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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曆本文擬以《崇禎 書》之數度改名與版面的調整，概述十七、八世紀中、西

曆 曆 歷算之爭。本文的出發點在於視《崇禎 書》及其衍生品為 史行動者在動定脈

產絡下的 物，而行動者彼此間之互動便刻劃在「遺物」之中。仔細檢視其中的「刻

痕」，我們可以研究行動者如何使用物品，而使物品獲得生命與意義；同時也可

以從物品的變動，理解行動者彼此間賦予己身和他人行動意義的互動過程。

曆 產《崇禎 書》及其衍生作品為明、清政府官僚體系的 物，乃至在清初時宣

檔 曆付史館，成為當時國家 案的一部份。《崇禎 書》在順治初改名為《西洋新法

曆 曆書》；在康熙朝再度改為《新法 書》；在收入《四庫全書》後，又改名為《新

內 歷法算書》。這些書名、版面及 容上的變動與調整，見證了不同的 史行動者如

檔 歷何因應不同的政治局勢而調整、改變與賦予 案意義的 史過程。 曆《崇禎 書》

的生命史因而成為十七、八世紀的中國如何在傳教士、滿洲皇帝與中國士人所構

曆成的權力場域中，收攝西方 算學的縮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