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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近代到20世纪中期之前的这段历史，是世界上一些著名汉学家都很感兴趣并将其作为重点研
究对象的一段历史，他们都发表过各自的研究成果。
其中，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费正清对中国近代在适应世界潮流方面发生的一系列动荡和变化
，给出了一个“刺激反应”公式，认为中国近代的变化和发展始终是被动的，不管是外来侵略也好，
西学东渐也好，落后挨打也好，总是在外来力量的“刺激”下，才被动地作出“反应”和改变，这似
乎是中国近代发展的一个规律。
　　但是，近年来一些学者发现费正清的“公式”并不完全。
因为近代上海就是一个例外。
他们看到，面对外强的压力，上海表现出的是主动出击、主动竞争的态势，尤其在科学、教育和实业
方面表现得非常坚决和突出。
　　这是因为，当时的上海汇聚了一批经历过新文化运动和留学教育洗礼的现代型知识精英，他们以
西方的现代化为参照，以科学和教育为助推器，来加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以此与西方相抗衡。
就如法国当代社会学家玛丽·格莱尔·白吉尔教授在《上海，或称“另个中国”》一文中所指出的：
“这些名人似乎成功地超越了他们面临的各种矛盾，他们不是用传统的中国，而是用具有近代特点的
中国去同西方进行较量，他们追求的是近代化中国，一个他们在建设的初期阶段以外国特点为模式，
然后再用中国方式演绎，使他们的聪明才干得到充分发挥的中国。
比起受孔子思想影响较深的中国文人来，这些上海名人最重实效，而且较少受传统文化思想的束缚。
这些上海名人以一种近代化的动力学代替了异化的辩证法——既不完全保留中国的，也不完全接受西
方的，倒退亦不可能——并且认为这种近代化能使他们的前途，也就是国家的前途得到保障”(载《经
济·社会·文化年鉴》第三十四卷第五期，1979年9—10月)。
　　外国学者所指的“上海名人”，除金融家、买办和实业家外，从文化层面上来说，就是当时在科
学界、教育界的领军人物，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学术大师”，他们以上海为依托，以“科学救国
”和“教育救国”为宗旨，积极、主动、高效率地学习、移植和消化、吸收西方先进的东西，来改造
中国，建设中国。
拿中国科学的职业化和体制化来说，仅用了短短十余年的时间，就跨越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道路，初
步建立起了组织机构和人才架构，使中国的科研从无到有，得以快速地去追赶发达国家。
　　上海的这段历史，由于处于现代科教的起步阶段，又涉及到众多学术大师早年的活动，因而非常
珍贵。
然而，却因为种种原因，过去未能对这段历史作系统的研究和介绍，是殊为遗憾的。
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海上大师——中国现代科学奠基者萍踪》这样的著作问世。
　　在这本书中，作者积多年的学习与研究，对汇聚在上海的众多学术界代表人物，对现代科学研究
机构的草创，对上海与现代科学发展的人文环境和地缘关系，都进行了仔细的梳理，全方位地再现了
中国现代科学的渐进与发展，再现了奠基中国现代科学的学术大师们的努力与贡献。
这对我们了解中国近现代科学史，了解上海这座城市与科学的关系，了解有关学术大师及其所代表的
学科形成与发展的状况，都是颇有裨益的。
　　就中国历史在不同发展阶段所成就的具有代表性的区域文化而言，诚如时人所谓：“汉唐看西安
，明清看北京，近代看上海”。
透过这本书，能够看到自近代以来上海在推进科学现代化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以加深我们对当今“科
教兴国”、“科教兴市”战略的认识和理解。
　　从上海目前正在实施科教兴市主战略、全面推进领军人才与创新团队建设的实际需要来看，在推
进工作的进程中，回顾一下我国现代科学发展史及上海的地位与贡献，特别是从过去的那些科学大师
身上去体会他们献身科学事业、勇于创新突破、报效国家民族的精神情怀，对我们现在的各方面领军
人才和科技工作者来说，启发作用应该是多方面的。
　　200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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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海是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前沿，也是中国现代科学的重要发祥地。
本书以中国现代科学奠基者在上海的活动为线索，展示了众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大师为开创中国现
代化科学、传播科学文化所作的贡献。
 　　本书材料翔实。
脉络清楚。
以纪实的笔触再现了中国现代科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是一次从人文角度、地域角度来介绍
中国现代科学进展的新的尝试，颇具参考性和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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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新国，上海市作家，现供职于上海《文汇报》。
曾出版和发表《古镇》、《水巷人家》、《大江奔腾》、《生产美学概论》等中长篇小说、报告文学
和理论著作，主持撰写长篇科学家纪实文集《根系中华——著名归国科学家采风》，并在报刊发表散
文、特写、随感等近百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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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西学东渐与南洋特班——蔡元培在上海开展的科教启蒙活动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上海
南洋公学设立了特班，目的是培养洋务运动急需的新式实用人才。
蔡元培于当年应邀来上海，以翰林的身份担任了特班的总教习，从而在上海开展起科教启蒙活动。
　　南洋公学与特班的开设　　20世纪初的上海，作为中国最大通商口岸，已成为西学东渐的最大窗
口和办理洋务的中心。
当时，全国输入西学的机构有9家，其中有7家设在上海，如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广方言馆
等。
全国面世的各种西书，近八成为上海出版，有自然科学的，应用科学的，也有社会科学的，如《几何
原本》、《化学鉴原》、《谈天》、《佐治刍言》、《泰西新史揽要》等，都具有开创意义，影响很
大。
随着文化事业的发展，上海逐渐形成了一个新型知识分子群，如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都跻身于沪
埠，在戊戌维新时期批判守旧，鼓吹革新，被公认为维新思潮的先驱。
戊戌政变以后，各地知识分子纷纷汇聚上海，像蔡元培、张元济这样的“翰林”也南下来沪，从事出
版和教育。
加之文化机构林立，文化信息敏捷，与国际、国内文化联系密切，交流频繁，上海很快成为中国吸纳
西方文化与教育的中心。
　　就在这个时候，盛宣怀不失时机地在上海创办了南洋公学。
　　盛宣怀，江苏武进人，1866年中进士，入李鸿章幕，后出任津海关道、太常寺少卿及邮传大臣，
是著名的“洋务运动”干将，在上海首创了轮船招商局、电报局、通商银行等官办实业。
正是在办实业的过程中，他痛感人才匮乏，故多次上奏朝廷，请求办学，以供时用。
　　1896年，盛宣怀向清廷奏呈《请设学堂》折，在其同乡何梅生、美籍文化人士福开森等人的鼎助
、操办下，于该年筹款在徐家汇创办了南洋公学，隶属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设立师范院、外院(类小
学)、中院(类中学)和上院(类专科)四院。
盛宣怀自任督办，聘光绪六年进士、曾任总理衙门员外郎、在沪守丧的沈曾植任监督(相当于校长)。
　　1897年春，为优先培养师资，南洋公学师范院首次招生，应试者数千人，录取40名，可谓百里挑
一，优中选优。
接着，在师范院内附设高等小学堂；再从小学毕业生中依次递升进入中学；以期从师范生和中学毕业
生中，选拔一批优秀人才，派赴欧、美、日等国大学留学深造，以培养出一批能从事洋务、外交、新
学教学的新型高层次人才。
同时，为快速培养出一批办洋务、办实业急需的高级人才，盛宣怀又筹办了“特班”。
　　1898年6月12日，盛宣怀《奏陈开办南洋公学情形疏》，疏中说：“寰球各国学校如林，大率形上
形下道与艺兼。
惟法兰西之国政学堂，专教出使、治政、理财、理藩四门。
而四门之中，皆可兼学商务、经世大端，博通兼综。
学堂系士绅所设，然外部为其教习，国家于是取才。
臣今设立南洋公学，窃取国政之义，以行达成之实。
于此次钦定专科，实核内政、外交、理财三事。
”并将《南洋公学章程》附于奏折后。
章程中将办学意图表述得更为明确：“公学所教，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柢为基础，以西国政治
家、日本法部文部为指归，略仿法国国政学堂之意。
而工艺、机器制造、矿冶诸学，则于公学内已通算、化、格致诸生中各就质性相近者，令其各认专门
，略通门径，即挑出归专门学堂肄习。
其在公学始终卒业者，则以专学政治家之学为断。
”　　由此，南洋公学设立了具有高等程度的特班、铁路班、政治班、商务班等，以应急需。
这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轫，掀开了中国近代教育历史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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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班的设立，更是盛宣怀的精心之作。
1902年，盛宣怀在《南洋公学历年办理情形》折中说：“特班，变通原奏速成之意，专教中西政治、
文学、法律、道德诸学，以储经济特科人才用。
”而要办好这一“速成”高级人才的特班，自然要有好的总教习。
蔡元培原是旧学深邃的名翰林，甲午以后又精心研究西方学问，是当时公认的兼通中西的学者，因而
也为公学主持人看作适合负责特班教育的人选。
这样，经沈曾植礼聘，蔡元培于1901年8月前往上海，以翰林身份出任“特班总教习”。
　　南洋特班首批招收20余人，后扩招至40余人。
当时能考入特班的学生，旧学已有相当根基，年龄都在20岁左右，如邵力子、黄炎培、洪允祥、胡仁
源、胡敦复、殷祖同、谢无量、蒋梦麟、李叔同等；其中亦不乏已考取拔贡或举人者，年龄也更大，
如王世徵、贝寿同、项骧等便是举人入学。
这些人皆未习过英文，故入学后，半天学习英、算，半天由蔡师掌教，课余间以体操。
后来，这些人大都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界的风云人物。
　　造就学贯中西的高才生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
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1898年，受维新变法失败的冲击，认为变革须从教育始，遂辞官回故里，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提倡
新学，开新式教育之先。
1900年，应嵊县知事邀请，任剡山书院院长，颁《告嵊县剡山书院诸生书》，以“益己益世”为宗旨
，对书院课程进行改革，要求学生按各自的特长，分别学习，布置学生写日记，记录读书心得和疑义
，随课卷上缴，并给以具体指导。
为启迪民智，重视社会教育，主张普及教育，起草《浙江筹办学堂节略》，主张在省、府、县城及各
乡，设立各级新式学堂，普遍推广新式教育。
这段时间，是蔡元培办教育的最初实践，难免屡遭攻击和猜疑。
后他应南洋公学聘来上海，才找到了可施展“教育救国”抱负的全新天地。
　　在南洋公学特班，蔡元培的教学方法很独特，首先是指导学生读书，指导他们研究学问。
他先为学生开列可供选学的门类和每一门的书目，每人选一两门，参照书目次序自由阅读。
每天写读书札记交给他，隔一两天，经他阅后写上批语发还。
他常住在公学中院三楼宿舍，晚间常约同学谈话。
每日有一次命题作文，题目大都针对时事，启发学生思考。
此外，他还鼓励学生成立“演说会”，练习演讲，鼓励学生学习外语，并强调要重视日语的学习。
　　此时，教育家马相伯家居南洋公学附近的徐家汇土山湾，成为蔡元培最为尊重和借助的人。
马相伯是中国近代少有的学问家和外语天才，他12岁即来沪人法国耶稣会所办圣依纳爵公学(后改称徐
汇公学)，攻读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哲学、神学、数理和天文等学科，1870年获神学博士衔，后任
徐汇公学校长兼教务，继续研究哲学、数理及天文，译著《数理大全》等书百卷。
蔡元培先生不仅自己拜他为师，还介绍班上24名优秀学生到马相伯处学习拉丁文。
他们便是震旦学院最早的24名学生。
　　经数月学习，这些学生很得马相伯赏识。
1935年，马相伯回忆当时的学习情景时说：“从前笑话我们的外国人，也不能不钦佩我们的青年学生
的努力。
还有，我教他们，除了拉丁文外，还有法文和数学⋯⋯我的教法，完全和他们在学校所受的教育不同
。
譬如，数学吧，我教他们加减乘除，不但教他们演算的技术，并且教他们原理，使他们从根本上理解
每一算术的作用，并且教他们用代数的方法演数学，他们都很能领悟。
其中很有几个，后来都对于数理的研究有了深造。
”如前去学习的胡敦复，后来便成为我国现代数学奠基者之一。
　　对特班之外的优秀学生，蔡元培也尽心栽培。
如师范班的张相文(1866—1933，江苏泗阳人)，自幼好学，爱好舆地，博览史传，卓有识见，1899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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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南洋公学师范院读书，同时兼教中院、外院地理等课。
蔡元培与之结为挚友，为使他能直接阅读外文书刊，获得更多更新的地学知识，介绍校内的日籍教师
帮他学习日文。
后张相文将地理学讲稿加以整理，并参照日本等国外地理教科书资料，出版了《初等地理教科书》二
册和《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四册。
此二书为中国地理课本之发端，销行量达200万部以上，影响之大，出乎意料。
我国的地理知识第一次得到大普及。
　　蔡元培不仅给学生提供自由阅读各种书刊、接受新思想的有利条件，还利用合法条件，对学生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传播民主思想。
他告诫学生：“你们将来出去办学校以外，还要唤醒民众，开发他们的知识。
”邵力子后来回忆说：“他当然不能明白地鼓吹革命，但早洗尽了一切官僚教育的习气。
他教我们阅读有益的新旧书籍，他教我们留意时事，他教我们和文(日文)汉读，教我们以种种研究学
术的方法。
他不仅以言教，并且以身教，他自己孜孜不倦，终日致力于学问。
他痛心清政的腐败，国势之阽危，忧国的心情不时流露于辞色。
他具有温良恭俭的美德，从不以疾言厉色待人。
”　　蔡元培在其“自述”中也回忆道：“我三十五岁任南洋公学特班教习。
那时候南洋公学还只有小学及中学之学生。
因沈子培监督(曾植)之提议，招特班生四十人，都是擅长古文的。
拟授以外国语及经世之学，备将来经济特科之选。
我充教授，而江西赵仲宜君，浙江王星恒君，相继为学监。
学生自由读书，写日记送我批改。
学生除在中学插班习英文外，有学习日本文的。
我不能说日语，但能看书，即用我的看书法教他们，他们就试译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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