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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上第一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探微 

杨 勇 

摘 要: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近代期刊中目前见到的第一种中文期刊，现在很难看

到其实物资料。以该刊“封面”《序》《释疑篇》《告帖》和《月食》等文章体裁及其出

版形式的影印件为材料，对刊物创刊前的准备概况、出版内容、编辑特征和刊物的出版贡

献等进行探讨。 

关键词: 近代出版史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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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最早的报刊，可能诞生于17世纪初期。一个世纪之后，英国传教士奉伦敦布道

会之命，企图通过“播道”渠道，打开通往中国的大门。当时清政府实行严格的闭关锁国

政策，严禁西洋人“私自刊刻经卷，倡立讲会”，向国人讲经传教，并于1811年公布了

《严定西洋人传教治罪专条》，对违反者以“绞决”处治[1]。这样一来，英国传教士不

得不采取迂回战略。他们于1814年在距离中国大陆较近的南洋诸岛华人聚居区——马六

甲，建立“播道”基地，企图实施“教育播道”和“文字播道”。他们在马六甲设置学

校、印刷所，创办中外文刊物，一方面在华人中培养返回中国内地传道的人才，另一方面

为基地的外籍人传授中国文化，特别是培训掌握通晓中国语言能力的人才，为将来前往中

国创造条件。在传教士创办的刊物中，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1815—1821）为最早，这也是迄今为止，报刊界公认由外国人办的以中国人为

读者对象的近代中文报刊创始的标志性刊物。之后，西方传教士通过马六甲不断向我国东

南沿海城市渗透与扩张传教范围，陆续创办了许多报刊，对我国报刊业发展产生了很大影

响。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究竟是一份怎样的刊物？其内容和形式以及它能给我们提供什

么出版信息呢？这无疑是出版工作者所关注的。有关《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最早的记载，

可在戈公振先生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报学史》中看到。但是，由于其记载概

略，使了解程度很有限；又由于年代久远，加之天灾人祸，现在很难看到刊物原件。长期

以来，关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记载，国内外报刊界史学家多以《中国报学史》为权

威记载加以研究和引用。近期看到新加坡卓南生先生于1990年由东京百利坚社出版的日文

版专著《中国近代新闻成立史》（1815—1874），200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

文版《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版上刊发了有关《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的刊物封面、序言、刊物有关涉及其他信息的原始影印件。据此，对《察世俗每月统记

传》的编辑、出版概况作一探索性研究，试图对此刊物有一个粗略认识。 

             1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创刊前的准备概况 

    圣经的汉译问题是传教活动中遇到的首要问题。为了向中国进行基督教新教的传教活

动，1805年英国伦敦布道会通过了有关圣经汉译的决议案。1807年春，作为伦敦布道会派

往中国的首名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arrison, 1782—1834），在寻求美国政府援助之

后来到中国广州。马礼逊的主要任务是先掌握中文，然后翻译圣经、编辑出版英汉辞典，

为传教活动克服语言障碍做准备。对于传教士而言，中国语言复杂，较难掌握，但文字的

统一，使外国传教士看到了希望。编辑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

曾经指出：“在（清朝）帝国全国，文字媒体是相通的。因此，通过文字代替口语对话，



© 2001-2003 出版科学杂志 版权所有  
报刊转载必须征得同意并支付稿酬，网络转载必须注明作者及本刊网址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4楼403室 邮政编码430072 电 话：027 68753799 传 真： 68753799 E-mail: cbkx@163.com 
技术支持：cgz@163.com  

◆ 各期杂志 
2000: 第3期 第4期  

2001: 第2期 第3期 第4期  

2002: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第4期 增刊  

2003: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第4期  

2004: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第4期 第5期 第6

期  

2005: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第4期 第5期 第6

期  

2006: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第4期 第5期 第6

期  

2007: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第4期 第5期  

·
功

品书录

· 出版研究的文化视野 / 蔡学俭

· 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晶 / 戴建国 李爱
萍

· 打造作文培优的品牌 / 万 忠

是彼此相互交换看法所常用的手段。由于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每个字都有其特定的象征

意义，因此，一 

个受过教育的人士即使是使用与作者截然不同的方法，对同一文字有不同的发音，都能理

解同书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全国，不仅使用字义相同的文字，就连文章的体裁

也是统一的。”［2］ 

    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支持下，马礼逊于1811年编辑了有关汉语语法书籍，1822年出版

了英汉辞典。在此之前的1812年，伦敦布道会又派遣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1785—

1822）前往中国协助马礼逊从事传教活动，1813年7月抵达澳门。1814年东印度公司的势

力已遍及马来半岛的马六甲、爪哇和槟城等华侨聚居地，米怜将传教基地最后确定在距离

中国大陆较近的马六甲。按照英国布道会指令，马礼逊和米怜首先在马六甲开始实施“教

育播道”（开办以中国人为对象的学校）和“文字播道”（以中国人为读者出版书籍、报

刊），为在中国传教做准备。1815年8月5日，“立义馆”免费学校开学；同一天，米怜筹

办的中文定期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创刊。对于出版读物的作用，米怜有独到的见

解，他说：“不管是以何种洗练的语言来表达，在传播人或有关神的知识上，印刷媒体显

然要比其他媒体更占优势。作为加深理解的手段，中文书籍之重要性也许要比其他传播媒

体还要大。因为，阅读中文的人口要远比其他民族为多。”他又说：“书籍可以广泛流通

和传诵。如果有适当的代理人并采取谨慎的态度，书籍是有可能大量传入中国的。”[3]

出版刊物的实践表明，米怜的看法是正确的，他们正是通过“教育播道”和“文字播

道”，特别是通过所出版的中文刊物，在往来于马来半岛和中国大陆之间、有过耳濡目染

“播道”经历和携带刊物的华人中起到了“播道”传播作用。 

                    2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出版内容 

    2.1  出版宗旨与任务 

    马礼逊和米怜受英国基督教新教布道会指令在马六甲设立传教播道基地，其中创办中

文刊物就是为在中国播道创造条件，这一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对此，《察世俗每月统记

传》的《序》中有很清楚的表白：“故察世俗书必载道理各等也。神理，人道，国俗，天

文，地理，偶遇，都必有些。随道之重遂传之。最大是神理，其次人道，又次国俗。是三

样多讲，其余随时顺讲。”米怜在《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发行4周年的1819年，对刊物总

结时也说：“这本小刊物创立的原本目的，是要把一般知识的普及与宗教、道德的推广活

动相结合，包括传播足以促使人们反思及激发其觉悟的公众事物的时事。传播基督教的教

义，是最主要的目的，但也不忽视其他次要的目的。因为知识与科学就像是宗教的仕女一

般，可成为道德 

的支柱。”[4] 

                          2.2  刊载内容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刊发内容上，主要以“神理”（基督教教义）为主，“人

道”（伦理道德）其次，再次为“国俗”（各国风土人情）。据卓南生先生查阅1815年创

刊第1卷至1821年终卷共7卷表明，宣传基督教的文章在每期占到总篇幅的一半。从第一卷

到第四卷，直接传教的文章较多，从第五卷开始，通过寓言、比喻等间接方式传教的文章

有所增加。其中宣传教义的主要文章有： 

    1815年：《神理》（连载），《圣经之大意》，《解信耶稣之论》；1816年：《古今

圣史记》（连载至1820年），《进小门走窄路解论》；1817年：《万人有罪论》，《神主

无所不知无处不在论》；1818年、1819年：《圣事节注》（连载）；1820年：《引圣录句

证神原造大地》；1821年：《圣书卷分论》，《旧遗诏书卷分》，《论新遗诏书》。 

    除了圣经汉译及介绍宗教的文章外，《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也刊载一些批判异教及其

与基督教区别的短文。 (ID: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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