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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大学堂是北大前身，先后有多名安徽籍人士参与领导京师大学堂建

设。其中，教育家吴汝纶是否担任总教习一事，史学界颇有争论。本文结合《清

史稿》和吴汝纶家书，揭开历史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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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之40年代上海”

教育家吴汝纶
“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前后

从现有可靠资料来看，最早在中

国提出近代大学概念的应该是王之

春。王之春是湖南清泉县人，先后作

为曾国藩、李鸿章和彭玉麟的部属，参

与镇压太平军，历任山西巡抚、安徽巡

抚、广西巡抚。他曾出访日本、俄罗

斯、德国、法国。1882年，王之春在《广

学校篇》中指出：“西学规例极为详备，

国中男女老幼，无论贵贱，自王子以至

于庶人，至七八岁皆入学……乡塾之

上有郡学院，再上有实学院，再进为仕

学院，然后入大学院。”将近代大学的

概念介绍到中国。随后，薛福成、郑观

应等人多次提倡改革教育模式。

1896 年 2 月，时任管理官书局大

臣的安徽人孙家鼐上奏了《官书局章

程》，提出“拟设学堂一所”。同年 6

月，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了《奏请推

广学校折》，进一步提出创建京师大

学堂的蓝图。

1898 年 春 ，光 绪 帝 顺 应 时 代 潮

流，颁布了《明定国是诏》，拉开了戊

戌变法的帷幕，明确创建京师大学

堂。7 月 3 日，总署上报了梁启超起

草的《筹办京师大学堂并拟学堂章程

折》，当即得到批准。同时，皇上还任

命时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的孙家

鼐为管学大臣，既担负着创建京师大

学堂的重任，又兼负管理全国新式学

堂的职责。

后来，慈禧发动政变，戊戌变法

失败了，但京师大学堂还是保留下

来，成为中国著名高等学府北大的前

身。

1900年春，孙家鼐卸任京师大学堂管

学大臣。继任者是出使过法、德等国的许

景澄。也就在这一年，因为反对攻杀外国

使臣得罪慈禧，被以“勾结洋人，莠言乱政”

等罪名被杀于北京。相传许景澄被判时，

心中还记念京师大学堂经费，取来存于俄

国银行的四十万两办学银子的存折，交给

当局。

1902年 1月 10日，张百熙被清廷任命

为京师大学堂第三任管学大臣。张百熙是

湖南长沙人。清同治十三年(1874 年)甲戌

科进士，曾被派赴英国任头等专使大臣，在

悉心考察了英国的教育后，他认为要在根

本上改变中国愚昧与落后，就得重视人才

的培养。

回国后，张百熙奏请“将京师大学堂

改隶国子监，正名大学，以一学术而育真

才。在被任命为管学大臣后，他拟就各级

学堂章程六件，统称《钦定学堂章程》，这

是我国第一次以政府名义规定的近代完

整学制。

张百熙认为，要办好京师太学堂必须

注意延揽各种有真才实学的人才，特别

是总教习这一职务尤为重要。他招揽了

严复、张筱浦、杨仁山、蔡元培等人进京师

大学堂授课，果断辞退专横渎职的总教席

美国人丁韪良，经过选择，张百熙决定聘请

当时名士吴汝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他

认为吴汝纶“学问纯粹 ，时事漏明，淹贯古

今 ，详悉中外 ，足当大学堂总教习之任。”

吴汝纶（1840～1903 年），清代安徽桐

城（今枞阳县会宫乡老桥村吴牛庄）人。著

名的桐城派后期作家。同治四年进士，曾

先后任曾国藩、李鸿章幕僚及深州、冀州知

州等职。

吴汝纶性情中是个文化人，不愿做

官。当保定莲池书院院长张裕钊辞职时，

他便向直隶总督李鸿章毛遂自荐，辞去了

冀州知州，从 1889 年起，主讲莲池书院，

并且大胆革新，声誉鹊起，严复、林纾、马

其昶、李光炯、房秩五等人都曾在此受

益。1901 年，袁世凯改莲池书院为校士

馆，仍聘用吴汝纶为监督，但吴汝纶坚辞

不就。

1902年 1月 16日，张百熙第一次请吴

汝纶出山，他表示既然退出官场，就不再进

去。第二天，张百熙身穿大礼服并且是长

跪不起，诚恳地说道：“吾为全国求人师，当

为全国生徒拜请也。先生不出，如中国

何！”吴汝纶还是坚决拒绝了。

据《清史稿》记载，张百熙没有办法，奏

请朝廷，以五品卿衔请吴汝纶，谅他再大胆

也不敢抗旨不遵。对此，吴汝纶只能“暂不

言辞”，但提出要看大学堂的章程再作计议。

近代大学堂的出现

资料图片：吴汝纶像

网罗英才入京师大学堂

跪请吴汝纶出任总教习

吴汝纶回家乡办学

随后，吴汝纶奏请出国考察教育。他

认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国力之所以迅速

强盛，在于其教育的成功，要办好中国的京

师大学堂，必须借鉴于日本。1902年5月，

他率领学生李光炯、方磐君等人东渡日本

考察教育。并把所见汇编成十多万字的

《东游丛录》一书。

在日本，因留学生事与思想保守的驻

日公使蔡钧发生龃龉。当时，留日学生因

参加排满运动，与蔡钧发生争斗，吴汝纶予

以支持。蔡钧诬告吴汝纶，清廷于是电召

吴汝纶回国。这年9月，吴汝纶乘船回到

上海后，没有复命，以生病的理由回到安

庆，并在桐城创办桐城小学堂，又名桐城学

堂，这就是后来的桐城中学，他为学堂亲自

题写匾额“勉成国器”。

严格说来，因为政治、教育体制和个人

原因，吴汝纶并没有真正主持京师大学堂总

教习之职，他的教育思想也没有在京师大学

堂的舞台上体现，这是一个历史遗憾。1903

年春，吴汝纶在家病逝，享年64岁。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是极

不寻常的，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倒

退相互并存，各个阶层云聚，上演

不同的生活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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