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理工學報　 2023 年第 2 期

·中西文化·
主持人語：
日本侵華戰爭不僅給中國人民帶來空前浩劫，而且對西方在華勢力造成深刻影響，近代來華傳

教士及其教會組織就是其中的典型。 一方面，西方傳教士及其在華經營多年的宣教事業受到嚴重

衝擊，被迫進行全方位調適；另一方面，大批傳教士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參與到戰爭的進程中，
扮演了各自不同的角色。 釐清相關史實，對於抗日戰爭史、中國基督教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研究

領域均有重要意義。 然囿於史料，相關研究在深廣度方面均有較大的拓展空間。 有鑑於此，本期邀

請三位學者，在深入爬梳一手檔案的基礎上，圍繞“全面抗戰時期的在華傳教士”這一主題展開討

論，以饗讀者。
徐炳三的文章以金陵大學歷史系教授貝德士為中心，分析了全面抗戰時期反戰傳教士的中日

和平方案及對日主張。 文章除較為深入地探討傳教士經濟抵制日本的主張外，還注意到其鮮為人

知的戰後和平方案，雖然這些主張和方案帶有明顯的局限性，且影響力難以量化評估，但其中的積

極意義不容忽視。 更難能可貴的是，反戰傳教士普遍認為西方帝國主義是導致遠東衝突的根源，主
張列強要深度自我反思，體現了宗教和平理念與世俗和平觀的深度結合。 相關史實和觀點，此前罕

有學者論及。
張慧卿的文章梳理了金陵大學化學系教授唐美森受辱事件及其後續交涉的來龍去脈，以此為

中心考察南京陷落初期傳教士的境遇與美日因應。 文章並未停留於事件本身，而是著眼於兩國政

府和外交機構的相互博弈。 雖然明知日本憲兵隊故意歪曲事實，但美國方面最終還是妥協讓步，反
映出該階段美國並不想與日本決裂，但雙方關係卻因此蒙上陰影。 日軍針對傳教士的暴行與美國

對日態度有關，此類事件反過來又影響了美日關係的走向。 以小見大、見微知著是本文的研究

特色。
王淼的文章圍繞衛理公會，對太平洋戰爭時期華北地區美國教會的整體情況展開了深度探討。

文章詳細考述了該時期西方傳教士的歷史命運、教團體制下華北教會的運作模式，以及中國基督徒

如履薄冰的生存狀態，認為華北美國教會雖然不得不面對重重壓力，但仍保持了相對完整的佈道機

構，維持了一定程度的宣教活動，最終迎來戰後重建。 日偽政權與中、日、西教會力量之間的複雜關

係得以清晰呈現。 珍珠港事變之後淪陷區教會史料奇缺，本文卻以文獻翔實、細節精準見長，是一

次難能可貴、比較成功的嘗試。
三篇文章均以特定傳教士個體或群體為案例，考察了具有普遍意義的同類型歷史事件，從不同

角度為讀者呈現了全面抗戰時期傳教士的政治取向和生存實態，反映出該時期政教關係的獨特性

和國際關係的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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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先後承擔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教育部一般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等

多項科研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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