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麟獭豢荔黝穗确黪兹孵黝磁期缓黪够戮
JournaI of UESTC(sociaI sciences edjt{on)Jun．2005，VoI．7，No．2

传教士：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以裨治文为个案～

口张施娟 [浙江大学杭州31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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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受时局所迫，裨治文等早期来华传教士无法直接传教，致力于各项文化活动，客观

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出版、印刷和医学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但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为了传播基

督教，在传播的过程中流露出西方文明优于中国文明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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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文化交流，一般是双方同行专家借助于研讨会、座

谈会等直接交谈方式或电话、因特网等现代科技手段，加以讨

论。历史上的文化交流除个别例外，一般不是同行专家的直

接交流，往往以战争、贸易或传教为载体和媒介。这些文化交

流的作用不是行为主体的动机和目的，往往是历史活动的客

观后果。由于宗教在历史上一般来说是其文化的核心，至少

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异质文化地域中传教，往往导致

两种文化深层上冲突和融和，因而传教士必须对异质文化有

基本的研究。所以传教为媒介的文化含量比战争和贸易所有

的要高。⋯这一点越来越被国内的学者认可。中国学者过去

普遍认为来华新教传教士是西方殖民文化的先锋队，而今，一

般肯定来华新教传教士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特别是对

中国近代印刷、出版、教育、医药方面的促进作用，甚至有所拔

高的趋势。本文考察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E．c．

Brid舯an，1801—1861)为主的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的文化活

动，对此提出一些看法。

一、裨治文与《中国丛报》

传教士经常是在两条战线上奋斗：一是使国外异教徒皈

依为基督徒。为此，新教传教士以各种方式宣扬西方的文明，

甚至不惜建议西方国家采取武力迫使中国“开放”并接受基督

教。一是维持好来自国内的资助。虽然新教的传播与西方国

家之间的联系没有象明末清初的来华耶稣会那样密切，但是，

新教传教士和来华耶稣会士一样，需要国内的支持。

在两条战线上都必须经常不断地向同盟者或反对者提供

证据。这就形成了两股书写文字材料的潮流：一股是为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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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建立教会，开展传教活动而编写的小册子——翻译成中文

的福音书及其它用中文写成的著作；一股是为动员、鼓励国内

赞助者的支持而用英文写成的小册子、传单、讲演稿、文章和

书籍。

1830年来华后，裨治文在居留中国长达30余年的时间

里，一直是这两股潮流中的中坚力量。他创办的《中国丛报》

(chinese ReposiIory)和“益智会”分别是这两方面的典型。

裨治文到达中国后，发现在中国没有什么真正的“报纸”，

虽然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有他们自己的“邸报”，但这些“邸

报”只刊登与他们自己相关的事情，不少文章写得不求真相。

所以裨治文希望能在澳门或广州建立一个传道会印刷所，以

便把中国的文化告知西方人，以引起他们对在中国传教的兴

趣和支持，另外，裨治文还相信西方印刷技术的使用会有利于

在中国传教。[21

在马礼逊和美国商人奥立芬的帮助下，裨治文建立了今

人所称的“广州美国海外传教委员会出版社”。b1在此基础上，

又于1832年5月1日创办《中国丛报》。

《中国丛报》，旧称《中国文库》、《澳门月报》等。关于《中

国丛报》的主要任务，从裨治文执笔的创刊词中可知：要对外

国人出版的有关中国书籍进行评论，旨在注意已经发生的变

化⋯⋯关于博物方面，最适宜和有利的是调查下列情报：气

象，包括气温、风、雨及气象对健康的影响；土地，包括矿藏、植

物、畜产、土地肥沃程度及耕作状况，还包括江、河、海中的出

产I．．⋯·关于商业方面⋯⋯关于社会关系方面⋯⋯我们对中

国人的宗教特征也感到兴趣，将给予非常强烈的关注。[41可

见，裨治文等人创办《中国丛报》的目的是为了收集中国各方

面的情况。这符合裨治文来华前收到的美部会的指示信。在

  万方数据



71．麟融糍螺躺麟麴麟缓蜓麟移鹈糍麟荔囊荔缓‘‘繁鬟答≤鬟攀
JournaI of UESTC(social sciences edition)Jun．2005，voI．7，No．2

那封很长的“指示”信中，其中一个要点就是，“在你工作和环

境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要求你把有关中国人民的特征、状况、

风俗、习惯等等，特别要对这些情况受他们的宗教影响，向美

部会做出完整的报告⋯⋯”[41这份刊物创办的终极目标就是

传播福音。裨治文曾在公开发表的日记中写道：“愿它无论在

其开端，还是在这之后，都全然成为主的事业；愿它所有的篇

章都充满着能增加神的荣耀和真理。”[41

从《中国丛报》的内容来看，裨治文所阐述的宗旨基本实

行。丛报共刊登约1242篇文章(根据卫三畏的目录统计)，对

鸦片战争前后20年间处在激烈动荡和急剧变化之中的中国

社会作了全方位的报道，包括中国的历史、地理、政治、文化教

育和风俗等。丛报特别重视报道关于中国的时事和对外关

系，记载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的全过程，译载许多如清帝上

谕、大臣奏折等重要文件。

<中国丛报》所有文章中与中国有关的约占百分之九十，

重点在中国国情方面，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丛报。笔者根据卫

三畏编的《中国丛报》目录统计见如下表格(表1)。

表1《中国丛报》刊登文章分类

类目 总篇数 裨氏篇数

地理学 63 21

中国政府与政策 81 17

税收、陆军、海军 17 3

中国人 41 12

中国历史 33 19

博物学 34 无

艺术科学和制造 27 7

旅行 27 13

语言文学等 94 30

贸易与商业 印 7

航运业 26 3

鸦片 55 16

广州外国商馆 36 ll

外交关系 34 13

与英国的关系 38 16

与英国的战争 74 28

香港 22 4

与美国的关系 21 12

暹罗与越南 24 无

其他亚洲国家 21 4

印第安多岛屿 36 10

异教 53 4

传教 102 39

医药传教 48 6

圣经翻译 40 9

教育协会等 31 11

宗教 29 3

传记告示 38 8

杂撰 37 15

总计 1242 34l

裨氏文章篇数所占比例 27．5％

《中国丛报》的作者主要以这一时期的所有各教派的来华

新教传教士为主，另外还有一些英美商人，如美国商人查理·

金(c．w．I(ing)、鸦片贩子因义士(Robert Inglis)，以及外交官如

包令(John Bowring)、威妥玛(Thomas F．wade)等人。撰稿较多

的是裨治文、卫三畏、郭实猎、伯驾等人，其中又以裨治文发表

的文章最多，可以明确是他写的研究性论文和评论就达342

篇(见表1)，而文章数量仅次于他的卫三畏只有120篇左右，

相差悬殊。裨治文在《中国丛报》上发表的数百篇文章，加上

他撰写而且署名的消息评论，约有2000页以上的篇幅，基本

涉及到中国问题的每一个方面，而且都有一定的深度，收集、

保存了丰富的资料，是他那个时代西方当之无愧的中国问题

专家。

《中国丛报》从1832年5月创刊，至1851年12月停刊，每

月一期，从未间断。其中1851年8月至12月则合出一期，合

计共为232期，外加索引一卷，共20卷。前两卷每期发行400

份，到1834年第三卷时已增加到800份，第四卷已达1000份，

第五卷则有1000多份。[41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算是比较可观的

数字。

《中国丛报》记载了鸦片战争前后二十年有关中国社会的

各种调查报告，为西方人认识和了解中国提供了大宗的资料，

不仅来华的西方人订阅，而且发行到欧洲和美国。以1836年

发行的515本统计，其中销售中国200本，马尼拉15本，夏威

夷13本，新加坡18本，马六甲6本，槟榔屿6本，巴达维亚21

本，暹罗4本，悉尼及南威尔斯6本，缅甸3本，孟加拉，尼泊尔

7本，锡兰2本，孟买11本，南非开普敦4本，汉堡5本，英国

40本，美国154本。【41可见销售区域之广泛。

《中国丛报》是在华西方人的讨论基地，也是西方人了解

中国的重要传媒。西方人正是从《中国丛报》上知道了清政府

对鸦片贸易的态度，知道了鸦片战争的进程。它刊登的部分

文章被西方一些有影响的教会刊物和普通报刊转载。正如伦

敦的“便士杂志”(111e Penny Magazine)在1837年8月5日评论

的，“这份期刊即便在英国也算是好的。”[41可见，外销占多的

《中国丛报》对中西文化交流有很大价值。

这二十卷的chinese Repository不仅在当时是极有价值的

史料，今日仍有参考的价值。《中国丛报》的记载，在许多地

方，为后人研究鸦片战争前后20年中国历史、中国近代史开

端和早期中外关系史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弥补了档案的

不足。后世学者研究这一段时间的中国历史时多引证该刊，

对其评价颇高。

二、裨治文与“益智会”

为了让中国民众接受基督教，裨治文等人试图出版宣扬

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的书刊，从观念上改变中国人。

因为清政府的限教政策，裨治文等新教传教士曾在广州

隐居，他们发现中国官方直至民间有着强烈的天朝自大的心

理，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国人看不起外国人的心态。有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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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道，尽管我们和他们(指中国人)有长期的交往，他们仍然公传教方法”

然表示是高于其他国家而位居世界第一，并视其他民族为“蛮

夷”。这种无知与自傲严重影响了旅居广州的外国人的利益，

妨碍了他们与中国人之交往。【41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裨治文等人在1834年11月发起创办

“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Society for tlle Di￡fllsion of use柚Knowl一

edge in cllina，简称“益智会”)。“益智会”成立以后，裨治文一

直与郭实猎一起担任中文秘书。

顾名思义，“实用知识传播会”的目的就是要向中国人传

播“实用”的知识，以帮助中国取得知识进步和社会进步，将西

方近代科学文明作为基督教文明的一部分，介绍给中国人。

裨治文自称“益智会”是站在“光明与黑暗两大地区”之间。他

认为通过向中国人传授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可以使中国人

的产品质量提高，从而使“他们和我们共同得益。”[41

因此，“益智会”在中国的一个主要活动就是出版宣扬西

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的书刊。裨治文等人认为要优先向中

国人介绍世界历史和地理知识，因为这个如此排外的民族，所

具有的人类历史和世界地理的观念是非常混乱和不准确的，

所以中国人最需要的是历史和地理书。【41

“益智会”不断提出一些出版计划。但是由于“中国政府

的不友好态度”，导致印刷、出版工作无法正常工作；而且缺少

能用中文编写书刊的西方人。【41所以这些计划大都未见完成。

不过“益智会”还是出版了一部分中国书籍，包括郭实猎的《古

今万国纲鉴》、《万国地理全集》，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

略》、<广州方言中文文选》，以及后期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

传》等等。裨治文和郭实猎几乎包揽了益智会的所有编著，他

们是这个组织的灵魂。

其中裨治文编著的<广州方言中文文选》(chinese c11resto—

m8tlly in tlle canton Dialect)被后来的学者称为当时“美国人写

有关中国文化最具系统之书籍”。[41裨治文以西方语言为标

准，来对汉语进行评判，在他看来，中文的单字数量少、语法简

单等特点，使中文与西方语言存在如此巨大的区别，使西方人

难以掌握和使用。因此都可以说是缺点。[51裨治文编写的《美

理哥合省国志略》则是第一本中文美国史著作，裨治文在书中

塑造一个可与大清媲美的富强、广袤、文明的美国形象，为中

国人正确认识美国奠定了基础。裨治文在书中表达了美国作

为西方国家的代表，文明程度之所以不逊于中国，得益于西方

基督教文明。而他在书中表达了“四海为一家”的意愿，目的

在于瓦解中国人的“天下”、“中国”和“四夷”观念，使中国人抛

开大中华文化优越感而接受基督教的信仰。

三、裨治文与“马礼逊教育协会”

裨治文等传教士不但利用文字材料，还充分施展教育的

功能传播福音。

·在传教士们看来，教育是传教最强有力的辅助手段，是传

教士传道布教及训练宗教人才的重要措施，最省钱、最有效的

在各地传教站实施教育是美部会的传统。美部会建立传

教站时会办学校、建印刷所，意欲通过教育改变当地的信仰，

皈依基督，同时使异教社会的文化得益于美国文明。裨治文

就相信，文明反对愚昧的伟大战争不仅包括获得宗教知识，也

包括世俗知识，他说：“教育是提高人类精神文明和免除上帝

惩罚的手段。”L6
J

裨治文来华后不久就收中国少年在家学习，还组织教育

团体。他和在广州、澳门的新教传教士以及英美商人为纪念

马礼逊(1834年8月1日去世)，倡议成立马礼逊教育会(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裨治文起草了章程并担任秘书。

马礼逊教育会实际由裨治文具体操作，类似于“总代理人”的

角色，执行理事会作出的建议和决策，处理信件往来，挑选教

师、书籍等等。

马礼逊教育会的宗旨是在中国开办和资助学校，在这些

学校里除教授中国少年中文外，还要教他们英文，并通过这个

媒介，把西方世界的各种知识传到他们手中。[41这是因为裨治

文等人觉得，英语是中国人掌握西方知识的必要技术，有利于

在中国传播福音。

裨治文对在中国推广教育有很大的决心。他在1836年

11月9日马礼逊教育会正式成立大会上说道：“教育肯定可以

在道德、社会、国民性方面，比在同一时期内任何陆海军力量，

比最繁华的商业刺激，比任何其他一切手段的联合行动，都会

产生更为巨大的变化⋯⋯”H1

早在马礼逊教育会建立起自己的学校之前，裨治文已经

着手调查中国的教育情况，特别是初等教育，作为举办教育活

动之参考。他们在广州附近所调查的内容分为18个项目：人

口、社会阶层男女比例、学校种类、男性识字率、女性识字率、

儿童入学年龄、蒙学读物、教学法、儿童学习年限、每日学习时

间、学校状况、学生人数、教师素质、教师薪金、考试、奖赏、惩

罚。通过调查，他们获得了关于中国教育的第一手资料。[43裨

治文第一篇关于中国教育的历史和现状的文章在《中国丛报》

1835年5月刊号上就已发表。

该协会还鼓励外籍教育界人士大量捐赠图书，在中国境

内建立一所公共图书馆。另外，马礼逊教育会还向郭实猎夫

人(Mary Gutzla扛)的私塾提供每年312元的资助。【41

马礼逊教育会成立后，裨治文向西方一些教育机构呼吁

派遣年轻教师来华。最后，耶鲁大学毕业生布朗偕夫人于

1839年2月到达澳门，并在裨治文等人的指导下创办起“马礼

逊学校”。裨治文经常和布朗一起利用教学活动传播基督教。

裨治文主编的《中国丛报》还多次刊登这些学生的习作。

马礼逊学校刚开始只有六名学生，他们是：容闳、黄胜、李

刚、周文、唐杰、黄宽。1842年鸦片战争后，马礼逊学校迁往香

港，学生逐渐发展到三四十人。到1850年，最终因经费拮据

而关闭。

马礼逊学校虽然从创办到结束不过前后11年，但是受它

的影响，一些美国传教士也相继在中国开展教育传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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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一个来华的美国女传教士叔未夫人(Mrs．shuck)在香港

创办学校，免费招收学生，不到三年学生人数就达26人。[41

马礼逊学校的影响与成就，在近代史中有肯定性的地位。

容闳、黄宽、黄胜等人都出自该校，多有贡献于晚清社会；1862

年京师同文馆的创办，1872年容闳带领中国幼童留学美国等

无疑是受到“马礼逊教育会”的影响。“马礼逊教育协会”设立

的图书馆，其中不少书籍，现存香港大学孔安道图书馆“马礼

逊特藏”(Morrison coⅡection)，以供学人研究参考。[41马礼逊学

校另有一个比较隐晦不显但非常重要的影响，即一部分中国

人对西方人的印象有所改观，间接地为后来中国的教会学校

铺下坦途，也为基督教在中国顺利传播建立基础。

四、裨治文与“中国医药传道会”

为了改变中国人天朝上国的观念，有利于福音的传播，裨

治文和其他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还充分利用西方的医学，发

起组织了另外一个重要团体——“中国医药传道会”(Medical

Mission8ry S0ciety in China)。

医务传教的手段源于马礼逊。早在1820年，马礼逊就曾

和东印度公司的李文斯顿(Doctor uvin肇ton)在澳门向中国人

发放药品。此后，东印度公司的郭雷枢医生1827年在澳门设

立一所药房，1828年起还开办了一家较小的眼科医院，就诊病

人在四年时间里高达四千多人次。[71

受在澳门的传教士影响，广州的传教士也设立了一家药

房，向居住在广州的中国人发放药品。裨治文欣喜地发现，每

天一早，就会看到生病、瞎眼和瘸腿的男女老少挤在药房门

口。因此，他认为通过医务活动会有利于传教，极力建议美部

会派遣受过医学训练的人来广州建立一家传教士诊所。

最后，伯驾医生(Dr．Peter Parker)来到中国。他在1835年

11月4日成立“广州眼科医院”。这个事件标志着以行医治病

为主要手段的“医药传教”方法的正式确立。【81

医院在开初阶段即获得很大成功，《中国丛报》报道说：

“在六个星期的事件内，我们看到有450名病人得到了一个外

国人的医治。”【4’因此，裨治文更加确定，传教士的医务活动会

提高传教士的声誉，从而为传播福音提供更多的机会。所以，

裨治文和伯驾等人呼吁各国派医药传教士到中国服务，借医

务工作进入中国社会传教。裨治文说，“医院不仅能治愈病

体，从而展现“蛮夷”的技术和善良，而且能有大量绝好的机会

为有精神疾病的人服务。我们认为，应该采取措施让这种机

构永远存在。”【91

在裨治文等人的倡议下，中国医药传道会(Medical Mis—

sionary society)在1838年2月宣布成立。郭雷枢任会长，裨治

文、伯驾、查顿、因义士等人任副会长。裨治文等人起草并发

表一份关于医药传道会的宗旨和规则，宣布该组织的宗旨是：

通过为中国人治病，向他们传授医学知识和上帝的福音，

使他们消除长期存在的偏见和民族排斥情绪，使他们认识到

他们所仇视的人有能力并且愿意帮助他们摆脱苦难。【41

可见，裨治文等人做医务工作的目的，还是为了消除中国

人对外国人的偏见，从而接受西方的基督教教义。

在医药传道会主办下，伯驾的广州眼科医院维持了好几

年，它的病人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给传教士提供了

大量与中国人接触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中国人对外

国人的敌视与偏见，也给后来的中美谈判带来便利。

裨治文、伯驾等人倡办的广州眼科医院，成为中国近代最

早的西方医学院，孙中山曾就读该院，其后数度合并成为中山

医学院。

由于医药传教比散发宗教小册子和在民众中直接布道更

为显著，欧美各教会组织十分重视派遣传教医生来华工作，及

至五口通商，医药传道会所属医生均在各地设立医院。对于

传教士创办的西式医院对中国的重要性，大家不难认识。陈

邦贤谈及新教传教士开设的医院时说：

“各医院之功绩不独为人治愈痰病，减少死亡率，而且训

练甚多中国助手，翻译传布西国医学知识于中国，其功亦不少

也。’’[10】

而医药传道会向这些传教士开设的医院和药房提供资

助。可以说，中国近代医院之发展，与中国医药传道会有直接

联系。

裨治文等人为了传播福音，打破中国的四夷观，证明中国

并不是唯一的世界，也不是文明唯一的中心，改变中国人的排

外思想，他们通过教育、出版、医药等方面的活动，向中国人介

绍西方的发达文明。他们的活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教

育、出版、医学等方面的发展。但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传

播基督教教义。用传教士自己的话说：不仅使中国人同外国

人更加广泛地友好交往，而且传播欧美的艺术和科学，最后向

他们宣扬上帝的救世福音，消除盘绕在他们脑子里的迷信思

想。‘41

在传播西方文明的过程中，裨治文等早期来华新教传教

士以西方文明为标准来评判中国，不自觉地流露出文明优越

的姿态。上文所列几项活动，都开创于鸦片战争爆发前，因为

没有西方国家的武力相随，裨治文等人在中文书籍中表达西

方文明的优越性是小心翼翼的，但在主要向外发售的<中国丛

报》上，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大肆批判和文明的优越性暴露无

疑，裨治文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是很快就进入现代进

步的进程，还是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才能进入，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外国人所追求的事业。”【41

各种文明并没有先天的高低，固执中国文明优越的观念

是不正常的，同样，因为西方物质文明的发达，而以为西方文

明优越于其他文明，同样是不正常的。

如何对待异域文化，首先有个出发点的问题。不管哪个

民族或哪个个人，在空间上无疑都会取自己所处的位置，作为

视野的出发点。在这个意义上说，以“我”为中心，或以我为本

的倾向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主要倾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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