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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祝贺耿有权教授主编的《郭秉文教育思想研究》隆重

出版！

郭秉文这个名字我早就听说过，特别是上世纪８０年代我在

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时就得知他是从哥大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

位中国学生。我们当年在哥大读书时中国学生还不太多，莫不

以郭秉文作为我们的杰出校友和楷模而感到骄傲。但我真正把

郭秉文跟我自己联系起来还是在上个世纪末我去设在纽约曼哈

顿的华美协进社（Ｃｈｉｎ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担任语言部主任的时候。华

美协进社是美国第一个和中国文化、教育有关系的组织。成立

近９０年来，它已从一个海外中国留学生的海外之家演变为一个

专向美国民众介绍中国文化的机构。现在的工作人员，特别是

主要负责人，大都是美国人。我赴任时，当时的社长向我介绍说

华美协进社是胡适和杜威创立的。我工作一段时间后对华美协

进社的历史做了一些调查和研究，发现此话不完全对。创立华

美协进社的其实是四位人士，两位是中国人，两位是美国人。有

意思的是没有提到的那一位中国人和那一位美国人当时名气都

比胡适和杜威大。那位美国人是哥大教育学院的孟禄（Ｐａｕｌ

Ｍｏｎｒｏｅ）教授。他当时是哥大教育学院教育系系主任，而那一

位中国人则是郭秉文。郭秉文１９１４年从哥大获得博士学位时，

胡适刚刚进哥大。

１



郭秉文１９１５年学成回国，先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代校长和校长，后

任国立东南大学首任校长。１９２４年，中国政府任命郭秉文作为监管庚子赔款的

理事之一，随后他成为创建华美协进社的先驱和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１０个中

国理事之一。１９２６年华美协进社成立，郭秉文担任首任会长。当年，在美国费

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华美协进社成功地主办了中国教育展。此次展览吸引

了大批参观者，展示了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向美国人展现了前所未闻的灿烂的

中华文化以及中华文明的演变和现代教育的发展。经世博会评选，中国被授予

“全面公共教育发展”大奖，而华美协进社也被授予“独特原创展览”的荣誉奖章。

由此可见，华美协进社是由四位哥大学者创立的。有意思的是我当年在哥

大博士论文答辩时，导师安排在杜威原来的办公室进行。这样安排倒不是着意

的，只是那天没有找到其他合适的房间。我当时没有多想，后来到华美协进社工

作回忆起来觉得真是一个难得的巧合。２００４年９月，在哥伦比亚大学成立２５０

周年举办的“哥伦比亚大学与中国的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做了一个哥大

与华美协进社的报告，其中专门介绍了郭秉文的贡献。虽然我于２０１２年离开华

美协进社去联合国工作，但并没有完全脱离华美。我一直担任华美人文学会的

共同主席。人文学会主要负责华美协进社的中文活动。成立十余年来，人文学

会遍邀中美著名学者，举办了３００多场高水平的讲座，常被人们称为美国的“百

家讲坛”。这个传统也是郭秉文、胡适９０年前开创的。

几年前我结识了郭秉文在纽约的后人徐芝韵。她是美国商界名人，同时又

热衷于中国文化艺术活动。多年来她一直致力于给郭秉文“正名”的努力，现在

华美协进社的领导人终于认识到郭秉文是其最重要的创始人。大约三年前我就

向徐女士提议在２０１４年郭秉文从哥大获得博士学位１００周年之际在哥大举办

美国首次郭秉文研讨会。徐女士觉得是个好主意并开始为此会的筹备不懈地奔

走与张罗。此次盛会的召开她应当是第一功臣。

值得一提的是，三年前我和人文学会的另一位共同主席汪班先生结识了郭

秉文的外甥史济良先生。通过跟史先生的交往，我们得知郭秉文的岳父是商务

印书馆的创始人夏瑞芳。巧的是正当郭秉文１９１４年从哥大获得博士学位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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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夏瑞芳在上海不幸遇刺身亡。夏瑞芳是位传奇式的人物，为了纪念这位中国

近代出版界的巨人，我和汪班先生帮助联系写成了一本《典瑞流芳：民国大出版

家夏瑞芳》的中英文传记（作者为北美华人作家协会主席赵俊迈，译者为汪班和

东南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袁晓宁教授）。此书现已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我

们将在郭秉文研讨会前夕在哥大举办一场新书发布会和夏瑞芳逝世１００周年纪

念会。郭秉文也曾担任过商务印书馆的总编，他自然也是纪念会中重点介绍的

人物之一。

耿有权教授主编的《郭秉文教育思想研究》汇集了中国大陆和台湾第一流学

者对郭秉文的研究成果，是我看到的迄今内容最翔实的郭秉文研究论文集。相

信此著将把郭秉文对中国现代教育的贡献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再次祝贺！

　　　　　何　勇

　　 联合国中文组组长

华美协进社人文学会共同主席

２０１４年７月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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