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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学教育与近代中国新文学

,,,以上海圣约翰大学英语教育为例

余来明!严!欢

摘!要# 上海圣约翰大学是我国第一所全英文授课的教会学校!创设之初就非常重视西方人文思想$ 该校自 &] 世纪末
以来开展的全英文与通识教育模式!对培养学生的西方文学素养有重要促进作用) 一方面!西方文学相关课程注重元典
阅读!促使学生广泛涉猎西方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入学考试对英文名著的重视在社会上形成了英语学习的"倒逼#机制!
使学生学习英文和西方文学作品不断小龄化%深入化$ 与此同时!"五四#前学校刊物上学生创作的小说及诗歌!在思想
和创作手法上均显现出西方文学影响下的新文学印记(学生表演莎剧与中文剧!开国内新剧表演之先!是现代戏剧运动
史上不可忽视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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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学教育与近代中国新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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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近代新旧文学变革与知识转型%西方文
学知识-观念的输入与新文学的产生息息相关%晚
清教会学校在此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与近代
早期官办新式学堂重视实学与语言教育-轻视西
方文学教育-禁止宗教教育不同%教会学校往往将
传播宗教思想作为最终目标%注重西方人文思想
的输入%将西方文学-语言教育放在同等重要的地
位& 享有 "东方哈佛#美誉的上海圣约翰大学
*&#`],&]_& 年+是我国第一所全英文授课的教
会学校%不仅课堂上重视西方文学-语言教学%课
外丰富的英语文学活动%如文学辩论会-莎士比亚
研究会-戏剧社以及学校刊物等%也给学生学习和
使用英文提供了很好的环境和平台%让学生在创
作实践中不断加深对西方文学思想与文艺理论的

理解%从而为近代新文学的形成提供丰富的精神
营养和艺术借鉴&

从近代新式学堂国文教育的改革入手%研究
新文学诞生与发展的复杂面貌%一直是新文学研
究的一条很好的路径& 以往国内关于圣约翰大学
*下称"约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校史钩沉-英语
教育等方面& 近几年%随着对教会学校研究的深
入%始有学者将目光转到近代教会大学在新文学
产生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主要从国文教育的课
程结构和分科体系等方面展开& 至于新文学思想
的重要来源,,,西方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的
输入与新文学形成的关系则很少有学者涉及%仅
季剑青-凤媛两位学者分别关注 %' 世纪二三十年
代北大清华外文系-燕京大学外文系的西方文学
教育在新文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而以西式教育
闻名国内外的约大西方文学教育对学生文学观念

的塑造和文学创作的影响%及其与新文学的关系
等%尚未有学者展开研究& 讨论以英语教育闻名
的约大西方文学相关课程的教学%以考察近代新
文学在中国大学教育中的演进之路%看似剑走偏
锋%实则因西方文学思想与文艺理论是新文学产
生的重要思想资源而意义重大& 本文以约大英文
课中的西方文学相关课程为研究对象%从该校的
英语教育理念-西方文学相关课程的教材-英语入
学考试形成的"倒逼#机制%以及"五四#新文化运

动前校刊上的学生文学作品-戏剧创作与表演等
方面切入%探讨该校英语教育尤其是西方文学相
关课程对学生文学观念及创作的影响%以有别于
通常由国文课的课程设置与教学分析近代新文学

形成的研究路径%从而为透视新文学思想形成的
复杂性提供另一种视角&

一$ 约大教育宗旨指引下的全英文教学

教育目的和宗旨决定着学校的教学重点-课
程设置等诸方面& 从根本上说%所有教会学校的
最终目的都是传播宗教思想%并为教会培养本地
宣道者%教育只不过是达到宣教目的的手段& 约
大也不例外%该校创办者施约瑟 * A;0@7<K?;;.
V/?7N6 A.6787?.67J?QE+认为)"不以教育为工具%
在这个把文化与民族意识视为共同体的异教国度

中进行的传教努力是最不明智的&# *$'`+他强
调%在中国建立大学%"所产生的*传教+影响力必
将会远远超过我们最为乐观的期望# *$'`+& 但
正如顾长声所言)"传教士从事文化教育活动所
产生的客观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的主观动
机不相一致&#*%,$+事实上%从中国教育的现代
化进程来看%晚清教会学校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
用) 它们的出现打破了中国传统书院教育的垄断
地位%不仅在教育体系-教学内容-人才培养等方
面为新式学堂的教育提供了有章可循的办学模

式%更为各新式学堂培养了一批教育人才%进而使
西方现代教育理念普被中华大地%极大地促进了
近代教育思想的转变和学校体制的改革& 约大正
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背景下逐步发展起
来的#*张仲礼%'序(.熊月之!周武编 %+%它不
断进行的教育改革%以及最终确定的全英文教学
模式%都是在其教育宗旨指引下%与学校所处的中
国社会环境长期互动磨合-调整适应的结果& 在
校长卜舫济*18;>.:?G:?978U;JQ?F/99+的带领下%
约大最终形成了"以西学为中心%以英语为媒介%
全面引入美国自由教育理念和制度的办学模式#
*徐以骅编 %+&

卜舫济在 &#]" 年基督教"中华教育会#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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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年会上提出"教会学校除国文外的所有课程%
应尽量使用外语教材%用外语进行教学#*李良佑
#$+%并立志要把约大建成一所"设在中国的西点
军校#%成为培养具有宗教信仰的领袖人物的摇
篮& 他将约大校训定为"光与真理#%并在校刊
'约翰声(上阐述该校办学宗旨为)"使学生有广
博之自由教育%先使学生对于英文文学%有彻底之
研究%然后授以科学%使之明了真理3664# *熊
月之!周武编 (&#+不难看出%卜舫济将英语与
英语文学教育置于首要地位%并将其视为进一步
接受西方科学及思想的媒介& 约大的教学措施很
大程度上正是卜舫济教育理念的践行& 他一上任
就把英语教育列为各科之首%并通过三次重要的
教学改革,,,&#]% 年成立 "正馆# *大学部+%
&#]" 年全面推行英语教育%以及 &]'_ 年引进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课程设置及原版英文教材%并于
年底在美国成功注册,,,不断将约大的英语教育
及办学层次推向新高度&

在美成功注册不仅使约大得到美国政府的承

认和保护%也打开了约大学子出国留学的大门&
此后%"圣约翰的知名度进一步提高%求学者纷至
沓来%这反过来促使圣约翰扩大办学规模%提升办
学层次和水平%以扩大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从而
把圣约翰推入了良性循环-节节攀升的轨道#*徐
以骅编 %_+& 如果说此前约大英语教育的推行
是学校单方面的决策%学生只是被动接受学习的
话%那么 &]'_ 年美国立案后%很多求学约大的学
生为了出国留学%开始积极主动学习英语& 如曾
任民国交通部长的俞大维%因上海交通大学的英
语科目没有圣约翰高深而转学到约大& 他在转学
之前就已有出国留学的目标%所以"在学校攻读
的时候%就格外比人用功%造诣极深#*'俞大维在
圣约翰掮大旗( %+& 与英文学习热形成对比%
"国文#在约大遭受冷遇%以致西学斋的部分学生
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远胜本国文化& 林语堂*&]&&
年入学约大+在约大读书时%"学习英文的热情%
持久不衰%对英文之热衷%如鹅鸭之趋水%对中文
之研读%竞全部停止#& 他在国文课上%常常偷看
英文书%以至于连"使巴勒斯坦的古都哲瑞克陷
落的约书亚的使者#都知道%却不知"孟姜女的眼
泪冲倒了一段万里长城#& 林语堂在晚年的回忆
中反思"因为我上教会学校%把国文忽略了%结果
是中文弄得仅仅半通#%并说"圣约翰大学的毕业

生大都如此# *林语堂%'在圣约翰的生活(.徐以
骅编 %'%+&

卜舫济认为教育不应该只重视专业知识的传

授%而应培养学生各方面的综合素质%使他们德-
智-体全面发展& 因此%除全英文教学外%约大另
一重要特点是实行通识教育& 所有学生%不论何
专业%头两年必须修满一定通识课程学分& 此外%
学生还可根据个人兴趣选修其他院系的课程%只
要获得学校规定的毕业最低学分即可毕业& 周有
光曾于 &]%$,&]%_ 年就读于约大%他详细记录了
当时的通识教育情况)"学校实行学分制%班级可
以略有伸缩& 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二年级开始
分专业%专业可以更换& 每人选两个专业%一个主
专业和一个副专业& 专业只分文科和理科%分得
极粗&#*周有光%'圣约翰大学的依稀杂忆(.徐以
骅编 %%'+

全英文授课和通识教育培养模式%使约大的
学生不仅英语水平很好%并且都受过西方文学的
熏陶& 此外%为了营造良好的英语学习氛围%约大
所有的规则-通告等都用英文书写& 卜舫济还规
定校内学生必须学习西方礼仪和习俗%在校内必
须使用英文交流& 全英文的校园氛围%使得初入
约大校园的人"不由开始疑惑自己是否进入到了
伦敦或纽约# *苏公隽 (]+& 而常年浸润其中的
约大学子%也于无形中流露出西方习气& &]%] 年
&& 月 %% 日发行的 '约翰周刊( *3"*0(>N."$O,
C#%1+有如下描述)

圣约翰学生与众不同的最大标志!
是他们地道的英语" 本校因此而远近闻
名!令人羡慕)圣约翰学生也因此趾高气
扬!不可一世+,,-毫不夸张地说!一
些学生甚至发展到对中文书刊不屑一顾

的地步" 在本校!中文演讲往往令人厌
倦!中文告示也常常无人注意" 在谈话
时!学生们认为他们用英语更加轻松自
如!即便用中文交谈!如果不时时夹杂几
句英文!那将是不可思议的事" &徐以
骅编 &'`'

在 &] 世纪末 %' 世纪初西潮汹涌的背景下%
卜舫济通过三次重要的改革践行自己的教育理

念%推进了约大英文与西方文学教育发展%使得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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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学教育与近代中国新文学

一位约大学子或多或少都受到西方文学与文化的

熏陶& 受其影响%当时"中国之聘教习%延译士%
必取材于本学堂3即圣约翰大学4# *刁信德 %+%
西方文学新思想因此得以广播%进而对晚清民国
文学转型时期新文学观的形成起到了推进作用&

二$ 以元典阅读为主体的西方文学课

卜舫济非常重视培养学生阅读英文原著的习

惯& 他曾在 &]&_ 年 " 月的'约翰声(上列出 `_ 本
约大学子必读的西方文学书目%涉及宗教-小说-
散文-诗歌-游记-名人传记-历史-科学等%并于当
年 && 月专门于'约翰声(撰"社论# *"[B:9/8:;<#+
一篇%阐明阅读英文名著的重要性%同时给学生提
供读书建议& 在圣约翰%不管大学部还是中学部%
西方文学相关课程都以西方名著为教材%教师带
领学生直接通过阅读英文经典著作%来学习英语
及学会欣赏西方文学作品&

从中学部来看%约大西学斋备馆*后成为约
大附中%简称"约中#%相当于高中+的英语课一直
是语言和文学并重& 根据 &]&%,&]%' 年的章程
以及'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小学回忆集(%常用于约
中课堂教学的英文名著有狄更斯-史蒂文森-司各
特等人的小说共 %' 多种& 虽然不同教师对名著
的选择不完全一样%但通过对比后文 &]%_ 年约大
入学考试西方文学试卷%可以发现 &]%_ 年考试涉
及的文学作品与学生上课经常用作教材的作品有

很多重合%因此可推断约大入学常考书目应是约
中文学课的教学重点&

约中教授文学作品的特点是注重学生自主预

习& 老师主要负责"上课时对学生不断提问%回
答课文中挑出的问题%包括单词-短语-情节等%这
样迫使学生必须预习%并用英语回答%回答不出%
老师再讲解#*倪庆饩%'约中心影(.杨豪!蒋维
良编 &`(,&`_+& 除此之外%有的老师会让"大
家轮流走上讲台向大家叙述阅读心得体会# *许
志立%'关于圣约翰中学的点滴回忆(.杨豪!蒋
维良编 &`]+& 学生对这些文学作品不仅需熟
读%还需熟记%同时在此基础上学会欣赏%能够用
英文熟练输出&

值得一提的是%翻译课也让学生在中西互译
中体会两种语言及其写作的特点与不同& 约中早
期翻译课教材为该校教师颜惠庆所编'华英翻译

捷诀(%内有从各种书报上选取的适合翻译课的
短文 &'' 篇*后增加到 &%' 篇+%按一篇英文一篇
中文的顺序混排%每篇约 %'' 字& 选材的原则是)
"人物积极向上%话题有趣%风格实用典雅%既不
粗俗%也不学究气&# *颜惠庆 1+就英文文章而
言%有 _ 篇出自'伊索寓言(%还有一些文章出自
托尔斯泰寓言-西方古谚等%其他文章也都摘自英
文书报%含有大量西方俗语%不仅文学性强%还是
学生了解西方智慧和写作技巧的绝佳途径&

重视阅读英文原著在教学上的效果%很快就
在学生们的创作中有所体现& 约中学生鲁平记
录%有一次作文课%题目为'我的自画像( *CE?7<)
F/898;:9+%他不仅模拟了'蝴蝶梦( *=*D*77%+的开
头"昨夜%我梦见自己去了天堂# *cG;?9>:I69MK
B87;09KJ7>99/67;H7>-e+*鲁平%'开明的学风(.
杨豪!蒋维良编 &'&+%而且写作内容也充满了
基督教文化的影子& 吴宓曾于 &]&% 年 $,_ 月短
暂就读于约中& 根据他的日记%当时每周三有一
次写作课%题目有'第一场雪( *5671:8?9A>/J+-
'人力车( *V:@8:Q?6;+-'最喜欢的游戏( *38:97;
B7?.8:N9:/> /)E/@8);H/8:97I;07?+等& 这些题目与
传统"文以载道#观念下的写作主题不同%关注生
活中的小事%更加注重个人对事物的观察和感受%
带有美国新人文主义尊重人性%关注人的潜能-感
官和感情的欢乐和痛苦的味道&

约中学生安淇生曾于 &]%% 年 ] 月创办"圣约
翰中学小说研究会#%顾问为国文部教师洪北平&
洪北平极力提倡新文学教学%&]%' 年%他在谈论
新文学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新文学在现今还是
萌芽时代%还要加以培养灌溉%将来才可以开花结
果&#*"+这也许是他愿意担任约中小说研究会顾
问的原因之一& 该会"每二星期开会一次%对于
小说及关于增长小智识之事%均讨论无遗#%且拟
于 &]%$ 年暑假前 "发行一种出版物%命名 '文
素(%以练习小说%助长兴趣#*祖培 &""+&#

创办

者安淇生于 &]%_,&]%] 年在杂志'洪水(以及
'白露(上发表多篇现代诗歌%他的诗歌感情炽
烈%常夹杂英文%且诗歌素材不再局限于国内%而
放眼于世界%明显受到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想的
影响& 如'失了心的人(一诗)

莱茵的水徐徐地流着!天天徐徐地
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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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I79P07P>/9可怜地长着!天天可
怜地长着,,

唉0 这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1
心啊*心啊0 找我失了的心啊0
我的心***或者已被莱茵河的水

冲去1
1/8I79P07P>/9的小花或者已被我的

心之血来渲染1
富士的山顶!一年到底覆着可爱的

白雪!
我的心或者埋在那里1
+,,-&安淇生 %(_'

诗中")/8I79P07P>/9# *勿忘我+反复出现%贯穿全

诗%它不仅是一种花名%也给全诗营造了悲伤的基
调& 该诗完全用西化的自由句式和素材写成%不
讲究字数与押韵%已然是白话自由体新诗&

圣约翰大学部的课程设置%被认为"是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的/翻版0.教学内容多为英美文学
和史学# *朱红梅 &&&+& 其文学教育的目的在
于%"使学者于英文一科通晓其中之美思妙意%并
所发之悲乐感情%俾渐得升堂入室& 此陶冶性情
教育%即大学之目的也# *'圣约翰大学章程汇录
*&]&],&]%' 年+( #$+& 大学部在发展过程中对
英语文学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不仅体现在入学
考试不断拓展英语文学作品的考察范围和深度%
更体现在文学部所设课程的不断增多和细化& 具
体参见以下 &]&%,&]%' 年文学部开课情况表)

&]&%,&]&$ 学年 英文小说-英学文萃-英国文苑*上学期学习诗歌%下学期学习英国文学历史+-莎士比亚剧本

&]&$,&]&( 学年
英文小说-英学文萃-英文诗歌*上学期学习诗歌%下学期学习英国文学历史+-莎士比亚剧本-英
文散体文

&]&(,&]&_ 学年
英文小说-英学文萃-英文诗歌*上学期学习诗歌%下学期学习英国文学历史+-莎士比亚剧本-英
文散体文-作史记文-注解

&]&_,&]&" 学年
英文小说-英学文萃-英文诗歌*上学期学习诗歌%下学期学习英国文学历史+-英文散体文-莎士
比亚剧本-作史记文-注解-作文总类

&]&",&]&` 学年
英文小说-英学文萃-英文诗歌-英文散体文-莎士比亚剧本-作史记文-注解-作文总类-英国文学
史*戏曲小说不在其内+

&]&`,&]&# 学年
英文小说-文萃-英文诗歌-英文散体文-莎士比亚剧本-作文-注解-作文总类*开了两门%文科生-
理科生各一门+-英文文学史-英文论说-美国文学
大学院生*研究生+开设有) 弥尔登诗集-以利沙伯时之戏剧-新文学发达史

&]&#,&]&] 学年
英文小说-文萃-英文诗歌-英文散体文-莎士比亚剧本-作文-注解-作文总类*开了两门%文科生-
理科生各一门+-英文文学史-英文论说-美国文学-
大学院生开设有) 弥尔登著作-以利沙伯时之剧本-十九世纪之文学

&]&],&]%' 学年 英文小说-英文萃-英文诗歌-英文散体文-近代英文散体文-莎士比亚剧本-英文文学史$

大学院生开设有) 弥尔登著作-以利沙伯时之剧本-十九世纪之文学

!!由上表不难看出%约大文学部的课程已经具
备现代文学教育体系的诸多特征%如注重文体分
类-文学史知识等& &]&%,&]&$ 学年文学部开设
有 ( 门课程%诗歌和文学史统称为英国文苑课*上
学期为诗歌%下学期为文学史+& &]&` 年后%文学
部的课程划分已较细%超过 &' 门%增加了美国文
学-散文-写作等课程& 以 &]&`,&]&# 学年为例%
理科生的文学课程设置为) 美国文学*初级+-%

作文*初级+-英文散体文*中级+-作文总类*中
级+-英文散体文*上级+.文科生为) 英语小说

*初级+-英文论说*初级+-文萃*中级+-作文总
类*中级+-英文诗歌 *上级+-英文文学史 *上
级+-注解*上级+-莎士比亚剧本*高级+&

以上课程显示%约大对于理科生也很重视英
语文学教育& 只不过理科生的文学课程相对较
少%且都是基础课程%主要为作品欣赏和写作%用
意是拓展学生的文学知识%提高阅读量%增强写作
能力.而文科生的课程不但数量多且划分细%小
说-诗歌-戏剧-文学史等都有专门教学%目的是使
学生对英语文学形成系统认知%并能够以此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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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进行深入研究&
从 &]&%,&]%' 年章程来看%约大"文学部#

的主要课程%为文艺复兴以来欧美重要作家作品
的研读%以及相关文学史知识的讲授& 其中"英
文小说#课涉及的作家作品有) 奥斯汀的'傲慢与
偏见(*V;>74@?97>R<'#5*%$5 <'*X45#7*+%威廉!
萨克雷的 '亨利!埃斯蒙德( '纽克姆一家(
*56;.Q78;ER3"*W#,(.'8.6W*$'8F,/.$5b3"*
)*+7./*,+%哥尔特司密斯的 '威克斐牧师传(
*a/<B?0:96R3"*c#7%'.6@%A*6#*15+%司各特的'肯
纳尔沃尔思堡(*A./99Rm*$#1+.'("+%狄更斯的'大
卫科波菲尔( '双城记( '雾都孤儿( *T:.Q7>?R
C%E#5 !.??*'6#*15b&3%1*K63+.!#(#*,bK1#E*'
3+#,(+%史蒂文森的'金银岛(*A97H7>?/>R3'*%,4'*
L,1%$5+%查尔斯!里德的'回廊与壁炉( *=6;8<7?
Z7;B7R3"*!1.#,(*'%$5 ("*W*%'("+%艾略特的'维
冒拉(*[<:/9R=./.1%+%顾伯的'马希根末王记(
*=//N78R3"*9%,(.6("*H."#7%$,+等&&

章程还强

调在英文小说课上%"学者须细读各种模范及其
所分之段落%暗指之议论& 定书之外%尚须附读各
书%要旨在令学者能读文学%并能吸其精华%描摹
尽致%不至枯而无味# *'圣约翰大学章程汇录
*&]&%,&]&$ 年+( _$+& 根据课程安排%每年不
但需要教授 ( 本左右的小说%在此基础上%学生还
须"附读各书#&

"英文文萃#课主要研读欧美名家论说及散
文文选%有林肯的演讲%麦考莱的'论弥尔顿('阿
狄生文萃('印度总督克莱武论( '印度总督华伦
海司汀论( *C;.;@<;ERH%7%41%8H#1(.$b3"*9#6*
%$5 @'#(#$:,.6&55#,.$b 9.'5 !1#E*b @%''*$
W%,(#$:,+%卡莱尔的'英雄与崇拜英雄( *56/0;?
=;8<E<7RK$ W*'.*,bW*'., @.',"#?b%$5 3"*
W*'.#7#$ W#,(.'8+%罗斯金的'芝麻与莲花( *V/6>
Z@?Q:>R0*,%/*%$5 9#1#*,+%埃德蒙!柏克的'法
国革命论( '与殖民地讲和( *[B0@>B O@8Q7R
=*61*7(#.$,.$ ("*=*E.14(#.$ #$ -'%$7*b!.$7#1#%(#.$
+#(" ("*!.1.$#*,+%马修!阿诺德的 '评论集(
*C;9967J48>/<BRF,,%8,#$ !'#(#7#,/+%兰姆的'伊
利亚论(*=6;8<7?G;0LR3"*F,,%8,.6F1#%+%纽曼
的 '大学教育之范围与本性 ( * V/6> U7>8E
W7J0;>R3"*L5*% .6% o$#E*',#(8+等& 根据课程安
排%学生每学年需要学习其中的 ( 本*&]&%,&]&$
学年为 $ 本+%不但要求熟读各种文选%并且"每

学期须作长篇英文论一篇#*'圣约翰大学章程汇
录*&]&%,&]&$ 年+( _$,_(+%要旨则在于"扩
充学者之眼界%练就思力之精密#*_(+&

"英文诗歌#课主要研习丁尼生*57>>E?/>+-
华兹华斯*3/8B?J/896+-弥尔顿*V/6> C:<9/>+-哥
尔特司密斯-托马斯!格雷*56/0;?a8;E+等人的
诗集& 根据课程要求%学生须"吟咏英文诗选%及
考察文体结构#%且每学期"须作短篇诗歌一首#%
旨在使学生"油然生爱文学之心# *'圣约翰大学
章程汇录*&]&%,&]&$ 年+( _$+&

文科高年级还专门开设有"英文文学史#和
"莎士比亚剧本#课& 文学史课上%教员须讲授
"文学变迁之要点%及文学大家生平历史及其著
作# *'圣约翰大学章程汇录 *&]&`,&]&# 年+(
#`+%学生须留心听课%自行研究%"并须各自专读
一家%著为论说#*#`+& 该门课程的要旨在于"将
文学各部依类汇集%使学生于文学一道%更形晓畅
而爱玩不释%以鼓励其益好自修文学之心#*#`+&
"莎士比亚剧本#课则要求每年学习 ` 部左右的
莎士比亚剧本%包括'李尔王( '哈姆雷特( '罗密
欧与朱丽叶('麦克白( '仲夏夜之梦(等%此外还
需附读他种剧本%如希腊文-法文译本%并须作文
以抒发各自意见& 该门课程的主旨在于"使学者
洞察人类之本性%生活之问题#*##+&

除了规定的学习教材之外%约大几乎所有课
程都会另外指定阅读书目%文学部教师在罗列课
外阅读书目方面*尤其对于文科生+可谓毫不吝
啬& 例如%&](# 年毕业于约大英文系*早期为西
学斋文科+的陆榕就认为%约大英文系教学的最
大特色是"大量读-大量听-大量用#*陆榕%'尽显
教学特色的英文系(.徐以骅编 $']+& 教师对于
指定的课外书目%虽然课堂不讲%但会以考试的形
式促使学生广泛-深入地阅读&

此外%约大西学斋 &]&(,&]&_ 学年开始设置
大学院*研究生院+以培养研究生& 从 &]&` 年开
始%章程明确规定大学院英文文学研习内容为)
弥尔登诗集-以利沙伯时之剧本-新文学发达史或
十九世纪之文学& 学生须择一作家-一种文体或
对一定时期的文学进行深入研究&

除英文外%约大文-理两科学生还须于德-法
两文中择习一门& 第一年主要是语言学习%第二
年就开始读原著小说%如'三个火枪手( '德国城
中故事录(等%高级生则主要学习名家名剧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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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诗歌& 此外%根据陆榕回忆%其二年级时%"小
说课#要求读英译世界名著%如'安娜!卡列尼
娜('战争与和平('包法利夫人(等*陆榕%'尽显
教学特色的英文系(.徐以骅编 $']+& 可见除了
英语文学外%约大也很注重西方其他国家文学作
品的教学%全方位引介西方文学& 在此背景下%学
生于 &]%' 年成立了法文文学会%会员为二到四年
级学习法文的学生%每月开会 % 次%会上有演说-
诵述-文艺批评-英法互译等活动& &]%$ 年'约翰
年刊(上对法文文学会的介绍与宣传的开篇句%
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约大学生的文学观)"法文
是活文字%言文一致%亦为平民文学的先导%于世
界艺术上%曾有重要的贡献&# *沈士华 &(]+ "活
文字#"言文一致# "平民文学#等作为新文学标
语%常被用作宣传口号%说明"五四#以后兴起的
新文学观念在约大学生中同样十分流行&

在大量输入西方文学作品及思想的同时%约
大也非常重视学生英文写作能力的培养%除有些
文学课学生需作文以外%还设有多种写作课& 长
期受西方文学熏陶%学生的创作或多或少都受到
一些影响& 约大发行的各种刊物上就刊载了不少
学生的译作-文学评论以及小说-诗歌等&

三$ 约大英语入学考试扩大西方文学影响

在卜舫济的管理下%约大逐渐以英语教学闻
名遐迩%"东南之士%莫不以圣约翰大学为归#*钱
基博 %$+& 于是严格的入学考试相应而生%竞争
非常激烈& 如 &]'_ 年的年终招考%"来院考试者
约二百五十左右%录取者不过五十四名而已#
*'招考备录( _+&

约大入学考试必须考英文文学和英文文法两

科%且除国文科外%其他科目均以英文出题& 其中
英文考试难度最大%"要求学生有较扎实的写作
和会话基础以及文学经典的较大阅读量%一度用
的还是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入学考试同样的试

卷#*徐以骅编 &'`+& 新闻系教授武道认为考生
要通过这种考试%"至少得学 " 年英文# *徐以骅
编 &'`+&

约大章程每年的"投考须知#都会列出当年
入学考试的参考书目%就英文文学来看%规定的书
目不断增多%对入学者英文文学素养的要求也不
断提高& &]&" 年以前%约大入学考试英文文学一

般考查两部名著%而 &]&" 学年规定在欧文'见闻
札记(-狄更斯'圣诞歌(之外%还须从顾伯'马希
根末王记(%司各特'灵符记(-'撒克逊劫后英雄
略(三书中选考一本.&]&` 学年则须从顾伯-狄更
斯-艾略特等 && 人的 &# 部作品中择试四种%且每
一作家只考一种&

关于约大英文文学的考试内容和难度%可从
&]%_ 年的入学试卷窥斑见豹& 当年英文文学考
试分为"英文文学4#*[>I<:?6 G:978;9@874+和"英
文文学 O# *[>I<:?6 G:978;9@87O+& 以"英文文学
4#为例%共有 &( 题%分别为)

&�.天路历程/中的主人公是谁1
概述他的旅程" 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是
什么1

%�格列佛给利立浦特&G:<<:N@9'提
供了什么服务1 他怎样引起了 &小人
国'整个朝廷的敌意1 他的第一段旅程
想要教会我们什么1

$�鲁滨逊2克鲁苏是怎样给自己
找到庇护所!食物或衣服的1 这个故事
证明了人可以独立于社会而生活吗1

(�威克菲尔德牧师为何入狱1 他
是如何获得释放的1 面对不幸!他的态
度是什么1

_�在艾凡赫时代!撒克逊人与诺曼
人之间是什么关系1 哪些人有资格得到
罗维娜1 谁赢得了她1 为什么1

"�通过.灵符记/中的图片讲述十
字军东征的故事"

`�讲述.傲慢与偏见/中简和宾利
先生的爱情故事"

#�在.双城记/中德发日太太为什
么想要杀死马内特医生1

]�摩德斯东一家为什么对大卫2
科波菲尔如此残酷1 大卫是怎样逃脱他
们的1

&'�为什么亨利2埃斯蒙德是雅各
布派教徒1 他为此做了什么1 是什么使
他改变了自己的政治见解1

&&�亚瑟2潘登尼斯的四段恋爱分
别是什么1 简要描述每段恋爱的特点"

&%�塞拉斯2马南如何过上如此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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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的生活1 是什么使他重新回到人际关
系中1

&$�$顽童%如何庆祝 ` 月 ( 日1 作
者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1

&(�描述汤姆第一次玩$兔子与猎
狗%游戏的故事" 他和伙伴们返回学校
后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1 &.上海圣约
翰大学入学试题/ &&(*&%(''

以上每一问题对应一部英文名著%或涉及具
体细节内容%或须概述作品主旨& 学生须选择其
中三题以英文作答%如未认真研读原著%很难作出
正确回答& 事实上%约大的入学考试早以英文难
度高而广为人知%其对英文的重视在社会上形成
了一种倒逼机制%使得学生学习英文不断小龄化&
为了提高录取概率%很多家长选择把孩子送到能
够直升约大的几所教会中学读高中& 这些教会中
学与约大有相似的教学理念%亦十分重视英语教
育& 以起源于约大备馆的约中为例%该校很多教
师或系留学归来人员%或毕业于约大%且有些教师
同时兼任中学和大学课程%因此不仅能将约大教
育理念一以贯之%在课程安排上也能紧跟大学变
化& 如 &]&(,&]&_ 学年%约大章程规定英文文学
入学考试书目为'芦中人(和'天路历程(& 当年
约中四年级文学课要求学习'天路历程('见闻杂
记(*即欧文的'见闻札记(+'芦中人('海外轩渠
录(*即'格列佛游记(+%涵盖了入学考试读本&
因约大招生对英文文学程度的要求不断提高%约
中对文学课也越发重视) &]&" 年开始%将文学课
从以前的三年级提前到二年级开设%直至后来每
学期都必须教授一本英文原著%以致有学生回忆
约中"英文课读的都是小说#*姚金澜%'回忆圣约
翰高中(.杨豪!蒋维良编 &$_+&

约大重视英文所形成的倒逼机制还延伸到了

初中%甚至促进了上海英语培训业的发展& 如瞿
同庆约大毕业后留任约中期间*&]'(,&]&( 年+%
就有不少家长为使孩子能考上约中请他补习英

语& 由于需求不断增多%补习形式的小规模教学
已不能满足学生和家长需求%以至于有必要设立
一所学馆& 学馆的快速发展使瞿同庆感到"许多
莘莘学子迫切需要一所初级中学培养他们%作为
进入圣约翰大学附中*高中+之准备# *陶鸿荪%
'瞿同庆与圣约翰青年会中学(.杨豪!蒋维良编

%"+%这一想法得到了学生家长和当地绅商人士
的极大赞赏和支持%于是圣约翰青年会中学*以
下简称"约青#+应运而生& 此后%瞿同庆便辞去
约中教职%一心一意办好约青%专为约中培养预备
生& 约青虽不附属于约大%但很多老师毕业于约
大%且每年享有三名直升名额奖学金& 社会上因
此将约青与约中视为一体%致使适龄学生趋之若
鹜%不久"约青*初中+毕业生也成为约中*高中+
学生的主要来源# *杨豪%'圣约翰中学校史(.杨
豪!蒋维良编 &$+&

约青的教学与约大一脉相承%亦以英语教育
闻名%注重学生阅读习惯的培养& 根据 &]$$ 年进
入约青的张坤元记述) "英语读的是 '三剑客(
*3"*3"'**H4,A*(**',+-'双城记( *&3%1*.63+.
!#(#*,+& 英语语法用的是四本逐步加多加深的纳
氏文法*)*,6#*15 \'%//%'+&# *张坤元%'从约青-
约中到约大(.杨豪!蒋维良编 &%$+以文学和语
言为主的课程体系%同样也是后世以"国家文学#
之名而开展的文学教育的主体内容&

四$ !五四"前约大校园西方文学的展开
及影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约大校园有着非常
丰富的西方文学实践) 校刊上发表的学生文章%
以及约大学生的戏剧创作与表演%最能反映当时
西方文学教育对约大学子文学理论与创作影响的

真实情况&
约大是我国第一所创办校刊的学校%其校园

报刊种类繁多%以英文刊物 '约翰声( *3"*0(>
N."$O,F7".+和'约翰年刊(*N."%$$*%$+在师生间
的影响最大& 林语堂-潘序伦-邹韬奋-刘凤生等
新文学作家就读约大期间%都曾在校刊上发表
文章&

'约翰声(创办于 &#]' 年%是约大乃至近代
中国大学最早的学生自办英文刊物%内容涉及诗
歌-散文-小说-社论等%&]'` 年始设中文版%主要
有论说-译林*译述+-文苑-游记-小说等栏目&
'约翰年刊(创办于 &]'( 年%最初名为 '龙旗(
*C'%:.$61%:+%&]&` 年增设中文部分%该刊虽主要
关注学生生活%但亦设有文艺-小说-剧本等栏目&
此外%&]'_ 年%为弥补'约翰声(因"通英文者不
多%而知之者甚少# *'志学报例言( &+之缺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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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的'志学报(%是约大第一份中文刊物%主要
有领说-杂记-论说-翻译-小说五大板块栏目%虽
只发行两期便停刊%却也是研究约大学生文学创
作不可多得的材料&

卜舫济曾说创办'约翰声(的目的之一%就是
锻炼学生们的写作能力& 他不仅鼓励学生向'约
翰声(投稿%还身体力行%亲自担任主编%且几乎
每期都在开篇作一篇"社论#& 学校的鼓励%得到
了学生们的积极回应%约大学子均以能在'约翰
声(上发表文章为荣%很多学生为了能让文章成
功发表%经常"往来于图书馆%翻阅书籍%无孔不
入#*熊月之!周武编 %$%+& 卜舫济的社论也因
"言简意赅%辞达而雅# *熊月之!周武编 %$%+%
被学生们奉为英文圭臬%成为大家争相效仿的
对象&

%' 世纪初%小说-戏剧已成为西方文学的主
流文体& 约大的英文教学也以小说-戏剧两类文
学作品为主& 这样的安排%大大提高了小说和戏
剧在学生心中的地位%学生们不再以小说和戏剧
为末流%除用英文写小说外%还积极创作中文小
说%并投稿于小说专栏& '约翰声(等校刊也积极
发挥作用%不仅刊载学生创作的小说%还多次开展
小说竞赛%鼓励学生进行创作&

&]&] 年前%'约翰声(上已刊载多篇学生创作
的英文小说以及诗歌& 这些作品%除用英文创作
外%很多在思想和创作手法上都明显受到西方文学
的影响& 如署名为Y@:d/>IPiE@:> 的学生 &]&`,
&]&]年在'约翰声(英文版上发表小说 & 篇,,,
'渔夫之女(*"5671:?6780;>h?T;@I6978#+.诗歌 %
篇,,,'十四行诗( *"4A/>>79#+-'静谧的夜(
*"567A:<7>9W:I69#+,,,论说文 & 篇,,,'忏悔(
*"Z7N7>9;>.7#+& 其中小说'渔夫之女(明显受
到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的影响%不仅以华
兹华斯的诗歌 '迈克尔( *cC:.6;7<R4F;?9/8;<
F/70e+中的名句作为引子%行文也明显受到其
"自然#创作观的影响.诗歌'十四行诗(%模仿莎
士比亚十四行诗而作.'静谧的夜(带有欧洲浪漫
主义诗歌风貌.论说文'忏悔(引用了大量西方
经典&

就中文创作而言%&]&] 年以前%文言文仍是
约大校刊上中文文章的主流%但已显现出西方文
学影响下的新文学萌芽& 如小说'侠女奇事(%兼
采中西%形式上依然是中国传统章回小说体式%以

"话说66#开头%一回结尾处有"欲知此人是谁%
且看下回分解#%采用的是第三者全知视角.但语
言方面已经白话化%故事也发生在"欧洲东边一
个很强的国#*无殇 "'+&

这一时期%约大校刊上的翻译作品以小说为
多%成就也较高%几乎都为名家作品%有的甚至具
有开创性& 如'志学报(上严通多翻译的马克!
吐温*C;8Q 5J;:>+作品'俄皇独语( *3"*!̂%'O,
0.1#1.;48+%是马克!吐温作品的首次中译& 该小
说通过沙皇在晨浴后赤裸着身体私下里发出的自

白%直接讽刺了沙皇的统治%具有反专制的倾向&
此外一些译作前冠以侦探小说-寓言小说-言情小
说等字%用以强调此小说的类别%也是对西方小说
分类观念的引进和运用&

西方文学教育对学生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小

说-诗歌等创作上%更体现在语言文学思想上&
&]'` 年%'约翰声(上的英文文章'剧场之影响
力(*"567K>)<@7>.7/)567;987#+讨论了中国戏剧
的现状和改良%作者认为好的戏剧有利于启发民
智%剧场有类似学校的教化功能%因此亟须改良中
国戏剧%重视演剧者和剧本& 林语堂就读约大期
间%曾任'约翰声(英文编辑%并发表多篇英文文
章& 其中'汉语字母( *"567=6:>7?74<N6;L79#+
在充分肯定中国传统文学文化价值的基础上%指
出中国书面语文言分离的弊端%以西方语言为参
照%提出应将官话字母化%并将其推广为民族共同
语& 晚清以来%受西方文化影响%汉字过于复杂且
文言分离一直饱受语言改革者的诟病%林语堂就
自身中西文学习的感受谈了当时的热点问题.
'中国小说(*"=6:>7?71:.9:/>#+一文则从中西方
爱情文学的巨大差异入手%说明中国传统知识分
子对小说的偏见& 他希望出现中国的狄更斯来改
变小说在中国的状况%并强调只有中国的小说拥
有了严肃和高贵的写作目的%才能发挥它的重要
作用和价值& 正是出于这样的表现%有学者认为%
林语堂在约大期间形成的语言观和文学观%不仅
"是当时圣约翰校园文化气氛的一个重要部分#%
更是"林语堂在/五四0及其之后的语言和文学实
践的一种内在源头#*凤媛 ]&+&

除了校刊作为西方文学传播-实践的重要阵
地%约大学生的演剧活动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也
有重要意义& 近代"学校演剧是中国戏剧运动的
摇篮#*光未然 %(+%而"中国之有大学生演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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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约翰大学始# *钟欣志 %(+& 早在 &#]" 年 "
月%在卜舫济的倡议下%约大学生就成立了演剧
团%在同年 ` 月的学年结业式上%以全英文演出了
莎剧'威尼斯商人(中法庭审判一出& 这是目前
约大乃至中国有记录的最早的学生演剧&

约大最初的戏剧演出一般在 ` 月份的结业式
上%以英文演出莎剧%这与学校一直设有"莎士比
亚剧本课#不无关系& 随着戏剧演出在学生中的
影响日益增强%热爱戏剧的学生也越来越多&
&]'_ 年%约大学生成立莎士比亚研究会%"每星期
六聚会一次%宣读莎氏剧本一种# *圣约翰大学
]+& 剧团和莎士比亚研究会等学生社团与活动%
是对"莎士比亚剧本课#课堂所学的很好的实践%
增强了学生对莎士比亚戏剧的理解以及对西方戏

剧表演的认识&
从 &#]] 年开始%约大学生每年会于圣诞前夜

演出戏剧以示庆祝& 为了营造圣诞欢乐的气氛%
一般演出喜剧%有时为学生创作的中国剧%有时为
改编的外国剧%均以中文演出& 可见他们不再满
足于只表演莎剧%而开始运用所学创作中文剧本&
在学校以及约大颇具影响力的校友团的大力支持

下%毕业典礼和圣诞节前夜的演剧活动成了约大
每年的必备节目&

约大学生的戏剧表演是现代戏剧的肇始%他
们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现代戏剧史的进程%是现代
戏剧运动史上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他们的戏剧
表演带动了上海其他教会学校以及新式学堂戏剧

表演的风气%使得学生演剧蔚然成风& 早在 &]&(
年出版的'新剧史!春秋(篇首就有如下记载)
"上海基督教约翰书院%创始演剧%徐汇公学踵而
效之&#很快%上海很多学校都有了自己的戏剧
社%而这些戏剧社经常走出校园%在社会上进行公
益性质的赈灾演出%这些演出"带动了社会其他
团体如沪学会-群学会-青年会-益友会-公益会等
跟进%纷纷成立剧社演剧%一时上海的素人演剧愈
演愈烈%大有星火燎原之势#*黄爱华 ]'+& 学生
们的戏剧演出活动也得到了上海多家报纸的广泛

报道%在社会上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如前所述%除演出西方戏剧外%约大学生也会

自编中文戏剧进行表演%&]&] 年之前演出的自编
中文剧有'官场丑史( '社会改良( '怪新娘(等%
大多为时事剧%"摭拾时事而成#& 如 &]'" 年末
演出的'社会改良(%真实地表达了学生们对当时

人们吸食鸦片-赌博-裹脚-迷信等社会不良风俗
的不满%以及迫切改良社会的愿望& 这是国内首
次以"改良#冠名戏剧%有学者认为该剧很可能直
接影响了 &]'` 年 % 月"开明演剧会#演出的以
"改良#为名的六大新剧*黄爱华 %%,%$+&

约大学子颇以肇始新剧为豪%曾煦伯曾在
'约翰声(上发表'剧谈(一文%他认为)"剧虽小
道%然于人心风俗%实具有潜移默化之功%此泰西
学子之所以乐此不疲也& 我国自欧风东渐%文化
日开%演剧者之声价亦随之以日高& 顾以莘莘学
子%现身舞台%我圣约翰大学%实滥之觞&# *%'+
&]&# 年'约翰年刊(所载'演剧团记(也写道)"中
国新剧%圣约翰大学实滥之觞%剧界前辈咸能道
之&#*熊月之!周武编 %$$+演剧实践的兴盛%对
扩大戏剧这一文体样式在知识阶层的影响起到了

积极的推进作用&
除了开近代戏剧表演风气之先外%不少约大

毕业生成了各新式学堂的教师%将约大戏剧表演
的风气发扬光大& 如上海民立中学的教职员大部
分是约大毕业生或留学归来人员%该校亦非常重
视英语教育%也是上海较早进行戏剧表演的学校
之一& 被早期话剧的重要人物朱双云视为"实开
今日剧社之先声#的汪优游%在该校就读期间%便
经常参加学生演剧.民国文明戏作家和演员周瘦
鹃也曾就读于该校& &]&' 年开始担任清华大学
副校长的周诒春%早年毕业于约大%学生时期就参
加过莎剧演出%在清华任职期间%他积极推动学生
演剧活动%使得清华园演剧活动也非常频繁%仅
"&]&$,&]%' 年的八年中有记载的演剧达 `` 次%
如加上没有记载的不在百场以下#*张玲霞 ($+&
闻名中日的春柳社创办者李叔同留日之前就读的

上海南洋公学*该校初期教师亦多来自圣约翰等
新式学校+%早在 &]'' 年已有学生表演戏剧的记
录& 李叔同"在学校学习期间%已表现出对戏剧
的深厚兴趣和天赋# *王越 &$&+%不仅给上海学
会编演过新戏%还登台演过京剧'叭蜡庙(%可见
他在去日本之前%就已经受到上海学生演剧风气
的影响& 去日本后%他又吸收了日本新派剧的理
念%这才有了春柳社在日本轰动一时的'茶花女(
表演& 春柳社演'茶花女(%是为国内百年一遇的
大水灾而进行的义演%这一点也是继承了上海学
生剧社赈灾义演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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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暂未见'文素(相关资料%很可能并未成功发行%
又或已遗佚&
$ 此年%作文科与文学科分开%单独开设课程&
% 约大除医学部外%学制一般为四年%分为初级-中级-上
级-高级%分别对应大一至大四&
& 因章程上使用的中译作者及书名不太规范%经常有同
一作者同一作品在不同学年翻译不一致的情况%因此笔
者统一用现代较通行的翻译& 以下采用同样的处理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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