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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教会大学来说，发生于 ２０ 世纪 ２０—３０ 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及与其联动的“收回教育

权运动”，是一场挣脱宗教控制走向中国化、本土化的变革。 教会大学图书馆身处其中，必然会受到直

接影响。 我国学人从外籍人士手中接过图书馆的掌管治理权，使图书馆行政独立并直属校长，改变了

以往重西轻中、种类单一的馆藏格局，开启了教会大学图书馆发展的新时期。 参考文献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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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基督教会在中国创办的高等教育机

构———教会大学，在 １９ 世纪末至 ２０ 世纪中叶的

整个存续期中，办学并非一帆风顺。 开始于 ２０ 世

纪 ２０ 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是在义和团冲击

之后它所遭受的又一次大波折。 “非基督教运

动”所包含的反对教会教育、收回教育权等内容，

导致教会大学的办学性质、宗旨、目的、方向等发

生转变，促使其走向中国化、本土化。 作为高等学

府重要与有机组成部分的教会大学图书馆，随着

学校蜕壳一般的变化也在服务理念、功能、馆藏、

人员构成乃至馆舍建筑风格等方面发生了变化，

并由此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１　 “非基督教运动”对教会大学的影响

１ １　 “非基督教运动”与学界的关联

“非基督教运动”，顾名思义，乃反对、排斥基

督教的运动。 虽然它所针对的是基督教涉及的社

会各个方面，但无论从运动发生的远因、近因，还

是运动参与的主体，以及运动的肇始、过程、结果、

影响来看，都与学界有着重大关联。

１９２２ 年春，以各国大学生为主体的基督教国

际性组织———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宣布将在中

国（清华大学）召开第十一届世界大会，并宣称基

督教传教事业由此进入新纪元。 此时距“五四”

运动爆发虽已三年，但反帝爱国情绪仍激动未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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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形势下，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的举动即

被视为一种挑衅，上海学生率先做出反应，迅速

组织起一个非基督教学生同盟，意在阻止世界基

督教学生同盟大会的召开，并发表了《非基督教

学生同盟宣言》。 作为对上海非基督教学生同盟

的响应，以北京高校师生为主体的非宗教大同盟

宣告成立，通电全国各界，呼吁抵制基督教大会。

教会大学可谓宗教的渊薮，并不讳言“为宗

教”的办学目的，如华西协和大学 １９０８ 年在筹办

时拟定的办学宗旨是“借助教育手段以促进基督

事业”，两年后学校开学时的章程更明确规定：

“本大学之目的拟在中国西部于基督教主办之

下，以高等教育为手段促进天国的发展。” ［１］ 持此

宗旨的教会大学比比皆是，如中国基督教教育调

查会的调查所言：“教会高等教育之设也，其初心

主旨，有欲以为养成牧师、教长之资者……欲以

扩充基督教势力范围者……” ［２］

所以在“非基督教运动”之初，教会大学就成

为运动矢的。 １９２２ 年 ４ 月，蔡元培在北京非宗教

大同盟大会上作过一个题为《非宗教运动》的演

讲，提出教育应独立于政党、宗教的观点，以及教

育与宗教分离的主张［３］ 。 三个月后，北京大学教

务长胡适与该校教授陶孟和，以及学者丁文江在

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年会上，也提出反对宗教

教育的提案［４］ 。

１ ２　 “非基督教运动”促使教育权回归

收回教育权意为向教会学校主要是教会大

学收回教育主权，“收回教育权运动”是由“非基

督教运动”衍生出的一个更直接针对教会大学的

运动，也可以说是“非基督教运动”的一个新阶

段。 在这个阶段，“非基督教运动”从最初的欲使

教育脱离宗教控制的思想，转而集中到教育权归

属的焦点上来。 １９２４ 年 １０ 月召开的全国教育联

合会第十届年会，通过了《取缔外人在国内办理

教育事业案》 《学校内不得传布宗教案》两个提

案［５］ 。 １９２５ 年 １１ 月，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

《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规定“外人

捐资设立各等学校，得向教育行政官厅请求认可、

校长须为中国人” ［６］等六条。

早在此前半年，面对来自社会的反对教会教

育的巨大压力，教会中头脑清醒者已经认识到，教

会学校的未来“全在中国公民之态度” ［７］ 。 中华

基督教教育会故而在 １９２５ 年 ４ 月初召开的董事

会年会上通过《中华基督教教育界宣言》，公开承

认教会学校“应向官厅注册……”，还对中国化、

本土化的呼声做出明确回应：基督教学校在“精

神上， 内容上， 维 持 上， 管 理 上， 均 应 为 中 国

的” ［８］ 。 妥协的意味相当明显。

两年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于 １９２７ 年 １１

月发布 《修正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

法》 ［９］ ，关于收回教育权的表述和要求更具体、更

明确、更严格。 两届政府先后出台的针对外国人

在中国办学的条例，将以学界为主体的一场社会

运动的思想、教育诉求，确定为国家强制性法规，

可以说是“非基督教运动”将教会大学作为重点

运动对象、并且取得完胜的标志性成果。

２　 “非基督教运动”对教会大学图书馆行

政管理的影响

“非基督教运动”创造了华人管理图书馆的

机会，首先是其理念决定图书馆定位与走向的一

校之长渐由华人替代了洋人，不同于洋校长的图

书馆建设的思维与视野，华人校长直接加速了图

书馆趋于中国化、本土化的进程。

从 １９２５ 年 ４ 月中华基督教教育会董事会年

会上的一些文件内容表述中可以发现，“非基督教

运动”给教会中人带来了压力与焦虑：“近来，社会

中一部分人士对于基督教教育宗旨颇多误会” ［８］

“外间对于基督教教育，深致不满……” ［７］ 明智的

人已经看出教会办学前途的大势所趋，主张有条

件地妥协。 及至“非基督教运动”影响下的《外人

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颁布后，多数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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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开始着手物色华人校长并增加华人董事。

１９２７ 年有五所大学华人校长上任，之后两年又有

五所大学新换华人校长。 １９３１ 年时，１３ 所基督教

大学中只有圣约翰大学还是洋校长卜舫济，而时

任代理校长的华人沈嗣良已在为申请立案准备

材料。 岭南大学新董事会 １９２７ 年成立，１９ 人中

只有 ４ 人为美国人；华中大学立案时，１６ 人的董

事会中，同样仅有 ４ 人为外籍人士。 各校立案工

作多在华人校长就任后开始进行。 而立案过程

包括了为达到立案标准所做的准备过程，在很大

程度上也就是学校（包括图书馆等机构在内）趋

于中国本土化的过程。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末，随着对图书馆认识的提

高以及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大学图书馆人对提升

图书馆行政地位以为图书馆争取更有效发展空

间的愿望变得迫切，要求将图书馆从隶属于校总

务处或教务处的三级部门改为与二处并立的直

属校长的二级部门，即所谓的“行政独立”。 在

１９２９ 年 １ 月召开的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

上，暨南大学图书馆与上海中学图书馆即分别提

交了《学校图书馆行政独立案》《请教育部规定学

校图书馆行政独立案》，得到图书馆的广泛响应。

在此后的七八年时间里，大学图书馆纷纷按此改

制，一些教会大学图书馆也在其中，如燕京大学

图书馆、辅仁大学图书馆、齐鲁大学图书馆、岭南

大学图书馆等。 行政独立并直属校长，使校长对

于图书馆的责任更直接、更明晰，也使校长对图

书馆的建设与发展更关注、更主动。 尤其对于教

会大学图书馆来说，因为有“非基督教运动”下中

国人替代外籍人士出任校长职位的社会背景，故

而较之其他大学图书馆，更多了一层意义。

在校长之外，“非基督教运动”对于教会大学

图书馆更直接更明显的影响，是越来越多的中国

人替代外籍人士进入图书馆管理层。 如刘国钧

接替美籍克乃文任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黄星辉

接替美籍朗登女士任东吴大学图书馆主任，桂质

柏接替外籍巴达那任齐鲁大学图书馆主任［１０］ 等。

有些图书馆虽由外籍人士执掌，但其助手或副职

为中国人的情形并不少见，而这些中国人也多为

未来的接班人。 如圣约翰大学图书馆馆长海施女

士的副手就多是中国人；齐鲁大学图书馆馆长奚

尔恩先后聘请了桂质柏、皮高品等人总管图书馆

事务；杨希章应校长刘湛恩之邀，于 １９２８ 年在沪

江大学图书馆馆长、美国人汤姆森女士手下任图

书馆主任［１１］ ，上海“孤岛”时期接任馆长；黄星辉

在东吴大学图书馆任主任前，曾是美籍朗登女士

的副手。

交由中国人管理的图书馆，大多得到了长足

的发展。 其中原因，除了宗教的禁锢被打破、洋人

治校治馆的弊端被革除之外，还与掌馆者是一群

有抱负有思想有能力有专业素养的中国学人有

关。 种族与血缘使他们对东方文化更有一种理性

难以替代的深切了解与天然亲近，使他们无论是

观念立场还是情感本能地向中国倾斜，从而更好

地推进图书馆的中国化、本土化。

３　 “非基督教运动”对教会大学图书馆馆

藏格局的影响

昔日教会大学图书馆馆藏以西文文献为主，

随着“非基督教运动”及“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勃

兴、《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的颁布，

中国化、本土化进程对高校课程设置的影响，以及

各大学在向中国政府申请注册立案过程中为达

到标准而做的相应调整，都使得教会大学图书馆

藏书结构发生变化：一是馆藏中文文献的数量大

幅度增加，二是馆藏种类大为丰富，三是在图书馆

文献建设中中文馆藏的“特色性”逐渐显露。

在以传教和培养传教士为目的的教会大学

中，“宗教”课被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排在首位，且

列为必修课。 虽然各教会大学也开设文学、理学、

教育学、医学等课程，但采用的多是西方的科目设

置办法和教学方法。 这就决定了为宗教教学和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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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科目设置提供文献保障的图书馆的藏书结

构必然重西轻中，亦即早期的教会大学图书馆最

重视的是西方书籍的收藏，馆藏资源以西文书籍

为主。 因宗教科目为学校的必修课，西方的神学

书籍在图书馆馆藏中占很大比例。 如，齐鲁大学

收藏了大量的宗教文献［１２］ ；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

学的幽默大师林语堂回忆说，圣约翰大学图书馆

“那儿有五千册藏书，大约三分之一是神学书

籍” ［１２］ 。

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些教会大学图书馆的中

文书籍远少于西文书籍就不奇怪了。 如 １９２０ 年

夏，圣约翰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黄维廉任代理馆长

时就曾感叹“馆中中文书籍过少” ［１３］ 。 后其虽想

方设法获赠，加上采购《四部丛刊》等，至 １９２１ 年

时中文馆藏数也只比 １９１９ 年增约一百册，而同时

间段英文增加数为八百册。 该馆 １９２１ 年英文书

总数为中文书总数的两倍，西文杂志则为中文杂

志的四倍。 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 １９２１ 年时也是

“所藏图书多为西籍，而中文典籍尚少” ［１４］ 。 华

南女子文理学院 １９２５—１９２６ 学年度西文书籍则

是中文书籍的三倍［１５］ 。 华中大学于 １９３１ 年在教

育部注册立案时，中文书籍近一万五千册，而西

文书籍二万四千余册［１６］ ，相差九千余册。 １９１７

年，齐鲁大学由三所教会学校合并新建时有中文

书六千册，英文书一万册［１７］ 。 五年后，即“非基督

教运动”发生的 １９２２ 年，学校新馆落成时，英文书

增加到一万三千册，而中文书仍为六千册［１８］ 。

中文馆藏数量的多少，小而言之，体现出一

校对国文教育的轻重，这与教会教育观念有很大

关联。 如沪江大学有师生指出：“教会教育晚近

之所以遭社会之反对者，厥故虽多，而对于国文

教育之忽视，确为其最重要原因之一。” ［１９］

大而言之，中文馆藏直观体现了学校中国

化、本土化的程度，故而被作为衡量学校改制是

否合乎要求的指标。 《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

可办法》中虽未对学校馆藏数量做出具体规定，

对中文馆藏规模更未有明确要求，但教育部在实

际审理学校申请注册立案时，对馆藏指标却有严

格考量，对中文馆藏也颇具倾向性。 比如，１９３０

年教育部即以馆藏不足为由拒绝了齐鲁大学的

立案申请，而从齐鲁大学 １９２９ 年的统计数据来

看，其馆藏尚属均衡。 单从数量上看，中文馆藏

并不逊于西文馆藏———中西文图书各约一万二

千册，中文杂志种数甚至是西文杂志的两倍。 而

该校在立案遇挫后，随即大量购进书刊，１９３１ 年

时西文馆藏增至１５，１９０册，中文馆藏更激增至

７１，０９４册［１０］ ，这才获准立案。

为了弥补图书经费来源的不足，教会大学校

方及师生想方设法募集资金以添购中文文献。

“非基督教运动”风起云涌的 １９２６ 年，沪江大学

四年级学生甚至举行过一个“扩充中文图书运

动”；圣约翰大学也有过“增购中文书籍”的举措；

齐鲁大学在文理学院院长林济青的努力下，在

１９３０、１９３１ 两年间，利用燕京哈佛学社经费，大量

购买中国古籍善本［１０］ 。 １９３２ 年，时任福建协和

大学图书馆副主任的金云铭得悉晚清太傅陈宝琛

有意出让家中藏书，通过校长林景润夫人家族关

系促成此事，以六千银元买下陈氏五世藏书共

２１，８１４册，其中包括大量珍贵的抄本、刻本等，堪

称无价之宝，装满 ２７ 架书橱［２０］ 。

政府法令的强制，社会风潮的催逼，加上学校

师生的努力，这些因素从不同方面促使教会大学

图书馆加大中文图书预算投入，西文馆藏占比奇

高的状况遂有了转变，中文馆藏的数量明显增加。

在这方面，岭南大学似乎是个例外，因早在

１９２２ 年就将馆长一职移交给中国人的特嘉（ Ｊ

Ｏｕｇｌａｓｓ），其在任时显然就对中文馆藏颇为重视。

她将本校汉文教授陈德芸聘为馆中籍部主任，并

在上海、北平等地劝捐，获得了丰裕的中文书购书

经费，故而岭南大学图书馆是“收回教育权运动”

前教会大学中中文馆藏远多于西文馆藏的少数

图书馆之一。 该馆在收回教育权时中文馆藏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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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馆藏的 ２ ４ 倍，收回教育权的第一学年度

（１９２７—１９２８ 年），中文图书新增 ６３７６ 册，西文图

书新增 １１７６ 册［２１］ ，亦即前者为后者的 ５ ４ 倍。

除此之外，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福建协和大

学、东吴大学等其他教会大学图书馆的中文图

书，都在“非基督教运动”后逐年稳步增长。 至抗

战爆发前，所有教会大学图书馆的中文图书数量

都已超过了西文图书。

当办学思想逐步摆脱僵硬的宗教思维走向

宽容，学科建设及课程设置走向多元，馆藏建设

由原来单一地为宗教思想灌输服务、为宗教教学

服务、为宗教生活服务，渐改为为多学科的学术

与教学服务时，馆藏必然走向丰富。

以服务于本校教学与学术研究为宗旨的高

校图书馆，其文献的购藏必然会随着课程设置的

改变而在数量与种类上做出相应调整。 “非基督

教运动”之前，教会大学秉持服务于宗教的宗旨

使图书馆的藏书以宗教类为主，辅之以与教学课

程相关的其他少量中西文书籍。 而随着中国化、

本土化背景下课程改革的推进，各教会大学增加

了中国文化的教育内容，国学课程相应增多。 比

如，华西协合大学在将宗教课由必修改为选修的

同时，增设了中国语言、文化、历史、哲学等课程，

又“聘请一些前清学士来学校宣讲中国儒家思

想、书画艺术、诗词歌赋等” ［２２］ ；燕京大学在课程

设置上“有缩有放”———缩减原先的宗教课，扩大

其他课程范围如职业技术型课程，将畜牧专业扩

展为农学系，新增社会学系、新闻系，加强文史专

业的教学师资；圣约翰大学重视国文教育，不仅

聘请国学专家钱基博任国学教授，孟宪承为国文

部主任，还专门成立国文教学研究会。 燕京大学

图书馆藏书除了教会大学常见的经学、宗教类

外，还涉及哲学、历史、地理、社会科学、语言文学、

美术、自然科学、农林科学等类别；金陵大学的中

西文藏书涵盖了农林、生物、理化、文学、社会学、

历史、地方志等诸多方面。

在如此变局下，唯宗教独尊的图书馆馆藏的

清规戒律被打破，图书馆在文献购藏种类上得以

开闸解禁，师生久被压抑的多种阅读需求得以释

放。 这些因素都力促图书馆在文献购藏中，兼顾

诸学科的文献需求与读者的多种阅读需求，避免

偏废，避免轻重失衡，使馆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

富性。 在馆藏丰富之后，各教会大学图书馆又在

本校特色学科与教学的基础上注重特色馆藏的

建设。 如齐鲁大学以本省为主，兼及北方其他省

市，搜集了大量的地方志；燕京大学收藏的善本书

以明、清刻本及抄本居多，也有宋、元版本和石刻

草目、善本方志题记、《崔东壁知非集》等；岭南大

学内除了文理学院，还特设有农学院，农学书籍是

图书馆藏书重点之一；金陵大学的课程设置中，农

业学科占有重要地位，图书馆因此特别增设农业

图书研究部，并将其作为一个特殊部门；东吴大学

重视法学学科建设，图书馆馆藏即以法学为特色。

教会大学图书馆借助“非基督教运动”之手，

剥去了宗教加诸其体的紧身衣，馆藏的种种禁忌

被打破，广收博藏的基本原则得以重新建立，为读

者开阔眼界、解放思想提供向导的功能得以恢复。

随着“非基督教运动”的开展，教会大学图书馆步

入了事业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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