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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年前的1807年9月4日傍晚，马礼逊自澳门南湾登陆中国时，是一名初出道的英国青年传教士。
尽管他明知将会面临许多困难与挫折，但对于自己承担在华传播基督新教福音的任务满怀着信心与期
待。在此后长逾1／4世纪的岁月中，马礼逊不得不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工作，以求合乎在华居
留的英国法律条件，并于业余在中国政府禁止传教与天主教葡澳当局嫉视的不利情沉下致力传教。直
到1834年辞世为止，他一共只得四名中国信徒，其中也只有一人在受洗后还协助传教的工作，马礼逊
有生之年传教的直接收获确实非常有限。　　但是，马礼逊同时也积极扮演著中西文化交流的双向媒
介角色。在他孜孜不倦的笔耕和言传之下，基督新教文化和一些近代知识从此进入并丰富了中国的文
化，而他也汲汲于将中国语文、社会传统与现状介绍给西方。他来华后翻译、撰述、编辑、出版的15
种中文与24种英文图书期刊，包含圣经、字典在内，都足以说明他从事中西文化交流的努力与贡献，
至于他随时随地向人解说介绍与刊登在报章杂志的文章与报道为数更多；加上他捐资建立英华书院，
开创华人接受近代普通教育之举，又先后在澳门开班教道东印度公司职员中国语文，及在伦敦设立语
言传习所招生学习中国语文等等，马礼逊增进中西文化交流的事功显得多彩多姿。　　马礼逊来华并
非特殊偶然的个人举动，而是18、19世纪之交欧美新教国家福音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结果之一。这项
运动既强调个别基督徒信仰上的新生经历，还期望经由传教和人分享自己得救的喜悦并使人也能得救
。传教的对象包含他们国内的同胞与海外的异教徒，于是从当时新教国家中国力财富首屈一指的英国
开始，由其基督徒公众志愿性的组织并支持大规模的传教会，派遣马礼逊来华的伦敦传教会）就是如
此诞生的团体之一。英国的海外异教徒传教事业，很快地带动其他新教国家基督徒的同样作为，从而
掀起了19世纪初以来遍及中国在内全球各地的传教热潮。　　欧美基督新教的海外传教活动无可避免
地面临基督教化与西化的先后顺序，以及基督教福音与帝国主义纠葛难分的难题。19与20世纪的西方
传教界为这些问题争辩不休的时候，总是自以为是地认为各地异教徒都在黑暗中迫切地等待福音的光
临，却很少或根本没有考虑到尊重传教对象的意愿和感受。结果在福音与民主、科学文明俱来，传教
士与官员、鸦片商人齐至的情况下，传教活动在各国造成利害兼具的后果，甚至道致弊大于利的长期
伤痛。　　作为传教对象之一的中国，也未能免于上述的发展与结果。尽管在马礼逊生前，中国与西
方国家的关系仍沿袭传统的天朝体制，他也只能在既有的现实框架中从事传教与文化交流活动，但他
过世仅仅数年后，中西关系迅速濒临正面冲突与解体重组的局面，后继的传教士源源不绝接踵而来，
在数十年间已遍及中国各地，而新教福音也牵扯结合了其他西方文化、教育、政治、经济与武力等等
因素，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作用。　　不论中国人对这些作用及后果的感受和看法如何
，对于这样一位引介基督新教来华的传教士，开启了200年来中西文化交流的活动，并在近代中外关系
史上扮演著积极的角色也发挥直接间接影响力的人物，我们应该有所了解与研究。事实上以往专门讨
论或部分涉及马礼逊的著述为数颇多，其中固然不乏平实之作，却也常见立场态度或史料依据都有问
题的论著。　　第一是态度的问题。历史研究在秉持客观立场，探求事实真相并分析解释其前因后果
与意义，对马礼逊这样的历史人物自不应例外。遗憾的是有些论述带著固化的意识型态或激烈的民族
主义观点，挞伐马礼逊为东印度公司的商业利益服务，有失传教士身份，还成为西方殖民主义或帝国
主义的帮手；另有些论述则本于信仰护教立场或浓厚崇洋心态，将马礼逊描绘成完美无缺的上帝使者
，为拯救中国人而来却受尽中国人的无知、偏见与屈辱。这两种态度都有所偏颇。前者未考察马礼逊
为遵守英国法律不得不进入公司工作，否则根本无法居留在华，又如何传教？从他在公司业余仍尽力
讲道传教、翻译圣经、编纂字典等，可见他没有忘却来华初衷，则他的委屈与辛勤岂不更令人同情与
钦佩？后者则不免暴露19世纪西方传教界与基督徒公众的一厢情愿，不曾尊重中国人是否自认为身陷
罪恶之渊而有待拯救。　　第二是史料的问题。无史料即无历史研究，关于马礼逊的史料以英文为主
，其中又以马礼逊个人书信与伦敦传教会档案，以及他的各种译著出版品为最重要的基本史料，再辅
以当年涉及他的各种书刊、后人利用基本史料完成的研究成果，则大致可观。难题是基本史料中的书
信档案都收藏在英国为主的资料保存机构，而且都是手稿，利用阅读相当不便；而马礼逊的译著或当
年相关的出版品至今也已年代久远，即使不致如档案般难得一见，而集利用仍相当不易。由于这些缘
故，以往关于马礼逊的论述，大多数不曾参考基本史料，甚至也不重视次级史料的甄别优劣、考订真
伪，只会利用容易到手却已辗转失实的资料，重加编写后附上论述者的臆见，以为即是新作。如此轻
率下笔，固然便宜行事，但内容观点或者陈腔滥调，或者谬误偏差，都无补子学术。　　上述研究态
度和史料两个问题还会交互作用、恶性循环。态度不客观的人既已预设立场，自然轻视史料价值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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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只管取用能支持自己臧否褒贬马礼逊或其他传教士的材料；而不讲究史料真实可靠的人，叙述的
史实已大有疑问，当然也难有创新而中肯的见解。这应该就是导致关于马礼逊研究的水准至今仍有待
大幅提升的主要原因。　　令人欣慰的是这些情形看来已有逐渐改善的趋势。至少在史料方面，由于
伦敦传教会的档案已经拍摄成缩微胶片并公开出版，马礼逊的译著或当年相关的出版品有的以缩微胶
片出版，有的则以数位资料形式流通，利用阅读的困难已大为溅轻。近年来，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
学研究中心在张西平教授主持下，从天主教在华的研究扩大到基督新教传教史，并积极建构基础性的
史料，除了已购藏伦敦传教会的部分档案，如今又邀集香港大学图书馆与澳门基金会共同合作，、《
通用汉言之法英吉利文话之凡例》、其遗孀编辑的《马礼逊回忆录》英文原书，并将《马礼逊回忆录
》与第二位来华传教士米怜所撰《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翻译成中文，再加上关于马礼逊的中英
文研究论著目录等，都是马礼逊研究非常重要的史料和目录检索工具，极便于学者取资利用。　　这
项编印计划是教研机构、资料单位和赞助团体三方面密切合作有成的实例，也是马礼逊、中国基督新
教、中西文化交流甚至中国近代史等研究领域的盛事，本编的出版可望有助于这些领域研究水准的提
升，也是纪念马礼逊与基督新教来华200周年非常有意义的献礼！　　苏精　　2007年4月8日写于台北
　　沙培培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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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礼逊回忆录(中文版)(共2册)》是由马礼逊夫人搜集她丈夫生前所写的日记、书信和文件等手稿编
纂而成的。该书描述了马礼逊从出生到成长为一名传教士这一过程以及他作为西方派到中国的第一位
新教传教士为开拓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包括第一次将全部圣经翻译成中文、独自
编纂了中国第一部《华英字典》等。《马礼逊回忆录(中文版)(共2册)》的内容大多都为珍贵的第一手
材料，从另一个视角透视了18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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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卷第一阶段 从马礼逊出生到进入霍士顿神学院（译者杨慧玲）1782-1803第二阶段 进入霍士顿神
学院至乘船到中国去（译者杨慧玲）1803-1807第三阶段 从登上开往中国的船到建立英华书院（译者杨
慧玲）1807-1819第一节 乘船从美国绕道前往中国1807年1月31日至1807年9月8日第二节 从他到达广州
到结婚及被雇为东印度公司译员1807年9月7日至1809年2月21日第三节 从被任命为东印度公司的译员到
米怜牧师来澳门1809-1810第四节 1811-1814第五节 1815-1819第二卷第四阶段 从创立英华书院到重返英
国（译者杨慧玲张蓉斌）1819-1823第六节 1819-1821第七节 1822-1823第五阶段 1824年到回英国至1834
年去世（译者梁跃天杨慧玲）1824-1834第八节 1824-1826第九节 1826——1834附录附录一：恒河域外传
道团总章程附录二：恒河域外传道团关于遗孀、孤儿救助金的规定附录三：关于清官府对待东印度公
司在华职员行为的思考附录四：伶仃案纪实附录五：1822年广州火灾纪实附录六：对海员的演讲附录
七：改善在华外国海员的道德状况的倡议书附录八：对“教会”一词的解释附录九：马礼逊的文字工
作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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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回忆录的主人公罗伯特跟从詹姆斯·尼科尔森舅舅接受了他的启蒙教育。詹姆斯·尼科尔森在
纽卡斯尔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教师，在他的关怀下，年幼的罗伯特对学习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虽然他最
初的进展非常缓慢。　　从宗教角度审视，马礼逊的条件极为优越。不仅他的父母给予他有益的教导
，他还在父母所属的高桥教会（H接受了约翰。哈顿牧师的教理训练。他本人谈及此事时常常带着浓
厚的兴趣和感激之情。下面所引的事例显示出他具有超强的记忆力，这是他仍在世的一位亲属讲述的
。　　他13岁时，一天晚上竟然背诵了苏格兰教会《圣经》的诗第119篇。为了　　考验他，哈顿先生
并没有让他直接背诵，而是选了不同的地方让他向前或向后背，他仍然能够一字不误地背下来。　　
他自幼就跟随父亲学习手艺，掌握了制作撑鞋器的要领。他表现出的勤奋令人称道。　　他年轻时的
行为并未能避免周围不良环境的影响，当神圣的真理之光照射到他的心灵之后，他曾为此感到深切的
悲哀。尽管这样，由于他在家里中规中矩，因此他的父亲很少斥责他。而他对母亲的温情值得所有人
效仿。母亲去世后，他回忆起母亲时对她仍极为敬重。他的性格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坦率真诚。他
自己常说他从未撒过谎，只有一次例外，虽然没有被人揭穿，可是他自己的心不得安宁，直到他承认
了错误为止。这种内在的正直秉性表明他的思想已经受到了道德原则的支配，这件事例激励着他的父
母“以他们应该的方式教育孩子”。　　在1797年底或是1798年初，罗伯特·马礼逊经历了重大的转
变，这是被救世主称为“重生”、进入“天国”所必需的一个转变。没有什么特殊事件导致了这一转
变。父母的教导已经在他心中积蓄了《圣经》真理的原则，定期参加公共礼拜，特别是哈顿先生主持
的教理训练进一步启发了他的思想，从此他开始深刻地反省性格中的弱点和矛盾，最初他因自己的罪
而深深忏悔，最终他因对基督耶稣的信仰寻求救恩和幸福。他在1802年写给霍士顿学院委员会的一封
信中详细地描述了转变的过程，当时他向委员会递交了一份霍士顿神学院牧职学生的申请信。信的内
容如下：　　我在幼年时就享受到了信主的父母的益处（我永远感激神的恩赐），我定日被带去听人
宣讲福音。我的父亲小心地保持着家庭礼拜的传统，并且按照基督教的原则教育我。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参加了约翰·哈顿牧师主持的公开教理训练，在他的教导下，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通过上述方
式（在神施恩的手的指引下），我滋养了自己的良知，启迪了心灵，没有像一些不思悔改的人那样走
上放纵堕落的道路，尽管当时我也过着没有信仰、不信神、对世界也不抱任何希望的生活。我并不知
晓自己内心的灾难，然而在良心的谴责下，我感到了懊悔，但我自欺欺人地以为：虽然我“行我所愿
行的”（《传道书》12：9），但内心会归于平静。　　约在五年前，强烈的罪恶感让我幡然醒悟，虽
然我回想不起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让我这样；只有一段时间我变得很放纵而且亵渎神灵，多次与不良少
年为伍（甚至人生这么早的阶段），受到他们的教唆，变得不可救药。回想起自己的所作所为让我感
到非常不安，我开始关注自己的灵魂。我害怕永远堕落，死亡的恐惧超出了一切，我为此无数次泣求
耶和华，求彳也宽恕我的罪，求袍赐我对救世主的信，求袍让我从精神上获得新生。罪成了不堪承受
之重负。就在那时我经历了人生的转变，我相信从此我转变了心意。我和从前那些浪荡朋友断绝了交
往，投身到阅读、默想和祈祷中去。上帝因此喜悦，乐意将袍儿子耶稣启示在我心里，那时我体会到
了“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耶利米书》2：2）；虽然最初的冲动和热情已经不再，我相信
自己对救世主的爱和对袍的了解与日俱增。不久我就加入了约翰·哈顿主持的教会，参加了祷告团契
，上帝让我逐渐变得谦卑并且不断考验我。我虽然能体会到因信而来的愉悦和平静，也同样体验着潜
在的罪带来的反作用——“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我不能做
所愿意做的”（《加拉太书》5：17）。我逐渐发现神的律法是如此崇高、如此至上、如此广博，神的
应许是如此慷慨和丰富；更加感到自己在上帝眼中竟是那样污秽不堪、毫无价值。我犯下了罪，“然
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哥林多前书》15：10），我成为现在的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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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礼逊回忆录（中文版）（套装共2册）》是学术价值极高、而且又非常罕见的文献资料。2007
年是马礼逊来华200周年纪念，他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开拓者。马礼逊的学术著作在中国近代学
术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马礼逊回忆录（中文版）（套装共2册）》为“马礼逊文集”之《马礼逊
回忆录》，是研究马礼逊的生平和事迹所必须依据的重要史料。书中收录的马礼逊的日记及信件以及
间插的时人评论及背影介绍，是研究历史语言学、圣经中译、近代外语教育、近代印刷出版、近代报
刊史、西方汉学史等的重要原始资料，具有极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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