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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会与在华英国教会中等教育

一一一以"英华书院"为中心的考察

肖  朗  傅  政
(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伦敦会是近代率先派遣传教士来华的英国海外布道会 ,并率先将西方学校教育体制引人中

国 。 19世纪后期至 20世纪前期 ,伦敦会在中国创办了若干所统称为"英华书院"的学校 ,它们遂成为这一

时期在华英国教会中等教育的主体 ,位于汉口的博学书院 、天津的新学书院和上海的麦伦书院即为其代

表 。这类教会中等教育学校既沿袭了马礼逊所创立的马六甲"英华书院"的基本模式 ,又继承了英国公学

教育的某些传统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本土化的改革 ,以求适应中国国情 。在"西学东渐"的大背

景下 ,以伦敦会"英华书院"为代表的在华英国教会中等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 ,对促进中国近代中

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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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and English Christian Secondary Education
in China :A Study on 月Anglo-Chinese College月

Xiao Lang  Fu 2heng
(Co11C9C o f EduCat1on ,2hCj 1an9 Un1公Cr￡1t少 ,H an9: hou 310028 ,Ch1na)

Abstract :London Mi55ionary SoCiety ,whiCh 5ent the fir5t Prote5tant mi55ionary to China in the modern
time5 ,wa5 a pioneer in introduCing the We5tern eduCation 5y5tem into China .From late 19th Century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London Mi55ionary SoCiety founded a Certain number of Anglo-Chine5e College5
whiCh Con5tituted an important part of Engli5h Chri5tian 5eCondary 5Chool5 in China during that period ,

notably Griffith John College in Hankou ,Anglo-Chine5e College in Tianjin and Medhur5t College in
Shanghai .Mo5t early mi55ionarie5 who Came to China , like R .Morri5on and W .Milne , were not
well-eduCated or had only reCeived 5hort-term training at 5ome theologiCal College5 ,but they endeavoured
to enhanCe their under5tanding of the Chine5e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their tran5lation ,5Chool-running
and publi5hing aCtivitie5 .From the late 19th Century , 5ome profe55ional5 were Called 月eduCational
mi55ionarie5月 a5 they had reCeived higher eduCation and got involved in over5ea5 mi55ionary aCtivitie5 ,

万方数据



among whom were A .J .MaCfarlane ,the fir5t headma5ter of Griffith John College ,S .L .Hart ,the fir5t
headma5ter of Tianjin Anglo-Chine5e College ,W .Bevan ,the 5eCond headma5ter of Medhur5t College in
Shanghai .The5e well-eduCated profe55ional mi55ionarie5, partiCipation Contributed to the enhanCement of
the aCademiC level a5 well a5 the quality of the Anglo-Chine5e College5 .In general , the5e Chri5tian
5eCondary 5Chool5 not only followed the pattern of the Anglo-Chine5e College 5et up by R .Morri5on and
W .Milne in MalaCCa ,but al5o aCquired the Engli5h tradition of PubliC SChool 5y5tem .Furthermore ,5ome
later leader5 took reform mea5ure5 to indigenize the 5Chool5 to adapt them to the Chine5e Condition5 .

Under the impaCt of 月Ea5tward Tran5mi55ion of We5tern Learning月 ,Anglo-Chine5e College5 e5tabli5hed
by the London Mi55ionary SoCiety developed their di5tinCtive feature5 and exerted great influenCe5 on the
progre55 of the modern Chine5e 5eCondary eduCation .

Key words :London Mi55ionary SoCiety ;Chri5tian 5eCondary eduCation ;Anglo-Chine5e College ;

Ea5tw ard Tran5mi55ion of We5tern Learning

从 18世纪初开始 ,伴随着英国等西方列强的对外殖民扩张 ,以海外布道会(又称"差会")为主

体的基督教新教传教运动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兴起 ,向海外异教区域传播上帝的"福音"已成为众多

新教教派及其差会共同追求的目标 。至 18世纪末 ,在英国规模及影响较大的差会中 ,伦敦布道会

(London Mi55ionary SoCiety ,简称"伦敦会")是成立较早 、率先来华传教的差会 ① ,它在制定传教方

针以及派遣传教士从事办学活动等方面 ,反映出当时英国差会在华教育活动的主要特色 ,具有一定

的代表性 ;同时 ,它在继承英国教育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变革 ,以求适应中国国情 ,从而对促

进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鉴于国内学界对伦敦会的在华中等教育办学活动尚未予

以充分的研讨 ② ,本文试图以 19世纪后期至 20世纪前期伦敦会在华创办的几所有代表性的"英华

书院"(The Anglo-Chine5e College)为中心 ,着重探讨其办学实况与特色 ,并在此基础上力求揭示

此类中等教育学校所体现出的英国教育传统及其影响 。

一 、伦敦会的"社会服务型"传教方针及策略

18世纪欧洲大陆的"虔敬派运动" 、英格兰的"卫斯理运动"以及美国的"大觉醒运动"被史家通

称为"福音复兴运动" ,它揭开了近代新教海外传教运动的序幕 。受此运动的影响并在英国公理宗

信徒(The Congregationali5t5)的推动下 ,伦敦会于 1795年成立 。伦敦会成立之初就倡导开展"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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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除伦敦会外 ,还有基督福音传播会(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5pel) 、浸礼布道会(Bapti5t Mi55ionary SoCiety) 、英
国圣公会亚非布道会 (ChurCh Mi55ionary SoCiety for the Af riCan and Ea5t ) 、卫斯理循道布道会 (We5leyan M ethodi5t
Mi55ionary SoCiety)等 。

大陆及港台学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 :(1) 侧重于介绍鸦片战争前后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及其文

教活动的概况 ,如李志刚代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分 ,(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 ;吴义雄代在宗教与世俗之间 一一一 基督教

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分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等 。 (2) 概论伦敦会及马礼逊的在华文化教

育活动(包括创办马六甲"英华书院") ,如苏精代伦敦会在华人中的出版活动分 ( ThC 尸r1nt1n9 尸rC￡￡C￡ o f thC L ondon
M 1￡￡1onar少 SoC1Ct少 amon9 thC Ch1nC￡C) ,伦敦大学 1996 年博士学位论文 ;谭树林代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分 ,(杭州)中国美

术学院出版社 2004 年版等 。 (3) 从中国教育史或教会教育史的视角论述近代中国教会中学及中等教育 ,如高时良主编

代中国教会学校史分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 ;何晓夏 、史静寰代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分 ,(广州)广东教育出

版社 1996 年版等 。 (4) 集中探讨教会中学及中等教育的先期研究成果 ,除单篇论文外 ,主要有伊文娟汇编的论文集代基督

教与中国近代中等教育分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其中个别论文涉及伦敦会早期来华传教士麦都思编的用作教

会中 、小学教材的代三字经分 ,但总的来说这方面的论述极为有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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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派"的福音传播活动 ,为此 ,它以国内为基地来募集资金 、招募传教士 ,积极谋求向海外拓展 ,这一

国内外互动的传教模式对日后新教传教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 1804年 ,当伦敦会

开始筹划中国传教事宜时 ,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 ,组织管理也渐趋完善 ,并建有专门培训海外

传教士的高斯坡神学院(Ga5pot College) 。马礼逊(R .Morri5on)加人伦敦会后 ,即在此接受了两

年半的紧张培训 ,其内容涉及神学 、教会史 、语言 、医学 、天文学等诸多方面 。 1807年 ,他被派往中

国 ,遂成为基督教新教徒来华传教的先驱 。

"福音复兴运动"在酝酿 、产生阶段便对社会问题具有强烈的关怀意识和责任感 ,并致力于受压

迫者的解放和发展事业 。例如 ,由福音派教徒组成的"克拉朋教派"(T he Clapham Seet )曾投身于
废除奴隶贸易 ;另外 ,通过建立慈善机构 ,福音派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来救济穷人 、孤儿 、释囚和老弱

病残者 。在 19世纪 60 一 70 年代的英国 ,方兴未艾的"世界和平计划"(World PeaCe Program5) 、
"反酗酒运动"(Campaign Again5t IntemperanCe) 、妇女平等呼吁以及建立公共教育制度的主张等 ,

与"福音复兴运动"形成了交相呼应的态势 。正如著名教会史学家赖德烈(K .S .Latourette)所言 ,

"福音复兴运动"重视个人的饭依体验 ,并经常与乐于助人的愿望紧密相联 ,这不仅体现在引导他人

开始新的精神和道德生活 ,而且还要在精神 、肉体和物质等方面全面提高他们的福社 ,而从事教育

和慈善事业正是其重要的方式。1。206
。在此大背景下 ,伦敦会开始逐步确立"社会服务型"的传教方

针和策略 ,积极开展教育 、医疗 、扶贫救困等社会工作 。

作为伦敦会创立者的英国公理宗信徒 ,其中有很多人来自知识阶层 ,由于受到新教改革家加尔

文的影响 ,有重视教育工作的传统 ,美国哈佛 、耶鲁等几所最古老的大学均由公理宗信徒创建 。伦

敦会即遵循这一传统 ,坚信教育是福音事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且对于传教的成功至关重

要。2。46 47
。伴随其海外传教运动的发展 ,伦敦会在海外传教地特别是在印度和中国的办学规模不断

扩大 ,办学层次也逐步提升 。据统计 ,1890年伦敦会在华共有 65名传教士 ,其各类学校招收的学

生有 2 124名 ,而同时英国在华最大的差会中华内地会(China Inland Mi55ion)共有 366名传教士 ,

招收的学生却仅有 182名。3。834 837
,可见伦敦会对办学的重视 。

二 、19世纪伦敦会在华办学活动的拓展

鉴于清政府实行严厉的禁教政策 ,马礼逊抵华后在努力学习中文 、翻译代圣经分的同时 ,也在深

人思考如何发展传教事业的问题 。 1812年 ,他在广州写给伦敦会司库和书记的信中首次提及 :"我

真希望我们在马六甲有一所培养传教士的学院 ,专为恒河域外所有国家培养欧洲籍和当地传教

士 。"
。4。188

1814年 ,马礼逊及其助手米怜(W .Milne)共同起草了上报伦敦会的 10条建议 。其中第 3

条再次倡言 :"尽早建立一所免费的中文义校 ,并希望它能为后期建立神学院铺路 ;这所神学院以教

育虔诚的中国人在中国和邻近国家担任基督教牧师为目标 。"
。5。65在马礼逊和米怜的推动下 ,马六

甲"英华书院"于 1818年建立 。次年 ,伦敦会对该校制订了专门的决议案 ,其中就办学目标写道 :

"理事们在同意英华书院不严格局限于传教目标的同时 ,建议马礼逊先生和米怜先生谨慎从事 ,防

止因为世俗目标的学生与宗教目标的学生一起学习时可能造成的伤害与不便"
。4。279

。可见 ,马六甲

"英华书院"并未以传教为唯一的办学目标 ,因此 ,除宗教课程外 ,还开设了英文 、中文 、数学 、天文 、

地理 、伦理等课程 ,学生在学习英国语言 、文化和宗教知识的同时 ,兼学中国传统文化 ,如中文代三字

经分 、"四书五经"等 ;学校还根据学生的不同程度采取分班教学的组织形式 。尽管马六甲"英华书

院"规模很小 ,办学层次也较低 ,但它成为新教差会在华人中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校 ,也开创了伦敦

会"英华书院"的办学模式 。

鸦片战争后 ,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 ,西方列强获得了在口岸城市通商 、传教和办学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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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清政府也开始对基督教实行"弛禁"政策 ,基督教新教势力因此获得空前的发展 ,其影响也日

益扩大 。 19世纪中期后 ,随着在华传教活动的不断拓展 ,伦敦会传教士凭借其捷足先登的优势 ,

相继在香港 、广州 、厦门 、漳州 、惠安 、汀州 、上海 、汉口 、武昌 、重庆 、沧州 、北京等地创办教会学

校 ,其办学活动开始进人新的阶段 。 据统计 ,截至 1905 年 ,伦敦会共派遣 99 名传教士来华传

教 ,创办了 19所主日学校 ,共有信徒 1 247名 ;同时 ,创办了 122 所男童学校和 38 所女童学校 ,

共有男女学生 3 600多名。6。20
。可见 ,基于传统 ,19 世纪中后期伦敦会的办学重心仍在初 、中等

教育层面 。就中等教育的办学活动而言 ,这一时期马六甲"英华书院"迁址香港 ,逐步升格为中

等教育机构 ;而在中国内陆地区 ,伦敦会传教士则主要在几个口岸城市创办了若干所相当于中

等教育学校的书院或学院 。

1858年中英代天津条约分签订后 ,汉口成为通商口岸 。三年后 ,英租界在此设立 ,伦敦会派遣

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从上海到汉口传教 ,遂使后者成为第一个深人华中地区的新教传教

士 。杨格非在其长达五十年的传教生涯中 ,曾多次强调教育对传教事业的重要意义和影响 。如他

在代中国的呼声分(A Vo1CC f rom Ch1na)一书中指出 :"中国的觉醒使得我们从事这项事业(按 ,指教

育)非常必要 。在我们所要经历的全新生活和发展中 ,传教活动是不能沉睡的 。我们的存在要依赖

于我们向着这个民族所渴求的方向前进 。中国的教会如果要能抗衡外界而成为真正的强者 ,必须

是教育型的 ,而所有饭依教徒的后代如果想在生命的赛程中获得机会 ,他必须接受现代意义的教

育 。所以 ,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来影响中国伟大的教育运动 ,我们应该竭力使中国教育基督化 ,这样

我们便能培养出比官办学校更为出色的学生 。"
。7。204经过杨格非等人的酝酿和精心策划 ,在汉口办

学的教育规划呈报给伦敦会 ,1898年伦敦会正式批准了该项规划 ,它包括建立一所接受男童和女

童的小学 ,一所接受男生和女生的高中 ,一所培训神职人员和传教士的神学院 ,以及一个培养医疗

人员的医学部 。

1899年 4月 ,作为高中部的博学书院(London Hankow College ,后称博学中学)正式成立 ,校

址位于汉口后花楼居巷 ,第一任校长为马辅仁牧师(A .J .MaCfarlane) 。为了扩大校园 ,杨格非在市

郊韩家墩和刘家墩购置土地 ,兴建教舍 ,校园面积扩大到二百余亩 。除马辅仁外 ,伦敦会先后派遣

多名传教士到此任教 。他们"主管学校财权 ,凡学校大小开支 ,均须他们签字才能报销 。他们用人 、

用钱均精打细算 ,用人少 ,多办事 ,用钱少 ,办大事"
。8。

。学院最初有 40名学生 ,3名教师 ,18名走读

生 ;5年后 ,学生数增至 114名 ,并聘有 6名教师和 2名学生助教。9。83
。教学主要以香港大学人学考

试为标准 ,开设科目有中文 、数学 、算术 、欧几里得几何 、代数 、英语 、科学 、历史 、地理 、绘画 、习字 、体

育 、读经。9。83
。在学制上分为普通科和正科 ,普通科招收小学毕业生 ,接受六年的中等教育 ,毕业后

可报考英国各大学及香港大学 。为此 ,学校曾聘请数名英国教师 ,其中有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文科

和理科硕士 ,伦敦大学的法学学士 ,以及爱丁堡大学的医学博士 ;此外 ,还聘请了燕京大学 、协和医

学院 、华中大学 、金陵大学等国内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来校任教 ,因而其师资达到较高的水准 。可以

说 ,博学书院是 19世纪伦敦会在华创办的中等教育学校的一个典型 ,对在中国移植"英华书院"的

办学模式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

三 、赫立德与天津新学书院

(一)赫立德及其代中国的教育分

1864年 ,伦敦会传教士乔纳森 ?李(Jonathan Lee5) 、艾约瑟(Edkin5)等人在天津创立养正学
堂 ,旨在培养本地牧师 。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 ,学校规模始终很小 ,办学层次相当于初等教育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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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会 1897年年度报告称 ,该校资金匿乏 ,住宿条件十分有限 ,当年招生数为 12名 ,已达历年之

最 ① 。 1901年 ,这所学校在义和团运动中遭到损坏而停办 。从现有的资料分析 ,养正学堂是主日学

校性质的学校 ,也是伦敦会在天津办学的起步 ,它培养了一批中国籍的牧师 ,如后来的伦敦会传教

士 、中国教会重要领袖诚静怡于 1897 一 1900年间就读于该校 ,接受了专门的神学训练 ,日后在推动
伦敦会工作和教会本土化运动中作出了重要贡献。10。

。

早在 1892年 ,赫立德(S .L .Hart)和其兄沃尔福德(W .Hart)被伦敦会派往中国传教 ,1895年

转至天津 ,并酝酿创办天津"英华书院"(Tient5in Anglo-Chine5e College) 。 1902年 ,赫立德等人在

养正学堂的基础上创设了新的学校 ,为纪念已故的沃尔福德而取名为沃尔福德纪念学院(Walford
Hart Memorial College) ,后又改名为新学书院(Hall of New Learning) ,赫立德为第一任校长 ,直

到 1926年 。赫立德素有"教育传教士"(eduCational mi55ionary )之称 ,1858年 12 月出生在英国康

沃耳郡(Cornwall) ,父亲是巴黎的公理会牧师 。他幼年和青少年时代在巴黎居住并接受教育 ,曾

在法国索邦大学学习理科 ,并在剑桥大学先后获理科学士和硕士学位 ,1883年起在剑桥大学担任

物理学讲师 。教学之余 ,他参加了当地的传教活动 ,并在主日学校为工人授课 。他多才多艺 ,精通

音乐 、建筑等 ,也是自行车飞轮的发明者 。

在长期从事办学活动的过程中 ,赫立德对中国教育问题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看法 ,这些看法较为

集中地反映在代中国的教育分(EduCat1on 1n Ch1na)一书中 。首先 ,他回顾了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对教

育的影响 ,特别是戊戌变法 、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等促使中国民众逐步接受西式教育 。他认为自

己所办的学校即为"大众对新学的价值重新评估的直接成果" ,由此他接受两位中国学生的建议 ,将

学校定名为新学书院 。通过追溯和考察中国近代历史 ,他指出 ,"教育革命并非只是官方发号施令 ,

它本质上是中国大众的一种愿望"
。11。5

。

其次 ,赫立德分析了青年学生在中国社会变革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他指出 :"在过去十年中

已经屡次得到证明 :学生阶层是最为爱国 、最愿意思考国家的问题 ,也是最愿意为了拯救国家而献
身的 。"

。11。8他认为青年学生对于大众观念的构建有强大的影响力 ,"学生团体中有巨大的力量 ,这
必须加以考虑" ,而教育对于塑造青年学生的观念特别是其价值观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换言之 ,中

国民众可以通过青年学生阶层而感受到这个阶层背后的教育的巨大影响 。因此 ,在他看来 ,以西式

教育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遂可成为中国民众的朋友和领袖 。赫立德曾用其特有的语言形式将此表

述为 :"在我表述'教育的力量,时 ,我不是以抽象的方式来思考教育 ,或者以任何固定的模式来界定

教育 ,我关注的是以学生自身所代表的教育 ,以及学生身后的教师 ,如果他能够跨越教师的角色而
成为一名教育家 、一位民众的朋友和领袖 。"

。11。17

最后 ,就中国教育的重要性问题 ,赫立德进一步强调 :"它不仅对于中国作用巨大 ,也影响中国

与他国的关系 ,它不仅促使我们要热爱中国 ,而且为了我国自身的利益 ,要严肃地对待此事 ,要迅速
而明智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1。19
。他在书中呼吁英国要向中国教育当局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

建议在中国建立一系列高质量的英国教育机构 ,并从英国大学选派师资到中国学校任教 ;同时 ,他

也建议派遣合格的中国学生前往英国留学深造 。

由此可见 ,赫立德高度重视中国教育发展的作用 ,认为这种发展既可促进中国本国的发展 ,又

有利于英国的国家利益 。他虽然身为传教士 ,但其教育观已明显超越宗教观念的束缚 ,反映出教育

世俗化的思想倾向 ,这种倾向也充分体现在新学书院的办学实践中 。

(二)赫立德与新学书院的办学特色

早期的新学书院仿英国大学学制 ,设文 、理两科 ;另设中学部和中学预备班 ,学制各为四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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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 ,伦敦会因与其他教会联合创办燕京大学而停办其大学部 。 1929年 ,新学书院以私立学校

的法人身份在北京政府教育部注册时 ,因不具备学院资格而改名为新学中学 ,改制后的新学中学实

行八年制 ,初 、高中各三年 ,并增设两年制的预备班 。新学书院成立后 ,伦敦会先后派遣多名传教士

在此担任教学等工作 ,其中不乏专家型的传教士 ,如后来担任燕京大学经济学教授的戴乐生(J .B .

Tayler) 、1924年巴黎奥运会 400米短跑冠军李爱锐(E .H .Liddell)等 ;而且长期保持 5名英籍教员

的规模 ,这超过了同时期伦敦会创办的其他同类学校。12。181
。在赫立德的主持及其影响下 ,新学书

院形成了以下办学特色 :

其一 ,课程设置注重文理结合 、中西交融 。在学院初创期 ,赫立德夫妇承担了绝大部分教学工

作 ,如他本人教授高年级的算术 、代数 、几何 、生理学 、物理学和化学等课程 ,他的夫人则承担英语和

历史课程的教学工作 。在办学过程中 ,赫立德认为应加强英语教学 。他指出 :"我们的责任是确保

加强互相(按 ,指中英两国)的了解 、交流 ,增进双方关系 。现在在我国让民众转而学习中文作为思

考的工具是无望的 ,要求在华英国商人或其他行业的英国人使用流利的中文也许有些过分 ,虽然这

种趋势也在扩大 ,所以中英两国要互相理解 ,互相学习 ,显然需要通过中国人学习我们的语言知识 。

让我们企盼英语知识在中国得以传播 ,很多事业有赖于此 ,包括政治和国际关系 。"
。11。12在这一思想

指导下 ,英语成为学校的主干课程 ,包含文学 、会话 、作文等 ;从初三开始 ,各学科也使用英文教材 ,

如历史 、地理 、化学 、物理等 ,学生高中毕业时英文的听说读写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即使学校在向

中国政府注册后依然保持这一传统。13。24
。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回忆道 :"我上的中学是英国伦敦会创

办的新学书院 ,后改名新学中学 ,许多课程都由英国教师教 ,用的是英国课本 ,用英文教 ,所以一开

始我的听课和阅读英文程度都比一般中学生高一些 ,我又是个高材生 ,所以在初中时就有了一定的

英文阅读能力 。"
。14。329另一方面 ,新学书院也很重视中国传统文化 。在强化英语教学的同时 ,国文

课依然占据重要位置 ,课本以文言文为主 ,很少选白话文 ,因而学生的古文底子比较深厚。15。54
。为

了提高学生的国语表达能力 ,学校还设有"国语演讲会" ,其章程中写道 :"本会以发展并练习同学用

国语发表思想之能力为目的" ,规定"本校各级同学都应加人为本会会员" ,还要求"会员参加演讲练

习时 ,自定题目 ,但先撰写演讲大纲 ,或讲演全稿 ,并由指导委员会审核修正 ,发还备用"
。16。62

。这些

充分显示出学校对学生中文表达能力和水平的重视 。

其二 ,具有重视体育的传统 ,并开辟了近代中国球类运动的先河 。 赫立德在代中国的教育分

中介绍了 1904年新学书院举行的第一次运动会 :"运动会向全天津学生开放 ,这是当时天津学

校举行的第一次运动会 。部分天津官员出席了运动会 ,某位官员在运动会结束后还表示我们为

中国做了一件极好的事情 。"赫立德把体育运动视为中国人打破传统 、接受西方观念的一种方

式 :"这些日子我们正在打破世俗的枷锁 ;当然 ,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 ,我们很高兴能打造一届

崭新而强健的中国运动会 。"
。11。9由于全校上下的重视 ,新学书院在足球 、篮球 、田径等项目上成

绩卓著 。例如 ,足球队成立于 1902年 ,是在天津组成的第一支足球队 ,当时球员们脚上穿着高

统长靴 ,脑袋上却盘着长长的辫子 ,被戏称为"辫子足球队" ,此后连续获得天津足球冠军 ,新学

书院遂被誉为"天津足球发源地" 。自从篮球传人天津后 ,新学书院的篮球队成为当时天津水平

最高的两支球队之一 。教师刁培新通过研读英文资料 ,将美国的"人盯人"防守战术引人中国 ,

使新学书院篮球队先后荣获华北球类运动会四届冠军和两届亚军 ;在东京举办的远东奥运会

上 ,新学书院运动队的三名队员代表中国参加 ,为中国篮球队赢得奖牌作出了较大贡献。17。218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深得李爱锐精心指导的新学书院毕业生吴必显 ,他在跳高 、田径等方面成绩

优异 ,1936年曾远赴德国参加奥运会 。

其三 ,创建学校附属博物馆等作为教学辅助设施 。 1904 年 ,赫立德创建了学院附属博物馆

(Tient5in Anglo-Chine5e M u5eum) ,中文名为华北博物馆 ,旨在使学生增长知识 、开阔眼界 ,以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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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相关课程的教学 。在开馆的一年中 ,共接待了 1 623名参观者 ① 。展品包括仪器 、模型和图片等 ,较

为全面地展示了 19世纪末 20世纪初西方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 ,成为新学书院教学的重要演示场所 。

该馆还陈列了新学书院教师带领学生自己制作的教学标本 ,在课堂教学中它们常被用来演示 。

民国时代 ,新学书院在天津享有很高的声望 ,也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可 。 1913年 ,学校举行民

国后第一届毕业生典礼 ,当时盛况空前 ,英国 、荷兰等国外交大臣出席 。袁世凯派特使梁士治到会

宣读贺词 :"贵校树立为本民族的福社工作之目标 ,实为非常有意义 } }作为总统 ,我要让全民感谢

你们的伟大工作 。" ②教会史专家顾达尔(N .Goodall)在代伦敦会史 :1895 一 1945分中写道 :"赫立德

作为一名出色的教育家 ,对于全局形势的重要性极其敏感 ,在这一点上无人可与之媲美 ,而其终身

努力都体现在新学书院中 } }赫立德的超人能力及其富有献身精神的中国同事和当地社会团体的

支持 ,是学校成功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
。12。181

四 、上海麦伦书院的本土化改革与发展

(一)麦伦书院的创建及变迁

上海是近代教育起步较早的城市 ,特别是开埠后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 ,新学迅速取代旧学 ,

教会学校 、官办学校和私立学校同时发展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 1843年 ,伦

敦会早期来华传教士麦都思(W .H .Medhur5t)到上海传教 ,他利用负责道路 、码头建设和管理英侨

公墓之便 ,圈买了上海县城北门外的大片土地 ,人称"麦家圈" ,作为伦敦会在华总部的所在地 ,并在

此建造天安堂教堂 。 1891年 ,伦敦会在天安堂创办"英华书院" ,吸收华人子弟人学 。 1898年 ,为纪

念麦都思 ,学院遂改称麦都思纪念学院(Medhur5t Memorial College) ;其中文名则从麦都思和伦敦

会中各取一字 ,称为"麦伦书院" 。成立伊始 ,条件较为艰苦 ,伦敦会牧师包克私(Rev .E .Box)成为
首任校长 ,教职员工 5名 ,仅一人领取薪金 ,学生也仅有 20余人 。包克私后由裴文(W .Bevan)任校
长 ,他把学校迁至兆丰路一带 ,1903年新校舍落成 ,礼堂 、宿舍 、厨房等设施也渐趋完善 ,其后 20年

间先后由麦卢伯(E .J .Malpa5) 、库寿龄(Rev .S .Couling) 、卢克逊(Luxon)任校长 ,他们凭着对教会

教育的热忱致力于学校的发展 。这一时期学校仅招收男生 ,设中文 、英文两部 ,各设正馆四班 ,备馆

四班 。 1922年 ,彭思(Burn5)出任校长 ,他采取了一系列整顿校务的措施 ,包括合并中 、英文两部 ,

裁撤正馆第三 、第四班 ,取消正馆 、备馆之名义 ,改设高中三年 、初中三年 ,另设初中预科 。至此 ,麦

伦书院的学级编制开始与国内学制相符合 。教学课程主要有宗教 、英文 、国文 、数学 、理化 、史地 、天

文 、体育 、唱歌 ③ 。伦敦会在办学中起主导作用以及重视传播基督教教义 ,成为这一时期麦伦书院

的主要特色 。从校名的选择 、校舍的购买 、经费的调拨 、人员的派遣到具体的教学管理 ,都是以伦敦

会为直接领导的 。学校仍遵循伦敦会办学所一贯奉行的"传授基督教真谛"的原则 ,规定学生必须

参加所有宗教活动及仪式 。

20世纪 20年代 ,国内掀起"收回教育权"运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要求所有教会学校必须向

政府立案注册 ,并规定只有华人才能担任校长 。此时 ,在华传教的英国长老会 、伦敦会 、公理会联合

组成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 。伦敦会顺时应变 ,开始聘请中国人治校并组织校董会 ,此后华人取代

伦敦会在教会学校中的主导地位 。 1928年 ,麦伦书院向市政府教育局立案注册 ,改名为私立麦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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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 ,夏晋麟博士成为首任华人校长 。他掌校四年间 ,先后设立训育处 、教务处 ,创立图书室 ,改建

网球场 、理化实验室 ,实施教育部颁发的代中等学校暂行课程标准分 ,采用学分制 ,推行学生自治会

制度 ① 。

(二)沈体兰与麦伦书院的本土化改革

1931年 ,沈体兰成为第二任华人校长 。 他出生于教师世家 ,1922 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 ,

1928 一 1929年间在牛津大学教育研究所任研究员 ,在此期间写了代英国中等教育分 、代中国教育之改

造分等著作 。就任校长后 ,他对学校行政 、教务 、财务 、师资 、学制等多方面进行了改革 、整顿 ,"校园

景象顿觉焕然一新" ② 。麦伦中学改革的成功实践来源于他中西结合的教育背景 、先进的教育理念

和较为理性的改革原则 。他既保留了伦敦会办学的某些英国教育传统 ,也向学校注人了新的思想

元素 ,后人将其在麦伦中学实施的一系列改革称为"麦伦中学的改造" ,应该说其实质即为使西方教

育适应中国国情的本土化改革 。

沈体兰曾提出 :"养成新国家公民 ,造就新人格青年 ,斯乃本校所负之教育使命也 。" ③他明确规

定学校宗旨为适合教育高尚标准 ,培养国家健全公民 ,并据此订立四项原则 :(1)树立高尚理想 ;

(2)养成社会意识 ;(3)练习集团生活 ;(4)实行公众服务 。围绕这四项教育宗旨和原则 ,沈体兰领

导麦伦中学的师生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 。

1 .注重人格教育

沈体兰从三方面侄释"人格教育"的目标 :其一 ,"培植为公道而牺牲 ,为大众而斗争的勇士" ;其

二 ,"造就追求真理 、发展理智之青年" ;其三 ,"使学生成为具有爱国精神与救国能力之公民" ④ 。而这

些显然已大大超越了麦伦书院早期所提倡的"基督化人格"的培养目标 ,赋教育以"时代责任感的 、集

体主义的 、为大众服务的德育新内涵" ⑤ 。 1928年 ,学校向政府立案注册后即取消了宗教课程 ,添设了

人生哲学课 。在此基础上 ,沈体兰更加重视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 ,面对当时国难深重的形势 ,他特别

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 。如他在学校四十周年纪念刊的序中向师生呼吁道 :"当兹国运濒危 ,

强邻压境之今日 ,欲图民族之生存 ,必先为统一救亡团结御侮之努力 。" ⑥

如前所述 ,沈体兰曾访学牛津大学 ,而牛津正是英国"导师制"的发祥地 。为了加强学生的思想

品德教育 ,他便在麦伦中学引人"导师制" 。据记载 ,"沈校长以中学教育为国民之基本训练 ,须有与

学生共同生活之导师随时做生活之指导 ,乃于二十一年创设导师制 ,每班设导师一人" 。当时教师

都积极参与导师工作 ,如伦敦会派驻学校代表白约翰 、国文首席教员魏金枝和教育学家曹孚等都担

任过学生导师 ⑦ 。同时 ,学校还专门设立导师会议 ,每月一次召集教务训导主任 、各级导师 、体育教

员等参加 ,商讨有关开展思想品德教育的事宜 ,并制订相关措施 。

2 .推行民主化管理

曾被誉为"民主革命教育的基地" ⑧的麦伦中学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管理机制 :校董会负责筹划和

监督学校财务及聘任校长等工作 ;校长负责全校校务 ,并充分发挥教职员工会议和各种师生合作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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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集体作用 。从 1933年起 ,学校"为集思广益推进校务起见 ,除经常之教职员会议以外 ,每学期初

特召集全体专任教职员举行校务研究会一次 ,讨论各项基本问题" ,主要包括 :(1)确定教育方针 ;

(2)提高教育程度 ;(3)造就特殊校风 ;(4)实施推广教育 ;(5) 实行男女同学 ;(6) 添设联络小学 ;

(7)拟定教员进修计划 ;(8)筹备四十周年纪念 ;(9)制定职业教育计划 ;(10)开展国难时期的训练 ;

(11)实行训教合一 ;(12)拟定发展计划 ;(13)重订学科课程 ;(14)实施训教原则 ;(15)应付救国运

动 ;等等 。上述问题涵盖面广 ,几乎涉及学校发展和教学管理的各个层面 ,充分体现出学校倡导教师

参与校务管理的民主作风 。另外 ,学校财务也向教职员工公开 ,校务委员会下设经济稽核委员会 ,其

中也有学生代表参加 。曾执教麦伦中学的段力佩在回忆校长倡导的民主作风时指出 :"他领导的学

校 ,是以他为主的 ,但他要经过学校各层次的讨论 ,几乎每次讨论 ,都争论得极为热烈 ,最后他还向学

校几个进步教师征求意见 ,然后由他集中大家的意见拍板下来 。"
①

1932年 ,学校正式组建学生自治会 。 代学生自治会组织条例分中规定学生自治会"隶属于校务

会 ,处理关于学生自治之一切事务" ,并规定其须履行的义务为 :(1)共守各项规约 ;(2)整伤公共

秩序 ;(3)督查课外活动 ;(4)保护学校设备 ;(5)传达学校法令 ;(6)陈述同学公意 ② 。可见 ,学生

自治会主要是学生表述诉求和意愿的场所 ,发挥着沟通学校和学生的桥梁作用 。自治会内设秘书

处 、内务处 、外务处等机构 ,组织学生开展一系列活动 ,如辩论赛 、出版校刊 、文学研究 、体育比赛 、戏

剧表演等 ,也包括组织学生积极参加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 。通过这些活动 ,一大批学生骨干脱颖而

出 ,并在工作中得到锻炼 ,使学校保持了"思想活跃 、朝气蓬勃 、健康向上的校风"
。23。131

。

3 .引领学生全面发展

学校提出的教育方针为 :对学生所施之教育 ,于知识 、行为 、经验三者并重 ,学生之操行成绩 、

学业成绩 、课外作业成绩均能及格者始得毕业或升级 。与此相应 ,学校提出的教学目标为 :学习工

具之精熟运用 、思想方法之追求探讨 、环境知识之理解认识 、生产技能之习练养成 。这些充分体现

了学校要求学生全面发展的指导思想 。

为了落实上述教育方针和目标 ,学校组建了高质量的师资队伍 ,其中大部分人毕业于国内外著

名大学 ,其中不乏著名的作家和学者 ,如著名作家魏金枝曾发表大量小说和诗歌 ;曹孚 、楼适夷 、冯

宾符 、段力佩 、赵朴初 、王楚良等著名文化人和学者也曾在麦伦长期或短期任教 。同时 ,学校还举办

各类学术讲座 ,邀请海内外名家来校讲演 ,内容涉及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 、戏剧 、音乐等方面 ,大大

拓宽了学生的视野。23。130
。

教学方法以启发式为主 ,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并针对初 、高中不同年级的特点而倡导不

同的自学方法 。学校还特别重视学生的课外阅读 ,代教务大纲分中明文规定 :"除课本外 ,由各科教员

指定参考书 ,养成学生自动课外读书之习惯" ③ 。因此 ,图书馆在麦伦中学始终受到重视 。曾在此

任教的王楚良深有体会地认为 :"一个图书馆 ,它和学生的关系应该是最亲密的 ,尤其是在这个民族

危机非常迫切的现阶段 ,为了使学生们充分地认识时代 ,学生单靠课室的一些书本上的获得是不够

的 ,他们需要更广泛的 、更多方面的知识 。" ④学校还专门成立图书委员会 ,由各科主要教师和图书

馆员共同组成 ,"估计学生对于知识的要求和他们生活的趋势 ,而添购配合他们要求和趋势的书籍

和杂志" ,当时藏书达 3 126册 ⑤ 。

在办学过程中 ,沈体兰并未全盘否定麦伦书院的传统 ,而是用理性的态度 、灵活的方式保留了

87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40卷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代沈体兰纪念文集分 ,1999年 ,第 65页 。

参见代麦伦中学四十周年立校纪念刊分(八) ,1938 年 ,第 23 页 。

参见代麦伦中学四十周年立校纪念刊分(八) ,1938 年 ,第 46 页 。

参见代麦伦中学四十周年立校纪念刊分(五) ,1938 年 ,第 20 页 。

参见代麦伦中学四十周年立校纪念刊分(五) ,1938 年 ,第 25 页 。

万方数据



学校的传统特色 。比如 ,他尽量保留麦伦书院的英语教学特色 ,对中 、英文教材作适当调整 ,高中数

理化教材仍沿用英文原版 ;他本人则常用流利的英语给学生讲解时事 ,还亲自为学生上英语课 。

4 .开创社会服务工作

麦伦中学的"推广事业"久负盛名 ,沈体兰提倡社会与学校相结合 ,学校要成为社会教育的实验

基地 ,从而使学校充分融人中国社会 ,以增进师生对社会的了解和体察 ,培养其社会责任感 。他赋

予学校以社会改造功能 ,这在 20世纪 30年代的中国不愧为一种创举 。在其领导下 ,麦伦中学先后

开办了民众学校(1932年) 、补习学校(1933年) 、义务学校(1934年)等 ,并从 1933年起每两周召开

一次民众大会 ,为附近居民表演话剧 、歌舞 ,放映电影 、幻灯 ,举行运动会等 。学校鼓励学生从事假

期服务工作 ,如到安徽等地开展识字运动 ,还创办了简易师范学校以培训民校师资。23。183 187
。这些

社会服务工作使许多师生加深了对中国社会的了解 ,又锻炼了他们的实际工作和教学能力 ,在当时

被称为"创造性的教育实验"
。23。131

。

五 、"英华书院"的办学模式 、传统及影响

(一) "英华书院"的办学模式及特色

伦敦会是近代率先来华的英国海外布道会 ,也率先将西方学校教育体制引进中国 。 19 一 20世

纪 ,伦敦会在中国大陆创办了若干所统称为"英华书院"的学校 ,它们遂成为这一时期在华英国教会

中等教育的主体 。 总的来说 ,伦敦会所创立的"英华书院"的办学模式主要体现出以下特色 :

(1)早期的学校由伦敦会选派传教士主办 ,并选派部分传教士和英籍教师任教 ,但后期多由华人主

持校务并担任各学科的教师 。 (2)伦敦会承担部分办学经费 ,但学生学费和社会捐助逐渐成为其

主要办学经费来源 。 (3)重视传播基督教教义 ,进行宗教礼拜仪式 ,但不强迫学生受洗人教 ;早期

开设宗教课程 ,后期多被迫取消 。 (4)提倡英语教学 ,英籍教师成为英语教学的主导力量 ,不少课

程用英语授课 ,但同时开设教授中文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 ,课程设置力求中西结合 。 (5)学校注

重传授近代自然科学知识 ,普遍开设数学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等自然科学课程 ;就其教学内容而

言 ,以基础教育为主 ,或兼及专门教育 。 (6)在办学层次和学制方面 ,早期的学校偏重于初等教育 ,

其后逐渐向中等教育过渡 ,包括初中和高中两段 ,一般实施"三三制" 。

早期来华的伦敦会传教士大多数未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 ,有的在神学院接受过短期训练 ,如马

礼逊 、米怜等人 ,他们在从事翻译 、办学 、出版等活动的过程中 ,主要凭借自身超人的努力而获致学

识的增长 ,特别是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熟练掌握和领悟 。从 19世纪后期开始 ,来华传教士的学历

层次有所提高 ,一些接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加人了海外传教士队伍 ,他们被称为"教育

传教士" ,如博学书院的首任校长马辅仁 、天津新学书院的首任校长赫立德以及上海麦伦书院的第

二任校长裴文等 。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 、专业化的传教士参与办学 ,对提升"英华书院"的办学层次

和教学质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二) "英华书院"的英国教育传统

鸦片战争后 ,伦敦会在中国各地创办的"英华书院"成为在华英国教会中等教育较为典型的办

学模式 。从历史上看 ,这类学校明显受到英国教育传统的影响 。虽然很多学者认为英国教育对近

代中国影响甚微 ,甚至没有影响 ,但正如英国学者迪莉亚 ?达文(D .Davin)所言 ,"英国教育的影响

比它初看之下的表现要深远地渗透其中"
。18。50

。

众所周知 ,近代英国教会有垄断教育的传统 ,它主要提供的是宗教教育 ,因此 ,直到 19世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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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英国虽然已完成工业革命 ,但其教育的发展较之欧洲其他国家则相对落后 ,政府主导的公共教

育体系发展缓慢 ,以培养绅士为目标的精英教育占据主导地位 。这一时期提供中等教育的学校主

要为公学(PubliC SChool) ,它们大多被冠名为 "College"(学院) ,但并不具备高等教育水准 ,如著名

的"Eton College"(伊顿公学) 、"Harrow College"(哈罗公学)等 ① 。英国教育家洛克提出的"绅士教

育"的理念主导着英国公学的办学实践 ,培养"基督教绅士"(Chri5tian gentleman)成为公学的主要
办学目标 。因此 ,公学重视学生品德的培养 ,也注重宗教知识的灌输 ,拉丁文 、古希腊文等古典语言

则成为其主要教学内容 。学校以寄宿制为主 ,配以宽敞的运动场 、图书馆 、教堂等设施来开展体育

运动和其他各类课外活动 ,以求实现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 。进人 19世纪后期 ,随着面向中产阶级

的中等教育蓬勃兴起 ,英国的公学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学校系统。19。182
。 19世纪由伦敦会派遣来华

的传教士和大部分教师自然无法逾越自身所受教育背景的影响 ,他们在中国办学也必然深受当时

英国国内办学水平的制约 ,所有这些因素使得伦敦会创办的"英华书院"带有英国教育传统特别是

公学教育传统的烙印 。

(三)在华英国教会中等教育的影响

综上所述 ,伦敦会在 18世纪英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在向海外扩张和渗透的过程中 ,逐步形成

和确立了"社会服务型"的传教方针 ,而从事办学活动和事业则成为其贯彻上述方针的主要方式之

一 ;这种传教方针和方式为其后众多英美海外传教会所效仿 ,成为新教海外传教的主要策略 。在此

历史背景下 ,教会办学活动成为其在华活动中最为活跃和突出的部分 ,对中国近代教育的产生和发

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因而有学者断言 :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活动涉及各个领域 ,但其"影响

在教育方面最强"
。20。13

。

马礼逊等人创办的马六甲"英华书院"开启了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学校教育导人中国的先河 ,其

熔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 、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于一炉的办学模式 ,不仅为在华教会教育奠定了基

础 ,一定程度上也为近代中国新式学校的创办提供了借鉴 。 19世纪后期至 20世纪初 ,伦敦会在中

国大陆各地创办了一系列"英华书院" ,其具体名称虽各异 ,但保持和沿袭了大致相同的办学模式 ,

其文理结合 、中西交融的课程设置及其教学内容 ,既符合中国重视人文学科的教育传统 ,也满足了

当时国人学习西方科技知识的强烈要求 ;在晚清中等教育的发展较之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相对落

后的历史环境中 ,"英华书院"成为当时中国中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人民国时期 ,伦敦会已成

为推动在华教会中等教育发展的主要差会之一。21。160
,其专业化的英籍教师以及重视英语教学和体

育的办学特色无不体现了英国教育对中国教育的影响 ,"英华书院"开设的课程往往被视为教会大

学的预备课程 ,其毕业生则成为教会高等学校的主要生源。21。165
。特别是在教会学校普遍向中国政

府立案注册之后 ,以麦伦中学为代表的"英华书院"进行了一系列本土化的教育改革 ,较为自觉地融

人中国国民教育体系之中 ,从而对推动中国近代中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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