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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角思義亭(魯斯亭)／羅問津提供 

《勇往直前---路思義的心靈世界》心得分享 

來看路思義家族與東海特展  

流通組 李光臨 

多數來到東海大學的新生都有一個明確的共識，認為校園裡最醒目的地

標和景點就屬路思義教堂。更多教會的朋友問我，｢為什麼會有路思義教堂？｣

對一個東海人來說，路思義教堂不僅有巍峨壯嚴的建築，還深藏著一份濃郁

永難忘懷的歷史花香。 

今年 9 月欣逢亨利·路思義 150 歲誕辰，圖書館舉辦策展主題相當明確，

今撰文係以閱讀《勇往直前---路思義的心靈世界》書後，先為讀者節錄介紹

這位從山東來的宣教士-亨利‧溫特斯‧路思義。他從美國遠征到山東，飛越

齊魯和燕京校園的美景，歷經東海大學的創建，路思義教堂的建立，橫跨中

國近代歷史，展現策展的多元風采，讓我們開始享受這趟具有文學，古典，

歷史，現代藝術的傳記巡禮。 

一、路思義家族簡說 

路思義家族是一支龐大的家族，第一代亨利·路思義(Henry W. Luce)牧師，

是 中 國 齊 魯 和 燕 京 大 學 建 校

的 功 臣 ， 永 留 千 秋 萬 世 。 第

二代亨利魯斯(Henry R. Luce)

創辦《時代》(TIME)、《財富》

(Fortune) 、《生活》(LIFE)等

雜誌，有｢時代之父｣、｢雜誌

大王｣的封號。魯斯設立魯斯

基 金 會 (Henry Luce 

Foundation)，在燕京大學設了

一 座 六 角 亭 ， 名 為 ｢思 義 亭 ｣

(魯斯亭)1。並且在東海大學捐款興建｢路思義｣教堂。第三代路思義三世相當關

心 教 育 、 社 會 文 化 及 慈 善 事 業 ， 他 於 1958 創 設 ， 路 思 義 基 金 會 (Henry Luce 

Foundation)2至 2002 他逝世前夕，仍擔任主席(CEO)，他曾捐助無數文化教育機

                                                 
1 北大建築中心出版的書上介紹：早先稱思義亭，以後稱湖心亭，魯斯基金會修建後稱

｢魯斯亭｣。 
2 魯斯基金會和路思義基金會的英文名字都是(Henry Luce Foundation)。魯斯基金會由亨

利羅賓遜魯斯於 1936 年創，http://www.hluce.org/missio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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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及宗教團體，其中包括東海大學在內，工作偉大，令人感動。 

二、亨利‧路思義生平概述 

150 年前在美國賓州史克蘭頓鎮(Scranton, Lackawanna County, Pennsylvania, 

the United States)誕生一位和大家一樣平凡的小嬰兒，他的名字叫做亨利‧溫

特斯‧路思義(Henry Winters Luce)。他的祖先，一百多年前的前第一個亨利·

路思義家族的人，在西元二世紀前由英格蘭跨海移民到美國麻州定居，並繁

衍出一支龐大的家族。隨後家族成員參與了城市開拓，而遠征他鄉。 

路思義來自一個基督信仰的家庭，家庭相當單純，父親范‧雷斯來爾‧

威廉‧路思義(Van Rensselaer W. Luce)是一雜貨店的批發商，在當地社區和教

會中頗有信用和聲望。母親阿黛拉‧泰德里克( Adelia Tedrick )溫柔賢淑，勤

勞敏捷，並酷愛藝術。父母二人皆為虔誠、熱心的基督徒。路思義生長在這

樣一個幸福、敬虔的基督徒之家，自童年就耳濡目染樂觀、誠實、善良、熱

心，具有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使他樂於學習新知，富有冒險精神。 

1888 年秋天，路思義剛滿 20 歲時，考入耶魯大學，成為 211 位新生之一。

在校期間他非常活躍，熱心參與學生團契，認識許多朋友，堅信實現社會責

任，日行一善的簡單理念。路思義自己描寫那一段校園生活説：「耶魯的特質

是發展真正的友誼，並對真理、朋友、班級和學校獻出無可存疑的赤誠，至

於我們的社會責任，則是日行一善。」 3此外，在學校的課外活動中，如主編

《舞步( Courant )》雜誌對他有不可磨滅的功勞。他能把最不被看好的雜誌辦

得起死回生，編得有聲有色。 

當時校園充滿著海外宣教的熱潮，「學生立志海外宣教運動(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4風靡雲蒸，路思義與皮特金(Horace T. 

Pitkin)和愛迪(Sherwood Eddy)兩位同學積極投入並推動這場宣教運動，並立志

接受上主的呼召成為宣教士，接受教會派遣，前往海外傳揚福音，從而成為

揚名美國大學校園的「耶魯三傑」。這個運動對大學生的熱心傳道和擴建世界

觀有極大的助益。 

                                                 
3 B. A. Garside。《勇往直前---路思義的心靈世界》。甘燿嘉翻譯、彭海燕校譯。東海叢

書 6。(台北市：雅歌出版社, 民 88 年), P31. 
4 蘇文峰。〈承先啟後〉。《進深特刊》第四期(1998/11) 

http://www.oc.org/big5_txt/nb04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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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 年三人自耶魯大學畢業又一起進入紐約協和神學院(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New York)接受神學造就。堅持在知識和屬靈生命，身體的鍛煉，和

基本的醫護技術上裝備

自己。除了上課外，圖

書館開放的時候，三人

都埋首在那裡讀書，找

撰寫論文的資料，累了

就到祈禱室去禱告，相

信主在那裡供應他們無

窮的力量，也安排行程

到附近的醫院去實習，

這就是他們三人與主親

近的時刻。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

以成為宣教士。要成為

一位稱職的宣教士，還要有一些特質，除了要有「堅定的信仰」，「有健康的

身體」，和 「有美滿的家庭」外，路思義本人更有三個條件是許多人所没有

的，他的「個性」、「愛中國」，和「在內心衝突下的順服。」路思義的個性當

樂觀，誠懇和熱心，這是上主所賦予的；他有極強的認同感和使命感，因著信

仰而來；他似乎擁有無窮的潛力，常常做不會做的事，肯學習，只要一有機

會，他快速地學會了；他有很強的自信心，那怕是没有成功的可能性，仍會

再接再勵，那是因為他對上帝有信心。 

1895 年秋天，斯克雷登市來了一個新的成員，伊莉莎白‧米德敦·路特

(Elizabeth Middleton Root)。她在鎮上的基督教女青年會(YWCA)上班。伊莉莎

白‧路特家族流著英國的血統。這個家族的後裔在各行各業出過一些頗有名

氣的人。路思義和路特二人是在教堂的禱告會上初次相遇，雙方互相為對方

所吸引。路思義看到她的第一眼就頓時明白，那位他日思夜夢，所等待的女

孩終於出現了，趁著聖誕節假期，他常常往南區女青年會，次年春天他們訂婚。 

路思義已經向美國長老會申請加入宣教士的行列。他請求派往中國，若

是，那邊有學生工作的話，他想和里昂、或皮特金等人同工，山東登州學院 5則

                                                 
5 東海大學校史編輯委員會。《東海大學 60 校史》。東海大學出版社。台中市 2015(民

耶魯三傑：皮特金（Horace T. Pitkin）、艾迪（Sherwood 

Eddy）和亨利·路思義／《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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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的首選。登州學院是三十年前卡文·馬提爾( Calvin Mateer )創立的。教會

雖同意差派宣教士，但仍因宣教基金太少而有所考量。某一個主日，羅賓遜

博士在講道的時候，分享亨利‧路思義和伊莉莎白‧路特去中國的消息，他

期望教會可以用某種方式支持從教會出來的宣教士。當日被羅賓遜博士所感

動的人中，包括了詹姆士‧李能( James A. Linen )和他們的兒女；他們認識亨

利‧路思義已有好些年了；家庭會議後，他們決定全額供應路思義夫婦，由

李能的兒子，小詹姆士向羅賓遜博士報告這一

光榮的使命。 

1896 年，他們三人完成普林斯頓大學神學

課程。那年夏天「耶魯三傑」的艾迪到印度走

馬上任，皮特金到了中國，路思義本人則在宣

教領袖朋友們的強力要求之下，勉強在美國多

留一年，工作的對象是美國各神學院。這是一

件不容易的行動，但他們真實向前走出去了。 

1897 年 5 月 20 日亨利‧路思義在這個伴

他成長的美麗教堂裡，接受按立成為宣教士。

亨利‧路思義和伊莉莎白·路特二人於 1897 年

6 月 1 日在這個美麗的教堂結婚。帶著父母的同意和祝福離開，永遠是很快樂

的事。路思義的母親向他説：「記住，我已經把你給了上帝。」61897 年 9 月 13

日隨即與新婚夫人伊莉莎白‧路特搭著中國女王號前往中國，途經日本橫濱

短暫停留 14 天，對日本富士山之美留下驚喜的印象，但對日本的軍國主義，

日軍的高級將領喝著軍事競賽的烈酒而酩酊大醉時，開始夢想征服世界，深

表不滿。夫妻二人花了大部分的時間參觀日本的宣教中心，也拜訪佛教和神

社，體驗到非基督教的宗教型態和儀式。10 月 13 日登上蓋爾號自神户啟程往

上海。經過二天航程，在船上，當他們看見多泥黄色的海水，漩渦打轉的漂

流物，顯示他們已經進入長江的咽喉。換了接駁船搖，搖晃晃地駛入黄浦江，

在上海停留幾天。再搭上一艘小帆船沿海岸線北上，最後抵達山東芝罘(煙

台)。在岸上等候他們多時的是保羅·伯根牧師(Paul D. Bergen)。他是長老會山

東東區宣教主任。經短暫休息一晚後，次晨，他們只帶了一個趕驢的年輕人，

                                                                                                                              
104), P12 

6 同註 3:P61. 

卡文.馬提爾( Calvin Mateer ) /

六十年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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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車勞頓趕了二天的路程到達了登州，準備在狄考文(Calvin Mateer)創辦的文會

館中擔任物理教師。 

到了登州後，路思義立刻積極投入二件事，一是努力學習中文，一是拜

會在山東基督教教育界中國領袖。他的中文老師精挑細選取了路思義的名字；

「路」意指「道路」，「思」意指「思想」，而「義」意指「正義」，「一個尋求

公義的人」，名字與他的人品和工作極為合適不過了。 

1898 年 4 月 3 日，他們生下了第一胎。在登州的中國教會裡，卡文‧馬

提爾博士給孩子命名為亨利‧羅賓遜魯斯(Henry Robinson Luce)。這個名字一

半是以父親為名，另一半是來自家鄉斯克雷登的牧師兼友人查爾斯·羅賓遜博

士之名。 

在登州將近一年的日子，路思義和另一位年輕的宣教士馬森‧威爾斯(Mason 

Wells)一同前往拜訪在南方約五十哩的一個小村子 Wei Tu Ching Kia，有一家

六口人的家庭願意加入教會，邀請教會人員來檢視他們入會的條件。於是他

們二人周五出發，約周六下午時刻，他們抵達那個村名叫朝雲(ChaoYuen；譯

音)的地方，離 Wei Tu Ching Kia 不遠。路思義開始用中文講道，這是他生平

第一次用中文講道。講道結束後，一位老農夫從人羣中走了出來，他就是那

個六口之家的父親。這位父親説他年輕的兒子因為宗教的迫害而被關在衙門

裡。希望他們可以救救他。路思義和威爾斯隨即陪同老農夫來到衙門，看見

被刑求過，傷痕累累的年輕人，就為他作保，請求釋放這名年輕人。然後，

他們在 Wei Tu Ching Kia 住了一晚，周日，與老農夫六口禮拜，這是上主的家，

路思義和威爾斯同意接納他們加入教會的資格，也寫信向查爾斯‧羅賓遜牧

師分享這段過程。 

1899 年時局開始有些變動，幾位洞燭機先的愛國領袖看出中國被列國瓜

分在即。這些人圍繞在年輕的光緒皇帝四周進行｢維新｣變革，原意是好，却

操之過急，造成慈禧太后不滿，進行阻擋，導致｢維新｣失敗。  

路思義相信他所能從事的工作裡面最有果效的是年輕人的教育事業。｢學

而優則仕｣，中國人向來都從學者中拔擢有智慧的領導者，特別是在這個新的

紀元裡。他再次想到登州學院可能在未來的幾年之中，藉著上主的大能造出

一小撮年輕有為的領袖，便寫下：｢這裡有極大的空間留給學校和大學，每個

人都必須合作無間，挑起提昇人民體質、智力和道德生活的重責大任。｣7 

                                                 
7 同上:P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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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自從｢維新｣失敗後，一方面列國虎視眈眈瓜分在即，一方面中國群

眾仇外情緒節節昇高，雙方對峙一觸即發，衝突時有所聞。襲擊傳教士和商

人的案件也層出不窮，不少西方外籍人士喪生，也有更多的中國起事者亡命，

但每一次衝突發生緊張的情勢也就增加。 

1899 年 6 月 30 日登州的情況惡化，義和團切斷登州通往芝罘的火車路

線，宣教士決定離去。這時，他聽到他的好友皮特金在保定死在義和團為首

的暴亂之中，對路思義的打擊很深。「這是什麼樣的日子，擔心懷疑的日子，

受苦和逼迫的日子，血和死亡的日子！但是，所有的宣教士没有失去他們內

心的安詳和寧靜，在為中國貢獻出自己生命的決定中，依舊心志不移。我並

没有聽到他們説出任何一句絕望的話，上帝的國終將在中國建立起來。」 8路

思義在當時寫下這段感受。 

路思義的家庭卻因為女兒來到世間而暫時把這一切危難暫抛在門外。他

們用故鄉友人艾瑪‧外爾(Emma E. Vail )小姐之名為女兒命名以為紀念 9。因｢

義和團之亂｣路思義和伊莉莎白與許多人欣然接受去韓國短暫避難。在韓國，

他們看到許多在中國的宣教士和中國基督徒。在芝罘避難時刻，路思義仍不

間斷地學習中文，並且開始用中文寫他的《四福音合參》(Harmony of the 

Gospels)，不到二年的時間，路思義完成這本書中文版的寫作。 

當社會日漸平靜之後，宣教士又重返自己的崗位。他們發現，多年來努

力的成果，有些已經被｢義和團｣破壞得蕩然無存。然而，有些根基猶在。｢義

和團之亂｣後，路思義和其他各國派駐的宣教士一致認為當用基督耶穌的大愛

化解仇恨，以高等教育喚起華人的教育素質，繼續從事宣教工作。路思義將

山東視為自己的第二故鄉，四海之內皆兄弟，開始準備實踐這個主要核心任

務。 

1904 年，興辦高等教育的行動正式開始了，他在山東濰縣樂道院舊址所

建立的新校園內，成立了一所聯合的高等教育學府「廣文大學」，該名字是從

「廣德書院」和「文會館」兩個校名中各取一字合併而成，英文名則為 Shantung 

Union College。校長由保羅•伯爾根博士擔任，亨利•路思義受任為副校長。

1906 年，路思義受伯爾根之派，專程回美國為廣文大學籌募建校專款，這正

                                                 
8 同上:P86 
9 艾瑪‧外爾(Emma E. Vail )小姐是李能太太的表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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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齊魯大學」的前身。 

路思義對中國高等教育的第二大貢獻，是策劃籌建「燕京大學」。1919 年，

美國基督教會在晚清時期所創辦的三所大學「北京匯文大學」、「華北協和女

子大學」與「通州協和大學」合併組成「燕京大學」，聘請在南京金陵神學院

講授古希臘文和拉丁文的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教授為校長，亨利•路

思義擔任副校長兼建校委員會主席之職。「齊魯」的美譽和名氣為他帶來另一

個身分的轉變。他成為專責募款的副校長。眾所周知募款這是一項艱苦與勞

累的工作，必需經常在外奔波勞累，但，他却從未曾說過「苦」字，為募款

工作所作的總是任勞任怨，終於讓人看見一椿新的契機，一幢幢外觀懷著中

國式典雅景觀的校舍矗立在齊魯和燕京大學校園中，成為一所所國際性大學

的雛型。 

1922 年 10 月 1 日，中國的三所基督教大學：金陵大學、燕京大學與齊魯

大學，在美國紐約成立了一個聯合辦公室繼續為燕京和齊魯進行募款工作。1924

年紐約燕京大學財務委員會特別通過決議，表彰亨利·路思義牧師對募款工作

的卓越貢獻。1925 大陸十所大專院校聯合董事會於美國紐約成立「永久性協

調與推展在華基督教高等教育委員會」。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核心任務，在經過

一段變化多端的日子裡漸漸被形成。設立大學院校的宗旨是訓練教會的工人

和福音的使者，還是一般的教育訓練？有一派人贊成只招收基督徒，把課程

限定在基督工人造就的課程上；另外一派人則認為大學院校是基督教運動的

發源地，且在訓練各式各樣的人以符合國家社會需要的意義前提之下，也是服

事廣大中國人的最佳場所。而支持學校走向那種比較寬廣的路線，態度上日

益明確，影響力也逐漸增強。 

1927 亨利‧路思義牧師因健康原因辭去燕大職務，回到美國。重新回到

久違了的哥倫比亞大學和紐約協和神學院校園。重拾中國歷史、宗教與文化

之研究，也繼續為燕京大學、齊魯大學籌募教育經費。1928 年路思義牧師接

受了康州哈特福德肯尼迪宣教學院(The Kennedy School of Missions in Hartford, 

Connecticut)的邀請，講授有關中國的課程。1937 年路思義為燕京和齊魯大學

籌募教育經費的基金數額，已達到 250 萬美元。 

1940 年，聯董會在大陸所支持的十三所基督教高等學府：福建協和大學、

杭州大學(之江大學)、華南女子學院、金陵大學、山東基督教大學(齊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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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學(滬江大學)、燕京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華中大學、嶺南大學、

聖約翰大學、東吳大學、中國西部聯盟大學(華西大學)。實現了｢大學院校是

基督教運動的發源地，且在訓練各式各樣的人以符合國家社會需要的意義前

提之下，也是服事廣大中國人的最佳場所。｣ 

亨利•路思義牧師在其人生最後的六年，仍獻身於中國教會大學基金會

的工作，並發起創立了一個機構，呼籲美國所有的神學院更多元地、更有智

慧地參與整個宣教事工。為了對其他群體在不同時代中所發展出來的宗教思

想有所認識。真正有遠見的教育領袖，從他身上看見的是責任，是榜樣。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的翌日，安息主懷，享年 73 歲。 

三、紀念一位來自山東的宣教師 

路思義教堂的由來，與亨利‧路思義(Mr. Henry W. Luce)牧師有關。美國

《時代雜誌》(TIME)《財富》(Fortune)、《生活》(LIFE)雜誌創辦人亨利‧魯斯

(Mr. Henry R. Luce)為了宣揚福音並紀念父親亨利‧溫特斯‧路思義宣教士而

捐款與建造的。 

這是一個美好的遇見，這也是一個看見的時刻，更是一個分享的時刻，

能讓我們在書中看見時光隧道的美，分享在此刻遇見一位上主重價揀選的僕

人，一位高等教育的先鋒。更能在策展中遇見這位獻身中國高等教育的巨擘

在生命旅程中的確值得欣慰。 

如果您真有興趣，可以到圖書館借用《勇往直前---路思義的心靈世界》，

B. A. Garside 所寫，甘燿嘉翻譯、彭海燕校譯的好書，或參加 9 月 22 日中午 1

點 20 分起在圖書館良鑑廳，由前環工系陳炳煌老師主持的「東海人為你說話

-讀書心得會」活動，邀請曾閱讀《勇往直前---路思義的心靈世界》或過往曾

參與見證過路思義一生的東海師長出席，為聽眾準備多位名人為你說｢話｣，

聆聽更多的心得發表。 

如果您還想瞭解更多，我們邀請您來參加志工解說社，《勇往直前---路思

義的心靈世界》裡的內容還有許多，屆時定能满足您追求藝文傳記的心。可

以向筆者報名！ 

夜深了，仍然想著路思義牧師的心靈世界，就更看見更多豐富的心靈仍

在流露著，艱鉅傳承東海人的影響力，代代引以為傲的歷史，遇見生命見證

生命的奇幻之旅。歡迎大家一同蒞臨圖書館參與年度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