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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通过查阅大量历史资料和新的思路研究了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创立与发展中的影响和作
用。
书本侧重与研究他在任校长一职期间怎样创建和发展燕京大学，怎样克服意愿和所需、理想与现实、
中国与西方、宗教和世俗、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并给予了他更客观、更公正的评价。
　　本文以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为研究对象，全面探讨了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创立与发展中的影响和
作用。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一位出生在中国的美国人，在华生活、工作了半个
世纪。
做过传教士、神学教授、大学校长、驻华大使。
特别是他从1919年起就任燕京大学校长，仅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就把一个人、财、物极度匮乏的学
校建成与北大、清华齐名的国内一流的大学，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影
响很大。
　　“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对中国民众的抗日运动特别是学生运动表示了同情、理解和支持。
由于他的影响，燕大一度成了北平学运的主要阵地。
华北沦陷以后，他坚持在沦陷区独立办学，拒绝与日伪政权合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燕大被日军关闭，他也被日本人监禁，直至战争结束。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执行了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的错误政策，随着国民党在内战
中的失败，被逐出了中国大陆。
　　本文将重点研究他，一位生活在中西文化边缘、视中国为第二故乡的美国人，在近30年的校长任
职期间怎样创建和发展燕京大学；怎样克服意愿和所需、理想与现实、中国与西方、宗教与世俗、传
统与现代的矛盾。
　　司徒雷登是20世纪上半叶对中国有较大影响的外国人，本文力图以实证的资料和新的思路研究“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这一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纠正以前对他的一些不公正的裁判，对
其作出客观的评价，力求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找出新的共同的认知，恢复这一历史人物的本来面
目，为今天处在错综复杂地位的中美关系，提供一些客观的带有规律性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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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义贤博士，1959年生于贵州省铜仁市教师之家。
1974年，初中毕业下乡到石竹公社知青农场；1977年，进入地区机械厂当工人。
1978年，考入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1982年毕业，在铜仁师范专科学校教授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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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调任中共铜仁地委宣传部副部长，1987年出任团地委书记。
1990年。
调共青团贵州省委，历任学校部长、办公室主任、副书记（其间师从原贵州师范大学校长。
中国近代史知名学者吴雁南先生攻读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
1996年调任镇宁自治县委书记，后任安顺地委委员。
2000年，进入南开大学，师从历史系主任张国刚先生，攻读中西文化关系博士研究生，2003年，获南
开大学历史学博士。
2004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从事世界现代史（美国史）中美文化关系学术研究
。
1986年以来，曾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孙中山民主革命策略思想》等论文20余篇。
并与他人合著《走向辉煌之路》等两本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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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个人物的伟大，不但是能在大处着眼，尤其能在小处下手。
从纤细微小的事情里，能表现出伟大的精神的，才是真正的伟大。
　　仔细分析这伟大成分，我觉得是因为他的宗教信仰，加个人的理想已与燕大的前途合一了，燕大
的一切，便是他的一切。
他与燕大团体的关系，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领袖与群众的关系，是头脑与肢体的关系，祸福与共
，痛痒相关。
他多付予了一分的爱与同情，就是与燕大的前途多一分的发展与希望。
就是他的博大的爱与同情，将燕大的中西上下、男女老幼紧紧的拉在一起，一同欢乐奋发的往同工合
作的路上走!　　他从那里得来的这个伟大的爱与同情的力量，那就得问司徒P148校长自己。
曾有人说过校长不大谈个人的宗教问题，我是从来没有听他谈过的。
　　但宗教问题是‘谈谈而已’的问题吗?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
天下归心。
”谢冰心对司徒雷登的评价，在不少燕大的校友那都得到了印证。
连士升在他的文章中就写到：如果你坐在司徒雷登的对面，“你会觉得这位白发的老头子是那样的和
蔼可亲，在谈论那些国家大事中，他亲切的问起你的生活，使你觉得坐在你对面的决不是一位陌生人
，事实上这位出名的老头子，到处受欢迎，他以和蔼赢得了年轻人的心”。
连士升尤为感慨的是“司徒先生爱护小孩多过成人，他对人家的不幸遭遇，特别表示关怀。
当亡妻在香港逝世的时候，我所接到的第一封慰问信，就是他的手笔”。
“与司徒先生公事亲密的人，都知道教职员的家眷们，看他如大家庭中的家长：儿女头疼脑热，都告
诉他；夫妻有口角，请他调停；连家中火炉出了毛病，厕所不够分配，也有去和他商量的!婚事、丧事
、寿辰，不仅请他出席，并请他行‘三祝’，不信教的人，也有来请他使行牧师的职权的。
”　　司徒雷登知晓“校因师而显，师因校而名”这一创办名校的教育规律。
要尽可能使燕大赶上国内的先行者，必须组织一支学术上突出，稳定、高效、精干的教师队伍，作为
后发者难度自然很大。
但这位传教士出身，对古老的中华文化有很好理解的美国校长，也有其独到之处，他能将西方现代的
教育思想和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相结合，较为妥善地解决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在师资的建设
上实施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他尊重中国的传统，懂得尊师，特别是尊敬有学问的大师；他了解现代，对自己学校接受了现代思想
的优秀毕业生倍加呵护，想方设法将他们送出国门前往一流的大学深造，为燕大的教师队伍源源不断
地培养了一批又一批P149具有现代教育思想的教学骨干人才。
学生们认为，在燕大“听名教授讲课，看到他们的学者风度，就能使人潜移默化。
听到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深邃的见解，就能使人见贤思齐”。
他实行中西籍教职员一律平等，在校内化解了中西人际之间的矛盾。
他不反对北京政府和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却能够顶住当时社会专制的压力，在校园内保护学术自由
。
他借助国际的力量，尤其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力量，开展中外合作，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培养师资，不仅使燕大在短短数年间人才荟萃，师资队伍和学术地位也后来居上，成为国内唯一一所
与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齐名的私立大学，而且为国际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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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作者通过查阅大量历史资料和新的思路研究了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创立与发展中的影响和作
用。
书本侧重与研究他在任校长一职期间怎样创建和发展燕京大学，怎样克服意愿和所需、理想与现实、
中国与西方、宗教和世俗、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并给予了他更客观、更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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