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所大学与两个时代

——天主教震旦大学与辅仁大学比较(1 903,--,1 937)

刘 贤

1952年之前的上海震旦大学和北京辅仁大学，同为天主教大学，在性质上前者为

耶稣会所有，后者为教宗直属，由不同修会先后办理；在教育理念上，除了为教会和为

社会的共同指向外，震旦大学还有为法国的国家向度；在教学上，震旦偏应用、工程，

法语优先，辅仁重人文、自然科学，强调国文；在校园文化上，分别有“洋学堂”和

“和尚庙”的绰号。本文认为，两校的根本差异代表了中国近代天主教的两个时代：殖

民时代与本色化时代，在震旦大学及其代表的殖民地时代由外国人掌握天主教会权力，

不尊重中国文化，更多看到中国的实用需求，辅仁大学及其代表的本色化时代则强调国

人自立、对中国文化的重视及关怀。

关键词：震旦大学辅仁大学 中国天主教近代教育

作者刘贤，1978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讲师。

1952年之前的中国16所基督教大学中，三所天主教大学在其中居绝对少数。少数

并不意味着重要性低。震旦、辅仁和天津工商大学都为中国社会作出了独特而巨大的贡

献，构成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道风景线。其独特性一方面体现在与基督新教大学的比

较上，对此已有王薇佳和康志杰作过相关研究①，另一方面体现在每所天主教大学的比

较中。由于每所天主教大学在身份、教育理念、课程和校园文化上各具特色，因此，作

一比较研究将有助于对中国近代天主教教育获得更清晰的图景，也进一步补充中国近代

基督教高等教育的全貌。

本文选择的比较对象是北京辅仁大学和上海震旦大学——两所位于中国最大城市的

综合性大学②。比较的时间段在1903至1937年，这是因为他们分别创立于1903和

①王薇佳、康志杰：《震旦大学与圣约翰大学比较》，载《暨南史学》，第3卷，第487～504页。

②另一所天主教大学是天津工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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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他们都迈出了创立阶段，发展出了各自的特

色，而这是进行比较的前提。①

一、身份比较

天主教大学是震旦与辅仁位居第一的身份。但是根据与天主教会和罗马教廷的关

系，他们又分属于两类，而这须追溯到大学的创始阶段。

：·(一)创始人和经营者：属于修会的大学(Denominational)vs教宗直属大学

(Pontifical)

震旦大学t903年由马相伯(1840--一1993)创立，但1905年之后被法国耶稣会接

管，以1905年为界，大学被称为“第一震旦”(在英语中被表述为“The First Aura

ra”)与“第二震旦”(在英语中被表述为“The Second Aurora”)。②

在第一震旦阶段，总教习马相伯负全责，拟定章程、设计课程和延请教师等，与法

国耶稣会有合作关系。按严复、张謇等人联名的《复旦大学募捐公启》所言，该合作实

属无奈：“惟绌经费，故不得不借地于教门”，“惟乏师资，故不得不借才于会友"。震旦

初创时所用校舍为徐家汇天文台余房，所请教师为法国耶稣会士南从周(P．Perrin)

和惠济良(Haouis6e)。公启同时认为“借地借才”所致“教育之权界不清，遂终于相

激而解散”。这种“争夺教育权”论是一直以来解读第一震旦解散的主要观点。③种种

史料和文献证实该解读并无不当，近来又有学者指出另一层原因，即马相伯与耶稣会在

办学上的观点分歧：马相伯收生年龄不设上限，培养其独立思考能力，要办研究式的学

生自治书院(academic)，而耶稣会希望办大学，招收青年学生，校方要对学生有绝对

权威，学生应该循规蹈矩。④

第二震旦是“在校政、教学和经济等各方面都由耶稣会负责，不同于1903年创办

时的震旦”。⑤其第一任院长是法国耶稣会士韩绍康(P．H．Allain)，此后历任有孔明

道(de Lapparent)，南道煌(G·Foumier)。从1915年任院长的姚缵唐(Henry)开

始，院长的法文称呼从directeur改称为recteur，需由罗马耶稣会总部任命，至此震旦

大学“已列入耶稣会创办的各大学的行列”。此后的历任院长都是上海耶稣会的重要人

①在抗战期间及抗战后他们都有复杂的故事，而这值得撰写另一篇文章。

⑦⑤顾裕禄：《震旦大学的创建和变迁》，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所，上海宗教学会编：《宗教问题

探索(1987年文集)》(内部发行)，1988年。第143页。

③如复旦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复旦大学志》，第30页。

④Jeall一Paul Wilt(魏扬波)，“A Clash of Visions．The Beginning of Aurora University 1842～

1905”，Unpublished Paper，1992．马相伯在《一日一谈》的自述中，也提到“不过震旦开了一年

多以后，我因其中的教授及管理方法与我意见不合，遂脱离关系而另组织一校以答与我志同道合

的青年学子的诚意，这就是现在的‘复旦’。”马相伯：《从震旦到复旦》，载《一日一谈》，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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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其中桑黻翰(Lefelyre)、姚缵唐后来是三、四十年代上海耶稣会长。①

如果说，第一震旦与耶稣会是若即若离的合作关系，那么第二震旦则完全是从属于

耶稣会的大学。由于耶稣会是天主教会的一个修会，也即是属于修会办的大学。

辅仁大学创建于1925年，是各种力量合作的成果：中国天主教徒发起，教宗推动，

美国本笃会主持最终实现。早在1912年，英敛之和马相伯即上书教宗，呼吁创办大学。

美国本笃会神父，圣文森修院教授奥图尔(George O’Toole)，在1920年经过北京时

得识英敛之，随后他在教宗那里得到了创办学校的鼓励，并被授意由圣文森书院负责创

办大学。教宗个人甚至捐赠了一万里拉作为这项事业的第一笔资金。⑦克服重重困难

后，本笃会神父与英敛之等共同合作建立了预科学校辅仁社④，两年之后，开设大学课

程。因经济的原因，辅仁大学在1933年易手至圣言会，但是自始至终辅仁都由天主教

会管理，与教宗的直属关系也没有变。

’由创立者和经营者看，震旦大学和辅仁大学与教宗的关系不同：震旦大学仅属于某

个修会；而辅仁则为教宗直属：由教宗发起，管理者向教宗负责。震旦大学的耶稣会士

只向耶稣会负责，只需要在梵蒂冈注册而已。

．(二)宗教性：具有天主教气氛的两所世俗大学

震旦大学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宗教作为教育的目标。马相伯主持震旦大学时，“不讲

教理”是办学宗旨之一。④自1905年耶稣会接管后，宗教课程和活动也只是向天主教

徒提供，不强迫非教徒参加。1932年，学校拟建教堂，最终选址于校园之外，就是为

了服务于社区周围更多的天主教徒和非教徒。⑤耶稣会士在震旦大学办学，并不注重发

展信徒，而是在学生中发展天主教道德和精神，以此影响社区和整个社会。⑥

同样的，在辅仁大学宗教课程非必修，宗教活动也不强制参加。正如陈叔杰指出

的，本笃会士和圣言会士们希望帮助中国青年学习中国文化和西方科学，理解中国文化

和天主教两方面。⑦大学的气氛则具天主教色彩：退修会邀请中国知识分子参加；采用

①顾裕禄：《震旦大学的创建和变迁》，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所，上海宗教学会绾：<宗教问题探

索(1987年文集)》(内部发行)，1988年，第144～145页。

⑦See Jerome Oetgen，Mission￡D Ame—ca l AHis幻ry of&{眦Vincent Archabbey，n它R”f BLanC-

dictine Monastery in The United States(Wa矶ington，D．Cl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2000)．

⑦此辅仁社并非前文提到的英敛之创立于1913年的香山静宜园辅仁社。静宜园辅仁社是单独的一

个国学学习班，不从属任何机构，1918年因为经费问题停办。1925年设立的辅仁社则是作为大

学的预科班而存在的，英马以“辅仁”为新大学命名，表明要延续侧重国学的传统。

④办学信条“信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讲教理”。参马相伯：《从震旦到复旦》，载《一日一谈》．

⑤⑥Lettres de Gennain，1932．10．10，Feh323～5．Arehiv∞f脚is鹤de la Compagnie de J豁uS．

转引自王微佳、康志杰：《震旦大学与圣约翰大学比较》，载《暨南史学》，第3卷，第487～504

页。

⑦John Shujie Chen，刃k Rise and FaU of Fu Ren University，BeOing：Catholic Higher Education

伽China(New York&London：Taylor＆Francis Book，Ina 2004)，p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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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方式在无强迫课程的基础上增加天主教气氛，例如为贫苦孩子开设夜校等；中国化

的基督教艺术也赢得了很高的赞誉。

尽管未设必修宗教课程，震旦与辅仁大学的宗教性却因各种课外活动得以加强。这

一点与新教大学在立案压力下将宗教课程改为选修、再扩展宗教活动大相径庭。

二、教育理念：为教会，法国和社会VS为教会和社会

作为基督教大学，震旦和辅仁很自然地在教育理念上有两个向度：为教会，为社

会。

第一震旦与天主教会仅有松散的联系，当时掌校者马相伯的办学理想是融会中西文

化，“广延通儒，培成译才”。①他更多关注中国社会亟需科学，亟需语言人才，但是，

自1905年法国耶稣会士接手并掌管了全部行政之后，震旦大学成为一所真正的教会学

校。他们的教育理念是建一所法国式的大学，提供系统的职业教育。因此，震旦大学逐

渐从一所“学院”成为综合性的“大学”，在1909年，震旦大学的校旨被表述为“为便

益本国学生，不必远涉重洋，留学欧美，而得欧美大学普通及高等程度之教育”。⑦耶

稣会士从而有机会与同样设在上海的新教圣约翰大学一争高下③，为的是让天主教“赢

得知识分子的尊重”，“接触社会的高层"④。以上表明马相伯时期震旦大学更多关注中

国社会，而耶稣会士时期震旦大学的关注点则落于天主教会。

辅仁大学自创校起上上下下始终都怀有相对稳定的教育理念。其创校者英敛之的教

育理念集中体现在他与马相伯在1920年9月联名给罗马教宗请求兴学的上书，首先回

顾天主教传教史，表达对“明末之传布福音，则奔走后先，专藉学问”之推崇，认为

“仿利、艾、汤、南用学问为诱掖之具，断不可无。"而天主教却几乎放弃了这种传教方

法，与新教相比，天主教办学太少，“以北京而论，我圣教不独无大学也，无中学也，

并高等小学而无之。只有一法文小学，学费之巨，只可招教外人求学而已，学成之后，

只可依外国人谋生而已。”现今的天主教徒“能略知事务，援笔作数行通顺语者，几寥

落如晨星”。上书中盼望教宗多多派遣“当今博学良善而心谦者。”而且强调“其奉遣之

人，能不拘何国、不限在会，似更相宜”。不拘定一国，是为了避政治嫌疑，不限在会

①《翻译世界》，1902．12．30。转引自《复旦大学志》，第36页。

②《震旦大学章程》，Q244 1～17～2．转引自王薇佳《独辟蹊径：上海震旦大学研究(1903

1952)》，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第28页。

③圣约翰大学由美国圣公会创办。

④LNM，11，317～318，Letter 0f Poissemeux，January 30，1850．转引自魏扬波Jean--Paul Wiest，

“Bring Christ to Nations：Shifting Models of Mission among Jesuits in China”，in刃增Catholic

Historical Rev{ew，83(October)：4，p667．法国耶稣会士曾经在尝试过几次办理高等教育，但

都以失败告终。参魏扬波JeaI广PauI Wiest，“A Clash of Visions：The Beginning of Aurora Uni-

versity 1842～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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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要避免教中党派之争，并且防止信教者之于非信教者的优越感与征服感。这份上书

的核心内容主要有四点：一是发扬明清耶稣会士对学问的重视，二是广邀博学之士办

学，三是提高天主教徒的中国文化水平，第四还希图以学问对天主教之外的社会产生影

响。①

除了教会和社会的两个向度，震旦大学在教育方面还有第三个向度，即“为法国”。

法国耶稣会士将大学设计为“法国大学”，采纳法国教育方式，而且始终秉持“法国第

一”(France First)的原则。其原因是他们对法国和法语抱有的文化优越性。他们认

为，“法国代表了世界文明的杰出一半”，法国文化必将有助于中国社会，是挽救中国高

等教育对科学缺失的关键。②辅仁大学没有类似的文化优越性以及任何的国家向度。

震旦大学和辅仁大学在教育理念上更大的差异在于辅仁大学对天主教会和中国社会

都抱有更深广的远见：本色教会和复兴中国文化。辅仁的创办者相信教会和中国社会可

以互惠互利互相影响。他们也相信与新教大学的竞争只是暂时的，更重要的是培养国籍

教会人才，由此让本色天主教会在中国扎根。

三、教学

根据以上的教育理念，震旦和辅仁：大学设置了不同的课程。以下两表是三十年代

两校的教学概况。
表1震旦大学教学概况＼ 医学院 理学院 法学院

创建年份 1911 1914 1912③

医学 数学与物理 法学

牙科 电子与机械工程 社会与经济
学系

化学工程

结构工程

①《上教皇请兴学书》，《辅仁生活》，1939年12月25日，第8～9页。

②AFCJ，Fichier 2～51 complemenL转引自魏扬波Jean～Pad Wiest“Bring Christ t0 Nature：

Shining Models of Missmn among Jesuits in China”，p671．

⑦早在1912年，R p．Lapparent就开始教授民法，为法学院成立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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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院 理学院 法学院

文学： 中国文学

法国文学

法国文学(分学年各讲授17、18、19世纪大

家)

法学专业学英语课程
全校文哲课程

哲学： 哲学(第一年)

伦理(第二年)

伦理与形而上学(第三年)

预科生法语课程

教师 华人 7(39％) 11(39)％ 13(43)％

西洋人 11(61)％ 17(61)％ 17(57)％

总计 18 28 30

华人 31(40)％
总计

(％)
西洋人 45(60)％

总数 76

*本表据《私立震旦大学》(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35年)。第39—55，125，

175—176页。

表2辅仁大学教学概况＼ 文学院 理学院 教育学院

中国文学 数学与物理 教育

西洋文学与语言 化学 哲学与心理学
学系

历史 生物
艺术

社会与经济 微生物

中文写作(一年级必修)
全校课程

英、德、法、日语(选修)

华人 28(67)％ lO(63)％ 9(75)％

教师 西洋人 14(33)％ 6(37)％ 3(25)％

总计 42 16 12

华人 47(67)％

总计 西洋人 23(33)％

总数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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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据北京师范大学藏辅仁大学档案资料(1937)年。

由此可以分析以下方面：

(一)院系设置：偏重应用、工程VS人文、自然科学指向

由上表很清楚看出，震旦大学侧重应用学科，三个学院中有两个分别培养医生与律

师；而辅仁大学倾向人文学科，在11个科系中占近二分之一：包括中文系、西洋文学

与语言系、历史系、哲学与心理学系与艺术系。①1937年，上述5系共有教师42人

(各系分别为8，15，10，3，6)，占当年教师总数的60％。

两所大学有着截然不同的理学院。在震旦，理学院有4系，其中3个为工程系，旨

在培养各行业的工程师(电子机械、化学与建筑)。而在辅仁，理学院由3个纯自然科

学系构成(数学与物理、化学、生物与微生物)。

在震旦大学，即使是为全校开设的文哲课程事实上也是非常有限的。以1937年为

例，在3年的哲学课程背后只有1位教师负责，实际上他并不能教到所有的学生。震旦

曾有开设文学院的动议，也是由于“难以请到教师”而胎死腹中。②

(二)教学语言与语言课程：法语优先(French First)VS重视中文

震旦大学先后以拉丁和法语为第一外语，后来法语甚至成为教学语言。在马相伯长

校时期，法语是一年级的必修课程，但二年级学生可以在英语、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

言中任意选择。④在法国耶稣会士接管震旦后，法语成为第一语言。在1905年，震旦

学生需修51小时的法语授课课程，英语授课的课程只有20～26小时。④在1909年，

法语成为震旦大学惟一的外语，渐渐地，所有的课程都以法语讲授了。⑤

相应地，震旦大学所开课程里与中文相关者微乎其微。以1935年为例，震旦大学

只有一位中国教师讲中国文学，而哲学由一位法国人讲授，法语和法国文学由两位法国

教师负责，英语也配备了两名教师。 ．

相反，辅仁大学从一开始就以中文为教学语言，十分强调国文和中国文化课程。辅

仁大学的前身香山辅仁社(1913～1918)的建立就是为了提高天主教青年的国文程度；

辅仁大学早期的预科学校辅仁社(1925～1927)延请了优秀的中国教师讲授国文、历史

①1928年震旦分为三个专科：法政文学科、算术工学科和博物医药科。据《震旦大学二十五年之概

况》，《圣教杂志》1928年十二期。

⑦震旦大学曾试图组建独立的文学院，但告失败。TheFar Eastern Review，．V01．X XⅫ，No．9，

September 1936，p396．

③《震旦大学章程(1902)》，载《翻译世界》，转引自《复旦大学志》，第37～39页。亦可见王微佳

《独辟蹊径：上海震旦大学研究(1903～1952)》，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第28页。

④Lettres de Jersey，∞．24，1905．AFCJ．转引自王薇佳《独辟蹊径：上海震旦大学研究(1903

"1952)》，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第29页。

⑤以法语为惟一的教学语言，这一点有别于中国近代的13所新教大学，也有别于另外两所天主教

大学：先后由美国本笃会，美、德圣言会管理的辅仁大学，以中文为教学语言；另一所由法国耶

稣会士管理的天津工商大学使用英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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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哲学等。文学院始终是辅仁大学最大的学院。1937年，文学院的教师甚至超过了其

他两学院的总数。(参见表2)

“大一国文”是辅仁大学的特色课程，是全校学生的必修课，始终被校方置于相当

重要的地位。该课程有统一的教材，其中的文章选自历代名家，或有教益，或有意义，

期末组织统一考试。校长陈垣甚至每年都教一个班，并设计试题，使期末考试不仅成为

所有大一学生的考试，对任课老师来说，也是一次大考验。①

不仅如此，辅仁大学在国学研究，特别是中外关系史方面享有卓著的声望。比如张

相文开创了历史地理学，张星煨是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前辈，陈垣创始了宗教研究，特别

是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还有余嘉锡在文献学方面等。

四、校园文化：洋学堂VS和尚庙

如果说校园文化是复杂抽象的，那么大学绰号则简单直观，可立即感受到校园文化

的味道。震旦和辅仁的绰号分别是：“洋学堂”与“和尚庙”。可从以下三方面解读：

(一)人员构成：洋人多VS男士多

“洋”首先有“外国”的含义，因此“洋学堂”的第一含义指震旦大学外籍教师多，

占绝大多数。在1935年，各学院的外国教师分别占到61％，61％，57％，占教师总数

60％。而且，其中纯一多数是法国人：在45名外籍教师中，只有英籍1人，瑞典籍1

人。

“和尚庙”的第一含义是指辅仁大学的“性别”特征。除却辅仁大学神父多、修士

多之外，直到1938年辅仁大学才建立女校招收女生，此前大学里只有男教师和男学生。

许多校友都提到过和尚庙的绰号，也曾描述男生身穿蓝色K衫，神父着黑色大袍在辅

仁大学所在地定阜大街走过的情形。

与震旦大学相反，中国人是辅仁大学师资的主体。外籍教师的比例恰与震旦华籍教

师比例相当。在1937年，辅仁大学的外籍教师在各学院比例分别为33％，37％，

25％，占教师总体的33％。国籍的多样性是区别于震旦的又一特征。1937年，辅仁大

学的外籍教师来自8个国家：德国(10人)，美国(4人)，英国(2人)，奥地利(2

人)，挪威(2人)，法国(1人)，意大利(1人)和俄罗斯(1人)。

(二)学生形象：现代青年VS朴素学子

①启功回忆说t“陈老师对各班‘国文’课一向不但是亲自过问，每年总还自己教一班课。各班的

课本是统一的，选哪些作品，哪篇是为何而选，哪篇中讲什么要点。通过这篇要使学生受到哪方

面的教育，都经过仔细考虑，并向任课的人加以说明。学年末全校的一年级‘国文’课总是‘会

考’。由陈老师自己出题，统一评定分数。现在我才明白。这不但是学生的会考。也是教师们的

会考。”启功：《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陈垣先生诞生百年纪念》，载《励耘书屋问学记>，北京：

三联书店，1982年，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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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情景下“庙”通常指的是安静贫苦杜绝世间欲望之地。对辅仁大学来说，

确是如此。辅大毕业生著名神父赵博雅回忆道：中文系的学生均着蓝色长衫，只看长衫

的新旧程度，就能判断学生的年级高低。一位来自重庆的女生，因不堪同学背后议论她

的现代衣着及面部化妆，不得不在一周后放弃妆容，换上了朴素的长衫。①

(三)国家色彩：中国土地上的法国大学②VS国际帮助下的中国大学

面对中国政府，震旦和辅仁两所大学都与当地相处融洽，按照中国政府要求立案。

他们既不参与政治，也不允许学生过多参与政治。但是，面对外国，他们采取了不同的

态度：震旦大学更多地依赖法国政府。这种依赖性缘于其经济不独立。除了学费，从

1913年开始震旦大学开始接受法国补贴。补贴数额逐年增加。1918年，法国政府给辅

仁大学588，000法郎。从1919至1945年，该数额从总数128，000涨到1600，000，

000法郎。③震旦大学所得到的另一份资助来自French Concession of Shanghai，来自庚

子赔款。这种依赖性又部分缘于法国人的文化优越感。法国耶稣会士常常强调震旦大学

旨在“捍卫法国及其文化的荣耀，平衡德国、英国和美国在高等教育上的影响。”④

辅仁大学却不依赖于任一外国，这是因为辅仁拥有独立的财政。学费只是辅仁的部

分经济来源。尽管辅仁大学在1930年代深受财政压力的困扰，但是她很少向美国和德

国政府伸手，更不用提依赖外国政府了。通过“辅仁之友”、教会支持和天主教徒的个

人捐献等途径，辅仁大学渡过了难关，并逐步壮大。

五、结论：中国近代天主教的两个时代

将两校相同和相似之处撇开不论，上文所示两校差异从本质上分析，其实缘自于对

以下三方面观念的不同：

首先，对教会前景的展望不同：外国的VS华人掌控教会

对于中国天主教会的前途，震旦大学和辅仁大学有着截然不同的理念。法国耶稣会

士同样期待中国天主教会在中国扎根，但秉持的是殖民观点。他们不完全信任中国人，

因而把握教会主要的权力，较少允许华人参与。他们期待在与新教教会竞争中获得更

大的影响。认为实用的专业相较人文和纯粹理科学科，能较快对社会产生影响。

辅仁大学是对天主教现状进行反思的成果。近代两位著名天主教徒马相伯和英敛之

认识到，建立本色教会，培养华籍教士是中国天主教会的唯一出路。设立辅仁大学就是

①赵博雅：《回忆》，载《辅大六十年》，台北新庄：辅仁大学出版社，第198页。

②英文表述为“French Umversity on ChineSe Soil”，参Jean-Paul Wiest，“Bring Christ t0 Nations：

Shihing Models of Mission among Jesuits in China”，p668。

④ 转引自Jean—Paul Wiest，“Bring Christ t0 Nations：Shifting Models of Mission among J∞uits in

China”，p678。

④ 转引自JeaIl—Paul Wiest，“Bring Christ to Nations：Shining Models of Mission among JeSuits in

cl矗na"，p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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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高中国天主教徒的中文素养。辅仁大学以中文为教学语言，重视国文，以及发展国

学研究，都是这一反思的结果。许多中国教士在辅仁大学毕业后成为中国天主教会的重

要支柱。

其次，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不同：不平等VS平等

在震旦大学，文化和语言优越感是法国耶稣会士传教事业的巨大障碍。这种优越感

导致他们当中很少有人熟练掌握中文，因而无法接触中国知识分子和行政层。他们认为

法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化，最能够帮助中国。但是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与法国政

府的合作将在某种程度上把学校牵连进政治。

1919年教宗发布的夫至大通谕即强调了这一致命问题，要求教会尊重并谦虚地学

习当地文化。“夫至大通谕”是基督教历史上的一份重要的文件，其中心思想是适应传

教地、培养本地传教人才，曾对中国近代天主教的本地化起到过相当的作用，是教宗本

笃十五在1919年11月30日颁发的，因首旬日：“夫至大至圣之任务”(Maxumim il—

lud)，故又以“夫至大”简称之，当时也称“教宗通牒”。通谕所指出应当力戒的事项

都是中国天主教教会长久以来的弊病，例如持有保教权的殖民国家通过政权扩大教权，

通过传教为本国谋政治利益，各传教区画地为牢彼此独立和互相竞争，以及对中国、中

国文化、中国人乃至中国神职人员的蔑视等等。通谕传达的精神和具体的措施都为中国

天主教会冲破当时困境指示了路径。辅仁大学即建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她也切实实践

了对中国文化的承担，加强了对中国文化的重视。
’

第三，对中国社会需求的认识不同：实用性需求VS文化需求

震旦大学将办学目标设定于适应中国当代社会的需求，他们认为法国教育体系培养

出来的职业人才最为中国所需，因而主要发展实用学科，培养社会急需的工程师和律师

等。而辅仁大学要服务于中国的长期需要，先后的办学团体继承了创始人融会中西文

化，复兴并更新中国文化以拯救中国社会的理念，因而主要发展人文学科和纯粹自然学

科。

以上震旦大学和辅仁大学在办学上的三点区别恰恰体现了中国近代天主教会前后相

继的两个阶段：殖民阶段和本色化阶段。我们不否认震旦对中国社会的贡献，但是

1903年创立，1905年转手耶稣会的震旦大学与法国的海外扩张相伴而生，未能洗脱文

化优越感、压迫性和某种程度的实用主义。二十多年后，在中国天主教徒和教宗的呼吁

下，辅仁大学建立，为的是脱离外国政治势力的压迫，逐步建立本色的天主教会。因此

辅仁大学代表着中国天主教徒的愿望，大至大通谕的精神，甚至部分外国传教士的远

见，包括独立、尊重和文化关怀等。辅仁大学自创立起，就在中国天主教化运动中位于

先驱。又一个二十年后，随着圣统制在中国建立，摆脱不平等条约、殖民色彩，由国人

自管的本色化天主教会在中国终见成效。

(责任编辑袁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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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2条)

1.期刊论文 张多默 马相伯与徐汇中学、复旦大学 -世界宗教文化2004,""(1)
    马相伯是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中国天主教爱国爱教的典范.他是上海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北京辅仁大学的创建人.

2.期刊论文 邓红 民国时期教会大学学生状况初探--以天津工商大学学生为例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26(3)
    20世纪初,西方各教会团体纷纷在中国设立高等教育机构--教会大学,其中最著名的有16所:基督教13所,如上海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北京燕京大学

、成都华西大学、济南齐鲁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广州岭南大学、苏州东吴大学等;天主教3所,它们是上海震旦大学、天津工商大学和北京辅仁大学.迄

今,学术界尚未对民国时期教会大学的学生状况作一较为全面的反映.本文以天津工商大学为例,对工商学生的来源与组织、课余生活、爱国民主运动、科

技与业务实践及就业状况五个方面进行概要论述,以期对教会学校的学生状况作一初步探讨,并因之纪念母校80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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