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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實獵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郭文婷：暨南大學珠海校區圖書館助理館員。

郭文婷 *

摘  要   郭實獵憑藉其良好的語言能力和寫作能力，編輯、出版大量有關西方的書
籍，創辦中文報刊，並首創新式女子學堂，為西學在近代中國的傳播起到
了開創性的作用。 與此同時，郭實獵在《中國叢報》和其他英文刊物上針
對中國的政治、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宗教、歷史等問題發表了數十篇文
章，為漢學在近代西方的發展提供了契機，轉變了西方人對中國的認識，
為加強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關鍵詞  郭實獵；西學東漸；東學西傳；中西文化

中 國 與 西 方 的 交 往 由 來 已 久， 但 真 正 意
義 上 的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卻 開 始 於 十 六 世 紀。 在
中 國 歷 史 上， 中 西 文 化 有 實 質 性 交 流 可 分 為
兩 個 階 段。 第 一 階 段 肇 始 於 明 末 清 初， 以 利
瑪 竇（Matteo Ricci） 為 代 表 的 耶 穌 會 傳 教 士
在 宣 揚 基 督 教 教 義 的 同 時 向 中 國 傳 播 西 方 天
文、 地 理、 數 學、 哲 學 等 科 學 知 識。 此 階 段
的 文 化 交 流 主 要 集 中 在 上 層 知 識 份 子， 西 方
國 家 對 中 國 文 化、 制 度 等 持 讚 賞 態 度。 第 二
階 段 發 端 於 十 九 世 紀 初 基 督 新 教 在 中 國 的 傳
播， 以 馬 禮 遜（Robert  Morr ison）、 郭 實 獵
（Karl  Fr iedrich August  Gützlaf f 或 Charles  
Gutzlaf f，1803-����，亦名郭士立、郭實獵）
等 新 教 傳 教 士 為 代 表 人 物。 普 魯 士 傳 教 士 郭 實
獵 繼 續 沿 用 利 瑪 竇 等 耶 穌 會 士 以 輸 入 西 學 為 手
段 傳 播 基 督 福 音。 與 前 者 相 比， 新 教 傳 教 士 一
方 面 通 過 開 辦 新 式 學 堂、 創 辦 中 文 報 刊 和 出 版
中 文 著 述 等 方 式 向 中 國 傳 播 西 學； 另 一 方 面 則
通 過 在 英 文 報 刊 上 發 表 文 章， 評 介 中 國 文 學 作
品 和 研 究 中 國 社 會 狀 貌， 而 向 西 方 讀 者 介 紹 中
國 歷 史 文 化， 為 近 代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作 出 了 巨 大
貢 獻。 本 文 通 過 分 述 郭 實 獵 在“ 西 學 東 漸 ” 與
“ 東 學 西 傳 ” 方 面 的 重 要 貢 獻， 集 中 評 析 郭 實
獵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影響。

一�投�“西學東漸”

為 了 消 除 中 國 人 的 固 有 觀 念， 郭 實 獵 憑 藉
其 良 好 的 語 言 能 力 和 寫 作 能 力， 編 輯 和 出 版 了
大 量 有 關 西 方 的 書 籍， 創 辦 中 文 報 刊《 東 西 洋
考 每 月 統 記 傳 》， 介 紹 西 方 的 歷 史、 地 理 及 政
治 制 度 等， 並 首 創 新 式 女 子 學 堂， 為 西 學 在 近
代中國的傳播起到了開創性的作用。

（一）創建女塾

在 兩 千 多 年 的 中 國 封 建 社 會 裡， 由 於 重 男
輕 女 現 象 的 盛 行， 中 國 女 子 無 論 是 在 社 會 上 還
是 在 家 庭 中 都 處 於 卑 微 的 地 位， 她 們 始 終 不 能
完 全 清 楚 地 表 達 自 己 的 意 願。 到 了 明 代 末 年，
隨着“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宣傳，“才”與“德”
被 完 全 對 立 起 來， 於 是， 絕 大 多 數 女 子 自 幼 起
就 沒 有 接 受 教 育、 讀 書 識 字 的 意 識， 作 為 父 母
家 長 的 更 是 不 願 讓 其 接 受 教 育。 對 此 現 象， 美
國 公 理 會 傳 教 士 明 恩 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 曾 作 出 這 樣 的 比 喻：“ 中 國 人 認 為 教
女 兒 讀 書 就 像 是 把 自 家 的 種 子 撒 到 別 人 地 裡，
更 像 是 把 一 條 金 鏈 子 拴 在 別 人 家 狗 的 脖 子 上，
主 人 一 吹 哨， 金 鏈 子 連 同 小 狗 就 會 一 同 跑 掉
了。” � 郭 實 獵 在 與 中 國 人 打 交 道 的 過 程 中， 亦
發 現 中 國 人 對 女 子 的 不 重 視。 他 觀 察 到， 在 中
國，“ 問 任 何 一 個 男 人 是 否 有 女 兒， 是 一 種 極
為 粗 魯 的 標 誌。 無 論 是 政 府 還 是 聖 人 的 道 德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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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均 未 對 這 種 邪 惡 的 習 俗 說 不。 父 親 在 孩 子
們 的 生 活 中 具 有 權 威， 並 按 照 他 自 己 的 意 願 任
意 處 置 他 們。 男 孩 能 夠 享 受 更 多 父 母 的 愛。 他
們 的 出 生 被 認 為 是 家 族 裡 最 重 大 而 且 最 幸 運 的
事情之一。他們很大程度上被溺愛和放縱，……
而 同 時， 一 直 存 在 着 對 女 性 的 正 常 販 賣。” � 為
了 改 變 中 國 人 重 男 輕 女 的 觀 念 和 使 女 子 接 受 教
育， 郭 實 獵 希 望 通 過 建 立 一 所 女 塾 這 種 辦 法 來
減輕這一現象的發生。然而，由於受辦學資金、
場 地、 教 師 等 原 因 的 制 約， 郭 實 獵 建 立 女 塾 的
夙願也經歷了頗多波折。

���� 年 � 月， 郭 實 獵 與 其 夫 人 沃 恩 斯 多 爾
（Warnstal l） 接 受“ 在 印 度 及 東 方 之 婦 女 教 育
促 進 會 ”（The Ladies A ssociat ion for  the 
P r o m o t i o n  o f  F e m a l e  E d u c a t i o n  i n  I n d i a 
and the East） 的 資 助， 在 澳 門 創 建 了 一 所 女
塾。���� 年 �� 月， 由 英 美 傳 教 士 和 商 人 聯 合
募 捐 籌 款 成 立 的“ 馬 禮 遜 教 育 協 會 ”（Morri -
son Education Society） 予 以 經 費 資 助。 根
據 1838 年馬禮遜教育協會的年會報告，馬禮遜
教育協會將“每個月發放 15 美元，再加上每月
11 美 元 的 私 人 贊 助， 總 計 一 年 ��� 美 元 ” �，
用以維持澳門女塾的日常運作。 

雖然澳門女塾在 1835 年 9 月就已經創辦，
但 它 的 生 源 一 直 都 不 穩 定。 雖 然 是 一 所 女 子 學
校，但也有男童在裡面讀書。���� 年開學之初，
學校有 �� 個女孩和兩個男孩；在最初的兩年，
“ 學 生 人 數 基 本 維 持 在 15-�� 人 左 右， 平 均 20
人。” � 到 了 1838 年， 根 據 馬 禮 遜 教 育 協 會 年
會報告記載，“有 16 個男孩和五個女孩，他們
都 住 在 學 校 裡， 並 由 學 校 提 供 食 物 和 衣 服 ” �。
儘 管 澳 門 女 塾 全 面 負 責 學 生 的 衣 食 住 行， 但 學
生 還 是 很 容 易 流 失。“ 很 多 女 孩 僅 在 學 校 學 習
了 幾 個 月 就 被 領 走， 幾 乎 沒 有 一 人 能 學 習 一 年
以 上 的。 同 樣 的 情 況 也 發 生 在 男 孩 身 上。 只 要
這 些 男 孩 一 旦 學 習 了 一 些 中 國 經 典 和 掌 握 一 些
一 知 半 解 的 英 語 後 就 會 被 他 們 的 家 長 領 回 家，
成 為 父 母 賺 錢 的 好 幫 手。 到 目 前 為 止， 沒 有 承
諾， 沒 有 抗 議 能 夠 阻 止 這 些 現 象 的 發 生。 只 有
五 至 六 個 學 生 能 堅 持 在 學 校 學 習 兩 年 以 上。” �

儘 管 如 此， 郭 實 獵 和 他 的 夫 人 沃 恩 斯 多 爾 仍 然
堅 信 只 要 他 們 持 之 以 恆， 學 校 可 以 發 展 得 越 來
越 好。 對 於 課 程 設 置， 學 校 採 取 中 西 結 合 的 方
式。“ 這 些 小 孩 按 年 齡 分 為 三 個 班 級。” � 在 英
語 教 學 上， 主 要 由 沃 恩 斯 多 爾 負 責， 同 時 還 有
一 位 葡 萄 牙 人 助 教 教 習 學 生 閱 讀 與 寫 作。“ 當
第 一 個 班 在 上 地 理、 歷 史 和 寫 作 課 時， 第 二 班
開 始 學 習 閱 讀 和 寫 作， 第 三 個 班 則 安 排 閱 讀 課
程。 除 此 之 外， 他 們 還 需 閱 讀《 新 約 》。 在 中
文 教 學 上， 在 一 位 當 地 老 師 的 教 導 下， 他 們 學
習 進 步 得 很 快。” � 除 此 之 外， 郭 實 獵 還 會“ 每
週 四 次 用 中 文 考 察 他 們 的 學 習 狀 況， 用 英 語 上
課” 9。 

澳 門 女 塾 共 辦 學 五 年， 因 受 1839 年 林 維
喜 事 件 影 響， 澳 門 女 塾 被 迫 停 止 辦 學， 後 合 併
於馬禮遜學校。雖然澳門女塾僅僅創辦了五年，
但 它 對 中 國 近 代 教 育 歷 程 有 着 重 大 的 意 義。 首
先， 結 束 了 中 國 女 子 無 學 校 教 育 的 落 後 狀 態。
澳 門 女 塾 雖 然 規 模 很 小， 辦 學 條 件 很 差， 但 它
是 近 代 中 國 第 一 所 新 式 女 子 學 校， 開 創 了 我 國
女 子 學 校 教 育 的 先 河。 其 次， 對 後 來 的 女 子 新
式 學 堂 起 借 鑑 作 用。 其 後 西 方 傳 教 士 所 建 立 的
女 子 新 式 學 堂， 均 採 取 中 西 結 合 的 課 程 設 置。
再 次， 開 闊 了 中 國 人 的 眼 界。 第 一 次 在 中 國 境
內 建 立 女 子 新 式 學 堂， 使 國 人 認 識 到 除 了 傳 統
的 私 塾， 學 校 還 可 以 是 以 這 種 形 式 辦 學 的。 同
時也為近代中國的發展培養了人才。

（二）創辦《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

郭 實 獵 在 中 國 沿 海 傳 教 時， 誤 認 為 中 國 人
文 化 水 準 不 高， 且 有 盲 目 排 外 的 思 想。 針 對 此
情 況， 郭 實 獵 就 曾 提 出 要 向 中 國 人 傳 播 西 方 文
化， 從 而 消 除 他 們 排 外 的 思 想。 為 此， 他 1833
年 8 月 在 廣 州 創 辦 了 中 國 境 內 較 早 出 版 的 近 代
中 文 報 刊《 東 西 洋 考 每 月 統 記 傳 》。 該 刊 力 圖
證 明 西 方 並 不 是 如 中 國 人 所 想 像 的 蠻 夷 之 邦，
因此，其內容涉及到各國的政治、經濟、地理、
歷 史 和 廣 州 外 貿 等 方 面。 為 了 方 便 中 國 讀 者 閱
讀， 郭 實 獵 採 用 了 中 國 線 裝 書 式 裝 訂， 在 編 輯
方法上也儘量拉近與中國讀者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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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先， 引 用 大 量 儒 家 經 典。 如 在 癸 巳 年 六
月 的 創 刊 號（1833 年 6 月 ） 上 的 序 言 中， 郭 實
獵 為 引 出 傳 播 西 學 的 目 的， 首 先 借 用 孔 子《 論
語 》 中 的 一 段 話 強 調 學 習 的 重 要 性：“ 好 仁 不
好 學， 其 蔽 也 愚； 好 知 不 好 學， 其 蔽 也 蕩； 好
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
好 勇 不 好 學， 其 蔽 也 亂； 好 剛 不 好 學， 其 蔽 也
狂。”10 他認為中國人要勇於接受外來文化。緊
接 着， 郭 實 獵 提 出 西 方 文 化 只 是 有 別 於 中 國 文
化 的 一 派， 不 存 在 優 劣 之 分：“ 蓋 學 問 渺 茫，
普天下以各樣百藝文滿，雖話殊異其體以而矣。
人 之 才 不 同， 國 之 知 分 別， 合 諸 人 之 知 識， 致
知在格物，此之謂也。”11 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其 次， 曉 之 以 理， 循 序 漸 進。 如 針 對 中 國 人 的
排 外 心 理， 郭 實 獵 先 是 說 明 來 華 之 西 人 皆 是 排
除萬難，從遠方而來，中國素以禮儀之邦自稱，
必能以禮相待：“（外國人）先到盛地必過茫海，
難尋其涯涘。風暴海混茫，際天冥晦頻數臨危。
既 是 如 然， 不 為 遠 萬 里 而 來 通 市。 故 兄 輩 應 以
禮待之，並視之如遠客也。”12 接着，郭實獵又
強 調 西 人 雖 是 從 遠 方 而 來， 但 並 非“ 蠻 夷 ”：
“ 夫 遠 客 知 禮 行 義， 何 可 稱 之 夷 人， 比 較 之 與
禽 獸 待 之 如 外 夷？ 嗚 呼 遠 其 錯 乎， 何 其 謬 論 者
歟？ 允 待 人 必 須 和 顏 悅 色， 不 得 暴 怒 驕 奢， 懷
柔 遠 客， 是 貴 國 民 人 之 規 矩， 是 以 莫 若 稱 之 遠
客。或西洋、西方或外國的人，或以各國之名，
一毫也不差。” 13

再 次， 採 用 中 西 對 比 法。《 東 西 洋 考 每 月
統 記 傳 》 創 刊 後， 有 一 固 定 的 板 塊 是 講 述 東 西
方 的 歷 史。 為 此， 郭 實 獵 採 取 中 西 對 比 法， 從
中 國 的“ 漢 土 帝 王 歷 代 ” 到“ 明 紀 ”， 郭 實 獵
記 載 了 各 個 時 期 中 國 的 發 展 變 化。 與 之 相 應 的
是 西 方 世 界 的“ 西 天 古 傳 歷 記 ” 到“ 英 吉 利 哪
耳 慢 朝 ”。 而 且 從 內 容 排 版 上， 我 們 可 以 看 到
郭 實 獵 是 將 每 個 時 期 中 國 與 西 方 的 發 展 變 化 放
在 一 起 的， 透 過 這 種 上 下 對 比 的 方 式， 使 讀 者
一 目 了 然。 通 過 這 樣 的 方 法， 使 中 國 人 了 解 到
西 方 並 不 是 所 謂 的 蠻 夷 之 國， 西 方 也 存 在 着 悠
久 的 歷 史 和 文 化。 除 此 之 外， 郭 實 獵 還 介 紹 了
世 界 各 國 之 地 理 與 歷 史， 並 附 有 地 圖 作 為 補 充
說明。

《 東 西 洋 考 每 月 統 記 傳 》 作 為 一 本 向 中 國
人 傳 播 西 學 的 報 刊， 其 內 容 包 羅 萬 象， 涵 蓋 天
文、 地 理、 歷 史、 經 濟、 政 治、 時 事 新 聞、 動
物 學 等 方 面。 例 如， 天 文 方 面， 糾 正 了 當 時 一
些 錯 誤 認 識： 如 日 食 是 在 月 球 運 行 至 太 陽 與 地
球 之 間 時 發 生 的 一 種 天 文 現 象， 並 不 是 天 狗 食
日； 為 了 增 加 說 服 性， 郭 實 獵 還 用 圖 像 對 此 進
一 步 解 說。 除 此 之 外， 該 刊 還 介 紹 了 節 氣 與 黃
道 十 二 宮 的 關 係、 經 緯 度、 日 長 短 等 基 本 天 文
知 識。 經 濟 方 面， 自 癸 巳 年 十 一 月 起， 在《 東
西 洋 考 每 月 統 記 傳 》 最 後 都 附 有 當 時 的 商 品 買
賣 的 市 價 表， 還 發 表《 通 商 》《 貿 易 》 等 數 篇
文 章 闡 釋 中 西 貿 易 的 重 要 性。 時 事 新 聞 方 面，
基 本 以 西 方 各 國 的 新 聞 為 主， 其 中 穿 插 一 些 中
國 當 地 的 報 導。 但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這 些 新 聞 大
多 都 是 郭 實 獵 等 人 從 來 華 貿 易 外 國 船 隻 的 船 員
的 口 中 得 知。 因 此， 新 聞 的 真 實 性 有 待 考 察。
另 外， 由 於 路 程 較 遠， 所 以 這 些 新 聞 已 不 是 時
事 新 聞， 充 其 量 只 能 算 是 舊 聞。 除 此 之 外， 郭
實獵還介紹了當時西方的科學技術，如炊氣船、
火蒸車等。

雖 然《 東 西 洋 考 每 月 統 記 傳 》 共 出 版 了 39
期， 期 間 還 曾 經 因 為 經 費 和 時 間 等 原 因 而 出 現
停刊和復刊等問題，但《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
的 創 辦 對 近 代 中 國 的 發 展 有 着 重 要 的 意 義。 首
先，在中國報刊史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
是 西 方 傳 教 士 在 中 國 境 內 最 早 創 辦 的 中 文 期 刊
之 一。 戈 公 振 認 為，“ 此 報 發 刊 於 中 國 境 內，
故 我 國 言 現 代 報 者， 或 推 此 為 第 一 種 ” 14。 其
次，為後來傳教士創辦中文報刊提供了新模式。
在《 東 西 洋 考 每 月 統 記 傳 》 之 前， 傳 教 士 創 辦
的 報 刊 大 都 以 宣 揚 宗 教 為 主， 但《 東 西 洋 考 每
月 統 記 傳 》 則 以 傳 播 西 學 為 主， 宗 教 在 這 份 報
刊 中 僅 是 隱 晦 地 提 及。 再 次， 這 份 報 刊 開 闊 了
當 時 中 國 人 的 視 野， 使 得 一 些 知 識 份 子 開 始 從
“ 天 朝 上 國 ” 的 美 夢 中 甦 醒， 意 識 到 自 身 存 在
的 不 足。 更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魏 源、 徐 繼 畬 等 人
在 撰 寫《 海 國 圖 志 》《 瀛 環 志 略 》 等 書 時 也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參 考 了《 東 西 洋 考 每 月 統 記 傳 》 的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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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版西學中文著述

由 於 中 國 方 言 眾 多 且 語 音 複 雜， 西 方 傳 教
士 在 傳 播 西 學 的 過 程 中 摸 索 了 一 條 適 用 於 中 國
的 道 路： 文 字 傳 播。 馬 禮 遜 之 後 第 二 位 來 華 的
倫 敦 傳 教 會 傳 教 士 米 憐（Will iam Milne） 是 這
樣 評 價 文 字 的 重 要 性 的：“ 在 每 一 種 優 雅 的 文
字 中， 利 用 該 文 字 出 版 書 刊 以 傳 播 人 類 和 神 明
的 知 識， 對 所 有 讀 者 來 說， 都 是 明 顯 有 效 的。
至 於 用 中 文 出 版 的 書 刊， 也 許 要 比 任 何 別 種 文
字 更 能 有 效 地 與 中 文 讀 者 溝 通， 因 為 中 國 能 看
書 的 人， 其 比 例 遠 比 人 類 的 其 他 民 族 大 得 多。
我 發 現 中 國 的 方 言 非 常 之 多， 而 且 語 音 各 異，
常 常 無 法 互 相 交 談， 唯 一 的 辦 法 是 可 以 寫 中 文
字 和 別 人 交 流。 因 為 中 國 的 書 寫 文 字 是 全 國 統
一 的， 利 用 寫 中 國 字 的 辦 法 可 以 和 任 何 講 方 言
的中國人溝通，這是中國的特點。”15 因此，出
版 西 學 中 文 著 述 成 了 傳 教 士 介 紹 西 方 的 一 種 有
效 辦 法。 郭 實 獵 除 了 創 辦 報 刊 外， 更 是 出 版 了
一 系 列 關 於 西 學 的 中 文 著 述。 郭 實 獵 一 生 共 出
版 61 本漢語著作，其中有八本是介紹西學的，
分 別 是《 大 英 國 統 志 》《 是 非 略 論 》《 古 今 萬
國 綱 鑑 》《 萬 國 地 理 全 集 》《 猶 太 國 史 》《 制
國 之 用 大 略 》《 貿 易 通 志 》 和《 萬 國 史 傳 》。
按其屬性，可分為以下幾類：

第 一 類， 介 紹 西 方 國 家 的 一 些 基 本 情 況，
如 歷 史、 地 理、 氣 候、 物 產 等 方 面。 內 容 涉 及
英國、以色列、猶太國、埃及、希臘、斯巴達、
雅 典、 波 斯、 古 巴 比 倫 等 國 家 地 區， 其 中 以 英
國 的 介 紹 最 為 詳 盡。 另 外，《 古 今 萬 國 綱 鑑 》

《萬國地理全集》和《猶太國史》的內容與《東
西 洋 考 每 月 統 記 傳 》 發 表 的 文 章 大 致 相 同， 只
是將其整理出版成書，方便中國讀者閱讀。

第 二 類， 介 紹 西 方 國 家 的 各 項 制 度， 主 要
是 以 英 國 為 例。《 大 英 國 統 志 》 一 書 介 紹 了 英
國 的 政 治 制 度、 軍 事 情 況、 國 內 收 支、 法 律 制
度 等 方 面 的 內 容。《 制 國 之 用 大 略 》 一 書 全 面
論 述 了 一 個 完 整 政 治 體 系 所 需 的 原 則， 包 括 貨
幣、 軍 事、 教 育 和 財 富 等 內 容。《 貿 易 通 志 》
一 書 則 專 門 論 述 了 貿 易 的 重 要 性， 並 介 紹 了 世

界 各 國 的 貿 易 狀 況、 貿 易 法 規、 匯 率、 關 稅 等
內容。

第 三 類， 糾 正 一 些 中 國 人 對 外 國 的 錯 誤 觀
念。 郭 實 獵 在 其 出 版 的 中 文 著 述 中， 喜 愛 用 親
身 經 歷 和 對 話 形 式 糾 正 當 時 對 西 方 的 人 和 事 的
一 些 錯 誤 觀 念。 比 如， 中 國 人 認 為，“ 紅 毛 人
為 夷， 不 知 有 國 家 帝 君 乎。 已 聞 知 夷 猶 禽 獸，
非 知 五 倫 之 理， 若 鳥 飛 獸 走， 寓 穴 掘 土， 任 意
食草谷，男女亂媾，上無神，下無君也。”16 郭
實 獵 則 借 葉 生（《 大 英 國 統 志 》 中 遊 歷 過 英 國
的 人 ） 之 口 如 是 說：“ 雖 然 本 國 無 地 理 之 文，
無 外 國 之 史， 卻 看 駐 廣 州 的 外 客， 一 定 露 出 其
國 之 體 面。 若 論 務 藝 手 段， 只 閱 其 甲 板。 尚 然
不 知 漢 文， 卻 有 本 話 詩 書 文 章， 比 較 本 國 之 學
問， 非 異 矣。 雖 然 外 國 的 話 與 唐 人 的 語 不 同，
外人也有其所可取。惜哉我未學習國人之道理，
故此藐視且輕忽之，蓋有所缺。” 17

隨 着 一 批 西 學 書 籍 的 出 版， 中 國 人 開 始 意
識 到 中 國 沒 有 自 己 宣 傳 得 那 麼 強 大， 西 方 也 沒
有 自 己 想 像 得 那 麼 落 後， 那 麼 不 堪。 相 反， 隨
着 時 代 的 變 化， 西 方 有 些 方 面 已 超 越 中 國， 一
批 沉 溺 於 天 朝 上 國、 地 大 物 博 美 夢 中 的 中 國 知
識 份 子 開 始 睜 眼 看 世 界。 魏 源 提 出“ 師 夷 長 技
以 制 夷 ” 的 主 張， 更 是 得 到 其 時 開 明 知 識 份 子
階層的支持。

二��力“東學西傳”

除 了 向 中 國 傳 播 西 學 外， 郭 實 獵 還 致 力 於
“東學西傳”，向西方國家介紹中國社會文化。
為 此， 郭 實 獵 對 中 國 歷 史 文 化、 語 言 文 字、 文
學 作 品 等 進 行 了 較 為 深 入 的 研 究， 並 在 英 文 報
刊 上 發 表 了 數 十 篇 有 關 中 國 研 究 的 文 章， 其 中
就 涉 及 到 歷 史、 語 言、 文 學 作 品 等 方 面， 為 漢
學在近代西方的發展提供了契機。

（一）介紹中國歷史文化

一 般 來 說， 要 想 了 解 一 個 國 家， 最 好 的
辦 法 是 從 了 解 它 的 歷 史 文 化 開 始。 因 此， 西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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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教 士 一 方 面 為 了 更 好 地 傳 播 基 督 福 音， 另 一
方 面 為 了 使 西 方 國 家 更 好 地 了 解 中 國， 他 們 通
過 出 版 英 文 書 籍 用 以 介 紹 中 國 歷 史 文 化。 郭
實 獵 也 不 例 外。 他 撰 寫 一 系 列 英 文 著 作 和 文
章 介 紹 中 國 歷 史 文 化， 其 中 專 門 論 述 中 國 歷
史 的 有《 中 國 簡 史： 古 代 和 近 代 外 國 與 中 國
的 交 流 和 貿 易 回 顧 》（A Sketch of  Chinese 
H i sto r y ,  A n c i e n t  a n d  M o d e r n :  C o m p r i s i n g 
a  R e t r o s p e c t  o f  t h e  F o r e i g n  I n t e r c o u r s e 
and Trade with China ）、《 中 國 皇 帝 康 熙
小 傳 》（Memoir  of  Kang-hi ,  Emperor  of  
China ）、《 中 國 已 故 皇 帝 道 光 的 生 平 》（The 
Li fe  of  Taou-kwang,  Late Emperor of  China:  
with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  ）。

在《 中 國 簡 史 》 一 書 中， 郭 實 獵 將 中 國 歷
史 劃 分 為 四 個 時 代， 分 別 是 神 話 時 代、 遠 古 歷
史、 中 世 紀 歷 史 和 現 代 史 四 個 部 分。 神 話 時 代
是 指 三 皇 五 帝 和 堯 舜 時 期， 遠 古 歷 史 時 間 斷 為
西元前 2207 年至西元 220 年，歷經夏、商、周、
秦、 漢 五 個 朝 代。 中 世 紀 歷 史 是 指 西 元 266 年
至 1368 年，講述西晉、東晉、南朝的劉宋、南
齊、南梁、隋、唐、五代、宋、元等各朝歷史。
現代史是指 1368 年至其著述時代，歷經明、清
兩 朝， 其 中 以 清 朝 講 述 最 為 詳 細。 在 講 述 各 個
朝 代 的 歷 史 時， 郭 實 獵 採 用 各 朝 皇 帝 年 號 作 為
時 間 順 序 論 述 的。 雖 然 郭 實 獵 承 認 中 國 是 個 擁
有 悠 久 歷 史 文 化 的 古 老 的 國 家， 但 他 對 神 話 時
代 和 夏、 商 兩 朝 的 歷 史 表 示 懷 疑。 郭 實 獵 認 為
“ 他 們 的 國 家 存 在 於 大 洪 水 之 前， 甚 至 是 我 們
創 造 世 界 之 前。 這 和 古 印 度、 古 希 臘 的 神 話 故
事一樣是誇張且毫無根據的” 18。另外，由於中
國 人 好 古 的 傳 統， 郭 實 獵 認 為 神 話 時 代 和 夏、
商 的 歷 史 是 由 孔 子 編 造 出 來 的，“ 目 的 是 為 了
激勵國民更尊敬他們” 19。郭實獵注重現代史的
論 述， 尤 其 是 清 朝 歷 史， 用 了 將 近 一 百 頁 來 描
述 清 朝 的 發 展。 除 此 之 外， 在《 中 國 已 故 皇 帝
道 光 的 生 平 》 一 書 中， 郭 實 獵 更 是 把 道 光 皇 帝
統治的時代稱為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時期。“蒸
汽 機 的 改 良 縮 短 了 中 國 與 歐 洲 的 距 離， 增 強 了
歐洲思想的影響：這將不可能阻止他們的接近，
這 是 他 們 必 須 接 受 的 結 果。 那 個 潛 移 默 化 的 緩

慢 進 步 的 人 類 競 賽 時 期 已 過 去， 大 事 件、 快 速
非 凡 的 進 步 將 被 期 待， 即 使 是 在 最 閉 塞 落 後 的
中國人也會捲入其中，快速發展。” 20

除 了 出 版 著 作 專 門 論 述 中 國 歷 史 外， 郭 實
獵 還 在《 中 國 叢 報 》 上 發 表 了 數 篇 評 論 中 國 歷
史 的 文 章。 雖 然 郭 實 獵 贊 同 在 中 世 紀 時 期 中 國
的 文 化 是 較 先 進 的， 在 1839 年 郭 實 獵 寫 給 友
人 約 翰· 沃 恩（John Vaughan） 的 信 中 也 提
及 到“ 在 早 期， 中 國 是 東 亞 的 文 明 中 心， 影 響
著所有東亞國家” 21，但同時，他又認為中國歷
史 是 一 成 不 變 的， 缺 乏 生 機。 郭 實 獵 認 為“ 中
國人思想的貧瘠源於所有年代的一致性” 22。另
外， 郭 實 獵 認 為“ 沒 有 一 個 國 家 能 像 中 國 一 樣
持續且長久地擁有着一批歷史學家” 23。但對於
這 些 中 國 歷 史 學 家， 郭 實 獵 認 為“ 他 們 大 部 分
都 是 奉 承 之 人， 倘 若 出 現 一 兩 個 特 例 的， 他 的
聲 音 不 是 被 壓 制 就 是 要 等 到 改 朝 換 代 後 由 他 的
後人講出來” 24。因此，郭實獵主張對中國歷史
再 度 重 寫。 吳 義 雄 教 授 認 為 郭 實 獵 重 寫 中 國 歷
史 的 目 的 有 二： 一 是 對 中 國 文 明 的 再 評 價 對 於
西 方 對 華 政 策、 態 度 的 確 定 有 着 重 要 意 義； 二
是 為 了 打 破 傲 慢 史 觀， 有 助 於 基 督 教 在 華 的 傳
播。 25

郭 實 獵 對 中 國 歷 史 的 介 紹 與 重 寫， 一 方 面
有 助 於 西 方 進 一 步 了 解 中 國 歷 史 文 化， 有 助 於
西 方 對 中 國 歷 史 有 個 整 體 把 握， 便 於 西 方 對 華
政 策 的 制 定； 另 一 方 面， 郭 實 獵 寫 作 中 提 出 了
與 一 般 傳 統 中 國 歷 史 學 家 不 一 致 的 看 法， 這 些
看 法 也 使 得 後 來 中 國 學 者 開 始 反 思， 有 助 於 中
國 新 史 學 的 構 建。 但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郭 實 獵 編
寫 的 中 國 史， 由 於 其 自 身 學 識 水 準 的 限 制， 加
上 為 迎 合 西 方 讀 者 的 需 求， 其 內 容 顯 然 難 以 做
到準確、客觀。

（二）翻譯中國文學作品

除了關注中國歷史外，郭實獵還熱衷於對中

國文學作品的翻譯。郭實獵曾盛讚中國文學：“它

可以很容易地認為，一個擁有幾千萬人口且書寫

歷史長達兩千年的國家是極力鼓勵所有年代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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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有一本巨作。即便把古羅馬和古希臘所有作

品加起來都沒有中國他們同時代的百分之一。”26

郭 實 獵 曾 經 在《 中 國 叢 報 》 上 發 表 了 數 遍
關 於 中 國 文 學 的 作 品。 其 中 包 括 對《 蘇 東 坡 全
集 》《 紅 樓 夢 》《 聊 齋 志 異 》《 書 經 》《 海 國
圖 志 》《 三 國 志 》 等 文 學 作 品 的 介 紹、 翻 譯 和
評 論。 在 評 價《 蘇 東 坡 全 集 》 時， 郭 實 獵 將 蘇
東 坡 稱 為“ 扭 曲 的 天 才 ” 27。 在 介 紹《 海 國 圖
志 》 時， 郭 實 獵 是 這 樣 評 價 的：“ 在 中 國 的 文
學 史 上， 還 沒 有 一 部 書 可 以 與 之 比 擬。 這 本 書
可 以 說 是 一 部 外 國 風 物， 政 治、 歷 史、 科 學、
宗教等等方面的文摘，是一部編纂物。”28 對於
歐 洲 讀 者 很 少 關 注 中 國 的 儒 家 經 典， 郭 實 獵 給
出 的 答 案 是：“ 這 些 書 裡 沉 悶 的 語 言、 重 複 着
一 些 沒 有 新 意 的 老 話， 這 導 致 外 國 讀 者 對 此 不
感 興 趣。 但 從 來 沒 有 一 本 書 能 像 這 樣 得 到 這 麼
多 的 追 隨 者， 被 一 代 又 一 代 的 中 國 人 閱 讀， 奉
為經典。”29 除此之外，郭實獵還用較長的篇幅
討 論 中 西 方 文 學 作 品 的 比 較 問 題。 在 郭 實 獵 看
來， 西 方 國 家 由 於 語 言 文 字 不 統 一， 翻 譯 古 老
殘 舊 手 稿 要 花 費 大 量 的 腦 力 和 體 力， 而 且 出 版
以 後 由 於 失 去 原 有 的 韻 味 而 不 受 讀 者 歡 迎， 而
中 國 就 不 存 在 此 方 面 的 問 題。 由 於 中 國 語 言 文
化 等 具 有 傳 承 性， 所 以 無 論 書（ 特 指 中 國 儒 家
經 典 ） 的 好 壞 均 能 找 到 出 版 商 為 其 出 版， 並 且
受 到 一 代 又 一 代 人 的 推 崇。 雖 然 郭 實 獵 試 圖 將
中 國 經 典 文 學 作 品 介 紹 給 西 方 讀 者， 但 是 在 其
文 章 中 也 存 在 着 一 些 致 命 的 問 題。 一 是 經 常 出
現 張 冠 李 戴 的 現 象。 如 關 於《 三 國 志 》， 郭 實
獵 就 把《 三 國 志 》 與《 三 國 演 義 》 混 為 一 談，
認 為 是 一 本 老 少 咸 宜 的 通 俗 讀 物； 關 於《 紅 樓
夢 》， 郭 實 獵 一 度 把 賈 寶 玉 認 成 一 個 女 孩； 關
於《 海 國 圖 志 》， 郭 實 獵 誤 將 其 作 者 以 為 是 林
則 徐， 並 對 林 則 徐 進 行 了 較 長 篇 幅 的 介 紹 與 評
論。 而 這 些 均 屬 於 常 識 性 錯 誤， 在 翻 譯 過 程 中
是 不 應 該 出 現 的。 二 是 誤 判 中 國 經 典 的 文 學 價
值。如郭實獵在評價中國古典小說巔峰之作⸺ 
《 紅 樓 夢 》 時， 認 為《 紅 樓 夢 》 講 述 的 是 一 個
乏 味 的 故 事， 且“ 文 體 毫 無 藝 術 性 可 言 …… 如
果 僅 是 要 熟 悉 北 方 官 話 的 說 話 方 式， 可 以 仔 細
閱讀此書，這對你將有很大説明” 30。郭實獵對

《 海 國 圖 志 》 的 評 價 是，“ 雖 然 地 理 是 其 中 最
令 人 感 興 趣 的 部 分， 但 歷 史、 傳 說 和 錯 誤 的 表
述 也 佔 了 許 多 篇 幅。 在 文 筆 方 面 它 最 多 只 能 算
平庸，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它只不過是一本譯作。
它 的 文 字 表 達 清 楚 明 確， 這 是 無 懈 可 擊 的， 但
在 同 時， 除 了 對 那 些 渴 求 知 識 的 人 以 外， 它 沒
有甚麼吸引力。”31 三是帶有西方優越感看待中
國 文 學 作 品。 雖 然 郭 實 獵 一 開 始 就 提 及 那 些 文
學 作 品 在 中 國 擁 有 很 高 的 地 位， 但 在 文 中 卻 極
力 貶 低 它 們 的 文 學 價 值 和 藝 術 成 就。 儘 管 郭 實
獵 等 西 方 傳 教 士 翻 譯 的 中 國 文 學 作 品 不 詳 盡 也
不 準 確， 但 也 正 由 於 他 們 的 翻 譯， 使 得 很 多 中
國 文 學 作 品 第 一 次 大 規 模 地 走 進 西 方 國 家 的 視
野， 使 西 方 人 第 一 次 感 受 領 悟 到 中 國 文 化 的 魅
力，加速了早期西方漢學的發展。

（三）研究中國社會狀貌

郭 實 獵 在 1834 年 出 版《 中 國 簡 史 》 一 書
後，1838 年 又 分 上 下 卷 出 版 了《 開 放 的 中 國：
或 中 華 帝 國 的 地 方 志、 歷 史、 習 俗、 禮 儀、
藝 術、 製 造 業、 貿 易、 文 學、 宗 教、 法 律 體
系 等 大 觀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 f  t h e  T o p o g r a p h y ,  H i s t o r y ,  C u s t o m s ,  
M a n n e r s ,  A r t s ,  M a n u fa c t u r e s ,  C o m m e r ce ,  
L i terature,  Rr l ig ion,   Jur isprudence,  ect .of  
the Chinese Empire ）。 在《 開 放 的 中 國 》 一
書 中， 郭 實 獵 分 章 節 較 詳 細 地 論 述 了 當 時 中 國
的 各 方 面 的 社 會 狀 況。 其 主 要 內 容 包 括 政 治 制
度、 經 濟 狀 況、 地 理、 歷 史、 文 學、 語 言、 習
俗、 宗 教、 法 律 等 各 個 方 面， 力 圖 向 讀 者 展 現
一 個 完 整 的 中 國 社 會 狀 貌。 有 學 者 認 為 把《 中
國簡史》和《開放的中國》結合起來，就是“一
部 小 型 的 中 國 百 科 全 書 ” 32。 政 治 方 面， 從 一
開 始， 郭 實 獵 就 強 調“ 中 華 帝 國 的 制 度 是 宗 法
制， 這 無 疑 是 政 府 最 自 然 和 最 優 秀 的 模 式， 但
一旦大規模的運用，這將降低它的執行力” 33。
接 着， 郭 實 獵 描 述 中 國 封 建 主 義 君 主 專 制 主 義
制 度 是 怎 樣 形 成 發 展 的，“ 和 其 他 專 制 國 家 一
樣， 它 們 首 要 原 則 就 是 要 個 人 幸 福 服 從 於 社 會
幸 福， 並 受 君 主 的 喜 好 的 支 配。 然 而， 這 種 制
度 在 西 亞 地 區 被 人 們 以 各 種 方 式 成 功 推 翻，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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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中 國 卻 是 行 不 通 的。 長 久 的 經 驗 告 訴 中 國 的
統 治 者 只 要 按 着 以 前 的 行 為 模 式 就 一 定 會 獲 得
成 功， 而 被 統 治 者 也 習 慣 於 毫 無 怨 言 地 接 受 這
種 模 式。” 34 而 對 於 此 現 象 的 形 成， 郭 實 獵 認
為 是“ 中 國 人 的 孝 道 傳 統 要 求 他 們 對 晚 輩 要 親
善 和 睦， 對 上 級 要 尊 敬 服 從 ” 35。 除 此 之 外，
郭 實 獵 還 對 中 央 的 行 政 機 構、 督 察 院、 省 政 府
給 予 評 介， 其 中 以 六 部 最 為 詳 細， 每 一 部 都 有
專 門 章 節 論 述 評 介。 與 此 同 時， 郭 實 獵 還 認 為
中 國 的 行 政 與 立 法 權 力 不 分， 導 致 中 國 出 現 官
員 受 賄 成 風 等 問 題。 社 會 習 俗 方 面， 早 在 中 國
沿 海 遊 歷 時， 郭 實 獵 就 發 現 中 國 是 一 個 典 型 的
氏 族 社 會。“ 在 中 國 大 約 有 454 個 姓 氏 並 且 分
成 很 多 氏 族 …… 所 有 同 屬 一 個 氏 族 的 人 都 把 族
內 的 其 他 人 當 作 兄 弟 姐 妹， 仿 佛 有 着 血 緣 關 係
的 紐 帶， 他 們 之 間 存 在 着 一 種 無 聲 的 協 定， 要
求 族 人 互 相 説 明。” 36 因 此， 為 了 更 好 地 和 中
國 人 交 流， 郭 實 獵 在 暹 羅 時 就 已 歸 宗 於 當 地 的
郭 氏 宗 族。 與 早 期 耶 穌 會 傳 教 士 杜 赫 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 格 魯 閒（Grosier）
等 極 力 讚 美 中 國 的 方 式 不 同， 郭 實 獵 在 中 國 傳
教 的 過 程 中 卻 發 現 中 國 並 不 如 他 們 敘 述 那 般 美
好， 相 反， 他 看 到 了 中 國 的 另 一 面。 首 先， 郭
實 獵 發 現， 中 國 人 在 特 性 上，“ 財 富、 長 壽 和
男孩被認為是人們最幸福的事” 37。另外，郭實
獵 認 為“ 由 於 人 們 的 思 想 被 禁 錮， 他 們 變 得 畏
縮不前和阿諛奉承，同時由於在政府的壓迫下，
人 們 為 了 自 保 而 只 能 採 取 欺 騙 和 各 種 各 樣 不 誠
實的做法。”38 其次，郭實獵認為，中國並不如
宣 傳 般 的 物 阜 民 豐。 通 過 調 查， 他 發 現， 中 國
人 的 生 活 水 準 不 高， 不 僅 遠 遠 低 於 歐 美 等 國，
而 且 不 注 重 營 養 搭 配。 據 他 記 載 當 地 居 民 的 生
活：“ 他 們 每 日 的 食 物 幾 乎 一 成 不 變， 都 是 米
飯， 伴 以 幾 樣 蔬 菜 作 為 小 菜。 除 非 公 休 日， 肉
類 很 少 出 現 於 多 數 普 通 百 姓 家 中； 即 便 是 貴 族
階 層， 其 消 費 的 肉 品 量 也 比 歐 美 地 區 的 平 民 要
少。”39 再次，郭實獵看到，中國普遍存在着一
些 封 建 陋 習， 如 溺 女 嬰 現 象 嚴 重。 他 不 止 一 次
提及並譴責中國的溺女嬰現象。如在廈門，“在
海 灘 上， 我 們 被 一 個 漂 亮 的 新 生 嬰 兒 剛 剛 被 殺
死 的 景 象 所 震 驚。 我 們 詢 問 一 些 旁 觀 者 這 樣 做
意 味 着 甚 麼。 他 們 冷 淡 地 回 答 道：‘ 只 是 一 個

女 嬰 而 已。’ 在 該 地， 女 嬰 剛 生 下 來 就 會 被 即
刻 淹 死， 是 很 普 遍 的 習 慣。 按 照 他 們 自 己 的 說
法， 有 聲 望 的 家 族 很 少 願 意 承 擔 撫 養 這 些 無 用
女 嬰 的 麻 煩。 他 們 認 為 自 己 是 孩 子 生 命 的 主 宰
者， 並 且 當 他 們 預 見 孩 子 們 的 未 來 僅 是 承 擔 痛
苦時，便有權利使他們離開這個世界。”40 對於
這 種 非 人 性 的 行 為， 郭 實 獵 認 為 這 是 中 國 人 重
男輕女觀念所導致。宗教方面，在郭實獵看來，
中 國 人 的 宗 教 觀 很 奇 怪。 一 方 面， 他 認 為 中 國
人 對 宗 教 是 漠 不 關 心 的； 另 一 方 面，“ 儘 管 中
國 人 對 他 們 所 崇 拜 的 偶 像 感 到 消 極 失 望， 他 們
還 是 十 分 重 視 各 種 偶 像 崇 拜 的 儀 式 的 排 場 和 浪
費大量財力物力去建造寺廟” 41。另外，郭實獵
為 了 宣 揚 基 督 教 在 中 國 的 傳 播， 極 力 貶 低 中 國
本 土 宗 教， 特 別 是 佛 教， 他 認 為 民 眾 的 行 為 都
是 愚 蠢 迷 信 的。 除 此 之 外， 郭 實 獵 對 當 時 中 國
發 生 的 大 事 件 也 予 以 評 論。 如 對 鴉 片 戰 爭 的 爆
發， 郭 實 獵 就 無 理 地 指 責 林 則 徐 為 這 次 戰 爭 的
直接肇禍者，由於“他（林則徐）的粗野、卑鄙、
殘 酷、 無 情、 可 惡、 固 執 和 對 外 交 基 本 原 則 的
無 知， 他 把 他 的 國 家 驅 趕 進 了 一 場 殘 酷 的 戰 爭
之 中， 其 後， 在 那 危 急 的 時 刻， 成 了 一 個 孤 立
無援的小孩。”42 從郭實獵的言論裡，充分表現
出 其 西 方 優 越 感， 以 及 所 代 表 的 西 方 強 權 者 立
場。

郭 實 獵 關 於 中 國 社 會 現 狀 的 研 究， 為 西 方
國 家 打 開 了 一 扇 獲 悉 中 國 訊 息 的 窗 戶， 透 過 這
扇 窗 戶 可 以 了 解 到 中 國 其 時 的 狀 貌。 儘 管 郭 實
獵 的 這 些 訊 息 不 全 面， 甚 至 很 偏 頗， 但 對 西 方
國 家 來 說 已 是 彌 足 珍 貴， 促 進 了 西 方 對 中 國 的
了解。

三、郭實獵文化活動之影響

郭 實 獵 良 好 的 語 言 天 賦 和 寫 作 能 力 使 其 發
表 和 出 版 了 一 系 列 關 於 西 學 和 漢 學 的 文 章 與 書
籍， 在“ 西 學 東 漸 ” 和“ 東 學 西 傳 ” 兩 方 面 都
作 出 了 重 要 貢 獻， 既 給 當 時 的 中 國 社 會 注 入 了
一 股 新 鮮 的 血 液， 同 時 也 帶 領 西 方 讀 者 體 驗 東
方 文 化 獨 特 性， 是 近 代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史 上 一 個
不可或缺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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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中國傳播西學

十 九 世 紀 以 前， 中 國 一 直 自 詡 為“ 天 朝
上 國 ”、 物 阜 民 豐， 並 實 行 閉 關 鎖 國 的 政 策，
基 本 上 斷 絕 與 西 方 世 界 的 交 往。 然 而 此 時 的 西
方 已 進 入 快 速 發 展 時 期， 無 論 從 政 治、 經 濟、
軍 事、 科 學 技 術 等 方 面 都 有 跨 越 性 的 進 步。 進
入 近 代 社 會 的 西 方 國 家 急 切 要 求 打 開 中 國 的 大
門， 但 迫 於 清 政 府 的 各 項 限 令 而 一 直 踽 踽 不
前。 為 了 能 從 根 本 上 改 變 中 國 人 的 觀 念， 來 華
的 西 方 傳 教 士 想 到 通 過 傳 播 西 學 來 打 開 中 國 的
大 門。 因 此， 以 郭 實 獵 為 代 表 的 西 方 傳 教 士 通
過 創 建 學 校、 創 辦 中 文 期 刊 和 出 版 西 學 中 文 著
述 等 方 式 向 中 國 人 宣 揚 西 方 思 想。 毫 無 疑 義，
郭 實 獵 等 人 通 過 這 種 方 法 確 實 也 達 到 了 一 定 成
效， 一 部 分 中 國 人 開 始 意 識 到 自 身 的 不 足， 開
始 反 思 中 西 方 存 在 的 差 距， 推 動 了 中 國 近 代 化
的 進 程。 在 政 治 上， 郭 實 獵 通 過 創 辦 中 文 報 刊
《 東 西 洋 考 每 月 統 記 傳 》 和 出 版 中 文 著 述， 介
紹 西 方 的 政 治 制 度， 使 中 國 人 第 一 次 意 識 到 除
了 封 建 主 義 君 主 專 制 制 度 以 外， 世 界 上 還 有 其
他的政治制度。徐繼畬在其所著的《瀛寰志略》
就 曾 專 門 介 紹 西 方 的 兩 院 制 度。 徐 繼 畬 還 盛 讚
華盛頓：“起事勇於勝、廣，割據雄於曹、劉。
既 已 提 三 尺 劍， 開 疆 萬 里， 乃 不 僭 位 號， 不 傳
子 孫， 而 創 為 推 舉 之 法， 幾 於 天 下 為 公， 駸 駸
乎 三 代 之 遺 意。 其 治 國 崇 讓 善 俗， 不 尚 武 功，
亦迥與諸國異。”�� 可見徐繼畬等開明知識份子
已 開 風 氣 之 先。 在 科 學 技 術 上， 隨 着 郭 實 獵 等
人 對 西 方 科 學 技 術 的 介 紹， 特 別 是 炊 氣 船、 火
蒸 車 的 介 紹， 使 中 國 開 始 意 識 到 世 界 已 發 生 翻
天 覆 地 的 變 化， 已 不 再 是 傳 統 意 義 上 的 手 工 時
代。 西 方 科 學 技 術 的 先 進 性， 使 得 一 批 開 明 知
識 份 子 開 始 睜 眼 看 世 界， 提 出 要 學 習 西 方 科 學
技 術 改 變 中 國 落 後 的 局 面， 並 由 此 開 啟 了 中 國
科技近代化的學習之路。

在 教 育 上， 郭 實 獵 在 1833 年 創 辦 澳 門 女
塾， 是 中 國 近 代 第 一 所 女 子 學 校， 結 束 了 中 國
女 子 無 學 校 教 育 的 落 後 狀 態。 雖 然 其 創 辦 地 點
在 澳 門， 但 其 辦 學 過 程 所 採 用 的 中 西 結 合 課 程
設 置 為 後 來 西 方 傳 教 士 創 辦 的 教 會 學 校 所 沿

用， 也 為 中 國 人 創 辦 的 新 式 學 堂 提 供 了 借 鑑 作
用。 在 觀 念 上， 郭 實 獵 通 過 介 紹 世 界 各 國 歷 史
與 地 理， 試 圖 讓 中 國 了 解 西 方 並 不 是 他 們 所 以
為 的 蠻 夷 之 國， 西 方 人 更 不 是 他 們 口 中 所 說
的 蠻 夷。 另 外， 郭 實 獵 還 介 紹 了“ 公 班 衙 ”
（Company） 等 經 濟 概 念。 雖 然 以 郭 實 獵 為 代
表 的 西 方 傳 教 士 傳 播 西 學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為 了 更
好 地 在 華 傳 播 基 督 福 音， 但 從 客 觀 上 來 說 西 學
的 傳 播 對 中 國 社 會 有 着 直 接 或 間 接 的 影 響。 儘
管 傳 播 的 方 式、 範 圍、 物 件 受 到 各 種 現 實 因 素
的 限 制， 但 正 是 因 為 西 學 的 傳 播 使 得 一 部 分 中
國人開始從“天朝上國”的美夢中清醒。

（二）向西方介紹中國社會狀貌

在 十 九 世 紀 以 前， 西 方 對 中 國 的 了 解 大 多
是 依 靠 早 期 來 華 旅 行 家 和 耶 穌 會 傳 教 士 所 寫 的
關 於 中 國 的 遊 記， 但 這 些 著 作 大 都 是 對 中 國 頗
為 讚 賞 的。 然 而， 隨 着 時 間 的 變 化， 經 濟 的 發
展， 新 教 傳 教 士 來 華 後 卻 提 出 了 與 耶 穌 會 傳 教
士 不 同 的 看 法。 以 馬 禮 遜 為 首 的 新 教 傳 教 士 在
傳 教 過 程 中 發 現， 中 國 並 不 如 耶 穌 會 傳 教 士 所
說的那般美好。郭實獵更是衝破清政府的禁令，
到 中 國 北 方 港 口 遊 歷。 郭 實 獵 根 據 其 在 中 國 的
經 歷， 寫 成《 中 國 沿 海 三 次 航 行 記：1831，
1832，1833 年》《開放的中國》等介紹中國社
會狀貌的書籍，試圖構建一個嶄新的中國形象。
郭 實 獵 的 這 種 做 法 受 到 西 方 世 界 的 高 度 關 注，
並 引 起 巨 大 反 響。���� 年 � 月， 英 國 駐 華 商 務
總 監 羅 賓 臣 爵 士（Sir  G .  B.  Robinson） 致 函
英 國 外 交 大 臣 巴 麥 尊 勳 爵：“ 現 在， 我 榮 幸 地
把 郭 士 立 牧 師 所 寫 的 一 系 列 文 章 或 評 論 中 的 第
一 篇 送 呈 閣 下。 我 在 承 擔 此 項 職 責 後， 立 即 充
分 感 受 到 傳 送 關 於 這 個 國 家 的 一 切 情 報 具 有 很
大 的 重 要 意 義， 所 以 要 求 郭 士 立 先 生 向 我 提 供
任 何 可 能 證 明 很 重 要 或 有 興 趣 的 消 息， 因 為 我
相 信 沒 有 任 何 人 能 夠 像 這 位 先 生 具 有 這 麼 好 的
資 格， 閣 下 必 定 知 道， 他 也 許 比 至 少 是 現 代 的
任 何 其 他 歐 洲 人 具 有 更 引 人 注 目 的 和 有 利 的 機
會 進 行 觀 察， 從 而 形 成 了 一 些 意 見。 …… 那 個
人 無 視 文 明 生 活 的 所 有 享 樂 和 舒 適， 不 僅 乘 坐
歐 洲 船 隻 訪 問 了 沿 海， 而 且 採 用 這 些 人 們 的 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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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和習慣，更令人驚訝的是採用了他們的語言，
在 各 個 不 同 的 地 方 很 熟 悉 地 同 他 們 交 往， 那 些
地 方 以 前 沒 有 任 何 歐 洲 人 知 道， 而 且 現 在 也 僅
有少數幾個人知道。” ��

透 過 郭 實 獵 的 作 品， 我 們 可 以 看 到 一 個 完
全 不 同 於 耶 穌 會 傳 教 士 描 述 的 中 國 形 象。 在 郭
實 獵 看 來， 中 國 不 再 是 一 個 先 進 文 明 的 強 國，
相 反， 與 西 方 國 家 相 比， 中 國 是 一 個 落 後 腐 朽
的 國 家， 到 處 充 斥 着 愚 昧 迷 信。 由 於 信 息 的 閉
塞 使 得 中 國 有 些 人 盲 目 自 信。 同 時， 針 對 西 方
人 關 注 問 題， 郭 實 獵 亦 提 供 了 自 己 的 見 解。 在
經 濟 上， 對 於 西 方 人 一 直 頗 為 關 心 的 問 題 ⸺ 
打 開 中 國 市 場 的 可 能 性， 郭 實 獵 認 為“ 中 國 人
並 不 反 對 與 外 國 人 擴 大 來 往，‘ 阿 美 士 德 勳 爵
號 ’ 的 船 員， 到 處 受 到 最 大 的 熱 情 和 友 好 的 接
待；在福州府，在官員的默許下做了一些買賣，
雖 然 頒 發 嚴 令 禁 止 這 種 行 為。 在 各 種 情 況 下，
政 府 都 表 明 堅 決 反 對， 明 確 拒 絕 請 求 貿 易 的 提
議。 他 們 又 在 船 返 回 前 後， 屢 次 諭 令 委 員 會，
催 促 立 即 將 在 沿 海 的 幾 艘 船 召 回， 並 指 令 要 下
令 不 准 再 有 這 樣 的 企 圖 發 生。 這 個 政 府 隨 處 都
表現出懦弱與無組織，雖然‘阿美士德勳爵號’
駛 入 他 們 的 港 口， 在 每 個 港 口 都 停 留 相 當 時
間， 在 大 多 數 的 實 例 裡， 他 們 都 以 明 顯 的 尊 敬
與 禮 貌 對 待， 因 此 隨 後 頒 佈 的 諭 令， 無 論 如 何
必 須 推 斷 為 地 方 政 府 的 恐 懼 多 於 他 們 的 好 意。
廣 東 方 面 收 到 這 些 諭 令， 照 例 聲 明 皇 上 水 師 已
經 把 船 驅 離 海 岸， 其 實 歷 來 要 船 駛 走 的 惟 一 辦
法， 是 請 求 或 者 聽 從 其 便， 而 有 一 次 是 送 一 筆
錢。”�� 在軍事上，鑑於郭實獵對清政府軍事情
報 的 搜 集， 使 西 方 人 認 識 到 中 國 並 非 如 自 己 所
言 那 般 強 大， 通 過 武 力 來 打 開 中 國 大 門 也 並 非
沒 有 可 能。 由 於 中 國 的 閉 關 鎖 國 政 策， 西 方 國
家對中國的了解極其有限，大多都是道聽途説，
沒 有 多 少 人 知 道 真 實 的 中 國， 所 以 對 中 國 既 嚮
往 又 恐 懼。 郭 實 獵 關 於 中 國 狀 貌 的 介 紹， 為 西
方 國 家 打 開 了 一 扇 獲 悉 中 國 訊 息 的 窗 戶， 透 過
這 扇 窗 戶 可 以 了 解 到 中 國 其 時 的 狀 貌。 但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郭 實 獵 所 提 供 的 訊 息 摻 雜 着 很 多 主
觀 與 誇 張 的 成 分， 有 些 帶 有 偏 見， 有 的 甚 至 是
從 不 正 當 管 道 中 獲 得。 所 以， 郭 實 獵 所 構 建 起

來 的 新 的 中 國 形 象， 部 分 迎 合 了 當 時 西 方 國 家
的 需 要， 使 西 方 人 意 識 到 中 國 並 不 是 他 們 想 像
中的美好、強大。

（三）加強中西文化交流

除 了 構 建 中 國 在 西 方 的 形 象 外， 郭 實 獵 等
西 方 傳 教 士 還 致 力 於 中 西 間 文 化 交 流。 新 教 傳
教 士 在 來 華 之 初， 普 遍 都 認 為 中 西 間 的 交 流 只
停 留 在 物 質 層 面 上， 精 神 層 面 的 交 流 很 少。 因
此， 為 了 加 強 中 西 文 化 交 流，1832 年， 裨 治 文
等 傳 教 士 在 廣 州 創 辦 了 第 一 份 向 西 方 讀 者 介 紹
中國的英文月刊⸺ 《中國叢報》。該刊係當時
西 方 人 了 解 中 國 的 重 要 媒 介。 郭 實 獵 當 時 亦 是
這份報刊的主筆之一。其實，早在十六世紀時，
歐 洲 就 曾 經 掀 起 過 一 次“ 中 國 熱 ”。 那 時 候，
在 西 方 人 看 來， 中 國 是 一 個 政 治 清 明、 物 阜 民
豐、 擁 有 古 老 優 秀 文 化 的 東 方 強 國， 他 們 對 於
中 國 的 文 化、 藝 術、 生 活 等 各 方 面 都 給 予 高 度
的 評 價。 但 隨 着 時 間 的 變 化 以 及 經 濟 的 發 展，
到 了 十 八 世 紀 末 十 九 世 紀 初， 特 別 是 新 教 傳 教
士 來 華 以 後， 歐 洲 風 靡 一 時 的“ 中 國 熱 ” 已 經
逐 漸 消 退， 西 方 國 家 對 中 國 的 態 度 有 了 根 本 性
的 轉 變。 西 方 人 不 再 對 中 國 抱 以 欣 賞、 羡 慕 的
態 度， 取 而 代 之 的 是 輕 視， 認 為 東 方 文 化 不 如
西 方 文 化。 同 時， 為 了 使 當 時 訊 息 閉 塞 的 中 國
人 得 到 根 本 性 的 轉 變， 郭 實 獵 等 傳 教 士 以 著 書
立 說、 創 建 學 校 等 方 法 傳 播 西 學。 一 方 面， 郭
實 獵 為 推 動 西 學 在 中 國 的 傳 播 主 要 做 了 三 方 面
的 努 力， 分 別 是 創 建 澳 門 女 塾、 創 辦 中 文 報 刊
《 東 西 洋 考 每 月 統 記 傳 》 和 出 版 一 系 列 有 關 西
學 的 中 文 著 述。 郭 實 獵 向 中 國 引 進 近 代 新 式 女
子 學 堂， 向 中 國 輸 入 西 方 史 地 知 識， 向 中 國 介
紹 西 方 政 治 制 度， 向 中 國 傳 播 近 代 天 文、 科 技
知 識。 這 對 於 當 時 中 國 這 樣 一 個 長 期 處 於 訊 息
閉 塞 的 國 家 來 說， 無 疑 具 有 重 要 意 義。 通 過 郭
實 獵 的 引 進 和 介 紹， 使 得 一 批 開 明 的 中 國 知 識
份 子 了 解 到 近 代 西 方 世 界 已 發 生 了 翻 天 覆 地 的
變化。新式學校的引進、近代科技知識的輸入，
對 近 代 中 國 的 教 育、 新 聞 事 業 等 方 面 的 發 展 都
帶 來 了 巨 大 的 衝 擊， 由 此 而 引 發 了 向 西 方 學 習
的熱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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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一 方 面， 郭 實 獵 為 推 動 漢 學 在 西 方 的 發
展 做 了 以 下 方 面 的 努 力： 發 表 一 系 列 文 章 評 介
中 國 的 歷 史 文 化、 語 言 文 字、 文 學 作 品， 並 翻
譯 部 分 中 國 經 典 著 作。 郭 實 獵 認 為 要 想 了 解 一
個 國 家 的 文 化， 首 先 就 要 熟 悉 該 國 的 語 言。 由
於 郭 實 獵 極 具 語 言 天 賦， 懂 得 中 國 官 話、 福 建
話 和 廣 東 話， 因 此， 郭 實 獵 撰 寫 了 一 系 列 有 關
於 漢 語 語 法 的 文 章， 在 1842 年 更 是 出 版 了 一
本 專 門 介 紹 語 法 的 書 籍 ⸺ 《 漢 語 語 法 介 紹：
第 一 部 分 ⸺ 表 音 法 及 詞 源 》（Notices on 
Chinese Grammar.  Part  I .  Orthography and 
Etymolog y ）。 郭 實 獵 強 調 只 有 了 解 中 國 的 語
言 體 系 才 能 真 正 了 解 中 國 文 化。 為 此， 他 吸 引
了 一 批 西 方 人 學 習 中 國 語 言。 除 此 之 外， 郭 實
獵還把《紅樓夢》《三國演義》（郭實獵把《三
國演義》和《三國志》混淆了）、《聊齋志異》
等中國經典小說翻譯成英文，介紹給西方讀者，
其 中，《 紅 樓 夢 》 和《 聊 齋 志 異 》 更 是 首 次 被
譯 介 到 英 語 世 界。 郭 實 獵 的 這 些 努 力 推 動 了 漢
學 在 近 代 西 方 的 發 展。 雖 然 郭 實 獵 為 加 強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做 出 了 一 定 的 貢 獻， 但 是 我 們 必 須 承
認 的 一 點 是， 在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過 程 中， 郭 實 獵
帶 有 一 種 強 烈 的 西 方 文 化 中 心 主 義 思 想； 他 往
往 通 過 貶 低 中 國 文 化 來 提 高 西 方 文 化， 用 中 國
的 封 建 落 後 來 襯 托 西 方 的 文 明 先 進， 試 圖 構 建
起“西強中弱”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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