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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与地方经济

� 仲均安在山东活动述论 (1876 一1905)

王 森
(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 山东 济南 25m oo )

摘 要: 仲均安是英国浸礼会传教士 , 在放弃经商之后来华传教 �在中国的近 30 年里 , 他一方面宣扬教

义 , 一方面从事世俗活动�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教民贫穷的状况 , 仲均安尝试从经济上帮助教徒 �他费尽心思

进行棉纺织业  改良农业等试验 , 不过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 �传教士发展地方经济的意图在近代中国的历

史情境下很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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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 价年伦敦会(肠ndon 呱ss ionary 阮ie动

传教士马礼逊 (ROb ert M O币so n)来华之后 , 欧美

基督新教各教派纷纷派遣传教士到中国传教 �他

们向中国人宣扬基督教教义 , 以达到使 !中华归

主 ∀ 的目的 �由于近代中国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向

近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渡阶段 , 与欧美资本主义

国家相比 , 在很多方面要落后 �面对此种情形 ,

许多传教士在传教布道的同时 , 还致力于一些世

俗活动 , 如: 组织创办近代教育  医疗和出版事

业等 �

在见识了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后 , 有些传教

士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 , 尝试建立近代工业 , 用

西方的发展经验来改变中国贫穷的面貌 � 目前学

界对教会教育  医疗和出版事业已有相当深人的

研究 , 而在传教士发展工商业  参与地方经济发

展方面的论述还不多见 , 因而有学者呼吁重视传

教士和中国近代经济活动关系问题研究 �I1] 本文

以英国浸礼会 (BaPt ist Mi ss ion ary 阮 iety )的传教士

仲均安(A价记 G 即卿 JoneS )为中心 , 考察其在山

东传教的 30 年里为发展地方经济所做的尝试 ,

以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经济活动有所探讨 �

一  英国浸礼会和仲均安

近代以来 , 基督教会遍及山东各地 , 前后共

有 40 多个新教差会在山东传教 , 其中英国浸礼

会是新教在山东的三大差会之一 �I2] 英国浸礼会

属于新教的浸礼宗 , 创建于 1792 年 , 成立之后

向世界上多个大洲派出宣教团 �英国浸礼会在

18 40 年曾派传教士到宁波传教 , 不过这些传教

士没有多长时间就离开中国了�I3]

185 8 年 #天津条约 ∃ 的签订为传教士在中

国的活动打开了方便之门 , 和其他教会一样 , 英

国浸礼会也在这时重新进人中国 � 18 61 年 5月 l

日, 曾服务于中华传道会  (The Ch ines e Evangeliza-

 tion soc iety )的霍尔牧师  (Charl es Jam es H all )携夫

人抵达芝果 (今烟台) , 开始了浸礼会在山东地区

的传教活动 �I4] 此后不断有传教士被派来 , 教会

也专注在烟台一带传教 , 不过效果并不明显 �

18 75 年 , 先后来华的 8 名传教士只剩下了李提

摩太一人(Ti mo th y 凡ch 耐 ) �由于传教活动倍感 %
艰难 , 他称英国浸礼会是一个 !不幸的差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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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了 !这个备受苦难折磨的教会什么时候能看

到美好的明天? ∀ 的近乎绝望的疑问�ls] 李提摩

太在这一年放弃了烟台地区的教务 , 将浸礼会的

发展中心转移到山东内陆地区的青州府(今潍坊

一带)�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刻 , 仲均安受浸礼会
派遣来到中国�

仲均安 1846 年出生于爱尔兰的威克斯福德

郡 (W 沈xfO 记)新罗斯 (N ew RO ss) , 其先祖系 17 世

纪从 威尔 士迁 居此地 �[6] 他 由英 国圣公会

 (An gli can chu re h) 抚养成人 , 长大之后经商 , 是

当地一名成功的商人 �由于受到海外传教运动影

响 , 他决定去国外传教 �在圣公会的神学院学习

以后 , 他申请加人浸礼会成为一名自费传教士

(sel f一 suppe rting m ission卿 )� l盯6年 , 他把生意

委托给代理人后前往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 , 他并

没有放弃 自己的生意 , 而是通过信件委托代理人

打理 �从事商业活动的经验对他以后的社会经济

活动有着重要影响 �

187 6 年 n 月 , 仲均安抵达烟台 , 开始了在

中国的 30年传教生涯 �他先是和李提摩太一起

负责浸礼会在青州的教务 , 后来李提摩太因 !丁
戌奇荒 ∀ 的娠灾需要而前往山西 , 于是他一个人

担起了浸礼会在山东的传教责任 �l7] 此后他一直

在青州传教 , 为教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直到

187 9年浸礼会才陆续派来传教士 , 他也因此和

李提摩太一起被尊为 !浸礼会中国差会的共同创

始人 ∀18 % �此后仲均安在青州和邹平传教 , 期间

曾数次返回英国�作为浸礼会的老资格传教士 ,

他为教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 1885 年 , 仲均

安  怀恩光 (J . 5 . Wh iteW石gh t) 和 卜道成 (J. P .

Bruc e)在青州建立一所培养本地传道人的神学

院 �这所名为 !葛罗培 真书院 ∀ (th e Co tch -

  Robins on Tra inin g Coll ege )的神学院培养了很多中

国牧师 , 后来成为著名的齐鲁大学一部分 � l9b ,

他为神学院付出了很多心血 , 还撰写教科书和神

学著作 � 19(X) 年 5 月他在中华基督教教会上 ,

当选为理事会委员 �

仲均安也为山东新教各教派所敬重 �义和团

运动之后 , 山东各差会有意加强各教派间的合

作 �仲均安极力推动浸礼会和美国长老会的合

作 , 共同建设在潍县的文理学院  青州神学院和

济南的医学院 ,这三所学校后来合并成为齐鲁大

学 �19拈批后他专心撰写神学著作 �19 05 年夏 , 仲

均安去泰山避暑 , 所住的寺庙因为暴雨倒塌 , 他

不幸遇难 �

二  发展经济: 帮助贫苦的教民

1888 年 , 济南府的邹平发生饥荒 , 浸礼会

派人前往这里贩灾 , 同时开辟新的教区 �仲均安

于第二年来到这里 , 这是浸礼会在山东继青州之

后的第二个教区 �仲均安在这里一边娠灾 , 一边

传教布道 �而当地的极度贫穷则让他在福音事业

之外 , 看到了世俗的现实 �

(一)贫篓的山东

近代山东水旱灾害不断  人多地少 , 加之以

传统的农业经济为主 , 人民生活极度困苦 �仲均

安在山东传教多年 , 对这里的民风民情了解颇

深 , 更对山东极度贫穷的状况有着深切的体会 �

作为一个外国传教士和从事过经济活动的商人 ,

对于山东贫穷根源及解决之道 , 他有着自己的见

解 � 1893 年 11月 11一15 日, 山东新教各差会在

青州府召开了山东第一次新教联合大会 �仲均安

在这次大会上发言 , 从宗教和经济两方面开出了

医治山东贫穷的药方 �[10l
仲均安在 #山东贫篓考 ∃ (#万国公报 ∃ ,

1895 )一文中认为山东贫穷的根源是: (l) 今人确

守古训 , 不念新学 �人们只知墨守前人的陈典旧

章 , 不知道世界变化的大势 , 更不懂新的科学技

术 � (2)道心常受迷惑 , 不知启悟 �人们不信仰

基督教 , 心志不坚 , 常受迷惑 � (3) 世人轻视德

行 , 不能固守 �这一点是说中国人不讲信用 , 商

业贸易往往会受到影响 , 同时中国士大夫只会空

谈  鄙视商业  骄傲无知 , 为社会树立了一个不

好的榜样 � (4)衙署病民 , 不合规式 �仲均安认

为官府人员较多 , 而办事效率低下 , 多有贪赃枉

法之事 �同时中国法规不全 , 税则不一 , 影响商

业 � (5) 风俗习染 , 有碍富足 �除了以上这几方

面 , 他在英文本里还提到山东交通不便 , 各地度

量衡不统一 �

仲均安认为面对如此情景 , 以传布 !上帝福

音 ∀ 为己任的传教士不应该仅仅传教布道 , 还要

关注当地人们的生活 �他认为贫穷会给人带来苦

难 , 因而贫穷本身就是一种罪过 , 而且贫困能够

使人产生贪婪之心 , 让人犯罪 , 更重要的是贫穷

会阻碍宗教的传播 �这就是为什么在一次基督新



教会议上 , 他却要谈论山东贫穷状况的原因 �
那么如何改变山东贫穷的状况呢? 仲均安认

为向西方学习是最重要的 , 而且传教士可以从很

多方面帮助中国人 �首先传教士要继续布道 , 改

变中国人的心灵 �其次传教士要重视文字事工 ,

多撰写经济  社会  政治方面的文章著作 �这些

文字不仅要让中国人阅读 , 还要寄回国内 , 唤起

传教士所属国家人民对中国的关注 , 给予更多的

帮助 �最后传教士要重视世俗事业 �他们可以向

中国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 , 帮助中国人发展新型

国内工业  培训中国工人  学习西方的技术  引

进良种和改良土壤等 �

(二)工业实验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 , 仲均安的传教思想

接近于所谓的 !社会福音派 ∀ , 其强调传教士重

视世俗事业与他本人的经历密不可分 �他在英国

是一位商人 , 来到中国后还通过信件维持着自己

的生意 �他于 188 1年返回英国的目的之一就是

处理生意上的事情 �他具有商人对经济的敏锐观

察力 , 因而对山东社会经济有着自己独到的看

法 �当然传教士多来自于步人近代化的英美等国

家 , 对于山东这样以农业为主的贫穷地区 , 很多

人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注 �就在 1893 年的山

东第一次传教士大会上 , 美国长老会的方伟廉

(W . P . Ch al fa nt)提交了一篇和仲均安题 目相同

的文章 �仲均安身上所具有的商人实干精神使得

他并不仅仅停留在坐而论道上 , 还身体力行 , 用

各种方法来帮助贫穷的教民�

189 3 年 , 就在仲均安呼吁传教士帮助中国

学习西方科技  建立新型工业的同时 ,他在青州府

开始了他 自己称为 !建立棉纺织工业的试验 ∀[I %]o

经过在山东贩灾多年之后 , 他认识到单纯救济灾

民只能解一时之困 , 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

最好的办法是 !救难与生财交济 ∀ , !最便者又

莫机器局也 �苟能设立学堂招考生徒 � 以工代

贩 , 庶儿稍慰予心 ∀ �当时青州一带民间妇女多

有手工纺纱纺线的习俗 , 但生产效率很低 �他想

到了把英国的纺织机器引进中国 , 用机器生产来

代替手工操作 �于是他在益都创建纺线局 , 自己

出钱购买机器 , 聘请技术人员 , 招募教徒学习操

作机器 �他购买的机器分为两种 , !一供工师人

等常造各种机器之用 , 一为女工人等至要必需之

器 ∀ �这个纺线局是面向浸礼会的教会社区 , 因

而所有工人都是教徒 �尽管此时距离洋务运动开

展已有数十年 , 但当时青州民风未开 , 人们对西

方机器并不熟悉 �在创建纺线局过程中 , 经历了

重重困难 !统计创成此事 , 如造作  调理  使

用  试验均系生手 , 备极艰难 ∀ (#万国公报 ∃ ,

18 98 )�仲均安 !率门下生徒 , 尽心力于纺线机

器 , 经营四年 , 始得告成 , 试纺线自十二号至十

六号 , 无不合用 , 门下生徒俱已纯熟 ∀[lz] � 1897

年 , 纺线局正式开始营业 �

然而第二年 , 仲均安就在 #万国公报 ∃上打

出了转让纺线局的 !广告 ∀ � !兴工四年 , 仅可

先开风气 , 且织布之新机 , 尚不免运以有待也

&&所成之工 , 聊堪试验机器 , 必得添足乃能诸
事咸宜 ∀ �尽管他宣称 !创此项工程作为表率 ,

非为谋利计 ∀ , 但很显然纺线局并没有如他预期

的那样 , 达到 !以工代贩 ∀ 解决教徒生计的目

的 �他认为这项试验在技术上是十分成功的 , 但

在商业上则是彻底的失败 �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当

地的商业条件并不成熟 , 而人们的素质也不符合

这项工业的要求 �有学者认为这个纺织工业之所

以仅仅维持了4 年 , 原因 !可能是交通和其他经

营条件使该项活动在当时无利可图 , 因此外国投

资者不愿间津 ∀lt3l �我们还要看到仲均安的本意

并非谋利 , 他建立棉纺织工业的意图是为了改善

教民的生活 , 所以当时教民和教会对待这种机器

工业的态度也颇为关键 �仲均安在回顾纺线局整

个创建发展过程中 , 已经指出工人并不完全适应

机器生产 �而据和他关系密切的库寿龄回忆 , 建

立纺线局的所有资金全部由他一个人支付 , 浸礼

会的其他传教士大都继续从事贩灾和传教活动 ,

仲均安独 自承受了试验失败的痛苦 �∋l4] 所以很

可能教会并不支持他的工业试验 �最终并没有人

愿意接手纺线局 , 不得不以关门而告终 �他购买

的所有机器在 19( X)年的义和团运动中被一把火

烧掉 �

(三)农业改良

这次失败给仲均安的打击很大 , 他在 1898

年山东第二次传教士大会上告诫所有的传教士:

在目前的环境下 , 传教士希望借助经济活动来促

进传教事业是不切实际的 �不管传教士的愿望有

多么美好 , 由于他的身份所限 , 工商业活动对他

们来说始终有困难 , 毕竟他们不能完全按照商业

原则来行事 , 尽管他们可能希望这么做 �仲均安



的原意是通过自己的经验来提醒传教士慎重行

事 , 并非反对发展棉纺织工业 , 没想到 (教务杂

志∃ 的编辑拿他和一位主张从食物  居所  服

饰  医疗卫生等方面改善教徒生活的传教士布里

斯托 (WI lli am N B~ ter )对比, 认为两人的传教

方法截然对立 , 值得深人探究 �Il5] 仲均安不得

不写信给 #教务杂志 ∃ 的编辑 , 声明自己并不反

对布里斯托关于传教的观点 , 更不是主张什么都

不要做 , 只不过他认为目前的条件不够成熟 , 其

他传教士应该另辟蹊径 �(l6] 事实上 , 他自已也

尝试从别的方面来帮助教民改善经济状况 �

早在 18 90 年 , 仲均安就为治理当地一条频

生水患的河道献计献策 �同样他也关注着当地的

农业 �棉纺织业的发展需要棉花 , 就在创建青州

纺线局的前后 , 仲均安就注意到青州当地棉花的

品种不佳 , 质量较差产量偏低 �因此他引进西方

棉花品种试种 , 还编译总结了种棉方法 , 希望在

当地推广种植 �他从选种  治地  粪奎  作畦  

布种  时令  选科  松土  打头  拾花  收成和

换种等方面介绍了西方棉花的种植方法 �他在

18 % 年试种的结果是 !在青州府试种洋种 , 桃

大如鸡卵 �每科结数十枚 , 亦有过百者 ∀ , 比

!西国寻常棉花 , 每科结百桃 , 多者百五十桃 ,

亦有多至二百者 ∀ 还有距离 , 但相较中国原有棉

花收获已较为优 �ll7] 罗振玉在给该书写的后记

中认为 !中国土棉质粗而丝短 , 不如西棉之质软

丝长 , 且收获亦不如西人之丰 ∀ , 原因在于农人

未能遵循中国传统农书的种植方法 , 而仲均安介

绍的方法相对较为简单实用 �不过他引进的棉花

和植棉方法并未有很大影响 , 清末山东大规模引

进推广的是美国棉花 �

18 98 年 , 在反思青州纺线局失败教训的同

时 , 仲均安从欧洲购买了西方蚕种试养 �在他看

来 , 近代中国在养蚕方面已经落后于西方 , 所以

把西方的蚕种和养蚕方法介绍给贫穷的教民 �

1899 年春 , 仲均安将蚕种分给 12 位蚕农试养 �
试验的结果非常成功 , 洋蚕所产的蚕丝不仅多于

本地蚕 , 而且蚕丝成色非常好 �仲均安 自信地

说: !毫无疑问这次的试验是成功的 , 尽管中国

人在尝试和接受新事物上比较迟钝 , 但是我深信

这些新蚕会慢慢流行起来的 ∀[l81 �为了推广新

蚕 , 他写信给 #教务杂志 ∃ , 表示愿意无偿地把

自己手中的蚕种分给其他地区的传教士, 让他们

帮助宣传�不过此时他已经从青州避居青岛 , 因

为义和团运动已经在山东地区勃然兴起了 , 这种

动荡的局势已经不可能容许他再来从事推广改良

蚕种的活动了 �

三  结 论

仲均安和很多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一样 , 他主

要的任务是让中国人饭依基督教 �当他深人中国

社会生活 , 与中国人交往之后 , 他发现中国人在

信仰之外还有物质方面的需要 , 有时甚至要超过

对上帝的需要 �因此他在山东娠济灾民  兴办教

会学校 , 同时创办新型工业  改良农业 , 可以说

在很多方面介人了近代山东社会的变迁之中�虽

然他的多次试验并没有达成预期 目的 , 但亦在信

仰之外给教徒带去了 !福音 ∀ �

尽管传教士的职责是传布 !上帝的福音 ∀ ,

然而进人中华帝国之后 , 很多人却纷纷投身世俗

事业 �这一方面是由于传教需要 , 另外一方面则

是传教士和中国社会互动的结果 �近代中国社会

和欧美国家在很多方面都有着相当大的差距 , 中

国人贫困的生活使得传教士在教徒的信仰之外 ,

还要关注他们的世俗生活 �传教士多来自已步人

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 , 有些人利用西方科学

技术和发展经验帮助教徒发展经济改善生活 �这

些早期社会改良活动多属个人自发行为 , 他们很

少能得到教会支持 , 而且他们的尝试大多局限在

基督教社区这个小小的共同体之内, 所以传教士

发展地方经济的活动很难有太大作为 �尽管如

此 , 他们的这些努力和尝试还是值得深人探究

的 , 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传教士和近代中国

社会之间的多重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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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七e 随 SSi ona ry an d of Re gl onal E : a B d ef

    Sto dy Of A . G . Jones %   A ct M ties in Sha ndong pro讨nce

,以 刀− Mi ao

(�之阮卯  of His to ry and Cu lture , sh a汕 ng 咖 � itr , Ji na n, 从�汕 ng Z∀ 100 )

A 加h , ct: A l阮d G 阳卿 Jones ,  a B ri tish m ission卿 , 邵ve 叩       his b usine ss an d eame to C hina to eva n罗lize .

   In his nearl y thirty ye 明 in C hina ,   he not only evan 罗lized ,        bu t al so devo ted hims elf to act ivi ties in soc iety . In

�司       er ro sol ve the eon d ition of po vert y fu ndam enta lly ,    he tri ed to helP m ission丽     es in the re spe et of ec ono m y . He

    tri ed his be st to ean了    ou t experime nts in eot ton in dus t可 an d a幼eul tu re , but d idn %    t pro duee expe eted res ults. It

   pro ved that th e PurT 犯  se of fo re i,    m ission aries to develop loc al ec ono卿 eou ld h耐 ly eom e tI%    U e in that tim e in

C h ina .

K ey 协.八如: 而 ssiona可   ; A lfre d G eorse JO nes; Shandong ; res ional eeonom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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