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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认同是指社会个体对特定社会群体在情感上的归属感,需要从社会群体

对个人自身利益满足等方面获取与实现.１９世纪中后期,教会大学伴着西学东渐的潮流,
跻身中国高等教育的舞台.虽然产生的背景复杂,文化侵略的原罪难辞,但面对来自中国社

会各个阶层的抵制,教会大学在基督教服务理念的指引下,利用他们在医学、农学、林学、植

物学和社会学等现代科学知识方面的优势资源,为农村平民子弟免费提供教育机会,在中国

农村开展广泛的普及教育、农业科技帮扶、乡村社区建设、基础医疗卫生等公共事业服务,赢
得了中国众多底层个体的社会认同,奠定了教会大学在华百年发展的坚实基础.借鉴教会

大学的服务理念和做法,中国大学应在去功利化中推进服务社会的务实程度和贡献力度,在
与社会的融合中建设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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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指出,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大都生活在特定的组织或群体之中.社会学认为,社会个体

对群体或组织的归属既受政治经济的影响,也受内在认识和情感的驱动;而源自内在认识和情感驱动

的归属即为社会认同,该力量在对群体或组织的认可方面显得更为持久.社会认同理论的代表人物

Tajfel把社会认同归为“自我认知”,认为其是个体对自己所属特定社会群体的会员身份及附加在此

会员身份上价值和情感的认知[１].建构有效的社会认同,不仅需要群体或组织将价值观与个体的感

情共鸣、文化归属结合起来,而且需要群体或组织积极地为个体谋求福利.
长期以来,教会大学被贴上“文化侵略堡垒”的标签.然而,本研究基于相关的历史文献考查发

现,社会公共服务是教会大学教育思想的核心价值理念,也是其宗教信仰得以长盛不衰的基础;教会

大学针对中国贫困农村的公共服务使其得到了广大农村底层群众的社会认同,得以在华发展壮大,并
逐渐跻身社会的中心.在深刻认识教会大学“文化侵略”本质的同时,反思教会大学在中国的成长历

程及其服务农村社会的务实行为,有助于我国高等院校正确对待自身与外部社会的关系,积极投身社

会服务活动,于社会认同中走向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的建设之路.

　　一、推行农村公共服务是教会大学在华生存的必要路径

　　中国教会大学既是西学东渐的学术结果,也是西方列强打破中国领土完整主权的政治产物.面

对民族抵制和抗拒,为寻求自主生存和发展之路,教会大学面向农村积极推进公共服务,树立自身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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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

１．教会大学创办背景及概况

１９世纪初,西方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扩张、西学东渐,给尚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中国带来了强

烈冲击.１８４４年中法«黄埔条约»、１８４５年中英«上海租地章程»等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为
西方基督教会在华传教、办学打开了大门.从１８０７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创办英华学校,１８６４
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在山东创办登州文会馆(齐鲁大学前身),到１９５２年新中国高等院校院

系调整,西方基督新教团体在华创办了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齐鲁大学、华西协

和大学、岭南大学、沪江大学、之江大学、福建协和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等１３
所教会大学.与他们本国千丝万缕的联系,使教会大学于成立之初便背负着侵略者帮凶的原罪.

２．教会大学创办之初遭遇抵制

１９０６年,清政府学部发布«咨各省督抚为外人设学无庸立案文»指出:“至外国人在内地设立学

堂,奏定章程并无允许之文;除已设各学堂暂听设立,无庸立案外,嗣后如有外国人呈请在内地开设学

堂者,亦均无庸立案.”[２]官方的不予立案文对教会大学在华立足与发展设置了很大障碍.并且,教会

大学也遭到来自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抵制.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民族主义兴起,蔡元培等文化名人呼吁收

回教育权,北洋政府在１９２５年１２月公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学校之校长须为中国

人;学校设董事会者,中国人应占董事会名额之半数;学校不得以传教为宗旨.１９２７年,国民革命军进

入南京,一度出现了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博士被杀事件.１９２８年２月６日,“中华民国”大学院公布

«私立学校条例»和«私立学校校董会条例»,收紧了对教育的控制,教会大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３．教会大学推行农村公共服务化解民族抵制

为了自身生存,教会大学不得不选择一条务实的发展路径.教会组织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农业

国家,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只有基督化乡村,才能基督化中国.”[３]他们认为,基督精神应通过服务

来体现,而非灌输教义.迫于内外压力,教会大学的传教士们用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思想.他们走乡

涉水,广泛布施,凭借自身知识和人力资源,在中国乡村边开展教育、农科、医疗等服务,边传播基督精

神.“至一九一六年末,计有六百十八所中心教会,与五千五百十七所教堂.合计确实之教徒,约五十

一万人.此等教会,每年约医治三百万之中国病人,收入医院者约十万人.又对于十万左右华人

施普通教育,一万左右华人施高等教育及专门教育.在高等教育方面,中国学校为一万五千人,外国

学校为一万二千人,外国学校学生占中国学校学生的百分之八十.”[４]教会大学师生的农村公共服务

对于饱受战乱蹂躏和封建制度压榨的中国贫困农民无疑是雪中送炭.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青年会服

务有这样的记载,“我们知道了老百姓的痛苦苦难,一闭上眼,好像有成千成万的恳切的目光在向你求

救,我们生活在他们血汗基础上,我们是人,他们也是人,为什么他们就甘愿做牛马呢? 我们是青年,
有热情,有希望,我们要同情他们,要尽量帮助他们,才可以对得起他们终生劳苦千万一,从他们生活

里告诉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帮助他们.所以我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青年同志为他们服务.”[５]

　　二、教会大学农村公共服务的内容

　　与宗教相结合是教会大学区别于世俗教育机构的特殊性,也是教会大学追求社会认同的出发点.
作为私立学校,教会大学的经费支持、教员招聘多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地的教会组织.宗教性使

他们获得广泛的支持,也是他们的使命.教会通过在华办学校、医院,把大学的教育研究功能与基督

宗教提倡的社会服务功能有效地结合起来.

１．财务支持农家学子

当基督教传教士提出“中华归主”的豪言壮语时,民族主义者犀利地抨击了西人的“狼子野心”.
教会大学后来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大的教育成就,取决于他们行动上的务实和理念上的自信,在农村公

共服务中找到了最佳结合点.
中华留学第一人容闳,于１８３５年入读郭实腊夫人开办的教会小学,免学费、食宿,后入读马礼逊

学校,直至完成耶鲁大学学业,非常感恩基督教会的无偿帮助.在容闳留美学习期间,教会甚至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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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远在广东香山县南屏村的母亲必要的生活补助,以解除容闳的后顾之忧.为贫困农家子弟提供免

费教育、食宿,甚至衣物是教会大学办学初期的普遍做法.１９１５年华北协和大学的学生家长职业表

显示,在８２名家长中,３８名是农民,１７名是商人,９名是教员,７名是福音传教士,６名是体力劳动者,

５名是没有什么职业者[６].
即便是二战期间,全球经济萧条,美国教会深陷财政困境,仍然坚持教育资助,为很多中国农家子

弟提供了一条教育成才之路,一批优秀毕业生于１９２７年之后成为教会大学的校长.华西协和大学校

长张凌高的个人信件显示,他在新泽西德鲁大学学习期间的花费,从注册费１２０美元,到毕业时租用

博士袍服、帽子１５美元,到打印装订毕业论文３０~３５美元等,都由中国教会大学纽约联合董事会的

行政秘书加塞德先生负责寄送[７].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在教会的帮助下１９１３年从东吴大学毕业后

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心理系学习,回国后被司徒雷登聘任为燕京大学校长.福建大学校长林景润,于

１９１９年从福建协和大学毕业,经牧师约翰高迪的推荐进入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欧柏林大学深

造.１９２７年在福建协和大学立案时,他被任命为首任中国籍校长.在教会支持下,他再次赴美留学,
于１９３９年获得了卫斯理大学的博士学位.１９４５年任职齐鲁大学校长的吴克明博士则来自山东青州

市益都镇,早年丧父,家境贫困,在教会资助下于１９１９年从齐鲁大学毕业.
除了对入读教会大学的农村贫困学生提供帮助,各地教会大学还直接参与农村教育推广.早在

１９１０年,岭南学堂(岭南大学)就由学校的基督教青年会主持,在附近办村童学校,教农民子弟读书认

字.１９１１年,东吴大学的师生在苏州创办了专门招收失学儿童的惠寒小学,儿童入学免收一切费用,
并供给书籍用品,教员由东吴大学师生利用业余时间轮流义务担任.为了维持学校的运转,师生广泛

劝募,筹集办学经费[８].沪江大学师生在校外开办日校、夜校的平民学校,还有妇女识字班等.金陵

大学１９３４年成立乌江、大树狄、胡大王３个农民训练班.内迁成都后,金陵女子大学在华阳县中和场

设立婴儿班、妇女班,教农民识字、唱歌、手工、卫生常识、珠算等.齐鲁大学为“造就乡村改进之基本

人才”,在龙山服务区等地开办了各种各样的识字班、平民学校.

２．科技帮扶农业生产

教会大学主要采用两种方法帮助建设农村:一是进行农业方面的科研和教育,二是对农村提供援

助.金陵大学农科以“授予青年科学知识和研究技能,并谋求我国农业作业的改良、农业经营之促进,
与农民生活程度之提高”[９]为宗旨,组织师生深入农家田头,介绍优良农作物品种及先进的农业技术

以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在江苏、安徽、山东、河北等省进行推广工作,举办农产品展览,向农民出售优良

农作物种子或交换种子;在农田里实际操作新式农具,以充分展示其实际效能;开辟实验农场,采用新

品种、新农具、新技术种植庄稼.在农村作物病虫害发生地,金陵大学农学师生现场为农民进行防治,
利用农闲为农民举办短期培训.１９３４年,金陵大学农学院创始人裴义理先生亲自到安徽和县,“擘划

农村建设,并设立苗圃,育苗３００万株,组织林业合作社,推行村育林计划,使和县林业有所发展.”[９]

美籍棉花专家郭仁风引进美棉“阿克拉”和“屈里斯”,在浦东育出“百万棉”.金陵大学还请来康奈尔

大学育种系的专家迈尔斯,针对华中华北主要粮食作物进行改良.与此同时,岭南大学在养蚕,华西

协和大学在畜牧、植物栽培等方面深入农村服务.燕京大学积极走出象牙塔、返回民众,建立清河乡

村试验区,对清河周围４０个村、拥有３９９６个家庭和２２４４４名人口的地区进行乡村建设试验,与其他

社会组织一道发起组成华北乡村建设协进会,工作包括:农业扩展、村镇工业、灌溉、筑路、建堤等乡

村工程[１０].沪江大学自１９１７年起每年在校园内举办乡村展览会,展出各种农副产品及各种土壤和

肥料的样品和照片,以推广农艺,并通过在杨树浦开辟的社会实验基地———沪东公社对乡民开展社会

服务[１１].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仁寿和简阳开设乡村服务处.金陵大学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为救

济该区农村教育起见,特开办农民训练班,定今日开课,此次录取新生四十名,期以三十日时间完

成其初步教育此次新生中,白发斑斑者有之,青年小颗亦有之,学生入学,不纳学费,各人自

备粮食,学校供给住宿地点,所有课程,胥皆浅近实用,如农学大意,合作原理,园艺学等.”[１２]

３．医疗救治贫苦村民

华西协和医院、北京协和医院等所取得的卓越的现代医界成就是教会大学在医疗方面及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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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晶,续写着教会大学在医疗事业上的贡献和辉煌.华西协和大学、华北协和大学、齐鲁大学、东吴

大学、福建协和大学等都办有医学院,即便当时宗教问题最为保守的圣约翰大学(该校因圣公会主教

反对,拒绝向国民政府立案)早在书院时期就已经设立诊所,亨利布恩等曾热心地给当地农民和附

近村庄的人看病.燕京大学校医李术仁的夫人长期在校园东邻的村庄提供慈善性质的医疗服务.曾

任沪江大学副校长的董景安利用自己向美国医生高德所学医学知识为周围的村民医治疾病,之后沪

江大学专门开办沪东工业医院,为当地工农诊疗服务.１８８３年,美国长老会聂惠东博士夫妇来到山

东,创办隶属于登州学院(齐鲁大学前身)的医学系,章嘉乐在沂州、巴德顺在邹平、武成献在青州带领

学生开办诊所,最后成为齐鲁大学医学院的一部分.齐鲁大学的师生经常下乡为农民看病,每逢龙山

镇大集,由学校医学院派两名医士轮流前来治病,其他时间则有一名护士负责平时或复诊之病.１９３３
年９月２７日至１２月６日,齐鲁大学医学院共开诊１８次,正式由医生诊病的有１９０人,包括２６个村

庄;１９３４年有３５３４人受到治疗.作为教会医院,齐鲁大学医学院以慈善博爱相标榜,收取的各种费

用不足实际费用的１/３,对贫苦穷人更是分文不收,而这部分人占了总数的２/１０至３/１０[１３].金陵大

学开办了乌江农民医院,由鼓楼医院(原属金陵大学)派出医生协助进行诊疗和疾病预防,１９３４年１
至８月就诊人数达６８１３人.乌江农民医院还在离镇１２．５公里左右的区域如濮家集等处设立分诊所

和服务处,以便农民就近诊治.１９２２年,中华基督教全国大会的报告写道:“教会素以医药事业为布

道开始之机器.然而近１０年来,业已失其功用,惟偏僻之地区仍需以医药为开创布道工作之

前驱.”[１４]

　　三、教会大学农村公共服务的社会影响

　　教会大学面向农村大力开展公共服务,不仅赢得了广大农村基层个体的社会认同,奠定了学校在

华百年发展的坚实基础,而且引导教育领域有识之士树立起服务平民的教育价值观,唤起了教会大学

毕业生们的乡土愫志.

１．树立了平民服务的价值观

“面向底层,解放民智”在维新运动时期便受到了社会关注,但康有为、梁启超的先进思想没能撬

动封建统治阶级的体制.蔡元培领导北京大学改革之前,京师大学堂仍旧是纨绔子弟镀金入仕的跳

板.相反,教会大学则以务实的做法,真实地从底层入手,把平民教育理念付诸实践.即便是教会大

学之后为了保障办学经费,逐步招收更多付得起学费的富裕家庭学生,其平民教育思想仍然没有

改变.

１９２７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教会大学依新政府法规相继“立案”,改由中国人做校长.齐鲁大

学校长朱经农、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等在多个场合强调教会大学的平民教育思想,并且影响到当时的

国立大学.«北京大学日刊»民国二十一年三月七日(１９３２年)登载了北京大学教育系布告:“本系兹

聘请齐鲁大学校长朱经农先生担任演讲‘中国教育问题’一科内之‘义务教育问题’.朱先生定于下星

期一至星期五每晚七时至九时在文学院第十五教室上课.”[１５]朱经农在北京大学演讲中,多次申明了

让平民接受大学教育的办学思想.燕京大学华人校长陆志韦也是一个平民教育的倡导者,１９２３年１２
月１０日第十期«教育与人生»专栏出版了陆志韦的“平民教育谈”.教会大学初期,中国依旧处在“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传统政治生态,清政府开办学堂培养的不是“公民”,而是传

统意义上效忠朝廷的士大夫,教会大学重视平民教育、开启民智的先进文化模式推动了中国几千年来

知识由“为上服务”转向“为下服务”.

２．唤起了毕业生的乡土愫志

与中国传统“学而优则仕”的上层路线鲜明对照的是,教会大学更重视基层服务的教育理念,这一

理念在教会大学毕业生中形成了反哺乡里的价值观.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广东老家,他没

有听从亲戚友人建议去置田购产,而是蜗居于乡里祠堂,省出钱款创办乡村学校,呼吁政府和社会用

教育救国,给予学业优异的贫家子弟财力支持.他希望“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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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富强之境.”[１６]章之汶来自安徽农村,任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时提出“搞好乡村教育,改革农村社

会”[９].１９２３年章之汶毕业留校任教,直接参与金陵大学“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的工作.金陵大学

１９１４年的毕业生陶行知来自安徽歙县农村,“他认为中国应把教育目标放在农村,提出了许多乡村教

育的主张.”[９]１９２７年３月１５日,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学校,提出了改革乡村教育案,对大学乡村教

育系、乡村师范学校、乡村小学教师、乡村幼稚园教师之训练目标,对乡村小学、乡村幼稚园、乡村成人

教育以及改良私塾等均提出了独到的建议.新中国前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博士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毕业

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他一生关注农民生活和乡土中国.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齐鲁大学吴克明

校长提出齐鲁大学要抓紧培养适应乡村重建工作的毕业生,学者研究项目要与当地发展相关[７].

３．赢得了底层群众的社会认同

教会大学在其发展初期,用免费教育、生活补贴等慈善方式吸引中国农家子弟入校,博取了广泛

的支持,经过百年打造,成就了国际享誉的著名高等学府.
根据社会身份理论,人们往往把他们自己和其他人划分成各种不同的社会类别,例如组织成员、

宗教隶属、性别以及年龄群体.Tajfel认为,社会认同是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

的集中体现,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与利益联系相比,注重归属感的社会认同更加具有稳定性[１].

Blake认为,一个组织具有一种在他的成员中共享的核心的、特有的、持久的本质;个体通常会把他或

者她认同的组织特性内化为自身的品质;该组织的特征越突出、越稳定、越内在一致,内化力就越

强[１７].对于幸福感,武汉大学叶初升教授认为,“从内容上看,主观幸福感既包括客观物资福利,还包

括个体的认知、情感等主观福利,具备多维度的特性.”[１８]晚清到民国,中华民族内忧外患,农村底层

群众赤贫无助.教会大学的资金、技术介入,给他们带来了现实的福利和希望.初尝幸福感的喜悦,
使他们在情感认知上接纳了这些外人.

曾任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的美国在华传教士司徒雷登在他的自传«在华五十年»中表达他对中

国及中国人的态度:“我在华的五十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颠沛动荡的五十年.当我第一次听说那

些无异于奇耻大辱的西华不平等条约,第一次看到外国人,包括传教士,在中国张牙舞爪、不可一世的

丑态时,我就开始深深地同情中国人民,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并借此唤醒了自己

心中昏睡的民主自由理想,激发了自己实践这些理想的决心信念.我对中国人民的悲痛和希冀了然

于心,与他们有情感上的共鸣.”[１９]基督新教传教士带领教会大学从教育、医疗和农艺技术等方面开

展农村社会服务,广泛、深入地服务于中国社会,对普通民众心理带来了微妙而深刻的冲击,教会从被

怀疑逐渐到被认可,甚至被崇拜.新教在华开启的捐赠风气深入人心,尤其教会大学校友,逐渐成为

教会大学发展的重要财力来源.长期受压于封建君权、等级秩序的贫苦农民在思想上得到解放,逐步

打破原本牢固的社会官绅伦理规范,拥护、接受并渐进树立起平等、民主的思想.

　　四、结　语

　　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智慧、思想的发源地,其行业宗旨对整个社会的走向举足轻重.１９世纪初,中
外不平等条约为西方传教士打开了入华大门,这既为教会大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政治便利,也使其

自始至终伴随着中华民族的抗拒和抵制.为排除来自中国政府与社会的压力,教会大学在华办学过

程中打破“文化侵略工具”的外部定位和认识窠臼,关注民生,服务社会,积极争取社会认同,将民生服

务作为他们在华百年成长的重要基础.从１９世纪中期到２０世纪中期,教会大学资助了大批农村平

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在中国农村规模化地推广农业现代技术和基础医疗卫生服务,以燕京大学、金
陵大学、岭南大学、华西协和大学、齐鲁大学等为代表的十三所基督教大学凭借科学、知识和理性完成

了从单纯的传教机构向高等教育事业的华丽转身.与当时的国内政治权争、国外侵略暴行相比,教会

大学运用自身的知识、财力资源开展社会服务,赢得了中国社会的认同,展示了其文化的先进性,较好

地履行了高等教育的服务职能.时至今日,中国教会大学虽然不复存在,但是燕京大学“因真理,得自

由,以服务”、东吴大学“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等校训反映的服务理念及其服务实践,对今天愈演

愈烈的大学功利化具有现实的借鉴价值.

４８



第４期 杨习超 等:社会认同视域下教会大学农村公共服务研究 　

借鉴昔日教会大学的服务理念和做法,中国现代大学应在去功利化中加大推进服务社会的务实

程度和贡献力度,在社会认同及与社会的融合中扎实建设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目前,三农问题仍是

中国社会最根本的问题,也是中国社会最为严峻和突出的问题.我国虽然近年来粮食生产连续增长,
但农业现代化水平仅为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农业劳动生产率比国内工业劳动生产率低约十倍,农业

现代化成为国家现代化的一块短板[２０].在我国,从事三农工作待遇低、环境差、困难多,大学生不愿

到农村发展和安家;农业和农村的高等教育人才匮乏,内源性发展动力不足.新中国成立６０多年来,
高等教育培养了数百万计的农科大学生,但到县以下农村服务的农科大学生不到２０％,毕业后真正

从事农学专业工作的学生比例仅为１０％左右[２１].
习近平指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２２].作为先

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中国现代大学要在农村转型和进步中发挥榜样与引领作用.以教会大

学服务农村社会为借鉴,中国现代大学在价值取向上,要摒弃追名逐利的跟风心态,弘扬现代大学的

社会服务功能,以推动农村社会全面进步为理念,关注农村底层社会民生,把促进农民过上有品质的

生活、增强农村的吸引力作为追求方向和目标;在服务内容上,要适应新常态,努力促进农业从主要追

求产量增长和拼资源、拼消耗的粗放经营向数量质量效益并重、注重提高竞争力、注重农业技术创新、
注重可持续的集约发展转变,建设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带动农村全

面发展;在服务方式上,要发挥各自优势,结合各自学校的专长选择适宜路径,从培养“用得上”“留得

下”的三农人才、开展三农相关研究、进行三农直接服务等方面与农村对接,在精准扶贫中帮助农民获

得持续发展的造血功能,在精准服务中助推传统三农向现代三农全方位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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