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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方杰人師的學術生涯看其對中西交通史之研究 

 

李東華
∗ 

 

一、引言 

 
    杰人師（方豪）生於民國前二年（西元 1910 年），卒於民國六十九年（1980），

在世七十一年。杰人師因非正規學院出身之學者，因而他的學術生涯迥異於一般

學界中人，很難以其出身、師承來簡單狀述其經歷。已故章群教授〈《方豪先生

六十自定稿》讀後感言〉嘗言： 
 

浙東史學重當代文獻，先生治史則自近身始。身為教士，則治教士來華

傳教史；身在臺灣，則治臺灣史；先生數世居杭，余敢必言，先生治宋

史，自南宋臨安始。循此三途，遂造絕峰。 
 
旨哉斯言。進一步引申章氏之言，個人以為杰人師一生治學特色為其「近身之學」

的不斷推衍、擴張，而此過程尤清晰呈現於其早歲成名的中西交通史研究中。 
    「中西交通史」一名，晚近學者頗多將其正名為「中外關係史」，杰人師《中

西交通史》一書前言早有此主張。然二十世紀二、三０年代現代中國新史學萌發

初期，新興的「中西交通史」學科其研究內涵、取向與關注焦點，自有其特殊的

「古典」意味，本文仍用其名，以緬懷並追慕先驅學者「篳路藍縷，以啟山林」

的開山之功。 
    本文依上述章氏杰人師之學「自近身始」旨意，將杰人師學術生涯按其居留

地之轉移概略分為四期，略述每一階段杰人師在中西交通史領域中，自治學、交

友到研究課題、方法、視野之進程與轉變。從此一側面觀察杰人師學行之全貌，

或能對「新會學案第一傳人」1有更清楚的認識。所分四期為： 
（1）.困知勉行的青少年求學時期，1910-1938。 
此一階段是杰人師生活於故鄉浙江階段。自發蒙讀書，經小、大修院教育，到民

國二十四年晉鐸為杭州教區神父，及晉鐸初期服務嘉興、杭州及金華地區時期，

至民國二十七年（1938）十月離開浙江前往雲南昆明止。 
（2）.留寓西南地區時期，1939-1946。 
此階段即抗日戰爭期中，杰人師移居西南大後方階段。先生先後寓居昆明、重慶

及貴州遵義三地。至一九四六年戰後始東返京、滬地區。 

                                                 
∗ 天主教輔仁大學歷史學系教授；中央研究院人文社科中心合聘研究員 
1 見牟潤孫，〈敬悼先師陳援菴先生〉，載《明報月刊》（1971 年 10 月號），頁 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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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兩年北平（京）經歷，1946-1948。 
先生東返後，原擬居京、滬地區，繼續從事教研工作。但忽得天主教北京教區田

耕莘總主教之邀，轉赴北平工作兩年，杰人師終償一睹故都文物之可貴機緣，也

是他與嚮往的北平輔仁大學結緣時期，惜時間僅有兩年。 
（4）.在臺三十年歲月，1949-1980。 
民三十八年（1949）二月方師東渡臺灣，從此以臺灣為故鄉，前後逾三十年。 
 

二、第一階段—近身之學的起始 

 
    杰人師出身、成長於杭州，受修院教育則轉徙於浙西杭州、嘉興與浙東寧波

間，一九三五年晉鐸後曾短暫服務於婺州府屬金華、永康、武義、湯溪諸縣境，

至一九三八年西去昆明前，杰人師足跡未嘗出過浙江省，因此杰人師早年的近身

之學，不出兩範圍，一為浙江鄉土史，一為天主教史。鄉土史之措意與鑽研全仗

一己耳濡目染之接觸，進而發生興趣，加以鑽研。天主教史之興趣則來自教會內

神長之教誨、啟導與引領。據其自述，小學時其父方矩（號錫菴）即教以編家譜

之體例，並為之購買《民國紀元前一百二十年陰陽合璧》一書，啟發了他讀歷史

的興趣。稍長開始讀新舊約聖經，對以色列與埃及人之戰事，最感興趣。一九二

０年，全家改宗天主教後，更得到諸多神長之啟發與鼓勵。他特別提及的有：早

年的鄭心鏡神父、小修院時期的吳國煥神父及大修院時期的曾唯道與丁懋良神

父。此外，對杰人師走上研究教史之途影響最大的，則係杰人師突破時空限制、

違反修院禁令、透過通信得到的啟導與教誨。其中最重要的當係陳垣（援菴）先

生。其他教中以研究教史見長之神長，如徐宗澤（潤農）神父，亦與杰人師有信

函往返。2茲引早期杰人師致陳垣函三封，以見二人早期論學及援菴先生對杰人

師治學之指導與引領。一九二六年十二月廿二日〈方豪致陳垣函〉： 
 

                                                 
2〈方豪致陳垣函〉（1933.8.12）有云：「乃數日前滬上潤農徐司鐸到杭時，忽面述其前歲在平時

備聆我 公眷念之言」。見陳垣等著，陳智超編輯，《陳垣先生往來書札》（臺北：中央研究院中國

文哲研究所，1992），頁 134。杰人師與徐氏熟識可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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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瞄自《陳垣先生往來書札》，頁 119-122。） 
 
信中以一己熟悉之杭州公教相關史跡擇要報告援菴先生，顯示杰人師治學之起

點：吾杭與吾教。 
    一九二七年二月十二日，〈方豪致陳垣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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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瞄自《陳垣先生往來書札》，頁 128-129。） 
 
信中翻譯 Gaberd 主教專論開封猶太教之文，提供援菴先生參考。補正其〈開封

一賜樂業教考〉一文。3不想援菴先生以譯文不如「仍求之漢文原本為愈」回覆

（四月十九日），給杰人師上了一課。 
    一九二八年杰人師卒業小修院，升入寧波聖保祿神哲學院（大修院）攻讀神、

哲學，入學後申請與援菴先生通信，未獲允許，二人通信中斷。一九三三年杰人

師於大修院中自覺遭受神長打壓，於中斷通信六年後，突然致書援菴先生求助，

八月十二日函云： 
 

                                                 
3 該文完成於一九一九年八月，發表於《東方雜誌》17：5、6、7（1920）。該年六月自印單行本。

十月，復與〈元也里可溫考〉合訂發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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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瞄自《陳垣先生往來書札》，頁 134-135。） 
 
此函未蒙援菴先生回覆，杰人師只得繼續隱忍修院，終在一九三五年九月十五日

晉鐸。晉鐸後，不須再受修院羈絆，二人通信轉密。通信內容不贅述。此期間杰

人師發表之重要論文目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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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豪治「中西交通史」第一時期（1938 年以前）主要論著一覽表 
 
完成時間 論文名稱 發表刊物或出版社 備註 
1934 〈浙江天主教小史〉  未發表  
1935 〈關於楊廷筠家族之

新史料〉 
《我存雜誌》3：10  

1936 〈中國初期留學史拾

遺〉 
《磐石雜誌》4：1、2 後易名〈同治前歐

洲留學史略〉，收

入自定稿 
1936 〈 唐 末 教 友 發 達 地

Khanfou 位置考〉 
《我存雜誌》4：2  

1936 〈明末清初杭州暨附

郭老天主堂考略〉 
《我存雜誌》4：3  

1936 〈我國聖教二十二種

名稱之考釋〉 
《我存雜誌》4：6、7 自 謂 係 寫 作 歷 史

專 題 研 究 文 字 的

第一篇 
1936 〈十七世紀時的杭州

修院事業〉 
《我存雜誌》4：9  

1936 〈廬陵鐵十字索引〉 《聖教雜誌》 撰於是年 
1936 〈十字聖架十一次顯

現中華考〉 
《聖教雜誌》 撰於是年 

1937 〈陳眉公祭楊侍御文

註釋〉 
《我存雜誌》5：3  

1937 〈明季西書七千部流

入中國考〉 
《新北辰》3：4 收入《自定稿》 

1937 〈明嘉靖葡人在寧波

被屠問題〉 
《新北辰》3：5  

1937 〈王石谷之宗教信仰〉 《新北辰》3：8 收入《自定稿》 
1937 《李我存研究》  杭州：我存雜誌社 專書，104 頁 
1937 〈 浙 江 外 來 宗 教 史 〉

（天主教、景教、摩尼

教、猶太教及回教） 

《國風》8：9、10 教 外 刊 物 發 表 文

章之始 

1937 〈東林黨與天主教〉  天津《益世報‧人文

週刊》24 
 

 
其特點：一、多係短篇考據性小文；二、主題絕大多數集於天主教史及浙江地區

史；三、研究取向與內容頗與陳援菴類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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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身之學的擴張—留寓西南時期，1939-1946 

 
    此階段杰人師學術生涯有兩大改變，其一，因杭州教區梅占魁主教之同意，

杰人師隨南京教區于斌主教轉往西南地區從事《益世報》復刊後之言論與學術副

刊編輯工作。其二，留寓昆明、重慶，乃「奎壁所聚，乃在西南」之中心地區，

杰人師初始因辦報邀稿結識甚多知名學者，繼而先後得浙大、復旦聘為史地系教

授，成為學院中人，研究、教學漸成主業。此期間，在昆明（1938-1941）杰人

師向之請益的學者計有陳寅恪、顧頡剛、毛子水、張維華、白壽彝、姚從吾、向

達及方國瑜諸先生。4在浙大（1941-1943）則與史地系、中文系教授往來最密切，

如張蔭麟、譚其驤、繆鉞（彥威）、王駕吾（煥鑣）及夏樸山等。移講復旦（1943-1946）

後，則與魯實先、鄧廣銘、胡厚宣、陳子展、全增嘏、徐誠斌等交往最多。因切

磋學術友朋益多，視野愈見寬闊，學術事業亦因而開展了新的境界。1942 年 8
月在《浙大文學院集刊》第二期發表〈拉丁文傳入中國考〉一文，成為其「第一

篇獨占一位的作品，被譽為早年作品之代表作。」5次年二月又在《思想與時代》

第十九期發表〈十七、八世紀來華西人對我國經籍之研究〉論文，自認係「用力

最深，耗時最多」的作品之一。同時參與《紅樓夢》研究之討論—由書中記載的

西洋器物考察該書著作之時代，於「紅學」研究中別闢蹊徑，更為學界所矚目。

1944 年先後結集論文出版《中外文化交通史論叢》（獨立出版社）及《中國天主

教史論叢》（中國公教真理學會）二書，杰人師以中西交通史研究見重史學界，

已無疑義。 
    此一期間，杰人師初任大學教職，初在浙大僅為函聘性質，不支薪俸。1941
年在浙大擔任「中西交通史」課程，1942 年則教授「元史」。到復旦後轉為專任，

1943 年任課：「初、中級拉丁文」、「中西交通史」。1944 年任課：「中西交通史」、

「南亞史」。1946 年第二學期任課：「中西交通史」、「意大利史」、「法國革命史」。
6其教學課目雖呈多樣，然教、研重心仍圍繞於中西交通史。 
    此期中杰人師學術生涯另一重要事件為大專院校教員資格之審查。1943 年

杰人師轉至復旦任教後，改為專任教職，其時教育部已開始審查大專院校教師資

格，杰人師於 1943 年 12 月 24 日由復旦向教育部申請教授資格之審定。所提證

件及著作清單為： 
    1.浙江大學教職員通訊錄 
    2.《李我存研究》 

                                                 
4 見方豪，〈我所認識的姚從吾先生〉，《傳記文學》16：5（1970.5），頁 38-42。 
5 杰人師自身似亦自豪該文：「拙著重在拉丁文在我國流傳之沿革，僅拉丁二字的異譯，在編印

《方豪文錄》時，找到了三十三種，現在增至四十種。我的辛勤處，也許這才可以說是我的得意

處」。見羅光，〈方豪六十自定稿的中西交通史論著〉一文附識，載《自定稿補編》（1970），頁

2782。 
6 參《老浙大檔案》，編號：53‧1-1220-3，教職員名冊。及《復旦大學歷史檔案》，編號：796、

801、813、819，各年教員名冊及任課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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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拉丁文傳入中國考〉7 
1944 年 2 月 17 日復旦接教育部學字第 7890 號函，指令轉知杰人師補報「學歷

及民國 27 年（1938）前服務經歷，並補繳學歷及服務證件」。杰人師得訊後，於

1944 年 3 月 14 日回覆復旦章益校長，略謂： 
 

查本人專攻拉丁文及中西交通史，並未在任何學校肄讀，民國二十七年

前亦未在任何機關服務，故無證件可以補繳。8 
 
校方接信後，以章益校長名義回覆教育部陳（立夫）部長： 
 

（上略）當經轉知去後，茲據復稱「查本人專攻拉丁文及中西交通史，

並未在任何學校肄讀」等情。查方豪先生學術湛深，對於史學頗多貢獻，

在屬校任教，成績亦稱優異，理合據情轉呈。9 
 
此函去後，久無訊息，直至 1945 年 4 月 26 日學字第 21626 號訓令核定杰人師副

教授資格。其以中西交通史研究見長，終獲國家正式之肯定，此為重要開端。 
    有關此階段之學術生涯，茲舉四信函為例，以概其時研究狀況。其一為方國

瑜先生致杰人師函，考該函應書於 1940 年 9 月 8 日： 
 

                                                 
7《復旦大學歷史檔案》，編號：2512，1949.9 各項移交清冊，教員未取去送審證件、著作清單。 
8《復旦大學歷史檔案》，編號：871，1941-1949 教員資格審查及獎懲事項。 
9 同上，〈章校長回覆教育部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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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函主要回覆杰人師詢問楊廷筠昆仲—楊廷康事，蓋廷康曾為雲南提督，因向專

研雲南地方史、民族史之方國瑜先生請教（時任教雲南大學）。經國瑜先生追查，

知道廷康為廷策之誤，提督為提舉之誤，且因（提舉）「與州官、知州同，職小，

如無政績與文學，恐其他事蹟不可考也」。 
    第二例為繆鉞先生致杰人師函（署十七日，年月未見，應不出 1941、1942
兩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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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中以《北齊書》所載「波斯狗」一事詢諸杰人師，「不知更有古於此者否」？

二人日常切磋問學可由此函窺知一二。 
    第三函為譚其驤先生回覆杰人師一函，主要討論東陽郡之地望、沿革問題（信

署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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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信應繫於 1943 年，按該年八月杰人師由浙大移講重慶北碚復旦大學，北碚有

舊屬東陽郡之說，杰人師因致函專治歷史地理學之譚其驤教授請教。譚氏竭半日

之力所得初步答案為：東陽郡恐為東宕渠郡之誤，函末並述及遵義物價情況，「此

豈非整個崩潰現象耶！」戰時學人生活苦況，此為一例證。 
    第四函為 1943 年 12 月 14 日向達致杰人師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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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係回覆杰人師為《真理雜誌》之約稿事宜，以「寫作一事一時無從談及，唯所

抄諸公教書籍尚在手邊，如吾兄所編雜誌可以披露一兩種，示知，當即寫副寄奉

也」。二人相交一心以學術為念，不及其他可概見也。此時期杰人師中西交通史

研究之成果： 
 

方豪治「中西交通史」第二時期（1938-1945）主要論著一覽表 
 
完成時間 論文名稱 發表刊物或出版社 備註 
1939 〈清初雲南之猶太教

人〉 
《益世報‧宗教與文

化》新 6 
易名〈清初宦遊滇

閩鄂猶太人〉，收

入《自定稿》 
1939 〈康熙測圖之新資料〉 《益世報‧宗教與文

化》新 33 
易名〈康熙測繪滇

黔輿圖考〉，收入

《自定稿》 
1942 〈拉丁文傳入中國考〉 《浙江大學文學院集

刊》2 
收入《自定稿》 

1942 〈 望 遠 鏡 傳 入 中 國 《思想與時代》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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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伽利略與科學輸

入我國之關係〉 
1942 〈明清之際中西血統

之混合〉 
《 益 世 報 ‧ 文 史 副

刊》14 
收入《自定稿》 

1942 〈《名理探》譯刻卷數

考〉 
《 益 世 報 ‧ 文 史 副

刊》20 
收入《自定稿》 

1942 〈徐霞客與西洋教士

關係之探索〉 
《徐霞客先生逝世三

百週年紀念刊》，浙大

文科研究所叢刊 4 

收入《自定稿》 

1942 〈南懷仁之漢文書法

與漢文尺牘〉 
《 益 世 報 ‧ 文 史 副

刊》21 
收入《自定稿》 

1943 〈十七、八世紀來華西

人對我國經籍之研究〉

《思想與時代》19 收入《自定稿》 

1943 〈相偷戲與打簇戲來

源考〉 
《 益 世 報 ‧ 文 史 副

刊》26 
收入《自定稿》 

1943 〈明末清初旅華西人

與士大夫之晉接〉 
《東方雜誌》39：5 收入《自定稿》 

1943 〈清代禁抑天主教所

受日本之影響〉 
《 益 世 報 ‧ 文 史 副

刊》42 
收入《自定稿》 

1944 《中外文化交通史論

叢第一輯》 
 重慶：獨立出版社 1942 年付梓 

1944 《紅樓夢新考》  重慶：獨立出版社 專書 
1944 〈十六世紀我國通商

港 Liampo 位置考〉 
《復旦學報》1：1 為 1937 年〈明嘉

靖 葡 人 在 寧 波 被

屠問題〉之續作，

收入《自定稿》，

改題〈浙江國際貿

易港 Liampo 考〉

1944 〈中國在日歐初期交

通史上之地位〉 
《真理雜誌》1：1 收入《自定稿》 

1944 〈順治刻本「西洋新法

曆書」四種題記〉 
《東方雜誌》40：8 收入《自定稿》 

1944 〈家譜中的天主教史

料—記玉山吳、徐二譜

及其他〉 

 收入《中國天主教史

論叢‧甲集》 
收入《自定稿》 

1944 〈杭州大方井天主教

古墓之沿革〉 
 收入《中國天主教史

論叢‧甲集》 
收入《自定稿》 

1944 《 中 國 天 主 教 史 論  重慶：商務印書館 專書，1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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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甲集》［中國公教

真理學會叢書］ 
1944 《徐光啟傳》  重慶：勝利出版社 專書，110 頁 
1945 〈十七、八世紀中國學

術西被之第二期〉 
《東方雜誌》41：1 收入《自定稿》 

1945 〈英國漢學的回顧與

前瞻〉 
《 中 央 日 報 》，

1945.12.20 
收入《自定稿》 

 

四、兩年北平經歷，1946-1948 

 
    抗戰勝利後兩年的「故都」經歷，在杰人師中西交通史治學過程中意義十分

重大，特獨立為一階段以彰顯之。北京是杰人師治學重心—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

流史之核心地區，是利瑪竇與徐光啟談道論學之處；北京又是民國以後公教「文

藝復興」奠基之所，他所景仰的英斂之、馬相伯與陳援菴心願所聚輔仁大學的所

在，他嚮往已久，至此終償宿願。 
    北平兩年，杰人師除在輔仁大學、天津津沽大學兼任教職外，並重回服務教

會事業之初衷—擔任新創立之上智編譯館館長、從事教內外文獻之編譯工作，同

時為北京總主教田耕莘樞機重要幕僚之一，經常處理相關學術文化之工作事務。 
    在研究工作上，杰人師到北平後，得以拜訪、遊歷慕名已久的人與地，與輔

大校長陳援菴的會面最具意義；對近在咫尺北堂圖書館藏書的參閱與瞭解最感慶

幸，惜工作過忙、時間過短，未能有進一步的利用。兩年中杰人師盡瘁於上智編

譯館的工作，自謂「未能一心治學，成績遠不如在浙大、復旦時期」。10但上智

編譯館的編譯工作在天主教史上自有其一定的重要意義。 
    田樞機主教與杰人師創辦上智編譯館有其高遠的理想與目標：效法佛教漢唐

時期輝煌的漢譯事業，以奠定公教中國化的基礎。11上智編譯館之編譯工作人手

不多（最初僅八人），工作依資料語文分，有英、法、德、日、義、拉丁等文字；

依資料性質分，則按辭典、神學、哲學、歷史、文藝各組分類。自 1946 年 9 月

館舍落成至 1948 年 7 月停止工作止，共出版書籍二十種，此外尚有已編譯完成

未及出版的四冊書（近四十萬字）。書籍內容包括論述、譯作、教義衍意、文獻

校釋、新知介紹及小說隨筆，以「七分對外，三分對內」的原則，積極爭取教外

人士對公教之瞭解。 
    除出版書籍外，杰人師在開館時即創刊《上智編譯館館刊》，更突顯杰人師

主持該館的工作旨趣。《館刊》之內容包含四方面，12其一為論著與館訊，前者

標舉該刊的學術性目標，後者報導該館工作概況。其二為作家動態、出版消息與

                                                 
10 方豪，〈回首二十年〉，《自定稿補編》，頁 2593-2595。 
11 田耕莘，〈我對於教會出版事業的熱望〉，《上智編譯館館刊》卷 1。 
12 見方豪，〈上智編譯館館刊的使命〉一文，載《上智編譯館館刊》卷 1，收入《方豪自定稿》

下冊，頁 2340-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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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介紹三欄，冀望成為教內外作者與作者、作者與讀者間交換意見與互通資訊

的平台。其三有書評一欄，期望建立教內人士一個「不客氣，然而是極公正論斷」

的場域，也希望得到教外人士的批評。其四有文獻目錄與書林偶拾兩欄，以發掘、

保存及整理教史資料為鵠的。自出刊後，以不足兩年之時間出版了三卷十三期的

《館刊》（計 1 卷 1 期，2 卷 6 期，及 3 卷 6 期）。以編輯人力與稿源大小而論，

《館刊》與當時一般性的學術性刊物相比，水準不差。1948 年《館刊》停刊後，

福建協和大學素研基督教史之陳增輝教授致函杰人師說： 
 

《上智編譯館館刊》因先生辭職，停止刊行，實為天主教文字界中墜一巨

星，至深惋惜。 
 
可代表學術界的一般看法。 
    居留北平兩年，雖然杰人師自認治學成績遠不如在浙大及復旦時期而有所遺

憾。其實杰人師在主持上智編譯館的兩年中，不但出版二十本書、十三冊館刊，

同時建立教會福傳的新模式，13樹立教會學術性期刊的新楷模﹔此外有此機緣得

以回歸奉獻教會事業、服務編譯館理想，並得以回饋栽培他的天主教會，亦屬難

得。只可嘆時間太短，杰人師在上智編譯館的努力，如黃昏夕陽一般，令人扼腕。

此一階段杰人師中西交通史研究之成績： 
 

方豪治中西交通史第三時期（1946-1948）主要論著一覽表 
 
完成時間 論文名稱 發表刊物或出版社 備註 
1946 〈中法文化關係史略〉 《 中 央 日 報 》，

1946.4.26 
收入《自定稿》 

1946 〈近年日人對於吾國

天主教之研究〉 
《上智編譯館館刊》 收入《自定稿》 

1946 〈三十年來的中國天

主教〉 
《公教教友手冊》 收入《自定稿》 

1947 〈考「性理真銓」白話

稿與文言底稿〉 
《 益 世 報 ‧ 人 文 周

刊》新 11 
收入《自定稿》 

1947 〈明清間譯著底本的

發現和研究〉 
《 大 公 報 ‧ 圖 書 周

刊》30、31 
收入《自定稿》 

1947 《 馬 相 伯 先 生 文 集 》

［二冊，續編］ 
北平：上智編譯館 編輯［續編明年出

版］ 
1948 〈讀吳漁山遺著雜記〉 《方豪文錄》 收入《自定稿》 
1948 《方豪文錄》 北平：上智編譯館 專書，收文 39 篇

                                                 
13 見趙建敏，〈北平上智編譯館在文字福傳上的貢獻〉，《第七屆中國天主教傳教史—中國教理講

授史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臺北：輔大，2001），頁 281-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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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臺三十年歲月，1949-1980 

 
    1949 年 2 月，杰人師由上海渡臺，轉任教於國立臺灣大學。來臺後杰人師

教學、研究方向頗有轉變，其一是對新近身之學—臺灣史之關注，其二是開始教

授宋史。14在臺灣長期安定的環境下，杰人師得以大展研究長才，研究成績遠過

大陸時期。以相關中西交通史領域之研究來說，初期研究康熙測繪臺灣地圖問

題，巧妙的將教士測繪地圖的貢獻與臺灣史研究連結。繼之研究宋泉州之祈風問

題，更係中外關係史過渡到宋史研究的津梁。加以五０年代以後，幾次利用出國

開會機會，瀛寰訪書，獲得之「新史料」甚多，因而新闢有關明末菲律賓華僑，

特別是有關天主教漢文文獻之新研究領域。其他有關研究雖多屬舊有研究課題之

擴大或深化，但對長期注意之問題，仍不斷蒐集新史料，因而有更臻完善之研究

成果，有關李之藻、吳漁山、馬相伯（良）、英斂之（華）之研究可為明證。 
    茲舉此一時期學人信函兩件，以概其餘。其一，梁嘉彬先生 1952 年 3 月 7
日致杰人師函： 
 

                                                 
14 杰人師開始教授宋史，似始於大陸時期。《復旦大學歷史檔案》，編號：828，1947-1948 教員

名冊，載卅七學年度第一學期方豪任課為：法國革命史、初級拉丁文及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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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函討論杰人師〈宋代泉州之祈風〉一文，以福州與琉球間之交通史料「去舶以

孟夏以後，必得西風或西南風乃行」補充福建等地東行（北行）者乘四月之西風，

實為的論。 
    其二為袁同禮先生（前北平圖書館館長，時在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供職）1954
年 2 月 17 日致杰人師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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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函為馬可孛羅誕生七百年紀念，歐美學界為謀慶祝，徵求論文於杰人師，袁氏

應以國人關於馬可波羅之譯作目錄，送請杰人師補充。杰人師隨即於該年(1954)
四月二十八日發表〈國人關於馬可波羅之著作〉一文於《中華日報‧圖書雙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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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來臺後，能切磋中西交通史之友朋明顯轉稀，杰人師有關中西交通史之研究雖

仍甚眾，但杰人師有如是之感嘆： 
 

來臺以後，斯學反覺寂寞，每念故人，不勝欷歔！16 
 
    此時期間杰人師發表之重要論文目錄如下： 
 

方豪治中西交通史第四時期（1949-1980）主要論著一覽表 
 
完成時間 論文名稱 發表刊物或出版社 備註 
1949 〈康熙五十三年測繪

台灣地圖考〉 
《文獻專刊》1：1 收入《自定稿》 

1949 〈台灣方志中的利瑪

竇〉 
《協大學報》1 收入《自定稿》 

1950 〈康熙五十八年清廷

派員測繪琉球地圖之

研究〉 

《臺大文史哲學報》 收入《自定稿》 

1950 〈吳漁山先生「天樂正

音譜」校釋〉 
 自印［與鄭騫先生共

同校訂］ 
專書，收入《自定

稿》 
1951 〈日本華化的最高時

期〉 
《大陸雜誌》2：4 收入《自定稿》 

1951 〈北堂圖書館藏書志〉 《新思潮》3 收入《自定稿》 
1951 〈宋泉州等地之祈風〉 《臺大文史哲學報》3 收入《自定稿》 
1952 〈台灣天主教史略〉 《台南文化》2：2  
1952 〈嘉慶前西洋音樂流

傳中國史略〉 
《大陸雜誌》4：10  

1952 〈嘉慶前西洋畫流傳

我國史略〉 
《大陸雜誌》5：3  

1953 《 中 西 交 通 史 ［ 1-5
冊］》 

 臺北：中華文化出版

事業委員會 
專書 

1953 〈中國文化對西方的

影響〉 
《中國文化論集》 收入《自定稿》 

1953 〈明清西洋機械工程

學、物理學與火器入華

考略〉 

《學術季刊》2：1 收入《自定稿》 

1953 〈嘉慶前西洋建築流 《大陸雜誌》7：6  
                                                 
15 方豪，〈國人關於馬可波羅之著作〉，《方豪自定稿》下冊，頁 2130-2132。 
16 方豪，〈六十年來之中西交通史〉，《華學月刊》25（1974.1.21），頁 31-46。 



29 
 

傳中國史略〉 
1953 〈中國經營西域史略〉 《邊疆文化論集》2 收入《自定稿》 
1953 〈敦煌學發凡〉 《邊疆文化論集》3 收入《自定稿》 
1954 〈張騫的事功和影響〉 《 國 史 上 的 偉 大 人

物》2 
收入《自定稿》 

1954 〈國人關於馬可波羅

之著作〉 
《中華日報‧圖書雙

週刊》5 
收入《自定稿》 

1954 〈十五六世紀南洋華

僑史事叢記〉 
《華僑問題論文集》 收入《自定稿》 

1954 〈利瑪竇交友論新研〉 《臺大文史哲學報》6 收入《自定稿》 
1955 《 中 國 近 代 外 交 史

［一］》 
 臺北：中華文化出版

事業委員會 
專書，216 頁 

1955 〈中國在日歐初期交

通史上的地位〉 
《中日文化論集》2  

1955 〈馬相伯先生生平及

其思想〉 
《民主評論》6：8-15  

1956 《華僑移殖簡史》  臺北：海外出版社 專書 
1956 〈元以前越南在中外

交通史上之地位〉 
《中越文化論集》2 收入《自定稿》 

1956 〈吳漁山「哭司祭羅先

生」詩箋釋〉 
 香 港 《 公 教 報 》，

1956.4.8 
收入《自定稿》 

1956 〈利瑪竇年譜〉 《中義文化論集》 收入《自定稿》 
1959 〈「西藏學」的開拓者〉 《文星》4：1 收入《自定稿》 
1959 〈明末菲律賓華僑採

用之聖教經文與譯名〉

《新鐸聲》4：26  

1960 〈馬相伯先生籌設函

夏考文苑始末〉 
《大陸雜誌》21：1、

2 
收入《自定稿》 

1961 〈由順治八年福建武

闈試題論鄭氏抗清的

主力〉 

《大陸雜誌》22：6 收入《自定稿》 

1962 〈英斂之先生的生平

和著述〉 
《大陸雜誌》特刊 2  

1962 〈明末清初天主教比

附儒家學說之研究〉 
《臺大文史哲學報》

11 
收入《自定稿》 

1962 〈徐光啟家書考釋〉 《大陸雜誌》25：8、

9 
收入《自定稿》 

1962 〈「皇明經世文編」與

「徐文定公集」〉 
《大陸雜誌》25：11 收入《自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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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徐文定公裔孫世系

記略〉 
《恆毅月刊》12：4 收入《自定稿》 

1963 〈清末維新政論家何

啟與胡禮垣〉 
《新時代》3：12 收入《自定稿》 

1964 〈王徵之事蹟及其輸

入西洋學術之貢獻〉 
《臺大文史哲學報》

13 
收入《自定稿》 

1965 〈台北市基督教志略〉 《臺北文獻》8  
1965 〈從中國典籍見明清

間中國與西班牙的文

化關係〉 

《中國與西班牙文化

論集》 
收入《自定稿》 

1966 《李之藻研究》  臺北：商務印書館 專書，246 頁 
1966 《二十世紀之天主教》  臺北：正中書局 專書，139 頁 
1967-1973 《中國天主教人物傳

［三冊］》 
 香港：公教真理學會

及臺中光啟社 
專書 

1967 〈從「順風相送」探索

鄭和或其他同時出使

人員來台澎之可能性〉

《東方雜誌》1：2 收入《自定稿》 

1967 〈明萬曆間馬尼拉刊

印之漢文書籍〉 
《現代學苑》4：8 收入《自定稿》 

1967 〈吳漁山先生「三餘

集」校釋〉 
《現代學苑》4：12 收入《自定稿》 

1968 〈吳漁山先生「三巴

集」校釋〉 
《中央圖書館館刊》

1：3 
收入《自定稿》 

1968 〈中國天主教學術研

究之方向〉 
《東方雜誌》2：6 收入《自定稿》 

1969 〈清初通曉滿蒙語文

及曾出關之西洋教士〉

《故宮文獻》1：1  

1969 《方豪六十自定稿》  臺北：自刊 專書 
1969 〈吳漁山神父領洗年

代、進鐸地點及拉丁造

詣考〉 

《天主教學術研究所

學報》1 
收入《自定稿》 

1970 〈「遵主聖範」的四種

基督教漢譯本〉 
《天主教學術研究所

學報》2 
 

1971 〈十六七世紀中國人

對澳大利亞地區的認

識〉 

《政治大學學報》23  

1971 〈從歷史文獻看中國

在台澎的主權〉 
《東方雜誌》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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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 〈「日本一鑑」和所記

釣魚臺〉 
《東方雜誌》5：4  

1971 〈與勵耘老人往返書

札殘賸稿〉 
《傳記文學》19：5；

20：4、5 
 

1972 〈故宮博物院現存乾

隆間天主教檔案〉 
《天主教學術研究所

學報》4 
 

1973 〈明末馬尼拉華僑教

會之特殊用語與習俗〉

《現代學苑》10：5  

1973 〈萊頓漢學院藏呂宋

明刻漢籍之研究〉 
《東方雜誌》6：12  

1973 〈呂宋明刻「無極天主

正教實錄」之研究〉 
《天主教學術研究所

學報》5 
 

1973 〈清代旗人之信奉天

主教與遭禁〉 
《故宮文獻》4：4  

1974 〈六十年來之中西交

通史〉 
《華學月刊》25  

1974 《方豪六十至六十四

自選待定稿》 
 自刊 專書 

1974 〈英斂之先生年譜及

其思想〉 
《臺大歷史學報》1  

1974 〈乾隆十三年江南教

難案始末〉 
《華崗學報》8  

1975 〈明末傳入的西洋教

育〉 
《東方雜誌》8：11  

1975 〈明末清初多瑪斯事

蹟及學說傳入我國考〉

《大陸雜誌》50：6  

1975 〈馬相伯先生年譜新

編［上］［下］〉 
《天主教學術研究所

學報》6、7 
 

1976 〈耶穌基督漢文異譯

考初稿〉 
《中研院總統蔣公逝

世週年紀念論文集》 
 

1977 〈明代中國航海圖籍

上所見台澎諸島嶼與

針路〉 

《臺灣人文》創刊號  

1978 〈韓國海底撈獲中國

古物初探〉 
《東方雜誌》11：7  

1978 〈呂宋明刻「格物窮理

錄便覽」之研究〉 
《中研院成立五十週

年紀念論文集》 
 

1978 〈國人對「也里可溫」 《食貨月刊》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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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再認識〉 
1979 〈再論王石谷與天主

教的關係〉 
《大陸雜誌》59：6  

1980 〈記「神奇非洲小青

石」初傳中國〉 
《聯合報‧萬象版》

1980.9.30 
 

1980 〈為我國傳入吸毒石

的石鐸琭〉 
《聯合報‧萬象版》

1980.10.6 
 

1980 〈「本草補」新鈔略：

有關奇功石、辟驚石、

日精油、鍛樹皮、呂宋

果的記載〉 

《聯合報‧萬象版》

1980.10.13 
 

1981 〈殘存於台灣、香港現

行曆書中之摩尼教痕

跡〉 

《中央研究院漢學會

議論文集》 
出 版 於 方 師 去 世

後 

 

                        六、結語 

 
    綜觀杰人師的中西交通史研究事業，是一路伴隨民國新史學—史料學派的崛

起而發展的。一九二、三０年代杰人師就讀修院時期，他即好讀各大學及研究機

構的學術期刊，努力從中學習「歷史專題研究」的寫作方法。自謂在拜讀傅斯年、

董作賓、陳寅恪、羅常培、趙元任、胡適、陳垣、孟森、劉半農等人的文章後，

「揣摩又揣摩，學習又學習，窺到了一點門徑」。因此他的史學觀念及行文方法，

實以史料學派為依歸。而他的實踐，更彰顯了史料學派的真精神。按傅孟真在《歷

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發刊宣言〈歷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說： 
 

一、 凡能直接研究材料，便進步。 

二、 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研究的材料便進步，不能便退步。 

三、 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作研究時應用的工具的便進步；不能的，則退

步。 

…     

總而言之，我們不是讀書的人，我們只是上窮碧落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  

西！ 17 

 

  誰的研究成果最足以彰顯傅氏的理念？誰的研究進程是傅氏旨趣的最佳註

腳？個人以為，捨杰人師外，尚難尋覓更適當的人選。杰人師的研究領域中，又

                                                 
17 傅斯年，〈歷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歷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1 本第 1 分（1928.10），

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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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最足以闡釋傅氏之說。中西交通史之學自二十世紀初興，本

身就是一門新興的學科、新興的領域。它最大的特色即在以發掘新資料來闡明中

西交往史上往昔不曾注意的課題，它必須直接研究材料，而且是直接研究原始材

料。至於能否擴張研究的材料與擴張研究的工具，實為史料學派者研究歷史能否

突破的關鍵方法論，多數學者均難以做到。杰人師自謂其個性「善於找資料及題

目」。每能在舊課題中尋出新史料，以增強舊作的說服力，實為其一生治學之明

顯特徵。而其治中西交通史之語言工具：拉丁文及法文，則係其能在此一領域遍

尋新資料、做出新解釋、進而漸露頭角，並終能勝出其他學者的關鍵因素。杰人

師治中西交通史的歷程，實將史料學派的觀點、見解及作法，闡釋盡淨。無怪乎

抗戰時期傅斯年嘗致書杰人師云： 
 

伏念今日治近代中西交通史者不一家，各有所成，而先生以司鐸為此，其

拉丁文之根柢，迥異眾人，即此一端已著先鞭。此所謂「扼管鑰，據形勢」

者也，前程可畏哉！18 

 
杰人師是史料學派的健將，是「新會學案」第一傳人，實當之而無愧！ 

                                                 
18 傅斯年致方豪函，1931 或 1932.1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