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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历史上曾以汉字为载体的东亚国家的汉文作品，以及西方来华传教士创作的汉文作品，
开始受到国际和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前者主要包括韩国、日本和越南等国家，后者主要为欧美等国传教士。
国内学术界习惯将其统称为“域外汉文作品”或“海外汉文作品”。
　　在海外汉文作品中，汉文小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块。
其中，东亚地区原属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的双重历史身份，其创作的汉文小说不仅都是用汉字写
成，而且它们在道德伦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知识结构等方面大都遵循儒家思想而展开，这种“
大同”现象在东亚汉文小说中得到了形象而生动的体现，并深入到小说的取材、主题、结构和人物塑
造等各个方面。
与此同时，东亚各国汉文小说也真实反映了儒家思想文化在其传播过程中与本土文化不断交融而产生
的“小异”乃至背离。
全面研究其“大同”和“小异”，或日其“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我们不仅可以具体感受到中
国和东亚各国在思想文化上的相通之处，而且可以清楚地看到各国文学和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不同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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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海外汉文小说研究丛书”中的一本。
所谓传教士汉文小说，具体而言，是指西方来华传教士为了宣扬教义或改变中国人的观念，用汉语写
作或翻译的小说。
本书对明末至晚清的传教士汉文小说分门别类，点面结合地作了详细论述，基本理清了传教士汉文小
说之起因、因承和发展线索，并对其文学地位与艺术价值作了客观的评价。
本书资料翔实，持论有据，为迄今为止第一部全面研究传教士汉文小说的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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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研究价值与研究现状  三、本书的研究预期与难点第一章  马若瑟与早期天主教传教士白话小说
《儒交信》  一、作为汉学大师的马若瑟  二、稀见天主教传教士汉文小说《儒交信》  三、《旧约》索
隐派神学观与《儒交信》的创作第二章  早期基督教中文期刊的小说策略  一、《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二、《特选撮要每月纪传》  三、《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第三章  第一部新教传教士汉文小说：米怜
《张远两友相论》一、问答体小说的先驱与中西文化的交融  二、长期的流传与众多的版本  三、中西
读者的接受与影响第四章  高产的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小说创作与评点  一、对中国白话小说的重
视与借鉴  二、中西方文化碰撞的产物  三、欧洲文化优越论及其强势话语权第五章 《中国丛报》译介
的中国古典小说及其对传教士的影响  一、小说作为汉语学习和了解中国习俗的教科书  二、《中国丛
报》译介的小说  三、《中国丛报》的流传与影响第六章  宾为霖与《天路历程》的译介  一、宾为霖的
“天路历程”  二、翻译《天路历程》  三、宾为霖译本的流传与影响第七章  街头布道家杨格非及其汉
文小说  一、街头布道家——杨格非  二、圣教书局与杨格非的中文著述  三、《引家当道》——展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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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基督教在华传播通常被视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交流，其中儒家学说与基督教的关系是研究的重点之
一，学者们对此提出了合儒、补儒、超儒等多种阐释。
从传教学的角度看，传教士汉文小说为研究基督教在华传播史提供了新的案例和材料。
它反映了西方传教士改变传教的思维方式，试图利用中国民众对于小说这类休闲读物的需要达到传教
目的的做法。
而思维方式一旦发生改变，就会在更多的方面表现出来，从而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一系列文化适应的传
教方式，而这也真正触及了异质文化交流的客观规律。
传教士汉文小说也与传教士的其他中文著作一样，往往从儒家学说中寻找有力的思想观念资源和支持
的依据，作为基督教进入中国读者内心的通道。
小说中大量引用儒家经典，以儒释耶，而且常常采取简单而醒目的方式，即将儒家论点直接与《圣经
》教义并列，表明二者持论相同。
在翻译宗教术语时，尽量从儒家典籍中寻找对应的词语。
同时尽量尊重中国的文化传统、民族习俗及礼仪。
为迎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审美需求，传教士们模仿传统章回小说，用白话写作小说，摹拟书场语
境与读者进行交流，以“看官”指称读者。
在写作中遵循白话小说的最为典型的叙述程式，添加回目、楔子，熟练地使用说书人的套语，如“话
说”、“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等等，并在叙述中穿插诗词典故
。
事实上，在发展一种行之有效的传教策略过程中，传教士们不仅有过彷徨与犹豫，甚至有过激烈的矛
盾与斗争。
如马若瑟作为耶稣会《旧约》索隐派神学的代表人物，坚信中国古经中史实的可靠性，认为可以从中
国典籍中发现原始宗教启示的痕迹，寻找到基督教信仰的奥秘。
他的小说《儒交信》，就是试图在天主圣教与儒学之间实现一种调和，以便建立一种更适合于中国民
众的传教方式。
他的书写策略所体现的对异文化的包容，使耶稣会感受到他的危险性，在教会内部引起很大争议，未
能加以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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