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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的

话

中华民国, 从 1912 年到 1949
年, 只有短短 38 年的历史, 新旧交

替, 时局动荡, 是中国的一个特定

历史时期。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 要了解一

段历史, 就必须了解这段历史中的

人。 在中华民国短暂的 38 年里, 各

路人马你方唱罢我登场, 上演了一

出出或壮烈或滑稽、 或光荣或可耻

的历史大剧。 在深深影响过那个时

代、 曾经也讳莫如深的 “民国那些

人” 中, 有金戈铁马的地方军阀, 有

纵横捭阖的政治精英, 有舍生取义的

志士仁人, 有精忠报国的铁血将士,
有投身实业的商贾大亨, 有声誉传世

的名流才子, 也有卖身求荣的汉奸叛

徒……如走马灯般络绎不绝的各类人

物, 组成和创造了中华民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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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历史人物的生平故事, 是

了解这段历史的很好的切入点。 《民
国那些人》 丛书分为 《北洋枭雄》
《智囊精英》 《民主先驱》 《中华英

烈》 《实业巨子》 《军中翘楚》 《思
想大家》 《文艺巨匠》 《科教大师》
《千秋罪人》 等十个分册, 对 “民国

那些人” 进行分门别类, 准确而概

括地介绍中华民国历史上各领域中

的代表性人物, 并辅以相关的历史

图片和历史知识作为链接。
需要说明的是, 丛书的绝大部

分分册是以人物属性为分类的依据,
有个别分册按人物所属时间段归类,
如 《北洋枭雄》, 以便使读者更好地

理解人物间的相关联系。 我们力求

使丛书在内容上深入浅出, 在形式

上图文并茂, 希望成为广大读者了

解中华民国历史的一条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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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
 

　

辜鸿铭 (1857—1928), 名汤生 (Tomson), 号立诚, 别号

“汉滨读易者”, 以字名世。 另有英文名 Kuh
 

Hong-beng 或 Ku
 

Hung-Ming。 早岁曾自署为 “一个穿长袍的中国人”。 因有所谓

“生在南洋, 学在西洋, 娶在东洋, 仕在北洋” 的传奇式经历,

晚岁遂以 “东西南北人” 自命。 又因平生喜易与庄, 故亦自称

“读易老人”、 “慵人”。 “赋性疏野, 动触时讳”, 诡言谲行,

我行我素, 尤乐示人以一副狂悖古怪、 滑稽突梯之怪相, 时人

遂以 “冬烘先生” 绰号赠之, 并每以 “辜疯子” 目之。

延伸阅读

周作人评价辜鸿铭的 “怪”

北大顶古怪的人物, 恐怕众口一词的要推辜鸿铭了吧。 他

是福建闽南人, 大概先代是华侨吧, 他的母亲是西洋人, 他生

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 头上一撮黄头发, 却编了一

条小辫子, 冬天穿枣红宁绸的长袖方马褂, 上戴瓜皮小帽; 不

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 就是在前清时代, 马路上遇见这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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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位小城市里华装教士似的人物, 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

看得出神的吧。

华侨望族

辜鸿铭祖籍为福建同安, 1857 年 7 月 18 日出生于南洋马

来亚槟榔屿的一个华侨望族之家。 曾祖辜礼欢 (陈敦源之子)

因在马来吉打州经商成功, 贡献地方颇大, 乃举家迁至槟榔

屿。 他当初曾按岛上习俗以一片渔网见赠, 而与晚来该岛的英

国殖民者相结交好, 遂被任命为槟榔屿首任华人 “甲必丹”,

后出任该岛英殖民政府之首届市议员。 祖父辜龙池为辜礼欢第

三子, 长期在吉打州出任公职, 于地方建设卓有功绩, 曾获吉

打苏丹所赐授的拿督勋衔。 父辜紫云为龙池长子, 在槟城英商

霍布斯·布朗 (Forbes
 

Scott
 

Brown) “牛汝莪” 橡胶园中任司

理, 忠诚干练, 颇得倚重。 后与一葡萄牙籍姑娘结婚, 生有三

辜鸿铭一家人200



子, 辜鸿铭即其混血次子。

辜氏家族有一传统: 所有子嗣不管需学何种外语, 都不能

忘记祖传的闽南话。 所以, 辜鸿铭的父亲除了闽南话外, 亦通

英语和马来语, 母亲则直接操英语和葡萄牙语。 辜氏家族的优

裕生活条件与语言人文背景, 使得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

奇的领悟力和记忆力, 这让他的父母感到骄傲和自豪。 辜的童

趣天真与聪敏颖异, 同样也深得橡胶园主布朗夫妇的喜爱。 由

于他们并无子女, 经与辜紫云夫妇协商并获同意, 早年即已决

定将辜鸿铭收作养子。 少年时代的辜鸿铭, 曾入读于槟榔屿岛

上最好的学校———英国王子中心学校, 从而使其天赋与潜质得

到了极好的开发。

受学海外

1867 年, 布朗夫妇决定, 将橡胶园事业交归辜紫云负责打

理, 而带着 10 岁的辜鸿铭返回故国。 自此, 辜鸿铭乃随养父

远赴苏格兰, 正式接受英式近代资产阶级教育。 布朗家族系苏

格兰贵族, 布朗先生的父亲老布朗为爱丁堡城社会名流, 平生

交游极广。 当时的爱丁堡大学校长、 著名的欧洲历史学家卡莱

尔教授就是其莫逆之交, 两人同为欧洲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推

动者, 并对古老的东方文明和中国文化极具好感。 而许多享誉

英伦的思想家和学者, 也经常出入于其家族学术沙龙, 辜鸿铭

得与亲炙容颜, 面聆教诲, 一时大有如沐春风之感。 此间, 养

父布朗先生还曾先后送他进入两所学校读书: 一是苏格兰公

学, 一是爱丁堡文法学校。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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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托马斯·卡莱尔及其语录

　 托马斯·卡莱尔

托马斯·卡莱尔 (1795—1881) 是

英国 19 世纪著名史学家、 散文家、 文

坛怪杰。 他曾任教于爱丁堡大学, 辜鸿

铭的硕士学位就是在他的指导下取得

的。 主要作品有: 《法国革命》 《论英

雄、 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

《过去与现在》 等。

托马斯·卡莱尔的很多经典语录都

值得人们深思:

●思想是人类行为之本, 感情是人类

思想的起源; 而决定人类身躯和存在的乃是人类无形的精神世

界。

●世界上最神秘的莫过于时间, 那个无始无终、 无声无息和

永无停止的东西, 叫做时间。 它像包容一切的无际海潮, 人们

和整个宇宙好似漂泊海潮上的薄雾, 像幽灵那般时隐时现。

●雄辩是银, 沉默是金。

●凡是伟大的作品, 初看时必让人觉得不十分舒服。

1870 年前后, 辜鸿铭被送到爱丁堡大学深造, 专攻西方文

学, 导师就是著名的卡莱尔教授。 1877 年, 21 岁的辜鸿铭以

优异成绩, 通过拉丁文、 希腊文及逻辑、 数学等诸多学科考试

而顺利毕业, 并获得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是为近代中国400



　 　 马建忠 (1844—1900), 江苏丹徒县人, 从小学习中国传统经
史, 后学习法文、 拉丁文、 英文、 希腊文等课程, 搜寻各种西方
新学的译著, 如痴如醉地研读。 马建忠是一位 “善古文辞, 尤精
欧文, 英、 法现行文字以至希腊、 拉丁古文, 无不兼通” 的学贯
中西的新式人才。

 

马建忠是晚清商界的风云人物, 退而著述后,
写出了中国现代语法的奠基之作 《马氏文通》。

之第一人。 接着, 养父布朗先生又送他赴德国莱比锡大学读工

科, 获有土木工程文凭。 此后, 辜鸿铭居留巴黎等地, 游学于

欧洲各国。

在辜氏生前身后, 许多介绍或回忆性资料都提到, 他曾先

后获得过许多学位, 甚至竟有称 13 个博士学位之多。 因无从

考, 以为不确。 但是, 他于此间所锻就的 “精于西学西政” 素

养, 对英、 法、 德文的精通, 以及对拉丁、 希腊与俄、 日诸种

语言的掌握, 则几为不争之事实。

1880 年, 学成后的辜鸿铭由西欧重返南洋, 任职于英属新

加坡海峡政府。 1882 年, 适逢李鸿章幕僚马建忠奉派访欧假道

于新加坡, 辜鸿铭欣然往访并得与之识, 两人晤谈三日, 大有

相见恨晚之慨。 交谈中, 因马向他大谈中土文物之盛, 以及国

家如何急需留学人才种种, 使他意识到以自己的满腹才学报效

回国, 较之眼下权作英人之属吏, 抱负无从施展, 直不啻天渊 500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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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别, 遂决定蓄发易服, “说中国话, 读中国书, 做中国人!”

三天后, 辜鸿铭即向辅政司提出辞呈。 不待当局批复, 他便经

由新加坡返回槟榔屿老家。 他后来写道: “我在新加坡同马建

忠的晤谈……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 正是因为他———这个马

建忠, 使我再一次变成了一个中国人。” 事实上, 这在他也算

确实践行了生父早年对他的谆谆之嘱。 当他少年赴英临行前,

辜紫云特别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 “不论你走到哪里,

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 德国人还是法国人, 都不要忘了, 你是

中国人。”

半年后, 恰巧一支英国人组成的探险队要经华南到缅甸的曼

德勒作长途旅行, 辜鸿铭前去应聘做了译员。 当进入广州并随队

继续向云南腹地前进的途中, 他决定离职原路退回, 并从此留居

于香港。 此间, 他借助西方传教士所译中国典籍, 艰难地研读古

代中国的经史子集, “沉酣寝馈其中, 积有岁年, 学以大

成。 ……爽然曰: ‘道固在是, 无待旁求!’ ” 此时, 辜鸿铭已

经完成了由西方文化与文明到中国文化与文明的彻底之精神回

归。

任职张氏

1885 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 辜鸿铭被张之洞属僚杨汝澍发

现并举荐, 从而入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府任德文译员, 后出任

“洋文案” (大致相当于秘书、 翻译及礼宾诸务)。 从此, 辜鸿

铭跟随张之洞由广州而武汉, 而三至南京, 而北调京都, 直至

到 1905 年出任黄浦浚治局督办止。 若再加上刘坤一死后张之600



洞署理两江, 辜任黄浦江浚治局督办这三年时间, 历时几乎长

达四分之一世纪。 但是, 对于他们主仆间的这种长期关系的评

论, 辜氏采用了两分法: 一方面, 他不无感激地承认, “粤鄂

相随二十余年, 虽未敢云以国士相待, 然始终礼遇不少衰”;

另一方面, 他又有相当的牢骚, “余随张文襄幕最久, 每与论

事辄不能见听”。 在张幕任职的 20 余年中, 除了继续精研国学

而外, 辜鸿铭的主要职任与贡献, 当为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及

新式学堂的建设。

初入幕时, 辜请求订购 30 多家外国报章, 并 500 余家各

国期刊, 尝定期为张之洞讲析, 用以广耳目, 增识见, 洞悉世

局。 张氏督粤编练广胜军时, 辜以其饱知西学的文化功底与雄

辩之才, 耐心训服因系德皇选派而来便趾高气扬, 昧心不甘于

中国臣节的德国教官柏卢欧、 皮茨二人。 张氏督汉创办汉口枪

炮厂时
 

, 他以 “李代桃僵” 的手段, 严正斥退冒牌英国工程

师华德·伍尔兹, 请来真正的德国工兵专家福克斯。

1891 年, 俄国皇太子及其内戚希腊皇世子等一行来华游历,

张之洞在汉阳著名的 “晴川阁” 设宴款待, 辜兼礼宾与译员二

任。 席间, 他一人以法语、 俄语、 希腊语对答各方, 如流有致,

机敏超凡, 礼节周到, 不卑不亢, 令一行贵宾大为惊讶, 叹为奇

才。 临行前, 俄皇太子特别以自己手戴之镂有皇冠的金表相赠。

1900 年间, 义和拳兴, 震动中外。 随后, 列强之八国联军

强行侵入, 瓜分中国之议如恶浪滔滔, 史谓 “庚子之乱”。 此

间, 辜鸿铭主要做了如下三件事: 一是 1900 年 6 月 17 日, 他

曾参加了张之洞与英国驻汉口代理总领事法磊斯之间有关 “东

南互保” 的一次商榷性会谈, 其作用不仅译员而已。 二是在

1900 年 7 月下旬, “东南互保” 正式达成后, 经他具体建策,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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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晴川阁位于武汉城内汉阳龟山东麓长江边的禹功矶
上。 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间, 其名取自唐代诗人崔颢诗句
“晴川历历汉阳树”。 有 “楚四名楼” 之誉。 因与对岸黄
鹤楼隔江对峙, 相映生辉, 又被称为 “三楚胜境”。

张之洞成功地从英国得到一笔借款, 以防范并遏止英舰占领长

江流域。 三是他于此间前后秉承张之洞等人之意旨, 在 《日本

邮报》 及 《字林西报》 上以英文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时评

(多达 172 则), 后以 “尊王篇: 总督衙门论文集” 为题在沪正

式结集出版。 通观其用, 则在以 “尊王攘夷” 晓谕西方世界,

所谓代表中国人民向列强及整个西方发出异常强烈的抗辩之

声。

历史链接

东南互保及其影响

1900 年 6 月, 义和团运动兴起后, 英国深恐波及属其势力800



　 两江总督刘坤一

范围的长江流域, 便策动两江总督

刘坤一、 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与列强

合作, 经买办官僚盛宣怀从中牵线

策划, 由上海道余联沅出面, 与各

国驻沪领事商订 《东南保护约款》

和 《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 规

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 长江

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 清

室向十一国宣战后, 刘坤一、 张之

洞、 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骙、 四川总督奎俊、 山东巡抚袁世

凯, 即和各参战国达成协议, 称东南互保。 他们称皇室诏令是

义和团胁持下的 “矫诏、 乱命”, 在东南各省违抗支持义和团

的命令。
 

东南互保运动, 保护了河北、 山东以外的地区避免于义和

团与八国联军战乱的波及; 同时亦使地方的政治与军事权力进

一步扩张, 中央的权威大为下降。 之后, 1911 年辛亥革命各省

在武昌起义后相继宣告独立, 与地方势力崛起、 中央权力式微

关系密切。 而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军阀及各地方长期割据, 则

是源自强势人物袁世凯去世后, 中央权力出现真空、 各地派系

拥兵自重, 与东南互保并无直接关系。

然而, 辜的激烈抗辩竟严重夹杂着肉麻的吹捧——— “攘

夷” 为手段, “尊王” 是目的: “我愿为君王去死, 皇太后

啊!” 他竟认为西太后既不激进也不保守, “既不排外也不亲

外”。 可谓 “不偏不倚, 允执厥中”! 缘此, 《清史稿》 则称:

“庚子拳乱, 联军北犯, 汤生以英文草 《尊王篇》, 申大义。 列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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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 终不可侮, 和议乃就。” 罗振玉也说:

“及庚子都门作乱, 乘舆播迁, 国事危急, 君乃以欧文撰 《尊

王篇》, 欧人争传颂, 当时为之纸贵, 外患以纾, 于是世乃稍

稍知君儒术。” 似乎辜鸿铭的知名度在中外同时光大起来了。

但须知, 他的上述抗辩, 明显存在着对清廷和慈禧太后功德的

任情夸张与演义, 同样也有对列强及整个西方世界的示强。

1905 年 9 月, 辜鸿铭出任上海黄浦江浚治局总办。 任内,

处理两桩事故: 一是两洋人舞弊冒领 16 万两挖河泥工程费案。

外国领事为袒护洋人, 企图以行贿不了了之, 遭辜严拒; 后又

以双方俱非工程专家欲加掩盖, 辜遂出示莱比锡大学所获工程

师文凭, 对方相顾失色只好上报。 不想, 两江总督 “惮于交

涉”, 有意将其搁置起来。 辜鸿铭立即将此事原委及证据公之

报端, 总算出了这口不平之气。 另一次的案件是, 一艘德国轮

船在长江江阴附近水面上撞沉了一条中国货船。 遭受财产损失

的船主依法告到官府, 要求为之做主, 向德国轮船索取应有的

赔偿。 因商之既不洽, 辜鸿铭决定诉诸法律讨回公道。 德人闻

听辜要来动真, 态度立时变软, 终于在第三方主持下较合理地

处理了这一沉船案, 为中国船主争到了应有的赔偿。

1907 年, 张之洞进京入阁拜相, 辜鸿铭随节前行。 初授为

外务部员外郎, 复升郎中, 后擢左丞。 此间, 曾草拟 《上德宗

皇帝陈时事书》, 请人代奏天颜。 该书公开批评 “朝野倡言行

法与新政” 事, 主张办理外交事务, “修邦交重于讲武备”。 他

认为, “庚子之乱” 多由于 “中外情形太过隔膜, 以致彼此猜

忌无信; 积嫌久而不通, 遂如两电相激, 一发而不可收拾”。

010



蓄辫卫道

1910 年 1 月, 清廷举行废科举以后第一次进士名衔的颁赏。

辜鸿铭被列为 “游学专门一等”, 赏赐文科进士之衔。 他对此尚

有两点不满: 一是将其列入 “游学” 之类, 可见朝廷所重者仍

是他的西学, 而不是他所倾心的传统国学; 二是在名次排列上,

竟将他置于严复之下而居第二位。 是年晚些时候, 辜鸿铭索性辞

去了外务部的职差, 而南下上海受聘任南洋公学校长。

历史链接

南洋公学

南洋公学创始于上海徐家汇, 即今上海交通大学所在的徐

家汇校区, 1896 年由盛宣怀督办, 时隶属于招商局和电报局,

设立了师范院、 外院、 中院和上院四院。 由于 19 世纪末天津

发生义和团运动, 因此北洋大学堂的师生被迫转移到南洋公学

继续教学。

南洋公学成立后几经更名。 先是改为南洋大学, 之后又改

为上海工业专门学堂。
 

1911—1912 年, 唐文治掌校期间, 曾把

“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 改名为 “南洋大学堂”。 1920 年 12

月, 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叶恭绰以交通部所属上海工业专门学

校、 北平铁路管理学校、 北平邮电学校、 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四

校散居各地, 不便管理, 于 1921 年统一学制, 统称交通大学。
 

抗日战争时期, 交通大学总部内迁到重庆, 唐山分部和北平分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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