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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启四年十一月二十日(1624 年 12 月 29 日)，意大利籍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偕

同告老还乡的当朝宰相叶向高(福建福清人)由杭州乘船达福州。艾氏抵榕之后，于次年春天，

即在省城士大夫当中尝试传播天主教，此乃天主教传入福州之始。据费赖之的《入华耶稣会

士列传》一书称：“儒略既至，彼(叶向高)乃介绍之于福州高官学者，誉其学识教理皆优，

加之阁老叶向高为之吹拂，儒略不久遂传教城中，第一次与士大夫辩论后，受洗者 25 人，

中有秀才数人。”艾儒略精通汉字，能讲一口流利的官话(当时的普通话)，他经常参加当时

福建最高学府——福州书院举办的各种学术研讨会、辩论会，即席发表演说，“使青衿儒士

对他刮目相看”，不久便蜚声三山，被闽中士人誉为“西来孔子”。在来到福州的最初几年里，

艾儒略通过以诗会友、学术交流、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结识包括明末七才子之一的徐火

勃(福州人)在内的数十名闽中诗派的诗人和学者，并深入福州社会的各阶层广交朋友，传播

天主教教义。与此同时，艾儒略还十分注意结交省城官吏和地方乡贤，“每至一城必先拜谒

地方官”，努力寻求传教的保护伞。除叶向高之外，当时的福建巡抚张肯堂和督学周之训都

同艾儒略交情颇善。“艾儒略这种适应中国文化的传教方式，很快就使他的传教活动取得明

显的成效，教堂和信徒日益增多自不待言，即使是许多高官子弟，也纷纷受洗入教。福清叶

向高官居一品，以首辅之尊，竟也允许他的 2 个孙子、1 个曾孙和 1 个孙媳入教”。福州第

一座天主堂——三山堂(亦称福堂)就是叶向高的长孙高州君捐资兴建的。艾儒略入闽传教的

头十年，天主教在福州地区的传播进展顺利，到明崇祯八年(1635 年)，福州城内教徒已达数

百人，传教范围扩展到福州府属各县。这时的福州成了在华耶稣会“刻印出版汉文著作的中

心之一”，“耶稣会士在这里刻印了许多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汉文著作”(《艾儒略与明末福

州社会》)，仅天主教读物就达十余种。 

崇祯十年(1637 年)，荷兰殖民者侵占澎湖，激起福建士民对外来势力的强烈不满，终于

爆发从宁德缉拿通夷犯开始，翌年波及八闽的针对天主教的“反邪教”浪潮。崇祯十年十一

月初一日，福建巡海道施邦曜首先在福州城内张布“示禁传教”通告：“示仰地方军民人等

知悉：凡有天主教夷人在于地方倡教煽惑者，即速举首驱逐出境，不许潜留，如保内有士民

私习其教者，令其悔改自新；如再不悛，定处以左道惑众之律，十家连坐并究，决不轻贷。”

初五日，福建提刑按察司徐世荫和福州知府吴起龙，也在省城贴出告示，这两个告示均严禁

民间“传习邪教”(指天主教)。“福州府告示”还指名驱逐在福州传教的艾儒略和阳玛诺(意

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告示公布之后，福州一些反对天主教的上层文人学者和佛教界人士相

互串联，呼朋辟邪，撰文临谒，形成一股强大的批评耶稣会传教士“合儒诋佛”思想(即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