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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苏州大学的历史，追溯最早源头，自东吴大学创办至今，已经一百多年了。
　　历史的偶然性往往使人们惊异不已。
近代中国第一所西制大学不是诞生在浸润着欧风美雨的上海等沿海大都市，而是诞生在有着深厚的古
老历史文化传统的姑苏。
对历史偶然性的惊异又总会激发人们对历史必然性的思索。
正因为苏州有着上千年崇文重教传统，才会在近代新的历史条件下宽容地接受了一所异质的教会大学
。
正因为苏州有着发达的科举文化，当甲午战争失败给社会以空前刺痛之时，才会有一群科举士子毅然
转向西学以救亡图存，为大学的兴办创造了难得的生源与际遇。
正因为苏州不是沿海大都市，在近代社会转型之际，它更少都市的商业喧嚣，以厚重的文化素养使现
代大学茁壮成长⋯⋯　　鸟瞰苏州大学的百年历程，名校汇聚，群贤毕至，千帆竞发，如同百川归流
，激荡成壮阔的历史长河。
1952年院系调整，苏南文化教育学院、东吴大学文理学院及江南大学数理系合并组建苏南师范学院，
不久更名为江苏师范学院。
1982年，江苏师范学院改为苏州大学。
苏州蚕桑专科学校、苏州丝绸工学院、苏州医学院又先后于1995年、1997年、2000年并入苏州大学。
星移物换，万象更新，今日之苏州大学正跨越世纪，攀上历史的高峰，前面是更为辉煌的未来。
　　这套丛书将向您展开苏州大学一百多年的历史长卷。
我们希望，她所承载的历史文化积淀，以及附丽其上的历史记忆、历史评论等等，能让您开卷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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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苏州大学的历史，追溯最早源头，自东吴大学创办至今，已经一百多年了。
历史的偶然性往往使人们惊异不已。
近代中国第一所西制大学不是诞生在浸润着欧风美雨的上海等沿海大都市，而是诞生在有着深厚的古
老历史文化传统的姑苏。
对历史偶然性的惊异又总会激发人们对历史必然性的思索。
 本书辑入有关苏州大学校史研究的论文及相关文章，涉及苏州大学及其前身学校与并入学校。
文章按五个专题分类，即创办与发展、校史人物、教学科研、学生运动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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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东吴大学的创办　　东吴大学创办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经济与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成为基督教在中国创办教育事业的历史条件，东吴大学正是
在这样的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本文就晚清中国社会与近代教育改革、美国监理会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所准备的基础、东吴大学的创办
及东吴大学创办的时间作粗浅的探讨，并求教于大家。
　　一、晚清中国社会与近代教育改革　　中国有足以骄人的悠久灿烂的古代文明，汉唐雄风曾引世
界为之折腰。
从古代地缘政治来看，中国无疑是亚洲特别是东亚的中心。
中国是“中央王国”，四裔则为藩属和“蛮夷之邦”。
封闭在山海之间和传统思想之中的中华帝国，没有兴趣去了解在她视野之外的那个世界，那个先是缓
慢、然后又加速发展变化的世界。
到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如火如荼，中国却仍然停留在“牛郎织女”式的自给自足的
自然经济，统治中国的清政府则酣睡于“乾嘉盛世”的美梦之中。
进入19世纪后，世界资本主义蓬勃发展，中国却已远远落伍了。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与一个西方列强第一次综合国力的较量，中国失败了，被迫与英国订
立城下之盟。
《南京条约》和随后与法国、美国等列强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中国开始套上半殖民地的枷锁。
神州陆沉，有识之士冲决传统的罗网，大声疾呼：“师夷长技以制夷”，把学习西方以强国御敌的命
题提上了近代中国的议事日程。
然而，清朝统治者似乎并没有被震醒，在他们看来，《南京条约》就是“万年和约”，天下从此太平
了。
军队依旧积弱不振，吏治照样腐败，整个官僚机器所赖以建立的科举制度和教育体系没有丝毫改变。
接着便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再一次的丧权辱国。
除赔款以外，外国传教士可以到全国各地传教，外国公使进驻北京也成为现实，这些都是清政府最不
能接受的。
　　这一次，清政府被大大地触动了。
李鸿章对时局作了这样的描述：“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
，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
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
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作为封建统治者，清政府首先想到的是效仿西方的“坚船利炮”，于是有了洋务运动。
这一“求强”的运动发轫于19世纪60年代，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线现代工业文
明的曙光，最早的近代军事工业诞生了，支撑近代军事工业所必需的民用工业，以及近代工业技术人
员和翻译人才等方面的需求产生了，与此相关的近代教育便必然地产生和发展了。
此后，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日益深刻的变化。
但是，一直到20世纪初，中国仍然处在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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