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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就像45年前我发现的那样。
在中国的传教士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如何拯救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的灵魂，而且还包括如何在年均
四百万的死亡率下拯救他们的肉体，以及如何解放他们那比妇女的裹足更扭曲的心智——从一种延续
了无数个世纪的哲学和习俗的统治之下解放他们的心智，而正是那种哲学和习俗使他们陷入了听凭任
何可能伤害它的民族摆布的窘境。
但是。
如果这个民族从无知和恶习的禁锢下获得自由，并且沐浴到科学的、工业的、宗教的教育之光，它就
可能成为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民族之一。
传教士给中国的政治和宗教领袖带来了福音。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经过多年的犹豫和怀疑之后，信奉了主的教义，但芸芸众生依然沉浸在无知和偏
见之中无所作为。
因而，古代世界也许包括近现代最伟大的民族之一陷入了革命和暴政之中，这将使它要经过一个相当
长的时间才可能恢复元气。
    这些陈年旧事讲述了一种富有同情心的努力，即力图引导中国的精神领袖去一睹上帝之国的风景—
—同时昭示了它承诺此世的百倍福祉，以及未来世界里永生的欢欣。
这种努力意味着在不同方向上对中国的提升—_通过更优越的宗教、更先进的科学、更便利的通信手
段、更完善的国际贸易，还有现代学校和专业学院的创设、现代出版社的建立，以及在一个同欧洲一
样大小的国家内建设新的工业，开发新的产品。
在所有这些领域都有我某种程度的参与，就像读者在这本回忆录中即将看到的那样。
    我要记下对下列各位的真挚感谢，在本书的写作中，他们给予了我太多太多的帮助：    感谢我的女
儿埃利诺，她将我的口述记录成文，并将手稿整理付印；感谢希尔达·G.宝瑟尔女士，她不辞劳烦，
搜罗了书中的一些照片，并且打印了全部书稿；最后要感谢W.Y.富勒敦牧师，他是浸礼会国内总部的
秘书，这本回忆录是在他的要求下动笔的，他也承担了书稿的校对工作。
    李提摩太    1916年1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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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详细记录了李提摩太在晚清45年的经历；他在宗教、
科学、通讯、国际贸易、赈灾、现代学校和专业学院的创设、现代出版社的建立等几乎所有领域参与
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他不仅是一位有影响的宗教人士，同时也是中外达官贵人的座上宾、维新派的幕
后师爷、孙中山革命党的反对派。
45年的时间里，在传播上帝“福音”
的同时，他结交权贵，联络士绅，顾问洋务，鼓吹变法，调停外交，抨击革命，时而幕后，时而台前
，不辞辛劳，忙忙碌碌奔走于红尘深处，在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纵横捭阖，成为清末大变局中的一位风
云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亲历晚清四十五年>>

作者简介

作者：（英国）李提摩太 译者：李宪堂 侯林莉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亲历晚清四十五年>>

书籍目录

总序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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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济南府的回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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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麦考文的同事卡罗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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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鬼魅附体
 25.黑羊和白羊
 26.重访济南府
 27.行路难：旅行北部中国
第三章 定居青州府(1875—1876)
 1.初识李鸿章
 2.前往青州府
 3.在青州行医
 4.青州府司库
 5.改穿中国服装
 6.充当风水先生
 7.租房中的波折
 8.一个排外的退休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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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拜会伊斯兰教徒
 11.拜访一位教派领袖
 12.善良的村民
 13.道观中的午夜妇女集会
 14.拜访隐士
 15.第一个转换信仰者
第四章 山东赈灾(1876—1877)
 1.饥荒
 2.规劝人们皈依上帝的海报
 3.灾荒引起的骚乱
 4.被邀请做暴动的首领
 5.分发救济金的方法
 6.再次被邀请做暴动的首领
 7.向巡抚进献预防灾荒的建议
 8.来自烟台的捐助
 9.对上帝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
 10.倪文思博士采用我的传教策略
 11.救灾中的插曲
 12.来自各商埠的捐助
 13.发生在昌乐的骚乱
 14.会见地方政府官员
 15.追逐与获救
 16.女人征服了政府官员
 17.令人沮丧的冬天
 18.与政府官员和士绅一起发放救济
 19.A.G.琼斯先生的到来
 20.建议地方官预防灾荒
 21.教会工作
 22.给浸礼会协会的信
第五章 山西赈灾
 1.决定赴山西
 2.太原府之旅
 3.会见山西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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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运输的困难
 7.内地会传教士：詹姆士和特纳
 8.在救荒中与中国官员合作
 9.向巡抚提建议
 10.向浸礼会提议
 11.写信给各个新教差会，建议联合与协作
 12.希尔、特纳和瓦尔廷的到来以及瓦尔廷的去世
 13.发放伦敦赈灾基金(1878)
 14.内地会修女的到来
 15.与马丁女士结婚
 16.冬天的赈灾工作
 17.中国人对赈灾工作的感谢
 18.以中文写成的罗马天主教书籍
 19.新教传教工作的无组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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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失落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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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在108个县里传播福音、散发传单
 24.乡试上的有奖征文
 25.一位姓郗的牧师
 26.访问北京，与李鸿章 见面
 27.斯格菲尔德博士和其他内地会传教工作者的到来
 28.令人遗憾的门派分割
 29.基督教徒小传
 30.帮助山西人民的特殊措施
第六章 在官员和学者之间(1881—1884)
 1.政府官员对外国人的态度
 2.为更好地传教做准备
 3.向政府官员们作演讲
 4.拜访王知府
 5.与儒家学者同居一室
 6.会见左宗棠
 7.友好交往
 8.中国音乐
 9.与佛教僧侣的交往
 10.参观五台山
 11.张之洞
 12.与罗马天主教徒的交往
 13.山东之行
 14.在青州患痢疾
 15.庆祝丰收的节日
 16.山东的新教堂
 17.J.S.怀特赖特先生的业绩
 18.一位地方行政官的纠缠
 19.遭遇劫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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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改革方案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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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沿海之旅，会见琼斯先生
 2.同大卫·希尔一起访问南京
 3.发现《大乘起信论》
 4.返乡途中遭遇风暴
 5.浸礼会年会
 6.请求更多的人手
 7.向浸礼会建议的教育计划
 8.方案被否决：极度的失望
 9.提出传教方式修正案
 10.电机专业课
 11.在柏林拜访教育部长
第八童艰难忧患的岁月(1886—1891)
 1.与耶稣会著名传教士的谈话
 2.妻子患病
 3.来自同事们的批评
 3.离开山西
 5.在北京的工作
 6.拜访天津的李鸿章
 7.理查德夫人的弟子
 8.侯爵曾纪泽
 9.拜访大喇嘛
 10.拜访寺院方丈
 11.应邀赴山东工作
 12.在山东染上热病，胳膊麻痹
 13.委员会拒绝了我们的方案(1889)
 14.参加上海传教士大会
 15.编辑中文报纸
 16.理查德夫人的天津妇女读经班
 17.浸礼会的代表
 18.来自上海广学会的邀请
第九章 在上海广学会的工作(1891—1894)
 1.威廉臣创建同文书会
 2.在广学会开展的其他工作
 3.第一个工作计划
 4.扩大影响的计划
 5.中国政府官员对我们工作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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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瑞斯先生的奉献
第十章 中日战争期间与政要的交往(1894—1895)
 1.中日战争
 2.战争期间我们的出版物发挥的影响
 3.中国书商态度的变化
 4.南京的冬天
 5.第一次与张之洞会见
 6.与张之洞的第二次会见
 7.拜会赴日议和代表张荫桓
 8.第三次会见张之洞
第十一章 代表教会上书北京
 1.上书委员会
 2.对基督徒的迫害
 3.第一次会见李鸿章
 4.后来与李鸿章 的几次会见
 5.拜访总理大臣
 6.拜访恭亲王
 7.11月14日，我和沃瑞博士递交教会请愿书
 8.使政府同意我们的要求所面对的障碍
第十二章 中国的维新变法运动(1895—1898)
 1.康有为
 2.强学会
 3.我向翁同稣提出的改革方案
 4.皇帝的师傅孙家鼐
 5.与张荫桓见面
 6.议政大臣刚毅
 7.向翁同稣和李鸿章 告别
 8.变法维新的过程
 9.中国女学
 10.光绪帝令人吃惊的变法诏书
 11.对改革派的第一次打击
 12.应邀担任皇帝的顾问
 13.保守派发动政变，康有为出逃
 14.遇害的改革派
 15.其他改革者的命运
 16.皇帝的逊位诏令
第十三章 天台山之行
 1.规模巨大的宗教中心
 2.打算参拜教皇的满族基督徒
 3.奇怪的迷信风俗
 4.杭州的寺庙
 5.绍兴：出师爷和酒的城市
 6.旅行者的代理机构
 7.避免了一场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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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旅馆里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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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与李鸿章 一道旅行
 2.访问马德拉斯
 3.横穿印度之旅
 4.德里
 5.巴黎
 6.浸礼会委员会的接待
 7.对传教士秘书协会的建议
 8.向宗教书刊协会的呼吁
 9.其他方面的工作
 10.访问加拿大
第十五章 义和团运动
 1.访问北京
 2.排外情绪的蔓延
 3.刚毅组建的团练武装
 4.在纽约世界基督教大会上的呼吁
 5.对二十世纪俱乐部的呼吁
 6.在华盛顿和纽约奔走呼号
 7.回到中国
 8.给山西和陕西巡抚发的电报
 9.周馥采取的措施
 10.与庆亲王和李鸿章 的会见
第十六章 山西大学
 1.创建山西大学的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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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反对禁止教授基督教的规定
 4.巡抚的友好态度
 5.山西大学的教学课程
 6.在上海成立的翻译部
 7.袁世凯承诺资助课本的翻译
 8.朝廷诏令每个省建一所大学
 9.张之洞的教育计划(1902)
 10.总教习敦崇礼
 11.重访太原(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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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巡抚岑春煊
 14.其他几位山西巡抚
 15.革命对大学的影响
第十七章 变革中的中国
 1.慈禧太后颁布光绪帝的改革诏令
 2.访问中国北方
 (1)周馥
 (2)拜会荣禄
 (3)会见鹿传霖
 (4)肃亲王
 3.被朝廷任命为新教差会的代表
 4.樊国梁主教
 5.为中国人建立公学
 6.访问日本
 (1)河野公爵
 (2)王子载振参观贵族女校
 (3)日本人的野心
 7.丧妻之痛
 8.在满洲建立国际红十字协会
 9.访问北京
 10.在山东召开的宗教大会
 11.周馥的建议
第十八章 宗教复兴运动与宗教兴奋大会
 1.威尔士宗教兴奋大会
 2.浸礼会世界大会
 3.中国使者参观蓝贝斯宫
 4.J.B.帕顿博士
 5.中国差会设立的紧急事务委员会
 6.上海基督教人华百年纪念大会
 7.向中国紧急事务委员会的呼吁
 8.浸礼会派代表前往中国
 9.穆德博士
 10.爱丁堡大会
 11.爱丁堡大会的永久委员会
第十九章 大乘佛教
 1.研究佛教
 2.洛宜德教授
 3.日本对佛教的引进
 4.早期基督教与《莲华经》之间的关联
 5.戈登夫人的研究
 6.访问高野山
 7.基督教和佛教之仪式的相似之处
 8.参观朝鲜的佛寺
 9.令人震惊的神道教仪式
 10.出使天国
 11.伊藤公爵对宗教的态度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亲历晚清四十五年>>

 12.大隈重信伯爵
 13.在北京的日本银行里举行的晚会
第二十章 晚年岁月
 1.访问朝鲜
 2.伊藤公爵的晚会致辞
 3.孙逸仙(中山)的早期经历
 4.孙中山的革命计划
 5.革命的爆发
 6.袁世凯采取的措施
 7.宗教活动
 8.会见首席毛拉
 9.上海的宗教大会
 10.山东英国浸礼会大会
 11.参观山东崂山
 12.泰清官
 13.乘木排返回青岛
 14.湖南首府长沙
 15.1914年长沙之行
 16.会见佛教徒
 17.教育工作者会议
 18.其他会议
 19.第二次婚姻
 20.爪哇之行
 21.印度文明的影响
 22.阿拉伯文明的影响
 23.葡萄牙文明的影响
 24.荷兰文明的影响
 25.中国文明的影响
第二十一章 我与和平运动
 1.早期的主张
 2.《王子们的和平联盟》
 3.人类议会
 4.给河野公爵的建议
 5.庆亲王
 6.西园寺侯爵的秘书
 7.土耳其王子
 8.卢塞恩和平研讨会
 9.万德尔勋爵
 10.拜访罗斯福总统
 11.中国政府改变态度
 12.拜访伊藤博文公爵
 13.卡内基先生在市政厅的演讲
 14.仲裁协定
 15.欧洲大战
附录：铎巡中华：李提摩太和他的事业李宪堂
索引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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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我得出结论，这就是上帝准备好的将要由我传播福音的地方。
于是，1875年元月，我起程前往青州府。
有一个少年，年龄大约十四岁，是住在烟台的一个船长的儿子，由于无法继续学业了——那时候没有
学校——家里人决定让他跟我同行，以便每天晚上我可以督导他学习。
 在严寒的天气里旅行，一路上我们遭遇了无数的艰难困苦。
时值隆冬，地上铺着厚厚的积雪。
结伴同行的只有三辆马车。
第一天，我们只走了十英里；第二天我们费尽力气，挣扎到午夜才到达旅馆，只往前移动了五英里。
那儿是山区，风把雪从高处吹下来，路上覆盖着雪堆，你根本不知道它们有多深。
路旁山坡的地边上都插着篱笆，离路面有二至四英尺高。
为了避开雪堆，我们不得不离开大路，从地里穿过，为此有时候不得不挖开地边上的篱笆。
这使我们的行程加长了许多。
 一天晚上，我们的车队迷路了，只好雇了个向导。
他领着我们穿越了几块麦地。
村民们出来了，对我们提出抗议。
劳累了一整天的车夫们没有好气，粗暴得很。
双方你来我往争吵了起来。
村里许多人跑来增援，看起来我们又要经历去年秋天雨季过后在去济南途中遭遇的麻烦了，这次还得
去跟长老们交涉。
听了我说的话后，他们转向向导——他们都认识他，毫不留情地责骂，因为他把我们领进了麦地。
最后，他们对我说：“这次让你们通过，因为你们是外人，不了解情况。
我们已经命令向导把你们带到最近的旅馆去。
作为对他过错的惩罚，你们什么东西也不能给他。
” 离青州还有两天路程时，我们遭遇了一场恶劣的暴风雪，又陷入了困境。
风大得很，雪尽管不深，可细小的雪粒被风裹挟着是那样强劲有力，以至于把地上的一切都刮净了。
我们既看不到路上的车痕人迹，也看不见天上的太阳。
在中国的平原上就像在海里一样，指南针就是太阳，因而我们辨不清东西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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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一个偶然的机会，李提摩太走进了我们的视野，立即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
这首先是由于他那鲜明而丰富的人格特征：他心胸阔大而作风严谨，态度谦卑而仪节庄重，既有无私
忘我的工作热情，又有领袖群伦的个性魅力；人性的高贵和种族的偏见、宗教的虔诚与世俗的卑琐、
先进者的洞察力和强势者的傲慢自负、理想主义的天真和市侩式的精明算计、堂吉诃德式个人英雄主
义与仗势凌人的殖民者的蛮横，等等，这些相互矛盾的要素都统一在了他那广袤而孤寂的心灵里，使
他成了一个值得体味的历史人物。
    其次是由于他身世的独特性、经历的复杂性和他所承担的历史角色的象征性。
一个外国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如此深刻、如此全面地参与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实在是非常
罕见的。
他不仅是一位有影响的宗教人士，同时也是中外达官贵人的座上宾、殖民侵略者的经纪人、维新派的
幕后师爷、孙中山革命党的反对派。
四十五年的时间里，在传播上帝福音的同时，他结交权贵，联络士绅，顾问洋务，鼓吹变法，调停外
交，抨击革命，时而幕后，时而台前。
为了上帝，为了英国资本家，有时还为清朝的皇太后，不辞辛劳，忙忙碌碌奔走于红尘深处，把捧场
面、抬轿子、吹喇叭等中国官场的传统绝技操练得炉火纯青，得心应手，在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纵横捭
阖，成为清末动荡时局中的一位风云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他个人的经历，几乎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的缩影：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激烈较量、华夏文明与西方文明
的冲突与融合、政治经济侵略与思想和技术启蒙的对立统一等这些重大矛盾，无不生动地体现在他波
澜壮阔的人生经历里。
    总之，李提摩太不仅值得研究，而且不容忽视，也无法回避。
但迄今为止，我们对他的了解却少之又少，一些最基本的材料依然无人光顾。
    这就是我们翻译本书的缘由。
希望我们卑微的努力能够为中国近代史及相关研究提供一块有用的铺路石。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多次向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韩兆颖教授、历史学院的李喜所教授、
常建华教授、张荣明教授、聊城大学马亮宽教授、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宋志勇教授、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龙秀清教授、韩国学者李圣权博士等先生请教，他们渊博的学识和热情的态度使我们深受教
益；责任编辑张献忠先生为本书的面世付出了辛勤的、卓有成效的劳动，与他的合作对我们来说是一
次难得而愉快的经历。
在此一并表示真挚的感谢。
    另外，书中个别地方在对中国人和一些历史事件的评价上有失公允，甚至明显站在殖民者的立场，
相信读者自会明鉴。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深望海内外方家不吝赐教。
    译者    2005.1.6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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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译著)》为李提摩太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从精神救赎到肉体救赎再到精神救赎，是李提摩太在华传教的大致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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