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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功用大矣：她能让

-，历名培心中学、正

秋，文化积淀深厚；

＼l活力；2000年被江

‘三星级高中!一个

至江苏省、全国的教

篇
皂大量史料、邀请各 五

过徐州五中这块园 ：，弘扬传统，珍惜目

育界

界人

地的

前。

2002年的7月1日，抱持着热情与执著，我由曹昭海校长手中接下了徐州

五中后半个世纪的又一棒。我深知：从此须以全副精力投入这个充满希望与挑。

战的团队，须和每位同仁一起付出心力、共享每份成果，无论朝阳夕日，无论晴

好风寒，只因这是历史的选择!

值建校100周年之际，在87周年校志的基础上，回顾100年来徐州五中发

展的光辉历程，展望未来徐州五中发展的光辉前景，对于激励我校师生员工，肩

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谱写未来五中辉煌灿烂的篇章，无疑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2004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组织校志编写成员投入工作，他们通过查阅史

料、走访校友、召开座谈会、发函联系等，收集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看着

一幅幅照片、·张张图表和一页页文字，我忽然觉得它们共同传递出强有力的

信息，那就是一个充满着思想性和感悟力的学习型学校似乎诞生了，因为本次

撰写校志的杨宪东、严国年、刘遵理、周英等同仁，以及留下各种宝贵资料和提

供各种线索的朋友，起初就以文化传承为己任，以校本资源开发为要旨；因为如

今徐州五中正致力于学习型学校的建立，倡导师生在良好阅读的习惯中不断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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囝讯言
华，正在由大校向强校迈进

一尽可能核实，其中艰辛雠

无法感受其中的意蕴和价，0

付出艰辛劳动编写校志的4

百年校庆，昭示着往者

们借百年校庆之机，继续深

抓质量，脚踏实地谋发展，

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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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比书献给——

为徐州五中教育事业做出贡献自勺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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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章 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办学时期
(1905～1932) ，

第一节培心书院(190s～1919)

}

p的起源，当从建立于1905年的徐州培心书院开始。

雪历史上是个重要年份。 ‘＼坚守旅顺口的俄国守军向日军投降，5月赶来支援的俄国强大的远东舰队

詈

巨全歼，在中国土地上交战的日俄战争以日胜俄败的结果告终。新兴的东

览胜了被视为庞然大物的西方列强——俄国。这一事变对国人震动很大，

再因非止一个，但当时人们相信国体的优劣是根本原因。7于是“立宪”可以

亡图存的舆论骤然占了上风，立宪运动兴起“乃如万顷洪涛，奔流倒注，一

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从1894年底孙中山在海外创办中国第

兴中会”以来，随着国内新式教育迅速发展，出国留学盛极一时，与中国传

上历史舞台。1905年8月，经过孙中山、黄兴等人的多方努力，将分散的革命小团体联合， 口

终于正式成立了统一的、具有革命政党性质的“中国同盟会”。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孙中山

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原本分散的革命力量汇集一

处，革命派空前壮大，。革命风潮，一日千丈”。

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科举”。早在洋务运动时期，近代新式教育就开始在中国出现，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科举制对薪式教育、对社会发展的束缚越来越明显，1905年9月，张之

洞、袁世凯、赵尔巽、周馥、岑春煊、端方等将军、督抚会衔上奏，要求立即停开科举。他们警

告说：“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奠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清廷

当月即谕令废除已有千余年历史的科举制度。这确实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有人认为

“言其重要，直无异于古之废封建、开阡陌”。

这一切都表明时风发生了重大变化，人心思变，人心日新，革故鼎新的思潮风起云涌；中

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开始加速。随着封建制度文化的倾颓，传统教育日渐式微，新式教育有了

更好的发育空间。开设西方科学课程和英语课程的新式学校渐渐受到城市里开明人士的欢

迎。尽管早在1901年8月清廷就颁布了《兴学昭书》，1902"--,1904年间又颁布了《壬寅·癸

卯学制》，表示要兴办新式学堂；然而短时期内中国落后的封建教育体制还没有足够能力满

足这种新的社会需求，于是已经有几十年办学历史的教会学校系统得到了很大发展，很多新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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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办学时期‘1905～1932》

的教会学校应运而生填补了这一空间。徐州培心书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培心书院的成立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江苏徐州府城西门内一所由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兴办的新
式学校——培心书院宣告成立o。

堵心书院成立的确切年代，《徐州府志》(赵明奇主编新千年整理全本，中华书局2001年

版)，《徐州百年大事记》(徐州档案馆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版)、《徐州民族宗教

志》均有记载；现存的一块曾镶嵌于堵心书院楼前墙壁上的石刻匾额上刻有：培心书院光绪

岁次乙巳建立(1905)。更是培心书院成立年代的确凿证据。

下面这块石匾曾经嵌在培心书院楼上。现被收藏在徐州五中校史馆。

培心书院的成立在全国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但在徐州。却是地方文化教育事业的一
4 件大事。联系徐州师范学堂成立于1906年、省立十中(徐州一中的前身)成立于1917年的

史实，可以确认：培心书院是徐州市成立最早的新式中等学按。从此，这所学校开始经历20

世纪百年风雨的考验．虽屡经坎坷踬踣，然弦歌不辍、薪火相传，发展为今天的徐州市第五中

学}从此，这一块土地上，书声琅琅，文明浸澜，钟灵毓秀；从此，近一百年同数以万计的彭城

子弟，乃至来自徐州周边苏鲁豫皖10余县的学子．因在这里受到教育而改变了人生，从这里

走向远方，走上自己人生寻梦的历程。

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一切叉离不开偶然的机缘。

三、培心书院的创办者和捐助者

培心书院的创办者葛马可(Mark B．grier)是一位来自美国的传教士，受荛国的基督教

(新教)加尔文宗教南长老会。派遣。于1895年来华。葛马可的来华与19世纪末期在美国

0赵明奇主编t橡娴府击·卷五，c纪事表，≥笨338页(薪千年整理全奉，中华书局2001年碰，．

0美国南长老击：基督载(新敏)加尔文宗的教会．由教徒推选长老管理教会．故棒。十六世纪产生

分布于英美等国．美南长老会在中国的布教匿．主要在江苏、浙江两省，分为旺南差会和缸北整会两部分

老会属于江|B羞鲁．差套为西方备置基督薮(新救)派遣井组织传教士在华进行传教活动的组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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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志愿参加海外宣教”的运动有关，这个运动得到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动
●

粤业生在接受二——三年神学教育之后，派往海外宣教地从事教会兴办的

据美国波士顿大学博士王忠欣著《传教与教育》一书中的统计数据：1886

，美国学生志愿运动兴盛期间派出的8140名传教士中共有2524人来到中

F这一批由大学生组成的传教士队伍。

斗记载：葛马可出生在美国南部，毕业于南长老会主办的大学和神学院，毕

≥案立为牧师，公元1895年被派遣来华。他最初到的地方应该是山东济

长老会的江北差会宣教区，1896年葛马可在济宁与美国女传教士耐蒂·

)nald M．D，中文名“葛璧玺”)结婚，葛璧玺应当也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

℃史资料》20期有一篇文章中称：葛马可夫人，医学硕士)，她以医生兼传教

奎活了几十年。结婚后，夫妻同来徐州传教，据《徐州民族宗教志》一书记

有另一位美国传教士白秀生。在此之前白秀生曾来过徐州，第一次被百姓

白秀生化了装，装扮成中国人，还在背后拖了一条假辫子，住在徐州北关的

章教，身份还是不能公开，因而难以长久立足。1896年葛马可夫妇在徐州 ‘＼日守备衙门废址购得一块地，建教堂公开传教。可以说葛马可是第一位在’

竺I∈的基督教传教士。

耄

亏，葛马可一边传教，一边办学；葛璧玺则一边传教，一边行医。葛马可初办

!的学校，一开始学生只有几个人，都是教友子弟，教材是基督教中华教育

：。后来学生逐渐增加到十几人，课程也随之增多加深，葛马可又从山东请

叟师做助手。这样“学道班”前后办了8年。

I可从南长老会争取到一笔善款。这笔善款是一位名叫法由利亚的美国妇

笔善款的用途明确要求：‘‘欲以耶稣教(基督教新教)救中国人”。 ，

法由利亚女士是南长老会的教徒这一点可以确信无疑；但她是通过什么途径了解到中

国，以至于要把这笔款项专门用于中国(南长老会的国外传教地不只是中国)就无法得知了。 5

虽然相信基督教可以“救中国人”是出于一位教徒的宗教虔诚，但法由利亚女士对中国人的

友好和善意是明显的。这一善良的愿望帮助了葛马可牧师，他立即把这笔钱用于扩大办学，

建起了“培心书院”，葛马可自任院长。

1916年，葛马可因病返回美国，不久即病逝于美国。他的妻子葛璧玺则继续留在中国

主持“福音女诊所”为中国人看病，后来培心书院学生韩文荃上书葛璧玺，建议福音“女诊所”

易名为“坤维医院”，葛璧玺欣然同意。从此，“福音女诊所”更名为“坤维医院”(“坤维医院”

是徐州市第一个西医诊所)o。为了纪念丈夫葛马可，1919年葛璧玺捐资兴建徐州东关教

堂，并把这座教堂命名为“马可福音堂”④。葛璧玺坚韧热情地服务于“坤维医院”，赢得徐州

①学道班：组织信徒系统学习圣经道理和基本要道的学校．

⑦ 1877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大会决议由基督教在华各教派在上海联合组成学校教科书委

员会，负责为教会学校编写、组穑和出版新教材．这是中华教育会的前身。1890年第二次在华基督教传教士代表大会议

决，将原有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改组为中华教育会。中华教育会逐成为外国传教士在华教会学校的联合组织，其工作范

围从单纯编辑出版教科书扩展为对整个在华基督教教育进行指导。

④见《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院志·大事记》．

④见《徐州民族宗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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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办学时期f 1905一1932)

市民广泛的尊重与好感，据《徐州文史资料》记载：和平街西边是专看妇科病的坤维医院，由

女医生葛壁玺主持，由于她待人和善可亲，人们都敬称她“葛师蟓”0。

这是棘匡附跪内蘑璧玺曾臻住过的一座小楼

葛璧玺在中国生活刘哪一年?《徐州五中校志》<t987年版1～9页)有这样一段记载：

“徐州沦陷后，美国传教士彭永恩和葛璧玺用他们原来的培心中学和正心女子中学的校址。

以及由他衍负责的基督医院和坤维女子医院等处．开办成国际难民区，收容了城内在战时未

能走开的老弱妇女数百人。1940年眷，难民区的难民逐渐减少．荣霆华就用了正心女子中

学原址，开办了正心小学．并在小学内附设一个初中班，当时初中班只有十多个学生，且多是

女生，男生只有李卷生一人。”另外《徐州民族宗教志》记载：“民国30年(1941年，，目美太平

洋战争爆发。在徐的美籍传教士太郝事前回国。有三位外籍传教士被侵华目军送到上海集

中营关押，后经交换战俘回国。”据此椎箅葛璧玺至多于1940年底之前仍在中国(从1896年

到徐州，她在徐州生活了45年以上)，并且在中国人民最困难的时候。尽其所能于日寇的刺

刀下保护了一批徐州妇女儿童。至于后来被关进上海集中营的肴没有这位老人就不能肯定

了。

四、培心书院校址

培心书院的棱址在现在的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内。

当初葛马可购买的教会用地在清求徐州城的西门大街(民国后改称“和平街o，20世

纪90年代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北扩，把和平街包括在内)以南的一块地方，以后逐步扩

大，形成北临西门大街，南至有备巷，东西长约200米，南北宽约100米的教会甩地(也就

是徐医附院北扩前的面积t据1948年绘制的徐州城区圈)．这里是徐州府城的最西南角．

往西约百米就是府城西门，向南约100多米隔着一些民房就是徐州古城墙的西南段和城

墙以内的一道濠河了。这里建有教堂(后来教堂迁到石牌坊街重建)、福音女诊所(时称

“女医院”)和“博薪医院”(时称“男医院”)．培心书院也建在这块地方，可能没有与其他部

0见政拇钕州市叠员台立史委员会鳙#鲦州文史资料，第23辑332贞．作者赵耀煌。



这是当年培心书院学生宿舍接。照片为民国36年(1947年)豫州基督

医院开办的附设高级护士学校——镎州私立培正护士助产学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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