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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这样一个机会向大家介绍司徒先生是我莫大的荣幸。
    我想起第一次见到司徒是1946年在南京，当时他刚从美国回来。
那之前他在美国呆了很长一段时间，慢慢地从被日本人囚禁的日子中恢复过来。
    我们谈起当时的时局，他的反应让我印象颇深。
我当时只是总统的大使级代表，但我向国务院提议由他出任驻华大使。
我之所以那么做是由于他50多年的在华经历，他的人格和性情。
有司徒在身边，我就有了50多年关于中国党派行为的经验。
这种经验是不受个人主观经验影响的，不偏不倚的。
在他的任期内，司徒先生的建议和引导性的帮助使我受益良多。
    我在想，有没有一个人能像他一样，那么了解中国人的性格，中国的历史和政治上的复杂性。
他做人的高度正直使他的意见变得非常重要。
    正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品格和丰富而广泛的经历吸引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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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华五十年：从传教士到大使·司徒雷登回忆录》于1954年由美国蓝登书屋出版，全书共15章
，前12章中司徒雷登回忆了他的在华经历，后3章则是他的反思与总结。
全书记述了作者对其个人事业的选择、传教士在中国的使命、燕京大学的创建历程、二战期间被日军
软禁的经历以及二战后担任美国驻华大使所参与的对华事务等。

　　作为在近代中国史、教育史和中美关系史方面的一位重要历史人物，司徒雷登的回忆录保存了许
多关于当时史实的记录，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也具有一定的思想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作者的个人成长背景、宗教信仰和政治立场等因素，书中的论述和观点不尽正确
，有些甚至偏颇，希望读者在阅读时予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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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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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毫无疑问，我们回美国的这一路上的点滴都是难忘的回忆。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段崭新而惊心动魄的冒险旅程。
海轮上的女服务生说我们是她见过的“最无知的孩子”。
别的孩子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几乎不知道。
听过了我们父母提到美国更高的生活标准之后，我们对在洛杉矶码头看到的那些衣衫褴褛的报童感到
吃惊——那里怎么会有这样的“外国穷孩子”？
火车头和火车对我们来说都是新奇的玩意儿；那时候中国只有一条铁路，是从上海到吴淞的。
而且因为中国农民害怕它会打扰祖先的神灵还把它毁坏了。
    当我们到达阿拉巴马的时候，心里尤为百感交集。
我和弟弟们被父母利用了，他们用我们作为例子向当地人宣传，这样可以激起民众海外传教的兴趣。
他们还会随身带着一些中国的“古玩”，其实就是一些衣食住行用品和家庭祭祀用的东西。
对中国人来说其实很普通。
我们几个小男孩儿每天被穿上戏服，用筷子吃饭，用中文唱赞美诗，尤其是那旬“神爱世人，我心永
驻”。
还有其他方式把我们布置成一个展览。
后来，当我们两个大一点的孩子被留在莫拜尔湾的时候，加剧了我们心里的不痛快，把这些看成是名
声不好的事情。
我们的衣服继承了早期英式风格的遗风，我们说话的口吻也和早年那些古板陈腐的成年人一样。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对当时美国人的语言、习惯、行为标准和青少年的卑劣行为完全一无所知。
我的表亲们对我们这些古怪的亲戚一方面感到有些难为情；另一方面，又因为可以在我们身上找乐子
感到开心。
在这个地处美国南方深处的地方小镇，人们谈到我母亲当年把青春热情播撒到中国的疯狂举动以及作
为一名传教士所做的牺牲，我们在学校成了同学们嘲弄的对象。
我们甚至还遇到过她的老朋友和过去的学生提出的更加不友好的问题。
友好的问题也有，比如说，我们更喜欢哪个国家，中国人是不是吃老鼠以及我们是否用中文交流等。
我们很讨厌这样被人诘问。
客人有时还会失态地给我们下结论，比如“哦，他们的确像中国人，不是吗？
”    当我们的父母1888年秋回到中国时，我和弟弟大卫被留在了莫拜尔湾，和我的姨妈、姨父以及他
们的和我们年龄相仿的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住在一起。
这对“养父母”对我们极尽和善、关心之能事，对我们视如己出。
但是他们采用的是我姨父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最严格的苏格兰长老派的制度，非常强调传教士家
庭出身的孩子应有的言行。
他们自己不能去中国，但是在家里保持了教会的作风。
这个城市一隅发生的这些，与我们日常交往的习惯大相径庭。
为了让“我们圣人般的父母在异乡的土地作出的牺牲”的价值得到体现，我们每周日都会被带到镇上
的教堂去。
坐街车或者其他交通工具去教堂是不对的，我们得周日早上走着去主日学校参加礼拜，晚上我还要去
基督教奋进会做其他一些宗教工作。
星期天下午我们一般背诵圣经的诗歌和赞美诗。
舞蹈和戏剧是被禁的，这让我们更多的是感到委屈。
因为我们大多数表兄弟姐妹都可以参与这些世俗的娱乐活动，而由于我们的父母是传教士，所以我们
不行。
与家里的这位姨妈相比，其他的两位姨妈对我们深表同情，她们一位是社交名流，一位住在遥远的乡
村。
    每年夏天我们在那位家在莫拜尔湾对面的姨妈家的日子是一段非常开心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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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丈夫在南北战争时期是一位陆军中尉。
那些炎热的日子里，我们在莫拜尔湾里钓鱼、捕蟹、游泳还会扬帆起航。
我还清楚地记得一段和一个我们同龄的黑人孩子的小插曲。
他是我们的伙伴，一个厨师的儿子。
我和表哥因为他不会划船而戏弄他，有一天他对我们说：“我会把船划回来的。
”这个黑人小男孩，觉得我们在欺负他，带着因为种族而受伤的心，开始把船向岸边划去。
我们喊他停下来，但是他就是觉得我们在嘲笑他所以一直划，一直把船划回去了。
我们害怕了，只好奋力地往回游，越来越觉得筋疲力尽了。
这段距离真的是既长又艰难。
我隐约看见我们漂浮着的尸体，悲伤的葬礼，家族墓园，报纸上的讣告，要一个多月才能送达我远在
中国的父母的信，悲伤和眼泪！
但是我们最终还是游到了岸边，否则我也不能在这里给大家写我的故事了。
我童年记忆中的另一个黑人是“乔治亚阿姨”，她是保姆，我们爱她并且听她的话，因为不听就要挨
打的。
但是在那个年代和那样一个地方，种族间还是有着严格的社会界限。
我们看待黑人和白人问题的时候，也理所当然认为我们是不同的。
    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明白了外国传教士的理想和要在阿拉巴马把我们养大是多么艰巨的责任。
我们尽心尽力的守护者——姨妈姨夫很长寿，晚年后晚辈对他们也很孝顺，孩子们并没有抱怨他们当
年的严厉教育。
我们和家里的两个表兄弟感情一直很好，亲如手足。
整个在莫拜尔湾的经历，尽管是我们身边一直有人陪伴，比如那一帮表兄弟，但我对传教士生活产生
了厌恶，这种感觉久久地在我内心徘徊。
我早期接受的教育，虽然出发点很好，但是我却深受其害。
然而，夏日海滨生活的愉快让我度过那段不开心的日子。
如果没有这种快乐，我对宗教的态度恐怕就是一种特别的恐惧和反对了。
    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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