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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叙说复旦
———序《复旦名师剪影》

《复旦名师剪影》编辑出版了，真是可喜可贺!
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诸君皆系学生，所

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
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也曾说过: “所
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先贤们的叙述道出了大学的
本质属性，即，道德、学问、大师和学生; 同时，也使我们思考究竟应该如何来
言说大学。

遗憾的是，近年来，有这样一种让人既恨又难以摆脱的倾向，即，各个学
校均在各种场合列出了对本校有利的各类数据来叙说自己的学校。我也十
分清楚，这样的定量叙述对有关部门还是很有效的，通常可以为自己学校换
取诸多的实际利益。但是，我们常常忘记大学里的“人”，即，教师和学生。
或许，这是当今对大学的叙说存在的一大问题。这种见“物”或是见“数”而
不见“人”的大学叙说方式是极具危害性的: 它使得大学不如以前那样得到
推崇，因为就“物”而言，大学确实没有太多值得羡慕的; 它使得学校精神衰
落，学术与利益结盟，使得其中的“人”也滋长物欲，一旦物欲未能得到满足，
就大呼小叫地抱怨;它也使得学生的求学目的变得更加功利，而“物”化了的
大学本身也对学生施加了功利性的暗示; 它更使得作为大学里的“人”的教
师和学生的尊严受到严重的伤害，使得大家对大学教授、学生乃至校长的批
评变得粗鲁、野蛮，有时甚至毫无理性可言; ……恰如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
所言，“现在对大学的论述并不理想，导致我们拼命在上面涂鸦，导致我们没
有精神家园。所以我想，要用什么方法让大家觉得现在的大学仍然值得
期待。”

当然，大学的叙述方法可以是多样化的，但我认为，对大学里的“人”展
开充分的叙说应该是其中十分重要的方法之一。就复旦大学而言，是复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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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创造了复旦的历史，也创造了复旦的精神和传统;尊重历史、尊重传统，并
使之发扬光大，使复旦的未来更加辉煌，是我们后辈义不容辞的职责。为
此，我提议编写《复旦名师剪影》，向复旦的教师尤其是学生讲述复旦名师的
故事，并以此培养我们新一代的复旦学人。这里用“故事”二字有我的考虑:
一是因为“故事”要比“校史展览”更加细致、具体，更加鲜活，也更贴近我们
的日常的生活、学习和学术活动;二是因为我相信“大学需要故事，有故事的
大学才有魅力! ”

我深感欣慰，我的提议得到了学校的“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老教
授协会”和“党委宣传部”等单位的积极响应，他们组成了编委会，汇聚了一
批老同志开展辛苦的编写工作。读着这些书稿，这些老师的金色的名字一
个个在我眼前闪过，所写的复旦名师的生动事迹深深地感动了我。我由衷
地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复旦所以有今天的辉煌，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
名师良师辈出，数以千百计。他们有的是杰出的教育家，有的是杰出的医学
教学家，有的是科学家、学问渊博造诣精深的学者和文林的俊杰。他们忠诚
于教育事业，在教学科研和医学教育的岗位上，燃烧自己，鞠育英才;他们在
各自的科学和学术领域中开拓进取，引领风骚! 他们的名字像一颗颗亮丽
的星星闪耀在复旦的天幕上，镶嵌在共和国的科学、医学和学术史册中。这
些闪光的名字是马相伯、颜福庆……他们一个个名字就是一座座学术的丰
碑! 我们要感谢复旦和上医的先贤，他们筚路蓝缕，艰苦创业，使复旦有了
今天! 我们这些名师良师，不仅创造了卓越业绩，还给我们留下了足以传世
的风范。

编委会将书名取为《复旦名师剪影》，我觉得非常恰当。既然称谓《剪
影》，表明我们并不企图去勾画一个人的全貌，而只是对真实的人和事从某
个视角进行投影;因为是《剪影》，其“投影”的视角完全由作者来选定，所以
其不能被看作是一个人的传记;由于选取的投影的视角不同，故事的叙述也
多彩纷呈，同一个人在不同视角下也显现出不同的风采。

或许有人会担心作者的叙述可能会因其主观看法而产生一定的“扭曲”
或“夸大”。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独特的视角确实会产生对人和事的独特的
叙述，但这也反映了作者对复旦学者应有形象的一种期待和“塑造”。同时，
每一位作者均有自己独特的文风和叙事风格，对此也没有必要强求统一。
或许，这样的方式叙述的故事才更易被大家所乐于传诵，并形成对复旦人的
独特的记忆。

既然称谓《剪影》，我们也并非企图去对一个人作一个“鉴定”。金无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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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人无完人，“完人”不是确定编写对象的要素。人处在复杂的社会关系
中，对人的评价也会因人而异，所以“舆论一律”也不是选择的依据; 编委会
看重的是编写对象所创造的业绩和浸渍在业绩中的精神。本着这个原则，
编委们既不回避编写对象的独特个性，也不故意“拔高”或“贬低”对象的某
些方面，而更注重将一个真实的、有个性的、活生生的名师形象呈现给大家。

现在，《剪影》已经编写完成而即将出版，我表示衷心的祝贺! 我相信它
将成为我们复旦人的教材。我相信我们复旦的青年教师和莘莘学子，在细
读这本书后将会发现，复旦人是什么样的? 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复旦人?
复旦人应该追求怎样的人生价值，建立怎样的人生坐标? 我希望复旦的青
年朋友们深思之、慎抉之，践行之。让我们沿着前辈的足迹，把复旦发展得
更好。

我深知，编委会成员为《剪影》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在此，我
要代表学校对本书的主编、编委、老同志们和作者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复旦
将牢记你们的贡献，并将此项事业不断地延续下去。

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提供的支持!
是为序。

2013 年 9 月 22 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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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复旦名师剪影》编辑出版了。我读着《剪影》中的文章，心里涌动着深
深的敬佩和思念之情。

1964 年我从母校毕业，虽说斗转星移，至今已近五十个年头，但母校的
培育、老师的教诲，我终身难忘。复旦的天光云影，复旦泽被莘莘学子的老
师，尤其复旦教坛的名师、学界巨擘、文林俊杰的名字深深地铭刻在我的
心中。

感谢我们的前贤创建了复旦。作为复旦学子，我感恩母校，感恩所有的
老师，向母校致敬! 向老师们致敬!

感谢复旦的名师，是他们的智慧洞开了学子们的心灵之窗; 是他们的为
师风范和高尚人格，涵育和塑造了学子们的品格; 是他们成就了百年复旦的
辉煌，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
《剪影》生动地记录了名师们的理想和追求，充分展现了他们的成就和

风采。继承他们的事业，弘扬他们的精神，是复旦人应尽的光荣责任。
马相伯先生冲破法国教会的束缚创建了复旦大学，陈望道先生在茅屋

里完成中国第一个全译本《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苏步青先生以他的智慧开
创了中国自己的微分几何学派，谈家祯先生坚守摩尔根遗传学的科学精神
并作出巨大贡献，周谷城先生不畏世情而坚持自己的历史哲学观，谭其骧先
生呕心沥血完成《中国历史地图》巨著，严北溟先生对传承我国优秀传统文
化作出突出贡献，刘大杰教授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上取得独特研究成果，蔡祖
泉教授在电光源领域里实现跨越式赶超，谢希德先生治学治校的高超艺术
和对学子们慈母般的关怀，还有……。正是所有这一切，铸就了复旦的辉煌
历史、光荣传统和精神品格。

名师，是学校的名片。人才荟萃，大师云集，能召唤和聚集千万学子，激
发他们的追求和梦想。校园的名师文化则是无形的力量，巨大的熔炉，能熔
炼人、铸造人，使之成为有用之才。这本书是对复旦校园名师文化的凝聚和



2

提炼。编写出版这本书，可以使复旦名师的风范薪火相传、代而有续，意义
重大。

希望所有复旦人尤其是青年师生都能认真阅读此书，从中汲取精神的
动力。向名师学习。学习他们对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 学习他们以德立身、
刚直守正的高贵品格; 学习他们勇于探索、追求真理、开拓创新的精神; 学习
他们脚踏实地、求真务实、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 学习他们艰苦奋斗、谦虚包
容、淡泊名利的优良作风。新松沐露高千尺，这是人民对复旦青年师生成长
的期望。

相信新老复旦人一定会接过先辈的薪火，继往开来，日月光华，旦复旦
兮，为科教兴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2013 年 7 月 16 日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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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

马
相
伯

马相伯( 1840—1939 ) ，江苏丹阳人。
复旦大学创始人，首任校长。原名志德，
亦名建常，改名良，字相伯。12 岁来上海，
入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徐家汇设立的伊
纳爵公学( 即今徐汇中学) ，先后学习法
文、拉丁文。1862 年进入耶稣会创办的初
学院，研修中国文学、哲学、神学。1903 年
应蔡元培之请开办震旦学院。后因教会
阻挠，引起学生公愤而集体退学。1905 年
9 月在吴淞复校后，改名为“复旦公学”，任
校长。辛亥革命后，经于右任、蔡元培呈

请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批准复校，续任校长。1914 年后历任政治会议、约
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平政院平政等职。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号召
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被尊为“爱国老人”。1939 年 11 月病逝于越南谅山。

一老南天身是史
———记爱国老人、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

鄂基瑞

每当复旦人迎着朝阳漫步在校园的林荫道上，夜晚坐在相辉堂前的大
草坪上仰望复旦璀璨的星空时; 每当复旦学子聆听大师的教诲，吮吸着复旦
的日月精华时; 每当一批批学生学成，依依不舍地告别复旦奔赴世界各地
时，他们总会情不自禁地感恩复旦，感恩自己脚下的这一片热土，而流传了
一百多年的马相伯老人毁家兴学的故事会重又浮现在他们眼前。

毁家兴学 复旦光华

出生于 1840 年的马相伯见证了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的失败之
后，目睹八国联军瓜分中国的惨痛现实，清醒地看到清王朝已末日将至。面
对风雨飘摇的祖国河山，马相伯思考欧美强大和中国孱弱的原因，结合当年
游历欧美参观几所大学的观感，他恍然而悟: “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
求才之道，尤以设立学堂为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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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决心在中国兴办新型教育，培养救国救民人才。1900 年后，他
寄希望于教会，毅然拿出位于松江、青浦的家产良田 3 000 亩，捐献给天主教
江南司教，并在捐献家产兴学字据上写道: “愿将名下分得遗产，悉数献于江
南司教日后所开中西大学堂收管，专为资助英俊子弟资斧所不及。”

天主教会虽然接受了马相伯的财产，但并不办学。真正迈出办学第一
步的还是马相伯自己。

其后，马相伯居住于上海徐家汇土山湾，蔡元培执教南洋公学，两地相
近，蔡元培常去向马学习拉丁文。蔡又从南洋公学中介绍 24 名优秀学生到
马相伯处学习拉丁文、法文、数学等，筹组译社。1902 年 11 月，南洋公学学
生反对当局的封建压迫，200 余人高呼“祖国万岁”，集体离校退学。退学学
生请求中国教育会负责人蔡元培协助组织“共和学校”。蔡元培除与教育会
协助成立爱国学社外，还介绍一些学生到马相伯处求学。马相伯欣然允诺，
遂创学院，定名震旦。震乃秦字谐音，系古代外国对中国之称呼，旦即早晨，
“震旦”意谓中国之曙光。

1903 年 2 月 27 日，震旦学院举行开学典礼。马相伯在会上发表演说，
反对科举制度，反对我国自秦汉以来的“奴隶”之学、“为人”之学，提倡“格
物穷理”之学、“自主”之学。马相伯宣称: “有欲通其外国语言文字，以研究
近代科学，而为革命救国之准备者，请归我。”当时，马相伯自任监院( 即院
长) ，主持教务。他继承中国书院传统，吸取外国研究院优点，采用名儒师徒
传授办法，以 60 余岁高龄，亲自教授拉丁文、数学、哲学，编写《拉丁文通》、
《致知浅说》为教材，视学生如家人子弟，共食同游，亲切恳谈，循循诱导。

马相伯虽世奉天主教，借用教会力量办学，却宣布办学三条宗旨:一、崇
尚科学;二、注重文艺;三、不讲教理。

马相伯规定对学校内部事务，由学生自行管理，财政公开，藉以养成共
和精神。除总干事、会计由马相伯从学生中选定外，其余干事由学生选举，
轮流担任，以培养学生自治精神。马相伯着重启发式教学，指导学生钻研科
学的方法和途径。他在选择教材时，一反当时使用浅薄外文作课本的习俗，
精选西欧名著为教材，如用西塞罗( Cicero) 演说为拉丁文课本，选莎士比亚
作品为英文课本。马相伯本擅长演说，每逢星期日上午，他必召集学生进行
演说，或研究时事，或讨论学术，或纠正学生违反校规的行动。为使学生拥
有强健的体魄，马相伯规定学生必须参加军事训练，他聘请法国军官为教
练，训练兵式体操，并命学生戎服荷枪，赴法国兵营实弹打靶。

马相伯对革命青年十分爱护。一次，他从报上得知，青年举人于右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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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诗讽刺西太后，被通缉逃亡沪上，便派人招其入学。考虑到于右任经济困
难，特免除学膳等一切费用。马相伯还对于右任说: “余以国民一分子之义
务，为子作东道主矣。”于右任遂化名“刘学裕”入学。

因马相伯坚持“不能把震旦学院办成宣扬宗教的学校，一切宗教教义的
宣传均应退出学校的领域”，这触怒了天主教会当权者。1905 年春，法国天
主教会主管阴谋夺取震旦学院，强迫马相伯“住院养病”，派其爪牙南从周接
管，“尽改旧章”，妄图改变学校性质。此举引起学生极大愤慨，决议全体退
学。马相伯遂召集离散学生，并与严复、于右任、熊希龄、袁观澜等筹备复
校。学生也积极配合，公推马相伯为会长，并选叶仲裕、于右任、邵力子、王
侃叔、沈步渊、张轶欧、叶藻庭等 7 人为干事，协助复校事宜。

在筹备复校期间，徐家汇天主教耶稣会盗用震旦学院名称洽登广告，招
收学生。为正视听，马相伯与严复、熊希龄、袁希涛商议，决定联合发表声
明，澄清事实真相。两份声明于 1905 年农历 5 月 27 日同时见报，现将有关
公告转录如下: “前震旦学院全体干事中国教员全体学生公白:震旦解散后，
除添建之校舍，移赠教会作为酬谢外，凡公备一应器具，暨书籍标本，早经迁
出，毫无轇轕，定七月下旬开学，更名复旦公学。旧时院名，久已消灭。此后
倘有就旧基重行建设者，无论袭用旧名与否，与旧时震旦丝毫无关。特此敬
告。”马相伯还向社会宣布，复校后的校名更改为“复旦公学”。“复旦”二
字，取自《尚书·大传》所载《卿云歌》中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即“复我
震旦”之意，又暗含“复兴中华”之义。公告登出后，马相伯打电报给他的旧
交两江总督周馥，请他助一臂之力。周馥大力支持，暂借吴淞提督行辕作为
临时校舍，又拨给吴淞官地 70 亩为校址，并拨开办费一万两银子。与此同
时，严复、熊希龄、曾少卿、萨镇冰、袁希涛、叶景葵等 28 位校董联名发表《复
旦公学集捐公启》向社会募捐。百年复旦，在长江尽头东海之滨，终于奠定
了第一块基石。

复校后，复旦公学声名远播，莘莘学子不计远近、不辞劳苦前来报考，第
一批人数骤增至 500 人。经严格筛选、当面口试，最终录取学生 50 名。1905
年中秋，复旦公学正式在吴淞开学，新老学生共 160 人。复旦创办之初，各种
条件均极简陋，然修葺既竣的吴淞提督行辕作为临时校舍，已初具规模。其
时，马相伯已然 66 岁高龄，除延聘名师授课外，仍自告奋勇，担任法文教授。
他终日兀坐高台，口讲指画，滔滔不绝，不以为苦，其诲人不倦、献身教育之
精神，无不令学子们感动。在马相伯率领下，全校师生筚路蓝缕，自力更生，
终于闯出了一条由中国人独立自主创办新型大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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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公学成立后，马相伯摆脱了法国天主教会的干扰，终于独立自主办
学。他以教育家的睿智眼光，广罗人才，尽废旧式书院教育和清代朴学的治
学理念，努力向近代西方教育看齐，培养一批懂外语、习科学、重实用的有利
于国计民生的人才。1905 年，他和严复一起为复旦公学制定了第一个章程，
共十九章一百余条。内有办学纲领及宗旨;分离及学级; 学科程度; 学期、休
假;入学程度;考试、开班及卒业; 惩戒、退学、除名; 课堂规则; 演说规则; 游
息规则;杂诫等等。在纲领及宗旨第一章中，马相伯宣告: “本公学之设，不
别官私，不分省界，要旨乃于南北适中之地，设一完全学校，俾吾国有志之
士，得以研究泰西高尚诸学术，由浅入深，行远自迩，内之修立国民之资格，
外之以栽成有用之人才。”诗曰: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宗旨正鹄，固如是己。”他又指出: “况世界竞争日亟，求自存以知彼为先，知
彼者必通其语言文字。”可见他对外语的重视已经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
关于学校学科的设立和分类，马相伯宣布遵照高等学堂定制，正斋( 学科分
二类:一、政法科、文科、商科大学之预备;二、理科、工科、农科大学之预备。)
三年毕业。这是一百多年前复旦公学的学科设置。她和现今的综合性大学
相比已初具雏形。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马相伯的教育思想十分超前。在他的
培养熏陶下，复旦公学培育了一批杰出的人才。如:精通多国文字后成为国
学大师的陈寅恪，中国地理学与气象学的奠基人竺可桢，五四运动青年领袖
罗家伦，以及 1917 年毕业后成为中国矿业大王的孙越崎;至于于右任、邵力
子更是出于马氏门下的得意门生; 还有中国伊斯兰教著名领袖人物伍特公
等。晚年罗家伦回忆在复旦公学李公祠读书情景时，表述了无比的依恋之
情。马相伯先生不愧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先行者和伟大的教育家。

1905 年秋，应两江总督周馥邀请，马相伯前往南京演讲君主民主政制之
得失及宪法精神，不久，辞去复旦校长一职，由严复继任监督( 校长) 。1909
年，复旦公学校长几度易人，严复、夏敬观、高凤谦相继辞职后，又公推马相
伯复任校长，实际校务由李登辉襄助处理。辛亥革命后，吴淞校舍为光复军
司令部占用，学生星散。马相伯积极奔走呼告，力争复校。后经于右任、蔡
元培呈请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批准复校，并拨大洋一万元，选定徐家汇李
鸿章祠堂作为校舍，复校工作顺利完成。1913 年后他辞任校长，由李登辉任
校长。1913 年 2 月，新的校董会由王宠惠任董事长，孙中山、陈英士、于右
任、曹成父、虞和甫、郭建霄、沈缦云为董事。主要任务为筹集资金、聘任校
长。( 时马相伯已赴北京任职，改聘李登辉为校长) 。1917 年，李登辉出任私
立复旦大学校长，前往南洋募捐并得到各界相助，终于在江湾置地建校，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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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了复旦大学今日之基石。1917 年后，唐绍仪任董事长。王宠惠、于右任
等续任顾问董事。参与学校管理工作。
“一老南天传历史，黉门百载播芬芳”，马相伯先生为创立复旦大学所作

出的巨大贡献，相信每位从复旦校门走出的学子都会永志不忘。

睁眼看世界的人

马相伯之所以有毁家兴学的义举，绝不是偶然的，从某种程度上看，也
是历史的必然。这要从马相伯的生平谈起。

马相伯，原名志德，亦名建常，改名良，字相伯，别署求在我者，晚号华封
老人，祖籍江苏丹阳，1840 年 3 月 17 日( 清道光二十年二月十四日) 生于江
苏丹徒( 今镇江市) 。父名松岩，以教书、行医为业，开过药铺和米、布店。

马相伯出生时，适逢英国发动罪恶的鸦片战争，从此我国逐渐沦入了殖
民地、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整个民族被欺凌、受侮辱，“万马齐喑究可哀”。
但“于无声处听惊雷”，马相伯的一生，是在反抗外国侵略、谋求祖国富强、唤
起民众奋起救国之中度过的，是随着时代激流不断进步的一生。

马相伯的父母信奉天主教。他生下不久，便受洗礼，教名“若瑟”。五岁
入学，先读天主教经典，后学儒家书籍。他受了天主教影响，认为天子与平
民，“同为造物所造，同是有生有死，在上帝之前，同是平等”，“黄金与泥土并
无贵贱之分，而泥土比黄金更有用”。他说: “我后来的人生观与宇宙观皆从
这时顺着这种倾向发展出来的”。他读书时，对于儒家经典的烦琐考据，并
不热心，却背着父母私乘民船到上海。其时，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徐家汇设
有依纳爵公学( 1927 年改名徐汇公学，即今徐汇中学) ，经友人介绍，他到该
校读书。

马相伯在依纳爵公学读书期间，由于资质聪颖、学习勤奋，对于自然科
学与数学尤感兴趣，受到意大利籍校长晁德莅的喜爱。十五岁时，开始学习
法文和拉丁文，成绩优良，多次受到奖励。十八岁时，法国领事馆请他去当
翻译，他毅然回绝说: “我学法语，是为中国用的”。他继续在校学习，二十岁
时学希腊文。

1862 年，耶稣会在上海设立初学院。那年，马相伯二十三岁，进院当修
士，接受“神修”训练。1864 年，初学院学习期满，他继续在耶稣会内研究中
国文学、数学，后入大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三十一岁时，得神学博士学位，
并加入耶稣会，授职为司铎( 即神父) 。在接受神学博士学衔和神父职位时，
有着一颗中国心的马相伯曾经再三考虑，认为科学知识是世界人类所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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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分中外。学习西方的学术，应“尽彼所长、转授国人”，使我国与世界同
尽其能，所以“西人学社名位可受”; 而个人是属于国家民族的，出处行藏不
能稍事通融，故“西国官爵富贵不可受，谄西人而挟图本国之富贵，更为可
耻，前有洋奴，今有汉奸，君子不为”。

1871 年，马相伯奉耶稣会命，去安徽宁国府、江苏徐州府等地传教。当
时，值太平天国失败之后，“闾阎困穷、流亡载道”，他请求父亲出家产数百
金，救济贫民，为教会所阻。

1872 年，耶稣会调马相伯任依纳爵公学校长，兼管教务。他在教学之
余，继续研究数学和天文，同时，对学生讲解中国经史子集，学生中考取秀才
的很多。耶稣会怕他把学生变为异教徒( 孔教) ，1875 年调他专门研究天文。
那时，徐家汇天文台只有一架明末利玛窦用过的旧仪器，无法进行研究，马
相伯乃专攻数学，把中西数学融会贯通，著有《度数大会》一百二十卷，但教
会不予印行，书稿逐渐散失。1876 年，耶稣会对马仍不放心，调他到南京任
数理编撰。他感到在耶稣会中不可能对国家有所贡献，毅然脱离，但仍信仰
天主教，投身于洋务运动。

马相伯的大哥马建勋原在淮军办理粮台，深受李鸿章的信任。经马建
勋介绍，马相伯到山东藩司余紫垣处充当幕僚，掌理文案。1877，余紫垣委
任马相伯为山东潍县机械局差事。次年，马奉命调查山东矿务。从这些经
历中，马相伯深感清廷的腐朽。

1881 年 3 月，黎庶昌出任驻日公使，马为参赞，旋改任驻神户领事。马
相伯与日本维新要人大隈重信、伊藤博文等相往还，对日本维新政策有较深
认识。秋，马因兄病回国，拜见李鸿章于南京，李即命其随往天津办事。

1882 年，马奉李鸿章命，赴朝鲜襄助办理新政。他到朝鲜以后，“首请彼
政府编练新军”，“次则整理他们的外交”，同时向朝鲜国王提出全面改革内
政的条陈，其中有省刑罚、定刑典、广取才、恤奴婢、求庶富、慎疾疠、兴工艺、
兴学校、正经界等九事，大抵为日本行之有效的资本主义政策，但是朝鲜政
府封建积习太深，延缓不办。六月，朝鲜发生政变，清廷派其弟马建忠、丁汝
昌、吴长庆等带兵前往协助“平乱”。马相伯在政变平息以后，仍留在朝鲜，
曾建议闵妃派太子去欧美留学，以便回国后担当重任，不果行。次年，马相
伯回国述职，向李鸿章报告朝鲜政府旧习太深、改革难行，并表示不愿再去，
建议“即早决定对韩政策”。马相伯从朝鲜政府的腐朽，看到了中国的问题，
深有感慨地说: “中国者放大之高丽 ( 即朝鲜) ，而高丽即具体而微之中国
也。”“我感觉到清政府的寿命已不可能长久。”不久，他奉李鸿章之命，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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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招商局，提出“改革招商局”建议。其后，他与马建忠、盛宣怀、周馥等人
建议向美国商人借款，组织银行、发行纸币、整顿金融、开发矿产、建设铁路，
这些极富有改革、创新精神的建议，由于清政府当权者腐败无能，终未被采
纳。此时，他终于明白清政府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于是转向教育救国。

国家之光 人类之瑞

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风雨飘摇，马相伯一直致力于救国救民之改革
事业，从不计自身沉浮与得失。1907 年 4 月，于右任等在上海创办《神州日
报》，他为之题辞鼓励。是年下半年，梁启超在日本东京组织政闻社，宣称致
力于提高国民素质，推动立宪政治实行，特请马相伯担任该社总务员，马立
刻应允，并于 11 月赴日本东京、横滨出席政闻社社员大会。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马相伯参加江浙诸省联军总司令部工作，被任命
为外交部长;并在民国成立后，任江苏都督府外交司长。1912 年 8 月，马相
伯赴京任袁世凯总统府高等顾问，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之职。1914 年以
后，他历任政治会议、约法会议会员，参政院参政，平政院平政等职。其间，
马相伯仍致力于学术文化事业，与英敛之上书罗马教皇，建议在中国创办大
学，并赞助英敛之在北京香山创办辅仁学社( 辅仁大学前身) ; 马相伯赴京任
职，是受袁世凯的邀约。他们原本是旧相识。早在 1882 年，马奉李鸿章之命
赴朝鲜协助办理新政时期，袁在马建忠、丁汝昌之下任一下级军官。但袁是
个贪鄙、寡廉鲜耻的小人，马相伯心中十分明白。袁曾向马请教如何才能高
升。马说:在中国只有多送礼多巴结上级。这原是一句玩笑话。袁却用此
法步步高升、直至坐上总统宝座，成为窃国大盗。马赴北京后并不配合，袁
却给了他许多头衔，希望他和筹安会六君子严复、梁启超、杨度等人一样助
他复辟帝制。马相伯予以拒绝。但他对筹建函夏考文苑十分有兴趣，想效
仿法兰西科学院建立一所中国人文科学院。于是他和章太炎梁启超先生等
联手合作，共同发起创办“函夏考文苑”( “函夏”指全中国，考文苑类似研究
院) ，旨在网罗全国著名学者，编纂词典，校勘古籍，奖励优秀著作，表扬高尚
德行，可惜未能办成。

1915 年 7 月，马相伯担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当时，袁世凯提倡“尊
孔读经”，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马相伯以信仰自由为原则，断然加以反对，
并著文抨击袁世凯复辟称帝之举，称“百复辟，百自亡”。1919 年，马相伯已
80 高龄，“厌闻时事”，虽挂有许多虚职，但主要居家整理旧稿，从事译作，唯
对宗教和教育事业仍很关心。当时，马相伯十分忧心祖国的教育事业，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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