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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编辑这套史料，目的在于为研究者提供必要的资料积累。

我们汇编在一起的史料，时间跨度达百年，作者身份各异，因此，

史料中必然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和作者风格。我们在编辑过程中，

遇个别敏感文字，在不影响其基本意思的前提下，作了必要处理，

绝大多数资料我们都尽可能保持史料原貌。

二、汇编在一起的史料来源众多，有的是专著，或专著的一部

分，有的出自期刊。为方便读者查阅来源，我们在每一篇目文末或

显要位置注明资料出处，确知作者和译者的，也注明了。

三、汇编的史料绝大多数选自旧有期刊，多为旧版，为了方便

现代读者阅读，选文一律用简体字，标点符号、数字用法根据现行

新闻出版用法进行校订。

四、选文中的圣经经文，一律以新标点和合本圣经为准（一些

特殊的年代版本除外）。

五、因年代久远，部分文献中辨识不清的字样用“□”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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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2022 年 11 月将迎来金陵协和神学院成立 70 周年院庆。同工们希望借金

陵 70 年院庆之际对金陵协和神学院和金陵神学院的相关历史资料进行收集、

整理和出版，以作为金陵院庆的献礼之一。

金陵协和神学院成立之前的金陵神学院常被称为“老金陵”，她也是由

不同宗派的若干学校逐步联合而成，就像一条河流由若干溪流汇聚而成一样。

金陵神学院的前身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长老会于 1854 年在宁波开办的神学

培训班，其他还包括美以美会于 1890 年在南京创立的汇文书院神学院、1892

年在九江创立的圣道馆（The Fowler School of Theology）、美国南北长老会于

1904 年在南京创立的圣道书院（the Presbyterian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of 

Central China）及基督会于 1908 年在南京创立的圣经学校（Disciples’ Bible 

College and Training School）等。

1910 年，纽约圣经研究院院长怀特博士（W.W.White）来华访问。他向在

华的差会机构宣传介绍其纽约圣经研究院跨宗派联合办学的成功经验，并竭

力主张在华的差会神学教育机构合作办学。在他的积极倡导下，1910 年 9 月，

多个差会在上海召开教会代表大会，有 12 个省份的教会代表参加了会议。与

会代表都认为，现在条件已经成熟，应当像纽约圣经研究院一样，在中国探索

跨宗派合作办学，创办一所联合性的神学院校。为此，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组织：

“筹备委办会”。“筹备委办会”经过多次会商，决定将该联合性学校设于南京，

暂时借用圣道书院的校舍，试办期为两年半，学校名称为“金陵神学”。经过

积极认真的筹备，1911 年 9 月 13 日，金陵神学正式开学，首任校长为甘路德

博士（J.C.Garritt）。一般认为，1911 年 9 月 13 日是金陵神学院成立的日期。

金陵神学董事会于 1912 年 2 月 7 日召开，会上，董事会发表了金陵神学

的组织和办学目的。金陵神学之组织表明，该校为华东地区若干教会合作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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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尚未参与合作者早日联合，以期收到更美好的果效；不同宗派联合办学是

彼此互惠共赢之举，如果照此方向继续努力，各教会及神学教育的未来会更加

美好。金陵神学作为不同教会联合办学的目的在于，加强教会之间的通力合作，

寻求耶稣基督教会之大同；开启学生智力，拓展学生视野；持守福音真道；操

练内心敬虔；讲授高深学识；以实践为目的。

1914 年，学院创办《金陵神学志》（季刊），主编为陈金镛牧师。当时创

办《金陵神学志》的主要原因是教会中文字读物太少，故期盼创办该刊物可以

鼓励教会人士研究神学及讨论与基督教相关的问题，另外希望通过此刊物可以

与校友加强联系和交流。为了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培养高素质教牧人才，学

院于 1918 年增设大学科，入此科者，必须大学毕业。大学科学制三年，英文

授课。从该科毕业者可得金陵大学或东吴大学所授文学士之学位。1921 年秋，

金陵神学开办函授科。函授科主要是面向不能离开工作岗位的教会工作人员，

以及愿意在圣经和神学方面进修的平信徒。学员不拘性别，不限年龄。1929 年，

为适应形式发展，学校章程有若干修改，其中之一为：自 1930 年起，金陵神

学改称为金陵神学院。1931 年 5 月，金陵董事会召开会议。根据当时国民政

府规定，所有教会学校之行政权须由华人掌管。由此，董事会会议推举美以美

会李汉铎牧师为首任华人院长，李天禄博士为首任华人教务长。为了能够接受

美国温德尔 · 司温普（Wendel Swope）遗赠（温氏基金），1932 年 6 月，金陵

神学院董事会召开会议修改章程，专门在美国纽约成立创办人会（又称托事部

或创立人部）。温氏基金的支持对金陵神学院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由

于该基金的支持，人们对金陵给予很高的期望，希望金陵成为中国神学教育的

一所“旗舰神学院”。

1937 年 7 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公然侵略中国。1937 年 11 月，金陵

不得不停课，师生各自避难。12月13日，南京沦陷，金陵神学院成为难民收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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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收容的难民数以千计，主要为妇女儿童，所以神学院内也曾发生强奸、屠杀

等残暴事件。日军占领南京之后，金陵师生四散逃难，先后在上海和四川成都

形成两个校区，艰难办学。1945 年，抗日战争结束。1946 年 3 月 8 日，金陵

神学院在南京复课。1949 年 7 月，李汉铎辞去院长职务。1950 年春，金陵董

事会召开会议，选举诚质怡博士为院长。1951 年 8 月，金陵女子神学院联合

并入金陵神学院。金陵女子神学院起初名为金陵神学女校，于 1912 年由美南、

北长老会、北浸礼会、贵格会、美以美会、监理会、基督会七个公会在南京联合

创立。1952 年 11 月，金陵神学院又与华东地区其他十所不同宗派的神学院校

联合成立金陵协和神学院。

由于时间关系，本书主要收集了以下几方面内容：毕范宇著、徐以骅翻译

的《金陵神学院史》（1911—1961）；诚质怡口述、陈泽民执笔的《我所知道

的金陵神学院》；李汉铎著的《金陵神学院开创四十年来之历史》；周学斌等

老师翻译的《金陵神学院的创办与发展》；毕范宇著的《本院乡村教会科短史》；

朱宝惠著的《本院函授科的回顾与前瞻》；诚质怡著的《神学教育在中国教会

的已往现在与将来》；汤因著的《前美帝国主义长期控制下中国基督教神学院

校史料简编》等。关于金陵神学院的历史资料，海内外应该还有许多，希望以

后能进一步收集整理，更希望以后有人能在系统、深入研究相关史料的基础上，

撰写金陵神学院院史。

院史资料工作组的严锡禹、周学斌、张丽霞、赵城艺、杨晨曦、李伟斌、高

媛等同工在资料收集及编辑过程中付出了许多辛苦和努力，在此特别致谢！

                                            高峰 牧师

                                                                                        2022年9月8日
                                                                          中国基督教两会监事会监事长，
                                                                                   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

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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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今年（2022 年）是金陵协和神学院成立 70 周年。金陵协和神学院的前身

是金陵神学院，创建于 1911 年。从 1911 年至 2022 年逾 111 年，我们在此关

注的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段有意义的历史。这段历史经历了两次“协和”或

联合，第一次是 1911 年毕范宇所说的“联合的实现”，即成立了金陵神学院；

第二次是 1952 年金陵协和神学院的成立。第一次联合是西方差会办学的联合；

第二次联合则是中国基督教华东地区 12 所神学院的联合办学，是三自爱国运

动的成果，其意义不可同日而语。但历史不能被切断，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金

陵神学院的历史，重温中国土地上和它有关的故事。因此，我院藉庆祝金陵

协和神学院成立 70 周年之际，编辑出版《金陵神学院史料汇编》，作为纪念，

以期以史为鉴，启发后人。

从 1911 年至 1952 年，金陵神学院走过了 40 年的历程。从圣经来说，40

是一个熬炼人的数字，如同以色列人过旷野一样。同样，金陵神学院 40 年的

发展也颇不容易，因为经历了曲折的、不凡的时代，其间不乏精彩的镜头。这

40 年既反映了西方传教士在南京重视教育的历史，也反映了金陵神学院在办

学上不断探索，力求办好金陵神学院的努力。这里面有两点值得一提。

第一，金陵神学院着力探索基督教中国化的办学之路，具体表现在：坚持

联合办学之路，符合中国人“协力同心，团结就是力量”的思维定势；神学上

坚持中庸谦和，平衡平稳。金陵神学院不像燕京宗教学院着重走学术路线，它

在神学上比较自由；也不像华北神学院那样偏向保守；其所办的乡村教会科非

常中国化，很是符合当时社会和教会的需要，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吃饭

和听福音同样重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自养，或者寻求脱贫致富。这种强调

福音的来世性与现世性的平衡，圣经知识和农业农村知识的平衡之尝试，非常

有意义。后来，金陵神学院也重视培养中国牧师作领袖，如培养了首任华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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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李汉铎牧师。李汉铎牧师、李天禄牧师和诚质怡院长等是金陵神学院的佼佼

者；还有任《金陵神学志》主编和教会史老师的王治心，其后来成为有名的历

史学家；陈泽民则在金陵协和神学院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第二，金陵神学院着重学术研究。由于温氏基金的注入，使得金陵神学

院有了财政的支持，其不但能够扩建校舍、聘请教员，更重要的是能够翻译出

版《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关于如何获得温氏基金这件事，在毕范宇的书中

或者皮尔森关于东南亚神学教育基金会历史的论述都有浓墨重彩的一笔。尽管

《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的翻译出版计划没能全部完成，但其价值和影响力不

容低估。在这件事上，德彬杜甫（Dr. R. Diffen-dorfer）和章文新（Dr. Francis 

P. Jones），徐宝谦和谢扶雅等先贤功不可没。《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的出版，

彰显了温氏基金的价值，也说明了人才和思想的重要性。

本书收录了“司徒雷登回忆录”一文，并不是要对司徒雷登作出何种评价，

而是要指出一个史实，就是他在金陵神学院的工作也是金陵神学院历史的一部

分。通过他，我们了解到当时金陵神学院的一段历史。他后来能到北京发展，

离不开他在金陵神学院的成长。从某个角度来说，他也是金陵神学院培养的人

才，尽管他那时不是学生。丁光训主教曾经在一次讲话中肯定过司徒雷登，习

近平总书记在杭州 G20 峰会的欢迎晚宴致辞中也介绍了出生于杭州的司徒雷

登。为更好地了解金陵神学院的历史，我们节选了《在华五十年——司徒雷

登回忆录》的一部分。上面提及的温氏基金后来成为金陵托事部，是今天东南

亚神学教育基金会的前身，而我院现是东南亚神学教育基金会的合作伙伴。在

此感谢东南亚神学教育基金会支持我们翻译了皮尔森（Samuel C. Pearson）著

作的部分内容。

这本书中的史料都是正式出版发行过的，我们也得到了原出版发行单位的

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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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和支持，在此表示感谢。这本书仅是史料汇编，而不是金陵神学院历史，

因为历史需要在史料的基础上加入或融入史观。由于这些史料都不是完整的，

导致整个金陵神学院的史料基本上是“龙头蛇尾”，且越到后面就越零散。这

些缺陷是时代的印记，也是留给后人以发展和补缺的空间。

为了做好这件事，我院成立了工作小组，由本人担任主编，严锡禹担任副

主编，严锡禹和杨晨曦任责任编辑，共同带领工作组同工和部分同学昼夜奋战。

同工、同学们或搜寻资料、或翻译、或做联络作者编者工作等事宜，总之十分

辛苦，在此表示感谢。也感谢那些为我们提供资料的著者、译者和出版单位，

尤其感谢徐以骅教授翻译的毕范宇所著的《金陵神学史》。徐教授的历史功底

和翻译技巧，为这一著作增色不少，我们的这本《金陵神学院史料》就建基于

其上。此外，陈泽民执笔、诚质怡口述的“金陵神学院历史”也非常有价值。

金陵神学院走过的历程如一场“金陵春梦”，其出发点是美好的，但由于

时代的局限，收获却不甚理想。但它为下半篇——金陵协和神学院留下伏笔、

奠定基础，使金陵协和神学院得以奋力续写历史的华章。

                                                                                陈逸鲁 牧师

                                                                        中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
                                                   金陵协和神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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