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摘要

    基督宗教自17.世纪进入印度和中国后，都在这两个国家扎根发芽，同时教

会都把教育作为在这两个国家宣传福音、扩大基督宗教影响的重要手段。

    随着传教活动的深入，西方教会在印度和中国都把开设基督教大学作为传教

的一种手段。基督教大学在两国的发展经历了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萌芽期，

这段时间也是印度和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开始萌芽乃至成型的时期.印度的

基督教大学在这一时期的特点是起步早、数量多、为近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形成起

了指路的作用，因此自己也从一开始就被纳入高等教育的体系之中。印度的基督

教大学从一开始就面向各个种姓，走开放型办学的道路，目的更注重为社会培养

合格的人才。而早期的中国基督教大学无论在规模、程度、学十数量上来看还处

于起步阶段，社会影响较小，且处于中国的教育体制之外。在目的上也更注重培

养本国的神职人员，所以被传统社会所排斥。第二个阶段是成型期。在这一时期，

印度和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所发展，教会学校的框架渐渐成

型。与此同时，印度和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体制也已经成型。印度的基督教学院

在数量以及占整个国家大学的比例都不如萌芽期，仍然走开放型办学的道路。而

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却抓住清末民初教育改革的机会有了很大的发展，无论数量、

质量和内在结构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是一个发展较快的时期。第三个时期是发展

期，这个时期两国的基督教大学除了数量增加外，原有的基督教大学在规模、质

量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基督教大学中有许多是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在印度的

基督教学院中，天主教会所办的学院十分引人注目，而中国的基督教大学仍然以

美国的影响为主。第四个时期是成熟和转型期。在这个时期，两国的高等教育体

制最终成熟并定型，但基督教大学的发展却出现截然不同的命运。印度的基督教

学院继续成长，但在整个高等教育体制中的比例越来越下降。中国的基督教大学

则因为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而被并入其他院校中。印度由于国内自主教会的增

加和办学热潮的兴起，基督教学院的数量和规模都大大增加。而中国的基督教大

学经历调整后数量大大减少，与印度已经无法相比。

    基督宗教对印度社会的意义是:印度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民主机构的建立、

印度教的改革，都曾受到基督宗教的一定影响。在中国，基督教大学对中国现代

教育体制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借鉴和促进作用，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体制的

创立奠定了基础。

    基督教大学对两国高等教育的影响之比较，共性是:都对本国近代高等教育

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都重视女子高等教育，都经历了世俗化的

过程。但是，两国受到的影响是不完全一致的，表现在:印度的基督教大学在绝



对数量上超过中国，在规模上也超过中国。印度的基督教大学从办学之处就走开

放型办学的道路，注重为整个社会培养人才，因此对印度的教育乃至社会产生了

深刻而重要的影响。而中国的基督教大学一开始的目的是培养教牧人才，独立于

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之外，直到面临世俗化的冲击和中国政府要收回教育权才不

得不改变自身。印度和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在两国高等教育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方面

都发挥了各自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并受到了高等

教育和社会的反作用力和冲击。随着社会和高等教育的发展，两国的基督教大学

还将进一步对自身进行调整，以期适应时代的需要并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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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工.研究综述、论题意义
    基督宗教传入印度和中国以后，都把大力发展教育作为传教的一个重点，以

使基督宗教能在这两个国家生根发芽。基督宗教都是随着殖民统治才在印度和中

国有了飞速的发展，且都在两国大力兴办教育事业，所创办的基督教大学都为这

两个国家的近代高等教育体制的建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的许多学者对基督

教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做出了系统的研究，指出基督宗教在兴办高等教

育，为传教活动开辟了新领域，基督教大学在引进介绍西方文化和西方新式教育

体制方面又有启蒙和示范作用，同时基督教大学更是为整个社会培养人才的重要

摇篮之一。中国基督教大学史研究在中国基督宗教历史和中国教育历史研究中都

有着极为独特的地位。如徐以骤教授专门介绍了美国基督教会在中国的高等教育

以及对中国文化渗透的问题。吴梓明教授研究了基督教与中国大学教育的关系

等。印度的学者对于基督宗教对印度高等教育的影响也做出了一定的研究，认为

基督宗教在印度的教育和社会工作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对于提高妇女的地

位、提高妇女的高等教育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而印度的学者对基督教大

学方面的研究不是很多。中国的学者对于印度的基督宗教的研究很少，对于印度

的基督教大学则根本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且还没有学者对基督教大学对中国

和印度的高等教育所产生的影响做出比较研究。本文是第一次对此基督教大学对

两国高等教育所产生的影响做出一个比较研究，看一下基督教大学对两国高等教

育影响的共性和个性。比较后可以看出基督教大学在两国发展的特点，尽管各有

各的特殊性，但是仍然有共性，即尽管基督教在中国和印度传播都是通过殖民统

治，但是它所创办的基督教大学对两国高等教育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加

快了两国的现代化进程，并对西方文化的引入和社会陋习的改良，都起了不可忽

视的作用，在全球化的当今社会中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本文中关于印度基督

教大学的资料来源不是很多，主要是通过印度各基督教大学的官方网站和印度学

者的论文集，文章主要从这些材料中对印度的基督教大学做出研究。中国的基督

教大学的材料相对非常丰富，主要是由于中国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全面、深

入和透彻。本文还探讨了基督教大学在亚洲的演变规律，即都是从封闭型向开放

型转变，都要走“国产化”和“世俗化”的道路，并且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基督教

大学的发展同步。



n.中心议题、框架和方法论

    本文的中心议题是比较基督教大学对印度和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

    本文的框架由两个部分和结论构成，每个部分各由四个小节组成。在第一部

分，文章介绍基督教大学在印度和中国形成和发展的四个时期— 萌芽期、成型

期、发展期、成熟和转型期。这是目前为止对两国基督教大学的历史进程第一次

做出这样的划分。第二部分探讨了基督教大学对于各自社会的意义以及它们对各

自高等教育体系的影响、它们受到的挑战和反作用以及对它们的影响的比较。最

后为结论，总结了基督教大学对两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并对影响不同的原因以及

它们的演变规律做出探讨。

    本文应用的方法论主要是综合比较研究。既有宏观的对于总体情况和每个时

期的介绍和分析，也有微观的对某些基督教大学的个案研究。还有数据统计和比

较研究。



            第一部分 基督教大学在两国的历史进程

第一节基督教大学在两国发展的第一时期— 萌芽期 (19世纪末)

    基督教大学是印度和中国各基督宗教教派在19和20世纪创办的大学，这是

一个泛指的概念，不仅包括基督新教，还包括天主教和东正教。由于地理上的便

利，基督宗教进入印度的时间要比中国早。印度一向认为基督宗教进入印度最早

可以追溯到公元一世纪。“持续的传统一直把基督宗教进入印度归功于基督的

12使徒之一— 使徒多马(ApostleTholuas)‘。”在印度，东正教派的历史要

比天主教和新教悠久，东正教在印度的影响要大大超过中国气天主教“‘和新教”

在印度和中国的影响也并不一致。在印度，东正教会和天主教教会都是办学的强

大力量。所以如果谈到各教派在印度创办的大学，就一定要把东正教和天主教会

的大学包括在内。

    19世纪末是基督教大学在印度和中国发展的第一时期，那是基督教大学刚刚

开始建立的萌芽期。这段时间也是印度和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开始萌芽乃至

成型的时期。

    基督宗教进入印度和中国以后，都面临两国原有的宗教、哲学和社会习俗的

强烈抵触。在印度，主流宗教是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在中国，儒、释、道则占据

统治地位。为了发展传教事业，扩大基督宗教的影响，教会在印度和中国都把教

育作为传教的一种重要手段。

    19世纪，印度一共建立了25家基督教大学。喀拉拉邦的CMS学院是第一

所基督教大学，由英国的圣公会传教会(C腼chof诵ssionaJ含Society[CMSp于

1817年在喀拉拉邦的科提亚姆创办。首任校长是本杰明吧利牧师(ReyBenj如

Bailey)。建立学院的初衷是为了教授英语。当时的印度政府把它视为能满足邦

政府对政府公务员需求的普通教育机构。它提供的课程包括:拉丁文、希腊文、

希伯莱文、数学、历史、地理、英语、马拉雅拉姆语、梵文和古叙利亚语。1857

年，学院成为马德拉斯大学的附属学院。学院一开始为所有的学生提供免费的教

学，但从1855年开始对学生收费。尽管学院的规模很小，到1870年学生总数也

不过 129人，但是当时印度的统治者仍把它视为“由教会创办的一座知识的灯

塔”，因为教会办学的努力要大大领先于印度当地政府承担教育的义务v。从这一

点来说，印度的第一所基督教大学对印度的高等教育起了指路人的作用。

    1818年，英国浸信传道会(Baptist珑ssinn剐甲society)的威廉·凯里(winuna
Carey)、乔舒亚.马施曼(JOshuaM址shman)和威廉·沃德(williajn节/ard)共

同创办了塞拉姆坡尔学院(5~ poreCollege)，旨在“向亚洲的基督徒和其他
青年传授东方的文学和西方的科学”。学院向所有种姓的印度学生开放。学院可



以颁发文科和神学学位。第一届校董会的成员为威廉·凯里、乔舒亚·马施曼及

其儿子约翰·马施曼。1856年，英国浸信传道会接管了对学院的管理。1857年，

学院成为加尔各答大学的附属学院气

    印度在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前有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创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存在，

但真正意义上的近现代高等教育是由英国人创办的。1781年，第一任孟加拉总

督首先创建了加尔各答马德拉萨学院。到 1856年，印度共建立了各类学院27

所(如文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和工程学院)城。1857年，印度以伦敦大学为模

式，正式创办了加尔各答大学、孟买大学和马德拉斯大学，这三所大学其实只是

一种考试机构，本身不开展教学活动，主要是对自己管辖的附属性学院以及分布

在印度各地的学院规定课程、组织考试和授子学位，教学工作则在各学院进行。

印度的基督教学院此时己经成为印度高等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在整个学院中所占

的比例也很高。在萌芽期创办的印度基督教学院以英国教会创办的为主，可以说

英国在印度基督教学院和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方面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基

督教学院成立的时间比较早，从一开始就对不同种姓的印度学生开放，并不强调

学生必须是基督徒。这一时期印度基督教学院提供的课程偏重语言和文科的教

学，在培养社会所需的人才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中国，19世纪初外国传教士就开始在沿海地区建立初级学校，希望通过教

育培养基督教徒，以扩大基督教在中国人中的影响。1840年至1860年，教会学

校大多是传教士独自发起成立，学校的规模小，经费困难，主要分布在沿海一带。

英国是最先进入中国的西方国家，因此它在教会教育方面也处于领先的地位。

1842年，英国伦敦布道会将其在马六甲创办的英华书院迁到香港，这是近代第

一所由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学院。传教士开设学校，是为了训练中国的助手

传播福音，培养未来的基督教工作者。所以在开办之初受到了中国士大夫的强烈

抵制和反对，学生仅限于没有能力接受传统教育的家庭和教会子弟。

    186。年至1875年，教会学校得到初步的发展。由于清政府同西方列强签订

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在其居住地自由设立学校。据统计，到

1875年前后，教会学校总数增加到800所左右，学生近2万人而。1879年，由

上海培雅书院和度恩书院合并成立的圣约翰书院正式开学，标志着外国教会创办

的初等、高等教会学堂逐渐向基督教大学转变。尽管这个时期的教会学校并不属

于中国正统的教育体制，但是由于社会对洋务人才的需求增加，使教会学校得到

较快的发展。

    1875年到19co年是教会学校得到较大发展的时期。1898年百日维新前后，

新学校制度得到清政府的确认。作为新式教育最直观的范本，教会学校的社会地

位与声望直线上升，在新式学校尚未普及的19世纪中叶，暂时占据了主导位置。



1892年天主教学堂在中国共有633所，学生10917人，是同时期中国自办学堂

人数的16倍气 1898年的统计数字显示:美国教会学校在华创办有中小学1106

所，学生2o129人，另外还有天主教学生16571人x。统计数据表明:美国创办

的教会学校占据了中国教会教育的主导地位。美国设立的教会学校不仅数量多，

而且质量也高。19世纪许多著名的基督教大学的雏形己经形成。如1879年美国

在南京开设汇文书院，后发展成金陵大学。同年美国圣公会合并上海培雅各学堂

和广恩学堂，成立上海圣约翰书院，1894年发展为圣约翰大学。1851年美国监

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中西书院，1901年发展成东吴大学。1885年美国

长老会在广州设立格致书院，后发展成岭南大学堂。而中国的近代大学发源于

19世纪的末期。最早的国立大学是天津中西学堂(1895年10月)和京师大学堂

  (1898年12月)，它们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形.这表明中国的基督教大学的雏

形是同国立大学的雏形差不多一同出现。19 世纪，清政府所颁布的学制是 “模

仿与中国国情较为相似的日本教育体制，并未直接照抄教会学校中所显示出的浓

厚的欧美风格”对。这使得教会学校在中国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总之，在19世纪的萌芽期里，西方教会开始在印度和中国建立基督教大学。

印度的基督教大学在这一时期的特点是起步早、数量多、为近代高等教育体系的

形成起了指路的作用，因此自己也从一开始就被纳入高等教育的体系之中。印度

的基督教大学从一开始就面向各个种姓，走开放型办学的道路，目的更注重为社

会培养合格的人才。而早期的中国基督教大学无论在规模、程度、学生数量上来

看还处于起步阶段，社会影响较小，且处于中国的教育体制之外。在目的上也更

注重培养本国的神职人员，所以被传统社会所排斥。

    基督教大学在萌芽期的时间特别长，是由于基督教大学在一开始举步维艰，

各个教会之间也没有什么联合，办学力量薄弱。基督教大学的规模小，学生的数

量少，课程设置比较单一，偏重语言教学和文科。同时两国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

也处于萌芽的时期，无论是一般的大学还是基督教大学，都还处于探索的阶段。

特别是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基本上以培养神职人员为主，因此对社会的贡献没有

以后时期那么大。

第二节基督教大学在两国发展的第二时期— 成型期〔20世纪初期)

    20世纪初期是基督教大学在印度和中国发展的第二时期。成型期虽然很短，

却是印度和中国的基督教大学成长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印度和

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所发展，教会学校的框架渐渐成型.与此

同时，印度和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体制也已经成型。



    1901年至1920年，印度共创办了n所基督教学院，其中有1所农学院、1

所女子学院和1所体育学院面。例如，1902年，美国长老会(Presb少rianchurch
USA)在印度的阿拉拉巴德创办了尤因基督学院(E雨ngChristianCollege).学
院的宗旨是:使高等教育符合社会的需求。学院自成立以来一直在发展，目前拥

有2500多名学生，隶属于北印度教会涵。1909年，位于喀拉拉邦的马拉巴尔基

督教学院(MalabaxchristianCouege)成为马德拉斯大学的附属学院，它的前身
是巴塞尔福音传道会(BaselEv助gelical珑ssionaJ甲)于1848年创办的小学，该
小学又于1872年升级为中学。学院起初只招收15名学生，其中的两名为女生。

首届校长为慕勒牧师(Rev;WMueller)。当时学院开设的课程为:英语、马拉雅

拉姆语、梵文、数学、物理、化学、逻辑、古代历史和现代历史，后来又增加了

印度历史和德语。1919年巴塞尔福音传道会召回其印度传教士，学院转而由马

德拉斯基督教学院进行管理侧。1919年，圣多马学院(stT五omascollege)在喀
拉拉邦成立。宗旨是通过传播知识、技能和崇高的价值，培养为自己和他人创造

美好未来的学生，而不论学生的种姓、种族、宗教和语言是什么。它通过道德、

宗教、智力和体育教育，教导学生忠于上帝、热爱同胞、奉献祖国。学校提供博

士后、博士、硕士、本科的课程，主要有印地语、马拉雅拉姆语、英语、化学、

政治学、数学、统计学、商学、历史、植物学、动物学、生物技术、经济学等代

学院下设英语、马拉雅拉姆语、体育、经济学、历史、政治、商学、生化、化学、

植物学、动物学、数学、统计学、物理、叙利亚语、梵语、德语和印地语共 18

个系。教师119名俪。学院由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中的大部分成员是教士。

学校的校长一般也是由教士担任。

    在这一时期里，印度于1904年颁布 《印度大学法》，允许大学在大学的本部

建立教学组织并直接培养学生，使大学的活动范围比以前扩大。1913年，印度

又制定一项决议，要求在每一个邦里都建立一所大学。1916年，贝拿勒斯大学

成立，它是印度第一个教学式大学。学院的数量也大大增加，基督教学院占整个

学院的数量较上一期有所减少。但是从数量和速度上来看，基督教学院在这一时

期的发展要超过萌芽期。学校仍然沿袭开放型办学的路子，学院的课程和办学的

模式也与现代高等学府相差不大。

    中国在这一时期，近代意义上的大学逐渐形成。1912年5月，国立北京大学

在原京师大学堂的基础上正式开学，1913年国立北洋大学宣告成立 (前身是天

津中西学堂)，当时还有中国第一所省立大学山西大学(前身是山西大学堂)。1917

年教育部颁布 《修正大学令》，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基本定型:大学分为大学和

单科大学，大学本科和预科的修业年限分别为4年和2年，大学预科必须附属于

大学。清末民初和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出现的私立大学一般是由中国人自己建立的



私立大学和由外国教会设立的大学。中国的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差不多同时产

生，如1905年创办的复旦公学和1906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公学。比较著名的私

立大学有南开大学、厦门大学等。

    20世纪初，清政府对教育进行改革，1905年宣布取消科举考试，代之以新

式的学校教育体系。具有较高教学水平的教会学校一下子供不应求。差会抓住这

个时机，扩大办学规模，提高教学水平，开设更多的教会学校。这大大提高了教

会学校的质盘和数量。同时，为了使教会学校的教育达到更高的水平，各教派、

各学校的联合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01 年，美国基督教监理会开办的苏州博

习书院、上海中西书院、苏州中西书院合并成立东吴大学。1906年，美国长老

会的益智书院和基督会的基督书院合并为宏育书院，1910年又与南京汇文书院

合并组成金陵大学。1909年，美国南、北长老会合办杭州育英书院，1914年改

名为之江大学。1919 年，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大学和华北协会女子大学合并称

为燕京大学。到1918年，教会学校比1900年增加了约4倍，共约13000所，学

生总数约为35万名，其中天主教学校学生约为15万，基督教学校学生约为20

万。当时中国非教会学校学生数约530万人，其中公立约430万人，私立约100

万人。教会学校的学生约占全国学生总数的5.14%。基督教大学的比例则更高。

1919年中国国立大学仅有北京大学、山西大学、北洋大学3所，私立大学5所，

共计8所，而基督教大学却有14所之多，学生千余人，占了绝对优势ha。20世

纪初，欧洲的教会在创办教会学校方面虽然比不上占绝对优势的美国，但也有所

建树。例如，1917年，美国长老会办的广文学堂、英国浸礼会系统的济南医道

学校和英国浸礼会的神道学校合并成立齐鲁大学。欧洲教会的办学重点一般还是

放在中小学上。在10月革命前，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在北京中国也开办了一些学

校。据统计，到1916年，俄国东正教在北京和其他地区共有17所男童学校，3

所女子学校，学生共约700名脑。东正教与天主教和新教的办学相比，无论在

规模还是在层次上都相差甚远。

    1901年，美国新教监理会在上海中西书院、苏州博习书院等书院的基础上创

办了东吴大学。首任校长是监理会牧师潘慎文 (AlvinRParker)。开始不分系，

统称文科和理科。东吴大学于1902年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注册。1910年，美国

新教美以美会、基督会和长老会把1888年成立的南京汇文书院和1907年成立的

宏育书院合并成为金陵大学。开始只设文科。金陵大学开办后向美国纽约州教育

局申请立案，1911年获得该州教育局的批准，并得到纽约大学的认可，由纽约

大学校盖会授予学士学位，可以直接升入美国大学的研究院深造。1913 年金陵

大学又得到美国浸礼会的支持，开办国语科和师范专科。后又增设农科和林科。

    20世纪初，基督教大学除数量和质量有了长足的发展，学生的来源也有了显



著的变化。基督教大学的学生与19世纪相反，不再是贫穷家庭出身，基督教大

学成为富家子弟的贵族学校。同时，由于报考人数的增多，以及差会供给经费的

逐渐减少，各个基督教大学征收的学费也水涨船高，使基督教大学的贵族化倾向

越发明显。此外，这一时期基督教大学的课程设置也有所变化。19 世纪的荃督

教大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中国的神职人员。而20世纪初基督教大学的课程以英

语和自然科学为主，宗教课程减弱。基督教大学大都采用美国式的管理方式和教

学设计，并且有相当多的基督教大学还在美国立案。这样可以促使基督教大学提

高教学水平，以使自己能同美国的大学并驾齐驱。“宗教与外国气氛太浓”，是当

时中国教育界对基督教大学的总体评价以。

    总之，在成型期，印度和中国的基督教大学都己经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同时两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也逐渐成型。这一时期，印度的基督教学院在数量以及

占整个国家大学的比例都不如萌芽期，仍然走开放型办学的道路。而中国的基督

教大学却抓住清末民初教育改革的机会有了很大的发展，无论数量、质量和内在

结构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是一个发展较快的时期。

    成型期的基督教大学由于各个教会的联合以及教会对办学的重视，使其数量

和质量、规模都比上一时期有所提高。学校在课程设置方面开始全面发展，不再

是只偏重语言和文科。学生的来源也趋向贵族化。

第三节基督教大学在两国发展的第三时期— 发展期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

                                  代末)

    加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是基督教大学在印度和中国发展的第三个时期。

这个时期两国的基督教大学除了数量增加外，原有的基督教大学在规模、质量上

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在这一时期，印度又创办了29 所基督教学院，其中包括3所女子学院、1

所医学院和2所教育学院。这使印度在独立前创办的基督教学院总数达到了41

家双。这些基督教学院提供的课程已经比较齐全。例如，1921年喀拉拉邦创办的

联合基督学院(unionChristiancollege)，现在已经招收2加3名学生，提供预科、

文科学士、理学士、文科硕士、理学硕士等学位的课程。加1923年，天主教会在

泰米尔纳德邦创立圣沙勿略学院(st.Xavier’sCollege)，现在的招生规模达到

1395名学生，提供文科学士、理学士、商学士、文科硕士、理科硕士、商学硕

士、哲学硕士学位的课程痴.

    圣特里莎学院(st.Teresa)是这一时期建立的规模较大、影响较广的基督教

学院。它位于科钦的市中心，自从1925年成立至今，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学



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为喀拉拉邦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它是喀拉拉邦

的第二所、科钦的第一所女子学院，附属于圣雄甘地大学，学生2283名，教师

123名，行政人员49名。学院设置巴拉特纳提亚姆舞、植物学、化学、商学、

计算机学、经济学、英语、历史、家政、语言、数学和统计学、体育、物理、社

会学、动物学共15个系和一个妇女研究中心面。圣特里莎学院是由天主教会的

特里莎姥嫉创建，学校以她的名字命名，当时只有41个学生。第一任校长是比

阿特里斯掩燎。圣特里莎学院是当时印度高等教育的先驱之一，学校从一开始就

保持很高的学术标准。学生通过定期的道德和宗教课程学习劳动的价值和尊样、

良好的社会关系、持久的精神价值。第一任校长退休后，从第二任到至今所有的

校长都由修女担任。印度独立后，学院在质和量上都取得飞速发展，19% 年获

得了喀拉拉邦政府颁发的邦最佳学院奖。学院的目标是培养智力上独创、情感上

成熟、道德上负贵、精神上启迪、社会上尽责和真正解放的女性。在招生上对学

生的宗教信仰没有规定，但学生每天上课前都必须进行祷告。学校的纪律十分严

明，对学生的着装、举止和交往都有严格的规定。学生必须付费才能就读，但是

学校也提供大量的奖学金。

    位于美加拉亚的圣安东尼学院(st八刀thony，sCollege)是另一家著名的基督
教学院。1934 年，天主教的方济各会为了给当地的贫困学生提供受高等教育的

机会，创办了圣安东尼学院。校长一直由教会的神父担任。学院的宗旨是让普通

人接受大学教育。它在印度东北部的高等教育中一直处于前沿的地位。学校分为

英语、经济、历史、语言、哲学、政治等共10个系，提供预科、文科学士、理

学士、商学士学位的课程。现在已发展成拥有学生2276人、教师108人、行政

人员43人的规模较大的高等学府~。

    成立于1925年的罗耀拉学院(Loyolacollege)位于泰米尔纳德邦，是印度
最好的10所学院之一，由伯特伦神父 (RevFatherFrancisBertram)创办，他担

任学校的首届校长一直到1935年。学院的宗旨是向天主教徒的学生提供大学教

育，尽管如此，它还是向其他种姓和信仰的学生开放。学院有理科8个系:数学、

统计、物理、化学、植物学和生物技术、动物学、可视通讯、计算机，文科有7

个系:历史、经济、社会学、社会工作、英国文学、泰米尔文学、法语，还有商

科和体育系。学院还有祈祷小组、青年红十字会等多个宗教活动组织。学校现有

学生2569人，提供文科学士、理学士、商学士、文科硕士、理科硕士、商学硕

士、哲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的课程洲。

    在这一时期，印度的高等教育发展速度缓慢，规模较小，门类单一。截至1947

年独立前，印度拥有20所大学，626所学院砂，其中基督教学院41所，占整个

学院的65%。学院的大量增加是私立学院大量涌现的结果。印度的基督教学院



在宗教色彩上并不浓厚，对学生的信仰并不做特别要求，更注重社会对人才的需

求。天主教会在建立基督教学院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课程的设置可以说紧跟

时代的需要。

    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又创办了华中大学(1924年美国新教圣公会、

英国循道会、伦敦会)、岭南大学(1927美国新教长老会)、辅仁大学(1937年美

国本笃会)、天津工商大学(1933)，使基督教大学的总数达到25个。1922年，

教育部推出“新学制”，取消大学预科制度，由(综合)大学、单科大学、专门

学校组成的办学体制逐渐趋于完备。1917一1927年，中国的公立大学由3所增

加到34所，私立大学从7所上升到18所，合计52所耐。1949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前夕，国民党统治区共有205所高等学校，其中公立 (分国立、省立和

市立)高校124所，私立高校81所(含基督教大学21所);在校生合计116504

人~。基督教大学的数量虽然没有其他私立高校那样快速增加，又受到抗日战

争的影响而有所后退，但是在规模和质量上又有了新的飞越，成为当时中国著名

的高等学府之一。

    燕京大学在中国所有基督教大学中最富盛名，它的前身是 1888年成立的汇

文书院和1873年成立华北协和大学。首任校长是美国人司徒雷登(JohnLeighion

Stuax’t)。1926年，燕京大学聘请吴雷川为副校长，1929年因为南京国民政府规

定在中国注册的学校必须由中国人出任校长，因此吴雷川担任校长。燕京大学当

时有文、理、法三个学院，共16个系，分别为:文学院:中国语文、外国语文、

历史、哲学、心理、教育、新闻、音乐;理学院:化学、生物、物流、数学、家

政;法学院:政治、经济、社会。燕京大学在学校的设置和教育理想上都深受美

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它的规模比较大，但是学生最多的时候也只有1200人左右。

在外语、文、理科方面颇有建树，培养出外交部长黄华、文学家冰心、许地山、

韩素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2年接管燕京大学。第二年，各院系

学生并入其他大学。从建立到结束，燕京大学维持了三十余年，培养了三千多名

毕业生，其中有许多是杰出的人才，闻名中国乃至全世界~。燕京大学在其建

校初期十分重视宗教教育.它在开始时所提供的宗教课程与一般神学院相近，以

培养神职人员为主。但是当时的中国政府不批准大学设立宗教学院，对大学提供

的宗教研究课程也不予支持。尽管如此，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仍然为大学教育提

供了不少与宗教研究有关的课程，使宗教研究与哲学、文学、历史等课程联系起

来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有学者认为，燕京大学在这方面的宝贵经验“足可以为近

代中国基督教大学在寻求宗教与教育之间的平衡上提供一些重要的启迪”瓜。因

此，虽然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发展受到战乱、中国社会不稳定等不利因素的影响，

但是其宗教研究能够获得大学的认可和重视，成为燕京大学教育的一种特色。



    辅仁大学的前身是辅仁社，由中国著名的天主教学者英教之于1913年在北

京创办，它是以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信教的中国青年。但后来停办。1925年，

美国本笃会委任其教士奥图尔 (G.B.o’TOole)与英欲之在北京开办大学，仍然

沿用辅仁社的旧名，并正式有天主教教会委任英欲之为辅仁社社长。1927 年，

大学正名为公教大学辅仁社，下设史学系、国文系和英文系，由奥图尔担任校长。

后校董会决定将大学的名字改为私立北平辅仁大学，其最早的开办经费由罗马教

廷和美国本笃会捐助.学制分为大学本科和预科。预科收初中毕业生，修业二到

三年:本科收高中毕业生，修业四年。1928年，增设哲学系，学生一共180多

人。1929年，辅仁大学又增设了理学院和教育学院，各院系情况如下:文学院:

国文系、英文系、史学系、哲学系、社会经济学系;理学院:数学系、物理系、

心学系、药物学系、生物系，另附设医学先修科;教育学院:教育系、心理系、

另附设美术专修科。1933年，辅仁大学开办文、理科研究所。1933年起开始招

收女生。1940 年，立刻研究所增设化学、生物两部，第二年又增设日本语言文

学系及西洋语言文学系德文组。1943 年将社会经济学系分成社会学系和经济学

系。1944年，在文科研究所增设人类学部。1945年注册的学生共有2271人，1946

年增加到2348人，研究生35人，并增设农学系。1948年增设了人类学系，农

学系则改为农学院。1950年，中国政府接管辅仁大学，1952年，教育部安排辅

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但用北京师范大学的名称。辅仁大学是一所天主教

办的私人大学，但和当时的大部分基督教大学不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注重国

学的研究，同时也注重最新科学。它的办学宗旨是:介绍世界最新科学，发展中

国固有文化，养成硕学通才。总之，辅仁大学的特色是中西并重、文理兼顾~。

    金陵女子大学是美国监理会、浸礼会、美以美会、北长老会及基督会在南京

创办的高等女子学校，德本康夫人(h介5.La叭厅enceThurston)是它的第一任校长。

1928年，昊贻芳到金陵女子大学任职，成为金陵女子大学的第一任中国人校长。

她担任校长期间，带领学校向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办理注册立案手续，教育部批

准了金陵女子大学的办学宗旨:按最高的教育效率来促进社会福利及公民的崇高

理想，培养高尚人格，以期符合创办人的宗旨。按规定，高等院校有三个学院才

能称为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只有文、理两个学院，因此改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195。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美国政府冻结中国在美国的全部资产，基督教大

学不能得到美国汇来的基金，不得不向中国政府要求支援。1951 年各基督教大

学决定接受中国政府的经费，改为公办。金陵女子大学与金陵大学合并成为公立

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所提供的教育是近代高等教育，很重视学科的发展。

在创建初期，学校只分文、理两科。1922 年，学校分为国文、英文、宗教、历

史、社会学、音乐、生物、化学、数学等系。1925 年，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所办



的体育师范学校并入金陵女子大学，学校增设了体育系。学校的学制分文、理两

科。当时金陵女子大学在教学上的特点是:学生的知识面广、重视外语教学、学

习与实践相结合。学校在希望学生接受专才训练的同时，还要接受以基督教信仰

为根基的道德教育。学校对课余活动的策划更全面顾及学生德、智、体、群、美、

灵的全面发展~。

    圣约翰大学的前身是美国圣公会早期在上海创办的培雅书院和度恩书院，成

立于1879年，原名圣约翰书院。书院初期共有国文、神学、医科、英文四部。

美国圣公会主教施约瑟(Bish叩IsaacjosePhschereschewsky)担任校长。后由圣

公会青年牧师卜舫济 (FrancisListerHa认IksP0tt)担任校长，他是圣约翰大学历

史上任职最长，贡献也最大的校长。1906 年圣约翰按照哥伦比亚特区大学条例

在美国注册，定名为圣约翰大学。大学设文理、医学、神学三科，后来发展成文、

理、医、神四个学院。课程为四年制，但医学院则为七年。1942 年，卜舫济退

任名誉校长，校长由中国人沈肆良担任。抗战胜利后，圣约翰大学设文、理、工、

医、农五个学院。文学院设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历史、政法、经济、教育及新

闻共七个系，理学院设数学、物理、化学及生物共四个系，工学院设土木、建筑、

机械工程三个系，农学院设动物生产、植物生产及农业经济三个系，医学院不分

系，另设预科。圣约翰大学于1947年经教育部批准立案。1952年，圣约翰大学

各系分别并入上海第二医学院、上海财经学院、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及复旦

大学等院校，结束了70多年的历史。圣约翰大学在中国各个基督教大学中，最

注重英文和西学。圣约翰大学学生的英语水平，可以说是居全国之冠，但学生对

中国的文化历史认识不深。除了偏重英语教学，在学校制度如选科、学分、导师

制等都圣约翰都以西方大学为模式。虽然与其他中国著名大学，甚至与其他主要

基督教大学相比，圣约翰在办学条件上并不占很大的优势，但能培养出一流的、

地位显赫的毕业生，原因主要是:“学校创办较早，走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前列，

是第一个使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学校，其学生又多为通商大埠的富商子弟，并

且在中国内战和外来入侵中损失均小”~ 。毕业生进入商界和外交界的比较多，

出国留学的人数也非常可观~ 。

    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受到了战争的冲击，学校

的人数骤然减少。1937年8月，金陵大学和燕京大学学生的注册人数仅有三分

之一，沪江大学和齐鲁大学也只有一半强。至1938年，基督教大学学生人数由

8000人猛降至4000人~。金陵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和金陵女子学院等基

督教大学迁至四川，重新组织开学。东吴大学、之江大学、圣约翰大学及沪江大

学则先后搬到上海的公共租界，继续教学。燕京大学和岭南大学则未受战争影响。

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教会学校在租借等地不再享有特权，被迫内迁或



暂停办学。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教会学校才陆续迁回原址，在恢复原有学

术水平的同时，努力发展学校规模和业务。

    总之，在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印度和中国的基督教大学继续发展，虽

然受到了战争的冲击，且速度都有所减缓。两国的基督教大学在规模、课程和质

量上都进一步提高，基督教大学中有许多是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在印度的基督

教学院中，天主教会所办的学院十分引人注目，而中国的基督教大学仍然以美国

的影响为主。

    荃督教大学在发展期内，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相对较好的时期。尤其对中国

的基督教大学而言，可以说是发展到了巅峰时期。基督教大学在这一时期完全走

上了开放型办学的道路，原因主要是办学经费的问题。由于种种原因差会不能负

担学校的经费，学校自然要通过向学生收费来解决经费问题，所以向开放型办学

转变是必然的趋势。基督教大学的课程设置齐全，完全符合社会的需要，因此维

社会培养了大量优秀的人才。

第四节基督教大学在两国发展的第四时期— 成熟(对印度而言)和转型期(对

                    中国而言)(20世纪50年代至今)

    20世纪50年代至今是基督教大学在印度和中国发展的第四个时期。在这个

时期，两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最终成熟并定型，但基督教大学的发展却出现截然不

同的命运。印度的基督教学院继续成长，但在整个高等教育体制中的比例越来越

下降。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则因为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而被并入其他院校中。

    1947年印度独立后又创办了169所基督教学院，使印度现在的基督教学院总

数达到约300家~ 。印度现在还拥有89家培养神学学生和神职人员的专职大学，

称为神学院或圣经学院，主要分布在安得拉邦、卡纳塔克邦、、喀拉拉邦、马哈

拉施特拉邦、泰米尔纳德邦等基督宗教比较发达的地区朴 。在独立后创办的169

所基督教学院中，女子大学有9家、教育学院有7家。

    印度在20世纪五十年代以后采取了多项措施，建立了门类齐全的高等教育

体系。1961 年起，印度的大学开始建立研究生部。新建的大学和学院数量大大

增加。1982起安得拉邦开放大学正式成立，随着类似的几所开放大学相继成立，

印度基本确立了高等开放教育系统。1986年，拉吉夫·甘地总理批准原来的教

育部、文化部、艺术部、青年事务与体育部、妇女与儿童发展部合并组建了人力

资源开发部，负责管理全国的高等教育以及重点人力资源开发。现在，印度高等

教育已经形成完备的体系，其特点是“学校布局合理，专业设置齐全，师资力量

雄厚，教育质量上乘，科研水平高超”和 。据印度人类资源开发部的加04一



05年年度报告，印度独立后的大学以及学院的数量分别是独立前的14和33倍。

印度的大学分为综合性大学、专业大学、农业大学和理工大学。此外，2003一2O04

年度，印度还拥有16，885所学院(coueges)，即包括中央政府和邦政府设立的

学院、以及宗教组织和私营部门设立的学院，还包括职业学院(医学院、师范学

院、工程学院、法学院和农学院等)。学生数量达到9，954，000人，教师数量达到

457，000人~ .

    印度在这一时期新成立了许多教会，兴起了兴办基督教学院和神学院的风

潮。如马朗卡拉东正教会在1952年成立了大主教辖区学院(Catholic吻College)，

它的学生数量为4000人，课程有英语、马拉雅拉姆语、印地语、经济学、历史、

数学、物理、化学、植物学、动物学、商业，还提供计算机学的研究生课程。1965

年它成立圣玛丽学院(st.Ma尽，sCullege)，学生数量2062人。1981年它成立库

里亚科斯·格列高利斯学院(K，CCollege)，学生数量n00人，提供经济学、
化学、商业的研究生课程。此外，它于1964和1981年还另外成立了两所学院泊。

1952年，印度福音教会正式成立，受东方传教社的领导。直到1967一68年以后，

印度福音教会才完全自治。它有11家圣经学校和2所学院:马德拉斯神学院和

学院(MadraSTheol。笋alse而naJTandCollege)、阿拉哈巴德圣经书院(翻ahabad

Bitrlese面n山甲)涵。新印度教会(决w咖iachurchof玩由a)于1976年成立，
它在哈里亚纳邦、奥里萨邦、马哈拉施特拉邦、泰米尔纳德邦、海德拉巴和喀拉

拉邦的科塔亚姆建立了6所毕士大圣经学院(BethesdaBibleli”tihne)啦。成立

于1970年的莎伦团契教会(sharonFellowshipChurch)则分别成立了莎伦圣经

学院(5坛双onBibloCollege)、印度之光圣经学院(LightforlndiaBibleColle罗)、

莎伦女子圣经学院(sharonwomen，sBibleCollege)、毕士大圣经学院(Bethesda

BibleConege)和丰收圣经学院(H五即estBibleCollege)共5所圣经学院，还成
立了信仰神学院(FaithTheofogicaiseminaty)、多乐士神学院(DoufosT、eologicai

Colle罗)、卡利克特神学院(CalicutTheologicalCollege)、丰收神学院(HarVest

Theolo乡calCullege)、信仰女子神学院(FaithTheofogicalsemi们a尽forwomen )

共5所神学院月iij。
    在这股办学风潮中，在教育领域十分活跃的马多马教会从1952年起建立了6

所学院:马多马学院(MarThomacullege，Tiruvalla)，提鲁瓦拉、圣多马学院(st.

ThomasCollege，KoZhencheri)、基督徒学院 (Christian Coflege，劫gadlcal

Chengannur)、马多马学院(加加rThomacoflege，Malappu翩习)，马拉普拉姆、马

多马师范培训学院(MarThoma工汾che招Trainingcollege)、马多马特殊教育学院

(MarT七omaCollegeofspeciaiE劝ucation)。马多马教会涉足教育领域，是因为
坚信它应该塑造年轻人的生活方面发挥一个关键的作用、使他们无论在上帝面前



还是在世俗社会中都成为有用的人。在1952年成立的马多马学院起初只有250

个学生和12名教师，现在该学院已经成长为拥有3000多名学生和140名教师的

一流高等学府。学院一开始提供文学士、理学士学位的课程，从1963年起开始

引进文科硕士、理科硕士学位的课程。它附属于圣雄甘地大学，特色的课程有文

科、科学和商科。19%年起学校还增加了计算机课程，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咖.

    在这一时期，印度的基督教学院可以说己经完全成为印度现代高等教育体系

的一部分，在规模、课程设置等方面已经同其他非基督教学院没有什么差别。基

督教学院的数量也大大超过了前面的任何一个时期。印度的基督宗教学院旨在

  “对青年人进行完整而个性化的教育，要努力培养有知识、有道德、有社会责任

感、有神灵启示的国民，为现在和未来的印度乃至全世界服务”水。从这一点

上可以看出基督教学院虽然保持了它的开放型办学的特色，但仍然在教育中强调

宗教的作用。

    中国在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接收了外国基督教大学，接办了原有的私立

高校。接着，又全面展开对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经过两次院系调整后，全国的

高等院校大致上分为综合性大学、工业院校、农林院校、师范院校、医药卫生院

校、财经院校、政法院校、艺术院校、体育院校、少数民族院校。在院系调整中，

教会学校全部被并入其他院校中。具体如下: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但

用北京师范大学的名称。天津工商大学的工学院与原北洋大学合并，改成天津大

学:商学院各系并入南开大学。金陵大学首先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合并，成为公

立金陵大学，后又与南京大学合并，定名为南京大学。东吴大学与江南大学及苏

南文化教育学院合并，在东吴大学的原址上建立江苏师范学院，直至1982年更

名为苏州大学。圣约翰大学的各系分别并入上海第二医学院、上海财经学院、同

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及复旦大学。沪江大学所属院系分别并入华东师范大学、

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并入上海第二医学院:震旦大学法学

院、文理学院和工学院各系分别并入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化工

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之江大学各院系分别并入浙江师范学院和浙江财经学院。

华中大学与中华大学、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合并，成为公立华中大学，后改名为华

中师范学院。华西协和大学改组为医药学院，后改名为四川医学院，文、理学科

并入其他院校及教研单位。福建协和大学与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合并成为福州大

学，稍后转变成为福建师范大学。

    基督教大学虽然在大陆已经经过调整被并入其他高等院校，但是由于香港和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回归，香港大学在1951年创办了崇基学院，台湾又成立了台

湾东吴大学、东海大学、中原大学和辅仁大学，基督宗教的大学在中国并没有消

亡。此外，中国现在共有7所新教的神学院(燕京神学院、东北神学院、华东神



学院、金陵协和神学院、江苏圣经专科学校、中南神学院和四川神学院)和 6

所天主教神学院(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河北天主教神学院、沈阳天主教神学院、

中南神哲学院、四川神哲学院、陕西天主教神哲学院).这说明基督宗教的大学

在中国并没有消亡，而是也经历了百年多的发展历程。

    总之，在这一时期，印度由于国内自主教会的增加和办学热潮的兴起，基督

教学院的数量和规模都大大增加。而中国的基督教大学经历调整后数量大大减

少，与印度己经无法相比。

    在这一时期，印度和中国的基督宗教各教会由于独立都走上了自治的道路，

但是基督教大学的命运却不同，这与两国政府采取的不同政策有关。印度鼓励各

个教会创办基督教大学，原有的基督教大学也随着时代的发展无论在规模、学生

数量、课程设置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印度基督教大学的

黄金时代。

    第二部分 印度和中国基督教大学的比较研究

第一节 印度和中国基督教大学对社会的影响和受到的挑战

    基督宗教在印度的教育和社会工作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基

督教对印度的思想界产生了深刻影响，不论经济、社会、道德和宗教改革，皆源

于耶稣基督及其思想。而”印度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民主机构的建立、印度教

的改革，都曾受到基督宗教的一定影响。

    贱民(Dalit)是印度社会的一个毒瘤，在印度被称为不可接触的人，是印度

社会种姓制度最残酷的产物。现在，印度依然有3亿人口的贱民耐。印度的种

姓制度把整个社会分成四大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这些种姓又

演变成3000个亚种姓。而贱民是属于整个种姓制度之外的，是社会最底层的人。

种姓制度是印度社会独一无二的产物，是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没有的社会毒瘤。种

姓是生与俱来，不可改变，不可选择的，它决定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职业，

即使他有天分或财产也无法提高他的种姓。低种姓也不允许与高种姓通婚。处于

整个种姓类别之外的贱民自然是印度社会最低贱的人群，早在三千年前，印度就

有文字记载贱民被剥夺以下的权利:(1)受教育的权利;(2)拥有财产的权利;

(3)持有保护自己的武器的权利。此外，贱民不得进入最高种姓婆罗门的家中，

不得同婆罗门饮用同一口井里的水，不得与婆罗门共食，甚至不得让自己的影子

接触婆罗门⋯⋯在这样的境遇中，贱民从事最低贱的职业，受所有种姓的压迫，



也是其他种姓的奴隶。

    印度有很多贱民阪依了基督宗教，但他们依然受到社会的歧视，其信仰的改

变不能改变他们的社会、教育和经济地位.印度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在其对曼达

尔一案的判决书中(Mand目case爪dgme吐)曾提到:“改变宗教信仰并不总是能够

成功地消灭种姓制度。改变信仰的人把他们的种姓和职业带进了新的宗教中结果

是:即使在锡克教徒、穆斯林教徒和基督教徒中，不管他们的布道是什么，种姓

制度依然在不同程度上盛行。城”基督宗教并不鼓吹种姓制度，但印度的基督

教徒依然实行种姓制度。“尽管基督宗教不承认种姓制度，但是基督徒中也分高

种姓和低种姓。例如，在果阿，高种姓的天主教婆罗门不会与低种姓的基督教徒

通婚。在很多教堂里，许多低种姓的基督徒不得不和高种姓的基督徒分开坐⋯⋯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各个地方都不一样”血。

    印度的贱民在不同时期饭依了非印度教的宗教。那些板依基督宗教的贱民是

被基督宗教中人性化的因素、能同他人平等和获得自身尊严的希望所吸引。在印

度现在的2千5百万基督教徒中，贱民基督教徒约为2千万，可以贱民构成了印

度基督教徒的主体。教会组织为改变贱民的悲惨状况，发现教育是改变贱民命运

的最好途径，因此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例如，亚洲福音传道组织是一个传

教组织，1978年由出生在印度南部的约安南 (K只Yohannan)创立，宗旨是把

福音传到被上帝遗忘的角落。它以培养、派遣和协助有志于去边远地区的传教士

到亚洲各地建立教堂、传播基督的福音。它成立的时间并不长，但己经迅速成为

亚洲地区最有效率的传教力量之一，影响早已走出印度。它拥有54家圣经学院，

培训TS，000名传教士1。

    妇女问题是印度社会的另一个毒瘤。印度的妇女地位在过去十分低下，由于

童婚、寡妇活焚、一夫多妻、嫁女需女方出大笔嫁妆等社会陋习的存在，妇女的

命运可以说是比较悲惨的。整个印度社会对妇女受教育的偏见根深蒂固，更不用

提受高等教育了。基督宗教基督教学院尤其重视妇女的高等教育，在这方面发挥

了巨大的作用。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中等教育一样，是提高妇女地位、实现男

女平等的有效手段。

    在中国，基督教大学对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借鉴和促

进作用，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体制的创立奠定了基础。教会学校在宣传宗教的同

时，不可否认地带来了西方的先进科技和文化。基督教大学还是为社会培养人才

的重要摇篮，其毕业生的影响更加广泛，深入到教育、政治、经济各个领域。基

督教大学开创了女子高等教育的先河，使女子接受高等教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

潮流。

    加世纪初，中国的基督教大学采取和中国官办教育并行的体制，相对独立于



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基督教大学也不急于求得中国政府的认可。1927年，南京

国民政府颁布法令，收回教育权，基督教大学才不得不做出让步，取消关于宗教

方面的硬性规定，校长也大都换成中国人，并向教育部办理了注册手续。同时，

教会学校也受到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强烈冲击，不得不应对这一挑战。为此，基

督教大学不得不经历中国化和世俗化的过程。除了表现为向中国教育部办理注册

手续外，还表现为大量招收非教徒学生、任用中国的校长和教务长、接受中国政

府划拨的资助款项和捐款。同时，在课程上，宗教课程已经不是必修的课程，基

督教大学的宗教活动主要为课余学生自愿参加的团契活动等，各个基督教大学注

重发展纯科学性的学科和公立学校较少涉及的学科，如法学、图书馆学、社会学

和新闻学等。总之，“19加年代中国发生的种种事件结束了基督教大学的一个时

代。在向中国政府立案后，教会学校己不再是由外国人管理的宣传外国教义的外

国学校。中国基督教大学的重心此时已从宣教转移到了教育，传播福音只能在政

府控制的教学计划所容许的范围内进行”气
    印度的基督教学院遇到的挑战可以归结为学生、教师和管理三个方面。在学

生方面，基督教学院要注重学生的个人成长，同时要考虑如何让学生从死记硬背

的旧的教学方式中解脱出来，用当今信息社会的要求来培养他们。在印度，学习

计算机的学费高昂，因此有学者呼吁:“基督教学院应该为所有学生用合理费用

提供至少基本的计算机、软件、CD一OM和因特网教育，以此作为他们教育的

一部分”址.基督教学院还必须考虑如何帮助学生应对全球化、环境与生态、新

闻媒体与跨国公司等的挑战。在教师方面，基督教学院必须考虑教师的组成要超

越种姓、民族和地理障碍，但他们同时又要献身于福音。在管理方面，由于印度

的学院都隶属于大学，而大学决定课程、考试、学位授予等事宜，因此基督教学

院在自主性方面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许多困难。

    进入21世纪后，印度普通学院的数量要大大超过基督教学院。基督教学院

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在印度这个人口增长预计将超过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基督

教学院在高等教育中发挥了模范的作用，在应对印度对教育的需求不断增长的新

形势下，只有通过继续致力于高等教育才能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同时，基

督教学院的重心是为社会和国家服务，因此它们有必要也有理由继续存在并发展

下去。

第二节 基怪教学院在印度高等教育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

    印度现在是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其人口预计在本世纪中叶将超

过中国而位居第一。印度也是一个高等教育大国，自称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高等



教育系统之一”恤。在1995一1996学年，高等院校的在校生达到640万，“就高

等教育规模而言，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liv。据印度人力资源发展部2003

一2004年度的统计资料，印度现在有234家大学(Uhi代rsities)、99家类似大学机
构(DeemedU川versities)Iv。印度的大学分为综合性大学、专业大学、农业大学

和理1大学。此外，2003一2004年度，印度还拥有16，885所学院(Colleges)，

即包括中央政府和邦政府设立的学院、以及宗教组织和私营部门设立的学院，还

包括职业学院(医学院、师范学院、工程学院、法学院和农学院等)。学生数量

达到9，954，0()0人，教师数量达到457，000人。

    在印度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发挥作用的有:大学拨款委员会(U‘versityGran招

CoInnll ssinn)、专业委员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大学拨款委员会负责协调、规定和保持高等教育的标准并拨款。专业委员会，

如全印度技术教育委员会 (AlllndiaCouncilforTech苗calEduc西on)、远程教育

委员会 (DistanceEdu。对ionCouncil) 等则批准课程的设置、促进专业学院的教

学、提供奖金等。

    中央政府制定国家高等教育的有关政策、向大学拨款委员会提供资金、在国

内设立中央级别的大学(国立)大学。它还在大学拨款委员会推荐的基础上，宣

布某个教育机构维类似大学的机构。目前印度有18所国立大学，政府还宣布99

家机构为类似大学的机构。中央政府主要管理国立大学和全国重点大学。

    地方政府负责设立邦一级的大学(邦立大学)和学院。印度的大学和类似大

学的机构都是公立的，学院则分为公立和私立两类。私立学院在教学大纲和教学

计划制定、教育改革、学位授予等方面都要受到大学的指导，所以私立学院都附

属于国立大学或邦立大学。地方政府管理邦立大学和学院。

    印度高等教育体系有三级资质的学位: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学士学位的

学制是:艺术、商业、科学类的为3年(首先要接受过12年的教育)，农业、牙

科学、工程、制药、技术、兽医类的为4年，建筑类的5年，医学的5年半.硕

士学位的学制一般为2年，授予硕士学位需根据学位考试成绩再加个人研究成

果。还有博士前课程，即哲学硕士 (M Phil.)。博士学位的学制为两年 (如果拥

有哲学硕士学位)或三年 (如果拥有其他硕士学位)。学生要获得博士学位必须

提交基于自己独创研究之上的内容翔实的论文，因此真正获得学位的时间一般要

更长。

    根据1956年制定的《大学拨款委员会法》，只有根据中央或地方法律成立的

大学、类似大学机构和《议会法》特别授权的机构才可以有学位授予权。根据截

至2005年3月31日的统计数字，现在印度有342所大学，其中18所国立，Zn

所邦立;95所类似大学机构，5所邦议会成立的机构，13所全国重点机构:17，625



所学院，其中的5，3肠所获得大学拨款委员会的承认。2O04一2O05年度，在校大

学生的人数为 10，481.000，大学教师人数为471，000，比上一年度分别上升了

1.05%和1.03%Ivi。

    全印度基督教高等教育协会 (AlllndiaAssociationforchristian扭沙cr
Education)是一个自愿组织，是300家基督教学院组成的与所有基督宗教有关的

专业协会。全印度基督教高等教育协会把印度全国各地的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

教会跨宗派地联合起来，以把它们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并为社会和国家服务。在

这300所成员学院里，有73所女子学院、5所男子学院、3所学院、3所工程学

院、32所教育学院、1所体育教育学院、5所社会工作学院、1所农业类似大学

机构、2所家政学院、1所法学院，其余的为艺术、科学和商学院。按教会分布

来看，161所学院与天主教会有关、69所与新教教会有关、19所与东正教会有

关、22 所与宗派间联合管理委员会或基督宗教组织有关。入学人数为350，000

人，其中55%为男生，45%为女生。在基督教学院中执教的人数为15，000人喃。
基督宗教学院在教学中有自己的特征:它通过基督宗教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多样性

使它在教育领域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印度的基督宗教学院旨在“对青年人进

行完整而个性化的教育，要努力培养有知识、有道德、有社会责任感、有神灵启

示的国民，为现在和未来的印度乃至全世界服务”腼。这同整个教会新的使命感

是相连的，因为教会日益认识到在当今世界，其责任应该是 “让人们团结契合，

为正义和和平而努力”lixo

    印度在古代已有高等教育机构— 伊斯兰教创办的马德拉萨 (Ma由asa)和

印度教创办的瓦迪亚拉亚(确dyalaya)。但是，印度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高等教育

制度是在印度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以后才形成。1781年，第一任孟加拉总督黑斯

廷斯(认厄订enHastings)创建了加尔各答马德拉萨学院，1857年，印度创立了加
尔各答大学、孟买大学和马德拉斯大学。而印度最早的基督教学院— 喀拉拉邦

的CMs.学院成立于1813年，加尔各答的塞兰普尔学院(SeramporeCoflege)

成立于1818年。印度的学者认为，印度的现代高等教育体制始于“英国在印度

在加强统治时威廉·卡莱(williazncarey)、约翰·威尔逊(Johnwilson)和亚
历山大·杜夫(Alexan der Duff)等传教士所开创的时期”伙。且19世纪建立的

基督教学院共有25所加。这表明基督教学院在建立印度的现代高等教育体制上

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其次，印度的基督教学院是印度高等教育体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300

所成员学院里，有73所女子学院、5所男子学院、3所学院、3所工程学院、32

所教育学院、1所体育教育学院、5所社会工作学院、1所农业类似大学机构、2

所家政学院、1所法学院，其余的为艺术、科学和商学院。这些学校提供从预科



到博士后研究的课程一应俱全，既有传统的关于印地语和文理科的教学，也有紧

跟时代的生物技术、计算机等课程。印度的高等教育一直面临“经费短缺的问题”

腼，而基督教学院一般为私立大学，正符合印度的高等教育向自由市场型发展的

方向。

    此外，基督教学院尤其重视妇女的高等教育，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印度的妇女地位在过去十分低下，由于童婚、寡妇活焚、一夫多妻、嫁女需女方

出大笔嫁妆等社会陋习的存在，妇女的命运可以说是比较悲惨的。整个印度社会

对妇女受教育的偏见根深蒂固，更不用提受高等教育了。印度学者认为“印度妇

女的专业高等教育是从19世纪末才真正开始”械。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中等

教育一样，是提高妇女地位、实现男女平等的有效手段。1951 年，接受高等教

育的女生数量为40，000，而到了1888年，这个数字是120，000，女生在每百名男

生中的数字也从1951年的14提高到1988年的46腼。而在基督教学院，这个数

字更高，据全印度基督教高等教育协会的统计，基督教学院的入学人数为350，000
人，其中55%为男生，45%为女生。且基督教学院的300所学院中，有73所为

女子学院，这说明基督教学院重视提高妇女的高等教育。

    最后，印度的基督教学院有自己的办学特色，几乎每个基督教学院都重视对

青年人进行完整而个性化的教育，要努力培养有知识、有道德、有社会责任感、

有神灵启示的国民，为现在和未来的印度乃至全世界服务。印度的基督教学院除

了对学生进行知识的教育外，还强调精神方面的教育，这是它与一般大学的不同

之处。印度的基督教学院走的是开放型办学的道路，不是仅仅面向基督徒，而是

向整个社会开放。印度的基督教学院不仅是为教会培养人才的摇篮，更是为整个

社会培养受过高等教育的合格人才的重要基地。

第三节基督教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的近代大学发源于 19世纪末清朝的末期。最早的国立大学是天津中西

学堂(1895年10月)和京师大学堂(1898年12月)，它们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

形。1912年5月，国立北京大学在原京师大学堂的基础上正式开学，1913年国

立北洋大学宣告成立 (前身是天津中西学堂)，当时还有中国第一所省立大学山

西大学(前身是山西大学堂)。国立清华大学于1928年正式成立。民国北洋政府

教育部1912年一1913年先后制定一系列高等教育法规，1917年颁布《修正大学

令》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基本定型:大学分为大学和单科大学，大学本科和预科

的修业年限分别为4年和2年。大学预科必须附属于大学。1922年，教育部推

出“新学制”，取消大学预科制度，由 (综合)大学、单科大学、专门学校组成



的办学体制逐渐趋于完备。1917一1927年，中国的公立大学由3所增加到34所，

私立大学从7所上升到18所，合计52所如。在国民政府统治的22年里，我国

的高等教育有一定发展，1948年底，全国共有国立大学32所，国立独立学院22

所，省、市立独立学院27所，国立专科学校22所，省立专科学校36所以。

    清末民初和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出现的私立大学一般是由中国人自己建立的

私立大学和由外国教会设立的大学。中国的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差不多同时产

生，如1905年创办的复旦公学和1夕06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公学。比较著名的私

立大学有南开大学、厦门大学等。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国民党统

治区共有205所高等学校，其中公立(分国立、省立和市立)高校124所，私立

高校81所(含基督教大学21所);在校生合计116504人城。

    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历经多次改革，规模更加发展，结构更加合理。

根据1998年一2000年国家教育部的统计资料，加00年我国的高等院校数量达到

1041所，本专科招生2加.61万人，在校生达556力9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

11%。

    基督教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它为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创

立做出了贡献。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朝统治者进行教育改革时，基督教大学作

为新式教育的直观范本，为中国建立自己的大学提供了示范和借鉴。有学者认为，

基督教大学“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现代教育观念的根本革新和教育体制的全面发

展，加速了中国教育史上废除科举、兴办现代学校的进程，从而为中国现代教育

体系的创立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喇。

    第二，基督教大学重视英语教学，受美国影响较大，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当

时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水平。在中国的绝大部分基督教大学是由美国的教会开

办，无论是管理的体制还是教学都受到美国的影响。大部分教会学校的课程模仿

美国的大学，学生毕业后也大多去美国留学，大部分的基督教大学还在美国注册。

如东吴大学1902年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注册，圣约翰大学1906年在美国哥伦比亚

州注册，金陵大学于1901年获得纽约州的特许证，沪江大学于1917年在美国弗

吉尼亚州注册等等。取得美国特许证的大学，其毕业生可以不经考试直接升入美

国州立大学或挂钩合作的大学学习深造.这样教会学校必然提高自己的教学水

平，这样才能与美国的大学并驾齐驱.所以，虽然教会学校深受美国的影响，但

是不可否认地提高了自身的水平，从而推动了当时中国高等教育质量和水平的提

高。

    第三，基督教大学并非自愿、而且是经过激烈的斗争才被纳入中国高等教育

体系的一部分。20世纪初的基督教大学采取和中国官办教育并行的体制，相对

独立于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基督教大学也不急于求得中国政府的认可。1927年，



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法令，收回教育权，基督教大学才不得不做出让步，取消关于

宗教方面的硬性规定，校长也大都换成中国人，并向教育部办理了注册手续。同

时，基督教大学在中国建立并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与它最初的传教目的越来越背

道而驰，它不得不完成从传道到教育的角色转变，因为“只有角色变化才能赢得

政府与社会更多的认同和支持，否则便很难承受公立学校与其他私立学校的强力

竞争，甚至连继续存在都会受到严重威胁”喻。基督教大学在经过“中国化”与

“世俗化”的改变后，学生大部分为非荃督教徒，宗教也不作为必修课程，从而

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一部分。

    第四，基督教大学大力发展女子高等教育。20世纪初，欧美教会在中国开办

了金陵女子大学等女子大学，为妇女接受高等教育做出了巨大而不可磨灭的贡

献。一般来说，基督教大学女生占学生总数的比例一直超过国立和其他私立大学。

如1922年，国立大学有女生405人，占学生总数 (10535人)的3.8%，省立和

私立大学有女生350人，占学生总数 (20325 人)的0.6%，而基督教大学女生

有350人，占学生总数 (4020人)的8，71%。1925年，基督教大学女生占学生

总数的比例更上升为 15.02%恤.基督教大学还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妇

女人才，如金陵女子大学的校长吴贻芳、文学家陈衡哲和冰心等，都是基督教大

学的毕业生。

第四节 印度和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对两国高等教育的影响之比较

    印度的基督教徒总数为2千5百万，是印度总人口的不到3%腼。这与信教

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约 80%的印度教相比，并不在印度占绝对优势。不过，根据

印度1981年的人口普查报告，基督宗教为印度的“第三大宗教”腼。印度基督

宗教的门类繁多，教徒的语言、社会传统等各不相同，这倒是符合印度各地的不

同文化、语言、民族的多样性特征。基督宗教在印度的教育和社会工作中发挥着

决定性的作用。中国的教徒总数现为1千4百万，占总人口的约1%。基督宗教

对中国的教育和社会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积极影响.从规模来看，基督宗教在印

度要超过中国。印度和中国一样，在建立近代的高等教育制度之前有自己的教育

制度。初看之下，基督宗教对印度和中国的高等教育的影响似乎并没有可以比较

之处，因为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基本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合并调整成其他

大学，而印度的基督宗教大学还在发展。但是由于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回归，

香港大学在1951年创办了崇基学院，台湾又成立了台湾东吴大学、东海大学、

中原大学和辅仁大学，基督宗教的大学在中国并没有消亡，而是也经历了百年多

的发展历程。所以，考察基督宗教的大学在两国的发展和作用，还是可以看出它



们对各自高等教育的影响上的异同。但是，我们在比较基督教大学对两国高等教

育的影响时，我们主要还是比较两国从萌芽期到20世纪40年代末这段时期。此

外，印度的基督宗教大学虽然在名称上都称为学院，但这只是与印度的高等教育

体制有关，印度的大学全部是公立的，私立的大学只能成为学院。而在学制、课

程等方面，与中国的基督教大学是差不多的。

    首先从规模上来说，印度的基督教大学在绝对数量上 (300所)大大超过中

国的基督教大学。印度独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前，两国的基督教大学数量分别是

66所和21所，同期两国的高等学院总数分别是646所和205所，所占的比例分

别是1O.21%和1O24%。因此两国的基督教大学在一定时期占整个高等院校的比

例大致相等。印度的基督教大学在数量上超过中国的基督教大学，一个原因是基

督教进入印度的时间更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印度曾完全被英国殖民统治，深受

英国的影响，荃督教大学在印度当然要比深受佛、释、道影响以及对基督教有所

抵触的中国更容易得到发展。独立后印度的基督教大学则有了更大的发展，目前

的数量是300所。但是目前印度的高等院校总数是18062所，基督教大学所占的

比例为0.016%，比例大大下降。

    印度的基督教大学除了在数量上超过中国外，在规模上也要超过中国，学生

人数超过千名的基督教大学数量约为70所。这得益于印度基督教大学的历史要

超过中国。但是中国的基督教大学有许多曾在美国注册，教学质量和水平都很高，

是当时中国大学中的佼佼者，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知名度，而没有材料显示印度

的基督教大学也曾达到这样的水平。另外，中国的基督教大学一般都重视英语教

学，而在印度则无此必要，因为英语是印度的官方语言之一。

    印度和中国的基督教大学一样，对本国高等教育最大的贡献都是对本国近代

高等教育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最早的基督教学院— 喀拉拉邦

的CM.5.学院成立于1813年，印度的学者认为，印度的现代高等教育体制始于

“英国在印度在加强统治时威廉·卡莱(wilham caZey)、约翰·威尔逊(John
WIIson)和亚历山大·杜夫〔AlexanderDuff)等传教士所开创的时期，且仅在

19世纪末，印度的基督教大学数量就达到25所，20世纪初到独立前又增加了

41所。中国的基督教大学作为新式教育的直观范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

中国建立自己的大学提供了示范和借鉴。中国的基督教大学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

上，都推动了新中国成立前高等教育的发展。

    其次，印度和中国的基督教大学都重视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妇女在印度和

旧中国的社会地位都很低下，妇女连受教育的机会都没有，更不用提接受高等教

育。印度和中国的妇女开始接受高等教育，可以说都是得益于基督教大学。据全

印度基督教高等教育协会的统计，基督教学院的入学人数为350，000人，其中55



%为男生，45%为女生。且基督教学院的300所学院中，有73所为女子学院。

在中国，一般来说，基督教大学女生占学生总数的比例一直超过国立和其他私立

大学。如1922年，国立大学有女生405人，占学生总数 (10535人)的3.8%，

省立和私立大学有女生350人，占学生总数 (20325人)的。石%，而基督教大

学女生有350人，占学生总数 (40加人)的8.71%。1925年，基督教大学女生

占学生总数的比例更上升为巧.02%戚。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中等教育一样，

是提高妇女地位、实现男女平等的有效手段。印度和中国的基督教大学都对妇女

的高等教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妇女人才。

    此外，印度和中国的基督教大学都经历了世俗化的过程，因此也更符合社会

和高等教育的需求。印度现有的300所基督教大学中，有73所女子学院、5所

男子学院、3所学院、3所工程学院、32所教育学院、1所体育教育学院、5所

社会工作学院、1所农业类似大学机构、2所家政学院、1所法学院，其余的为

艺术、科学和商学院。这些学校提供从预科到博士后研究的课程一应俱全，既有

传统的关于印地语和文理科的教学，也有紧跟时代的生物技术、计算机等课程。

在许多学校里，宗教并不是必修的课程。印度有专门的神学院培养神职人员，普

通的基督教大学对学生的宗教信仰不作要求。学校的宗旨一般是对青年人进行完

整而个性化的教育，要努力培养有知识、有道德、有社会责任感、有神灵启示的

国民，为现在和未来的印度乃至全世界服务。而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则不得不完成

从传教到教育的角色转变，提供的课程也向更加实用的自然科学、商科、经济类

等转变，宗教不再是必修课，招收的学生也绝大多数不是基督徒。

    最后，印度和中国的基督教大学都受到高等教育和社会带来的反作用和冲

击。从印度基督教大学的课程来看，基督教大学也教授印度自己的语言、文化和

艺术方面的课程。目前，印度的基督教大学除了要受到世俗化的冲击以外，还必

须面对全球化、自身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下降的问题。印度的学者已经呼吁:

“要让基督教大学中的所有学生学习关于生态和环境的跨学科课程、增设帮助学

生正确分析媒体传播的事实和价值的课程、通过论坛和研讨会提高学生对跨国公

司的积极和负面影响、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和坏处等。腼v，，印度的基督教学

院从一开始就走开放型办学的道路，为整个社会培养人才。而中国的基督教大学

则是一开始独立于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由于中国政府收回教育权才不得不在中

国进行注册，并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改变自己的管理体制和课程。可以说中国的基

督教大学当时为了应对这种反作用和冲击，不得不对学生的培养目标、教学内容、

管理系统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如取消宗教必修课，增加国学、国史等内容，开设

适应中国社会需要的专业和课程。中国现有的基督教大学，如香港大学的崇基学

院，也面临如何应对21世纪新挑战的问题。



    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基督教大学在两国的发展可以说有天地悬殊的差

别。印度的基督教大学在数量、规模和质量上继续稳健发展，而中国的基督教大

学由于院系合并被归入其他大学。但是由于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回归，香港

大学在1951年创办了崇基学院，台湾又成立了台湾东吴大学、东海大学、中原

大学和辅仁大学，基督教大学在中国并没有消亡，虽然它的发展同印度而言己不

能同日而语。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两国政府在对待基督教大学上所采取的不同

的政策。
    印度独立后，基督宗教教会受到政治独立观念的冲击，教会民族化、本色化

的呼声日益强烈。印度反对西方传教活动由来己久，独立后，印度政府采取措施

限制传教士在印度传教。在天主教会的本土化方面，1622 年，教宗格列高利十

五世创建了传信部。在印度，传信部让印度本地人担任神父或更高的教职，这样

可以使差会和殖民统治者脱离开来。1720年，葡萄牙籍的神父被英国总督驱逐。

1886年，富有远见的教宗利奥十三世(LcoXlll)组建了印度的主教团，亚格拉、

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彭迪切利、孟买和维拉波利成为印度的6个大主教教区，

还有10个教区。1923年，第一位印度人担任泰米尔纳德邦的图提科林拉丁礼教

区的主教，随后有越来越多的印度人被任命为主教。1949 年，印度召开了天主

教主教会议，1950年又召开印度的教会会议。这两次会议是印度天主教会本土

化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独立后的印度政府禁止外国差会入境，这更加加快了本

土化的进程。独立后的10到20年，印度的天主教会终于完全由本国人掌管。而

中国在1950年以后发起自治、自传、自养的三自爱国运动，1954年正式成立中

国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实现了教会的独立自主。

    无论是在信教的人数、教会的种类和规模来看，基督宗教在印度的影响要远

远超过中国。两国的基督宗教教会虽然最终都走上了自立和自治的道路，但是印

度教会的影响不仅限于国内，有的还在国外有所发展，且教会与国外的联系也要

大大超过中国。这使得基督教大学在印度的发展遇到了比中国更加适宜的条件，

其在印度的发展也大大超过了中国。

结论

    基督宗教自17世纪进入印度和中国后，都在这两个国家扎根发芽，同时教

会都把教育作为在这两个国家宣传福音、扩大基督宗教影响的重要手段。由于传

教历史和两国国情的不同，基督教大学在两国的发展过程和影响等方面虽有相同



之处，但是更多的是具有各自的特点。比较基督宗教对两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可

以看出它对各自的社会产生的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亚洲的基督教大学是西方教会在传播福音时的产物。比较印度和中国的基督

教大学，可以探索出一些亚洲基督教大学的演变规律，因为印度和中国同为亚洲

的大国。

          1. 亚洲的基督教大学一般是从封闭型的以培养神职人员为主向开

              放型的为整个社会培养人才的方向改变，而且这个开放型办学的

              势头是不可逆转的。其中既有基督教大学在办学过程中由于西方

              教会的撤回等因素不得不自筹经费的原因，但更多的是由于基督

              教大学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必须走

              开放型办学的道路。这在客观上为社会培养了大批合格的人才，

              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11. 基督教大学一开始往往是一个教会单独办学的产物，到后来则出

              现各个教会联合力量办学的例子，这样大大提高了基督教大学的

              质量、规模。

        111. 亚洲的基督教大学在发展的过程中，都走上了“国产化”和“世

              俗化”的道路。一个原因是两国独立后都使其教会走上自立自治

              的道路，再则基督教大学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也不得不谋求这

              条道路。此外，基督教大学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在课程设置、

              学生的来源、学校的管理等方面都必须走这样的道路，以期跟上

              两国高等教育和社会的发展。

        iv. 亚洲的基督教大学的发展是与本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同步。这

              是因为基督教大学为本国的高等教育体系都提供了借鉴和指导

              的作用，并受到高等教育体系的反作用和冲击。

    印度和中国的基督教大学都是基督宗教各教会在传教过程中的产物，在两国

都对高等教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惜还没有史料表明两国的基督教大学之间曾

有交流的历史。基督教大学在两国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萌芽期、成型期、发展

期、成熟和转型期这四个时期。基督教对两国高等教育影响的共性是:都对本国

近代高等教育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都重视女子高等教育，都经

历了世俗化的过程。但是，两国受到的影响是不完全一致的，表现在:印度的基

督教大学在绝对数量上超过中国，在规模上也超过中国。印度的基督教大学从办

学之处走开放型办学的道路，注重为整个社会培养人才，因此印度的教育乃至事

业产生了深刻而重要的影响。而中国的基督教大学一开始的目的是培养教牧人

才，独立于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之外，直到面临世俗化的冲击和中国政府要收回



教育权才不得不改变自身。此外，印度的基督教学院现在依然存在和发展，而中

国的基督教大学自50年代初院校合并以后，在中国大陆目前己不复存在。尽管

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在数量上不及印度，但在质量上则更胜一筹。

    基督教进入中国和印度都是伴随者殖民统治的枪炮，都受到两国人民的强烈

抵触和反抗。两国独立后，两国的教会都与西方原来的教会脱离了关系，成为独

立自治的教会。基督教大学是教会在两国传教过程中的产物，对两国高等教育都

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缩短了两国高等教育与西方高等教育的差距，加快了

两国的现代化进程，并对西方文化的引入和社会陋习的改良，都起了不可忽视的

作用。这一点上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和中国的女子高等教育都为两国培养出了第一

代的职业女性，毕业后的女生主要在医药界、学术界、宗教界等领域工作。女子

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更与一个国家的兴盛有关。

    荃督教大学的影响早已超出了高等教育的层面。有学者指出，基督教大学对

社会的影响在于文化渗透。“基督教大学是殖民侵略在文教领域加深的标志，是

一种强制性的文化移植”喻.基督教大学在引进和介绍西方文化方面有启蒙和

示范的作用，其建立在客观上有助于印度和中国接受西方文化，促进了东方文化

与西方文化之间的沟通，加快了印度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基督宗教在印度和中

国办学，带有浓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对两国固有的文化体制起了破坏和冲击的作

用。但是，两国的文化并没有 “基督化”，反而使基督教本土化并在近代的印度

和中国建立起一整套教育和科学文化的硬件。基督教大学更为印度和中国培养了

大批优秀的人才，活跃在各个重要领域、包括外交领域。基督教大学对印度和中

国教会的自立也起了促进的作用。

    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人类社会在享受物质生活水平的空前提高和高科技

成果带来的好处的同时，面临着环境破坏、恐怖主义、毒品走私、核武器扩散等

威胁。因此，认识基督教大学给社会带来的积极影响，挖掘包括基督教与其他优

秀宗教在内的历史文化遗产中有益的精神资源，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冷战时代结束后，国际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学者认为:“当越来越

多的国内工业生产可以在国外进行后，土地的重要性下降，而技术、知识和直接

投资的价值上升”havi。技术和知识重要性的上升使高等教育也变得更加重要。印

度和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在两国高等教育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方面都发挥了各自独

特而重要的作用，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并受到了高等教育和社会的反

作用力和冲击。随着社会和高等教育的发展，两国的基督教大学还将进一步对自

身进行调整，以期适应时代的需要并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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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论文的写作得到了我的指导老师徐以黔教授的大力支持和指导，在此表示

我最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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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基督宗教当时在印度的形式主要是东正教，影响甚微。在印度现有的五个主要东正教
会中，马朗卡拉东正教会(肠。M习ar止axa仓也阅oxCb皿ch)是印度历史最悠久的教会之一，
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使徒多马到印度传教的年代。从该教会中后来又分离出马多马教会
(M盯th。口acburch)，其全称是马朗卡拉马多马叙利亚教会(M习肛水肛aMarT五omas州an
Ch切陀h).该教派吸收了许多新教改革的因素。亚述东正教会(As匀汀lanCh叨沈五oftheEast)
又被称为聂斯托里教会 (Ne宕盆们助Q叹比)，同唐朝和元朝时传入中国的聂斯托里派相同。
它们在印度的规模都相对较大，对办学等事业非常积极。如马朗卡拉东正教会一共有25个
教区，其中19个在喀拉拉邦，6个在印度其他地区。它还拥有星期日学校、青年运动、祈
祷小组等组织，还拥有两家神学院、医院、特别培训中心、15家修院、17家布道中心、36
家孤几院、8家神学和大主教辖区中心、3家移动福音分会、23学院等 (资料来源:
h如22坚凸竺业竺立』1叻。bx远56翅颐tV0r呐而odo为七lstorVh仕己，下载时间:2印5年10月27日).马多
马教会有教徒90万人，神职人员708人，有11个教区、1062个堂区(遍布全世界).它在
教育领域十分活跃，拥有9所学院、6所高级中学、9所中学、117所小学、1所培训学校、
3所技术学院。教会还拥有30家社会福利机构、9所济忿除、5家疾除。马名马神学除缭R
所神学院承担神职人员和俗人的教育工作(资料来源:

，下载时间:2005年12月4日)。在印度有
其余五个在科因巴托尔、钦内、孟买、班加罗尔和德

里。教徒3万名，牧师35名，辅祭27名。使用的语言是叙利亚语和马拉雅拉姆语。亚述东
正教会建有神学院、中学、小学、技术培训学院等学校，还拥有2家医院和2家出版社(资
料来源:丛级塑吧四幽丝迪鲤鱼颐些吐“经自 ，下载时间;2O05年12月4日)。印
度东正教教会的影响已经走出国内，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有分支。而在中国，东正教并不是官

方承认的宗教。
址注:在天主教方面，继葡萄牙传教士进入印度后，法国、德国、西班牙和愈大利的传教士
来印度传教，并建立教会，使印度天主教变得复杂又四分五裂。印度的天主教会分为罗马天
主教会(Lati刀)、叙利亚马拉巴尔教会(syro-Maiabar)和叙利亚马朗卡拉教会
  (5，0一M目al正ara).印度的拉丁天主教会己经有11个世纪甚至更长的历史。印度独立后，
天主教在印度取得了惊人的发展。1949年，印度召开了天主教主教会议，1950年又召开印

度的教会会议。这两次会议是印度天主教会本土化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独立后的印度政府
禁止外国差会入境，这更加加快了本土化的进程.独立后的10到加年，印度的天主教会终
于完全由本国人掌管。现在，印度的拉丁天主教会共有98个教区(资料来源:
httP刃明八vwind二 hristianjtyor叨歇m五如1，下载时间:2005年11月1日)。叙利亚和马拉巴
尔天主教会有26个教区，2543个堂区，58所一般学院、57所技术学院、42所平行学院、
10所教士培训学院、586所高中和职业高中(资料来源:
h饰爪四朋theSVromaiabaxch.呛h.“倒湘tistics.hOn，下载时间:Zocs年11月1日)。叙利亚和
马朗卡拉天主教会现在有一个大主教教区、4个教区和2所学院(资料来源:
httP:八钾阴闹1翻比行sti帅悴。r剩sVrom目助karah往旧，下载时间:2o05年11月1日)。天主教
徒最多的邦是喀拉拉邦，其教徒占全邦总人数的4沁左右。有学者认为“印度己经成为亚洲
仅次于菲律宾的第二大天主教会”(吴永年、季平，《当代印度宗教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社，1998年版，第33。页)。天主教进入中国是明朝以后。天主教会在传教时开了西学东
渐之风，还在中国创办了一系列学校。据统计，天主教(包括美国天主教)在中国开设的学
校，到1914年共有8034所，学生总数共有132850名，绝大部分为初等学校或教会学校。
到1926年，学校约增加到9000余所，学生约50万名，其中大学三所，中学2田余所，其
余为小学和神学。大学除了震旦大学外，增设了津沽大学和辅仁大学 (由美国天主教创办)
  (卫道治，《中外教育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66页)。据中国国家宗教
事务局统计，中国现有天主教徒约400万人，教职人员约4(K洲〕人，教堂、会所拓co余座。
中国现有6所天主教神学院: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河北天主教神学院、沈阳天主教神学院、
中南神哲学院、四川神哲学院、陕西天主教神哲学院(资料来源:
b饰刀wWW sala ，即二c州GBZz吐1/，下载时间:加06年2月10日)。



接着，浸礼宗、安立甘宗、苏格兰长老宗、

路德宗、美国长老宗和美国循道宗都纷纷向印度派遣传教士。现在印度的主要新教教会有:
(1)圣公宗教会〔细砂icanc七urcb)，现在有13个教区(资料来源:
httP:2八叭叭叭indi阳chiisti蒯悴“倒即醉ic叨.h忱川，下载时间:加05年11月3日)。(2)圣多马
福音教会(stTh心血场E明双唱elic以C五址〔h)，在印度的喀拉拉邦有173个牧区，印度的其他
地区有32个，在海外还有13个。它还有4所学校、2家医院、1家孤儿院和1家出版社。
还建有2所圣经学院(资料来源:hOp二脚四阴如dianchristian柳。r洲ev二htnd，下载时间:2005
年11月3日)。(3)授礼宗教会(B叩tistc瓦吹h)，由英国浸礼宗传教士威廉·卡莱(场切妞m
Caley)创办。(4)北印度教会(C为切mhofN0d五如d谧[CNI」)，由北印度的联合教会(U叻1证d
伟nr职卜ofNori为Indi.)、印冷潜翻桌新套 (革围泽刹桌)(R。丽舫仁h”，卜。，。f知击。m州石永

B即tistl)、印度弟兄会教会 (Cb叮che:ofBrethleninlndia)、基督会 (圣公宗)(Disciplesof

Christ【Anglicanl)、循道宗教会(英国和澳大利亚联合会)(Meth。出stCburch[Britishand
冉卫5忱目远C.吐改臼皿冷])这6家北印度的教会联合成立。
北印度教会对印度社会的贡献巨大，设有65家医院、

它拥有1百25万名信徒，26个教区。
9所护理学校、250所教育机构(其中

的42所为神学学院[资料来源;坦匕边级坚塑绍理妞喇，下载时间:2005牛以月。口J)
和3所技术学校(资料来源:httP:/凡爪明泊dianc斌stianjtV0r喇c址.b切d，下载时间:2005年
12月5日)。(5)南印度教会(Q心比ofso叫thlndia【C明)，它是由南印度联合教会的马德
拉斯、马杜拉、马拉巴尔、贾天纳、卡纳达、特卢固和特拉凡科尔教会委员会、南印度的浸
礼宗教会和印度、缅甸、锡兰的马德拉斯、多纳加尔、提内维利、特拉凡科尔和科钦的印度
教会联合而成。今天，南印度教会在印度和斯里兰卡有21个教区。南印度教会是一个完全
自治的教会，其最高统治和立法机构是教会会议。设有多家学院、神学院、中学、小学、培
训学校、医院等机构(资料来源:迪必丝巴丝血迪匹址她也吻坦姚熟址 ，下载时间:2005
年12月5日)。(6)印度福音教会(Ev肚堪eli司Cburcboflndia)，它有11家圣经学校和2
所学院:马德拉斯神学院和学院(MadraST七eofo笋目5。口业」田yandCollege)、阿拉哈巴德圣
经书院帆刀曲曲adBiblesen刀刀田了)(资料来源:

地匕业巴巡迹翅呸鱼远望j纽叭血里 ，下载时间:2(X)5年12月5日)。(7)

联合福音路德宗教会 (U面tedEval堪elicalL创山erano如叨hinlnd运)，其总部位于钦内
来源:h如刀加wwindianchristi翻忱优朗以b鱼叨五塑山，下载时间:2005年12月5日)。
循道宗教会 (MethodistCb肛ch)，它有6个教区，656，4卯名教徒 (资料来源:

  印度
(资料
  (8)

httP爪钟陀.访di胡chri比脚悴。r到inethodist五红山，下载时间:2005年12月5日)。(9) 门诺派
教会(Menn。面teQ叮ch)，它由6个部分组成;安得拉邦门诺弟兄教会(M如oniteBre任止en
Cburchof人刀山吐a竹adesh)、达姆塔利印度门诺派教会(M咖0苗teChurchof玩山氏D七am加1)、
英国兄弟会基督教会怕reti廿eninChristChl叮c玩Britain)、加尔各答联合差会教会(U川ted
Missl切坦rychl叮ch.Calcl才ta)、赖普尔印度大会(Bba爪吻aG即eralconfere加e，R‘p毋)、比哈
尔邦门诺教会 (B伍arMennonlteMand时1)〔资料来源:
httP刀wWWindi即christianltV0r剩m训叩.忱b加目，下载时间:2005年12月6日)。(10)新使
徒派教会(NewA卯stolicCb叮ch)，现在印度有27个中心，几干名教徒(资料来源:
httP方wwwindi朗christi画tyor倒aPOstOlioh忱旧，下载时间:2005年12月6日)。(U)长老宗
教会(P比sb帅坛垃Q叮比)，是英国威尔士长老宗教会的产物。教徒为823，456人，教堂2，568
座。旗下有5所学院、49所高中、1”所中学和570所小学(资料来源:
h廿p刃一 indianchristi四苗tV0r浏阿es卜Vterianhiml，下载时间:2的5年12月6日)。(12)第
七天复临派教会(seventhDayAdven七Stch也ch)，该教会的传教方式主要是通过出版物和印
刷品(资料来源:httP刀~ 主n山的C坛isti俪仪。r留sevcn仕daVb仕目，下载时间:2005年12月
6日)a(13)五旬节社区(p已n挂尤“目co口吐Lu‘ties)，由六个教会组成，绝大部分是由印度
教徒在印度自行建立的五旬节教会，开设有多家圣经学院(资料来源:
httP州2，八甲w咐1哪hris七aIUtyor脚毗 加5怕1加往己，下载时间:2005年12月6日)。(14)弟兄
会(Broth~ Assembly)，源自爱尔兰的弟兄会，共有2200多座教堂，其中的60。座在喀
拉拉邦(资料来源:加p刀~ indianchristianltVor帅rothem‘L加1，下载时间:2005年12月
6日)。基仔新教于1807年传入中国，1840年以后，新教的传教工作才取得显著的进展，欧
美各国教会向中国派遣了数以千计的传教士，建立教堂4726座，大专院校13所，中学240



所，小学6812所，幼儿园174所，师范学校28所，医学院校10所，护士学校58所，慈善
机构69个，医院332座，出版机构39所。截至1949年，中国的新教信徒为70万人，70
%在农村，4D%为文盲(子可，《当代基督新教》，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293
页).据国家宗教事务局统计，中国现有基督徒约1OX!万人，教牧传道人员1.8万余人，教
堂12万余座，简易活动场所(聚会点)25万余处。现在中国共有7所新教的神学院:燕京神
学院、东北神学院、华东神学院、金陵协和神学院、江苏圣经专科学校、中南神学院和四川

神学院(资料来源:业创纽塑胆些因塑鱼旦边粗州，个
，资料来源;迎必幽巴巡迎继里造四到细也经业创座坠匹，下载时间:2006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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