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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批传教士自西方来到中国，向中国人“传播上帝的福音”。有意思的是
多传教士在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及西方先进科技的同时，自己为中国文化所吸引，最后成了有名的
汉学家。在这些人中，英国传教士理雅各是非常典型的一位。 

  

理雅各（James  Legge）于1815年出生于英国苏格兰阿伯丁郡的杭特利城，他从小就学习刻苦

阿伯丁英王学院，19岁的时候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大学毕业。1839年7月，他带了新婚夫人

船前往东方传教，于1840年1月抵达南洋马六甲，担任英华书院校长。英华书院是由英国来
个传教士马礼逊创办的旨在培养传教士的教育机构。  
 

鸦片战争结束后，理雅各于1843年将英华学院迁到香港。迁到香港之后，英华书院的办学
理雅各的思想转变而悄然改变，它逐渐由一所培养传教士的书院变成了招收中国青少年入
学校。  
 
理雅各不是一位固执守旧的传教士，他善于学习，不仅主张传教士与华人平等，甚至还主
宗教相互融合的道路。出于良知，理雅各反对鸦片贸易，认为“这是一种罪恶的交易”，
千上万的中国人受害，而且也不利于中英之间的正常贸易。  
 
在传教和教学的过程中，理雅各认识到了学习中国文化的重要性，他告诫其他传教士：“
地掌握中国的经典书籍，亲自考察中国圣贤所建立的道德、社会和政治生活，我们才能对
的职业和地位。”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理雅各开始系统地研究和翻译中国古代的经典著作
国学者王韬等人的辅助下，理雅各陆续翻译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
秋》、《礼记》、《书经》、《孝经》、《易经》、《诗经》、《道德经》、《庄子》等中

典著作，历时25年。  
 
理雅各之前的西方来华传教士虽也对中国的经典著作做过翻译，但都是片段性的翻译，而且由于中
文不精，译文辞句粗劣，谬误百出。理雅各在翻译的过程中治学严谨，博采众长，他把前人用拉
丁、英、法、意等语种译出的有关文字悉数找来，认真参考，反复斟酌。除此之外，他还
学者反复讨论，最后才落笔翻译。“功夫不负有心人”，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著作质量
系完整，直到今天还是西方世界公认的标准译本，他本人也因此成为蜚声世界的汉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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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雅各的译作被冠以《中国经典》之名在西方陆续出版。出版之后引起了轰动，欧美人士由此得以

深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理雅各也因在翻译上的成就与汉学研究方面的贡献，于1876年
学院儒莲汉籍国际翻译奖。1870年，阿伯丁大学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在爱丁堡大学举行三百周年
校庆庆典中，理雅各是最尊重的人物之一。理雅各还多次访问法国，同法国著名的东方学
进行高水平的汉学交流，积极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文化。  
 

    1873年，理雅各离开香港回英国。离开中国之前，他到山东、天津、北京等地旅游，拜
游览泰山，登临长城，然后南下江苏，从上海登船回国。这是一次告别之旅，此后，这位著名的
学家再也没有踏上过中国的土地，但他的“中国情结”却始终没有减退。  
 
回到英国之后，理雅各极力宣传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性。在英国驻华公使和香港总督的倡
国牛津大学设立了汉学讲座，理雅各当之无愧地成为牛津大学的第一任汉学教授。虽然回到了英
国，当上了牛津大学的汉学教授，但理雅各依然保持着他早年在中国养成的生活习惯，每

点钟起床，在书桌上连续工作5个小时之后才用早餐，随后开始正常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这样

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2个小时以上。  

理雅各把勤奋治学的状态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时刻，1897年11月29日，理雅各在讲课时

倒地，溘然长逝，终年82岁。学生们把他最后写在黑板上的字拍下来，作为纪念。理雅各葬在了牛
津，阿伯丁花岗岩做成的墓碑上写着：“赴华传教士与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英国学
雅各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后来，世界各地的汉学家到牛津访问总要到他的墓地上去献花，
 
理雅各向西方输出的不只是中国的经典书籍，更有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与一些傲慢的传
比，理雅各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是客观公正的。他呼吁传教士“不要在孔子的坟墓上横冲
同时赞美中国圣贤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和对世界文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值得一说的是，就在理雅各谢世的前两年，他还翻译出版了屈原的《离骚》。理雅各用五十余年的
时间，架起了一座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他的一生开始于向东方宣扬基督教义，然而却
西方传播中国文化，他结束了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文献的业余水准，使之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
天，中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这一成果的取得与理雅各当初的努力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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