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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华文学院研究》内容介绍：20世纪初，一所美国的华文学院出现在中国北京，时值西方传教运动复
兴。
经过30年的时间，“华文学院”从汉语学校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对中国文化进行研究的中心。
华文学院成长见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远东局势的发展，它的成长也体
现了美国中国学从传教士汉学向学院化中国学转变的过程。

我们应该感谢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克莱蒙大学研究院的约翰·里根，正是因为好奇心驱使他为我们打开
了一座沉睡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宝库。
那是
1996年，约翰·里根教授在学校图书馆的地下室查阅资料时，偶然发现二十几个布满灰尘的箱子。
箱子内的资料记载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存在于中国北京的一所学院——华文学院。
资料里涉及华文学院诸多方面的信息，涉及了中美关系、中日关系、日美关系，这些资料填补了历史
空白。

这些史料的发现为中国近现代史、美国教育史、中美关系史、美国现代中国学以及文化教育研究等诸
多领域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读者可能会问，华文学院从19世纪末在北京始创，至1949年被迫关闭，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人们不知道
有这样一批资料存在，竟让它沉睡数十年？
为什么它会存放在美国克莱蒙大学图书馆?原因有二。
一则，华文学院是一所美国人在华建立的中国文化研究机构，主要进行汉语教学和中国研究。
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该校的正常运作受到了阻碍，尤其在“珍珠港事件”之后，该校院长裴
德士分析了复杂的国际形势，从而意识到该学院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已经无法保证。
于是，裴德士返回美国，积极与高等学校及学术机构取得联系，希望通过合作将华文学院迁回美国继
续办学。
裴德士及其领导的华文学院得到了加州学界的热烈欢迎，学院在1939
年落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赴华美军军官的汉语学习和文化培训基地
。
学院的大量资料和图书馆的藏书也被分批运回美国，这一过程得到了时任美军驻华总司令史迪威将军
的大力支持。
20
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裴德士院长一直努力在中国恢复该学院。
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具有教会背景的华文学院复校的愿望成为泡影。
1949年，华文学院在北京的校园被中国政府接管，其美国的董事会也最终解体。

受“冷战”影响，中国政府排斥美国留下的一切“遗毒”，而美国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回避中国问题
研究，尤其在“麦卡锡主义”笼罩下，中国学被打入“冷宫”。
这就是这笔宝贵的历史资料沉睡百年的原因之一。
二则，20世纪60年代，华文学院的董事会最终在美国加州克莱蒙大学解体，董事会将该校的全部档案
资料和华文学院图书馆的部分藏书(大概5000余册)
，移交给克莱蒙大学保存。
目前，这些档案已经成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克莱蒙大学哈诺德图书馆里最重要的特别典藏，其中大部
分英文文献和资料由“特别藏书”部门管理，中文藏书被放置在一个图书密室，并由图书馆亚洲研究
部管理。
里根教授发现这笔资料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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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美关系不断升温，尤其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中国的关注程度与日俱增，大量研究机构、
智囊集团以及学者对中国研究产生浓厚的兴趣。
那么，曾经在中美关系研究以及美国的中国研究上盛极一时的华文学院浮出水面也是历史的必然。

华文学院成立于1910年，是由美国和英国教会共同创办的一所汉语学校。
最初的目的是为当时在华的西方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学习汉语服务，其主要职能是辅助美国在华的
传教事业，然而它客观上却影响了美国早期的传教士汉学。
一些来华传教士通过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将其所见、所闻、所感形成文字并传到美国。
1916年，中国青年基督教会(YMCA)派裴德士前往华文学院担任校长。
裴德士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来华后在金陵大学汉语系学习汉语，后人德国汉堡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
及教学法。
裴德士任校长后，对学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将一所语言学校改造成美国在华十分重要的中国学
学院。
1924年，哈佛大学根据美国铝业大王霍尔遗嘱的要求，要在中国寻找一个合作伙伴，以共同承担遗嘱
留下的“海外教育基金”遗产方式，建立一个机构来进行中国问题研究。
当时的华文学院以其中国学方面的研究专长，成为哈佛考察合作的第一候选人。
燕京大学为了合法地参与到遗产继承方案之中，与华文学院达成合校协议。
最终，哈佛大学与合校后的燕京大学(华文学院并人燕京大学)合作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
华文学院和燕京大学的合作是短暂的，由于办学理念和资金等方面的原因，在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后不
久，燕京大学与华文学院的合作终止。
裴德士院长重返美国寻找新的资金支持，他惊喜地发现美国西部学术界对中国研究十分感兴趣，并给
予他极大的资助，加州的数十所高等学校成立了“加州大学在中国”基金。
与美国加州诸大学的合作，为华文学院的发展迎来了一个大好的契机，而华文学院也为美西中国学学
院化的形成助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华文学院重返中国继续办学的计划最终没能实现，其保
留下来的历史资料也在岁月流失中静静地安睡了近一个世纪。

《华文学院研究》的作者是徐书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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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书墨（1979.12），女，原籍黑龙江鸡西。
1999年保送入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2003年获教育！
学士学位，2006年获哲学硕士学位。
2007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
2008 - 2009年公派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克莱蒙研究院做访问学者。
研究方向美国现代中国学、中国政治思想史、语言逻辑学、比较教育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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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大地上不仅经历着新旧历史时期更迭前水火交融的内忧，同时，也面
临着工业革命后西方国家虎视眈眈的外患。
西方国家凭借着先进的科技实力和军事力量敲开了中国的大门。
诚然，“开放”是具有双重性的，一方面，中国不得不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另一方面，国门开放也
给中国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技术、理念，等等。
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入侵往往是以传教运动为序曲的。
20世纪初恰逢西方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高潮，大批传教士从东南沿海开始涌向中国内陆，大批教会、
传教组织在中国遍地开花，他们不仅兴办医疗机构，而且创办各类初等、高等学校为中国人民提供西
学，同时，他们还积极深入到中国的现实生活中，了解和体味中国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这些传教
士也担当起美国早期汉学家的身份。
　　就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北京出现了这样一所学校，它是为辅助传教士在华工作，在美国长老会、
英国长老会以及教会的支持下成立的华语学校。
最初成立时这所学校被命名为华北协和汉语学校（ the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后更名为
华文学院。
华文学院的成立是传教运动高涨的产物，起初它的存在仅仅是为了给传教士的工作带来便利，然而，
这所学校却在中国存在了近40年，见证了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东西方在战争与和
平之间的博弈。
历史选择了这所学校，世界发展的政治、经济、外交环境也铸就了这所学院，它从一所单纯的语言学
校发展成为影响深远的中国学教育中心。
　　2.1华文学院成立的历史背景　　2.1.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基督教在华传教运动　　18世纪末，美国
经济迅速增长，美国西部开放得到了进一步重视。
正在这时兴起了全球性的基督福音传播运动，目的在于复兴基督教福音，受这一运动影响，美国也掀
起了大规模的传教运动。
美国境内的传教运动迅速地从美国东部新英格兰地区扩展到西部地区。
基督教的一个最为基本的信条就是“必须努力推广基督教信仰的影响力”①。
在这一信条的影响下，大批传教组织建立起来，他们向世界各地派出机构和神职人员进行传教活动。
早期的传教士通过建立慈善机构等办法来接近中国民众，向他们传播福音。
关于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的目的，国内学人各持己见，总体来说分为两种：一则认为“福音传道”；
二则认为“隐蔽侵略”，然而，一概而论总会有失偏颇，笔者认为，美国早期的传教与19世纪50年代
后的传教有着本质的差别，早期的传教更集中于基督教宗教思想的传播和文化的交流。
清末的中国闭关自守，对于基督教的态度则是一味排斥，所以在鸦片战争前在华传教真是难如登天，
很多传教士反对鸦片贸易，却很欢迎南京条约，以及后来的天津条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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