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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卫三畏是近代中美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1812年9月22日出生于纽约伊萨卡。
1832年7月他被美部会（美国对外传教机构）正式任命为广州传教站的印刷工。
卫三畏于1833年6月起程前往中国并于10月抵达广州，从此开始了他在中国长达四十年的工作生涯。
在最初的二十年中，他的主要工作是编辑和印刷《中国丛报》。
1853年和1854年他两次随美国舰队远征日本，担任翻译工作。
1856年他脱离美部会开始在美国驻华使团任职，1858年随美国公使列卫廉赴天津订立《中美天津条约
》。
1862年卫三畏携家眷到北京居住。
从1856到1876年，二十年间他曾七次代理驻华公使职务。
1877年他辞职回美国，被耶鲁大学聘为该校第一位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
卫三畏于1884年2月16日死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卫三畏其人其作的了解还比较少，希望这部关于他生平、书信的著作能够为研究
中国近代史、中美关系史、美国汉学史的学者提供一些参考。
在中美关系越采越成为人们关注焦点的今天，普通读者也可以通过阅读此书——一个美国人一生的心
路历程——来了解19世纪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种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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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卫三畏，1812年9月22日出生于纽约伊萨卡。
1832年7月他被美部会（美国对外传教机构）正式任命为广州传教站的印刷工。
卫三畏于1833年6月起程前往中国并于10月抵达广州，从此开始了他在中国长达四十年的工作生涯。
在最初的二十年中，他的主要工作是编辑和印刷《中国丛报》。
1853年和1854年他两次随美国舰队远征日本，担任翻译工作。
1856年他脱离美部会开始在美国驻华使团任职，1858年随美国公使列卫廉赴天津订立《中美天津条约
》。
1862年卫三畏携家眷到北京居住。
从1856到1876年，二十年间他曾七次代理驻华公使职务。
1877年他辞职回美国，被耶鲁大学聘为该校第一位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
卫三畏于1884年2月16日死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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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到这儿已经一周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已经看到无数偶像崇拜的情形，它们足以焕发起我所有
的工作热情。
如果好好计算一下，这座城市的居民总数应该与整个纽约州大致相同，它在整个帝国有着巨大的影响
——一个需要基督徒努力工作的城市：从这座城市各个城门进进出出的人像潮水般汹涌。
为了穿过一条6或8英尺宽的街，你必须“慢慢穿行”。
人潮涌动，当你厕身其中，所有关于中国人口的猜疑都会立刻消失。
在潮水平缓的时候在这些街上四处走走，你会看到触犯上帝尊严的种种令人厌恶的行为。
上帝曾经要求“你们在我面前不能有其他神”，但这些人却自行其是。
一个热情的基督教徒不可能不被这个智慧民族的堕落程度而深深触动。
每家商店、每个角落、每个门柱，实际上只要有房子的每个地方都烧着香，线香的数量是如此众多，
以至在城市上空形成了一片云烟，这时在外面行走你几乎什么都看不见。
我们难道不应该深深同情这群人，共同努力帮助他们吗?如果他们本人的偏见不作祟，他们的政府不干
预的话，他们的改造工作并不难做。
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的偏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政府制造的。
　　和这封信一道寄上的是用中文写的两本小册子，小开本的是《圣经》的摘要，另一本是为女孩子
们写的教科书。
我想提醒你注意的是，制作这些书的价钱很便宜：在支付了印版的开支后，小开本的书可以想印多少
就印多少，一本一美分，这包括纸、绸、墨的价钱：目前好几千本已经散发给当地的中国人。
其他的书和《圣经》的大小一样，可以以一美分半的价钱提供。
《圣经》被印刷成了21卷本，以一荚元五美分的价钱出售。
中国人愿意接受这些书，好像也在　　读。
为了制作这些书我们雇佣了当地人，梁阿发就是在看他刻的印版的过程中成为第一个皈依者的。
他现在正以最快的速度印书，而且已经散发了好几千本。
不久前在广州举行乡试，来了两万五千多人。
梁阿发让一些苦力将他的箱子带到了大厅，在那里他迅速地将《圣经》分发给那些聪明的年轻人，他
一干就是三天。
但是当他18个月之后想再作这种尝试时，却受挫了。
《圣经》就这样被分发到附近人们的手中，他们对它已经有些熟悉了。
梁阿发是个大约50岁的老人，他面容慈善，看第一眼你就会留下好印象。
　　1833年11月6日于广州　　这个年轻传教士的任务就像他周围的环境一样怪异。
他的印刷所里的许多工人都是来自殖民地澳门的葡萄牙人，因此使他非常吃惊的是，为了指挥印刷工
人，他发现自己首先学习的是葡文而不是中文。
对他来说幸运的是，印刷《丛报》是当时印刷间里唯一固定的工作，这样他能够把在中国第一年的绝
大多数时间用来跟老师学习和研读字典。
　　人们对福音的普遍漠然让他非常伤心。
1834年12月他抱怨道：“安息日的会众确实非常少，一两个星期以前郭士力布道时，来了43个人，这
是我到这里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
仪式在我们每天吃饭的房间举行，我们安排了一些椅子，并将一张小桌子放在大桌上(作讲台用)——
就这些。
你会说这一天我们只干了些小事情，是不是?”　　关于他这个时候的实用倾向以及他看待工作的态度
，我们在他多年以后写的回忆录中找到了说明。
是什么东西暗暗刺激着他持续不断地努力呢?他写道：　　在来之前，我没有过多考虑我能不能胜任的
问题，到了中国并且像模像样地开始工作以后，这个念头变得强烈并让我烦恼起来。
它缠绕着我，使我几乎无法思考别的事情，甚至也无法做我眼前的工作。
有一天我大声对自己说：“我无能、软弱、无用、有罪，但是现在我有事情可做，并且如果努力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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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做好，不去管那些我不能做的、遥远和困难的事情。
”我使自己这样去想：我要学习的不是整个中国语言，而是在我眼前的一些汉字；我要改变的不是全
体中国人的信仰，而是尽可能为我房里的几个役人祈神赐福，向他们表示我行善的愿望⋯⋯此后我不
再担心可能会降临到我头上的事情，并努力追寻那种令人羡慕的心理平衡状态，但同时也并不完全放
弃社交和其他乐趣。
　　　　我们到这里已经一个星期了。
这一个星期，我们和日方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次官方接触。
我们刚一抛锚，浦贺当局就采取了警戒措施，派了12艘满载士兵的船企图来包围我们。
经过一番谈判，我们仍然只允许他们的两三位官员到我们的船上来。
遭到这样的拒绝，对他们来说恐怕还是头一遭。
关于我们舰队的规模、武器装备、此行的目的等情况，我们拒绝透露。
我们还要求他们的所有船只一律后退，远离我们的舰队，以免引起麻烦。
我们的所作所为让那几个有幸上船来的官员一时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我们是何来历。
我们拒绝和他们谈任何实质性的重要问题，叫他们回去找一个高级官员来接受致江户当权者的一封信
。
他们又是气愤又是惧怕地离开了。
他们一共来了四艘大船，其扣余都是小船。
船上水手众多，个个身强力壮、赤身裸体，发出野蛮的叫嚣声。
我们传令我们所有的战船，除了特许那几个官员到我们的旗舰上来，不许其他人登上我们的任何一条
船。
令我们有些意外的是，他们竟然听从了我们的命令。
一直到黄昏时分，没有一艘当地的船靠近我们的舰队。
听说以前到这里来的船只还从未受到过这样的尊重。
我想一定是我们命令他们撤退时决绝的口气和装配着68-Ib大炮的巨型战船起了作用。
我们刚一抛锚的时候，就向空中发射了四枚烟火弹，晚上也鸣炮宣告我们的到来。
浦贺的官员们一定是被我们浩大的声势搞得不知所措了。
　　第二天早上，浦贺的最高官员来了。
他询问了我们的来意，还说我们没有去长崎卸跑到这里来，是违反日本法律的，并趁机向我们吹嘘说
日本的法律是如何严格。
我们告诉他，伟大的美国总统派要员给日本天皇送来了一封信，并告诉他美国的法律是世界上最严格
的，任何人都必须遵守。
我们表示我们此行是以和平为宗旨的，是心存友善之意的，希望他们能以同样友好的态度来对待我们
。
我们向他出示了总统的信件，这些信件已被翻译并复印了很多份，他答应把这些信件带到江户去。
不过，我想，在他看到那两个装着美国总统致日本天皇的信的小盒子之前，他一定以为这是一场儿戏
。
他问我们为什么派这么庞大的队伍来护送这么两个小盒子。
我们告诉他，这是为了表示对日本天皇的敬意。
他显然不信。
他没有受到佩里将军的接见，将军只是每隔几分钟就派人传来新的指示，或是派人来看看会谈进展得
怎么样了。
最后，江户来的官员同意回去后将我们的来意转告日本政府，我们也同意不在江户靠岸。
从我们的船上向岸上望去，看得见岸上种满庄稼的山丘、交错分布的城镇，还有一片片树林和田野。
这样美丽的景致，我们却无法靠近。
这使我们觉得，其实我们也受到了他们的拒绝，就像我们不留情面地拒绝他们一样。
在他们接受我们送来的信件之前，我们摆出凛然不可侵犯的姿态来显示我们的严肃态度，让他们不敢
怠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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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宣称，如果他们派人监视我们，或者我们派出巡逻的小艇受到他们的侵扰，我们都将采取坚决的
行动。
我们和他们用荷兰语交流。
他们从长崎找来了一个会说荷兰语的日本人，这个人的荷兰语比我的日语要好得多。
我真是连许多简单的日语句型都忘了，我本来就只是跟一个日本水手学了一点点少得可怜的日语，再
加上8年没说过了，现在已经差不多全忘了。
所以，当我得知可以用荷兰语交谈时，我真是松了一口气。
不过我倒是没指望能找到一个能说一口流利荷兰语的日本人。
　　　　这几天我和丁韪良先生几乎每天都在和常大人会谈。
现在，条约已经议定宁。
今天晚上，列卫廉先生在他的三位随从的陪同下，前往海光寺与两位钦差大人签了条约。
他们一共签了7份：4份中文本，3份英文本。
我和丁韪良先生提前一个小时赶到了海光寺。
为的是把我们拿来的两份中文文本和他们的那两份核对一下。
结果发现，我们负责准备中文文本的阿郑粗心大意，竟然在其中漏掉了一项条款。
这让我们一下陷入了窘境。
我提议让两位钦差大人先签一份中文本和一份英文本，其他的待我们拿回去补足后再送给他们签名盖
章。
但是他们主张我们当场将条约补充完整，然后一次签完。
本来应该是双方各准备两份中文本，两份英文本，但是中方代表坚持声称他们只留一份英文本即可。
他们提议，双方都先拿出中英文本各一份来签名盖章，其他的只签名，然后各自带回去分别呈交咸丰
皇帝和美国总统签署并盖章。
等荚国总统签好的文本送回之后，双方再交换。
这样的程序似乎更合理一些，于是我们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两位钦差大人的印章是黄铜制的，镌刻着汉、满两种文字，看上去还算精荚。
掌管印章的常大人不小心把红色的印泥弄到了条约的文本上，弄得一团糟。
因此，最后的大印盖得不是特别清楚。
就这样，中关条约在这座寺院的侧屋中签订了。
5天以来，我几乎每天都在这间屋子里和中国政府的代表就各项条款的内容进行讨论。
就在我们结束条约签订仪式时，屋外响起了一声惊雷，天色也暗了下来。
桂良毕竟上了年纪，明显地露出了倦容。
列卫廉先生为了庆祝条约的签订，特意带来了一瓶香槟酒。
这时，他打开酒瓶盖，双方代表津津有味地举杯共饮起来。
中方事先放在桌上的酒和食品是不足以让大家这么尽兴的。
花沙纳显然也很喜欢香槟酒。
恐怕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喝香槟酒吧。
　　和《望厦条约》相比，这份条约签订的地点不同，签订时面临的政治局势也不一样。
在《望厦条约》签订之前，英国人通过长达三年的战争终于迫使中国人放弃了为维护独立自主而作的
努力，并和中国人签署了一份条约，这就为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打下了基础。
现在这份条约是在战争危机临近、然而尚未爆发的情形下签订的。
目前我们还只是在广州和大沽让中国人看到了战争的威胁，这就像狮子在跃身扑向对手之前发出的咆
哮一样。
此时的中国人是以时刻准备抵抗外敌的姿态站在我们面前的。
当他们意识到和平的取得必须以答应盟国的要求为代价时，他们当然要千方百计地把这种代价减到最
少。
耆英代表中国政府签订《望厦条约》时，已经有此前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为依据。
但是在这里，钦差大臣桂良却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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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像是在泥泞中行走一样，战战兢兢、犹疑不定，每作一个决定都需要深思熟虑、极　　大的勇气
和坚定的信念。
昔替亚廷伯爵可谓中国人的良师益友，他对他们的影响很大，正是他引导中国人认清了形势，认清了
他们的真正利益之所在。
噶罗男爵显然比额尔金勋爵容易满足得多，但是他也不能甩开勋爵单独行事。
几国之间的利益关系和相互影响是如此的错综复杂，这真是够让中国人为难的。
如果现在只有英国一个国家需要对付，那就要容易得多。
俄国时时提防着其他几个国家，不难看出，从今往后它将严密监视着其他几国在中国和亚洲地区的发
展。
额尔金勋爵已经觉察到了俄国的这种态度，对此十分恼火。
　　现在，四国使节就像在一起玩惠斯特一样。
每个人都竭力想从别人打出的牌中推测他手中还有什么牌。
日前美国和俄国已经成了关系较密切的伙伴。
如果英国人愿意再友好和坦诚一些的话，在必要的时候美国人还是愿意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的。
　　　　他对战争的兴趣和身处异国的状况使他在整个战争期间支付了代他从军的那个人的所有费用
。
他也为自己在这个危机的时刻没留在国内的正当性进行过严正的辩护。
战争期间他在从中国写回国内的多封信中反复表达自己希望在军中服役的想法，这表明这场战争始终
萦绕在他的心头。
他向卫生委员会、医院以及贫困黑人捐助的钱款源源不断地从中国流向国内，最能表明　　他朴素和
实际的爱国热情的是这样一件事：当时美国的通货膨胀超过了50％，他总是等到兑换率跌下来以后才
去提取自己的工资(在国外用黄金支付)。
　　在离开美国前夜他写道：“离开祖国时，我只希望自己仍然能够为中国无知的老百姓做一点好事
。
我愿意在这里的战争中发挥作用，但是我的工作在中国。
我很高兴看到上个月一个代表自由的政府已开始抵抗；我相信胜利会加强开国元勋们建立的政府。
上帝的手会指引和托持着他自己的约柜向目标前进，因为他从原因就能看到结果。
”　　1861年6月，卫三畏携夫人和最小的女儿最后一次乘船前往中国。
两个较大的孩子和他们的叔父弗雷德里克在纽约港码头目送他们离去。
这两个孩子没有一起去中国是因为他们要留在美国接受教育。
在远东的生活无论多么舒适、事业多么成功，都无法消除一个让人遗憾的事实：与故乡和家人的长期
分离。
让这对慈爱的父母最担心的事情很快发生了，他们的船于9月到达香港后，从美国来的第一批邮件带
来了他们的大儿子沃尔沃斯的死讯。
就在他们漂洋过海的日子里，这个小伙子在伊萨卡病倒并去世了。
伤心的父亲曾对这个刚刚分别、并有望成才的孩子寄予很大的希望——比他意识到的还要大的希望，
而现在对于他前途的种种设想的破灭则成了他有生以来承受的最大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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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言　　《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序言　　周振鹤　　传记就是历史。
中国的廿四部正史，全部是纪传体体裁，大致由本纪、列传、表、志四类不同形式的文字组成，其中
列传主要就是历史人物的传记，占了所有正史里的最大分量。
本纪则是帝王的活动记录，也可以视为他们的传记。
所以我们不妨可以说历史主要是由传记组成的。
人是历史活动的主宰，所以人的传记自然就是历史的最主要组成部分。
西方的情况与之相类似，用历史学家Heinrich Simon的话说，传记是最好的一种历史。
一个人的生活如果袒露在我们面前，那么他所思想和他所做的一切，就给我们一个对他所处时代的历
史的较好的领悟，比其时所有总的记录可能给我们的还多。
因此重视传记就是重视历史，阅读传记也是阅读历史。
这就是出版这套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在学术上的一般意义。
　　这套丛书还有其特殊意义。
那就是从晚明以来的天主教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中外关系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
可以笼统地说，晚明以来到达中国的西洋人主要有三种：一是传教士，二是商人，三是外交官。
但从晚明到清代中期，能深入内地，能深入宫廷与民众之中的人只有传教士，甚至在乾隆年间严禁传
教的情况下，依然有许多传教士秘密进入内地。
而商人历采只能活动于澳门与广州，有时再加上其他一些沿海港口，至于外交官则只有使团性质的短
暂停留。
晚清以后，商人与外交官的活动显著加强，但传教士来华的活动则更加公开也更加深入，其影响程度
依然远在外交官与商人之上。
　　与此同时，传教士中的佼佼者或者知名度较高者，其主要功绩或在历史上的重要表现并不在传教
的成绩方面，而在于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特殊贡献，或在中外关系史方面所起的作用(这种作用
有好有坏)。
他们在中国登堂人室，不仅影响一般人的普通生活，甚至还参与了中国的政治生活，干预了中国的外
交活动。
其中有不少人或者留下重要著作，或者介绍中国文化于西方，或者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于中国。
有的甚至成了汉学研究的先驱或真正意义上的汉学家。
虽然传教是他们的最重要使命，但其实有的传教士在这方面完全乏善可陈。
例如德国的传教士卫礼贤就曾经说过，他在中国从未成功劝导过一人人教。
所以无疑地，通过阅读传教士的传记或与传记相关的资料，我们又无异于在加深对中外关系史与中外
文化交流史的了解。
　　当然，传记并不总是全部可靠的。
因为写传记的人与传主的关系可能会影响传记的可信性。
与典章制度的记载不一样，历史上这方面事实基本上是秉笔直书的，但人物传记不同，为尊者讳，为
亲者讳，在中国都是儒家的教导，在外国也未必不如此。
加上私人之间的恩怨或利害关系，就使得传记会有不实的成分。
同时传记也不好写。
不好写是因为除了叙述事实以外，还要对传主有所评价。
而历史人物的评价始终是历史研究中的难题。
对于大部分的历史人物很难有一个大家公认的评价，甚至是最公认的雄才大略的爱国者或是臭名昭著
的卖国贼，也都会有不同的看法。
更有甚者，历史人物的所谓定评还可能随时被推翻，而作翻案文章也始终是最有卖点的工作甚至是特
别的成就。
而如果这些传记牵涉到来华的外国传教士，那么问题就更加复杂。
　　基督教人华有过四次间断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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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后两次，即晚明至清前期天主教传教士，以及19世纪以后新教传教士更为重要。
直到1949年以前，在华的外国人中，仍以商人、外交官与传教士三种人为主，其中传教士的数量最大
，如果倒退到晚明清初，绝大部分在华的外国人差不多都是传教士。
无论明清之际或晚清，这些传教士在中西关系史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有的甚
至起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所以很自然地，在汉学领域里打先锋的都是传教士，无论天主教还是新教都是如此。
传教士的第一目的自然是传播基督教义，但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首先必须贡献中国文化所欠缺的东
西，才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
于是西方的科学与文化就成为传教的媒介。
为了传教他们还必须学习甚至精通中国语言文字，他们也由此理解与研究了中国积淀数千年的丰富博
大的文化，在17世纪与18世纪之时他们将这一文化的详情(有时不一定是精髓)以各种方式传播到欧洲
去。
当时的传教士研究中国有一点为艺术而艺术的味道，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其有何实用价值。
当然他们也有所图，那就是在欧洲文化出现危机时，试图以中国文化来济欧洲文化之穷。
虽然这只是一种愿望，但却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值得重视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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