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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该书的写作费时十余年，其定名就颇费了一番心思。
开始的书名想使用“寻访”、“还原”、“伟哉”、“重构”、“杏坛遗珠”、“现代大学教育的先
驱者”冠之于曹云祥之前，后来也想使用“教育界会永远记住的一个人——曹云祥”、“这才是曹云
祥”、“为曹云祥正名”、“曹云祥再发现”。
最后和很多朋友交流，觉得这样一个清华大学的实际开创者，使用“清华之父曹云祥”，是名至实归
的。
于是就决定了这个书名。
    我的恩师刘麟瑞先生的女公子刘慧，冒着北京7月的高温酷暑到国家图书馆帮助我复印曹云祥的材料
，我的学生张玉营小姐、清华大学蔡志军博士帮助我复印曹云祥的著作和翻译的巴哈伊教书籍，还有
北京的美国朋友华理德先生夫妇、麦泰伦先生，澳门大学的江绍发先生，香港大学的宗树人先生，美
国未来趋势国际集团的华赞先生、裴蕾小姐，广州的周立坚女士，上海的陈丽新女士，杭州的张国栋
先生，澳门的潘紫径女士，都提供了很多帮助。
    潘紫径女士和我的学生许宏博士为我翻译了有关资料。
    美国的老朋友夏利阿里博士夫妇一直关心该书的出版。
巴哈伊世界正义院的华赞·阿尔巴伯博士夫妇、彼得·汗博士、佩曼·穆哈杰博士夫妇，新加坡的符
积虎先生夫妇，也支持该书的撰写。
巴哈伊世界中心的珍妮特研究员、胡达·麦哈穆德研究员、瓦希德·拉法提博士，都提供了不少有价
值的资料。
    还有我的老朋友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特意寄来他和兄长冯天琪编辑的《近代名人墨迹——冯永轩
藏品》，这本书收录了曹云祥和国学研究院师生的唯一一张合影，让我们知道了这段史实的真实情况
，因此弥足珍贵。
    最后当然不是最不重要，我还要感谢我的太太刘宗贤研究员和我的女儿蔡燕颖、儿子蔡元喆，他们
也对我的工作大力支持。
    本书的出版得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蔡德贵    2010年10月4日    济南神凝斋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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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他是孤儿之子，却得慈禧青睐，与宋庆龄、宋美龄两姐妹同行留美，成为耶鲁的辩论高手，哈佛
最早的MBA；本是叱咤风云的外交官，却于清华学生“三赶校长”之际，临危受命，空降清华。
他就是清华大学功不可没的奠基人曹云祥。

　　本书分为传记、文献两卷。
传记卷依据详实的史料，记录了曹云祥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生，着重记述了他在任清华校长期间所做的
种种变革之举；文献卷收录了曹云祥的著译作品及相关的历史文献，涉及留学、大学教育、体育、医
疗、企业管理、社会改革、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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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请名家演讲
　　爱才有举措
　　引进耶鲁精神和巴哈伊思想
　第六章　清华校长不好当
　　解决诸多棘手问题
　　“教务长出走”
　　吴宓之惑
　　选举出的教务新格局
　　无言的结局
　　国学研究院的尾声
　第七章　工作就是祈祷
　　工商管理施展才能
　　参与中国红十字会活动
　　共同发起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推动传播巴哈伊教
　　其他公益活动
　　生命终止，流风永存
　后记
文献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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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22年3月，《清华周刊》登了一则简讯《董事易人》：“本校董事王麟阁先生辞职，外部已派定曹云
祥先生接充。
闻曹先生历任外部要职，并新从荷兰（应为丹麦）代办使事回国云。
4月，外交部派曹云祥代理校长。
” 不久又刊登《校长派定》的消息：“董事曹云祥先生兼任本校校长，王文显先生代理副校长，已见
上星期四外交部部令，曹先生系哈佛大学理财学（经济学）硕士，闻此次来长斯校，有一番大整顿计
划。
上星期二来校视察校长住所，并在王代理校长宅晚餐。
” 没有隆重的任职仪式，没有带助手，曹云祥孑身一人来到清华。
这所由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开办的留美预备学校，将会面临怎样的变化？
清华学校的前身是外交部最早组织的游美学务处，开始的时候设在北京东城的侯拉胡同，后迁入史家
胡同办公并且招生，周自齐为总办，唐国安、范源濂为会办。
迁到清华园以后，因基清华园，所以肄业馆就定名为清华学校，从此学校有了正式名称。
其时，周自齐因公到英国，唐国安也到美国执行调查的公干，颜惠庆为代理总办，胡敦复、张寿椿先
后为教务长。
从这点来说，颜惠庆也是清华学校的奠基人之一。
唐国安从欧美回国后任第一任校长，之后有周诒春、张煜全、严鹤龄、金邦正相继继任。
然而，学校的办学状况却不尽如人意：“学潮澎湃，士气翻腾，议政问世，争先恐后”，“批评外部
（外交部），指斥董事，赶校长，逐教员，兢兢有为，日不遐给”。
 有一篇文章，总结当时的一些看法，指出：“清华之纷乱，已有数年之久。
吾等身历其境，所受之痛苦，岂复言语所可形容。
凡稍具血心之同学，看这万劫莫回、百死难逃的厄运，谁有不痛心疾首，奋然思所以补救之者。
⋯⋯今日清华之不满人意之要点，兹陈其要者如下：（一）校中办事员之不得人，因之与吾人时时为
无意识之冲突，而滥施其威权。
不能引导学生，为学生谋幸福，谋进步，反而贻害学生。
（二）教员中滥竽充数者之多，误人子弟，欺人自欺，此等教员，与夫容纳之者，其罪岂胜诛哉？
（三）校中不死不生之现状⋯⋯不死不生之现状由于不死不生之校长。
” 尽管学校存在诸多问题，但建校近十年来，在摸索、探索中也培养了一些有用之才，其重要性慢慢
彰显。
颜惠庆任外交总长的时候，在1920年10月7日到清华学校演讲，就强调了清华在中国教育界日益显出的
重要性，赞美“我清华学校，规模宏壮，设备完整，遣出游学诸生，皆能著声誉于海外，而在校诸生
，日与数十中外教员，聚处讲学，复广览各国文字报纸，外情熟悉，知识亦高”，他希望清华成为“
模范学校”，“将来人才辈出，共图国是” 。
外交部后来之所以派曹云祥担任清华学校校长，除了曹是颜的表弟这层关系，更多的可能是颜惠庆对
清华寄予厚望的表现。
在曹云祥之前，清华校长走马灯似的几经更换。
具体来说，自1918年1月周诒春辞职，到同年4月，清华学校一直没有校长。
4月15日，外交部派张煜全为校长，但到7月，才到校就职。
1919年12月，学生会开成立大会时，张煜全校长叫巡警干涉，引起学生公愤，激起罢课风潮。
一个月后，张煜全辞职。
1920年2月，外交部派严鹤龄为代理校长。
在严鹤龄代理校长期间，学生会评议部曾提出改良校务运动，组织了一个校务改良委员会，搜集了许
多意见。
写了一篇改良校务计划书，但严鹤龄并未实施。
1920年8月，外交部派金邦正为清华学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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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学生因同情北京“六三”教潮，议决罢课。
金邦正与董事会决定，凡届期不赴大考者，一律留级一年。
留级的学生中包括闻一多，因无辜受了这种留级的惩罚，愤愤不平。
1921年秋季举行开学典礼，多数学生不出席，给金邦正以极大的打击。
10月，他借赴美参加太平洋会议，离开学校，清华校务由王文显代理。
1922年初，金邦正辞职。
外交部不得不开始酝酿新的校长人选，于是，曹云祥应时而就。
来清华之前，曹云祥已经是清华董事会成员。
1920年底，他从中国驻哥本哈根公使馆一等秘书卸任、担任华盛顿会议秘书长帮办返国后，就担任外
交部参事兼清华学校董事会会长。
加之其自身的留美经历，一向对留学生多有关注。
1914年9月，当时著名的《东方杂志》发表《留美学生曹云祥致某君书》 ，文中总结了留美学生在美
国的四个时期：艳羡时期，失望时期，愉快时期，明达时期。
1919年，清华学生百人赴美留学，当时刚从丹麦回国的曹云祥受邀到校演讲，慷慨陈词：“希望百人
中有四五人大告成功，已属满意。
因中国学生留学东瀛者以万计，留学欧美者以千计，苟有5%，为国效用，已不在少数” 。
这一年赴美留学的毕业生中，有后来归国执教于清华工程学系的钱昌祚、恢复组建清华化工系的程耀
椿，以及后来被阎锡山任命为清华校长的乔万选。
此外，还有动物遗传学家陈桢。
当时他已获得金陵大学农学士学位并留校做育种学助教，因考取清华学校专科而得以公费留美。
此次留学生中，也包括清华的老师。
当时，林语堂在清华执教已届三年，本以为有资格领取官费赴美深造，但清华当局只给他每月40块大
洋的半官费奖学金。
林语堂不顾这些，毅然向哈佛大学申请入比较文学研究所，并获得同意。
在学校教体育的马约翰，也在这一年赴美留学，进行访问。
1919年11月8日，美国大学同学会在上海举行欢迎会，曹云祥应邀在会上演讲，积极呼吁留美生回国支
持国家建设：“其一，诸君初到美国，见美国物质发达，工商进步，规模宏大，诸事便利。
此时期为The Period of Admiration（景仰，艳羡）。
其二，在美国多年，乐其生活，大有乐不思蜀之概，此时期为The Period of Appreciation（欣赏）。
其三，回首中国，事事不如人，事事不满意，此时期为The Period of Disappointment（失望）。
其四，在美日久，深知美人立国之精神，然后方自觉为中国人。
此时期为The Period of thorough Understanding（完全理解或者彻底理解，明达）。
在此时期中，满腔热血，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此正诸君回国共商国事之时也。
即返国为要。
” 曹的演讲严谨务实，还被当时的《清华周刊》评论为“词意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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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该书的写作费时十余年，其定名就颇费了一番心思。
开始的书名想使用“寻访”、“还原”、“伟哉”、“重构”、“杏坛遗珠”、“现代大学教育的先
驱者”冠之于曹云祥之前，后来也想使用“教育界会永远记住的一个人——曹云祥”、“这才是曹云
祥”、“为曹云祥正名”、“曹云祥再发现”。
最后和很多朋友交流，觉得这样一个清华大学的实际开创者，使用“清华之父曹云祥”，是名至实归
的。
于是就决定了这个书名。
    我的恩师刘麟瑞先生的女公子刘慧，冒着北京7月的高温酷暑到国家图书馆帮助我复印曹云祥的材料
，我的学生张玉营小姐、清华大学蔡志军博士帮助我复印曹云祥的著作和翻译的巴哈伊教书籍，还有
北京的美国朋友华理德先生夫妇、麦泰伦先生，澳门大学的江绍发先生，香港大学的宗树人先生，美
国未来趋势国际集团的华赞先生、裴蕾小姐，广州的周立坚女士，上海的陈丽新女士，杭州的张国栋
先生，澳门的潘紫径女士，都提供了很多帮助。
    潘紫径女士和我的学生许宏博士为我翻译了有关资料。
    美国的老朋友夏利阿里博士夫妇一直关心该书的出版。
巴哈伊世界正义院的华赞·阿尔巴伯博士夫妇、彼得·汗博士、佩曼·穆哈杰博士夫妇，新加坡的符
积虎先生夫妇，也支持该书的撰写。
巴哈伊世界中心的珍妮特研究员、胡达·麦哈穆德研究员、瓦希德·拉法提博士，都提供了不少有价
值的资料。
    还有我的老朋友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特意寄来他和兄长冯天琪编辑的《近代名人墨迹——冯永轩
藏品》，这本书收录了曹云祥和国学研究院师生的唯一一张合影，让我们知道了这段史实的真实情况
，因此弥足珍贵。
    最后当然不是最不重要，我还要感谢我的太太刘宗贤研究员和我的女儿蔡燕颖、儿子蔡元喆，他们
也对我的工作大力支持。
    本书的出版得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蔡德贵    2010年10月4日    济南神凝斋寓所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清华之父曹云祥>>

编辑推荐

《清华之父曹云祥》编辑推荐：曹云祥校长是将清华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的人。
他最早在中国执行“教授治校”，最早提出清华“培养领袖人才”的远大目标；一手创建清华国学研
究院，齐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名士大儒，造就了大学史上“国学四大导师”
的佳话。
他还是新兴宗教巴哈伊教最早的中国传播者，译介了大量巴哈伊教的著作。
关注清华校庆者，教育研究工作者，清华校史研究者，巴哈伊教信众，国内外巴哈伊教爱好和研究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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