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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从优优等等生生到到县县教教育育会会长长

    宋宋传传典典学学习习用用功功，，各各科科皆皆优优，，得得到到院院长长库库寿寿宁宁夫夫妇妇的的高高
度度赏赏识识，，库库寿寿宁宁将将他他的的原原名名宋宋化化忠忠改改为为宋宋传传典典。。宋宋传传典典在在广广
德德书书院院结结业业后后，，被被留留校校任任教教，，尔尔后后又又任任教教于于海海岱岱书书院院，，继继而而
担担任任益益都都东东关关高高等等小小学学校校长长，，兼兼任任县县教教育育会会会会长长等等职职。。

  广德书院虽然是英国人办的
学校，但院内却没有英文课，地
理、历史、算术、形学、理化、
博物等课都是用中文教授的。库
寿宁还请了一名贡生张少堂，在
书院里教“五经”“四书”。
  宋传典进院后，学习非常用
功，各科考试成绩都很好，深得
院长库寿宁赏识。库寿宁认为他
很有培养前途，破例由其夫人亲
教宋传典学习英文，资助他在广
德书院上学的一切费用，并将他
的原名“化忠”改为“传典”。

  宋传典利用业余时间随库寿
宁夫人学习英文，而且学得还颇
有成绩。之后他翻译了一本书
《化学详要》，在当时我国化学
知识还比较贫乏的情况下，这部
洋书成了益都各学校争读的书
籍。因此，宋传典对库寿宁夫人
特别感恩，并呼之“师娘”。
  1898年，宋传典于广德书院
毕业时，库寿宁看中他的英文特
长，决定留他在本校任英文教
习。这一年，宋传典双喜临门，
23岁的他与聂德馨女士成婚。

聪明好学受到资助 师娘亲自教其英文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受
义和团运动影响，广德书院停办，
宋传典跟着洋人一同逃往烟台。在
烟期间，宋传典同另一传教士卜道
成翻译并编辑宗教诗歌一部。1901
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传教士们
重回青州，宋传典也随之返回。
1902年，青州北城的都统在驻防营
办了个“海岱书院”，特请宋传典
教英文和算术。宋传典每天下午去
教半天，因为教堂与海岱书院距离
较远，库寿宁还从英国替他买了一
辆铁轮的脚踏车。后来铁轮上又套
上了一层硬胶皮，虽然还是很笨
重，当时却算是一种先进的新式交
通工具了。
  1 9 0 5年，清政府明令“废科
举，兴学堂”后，宋传典更是分身
无术，十分忙碌。益都县知县李祖
年在东关创办县立高等小学，请他
担任校长；青州知府也以监督的身
份举办了青州官立中学，请他任西

学教员；他还兼任全县的教育会会
长；至于海岱书院的教职，只好请
同学刘銮代替。宋传典后来还担任
青州守善中学董事长、济南私立齐
鲁大学董事等职。
  从教期间，宋传典还完成英国
人魏而斯所著《动物学详考》一书
的翻译工作。该书中文版由库寿宁
校订，于1907年在上海美华书馆出
版，是国内较早的动物学教科书之
一。他翻译的《化学详要》一书，
为益都各校争相使用，一时洛阳纸
贵。宋传典慷慨好施，1922年，他
为青州守善中学捐款4500元现洋建
教室，当时就有人称宋传典为“我
国教会中不可多得之人才”。1925
年春，宋传典主持编写《私立青岛大
学一览》，汇编了学校的各种规章
制度，内有很多学校校舍、校貌图
片。在《弁言》里，他表示将秉承
前任校长的办学方针：“徜荷高明，
辱赐教正，校之幸国之光也。”

学有所成返青教学 身兼数职多有建树

  青州注重教育，从19世纪80
年代开始，随着英国传教士在青
州的活动，建起一批新式学校，再
加上本地的书院，可谓各放异彩。
  清同治五年（1866），在伙
巷街初创小学，是青州最早的新
式学堂。光绪二年（1876）英国
传教士李提摩太扩大规模。光绪
十年（1884）传教士库寿宁在东
华门街（原潍坊教育学院南院）
购置土地，新建校舍，开设中学
班，光绪二十三年（1897）开设
大学班。从这一年到光绪三十年
（1904）先后开办了7个班。毕
业生有白玉璋、宋传典等26名；
另有40名学生修满7年课程后，
未授予毕业证书。初设课程有圣
经旧约、福音书和中国经学。光
绪末年，主要课程有“四书”
“五经”、国文、中西历史、地
理、算术、几何、三角、微积
分、格致、体操等。英文为选修
课。光绪三十年广德书院大学班
与登州文会馆合并，迁往潍坊，
改名广文大学。
  海岱书院：光绪十四年
（1888），青州旗城的学子赴省

参加乡试，考试成绩较好，山东
巡抚张曜和省主考国子监祭酒盛
伯羲非常高兴，带头捐款，并商
同地方官张承燮、李溱多方集资
支持旗城创建青州海岱书院，院
址在西店倭家花园。次年，时任
山东巡抚的张曜上书朝廷，光绪
皇帝阅后为书院题名，海岱书院
正式创立。此后一段时间，寿
椿、洪固卿等数十人先后从这里
考中进士，举人、秀才更是多不
计数，一时名冠华夏。
  守善中学：1917年，英国浸
礼会利用培真书院校址建立守善
中学。其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
战，教会国外投资骤减，建校所
需经费只靠教会拨款不敷应用，
于是由浸礼会教育会开会研究，
决定发动教友集资兴学。当时有
37人“慷慨义捐”，其中宋传典
捐大洋4500元，潘振之、赵士美
各捐100元。校舍既成，为纪念
他们的义举，乃将新建的五间大
课堂命名为“徽五堂”。学校各
种教学设备齐全，设发电机、教
室安装电灯，是当年益都城内设
备较好的一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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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德书院旧址。

培真书院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