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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现代世界

“中国与现代世界：传教士、汉学与文学期刊，1817-1949年”是第一部收录在中

国出版或关于中国的英文期刊的大型可交叉跨库全文检索的数字化档案，共计收录

17种英文期刊，跨越130年的时间，从1817年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呈现了对现

代中国发展历程的独特观察。晚清到中国民国（1911-1949年）的这段时期内，中

国经历了创伤累累的巨变，从闭关锁国的封建王朝到走向共和、登上国际舞台。

在主要历史事件，例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起义、辛亥革命、抗日战

争和国共内战的背景之下，这些期刊呈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及西方人——主要是传教

士，关于中国的思想，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尝试理解和研究中国历史、文化、语言

和文学的努力。

这一资源也收录大量文章和照片，涉及基督教在中国创办和发展高等教育，包括一

些知名院校的建立和成长过程，例如燕京大学、南京大学、金陵女子学院、山东基

督教共合大学、东吴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浸会学院（沪江大学）和岭南学

堂等。

著名撰稿人

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知名苏格兰汉学家、苏格兰公理会

成员，驻马六甲和香港的伦敦传道会代表，牛津大学的首位中文教授

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英国外交家、汉学家及中文语

言学教授，因联合制定了著名的威妥玛拼音体系而知名

蔡元培（1868-1940）：中国教育家、革命家，1916年至1926年任北京大学

校长，为中国新民族精神的树立及社会政治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

温源宁（1900-1984）：《天下月刊》编辑，《不够知己》（Imperfect 

Understanding，1935年）一书的作者，该书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受西方教

育的知名中国知识分子的小传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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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雜誌》（The Chinese Recorder，1867-1941年）

由中国的新教传教团体创办，共发行了72年，是在中国

发行时间最长的英文刊物。该档案库中完整收录该刊及

其前身《Missionary Recorder》。这本刊物如今被认为

是最宝贵的资源之一，用以探讨西方在中国的传教活动

及其对西方与远东关系及西方对远东认知的影响。

《華西教會新聞》（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1899–1943年）由华西差会顾问部出版委员会

在四川创办并发行。该刊的宗旨是促进驻华西地区传教

士之间的交流，发表了很多关于该区域内传教活动的文

章。

《中國評論》（The China Review: 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1872–1901年）可能是第一本大型西

方汉学刊物，十九世纪很多知名的汉学家都曾为其撰

稿，包括理雅各（James Legge）、翟理斯（Herbert 

A. Giles）、艾约瑟（Joseph Edkins）、湛约翰

（John Chalmers）、花之安（Ernst Faber）、欧森南

（Edward L. Oxenham）、梅辉立（W. F. Mayers）、伟

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和巴尔福（Frederic Henry Balfour）。

《輔仁英文學志》（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1926–1934年）创立于1926年9月，共发行

了九卷。每一卷都包含论及大学发展和成就的文章，

并设有专栏探讨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它在1934年11

月停刊，为纯学术刊物《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所代替。

《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1935–1941）在中

山文化教育馆的资助下创办。编辑包括吴经熊、温源

宁、林语堂等人。这一文化和文学期刊致力于向西方介

绍和解读中国文学和艺术，并推动东西方之间的相互理

解。

《中國評論週報》（The China Critic，1928–1946）是

1928年5月31日由一批曾在美国留学的中国知识分子创

办的周刊。尽管该刊的编辑们宣称“莫谈政治”，但其

社论和文章常常讨论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抬头，辩论治外

法权的废除，并倡导租借公共设施的平等使用。该刊编

辑们还广泛参与了有关城市事务的讨论。

重点刊物

有关“中国与现代世界：传教士、汉学与文学期刊，1817-1949年”的更多相关

信息，请访问：gale.com/empire



主题

该档案库是开展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研究必不可少的数字化一次文献资源，提供独特的第一手资料，

呈现现代中国崛起过程中的文化互动与冲突，其中收录的期刊包括：

传教士期刊，以《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和《华西教会新闻》（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为代表，二者都是1949年以前在中国出版的最知名的传教士期刊。

汉学期刊，包括先锋汉学期刊《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及其续刊《新中国评论》（The New China 

Review）。许多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早期的知名汉学家，例如理雅格（James Legge）和翟理斯（Herbert 

Giles），都曾为这些期刊撰稿。

学术和文学期刊，例如《辅仁英文学志》（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燕京社会学

界》（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等。这些文学期刊由在西方接受教育的中国学者和作家创办。

支持的学科领域：
该档案库有助于多个学科领域的教学与研究，

包括：

• 亚洲研究

• 中国史

• 传教与宗教研究

• 政治学

• 新闻史

• 文化研究

• 教育史

顾问委员会：
黄克武 博士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长、特聘

研究员

科大卫 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教授

金以林 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



GALE 原始档案项目

了解更多有关Gale原始档案项目的信息，请访问：gale.com/primary-sources

术语检索频率（TERM FREQUENCY）
术语检索频率工具帮助研究者追溯中心主题及思想。研究者现在可以看到他们

的检索词在选定内容集中出现的频率，从而评价个人、事件和思想如何随时间

互动与发展。

话题查找器（TOPIC FINDER）
话题查找器辅助学生全面拓展他们的研究议题。通过识别并组织常

常同时出现的主题，这个工具揭示出检索词之间隐藏的关系，帮助

用户打造他们的研究项目，并整合不同类型的相关内容。

文本和数据挖掘

Gale将提供档案库的相关数据和元数据，以供数据挖掘和文本分析，并通过

Gale数字学术实验室（Gale Digital Scholar Lab）支持数字人文这一蓬勃发展的

新兴学术研究领域。

其他工具与特色

• 基本和高级检索选项，以及能够在单个文档中进行二次检索

• 固定不变的URL，可用于课程课件或分享

• 主题标引让内容更容易被发现，并揭示重要数据元素

• 用户账户便于用户保存检索历史、重点标注和笔记

• 图像浏览器可放大、旋转和反转图像，还可在全屏模式下查看页面

• 可下载OCR实现了在新的层面上访问和分析检索结果

• 无限制下载

• 生成三种不同格式的引文，并可批量导入到文献管理工具中

• “允许变体”选项帮助用户扩大检索结果范围，找到近似匹配的检索结果，配合历史文献中有时会存在

的拼写变化或近似拼写。

• COUNTER 兼容的使用量统计

• 提供MARC记录

“中国与现代世界：传教士、汉学与文学期刊，1817-1949年”是Gale原始档案项目现有众多原始文献档

案库中的一个。 Gale原始档案项目提供了一个独创的研究环境，迄今为止已经整合了50多个大型文献档案

库，让研究者能够在近2.5亿页历史文献资料中检索一次即可发现所有相关结果。极其丰富的全文原始文献

内容、权威的元数据和直观的主题索引相结合，而创新的检索流程和分析工具则令其更为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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