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任华人校长与岭南大学的“中国化”转型

夏　泉，蒋　超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５１０６３２）

摘　要：岭南大学是我国第一所向国民政府注册立案并收回自办的基督教教会大学，先

后由钟荣光、李应林、陈序经三任华人校长主持校务。他们面临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凭借出

众的治校能力和个人 素 养，努 力 实 现 岭 南 大 学 办 学 主 权（包 括 校 长 任 命、内 部 管 理 与 经 费 筹

措）、办学定位 （包括立足本土沟通中西文化、人才培养与服务地 方）、办 学 内 容（包 括 学 科 建

设、科学研究与课程设置）的“中国化”，积极引领岭南大学向中国世俗教育与本土化的方向发

展。在三任华人校长的持续推动下，岭南大学的“中国化”转型呈现出渐进的特点。
关键词：岭南大学；华人校长；钟荣光；李应林；陈序经；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９．２９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４２０３（２０１５）０４－００８２－０７　

Ｔｈｒｅ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ｎ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ｎｇ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ＸＩＡ　Ｑｕａｎ，ＪＩＡＮＧ　Ｃｈａｏ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Ａｒｔｓ，Ｊｉ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６３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Ｌｉｎｇ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ａ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ｏｎｅ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ｗｈｉｃｈ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ｉｔｓ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ｏｆ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ｈｒｅ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ＺＨＯＮＧ　Ｒｏｎｇｇｕａｎｇ，ＬＩ　Ｙｉｎｇｌｉｎ　ａｎｄ　ＣＨＥＮ　Ｘｕｊｉｎｇ　ｔｏｏ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
ｌｙ．Ｆ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ｌｅ　ｔｉｍ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ｙ　ｗｏｒｋｅｄ　ｈａｒｄ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ｓｉｎ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ｆｕｎｄｓ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ｉｎ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Ｅａｓｔ－Ｗｅｓｔ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ｔｈｅ　ｓｉｎ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ｓｅｔｔｉｎｇ．Ｔｈｅｙ　ｌｅｄ　Ｌｉｎｇ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ｉ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ｈｅ　ｓｉｎ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ｎｇ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Ｌｉｎｇ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ＺＨＯＮＧ　Ｒｏｎｇｇｕａｎｇ；ＬＩ　Ｙｉｎｇｌｉｎ；

ＣＨＥＮ　Ｘｕｊｉｎｇ；ｓｉｎ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８·

２０１５年４月
第３６卷　第４期　　　　　　　　　　　　　

高 等 教 育 研 究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ｐｒ．，２０１５
Ｖｏｌ．３６　Ｎｏ．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３－１６
基金项目：暨南大学科研培育与创新基金项目（３３２２０１４１２６１４１０４）
作者简介：夏　泉（１９６６－），男，湖南临澧人，暨南大学文 学 院 历 史 学 系 研 究 员，博 士 生 导 师，从 事 中 国 近 现 代 教 育 史 与 高
等教育研究；蒋 超（１９８２－），男，甘肃临泽人，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与教会大学研
究。



　　近代中国共有１６所基督教大学①，这些大学早

期均由教会把持，独立于中国教育主权之外。在２０
世纪２０年代“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
的冲击下，教会大学纷纷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教会

大学华人校长群体由此产生。目前学界关于教会大

学华人校长 的 研 究 业 已 取 得 一 定 进 展②，但 在 深 度

与个案研究上仍有拓展空间。岭南大学的前身是美

国传教士１８８８年创办于广州的格致书院，１９２７年７
月经国民政府获准立案，正式改名为私立岭南大学，
成为第一所向国民政府注册立案并收回由中国人自

办的基督教大学。之后相继由钟荣光、李应林、陈序

经三任华人校长主持校务，他们处在风云变幻的时

代背景中，凭借出众的治校能力和个人素养促使岭

南大学在办学主权、办学定位、办学内容诸方面向中

国世俗教育与本土化方向发展，渐次完成了岭南大

学的“中国化”转型。

一、办学主权“中国化”

“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使得教会

大学被收归 国 人 自 办，开 始 走 上 自 主 办 学 的“中 国

化”道路。影响大学发展的关键因素如校长人选、学
校管理、经费来源是教会大学“中国化”的重要前提。
经过钟荣光、李应林、陈序经三任华人校长的不断努

力，岭南大学在校长任命、内部管理、经费筹措方面

逐步实现了办学主权的“中国化”。

１．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积极推进办学主权的

“中国化”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曾颁布《私立大学规程》，

明确私立学校的设立必须呈报教育部批准［１］，但教

会学校并不理会，岭南大学仍在纽约注册。［２］岭南大

学独立于中国教育主权之外的状况让参与校务的钟

荣光、李应林深感不安，他们酝酿将学校收回自办。
钟荣光提出准备自办的三步工作计划：一是“国人参

与校务，供给意见，相助为理”；二是“国人具有实际

负担，筹措一部分经费”；三是“勉力自立，使主权属

诸国人”。［３］并 主 张 由 中 国 人 自 行 筹 组 董 事 局 主 持

校务。

１９２２年２月，中国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

略的“非基督教运动”，在“非基督教运动”后期，国人

对“收回教育自主权”的诉求如火如荼。钟荣光、李

应林顺 应 时 势，在１９２６年４月 的 纽 约 董 事 局 年 会

上，提出岭南大学应向中国政府申请立案获得通过。
之后，部分岭 南 大 学 校 友 开 会 确 定 由 李 应 林、林 逸

民、陈肇祥、黄启明、关恩佐、招观海、司徒卫、韦懿、

陈廷恺九人组成委员会，以“研究中国发展过程中学

校的 前 途 问 题”，后 经 董 事 局 同 意 改 为 同 学 顾 问

部。［４］同年９月１８日，以李应林为首的同学顾问部

向美国董事局请求将行政权交由中国人主持，并致

函董事局要求“就地规划一切”，承认岭南大学为基

督教的、国际的、私立的、中国人主权的大学。［５］该年

底，美国董事局派出特派员赴广州与同学顾问部商

定，先在国内筹组校董会，遴选钟荣光为校长，聘李

应林为副校长。［６］随后，美国董事局派代表商谈岭南

大学交 回 中 国 人 自 办 事 宜 及 改 组 办 法，并 订 立 合

约。［７］

１９２７年，国 民 政 府 规 定，教 会 大 学 应 由 中 国 人

担任校长。［８］经过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钟荣光被推

举为岭南大学校董会主席和校长，因钟荣光忙于募

款，又任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外交

部侨务局局长，因此决定“设一华籍副校长，实际担

任学校行政”［９］，由李应林以副校长名义执掌校长职

权。同年３月３１日，校董会向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

员会呈请立案获准，钟荣光成为岭南大学首任华人

校长，李应林为副校长。在钟荣光、李应林的共同努

力下，岭南大学迈出了办学主权“中国化”的第一步。

２．积极实行教育管理改革，推进学校管理的“中
国化”

在收回自办后，岭南大学三任华人校长持续进

行学校管理方面的改革，如注重中国教员的聘任和

学生的招收、倡导信教自由等，这些举措为岭南大学

的“中国化”提供了保证。在钟荣光任内，实际主持

校务的李应林副校长协同校内外人士筹组校董会，
增加了华人校董人数。１９２７年８月校董会成立，孙

科被推举为校董会主席，金曾澄为副主席，校董会由

孙科、金 曾 澄、林 逸 民、简 鉴 清、钱 树 芬、蔡 吕、谭 礼

庭、王怀乐、钟荣光、黄启明、李应林、龚约翰（美）、香
雅各布（美）、嘉惠霖（美）组成。校董会成立后，在纽

约的董事局改称岭南大学基金会。［１０］１９３７年１２月，
李应林继钟荣光任校长后遵照教育部调整全国大学

行政组织令，对岭南大学的行政机构进行调整，设教

务、训导、总务三处。教务处设注册组、出版组、图书

馆、博物馆、自然博物采集所、植物馆，训导处设生活

指导组、军事训练组、卫生体育组及附设护养院，总

务处设书组、会计组、庶务组，分掌全校教务、训导、
总务事宜，组织简单严密，行政运用灵活。［１１］陈序经

在任内也对岭南大学的行政组织架构进行了改革。
三任华人校长对管理机构的调整使岭南大学的管理

模式逐步与中国本土大学接轨。
在三任校长的努力下，岭南大学宗教因素日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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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微。１９２９年２月，李应林在召开全校教职员追思

会时指出，岭南大学“在周三及礼拜日之宗教崇拜，
人数日 减，且 久 未 举 行 信 徒‘收 获 会’。”［１２］钟 荣 光

１９３６年公开提出“信仰自由”，认为“孔佛耶回，有教

无类；亚欧非 美，天 下 一 家。”［１３］学 校 在 聘 任 教 职 员

及招收学生时也不以信教为条件，“校内华籍教职员

与学生非 教 徒 实 居 多 数”［１４］。在 李 应 林 的 努 力 下，
到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岭南大学基督徒教师

的数量大为 减 少，中 国 教 员 成 为 主 力。［１５］抗 战 胜 利

复 迁 广 州 后，各 系 系 主 任 及 教 师 已 大 都 是 中 国

人。［１６］外籍教师 数 量 的 减 少 固 然 与 日 军 侵 华 有 关，
但主要原因是在华人校长“宗教信仰自由”理念倡导

下，岭南大学已走上“中国化”道路。到陈序经任校

长时，岭南大学中国籍教师队伍已十分可观。１９４９
年６月１日，富伦向美国岭南大学基金会报告：“陈

校长１９４８年８月１日就职。……他逐步加强了大

学的中国人队伍，同美国人一道参与学校的管理和

决策。”［１７］

３．多 方 奔 走 筹 措 经 费，推 进 办 学 经 费 的“中 国

化”
经费是大学发展的保障。由于岭南大学的私立

性和 教 会 性，政 府 拨 款 很 少，办 学 经 费 常 捉 襟 见

肘。［１８］岭南大学早期的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纽约董

事局。１９２７年收回自办后，原负责筹划学校经费的

纽约董事局改为岭南大学基金会，仅负责筹措外籍

教员教席费及部分图书、设备费，大部分资金必须由

华人组成的董事会和校长筹措。经费问题对三任华

人校长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钟荣光、李应林、陈序

经面对复杂形势，努力筹措经费以保持学校的自立

与运行，逐步完成了办学经费的“中国化”。
钟荣光在经费主权决定大学发展这一问题上觉

醒最早。他认为，岭南大学收回自办，首先要经济独

立，否则还是 俯 仰 由 人，［１９］遂 奔 走 于 国 内 外 努 力 筹

措经费，足迹几乎遍及南洋每一座城市，还到过美洲

不少地方，［２０］１９１６年共计在美洲成立“岭南学校共

进会”３０多 处。［２１］收 回 自 办 后，为 彻 底 实 现 经 济 独

立，钟荣光通过多种方式争取政府经费支持。在他

的努力下，１９２７年 广 东 省 政 府 首 先 拨 助 经 费１０万

元，答允次年再增拨１０万元，加上清欠６万元，共计

２６万 元。［２２］１９３４年６月，教 育 部 允 诺 向 岭 南 大 学

理、农、工三学院拨款３．５万元，并先后拨给医学院

５０万元。［２３］

抗战时期是岭南大学经费最为困难的时期。国

内捐款几乎为零，政府补助为数亦少，学费收入又不

能太高，［２４］英美援华会和美国基金会经费常因战争

不能如期到达。李应林上任后，为解决经费问题绞

尽脑汁，凡是 筹 款 事 宜 都 亲 自 写 信 联 络。［２５］李 应 林

曾赴重庆要求国民政府教育部拨款，［２６］但因为教育

部要求岭南大学“国立化”的目的未达到而一度没有

应允。在韶关筹备复校时，美国基金会来电称：“美

基会只补助农学院经费，大学停办。”［２７］上述事情深

深刺激了李应林，也坚定了其实现经费自主的决心。
经李泰初介绍，美国茶商威廉捐助岭南大学法币２０
万元。［２８］１９４５年，李应林还争取校董富国煤矿公司

老板谭礼庭向岭南大学献产，争取侨商郑植之为改

良潮州柑橘向岭南大学捐赠学额。［２９］抗战时期的经

费困窘局面培养了岭南大学自立自主的精神，使学

校进一步摆脱了对美国基金会的经费依赖，筹款渠

道进一步向国内转移，客观上加速了岭南大学经费

来源的“中国化”进程。
陈序经于１９４８年接任校长，此时内战爆发已有

两年，社会动荡不安，货币贬值迅速。［３０］同年１２月８
日，岭南大学总务长伍锐麟在报告中坦陈：“本校财

政近况预计 至 明 年 正 月 底 止 不 敷 之 数 约 达 六 万 余

元，屋宇急待修理者甚多。”［３１］财务危机给陈序经带

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他上任后，在保持学校办

学 独 立 自 主 的 原 则 下，争 取 到 了 国 民 政 府 的 资

助。［３２］而在钟荣 光、李 应 林 任 内 所 建 立 的 经 费 渠 道

此时仍然发 挥 着 重 要 作 用。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６日，陈

序经在报告中指出：“星洲华侨廖光汉捐附小校舍建

筑费港币六万元，刻已交到二万元，余续交齐，又张

郁才捐奖学金港币四千八百四十八元四角八分已经

收到。”［３３］在钟荣光、李应林、陈序经的持续努力下，
岭南大学的经费来源逐步实现了“中国化”。

二、办学定位“中国化”

办学定位直接决定着一所大学的办学方向。作

为一所基督教大学，岭南大学是沟通中西文化的桥

梁，如何立足本土培养人才、服务社会，是三任华人

校长需要考虑的问题。他们在各自的治校过程中视

岭南大学的情况对学校的办学定位赋予新的内涵，
逐步实现了办学定位的“中国化”。

１．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凸显中国本位

由于岭南大学的基督教背景，三任华人校长都

注重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寻找“中国化”的出路，引领

师生关怀民族文化，成为国际性的公民［３４］。钟荣光

认为：“本校为美国人开办，已历二十多年，论情应该

感谢，论理则不应该长期依赖他人。”［３５］他推崇信仰

自由，于基督教义之中撷取平等、博爱等理念，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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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大同”古训，教书育人，身体力行。［３６］在积极

聘用 中 国 专 家 的 同 时，还 延 揽 罗 飞 云（Ｃａｒｌ　Ｏｓｃａｒ
Ｌｅｖｉｎｅ）、考活（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Ｈｏｗａｒｄ）等 外 籍 教 师 以

发展岭南大学的弱势学科。在教育爱国的前提下，
钟荣光主张以“基督牺牲服务”精神办学，正确处理

了岭南大学因中西文化差异引发的矛盾。“基督牺

牲服务”的办学精神一直影响着继任者李应林、陈序

经，成为岭南精神的重要内涵。
李应林提出岭南大学应以神学院为纲，大办医

学院、农学院、教育学院或学系，以更好地通过中西

文化交流砥砺学生的心灵。在他看来，岭南大学不

只是一所基督教教会大学，而是一所国际大学。不

仅聘用住在乐昌、曲江的两位神父来校讲授音乐、理
化等科目，１９４６年 还 与 天 主 教 合 作，由 天 主 教 会 出

资，在岭南大学校内建“神甫屋”一座，由天主教会派

两名神父到 校 任 教。［３７］在１９４８年 岭 南 大 学 发 展 计

划委员会的报告书中，李应林开宗明义强调，“本校

为基督教私 立 的 国 际 性 大 学”。［３８］这 种 基 于 中 国 本

位文化的办学定位，使岭南大学学生得以接受多元

文化的熏陶，利于他们的全面发展。
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凸显中国本位的办学定位，

还可从岭南大学的学术科研活动对西方先进技术的

汲取方面得以窥见。农学院在蔬菜方面，除种植华

南知名品种外，还引进如美国甜糯米粟、甘笋等；在

树木方面，从澳洲输入了桉树；在农具方面，除中国

传统的犁、铲等外，有美制割草机、手扶播种机等；在
园艺方面，进行荔枝、香瓜、柑橘等的繁殖试验，还改

良了从夏威夷和东南亚进口的许多新品种果树，对

广东新兴农业帮助很大。［３９］再如，１９２９年创刊的《岭
南学报》刊载了不少讨论中西文化的论文，如谢扶雅

的《莱布尼兹与东西文化》、《道与Ｌｏｇｏｓ》，陈受颐的

《十八世纪欧洲文学里的赵氏孤儿》、《鲁宾逊的中国

文化观》等。［４０］陈 序 经 于２０世 纪３０年 代 引 发 的 中

西文化论战也是发生在其任教岭南大学时。［４１］

２．人才培养上的“中国化”
在人才培养上的“中国化”，首先表现为重视培

养学生的爱国意识。钟荣光在教育过程中对学生循

循善诱，向学生灌输爱国思想。他指出，岭南大学的

办学目的乃“欲以世界实用之科学，造成中国领袖之

人才，加以几分基督牺牲为人之精神，使学成不至自

私自利，出则为社会国家尽力，入则负起岭南母校之

责任”，［４２］还认 为“打 倒 军 阀 与 官 僚，建 立 真 正 之 民

国，必 有 赖 于 青 年 之 学 生，此 教 育 之 所 以 急 急

也”。［４３］在抗战时期，李应林认为大学应以学术为社

会和国家做 贡 献。［４４］在 他 的 领 导 下，岭 南 大 学 实 施

战时教育，举办大规模的乡村服务团支援抗战，师生

无不以未能直接参与抗战建设及未能与内地人民同

甘苦为憾。［４５］

其次是生源的“中国化”。岭南大学的发展自始

至终离不开华侨的鼎力资助，招收华侨子弟入读岭

南大学，除了有经费方面的考虑，还扩大了岭南大学

“中国化”的内涵和外延。岭南大学面向港澳、南洋

和欧美华侨，在香港、澳门和越南、新加坡等地都办

有岭南分校，又专设华侨子弟学校，华侨均以送子弟

回国就读岭 大 为“最 佳 选 择”。［４６］周 钟 岐 对 此 评 价：
“岭南大学乃南方历史悠久的最高学府，办学成绩超

卓，尤其对海外华侨的子女，数十年来培育了多少热

爱祖国人士、富商、巨子，为祖国负起侨务工作中的

一项重大任务。”［４７］

招生对象及层次的“中国化”在陈序经任校长时

比较突出。如他所言：“岭南大学不但是要向工农开

门，而且是要向华侨及港澳学生开门。”［４８］为使岭南

大学更具全国性与国际性，陈序经还面向平、津、沪

及其他省份增加招生人数，使岭南大学成为立足岭

南、面向全国的大学。在陈序经的主持下，岭南大学

朝着国内一流大学的方向稳步迈进。［４９］在办学层次

上，陈序经很重视岭南附中的建设，他指出：“岭南大

学是慢慢发展的，他的基础在附中，岭南附中的历史

比大学还长，大学的发展在附中之后，所以说起来，
附中实在是 大 学 的 骨 干。”［５０］陈 序 经 还 准 备 在 国 内

其他 地 方 甚 至 海 外 筹 建 岭 南 大 学 附 属 中 学 的 分

校。［５１］

３．服务面向上的“中国化”
三任华人校长在任内均鼓励师生服务社会。他

们在校内设立专门服务机构，提倡学生自治。抗战

爆发后，岭南大学成立抗战服务团，鼓励学生为抗战

服务，并以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为目的，增

设有关抗战 建 国 科 目，以 养 成 学 生 的 爱 国 观 念。［５２］

１９３８年１月，在 李 应 林 的 指 导 下，岭 南 大 学 成 立 战

时乡村服务指导委员会，于２月６日 至１９日、２月

２６日至５月７日开展了两期乡村服务。［５３］为了解、
服务社会，岭南大学在迁移到香港后还组织了社会

教育推行委员会。委员会下设社会调查组、民众教

育组、农业推广组和战时救援组，调查香港社会和香

港儿童福利事业状况，编辑民众读物，参加对难童的

教育，协助战时青年农艺院，宣传防毒常识，研究防

空建筑等。［５４］不 仅 支 援 了 抗 战，也 起 到 了 服 务 香 港

发展的作用。抗 战 时 期，李 应 林 认 识 到 医 药 人 才 与

农业技术人才的重要性。为满足战时需求，医学院

五六年级学生在岭南大学迁到香港后仍在内地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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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参与各种实际救护工作；农学院三四年级学生

则迁往粤北的乐昌县，以期发展农业教育，同时协助

政府从事农村建设。为支援抗战，岭南大学还动员

文科师生从事宣传抗战和组织民众工作，大大提高

了民众的 抗 战 热 情。为 更 好 地 提 高 学 生 的 服 务 能

力，李应林曾计划成立社会科学实习处，希望在实践

中 提 高 学 生 的 学 业 水 平，锻 炼 为 抗 战 服 务 的 能

力，［５５］可惜因广州撤课，未能付诸实践。

三、办学内容“中国化”

办学内容涉及学科建设、科学研究、课程设置等

方面。三任华人校长在办学过程中重视将办学内容

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以培养能为中国发展做贡献的

学生，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课程设置等方面逐步

实现了岭南大学的“中国化”。

１．学科建设上的“中国化”
在学科建设上，三任华人校长均重视学科的中

国特色。钟荣光有感于中国以农立国，而农业落后，
为此，在收回 自 办 前，他 便 决 心 设 立 岭 南 农 科 大 学

（后改为 农 学 院）③，以 培 养 农 业 人 才。［５６］学 校 设 教

学、试验、农业、推广四部分，分蚕桑、园艺、田艺、畜

牧等系，附设果木种植场、实验农场，钟荣光亲自勘

查选址，最后 在 潮 安、香 山、海 南 定 点。［５７］岭 南 农 科

大学在造就农业专门人才、推广农业科学知识、介绍

优良品种、改 良 蚕 稻 品 种 等 方 面 具 有 一 定 贡 献。［５８］

１９２９年９月１９日，钟荣光回校主持校长职务，全体

师生在农学院十友堂开欢迎大会，他在致辞中提到：
“今中国一百人当中有八十五人为农，可知中国真是

以农立国。……纵使农院每年只造成专材五名，十

年亦得五十名；但以五十人同心合力，亦可以使一省

之农业改观。”［５９］钟荣光以岭南农科大学为依托，使

岭南大学在农业教学、科研及成果推广方面取得了

丰硕成果，同时也使岭南大学部分学科更富有中国

特色。
在钟荣光的努力下，岭南大学受广东省政府委

托设广东省蚕丝改良局，为发展富有广东地方特色

的蚕桑业做出了贡献。［６０］蚕桑科 于１９２７年 至１９２９
年间一度扩大为蚕丝学院。岭南大学还成立了牛乳

试验室以及岭南牛乳公司，并聘请美国人罗云飞做

指导。［６１］陈序经则将文学院的商学经济系扩充为商

学院，其下设经济、商业管理、银行学三系，促进了广

东商科教育的发展。岭南大学也因此成为拥有文理

学院、商 学 院、农 学 院、工 学 院、医 学 院 的 多 科 性 大

学，达到了“全 盛 时 期”。［６２］虽 然 美 国 方 面 并 不 赞 成

根据中国国情设置学科架构的做法，但由于华人校

长的坚持以及中国政府的支持，这种做法仍然得以

实践，在为中国培养知识人才的同时，也进一步使岭

南大学摆脱了教会的控制。

２．科学研究上的“中国化”
三任华人校长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来促进岭

南大学的学术研究，努力使科学研究彰显中国特色。

１９２９年，《岭南 学 报》创 刊，刊 发 的 很 多 论 文 涉 及 中

国文化研究，如黄菩生的《清代广东贸易状况》、全汉

升的《清末的西学源于中国说》、郎敬宵的《清代粤东

械斗史实》等。同时，《岭南学报》各卷几乎都有关于

岭南文化的内容，并经常出版广东专号，如１９３７年

第六卷二、三 合 期 是《潮 州 艺 文 志》。１９３４年，岭 南

大学还成立了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的机构———中国文

化研究室。［６３］在 抗 战 时 期，李 应 林 鼓 励 教 员 学 术 研

究应体现中国特色，不仅在文学院设立社会科学研

究室，还成立 了 柑 橘 研 究 所，［６４］希 望 通 过 科 学 研 究

促进国家发展。
陈序经认为：“学术的研究，往往与特殊的地域

有密切的关系。”［６５］早年在岭南大学任教时，他就十

分关注沿海地区疍民问题的研究，并发起成立了岭

南社会研究所。在主持校务后，他十分注重与地域

特点相关的研究，将在抗战时陷于停顿的西南社会

调查所扩充为“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并

补充设备，扩大组织，进行有关西南社会经济的专题

研究，同时辑校西南社会经济文献，翻译著作，绘制

有关图表及模型，从事西南物产资源、西南农村社会

经济、土地制度、物价、工商等方面的调查，在短短一

年内就出版了《三水疍民调查》、《干栏———西南原始

住宅的研 究》、《南 洋 与 中 国》等 很 有 分 量 的 研 究 成

果。［６６］

３．课程设置上的“中国化”
课程设置的“中国化”可以从收回自办前后部分

年份 的 课 程 变 化 上 窥 见 端 倪。中 国 文 学 专 业 在

１９１７年时包 括 英 文、历 史、经 济 学、宗 教、作 文、科

学、心理学、哲 学、政 府９门 必 修 课 程 共 计８１个 学

分，其中英文 与 宗 教 两 门 占 到２３个 学 分。１９２４年

开设的宗教课程包括基督教伦理学、圣经中之社会

道德论、宗教史、旧约史、基督教辩护学、基督言行论

和中国宗教 史７门。１９２５年 将 获 得 学 士 学 位 所 需

的８个宗教课程改为选修。且自１９２６年下半年起，
不再把宗教课程列为必修。１９２７年收回自办后，岭

南大学按照统一标准开课，其中中国语言文学系开

４２门，社会科学系史学开２２门、哲 学 开８门，宗 教

课程基本上已不见踪迹。［６７］课程的宗教因素逐步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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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与早期参与岭南大学校务管理的钟荣光、李应林

的努力不无关系。
抗战爆发后，岭南大学适应需要，增设有关抗战

建国科 目，以 训 练 人 才 参 加 抗 战 及 为 将 来 重 建 之

用。［６８］李应林根 据 国 民 政 府 教 育 部 颁 布 的《大 学 各

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修订了课程设置，特别开设

了抗战建国课程，以提高学生的民族意识，培养学生

的爱国观念。这些课程包括化学战争、航空力学、战
时无线电应用、军事工程、军事救护、战时国际公法、
日本政治、战时计划经济、战时教育、国民训练、战时

乡村工 作、倭 寇 侵 略 史 论 以 及 危 难 时 期 宗 教 教 育

等。［６９］在香港时，岭 南 大 学 为 宣 传 抗 战，开 设 了“抗

战时期等文 化 事 业”专 题 讲 座。［７０］这 些 课 程 使 岭 南

大学的课程设置进一步“中国化”。

四、结 语

岭南大学建校之初，创办者就有“一俟中国人得

有办学 之 经 验 及 能 力，便 将 学 校 主 权 归 还”之 承

诺。［７１］在２０世纪初民族主义大潮的激荡下，岭南大

学“中国化”的进程大大加速。岭南大学的“中国化”
始于钟荣光、李应林进入岭南大学管理层并创办农

科、努力自筹经费之时。在国人对“收回教育权”的

强烈诉求下，岭南大学向中国政府立案注册，实现了

校长、管理、经费的“中国化”。在钟荣光、李应林、陈
序经三任华人校长的持续努力下，岭南大学在办学

主权、办学定位和办学内容上寻求突破与转型，即立

足中国本位沟通中西，加强人才培养方向改革，提升

大学服务地方能力，根据国情合理设置课程，重视中

国文化研究，学科建设彰显中国特色，加之抗战时期

的播迁、国共内战及院系调整等原因，岭南大学教会

因素逐渐式微，逐步融入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最终实

现了“中国化”，成了中国人的大学。

注释：

①　这些教会大学是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津沽大学、圣约翰

大学、沪江大学、震 旦 大 学、齐 鲁 大 学、东 吴 大 学、金 陵

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 院、之 江 大 学、福 建 协 和 大 学、华

南女子文理学院、华中大学、岭南大学、华西协合大学。

②　代表论著有：吴梓 明 著《基 督 教 大 学 华 人 校 长 研 究》，福

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出版；程斯辉的博士学位论文《中

国近代大 学 校 长 研 究》，华 中 师 范 大 学 教 育 学 院２００７
年；刘保兄著《基督教 大 学 华 人 校 长 办 学 思 想 及 实 践 之

比较》，载于《大同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２０１１年 第４
期；陈才俊著《华人 掌 校 与 教 会 大 学 的“中 国 化”———以

陈裕光执治金陵大学 为 例》，载 于《高 等 教 育 研 究》２００８

年第７期；黄俊伟著《中 国 近 代 教 会 大 学 的 教 育 理 念 述

评———以华人校长为例》，载于《现 代 大 学 教 育》２０１０年

第５期；田正平著《教 会 大 学 与 中 国 教 育 现 代 化》，载 于

《文史哲》２００７年第３期。

③　农学院是岭南大学的重要组 成 部 分。１９１７年 岭 南 学 校

农学部创建，１９２１年 岭 南 学 校 农 学 部 升 格 为 岭 南 农 科

大学，１９２７年岭南农科大学、岭 南 文 理 科 大 学 合 并 组 建

私立岭南大学，岭南农科大学成为岭南大学农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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