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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三畏（S. Wells Williams）是最早來華的美國傳教士之一，然而，他卻於 1857 年正式

加入美國駐華使團，擔任譯員及中文祕書之職，在早期中美外交中扮演重要角色。本文聚焦

衛三畏初入使團時期，藉助一手檔案史料，探究衛三畏在加入使團前後產生了怎樣的身分認

同危機，其身分認同又怎樣影響他在外交翻譯活動中的立場、抉擇與處境。透過研究衛三畏

的個案，一方面，可以看到早期中美外交中宗教訴求和國家政治之間的共謀與衝突，如何透

過譯者這個媒介展現出來；另一方面也能夠呈現傳教士譯者在當時獨特的歷史環境下複雜的

身分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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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a Missionary Became a Diplomatic Translator: 
S. Wells Williams’ Evangelism-Politics Dilemma

Siyang Shuai

S. Wells Williams, one of the first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China, joined the U.S. 
Legation in 1857 as Interpreter and Chinese Secretary, playing important roles in early Sino-U.S. 
diplomacy. This paper focuses on Williams’ transformation from a missionary to a diplomatic 
translator, and tries to analyze how his double identity (i.e., missionary and diplomatic official) 
influenced his choices and his situation with regard to the translation activities and diplomatic 
events that shaped early Sino-U.S. relations. By examining Williams’ case with the help of first-
hand archival sources, this paper aims to shed light on the clashes and compromises between 
religious ideas and political interests in early Sino-U.S. relations. It further foregrounds the complex 
identities and roles of missionary translators in the uniqu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mid-
19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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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引言

自 19 世紀 40 年代以來，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商業和外交活動日益頻繁。

然而，在整個 19世紀，美國政府都忽視中文翻譯人才的培養（Roland, 1999, p. 

150）。因此，美國駐華使團只能長期依靠在華的美國傳教士充任譯員，而衛

三畏（S. Wells Williams）便是其中一位重要的譯者。

衛三畏於 1833 年受美國公理會差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ABCFM；另有全稱為「美國公理宗海外傳道部」，以下

將簡稱為「差會」）派遣，來華傳教；又於 1857 年向差會請辭（S. W. Williams, 

1854-1861, Williams to Canton Mission, January 8, 1857），正式加入美國駐華使

團，擔任「譯員及中文祕書」之職，達 20 年之久（F. W. Williams, 1889, p. 

411; S. W. Williams, 1854-1861, Williams to Brother Frederick, January 27, 

1857）。在中美關係發展極為重要的這 20 年內，他憑藉其譯員身分以及翻譯

活動參與諸多重要外交事件，在早期中美外交中扮演重要角色，成為傳教士

譯者介入中美國家政治的典型人物。衛三畏旅居中國 43 年，在宗教、出版和

漢學領域都頗有建樹，前人研究對這三方面十分關注，1 但對於衛三畏作為外

交譯者的職業生涯，以及在此期間的身分認同和個人處境等問題卻大多一筆

帶過，缺乏細緻的研究。2

事實上，衛三畏作為一名傳教士出身的外交譯者，其身分和處境都極為

特殊。他離開差會，加入使團，實為無奈之舉，而他對傳教士身分的留戀更

使他搖擺於宗教和政治之間。他將基督教的理念帶入中美外交，採取相對溫

和的對華態度，希望為中國帶來「教化和救贖」，避免暴力衝突（S. W. 

1 代表性研究參看 Haddad（2008, pp. 156-188）、Tao（2008）、黃濤（2018）、顧鈞（2009）、孔陳
焱（2010）、張雅媚（2012）。

2 不少有關衛三畏和中美外交的研究都簡要提及他曾在早期中美外交中發揮作用，但卻沒有加以詳述，

參看李定一（1999，頁 156）、顧鈞（2009，頁 28）、孔陳焱（2010，頁 82）、Haddad（2013, p. 
166）、Xu（2014, p. 109）。極少數研究嘗試考察衛三畏具體的外交活動，但都僅限於個別案例的考
證，也沒有分析衛三畏作為外交譯者身分的特殊性，如 Ring（1972）、陶德民（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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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s, 1858-1859, May 12, 1858）。這使他在從事外交翻譯、處理外交事務

時飽受內心掙扎，同時又背負來自美國政府和傳教士群體的雙重壓力，陷入

兩難的境地。透過研究衛三畏的個案，我們一方面可以看到早期中美外交中，

宗教訴求和國家政治之間的矛盾和妥協，如何透過譯者這一媒介展現出來；

另一方面，也能夠呈現在當時歷史語境下，傳教士譯者複雜的身分和位置。

因此，本文聚焦於衛三畏初入使團的時期，藉由大量一手史料，探究衛

三畏在加入使團前後產生了怎樣的身分認同危機，而其身分認同又如何影響

他在外交翻譯活動中的立場、抉擇和處境。文章首先梳理衛三畏離開差會、

加入使團的經過，及其「雙重身分」和外交理念形成的過程；然後，分析衛

三畏從事外交翻譯活動時的心態變化和外部處境，來呈現他面對清廷時的內

心掙扎，以及面對美國政府和傳教士群體時的困境；進而探討傳教士譯者介

入外交，這一現象背後宗教與政治的共謀與衝突。

貳、成為外交譯者：衛三畏的「雙重身分」

首先，衛三畏是怎麼從一名傳教士轉變成為外交譯者的呢？衛三畏在

1833 年抵達中國時，各方面的情況都不是很理想，不但傳教工作受到種種限

制，生活上也頗為艱難（S. W. Williams, 1874）。鴉片戰爭後，雖然清廷對傳

教的禁令有所鬆動，但是，衛三畏在廣州的工作和生活依然困難重重。他頻

頻致信差會，申明廣州傳教站人手嚴重不足，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

伯駕（Peter Parker）等相繼離開傳教站，令他獨木難支（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ABCFM], 1982-1985, Williams to Anderson, 

May 22, 1850, July 22, 1850）；同時，傳教站還面臨時局緊張、租房困難以及

資金缺乏等各種問題，導致傳教工作難以推進（ABCFM, 1982-1985, Williams 

to Anderson, March 26, 1849, July 23, 1849, September 27, 1849）。然而，差會

方面對於衛三畏提出的加派人手等請求，卻很少予以積極回應；相反，差會

對於衛三畏主理的印刷所頗為不滿，認為該所長期發行《中國叢報》（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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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Repository）承印商業內容等行為於傳教無益，還質疑印刷所浪費了

傳教經費（ABCFM, 1982-1985, Anderson to Canton Mission, December 31, 

1849）。經過雙方爭論，衛三畏於 1851 年停辦《中國叢報》，並為母會的不

信任感到沮喪（ABCFM, 1982-1985, Williams to Anderson, November 1, 1850）。3

他與差會的關係也逐漸冷淡，差會祕書安德森（Rufus Anderson）甚至曾暗示

他改行專職印刷為生（ABCFM, 1982-1985, Williams to Prudential Committee, 

May 8, 1855）。

與此同時，美國政府開始對中國展開積極主動的外交策略，衛三畏作為

少數熟練掌握中文的美國人，被捲入其中。早在 1844 年，衛三畏就曾為顧盛

使團（Cushing Mission）做過少量文書工作；1853 年，他隨美國海軍將領佩

里（Mathew C. Perry）出使日本，以翻譯的身分協助其進行條約談判，給後

者留下了極好的印象。4 因此，1855 年美國駐華使團譯員及中文祕書一職出

現空缺時，衛三畏便意外地收到了美國國務院的任命（S. W. Williams, 1854-

1861, The State Department to Williams, June 28, 1855）。

值得注意的是，衛三畏雖然曾為美國在日本的外交活動提供過短暫的協

助，但卻從未想過要正式加入使團，為政府服務。因此，在面對成為職業外

交譯者的機會時，他猶豫了。他在給母親的信中寫道：

這一職位並非我所求。而且，我也不認為這是一名傳教士該做的工

作。很明顯，我無法同時為傳教事業和美國政府服務，畢竟「一僕難

事二主」。（S. W. Williams, 1854-1861, Williams to Mother, January 12, 

1856, para. 2）

由此可見，衛三畏認為自己首先是一名傳教士。相較於中美外交而言，他更

在意的是在華傳教事業。他多次跟母親和兄弟坦誠自己「不情願擔任公職」

3 蘇精（2006，第一章）對廣州傳教士與差會圍繞印刷所和《中國叢報》的分歧與爭論做了十分詳盡
的研究，可參看。

4 有關衛三畏與佩里使團的紀錄，見 S. W. Williams（1853-1854），相關研究又見陶德民（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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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W. Williams, 1854-1861, Williams to Mother, July 8, 1856, para. 6），因為這

樣「會招來外人對整個傳教事業的非議」（S. W. Williams, 1854-1861, Williams 

to Brother Frederick, July 22, 1856, para. 3）。

除了考慮傳教方面的影響，衛三畏還向國務卿表明自己不願意接受任命

的「另一個擔憂是職位的薪水太低」（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1946b, 

Williams to Marcy, November 1, 1855, para. 4）。衛三畏當時的生活確實極為

拮据，他在給安德森的信中多次提到他收入「不足以維持一家人生活」

（ABCFM, 1982-1985, Williams to Anderson, May 22, 1850, para. 7）。然而，

事後他卻又在日記中表示，自己「提及薪水問題，只是為了拒絕任命找藉口

而已」（S. W. Williams, 1858-1859, December 13, 1858, para. 5）。這一點，在

他與兄弟的通信中可以得到印證。他在信中寫道雖然自己收入微薄，但並不

願為此放棄熟悉的傳教生活（S. W. Williams, 1854-1861, Williams to Brother 

Frederick, October 12, 1855）。由此不難看出，此時的衛三畏對於傳教事業的

興趣是遠大於介入外交事務的。

給國務卿回信的同時，衛三畏也去信請示差會，並表示自己願意「餘生

都為傳教事業服務」（ABCFM, 1982-1985, Williams to Prudential Committee, 

May 8, 1855, para. 3）。然而，差會對於衛三畏去留問題的態度卻非常冷漠，

因為先前印刷所相關的爭議，雙方關係已經疏遠，對於衛三畏的請示，安德

森遲遲沒有答覆。等待期間，衛三畏又寫了兩封信，迫切地表明自己希望能

夠繼續留在差會中；他表示，雖然自己不是牧師，但是平信徒對傳教也能發

揮作用（ABCFM, 1982-1985, Williams to Anderson, November 13, 1855, Williams 

to Gordon, January 12, 1856）。然而，直到 1856 年 6 月，衛三畏才收到差會

的決議，以他尚未擔任神職為由，同意他脫離差會（ABCFM, 1982-1985, 

Anderson to Williams, March 26, 1856）。同年 12 月，廣州商館大火燒毀印刷

所，使他失去了最後的經濟來源，這才最終迫使衛三畏在 1857 年 1 月向差會

提交辭呈，並正式接受了使團譯員及中文祕書的職務。

24　編譯論叢　第十四卷　第一期



至此，可以說衛三畏離開差會，加入使團的職業轉變並非出自其本願，

而是迫不得已的無奈之舉。衛三畏的好友，美國傳教士咩士（William A. 

Macy）在給差會祕書的信中抗議，指出「若不是差會態度如此冷漠，衛三畏

先生的選擇會很不一樣」（ABCFM, 1982-1985, Macy to Anderson, January 10, 

1857, para. 7）。而對於衛三畏本人而言，他無疑對差會以及傳教士的身分極

為留戀，這從他的辭呈中可見一斑。他寫道：

我現在提出辭職。但我並不認為這代表我永遠離開了傳教事業⋯⋯我

希望你們將我的辭職看作暫時離開，今後很可能再回來⋯⋯我希望你

們繼續將我當作同工，讓我有機會為傳教工作提供幫助。（ABCFM, 

1982-1985, Williams to Canton Mission, January 8, 1857, para. 1）

然而，衛三畏沒有再回到差會，他作為外交譯員的生涯就此展開。但從衛三

畏加入使團後的表現來看，他並沒有放下自己對傳教士身分的強烈認同。

首先，已經成為使團譯員的衛三畏仍與差會成員保持著密切的書信往來。

在給安德森的一封信中，衛三畏寫道：

不管名義上我是否從屬於差會，我都將永遠忠於向中國人傳播福音的事

業，並以此為樂。因為，我對中國人認識越深，便越體會到他們對福音

的迫切需要。（ABCFM, 1982-1985, Williams to Anderson, September 8, 

1857, para. 1）

以上引文中，不但能看出衛三畏的宗教熱忱和對差會的留戀，更能看出，他

此時雖然已經身為使團譯員，卻仍將傳教視為自己的使命。事實上，他開始

改變過去「一僕難事二主」的想法。他在另一封給安德森的信中寫道：「傳

教事業有許多分支，並不限於差會劃定的範疇」（ABCFM, 1982-1985, 

Williams to Anderson, January 28, 1857, para. 5）。可知，衛三畏開始將自己的

新工作也看作傳教事業的分支之一：既然傳播福音才是最高目標，那麼外交

事務不但可以為它服務，也可以從中得益（S. W. Williams, 1854-1861, Williams 

to Brother Frederick, March 10, 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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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團的日常工作中，衛三畏也時刻將傳教放在心上。他加入使團後，

第一件事便是接管使團檔案，為列衛廉使團（Reed Mission）來華談判著手準

備。而在準備階段，衛三畏便打定主意，希望透過這次交涉為各大差會爭取

更多傳教機會。他在給好友的信中寫道：

如果在接下來的 6個月中，能讓中國打開接受福音的大門，那麼，我

們對傳教士的需求將大大增長，甚至可能超過各大教會能支援的人手。

（S. W. Williams, 1854-1861, Williams to Wood, April 10, 1858, para. 4）

衛三畏寫這封信的時候，使團都還沒有正式開展交涉活動，他對傳教的迫切

心情可見一斑。而在《中美天津條約》（China-U.S. Treaty of Tientsin）5 的談

判過程中，衛三畏一力擬定和翻譯寬容傳教條款的行動，也印證了他對傳教

事業的關切和認同。天津談判塵埃落定後，衛三畏再次寫信給差會人士，提

出「希望明年新條約生效之時，美國的差會能迅速進入這些地域〔新口岸〕」

（S. W. Williams, 1854-1861, Williams to Syle, September 30, 1858, para. 3）。

由此可見，衛三畏雖然已經身為使團譯員，同時卻仍以傳教為己任，時刻希

望為傳教服務，這體現了他對傳教士身分的認同和留戀。因為這份認同，他

甚至還熱切地希望自己的孩子日後也能投身在華傳教事業（S. W. Williams, 

1858-1859, May 26, 1858）。

此外，衛三畏作為使團內少有的「中國專家」，在翻譯工作之餘，還要

定期向國務卿卡斯（Louis Cass）寫信報告中國的時局，並提供自己的見解

（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1946b, Williams to Cass, September 9, 1857, 

September 22, 1857, November 13, 1857）。在這些分析時政問題的信中，衛三

畏往往也沿用傳教士的思維，將傳教當做解決問題的關鍵。比如，在一封分

析太平天國發展形勢的信中，他指出：

5 《中美天津條約》英文本正式全稱為 Treaty of Peace, Amity, and Commer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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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叛亂活動對中國毫無益處，無法讓中國人認識到自己的權利和自

由；這樣的進步⋯⋯只有在中國各個階層都能接受基督教信仰和道德

時才能實現。（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1946b, Williams to Cass, 

September 9, 1857, para. 8）

在當時的美國外交公文裡，一般較少見到對宗教信仰的直白討論。衛三畏信

中所寫，一方面固然體現了他自身強烈的宗教信念；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他

將基督教傳播與政治外交連繫在一起的理念。這一點，下文還有詳細討論。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衛三畏的這種思考方式，也從側面反映出他傳教士的身

分，使他有別於一般的外交譯員。

以上分析中不難看出，衛三畏從傳教士轉型成為外交譯員並非出於他自

身的意願，而是他與差會的矛盾和諸多偶然因素影響下的無奈之舉。加入使

團後的衛三畏雖然沒有了傳教士的頭銜，但仍認為自己是傳教事業的一分子，

他正是帶著這樣的身分認同開始了自己的外交譯者生涯，這令他不同於一般

的專業外交譯員。衛三畏對傳教士身分的留戀和認同，使他在某種程度上擁

有了「雙重身分」，而在日後涉足中美外交時，這一特殊身分使他的對華立

場、外交翻譯活動和處境變得與眾不同。

參、「教化」中國：衛三畏對華交涉中的翻譯與內心掙扎

那麼，衛三畏怎麼看待中美外交？這是一個值得考察的問題。首先，衛

三畏是使團中少有的既懂得中文，又了解中國事務的成員，他的觀點常常成

為美國公使和國務院作決策的參考。其次，衛三畏承擔了使團與清廷之間大

部分外交文書的翻譯工作，並代表公使參與談判過程，因此，他的譯文和立

場很大程度能夠影響中美交涉的走向。而作為一名傳教士出身的外交譯員，

衛三畏對外交有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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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衛三畏看來，中國是亟待「教化和拯救」的對象，這是他 20 多年傳教

士生涯得出的總結。和大多數在第二次宗教大覺醒運動（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6 中來到中國的美國傳教士一樣，衛三畏是帶著「基督教至上」

的信念來到中國的。然而，常年在華生活和從事中國研究後，他開始對中國

產生些許的同情和認可，他認為中國與一般的「異教國家」不同，有著較高

的文明水平；中國在道德和律法方面都有不少可取之處，但同時也存在許多

缺陷，這些缺陷使中國成為一個「半開化」（half-enlightened）的國度，落後

於西方諸國，也造成了中西交往中的各種問題。作為傳教士，衛三畏將這些

缺陷的根本原因歸結為基督教信仰的缺失。7

衛三畏的傳教士心態直接影響了他對中美外交的看法。他認為，中美外

交成功的關鍵在於以基督教教化中國人。在寫給國務卿卡斯的信中，衛三畏

談到條約執行困難的問題，認為中國人缺乏誠信，不尊重條款（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1946b, Williams to Cass, September 22, 1857），而在其他地

方，他不止一次提到中國的天朝思想。8 他認為這些「落後」的因素，都是中

美外交的阻礙，而要真正清除這些障礙，根本上還要靠基督教的教化（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1946b, Williams to Cass, September 9, 1857），只有中國

真正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和道德準則，才能從根本上保證美國在華利益得到

尊重和保護，並擴大美國在中國的影響力。而兩國交涉、訂立條約，只是為

了達到此目的的第一步。

在衛三畏的眼中，美國應該是中國的教化者和拯救者。他在日記中寫到

自己對中美交涉的看法：

6 第二次大覺醒指 18世紀末、19世紀初在美洲大陸興起的基督教復興運動。當時「千禧年主義」
（Millennialism）盛行，並引發一輪海內外傳教的熱潮。衛三畏等傳教士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被派遣來
華。相關討論參看 Rubinstein（1996, pp. 201-206）。

7 衛三畏對中國文明地位的論斷見 S. F. Williams（1848, pp. xv-xvii）；有關衛三畏中國觀轉變和形成的
討論，參看 Haddad（2008, pp. 156-188）。 

8 衛三畏的書信和日誌中提到這一點的地方很多，例如 S. W. Williams（1854-1861, Williams to Brother 
Frederick, March 19, 1858, para. 3）、S. W. Williams（1858-1859, April 25, 1858, para. 3, April 26, 1858, 
para. 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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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為什麼跟他們〔中國人〕糾纏？不如去殺他們，直到他們服

從你的意願。而我會說：試著耐心地教導他們，懷著善意和希望。（S. 

W. Williams, 1858-1859, May 12, 1858, para. 6）

由此可見，衛三畏認為中美外交不應訴諸武力，而是以美國對中國的「教化」

為主。如前文所述，衛三畏將中美外交中的種種問題，歸結於中國缺少了基

督教信仰。那麼，在他看來，最理想的「教導」便莫過於藉助外交手段，讓

中國慢慢了解並接受西方國家和基督教，從而化解雙方交往中的矛盾，他甚

至覺得這種「教化式」的外交在本質上也是有利於中國的，正如他在日記中

所寫：「未來將證明，我們比中國人更了解中國的利益所在」（S. W. 

Williams, 1858-1859, November 7, 1858, para. 7）。今天來看，衛三畏這一想

法無疑有其侷限性，然而從當時的歷史語境中看，他對中美外交的看法同其

他在華西方人士和使團人員相比，卻又是相對溫和的。首先，相比於英、法

兩國在中國劍拔弩張的姿態，衛三畏強調美國「要讓中國人確信，我們是帶

著公義和榮譽而來，始終遵守福音的準則」（S. W. Williams, 1854-1861, 

Williams to Brother Frederick, June 4, 1858, para. 2）。對於部分好戰的美國外

交官和商人，衛三畏也多有批評；他在寫給兄弟的信中直言指責前任美國公

使伯駕聯合英法在中國搶占領土的政策，還指出奪取治外法權的條款有損美

國正義的立場（S. W. Williams, 1854-1861, Williams to Brother Frederick, 

August 20, 1858）。他也批評商人群體為了私利在中國做出不道德的行為，

愧為基督徒；他在日記中寫道，自己有時都傾向於同意清廷限制這些外國人

在中國內地的活動範圍（S. W. Williams, 1858-1859, May 20, 1858）。這都反

映了衛三畏相對溫和的對華立場。

在衛三畏的設想中，對中國的「教化」也應該以溫和的方式來推行。他

在給兄弟的信中，將對華交涉比作醫生治病，表示「這很需要技巧，以免殺

死你想要救活的人」（S. W. Williams, 1854-1861, Williams to Brother Frederick, 

May 1, 1858, para. 1）。他在日記中，則更加直接地點出了他所說的「技巧」

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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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變中國自詡無上之國的傲慢，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雖然我

們希望以教導帶來改變，但最好避免完全摧毀中國的政治體制。（S. W. 

Williams, 1858-1859, April 25, 1858, para. 3）

由此可見，衛三畏所設想的「教化式」外交，在實際操作中並非要與中國政

治文化、規範針鋒相對，而是有所妥協。他清楚知道將會面臨清廷堅守正統

的阻力，因此希望透過緩和的過程帶來循序漸進的改變。衛三畏在另一篇公

開發表的文章中，再次談到這一設想。文中他解釋道，各國強加給中國的條

約，對於清廷來說已經是很大的屈辱，如果再過於逼迫，勢必引起反彈，而

適當的妥協，則可以消弭清廷各階層對西方的恐懼，使他們不再抵制改變，

甚至願意與美國合作，這對雙方來說都是有利的（S. W. Williams, 1859, p. 

342）。

帶著這種外交理念，衛三畏在對華交涉和翻譯活動中，也奉行溫和的策

略。他要求與中國平等來往的同時，也在交涉中對中國的政治規範有所忍讓

和妥協，這一點可以從他在列衛廉使團的翻譯活動中體現出來。

衛三畏於1858年4月隨新任美國公使列衛廉（William B. Reed），聯合英、

法、俄 3 國一同北上與清廷交涉，這是他正式加入使團後第一次以使團譯員

的身分參與中美外交。列衛廉使團北上的主要目的是向清廷要求公使駐京、

內河航行等權利。經過兩個月的談判，最後雙方訂立了《中美天津條約》。

有關此次事件，前人多有記述（茅海建，2011，頁 181 － 193；Tong, 1964, 

pp. 201-234），但較少分析衛三畏的立場和作為。事實上，衛三畏是中美此

次交涉中的重要媒介。列衛廉來華之初，他便為其提供建議和協助，尤其是

在列衛廉與兩廣總督葉名琛之間的短暫交涉中，9 衛三畏為他總結了有關此前

條約執行的情報，為其制定修約對策提供參考（S. W. Williams, 1854-1861, 

Reed to Williams, December 4, 1857, Williams to Reed, December 9, 1857）。使

團北上後，衛三畏又負責使團與清廷來往文書的翻譯，並在助理譯員丁韙良

9 由於葉名琛奉行「堅拒面晤」的政策，拒絕與列衛廉見面談判。因此，這次交涉在雙方照會往來三

趟後便戛然而止。參看茅海建（2011，頁 165－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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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A. P. Martin）的協助下，代表列衛廉與清廷代表進行直接談判。10

而從衛三畏對於中美往來文書的翻譯處理上，便可以看出他對清廷政治規範

的忍讓。

在 19 世紀中葉，中西之間關於外交禮儀的爭論正酣。清廷與西方國家的

來往文書中，往往以天朝自居，而西方國家則希望能夠實現對等的公文往來，

這一問題也出現在中美之間的照會中。衛三畏在 1858 年 4 月 28 日接到直隸

總督譚廷襄的照會，發現照會裡清廷欽差的名號比美國使臣的名號寫得高出

一格。對此，衛三畏並沒有大加譴責，而是指出可能是清廷抄寫人員的無心

之失（S. W. Williams, 1858-1859, April 28, 1858），從而給了譚廷襄一個臺階，

後者則在一天後重新發了一份照會，改正了這個「失誤」（S. W. Williams, 

1858-1859, April 30, 1858）。

在美方照會的翻譯中，衛三畏也盡可能採用適合清廷既有規範的模式。

如 1858 年 5 月 18 日，列衛廉回覆譚廷襄傳達咸豐帝（1850 － 1861 在位）

有關接收美國國書的上諭的照會，列衛廉致譚廷襄照會原文如下：

The undersigned...minister plenipotentia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ow has the honor to transmit the same to be sent to the Emperor. 

He sends it to their excellences by one of the highest officers of his nation, 

who has directed to place it in the hands of his excellency Tan.（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1946b, Reed to Tan, May 18, 1858, para. 1）

衛三畏譯文：

貴大臣四月初一來文，⋯⋯復於初四日恭錄上諭一道，照知均已領閱。

茲特派員賁送，所派之員乃本國大憲。定當遵命，親交貴大臣祗領恭

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 26－ 27）

譯文中，衛三畏在書寫格式上保持了中美雙方對等的地位，但在涉及咸豐帝

上諭的段落，他卻一律使用敬語，尤其在寫到提交國書的安排時，還用到「遵

10 由於衛三畏此時官話口語尚不熟練，因此參與談判時需要丁韙良從旁協助口譯。衛三畏則主要負責

書面文本的翻譯和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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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恭進」這樣的詞彙。然而，這些詞彙在列衛廉所寫的英文原文中並

不存在，顯然是衛三畏在翻譯的過程中有意添加上去的。從衛三畏所編的《英

華分韻撮要》（A 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Canton 

Dialect）中查證可知，衛三畏很清楚「領」、「恭」以及「遵」這些字都有

著表示尊敬、順從的內涵（S. W. Williams, 1856, pp. 196, 242, 601）。在當時

的外交環境下，各國正為了外交文書中的禮儀問題與清廷激烈爭論，這種敬

語在其他西方國家的照會中是極少見到的，而衛三畏在照會譯文中使用這些

字詞，也體現了他對清廷政治禮儀的忍讓和妥協。

此外，在美國使團內部，衛三畏也試圖透過向公使列衛廉進言，來實現

自己溫和的外交理念。如在清廷代表的「全權」問題上，他便利用自己譯員

的身分影響了美國公使的決斷。美國使團抵達天津白河口後，便立刻給大學

士裕誠發出照會，要求清廷派出「便宜行事大臣」，來與美國「訂議一切」（廣

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 11－ 12）。而當譚廷襄受命前來與 4國交涉時，

英、法等國卻以譚廷襄沒有實際意義上的「全權」為由，拒絕與之交涉。衛

三畏向列衛廉面陳己見，指出在中國的體制下，譚廷襄獲得的權力已經達到

清廷能給他的最大限度，一味堅持「全權」的要求反而會弱化美方訴求的正

當性（S. W. Williams, 1858-1859, May 14, 1858）。列衛廉接受了他的建議，

願意與譚會面。這一事件也體現了衛三畏在對華交涉時，極力避免雙方政治

規範差異帶來的衝突。

如上分析中可以看出，衛三畏在列衛廉使團與清廷的初步交涉中踐行了

他的外交理念，甚至可以說，他藉助譯者兼顧問的身分和翻譯中的文字處理，

試圖緩和中美初步交涉中的矛盾，向清廷傳達溫和的信號。除了書面交涉，

衛三畏在談判中也試圖讓清廷官員了解基督教，以達到他「教化中國」的

目的。11

11 衛三畏在日記中寫到，他曾在與中國官員談及鴉片問題時，論及十誡的內容；另一處又記載他與丁

韙良送給一位趙姓官員印有基督教內容的年曆和傳教小冊。見 S. W. Williams（1858-1859, May 12, 
1858, May 15, 1858）。丁韙良的回憶錄中也有相同的紀錄可以印證（Martin, 1896, p.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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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對於衛三畏的交涉與翻譯策略，清廷有什麼反應呢？可以說，清

廷確實收到了衛三畏和使團發出的溫和信號，譚廷襄在給咸豐帝的報告中便

多次指出美國與其他 3 國的態度差異。1858 年 5 月 4 日，與美方初步交涉後，

他上奏稱英、法「悖理」，而美國「情辭尚屬恭順」（中國史學會，1978，

頁 268）；同月 12 日又報告稱「米夷所請各款……語尚近理」（中國史學會，

1978，頁 300）；13 日的奏折仍說：「其人〔美國〕較俄夷忠厚，言頗近理

而多疑多執」（中國史學會，1978，頁 301）。可見譚廷襄對美國使團印象

相當不錯。雙方有關國書交接等問題的初步交涉較為順利，清廷很快於 17 日

接收美國的國書。事實上，清廷之所以對美國使團採取相對寬大的態度，正

是因為意識到美國與英、法態度不同，希望藉此籠絡美國，使其與俄國一道

在中國與英、法之間居中調停。這一對策成為清廷上下應對天津談判的共識，

在清廷君臣之間的報告和命令中頻繁出現（文慶等，2008，頁 6、16、

21）。5月20日，清廷大臣錢炘和也當面向衛三畏提出請美國「代為說合」（中

國史學會，1978，頁 322）。

然而，接下來的談判卻沒有那麼順利。清廷一再拒絕美方的訴求，尤其

是公使駐京一條，因為清廷認為這觸及「天朝」體制的根本。「天朝」體制

是近代外交史上極為重要和複雜的議題，限於篇幅，這裡無法展開討論。簡

單來說，在「天朝」體制下，所有的外國都被看作未臻開化的蠻夷，這些國

家與中國的往來，都應遵守朝貢制度的嚴格限制，雖然這一體制在鴉片戰爭

之後屢受挑戰，但清廷仍將其視為不可動搖的根本。12 因此，在清廷君臣看

來，美國自然也不能例外。咸豐帝讀罷美國國書，便認為美國「實屬夜郎自

大」（中國史學會，1978，頁 325）。此外，對於清廷來說，如果答允美國

的要求，還可能帶來外交禮儀方面的麻煩。13 因此，就在錢炘和與衛三畏見

12 中外學者對此已有許多討論，參看 Fairbank（1968）、李雲泉（2004）、王開璽（2009）等。
13 這是因為一旦外使進入北京，就要面臨是否覲見，與覲見以何種禮儀進行的棘手問題。衛三畏在此

前的談判中也已經意識到這一點，他在日記裡分析道：「他們擔心會產生這樣的結果：⋯⋯如果外

國使臣可以自由進入北京，卻又不願意向皇帝扣頭，這將削弱皇朝的權威」（S. W. Williams, 1858-
1859, May 12, 1858, para.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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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同一天，咸豐帝發出上諭，明令譚廷襄轉告美使「凡外國人許其進京者，

皆系朝貢陪臣」，美方所求「礙難允准」（文慶等，2008，頁 10）。此後的

相關談判中，譚廷襄等也據此反駁美方（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8，

頁 972 － 973）。

清廷的反應讓衛三畏的心態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經過幾輪毫無結果的談

判，他的內心五味雜陳，雖然他一直希望能夠以不流血的方式取得進展，但

接連的碰壁讓他感到絕望，甚至想到訴諸武力（S. W. Williams, 1858-1859, 

May 4, 1858）。然而，當被告知英、法即將攻打大沽口時，他又感到「深深

的悲傷和氣餒」（S. W. Williams, 1858-1859, May 19, 1858, para. 3）。他在日

記中寫道： 

有時候，我想如果美國人加入英法聯軍的軍事行動，會讓我們更被中

國人尊重。但理智又告訴我，他們發動戰爭的理由並不充分⋯⋯這場

戰役是不正義的、無效的。（S. W. Williams, 1858-1859, June 13, 1858, 

para. 2）

從上引文字中，可以讀出一種矛盾的心態。一方面，衛三畏覺得使用武力脅

迫中國才能達成談判目標；另一方面，他又認為像英法聯軍那樣發動戰爭並

不是正義之舉。在隨後兩個月的談判中，衛三畏一直在教化與武力之間搖擺。

他在日記和書信中頻頻比較教化和武力之間的優劣：「教化式」的外交見效

慢，而透過武力威脅得來的條款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被中國人真心認可，並認

真執行呢？（S. W. Williams, 1854-1861, Williams to Brigham, December 29, 

1858, 1858-1859, June 19, 1858）這個問題對他來說，成了一個兩難的選擇，

讓他感到困擾。

衛三畏的內心掙扎，可以歸結為他「教化式」的外交理念與清廷自命天

朝的政治文化之間的衝突。如前所述，衛三畏從傳教士的思維出發，把對華

外交看作是「教化」中國的過程，但面對清廷堅守天朝法統的努力，他又產

生了複雜矛盾的看法，而身為譯者，需要在一線與清廷官員頻繁交涉，更是

加重了他內心的矛盾。衛三畏一方面批評清廷官員頑固自大；另一方面，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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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他們思維敏捷，而且並非完全不講道理。他在日記中承認，自己「對這

些天朝大員的感受混雜著敬意和同情」（S. W. Williams, 1858-1859, November 

13, 1858, para. 6）。他認為這些清廷官員也身處在保護國家尊嚴和解決外患

兩難的境地，這種處境外人往往難以真正理解；但同時，他又覺得這些官員

抱守的天朝觀念是如此愚昧，令人感到可憐（S. W. Williams, 1858-1859, 

November 13, 1858）。衛三畏對於清廷的搖擺態度，正是他內心掙扎的體現。

他只好再訴諸上帝的力量，希望簽訂條約後，福音能夠盡早征服這座「充滿

異教愚昧的堡壘」，讓中國「脫胎換骨」（S. W. Williams, 1854-1861, Williams 

to Brother Frederick, July 9, 1858, para. 1）。

綜上分析可知，衛三畏作為一名具有雙重身分的外交譯員，將傳教士的

願景和思維帶入了中美外交，形成自己獨特的外交理念。一方面，他希望「教

化」中國，並將基督教的教化視為保障美國在華利益的最有效途徑；另一方

面，他與清廷官員接觸和談判的碰壁又使他陷入內心掙扎。儘管如此，衛三

畏在實際交涉和翻譯工作中，還是盡量奉行溫和忍讓的策略，並極力為傳教

爭取有利條件。那麼，接下來的問題便是，對於衛三畏的理念和行為，美國

使團和傳教士群體又有何回應呢？

肆、宗教與政治之間：「寬容條款」的翻譯及爭議

如前文所述，衛三畏在使團中占有特殊的位置。他雖名為譯員，卻可以

發揮顧問的作用，影響公使的決斷。然而，對於衛三畏獨特的「教化式」外

交理念，列衛廉及其背後的美國國務院並非完全認同，雙方的關係若即若離。

在 19 世紀 50 年代，美國政府對華的態度較為溫和，希望以和平的方式

進行交涉。在國務卿卡斯發給列衛廉的訓令中可見一斑：

你要時刻記住，美國無意與中國開戰。美國進入中華帝國只為進行合

法貿易和保護國民人身財產，除此別無其他目的。而且，我國政府的

性質和政策，也不允許我們在那個遙遠的國度爭奪領土，或是攫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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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權力。（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1946a, Cass to Reed, May 20, 

1857, para. 11）

列衛廉認真執行了卡斯的訓令，奉行和平交涉的策略，從頭到尾都沒有

參與英、法兩國的軍事行動，可以說，在這點上，衛三畏與列衛廉一拍即合。

他在寫給兄弟的信中對列衛廉不使用武力的主張大加讚賞，並指出，相比前

任公使伯駕的激進政策，14 列衛廉「真是要好太多了」（S. W. Williams, 

1854-1861, Williams to Brother Frederick, March 19, 1858, para. 4）。而在對華

交涉中，衛三畏溫和忍讓的翻譯和交涉模式也得到了列衛廉的認可，不過在

衛三畏最為關切的傳教話題上，兩人卻發生了分歧。

列衛廉早年在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學習法律，

畢業後成為執業律師，其後又歷任檢察長、議員等職。1857 年，他因助選有

功，才被時任總統布坎南（James Buchanan）任命為駐華公使（Farley, 

1970）。在此之前，列衛廉不論是與中國還是傳教活動都毫無關係。得知自

己被任命的消息後，他給卡斯寫了一封 14 頁的長信，談論自己對中美外交的

見解和計畫，然而在這封信中，他完全沒有提及傳教相關的話題（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1946b, Reed to Cass, May 16, 1857），由此可見，他上任之

初就對美國在華傳教事業並不關心。

1858 年 3 月，就在使團前往天津與清廷交涉之前，羅啻（Elihu Doty）

等 9 名在華傳教士聯名致信列衛廉。他們在信中表示希望能夠透過新條約獲

得傳教自由的權利，還希望新條約能夠確保清廷保護中國信徒，並在科舉和

出仕方面給中國信徒平等的機會（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1946b, Doty to 

Reed, March 17, 1858）。對此，列衛廉並沒有給予積極的回應，他在回信中

寫道：

14 伯駕在任期間奉行與清廷針鋒相對的外交策略。他原計畫聯合英、法，透過武力奪取臺灣作為美國

殖民地。然而，美國政府否決了他的計畫，並於 1856年將其召回美國（陳才俊，2011，頁 35－
42；Gulick, 1973, pp. 181-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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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會考慮宗教自由的訴求，這是很重要卻很敏感的議題⋯⋯在我看

來，這操作起來相當困難。主要是美國對在華傳教事業保護的限度難

以界定。因此大量的傳教工作可能還是要在孤立無援、缺少保護的情

況下進行⋯⋯而要獲得保護中國信徒的條款更是難上加難。（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1946b, Reed to Doty, April 27, 1858, para. 4）

不難看出，列衛廉並沒有在信中做出任何承諾，而是以各種困難進行推

諉，由此可見，他無意滿足傳教士的訴求。實際上，列衛廉對傳教議題的冷

淡態度也代表了美國國務院的立場。美國政府當時對華外交的重點是，在維

持兩國關係穩定的情況下大力發展貿易，而傳教士群體卻常常衝擊中國律法，

帶來矛盾，這是美國政府所不希望看到的。卡斯在給列衛廉的訓令中特別指

出，美國不想為合法貿易及保護國民以外的目的進入中國內地，這等於無視

了傳教士進入內地傳教的渴求。與此同時，在他給列衛廉開列的 6 項談判目

標中，也只有第 4 條提到爭取「在華外國人的信仰自由」而已（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1946a, Cass to Reed, May 20, 1857, para. 6），並沒有要求自

由傳教的權利，更沒有提到保護中國信徒的問題。列衛廉本身對宗教事務不

熱心，加上國務卿訓令在身，自然不會應允傳教士的要求。

列衛廉初到中國時，衛三畏對他是抱有期待的。在前往天津的途中，他

曾當面向列衛廉詳細解釋傳教的原則和好處，但列衛廉對此並不是很感興趣，

這使他意識到，列衛廉並非熱心宗教之人（S. W. Williams, 1858-1859, April 

27, 1858）。而在實際談判中，列衛廉也將傳教看作是可有可無的議題。15 在

這種情況下，衛三畏只好利用自己譯員的身分，在與中方交涉時，擅自將一

15 從列衛廉寫給國務卿卡斯的報告中也可以看出，他對於傳教士的態度是非常「實用」的。他認為傳

教士的活動容易引發爭端，但同時需要籠絡懂得中文的傳教士為政府所用，見 The U.S. National 
Archives（1946a, Reed to Cass, June 30, 1858, para. 56）。根據丁韙良記述，列衛廉對傳教議題不屑一
顧。丁韙良在《花甲憶記》（A Cycle of Cathay）中寫道，列衛廉曾當面告訴他與衛三畏，不論清廷
代表是否接受「寬容條款」，他都會如期簽約；丁韙良更進一步指出，列衛廉事後同意將「寬容條款」

寫入條約，並在國務卿面前為傳教士請功，只是為了獲得美國國內宗教群體的政治支持（Martin, 
1896, p.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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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寬容傳教的條款「塞進」了《中美天津條約》，這便是被稱為「寬容條款」

（Toleration Article）的第 29 款。

由於衛三畏將該條款看作是自己外交生涯中最重要的成就，不論是傳記

作品還是學者研究，都對這次略顯戲劇化的交涉多有記述（陶德民，2005；

顧鈞，2009，頁 29 － 30；F. W. Williams, 1889, pp. 269-284）。然而，這些記

述卻很少詳細討論該條款的中英文本生產過程及其背後更深層的問題。實際

上，寬容條款的文本生產過程涉及翻譯和改寫兩個步驟，導致條款的中英文

本出現差異，引來批評和爭議。而從該條款的擬定和翻譯過程中，更可以看

出衛三畏如何在使團政治目標和自身宗教抱負的衝突中尋找翻譯的空間。

按照衛三畏本人的說法，寬容條款的中文文本是在《中俄天津條約》中

一條類似條款的基礎上修改而來（S. W. Williams, 1858-1859, June 16, 

1858）。中俄條約於 1858 年 6 月 13 日草簽完成，16 日，衛三畏透過俄使普

提雅廷（V. Putyatin）得到了有關傳教條款的手稿，並在其基礎上作了修改。

從衛三畏的手稿中，可以見到他的修改痕跡：

第八條 第三十一條 天主教 耶穌基督聖教，原為行善。嗣後，中國於

安分習教之人，當一體矜恤保護，不可其凌辱虐。亦不可於安分之人，

禁其傳習。若俄國 大美國 人，有由通商處所進內地傳教者，領事官與

內地延邊 海 地方官，按照定額 酌定數額，查驗執照。果係良民，即

行畫押 益用圖記放行，以便稽查。（S. W. Williams, 1858b, para. 1）

上引手稿中，可以看出衛三畏對俄國條款的修改比較簡單，除了將「天主教」

改為「耶穌基督聖教」、將「俄國」改為「美國」外，其他部分基本沿用了

俄國條款的措辭。但這一條款被清廷拒絕，清廷並不願意向美國傳教士開放

內地；此外，雙方就條款中的護照體系和美國傳教士定額也沒有達成一致。

衛三畏提出抗議，稱美國至少應獲得與俄國相同的權利，清廷方面則稱，中

俄條約中並無該款，衛三畏抄錯了。經過一回合談判，衛三畏決定放棄其他

要求，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只要條款寫明美國傳教士能夠在中國傳教，

便可以接受了」（S. W. Williams, 1858-1859, June 16, 1858, para. 1）。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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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6 月 17 日，他重新謄寫了條款草案送給清方審閱，甚至還在「耶穌基督聖

教」後面加入了「亦名天主教」幾個字（S. W. Williams, 1858c, para. 1），16

讓它「看起來更像俄國條款」（S. W. Williams, 1858-1859, June 17, 1858, para. 

1）。然而這一草案仍沒有被接受，清廷代表傍晚來信稱，美俄兩國教士不同，

美國傳教士往往攜帶家眷來華，且涉足商貿，因此只准在口岸活動（Chang, 

1858）。

清廷對俄美兩國傳教條款的區別對待並非沒有其考慮。首先，當時的俄

國政府和教會均對在華傳教沒有興趣，中俄談判的重點一直在於領土和通商

權利兩方面，至於在條約中加入傳教條款，實際上是俄使普提雅廷的個人意

願（肖玉秋，2010），連常駐北京的俄國教團領班，大司祭巴拉第（Palladius 

Kafarov）都曾為此向普提雅廷提出反對意見（陳開科，2005，頁 220）。17

巴拉第與中俄條約簽訂的關鍵人物耆英關係密切，清廷對此應當是知情的。18

其次，從當時的情況來看，俄國僅有 4 名教士駐在北京，尚難滿足其僑民的

宗教需求，遑論傳教（肖玉秋，2010，頁 136）。因此，對當時急於與俄國

簽約的清廷來說，俄國提出的傳教條款並沒有實質意義。19 美國的情況則不

同，1840 年代後，大量美國傳教士湧入中國口岸地區，且美國國內對華傳教

熱情仍在高漲；在清廷看來，美國傳教士大量進入內地宣教，不但「為害人

心」，而且難以管理。因此，在中美談判桌上，清廷極力防範，將阻止美國

傳教士進入內地劃為底線。實際上，有關這一議題，咸豐帝也早有諭旨，他

16 從這份手稿中，可以清晰看到「亦名天主教」5個字是用插入符號加入到草案中，再行謄寫的。
17 據巴拉第日記紀錄，他曾在談判期間赴天津與普提雅廷見面。普提雅廷提出通過中俄條約推動東正

教在華傳播的計畫，巴拉第當面表示，這種作法是不合時宜的（陳開科，2005，頁 220）。中俄條約
簽訂後，巴拉第還致信俄國聖務院，指出在中國傳教猶如「沙上建屋」，不建議俄國投入傳教（肖

玉秋，2010，頁 138）。巴拉第之所以反對在華大規模傳教，首先是因為當時俄國貴族以及宗教團體
對傳教並不熱心，反而更重視北京教團的外交職能；其次是在華教團認為中國當時的環境並不適合

傳教。
18 有關耆英與巴拉第的交往，參看陳開科（2009）。
19 實際上，中俄條約的傳教條款也沒有發揮任何實際作用，因為直到 1902年，俄國也沒有真正發展在
華傳教事業。甚至，1881年俄國教團在中國只剩下一名教士，其在華布道活動可以說是微不足道的
（中國人民大學俄語教研室，1982，頁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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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5 月 23 日給譚廷襄的上諭中便明確表示「傳教夷人在內地遊行」一事，

「於彼並無利益，無非擾亂中國，斷難允准」（文慶等，2008，頁 16）；又

在 29 日指示奔赴天津的欽差大臣桂良有關傳教事宜「仍照舊約辦理」（文慶

等，2008，頁 27）。因此，桂良等對衛三畏所擬的草案盡力反制，還提出「俄

國內地二字亦必另改」（Chang, 1858, para. 1），以免衛三畏再以俄國條款為

由要求傳教士進入內地的權利。清方的限制不但使衛三畏難以接受，更招致

列衛廉的反對。由於中美雙方早先約定於 6 月 18 日簽約，列衛廉為免節外生

枝，提出要徹底刪除「寬容條款」（S. W. Williams, 1858-1859, June 17, 

1858）。

戲劇性的轉折發生在 18 日一早，衛三畏決定最後一搏，他在原草案的基

礎上重新起草了一條更加寬泛的條款：

第二十九款 耶穌基督聖教，又名天主教。原為勸人行善，欲人施諸己

者，亦如是施於人。嗣後，所有安分傳教習教之人，當一體矜恤保護，

不可欺辱凌虐。凡照教規聚集祈禱，分散聖書者，他人毋得騷擾。（S. 

W. Williams, 1858a, para. 1）20

在這一稿中，衛三畏避免提及任何國家，也不提美國傳教士和中國信徒的活

動區域，以規避清方前日來函中對傳教士不得進入內地的限制，還特別將基

督教的宗旨與中國儒家經典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格言關聯在一起。清

廷代表接到草案後，仍要求加入傳教活動只能在口岸地區的限定，衛三畏和

丁韙良親自趕到桂良下榻處，雙方交涉後各退一步，僅將「聚集祈禱，分散

聖書」一句改為「安分傳習者」，便將條款納入了條約草案。

20 最早提到這幾份史料的是陶德民（2005），但陶文指出這一份草案是出自丁韙良之手，並將「欲人
施諸己，亦如是施於人」兩句歸功於丁韙良，則值得商榷。因為這份手稿上方註明為 “Ateh’s draft”。
這裡的 “Ateh” 其實是梁進德，他於 1857年應邀加入使團，擔任衛三畏的助手（S. W. Williams, 1854-
1861, Liang to Williams, October 1, 1857）。衛三畏本人的日記也可以印證，1858年 6月 18日，衛三
畏記下自己草擬條款後，讓梁進德負責監督謄抄。所以條款中文本應該是衛三畏的手筆，見 S. W. 
Williams（1858-1859, June 18, 1858, para.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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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寬容條款」的中文文本定稿，衛三畏立刻告知列衛廉，並著手

將其翻譯成英文。列衛廉對中文條款寬泛的措辭並不滿意，他要求衛三畏在

條款的英文本中明確提及美國公民的宗教權利（S. W. Williams, 1879, 

p. 225）。列衛廉之所以提出這一要求，一方面是為了落實國務卿的訓令；另

一方面，也是為了獲取美國民眾的支持。事實上，不單是「寬容條款」，在《中

美天津條約》的其他條款中，列衛廉也處處強調美國利益，以凸顯自己的使

團捍衛了美國公民的權利。衛三畏接受了列衛廉的指示，在條款中文已經定

稿的情況下，改動英文本的措辭，將「凡遵照教規安分傳習者」翻譯為 “Any 

person, whether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Chinese converts, who according to 

these tenets peaceably teach and practice the principle of Christianity”（Davids, 

1973, p. 91）。衛三畏的這一改動，利用條款中文本措辭寬泛的漏洞，經過翻

譯將寬容條款的適用對象細化成美國公民和中國信徒。英文本翻譯中出現的

措辭差異問題，也為日後的爭議埋下隱患。

列衛廉回國後，在給國務卿的報告中將「寬容條款」稱為意外收穫，將

功勞全部歸於衛三畏一人，並對傳教士在談判中的作用大加讚賞（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1946b, Reed to Cass, June 30, 1858）。然而，從該條款的文

本生產過程中，我們卻能夠清晰看到衛三畏兩面受制的境遇。他一方面需要

在缺少列衛廉使團支持的情況下與中方斡旋，並對中文條款的措辭一再退讓；

另一方面，英文條款的翻譯，又不得不接受列衛廉指示，對英文版條款進行

改寫，使其符合列衛廉使團的政治目標。最後，出乎衛三畏意料，他費盡心

機爭取到的「寬容條款」並沒有讓在華傳教士群體滿意，反而招致失望和批評。

一開始，「寬容條款」寫入中美條約的消息，的確使傳教界興奮不已，

不少在華傳教士向衛三畏送上讚譽（Smith, 1858, p. 50）。同年 7 月，衛三畏

親自來到上海，向上海的傳教士宣講「寬容條款」的內容，這時便已有傳教

士對中文條款感到失望，因為條款措辭寬泛，沒有明確給予美國傳教士進入

內地的權利（S. W. Williams, 1858-1859, July 17, 1858）。而當條款的中英文

本於 1860 年初公布時，更有傳教士自發抵制該條款。一位駐在廣州的傳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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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珀（Andrew P. Harper）私下指責衛三畏在條款的翻譯中犯了「致命錯誤」，

甚至向教會提出希望美國政府為此重開談判（Paulsen, 1979, p. 65）。1860 年

4 月，《北華捷報》（The North-China Herald）發表署名為「一名以新條約

第 29 條為恥的美國傳教士」（An American missionary who is ashamed of the 

Chinese text of the 29th article of the new treaty，下稱「傳教士」）的公開信。

作者在信中直言該條款中英文本不相符合，中文條款不但將天主教和新教混

為一談，還含糊其辭，隱去了英文版中明確提及「美國教士和中國信徒」的

語句。這位作者甚至還指出衛三畏採用的「矜恤保護」等詞，暗示了中方對

基督徒和傳教士的憐憫而非寬容，是對教會的侮辱（An American Missionary, 

1860a, p. 66）。這位「傳教士」在接下來的 3 個月內不斷發文，強調「寬容

條款」中措辭的負面效應，認為含糊和乞憐的措辭只能加重清廷和中國人對

基督教的偏見，不利於傳教（An American Missionary, 1860b, p. 90, 1860c, p. 

524）。這期間，也有另一位匿名作者發文為衛三畏鳴不平，認為這些言辭上

的問題微不足道，要看到條款對傳教的積極作用（A Christian Cosmopolite, 

1860a, p. 78, 1860b, p. 82），但「傳教士」仍不依不饒地發文反駁，稱條約措

辭絕不是小問題。

對於這場爭議，衛三畏並沒有正面回應，這是因為事發當時他正在美國

休假。直到多年後，衛三畏回憶這段往事時，才表示當時的一些批評對他極

不公平（F. W. Williams, 1889, p. 270）。的確，19 世紀初「宗教覺醒」的浪

潮中，來華的傳教士大都有著迫切的傳教慾望，在中國多年教禁的壓抑下，

他們更加渴望美國政府直接有力的干預，讓他們可以長驅直入中國內地，「寬

容條款」的寬泛措辭所規定的有限權利，對於他們來說遠遠不夠。而衛三畏

在翻譯中採取順從清廷政治規範的術語，也讓篤信「基督教至上」的傳教士

群體難以接受，衛三畏明白這一點，他在日記中無奈地表示，這些傳教士要

求得太多，是難以實現的（S. W. Williams, 1858-1859, July 17, 1858）。從「寬

容條款」成文、翻譯和接受的過程中可以看到，衛三畏作為具有「雙重身分」

的外交譯員，實際上要在中國官員、美國使團和傳教士群體三方之間尋找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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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空間。他不但需要在中美雙方之間穿梭協調，透過翻譯，兩面妥協，來

實現自己的宗教抱負；還要面對傳教士群體迫切的要求和美國使團的政治考

量兩方之間的衝突，雙面受制，陷入政治與宗教的「夾縫」中。

伍、結論：19世紀中美外交中政治與宗教的共謀與衝突

衛三畏在列衛廉使團中的翻譯活動和處境，引發我們對傳教士譯者與早

期中美外交關係的思考。如前文所述，19 世紀中前葉，由於翻譯人才短缺，

美國駐華使團多依靠在華傳教士充任翻譯之職，許多傳教士也藉此介入中美

外交，成為早期中美關係史上特殊的文化現象。前人在討論這一現象時，往

往突出呈現傳教士所代表的宗教勢力與國家政治的共謀關係，認為傳教士譯

者一心為美國政府服務，而美國政府則為其傳教活動保駕護航（吳義雄，

2000，頁 249 － 261；季壓西、陳偉民，2007，頁 230 － 243；Hunt, 1985, 

pp. 31-32）。然而，透過研究衛三畏的個案，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共謀關係並

非那麼步調一致，而是有其內在衝突的一面。

這種衝突，從衛三畏一開始極不情願加入使團的心態中便可見一斑。事

實上，在 19 世紀中前期，差會普遍推崇直接宣教的方式傳教，並不鼓勵傳教

士過多涉足世俗事務，更不會支持傳教士參與政治。在當時的衛三畏看來，

接受使團的任命，就意味著與差會分道揚鑣。衛三畏並非唯一面對這個矛盾

的傳教士，他的前輩裨治文和伯駕也都遇過類似的問題。裨治文在為顧盛使

團提供協助後，便一直避免直接為美國使團提供服務（Lazich, 2000, p. 

339）；而伯駕則因為出任美國公使之職，與差會鬧得不歡而散（Gulick, 

1973, p. 128）。衛三畏接到使團任命時猶豫不決的態度也正緣於此。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宗教與世俗政治的衝突貫穿了衛三畏走上外交譯者

生涯的過程。如前文所講，衛三畏曾因印刷所的存廢問題與差會產生分歧，

關係日漸冷淡。其實，這一分歧的根源也在於雙方對宗教與世俗看法的差異，

差會認為印刷所既然在差會名下便應該為傳教服務，而不應該去印刷世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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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然而，對衛三畏等傳教士來說，在當時森嚴的教禁下，這些世俗內容

不但能讓西方了解中國的情境，還有助於改變中國人對傳教士的偏見，對傳

教有利無害（蘇精，2006，第一章）。換句話說，差會和衛三畏等都將傳教

擺在第一位，但是在具體方式上，差會卻對於世俗事務有所保留。雙方的爭

執以及差會對於衛三畏的冷漠態度，實際上將衛三畏推向了美國使團，正如

他在給安德森的信中寫道：「如果不是您提議要關閉印刷所，我根本不會考

慮使團譯員的職務」（ABCFM, 1982-1985, Williams to Anderson, November 

13, 1855, para. 4）。然而，加入使團成為外交譯者後，衛三畏依然需要面對

宗教與政治的衝突。

作為傳教士出身的外交譯者，衛三畏對中美外交的看法也與使團所奉的

訓令不盡相同。他對於傳教士身分的強烈認同，使其對中美外交的思考往往

是以宗教教化為出發點，將「教化」中國視為對華外交的理想方式和途徑。

其次，他又和大多數受到千禧年主義感召的美國傳教士一樣，迫切希望透過

美國政府的干預來獲得進入中國內地傳教的權利，而美國政府卻將傳教運動

視為中美貿易穩定發展的障礙，並不將其作為對華外交的重點議題。正是這

一分歧，使得衛三畏在擬定和翻譯「寬容條款」的事件中陷入尷尬的處境，

讓他在談判中不斷碰壁，在條款的翻譯中不得不對使團的政治考量妥協；而

傳教士群體過高的期待，又使他不得不在條款公布後承受嚴苛的批評。透過

衛三畏的境遇，能夠更加明顯地看出早期中美外交中，宗教訴求與政治利益

的衝突，以及傳教士譯者在早期中美外交中複雜的位置和角色。

透過分析衛三畏在天津談判期間的翻譯活動，不難發現他並不僅是在中

美之間協調，亦是藉由翻譯，周旋於清廷、美國使團以及在華傳教團體三方

之間。他嘗試以較為溫和的方式「教化」清廷，透過翻譯盡可能緩和中美政

治文化、規範的衝突，卻收效甚微，陷入內心的掙扎；他嘗試藉由外交手段

擴大傳教口徑，卻又背負來自使團和傳教士群體的雙重壓力。或許正是衛三

畏的「雙重身分」，以及譯者的職責和定位，讓他陷入了內心和現實的「雙

重夾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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