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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實臘與打開中國 

Karl Gützlaff and Opening China 

姚達兌 

（中山大學中文系；哈佛燕京學社） 

 

一、引言 

他是冒險家、英軍間諜、易裝商人、時政撰稿人、第一份中文月刊《東西洋

每月統紀傳》的創辦者、英軍委任的寧波知縣與駐舟山的商務監督、首任港督的

撫華道、在華基督教內地會的創始人，而最富爭議的身份是傳教士作家。他的名

字叫郭實臘（Karl Gützlaff,1803-1851）。 

郭實臘是試圖打開中國的新教傳教士先驅，其名與其著《開放的中國》（China 

Opened）1緊密相連。最近關於他的一部傳記也同題名曰：《打開中國》。2此書內

容聚焦於三方面。一、傳主和中西交往的複雜關係，既突出其傳教士的形象，又

寫出其迷一般的性格。二、分析了郭氏的中文作品。三、在跨群體、跨國、跨文

化的關係網中討論傳主。3這三方面可歸為兩方面：一是其身份；二是其著作。

基於此本文討論：一、郭氏令人爭議的身份及其成因；二、以《開放的中國》等

書為中心，討論其中英文著作在那個時代的功效；三、兩者之關聯。 

 

二、頗惹爭議的多重身份 

郭實臘生於動盪不安的普魯士，少年貧賤使他博學多能。他曾在不同行當做

過學徒，也幫人抄過書，更重要的是讀了大量的海上冒險故事，又從老海員處學

了種種技能，從而有了魯濱遜般的航海之志。他聰明好學的令名，很快傳到了年

輕的國王腓特烈三世處。國王召令他到柏林傳教學院學習，旨在將其培養成外交

官，駐紮到君士坦丁堡。此年他還不到二十歲。 

在柏林傳教學院，郭實臘皈依了基督教。初來乍到，他便成了所有人目光的

焦點。人們驚訝於其孜孜訖訖和博學多才，也批評他的驕矜自負，最過分的是他

                                                        
1 The Rev. Charles Gützlaff, China Opened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65 Cornhill, 1838). 
2 Jessie Gregory Lutz, Opening China: Karl F. A. Gü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Grand Rapids, 

Mich.: William B. Eerdmans, 2008). 
3  Thoralf Klein, review on Jessie Gregory Lutz, Opening China: Karl F. A. Gü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1827–1852,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15, No. 1 (February 2010), p.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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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幾乎沒有信仰的跡象。他的皈依頗具戲劇性。有晚他感到不舒服，無法學習，

於是早早入眠，半夜卻於夢中哭醒。他自懺說：“魔鬼啊魔鬼，你已將我俘入網

羅。現今我身處罪惡懸崖之邊緣，等待我的將是永恆之懲罰。”4這個迷失的靈

魂，在其室友的規勸下，痛哭懺悔，最終內心覺醒。他放棄了外交官的美好前途，

聽從內心的召喚，去遠東傳教。這段經歷塑造了他魯濱遜般的矛盾性格。一方面

具有冒險精神，希望像英雄般去征服，另一方面希望能受神差，使上帝的榮光照

耀世界。簡言之，即為殖民冒險和靈魂指引，雙面一體難分。他後半生的種種傳

奇，都可在其早年的性格中找到歸因。 

他的經歷是個謎。先是接受荷蘭佈道會差遣，到荷屬東方殖民地傳教，後又

脫離差會，自稱獨立傳教。在中國沿海活動時，他偽稱姓郭，來自福建。他精熟

的閩南語能使聽者信假為真。其第一任妻子屬英籍（其妻瑪麗在澳門授課，所收

學生中即有容閎）；鴉片戰爭期間，他混跡于英國海軍，充為譯員，為英軍收集

情報、出謀劃策。多重的身份使他常懷愧疚，自懺背叛了原初的激情——傳教再

不純是傳教。 

郭士立是個語言天才，用好幾種語言寫作。德語是其母語，純熟自不待言。

拉丁語、希臘語和土耳其文，則皆學成于柏林。法語也得心應手、輕車熟路。在

馬六甲英華書院受訓期間，他還學習漢語和其他東亞、東南亞語言。他熟讀四書

五經，時常生吞活剝經典，尤喜斷章取義地引用《尚書》和《孟子》。最令人驚

訝的是他用漢語寫了六十一部敍述性作品5。這些作品屬於基督教聖經小說的範

疇，在小說史上籍籍未聞，在文化交流史上也有極高價值，卻從未被深入研究。 

郭氏曾偽裝為印度商人，與海盜為伍，逐漸摸熟了中國的沿海，並於 1834

年出版了《三次航行中國沿海記》。6這部書讓人想起馬可波羅和魯濱遜，前者也

向西方介紹異國情調的東方，後者的形象則兼具了冒險和傳教的個人主義精神。

後來郭實臘與馬儒翰、麥都思、裨治文等人合作修訂了聖經馬禮遜-米憐譯本，

史稱“郭實臘譯本”，後被太平天國欽定為《救主耶穌新遺詔書》。然而，為他

在西方世界贏得巨大聲譽的不是中文著作，也不是聖經翻譯，而是他的西文著

                                                        
4 Jessie Gregory Lutz, Opening China, p.25 
5 Alexandra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ous Indexes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6 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1831, 1832, 1833 (Lon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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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諸如遊記、時政論文，尤其是《開放的中國》一書。他巨細無遺地向西方介

紹中國，鼓吹中國已經打開。他用英文另著有《道光皇帝傳》和《中國史略》，

前者對皇帝大力貶撻，後者則蔑視中國歷史。7這些英文著作，恰正發表於鴉片

戰爭前夕，引起了西人的密切關注。 

鴉片戰爭前夕，郭實臘的《開放的中國》等西文著作為其在歐美各國贏得了

巨大聲譽。他被當成中國通，服務於英國政府。自此，郭士立給人留下了非凡的

印象。“他被稱作投機的、熱情洋溢的、誇張其詞的、神氣活現的、堅不可摧的。

他有野心，據說是被其自負加強的。他被說成是一個根深蒂固的樂天派、具備盲

目熱情的人、夢想家、傳教士冒險家、精明的宣傳家，還被魏勒最為言簡意賅地

總結為‘他集牧師與海盜、騙子與天才、慈善家與盜賊為一身。’……一個傳教

同事說他是個‘矮小粗壯的人，品位風度粗俗，行動活躍，言語迅速，談話愉快

而引人入勝’。”8 

郭實臘具備頗惹爭議的多重身份，實因于逼於情勢，因為此時儒教中國緊緊

關閉。清國自有其政治意識形態——儒教理學。理學作為官方正學，其倫理與基

督教的倫理分屬兩種相互排斥的理性系統。這兩種系統，各自聲稱其理是普世主

義的，可放諸四海而皆准。郭實臘所處的時代面臨的正是這種激烈的衝突，而其

基督教背景使他強烈攻訐儒教理學。他的多重身份對榫的正是傳教無所不用其極

的手段。 

郭實臘認為必須將中國全盤基督化。在他看來，中國“要路顯官，盡為私人

奸佞之徒，惟苞苴是尚。朝廷命官都嗜好鴉片，故倘以賄賂擴張販路，必能達到

目的。”9因此，要達到傳教、經商目的，翹開中國大門，唯有投其所好，借助

鴉片。在他回歐洲為其著作宣傳時，他用不同的語言宣揚同一種理念，不惜不擇

手段，也要征服中國，使福音傳遍黑暗的異教中國。除了鴉片，充當傳播福音之

利器，還有他的漢語著作。這些著作在西人堅船利炮的掩護之下，於鴉片戰爭前

夕，大舉來侵。 

                                                        
7 Charles Gützlaff, Life of Taou-Kwang, Late Emperor of china: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 (London, 1852). 

Charles Gützlaff, A Sketch of Chinese History, Ancient and Modern: Comprising a Retrospect of the Foreign 

Intercourse and Trade with China (New York, 1834).闞紅柳《傳教士眼中的清代君主－－以郭實臘<道光皇

帝傳>為中心》，載《歷史檔案》，2009年 02期。 

8 Patrick Hanan, Chinese Fiction of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62. 
9 顧長聲著：《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 來華新教傳教士評傳》，上海：上海書店，2004年，第 50頁。 



2018.04.20 15:36     5,900 words                 CCC 9.2 4B CV - YAO Dadui, Karl Gützlaff and opening China CN 6,114.doc 

4 

 

三、打開中國 

十六世紀中期，耶穌會士沙勿略遠途跋涉至東方，可惜出師未捷身先死，抱

撼逝於廣東的上川島，遠未進入中國，更談不上打開中國。臨終之際，沙氏大喊：

“O, rock! O, rock! When wilt thou open?”10Rock（石頭）與 Lock（鎖）諧

音，意義指向“閉關鎖國”。沙氏逝世那年，利瑪竇生於義大利。利氏來華後，

初著僧衣，後易儒服，順利進入了中國，其才學備受皇帝的嘉賞和儒者的歆羨。

利氏向後人宣告：中國之門已打開；至於裏面是何龍潭虎穴，唯賴汝等自去應付

了。 

康、雍禁教，中國遂有閉關鎖國之稱。“閉關鎖國”體現在兩方面，一是禁

商，一是禁教。鴉片戰爭前百年，中國茶葉的出口量和貿易的白銀進項，足證清

代並非完全禁商。禁教卻是實情，原因在洋教威脅到政權穩定和社會秩序。為打

開中國，西方商人左手持槍炮右手持鴉片——傳教士則一手持槍炮一手持聖書，

打算馴服這條東方惡龍。郭氏便在堅船利炮的掩護下，高聲宣講聖書教義。因而，

郭氏的大部分寫作，重續了天主教傳教先驅的主題，旨在召喚更多的人來打開中

國。 

郭實臘的多重身份和謎一般行跡，都旨在打開中國，而其所有著作，如《開

放的中國》所示，充當了打開中國的絕佳工具。《開放的中國》一書卷首 Andrew 

Reed 序言即道：“中國現已愉快地打開了大門，供我們通商，也很快定會為正

常交往打開大門，最終會完全打開大門，迎納基督教事業。”鴉戰前夕，西人要

打開中國，已是勢在必行，也已勝券在握。郭實臘《開放的中國》在此時出版，

一方面滿足了時代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將自己傳奇化為馬可波羅、哥倫布、達加

瑪或利瑪竇之流。 

《開放的中國》一書分上下兩卷廿七章，共 1080 頁。明清兩代天主教士關

於中國的著作零星散見。西方對於東方的想像，從馬可波羅時代開始，便是一個

黃金滿地的烏托邦，在召引著西人前來。將東方或中國看作是冒險尋寶的終點，

這種誤讀純屬一種自我想像，如同一面鏡子照出了資本主義者向外擴張的貪婪嘴

臉。《開放的中國》這部百科全書，對中國的敍述也充滿了西方優越、東方落後

的論調，內容依次涉及：中國概況、地理環境、自然物產資源、中國歷史、語言
                                                        
10 Gützlaff, A Sketch of Chinese History, p.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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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風俗習慣、各種行業、各種宗教、政府機制、皇帝和朝廷、貴族、六部、

地方政府、蕃屬、國家和外交關係。郭氏此書開創了十九世紀一種敍說中國的框

架，影響甚廣。其後的美國漢學之父衛三畏（S．W．Williams，1812-1884）飲

譽學界的《中國總論》（Middle Kingdom，1848 年初版，1879 年修訂版改名為

The Chinese Kingdom）11便是仿此而作。 

郭實臘此書卷首第一章內容為全書概論，內容分為三部分，一是中國的地理

位置，二是中國的語言和宗教，三是中國文明高於亞洲諸國，遠低於歐洲諸國。

郭氏認為華夏中心主義的觀念源於中國的與世隔絕。從地理位置上看，高山、沙

漠和海洋是中國的自然屏障，從而隔絕了歐美，才可能如此單獨存在幾千年而一

成不變，才可能自居為天下中心。此論實在膚淺。中國與外人交通確不在少，而

中國自居為天下中心，不純是地理因素，更是文化的因素。 

《開放的中國》論及中國語言部分，頗多真知灼見，也反證郭氏的語言天賦。

卷首略論中國語言，對應了內文第十二章詳論語言和文學。漢語是一種象徵符號

系統，假若無此，中國必會因各地風俗和方言不同而分崩離析，往聖絕學無法繼

承，帝國政令也無法貫徹實施。12漢語文言和官話，實是整個天下朝貢文化體系

的“虛君共主”。帝國的政令通過文言和官話下達到全國各地，灌輸予絕大部分

臣民。漢語之用遠不止是一種語言，而是一種文化模式，淩蹈在帝國的種種實際

制度之上。中國幾千年來進步或落後的本因，正因於此。語言和文化模式超越於

各種機構和體系之上，起一種平衡的力量，好處在於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壞處

則在於陳陳相因、故步自封，推進社會改良只能是極其緩慢地進行。 

郭實臘認為漢語是絕佳的書寫語言，但不適合交談。他誇大其詞地說：“自

古至今，無論任何一種象形文字、語音文字或其他字母文字，都難與漢語的萬千

變化、妙於措辭和美輪美奐相匹敵。它是人類精妙的偉大創造中，最為令人驚歎

不已的紀念碑，從沒有任何一種語言能超越它。倘若不是因為難學，又太著重於

模仿，漢語理應充當全世界的通用書寫語言。”13郭氏一方面誇大漢語的許多神

奇妙用，乃絕佳的書寫語言；另一方面也指出漢語的缺陷，尤其是與歐陸語言對

比，其弊更甚。缺陷之謂，即指缺乏語法，諸如詞性陰陽、句法、時態和人稱等

                                                        
11 S.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New York,: C. Scribner's sons, 1882). 
12 Gützlaff, China Opened, Vol. I, p.398. 
13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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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他進而不無偏見地批評幾千年來中國文人不願改造漢語，不會發明音節文字

或字母文字。他讚賞西人已嘗試將漢語轉化成羅馬字，添加一些輔助區分的符

號，以表達聲音，可惜仍是失敗告終。14郭氏面對虛擬的漢語帝國束手無策，苦

尋不得出路。郭氏明確表示難以說服自負的中國人相信漢語顯而易見的缺陷。

“對於中國人而言，漢語就是一切。中國人自豪于這種不適合口耳傾談，更適合

案頭書寫的語言，這也使他們自認漢語文化比其他文化更具優勢。”15他批評了

漢語特色延伸的華夏文化中心主義。論漢字之缺陷，無異是批評華夏文化的低

劣。維持現實中國穩定的漢語是低劣的，轉義指向中國文明的落後。以歐陸語言

和語法衡諸漢語，漢語不出意料當屬低劣。然而，漢語自另有一套語法系統，用

一種與之相異的語法系統來作參照評判，卻是極不公平。 

該書第二卷《宗教》一章，郭實臘逐一批評了中國的各種宗教，尤其是“儒

教-理學”。郭實臘將“儒教—理學—康雍兩帝的《聖諭廣訓》”等同於一種國

家宗教而予以批駁，又用很大篇幅逐一攻擊了中國的“無神論”或“多神論”、

祖先崇拜和孝道等觀念。在此基礎上，他提出：“《聖諭廣訓》可稱為一種政治

倫理，它能有效地服務于統治者，為其建立權威，但是不能啟發我們本性裏的高

貴情操，也不足以安撫民心。”16更令他惋惜不已的是“上帝恩賜的愛、謙卑、

心靈純淨，以及其他良好的情操，在這套中國倫理當中毫無蹤跡。”17四十多年

後，Robert Walsh在《美國評論季刊》（1885）上撰有一篇長達四十餘頁的論文

《郭實臘的中國》，評論道“無論是以前的（天主教）傳教士，還是現在的郭實

臘，他們能否正確地理解中國的宗教觀念，都頗令人懷疑。”18傲慢的郭氏對中

國宗教的評判，源於他輕蔑中國文化的態度。 

郭實臘對中國緊閉大門不接受基督教福音頗感可惜，認為當務之急是打開大

門，改變中國現狀。他相信籍助上帝的護佑，中國必將進步至西國那般境地。“亞

洲是所有宗教產生的大搖籃”，諸教都曾入華，曾在中國某些地區紮根生長，“唯

獨珍貴的基督教福音很少或幾乎沒有被東亞諸國接受。”19因而，必然的歸途是

                                                        
14 Ibid, p. 391. 
15 Ibid, p. 398. 
16 Ibid, Vol. II, p. 207. 
17 Ibid. 
18 Robert Walsh Gutzlaff’s China, The American quarterly review, Vol. XVII, March & June, 1885 (Philadelphia: 

Printed by Lydia R. Bailey, 1835), NO. XXXIIIl, p. 114 
19 Gützlaff, China Opened, Vol. I,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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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基督教義打開中國甚或亞洲。郭氏認為，從任何方面衡量中國在東亞儒教圈中

都應是領袖群倫的最文明國度。但是一旦與西方諸國相比，終還是差了一大截。

因而，郭氏理所當然地認為中國或亞洲應當“唯西方進步精神馬首是瞻。此種精

神同時也賦予了西方充當世界仲裁人的資格。”20至此，郭氏的傲慢顯露無遺。 

 

四、結語 

無論是古今中外，基督教傳教事業都面臨著“凱撒或上帝”的矛盾。《聖經》

中雖說“讓凱撒的歸凱撒，讓上帝的歸上帝”，但基督徒仍不免要面臨種種二元

對立的困境。彼岸天國的存在，現世此岸便屬不合法。他們面臨為宣揚信仰是否

訴諸武力的矛盾。頗為反諷的是，在華的傳教事業正是“借助暴力和戰爭，現代

形式的基督教才可能逐漸傳播，並靈根深植於本土，融入當地的運動。”21來華

新教士一般都有傳教機構、贊助商以及本國政府的支持，因而他們也如帝國主義

一樣難免詬病，被視為文化侵略者。有時，他們著作有討好贊助機構的傾向，由

此產生了一種賽義德意義上的東方主義想像。 

十九世紀的新教士時時未忘總結和反思天主教先驅傳教事業的成敗，他們對

待中國的態度也與天主教士對待中國的謙恭尊敬的態度截然相反，表現出極為傲

慢蔑視的姿態。Harold Isaacs 認為西人想像中國、對待中國的態度之歷史可分

前後兩期，即“尊崇之時代”和“蔑視之時代”。22前一種對待中國的態度，流

行於明清兩代，以天主教士為主；後一種則初萌于新教來華後，定形于中英戰爭

後，從此中國的形象由備受尊崇降格而為備受嘲笑和蔑視。郭實臘的西文著作如

《三次航行中國沿海記》發表於 1834 年，《開放的中國》發表於 1838 年，直接

參與了這種“中國觀念”的重塑。郭氏蔑視中國的東方主義式想像，影響到了當

時的歐美讀者，經由來華的西人轉而又影響了與他們接觸的文人士紳和平民百

姓。 

郭實臘多重身份頗惹爭議，其著作也如是一樣妾身難明，難將其定義歸類。

郭氏六十一部漢語作品，預想的讀眾是儒者和平民，與前者爭勝教義，向後者灌

輸教義。他的《大英國統志》（1834）和《古今萬國綱鑒》（1838），類屬“歷史

                                                        
20 Ibid. 
21 Jessie Gregory Lutz, Opening China, Foreword by Robert Eric Frykenberg, p. xiv.  
22 Harold R. Isaacs, Images of Asia: American views of China and Indi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p.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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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然而既不是嚴謹的歷史著作，也非一般意義上的小說。他又用故事解釋

《聖經》，出版了《贖罪之道傳》（1834）、《常活之道傳》（1834）、《誨謨訓道》

（1838）、《正邪比較》（1838）等作品，神似小說，內文明顯卻是教義問答。這

些作品借胎小說之體，遠非小說之流（理雅各言），韓南權宜地將其統稱之為小

說。23郭氏的“小說正是他的多重身份共同作用下的產物，它們顯然已不僅僅作

為純文學文本而存在。”24要之，這些作品在文學史上地位還須重新探究，而在

中西交通史、文化史上更具非凡的意義，因為十九世紀來華西人中，唯有新教傳

教士經常與平民百姓接觸25，而活動頻繁的新教士如郭實臘者，也自認為這些作

品是打開中國的有效工具，最終目的乃在將中央帝國化為基督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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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Patrick Hanan, Chinese Fiction of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p.58. 
24 宋莉華著：《傳教士漢文小說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 79頁。 

25 John K. Fairbank, “The Many Faces of Protestant Missions,”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n, 

ed.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