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工业大学
文化传承与创新

贺立军　陈鸿雁　霍占良

曹旭冉　杨　洋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书　　名　河北工业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

　　　　　HEBEI GONGYE DAXUE WENHUA CHUANCHENG YU CHUANGXIN

著　　者　贺立军　陈鸿雁　霍占良　曹旭冉　杨　洋

责任编辑　贺秀红　牛海婷

美术编辑　李　欣

封面设计　王　婧

责任校对　余尚敏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石家庄燕赵创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0.75

字　　数　131 000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2-12091-0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河北工业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 / 贺立军等著. -- 石

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7.6

　　ISBN 978-7-202-12091-0

　　Ⅰ. ①河… Ⅱ. ①贺… Ⅲ. ①河北工业大学－校史

Ⅳ. ①G649.2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2316号



贺立军　河北昌黎人。河北工业大

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北京高

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

中心（北京工业大学）理事会理事。研

究方向：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

杨洋　河北涿州人。河北工业大学

助教，硕士；研究方向：大学文化。

陈鸿雁　河北承德人。河北工业

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

向：胜任力、领导力、大学文化、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

霍占良　河北安国人。河北工业

大学副编审、硕士。研究方向：大学文

化。

曹旭冉　河北承德人。河北工业大

学助理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大学

文化。



001

前　　言

一百多年前，古老的中华大地满目疮痍，自强不息的中国人孜孜

以求，不断探索着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随着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运

动的兴起，办学堂、建工厂的呼声日趋高涨，对工业人才的需求日渐

迫切。河北工业大学的前身——北洋工艺学堂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

应运而生的。

回顾百余年的发展，河北工业大学的办学历程是一部与近现代

民族工业发展息息相关、与国家高等工程教育紧密相连的发展史。学

校初创，时值清末，国家积贫积弱，为探求“实业富国”之良方，学

校汲汲图兴学之策；民国时期，面对外辱内患，学校担负起“工业救

国”之重任，努力探索工业教育之新路；新中国成立后，学校肩负

“科教兴国”之责，与百业待举的祖国一道砥砺前行；跨入新世纪，

学校坚持以“创新强国”为己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勠力续航。

著名实业家、北洋工艺学堂首任总办周学熙先生提出“工艺非

学不兴，学非工艺不显”的办学主张，创办了全国最早的高校校办工

厂，把“办学与兴工”紧密联系在一起，首开“工学并举”工业教

育思想之先河；1929年，河北省立工业学院首任院长魏元光先生继承

“工学并举”办学传统，强调“手脑并用、以作为学”，开创了“中

国式一体化工业教育”道路；1958年，河北工学院复建后首任院长潘

承孝先生强调“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并重的“三基”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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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倡行“教学科研生产一体化”，进一步拓展了“工学并举”的办

学理念；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校又提出了“工程教育与经济建设相

结合、理论教学与工程实践相结合、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相结合”的

工学并举的办学理念；进入21世纪，学校又赋予“工学并举”“理论

与实践、办学与兴工、立校与报国”相结合的时代内涵。

20世纪30年代，魏元光先生亲书的“勤慎公忠”成为学校的校

训。近百年来，学校秉承校训精神，“勤以治学、慎以立身、公以对

人、忠以处事”，历经沧桑不忘教育之本，百折不挠秉持报国初衷，

培养了代代工大人身担家国的理想信念，敬业乐群的道德风范，严谨

务实的科学态度，好学求新的进取精神。

回顾百余年的历史，总有一些人让我们肃然起敬。在他们当中，

有为中华民族解放和祖国的独立富强英勇献身的英雄人物，有在我国

科学教育事业中建立卓著功勋的典范，有在领导岗位上肩负要职的仕

才精英，更多的是在改革浪潮中扬帆搏击的时代才俊。他们所处的时

代不同，奋斗的方式不同，但都值得河北工业大学骄傲。书中收录的

几十人，就是他们其中优秀的代表，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每一个名字

都响亮，每一段故事都精彩。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114年的

历史积淀中，有太多值得我们骄傲而难忘的故事，有太多值得我们尊

敬和学习的榜样。这些都是先辈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激励我

们不断前行的动力。面向未来，“双一流”大学建设重任在肩，我们

只有鉴史明志，不忘初心，薪火相传，砥砺前行，用我们的智慧和汗

水，写就河北工业大学再创辉煌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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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工业大学是一所以工为主、多学科协调

发展的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学校坐落

在天津市，并在河北省廊坊市设有分校。学校的

前身是创办于1903年的北洋工艺学堂，1995年更

名为河北工业大学。1996年首批进入国家“211工

程”建设序列，2012年通过国家“211工程”三期

建设项目验收。2014年12月，河北省人民政府、

天津市人民政府和教育部正式签署共建协议，决

定把河北工业大学作为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

试点，破解学校办学资源瓶颈，全面提升学校办

学水平，支持学校率先建成高水平大学。

建校114年来，河北工业大学秉承“勤慎公

忠”的校训精神，从严执教、从严治学，逐步形

成了“工学并举”的鲜明办学特色与“勤奋、严

谨、求实、进取”的优良校风，已培养20万名毕

业生，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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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校史回顾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列强借助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面对

列强欺凌，一些忧患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志士仁人，发出变革图强和

学习西方的呼声。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到“废除

科举，兴办新学”的变法维新，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受到前所未有的

冲击，新的教育制度逐步建立起来。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顺应朝

廷，积极支持新政，兴学重教，委派天津知府凌福彭创办北洋工艺学

堂。凌福彭受命后，深感“此次津郡创设工艺学堂，实开北省内地风

气之先”，遂“连日与日本工学士藤井恒久悟商并博访周咨，详考直

省物产，究其利弊所在，知振兴工艺一事实为今日万不可缓之图，遂

即详拟章程（共5章），兙期举办”。于是，勘验地形，选定堂址，

最终选定天津老城东南角贡院东草厂庵为北洋工艺学堂堂址，迅即饬

令动迁民房，转移僧侣，修葺旧有房屋，亲自招考学生，聘请教习，

初录学生30名。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二月，北洋工艺学堂正式开

学。这是全国最早的培养工业人才的高等学校。直隶公立工业专门学

校校长武濬源在为《同学录》作序时曾说：“夫中国工校之兴以吾校

为最早，各省之担簦来学者，除云南、湖南、新疆、黑龙江外，莫不

有其人焉。”

是年，在贡院前修建东北楼房数十间，作为讲堂、办公室，在其

西方向建化工、机器两厂，供作实习之用，这也是全国最早的校办工

厂。

学校从办学之初即为高等层次，这一点在袁世凯于光绪二十九年

（1903）十月十八日呈给光绪的奏折中就有详陈。他在奏折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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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于上年（1902）莅津以后，即先筹设工艺局，就草厂庵附近地址

建造工艺学堂，延聘中外教习，厘定课程，初录学生三十名，教以化

学、染织及普通学科，约三年毕业。继收八旗官兵学生四十名，近又

续行招考，拟再取三四十名，视各生年岁性质，分高等寻常二级。其

秀颖者课以精深之理法，庸钝者授以浅近之技能。”

北洋工艺学堂作为官立学校，建制正规，创办时即拟定了《工艺

学堂详订暂行章程》，共五章，涉及“学堂建置”“学堂员役”“学

堂课程”“学堂条规”“学堂经费”等。其中学堂条规共8节，要求

学堂员司、学生等一律谨恪遵守。

学校的招生录取条件非常严格，不仅要求考生年龄在15岁至22

清代天津城内图，见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津门保甲图说》，北洋工艺◎◎

学堂最初就设立在天津旧城东南角贡院和草厂庵（图源：天津古代城市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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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身家清白，还要经过三关“审”“试”：第一关，先面试政审，

看年貌、条件是否相符；第二关，文化初试，按成绩选取40名考生进

入复试；第三关，经过复试录取的学生还要经过英语口语面试，才决

定去取。

据资料记载，当时应考者不下二三百人。考试科目包括汉文、汉

文译英文、英文等。汉文要求一小时交卷，汉文译英文两小时交卷，

开考前发给洋纸一份。汉文和汉译英考试完成后，再出英文论题。凡

考英文者三四日内单发一榜。据大公报记载，当时的汉文考试的题目

即为“化学为制造之本”。要求考生不仅论点正确，论述透彻，还要

有论据，“能略举其说”。汉文译英文也是关于化学方面的内容。

学校初设化学、染织及普通学科，约三年毕业。在课程设置上也

“以理化为基础，以实用技术为至重”。

直隶高等工业学堂注重选聘优秀教习，以名人、高学历、留洋

者居多，尤其是不惜高薪聘用洋教习。除总教习、教务长日本工学士

藤井恒久以月银400两聘用外，还以月银300两聘用英国头等机械师德

恩为机器教习，其聘银相当国内教习月银20两、30两者10倍到20倍之

多。

与此同时，学堂还不惜花费重金选派优秀学生到国外游历、考

察、研修深造，以培养国家需要的高精工业技术人才。1903年4月，

北洋工艺学堂开学不久，即从初招的30名学生中挑选19名赴日本游

历，参观大阪博览会，历时两个月。

学堂创办后不久，受袁世凯委派前往日本考察工商业的周学煕

在博访广历之后回国。周学熙被称作北方工业巨子，为袁世凯推行新

政的得力人物。通过考察，周学熙感到，日本的崛起在于重视兴办教

育，以教育兴实业得以发展。袁世凯授命其筹设并总办直隶工艺总局

诸事。直隶工艺总局下辖工艺学堂、实习工厂、考工厂和工业售品

所。兴办工艺学堂，以精进其理法；设实习工厂，练习其技能；设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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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以甄验其货品；设工商演说，以增益其见闻；设工商研究，以

开拓其智识；设工业售品所，以疏通其销路。1903年7月，在接任学

堂总办后，周学熙“经营董勤，不遗余力”。

1903年12月，周学熙辞职，荐毛庆潘继任总办。1904年3月，毛

庆潘辞职，周学熙复任总办。

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颁行了《奏定学堂章程》，这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颁布且在全国普遍实行的学制，章程规定：

“至于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

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

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这项

宗旨很明确地反映了当时新教育的指导方针——“中学为体，西学为

用”，以造就“实用”的“通才”。

遵照《奏定学堂章程》，北洋工艺学堂改“直隶高等工业学

堂”。随之又制定了《直隶高等工业学堂试办章程》，共31条，同时

制定了“讲堂参观行礼规则”6条、“食堂规则”7条、“自费生附学

规则”9条，制度更加完善，要求更加严格，纪律更加严明。

学堂规定，考试分大考小考，小考考半年所学的内容，大考则

考全年所学。不及格者不得升班，两次不能升班的要除名。如因病及

不得已之事而请假未能参加考试的，准其补考。学生请假须有保人。

月终统计出勤，如缺课太多，无论因事或者因病一律酌扣功课所得分

数，倘若不经请假而无故不上课的要记过，有违背的及品行不端的，

要照章革除。

在食堂规则中，规定庶务长、教习、司事及学生等一律在饭堂用

膳，饭菜一样。在宿舍规则中，要求学生在宿舍各按各号就位，除讨

论学业外，不得三五成群闲聊，衣物用具等要摆放整齐，宿舍内不准

聚饮、赌博、吸食洋烟，并不准携带玩具。就寝时，熄灯就床，不能

超过规定时间等。

1905年直隶高等工业学堂学生在上机械课（图源：近代天津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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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规则各生均应遵守，各斋长要稽查劝诫。如发现有人故犯，

要分别轻重记过。斋长如果不负责不劝诫，又不陈明，一并记过。

1907年，学校有了第一批毕业生，共50名。其中，化学制造速成

科13名，图绘科14名，化学制造科13名，化学科10名，共计50名。为

表彰周学煕办学有功，1908年1月，直隶总督杨士骧“奏监司总办工

艺成效昭著请给优奖折”为周学熙请奖，赏给三代正一品封典。

由于学生人数不断增多，草厂庵的校舍有限，1907年9月报请直

隶学务处批准，在天津河北窑洼孙家花园旁另建新校舍，1908年6月

竣工，7月迁入新址。学堂管理更为规范，教学设施较为完善，学生

数额增加至200余名，生源较广，除直隶省外，来自国内14个省区的

学生占30%。

1909年，学校遵照部章并参照欧美、日本各国工科大学的教学情

况，修订课程计划，同时，附设两年制中学实习科，实习科学生毕业

可直接升入高等工业学堂。1911年1月，机器科甲班毕业，连同1910

1905年直隶高等工业学堂学生在上机械课（图源：近代天津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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