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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近代中国，教会大学率先将西方的学位制度引入中国高等教育的实践层面。教会大学

首先通过向国外政府或大学注册立案的方式获取学位授予权，并按照国外的标准进行具体操作。随着

办学水平和质量的提升，教会大学逐渐扩充学位门类、提高学位层级、拓展学位课程，使学位制度得以发

展完善。教会大学学位制度的建设和发展，一方面促进了中外高等教育之间的交流，同时也对中国学位

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刺激和推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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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降，“南京”、“望厦”、“黄浦”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为教会学校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攫取到

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也正是受益于这些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和庇荫，加上新教各派和不同教会之间

的相互竞争，中国教会学校的声势和规模日益壮大，办学层次也渐次提高。1876年，美国长老会传教

±狄考文主持的文会馆培养出了第一批大学毕业生3名，迈出了教会学校向高等教育挺进的第一步。

19世纪80年代，其他的教会学校普遍向高等教育过渡、转型。众所周知，教会大学是西方帝国主义文

化侵略中国的主要阵地，但仅仅以此定性教会大学，显然不能涵盖教会大学历史作用的全部内容。事

实上，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教会大学扮演了一种特殊的却极为重要的角色。教会大学

非常注重在管理制度、系科设置、课程内容等方面的改革，以提高自己的办学水平，在中国高等教育事

业的发展中占据领先地位，继而垄断中国的高等教育，实现其最终追求的政治目的和经济利益。可以

这样说，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前驱和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存在和发展，客观上推进了中国

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历程，学位制度的建设和发展便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一、教会大学学位制度的建设

学位制度本身就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体系，它包含着许多细节内容，因此，我们很难对教会大学

学位制度做面面俱到的详细分析。为了便于阐述，本文选取了教会大学学位制度建设过程中的三

个较具代表性的层面，即学位授予权的获取、学位课程的设置以及学位考试与授予等，以借此展示

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学位制度建设的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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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予权的获取

从总体上看，教会大学学位制度的发展稍滞后于教会大学本身的发展，正如卜舫济在回忆圣约

翰大学的发展历史时所说的，“嗣大学程度逐步提高，始议及学生学位问题”[1](p．428)，这是符合教

育规律的。况且当时许多教会学校虽然自命为大学，却很少甚至根本没有学生在攻读大学课程。

惟一例外的就是岭南大学，早在升为大学之前，其前身格致书院即在1893年向纽约省大学部注册，

“准许将来办至大学，得有发给学位之权”[2](p．163)。

教会大学开始享有学位授予权的时间相对集中在20世纪最初20年，不过，这种权力是通过直

接向国外著名学府或政府机关立案注册获取的。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试图借此提高自己的学术

标准及其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威望E3](p．39)，另一方面，则客观上受当时中国历史条件的影响

——金陵大学的遭遇代表了当时教会大学的普遍无奈：“当本校创始之际，中国教育行政机关尚未

有大学授予学位的规定，而私立大学之立案尤无明文可遵。故当时本校董事会议决暂在美国纽约

省立案，并由该省政府授予学位。本校毕业生今日所得之外国学位，实系过渡办法，一俟中国教育

当局规定授予学位办法时，当即遵照办理。”[2](p．167)最早获国外授权具有学位授予资格的教会大

学是j匕京汇文大学，该校于1890年在纽约创立董事会，并获纽约州政府特许状，开始享有学位授予

权。此后，其他教会大学也陆续通过类似方式获取了特许的学位授予权(详见表1)。

教会大学非常看重学位授予权的获取，个别教会大学如福建协和大学甚至尚处筹建阶段即成

立委员会，专门负责获得办学许可证事宜，以使自身拥有学位授予权。应该说，这是教会大学办学

的阶段性目标之一，“学校将开设学士、硕士和专业课程”；而获得了学位授予权之后，教会大学也因

此提升到与国外大学同等的地位，“得享泰西凡大学所应享之权利”[1](p．587)。在高等教育领域的

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这是教会大学热衷于获取学位授予权的真正动力所在，事实上，这也成为教

会大学用以自我夸耀的资本。当然，从中直接受益的还有教会大学的毕业生，正如学生们自己所感

觉的那样，在国外执照下授予的学位将是一笔难得的财富，特别是能如愿以偿到国外去深造[4]

(P．158)。以金陵大学堂为例，据有关史料记载，在此之前，该校已“历有年所，毕业者颇不乏人，但未

经美国大学承认，如至美国留学，不得径入专门学校。今已蒙承认，此后在本堂毕业者，即无异于在

美国大学校毕业也，凡领本堂毕业凭单者，即无异于美国学士之凭单也”[1](p．588)；而且，“该生毕

业之后，如赴美国求学，任人何省(州)大学校，均可得其承认，与美国大学生一律待遇”[1](p．610)。

(二)学位课程的设置及拓展

教会大学设立的宗旨之一，是“为便益本国学生，不必远涉重洋，留学欧美，而得欧美大学普通

及高等程度之教育”[1](p．408)。学位授予权的获取，使教会大学的学术标准得以提高，而这也意味

着教会大学需要调整原有的课程设置，以适应这一变化。

教会大学非常注重学位课程的建设，他们以国外同类大学或专业为标准来设置自己的学位课

程，或由国外大学董事部拟定，或是仿照国外大学的学位课程模式自行设置，或采用他们的有关教

材、教学方法。以震旦大学为例，1908年，传教士P·H·阿莱担纲该校教务长时，便以法国的学士学

位和硕士学位教程为楷模，设置了一套强化教程。该课程分预科和高级两个层次，学习时间均为三

年。预科教程主要讲授法语、英语、历史、哲学、地理、初等数学、物理以及其他自然科学。完成预科

学业且考试合格的学生，不授予学位，但可继续修读高级教程。高级教程分文理两部分，文科部分

包括研究法国和英国的语言文学，学习历史、地理、民法、国际法、行政管理法及簿记；理科课程包括

高等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及卫生学等科目。高级教程的培养目标是使学生取得相当于法国硕士

学位的证书[5 3(PP．291—292)。而这些课程所用的教材大部分都是从国外大学翻译过来的，有些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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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采用原版进行教学。尽管如此，与同一时期国外大学相比，我们不难发现，教会大学的学位课

程在“世俗化”和“中国化”的影响之下，已经作出了一些相应的改动，打破了纯西学的课程体系，加

入了诸如《论语》、《孟子》、《左传》、《战国策》、《国文》以及《历代名人书札奏议》之类的“中学”课程。

表1近代主要教会大学学位授予权获取情况概览

*资料来源：朱有蹴、高时良《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郑登云<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吴洪成《中国教会教育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王忠欣《基督

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东吴大学法学院于1915年创立时，招收的学生都要求有两年大学学历，这种做法效仿的是美

国著名的法学院。随着美国本土法学院入学条件的提高，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入学条件也相应从原

先的两年大学学历提高到大学毕业。在1924--1925年，学校又提出了如下的要求：“所有计划进入

法学院、特别是希望到国外继续研究生深造的学生，都必须要在入学前完成文学士课程(或至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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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课程)，这是参照美国著名法学院目前的入学要求。”一个准备就读法律的学生先在东吴大学文理

学院修完三年课程，然后再到上海专攻法律课程，他花六年时间就可取得文学学士和法学学士双学

位，这种捆绑式办学方式是当时美国著名的法学院所采用的。大约从1922年开始，课程的教学方

式引入了当时在美国普遍运用的“案例式”教学法。在1920年到1927年间，法律课程学制通常为

三年，每年从9月份开始到第二年6月结束，每学年分两学期，每个学生每周学习15个小时的法律

课程，即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的4：30到7：30，这样安排主要是为了便于让法官和律师担任教员。

对于完成所有学业且成绩合格的学生，由教员推荐，大学授予法学学士学位。在三年学习期间，学

生不准参与法律工作，也不得授予法学士以外的其他任何学位[6](PP．71—74)。此外，华西协和、齐

鲁、圣约翰等教会大学医学院的学位课程，“总的说来是袭用了美国医学院协会制定，由美国和加拿

大A级学校所采用的教学方法”，即采取了北美注重基础科学和临床实习的教育方针，为中国培养

了一大批卓越的现代医学人才E7](p．206)。

教会大学设置学位课程之初，除了少数几所医科大学外，普通教会大学的学位课程都局限于

文、理两科。此后，随着学校的发展，教会大学的学位课程逐渐拓展，学科门类在原有基础上，根据

自身发展实际增设了法、商、农等，学位层次也由最初的学士一级向更高的硕士、博士一级攀升。震

旦大学1912年开始授予文学、理学硕士学位；1916年建立工程学专业，并开始授予工程学学位；

1917年授予第一批医学博士学位，同年开始授予法学硕士学位，三年之后，法学专业学位达到博士

层次；1932年，法学院改组成法学系和政治经济学系，后者可以授予政治学或经济学硕士学位。

与此同时，同一学科层次的学位课程也不断得到扩充，以便更好地与国外大学衔接，使学生能

更顺利地进入国外大学深造。浙江大学的前身杭州之江大学在向民国政府立案注册之后，“文理学

院的所有系发展得都很快，扩充课程，以适应美国通才文科院校的课程”[8](p．69)。

为了保证学位课程的教学质量，教会大学设法提高师资队伍水平。在这方面，他们采取了一系

列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从来华考察工作的外国人中聘请一些专家作为短期教师；

(2)从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中引进具有高学历、高学位者；(3)与国内外有关大学签订交换计划，请专

家协助开展科研，至1918年，岭南大学已先后接待了国#I-A家大学的学术代表；(4)鼓励传教士利

用假期回国攻读研究院课程；按照全国基督教大学和专科学院联合会的规定，教会大学必须有

80％的教师读过一年的研究生院；(5)提高中国教师的工资待遇和地位，吸引中国学术界名流到校

任教，以切实改善学校的中文及中国文史方面的教学。

通过这些努力，教会大学的师资水平逐渐好转，从教会大学的教员名单中我们可以发现，及至

20世纪20年代初期，教会大学的外国教习基本上都已在国外大学获得学位。

(三l学位授予及具体要求

受学校发展水平及人才培养周期的影响，教会大学从获取学位授予权到授予首批学位，其间往

往相隔若干年。表2列出的是近代几所主要的教会大学授予首批学位的时间(见下页表2)。

在教会大学首次授予的学位中，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学位层级低，除了湖南湘雅医科大学曾

授予10名学生医学博士学位外，其他的教会大学所授学位都是学士一级的(注：上海震且大学采用

的是法国学位制度，其硕士学位程度与一般的学士学位相仿)；其二，学位门类单一，不外乎文、理、

医三科，此乃由学校发展水平较低这一客观现实所决定的。即便如此，第一次行使学位授予权，在

教会大学的历史上，“其突出犹如高山的巅峰”，同时也是扩大学校影响的绝好机会。为此，几乎所

有的教会大学都举行了盛大隆重的学位授予典礼，来庆祝和纪念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刻。

同样，对于获得学位的学生而言，这种盛大的庆典也是终身难忘的。黄丽莲，这位福建华南女子文

理学院的首批学位获得者在1954年撰写回忆文章时，对三十年前的这一幕依然记忆犹新：“19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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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那个愉快的早晨，全体学生齐步进入教堂，歌唱《多么坚实的基础》。在这33年的岁月中，每当

我读到或听到这首圣歌时，这个早晨所留给我的深刻印象就鲜明地重现在我的回忆中。”[1](p．603)

表2近代主要教会大学授予首批学位情况概览

*资料来源：朱有璩、高时良‘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郑登云《中国高等教育史》(上

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吴洪成<中国教会教育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陈学恂

《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舨；壬忠欣‘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学生若想得到学校授予的学位，首先必须符合其参照国外著名大学标准执行的入学要求，其

次，在求学期间，必须达到学校在学位授予上制定的规定和要求，一般需要完成所有大学课程的研

读，通过犬考，且平时无经常或严重的违纪现象。在教会大学制定的学校章程中，几乎都专门辟有

一章来阐述学校在学位授予上的要求。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做了如下规定：“文科及理科高级毕业，

给予学士学位，如该生在正馆四年之总分数均在八十分以上，凭照内特加荣誉二字，以示优异；医科

须五年学业，并于五年内所得平均分数及七十五分，方予文凭，作为医科博士；习道学者，其课程总

均数能逾九十分，可得道学学士学位，此项学位毕业时当众报告；俟该生受会长职后，方能实授院

生，读毕大学院课程，可得文科或理科硕士学位。”[9](p．75)与圣约翰大学的百分制不同，沪江大学

采用的是五分制：“凡读完大学课程而平均分数得三分的，均能获得文学士或理学士学位。凡要得

硕士学位的，第一必须先获得学士学位，第二必须至少读完二十八个学分，且平均分数不得在二分

以下，第三必须写一篇论文，五月一日前送交教授会审定。”[10](PP．162—163)应该说，如果单纯从字

面上来理解教会大学的学位规定的话，其要求是不高的。但事实上，各教会大学“在制定学位办法

条例时，清楚地表明了维持高标准的愿望”E4](p．160)，其日常的课程标准和考试要求都是相当高

的，同时还实行严格的淘汰制，升级考试不合格的学生随时都会被淘汰。因此，及至毕业，学生人数

往往缩减很大，如上海震旦大学“只有40％的学生能够毕业”，金陵大学每年录取的二百余名新生

在经过四年学习后，能够顺利拿到学位的仅一百人左右，而最终能从湖南湘雅医学院顺利卒业者更

是“不及入学者的四分之一”，诚如震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安德烈·邦尼康教士所言，这是教会大学在

中国授予学位所需付出的代价[5](p．296)。

前已述及，通过向国外著名学府或政府机关注册立案的途径，大部分教会大学享有学位授予

权，但这种权力却不是充分的。因为绝大多数的教会大学在授予毕业生学位时，其所颁发的凭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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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学位证书)首先必须经所注册的国外大学校董或政府官员承认画押并登录，并由本校董事部部

长签发后，才具有法律效应，最后转至教会大学学校监督手中，发给毕业学生。另据《金陵大学堂章

程纪录》记载，该校原先有权签发学士凭单，在向国外立案注册后，这一权利被削弱，“今改由纽约大

学校校董检发”。由此可见，是否授予学位的最终决定和审批权还是被牢牢地控制在国外大学或政

府手中，教会大学所享有的学位授予权其实只是名义上的。

此外，清末教会大学的学位制度普遍实行收费服务的政策，学生若想获得学位证书，除了必须

完成规定的学习和考试任务之外，还需要缴纳一定数额的“凭单费”用于学位证书的制作，具体资费

标准各校略有不同。金陵大学堂在学校章程中就明确规定：“所发之凭单⋯⋯凭单费须缴金洋五

元，此乃纽约大学校校董所定，外缴金洋一元为省书记员所发给之证书。”[1](p．587)学位证书的格

式则与国外大学相仿，如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位证书就是参照b舫济的母校——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学位证书的样式设计的[11]。

二、教会大学学位制度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

中国教会大学与西方殖民主义相伴而来，它“依仗不平等的传教条约，藐视中国法令，不受中国

官厅的考核。甚至夸耀已经外国政府注册，可以自由授予学位，为学生开出留洋的捷径；但却因此

予学生以轻看本国的印象”[2](p．448)。这种“文化租界”的角色本身就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构筑起巨

大的心理障碍，而且它的发展对中国国内高等教育的生存环境和发展前景产生了一定的威胁，因

此，教会大学在民族感情上是受到排斥的。客观地讲，任何异质文化的交流都存在着相互之间冲突

与融合、排拒与接纳，上述情况只是教会大学遭遇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中国历经了多次反复

的激烈碰撞乃至对抗之后，教会大学自身也存在着逐渐加强理解、吸收中国文化的倾向。从20世

纪20年代后期开始，以向中国政府教育部门立案注册为标志，教会大学最终选择了本土化、世俗化

和知识化的发展道路，其绪果就是宗教色彩的日益淡化与教育功能的逐渐彰显并占据优势地位。

作为中国近代教育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教会大学在高等教育办学模式、管理体制、教学内容、

人才培养、适应社会等诸多方面，都给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界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在某些方面，教会

学校成为现代化教育的样板，是中国教师们参观学习的场所，显示出中国人准备建立现代化学校的

基本模式。”[123(p．13)教会大学曾经是中国新式高等教育的先驱，其学位制度的建设和发展不仅促

进了中外高等教育之间的交流，也直接推动了近代中国学位制度的发展。

(一)促进中外高等教育间的交流

教会大学在中国的现实存在，客观上成为了中外高等教育交流的媒介和载体，学位制度作为其

引进的一项高等教育制度，自然地成为了促进双方交流的工具。

学位制度的实施使教会大学的培养计划能与外国大学相挂钩，在高等教育培养体制尚不完善

的中国，这不啻为一批青年学子提供了求学的途径。教会大学实施的学位制度，为教会大学的学生

提供了顺利进入西方大学进行高一级学习的条件，在提高自身价值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留学教育

的发展，并保证了求学质量。教会大学大部分都在国外注册立案，学生毕业后可不经考试直接升人

挂钩合作的大学，并可颁发各挂钩大学认可的学位文凭。如东吴大学规定，学生毕业后授予法学士

学位，经学校介绍可赴美国留学，也可直接进美国法律学院研究部门，一年后获法学硕士学位，两年

后获法学博士学位。因此，有许多东吴学生在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取得硕士或博士学位。据1941

年东吴法学院统计，历届毕业生出国留学者就有98人，其中不乏成为当时中国法律界的顶梁之才

[13 J(p．202)。“教会大学出来的学生中有四分之三到五分之四的人曾留过学”[14](p．475)，通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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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制度，教会大学使近代中国高等教育至少在形式上能与西方高等教育接轨，为近代中国学生走

出国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科学创造了机会，也确实培养了一批学有所成的人，特别是中国大学自身

缺乏的一些人才，如医学、新闻、农林等有用人才。如1917年，清华出版的《留美归国学生人名录》

一书中所列举的401名学生，其中有132人曾在教会大学受过全部或部分的高等教育；1925年《中

国人名录》所列的人名中，有12％的人上过教会大学，在1931年所列人名中则占16％。

交流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传人西方思想的同时，“背靠西方而面对中国”的教会大学的办学，也

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在学位制度的建设中则突出地表现在学位课程的设置上。教会大学为

突出其不同于中国本土大学的特色和来源于西方、更具先进性的特色，往往更多地设置一些专门性较

强的学科，如法政科、工程科、医药科、农林科，在教材的选择上也多采用国外大学的原版教材，倾向于

用英语进行教学。但为弱化中国民众的排斥心理，适应中国社会的本土需求，教会大学也加入了“中

学”课程。包文在1912年《金陵大学堂章程绪言》中说：“大学特别建置分授专门各科学⋯⋯更注重中

国文学，延聘硕博之儒，分科教授经史国文，蕲学有根底，不徒芸而讥舍已。”[1](p．583)圣约翰大学以英

语教学著称，但它的课表中中学课程也不占少数。在中国大学历经改革的同时，教会大学也不断地进

行调整，“要使得所有教会学校毕业生于中国文化方面有深切之了解；对于中国文字方面，有纯熟之技

能”[2](p．150)，逐渐将教学的重点从宗教和西学发展到了国学研究。

(二)推动近代中国学位制度的发展

近代中国对西方学位制度的认识，并非始于教会大学。早在清末年问，西方学位制度就已经通

过多种途径和方式进入国人的视野，只不过当时人们对于学位制度的认识和理解更多地局限于文

字层面。教会大学从建立之初起，就考虑到了学位授予问题，而当时中国的学位制度尚未发端，于

是各教会大学纷纷通过向国外大学注册立案的方式申请并获取学位授予权。学位的获得必须经过

一套严格的审核、考试程序，学位授予也必须由专门的机构负责。对此，教会大学不仅在各自的学

校规章中做了明确而又详实的说明，而且实际践行着这些程序和规则。从获得学位授予权到举行

第一次学位授予仪式，从只授予学士学位到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的形成，从只有男子获得学位

到女子享有同样权利，从学位门类只限于文、理、医等少数科目，发展到在多学科都设蜃学位授予

点，学位制度在教会大学的不断努力下逐步走向成熟。教会大学学位制度的建设和发展，为中国高

等教育界提供了一个直接的样板，使国人对西方学位制度及其与人才培养的关系建立起一种更形

象、更深入的认识。教会大学在国人面前预演了学位制度的建设和操作过程，为近代中国发展学位

制度做了实践性的示范。这显然比单纯介绍西方各国大学学位制度更具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使西

方学位制度第一次实实在在地贴近了中国人的生活。

前已述及，教会大学学位制度使得教会大学的毕业生能顺利地出国留学，因此吸引了很多中国

学子的目光。这对中国本土大学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较大的挑战，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本土大

学建设适合中国高等教育的学位制度，以提高自身在国内和国际高等教育领域的竞争力。事实上，

民国时期的中国教育界始终没有放弃在建设中国学位制度方面的探索和努力。

教会大学学位制度对近代中国学位制度建设和发展的推动，还体现在它逐步从原来的“游离”

状态转而走上了融人中国近代教育体制的必然之路，缩短了中西学位制度之间的差距，也节约了中

国自身探索学位制度的各方面成本，加快了中国学位制度的建设进程。20世纪20年代，在民族自

尊心和维护教育主权的自觉意识下，全国各地掀起了“收回教育主权”的运动浪潮。面对着前所未

有的危机，教会大学开始作出了办学策略的调整。1926年2月12日，基督教联合会在沪江大学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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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所有教会大学均向中国政府注册。随后，多数教会大学向南京政府教育部办理了立案注册手

续“’，并以华人掌校，尽量参照中国时行的教育体制，在各个方面进行了适当的调整。政府方面关

于教会大学立案政策的出台以及教会大学对于该政策的普遍响应，意味着教会大学转以私立学校

的形式纳入了国民政府的教育体系。根据当时政府文件以及一些著名教育团体的议案内容看，“收

回教育主权”运动的矛头主要针对办学权力的移交和宗教课程及活动的取消上，教会大学内部包括

学位制度在内的诸多教学管理制度并未因此遭到过多的干涉或废止，遂由此保留了下来。

时至今日，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之下，随着我国加入WTO，中外教育之间的交流将更加深入，相

互的合作也将日益增强，国外教育资源参与中国教育的机会与日俱增。回顾这段历史并给予客观

的评价，有利于以史鉴今，以正确的心态去面对中外教育之间的合作和竞争，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

国际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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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ademic Degree System of Missionary Universities in Modern China

ZHOU Gu—pin91，YING Fang．gan2

(1．Department of Education，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28，China；

2．Zhejiang Police Vocational College，Hangzhou 310018，China)

Abstract：The missionary universities first introduced the western academic degree system into the practice of

①“{时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和杭州的之江大学对中国政府的教育法令抱有抵触情绪，拒绝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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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er learning in China．At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the initial phase of establishing their degree

system，for lack of regulations regarding the academic degree system，missionary universities usually turned to

foreign governments and universities for registration in order to obtain conferring fight of academic degrees，to

which they paid much attention．For the conferring fight not only meant the equal fight to share with foreign

universities but also an advantageous position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area in China．At the same time，the

graduates of missionary universities could thus win the recognition of foreign universities and the opportunities

to study abroad．Missionary universities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curriculum and established their OWn

degree curriculum with similar foreign universities as the standards．They would either have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foreign universities set up the curriculum directly or take the curriculum model of foreign universities

as examples，subject to the actual conditions．Besides，they introduced relevant textbooks and teaching

methods SO as to raise the academic level of the teaching faculty for quality education．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management，missionary universities gradually expanded the category of degrees，improved the degree

level and extended the curriculum to perfect the system．In order to obtain degrees that stood for honor and

prospects，students of missionary universities would have to fulfill the enrolment requirements and reach the

related standards during studies，complete all the COUrses，pass all the exams and act according to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without any serious violatiOil of the discipline．Meanwhile，strict elimination system through

selection was implemented in missionary universities．Those who failed in the exams would be eliminated at any

time．Therefore，the number of those who could get the degrees would be much smaller than that of those

enrolled．The development of the academic degree systems in missionary university promoted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higher education，while furthering the Chinese understanding of

western degree system，and of its practice in particular．With the education sovereignty reclaiming movement

being carried out in the 1920s，the degree system of rnissioilary universities gradually incorporated with the

Chinese education system，to rome extent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cademic degree

system in China．

Key words：academic degree system；Modem China；missionary university

“中国现当代历史题材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校隆重举行

2003年lo月30 13至11月1 13，由浙江大学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杂志社共同主办的

“中国现当代历史题材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隆重举行。会议由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吴

秀明教授、名誉所长陈坚教授、<文学评论》杂志副主编王保生、胡明研究员共同主持。在文学研究界享有盛誉的徐中玉教授、

钱谷融教授以及许志英教授和港台作家林佩芬、金东方等应邀与会。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庞学铨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党

委书记张梦新教授等领导到会祝贺。

来自美国、德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以及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著名

高校的专家、学者六十余人，围绕中国现当代历史题材文学创作和研究中的众多问题进行了积极的交流与热烈的讨论。

中国现当代历史题材文学创作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感应时代与社会的神经，从历史发展中发掘中国社会的文化特征

和现实人生的悲欢苦乐，其关注大众生活和人类命运的旨趣，反映出历史题材文学的当代品格，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艺术经

验。在当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转型中，历史题材文学创作在历史观问题、为历史事件和人物翻案及“戏说”历史、以及历史

题材文学的创造力等方面，也存在令人困惑的问题。与会代表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取得了许多共识，这对未来中国历史题

材创作与理论研究将会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蒋青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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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楚材 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 1987

10.朱有(王献);高时良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1993

11.黄思礼;秦和平 华西协和大学 1999

12.卜舫济 卜舫济致伍德函(1906-07-11)

13.葛祖兰 记上海三所教会大学 1986

14.圣约翰大学 圣约翰大学章程汇录 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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