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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江是长江中游的战略要地和鱼米之乡，早为

外国殖民者所垂涎。"!#! 年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

签订后，九江沦为外国列强的通商口岸，帝国主义在

这里强占租界，控制海关，洋商和传教士乘机涌入。

由此，九江成为殖民侵略者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据

点。自 "!$% 年起，九江地区各市、县和庐山都有洋人

办的教会学校，其中以美国为主，法国次之。他们以

“信仰上帝”和 “文化开发”为由，创办由教会控制的

大、中、小学，目的是利用教会创办学校作为工具，为

帝国主义利益服务。

"!!" 年，美籍库思非博士建起了九江第一所教

会中学，并以《中庸》的“普天之下，车同轨，书同文”

之意，取名为 “九江同文书院”，附设小学，原埠阆小

学并入书院。"&’" 年，穆思堂 (今实验楼 ) 开始筹

建。当时，在地基掘出数坛唐代开元古钱，运往美国

出售，作为建楼的主要经费。"&’# 年，在书院的基础

上，校长库思非为纪念他的父母，创办南伟烈大学，

后因经费困难，于 "&"% 年停办，更名为同文中学。

自 "&$% 年以来，美国基督教会 (美以美会、内地

会、弟兄会、圣公会、安息会 ) 和法国天主教会在九

江、德安、永修、湖口、彭泽、星子、都昌、瑞昌、武宁、

修水和庐山等地创办的小学，一度占在校学生人数

的 "$* $+ ，特别是九江有同文附小、儒励附小、“四

翘”(翘秀、翘材、翘志、翘德 )小学、洛德小学、济世小

学、宣智小学等，占九江小学在校学生的 ,#* #+ ；永

修县占在校学生的 -,* .+ 。

由美国基督教创办的中学除同文中学、儒励女

中外，还有诺立神通女校、圣约翰中学、庐山中学 (校
址在庐山牯岭 )；法国天主教会办的济世中学 (益智

女校和洛德学校合并 )。
职业学校有美国教会创办的 “九江私立诺立女

子初级家事职业学校 (烹饪、编织、缝纫、刺绣 )，还有

但福德医院附属学校，设高级护士科。

综观所述，九江的教会学校，在九江近现代教育

史中，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有两段话很能说明

美国为什么要利用宗教来办教育/ 中国早期著名学

者型教会人士刘廷芳说过：“我信宗教，我信教育，我

信两者并行不悖。我信两者能互助，则收益更大。我

信宗教若忽略教育，有流入迷信愚妄的可怖；教育若

仇恨宗教，有流入偏辟残缺的危险。”!这个说法为

中国教会人士掌管校务的理念。美国伊利诺大学校

长詹姆士在美国归回庚子赔款用于办学时致函罗斯

福里的一段话则讲得更为透彻和直率，他说：“哪个

国家能在教育一代中国青年的事业上成功，哪个国

家就会由于付出一定的努力，而在道德、知识和商业

的影响取回最大可能之收获。如果美国早在十五岁

年前就做到中国学生之潮流引到美国来，并使这个

潮流不断壮大，那么，我们今天就一定能够通过从知

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们，来对中国发展进行

一种最令人满意的又最为巧妙的控制。”"

在同文中学、儒励女中，无论是美国的还是中国

的校长，都是以 “宗教与教育并存”的理念来治理学

校的。

教会办校的目的是用于传教，并有意培植一批

中国籍的传教助手。教会学校是教会传教，用基督精

神征服全球的重要基地。同文、儒励两校创办初期，

将宗教列入主课，宗教课程不及格的不能升级，规定

学生必须参加弥撒或做礼拜，以及其他各种宗教集

会。同文在校内建有礼拜堂(今大会堂 )，经过训练和

考核，接受洗礼与入教。

"&.& 年 !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了 《私立学

校规程》，其中第一章第六条规定：“私立学校不得以

宗教科目为必修科，及在课堂作宗教宣传，宗教团体

设立之学校内部有宗教仪式，不得强迫或劝诱学生

参加，在小学不举行宗教仪式。”至此，两校的宗教活

动虽不再列入必修课程，采取自愿参加的形式，但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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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育及活动在校内仍起主导作用。

据《九江私立同文中学概况》记载：“学校宗教教

育目的是设法帮助青年，与超人类之权能者交往，以

强固青年之意志，鼓舞其心灵，指导其智力，期使青

年之生活美满，人格之发展。”同文中学校训提出的

“读好书，做好人”，以笔者的理解，该校所指最好的

书是 《圣经》，最好的人是指做一个 “拯救人类灵魂”

的虔诚的基督教徒。

教会学校在校内公开活动，主要对象是师生中

的教徒，非教徒可自由参加。形式有早祷、做礼拜、圣

经研究。两校部分学生还联合组成圣乐队"队长由美

籍教士孙美壁担任 #。同文中学成立了青年团契，儒

励女中成立了学生青年会。这些组织都是宣扬“崇拜

主”、“荣耀主”、“归向主”，达到灵性上的修养。宗教

活动直到解放后接管前还在进行着。有时同文中学

的一个礼堂内，学生集会和宗教活动同时举行，教会

公开和我们争夺青年，制造混乱。所以，从本质上看，

教会的活动是从心灵上控制青年学生的思想和行

为，对学生产生 “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具有较大

的影响。

二

教会学校的负面影响不能低估。建国后，学校得

到了新生，我们批判了“亲美、崇美、恐美”思想，使广

大师生认清了教会办学的本质。但历史的动机和历

史的现实往往具有很大的差距，我们也应该肯定，教

会学校在九江近现代教育史中也产生了一些积极的

影响。

"一 #教会学校是“西学东渐”的重要媒介

$! 世纪中叶，“西学东渐”之风日甚，旧式书院

日趋衰落。$!%& 年，清光绪皇帝废科举，兴新学，给

中国旧式教育敲响了丧钟。

教会学校的创立，将西学传到了九江，对九江的

旧式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这是客观的事实。特别

是小学，九江市区教会学校众多，所产生的影响也较

大。

同文中学、儒励女中创立后，重视英语教学，传

播西方文化。对自然科学的讲授颇为重视，但对中国

传统文化或 “固有文化”的弘扬也是不争的事实，做

到了“兼容并蓄”。两校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课程日

趋完善。据儒励校史记载，$!%%—$!%’ 年的课程有：

三字经、百家姓、四子书、诗经、教义问答、训蒙真言、

教会史、圣经、英文、地理、算术、代数、植物学、动物

学等。$!(& 年前后，设置的课程有：道学、公民、历

史、地理、国语、中西文学、英语、算学、理论、音乐、生

理卫生、体操等。除此之外，还要学习中西书法、图

画。学校还增聘缝纫教员，使学生课外兼习女工。

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教会学校一改书院“重文轻

武”、“白面书生”的形象，在重视智育、德育的同时，

也重视体育。如同文中学一贯重视体育，$!(’ 年前

后，唐克中执教，他训练学生吃苦精神，每天要学生

坚持从学校到十里铺来回十公里长跑。学校有标准

草地足球场，早在 (% 世纪初，足球就风行全校。$!()
年，同文足球队代表江西参加华中运动会全胜而

归。$!*% 年又夺得全省冠军。自杨时勉担任足球队

教练后，同文足球队代表江西参加安庆举行的湘、

鄂、皖、赣、汉 "武汉 # 四省一市的华中运动会又夺冠

军，并在全国运动会上誉满江南。 足球队一次与英

水兵 "“蟋蟀队”# 对阵，以 $%+ % 大获全胜。$!** 年，

足球队又迎战英舰“蚱蜢”甲、乙队，英称甲队为长江

舰队中最强大的，将大败华人。结果，同文以 ,+ % 获

胜，赛场一片沸腾，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到 $!,)
年春，学校有“红白”、“风云”、“楚岭”三支足球队，省

队的主力多出自同文，故人称：“江西足球在九江，九

江足球在同文”。

"二 #教会女校成为女子教育的先声

$! 世纪中叶，当时由于 “男尊女卑”的传统习

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还相当盛行。书

院、私塾均不收女生。而 $)-* 年九江女子半日小学，

以后桑林书院的创立，开九江女子教育的先河。后有

诺立神道女校、诺立女子初级家事职业学校、但福德

医院附设高级护士学校的相继建立。儒励女子中学

的创建使女生受到了正规的普通教育。

儒励女中办学精神重在务实。校训是：“真美必

胜虚浮”。其培养宗旨是：“不仅发展女子之智育，并

发达其体育与重大的德育。要使女子知道，所得学校

之益非为个人之名利，将来生命实系于国家，并须施

及同类者，以谋社会之幸福。”并以基督教为精神支

柱，培养学生 “博爱”、“献身”、“服务”之德操。$!**
年的《校歌》中唱道：“男女的权责要平均，自由花放，

千枝万枝，灿烂满乾坤。”

儒励女中，名闻遐迩。$!(& 年，就学者来自江南

的 $$ 个省市，主要为江西、湖北籍学生，培养了一代

妇女英才。

三

正如殖民主义者在中国开办工厂造就了中国第

一代工人阶级一样，教会学校里也产生了九江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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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将这个区域称为 “活跃地带”!。处在 “活跃地

带”的学生在课堂上表现活跃，能积极发言和回答问

题，他们参与课堂活动及与教师交流的时间和次数

明显比坐在教室后排的学生多。因此他们的成绩往

往比较好，也会得到教师的高期望。

教师监控对于处在“活跃地带”的学生造成的压

力是较高和适中的，在这种有效监控下，学生自然能

较好地约束自己的课堂行为，认真听讲，积极反应。

而对后排学生来说 #尤其是后面靠墙学生 $，压力明

显减弱，监控有效性明显降低，学生容易分心，搞小

动作，致使听课效率下降，甚至搅扰教师上课正常进

行，势必影响教师对他们的期望程度。而处在“活跃

地带”的学生，与教师距离较近，可以通过无意中的

眼神、表情、举止将自己对学生的关注和期望传递给

学生，使学生心理上产生情感共鸣，从而在行动上积

极支持和配合教师的教学。后排的学生因距离教师

太远，得不到这些暗示和教师及时的反馈，因而在课

堂上行为散漫，对课堂活动退缩旁观、反应冷漠。教

师针对学生的这些行为，在数次的教育和引导后得

不到期望的效果，便不再抱有高期望。教师对学生的

低期望造成了学生在今后学习中遭受不公正的待

遇。由此可见，班级规模越大，越容易形成教师期望

的 “空白区”，造成班级中学生获得教师不公正的期

望，致使学生学业成功机会的不均等。

质言之，缩减班级的过大规模，努力发掘班级规

模的教育潜力，推动教育过程的公平，是现代教育的

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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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的革命火种。

!%!% 年，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的 “五四”运动

在北京爆发。& 日，消息传到了九江，九江青年学生

和人民群众为巴黎和会的噩耗而愤怒。同文中学、圣

约翰中学、诺立学校、儒励女中的学生参加了九江青

年的爱国运动。并通电北京万万不可在和约上签

字。* 月 ++ 日下午，在圣约翰中学召开市民群众大

会，大会由同文中学代表李道培主持，大会号召全市

学生及各界人士以抵制日货为爱国实际行动，以拒

绝 “和会”签字和收回山东权利为斗争目标，不达目

的，誓不罢休。历时三小时的大会，象征着九江青年

和全市人民的团结，它大大鼓舞了全市人民的爱国

热情。接着，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为九江人民反帝斗

争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 年，在 “五卅”运动影响下，学生揭露圣约

翰中学的黑暗和奴化教育，抗议校长请回高达德又

任学监，表明了收回教育主权的信心和决心，坚持罢

课半月之久。校长又藉口开除胡玉坤等人，于是，学

生组织了 “退出圣约翰全体学生委员会”，向各界发

表宣言，得到了九江各界的广泛支持，一致认为 “根

本之图乃是将该校主权收回实行自办”，决定仿照上

海光华大学的办法，将圣约翰中学改为“上海光华大

学附属九江光华中学 #简称光华中学 $”公推原学校

副校长华人陆配三为校长。至此，为收回教育主权而

奋斗的圣约翰学潮，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此外，教会学校还培养了一大批人才。限于篇

幅，此不赘述。

九 江 的 教 会 学 校 自 !’&) 年 创 建 埠 阆 小 学 至

!%*! 年接管为止，历时 ’, 年，在九江近现代教育史

上占有重要的一页。以往由于思想禁锢，评价往往失

之偏颇。在此恢复同文中学校名暨纪念建校 !(* 周

年之际，客观的评价教会学校，全面、公正的看待教

会学校在九江近现代教育史中的地位与影响，看来

是有必要的。 #原文较长，编辑时作了较多删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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