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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镜像——早期中国人英语著述里的中国》的目的是展示早期那些用英语向西方读者介绍中
国的著作，所述涉及“输出”的问题，篇章不算长，但意义或许不可谓不大。
所谓早期是一个笼统的时间范围，大致是指清末到改革开放前。
涉及的作者基本都是国内的著名作家，虽然他们中有些人有长期留居海外的背景，但他们成名于国内
，而且影响也主要在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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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先，我们应该将鲁迅的意见与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时期内在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的政治
环境下对赛珍珠漫画式的批判——将赛珍珠简单地看成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先锋——区别开来。
赛珍珠在长时期内在中国受到批评，或者受到冷遇以至于为一般读者所完全忽视，一方面是她的反共
立场所造成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受到了中西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对抗的影响。
但是，这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中国社会对赛珍珠的抵触并没有联系。
当年针对赛珍珠与《大地》的议论自有其文化背景与价值诉求。
胡风于1935年即撰文《（大地）里的中国》对《大地》做了详细的批评，他同样将赛珍珠的身份作为
批评的出发点，将她的外国人身份与西方的中国形象联系起来。
通过对作品的分析，胡风肯定了作者“记下了中国底人情，风俗，自然风物，社会习惯⋯⋯大体上，
作者对于中国农村底生活是很熟悉的，从描写或叙述里看得出来她的感觉底纤细和观察底锐利”②。
胡风像大多数人一样，肯定赛珍珠“笔端上凝满着同情地写出了农民底灵魂底几个侧面。
读者在离奇的故事里面也能够感受到从活人底心灵上流出的悲欣”③。
但是胡风随即指出，这些优点都没有超出她的身份对她的局限，因为在西方的中国形象里也不缺少对
中国的详细描写与同情，乃至赞美。
我们注意到，胡风已经将赛珍珠与那些恶意描写中国的西方人区分开来，更没有将她与文化侵略相联
系。
胡风认为作为外国人的赛珍珠，最终没有能力将自己的生命与中国的命运有机联系起来，从而也就无
从将自己的描写上升到灵魂的层面。
譬如，赛珍珠所描写的是中国农民的生活，但作为一个“他者”，她对于中国“农村的经济构成是非
常模糊的”①，结果就“不能把握住一个贫农的命运”②。
另外，赛珍珠在小说里竟然对“吸干了中国农村血液的帝国主义”③只字未提，作为一个传教士，对
当时在中国农村一些地区有重大影响的西方传教活动也只字未提，这显然是与她的身份相关的。
“实际的情形和她的基督教徒的立场太不能一致，使她没有写到的勇气和力量罢”④，她更不可能反
映“中华民族为了求解放的挣扎”⑤。
最后，胡风不无讥讽地说：“《大地》虽然多少提高了欧美读者对于中国的了解，但同时也就提高了
他们对于中国的误会。
”⑥　　由此可见，鲁迅的意见并不仅仅是一家之言。
他对赛珍珠发的议论是基于他对历史的考察与对现实的判断的。
而且鲁迅在联系到西方人的中国形象时也并非简单地持民族沙文主义的立场，譬如他对外国人不是一
概而论，而是根据事实做针对性的批评，对斯诺等人，鲁迅都给予了褒赞与支持。
鲁迅所反感的是外国人尤其是19世纪以来的外国人士对中国的不实描写，在1934年3月6日致姚克的信
中，他就针对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说：“我看外国人对于这些事，非常模胡，而所谓‘大师’‘学者
’之流，则一味自吹自捧，绝不可靠，青年又少有精通外国文者，有话难开口，弄得漆黑一团。
日本人读汉文本来较易，而看他们的著作，也还是胡说居多，到上海半月，便做一本书，什么轮盘赌
，私门子之类，说得中国好象全盘都是嫖赌的王国。
”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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