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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私学百年祭》

内容概要

本书之宗旨，在确立严修新私学，故研究之范式，以个体为经，时代为纬，在新私学与中国近代政治
文化的“会通”中，来展示严修的文化个体性。本书之史观，以严修新私学为主线，来贯通近代史，
故近代史之开篇，非老生常谈之鸦片战争，而是传教士东来和西学东渐，其结束则是中国民族主义的
复兴。本书不是年谱，但采取了编年体的撰述方式，以年为经，以事为纬，故称系年。月份与日期，
则根据叙事的需要来安排，没有严格的顺序要求。本书注释，皆取书中注，於引用和叙述之旁，以小
字注之。史料来源主要为《严修日记》、《信草》及其自订《年谱》，凡书中引用史料，未注明出处
者，即为此述种种。因引用太多，若一一注明，则满篇皆是，故略之。
    在中国，最有成就的中学应该是南开中学。据统计，近百年来，南开中学培养出了48位著名科学家
，两位清华大学校长，3位正副总理（周恩来、温家宝、邹家华），9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
国政协副主席，成就和名气稍小一点的大学校长、科学家、文学艺术人才，多到难计其数。现在知道
南开中学的人很多，但知道南开创办人严修严范孙先生的人很少，范孙先生的光辉人格和对中国现代
教育的伟大贡献，了解的人就更少了。
    本书最大的特点，在于作者没有就事论事地写范孙先生的办学过程，她笔墨的重点在勾勒现代中国
政治文化的历史巨变，表达作者对整个现代历史的总体认识，而且时时有精彩议论和出人意表的睿智
洞见（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征引）。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范孙先生兴学的深远意义，得以充分显现
，一如本书副标题提示的，作者要揭示的是“严修新私学与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关系。作者的基本
看法是，中国教育从传统的官、私之学转向现代国立教育体制，在此一过程中，范孙先生开创的新私
学传统，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可惜这个尚未发育完足的优良传统，因为历史的剧烈变迁而被迫中绝
。当代中国教育的痼疾，实与此一传统的被毁坏有极大关系。如今，私学的复兴苗头，也预示着中国
教育有可能重新回归范孙先生开创的优秀传统。作者提出“新私学”这个概念，并在书中有深入的探
讨。这个问题若能引起学界的关注和探讨，我相信对于“重写”现代中国教育史，对于当代中国民办
教育的发展都大有裨益。 
    办学固然神圣，但绝不浪漫，更非仅凭美丽幻想所能成事。诚如本书作者反复申述的基本观点：办
学乃是“思想者的产业”。有思想而不以产业对待学校，其学必不能办成，梁任公欲办东方文化研究
院而未果，即是显例。办学既为产业，则以投资为先决条件。范孙先生办学经费之来源，除从自家产
业中捐出部分外，主要经费得自富商和军阀捐赠，其次则有政府和外国资助。而范孙先生和伯苓校长
之所以能“化”来四方之“缘”，则是由于他们的办学成绩、人格声望和勤勉恳切的劝募努力，方可
使财神慷慨解囊。 
    今日中国，有产者渐多，私立学校亦有星火燎原之势。但“教育产业化”却正在被诠释成赚钱的大
买卖，办学者自然就应该是“投资”高手。这是对教育的嘲讽和亵渎。教育产业化的真谛，是能够以
私人办学的灵活、节俭、高效的运作机制，吸纳社会资源投向教育，并永续发展，而不是把学校办成
印钞厂。因此，当代私学的发展，有待于涌现卢木斋、李秀山（此二人对南开的捐助最多）那样的有
产者，涌现更多邵逸夫、田家炳，更有待于出现严修、张伯苓这样以办学育人为终生志业的教育家。
捐助者固然可以为大学盖起成百上千的大楼，但只有大楼而没有教育家，那么这些大楼跟商场、旅店
的作用就没什么差别。 
  　本书以个体为经、时代为纬,在新私学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学的“会通”中展示严修的文化个体性为
宗旨,以严修新私学为主线,来贯通中国的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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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私学百年祭》

精彩短评

1、目前写严写得最好的，格调高，立言高，眼界高
2、严修，又是一个被掩闭的人物⋯⋯中国私学百年祭，这名字就很说明问题。没有私学（民间办学
）的兴盛，没有官学、私学的并行不悖，文明教育多大程度上真正代表“文明”，还是未知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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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私学百年祭》

精彩书评

1、陈丹青尝言：“为了免于沮丧，人乐意肯定自己存活的时代;为了免于虚妄，人质疑传说中的前朝
。”是的，也许是我们远离内心的声音太久了，或许是习焉不察的“公序良俗”力量过于强大，又或
许是循着惯性的轨道生存，以至於我们多久没有遵从内心的声音，向着自由彼岸进发？正因为意识到
巨大的悖论、巨大的荒谬和巨大的欺瞒，民国，并未远逝，而是存在於遥远之境的显而易见之事体。
我们未曾经历，却一直在守望看我们的彼岸之风⋯⋯历经沧桑，百年遗憾。最近读李冬君的《中国私
学百年祭》，心内波澜起伏、感喟不已!严修，字范孙，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名字。他是前清官员，曾
上书清廷开经济特科，未获批准。宣统即位、载沣摄政后，眼见官场浑浊、举措失当，遂激流勇退。
籍当年考察日本教育之获益、经验，捐资兴学，南开小学、中学直至大学，均是他辟地、捐资、筹款
所建成。他和张伯苓合作无间，又得缙绅、政要、贤达捐资，才能屡次涉险以度时艰。南开大学的成
功，很大程度上是严修兴学之力!严修见惯官场的浑沌污浊，因而不愿再涉足官场。袁世凯、徐世昌、
张作霖均曾邀其出仕，多次为严修婉拒。他还资助崭露头角、学业精进的周恩来，甚至还助其赴法勤
工俭学。然而，周后来却用这笔资金搞政治活动，归国后直赴广东加入黄埔军校，未再拜谒恩师。严
修之女严智安痴心于周恩来，终身未嫁。严修在张作霖主政京、津之时，营救过中共“史家”范文澜
。而严修却掩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而我们只能在断章片简、吉光片羽中寻得那些昔年光芒夺目的遗
落凡尘之珍珠⋯⋯中国百年私学祭，私学已亡，官学维艰。中国现当代教育的现状，触目惊心!教育机
关当局贪墨横行，校长不能反躬自省、以身作则，反而嫖宿幼女，败坏世风;灌输教育遍行国中，民族
创造力正在逐步消退;私学早已湮没於荒草，官学却仍试图钳制莘莘学子的自由思想;学术独立、教授
冶校、学生自治依然是梦想，行政干预教育的弊端今时今日已显露无遗。今日民众功利浮躁、常识稀
缺，公民意识、个体意识无法深入所有国人的心灵，都与教育体制的僵化分不开。睹此，唯有，唏嘘
长叹!历史的碎片，可以渐次重新拾起。山河破碎，人心沦丧，却要经历数世才能渐次修葺补阙，也未
必能重现曩時风神⋯⋯逝水流年，岁月不居，思难靖。残梦依稀，泛舟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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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私学百年祭》

章节试读

1、《中国私学百年祭》的笔记-第350页

        ⋯⋯

张伯苓目睹 日人经营满蒙之野心，曰：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险⋯⋯严修
也曾多次往来东北之地，早已洞察日人之居心，因此，他支持张校长的东北之行⋯⋯东北问题，包括 
东北铁路系统及海港之研究，东北移民之研究及其运动，以满铁为中心的国际外交问题，我国所有研
究东北问题诸团体之沿革及其现状等⋯⋯

不顾东北战事频仍，张伯苓亲率南开大学师生到奉天、吉林、大连、哈尔冰等地考察、收集研究资料
，他认为东北建设当务之急有二：一修筑铁路，一奖励移民⋯⋯他们（蒋廷黻、肖蘧、张彭春、何廉
、李继侗等人）先后写出《东北经济资源与发展》研究报告和《wanchuria》一书，“搜集日本侵略中
国之铁证”，日人恼羞成怒，指斥南开“为排日之根据地”⋯⋯为后来战事肇起，轰炸南开之起因

2、《中国私学百年祭》的笔记-第260页

        ⋯⋯
行于大街上，见朝鲜妇人，非得夫主之允许，不得开窗，行于路必蒙其面，夜行虽电灯之下，亦必秉
烛，据说是沿袭古意。领事馆附近有一条大街，当地人谓之袁大人街。行于陌街，凭吊故人，严修遂
叹：鸭绿江边春水愁，凤凰城外暮云羞。

凤凰城，古来战场也，中东之战，日俄之战，此处俱为要道。而今老大中国兵家内阋，诗人羞言，已
不知凤凰城为何地，更不知闵妃为何人。可怜闵妃，如火烈烈，不惜一死。拟往吊其陵，终因天雨路
滑，没能行成。转道拜祭吴长庆祠。祠进狭小，民国元年，袁世凯题赠匾额“怆怀袍泽”，悬于祠正
中

3、《中国私学百年祭》的笔记-第358页

        ⋯⋯
张作霖可以发行军用票，逼着盐商想法替他筹集军费，而蒋介石则干脆将他们都抓走，不惜竭泽而渔
，一战养战，解决军费问题。同时釜底抽薪，彻底根除北洋军阀的金融基础，将金融中心完全转向上
海，转入江浙财阀手中。⋯⋯

江浙财阀是党治的金融基础，军队北伐，财阀也要北伐，他们北伐的目标，首当其冲便是盐商，因为
直隶盐商是惟一可以与他们相抗衡的金融力量。⋯⋯位于天津八大家之首的“李善人”家，因此而破
产，长芦盐商也开始退出历史舞台，天津往日风韵不再，衰运一发不可收拾，严修苦撑，然而大势已
去⋯⋯其实国民党一上台，便开始搜刮资产，如将轮船招商局官办，将山东枣庄的中国最大的私营矿
产收归国有等等，“五纲总案”则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奉系张氏、晋系阎氏，与蒋氏貌合
神离，他们各有自己的打算，仍要勉力支撑平津地区的金融业，好与蒋氏维持一个均衡的局面⋯⋯五
纲总案 置于这样一种地缘政治格局中，而不了了之⋯⋯

4、《中国私学百年祭》的笔记-第330页

        双十节之夜，严修率诸孙前往南开学校看电影，看完电影，又参加双十节游戏会。对于“双十节
”，严修的态度起了变化⋯⋯表达了一种对于民国的失望情绪。

失望，主要是对于“民”的失望。人民、人民，多少罪行假汝之名！国家犯罪、政党犯罪、团体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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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私学百年祭》

、军阀犯罪⋯⋯等等，等等，无一例外，皆以民为本。人民二字，在中国近代政治文化中，有着一种
特殊的阴柔美，它非常漂亮，又无比开放，稍有野心者，都想去占有她，哪怕只生一夜情。政客摇唇
鼓舌，用口舌去占有她；文人舞文弄墨，用笔墨去占有她；军阀直来直去，用枪杆子去占有她，当然
，最后还是枪杆子说了算。只有作为个体的老百姓，不知人民为何物，所谓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好
像都与他们无关，他们只知道自己的日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过得去就得了。⋯⋯

5、《中国私学百年祭》的笔记-第279页

        ⋯⋯
读报，触目惊心，始知“北京大学学生因青岛约失败，聚众至曹润田居宅，火其居并殴伤袁仲和甚重
，为之骇愕”。
前往上海，婿卞俶成、女智蠲夫妇来迎接，乘车至威海路35号卞宅。江苏教育会副会长沈信卿来访，
将教育部袁希涛次长来电出示严修。谓因五四风潮，深恐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地位动摇，严修德高望
重，故欲请其速返北京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帮助政府维持局面⋯⋯
阅后，严修请沈信卿复电袁希涛，谓蔡元培地位不至动摇，自己一时也不能入京，婉拒政府请托，支
持蔡元培⋯⋯当时内阁有免蔡之议，但因教育总长傅增湘不肯副署，终未成议。傅因此辞职，袁希涛
亦受牵累，而蔡元培则留下辞职信远走南方。

6、《中国私学百年祭》的笔记-第287页

        ⋯⋯
张伯苓来，汇报南开大学董事会开会决定。严修又与张伯苓商定，在已录取的南开大学学生中选派周
恩来、李福景二人出国留学。周恩来出狱后，失学、失业。严修惜才，挂念不已，小女智安尤爱慕之
，被恩来婉拒，致终身未嫁。留学此举，实为恩来谋一出路也。李福景是严修老友李琴湘之子。⋯⋯

7、《中国私学百年祭》的笔记-第280页

        ⋯⋯
访清涟寺弘一法师，“即吾友李叔同也”。严修慕其学识，欲请其出山，任职南开大学，云和尚未尝
不能任教员。法师云：尚需稍待，并非无此意。又观佛经要目，拟选读数种，法师劝严修以其声望提
倡儒学。严修叹曰：“较之一如耶教，即讥讪洙泗者不可同日而语矣⋯⋯

8、《中国私学百年祭》的笔记-第281页

        遇老友喻志韶先生，兴之所至，畅谈至深夜。知其现借居友庄已两年，每日出入图书馆，过眼书
籍已数千卷。论及时事，则太息不已，拳拳有思旧君之情。
返沪，时势扑面而来。直皖剑拔弩张，互不相让；南北打打停停，议和难成。张元济请严修与张謇联
名通电，呼吁弭兵。严修辞曰：平日笑人好发电报皆空论，不愿效为之。⋯⋯与其空言弭兵，还不如
去观学⋯⋯

9、《中国私学百年祭》的笔记-第278页

        ⋯⋯
给侄孙仁曾写信，表示：大学矿科一定成立，其余尚在筹议中。
信里谈到他与伯苓在南京募捐艰难。为筹款一事，张伯苓在南京与温世霖因议论不和，发生争执，张
愤甚，将温按倒于地，经人劝开，张悔恨自责，温则积愤难消，始而登报诉冤，继而登报痛诋，题曰
张氏之丑历史，所举皆无中生有，望而知为挟嫌诬罔，严修劝张伯苓不必与之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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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私学百年祭》

10、《中国私学百年祭》的笔记-第349页

        ⋯⋯
王国维不肯同来，严修不愿相见，可谓无独有偶。

王国维所深切感受到的文化的沉沦和人格的破产，最直接的刺激便来自清逊帝溥仪的堕落。他在南书
房任行走时，还兼着清逊帝溥仪的老师。他与清逊帝溥仪之深可谓相依为命，但他的理智告诉他，这
个可以生死相托的亡国之君，正在无可挽救地堕落下去，落在黑暗的深渊里⋯⋯希望之为虚妄，正与
绝望相同，在绝望中，他的生命如日落江河，放出灿烂的余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时变，
义无再辱。他宁死也不愿看到结局⋯⋯

11、《中国私学百年祭》的笔记-第128页

        天津第一所私立中学堂，张伯苓先生任学监校长。严修亲自手书写四十字校规——《容止格言》
：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
。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12、《中国私学百年祭》的笔记-第289页

        余每行过衢巷，惟见顽童三五，跳踉叫号，争斗垢詈，头面垢敝，种种恶劣，不可名状，未尝不
惄然忧之。以为苟有术焉，得一公共处所，聚若辈于其中，用最少之时间，施以少许之训练，使得少
许之知识，明少许之道理，或不至于是。

13、《中国私学百年祭》的笔记-第282页

        ⋯⋯
局势稍稳，筹建南开大学初步就绪，又值盛夏来临，严修到北戴河避暑。严家在北戴河有地产16亩办
，距海不过里许。一座漂亮的西式别墅矗立海边，窗前，可以终日观海之变色，听海之啸声，人称之
为东山 或 老龙潭别墅。老龙潭距严家别墅百余步，园径丈许，泉水自东隅入海，当地人言，往年苦
旱，此潭不竭，故有龙潭之名。每年度假，严修诸孙经常牧鸭于此，野趣无穷。
严家别墅周围，还有许多别样的琼楼玉宇，星罗棋布。卢木斋的别墅距严修最近，约有两里地，三面
环海，视野极佳，苍茫海景，一览无余，占地约40余亩。他们又是亲家，所以经常往来。⋯⋯
周学熙来北戴河，与严修会晤。周氏别墅在西莲峰山，地名叫河东寨太平石。河东寨是庄名，因在北
戴河东，故名。太平石又名大平石，石面平阔有万千丈，故名。周氏以为镇宅石⋯⋯

14、《中国私学百年祭》的笔记-第110页

        ⋯⋯
至下关。过门司，晨游马关街。过接引寺、春帆楼不入，因引接寺前立碑，属“清国请和大使李鸿章
旅馆”，可谓马关遗恨。⋯⋯严修有感赋诗“莫过接引寺，莫登春帆楼，恨来天地莫能载，藐尔东海
焉能收。⋯⋯一行终于揖别关岛，载恨归来，乘”西京丸“，从长崎出发返回上海。

⋯⋯严修至上海，筱舫叔严信厚在一品香设宴，一品香为当时著名西餐馆。一栋五层洋楼，确有鹤立
鸡群之势，位于车水马龙的四马路上，然而闹中取静，时人有“日中共饮一品香，下不闻车马声，望
极远”的记载。室内陈设豪华，待客服务周到，其菜品亦物美价廉，故文人、政客、商贾之流，往来
络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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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修至一品香赴宴，此次接风宴不饮花酒⋯⋯

15、《中国私学百年祭》的笔记-第122页

        ⋯⋯
诸君子以为日本成功于明治维新，而明治诸贤亦非从天而降，毫无疑问，他们当然是从日本文化里生
长起来的人物，何以日本文化便能造就这般生龙活虎的人物？为此，严修拜访文学博士井上哲次郎。
井上君认为，明治诸贤横空出世，得益于日本教育的发展，而日本教育的发展，又得益于德川幕府之
最后三百年。

当时日本文化既注重儒学又发明了武士道，武士道的兴起，为以入学为核心的日本文化注入了新的活
力，直至近三十年，又全力以赴西方文明，攫其所长而用之，促成了明治维新。

明治诸贤首推吉田松阴，又名寅次郎，维新前夜，他因批评幕府而被处死，年仅29岁。他幼习儒学与
兵学，后又师事佐久间象山，向往西方文明，遂创办松下村塾，山县有朋、伊藤博文皆其弟子。

明治诸贤放胆直进，一往无前，便得益于武士道。井上君一语破的，严修等豁然开朗，终于理解了明
治精神的结构：和魂（儒学+武士道）洋才（工业化）⋯⋯

16、《中国私学百年祭》的笔记-第106页

        ⋯⋯
从帝大理科大学出发，严修等又前往医科大学参观。至解剖室，观看解刨过程，严修与双寿掩鼻急出
，一时难以接受。自觉失态，感到不好意思，又重新参观。导观者言：日本自由民权思想家中江兆民
曾立下遗愿，死后即捐献遗体给医科大学，作解刨学实验。闻之，严修自行惭秽，叹服日人西化之彻
底，其民族之科学精神已然确立。又观眼科、妇科、儿科、皮肤霉毒病科、产科及病院等设备，智崇
一一记之。

17、《中国私学百年祭》的笔记-第347页

        本年，严修自觉病魔纠扰，寿将不永，因拟定家训八则：

一、全家均习早起；二、妇女宜少应酬；三、夜不出门；四、消遣之事宜分损益；五、少年人宜注重
礼节；六、少年人应振刷精神；七、勿妄用钱；八、周恤亲友

又以近世丧礼多悖古制，亲拟八则，以示子孙：

一、人死登报纸告丧，不必致讣；二、孝子不必作哀启，如作，但述病状；三、不唪经，不树帆杆、
不糊冥器，不焚纸钱；四、乐但用鼓；五、首七日辰刻发引，即日安葬；六、发引前一日开吊；七、
吊款客，不设酒，不茹荤；八、通知亲友，不受一切仪物，如以诗文联语相唁者，可书于素纸。

——见《蟫香馆别记》

18、《中国私学百年祭》的笔记-第335页

        ⋯⋯
战乱未定，刀光剑影笼罩京津一带，数日来，忽起沙暴，大风扬尘继日。幼梅陪同刘桐轩司令来访严
修，刘乃褚玉璞的代表。一周之后，严修、璧臣、幼梅等在明湖春饭庄宴请刘桐轩司令。垂垂老者，
仆仆风尘，为刘接风，其心系者，乃百姓之安危：受人之托，为民请命，哪里顾得上一己之荣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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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私学百年祭》的笔记-第276页

        花甲之年，耳听天命。王国维的“革命”预言，正悄悄莅临中国。一群病态而敏感的“革命者”
——狂人走上街头，用标语和口号救国。对此，严修似乎浑然未觉⋯⋯范源濂送来两本书：《中国人
口》、《革命心理》。人口与革命，实为中国社会两大根本问题。在这两大问题的推动下，国事纷纷
，如何能“耳顺”？

20、《中国私学百年祭》的笔记-第333页

        年初，清逊帝溥仪即潜至天津，避居张园日本租界⋯⋯严修迄未一往。尝语家人曰：日人居心叵
测，逊帝一入牢笼，终难摆脱。日后必有意外演变⋯⋯严修预言屡中，其言袁氏不宜任总统，又言帝
制必败；见周恩来，而曰此人有宰相貌；言溥仪寄人篱下，终为日本只傀儡。历史证明，无不一一应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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