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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紀念富安敦先生

陳金華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加拿大）

Antonino Forte [1940 8 6 –2006 7 22 ]  

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  

Matteo Ricci  1552–1610  1368–1644  

1

1  對羅明堅的漢語著作西譯，可參羅瑩《耶穌會士羅明堅〈中庸〉拉丁文譯本手稿

初探》，《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2015 年總第 42 卷，第 119–145 頁；麥克雷（Michele 
Ferrero） 著，張晶晶譯，《〈論語〉在西方的第一個譯本：羅明堅手稿翻譯與研究》，《國

際漢學》2016 年第 4 期，第 23–28 頁；梅謙立、王慧宇《耶穌會士羅明堅與儒家經

典在歐洲的首次譯介》，《中國哲學史》，2018 年第 1 期，第 118–12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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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2

Matteo Ripa 1682–1746  
3

C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 4 1723

Pope Clement XII 1652–1740  

Collegio dei Cines  
5 1861

2  對於利瑪竇的巨大中西交流貢獻，其中他在中國傳播西學可參梅曉娟、周曉光《利

瑪竇傳播西學的文化適應策略——以〈坤輿萬國全圖〉為中心》，《安徽師範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 年第 6 期，第 716–721頁；林金水《利瑪竇輸入地圓學說的

影響與意義》，《文史哲》，1985 年第 5 期，第 30–36 頁；龔纓晏《利瑪竇在南昌期間製

作的日晷》，《清華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 年第 2 期，第 95–100 頁。羅明

堅與其所編寫的詞典，可參王銘宇《羅明堅、利瑪竇〈葡漢辭典〉詞彙問題舉隅》，《勵

耘語言學刊》，2014 年第1 期，第138–150 頁。
3  對此研究可參韓琦《馬國賢與西方銅版印刷的傳入——從中西文獻看〈御制避暑

山莊三十六景詩圖〉的製作》，《中國印刷》，2007 年第 11 期，第 106–109 頁。
4  對其研究可參專書 Cécile Beurdeley and Michel  Beurdeley, Giuseppe Castiglione: 

A Jesuit Painter at the Court of the Chinese Emperors, London: Lund Humphries, 
1972. 以及 Marco Musillo, “Reconciling Two Careers: The Jesuit Memoir of Giuseppe 
Castiglione Lay Brother and Qing Imperial Painter,”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42, 
no. 1 (2008): 45–59. 中文研究可參楊伯達《郎世寧在清內廷的創作活動及其藝術成

就》，《故宮博物院院刊》，1988 年第 2 期，第 3–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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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72 1972–73

643–712  金 690–705  

S.2658 S.6502

5  此學院的創立，可參夏泉、馮翠《傳教士本土化的嘗試 ：試論意大利傳教士馬國

賢與清中葉中國學院的創辦》，《世界宗教研究》，2010 年第 3 期，第 77–85 頁。
6  Political Propaganda and Ideology i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h Century.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uthors and Functions of the Tunhuang Document S. 6502, 
Followed by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Napoli: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1976. 
此書在富安敦先生去世之前的 2005 年又在京都的意大利東方學研究所出版了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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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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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Eugène Pelliot 1878–1945 Paul Demiéville

1894–1979  

1972

1973

1879–1936  S.26588

7  對此可參《舊唐書》卷一八三《薛懷義傳》：“[ 薛 ] 懷義與法明等造《大雲經》，陳

符命，言 [ 武 ] 則天是彌勒下生，作閻浮提主，唐氏合微。故 [ 武 ] 則天革命稱周。” 

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第 4742 頁；另參宋代編撰之《資治通鑑》卷二○四，“載

初元年（690）秋七月”條 ：“東委國寺僧法明等撰《大雲經》四卷，表上之，言太后

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為閻浮提主，制頒於天下。” 北京：中華書局，1956 年，第 6466
頁。對此二材料較新的討論，可參呂博《明堂建設與武周的皇帝像——從 “聖母神皇” 

到 “轉輪王”》，《世界宗教研究》2015 年第1 期，第 42–58 頁。
8  此卷首尾殘，故矢吹將之擬題為 “武后登極讖疏”。關於此卷的研究及其文獻

展開，見矢吹慶輝《三階教の研究》，第三部附篇《二、大雲経と武周》，第 686–742
頁，東京 ：岩波書店，192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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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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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陳寅恪《武曌與佛教》，《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 ：三聯書店，2001 年），第

137–155 頁，原載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二分 ；又收

於張曼濤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六冊，臺北：大乘文化，1977 年，第 131–147 頁。
10  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北京 ：中華書局，1982 年，第 198–19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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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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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1985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1   《資治通鑑》卷二○四，“垂拱四年” 條，北京：中華書局，1956 年，第 6448 頁。
12  明堂遺址曾經有過考古發掘，具體見王岩、楊煥新、馮承澤《唐東都武則天明

堂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88 年第 3 期，第 227–230 頁。關於明堂的研究，還可

參考孫英剛《佛教與陰陽災異 ：武則天明堂大火背後的信仰及政爭》，《人文雜誌》，

2013 年第 12 期，第 82–90 頁；與蘇頌《武則天明堂考述》，《溫州大學學報》（社會

科學版），2015 年第 2 期，第 100–105 頁。
13  Mingtang and Buddihist Utopias in the History of the Astronomical Clock: The 

Tower, Statue and Armillary Sphere Constructed by Empress Wu, Roma & Paris: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88.



      xvii

1976–1985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 1900–1995  

673–727  690–?   960–1279   1020–

1121  

691–692 686–689

686–689

   

  

  

686

686 2

 688  689



xviii     陳金華

685  689

 705–710 762

 

1984

Italian School of East Asia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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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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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14 

15 

14  The Hostage An Shigao and His Offspring: An Iranian Family in China, Kyoto: 
Istituto Italiano du Cultura, Scuola di Studi sull'Asia Orientale, 1995 , 1995.

15  對此書的書評則至少有： Stephen Teiser, “Antonino Forte, The Hostage An Shigao 
and His Offspring: An Iranian Family in China. Italian School of East Asian Studies, 
Occasional Papers  6,” Arts Asiatiques 52, no. 1 (1997): 160–161; Erik Zürcher, “Review: 
The Hostage an Shigao and His Offspring: An Iranian Family in China”,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84, Fasc. 1/3 (1998), pp. 173–177; Albert Welter, “The Hostage An 
Shigao and His Offspring: An Iranian Family in  China,”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6, 
no. 2 (1999): 434–439. 中文書評則有榮新江《安世高與武威安姓─評《質子安世高及

其後裔》》，收入黃時鑒編《東西交流論譚》，上海 ：文藝出版社，1998，第 356–379 頁

（後收入氏著《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北京：三聯書店，2001 年，第 427–44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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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

1991 10
16 

16  A. Forte, “An Shigao 安世高 and his Descendants,” Bukkyō shigaku kenkyū 佛
教史學研究 (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XXXV.1 (July 1992), pp.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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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9–623  

17  

17  富安敦先生的著作目錄，可參其哲媛 Erika Forte, “Antonino Forte – Lis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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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ōbōgirin: 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e bouddhisme d’après les sources chinoises et 

japonaises 1929

Paul Demiéville 1894–1979 Jacques Gernet 1921–

2018 Hubert Durt 1936–2018 Anna Seidel 1938–

1991  18 

 

publications”,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Volume 30, 
Number 1–2 2007 (2009), pp. 17–32.

18  如 “Chōsai 長齊 ” (Prolonged Fast), in Hōbōgirin 法寳義林 [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u Bouddhisme d’après les sources chinoises et Japonaises] V 
(l979), pp. l35–l64 (with collaboration of Jacques May); “Daiji 大寺 (Chine)” (Great 
Monasteries in China), in Hōbōgirin VI (l983), pp. 682–704; “Daishi 大師 ” (The Title 
of Grand Master in China and Japan), in Hōbōgirin VII (l994), 1019–1034; “Daisōjō 
大僧正 ” (Grand Rector of the Saṃgha), in Hōbōgirin VIII (2003), pp. 1043–1070; 
“Daitoku 大徳 ” (The Title of Great-Virtue), Hōbōgirin 法寳義 林 VIII (2003): pp. 
1071–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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