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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选择中国大学初创时期进行研究，源自于校史研究。
1984年，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所有文革以前建立的高等学校，着手进行校史研究和编写工作。
其后，各高校的校史编研成果陆续出版。
如天津大学出版了《北洋大学一天津大学校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了《上海交通大学校史》，北京
大学出版了《北京大学校史》，山西大学出版了《山西大学校史》，等等。
天津大学的前身是北洋大学堂，创办于1895年；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是南洋公学，创办于1896年；北
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创办于1898年。
1902年以后各省陆续创办了山东大学堂、山西大学堂、四川通省大学堂等一批学校，这些学校是中国
近代建立得最早的一批高校。
各大学的校史从个案角度叙述了中国近代大学创建的历史情况，形成了第一手资料，为进行中国大学
初创时期的整体研究提供了可能。
自1984年起，本人就参加了天津大学的校史研究和编写工作，由于天津大学是中国近代建立的第一所
现代大学，自然涉及中国大学初创的问题。
在进行本校校史研究的同时，中国大学初创时期的整体研究也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关于教育史的学术研究也更加繁荣，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如李国钧、王
炳照先生统编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潘懋元先生著的《中国高等教育百年》等，都涉及中国高等
教育初创时期的内容，为进行中国大学初创时期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其后，我们也相继参加和承担了国家和省市部委的教育科学研究课题。
如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大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研究”中“高等教育史”的研究
和编写；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项目“高等工程教育研究”；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重点
项目“百年教育思想与人物研究”；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项目“中国近代大学精
神的发展与大学文化建设研究”，此项目中我所主持的“天津大学（北洋大学）近代教育精神的发展
和文化建设个案研究”作为重点项目的分课题，被批准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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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研究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起源的学术著作。
近年来，关于近代大学教育和历史研究的著作屡见出版，然而该书所选取的研究视角、采用的研究方
法和凝练的研究成果，具有鲜明的特点。
从制度文化的视角对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初创的情况进行分析，取得学术性研究成果，如：先立典章
，后建大学——中国特色的大学初创模式；“中体西用”、“西学体用”——清末中国大学之道的多
样化探索；典章制度影响下的大学精神与文化，等等，都是其成果创新。
该书在体例结构上亦有独到之处，采取了研究成果与史料整理相结合的做法，在尽可能占有史料和进
行史实研究的基础上，挖掘和整理出中国大学初创时期的典章制度资料，弥补了这一时期专题研究材
料匮乏的缺憾，为更多学者开展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便利，凸显出作者抛砖引玉的研究意愿和成果
共享的治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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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同文馆及北洋学堂等，多以西人为总教习。
然学堂功课，既中西并重，华人容有兼通西学者，西人必无兼通中学者。
前此各学堂于中学不免偏枯，皆由以西人为总教习故也。
即专就西文而论：英法俄德诸文并用，无论任聘何国之人，皆不能节制他种文字之教习，专门诸学亦
然，故必择中国通人，学贯中西，能见其大者为总教习，然后可以崇体制而收实效。
　　第二节学生之成就与否，全视教习。
教习得人，则纲目毕举；教习不得人，则徒糜巨帑，必无成效。
此举既属维新之政，实事求是，必不可如教习庶吉士、国子监祭酒等之虚应故事。
宜取品学兼优通晓中外者，不论官阶，不论年齿，务以得人为主，或由总理衙门大臣保荐人才可任此
职者，请旨擢用。
　　第三节设溥通学分教习十人，皆华人。
英文分教习十二人，英人、华人各六；日本分教习二人，日本人、华人各一；俄德法文分教习各一人
，或用彼国人，或用华人，随所有而定。
专门学十种分教习各一人，皆用欧美洲人。
　　第四节用使臣自辟参随例，凡分教习皆由总教习辟用，以免枘凿之见，而收指臂之益。
其欧美人或难于聘请者，则由总教习总办，随时会同总署及各国使臣向彼中学堂商请。
　　第五节现当开办之始，各学生大率初学，必须先依编译局所编出之溥通功课卒业，然后乃学专门
。
计最速者，亦当在两年之后。
现时专门各学之分教习，如尚无学生可教，即暂以充编译局书之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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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初创于19世纪末，这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次重要变革，对于我国数千年的封建
教育而言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尤其是对晚清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中国教育，更是一次柳暗花明的创新
。
《学府典章：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初创之研究》试图通过对中国大学初创时期典章制度的研究，从制度
文化的视角对中国近代教育的缘起、特点和办学道路的探索进行新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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