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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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 红(河北大学学报编辑部，河北保定07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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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严密规范、自治自理

——工商学生的来源及组织

工商学院时期，每年暑假在天津、北平、济南三

处同时举行招生考试一次。考试科目：工科有国文、

英文(笔试及口试)、几何、高等代数等12项；商科有

国文、英文(笔试及口试)、几何、代数等8项。必须

是“高中程度”毕业生，才有资格报名考试【1|。入学

后，学校对学生进行严密规范的管理。举凡入学、转

学、休学、毕业、纳费(包括奖学金及减免学费)、试验

考绩，以及教室宿舍、图书馆、接待室等等，一切皆有

章可循，制度完备、明确且具体。

工商学生的组织众多，校、科(系)、级、班各级皆

有。从其活动性质看，大致有“文娱体育类”的工商

体育委员会、游艺会、国术团、昆曲社等；“生活类”的

膳食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等；“学业类”的商学研究

会、数学研究会、物理研究会、通俗科学讲演团等；

“综合类”的学生自治会、学生俱乐部、校友会、班长

会等；“辅助教学类”的消防、体训等组织；“时效类”

的援绥会、抵私团、毕业纪念刊编辑委员会等临时性

组织。

这些学生自行筹办并开展活动的团体，为加强

工商学生的“组织化、团结化和纪律化”【2|，为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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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兴趣特长，锻炼学生的自治自理能力，培养学

生服务同学、服务社会的观念，提高学生及学校的声

誉，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例如，1936年成立

的工商新闻部，主要从事三方面工作：第一，将学校

的各方情形通报同学和社会。途径是写成新闻送到

各报馆，并向校内各刊物输送稿件。第二，对一切有

关工商的社会消息进行报道。第三，督促同学关注

国家大事。如绥远抗战期间，新闻部每天编写“新闻

辑要”，使同学们及时、准确地了解抗战情形，激发同

学们的爱国热情。“七七事变”后成立的学生“自办

伙食”的膳食合作社亦相当成功，基本达到了“解决

同学的吃饭问题，减轻同学的饭费负担”的目的。引

二、丰富多彩、“成绩昭著"

——工商学生的课余生活

文体活动、社会活动、爱国活动，工商学生的课

余生活丰富而多彩。五彩缤纷的文体活动，吸引了

工商学生的普遍关注和参与。文娱方面，以国剧社、

话剧团、口琴会、杂技会、昆曲社、管弦乐队等学生团

体为骨干，经常开展文娱活动，宏扬中国戏剧，提倡

国乐，培养同学对话剧的兴趣，帮助同学熟谙普通乐

理，了解西乐，形式多样，参者踊跃，“成绩颇为人称

道赞许”M J。尤其话剧团上演曹禺名著“原野”，为

华北之首，影响巨大，“在当时可谓是疯狂整个津

沽”【5|。继工商之后，各地剧社陆续上演，促“原野”

迅速扬名华北、华南各地。歌咏组针对当时社会上

流行的都是些“麻醉青年的，销铄国魂的爱情歌

曲”№J的现象，选择一些激发民族意识、宣扬爱国精

神的歌曲进行演唱，起到了良好作用。

体育运动在工商非常普及。校、院、系、班都有

体育组织。学生自由组合的运动队更是众多，如

1936年有华光等篮球队20余个，前进等足球队7、8

个，长虹等网球队10余个，星期六等垒球队4、5个。

体育赛事频繁，尤其各种球类比赛经常举行。校内

最大型的运动会是一年一度的春季运动会，除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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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学生外，另设“公开组”，由工商校友、南开、法

汉、民队、汇文、圣路易等组队参加。比赛精彩，1946

年春运会“破纪录者不下十余项”【7|。来宾甚众，有

时多达5 000余人，社会反响热烈。

工商学生还积极参加校外比赛，尤其“华北体育

界各项主要比赛，均无役弗与”u J，且战果累累。如

1935年5月河北省天津区运动会，工商获团体总分

第二名，径赛总分第一名，个人总分第一名；1936年

天津市运动会，工商学生获高栏、中栏、跳远、跳高冠

军；篮球队在1940年11月至1941年6月的31次

对外比赛中，获13胜的战绩；排球队在1940年的比

赛中亦称雄京津地区⋯⋯正如1944年《工商生活迎

新特刊》所说：工商体育“已进入了普及的时期，校内

的运动活泼的展开，各种球类的班际比赛尤为热烈，

同学对运动的兴趣也日增一日，排球在沽上是永执

牛耳的，篮球队除在津沽球坛奠定了不可毁灭的声

誉外，重征故都四大学府‘北大、辅大、师大及中大’

皆操左券是最难能可贵的。”

工商学生的社会活动亦较丰富，有校方组织的，

有时势大潮推动的，还有响应社会团体号召进行的。

如1925年冬，因冯张混战而避乱天津的难民，衣食

无着，生活极端困难。工商学生不怕严寒，三天三夜

募捐240元，救助天津难民。1937年夏，川灾严重，

工商学生发起“救济川灾募款运动”，一周募洋200

余元，汇往四川。工商学生热心公益事业，“成绩昭

著，极得社会人士赞扬”【8|。各种社会活动，对工商

学生了解社会、参与社会、溶入社会起到了“预演”作

用，也体现了工商学生砥砺品行、团结向上的意识，

以及关心民众疾苦、国家前途的强烈责任感。

三、“大厦之将倾，待我们扶持"

——工商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

在日本军国主义野心恶性膨胀，大力推行侵华

灭华政策，而国民政府却要“攘外必先安内”的历史

大背景下，工商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开展。

1935年5月，工商学院奉政府命令，组织学生赴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军训，同学们热情饱满，“每个人都

决定了誓死杀敌以挽救危亡的心志”【9|，但不久，受

“何梅协定”影响，军训停止，大家无不义愤填膺。

“要念大厦之将倾，待我们扶持，请瞻未来之世

界，正待我们开辟”【10J。在纪念“五四运动”十八周

年时，工商学生号召，“国难的深入，已经超过了五四

运动的时候无数倍。从前我们所要丧失的只是铁路

海港的租借权，而现在我们丧失了四省的领土，敌人

在我们的土地上建立了‘特殊化’的政权。因此，负

在我们肩上的任务，是比五四时代的学生青年更加

繁重了”lll J。“七七事变”前，工商学生更是大声疾

呼：“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帝国’主义的进攻，

到现在阶段，已经充分，使整个中华民族变为奴隶

了。无论什么‘不抵抗论’，‘准备论’，‘安内攘外论’

⋯⋯在我们知识大众的眼前，都现出各个的狐狸尾

巴，现在惟有发动民族革命战争!”“因为我们是民族

间的知识分子，⋯⋯其任务，是唤起三万万几千万的

大众，教育大众，组织大众，和全国大众紧紧的连系

起来，构成学生救亡的中心任务。”112]

1936年底，绥远抗战爆发，工商学生组织了援

绥会。先在校内向同学、教职员募捐500元，全数购

买棉袜手套，寄往前线；后又乘工商校庆之机，向来

宾劝捐洋数十元，汇往前方；得知将士急需医药用

品，又有百余名同学不怕严寒，上街募捐600余元，

购买了2 000余份卫生药包和1 200条毛巾，送往绥

远(援绥会前后共募捐1 500元)。工商学生在抗日

慰劳品上附言道：“天津工商学院援绥会敬献给绥远

前线的英勇将士们：我们谨以共有的爱国热忱，帮助

诸君抗战的雄心，愿诸君裹上伤口，再上前线，杀退

我们国家的仇敌。”【”J

抗战全面爆发后，工商学生在沦陷区亦坚持斗

争。1938年10月，工商附中师生自行配制火药，两

次设计焚烧日本人的棉花堆。部分工商学生还南下

参加抗日斗争，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工商学生多次冲破校方阻挠，参

加罢课和游行示威，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1948年

8月，工商8名共产党员和爱国学生被捕，数十名学

生被开除学籍。

总之，工商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在各个时期都

有，但集中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阶段。内容

主要有二：一是强烈反对日本侵华，以各种方式投入

抗日救亡运动；二是反对国民政府的倒行逆施，如反

内战，要和平；反专制，要民主等。在近代中国的爱

国民主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

四、“学理及经验并重"

——工商学生的科技与业务实践

工商“对学理及经验采取并重主义”，“以养成各

生勤奋、审度、推算、构作之习惯”⋯，因之，学生的

科技与业务实践活动非常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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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学生科技活动的重点是通过自办刊物和组

织，切磋学问，增进学业，宣传科普，推进民众科学水

平。如《工商生活》辟有“学术专栏”，《工商学生》常

刊载学生科技活动的文章；《工商建筑年刊》中学生

的种种设计更是主角；《工商大学季刊》多登载学生

的实习报告和实习见闻；即使每年的《工商学院××

班毕业纪念刊》，学生的“毕业论文题目”亦是重要组

成部分。工商学生成立有许多学术性团体，“互相切

磋，猜奇析疑”114 J，促进科学研究兴趣。如商学研

究小组，数学、物理等研究会，英文研究会等。学生

们利用课余时间学习讨论，或分赴各地参观，以谋与

所学之理论相互印证。

在宣传科普、促进民众科学文化水平方面成绩

最突出的，当是“工商通俗科学演讲团”。该团成立

于1934年4月，成员为工商本科学生。他们借仁昌

广播电台，向天津市民作每周1小时的广播演讲。

演讲内容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常识，如“防空大

意，毒气，非常时期公民应有之消防知识”，这是特殊

时期与特殊环境下的重要科学常识；“血液、电、无线

电之实施范围及应用，神秘的宇宙”等普通科技知

识；“时间、空气、吃饭，夏令卫生，病是怎样来的?”等

日常生活常识；及“仓石铁路与晋煤”，“津市民众对

于所得税应有之认识”，“什么是领事裁判权?”“战时

财政问题”等【15J，获得各方好评。

工商学生的业务实践形式主要有各种旅行考察

实习、测量等专项课目实习和工矿银行参观实习三

类。旅行考察实习，一般是四年级学生在毕业前夕

进行，如1937年在正太路、1945年在塘沽永利久大

工厂的实习。工科二三四年级学生在署期进行测量

等专项实习，多去北平西山、万寿山，青岛崂山或天

津本埠等地。工商学生深入工矿企业，对其厂址厂

貌、组织管理、营销状况、生产过程，尤其是机器设备

的名称、原理、运行、应用等，进行详细考察；还到新

华、兴业、重庆等地银行实习。

种种实践，不仅加深了学生的业务知识，尤其在

实践经验方面，使他们初步体验到“工作的真旨，困

难和兴趣”【16J。

五、“造就熟练现代专门技术、前程

远大的青年"——工商学生的就业状况

墨直盟宝置是；：左堡奎院为一标准化现代化之

最高学府”，“造就熟练现代专门技术、前程远大的青

年”，“造就工商两界之专门人才”，使毕业生“能够在

社会上找到较优的职业”【17 J。那么，工商学生的就

业状况如何呢?1935年校友会上，工商自豪地宣

称：“即至现时，我校之毕业生尚无失业者”，“届现时

我校之毕业校友，分散于各机关，各银行，各商业团

体，或膺专职，或当一面，成绩均甚优良。”【18 J
1937

年，院长华南圭在总结工商学院之过去时亦说：“历

年来服务工商各界毕业同学，数量上虽属不多，但类

皆能发挥母校埋头苦干之精神，刻苦耐劳，忠诚服

务，成有相当之地位，而博得社会之同情心不少

焉。”【19 J概而观之，工商“商科历年的毕业学生，大都

在银行界服务”，少部分“服务于公家财政机关”；工

科毕业生“入建筑、铁路、水利、土木、市政一切公私

机关皆有之”。他们“多能运用所学，研究贯通，得有

、、相当之优良成绩，而海外留学诸同学亦可就个人性

之所近，及学有心得之学科继续深造，学成归国者颇

不乏人’’[20|。

以1928—1935年毕业分配为例，具体考察一下

工商学生的就业状况。1928—1935年共8届87名

毕业生，所去部门有：1)工矿：正太路总机厂、天津电

灯公司、开滦矿务局、河北协昌金矿、山东中兴煤矿

等。2)交通运输：粤汉铁路、平绥路、四川公路局、哈

尔滨航政局、中东铁路局等。3)土木建筑：天津鸿记

建筑公司、上海基泰公司、中国工程司、天津中国建

筑公司等。4)金融：天津华北银行、天津交通银行、

北平金城银行、北平中国实业银行、汇丰银行等。5)

市政：北平市工务局、天津市工务局等。6)商业贸

易：天津耀华公司、天津赫金公司、山东中兴公司等。

7)教育：天津工商学院、天津工商学院中学部、法国

巴黎工业专门学校等，8)行政管理：天津市财政局、

天津市建设厅、南京市土地局、云南实业厅、山东实

业厅等。9)水利：河北永定河河务局、华北水利委员

会。10)兵工：上海高昌庙兵工厂。11)新闻：济南光

华报馆。12)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法国巴黎中央

大学。①

毫无疑问，西方教会团体在中国创办大学的目

的，是为传教服务，是为其统治中国青年服务。但天

津工商学生的历史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传教士们

①参见《天津工商学院校友录》，1947年；《工商学院毕业同学录》1935年；1936年毕业纪念册；私立天津工商学院呈请立案用表之一(十

一)；《工商大学季刊》1727年1期；献县总堂1964年译自拉丁文原著：《天津工商学院简史》(手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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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观办学宗旨与客观现实有一定距离：一方面，工

商学生不仅从中获取了大量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

成为“工商两界之专门人才”，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进

步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广大学生亦具有强烈的民

族意识和爱国思想，积极溶入火热的爱国民主运动

之中，推动了祖国的独立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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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发展的天津工商学院
(1933—1948．10)

阎玉田(河北大学人文学院，河北保定071002)

天津工商学院时期，正值内忧外患、社会严重动

荡、办学环境和条件异常艰难。然而，却是河北大学

整个发展史上一个迅速发展阶段。当时，社会上有

“煌煌北国望学府，巍巍工商独称尊”，“堪与康奈尔

大学相媲美”[11的传诵，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学校立案后的重大变化与影响

1933年工商大学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立案

更名为私立天津工商学院后，各种规章之厘定、行政

组织之更易、课程之设置、教学活动与方法等均须依

部章办理。各方面发生了重要变化，办学规模迅速

扩大。

首先成立了校董事会，以华人为主占5席，法籍

2席，董事长职须由华人担任。办学经费预、决算及

学校所有重大举措须经董事会讨论决议，交院长执

行。在课程设置上变化更为明显，以三民主义为主

要内容的所谓《党义》课成为学生必修的一门政治理

论课，加强了社会学及国文课程的教学，课堂授课用

语一律改用国语。增设中外近现代史、铁路学、电气

工程学、军事训练等课程。学校编写的《课程总纲》

中所设置的课程分为3类：一为普通科目计有13

门；二为基本科目有12门；三为各院、系各专业科目

均有十几门，4年总计达40门以上，外文授课时数

压缩1／3—1／2。[2|

立案后最显著的变化，除扩大本科招生名额外，

从1933年9月新学年开始招收夜读班。所开设的

专业课程以外国语为主，同时招收统计学班和中国

现代法班。1933年9月至1936年9月的3学年，

每学年招收夜读生分别为72名、202名和95名。

招收夜读班，既满足了在职人员渴望提高专业知识

和社会的需求，同时，也充分利用了学校现有的教学

条件，扩大了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面；另一方面受到

企事业单位的欢迎和支持，获得社会对学校建设的

捐赠助学，确实是一个创举。1937年日本占领了天

津，夜读班被迫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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