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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四
九
年
八
月
十
九
日
，
新
華
社
刊
載

了
毛
澤
東
親
自
撰
寫
的
一
篇
時
評
，
題
為
〈
別

了
，
司
徒
雷
登
〉
。
時
值
天
地
玄
黃
之
際
，
人

民
解
放
軍
橫
渡
長
江
，
國
民
政
府
分
崩
離
析
，

美
國
國
務
院
發
表
中
美
關
係
《
白
皮
書
》
，
為

其
對
華
政
策
辯
護
。
作
為
回
應
，
毛
澤
東
連
續

撰
寫
五
篇
密
集
的
政
論
「
排
炮
」
，
以
評
價
駐

華
大
使
司
徒
雷
登
等
人
物
來
批
駁
白
宮
的
對
華

政
策
論
述
。
文
中
，
毛
澤
東
將
美
國
司
徒
雷
登

稱
為
「
美
國
侵
略
政
策
徹
底
失
敗
的
象
徵
」
，

並
無
不
戲
謔
地
指
出
：
「
司
徒
雷
登
…
…
在
中

國
有
着
廣
泛
的
社
會
聯
繫
，
在
中
國
辦
過
多
年

的
教
會
學
校
…
…
平
素
裝
着
愛
美
國
也
愛
中

國
，
頗
能
迷
惑
一
部
分
中
國
人
。
」
毛
澤
東
行

文
瀟
灑
，
嬉
笑
怒
罵
，
充
滿
了
勝
利
者
雷
霆
萬

鈞
的
氣
魄
。
隨
着
這
篇
文
章
被
收
入
大
陸
中
學

語
文
課
本
，
「
司
徒
雷
登
」
這
個
名
字
在
中
國

成
為
家
喻
戶
曉
卻
聲
名
狼
藉
的
反
派
人
物
，
與

數
年
之
後
消
亡
的
燕
京
大
學
一
同
匯
入
歷
史
的

洪
流
，
成
為
美
帝
國
主
義
文
化
侵
略
的
代
名

詞
。
與
此
同
時
，
遠
在
美
國
的
司
徒
雷
登
本

人
，
也
是
晚
景
淒
涼
，
在
物
質
窘
困
和
精
神
失

意
的
雙
重
桎
梏
下
度
過
了
最
後
十
三
個
春
秋
。

赴
京
創
辦
燕
京
大
學
　
培
育
知
識
分
子

司
徒
雷
登
在
其
回
憶
錄
《
在
華
五
十
年
》

中
，
曾
深
情
地
宣
稱
：
「
某
種
精
神
上
必
然
的

紐
帶
關
係
，
把
我
和
這
個
偉
大
的
國
家
（
中

國
）
以
及
她
偉
大
的
人
民
緊
緊
地
聯
繫
在
一

起
。
」
作
為
一
個
生
於
杭
州
、
大
半
生
在
中
國

度
過
、
擔
當
了
傳
教
士
、
教
育
家
以
及
外
交
家

等
多
種
角
色
的
司
徒
雷
登
，
其
一
生
所
繫
非
燕

京
大
學
莫
屬
。
自
清
末
民
初
，
隨
着
西
學
東
漸

的
風
潮
和
西
方
教
會
勢
力
的
擴
張
，
由
傳
教
士

創
設
的
教
會
大
學
相
繼
建
立
，
並
引
進
西
方
近

代
教
育
模
式
，
在
中
國
教
育
界
產
生
了
頗
為
深

刻
的
影
響
。
燕
大
的
成
立
，
便
是
由
美
國
教
會

在
北
京
一
帶
所
辦
的
三
所
教
會
學
校
合
併
而

成
。
一
九
一
九
年
春
天
，
司
徒
雷
登
受
聘
成
為

燕
大
首
任
校
長
，
自
此
為
燕
大
發
展
而
奔
波
。

不
少
當
事
人
回
憶
，
學
校
草
創
之
初
，
可
謂
是

篳
路
藍
縷
，
僅
有
五
間
課
室
，
學
生
不
到
百

人
，
教
員
稀
少
，
經
費
不
足
，
也
沒
有
設
備
。

司
徒
雷
登
四
處
奔
走
籌
措
經
費
，
吸
引
教
員
，

購
置
勺
園
為
新
址
，
聘
請
美
國
著
名
設
計
師
亨

利
．
墨
菲
設
計
中
西
合
璧
的
校
園
建
築
風
格
，

並
進
行
課
程
改
革
，
與
哈
佛
大
學
開
展
國
際
學

術
合
作
，
才
使
得
燕
大
脫
胎
換
骨
，
成
為
中
國

教
會
學
校
之
首
。

燕
大
校
訓
為
「
因
真
理
，
得
自
由
，
以

服
務
」
，
凸
顯
司
徒
雷
登
對
傳
教
及
世
俗
教
育

的
看
法
：
「
我
所
要
求
的
是
使
燕
大
繼
續
保
持

司徒雷登與燕京大學

涂　航

近年，中國政府努力扎根中國大地辦

大學，走出一條建設中國特色、世界

一流大學的新路，冀將中國文化與紅

色基因傳承下去。對此，作者以首任

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的經歷，點出

「司徒雷登為維持燕大自由風氣所傾

注的心血告訴我們，具有政治或宗教

動機的政府資助並非一定導致學術研

究的意識形態化。」先例在前，到底

我們應在新路上繼續前進，或是走上

教會大學中西合璧的辦學理念之路？

 ─編者

司
徒
雷
登
的
回
憶
錄
《
在
華
五
十
年
：
從
傳
教
士
到
大

使
》
。
（
資
料
圖
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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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
厚
的
基
督
教
氣
氛
和
影
響
，
而
同
時
又
使
它

不
至
成
為
宣
教
運
動
的
一
部
分
。
」
時
值
新
文

化
運
動
風
起
雲
湧
之
際
，
主
張
「
重
估
一
切
價

值
」
、
並
重
「
反
孔
」
與
「
非
耶
」
的
陳
獨
秀

等
五
四
知
識
分
子
，
將
宗
教
斥
為
騙
人
的
假

象
。
基
督
教
則
因
其
自
身
所
具
有
的
濃
郁
外
來

色
彩
以
及
和
西
方
帝
國
主
義
侵
略
的
歷
史
而
引

起
民
族
主
義
者
的
口
誅
筆
伐
。
司
徒
雷
登
的
做

法
是
，
一
方
面
不
強
求
學
生
參
加
禮
拜
等
宗
教

儀
式
，
在
課
程
設
置
、
學
術
討
論
等
方
面
允
許

自
由
地
講
述
真
理
和
科
學
，
另
一
方
面
以
「
團

契
」
為
組
織
形
式
鼓
勵
工
友
、
學
生
和
教
職
員

彼
此
友
愛
，
共
度
宗
教
生
活
。
司
徒
雷
登
認

為
，
唯
有
堅
持
「
教
育
機
構
的
宗
旨
必
須
是
教

育
」
，
而
非
公
開
的
、
以
嚴
厲
校
規
的
方
式
傳

播
福
音
，
才
能
獲
得
中
國
各
階
層
的
尊
敬
和
友

誼
，
從
而
「
將
一
種
外
來
的
制
度
根
植
在
中
國

大
地
上
」
。
由
此
，
面
對
二
十
年
代
初
愈
演
愈

烈
的
非
基
督
教
運
動
，
司
徒
雷
登
主
導
下
的
燕

大
開
始
推
行
中
國
化
，
包
括
設
立
國
學
以
及
中

國
文
化
課
程
、
聘
請
更
多
的
中
國
人
擔
任
院
系

領
導
等
，
以
適
應
民
族
主
義
高
漲
時
期
波
詭
雲

譎
的
政
治
形
勢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在
燕
大
歷

史
系
主
任
洪
業
的
領
導
下
，
燕
大
並
未
如
北

大
、
清
華
等
學
校
創
立
獨
立
的
國
學
院
，
而
是

將
中
國
研
究
融
入
已
有
的
科
系
設
置
，
讓
學
貫

中
西
的
新
一
代
中
國
史
學
家
以
世
界
主
義
的
眼

光
重
新
審
視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價
值
。

正
因
如
此
，
燕
大
在
上
世
紀
三
十
年
代
一

度
成
為
群
星
璀
璨
、
兼
收
並
蓄
的
學
術
聖
殿
。

一
九
三
四
年
，
胡
適
在
《
獨
立
評
論
》
上
，
在

〈
從
私
立
學
校
到
燕
京
大
學
〉
一
文
中
認
為
，

「
近
年
中
國
的
教
會
學
校
漸
漸
地
造
成
了
一
種

開
明
的
、
自
由
的
學
風
，
我
們
當
然
要
歸
功
於

燕
大
領
袖
之
功
。
」
胡
適
尤
其
提
到
燕
大
的
文

科
教
育
得
到
美
國
鋁
業
大
王
霍
爾
的
資
金
捐
助

後
，
與
哈
佛
大
學
合
作
成
立
燕
京
學
社
，
因
其

優
厚
的
資
金
而
吸
引
眾
多
中
國
文
史
學
者
競
相

加
盟
。
與
此
相
比
，
國
立
大
學
無
論
是
教
學
環

境
還
是
薪
資
待
遇
，
都
相
形
見
絀
。
對
此
，
顧

頡
剛
有
詳
細
的
回
憶
：
「
當
時
北
大
欠
薪
太

多
，
生
活
太
苦
，
我
回
北
京
後
，
就
去
了
美
國

教
會
辦
的
燕
京
大
學
。
燕
大
待
遇
很
優
厚
，
每

個
月
給
我
二
百
四
十
元
工
資
，
房
子
、
電
燈
、

電
話
等
等
，
都
不
要
錢
，
生
活
很
好
，
我
於
是

可
以
每
日
寫
作
。
」
三
十
年
代
中
期
，
北
京
各

個
國
立
大
學
由
於
政
局
動
盪
而
欠
薪
嚴
重
，
而

燕
大
則
因
其
得
天
獨
厚
的
政
治
和
財
政
優
勢
得

以
招
徠
一
大
批
學
界
翹
楚
。
根
據
學
者
陳
遠
的

統
計
，
燕
大
的
教
師
隊
伍
可
謂
是
星
光
璀
璨
，

「
既
有
國
外
歸
來
的
博
士
、
碩
士
如
洪
業
、
趙

紫
宸
、
馮
友
蘭
、
吳
文
藻
、
雷
潔
瓊
等
，
也
有

國
內
享
有
盛
名
的
學
者
如
陳
垣
、
周
作
人
、
郭

紹
虞
、
容
庚
、
顧
頡
剛
、
錢
穆
、
朱
自
清
等
，

還
有
燕
大
自
己
培
養
並
選
送
出
國
深
造
後
學
成

歸
來
的
學
者
，
如
冰
心
、
許
地
山
、
齊
思
和
、

燕
京
大
學
校
訓
為
「
因
真
理
，
得
自
由
，
以
服
務
」
，
凸
顯
司

徒
雷
登
對
傳
教
及
世
俗
教
育
的
看
法
。
（
資
料
圖
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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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
景
耀
、
侯
仁
之
等
。
」
其
中
，
國
文
系
在
出

身
翰
林
的
吳
雷
川
主
持
下
，
古
典
與
現
代
文
學

雙
榮
並
茂
，
學
生
可
以
聽
到
周
作
人
講
現
代
散

文
，
也
可
以
聽
到
馬
裕
藻
講
經
學
史
。
新
聞
系

與
密
蘇
里
大
學
新
聞
學
院
達
成
合
作
，
吸
引
了

像
埃
德
加
．
斯
諾
、
成
捨
我
、
張
友
漁
這
樣
的

資
深
記
者
和
報
人
雲
集
燕
園
。
社
會
學
系
更
是

名
聲
顯
赫
，
積
極
介
入
中
國
社
會
改
革
，
在

二
三
十
年
代
的
鄉
村
建
設
運
動
中
，
扮
演
了
重

要
的
角
色
。

亂
世
下
為
學
生
維
護
學
術
自
由

誠
然
，
燕
大
之
所
以
能
夠
在
軍
閥
混
戰
、

政
治
派
系
相
互
碾
壓
的
亂
局
之
中
獨
善
其
身
，

與
西
方
帝
國
主
義
在
舊
中
國
享
有
的
「
治
外
法

權
」
不
無
關
係
。
然
而
隨
着
三
十
年
代
中
後
期

民
族
危
機
的
日
益
加
深
，
司
徒
雷
登
相
對
寬
鬆

自
由
的
政
策
使
得
燕
大
出
人
意
料
地
成
為
激
進

主
義
的
溫
床
。
以
「
一
二
．
九
運
動
」
為
例
，

燕
大
最
早
的
共
產
黨
員
張
放
（
原
名
劉
進
中
）

曾
回
憶
道
，
由
於
燕
大
和
美
國
教
會
的
關
係
，

「
政
府
不
敢
妄
加
干
涉
，
軍
警
也
不
敢
進
校
騷

擾
，
因
此
，
共
產
黨
在
校
園
內
幾
乎
能
公
開
活

動
，
從
而
反
日
愛
國
運
動
也
蓬
勃
發
展
。
」
根

據
《
燕
大
文
史
資
料
》
的
記
載
，
在
洋
人
的
「
保

護
傘
」
庇
佑
之
下
，
不
僅
「
學
校
黨
支
部
的
活

動
很
少
遭
到
破
壞
」
，
而
且
黨
員
數
量
也
急
劇

增
加
，
「
可
能
是
北
京
各
大
學
黨
員
最
多
的
學

校
」
。
一
九
三
四
年
，
燕
大
學
生
為
反
對
蔣
介

石
的
不
抵
抗
政
策
宣
布
罷
課
，
並
和
其
他
北
京

愛
國
學
生
一
道
南
下
南
京
請
願
示
威
，
進
而
引

發
校
方
外
籍
教
員
與
學
生
之
間
的
劍
拔
弩
張
。

當
時
正
在
美
國
籌
款
的
司
徒
雷
登
返
校
之
後
，

立
即
召
開
全
校
大
會
，
宣
布
自
己
對
學
生
抗
日

愛
國
行
為
的
支
持
：
「
如
果
燕
京
學
生
沒
有
來

請
願
，
那
說
明
我
辦
教
育
幾
十
年
來
完
全
失
敗

了
。
」
根
據
燕
大
學
生
馬
紹
強
先
生
的
回
憶
，

校
長
「
態
度
真
誠
，
聲
調
懇
切
，
眼
中
潮
潤
着
，

淚
水
似
乎
就
要
掉
下
來
」
，
令
師
生
動
容
，
就

此
化
解
一
場
危
局
。
盧
溝
橋
事
變
之
後
，
燕
大

在
淪
陷
區
堅
持
辦
學
，
司
徒
雷
登
斡
旋
於
日

本
、
偽
軍
、
國
軍
等
多
方
勢
力
之
間
，
以
燕
大

是
美
國
財
產
為
由
堅
決
反
對
日
軍
入
校
搜
捕
進

步
學
生
，
並
且
暗
地
裏
為
有
志
願
前
去
解
放
區

或
大
後
方
的
師
生
提
供
便
利
。

司
徒
雷
登
面
對
學
生
運
動
所
採
取
的
包

容
與
其
他
教
會
大
學
形
成
了
鮮
明
的
對
比
。
例

如
，
同
樣
享
有
盛
譽
的
「
東
方
哈
佛
」
上
海
聖

約
翰
大
學
便
以
其
校
長
卜
舫
濟
的
強
硬
作
風
而

聞
名
。
一
九
二
五
年
「
五
卅
慘
案
」
爆
發
之
後
，

聖
約
翰
的
愛
國
師
生
一
時
間
群
情
激
奮
，
迅
速

組
織
學
生
會
，
以
罷
課
聲
援
死
難
同
胞
，
引
來

校
方
彈
壓
。
六
月
二
日
晚
，
學
生
會
決
定
次
日

清
晨
吹
號
召
集
全
體
學
生
下
半
旗
致
哀
。
不
料

儀
式
進
行
到
一
半
，
遭
到
校
長
的
干
預
。
卜
舫

濟
認
為
此
舉
無
異
於
政
治
表
態
，
恐
引
發
英
美

邦
交
爭
端
，
遂
親
自
到
操
場
將
半
旗
奪
走
，
隨

即
引
發
眾
怒
。
根
據
錢
基
博
的
回
憶
：
卜
舫
濟

「
登
壇
宣
布
解
散
，
令
學
生
即
遠
出
校
，
不
許

逗
留
，
作
政
治
運
動
」
。
經
此
干
預
，
學
生
情

緒
難
以
控
制
：
「
三
呼
民
國
萬
歲
，
悲
憤
至
於

慟
哭
。
」
此
後
，
部
分
師
生
宣
布
脫
離
聖
約
翰

大
學
，
創
辦
光
華
大
學
與
母
校
分
庭
抗
禮
。
此

外
，
延
宕
多
年
的
立
案
爭
端
使
聖
約
翰
大
學
一

度
被
推
到
輿
論
的
風
口
浪
尖
。
在
收
回
教
育
權

運
動
的
影
響
之
下
，
民
國
政
府
多
次
要
求
外
國

人
在
華
辦
學
必
須
向
政
府
立
案
，
受
中
華
民
國

教
育
部
的
監
督
，
且
特
別
規
定
不
得
強
迫
學
生

參
加
宗
教
儀
式
。
卜
舫
濟
雖
多
有
妥
協
之
舉
，

卻
始
終
認
為
向
政
府
屈
服
將
無
法
保
持
學
校
的

宗
教
特
性
，
因
此
拒
絕
立
案
，
以
至
於
聖
約
翰

長
時
間
作
為
一
所
「
非
法
」
的
大
學
而
備
受
責

難
，
其
畢
業
生
也
無
法
受
到
政
府
的
聘
用
。

縱
觀
聖
約
翰
的
衰
弱
，
卜
校
長
的
耿
直

立
場
固
然
可
貴
：
職
責
所
在
，
一
所
教
會
學
校

在
政
治
衝
突
應
當
嚴
守
中
立
，
維
持
其
宗
教
特

性
，
抵
制
政
府
「
黨
化
」
教
育
的
政
治
宣
傳
。

與
此
相
比
，
司
徒
雷
登
的
處
理
方
式
則
更
具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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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家
的
手
腕
。
在
他
的
執
掌
之
下
，
燕
大
不
僅

早
於
一
九
二
九
年
便
完
成
了
立
案
申
請
，
而
且

在
歷
次
學
生
運
動
中
均
能
夠
泰
然
處
之
，
維
持

政
治
與
學
術
、
激
進
與
保
守
、
民
族
主
義
與
世

界
主
義
之
間
的
微
妙
平
衡
。

中
西
合
璧
辦
學
理
念
值
得
借
鑑
？

一
九
四
九
年
八
月
二
日
，
司
徒
雷
登
在
隨

行
人
員
的
陪
同
下
，
乘
坐
美
國
運
輸
機
離
開
南

京
，
踏
上
了
返
鄉
之
旅
。
早
在
半
年
之
前
，
燕

大
已
在
校
長
盧
志
韋
的
領
導
下
迎
接
解
放
。
隨

着
朝
鮮
戰
爭
的
爆
發
，
中
美
關
係
惡
化
，
十
三

所
曾
經
由
美
國
傳
教
士
主
持
的
基
督
教
新
教
大

學
成
為
政
治
批
判
的
對
象
，
燕
園
中
掀
起
了

「
思
想
改
造
」
的
浪
潮
。
一
九
五
二
年
，
燕
大

在
院
系
調
整
中
被
拆
分
，
其
校
園
也
歸
北
大
所

有
。
在
隨
後
漫
長
的
歲
月
裏
，
有
關
燕
大
的
歷

史
記
憶
一
度
煙
消
雲
散
。
對
於
教
會
大
學
的
消

亡
，
不
少
學
者
認
為
，
是
因
其
濃
烈
的
外
來
宗

教
色
彩
而
容
易
在
狂
飆
突
進
的
民
族
主
義
運
動

中
受
到
衝
擊
。
即
便
如
此
，
司
徒
雷
登
推
行
的

中
國
化
政
策
說
明
它
山
之
石
可
以
攻
玉
，
洋
大

學
的
本
色
並
未
影
響
燕
大
在
國
學
研
究
方
面
斐

然
的
成
績
，
「
文
化
帝
國
主
義
」
的
指
控
又
何

嘗
不
是
誅
心
之
論
？
燕
大
的
關
閉
並
非
由
於
其

辦
學
宗
旨
上
的
失
誤
，
而
是
受
到
國
際
冷
戰
局

司 徒 雷 登 生 平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美國基督教長老會

傳教士、外交官、教育家。

1876 年出生於中國杭州天水堂教士住宅，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國的美南

長老會傳教士。1887 年回美國弗吉尼亞州讀書，1899 年進入神學院，加入

了「學生海外志願傳教運動」組織。1902 年被按立為牧師。

1904 年與艾琳結婚，後攜妻子回到杭州，學習漢語，跟隨父親到中國

許多地方布道，成了第二代美南長老會傳教士。1908 年到南京金陵神學院

執教，為希臘文教授。1910 年，任南京教會事業委員會主席。辛亥革命時

兼任美國新聞界聯合通訊社駐南京特約記者。

1918 年下半年，美國南北長老會正式向司徒雷登下達了命令，讓他籌

辦「一所新的綜合性大學」，1919 年春天出任燕京大學首位校長。1921 年，

受聘為中國教會教育調查團成員。

1930 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授予他榮譽文學博士學位。1933 年獲美國

總統羅斯福召見，聽取他對中國時局的意見。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他

因拒絕與日軍合作，被日軍關在集中營，直到日本投降後才獲釋。

1945 年，獲釋後的司徒雷登繼任燕大校長（後為校務長）。1946 年 7

月 11 日出任美國駐華大使，同年被當時的國民政府授予杭州市榮譽市民 。

1949年4月，解放軍攻佔南京，他沒有隨國民政府南下廣州，留在當地。

1949 年 8 月 2 日離開中國返回美國，隨即退休。

1949年 8月 19日，《人民日報》刊發了毛澤東的〈別了，司徒雷登〉，

將司徒雷登作為美國的象徵而極盡諷刺，說他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

象徵」。回到美國後，他先被美國國務院下了「禁言令」，後來又被麥卡錫

主義者騷擾。患了腦血栓，導致半身不遂和失語症。

1962 年 9 月 19 日，司徒雷登因心臟病發在華盛頓去世，終年 86 歲。

2008 年 11 月 17 日，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於杭州半山安賢園。

勢
的
牽
連
。
司
徒
雷
登
為
維
持
燕
大
自
由
風
氣

所
傾
注
的
心
血
告
訴
我
們
，
具
有
政
治
或
宗
教

動
機
的
政
府
資
助
並
非
一
定
導
致
學
術
研
究
的

意
識
形
態
化
。
相
反
，
處
處
提
防
政
治
滲
透
，

逢
人
就
質
問
權
力
、
陰
謀
、
動
機
，
反
而
容
易

導
致
學
術
場
域
的
政
治
化
，
凸
顯
文
化
的
不
自

信
。
當
今
中
國
政
府
極
力
提
倡
建
設
「
具
有
中

國
特
色
的
世
界
一
流
大
學
」
，
教
會
大
學
中
西

合
璧
的
辦
學
理
念
是
否
可
以
成
為
值
得
借
鑑
的

歷
史
先
例
？
身
後
是
非
誰
管
得
。

二○
○

八
年
，
司
徒
雷
登
的
骨
灰
遷
葬
杭

州
，
安
放
於
半
山
安
賢
園
中
，
墓
碑
上
只
有
短

短
幾
個
字
：
「
燕
京
大
學
首
任
校
長
」
。
老
校

長
最
終
魂
歸
故
土
，
而
燕
大
的
歷
史
遺
產
仍
有

待
後
人
發
掘
。

（
作
者
為
新
加
坡
國
立
大
學
助
理
教

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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