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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考文与教会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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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敏 袁晓春

烟台，作为鸦片战争后因
不平等条约而开放的沿海港口
城市，自1 8 6 1年烟台港正式开
放后，迅速成为西方传教士由
海陆进入山东及周边省市的主
要登陆地点，传教士则以登陆
地烟台为辐射地开展了一系列
的传教工作，这其中也包括将
西方文明引入中国，促使近代
烟台在中西文化交融中快速发
展，并因此而保留下众多与西
方文明及传教士相关的历史典
故与遗迹，这其中不得不提的
就是在烟台地区较有影响的早
期教会博物馆。

博 物 馆 ，作 为 文 化 舶 来
品 ，最 早 正是出 现 在 沿 海 城
市，随 基 督 教 传 教士传 入 我
国。设立于蓬莱的登州文会馆
就是由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创
建，并成为我国第一所近现代
高等院校，也是我国最早开设
与博物馆课程内容相关的高
等院校。中文的博物馆一词，
源自希腊文Mouse i on，意思是
缪斯的神殿。世界上公认最早
的 博 物 馆 出 现 于 公 元 前 3 世
纪，为托勒密·索托受希腊文
化的影响，在埃及亚利山大城
创建。现代意义的博物馆，出
现于 1 7世纪后期。而 1 7 5 3年，
英国建成的大英博物馆，则是
世界上第一座对公众开放的
现代博物馆。中国的博物馆出
现于1 9世纪后期，最初由外国
教会创办，在山东半岛有登州
文会馆博物馆、烟台博物苑福
音堂等。通常传教士在基督教
堂内设 e x h i b i t i o n h a l l，译为
博物陈列室，这实际上就是早
期的教会博物馆。

1864年1月，美国著名传教
士狄考文、郭显德等由烟台登
陆，先后在山东半岛传教，并
在蓬莱、烟台等城市兴建教会
博物馆。必须指出的是，美国
传教士狄考文、郭显德等出于
传教目的，为吸引中国百姓进
入教堂而建立教会博物馆，进
而引导中国早期自主创办博物
馆的诞生和发展。正如狄考文
成立的登州文会馆最早引进西
方现代教育体制等一样，狄考
文等传教士在山东半岛传播基
督教的同时，也带来了现代科
学文明。传教士以传播基督教
为主业，兴办登州文会馆、登
州 文 会 馆 博 物 馆 、聋 哑 学
校——— 启喑学堂、医院、印刷
厂等各项事业为附属品，伴随
而来的是山东半岛现代文化教
育事业的快速建立及发展。

狄考文 ( 1 836-1908 )，美国
著名传教士。1 8 6 3年自美国乘
船，穿越太平洋，历经波折，前
后历时半年多于 1 8 6 4年 1月由
烟台登陆，后抵达山东登州 (蓬
莱 )，在登州城北部观音院建立
教堂，开始传教。于1864年建登
州文会馆，从早期的小学、中
学，直至1 8 8 2年被美国长老会
批准为正式的高等学校。

狄考文曾被授予神学和法
学博士学位，其知识丰富，视
野 广 阔 ，在 诸 多 领 域 颇 有 建
树。狄考文作为教育家，筹办
中国最早的高等学校——— 登州
文会馆，出版了《笔算数学》、

《代数备旨》等专业书籍。登州
文会馆的毕业生先后任教于16

个省的高等院校，为中国近现
代教育的发展留下独特的一
页。

作为传教士，他主持翻译
了 中 文 版《圣经 》，为 当 代 版

《圣经》的前身，其影响深远。
他出版了外国人学习中文的专
著《 官 话 类 编 》( M a n d a r i n
Le s son )，为近现代外国人学习
汉语的入门教材。他将电灯及
电力设施引进中国，这应该是
中华大地上最早一批点亮的电
灯和电力动力设施。此外，狄
考文等传教士，给山东半岛带
来了压水井、自行车等先进工
具。毋庸置疑，传教士在传教
的同时，以教会博物馆为平台
向当时的中国传播了近代科学
技术。

狄考文

狄考文在登州文会馆不
仅设立博物馆，同时还开设与
博物馆课程相关内容的教学。
从目前发现的史料考查，登州
文会馆开设的博物馆内容科
目，是目前中国近代学校中最
早开设含博物馆内容的教学
课程。登州文会馆的博物馆内
容 教 学 课 程 据《 文 会 馆 历史
三：学科》记载：“文会馆章程，
原定为正备两斋，正斋六年毕
业，分道学、经学、国文、算术、
历史、理化、博物暨性理、天文
诸科。”从已发现的登州文会
馆史料检索，在早期登州文会
馆 的 课 程 中 ，其 1 0 个 学 科 分
为：一、修身；二、讲经；三、中
国 文 ；四 、外 国 文 ；五 、历史；

六、算学；七、博物；八、理化；
九、法制；十、心理学。涵盖博
物馆教学内容的博物学科位
列第七位，其中包含地质学、
动物学、植物学、广博物志、百
兽图说、观物博异等。教授博
物馆内容的外籍教师有柏尔
根、维礼美森等人士。值得一
提的是柏尔根博士，曾任登州
文会馆第三任负责人，除传教
外尤其擅长教授博物馆内容
课程。曾在文会馆内“取草木
鸟兽昆虫矿石数千件，罗列一
室，作为动植物标本，学者便
之。”柏尔根所采取的这种自
然标本的陈列方式，也成为中
国早期自主创办博物馆展陈
的模仿类型。

柏尔根

狄考文最初在简陋的教堂
中设小型博物馆，因陋就简开
拓学生和登州百姓的视野，同
时作为一种传教手段，吸引百
姓来到教堂。1886年，狄考文建
起西式楼房，新教堂正式投入
使用，据《文会馆志》记载：“博
物陈列所建于学堂之前，此馆
内之大概情况也。”博物馆后
面为教堂，此外在登州文会馆
内设立藏书室、阅报室、物理
和化学实验室等，还设有观星
台 (天文台 )等设施，同时文会
馆内还配有洗澡间、发电房等
附属设施。

据狄考文的夫人艾达记
述：“登州举行府试时，大批学
子涌进城里，希望获得生员资
格，这种资格是官场必经的晋
身之阶。考生中很多人听说过
外国机器的名声，都要来证实
一下，因此狄考文博士常常就
在考生们无事的几天里和他

们在一起。最后，和这些人打
成一片的效果非常好，于是就
找到了一个地方以便把他们
集中起来，这种办法也用于中
国新年，那时所有城镇和乡村
都有休闲娱乐。在《官话类编》
有了收益之后，他就用这些钱
建造了一个大博物馆，入口开
在街面上。博物馆的一半是是
个大讲堂，大讲堂可以搞成暗
室，以便放立体幻灯或电影。
不过，这个大讲堂一般还是用
作讲堂，进来的人可以坐下来
听道，同时，先进来听经的一
帮人有专门助手领到里面的
屋子参观。里面的屋子对这些
人 来 说是多 么 神 奇 啊 ！在 这
里，一个人用一只手转动一把
小曲柄，磨谷物就像一个妇女
或一头驴子费更大的力气在
石磨上磨得一样快。在这间屋
子 里 ，有 些 箱 子 放 着 鸟 的 标
本，四周墙上挂着各种动物的
图画。更令人们惊奇的是这里
有一个人摇动大曲柄，以某种
神秘的方式使一辆小铁车先
在顶部发出火花，然后围着屋
子在一条循环铁轨上奔跑。他
们觉得奇怪，如果那个人拖着
这辆小铁车在地上转圈不是
更容易么？这件屋子头上有一
台柴油引擎，无疑使人们感到
惊奇，一台“令人毛骨悚然”的
机器，的确使他们感到震惊。
很多难以诉说的事情，都使人
们惊讶不已。这间屋子参观完
了，这些人被引导着从另一个
门出去，当汽笛鸣响表示该下
一帮人进来的时候，这些人的
眼睛都瞪得大大的，他们称这
种参观为‘开开眼’。”

1 9 0 4年，登州文会馆迁至
潍县，其留下的教会博物馆仍
然 吸 引 登 州 的 各 界 人士。据
1 9 0 9 年长老会山东差会的报
告，通过这个博物馆，每年有
12000人进入教堂听到宣教。

狄考文在长期的中国生活
中，与中国产生了深厚感情，
他在晚年给朋友的信中曾说：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有
着美好的未来。我很高兴有机
会做我所能做的，使她迈向美
好未来的事情。”狄考文先后
在山东从事传教与教育工作长
达4 5年，死后埋葬在烟台毓璜
顶长老会墓地，可以说狄考文
的一生与中国近代基督教传
播、近现代教育事业、博物馆
公益事业紧密相连。

在中国最早开设与博物馆课程内容相关的登州文会馆

隔李镇

莱山区东解甲庄村是个山青水
秀、人杰地灵、适宜人居的好地方。
据《莱山区志》记载“东解村建村于
元朝末年”。关于建村，村里百姓口
碑相传有“孙满泊、苗满山”的说法，
这是因为东解村由“孙、苗姓人在此
建村”的缘故。

据村里老人古辈相传，1958年以
前的几百年前，流经东解甲庄村南
的辛安河没有堤坝。每到汛期，河水
冲出河道，泛滥成灾，村东、南大部
分田地淹没在洪水中。百姓束手无
策，只能望洋兴叹，苦不堪言。至今，
村东地块仍有诸如“大海”、“川道”、

“长行(hang)”、“大雨湾”等称谓，当
年水患之盛可见一斑。村里仅有东
北角十几亩地不受水灾，土质肥沃，
旱涝保收，适于耕种。大约元朝末的
一天，孙姓祖先拖儿带女辗转而来，
或许这里并不是他们心目中的目的
地，或许他们四处漂泊根本没有方
向，或许他们长途跋涉疲惫不堪无
力前行，总之，孙姓祖先就在村东北
角高塂上扎下根来。他们以此为家，
刀耕火种，生生不息，繁衍至今。这
也许印证了那句老话“无孙不成
村”。现在，东解甲庄村百姓仍习惯
称村东北为“东北庄”。鉴于此，笔者
认为，东解甲庄村在叫现名之前，村
名可能就叫“东北庄”。

后来，陆续有一帮背井离乡的
苗姓人来到这里。由于村里的泊地
已被孙姓人先入为主占据了。苗姓
人只能在村北山脚下安顿下来。苗
姓人把给他们带来幸福的大山起名
为“苗山”。关于苗山，《莱山区志》是
这样记载的，“苗山，海拔145米，位于
东解甲庄村北。南北2 . 5公里，东西2

公里。此山原系苗氏所有，明末得名
苗山。”

因为孙苗两姓最早来东解村定
居，且孙姓临泊(地)而居，苗姓依山
生息。孙苗两姓和睦相处，友好互
帮。所以古辈相传有“孙(姓)满泊，苗
(姓)满山”的说法，并延续至今。现在
村里，苗姓已无后裔生活，孙姓尚有
传人，但最大的姓氏是李姓。

孙满泊 苗满山

西炮台
隔扈刚

我登上
仰姿立姿的山
铁骨铮铮的腰杆安在
先驱的堡垒
建在灰色砖石上
邻近更古老的白石遗址
有座纪念碑立于后山
松涛告诉我烈士从未走远
千百年来梦断梦连
梦想成真是
唯一心愿
古炮喑哑西炮台
一个被遗忘的烟台地标
遭遇几多惨淡
面向大海
我用有效射程
丈量眺望目光
依托坚实崖岸
点击历史时空
潮起潮落无视弹着点
坚守西炮台
我与先驱比肩
抖擞精神再不要哈欠连天
再不要哀叹汗颜
我昂首站定
在山风海风中感知春天
和太阳一起为西炮台
再铸辉煌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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