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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画传》

前言

司徒雷登其人其事⋯⋯邵著《传教士教育家大使：司徒雷登与中美关系》述评    在研究司徒雷登的诸
多专著中，有一部是不能不提的，它就是邵玉铭的《传教士教育家大使：司徒雷登与中美关系》。    
邵氏为中国的留美学者，专攻中美关系和美国外交史，1968年，他在芝加哥大学攻读期间，就认定以
“是一个中国人又是一个美国人”的司徒雷登为其将来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而着重以司徒传教士和
教育家生涯为重点。1975年，他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司徒雷登：一个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的思想和
生活(1876-1941)》。后来，在美国圣母大学马里兰大学、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等机构就职时，又撰
写了《司徒雷登与20世纪中美关系》等学术著作。因此我们可以说，邵氏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即司
徒雷登去世后不几年即关注其人其事并以他为研究对象的第一位中国学者。    回到台湾以后，邵氏在
从政之余，仍不忘他的研究。斯时，他的研究重点转入司徒雷登的驻华大使阶段，他对这段时间的中
美关系、美苏关系、国共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能从此一阶段起，邵氏已经有了再写一部完整反
映司徒雷登和中美关系著作的想法，所以，他就一方面修改和补充自己的博士论文，另一方面广泛搜
集涉及司徒大使生涯前后的纵向和横向的中外史料，加以分析和考证。为了专心研究，他甚至辞去了
公职。1991年，他将自己用英文写成的研究成果送往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学会，获得了该学会同意
后，于1992年正式出版，书名为《一个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司徒雷登与中美关系》，以下简称《司徒
雷登与中美关系，列人哈佛大学东亚丛书第158种，全书381页，约20余万字。    从1975年邵氏完成了以
司徒雷登为对象的博士论文，到1992年他又出版了司徒雷登和中美关系的学术专著，这中间隔了17年
，凸显了作者治学之严谨。    《司徒雷登与中美关系》出版以后，好评甚多，如美国哈佛大学出版评
审委员会认为这是“一本令人震撼之作，它非常透彻地阐述了美国与东亚问互动关系中一个深具影响
力的人物”。哈佛东亚研究学会并推荐本书参加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学术著作奖和美国亚洲学会李文
森学术著作奖。一个中国人用非母语英文撰写的著作能够被提名参加美国著名的学术著作奖项，就此
而言也见证了作者的功力。    英文版主要是给西方人士阅读的，然邵著研究的对象是在华50年深为中
国人民所熟知的司徒雷登以及中美关系，因此，中文版不可或缺。好在作者本人也深知这个问题的重
要性，他在2000年以后曾多次往来于海峡两岸，并到了昔日的燕园即今天的北大，在燕园他有了一些
触景而发的感叹：“想要中国人民了解燕大及司徒先生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贡献”。最终，中国台湾的
九歌出版社应允将中文版出版，从英文版的问世到中文版的推出，间隔了11年，对学术界而言，这是
一个迟到的喜悦。    对于迄今已逾200年的中美关系，作者将它分为四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宗
教，这中间也涵盖外交、军事、教育、思想。而对于司徒雷登其人，作者认为从司徒传教士、教育家
、外交家三个身份来看，他的一生历经中美关系上述四个方面中的三个，即政治、文化、宗教。因此
，与其他美国人相比，司徒的这种经历“在二百余年中美关系中无人出其右，他可说是一个涉猎中美
各层面关系最广最深的人。    而对司徒雷登一生经历中的三个身份的影响，作者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传教士和教育家是褒多于贬，而外交家却是毁多于誉。换言之，就是司徒雷登是一个成功的传教士
和教育家，却是一个失败的外交家。    笔者认为，作者的定位是准确的，而全书有了这个概括，关心
司徒和中美关系的读者们可以在作者的导引之下，进入了书中。  在全书写作的侧重面上，作者是有
所不同的。传教士和教育家两部分约占五分之二，这部分主要是对其昔日博士论文内容的扩充，而外
交家部分则占五分之三，为全书着力之重点。这也与作者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研究方向有关。1982
年，作者以英文写就1949年后美国与中共的关系暨司徒雷登在其中所起作用的论文，发表于英国《中
国季刊》，后来，该文的中译文又以《司徒雷登暨1949年美国与中共寻求和解秘辛——美国是否另一
次“在中国失掉机会”?》为题，发表于台北《传记文学》之上。这可以认为是作者检讨司徒大使生涯
之开端，而此前的1979年、1980年、1981年，他已先后将其用英文写就的论文《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
九年美苏与国共四角关系之研究与检讨》等译成中文发表于《传记文学》。这些论文后来结集成《中
美关系研究论文集》一书。内容以时间顺序包括了宗教与美国对华扩张主义、20世纪中美关系中的假
想与事实、1945年至1949年美国苏联与国共四角关系等课题研究成果。而这些研究成果有些也被作者
运用到了《司徒雷登与中美关系》之中，为人们，尤其是中国的学者，提供了另一种角度的思维方法
。    我们再从邵著之章节设计来分析作者匠心所在。    全书共分三部14章，第一部和第二部共7章(第
一部2章，第二部5章)是关于司徒的传教士和教育家部分，重点着眼于第二部燕京年代(1919—1941)，
其中第6章司徒与中国政局(1925—1937)和第7章司徒与抗日战争(1937—1941)的见解和分析颇有历史深
度，可与司氏回忆录中相关内容参照阅读。第三部外交家部分共7章，重点是1946年至1949年司徒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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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画传》

驻华大使阶段，此阶段在书中共占4章，一年一个章节，如第9章司徒与马歇尔使华(1946)，第10章希
望外交(1947)，第11章坚忍外交(1948)，第12章传教士外交官的坎坷路(1949)。之所以如此设计，说明
此一阶段中外留有史料较多及作者对此期的研究兴趣。    通阅邵著，我觉得其中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
来思考。司徒雷登与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有一种精神联系，除了两人在出身背景上都
系西欧苏格兰一爱尔兰后裔、都系南长老会牧师家庭以外，对中国的认识竟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包括
对袁世凯，对。二十一条”，对。兰辛～石井协定”等等。    众所周知。威尔逊以标榜自由主义和理
想主义出名，他主张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曾得到了包括激进和温和的中国知识分子陈独秀和胡适等
人的推崇，也使他在中国获得了“仅次于孔老夫子和中国古代圣君”的景仰。然而，尽管威氏理论上
认为日本是个穷兵黩武的国家，而出于美国现实利益的考虑，他在巴黎和会上却又指示与会的美国代
表团向日本让步，从而被认为是出卖了中国的利益，五四运动也由此而发，也使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一
大批人对美国失望而转向了苏俄。    司徒雷登恰恰是五四运动发生后不久从南京来到北京，接任燕京
大学校长的，司徒同情五四运动，站在爱国学生一边．并提出防止日本侵华的四大支柱——民主、威
尔逊、美国、传教士。用这种美国模式来抗击日本是否有效我们姑且不论，但司氏这种拥华反日的理
念，其后却贯穿了他在华的岁月。    对于司徒雷登创办的燕京大学，人们对它评价很高。其实，用司
徒自己的一句话似乎就可以概括：。燕大是融汇(中西)两大文明永恒价值的综合体”。这是一种世界
主义的看法，故我们把司徒称之为“世界公民”也未尝不可。    当然，我们也注意邵氏在对司徒任燕
大校务长期间的一段介绍，即燕大有过8年之内更换过4位校长和代校长的记录。这说明了什么?作者以
司徒和第一位燕大华人校长吴雷川的关系为例，说明两人的关系并非十分融洽，关键在于作为校务长
的司徒仍牢牢抓住校务实权不肯放手，吴氏只是名义上的一校之长。结论可以各不相同，就看你从什
么角度出发，而作者的结论似较符合实际，即司徒的做法主要还是出于维护学校财务支持及与美国教
会的关系作出的考量。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司徒一度拟请孔祥熙担任燕大校长的动机了。    对1925
年上海的“五卅惨案”，美国政府与英国等国保持了一致，在华13所美国教会大学中，上海圣约翰大
学校长卜舫济甚至无视约大中国师生们的民族感情，从而引发部分师生离校自立光华大学。而与卜氏
同为教会大学校长的司徒却公开表示同情燕大师生支持上海工人的声明，还建议美国政府利用这个机
会放弃在华的不平等条约。    事实上，作为美国侨民，司徒在许多问题上与美国官方的立场是不一致
的(如他在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前后，站在中国民众一边，与美国驻华公使麦克墨瑞发生冲突，
并在燕大校园为“三一八”死难的燕大女学生魏士毅立纪念碑)，这也可以解释他任驻华大使以后的种
种举措为什么和一般的职业外交官相异。    关于司徒与蒋介石的关系，本书所提到的一则史料是我所
见过的其他研究司氏的著作中所没有的。这就是1937年3月司徒曾应蒋介石之请，为其《西安半月记
》(陈布雷执笔)的英文版作序，这一则史料当时知者甚多，不知后来的研究者为何视而不见，而作者
注意到了。其实，它为司蒋关系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司徒在1937年北平沦陷后，曾四度前往国民政
府的陪都重庆，其目的是调停中日战争。作为基督徒，司徒相信人性的善恶转化均在一念之间。他认
为日本政府和军方也有主和者，对“和平”会作出明智的选择，而妥协是交战双方唯一的出路。他与
华北伪政权的王克敏、王揖唐等私交很好，认为汉奸其实并不忠于日本。对于这一段史实，笔者将邵
著与林孟熹的《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及其他相关论述参照来读，就可以从另一角度来解释日本侵华
以后的中日关系绝非非黑即白，这其中其实还存在着许多灰色地带，对这些地带的探究和发掘对搞清
历史复杂的各面真相无疑是有利的。    司徒雷登的大使生涯是本书的重点。    在军人出身的美国驻华
大使赫尔利辞职以后，原来的继任人是接史迪威职的军人魏德迈，而魏氏本人也想做，蒋介石也希望
他做，为什么后来成了司徒雷登?这和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关系有关，马氏看中司徒是一个为国共两党
和中国民众都能接受的人物，能协助自己在调停国共两党关系上发挥较大的作用。然而，马歇尔看中
的司徒，却不为蒋介石所看好⋯。    司徒任大使后的第一项工作是评估“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这份
由民社党领袖张君劢起草的“政协宪草”与国民党按照孙中山“遗教”制定的“五五宪草”有很大的
差异，它更接近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宪理念，司徒和马歇尔都认为这是一部民主的宪法，蒋介石对
宪法也表示认可(尽管其后他又表示后悔并在其日记中多有流露)，最终，宪法得以在“制宪国民大会
”上通过，从而成为中华民国的正式宪法。40年后，在台湾开放“党禁”、“报禁”的一个法源就是
出自这部宪法。    司徒不是职业外交官，因此，他的某些做法显得“缺乏现实感”(资中筠语)。比如
，他提出了“中美苏和平理论”。认为中国在政治上可效法美国，而在经济上则可仿效苏联，所以，
国共两党应尽快组织联合政府。他这番说辞在中国第三方面知识分子中间曾经出现共鸣，但就实际政
治的操作层面而言，却不具可行性。而现实是国共和谈并非国共两党之主动，而是美苏促成的，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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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对其中两个核心问题即“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无法达成共识。所以美苏一旦对峙，国共
和谈一定破裂。    国共内战终于爆发，邵著第10章名为“希望外交”即意在分析马歇尔调停失败离华
以后的1947年司徒的设想，这种设想按照作者的分析，是包括“蒋仍是希望所寄”和“反对让中国人
‘自作自受”两个层面。    然而，让司徒料想不到的是，他所希望的蒋介石却是“敷衍司徒”(王世杰
语)，而原因据王氏分析出在傅泾波身上。    1948年是国共决战胜负关键之年，国民党败势已显。司徒
对蒋介石的态度也有了变化，特别是在桂系的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之后，他对国民党内的某些地方实
力派如傅作义、李宗仁、自崇禧、李济深等人有了兴趣，最后，他希望蒋退休，让上面这些人来掌握
国民党的权力，并与中共组成“联合政府”．而这种被本书作者命名为“坚忍外交”却注定了要以失
败而告终。    1949年4月24日后，司徒留在南京，并与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接触。关于他未能成行的北
平之行，后人作有多种解读。本书作者认为，中共与美国之间此时并没有所谓的“坐失良机”之事，
因此，所谓司徒若能成行北平，“恐怕亚洲的历史都已改写”的说法应属臆测。    对于司徒雷登回忆
录最后三章是否其本人观点的问题，作者依据自己的判断，对照美苏冷战与国共对立的时代，燕大结
束前后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作了分析，结论是该三章虽系霍恩贝克代笔，但反映的思想和观点，
应属司徒本人。笔者在此还想补充一点，即司徒此时的观点思想，与胡适为其回忆录撰写的“导言“
颇有相似之处。而造成这一切者，只能归结于彼时那个冷战和热战(朝鲜战争)相互交映的时代。    在
本书的英文版里，作者曾引用《魏德迈报告》中一则关于已故傅泾波的负面材料，被林孟熹指为：“
随意更改、夸张，有失严谨治学之训。且引发傅泾波次女傅铎若的不满，应该说，在人物的评价中，
这一类的纠葛以至引发法律诉讼者很多，产生的原因也很复杂，不一而论。我在阅读中文版时，注意
到邵氏对此事已加以解释并于注释中详加说明，这表现了作为一个学者负责任的态度。其实，对人和
事物的评价，由于各自所处的环境不同，可以有不同乃至相反的评价，本不足为奇，只要不是确凿的
恶意诽谤，可以各说并存。但对涉及私德之处，应持慎重态度。    由于海峡两岸图书交往并不对等，
我直到2009年方才读到邵氏这部大作，作为学术著作，它给我的总体印象是严谨的，可说是笔笔有出
处，在这部20余万字的著作中，注释就达963条，由此可见作者的治学功力，对研究司徒雷登而言，可
说是开山之作，因为司徒回美后，就似乎已被人遗忘了，回忆录出版后也是反响平平。倒是有邵玉铭
这样一位学者在关注着他，以他的一生事业为自己的研究方向，锲而不合，从博士论文到学术专著，
从英文版到中文版，并带动了其后的研究与思考。    走笔至此，如果说本书有什么瑕疵的话，那就是
中文版的注释似也能译成中文为好，这样可以更大限度地方便对司徒有兴趣的读者来检索和思考。    
最后，在两岸交流通达的今天，笔者希望两岸的出版机构通力合作，使本书的中文简体字本能早日面
世。

Page 4



《司徒雷登画传》

内容概要

《司徒雷登画传》内容简介：美国人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Stuart，1876-1962）是一位在近现代中美
关系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2008年，司徒的骨灰安葬中国杭州并经媒体报导后，更增加了人们对这
位曾经“别了”、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美国人的历史人物的探究兴趣。本书图文并茂，以图为主，其
中包括司徒家人提供的从未公开过的照片，既有史料价值，也有收藏价值。本书是作者继《走近司徒
雷登》之后的又一力作，较之前书更为全方位地介绍了司徒雷登的一生及其所处的时代，图片近300张
，比《走近》增加200多张，着重撰写图片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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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画传》

作者简介

沈建中，原籍江苏常州，出生于北京，现供职于杭州某纪念馆。曾在《民国档案》《档案与史学》《
文史精华》《团结报》《近代史资料》《老照片》《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晋阳学刊》等发表
近现代历史人物史料史实研究文章三十余篇。以发掘尘封历史史料，还原历史人物真相为研究方向。
曾出版《司徒雷登与西湖》、《走近司徒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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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画传》

书籍目录

代前言 司徒雷登其人其事 一 家世背景 二 中国——美国——中国 三 兴办燕京大学 四 实现了的梦想 五 
传教士外交家 六 晚年岁月 七 魂兮归来 附录一 司徒雷登年谱简编（1876—1962） 附录二 司徒雷登骨灰
安葬前后大事记（1972—2011）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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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兴办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的历史要上溯自1916年，这一年，在北京城内的基督教汇
文大学和城外通州的华北协和大学依照在美国纽约的托事部议决“在北京创设基督教联合大学一所”
的精神，实现了联合，并组建了新学校的校董会。1920年，华北协和神学院和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也并
入了这所新的学校，学校设男、女两部，分设在北京东南角的盔甲厂和东城灯市口佟府夹道，两地的
规模都不大，学生的人数也很少，水准也不过相当于专科的程度。 1918年12月，纽约托事部决定聘请
司徒雷登为这所合并后的学校的校长。 1919年初，司徒来到了民国政府的首都北京，他遇到的首要问
题就是学校的“正名”问题。在司徒的建议下，董事会聘请了蔡元培、王宠惠、傅增湘、吴雷川、胡
适等五位中国学者组成校名专门委员会，最终，由华籍的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诚静怡提议的“燕
京大学”之名，得到了学者们的热烈赞成。曾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还为燕京大学题写了校名
，这种教俗合作的精神，也体现了司徒作为教育家工作的一个特点。 司徒雷登说，他决定“用新的教
育试验的办法，兴办一所教会大学。”鉴于燕大现有校舍的情况，他确定了建一个全新校园的计划。
为此，司徒骑着一辆自行车，穿行在北京西直门至西山之间，最后，在西郊的海淀，他看到了自己的
理想。于是，司徒请山东齐鲁大学的哈利·鲁斯（Harry W.Luce，路思义）做燕大副校长，专司赴美
国筹款。最后，经过努力，他们得到了铝业大王霍尔的遗产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 建校工
作，次第展开。司徒雷登说：“我喜欢在建筑上采用中式的外部结构，用现代的内部装修相结合的办
法，以此作为中国文化和现代知识精华的象征。”于是，司徒请了亨利·墨菲（Henry.K.Murphy）为
总建筑师。墨菲是中国教会大学“宫殿化”倾向的代表人物，后来被聘为国民政府建筑顾问。在主持
燕大建筑设计之前，他已经完成了其“宫殿化”的定型作品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的建筑设计。经过在北
京的观察和研究，墨菲的燕大校园设计采用了中国宫殿形式建设教学大楼，采用中国庙宇形式建筑校
门，移植了华表和石狮等中国建筑元素作为校园装饰，这种将西方的工程技术与中国的建筑形式完美
结合的产物，是中西建筑之外特定的建筑语言，它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体西用”，是墨菲“宫殿化
”建筑的艺术典范，也符合司徒雷登的文化观和哲学观。最终，贝公楼、穆楼、适楼等88座中西合璧
式的建筑加上优美的环境区划，陆续完工推出。 1926年6月，司徒雷登50岁，“从头做起”的燕京大
学迁至海淀新址。1929年10月，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新校舍落成典礼，从此，“临湖轩”、“未名湖
”等这些与司徒雷登有关的名词就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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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8年我在撰写《走近司徒雷登》一书的过程中，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丛书的主编冯克力兄说
我发给他的由美国傅氏姐弟提供的司徒雷登的照片清晰度都不错，建议我可以再编一本关于司徒的画
传，以照片为主，围绕照片写点文字。克力兄不愧是研究老照片的行家里手，他的这几句颇具内行的
话倒还真的激起了我的热情。    于是，就开始操作起来。但真正做起来，发现难度还真不小。比如在
图片的说明方面，手头的照片大多没有说明，有也仅仅是一句话。因此，有些照片的时代需要考证，
人物需要考证。每张照片要有一个确定的标题，若干照片要组成一个单元，在当今这样一个信息快捷
的读图时代．考证以后还必不可少地要有“链接”，以满足人们“爆炸”的求知欲，这个过程对我来
说真比写一本纯文字的司徒雷登传记还要费心，个中经历的艰辛只有我自己才知道，几次想打退堂鼓
，但最终还是坚持下来了，因为，我对作为“世界公民”的司徒雷登这个人物有兴趣。    编书过程中
，我与已故傅泾波先生(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的子女们多有接触。二女傅铎若女士对司徒雷登那
份执著的感情，三女傅海澜女士来往中美两国，捐赠司徒遗物和文献不求报酬，唯一的要求是各受捐
单位要做到物为所用，资源共享；四子傅履仁将军身患绝症，生命的最后时刻，终于完成了将司徒雷
登骨灰归葬杭州。姐弟三人对“司徒爷爷”的一往情深，深深地感动了我，也使我在诠释这一张张的
图片之中，力图挖掘其中所蕴涵着的普世的、人性的因素，并且以一种客观、理性、包容的叙述，来
看待司徒雷登及其时代的人和事。    书编完了，至于是否合乎人们的需求，则要请亲爱的读者们来评
判了。    感谢国仲元、王瑞智两位先生的鼓励和推荐，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北京启真馆能玉成此事，
也感谢陈杰小弟一如既往的帮助。    沈建中    2012年8月

Pag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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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司徒雷登画传》编辑推荐：历史人物往往只因为一个瞬间而被人记住，司徒雷登在中国人的脑海里
，就恐怕是一副狼狈返回美国的模样。这本画传颠覆了我对他的印象，也会细细猜想他离开中国时的
五味杂陈，毕竟他生于这块土地，父母和两个弟弟都葬于此地，他投入满腔热血创办的燕大也在这里
。美国，中国，到底何处是故乡，何处是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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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成功的教育家，失败的外交家，与其说是一个美国人，不如说是一个中国人~
2、能帮助我们多了解了解那段历史
3、第一手资料和照片多，很是吸引人。司徒雷登已然是半个中国人了。
4、这本书里呈现的老照片有不少都很珍贵，要说它有收藏价值，我是同意的。作者给图片做注当然
也是力气活，很不容易了，但里头还是存在一些比较明显的错误，最明显的一条是“司徒雷登与友人
泛舟于未名湖”，该图无论如何也不能是未名湖，最大的可能是现在已经消失了的高水湖。
5、还真是个“画”传，照片不错
6、一个见证中国进程，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国内内战，一个美国人，生活在中国，教育家，一个
为中国做了好多工作，有信仰的人。燕京大学培养好多的人
7、可悲的燕京大学，传奇的司徒雷登。用图片说话，文字凝练。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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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摘自杭州日报文/散木上几代中国人，都知道有《别了，司徒雷登》这篇宏文。它出自共和国最高
领袖那汪洋恣肆的手笔。“别了”的宣告，传达的不仅是胜利者与一个“老外”（美国驻华大使）的
告别，实是宣告上世纪世界政治体系在中国的解体，也即列强和世界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终于从1840年
的“来了”到了1949年的“别了”，而那个“老外”所代表的美国，在中国、在远东遭受到了它无法
理解的失败。那是历史的拐点，一个新世纪的到来。忽如一夜，这个“别了”的“老外”，终于完成
了他的夙愿：去世多年后，他的骨灰回到了出生地杭州，“叶落归根”了。这里有怎样的故事、怎样
的玄妙，怎样的诡异，请看这本《司徒雷登画传》。作者沈建中是杭州文史工作者和爱好者，长期搜
集和研究关于司徒雷登的史料，之前曾出版《司徒雷登与西湖》《走近司徒雷登》等书。司徒雷登安
葬于杭州安贤园之后，在美国的傅氏姐弟（司徒雷登生前“私人秘书”傅泾波的子女）又向杭州有关
部门捐献了司徒雷登的许多历史照片。傅氏子女的热诚，深深感动了沈建中，也促使他在诠释这些图
片时力图挖掘其中所蕴“普世的、人性的因素”。远离了时代硝烟后，我们才能对历史有更本真的认
识和理解。司徒雷登，究竟是“帝国主义”的一个化身，还是一个标榜“世界公民”而对中国人有着
同情的美国人？或者是带有双重色彩的历史人物？这当然需要人们去仔细认知和讨论，不管如何，正
如《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作者林孟熹所说：“整个二十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
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于是
，“走近”其人，就是对于历史的尊重。从“别了”到“又回来”，人们终于没有忘怀这位传教士的
儿子，这位会说一口地道杭州话的“老外”，这位熟谙中国经史子集的异教徒，这位发自内心欣赏儒
家人道主义思想又极力推崇孟子、墨子和王阳明的汉学家，这位宣扬“人类大同”的布道者和神父，
这位民国燕京大学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蓄”的校长，这位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抗战而入狱的外国
人（在日本宪兵监狱中遭拘禁长达三年有余），这位美国《时代》周刊称为“有可能是目前中国最受
敬重的美国人”，这位“冷战”前后的尴尬人，以及美国退出中国的“罪人”，晚年以清教徒的生活
方式度过余生的畸零人——他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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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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