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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敗朝鮮傳教計劃始末考

文英傑

上海大學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研究員

一、引盲

被譽為「中國聖教三大石柱」的徐光敢( 1562-1633) 

留下了許多流傳甚廣的歷史軟事，徐光敢曾試圖親赴朝鮮

傳教，即是其中的一個傳奇故事。徐光敢朝鮮傳教的計畫目，

不僅對這位偉人形象的全方位建構有著重要的意義，而且

對韓國天主教的開教始源研究，以及對耶穌會在遠東早期

活動的研究也有重大的意義。所以，西方、中國還有韓國，

甚至日本的天主教研究者，也對徐光獻的朝鮮傳教計劃給

予了關注。 l{E3_看似廣為人知的這傳奇，深入觀其細微之處

時，筆者卻發現故事結構不完整、各自撰述有不同、援引

史料不準確、事實關係需究明等等問題。也就是說，似乎

人人都可以講「徐光敢曾有過朝鮮傳教計劃 J '但或許僅

1 西方學者的研究有 Daniello Bartoli, Dell' histori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v: I'Asia (Rome: 

Nella Stamperia del Varese, 1663) ; Aloys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臼

sur Les Jésuites de L切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Shanghai: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Ca曲。lique， 1932) ; George H. Dunne, Generation of Giants: The Story of the Jesui臼

in China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 (South Bend: Note Dame Universi旬，

1962) ; Ruiz de Medina, Origines de la Iglesia Cαtolica Coreanα desde 1566 hasta 1784 

segun documentos ineditos de la epoca (Roma: Insti訕訕m Historicum 凹， 1986) ;中國學者
的研究有羅光， {徐光敢傅} (台北傳記文學， 1982) 初曉波， {從華夷到萬國的

先聲 徐光敢對外觀念研究}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8) ;韓國學者的研究如

崔爽右， {韓國天主教的歷史} (首爾韓國教會史研究所， 1982) 崔爽右著，趙玄

範、徐貞華譯， {在朝鮮最初大牧區的設定及天主教的起源} (首爾。韓國教會史研究

所， 2012) ;日本學者的研究有。浦川和三郎， {朝鮮殉教史} (大阪全國書房， 1944) ; 

姜在彥， {西洋之朝鮮.老仿異文化格仿歷史} (東京 文藝春秋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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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句話而已，若要講述其具體來龍去脈，頓感難圓其說。

因此，本文通過梳理現有研究成果，並考據相關史料，試

將把徐光敢朝鮮傳教計劃的前後始末展現出來，謹此為徐

光敢研究添磚加瓦。

特別要指出的是，筆者至今未能發現徐光敢本人對「朝

鮮傳教」計劃留下一點文字記錄。 2目前在眾多的徐光敢相

關中文資料當中，關於徐光敢朝鮮傳教計劃較為廣傳的參

考資料，則是法國耶穌會士費賴之 (Louis A10ys Pfister, 

1833-1891 )在《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es Jesuites de 

!'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中的一段記錄。 3費賴之稱: r仇

教之事未息」之時，畢方濟 (Francesco Sambiasi, 1582-1649) 

來到北京徐光敢處;那時徐光敗主張派大臣赴朝鮮征兵，

朝廷許可;徐光敢準備帶同畢方濟去朝鮮傳教，並準備攜

帶利瑪寶的著作;即將出發時，有大臣反對說，派徐光敢

出國會影響朝政，建議派另外人選;結果徐光敢朝鮮傳教

計劃就失敗。 4續費賴之之後，榮振華(Joseph Dehergne, 

"的-1990) 又補充了一句費賴之未提到的信息: I他〔單

方濟〕於同一時代籌劃了一次前往朝鮮的旅行。 J 5另外同

2. 如王重民， {徐光敘}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梁家勉， {徐光政年譜} (上

海 上海古籍， 1981) 梁家勉著，李天剛增補， {增補徐光居全年譜} (上海上海古

籍， 2011) 陳偉平、李春勇， {徐光敢評傳}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6) ;以

及中國天主教人物史研究的權威著作，方豪的〈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 (三冊，北京﹒

中華書局， 1988) 上冊也沒有對徐光敢「朝鮮傳教」計劃的記述。

3 費賴之， (畢方濟> '載費賴之著，馮承鈞譯， {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 (兩冊，

北京，中華書局， 1995) ，上冊，頁 143 ;費賴之著，馮承鈞諱， {入華耶穌會士列傳》

(長在þ ﹒商務印書館 '1938) ，第一冊，頁 164 。

4. 在此處，費賴之標注為“Relation de 1621 , in Histoire de ce quis'est pasese, p. 251; Bartoli, 

Ci凹， p. 697; Relation de 1621 , op.cit., pp.206 seq." ，見費賴之著，馮承鈞譯， {入華耶
穌會士列傳} ，第一冊，頁 164 。中國學者周萍萍也曾提及徐光敢朝鮮傳教計劃，雖然

周萍萍沒有標注援引出處，但從字面上看 9 與費賴之的這段記述同出一轍。參見周萍萍，

〈十八世紀天主教開教朝鮮半島之曲折> '載《廣西社會科學} 2003 年第 2 期，頁 135 0

5 榮振萃 ， (畢方濟> '載榮振華著，耿昇譯， {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 (兩冊，

北京 中華書局， 1995) ，下冊，頁 592 。榮振華在此標注了史料出處 I {日本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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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期來華工作的葡萄牙耶穌會士伏若望 (Joao Froes, 

1590-1638) ，也提到徐光敢朝鮮傳教計劃，但沒有標明具

體的根據來源。 6

而後來研究者的記述，大多與費賴之接近。韓國學者崔

寶右也主張徐光般是策劃者，並補充說徐光敢「向耶穌會請

求派幾名隨同的耶穌會士J '而對畢方濟卻隻字未提。 7 日

本學者浦川和三郎雖沒有標注援引出處，但與費賴之幾乎

相同，只是多了一句「徐光敢勸誘畢方濟，計劃讓他與其

同行J 的記述。 8同樣，美國學者鄧恩 (George H. Dunne) 

也沒有標注出處，但全文與費賴之基本相同。 9還有台灣學

者羅光明確地講述說，印制的書籍就是利瑪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 的《天主實義> 0 10羅光對此並未標注，而中國

學者顧衛民在其研究中，卻直接援引羅光的這殷論述。 11

另有一個需要關注的是中國學者初曉波的論述。初曉

波也參考了費賴之，但又提供一個前面研究者沒有提及過

的線索，那就是，所謂的〈畢方濟給總部的報告〉。初曉

波注明，該早方濟的報告內容源自日籍韓人學者姜在彥的

《西洋與朝鮮:異文化格鬥的歷史> 0 12筆者追朔到姜在彥

的研究則發現，姜在彥又是援引梅迪納 (Ruiz de Medina, 

1927-2000) 的《遙遠的高麗一一十六世紀韓國間教和日本

國資料集> '載《耶穌會羅馬檔案> '卷十六，頁 49-52 0 J 
6. 伏若望著，董少新譯， <徐保祿進士行實 (1634) > '載《澳門歷史研究> 6 (2007) 

頁 157-158 。

7. 崔寞右， <韓國天主教的歷史> '頁 11 0 崔責右標注史料出處為:“Relatione delle cose 

più notevolli scritta negli anni 1619, 1620, 1621 della C凹， (Ro血a: 1624), p.72." 

8 浦川和三郎， <朝鮮殉教史> '頁 23-24 。

9 趴血ne， Generation ofGia帥， p. 153 ;也見鄧恩著，余三樂、石蓉譚， <從利瑪賞到湯若
望 晚明的耶穌會傳教士> (上海:上海古籍， 2003) ，頁 137 。

10. 羅光， <徐光敢傳> (台北:傳記文學， 1982) ，頁 112 。

11 顧衛民， <早期中國與朝鮮天主教的若干聯舉> '載《韓國研究論叢> 1998 年第 00 期，

頁 174-175 。

12 初曉波， <從華夷到高國的先聲> '頁 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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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會} 0 13梅迪納的這部力作中， 14專門有一章節為「在

中國進行的計劃:龍華民、單方濟和徐光敢J '記述當時

發生的朝鮮傳教一事， 15而梅迪納的這段研究，基本上就依

據該〈畢方濟報告〉

二、〈畢方濟報告〉和〈傅泛際報告〉

所謂的〈早方濟報告> '即是於一六二0年四月三十

日早方濟在天津寫給當時耶穌會總會長維泰勒希 (Muzio

Vitelleschi) 的信函。 16在此，筆者根據梅迪納書的附錄， 17 

摘譯有關朝鮮計劃的部分。

寫信人:畢方濟;收信人:總會長維泰勒希;

日期:天津，一六二0年四月二十日

......在這個國家發生對我們耶穌會的逼迫以後， ....中

國傳教區院長龍華民神父，決定讓我離開南方 3 遺派我到北

方，目的是為了讓我遇到機會時進入朝鮮，或去俠西開展新

13. 姜在彥， <(西洋之朝鮮} ，頁的-44 。

14 梅迪納神父，出生於西班牙馬德里，自一九五四年起在日本活動的耶穌會士，一九人一

年調到羅馬耶穌會歷史研究所，負責日本天主教研究部。 Juan G. Ruiz de Medina, 

Origines de la Igl四ia Catolicα Coreαna desde 1566 hωta 1784 segun documentos ineditos 

de la epoca (Rorna: Instituturn Historicurn S.1. ' 1986) 。該書被譯成多種語言，日文版為 J

G. 兒干久、于J( T l' 于， <(遙力、 fj: 志高麗 十六世紀韓國開教之日本于工又、又會} (東

京:近藤， 1988) ;韓文版為梅迪納著，樸哲諱，<(韓國天主教會傳來的起源 (1566-1784) } 

(首爾西江大學校出版部 '1989) ;英文版為 The Catho/ic Church in Korea: Its Origi肘，

1566-1784 (trans. Jobn Bridg間; Rorna: Isti個to Storico S.I., 1991) 。

的 Medina， Origin四 de la Iglesia Cato /ica Coreana d.臼de1566h卸的 1784 segun documentos 

ineditos de la epoca, pp. 120-122 
16. 維泰勒希， Muzio Vitelleschi (或 Mutio 、 Mutius' 1563-1645) ，意大利耶穌會士， --五

八三年加入耶穌會，一六一五年當選為耶穌會第六任總會長。榮振華著，耿昇譯， <(在

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 ，上冊，頁 378 ;費賴之譯為「威特勒斯奇J '見費賴之

著，馮承鈞譯， <(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 ，上冊，頁 66 0

17. Sarnb自由， Addressed to: Muzio Vitelleschi, General of the Order, in Medi凹， Origin臼仰的

Iglesia Catolica Coreana d.臼de 1566 h目的 1784 segun documentos ineditos de la epoca, pp. 

274-275 。該書信收藏於羅馬耶穌會檔案館(Archivu血 Rornanurn Societatis Iesu [ARSI]) , 

書目為「日本， 161 1 4則 ，原文是意大利文。

208 



徐光敵朝鮮傳教計劃始末考

的傳教專業。......我坐船歷經四個月的旅程，抵達了北京城

稱作天津衡的地方。博士開悉，就吩咐與他一親戚來迎接

我， ......後來應博士的邀請，我住進博士的宅院，寄居在博

士住宅內的書房里，另有一位修士和兩位信徒陪同我。

...博士知道我肩負朝鮮傳教的任務，就利用目前與滿

清的戰事，試圖以組建軍隊的理由去說服皇帝，讓皇帝派遣

自己到朝鮮王園，借此機會秘密帶向我一間前去，在那里傳

播我們至聖的信仰。而那是向中國朝貢的國家，所以，如果

博士能獲得如此重要的任命，就能得到朝鮮國王在內的許多

皈依者。

為了這一計劃，博士數是上疏，極力陳述各種大膽的策

略。......他的眾多策略之一，就是，建議皇帝派大臣赴朝鮮，

訓練朝鮮軍隊，確保聯合抗滿的實施。官吏墨土皇帝的所有

上疏，都要通報於朝廷各部，這是中國的慣例，所以，皇城

內外所有官吏都看到了博士的嚴謹而合理的邏輯和主張，並

異口同聲地稱皇帝能接納徐光放的建議就好了。......結果，

所有的人都選擇了博士為這次冒險行俊的人選，一致向皇帝

懇請批準博士的詩願 o 皇帝同意，任命博士為特俊，並賦予

在朝鮮的極大的特權。於是，博士準備立即出發(我也正要

與他同去，因為我的上級已經給我許可)。

正當這時，一位閑老(相當於一位我們國家的顧問議員)

出來阻擾，向皇帝提出非常雄辯的上疏稱，時下把博士這樣

的重要人物派往國外，是不明智的舉措，建議皇帝應該任命

他，負責皇官和王國的防禦和保護事宜。因那位閣老的建議，

皇帝改變主意，改變原來的任命，賦予博士在國內訓練軍隊

的新任務，同時把博士的職位晉升五個等級。就這樣，剎那

之間所有計劃成了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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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天津街，北京府的一個城鎮，距離皇宮兩天的路程

一六二0年四月，復活節第二天，畢方濟

通過〈畢方濟報告> '可以較為完整地呈現出徐光敢

朝鮮傳教計劃的始末，但筆者發現，還存在一份重要的資

料，它可以補充這段歷史的還原。那就是葡萄牙耶穌會士

傅泛際 (Francisco Furtadom. 1589-1653) 留下來的一份資

料一一〈傅泛際報告> 0 18 

梅迪納在其書中附錄〈單方濟報告〉之後，緊接著也

收錄了〈傅泛際報告> 0 19筆者感到意外的是，梅迪納在探

討徐光敢朝鮮傳教計劃時，不知何故，卻沒有引用該資料

中相闊的內容。 2。在此，筆者根據梅迪納書中的附錄，摘譯

〈傅泛際報告〉中有關朝鮮計劃的部分。

題目: <一六一九年，仕宜徐光放> ;寫信人.傅泛際，

收信人:無

日期:澳門，一六二0年十一月一日

......他再次向皇帝上疏請願派遣使臣赴朝鮮，向朝鮮

的支援表示謝意，弔念戰死的朝鮮將士，訓練朝鮮軍隊的

戰術策略。並且表示，只要皇帝允許，情願自己擔當這一

使命。保祿的計劃是，借此機會帶幾名傳教士過去，也許

能夠讓朝鮮圓王皈依福音，因為他會恭敬地迎接這中國皇

帝授權的特使。

18 傅泛際，又稱傅泛濟，其生平參見費賴之， <傅泛際> '載費賴之著，馮承鈞譯， {在

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白} ，上冊，真 156-158 ;榮振華， <傅泛濟> '載榮振華著，耿

昇課， {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 ，上冊，頁 251 。

19. Fu自由， ωThe Mandarin Hsü Pau1o, 1619", in Medina, Origines de la Iglesia Catolica 

Coreana d4四de 1566 hasta 1784 seg叩 documentos ineditos de la epoca , pp. 275-278 。該資
料收藏於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書目為「日本， 114222 叫 ，原文是葡萄牙文。

20. Medina, Origines de la Iglesia Catolica Coreana d，四de 1566 h目的 1784 segun documentos 

ineditos de la epoca, pp. 1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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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任命保祿博士為朝鮮特使。......得到任命之

後，保祿立即到教會感謝基督，並派人去請駐北京院長神父

〔龍華民) ，是要和他還有居住在自己家中的畢方濟咨詢，

為了完成這一朝鮮傳教的使命，要做哪些準備。神父到了之

後， ......他們決定，要由一名傳教士和一名信徒與特使一超

出發，並告訴他們為了更好地說明天主教的奧秘，要印刷許

多有用的書籍。這樣，保祿就做好了去朝鮮傳達皇帝當意和

天主福音的準備。

但是，看來改宗這個國家的時候還沒有到來，這計劃成

為泡影了。因為，這時一位大臣向皇帝提出請願書謀言，如

此危難時期，把保祿博士這樣精明、博誠、美德的重要人物，

調離朝廷是不明智的舉措，可以讓另外朝廷里不怎麼重要的

人去擔當這一使命。皇帝認為這一請願方案更為合理，讓保

祿留在宮中，授予他更為榮譽、更為體面的三個職位。皇帝

的決定得到了朝廷內深知保祿重要性的所有官員的歡迎。只

有保祿和神父們才因失去一次進入朝鮮的絕好的機會，而感

到痛惜。..

根據〈畢方濟報告〉和〈傅泛際報告> '可以綜合出

如下大致的來龍去脈:

(一)這吹朝鮮傳教計劃'是緣起龍華民 (Nicolδ

Longobardo, 1559-1654) 的戰略意圖，是他派遣畢方濟去中
圖北方時下達的指令之一; {二)徐光嚴先知道畢方濟朝鮮

傳教任務，後有自薦出使朝鮮的上疏; {三)徐光敢借以出

使朝鮮機會，秘密實行朝鮮傳教的計劃，是與畢方濟一同策

劃的，並且得到龍華民的許可; {四)徐光敢的上疏得到朝

廷內外的認可，也得到皇帝的任命。當朝鮮傳教準備一切就

緒之時，但因一位閣老的反對意見，皇帝反悔而最終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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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通過進一步的考察，也能對以下幾個關鍵細節提出

質問:

(一)關於事情伊始的具體時間。〈早方濟報告〉和

〈傅泛際報告〉的落款為一六二0年，崔賈右、浦川和三

郎也記述一六二0年，而鄧恩、姜在彥、梅迪納則記述發

生在一六一九年，費賴之則稱「仇教之事未息」之時。「仇

教之事」顯然是指沈准發起的南京教案，但南京教案發生

於萬歷四十四年 (1616) ，歷時數年，直至一六二一年沈

濯被罷免才算南京教案了結。如此講來，徐光獻策劃的其

體時間是何時?

(二)關於計劃實施的具體內容。徐光敢「朝鮮傳教J

計劃是深藏在親自出使朝鮮上疏襄面的，但對出使朝鮮的

緣由也各持一說。如，費賴之、浦川和三郎稱是為赴「朝

鮮征兵J '傅泛際、崔實右稱是為「向朝鮮國王表示吊念，

同時為了招募新兵J '鄧恩稱是為「勸說朝鮮當局與滿族

人抗爭J '早方濟卻稱是為「組建並訓練朝鮮軍隊」。究

竟 9 徐光敢請願親自出使朝鮮的理由和目的何在?

(三)關於計劃失敗的具體原因。單方濟、傅泛際稱，

徐光敢此次計劃是因「一位閻老出來阻擾」而受挫，該閻

老反對的理由就是在當時混亂的時局之下， r博士這樣的

重要人物派往國外是不明智的舉措」。但實際上導致徐光

敢計劃失敗的原因，難道就僅此一個原因嗎?

為了解閉上述幾個疑點，考察徐光肢的上疏內容是必

須的。因為，徐光肢的朝鮮傳教計劃是暗藏在上疏之中，

所以，該上疏的名分或可行性，即是「朝鮮傳教」實施的

保障。也就是說，搶光敢出使朝鮮的策略實行與否，決定

著朝鮮傳教計劃的成功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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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徐光敢「朝鮮監護疏j

其實，徐光敗所提出的上疏，應該稱之為「朝鮮監護

疏」。徐光敢提出「朝鮮監護琉」的起因，並非「朝鮮敗

於滿清軍J ， 21應該說是「薩爾滸戰役」中明 朝聯軍的慘

敗。 22在這種國家的危急關頭，徐光敢分析當前的緊迫時

局，闡明朝鮮所佔據的特殊位置，進而提出行之有效的抗

滿策略。

薩爾滸戰敗之後的萬歷四十七年 (1619) 三月三十日，

除光敢提交了第一份上疏，即〈敷陳末議以珍兇茵疏) 0 23四

月初五日提交第二份上疏，即〈兵非選鍊決難戰守疏) ， 24其

中提到「向朝鮮國王表示弔念」之事。 25六月二十八日提交

第三份上疏〈遼左咕危己甚疏) ， 26其中最後「亟遣使臣監

護朝鮮以聯外勢」這一部分，則是本文要考察的關鍵文

本一一「朝鮮監護疏J 0 27 

「朝鮮監護疏J '一開始就出現非常重要的關鍵詞，

那就是「監護」二字。徐光敢首先分析當前明滿朝三

鼎格局之後，強烈地主張，為了形成明朝與朝鮮的內外呼

應格局，必須派遣使臣監護朝鮮。「監護」的必要性則在

於:朝鮮已「師徒喪敗，魄悸魂搖 J '要不監護朝鮮，在

21 崔責右， i{在朝鮮最初大牧區的設定及天主教的起源> '頁 33-34 。

22 關於「薩爾滸戰役J '可參見王在晉， (三朝遼事實錄) ，載顧廷龍編， i{績修四庫全

書-四三七》史部-雜史類(上海上海古籍， 2002) 李治亭主編， i{東北通史> (鄭

州中州古籍， 2003) ，頁 417A21 ' 

23 徐光斂， i{徐光眉立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上冊，頁 97-101 ' 

24 同上，頁 101-106 。

25 向上，頁 102 。又見 Medina勻。rigines de la Iglesia Catolica Coreana desde 1566 hasta 1784 

segun docum帥的s ineditos de la epoca, p. 275 ;崔爽右， i{韓國天主教的歷史> '頁 11 。

26 徐光斂， (遼左陷危已甚疏) ，載徐光斂， i{徐光敢集> '上冊，頁 106-117; i{朝鮮

王朝實錄光海君日記> '光海十一年十月初三日奎子，李弘筒， (梨川相公使行日記) , 

林基重編， i{燕行錄全集> (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 2001) ，第十冊，頁 110-115 。

以上文獻所記錄的〈遼左陷危己甚疏〉均相同，本文以下主要援引《徐光敢集》上冊，

特此說明。

27. 徐光斂， (遼左防危已基疏) ，載《徐光敢集> '上冊，頁 114-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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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族的威脅和誘惑之下，甚至會「鮮奴之交己合」。接者，

徐光敢根據歷史案例、朝鮮當前現狀和軍事戰略利害關

係，進一步強調「朝鮮監護J 的必要性，以及如何「監護」。

徐光敢闡述「監護」朝鮮的目的即是，時時闡明朝鮮為「華

夏君臣，天經地義J ' r加以日逐警醒 9 使念皇上復國洪

恩，無志報答J '並且「再與點破奴賊之巧圖惡並」。另

一方面， r察彼心神無三J ' r若被誘脅，情形變動，便

當責以大義，一面密切奏間，以便措置防範」。根據上述

的分析，徐光敢則建議:因為這次「監護」之重任，應該

由大臣來擔當，並且根據此吹任務的針對性，文官勝於武

將。同時徐光敢積極地自薦自己是合適人選，並且要求人

事權，自選定隨從人員，特別是為了「相機應用 J 而帶同

「巧工教師」。這與畢方濟一起策劃的朝鮮傳教計劃相吻

合，而且是極其周密、智慧又可行的策略。在結尾處，徐

光敢強調出使「朝鮮監護」任務的艱巨性和複雜性，還特

別強調「機欲潛深，法應秘密J 0 28 

那麼，徐光敢為甚麼如此強調「朝鮮監護疏」的保密

性呢?上文已揭示過，該計劃不管在邏輯上還是戰略上都

非常周密，正如畢方濟所盲，足以贏得朝廷上下的認可。

所以，基於外交、軍事策略上，對內無需保密;同時對滿

清來說也不是機密的內容，因為當時已經就是明朝於朝鮮

組成聯合軍並肩作戰的狀況。要麼，是因為內藏朝鮮傳教

的目的嗎?也可以否定，因為「朝鮮監護疏」字面上毫無

破綻，而且朝鮮傳教計劃只是徐光敢、龍華民、畢方濟等

極少數關鍵人士所籌劃的。

究竟，徐光敢要對外保密最關鍵的原因何在?應該在

朝鮮朝對「監護」的反應上。對於朝鮮朝來講，明朝雖是

詣，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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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的「事大國」但非「宗主國」。所以，徐光敢很明白，

如「監護」這種涉及到朝鮮主權的話題，是極其敏感的。

歷史證明徐光敗的顧慮是正確的，果然在這保密方面出現

了問題。

四、李弘自〈間見事〉

秘密推行「朝鮮監護J 的計劃，被朝鮮燕行使李弘聞

發現， 29而且導致了最終徹底的流產。關於徐光敢「朝鮮監

護J 結尾細節，李弘胃提供重要的資料一一〈聞見事> 0 30 

朝鮮光海十一年，也即萬歷四十七年 (1619) ，光海

君任命李弘肯為燕行謝恩使兼千秋使。 31因為是薩爾滸戰敗

即後派遣的燕行使，李弘胃擔負的使命非常重大。 32八月初

八日，剛抵達燕京的李弘間，就聽到了徐光敢提出監護朝

鮮上疏的傳聞。對於徐光敢這個人物，在朝鮮外交官們也

早有耳聞。 33於是，李弘胃東奔西跑，調動所有的公與私的

人際關係，終於把徐光敗的上疏抄本弄到于。九月十五日，

李弘胃整理這事情的來龍去脈，寫成報告書，派專人火速

呈報朝廷。這份報告書以「秘密狀敢」的形式編寫，共有

三個部分組成，一是李弘胃記錄在京事態的報告書一一〈聞

29. 李弘胃 (1562明 1638) ，號梨川，關於李弘宵的生平 3 可參見金大吉， {梨川李也宵研

究} (首爾。全州李氏宣城君派明山宗中， 2010) 。在朝鮮時代，與l書為正二品官職，

領議政、左議政，右議政為議政府(相當於如今國務院)三個政丞(相當於總理) ，正

一品官職。

30. 李弘胃〈間見事) ，現有兩個出處一是李弘胃， <梨川相公使行日記> '載金大吉，

《梨川李5l..胃研究} ，頁 676-704 ;二是李弘間， <梨川相公使行日記> '載林基重編，

《燕行錄全集} ，第十冊，頁 11-125 。本文主要援引《梨川李弘胃研究》中收錄的〈梨

川相公使行日記〉

31. {朝鮮王朝實錄 光海君日記} ，光海十一年一月初三日丙成，三月十八日辛丑。

32. {朝鮮王朝實錄光海君日記} ，光海十一年三月十六日己亥，三月十八日辛丑，四月

二十五日戊賞。

33. 任命為李弘胃下一任的燕行使李廷龜，與光海君的一段對話。「主日: r徐光敢何如人

耶? ~廷龜臼 『徐光斂，天下名臣也。小臣前於往來時，亦聞其聲華，而今以遼、廣

之論，國人稱以識事務之人云矣。~ J 見《朝鮮王朝實錄-光海君日記} ，光海十一年

十二月二十九日戊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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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事> ， 34二是徐光敢「朝鮮監護」上疏抄本;三是李弘胃

提交給明朝的〈辯誣復題> 0 35 

〈聞見事〉記述說，李弘胃聽到徐光屆全的上疏經六卿

科遁的奏請被皇上否決的消息，但因徐光敢的上疏「是系

極密，討得無路J '無法確認真相。所以李弘胃付與「重

價J '收購了徐光敢幾份上疏的印本。獲悉徐光獻上疏的

李弘胃 3 則「不勝驚愕J '因為他明白「監護」對朝鮮來

說是意昧著何意。為了守護祖國的主權和利益，李弘閏奮

力抗辯，九月初五，拜見兵部侍郎黃嘉善歷陳辯誣，得到

「國忠順，萬萬不疑J 的答覆。 36盟日，又拜見禮部侍郎何

宗彥申述辨白，也得到「朝鮮之忠於本朝，三尺童子知

之。..， ...諸臣不必懷疑」的答覆。 37李弘胃認為，禮部侍郎

何宗彥則是掌管明朝國事的名臣、深受敬仰的閻老，又是

與太學士方從哲最親密的同僚，既然何侍郎親筆確認「二

策皆不行」的國策，那麼，這段「朝鮮監護」風波應該落

下l惟幕了。 38

李弘胃〈聞見事〉對徐光敢「朝鮮監護」計劃被否決

的結論，提供生動的資料，而對被否決的具體原因，卻提

供不了詳細的描述。因為，李弘胃抵達燕京時，早已有大

概的定論。李弘胃在明朝禮部、兵部展開積極辯誣，得到

了朝廷明確的否決答覆，但這只是起到了蓋棺定論的作用

而已，並非徐光敢「朝鮮監護」計劃被否決的直接原因。

那麼 2 明朝廷否決徐光敢出使監護朝鮮的原因何在，過程

如何?

34 李弘臂， (梨川相公使行日記) ，頁 104-108 。

35，李弘宵的〈辯誣復題〉全文，收錄於李弘間， (梨川相公使行日記) ，頁 99-104 。

36，李弘宵， (梨川相公使行日記) ，頁 72-73 、 107 。

37 向上，頁 74-75 、 107 。

38. 同上，頁 104-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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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計劃失敗原因

要究明徐光敢「朝鮮監護」計劃原因，那麼，必須要

了解徐光獻上疏到最終否決的過程。上文己提到，徐光敢

提呈「朝鮮監護」上疏的背景，就是「薩爾滸戰役」的慘

敗。薩爾滸兵敗即後，禮部左侍郎何宗彥提議「朝鮮死亡

將士，亦當速為周恤，一以獎朝鮮之擁護，一以動北關之

效用 J 0 39何宗彥的該提議，立即得到當時明一朝聯軍前線

總指揮、兵部左侍郎、遼東經略楊錯的響應。隨即楊鋪也

提呈「優恤朝鮮」的奏請並得到了皇上的允許。 40讓明一朝

聯軍在薩爾滸幾乎全軍覆沒的指揮官，竟然請求「優恤朝

鮮」並得到皇上的同意，這又如何可能的?因為楊鍋背後

有當時大閣老方從哲、兵部尚書黃嘉善等政治後台。 41

當時，兵部尚書黃嘉善也公開支持楊鋪的「優恤朝鮮」

主張，稱朝鮮對明朝「世篤忠貞 J ， 42但朝廷襄已經形成另

一股針對的意見，那就是攘攘朝鮮的忠心卻要「監護朝鮮」

的主張。六月二十二日，楊鋪被撤換，熊廷粥新任兵部右

侍郎兼遼東經略。 43熊廷粥與餘光敢是故交，並對當時遼東

時局的理解是靈犀相遁的。六月二十八日徐光敢提呈〈朝

鮮監護疏〉的同一天，熊廷粥也提呈〈敕議守禦收復疏〉

表明對朝鮮的懷疑和憂慮，強烈主張「監護朝鮮」方略。 44

39. <:明實錶﹒神宗賞錄} ，萬歷四十七年四月圭成，何宗彥 (?-1624) 的生平，參見張廷

玉編， <何宗彥傅) ，載《明史(卷三四 0) .>第二十冊(北京:中華書局， 1974)

40. <:明實錄-神宗實錄.> '萬歷四十七年五月了亥。

41.方從哲(?回1628) 的生平，參見張廷玉編， <方從哲傳) ，載《明史(卷一人九) .>第

十九冊。黃嘉善 (1549-1624) ，字惟尚，萬歷四年 (1576) 科舉進士，於一六一0年

授任明朝西北部總督。困在西北部得到卓越的軍事統率能力，升任為兵部尚書，並得到

「問世一晶」勛章。但後遭到薛鳳翔的彈核，於一六二0年卸任，甚至都未能收入到張

廷玉編攘的《明史》人胡傳記。

42. <:明實錄神宗實錄.> '萬歷四十七年六月乙亥。

的 《明實錄﹒神宗實錄.> '萬歷四十七年六月癸菌。熊廷摺( 1569-1625) 的生平，參見

張廷玉鋪， <買挺粥傅) ，載《明史(卷二五六) .>第二十冊。

44. <:明實錄﹒神宗實錄.> '萬歷四十七年六月己卯。

217 



文英傑

其實，兵敗薩爾滸之後，任命楊鋪為作戰指揮官的方從

哲、黃嘉善，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立場非常尷尬。甚至，新任

的熊廷粥公開與黃嘉善作難，責備兵部在楊鋪和遼東戰事問

題上的過錯;“背地里還顯擺自己，藐視兵部尚書。 46之所

以熊廷粥如此作對，是因為他的背後也有一個強有力的同

志，那就是兵部給事中薛鳳翔。關於薛鳳翔這個人物，清

代張廷玉編撰的《明史》人物傳記也沒有收錄。但據燕行

使李廷龜所盲:薛鳳翔脾氣很不好;就是積極彈核方從哲

和黃嘉善的主動人物;向來對朝鮮是持懷疑態度的;對「朝

鮮監護J 問題上與徐光敢意見相同;更重要的是，他與熊

廷粥一脈相遍，凡是朝鮮事宜都要妨礙。不僅如此，薛鳳

翔在朝廷上堪稱強勢人物，他不僅獨斷兵部的事務，連朝

廷都要看他臉色。 47

所以，當時朝廷內對「優恤」還是「監護」的戰略討

論，實際上是兩大政治派系尖銳矛盾的角逐。一方是，最

大限度地減少薩爾滸戰敗責任，而要守住地位的方從哲

黃嘉善一何宗彥等「朝鮮優恤派J ;另一方是，嚴厲地追

究薩爾滸戰敗的指揮責任，而要奪取朝廷主動權的薛鳳翔

熊廷粥一徐光敗等「朝鮮監護派」。雙芳矛盾很尖銳，

但不以血腥的政治風波來解決矛盾，卻以中國特色的方式

得以圖融的解決。

七月二十一日，閣老方從哲奏請皇上審議該案件。“二

十六日， 49工科給事中祝耀祖上疏稱:徐光敢「不辭險阻J

45. 熊廷摘， <與本兵黃嘉善書> '載李紅權編， {熊廷粥集:>> (北京:學苑， 2010) ，頁

1104-1105 。

46. 熊廷粥對李廷龜稱 「兵部是我，我是兵部，閥外之事，我當專之。 J 見李廷龜， <庚

申燕行錄> ' {月沙集》別集卷三，載民族文化推進會編， {韓國文集叢刊:>> (首爾

民族文化推進會， 1991) ，第六十九冊，頁 524 。

47. 向上，頁 524-527 。

48. {明實錄神宗實錄:>> '萬歷四十七年七月三E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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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出便，是難得的膽識和忠貞;但目前危機不在朝鮮，練

兵不必到遠處;建議提升徐光敢的職銜， r近地J 留用。"同

日，吏部尚書趙煥等也聯名合奏稱:滿清的目標是要「迫

京自叭，所以建議授於徐光敢為監察禦史，在京師負責「募

兵訓練J 0 51也就是說，嚴格按照奏請三步瞬，閣老方從哲

提議，祝耀祖動議，趙煥再請;更重要的是，避開矛盾震

源地兵部，調動吏部、工部等其他部署的官員奏請;盛讚

徐光敢自薦出使「朝鮮監護J 方略的膽量、智慧、忠貞，

雖然與徐光獻的請求是相悴的，但又不失徐光敢的體面，

卻晉級安排在京城。可見方從哲該三步棋精密之至，人面

玲瓏。深知朝廷內部的難纏派系和殘酷暗門的年邁的萬歷皇

帝也心照不宣，藍風使舵，下了一手關門棋于。盟日，皇上

下旨 : r徐光敢曉腸兵事，就著訓練新兵，防禦都城。 J 52九

月九日，又下旨: r左贊善徐光敢菁職為詹事府少詹事，

兼洞南道監察禦史，管理練兵事務。 J 53正如畢方濟所吉，

徐光敢官職晉升「五個等級J ， 54因為左贊善為從六品而監

察禦史則是正四品。但在此畢方濟講述徐光敢晉升五級的

心境，或者傅泛際強調授任的三個職位是那麼地榮耀而體

面， 55也許是對此次策劃精湛並極有實現可能的朝鮮傳教計

劃的失敗，感到惋惜而抒發的自己安慰罷了。

49. 需要說明的是， <:明實錄》記載的日期為七月二十六日，而〈徐光敢年譜》記錄為九月

二日，各不相同。但據〈梨川相公出使日記〉記述，李弘胃於人月八日己聽到皇上否決

的消息，見李弘胃， (梨川相公使行日記> '頁的;而皇上下旨徐光敢留守京師的日

期則為七月二十七日， <:明實錄﹒神宗實錄> '萬歷四十七年七月丁未。所以筆者判斷，
七月二十六日的準確可能性更大。

50. <:明實錄﹒神宗實錄:> '萬歷四十七年七月丁未。
51.向上。

52. 見梁家勉， <:增椅徐光敢年譜> '頁 225 。

53. <:明實錄﹒神宗實錄.> '萬歷四十七年九月戊子;見梁家勉，(增補徐光敢年譜> '頁 225 。

54. Sambiasi, Addressed to: Muzio 防'tel的c缸" General ofthe Order, p. 275. 

55. Furtado，“TheMan似rinHsüPaulo， 1619",pp. 275-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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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注- ~甚于去司主

/、、 ρ:j:j ïì宵

綜上所述，本文通過考據歷史資料、持順現有研究，

整理出徐光敢朝鮮傳教計劃的始末，並加以分析其起因和

失敗原因。

一六一九年(萬歷四十七年)三月，按照龍華民的朝

鮮傳教戰略部署，單方濟被派到北方。在徐光敢處寄居的

旱方濟，向徐光敢轉達朝鮮傳教任務，得到徐光敢積極的

支持。徐光敢借此「薩爾滸戰敗j 以後的危難時局，提出

自薦出使「朝鮮監護」的秘密上疏，並準備帶領畢方濟等

人前赴朝鮮傳教。但因朝廷內部尖銳的政黨暗門，未能得

到皇上的允許，卻留任京師負責新兵訓練。再加上秘密泄

露於朝鮮燕行使李弘胃，李弘胃憤然辯誣，爭取到明朝最

終否決「朝鮮監護」的確認公函。雖然，事後徐光敢晉升

五個等級，但歸根結蒂，徐光敢「朝鮮監護」計劃徹底告

終了，當然精心策劃而隱藏在其中的「朝鮮傳教J 計劃也

破滅了。

但徐光敗也沒有表現出繼續的、堅決的出使朝鮮意

志，正當李弘胃頻繁活動於朝廷各部積極辯誣時，徐光敢

也沒有任何反應。只是在事過九年以後，整理自己〈遼左

陷危已甚疏〉時，加按〈自記〉感嘆稱:

四路既敗，奴賊威脅朝鮮，與之通好，傳所謂「從於強

令，豈其罪也」。第此語得諸經略疏中，非無征之言，而鮮

人辯疏，極力抵諱，且語意與此疏相應。爾時曾未發抄，不

知何從泄之。雖然，若果行此，鮮國君臣必相允從，練得鮮

兵二萬，可以坐制奴賊，而鮮國亦無他日之禍矣!“

56. 徐光斂， (徐光敢集:) ，上冊，頁 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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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徐光敢悔憾無比，雖然當時朝鮮極力辯誣，

但實際上是與自己上疏中的預測是一樣的，若是當初采納

其「朝鮮監護」建議，哪會有後來自己早已預盲的朝鮮之

禍。更重要的是，徐光敢念念不忘，自己的該秘密上疏，

到底是從哪襄泄露的。

徐光敢本人糾結著「泄密J '筆者也無法深究其糾結

的深層原因，或許是為「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朝鮮傳

教計劃失敗而不甘心。對於這吹失敗，畢方濟、傅泛際是

感到遺憾，也有人是覺得惋惜， 57但也有人冷靜地評價。文

史學家王重民在其輯校的《徐光敢集》序吉中，有一殷意

昧深長的評述，筆者借以代替本文的結束語。

徐光放對於鄰國的關係也做過一些考慮，如哪方面應該

聯擊，哪方面應該警惕，也都是很需要的;但他總是以宗主

國自居，並不想以平等的、互利的關係待人，那就很難發揮

正確的睦鄰作用。"

關鍵詞:徐光敢畢方濟朝鮮監護朝鮮傳教計劃

作者電部地址: kuzuk6818@hanmaiLnet 

57. 如周萍萍稱， í否則，朝鮮半島開教年代可能要提早一個半世紀。 J (<十八世紀天主

教間教朝鮮半島之曲折) ，頁 135 0 )

58. 王重民， <序言) ，載徐光斂， <:徐光敢集> '上冊，頁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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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47th year ofWan1i (1 619), Xu Guangqi attempted 

a Korea missionary trip. The program was suggested by 

Nico1ò Longobardo, who instructed Francesco Sambiasi to 

wait for a chance for starting a Korean mission. Sambiasi and 

Xu Guangqi discussed the mission. To face the defeat of Ming 

Dynasty in the Battle of Saerhu, Xu Guangqi imp10red 

Emperor Wan1i for the approva1 of the Korea superintendence 

strategy and vo1unteered to go to Korea with the mission. 

Outward1y, it was known as “Korea superintendence strategy弋

but in fact it was “Korea missionary attempt". Xu Guangqi's 

p1an obtained Longobardo's approva1 and he decided to go to 

Korea with Sambiasi with new1y printed missionary books. 

However, because of the intema1 po1itica1 strugg1e within the 

court and the Korean Envoy Lee Ho月-ju's strong pro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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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ea superintendence strategy" was rejected and the hidden 

“Korea mission attempt" also fa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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