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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开往中国的船》

内容概要

《寻找·苏慧廉》出版后，作者沈迦继续寻访调研，利用未用尽的一手材料，陆续撰写了十余篇独立
文章，继续叙说与苏慧廉有关的传教士在华的往事逸闻。其中有涉及胡适的信仰认识及与苏氏父女的
交往，这是早已汗牛充栋的胡适研究所忽略的；还讲述了翁同龢家族这个晚清文官家族如何与传教士
交往，并由此影响了后辈的传奇生活；《陈寅恪受聘牛津的缘起》则首次披露了陈公与苏慧廉承前启
后的关系。寻找、写作苏慧廉的背后故事也有记录，如《英伦“寻宝”三记》《牛津寻找苏慧廉墓地
》等，作者寻访前人足迹遍布几大洲，不乏曲折离奇之经历。书中另有部分文章是与温州近代史有关
的，苏慧廉在温州生活了四分之一世纪，由他的视角回望这座现在闻名遐迩的城市，不论是重新解读
枫林教案的起承转合，还是考证艺文学堂的细枝末节，作者都能用鲜见的域外材料，说出不一样的故
事。
作者虽以运用史料、考据史实见长，但在铺陈、叙述时亦具备技巧，把历史写得既扎实又好看。还有
很多来自海外的珍稀老照片，也是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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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开往中国的船》

作者简介

沈迦，温州人，曾为《温州日报》记者，现移居加拿大。近年致力于温州基督教史及苏慧廉等传教士
研究。著有《寻找·苏慧廉》一书，该书深受好评，获得2013年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新京报》年
度好书等多种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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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开往中国的船》

书籍目录

上辑
一条开往中国的船——读苏慧廉航海书信有感
胡适与苏慧廉
陈寅恪受聘牛津之缘起
西斋十年
英伦“寻宝”三记
牛津寻找苏慧廉墓地
翁同龢家族的域外留影
西人笔下的晚清山西巡抚下辑
下辑
冒广生的温州旧照
曹雅直、李华庆、苏慧廉抵温时间考
苏慧廉的引路人——英国传教士阚斐迪与温州早期基督教史
英国传教士笔下的枫林教案
艺文学堂开学典礼
甲申教案的导火索——释读一封新发现的苏慧廉家书
晚清西人温州方言著述知见录
美福：永不消逝的温州记忆
除非经由记忆之路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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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开往中国的船》

精彩短评

1、边角料也是好料，一位跑文字颠颠儿的跑到欧洲去的学究形象跃然纸上。
2、2016年元旦拜读。
3、必须承认是本好书，透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但这本书实质上只是《寻找·苏慧廉》的
补遗，放在这本书的附录完全可以，为何要另成一册呢？难道是为了赚钱？
4、适合翻阅。
5、《寻找·苏慧廉》一书的边角料。不过作者文笔好，所以依然很可读。
6、作者对苏慧廉的往事追溯越看越深入，这种精神令人感佩。只是由于本书为文稿集合，所以比《
寻找·苏慧廉》要琐碎得多。
7、虽然是些边角料，也还可以看看。
8、也有我考据派的风范
9、不是很严谨但也细致的一本集子！
10、寻找苏慧廉 一书的边角料。相当于重温，还是很好看
11、关于苏慧廉琐碎材料的补充，大部分内容在《寻找苏慧廉》一书中可见，有少数文章确为补充。
12、《寻找》一书我还没看，反倒是率先拾掇起了“边角料”，没想到整本书读下来能这么入味。很
多时候我感觉这些非体制化的学院外人士反而更容易做出真东西，他们的学养和眼光完全不在很多专
业学者之下，因此他们的存在令人欣喜。
13、史料很详尽
14、沈迦老师的这本书是一口气读完的：1.上辑以苏慧廉等宣教士和胡适、陈寅恪的交游为主，还收
入一篇曾发于《读库1302》的《西斋十年》；2.最引人入胜的是作者寻找苏慧廉牛津墓地，寻访多人
，不远万里，在一方没有墓碑的坟地长眠的就是一生奉献给基督和中国的宣教士；3.有一份枫林教案
的庭审记录也特别有价值，几乎重现了士绅鼓动、制造谣言到群众暴动全过程，作者多是记录和呈现
，少有评议；4.宣教士李提摩太和大儒孙诒让也出场了，都发表了一通演讲；5.内文用纸是60g瑞典环
保书纸，绵软柔顺，读来特别爽适；6.感谢毛毛同学赠书。
15、我想我们曾经离文明那么近
16、上一本的边角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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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开往中国的船》

精彩书评

1、去年年底刚读完《寻找苏慧廉》接着读张鸣老师的《重说中国近代史》，然后看到沈迦的这本《
一条开往中国的船》，当时就下单，从亚马逊买了来。当时清空购物车，一共花了1000多，过了几天
竟然亚马逊搞活动。好心痛啊。读起来很熟悉，还是沈迦先生写作寻找苏慧廉时候搜集的资料。很佩
服他耙梳史料的功夫，天南海北，四处搜寻，一点一点搜集，不加持自己的论点，一切让原文说话。
很多是藏在就档案中的文字翻译，领个角度反映曾经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旧事儿。这本相当于寻找苏
慧廉的边角料吧？苏慧廉一家和胡适的交往，曾经在温州工作的传教士的工作以后的经历，一些当时
闻名一时的教案在英国传教士档案中的叙述，还有其他传教士对其他城市的影响。以前还真不知道，
苏州杭州的学校医院都是赴华传教士的功绩。一直以来传教士的形象都是扁平的，都是所在国的工具
，但是在活生生的历史中，他们为中国的发展做了这么多。以前看格林的书，总觉得那些传教士到非
洲到拉美怎么都在这么不遗余力的侍奉上帝，怎么到中国又是一副别样嘴脸，原来在不同叙述人的嘴
里，版本真的不同，李提摩太 苏慧廉司徒雷登 都是传教士啊。一些医院 学校都是他们的推动才建立
才发展。有关这方面的记录还是太少了。传教士参与近代史的历史进程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是与非
，当然不是这一两本能说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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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开往中国的船》

章节试读

1、《一条开往中国的船》的笔记-第79页

        百年前的报刊就像今天的互联网，在传布新观念的同时，也成为语言暴力的发泄场，并令大众轻
易陷入极端化的情绪。最先被“感动”的总是热血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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