+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 年$于崇祯二年起编修的%崇祯历书&*在明末

清初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

*并引起了当时士大夫的兴趣与反应.*/

+ 关于士人与

%崇祯历书&间的关系*笔者曾探讨过熊明遇#(+)$'(*%$ 年$%格致草&与%崇祯历书&间

的关系"

*后来发现!%崇祯历书&约"不像是%崇祯历书&的概要+ 笔者又探究王英明

#1 '(*(% 年$%历体略&的发展.)/

*并试图了解它对士人的影响*在将其内容数位化后*通

过1P考据*意外地发现!%崇祯历书&约"内容绝大部分来自顺治三年%重刻历体略&

#

.#/

+ 因

此本文拟针对此一发现进行论述*来帮助我们重新解读与认识!%崇祯历书&约"+

在发现!%崇祯历书&约"不像是%崇祯历书&的概要后*引起笔者对以下问题的兴趣(

!%崇祯历书&约"究竟是什么样的著作1 在%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这本研究易学的书

中*为何会出现包含西学的!%崇祯历书&约"呢1 这些内容从何而来1 方孔癤受到哪些西

学作品的影响1 他有何管道接受西学1 他为何会撰写!%崇祯历书&约"1 由于%周易时论

合编图象几表&曾数易其稿*他于何时撰写!%崇祯历书&约"1 他是否见过%崇祯历书&1

是否了解整本书的历史脉络1 为何在引用%重刻历体略&内容时*会误认为它们出自%崇

祯历书&呢1

本文在进行步骤上*先分析!%崇祯历书&约"源自%崇祯历书&的疑问+ 其次*探讨

!%崇祯历书&约"% 节的内容*详细比对它们源自%重刻历体略&+ 接着对!%崇祯历书&

约"前言进行分析+ 第五节将处理!%崇祯历书&约"的源起*包括它的名称与撰写的时间+

再就是方孔癤接触%重刻历体略&的可能管道+ 最后分析本文的历史意义+

20对$&崇祯历书'约%源自&崇祯历书'的疑问

多年前笔者初阅!%崇祯历书&约"*亦顾名思义*直觉上认为它出自%崇祯历书&+ 后

来试图理解其内容与出处*发觉它不像%崇祯历书&的摘要与精华*接着发现其内容不少

出自王英明%重刻历体略&*乃对先前认为它是%崇祯历书&约概的看法加以质疑+ 由于明

崇祯年间修订%崇祯历书&*以及清初由它到%西洋新法历书&)%新法历书&与%新法算书&

的演变与发展*与%重刻历体略&中的引述与改写有关*因此*我们得回到明末历法改革来

帮助我们厘清这个疑问+

元代郭守敬#('"('("(* 年$制%授时历&*并从至元十八年#('#( 年$开始实行+ 明

!

"

#

%方以智与2周易时论合编3考&(!明末历法失修*故朝廷屡有修历之议*,,徐光启且与耶稣会士合作编译

了%崇祯历书&+ 方孔癤曾因其卷数甚巨而摘其精要*成%崇祯历书约&+"

.'/

%明末方氏学派研究初编&(!方

孔癤本人也对西学感兴趣*他的一部论述%易经&的著作收有一份天学著作提要#历法改革促成的译作$*称

为%崇祯历书约&+"

."/

徐光台(%熊明遇2格致草3与2崇祯历书3&*论文初稿发表于!第四届中国科技典籍暨%崇祯历书&研究国际

会议"#呼和浩特(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史与科技管理系*'&&* 年 # 月 '*''$ 日$+

徐光台(!%明末首本士人西学作品王英明2历体略3研究与校证&写书计划与纲要"*发表于!'&&# 近代东西

文明之遭遇与冲撞"国际工作坊#新竹(清华大学人社院*'&&# 年 (( 月 (+ 日$+ 王英明(%重刻历体略&*台北

!国家图书馆"藏清顺治三年毛氏汲古阁刊绣梓本+ 本文主要使用此一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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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颁行的%大统历&*基本上沿袭%授时历&*去其岁实消长*重定各应数*并加以改名+ 此

一历法经历 "&& 多年*到明末年久失修+ 万历三十八年十一月朔日*推算日食失准*引起

历法争论+ 南京太仆寺少卿李之藻#(+*+'(*"& 年$上疏请用西洋历法修历*没有结果+

崇祯二年#(*'$ 年$五月朔日*日食时刻不验+ 九月开设历局*礼部左侍郎徐光启督修历

法+ 三年五月与七月*汤若望#]/6;22 -8;0HT6;GG:/2 S1GG* (+$''(*** 年$与罗雅谷

#D,;T/0/Z6/* (+$"'(*"# 年$先后加入*协助修历+ 六年十月*徐光启因病辞历务*以山

东布政司右参政李天经#(+)$'(*+$ 年$督修*于八年完成%崇祯历书&+ 先后上呈书 %*

种*共 (") 卷+ #.$/* "'"* 页$

明清鼎革*清廷不拟沿袭明%大统历&+ %崇祯历书&尚未实行*原先参与修订历书的

汤若望*乃将刊刻的%崇祯历书&加以改编*增补他所写的%奏疏&)%新法历引&)%新历晓

惑&)%新法表异&与%历法西传&等*成为 (&" 卷*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 #.$/* ()++'

()*% 页$其中%新法历引&可能改写自罗雅谷%历引&*但是%历引&并不在%崇祯历书&先

后上呈的书 %* 种之中 #.$/* (*'($)()*% 页$+ 换言之*%新法历引&首次出现在%西洋

新法历书&中+ 在%西洋新法历书&的基础上*以皇太极天聪二年#(*'# 年$为历元*编制

%时宪历&+ 康熙八年后*南怀仁#I148,2;28 1̀4Y,1=3* (*'"'(*## 年$在康熙皇帝的要求

下*对%西洋新法历书&进行修订*改编为%新法历书&+ 乾隆三十八年#())" 年$开始编纂

%四库全书&*将其重作编排*并改名为%新法算书&辑入+ #.$/* ()*%'()** 页$

由于文渊阁%四库全书&已数位化*通过 1P考据*笔者找到!%崇祯历书&约"中!大

圜")!二曜"与!五纬"各有一处与%新法算书&有关*这三处皆出自%新法算书0新法历

引&内容*先前已被改写收入%重刻历体略&之中+ 换言之*!%崇祯历书&约"中的三处皆

源自%重刻历体略&+ #详见表 ($

基于表 ( 中的引文与对照*!%崇祯历书&约"中有三处与%新法算书0新法历引&有

关*它们更接近顺治三年刊刻%重刻历体略&中的三处+ %新法算书&来自%新法历书&*

%新法历书&改编自%西洋新法历书&*而%西洋新法历书&又增补自%崇祯历书&*勉强说

来*!%崇祯历书&约"三处引文也算与%崇祯历书&有些关系+ 但是*%新法历引&是首次出

现在%西洋新法历书&中*那么*无论%重刻历体略&三段引文*或是它们改写自%西洋新法

历书0新法历引&*都不属于崇祯年间编纂的%崇祯历书&+ 依此*笔者对过去认为!%崇祯

历书&约"是%崇祯历书&的摘要或精华的说法*产生质疑+ 反倒是!%崇祯历书&约"与%重

刻历体略&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分析与探究+

表 20来自&新法算书(新法历引'为$&崇祯历书'约%引自&重刻历体略'的内容

%新法算书0新法历引& %重刻历体略& %崇祯历书&约

推知地球为人所止*以天顶而分四方*亦

可界为三百六十度*以合天行+ 东西为

经*测以赤道-南北为纬*测以子午+ 但

测南北者*有二极以为之端*欲测东西*

则须先定一所以为起界*,,*而后地之

经纬*皆可得而明焉+ #.$/* ($)& 页-

.(&/* )+& 页$

人处地球*以天顶而分有东西南北*

亦界为三百六十余度*以期合于天

行+ 东西谓之经*南北谓之纬+ 求经

度者*于赤道上测之-求纬度者*于子

午线测之+ 随方用仪*测极出地+

#.#/* 卷上* !天体地形"* 'Y页$

人处地球*以天顶而分有东西

南北*亦界为三百六十余度*以

期合于天行+ 东西谓之经*南

北谓之纬+ 求经度者*于赤道

上测之-求纬度者*于子午线测

之+ 随 方 用 仪* 测 极 出 地+

#.(/*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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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新法算书0新法历引& %重刻历体略& %崇祯历书&约

凡日月之行二十九日有
#

*而东西同度*

谓之会+ 朔至*若日行在黄道*近交*人

视为与日同经同纬*是人目与月日相参

直*而月魄正隔日光于人目*则为日食+

日食者*非日失其光*光为月掩耳+ 凡太

阴距太阳百八十度*而正与之冲*谓之

望+ 若当冲时*月行近于两交*必入地

景*而为 虚+ 此乃月日同在一线*而地

居其中间*日光为地所阻*不能射照月体*

则月失其光*而为月食+ ,,黄白二道相

交之二所名正交)中交*凡日月行及二交*

为同度+ ,,及交*而在限内*则食+ 限

外*则不食*此不可不审也+ #. $ /*

($)$'($#&页-.(&/* )+$')*&页$

日月行二十九日有奇*东西同度*月

视行在于黄道近交*人适视为同经同

纬*则人目与月日相参*直月魄正+

隔日光于人目*是为日食+ 非日失其

光*月魄掩之耳+ 太阴距太阳一百八

十度*而正与之冲+ 月行近于两交*

地球居日月东西之中*体影间隔*则

日光不能照射于月*人目视之*若月

失其光*是为月食*非月失其光也*地

影隔之耳+ 然必日月及于正交*或中

交*为同度则食*余则不能食也+

#.#/* 卷上*!二曜"* *;页$

日月行二十九日有
#

*东西同

度*月视行在于黄道近交+ 人

适视为同经同纬*则人目与月

日相参+ 直月魄正*隔日光于

人目*是为日食+ 非日失其光*

月魄掩之耳*太阴距太阳一百

八十度*而正与之冲+ 月行近

于两交*地球居日月东西之中*

体影间隔*则日光不能照射于

月+ 人目视之*若月失其光*是

为月食*非月失其光也*地影隔

之耳+ 然必日月及于正交*或

中交*为同度则食*余则不能食

也+ #.(/* ')$ 页$

土)木)火)金)水五曜*名为纬星者*谓其

日有近南)近北之行*与恒星异也+ 夫五

纬之行各有二种(其一为本行*,,其二

,,西法称为岁行+ ,,凡星在小轮极

远之所*必合太阳*其行顺而疾*其体见

小+ 凡在小轮极近之所*其行逆而疾*其

体见大+ 土)木)火行逆*则冲太阳+ 金)

水行逆*夕伏而合-行顺*晨伏而合+ 其

各顺行转逆*逆行转顺之两中界为留*留

非不行*乃际于极*迟行之所也+ 留段前

后*或顺或逆*皆有迟行+ #.$/* ($#('

($#' 页-.(&/* )*(')*' 页$

土)木)火)金)水五曜*名为纬星者*

谓其较于恒星*则无日不有近南)近

北之行也+ 凡五星在岁行极远之所*

必合于太阳*其行为顺而疾*厥体见

小+ 凡在岁行极近之所*其行为逆而

疾*厥体见大+ 若土)木)火三星行

逆*则冲太阳+ 金)水二星行逆*必夕

伏而合-行顺必晨伏而合+ 其各星之

顺行而转逆)逆行而转顺之两界中为

留+ 留者*非星不行*乃际于极*迟行

之所也+ 留段前后*或顺或逆*皆有

迟行+ #.#/*卷下* !五纬"* $Y页$

凡五星在岁行极远之所*必合

于太阳*其行为顺而疾*其体见

小+ 凡在岁行极近之所*其行

为逆而疾*其体见大+ 若土)

木)火三星行逆*则冲太阳+

金)水二星行逆*必夕伏而合+

行顺*必晨伏而合+ 其各星之

顺行而转逆*逆行而转顺之两

界中为留+ 留者*非星不行*乃

际于极*迟行之所也+ 留段前

后* 或 顺 或 逆* 皆 有 迟 行+

#.(/* '#& 页$

.0$&崇祯历书'约%大量引用或改写王英明&重刻历体略'

在王英明!历体略序"末尾*记着!万历岁在壬子日躔在昴*古澶太常吉星王英明子晦

甫书于是竞堂中"*显示他是在万历四十年#(*(' 年$撰写%历体略&手稿 #.#/* 王英明

!历体略序"* (Y页$+ 两年后他因病过世!

#.#/* 王鏜!历体略序"* "Y 页$+ 崇祯十二

年#(*"$ 年$*其次子王鏜在山西襄垣知县任内初刻此书+ 明清鼎革*王鏜降清+ 顺治三

年#(*%* 年$五月*他巡视苏松漕运来到虞山*获毛凤苞#字子晋*(+$$'(*+$ 年$汲古阁

重刻%历体略&+ 由于王鏜不愿将手边仅存的初刊本留下*汲古阁乃仓促分工*由翁汉鮕

补图)王曰俞参定)钱明印补注与毛凤苞订正*数日内刊刻绣梓本+ #.#/* 卷上*!天体地

形"* (;页$

王英明%历体略&手稿与初刊本似已失佚*现存最早的刊本是顺治三年%重刻历体

略&*分为上中下 " 卷*共有 () 小节+ 通过逐段的分析与比较*笔者发现!%崇祯历书&

!

!甲寅岁*家大人忽构疾见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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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的!圜中")!大圜")!二曜")!五纬"% 节绝大部分内容源自%重刻历体略&+ 为不妨

碍行文*兹将几个重要对照部分收入附录中*以作为随后讨论与分析的基础+

.G20$圜中%

!圜中"绝大部分内容来自王英明%重刻历体略&中的!天体地形杂说")!天体地度")

!纬曜")!经宿")!气候漏刻")!刻漏极度"等小节+ 我们先从引用!天体地形杂说"有关

地浮天中的格言谈起+

陈美东#($%'''&&# 年$指出*%历体略&的一个重点在讨论西方地圆说*辑录 (" 条古

人有关的论述*强调王英明!采取的是儒者疏经的传统方法" #.((/* *"# 页$+ !圜中"引

用或改写其中 * 条格言#见附录第 ( 项$+ 此外*!圜中"引用邵雍#(&(('(&)) 年$)程颐

#(&""'((&) 年$与朱熹#(("&'('&& 年$的看法!

#.(/* ')% 页$*认为地浮在空中为中

华本有之说"

#.(/* ')% 页$+

接着是 % 段改写自!天体地度"的内容+ 首段表明九重天离地远近的顺序*以及各天

绕地周转的周期+ 最后一句!此以气限分重*非有形隔也"*回到中国传统气论的看法*与

亚里斯多德#-4,=3/3G1* 公元前 "#%'前 "'' 年$主张天体系在固体水晶球壳层中绕地运转

的说法迥然不同+ 次段依亚里斯多德自然哲学*焦点落在地球领域中四元素分布+ 相对

于西方的气论*方以智#(*(('(*)( 年$的按语反映了中国传统气论的不同看法+ 第三段

着眼于将地球依其不同程度的冷热分为五带+ 最后*基于大地为圆球的观点*指出北京)

非洲大浪山)南京与南美洲玛八作等四地的赤道南北度数*反映南京与玛八作恰在地球相

对的两地+ #见附录第 ' 项$

而后他改写来自!纬曜"内容+ 以地球的半径为单位*以及地球的中心为宇宙中心*

介绍宇宙中各行星星球的大小与它们距离地心的远近+ 首先介绍地球的直径与半径*天

地度数的对应+ 而后是各行星与地心的距离+ 接下去他根据%重刻历体略&的资料介绍

各行星的球径与地径的大小比*以及日径与月径之比*不过他将它们原先在%重刻历体

略&中呈现的顺序倒过来呈现+ #见附录第 " 项$其中有一条值得注意*利玛窦#<;331/

Z,TT,* (++''(*(& 年$原文为!4地球5大于水星二万一千九百五十一倍" #.('/* ''")

*&) 页-.("/* )+$ 页$*李之藻书为!地大于辰星二万一千九百五十一" #.('/* %'' 页-

.(%/* ')+ 页$*%重刻历体略&则刻为!地大于辰星二万一千九百九十一倍"*为!%崇祯历

书&约"引用 #.(/*')+ 页-.#/* 卷下* $;页$+

而后一段介绍恒星与望远镜下的银河*改写自!经宿"#见附录第 % 项$+ 接着改写自

!气候漏刻"内文第一段#见附录第 + 项$+ 随后他改写!刻漏极度"中列举元代郭守敬所

设 ') 处观测资料+ %重刻历体略&列有 '# 处观测地 #.#/* 卷下* (';'(%Y 页$*其顺序

与%元史&不同+ !圜中"亦列举 '# 处*其顺序又与%重刻历体略&不同+ #见表 '$

表 .0比较&元史')&重刻历体略'与$&崇祯历书'约%郭守敬观测位置顺序

!

"

%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邵子曰(天惟不息*故合其中+ 使天有一之或息*则地陷矣+" !程子曰(气莫非

天*形莫非地+"!朱子曰(天形圆*朝夕运转*极为枢轴+ 其运转者*亦无形质*但如劲风之旋*升降不息+ 是

为天体*而实非有体也+ 地则气之渣滓*聚成形质者+ 以其束于劲风旋转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而不坠耳+"

!观此可知中华之说本明*学者不学*闻地在空中*则骇矣+"



!% 期 徐光台( 方孔癤!%崇祯历书&约"来源新证 %&$!! !

观测位置!记载顺序 %元史& %重刻历体略& !%崇祯历书&约"

( 南海 大都 大都

' 衡岳 东平 北京

" 岳台 益都 上都

% 和林 登州 东平

+ 铁勒 高丽 益都

* 北海 西京 登州

) 大都 太原 高丽

# 上都 兴元 西京

$ 北京#辽宁宁城西北大明城$ 西凉州 太原

(& 益都 安西府 西凉州

(( 登州 成都 兴元

(' 高丽 大名 安西府

(" 西京 南京#河南开封$ 成都

(% 太原 河南阳城 大名

(+ 安西 平阳 南京

(* 兴元 扬州 河南阳城

() 成都 鄂州 平阳

(# 西凉州 雷州 扬州

($ 东平 琼州 鄂州

'& 大名 吉州 雷州

'( 南京#河南开封$ 北京#辽宁宁城西北大明城$ 琼州

'' 河南府阳城 上都 吉州

'" 扬州 南海 南海

'% 鄂州 衡岳 衡岳

'+ 吉州 岳台 岳台

'* 雷州 和林 和林

') 琼州 铁勒 铁勒

'# 北海 北海

笔者曾推论在崇祯十二年初刊%历体略&时*将山西平阳列入其中*并打乱原先 ') 所

观测地的顺序+ 清顺治三年依初刊本重刻此一部分#.)/* +"'+) 页$+ 目前所知*仅有

现存%重刻历体略&将平阳列入元代郭守敬观测资料中+ 因此*!%崇祯历书&约"的数据

应源自%重刻历体略&*只不过又打乱它的顺序+

!圜中"最后强调!以上郭守敬所测"*接着引用!刻漏极度"在金陵观测的数值+

#.(/* ')* 页-.#/* 卷上* );'#;页$

.G.0$大圜%

!大圜"内容分为 % 部分*名称下的说明与一段内文都改写自%重刻历体略&的!天体

地形"*另外两部分来自!天体地形杂说"+

兹先分析名称下的说明+ %重刻历体略&只在说明中以天圆与地圆相合而论*则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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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节气)五星凌犯与日月交食等现象*都可推算而得+ 在%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中*加

入岐伯与朱熹见解*成为符合中国圣人的说法+ #见表 "$

表 H0$&崇祯历书'约%中$大圜%与&重刻历体略(天体地形'名称下的说明

%重刻历体略& !%崇祯历书&约"

大圜者*上天下地之总名也+ 水附地*以成一球*凝奠居

中+ 天为大圜*包其外*有气以充实其间+ 在天则有度

数*在地则有经纬+ 以地合天*而太阳节气与五星凌犯*

及各方之交食*可得而推矣+ #.#/* 卷上* (;'Y页$

大圜*天地总名也+ 水附地*以成球*而天包气数+ 岐伯

所谓大气举之*朱子所云!兀然浮空*不坠是也+"度数经

纬*天地相应+ 圣人之裁成*即生成也+ #.(/*')) 页$

接着的一段改写自!天体地形"的传统叙述#见附录第 * 项$+ 再下来的两段出自!天

体地形杂说"的格言#见附录第 ) 项$+

.GH0$二曜%

!二曜"分为 " 部分*多来自%重刻历体略&卷上!二曜"的传统叙述+ 首先为名称下的

简略说明*改写自%重刻历体略&#见表 %$+

表 10$&崇祯历书'约%与&重刻历体略'中$二曜%名称下的说明

%重刻历体略& !%崇祯历书&约"

日与月为阴阳之宗*而日尤为君*天之得以为天*岁之得

以成岁者*日而已矣+ 不得其轨度*欲以步历*何道之从

而可+ #.#/* 卷上* ";页$

二曜着明*莫大乎日月+ 而为日君*天得为天*岁得为

岁*日而已矣+ 不明轨度*何以授时+ #.(/* ')# 页$

第二部分参照王曰俞!重刻历体书序"的资料+ 王曰俞*字喜赓*号中恬*江苏常熟

人+ 天启七年#(*') 年$中举*崇祯十六年#(*%" 年$进士*授余姚令 #.(+/* '+")'++

页$+ 在!重刻历体书序"中*他根据王英明!历体略序"*指出!书成于万历四十年四月

望"*还点出岁差使日在冬至的星宿有所改变+ 在%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宿度图"中*

方孔癤已引用或改写王曰俞序的部分内容+ 在!二曜"中*又略微更改*其主要来源仍是

王曰俞!重刻历体书序"+ #见表 +$

表 I0王曰俞关于万历四十年与顺治三年日在冬至行度的对照

%重刻历体略& %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

书成于万历四十年四月望*是岁冬至在黄道箕三度一十

九分一十九秒八十微*赤道箕四度四分二十五秒*故内

道口在壁一度*外道口在轸初度+ 距今丙戌历三十四

年*岁差一分三十五秒+ 则今之冬至*其内道口已不在

壁*而在室-外道口已不在轸*而在翼+ #.#/*!王曰俞

序"* ";'%;页$

王曰俞曰(万历四十年冬至*日在黄道箕三度一十九分

一十九秒八十微*赤道箕四度四分二十五秒*故内道口

在壁一度*外道口在轸初度+ 距今丙戌历三十四年*岁

差一分三十五秒+ 则今之冬至*其内道口已不在壁*而

在室-外道口*已不在轸*而在翼+ #.(/* 卷 '*!宿度

图"* (#' 页$

万历四十年冬至*在黄道箕三度一十九分一十九秒八十

微*赤道箕四度四分廿五秒*故内道口在壁一度*外道口

在轸初度+ 距今丙戌历三十四年*岁差一分三十五秒+

冬至测其内道口已不在壁*而在室-外道口已不在轸*而

在翼+ 盖随岁差移也+ #.(/* 卷 )* ')# 页$

其余则改写或引自%重刻历体略&卷上!二曜"的传统叙述#见附录第 #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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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0$五纬%

!五纬"内容来自%重刻历体略&中!五纬")!赤道纬躔"与!经宿"+ 来自!五纬"的部

分未处理标题下与其后的说明*就依序引用或改写木星)火星)土星)金星与水星的内容

#见附录第 $ 项$+

接着改写%重刻历体略0五纬&中一段王英明的按语+ 这段内容处理四余与月*应归

于!二曜"之内*不知为何在%历体略&或%重刻历体略&中却被编入!五纬"+ !%崇祯历

书&约"改写时*亦将它置于!五纬"之中*但是引用宋
$

#字景濂*("(&'("#( 年$对占候

的一些看法*来反映方孔癤在这个问题上与王英明立场的不同+ #见表 *$

表 30$五纬%中按语对照

%重刻历体略& !%崇祯历书&约"

按(历有四余躔度*或曰孛生于月迟*紫生于月闰*然系

占候运命家言*与授时无关+ #.#/* 卷上* (&;页$

按(历有四余躔度*或曰孛生于月迟*紫生于月闰日者*

论之其实无此星也+ 罗即白道正交*月自南荁北交黄道

之处+ 罗之对即计矣+ 孛是月行极高极远之处*其行最

迟*其体见小+ 气有谓土木相会者+ 宋景濂有%监译西

占&一书*中言土木二星同度*为世运之大限云+ #.(/*

'#& 页$

随后引用%重刻历体略&卷下!赤道纬躔"中的说明与!二十四节气赤道纬躔表" #见

附录第 (& 项$+ 紧接的是一段来自方中通#(*"%'(*$# 年$的说明(!中通曰(今穆公测至

距赤道上二十三度一分*盖谓黄赤相距远近*行多岁而远*又行多岁而近*固其理也"

#.(/* '#( 页$+ 而后根据%重刻历体略0经宿&中记载五十星的数据*加以改写#见附录

第 (( 项$+

依据前述逐段的内容分析*!%崇祯历书&约"% 节绝大多数源自%重刻历体略&*此外

则是方以智与方中通的按语*以及一些引述+ 质言之*!%崇祯历书&约"% 节的内容不是

出自%崇祯历书&+ 如果!%崇祯历书&约"前言亦提不出与%崇祯历书&直接相关的内容*

那么方孔癤使用!%崇祯历书&约"之名*就是名不符实+

H0弄错时间与问题的$&崇祯历书'约%前言

在!%崇祯历书&约"的前言中*方孔癤试图融合%易&)%尚书0尧典&中的历理与西

学+ 他将徐光启督修%崇祯历书&的时间与主要问题都弄错了*反映了他似乎未读过%崇

祯历书&+

!%崇祯历书&约"的前言*若不算名称*为一篇 ")$ 字的短文*内容可分为以下三部

分(#($%易经&与%尚书0尧典&为历法天文基础-#'$从岁差来看过去历法到%崇祯历书&

的历史-#"$地圆说与%崇祯历书&+

首先*方孔癤尝试从经书传统来衔接天文历法的基础+ 他从易学出发*融合象数与

历律+

易无体而寓卦策&象数以为体而用之* 圣人惟言&天地日月四时&而于穆其中矣*

故致理以象数为征&而历律几微&正盈虚消息之表也* #.(/*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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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转向%尚书0尧典&中的钦若授时*认为它是灵台观测天文的官员必须学习

的*可惜后世忽视此一历理的根源+

尧之首命&钦天授时&历数受终&在齐表焉* 相沿为台官之学&而言理者忽之&故

其器法&遂尔汨淹* #.(/* ')" 页$

其次*他从明英宗时杨廉#(%+''(+'+ 年$所述*!汉三造历*唐七造历*宋十八造

历"

!

#.(/* ')" 页-.(*/* #%%'#%+ 页$谈起*简略介绍过去历法到%崇祯历书&的历史*

重点在历法中的岁差问题(洛下闳#公元前 ("+'前 )% 年$与邓平于公元前 (&% 年合造

%太初历&*以及在其基础上*刘歆#约公元前 +"'公元 '" 年$将董仲舒#公元前 ()$'前

(&% 年$的三统说纳入*重编为%三统历&+ 祖冲之#%'$'+&& 年$制定%大明历&首次采用

了岁差的概念*%+ 年 (( 月差 ( 度+ 唐代一行#*#"')') 年$造%大衍历&以 #" 年差 ( 度*

直到元代郭守敬在%授时历&折中为 ** 年有余+ !自洛下三统*大明缀率*一行大衍*而郭

守敬折中之*可谓精密" #.(/* ')" 页$+ 明代元统沿袭%授时历&*略微更正为%大统

历&

"

#.()/* 卷 "(*+() 页$*而方孔癤却认为!明仍元历*宋
$

等较正" #.(/*')" 页$+

事实上*宋濂只奉命修%元史&+ 到嘉靖初*"&& 多年累积的岁差已达到光禄少卿华湘所奏

的!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矣"

#

#.(*/* 卷 )"*#%) 页$+

相对地*他认为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重视天学*以地球为中心的九重天*是值得借

镜的(

万历中&有欧逻巴人利马窦&浮海历诸国而至&其国重天学&所云静天&即于穆之

理也* 九重天包地球&如脬气鼓豆&其质测也* 子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礼失而求诸野&不亦可当野乎* #.(/* ')" 页$

不过方孔癤将徐光启督修%崇祯历书&的时间与主要问题弄错了*误认天启元年#辛酉*

(*'( 年$至二年#壬戌*(*'' 年$间岁差议起+ 这两点反映方孔癤似乎未读过%崇祯历

书&*特别是其中徐光启的!治历缘起"+

天启辛酉,壬戌间&岁差议起&徐玄扈请设专局&集成!崇祯历书"&其法概可互

明&而研极者观此引触&可以阐明至理&征建开成* #.(/* ')" 页$

事实上*崇祯二年五月*因为日食时刻不验*乃设历局修历+

第三*关于大地为浮于空中的圆球*他认为中国古圣先贤如邵雍)朱熹)沈括#字存

中*(&"('(&$+ 年$)吴澄#字幼清*('%$'(""" 年$等已指出*只是后来西方人处理更详

细+ 类似地*西方几何也不出中国的句股+

夫天九重&地如球&自!黄帝素问",周公周髀,邵子,朱子,沈存中,吴幼清&皆明

!

"

#

%明史纪事本末&!英宗正统十四年*造%己巳大统历&+ 冬夏二至*昼夜六十一刻*行之而疏*寻废不行+ 学士

杨廉言(6汉兴四百年*更三造历+ 唐三百年*更七造历+ 宋三百余年*至十八造历+ 本朝自洪武至今*百四十

年未更造*而交食一一验不爽*则知许平仲)郭守敬所造历*理数极精*古今历无过之者*乃天生桀出之智*豫

国家历数无疆之用也+7"

元统为明代漏刻博士*活跃于洪武年间*曾任钦天监令与监正*!取%授时历&*去其岁实消长之说*析其条例*

得四卷*以洪武十七年甲子为历元*命曰大统历法通轨+"

!世宗嘉靖三年*光禄少卿管监事华湘言(,,至元辛巳改历*冬至赤道*岁差一度五十秒*今退天三度五十二

分五十秒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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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为浮空不坠之形&大气举之&则其言皆中国先圣先贤所已言者* 有开必先&后来加

详*

$

缀线算&不出句股&特少张衡,祖冲之辈之殚精耳* #.(/* ')" 页$

接着*方孔癤表示%崇祯历书&经历过征验与考核*所以取其大概要点*成为!%崇祯历

书&约"% 小节*以便于日后的观察证验+ !%崇祯历书&*征考近核*故约其概*以便观察"

#.(/* ')" 页$+

简言之*在!%崇祯历书&约"前言中*方孔癤试图融合%易&)%尚书0尧典&中的历理

与西学*不过*从他将徐光启督修%崇祯历书&的时间与主要问题都弄错了*可以看出他似

乎未读过%崇祯历书&+ 尽管!%崇祯历书&约"前言提到他约%崇祯历书&之概*事实上*从

本文上一节对!%崇祯历书&约"% 小节内容的逐段分析来看*他并未做到+ 质言之*!%崇

祯历书&约"名不符实+

10$&崇祯历书'约%的源起

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或是哪一个文本脉络中*会让方孔癤取个名实不符的!%崇

祯历书&约"名称呢1 本节将处理!%崇祯历书&约"的源起*包括它的名称与撰写的时间+

1G20源自&重刻历体略'的$&崇祯历书'约%名称

先前的分析发现*!%崇祯历书&约"% 小节内容绝大部分源自%重刻历体略&*一个较

合理的推论就是!%崇祯历书&约"的名称与%重刻历体略&关连密切+ 笔者发现%重刻历

体略&卷下!西历附"的补注中提到%崇祯历书&*使深受%重刻历体略&影响的方孔癤*误

认为%重刻历体略&中的西学内容为%崇祯历书&的约概+ 当他大量引用或改写%重刻历体

略&内容时*误认为那些内容是%崇祯历书&的约概*乃取名!%崇祯历书&约"+

%重刻历体略&的西学内容集中在卷下*因而称为!西历附"+ 在卷下开始处*介绍先

前所辑多为传统见解+ 接着*叙述西士传入的西方历体(

前所辑&皆自古谈天成说也* 近有欧逻巴人&挟其历自大西洋来&所论天地七政&

历历示诸掌创&闻者不能无骇且疑&徐绎之&悉至理也* 夫礼失而求之野&择其善者而

从之&不犹愈于野乎- 述西历体* #.#/* 卷下*!西历附"* (;页$

顺治三年重刻%历体略&时*负责增订工作的王曰俞与补注的钱明印*在前引文之后*

补上一段字体较小的说明*将!西历体"与%崇祯历书&加以联结(

欧逻巴&国名&其地亦在赤道北&北至北极出地四十五度&实与中国东西相对&俱

有理学文字* 其俗素精天文&专以尊事天主上帝为学&俗呼大西洋也* 自利玛窦于神

庙初&挟其彼国图书器物&由海道自西南诸国以入中华&尚食京师&发明九重天奥义*

自后同学相继而来&所译教义诸书&不下充栋* 而历法一部&如!几何原本",!同文算

指",!表度等说",!测量全义",!日月星躔表",!天问略",!测天约说"及!浑天仪",

!测蚀"等书&确当详明&远过先代* 今总汇为!崇祯历书"百余卷&实推步家之指南

也* 集中所载&仅撮其度数经纬&及天体地形,日月星辰,躔宿薄蚀等义&足以左右历

指者&其文辞先后&自相发明&故鲜所诠注也* #.#/* 卷下*!西历附"* (;'Y页$

在这段增补的注中*有下列几点值得注意*或许因此而使方孔癤误认为%重刻历体略&中

的西学内容出自%崇祯历书&*也就是它的约概+



!%(%!! 自!然!科!学!史!研!究 '$ 卷!

第一*引文提到来华西士!专以尊事天主上帝为学"*利玛窦!发明九重天奥义"*而后

他的!同学相继而来"*翻译不少书+ 其中有些是教义书*有些是教义以外的书+

其次*王曰俞或钱明印认为*翻译教义以外的西学诸书似乎构成!历法一部"*指的就

是%崇祯历书&这部历法+ 引文中提到!%几何原本&)%同文算指&)%表度等说&)%测量全

义&)%日月星躔表&)%天问略&)%测天约说&及%浑天仪&)%测蚀&等书*,,总汇为%崇祯

历书&百余卷"+ 事实上*其中只有%测量全义&)%日月星躔表&)%测天约说&)%浑天仪&等

书被编入%崇祯历书&+

第三*上述引文是后人补上的*不可能出自王英明手稿+ 王英明早在万历四十二年

#(*(% 年$过世*而%崇祯历书&于崇祯二年#(*'$ 年$开始编纂*因此王英明在世时不可能

看到%崇祯历书&*遑论将其列入%历体略&手稿中+

在重刻%历体略&的过程中*由于王鏜不愿留下手边唯一的%历体略&初刻本*加上他

停留时间不长*这就要求必须在数日内完成%重刻历体略&*在时间上为参与重刻者带来

很大的压力+ 当时王曰俞或钱明印可能参考了汤若望根据%崇祯历书&扩展的%西洋新法

历书&*特别是其中的%新法历引&*但仍认为诸书!总汇为%崇祯历书&百余卷"+ 为什么

他们会将%崇祯历书&与由其扩展而成的%西洋新法历书&混淆呢1 一种可能出自他们是

明遗民*偏好采用表达明崇祯年号的%崇祯历书&+ 另一可能来自当时无法严格区分二

者*何况在汤若望纂辑而成的%西洋新法历书&中*虽加入一些新数据*然而绝大部分的作

品仍使用先前的版刻*内封题上印的依旧是!崇祯历书"+

第四*在前面提到!历法一部"之后*接着介绍%重刻历体略&时反映其中的西学是从

先前%崇祯历书&撮其要义*!集中所载*仅撮其度数经纬*及天体地形)日月星辰)躔宿薄

蚀等义"+ 换言之*给读者一个印象*%重刻历体略&中的西学是从%崇祯历书&摘其要义

而成+

此点使方孔癤误认%重刻历体略&中的西学内容出自%崇祯历书&+ 于是当他大量引

用或改写%重刻历体略&中的西学时*误认为他做的就像%重刻历体略&中的西学是从先前

%崇祯历书&撮其要义*算是从%崇祯历书&约其概*因此取名!%崇祯历书&约"+

1G.0方孔癤何时完成$&崇祯历书'约%*

!%崇祯历书&约"提到!距今丙戌历三十四年"*乍见之下*让人觉得方孔癤在清顺治

三年撰写下该段文字+ 事实上*%历体略&一书从万历四十年王英明撰写的手稿到清顺治

三年汲古阁%重刻历体略&*正如王曰俞在!重刻历体略序"中所述*其间经历 "% 年+ 因此

那只是方孔癤引用王曰俞数据中的年代+ 至于他何时撰写!%崇祯历书&约"仍有待分析+

根据张永堂的分析*%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的编撰经历 % 个阶段+ #($崇祯四年

至七年#(*"('(*"% 年$-#'$崇祯十三年至十六年#(*%&'(*%" 年$-#"$崇祯十七年

#(*%% 年$至清顺治十一年 #(*+% 年$- #%$顺治十二年至十五年 #(*++'(*+# 年$+

#."/* (&'(" 页$在上述 % 阶段中*他在最后一个阶段才撰写%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

卷 )+

第一阶段!主要是在阐述家传易学" #."/* (& 页$+ 根据方以智!时论后跋"*方孔

癤是在其父方大镇#(+*''(*"( 年$于崇祯四年#(*"( 年$过世后*在白鹿山庄守墓三年*

开始整理与推广方氏易学*撰写%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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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君子自辛未庐墓白鹿三年&广先曾王父!易蠡",先王父!易意"&而阐之&名曰

!时论"&以六虚之归环中者时也* #.(/*(%" 页$

在!周易时论合编凡例"中*方孔癤提到!忽忽庐白鹿之墓三年*重读祖父之书*述成

时论*优游丘壑足矣" #.(/* (%" 页$+ 方孔癤因个人在政坛的遭遇与时代忧患而积极研

究易学+ 在为其父方大镇庐墓期间#(+"('(+"% 年$*他开始阐述家传易学+

崇祯后期*因抚楚最后一战兵败而入狱*在西库与黄道周#(+#+'(*%* 年$研究象数

易学*成为%周易时论合编&第二阶段致力的象数易学+ #."/* (&'(( 页$

明清鼎革*崇祯朝覆亡*他归隐桐城白鹿山庄*至清顺治十一年#(*+% 年$*完成%周易

时论合编&三稿+ 方孔癤应在第三次易稿时加入!%崇祯历书&约"*也就是崇祯末年至顺

治十二年间*特别是顺治三年后才有机会见到%重刻历体略&*大量引用或改写其中相关

内容*称其为!%崇祯历书&约"+

虽然!圜中"反映方孔癤受西方地圆说的影响 #.(/* ')%'')* 页$*不过在卷 '!分

野图"中*他将过去分野说法的不同*以及与今不合*归于岁差与地游!

#.(/* (#+ 页$+

由于他在完成%周易时论合编&的过程中*先着力于政治与时代忧患的通几*而后才纳入

西学部分的质测*基于易理贯通人事与自然*因此通几所及超过质测+

最后*该书稿才转交在南京高座寺闭关的方以智编纂 #."/* +'(' 页$*由方以智与

三个儿子完成编辑工作+ 书中对西学冲激下的分野提出弹性响应的看法*影响了方以智*

使他改变了先前在%通雅&中批判传统分野的见解+

.(#/

I0方孔癤接触&重刻历体略'的可能管道

在甲申巨变后*顺治三年刊刻的王英明%重刻历体略&可能是当时中国士人中少数含

有相当多西方历体知识的作品+ 根据前述分析*!%崇祯历书&约"中大量引用或改写%重

刻历体略&内容*因此方孔癤接触此书的管道值得分析+ 他可能通过安徽巡抚王鏜与明

清之际著名的藏书家黄虞稷这两个管道接触王英明%重刻历体略&+

积极推动%历体略&重刻的王鏜*在此书重刻后一年多*担任安徽巡抚*任内或将%重

刻历体略&引入安徽+ 顺治三年秋后*王鏜调!河南右布政使" #.($/* 第 " 册* ()+$'

()*& 页$+ 四年#(*%) 年$十月庚午*!升河南右布政使王鏜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安

徽等处"

"

#.'&/* 卷 "%* ')$ 页-.'(/* 卷 %* (&# 页-.''/* 第 # 册* *+*#'*+)& 页$+

次年*刑科给事中魏象枢!劾安徽巡抚王鏜受赇庇贪吏*鏜坐罢"

#

#.'"/* 卷 +* (%;页$+

该年五月十八日壬午*!降安徽巡抚王鏜三级*调外用*以科臣魏象枢劾其徇庇受贿也"

$

#.'&/* 卷 "$* "(&'"(( 页-.'(/* 卷 '&(* )%## 页-.''/* 第 # 册* *+*#'*+)& 页$+ 王

鏜在安徽巡抚任内约有 # 个月时间+ %四库全书&中的%历体略&即是根据安徽巡抚本而

!

"

#

$

!又异*盖既有岁差*地亦四游*宜其各别耳+"

%清史稿&(!冬十月庚午*以王鏜为安徽巡抚"+ %清史稿校注&(!十月庚午*王鏜巡抚安徽+"

同上+ 康熙开州知事孙?写法不同+ %4康熙5开州志&(!擢安徽巡抚佥都御史*谢病归+"

%清史稿&(!王鏜五月壬午调"+ %清史稿校注&(!王鏜*五月壬午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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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刻的 #.'%/* 卷 (&** ("$% 页$*反映他曾将%重刻历体略&带入安徽+ 方孔癤家乡是明

南直隶安庆府桐城#今属枞阳$县*离安徽巡抚衙门安庆市不远+ 如果王鏜在任内曾拜访

过方孔癤*颇有可能赠送一本%重刻历体略&*使方孔癤有机会参阅此书+

第二种可能来自方以智弟子黄虞稷#(*'$'(*$( 年$+ 在黄虞稷编的%千顷堂书目&

中*收有%重刻历体略&

!

#.'+/* 卷 ("* "*( 页$+ 黄虞稷*字俞邰*号楮园*晋江安海人+

明藏书家黄居中#(+*''(*%% 年$次子+ 黄居中爱好藏书*得异书则手抄-迁居金陵*创建

!千顷斋"藏书楼*藏书 * 万余卷-编有%千顷斋藏书目录&+

黄虞稷生于明崇祯二年*在父亲的熏陶下*他自幼嗜书向学+ 崇祯十七年#(*%% 年$

李自成攻陷北京*黄居中悲恸抑郁而死*黄虞稷继承父业+ 时值明清鼎革*江南战乱频仍*

他一方面慎守父亲所藏*另一方面*搜购与抄录他人藏书*扩增为 # 万卷"

+ #.'*/* 卷

++* ')*" 页$他将!千顷斋"改名为!千顷堂"*编有%千顷堂书目&+

%千顷堂书目&中提到%重刻历体略&*显示明清之际士人已注意西学影响下的古籍刻

本+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彭迎喜认为黄虞稷是方以智的弟子*可惜的是未加以简介*只提

到留待日后探讨 #.'/* $% 页$+ 在%方以智年谱&中记载*顺治十年#(*+" 年$*方以智在

高座寺看竹轩闭关时*黄虞稷就学于竹关*方以智以%通雅&相托 #.')/* (#+ 页$+ 因此*

他有可能将%重刻历体略&引介给方氏父子*使之在清顺治十一年完成%周易时论合编&三

稿前加入!%崇祯历书&约"+

30结0语

桐城方氏在易学思想史上有其特殊地位+ 朱伯?认为方孔癤%周易时论合编&是代

表之作*在%易学哲学史&中有一章专论此书.'#/

+ 过去亦有对方孔癤%周易时论合编&进

行研究的专作*还有关于方以智与此书的专门研究.'*'$/

+ 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传入西

学*使得方氏易学与西学间从方孔癤%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起产生联系*方以智父子

继之+

万历四十七年夏*熊明遇任福建福宁兵备佥事*年底方孔癤任福宁知州*两人成

为当地的军政首长+ 共事期间*方孔癤为编纂父%宁澹语录& *请熊明遇写!宁澹语录

序" + 其时熊明遇正准备出版%绿雪楼集& *其中包括介绍西学的%则草& *因而向方

孔癤与方以智父子展示%绿雪楼集& *使得方氏父子见%则草& + 可是方氏父子对西学

展现出不同的反应+ 方以智作品中有 % 条记载与长溪期间西学有关*相对的方孔癤

似乎没有特别提到西学+

# 整体而言*当时方孔癤对西学的兴趣似乎没有方以智来

得积极与主动+

方孔癤著作有%全边略记&)%职方旧草&)%抚楚疏稿&)%抚楚公牍&)%知生或问&)

!

"

#

!王英明历体
%

三卷*大名人+"

!静志居诗话(监丞锐意藏书*手自抄撮+ 仲子虞稷继之*岁
&

月益+ 太仓之米五升*文馆之烛一挺*晓夜孜孜

不废+ 雠勘着录凡八万册+"

徐光台(2熊明遇与幼年方以智(从%则草&相关文献谈起3 *%汉学研究& *'&(& 年#出版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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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库随笔&)%刍荛小言&)%周易时论合编&与%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其中%周易时论

合编图象几表&卷 ) 含有较多西学+

在 () 世纪中叶*也就是方孔癤于清顺治十二年#(*++ 年$过世以前*已有相当多西学

作品问世+ 其中绝大部分是耶稣会士翻译或撰写的作品*如利玛窦%乾坤体义&*熊三拔

%泰西水法&)%简平仪说&与%表度说&*阳玛诺%天问略&*以及收入%天学初函&与%崇祯

历书&等的译作+ 相对少量的作品出自中国士人之手*如王英明%历体略&*熊明遇%则草&

与%格致草&*以及熊人霖%地纬&等+

() 世纪士人开始引用或改写一些西学作品+ 西方从古希腊就习于学术辩驳*因此对

于直接引用)转述或改写)评论意见等*已有所区分 #."&/* ('* 页$+ 相对地*中国学术

传统似乎未建立如是传统+ 士人面对的是他们先前不知的另类西学*他们不知该如何引

用西士作品+ 譬如*王英明%历体略&的手稿虽失佚*如排除重刻时增补的资料*先前似乎

未提任何西学作品与作者*直到顺治三年重刻时*才在增订的补注中加入一些书名*其中

包括%崇祯历书&+

在%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中*方孔癤提到%崇祯历书&)利玛窦)徐光启与熊三拔+

值得注意的是*似乎未发现有直接引自熊明遇%则草&或%格致草&的内容*他没提熊明遇

与王英明+

另一种可能是当时的士人们对西学的不同态度+ 在%历体略&中*王英明大量引用或

改写西学作品*质疑中国传统的占星与占候*但未提出进一步论述#.#/* 卷上* (&Y 页$+

在%则草&或%格致草&中*熊明遇用西学来考据中国传统自然知识*产生!格言考信"与

!渺论存疑"两种新的格式来处理许多课题相关的传统自然知识*以西学质疑传统占星与

占候背后是否存在合理之根据+

."(/

相对地*易学始于占+ 不像王英明与熊明遇批判占星与占候*在%周易时论合编图象

几表&中*方孔癤虽受西方地圆说的影响*不过他接纳占候*从易学通几的观点*将分野予

以合理化*认为天地间因地势而有其多方的微妙相应*有其弹性*将其合理化!

+ #.(/*

(#* 页$

明清鼎革*方孔癤在这部易学作品卷 ) 中引入西学*本文对!%崇祯历书&约"进行重

探*发现它不是对%崇祯历书&的约概*特别是!%崇祯历书&约"绝大部分来自王英明%重

刻历体略&*他甚至未读过%崇祯历书&*因此我们得重新评估方孔癤对西学的认识+ 本文

仅对!%崇祯历书&约"进行考释*尚未处理!两间质约"+ 由于方孔癤与西学系基于他对

易学的看法*因此从前述所得的结论与认识*我们或可进一步重新思索方孔癤处理中学与

西学的关系*进而可以了解受其影响后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是如何引用与评论熊明遇

的%格致草&

"

+ #."/* ((&'((( 页-."'/* (+" 页-.""/* ("" 页-."%/* "*'") 页$

!

"

!天地人相应*其几自应地势符天+ 全地应之*一方之地亦应之+ 可以平列*即可以环列+ 古人因民之所知而

列之*惜今无神明*不能复位中土之分野*而犹守隋晋之志*更今郡县名耳+"

J@;2APB;,N=@* !I;2AVP.6,6L=.,3;3,/2 ;28 Z1=R/2=13/U,/2A<,2APM@L=H)I%&+,/&3 8" -&J&,/6%&*" R;R14R41=P

12318 ,2 361''

36

V23142;3,/2;G./2A41==/>N,=3/45/>HT,12T1* 61G8 ,2 S1,̂,2A* ]@G5'%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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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本文受新竹清华大学(近代东西文明的遭遇与碰撞)增能计划与(季风亚洲

与多元文化)计划资助&特此致谢*

附!录

$&崇祯历书'约%改写自&重刻历体略'的内容出处

(h!%崇祯历书&约0圜中"改写

自%重刻历体略0天体地形杂

说&的 * 段格言

首段与第二段格言皆取自%黄帝内经&+ 首段出自%素问& #.(/* 卷 )* ')% 页-

.#/* 卷上* (+Y页$+ 第二段为黄帝与歧伯间关于地浮于天中*大气举之的一

段对话 #.(/*')% 页-.#/* 卷上* ()Y 页$+ 第三段与第四段皆来自%周髀算

经& #.(/* ')% 页-.#/* 卷上* (+Y'(*Y页$+ 第五段为曾子与单居离间有关

天圆地方的对话 #.(/* ')% 页-.#/* 卷上* (+;'Y页$+ 第六段取自晋代束
'

有关日出时形状看来较大*日中时则较小 #.(/* ')% 页-.#/* 卷上* ()Y'(#;

页$+

!%崇祯历书&约0圜中"在第二段末加上!今以豆入脬而吹之*豆正在脬之中"

#.(/* ')% 页$+ 在第四段末加上一段很长的按语 #.(/* ')%$页$+ 在第五段

末加上!可知方言地道*而非地形也" #.(/* ')% 页$+ 在第五段与第六段间*

加入一句!韩子曰(6东西易面*而人不知7*以其迤也" #.(/* ')% 页$+ 在第六

段末的按语尾*加入一句!今以
(

置钱*使人遥望之*不见钱也+ 以水注
(

*则人

见钱矣*以水光之浮*钱出
(

面也" #.(/* ')% 页$+

'h!%崇祯历书&约0圜中"改写

自%重刻历体略h天体地度&的

% 段内容

% 段内容从宇宙最外层向地球逐渐展开+ 首段重点在九重天的天域*由宗动天)

列宿天)土星天)木星天)火星天)金星天)水星天至月亮天 #.(/* ')% 页-.#/*

卷下* ';'Y页$+ 次段自月亮天以下*火气水土四元素构成的地球领域 #.(/*

')%'')+ 页-.#/* 卷下* 'Y'";页$+ 第三段落在地球表面*依其不同程度的

冷热*分为五带 #.(/* ')+ 页-.#/* 卷下* %Y'+;页$+ 第四段基于地为圆球*

指出北京)非洲大浪山)南京与南美洲玛八作等四地的赤道南北度数*反映南京

与玛八作恰在地球相对的两地 #.(/* ')+ 页-.#/* 卷下* +;'*;页$+

"h!%崇祯历书&约0圜中"改写

自%重刻历体略 h纬曜&与%重

刻历体略h度里之差&

以地球的半径为单位*以及地球的中心为宇宙中心*分为两部分介绍七行星的

大小与它们距离地心的远近+ 第一部分介绍地径*以及七行星与地心的距离

#.(/* ')+ 页-.#/* 卷下* )Y'$;页$+ 第二部分介绍六行星球径与地径的大

小比*以及日径与月径之比 #.(/* ')+ 页-.#/* 卷下* $;'Y页$+

%h!%崇祯历书&约0圜中"改写

自%重刻历体略0经宿&

介绍恒星分六等*各等之径皆大于地径+ 宗动天与恒星天距离地心的远近*粗

略地认为前者较后者高一倍+ 银河或天汉是由细星稠密而成+ #.(/* ')+ 页-

.#/* 卷下* (&;'Y页$

+h%周易合编时论h圜中&改写

自%重刻历体略0气候漏刻&

从日行于赤道与黄道间*构成地球表面五带的不同寒暑气候*到中国属于适中

之地 #.(/* ')+'')* 页-.#/* 卷下* ($Y''(;页$+ 接着是一段方以智的按

语 #.(/* ')* 页$+

*h!%崇祯历书&约0大圜"改写

自%重刻历体略0天体地形&

将%重刻历体略h天体地形&内文*特别是首尾部分*加以引用与改写 #.(/*

')+ 页-.#/* 卷上* (Y'";页$+

)h!%崇祯历书&约0大圜"出自

%重刻历体略0天体地形杂说&

的两段格言

第一段出自%周髀算经&中有关北海北极的昼夜时刻 #.(/* ')) 页-.#/*卷上*

(#Y页$+ 第二段关于医家运气与节气*以及中西计时的互换 #.(/* ')) 页-

.#/* 卷上* (#Y页$+

#h!%崇祯历书&约0二曜"改写

自%重刻历体略0二曜&

或可分为四部分+ 首先介绍日行与岁差 #.(/* ')# 页-.#/* 卷上* ";'%Y

页$+ 其次处理月行九道 #.(/* ')# 页-.#/* 卷上* %Y'+Y 页$+ 第三部分重

点在日月与地交会 #.(/* ')# 页-.#/* 卷上* +Y'*;页$+ 第四部分说明日月

交食 #.(/* ')# 页-.#/* 卷上* *;'Y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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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h!%崇祯历书&约0五纬"改写

自%重刻历体略0五纬&

分别介绍地表观测得到五星的周期与迟留伏逆等数据+ 五段内容的顺序为木

星 #.(/* ')$ 页-.#/* 卷上* );'#;页$ )火星 #.(/* ')$ 页-.#/* 卷上* #;

页$ )土星 #.(/* ')$''#& 页-.#/* 卷上* #;'Y 页$ )金星#.(/* '#& 页-

.#/* 卷上* #Y'$;页$和水星 #.(/* '#& 页-.#/* 卷上* $;'(&;页$*与第三

项中九重天中的土)木)火)金)水的顺序不同+

(&h!%崇祯历书&约0五纬"改

写自%重刻历体略0赤道纬躔&

!%崇祯历书&约"将%重刻历体略&卷下!赤道纬躔"中的说明与!二十四节气赤

道纬躔表"先后对调+ 先引用表*而后才是说明+ #.(/* '#( 页-.#/* 卷下*

(#Y'($;页$

((h!%崇祯历书&约0五纬"改

写自%重刻历体略0经宿&

基于%重刻历体略&卷下!经宿"中五十星的数据*删除星等大小数据*依序加以

摘引与缩写+ #.(/* '#(''#' 页-.#/* 卷下* (&Y'(*;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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