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有一所高校名为 !中
国大学"#在美国高等教育新闻
网站!高等教育界"去年发表的
一篇文章中$ 作者将伊利诺伊
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称为
!中国大学伊利诺伊分校"& 她
之所以赋予其如此醒目的别
号$ 是为了凸显这所州立旗舰
大学中国留学生大规模增长的
现状& 新世纪以来赴美留学的
中国学生群体迅速膨胀$ 现已
占据美国高校国际生源的最大
份额$ 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

香槟分校正好同步见证了这个
趋势& 其本科生中的中国学生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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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研究生 $ 该校拥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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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中国学生$ 成为全美高
等教育机构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大
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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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伊利诺伊分校"

的称号
6

除上述作者本意之外$

还可以衍生出另一层含义 $唤
起谙熟于这所大学对华交流史
的人们的某些悠久记忆& 这段
历史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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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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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间$ 当时全球的政治格局尚处
于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
掌控之下$特别是在亚太地区$

中美关系相对而言微不足道 &

伊利诺伊大学与中国展开的交
流互动反映了当时中美关系中
的很多议题%%%从美国教育的
理想主义与全球化憧憬到国际
关系与种族主义& 本文致力于
探究伊利诺伊大学发展对华关
系的最初构想和目标$ 以及迄
今为止的实现情况& 这段历史
揭示出高等教育作为一种软实
力$ 在美国与东亚地区的关系
中$ 曾经扮演了怎样矛盾而暧
昧的特殊角色&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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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中国在鸦片战争
中战败$ 帝国主义的打击和满
清王朝的乱局导致中国此后陷
入连串危机之中& 不到半个世
纪$ 中国又在甲午战争中遭遇
惨败$欧洲诸强蜂起瓜分中国$

让曾经立于世界之巅的 !中华
帝国"跌落谷底$沦为帝国主义

列强利益争夺的牺牲品& 西方
列强按照财富和权力重新制订
国际规则$当此遽变之下$坚持
传统价值以维系自身的文化属
性$ 还是学习现代技术来提高
国家的安全保障$ 这二者之间
如何取舍平衡$ 成为中国思想
先驱和知识精英们不断讨论的
议题& 这些思想交锋常常伴随
着激烈的政治斗争$ 而正是通
过这个过程$ 早期的现代化追
求终于成为中国的主流话语 $

其标志便是张之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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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提出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的
口号&这种具有现代性的!体用
观"$既承认西方科学技术的优
越性$ 又不动摇中国文化传统
的唯一性& 虽然关于何为中国
!本质"的问题在中国现代文化
史和思想史上是一个经久不衰
的辩题$但暂将其搁置不论$自
从中国开始向西方重点学习机
械* 技术以及商业方面的先进
知识$ 中美之间的文化关系便
发生了改变&

到了
%'((

年$随着美西战
争告捷进而取得对菲律宾的统
治权$ 美国跻身世界帝国主义
列强的第一梯队& 只不过由于
其外交和军事力量集中于拉丁
美洲$ 它在亚洲的存在感和影
响力还十分有限& 正当诸强竞
相争夺在中国的经济利益之
际$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海
(

C=25 A.<6%'#'

%

%(")

)提出了
!门户开放 "政策 $旨在确保所
有国家在华享受平等的投资和
贸易机会$ 无论是否已经获得
本国的势力范围(例如$日本在
中国东北$ 英国在华中地区)&

对当时尚未如英* 日一般拥有
势力范围的美国而言$ 获得国
际社会对该政策的认可就显得
至关重要& 而帝国主义列强的
默许(特别是来自日本的$因其
!公认"的在太平洋地区的强大
影响力)$ 则在美国的政客*传
教士* 商人和教师群体中激起
与中国深入发展商贸及其他双
边关系的强烈需求& 正是基于
这种国际背景$ 伊利诺伊大学
开始在亚太地区建立关联并无
形中影响了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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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 伊利诺伊大学
在富于开创精神的校长埃德
蒙+詹姆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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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任)领导下$逐渐发展成为一所
国家级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 &

初时$ 詹姆斯踌躇满志地来到
厄巴纳%香槟市$ 力图将伊利
诺伊大学建设成为跻身美国高
等教育联盟* 与哈佛大学并驾
齐驱的公立大学&与此同时$他
也希望通过教育来扩大美国在
全世界的文化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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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

校长对伊利诺伊大学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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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版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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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詹姆斯
在担任校长仅仅两年之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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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就与一些颇具影响力
的在华传教士和舆论领袖共同

上书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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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主部分退还美国政府
依据

%("%

年与清政府签订的
,辛丑条约 -所获得的 !庚子赔
款"$并用于帮助中国政府发展
现代(美式)教育&

为什么偏偏是
%("I

年呢#

原本罗斯福政府的太平洋战略
更重视支持日本在东亚地区的
扩张壮大$ 清王朝统治下的中
国只能叨陪末座&然而$爆发于
%(")

年海内外华人圈的!抵制
美货运动"$使罗斯福不得不重
新考虑美国的亚洲政策& 在此
之前$ 经过二十余年排外情绪
的酝酿$美国国会于

%''!

年颁
布了 ,排华法案 -$不仅十年之
内禁止中国劳工入境$ 更剥夺

了中国移民获得美国公民的权
利$甚至在

%("&

年还将该法案
无限期延长& 尽管来自中国的
学者* 商人和官员在表面上得
到豁免$ 但实际上一旦入境便
难逃美方工作人员的持续侮辱
与骚扰&受此影响$中国各大城
市的知识分子和商界人士组织
了一场如火如荼的全国性运
动$ 以拒买美货的方式来宣泄
国人对美国种族歧视政策和排
华行径的愤慨& 鉴于中方对美
国种族主义的强烈反感$ 罗斯
福总统将这场反美运动视为中
国民族主义崛起的信号$ 并开
始寻求改善中美关系的全新途
径 & (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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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
斯 (

J:12D: AK LE,12

$

%'&)

%

%(#!

$中文名!明恩溥"$其关于
中国文化和社会的著作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了

!"

世纪初美国社
会对中国的认知)到白宫敦促美
国政府返还部分 !庚子赔款"用
于教育事业的同时$ 埃德蒙+詹
姆斯校长也向罗斯福总统提交
了一封与亚瑟+史密斯不谋而合
的信函& 这封信集中表达了!改
造"中国的信念$被史密斯收录
在其颇受读者欢迎的著作 ,今
日 中 国 与 美 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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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经常
被人引用& 教育在!门户开放"

时期的中美关系中具有极为重
要的意义$其原因正如埃德蒙+
詹姆斯曾写到的$ 就在于教育
的力量能掌控中国下一代人的
心智和思维.

哪个国家舍得付出一定的

成本来投入对当代中国青年的

教育事业!它必将获得道德"知

识和商业领域内的巨大回报 #

$$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 !

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 $$如

果美国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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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发现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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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诺伊大学在中美关系中的角色
傅葆石

伊利诺伊大学与中国展开的交流互动反映了当时中美关系中的很多议题!!!从美国教育的理想主
义与全球化憧憬到国际关系与种族主义" 探究伊利诺伊大学发展对华关系的最初构想和目标#以及
迄今为止的实现情况#有助于揭示出高等教育作为一种$软实力%#在美国与东亚地区的关系中#曾
经扮演了怎样矛盾而暧昧的特殊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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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担任伊利诺伊大学

校长*

#

亚瑟)史密斯 !

中文名"明恩溥$!美国

公理会教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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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来华传教!先后居住于

天津+山东+河北等地!

广泛接触中国各阶层

人群!尤其熟悉下层农

民生活*一生著述十余

种! 均与中国有关!在

国际上享有盛誉 * 其

中!,中国人的素质-初

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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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被公认

为世界上研究中国国

民性最早+最详尽的著

作!先后被译为法+德+

日等多国文字!影响深

广*该书对百余年前包

括鲁迅在内的中国留

日学生构成强烈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