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訃告
呂傅健美

（泉州東門外）
逝世於元月十八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館
舊廈二樓C座靈堂
爰訂元月廿三日上午九時出殯

李永琛
（石獅市永寧鎮岑兜村）

逝世於元月十八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101號
靈堂（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
出殯於一月廿七日上午九時

吳張秀英
（石獅市松茂村）

逝世於元月十九日
現停柩於家鄉石獅市松茂村本宅
擇訂於元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時出殯

楊其仁
（永和鎮上宅村）

逝世於元月廿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310號
靈堂（Sanctuarium 310-Primrose）
擇訂元月廿七日（星期六）上午九時出殯

翁蔡常姑(晉江市龍湖鎮英厝村)
逝世於元月廿一日
現 停 柩 於 計 順 市 亞 蘭 禮 沓 大 街 聖 國
殯 儀 館 （ S A N C T U A R I U M  2 0 2 -
CHRYSANTHEMUM）靈堂
出殯於元月廿八日上午九時

黃蔡安娜
（南安官橋）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203號靈堂（SANCTUARIUM 203-
CAMELIA）
擇訂元月廿三日上午九時出殯

楊其仁逝世
菲律濱弘農楊氏宗親會訊：本會顧問楊

其仁老先生(晉江市永和鎮上宅村)，不幸於

二0二四年元月二十日晨六時十六分，壽終於

崇基醫院，享壽積閏九十有八高齡，老成凋

謝，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

街聖國殯儀舘（Sanctuarium 310 - Primrose）靈

堂，擇訂二0二四年元月二十七曰(星期六)上

午九時出殯安葬於恆安紀念基園。

本會聞耗，經派員持函慰唁其家屬，勉

其莭哀順變，並襄理飾終事宜。

本會爰訂於元月二十五日（星期四）下

午七時三十分，在其靈前舉行獻花儀式及越

日出殯執绋行列，以表哀思，而盡宗誼。

楊其仁逝世
菲律濱中國洪門竹林協義總團訊: 本總

團榮譽理事長楊其仁大哥，不幸於二零二四

年一月二十日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壽積閏

九十有八高齡。花亭永訣，軫悼同深。現停

柩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10-PRIMROSE靈堂，擇訂

二0二四年一月二十吉日（星期六）上午九出

殯，安葬於恆安紀念墓園之原。

本總團聞耗，經函電慰唁其家屬，勉以

節哀順變，並襄理飾終事宜。本總團訂於一

月二十六日（星期五）下午六時在其靈前舉

行洪家祭，吉時半舉行花果祭奠禮。屆時即

希全體理監事出席儀式，及越日出殯行列執

紼，以表哀思，而盡蘭誼。

吳健康丁母憂
菲律濱延陵吳氏宗親總會訊：本會家名

譽理事健康宗長令慈吳府張秀英老夫人，不

幸於二○二四年元月十九日凌晨二時三十分

逝世於家鄉本宅，享壽八十有高齡，寶婺星

沉，軫悼同深。現停柩於家鄉本宅。擇訂元

月二十三日(星期二)舉行告別儀式，出殯永久

墓園之原。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以表哀思，而盡宗誼。

楊其仁逝世
菲律賓絲竹尚義社總社暨四聯樂府通

告：本總社名譽理事長楊其仁老先生（晉江

市永和鎮上宅村）不幸於二零二四年一月

二十日晨六時十六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

壽積閏九十有八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

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SANCTUARIUM 310-PRIMROSE靈堂，擇訂

於二0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九

出殯安葬於恆安紀念墓園。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並訂於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五）下

午七時，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屆時敬希

全體同仁自動出席參加，及越日出殯執紼行

列，以表哀悼，而盡會誼。

楊其仁逝世
菲律濱福建總商會/菲律濱福建同鄉總

會訊: 本會永遠名譽會長楊其仁先生（晉江

市永和鎮上宅村）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二十日

晨六時十六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壽積

閏九十有八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10-PRIMROSE靈堂，擇訂

二0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九

出殯安葬於恆安紀念墓園。本會聞耗，經函

電慰唁，表示沉痛哀悼和深切慰問，並襄理

飾終事宜。其哲嗣賢昆玉孝思純篤，必定哀

痛逾恆，敬祈以情制禮，望陽眷属人等節哀

順變。本會並擇訂於2024/1/26日(星期五)下午

7:30分，在其灵前举行献花祭礼，届时敬请

全体職會員准时参加。

李鵬程丁憂
菲律濱石獅市同鄉總會訊：本總會李

資訊主任鵬程鄉賢令尊李永琛老先生（石獅

市永寧鎮岑兜村），不幸於二零二四年一月

十八日中午十二時四十二分，壽終於崇仁醫

院，享壽積閏九十有八高齡。哲人其萎，軫

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

殯儀館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靈堂，擇訂二零二四年一

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九時出殯，安葬

於恒安紀念墓園。

本總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 勉其

節哀順變，並擇訂出殯前夕在其靈前舉行獻

花祭禮，藉表哀思，以盡會誼。

吳威廉（健康）丁母憂
菲律濱中國洪門協和兢業社總社訊：

本總社執事部盟證吳威廉（健康）大哥令慈

吳府張秀英義老伯母，不幸於二○二四年元

月十九日淩晨二時三十分逝世於家鄉本宅，

享壽八十有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

停柩於家鄉石獅市松茂村本宅，擇訂於二○

二四年元月二十三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時

於松茂花苑路口舉行遺體告別儀式，嗣後出

殯，駕赴永久墓園焚香還玉安壙於墓陵。

本總會聞耗，經函電慰唁，勉其節哀順

變。

吳威廉（健康）丁母憂
菲律濱中國洪門協和兢業社總社执事部

訊: 本执事部盟證吳威廉（健康）大哥令慈

吳府張秀英義老伯母，不幸於二○二四年元

月十九日淩晨二時三十分逝世於家鄉本宅，

享壽八十有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

停柩於家鄉石獅市松茂村本宅，擇訂於二○

二四年元月二十三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時

於松茂花苑路口舉行遺體告別儀式，嗣後出

殯，駕赴永久墓園焚香還玉安壙於墓陵。

本總會聞耗，經函電慰唁，勉其節哀順

變。 

吳威廉丁母憂
旅菲石獅市華僑中學校友會訊：本會

吳總務主任威廉學長令慈，吳府張秀英老伯

母，不幸於二○二四年元月十九日淩晨二時

三十分逝世於家鄉本宅，享壽八十有高齡。

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於家鄉石獅市

松茂村本宅，擇訂於二○二四年元月二十三

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時於松茂花苑路口舉

行遺體告別儀式，旅後出殯荼毗安葬於永久

紀念墓園。出殯日期另訂。，

吳張老孺夫人往生極樂世界，駕返瑤

池，經函電慰唁，表示沉痛哀悼及深切慰

問。吳威廉學長賢昆玉孝思純篤，必定哀痛

逾恒，敬祈以情制禮，望陽眷屬節哀順變。

楊其仁逝世
菲律賓中國洪門聯合總會訊:本總會名

譽理事長楊其仁大哥，不幸於二0二四年一

月二十日晨六時十六分，逝世於崇基醫院，

享壽積閏九十有八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

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SANCTUARIUM 310-PRIMROSE靈堂，擇訂

二0二四年一月二十吉日（星期六）上午九時

出殯，安葬於恆安紀念墓園之原。

本總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

其節哀順變，並襄理飾終事宜。爰訂於一月

二十六日（星期五）下午吉時在其靈前舉行

獻花祭禮。敬請全體理事準時參加祭禮及一

月二十吉日執紼行列，以表哀思，而盡洪

誼。

翁信韜遺孀逝世
和記訊：故僑商翁信韜令德配，翁府

蔡太夫人諡常姑（原籍晉江市龍湖鎮英厝

村），亦即僑商翁天祝，天恩令慈，不幸

於二○二四年元月廿一日上午九時十三分

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壽積閏壹佰高齡。寶

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

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2-

CHRYSANTHEMUM）靈堂，擇訂元月廿八

日（星期日）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岷市華僑

義山之原。

楊鴻儒逝世
和記(巴示)訊：僑商楊鴻儒先生（原籍

福建惠安嶼頭），係邱麗明女士令夫君，

楊博翔，博欽，蕙瑜賢昆玉令尊，不幸於

二○二四年元月二十日夜壽終於計順市ST. 

LUKE'S醫院，享壽七十有四齡。現停柩於

計順市亞蘭禮沓巴示殯儀館新廈樓下一號靈

堂。

歷史峽口，回看利瑪竇與徐光啟的友誼
中新社北京1月21日電　北京阜成門大街

一處幽靜之所、現北京行政學院院內，坐落

著明代來華傳教士利瑪竇之墓。當時，讓外

國人葬在中國首都本不合禮法，但和善勤學

的利瑪竇，不僅帶來西方新知，更「漸染中

華之教」、著述有稱，受人敬重，故破例獲

得萬曆皇帝御賜墓地。莊重潔白的墓碑，亦

是這段中西交流史事的紀念碑。400多年前，

利瑪竇與中國士大夫們的交往、尤其與徐光

啟的友誼，寫就了一段文明交流佳話，展現

了文化相遇之妙。他們的交往在歷史長河中

靜水流深，在全球融合加深而呼喚文明交流

互鑒的歷史峽口，愈現光輝。

一個士大夫，一個傳教士
1582年，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抵

達澳門。他來中國後，感到「基督教在中國

人民中不引起興趣」，因此首先花時間研習

漢語、中國禮俗及儒家經典，並通過西方書

籍、世界地圖、天文儀器等吸引人們興趣，

與士大夫交遊。

利瑪竇將西洋曆法、歐幾里得幾何學

等西方知識介紹到中國，並帶來了吸收歐洲

地理大發現成果的世界地圖，令明代中國人

大開眼界。同時，他還將「四書」譯成拉丁

文，為讀者留下「中國札記」，其出版轟動

了歐洲，被認為繼馬可·波羅之後「重新打開

了通往中國的門戶」。

毫無疑問，利瑪竇在多方面奠立並促進

了中西文化交流。這種成就，自然與他「入

鄉隨俗」、樂于學習的開放和敬誠態度不無

關係，也得益于結識了中國摯友徐光啟。

徐光啟是上海人，最初因見到利瑪竇所

繪世界地圖而知有「利先生」。1600年，兩

人在南京會面，1604年徐光啟到北京參加會

試，再會利瑪竇，後登甲榜、入翰林；在北

京的幾年中，兩人交往甚深。徐光啟閱讀利

瑪竇翻譯的西方哲學、倫理學書籍，向利瑪

竇請教西方科學及基督教教理，自稱「余亦

以間從遊請益，獲聞大旨」「蓋其學無所不

窺」。利瑪竇也對徐光啟稱讚有加。為便于

向利瑪竇請教，徐光啟還在利瑪竇住宅附近

租了房屋居住讀書。

在利瑪竇影響下，徐光啟習得西方天

文、曆法、輿地、算術、水利、軍事火器等

學科知識，後來，兩人合譯歐幾里得《幾何

原本》前六卷、《測量法義》等書。在利瑪

竇病逝後，徐光啟又與其他耶穌會傳教士

合譯《泰西水法》，「以此競利先生之志

也」，並自撰《勾股義》、介紹蕃薯的《甘

薯疏》等，繼續向中國社會介紹科學知識。

這些著述，稱得上最早一批中西文化交流的

結晶。1610年5月，利瑪竇病逝于北京，終

年59歲。據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整理

的《利瑪竇中國札記》，利瑪竇逝世時，眾

多朋友、「大臣們和其他地位很高的人們」

趕來弔唁。抬棺進入墓地之時，「保祿博士

（即徐光啟）尤其悲慟……他對利瑪竇神父

尤其誠摯。他是一位高官顯宦，但也悲傷流

涕作為他友誼最後傷感的表示……」

如今，這對異國友人已離世數百年，但

兩人的友誼和文化交流互動，仍為中歐珍視

和延續。

再從東向西看：
中國的思想比想像更包容
收藏于上海中華藝術宮的當代畫家李

根之作《對話——徐光啟與利瑪竇的文化盟

約》，再現400年前這對友人的親密交往：擺

放著地球儀和各式書籍的木桌兩旁，身著儒

服的利瑪竇與官員著裝的徐光啟展開對話。

在1667年耶穌會士阿塔納修斯‧基歇爾

（Athanasius Kircher）所著的《中國圖說》

中，徐光啟畫像下有「Magnus Sinarum Colaus, 

Legis Christianae Propagator」的拉丁文介紹，

意為「偉大的中國學士，基督信仰的宣教

者」。

西方傳教士融入中國文化，中國士人學

習、接受與自身文化截然不同的知識體系甚

至思想信仰，其中的文明交流互鑒意義值得

進一步挖掘。

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主

任、「東西問智庫」學術顧問張西平接受中

新社「東西問」採訪時談道，從晚清到今

天，中國已經發展起來，中國人也應有更大

的胸懷、以更平和的態度看待世界，要像徐

光啟那樣，抱持開放、寬容、健康的心態。

「中國人不需要回到晚清的悲情。中國

已經強大，現在特別需要一種健康的心態，

來走出晚清悲情。」張西平說。

再從西向東看：
歐洲有與東方交流的遺產
「我會毫不猶豫地說，徐光啟、利瑪

竇之間的關係是友誼。並且，他們的文化差

異是兩人友誼的核心，他們都努力去理解對

方的語言、知識體系與信仰。」米蘭天主

教聖心大學孔子學院意方院長竺易安（Elisa 

Giunipero）接受中新社「東西問」採訪時

說，傳教士利瑪竇希望在中國傳播基督教，

士人徐光啟希望振興晚明社會，他們都懷著

極大的開放性克服了種種困難開展交流，因

為他們相信，彼此的對話既會充實個人，也

會推動各自的國家前進。

竺易安認為，利、徐二人的交往引導我

們去擁抱這個世界的複雜多元，而不是對之

感到恐懼。歐洲和中國之間並不存在所謂的

文化鴻溝，相反，彼此影響程度遠超一般認

知。利、徐二人的交往，展現了不同民族、

語言、宗教信仰的人群之間可能實現的平等

與和諧，這正是今日世界亟需重拾的。

張西平認為，約在1500年至1800年間，

中歐之間有過「戀愛」期，彼此都對對方的

文化感到好奇、仰慕。利瑪竇和繼其之後的

許多傳教士，都懷著尊重中國文化的態度，

扮演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萊布尼茨、伏

爾泰等學者，更認為中國是禮儀之邦、理性

之國。誠然當時中歐認識中的彼此並不完全

符合事實，但那種願意主動瞭解、並基于瞭

解和尊重開展交流的態度，值得今人學習。

「1500年至1800年間的交往，是中西方

共同的文化遺產。尤其對西方來說，應該學

習利瑪竇和而不同的『合儒』精神，特別是

面對逐漸發展的中國的時候。」張西平對中

新社記者說。

《利瑪竇中國札記》裡，這樣記錄著對

中國細緻認真的觀察和描述：「我們在中國

已經生活了差不多三十年，並且遊歷過它的

最重要的一些省份，而且我們和這個國家的

貴族、高官及最傑出的學者們友好交往。我

們會說這個國家本土的語言，親身從事研究

過他們的風俗和法律；並且最後而又最為重

要的是，我們還專心日以繼夜地攻讀過他們

的文獻。這些優點當然是那些從未進入過這

個陌生世界的人們所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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