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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從八十年代後期開始，中國大陸的學術界對解放前教會大學的研究，逐漸 

突破了意識形態的困囿’成為史學界研究的「熱點」。1994年，武漢華中師範大 

學正式成立「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中心」，更成為國內研究教會大學史的重鎮。 

近年，該中心與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系建立了密切的聯繋，在推動相關研 

究上，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中國基督教大學歷史文獻研討會論文集》及 

《中國教會大學文獻目錄》的出版，即標誌著中國教會大學史的研究，將進入另 

一個新的階段。若我們將近十年來國內的研究重點作一簡單回顧，當更能反映出 

其意義。 

過去，國內學術界視中國教會大學為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工具，這從1987年 

出版的史料選輯的書名可見一《帝國主義侵華教育史資料一教會教育》（北 

京：教育科學出版社）。正如該書的編者李楚材在序言中指出：「教會學校或教 

會所辦的各類教育事業，是帝國主義列強對我進行文化侵略的 重要的也是 大 

量的手段。」而他編輯這書的目的，也在於「揭露帝國主義利用教育這一手段來 

麻捧中國人民的思想的罪行」。同年出版的另一本《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 

料》下冊中’也是全部以教會學校為中心’不過，其編輯的取向顯然也是帶著傳 

教士利用辦學來進行教育侵略的前設。（陳學恂編，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當然’兩書的編者均沒有否認教會學校對中國的重大影響，而事實上史料選編的 

內容’也不是完全符合帝國主義文化侵略這個意識形態的標準’但是在基調上， 

意識形態的色彩卻仍是主導的。直至1989年前’國內學術界均未完全突破有關的 

政治條框。 

1989年6月’首屆中國教會大學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武漢華中師範大學舉 

行’標誌著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進入新的階段。這個階段的特色，可說是在研 

究取向上’為教會大學（或教會學校）重新定位’從過去的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工 

具，調整為中西文化交流的產物°正如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章開玩在會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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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中西文化與教會大學》的序言中說：中國教會大學的發展變化是近代中國 

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許過去教會大學確曾與西方殖民主義有過不同程 

度的聯繫，但研究取向卻「沒有將教會大學作為主體的教育功能與日益疏離的宗 

教功能乃至政治功能區別開來，也沒有將學校正常的教育工作與西方殖民主義的 

侵略政策區別開來。」（章開玩、林蔚[Arthur Waldron]編，湖北••教育出版 

社，1991)此後，相關的研討會陸續召開，均從中西文化交流或促進現代化的框 

架下檢視中國教會大學的發展；而此時學者在編輯史料上，也突破了意識形態的 

禁區（如朱有職、高時良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四輯：「我國近代教會 

學校」〔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93〕)，故筆者稱之為「去意識形態」或重新 

定位階段。 

將中國教會大學重新定位，象徵著學者可以不受教條束縛而進行較客觀而全 

面的研究，不過，毋庸諱言的是，任何的課題一旦從「冷」到「熱」，在質素上 

也難免出現參差的現象，在教會大學的研究上也是如此。因此，要真箇讓這片園 

地開花結果，實端視學者能否掌握更多的史料，特別是各大學的檔案文獻，是否 

充分被學者使用。由於十多所教會大學在五十年代初的院校調整中相繼結束或合 

併到其他院校，因此有關的檔案及文獻也散存於不同的圖書館及檔案館中。為了 

更全面及詳盡的報導檔案文獻在不同地區的分佈及儲藏情況，香港中文大學崇基 

學院於1卯3年十二月舉辦了「中國教會大學歷史文獻國際研討會」，出席會議者 

來自北美及兩岸三地近六十多位中外學者，詳盡地介紹了中國各地及海外關於中 

國教會大學檔案的收藏情況。論文集由中文大學宗教系教授吳梓明負責主編，於 

1995年出版。 

論文集主要分四部分’分別為導論、各地檔案介紹、專題論文及綜合評論’ 

其中尤以第二部分的檔案介紹為重心。來自各地學者（華北、華東、華中、華 

西、華南、港臺地區及海外地區）分別撰文’報導當地圖書館及檔案館中收藏關 

於中國教會大學的文獻情況’為清點工作奠下初步的基礎° 

若果說《中國基督教大學歷史文獻研討會論文集》的出版給我們一幅初步文 

獻分佈的圖象，則由面到點，深入及集中地將個別重要館藏資料予以整理編目， 

也成為緊接的議程°為了深化有關工作’吳梓明與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梁元生乃 

發起「中國教會大學文獻目錄」的出版計劃，整個計劃將出版六冊專書’除第一 

冊「中國教會大學歷史文獻綜覽」外’其餘五冊分別鎖定五所圖書館或檔案館’ 

將館藏關於中國教會大學的文獻資料進行系統的編目，方便學者研究之用°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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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資料」業已出版，該書分三部分，分別簡介了南京 

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及教育部全宗檔內教會大學檔案，並詳列檔案目錄 

名稱及分類索引。至於第三至第六冊’則分別以華中師範大學檔案館、華西醫科 

大學檔案館、上海圖書館及上海市檔案館為主，俟全套出版後，學者若能廣泛利， 

用上述館藏檔案，對於相關的研究工作，肯定提供了莫大的幫助。 

要深化中國教會大學史的研究’必須建基於堅實的史料基礎之上，筆者相 

信，現階段的檔案整理工作，無疑具有無可限量的貢獻。據悉，一套名為「基督 

教教育與中國社會」的叢書，正由大陸及香港的學者進行撰寫，而其他以各教會 

大學為個案，或從中西文化交流、中國教育發展的角度來研究教會教育的研究計 

劃也相繼展開’深盼中外學者能充分利用相關的檔案文獻，呈獻更多札實的研究 

成果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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