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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雅各——从传教士到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

宋　新

　　摘　要　英国传教士理雅各于鸦片战争期间来到香港进行传教活动。他深深地

被中国的古文化所吸引,第一次把四书五经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在东西文化交流史

上架起了一座永载史册的桥梁。在东方以及东方文化倍受瞩目的 21世纪到来之际,

我们更加钦佩这位文化交流使者和伟大学者的远见与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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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姆斯·理雅各于 1815年 12月 20 日

出生开苏格兰北部的一个小镇。少年时期, 受

家庭的影响, 对宗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学

毕业后,他进入神学院学习。

1840年他先到马六甲, 后于 1842 年到

香港,开始了传教生涯。在与中国人的交往

中,理雅各热爱上中国和它的古文化,并开始

潜心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和英译工作。经

过 30年的不懈努力,于 1861年至 1894年间

陆续出版了代表中国古代文化最高成就的四

书五经的英译本。

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也是

构成中国几千年来伦理道德、政治、文化、经

济生活的基础, 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整个东方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正因如此,理雅

各才倾注了毕生心血从事它的英译工作。难

能可贵的是, 在他从事翻译工作时,中国正处

于被外国列强瓜分, 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之时,当时的中国在世界上毫无地位可言。

理雅各不顾种种偏见, 以他博大的胸怀,坚韧

的毅力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克服重重困难, 打

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大门。

今天的东方正在崛起, 东方文化也越来

越受到西方的重视。而在一个多世纪前,一名

传教士能有这么深远的眼光成为中西文化交

流的先驱,我们怎能不敬仰他呢?

一、理雅各的学生时代

1829年理雅各进入亚伯丁中学学习, 并

开始展露在学习方面的卓越才华。理雅各极

具语言天赋。由于他的聪明好学和优异成绩,

同学和老师们都一致认为他将在中学毕业时

获得亚伯丁皇家学院的一等奖学金。然而在

一场意外事故中他的大脑严重受伤, 大家都

认为他不可能再参加考试了, 但理雅各以极

大的毅力克服了重重困难, 终于获得了一等

奖学金。这是他第一次在学习方面展示他的

毅力、决心和能力。

进入大学后,他更加刻苦而全身心地投

入学习。他决心在四年后大学毕业的时候获

得哈顿尼恩奖学金, 这是该学院的最高荣誉

奖,而且还没有一个学生能够同时获得入院

一等奖学金和哈顿尼恩奖学金。尤其是要获

得哈顿尼恩奖学金,需要通过十分严格、艰难

的考试。经过激烈的竞争, 理雅各成为获胜

30



者。他在学生时代所显露出来的语言天赋, 刻

苦好学, 以及坚韧不拔的毅力成为他日后取

得巨大成就必不可少的条件。

二、从传教士到伟大的

　　学者和翻译家

　　大学毕业后, 理雅各感觉到自己对神学

的热爱, 于是进入海伯瑞神学院学习并决心

去东方做一名传教士。不久,他被伦敦传教士

协会接受为会员, 并派他去马六甲,接受由马

礼逊传教士创建的英华书院的院长职务。

1840年至 1847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

香港被清政府割让给英国。伦敦传教士协会

开始考虑把英华书院移至香港。理雅各十分

赞成这一决定。事实上,他早就希望到中国去

传教了。从1843年到 1873年,理雅各把他一

生中最美好的 30年都留在了香港。在与中国

人民的不断接触过程中,他深深为中国古老

文化的博大精深所倾倒,于是产生了将它们

介绍给西方的愿望。理雅各是第一位全面系

统地把四书五经译成英文的西方人, 他在中

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理雅各之所以倾注毕生的心血研究、翻

译中国古代典籍, 是因为他一直对中国十分

感兴趣,渴望了解中国。他对中国文明有着相

当高的评价, 他曾说,“确实,中国文明与我们

的文明有很大区别, 但是他们的文明绝非野

蛮文明。我们看到,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在那

块土地上生活、繁荣,不断生长、壮大,而其它

有些所谓具有更加优秀品质的民族如亚述人

(古代东方一奴隶制国家)、波斯人、希腊人、

罗马人,以及一些更加年轻的帝国,都经历了

兴旺、鼎盛和衰亡时期, 但是中国仍然存在

⋯⋯显然,这一民族必定有些颇具力量的美

德和社会规范。”¹ 而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中

国古代典籍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最高成

就 , 要了解中国就必须从它们入手。随着理

雅各对中国文化的不断深入了解,他深深地

热爱上中国,他从事的这项工作的巨大意义

和深远影响则远远超过了他的初衷。

在翻译过程中, 理雅各克服了很多的困

难。

第一, 理雅各潜心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和

翻译工作, 说明他是一位很有远见,很有胆

识,很有胸怀的优秀学者。从鸦片战争开始,

中国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沦为半殖民

地半封建国家。由于清政府一再盲目妥协,中

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西方

人有很强烈的欧洲优越感。英国一位曾获诺

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诗人吉普林º 是理雅各的

同时代人, 他的诗“白人的负担”正说明了这

一点。吉普林认为东方人是半个魔鬼半个儿

童的化身,英国必须把它最优秀的人送往东

方去帮助他们获得文明。这首诗在当时十分

流行。在西方人眼里,东方的国度甚至连文明

都没有。而他的另一首诗“东方和西方”则更

明确地指出东方永远不可能在任何方面赶上

西方,永远也不会有东方和西方可以交流、可

以对话的那一天。但是理雅各克服了种种偏

见,他的努力为中西文化交流翻开了新的篇

章,他的功绩将永载史册。

第二, 典籍译本的出版费用也是一个困

难。好在当时在香港的一位英国商人查丁同

意支付这笔费用。遗憾的是,查丁没有能够活

着看到译著的出版。幸而他的弟弟一直帮助

理雅各,使前五部译著得以顺利出版。

第三, 做为一名外国人要熟练掌握汉语

已十分不容易,而要读懂、理解古汉语就更是

难上加难。理雅各所花费的心血恐怕局外人

是很难了解的。他曾说,“很少有人能够知道

翻译一本典籍的工作量有多大。”所幸的是,

在语言这一关上, 理雅各得到了中国学者王

韬»的很大帮助。

理雅各很赏识王韬的学识,认为“他(王

韬)对我的帮助十分大⋯⋯只有一流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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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才有价值, 在这儿我无法找到能与他相

媲美的人。”
¼
理雅各曾这样评价王韬: “这位

学者, 他的经学知识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位中

国人⋯⋯他为我提供了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

馆。同时, 他在工作的时候是很投入的。时而

为我解释,时而又与我争论,他不仅给了我巨

大的帮助, 而且为日复一日的辛劳增色不

少。”

要理解这些经典是很困难的,所以中国

有很多研究经学的学派。理雅各是一位治学

十分严谨的学者, 他在完成每一篇译文之前

都要反复研究不同学派的观点。为了使译文

准确可靠, 他还做了大量的注释和附录。此

外,他还反复 推敲,力求译文的完美。

理雅各几乎是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从事中

国古代典籍的翻译工作,足以说明他是位有

着渊博的学识和惊人的毅力的学者。既便是

在今天,他的译文也是很有影响的,许多中外

的学者常常引用他的译文。王韬对他的评价

是最有说服力的: “在所有的西方学者中, 理

雅各是最年轻的一位,但是他的学识和学术

成就却无人可比。他的译文详尽、易懂、准确,

西方学者认为是极具权威性的。⋯⋯很多西

方学者只把西方文化介绍给中国,但却没有

把中国文化的精华带回西方去⋯⋯在翻译四

书五经的时候,理雅各没有向困难低头。他专

心致志地研究十三经, 收集、阅读、整理、分析

了大量的资料。他并没有人云亦云,而是在研

读了各经学门派之后得出自己的结论⋯⋯现

在很少有人再研究中国的经学了。而理雅各,

一位西方学者, 却倾注毕生的心血致力于经

学的研究、翻译、编辑、校对,而且译文相当完

整、准确、易懂。他的译著是留给后世学者的

宝贵遗 产⋯⋯理雅各学识渊博, 为人真诚、

谦虚、慷慨大度。”½

由于理雅各在中英文化交流方面所做出

的巨大贡献,晚年他被推选为牛津大学第一

任中文系系主任。在牛津任教期间,他又陆续

翻译了《孝经》、《道德经》和《庄子》,出版了

《中国的宗教》等书。从一个传教士成为一名

出色的学者和翻译家。

三、对中国问题的看法

理雅各的女儿 在为他写的传记中说, 理

雅各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确实,如果对中国

没有深厚的感情和爱,他是不可能花费如此

多的心血去完成这样一项艰难的工作的。他

对中国一些事物的看法还是比较客观的。他

认为中国是一个十分好学的民族,中国人很

爱读书。1858年,理雅各到广东参观了那里

的科举考试会堂, 当看到大厅里满是参加考

试的人时,他感触颇深,没想到中国有那么多

的读书人。他还十分同情中国妇女,坚决反对

她们缚足,同时对杀戮女婴的罪行也给予了

极大的遣责。当时,西方十分蔑视中国,大多

数西方人认为中国没有自己完整的史记, 但

是理雅各却指出,“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拥

有如此完整、融会贯通的历史,而且总的来说

也是确实可信的。”¾

理雅各对孔子的看法是这样的: “当我更

多地研究了他的性格和观点之后,我就更加

地祟拜他。他确实是一位很伟大的人,总的来

说,他对中国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影响,并且他

的教义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也是很有重要

意义的。”

在鸦片问题上, 理雅各的态度是非常坚

定的。他坚决反对英政府向中国输入鸦片,十

分同情苦难的中国人民。1873年 5月17日,

他参观孔子的老家曲阜。他看到曲阜附近的

一个村庄种有大片的罂粟, 到处都有中国人

在忙于种植鸦片,他的良心深受遣责。

“很遣憾,我们不仅把鸦片强加于中国,

而且还让他们自己学会了种植鸦片。在这方

面,我们的政策和行为是终将要受到重重惩

罚的。”¿

32



理雅各与清政府第一任驻英大使郭嵩焘

先生的一段对话更是使他久久不能忘怀。大

使是这样说的,“虽然你是英国国籍, 但也几

乎是和我一样的中国人了。因此,请你真诚地

告诉我,中国和英国两个国家相比较,哪一个

更优秀?”

理雅各稍做停顿, 回答道:“大人,请别生

气,我当然认为英国更优秀。”

大使继续说: “是的,我明白,如果你从工

业力量、铁路、海军等方面比较的话, 那毫无

疑问英国比中国强。但是我是指从道德的角

度出发,我希望你从这个方面比较一下。”

理雅各仍坚持他的观点,说:“大使先生,

即使从这一方面比较,我也无法不认为英国

更加优秀。”此时, 理雅各观察到, “我从来没

有见过任何一个如此惊讶的人。他开始在客

厅里踱来踱去,用力伸出长袖中的双臂,也许

是无意的,把他的一把镀金椅子甩到了屋子

的另一边,那椅子几乎散了。过了一会儿, 他

重新站到我面前, 说, ‘但是,先生,那为什么

贵国要强迫我们接受鸦片呢?’”

郭嵩焘的话使理雅各受到深深震动, 他

无言以对, 只是默默地对自己说, “听了这些

话,我沉默了; 我感到很羞耻⋯⋯我的兄弟

们,对于这个问题我只知道先知的回答是,

‘停止做恶,学会行善。’”
À

这一段极为有力地证明了,理雅各认为

英国,乃至西方社会对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

在他看来,就鸦片问题来说,英国已是在道德

上退化了。

四、对中外文化交流的贡献

中国的近代史是中国被世界列强瓜分的

历史。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炮声的响起,中国

的大门被西方国家用武力打开了,西方的科

学技术、各种思想、宗教等等都一起传入中

国。在这一背景下的中外文化交流是在不平

等的基础上进行的, 西方文化流向中国的同

时,中国的乃至东方的文化却很少被介绍到

西方去。在理雅各把四书五经翻译成英文之

前, 17世纪的时候, 另一位传教士利马窦把

四书译成了拉丁文; 一个比利时人则把五经

译成拉丁文。西方的传教士在讲经布道的同

时有意无意地向欧洲各界介绍了中国的历

史、文化、风俗、习惯及中国的各种思想流派,

特别是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这样,西方一

些有识之士开始研究中国的古文明, 有不少

知名人士也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例如,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莱布尼兹是较早接触儒

家学说的一位西方学者。他认为,在政治、伦

理方面,中国远胜于欧洲。沃尔夫是继莱布尼

兹之后的一位儒家文化崇拜者。沃尔夫认为,

儒学是中国传统精神,他赞美中国儒学的理

性主义,认为只有理性是真正的道德原则。法

国伟大思想家伏尔泰在政治上主张开明专

制,而中国即是这种开明专制的模范。他说:

“人类的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

的政治组织。”他还指出中国的思想、制度都

来自孔子,所以对于孔子十分崇拜。他认为孔

子的“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以直报怨,以德

报德”, 是超过基督教义的最纯粹的道德。但

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四书五经被大规模、系统

地译成英文介绍到西方去, 理雅各是第一人。

他的译文比较准确,还有大量的注释,至今仍

被各国学者经常引用,在中英文化交流史上

写下了新的篇章。

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角度出发,中国的儒

家文化不仅对中国, 乃至对东方文明的构成

和发展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在古代,中国的儒

家文化曾把整个东方文明引向一个十分发达

的境地。后来,西方的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西

方文明得以遥遥领先。但是近年来,亚太地区

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似乎预示了下一个世纪将

是亚洲的时代。海外的一些华裔学者提出了

儒学的复兴这一新概念,这也是儒学在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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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秦始皇焚书坑儒、五四运动和十年浩动后

的第三个大发展时期。儒学的复兴实际上孕

含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也就是东方文化

与西方文化的撞击问题。西方文明虽然很先

进,但是近年来,西方的经济发展缓慢, 人际

关系冷漠,道德沦丧,社会的前进也受到了威

胁。这就促使西方一些思想家向孔子学说寻

求解决伦理道德问题的启示。另一方面,中国

的传统文化要在今天发挥更大作用, 就必须

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将其优秀的部分赋予

新的时代内容。在当代,儒学所蕴含的丰富内

容,日益受到东西方各界人士的重视。1994

年 10月,国际儒学联合会在北京成立。理雅

各的一部分译著也在国内一些出版社重新印

刷、出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承认理

雅各是一位很有远见的翻译家。

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都是人类智慧的结

晶,这一份丰厚的遣产是属于全人类共同所

有的。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不可能孤立于

另一方而获得繁荣美好的未来。真诚希望东

西两方能早日联起手来,共创人类美好的未

来。理雅各做为东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和先驱,

他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¹ 　海伦·理雅各: 《詹姆斯·理雅各, 传教士和学

者》, 宗教宣传协会,伦敦, 1905 年,第 28 页。

º 　吉普林, Rudya rd K ipling ( 1865—1936) , 英国作

家,获 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

» 　王韬( 1828—1897)是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思想

家。他学识渊博,著述达四十余种, 同时也翻译

了很多书籍。他是近代中国新闻业的创始人,在

近代史上有一定的影响。年轻时他致力于经世

之学。到香港后结识了理雅各。二人为彼此的学

识所吸引,成为致交。王韬不仅英语好, 而且对

经世之学很有研究, 于是成为理雅各的得力助

手。后来, 理雅各由于身体原因回苏格兰休养

时,邀请王韬一同前往。在欧洲游历期间 ,王韬

大量吸取西方文化,研究西方富国强兵之道。回

国后, 他发表许多论文, 提倡变法。1884 年任

《申报》编纂主任。

¼　同¹ , 第 34 页。

½ 　林塞·莱德: 《詹姆斯·理雅各生平》, 转引自

《四书的英译·前言》,中国文化复兴协会, 1980

年版,第 14 页。

¾　同¹ , 第 94 页。

¿ 　同¹ , 第 225 页。

À　同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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