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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近代来华的众多传教士中!郭士立是最受争议的一位#他对在

华传教事业贡献颇多!却受到同时代其他传教士的指责#他是勤

勉的福音传播者!却也是积极协助殖民国家侵略中国的帮凶#本

文尝试从身份建构和身份冲突的视角出发!对郭士立的在华传教

活动进行分析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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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一位来华的德籍路德宗传教士)

他孑然一身前往中国*将毕生精力投入到了在华传教工作中)他是传教士*是外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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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也是语言天才和汉学家)他行医送药*办学办报)然而在对华鸦片贸易和鸦片

战争中*异常活跃的郭士立也是殖民侵略者阵营中的重要成员)郭士立复杂+多元

且不无内在矛盾的身份与行为令其饱受争议*也使其成为近代来华传教士中最具

传奇色彩的人物)

一"郭士立研究与建构主义身份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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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郭士立出生在普鲁士东部波美拉尼亚的皮里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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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

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5威廉三世访问斯特丁$今什切青%时献诗并得到国王对

其学业的资助)

!+(!

年*郭士立进入柏林仁涅克神学院*后又加入荷兰传道会接

受传教训练)

!+(*

年*郭士立来到东南亚传教)次年*他脱离荷兰传道会成为独

立传教士)从
!+,!

年起*郭士立主要在中国活动*通过各种方式拓展基督教影响

并借助笔耕译介沟通中西文化*引起了西方各界的兴趣与关注)郭士立积极参与

中英鸦片战争*曾先后受雇于英国商行和香港殖民当局*后又创立福汉会向中国内

地传播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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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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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郭士立在欧洲奔走*鼓吹来华传教*并为福汉

会宣传造势)郭士立重返柏林引起了轰动*为他举办的欢迎会吸引了柏林科学和

艺术界的所有名流)期间*他怂恿母国普鲁士来华攫取贸易及政治特权*但因当时

普鲁士海外扩张的条件尚不成熟而未得到采纳)

! 然而*郭士立的宣传与普鲁士

及德意志传教会$如巴陵会+巴色会和巴勉会等%来华传教的决定有直接关系)"柏

林中国传教总协会#$小巴陵会%和"柏林中国传教妇女协会#$巴陵女书会%也是在

他的影响下于
!+"&

年成立并在其后向中国派遣传教士的)

"

作为新教在华传教史上的重要人物和德国新教在华传教事业的开路先锋*郭

士立颇受中德两国学界关注)其中*德国学界首重郭士立对新教///尤其是德国

新教传教会///在华传教事业的影响与贡献*如德国最著名的郭士立研究学者赫

尔曼5施利特尔的,在华传教士卡尔5郭士立-

#和,在华传教士卡尔5郭士立和他的

母国基础-

$

*以及哈特穆特5沃尔拉文的,卡尔5弗里德里希5诺依曼$

!*', !+*&

%

&%

!

"

#

$

8

X578TA9=13V628

H

8B299

*

D2B>1<

H

*

29 O595=68<51B;8<01=EZ<65

H

8909

H

838

H

89?85689

j

*

('.+.

!+"&.@.;.D8

L

;629 O595=68<51B;8<01=EZ<65

H

8909

H

838

H

89?85689

*

).!(.!+"&

*

59D83B16V6A8FT8<

*

3,'(2&4#*.5'.574%.*%/Ka[]*4)4'.5,)(

/

3*20%.5)%.

@

,.5,25,'(2&4,.?*

;

%(*#%2/'2

*

#8<359

!

Wb6689

^:A8959

H

*

!'"+

*

V.),.

参见孙立新!,从中西文化关系角度看
!'

世纪德国新教的中国传教-*载,文史哲-*

(&&,

年第
"

期*

第
)& )*

页*这里第
)!

页)

D8<B29VF?3

L

68<

*

?*)#=X(U#*

::

*#2>%22%-.*)%.74%.*

*

:19;

!

J388<1

R

*

!')/.

D8<B29VF?3

L

68<

*

3,)74%.*6>%22%-.*)?*)#=X(U#*

::

'.52,%.,Y,%/*(C*2%2

!

!('5%,.XC,)5*2

P.(,),22,5,28C,.5#*.5,2*.5,)>%22%-.5,274%.*61%-.%,)2?*)#=X(U#*

::

'.5XC,)2,%.,.0%.2*(U*#2>%26

2%-.2,)B,&9,)

*

:19;

!

J388<1

R

*

!'*/.



胡
"

凯
"

张翰轶!试析郭士立在华传教活动中的身份建构与身份冲突

和卡尔5弗里德里希5奥古斯特5郭士立$

!+&, !+"!

%!两位
!'

世纪德国的中国

通-

!等论著*对郭氏在华传教活动进行了传记式整理与分析)此外*也有从跨文

化视角解读郭氏在东亚地区活动的成果*如托拉夫5克莱恩和莱因哈特5策尔纳出

版的论文集,卡尔5郭士立$

!+&, !+"!

%和东亚基督教!文化间的传教士-

"等)相

比之下*国内学界虽不乏专题研究郭士立传教行为的成果#

*但中国学者的选题旨

趣似乎更多地集中于郭士立除传教士以外的其他身份及活动*如基于殖民主义研

究范式对其襄助鸦片贸易+充当间谍和殖民侵略者帮凶的揭露与批判$

*又如基于

现代化和跨文化范式对郭士立办报+著述和译介等文化活动的研究)

%

值得注意的是*两国学界都倾向于研究郭士立在某一特定方面的行动*并将

与之相联系的某种身份$如传教士+侵略者或译者等%视为相对独立的常量*重行

为而轻动机*较少有学者对郭士立复杂多样的身份角色做全面的梳理和动态的

分析&

*郭氏各种身份之间的关联与冲突更非学界关注的重点)然而*

!'

世纪早

期来华传教士多重身份的内在联系与矛盾所反映的*恰是他们当时所面临的在

华宣教困境及其应对策略*是他们对中西交往范式的应答和意愿的改变)如费

正清所言!"像大多数创业情况一样*人员和其他资源都严重不足*所以要求这些

人比在后来的发展情况下担任更复杂得多的任务)除此之外*传教士要完成吸

收信徒的这一主要任务仍然存在着种种障碍*所以早期多得不成比例的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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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对郭士立传教活动及福汉会公案的论述*见吴义雄!,郭士立与福汉会-*载吴义雄!,开端与进

展!华南近代基督教史论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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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有许多针对郭士立文字创作和译介中文经典著作的研究成果)见熊月之!,郭实腊6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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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李海军+范武邱!,郭实腊对6红楼梦7的误读///论

6红楼梦7在英语世界的首次译介-*载,山东外语教学-*

(&!,

年第
,

期*第
!&& !&,

页&王燕!,十九世纪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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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若统计对郭士立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的研究*则相关成果更多*这里不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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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该文对郭士立的多重身份

角色做了分析与对比*对各种身份与传教之间的关系虽有论述*但限于篇幅*并不深入)杨佳智!,郭实腊

其人及其在早期对华传教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影响-*载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编!,传教运动

与中国教会-*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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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该文对郭士立的传教活动做了全景式的

梳理与归纳*较为详细地列举了郭氏建构的多元身份以及与身份相关联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