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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他是周夢賢:兼作〈阿哩原來是荷馬! ) 

讀後1

楊f友杰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講師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博士

一 、

『

《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三0一三年秋季刊(總第

37 期)刊有李賣學的嘉文〈阿哩原來是荷馬!一一明清傳

教士筆下的荷馬及其史詩> (頁 241-275) ，原是李教授提

交給台灣政治大學三0一一年十一月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

文。 2文章指出傳教士筆下的荷馬形象頗有意味可尋，自明

至清耶穌會士一直從道德倫理的角度對荷馬及其著作進行

介紹(且多是批評) ，惟白十九世紀的新教傳教士起荷馬

終以大詩人的形象出現(尤其頁 253-254)

高一志《連道紀吉} (1636) 曾以「阿哩汝」譯「荷

馬 J '是文「阿哩原來是荷馬」的說法便由此而來。 3 í 口里 j

當是誤刻甚或誤記。作者的意見是，高一志所念想者，極

有可能原系「默」或「嘿J (頁 249-250) 。然而「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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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高等學校青年英才計畫項目( 108201) 

2. 參看潘少瑜、鐘欣志， { r近代東亞的觀念變遷與認同形塑」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

認同與現代國家的形成j 工作坊會議報導} ，載《東亞觀念史集刊》第二期，頁 449-460 ，

尤其頁 458 0

3 也可參看李爽學 ， {中國晚明與歐洲文學研末耶穌會士古典型證道故事考詮} (北京

三聯書店， 2010 (修訂版1) ，頁 242 、 367 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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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作「哩J '這種可能性似也不可輕棄。

〈阿哩原來是荷馬! )在尾聲部分，還提及清末民初

的一位多產譯者 M. E. Tsur 。依《西方來華傳教士漢文小說

書目簡編》可知，他譯有《安氏寓吉選譯:> (上海:協和

書局， 1910) , <::希臘碑史選擇:> (上海:協和書局， 1910) , 

《仙術述異》兩冊(上海:協和書局) , <::亞蘭亭奇遇記》

(上海:協和書局， 1910) 0 4有學者出於權宜，暫把 (Prof. ) 

M. E. Tsur 稱作「楚爾教授J (這意味看他極有可能是外籍

人士) ，李賣學則推測這位 Tsur 更有可能是華人而非外來

傳教士(頁 272) 。其實，這位 M. E. Tsur 就是周夢賢。

鉤沉材料得知 'M. E. Tsur 還曾譯有《衛生小學課本》

(1911) 0
5 <::衛生小學課本》封面印有英漢雙語，分別是

一-A Health Reader for Primaη Schools. By Shel1ey and 

Stenhouse. Trans. By M. E. Tsur/衛生小學課本，周夢賢

譯，定價大洋七角五分。 6

回望清末民初聞人，至少有兩位周氏姓“Tsur" ，而且

都是「約翰人J (柱上海聖約翰書院念過書的學生)。一是

周諭春(或作周胎春，一八八三年出生多一八九五年入聖約

翰書院，一九0三年「正館」或正科畢業生) ，亦即 Ye-Tsung

Tsur 或 Y.T. Tsur 0 7另一位則是用玉卿(或作周鈺卿、周敢

蝶，一八七七年出生，應是畢業於聖約翰書院「備館」或預

科) ，亦即 Nyok-Ching Tsur (或 Chi-lien Tsur) 0 8 

4 宋莉華， {傳教士漢文小說研究) (上海。上海古籍， 2010) ，頁 249-375 '尤其頁 256 、

338 、 340 、 350 。

5 關於《衛生小學課本〉的時代處境，可參看吳小鷗， <現代性清末民初教科書的屆主蒙

訴求) ，載《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 )第四期 (2010) ，頁 71-叭，尤其頁

79 。但這篇文章並未提到《衛生小學課本》的著譯者。

6. 新藤霍斯著，周夢賢譚， {衛生小學課本》第一冊(上海:華美書局， 1911) 

7. 參看周為春所主編漢英對照版《游美同學錄/怖的 who of American Returned Students) 

(北京.北京清華學校出版， 1917) ，頁 5日。

8 周鈺卿 (Nyok-Ching Tsur) 的德文博士論文是《寧波的工商業經營) (Die gewerblichen 

Betriebsformen der S，的dt Ningpo [Tübingen: Lau卵， 1909]) 。感謝友人何炳佳(德國波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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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想來，以 Tsur (而非 Chow) 譯周，當是江漸方盲

(吳語)使然(周話春雖是湖北人，卻是「約翰人J '周

玉卿則是漸江寧波人) ，宜讀作“zu" (發音較短促)

周夢賢之為 M. E. TSl汀，意昧著他很可能也有江漸背景，甚

至還可能是「約翰人J

有英文刊物《南方工人:> (The Southern Workman) 提

到，上海聖約翰書院的著名刊物《約翰聲》一八九四年間

有編輯(學生編輯)名為 Mong-en Tsur : 

我們很高興地接受那些編輯的意見， Fok-kung Zau ' 

Ming-chung Yen 'TsingKong Woo 'Mong-en Tsur 'Ts-bae Tsang , 

跟他們的好報紙《約翰聲》互寄 3 這是中國上海聖約翰書院的

學生們辦的一份報紙(幸好，這是一份英文報紙) 0 9 

「約翰人JMong間en Tsur' 大抵就是周夢賢，其中 en 

宜讀作 ie-n (n 的發音較輕) 0 10至於 TsingKong Woo '可

魯爾大學哲學系博士生)惠予資料。不明就理者很容易誤讀“Tsur" 譬如韋伯《儒教

與道教》中譯本便錯把周玉卿的名字“Nyok-Ching Tsur" 譯作「牛慶袒J 0 參看韋伯，

王容芬諱， {儒教與道教~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95) ，尤其頁 340 、 343 。尤可參

看葉坦對這一誤譯的指示:葉坦， < {于L門理財學〉 中國經濟學走向世界的百年始步) , 

載《中國社會科學報》三O~O年八月二十六日。馮筱才錯把「鈺卿J 看作「一清J ' 
卻也坦承這位「周一清J 的「真實名字待考」。他指出，周「畢業於聖約翰書院中學部，

然後到英國、德國留學J '這大抵是正確的。參看馮筱才， {近代寧波區域歷史的史料

問題 以地方文獻為中心~ ，載《漸江社會科學》第一期 (2008) ，頁 93-100 '尤其頁

99 注 7 0

9. 參看 The Southern Workman , vo1.23-24 (Hampton Institu缸， 1894) , p.l22 : We accept with 

pleasure the proposition of Editors Fok-kung Zal且， Ming-chung Yen, TsingKong Woo, 
Mong-en Tsur, and Ts-bae Tsang, to exchange with their interesting paper, the St. Iohn's 

Echo, published (fortunately for us, in English) by the students of St. Iohn's College, in 
Shanghai, China 

10 感謝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楊值達教授用上海話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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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作 T.K. Woo' 則應是吳任之 Z. T. K. Woo 0 11 {::約翰

聲》創刊於一八九0年，創刊的學生編輯有吳任之等。 12聖

約翰書院「正館J (正科)始自一八九一年，學制三年。

《約翰聲》創刊時，學生編輯不論吳任之還是朱謀元 (P. N. 

Tsu) 、蔡元卿等，必都是「備館J (預科)學生。「正館」

第一批旱業生，畢業於一八九五年，計三人，其中就包括

吳任之。 13但翻查一八九五至一九一一年間自聖約翰書院

(自一九0五年起更名聖約翰大學) r正館j 畢業或肆業

的學生名單，並無周夢賢其人。 14於是可以推知，周夢賢並

非正館旱業生，他或是聖約翰書院備館學生(像周玉卿一

樣) ，或是聖約翰書院短期轉學生(像張愛玲一樣)

耳
順
闇
愕
惜
閃
一
川

1 1.參看 China Handbook: 1907-1945 (NewYork: Macmil1an, 194η， p.699; “吳潛 R旬， Chien

(prefers Z.T.K. Woo). Metal1urgical engineer, governrnent official, bom in Shanghai. 1875; 

graduate. 1895. and Hon. Ph 眩， St. John's Univ." 。吳任之，也作吳潛、吳健，是漢陽鐵
廠總工程師。

12 參看〈聖約翰大學自編校史稿) (1 930) ，載《檔案與史學} 1 (1997) ，頁 5-14 '尤

其頁 7: r一八九0年，又為第一次《約翰聲》出版之期。其發刊詞有云 『此次刊物，
系中國青年初次用外國語印行之刊物，希望此種刊物，能增進東西之情感。』該報於三

月二十日出世，任編輯者，為朱諜元、蔡元卿、吳任之諸人，每隔一月出版。其間變化

甚多，至今猶照常印行不絕j 。也可參看熊月之、周武主編， {聖約翰大學史} (上海

上海人民， 2007) ，頁 411 -433 '尤其頁 416 0 {約翰聲》曾連續出版四十八年，實是

一份相當難得的學術刊物，可惜國內已無其一九一一年以前卷期，詳可參看姚遠、亢小

玉， (中國文理綜合性大學學報考)) ，頁 161-165 '尤其頁 161-162 。

13. <聖約翰大學自編校史稿) ，頁 8 ，將胡竣康印作坊睿康，將曹福慶印作「曹錫庚j

也可參看熊月之、周武主編， {聖約翰大學史} ，頁 418 ，將曹福E藍印作「曹錫庚」

英文刊物《南方工人》所說的 Fok-kung Zau 、 Ming-chung Yen '當分別指一八九五年正
館畢業生曹褔廈、一八九六年正館畢業生顏現慶。至於 Ts-bae Tsang ，則很有可能指一

九00年正館畢業生張賜良，但這「張賜白 j 一一一Ts-bae Tsang 究竟是張賜良的別名，

抑或另指某備館學生或轉學生，猶未可知，這里傾向於前者。

14. 參看《歷屆畢業生、肆業生名錄} ，載徐以攤主編， {上海聖約翰大學 1979一 1952} , 

頁 448-528 '尤其頁 448; {聖約翰大學歷屆畢業生、難業生名錄} ，載熊月之、周武

主編， {聖約翰大學史} ，頁 454-578 '尤其頁 454-456; {聖約翰大學商學科先後卒

業生 (1895-1911 )姓名職務全錄} ，載朱有獻、高時良主編， (中國近代學制史料》

第四輯(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3) ，頁 447-450 。徐以聽主編的「名錄」

似乎更為可靠。至於一九00年醫科畢業生周光松，必是旁人。周光松從醫，早卒，與

金鳳藻合葬於杭州的煙霞嶺(煙霞洞旁砂紀亭=則是金鳳藻女士一九一一年陪周光松養

病杭州時念母慈恩所建)

4
「

d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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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三年(時謂民國三十一年) I廣學會」出版譯

著《人類的願望:> (原名 The Desire of All Nations. A M臼sage

的 the People of China written by request) ， 著者李思倫白

(John Lambert Rees, 1862-1947 '曾在聖約翰書院任教，上

海聖彼得堂第一任牧師，一九0四年返英) ，譯者周夢賢，

校者俞恩桐(上海聖彼得堂牧師) 。根據校者的介紹，周

夢賢這時已六十五歲，是「從前李牧師擔任聖約翰大學教

授時，曾經列其門牆的桃李J 0 15可知 f約翰人J 周夢賢大

抵生於一八七七年前後，與同為《約翰聲》編輯的朱謀元

(一人七0年出生) 、吳任之(一人七四年出生)略幼，

與顏惠慶( 1877-1950) 同齡，而顯然與那位自延安進北京，

江蘇虹陰人民，從事漢語拼語工作，三十世紀八十年代仍

然筆耕不綴的周夢賢同志並非一人。“有趣的是，周夢賢的

英文名，此時已是 M.Y.Ts凹，想必是把“ef 更準確地改

成

俞恩晶司還介紹說， I一位八十歲的老人顧意寫這樣一

本有益於我國同胞的著作，另一位六十五的老人，又顧意

擔任播譯的工作，我想他們只有一個目標，就是傳揚基

督J 0 17則可推知，周夢賢應是基督徒。這冊《人類的願望》

的要旨，就是申論「救主」耶穌基督系萬民所期待者，尤

其是中國所期待者。李思、倫白發願說:

的.俞恩晶司， (介紹作者) ，載李恩倫白著，周夢賢譚，俞恩綱校， <{人類的願望} (上海

廣學會， 1942) ，頁 3 。

16 文字改革工作者周夢賢在一九八0年代曾撰文〈懷念陳越同志〉、〈記朱文熊遺詩《漢

語拼音贊}) ，分別載半月刊《文字改革} 1 (1982.2) 、 2 (1983.1) 。晚年張中行記
不清楚的那位周夢賢也是他，參看張中衍， <{負喧續話} (啥爾演:黑龍江人民， 1990) , 

頁 205: r不久以前，孩子送來一本《漢語拼音調彙} ，說是我的書。我怨那是錯了，

我不會買這種性質的書。翻開看看，扉頁上竟有題，確是贈給我的，下款署『周夢賢~ , 

還有我橘寫的時間，是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我提枯腸，終於想不起來這位周君是

甚麼人，是在哪里認識的j 。另，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年代吳佩芋鷹下曾有周夢賢將軍，

天津人民，顯然亦非「約翰人j 周夢賢。
17 俞恩劇， (介紹作者) ，頁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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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許多人深信中國有如此眾多的人民，且是智力充足，

又曾受過古聖賢的薰陶，並有極悠久的文化，倍大民族，一

旦皈依了基督，必能左右世界的命運。現在中國的教會，在

其困苦之境遇中，業已證明其偉大的能力。達全民族歸向基

督以後，他們在世上的道德力量多必將無可祇抗。此日之來

臨，必在不遠。 18

根據黃鈺生 (1898-1990)的回憶可知，周夢賢是上海

人，或者保守地說，至少是江湖地區人氏。這篇〈早期的

南閩中學〉是這樣說的:

從二年級起，我們學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英文讀本》

里邊有中國故事英譯，也有外國故事的筒寫。這些我們不大

感興趣，感興趣的是《泰西五十軟事》和《泰西三十教事》。

豪桑的《古史鉤況> '希臘神話，故事有意思，文字太深，

到了三年級下半年和四年級，我們就讀英文原著小說了。我

清楚地記得周夢賢老師，把我叫到他宿舍去，發還我的漢譯

英卷子?我那本卷子，寫滿了他寫的紅筆字，他左手指著我

的卷子上的某旬某字，右手指著我的鼻子，用上海方音，大

聲喊道 r黃鈺生!你這個字是怎麼冊的?你這個勿子是怎

麼造的? ! J 我在他的手下最高分數是其十五。我的英文底

子，是周老師給我打的，我至今懷念周老師。"

18. 李忠倫白， {人類的願望:} ，頁 108 。

19. 黃鈺生， (早期的南閩中學) ，載南開大學校長辦公室綴， {張伯苓紀念文集:} (天津
南開大學出版社， 1986) ，頁 44-61 '這襄是頁 49-鉤，也載鐘叔河、朱純編， {過去
的大學:} (北京長江文藝， 2005) ，頁 336-348 '這里是頁 340 ;也載《基礎教育》

12 (2006) ，頁 23-24 '這里頁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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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鈺生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六年間在南閩中學求學，可知周

夢賢一九一0年代曾在南閩中學任教，可謂周夢賢「教

員」。周恩來( 1898-1976) 比黃鈺生低一年級，一九一三

入學，其早年文章也曾提到這位周夢賢老師。一九一六年

四月十七日南開學校《校風》第二十六期， <函索鏡影〉

談及周夢賢的翻譯:

我校事務室前所懸之大鏡及上列格言，原為資警勵全校

師生之用。前次美人白崔克博士 (Dr. Bu抗rick) 來校參觀時，

緒之甚以為善，今格瑞里先生 (Mr. Greene) 致函校長 3 索

斯鏡之撮影，並請將格言譯作英文，同行寄去，以為紀念，

藉俟歸美時公之彼邦人士。問格言現已由周夢賢先生譯就，

影已撮好，想不日即可報命矣。 20

一九一六年六月五日《校風》第三十三期〈全體茶話〉

提到一九一六年夏季學期結束後，周夢賢離開南開學校:

上星期四下班後，英文學會假思敏室開全體茶話會。內容

有演說、遊戲、茶點及攝影?並歡送周夢賢先生。蓋先生下期

以他故去校，臨別依依，追懷囊者，難乎其為情矣。 21

除英文學會以外，江湖同鄉會也有茶話會送別周夢賢

( {，校風Þ 34 (1 916.6.12) ) 

本月三日午飯後，江湖同鄉會假食堂開全體茶話會。茲記

其內容如下(一)唱歌， (二)開會詞， (三)副會長演說，

20. 劉族編， (周恩來早期文集} (天津 南開大學出版社， 1993) ，上卷，頁 95-99 '這

里是頁 96 。

21 同上，頁 133-136 '這里是頁 1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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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會長報告會務， (五)周夢賢先生演說， (六)唱歌，

(七)撮影， (八)音樂， (九)茶點， (十)遊戲。 22

周夢賢一九一六年以後的去向，暫無定考。他來南開

中學任教，則必在一九0九年以後。在一九一0年的《希

臘碑史選譯》里，周夢賢的自介是「教員 J (Prof.) ，供

職地點卻是濟南的山東優級師範學堂，英文是 The Higher 

Normal College, Tsinanfu (參看〈阿哩原來是荷馬! )頁

272) 0
23 

四、

一九一五年，作為南開中學教員的周夢賢用英文寫作

出版一冊單行本，他的自介也是「教員 J (Prof.) 。這薄

薄十二頁的文章〈康有為生平思想品性概論:天津差會演

講) (K'ang Yuwei: his li忌， ideas and character, a paper read 

before the Missionary Association of Tientsin) ， 24以祈禱結

尾一一「願仁慈的上帝給這正值變革時代的中國 3 給這世

界，差派更多的，有這般崇高的觀念，這般堅定的信心，

這般超凡的勇氣的男子J 0 25這便又是一則證據，表明周夢

賢是基督徒，至晚在一九一0年代就已是基督徒。

周夢賢盼望將有更多「有這般崇高的觀念，這般堅定

的信心 9 這般超凡的勇氣的男子 J '這意昧著在他看來，

22. 同上，頁 137-140 '這里是頁 138 。

23 一九0三年創辦山東師範學堂，一九0九年更名為山東優級師範學堂?一九一三年更名

為國立山東高等師範學校。

24. M.E. TSl耳， K'ang Yuwei: H.臼 Lij告" Ideas and Character, a Paper Read bψre the Missionary 

Association ofTien甜的 (Shanghai: the National Review, 1915) .以下簡稱「周夢賢， {康
有為~ J 。感謝友人吳錦華(荷蘭萊頓大學漢學系博士生)惠予資料。

25. 周夢賢， {康有為~ ，頁 11-12 。原文是 1 conclude my paper with the prayer that 也eAll

Merciful God will send down to China at 出is critical period in her history，自ld into the world 

at a large, more men of such sublime ideas, such strong faith and such extraordinary cou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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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為大抵就是一位有「崇高的觀念J (sublime ideas) 

「堅定的信心 J (strong faith) 、「超凡的勇氣J (extraordinary 

courage) 的男子。而周夢賢在演講裹已然提到，梁敢超曾

寫過一篇論康有為的文章，概述康有為的品性是有「崇高

的觀念j Csublimeideas) ，有 t 自信j (self-confidence)) 

有「大勇氣J (great courage) 0 26這樣說來，周夢賢是基

本認同梁敢超對康有為品性的誇讚的。

周夢賢之所指，當是梁敢超一九0一年發表於《清議

報》第一百期的《南海康先生傳} ，尤其是第九章「人物

及其價值」。周夢賢轉述的「崇高的觀念j 、 「自信」

「大勇氣 J '在梁敢超的文字里實是「理想家」、 「自信

家j 、 「冒險家」一一「此一自信家、冒險家、理想家之

康南海J 0 27 

值得注意的是，周夢賢終究還是把梁敢超所說的「自

信」改造成「堅定的信心 J '其所期盼的是信心堅定的男

子，淡去「自信J 一詞隱約透露的傲慢意味。這恐怕與他

的基督教信仰是有相當關係的。

周夢賢達篇文章的副標題是「天津差會J '顯然是某

基督教會的天津分會。該分會原想請南開學校的校長張伯

苓 (1876-1951) 演講，他演講的題目本是「康有為與中國

的革新人物J (Kang Yu-wei and the Chinese Reformers) 

大概是由於張伯苓身體不適，轉由南開的這位周夢賢教員

代替，單以「康有為」為主題，不涉及其餘革新人物。 28

張伯苓也是基督徒，一九0九年受洗。他與天津基督

教青年會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亦即

26. 向上，頁 10 。

27. 梁敢超， <南海康先生傳} (1901) ，載《梁敢超全集}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 

卷一頁 481 -497 '這里是頁 497 。

28. 周夢賢， <康有為} ，頁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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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Y.M.C.A.)來往極其密切，促成他入教的也主要是天津基

督教青年會的傳教士。 29他常在天津基督教青年會作演講，

甚至(譬如 1915 年 6 月 28 日)會讓南開學校全體教職員

在天津基督教會所召開暑假思會。 30由是觀之， I天津差會」

必是「基督教青年會」天津差會，亦即所謂「天津基督教

青年會」

張伯苓的基督教信仰，與他的「愛國家」是緊密相關

的: I我以為改造國民的方法，就是辦教育。後來，我回

到本城興辦學校 3 遇見種種的困難，並且有時候我還抱著

一種悲觀，我知道這種人生觀，沒有甚麼意思，因為人終

久要死。以後我常讀《耶穌吉行錄:> '看見耶穌的為人，

很受感動。這本書幫助我很多，我所以借看他的鼓勵總算

是還沒有半途中止，而打破各種困難，還要辦我的教育;

換一句話說，就是要改造我們的中國人。我希塑受改造的

中國人，再和他們外國人比較的時候，就不在他們之下。

我因為得者耶穌基督的幫助，我才起始信宗教。所以我說

我的基督教的信仰，實發生在於我的愛國心 J 0 31適才用夢

賢的祈禱語盲 9 同樣流露出這種帶有強烈國家關懷的基督

教信仰。前所引李思倫白的發願詞，與當時很多中國基督

徒的這種情懷是頗為貼合的。

已

32id 
「
-
↓

29. 關於張伯苓入教事宜，尤可參看梁吉生編著， {張伯苓年譜長編> (北京人民教育，

2008) ，上卷，頁 70-71 、 72-76 、自 1-84 。

30 參看同上頁 143 。張伯苓在天津基督教青年會所作的演講，存篇名者至少有一九0八年

八月十六日《我的信這之由> (頁 72-74) ，一九~O年九月十八日《聖經為立憲之本》

(頁 91) ，一九一三年秋《聖經與社會> (頁 121)等。

31 張伯苓， {基督教與愛國> (1925 年 10 月 11 日) ，載王文俊等編， {張伯苓教育言

論選集>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1984) ，頁 143-145 '這里是頁 143-144 。可參看

鄭致光、楊光偉編茗， {張伯苓傳> (天津 天津人民， 1989) ，頁 22 '但這本《張
伯苓傳》對這段話的引用頗多錯誤。還可將張伯苓一九二五年這番自陳與其一九0九年

的自述(張伯苓， {張伯苓先生白述信道之理由> (1909 年 7 月 20 日) ，載崔國良編 p

《張伯苓教育論著選> (北京 人民教育， 1997) ，頁 3-5) 進行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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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而言之，西學東來這數百年，離不了許多隱沒在歷

史深處的小人物的奉獻。許多中國的基督徒就是這樣的小

人物。這襄因著〈阿哩原來是荷馬! )帶來的激動，找見

了其中一位默默「寡」閏的「約翰人j 基督徒周夢賢，略

說其生平三三事。

關鍵詞:周夢賢翻譯基督徒聖約翰大學

作者電郵地址: yangjunjie@b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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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扎1. E. Tsur is actually Mong-en Tsur (later 

Mong-Yen Tsur), or exact1y speaking, Meng-xian Zhou, who 

graduated from St. John's College in Shanghai towards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可﹒ Then M r. Zhou taught in Ji-nan 

(Tsinan) and then Tian-jin (Tientsin) at his thirties. Indeed, 

today he is well-known on1y for his trans1ations, especially his 

trans1ations of European stories. Moroever, he must be a 

Christian, who did not on1y trans1ate a book by a former 

Missionary in China named John Lambert Rees, but also read 

a paper in 1910s before the Missionary Association of Tientsin, 

which propably be10nged to 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1 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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