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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美国传教士在华活动是早期中美文化交流中最为显著的渠道，因此本书作者所申论的内容，是当
今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引入注目的热门话题之一。
近年国内举行过多次关于美国在华教会学校的研讨会。
美国教会组织也曾差人来华搜集有关教会学校的文字或口述资料。
与此同时，中国和美国学者也写出了若干关于美国传教会在华文教活动的专著。
更有意思的是，近年有些留学美国的学生回国收集老一代留学生的经历。
当然他们所收集的资料和访问的对象，不局限于教会学校毕业生，但老一代的留学生中教会学校出身
的为数不少。
以上学术研究活动正表明美国传教士在近代中美文化关系史上据有的一席重要地位。
这种研究既然是“热门话题”，自然由于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以及认识的程度不同，产生许多不同的
解释，特别是在评价问题上时有分歧。
众说纷纭，是好现象，如此方能接近比较合乎实际的看法。
应该说，本书作者所作的努力，也是试图应答“热门话题”的。
　　作者在图书馆中拂尘披览了许多近代来华美国传教士的中西文论著，在资料收集方面下了很大的
工夫。
他着力勾勒了美国传教士在华活动的主要方面，并结合他们传布“福音”的言行，提出了既有见地，
又恰如其分的看法，评骘珠玑，散落全书。
　　我们不可简单地把美国传教士在华的布道活动视为纯宗教活动。
他们的活动始终与政治、经济同步并进的。
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三位”结为“一体”，在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上，都是为美国向外扩张这个
总趋势服务的，直是美国扩张主义“齐下”的“三管”。
　　在18世纪末叶，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评论多有贬词，已不同于启蒙运动时期所表达的赞誉之意。
美国开国元勋们对中国不大了解，他们是通过西欧知晓中国的。
虽然他们中间有人向往中国，如本杰明·富兰克林表示过访问中国的意愿，但在他们的意识中，中国
是遥远不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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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国传教士在华活动是早期中美文化交流中最为显著的渠道，因此本书作者所申论的内容，是当今中
国近现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引人注目的热门话题之一。
作者披览了许多近代来华美国传教士的中西文论著，在资料收集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提出了许多既有
见地，又恰如其分的看法，是近年来反映中西交流方面非常值得阅读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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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立新，1966年10月生，辽宁兴新城市人，1983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1995年获历史博士学位，曾
任南开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
曾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近代史研究》、《南开学报》等杂志发表论文近20篇，主要研
究中美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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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美国对华传教运动的兴起和概况　　从l4世纪到l8世纪，欧洲社会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
改革、启蒙运动和社会革命的振荡，基督教失去了中世纪的传统社会地位，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面对来自世俗社会的人本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和工业革命的挑战以及殖民扩张活动的刺激和宗
教生活淡化的新形势，基督教，特别是新教出现了许多新变化：一方面是基督教的理性化、社会化及
与自然科学的调和；另方面是基督教与殖民主义的结合和旨在重整基督教的福音复兴（或称灵性奋兴
）运动的兴起。
基督教史上的这两个潮流塑造了在华传教运动的性质和面貌，规定了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性质和影响，
自然也就成为本章考察的出发点。
　　一　宗教改革以来基督教发展的新趋势　　【新教神学的现代性】近代以前，基督教曾多次传人
中国，其中尤以明清之际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影响最大。
以180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札逊来华为肇端的近代基督教传教运动与前几次有着明显的不同。
新教传教士成为这次传教运动的主体。
近代西方文明是“两希”文明的后代，继承了希腊文明的理性遗产和希伯来文明的宗教遗产，这一过
程是通过文艺复兴（复兴希腊文化）和宗教改革（复兴原始基督教的希伯来文化）来完成的。
近代以来的自由、平等、人权等思想不仅可以从希腊文化找到源头，实际上也与基督宗教，特别是宗
教改革后的新教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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