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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前代传教士，十九世纪来华的新教教士之经历更加曲折多彩，一半归功于

个人的辛勤和聪慧，另一半原因则是乱世给予了更多的可能性。郭实腊便充分利用

了种种机会。他的善变和钻营再现了他复杂的情感认同；他的天才和勤奋成就了他

短暂而多彩的一生。这个先行者当年颇惹争议，如今他在传教史上的经典地位已受

肯定。鲁珍希《打开中国》一书正是为其树碑立传，甚有独到见解。作者从郭氏的

多重身份和中西文著作出发，探讨了他在十九世纪上半叶中西交流关系中，所起的

举足轻重作用。 

该书的写作源于费正清在哈佛召开的一个研讨会。1其后廿余年间，鲁珍希围

绕了郭氏生平就不同的问题陆续写作了一系列的文章，集腋而成此书。作为整体这

是一部详赡的传记，但每章又是不俗的个案研究。 

首章讨论了 1807-1851年间中西关系的语境转变。1807年马礼逊来华是现代

的先声；1851年郭实腊逝世正值中西冲突的高潮。郭实腊的意义在于踵接马氏未

竟事业，打开中国。后续九章主题依次涉及：一、郭实腊的青年经历及来华之因。

二、为何变成了独立传教士？三、其多重角色——尤其是介入鸦片战争和最终成为

港督抚华道，在中西交流中所起的作用。四、其西语写作的东方主义色彩如何影响

了西人看待亚洲由“尊敬的时代”变成“蔑视的时代”。五、他的中文写作中往往

生吞活剥中华经典，不当的引用和支离的语言大为削弱了其文学成就。六、他用小

说的方式介绍西方的历史地理知识，被林则徐、魏源等人选择性地接受。这种误读

也埋下了改变中国的先机。七、郭实腊以本色化的传教策略建立了福汉会，惹来诸

多争议。他的厚望未能达成，但是也没完全白费，至少对当今的客家基督教会仍有

影响。八、他的圣经译本，改编自马礼逊译本，直接影响了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运动。

一方面使个人化的神和本地化的教派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也使华东华南各地的人们

更清晰地认识到各国之间的关系，并使人接受了进化的历史观。九、最后一章则是

郭氏的历史定位问题。他到底是个牧师还是个海盗，是骗子还是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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