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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伦敦会传教士首先把欧洲盛行的语法翻译教学法介绍到中国�但他们并没有完全照搬此法�而是根据中国的实
际情况对它进行了扬弃�这样使学生的听、说、读、写、译能力得到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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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中国外语教育学的国内公认权威学者张正东教授认

为：“近代外语教育之兴起有两个源头�一个是传教士想在中
国传教�用基督教文化影响中国文化�……于是积极办学�
……比如�马礼逊本人1818年在马六甲的英华书院就同时开
设英文和中文课程。……另外一个源头是请政府民间为了解
决洋务问题而设置学习外语的学校�这类学校的规范模式是
京师同文馆” ［1］。伦敦会新教传教士在英华书院兴办的英语
教学开中国近代英语教学之先河�是中国英语教学的源头之
一。鉴于英华书院在中国英语教学史上的重要性�本文将主
要利用马六甲英华书院1825～1835年度报告对其英语教学
作以探讨。

一

英华书院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建立的第一所向中国

学生讲授英语的教会学校�不过该校并非设在中国本土�而是
设在南洋马六甲。这是因为晚清政府严厉的禁教政策�传教
士无法在中国大陆公开活动和建立立足点。于是马礼逊在伦
敦会授意下�决定在华侨聚居较多且集中而又邻近中国的南
洋马六甲建立传教基地。

1818年初�马礼逊致函伦敦会理事会�提出建立“英华书
院”的设想�他说明建立书院的目的是“向中国青年教授英语
和基督教基本原理�特别是为传教士和其他人士提供中国语
言和文学方面的教育。……它的最终目的是在地球上建立基
督教的国度�文学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2］

英华书院的主要目标是传教�按《英华书院计划书》的说
法�“各项课程之计划均是以和平传播基督教及东方一般文化

为原则”�而传播东方文化的目的也在于让学生更好的在当地
社会发挥影响。正如第六任院长伊万斯（John Evans）所言�
“我确信�我们必须在这个书院为中国培养一批传教士�他们
在不久的将来会乐意作拯救灵魂的福音先驱�回到他们的同
胞中间”。为此目的�伦敦会传教士在英华书院从事长时间、
颇具规模的英语教学�不遗余力地向中国学生讲解英语语言
知识�并用英语讲授西学课程�让学生掌握这种承载西方文明
的媒体工具�以便更好地理解西方文化�最终接受基督教教
义。根据书院《章程》规定�校长的职责为“负责书院的日常事
务管理�教本地的华人学生英语、地理、地球仪的用法、算术、
以及薄记、历史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其它门类的知识”。英华书
院英语教师兼院长先后由伦敦会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ine�
1818～1822）、汉弗雷（James Humphery�1822～1824）、科力
（David Collie�1824～1828）、吉德（Samuel Kidd�1828～1832）、
汤姆林（Jocob Tomlin�1832～1834）、伊万斯（John Evans�1834
～1840）、理雅各（James Legge�1840～1843）等担任 ［3］。

从事英语教学需要较深厚的语言理论功底和较强的口语

表达能力�伦敦会传教士完全具备这一条件。基督教作为一
种宗教信仰�从其形成之日起�就把传授教义�争取信徒作为
重要目标。因此�作为新教传教士�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向人们
讲经授道�宣传福音�这就要求他们必须具备较强的口头表达
能力�才能胜任此项工作。伦敦会传教士�如米怜、吉德等�伦
敦会传教士在英国均受过系统的普通教育和神学教育�受过
正规的英语语言理论训练�再之他们本来就占有其母语是英
语的先天性的语言优势�因此他们的英语语言素质比一般其
他来华西人要高出很多。不仅如此�他们对汉语颇有研究�能
讲一口流利的汉话�并且在中国本土生活过较长时间�这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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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都有深刻的理解。“基督
教教师不懂汉语�他们在开头几年中的工作效率是不高的。
即使用英语教课�教师也必须能用汉语解释一些难点。如果
教师能用学生的语言接近学生�他的影响就会更大。要赢得
学生的尊敬�教师就得懂得一些中国的历史与哲学。” ［4］伦敦
会传教士能够熟练运用英汉两种语言�并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这对他们从事英语教学是极为有利的。

二

伦敦会传教士采用近代西方通行的教学方法�按学生水
平高低分班�分级教学�通常把学生分为高级班（一班）、二班、
三班、初级班（四班）�同等水平的学生在人数较多情况下又分
为若干小班；采取中英双语教育模式�并根据具体情况�因材
施教；反对死记硬背�注重启发式教学。他们为学生开设相对
完整的英语课程：英语、语法、写作、会话（口语）、翻译等。学
生使用的教材大都是原版的英文教材�如：《圣经》和《圣经．新
约》以及其它有关基督教方面的书籍、默里的《简要英语语
法》、马礼逊的《中英语法》、乔伊斯的《科技对话》、《中英习惯
用语》等。

下面是伦敦会传教士进行英语教学的详细情况：“从1824
年2月起�高级班的学生用英文翻译了米怜的中文著作《灵魂
篇》第一卷的大部分�目的在于加深基督教真理在他们脑海中
的印象�并使他们能够熟练地用英语表达他们的想法。在过
去的一年中�这个班已经读完《但以理书》、《约翰福音》、《使徒
行传》、《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和《圣经》中的一部分。这些
书籍都已经向学生讲解�学生能够用中英文背诵某些章节。
通过阅读、交谈和经常的测验�学生对《圣经》》中的最重要的
史实和教义均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为了使他们养成用
英语轻松正确表达自己的良好习惯�他们已进行写作训练�学
习大量的习惯用语�已能背诵默里的《简要英语语法》�除此之
外�他们还要经常用英语交谈。．．．．．．在地理学方面�他们学
习了一本《地理学问答手册》�并把它从英文翻译成中文�还获
得了一点关于世界上不同国家的位置和疆域的知识。在过去
的一年中�他们还拥有了一本《天文学问答手册》�并把它翻译
成汉语。他们从中学到了一些有关天体的距离、大小、运动和
其它天体现象的基础知识。

第二班的学生已经学习了马礼逊的《中英语法》、一本关
于中文和英文习惯用语的薄书的大部分、几本中文基督教小
册子、米怜的《灵魂篇》第一卷的大部分和一些他们本国的著
作。他们还用中文评论米怜编的《问答手册》�并且在英语学
习上取得了进步。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写一手不错的英文。

第三班和第四班的学生重点学习中英文。他们在以上两
方面都读了些最基本的书籍�学习习惯用语�进行写作练习�
他们的思想也受到上帝教诲的良好熏陶�这为学习其他实用

知识打下了根基。” ［5］

“高级班的学生目前正忙于把乔伊斯的《科技对话》中的
部分章节译成汉语�学生已习惯于口头英汉互译。他们在词
法分析方面受到严格的训练�并且被要求说出每个单词或词
组相对应的汉语意思�同时还要对句子做出适当的语法分析。
……他们已能够背诵默里的《简要英语语法》�正在认真地做
书中有关句子分析方面的语法规则练习题。第二班的学生主
要学习英语写作、数学、英汉口语句型和英汉互译。初级班的
学生主要学习中英文基础知识�他们每天都要练习英汉互译�
还要背诵带有汉语译文的简单英语句型。……所有的学生都
已被教授如何区别英语中不同类别的单词和理解每个单词在

汉语中特定的意义。” ［6］

根据上述资料可以看到�伦敦会传教士在英语教学中坚
持本族语（汉语）与所学外语（英语）经常并用�即：说出一个英
语词�马上译成相应的汉语词；说出一个英语句子�也马上译
成汉语；逐句分段读连贯的英语课文�然后再逐词逐句地翻译
过来。重视对学生进行系统的语法训练�先让学生背诵语法
规则和例句�然后讲解词法和句法�再通过翻译练习巩固语法
规则。在学生理解语法规则的基础上�指导学生阅读、翻译英
语原文�不仅在英语课堂上重视教学翻译�而且把翻译练习也
融入到西学课程的教学中去。由此可见伦敦会传教士运用的
教学法显然是19世纪在欧洲流行的语法翻译外语教学法。
传教士引进了当时西方盛行的外语教学法是毫无疑问的�英
华书院年报中明确地提到过�“按照英国方法教授初级班英
语”。

研究外语教学法的前辈陈东林先生在《现代英语教学法》
一文中指出语法翻译法一个明显的不足�“在教室中从来不用
外国语会话�同时也不用外国语作为教学的手段”。尽管此法
过多注重句子和句法的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而“忽略了口语教
学”�但西欧的语言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众所周知�西欧继拉丁语之后作为外语的英、法等现代诸种语
种在不同程度上模仿了拉丁语�从语言系谱看�它们都属于拉
丁语族或日尔曼语支�可说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彼此之间同点
甚多�在各自的发展中�又曾相互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西欧
人自古以来跨国交往交易�交互经济活动频繁�办一个护照就
可以周游列国；移民活跃�有的国家通用几种语言。所以西欧
具备良好的学习英、法等现代外语的语言环境�这就在一定程
度上弥补了语法翻译法的缺陷�但是我们都知道�历史悠久、
文化统一的中国却缺乏使用英语的语言环境。伦敦会传教士
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他们认为�“学生的英语学习尽管取得了
进步�但并不明显。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很少有人讲外语�这
种环境增加了学生掌握外语的难度” ［7］。鉴于以上原因�伦敦
会传教士并没有完全照搬此外语教学法�而是对它进行了扬
弃。“使学生完全学通英语�很好地理解英文作者的意思是第
一重要的�同时也希望他们能正确地写说英语” ［8］�为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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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口语课程�鼓励学生在课堂上运用英语交谈。不仅如此�
他们极为重视学生对习惯用语的掌握�而且要求学生背诵简
单的固定口语句型。他们意识到掌握习惯用语和固定口语句
型是使学生能否养成用规范英语表达习惯的关键。研究英语
教育的著名学者汪福祥曾在1998年对本科生和进修生作过
一次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学生英语学习中所存在的最
主要问题�不是单词量的缺乏�而是词组量和句子结构量的缺
乏�……特别是英语习语�大多数学生了解得甚少�更谈不上
准确运用了。” ［9］掌握大量的习惯用语及固定口语句型对学生
能否学好英语�特别是讲好口语�至关重要�这已成为今天人
们的共识。可是�早在170多年前�伦敦会传教士已经做到了
这一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伦敦会传教士把语法作为教授英语的基础�注重阅读、写
作和翻译练习�强调书面表达的完整和准确�以期培养学生的
读、写、译能力。同时�也重视培养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并
且．他们用英语讲授西学课程�大大增加了学生锻炼听力的机
会�这样就使学生的听、说、读、写、译能力得到全面发展。

伦敦会传教士为近代中国培养了第一批英语翻译人才�
如：袁德辉�何进善等人。袁德辉�四川人�1824～1827年在英
华书院专攻英语。和他同窗的美国人威廉·亨特在《旧中国杂
记》提到他的英文“取得惊人的进步”。毕业后曾任北京里藩
院通事�林则徐赴广州禁烟时任随同翻译�是林氏了解外情的
主要助手之一。他参与林则徐组织的一系列翻译活动�其中
最重要的是摘译1758年瑞士人滑达尔（De Vattell）所著《国际
法》一书有关交战国之间实行封锁与禁运等方面的段落�这是
我国翻译国际法的最早译文。林则徐本人并不懂外语�为了
解外部世界�他最先组织翻译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故被称为
“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毋庸置疑�林则徐在西学东译史上
占有重要地位�但他手下的重要译员之一的袁德辉为此起到
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何进善（又名何福堂）�广东人�20岁入英
华书院。英国传教士麦沾恩（George H．McNeur）在《中华最早
布道者梁发》中谈到何进善说：“他的天资甚好�学业进步很
快�他还未到毕业的时期�已经能读新旧约文�……。”1843年
英华书院迁至香港�他跟随院长理雅各一同来港�由于他精通
英语�当时英美一些商行高薪聘他�他坚持不就。1846年�何
进善帮助理雅各翻译儒家经典。1861年理雅各出版其英译本

《中国经典》第一卷�内容包括《论语 》、《大学》和《中庸》。英译
本《中国经典》的出版对西方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何进善利
用自己的语言优势为东学西渐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马六甲英华书院拉开了中国英语教学的序幕�它直接影
响了设在中国本土的第一所教会学校－马礼逊教育会学校的
英语教学。据《中国丛报》记载�马礼逊教育会学校的英语教
师兼校长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曾参观马六甲英华书
院�他对英华书院的英语教学极为赞赏�并借鉴了其教学法。
英华书院在教学内容上采取了中英文教育并举的方法�一方
面让他们学习英语和欧洲文化科学�另一方面又聘请中国的
“先生”�教授中文和中国经典�这是以后的教会学校广泛采取
的模式；开设相对完整的英语课程也被后来的教会学校采纳
或借鉴；首次把欧洲盛行的语法翻译法介绍到中国�此法支配
我国英语教学长达一个多世纪�至今还在产生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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