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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基督教师范教育
———基于以四川为中心的考察

凌　兴　珍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来自教会内部与外部的师资需求压力是导致清末民初在华基督教师范教育产生与发展的直接原因 , 培

养信教的中国教师以实现教会教育 “更彻底的中国化 ,更有效的教育化 , 更切实的基督化”乃至在中国长久存在下

去的目标则是基督教师范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重视教育理论与教学方法 , 强调教学实践 、教育研究与学用结合 ,

重视中学 、西学与宗教教育 , 是基督教师范教育的共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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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教育与近代中国历史相始终 ,而教会学校的师资培

养不仅是教会教育发展的基础 , 而且 “教会学校与中国近代

师资培养工作的关系是不可否认的” , “它们成为我国各级

学校教师的重要来源 ”,然而 , 学术界虽对教会在华教育活动

作了较多研究 , 但是对教会学校的师资来源尤其是教会在华

师范教育问题却较少关注 , 已有的研究论著仅涉及晚清教会

学校和民国教会大学教育院系参与师资培养的问题 ,而对民

国时期教会学校参与师资教育的情况基本未予专门讨论①。

最近 , 笔者发现在 20世纪一二十年代尤其是 20年代 , 正在

中国非基督教运动暨收回教育权运动轰轰烈烈开展的背景

下 , 西部基督教教育会对四川基督教师范教育进行了积极规

划与推进以至其体系基本形成 ,然而涉及四川教会教育研究

的论著却基本未予讨论②。鉴此 , 本文拟通过对民国四川基

督教师范教育的萌发背景 、兴衰历程及其办学特色的考察 ,

以揭示民国基督教师范教育发展的部分情况 ,弥补教会教育

史与师范教育史研究的不足。

一　基督教教育事业的发展及其师范教育的萌发

鸦片战争前后 , 西方传教士已进入中国境内 , 因传教工

作进展缓慢 , 他们相继在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办起了学校。鸦

片战争后 , 凭借不平等条约与武力庇护 , 在华教会学校逐渐

增多。在创办初期 , 教会学校大多以小学为主 , 除增设圣经

课 ,有时外国传教师略授算术 、地理二科外 , 基本沿用中国蒙

学 、私塾的教学内容与教授方法 , 并聘请中国儒生担任 “经

学”与 “中学”教师。

到 20世纪初期 , 随 “壬寅学制”、“癸卯学制”相继颁布

和科举制废除 ,晚清新式教育及其师范教育快速发展 , 研究

西学之风盛行和 “小学教科扩张范围” , 原被视为异己的新

学内容受到鼓励 ,以外语和数理化见长的教会学校成为上等

家庭子弟报考的热门和新式学堂西学与外语师资的供给场

所 ,加上 1906年学部 “外人在内地设学无庸立案 , 学生概不

给奖”[ 1] (第三编 , 57— 58页)法令 , 自成体系与自由发展的

教会学校由小学发展到中学 、大学。 同时 , 教会学校师资不

足问题日渐严重 ,向各外国差会母国请求派遣信教师资和聘

请教外的中国儒生担任教员成为缓解师资供求矛盾的暂时

之举。然而 ,各差会之母国派遣到中国担任教职的人数不仅

有限而且大多未受过师范教育或汉语训练 , 难以满足教会学

校日益增长的师资需求和发展需要;而聘请教外的中国儒生

任教师之举则非常危险 ,因为那些熟读中国经典的儒生经常

会不自觉地将孔子及其儒家伦理道德置于基督及其教义之

上 , “甚且有反对基督教者 ,故其任职学校 , 每于宗教感化力 ,

大有损害”[ 2] (62页), 违背教会教育的目的与精神——— “使

各个人委身于耶稣基督 , 俾上帝之国祚复建于人世 , 并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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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适合于基督教教义之社会制度 ”[ 3] (卷 5, 315页)。因此 ,

来自教会内部的反对之声和要求教会学校自己培养师资的

呼声逐渐强烈。

1868年 , 传教士皮特首先发表文章指责教会学校聘用

教外教师 “玷辱了上帝 ”;1877年 ,圣公会传教士汤蔼理(F.

H.Thompson)在传教士第一次全国大会上指出:“信仰基督

教的男女最适合担任教师……教师本人不仅仅是教会学校

的教师 , 更应是个十足的基督教徒”;1890年 ,在传教士第二

次大会上 , 萧牧师(Rev.C.Shew)指出 “聘请异教徒教师到

教会学校工作 , 是一个错误 ”, 潘慎文(A.P.Parker)建议

“每一所教会学校里作出努力 ,保证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教

徒 , 使他们兼有基督教教义及西学知识”;1893年 , 在 “中华

教育会”第一届年会上 ,德国传教士花之安(FaberErnst)更

敦促教会注意训练中国教师 , 认为 “未来教会教育工作的成

效 , 很大程度上依靠中国教师的努力”[ 4] (48页)。 1902年 ,

中华教育会第四届年会开始筹划设立自己独立的教会师范

学校与管理机构;1905年 , 第五届年会设立了专门的 “师范

教育委员会” ,并提议在中国华南 、华中 、华北 、华西设立四个

联合会分会 , 负责筹划与指导师资训练班和师范学校。 1907

年 , 传教士入华一百周年大会决议敦促宣教会本部在战略要

地合作创办一些女子大学及师范学校。 1914年 , 教会全国

大会决议拟请布道部 ,使担承教育事业之西教士 “于例假返

国期内 , 得有机缘 , 研究教育方法及师范专科” , 同时 “注意

于栽培中国教习 ” [ 5] (10— 11页)。 1922年 , 美 、英 、中三国

教育家 、神学家 、传教士组成的中国教育调查团调查报告书

认为 “今后教会学校必须把基础完全放在质量上” , 建议在

中国设立各类师范学校 , 在中学校中附设师范科 , 在每一教

育中心地点设立 “强健之女子师范学校” [ 3] (卷 3, 85、 88、 98

页),目的是实现教会教育 “更彻底的中国化 , 更有效的教育

化 , 更切实的基督化” [ 5] (150— 153、 180— 183页)目标 , 并对

官立学校产生影响。

在上述背景下 , 20世纪最初 20年 , 基督教师范教育陆

续创办并发展起来。到 20年代中期 , 基督教师范教育发展

到顶点。据调查 , 到 1922年 ,全国有基督教师范学校 48所 ,

师范生总数 622人 [ 6] , “对于造就小学教员的师范学校 , 已

很发达 , 所以教会学校不必再在这师范训练一方面上努力 ”

[ 5] (471页)。 20世纪初期 , 陆续设立的教会大学一般都设

有教育系或教育学院 , 培养教会中学教师。据统计 , 到 1927

年 , 中国基督教专门以上学校 26校 , 其中设教育系者 13校 、

幼稚师范 1校 、体育系 2校 [ 5] (139— 140页);1934年 , 教会

大学 18所 ,其中设教育学院者有武昌华中 、辅仁 、沪江 3所 ,

设教育学系或教育心理学系者有东吴 、武昌中华 、金陵 、沪

江 、岭南 、齐鲁 、燕京 、华西协合 、福建协合 、圣约翰 10所 [ 7]

(丙编教育概况 , 87— 140页)。

由于教育被看作是民族主义的重要工具 , 面对 “基督教

会欲极力在华扩充师范教育事业 ”之举动 , 教育界对其危害

的认识逐渐加深 ,要求政府收回教会师范教育权的呼声逐渐

强烈。 1925年 ,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代表人物杨效春痛责

“教会在吾国办理师范学校 , 操纵吾国国民教育之命脉 ”,

“不仅蹂躏我现代的国民 , 并蹂躏我第二代的国民 ”, 建议政

府 “一方面出面与各国政府据理力争 ,收回自办 , 一方面通告

国内教会师范学校 , 限五年内一律停办 , 或移归我国地方教

育当局委人接收办理”[ 8] (4页)。 1933年 , 国民党中央执行

委员程天放指出 , “师范教育之良否 ,民族前途之命运系焉 ,

以如此重大之事 ,自不能委权于私人 , 而应由政府办理” [ 9]

(393— 394页), 建议取消私立学校办师范教育的权利。

30年代前后 ,国民政府颁布并多次修订私立学校规程 ,

限制私立学校设立或发展师范教育 , 并规定教会学校不得以

传布宗教为目的 ,不得以宗教为必修科目 [ 10] (总第 150、 154

页)。 1938年 , 国民党临时全国大会通过 《战时各级教育实

施方案纲要》, 限定只有国立大学可以办师范学院并给师范

生免费待遇 , “私立大学院校之教育学院及学系 , 成绩优良

者 ,确定其教学范围 , 指定专为造就职业及社教师资 , 或予以

保留外 ,其余均停止招收新生 ,逐年结束 , 以统一全国中等学

校师资训练”[ 11] (54页)。

因受师范学校不得私立之影响 , 私立师范学校(含教会

私立)校数与学生数逐渐减少 ,由 1931年的 36所 ,学生 6586

人 , 1934年的 32校 , 学生 6761人 , 减少到 1939年的 14所 ,

学生 1709人 , 1945年的 10所 , 学生 1736人 [ 10] (总第 150—

152页)。各教会大学积极增聘师资 ,调整课程 , 努力达到教

育部的课程标准 ,以保留教育院系及办师范教育的权利。据

统计 ,到 1946年 , 私立教会大学有 13所保留教育院系 , 其中

北平辅仁 、大厦 、武昌华中 3所保留教育学院 , 金陵 、燕京 、岭

南 、沪江 、圣约翰 、武昌中华 、华西协合 、震旦 、齐鲁 、福建协合

等 10所保留教育学系 [ 10] (总第 650— 672页)。共和国成立

后 ,教会大学由人民政府接收 ,基督教师范教育的历史正式

结束。教会师范教育的衰败 ,如同教会教育一样 , “主要的不

是一种教育制度或宗教信仰的失败 , 而是一种政治的失败”

[ 12] (463页)。

二　华西教育会与四川基督教师范教育的萌发

1640年 ,法国耶稣会士利类思司铎入川 “传扬福音 ”

[ 13] (1页)。到鸦片战争前 ,四川教民 5万人左右 , 位居全

国第一。鸦片战争后 ,法国传教士在四川的传教活动更趋活

跃 ,英美基督教或称福音教开始进入四川。各差会将创办教

育 、医疗 、慈善 、出版等事业作为布道传教的重要方式 , 四川

英美会的开创人赫斐秋曾说:“我们传教士很懂得 , 如要使中

国人信道 ,就必须加强教育工作”;四川基督教教育的代表人

物方叔轩将教育视为 “选择未来的中国教会领袖的场地”

[ 14] (341页)。 1899年 ,各差会小学 31所 ,学生 806人;1907

年 ,增至 173所 , 学生达 3316人;1919、1921年 , 基督教中小

学 482所 , 学生 18000余人 , 仅次于福建 、山东 、广东三省

[ 14] (217— 218、 341页)[ 15] (384— 3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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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教会学生升学与师资缺乏问题 , 1905年 11

月 , 按照中华教育会第五届年会在华西设立分会的决议 , 华

西差会顾问部于成都开会 , 成立了 “小学和中学联合委员

会”与 “华西协合大学临时管理部”, 以筹办教会师范学校和

教会大学。 1906年 , “小学和中学联合委员会”改组为 “华西

基督教教育协会”(简称 “华西教育会 ”), 而 “协合大学临时

管理部”则改组为 “华西协合大学理事部”。 20世纪最初 20

年 , 为了 “在最短时期内能见到会内各校之教师均为受过师

范训练者 , 并有学识优美 、经验宏富之视导员多人 ” [ 16]

(39— 41页), 华西教育会教育部加强了对教会学校师资预

备 、训练事宜的领导与策划。 1906年 , 华西教育会在成立年

会中 , “即议及基督教徒教员之供给问题”, “预备设男女师

范各一” 。经过筹划 , 1910年 3月 , 华西协合大学成立;同年

夏 , 潼川 、南川暑期师范学校开校 ,联合会设于成都的华西协

合男师范学校正式开班;1914年 , 华西协合女师范学校设

立 , 华西协合大学于文正科中附设教育科。 1914年 , 教育联

合会年会决定举行师范教育运动 , 以三年为期 , 后因种种原

因 , 延至 1917年始举行 。 1917年 , 教育联合会设中文副书

记 , 专管师范教育文牍;1918年 , 设师范教育部书记。 到

1918年 ,华西教育会已设有华西协合大学教育科和中等师

范科 、华西协合男子与女子师范学校 、暑期师范学校 、师范讲

习会等多种师范教育机关 ,实际受教人数达 331人 [ 2] (62—

63、71页), 四川基督教师范教育体系基本形成。

然而 , 受过教会师范训练和信道的师资毕竟有限。 据华

西教育会年会报告:1917年 , 四川注册教会学校 289所 , 教

员 744人 ,未注册各校教员约二三百人 , 合计教会学校的中

国教员已达 1000人左右 , “曾经肄业于官立速成师范者 , 盖

不在少数 , 然此等人往往不能满意。是以教育联合会之意 ,

颇愿教会学校各教员 , 均受教会所设机关之教育 ” [ 2] (62

页)。据统计 ,四川全省 8所中学以上基督教学校的信道教

员 , 1921年为 50名 [ 17] (333页);1924年为 47名 , “该省基

督教势力之不完满原因 ,以中西职员缺乏为最大” [ 18] (58—

59、222页)。另据 1924年方叔轩报告:“据华西教育会总干

事的调查 ,登录的小学校教员 , 共有 443人 , 内中有 334人 ,

完全未受过师范训练。某视学对我说 ,他区域内乡间学校 ,

差不多没有一个教员 ,是受过师范训练的。”[ 19] (18页)

20年代前后 , 华西教育联合会进一步加强了对师范教

育的规划。 1919年 , 华西教育会书记长华雷士指出:“欲求

基督教育与教会全体之日有进步 ,则尤非中国教育家日有进

步 , 且知其对于教会子弟所负责任不可” ,因此建议:添聘曾

受完美教育的外国教员 , 每一教会至少聘一个学识优长的外

国人任教育监察员;对少数才力过人 、具有教育领袖才能者

给予优待金 , 以二年为期使其入外国教育研究科以资深造;

教会以中国人充当教育管理员及视学员 ,其资格限定男子应

毕业于华西大学教育科 , 女子应毕业于中等师范 , 由教会予

以金钱上的补助;各教会延聘教员至少应以曾受一部分教育

之人充任教职 ,凡未受师范教育者于被聘时 , 非申明自愿肄

业于暑期学校及受教员试验者概不延聘;各教会应认教员为

专职 ,其地位 、薪水 、权利均应与牧师相等;为宣教师及主日

学校教员设宗教教育的特别科以及为为父母者设教养子女

的短期讲习科等 [ 2] (72— 74页)。上述建议在 20年代华西

教育会年会中逐渐形成决议案 , 由各差会具体落实。

1924年 1月 , 华西教育会教育部在华西大学召开第 17

次年会 ,会议第 9、25、26、28、31项决议案均与教会师资培养

与训练有关。第 9项举田海源 、饶和美等五人为商议增进师

范教育的委办;第 25项为接收促进师范教育发展委办的建

议报告四点:一 、由师范学校将该校情形通报各会 , 请各会派

人至师范学校肄业 , 二 、请教育会于 1924年 4月 15日以前

召集各会视学或教育督办会议 , 注意养成及训练教员的问

题 ,三 、请教育会及教育科筹备与组合夏令师范学校 ,四 、请

教育会干事多至各地开教员研究会;第 26项建议大学设法

扩张暑期师范学校 ,建议距离成都四五日路程的各教会送学

生到成都暑期师范学校 , 其他如重庆 、保宁 、荣县等地可由一

教会独办或数教会合办暑期师范学校;第 28项请执行部注

重查学及办理辅助教师进步的学校与会社;第 31项请各处

办教育者每年至少须举行教育礼拜一次 [ 20] (39— 44页)。

秋季 ,华西教育会总干事饶和美与华西协和男子师范学校校

长暨夏令师范学校校长方叔轩视察川北学务 , 并在潼川 、绵

竹 、绵州(即绵阳)、彭县等处召开教育会议 , 征求教育人员

意见 ,形成高级中学设文科教育科 、夏令师范课程增为六周 、

华西教育会开办函授课程三条教会师资培训意见 [ 21] (25

页)。饶和美在致教育董事部的报告中指出:华西教育事业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预备学校师资和加添师范等职业科

目于会内各中级学校 [ 16] (39— 41页)。 1924年 11月 14—

15日 ,在重庆打铁街的华英女校召开了华西教育会教育部

第 18次年会 , 议决案第 2、 3、4、5、9、 20项与师资培养有关。

第 2项建议重庆各中学校在高中第一或第二年设师范课程;

第 3项建议各教会用下列方法预备学校教师:“甲.凡为小学

教师者 ,必须在初中毕业后至少读过高中一年 , 其在此一年

内所修课程之大部分须为教育方面者 , 乙.凡为初中教师及

小学视导员者 ,须由大学教育预科毕业 ,丙.凡为高中教师及

比小学范围较大之视导员者 , 须由大学教育正科毕业”;第 4

项议决教育会为各教科预备 60— 150习题 , 供各教师应用;

第 5项建议各教会斟酌教会学校聘请受过师范训练的人为

教师之时期是否已到;第 9项为现任教职者开办教育函授

课;第 20项议决将女子师范课程与教育会所定中学职业科

联络的事交女师范执行委办办理 [ 22] (34— 37页)。 1925年

12月 1— 2日 ,在华西大学校内召开了华西教育会教育董事

部第 19次年会 , 第 3、10、 11、 14项议决案与师资培养有关。

第 3项议决案重申了第 18次年会第 2项议决案的内容;第

10项建议重庆各中学校采用初中内设师范课程 、高中内合

设师范分科及开办夏令师范学校三种办法训练教会学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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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第 11项建议各教会在此后三年内使初小教师均受师范

训练;第 14项建议催促各教会送教师入夏令师范学校 [ 23]

(16— 19页)。

在华西教育会的规划与领导下 ,到 20年代中期 ,四川基

督教师范教育发展到顶点。 此后 , 因政府限制 , 四川基督教

初等中等师范教育先后停办 ,共和国成立后 , 华西协合大学

收归人民政府 , 四川基督教高等师范教育完全结束。

三　四川基督教师范教育的兴衰

四川基督教师范教育体系 ,由本科 、中等 、初等师范以及

速成与短训形式的师资训练活动组成。

(一)华西协合大学教育科与中等师范科

1910年 3月 ,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创立 , 各科修业期限六

年 , 前三年为普通科 , 亦称预科;后三年为专门科或学位科 ,

亦称正科。 1911年 , 辛亥革命发生 , 学校暂时关闭。 1913

年 , 复课。 1914年 , 华西协合大学在文正科中设教育科 , “盖

为养成视学员 、教育行政员 、师范教员 、中学校长而设” [ 2]

(64页)。 1915年 ,联合会之男师范学校划归华西大学管理。

1917年 9月 , 中等师范科设立 , 修业期限二年 , 主要收取中

学毕业生 , 培养高小教员。 1918年春 , 师范各班组成教育专

科。 1924年秋季 , 实行男女合校 ,正科招收女生 8名 , 读教

育科者 5人 [ 24] (36— 37页)。 1927年 2月 ,理事部会议推举

方叔轩 、华显达 、朔培元 、刘之介 、贝爱理五人为师范管理团

职员 , 方叔轩任教育科主任;停办夏令师范及夏令大学 , 师范

学校课程能与中学合办者斟酌合办 [ 25] (52— 54页)。 1931

年 , 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立案。 1932年 , 教育部命令附属

华西协合高中文 、理 、师范及农科改为普通科。 1933年 , 高

中师范科停办 , 改为普通中学;华西协合大学在教育部立案 ,

张凌高任校长 , 学校设文学院 、理学院和医牙学院 ,教育系为

文学院下设的一个系。 1949年成都解放后 , 由人民政府收

回自办。该校历年毕业的教育科学生较少 , 至 1917年上期 ,

共毕业教育科学士 5人 , 1918年上期毕业 4人 [ 2] (64页),

1924年毕业教育学士 1人 、师范生 19人;1924年秋季 , 在校

的六个年级教育科学生 44人 [ 24] (36— 37页)。到 1949年 ,

华大毕业学生 35届 2197名 ,一半以上从事医疗卫生和教育

事业 , 在国内外享有盛名 [ 14] (346页)。

(二)初等师范学校

华西设有基督教初等师范 2所 , 一为华西协合男子师范

学校 , 一为华西协合女子师范学校 , 均设于成都 ,由教育联合

会筹定基础。 20年代初 , 二校均改为中等师范学校。二校

成立后 , 虽不受联合会管理 ,每年仍呈送报告 ,且在联合会教

育部设有直接代表。最初二校学生皆由教会高等小学升入 ,

以养成初等小学教员 ,修业二年 , 比官立学校少二年 ,原因是

教员 “方极缺乏”[ 2] (65页)。

华西协合男子师范学校又称华西协合师范学校。 1910

年秋季 , 由联合会于华西协合大学校内设立 , 校舍为万德门

纪念室(“明德大学院内”),寄宿舍是各差会房舍。 1911年 ,

辛亥革命发生 , 学校停办。 1914年 , 薛尔谷返成都后 , 始开

设正科。 1915年 8月 , 实习学校—弟维初等小学开办;12

月 ,头班生 3人毕业。 1915年 , 划归华西协合大学管理。大

约在 1919年前后 ,有扩张课程计划 , “将入学资格增高 , 以修

完中学二年级课程者为限” [ 2] (67页)。 1921年 , 正式改组

为中学教育(或师范)分科学校。 1922年 ,呈请省署立案 ,毕

业生发给师范毕业证书 ,并给予华西协合中学教育分科毕业

证书 ,由省署钤印 [ 26] (87页),学生毕业后准予升学。 1924

年 ,开始招收 AB班学生 , A班收中学修业三年期满生 , 一年

毕业;B班收中学修业二年期满生 , 二年毕业 , “一面研究教

育上之原理 ,一面从事中学课程之补修 , 似此所习各科既不

亚于中学 , 对于社会上之应用或差强一等” [ 27] (41页)。

1928年 , 奉令停办 ,实习学校—成都私立弟维小学并入正坤

女校(华西大学教育科与美以美会女布道会所办)。

华西协合女师范学校又称私立成都协合女子师范学校。

1914年 8月 21日 ,由北方美以美会之外国妇女传道会 、加拿

大美以美会之妇女传道会 、美国浸礼会之外国传道会 、朋友

会之外国传道会四教会联合设立 ,校址成都干槐树街 1号 ,

国外董事会掌握管理权 , 成都设一执行委员会 , 傅瑞芝任校

长。 1915年 1月 , 招收高小毕业和初中或同等学力者 , 进行

一年或两年的小学师资训练。 1915年 , 实习学校—树基小

学开办。该校受教与毕业生不多 , 1916年 , 头班生毕业;

1918年 7月 , 毕业学生 8人 [ 2] (63、 71页)。 1922年 , 增设幼

稚师范科及其实习场所—树基幼儿园。至 1930年 , 还未在

教育部备案 ,设二年制师范 , 实支经费 1800元 , 在校女学生

18人 [ 28] (84页)。 1932年 10月 ,未立案 , 有师范和幼稚师

范各一科 ,经费 4412元 , 校董事长明德馨 , 职员 3人 , 教员 9

人 ,在校学生 48人 , 毕业学生 331人 , 年级 2个 , 职员年薪

600— 1600元 ,教员年薪 50— 250元 [ 29] (8页)。 1934年 ,成

都市教育局批准树基小学立案。 1935年 , 四川省教育厅批

准幼稚师范科立案。 1936年 ,设二年制幼师科 [ 30] (43页)。

1939年 ,添设婴儿园 , 在校生 25名 ,毕业生 30名 ,年级 5个 ,

设二年制幼稚师范 ,经费 4000元 , 校长潘澹如 , 三台人 , 1936

年 8月到职 ,任职 2年 [ 31] (28页)。 1939年 5月 ,疏散至仁

寿胜景桥(今文林镇铜锣街南侧)。 1940年 , 科别简师 , 班级

2, 学生 22名 [ 32] 。 1941年 ,迁返成都。 1942年秋 , 停办。

(三)短训形式的师范教育机关与活动

短训形式的师范教育包括暑期师范学校 、暑期讲习会 、

师范讲习会及其他师资培训与教育活动。

暑期师范学校又名夏令师范学校。 1910年夏 , 南川 、潼

川两处暑期师范学校成立。 1914年 7月 , 成都开设第一暑

期师范学校 ,除 1916年因政治影响而未开课外 , 年年开办 ,

直到 1927年停办。第一暑期师范学校开办 , 由教育联合会

直接管理 , 1915年移交华西协合大学评议会管理。第二暑

期师范学校 , 1915、 1916年在荣县开课。第三暑期师范学

校 , 1918年在重庆开办。此后 , 暑期师范 , 各地续有开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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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最有影响 、成绩最佳的暑期师范学校是第一暑期师范

学校 , 至 1919年已毕业四期 ,共得学生 80人。

华西协合大学于 1918年开设暑期讲习会 , 别任一副校

长主持 , 由大学教育科修业生担任 , 经费全由学费支给 , 各讲

师多不取薪金。 1919年 ,开设三班 , 两班为初等小学教员正

则科 , 一班为圣经教授之特别科;8月 , 杜威式实习学校开

办 , 供学生观察与实习。 1924年 , 夏令大学添设宗教教育讲

习社和体育讲习科 , 前者学生 45人 , 其中女生 35人 ,养成主

日学校教员 [ 24] (36— 38页);后者函请相距成都五日路程内

的学校派一名教员来成都讲习 ,来学者约 20人 , 由大学医科

教员担任解剖 、生理 、卫生及救急法课程 ,成都高师及通俗教

育馆体育主任陆佩萱担任体育原理及操场实习课程 ,每日授

课四小时 , 为期六周 ,养成初中及高小体育教员 , “宗教教育

讲习科及体育讲习科 ,均有优美成绩”[ 16] (41页)。

师范讲习会于 1914年 11月首先在遂宁开办。至 1918

年 ,共开讲习会 9次 , 均由联合会主持 , 会期通常一星期 , 每

次会员 ,合男女并计 , 平均 50人。 “凡一县的中外教员 ,届时

皆聚集城中 ,共同研究。 ……会中讲演 , 以教育问题为主 ,又

有种种表演及实习教授。 ……其于改良教授及引人注重师

范教育之成绩 , 皆足以使吾人闻之而心慰矣 ” [ 2] (69页)。

教育联合会预定计划 , 1919年前四川重要都会各开讲习会

一次 , 1919年后请各地方自办 , 联合会加以助力而已。

此外 ,其他教育机关也积极参与师资培训活动 , 外国教

员的语言和师范训练也在同时进行。

四　四川基督教师范教育的课程设置与办学特色

为了说明西部基督教师范教育的办学特色 , 我们不妨分

别将 1919年各校的课程设置情况列为表 1, 1924、 1925年暑

期师范学校课程列为表 2, 1925年华西协合男子师范学校课

程设置列为表 3,以备后文讨论。

表 1.1919年华西各基督教师范教育机关每周授课时数一览表

华

西

协

合

大

学

教

育

科

第

一

年

教育

心理学

主日

学校法

教育

行政(甲)

教育

概论

教育

文集

社会学

概论

参观

学校

批评

班

合计

2 2 1 1 2 1.5 0.5 2 12

第

二

年

实习

教授

教育

社会学

学校

行政(乙)

社会学

问题

中国

教育史

教育

文集

教授法 学校

卫生

合计

2 1 2 1.5 1 1.5 2 2 13

第

三

年

教育

监督法

教育

文集

实习

教授

西洋

教育史

教育

哲学

比较

教育学

研究会 教授

法

合计

1 2 1 2 1 2 1 2 12

中

等

师

范

科

第

一

年

＊圣

经

＊

英文

＊

汉文

音

乐

教育

概论

教育

社会学

养蚕

及手工

观察

及批评

体育

及游戏

学校

卫生

主日

学校法

合计

2 5 3 2 1 2 2 2 2 1 2 24

第

二

年

＊圣

经
音乐

教授

法

＊汉

文

＊理

科

学校行政

及学校法

主日学

校法

＊近

世史

养蚕

及手工

教育

史

实习

教授

合计

2 2 2 3 3 2 2 3 2 1 2 24

华西

协合

男子

师范

学校

第

一

年

教育

概论

心
理
学

普通

教授法

圣经 批
评
法

主日

学校法

音

乐

手

工

地

理

特别

教授法

西洋

教育史

中
国
史

体

操

黑
板
画

理

科

汉

文

数

学

园

艺

养
蚕
学

合计

0.5 1 0.5 2 2 2 2 2 2 1 1 3 1 1 2 5 2 2 2 34

第

二

年

中国

史

理

科

园

艺

圣经 音

乐

学校

卫生

体

操

手工 学校

管理法

实习

教授

地

理

汉

文

黑
板
画

数

学

养
蚕
学

中国

教育史

合计

3 2 2 2 2 1 1 2 1 2 2 5 1 2 2 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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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

协合

女子

师范

学校

第

一

年

学校

管理法

宗教

教育

汉文 算术

温习

地

理

图画 初等小学文科

教授法及批评辨论

实习

教授
心理学

手工 裁缝 合计

2 2.5 5 4 2 0.75 7 7 5 1.5 0.75 30.25

第

二

年

教育

史

算术

温习

汉文 学校

管理法

地理 宗教

教育

实习

教授

初等小学文科教

授法及批评辩论

合计

2 4 5 2 2 2.5 8 7 32.5

　　　　资料来源:根据华雷士《中国西部之师范教育 》 ,紧弧译 , 《教育杂志 》 1919年 11卷第 8期 ,第 64— 68页改制。

说明:华西协合大学中等师范科加＊的各科与大学预科同班上课 ,华西协合男子师范学校原表第二年合计课时为 32, 此表按实际课

时之和改为 31。

表 2.1924、1925年夏令师范学校课程设置一览表

甲　部　课　程 乙　部　课　程

教育大纲 学校与社会 学校卫生 国文教法 教育大纲 儿童心理 学校与社会 国文教法

普通教法 体操与游戏 实业科 数学教法 普通教法 公民科 体操与游戏 数学教法

学校管理法 圣经教法 图画与手工 历史教法 学校管理法 图画与手工 圣经教法 地理教法

参观第维学校教法　(第维学校设赫斐院内 ,以供本校学生参观及实习之用)

除课程外 , 特备有演说 、旅行 、游戏及其他消遣事项

备注:华西协合大学夏令师范课程分为甲乙二部 ,每年依次教授一部 ,凡读满甲乙两部课程者 , 试验及格 ,学校

给予教员证书 , 效力三年。

　　　　资料来源:根据《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夏令学校招生广告·四课程 》 , 《华西教育季刊 》1924年第 2期第 1号附页及 1925年第 3卷

第 1号第 46页制成。

表 3.1925年华西协合师范学校每周授课时数一览表

AB班第一年课程及教科书 B班第二年课程及教科书

课程 每周

学时

课程 每周

学时

课程 每周

学时

课程 每周

学时

课程 每周

学时

实习 5 ＊教育社会学 2 英文 6

教育原理

(共 10周)
5

＊教育测验
2 ＊法制 2

国

文

文字学 2

古文选 2

国语文选 2

代数
3

几何 3

教育心理学 2 ＊管理法 2 ＊近代社会问题 2 历史 2 化学 4

修身 2

各科教学法 6

＊农业 2

＊图画 2

＊学校卫生 2

国

文

文字学 1 物理 4 艺术科 2 英文 6

左传 2 ＊手工 2 儿童学 2 实习 2

古文选 1 音乐 2 体育科 2 修身 2

国语文选 2

实用文件 1

体育

科

舞蹈游戏 教育史 2

童子军

备注:每教时 40分钟 , 开学 10周后起开始实习 , 凡课程上加星号 “＊”者系指一学期 ,其余均为一学年;实习系开学十周后

起始。

　　　　资料来源:根据《成都华西协和师范学校通告·十课程及教科书 》 , 《华西教育季刊 》1925年第 3卷第 2号 ,第 89— 91页的表格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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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视教育理论与教学方法学习 , 中学与西学并重

1919年 , 华西协合大学教育科分为二部 , 每部均三年毕

业 , 第一部为普通部 , “盖为文艺 、科学 、宗教三科学生之预备

为教员者而设 , 使于本科以外 , 兼习教育者”;第二部为特别

部 , “凡学生之预备为教育行政员者 , 则并习第一第二两部”

[ 2] (64页)。 1919年华大教育科的课程设置主要侧重于教

育知识 、管理知识与教学技能的训练;而 1919年华大中等师

范科课程有超过 1/3的课程与教育科同班上课 , 教育学 、学

校管理课程约占一半 ,另设有养蚕与手工一门 , 汉文 、英文 、

理科 、历史等基础科目的课时较多(参见表 1), 说明华西协

合大学的师资培养目标很明确 ,就是学生必须教育专业知识

扎实 , 教育技能训练全面 , 且具有一定的汉文与英文知识。

华西协合男子与女子师范学校最初是按初中师范课程设置 ,

从 1919年开设的课程来看 , 教育知识 、教授技能及学校管理

课程比例很大 , 养蚕 、园艺 、缝纫等实用技能训练课程被开设

(参见表 1),汉文课时较多 , 而英语课却并未开设 ,说明二校

更看重教育知识与技能以及实用技能训练 , 并不看重对小学

教师职业影响不大的英语。 1919年 , 暑期夏令师范的课程分

为二部:“(一)教材及教授法 , 如圣经 、汉文 、算术 、地理 、历

史 、卫生 、(图画)、(手工)、(体育)、(音乐)等是;(二)教育

研究 , 如教育概论 、教授法 、学校管理法等是”(加括弧的只授

课不试验),对于各科教授法极为注重 , 此等半资格之教员除

其所任主科外 , 至少有高等小学程度。 1924、1925年 , 华西协

合大学夏令师范学校课程分为甲乙部 ,各 11门 [ 33] (附录 、 46

页),每年依次教授一部 , 各科教学法占绝大比例(参见表

2),说明暑期师范侧重教学技能培训 , 而对小学教师职业帮

助不大的英语课程则不开设。可见 , 20年代以前 , 华西基督

教师范教育机关均注重教育知识与技能训练 , 注重实用技能

培训和汉文教学 , 而对从事小学教师职业帮助不大的英语课

却并不看重。

20年代以后 , 随新学制颁行 , 西部基督教中等高等师范

教育机构纷纷调整课程设置 , 增聘中外教师 , 努力与教育部

规定的教育课程吻合 ,中国文化知识与传统教育及英语课程

比重增加。根据 1924年华大教育科长饶和美报告:凡欲在

教育科课程之正科毕业者 ,须修业 60学分课程 ,即国文 6学

分 、英文 9学分 、文科内选修 6学分 、宗教 4学分 、教育 21学

分 、各科内选修 14学分;凡欲在预科毕业者 , 须修业 63学

分 , 即国文 9学分 、文科内选修 7学分 、理科内选修 10学分 、

宗教 6学分 、教育 14学分 、各科选习 17学分;该年 , 华大教

育科第一学期课程有教育大纲 、宗教教育 、高级小学初级中

学各科教学法(大学各科教员分任 , 每周授课六小时)、中等

学校农业 、中等教育问题 、中国教育制度法令 、体育 7门 , 第

二学期课程有学校行政 、儿童心理 、高级小学及初级中学各

科教学法(大学各科教员分任 ,每周六小时)、中等学校农业 、

中等教育问题 、近代教育史 、教育哲学 、学校视导法 、体育 9

门 [ 34] (40— 41页)。又如 1921年前后 , 华西协合男子与女

子师范学校正式改组为中学教育(或师范)分科学校 , 课程按

中等教育分科程度设置 ,新添教育测验 、文字学 、童子军等科

[ 35] (2页), 力争与新学制的中等师范课程吻合。 1922年 ,

男子师范学校的课程呈请省署立案获准。 1925年 , 华西协合

师范学校聘有男女教员 18人 , 能够开出 30门课程 [ 36]

(81— 82页), AB班第一年设置课程 18门 ,每期每周平均课程

45.5学时(未计体育课);B班第二年课程 12门 ,每期平均每

周 36课时 , 改组后的课程加强了学生的中国文化传统与知

识教育 ,并增设了英语课程且每周高达 6学时 , 使教育知识

与技能训练 , 中学 、西学以及英语学习并重 , 而宗教知识的传

授则融入修身等课程中而不再单独设置(参见表 3)[ 37]

(89— 91页), 学生的学习任务更加繁重 , 训练更加严格 , 要求

亦更高。据华西协合男子师范肄业的学生蒋富祥说:1924

年 , 华师 “教育的课程 , 占大半数 , 中学课程 , 占三分之一 , 并

且天天 , 也没有一点自习时间 , 每星期三十多点钟 , 只有午

后 , 才有时间或运动”[ 38] (57页),证实了学生学习任务繁重

的事实。总之 , 20年代后 , 西部基督教师范课程设置呈现出

重实用 、重效率 、更中国化的变迁趋势。

(二)强调教学实践 、教育研究与学用结合

从表 1至表 3的课程设置看 , 各校均有参观 、实习课程 ,

且比重较大。华大教育科学生常能亲自接触四川教育的实

际现状 , “除实习教育及参观官立学校 、教会学校外 , 尤须于

学校管理得有经验(如代理中学校之舍监等事), 且参加一暑

期学校与师范讲习会也 。学生等每在成都各中学担任教科 ,

供给学费。其为主日学校主任者亦复不少。尤有任教会或

教育联合会之教育委员者 ”, 所以学生毕业时对教育问题均

能洞明原委和确有经验 , 出而任事 , 多胜任愉快 , 能力卓著

[ 2] (65页)。华西协合女子师范学校特别重视实习 , 实习课

程第一年为 7学时 , 第二年为 8学时 , “实习教授 , 成绩最称

佳胜” 。附属女子小学 , 担任教科者皆师范生 , 各师范生 “不

特于教授上得实地练习 ,即于管理上亦饶有经验 , 每一教科 ,

令一生分任之 , 其期间自一月至一学期不等 ” [ 2] (67页),

“师范班之学生于此实习学校内 ,在教员指导之下 , 每日须实

习教授数次” [ 39] (42— 44页)。华西协合男子师范学校对实

习科更重视 , 专门设置实习主任。改制后的实习分两步:学

生刚入校的前十周内安排参观模范班 、试教 、讨论三项 , 为实

习做准备;十周以后 , 开始实习 , 每周五次 , 至毕业时 , 学生必

须在附近小学实习。 1924年 , 华西协合师范学校实行辅导实

习法 , 每班由正教生一人担任教课 , 副教生一人担任辅导学

生及批评正教生 , 正副教生每周互换一次。各组设指导员一

人 , 为大学教育科学员 , 监视学生实习并品评成绩。实习在

每日午后三至四点钟进行 ,教生每星期报告一次。这种实习

法的好处有三点:一是有正当的监察 , 且管理严密周到;二是

专科教员(指担任教授法的教员)随时监察实习 , 并与指导员

讨论注意事项 ,使实习与教学法课程有密切联络;三是实习

地点都是附近小学校 , 有完全乡间小学性质的 , 教生得着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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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的练习 , 便于将来应付乡村环境 [ 35] (1— 2页)。据华师

实习主任刘之介观察:1924年 , 华师的实习 , “好的固然有 ,

不满意的地方也多” ,在指导员 、正教生 、副教生三方面存在

不满意之处 [ 40] (21— 22页)。

各校还注意鼓励与引导学生在校期间养成自主学习 、自

由研讨 、自主管理的习惯。华大设有教育研究会 , 全体教育

科学生为会员 , 除开办通常会 、彼此研究学理及筹议会议外 ,

1924年 ,华西教育研究会还敦请教育名士讲演三次 ,举行参

观一次。第一次是请芝加哥大学硕士 、时任国立成都高等师

范学校教务长王克仁演讲中学课程之编制;第二 、三次是请

中国教育名士 、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教授舒新城演讲中国

之中学教育问题;参观地点是成都女高师校和第一女子师范

学校及其附设中学 、小学 、幼稚园等 ,参观内容为经费 、校舍 、

教职员 、学生 、教材 、课程 、教授法 、管理法 、设备 、课外作业 、

卫生等 [ 41] (25— 26页)。 1924年 12月 6日 , 华西协合师范

学校成立学生自治团体—励志会 , 全校学生皆为会员 , 每学

期开大会一次 , 间周六开研究会一次 , 讨论教育上的重要问

题 [ 42] (43— 44页);1925年秋 ,又创设讨论会 ,将请人讲演与

自行讨论相间举行 , 讨论不拘材料与体裁 , 学生感觉讨论会

“较之纯属形而上学之讲演者 ,更觉有味” [ 27] (41页)。

(三)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

无庸讳言 , 基督教教育的首要办学目的和宗旨在培养信

教的人才 , “使基督教精神浸渍于学校生活之中 ,而供给学者

精神上最深切之需要 ”,实现传教之目的 , 并创造一种适合基

督教的 “社会秩序”和 “社会制度” [ 5] (42、 44页)。基督教师

范教育的目的与宗旨更是如此 ,这从四川基督教师范教育机

关的宗教课程设置及校园活动可以得到反映。

华大要求教育科学生三年预科须修读 6学分 、三年本科

须修读 4学分宗教课 , 华大中等师范科 、华西男子与女子师

范学校均在每周开设 2— 2.5学时宗教课 , 暑期师范学校则

开设圣经教法课程。各校的校园生活也浸润了浓厚的宗教

色彩。如华西协合大学常常举行宗教活动 , 早期主日崇拜在

赫斐院举行 , 40年代中期费尔朴主持修建一座礼拜堂 , 作为

每周的礼拜地点;校内各基督教徒团契种类繁多 , 人数不等 ,

这些团契大多从事崇拜 、查经 、灵修等宗教活动以及文娱活

动 、乡村服务等社会服务。 1933年 ,在教育部立案后 , 华大文

学院设立公共课教研组—宗教组 ,负责大一文科学生的基督

教知识教育 , 《为人师的耶稣》一书曾作为学生的必读本

[ 14] (349页)。该校教职员和学生中均有相当数量的基督教

徒。据 1950年方叔轩填写的该校情况调查表统计 , 全校教

员 270人 ,其中基督教徒 109人 ,学生 1131人 ,基督教徒 301

人 [ 14] (349页)。华西协合女师范学校的宗教色彩更为浓

厚 , 学生须担任相当频繁的宗教传播义务 , 校内的宗教讲演

也十分频繁。 1925年 , 据校长明德馨报告:“每星期日 , 本校

学生各至其本会之礼拜堂礼拜;并讲授主日学课 , 以表现其

服务精神”;“本校之学生被请为其所能为之宗教上的服务 ,

如唱诗或讲道与未曾听见主名之人听”;每月之内 , 在有学生

母亲及亲友参加的附属学校和幼稚园学生恳亲会上 , “师范

班之学生则为之讲演圣经及卫生事项”;一年之内 , “毕云汉

牧师每周教授圣经两小时 ,李德良牧师在耶稣复活节一周内

之讲演 , 及女青年会之刘德丽教士教授 `圣经之如何成

就 ' ”, 在强烈的宗教熏陶下 , “附设学校之第四年级学生 , 今

年均愿入教” 。华西女师的办学宗旨就是 “欲从川省各地招

收学子入校 , 而以基督精神熏陶之 , 使之具有基督人格 , 而为

巾帼伟人;无论言语行为 , 均足以表现基督之真意义”, “成为

华西基督教之领袖 ,而使中华归主之大事业易于成功 ”[ 35]

(42— 44页)。

通过师范与宗教教育 ,教会师范毕业生信仰与献身基督

的精神以及良好的教师素质和教授技能得以养成 , 教会学校

师资数量与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如某县学校视察员盛赞教

会师范毕业生 “胜于中学毕业生倍蓰” , “提议该县受教会津

贴之中学生 , 均当转入师范学校” [ 2] (71页)。一些教会师

范毕业生成为教会私立中小学的骨干教师或校长。据记载:

1930年 ,华大毕业生担任教会私立中学校长者已达 15人 ,华

西协合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生 1人担任中学校长 [ 28] (67、 76—

80页)。

综上所述 ,系统内部与外部的师资需求压力是导致在华

基督教师范学校产生和发展的直接原因 , 培养信教的中国教

师以实现 “教会学校教育更加有效率 , 更加基督教化 , 更加中

国化” [ 43] (219页)乃至在中国长久存在下去的目标 , 则是基

督教师范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可以说 , 西部基督教师范学

校 , 既是近代四川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与媒介 , 又是欧美在

西部中国树立的师范教育样板与参照 , 还是西方列强在西部

地区进行文化渗透和侵略的工具 ,它的发展过程大致反映了

中国师范教育由日本影响向欧美影响转化 、再由欧美影响到

中国独立自主发展的变迁历程。

注释:

①关于清末教会学校参与中国师资培养的问题研究的成果有史静寰发表的《教会学校与近代中国的师资培养 》(《高等师范教育研究 》1995年

第 1期)和陈剑华发表的《清末教会学校师资状况分析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 1996年第 1期)两篇文章以及何晓夏 、史静寰著《教会学校与

中国教育近代化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6年)第七章教会学校与近代中国的师资培养。史静寰先生主要以同文馆参与中国近代师资

培养的例子 ,对 19世纪末教会学校参与中国近代师资培养问题作了探讨;陈剑华先生主要就清末教会学校的师资来源与培养情况作了研

究。关于民国时期教会大学参与中国师资培养的问题 , (美)杰西·格·卢茨著《中国教会大学史 1850— 1950》、王立诚《美国文化渗透与近

代中国教育———沪江大学的历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以及《华西医科大学校史 1910— 1985》(成都:四川教育出版 1990年

版)等有所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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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涉及近现代四川教会教育的论著 ,主要有隗瀛涛主编《四川近代史稿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二章第二节 、刘吉西等编《四川

基督教 》第五章 、熊明安等主编《四川教育史稿 》第五章第三节以及《四川省志·教育志 》(北京:方志出版社 2000年版)第三 、四 、五篇等 ,但

各书都未讨论四川基督教师范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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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immediatecausefortheemergenceanddevelopmentofChristiannormaleducationin

ChinaisthedemandforteachersinsideandoutsidechurchesbetweentheendoftheQingDynastyand

thebeginningoftheRepublicofChina, itsfundamentaldrivingforceistherealizationof“missionary

schoolbeingmoreeffective, ofmoreChristiannatureandofmoreChinesenature” andeventhegoalof

foreverexistenceinChinabytrainingtheChristianChineseteachers, anditscommonfeaturesareatten-

tiontoeducationaltheoryandmethodology, emphasisonteachingpractice, educationalresearchanda

combinationoflearninganduse, andimportanceattachedtoChineselearning, westernlearningandreli-

gious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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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房锐主编《晚唐五代巴蜀文学论稿 》出版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房锐博士主编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汤王君、赵晓

兰 、张海 、房锐 、王红霞 、田道英等撰写的 《晚唐五代巴蜀文学论稿》目前已由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晚唐五代巴蜀文学论稿》是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 “十五”规划 2003年度项目的结题成果 , 由 24篇论文组成。部分论文

作为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 曾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社会科学家》 、《社会科学研究》、《求索 》等刊物上发表 ,

《张蠙考略》一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2004年第 8期全文转载。

《晚唐五代巴蜀文学论稿》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大胆地进行了学术创新 , 不少论题极具前瞻性 , 具有较高的学术价

值。一些论文选取晚唐五代巴蜀文学研究中不大引人注意的作家 、作品 , 进行 “一网打尽”式的系统考察研究 , 从中挖掘出不

少有价值的东西 , 并纠正了若干文献错误 , 为晚唐五代巴蜀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 、新的思路 , 突出了巴蜀文学的独特风貌

及难以替代的价值。如《雍陶寓居云南说辨析》、《张蠙考略 》、《贯休蜀中诗歌编年考证》、《孙光宪江南 、湖湘之行考述》、《前

后蜀著作考略》等论文 ,便是这方面的力作 。

《晚唐五代巴蜀文学论稿》不乏闪光之点。如《敦煌曲子词与 〈花间集〉》、《论 〈花间集〉在词史上的意义》 、《论花间词的

传播及南唐词对花间词的接受》、《前后蜀讽谕诗初探》等论文征引文献丰富 、角度新颖 , 立论巧妙 , 所得出的结论多与历史事

实与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相符合。这些论文有助于较为准确地把握晚唐五代巴蜀文学发展演变的规律 , 对于其他地域文化

的研究 , 也具有较大的启迪作用。

作为目前国内外第一部对晚唐五代巴蜀文学进行专题研究的论集 ,本书创获颇多 ,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本书自出版以

来 , 已获得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好评。 (魏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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