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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五世紀末世界地理大發現，十六世紀初宗教改革運動激起天主教會的改革，而

後有耶穌會興起。耶穌會對教育的重視與「遠方傳教」，使他們相當積極地參與十六、

十七世紀西方學術首次大規模東傳。 

晚明不但遭逢政治的鉅變，也面臨西方另類學術的衝激，對十七世紀士人徐光啟

(1562-1633)、李之藻(1565-1630)、熊明遇(1579-1649)、方以智(1611-1671)等產生

相當大的衝激。合肥中國科技大學石云里教授發表論文，提到熊明遇在福建建陽時期

的弟子熊山廌撰《新鐫五行秘旨昭繇闢謬參贊陰陽曆理通書》（簡稱《曆理通書》），其

中含有西學，並告知該書收藏於北京中國科學院國家圖書館善本室，由於筆者對熊明

遇及相關研究頗感興趣，因此而有此一移地研究，擬對此書內容與其來源進行初步閱

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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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閱熊山廌《曆理通書》與相關書籍 

 

一、目的 

2007 年 10 月在首爾大學奎章閣參加一個國際研討會，與會合肥中國科技大學

石云里教授發表論文，提到熊明遇(1579-1649)在福建建陽時期的弟子熊山廌撰《新

鐫五行秘旨昭繇闢謬參贊陰陽曆理通書》（以下簡稱《曆理通書》），其中含有西學，

並告知該書收藏於北京中國科學院國家圖書館善本室。1 由於筆者對熊明遇及相關研

究頗感興趣，於是想一究此書內容與其來源。 

二、過程 

此行專程前往北京查閱熊山廌撰《曆理通書》與相關資料。出發前已花相當時

間做了一些功課，想瞭解熊山廌的生平與著作，以及其他相關著作。 

通過 e-考據，沒發現任何與熊山廌有關的資料。因此只好通過中國科學院自然

科學史研究所的熟人，先找到《曆理通書》中的敘。從他的自敘中，判斷他是福建

建陽人。除了《曆理通書》外，他還著有《芝山詩集》、《雲水醫經》、《刑臺秦鏡》

等書，以及未出版的《性學內篇》、《修真問答》、《家語實錄》。上述作品中，目前僅

有《芝山集》留存於香港大學古籍庫有一善本，但被歸入揭暄名下。此外，熊山廌

的自敘還提到熊道軒的通書。因此，通過網路上的資料，先找到熊道軒即熊宗立，

纂輯《類編曆法通書大全》、《鰲頭通書大全》等書，北京國家圖書館藏有《芝山集》

一微捲。在出發進行移地研究以前，我先從《續修四庫全書》子部術數類第 1062 冊

中找到元．宋魯珍通書、何士泰曆法、明．熊宗立類編《類編曆法通書大全》，並購

買一本武陵出版社出版的點校本《鰲頭通書大全》，以便對照與比較。接著就是計畫

先查閱北京國家圖書館藏《芝山集》微捲。 

6 月 24 日上午 8 點 5 分由桃園機場搭乘中華航空 7951 號班機直飛北京機場，

經歷兩小時 50 分的飛行，平安抵達。由於 H1N1 新流感的關係，北京的檢疫工作如

臨大敵般的相當戒懼謹慎，飛機先停在北京機場特定處，等候檢疫人員登機為每位

旅客測量體溫。在全機人員都通過檢疫後，才停靠機坪。通關後，前往住宿處已近

                                                 
1 Shi Yunli, “The Origin and Confluence of Three Neo-Confucianist Cliques in Natural Philosophy 

during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Period,” paper presented in A Kyujanggak International Workshop: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into East Asian Countries during the Late 
Choson Period, Sponsored by Kyujanggak Institute for Korean Studies, Program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October 18-18, 2007. 清．熊山廌輯，《新鐫五行秘旨昭繇闢謬參贊

陰陽曆理通書》，中國科學院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三年熊俊卿刻本，子部 522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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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半。於是下午就採構所需飲水與食品，整理資料，準備明日前往北京國家圖書

館藏有《芝山集》開始。 

25 日上午九時多抵達北京國家圖書館。發現自從新館落成後，辦理閱讀證處已

遷移到舊館正門。過去只能辦理臨時閱讀證，如今改變為長期閱讀證，而且免收手

續費。寄件處也不再收費，設備相當新穎，較臺北國家圖書館先進，這些都是明顯

進步之處。在填寫借閱圖書或微捲單後，就順便翻閱目錄卡，意外發現一本署名熊

宗立的《新刻司臺訂正萬用迪吉通書大成》。於是，立刻填上借閱圖書或微捲單。 

在確定《芝山集》與熊山廌《芝山詩集》無關後，當天與 26 日就集中精神閱讀

《新刻司臺訂正萬用迪吉通書大成》，並將資料輸入電腦中。此書由首二卷和另外十

八卷組成。在卷首的首頁，刻有「臨江 宋輝山 通書，金溪 何景祥 曆法，貴溪 顧

陵岡 訂正，鰲峯 道軒 熊宗立 大全，後學 月濤 熊秉懋 較正，書林 興我 劉佛旺 

繡梓」。目前所知，它與《斗首五氣朝元三台通書》合輯，後者為京江盛元佩刊刻，

顯示二書分別於兩地刊刻，而後才加以合輯。 

週末繼續整理與分析資料。29 日前往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查閱熊山廌撰《曆理通

書》與相關資料。《曆理通書》可能是現存的唯一孤本，非常值得瞭解與研究。它以

天干來分卷，沒有總目次，各卷有其獨立的目次，共編為二十冊四函。內封題如下：

右為「欽遵清法」，中為「曆理通書大全」，左為「書林熊俊卿梓」，上有「康熙新甲

子」。左上角蓋有「諸家日用 造福自茲」紅色印，右下角「翻刻千里必窮」。此書有

王康扶在康熙甲子歲仲冬日題的〈曆理通書序〉，以及熊山廌在康熙甲子年一陽月題

的〈自敘〉。 

我以手邊購有的《鰲頭通書大全》，以及《類編曆法通書大全》來進行比對。雖

然很耗時，但亦小有進展。於是，決定查閱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的元明通書，看一

看是否存在類似可供對比的通書。發現館內還藏有一本元何景祥曆法、明顧乃德編

集、明羅崇麟增補的《新鐫全補發微曆正通書大全》，刊刻時間約為明崇禎五年，此

書尚存九卷。 

30 日上午，前往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以〈中國為什麼沒有科學革命？

以明萬曆年間西方彗星見解的衝激為例〉為題進行一場專題演講。收到劉鈍、韓琦、

孫小淳等提出的問題。下午仍按既定行程，前往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閱讀善本書，繼

續比對《曆理通書》與《新鐫全補發微曆正通書大全》的異同。此項工作進行到 7

月 1 日中午，接著轉往北京國家圖書館。抵達後發現有重要資料遺漏在中國科學院

圖書館，於是立刻趕回存包處，幸好仍留於原處。 

1 日下午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複印《新刻司臺訂正萬用迪吉通書大成》中的部份

資料。中國各大圖書館皆將善本書視為生財工具，訂定各項私規來收取複印費用。《新

刻司臺訂正萬用迪吉通書大成》被視為明代孤本。最初只准看微捲，還得託熟人找

門路，才能獲得批准看到一部份的原書，其中還有道德勸說，不斷告訴你微捲很清

楚，沒有看原書的必要。一旦你看到原書，需要複印其中部份資料時，他們立即改

變態度，孤本複印單葉 80 元人民幣，如需出版則為 320 元，掃描費用另計。更令人

吃驚的是，直到複印時才知道微捲還有一個品質頗佳的母帶，閱讀時看不到，複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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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則用來生財，不知何時才能擺脫陋規，嘉惠學者與學子。 

2 日上午前往北京國家圖書館在中南海附近的分館閱讀三本書：(1) 一套殘存

的元．宋魯珍通書、何士泰曆法、明．熊宗立類編《類編曆法通書大全》； (2) 明

顧乃德編集、明羅崇麟增補的《全補發微曆正通書大全》；(3) 李問漁《天演論駁議》。

其中第 3 本書是清末民初達爾文演化論傳入中國後的反應，與此次移地研究無直接

相關，但為日後研究進行準備工作。當天還抽空閱讀元代何景純《新編曆法集成》。 

3 日上午近 10 時，由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孫承博士陪同前往北京機

場，搭乘中華航空 7952 號班機。12 時 35 分起飛，直飛桃園，下午 3 時半左右抵達。

回到新竹，結束十天的移地研究。 

三、心得及建議 

此次移地研究最大的心得在於詳細閱讀熊山廌《曆理通書》與相關資料。到目

前為止，我們對熊山廌的生平所知甚少，只知他是福建建陽人。熊山廌與熊宗立同

為建陽熊氏，二人有何淵源？是否有家族關係？建陽熊氏家族與通書事業有何關

係？為何《曆理通書》中會出現西學？這些都是值得進一步解答的問題。 

為了進一步解答上述問題，筆者有必要進行另一次的移地研究，前往福建建陽

查閱潭陽熊氏宗譜。通過建陽熊氏間的關係，或能解答建陽熊氏與通書事業間的關

係，以及明清鼎革後熊明遇避居建陽產生的影響。 

四、攜回資料名稱及內容： 

1. 張柏春、田淼、馬孟深、雷恩、戴培德等著，《傳播與溝通—《奇器圖說》

研究與校注：上篇《奇器圖說》研究》（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2008）。 

2. 張柏春、田淼、馬孟深、雷恩、戴培德等著，《傳播與溝通—《奇器圖說》

研究與校注：下篇《奇器圖說》校注》（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2008）。 

3. 王廣超，〈明清之際中國天文學轉型中的宇宙論、計算與觀測〉，中國科學院

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博士論文，2009 年 5 月。 

4. 陳悅，〈清初揭暄對宇宙論的會通〉，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博士論

文，2009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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