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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与展望：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教育学术研讨会综述 

肖清和、黄娜娜 

    2016年 10月 28-30日，由美国洛杉矶“基督教与中国研究中心”、美国《中国基

督教研究》与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

教育”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乐乎新楼顺利召开。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博士生导

师马敏教授作主旨发言，报告中他就教会大学研究的兴起和概况进行了整体把握，分

段回顾了教会大学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指出了此方面议题的最新的研究趋势，强调

要打破现代史和当代史的界限，从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内在规律的高度，重新审视教

会大学的历史对当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启示，客观全面看待教会大学正反两面的经

验教训，汲取教会大学的办学经验，切实推进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会议共收

到论文 40 多篇，主要围绕教会学校与相关非教会学校研究、教会大学的中国化、教会

女子大学、基督教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以及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等议题展开发言，与会者

就文章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基督教教会学校与相关非教会学校的研究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吴梓明教授,从章开沅教授的历史教育、南京师范大学的道

德教育以及北京大学的宗教研究及博雅教育等三个方面检视了过去三十年来中国教会

大学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及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影响关系，认为在中国的大学教育在与世

界和历史潮流的接轨中，必须在现代化教育传统中寻回可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和

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产生的积极因素。 

澳门大学社会学系郝志东教授，探讨了澳门的教会大学的历史，从办学宗旨和澳

门政治与社会的参与程度等方面窥测教会中学与非教会学校的不同，考察了现今红、

绿、蓝底的学校的基本情况和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最后指出澳门教会学校的发展和澳

门教育的多元，并未危害澳门社会的稳定，相反成为保证社会稳定与进步的源泉。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周旖副教授，从图书馆藏书的独特视角，辅以一手档案等

新挖掘的史料，通过梳理和分析图书馆的馆藏政策、特色藏书及来源等问题，反观岭

南大学的办学理念、教学方针和学术研究，对于藏书视野下的教育与学术研究的剖析，

给予了我们从侧面窥见岭南大学与基督教教育理念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发展变化的

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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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教育学部的谢长法教授，以内迁至华西坝而出现的教会五大学：金陵大

学、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燕京大学和华西协和大学为着眼点，以其联

合办学的措施为主轴线，探讨了在战时恶劣的环境之下五大学资源设备共享、自由选

课、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的联合教学举措，阐述了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互助合作

精神的联合办学在课程、新的科系和研究机构的开设以及新的学术成果的取得等方面

的成效。 

济南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征研究员，首先结合当今实际情况，着重强调

了齐鲁大学的历史地位，从学校的创建缘起入手，论述了学校中国化的过程，详细讲

述了齐鲁大学在推动中国教育的现代化、提供科研水平以及培养人才的突出贡献，主

要是以齐鲁大学的历史来考察教会大学在中国的盛衰。 

西安外国语大学王硕丰博士，在爬梳基督新教进入陕西的历史后，利用查阅的大

量历史档案和文史资料，首次汇总出十九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叶基督教在陕西开办的所

有学校，并以西安第一所西式学堂为例，考察了陕西早期基督教学校的教育理念和对

陕西近代教育的影响。 

上海交通大学任轶博士，以震旦大学医学院为研究对象，依据法国里昂市立图书

馆的震旦大学校刊和医学院简报，结合上海市档案馆的法租界公董局卫生处文件档案，

将医学传播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相连结，分析了在中国现代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

中，法国知识体系的传播路径和文化意义，凸显了医疗知识背后的现代知识运作和政

治文化权利的纠缠、互动。 

河南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崔军伟副教授，根据福建协和大学农学院创建的

《协大农报》等历史资料，对抗战背景下协大农学院扎根闽北邵武县，克服诸多困难，

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作了探讨，论及了农学系的扩充和教学工作的开展，介绍了农学

院的农业生产和社会服务工作。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侯杰教授从张伯苓和张彭春张氏兄弟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关

联入手，经由基督信仰和张氏兄弟教育理念和实践融合的阐述，考察了基督徒张氏兄

弟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活动在以南开学校为代表的非教会学校创建过程中展现的中国

教育现代化的诸多面向。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刘文欣馆员，从基督教青年会对南开学校的早期经济支持，

张伯苓德育、智育、体育、群育教育理念以及周恩来与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等方面展

开探讨，重点展现早期基督教青年会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影响，青年会不仅促进了南开

早期教育的发展，而且对近代中国教育和革命都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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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赵子柳先生，以华中大学创始人韦卓民为讲述对象，作为韦卓民的

后人，重点探讨了关于韦卓民先生的研究资料，韦卓民先生是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之—

—华中大学的创立者，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也是杰出的教育家，其执掌校政 22 年，

通过一系列改革和治校措施，使得华中大学逐渐发展成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名校，他的

教育理念、治校方略，值得今人重视和关注，尤其是高校教育管理工作者借鉴学习。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凤媛副教授，以予且为考察对象，通过对 20 年代前半期圣约

翰大学两大校刊《约翰声》和《约翰年刊》中文部的梳理，揭露了弥漫在校园内的新

旧杂糅文化气氛，认为予且是新的、较为激进的代表，他对文学的积极投入也反映了

圣约翰大学的开放和求新趋势，也促使 40 年代“新市民小说家”予且的诞生。 

大连外国语大学的薛媛元博士，从中国新诗为出发点，分析教会学校对新诗基督

性的生成，教会学校的礼拜程序、课程设置、刊物出版、社团交流等特有的宗教教育

为诗人的作品注入基督教元素，基督性随着学校教育的潜移默化成为其精神气质中的

印记。 

上海市徐汇区文化局张晓依助理馆员，介绍了徐汇中学“崇思楼”设计者叶肇昌

的个人情况以及在土山湾孤儿院创立的乐队缘由，探讨了土山湾乐队的变迁流转，分

析了土山湾乐队对于现代音乐教育的意义，认为是历史的原因使得土山湾的孤儿们成

为了最早接触西洋乐器的“幸运儿”。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刘亦师博士，从建筑史的研究视角论述了孔祥熙创立的铭贤学

校的创建背景和发展沿革，分段回顾了铭贤学校的历次校园规划和墨菲方案的内容，

展示了铭贤校园的近代建筑。学校的规划与设计，反映了墨菲这位建筑师对于中国园

林文化的深入理解。   

二、对教会大学中国化的研究 

福建省基督教两会干事林超群，从基督教的角度和圣经的历史沿革为出发点，加

之当下教育的运作，探讨了基督教教育的情况，据此考察基督教教育和基督教的中国

化，强调基督教教育的历史使命和伟大的重任，教育的使命“润物细无声”，教导者

必须注重榜样的作用，以爱心、耐心、智慧来教导学生。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的马光霞博士，以美国监理会创建的东吴大学为研究中心，通

过对三所源头学校、西教士执政和中国人执政时期东吴大学的情况介绍，阐明了学校

的经费来源和人力支持，监理会与本土社会的互动，不仅是中西之间的双向互动，更

是本土社会在不同时空背景之下的碰撞和重组，江南社会的传统士人与近代商人构成

监理会的重要支撑，教会事业在特定的土壤中生存发展，必须要适应和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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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国语大学陈凌菲博士，围绕福建协和大学的基督化特征为考察点，从学校

的筹办过程、办学宗旨、神学教育、校内宗教组织和宗教活动等五个方面展开论述，

以此探讨基督教文化在基督教中国化的过程当中对教会学校产生的影响。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赵飞飞博士，以金陵大学为例，考察了基督教大学对国民政府

党化教育方针的顺应机制，在对国民党教育方针的形成和内容简要回顾之后，具体探

讨了当时宗教界对党化教育方针的认知和调适，通过向中国政府的立案，教会大学取

得了合法的身份，并且保持了基督教学校的基本特色，基督教大学的党化教育方针进

行的宗教教育的调整，实现了双赢。 

肇庆学院韩月香教授，以收回教育权为研究对象，概述了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

育权运动的基本情况，考察了非基运动的政治视域，政治正确的考量纬度、国家主义

的思维路径、科学主义的认知追求，是该运动不容争辩的合法性依据，详细论述了科

学万能论认识的偏执，时政治话语的逻辑凌驾于思想和理论话语之上，思想史对此的

剖析，值得学界深入探讨。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韩戍博士，以圣约翰大学离校运动和光华大学的建

校为考察对象，在历史的语境中，展现了 20世纪 20年代“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多面性

和复杂性，光华大学脱离圣约翰大学的离校事件，在当时得到主流学界的支持，但因

缺乏长期规划，造成了办学上的困局，激进的收回教育权运动逐渐演变成政府对教会

大学的管理，引导教会大学走向中国化。 

三、对教会女子大学的研究 

福建师范大学潘琳博士，通过梳理教会档案、会议记录、书信等材料，论述了早

期传教士创建的女子学校的生源、运作模式和教育内容，重现了在历史中“隐身”的

早期妇女教育工作者的功绩，因 1850 年之后英国社会变革使得英国女性受教育机会的

扩大，故作者也就其对中国女子教育观念的影响作了分析。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卞梁博士，以抗战时期福建女子高等教育研究—华南

女子文理学院为中心，详细论述了在内迁南平、困难重重的复杂时局之下华南女子文

理学院的办学条件、教师队伍以及经费来源和开支内容，最终学校完成了从“被动接

受”到“主动创新”的转变。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庞小珍博士，以宁波甬江女子中学为个案，从甬江女子中学的

馆藏资料和校刊《甬江声》入手，探讨了基督教、国家主权和女权主义者在学生身份

过程中的相互作用，深入考察了甬江女中的学生在女性、基督徒女国民身份中的协调

和妥协，学生借助基督教强化了他们的爱国精神，超越了保守的性别界限，甬江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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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没有局限于“贤妻良母”的培养目标，她们冲破层层束缚，在社会中担任了不

同于以往的角色。 

四、关于基督教对中国教育影响的研究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范俊铭博士，以二十世纪前的教会学校现象为

主要研究对象，剖析教会学校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启蒙发展，基督教促进了外语课程、

科学教育、性别平等等近代中国教育的变革，最后提及的是基督宗教对大学体制的思

维转换、综合科目的增设和制度的引进等体制方面的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建梅博士，以燕京大学为研究主线，对其谢幕做

了历史性的考察，文章剖析了谢幕的原因以及对此做出评价，认为燕京大学的性质是

造成这种结局的决定性因素，它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及经费和生源的问题都导致其最终

的命运，指出当代高等教育应该从 20世纪 50年代的燕京大学的谢幕做出反思，找寻其

内在规律，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 

华中师范大学的郑刚教授，以民国时期燕京大学研究生教育为研究对象，完整呈

现了燕京大学的早期探索、快速发展、完善调整和走向衰微四个方面的发展历程，介

绍了研究生招考、培养、毕业和学位授予的内容，剖析了燕京大学研究生教育的特点，

指出研究生教育在人才培养，学术水平提升以及中外文化教育平台搭建上的重要影响。 

  

    暨南大学历史系郑利群教授，以广州基督教青年会的职业教育为关注点，考察职

业教育的理念，分析广州青年会开办的职业学校的过程和特点，并且对学校职业教育

作了评价，青年会的职业教育为广东社会职业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凸显了其在德育

方面的专业化水平。 

台湾福音书房何子健，经由倪玉成家族教育史的剖析，说明西方差会对中国基督

徒所受之教育的影响，差会办学不仅培养了在中国传教的教会和牧师群体，也促进了

中国基督徒领袖的产生，而倪柝声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尔后他也开创了与西方基督

教迥异的中国本土教会运动。 

淮北师范大学王德龙博士 ，围绕贾玉铭在 20世纪 30年代创立的本土化神学教育

机构——中国基督徒灵修学院展开论述。分析了学院的创立、“以灵修功夫，代神学

教育”的神学教育思想以及战时和战后灵修学院的变迁，认为其创办过程和办学理念

体现了中国基要派信徒的信仰倾向，展现了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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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教务主任刘志远，首先阐述了教会和神学院之间无法对接的

问题，可喜的是现已有不少人意识到教会必须与神学院携手合作，接着是对西方神学

教育的回顾和对当前北美神学教育的介绍，最后提及的是神学教育的反思以及科技的

发展对北美神学教育的积极作用。 

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客座教授萧静馥，从基督教教育成果的评估入手，宏观上反

思基督教教育界和西方的义务教育，思考其中存在的问题，阐述能激发学生最高潜能

的隐性课程的重要性以及其中蕴含的弊端，指出中国教育的研讨可以从基督教教育中

汲取经验，避免学校机制的隐性课程的偏差。 

五、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的研究 

日本福冈女学院大学徐亦猛副教授，选取了云南禄劝县管辖下的彝族村庄展开田

野调查，运用观察、访谈和参加当地宗教活动等研究方法，记录了村民的日常生活和

基督教礼拜情况，通过介绍彝族的原始宗教，基督教的初期传教、功能和出现的问题，

表明基督教不仅取代了彝族的原始宗教，而且对于彝族价值观和与社会构造的改变产

生巨大的影响。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邱广军副教授，将目光集中于路德会的社会事业，在

对路德会的传入简单介绍后，重点考察了路德会在东北开展的教育、医疗、慈善事业，

虽然路德会的社会事业是为了发展教务，在推动基督教在东北的传播同时，不可否认

的是对东北的社会进步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尹蒂博士，阐述了传统农政的状况和泰西农政之法，

据此考察士人的反应和接受程度，虽然朝臣对泰西农学的理解存在偏差，但 较之传统

农政，传教士带来的农法，促进了农业思想观念的改变，新式农业学堂得以建立，农

学从传统农政中脱胎而生，传教士成为这一转变中的引介者。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吴礼敬博士，选取传教士马礼逊、麦都思、卫

三畏、罗存德等人编撰的英汉字典，追踪他们对 God 一词的解释和翻译以及对后续字

典的影响，试图还原基督教 God 和汉语的“上帝”词义对应关系的建立过程，表明字

典编撰作为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文化活动，在义项选取和词义解释上体现了编者的主观

意图和一定的历史情境。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贺璋瑢教授，对新教在广州的文字事工做了考察，分

艰难草创和蓬勃发展两个阶段进行详细阐述，包括圣经翻译、福音单册和宣传册子的

撰写、定期刊物的编撰发行、宗教圣诗、开设书楼和印刷所等方面，新教的文字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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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不小的成效，其在社会、文化也政治影响远超宗教影响，并对促进岭南社会乃

至中国社会迈进现代社会的门槛卓著功绩。 

教会大学的研究已经有 30 多年的历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对于基督教与近代

中国教育及其对今天中国教育的启发仍有待于进一步探究。本次会议不仅展示了教会

大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揭示了未来开展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教育研究的新趋势。基督

教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不仅在大学、医院、孤儿院等外在层面，而且在

思想、观念等内在层面均有影响。观念之变迁是引领社会变迁的重要原因，揭示基督

教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