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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三点 :“撇去三端 ,教士犯法即令回国 ;中官若不保护教民立时革职 ;设中西合办教案公署。”

认为李氏在信中注重三点 :一实禁谤教之书 ;一实准官民入教 ;一实讲信修睦 ①。在这封信中 ,翁同

和首次提出成立中西合办教案公署 ,这在所有晚清官方档案资料中不曾见过 ,由此可见 ,翁同和对

教案问题的重视。这个设想虽然很有意义 ,可是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 ,列强各国正在中国划分

势力范围 ,掀起图谋瓜分中国的狂潮 ,外国传教士也正疯狂地加入这一侵略行动 ,中国正处在大规

模反帝反洋教斗争风暴的前夜 ,单靠成立一个中西合办教案公署是根本不能解决教案问题的。戊

戌变法前夕 ,李提摩太一度加入强学会 ,结交康、梁维新派 ,聘梁启超担任他的中文秘书。由于翁同

和的推荐和维新派的信任 ,李氏正式被聘为光绪帝的“变法顾问”。然而 ,就在他踌躇满志、准备走

马上任的第二天 ,西太后突然发动政变 ,一手扑灭了新政 ,李氏帮助中国改革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翁同和在晚清从政数十年 ,在办理教案中 ,面对外国侵略者利用教案扩大对华侵略 ,他公开抗

争 ,力挽国权 ;当他看到外国传教士所带来的西学对中国有益 ,不但能正确对待 ,而且加以汲取 ,并

用于拯救国家民族危亡和维新变法事业。他的这种对待西方传教士和西学的客观辩证的态度 ,基

本反映和代表了近代中国官僚士大夫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的正确的宗教观和西学观 ,代表了清

朝统治最高层中部分官僚正视西学、顺时应变、严明求实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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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g Tonghe with Hist in Modern Times and His Relationship

with Missionaries in China
J I Zhen2qi ,XIE Jun2mei

(History Department of Huadong Normal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Weng Tonghe opposed the foreign invasion to China in name of doing missionary work and proposed to set up a Sino

- Foreign Office and solve the hists through negotiations. He held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the western learning brought by mis2
sionaries and approved of China’s introducing institutional reforms. All of these proved that some officials of highest rank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ere sensible and realistic in facing up the western learning and changing with times , which directly influenced

Wuxu Reform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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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翁同和未刊资料 :《正月初七李提摩太信》,翁万戈先生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