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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中國近代官辦教育的西化，始於十九世紀清同治朝洋務運動時創設同文

館、船政學堂等西式學堂，但正式建立學制則要到光緒朝1904年頒行《奏定學

堂章程》，該制主要仿自日本，間接引入西式學制。不過，早在鴉片戰爭前，

民間人士即開始直接引介西方教育及學校，其中英、美新教傳教士是重要媒介

之一，最早抵華的是英國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 Society）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他1807年到廣東。之後在他請求下，1810年創設的美國公理會

（Congregational Church）海外傳教部總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A.B.C.F.M.，簡稱美部會），1829年10月最先派遣傳教士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初名高理文，係其中名音譯）來華，直

到1861年病逝上海，在華服務31年。期間，裨治文除努力直接布道外，也藉翻譯

聖經、編譯報刊、出版書籍及創辦學校等，宣揚福音與西方文明。他是首位引介

美國教育制度的美人，開清人認識美國教育的先河。其舉早於1872年容閎選派幼

童留美，更早於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的簽訂。然過去常以為中美教育交流，

始於1909年庚款清華留美以後，1919年杜威（J. Dewey）來華講學，或是1922年

仿美實施新學制，但實際時間更早。如清華最初三屆180名留美學生中， 已知來

自聖約翰書院、北京匯文大學、嶺南學堂、東吳大學堂、金陵匯文書院、長沙雅

理大學、杭州育英書院等教會學校學生的比率，第一批占23%，第二批占32.9%

（周愚文，2018）。

又民國時期的燕京、北京協和、齊魯、東吳、之江、滬江、金陵、金陵女

大、武昌華中、華西協合、福建協和、嶺南、聖約翰等知名教會大學，多所前身

都可追溯到晚清時期，且最初只是規模很小的初等學塾，之後才逐步擴張、提升

程度至中學，最後升格為大學。這之中美部會最早創辦學校，而關鍵先驅人物

即是裨治文。然以往學者（王立新，1997；顧長聲，2005；蘇精，2006；Drake, 

1985）對他在宣教、中西文化交流及新聞傳播的貢獻探討頗多，僅少數人略提

到教育事業（張施娟，2010；Lazich, 2000），但未揭示他在近代引介美國教育

制度上的重要性。又雖中國知網（CNKI）有逾百篇期刊及學位論文中提到裨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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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但僅少引用教會英文史料及討論其對興學的貢獻。有鑑於對裨治文在華教育

事業與引介美國教育制度的相關研究很有限，故有探討的必要。本文採歷史研究

法，以晚清教會所辦報刊與年報、傳教士傳記及著作等中、英文一手史料為主，

經內、外部考證及分析，並參考間接史料與今人論著後提出結論。以下依序簡述

其生平、著書、興辦學塾及倡設學輔教，最後討論其對引介美國教育制度的影

響。

貳、生平簡介

裨治文，1801年生於美國麻州貝謝城（Belchertown），1813年受洗加入公

理會。1822年進入阿姆赫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就讀，該校提供貧困青年

古典神學教育，在校四年學習古典語言、數學、修辭、道德哲學及自然哲學。

1826年畢業後再進入波士頓安多佛神學院（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該

校為新英格蘭地區公理會及長老會教堂培養牧師，1829年畢業（Bridgman, 1864, 

pp. 1-2）。1827年紐約商人奧立芬（D. W. C. Olyphant）與馬禮遜共同函請美

國教會速派兩名傳教士到中國。1829年，美部會與美國海員之友會（American 

Seamen’s Friend Society）遂選派裨治文往粵協助馬禮遜，派雅裨理（David 

Abeel）至海員之友會服務（Lazich, 2000, p. 49）。同年10月初，他由美部會按立

為牧師，再奉「審計委員會」（the Prudential Committee）書面指示前往中國，

1830年2月下旬到廣東（Bridgman, 1864, pp. 17-30）。到後，裨治文一面學習中

文，一面展開傳教工作。1832年，他創辦《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英
文報刊，由教會及在華美商資助並任編輯（Broomhall, 1907, p. 12）。另外，他

也積極參與廣州西人各種社團的籌組與活動，以擴大其影響力。如中國益智會

（A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於1834年11月底在廣

州成立，根據該會規章，旨在將有用知識散播於中國，以改進智慧與道德狀況，

裨治文與郭實獵（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同任中文秘書（MacGillivray, 

1907, pp. 252, 656-657）。他受邀撰寫《美理哥合省國志略》（後詳）。1834年

8月，馬禮遜過世，隔年1月底，裨治文等人在廣州籌組馬禮遜教育會（Morrison 

Educational Society），他擔任發起小組的聯絡秘書。該會目標是在中國興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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