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社会科学1 99 9年第 3期

马礼逊学校与

容阂留美前所受的教育
吴义雄

在容阂之前
,

也曾有一些中国人到西方的各类学校学习
。

但长期在美国接受正规教

育
,

并在美国著名大学 (耶鲁大学 ) 取得学位
,

当首推容阂
。

由于研究资料的缺乏
,

我

们对容阂的生平和思想难以有深入细致的研究
,

对他留学之前的情况
,

所知更为有限
。

本文试图对马礼逊教育会学校的具体情形
,

在笔者所可接触到的资料条件下
,

作尽可能

全面的探讨
,

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

来考察容阂留学之前所受到的教育
,

希望得到专家

的指正
。

18 3 4 年 8 月
,

在广州和澳门前后活动 了 2 7 年的英 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去世
。

不

久
. “

他在广州和澳门的朋友
”
即有成立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教育团体之议

。

他们于 1 8 3 5

年 1 月 26 日发布了一份有 2 2 人签名的通告
,

宣布打算成立马礼逊教育会 ( M o rr iso n E
-

du cat
ion ~ iet

y )
,

并很快募到了 4 8 60 元捐款
。

为 了进一步推动计划的实施
,

由英 国商

务监督罗便臣
、

英商查顿
、

美商奥立芬
、

英商颠地
、

马礼逊之子马儒翰和美部会传教士

裨治文等 6 人
,

组成 了一个筹办马礼逊教育会的临时委员会
,

并决定在理事会成立前以

英商怡和洋行为司库
,

裨治文为秘书
。

这个临时委员会于 1 8 3 5 年 2 月 25 日在广州又发

出一份 《通告》
,

要求人们在财政上支持创立马礼逊教育会
,

并指定了 广州
、

澳 门
、

加

尔各答
、

伦敦
、

曼彻斯特
、

巴黎
、

波士顿
、

纽约
、

费城共 9 个城市接受捐款的代理人或

代理机构
。
①

1 83 6 年 9 月 28 日
,

有关人士在 广州商馆美 国行 2 号集会
,

由临时委员会主席颠

地
、

英商福克斯 ( oF x) 主持
,

通报筹 办情况
,

讨论 由裨治文起草 的马礼逊教育会章

程
,

并选举职员
。

n 月 9 日
,

再次举行会议
,

正式宣布成立马礼逊教育会
,

并通过该

会章程和条例
。

会议选出颠地为该会主席
,

福克斯为副主席
,

查顿为司库
,

裨治文为通

讯秘书
,

马儒翰为会议秘书
。

以上 5 人组成马礼逊教育会理事会
。
。

根据章程
,

马礼逊教育会以在华开办和资助学校为主要活动 内容
。

该会成立后的一

件引人注 目的活动
,

是着手调查中国的教育状况
,

特别是初等教育的情形
,

作为进行具

体的教育活动的参考
。

他们在中国内地 ( 以广州一澳门地区为主要对象 ) 所调查的内容

分为 18 个项 目
:

人 口
、

社会阶 层
、

男女 比例
、

学 校种类
、

男性识字率
、

女性识字率
、

儿童入学年龄
、

蒙学读物
、

教学法
、

儿童学习年限
、

每 日学 习时间
、

学校状况
、

学生人

数
、

教师素质
、

教师薪金
、

考试
、

奖赏
、

惩处
。

这种调查
,

获得 了关于中国初等教育一

般状况的第一手资料
。

他们还请求马尼拉
、

巴达维亚
、

槟榔屿
、

马六 甲
、

新加坡
、

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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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的一些人士代为调查当地中 国人社区的教育状况
,

调查 内容除以上所列项 目外
,

还

要求代为调查的 人士指出 中 国 人的 教育制度和方法可以改进之处
。 ③这种调查

,

为 后来

马礼逊学校确立 自己 的教 育方法奠定了基础
。

在马礼逊教育会最初的几年
,

它本身并无学校
。

1 8 3 7 年裨治文撰写的年度报告说
,

马礼逊教育会 已收 留了 5 名儿童
,

并使他 们受到教育
,

其 中两名在新加坡
,

三名在广

州
。

从有关资料来看
,

在广州的三名少年是跟随裨治文和伯驾等传教士的
。

此外
,

马礼

逊教育会还向郭士立夫人在澳门开办的学校提供资助
,

数额为每年 31 2 元
。
④

但马礼逊教育会在成立后不久的 1 8 3 7 年 1 月
,

即分别致信美国耶鲁大学和
“

英国

与海外学校协会
”

( B
r i t i s h a ir d F o r e ig n s

e h oo l so
e ie t y )

,

请他们代为物色教师
,

以开办教

育会 自 己的学校
。 ⑤耶鲁大学很快有了 回音

,

三名教授 向马礼逊教育会推荐 了该校 毕业
、

曾任教于纽约聋哑学校的布朗 ( S
a
m u e

l R o b b i n s B or w n )
。

布朗夫妇于 1 8 3 9 年 2 月 1 9 日

抵达澳门
。
⑥不久他又到广州活动

,

与在广州的教育会理事会成员见面并交换意见
。 ⑦

布朗在开头的一段时间主要是学 习中 文
。

头几个月 与卫三畏 住在一起
。

1 8 3 9 年 11

月 4 日
,

布朗夫人妇搬到原郭士立夫妇的住所
,

并正式开办马礼逊教育会学校 ( 以下简

称马礼逊学校 )
。
⑧第一批学生为 6 名

,

此后至 1 8 41 年
,

虽中间有所变化
,

但学生人数则

保持不变
。

因布朗夫人健康不佳
,

布朗夫妇于 1 8 4 1 年 3 月 31 日与美部会 另一名传教士

雅裨理一起到南洋休养
,

观摩了马六 甲
、

新加坡等地中文学校的教学状况
,

至 9 月 7 日

返回澳门
。

在 此期 间
,

马礼逊学校 的管理 和教学由美 国 圣公会教 士文惠廉 ( w i ill a m

l头刀ne ) 的夫人和伦敦会 传教士美魏茶 ( w iill
a
m c

.

M il ne
.

) 负责
。
⑨

1 8 4 0 年 3 月
,

马礼逊学校又招收 5 名学生入学
,

组成一个新班
。

1 84 0 年 n 月
,

容

阂入学 。
。

18 4 0 年进校的这些学 生
,

与以 前入学 的几个学 生
,

中途均 有退学
,

到 1 8 4 1

年 1o 月
,

总的人数仍为 6 人
,

后来组成布朗所称的
“

第 1 班
” 。

容阂在他的 《西学东渐

记》 中也说
,

他与在他之前入学的其他 5 名学生是
“

开校之创始班
” 。

1 8 4 1 年 1O 月 29

日
,

又有 12 名新生入学
,

加上不久后增加的两名
,

后来成为
“

第 2 班
。 ’ ,

。

1 8 4 3 年
,

因英国 已割占香港
,

马礼逊教育会及马礼逊学校
,

在得到港英 当局 的许

可后
,

迁离澳门
,

搬到香港
。

因大部学生来 自澳门周围地区
,

有 6 名学生的家长不欲孩

子离开家乡
,

将他们领走
;
再加上历年退学

、

逃学和因
“

顽劣
” 、 “

愚钝
”

等原因而被除

名者多人
,

到香港时学校只剩下 11 名学生
。

18 43 年 4 月
,

该校将 12 名新生录取入校
,

5 月
、

9 月 又各有一名学 生入学
。

这些学生中
,

除来 自广州
、

澳 门
、

香港地区的 占大多

数外
,

还有来 自南京
、

宁波和新加坡等学生
。

他们构成
“

第 3 班
” 。 。 18 4 4 年下半年

,

陆

续有 10 名学童进入马礼逊学校
,

被编为第 4 班
。

0

这 4 个班级
,

一直维持到马礼逊学校解散
,

也没有增加新的 班级
。

根据有关资料
,

先后在马礼逊学校就读的学生
.

约为 5 0 多名
,

其中
,

据布朗公布的学生名单
,

1 8 4 3 年
9 月 前先后有 4 4 名学生就读

,

18 44 年有 1O 名学生进入学校
,

即第 4 班
。

此后
,

再未成

批招收学生
,

学生人数呈下降趋势
。

马礼逊学校 自开办之 日起
,

长期 由布朗任校长兼教师
。

在他到南洋航行度假期 间曾

代为照管学校的文惠廉夫人和美魏茶
,

后来分别前往厦门和舟 山
。

马礼逊教育会理事会

原本打算请
“

英国与海外教育协会
”

在英 国代觅教师
。

并负担这名教师的费用
,

结果却

久无下文
。

布朗面对学生增加而他无力兼顾的局面
,

曾在 184 3 年的年度报告中呼吁教

育会尽快增加教师
。 。在此情况下

,

马礼逊教育会只得再次委托耶鲁大学代请教师
。

耶

鲁的几位教授这次又不负所托
,

1 84 4 年为马礼逊教育会请到该校的另一位毕业生威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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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西 ( wi l lia mA ll
e n
M

a e y)
。

麻西经一年多的准备
,

于 1 8 4 6 年 3 月来到香港
,

成为布朗

的助手
,

并马上就承担了第 2
、

4 班的教学任务
。
。 马礼逊学校于是短暂地拥有两位英文

教师
。

但布朗这时却决定离开学校
,

回美国居住
,

原因是他的夫人以及他本人的身体状

况不佳
,

需要 回新大陆恢复健康
。

18 4 7 年 1 月 4 日
,

布朗夫妇携带 3 名学生
,

即容阂
、

黄胜
、

黄宽
,

启 程赴美
。

这样
,

麻西就完全取代了布朗的角色
。

布朗回 国
,

名义上是为

了休假
,

但他一去不回
,

留下麻西
,

坚持到 1 8 50 年
,

在马礼逊学校关闭后 回美国
。

在麻西到 中国之前
,

有两个美国传教士到香港的马礼逊学校协助过布朗
。

一个是哈

巴安德 ( A n d er w H ap p er )
,

他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
,

1 84 4 年 1O 月 23 日到达澳门
。

因

布朗生病
,

他应邀前往香港顶替布朗一段时间
,

从 18 44 年 11 月到 1 84 5 年 4 月 在香港

的马礼逊学校任教
。
。 另一个是美部会的邦尼 ( s

~ ue l w iill ~ OB
n
ne y )

。

邦尼于 1 8 44 年

毕业于纽约大学
,

同年受美部会的派遣
,

打算前往印度
,

后因故未行
,

转而临时受聘为

马礼逊学校教师
,

1 84 5 年 3 月到达香港后
,

即任教于该校
,

负责第 2
、

4 班的教学
。

次

年 3 月麻西到任后
,

他解除教职
,

转而 成为美 部会广州传教站 的传教士
。

0 此外
,

麻西

自己的母亲也于 1 84 7 年 4 月来到香港
。

据麻西所写的报告
,

她在 1 8 48 年负责照管第 4

班
,

从而减轻了麻西的负担
。

.

关于马礼逊学校的教师
,

还应提到的是
,

它 自始至终聘请了 中国教师
,

按中国的传

统方法教授汉语知识和四书五经
。

中 国学校的学生每天有一半的时间
,

用于学 习 中文
,

这方面的教学任务主要由 中文教师担任
。

布朗在历年的年度报告中对 他们也有所提及
,

但语焉不详
,

没有提供中国教师的个人资料
,

连前后有几人都没有说明
,

容阂的 《西学

东渐记 》 则只字未提
。

因此这些教师尽管在马礼逊学校的教学活动 中有不可替代的地

位
,

有关他们的情况却难以明 了
。

马礼逊学校后因经费困难
,

于 18 5 0 年最终停办
。

马礼逊学校之所以 出现这样的问

题
,

是因为它没有及时适应鸦片战争前后中外关系的巨大变化
。

它的建立与生存
,

在经

济上主要依赖于在华外国人
、

特别是英美商人的捐资赞助
。

在鸦片战争以前
,

广州是唯

一的通商 口岸
,

是富商云集之地
,

也是鸦片贩子活动的主要地点
。

如美国商人奥立芬就

是马礼逊教育会一位热心的赞助者
。

颠地
、

查顿
、

开地臣等鸦片贩子
,

虽臭名昭著
,

却

握有巨资
,

同时对教育会的事务也有兴趣
,

是 比较积极的捐助者
。

但鸦片战争后
,

五 口

通商
,

各国商人迅速分散到各个通商 口岸
,

对马礼逊教育会来说
,

原来的经济来源也大

大分散了
,

创办之初的主要赞助人
,

或退出对华贸易
,

或死去
,

更多的是将视线转移到

其他地方
。

而马礼逊教育会不仅没有设法开辟财源
,

反而僻处香港一隅
,

将其生存空间

局限在当地的外国人社区
,

遂不可避免地每况愈下
。

笔者所看到的一份 1 8 42 一 184 3 年

马礼逊教育会所收到的捐款记录
,

上面没有一个原来主要赞助人的名字
,

而且大部分捐

款数额都不大
,

最大的一笔私人捐款为 17 0 元
,

最少的为 3 卢比 (约合 .1 2 元 )
。

. 马礼

逊教育会的最后一次年度报告
,

也坦承它得到 的捐 款逐年减少
,

到 1 84 7 一 1 84 8 年度
,

只有 1 3 6 6 元
,

而它的预算
,

却至少是 33 75 元
,

加上马礼逊基金会的利息
,

仍然要面临

数 目颇大的赤字
。

它寄希望于港英政府恢复 以前给它的每年 1 2 00 元的津贴
, 。 这样可以

将学校维持下去
。

但看来这个愿望最终也落了空
。

当 然
,

英美传教士象商人一样分散到各地
,

也使马礼逊教育会失去了 另一种支持
。

如担 任马礼逊教育会会长的裨治文
,

18 4 7 年离开广 州后
,

就一直呆在上海
,

实际上 已

不过 问教育会的事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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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马礼逊学校的 日常教学状况
,

从中可 以 了解容阂 在赴美之前所受到的知识教

育
。

马礼逊学校实行的是中英文双语教育
。

考虑到所收的学生将来要在中 国谋生
,

布朗

在开始时便将学生的学习时间分为两部分
, “

半 日中文
,

半 日英文
。 ” 0 一般上午学汉语

,

下午和晚上学英文课程
。

这样的安排一直到布朗 回美国
,

均无大的改变
。

容阂后来 回

忆
, “

英文教课列在上午
,

国文教课则在下午
, ” 0 可能有误

。

负责中文教学的是由马礼逊教育会雇来的本地先生
。

从布朗所提供的情况来看
,

先

后几位教中文的先生都
“

忠实地按中 国方式教书
” ,

教学生
“

记诵中国经典
” ,

即四书五

经
,

并学 习书写
。

布朗在 (马礼逊教育会第 4 次年度报告 ) 中对该校的中文教育状况
,

有如下叙述
: “

在中文教育方面
,

学生们仍被教给这个国家最流行的东西
,

由去年雇请

的那位教师任教
。

他在教书方面可能与中国大部分的教师水平相当
,

对教书的兴趣亦与

众人相仿
。

有 1o 名学生已背会或接近背会 ( 四书 ) 的全部 内容
,

并进行 了复习
。

而第
1 班的一个学生

,

则致力于朱夫子对 《四书》 的注解
,

现正努力加以理解
。

大部分学生

能理解孟子著作的意思
,

少数人可以世得孔子的著作
,

但除一些片段外
,

《诗经 》 的大

部分 内容不能为学生所理解
,

因为这是最难的经典之一
。

有些人试图将 《孟子》 译成英

文
,

在我的指导下
,

他们还打算练习将中文版的 《圣经》 译成英文
。

… … 有时要求他们

用 中文写信
,

与中国人办 的学校对学 习 了相同年数的学生的要求相 比
,

这显得有些过

早
。 ” 0 次年

,

马礼逊学校的学生在中文学 习方面似乎继续有所进步
。

布朗在报告 中说
,

学生的中文教育
“

现由一位本地教师 负责
。

我能肯定的是
,

这些学生在他的教导之下学

习中文
,

可以象在本地其他学校中学得一样好
。 ”

布朗按 自己对教育的理解
,

决心在中

文教育方面尝试进行一点改革
。

他报告说
, “

我终于找到一位教师
,

可以每天花上部分

时间
,

向两个高年级的班级讲解课文
。

我相信
,

对水平如此参差不齐的学生这样做
,

是

前所未有的
。 , ,

。

1 8 4 4 年
,

换 了一位中文教师
,

布朗报告说
,

这名年轻人
“

表现令人满惫
,

是迄今

请到的最好的中文教师
。

他向听得世的学生讲解以前背诵过的内容
,

学生们就围坐在他

的周围
。 ”

这位布朗很欣赏的
、

作风 比较欧化的中国先生
,

同时还教学生
“
以 中文作文

;

或是从经典中摘出句子
,

然后级上一些相对应的意思不同文句
; 或是以同一作者的某种

论点为中心
,

以相似的文笔
,

或多或少地加以 敷衍扩充
。 ”

布朗还介绍说
, “

他 已教完

《大学 》
,

现已开始讲 (四 书》 中的另 一部
。 ”

因为他一个人忙不过来
,

布朗又将一名已

读完
“

中国所有教科书
”

并在其父亲的私塾里帮过忙的男孩录取入学
,

以帮助这位中文

教师
,

条件是让他免费在 校学 习英语
,

并给他提供衣着
。

0 在这之后
,

就很少看到有关

马礼逊学校中文教育的资料
。

布朗和麻西的年度报告都只是轻描淡写地说 明
,

学生们仍

在学习中文
。

从上面提到的有限的资料来看
,

马礼逊学校的中文教育
,

虽不能称卓有成效
,

但如

布朗所说
,

与当时普通中国私塾相 比
,

也并不逊色
。

以容 阂所在的第一班而论
,

3 年左

右的时间学完 《四书》
,

进度并不慢
。

而且布朗还在学习过程中加进讲解经典内容的课

程
,

较之一般私塾
,

还有其优势
。

容阂说
,

他从美国 回国之时
,

需花时间在广州补习汉

文
, “

以予久居美洲
,

于本 国语言
,

几尽忘之
。

至是乃渐复其 旧
。

不及六月
,

竟能重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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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语
,

惟唇舌间 尚觉生硬耳
。

至予之汉文
,

乃于一八四六年游美之前所 习者
,

为时不过

四年
,

以习汉文
,

学期实为至短
,

根基之浅
,

自不待言
。

故今 日之温习
,

颇极困难
,

进

步亦缓
。 ” 。 从这段话来看

,

容阂在马礼逊学校时期打下的中文基础似乎不甚牢固
。

但与

其他学生相 比
,

容阂的情况似乎 比较特殊
。

他 7 岁时 ( 1 8 3 5 年 ) 进郭士立夫人在澳门

设立的学塾
,

这个学校也有汉语课程
。
。 1 8 3 9 年该校结束后

,

容阂有一年多的时间为生

计奔波
,

然后进马礼逊学校
,

学习汉语课程 5 年
。

故他学习 中文的时间
,

前后有 8 到 9

年
,

不可谓太短
。

然而容阂 可能在英文方面更加用功
, “

读音颇正确
,

进步亦速
。 ” .
对

中文可能不太重视
。

容阂在学 习上的这种取 向
,

是马礼逊学校办学宗旨的非常典型的反映
。

虽然中文教

育在马礼逊学校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

但该校的重点是英文教育
,

包括英语和主要以英语

讲授的其他课程
。

马礼逊教育会成立之前负责筹办的临时委员会于 1 8 3 5 年 2 月 25 日在

广州发出的通告
,

有一段文字简要阐述 了设立该会的宗 旨
,

兹译录如下
:

正如中国语言文字的 知识给外国人带来 了巨大的利益
,

对英语的掌握也将为这个帝

国的人民带来 同样的或更大的好处
。

为实现将这一利益带给中 国人
,

并帮助马礼逊所开

创的伟大事业之 目 的
,

现准备建立一座以他奉献了一生的 目标为思想特征的
,

比大理石

和黄铜更为持久的纪念碑
,

它叫做
“
马礼逊教育会

” 。

这个机构的 目的
.

是在中 国建立

并资助一些学校
,

以教育本地的青年
,

使他们在掌握本国语言的同时
,

能够阅读和书写

英文
;
并能借助这一工具

,

掌握西方各种 门类的知识
。

在这些学校
,

将要求阅读 《圣

经 ) 和基督教书籍
。
。 这段文字后来也刊载在马礼逊教育会的成立公告中

。

这就明确了
,

英语教育在马礼逊教育会所举办的事业 中将拥有优先的
、

主要的地位
。

马礼逊学校开办

后
,

布朗将这一宗旨落实到具体实践中
。

在历年的年度报告中
,

布朗和后来的麻西所津

津乐道的
,

都是学生在英语学 习方面情况
,

包括课程教学的内容和学生所取得的进步
。

从中可以了解到
,

英语阅读
、

写作等课程
,

是始终列入教学 日程的
。

而不少课程都以英

语上课
,

学生在英语听
、

说等方面自然得到很多的锻炼机会
。

关于学生在英文学习方面

所达到的水平
,

可以从现在能看到的第 1 班学生所写的两封英文信件和 6 篇英文作文来

衡量
。

这里提到的两封信写 于 1 84 2 年 6 月 2 0 日
,

收信人均为裨治文
。

实际情况是第 1

班
,

即容阂所在的班级的 7 名学生
,

应裨治文的要求而分别给他用英文写了一封信
,

而

裨治文则在他主编的 《中 国丛报》 上将其 中的两封未加删改地加以刊登
。

. 尽管裨治文

认为这 7 封报告学 习情况和谈感想的信
“

都值得赞扬
” ,

但选登 的两封显然是其中写得

最好的
。

写信人的姓名被隐去
。

6 篇英文作文则是为 1 8 4 5 年 9 月 2 4 日马礼逊学校举行的公开考试而作的
。

所谓公

开考试
,

是布朗和裨治文等邀请马礼逊教育会成员和其他各界人士到学校观看对学生进

行的各科考试
,

有的应邀主持考试
,

以检验学生的学习状况
,

展示马礼逊学校取得的成

绩
,

以争取各方面的资助
,

缓解资金短缺的窘境
。

这 6 篇作文均为第 1 班学生所作
,

当

时这个班有 6 名学生
,

每人 1 篇
,

全部在 《中 国丛报》 上发表
,

也未经删改
,

但同样也

都未注姓名
。

各篇的题目分别是
: “

人生是一座建筑
,

青年时代是基石
” 、 “

中 国政府
” 、

“

劳动
” 、 “

一次幻想之旅
” 、 “

圣经
”

和
“

中 国人关于来世的观念
” , 。 所谈论的 内容各不

相同
,

涉及人生观
、

政治
、

地理
、

中 国 民间文化和 《圣经 》 的来源与结构等多方面的问

题
,

比较综合性地反映了这个班学生的知识水平
。

这里先要讨论一下的是这些文章和两封信所体现的英文水平
。

现在不知道两封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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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有没有容阂
,

6 篇作文中有一篇必定是容阂所作
,

但没有什么线索可以 判断他所

写的是哪一篇
。

笔者阅读这些信和作文
,

虽觉各篇的语言水平和知识
、

思想水平尚有参

差
,

但总的来说
,

没有在其 中看到那一篇有明显的语法或用词错误
,

语义含混的也不

多
,

句子大都畅顺
,

表达方面也都富有变化
,

文章结构也都能做到首尾浑然
。

总之
,

这

些文章
、

信件虽然都还达不到优雅精致的境界
,

但都能以 比较流利的行文表达自 己的观

点和感受
。

其中写得比较好的是两封信中的第一封和谈论
“

中国政府
”

与
“

幻想之旅
”

的两篇作文
。

按容 阂 自己的说法
,

他在英文学 习方面进步颇快
,

其英文水平应可居于这

些作者的中游以上
。

总的来看
,

马礼逊学校在英文教学方面是 比较成功的
。

除英文外
,

马礼逊学校用英语教学的还有地理
、

历史
、

天文
、

算术
、

代数与几何
、

力学
、

音乐
、

伦理学
、

圣经讲解等课程
。

马礼逊学校规定
,

学生入学以后必须保证在校

学 习 8 年
,

学完之后达到相当于中学的水平
。

这些课程中
,

除英语学习从进校时就开始

外
,

其余从第 2 年或第 3 年开始
,

陆续开设
,

并持续到结业时为止
。

但因学校于 1 8 50

年初最终解散
,

除第一班外
,

其余班级均未完成学业
。

这些课程的设置
,

参考了马六 甲

英华书院
、

新加坡坚夏书院等校的经验
。

如上述课程与英华书院的课程就有不少相似之

处
,

虽然二者是不同类型的学校
。

由于教科书
、

教学用具和教师都很缺乏
,

布朗等要求

学生对有些课程多次进行复习
,

因此总的来看
,

进度并不快
。

代数课在算术课之后开

设
,

几何课一般又比代数开得晚
。

力学课开得更晚
,

184 4 年 5 月 开课
,

从三大运动定

律和引力定律开始讲
。

1 84 6 年 4

—
8 月

,

布朗请在香港的一位英国 医生 巴富尔 ( D r
.

B
a l fo ur ) 给第 1 班的学生上化学课

,

每周两次
。

一开始学生还可以跟得上
,

但学到化学
·

元素和化合物时
,

学生便对那些复杂的化学名词术语望而生畏
,

最后除年纪最大
、

成绩

最好的一名学生外
,

其他学生均表示不愿再学
,

遂停课
。

.

为了弄清容阂在留美之前的学习情况
,

现将他所在的第 1 班历年所学课程及有关情

况加以整理
,

结果如下表
:

年年度度 所 学 课 程 与 教 科 书书 备 注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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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习习习习 lce t
词 A ir ht

---

lan d 罗马 人 入入入

mmmmmmmmme
t ie ; S闰 u ddd 侵至 查 理 一世世世

时时时时时时期期期

1118 4 3一 18 4 444 英语 阅读读 地理 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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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年度 查理理 开始 学 习力力

写写写写 亚洲地 区 的 自自 S沟 u e lll 一世 至维 多利利 学 三 大 运 动动

然然然然地理理理 亚女王时期期 定律 与 引力力

定定定定定定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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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马礼逊教育会 1 8 3 9

— 1 84 6年各年度报告
,

见 (中国丛报》 第 6

—
15 各卷

。

上表所依据的资料还不够完整
,

但可以大致反映马礼逊学校的教学 内容
,

也可以反

映除中文学习外
,

容阂在留美之前所受到的知识教育
。

英美传教士和其他人士创立马礼逊教育会及其学校
,

其 目的决不在于仅仅办一件慈

善事业
。

除了 以教育作为手段来推进基督教的传播外
,

他们还希望以此推动西方文化向

中国的传播
,

从而在文化观念方面战胜中 国这个 已经落后的
、

但继续妄 自尊大的老大帝
国

。

宗教和文化上的这些 目的也反映到马礼逊教育会指导思想和马礼逊学校的教学内容

之中
。

马礼逊学校的条例中规定
,

不以是否信仰基督教作为是否接纳学生入学的条件
。

但

作为一所有着鲜明的宗教背景
,

并由传教士执教和管理的学校
,

不言而喻会带有浓厚的

宗教色彩
。

马礼逊学校向每个学生发 ( 圣经》
,

在英语学习课程 中以 《圣经》 为教材
,

布朗等在教学过程中 向学生讲授基督教的知识
,

让学生参加祈祷
、

礼拜等仪式
,

这些都

可以看作马礼逊学校的宗教教育
。

马礼逊学校的学生后来有多少人加入了基督教
,

现在

没有什么记载
。

但容阂后来在美国入教
,

与他早年在马礼逊学校所受到的宗教熏陶
,

是

不无关系的
。

在宗教以外
,

马礼逊教育会和学校的 另一个目标是改变 中国人
,

首先是让中国青年

受西方文化的教育
。

裨治文在马礼逊教育会成立时发表的演讲中说
, “

如果我们面前有

一份 1 5 0 0 年前的欧洲和中国地图
,

在那上面将每个国 家依其在知识和文明方面进化的

程度
,

以 明暗的色调加以标示
,

我们可以设想
,

中 国至少在很多方面都会显示出优越的

地位
。 ”

但从那以后
,

欧洲进入了迅速进步的时期
,

政治
、

经济
、

文化和宗教
,

携手前

进
。

而中 国
,

按裨治文的看法
, “

不仅没有取得什么进步
,

反而在后退
,

知识在减少
,

这一代的人还不如一千年前处于同样地位的祖先
。 ”

他认为应当改变这种状况
。 “

我们可

以共同努力
,

向他们传授宝贵的知识… …我们可以马上让几十个
,

而不是几百个
,

贫苦

的儿童进入我们运作 良好的学校
,

使他们在这个帝国最好的子民中发挥影响
。

我们可以

做得比这更多
,

通过向他们展示神圣的启示
,

他们可以成为教师和模范
· ·

一 他们可以先

学习
,

然后再去教导别人
。 ” 。 布朗在 18 4 3 年的报告中也说

, “

人们将会看到
,

向中 国人

传授关于西方世界的知识
,

是那些世界上最文 明的基督教国家 自豪的人 民最有价值的 目

标
。

… …我们同时应该记住
,

我们所具有的优势和地位
,

应该归功于 (圣经 》
,

归功于

我们接受并实践其观念的程度
。

这部书中所包含的慈善观念
,

促使我们将他们提升到与

我们同样的地位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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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还多次抨击中 国 当时的教育制度和方法
。

他认为中国
“

所谓
`

一

古老的 教育体

系
’ ,

只是为这个国家培养了勤恳的沉默的 臣 仆
,

而从未以支持完整 自由的人格发展为

目的
。

… … 教育的 目的是为了培育身心健全的
、

高尚的人
。

这是中 国的教育体系达不到

也不想达到的
。

马礼逊教育会将要驱动变革之轮
, · ·

… 我们前来将 中国青年从这种毁灭

性的黑夜中拯救出来
。 ”

他相信
, “

一旦教会他们读
、

写
、

说英语
,

他们的心灵马上得到

解放
,

他们将不再封闭在先前狭隘的观念里
,

而是走 向对知识的探求
。 ” 。 在 1 8 4 2 年的

报告中
,

他拮击的对象是中国 使用 的教科书
,

即 ( 四书 ) ( 五经 )
。

他认为
. “

最为令人

遗憾的这种教育过程对民族心灵的影响
。

它不仅使人 们得不到最为需要
、

也最有用的知

识
,

而且将老老少少一心向学 的人的注意力
,

限制在那些充斥着深奥的玄想
、

梦吃般的

废话和偶尔有些实用 的智慧的书籍之中
。 ”

结果这些书籍成为
“

中国教育系统的真正障

碍
。 ” 。

裨治文和布朗的这种思想
,

被用于长期对学生进行的观念方面的教育
。

马礼逊学校

的学生在其影响之下
,

不可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他们的看法
。

我们仍然可以从上述学

生的信件和作文中来观察这种影响的表现
。

例如
,

一个学生在上面提到的两封信中的第

一封里这样写道
: “

我在这个英文学校已经两年半了
。

我认为在这里的所获百倍于我以

前蹼跄四年光阴而得到的知识
。

… … 中国人在教育方面很愚昧… …英文学校比中文学校

要好得多
,

因为英 国人学习很多有用的东西
,

如天文学
,

几何学
,

代数
,

真正的宗教
,

以及许多其它我现在还不能跟您谈论的东西
。

而 中国人却没有这些东西
。 ”
第二封信的

作者发表对中
、

英区别的见解
,

他说
“
中国人和英国人之间的 巨大区别是

,

中国人面向

古代
,

但英国人则面向现在和未来
,

力图发现真理
。

所以 中国人老是原地踏步
,

而英国

人则越来越好
。 ” 。 这些论点

,

与上述裨治文和布朗等观点
、

说法
,

可谓非常相似
,

确是

他们教育的结果
。

18 4 5 年发表的那 6 篇作文中
,

有一篇谈论中 国政府 的文章
。

作者开

头就说
, “

中 国不能说有一个好政府
,

它与不列颠或北美合众国
,

或其 他任何基督教国

家完全不同
。 ”

这就把当时 中国 士大夫所信奉的华夷观念来了 一个颠倒
。

他进而说道
.

中国政府官员
“

数量如此庞大
,

但对外国 人来说奇怪而令人作呕的是
,

他 们没有什么

用
。

如果这个 由英国人来统治
,

一半数量的官
’

员就能把国家治理得很好
。 ” .

这些言论
,

也许可以看作学生试图取悦于 自己的老师而发出
,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学生们在相对封闭的教育环境中
,

在传教士的熏陶之下
,

思想观念确实发生了较大

的变化
。

我们不知道这几篇文字里是否有出 自容阂之手的东西
。

但生活
、

学习在这样的环境

中
,

少年容阂对布朗又深怀敬仰之心
,

受其影响
,

是可以想象的
。

容阂后来以促成并负

责中国幼童留美为毕生的大事
,

固然主要与他在美国 留学 8 年
,

受到西方文化的深刻影

响有关
。

但他在马礼逊学校这个处在中西文化交汇之点的教育机构所受的知识与思想两

方面的教育
,

对他一生的事业与思想的影响
,

也是不可忽视的
。

本文对马礼逊学校的考

察
,

不 仅可以为研究容阂的早年生涯提供一个具体的视角
,

而且可以为对鸦片战争前后

教会教育的起源与形态的研究
,

提供一个有典型意义的个案
。

但因笔者掌握的资料也很

有限
,

疏漏之处在所难免
,

希望得到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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