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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学者与中西学术桥梁：近代教会大学的汉学贡献探析

杨睿琦

西安外国语大学，陕西省西安市，710128；

摘要：中国的近代教会大学不仅是中西教育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是汉学研究的学术重镇。近代教会大学作为中

西文化交流的特殊产物，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来华传教士学者凭借其双重文化背景，在推动

西方汉学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化转型。本文以近代教会大学的汉学贡献为研究对象，探

讨传教士学者如何构建起中西学术交流的桥梁。并以近代教会大学的特点与来华传教士的角色为切入点，探讨

了教会大学在办学理念、课程设置、管理模式等方面的独特性，分析来华传教士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来华传教

士作为教会大学的创办者和主要管理者，其个人经历、教育背景和宗教理念深刻影响了教会大学的发展方向。

他们不仅是西方知识的传播者，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然而，传教士的汉学研究也带有鲜明的文化调和色

彩，其成果既受到基督教视野的局限，又因贴近本土而呈现出独特的学术价值。通过分析教会大学的汉学教育、

学术成果及其影响，本文试图揭示这一特殊群体在中西学术互动中的历史作用，为理解近代知识转型提供新的

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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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学的发展历程

汉学（Sinology）作为一门研究中国语言、历史、

文化的学科，其近代发展历程与中西文化交流密不可分。

从16世纪耶稣会士来华到20世纪教会大学的学术实践，

汉学经历了从传教士主导的“古典汉学”到专业化学

科体系的转变，深刻影响了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同时也

推动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化转型。近代汉学的萌芽可

追溯至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以利玛窦、罗明

坚为代表的传教士，为便于传教而研习汉语与中国经典，

开创了系统性的汉学研究。他们翻译《四书》，编撰《葡

汉辞典》，并向欧洲介绍儒家思想，形成了“适应策略”

下的早期汉学范式。法国耶稣会士的《中华帝国全志》

（1735）更成为 18世纪欧洲“中国热”的重要推手。

到了 19世纪，伴随殖民扩张，汉学逐渐脱离传教框架，

成为独立的学术领域。欧洲大学设立汉学教席（如 181

4 年法兰西学院首设汉语教授职位），研究重心转向语

言、历史与文献考据。传教士如英国的马礼逊编纂第一

部《华英字典》，法国的儒莲专攻敦煌文献，奠定了实

证主义汉学传统。同时，理雅各的《中国经典》译本成

为西方理解儒家思想的标准读本。最后到晚清至民国时

期，教会大学成为汉学研究的新阵地。燕京大学的洪业、

辅仁大学的陈垣等中国学者与传教士合作，引入西方史

学方法重构国学研究。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1928）更

促进中西学术对话，推动文献学、考古学的现代化。此

阶段汉学呈现双重路径：西方学者延续实证研究，而中

国学者则借西学方法革新传统考据，如胡适的“整理国

故”运动。二战后，汉学逐渐分化为“区域研究”与

“中国本土学术”两条脉络。费正清等学者将社会科学

理论引入汉学，关注近现代中国变迁；而中国学者则在

国际化背景下重新诠释传统，如饶宗颐的跨文化研究。

21世纪以来，数字人文、全球史视角进一步拓展了汉学

的边界。近代汉学的发展折射出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从传教士的译介到专业学科的建立，再到本土学术的现

代化，汉学不仅塑造了西方的中国观，也为中国学术的

转型提供了方法论启示。其历程证明，跨文化知识生产

始终是双向对话而非单向输出。

2 近代教会大学的历史背景与特点

2.1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

是指 19世纪末 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为文化渗入

和政治需要,在我国开办的高等教育机构。教会高等教

育的发展演进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有着与中国社会发展

密不可分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从 1895 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国内开始掀起了拯

救国家危亡的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和技术的新浪潮，经历

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新文化运动等救亡图存的革新

与学习的尝试和努力。中国在社会的大变革中无论是在

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领域都面临来自西方文明的挑

战和重组。甲午战争的惨败更加促进了国人的觉醒，思

考中国所面临的困境根源，并试图扭转局势而进行种种

尝试，这个时期有识之士纷纷把目光投向了教育，特别

是高等教育制度，对传统的教育进行了改革。所以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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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中的开明实力派到士大夫的维新人士纷纷致力于

对西方教育的求索，希望引进西方的教育制度来改革中

国的传统教育，培养人才，以此来改变中国命运。

同时这样的特殊时期给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办学，传

播教育思想和理念提供了契机：19世纪中叶，随着鸦片

战争的爆发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列强打开

了中国的大门。基督教传教士借此机会大量涌入中国，

试图传播基督教信仰。传教士们认为，教育是传播宗教

的重要手段，因此在中国各地创办了众多教会学校，从

小学到中学，最终发展到高等教育阶段。

2.2 近代教会大学的特点

教会大学作为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的独特景象，其

“西方化”属性使其建立伊始便有别于中国传统的教育

模式，培养人才也迥异于封建士大夫。教会大学的办学

模式和教育教学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特色，对中国教育近

代化 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独特的课程体系。教会大学根植于宗教和西

方教育体系，因此重视宗教、英语和科学教育，注重学

生全面发展。通过宗教课程熏陶，使学生思想和行为宗

教化是教会大学的指导方针。长期的宗教陶冶既增强了

学生对基督教的认同感，也培养了一批神职人员与信徒，

促进了基督教在上层社会的传播，这也与教会大学的办

学初衷相呼应。而对英语教育的重视，不仅适应了打开

国门后中国社会对英语人才的迫切需求，也极大地提高

了教会大学的竞争力。科学教育是教会大学从中国传统

教育中脱颖而出的另一个重要武器。传统教育过多重视

人文课程，因此教会学校借西方自然科学之长，积极引

用科学课程，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金陵大学和

岭南大学最早设立了农林专业，为中国农业科学发展做

出了重要贡献;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还开设了商科，

为中国商界培养了大量人才。学校课程可以体现一个学

校的培养目标，教会大学课程设置上的这些特点鲜明地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其次，重视师资建设。教学质量是衡量一个学校发

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教会大学所取得的成就与优秀师资

密不可分，雄厚的师资为教会大学高水平的教学质量打

下了基础。由于教会大学的双重目的，在早期难以聘请

到既有学问又有献身精神的老师，多由教会神职人员兼

任，主要为外籍教师，还有少量中国教师。 随着中国

社会形态发生变化以及基督教本土化的诉求，西方宗教

文化与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

于是教会大学相应地增加了中国本土教师的比例，与外

籍教师一起，形成了“中西结合”的师资特点。由于师

资匮乏和促进优质师资交流，还聘请兼职名师来学校讲

学，专兼结合。教会大学还采用了形式灵活的派遣制度。

以辅仁大学为例，该校教师来源主要有四种途径:一是

从当地著名大学聘请名师;二是吸收国外留学归来的学

者;三是不拘一格举用人才;四是由教会选派的人员。在

保证教师多样来源的基础上，教会大学给予优秀教师的

待遇也相当优厚。

2.3 来华传教士在教会大学中扮演的角色

虽然从 19 世纪初起就有基督教传教士入华传教，

但人数极少，并且传教的方式也是秘密的。从 19世纪 4

0年代起，西方传教士开始较大规模地进入中国，公开

地借助各种方式，向尚未听过福音的中国人传播基督教。

随着教会活动的深 入开展，为了更好更快地传播宗教，

一些教会学校开始出现。虽然创办教育不是 传教士的

最初目的，但是在传教逐渐深入的情况下，英美的基督

徒愈来愈感到传 教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国有太多需

要拯救的“灵魂”。但当时因为中国民众对外国传教士

的福音有明显的排斥，所以传教士们不得不谋求讲道、

布道的更好路 径，最后开始尝试在中国创办学校。

首先，来华传教士是教会大学的创办者和主要管理

者。他们不仅负责学校的日常管理，还参与课程设置、

教学方法和学生管理等方面的工作。传教士们的教育背

景和宗教理念深刻影响了教会大学的发展方向。例如，

燕京大学的创办者司徒雷登不仅是一位传教士，还是一

位教育家，他的教育理念对燕京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

影响。

其次，来华传教士是西方知识的传播者。传教士们

在教会大学中扮演了西方知识传播者的角色。他们不仅

教授宗教课程，还引入了西方现代科学知识，如数学、

物理、化学等。这些知识的引入不仅丰富了教学内容，

也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智力支持。

最后，来华传教士是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传

教士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桥梁作用。他们不仅将

西方知识引入中国，还将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例

如，许多传教士在教会大学中教授中国传统文化课程，

如国学、历史等。这种文化交流不仅促进了中西文化的

相互理解，也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4 近代教会大学对于汉学的贡献

近代教会大学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在汉

学研究领域做出了不可忽视的学术贡献。研究表明，教

会大学不仅培养了一批学贯中西的汉学人才，更开创了

中西学术对话的新范式，为现代中国学术体系的建立奠

定了基础。

在经典翻译与文献整理方面，教会大学在汉学领域

最突出的贡献在于系统性地将中国经典文献译介至西

方世界。以理雅各为代表的传教士学者，在教会大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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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下完成了《四书五经》的权威英译本，这一工程历

时二十余载，成为西方汉学研究的奠基之作。燕京大学

的洪业教授主持的《哈佛燕京学社汉学引得丛刊》，开

创了现代中国古籍索引编纂的先河，极大提升了汉学研

究的科学性。

在学术研究与范式创新方面，教会大学开创了中西

结合的汉学研究新路径。辅仁大学陈垣教授在《元西域

人华化考》等著作中，创造性地运用西方实证方法研究

中国历史，奠定了现代中国史学的方法论基础。齐鲁大

学的顾颉刚通过"古史辨"运动，将西方疑古思潮与中国

考据传统相结合，推动了传统经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型。

在教育实践与人才培养方面，教会大学建立了完整

的汉学教育体系。燕京大学设立国文系和国学研究所，

采用"中西并重"的教学模式，培养了周一良、邓嗣禹等

一批杰出汉学家。金陵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开创了将

田野调查引入汉学研究的先例，其学术成果至今仍具参

考价值。

在学术交流与范式传播方面，教会大学构建了中西

学术对话的机制。通过创办《燕京学报》《辅仁学志》

等学术期刊，建立了国际化的学术交流平台。司徒雷登

等教育家积极推动"中国化"办学方针，促进了汉学研究

从"西方中心"向"中西平等对话"的转变。

近代教会大学在汉学领域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具体

学术成果的产出，更在于其开创的中西学术对话模式。

这种跨文化的研究范式，既推动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

转型，也促进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理解，为当代汉

学研究留下了宝贵遗产。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对推动中

华文化国际传播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5 近代教会大学对高等教育的启示

在西方传教士由国家对华侵略战争依靠强权对中

国近代封建制度和秩序的有力冲击下，带入了很多西方

形式的制度、文化、政治理念，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

国社会发展的近代化，尤其是教育领域的近代化。更为

明显的是在民族危亡、革命愿望强烈的时期我国的民族

主义潮流发生深刻变化，但终究因其西方列强支持的特

殊背景，教会大学的进程还是逐渐背离了我国人民革命

的主流，最终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淡去，但其历史发展

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启示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教会教育重视教育教学实践，有效将知识转化为实

践能力。有别于中国传统科举教育侧重于四书五经等道

德理论层面知识，教会学校带来了很多关于自然科学，

生命科学方面知识可应用于生活实际。如燕京大学，燕

大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自然科学各系一

般都有较为完善的实验室和各种为教学服务的仪器、设

备。学生在实验室或试验中每人都要亲自动手，写报告。

报告的格式要求规范，图表数字必须精确，书写也要美

观大方。因此，从实验课上学生不仅学得必要的知识，

还养成认真严肃、一丝不苟的科学研究精神和态度。当

今社会需要理论基础扎实，实践能力突出的人才，到真

正的工作中更多的是把学到的理论知识付诸实践，而且

以一种更加端正的态度和精神待人处事。教会大学学生

不仅利用在校期间学习更多知识，为以后的工作打下坚

实的基础。而且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利用自

己所学来为社会基层人民和更多需求者奉献自己微弱

的力量。就像当今的医学生和师范院校的学生都可以利

用自己所学来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在需要时刻尽自己

的微薄之力。教会大学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校教育

与社会教育相结合的教育过程中对生学习过程的严格

要求和学生自身的自我督促和监督，自我责任感和使命

感的承担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6 结语

近代教会大学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特殊产物，在近

代中国教育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来华传教士作为教会

大学的创办者和主要管理者，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教会大学不仅丰富了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也为现

代高等教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通过对近代教会

大学特点和来华传教士角色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

解中西文化交流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为现代高等教育的

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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