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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西方基督教会与齐鲁大学

彭益军

首先应当指出 ,本文所言基督教并不包括天主教、东正教 ,而是单指新教 ,或曰耶稣教 ,即西方人所

说的抗议宗或抗罗宗 ( Protestantism) 。天主教与东正教分别于 16 世纪末和 17 世纪末传入中国 ,基督教

则是在 19 世纪初正式开始在华传播的。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 ,正值基督教海外传教活动的振兴时期 ,英、美等国于此时纷纷成立了对国外

传教的基督教差会机构。1807 年 ,英国伦敦会的马礼逊抵达广州 ,成为近代踏上中国大陆的第一位基

督教传教士。嗣后 ,英、美、德等国教会又陆续派遣了部分传教士来华。由于清廷执行着闭关禁教政

策 ,这些早期基督教传教士的活动受到极大限制 ,只能局促于东南沿海的广州、澳门等地 ,且处于一

种比较秘密的状态。虽然如此 ,传教士们仍相信 :“终有一天 ,福音将在中华帝国获得胜利 ,它那众

多的人民将归向基督。”①秉持这样的信念 ,他们一方面向西方国家吁请以强硬政策叩开中国大门 ,

一方面又运用办教育、兴医疗、编译宗教书刊等手段 ,为日后大规模地在华传教作准备活动。就办

教育而言 ,马礼逊于 1818 年在马六甲创办了一所“英华书院”,目的是“为宣传基督教而学习英文与

中文”。马礼逊死后 ,广州、香港等地的一些传教士和商人于 1835 年组织了一个“马礼逊教育会”。

其宗旨是将来“在中国开办和资助学校 , ⋯⋯并通过这个媒介 ,把西方世界的各种知识送到他们手

里。这些学校要读《圣经》和有关基督教的书籍”,希望“看到中国人 ⋯⋯在抛弃了他们的反感、迷信

和偶像之后 ,同基督教国家的大众在一起 ,承认和崇拜真神上帝”。②1839 年 ,美国传教士布朗又在

澳门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所西式学堂———“马礼逊学堂”。如传教士们所愿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炮

火终于使腐败的清王朝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 ,并废除了实行了一百多年的“教禁”,允许外国人在

五个通商口岸地区公开传教。于是 ,西方传教士开始大量进入中国 , 而辅助传教的教会学校也在

校园的文化导向 ,营造良好的育人氛围。学校要主动与学生家长密切配合 ,互为补充 ,形成合力。家庭

是社会的细胞 ,又是一个教育单位。事实证明家庭教育的作用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所不能替代的。

因此要加强家庭教育的研究 ,加强对家长的培训提高 ,真正收到抓一代促两代的效果 ,不断提高家庭教

育的质量。社会环境和氛围对青少年思想道德影响的作用不能低估。要强化社会教育功能 ,创造良好

的育人环境。全社会各级组织、各个行业、各个单位都要发挥各自的优势 ,承担各自的责任 ,引导青少年

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 ,健康的审美情趣 ,正确的消费方式 ,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学校、家庭、社会在青

少年的道德教育中要发挥典型引路的作用 ,要注重发现和培养青少年身边的可敬、可信、可尊、可学的先

进典型 ,在青少年中形成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风气。对青少年要搞好法制宣传教育工

作 ,使他们做到学法、知法、懂法、守法 ,勇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要抓好社会综合治理 ,对有违法犯

罪倾向的青少年要加强引导和教育 ,对解除劳教的要做好帮教工作 ,巩固教育改造的成果。

(责任编辑 :李春明)

36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逐渐增加。1860 年之前 ,包括基督教传教士在内 ,西方传教士在五口商埠和香港约开办了 50 所洋学堂 ,

学生约有 1000 人。③这些学校规模不大 ,程度皆属小学。第二次鸦片战争中 ,清政府再次屈膝投降 ,与

西方侵略者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加速了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

的半殖民地化。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 ,西方教会获得了到中国内地传教的权利 ,教会学校随之从沿海向

内地迅速地扩张起来。到 1875 年左右 ,教会学校总数增至约八百所 ,学生约为两万人 ,其中 ,基督教传

教士开办的约有 350 所 ,学生约六千人。这时的教会学校仍以小学为主 ,但出现了少量中学 ,约占学校

总数的 7 %。④齐鲁大学的源头 ———文会馆 ,便是在此时完成由小学向中学的过渡的。

文会馆由基督教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创办于登州 (今蓬莱) 。登州与烟台是《天津条约》签订

后西方列强在山东最早开辟的通商口岸 ,也是英、美各基督教差会传教山东的桥头堡。对于在山东传教

布道 ,传教士们都十分重视。他们认为 :“在过去的时代里 ,中国的宗教与政治都是由山东产生。在将来

的年月中 ,它要把基督教贡献给中国”。⑤传教士们还认识到 ,用倡明文化学术、兴办教育的方法帮助自

己打开传教局面 ,“对于孔子的故乡山东 ,真是再合适不过了”。⑥基于这种认识 ,19 世纪 60 年代山东出

现了第一批基督教会学校。1864 年狄考文在登州开设了一所“蒙养学堂”。狄氏蒙养学堂本是教会小

学 ,1873 年起设置中学课程 ,1876 年正式改名为“文会馆”。文会馆首重宗教教育 ,但也传授一些儒家典

籍和西方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的知识。

19 世纪 80 年代与 90 年代 ,在山东乃至全国的基督教教育网络中 ,中小学数目有明显增长 ,大学也

开始出现 (同期 ,天主教的办学重点仍为小学与神学) 。狄考文属于教会大学的积极倡办者。他断言 :

“不论哪个社会 ,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是有影响的人。他们会控制社会的情感和意见。对传教士来

说 ,全面地教育一个人 ,使他能在一生中发挥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巨大影响 ,这样做 ,可以胜过培养

半打以上受过一般教育但不能获得社会地位的人。”⑦1882 年 ,经狄考文提请 ,美国国内差会纽约总部

批准文会馆重新安排课程 ,提供六年制高等教育 (相当于读完美国的预备学校和大学的头两年) ,文会馆

的英文名称定为“登州学院”( Teng Chow College) 。可以说 ,尽管达到大学程度的文会馆条件比较简陋 ,

但它确是近代山东的第一所大学 ,亦是中国最早的教会大学。19 世纪 90 年代 ,英国浸礼会在青州开办

的“广德书院”也出现了大学班。

20 世纪初 ,在全国范围内的基督教教会合一运动的影响下 ,山东境内的各不同教派加强了教务合

作。1902 年 ,英国浸礼会和美国北长老会在青州开会 ,通过了合办“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的决议。这

所大学分为文理科、神科和医科。文理科由文会馆和广德书院大学班于 1904 年联合组成 ,集中到潍县

开课 ,称为“广文学堂”;神科由英国浸礼会设在青州的“郭罗培真书院”和美国北长老会设在烟台的“教

士馆”于 1905 年合并而成 ,定在青州开课 ,称作“青州神道学堂”。在医科建设方面 ,分处济南、青州、邹

平、沂州 (今临沂)四地的四所教会医学堂合并为“共合医道学堂”,算作大学的医科。共合医道学堂起初

并无固定校址 ,其四个年级的学生于 1906 年集合到了济南 ,而后按时巡回到济南、青州、邹平、沂州的教

会医院上课实习。

自 1904 年之后 ,广文学堂和共合医道学堂又陆续得到英、美及加拿大多个差会的支持 ,得以增建校

舍、充实设备、加强师资 ,教育水平有较大的提高。1911 年 ,共合医道学堂在济南拥有了固定的校址和

教学医院。不过 ,一所大学三科异地而立总不是长久之策 ,向省城济南过渡集中则逐步成为传教士们的

共识。1917 年 ,经过各差会多方努力 ,广文学堂和青州神道学堂迁入济南 ,与共合医道学堂一起 ,加上

英国浸礼会设于济南的“广智院”,正式组建了“齐鲁大学”。参与齐鲁大学建设的差会共有 14 个。⑧齐

鲁大学的管理总部 (亦称托事部)由这些差会联合组成 ,设于加拿大的多伦多。齐鲁大学董事会则根据

管理总部的指示 ,决定学校的大政方针。学校的宗旨为“依基督教主义教育中国青年 ,俾皆被基督教之

泽”。⑨

1924 年 ,齐鲁大学经加拿大议会和政府认准立案 ,获得授予国外学位及名誉学位的权利。为了争

取中国政府的承认 ,齐鲁大学又于 1925 年和 1930 年先后向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申请立案 ,并着手

实施了一番改革 ,如增大校董事会中中国人的比重 ,聘请中国人朱经农为校长 ,聘请孔祥熙为董事长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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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科改为文学院和理学院 ,医科改为医学院 ,神科改称“齐鲁神学院”继而脱离齐鲁大学 ;宗教课定为

选修 ⋯⋯。1931 年 12 月 ,齐鲁大学终被南京政府教育部核准立案。立案之后 ,齐鲁大学虽然在名义上

受到了中国政府的控制 ,但其管理实权仍掌握在教会手里 ,各种形式的宗教活动依然常见。⑩

抗日战争爆发前的 30 年代里 ,齐鲁大学处于全盛时期 ,拥有文、理、医三个学院。文学院有国学、英

文、教育、历史政治、社会经济等系 ,附设国学研究所。理学院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天文算学等系。相

比较而言 ,医学院源头最近 ,却是三个学院中的重点 ,发展最快。医学院是七年制。头两年为预科 ,由理

学院授课 ,经考试成绩合格者升入本科 ,学习基础医学课。五、六年级开设临床医学课 ,第七年学生到医

院进行临床实习。医学院还先后设立了公共卫生系、护士专修科和药学专修科 ,并设医学编译部 (隶属

中国博医会出版委员会) 。医学院附属医院———齐鲁医院以科室齐全、设备先进著称 ,处于省内医疗技术

中心的地位。到抗战前夕 ,齐鲁大学已是国内比较有影响的教会大学。它的学生来自国内多个省市、各个

阶层 ,毕业后在社会上多享有良好口碑。齐鲁大学医学院更是名闻遐迩 ,有“南湘雅 ,北齐鲁”之誉。�λϖ

抗日战争期间 ,齐鲁大学迁往四川成都 ,陆续增置了化验技士专修科、药学系、寄生虫研究所等系

所。抗战胜利后 ,齐鲁大学迁回济南。济南解放前夕 ,齐鲁大学部分师生再次南迁 ,先后落脚于杭州、福

州 ,及至全国解放 ,才又搬回了济南。1952 年 ,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 ,齐鲁大学被撤销 ,其原有各

个学院分别并入专业相同的专门学院。原齐鲁大学校园则成为经过重组的山东医学院 (由原齐鲁大学

医学院和原山东医学院组成)的校址。

对于教会教育事业 ,过去和现在的人们有过多种评价。我们不能忽视的是 ,教会教育机构在近代中

国荡漾开去 ,是在中国逐步乃至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中完成的。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

中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始终未曾停止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侵略与渗透。诸多教会学校的建

立和发展 ,正折射出了这种侵略、渗透活动。齐鲁大学由登州源起直至最终定型于济南 ,便是应和了西

方列强侵略山东不断深入的势头。各教会学校尊崇的宗教宣传 ,以及闪现其间的一些民族虚无观、西方

种族优越意识等 ,无疑与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潮流相忤而行 ,只能有利于西方列强在华利益的巩

固。据此 ,人们早已得出结论 :齐鲁大学并非一所“理想学府”,而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堡垒”。�λω

但是 ,教会的教育机构绝非一无是处。就齐鲁大学来说 ,它不仅为近代山东的新式高等教育提供了

清晰的参照 ,而且较为广泛地传播了西方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方面的知识 ,向社会输送了相当数量的专

门人才。仅齐鲁大学医学院就先后培养了 1000 余名医护人员 ———包括一批医学名家在内 ,为山东及其

他地区的医疗保健事业做出了显著贡献。�λξ无疑 ,齐鲁大学同别的教会学校一样 ,皆以传播宗教为原始

目的 ,但“历史假手教会学校 ,以动机与效果相悖的特殊形态 ,促进了东西文化的交融 ,推动了中国社会

的进步”。�λψ对此 ,我们是不应该回避的。毕竟 ,真实的历史画面 ,总是汇聚了明暗不同的多种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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