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摘要

    教会大学是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的庇护下，由基督

教会在中国开办的高等教育机构。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基督教会开办在中国

的教会大学主要有16所。在这16所教会大学中，以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燕京

大学最为著名。文章选取上述三所知名教会大学的校训作为研究对象，阐述了校训

的涵义及来源，论述了知名教会大学校训的拟定经过，探讨了校训在各自办学历程

中的作用，分析了校训拟定者各自的教育思想，最后对知名教会大学的校训作出评

价。本文的研究，一方面以时间为顺序，结合当时中国社会的时代背景及校训拟定

者所持的教育观念，述介知名教会大学校训的拟定经过:另一方面，对知名教会大

学校训的内容进行剖析，在探讨实践意义的基础上，对其思想渊源进行考察。

    除引言和结语外，本文共分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中西方对校训的不同释义，阐述了校训的涵义和来源。

    第二部分:以时间为顺序，结合当时中国社会的时代背景，述介了知名教会大

学校训的拟定经过。

    第三部分:对知名教会大学在校训确立后的办学效绩进行介绍，试图从实践层

面说明校训的历史作用。

    第四部分:从知名教会大学校训的内涵方面探讨校训拟定者各自的教育思想。

    第五部分:从正、反两个方面对知名教会大学的校训进行分析，作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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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ristian Universities are some kinds of hi助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set up by

western Missions in China with the invasion of imperial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aegis of

some unfair treaties. From the late 196' century to early 20"' century, missions established
16 christian universities in China, among which StJohn's University, Banking University

and Yenching University are the most famous. The writer chooses these three universities

as the researching subjects, discloses the meaning and the origin of the mottoes,

describes the process of mottoes' establishment, discusses their functions in the midst of

university-establishing, analyzes the educational thoughts of the motto-establishers, and
finally gives the justified assessment of mottoes. The writer adopts a special method,

trying to find some important points from the trivial. Specifically speaking, on the one

hand, according to the time order, considering the social background at that time and the

motto-establishers' educational  concepts,  the writer  states the proces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motto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writer analyzes the content of the

mottoes, exploring the origin of the thoughts from the practical aspect.

    Besides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there are five parts in this thesis.

    Part One discloses the meaning and origin of motto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explanations in the west and in China.

    Part Two indicates the process of mottoes' establishment chronologicall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China

    Part Three introduces the achievement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mottoes in these

three famous universities, aiming at the illustration, from the practical aspect, of their
historical functions.

    Part Four discusses educational thoughts of the establishers respectively via

mottoes' meanings.

    Part Five makes an objective assessment on mottoes

Key words: well-known Christian universities; mottoe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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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鸦片战争前，已有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内地传教，但人数很少且不受法律保护。

鸦片战争后，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外国传教士获得在中国自由传教的权力，开

始大批涌入中国，企图以基督征服中国。然而，在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社

会里，基督教被视为“异端”而遭排斥，传教士单纯地传教布道收效甚微。于是，他

们把目光投向开办学校，希望以学校为媒介达到迂回传教的目的。因此，由传教士

开办的初、中等教会学校在中国大地上迅速发展起来。据统计，到 1900年，教会

学校总数为200。所左右，在校学生人数大约4万，其中教会中学约占10%.。在

此基础上，教会大学应运而生。教会大学是由欧美各类教会团体在中国领土上开办

的高等教育机构。最初是外来事物，正如多年从事中国教会大学研究的芳威廉博士

所言:“早期由于 (中国)缺少现代化的高等教育体系，任何新事物都难免是舶来

品.新式大学显然是外国输入，严格区别于中国的传统教育。.,o虽然教会大学是

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庇护下的产物，但客观上它是中国新式大

学的“先驱”和“范本”。校训作为大学校园文化的一部分，也不例外。

    诚然，教会大学是与西方殖民主义相伴而来的，在其初始阶段，又主要是为基

督教的传播服务的，早期的教会大学，无论是教育思想还是管理模式，都是从西方

教会 (或教派)大学 (或学院)移植而来。因此，其发展，从思想理念到制度模式

都深深打上西方的烙印。1901年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的国力更为衰弱。为了

改变落后的面貌，维护其封建统治，清政府实行新政，颁布学制，废除科举， 奖

励留学，掀起兴办学堂的热潮。这些举措为教会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辛亥革命后，经过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华民族逐渐觉醒。中国社会的变化，

中国新教育的发展，使教会大学面临新的挑战。到了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民族

主义浪潮的猛烈冲击下，中国教会大学不能不作相应的自我调适，经历了本土化、

人间化、学术化的艰苦历程，。这一点，从知名教会大学校训的制订及变化中也有

所反映。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在中国领土上建立的教会大学，主要有

16所。其中，由基督教新教创设的大学有13所，由罗马天主教创设的有3所。此

外，还有一些独立学院和专科学校。这些学校，多数为美国和英国的教会所办。据

。章开沉卞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69页.

William B.Penn,"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anging China, 1880-1950",Michigan,P fll.
章开沉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序言)，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I页。



统计，20世纪 30̂ 40年代，在教会大学念书的中国学生占全国大学生总人数的

12%̂ 20%,。1947年秋达到11, 000人，而考生则10倍于此数。。为什么教会大

学在旧中国有这么大的感召力，吸引如此多的中国学生报考?在笔者看来，主要原

因是，这些教会大学以其良好的办学质量和办学成效赢得了国人的认可，尤其是一

些知名的教会大学。这些知名的教会大学，虽然数目不多，存在的时间不长(1952

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被撤消或并入其它院校)，然而却是教会大学中最重要、

最有代表性的部分。它们把西方高等教育体制和观念带进中国近代高等教育领域，

使得当时西方大学的教学方法和手段、课程设置、教学管理，甚至西方大学的校园

文化迅速传播开来.校训作为校园文化的一部分，由于其特殊的功能和作用，是学

校的灵魂，也是学校精神的表征，它集中反映学校主办者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

因此倍受学校主办者的重视。他们将自己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通过校训这一载

体来表达自己的教育理想，明确对受教育者的要求，激励师生追求对社会的贡献和

价值，从而对学生个人和学校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笔者仔细查阅了几所知名教

会大学的校训，从中发现，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折射出校训拟定者与众不同的教育

思想，成为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宝库中可资借鉴的特殊部类。

0汪一驹著，梅寅生译:《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台北枫城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谭献民，《教会大学与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2期，第85页。



一 、校训的涵义及来源

    校训最先出现在西方。中日甲午战争后，校训的名称方由日本传入中国。校训

虽然是由西方传到日本，再由日本传到我国，但是中、西方对校训的释义不尽相同。

在研究中国知名教会大学校训前，我们首先要厘清校训的涵义及来源。

  (一)校训的涵义

    什么是校训?中华书局初版《辞海》这样解释:“学校为训育之便利，选若干

德目制成匾额，悬之校中公见之地，是校训，其目的在使个人随时注意而实践之。”

上海教育出版 1992年版的《教育大辞典》(增订合编本)对校训的释义是:“学校

为树立优良校风而制定的要求师生共同遵守的准则。’，华东师范大学陈桂生教授认

为，校训是“学校规定的对学生具有指导意义的词语”，同时“校训即是学校着意建树

的特有精神的表征。，。南京大学蒋树生校长则认为:“校训是学校制定的对全校师

生具有指导意义的行为准则，是对学校办学传统和办学目的的高度概括。，心教育

部原副部长袁贵仁在《开展大学文化研究，推进大学文化建设，是一项具有基础性、

战略性、前瞻性的工作》的讲话中指出:“所谓校训，不过是一所大学对其文化传

统、文化精神的理性抽象和认同。”

    校训一词的英文是::school precepts, motto for school discipline。从英文词义看，
校训是一种格言、篇言、座右铭。它代表某种道德价值及其追求，反映的是学校的

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表达的是学校主办者对求学者的热切希望和要求。

    从上述中、西方对校训的不同阐释，我们可以归纳出校训的几个基本要素:第

一，校训句式简短，但寓意深刻;第二，校训具有训育功能，代表某种道德价值观

念;第三，校训是学校着意建树的特有精神的表征，是学校主办者教育思想和办学

理念的集中体现。所以校训的意义，在于通过简短的语句来表达主办者对求学者的

期望和要求，体现了学校主办者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反映了学校特有的精神风貌。

(二)校训的来源

    英文中的校训，起源于意大利语 Motto.翻译成中文，就是格言之意。用在学

校校徽上，即可翻译成校训。目前对校训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它源于军事口号(wan

cries).欧洲在16世纪后，徽章和格言开始组合使用。当时有许多关于格言的书籍，

。陈桂生:《校训研究》，《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8年第1期，第33页。
.蒋树生:《诚朴雄伟 励学敦行》，《江苏高教》2002年第4期，第12页。



提出了如何创作格言的规则。如格言既不要模糊，也不要太直白，在字义上应该是

积极向上的等等。正是通过格言这一中介，最初的军事口号才逐渐演变为西方大学

的校训。O

    作为世界上一些古老的大学，其校训的原文大多是用拉丁文写的，反映了这些

大学悠久的历史。如英国牛津大学的校训，翻译成中文，就是“上帝乃知识之神”或“主

照亮我。”剑桥大学的校训是:"P11桥一一求知学习的理想之地。”美国哈佛大学的校

训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耶鲁大学的校训是:

“真理和光。”斯坦福大学的校训是:“愿学术自由之风劲吹。”普林斯顿大学的校训

是:“普林斯顿— 为国家服务，为世界服务。”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的校训是:“哲学

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由以上西方著名大学校

训可以看出，西方大学的校训与他们的传统文化和所信奉的教育理念与价值观念有

着密切的关系。其突出特点，是个性鲜明，偏爱对真理和自由的追求且大多来源于

西方经典或生活格言。

    据华东师范大学王彩霞博士考证，我国古代没有出现“校训”二字单独成词的先

例。从现今所发现的资料来看，我国现代汉语中的“校训”这个词是从日本引进的。

据王彩霞推断，引进的时间大约是中日甲午战争后到1914年之前。。这是“校训”

的中文名称来源。在“校训”一词引入中国之前，中国古代早己有了家训、庭训、族

训等等词义相类的名词。即使在学校教育领域并没有“校训”的名称，但是已经有“校

训’之实。书院的出现，使得古代“校训”产生发端于书院成为可能。唐末书院主要担

负收藏、校勘、整理图书的任务。到五代时，书院成为私人讲学的场所。发展到南

宋，书院成了一种有计划、有组织且功能比较完善的由私人自行管理的教育机构。

这时的书院，绝大多数体现了创办者的教育思想和办学追求，他们用一些精练的语

句作为院训，来教导求学者做人的道理和治学的方法。例如，长沙岳麓书院的院训

是“忠孝廉洁”。它由南宋著名的大学问家朱熹亲书于讲堂，是中国古代成型了的可

堪称“校训”的院训。它言简意赅，便于学生记忆，和现在的校训并无多大差别，只

是当时没有明确冠以“校训”之名而己。这则“忠孝廉洁”的院训，集中体现的是对人

性的关怀和以德育人的精神，是儒家教育思想的典型代表，强调“仁”，强调“善，’，

注重德行的修养。在它的影响下，后世也涌现出了一批精品院训。如无锡东林书院

的门联院训:“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又如贵

州永宁书院的院训:“格物、诚正、修养，知所先则近道:孝梯、谨信、亲爱，行

有余以学文。”可见，这些院训可称为中国古代的“校训”，只是没有校训的明确名称

。林为连、张国昌、许为民、郁怡仪:《国内外知名高校校训评析)，

  年11月。第35卷第6期，第130页。
.3=V,苗:《试掇中国近代大学控训的起源》，《高教探索》2006年第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

2期，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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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己，它们可视为中国近代大学校训的先声。

    到了近代，教会大学己有‘motto"(校训)，只是当时未能以明确的中文“校训”

概念称呼它罢了。徐以弊先生在其著作《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

中提到:‘怪约翰在教育制度上系统地模仿西方学校，它先后采用诸如考试名誉制、

选科制、学分制、导师制等西方早己实行的制度，有的在中国尚属首次。其它如毕

业典礼、校歌、校旗、校徽 (蓝与 黑)、校训 (光和真理)， 也是西方的舶来品。

所有这些自本世纪以来在一所中国学校也是习以为常的， 然而当它们被圣约翰等

教会学校引进时，却开风气之先。”这样看来，是圣约翰大学等教会大学把校训这

一西方舶来品引进中国的。。在圣约翰大学的带动下，以后其它教会大学也仿效西

方的大学提出了各自的校训。如东昊大学的校训:"Unto a Full Grown Man"(译成

中文为“为社会造就完美的人格，域“法古今完人，’):华南女子大学的校训:"Saved

for  Service'丫译成中文为“受当施，);金陵女子大学的校训:"Abundant Life"(译成
中文为“厚生，’)。这样，从日本引进的“校训”名称和教会大学‘̀motto"(校训)实体

相对应，便完成了“校训”这个概念的中国化。在中国学术界认可和采用这一概念后，

校训才开始在中国发展起来。。此后，校训也普遍被中国近代新式大学所采用和接

纳，并涌现出一批寓意深刻、催人奋进、富有时代特色的著名大学校训。如清华大

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北洋大学的校训:“实事求是”:南开大学的校

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o

。王彩俊:《试探中国近代大学校训的起源》，《高教探索》2006年第z期，第”页。



二、知名教会大学校训的拟定

    教会大学是指从19世纪末起西方基督教会在中国领土上创办的高等教育机构。fl西方

传教士在中国领土上建立的教会大学主要有 16所，其中由基督教新教创设的大学

有13所，由罗马天主教创设的有3所。

    知名教会大学是指办学规模较大、学术水平较高、社会知名度较响的三所综合

性教会大学，即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和燕京大学。

  (一)圣约翰大学校训的拟定

    圣约翰大学(StJohn' University)是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在中国上海创设的。
其前身，是 1879年在培雅书院、度恩书院以及神道学校的基础上设立的圣约翰书

院。1895年起，该校正式开设大学课程，并将英语作为最重要的学科教授。1905

年，学校成为正式的大学，并在美国华盛顿州注册。大学设文学院、理学院、医学

院、神学院四个学院以及一所附属预科学校，成为获得美国政府认可的在华教会大

学。1913年，圣约翰大学又开始招收研究生。后来发展成为一所拥有5个学院(原

来的4个加上后来的农学院)16个系的综合性教会大学，是当时上海乃至全中国最

优秀的大学之一。圣约翰大学是我国最早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教会大学，同时也

是唯一用外国名字命名的教会大学，曾被誉为“东方的哈佛”、“外交人才的养成所，劝。

    圣约翰大学的校训，最初是英文的“Light and Truth"。翻译成中文就是“光和真
理”。意思是激励青年饭依上帝或接受“基督化的品格”的感染，将来能在走向社会时，

发挥“人民的先生和领袖”的作用。该校校训与美国著名的教会大学— 耶鲁大学的

校训相同，只是“光”与“真理”二词的位置倒置。校长卜舫济看到“美国古大学图书馆，

大书希伯来文。光与真理一语，本校即以是为校训，为真理光，10。卜舫济借此来作

为圣约翰大学的校训，是希望通过培育牧师来教化人民，发展教派，光大教义。他

认为:“本校以为德重于学，此基督教之旨，必当发挥而光大之也。.,o圣约翰大学

的校训虽然只有短短的数字，却反映了卜舫济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想。卜舫济是秉

持着“宣教高于一切”的信念来到中国的。最初对教会教育的兴趣不大。1888年6月

卜舫济出任卜舫济书院监督时，年仅24岁。起初，他并不愿在圣约翰书院工作，

。章开沉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19%年版，第401页。
.徐以弊著:《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

.陈学拘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

  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页.
。徐以N著:《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

第26页.

(1879-1929))，人民教育

第 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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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改变初衷，进而全身心地投入教会教育。他认为，教会大学应直接为教会服务，

若仅仅依靠直接传道，无异于“沙上建屋”。因此，他主张在中国必须建立一所著名

的教会大学，把更多的青年置于自己的学校中。他曾写道:“在努力工作和更多支

持下，有朝一日我们将在此建立一所伟大的教会学府。s,GN他还认为“我们的学校和

大学就是设在中国的‘西点军校，⋯⋯而且我们的教育机关正在训练未来的领袖和司

令官，他们将来要对本国同胞施加最巨和最有力的影响。’心 卜舫济要仿效的是美

国的著名大学，而非“只有两名教授和相应设施的小型学院”。卜舫济认为教会大学

首先是宣教，其次才是教育。五四运动后，“反基督教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和

教育独立运动在中国递次兴起，民族主义空前高涨，教会学校也面临空前压力。由

于中国政府要求所有的教会学校必须注册立案，否则不准招生。圣约翰大学担心立

案会妨碍学校的宗教性及其宣教机构的地位，所以迟迟不肯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

其后又担心不立案，学校会被关闭。在权衡利弊后，卜舫济认为:“我个人得出结

论，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难，立案总比关闭学校好⋯⋯我相信在困难之中继续开办，

比因我们的自由受限制而放弃更符合基督精神。,,a所以也陆续采取了一些与立案

有关的措施，如将宗教课改为选修课，增加中国教师的人数等，作为立案的铺垫或

预备。当他看到要立案求须有中文校训一款时，卜舫济思考了良久，准备对原来的

校训进行改定，但他还是坚持认为中文校训也要反映圣约翰大学的宣教性，要为教

会教育服务。卜舫济来华后，对底蕴深厚的儒家文化颇有感触，他认为，儒家文化

是“令人难忘的、有启发性的”，且“纯洁、尊贵”，“代表了中国最高理想”。他看到，

孔子和儒家文化在塑造中国人的性格与中华文明方面的力量，想通过儒家文化的影

响来强化基督教教义。他特别推崇孔子的名言“学而不思则周，思而不学则殆”，认

为这句话讲的是学习的方法，是一条中性格言，既无宗教色彩，也无政治色彩，且

富含辩证法，对理解基督教教义有所帮助，因而不会影响学校的宣教性.于是他在

1931年第一次申请立案时将“学而不思则阁，思而不学则殆”定为圣约翰大学的中文

校训。

(二)金陵大学校训的拟定

    金陵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是基督教会在南京设立的一所高等学校，
它在我国教会大学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金陵大学的前身之一，是始建于

1888年的汇文书院。1910年南京育宏书院(The Union College)并入汇文书院，改
称金陵大学.学校成立之初，并没有拟定校训。是时，金陵大学的办学宗旨是培养

徐以弊著:《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n页。

徐以弊著:《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页。



学生的“基督化人格”，即培养“基督牺牲与服务精神”，“以造就健全国民，发展博爱

精神，养成职业知能的根本。.,o实际上，就是推行基督化教育。当时学校的宗教

气息十分浓厚，宗教仪式十分严格，宗教课为必修课。因此学校最初仅设文科及若

干数理课程，陶行知、陈裕光等即为该校的第一批学生。

    20世纪20年代“反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后，北京政府要求各级各

类教会学校均须立案注册，且规定董事会中华人人数过半，须由华人出任校长。于

是在 1927年金陵大学(以下简称金大)有了第一位华人校长— 陈裕光。陈裕光

认为，教会“在我国办学，理应尊重我国主权”。因此他在就职当天就明确提出，按

我国政府法令筹备立案是“刻不容缓的第一件大事”。学校于1927年向国民政府申请

立案，1928年获批准。立案后，学校逐渐改变其性质，获得了稳步、健康的发展。

到抗战前，学校发展成为文、理、农兼办的综合性大学，下设20个系科，其中尤

以农科最为出色，学校享有“钟山之英”和“南国雄”的美称。

    在1942年2月23日的“国父纪念周”上，陈裕光在 《校长训词》中，明确将真、

诚、勤、仁定为金大的校训。提出校训的这篇 《校长训词》原文如下:

      今日何日，即4年前本校迁蓉正式上课之一日是也。原八一三事变起，京都

各校遵照教育部命令纷纷他迁，人心惶惶.本校以在京有悠久历史，且未经轰炸损

失，故为安定首都人心起见，决留京开学以维持首都气象。全校师生在敌机扰乱频

仍之际，犹能继续教学.追战事迫近宁坦，迅即设法离京西迁.时舟车稀少，交通

梗阻，幸赖全校同仁同学同心协力，历尽艰苦，始能分批入川.时光逝水，倏忽4

载，回忆过去，不能无感于中.兹有三事足资纪念者.一曰坚强之意志，二曰苦干

的精神，两者皆为在抗战中所特别体验者.三曰真诚勤仁之行动，此即本校创立50

余年之校训也。三者，正与新式大学教育本旨相符合.盖现今之大学教育为一躯壳，

而坚强之意志、苦干之精神，与夫真诚勤仁之行动为其灵魂;躯壳与灵魂齐备，而

后大学教育始称完善.。

    百日之后，陈裕光在 《赠本届毕业同学》一文中，对金大的校训予以阐释。不

同的是，陈裕光将校训中的‘̀A.诚、勤、仁”前两个字调换了位置，改成了“诚、真、

勤、仁”。因为他认为，在办学治校中，“诚”最重要，还可避免“真、诚、勤、仁”

中将“真、诚”理解为“真诚”这一歧义的出现。他在 《赠本届毕业同学》一文中，是

这样对校训进行解释的:

      《易》曰:“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孔子曰:“言忠

。陈裕光:《回忆南京金陵大学 (节录))，

  社1987年版，第 151页.

.转引自王运来著:《诚真勤仁 光裕金陵:

陈学询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

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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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行笃敬。”心无不尽之谓忠，言无不实之谓信，忠信者，诚也.王阳明日:“昔

之君子，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者，亦求其是而已，岂以一时之

毁誉，而乱其心哉。”求是者，真也.《书》曰:“业广惟勤.”韩昌黎日:“博爱之

谓仁。”本校之校训“诚、真、勤、仁”，诸君闻之捻矣。离校后幸毋忘之.。

    按照陈裕光的解释，可以看出:忠信谓诚，求是谓真，业广谓勤，博爱谓仁。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金大的校训是最早见诸文字的提法。但据金大校友回忆说，他

们二、三十年代在金大念书时就常常听到陈裕光校长讲“诚、真、勤、仁”。可见该

校校训在立案之初便可能确立，只是当时未刻意加以宣传罢了。

  (三)燕京大学校训的拟定

    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是基督教新教在我国北京设立一所的教会大学。
其前身，是创建于1869年潞河书院和1870年的汇文学校。到19世纪末，这两所

学校分别发展成为华北协和大学和汇文大学。1916年两校合并。1919年燕京大学

正式成立，司徒雷登为第一任校长。学校的英文名称初为“北京大学”，后因与当时

著名的国立北京大学的英文名称相同，故改名为“燕京大学。

    司徒雷登上任后，对学校进行了改革，首先为学校正名，结束了校名之争。紧

接着，司徒雷登又与两位教师郭查理和傅晨光商量，准备为学校制定一个校训。他

们三人都是在中国出生的传教士，有着较为一致的办学思想。他们认为教会学校应

当是一个由宗教信仰、科学精神与方法以及大无畏的探求精神所构成的混合体。他

们希望所制定的校训不仅仅用来装点门面，而且更重要的是表达燕京的办学宗旨，

成为激励学生和校友们的精神力量。。他们三人的共同意向是，选用 《圣经》中的

精彩格言作为校训。郭查理和傅晨光两人中，有一人主张用耶稣所说的:“人本来

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的。’，(《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八节)司徒雷

登认为，这与大学教育毕竟有些隔膜，于是他回想起刻在弗吉尼亚大学正门上方的

一句希腊文，“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第八章第

三十二节)这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校训，由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书写在该校的

校门正上方。这句话，也同样刻写在 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大门的上方。他们

经商议后认为，这两句话似乎都表达了燕京大学的办学宗旨和办学精神，于是就很

自然地想到将两者结合起来。就这样，“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英文为: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被定为燕京大学的校训。其后该校训分别用中文和英文
书写在校门上方。

。转引自王运来著:《诚真勤仁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页。

.[美1艾德敷著，刘天路译:‘燕京大学)，珠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页。



三、知名教会大学校训拟定后的变化

    知名教会大学的主办者在各自的校训中注入了自己的办学理念和价值追求，将

无限的希望浓缩于有限的词语中，寓无形的精神价值于具体的要求之上。校训拟定

后，在各自校训原则和精神的指导下，三所知名教会大学在课程、师资、生源、校

园生活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圣约翰大学校训拟定后的变化

    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在中国创办的教会大学，也是为数不多的独宗创办的

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不仅是美国圣公会整个差会在中国的教育中心，也是该会的

传教中心。圣约翰大学早期的英文校训“光和真理”，明显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的。因

此，除学生大部分是基督徒外，早期圣约翰大学的课程设置、教师选聘、校园文化

等方面无不是从西方教派 (或教会)大学移植过来。这些西方大学制度相对于中国

传统的旧教育来讲，无疑具有先进性。因此，到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圣约翰从

一个倍受冷落的洋学堂发展成为学子趋之若鹜、蜚声中土的名校。收回教育权运动

后，该校又制定了中文校训“学而不思则阁，思而不学则殆”。从校训可以看出，圣

约翰大学仍然以传教为主要目的。中文校训拟定后，在课程、师资、校园生活等方

面均有所改变，现予以分述。

    第一，课程的变化。为了有效地传播“光和真理”，圣约翰大学在教育制度上系统
地模仿西方大学，尤其是美国的大学。从 1895年起，学校正式开设大学课程，并

且将英语作为最重要的学科教授。早年，圣约翰大学与其它的教会大学一样，也是

实行强制性的宗教课程.有所不同的是，为了将优秀的中国青年吸引到学校中来，

圣约翰大学的课程除了宗教和中国经典课外，还有数学、外语、物理、化学、医学、

心理学、逻辑学等，涉及声、光、化、电、天文、动植物等诸多科学知识。这样，

自然科学很早成为圣约翰大学课程的重要部分。圣约翰大学对英语教学非常重视，

其全部课程，包括中国历史课，已基本上用英语教授。学生入学的英文考试，用的

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入学考试同样的试卷。学校几乎所有的章程、规则、通告、往

来公函、会议记录、年度报告等均使用英文，形成十分独特的英语环境。学生在这

种环境中生活、学习，能够灵活地从一种语言转到另一种语言。这种教学模式与双

语教学模式几乎是完全相同的。这对学生语言的掌握和以后从政、从商以及进行其

它国际间交往都是很有益处的。在新的校训确立后，宗教课程改为选修，而科学、

英语等优势课程则得以进一步强化。

    第二，师资的变化。校训“光和真理”是卜舫济借用的是美国著名教会大学—

耶鲁大学的校训，他希望日后圣约翰大学也能象耶鲁大学一样成为世界著名的学

府。他认为:建设知名的教会大学，首先必须有一流的教师，因此非常重视教师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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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的建设。从20世纪初开始，他就逐步调整教师结构，将那些不称职的教师清理

出学校。1912年规定，只有那些具有3年以上教龄和拥有硕士学位者，才能受聘为

教授。1926年，又进一步将教师分为6个等级，即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助教、

讲师、助理讲师，每一个等级都有相应的资质和学历要求。而在此前，任何在校的

西籍教师都能冠以教授头衔。经过多年的努力，圣约翰大学拥有一支精千的高水平

的师资队伍。据统计，在1936至1937学年，圣约翰文理学院总共有教员54名，

其中10人拥有博士学位，16人拥有硕士学位。。在新的校训确立后，除教师的资

质有了明显的提升外，另一重大变化则是华籍教师所占比例也有了较大提高。

    第三，学生的变化。从校训看，圣约翰大学是将传教放在第一位，教育放在第

二位的。因此，圣约翰大学早期对学生素质的要求偏重宗教性，在校学生大部分都

是基督徒。新的校训确立以后，一方面学校拓宽了培养目标，用广义的文理科教育

吸引更多的学生报考:另一方面，建立严格的入学考试制度，加强对学生的选择。

随着圣约翰大学的发展和名声日起，以及由于缺乏教会更多的援助而不得不提高学

费，使得它不再偏重于向宗教家庭的子弟开放，而开始向绅商市民阶层全面开放。

据统计，其后商人子弟开始占据该校学生的半壁江山。.圣约翰大学学生中教徒比

例，也一直呈下降趋势。20世纪初，教徒占全部学生数的1/3; 30年代降至1/4 ;  40

年代末就只有不到V5..从该校毕业生所从事的职业来看，自新校训确立后，从

事牧师或宗教事业者，更是日渐式微。

    第四，校园生活的变化。在新校训的极力倡导下，圣约翰大学校园内充盈着富

有温情意识的、与中国传统的等级森严的“师道尊严”完全不同的人际关系。教师与

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非常亲密、融洽、平等，而且，学生们还通过创建各种

组织等，来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既促进了身心的全面发展，又为彼此互相接

触与交流搭建了平台。在卜舫济看来，基督教不仅是一种信仰，一种人生哲学，更

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指导和约束个人行为的精神力量。因此，他十分强调教师的

人格表率，注重学校生活氛围的营造，并努力创造融洽的师师、师生关系，使他们

获得基督教精神的熏陶。他自己在这方面首先以身作则。每逢周末，他总是在家举办

晚会，请学生轮流到家里做客。他也要求其他教师多与学生接触，特别是在学生遇

到困难时，他每每能给予同情和忠告。这一点非常具有亲和力，有利于培养学生热

爱学校、教师和同学，继而热爱学习的良好风气。在教师之间，他规定，彼此都只

以先生相称，不得用校长、教授、博士等职称或学衔。开教师会议时，会上非常民

高时良主编:t中国教会学校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页。
黄新宪著:《基奋教教育与中国社会的变迁》，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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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大家都可自由发表意见.对住在校内住宅的教职员，他规定按期赠送盆花 (学

校自种的);对新婚的教师，则购买礼品表示祝贺。圣约翰大学的校园生活，对师生

的人格塑造和精神陶养有重要影响。

  (二)金陵大学校训拟定后的变化

    金陵大学的校训“诚、真、勤、’仁”，虽然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由陈裕光以书

面的形式提出，但在抗战期间，学校在华西坝艰苦办学时，陈裕光曾由衷感言:“吾

校精神之养成。盖因本校五十余年校训。”可见，金陵大学的校训在行诸文字之前，

就早已存在。另据金大校友回忆，他们二、三十年代在金大念书时，就经常听到陈

裕光校长讲诚、真、勤、仁。因此金大校训拟定后的变化，可以看作收回教育权运

动后陈裕光任校长时学校所发生的变化。该校在课程、师资、学生和校园生活方面

的变化可分述如下。

    第一，课程的变化。金陵大学作为教会大学，其办学宗旨是培养学生的“基督

化人格”.学校创立初期，宗教气息十分浓厚，宗教仪式十分严格，宗教课为必修

课。金大之课程设置，偏重于西洋科学与文化，尤重英语。金陵大学一年级新生的

入学考试，仅英文一项，就要过5道关:听力、读力、作文、语法、字量(常见字的

字义及用法)。除国文、中国医史等课程不得不使用中文以外，其他课程包括文娱活

动，都要求采用英文。陈裕光上任后，庄严承诺:金大将“按国内情形，与时代之

精神，社会急切之需要，切实培养人才”。他认为:应打通学科界限，反对高等教

育过度部门化与僵硬性，强调教育的整体性。主张“研究高深学问”，“培养伟阂人才，’，

“沟通中西文化”，“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使吾国固有之文化更臻完备”.秉此方

针，他将宗教课改为选修，宗教活动采取自愿的原则，并按照“诚、真、勤、仁”的

精神，加强了中文、地理、历史的教学，强调要学好中文。同时开设了经济学、国

文、英语、哲学、社会学、化学工程、电机工程、农业经济、农艺学、植物学、动

物学、森林、园艺、乡村教育等课程，课程设置充分体现了中西兼顾的特点。

    第二，师资的变化。金大同其它教会大学一样，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以前，

学校师资水平并不是很高，教师队伍也不是很稳定。陈裕光任校长后，加强了教师

队伍的建设，招揽了一批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使金大的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得

到了很大的提高，尤其在农科方面。为了鼓励教师多出成果，激励更多的优秀教师

加入金大，金大参照国民政府的“部聘教授”制，在金大设立“讲座教授”，用来奖励

教学确有成绩、声誉卓著且对于所任学科有特殊贡献的教师。“讲座教授”制激发了

教师专心教学、潜心科研的热情，提高了师资水平，也从而稳定了教师队伍，保证

了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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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学生的变化。早期金大的学生，主要来源于基督教中学或基督徒的子女，

大部分学生是基督徒。收回教育权后，学生来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部分学生来

源于富家子弟且多数不是基督徒.金大不同于其它的教会大学的做法是，特别注重

吸收乡村学生及基层工作人员，尤其在农学院更是这样。金大极力主张“农村教育，

应拿‘农，做事业，应拿·村，做中心”，“不但要施行普通的教育，并且要担负改良农业

的责任。�p
    第四，校园生活的变化。在校训“诚、真、勤、仁”的倡导和影响下，该校努力

建立一种不同于传统旧教育的新型校风和学校精神，金大师生把校训所代表的精神

概括为‘.lk-大精神”.多年来，金大以诚为本，唯真是求，勤勉执着，仁爱为怀，从

而逐步形成“亲爱精诚，一团和气，,*a“金陵一家亲”的美好传统。陈裕光更是以令人

心悦诚服的诚真勤仁的人格魅力，赢得了“金陵一家”之“家长”的尊称。金大通过亲

密和谐的师生关系、中西结合的校园文化、丰富多彩的课余公益活动等潜移默化的

方式，将爱撒播在每个人的心田。长期学习、生活在这种充满仁爱的校园中，“学

校等于家庭，师长同学情同叔伯兄妹”，“师生老幼，休戚相关，苦乐与共”，“亲爱

之情，盎然司溢,,.，从而使校园充满了家庭生活的温馨。

  (三)燕京大学校训拟定后的变化

    燕京大学“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校训拟定后，分别用中、英文书写悬挂在校

门的正上方，对学校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司徒雷登后来回忆所说“这一

校训很快应用于学校的各个方面。”师生每天进出校园，看到校训，倍受鼓舞。“因

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校训，激励着师生用科学的方法对真理和自由进行执着追求，

通过实地研究来服务社会。在校训原则和精神的指导下，学校在课程、师资、生源

和校园生活等方面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第一，课程的变化.燕京大学是由几所教会学校合并而成的一所教会大学，建

校之初，学校的宗教气氛特别浓，宗教课为必修课且比重很大，学生必须信教和参

加宗教仪式。校训拟定后，在“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指导下，首先改革了宗教课

程，将宗教课程由必修课程改为选修课程。1922年学校废除了要求学生必须参加主

日仪式和教堂礼拜的旧习，并缩减了学生必修的宗教课程时间。1925年，教育部公

布 《私立学校立案条例》以后，燕大又将宗教课改为选修，不再强迫学生信教和参

加宗教仪式，认定信仰宗教是学生个人的事.用司徒雷登自己的话说:“不应要求

学生去教堂作礼拜，或强求他们参加宗教仪式，不应在学业上优待那些立誓信教的

。章开沉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年版，第385页。
.转引自王运来著:《诚真勤仁 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06页。



学生，也不要给那些拒绝信教的人制造障碍。它必须是一所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大学，

允许自由地讲授真理，至于信仰和表达信仰的方式则纯属个人的私事。"1927年，

还把原设的宗教学院在名义上与燕大分开。其次，改变课程结构。以主修科、副修

科和选修科代替规定的科目制，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西方语言和文学列为主修

科，加强科学实验，使学生的基础知识面得以加宽。最后，突出英语的重要地位，

用英语进行教学。课程的变化，预示燕大的学校工作由原来“以宗教为主，教学为

辅”，转到“以教学为主”的轨道上来。燕大的发展，从此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也

从而使燕大这所教会大学走上世俗化和正规化的道路。

    第二，师资的变化.燕大校训中“因真理得自由”明确指出，燕大是探求和发现

真理的地方，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场所。而真理的探求和学术的研究，离不开高水平

的教师，所以学校特别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和师资水平的提高。司徒雷登1919年

到燕大时，燕大共有25名外籍教师，4名中国籍教师。在这25名外籍教师中，只

有司徒雷登有博士学位，还是神学博士。其他教师由资助差会作为传教士派出，都

不具备在大学任教的水平。司徒雷登担任燕京大学校长之后，着手进行学校的教师

队伍建设和师资水平的提高。他首先向托事部提出:改变所有教师由各差会委派的

旧例，给学校一定的自主权，自行聘任他们认为有资格的教师。这一要求虽被托事

部驳回，但司徒雷登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为不是传教士而有资格和能力任教的西

籍教师来燕大工作提供方便。到20世纪20年代末，燕大28名西籍专职教师中，

有10余个与差会无直接关系者，由学校支付工资.。随着学校中国籍教师的人数

增加，他们在学校的教学工作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为了吸引有名望、有声誉的

中国学者来燕大工作，司徒雷登在燕大实行中西籍教职员待遇均等的规定。这与其

他教会大学有着显著的不同，极大地调动了中国籍教师的工作积极性。1928至1929

年度在燕大工作的56位教授级教师中，有36位是中国人，其中有20位在美国大

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其余 巧位都取得了硕士学位，另有一位是在旧科举制中取得

高级地位的进士。.到1934年，燕大己经有正副教授111名，且多为国内外知名的

专家或学者。此外，又与国内外的知名大学合作办学、创办新专业，通过互换教师、

相互培养研究生等措施来提高师资水平和科研水平。

    第三，学生的变化。合并成燕京大学之前的几所教会学校的学生，要么来自基

督徒家庭，要么来自基督中学，一般都有明显的宗教背景，学生中的基督徒的比例

。史静班著:《狄考文与司徒雷登一 西方新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页。
.司徒雷登:‘燕京大学史略》，郑庭椿译自《燕大年刊1928-1929)， 陈学询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

  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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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高。由于这一时期学校的主要目标，是培养教会工作人员，学生读书靠教会资

  助，毕业以后供职教会。因此，学校对学生素质的要求偏重宗教性。燕京大学在建

  校之初，曾以“收费最低”作为自己宣传广告中重要的一条，拓宽了培养对象。20年

代后，随着燕大的发展和名声日起，以及学校由于缺乏教会援助而不得不提高学费，

使得它越来越向贵族化发展。到了30年代初，学费已增到80元;1937年，又增加

到110元。在当时的高等院校中，燕京大学的学费算是很高的了。fl史静寰教授于

1989年4月向参加纪念燕京大学建校70周年的返校校友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燕

京大学60%的学生来自工、商、军、政或其它专业人员家庭。.

    第四，校园生活的变化。燕京大学的校园生活自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毅

定后，就努力建立一种不同于传统旧教育的新型校风和学校精神，燕大师生把校训

所代表的精神概括为“燕京精神”。至于什么是“燕京精神”，燕大师生认为很难用语

言把它说清楚。燕大社会学系的许仕廉博士将“燕京精神，概括为:“中国文化和政治

思想的中心— 学术自由，通过科学方法和基督教精神和教义追求真理，以及通过

国际合作平等和强调实地研究所表现的服务。�o燕大音乐系主任范天祥写道:

      这一校训非常有力地激励着校园家庭中的每一个人一一每一名教师和职员，

每一名学生和工人.在每一个既需要个人行动和又需要合作决定的情况下，自由、

真理、服务，这三个词，就像一束束光芒照耀着我们.在每一个危难时刻，这些理

想又会出现在显赫的地方，给我们以创造性的指引.人们还能十分清晰地回想起那

些震动整个校园的历史时刻，例如，1926年3月魏女士被段棋瑞残暴的士兵杀害的

时候，1931年日本偷袭山海关的时候，燕京在华西大学校园重新安定下来的时候.

人们还能清晰地回想起1948年12月16日到1949年2月那些紧张日子里表现出来

的忠诚精神，.一 ，完全可以说，在每一个受到这些崇高理想鼓舞的人心中，至今

都还深藏着这些激动人心的宗旨.。

    可见，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与学校的每一个人、每一件重大的事件联

系在一起;校训所代表的精神，己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中，与大家的学习、生活息

息相关。

    融洽、和谐的师生关系，是燕京大学校训所倡导的新型校风和学校精神重要体

现。每年开学的时候，学校都要组织浓重的迎新仪式，校长、校务长亲自与每一位

新生握手、交谈，使新生一入校就感受到学校对他们的关心和重视。燕京大学校长
                                                                                                                                                                  f

。史静度著:《狄考文与司徒雷登一 西方新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页.
.史静寰著:‘狄考文与司徒雷登一 -西方新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美】艾德敷著，刘天路译:《燕京大学》，珠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页。
。[美l艾德敷著，刘天路译:《燕京大学》，珠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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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还常常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一件件小事，与师生员工建立起一种极具凝聚

力的感情。据在燕大读过书的冰心回忆:’’你添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

死一个亲人，第一封信、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

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那来的。n0

m转引自高时良主编二《中国教会学校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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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名教会大学校训与拟定者的教育思想

    由校训的涵义我们知道，大学校训是大学主办者通过简短的语句来表达对求学

者的期望和要求，反映了学校主办者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体现了该校的特有精

神。因此，大学校训的提出，与校训拟定者的教育思想密切相关;校训拟定者的教

育思想是制定校训的基础，校训体现拟定者的教育思想。从三所知名教会大学校训

内涵中，可以看出校训集中反映了拟定者各自的教育思想。

  (一)圣约翰大学校训与卜舫济的教育思想

    圣约翰大学最初只有英文校训“Light and Truth"(“光和真理，’)，卜舫济借用美

国著名教会大学— 耶鲁大学的校训，其目的是想让圣约翰大学日后也能象耶鲁大

学一样成为名满天下的高等学府。英文校训“光和真理”中的“光”指的是“基督教之光

明”，卜舫济认为要使中国板依基督教，就必须通过教会大学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各

类精英人才，来控制中国的上层社会，更好地传播“光和真理”。同时精英人才象光

一样照亮其他的人，从而影响其他的人，达到中国基督化的目的。因此，校训“光

和真理”首先反映的是卜舫济培养社会精英的教育思想。

    其一，培养社会精英的教育思想。

    圣约翰大学英文校训的“光”，指的是“基督教之光明”。如何传播基督教的光明，

卜舫济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创办知名教会大学，吸引更多的优秀青年到学校学习，

根据教会的要求，把他们培养成中国社会的精英，从而控制中国上层社会，借此来

传播基督教之光明，最终达到中国基督化的目的。

    卜舫济培养社会精英的教育思想，是对在当时教会教育和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

认识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卜舫济来到中国时，正值教会直接传教、布道遇挫后，

一部分传教士开始转变方式，试图通过教育来“拯救中国人的灵魂，传播上帝的福

音”，把教育作为提高传教的功效和质量，改善差会形象的手段，且取得一定功效。

他看到，教会学校在实践中获得了发展的生命力，觉得应该强调学校教育的学术标

准，应该考虑怎样提高学校水平以扩大影响。同时卜舫济也注意到，没落的清王朝

急需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改革势必需要各种新式精英人才。他还认为，中国正

处在一段长时间的转变时期，基督教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中国塑造未来，最

好能为中国培养社会精英，从而控制中国上层社会，以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卜舫

济培养社会精英的教育思想与另一位著名的传教士狄考文的教育思想不谋而合。在

1890年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召开的第二次大会上，狄考文具体说明了必须培训新的知



识分子以代替中国固有的士大夫阶级 ，借以取得统治地位的传教思路。他在大会

上说:“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是一支燃着的烛，别的人就要跟着他的光走。这就

中国来说，比其他异教的国家更真实。作为儒学思想的支柱是受高等教育的士大夫

阶级。如果我们要取儒学的地位而代之，我们就要准备好自己的人们，用基督教和

科学来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士大夫，因而能取得旧士大夫阶级所占的

统治地位。’心 卜舫济非常赞同狄考文观点。他认为，要取得统治地位，就要培养

社会精英人才，要培养社会精英人才;就要创办知名的教会大学，把中国优秀的青

年吸引到教会大学来，经过教育和训练，使他们成为社会的精英。至于怎样与为什

么要创办知名教会大学，卜舫济在那次大会作了著名的“西点军校”的发言。他说:

      我们的学校和大学，就是设立在中国的西点军校⋯⋯当被阿到美国军队的力

量来自何处时，我们不只是指出我们有少量的常规军，而是提到西点军校，那里训

练着我们未来的军官和军人，准备一旦需要就可担任领袖，对别人进行激励和训练.

当被问到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从何处可以清楚看出其力量来源时，让我们不单单指出

中国有那么一小队英勇的本地和外国的福音传道人，而且我们.还应指出我们的教

育机关，正在训练未来的领袖和司令官.他们在将来要对本国同胞施加最巨大和最

有力的影响.。

    大家都知道，西点军校是美国的一所举世闻名的培养陆军军官的学校，素有“美

国将军的摇篮”的美称。卜舫济有关“西点军校”的发言，正是他培养社会精英的教育

思想的体现。

    后来，卜舫济在研究有名的传教士圣保罗的生平时惊奇地发现，圣保罗几乎没

有向异教徒作直接宣教。这使他更相信:“上帝使学校成为影响中国最有效的手段。’，

也使他更坚定了将圣约翰大学办成著名的教会大学的决心。正如他写道:“有朝一

日，我们在此建立一所伟大的教会学府，必，来实现他培养社会精英的教育思想。

于是，把圣约翰书院升格为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知名的教会大学，培养中国社会发展

急需的各种精英人才以控制中国未来的发展，就成了卜舫济最先重点考虑的方向。

为了把圣约翰书院升格为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知名的大学，来实现他培养社会精英的

教育思想，卜舫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卜舫济仿照美国模式在圣约翰书院建立了现代大学制度，开始正规的大学教

育，为学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圣约翰大学在教育制度上系统地模仿西方大学，尤

。王神萌:‘齐警大学校史简介》，陈学询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年版，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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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以弊著:‘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其是美国的大学，采用了诸如考试名誉制、选科制、学分制、导师制、割制等制度。

在卜舫济的主持下，从1895年起，学校正式开设大学课程，并且将英语作为最重

要的学科教授。18%年，学校形成文理科、医科、神学科及预科的教学格局。1905

年，学校成为正式的大学，并依照《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条例》在美国注册，大学设

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院、神学院四所大学学院以及一所附属预科学校，成为最早

获得美国政府认可的在华教会大学之一。卜舫济认为，圣约翰大学在美国注册。一

是可以提高学校的声望;二是借颁发学位以提高学校的水准;三是可为学生出国深

造创造条件。

    注重特色、以质取胜。圣约翰大学很早就名声鹊起，赢得国人的认可，这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卜肪济注重特色、追求质量的办学措施。偏重英语教学是圣约翰大学

早期迅速获得声望的主要手段，也可以说，圣约翰大学是靠英语起家的。圣约翰大

学地处当时最商业化和西方色彩最强烈的上海，英语在中国的沿海通商口岸，逐渐发

展成为一种商业和获得机会的语言，英语技能也逐渐发展成一种职业技能。卜舫济

在 1887年给圣公会布道部的报告中，阐述了用英语教学的益处和重要性:(1)华

人研究英文，犹如西人研究希腊拉丁文，可以增进智慧;(2)研究英文，可以铲除

华人排外之成见;(3)华人研究英文，可以增进东西方之间的接触。占据商界重要

地位:(4)华人研究英文;可明了基督教事业和教义;(5)华人研究英文，至少在

通商口岸，已势在必行，教会学校应捷足先登。0因此，圣约翰大学对英语教学非

常重视。自20世纪初以来，其全部课程，包括中国历史课，已基本上用英语教授。

    以质取胜历来受到卜舫济的重视。卜舫济认为，学校不应关心学生人数的增长，

而应关注教学质量的提高，关心师资水准的提高和教学设施的完善。1936年卜舫济

休完长假回到圣约翰大学后，发现学生人数出乎意料地增多了。为此，他并不感到

高兴。他写道:“甲..⋯在以后的招生中，我们必须严格挑选，对入学学生的活动也

要严加监管。圣约翰大学没有必要以学生数量来衡量自己的成功与否。圣约翰大学

的主要目标一直是，而且也应该是培养学生基督徒的品质和健全的智力。’心

    其二，注重科学的教育思想。

    圣约翰大学的英文校训“光和真理”中的‘滇理”，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基督教

之真理;其二是指科学之真理.卜舫济认为，追求科学的真理有助于对基督教真理

的理解，二者并不矛盾，所以特别重视科学研究和科学知识的传授。卜舫济注重科

学的教育思想，是在对当时中国社会发展变化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卜舫济看到中

。徐以葬著:《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美11玛丽著，王东披译:《圣约翰大学》，珠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页。



国传统社会将儒家思想当作是正宗，除义理、考据、词章外，很少有其它的科学知

识，科举入仕成学生为白首到老终不悔的唯一支撑点。卜舫济看到，不管是夏日炎

炎，还是数九寒冬，中国学生都要死读儒家经典，没有假期，不能玩耍，他认为，

这实在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他对此持强烈批判态度。他主张，应通过科学知识的

传授和科学方法的训练，为基督教在中国培养人才。而当时的中国社会在被动打开

国门后，正发生着根本性的变革，中国社会中新的经济成分的出现和发展，需要通

过教育培养科技人才和具有一定科学知识和技能的生产者。卜舫济想迎合中国的国

情，利用中国大‘学而优则仕”的 ,理，在圣约翰大学教授科学知识，为中国社会培

养所需的人才。他非常赞同另一位传教士狄考文的观点:“如果虔诚的基督徒不准

备控制和指导这场变革的话，它就会被异教徒或不信教的人所控制。科学艺术和物

质的提高将落入基督教敌人的手中，被他们用来作为阻碍真理和正义发展的强大武

器。科学不是成为宗教的盟友，就是成为宗教最危险的敌人。基督教会的良机就在

于培养能以基督教真理来领导这场伟大的精神和物质变革的人才。”应使“西方科学

文明迅速在中国生根开花，10，用“基督教真理”来培养能“控制”中国发展的人才。

1890年，卜舫济在一份报告中也阐述了同样的观点，他说:“自然科学的教授对理

解上帝的统一性和启示是很重要的..⋯科学训练是迷信的敌人，而且是一个人所能

给予的最好的智力训练形式。’心同时卜舫济还认为，那些科学知识，尤其是自然

科学知识是近代中国教育改革必定要学习、引进的，即使传教士不这么做，中国也

会通过其它途径获得。所以，圣约翰大学的课程除了宗教和中国经典课外，还有数

学、外语、物理、化学、医学、心理学、逻辑学等，涉及声、光、化、电、天文、

动植物等诸多科学知识。这样自然科学很早成为圣约翰大学课程的重要部分。这些

课程，对学生增长才干、开拓视野、了解世界，以及以后走向社会、谋生均有现实

意义。

    其三，“宣教性”的宗教教育思想。

    中文校训“学而不思则阁，思而不学则殆”是孔子的名言，讲的是做学问的方法，

要学思结合。卜舫济认为，这句格言对理解和传播基督教教义有帮助，且不影响学

校的宗教目的。此后，中文校训便和英文校训“光和真理”结合起来，其目的还是为

了更好地传教.不过，为基督教服务的宗旨开始披上儒学的外衣。圣约翰大学的发

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卜舫济“宣教性”的宗教教育思想的实践。

。[美]芳卫廉著，刘家峰译:‘基督教高等教育在变革中的中国(1880-1950))，珠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
  页。

.〔美1芳卫廉著，刘家峰译:《基督教高等教育在变革中的中国〔1880-1950))，珠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
  页。



    卜舫济认为，教会大学应直接为教会教育服务，培养本地教徒和牧师是圣约翰

大学的最高目的之一。教会大学主要目标一直是而且也应该是培养学生基督教的品

质和健全的智力。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前，圣约翰大学同其它的教会大

学一样，实行的是强制性的宗教教育，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不论信教与否，都必须参

加包括查经和礼拜在内的宗教活动。卜舫济更是强制性宗教教育的极力倡导者与实

践者。他曾发表言论，对强制性的宗教活动进行系统辩护:首先，圣约翰的礼拜和

宗教教育虽属强制，但学生入学却并非强制的，完全取决于学生本人和家长的自由

选择;第二，宗教仪式虽然强迫学生参加，但学生是否参加基督教，则听由他们自

决;第三，中国的情形与督教国家有很大区别，英、美一些大学实行“自愿参与”原

则，但学生在不知不觉中仍有大量机会接触基督教，而中国学生则无此可能，教外

学生如不参加宗教活动，便与基督教文化绝缘;第四，教会学校作为有教徒支持的

私立学校与由税收支持的国立学校有本质区别，要求学生参加基督教在前者是正当

的，在后者才是违背宗教信仰自由。。说白了，卜舫济认为，圣约翰大学是宣教的

间接工具，是直接为教会服务的。

    卜舫济由于坚持“宜教性”的教育思想，片面强调基督化，因而使圣约翰大学逐

渐偏离中国化的道路。在收回教育权运动和教会内部改革宗教教育的压力下，圣约

翰大学于 1925年实现所谓的双轨制，规定未入教的学生可以在做礼拜和新开设的

伦理课(实际也是宗教课)之间作一选择。但双轨制的实施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

大多数学生对伦理课和教堂做礼拜均无多大兴趣。在向中国政府立案问题上，圣约

翰大学之所以采取抵制态度，也与卜舫济坚持“宣教性”的宗教教育思想有密切关系.

到 1931年，除圣约翰大学外，其他教会大学都己完成了向中国政府立案的手续，

圣约翰大学成了唯一一所游离于中国教育体制之外的教会大学。虽然卜舫济后来在

立案问题上的态度有所转变，认为立案是学校的必然选择，但学校直到 1948年才

被批准立案。作为长时间未立案学校，圣约翰大学不仅未获得政府的任何津贴，而

且还面临许多障碍，如不能像其他学校一样获进口物品免税的优惠，圣约翰学生也

不被允许参加政府公务员考试和公费留学考试等。由于拒绝向中国政府立案，圣约翰

大学不仅受到其他学校的孤立，同时也受到了在校学生以及校友的指责，圣约翰大

学的发展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其在精神、物质上获得的援助也日益减少。可见，正

是过分强调学校的宗教性而未向中国政府立案，是导致圣约翰大学走向衰落的重要

原因。

。徐以弊著:《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90̂-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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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金陵大学校训与陈裕光的教育思想

    从上文有关金陵大学校训拟定过程的介绍可知，“诚、真、勤、仁”由校长陈裕

光在40年代初期正式提出，但依此办学，却是他在接任校长之初，所以说，这集

中体现了他的教育思想。陈裕光在提出校训的 《校长训词》讲道:“盖现今之大学

教育为一躯壳，而坚强之意志、苦干之精神，与夫真诚勤仁之行动为其灵魂;躯壳

与灵魂齐备，而后大学教育始称完善。’心认为坚强的意志、苦干的精神和真诚勤

仁的行动为大学教育的灵魂，又认为，只有灵魂才能赋予躯壳以生命。而在意志、

精神和行动这三者中，诚真勤仁的行动是最为重要的。应该说“诚真勤仁”是几千年

来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陈裕光把它们看作行动的指南并作为金陵大学的校

训，充分体现了他爱国主义、重视科学、学以致用、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以下予

以分述。

    其一，爱国主义的教育思想。

    陈裕光将“诚，字放在首位的原因，按照陈裕光在《赠本届毕业同学》中的解释，

忠信谓诚。陈裕光认为对国家、对人民、对学习均应以“诚”为本，也就是要对国家

忠诚，要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诚实守信，要诚心向学，要发扬民族精神和传统文

化。儒家经典 ‘礼记·大学》中所提出“八条目”中，“诚”字便居于重要的地位。具体

而言，道德修养的步骤为:“格物，f-1“致知，与“诚意，I-f“正心，f-“修身’f-“齐家，f-“治

国，Iy“平天下”。陈裕光所强调的“诚”，无疑与“诚意”的精神相通。

    “诚”首先要求对国家忠诚，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诚实守信。多年来，陈裕光

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惨无人道地

屠杀中国军民万余人，制造了举世震惊的“五三惨案”。消息传到南京，群情激愤，

金大学生纷纷召开会议，商讨对策。陈裕光亲自主持全体教职员大会，成立了“金

陵大学教职员反日救国大会”，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在全校师生

大会上，崇尚韬光养晦、行事谨慎的陈裕光，一反温文儒雅的态度，神情激愤地怒

斥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庄严地举起右手，大声领读《永不使用日货》的誓词:

“金陵大学师生以复我之青天为誓，以照我之白日为誓，以祖国山河为誓，以祖宗

丘坟为誓，誓以热血，誓以至诚，终我一生，永不使用日货。如有悔心，或生二志，

人天共戮!此誓。’@陈裕光本人对此誓言格守不渝，坚持了整整一个甲子，使之

真正成为了“终我一生”的誓言。1934年，日本驻南京公使馆在鼓楼百步坡竖立一座

钢架式旗杆，悬挂太阳旗。师生见到太阳旗高过金大校园内的国旗，异常气债，自

转引自王运来著:《诚真勤仁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39页。
陈裕光:《回忆金陵大学》，《高教研究与探索》198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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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筹款，师生热烈响应，陈校长积极支持。于第二年8月在大礼堂南侧建立起了一

座钢管式旗杆。新旗杆高出日本旗杆10尺，以“镇其邪气”。国旗在蓝天白云中飘扬，

表达了金大全体师生的爱国之情、忠诚之心。

    其次，"Al.要求诚心向学.陈裕光认为，大学是研究学问的地方，也是培养人

才的地方，不管是办学的人，还是教学的人，或是求学的人，最重要的是要诚心向

学。办学的，要诚心向学，即以办教育为职志，为己任;当先生的，要诚心教学，

不仅自己要有学问，而且要醉心于研究学问，潜心于传授学术:当学生的，也要诚

心求学，即不仅要“会念书”，而且要学会做学问，在校期间就要养成研究学间的风

气。只有大家都成心向学，才能更好地为国家和社会服务。在陈裕光看来，对事业

的追求和对名利的淡薄，是诚心向学的具体体现，因而十分提倡，他本人就是这方

面的楷模。在他影响下，金大有许多教授，如农学院王缓等人，把孟子的“三乐”当

作自己的奋斗目标:“人生有三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其乐一也;著书立说，

流芳百世，其乐二也;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其乐三也。”王教授等人的三乐，

乃真正金大人的道德风范。对金大教授这样“淡泊之气概”，福开森非常欣赏，他曾

在对金大同学的一次演讲中谈到:“此气概非消极之表示，实含人生生活中至高尚

之意味”，认为“东方优美文化多由此产生”。也正因为如此，在金大德行高尚、诚心

向学的人，最受人尊敬。金大的教员鲜有攀龙附凤、追逐名利之辈，学生中也极少

见拿学问做进入豪门的敲门砖，拿文凭做仕途的通行证。

    最后，要发扬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立案前，金大之课程除宗教外，偏重于西

洋科学和文化。日常教学用语，除国文和历史用汉语教学外，都用英语。文娱活动

场所，实验室内，运动场上，甚至学生助威的啦啦队亦不例外。然而，陈裕光认为，

西方近代科学比我国发达，这是事实。但是，中国大学生要吸收西方的科学文化，

必须以中国文化为主体，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是中国一切精神、物质文明的总积累，

要看重祖国固有文化，尊重祖国固有的立国精神，不能随便抛弃而毫无顾惜:外来

文化，不能不加择别地随便模仿，甚至全部西化。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只是名、

目、肤色是中国人，而思想、精神、情感、品德不是中国人。他身体力行，他的英

语很好，但在家中讲宁波话 (祖籍宁波)，在外面讲普通话，在讲话中亦从不夹用

英语。穿戴上，布衣布鞋，或长衫，或长袍马褂，在金大20多年，从未穿过西装

革履。这是一种民族精神的体现 (民族精神主要表现在语言，风俗，文化等方面)。

每年秋季，华东四大学的英语比赛，其他学校的学生总是西装革履，而金大的学生，

则一律长袍马褂，一口流利的英语，一身学者的打扮，看起来似乎不太协调，但却

给人以深刻的中国学者的印象。



    其二，重视科学的教育思想。

    “真”就是求是，也就是崇真求实。这是金大人办学、治学、求学中一以贯之的

科学目标、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体现了陈裕光重视科学的教育思想。陈裕光早年

就有“科学救国”的思想，所以对科学特别重视。他认为，科学有两条线路:一为纯

粹之科学研究，其目的在求真，为科学而科学，以发现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中的原

则与事实为指归;二为应用科学，其目的在运用科学而有所发现，以充实人类生活，

也就是求实。因此，大学是探求、发现真理的地方，离开了科学研究，便不能称其

为大学。在他看来，重视科学首先要重视科学实践，注重科学精神的培养;其次要

注意为科学研究创造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

    重视科学实践，注重科学精神的培养。陈裕光认为，研究科学的人，首先要有

求真的精神，要注重科学精神的培养，要重视科学实践，要做到“不偏见、不固执、

不苟合、不盲从，而使真理永得照彻天地间，10.因此，在他执掌金大校政期间，

特别重视科学实践，强调科学精神的培养，注重学生动手能力的训练。以金陵大学

农学院为例，为了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实践动手能力，该院农业专修科采取从大

处着眼、小处着手的方法，对学生进行科学训练。在入学考试科目中设有翻地、挑

粪等农事操作测验，以期培养出“具有先进农业科学知识和农民身手、热心农村建

设的青年农业工作者，10。农业经济系也有类似的规定，凡“读满3年之学生，必须自

选题目，拟制表格，利用暑假时期，实地下乡调查，分析统计均亲为之，盖所以训

练认识环境，具有观察客观环境之能力，以成他日有用之才”。。农业经济系 1922

年第一次在安徽芜湖对102个农户经济做了调查，1923̂ 1924年，发表《中国安徽

芜湖近郊102个农家的社会经济调查》。对此丙思娄曾作过这样的评价:“所有重视

农业及农村者长久以来对中国农业及农村生活的诸多真相皆感需要，可是，愈是真

实的愈难掌握，但正确了解实际情况作为改进的依据是绝对必要的，为解决此项问

题，以科学的农场管理及对所有调查资料经过严密的查对，在调查设计及资料搜集

方面，卜凯教授作为长老会农业使团成员在南宿州农村的经验极有价值。这项调查

是可靠的，皆在卜凯指导下全由其学生来调查...一。。此后，农业经济系的师生

进行了众多的调查，尤其是在物价方面，这些调查所记录的详尽资料，对当时社会

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使金大农业经济系成为30年代蜚声中外的物价研究单位。农

村调查课，不仅教给了学生科学文化知识、读书和工作的方法，尤为重要的是，培

。转引自王运来著:《诚真勤仁 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54页。

.章开沉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年版，第285页。

。章开沉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年版，第286页。
。殷晓岚:‘卜凯与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学的发展》，《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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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了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与刻苦学习、认真负责、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注意为科学研究创造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陈裕光非常清楚，要想多出科研

成果，必须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正如他所言:“专家之产生，又需学术的

环境。”因此他多方筹措资金，购置仪器、设备、改建新建实验室。到20世纪 20

年代末，金大拥有较为完善的化学实验室、充足的生物学设备和符合当时标准的物

理研究设备.为了使学术研究不受政治和社会潮流的干扰，他常常鼓励师生要敢于

发表公正的言论。在陈裕光的领导下，金大的学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1934年，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承认金大与其他国际间之大学同等学术地位，并能自行颁发学士

和硕士学位。金大虽然取得了这样骄人的学术成就、地位和声誉，但金大校训却时

刻告诫师生在求学、治学、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一定要“崇真尚实”，即要有“定见，’，

切不可“唯时是趋”，存“炫异之心，’o

    其三，学以致用的教育思想。

    "Vi� ，业广谓勤。陈裕光对于 《尚书》所言“功崇惟志，业广惟勤”的思想极为

赞同。他常对学生说:“古人云:‘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勤就是实干，就是‘起而

行，。�o他还认为:“学以致用是我国先儒的一贯的说法，本校也素常注意这一点。,A)

也就是说，社会需要人才，但不需要只会空谈的人;学问是要用的，用了才有效果。

因此，校训中的“勤”，体现的是学以致用的教育思想。陈裕光认为，劳作教育和社

会服务是贯彻学以致用的教育思想的有效途径。

    开展劳作教育。金大的学生不仅要求要学好书本知识，还要求走出校园，参加

劳作课程。如农科学生要从事田间林野之活动，文科学生要参加社会调查，理科学

生要体验生产实践，所有学生都要参加劳动，要学以致用。为训练学生的服务能力，

养成劳动习惯，学校对勤工俭学极为提倡，在校生中有不少是半工半读的，学校打

钟的有同学，办公室做职员的有同学，图书馆做管理员的也有同学。刚进校的新同

学每每初以为奇，“但习之既久，渐渐也被同化，挑砖搬瓦，都能自任其劳，劝.

    重视社会服务。金大办学非常重视社会服务和社会实践，科研、教学、人才培

养，均极关注社会的需求。当年金大最有特色且在国内最享盛誉的学科是农科。而

金大农学院的创办宗旨为:“授予青年科学知识和研究技能，并谋求我国农业作物

的改良农业经营之促进，与夫农民生活程度之提高。�o为了适应社会需求，金大

专门成立农业专修科和农业推广部进行改良和推广良种，培养了大量农业高级专门

。王运来著:‘诚真勤仁 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山东教育出版社za”年版，第298页。
。王运来著:‘诚真勤仁 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山东教育出版社20(”年版，第295-299页。
.王运来著:《诚真勤仁 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99页。
.章开汾-17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年版。第286页。



人才，将高等教育延伸至农村，这“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事件”。1934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定将乡村建设作为在华投资的重点后，燕

京、南开、金陵、岭南等大学纷纷制定了各自计划，并付诸实施。其中，“金陵大

学的成就最为显著”。在教学上，陈裕光主张教学工作必须注重实用，要学以致用。

当时金大农科从康奈尔大学引进教学、科研、推广三合一制度，简称“三一制”，强

调从中国实际出发，开展教学科研工作，并落实到推广应用。陈裕光就将“学以致

用”进一步发挥:“大家都重视学与用，‘三一制’体制，其本质就是，边学边用边研

究。”当时，金大许多研究都能紧紧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如洛夫是世界一流的作物

育种专家;李方训关于物理化学和电化学的研究成果发表后，被国外著作《高级物

理化学》(T.R帕廷康主编，1941年)、《电化学现代状况》(L.鲍丙斯主编，1954年)、

  《电磁学》(W.施尔沃德主编，1956年)等多次引用;还有蔡乐生研究维生素的营

养价值和猫鼠共处等科学命题，成为国际闻名的先驱;李卓皓(后去美，成为美国

科学院院士)致力于荷尔蒙研究，他先后从脑下腺中发现8种荷尔蒙，是国际公认

的生化大师;魏学仁等拍摄了当时世界唯一的日全食彩色电影，并参与开创了中国

的教育电影事业 (电化教育)。

    其四，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

    “仁”，博爱谓仁，要关心、爱护、尊重和帮助他人，要以仁爱为怀，体现的是

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孔子说%1七者爱尤.。在陈裕光看，来大力提倡、躬身力行

并从制度上来培育“仁爱”，是实行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的好方法。因此，特别重视

仁爱在教育活动以及学生自身成长过程中的教化和熏陶作用。在金大，学生从入学

的第一天起，就能受到学校特有的仁慈、博爱的气氛的熏陶。金大校园高高耸立的

大标语是“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不以夺取为目的。”它旨在时时告诫学生:“爱人”就

不能“询私循利，予求予取”，。而须关爱他人，服务他人。陈裕光大力提倡在校应

关心同学、关心老师、关心同事，陈裕光是这样提倡的，也是这么做的。陈裕光一

向爱生如子。如学生灭虫之类的小事，他也会亲自过问，并在全校发起“除虫运动，’.

确保学生免受蚊虫侵扰，不至影响健康。1945年，陈裕光从美国考察归来，将“旅

费搏节所得，购买维它命丸数十磅，携归分赠本校教职员同仁，私人行李因此过重，

只好留存美国友人处，10。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金大师生无不为陈裕光公而

忘私的高贵品质打动。

。王运来著:《诚真勤仁 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05页。
。陈裕光:《回忆金陵大学》，(高教研究与探索》1987年第2期。



  (三)燕京大学校训与司徒，登的教育思想

    司徒雷登在为燕京大学拟定校训前认为教会大学应当是一个由宗教信仰、科学

精神与方法以及大无畏的探求精神所构成的混合体。他认为，制定的校训不仅仅用

来装点门面，而且更重要的是表达燕京的宗旨，成为激励学生和校友们的精神力量。

他为燕京大学的拟定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英文为: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集中体现了他追求科学真理，强调学术自由，服务中国社会的教育思

想。

    其一，追求科学真理的教育思想。

    燕大的校训中的“因真理”，指的是科学之真理。司徒雷登认为，大学是探求真

理的地方，尤其应该重视教学和科学研究。他把提高科学水平，开设专业课程作为

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他说:“在试图创办我梦寐以求的大学时，我的任务似乎包

括四个方面:传播基督教;提高科学水平，开设专业课程;增进同中国的关系，增

进各国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开辟经费来源和筹办物资设备。..o司徒雷登深深知道，

教会大学的未来，取决于它的教育水准和学术水平，要使燕京大学成为他计划中的

“真正经得起考验的”、“有水平”的大学，必须提高科学水平，自由地探求真理。基

于这样的思想认识，他将燕大的办学宗旨改为了:“以教授高深学术，发展才、体、

力，养成国民领袖，应中华民国国家及社会需要为宗旨。”同时，把追求科学真理

的教育思想应用于学校的方方面面。

    首先将学校工作由原来“以宗教为主，教学为辅”转到“以教学为主”的轨道上来。

燕京大学是由几所教会学校合并而成的，在建校初期，宗教气氛很浓，宗教课是必

修课，学生必须信教和参加宗教仪式。司徒雷登上任后，逐渐减少宗教课，增加自

然科学课程。1927年，还把原设的宗教学院在名义上与燕大分开，规定宗教课为选

修课，不强迫学生信教和参加宗教仪式，认为信仰宗教是学生个人的事。司徒雷登

话说:“不应要求学生去教堂作礼拜，或强求他们参加宗教仪式，不应在学业上优

待那些立誓信教的学生，也不要给那些拒绝信教的人制造障碍。它必须是一所真正

经得起考验的大学，允许自由地讲授真理，至于信仰和表达信仰的方式则纯属个人

的私事。�.将学校工作转到“以教学主”预示着司徒雷登教育思想的重大转变，并使

燕大获得不断发展的动力，从而使燕大这所教会大学走上世俗化和正规化的进程。

    其次，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大力提高师资水平。司徒雷登认为，大学是探求

。司徒雷登:《燕京大学史略，，陈学询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

  版，第194页。

.[美]艾德敷著，刘天路译:《燕京大学》，珠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和发现真理的地方，真理的探求和发现离不开教师，所以应特别重视教师队伍的建

设和师资水平的提高。

    最后，重视科学研究和科学实践，注意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求真务实的科学精

神。燕大自然科学各系，一般都要做实验。上实验课时，不只是看老师做实验，还

要求人人亲自动手做实验，写实验报告。报告的格式要求规范，图表数字必须精确，

书写也要求美观大方。实验室也有严格的规定。最突出的是，实验数据不得更改，

即使是笔误，也需要实验助理员审核签字;所有记录和算稿，都要放在实验报告内。

实验课不仅让学生学到了科学知识;还养成了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科学研究精神

和态度。

    此外，司徒雷登还看重与国内外的知名大学合作办学;创办新专业，通过互换

教师、相互培养研究生等措施，来提高学术水平和科研水平。1926年以前的燕大办

学条件很差，缺少必要的教学和实验仪器、设备。20年代初，燕大就曾与协和医学

院合作办学，生物、化学、物理等自然科学系的学生，可以到协和医学院选课并利

用那里的实验室做实验。这一合作，促进了燕大自然科学教学工作的发展，提高了

这些学科的水平.另外，社会学系由燕大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合作创立，并且成为

国内外有影响的系;新闻专业也得到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帮助.值得一提的

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使燕大与世界一流大学— 哈佛大学合作办学，大大提高

了燕大的国学研究水平和燕大在世界学术界的知名度。

    其二，强调学术自由的教育思想。

    燕京大学校训中的“自由”，体现的是学术自由的教育思想。燕京大学是司徒雷

登借鉴西方近代大学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受西方大学传统的学术自由思想的影响，

司徒雷登在燕大非常强调学术自由并努力营造宽松的学术氛围和学术环境，使学校

内部有教学、研究、学习的自由。即教师与学生对知识进行研究时，可以不受学术

以外政治、宗教和社会因素的千扰，独立自主地解决学术范围内的问题。因此，校

内学术气氛很浓，思想、言论比较自由，允许自由地探索真理并发表见解。正如司

徒雷登所说:“它必须是一所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大学，允许自由地讲授真理，至于信仰

的或表达信仰方式则纯属个人的事。.,o这使得燕大各种激进的政治理论和社会思

潮获得了传播的条件。燕大还时常邀请一些中外知名学者到学校发表自己的见解。

例如，胡适在这里发表过‘犊书救国”的演讲，梁漱溟在这里不遗余力地鼓吹过“乡村

建设”的理论，李达宣讲过“唯物辩证法”，吴晗也在这里揭露过国民党的黑暗。在学

。司徒雷登:《燕京大学史略)，陈学询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

  版，第 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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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里，既可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也可以信奉“三民主义”。不论是国民党统治时期，

还是抗日战争时期，燕大都保持着浓厚而自由的学术气氛，各种思想在这里自由传

播，图书馆也可以保证师生借阅到外面被列为禁书的书籍，例如马克思的著作等。

    其三，服务中国社会的教育思想，

    司徒雷登将“服务社会”这个重要的教育思想寓于校训中，给人一份社会责任感，

激励着全体师生员工奋发向上。他们以“服务社会”为已任，更多的是强调一种奉献

精神。在司徒雷登看来，要用实际行动表现基督教精神，就要在支持建设中国社会

的活动中发挥作用，使中国人接受社会服务与培养有责任感的公民的理想，从而有

助于为社会和国家服务。司徒雷登认为，开办适应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实用型、职

业技术型的专业和课程，与教学、科研、服务相结合，是实现其服务中国社会教育

思想的良好途径。

    积极开办适应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实用型、职业技术型的专业和课程来服务中

国社会。司徒雷登认为，应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开设诸如畜牧、工业制革、

家政、护理、工业预科、书写书记、新闻等实用型、职业技术型的专业和课程，来

服务中国社会。燕大在建校之初与北京协和医院合作办学时就开设了护士预备班。

据司徒雷登回忆，“北京协和医院早就感到需要培养一批能流利地讲英语的护士，

但是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一个上大学的女孩子去当老妈子那是丢人的。一旦打破

了这一观念，我们就有了源源不断的优秀人才，而且也为中国女孩打开了另一种职

业的大门.”而实际上，当时参加报名的人数很快就将名额用完了。职业技术教育

方面，在学校当局的努力下，1927-1928年是燕大职业教育的高峰时期，其学生人数一

度达到学生总数的26%a

    注重教学、科研、服务相结合。司徒雷登十分重视教学、科研、推广相结合，

并把它们作为学校教育的首要任务，从而服务社会。在教学上，燕大注意引进西方

大学的教学标准，注重设置较为齐全的课程，力图使学生受到良好的基础训练，形

成较为合理的知识结构.燕京大学要求，学社会科学的学生，至少要选修人文科学

和自然科学的入门课各一门，并允许在这个基础上，自愿选读其它门类的高级课程。

学自然科学的学生，也同样必须选修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有关课程，以扩大知识

面。在具备广搏的知识之后，方可用更多的时间学习专业课程。为了保证学生选课

的科学性，克服盲目性和随意性，司徒雷登要求，学校每年出版一本 《课程一览》，

介绍课程的内容、上课时数和学分数，并列出选读高级课程所需的预修课的内容.

学生在参考 《课程一览》，初步选定自己本年度或学期所要学习的课程后，要面见

系主任，由其审查批准。在科学研究方面，燕大在完善系科的同时，增设了一批研



究机构，除组织专门人员进行研究外，还发动教师和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开展研究。

在重视教学、科研的同时，燕大还十分重视服务工作，并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从

而服务中国社会。燕京大学于 1928年在北京东南的清河镇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

并于1930年正式成立了清河试验区。燕京大学在该试验区内，从经济、社会、卫

生等角度，探讨中国农村建设的普遍方法和途径，并获得了一批成果。通过社会服

务活动，将这些科研成果投入实践，为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提供帮助。燕京大学在

30年代还曾联合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协和医学院、金陵大学等单位，投入大批人

力在山东济宁进行乡村建设实验。

    虽然司徒雷登“服务社会”思想的着眼点是宣扬宗教，强调服务与牺牲，是以培

养有影响力、能为大众服务并由此引导大众的知识阶层为目标的，但这是传统的宗

教目的和新兴的民族意识双重作用的结果。燕京大学在当时算得上是国内一流大

学，其毕业生找一份好一点的工作并不难，但燕大很多学生却当了中学教师，有些

学生甚至视中学教师为社会服务的良好手段。燕大是一所教会大学，出国的机会很

多，然而，出国留学大多是他们所服务机构的一种有目的安排，其目的也是为了回

国后更好地服务社会。

    其四，“开放性”的宗教教育思想。

    教会大学是为传教的目的而设，宗教教育是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

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文字看，“真理”、“自由”、“服务”都源于 《圣经》，其

内涵隐含着对基督教的传播;但‘真理”、“自由，、服务”又与科学、学术和社会紧

紧地联系在一起，说明司徒雷登是想通过对燕京大学的办理，让社会认识到基督教

的力量，并以社会的进步来体现这种力量，而不是单纯的说教布道。可见，司徒雷登

实行的是“开放性”的宗教教育思想。

    司徒雷登“开放性”的宗教教育思想的形成，与他的人生经历和他的宗教观分不

开。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杭州，跟随作为传教士的父母在中国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儿时亲眼目睹了父亲传教的经历，使他对传统的传教方式有说不出的厌恶。儿时的经

历与长大后在美国接受的现代教育，共同促成了司徒雷登与众不同的“开放性”的宗

教教育思想。在司徒雷登看来，传教士的任务，是使整个社会认识基督教的力量，

并以社会的进步来体现这种力量，而不是使个别人成为教徒。因此，教会学校应强

调基督教对解决人生和社会问题的实际效用和精神力量，而不是教人熟读经书，背

诵教义，遵守教条。有鉴于此，司徒雷登提出，燕京大学学生宗教教育的主要目的

是实现基督化。要达到这个目的，不在于强迫学生信教和参加宗教仪式，而是制造

一种气氛，使学生对基督教产生好感。如学生在毕业时能成为教徒固然好，即使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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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接受洗礼，也能对教会有好评，对母校有感情。为此，他力求从宗教课、宗教课

教员、校内宗教组织等入手，进行调整和改革。1922年，燕大废除要求学生必须参

加主日仪式和教堂礼拜的旧习，并缩减了学生必修的宗教课程的时间。1925年以后，

燕大又将宗教课改为选修，同时将教授宗教课的教员大幅度削减。1927年，宗教学

院从燕大分出去。他要求教员通过“燕京大学基督教团契”、“基督教青年会燕京大学

校会”等组织向学生灌输宗教思想，但并不一定要求学生必须当教徒。

    在学校生活方面，司徒雷登并不多谈宗教，一年不过偶然讲一两次道，也并“不

得体，反不如他在圣诞节招待儿童时那样胜任愉快”，因为在他看来，燕大追求的

是“将耶稣基督的原理和精神运用于学校的共同生活、学术水平以及学校的各项政

策和活动中”。为此，司徒雷登以身作则，努力与每一个人建立起了良好的个人关

系，使人们从他的身上获得了对基督徒的直观认识，体现的是现代派传教士“开放

性”的宗教教育思想。在他“开放性”的宗教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在燕大“外国人和中

国人，教师和学生，都彼此关心，互相照顾，亲如一家，’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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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中国知名教会大学校训的评价

    大学不仅是一个传播文化、传授知识的场所，也是一个塑造人格、濡化品性的

场所。一所大学的校训，对全校师生的思想品质、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都有一定

的潜移默化的作用，知名教会大学凝练简短而又内涵丰富的校训，明确了对受教育

者的要求，可激励师生追求对社会有所贡献，对受教育者人格和品质的塑造有一定

的积极影响。但我们也应看到，知名教会大学的校训也隐含着一些不健康的东西，

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和学生的个人发展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一)知名教会大学校训的积极影晌

    第一，知名教会大学的校训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社会、政治、文化的产物，校训

所蕴涵的精神，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

    知名教会大学的校训，作为一种校园文化，它不可能脱离学校而独立存在，它

也会随着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化而变化。在某种程度上讲，它们也是特定历史时

期社会、政治、文化的产物，反映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知名教会大学在经历了声势浩大的反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之后，其主

办人逐渐对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有了一定了解，他们切实感受到中国社会所发

生的深刻变化，并开始认真思考大学的前途问题。针对教会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和面

临的困难，知名教会大学的领导者采取了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智做法，作出了政策上

的调整。从那时起，知名教会大学开始加强学科建设，提高学术水平，增强竞争力。

同时，也减少了宗教必修课的数量，改革宗教活动方式，提出教会大学也要培养学

生的爱国精神，尽可能减少与学生和中国社会民族主义情绪的矛盾与冲突。知名教

会大学还相应增加了中国教师的比例，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学，采取了中

西学并重的方针，增加了国文课教学比例，广聘名家任教等。这些都是中国社会发

展所要求的，顺应了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要求，符合高等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

    第二，知名教会大学的校训，较好地处理宗教目的和教育的内在规律这二者之

间的关系.

    知名教会大学是为传教而设的，宗教教育始终是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

分。其宗教目的，是使中国基督化。而教育的内在规律，是培养掌握高等专业知识

的各类人才。。教会大学的宗教目的与教育的内在规律是尖锐对立的。因为西方道

德价值观念，很难改变中国传统的人生哲学观点，并且前者常常被后者所利用。从

。谭献民:《教会大学与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2期，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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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训的变化看，知名教会大学较好地处理了二者之间的关系。1919年燕京大学成立

的时侯，正是民族主义高涨的“五四”爱国运动即将爆发之时，对燕京大学这样有教

会背景和宗教目的的学校发展非常不利。如何使所拟定的校训既保有教会大学的宗

教目的，又符合教育的内在规律而不冒犯中国人的爱国情怀。司徒雷登选择了源于

  《圣经》的“真理”、“自由”、“服务”等名词。其内容隐含着对基督精神的传播，实

有宗教目的;但“真理”、“自由”、“服务”又与探求科学真理、培养为社会服务的人

才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符合教育的内在规律。圣约翰大学先有来源于 《圣经》的英

文校训“光和真理”，有明显的宗教目的:后有出自《论语》的中文校训“学而不思则

周，思而不学则殆”，讲的是治学的方法，两个校训同时存在。这样做，既不影响

知名教会大学办学的宗教目的，也符合教育的内在规律，即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

金陵大学的校训“诚、真、勤、仁”，虽然字面上看都是中国传统的优秀道德品质，

但根据陈裕光的阐释，其中也含有基督教教义中的“牺牲”、“服务”、“博爱”等精神。

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也隐含有宗教目的。

    第三，知名教会大学的校训，在发展创新各自的办学理念中，实现对中西高等

教育思想的继承和融合。

    早期知名教会大学校训突出的特点，就是个性鲜明，偏爱对真理和自由的追求，

大多来源于西方的经典著作— 《圣经》。这与它们所信奉的教育理念和价值观念

有着直接的联系。‘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校训也不例外:它

并不是奇思异想的结果，它的形成和它一贯继承的高等教育思想是分不开的。东西方

由于哲学体系和文化价值体系的不同，在教育思想上也有所不同。正如我们所知，

西方最早的大学，可以追溯到古希腊。那时的高等学府被称为学园，是一些大哲学

家和教育家创办的。他们崇尚对真理的追求，培育的多是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家。当

时的学园不仅为西方的高等教育开了先河，而且为后来大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然

而，学园并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的大学:直到中世纪，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才真正

诞生。而那时的大学，从一开始就在地方政府和教会之间取得了一种相对的自治权;

包括神学都可以在大学里进行自由地探讨和辩论，学者也并不会因此受到迫害。中

世纪的大学，大都以教皇或国王的赦令与特许状作为办学的依据，并且享有一定的

特权(如免缴人头税、免服兵役、有停讲权和迁移权等)，基督教会成为这些大学成

立的最初审批机构与庇护机关。另一方面，中世纪的修道院与寺院是保存书籍和文

物的文化中心，许多大学就是在修道院或寺院学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许多神学

家、修道士、传教士成为大学建立之初的首批教师。他们不仅教授神学，而且还传

播知识，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世纪的大学几乎伴随着宗教而诞生;大学

一经产生，就争取到了自治权和学术自由权。也正是如此，早期知名教会大学继承

了西方大学学术自由、学校自治的传统，在高墙后面开始了学术探索和知识传授的



活动;在理念上，他们始终坚持真理至上，尊重科学，维护自治与自由。这也是知名

教会大学的校训内容，总是围绕着科学与真理、民主与自由的理念展开的原因。

    相比之下，宗教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不像西方那么根深蒂固。两千多年前中

国就有了自己的高等教育，并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高等教育思想，注重德行

的养成，注重‘馗”的获取。但是，那时最为看重的是伦理、道德。教育的唯一目的

就是培养和选拔人才，服务于国家。因此，那时对高等学府的定位，也就自然而然

成为取得官吏资格的机关。宋代书院的兴起， 在教学和学习方法上，书院里的教

师自由讲学，对学员个别辅导，注重培养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强调独立思考和对问

题的理解，强调知识传授的严肃性，强调对教育者和知识的尊重。书院还邀请其他学

派的大师讲学，在师与师生间展开学术辩论，这是以往官学和私学教育中从未出现

过的新气象。

    知名教会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所实施的改革，融合了中国传统高等教育

思想的优秀成分.知名教会大学要在中国发展，不仅需要继承西方高等教育思想，

而且需要从中国固有的高等教育传统中汲取有益的养分。所以他们一方面强调思想

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另一方面也强调道德教育，重视培养学生健全的人

格、爱国情怀和博大的胸襟。这种中西合璧教育思想，使得知名教会大学走上快速

发展的道路。

    第四，知名教会大学校训所代表的精神力量，影响着学生性格的培养和形成，

激励学生成为优秀人才，从而服务中国社会。

    校训，是一所学校的精神与灵魂，反映了学校的办学宗旨，为学校的发展提供

精神支撑，是师生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校训所代表的精神力量，对受教育

者人格和品质的塑造有着重要的影响。从知名教会大学的校训来看，其校训可代表

各自的大学精神，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校园文化，对学生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在拟定校训前，希望所制定的校训不仅仅可用来装点门

面，而且更重要的是表达燕京的宗旨，成为激励学生和校友们的精神力量。事实上，

“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校训，从确立之日起，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燕大人。燕

大师生把校训所代表的精神，概括为“燕京精神”。每一个在燕大学习、工作过的人，

不论时间长短，对这种精神都有感受，但如果要他们用语言描述什么是“燕京精神，’，

他们却感到困难。①有人说，“坚持真理、崇尚民主、办事认真、勤奋进取、热情

开朗”是燕京精神;也有人认为，亲密、健康、平等的人际关系，“中国人和外国人，

教师和学生都彼此关心，互相照顾，亲如一家”是燕京精神。。可见，校训所代表

。高时良主编:《中国教会学校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页。
.盆天民:《燕园杂记》，《燕大文史资料》第一辑，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 1988年自刊，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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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燕京精神，体现在燕大师生的言行、举止与风度上，体现在师生的学习和生活中。

正如司徒雷登后来回忆所说:

        这一校训很快应用于学校的各个方面，这不仅见诸于学校的精神方面，就

连学生的出版物、象征性的图案，人人爱唱的校歌，尤为可贵的是在每一个学生的

心灵中，都见有这一校训的深深的印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校训集中体现了大多

数学生的生活哲理，他们不仅自已立志要去实践校训，而且还以此为尺度去衡量其

他的同学.我的一些学生到了共产党那边之后，回来热情洋溢地告诉我，他们如何

忠诚地履行了这一校训，为普通百姓做了哪些事情.我所知道的大学校训没有哪一

个曾对他的学生产生过如此重大而有力的影响.。

    第五，从某种意义上讲，知名教会大学的校训，促进了当时中西文化的传播和

交流。

    教会大学过去被看作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其实它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

流的产物，或者说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校训是大学校园文化

的凝炼，是校园文化的灵魂。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讲，校园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亚

文化，可以将社会文化通过各种形式作用于学生;同时，学生也通过校园文化不断

地影响着社会文化，并学习与社会相适应的各种行为规范、知识、技能和生活方式，

使自己在各方面得到协调发展。所以说:“教会大学校园内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会，

便属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较高与较深层次。”从知名教会大学的校训来源看，它们受

中、西方各自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而早期知名教会大学的校训，具有明显的西方

传统文化的特点。随后，又吸收、融合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内容，呈现

出中西融合的特征。圣约翰大学的校训既有英文格言“光和真理”，又有中文格言“学

而不思则阁，思而不学则殆”，中西两则格言的结合体现了一种中西合璧的价值取

向，表现的是对中、西传统文化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讲，知名教会大学的校训促

进了当时中西文化的传播和交流。

(二)知名教会大学校训的消极影晌

    从上文可知，知名教会大学校训在塑造学生人格和品质、激励学生奋发学习，

从而服务社会、促进中西文化的传播和交流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但同时我们也

应看到，知名教会大学的校训存在一些消极的影响，这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知名教会大学是为传教而设，其校训字里行间，都隐含着对基督教教义

的宣扬，其目的是使人饭依基督教。

。司徒雷登:‘燕京大学史略》，陈学询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199页。



    宗教性是教会教育的重要特性。知名教会大学的校训也反映了这一点。尤其是

英文校训的字里行间，更是隐含着对基督宗教的宣扬。圣约翰大学的英文校训“光

和真理”中的“光”与 “真理”都来源于《圣经》，卜舫济在拟定校训时的目的，是想让

圣约翰大学通过人才的培养来传播基督教义的光明和真理。燕京大学的中文校训和

英文校训的内容和意义一样，但文字不同。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也来源于《圣

经》，司徒雷登把它作为燕京大学得校训，其主要目的之一，也是为了传播基督教

义，使人饭依基督教。

    第二，在校训得倡导下，知名教会大学校风严谨，但过于保守，尤其是学生的

政治参与意识，相对于国立大学的学生来说比较淡薄。

    在校训的倡导和学校的严格管理下，知名教会大学形成了严谨的校风，但严谨

有余，过于保守。他们把培养教会所期望的人才放在首位，在校内制造较浓的宗教

氛围，要求学生埋头读书，不问时政。所以，相对于国立大学的学生来说，知名教

会大学的学生政治参与意识比较淡薄。这一点，我们从圣约翰大学卜舫济的报告中，

可以看出来。他在报告中写道:“由于为修建浙江— 江苏铁路而接受贷款，引发

了一场政治动荡，这些省份的学生都参与其中⋯⋯而在圣约翰大学，学生在‘中国是

中国人的中国’的精神的鼓舞下，纷纷加入到由上层绅士发起的募捐活动中.除此之

外，圣约翰的学生很是安分守己，秩序井然，没有参加政治运动。�o

    第三，知名教会大学校训所倡导的“服务”、“牺牲”、“博爱”等精神，对学生的

人格和品质的形成虽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其实质却是一种基督精神，对学生个人

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知名教会大学从根本上讲是为传播基督教的宗旨而办理的。知名教会大学是以

培养有影响力、能为大众服务并能引导大众的知识阶层为目标的。他们把为社会服

务，看成是为上帝服务，把对人们的爱，看成是耶稣赐给人们的爱。总之，他们所

宜扬的，是一种基督精神，在他们的心中，基督精神高于一切，这对学生人格和品

质的形成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例如，司徒雷登就将爱国看成是基督精神的具体体现，

在爱国和基督精神两者之间，他认为基督精神更重要。他曾论证说:“基督教精神

和牺牲精神尤其重要。爱国必得具有高度的服务精神和牺牲精神⋯⋯只有基督教的

福音能产生这种精神，使人无私地为国献身。’心在他看来，爱国精神的养成，来

源于基督教的牺牲、服务精神。

。[X)责玛丽著，王东波译:《圣约翰大学，，珠海出版社zoos年版，第71页.
.史静寰著:《狄考文与司徒雷登一 西方新教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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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通过对知名教会大学的校训的研究，我们不难看出，知名教会大学校训不仅文

字简洁、凝炼，而且寓意深刻;既明确了学校的办学目的，又关注了受教育者人格

和品质的养成。校训很好地起到了座右铭的作用，对学校及学生个人的发展产生了

重要的影响。时至今日，一些曾就读于知名教会大学的校友，对自己母校的校训仍

记忆犹新，绝大部分人认为，母校的校训对自己的人生有很大的帮助，激励着他们

为社会多作贡献。

    知名教会大学校训是探讨校训拟定者各自教育思想的一个视角，通过对知名教

会大学校训的内涵分析，揭示了学校主办者的教育目的和办学理念方面的个性化追

求，说明了在当时社会转型、政局动荡、国际关系复杂、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下，

知名教会大学取得办学成功的内在原因。校训所蕴涵的教育思想，例如学术自由、

服务社会等，在今天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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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黄思礼著 秦和平、何启浩译: 《华西协和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

  (二)中文论文类

1、周谷平、陶炳增:《近代中国大学校训— 大学理念的追求》，《清华大学教育研

    究》2005年第2期

2、田正平:《教会大学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 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中心》，《高

    等教育研究》2004年第5期

3、曹秀伟:《基督教(新教)在华创办的教会大学及其历史贡献》，《天府新论》2005

    年第4期

4、秦立霞:《从传教为主到教育为本— 试论近代教会大学角色转变的历史根源》，

    《江苏高教》2002年第1期

5、陈桂生:(’校训’研究》，《宁波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1998年第I期

6、李承先、徐辉:《大学校训与大学理念一一 兼论道德论大学理念》，《高等教育研

    究》2005年第6期

7、林为连、张国昌、许为民、郁怡汉:《国内外知名高校校训评析》，《浙江大学学

  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年11月第35卷第6期

8,汪一驹著 梅寅生译:《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台北枫城出版社，1987

9、谭献民:《教会大学与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

    1995年2月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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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S THESIS

10、王彩霞:《试探中国近代大学校训的起源》，(高教探索》2006年第2期

11、陈裕光:《回忆金陵大学》，《高教研究与探索》1987年第2期

12、殷晓岚:《卜凯与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学的发展》，《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02年第2卷第4期

  (三)英文著作类

1, Chinese Politics and Christian Missions,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s of 1920-1928

  Notre Dame,Ind., Cross Culture Publications, 1988.

2, Hunter,Alan, and Chan,Kin-kwong. Protestant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3. Fenn,Wiiliam P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anging China, 1880-1950. Grand

  Rapids, Mich.,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g, 1976.

4, Lutz, Jessie G. .China and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Ithaca ,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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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参加工作多年后，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步入了梦寐以求的桂子山，有幸成为华中师

范大学教育学院的一名硕士研究生。三年来，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动于老师们对我的关

怀与鼓励。余子侠先生、周宏宇先生、杨汉麟先生的谆谆教导，使我没齿不忘。导师

喻本伐先生，从收集资料到论文定稿，他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尤其是论文成稿以后，

多次进行详细的批阅和具有启发性的指导，令我终生受益。先生平易近人之态度，治

学严谨之精神也令我终生难忘。

    说句心里话，我始终觉得愧对师恩，有负老师和家人的期望。尤其当拙作完成之

后，心中更加惴惴不安。所幸的是，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会倍加珍惜、努力。

    最后，向关心、支持我完成学业的各位老师、师兄师姐、师弟师妹、同窗同学以

及家人在此一并致以最真诚的谢意!

  朱寿标

200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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