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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教会中学是伴随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而成长起来的，在成立之初就承担着为

基督教服务的使命。开封的教会中学伴随基督教进入开封从而开始了其历史进程。

本文通过对近代开封的教会中学及其进行的教会教育进行考察，探讨了教会中学

对近代开封社会产生的影响。

文章共分六部分：

第一部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创办学校之目的。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以

前曾经三次传入中国，但是均以失败而告终。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基督教伴随

着战争得以进入中国，并在武力的保护下得以迅速传播。为配合宣教事业的进行，

教会学校于是应需而生。

第二部分：基督教在河南的传播。天主教、基督新教在鸦片战争以后，逐渐

进入河南开展宣教事业，并在河南各地建造教堂发展信徒。开封是近代河南的省

会，在传教士的努力之下，基督教于1902年进入开封并开展宣教事业。

第三部分：近代开封教会中学的发展历程。从1909年第一所教会中学出现到

1953年被政府接收改造，将教会中学分为初创、繁荣、调整、动荡、恢复和改造

五个时期进行历史考察。

第四部分：近代开封教会中学的教学与管理。该部分通过对教会中学的特色

课程及教学活动进行考察，分析了开封教会中学的课程特点。

第五部分：近代开封教会中学的学生运动。该部分包括济汴学潮和教会中学

的学生与五卅运动两部分。济汴中学的学生为反抗教会中学的压制而爆发了济汴

学潮，并得到了社会力量的支持，捍卫了学生的正当权益。五卅运动爆发，开封

各界展开示威游行活动。开封教会中学的学生自始至终都参与了游行示威活动，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了自己的爱国之心。教会中学的这两次学生运动都有力的

促进了教育权的收回和开封教会中学向政府立案的进程。

第六部分：对开封教会中学的历史评价。开封教会中学在提供教育机会、促

进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基督教；开封；教会中学；教会教育；学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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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act

ChriStiaIlity middle schools 11a_ve grown up accoInpallied byⅡle spread of

C11ristiarlit)r in C11iIla and mey haVe bome IIlission to serve for Christian毋丘．om the

Ve巧be西硼妇g．alriStian毋middle schools ill Kaifeng started位ir llistc戚cal process

in舭wake of the枷val of Christiallit)r．ms paper studies me ChriStiaIli锣middle

schools aS weU嬲their ChristiaIli够education in Kaifeng iIl modem times龇ld explores

tlle iIIlpact Cllristi越t)，middle schools made on ttle modem comm证t)r of Kaifeng．

The paper co璐istS ofsi】【parts：

Pan I irl仃oduCes nle Spread of C11ristiaIl时iIl Cllilla and its puIrposes of

founding thc sch001．Christi锄it)r w嬲once brought t0 Cllim mree times before modem

tiIIles，but all ended in failure．Wi也nle outbreak of tlle Opi啪W虬Christi锄时took

root i11 Chilla foll衲lg me war and spread rapidly llIlder也e protection of tlle f．orce．IIl

cooperation wim me mission of publici够and educatioll，C“stiaIlit)，middle schools

were e啦出lished伊adually．

Part II is about the spread of Cllristiallit)r iIl Hen孤．The Catll01ic锄d the

ProtestaIlt CIlristiallit)r carried out t11eir mission of publici够and education iIl Her姗

ProvinCe蚯er ttle Opi啪War，cons仃ucting churChes and fostering disciples．Kaifeng

w鹤tlle proviIlcial ci锣of Hen趾Pr0Vince iIl modem times．111 the ea’ons of

missioIlaries，C“sti锄埘w嬲taken to Kaifeng m 1 902 aIld st眦ed to begin the

mission ofpublic时and education．

Part III relates Christi砌够middle sChools证modem p商od of Kaifeng．From the

eme略ence of tlle first school in 1 909 to nle expropriation锄d仃anSfomation by

govemments iIl 1 953，CMStiaIli够middle schools uIldenⅣent me process of start‘up、

prosperity、删uStlllent、iIl!眦il毋、fecoVe巧and仃ansfo肌ation．

TTT



PartⅣexplaillS teaclling锄d le锄ing aCtiVities iIl CllriStiaIli锣middle sch00ls in

modem硒矗mg．11lis pan eXplores tlle distinCtive cu玎icula and teacmng actiVities in

tllose schools觚d甜lalyzes tll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c嘶culums．

Part V eluci出ltes me snldent moVement in Christialli够middle sch001s iIl modem

黼五弧g．1k contents consistS of廿1e students behaviorS iIl Ji Bi趾stlldent moV锄em

锄d“5。30 MoV锄ent，’．111e stude鹏’resiSt觚ce to恤suppression iIl Ji Bi趾middle

school Students led t0 me outbrea：k of Kaifeng smdent moVement，arld won tlle support

of舭social forces t0 defend舭legitimate rigbts觚d硫erests ofme咖dentS．A舭r

“5·30 Movement，’broke o此the di旋rent s．昀：ta of Kai矗豇坞S．tarted kinds of

demons缸．ation actiVities．The snldents of CMSti锄埘middle schools participated iIl the

demonstratior坞2Lll the mrou皇沁、航m tlleir own呻tical action t0 show舭ir patriotism．

nose锕o student movements played孤i瑚岬rt锄t role iIl promoting me recoVe巧of

血e rightof eduCation锄d me process of goVemment re酉删ion ofC“StiaI奶r“ddle

schools iIl Kaifeng．

P缸VI is about the llistor)r eValuation of Christi锄it)，middle sch00ls ill modem

Kaifeng．11lose sch00ls mad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in proViding education

opportullities锄d promoting cultural exclmges bet、Ⅳeen the EaSt aIld me West．

However'tlley also made some negatiVe inlpacts．

Key words：Christianit)r；Kaifeng；Christiani锣middle schools；

Christiallity education；Student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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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位论文独立完成和内容创新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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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的，对所研究的课题有新的见解。据我所知，除

．中特别加以说明、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括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

。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括其他人为获得任何教育、科研机构旮旬学位或证书而

：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事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

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 ．I ，．I，

学位串请人(学位论文作者)签名：查：＆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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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授权书

本人经河南大学审核批准授予硕士孝住。作为学位论文的作者，本人完奎

，解并同意河南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住论文的要求，即河南大学有权向国家

g书馆、科研信息机构、数据收集机构和本校图书馆等提供学位论文(纸质文

爻和电子文本)以供公众检索、查阅。本人授权河南大学出于宣扬、展览学校

声术发展和进行学术交流等目的，可以采取影印、缩印、扫描和拷贝等复制手

受保存、汇编学位论文(甄质文本和电子文本)。

(涉及保密内容的学住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获得者(学位论文作者)签名：童：!垒壹蛊
20 D3年6月“曰

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签名：_墨互乏弛
20秒g年 月 日



引 言

中国基督教史在中国的研究可以用曲折二字来形容。从最初的覆盖在义和团

研究、反洋教斗争和中外关系史研究之上，到进入90年代自成体系成为单独的一

个研究领域；从最初单一的教案研究拓展到基督教在华文化、教育事业、医疗事

业等多方位的研究，可以说经历了一个波折的历程。1

近年来，国内基督教史的研究逐渐蓬勃起来，“基督教史研究是近20年来中

国史学中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的领域之一。”2其研究对象与范围也从反洋教斗争

和义和团运动两个课题扩展为对基督教会在文化、教育、医疗、新闻出版等其他

方面活动的研究。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基督教教育

事业研究的深入和对专题史、区域史研究的推进。这一时期，一些关于河南基督

教史的相关文章和论著陆续发表，丰富了对河南基督教史的研究。

河南省地处中原，在全国各省中占有极重要地位，也是基督教的重点活动区

域，但是以往对河南基督教史的研究却相对薄弱。自1949年以来对河南基督教史

的研究，总的来说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1949年——1978年：政治批判下的开创研究

1960年是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开封师范学院(现河南大学)历史系南阳调

查组赴南阳调查，由胡思庸整理的《义和团运动前后南阳人民的反帝斗争》3是第

一篇研究关于河南基督教史的文章，文章内容涉及1900年以前南阳传教士的侵略

斗争与人民的反抗及190卜1901年南阳人民的反洋教斗争。“作为向义和团运
动六十周年的一个献礼"4的这篇文章被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鲜明的突出了

反对帝国主义的主题。

‘关于建国年以来的国内基督教史的研究状况可参阅陶飞亚：‘1949年以来国内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述评》，见

陶飞亚：《边缘的历史——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04一-319页。
2陶飞弧：《东亚基督教的再诠释——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述评》，《历史研究》2∞3年第1期。

3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南阳调查组调查，胡思庸整理：《义和团运动前后南阳人民的反帝斗争》，《史学月刊》
1960年第8期。

’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南阳调查组调查，胡思庸整理：《义和团运动前后南阳人民的反帝斗争》，《史学月刊》

1960年第8期。



这一时期与河南基督教史研究相关研究文章寥寥无几，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

人问津，但毕竟走出了第一步。作为拓荒之作的《义和团运动前后南阳人民的反

帝斗争》对河南南阳民众的反洋教斗争、南阳还堂事件、南阳靳岗教堂的圩寨、

南阳人民抵抗清政府摊派赔款的斗争等事件的研究，为后来的河南基督教史研究

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起了重要的铺垫作用。

二、1979年——1994年：一枝独秀的教案研究

在度过了二十多年的研究空白期之后，河南基督教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

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可以说是对上一时期研究的衔接，主要集中在对教案的讨

论上。主要研究文章有张连波、张九州《二十世纪初河南人民的反洋教斗争》，1虞

和平《从河南教案看民国后中国官民对洋教态度和教案性质的变化》，2柴俊青《南

阳教案与近代首座教会圩寨的出现》，3赵树好《南阳还堂案述评》，4柴俊青《近

代外国天主教会在河南活动述略》。5上述文章主要围绕发生在近代河南的教案展

开研究，特别是南阳教案具有典型的意义。

发生在河南的教案过去很少受到关注，通过这一时期对近代河南历史上的典

型教案的研究，突出了河南教案的特点，同时也是对教案史研究的促进。

三、1995年以来的研究：研究方向多元化趋势的出现

1995年以来的河南基督教史研究可以说是硕果累累。与上一时期侧重于天主

教的研究相比，这一时期侧重于对基督教新教的研究。研究涵盖传教士人物，教

会医疗事业和教案，更重要的是相关论著的出版。

(一)相关著作的出版

这一时期河南基督教史研究的最大亮点是相关论著的出版。1995年，由山东

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宋家珩主编的《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6出版，这本书是第一

部研究关于河南基督教史的著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开拓意义。该书从研究中加关

1张连波、张九州：<二十世纪初河南人民的反洋教斗争》，《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l期。
2虞和平：《从河南教案看民国后中国官民对洋教态度和教案性质的变化》，《贵州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3柴俊青：《南阳教案与近代首座教会圩寨的出现》，《史学月刊》1992年第5期．
4赵树好：《南阳还堂案述评》，《黄淮学刊》1993年第2期。
5柴俊青：《近代外国天主教会在河南活动述》，《殷都学刊》1994年第l期。

6宋家珩主编，李巍副主编：《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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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角度入手，从文化交流的层面来叙述加拿大传教士在近代河南产生的社会影

响，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该书对加拿大传教士在河南的社会活动研究全面而具

体，涉及了教会教育、医疗事业、慈善事业等社会活动的研究和教会著名传教士

的研究，为这一时期的河南基督教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具有重要的启发作

用。可以说是这本书引导了这一时期的河南基督教史研究，促进了河南基督教史

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2003年，齐小新著《口述历史分析——中国近代史上的美国传教士》1出版。

该书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路德神学院收藏的一批美国传教士留下的口述

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结合一系列路德教会在20世纪上半叶的出版刊物和中国国内

的部分史料，对1890年——1950年这一时期美国路德宗传教士在河南传教活动

的兴衰进行了考察，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美文化展开了横向

文化比较。

(二)对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

关于教会医疗事业研究的文章有毛光骅《基督教在河南省的传播与西方医学

的传入》2和梁润英、王国富《河南省近代医学教育发展概略及启发》。3两篇文章

论述了近代西方医学在河南的传播及基督教会创办的医院和护士学校，并对这些
．}

医院与所属的差会关系作了描述，指出基督教在客观上促进了西方医学在河南的

传播与普及。

(三)对教会人物的研究

关于对教会人物的研究的文章主要有刘志庆、尚海丽《加拿大传教士与安阳》，

4刘志庆《加拿大传教士在安阳四进四出及其影响》，5董延寿《明义士与甲骨文研

究》，6董延寿《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与洛阳文物被盗》。7这些文章主要以《加拿

1齐小新：《口述历史分析一中国近代史上的美国传教士》，北京大学in版社2003年版。
2毛光骅：《基督教在河南的传播与西方医学的传入》，《中华医史杂志》1995年第4期。
3梁润英、王国富：《河南省近代医学教育发展概略及启发》，《中华医史杂志》1999年第1期。

4刘志庆、尚海丽：《加拿大传教士与安阳》，《殷都学刊》1999年第l期。
5刘志庆：《加拿大传教上在安阳四进口q出及其影响》，《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4期。
6董延寿：《明义士与甲骨文研究》，《中州学刊》2005年第6期。

7董延寿：《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与洛阳文物被盗》，‘中原文物》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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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传教士在中国》一书中关于对传教士的研究为主要线索，研究人物也局限于加

拿大圣公会在河南开展传教活动的加拿大传教士。

(四)对教案的研究

这一时期关于教案的研究力度大为减弱。文章只有郭超《近代西方教会势力

在驻马店地区的渗透及人民的反抗斗争》1一篇。该文在方法和内容上都是对上一

时期教案研究的延续。

综观1949年以来的河南基督教史研究，从1949年——1978年的几乎一片空

白，到1979年——1994年对教案研究的逐渐深入，再到1995年以来的多元化研

究，可以说经历了一个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辐射过程。

河南基督教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产生了很多成果，但是也有不足之

处。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大趋势表现在教案研究的势头明显减

弱，“而基督教大学史、基督教与中西文化及专题和区域史这3个方向都有不同程

度的推进。”2与之相比，河南基督教史的研究显得相对滞后。近年来受教会大学

史的研究推动，基督教在华的教育事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也逐渐深入。

河南基督教史在教育领域的研究显得相对薄弱，除了以上的两部著作涉及到传教

士在河南的教育事业研究，迄今为止没有一篇文章对这一领域进行研究。本文力
●．

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对近代开封基督教会创办的教会中学进行深入研究考

察，文章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近代开封教会中学的创立和变迁的历史过程。

2．近代开封教会中学的教学活动。

3．近代开封教会中学的管理。

4．近代开封教会中学的学生运动。

5．近代开封教会中学对近代开封的社会影响。

由于本人学识水平和研究能力有限，加之相关的文字资料已很难找到，文中

对某些问题的论述可能还不够深入。文中提到的年代、各种统计数字以及对某些

’郭超：《近代西方教会势力在驻马店地区的渗透及人民的反抗斗争》，《天中学刊》2000年第4期。
2陶飞噩：《边缘的历史——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版，第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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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描述，有的是根据河南文史资料和开封文史资料上刊登的相关当事人撰写

的文章得来。不准确的地方定会存在，失误和矛盾之处难以避免，敬请各位专家

学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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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创办学校之目的

当今世界流传着三大宗教，即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这三大宗教创立的

历史悠久，在世界传播的范围也很广泛。在中国，这三大宗教与中国本土的宗教

——道教，是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如同提起佛教就让人想起如来佛祖一样，人们

一提及基督教就会想起耶稣，就会想起十字架，就会想起高高耸立的教堂。而基

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历程与其他两种外来宗教佛教、伊斯兰教相比，可谓一波三折。

(一)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概况

基督教在近代以前曾经三次传入中国，关于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的时间，学

术界有许多种说法。就目前已经证实的史料而论，基督教传入中国最早的时间应

该是《大唐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的唐太宗贞观九年，即公元635年。基督教聂

斯托利派主教“阿罗本自中亚携经籍来到唐都长安。’’1第二次是在元朝时期的1293

年，“教宗正式派遣意大利传教士孟特高维诺来华。’’2但是随着元朝的灭亡，基督

教几乎绝迹。这两次基督教在中国的流传并不广泛，逐渐自行湮灭了。3第三次基

督教进入中国的时间是在明朝嘉靖年间，“经十六至十八世纪耶稣会士之努力，天

主教在中国曾一度达成辉煌成果，不仅获得信徒数十万众，且与皇廷及士大夫结

交，对介绍西洋新知及传播中国文化，均有莫大贡献。’’4这次基督教的传入无论

规模还是影响均大大的超出了前两次。但是好景并不长久，“天主教在中国获得暂

1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2晏町佳：《中国天主教》，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年版，序言第l页。

3注：1054年，基督教发生第一次大分裂，正式分为天主教和东正教。1517年，德意志神甫和神学家马丁·路
德领导宗教改革，很多国家和地区与天主教会脱离另立新教。在信仰内容及教务行政上，世界各国天主教

会信奉同一教义，以梵蒂冈教廷为自己的组织中心，以教皇为最高领导，实行“圣统制”和“教阶制”。
新教各教派则不然，新教小接受教皇的领导权，没有自己的权力中心，废除了天主教的教阶制，在教义及

圣事上各教派彼此不同，在教务行政上更是各自为政。各行其事。本文中的基督教一词如无特别说明则涵
盖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

4邵玉铭编：‘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问题》，正中书局1980年版，第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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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稳定，完全是因为皇帝重视北京传教士们的科学知识。"1康熙年间，因“礼

仪之争”，康熙帝下令禁教，随后的雍正、乾隆、嘉庆三朝继续推行禁教政策，基

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遭到沉重打击。自此以后，传教活动由公开转入隐蔽，但是仍

在缓慢发展，“许多外国牧师继续在内地进行活动，迟至十九世纪初还有几所培养

本地牧师的学校。"2到道光十九年(1839年)六月，“根据报告天主教在中国本

部十三个省有活动，欧籍传教士有六十五名，天主教徒约有三十万人。"3

这三次基督教的传播，都是在平等的基础上正常的宗教交流，促进了中西文

化的交流，但是最终基督教并没有像佛教那样在中国扎下根。表面上是罗马教廷

与清政府所谓的“礼仪之争"引发清政府的禁教，但是深层次的原因是基督教没

有完成本土化的进程，没有与中国文化融合。

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传教士看到了重新进入中国的希望。而最终的结果也如传

教士所愿，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城下之盟。随后列强不满既得之利

益，“在法国传教士的出谋划策下，"4清政府和法国签定了不平等的中法《黄埔条

约》，使法国人获得了在五口通商口岸建造教堂的权力，条约中规定：“倘有中国

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5就这样基督教打开

了中国的国门，五口成为了基督教的宣教地，一座座教堂开始建立。与基督教新

教相比，天主教在中国传行的历史悠久，“势力深入内地，信徒众多，新教士的活

动范围大致限于通商口岸附近。枷在以后的战争中，清政府屡战屡败，签订的《天

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传教士获得在中国内地传教置产的

权力。就这样中国一步步的向基督教打开了大门，最后完全向基督教敞开。传教

士们欣喜若狂，不同国家、不同差会的传教士从世界各地蜂拥而至。“传教士们便

渐渐深入中国内地，创立了新住院，开办了许多在条约时代以前所不能兴办的事

1穆启蒙编著，侯景文译：‘中国天主教史》，光启出版社中华民国70年版，第85页。

2费正清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版，第587页。

3裨治文主编：《中国丛报》，1844年11月，第595页。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4年版，第15页。
4顾长声：《传教上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3页。

5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上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2页。
6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9页。

7



业，又把己办的扩大推广。"1在传教士看来，用基督教征服中国将是不久的事情。

一时间，中国的土地上教堂林立，随处可见手拿圣经，胸前佩戴着十字架的传教

士们。

“近代的基督教传播，十字架伴随着军旗和商旗行进，宗教与赤裸裸的侵略

结下了不解之缘。"2使得“中国民众在感情上将基督教和西方殖民主义的强权政

治等同对待。"3“人们发现一种宗教与武力形影不离时，对这种宗教的印象自然

就不同了，而且中国人也实在无法不把基督教和武力胁迫相提并论。慢慢地人们

产生了一种印象，认为如来佛是骑着白象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

过来的。"4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受到了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以至于他们在传教的

过程中做出了大量宗教活动以外的事情。侵占土地、房屋、财产，干预地方政务，

包揽词讼，庇护教民等等事件，本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凡事有因必有果，基

督教在中国传教的“坎坷"历程，在其传入中国时就已经种下了种子。而在以后

长达半个多世纪里，遍布全国各地连绵不断的民教冲突就是这颗种子结成的苦果。

(二)基督教办学之目的

尽管传教士怀着拯救世人于罪恶之中的满腔热情和神圣使命来到中国进行传

教活动，但是“基督教布道团和不平等条约之间的共生关系，”5使得基督教在广

大民众中并不被广泛接受，加之各地爆发的教案更加剧了民众对基督教的反感。

“中国人对救世福音的冷淡态度确实是令福音布道者痛苦的，"6巨大的付出并没

有带来期望中的收获，“因此更多的传教士认识到赤裸裸地讲解教义，散发小册子，

以此来拯救人的灵魂的救灵派主张已经过时了。’’7使得传教士开始探索新的传教

1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87页。
2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9页。

3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二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页．
4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3页。
5(美)杰西·格·卢茨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6(美)杰西·格·卢茨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lO页。
7高时良主编：《中国教会学校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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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于是一些传教士便把目光转向了教育。“教会学校开办之初，无论在沿海，

还是在内地，大多阻力重重，生源亦以穷人子弟为多。"1教会学校在创立之初，就

承担着特殊的使命，“最初之教会学校，实为辅助传道而设，传道者既不能即得成

人之信仰，乃开设学校俾得集孩童于基督教义之影响之下。’’2而事实也证明传教士

的选择是正确的。“他们在就读过程中基本上都信奉上了基督宗教，毕业后大都成

为了宣教人员，或是在教会从事其他服务工作。’’3“基督教教育对于中国教会全部

事业上之特殊贡献，为能应用教育方法，以实现传教之目的。’’4利用学校来传播福

音所取得的效果要远远好于传统的传教方式，教会学校不仅可以帮助培训教会工作

人员，更可以吸引大批学生加入到基督教信仰者的队伍中来。在素有重视教育传统

的中国，教会学校便成了西方传教士能够提供的，又是中国人渴望获得的商品。

教会学校是伴随着基督教的传入而产生和发展的，基督教会在中国经过逐年

不懈的努力，到20世纪20年代时已经建立起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的一套完整

的教育体制。

在这个金字塔结构的三级教育体系中，教会大学教育处于塔尖位置，是教会

教育的精华部分，也成为衡量基督教会在华宣教事业的一项指标，其重要性无庸

置疑。“教会的小学教育一向是基数最大又最不受重视的。甚至连强调教育必须专

业化的人也对此不太重视。’’5教会小学被许多差会视为最佳的传教工场，“这类学

校的主要任务是背诵《圣经》，其教育自身的特点基本上被忽视。"6尽管许多教会

强调指出初级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教育作为一个整体要想获得成功，建立一

个坚定的基础是十分重要的。尽管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具体实施起来却很困难。

1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5页。

2《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报告书》，《中华教育界》，第14卷第8期，上海中华书局1925年。转引自李桂林主
编：《中国现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页。
3章开沅、马敏、朱英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07页。
4《基督教教育之宗旨与精神》，《新教育》，第5卷第一、二期合刊号，1922年8月。转引自李楚材辑：《帝

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一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页。
5Recofds ofthe GeneraJ Con诧rellce oftlle Profes：taflt Mission捌es ofchina held a￡Sh锄g'1ai，May7—20，l 890，

p．457。转引自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页。

6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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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教育要求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要有更高的激情和更强的耐心，最终取得的

成绩却往往和预期的期望值有很大的差距，使得许多人望而却步。

教会中学最初大多是由教会小学升格或合并而产生的。“大多数中学之组织多

系于高等小学上渐渐增加班次而成。"1教会中学经过逐渐的发展，成为了基督教

教育体制的中发育最完备的一部分。20世纪20年代初，基督教教育调查会成员

们视察全国教会教育之后，即呼吁：“中学为教育系统之中坚，下级学校教师之大

部分皆由中学供给之。在全体教育组织中，中学为最稳固最能自立之部分，而入

基督教的专门学校之一大部分良好之学生亦皆由出焉。”2此外，中学生这一特殊

群体也是教会努力争取的对象。相比较于小学生的幼稚和大学生具有独立的思想。

中学生群体有其自身的特点，处于青年时期的中学生，价值观和人生观还没有完

全形成，“其一生重大之问题皆于斯时决定之，如职业之选择，个人习惯及处世态

度之养成，以及其一生之师友学校教堂皆于此时选定，而其信从或舍弃基督教亦

于此时为解决之际也"3。因此，教会中学得到了基督教内部的大力支持，获得了

长足的发展，无论在中学的数量上和中学生的数量上都有很大的增长。1914年，

“国内共有基督教中学一百八十四所，学生一万二千六百九十九人。到了1915

年，学校数目增至二百六十所，学生一万三干三百六十九人。"4截止到1922年，

根据民国十一年全国基督教大会时的报告，在中国开办的教会中学有291所，学

生人数达到15，213人，其中男学生12，644人，女学生2，569人。5

1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会编：‘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8l页。
2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会编：《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79页。

3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会编：《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79页。
4缪秋笙、毕范宇：《中等教育的过去与现在》，《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5卷第4期，1929年12月。转弓
自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03页。

5此数据由《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第378页的《基督教学校及学生数》表格所列数据得来。见‘中国基督
教教育事业》，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378页。以上数字仅足基督教新教的统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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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河南的传播

河南地处中原，为中国之腹地，人口众多，为全国人口稠密的省份之一。加

之地理位置重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在全国各省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基督教自然不会放弃进入河南的尝试。

(一)天主教在河南的传播

早在鸦片战争以前的明清之际，天主教就开始在河南进行布道事业。“万历四

十二年(1613年)天主教传入河南，并在开封等地有所发展。"1但是他们的目的

主要是探寻居住在开封的犹太人。意大利神父艾儒略、郭居静和法国神父金尼阁

等人先后来到开封，建立了教堂，逐步扩大传教范围。后来清政府施行禁教政策，

传教活动中止，不得不由公开转向隐秘。“在清政府禁教的百余年间，一些传教士

仍偷越国境，化妆易服潜入内地，在教徒的掩护下暗中进行传教活动"2。这些零

星的信徒主要分布在南阳的靳岗寨、林县的田家井和鹿邑县的君武庄。而在此之

前河南并没有成立单独的教区，一直处在南京教区的管辖之下。

鸦片战争以后，天主教的传教活动由地下转向公开。“1843年，意大利米兰

外方传教会入河南卫辉府传天主教。"3是年，“河南的教民已达两千多人。’’4随着

教务开展的需要，1844年罗马教廷将河南成立一个独立的教区——河南教区，以

便于管理。法国遣使会传教士安若望·巴都为河南教区的首任主教，并主持河南

教务。安巴都想在南阳城内传教，并指认城内的江浙会馆是天主堂旧址，要求清

政府返还，但是遭到南阳绅民的强烈反对，这就是“南阳还堂事件"。在返还未果

的情况下，安巴都将教堂设在南阳靳岗。“从1844年清政府指定一块区域让传教

1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纂，邵文杰总纂：‘河南省志》第九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7页。
2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纂，邵文杰总纂：《河南省志》第九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9页。

3陈传海、徐有礼编：《河南现代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4王天奖：《河南辛亥革命史事长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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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建立自己的教堂始，很快就有2000名当地民众成了教堂的常客。’’11863年，

意大利米兰外方传教会准备在中国开辟新教区。当时，法国遣使会正准备放弃河

南，以便集中力量到别的教区传教。于是1868年意大利米兰外方传教会接替法国

遣使会负责河南教务。自此以后还有一些天主教差会陆续来到河南开展宣教事业。

这些来豫的天主教差会中，有的是初次到来，有的则是故地重游。“奥斯定会传教

士经过了一百多年的间断之后，又于1879年回到了河南。"2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天主教在河南发展迅速，传教区域不断扩大，教民

也日渐增多，为了便于传教，教区不断的调整增加。“一千八百八十二年，教皇良

(利奥)第十三分全省教务为南北二境。以黄河为中界，于是有南北二境主教。’’

3“南境总堂在南阳府靳岗，地方所属教友一万三百人。"4北境总堂在卫辉府，“管

理二十五州县教务。’’5进入20世纪以后，河南南境又分出西境的郑州教区和东境

的开封教区。6到1936年，河南教区由原来的一分为二，再分为四，最后形成南

阳、卫辉、郑州、开封、信阳、归德、洛阳、驻马店、新乡等九个教区。

1(美)张信著，岳谦厚、张玮译：‘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之演变——国家与河南地方精英1900—1937》，
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6页。

2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290页。
3李杖：《拳祸记》下编，上海七山湾印书馆光绪三十一年版，第439页。

4李杖：《拳祸记》下编，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光绪三十一年版，第439页．
5李杖：《拳祸记》下编，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光绪三十一年版，第452页。
61906年何安业在河南西部成立监牧区，最初以襄城为中心，辖郑州、洛阳、许昌、临汝、新郑、密县、禹

县等八个县市。1911年教廷将之升格为代牧区，教务中心由襄城移往郑州，何安业担任首任主教；开封教
区于1916年设立，谭维新担任首任主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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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河南天主教九教区分布表

教区 创建
所属教会 历任主教 教区所辖范围

名称 时间

安西满(意大利1874—1904)
南 同治 意大利 何安业(意大利1905—19lO) 南阳、邓县、新野、内乡、
阳 十三年 米兰外方 谭维新(意大利1911一1916) 镇平、南召、淅川、唐河、
教
区 1874年 传教会 包海容(意大利1917-1938) 方城

梅先春(意大利1938—1954)

卫 光绪 意大利
司德望(意大利1882—1902) 汲县、延津、滑县、辉县、

辉
八年 米兰外方

梅占魁(意大利1903一1920) 浚县、淇县、内黄、汤阴、
教 林栋臣(意大利192l—1944) 林县、安阳、临漳、武安、
区 1882年 传教会

祈济公(意大利1945一1953) 涉县

郑 光绪
意大利 贾师谊(意大利1906一1940) 郑县、新郑、密县、广武、

州 三十二 阚 (意大利1941一1945 荥阳、汜水、许昌、郾城、
教 在 巴尔玛外

代理主教) 禹县、临颖、襄县、郏县、
方传教会区 1906年 丁玉守(意大利1946—1952) 宝丰、鲁山、临汝、长葛

谭维新(意大利 1916_1940) 开封、中牟、尉氏、陈留、
开 意大利 毕性和(意大利 194卜1941) 通许、太康、杞县、民权、
封
教 1916年 米兰外方 罗克信(意大利1942—1946 睢县、鹿邑、淮阳、兰封、

区 传教会 代理主教) 考城、商水、伊川、鄢陵、
阳霖(意大利1947一1951) 扶沟、西华

信 法来威(德国1927一1933)
信阳、罗山、潢川、息县、

阳 1927年
德国 商城、同始、上蔡、新蔡、

教 圣言会
史陪禄(德国 1933一1941) 沈丘、项城、光山、汝南、

区 张维笃(中国1942一1951)
正阳

归 1928年 西班牙
陈明理(西班牙1928—1942) 商丘、虞城、永城、夏邑、

区德 重整奥斯
教 定会

贵达义(西班牙1944—1951) 柘城、宁陵

洛 意大利
洛阳、巩县、偃师、伊川、

阳 1929年 登封、嵩县、渑池、孟津、
教 巴尔玛外 巴友仁(意大利 1930—1952)

灵宝、阌乡、卢氏、陕县、
区 方传教会

伊阳、洛宁、宜阳、新安

驻
马 1933年

由中国籍
王基之(中国1933一1938) 确山、遂平、西平、叶县、

店 神职人员
教 主持教务

袁克治(中国 193卜1951) 舞阳、桐柏、泌阳

区

新 新乡、获嘉、沁阳、温县、
乡 1936年

德国圣
教 言会

米干(美国193卜1948) 孟县、修武、武陟、原武、

区 阳武、博爱、济源、封丘

注：在河南教区未分区时南阳教区一直作为河南主教区存在。历任主教分别是：安巴都(法国1844一
1865)，贺安德烈(法国1865一1868)，白安德烈(法国1868-1869)，安两满(186卜1874)。

资料来源：本表制作参考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纂，邵文杰总纂：《河南省志》第九卷，河南人
民出版社1994年版：罗渔：《中国天主教河南省天主教史》，台湾辅仁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刘志庆：《近

代天主教在河南九个教区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天主教》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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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督教新教在河南的传播

与天主教相比，基督教新教进入河南的步伐要慢了很多，基督教新教进入河

南是发生在近代的事。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并没有马上进尺河南，据《中华归

主》记载：“本省农民居多，性极守旧，拘墟固陋，变化实难；且忿怒时形于色，

尤有北方强悍之风。⋯⋯昔年排斥西人之举动最烈。"11884年以前，河南省没有

固定的宣教事业，“耶稣教会之入本省，始于前清光绪十年(西历一八八四年)，

是年有内地会在周家口开始宣教。"2“第一个进入河南的基督教会是英人戴德生

所创办的内地会。’’3戴德生非常重视河南，认为河南是中国的心脏。于是，“戴德

生分两路派人进入河南传教：一是豫东商埠周口镇，水路可直通上海；二是豫西

南商埠赊旗镇，水路发达，交通便利。’’4并于1884年在周家口开始宣教工作，“因

本省民性反对甚烈，故发展弥迟。一5因此，在此后的十年间，一直是内地会在河

南省独立开展宣教事业。直到1894年，加拿大长老会传入豫北彰德府(安阳)，

四年后(1898年)，美国路德会进入信阳、驻马店确山，设立教堂开始宣教事业。

1899年，内地会系统之瑞华会在河南西北部的新安开展宣教工作。“当时外国宣

教师在本省极难获得立足之地，在大城市中更难。因此，宣教师不得不暂住于偏

僻地区以应付各方面的攻击，耐心等待开展工作的机会。’’6基督教在河南采取的

传教策略是先在豫东、豫南较偏僻的城镇立足，然后逐渐进入河南腹地。

基督新教采取的策略是正确而富有成效的，经过20世纪初的20年的发展，

各差会的宣教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截止到1920年，“本省一百零八县中仅二

县无基督教受餐信徒。’’7在这些新教的差会中，加拿大长老会发展尤为迅速。“1923

1中华续行委员会编，蔡永春、文庸等译：<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l—1920)》，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85年版，第183一184页。
2白眉初：《鲁豫晋三省志》，世界书局1925年版，第134页。
3曾友山：《河南基督教沿革述略》，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南文史资料》第17辑，河南
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页。

4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纂，邵文杰总纂：<河南省志》第九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4页。
5白眉初：《鲁豫晋三省志》，世界书局1925年版，第134页。

6中华续行委员会编，蔡永春、文庸等译：《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l—1920)》，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85年版，第184页。

7中华续行委员会编，蔡永春、文庸等译：《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l—1920)》。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85年版，第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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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河南主教区的加拿大传教士已达30人，其中男性：主教1人，牧师5人，教

师2人，医生1人；女性：医生2人，护士4人，教师3人，布道员4人，已婚

妇女8人。中国职员共170人，其中男性：牧师4人，教士9人，读经员10人，

售经员2人，医生1人，护士1人，实习护士6人，教师86；女性：布道员10

人，医生1人，护士1人，实习护士5人，教师34人。教徒达到923人，慕道友

759人。幼稚园1所，学生20人，初小30所，男生894人，女生500人；高小

10所，男生332人，女生41人；中学3所，男生318人，女生16人；孤儿院1

所，孤儿68人。主日学校12所，男生283人，女生94人。"1

表二：河南基督教新教分布表

传入 所属
教会名称 创立人 分布范围

时间 国籍
林县、汤阴、内黄、安阳县、汲

长老会
古约翰夫妇、史 县、新乡县、滑县、浚县、淇县、

1894 雅各夫妇、季理 加拿大 获嘉、辉县、封丘、延津、原阳、
裴夫妇、罗威廉 沁阳、修武、博爱、武陟、济源、

温县、孟县、
鲁山、镇平、南阳、渐川、南召、
内乡、鹿邑、商丘、睢县、柘城、
宁陵、郑州、偃师、洛阳、临汝、

信义会2 挪威 郏县、宝丰、许昌、孟津、伊阳、
1898

美国 登封、长葛、禹县、信阳、遂平、
汝南、正阳、确山、邓县、唐河、
新野、固始、潢川、息县、罗山、
光山
开封、扶沟、通许、太康、鄢陵、

内地会3
鲍威尔

澳大
中牟、漯河、临颖、襄城、西平、

1899 金恩斯 利亚
叶县、舞阳、周口、淮阳、西华、

瑞典 沈丘、项城、上蔡、方城、赊旗、
戴存义 唐河、潢川、洛阳、宜阳、嵩县、

英国
新安、伊川、卢氏、灵宝、洛宁、
渑池、阌乡

雅普尔顿夫妇(即 郑州、开封、杞县、陈留、开封
循礼会 1907 美国

安培生夫妇) 县、广武、封丘

1《Report ofBoard ofM锄姆锄ent M·S·C·C．to me GcrIeml S”od，1924》，P79。转引自宋家珩主编，
李巍副主编：《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2注：河南信义会属挪威和美国差会。据《中华归主》记载最早来河南的是美国差会，即美国路德会，后来
属于豫鄂信义会的一部分。信义会分布在湖北、陕西、河南3省。在河南境内的组织有豫鄂陕信义会、豫鄂

信义会、豫中信义会、豫东信义会。
3注：内地会系欧美基督教会专门面向中国布道的跨宗派的几个教会宗派联合的大布道团。由英国传教士戴

德生于1865年6月创立，总部设在伦敦。1866年进入中国，并于1872年设立I二海总部。该组织的特点是
跨宗派、中国化、重福音。组织内部由德国女公会、女执事会、自由会、德华盟会、瑞典圣信会、立本责信
义会、挪威会、挪华盟会、北美挪威会、瑞华会、瑞华盟会等差会组成。在河南境内活动的传教士主要属于

瑞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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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德恩夫妇
郑州、开封、商丘、新郑、密县、

浸信会 1908 施爱理夫妇 美国
巩县、荥阳、杞县、开封县、通
许、尉氏、鄢陵、滑县、中牟、

童圣智
夏邑、柘城、。j。陵、鹿邑、永城、
郑州、漯河、周口、安阳、驻马

基督复临 店、济源、新乡、南阳、汝南、

安息日会
1908 米勒尔 美国 舞阳、新蔡、西华、项城、叶县、

上蔡、泌阳、
方城、郾城

圣公会 开封、商丘、郑州、洛阳、新乡、
1910 怀履光 加拿大 兰考、睢县、夏邑、柘城、虞城、

永城
清洁会 濮阳、滑县、长垣、清丰、南乐、

1910 薄清洁 美国
开封

神召会 1915 谭守司 德国 驻马店、确山、新乡
1930 实马义 美国

真耶稣教会 魏以撒 上蔡、漯河、开封、周口、南阳、
1922 中国 方城

(魏保罗)

耶稣家庭 姜国慈 开封、唐河、扶沟、叶县、通许、
1938 中国

侯圣福 温县
中华基督

1905 包志理 波兰
兰考、宁陵、虞城、民权

教福音会
中国基督教 夏邑
夏邑教会

1912 谷约翰 德国

中国耶稣教会 1938 王福音 中国 开封

圣洁会 刘光 睢县
1937 中国

周维同
中华自立会 开封、郑州、驻马店、周口、南

1922 郭正先 中国
阳、漯河、新乡

中华基督教会 1944 王福音 中国 开封

新祭．垦瞀教会 新蔡
1932 王华国 中国

鲁山基督教 鲁山
召会

1942 吴宗三 中国

中国基督教会 开封
1942 胡彼得 中国

中国基督教 开封
福音堂

1946 中国

资料来源：此表制作参考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纂，邵文杰总纂：《河南省志》第九卷，河南人

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华续行委员会编，蔡永春、文庸等译：《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l—192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曾友山：《河南基督教沿革述略》，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河南文史资料》第17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一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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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督教在近代开封的传播

开封作为近代河南省的省会城市，是河南省的政治、文化中心。因此，基督

教新教各个差会都希望进入开封开展宣教事业。但是开封排外之风极盛，传教士

几次欲进入开封城内都被守城的满洲旗兵拒之门外，“开封为全国最后一个开放为

基督教宣教区的城市。"1在基督新教传教士的多方努力之下，“至一九。二年，始

得传教于开封城内。"z

1894年，加拿大长老会传入安阳之后的第二年，长老会的领袖古约翰就要在

开封设立教堂。与此同时，内地会也在争取进入开封。“1895年到1898年是长老

会与内地会争夺开封的时间。"3这三年里，长老会与内地会的传教士不断的要求

入城，但都被守城的旗兵拒绝说：“不让洋鬼子进城。”古约翰将开封的五个城门

转了个遍，结果还是进不了城。由于传教士来的次数多了，内地会的传教士鲍威

尔终于随着人流混进了城，并且在城内过了一夜。由于城内的旅店不敢收留外国

人住宿，鲍威尔就在“宝兴斋"酱果店买了些咸菜，得以在店铺里过夜。第二天，

人们知道“宝兴斋"留了外国人住宿，“街上的蓝袍绅士们(清秀才称蓝袍绅士)

号召群众把那点心铺捣毁，将家具箱笼等物，堆在街门焚烧，声言：‘谁再留洋鬼

子住，就烧谁的房子。M 4直到1902年，内地会的传教士进京领了圣旨才得以堂

而皇之的进入开封，租得房子正式建立总堂，开始宣教事业。

自此以后，不同教会的传教士开始络绎不绝的来到开封。“1907年，雅普尔

顿牧师及夫人代表循礼会进入开封，"5而浸信会在开封的宣教事业是“施爱理牧

师夫妇自一九零八年在这里开辟的。"6l 909年，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进入开封建

立传教区，不久即被任命为河南主教。在怀履光的积极努力下，圣公会在开封建

1中华续行委员会编，蔡永春、文庸等译：‘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l—1920)》，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85年版，第184页。
2白眉初：《鲁豫晋三省志》，世界书局1925年版，第134页。

3曾友山：《河南基督教沿革述略》，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南文史资料》第17期，河南
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页。

4武奇云遗稿：《内地会在汴简史》，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10辑，
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1990年版，第140页。

5中华续行委员会编，蔡永春、文庸等译：《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l—1920)》，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85年版，第184页。
6吴立乐等编：《浸会在华布道百年史略》，中华浸会书局民国25年版，第6页。

17



立了“三一’’大教堂，并建立了圣安德烈中学、圣玛丽亚女子中学和保生堂孤儿

院，为加拿大圣公会奠定了宣教事业的基础。

与基督新教相比，天主教进入开封的时间要晚一些。1902年，天主教河南南

境教区主教何安业派谭维新神父在中国神父时慎修的陪同下来开封要求恢复天主

教会。在时慎修神父的多方奔走之下，1905年在开封市袁炕沿街路东购买民宅一

所，后改为教堂。“天主教会从此在开封予以恢复。”1在天主教在开封恢复的最初

几年，“市内教徒仅有何(即何春明主教的父母兄长一家)、于(修女于贞洁一家)、

徐、李等六七家，男女老幼仅五六十人。"2

基督教在开封得以顺利的开展宣教事业，发展比较迅速，在民国成立以前共建有

教堂四座。民国以后发展尤为迅速。在民国元年到民国五年的五年时间内，就建立了

五座教堂。截止到1936年，开封已有教堂十四座，传教士50人，信徒2，999人。3

表三：基督教在开封传播概况表

教 所属国籍

堂
美国 中国 英国 意国 合计

数

量 6 4 3 l 14

传 男传教士 女传教士 合计

教

士 24 26 50

信 男信徒 女信徒 合计

徒
1．484 1．515 2．999

教堂 民元以前 民国元年 民国六年 民国十一 民国十六 民国二十

成立 至民国五 至民国十 年至民国 年至民国 一年至现

时间 年 年 十五年 二十年 在

4 5 1 4

资料来源：《河南省各县教堂概况统计表》，‘河南统计月报》第三卷第一期，1937年，第52页。

1孟紫坪：《开封天主教概述》，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10辑，政协

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dj版1990年版，第45页。
2孟紫坪：《开封天主教概述》，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10辑，政协
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1990年版，第45页。

3详情见本页表三：基督教在开封传播概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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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代开封教会中学的发展历程

在普通民众看来，无论在哪个地区，只要有传教活动的存在，“教堂、学校、

医院总是构成三位一体的。’’1当传教士在开封扎稳脚跟以后，为了配合宣教事业，

教会学校于是就应需而生了。在近代开封的历史上，自1909年第一所教会中学济

汴中学成立，到1953年开封市人民政府将其全部接收改造成为公立中学。开封的

教会中学经历了初创、繁荣、调整、动荡、恢复和改造五个时期。

(一)190卜1 915：开封教会中学的初创时期

美国浸礼会在1908年进入开封开展宣教事业之后的第二年，即由施爱理创办

了一所中学，“欲宏施真道实学于汴省，故定名济汴学校。"21912年，加拿大圣

公会传教士怀履光创办了第二所教会中学，因怀履光‘‘适于圣安德烈日就会督职，"

3于是定校名为圣安德烈中学。

当时开封近代学校的发展刚处于起步阶段，“当时风气不开，思心守旧。’’4“而

公立学校尚属寥若晨星，"5“在许多学堂中，所教所学者仍然是孔孟儒学，很少

甚至根本没有新学。"6由于教会中学采取的是西方的教育模式，注重学生的德智

体全面发展，其教学方法与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相比，具有很大的优势和先进性。

加上学校为了招揽生源，采取了一系列的优惠措施。对一些家境贫寒的学生实行

免费的政策。这一策略很快就在那些想读书又交不起学费的家庭中起到了作用，

1高时良主编：《中国教会学校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舛年版，第216页。

2《开封济汴学校I司学录》，开封市档案馆藏，旧政权档案，全宗号；旧4，目录号：2，案卷号：68，1921
年，第16页。
3《私立豫中中学同学录》，开封市档案馆藏，旧政权档案，全宗号：旧3，目录号：l，案卷号：37l，1937

年，第5页。
4王天奖：《河南辛亥革命史事长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9页。

5《私立豫中中学同学录》，开封市档案馆藏，旧政权档案，全宗号：旧3，目录号：l，案卷号：37l，1937
年，第5页。

6王天奖：《河南辛亥革命史事长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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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人利其无学费，不限资格，乃争趋之。"1

随后，施育女中与圣玛丽亚女中相继建成，教会中学的实力得到进一步的扩

充。这一时期的教会中学由于起点高，又有教会的财力支持，学校的规模比较大，

学校设施完备，很快就在开封教育界崭露头角，取得了一席之地。

(二)1916—1924：开封教会中学的繁荣时期

教会中学在度过了初创时期之后，很快就迎来了发展的繁荣时期，当时开封

的私立学校，除中州公学外，只有济汴中学、圣安德烈中学、圣玛丽亚女中与施

育女中。“公立学校亦只有优级师范学校、省立第一中学、省立第二中学和留学欧

美预备学校。"2据当时的报纸记载：“豫省外人所办学校，势力至大。¨最著名者，

为圣安德烈、圣玛丽亚、济汴、施育等校。“男女学生不下一千六七百人。"4教会

中学无论在学校数量上，还是在学校规模和学生人数上，与公立学校相比都有比

较大的优势。济汴中学和圣安德烈中学是当时中学里的佼佼者，“号称开封两大洋

学。”5“教会中学培养的学生也是非常优秀的，圣安德烈中学参加校外体育学术

各项竞赛者莫不获优致胜。"6

另一方面，教会中学在女子教育方面也占有很大的优势。“河南女子教育，向

不发达，于教会所办一二女校及各县有名无实之学校不计外，关于女子中等教育，

尤属寥寥。"7而教会中学在女子中等教育方面走在了前列，显得鹤立鸡群。在当

时的社会环境下，女子鲜有受教育的机会，教会女子中学的创立为女孩子提供了

受教育的机会。

1《豫省收回教育权之进行》，《教育杂志》，1925年17卷第9期。
2吴筠盘：《解放前开封私立学校综述》，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3

辑，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1986年版，第77页。
3《豫省收同教育权之进行》，《教育杂志》，1925年17卷第9期。

4《豫省收【口J教育权之进行》，《教育杂志》，1925年17卷第9期。
5吴筠盘遗稿：《解放前开封私立学校综述》，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
第3辑，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1986年版，第“页。

6《开封私立济汴中学校同学录》，开封市档案馆藏，旧政权档案，全宗号：旧3，目录号：l，案卷号：44l，
1937年，第5页。

7《河南女了教育》，《教育杂志》，1924年16卷第9期。



开封教会中学的繁荣景象之下其实潜伏着危机，“教会学校产生于中国的模

式，影响了他们的早期历史，并导致了他们与中国的传统的教育的分离。"1由于

学校过分的注重宗教教育，加之1922年以来国内兴起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加剧了

人们对教会学校的不满和批判。为改善这样的不利局面，教会学校也开始了自我

调适，在学校管理方面做了调整。在这方面做的比较积极的是圣安德烈中学，1922

年北京国民政府颁行“壬戌学制’’2不久，圣安德烈中学就在其通告书中写到：“本

校为适应潮流起见，已于一九二三年秋季采用教育部公布之新学制，⋯⋯对于教

会学生所轻视之国文，尤特别注意。"3“该校就原有的预科和选科改为三·三制

初、高中并设的完全中学，课程按照三·三制中学规定的科目时数安排的，取消

了圣道课。但英语仍较其他中学被重视。’’4学校的自我调整只是掩盖了表面的危

机。1924年逐渐兴起的收回教育权运动，使得教会学校面临着越来越严峻地社会

环境。1924年lO月15日，全国教育联合会第十届年会在开封召开，大会表决通

过了《取缔外人在国内办理教育事业案》和《学校内不得传布宗教案》两项议案，

矛头直指教会学校。教联会召开后不久，济汴中学就爆发了“济汴学潮。"5

“济汴学潮"的发生只是一个开始，但是却给开封的教会中学敲响了警钟。

学潮过后，济汴中学也顺应时势进行了学制改革，在1925年的招生简章里写到，

“本校实行三三学制，即初级中学三年，高级中学三年。’’6在随后的时间里，由

于民族危机的加深、民族主义的高涨和国内北伐战争的爆发，这一系列因素终于

引发了潜藏在教会中学内部的矛盾以及教会中学与社会的矛盾。

1(美)杰西·格·卢茨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
2 1912年9月3日，教育部公布壬子学制，规定初等教育七年(初小四年为义务教育、高小三年)，中学四年，

大学预科三年，本科三趸四年，共十八年。1922年11月1日，教育部公布壬戌学制，规定小学六年(其中初

小四年为义务教育)，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实行普通、师范、职业分科制)，大专四年，大学四至六年，大学
院则不确定。

3《开封圣公会圣安德烈学校通告书》，《圣安德烈中学同学会汇刊》第二册，开封市图书馆历史文献室地方
期刊，图书号G1／3，1924年。

4吴筠盘：《解放前开封私立学校综述》，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3辑，
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1986年版，第77页。
5具体内容见后文第49一_51页“济汴学潮。”

o《济汴中学I司学录》，开封市档案馆馆藏，旧政权档案，全宗号：旧3，目录号：l，案卷号：440，1925年，
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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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2卜1937：开封教会中学的调整改革时期

开封教会中学的繁荣并没有持续很久，基督教中学的强制性宗教性教育日渐

引起学校学生的反感和社会各界的不满。随着五卅运动的爆发，中国民众民族主

义的高涨，加之五卅运动时期教会学校当局的不恰当的压制措施，更激发了教会

学校学生的爱国热情，日积月累下的重重矛盾在此刻彻底爆发。教会中校的学生

冲破学校的重重阻挠，加入到运动中去。运动过后，很多学生不满教会学校的所

作所为，纷纷退学，转投其他学校，天主教会的培文学院、华美女校等教会中学

相继关闭。“圣公会创立的圣安德烈学校、圣玛丽亚女中，浸礼会设立之济汴中学

和施育女校，亦相继停课、停办。"1同年秋天，圣安德烈学校、圣玛丽亚女中、

济汴中学和施育女校重新招生，但是情况己非运动之前可以相比，报考人数已大

为缩减。

然而祸不单行，1927年这一年之中，“时局变迁，最为急剧，其影响于教育

者，最为显著。"2尚未摆脱五卅运动反帝浪潮的教会中学又受到北伐战争和随之

而来的军阀混战的沉重打击，使得教会学校的情况更是雪上加霜。部分传教士撤

离河南，许多学校被迫关闭。在关闭期间，圣安德烈中学的学校设施遭到破坏，

学校的图书仪器被盗窃一空，“校具教具毁灭殆尽，校舍更为军医院所盘据，宿舍

教室俨然营房。’’3学校不得不第二次关闭，圣玛丽亚女中也于同年关闭。受此多

重打击，教会学校当局不得不调整策略，以求生存。

首先要做的就是向国民政府立案。对于是否向政府立案，教会中学内部一直

存在分歧。学校的大多数学生为了出路问题都希望学校备案，一部分教职员也都

希望学校备案。学校当局则迟迟不履行备案手续，他们有他们的担忧，怕备案以

后多少要受些限制，没有不备案自由。面对同样的情况，不同的学校做出了不同

1闵锋：《民主革命时期开封教师的斗争》，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12
辑，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1992年版，第95页。
2王绍宣：《十六年的河南教育之同顾》，《河南教育周报》，第14一16期，1927一1928年。转引自河南省教育
志编辑室编：《河南教育资料汇编》民国部分，河南犬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3《开封私立豫中中学校问学录》，开封市档案馆藏，旧政权档案，全宗号：旧3，目录号；l，案卷号：371，
1937年，第5页。



的选择。施育女子中学校长明国英坚决抵制，“将校名改为施育妇女圣经学校以维

持现状。"11930年，圣安德烈中学和圣玛丽亚女中合并，改名为私立豫中中学。

“先成立校董会以魏亦亨为校长，呈请河南教育厅批准立案，一九三三年增设高

中班，成为完全中学。’’2济汴中学全体师生在教师李洁庵、周子明的领导下，与

美国传教士进行了曲折复杂的斗争，在美国教会方面撤销对学校的人事和经济援

助的情况下，又顶住了美国教会的百般刁难，“终于一九三一年八月将立案手续进

行完毕，一九三二年正式得到河南省教育厅批准立案。’’3为了学校的生存与发展，

教会中学陆续向河南教育厅备案，按照规定，学校名称“不得以省市县等地名为

校名并必须冠以私立二字，"4以示与公立学校的区别。

其次是学校管理层的改革。外籍校长逐渐退居幕后，任命中国教员担任校长。

这是学校向政府立案的一个先决条件，教育部私立学校规程规定：“外国人设立之

私立中等以上学校须以中国人充任校长。”5而且在五卅运动中外籍校长的拙劣表

现和中国教员在事后处理的出色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教员在能力上并不

次于外国教员，而且中国人担任校长在感情上更容易被国人接受。在与政府打交

道方面，中国教师也有着先天的便利条件，更容易为学校争取到利益，有利于学

校的发展。济汴中学在向河南省教育厅立案以后，“全校师生艰苦建校，曾获得河

南省教育厅一等奖金。连年扩充，学生达八百余名，从此每年由河南省教育厅补

助经费两千元。"6

再次是改革学校的课程设置。课程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实行国民政府的新学制

和压缩宗教教育。圣经课不再是必修的课程，“教育成了学校的主要目的，传播福

’赵圣城；《浸礼会开封小区情况》，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10辑，

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1990年版，第132页。
2陈万瑞：《漫谈解放前的河南中华圣公会》，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
4辑，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i}{版1986年版，第122页。

3河南省教育志编辑室编：《河南教育资料汇编》民国部分，河南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79页。
4徐白齐编：《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745页。
5徐白齐编：《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744页。

o吴筠盘遗稿：《解放前开封私立学校综述》，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

3辑，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1986年版，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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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只能在政府控制的教学计划所容许的范围内进行。"1豫中中学向政府立案以后，

“课程取消了圣道课，校内停止一切宗教仪式，星期天师生自由到外礼拜堂参加礼

拜。”2

而教会中学立案以后，宗教空气逐渐淡薄，校长不限教会牧师充任，教职员

主要根据教学需要聘请，不限信徒。尽管仍处于差会的控制之下，但是获得了社

会的信任和政府的资助。为学校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是教会的繁荣

时期已经过去，教会中学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开始了世俗化的道路。

(四)1938—1944：开封教会中学的动荡时期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开始大规模入侵中国。时局日益恶化，外

国传教士中的一部分已经开始着手准备返回国内的事宜。开封教会中学的日常教

学活动因此也受到影响。豫中中学于12月初提前放假，并再一次宣布学校停办。

为防止日军飞机的轰炸，各教会都在房顶上画了各“差会"国家的国徽。“圣公会

所属教会和学校，画了英国的国徽，内地会也画了英国的国徽，所有浸礼会、循

礼会、信义会、基督教青年会都画了美国的国徽，都亮出了差会的国家。’’3

1938年，开封沦陷，日本侵略军到处烧杀掠夺，大部分居民外逃以保全性命，

在这烽火连天，性命朝不保夕的动荡岁月里，开封大部分学校都宣布停办，-济汴

中学则迁至洛阳洛宁县，继续坚持办学。豫中中学被日军占据，“开办伪铁路学校，

经过七年，学校的校具、仪器、图书又一度丧失净尽。"4

天主教在这一时期办起“难民收容所"，无论是否信教均可收容，一时间前来

避难的人接近两干人。“因人数日增，即将己停课的静宜女中及光豫中学两校均改

1(美)杰西·格·卢茨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48页。

2王萍舟：《回忆豫中中学》，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12辑，政协开封市
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1992年版，第80—8l页。

3程耿光：《同伪时期开封基督教会》，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10辑，
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1990年版，第155页。
4王萍舟：《|口|忆豫中中学》，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12辑，政协开封市

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1992年版，第80页．



为收容难民的地址。并派有意大利籍神父主持以阻止日本侵略军的进入。’’1在收

容期间，教会积极进行传教活动，吸引大量的难民入教。“在此期间领洗入教者达

百分之七十左右，以妇女儿童为多。”2在难民离去之后，静宜女中在意大利传教士

的保护下，继续办学。由于战局的变化，1943年9月静宜女中被日军封闭而停课，

在教会与日军的努力交涉之下，“静宜女中在停课达三四个月以后才又复课。"3静

宜女中虽然在教会的保护下得以艰难的继续办学，但是要接受日伪政权的监督，

按照日伪政权的要求给学生灌输奴化思想。

1941年夏，光豫中学进行了复校的努力和尝试，“当时本拟从外县各地招收

一些教友的孩子来开封培养成初中程度。⋯⋯但经过招收学生，从尉氏、杞县、

兰封、扶沟、睢县、鹿邑等地的本堂神父推荐来的只有二十余名。一4学校就这样

开学了，到了1941年寒假，因招收学生不够班级，经费不足，加之也不够批准开

学的条件得不到伪政府教育部门的批示，只得停办。

在这八年时间里，教会中学的发展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许多中学的教学活动

长时间中断，学校的教学设施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尽管一些中学为维持教学而做

了很大的努力，如济汴中学迁往洛阳的洛宁县以“济汴中学洛宁部"的名义继续

办学，真光中学的复校努力。但是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整个国家尚且在遭受战

争的摧残，教会中学更是难以把握自身的命运。

(五)1945—1953：开封教会中学的恢复与改造时期

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外国传教士纷纷从国外回来，重新恢复宣教

事业。教会学校也开始恢复与重建工作。济汴中学从洛宁回到原校址继续办学。

1孟紫坪：《开封市天主教会概述》，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lO辑，
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1990年版，第55页。

2孟紫坪：《开封市天主教会概述》，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10辑，
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1990年版，第55页。
3孟紫坪：《开封市天主教会概述》，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lO辑，

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1990年版，第59页。
4金良壁：《同忆我的宗教生涯》，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lO辑，政

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1990年版，第98页。



豫中中学在郑和甫主教的领导下，收复学校，重组董事会，任命王萍舟为校长。

学校的教学和招生都是从头再来，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学校逐渐步入正轨，

“9月开始招生，10月开学，男女两部共有初中一、二年级学生五班240余人。

1946年续招高中一年级新生一班。后来逐年前进。’’1直到恢复抗战前的班级建制。

随着开封的解放，教会中学迎来其发展历史上的特殊时期。在1948年6月开

封第一次解放，10月第二次解放的期间，豫中中学、静宜女子中学均照常上课。

济汴中学在开封解放后，“校董会将全部校具移交开封市文教局，学生分别转入公

立学校。”2此后，部分教会中学已经开始逐渐拒绝国外教会的津贴，并开始接受

人民政府的补助经费。

1951年，开封市文教局开始对私立中学进行改革。教会中学开始了合并与改

革的历程。豫中中学1951年经过校政改革，“改为第六初中，1953年并入开封市

第三中学。"3静宜女子中学1951年经过校政改革，“奉开封市文教局指示，改为

私立新生女子中学校。经费由公款补助。一九五三年开封市教育局统一学校规划，

将新生女子中学改为省立开封第八初级中学校。’’4私立华阳中学1951年奉开封市

文教局的指示，改为“五四"中学校。经费由教育局拨给。一九五三年改为省立

开封市第五初级中学校。"5“一九五。年施育女中和真光中学两校合并，改组为

私立爱国中学，由开封市文教局拨给补助费，由高耀辰担任校长。到一九五三年，

奉开封市文教局的指示，改为开封市第四中学。"6

至此，开封教会中学完全纳入政府管辖范围之内，彻底摆脱了与西方差会的

联系，成为新中国的教育机构，承担起为国家为社会培养建设人才的责任。

1王萍舟：《回忆豫中中学》，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12辑，政协开

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1992年版，第80页。
2吴筠盘：《解放前开封私立学校综述》，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3辑，

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1986年版，第“页。
3王萍舟：《回忆豫中中学》，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12辑，政协开
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第81页。 一

4吴筠盘：《解放前开封私立学校综述》，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3辑，
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1986年版，第75页。

5吴筠盘：《解放前开封私立学校综述》，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3辑，
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1986年版，第75—76页。
6吴筠盘：《解放前开封私宅学校综述》，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3辑，

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1986年版，第80页。



表四：近代开封教会中学一览

创办
学校名称 所属差会 历任校长 备注时间

施爱理(美)
1932年向政府立案，抗战

济汴中学 美国 周祜光
1909年 期间迁往洛宁，1945年迁

浸礼会 李好善
李洁庵

回原校址继续办学。

1925年“五卅”运动后，

圣安德烈中学 加拿大 叶见元
宣布停办。当年又复校，

1912年 1927年宣布再次停办。圣公会 宋作珍(加)
1930年与圣玛丽亚女校合
并为私立豫中中学。
1925年“五卅”运动后，

圣玛丽亚女校 加拿大
宣布停办。当年又复校，

1913年 平玉洁(加) 1927年宣布再次停办。圣公会
1930年与圣安德烈中学合
并为私立豫中中学。

施育女中 美国 明国英(美)
1915年 卓柏林(美) 1949年同真光中学合并。

浸礼会
高耀辰

培文学校 天主教 1925年“五卅”运动后，
1920年 高福德

本笃会 宣布停办。
天主教

华美女校 山林圣玛 盖夏(美) 1925年“五卅”运动后，1920年
丽亚修女 蓝家琪 宣布停办。

厶石
私立盘石中学 美国

1920年 抗日战争前夕停办
循礼会

私立豫中中学 加拿大
林步基 1951年改为开封第六中

1930年 陈景磐 学，1956年并入开封市第
圣公会

王萍舟 =中学。
田恩霈

私立光豫中学 天主教 谢翰英
1933年

本笃会 杨奇光
蔡善霈

私立静宜女中
英启良

1932年 天主教 蓝家琪
1951年改为“新生女中”，

高永昌
1953年改为“开封八中”。

私立真光中学 抗战时 中国人 李兴贤
期 自办 庞铨

私立华阳中学 毛鹏翼 1953年被政府命名为“开1947年 天主教 陈天佑 封市第十四中学”

资料来源：(1)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3辑，政协开封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1986年版；(2)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

4辑，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1986年版：(3)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

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6辑，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1987年版；(4)政协开封市

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lO辑，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
1990年版；(5)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12辑，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

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1992年版。

27



四、近代开封教会中学的教学与管理

(一)教会中学的学生来源

教会中学的学生来源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特征。在教会中学的创办初期，

学生的主要来源是教会工作人员、信徒子弟和社会上贫苦家庭的孩子。对于教民

的孩子教会中学是不会轻易放弃的，传教士们认为与其让他们进入世俗学校读书

不如让他们进入教会的中学读书学习，而且教民子弟在感情上更容易接受基督教，

也更容易皈依基督教。

学校对不同的学生给与的待遇也是不相同的。济汴中学就将学生分为两种：

“一是教务人员和信徒的子弟，他们受学校的经济补助，每学期只交16元的膳费，

外交两元赔偿费。在这一学期内若损坏了校具或门窗玻璃等物，就从这两元内扣

赔，若没有损坏东西或扣掉的钱即如数归还。’’1但是对这样的学生要求当然多一

些，这些学生每天要劳动一小时，要参加打扫卫生管理杂物之类的工作，如：擦

玻璃门窗、地板、扫院子、摆饭、洗碗等，有时也去帮助外国人作些杂活。“二是

教外学生，他们是招考入学的。每学期要交三十二元膳费和两元的赔偿费，他们

不参加任何劳动。"2华阳中校对教友学生给予极大优待。“他们不仅可以免交学

杂费，而且家在外地者可由学校安排食宿，并能得到一些生活补贴，受到各方面

的照顾。"3

在学校向政府立案以后，学生的来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学校的设施

完备，教学质量也较高。越来越多的家庭将自己的子女送到教会中学学习，以接

1赵圣城：《读书六年的济汴中学》，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lO辑，
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1990年版，第186页。
2赵圣城：《读书六年的济汴中学》，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10辑，
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1990年版，第187页。

3乇柯平：《初创时期的华阳中学》，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12辑，

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1992年版，第204页。



受良好的教育。学校的收费也较一般中学昂贵，但是学校对待教友学生还是有区

别于教外的学生。

(二)教会中学的课程设置

教会中学自创立时起就显示其与中国封建传统学校的差异之处。它突出的特

点就在于上宗教课，背诵圣经；重视英语，用英语授课：重视体育课，积极开展

体育运动；讲授自然科学，引进西方科学知识。

1．宗教课程与宗教活动

宗教教育是教会中学的根本特征，是教会中学的主要教育和教学活动。“这是

教会学校教育的本质属性，没有宗教教育，就不成其为教会的学校。"1宗教教育

在教会中学的体现形式就是开设宗教课程和开展各种宗教活动。宗教课程主要以

讲授圣经为主，圣经在各种课程中居于首要位置，“并以圣经为各种课程的根基。"

2宗教活动主要包括礼拜、祈祷、布道会等。开封圣安德烈中学在其学校的通告书

中直接声明“本校以基督教道德教育为宗旨。"3学校的宗教空气极为浓厚。“当时

每天早晚都有礼拜，有一部分师生在就寝以前还要作一次祷告。每天上午有半小时

的圣经课，抓的很紧。正常时间以内另有圣道课，学生圣经课如果考得不好，思想

上感到有压力。"4学校在正常上课时间之外还有宗教活动，“星期六上午师生要参

加大礼拜，为了让师生在星期六参加礼拜，学校星期六下午不上课，放假。"5

济汴中学的学校宗旨是“宣传基督教救人真理，助人认耶稣为教主；促进完

1高时良主编：‘中国教会学校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16页。

2李楚材辑：《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8页。

3《开封圣公会圣安德烈学校通告书》，<圣安德烈中学同学会汇刊》第二册，开封市图书馆历史文献室地方

期刊，图书号Gl／3，1924年。
4王萍舟：《同忆豫中中学》，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12辑，政协开
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1992年版，第187页。

5王萍舟：《回忆豫中中学》，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12辑，政协开
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1992年版，第187页。



美教育。"1济汴中学对圣经是非常重视的，“每日讲诵十数页，皆强令言诵，"2宗

教活动几乎与学生的日常活动形影相随。学校要求学生早饭后必须参加早礼拜以

后方能上课。“星期日不能外出。要参加大礼拜。大礼拜前，有半小时学习圣经称

为元日学。星期日上午做礼拜，下午也不能外出，组织信教学生到附近村庄去布

道。”3学生的部分课外活动也被宗教活动占据，学校成立了纯属宗教性质的少年

团，称为浸会少年团。“把学生按年龄分为若干团、组，设正、副团长，会计组、

查经组、布道组、事务组，每礼拜日下午或晚间，开例会一次，每组回报一礼拜

的工作外。团员要轮流讲或读上海少年团总部所编写的课本。"4

学校开展的宗教活动和开设的宗教课程是富有成效的，学校通过宗教教育影

响了大批的中学生。在1924年，“圣安德烈中学380名学生中有119名教徒，’’5其

中相当一部分学生是在学校里受洗的。

随着教会学校陆续向国民政府备案，教育部规定：“私立学校不得以宗教科目

为必修科及在课内作宗教宣传。宗教团体设立之学校内如有宗教仪式不得强迫或

劝诱学生参加。’’6学校的宗教氛围逐渐稀薄，宗教课程和宗教活动所占的比例大

幅降低，宗教课程不再是必修课，参加宗教活动也成为了志愿活动。在学校向世

俗化、中国化转变的进程中，宗教教育逐渐淡出，以至最后完全销声匿迹。

2．英语课程

宗教课程可以说是教会学校的一个重要特征，英语课则是另一个重要特征。

英语作为教会中学的教学语言和教学手段，也成为了教会学校的一大特色和借以

吸引学生的招牌。

1《济汴中学同学录》，开封市档案馆馆藏，旧政权档案，全宗号：旧3，目录号；l，案卷号：440。1925年，
第2页。
2《教会教育之反抗运动》，《教育杂志》第17卷第l期，1925年。

3赵圣城：《读书六年的济汴中学》，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lO辑，
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1990年版，第187页
4赵圣城：《读书六年的济汴中学》，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lO辑，

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1990年版，第187页

5《Report ofBoard ofM柚ag啪ent M-S·C·C．tothe G∞eral syIlod，1924》，P79。转引自宋家珩主编，李
巍副主编：《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
6徐白齐编：《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744页—37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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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海关、邮局、盐务部门、铁路基本上都被外国人把持着，这些部门在

招收职员时，往往更加青睐英语程度较好的教会学校的毕业生。“教会学校学生多

得铁路邮政职务，生计较裕。"1在这样的情况下，英语成了一种可以获得好工作

的工具。“当英语知识成为一种非常宝贵的才能时，那些无力让孩子接受传统教育

的人，或者担心孩子缺乏才能学不了传统学科的中国商人和家长们就迫切要求年

轻人去学习英语。’’2越来越多的学生进入教会中学学习英语，“他们都希望学好英

语，参加邮政局、电报局、盐务局、铁路局等工作，得到比较稳定的生活和较高

的工资。"3对于教会中学来说，教授英语也成了学校增加收入的一条途径。济汴

中学规定进入济汴中学学习，每学期要交纳八元的学费，不学英文者纳二元。4

教会中学的学生英语水平高于一般学校，这与教会中学的英语授课方法和学

习氛围是分不开的。在教会中学担任英语教学的都是外籍教师，很多教材都是英

文原版教材，英语的教学课时也较多，圣安德烈中学“每礼拜英文教授钟点自十

六小时至十八小时。’’5“教课的是英、美和加拿大籍的老师。课程除了国文、中

国历史、中文作文以外，世界历史、地理、数学、理化圣经等都是用英文，’’圣经

是在伦敦买的原文版本。’’6“第一年教师用汉语教学，以后逐渐使用英语。《圣经》

是从英国伦敦购买的原文版本。"7济汴中学的历史、地理、博物、理化都是采用

英语教学的。s

英语作为教会中学的特色课程和教学语言，在一定的时期内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对引进西方科学知识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教会中学过于强调英语，

从而造成了课程设置的不均衡，影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1林传甲编：‘大中华河南省地理志》，北京武学书馆1920年版，第67页。
2【美】杰西·格·卢茨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469页。
3王萍舟：《回忆豫中中学》，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12辑，政协开

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1992年版，第78页。
4见后文第45页表十五：1925年济汴中学缴费表。

5《圣安德烈中学『司学会汇刊》第一册，开封市图书馆历史文献室地方期刊，图书号Gl，3，1921年。
6韩德山：《忆开封圣安德烈学校》，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南文史资料》第26辑，河南
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2页

7宋家珩主编，李巍副主编：《加拿大传教十在中国》，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99页。
o见后文第34页表五：1921年济汴中学课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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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体育课程与体育活动

教会中学对学生的身体非常关注，因此也非常重视体育课的开设和体育活动

的开展，圣安德烈中学在其招生简章中就写到，“除英汉课程外，又有兵操、柔软

操、网球、足球、篮球竞赛运动以及哑铃、秋千、器械运动等游戏，以谋学生体

育上之发达。"1学校为了鼓励学生多参加体育活动，“每天下午下课以后，教室、

宿舍、阅览室、游艺室一律锁门，学生都得到操场活动。"2圣安德烈中学的各种

体育设施完备，学生也经常在各项比赛中取得好的成绩。“学校的足球队，1923

年曾在华北运动会上得过第一名。长短跑、跳高在全省运动会上也得过冠军。"3

教会中学的贡献还在于推动了体育运动在学校之间的普及，进而推广到社会

广大民众。 “开封篮球运动是随着传教、办青年会和教会学校等传入开封的。"4

并且在传教士的推广下，逐渐在学校和社会上普及。“篮球运动由教会中学(济汴

和圣安德烈加拿大教会)、青年会经常组织些比赛就逐渐地扩大了影响而传入了开

封的预备留美、省立开师、开高、农校、政法等学校。"51922年夏，河南省首届

篮球赛由基督教青年会和西北运动场联合举办，“参加队计有省立一师、一高、甲

种农校、商校、政法、预备留美、济汴中学、圣安德烈、安阳一高、省立淮师、

信师、洛师等24个队，"6经过激烈的角逐，“圣安德烈获冠军。”7此外教会中学

在网球运动的推广和普及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师生积极参与此项运动，并

且在比赛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1933年陈景磐曾获开封市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

1《圣安德烈中学同学会汇刊》第一册，开封市图书馆历史文献室地方期刊，图书号G1，3，1921年。
2韩德三：《忆开封圣安德烈学校》，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南文史资料》第26辑，河南

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5页。
3韩德三：《忆开封圣安德烈学校》，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南文史资料》第26辑，河南
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5页。

4戴利修：《篮球运动在开封的兴起与发展》，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
12辑，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第362页。

5戴利修：《篮球运动在开封的兴起与发展》，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
12辑，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第363页。
6戴利修：《篮球运动在开封的兴起与发展》，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

12辑，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第364页。
7戴利修：《篮球运动在开封的兴起与发展》，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科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

12辑，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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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军。"1

教会中学体育课程与体育活动的开展，强健了学生的体魄，进而影响到社会，

引起了人们对体育活动的重视和参与，尤其是推广了篮球运动在开封的普及。

4．自然科学课程

传播西方科学知识也是教会中学的一大特点，同样也是教会中学吸引学生的

一个法宝。在对待自然科学的态度上，传教士们认为“科学不是成为宗教的盟友，

就是成为宗教最危险的敌人，’’2在盟友与敌人之间，传教士们最终选择科学作为

宗教的盟友。在教会中学成立的最初阶段，自然科学课程主要包括：地理、物理、

化学、博物等课程。这些课程在中国传统的学校里是没有的，自然科学课程的最

主要的功能就是引进了西方的科学知识。教会中学在自然科学课程方面也拥有很

大的优势，教会中学的一些外籍教师拥有理科学位，精通自然科学。在教学设备

上，教会中学也拥有物理、化学等试验设备，给学生亲自操作实践的机会，提高

了学生的动手能力，有利于学生更加容易掌握自然科学知识。

自然科学课程的开设，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这对渴望学习使西方强

大的西学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教会中学的学生在掌握了自然

科学知识后，毕业以后在工作岗位上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6辑，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
会编辑出版1987年版，第15I页。

2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lO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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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1921年济汴中学课程表

时 科目 每周课时数 时 科目 每周课时数

间 间

第 圣经 第 圣经

国文 八 国文 八

年 英文 十 年 英文 十

秋 代数 五 春 代数 五

季 地理(中文讲授) 季 地理(中文讲授)

历史(中文讲授) 历史(中文讲授)

博物 博物

第 圣经 第 圣经

国文 八 国文 八

年 英文 十 年 英文 十

秋 代数 五 春 几何 五

季 地理(中文讲授) 季 地理(中文讲授)

历史(中文讲授) 历史(中文讲授)

博物 博物

第 圣经 第 圣经

国文 八 国文 八

年 英文 七 年 英文 七

秋 几何 五 秋 几何 五

季 地理(英文讲授) 季 地理(英文讲授)

历史(英文讲授) 历史(英文讲授)

博物(英文讲授) 博物(英文讲授)

第 圣经 第 圣经

四 国文 八 四 国文 八

年 英文 七 年 英文 七

秋 三角 五 春 数学 五

季 地理(英文讲授) 季 地理

历史(英文讲授) 历史

理化(英文讲授) 理化

备 音乐、图书、体操均属随意科。

注

资料来源：《开封济汴学校同学录》。开封市档案馆，旧政权档案，全宗号：旧4，日录号：2，案卷号；
68，1921年，第18—20页。

在教会中学的课程设置上，以教会中学向政府立案作为界限，立案前后的课

程设置在科目上有着很大的变化。在教会中学向政府立案以后，教会中学的课程



要根据国民政府的规定来设置。圣经课被取消，增加了许多以前没有开设的科目，

而且从课程的课时数量上来看，国文的课时数量增加，英语的课时数量略有减少。

课程设置的变化也从侧面反映了教会中学性质的变化，教会中学已经不再作为教

会传经布道、吸引学生加入基督教的场所而存在。教会中学正在向着世俗化的方

向迈进，除去基督教会的影响，已经使得人们很难将其与基督教联系在一起。

表六：1936年私立静宜女中课程表(高中部)

时目 公 体 墨 国 英 算
生

化 物 _本 外 伦 图 音 每
本 外 自

、 物 国 国
国 国 周

学波 学 史 史
地 地 课

习

、． 民 育 训 文 语 学 学 理 理 理 理 书 乐 时
课

第
_——

第 学
2 2 3 5 5 4 4 2 2 1／2 1／2 36 l

●—● 期

学 第
焦 ——

●—-

2 2 3 5 5 4 4 2 2 1／2 1／2 36 14
学

期

第
_——

第 学
1 2 5 5 3 6 2 2 1／2 l／2 30 15

——

期-—-

学 第

矩 ——

●—-

1 2 5 5 3 6 2 2 3 1／2 l／2 30 15
学

期

第

第 。—_

= 学
1 2 5 6 3 6 2 2 1／2 1／2 30 15

●_——

学 期

焦 第
——

●——

学

期

合计 8 12 6 30 32 30 8 12 12 6 6 6 6 3 3 3

资料来源：《河南私立静宜女子中学校一览》，开封市档案馆藏，旧政权档案，全宗号：旧3，目录号：

l，案卷号：414，1936年，第8_-9页。 。．



表七：1936年静宜女中初中部课程表

＼科目 公 体 童
国 英 算 图

立 每日 自

＼ 民 子
植 动 化 物 历 地 劳 周
物 物 学 理 史 理 作 课 习

学贿＼ 育
军

文 语 学 书 乐 时
课

第
●_—-

学
1 2 2 5 4 4 2 2 2 2 2 l 1 31 10

第
期

学 第

年
——

‘。一
l 2 2 5 4 4 2 2 2 2 2 l l 31 lO

学
期
第

第 ●。—●

学
1 2 2 6 4 5 3 2 2 2 l l 3l 11

学 期
年 第

●—●

。。一
l 2 2 6 4 5 3 2 2 2 l l 31 12

学
期
第

第 -_—●

学
l 2 2 6 4 5 3 2 2 2 l l 31 12

学 期
年 第

●——

。。一
l 2 2 6 4 5 3 2 2 2 l l 31 13

学
期

合计 6 12 12 34 24 28 4 4 6 6 12 12 12 6 6

资料来源：《河南私立静宜女子中学校一览》，开封市档案馆藏，旧政权档案，全宗号：旧3，目录号：

l，案卷号：414，1936年，第9—10页。

(三)教会中学的师资力量

在教会学校创办的初期，因为学校的规模小，学生人数少，创办学校的传教

士及其家属就承担起学校的教学任务，这些传教士普遍受过良好的教育，接受过

大学教育，具有学士及以上的学位。济汴中学的10位传教士全部拥有学士学位，

其中6人拥有硕士及以上的学位。1传教士一般身兼两职，既要传经布道还要承担

学校的教学任务。济汴中学的Sallee夫妇、H购多rove夫妇、BraluIl夫妇、Middleton

1见附录表三：1925年济汴中学教职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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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妇就如此，丈夫担任英文、博物、理化等课程，妻子则承担起圣经和音乐的教

学任务。1

表八：开封教会中学教职员学历统计表

硕士及 大学 大学
大专 师范 高中 其他 合计

以上 毕业 肄业

济汴中学
6 4 2 2 2 16

1921年

圣安德

烈中学 2 6 7 3 4 22

1924年

济汴中学
6 9 2 2 2 l 22

1925年

私立静宜

女子中学 1l 6 17

1932年

私立静宜

女子中学 1 14 4 l 4 25

1935年

私立真光

中学 13 3 3 3 2 l 25

1948年

私立施育

女子中学 9 2 6 1 2 l 21

1948年

资料来源：(1)《开封静宜女子中学校呈文抄存，教职员履历簿》，开封市档案馆藏，旧政权档案，全宗

号：旧l，目录号：l，案卷号：18，1932年。(2)《河南私立真光中学同学录》，开封市档案馆藏，旧政权档

案，全宗号：旧3，目录号：1，案卷号：373，1948年。(3)《河南私立施育女子中学同学录》，开封市档案

馆藏，旧政权档案，全宗号：旧3，目录号：l，案卷号：397，1948年。(4)《济汴中学校同学录》，开封市

档案馆藏，旧政权档案，全宗号：旧3，目录号：l，案卷号：“O，1925年(5)《开封济汴学校同学录》，开

封市档案馆藏，旧政权档案，全宗号：旧4，目录号：2，案卷号：68，1921年。(6)《圣安德烈中学同学会

汇刊》第二册，开封市图书馆历史文献室地方期刊，图书号G1／3，1924年。(7)《河南开封私立静宜女中向河

南省教育厅呈请立案事项表》，开封市档案馆藏，旧政权档案，全宗号：旧2，目录号：l，案卷号：16，1932

年．

教会学校在聘任教师的时候有自己的任用标准，“教职员也多是信教诚笃的

人"2，学校没有专职教师，每位教师一般要担任不同科目的老师或教不同年级的

1见附录表一：1921年济汴中学教职员表。
2王萍舟；《回忆豫中中学》，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12辑，政协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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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但是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学生人数的增多，教师就显的越来越不够用，

解决教师不敷使用的问题成为学校当局的当务之急。学校当局解决问题的方法主

要有以下：(一)选择本校的优秀学生留校任教。传教士在学生之中挑选出学习成

绩优秀的学生，“与以津贴，使任教授。’’1“教会学校非常注意培养学生对母校的

感激之情，同时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在找工作时也往往受到社会上的歧视。"2学生

通常会非常愿意接受这份工作。而且这种方法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留校的学生

也非常熟悉本校的情况，能够很快的投入到教学活动中。(二)聘用教会大学的毕

业生。这些毕业生的一部分是本校考入或保送进入教会大学的学生。保送进入教

会大学的学生一般在进入大学学习前就和学校达成毕业回到学校服务的协议。随

着形势的发展，新的问题又摆在学校当局面前，学生和家长一致要求学校增加国

文的授课时间和开设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这些显然不是传教士和教会学校

的毕业生所擅长的，尤其是这些课程的高级阶段，更是难以掌握。“在中国找到能

够教学又能够达到西方人心目中基督徒的行为标准的基督徒实在很不容易。"3为

了吸引足够的学生和教会学校的长远发展，学校不得不适应国人的教育需求，因

此传教士不得不雇用旧式的中国塾师。这些老师大多是旧式文人出身，有的还身

负功名。济汴中学的国文教员一名是前清拔贡，一名山东学监所毕业。4同样的情

况也出现在圣安德烈中学，学校聘用了一名前清拔贡和一名具有清授朝议大夫、

保升候补知府功名的文人担任学校的汉文教员。5

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1992年版，第78页。
’《豫省收回教育权之进行》，《教育杂志》，1925年17卷第9期。

2(美)杰两·格·卢茨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

3伊英林·罗斯基(Ev∞Ew．Rawski)著，尹琳译：《19世纪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中的基础教育》，《学术研
究》2003年第9期。
4见附录表一：1921年济汴中学教职员表。

5见附录表二：1924年圣安德烈学校教职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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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开封教会中学教师学历统计表

济汴 圣安德 济汴 私立静宜 私立静宜 私立真光 私立施育

中学 烈中学 中学 女子中学 女子中学 中学 女子中学

1921年 1924年 1925年 1932年 1935年 1948年 1948年

外国大学
101 2 ll 2 7 1

毕业者

本国大学
1 7 7 10 7

毕业者

本国教会

大学毕业 2 6 4 2 2 5 4

者

专门学校
6 2 6 4 3 62

毕业者

师范学校
2 3 1

毕业者

教会中学
2 3 2 2

毕业者

公立中学
2 1

毕业者

其他 2(另外两 4(一名外 1(一位教 4(未注明 1(中央军 1(为福音

人一为清 国教师和 师为清拔 学历) 校庐山于 医院护士

学官山东 一名中国 贡) 训班毕业) 学校毕业、

学监所毕 教师没有 广东音年

业，另一为 注明学历。 会音乐系

清拔贡) 另外两名 毕业)

教师为清

授朝议大

夫和前清

拔贡)

合计 16 22 22 17 25 25 21

资料来源：(1)《开封静宜女子中学校呈文抄存，教职员履历簿》，开封市档案馆藏，旧政权档案，全宗号：

旧l，目录号：1，案卷号：18，1932年。(2)《河南私立真光中学同学录》，开封市档案馆藏，旧政权档案，全宗

号：旧3，目录号：l，案卷号：373，1948年。(3)《河南私立施育女子中学同学录》，开封市档案馆藏，旧政权

档案，全宗号：旧3，目录号：l，案卷号：397，1948年。(4)《济汴中学校同学录》，开封市档案馆藏，旧政权
档案，全宗号：旧3，目录号：l，案卷号：440，1925年。(5)<开封济汴学校I司学录》，开封市档案馆藏，旧政

权档案，伞宗号：旧4，目录号：2，案卷号：68，1921年。(6)《圣安德烈中学同学会汇刊》第二册，开封市图

书馆历史文献室地方期刊，图书号Gl／3，1924年。(7)《河南开封私市静宜女中向河南省教育厅呈请立案事项表》，

开封市档案馆藏，旧政权档案，全宗号：旧2，目录号：l，案卷号：16，1932年。

以留校毕业生，教会大学毕业生和外籍传教士为主，包括一些国立大学毕业生

和旧式文人，共同构成了教会中学的教师队伍。外籍传教士一般担任外语课、圣经

课。留校毕业生和教会大学的毕业生则一般担任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自然学

1两名外国教师未注明学历，对比1925年教职员表，均为大学毕业。见附录表三：1925年济汴中学教职员表。
2其中两名教师分别毕业于上海中华神学院和华北神学院。见附录表九：1948年施育女中教职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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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教学任务，国文课则由从社会上聘请的老师担任。教会中学的老师待遇并不高，

“中国的教师虽然受人尊敬，但薪金历来低微，而教会学校也跟着这样做。"1

教会中学的师资结构在教会中学向国民政府备案以后获得改观，由于宗教教

育被压缩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因此在宗教教育方面也不再需要投入过多的教师。

学校根据课程的设置来招聘教师，因此非教会大学毕业的学生就有机会进入教会

中学当老师。教会中学的老师的来源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

表十：1936年私立静宜女中现任教职员统计表

学历 人数 百分比

外国大学毕业者 5 20．8％

本国大学毕业者 1l 45．76％

师范大学毕业者 2 8．32％

专门学校毕业者 3 12．48％

师范学校毕业者 1 4．16％

高中毕业者 l 4．16％

其他 1 4．16％

总计 24 100％

资料来源：《河南私立静宜女子中学一览》，开封市档案馆藏，旧政权档案，全宗号：旧3，目录号：l

案卷号：414，文书处理号：198，1936年，第50页。

(四)教会中学的管理

最初的教会学校没有正式的行政管理人员。管理工作一般由一位或几位传教

士负责，由他们决定开设课程，雇用中国教师。传教士的薪金和住房等主要开支

由西方宣教会负担。校长由外籍教师或教会在当地的负责人担任，中国教师是不

可能担任校长职务的。2

这一情况在学校逐渐步入正轨以后，已有所改观。中国教师开始介入学校的

日常管理工作，开始担任学校的主任级别的职位。在教会学校向中国政府立案以

1(美)杰西·格·卢茨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

2在圣安德烈中学的首任校长究竟是谁的问题．卜，有中国人叶见元和加拿大人宋作珍两种说法的争论，笔者
倾向于叶见元位首任校长，这在当时也是一个特殊情况，当时加拿大圣公会在开封的力量比较薄弱，人手不

足。圣安德烈中学的筹建工作主要足有叶见元完成的。叶见元1912年任校长，但是很快就在1913年因为人
事矛盾辞职返回福建，由加拿大人宋作珍接任校长。详情见《开封文史资料》第6辑，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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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政府规定校长一职必须由中国人担任。学校须成立董事会。“私立中学的校董

会，是由发起和创办私立中学的人员组成的。校董会组织起来。首先就得将校董

名册，校董会组织章则和基金，呈送教育厅备案。学校的管理工作主要靠校董会

来执行。”1校董会的责任在于：“(1)筹划经费。(2)审核预决算。(3保管及监

查财物。(4)其他财务事项。(5)选任校长。’’2对董事的资格也有限制，要求校

董事：“(1)曾经研究教育者，(2)学界名人或有专门学识者。(3)赞成本会宗旨

并担任经费者。’’3对校董会作出决议的规定，“本会会议须有三分之二出席者方能

开会出席，过半数之同意方可表决。”4而董事会的主要职能主要体现在为学校筹

措资金上，在1932年学校向河南省教育厅呈请备案的文件中记载着学校当年全年

预算五万三千八百元中，有四万九千元是由董事会筹措的，其中拨款九千元，筹

款四万元。s

表十一：1932年私立静宜女子中学校校董

姓名 籍贯 职业 住址

夏景如 河北天津 天津圣功女子中学校长 天津老西开

马相伯 江苏丹徒 前北京大学校长 上海徐家汇

陆伯鸿 江苏上海 北平中央医院董事 上海徐家汇

朱志尧 江苏上海 前求新工厂厂长 上海徐家汇

英秋 河北北平 北平培根女子中学校长 北平府右街

张怀 湖南湘阴 辅仁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北平定府大街

英千里 河北北平 辅仁大学秘书长 北平定府大街

谢翰英 河南开封 辅仁大学附中教员 河南开封

英启良 河北北平 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研究员 河南开封

资料来源：<开封静宜女子中学校呈文抄存，教职员履历簿》，开封市档案馆藏，旧政权档案，全宗号：

旧l，目录号：1，案卷号：18，1932年。

f ?：j ：i j3：：1一。'：：静白‘戈fl亨l≯?2 f之!A

1吴筠盘：《解放前开封市私立中学的发展及概况》，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
料》第6辑，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1987年版，第76页。

2《河南私立静宜女子中学校董会章程》，见《河南私立静宜女子中学一览》，开封市档案馆藏，旧政权档案，
全宗号；旧3，目录号：l案卷号：414，文书处理号：198，1936年，第3页。

3《河南私立静宜女子中学校董会章程》，见《河南私立静宜女子中学一览》，开封市档案馆藏，旧政权档案，
全宗号：旧3，目录号：l案卷号：414，文书处理号：198，1936年，第3页。
4《河南私立静宜女子中学校蕈会章程》，见《河南私立静宜女子中学一览》，开封市档案馆藏，旧政权档案，
全宗号：旧3，目录号：l案卷号：414，文书处理号：198，1936年，第3页。

5《河南开封私立静宜女中向河南省教育厅呈请立案事项表》，开封市档案馆藏，旧政权档案，全宗号：旧2，
目录号：1，案卷号：16，1932年，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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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1936年私立静宜女子中学校校董

校董姓名 通信处 备注

著名教育家，天主教著名人士，

马相伯 上海徐家汇土山湾 先后创办震旦大学院，筹建复旦

公学(今复旦大学)

原名陆熙顺，20世纪上半叶中国

陆伯鸿 上海南市华商水电公司 著名企业家、慈善家和天主教人

士。

即刘峙，江西吉安人，国民党军
刘经扶 河南开封绥靖公署

高级将领。时任河南省主席。

即商震，河南省政府主席、保安
商启予 开封中山街四百四十一号

司令。

齐性一 开封草市街 时任河南教育厅厅长

著名实业家，曾任中福公司经理、
杜扶东 开封双井巷二十号

中原公司董事等职。

著名实业家，中国近代经由买办

发展成为民族资本家的典型人
朱志尧 上海南市董家渡

物，天主教徒。与马相伯系甥舅

关系。

时任天津特别私立圣功女子中学
夏景如 天津法租界二十六号圣功女学校

校校长

张百龄 北平定阜大街二号

黄贞叔 北平府右街培根女学校

天主教著名人士英敛之之子，任

英千里 北平定阜大街庆王府 辅仁大学教授。(英敛之曾创办

《大公报》及辅仁大学)

谢子才 开封西半截街光豫中学 时任开封光豫中学校长

英启良为北京市人，满族，是天
英启良 开封法院东街八号

主教著名人士英敛之的侄子。

资料来源：《河南私立静宜女F中学校一览》，开封市档案馆藏，1日政权档案，全宗号：J日3，目录号：
l，案卷号：414，1936年，第33页。备注部分系笔者自己添加。

学校的日常管理工作主要是由校长来履行的，校长下面一般设有两到四名主

任，主任下面一般还有训育员、事务员、会计、．文牍等职员来执行具体的管理工

作。一般情况下，学校为了充分利用人力资源，校长和主任还担任一些科目的授

课任务，训育员、事务员、会计、文牍等职位由本校的任课教师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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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三：1936年静宜女中现任教职员职务统计表

职务 人数 百分比

校长 l 4．16％

主任 3 12．48％

职员 2 8．32％

教员兼职员 5 20．8％

专任教员 7 29．12％

兼任教员 6 25％

总计 24 100％

资科来源：《河南私立静宜女子中学一览》，开封市档案馆藏，旧政权档案，全宗号：旧3，目录号：l

案卷号：414，1936年，第5l页。

表十四：开封教会中学职务统计表

校长 主任 专任职员 专任教员 教员兼职员 合计

圣安德
l 3 2 14 6 22

烈中学1924年

济汴中学
l 3 l 17 4 22

1925年

私立静宜女子
l 2 4 14 4 17

中学1932年

私立静宜女子
l 4 l 16 8 25

中学1935年

私立静宜女子
l 3 2 13 5 24

中学1936

济汴中学
l 3 4 19 4 28

1937

私立真光中学
l 3 7 14 25

1948年

私立施育女子
l 3 2 15 2l

中学1948年

资料来源：(1)《开封静宜女子中学校呈文抄存，教职员履历簿》，开封市档案馆，旧政权档案，全宗号：

旧l，目录号：l，案卷号：13，1932年。(2)《河南私立真光中学同学录》，开封市档案馆，旧政权档案，全

宗号：旧3，目录号：l，案卷号：373， 1948年。(3)《河南私立施育女子中学同学录》，开封市档案馆，旧

政权档案，全宗号：旧3，目录号：l，案卷号：397，1948年。(4)‘济汴中学校同学录》，开封市档案馆，

旧政权档案，全宗号：旧3，目录号：1，案卷号：440，1925年。(5)《开封济汴学校同学录》，开封市档案

馆，旧政权档案，全宗号：旧4，目录号：2，案卷号：醒，1921年。(6)《圣安德烈中学同学会汇刊》第二

册，开封市图书馆历史文献室地方期刊，，图书号G1／3，1924年。(7)《河南开封私立静宜女中向河南省教育

厅呈请立案事项表》，开封市档案馆，旧政权档案，全宗号：旧2，目录号：l，案卷号：16，19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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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会中学的收费

教会中学在建校初期的经费完全来自教会的补贴。由于经费充足，加之为了

吸引学生入校，很少向学生收取费用，甚至还会补贴学生。学校对待教牧人员和

教民的子弟与教外的学生在收费上也有区别，济汴中学给与教牧人员和教民的子

弟经济补助，这些学生“每学期只交16元的膳费，外交两元赔偿费。’’1而教外学

生，则要缴齐学校规定的各种收费。2

但是随着教会中学的发展，其经费来源也发生了变化，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的影响和三十年代的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教会中学得到来自教会的补贴也越来

越少，逐渐不够使用，单一的靠教会补贴，已经不能满足学校的发展。学校不得

不另开财路来发展学校，因此对学生的免费教育就走到了尽头，学生缴费成为了

学校的一条收入途径。在学校收费名目中主要包括学费、膳费、操衣费等费用。

“(一)学生纳费：(根据一九二三年以后的一般情况)(1)学费：初中为15元，

高中为18元。(2)杂费：初中为五元，高中为8元。(3)宿费：初中为三元，高

中为四元。此外还要缴纳保证金五元，制服费约五元左右，书籍、文具、作业本

等各约三到四元，加上第一个月的膳食费约五元左右，总共不下四十到五十元之

多。”3圣安德烈中学的收费则更昂贵，“入校先缴学杂、制服、伙食、保证金、课

本等费，不下百元。’’4学校的用具都很讲究，“单说学生制服一项，夏季上身藏青

哔叽，下身白卡叽裤，硬壳大沿帽，帽圈正面缀黄铜‘×’号的校徽。冬季黑厚

呢制服。"5制服的价格不菲，“在当时每个学生要交20多元的制服费，多于一个

学期的学费。"6当时开封各个学校的学生制服，都比不上圣安德烈中学。

1赵圣城：《读书六年的济汴中学》，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10辑，
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1990年版，第186页。
2见45页表十五：1925年济汴中学缴费明细表。

3吴筠盘遗稿：《解放前开封市私立中学的发展及概况》，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
史资料》第6辑，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1987年版，第84页

4韩德山：《忆开封圣安德烈学校》，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南文史资料》第26辑，河南
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2页。

5韩德山：《忆开封圣安德烈学校》，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南文史资料》第26辑，河南
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2页。

o王萍舟：《回忆豫中中学》，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12辑，政协开封

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1992年版，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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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还根据学生学习科目的不同来进行收费。济汴中学对学习英语和不学习

英语的学生就执行了两种收费标准，学英语者缴纳八元，不学英语者缴纳两元。

在学校的收费项目中，一些收费属于不合理的收费，其中的保证金就属于不合理

的收费。“学生缴纳保证金以后，就必须在这个学校上到毕业，中途退学或者被革

除的学生，概不退还保证金。’’1济汴中学在每学期开学没有按时纳费的情况下还

会向学生收取罚金，“学生于每期开学之次日下午四点钟尚未缴全费者，罚洋一元；

迟缴费三日者，罚洋二元；迟缴费一礼拜者，罚洋三元；迟缴费两礼拜者，罚洋

五元；迟三礼拜仍未缴费者，本期不准入校。(有特别原因在开学以前经校长承认

者不在此例)。"2这些都属于不合理收费。

表十五：1925年济汴中学缴费明细表(按学期计算)

收费名目 金额 备注

保证金 十元 中学毕业时退还

学费 八元 不学英文者纳二元

膳费 十五元

操农费 二兀

杂费 一兀

运动费 一兀

修补费 一兀 每期终若无损坏家具者退还，若家具损坏无人承认者由公众均赔。

理化试验费 一兀 中学三四年级生始缴此费，按年计算，一次缴齐。

资料来源：《济汴中学校I司学录》，开封市档案馆藏，旧政权档案，全宗号：旧3，目录号：1，案卷号：

440，1925年，第17页。

学校实行收费制度可以扩充学校的经济来源，减少对国外教会的依赖，使得

学校获得稳定的经济来源，有利于学校扩大办学规模，提高教学质量。但是随着

学校的收费越来越昂贵，教会中学已经不再是当初提供免费教育的学校，而是逐

渐向贵族化学校过渡，对于贫苦家庭和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只能望而却步。

1吴筠盘遗稿：《解放前开封市私竞中学的发展及概况》，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
史资料》第6辑，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1987年版，第86页。

2《开封济汴学校同学录》，开封市档案馆藏，旧政权档案，全宗号：旧4，目录号：2，案卷号：68，1921
年，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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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会中学学生的毕业去向

教会中学的学生出路一般来说有以下情况：升入大学和参加工作。升入教会

大学要么被保送，要么就是参加教会大学的招生考试。教会中学的学生在升学的

时候会首先考虑教会大学，他们在报考教会大学时可以享受很多优待，“一些教会

大学还允许教会中学的优秀学生免试直接入校。’’1圣安德烈中学在其学校通告书

中写到：“凡由本校毕业，而欲入上海圣约翰及武昌文化各大学者，呈验文凭，享

免考之利益。’’2“第一年级肄业该两校并为本校转送生，留减费额，以示优待。"

3豫中中学的学生“抗战前后升入北京燕京大学、协和大学、南京金陵大学、金陵

女子文理学院者较多。"4济汴中学的学生被保送或考入的教会大学主要有上海沪

江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山东齐鲁大学等学校。

此外，教会中学的学生还可以被保送到国外留学。要想获得保送资格，就必

须要获得传教士的青睐，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被保送。在济汴中学1919年和1920

年毕业的两届学生中，就由校长施爱理从毕业学生中送走四位到美国去读书。5据

静宜女子中学档案记载，自学校1932年成立以来到1936年四年间，“由本校送美

留学者六人。”6

当时，由于中国的海关，邮局，银行、铁路等部门被外国人所把持，这些部

门在招聘职员时，对应聘者的英语水平要求比较高，而教会中学毕业的学生英语

普遍比较好，所以教会中学的学生参加邮政、电报、盐务部门工作者较多。当教

会中学向政府立案以后，宗教教育已经不再容许，教会中学的办学宗旨也不得不

改变，以适应社会需求。学校积极的转变办学方针，在招生上完成了由教内向教

1章开沅、马敏、朱英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lO页。
2《圣安德烈中学同学会汇刊》第二册，开封市图书馆历史文献室地方期刊，图书号Gl，3，1924年。

3《圣安德烈中学同学会汇刊》第一册，开封市图书馆历史文献室地方期刊，图书号Gl／3，1921年。
4王萍舟：《回忆豫中中学》，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12辑，政协开
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j版1992年版。第8l页。

5赵圣城：《读书六年的济汴中学》，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10辑，
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1990年版，186页

6《河南私立静宜女子中学校一览》，开封市档案馆藏，旧政权档案，全宗号：旧3，目录号：l，案卷号：414，
1936年，序言，第1页。



外的过渡，教会中学毕业生的去向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毕业生的主要出路还是继

续升学深造，考大学时也不再将目标仅仅锁定在教会大学这一范围内，参加工作

的也不再局限于宗教工作，从事各种各样职业的都有。

表十六：济汴中学前中学毕业生姓名籍贯现任职务

姓名 字 籍贯 现任职务

丁宝玺 河南通许 留学美国

王寅和 仲平 河南开封 本校教员

任腾宵 河南孟津 封丘邮局局长

九 周祜光 子明 河南渑池 沪江大学校

十

八
周树德 务滋 河南郑县 新郑济新学校教员

年 刘海望 岱峰 河南郑县 新郑博文学校教员

庞铨 子衡 河南孟津 留学美国

谢树森 河南郏县 河南邮务管理局局员

九 王寅斗 星垣 河南开封 开封振华学校教员

。 熊华富 望祖 湖北汉阳 郑州豫丰纱厂
年

九 李兴贤 子选 河南新郑 上海沪江大学校

四 张平安 子浩 山西虞乡 上海沪江大学校
年

资料来源：《济汴中学同学录》，开封市档案馆藏，旧政权档案，全宗号：旧3，目录号：l，案卷号：

440，1925年，第5-_6页。从此表可以看出，在二十世纪的一二十年代里，济汴中学的学生的主要出路为

考取教会大学，进入外国人控制的海关、邮务等部门工作，出国留学。留校任教和进入中学教书。教会中学

毕业后仍然有相当部分回到原学校担任教师，他们回到学校也很受学校的器重，周祜光后来担任济汴中学的

校长，李兴贤后来创办真光中学，并担任校长。庞铨后来接替李兴贤担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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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近代开封教会中学的学生运动

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历史性的变革，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

了在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将中国聚积

了半个多世纪的生产和经济变革的力量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内释放出来，大大激

发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教会学校毕竟不是世外桃源，教会学校的学

生大多数是中国人，不可能面对以反对列强侵略为基本内涵的民族主义宣传无动

于衷"。1“从辛亥到五四，历次反帝爱国运动，教会学生都是积极参加者，并且

常常率先发难，极少局外旁观的事例。”2同一般学校的学生相比，教会学校的学

生的反应更激烈。“教会学校的学生要求参加示威游行，是为了证明自己是爱国的

中国人而不是西方人的走狗。"3

(一)济汴学潮

“学潮’’是学生的一种集体行为，是学生表达对行政当局或学校当局的不满

的一种表达方式，以藉“学潮"的力量向当局施加压力，以达到学生的预期目的。

学潮的形式也是多样化的，包括：请愿、罢课、示威和集体退学等。

发生在教会学校的学潮，一般都认为是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间思想沟通上存在

障碍，对事情认识上的偏差导致双方产生误解，而使原本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最

终导致事情恶化。但是这种说法并不足以说明问题。教会学校“学潮’’爆发的原

因有很多，许多事件表面上确实起因于对学校伙食的不满，或对学校的某项行政

决定不满等等。但是这些不满常常酿成重大事件，在学潮过后，学校对一些学生

进行处分或开除的决定，反而会引起矛盾的进一步升级，造成全校学生的集体退

1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1922年一1927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第205页。
2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3(美)杰西·格·卢茨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29页。



学，使得学校和学生两败俱伤。发生在1924年11月的“济汴学潮"就是一起典

型的教会学校的学潮。

1924年10月15日，全国教育联合会第十届年会在开封召开，“会场在河南省

教育会新建之会所。会期原定自十月十日始，嗣以时局影响，延期至十五日。"1“各

省区教育会函复届期赴会并通知代表姓名者，达二十三省区，’’2“人数在六十以

上，"3“后因军事影响，或交通阻碍，然赴会者，亦达十五省区之多，代表三十

五人。’’4有14个省区的35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收到代表提交的议案共

80余项，经大会表决，有46项议案获得通过。’’5大会将代表提交的议案分为以

下：“(一)庚子赔款；(二)外人设学；(三)女子教育；(四)职业教育；(五)

乡村教育；(六)大学教育；(七)中学教育；(八)义务教育及社会教育；(九)

会务：(十)教科书审查；(十一)教育法规；(十二)教育行政及其他。’’6在提交

大会的议案中，河南提交之《外人在中国办学应照中国定章办理案》、湖南提交之

《取缔外人设立教育机关案》、湖北代表提交之《请严行禁止外人在中国内地设立

学校案》、江西提交之《呈请教育部明白规定教会学校注册案》以及热河代表提交

所的《外人在中国内地所建设关于教育的事业，中国政府加以限制或禁止之，或

监督之，或竟完全收回案》等五案，经提交代表修正和各代表讨论修订以后，另

成《取缔外人在国内办理教育事业案》和《学校内不得传布宗教案》两项议案，

并经大会表决通过。

《学校内不得传布宗教案》中提出的取缔理由是：“各级学校应设科目，本有

定章，所以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乃近来一般人士，每假办学名义，于

校内传布宗教，强迫学生讲读经文，举行宗教仪式，颠倒错乱，失学校教育之本

1《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十届年会概略》，《教育杂志》，1926年16卷12期。
2《第十届教育联会之批评》，《教育杂志》，1925年17卷第l期。

3《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十’届年会概略》，《教育杂志》，1926年16卷12期。
4《第十届教育联会之批评》，《教育杂志》，1925年17卷第l期。

5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1922年一1927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第225页。

6《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十届年会概略》，《教育杂志》，1926年16卷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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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起社会观听之纠纷。设非严予禁止，殊不足以回末俗而策进行。"1并制定了

3项限制措施：“一、各级学校内概不得传布宗教，或使学生诵经、祈祷、礼拜等

事。二、各教育官厅，应随时严查各种学校，如遇前项情事，应撤销其立案或解

散之。三、学校内对教师学生，无论是否教徒，一律平等待遇。"2

由于这次会议提出的议案对教育权问题态度鲜明，主张激进，直指教会学校

的要害，“对于外人立学传教案烦有责言。’’3而在第十届教联会结束不久，开封济

汴中学的学生爆发了学潮。

1．学潮爆发的原因分析

济汴中学是美国浸礼会1909年成立的，校长一直由施爱理担任。这次学潮发

生并非是偶然的，“该校成立已有十余年，向持严格主义，对待学生多所压制(近

来有奴隶养成所之称)。"4在此次学潮以前就曾经两次罢课，“上年因该校学生加

入河南全省学生联合会，被校长制止，罢课一次。去岁因五月七日学生举行国耻

纪念开会讲演，校长出面干涉，又罢课一次，卒开除数十名。"5这次学潮是该校

学生第三次学潮。对于这次学潮爆发的原因，据舒新城《收回教育权运动》一书

写到：“各门学科付缺如，独重视圣经。’’6《中国青年》杂志中的《打倒教会教育》

认为济汴学潮是学生“因要求学校向教育厅注册立案而起的。’’。7

而实际上，“济汴学潮"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风潮之发生有远因，有近

因。"8远因比较复杂，“大致因该校外人恒轻视中国学生之人格"，9“每日讲诵

十数页，皆强令言诵，稍一不熟，施爱理夫人即横施夏楚"。10再加之学校种种谬

1《伞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十届年会概略》，《教育杂志》，1926年16卷12期。
2张钦士辑：《国内近卜年之宗教思潮》，燕京华文学校出版社1927年版，第339_—-442页。
3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中共河南党史资科》第二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l页。
4《教会教育之反抗运动》，《教育杂志》第17卷第l期，1925年。

5《教会教育之反抗运动》，《教育杂志》第17卷第l期，1925年。
6舒新城：《收刚教育权运动》，中华书局，1927年版。第82页。
7代英：《打倒教会教育》，《中国青年》第三集，中国青年社民国14年版，第160页。

o《教会教育之反抗运动》，《教育杂志》第17卷第l期，1925年。
9《教会教育之反抗运动》，《教育杂志》第17卷第l期，1925年

10《教会教育之反抗运动》，《教育杂志》第17卷第l期，1925年



悖无理之措施，学生“久怀积忿，屡思反抗。’’1近因则是因为十一日学校的校役

向校长施爱理报告“厕所狼藉不堪"等语。校长听到报告后与夫人在礼拜堂训斥

学生，“声言中国之人，不讲卫生，缺少人格，对于厕所任意糟蹋，比之吾家所喂

之狗尚且不如”。2学生听后，不甘受辱，当即质问理由。而施爱理又将全体教职

工大加申斥。学生恐波及教员，遂含忿未发。十二日学生向教务长李好善提出质

问，“该校各门科学，尽付缺如，而圣经一门，特别注意。近又将二年级之汉文一

门免去，以中国人不学中文，尚复成何学校"。3李好善将学生之质问转告施爱理，。

施爱理对学生的要求坚决不容纳，且加谩骂。学生闻之大愤。在大礼堂前开会，

议决办法十五条，其重要者：

1)为尊重中国人格起见，永远不许辱骂。

2)不准强迫信耶教。

3)免除肉刑类似之夏楚。

4)加援理化、物理、三角、几何各种科学，以便毕业后升学。

5)改良饮食，以重卫生。

6)施校长之夫人，不准干涉校务及责打学生。

7)学生膳食，不许无故扣除。

8)不许开除或窘辱此次学校教员代表。4

并公推代表二十人，往见校长。“施某闻之大怒特怒，饬夫役往叫巡警，带往

警厅法办"。5教职员和学生大加恐慌，群往要求释放代表，遭到施夫人大骂。及

至警员到校，教职员述说事情之情由，各警员不肯逮捕学生代表。施爱理竟破口

大骂，学生理直气壮，且人多势众，“遂以经本投之，机以拳足’’。6而施夫人则

1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中共河南党史资料》第二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l页

2《教会教育之反抗运动》，《教育杂志》第17卷第l期，1925年
3《教会教育之反抗运动》，《教育杂志》第17卷第l期，1925年
4《教会教育之反抗运动》，《教育杂志》第17卷第l期，1925年

5《济汴校风潮始末(续)》，《新中州报》，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转引自河南省教育志编辑室编：《河南
教育资料汇编》民国部分，河南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74页。

6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中共河南党史资料》第二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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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扮学校女教员才得以脱身。施爱理见风潮愈演愈烈，愈闹愈僵，“乃革除代表九

十余人，威吓学生。’’1学生们认为代表为全体公举，“革除代表，不啻革除全体学

生"。2在向施爱理抗议无效的情况下，决定全体宣言解散。

这次学潮发生的原因，最初是因为校长听说学校的厕所卫生状况不佳，于是

辱骂中国人，而学生不甘受辱与之争辩，加之学生对学校的课程设置不满，于是

对校长提出质问。校长在处理学生代表的事情上处理不当，试图借助警察压制学

生。结果适得其反，导致事态无法控制，引发了学生对校长的暴力冲突。这时事

情的影响还没有扩散，基本控制在校园内。但是随着学生因为不甘受辱于次日决

定全体出校，这件事情由校内扩散到社会上，加之第十届教联会的关于对教会学

校的批判，社会上对教会学校早已不满，终于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学生的大力支持

和对济汴中学以及施爱理的批判。

2．社会各界对“济汴学潮一的声援

开封各校学生为了声援济汴中学师生的斗争，开封教育界召开大会，愤怒声

讨施爱理。“冯友兰、嵇文甫等152名教职员联名发表宣言，"3支持济汴中学向校

长提出的13条要求：

1)济汴学校须在河南教育厅备案。

2)圣经以后必得减少。

3)每日礼拜不得侵犯信教自由为强迫作查经等事。

4)施夫人不准妄加干涉学生事情。

5)中学应依新学制课程，各班未有者，一律加添及试验器等。

6)在教员学生面前，须承认骂人罪恶。

7)洗澡室当改良扩充。

1《济汴校风潮反响》，《新中州报》，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转引自河南省教育志编辑室编：《河南教
育资料汇编》民国部分，河南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78页。

2《济汴校风潮反响》，《新中州报》，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转引自河南省教育志编辑室编：《河南教
育资料汇编》民国部分，河南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78页

3闵锋：《民主革命时期开封教师的斗争》，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
12辑，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1992年版，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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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学校必须设备养病室，并请校医。

9)学生有过按过之大小记过或革除，不得用专制手段打人或罚钱。

10)学生请假出校不得没收膳费。

11)事须论理不准拿校长名义压迫学生。

12)学生在校内得自由言论自由结社。

13)学校规则必须通过学生团体方能成立。1

对比前后两个方案的差别，不难看出两者最大之区别在于：济汴学校须在河

南教育厅备案，学生在校内得自由言论自由结社和学校规则必须通过学生团体方

能成立这三条。正是因为社会力量的介入和支持，济汴学潮已经不单单是一起单

独的事件，济汴学潮已经与收回教育权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

面对提出的要求，学校并没有给与答复，一直拖而未决，学校则一直处于停

课状态。“解散者共有二百人之多，其所缴各费及行李，多被扣留，并用中国巡警

把守校门，已出校学生不准复入。"2“开除者九十余人，流离失所，住校者一百

多人，严重监视。"3面对这样的残局，开封各界给与极大的关注。开封基督各教信

徒纷纷指责施爱理，“以该校履激风潮，皆由校长施爱理头脑腐旧，办法不善所致，

不独阻碍教会学校之发达，抑且败坏基督教会之名义，害群之马，不可不除。"4十

八日，信徒集会商议拟推选十数人，面见施爱理，“讽使辞职，并要求退还出校学

生之膳宿费，以免各生食宿之艰难。’’5同日，开封教育界冯庆生、王鉴武、嵇文

甫、冯友兰等一百五十二人呼吁各教育行政机关、教育法团、各级教职员，以及

各报馆主张正论，并提出救济之法：“其一，组织河南收回教育主权促进会，联合

1嵇文甫：《嵇文甫文集》(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30页
2《济汴校风潮反响》，新中州报》，民国十三年t一月二十一日。转引自河南省教育志编辑室编：《河南教育

资料汇编》民国部分，河南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78页。
3《教育界正大主张》，《新中州报》，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转引自河南省教育志编辑室编：<河南教育
资料汇编》民国部分，河南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75页

4《济汴校解散反响》，《新中州报》，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转引自河南省教育志编辑室编：<河南教育
资料汇编》民国部分，河南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75页

5济汴校解散反响》，《新中州报》，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转引自河南省教育志编辑室编：‘河南教育资
料汇编》民国部分，河南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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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谋根本解决。其二，设法收容济汴被开除学生，勿使失学。"1开封基督教

信徒在面见施爱理，讽使辞职并退还学生之膳宿费未取得结果之后，又于十九日

在济梁医院开会，议决事项如下：

1)调查被革学生经济困难情形，即时募捐款项资助各生回里，并函告该生家

长，证明被革冤抑实况。

2)致函美国浸礼会母会，报告施爱理在汴办理济汴学校详实情形。

3)函询施爱理及校董会，对于外界之反对，有无应付办法。

4)致函施爱理因该校屡次风潮，致使全省教会学校及信徒，受同一之攻击，

使数百学生流离失所，致其父兄亦恨恶基督教会，遗非基督教同盟学生之口实，而

攻击基督。故为施君计，不如乘此时机携属旅行参观良善之教会学校，不但增进自

己之经历，且获精神上之苦痛，且足以表示对教会对信徒各界谢罪之诚意。2

二十日，开封各校教职员学生千余人在开封第一师范召开非基督教大同盟会

议。会议议决了援助方法：

1)学生方面：①组织援助济汴同学委员会，发表宣言。②向教育会及各校请

求援助。⑨要求教育厅交涉者向施校长交涉，发还解散学生所缴一切费用行李。

④要求河南各中学，收容济汴解散同学。

2)教职员方面：①发表济汴同学宣言，通告宣言。②赶紧组织收回教育主权

促进会。③疏通本省各中等学校，收容济汴解散同学转学。3

3．学潮的平息

就在开封各界实施拟定的援助方案时，济汴学校“以事既闹出，无法挽回，

特假时局之不劲之名义，于昨日(十二月一日)提前放假，且施爱理适服务期满，

即行筹备回国。校长一职暂由某君担任，明春续行办理。’’就这样，济汴学潮就这

1《教育界正大主张》，《新中州报》，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转引自河南省教育志编辑室编：<河南教育

资料汇编》民国部分，河南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75页
2《济汴风潮反响续志》，新中州报》，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转引自河南省教育志编辑室编：《河南教育
资料汇编》民国部分，河南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76—277页。

3《济汴校风潮反响》，《新中州报》，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转引自河南省教育志编辑室编：《河南教
育资料汇编》民国部分，河南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78页。



样以施爱理回国，校长暂由中国人代理的结果平息了。

在这次学潮中，学生的表现无疑是值得肯定的，正是由于他们不计退学之严

峻后果，坚决的同学校斗争，捍卫自己的权益，加之济汴中学校的中国教员的积

极参与，壮大了学生的力量。

社会各界的援助使济汴学潮的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但是各自的出发点也是

不尽相同的。开封基督教信徒的声援行为值得赞赏，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考虑，

他们从维护基督教形象的目的出发，同时也担心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担心事件

解决不好继续进一步扩大，波及到其他的教会及教会学校，引起社会民众对基督

教的厌恶，给非宗教同盟学生留下口实，从而引发整个社会对基督教的攻击。开

封教育界则完全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从收回教育权的角度出发。他们声援学生

的行动，坚决站在学生的立场上，并组织发起河南收回教育主权促进会，“专门从

事于取缔并收回教会学校之运动。"1

在当时举国一致要求政府收回教育权的社会背景下，开封济汴中学的风潮与

当时长沙雅礼大学的风潮、醴陵遵道学校的风潮、汉口博学书院的风潮、重庆广

益中学的风潮南呼北应，使教会学校面临了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有力的促进了

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开展，遏制了宗教教育的恶性发展，推动了教会学校向中国政

府立案，接受中国政府的管辖。

(二)教会中学的学生与五卅运动

1925年5月30日，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枪杀工人领袖顾正红，上海学生、

工人举行示威游行，遭到英帝国主义者的枪杀，多人死伤。造成骇人听闻的“五

卅”大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在民族主义精神的推动下，全国各地

很快就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开封，全城人民群情激愤，“肄业外人设立学校之学生，

1《教育界拟收主权》，《新中州报》，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转引自河南省教育志编辑室编：‘河南教育
资料汇编》民国部分，河南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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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愤慨。"1一时之间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均参加了示威游行活动，形成了

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局面。而教会学校的学生闻讯后更是纷纷罢课，

积极的加入到游行示威的队伍。在这场运动中，教会学校的学生表现尤为令人关

注，教会学校的学生以自己的行动壮大了游行队伍的声势。开封数十万人民先后

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集会游行，用实际行动表达了民众的愤慨之情和爱国之心。

1．第一次游行

六月二日，中州大学、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即提议罢课，以示抗议。五日下午，

学生会召集临时紧急会议，“中大、一师、女子师范、女中、私立女中、一中、二

中、法专、体美、农专、东岳、嵩阳、两河、黎明、明诚、甲工、甲商、甲农及

济汴等二十二校，’’2讨论是否罢课问题。其中，“圣安德烈学校学生要求该校派代

表出席学生紧急会议，该校长竞不允许，争持甚烈。"3校长宋作珍出面予以制止，

对学生说：“孩子们，上海的事，与你们没有关系，你们不要闹，要安心读书，从明

天开始两个礼拜不准出校门。’’4“结果学生以全体退学之要求，始允学生出席。"5会

议最终决定罢课，“并议决援助上海同胞案数条。"6

六月六日早七时，“中州大学及全城三十五所中小学校，约一万二三千人，持

旗排队齐集公共运动场，"7群情激昂，同呼：“打倒帝国主义"，“对英日实行经济

绝交"等口号。游行队伍“经过英国教会教堂时，‘打倒英帝国主义’的口号响彻

云霄，教堂门口贴满了反帝标语。”8教会中学当局禁止学生外出参加游行示威活

动，教会中学的学生们则千方百计冲破阻挠积极的加入到游行队伍中。圣安德烈

学校的学生“因学监王保贤禁止学生外出演讲，学生将王之行李，掷出校外，将

’《开封安德烈校学生决定解散》，1925年7月19日《晨报》，第6版。
2《各省学生相继游行示威》，1925年6月12日《晨报》，第5版。
3《开封市民坚决表示》，1925年6月13日《民国日报》上海版，第3版

4韩德三：《忆开封圣安德烈学校》，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南文史资料》第26辑，河南
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5一186页。
5《开封市民坚决表示》，1925年6月13日《民国日报》上海版，第3版

6《各省学生相继游行示威》，1925年6月12日《晨报》，第5版。
7李光一、李国强编：《五卅运动在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8李光一、李国强编：《五卅运动在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王驱走。"1校长宋作珍坚决制止学生参加游行示威活动。“学生们向宋作珍提出质

问：‘你是加拿大人，就是英国人，你也是传教的教师，叫你说英国人杀中国人是

对，还是不对?’。一2宋作珍在学生的再三质问之下，眼里含着泪说：“如果我说英

国人杀中国人对，我的心不叫我说，如果我说英国人杀中国人不对，我的国家不叫

我说。’’3宋的回答显然不能使学生满意。双方僵持不下，“校长盛怒，以解散相威吓，"

4来平息这次事件，“学生会大动公愤，率队到该校门外示威，并与省立各校长交

涉，收容该校学生。"5由于社会力量的大力支持，在强烈的爱国心的驱使下，圣

安德烈学校的学生经过努力斗争“使得参加游行之活动。"6在这次游行示威活动

中，教会学校的学生积极参加，却都遭到了学校当局的阻挠，“济汴学生及圣玛丽

亚女校亦不准出外游行，学生均愤恨异常。’’7圣玛丽亚女校除规定不准参加游行

活动外，“亦禁止罢课，否则全体驱逐。"8

2．第二次游行

第一次游行示威结束以后，开封各界于六月八日在省教育会开会，成立各界

联合会和募捐委员会，并定于十四日举行大规模的全市各界集会示威游行。“六月

十四日上午，开封各界召开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商人参加的大会，9’’“圣

安德烈、培文学院、济汴"10等教会学校的学生均积极参加。“工商学政男女各界

十万人，集南关演武厅举行示威游行’’，“全体大呼同仇英日、抵制仇货、万众

一心、打倒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等口号。"11各团体沿途分散传单，许多人

1《开封各界愤慨同深》，1925年6月14日《晨报》，第5版

2王萍舟：《回忆豫中中学》，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12辑，政协开
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1992年版，第79页。

3王萍舟：《回忆豫中中学》，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12辑，政协开
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1992年版，第79页。
4《开封各界愤慨同深》，1925年6月14日《晨报》，第5版
5《开封各界愤慨同深》，1925年6月14日《晨报》，第5版

6《开封安德烈校学生决定解散》，1925年7月19日《晨报》，第6版。
7《开封市民坚决表示》，1925年6月13日《民国日报》上海版，第3版。
o《开封各界愤慨l司深》，1925年6月14日《晨报》，第5版

9李光一、李国强编；《五卅运动在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m《开封四万市民之示威大游行》，1925年6月21日《晨报》，第5版。

¨《开封十万市民大会》，1925年6月16日《晨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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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路讲演，与此同时，募捐活动也随之展开。据《申报》记载：“昨汴垣已见手

持白旗、臂带黑纱之学生，向商号挨户募捐。"l“各教会学生募款极踊跃。”2游

行队伍直到下午四时许，始行散队。

这次游行示威运动，参加人数众多，且来自各个阶层。队伍绵延七、八里，

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在汴的外国人一片恐慌，“教会英人以雇工罢工，急赴鸡公

山。”3外交部转来使团电报，“深虑发生意外，故特令各国外人，于五日内完全

出境。"4“汴外人亦与当局接洽，准五日内离汴。刀5“其教会内之各项什物，统

行点交官厅，代为保管。"6“教会学校财物，由官厅负保护责。’’7

由于在汴外人纷纷出境南下，“至汴中教会学校，亦停办数日。圣公会设立之

圣安德烈学校学生决定自行解散。玛丽亚女中学，已宣告停办。浸礼会所设立之

济汴及施育女校，己入停办时间。"8

3．第三次游行

“六月二十五日即夏历端阳节，为沪、汉惨杀案全国致哀之日。"9为把反帝

爱国运动推向新的高峰，开封各界联合会议决于六月二十五日罢市、罢工、罢课一

日，全市下半旗志哀。并决定再次举行大示威游行活动以此来公祭“五卅’’死难同

胞。是日，开封各界齐集公共运动场，“合男女学生、工人、商人、市民等记之，

约在十万人以上。"10游行队伍绵延约五里，“观者万人空巷，交通为止断绝。"11在

这次游行示威中，圣安德烈中学、济汴中学等教会中学的学生均全体参加。圣安

1《开封各界联合会开第二次代表大会》，1925年6月15日《申报》，第5版。
2《开封十万市民大会》，1925年6月16日《晨报》，第2版。

3《开封教会英人悉赴鸡公山》， 1925年6月19日《申报》，第5版。
4《新闻报》1925年6月22日。转引自李光一、李国强编：《五卅运动在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84页。

5《开封外人出境》，1925年6月20日《晨报》，第3版。
6《新闻报》1925年6月22日。转引白李光一、李国强编：《五卅运动在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84页。 二

7《开封外人出境》，1925年6月20日《晨报》，第3版。

3《新闻报》，1925年6月22日。转引自李光一、李国强编：<五卅运动在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84页。
9《汴垣端节大游行》，1925年7月6日《申报》，第7版。

m《开封之人游行》，1925年7月1日《晨报》，第6版。
11《汴垣端节大游行》，1925年7月6日《申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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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烈中学学生四十余人，“组为敢死队，以黑旗为前导，大书敢死队、舍命救国，

臂上均缠纱，"l“表示誓死救国之决心。黟2

端午节大游行之后，社会秩序逐渐趋于平静，各行各业重新恢复往日的生活。

但是教会中学的学生由于参加游行示威之故已经和学校划清了界限，其中圣安德

烈中学的学生“议决全体退学，"3其他的教会中学也有部分退学的学生。教会学

校的外国教师由于纷纷离汴，以避事端，教会学校处在无人管理的状况。所以，

安置这些退学的学生的工作成为开封教育界的工作重点。开封学生会专门组织成

立收回教育权委员会，“专办教会学校退学学生收容事。州河南教育界为援助各教

会学校学生，“特别请官私各学校校长，在省教育会开会讨论收容办法。”5中大、

一中、一师、女师等二十余校到会。经过大会讨论，秉着“总以尽量容纳，不使

失学为主"6的方针，“先收容圣安德烈校退学学生，决定由中大担任收容初中毕

业程度者二十名，一师担任收容高中一年程度者十二名，一中二中担任初中二年

程度者各三十名，余初中一年程度者九十余名，及应升初中一年级者九十名，则

由各私立中学分别担任。"7而圣玛丽亚女校的退学学生，“则由私立女中调查人数，

设法收容。”8而济汴、施育等校，“其学生均未离校，应劝其暂勿出校。”9为解决

学生退学的危机，圣安德烈中学校长宋作珍则从鸡公山回到开封，“并召集校内教

职员，讨论对付及挽救方法。"10经过讨论，“先将校长先让一华人主持，以为过

渡。’’11学校还努力做学生家长的工作，争取让学生返回学校复课，“宣言不日将

向官厅备案。"屹

1《教会学校舍命救国》，1925年6月29日《时事新报》。转引自李光一、李国强编：《五卅运动在河南》，河

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2页。
2《开封之大游行》，1925年7月1日《晨报》，第6版。
3《汴英校学生退学》，1925年7月16日《晨报》，第4版。

4《豫学生军成立》，1925年7月19日《晨报》，第4版。
5《豫省收回教育权之进行》，《教育杂志》，1925年17卷第9期。
6《豫省收[口l教育权之进行》，《教育杂志》，1925年17卷第9期。

7《豫省收回教育权之进行》，《教育杂志》，1925年17卷第9期。
o《豫省收回教育权之进行》，《教育杂志》，1925年17卷第9期。

9《豫省收回教育权之进行》，《教育杂志》，1925年17卷第9期。
m《豫省收同教育权之进行》，《教育杂志》，1925年17卷第9期。
11《豫省收刚教育权之进行》，《教育杂志》，1925年17卷第9期。

12《豫省收回教育权之进行》，《教育杂志》，1925年17卷第9期。



“五卅’，运动成为了教会学校的试金石，在这场运动中一些传教士表现不佳，

平日口口声声效法耶稣，但却不问正义。由于校方的钳制，许多教会中学的学生

的民族感情和爱国热情受到压制，传教士的态度令学生大失所望，加剧了人们对

教会学校的恶感，更为教外人士视教会学校是发展帝国主义、施行文化侵略的工

具提供了口实和证据。

教会学校的历史记载着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态度的转变以及中国民族意识的

发展历程。综观这次运动中，教会中学的学生自始自终都参与了整个运动，并且

在运动中的表现极为引人注目。有的学校甚至是全体学生一齐参加的，而面对学

校的阻挠，学生们甚至以退学为代价，冲破学校的重重阻挠，以满腔的爱国热情

投入到运动中。“圣安德烈学校、济汴学校、培文学校、华美女校、施育女校、圣

玛利女校学生全体退学。"1学生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了教会学校培养

的学生不爱国，都是洋奴的看法是不正确的。由于爱国学生不屈不挠的斗争，使

得教会中学当局不得不改变策略，外国教师退居幕后，管理权逐渐过渡到中国教

师手中，中国教师开始担任学校的校长。由于教会中学学生的斗争，教会学校不

得不开始考虑向政府备案的事宜。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教育权的收回，促进了

教会中学向世俗化、中国化的方向发展。

1舒新城：《收回教育权运动》，中华书局1927年版，第84__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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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开封教会中学的历史评价

在对近代开封的教会中学发展历程进行了大致的考察之后，我们发现在清末

民初之际，新式教育体制刚刚建立以后，开封教会中学占据着新式教育的制高点，

并起了非常重要的示范作用。在民国最初的十年里开封教会中学是开封新式教育

的中心，寥若晨星的几所公立中学和私立中学根本无法与之相抗衡。但是在随后

的时间里随着公立学校的壮大和私立学校的发展，开封教会中学无论在数量和质

量上的优势都在迅速消失，特别是在遭受到民族主义运动的打击和战争的破坏。

开封教会中学更是逐渐由中心退居到边缘位置。开封教会中学在开封教育近代化

和教育变革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教会中学不是变革的主要动力，而

是不情愿的被卷入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一旦被卷入，开封教会中学就在开封乃至

河南省的教育变革和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中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一)填补了新旧教育制度交替过程中的空白

在开封教会中学成立的最初时间里，与开封当时的封建旧式书院和其他教育

机构相比，教会中学属于新生事物。因此在封建教育制度崩溃、近代教育制度的

建立过程中，教会学校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教会学校既是对中国传统的旧的学

校体制的破坏者，又是新的现代教育体制的建设者。在旧学校废除，新式学校还

没有大规模发展起来的青黄不接时期，教会中学正好弥补了中间的断层，填补了

中间出现的空白。特别是在新式学校成立的最初阶段，教会中学的存在扩充了原

本就稀缺的教育资源，给求学的学生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丰富了学生对学校的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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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进了西方教育模式，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

教会中学一方面力图利用学校使学生信仰基督教，进而利用宗教影响中国人

民。另一方面又在输送近代科学知识和先进的教育模式。教会中学一面进行宗教

教育，一方面将西方比较先进的科学文化课程和近代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带进

学校，对开封乃至河南省的教育近代化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些也许是基督教会在

创办教会中学所没有预料到的。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载体，教会中学发挥了重要

作用，教会中学开设的自然科学课程将西方科学知识引入到课堂。教会中学的图

书馆也都藏有各种西方科学书籍，使学生可以学习到更多的西方科学知识。此外，

教会中学的获得出国留学的留学生和教会中学的外国教师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也不

容忽视。教会中学的外国老师通过授课的方式将西方的科技文化传授给学生，自

觉不自觉地充当了西方文化传入的媒介。留学生在国外留学的期间不可避免的将

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国家，尽管在效应方面要远远小于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

响。

(三)培养了一批掌握西方科学文化的教师

在近代河南教育向近代化转变的过程中，掌握西方知识的老师是必不可少的。

河南的高等教育比较落后，获取的西方知识的途径也有限，在派遣出国留学生方

面，“河南省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的数量远远落后于其他省份。’’1教会中学作为培养

西学教师的机构，在培养师资方面具有先天优势，教会中学的外国教师群体都具

备很高的教育背景，他们开设的科学文化课程，将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传授给学生，

这些学生毕业后，相当一部分从事教育工作，一部分进入高等学校特别是教会大

学继续深造，然后回来从事教育工作。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当时中国懂西学的人

才缺乏，而社会对西学人才的需求又很强烈的现实情况的必然结果。’’2教会中学

1宋家珩主编，李巍副主编：《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

2史静寰：《教会学校与近代中国的师资培养》，《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5年第l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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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当时的社会输送了大量的掌握西方科学文化的老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教师

缺乏的困境。随着后来留学生回国，河南的高等学堂规模也逐渐扩大，教会中学

的毕业生仍源源不断地进入各级学校工作。

(四)为人们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造就了一批优秀人才

教会中学在对外宣传上声明学校“专期发达青年固有本能，养成个人及公共

高尚道德，早就应世适才，贯彻中西学术为职志。"1希望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

“俾得他日得为中国有实用之知识分子。’’2而实际上教会中学也确实培养了一批

优秀人才，如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3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王素凌、诗人王皎我、小

提琴演奏家谭抒真，以及农学专家陈林樵等。此外还有一些知名人士在教会中学

任教，如著名教育家和教育史专家陈景磐曾担任过豫中中学的校长，河南省基督

教三自爱国会主席、中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曾友山曾在开封教会中学任教。教会

中学还为河南宗教界培养了一批宗教领袖，如河南省天主教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孟紫坪等。

开封教会中学虽然在引进西方教育模式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提供教育机会，培

养教师和优秀人才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教会中学在设立之初即肩负着宗

教赋予的特殊使命，“其主要目的无非是传教、训练教民和培养传教士助手。"4教

会中学培养中国人的目的不是出自国家的需要，而是出自满足教会活动的需要。

教会中学的课程设置完全是根据自身的需要来设置，而没有根据学生的全面发展

和需求来设置。在教会中学上学的学生，在教会中学的强制下不得不学习圣经，

1《开封圣公会圣安德烈学校通告书》，《圣安德烈中学同学会汇刊》第二册，开封市图书馆历史文献室地方
期刊，图书号Gl／3，，1924年。
2《开封圣公会圣安德烈学校通告书》，《圣安德烈中学同学会汇刊》第一册，开封市图书馆历史文献室地方

期刊，图书号G1／3，，1921年。
3白寿彝毕业于圣安德烈中学，为圣安德烈中学甲子预丙班生。在圣安德烈同学会汇刊第二册上还刊登有其

所作的一篇文章：《捕蛇者说绪言》。
4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59页。



加入基督教。教会中学过分的强调宗教课程和英语等课程而弱化了对中国本土文

化的传授。学生在教会中学接受了英语教育和西方科学知识的教育的同时，也在

付出无法系统学习本国文化的代价。学校过分的强调宗教教育，使学生在成长过

程中受到来自外部的干扰，影响了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不能自由的

作出自己的人生选择。正如毕业于教会中学的著名外交家顾维钧所说：“他们在普

及教育方面所愿意做的工作主要是传播西方科学知识，为个人谋生做好较好的准

备，而并未顾及或根本未意识到整个国家的需要和需求。"1

开封教会中学从1909年第一所教会中学济汴中学成立，到1953年开封的教

会中学全部被开封市人民政府接收改造收归国有，成为公立中学。在其45年的历

史进程中，也曾经繁荣一时。但是相比于其他城市教会中学的发展，由于客观因

素的存在，基督教传入开封的时间比较晚，开封是全国基督教最后进入的省城，

开封教会中学的历史是短暂的。在收归政府以后，并不意味着开封教会中学的消

亡，学校名称只是换为另外一个名称，教师则是换了一种身份，教会中学的教学

设备和教学设施还仍然存在，还在继续发挥着作用。教会中学在改头换面之后，

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历程，继续承担着为国家为社会培养人才的责任。

1顾维钧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同忆录》第一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l一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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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 开封基督教会创办教会大学的尝试

为了配合宣教事业的进行，传教士们创办了一些书院和教会学校，以使更多

的人加入到基督教信仰者的队伍中来，这些书院和教会学校中的极少部分经过自

身的成长和学校之间的合并逐渐形成了最初的学院和大学。但是成长的路是曲折

和坎坷的，这些学校历经时局的动荡、民族主义的挑战和战争的洗礼以及来自学

校内部的各种挑战，有的学校关闭停办了，有的经过不断的合并和自身的调整，

而得以保存下来，期间学校名称也几经更改。1截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共有

16所教会大学幸存下来，其中基督教新教创办的教会大学有13所，罗马天主教

传办的教会大学有3所。2这些教会大学“曾是旧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一个组成

部分，"3“对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起到了十分重要的的作用。"4

开封是河南省的省会，是本省的教育文化中心，基督教会在开封的力量也是

最雄厚的。在开封教会中学的发展历史上，一些教会中学在创办之初就定位在很

高的起点上，加上一些传教士的个人努力，在创办教会大学这一宏大的计划上，

开封基督教会一度非常接近目标，但是最终半途而废。创办一所教会大学并不是

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由于在中国的基督教高等教育没有全面的计划，学校的发

展又带有偶然性，因此一所学校是否成为大学常常要看学校的负责人的兴趣与才

干以及他能从本国社会得到的支持而定。"5

美国浸礼会的施爱理来到开封后，“原计划准备办大学，自称‘浸会大学’。"6济

1关于中国教会大学创建、合并和更改校名的过程及时间可参阅杰西·格·卢茨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
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506—509页。
2由基督教新教创办的教会大学分别是：齐鲁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上海之江大学、华

中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岭南大学、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华西协和大学、燕
京大学。罗马天主教创办的大学是：震旦大学、辅仁大学、津沽大学。
3顾学稼、林蔚、伍宗华编：<中国教会大学史论丛》，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前言第l页。

4马敏：《近年来大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综述》，《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4期。
5(美)杰两·格·卢茨，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l页。

6郭卫东主编：‘近代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综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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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中学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成立的。施爱理对外称济汴中学为浸会大学，“籍以向

外国劝募捐款。川由于经济实力薄弱，加之济汴中学1924年又爆发济汴学潮，遭

受沉重打击，校长施爱理被迫回国，在回国休假时正在讲台上讲道忽然死去了，2

济汴中学最终也没有达到大学规模。

加拿大圣公会的传教士怀履光非常注意教会的教育工作，他希望圣公会在开

封开办的学校最初就能够达到大学水平，为了解决资金问题，虬环履光向英国伦敦

一家在华传教会联合机构——“中国紧急援助委员会’’提出在开封建立一个学院

的申请。’’3但是由于这个委员会只向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教派联合开办的高等教育

机构提供资金。为了争取到资金，怀履光和豫北的加拿大长老会商议联合办学。

“1910年，豫北差会曾与圣公会差会商讨在开封联合创办大学的事宜，达成了临

时协议。"4双方达成了8点协议。主要内容是：“包括中学在内的教育工作由两差

会独自开展；长老会负责男子师范院校，圣公会负责文科及相关的院校；神学教

育在各自的范围内进行，但也希望将来的神学院从属于开封的文学院这个中心，

就像多伦多大学那样；各自范围内建立的学校机构应视为各差会的财产；建立一

个由双方代表组成的教育指导委员会；妇女和女子高等教育的问题留作将来处

理。"5就这样，圣安德烈中学成立了。学校的校名“以圣公会怀公适于圣安德烈

日就会督职，因定校名日圣安德烈英华大学校识纪念也。’’6在1912年学校开始招

收第一批学生。“当是时计划远大，规模宏伟，预定设正科(即大学)四年，旧制

中学四年，选科(即小学)三年。"7事情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1916年，学校第

一批预科生毕业，而这时，“欧战方烈，在校西人均以本国参战遣返服务，校中经

1吴筠盘：《解放前开封市私立中学综述》，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3

辑，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1986年版，第63页。
2赵圣城：《我所认识的施爱理》，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lO辑，政
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1990年版，第218页。

3宋家珩主编，李巍副主编：《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页。
4宋家珩主编，李巍副主编：《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页。
5Lewis c．w甜msley：《Bishop in H∞柚》，unve幅时ofToront0 Prcss，1974，Pll5。转引自宋家珩主编，李巍副
主编，李巍副主编：《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页。

6《开封私立豫中中学校同学录》，开封市档案馆，旧政权档案，全宗号：旧3，目录号：l，案卷号：37l，1937
年，第5页。

7《开封私立豫中中学校同学录》，开封市档案馆，旧政权档案，全宗号：旧3，目录号：1，案卷号：37l，1937

年，第5页。



济亦稍受战祸影响，乃取消正科，将已修业一年级课程之学生一班转送其他大学

而专致力于中小学。’’1豫北长老会在达成协议后也感到圣公会规模太小，难以实

现联合办大学的计划，于是在1917年接受美国长老会的邀请，转而参加了济南齐

鲁大学的工作。于是，这次最接近成功的努力就这样中途搁浅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次努力尝试因为战争原因还没有来得及具体实施就胎死腹

中了。“本笃会原计划在开封办一所教会大学，已购买龙亭公园西侧原体育学校校

址为基地，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未能实现。"2

开封基督教会创办教会大学的努力尝试，由于战争的因素和人为的因素而中

途搁浅或者胎死腹中。但是所作的努力并没有白费，教会为创办教会大学所募集

的资金最终用于了教会中学的建设上，为教会中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财力支持。

1<开封私立豫中中学校同学录》，开封市档案馆，旧政权档案，全宗号：旧3。目录号：l，案卷号：37l。1937

年，第5页。
2孟紫坪：《开封市天主教概述》，政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开封文史资料》第lO辑，政

协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1990年版，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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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表一：1921年济汴中学教职员表
职务 姓名 字 籍贯 学位 通信处

校长 Mr．W：E． Kentucky， B．A．，M．A．， Kaifeng

Sallee U．S．A D．D．

圣经教员 Mrs．W．E． Tex丛，U．S．A B．S．，M．S． Kaifeng

Sallee

英文教员 Mr．H．L． Te)【舔，U．S．A B．A．，Ph．D． Kaifeng

Ha郾ve
音乐教员 Mrs．H．L． Kaifeng

H盯阿ove

理化教员 Mr．M．L． Nor吐l Carolina B．A． Kaifeng

Br暑lun U．S．A

圣经教员 Mrs．M．L． NomlPe衄a KaifIeng

Braun U．S．A

英文教员 Miss Willis Tex勰，U．S．A B．A．，M．A． KaifIeng

英文教员 Mr．I．D． Mississippi B．A． Kaifeng

Eavenson U．S．A

博物教员 Mr．G．K． Nonh Carolim B．S。M．S． Kaifeng

Middleton U．S．A InA甄

圣经教员 Mh．G．K． N0rm Carolina B．A． KaifIeng

Middleton U．S．A

国文教员 傅兰升 芷庭 山东高密 清学官山东 山东高密县城

学监所毕业 南关村草堂

国文教员 张象琮 宗玉 山东寿光 清拔贡 山东寿光县稻

田邮局转交尉

家尧河庄

数学教员 韩文愈 进之 山东德州 通州协和 德州南关米市

大学卒业 角裕河楼

理科教员 王寅斗 星垣 开封 本校毕业 南关天地坛学

校

数学教员 王寅和 仲平 开封 本校毕业上 南门内路西一

海沪江大学 三九号

肄业

史地教员 庞铨 子和 开封 本校毕业 城内西大街本

宅

资料来源：《开封济汴学校同学录》，开封市档案馆，旧政权档案，全宗号：旧4，目录号：2，案卷号：

68，1921年，第l—2页。



表二：1924年圣安德烈学校教职员表
教员姓名 担任课程(职务) 学历(毕业学校)

宋作珍(聘三) 校长兼英文教员 文科硕士

加拿大人

雷文达 会计兼英文教员 坎拿大农大毕业

加拿大人

穆太太 英文教员

加拿大人

王宝贤(颂臣) 学监兼英文教员 武昌文华大学毕业生文科学士

周风岐(虞廷) 庶务兼汉文教员 河南高等学堂毕业

赵中立 校医开封圣约翰医院院长 北京协和医校毕业，医学博士
●

刘有德(慎先) 英文教员 武昌文华大学毕业

卢本桐 英文教员 武昌文华大学毕业

卢枚(顾三) 英文教员 武昌文华学校三年级修业期满

荣宝丰(乐泉) 英文数学教员 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理科学士

应翔(寓远) 体育主任兼汉文教员

郭燥然(亦华) 英汉文教员 本校毕业

王炳良(焕齐) 英文教员 本校毕业

刘书田(耕齐) 体育副主任兼英文教员 本校毕业
许盲畏(省=) 汉文教员 北京大学毕业

凌素莹(廓园) 汉文教员 清授朝议大夫，保荐经济特科，
保升候补知府

沙书春(竹铭) 汉文教员 开封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及财政

厅附设财政讲所毕业

海庆澜(安涛) 汉文教员 河南法政专门暨师范毕业

张缦卿 汉文教员 前清拔贡

李泰东 汉文教员 山东高专毕业

庞心澄 汉文助教 山东高专毕业

郭超然(俊杰) 校长办公处事务员 山东高专毕业

资料来源：《圣安德烈中学同学会汇刊》第二册，开封市图书馆历史文献室地方期刊，图书号Gl／3，1924年。



表三：1925年济汴中学教职员表

姓名 籍贯 资格 担任科目

施爱理 美国 乔治顿大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 校长兼圣经

美 神学博士

国 爱美丽 美国 伯罗大学 英文·音乐·英文

教 文牍

员 彭米理 美国 韦可福里大学硕士 理化

哈亨利 美国 雅鲁大学哲学博士 英文

何礼士 美国 宓士司比大学学士 圣经

李约瑟 美国 北可罗来纳大学学士 畜产兼英文

宓德通： 美国 北可罗来纳大学学士理科硕士 农科兼圣经

宓夫人 美国 美地大学学士 音乐兼圣经

施夫人 美国 伯罗大学理科硕士 圣经兼英文

吴友芬 美国 特可设司大学学士 算学·英文·圣经

李好善(葆初) 河南陈留 美国伯罗大学硕士 教务主任兼任教育

英文

尹学恭(安亭) 山东益都 济南齐鲁大学学士 算学

高星魁(耀辰) 山东安邱 济南齐鲁大学学士 地理·历史·公民

中 孙润芝(秀山) 河南方城 日本宏文师范毕业 国文

国 张宗缢(金门) 河南唐河 河南优级师范毕业 国文·地理·历史

教 海庆澜(安涛) 河南开封 河南法专门暨师范得毕业 国文·地理·历史

员 毕汝藩(永华) 安徽来安 南京金陵大学学士 农科理科

赵福来(辑五) 直隶京兆 北京高等师范职业教育专修科 斋务主任兼任手工

图画

黄光济(历山) 河南开封 河南客籍中学校 小学校主任

韩同庆(吉甫) 河南密县 金陵大学农业师范 农科

张象琮(宗玉) 山东寿光 清拔贡 农科

李珠庆(徐如) 河南通许 河南开封中学毕业 文牍

资料来源：《济汴中学同学录》，开封市档案馆，旧政权档案，全宗号：旧3，目录号：l，案卷号；440，

1925年，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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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1932年私立静宜女子中学校职员履历表

姓名 性 年 履历 职务 月薪 专任

别 龄 兼任

英启良 男 26 国立北京大学国学研究员 校长 150元 专

李锡龄 男 30 国立北洋大学工学院采冶系毕 教务主任 80元 专

业

王誉芳 女 25 国立中央大学教育系毕业 教育主任 80元 专

陆真 女 20 北京培根女学校毕业 会计员 50元 专

张云凤 女 20 上海中国女子体育专校毕业 训育员 50元 专

王忠义 男 26 北平法文专门学校毕业 事务兼文牍 50元 专

刑福田 男 25 北平青年会财商专校毕业 事务员 50元 专

萧晴华 女 29 上海笤日．大学毕业 公民 34元 兼

于赓虞 男 30 北平燕京大学毕业 国文 48元 兼

赵鸾英 女 25 湖南大学教育系毕业 国文 38元 兼

盖夏 女 30 美国罗约竦大学文科毕业 英文 120元 兼

(美国)

柯道真 女 35 美国印底亚纳大学文科毕业 英文 100元 兼

(美国)

李锡龄 男 30 国立北洋大学毕业 算学 100元 专

化学

王誉芳 女 24 国立中央大学教育系毕业 历史 50元 专

地理

袁肃之 女 25 国立劳动大学农科毕业 自然 30兀 专

张云风 女 20 上海中国女子体育专校毕业 音乐 50兀 专

体育

王忠义 男 26 北平法文专门学校毕业 法文 30兀 专

陆少执 男 29 国立中央大学毕业 文学史 30元 兼

郭颂芬 女 27 苏州女子职业学校毕业 手工 20元 兼

许芳洲 男 25 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毕业 图画 20兀 兼

吴造峨 男 30 国立北平大学 公民 20兀 兼

资料来源：《河南开封私立静宜女中向河南省教育厅呈请立案事项表》，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十日呈报，

开封市档案馆馆藏，旧政权档案，全宗号：旧2，目录号：l，案卷号：16，文书处理号：17，19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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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1932年私立静宜女子中学校预算表

岁入 岁出 备考

常 费 临
厶 经 常 临时 厶
口 口

时 计 计

息 学 其 A 教 职 校 图 标 仪 消 其 厶 购买 息金
口 口

校基 三千
金 费 他 计 员 员 役 书 本 器 耗 他 一万 元系

收 收 俸 俸 工 购 购 购 费 指 六千 学校

兀； 基金
入 入 给 给 食 置 置 置 出 计 建筑 三万

校 校 五 五 四 八 五 讲室 五 元利

一万 息，
千 千 董 万 董 万 千 千 百 千 百 千 百 百 万 八千 万 款存

兀 八 会 会
—— —● 兀； 上海兀 兀 兀

各项 华义
百 岁 千 筹 千 百 年 年 百 十 千 设备 千 银

兀 拨 八 划 八 八 百 百 兀 兀 八 六千 八 行。

兀。
九 百 四 百 十 兀 兀 百 百

千 兀 万 兀 兀 兀 兀

兀 兀

资料来源：《开封静宜女子中学校呈文抄存，教职员履历簿》，开封市档案馆，旧政权档案，全宗号：旧

l，目录号：l，案卷号：18，1932年，第9页。



表六：1935年静宜女中教职员表

姓名 籍贯 学 历 职务 所任学科

英启良 河北北平 北平华北大学政经系毕业 校长 初一国文

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毕业

李寿松 河北饶阳 国立北洋大学采矿冶金系毕业 教务主任 高中化学算学

德玉珍 河北北平 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毕业 训育主任 高中史地

英纯良 河北北平 北平辅仁大学史学系毕业 事务主任 高中、初三国文

周慧琳 浙江平湖 上海中国体育专科学校毕业 训育员 体育，童子军

吴德馨 江苏江陵 国立师范大学毕业 年级主任 初中、高中史地

王忠义 河北北平 北平法文专门学校毕业 教务员 初中算学

刑福田 河北北平 北平财商专校毕业 事务员 初中国文

陈燕先 江西永新 法国巴斯德大学医学博士 校医

陈瑾英 福建闽侯 上海师范大学英文系毕业 初中史地

周德恒 浙江绍兴 初中国文

萧晴华 湖南长沙 上海复旦大学教育系毕业 初高中公民

张子亨 河北宁津 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毕 初高中公民

业

方希嘉 美国 美国罗约竦大学文学系毕业 高三英文

丁振成 江苏宜兴 初中理化算学

张淑静 河北北平 河南大学生物系毕业 高中生物

柯道真 美国 美国罗约竦大学毕业 初二英文

白受采 美国 美国罗约竦大学毕业 初高中英文

陆和平 美国 美国罗约竦大学毕业 初中英文

塞希理 美国 美国罗约竦大学音乐系毕业 音乐

尚宜蓉 河北北平 北平市立第一女中高中毕业 劳作

弋叔蕴 河北景县 高中物理

许芳洲 江苏铜山 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毕业 图画

夏葵生 江苏南京 初中动物植物卫

生

孙汉光 浙江杭县 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毕业 初中国文

资料来源：《开封静宜女子中学校呈文抄存，教职员履历簿》，开封市档案馆，旧政权档案，全宗号：旧

l，目录号：l，案卷号：18，1932年。



表七：1937年济汴中学教职员表

姓名 年龄 籍贯 职务

李洁庵 38 洛宁 校长

高耀辰 43 山东安邱 教导主任

职 陈叶五 45 信阳 副教导主任

赵履斋 37 山东益都 事务主任

邓伯禹 40 福建闽侯 会计

张次高 38 河北安新 文牍

金孤峰 32 郑县 庶务

员 张漫慈 28 洛宁 图书管路员

吴赞卿 35 开封 教导员

王北方 55 孟津 国文教员

吴遁生 42 安徽怀宁 国文教员

李焕文 32 广东东莞 英文、物理教员

赵履斋 37 山东益都 数学教员

高耀辰 43 山东安邱 史地、公民教员

马子春 36 渑池 史地教员

陈叶五 45 信阳 自然科学教员

谷子献 36 江苏淮安 生物、化学教员

教 周济普 30 延津 算术教员

张敬轩 30 洛宁 音乐教员

戴利修 25 汲县 体育教员

邓伯禹 40 福建闽侯 劳作教员

侯成之 33 山东德县 童训教员

邓子建 27 福建闽侯 历史教员

狄济鑫 36 浙江金华 英文教员

胡海伦 52 英国伦敦 英文教员
员

刘馨巷 33 汲县 历史教员

赵子明 29 山东益都 数学教员

刘健人 35 淅川 国文教员

徐辉祥 33 贵州平丹 军训教员

张浸慈 28 洛宁 图画教员

陈东雄 27 福建闽侯 英文教员

李淑卿 30 开封 国术教员

资料来源：《开封私立济汴中学校同学录》，开封市档案馆，IU政权档案，全宗号：旧3，目录号；1，案

卷号；“l，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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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1948年河南私立真光中学教职员表

姓名 年龄 籍贯 学历 职务

庞铨 49 孟津 美国万实陶大学毕业 校长

刘照宇 49 叶县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毕业 教导主任

王星垣 53 开封 国立东南大学毕业 事务主任

职 郑和恩 32 河北景县 中央军校庐山干训班毕业 军训教官

赵竹轩 50 山东益都 齐鲁大学毕业 会计主任

刘温溥 28 山东平度 齐鲁大学肄业 教务员

常兆禄 25 民权 北平中国大学肄业 教务员

庞华兴 26 渐川 开封师范毕业 事务员

牛华欣 24 永城 开封师范毕业 训育员
员 安徽宿县 济汴高级中学毕业 图书仪器管王恒修 40

理员

赵良骥 济汴高级中学毕业 文书

张佩锋 32 临漳 国立河南大学毕业 教员

贾日新 55 新安 齐鲁大学肄业三年 教员

梁子云 42 沈邱 燕京大学毕业，师范大学研究院 教员

毕业

教 史云岫 32 lf笛汝 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毕业 教员

殷兆南 30 杞县 国立河南大学毕业 教员

嵇{雇民 30 汲县 国立河南大学毕业 教员

刘思民 32 湖南湘乡 国立北平大学毕业 教员

卞逸飞 酮 孟津 国立政治大学毕业 教员

王耀光 46 淇县 北平美术学院毕业 教员
员 王培棠 34 开封 东岳艺术师范毕业 教员

李天心 28 河北清苑 北平女子师范学院毕业 教员

申明经 32 武安 国立河南大学毕业 教员

马耀武 45 安阳 齐鲁大学毕业 教员

刘春安 30 开封 国立武汉大学毕业 教员

资料来源：《河南私立真光中学同学录》，开封市档案馆，旧政权档案，全宗号：旧3，目录号：l，案卷

号：373，1948年，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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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1948年河南私立施育女子中学教职员表
职务 姓名 性别 年 籍贯 学历

龄

校长 高耀辰 男 54 山东安丘 齐鲁大学文学院历史政治系

毕业

教务主任 管敬盒 男 48 河南开封 北平私立朝阳大学毕业

训育主任 罗景新 女 37 河南宝丰 上海之江大学肄业、河南毕

业

事务主任 张志德 男 36 河南开封 济汴中学高中毕业

训育员 魏素兰 女 30 河南通许 山东省立师范毕业

教务员 仝幸修 男 42 河南通许 济汴中学高中毕业

教员 周荣萱 男 35 河南开封 河南大学外文系毕业

教员 谢冠群 女 39 河南信阳 河南大学国文系毕业

教员 杜绣箴 女 30 河南开封 辅仁大学毕业

教员 辛静云 女 24 河南长葛 河南大学化学系毕业

教员 王佩真 女 26 河南汲县 河南大学经济系毕业

教员 赫茂梁 男 37 河南开封 河南省立水专毕业

教员 安泽生 男 35 河南开封 上海东亚体专毕业

教员 李修德 福建永定 福音医院护士学校毕业、广

东音年会音乐系毕业

教员 梁水潜 山东乐陵 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毕业

教员 刘恩生 河南宝丰 河南大学农艺系肄业

教员 李天心 河北清苑 北平女师学院毕业

教员 王德禄 河南新郑 上海中华神学院毕业

教员 孙素云 河南汲县 河南大学园艺系毕业

教员 毅圣城 山东益都 华北神学院毕业

教员 马金荣 河南安阳 齐鲁大学毕业

资料来源：《河南私立施育女子中学同学录》，开封市档案馆，旧政权档案，全宗号：旧3，目录号：l，

寨卷号：397，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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