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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仁大学事件始末

辅仁大学是由天主教会设立的。

1911年，中国天主教界知名人士江苏丹

徒人马相伯和北平人英敛之，鉴于天主

教在中国仅有两所大学，上书罗马教廷，

请才高德硕之士，来中国增设公教大学，
发扬中国文化，介绍世界知识。后因第一

次世界大战爆发，计划未能实现。1919
年，罗马教庭派遣代表来华，考察教会教

育情形，在考察报告书中，提出中国的高

等公教教育机关不足。庇约十一世(Pius

xI)当选教宗后，下谕“本笃会”立即

进行，并亲自捐款十万美金作为学校基
金，带头倡导这个活动。1923年8月7

Ft，全美“本笃会”遵照教宗的下谕召

开会议，决定委托宾西法尼亚州圣文森
学院院长司泰(Stehle)全权办理此事，

随即司泰委任在华筹备天主教大学甚为

积极的奥图尔(G．B．O．Toole)为校长。

1925年1月，奥图尔来到中国，在旧涛

贝勒府先开办大学预科一班，取名为辅

仁社，并聘请英敛之为社长。后英敛之

因劳累过度，于1926年1月逝世，校务

开始由陈垣先生主持。

陈垣，字援庵，1880年11月12日

出生，广东新会人。早年在广州参加反

清斗争，1907年考取美国教会办的博济

医学院，1913年当选众议员，留居北

京，从事历史研究和教育工作，是当时

著名的史学家，在学术界、政界、医学

界和宗教界都富有名望。他接任辅仁社

社长后，全力投入学校的建设，积极扩

充设备，并遵照教育部的规章，组织董

事会，聘请奥图尔为校长，自己任副
手。

1927年北洋政府准予学校试办，并

正式将校名改为“私立北平辅仁大学”

(简称辅仁大学)，当年暑假之后学校便
开始招收大学班学生。

辅仁大学是在抗战时期壮大起来的，

经历过许多艰难困苦。在抗日战争期间，
辅仁大学是北方沦陷区惟一一所不挂日

本国旗、不用日本课本、不以日本语为

必修课，文理科仍使用原有教材的学校，
也是惟一一所为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高

等学府。因此，不少由于各种原因未能

转移到内地的知名学者、教授纷纷到辅

仁任职，华北地区的热血青年也纷纷以

辅仁大学为首选学校，辅仁的声誉由此

大幅提高。辅仁在界定办学宗旨时就已

规定：介绍世界最新科学，发展中国固

有文化，强调中西合璧，养成硕学通才。

辅仁的学风古朴，学校里不分学生、教

授，大都身着长衫，很少有人穿西服，

就连英千里、张星娘这样一些留学国外、

会多国外语的“洋知识分子”也是如此。

在辅仁的国文、历史两系，汇集了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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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名人，如国学大师沈兼士曾任辅

仁文学院院长；文史名家余嘉锡、张星

娘等也都长期在辅仁教书，从事研究。

长期任学校秘书长的英千里毕业于伦敦

大学，不但通晓哲学、逻辑学等，还精

通英、法、西班牙、拉丁四种语言。当

时执教之士，如前述诸学人外，尚有余
嘉锡、孙人和、雷冕、严池、卜乐天、

萨本铁、张汉民、张重一、赵锡禹等知

名学者。所出刊物如辅仁学志、华裔学

志等，均驰名于国际学术界。辅仁大学

聘请教师不仅看文凭，更强调学问，不
仅看已取得成果，更注重学术潜力。陈

垣校长坚持用启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启功初见陈垣时是一个初中尚未毕业的

青年，既无财产，也无显赫家庭背景，

但陈垣看到了他所具有的潜力，先是派
他到辅仁附中教一年级国文，因无学历，

两次遭到解聘。后陈垣干脆将他放到自

己亲自负责的辅大“普通国文”课组，

并指导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使他的学

术潜力和书画才能很快得以发展起来。

到建国时，辅仁大学已有23年的历史，
教师中多有知名人士，总共有毕业生将

近四千人，成为与北大、清华、燕京齐

名的国内著名高等学府。

1949年，辅仁大学的教会代表是一

名叫芮歌尼(Harold Rigney)的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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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民解放军进城时，他曾宣布校产与

教产划分，学校主权归中国人，经费照

常供给，行政方面的事务教会不再负责。

辅仁大学的教师多数是不信教的，与外

籍神父交往很少，又因为外籍神父作为

管理者往往架子比较大，造成教师颇有

些不愉快盼隋绪。学生和神父修女之间，

也时有摩擦。到了解放时，由于在人民

政府领导下学校进行了民主改革，师生

员工的政治觉悟在逐步提高，校内亲美

的教会势力有所削弱，这些进步迹象引

起了天主教会方面的强烈不满，便发生

了之后的事件。

辅仁大学事件的直接起因是芮歌尼

给陈垣的一封信。其实在1949年，教会

就已经将学校的经费从22万美元减少到

了16万美元，而且迟迟没有做出1950

年的预算。陈垣校长与教会进行了十多

次的交涉，却毫无结果。1950年7月14

日，芮歌尼致信陈垣并提出，经费每年

可给14_4万美元，但必须实行四个条

件。这四个条件是拨付经费的前提，即

学校新的董事会由教会选任；教会对学

校人事安排有否决权；附属中学的经费

自给自足；圣言会所在地仍由教会保留，

任何人不准侵扰。同时，他还提出解雇

5名进步教员的要求，公然对学校行政

进行干涉。7月29日，他进而宣布：

“自本年8月1日起，教会对辅仁大学之

补助经费即告断绝。”’

芮歌尼的信在辅仁大学引起了强烈

的反响，遭到了广大教职工和学生的一

致反对。7月31日，全校召开大会，反

对教会的这种行为，指出要解雇5名进

步教员的要求是十分无礼的，并在会上

指出这是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中央人

民政府知道此事后，为保证辅仁大学的

教学工作不致中断，决定先垫付学校八

九两月所需经费。同时，中央人民政府

本着公私兼顾和维持原校的方针，继续

对芮歌尼进行解释和说服，以期他能有

所悔悟，撤回原案。但芮歌尼自以为得
之计，继续四处活动，于8月27日和9

月19日两次上书周恩来总理，企图越过

教育部，并两次发表《告同学同仁书》，
鼓动少数不明真相的工友向学校请愿，

来达到其组织新校董事会撤换陈垣校长

的目的。然而他的所作所为是人民政府

所不能容忍的。9月25日，中央教育部

长马叙伦以中国政府名义通知教会驻校

代表芮歌尼到部谈话。马叙伦在谈话中
阐明了人民政府对教会学校的原则态度

和解决辅仁大学问题的方针与办法，指

出教会不得干涉学校行政，并正式声明

中央人民政府在认为不能容忍的时候，

将收回学校自办。9月30日，教育部收

到芮歌尼代表天主教会正式答复： “根

据9月26日来电的条件，补助经费决定

停止，除非条件基本上改变，教会坚持

决定，即使你和全体神甫都要求重新考

虑的话。”这样显然已无挽回的余地了。
1950年10月12日，教育部经政务院批

准并根据政务院的指示，将辅仁大学收

回自办，并任命陈垣为校长，负责主持
校务。

1950年10月12日，辅仁大学张灯

结彩，一派喜气洋洋，校门和礼堂挂上

了巨幅标语：“拥护人民政府接办”，

“庆祝辅仁大学新生”、“教职员工团结

起来办好新辅仁”。上午，全校三千多师

生员工参加了庆祝大会。在庆祝大会上，

陈垣校长首先致词，他说： “我们师生

员工反对帝国主义分子干涉已经有两个

多月了。这两个多月里头，教会方面停

止了经费，如果不是人民政府的支持，

我们全校三千多师生员工一定会失学失

业。”他又说：“教会停发辅仁经费，政

府已经容忍了两个多月，终于到了不能

容忍的地步，为了辅仁的师生员工的学

习和工作，为了收回国家的教育主权，

政府决定把辅仁接收自办。这是我们全
校师生员工所绝对欢迎和拥护的。从今

天起，辅仁得到了真正的解放。”接着由

教育部部长马叙伦讲话，他指出：外国
人或他们的团体在中国境内创办学校，

照国际惯例是不容许的，但因为已经办

了许多年，暂时还允许续办。不幸辅仁

大学最近发生了外国人干涉我国教育行

政主权的事情，几乎使辅仁大学陷于不
能维持。政府为了不使人民利益受损失，

决定维持这个学校，并要使这个学校得

到发展，把它办好。马叙伦并立即宣布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关于接办辅仁大学

的命令，任命陈垣为辅仁大学校长。同
时，在学校接办期间，成立接办小组，

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长张

宗麟任组长，陈垣任副组长。
同日，教育部召开了记者招待会，

马叙伦就接办辅仁大学发表了书面谈话。
他在谈话中严肃通告了外国人在中国办

学的五项基本原则：1．在一个独立的民

主国家，不允许外国人办学校，这是世

界通例。2．夕h国人在中国办的教会学校，

在遵守国家方针与法令的条件下，可以

暂时允许他们继续办，但中央人民政府

保有根据需要以命令收回自办的权利。

3．宗教与学校教育是两回事，必须明确

分开，在学校课堂内不允许进行宗教活

动。4．教会设立的高等学校，不允许任
何人强迫和利诱学生选修宗教课程。5．

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有关教育法令是全

国私立学校都要遵守的法令。这些原则

和精神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对待教会学校

接受外来援助所恪守的基本原则。

接收后的辅仁大学在1952年全国

高等院校院系调整过程中，与北师大合

并，从此辅仁作为一所独立大学在大陆

已不复存在。1960年，天主教会在台湾

另建辅仁大学，也就是今天的台湾辅仁

大学。

辅仁大学的接收是教会及其所代表

的外国势力与新中国政权之间正面冲突

较量的结果，由此也揭开了我国接收外

资津贴学校的序幕。1950年正值朝鲜战

争期间，敌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事

在接受外国津贴的学校里时有发生。例

如，上海的进德女中，在学校里继续开

设宗教课，还美其名日为伦理课，课程

还要进行测验、考试、评分，学校利用

每天的晨会时间，进行宗教仪式和宗教

宣传。求德女子初级中学，制止学生参

加开国典礼、保卫世界和平等大游行，

也不准在校内搞庆祝活动。有的教师辱

骂中国学生。更有甚者，一些帝国主义

分子还以接受外资津贴学校为据点，收

集情报，散布谣言，搞特务活动。这些

当然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所不允许

的，加上辅仁大学事件，引起了党和中

央政府的对接受国外津贴学校中存在问

题的高度重视，以此为起点，从而在全

国上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收回接受
外国津贴学校的运动。到1950年底统

计，全国共接办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20

所(不包括已接办的辅仁大学)，共有

学生14536人，教职员工3491人，工

警1943人。其中接受美国津贴的17
所，有学生12984人，教职员工2940

人，工警1879人。接办外国津贴的中

学514所，有学生160250人，教职员

工10433人。其中接受美国津贴的255

所，学生81347人，教职员工6214人。

接办外国津贴的初等学校，据不完全统

计有1133所，学生188376人，教职员
工2759人。

1950年辅仁大学事件标志着中国政

府接办在华接受外资津贴学校的开始，

此后，其他的私立高校也陆续被全部接

办，接着教育部决定1952年下半年至

1954年，将全国私立中小学全部由政府

接办，改为公立。到1956年全国生产资

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时，全国所有的

私立学校基本上已不复存在了。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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