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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他们是活跃在近代中国的传教士。
    一度，我们视他们为“文化侵略者”。
    可是，随着时光将情绪化的泥沙沉淀，我们发现传教士们在近代中国还干过这样一些事情：在传播
基督教之外，他们搞慈善、开医院、办教育、办报纸、翻译西学书籍，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西方文
明的传播者。
    他们与中国名流交往，交往中发生过许多趣事，这些细节为我们解读那段历史提供了可感可触的鲜
活场景。
    他们对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也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他们中的某些人还成了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
    他们当然也有他们的偏见和局限，但这些不应该成为我们有意“屏蔽”他们的理由。
    且让我们正视他们，正视一段近代史中不该忽略的篇童⋯⋯    本书无意也不想对传教士问题做出“
盖棺定论”式的评判，只是想从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互动的视角切入，告诉读者一些鲜为人知的传教士
故事、现象及相关的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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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他们是一个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群；他们在给中国带来基督教的同时，也带来了新文化、新科技乃
至新思想。

　　他们不是慈善家，却改变了许多疾苦民众的生活。

　　他们在中国办学校、建医院、救济灾民、结交政要，甚至参与维新变法。
这些行为对衰败、落后、贫穷的近代中国具有深远的影响。

　　有趣的是，他们当中的大部分长期生活在中国，最后竟变成了汉学家，成为向西方传播汉学的使
者⋯⋯
　　在华传教士问题是近代中国的另一个历史侧面，他们是大时代变迁下的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
，我们有助于看到更真实更全面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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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连根，生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1998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现供职于济
南时报社。
作品散见于《南风窗》、《书屋》、《随笔》、《同舟共进》、《炎黄春秋》、《杂文月刊》、《杂
文选刊》、《社会科学论坛》等报刊，著有《新闻往事》、《济南老街老巷》（与张继平合着）、《
中国古代小说名句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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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通过雅裨理的日记，我们可以看出徐继畲已然在用心收集资料，为写作《瀛环志略》做准备
。
除了通过雅裨理了解世界各国的情况外，徐继畲还向其他传教士及外国驻福州的官员请教相关问题，
时任英国驻福州领事的李太敦及随后的阿礼国都解答过徐继畲关于世界各国地理、历史及政治状况的
相关提问。
阿礼国夫妇还送给过徐继畲一幅世界地图，用不同颜色表明了各国的疆界。
此外，徐继畲还参考了美国传教士裨治文的《美利哥合省国志略》一书，从中获得了关于美国的比较
详细的情况。
徐继畲是那个时代少数几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之一。
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他痛感中国人对世界缺乏了解，与西方各国打交道根本做不到“知己知彼”，
所以就极力收集有关外国的地理、历史及政治状况的资料。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徐继畲进京觐见。
道光皇帝向他询问海外形势与各国风土人情，他根据自己所知对答，道光皇帝非常高兴，遂责成他纂
书进呈。
于是，徐继畲发愿著书。
他随时采访，广泛搜集资料，终于在1844年写出了《瀛环志略》-书。
此书初名《舆地考略》，其后，他继续采寻西人杂说，询问西方官员，并参阅魏源《海国图志》（初
版）等书，补充疏漏，日臻完备，最后定名为《瀛环志略》，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初刻于福建
抚署。
同治四年（1865年）经沈桂芬大力提倡，由总理衙门主持重刻，次年刻成。
该书分10卷，分装6册，总分图共44幅。
书中先为总说，后为分叙，图文并茂，互为印证，于各洲之疆域、种族、人口、沿革、建置、物产、
生活、风俗、宗教、盛衰等均有详细记述，亦间有议论。
《瀛环志略》-出世，便受到国内外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
福建巡抚刘鸿翔赞誉此书是“百世言地球之指南”。
福建道员鹿泽长说该书“于国家抚驭之策，控制之方，实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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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昨夜西风:那些活跃在近代中国的传教士》是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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