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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近代一位美国女传教士在华生活的回忆录。
清朝末年。
安娜，西沃德，普鲁伊特与丈夫相继到中国山东胶东地区从事传教工作。
夫妇二人在华活动五十余年，携一干同仁身体力行，广为布道。
此书即安娜亲身经历之记录，文字朴实，叙事诙谐，配以稀有老照片若干，怀乡恋土之情溢于言表。
虽为一家之言，却不失为观察近代西方教会、中外关系乃至中国社会一份难得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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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安娜·西沃德·普鲁伊特（Anna Seward Pruitt，1862-1945），中文名浦安讷，美国人华传教士。
1887年来到中国，与丈夫普鲁伊特在山东胶东一带生活和传教五十余年。
夫妇二人热衷教传，推行新式教育与医疗，支持中国抗日斗争，逐渐为当地民众所接受。
1938年，普鲁伊特家族返回故乡。

　　程麻，山东省龙口市人。
1944年生。
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论著有：《鲁迅留学日本史》《鲁迅与日本文学关系发微》《文学价值论》《悲壮的回归》《中
国现代散文史小史》《中国心理偏失：圆满崇拜》《零距离的日本》《中国风土人情》等。

　　主要译著有：《竹内实文集》10卷、《中国近现代论争年表》《毛泽东的诗词、生涯与思想》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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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头排房由一个宽敞堂皇的大门洞、一间看门人的屋子、一间书房和一个木匠铺组成,二排房把原
是丁家后人供奉祖先牌位和举办大婚与葬礼的地方，改成了浸信会教友的会客室与基督徒礼拜场所。
那里没有建讲坛，也没有摇动的铃。
但是有给布道人准备的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集会者坐的无背长椅，一些需用的家具以及为了遮挡偷
窥女性的好奇者而必备的布帘。
还有一架路易斯维尔，的女士们赠送的，为礼拜伴奏音乐的小风琴。
第三、四排是家庭生活的隐密房间。
在它们与礼拜堂之间有一个竹园,竹子是纯洁的象征，那些斯文摆动的叶子，仿佛在警告勿要侵害它
们,这两排房被改成了传教团的住处。
木地板取代了砖块，玻璃窗占据了纸窗的位置，火炕被拆掉，变成了放置西洋家具的房间。
在一所东方建筑里，传教士营造出了一个令人感到亲切的环境。
附近还有厨师一家和教师的住房，宽敞的仓库、马厩、车库以及石磨和书房。
这里原来的主人在他们显赫的时候，曾建过假山，种过装饰性的灌木丛，但在我们西方人看来，它们
都无法补偿难见绿荫，只有头顶上的蓝天称得上景观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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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按我以往的印象，像“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之类对乡土之谊一往情深的俗语。
也许只在中国才会有。
像在美国那样移民来自世界各地，人们在一个地方呆上两三年便会觉得腻烦，视搬迁移居为家常便饭
的国度里，大约不会热衷于所谓“老乡”情谊的。
可后来.我却听一位在北京某机关工作的龙口乡亲讲过这样的巧遇：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去美国考察
，忘记了是在哪个城市的一次聚会上，大约因为他的中国话流露出了龙口乡音.一位长相地道的美国老
太太竟循声而来，用一样的口音问他：“你是胶东黄县人吧？
”这位乡亲听后，情不自禁又惊又喜。
他从那位美国老太太不叫现名龙口而称原来的“黄县”，又能说一口味道浓厚的家乡话，知道自己在
远洋异国遇上老乡了。
据他说，当时那位美国老太太两眼闪着泪花，仿佛见到久别的亲人似的，盛意邀请他去了自己的家，
其间不断打听龙口的种种情况。
原来，那位老太太就出生在龙口，是一个曾经家住黄城附近的美国传教士后人。
当时，我虽然觉得这种巧遇十分稀奇，而且第一次听说以往在黄县还有美国人出生，却不知道那位美
国老太太的名字。
后来，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有朋友向我介绍说，一位日本学者将一个出生于龙口的美国人的著作译
成了日文，希望我能带他回老家看一看。
此时，我又联想起以前那位乡亲在美国的巧遇，并开始知道了那位出生于黄县的美国传教士家庭的女
性.是一位经历丰富且在美国有一定影响的学者，她的名字叫艾达·普鲁伊特。
那一次陪同日本学者回龙口查询艾达.普鲁伊特的故居，使我对以前曾经熟视无睹的黄县第一中学那些
西式建筑有了新的看法与感受。
自己年轻时在黄县当过教师，虽未在第一中学教过书，可早就知道那里有美国传教士营建的一些教堂
、医院和住宅。
不久，由于“十年动乱”开始，那些遗迹被批得臭不可闻，并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其理由无非一
言以蔽之：外国人来华传教是“文化侵略”。
后来，家乡的人对那些建筑的关注似乎逐渐冷落了下来。
那种漠视和不管不问的态度固然显露了人们对家乡涉外文化交流史实的无知，可在中美交恶的时期，
也避免了让那些异域风貌的建筑物一扫而光，倒也值得庆幸。
随着后来中国变得日见开明与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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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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