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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

!热烈欢迎"# 实际上却常常受
到质疑# 甚至被惯于调侃东方
主义的恶趣味所讽刺讥诮 #即
便这些还算不上彻头彻尾的敌
意$比如#发表于

!"!#

年%校友
季刊&!伊利诺伊大学中国留学
生" 专栏的一份报告竟然这样
写道'

早些时候! 还从未听说过

有人想过招收中国学生" 在那

个年代! 中国完全是个恐怖的

代名词!其国民是#野人蛮族$!

其前景黯如地狱% 想象一下我

校的某位先驱&&在和中国人

见面时&&尽管对方也能履行

真正的美式礼仪! 发自内心而

又热情适度! 但中国学生的手

实在是又小又细!手指修长!一

触生凉! 甚至可以说是一击即

碎&&这种握手可不像罗斯福

与 塔 夫 脱 那 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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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陈六琯 (土木工程学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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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遭遇也很能说明
问题$ 他以二战时期担任重庆
附近一座大型机场建设的总工
程师而闻名于世 #而这座用于
供美军 !空中堡垒 "巨型轰炸
机起降的机场 #完全是在缺乏
现代科技含量的情况下 #由征
募而来的数万名农民一手一
脚所建造 $ 就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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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曾到
访重庆的美国文豪海明威在
目睹了建设现场之后 #都盛赞
这样一项伟大工程的总设计
师无愧于中国英雄主义代言人
的称号$但就是这位杰出人物#

学生时代每次在伊利诺伊大学
的学生中心就餐时# 都会遭到
白人学生的冷遇$事实上#即便
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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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厄巴那*香槟地
区依然有超过

"A

℅的房东不
愿意把房子出租给外国留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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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重重困难并未阻挡
留学的脚步# 截至第一次世界
大战爆发前夕# 中国留学生已
经成为伊利诺伊大学人数最多
的留学生群体# 其余则多来自
日本,巴西,菲律宾和印度+ 随
着在校学生日益国际化# 为了
帮助中国及其他国家的留学生
更好地适应美国的学术环境 #

詹姆斯校长于
!"!?

年建立了
!外国学生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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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升
格为!外国留学生院")#这也被
视做他为伊利诺伊大学留下的

最重要的遗产之一+ 值得注意
的是# 他坚持安排一位对外国
文化有过亲身体验的的教职人
员(而非行政人员)来担任办事
处的主管+ 一位以外语教学法
知名的拉丁语教授詹姆斯-西
摩成为首席人选+ 为了彰显这
个位置的重要性# 詹姆斯校长
甚至还给西摩教授增加了

?##

美元的薪酬 (后来增幅提高到
W##

美元)+ 作为一名本身就博
学敬业的学者# 再加上詹姆斯
校长的大力支持# 西摩教授放
手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举措 #比
如开设语言扩展课程# 提供一
对一的语言教学服务# 以及建
立遍布全城的寄宿家庭制度 +

另外# 他还花费了大量时间与
各国留学生交流他们在适应美

国生活过程中遇到的难点 #从
而使 !外国学生办事处"(几乎
等同于 !中国学生俱乐部")成
为一个让中国留学生倍感亲切
的温馨家园+ 该办事处的成功
也促使美国其他高校在接下来
的几年内陆续建立了类似机
构# 以便为广大留学生提供建
议和帮助 + 而西摩本人则在
!"A!

年接受了中国毕业生的邀
请#用两年时间赴华游历#并在
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组织了
类似的英语培训课程+

二

埃德蒙-詹姆斯校长通过

这些创新举措来招收和培养中
国学生# 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
展 # 同时伊利诺伊大学也在
!"!#

到
!"A#

年代成为那些渴
望探索西方文化精神的中国学
生的留学圣地 + 而继任者大
卫-金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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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 此前曾经担任过伊
利诺伊大学的研究生院院长和
副校长# 对学校一直以来发展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工作重点
了如指掌# 因此也在最大程度
上沿袭了前任校长的开创性政
策+ 虽然他本身并未获得新的
建树# 但他始终密切关注中国
毕业生在国内的职业发展状
况# 并成为首位访华的美国大
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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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金利卸任后
随即展开亚洲之行# 涉足若干
个中国城市# 并在返美后向新
任 校 长 哈 里-蔡 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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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 ) 提交
了一份详尽的报告# 介绍他对
刚刚访问过的几所中国顶尖学
府的考察心得以及对中国教育
发展现状的由衷看法+ 尽管伊
利诺伊大学一直与中国保持着
密切联系# 但这份材料直到今
天仍是校方领导所撰写的关于
中国的唯一一份官方报告+ 如
果说埃德蒙-詹姆斯以一种颇
具传教士精神的理想主义# 寄
希望于美国能在中国的的现代
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那么
大卫-金利则在其报告中呈现
出有所保留的乐观态度+ 当时
的中国既饱受西方列强的操
控# 又被日本不断在满洲增兵
所侵扰# 广大知识分子身上普
遍存在着强烈的反帝倾向和民
族情绪# 而金利对中美关系的
清醒认识就植根于访华期间的
这些亲身体验+

此次访问应该是由一些素
有威望的中国校友安排打理
的+ 实际上#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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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直至
!"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国内一直活跃着一个名为 !伊
利诺伊大学校友会" 的民间组
织#并在诸多核心城市如上海,

北京 ,天津 ,广州以及重庆 (抗
日战争期间)等设有分部+不少
校友会成员都在中国的现代化
发展和中美关系增进方面起到
了决定性作用#王景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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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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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受伍廷芳选荐来
到伊利诺伊大学求学并获得铁
路工程学硕士学位# 两年后又
在大卫-金利的指导下获得经
济学博士学位+当时#留学生在
美国很难得到助学金和实习机
会# 时任校长的詹姆斯和导师
金利都曾动用私人关系帮他筹
措#包括在学校讲授一门%东方
文化&的课程#以及在芝加哥火
车站进行一次实习+ 而王景春
学成归国的年代# 中国的铁路
系统不仅规模小# 并且由于长
期被西方诸列强和日本侵略者

所分别管控# 难免显得七零八
落,各自为营+为了国家的整体
发展与经济现代化# 王景春誓
要夺回中国铁路主权# 并对整
个铁路交通系统进行重组和翻
修+ 正直的人格品性和深厚的
专业学养为他赢得了 !中国施
政三杰之一"的美誉+他与导师
金利多年保持联系# 在全力推
动中美文化交流方面与其师相
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如设
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中国教育
代表团承担着管理全部在美中
国留学生的重任# 而他在数年
间都担任该组织的负责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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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景春 "中国

第一位铁路管理博士 #"!中国

时报 $%文学专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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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极具影响力的校友
则是被称为中国!棉纱大王"的
穆藕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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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生于
上海一个从事棉花业的小商人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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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赴美留学时已年
届

??

岁#五年后收获伊利诺伊
大学农学学士学位# 此后又在
德克萨斯州农工学院取得棉花
科硕士学位+ 怀揣建立现代纺
织工业的梦想# 他甫一回国便
尝试开设了三家棉纺厂# 将此
前在美国学到的关于棉籽和棉
纺业科学管理的知识投入实际
应用# 而这两者都需要进行大
量的本土化实践# 为此他也和
其他棉花种植与生产方面的同
行分享自己的经验成果+另外#

他还发起建立了位于上海的华
商纱布交易所和中华劝工银
行# 以加强棉纺织市场的规范
性与稳定性+可惜#他的棉纺事
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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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日本的加速入
侵而备受打击+ 纵观其整个职
业生涯# 穆藕初都算得上是伊
利诺伊大学的忠实校友# 不仅
一直和大卫-金利保持联系#还
自毕业之初就加入了校友会 #

并慷慨解囊予以资助+同时#他
也致力于推动校友会在中国的
发展# 多年担任留美归国学生
联合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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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王景春和穆藕初为代表
的伊利诺伊大学校友会成员 #

在大卫-金利访华期间给予了
热情招待+ 二人不仅为其举办
了数场盛大的宴会# 更全程陪
伴#贯穿始终+或许是通过近距
离的交流#大卫-金利才惊讶地
发现 #归国留学生们如果不能

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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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批庚款留学美国的中国留学生

合影"一排左二为竺可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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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席在美国檀香山举行的太平洋商务

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合影"左一为穆藕初"其时距他从

美国学成归国已有八年'八年中他一面经营纱厂"一

面不遗余力推介最新的管理思想和植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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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李安 (右一 )毕

业于伊利诺伊

大学'

"./1.

年 " 严东生在

燕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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