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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伴随着列强的铁蹄,很多传教士来到中国,名
为传经布道,实则推行文化侵略。但是,却有这样一位德国传教士,抱着拯救苍生
的淳朴念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被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所打动、所震撼,成
为中国传统文化坚定不移的捍卫者和传播者,矢志不渝,奉献终生。他,就是卫礼
贤。  
    
  在近代中德关系史上,卫礼贤的名字举足轻重,不可或缺。一个只走了57年
人生路程的德国人,却把生命中最宝贵的25年光阴留在了中国,其中的22年留在
了山东青岛。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不经意间,变成了如痴如醉的孔教徒。这其中
究竟经历了怎样艰苦、复杂而又痛苦的心路历程呢?  
    
  为了师傅的嘱托  
    
  100多年前的中国,满目疮痍,贫困落后。当时的上海,号称“冒险家的乐
园”,无数怀有各种目的、不同想法的外国人,都涌到这座令他们热血沸腾的城
市。1899年4月的一天,一艘德国劳埃德公司的蒸汽轮船,靠泊到了上海港。一位
德国青年带着几件简单的行李走下了船,德国同善会的几个传教士来迎接他。  
  他在上海教会的宿舍中小住了几天,然后换乘一艘冒着黑烟、颠簸得十分厉
害的小火轮向青岛进发。5月12日,青岛的倩影突如其来地跃出了海平线,给所有
翘首以待的来客送上了一个惊喜。  
  那一刻,谁都不会预料到,100多年之后,当德国殖民统治的印迹早已在这座
美丽的海滨城市销声匿迹的时候,卫礼贤——这个德国青年的足迹依然那样的清
晰可辨。他那生花妙笔所写就的文字,连同一座蜚声海内外的名校一道,不时唤
起人们对历史的记忆。  
  卫礼贤原名理查德·韦尔海姆,到中国后,他取汉文名字卫希圣,字礼贤。这
个汉文名字寓意不凡,由此可见他热爱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程度。  
  1873年5月10日,卫礼贤出生在德国斯图加特一个玻璃画工艺师家庭。他9岁
丧父,家境的贫寒培养了他刻苦、勤勉的性格。他在图宾根神学院毕业,当上了
牧师,其导师是当地德高望重的牧师布卢姆哈特,后来这位慈祥的老牧师成了他
的岳父。  
  1884年,一些具有自由思想的神职人员在德国建立起同善会,主张“尘世传
教”,即传播一种“非教条主义的基督教伦理”。走上神职岗位的卫礼贤追随布
卢姆哈特,投身到新型教会的活动之中。  
  1897年德国占领胶州湾,1898年《胶澳租借条约》签订,使得青岛沦为德国
的“保护领地”,山东成为其势力范围。德国报纸刊登的一则“青岛需要传教
士”的消息,吸引了布卢姆哈特和卫礼贤的目光。1899年1月19日,老牧师为自己
的女儿和卫礼贤举行了订婚仪式。当天晚上,卫礼贤就出发了,目的地是遥远而
陌生的青岛。  
  青岛给初来乍到的卫礼贤的最初印象是什么呢?“冒险的欲望充斥在新殖民
地的空气里,不多的德国人住在青岛胶州湾以南的一个小渔村,组成了一个大家
庭,大家庭常有的吵吵闹闹在这里显露无疑。旅馆和其他几座建筑尚未完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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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都住在中国渔民简陋的茅屋中。”“头一个晚上,我进卧室之时,砖地上稀
稀拉拉铺了些稻草,耗子在床下和纸糊的顶棚上吱吱叫个不停。门也锁不上,不
过我还是很快进入了梦乡。”  
  不能否认,信仰的力量在艰苦的环境中会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虔诚的基督
教徒们在这里克己修行,传播教义。在卫礼贤之前,同善会已经向青岛派遣了一
名传教士花之安,卫礼贤到了之后给花之安当助手。1899年9月,花之安染上痢
疾,不治身亡,他临终前一再嘱托卫礼贤“到中国人中间去工作”。不久,卫礼贤
也染上痢疾,由于青岛医疗条件过于简陋,教会只好安排他返回上海就医。康复
之后,他的妻子来到了上海,伉俪二人于1900年5月返回青岛。  
  花之安最大的愿望是在青岛办一所医院、建一所学校,卫礼贤替他实现了。
1900年,卫礼贤在胶州街(今胶州路)自己的寓所中开始招生讲学,翌年在武定路
建起花之安医院。  
    
  获赏四品顶戴  
    
  顶戴花翎是清朝官场身份的象征。在清朝,两三个省设一个总督,各省设巡
抚,省以下设道台、知州。道台、知州就是四品、五品官员。谁也没有想到,卫
礼贤这个刚到中国时连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的洋人,竟然会在六七年之后荣膺大
清朝的四品顶戴。  
  大清朝的顶戴可不是随意封赏的,更何况对于外国人。卫礼贤靠什么赢得了
清廷的青睐呢?那是因为他创办了一所声誉鹊起的学校——礼贤书院(今青岛九
中)。  
  一所名校必定有一个名校长。今天的青岛九中桃李满天下,追根溯源到100
多年之前,礼贤书院就已经遐迩闻名了,其名气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监督(校长)
卫礼贤。  
  卫礼贤创办礼贤书院时正当年富力强,不乏教育的激情和热情,他融汇东西
方教育理念,提倡“有教无类,一视同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方针,明确
规定“凡入校习德文的少年,必须精通中文”,这在刚刚开埠不久的青岛对华人
很有吸引力,学生报名踊跃,规模不断扩大。  
  1903年,他选择大鲍岛东山的一处幽静处所(今上海路)建设新校舍。学校分
小学、中学两部,实验器材、地图、动植物标本等教学资源,均从德国采购,与德
国学校标准完全一致,从源头上保证了教学的质量。据《胶州地区发展备忘录》
记载,这所学校特色非常鲜明,“在巩固汉语和足够的德语知识基础上,着重在算
术和地理方面培养学生,在商业技术方面则使学生在簿记、尺牍、算账、几何制
图以及基础数学等方面获得更多的实际知识,在科学方面使学生在自然科学和人
文科学方面能够入门”。礼贤书院迅速发展,不仅本地人视送子弟入学为荣,甚
至周边地区不少殷实家庭的适龄男孩也慕名前来求学。  
  卫礼贤和他的学校名声大起来了。1902年底,山东巡抚周馥访问德国占领之
下的青岛,专程前往礼贤书院参观,对学校赞不绝口。卫礼贤不失时机地当面提
出学生毕业后的前程问题,周馥慨然允诺,同意该校学生享有山东大学堂毕业生
参加的“优贡”(优秀贡生)选拔考试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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