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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以前北京翻译
图书出版举要．

爱新觉罗·常林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故早在我国远古文献中

便有了关于翻译的记载。后来因汉族人口增多，汉语言文字逐

渐成为通用的语言文字，但由于各民族之间的语言与文化交往

一直比较频繁，翻译在各朝各代仍是一项不可缺少的工作。如

<周礼·秋官司寇)中记载有：“掌蛮狄诸国传谕言辞”，“通夷

狄之言者日象胥”。即周代以与南蛮交往为主，故多称翻译为

“象”，从事翻译的官员为“象胥”。<礼记·王制>亦载：“五

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日寄，南

方日象。西方日狄鞋，北方日译。”也就是说，古时对能理解

东西南北各少数民族或外国民族语音的翻译人员，分别称之为

“寄”、“狄鞔。、“象”、“译”。到了汉代，与北狄的交往日益频

繁，故“译”逐渐通行。自东汉始，随着佛教盛传而大量译刻

佛经，“翻译”一词开始兴起，一直沿用至今。①

根据有关专家研究，我国古代早期的翻译多为口译，因当

时的国内少数民族和邻国，都还未发明自己的文字。大规模地

翻译外国文字资料，是从汉代翻译佛经开始的。在历史上，幽

燕地区从来就是各民族互相融合的地域。因此自秦汉始，北京

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中原日益密切，成为少数民族

与中原交往的门户。。故对北京古代翻译图书出版的研究，无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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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北京出版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下面分辽、金、元、

明、清分别述之。

一、辽代
‘

后晋天福三年(938年)，晋遣使节对契丹奉表称臣，并

献燕云十六州图籍，燕云十六州归契丹统治。不久，辽升幽州

为南京，又称燕京(今北京)，自此燕京成为辽代的陪都之一，

契丹人大量迁入，此后宋辽在此战争不断。文化一向不很发达

的契丹人在以战争手段掠夺财富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搜求中原

的文化典籍。如辽灭后晋时，便“取晋国图书、礼器北上。”

即使是在漫长的和平时期，羡慕汉文化的有识之士仍冲破重重“

关禁，求购图书。如辽东丹王耶律倍“令人赉金宝私入幽州市

书，载以自随，凡数万卷”。得到这些图书后，便选择一些急

需或非常有价值的加以翻译。东丹王耶律倍还曾翻译过<阴符

经>，这是一部融合易老阴阳法兵诸家思想学说，谈论兵法权

谋的著作。o

契丹初无文字，刻木记事。太祖神册五年(920年)制字

数千，名契丹大字，由耶律庶成创制。六年后太祖弟迭刺从回

鹘使者二旬，能习其言与书。辽圣宗耶律隆绪(982—1031

年)爱好汉文化，在位49年，为辽全盛时期，曾以契丹大字

案译白居易(讽谏集>，并诏诸臣读之。另有辽兴宗重熙年间，

学者萧韩家奴译<五代史>、(贞观政要>、<通历>等，萧韩家

奴字休坚，涅刺部人，通契丹文、汉文。曾预修<辽实录>、

<礼书>，著有<六义集>。此外还有耶律庶成译<方脉书>。可

惜这些译本一本未传。回

辽代中后期，由于契丹人汉化的程度日益加深，图书的翻

译、出版工作也呈现出繁荣景象。
、

辽代统治者崇尚佛教，如辽道宗耶律洪基(1055—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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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便好佛，通梵文，精华严宗，能亲讲佛经。因此辽代在刻

印大藏经和其它藏经的过程中，燕京僧人和从辽境以外来的僧

人不仅对历史上已经翻译的经文进行校勘，而且进行了新译。

1974年起陆续在山西应县释迦塔内发现的辽时文献，有

很多为佛学译著。另有朱子方先生在(辽代佛学著译考>一文

中考证有慈贤(僧人，中天竺摩竭陀国人，入契丹而为国师)

译经10种：

<妙吉祥平等瑜珈秘密观身成佛仪轨>1卷；

<妙吉祥平等秘密最上观门大教王经>5卷；

<妙吉祥平等观门大教王经略出护摩仪轨>1卷；

<佛说如意轮莲花心如来修行观门仪>1卷；

<金刚摧碎陀罗尼>1卷；

<大随求陀罗尼>1卷；

<一切如来白伞盖大佛顶陀罗尼>1卷；

<大悲陀罗尼>1卷； 一

<佛顶尊胜陀罗尼>1卷； ，

<梵本般若波罗密多心经>1卷。

其中见于前人著录的为前五种， <频伽藏>、日本<大正

藏>收有全文。后5种为在房山石经中的新发现。④⑤

二、金代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于公元1115年在我国北方建立了封建

的金朝，后海陵王完颜亮于公元1153年定都中都(今北京)。

女真人建国后，在官制、营建都城、营建宫室、礼仪等方面模

仿中原汉族制度，学习中原文化，任用汉人，使得出版事业有

了很大发展。金初没有文字，太祖阿骨打时完颜希尹仿汉人楷

字及契丹字而作大字，金熙宗时又创制小字，两者通用。

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四月，推行汉字，令自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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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女真字直译为汉字，将国史院专写契丹字学者辞退。是月，

学士院新进唐代杜甫、韩愈、刘禹锡、杜牧、贾岛、王建，宋

代王禹偶、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张耒、秦观等女真字译集

26部。⑥

金代统治者较好的继承了儒家思想，为了更好的传布，金

世宗时就曾令徒单镒等以女真字翻译各种儒家经典，当时还在

中央设立了专门的译书机构——译经所，译经所的工作卓有成

效，用女真字翻译了不少汉籍中的经、史、子书，并奉旨颁

行。
‘

自金皇统元年(1141年)熙宗亲祭孔庙，提倡尊孔，使

得汉风渐染，故俗渐失。金世宗定都燕京之后，其风更甚，金

统治者深以为患。于是开始禁止女真人改为汉姓，学穿汉人装

束。勒令卫士学习女真语。并于大定四年，诏以女真字译书

籍，五年，翰林侍讲学士徒单子温译进<贞观政要>、<白氏策

林>等书，大定六年，徒单子温译进<史记>、<西汉书>等，

并下诏颁行。∞ ，

金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八月乙未，金世宗观稼于东

郊，以女真文<孝经>干部赐护卫亲军。九月，金世宗又命颁

行所译<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杨子>、(文

中子>、<刘子>及<新唐书>等，其目的是“所以令译<五

经>者，正欲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④且金代学校教育和

科举考试也都采用了徒单镒与译经所所译的诸书。⑨如<金史·

选举志>中记载：“自大定四年，以女真大小字译经书，颁行

之。正隆元年，命以五经三史内出题，始定为三年一辟。”“大

定二十八年(1188年)，谕宰臣日：‘女真进惟试以策，行之

既久，人能预备，今若试以经义可乎?’宰臣对日：‘(五经>

中<书>、<易>、<春秋>已译之矣，俟<诗)、<礼>毕，试之

可也。”o这些或由女真国子监刊印，或由弘文院刊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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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中央除国子监专司教育并刻书外，弘文院、秘书监、史馆

等机构也曾刻书。。据<金史·章宗纪>载：“五年(1194年)

置弘文院译写经书”。<金史·百官志>也载：“弘文院知院，

从五品；同知弘文院事，从六品；校理正八品。掌校译经史。”

可见弘文院也奉命刊行翻译女真文书籍。

由于金宋时常处于交战状态，因此金朝也曾大量译介中原

军事典籍，其大部分军事译著是由汉文译成女真文的。据<补

元史艺文志>记载：“有女真字太公书、女真字伍子胥书、女

真字孙膑书、女真字黄氏书等。”太公书即<六韬>，亦称<太

公六韬>，为著名的<武经七书>之一，系战国末年人伪托周

开国元勋姜太公所著。伍子胥书，<汉书·艺文志>有<伍子

胥十篇图>一卷，今不存。孙膑书为<孙膑兵法>，疑为(孙

子兵法>。从金代武举必考“孙吴书十条”的记载看，<孙子兵

法>与<吴子>皆有女真文译本。黄氏书，即<黄石公三略>，

亦<武经七书>之一，据考证为东汉年间人伪托汉初授书张良

的黄石老人所著。@

明代正统(1436--1449年)时杨士奇编明内府藏书目录

——<文渊阁书目>中著录有女真字(盘古书>、<孔夫子书>、

<姜太公书>、<孙膑书>、<百家姓>等18种通俗读物，也为译

刻。@

三、元代

蒙古成吉思汗十年(1215年)五月，蒙古军队破金中都，

不久改中都为燕京，又为燕京路，总管大兴府。世祖中统元年j

(1260年)，忽必烈继承皇位，进一步重视儒家文化。至元元

年(1264年)二月，世祖为加紧总结历史经验，探求治国之

道，遂“敕选儒士编修国史，译写经书，起馆舍。给俸以赡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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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初无文字，成吉恩汗时采用畏吾儿文书写蒙古语。蒙建

·国后，忽必烈令八思巴刨制蒙古新字，至元七年而成，虽新文

字有别于畏吾儿文字，但畏吾儿文字对蒙古人习以为常，故畏

吾儿文和蒙文为蒙古人所通用，译刻图书电主要使用这两种文

字。 ，

元代译刻图书的机构主要有兴文署和艺文监。

兴文署是元中央政府的藏书、刻书机构。初建与元世祖至

元十一年(1274年)，“置令丞并校理四员，厚给禄廪，召集

良工，刻诸经、子、史版本，流布天下，以<资治通鉴>为起

端之首。”先后隶属于秘书监，翰林院、集贤院等。其间兴废

无常，至元二十七年正月复立。由于当时蒙古统治者急于借鉴

历史经验教训，便使用他们比较熟悉的蒙古、畏吾儿字刻印

<资治通鉴>。据明<元史纪事本末)卷18载：“至元十九年夏

四月己酉，刊行蒙古、畏吾儿字所书<通鉴>。”

元代与图书有关的艺文监设立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

年)。下辖艺林库和广成局，前者主要负责管理中央政府的藏

书，后者则掌管汉文书籍(以儒家经典为主)的蒙古文翻译、

校勘和刻印工作，<元史·百官志>卷88称：“专以国语敷译

儒书”。广成局与艺文监同年设立，“设大使一员，从七品；副

使一员，正八品；直长二人。正九品。司吏二人。旧据<元

史>载，当时译有<尚书>、<孝经>(孛罗铁木儿译，大德十

—年刊)、<图像孝经>(至正四年刊)、<忠经>、<大学衍义>

(王约等节译，仁宗时刊)、<通鉴节要>、<帝范)(唐太宗撰，

嚓罕译)、(贞观政要>(至正四年刊)、<图像列女传>(至正四
年刊)、<皇图大训>(天历中译)及<百家姓>、<千字文>等

书，有的大量赐给百官。@
‘

医书方面，<难经>、<本草>亦有蒙文译本。o

元代最大的印刷工程，是补刻或新刻汉、蒙、藏、西夏文

6



的大藏经，特别是西夏文和藏文大藏经是由宣政院负责的。o

如史载，元大德六年(1302年)，杭州路大万寿寺奉敕雕造有

河西字大藏3620卷，即为西夏文<大藏经>。

元代统治者素信神灵，当他们接触了藏传佛教以后，便以

藏传佛教作为主要信仰对象。为了扩大藏传佛教的影响，元统

治者召集大批译师、工匠将藏文佛经译成蒙文、畏吾儿文，以

推动藏传佛教的传播与发展。这一活动就在大都城中的大圣寿

万安寺(今阜成门内白塔寺)内进行的。据中央民族学院珍藏

的<入菩提行论疏>蒙文刻本日：“将<入菩提行论疏>于大

都白塔寺雕版印行一千份；皇庆元年。”又(柏林吐鲁番蒙古

文收集品>中，一份1312年的佛教印刷品残件上记载：“余受

合罕之命，于鼠儿年夏月第一日初一日，于大都白塔寺内刻此

⋯⋯经注，印行千册，以传众生。”

在新疆吐鲁番出土的畏吾儿文佛经<变神作品的题记>残

本中也有佐证：“⋯⋯这次翻译最优秀的作品的工作由迦鲁纳

答思圆满而无遗漏地实施并完成了，翻译地点在大都精美奇妙

的白塔寺中进行，时间是吉祥的虎年、十干之壬年，七月。善

哉!善哉!”这篇题记不仅告知译印佛经的地点外，还告知了

具体的译师是迦鲁纳答思。迦鲁纳答思为元代著名译师，<元

史>中有其传：“畏吾儿人，通天竺教及诸国语，翰林学士承

旨安藏扎牙答思荐于世祖，召入朝，命与国师讲法。国师西番

人言语不相通。以畏吾儿字译西天、西番经论。既成，进其

书，．帝命锓版，。赐诸王大臣。西南小国星哈刺的威来朝，迦鲁

纳答思于帝师前敷奏其表掌，诸国惊服。”可见当时译刻佛经

与翻译贡献之大。@ ，

元代各地刻书需由中央政府批准，据明代陆容<菽园杂

洒载：“元人刻书，必经中书省看过，下所司，乃许刻印。”
故在泰定二年(1325年)由国师亦磷真吃刺思刻印的<新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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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资治通鉴>藏文译本(后被西藏的古史<红册>所引
用)，也可视作京版。蒙古文<百家姓>这类初级课本，当时

发行量很大，现在元本<事林广记)中可以看到<蒙古对照百

家姓>。史书载清人曾藏有元刊蒙古文<孝经>一本。北京图

书馆现藏有元刊<蒙古畏吾儿字于汉字对译孝经>可供今日了

解当时译刻图书情况。o
‘

元代全盛时期，元大都作为国际性大都市，聚集着许多罗

马教皇的使臣、印度的僧侣、东罗马和阿美尼亚的商贾，还有

许多巴黎、意大利的艺人，阿拉伯各国官吏及波斯、印度的历

算家。元朝皇帝在大都实行对外文化开放政策，甚至还允许外

国人在衙署里做官。外国的科学家、医生和传教士等成批来到

大都，中国的学者、官员和僧侣等也从大都前往世界各地。随

着大批色目人的迁入，中亚的医学、天文学、数学、音乐和舞

蹈及各种精湛的手工技术、科学仪器都先后传到大都。如景教

徒爱薜、弗林(东罗马人)，忽必烈令掌星历、医药二司。据

<元史>记载：“至元四年(1267年)西域札马鲁丁撰进万年

历，世祖颁行之”，即为翻译回回(阿拉伯)万年历，由忽必

烈下令颁行。元政府中专门设有回回司天台，以扎马鲁丁为提

点，后兼知秘书监事， “掌观象衍历”。至元十年(1273年)

北司天台统计其所用的回回书籍共240部，大都是关于天文历

算、仪器制造、医学的著作。这些书籍后都归秘书监收藏。

’据元王士点、商企翁<秘书监志)卷7<回回书籍>，当

时有以下几种天文、数学方面的翻译书籍，曾供元代天文学家

修历时参考：

<麦者思的造司天仪式)(即托勒密<行星体系>的阿拉伯

文节译本)∞；

<集尺>(译音，意为天文历表)；

<四擘算法段数>(兀忽列著)15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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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里速窟允解算法段目>3部；

<撒唯那罕答昔牙诸般算法段目并仪式>17部；’

<呵些必牙诸般算法>8部。

“兀忽列”疑为“欧几里得”， “罕答昔牙”意为“几何

学”。’但都已失传。

元代大臣赡思(1278—1351年)为阿拉伯人，是元好问

的再传弟子，著述甚丰，曾撰有<西域异人传>和<西国图

经>，有人推断他是根据阿拉伯有关书籍编译而成的。另有李

泽民和清浚和尚，曾共同绘制过世界地图。不仅准确的描绘了

欧洲、非洲、地中海沿岸的形状，以及大西洋中的亚速尔群

岛，并且标明了包括德国、法国在内的近百个欧洲地名和35

个非洲地名，有些还标出了相当准确的译音。鉴于他们二人从

未离开过中国，而且当时中国的地理测绘技术比较落后，可以

推测他们至少是参考了某些翻译的地理学资料。这些资料的翻

译或获得，在元大都极为方便。

此外元末还译成医学书籍<回回药方>一书，在明初刊

刻。此书即是中世纪医学巨擘阿拉伯医学家伊本·西拿所著

<医典>的译本。o@

作为各文种翻译的一个特例，在北京昌平县居庸关中，有

一建于元至正二年(1342年)的云台，在云台东西壁上，刻

有汉文、梵文、藏文、维吾尔文、八思巴文、西夏文六种文字

书写的佛教经咒，这几种文字为元代刻印文献常用之文字。

以下为一些史料中记载的元代翻译图书的出版情况：

大德十一年(1307年)八月，中书左丞孛罗铁木儿以国

字译进<孝经>，成宗皇帝命中书省刻版摹印，诸王以下皆赐

之； ‘

至大四年(1311年)六月，武宗览<贞观政要>，谕翰林

侍讲阿林铁木儿：“此书有益于国家，其译以国语刊行，俾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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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色目人诵习之。”

延佑元年(1314)，仁宗以<资治通鉴>载前代兴亡治乱，

命集贤学士忽都鲁都儿迷失及李孟择其切要者译写以进；

延佑四年(1317)，翰林学士承旨忽都鲁都儿迷失、刘赛
+

等译<大学衍义>以进，仁宗览之，谓群臣日：“<大学衍义>

议论甚嘉，其令翰林学士阿怜铁木儿译以国语”；
· 延佑七年(1320年)，翰林学士忽都鲁都儿迷失译进宋真

德秀著<大学衍义)，英宗遂以印本颁赐群臣；

泰定元年(1324年)正月，敕译<列圣制诏>及<大元

通制>，刊本赐百官；

至顺二年(1331年)四月，文宗命以泥金印畏吾儿字书

<无量寿佛经>1000部；

至顺三年(1332年)四月，命奎章阁学士院以国字译

<贞观政要>，锓板模印，以赐百官。

四、明 代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二日，明大将徐达攻入

大都，封府库图籍，元朝灭亡。不久改大都路为北平府。永乐

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从此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文

化中心，出版事业进一步繁荣发展起来。

明代的北京翻译图书，除了刊印有西藏文大藏经——<番

藏)外，突出的特点是由于西方传教士相继来到北京，为宣传

教义，翻译出版了许多宗教书籍。同时一些中国的有识之士，

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也与一些传教士一同翻译了许多西方科

学技术书籍。这与明代后期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当时社会普遍

要求进一步提高生产技术，发展生产力有密切关系。

明代的政府刻书机构很多。如国子监、礼部、都察院、钦

．天监、太医院、工部、兵部、司礼监等。但翻译刻书者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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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钦天监和司礼监经厂。前者翻译西方数学、天文等科学技

术图书。后者中的番经厂只翻译西藏文佛经。这可能与汉族刚

刚推翻了异族统治，排斥异族文化，树立新政权的权威有一定

的关系。

据明吕毖<明朝宫室>记载：“经厂掌司四员或六七员，

在经厂居住，只管一应经书印板及印成书籍，佛、道藏、番

藏，皆佐理之。”明经厂分为汉经、番经和道经三厂。汉经厂

、与番经厂虽然同为佛教经典出版机构，但前者是汉地佛教，后

者是西藏佛教，界限分明。由于西藏佛教在明代宫廷中颇有影

响，因而藏文经书的出版受到重视。这主要是由于明代西藏与

内地之间政治、经济联系紧密，交往频繁的结果。据<典故纪

闻>记载：“天顺间，翰林院译写番字，俱于国子监选用监生

习用，近年以来，官员军民匠作子弟，投托教师，私自习学”。

可见当时藏族文化在内地已有影响，影响到宫廷，也引起了皇

帝的兴趣。据<明武宗实录>记载，明武宗就“好习番语”，

“佛经梵语无所不通晓”。

明代官方曾编纂了若干汉语与非汉语对译的辞书，总称

(华夷译语>。在这类辞书中其他民族语言的读音就用汉语注

音。明代的四夷馆、会同馆就编纂有<西番译语>等书，“西

番”就是指西藏。

明初，出于对西藏地方统治者进行管理的需要，明政府对

藏区采取了“多封众建，尚用僧徒”政策，对西藏各教派领袖

人物分别予以封赐，使西藏各地方势力统一于明中央政府政权

之下，对有封号的僧俗领袖人物确立了朝贡关系，准许他们定

期朝贡。明政府为表示对边远地区的关怀，往往以优厚于原物

数倍价值的金银、绸缎、茶叶回赐朝贡者。北京与西藏的人

员、经济、文化交往甚为密切，汉藏图书的翻泽出版也达到了

一定的高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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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纪以前，藏文大藏经多以抄本形式流传。元代皇庆

二年(1313年)至延{右七年(1320年)间，在江河尕布的主

持下，搜集各地经、律、密咒校勘雕印，为藏文第一部木刻本

大藏经，称奈塘古版。其版式采取贝叶经笑形式，长方形散叶

两面刊刻，每部(或几部)或数卷以夹板束为一笑。但板片及

印本均无流传。藏文大藏经的内容分为甘珠尔、丹珠尔和松绷

3大类。甘珠尔又名佛部，也称正藏，收入律、经和密咒3部

分；丹珠尔又名祖部，也称续藏，收入赞颂、经释和咒释3部

分；松绷即杂藏，收入藏、蒙佛教徒的有关著述。明永乐八年

(1410年)，明帝御制<藏经赞序>称：“念皇考妣生育之恩，

劬劳莫报，乃遣使往西土取藏经之文，刊纸印旋，以资荐扬之

典，下畀一切众黎，均沾无涯福泽”。所谓“西土取经”，就是

到西藏取藏文经予以刊印。明代永乐八年在南京以元代第一部

木刻本奈塘古版复刻了甘珠尔。印本大部用朱砂或云殊刷印，

亦称赤字版。这就是所谓的永乐<番藏>，至万历三十三年

(1605年)又据永乐本重刻(番藏)，并添刻42帙<续藏>o．

称为万历版<番藏>。计147函，150074页。虽为自西藏取经

文予以刊印，但翻译校对的工作则是必不可少的，其详有待于

进一步考证。 - ‘

此外，1987年故宫博物院曾发现了一部珍贵的明代藏汉

对音的明代写经<各佛施食好事经>，反映了500余年前明宫

廷的汉藏翻译硕果。此经为泥金写本，护经封板为象牙所制，

并刻有清晰的明成化款识。以象牙作一部经书的夹板，上有精

制的西藏佛教密宗图像，非皇家则不能。明代的象牙雕刻，在

北京地区主要由皇家御用作坊果园厂制造，加之有造型奇特复

杂的西藏密宗造像，则需要由藏族艺僧参与，可见此经为汉藏

工匠共同制作的。这部经用磁青纸书写，每页长30．5厘米，宽

11厘米。在长23．5厘米、宽6．5厘米的黑色字心内以泥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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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经文。每面两行藏文、梵文，两行注音汉字。藏文、梵文书

写工整精细，汉字楷书端庄秀丽。o

明代在永乐五年(1407年)设有四夷馆，主要负责翻译

外国朝贡者的呈表和接待中的口译工作。先是从国子监中招

生，后来兼选官民子弟，也有个别人通过这条渠道获得进士出

身。学成后的翻译人员一般是政府机构中的下层文吏≯

但在明代的四夷馆中没有设欧洲文字的翻译，在徐光启督

领历局之前，也没有过官方组织的翻译西方图书的活动。而是

在利玛窦入华以后，．才逐渐形成传教士与士大夫相结合的翻译

方式。

明末传教士和士大夫在华合译或分纂的西方科学技术图书

约百余种。而在京刻书情况。李致忠先生在<明代的北京刻

书>一文中有所概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意大利天

主教士利玛窦来到北京。过了四年，就在北京创立了天主教

堂，即人们所称的北京宣武门外的南堂，迄今仍是北京天主教

的活动中心。南堂建立之后，葡萄牙、法国、德国的一些耶稣

会士也先后来华，并刻苦攻读中文，翻译教内书籍，刊板印

行，宣传教旨。如利玛窦的(天学实义>，南堂就前后刊印两

次。据徐宗泽<耶稣会士著述目录>著录，南堂先后刊印过

<圣经直解>等39种书籍。陈垣先生生前曾致力于天主教的研

究．辑有<天主教著述目录>一稿，其中收录上起万历，下迄

崇祯，教会刊印的书籍也是39种。而巴黎国民图书馆藏<基

督教撰述刻板目录>载，刻于北京者多达124种(其中部分为

清初北京刻书)。”锄

明初，由于朱元璋重视天象，因此首先召集了一批元时入

华的西域学者，与中国学者一起，选择从元朝秘书监接受下来

的秘藏回回文(阿拉伯文)书籍。在总数达数百册的书籍中，

重点翻译他认为有用的天文、阴阳、历象方面的书籍。译成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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