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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修东游日记》

内容概要

这本“东游日记”是由《壬寅东游日记》和《第二次东游日记》构成，前者系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
），后者系1904年（光绪三十年）。比较翔实地记录了明治三十年代日本教育的实况，包括学校的学
制、定员、经费、课程设置、教学法、教学设备等各个方面情况；其次严修在日本接触到不少名人，
日记中对其中一些人的言行和印象也有记录。这本日记不仅对研究日本史、中国史（尤其是中国近代
教育史）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而且也是研究严范孙其人及其教育思想发展的珍贵史料。
目录
凡例
壬寅东游日记
中日友人送行者众
过威海诗吊李文忠
与福士德太郎笔谈东西文化
青柳笃恒说教育
船中赋诗
濑户内海“直谓之湖可也”
竹中清来访
晤内藤虎次郎于朝日新闻社
山田锽子与淇澳小学
见日僧讽经而有所悟
晤阿部房次郎
天津戏法在大阪演出
与大阪清语学校师生合影
藤泽南岳赠书
大野铃子来访
与河村善益晤谈
在清语学校演说
求书者众
大野铃子同赴爱珠幼稚园
在清水谷女学校讲演
小村俊三郎迎于新桥车站
从吴汝纶参观麦酒会社
晤春木义彰并参观控诉院
初识？谷孙藏及杉荣三郎
高木兼宽论日、中衣食短长
同文学院与清华学校
晤根津一
参观议院
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接见
初遇陈独秀
访东京府知事千家尊福
伊泽修二论教育
消防署与养育院
甲午战图触目伤心
伊泽修二来访
山崎彦八与富士见小学校
外务省正式接待
“神山毕竟地非凡”
高等师范学校及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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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本幸太郎将赴保定任教习
东京美术学校校长正木直彦导观各部
晤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校长手岛精一
狩野亨吉“庄雅可敬爱”
帝国大学印象(一)：工科大学
帝国大学印象(二)：理科大学与医科大学
帝国大学印象(三)：农科大学
冒雨访渡边小学校
体操学校与学习院
访冈本监辅一谈
参观华族女学校晤细川润次郎与下田歌子
东京盲哑学校见闻
东京音乐学校听洋乐
大久保君导观弘文学院
大同学校与关帝庙
同文学院观体操
大隈伯论文明
早稻田大学“呜呼盛矣!”
参观印刷局
东京高等商业学校与常盘小学校附属幼稚园
吴汝纶来访
参观庆应义塾，？田荣吉招待
访鸟尾小弥太子爵
诗赠伊泽修二
辞别东京
京都印象：朴素浑坚
参观第九师团驻兵处
西天满小学教学法
发大阪至广岛
游泉邸
严岛景色“悠然意远”
马关遗恨
“西京丸”发长崎
清水、门田同来中国
晤汪凤藻、李叔同
与汪康年、熊希龄等聚会一品香
参观澄衷中学
陪清水君赴市买物
晤孙宝琦、张元济
离沪回津
返家
第二次东游日记
辞家
抵上海
王柳生叔侄设宴款待
王培孙导观育才书塾与务本女学堂
晤汤蜇仙、吴昌硕与聚丰园
“永生”船发上海
船至长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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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贵临馆
参观宏文外塾，再晤伊泽修二
伊泽修二欲合办编译印刷
嘉纳讲说小学校建设要旨
棚桥源太郎论手工课
与杨公使同访高等师范与弘文外塾
清华学校的人事与课程
一桥附属小学看习字和游戏
小学校父兄恳话会
幼儿之教“真可法也”
高等工业学校实习工厂见闻
听松浦和平与神保小虎讲演
答拜青柳笃恒及钱稻孙等
访长冈护美子爵
晤文部大臣久保田让
力说王守善来津办工业
女子职业学校印象
文部省听讲(一)
听讲教科书编纂法
再晤大隈伯与高田早苗
文部省听讲(二)
文部省听讲(三)
参观女子大学并晤成濑仁藏
青柳笃恒偕牧野谦次郎来访
长冈护美宴请于邸
高师附属小学校教学观摩(一)
高师附属小学校教学观摩(二)
文部省听讲(四)
高师附属小学校教学观摩(三)
高师附属小学校教学观摩(四)
文部省听讲(五)
文部省听讲(六)
高师附属小学校教学观摩(五)
杨公使招饮
高师附属小学校教学观摩(六)
文部省听讲(七)
高师附属小学校教学观摩(七)
文部省听讲(八)
随弘文外塾学生参观天文台
文部省听讲(九)
文部省听讲(十)
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典礼
参观文部省并晤松浦镇次郎
同乡会
出席贵州省留学生欢迎会
寻常师范学校与三省堂印刷所
井上哲次郎论东西文化
早稻田大学毕业典礼
实践女学校清国留学生毕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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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田雄甫赠所著《地理指掌图》
赴亚雅音乐送别会
外务大臣持刺来拜
写赠手岛精一诗幅
日光行
“生平胜游以今日为最”
“日人保守之善亦足称”
木崎盛政携地图若干种来访
西川风琴制造所定购风琴
辻新次的选派留学生建议
户水宽人论中学校教育要旨
伊藤允美请代谋教习职位
与渡边龙圣议聘教习与派留学生事
根津一谓法国律例不宜于中国
晤梅谦次郎并听讲民法
讲道馆看横山、富田柔道
嘉纳治五郎详论学校行政
穗积八束谈日本立法律学校之大概
小川银次郎有意赴清为教习
三角锡子拟赴清助兴女学
访宫岛诚一郎
日本教习薪水种种
伊泽修二主持精养轩送别会
长原春田琴歌送行
再与渡边龙圣议聘教习
留学生议如何改良国之政法
“长冈絮言东三省后来事？不休”
聘音乐教习事与渡边之歧见
东洋社购教具
横滨登归舟
水田竹圃船中赠画
留学生用费数例
上海怡和码头靠岸
船发上海
返津
附录  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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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严修（1860-1929）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学者，也是革新封建教育、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先驱。字范孙，
号梦扶,别号偍屚生。原籍浙江慈溪。1860年出生。汉族。世业盐商。
幼年受传统教育，饱读经籍。1882年乡试中举，次年中进士，后入清翰林院任职。做过清朝翰林院编
修、国史馆协修、会典馆详校官、贵州学政、学部侍郎，掌管全国的教育。但他不同于一般封建官史
，积极倡导新式教育。曾以奏请光绪帝开设“经济特科”借以改革科举制度而传名于世。
严修大力推进民间办学，热心于乡里兴学。开始以学馆为基地，改革旧式教育，推进“西学”传播。
先约张伯苓来教家塾（时称“严馆”），习英文、数学和自然科学，开津门西学之先。又联合士绅创
办民立第一、第二小学堂，协助地方当局办起多所官立小学与半日学堂、补习所、研究所等多种教育
机构。
严修提倡女子教育，是中国最早的女学倡办者之一。1902年创办的严氏女塾，被《大公报》称为“女
学振兴之起点”。1905年将严氏女塾改为严氏女学，成为一所正规的民办女子小学。并在私宅创办了
“保姆讲习所”（幼儿师范）及严氏蒙养园（幼儿园），培养出了我国最早的幼儿教育骨干。
在推行新式教育方面，严修的重大贡献是筹设南开学校。1902年到1904年间曾两次东渡日本考察教育
方法。1904年春出任直隶学校司督办。之后与张伯苓决定将严馆和王（益孙）馆合并，筹设私立敬业
中学堂。1904年10月，中学正式开学，聘张伯苓为监督（即校长）。这就是南开学校的前身。1907年
改名南开中学堂。严修作为校董，不仅以个人财力、物力资助学校发展，而且在教育思想和办学方向
上对南开也有很大影响。1918年与张伯苓同赴美考察大学教育。1919年二人又共同创办南开大学，此
后又成立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到1928年，独具特色的南开系列学校（小学、中学、女中、大学）终
于全部建成。
严修晚年还在天津倡组了城南诗社、崇化学会，著述存稿有诗、文、日记、函札等多种，现辑录出版
的有《严修东游日记》、《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蟫香馆手札》等著作。严修不仅通经史、
习数算，还研究泰西之学。而且琴棋书画样样通晓，其书法秀逸浑雄，颇有功力，为当时津门四大书
家之一。其还善诗歌，与赵幼梅、王守恂同被誉为“近代天津诗坛三杰”。
1929年3月15日南开“校父”严修在天津病逝，享年69岁。遍及全世界各地的南开校友捐款，在南开中
学建“范孙楼”，并塑造了铜像。1992年，南开大学又塑铜像于校园，以此来纪念严修一生矢志新学
的功绩和对祖国教育事业的贡献。
《严修东游日记》　这本“东游日记”是由《壬寅东游日记》和《第二次东游日记》构成，前者系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后者系1904年（光绪三十年）。比较翔实地记录了明治三十年代日本教育
的实况，包括学校的学制、定员、经费、课程设置、教学法、教学设备等各个方面情况；其次严修在
日本接触到不少名人，日记中对其中一些人的言行和印象也有记录。这本日记不仅对研究日本史、中
国史（尤其是中国近代教育史）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而且也是研究严范孙其人及其教育思想发展的珍
贵史料。
为南开的贡献：天津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始人之一，曾任南开中学校董，与张伯苓共同创建了南开系列
学校，后因病去世，转让张伯苓任南开学校校董。他在任期间，为南开学校投资的资金，是南开学校
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现南开中学内图书馆楼为纪念他而起名为范孙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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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1902和1904年，严修两度东游日本，对日本从幼稚园到大学等各个级别的学校都进行了非常细致深
入的考察，尤其重要的是他记录下的关于一百一十多年前日本学校进行课堂教学的细节，除了具有史
料价值外，对研究、思考中国教育的读者也有启发意义。而这些日记对严修后来的教育实践，特别是
创办南开的系列学校的壮举所产生的影响也同样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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