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 学 家 ： 泰铎?汉伯格 ( Teodor Hamberg，瑞典，1819-1854 )

研究领域 ： 中国清朝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研究

人物介绍 ：   泰铎?汉伯格（Teodor Hamberg，1819-1854），瑞典汉学家。汉伯格于1819年出生于斯德哥尔摩市，父亲
是一位商船的船长。他年轻时受过一些商业训练，也当过图书管理员。由于他有一副好嗓子，喜欢参加各种社
会活动，周围的人有不少是教友，对他的影响很大。有一次，他读了一本巴舍尔教士团的宣传小册子，很受感
动，最后成了教徒。 
1844年到1846年，他被送进巴舍尔福音传教会受训。当时在中国传教的先锋人物卡尔?古斯塔夫（Carl 
Gustaf）要求教会给他派两名助手，以便加强对中国教友联合会会员的教育和管理，汉伯格被选中了，以巴塞
尔传道团代表的身份于1846年3月被派往香港、广东参加传教活动。 
当时，传教工作在中国是受到限制的，但他很快适应了当地环境。他在穿着和生活方式上都中国化，力求与当
地人打成一片。汉伯格在客家人居住区工作，任务是扩大当地教友联合会的组织及其影响，并且开辟新教区。
他还开办了一所儿童学校，建立了好几处传教士工作站。当古斯塔夫回国述职时，指定汉伯格代替他负责当地
的传教工作。汉伯格对古斯塔夫的传教方式加以改革，开除了一些品行不端的教友，改组整顿了中国教友联合
会，这件事导致他与古斯塔夫之间的矛盾的产生。 
汉伯格在香港和广东两地一边传教，一边学习汉语，深入研究中华文化，考察中国社会。他还广泛结交中国朋
友，希望通过他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汉伯格在广东传教时，曾几次因为身体不适，返回香港养病。 
在这期间，汉伯格通过一位年轻的教友结识了太平天国起义领袖洪秀全的堂弟洪仁玕。他们朝夕相处了半年，
结为好友。洪仁玕在汉伯格的感化下接受了洗礼，成为基督徒。同时，他则从洪仁玕那儿了解到很多关于中国
太平天国起义、以及义军领袖个人的情况，这激发了他对中国劳苦民众的深深同情。半年以后，洪仁玕乘船去
上海，然后赴南京与堂兄会合，汉伯格送了他一些美元、世界地图、望远镜、温度表、指南针和很多书，包括
《圣经》、《圣经史》以及其它历史书籍。 
后来汉伯格根据洪仁玕提供的材料写了一本书，书名为《中国的起义领袖洪秀全以及广西农民起义的原因》。
这本书于1853年在香港出版，1855年在伦敦再版，该书及时地把中国近代一次最伟大的农民起义情况介绍给西
方世界。 
说起写这本书的目的，汉伯格认为他只是希望通过此书能及时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农民起义太平天国的情况，
唤醒西方世界对中国正在进行的运动的尊重和同情。汉伯格并没有目睹这场起义最后的悲剧结局，他不幸得了
非常严惩的痢疾，于1854年在香港病逝。 
毫无疑问，汉伯格的著作在早期瑞典汉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他作为西方人，第一次借助详实的资料描绘了
中国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的生平与革命经历，记述了洪秀全出生时的情形，介绍了洪家从宋代以来的家谱和家
世变化，尤其详细叙述了洪秀全从一个普通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利用建立拜上帝会和传教的方式进行反清
活动的过程，以及起义队伍定都南京的情形。他对广西农民起义领袖的日常生活与革命的初始过程这种不为一
般历史家注意的内容作了详细而客观的记录，成为当时西方社会了解中国的一面镜子，也为今日的学者研究太
平天国革命保留了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主要学术成果 ：   《中国的起义领袖洪秀全以及广西农民起义的原因》。这本书于1853年在香港出版，1855年在伦敦再版，
该书及时地把中国近代一次最伟大的农民起义情况介绍给西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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