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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编辑特色
●姚远张银玲【西安】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Eastem west—

em MontIlly—崦azine)为西方新教传教士在
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份中文世俗月刊。简

称《东西洋考》。德国教士郭士立(又名郭

施拉、郭实腊、郭甲利，chades Gutzla圩，全称

Kad弛edrich August岛tzl擅，1803—1851)道
光十三年六月九日(1833年7月25日)创

刊于广州。一说创刊于阳历的8月1日，

即阴历六月十六日¨J。其刊名中的“统

记”，该刊的封面和中缝，本来即有两出，既

有“统记”，又有“统纪”，此处依创刊号，依

该译法的原始出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并依英文“惭ne”的较近意思，采用“统
记”。至于国内有人误为‘0统计”幢J，则纯属

以讹传讹。1989年版《辞海》又将刊名误为

《东西洋考察每月统纪传》。该刊每月一

期，每期约20页左右，相当于今32开本。

创刊号封面仿《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书有格

言和笔名，格言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编者笔名为“爱汉者”。该刊的外在形式与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相似，用连史纸木板

雕刻印刷，线装，文字楷书。创刊号印600

份，以后又重印300份。据蔡武先生的考

证，至1837年郭士立又将前所出12期重印

1 000份，分两卷合订发行。创刊号前后印

了3次。黄时鉴先生认为，其他各期也发

行了两版。其中有的在重印时又增加了新

的内容，如甲午年(1834年)正月的内容与

癸巳年(1833年)十二月相同，但增加了“市

价篇”，其他还有在时间上、封面上的混乱

失控现象，似无人主持编辑，直到乙未年

(1835年)五月、六月号才趋正常。1834年5

月出版至第10期后暂时休刊，1835年2月

复刊，至同年7月出版第6期后再度休刊。

1837年2月，由于中、英关系紧张，该刊难

容于广州，遂迁往新加坡复刊，改由“在华

实用知识传播会”(又称中国益智会，ne

societ)r for dle Di舭ion ofu融d Knowledge in

c}lina，1831年11月29日在广州成立)主

办，由郭士立、马儒翰(马礼逊之子，又称马

里臣、秧马礼逊、马履逊、马利逊，John

RobertMorrison，1814—1843)、麦都思等主

编。稿件由郭士立、马儒翰自广州寄新加

坡，再由麦都思编好付印发行。黄时鉴认

为，其最末期至道光十八年(1838年)底，且

至少有6卷，但也可能1838年9月号即为

终期，即以出39期告终。英国大英图书馆

共存有4卷21册。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

馆藏有39册(复本6期，实际为33期)。黄

时鉴教授已将哈佛一燕京图书馆善本室所

藏，1833年至1838年间出版的39册(认为

接近于全帙)整理，影印再版。

其办刊宗旨有三：第一是鼎兴正道。

黜斥异端，化民成俗。“君子不论贫富
孰守其正道也”【3j。“正道”被作以中国式

的解释，即“仁义礼智”。“异端”亦指“赌

博、做贼、行淫、做巫、作偶像、诬告、妄证，

皆属其类”【3j。为什么会“风俗颓败，异端

惑世诬民充塞者，又纷然杂出”Hj呢?其重

要原因之一就是失“庠序，废学校”，无人出

来“兴贤、育才、化民成俗”，正所谓“城郭不

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

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赋民

兴，丧无日矣”【引。这就是鼎兴正道，黜斥

异端，化民成俗的原因所在。那么，兴学育

才，化民成俗，以谁为师呢?这就是要“当

仁不让于师，亦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善无

常主，协于克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

也”。统观所言，虽尽量掩饰宗教、天主，而

且尽量以儒学诠释《圣经》，但其意思仍很

明白，其实这里所说的“正道”就是信奉耶

稣教，除此之外均为“异端”，“化民成俗”，

就是要以耶稣为师，以外国学问为师，以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为教材，让人们都

皈依天主，而且尽量使中国人相信这与以

孔盂为师和崇尚仁义礼智信没有什么两

样。如果我们了解一下主编者郭士立的个

人经历，恐会更为明了提出这一办刊宗旨

的背景。郭士立系德国人，1824年受荷兰

布道会的派遣到暹罗(今泰国)传教，并从

华侨学会福建方言。1831年以前曾多次在

中国沿海游历，散发《圣经》和药品。1832

年至1833年，作为翻译，随英国东印度公

司广州分行船只北上厦门、剥虬宁波、上
海等地，调查除鸦片之外是否还有推销其

他货物的机会，同时侦察了我国的沿海防

御情况，力主以武力迫使清廷开放海口。

1834年他在马六甲与英国驻华外交官巴夏

礼(sir}hry sIIlitll Parkes，1828—1885)的表

姐完婚。1835年，被聘为英国驻华商务监

督的中文秘书之一。1840年郭士立作为翻

译兼情报官随英国侵略军北上，是年英军

占据定海，被派为民政长官。次年，又作为

翻译随英军北犯，宁波被占后，又任民政长

官，1842年改任镇江民政长官。在南京条

约谈判中，是英方三翻译之一。1849年他

返欧，在英、荷、德、俄、奥、法、意、瑞典等国

巡回演讲，曾大谈其使中国耶稣教化的计

划。郭士立的这些经历，显然与他“鼎兴正

道，黜斥异端”的办刊宗旨是相吻合的，其

实他只不过是放下枪，拿起笔，开辟新的战

场(文化战场)而已。

第二。“明白外国事情”，“通中国

之规矩”。“务使血脉相通”。这是因为

“学问渺茫，普天下⋯⋯虽话殊异，其体一

而矣。人之才不同，国之知分别，合诸人之

知识，致知在格物，此之谓也”。另外，“国

民之犹水之有分派，木之有分枝，虽远近异

势，疏密异形，要其水源则一”；“万姓虽性

别刚柔缓急，音声不同，却万民出祖宗一人

之身”【4J。为此，就要“给利益与人家，怀和

睦之意”，“通中国之规矩”，“使血脉相通”，

这样才能“令四方君子通达西洋人之素性

动静”，使“万国咸宁，则合四海为一家，联

万姓为一体，中外无异视”HJ。为此，编者

在该刊创刊之前发表的一篇创刊缘起中，

就指出：“当文明几乎在地球各处取得迅速

进步并超越无知与谬误之时，即使排斥异见

的印度人也已开始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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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期刊，惟独中国人却一如既往，依然故

我。虽然我们与他们长久交往，他们仍自

称为天下诸民族之首尊，并视所有其他民

族为‘蛮夷’。如此妄自尊大，严重影响到

广州的外国居民的利益，以及他们与中国

人的交往”b J。这里所说的当时中国人故

步自封，妄自尊大，当然是客观实情。因

此，编者坚决反对将外国人卑称为“夷狄”

(即“残虐性情之民”)，认为“夫远客知礼行

义，何可称之夷人”，并建议称外国人为“远

客，或西洋、西方，或外国的人，或以各国之

名”L6J。那么，要明白些什么外国事情呢?

这就是以“巧妙的方法表达⋯⋯偏向于用

展示事实的手法，使中国人相信，他们仍有

许多东西要学”，还要突出“地图、插图、地

理学与天文学主题的说明”15j，“以汉话阐

发文艺”，视“外国与中国人当兄弟”之理，

“不轻忽远人之交”，凡“舟车所至，人力所

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

坠⋯⋯”【4J都在需要“明白”之列。为什么

要“通中国之规矩”呢?这是因为“诚恐因

远人以汉话阐发文艺，人多怀疑为奇

巧”Hj，而早期传教士的成功或失败之处，

就在于是否先使自己融人中国，故提倡传

教士和其他外国人“慎言”、“慎行”、“志于

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4J，要重视维

系“外国人与地方当局的关系”L7J，只有这

样，才能使血脉相通，并在中国站稳脚跟。

郭士立1833年6月23日在英文吼i榔e

砌螂泐w上所发表的创刊缘起与在《东西

洋考每月统记传》上所撰的“序”、“论”等语

气大相径庭，英文大谈与中国人较量的动

机，而中文则对此只字不提，由此可见其两

面性及颇精“慎言”之道。

第三。“推德行，广知识”，“知物

之格。以穷其理”。这些知识用中国的说

法，即“礼、乐、射、御、书、数、艺等”，用外国

的说法，即“算法、天文、天地海理、医学、草

木、万物之知识、各样技艺”旧J。主编者郭

士立通过创刊缘起一文也进一步指出：本

月刊之问世，旨在使华人了解我们的艺术、

科学和思想。本刊无意涉及政治，更不以

恶言相加。我们将以良善之途径，使华人

了解西人并不野蛮，提供事实，使华人知道

寻求新知。更有迸者，编者将致力促进友

谊，期能百成。”归J道光丁酉年十二月号所

载的“叙谈”也指出：“此《东西洋考》皆著好

用之事，不独可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天文地

理之义，且其明哲可以保身，可以全生，以

至于尽年焉。此书纂成，特意推广汉人之

益，可知物之格，以穷其理，以正其性情，使

有获益之处也。是故撰者心敬唐人，虽才

劣学疏，有愧于雕虫，而不敢委也。万一有

补，化民成俗，喜不胜矣”u引。从这一宗旨

来看，《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与《察世俗每

月统记传》有很大不同，前者大大增加了天

文、地理等科学技术和经济、新闻内容，对

教义的宣扬也更隐蔽于更易被中国人接受

的孔孟学说之中。

按照这样的办刊宗旨，《东西洋考每月

统记传》设有论说(或书札)、历史、地理、天

文、商情及新闻等栏目。其论说栏相当于

绪论，每期必载有一至两篇将《圣经》与四

书五经混为一谈，两相诠释的论文，有时还

辅之以“叙谈”、“叙话”、“煞语”，进一步阐

释教义，还刊载读者的读后感想等与“论”

相呼应，并进一步强调办刊宗旨。如道光

癸巳年十一月号在“论”中提出《圣经》的

“作恶行善论”，即：“莫道天高远，不见人作

为；作善如作塔，一层高一层，积累功成就；

作恶如开井，一锹接一锹，陷身应有分；无

义钱财汤泼雪，倘来田地水推沙；若将奸狡

为生计，恰似朝开暮落花”。然后，再以儒

学作以并论，“孟子日：牛山之木尝美矣，以

其交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人

者一然，始不识恶行，渐入作恶，绝神天所

赐之愿心。迷惑忽然蹈罪之纲，其性之美

安在哉”。《书经》亦日“作善降之百祥，作

不善降之百殃”。该期末的“煞语”进一步

阐述这种观点说：“善人得福为之赏，恶人

得难为之殃焉，这命不能废弛矣”。其“史

记”栏以典型的必较史学方法将同时期中、

西方发生的历史事件简要列出，使读者“观

纲目，较量东西史之合和”。由此，使读史

者可观“上帝之统辖包普天下，犹太阳发光

宇宙一然，万人万物，厥手下，皇天监于万

方，春求一德”，也使“善读者看各国有其聪

明睿智人，孰为好学察之，及视万国当一家

也”L11|。其创刊号的历史栏内，即有“汉土

帝王历代——洪水之先”，自盘古开天辟

地、三皇纪天、炎帝神农、颛顼少吴等史记，

其下列有“西天古传历记——洪水之先”，

历述上帝造化天地、亚大麦(亚当)生二子、

诺亚方舟等。其天文地理栏之设，是由于

“海洋穷极幽远，自日出之国，以至穷极岛，

凡身之所经，目之所祝，无不广询博谘熟悉
端委，弟欲补之，缀辑成地理之篇”。如此，

“可明知岛屿之远近，外国之形势，风俗之

怪奇、沙礁之险，埠头之繁，好湾泊所等事，

及物产贸易，海关之则例，皆晰说加综覆，

各极周详，俾君子有所采择”¨2I。其创刊

号内介绍了东南洲岛屿等形势纲目和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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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地理(附地图)。其天文的内容大致有日

食、月食、星座的介绍等。其新闻栏之设，

系载每月之时事新闻。其立意为：“夫天下

万国，自然该当视同一家，而世上之人，亦

该爱同兄弟，然则远方之事务，无不愿问，

以广见识也。缘此，探闻各国之事，续前月

之篇，刊送诸位达闻者，通知之”。此即其

设栏之意，看来任一栏目之设都与宗教牵

涉。其创刊号以广州府王姓和陈姓两友听

闻外国的人纂辑《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莫胜快乐”并读之的“新闻”，引出了土耳叽

(其)国战事和荷兰国战事的新闻。其所载

新闻以国际新闻居多，也有广东地方新闻。

新闻材料除来自外国报刊(道光甲午年三

月号和道光甲午年四月号“新闻”栏内均有

“本月内有英国船到奥，带来新闻纸，内言

⋯⋯”)之外，也有部分转载之《京报》，由此

成为最早转载《京报》新闻的期刊。

按照这一办刊宗旨及栏目设置，《东西

洋考每月统记传》取得了许多中国历史上

的第一：一是其1833年八月号《新考出在

南方大洲》一文是关于19世纪二三十年代

欧美国家南极探险取得重大进展后最早的

中文报道；二是其1837年五月号《欧罗巴

列国之民寻地论》一文最早报道了马可波

罗来华的消息；三是其1834年五月号关于

蒸汽机工作原理的介绍，是有关蒸汽机的

最早中文资料；四是其1837年四月号《气

舟》一文，是有关欧洲热气球的最早中文记

载；五是其1838年正月号《推农务之会》一

文，是建议中国向新加坡学习兴办农务会

的第一篇文字；六是其1837年二月号《广

东省城医院》和次年《医院》两文，记载了一

前一后两所中国最早的西医医院；七是始

于创刊号的中、西历史的对比表述文体，为

中文著述的首次尝试；八是有关拿破戾翁

和华盛顿的记述，是中文最早的拿破仑传

记和华盛顿传记；九是其1833年十二月号

所载《新闻纸略论》一文是第一篇用中文撰

写的新闻学文章；十是在政治、经济方面，

对“爵房”和“乡绅房”这“两房”(即两院)、

“国政公会”(国会)，以及“公班衙”(com—

pay)、“保举会”(对商务、房屋、人寿的担保)

这些词汇作了最早的介绍，其“市价篇”(含

“入口的货”和“出口的货”)是中国最早的

对外贸易行情表；等等。在具体的期刊编

辑方法上，《东西洋考》每期在卷首都标有

彰示办刊宗旨的孔孟语录、载有内容目录，

有稳定的栏目、在稿末有时有编辑按、编读

往来回复等固定做法。这奠定了中文期刊

的基本模式，《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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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两并为此后的中文期刊所沿用。 “至少在数月之内，中国人本身必不能重视 1833年8月号第186页，转引自黄时鉴．《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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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序
子日：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

见阙始，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

悔，禄在其中矣。亦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

之，故必遍观而详核也。且因以孝弟风俗，

表率以孝弟为先，以文艺为后，则确然于礼

义之可守，惕然于廉耻之当存。子日：弟子

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又日：志于道，据于

德，依于仁，游于艺。

夫自上帝降生民，则莫不与之以仁义

礼智之性。奈何风俗颓败，异端惑世诬民

充塞仁义者，又纷然杂出乎，故设庠序学

校，凡以为兴贤育才化民成俗计也。故日：

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

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

学，贼民兴，丧无日矣。由是观之，鼎兴正

道，黜斥异端，阐发文艺，是君子之专务矣。

夫子日：当仁不让于师，亦德无常师主

善为师，善无常主协于克一。子日：三人

行，必有我师焉。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虽之夷狄，不可弃也。亦日：惟上知与下愚

不移；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

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

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

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君子如切如磋，如琢

如磨，是以君子将其知识之理而益穷之，以

求至乎其极，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

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故汤之盘铭

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致明明德穷至

事物之理焉。

盖学问渺茫，普天下以各样百艺文 ，

虽话殊异，其体一而矣。人之才不同，国之

知分别，合诸人之知识，致知在格物，此之

谓也。诗云：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

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即是君子择术，

犹鸟择巢，止进术终不退，寻之执之，终生

用之。

夫诚恐因远人以汉话阐发文艺，人多

怀疑以为奇巧，却可恨该人不思宗族。国

民之犹水之有分派，木之有分枝，虽远近异

势，疏密异形，要其水源则一，故人之待其

宗族、列国民须以友恤也。必如身之有四

肢百体，务使血脉相通，而疴瘁相关。万姓

虽性刚柔缓急，音声不同，却万民出祖宗一

人之身，因此原故。子日：四海之内皆兄弟

也。是圣人之言不可弃之言者也。结其外

中之绸缪，倘子视外国与中国人当兄弟也。

请善读者仰体焉，不轻忽远人之文矣。

夫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

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

莫不尊亲，以昭雍睦也。且孝友睦妍任恤，

隆据熙白皋遗风，万国成宁，则合四海为一

家，联万姓为一体，中外无异视。弟情愿推

雍睦之意结异疏，故纂此文，读者不可忽

之，则乐不胜为序。[《东西洋考每月统记

传》道光癸已年(1833年)六月号(创刊号)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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