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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李石曾（１８８１—１９７３），原名李煜瀛，字石僧，笔名真

民，真石增，晚年自号扩武，河北高阳人，李鸿藻的第三子。

１９０２年，李石曾随驻法公使孙宝琦赴法国蒙达顿农校学

习，毕业后又入巴斯德学院及巴黎大学学生物。１９０６年，

在巴黎组织了世纪社，同年加入同盟会巴黎分会。１９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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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李石曾在巴黎西郊创办中国豆腐公司。１９１１年，李石

曾回国参加辛亥革命。１９１２年，李石曾和吴稚晖等人在

北京创立留法俭学会。１９１７年在北京建立了华法教育会

和留法勤工俭学会。李石曾于１９２０年在北京创办了中法

大学，任董事长。１９２４年１月后，他历任中国国民党第一

届中央监察委员、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国立北京

农业大学校长、国民政府委员等职。１９２８年，他创办了中

央研究院，并担任北平临时政治分会主席、国立北平大学

校长、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故宫博物院参事。１９２９

年，他创办了北平研究院，任院长；同年出任故宫博物院院

长。１９４９年以后去瑞士，１９５４年定居台北。１９７３年９月

３０日逝世，享年９２岁。李石曾与巴金合作翻译了俄国克

鲁泡特金著的《狱中与逃狱》和波兰廖·抗夫著的《薇娜》。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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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生

李石曾出生于１８８１年。父亲李鸿藻，任过清朝帝师，

工部、兵部、户部、礼部、吏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

是显赫一时的晚清重臣。

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圆明园的大火烧醒了中

国。少年李石曾看到清政府的无能和官员的腐败使国家

暗无宁日，百姓陷于疾苦，感到要振奋图强，势必先向西方

寻求科技和改革制度才行。他动了留学之念，便以世交晚

辈的身份去贤良寺晋谒当政的李鸿章征询意见，得到李的

赞许和鼓励。

李石曾原本打算去英国，因为当时清朝禁止人民出

国，他便被安排在正要出使法国的钦差大臣孙宝瑜的名

下，以随员的身份到达了法国。李石曾于是成为华人留法

学生和华侨在法创业的第一人。李石曾到达法国，有感于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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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现状，欲先学习军事。因身高体重不及而改学农

科，之后又在著名的巴斯德研究所、巴黎大学攻读生物、化

学等科。

按说，李以父荫，已具有功名前程，在留洋学成回国，

有朝野旧关系，顺理成章就可做官。但李石曾立志做事不

做官，１９０５年他在巴黎发起“进德会”，提倡不为官、不置

私产，开一时风气之先，且终生恪守不移。他不仅放弃为

官坦途而不惜，相反结交当时的进步分子，如蔡元培、吴稚

晖、张静江等。

１９１０年左右，欧洲各国由于工业的发展，一些国家纷

纷到亚洲（尤其是中国）掠夺人力资源。此时的中国正处

在外侵内斗的动荡时期。山东、河北、江浙、闽粤等沿海或

内陆地区的人们为了活命，或把卖身的钱留给家里，或是

干脆直接就上船西渡，漂洋过海来到欧洲。

由于没有任何协议，到来的人们只能去卖苦力、倍受

欺凌。李石曾一面安排乡亲做工，一面又通过私人关系使

中国政府与欧洲各国会签有关协议，为民众争取到了一些

最基本的权益。１９１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陷于

一片混乱，李石曾痛心国家不顾自己贫苦百姓的死活，又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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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感个人之力单薄。１９１５年，他在巴黎发起成立留法勤

工俭学会，欲吸引中国有志无力的志士青年来法留学。

“勤以做工、俭以求学”，轰轰烈烈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即此拉开序幕，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和百年留法史的新

篇章。

留法勤工俭学会

保定市高阳县布里村（原属蠡县）的豆腐训练班是留

法勤工俭学运动运动的起始点。１９０２年，李石曾在法国

蒙达尼农业专科学校和巴黎巴斯德学院攻读生物化学期

间，萌生了在巴黎创办中国豆腐工厂，把中国豆制品引入

法国的想法。回国后他到家乡高阳县布里村与好友段宗

林（号子均，同盟会员，北大庶务科长）制定出招股集资、开

办豆腐训练班和在巴黎创办豆腐工厂的计划。具体做法

是先在本地招募工人，训练其制作豆制品的技术，待巴黎

的工厂建成后赴法入厂做工。在勤工的同时，兼对工人施

以教育。１９０８年至１９１３年，共招收四批工人计６８名，均

为男性。到巴黎后，一部分人进入豆腐工厂，另一部分进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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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地浃泊、菲斯沟司、瓦尔斯等地的工厂做工。

李石曾在巴黎创办中国豆腐公司的宗旨是：“弟之组

织豆腐公司，亦以维持机关为宗旨。”“一是实验大豆的功

能，一是实验勤工俭学可否。”该公司坐落在巴黎西北郊的

拉卡莱纳·戈隆勃。主体厂房为两层，内有电机设备和化

学室，另有办公配楼和杂用平房，厂外有工人宿舍。公司

有四十多名华工，还雇佣了七十多名法国女工，常有自费

留法的中国学生到公司打工。公司还曾安排过许多困于

无工无学的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除了生产中国传统的

豆制品，公司还生产法国人习惯食用的豆可可、豆咖啡、点

心以及各种罐头食品。

豆腐公司先后从高阳招工四十余名。为了提高他们

的文化和工艺水平，李石曾在豆腐公司内办了一所“以工

兼学”的夜校，让工人白天上班，晚间上课。主要学习国

文、法文、数理化和修身等课程。李石曾、蔡元培等人曾亲

自编写教材和授课。在豆腐公司实行“以工兼学”的工人，

成为中国最早的勤工俭学的人。

工人李广安、张秀波、齐云卿等人经过几年的补习，于

１９１３年联合创办了一座地浃泊人造丝厂，并在厂内办起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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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类似的夜校。李石曾、蔡元培等曾到该厂参观并发表演

讲，鼓励工人“工学并进”。一时间，“以工兼学”在华工中

蔚然成风。于是有人提出“勤以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

者之智识”的主张。在李石曾、蔡元培的支持下，１９１５年６

月发起成立了勤工俭学会这一组织。随着欧战的进行，十

数万华工赴法参加战勤服务。为了使华工到法之前做好

对华工施以教育的准备，李石曾、蔡元培、吴玉章等人与法

方多次磋商，于１９１６年３月２９日在巴黎自由教育会会所

召开华法教育会发起会，同时宣布成立华工学校。华工学

校１９１６年４月３日开学，首批招生２４人，多系豆腐公司

的工人。他们学习不到半年，便投入到接待华工的翻译

工作。

袁世凯死后，被迫流亡法国的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先

后回国，他们在国内继续倡导旅欧教育。１９１７年４月，中

断四年的北京留法俭学会恢复活动。１９１７年５月，华法

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在北京成立。会所几经搬迁，最

后迁至南湾子石鞑子庙（即欧美同学会会所），并在这里挂

牌。从此石鞑子庙成为推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总机关。

１９１７年夏，布里村留法勤工俭学会初级预备学校应运而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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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其后一些省市纷纷效仿北京的做法，相继成立华法教

育会，全国各省建立留法预备学校二十余所，留法勤工俭

学运动蓬勃兴起。

布里村创办的留法预备学校以本村段宗桂家一个三

合院为校舍，由段宗桐担任校长，聘请巴黎中国豆腐公司

回家探亲的齐连登、张秀波、曹福同为法文教员，另安排了

多名文化课教员。办学计划和试办简章拟定后，李石曾即

向教育部呈文备案，教育部很快做了同意的批复。留法勤

工俭学会初级预备学校就这样建立起来了，这是全国建立

最早的、唯一专门培养留法勤工俭学的学校。

当时的报考情况可谓“教者易得其人，学者亦极踊

跃”。

该校还特别规定，报考人国文和算学成绩合格后还要

考体力。体力考场设在一个打麦场，两端各立一木杆，考

生担着两筐约一百斤重的黄土，能绕杆行走一周者方为合

格。由李石曾、段宗林等人亲自监考。第一期录取六七十

人，多为高阳县及附近县的学生。由于此期人多、教室少，

学生上下午分班上课。１９１８年春毕业，毕业生获中法文

对照的毕业证书。
·８·

百年教育人物传记·第四十四辑



第二期于１９１８年９月招生。本班学生以湖南学生最

多，李维汉、李富春、贺果、张昆弟、张增益等都在第二班学

习，故有“湖南班”之称。毛泽东、蔡和森、肖子升曾于

１９１８年１０月６日从北京专程到保定看望在育德中学留

法班学习的湖南学生和即日刚从湖南来到保定，即刻又要

转赴高阳县布里村留法工艺学校学习的３０余名湖南学

生。晚上，李维汉、贺果等去看望住在唐家胡同第一客栈

的毛泽东、蔡和森、肖子升。第二天，毛、蔡、肖等与湖南学

生同游古莲池并摄影留念。１０月８日，毛泽东、肖子升返

京。１０月１０日，蔡和森带领３０余名湖南学生赴高阳县

布里村留法工艺学校学习。１９１９年５月，布里村留法工

艺学校的法文教员齐连登离校赴法，学校缺少法文教员，

因此，这批学生又集体转到保定育德中学留法班。这样，

第二班的湖南学生多达７２人。

为适应赴法后勤工的需要，李石曾、段宗林、段宗桐等

１９１８年秋置地建成一所新校舍，请书法家张卓甫题写新

校名———留法工艺学校。新校舍除教室、办公室、宿舍、食

堂和小花园外，还设立了实习工厂，蔡元培特为该校题写

“业精于勤”之横匾。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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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的资金主要来自捐赠、卖彩票和请梅兰芳等著名

艺人义演。其中段宗林捐出１２亩地，供建新校打井建窑、

脱坯烧砖用；段宗林族兄段宗扬拆了一座旧楼，捐献砖瓦

木料盖校舍。高阳县由此传出“布里有个段宗扬，拆了南

阁盖学堂”的佳话。

１９１８年秋，新校建成后面向全国招收第二期学生，约

六十人。本期学生分南北方两个班。北方班多为河北籍，

南方班均为湖南籍，故又称湖南班，蔡和森即在此班学习。

１９１９年春，因师资和赴法经费等原因，南方班的学生集体

转入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的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学习。

１９１９年秋招收的第三期学生仍分南北两个班，１９２０年夏

毕业。后因法国经济凋敝，布里村留法工艺学校停止

招生。

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

主任傅钟曾感慨：“勤工俭学，旨在济世。回首当年，喜怀

旧址，布里巴黎，千载情炽，今日挥毫，用以励志！”可见布

里学校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的地位与影响。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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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法大学

１９１８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领导人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为动员法国退还庚子赔

款，进一步推动留法教育，加强中法文化交流，联络中法两

国人士，发起成立中法大学。中法大学由北京中法大学、

广东中法大学和海外中法大学三部分组成，并由国立北京

大学、广东大学、法国里昂大学负责筹备。其中，北京中法

大学在西山碧云寺法文预备学校的基础上扩充为文理两

科，于１９２０年最先成立，首任校长为蔡元培。

经过四年的工作和努力，到１９２５年北京中法大学初

具规模，大学部发展为分别以法国文学家、哲学家和科学

家名字命名的四个学院，即服尔德学院、孔德学院、居礼学

院和陆谟克学院。服尔德学院即文学科，于１９２５年秋从

西山碧云寺法文预备学校移至北京城内东皇城根３９号，

并改称服尔德学院。该院分甲乙两部，甲部为中国学生而

设，乙部设于京西金山，为中国教员和法国教员而设，以便

中国教员研究法国文学，法国教员研究汉学。孔德学院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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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科，承１９１７年成立的孔德学校而起，于１９２４年正式

成立，以法国哲学家孔德之名名之，院址设在东华门北河

沿。该院设立当时有两个意图，一以便孔德学校教员从事

教育研究和试验以及编辑教科书，二开设哲学讲座，以备

孔德学校学生或中法大学其他学院学生听讲。居礼学院

即数理化科，成立于１９２４年，校址初设于西山，１９２５年移

至北京后门外吉祥寺，以法国化学家居礼之名名之。陆谟

克学院即生物学科，发起于１９１８年在西山碧云寺设立的

生物研究所（内附设天然疗养院），１９２２年开设讲座，并添

设农场、天文台测候所等，１９２５年以法国生物学家陆谟克

之名名之，并扩充为甲乙两部：甲部设于北京东皇城根，有

生物学讲座和试验室；乙部仍设于西山，包括医院、农场

等。１９２６年１月２２日，北京中法大学奉教育部第１１２号

指令，正式得到认可。

除大学部外，北京中法大学还设有中小学部。中学部

包括以下四所学校：孔德学校，成立于１９１７年，校址在北

河沿５４号；西山中学校，成立于１９２５年，校址在西山碧云

寺；温泉女子中学校，成立于１９２４年，校址在京西温泉；温

泉中学校，成立于１９２３年１０月，校址在京西环谷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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