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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待井二木每欠甫等^? (^Ulan^U Mln口^n旦》

 早在19世紀下半葉，弓^主區^『勺^&會和夷國循迂^^卜叩雪。的傳孝^:^「寸酬鐘前往游斤江^盟．"．．．

 ̂V、^丁詹摹老奸引訂負目了共蓬咋豎孝欠瑚千^翌^[7:E^:adV、^的歷史。為"鬥;仁4彈孝匕二作更^f言．效地展開，TWDm，「3:"」;
 一^^^"

 興辦新式醫院不口學校，為當時正厄昆方8示土下針^$^!其月白勺己兜?青^v奔^^\」天匡『河云匠丫弋3之明起了．一扒．^"．娶黔""。．
 定程度上白勺助推作用。尤其是循道公會十導孝i?:蕉^禾差^;k倩何千軌干白勺藝文學堂，開訂溫^^、^茉^干"'^;^;．-"

 學之先，叟寸溫dl、^詰毛欠育的近丫Xii七;起到了示範、普及和啟蒙的作用。然而^^監J、^、^^^E方史;;蕊"泰紐為;卸^．．:．
 、．．^．．．．

 志舍芋博蜀於刊猷芷互公會在晚?青#監J、^．^肋千孝丈育、醫院等了[/E活勇力的歷史資料甚為匱乏，導趴"川．．．糾;;;"『

 到1主宣些捐旦校寸了乏^E和醫院院5己^f:毛見不么;相勺鉛誤。'二仁文作;晉曾^花^=倫敦大璧垂亞非聲邑院對．

 言方在英國的蘇惹廉後人，並對ftW^liP日立竺^千于言方;炎，茸黃後^^分丰空七^訌^、細緻梳埋上划三^仁手房蜀菇未

 慧廉的第-一手資料以及區因日日毛見耳守白勺柵關^泣^;^l。L，'墅寸沮心育H寺期穌惹廉在三迂制、^、^臼勺孝丈育文 半^^戶^千叫欠卅戈的循;暨於會泄垂^^T匡摹教士歷史檔"菩寵和蘇;籌^^貢個人檔案資料進行調研，同時走．咬禾慧廉，、人．．^(00，，．
 化活動力叫人詳細闡．述。，，．且(WESt^．^^本

 蕪禾態廉(^^^^^am Ed-Wa「．d SO^^^li^^, 1861-1935) ^^^H:三巨在英國約克郡哈利*呈^了宅切^ a，月由蘇慧廉7岌人才是吋共，在止匕表
 (Ha^^fax, YOrkS^ire) 11882主^i歹杯;湄1 l1^、^4^專教，1882主^:^至1907勻^T壬刊首其直公會^^^^ ^、^、^者毛欠區示威謝)

 本文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專案「外國收藏^6-20世紀來華傳教士檔案整理與研究」(編號

 ̂gJZDO^^4)課題階段性成果;溫州市文化研究工程項目《英國傳教士蘇慧廉研究)(編號Wy^^0^23)階段性成果。

 肘作者為溫州大學城市學院講師。

 ]當時在溫州傳教的是英國循道會的分支UniLed Me^^^Odtst Fr．ee Churches (^857年)，根據《中國基督教調查資料凹0^-^902)時稱聖

 道公會，也有稱「偕我會」，^934年又併入循道公會。

 2例如(近代西方圈學對溫州醫犁發展的影舛與啟示)，(申國高等圈學教育) 2009午第9期，有關溫州循道公會醫院歷史的紀錄出

 現多處人名和歷史事宜的錯誤。

 3本文的歷史資料多數來自英國循道會差會會刊乃eA．仙^I而my月功0 of山e Un^i4ed RrecM洲。血工研^^rch^，本刊創於^874年，主要刊載

 循道會傳教士在世界各地的傳教情況，經常刊載傳教士們給差會的信件和報告。同時收藏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檔案館的蘇慧廉梢

 案也是本研究的重要史料來源。

 34泱學研究通訊30 : 4 (總尼0期)民國^00年口月



漢學人物

 長。1907年至1911年任山西大學堂。西齋總教習，亦即響，尤其對溫州酌近代教育做出的貢獻可以說是功不可

 校長，任滿後於1912年曾聯手牛津大學副校長、劍橋大沒:他於1887年創立藝文小學，1897年開辦藝文中學。

 學副校長、倫敦大學校長等英國教育界著名人士、資深藝文學堂至1928年停辦為止，^+餘年來為溫州培養學

 教授，積極籠建聯合各教派的「申國基督教大學」(C^l^na生千餘人，溫州第一個獲得博士學位、民國教育家劉延

 Ch^iSt^an Univers^ty/^^]e Contra^ Un^ver．Sity )，學校選址漢芳，溫州婦產科創始人、浙南名醫陳梅豪，甄海公學創

 口。'而且該藹備委員會因葫慧廉在中國教育工作出色，辦人谷寅侯等均為該校早期畢業生。藝文校史雖短，寅

 一致推選其為校長，該計畫後因第一世界大戰爆發被迫開溫州新學之先，為近代溫州培養了一批新式人才。他

 擱置。1914年蘇慧廉在牛津大學獲得文科碩士"位。。在百年前拍攝的多幀溫州照片，成為迄今為止所能找到

 仍14-1918年起在倫敦任歐洲基督教青年會(Y．M．C．A)的有關溫州舊城舊貌最久遠的實地記載。他在百年前設

 宗教工作主任幹事。^ rg20年至1935年任英國牛津大學計主持建造的城西禮拜堂，至今依存。這幢哥德式建築

 漢學教授，是繼埋雅各後牛津大學的第二位漢學教授。風格的教堂，是溫州地區歷史上規模最為宏偉的基督教

 其後於1926年至1927年間被英國政府派為英申庚款委堂，現為中國省級重點保護單位。而今天的溫州墨池小

 員會委員，'該委員會中方成員包括胡適、中國著名鐵學、'溫州第二人民醫院。。的校史或院史館裡，仍記載

 路專家、當時政界名人王景春和中國地質事業創始人丁並傳頌著他的名字。對於這麼一位基督教在華傳教史、

 文江，並且因此與胡適有交往。^928年鋪慧廉任美國哥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重要人物，國內外學術界對其深入系

 倫比亞大學訪問教授。作為英國知名的漢學家、「中國統的研究不多，溫州地方史志對蘇慧廉的記載也只有寥

 通」，他的漢學著作頗豐:曾編撰《中國佛教術語詞典》寥數語。因此本文通過對蘇慧廉在晚清溫州的教育文化

 ̂助切^onary of仍in^ese B^洲力八于怕^ns^，又將他在牛津活動的研究，希望引發更多學者的研究興趣。

 大學的講稿整理，出版了《申國的三大宗教》、《中國與

 英國》、《申國與西方》等書。他還翻譯了《論語? (nhe

 An^a七ccS of GOnf^^cius) l^^37年牛津大學出版社的「世界二．、蘇慧消箏在溫州^的教育活動
 經典叢書」收錄了蘇慧搬翻譯的偏侖;苔》，並且還將《新

 約聖經》翻譯成溫州方言，該方言版聖經現被大英圖書從鴉片戰爭開始，近代中國遭遇到了一連串來自

 館收藏。除以上著作以外，蘇氏還將自己在溫州傳教工西方的日益嚴重的衝擊。在來自西方竹現代文明的衝醒

 作以自傳形式寫成專著A MisyioW^而口而a ^並為著名傳與裹挾之下，晚清中國開始了齦難而痛苦的現代膊型歷

 教士李提摩太專門寫了傳記。程。轉型的痛苦不僅在於自視為天下中心的帝國淪落到

 蘇慧廉自1882年始在溫州生活、工作了26年，期要靠出賣主權方能求得安寧的地步，而且在於國人敝帚

 間蘇氏對溫州的宗教、文化、醫療等領域都有頗深的影自珍的儒家綱常倫教在與泰西「奇技淫巧」的較量中不

 4山西大學堂於1902年由著名傳教士李提摩太利用庚款建立，分中西學專齋，時與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北洋大學堂(今天

 津大學)齊名。民國元年收回國有，取消申西兩齋，校名為「山西大學」，^943年6月改為「國立山西大學」。

5   MiSsJO^^ary Ech^o, vc^. XIX (^ondon: Frcc United We^^^odist Church, 1912) l pp. 49-52.

6   Mission^ary Ech^o, vo^. XXl (^914 ) , pp. T3-74.

7   nhe Jo^^^n^al of;Ah^e Royal As^afiC Soci'efy of Gn^at Brixa^n^ a^^d ^nela^^d, No.^ (Oc^.,^935). pp. 783-T85.

 8本文作者在牛津大學中文系圖書館發現當年申英庚款委員會委員的合影，照片上面附有清晰的人員說明。

 9    195^伴人民政府接管藝文小學，^9引年7月改名為溫州市墨池小學。

 10溫州第二人民髒院前身是蘇慧廉創辦的白累德醫院，凹昭年被政府接管。

 漢學研究通訊30 : 4 (絀^ 20期)民國^^n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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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堪一擊，封建教育、科舉制度的弊端日益凸

 現。甲午之戰，中國再次慘敗，「外患之刺

 激既盛，內情之憤懋更深」，"國內要求改革

 教育以興國的呼聲日益強烈。在晚清教育變

 革的艱難歷程裡，起了啟迪、引導和示範作

 用的正是率先倡辦西學的西方傳教士，他們

為中國教育近代化和培養新式人才與廣開民

 智做出的貢獻，已是歷史公認的事實。這些

 致力於教育的傳教士們大多通曉中西，其中

 不少的傳教士自身在西方受過高等教育，有
 藝文學堂^903年新校舍問學典禮上出席人員合影。本照月截於1903年

 新的辦學思想和豐富的辦學質踐;他們開辦《教務雜誌》。M^ss^onary Ec^lo 1904年VOl.11第35頁上登有相同照月並
 的教會學校最先使用了具有近代意義的西方附上與會人員說明:後排左六為蘇慧廉，前排左一為蔡博敏校長，前排

 學校組織、教學向容和力法，而這些優勢是食亡是李提摩太，前排右五溫處道台童兆蓉，前排右四溫州海關署總稅
 務司史納機先生上RSchoen^cke。

 ;清的教育人士們難以企及的，也正是

這些優勢使他們在晚清中國的教育改革申得

 以有所作為。「當時，人們普遍對古老帝國

 的心有不滿，同時又只能心有不甘地向宣教士求助凹"

蘇慧廉在其傳記裡曾如此描述當時溫州人們對教育改革

 的渴求和對西方傳教士協助的複雜情緒。正是在這種歷

 史背景及其宗教使命感的驅使下，蘇慧搬開始了他在溫

 州的教育活動。

 和高等小學之間。「而後各縣如平陽、樂清皆次第舉辦，

 但是學制章程尚未明確，各處學堂辦法參差不齊，辦學

 水準遠不及瑞安學堂叮同年，溫州府屬中山書院改為

 溫州府學堂，當時府學堂「自申學及至初級小學三者並

 為一堂，尤為錯雜勺這是「溫州最早的一所普通中學

 堂」。"由此可見，在1902年之前溫州還沒有一所高於

 (-)蘇慧廉創辦的藝文學堂小學水準、真實意義上有傳授現代西學知識和現代學校

 ̂^^^^^^^^^55^1^l^^m lLu i=l ^^L;^^^、士．．";，七，．組織結構的綜合性中學，而穌慧廉於1898年就開辦藝
 早在東--．年間溫州已有水患那俐，及至明^^囚州

 世三亡:三互蕊並漏改夕L"芷芷三魄紕^．"．上﹄匕皿几文中學堂，其創辦的中學在溫州近代教育史上可以說是
 各縣百院林上，罕墊曰她，"而坦:教，機構自以八股目亡舉。荊新
 時文為內容、以科舉人仕為目標，直至19世紀末適應時'L

 代變化的新式學堂還末出現。甲午戰爭後，著名經學大1．藝文小學

 師孫話讓痛感國家日益衰敗，懷著「自強之願，英先於光緒十三年(1887)蘇慧廉在溫州康樂坊一處賃

 興學」的信念，絕蔥仕途，居家辦學。據孫詰談的《溫房，招收初入學兒童，聘請啟蒙老師，開辦教讀四書和

 州辦學記沁1896年他在溫州脯安開辦學計館以教算術，聖經的私墊，這是他後來創辦的藝文小學的前身。「20

 方言館以教英文。此類新式學堂是學西學、學實學的專多年來，我們小學平均每屆只有30個學生，但在中學堂

 門學校，但是師資多為當地儒生，對西學並不知曉。開辦一午後，人數猛增到一百多。公立小學也在興辦，

 1902年學計館和方言館合併為瑞安學堂，程度約在中學但我們小學在山邇繼先生"的監督指導下，人數已經超

 們孫諸談，《溫州辦學記汕陳憲文編，《溫州文史資料．》第5帽(伉州:浙江人民出版社，帕89)，頁AR5 ^^

 12 W.E. Soo^h山, A MissiOW ip Chin^a (Lond^on: OliphanLl And^erson & Ferhher, 1907),p. 189.

 13同註口，頁435-436 p

 14山邇緞(A．H．Shar^a^)，英國循道公會傳教士，^8朋年被派來溫協助蘇慧雕傳教和辦學，^9(1?年搪任藝文小學校長。

 36漢學研究通訊30 : 4 (總120期)民國^00年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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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300人，即便不算全省最大，也是溫州地區最大的小學生數目也由起先的十幾人增加到一百多人。接著由於

 學。」"學生激增，校舍不足，蘇慧廉妻子蘇路熙回國勸募800

 1907年為了吸引更多的學生，藝文小學還增設基英鎊，蘇慧廉的一個朋友慷慨解裝捐贈500英鎊，1903

 斗學課程，此舉果然奏效，藝文小學成了當地諸多家年在溫州海坦山麓建教學大樓一幢，校長宿舍一幢。

 一	一下理生人數	*t i Alt
 「"""正	25	口'
 「"""乙	100	3
 「"""乙	240	口
 「"""仁	280	口"
 一	334@@@	口"

 庭于女人學的首選。"學生有來自信徒的家庭，更多來1904年該校在校生人數就達到120人，"1^06年學生達

 自溫州地區家境不錯的家庭，還包括不少士紳階層的家到200人。"

 庭。"1903年秋，在藝文申學新校舍的開學典禮上，當時

 1949年政府接管藝文小學，1951年更名為「墨池的道、鎮、府、縣官員，經學大師孫詰讓、西國通儒李

 /」、學」。如=的溫刊、沛墨池小學作為溫州市最具悠久歷提摩太簧達官名儒畢至，孫話讓還特地帶各學堂的教習

 史的小學，是浙江省百年名校。和部分學生來參加典禮。蘇慧雕和李提摩太在典禮上演

 云于、-貝"見 軌文小典NO21906年學生、教。人數一睜說開學的宗旨，而孫詰讓在演講中說:「現在蘇先生開
 設之藝文學堂，用西洋文明開發我溫州地方的民智，想

 見蘇先生要熱心推撰教化，不分中西珍域。力量既大，

 心思又細，各種教科無不齊全。兄弟登堂瞻禮，如同身

 到西洋看學堂一樣，心中不勝欣喜。」"可見藝文學堂的

 成立對晚清溫州、喲新式教育起了示範作用，有著重要的

 ̂原載^^b nhe Wissionary Bcho of;th^e Uni^ed Aree Wethodist Ch^^rch^. 1907,

vo^. lI. p.7^)

 2．藝文中學

 19世紀80年代以降，隨著西學的傳播和洋務迎動的

 發展，蘇慧搬斑察到申國科舉制度的改革勢在必行，肝因．磯^Y戀。熙'﹃蠟驟";

 """"""""。'""'"。"""""'。"。'"饑""';"' 年蘇慧廉在溫州市竹瓦市殿巷租了一座中國式的老房"嚥遼"。"輟蝨鏈錢懋然h。
 L-"‥氏

 于，開辦藝文中學，"開設諸授西學的申學課程。比97濕鏈．努-鬱磁闢"．J磯，巧很;鍊
 年至1903年，傳教士師道培"與蔡博敏"相繼來溫州:．．Y;"竺;。-．．%，"岌干丁芝尖，騁缽斗遨"碎^幣畔鸞絃

緻
 錢蓮"饑鑾繫殘慾 ，輟。怒咬

 綑"…^．:-．．-．．-…．-‥。乙，-．^，;^、，^瓦-．-"．;．』"^丸MK";泌"濕

 幫助蘇慧腺發展教育事業。教學工作取得很大的進步，藝文小學。原載於W．E．Soothill, A Wission in Ch^in^a，p．183

 ̂^ A WisssiOU in Ch^i^^;乙pp.Tlg2-^93.

^^ Misssio^^^^y Echo, Vo^. 1l (^90^) , pp. 73-74.

^^^4 MissioW^ iW Ohin^a,p. 193.

^^ ^b^d,p.^89.

 19藝文叫"，里堂英文名為Wve^^chow; Co^^ege p

 20師道培(^ilIc. R. S^ob^^)，^897年來溫州協助蘇慧搬恃救和辦學。

 21蔡博敏(^ho^nas．W．Chapm圳)，作為教育傳教士於^^^02年來到溫州搪任藝文中學的校長

 22A竹油ioW^刁^y， Echo, Vo^. X^(用07)，臥103.

 23 A A方三打on而O而n^，p．^91.

 24孫詰談，(藝文學堂開學與禮演融辭)，《溫州文史瓷料》第5帽，頁437-438 0

 模里研究迪訊30 : 4 ^總^20期^民國^^0年口月37



漢學人物

 借鑒和參考價值，受到當地政府官員、教育界有識人士齊全: T898年開設的課程有英語、中文和數學。1902年

 的認可和肯定。迫、鎮、府、縣之官均到會，藝文學校隨著新校長和外地聘請的教員陸續到位，課程建設已逐

 的社會影響力略見一斑。1903年10月26日的《北華捷漸完備。"根據海關稅務總司發行的《通商口岸十年期

 報》"對藝文學堂新校舍開學如此報導:「近年發生的諸報告之溫州報告) (1902-1911)，藝文中學課程包括中文

 多大事顯明東方古老帝國正走向新的時代，藝文豐堂的典籍、倫理學、寫作、歷史、數學、自然歷史、化學、

 開設也是其一。」當時藝文申學的學生大多數來自溫州基礎物理、英語。英語課程還包括英語文學、語法、口

 的中層階層家庭，不少學生來自當地官員的家庭，溫處語和實踐課。"這些課程涉及了除藝術科目以外所有現

 道台"的侄于也在藝文申學就學。"蘇慧廉曾在1901代中學教育竹科目，而英語課程的設置不僅給學生傳授

 年8月給母親竹家信中提到，溫州當地有一學識的鄉村英語經典作品和語法基礎知識，還強化學生質際運用英

 士大夫特地帶兒于前來拜訪，打算送兒于到藝文中學入語的能力，這種課程設置即使用今天的標準來衡量，還

 學。"是相當科學的。這些課程為學生提供了學習新知識和新

 一。技術的管道，使他們畢業後在政府應時新設的機構如海
 ()茲文學堂之開新
 一云升關、郵政等就職，或者擔任溫州官員的翻譯。當時溫處

 藝文學堂的創辦實為溫州學界開新，在當時各地大道台等官員的翻譯都是聘任藝文中學畢業的學生。"

 興新式學堂、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歷史時期裡，成為溫1877年在華的西方傳教士成立「學校教科書委員

 州學習西方教育的直接「視窗」，為近代溫州教育先進會」，其主要任務就是為教會學校編譯統一教科書，供

 人士和求學的青少年提供新式教育的榜樣和方法，開闊初等學校和高等學校使用。它們是中國近代新教育的第

 了教育視野。一批啟蒙課本。蘇慧廉在傳記裡特別提到，這些教科書

 的及時出版為藝文中學的創辦提供了條件，藝文學堂的

 中小學都採用他們的教材。這些新教材為藝文學校的學

 生提供了學習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管道和載體，有助

 於他們瞭解西方近代文化，形成新的知識系統，客觀上

 也為溫州近代社會起了傳播新知識的作用。

 此外，藝文中學堂的蔡博敏校長還根據多年教學經

 驗，n l910年編寫並出版了一本適合高等中學堂使用

 的英文讀本(AdwancGd肋鈕功Rea血．)，"題材豐富，涉

 ]．新的知識結構

藝文學堂在課程設置和教學內容上顯出有別於當時

 俾統教育的優勢，增加了西學課程的內容。小學的課程設

 有中文、數學、歷史、地理和教會學校必修的聖經課，'。

 1903年還增設基礎科學課程，此外，亦為小學生設有一

 個收費的選修英語課，交費後還能得到藝文中學學生的

 帑助脯導。藝文中學剛開始因師資不夠，課程設置並不

 25 ^t華捷報》，角肝口於^850年，上海第^^家英文糊刊。^864年定名為N^^功研in^a Daa^矽/叱^^ l lR5^年停刊，是舊中國出版時間最

 長、發行量最大、最有影嚮的外文報紙。

 26溫處道，清代申國浙江省行政區制之一。康熙九年，設杭嘉湖、寧紹台、金溜嚴、溫處四道於浙江省內，介於省與州縣之間。行

 政長官俗稱「道台」，溫處道憚溫州、處州兩府。

27 WiSsion^ayy Echo, Vo^. IX, (1902) , pp. 126-^27.

 28該信由蘇慧廉寫於叨0^年3月24日，蘇慧廉的家信藏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檔案特藏室，檔案編號: MMMS/SDecial

Series/b^og^^p^^^ca^/Ch^na FBN 29 9

 2g A Missi'oW^而Ch^^^^a, pp^ 192-193.

30 Abid, pp. lBg-^93.

31 Decen^ial Repo^tN on W4en^choWl 1912-1921 (^^^a^^g^^ai: The Sta^^stica^ Departme^^^ Of the lnspec^orate Ge^^eral Of Cus^o^ns, 1923) , pp. 122-^25.

32 Mrs. Thomas Buller, Missions as J^Saw (London: See^y, Serv^ce & Co. Limited, 1924)7 p. 1^6.

 33 T.W. Chap^lla^^, nhe Adwanced English ReadCr． (Lo^ldon: Wacmillan & Co.l Lld, l^^^)．

 38漠學研究通訊30 : 4 (總120期)出國^00年11月



漢學人物

 及英國歷史、文學、哲學和科昔知識，皆為英國名家的中強調「強壯體魄」，發展體質也是該校學生培養的目

 經典之作。當時兩廣方言館學堂監督陳敝辰"為此書作標之一，這在當時可以說是一個嶄新的觀念。因為傳統

 序，認為此書「淺深難易適合我國高等中學程度」，選材教育尚文輕武，私墊的教學內容不僅與實用科技知識脫

 「有益於人，有用於世，有裨於道德，有關於學術，……節，而且完全與體育活動無關。藝文學堂還開設體育課

 皆雅正之音」等。"這些評價足見當時溫州教育界人士程，這對增強學生體質，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具有積極意

 對藝文學堂的教材在傳播西方知識方而的肯定。義。

 2．新的教育理念

藝文學堂的新式教育與科舉制度下的傳統教育在本

 質上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教育的宗旨不同:科舉制度

 下的私墊教育是培養大小官吏，為君主效力，而穌慧胰

 則認為藝文學堂培養學生的目標是「啟蒙心智、強壯體

 魄和提升道德」，"在他看來，培養一個健全的「人」

 才是教育的宗旨。這種著眼於教育本質的現代教育理

 念，對功利主義的科舉教育是個極大的街蟬。其次，藝

 文學堂以西學為主的課程教育與以經學為主體、軍人倫

 輕物理、重記諦而忽視邏帽思維能力培養的傳統教育柑

 比有很大的先進性，是一種突破性的變革。在藝文學堂3．新式教師

 裡，學生們再也「不用聲嘶力竭地背誦中國古書了」，中國晚清維新時期掀起了興辦新式學堂的高潮，這

 "不再像以往的學生那樣終日埋首於儒家經典之中，對使近代教育建構過程申一直存在的師資缺乏問題更顯突

 科學知識嗤之以鼻。在藝文學堂裡，學生要學習世界史出，尤其缺乏具有新的教育埋念和新的知識結構、對現

 此外，蘇慧廉還積極創造機會使該校的學生與中國

 基督教青年會聯誼，"拓寬學生們交際視野，豐富校園

 生活。同時他也希望借此「對我們男孩于的精神道德產

 生更深遠的影響。」相比較以往的封閉性強的私墊教育，

 這些活動給晚清溫州學子的文化生活帶來了突破:學生

 開始與其他各地學校、社會有了溝通，接搬更多新思

 想、新觀念、新的生活方式，師生關係亦師亦友。在晚

 清的溫州，這所新式學堂提供的不僅是新的知識，在一

 定程度上，它也成為一種社會公共文化空間，成為傳播

 新襯念、變化人們思想的地方。

 地、物理、化學、數學等課，學習對自然的科學探索，代教育有一定體驗的教師。在溫州，孫詰讓等創

 瞭解「蠻夷」西方各國的文明歷史。這些課程的學習不學堂就碰到類似難題:學堂的西學課程，一般需要重金

 僅有助於學生突破過去封建科舉教育所造成的狹隘保守聘請外籍教習，或是聘用教會學校的畢業生任教。溫州

 的思維模式，而且讓學生在更寬尷的視域下對人類社會地處僻壤，交通不便，外地人均不願應聘，因而大多仍

 和自然有新的認識。為本地的墊師、儒生，他們對西學一無所知，教學方法

 1902年藝文學堂校舍在興建時，蘇慧廉特意在教也因循守舊。而藝文學堂在這方面顯出很大的優勢。

 學櫻前的空地上國出一個有四個網球場大小的操場，因1899年，山邇縷牧師(A．H．Sharman)被派來協助

 為「我們希望中國的『讀書人^--改以往倦怠昏幢的狀蘇慧廉傳教和辦學，同時擔任藝文小學校長。作為在英

 態。」"為此，1903年蘇慧廉在藝文學堂開學典禮的演講國被按立的神職人員，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士。而且山

 34陳敝辰，溫州里安人。光緒29 4F-進士，戶部主事。腔任浙江諮議局議長、兩廣方言學堂監督、北京大學堂識席。

35 T. W. Chap^^^a^l, nhe Adwan^ced EUgliSh Rcadcr, p^). 5-6.

 36  1903午藝文學堂新校舍開學典禮上，蘇慧嫌在演講中捉及藝文學堂培養學生的目標。肋ssi'OW^a^v f研olVo^.X (^903)，p．碉。

37 A WissiOn iW Chin^a,p. 19^.

 38 MiSssion^a^y 6cho, Vo^.X，^903.p.68.

 39 A W7ssion而口而n^，p．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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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學．人物

 邇縷喜歡遊歷各地，早在16歲就開始周遊亞洲、非洲者、示範者。如藝文學堂畢業生、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

 各地。"山牧師豐富的閱歷和對各地風土人情的瞭解能長的劉廷芳曾是蔡博敏的得力助手，協助英語教學。。，

 開闊學生的眼界，給予他們全新的視野。1898年傳教劉廷芳後在燕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國立北京大學任

 士師道培負責藝文申學的教學等事務。師道培畢業於愛教多年，也是離不開他早期在藝文學堂所接受的教育和

 丁堡大學，而且在英國當小學校長已有多年，這些教育培養。藝文學堂畢業的優秀學生也有留校執教。當年溫

 背景和教學管理質踐是藝文中學順利開設的重要保障之州著名的歐海公學校長谷寅侯也是藝文學堂畢業生，還

 一。。^ 1902年，理科碩士蔡博敏先生加入蘇慧廉竹團曾留校當藝文學堂的教員。根據《溫州教育志》關於溫

 隊，出任藝文中學的校長。具有碩士學位和歐美高等教州近代教育史上重要人物的章節裡，筆者發現其中創辦

 育背景的專業人員來出任校長，這在當時的溫州教育界各類學校的10位校長中，有4位都是畢業於藝文學堂

 實屬罕見。同時他的學科特長，可以負責學校的理科課或者曾在藝文學堂教學。"

 程教學。更為重要的是這位蔡博敏校長來溫州擔任藝文

 學校校長之前，已在英國里茲一所中學擔任校長已經多

 年，有著豐富的教學和管理經驗。"蔡校長不負眾望，

 工作出色，改革課程，賈行分科教學。同時為了該校能

 儘快自立，積極培訓他的同事。此外，蘇慧廉還成功地

 從登州文會館"聘請了一位具有大學文憑的數學教師在

 藝文學堂就職。這位數學老師在做好本職工作之餘，亦

 在木地培養新人，使之有能力來負責學校的數學教學。

 。。根據《通商口岸十年期報告之溫州報告》提到:「藝文

 學堂有一位外國人校長和10位中國教師，每位教師都

 有各自的專業特長0」 1912-1921年期間的報告如此說:

 「除了外國人校長以外，還有14位中國教師，每個教師

 都能勝任一門或一門以上的科目教學。」比起那些只受

 過中國傳統教育、知識結構單一的私墊教師來，這些受

 過現代教育、有^^定專業特長的新式老師更能適應當時

 人們學習西學的要求，他們的教育推動了西方科學和人

 文知識在晚清溫州的傳播。

 這些具有大學以上教育經歷的新式老師，不僅是新

 學知識的傳授者，而且還是新式人才和新式教師的培養

 4．新學與舊學的結合

 蘇慧廉在引進西學的同時，也注重對中國傳統教育

 的吸收和融合。當時人們對西學熱情高漲，甚至祝西學

 為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唯一出路，而蘇氏卻頗有些遠見

 地意識到學生學習傳承自己本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性。剛

 開始因為人手不足，及當時溫州社會傳統觀念的限制，

 蘇慧廉採用中國私墊的教育，除了(聖經》的學習以

 外，儒家經典是學生學習的主要內容。即使在後來藝文

 學堂大量增加西學內容的時候，蘇慧廉仍是主張中西學

 兼通，並不是全盤用西方教育來代替中國的傳統儒家教

 育。他認為:「對教會學校而言，讓學生學好了別的知

 識而對自己的語言一無所知是不可取的。」"因此中國

 古典經籍在藝文中學的教學大綱裡佔據主要位置。不僅

 如此，蘇慧雕還決意聘請當地一流的老師教授中文，並

且成功地找到了溫州最博學的學者之一一一湯聯奎來教

 授儒家經典。這種對學生的母語學習和本國文化傳承的

 重視，即便在今天也有現實教育意義。藝文學堂的名字

 就是取自《周禮》中「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申的

 40 WIssion^a^y:Echo^^^^．^ (^906j t pp. ITT-^79.

41 Missio^^ary Echo^V^^. X^ (1905) , Pp. 9-1l.

 42 Miss^/叨刀y月功己Vo^. XI (1904) l:pp. 39-40.

 43美國長老會傳教上狄考文創辦的登州文會館已於1882年擷建為大學，他們的畢業生大多墩在國家重要機關和學校工作

 44 A肌肘叨卅Ch^na，p．^9^.

 45乃e^4口W川cea E^^^^^七^^ Reade^, p. 6.

 46李芳華，《溫州市教育志>(北京:申華吉局，帕盯j，頁595?

 47 ^1伽紉叨而Gh^in^a，p．^昭．

 40漢軍研究通訊30 : 4 (網120^)民國^00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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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藝」。"這些都足見蘇慧麻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傳噩。識的傳播、促進了近代溫州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學制的

 在--．定程度上，蘇氏超越了民族文化本位的棚念，形成，為近代溫州培養了一批新式人才，對近代溫:

 (三)藝文女學

 不受當時許多西方人所持的歐洲文化中心論的束縛，這識分子群體的崛起不無影響

種客觀的態度在當時西方文化呈強勢推廣的處境下是難

 能可貴的。事賞上，蘇慧廉早在溫州傳教時已經著手翻

 譯《論語》，並且在其傳記裡對孔子言論及儒教作概述蘇慧廉的妻于蘇路熙也在蘇慧廉的影響和勸說下開

 後，他總結說:「此書只能給儒學一個簡單介紹，但這始在溫州創辦女校，"並且在破除裹腳惡習、爭取婦女

 些概述已經表明申國對宇宙奧秘的思索已有深度，而且權利等方面亦作了卓有成效肘努力。1904年蘇路熙在溫

 這深度足以與古代西方哲學家柑媲美。」。。州市康樂坊天燈巷內英國人的住宅裡騰出一間房子，辦

 藝文學堂至刃28年停辦為止，三十多年來為溫州了藝文女學，是繼英國內地會傳教士曹雅直夫婦在溫州

 培養學生千餘人，辦學卓有成效。溫州德高望重的教育創辦育德女學之後第二所女子學校。學校學習的課程包

 家如孫詰諜、陳敝辰都對藝文學堂有積極評價: 「蔡君括《聖經》、漢字讀寫、簡單的數學知識、音樂和女紅。

 (蔡博敏)主講我甄藝文學堂數年，於茲所造翻譯人才，此外，這些女生還學習蘇慧廉創立的溫州方言拉丁文拼

 頗不乏人。」"據穌的傳記，學生的考試成績超過了當時音文字，在很短的時間裡就可以「讓那些沒念過書的女

 的公立學校，有些學生還考進了國立北京大學。"不少孩們能容易學會誼和寫，用文字表達自已的意思門"

 學生畢業後都從事社會影響力較大而收入頗豐的工作，學校免除任何學雜及午餐費，但是入學條件就是

 「有當校長的，也有就職於海關和郵政部門的」。《通商在校女學生不能纏足。雖然傳統觀念^^直掣肘著放足運

 口岸十年期報告之溫州報告》如此評論該校的社會影響動，甚至有些女生白天放足後回去又重新纏足，蘇路熙

 力:「這學校獲得柑當囑目的成功，該校大多數的畢業仍是執意堅持，每日早晨對到校的學生檢查，一發現有

 生現在全國都擔任重要又受人尊重的職位。」優秀的畢纏足就沒收纏足的腳紗。教會女校對女生的放足貿踐，

 業生如民國教育家劉廷芳、浙南名醫陳梅豪、甄海公學在當時溫州社會上具有率先垂範的積極意義，也喚醒了

 創辦人谷寅侯等，他們後來都成為自己所服務領域的精溫州女性追求幸福和個性解放、擺脫封建束縛的意識。

 英，承擔起社會與時代賦予的使命，成為當時社會改革蘇路熙曾在她的傳記裡如此描述這批放足的新女性享受

 與時代進步的主力軍。如劉延方^ 1920前往燕京大學天足的快樂:

 與當時"大的校長司徒雷登聯手整頓校務，學校氣象為下午課程結束後，若是晴天，女孩們就受邀到教

 之一新，"京大學規模由此而奠定。室旁的草地上玩。她們盡情地玩各種遊戲。有時

 藝文學堂竹出現在客鯛上加速了西學在溫州的傳你會看見她們在我身邊嬉戲奔跑，有時七^們在使

 播進程，拓寬了溫州學界辦教育的視野，在一定程度上出渾身力氣拔河，看到她們在草坪上笑得前仰後

 加快了新習教育體制的代謝，促進了溫州近代教育的形翻，你會由衷地威到天足的美麗和寶貴，我想這

 成。可以說，藝文學堂在客觀上促進了溫州近代科學則些女孩們此刻也意識到了。"

48 Wi'ssiO^^ary Echo, Vo^. l (t906), p. f79.

49 A Wission^ in Ch^in^a,p.253.

 5O nhe;Ad附^^c功丑坦仇力R門此r，p．包

^^ A W^Ssion iW Ch^^n^a,p.^91.

 52 Lucy Soo山山, A Has．spo^t Ao China (Lo^^don: H^^de^． and^ StOughtonT l^^^^,p.214

53 AbJdd,p.238.

54 Abyd,p.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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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人物

 (四)西學傳播活動三、結語

 蘇慧肺雖身處偏僻的溫州，但一直與當時在中國

 從事教育事業、文字出版事業的著名傳教士李提陞太、

 傅蘭雅等保持友誼、聯繫，"開注著申國的教會教育事

 業的發展動態與西學傳播對中國社會的影響。蘇慧廉除

 了致力於在平民百姓中傳揚基督教，還注重與溫州當地

 官純人員的交往，努力克服彼此間的偏見，取得他們的

 信任。改善關係的突破口在於蘇憩廉所貝的西方文化身

 分，以及他所提供的西學書籍。在1897午蘇隸廉給英

 國母會的報告中捉到:「如今我們在溫州的士大夫階層

 申開始有了突破。贏得這一階層人士將會大大拖動上帝

 的迫在中國的進程，因為正是這些人士深深影響著中國

 成千上萬的百姓。我贈送給他們一百多本的最好的西方

 書籍，，悽慢地已經獲得他們的信任。他們中間有十幾個

 人與我們保持聯繫交往。」"當時這些西學書籍主要來自

 旗學會編譯出版的書籍，它們曾在近代西學東漸和維新

 思想的傳播巾發揮了重要作用，對晚清的社會變革產生

 了重要影嚮。

 蘇慧胰不僅向上層士紳人士贈送西學書籍，他還努

 力加強西學在普通人士中的影響。早在叩世紀末蘇慧

 廉就設想在溫州開設書店，1902年穌氏與撰學會心當時

 李提摩太任廣學會總幹事)協議，出售廣學會出版的有

 關自然科學、西方文化制度等的書籍，書店就設在教堂

 裡面。"蘇慧搬在1902年^^3 22日給他母親酌侍中提

 到新開的書店很是歡欣鼓舞:「我們的書店存有價值850

 銀元的書籍，都是些通識性書箱。生意不錯^書全部售

 完，我們還要進新書呢^」"可見在當時溫州西學雷籍

 匱乏的情況下，穌慧廉引介的西學書籍深受士紳和普通

 士人的歡迎。這些書籍為晚清溫州的士大夫階層接觸西

 學和瞭解西方文化提供了一個視窗，在傳播新知、開通

 風氣、膊變觀念方面發揮了潛移默化的作用。

 蘇慧廉所辦的藝文中學，實開溫州新學之先，在近

 代溫州教育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也是溫州近代文化交流

 史一件令人囑目的事件。雖然他沒有直接參與其體的教

 學活動，但是作為藝文學堂的主要創始人，他為藝文學

 堂的創建和發展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正是他敏銳地察

 覺到中國教育制度將有變革，在1898年創立了適應時

 代需耍的溫州第一所普通中學;也是他看到教會教育事

 業需耍正規化、專業化的發展，因而一再向英國母會請

 求派遣專業教育人士來溫執教;"也正是蘇慧廉夫婦多

 方演說努力，在1902年順利為藝文學校新校舍的建設

 藹款800英鎊，為學校建設提供物質保障。這些都顯示

 了蘇慧廉作為教育家的良好潛質:善於發現新情況、新

 趨勢，善於捕捉新機遇，採取新措施，能夠把握時代脈

 動，順應時代潮流，並且敢於領時代之先。為了對蘇氏

 所作的種種努力表示感謝，藝文學堂的全體教員曾贈予

 穌氏藝文學堂的銀製模型。筆者在英國訪問蘇慧廉後人

 時，他們特意展示了此模型的照片。

 回國後任牛津大學申文教授的蘇慧廉，致力於中國

 文化的介紹，為促進申西文化交流做出質際貢獻。先後

 出版了《中國與西方》等書介紹中國宗教、歷史和文化

 的著作。雖然當時已有著名漢學家理雅各《論語》的譯

 本在先，蘇慧廉還是著手翻譯(論語》，因他發現理雅

 各的譯本有其卓越之處，但學究氣過重，非普通讀者能

 理解。為了普及申國儒家經典，他覺得有必要為讀者提

 供一個嶄新的譯本，這是他翻譯《論語》的初衷，也是

他希望東西方文化在哲學思想層面進行交流的迫切願望

 的流鑑。1937年，牛津大學出版社的「世界經典叢書」，

 收錄了蘇慧廉翻譯的《論語》，亦是學術界對蘇慧廉為

 中西文化交流所做出真獻的認可。

55 A WiSsio^^ in Ch^na^ P. 1^9.

56 MiSSio^^^ Echo, Vo^. IV (^897^, pp. 55-56.

 57 Missio^^a^^y， Echo, Vo^. IX ([902^,P.83.

 58該信由蘇慧舶寫^ 1902年6月22日，穌黠廉的家倍藏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檔案編號: M^MS/S^^cial Scries化^n^ran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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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g A血紉bWar^^Oho, Vo^. XI (^904)．p．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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