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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人文社会的分化

虞 和 平

作者认为
,

鸦片战争之后
,

以进一步奴化 中国人民
、

获取更大的政治
、

经济利益为

主要 目的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侵略
,

一方面造成了中国文化和文化 人的半殖 民地化
、

买办化
,

另一 方面也促进 了中国传统 人文社会的分化
,

并造就了一批具有先进思想 的

中国知识分子
,

从而推进 了中国现代化的起步
。

造成这一侵略者始料不 及的后果的重

要原因
,

一 是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 面对西 方文化 的入侵与输入
,

坚持了 自己的选择动

机与选择标准
; 二是 由于西方文化 自身的构成与 内容 中既包括奴化

、

教化方面
,

也包

含着许多科学技术
、

资产阶级政治学说
、

革命历史以及实用性知识
。

即使作为主要传

播 内容的基督教也是经过改革后的新教
,

而新教的崛起在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起到

了某些决定性 的作用
。

至 于新教传播在 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作用 尚待进一步研 究
。

作者
:

虞和平
,

男
,

1 9 4 8 年 生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

鸦片战争后
,

西方文化不断传入中国
,

在强行给中国注入资本主义文化机构和文化内容的

同时
,

又促使 中国传统的
_

文化机构
、

文化 内容和文化人发生变化
,

使中国的人文社会由原先的

单一传统结构转变为新旧兼有的二元结构
。

初入中国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面临的是中国的封

建社会
,

它在给中国输入新文化素质时
,

不能不利用中国社会 中可资利用的一切因素
,

以图扎

根和扩展
。

这一利用过程
,

在以往的研究中
,

往往被视为中国文化和文化人的半殖民地化和买

办化的具体表现
,

其实这也是中国传统人文社会的分化和初步现代化过程
。

一
、

西方人文社会模式的楔入与中国人文社会模式的分化

外国传教士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获得在华自由传教的权利

后
,

他们伙同各类来华外人
,

在传播外国宗教和进行政治经济扩张的同时
,

也把西方文化陆续

传入中国
,

并为此设立各种文化传播机构
,

将西方的资本主义人文社会模式楔入中国
。

传教士等来华外人所设立的第一种文化传播机构是西书译编和出版机构
。

从 1 8 4 3 年英国

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设立墨海书馆起
,

到清末时
,

由传教士设立的译编和出版机构达

60 家左右
。

这些机构大多具西方同类机构的特点
。

在组织模式上
,

或采用公司制
,

或采用会社制
,

规模

较大者还实行股份制
,

设立类似于董事会的管理部门
。

其最典型者当属 18 8 7 年设立的同文书

会 ( 1 8 9 2 年改称广学会 )
,

它 由英
、

美
、

加拿大等国的传教士
、

商人
、

海关和外交官员等 39 人联

合发起
,

由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任总理
。

次年成立董事会
,

以赫德为会长
、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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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上海总领事福克为副会长
、

英国传教士韦廉臣为督办
。

① 其他机构亦程度不同地采用类似的

组织模式
。

②

在经营管理上
,

大多具有 比较健全而 明确的分工
,

设有行政领导
、

翻译编辑
、

印刷和发行等

部门或专职人员
。

各机构一般多由主办教会委派行政领导者
,

或 由联合发起者组成董事会
,

负

责机构的全面领导工作
;
再由行政领导者聘请翻译和编辑人员

,

专事译编工作
;
有的机构自设

印刷所和发行部
,

亦均聘专人负责
。

不少机构所设的印刷厂所
,

逐步引进西方的印刷机械和铅印
、

石印技术
。

如墨海书馆一开

始就采用牛力印刷机和铅印设备
,

并将石印技术传入中国
。

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于 1 8 4 4 年在

澳门创办
,

次年迁宁波
,

1 8 6 0 年再迁上海的美华书馆
,

下设工人达百余名的大型印刷厂
,

不仅

采用机械和铅字印刷
,

而且先后发 明电铸铜模字 ( 电镀字模 )
、

排字架等新技术
。

③ 由英国商人

美查于 1 8 7 9 年创办的点石斋石印书局
,

设有当时规模最大的石印工厂
,

并采用手摇轮转石印

机
,

④ 开启了印刷业的又一个新阶段
。

传教士等来华外人所设立的第二种文化传播机构是报刊出版发行机构
。

鸦片战争之后
,

来

华外人的办报活动急剧扩展
,

到 19 世纪末
,

累计创办报刊约达 2 00 种
,

占同时期中国报刊总数

的 8 0 %以上
。

⑤ 这些来华外人所办的报刊
,

大多采用 了西方报刊的组织和经营模式
。

首先
,

在资金筹措上
,

采用个人出资
、

合伙集资和招股集资的方式
。

王韬说
: “

迩来西人在中

土通商 口岸创设 日报馆
,

其资皆出 自西人
” 。

创办较早
、

规模较小的报刊
,

一般由创办者个人出

资和教会资助
;
创办较晚

、

规模较大的报刊
,

则多以合伙和招股集资为主
。

如 《万国公报 》
, “

出资

者多教士
” ,

即由传教士集资创办
; 1 8 7 2 年开设的《申报 》

,

由英国商人美查
、

伍华德
、

普来亚和

麦基洛 4 人合资发起
, 1 8 8 8 年

“

添招外股
” ,

改为股份公司
; 1 8 8 6 年创办的天津《时报 》

,

其资本

由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与怡和洋行总理茄臣集股而得
; 1 8 9 3 年在上海开设 的《新闻报 》

,

由中

外商人合资创办
,

1 9 0 6 年改组为公司
。

⑥

其次
,

在经营体制上采用渐趋完善的公司制
,

有比较 明确的分工
。

大多数报刊都设有总理
、

主笔
、

编辑
、

记者
、

印刷和发行等人员和部门
,

各有专责
,

运行有序
。

有些大型报刊还设立董事

会
,

作为最高的领导机关
。

如《新闻报 》在 20 世纪初已形成健全的公司制体系
,

以董事会为最高

领导机关
,

下设总理处
,

再下设编辑
、

营业
、

印刷三部
,

各部之下设各种业务科
,

有些科下还设立

股
。

⑦ 在财务上大多实行独立核算制度
,

追求利润
。

纯粹由教会补贴
,

不计成本的报刊
,

为数极

少
。

再次
,

在刊载内容和版式上采用西方报刊的模式
。

许多报刊虽由教会和传教士主办
,

但其

所刊载的内容不仅限宗教方面
,

还包括新闻
、

科学
、

政论
、

历史等方面
。

如由传教士马礼逊
、

麦都

思创办的第一家华文杂志《察世俗每月统纪传 》
,

述其旨趣说
: “
至本报宗旨

,

首在灌输智识
,

阐

扬宗教
,

砒砺道德
,

而国家大事之足以唤醒吾人之迷惘
,

激发吾人之志气者
,

亦兼收而并蓄焉
” ,

“

智识科学
” 、 “

天文
、

轶事
、

传记
、

政治各端
”

均在采择之列
。

⑧ 一些非教派所办报刊
,

更是内容广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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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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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
。

在版式上
,

逐渐 由书本式向大张纸式转变
,

排版也渐趋艺术化和灵活化
。

至于印刷上
,

则多

取铅印
。

传教士和来华外人所设立的第三种文化传播机构是教育机构
。

开办各种学校是来华外人

最主要教育活动
,

从 1 8 4 2 年马礼逊和米怜将英华书馆从马六 甲迁至香港开始
,

到 1 9 14 年教会

学校总数已达 12 1 7 7 所
,

在校学生数达 2 4 5 6 8 4 名
。

① 他们的办学活动基本上是按照西方模式

展开的
。

其表现之一是按照西方的学校建制分类
,

建立各种等级和类别的学校
。

在 1 8 6 0 年之

前的初创阶段
,

以创办小学为主
; 18 6 1一 1 8 7 6 年的初步发展时期

,

开始建立少数 中学
; 1 8 7 7 年

之后的快速发展时期
,

不仅小学
、

中学数迅速增加
,

而且逐渐发展科技
、

医学
、

师范等专科学校
,

大学也开始出现
。

逐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学校建制体系
。

其表现之二是采用西式的管理体制
。

1 8 81 年
,

传教士林乐知发起的中西书院
, “

所定学中

规矩悉照泰西之法
” 。

② 如果说在教会学校的初创阶段
,

由于学校的规模较小
,

这种西式管理体

制 尚不普遍
、

不健全的话
,

那么进入发展阶段之后
,

尤其是在各种专科学校
、

大学和大型中学

中
,

这种西式管理体制渐趋明显和健全
,

大多采用董事会和监理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

教育

设施渐趋完善
,

图书馆室
、

实验室
、

学生娱乐场所和宿舍逐步建立起来
。

学生大多实行住宿制
,

按照严格的作息制度进行学 习和生活
。

③

其表现之三是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的中西并用
,

逐渐西化
。

在课程设置上
,

大多数学校都

设有儒学
、

宗教学
、

理化学
、

政法学
、

音乐学
、

史地学和外语等方面的课程
,

除儒学纯属中学外
,

其他多属西学
。

在教会办学的初创阶段
,

儒学和宗教学的课程较多
,

以后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

科学的课程逐渐增多
,

尤其在专科学校和大学中
,

大多以西学为主
。

在教学方式上
,

改变了中国

传统教学的单纯跟诵死背方式
,

开始结合课文的讲解
;
而且随着校办实验室

、

博物馆
、

实习工场

的开设
,

使书本教学与实验教学相结合
、

抽象教学与形象教育相结合
。

上述传教士和其他来华外人所设立的三种主要文化传播机构
,

大多数具有西方资本主义

文化机构的基本特性
。

它们不仅给传统的中国人文社会注入了异质的西方人文社会模式和因

素
,

而且随着它们的功效的显示和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进展
,

逐渐被中国有识之士视为仿效

的样板
,

使中国官方和民间模仿或聘请外国文化传播者创办 自己的新式译编出版机构
、

新式报

刊和新式学校的活动逐渐兴起
。

这从时人的有关论述中可见一斑
: 1 8 8 7 年《申报 》评述中国石

印出版业的发展过程说
: “

自英商美查就沪上开点石斋
,

见者悉惊奇赞叹
,

既而宁
、

粤各商仿效

其法
,

争相开设
。 ’ ,

④ 郑观应在呼吁中国 自办报刊时指出
: “

中国通商各 口
,

如上海
、

天津
、

汉 口
、

香港等处
,

开设报馆
,

主之者皆西人 … …今宜于沿海各省
,

次第仿行
,

概用华人秉笔
” 。

⑤英国传

教士傅兰雅在参与创办上海格致书院时
,

叙述中国 自办新式学堂事说
: “
泊乎中外互市以来

,

华

洋既接
,

各事交通
,

西学之流进中国者 已非朝夕
。

识时务者
,

每喜西学之有裨实用
;
明道理者

,

亦

嘉西学之足扩襟怀
。

一再仿行
,

因设 同文
、

方言之馆
;
次第举办

,

乃兴武备
、

水师之堂
。

然此特国

家仿效西法之一端
” ,

格致书院之设则可谓 民间仿效西法之又一端
。

⑥ 至于 中国官民仿西法创

办新式文化传播机构的具体事例
.

则比比皆是
,

无需枚举
。

a m e s

w
.

B a s h fo r d
:

e h i n a , a n I n t e r p r e t a t i o n ,

T h e A b l n g d o n P r e s s ,

N e w Y o r k C in e i n m a t , , 1 9 1 6
,

第 1 2 3一 1 14 页
。

林乐知
:
《设立中西书院启 》 , 《万国公报 》 (早期 )第 657 次

,

18 8 1 年 7 月版
。

参见 〔美〕杰西
·

格
·

卢茨著
: 《中国教会大学 史 》 ,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 8 8 年版中译本
,

第 46 一 52 页
。

委宛书墉
:
《秘探石室 》 , 《申报 》 18 8 7 年 2 月 5 日

。

夏东元编 《郑观应集 》上册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 9 8 2 年版
,

第 3 46 一 3 47 页
。

朱有琢主编
: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 ,

第一辑下册
,

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 1 9 8 6 年版
,

第 18 6 页
。

①②③④⑤⑥



二
、

外国文化机构的中国雇员与中国传统文人的分化

来华外人在中国传播西方文化
,

不仅有人生地疏之感
,

而且有语言不通之障碍
,

甚至还会

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抵制
。

因此
,

聘用中国文人协助其传播西方文化工作
,

是他们的普遍做法
。

在书籍译编和出版机构中
,

有不少华人参与其事
。

首先
,

这些机构的设立和 日常工作都有

华人参加
。

墨海书馆早在 18 4 9年就聘请王韬担任中文编辑
,

并参与译书之事
,

为时达 13 年之

久
。

广学会中有助译及誊录发行的华人 18 人
,

著名者先后有蔡尔康
、

任保罗
、

范丽海
、

许东来

等人
。

上海圣教书会由顾泳经
、

吴虹玉
、

鲍华甫等华人共同参与发起
。

青年会书报部的主持人

大都是中国人
,
先有谢洪资

、

奚伯缓
、

胡贻般
、

范丽海等人
,

后有谢扶雅
、

应元通
、

沈体兰
、

张仕

章
、

吴耀宗等人
。

其他的教会翻译和出版机构
,

也大都聘用数量不等的华人
。

其次
,

有些书籍的出版和发行得到中国人士的资助
。

以广学会为例
, “

其捐资帮刻成书者
,

有各海国西国官商善士
,

倘蒙中国各直省督宪大人倡首募捐
,

以及司道大宪
、

官绅商贾代为广

劝
,

惮得集资添刻各书
。 ” ① 如张之洞为李提摩太所译名著之一的《泰西新史揽要 》的出版资助

1 6 00 元
,

后来在 1 8 9 4一 1 9 0 2 年间又四次向广学会捐款达 9 0 0。 元之多
。

②聂缉架不仅捐款资助

该书出版
,

而且购书百部分送同僚
,

调任浙江巡抚后
,

又向广学会捐款千元
。

并劝本省官绅每年

向广学会订购不少书报
,

几乎成了广学会的义务推销员
。

再次
,

许多书籍的翻译是由中国人代笔而完成的
。

传教士出于语言困难
,

在翻译西书时往

往聘请中国文人合作
。

由洋教士
“
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

,

华士以笔述之
” , ③并润色加工

,

是

当时传教士译书中所采用的普遍方式
。

就是享有汉学权威声誉的伟烈亚力
,

在墨海书馆和大英

圣书公会驻沪代理处期间
,

有关译书之事请沈毓桂
“
主其事

” 。

施约瑟的译书工作
,

先请沈毓桂

协助
,

后另
“

延华士
,

译以华文
” 。

花之安的第一本文言译著《马可讲义 》
, “

系王君谦如笔述
” ,

主

持广学会时又请顾仲涵为其
“
记室

” 。

④ 林乐知的代笔者
“

初为吴江沈君毓桂
,

继为上海蔡君尔

康
,

今为之者范君伟
,

而任君保罗尤与公同砚最久
,

历二十余年无间
” ,

⑤ 林译书籍大半出自他

们手笔 ;李提摩太以蔡尔康为主要代笔者
,

他的著名译作 《泰西新史揽要 》由蔡尔康译作华

文
。

⑥ 有人统计
,

至 1 9 1 9 年
,

各类代笔华人累计达 5 0 0 0 余名
。

⑦

外人所办的报刊机构
,

也同样离不开华人的协助
。

他们创办的第一家华文杂志《察世俗每

月统计传 》 ,

从发起之初就有华人梁发参加编辑之事
。

《万国公报 》名义上由林乐知主笔
,

实则由

华人沈毓桂和蔡尔康先后主笔
。

《申报 》不仅在华人建议下创办
,

而且一开始就由华人吴子让任

主笔
,

后来又有蒋芷湘
、

钱听伯
、

黄式权
、

蔡尔康
、

袁祖志等任主笔或编辑 ;还由赵逸如
、

席子眉
、

席子佩等人任业务经理
。

就是外人所办的西文报刊
,

也有华人参与其事者
。

如 1 8 4 5 年设立的

香港 ((开刺报 》 ( C h i n a M a i l )
,

聘用伍廷芳为译员
。

1 8 5 7 年开办的香港 ((德臣报 )) ( D a i l y P r e s s )
,

曾由华人陈霭亭担任
“

译著之事
” 。

《博医会报 》 ( C h ian M ed ica l Jou rn
a D和《中国政治社会科学

《广学会序 》 . 《万国公报》第 3 7 次
,

第 1 4 页
,

1 8 9 2 年 2 月版
。

江文汉
: 《广学会是怎样一个机构 》 , 《文史资料选辑 》 ,

第 43 辑
,

第 21 页
。

傅兰雅
: 《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 》 , 《格致汇编 》 ,

第 3 年第 6 卷
,

第 9 页
。 ·

沈毓桂
: 《饱隐庐诗文合稿 》 , “

吴炳序
” ,

广学会 1 8 9 7 年版
; 《万国公报 )

,

第 101 次
,

第 10 页
;
第 10 9 次

,

第 7 页
。

丁文江
、

赵丰田
: 《梁启超年谱长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 98 3 年版
,

第 10 3 页
.

参见《翻译西书》 , 《万国公报 》第 14 次
。

于醒民
: 《近代来华基督教传教士译著中的代笔 间题》 , 《近代中国教案研究》 ,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 98 7 年版
,

第 4 4 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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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 (C hi nes e po li ti a e la n dS o ei a s lei e ne e Re vi ew )
,

都由中外教士合编
。

有的外人所办报刊
,

还在资金上吸收华人合股
。

除《新闻报 》
、

《 申报 ))( 晚期 )等华文报刊有

华人投资之外
,

((大陆报 》 ( C h i n a P r e s s )
、

《华北明星报 》 ( N o r t h C h i n a S t a r )等西文报刊
,

亦有华

人执掌一部分股权
。

至于报馆 日常事务的料理
,

报纸的印刷
、

发行
、

广告招揽等事务
,

各报馆几乎无不雇用华

人
。

戈公振曾概括外人报刊的人员雇用情况说
: “

当时报馆必延一华人为买办
” ,

担任经营之事
;

又雇用
“

卖报之人
”
和

“

招揽广告之人
” ,

并在外地
“

兼任访员
” 。

①

在来华外人的办学活动中
,

也有一些 中国文人参与
。

华人在外人学校中的工作
,

一是参与

校务工作
,

二是担任汉语和汉学的教学工作
,

均处于从属地位
,

但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

如由林

乐知于 1 8 8 2 年创立的上海中西书院
,

华人沈毓佳不仅参与发起
,

与林一起
“

参中西之宜
,

酌核

院章
,

订厘课则
,

就法英两租界创立分院者二
” ,

而且担任
“

掌教与总司院务
’ ,

② 之职
,

说服林乐

知改变
“
西教第一

”

的既定 目的
,

转而确立
“

中西并重
”

的办学方针
。

③ 作为圣约翰大学前身的圣

约翰书院
,

创办之初就 由华人颜永京担任院长
,

负责教务和院务
。

④ 从总体上来说
,

在教会学校

任教
、

任职的华人占有一定的比例
。

1 9 2 5 年时
,

基督教所办大学的教员共计有 46 5 人
,

其中华

人 1 81 人
,

⑤ 占 39 %
,

当然在早期不会有这么大的比例
。

来华外人的文化传播机构聘用中国文人为其服务
,

固然使这些华人沦为他们对华文化侵

略的帮手
,

带有文化买办的性质
,

但亦使这些华人转化为新式文人
,

逐渐养成现代知识分子的

素质
。

为洋教士主持译书事务和代笔者
,

逐渐成长为中国的第一代翻译家
,

后来几乎都独立从

事过不少西学的译编工作
,

为西方科学技术传入中国开辟了一条新的渠道
。

而且
.

这些华人在

代笔译书中
,

无可避免地成了西学的接受者
,

使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逐渐资产阶级化和

科学化
,

或产生和形成 了程度不同的资产阶级改 良思想
,

或丰富了科学知识
。

参与外人报刊事业的华人
,

不仅成为中国的第一代报人
,

而且成为中国人自办新式报刊的

带头人
。

创刊于 1 8 5 8 年的第一家 中国人 自办报纸 《中外新报 》
,

是 由时任外人报刊《开刺报 》译

员的伍廷芳创办的
。

创刊于 18 6 4 年的第二家华人报刊《华字 日报 》
,

是由陈霭亭在任《德臣报 》

译员时发起的
。

此二报还与其创办者原先任职的二家外人报刊保持了较长一段时间的合作关

系
。

1 8 7 4 年在香港创刊的《循环日报 》
,

是完全由中国人自行发起主办的第一家大型 日报
,

也是

第一份传播资产阶级改 良思想的报纸
,

其发起者和主笔者是王韬
、

洪干甫
、

钱听伯
,

他们都曾参

与过来华外人的译书和办报事业
。

参与来华外人办学活动的华人
,

则成为中国第一代新式教育

工作者
。

进入 20 世纪以后
,

随着外人学校的毕业生和归国留学生进入外人学校任教
,

全新的华

人教育工作者队伍逐渐形成
,

有的担任了外人学校的行政领导和专业骨干
。

来华外人文化传播机构大量聘用中国旧式文人
,

不仅使这些中国文人被纳入新式文化工

作者的队伍
,

而且使他们本身的文化素质发生变化
,

逐渐转变为新式知识分子
,

从传统中国知

识分子的营垒中分离出来
。

公振
:

史 》 ;

《中
三治

国报学史 》 ,

第 85 页
。

关 于华人参与外 人办报的情况
,

除参阅 戈公振书外
,

另参阅方汉奇
: 《中国近代报

心
: 《中国基督教 史纲 》

。

桂
: 《力辞中西书院掌教暨总 司院务启 》 ,

《万国公报 》第 9 5 次
。

知
: 《设立中西书院启》 , 《万国公报 》第 6 5 7 次

。

心
: 《中国基督教史纲 》 ,

第 31 。 页
。

毓乐治

戈刊沈林王

〔美〕杰西
·

格
·

卢茨
:
《中国教会大学史 》 ,

第 1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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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西学传播的内容及其对中国读者的影响

来华外人所传播的西学
,

门类众多
,

以中国人为主要传播对象
,

其影响达于中国的各个阶

层
。

就外人所译编出版的书籍而言
,

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
,

一是宗教传布类
;
二是自然科学

类 ;
三是社会科学类

。

第一类面向全体中国人
,

以传布教义为主旨
,

其主要影响是中国各阶层中

造就了一大批教徒
,

使 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多元化
。

第二类主要面向中国的自然科学工作者
、

工

程技术人员
、

新式学校的教员和学生
,

其作用在于提高了中国科技工作者和科技教育的水平
,

培养了一批新型的中国科技人员
,

提高了一般学生的科技知识水平
。

第三类主要面向中国的各

级政府官员
、

绅士
、

学子和商人
,

使他们通过阅读西学书籍而发生世界观和政治思想的变化
,

进

而成为晚清一系列社会变革运动的先导者和核心力量
。

从鸦片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
,

凡是思想 比较开明
,

领导和参加过各种社会变革活动的官

员
、

绅士和知识分子
,

几乎都受到过西学的影响
,

而且受影响越多者
,

变革的思想越强烈
,

态度

越激进
。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
,

林则徐
、

魏源
、

徐继合等人
,

通过阅读传教士译著的西方史地书

籍而成为第一批能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
,

并分别主持译编了《四洲志 》 、
(( 海国图志 》

、

《流寰志

略 》等介绍世界各国史地的著作
,

在初步认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先进性的基础上
,

提出了
“

师夷

长技以制夷
”
和

“

通商抚夷
”

的主张
。

在洋务运动时期
,

恭亲王奕诉
、

洋务大臣曾国藩
、

李鸿章
、

左宗棠
、

沈葆祯
、

张之洞等
,

都多

少不同地阅读过中译西书
。

李鸿章甚至在 1 8 8 9 年用培根
、

达尔文学说考试学生
。

① 王韬
、

郑观

应
、

邵作舟等早期改 良主义思想家
,

都从传教士及其译著中吸取过不少思想要素
。

在他们的著

作中不难见到叙述自己如何与传教士讨论时政
,

如何因读其论著受感而写作的情形
。

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们更是中译西书的虔诚读者和致用者
。

康有为通过阅读中译西书而

从一个旧式知识分子逐渐转变为维新领袖
,

他自述转变过程说
: “

光绪五年己卯 ( 1 8 7 9 年 ..)
·

…

既而得 《西国近事汇编 》
、

李口《环游地球新录 》及西书数种览之
。

薄游香港… …渐收西学之书
,

为讲西学之基矣
” ; “

光绪八年壬午… …道经上海… …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
。

十一月还家
,

自是

大讲西学
,

始尽释故见
” ; “

光绪九年… …大攻西学书
,

声
、

光
、

化
、

电
、

重学及各国史志
、

诸人游记

皆涉焉… …是时绝意试事 (即科举 )
,

专精问学
,

新识深思
,

妙悟精理
,

勉读仰思
,

日新大精
” 。
②

从而逐渐形成了仿效西方资本主义文明
,

励行变法维新的思路和决心
。

后来他所写就的各种变

法上书和文献
,

都贯穿着西学的原理
。

变法维新的理论家梁启超
,

不仅广读西书吸取理论营养
,

而且根据自己的读书体会
,

把一批自认为优秀的译著推荐给广大的维新人士阅读
。

康梁等维新

人士
,

还从自己读西书的收益中感悟到 自主翻译西书的重要性
,

指出
: “

今 日之中国欲为自强
,

第一策
,

当以译书为第一义
” 。

③ 于是从 1 8 9 5 年成立强学会起
,

由维新
、

改 良派和留学人士组建

的译书机构纷纷出现
,

使中国人 自主译著西学书籍形成高潮
,

并超过传教士的译书规模
。

译书

的重点也开始转向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说和革命史
,

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提

供了大量的思想源泉
。

① 王韬
: 《格致课艺 》 , 1 8 9 7 年版

.

② 康有为
: 《康南海自编年谱》 , 《戊戌变法 })( 资料丛刊七四 )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 9 5 7 年版
,

第 1 14
、

1 16 页
.

③ 梁 启超
: 《读 日本书 目志书后 》 , 《饮冰室合集 》 ,

中华书局 1 9 36 年版
,

第 1 册
,

(二 )
,

第 52 页
。



外人报刊的中国读者面及其影响也是相当广泛的
。

不同性质的报刊有不同层次的读者
,

宗

教类报刊以各个阶层的教徒为主要发行对象
;
政治思想类报刊的读者大多系政府官员和具有

改良意识的知识阶层
;
商业色彩较浓的报刊拥有较多的商界读者

。

综而合之
,

便形成了一个多

层结构的读者群
,

各 自从外人报刊中吸取所需的知识和信息
,

并指导 自己的行为
。

在政治思想类报刊中
,

读者和影响面之广大者莫过于 《万国公报 》
。

它以
“

登中西互有裨益

之事
” ① 为首项内容

,

大力介绍西方政治学说和政治变革史
,

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理论
,

力图

影响中国的政治变革
。

此外
,

它还设立奖金
,

以改 良币制
、

建筑铁路
、

扩充邮政
、

敦睦外交
、

禁止

鸦片等项 目为题
,

开展历时多年的征文
,

促进了对中国经济建设和外交
、

社会改 良等问题的研

究和讨论
。

《万国公报 》以其为洋务派和改良派所好的言论
,

加之采用赠阅的手段
,

在中国的政界和知

识分子中拥有大量的读者
。

它赠阅的对象包括道台以上的高级文官
、

尉官以上的高级武官
、

府

学以上的礼部官吏
、

专科以上学校的教授
、

具有举人资格的候补官吏
、

各级科举士子
、

官吏及士

大夫的女眷及子女
,

几乎囊括了整个上层社会
。

维新运动兴起以后
,

从光绪皇帝到康有为
、

梁启

超等维新领袖
,

以及支持和同情维新的一般人士
,

都自觉地购阅《万国公报 》
,

从中吸取 了许多

变法维新的思想
。

维新派所办的《中外纪闻 》
、

《强学报 》
、

《时务报 》等
,

也借鉴了《万国公报 》的模

式
,

并经常转载其文章
。

从而使该报对戊戌维新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

正如范文澜所言
: “

变

法成为一个运动
,

《万国公报 》是有 力的推动者
” 。

诊

在商业色彩较浓的报刊中
,

《 申报 》对中国工商界读者的影响较大
。

它作为一种外国商人创

办的盈利性报纸
,

力图使 自己的风格
、

立场
、

内容和言论迎合中国人的 口味
,

以期扩大发行量
。

在版面安排上仿效华人自办报纸的模式
;
在内容上尽量扩大容纳量

;
在观点上力图树立一副

“

公正
”

面孔
,

设法兼顾洋人和华人的喜好
。

如对于外资在华修筑铁路问题
,

在 1 8 7 6一 1 8 7 7 年

间
,

就淞沪铁路事件而发生的中外矛盾
,

该报刊登了一系列的文章
,

详细论述铁路对中国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有益之处
。

1 8 8 3一 1 8 8 4 年间
,

该报因中法战争再次掀起铁路宣传高潮
,

进一步讨

论中国修筑铁路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

《申报 》的这些言论
,

固然有为列强获取在华筑路权鸣锣开

道的一面
,

但就其理论原理而言
,

亦不无道理
。

马克思就曾在分析英国在印度修筑铁路的客观

作用时指出
: “

铁路在印度将真正成为现代工业的先驱
。 ” ③ 此外

,

对于中国人认识修筑铁路的

重要性也是有帮助的
。

当时正是洋务派和开明绅商与顽固派和守旧势力展开铁路问题大论战

的时期
,

《申报 》的这些言论除了取悦于列强之外
,

也迎合了洋务派和开明绅商的观点
,

并为他

们的论战提供了某些依据
。

《 申报 》以其工商信息和时事政论并重的内容
,

使它的读者群从工商界而逐渐普及到士绅

阶层
。

据该报自述
,

1 8 7 7 年时发行数
“
已将及万

” ,

然
“
阅报之人市肆最多

” ,

因为商界人士觉得
:

,’(( 申报 》文理不求高深
,

但欲浅显
,

令各人一阅而即知之
。

购一 《申报 》
,

全店传观… … 既可多知

事务
,

又可学演文墨
。 ” ④ 到 18 9 0 年时已被文化界人士广为接受

, “

上海各士绅无不按 日买阅
” ,

发行量亦上升到 2 万份左右
。

⑤

致于来华外人所开办的学校
,

其课程设置
,

一般是宗教教义
、

西学和汉学三者兼有
;
小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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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中学
,

以宗教
、

中西文化和科学常识的基础教育为主
,

专科学校和大学则以各种专业教育

为主
,

西学的比例较大
。

由此培养出来的学生
,

自然也具有相应的知识层次和结构
,

尤其是专科

学校和大学所培养的学生
,

大都成为掌握某种专业知识的新型人才
。

1 8 9 0 年之前
,

毕业生从事于教会工作的较多
,

或 当牧师
,

或作传教士的助手
,

或在教会学

校教书
,

或在教会医院任职
。

1 8 9 0 年之后到 民国成立前后
,

毕业生在教会之外的工商
、

交通
、

财

政和教育部门任职者逐渐增加
。

1 8 9 6 年时
,

上海中西书院的主持者刘乐义说
,

该校的毕业生遍

布于海关和电讯机构
,

受雇于中外商业机构者也为数不少
。

1 9 05 年前后
,

随着教育改革的实

施
,

有不少教会学校毕业生受聘为中国人 自办的新式学校任职
,

教授数学
、

自然科学和英语等

西学课程
。

①

进入 民国以后
,

随着教会大学毕业生的增加
,

其分布面更加扩大
。

如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
,

在 1 9 2 6 年时的职业分布是
:

政府官员 43 人
,

其中内阁部长级 7 人
、

局长级 16 人
、

外交官 6 人
、

铁路官员 14 人 ,商业人员 1 58 人
,

其中经理 24 人
、

买办 10 7 人
、

银行职员 27 人 ;
教育工作者 72

人
,

其中大学校长 2 人
,

大学教员 “ 人
、

中学校长 5 人
。

② 燕京大学 1 9 1 7一 1 9 3 6 年的历届毕业

生共 1 7 00 人
,

其中从事教育工作的占 40 % ;
从政者占 16 % ;

从事宗教工作的占 13 % ;
经商者

占 8
.

5 % ;
从事新闻工作的 3 %

。

③再从教会大学全体毕业学生的职业分布状况来看
,

1 9 3 2 年时

累计毕业生总数为 7 千人左右 (不含天主教办的震旦等 3 所大学 )
,

其中 40 %从事教育
、

12 %

经商
、

10 %从事教会活动
、

7 %从政
、

7 %留洋
。

④

由上可见
,

西学传播的内容影响所带来的中国传统人文社会分化
,

较之前两个方面更为深

刻和广泛
。

它不仅给传统的中国文化注入了先进的西方文化
,

使中国文化形成封建文化与资本

主义文化共存的二元结构
,

而且使接受西学的中国人具有新的素质和扮演新的社会角色
,

从传

统的中国人中分化出来
,

并使这种分化波及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阶层
。

四
、

中国人对西学的自主选择与西学传播的双重效应

上述三方面 以传教士为主要载体的西方对华文化传播
,

所以会对近代中国的人文社会变

化产生一定的客观促进作用
,

除了其所传播内容中的西方科学技术和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具有

相对的进步性时效性之外
,

也与基督教传播的本身的资本主义属性和 中国人对西学的自丰选

择相关
。

对中国传播西方文化的主力是基督教
,

而此时的基督教已是经过改革的新教
,

也是资本主

义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新教的活动内容不仅仅限于单一的宗教活动
,

而是包括文字
、

教

育和科技传授等工作
。

因此当它进入中国及其他国家之后
,

开展文字
、

教育和传播科技活动
,

不

单单是为了给自己的宗教传布打开道路
,

也是其教会活动的固有内容
。

就是它所宣扬的禁欲
、

进取
、

谦恭
、

忍耐
、

刻苦
、

守职等信念
,

对西方各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也起到过重要的促进

作用
,

甚至是一个根本的要素
。

⑤ 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后
,

它所宣扬的宗教信念
,

固然有削弱中国

教徒反帝斗争的奴化教育一面
,

但它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精神因素应是同样存在的
。

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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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精神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发挥过怎样的作用
,

虽尚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

但在现象

上并不无表现事例
。

如近代的不少大资本家
,

不仅加入了基督教
,

而且在其创业和守业
、

持家过

程中不无基督教精神的体现
。

基督教的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和文化内涵
,

正是其能逐渐被 中国工

商界和文化教育界人士所接受的重要原因之一
。

来华外人对中国的西学传播
,

除了在内容构成上具有上述两面性之外
,

其传学的目的也与

中国人接受西学的 目的不尽一致
。

来华外人的传播西学
,

当然是出自其自身和本国的利益
,

旨

在实行对华文化同化
,

奴化华人
,

培养自己的代理人
,

为其本国的对华政治和经济侵略开道
。

但

是
,

中国人在接受西学时
,

并不是一唯按照外国文化传播者的旨意去做
,

而是有自己的选择动

机和标准
。

加之传华西学的内容构成
,

并非全属奴化和教化方面
,

而是包含着许多科学技术
、

资

产阶级政治学说和革命历史
,

以及实用性知识
。

这就使中国人能够按照 自己的选择动机和需求

标准
,

去参加外国人的西学传播活动
,

去仿建 自己的西学传播机构
,

去吸收 自己所需的西学素

养
。

传华西学 内容构成的两面性
,

与中国人接受西学选择动机和标准的多元 自主性
,

不仅将使

西学传播的政治结果与外国传播者的目的颇不一致
,

甚至完全相反
,

而且还在政治和职业分野

上促进中国社会的分化
。

就西学传播的政治结果而言
,

大体造成了四种对列强侵华抱有不同态

度的中国人
。

其一是完全依附于外国侵略者
,

为列强侵华服务的人
。

这些 人一般较大程度地被西方文化

所同化
,

还与侵略者有着密切的政治
、

经济和组织关系
,

这些人与外国文化传播者的目的完全

相符
,

但为数不多
。

其二是置身局外
,

对列强侵华既不参与又不置可否的人
。

他们大多是虔诚的普通教徒
,

完

全被西教教义所麻醉
,

又从教会那里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生活资源
,

使他们寻求精神寄托和生活

依靠的目的得到较大的满足
,

因而不再关心世事
。

教化出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与外国文化传播

者的意图相符
,

为数最多
,

但他们多数限于宗教界和社会低层
,

且很少参加社会活动
,

对整个中

国社会的影响不大
。

其三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
。

他们为了谋生而在列强在华的有关机构中工作
,

平时不得不

为其雇主办事
,

但内心并未忘却民族利益
,

当列强有严重的侵华和迫害中国民众行为时
,

往往

能出面批评和反对
,

或支持和参加社会上的反侵略活动
。

其中的有些人还能以其所掌握的侵略

者内情和西学知识
,

对列强的侵略行为进行较为有力的揭露和抨击
,

或提 出较好的反侵略主

张
,

因而也能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
。

这些人的思想和行为已表现出与外国文化传播者用意相异

之处
。

其四是力求民族 自强自立
,

反对列强侵略的人
。

这种人包括部分改革派
、

部分洋务派
、

改良

派
、

维新派
、

立宪派
、

革命派和大部分教会学校的学生
。

由于这些人是为了寻求强国救国之理而

去接受西学
,

有强烈的民族感
,

所以在主张开启国门
,

通商贸易
,

引进西方先进文化和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
,

以求国家富强的同时
.

也主张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关 系
,

反对侵略
。

他们不仅从这种

理性的民族主义观念出发反对列强侵略
,

而且还从传华西学中寻 觅反侵略的武器
。

如林则徐
、

魏源等所提 出和奉行的
“
师夷长技以制夷

”
主张

,

力图通过学习西方科学技术
,

以抵抗列强之侵

略
。

洋务派所提出实行的
“

中学为体
,

西学为用
”
纲领

,

亦有通过采用西方科学技术
,

实现中国 自

强
,

抵御列强侵略的意图
。

由梁启超提出
,

并为维新派广泛认同的
“
国家欲自强

,

以多译西书为



本
,

学者欲 自立
,

以多读西书为功
” ① 的思想

,

则更认为只有学习西学才能使民族获得自强 自

立
,

进而具有抵抗列强侵略的能力
。

资产阶级改良派
、

立宪派和革命派
,

从传华的国际法学说
、

重商主义学说
、

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史和民族独立运动史著作中吸取理论原理
,

作为反对和抵制

列强侵略的武器
,

亦是屡见不鲜的
。

这些人虽然为数不是最多
,

行为不是最烈
,

但其社会影响极

大
,

称得上是近代中国早期反侵略斗争的理论先导者
。

至于教会学校的学生
,

则逐渐成长为中

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先锋队
,

尤其在民国以后
,

这种作用更显突出
。

他们的这种以西学为反侵

略武器的思想和行为
,

更大程度地
,

甚至完全与外国文化传播者的目的相违背
。

以上中国西学接受者对列强侵华态度的分野
,

一方面反映了西学对华传播的双重效应
,

另

一方面也表现了中国人民族主义观念和表现行为的分化
。

这种分化
,

不仅显示了上述四种人与

传统民族主义者的不同
,

而且显示了他们之间的区别
。

就西学传播促进中国社会的职业和政治分化而言
,

则有下述几种表现
。

首先
,

促进了新阶

层和阶级的产生和发展
。

那些接受西方宗教教义的中国人
,

大多成为西方宗教的教徒
,

有的还

成为神职人员
,

使中国的宗教界中产生了新的成份
。

到 1 9 10 年时
,

天主
、

基督二大教会的华人

教徒已发展到 1 78 万多人
;
华人神职人员约达千名左右

, ② 已形成一种新的宗教势力
。

那些在

外人文化传播机构中任职的华人
,

有些成为职业翻译家
,

有些成为编辑
,

有些成为记者
,

使中国

的文化社会中增添了新的阶层
。

那些在外人学校中受过外语或各种专业技能训练的中国人
,

有

些到外国在华洋行中任职
,

成为新生的买办资产阶级的重要来源
;
有些到海关

、

电报局
、

铁路
、

轮船等新兴行业机关任职
,

扩大了这些新兴行业华籍职员的队伍
。

其次
,

促进了新政治派别的形成
。

那些为强国救国而去接受西学的人
,

从其所选取的不同

西学理论出发
,

形成自己的社会改革思路
,

实施自己的社会改革方案
,

进而形成各种新的政治

派别
。

诸如早期改革派
、

洋务派
、

改 良派
、

维新派
、

立宪派
、

革命派等等
。

他们虽然还多少不同地

保留着旧的思想意识
,

但已产生了程度不同的早期现代化思想和行为取向
,

已成为与传统政治

势力不同的
,

甚或对立的新派别
。

再次
,

促进新式文化和职业社团的产生
。

甲午战争后
,

随着维新运动的兴起
,

那些 已经接受

西学的中国人
,

为了深入研讨西学原理以指导改革实践进一步扩大西学传播面以
“

开民智而激

民气
” ,

③ 纷纷组建各种学会
,

为数达 80 个左右
。

这些学会
,

或以研讨政治学说为主
,

或以学习

某种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为主
,

或以移风易俗为主
,

无论其发起者还是活动内容
,

都与西学相

涉
。

④ 此外
,

随着因西学传播而产生的社会新职业阶层的壮大
,

相应的新式职业社团也在 19 世

纪末 20 世纪初陆续出现
。

如买办公会
、

买办联谊会
、

买办集益会
、

报界公会
、

记者同盟会
、

报界

俱进会
,

以及由华人教徒组成的各种社团
。

总之
,

西方文化侵略者利用中国人员和其他社会条件
,

进行西方文化传播的结果
,

既有奴

化教化中国人的反动作用
,

也有促进中国新式人文社会因素产生发展的积极作用
,

使中国的人

文社会由单一的传统因素结构
,

转向新旧兼有的二元因素结构
,

并朝着以新因素为主导的方向
发展

。

这种分化
,

虽然势必带来新旧 因素的分歧和冲突
,

引起社会的变动
,

但亦由此推动了社会

的新陈代谢和现代化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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