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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严修（１８６０－１９２９），字范孙，原籍浙江慈溪，是我国著

名的教育家。幼年受传统教育，饱读经籍。１８８２年乡试

中举，次年中进士，后入清翰林院任职。做过清朝翰林院

编修、国史馆协修、会典馆详校官、贵州学政、学部侍郎，掌

管全国的教育。不同于一般封建官史，他积极倡导新式教

育。严修提倡女子教育，是中国最早的女学倡办者之一。
·１·

严修



一生中多次出国考察，并开设各类学校进行教育实验，支

持张伯苓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被誉为“南开校父”。

严修不仅通经史、习数算，还研究泰西之学，而且琴棋书画

样样通晓，为当时津门四大书家之一，也是“近代天津诗坛

三杰”之一。１９２９年３月１５日，严修在天津病逝，享年６９

岁。著有《蟫香馆使黔日记》、《严氏教女法》、《古近体诗存

稿》、《严范孙先生之存》、《严修东游日记》、《严范孙先生古

近体诗存稿》、《蟫香馆手札》等。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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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思想

主张废科举

身处封建王朝的统治阶层中，严修目睹了西方列强对

中国一次又一次的强迫凌辱以及朝廷内部顽固势力的腐

朽、懦弱，特别是甲午战争的失败，更使他深深感到要扭转

国家内忧外患的不利局面已经刻不容缓。正当忧国忧民

的严修为国家的生死存亡而寝食难安的时候，康有为和梁

启超等维新派人士的呼声给他带来了一片曙光。《公车上

书》中的变法维新思想使严修产生了灵感，他看到“科举之

弊，人才之衰，至今斯极！”而“不此之务，势将不拯”。他认

定只有通过改变中国科举教育制度，同时建立一套新的人

才选拔体制的方式，才能让处在风雨飘摇中的国家重获生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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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从而他得出结论：“欲强中国，必须变法维新；而变法

维新，则非创办新教育不可。”而办新教育，需学习西方，

“近来时局月异日新，泰西诸学俱为当务之急”。因此，他

特意找来了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原文认真阅读；读后深受

鼓舞，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严修认为，“天下事莫难于发难”，又谓：“方今之势，非

自强不能自存，非人才不能自强，非讲学不能育才，尤非尽

人皆冥志朴学不能有成，而济时艰”。１８９７年，在贵州学

政已届任满之时，他决心做最后一次努力，上书光绪帝，奏

请开设“经济”特科，以挑战八股取士。严修用了一个多月

的时间，五易其稿，于１８９７年将《奏请设经济专科折》拜

发，喊出了国人要求维新变法的第一声。严修在奏折中深

刻指出，“今人才凋乏，患伏无形，而科举既未能骤变”，因

此“非有旷世非常之特举，不能奔走乎群才；非有家喻户晓

之新章，不能作兴乎士气。”同时建议“统立经济之专名，以

别旧时之科举”。

这里所说的“经济”并不是通常意义上所指的经济学，

而是“经世致用”的一种表达方式。这个“经济”指的是“经

国济民”，也就是治理国家的意思。严修提出开设“经济”

特科的目的非常明显，那就是要选拔和培养具有实用价值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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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才，而不是旧式的封建官僚。严修的奏折中主要包括

六方面的内容，第一便是“设立实用学科”，培养“周知天下

郡国利病”者，“熟谙中外交涉”者，“算学译学擅绝专门”

者，“格致制造能创新法”者，“堪游历之选”者，“工测绘之

长”者，即具有政治、外交、算学、法律、机械制造、工程设计

等专门知识的人，予以量材取用，同于正途。严修在奏章

中提议的都是当时国家发展所必需的自然科学技术以及

社会科学，而这些新式学科在以往的科举取士中是难以得

到体现的。同时他还规定“去取无限额数”，“录用无拘资

格”，“赴试宜筹公费”，俾天下有志之士“争自濯磨，翕然奋

兴”。为了减少阻力，防止幸进，他又提出“责成内外诸臣

搜访保送，蔽贤者惩处，荐贤者上赏”。他认为若能以此取

士，自然会“百才绝艺，咸入彀中，得一人即获一人之用”。

严修提倡的开经济特科一举在他的一生中，在中国近

代教育史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这个奏折充分体现了他

在选拔人才问题上的改革、求实、自强精神，切中科举制度

迂腐空疏的积弊，打破了八股取士的唯一渠道，为新兴的

有维新思想与技能的人跻身政治舞台打开了一线通道，为

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由于

戊戌变法的失败，他的理想未能立刻实现，但是其为建立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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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教育所做的努力得到了很多维新派进步人士的肯定，

同时也对今后的教育改革起到了示范作用。

敦品励行，讲求实用

《马关条约》的签订给严修带来了很大的刺激，他认识

到旧的教育制度和内容无裨实际，不足以育人，因此倡导

“敦品励行，讲求实用”的教育思想。他说：“士生今日，不

通中学则体不立，不兼西学则用不周；讲中学以通经致用，

讲西学以强国富民。”１８９４年１１月，他就任贵州学政。任

职期间，他崇实学、育真才，锐意改革，显示了卓越的器识

与才华。他一上任即巡赴各州县命题课士，出有辨志、明

师、评文、匡时四题，要求考生打破迷信，敢于向权威挑战，

勇于接受新事物，各抒己见，“在万马齐喑的当时，夜郎古

国的当地，他的思想犹如木铎晨钟”。之后，严修又发出了

《劝学示谕》，这是他一向所主张的为学要旨。在文中他针

砭时弊，要求诸生抛弃学用脱节、言行不一的做法，而反己

自证，即联系思想实际，作自我批评与检查，用生活的实践

来检验学习的成果，在学习态度和方法上来一个彻底的

改变。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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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７年３月，严修改学古书院为“贵州经世学堂”，实

行中、西学并课（同时学）制，亲为书院捐出廉银，购置西学

书籍，选调高材生和主持西学的讲授。后又仿效各省设立

学会之先例，在学古书院组织起黔学会。考试科目除经史

外，还有算学。开设的课程有经史、格致、算学、英文。学

生均住校，学习以自学为主，采用日记形式，对学生进行综

合考核。在科举未废的当时，这样一所中西混合的学校正

是严修创办新教育的一个最初尝试。

教师教育

严修对封建科举教育制度中的师官合一以及旧教育

的内容和方法都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见解。严修反对教师

官僚化的封建旧制，提出教师专业化的观点。另外，他对

科举教育中呆板过时的教育内容和简单粗暴的教育方法

也颇为不满。针对这些弊端，严修提出，在发展新教育的

过程中，第一位的就是师资教育。他认为，师范教育是发

展其他各类教育的基础，必须给予重视。因此，在创办新

教育的过程中，他把师资培训作为重点。为培育师资和提

高教学质量，严修先后创办了补习所、师范讲习所、研究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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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或派人出洋，或于晚间及每周末召集各校教师，研究改

进课程及教学方法。补习所设文、理、法、商等实用学科，

聘张伯苓、金邦平等十余位新派人士担任教师。严修经常

到场旁听，并亲自审阅教材和课业。

他还特别注意教育者为人师表的作用，如１９１４年５

月致陈宝泉函中所说：“小学教员之责任，其重可知矣！吾

津小学教员肯研究者少，且染于习俗，以赌博、冶游为乐

者，亦时有所闻。道德堕落，何以表率生徒？精神疲敝，何

以勤思职务？为学务委员者，固不应持放任主义，而凡我

津人，曾在学界有一日之关系者，均不可不筹挽救之术

也。”他建议筹设一教员俱乐部，内设小型博物馆、图书馆

与各种音、体娱乐之具，使能“一面陶冶性情，以替其般乐

佚游之习，一面补充学识，以裕其教授训练之资”。他还拟

出一份小学教员应读书目，使他们知所取裁。

女子教育

严修不仅重视男子教育，而且重视女子教育，他以教

育改革家的非凡魄力冲破封建思想的阻力，积极提倡女子

教育，主张男女教育并重。１９０２年，严修从日本教育考察
·８·

百年教育人物传记·第十四辑



归来，便以自己的家宅为基地开办“严氏女塾”。入学的学

生主要是从１０岁到２０岁不等的亲属好友的女儿。严修

次子严智怡（后任河北省教育厅厅长）亲任教员，讲授国

文，三子严智钟教授英文。另外还开设了算术、音乐、图

画、织布、缝纫等课程。１９０５年，“严氏女塾”更名为“严氏

女学”，设高小、初小两级，开设国文、英文、日文、数学、理

化、史地、音乐、图画等课程。严修胞妹严淑琳亲任监学。

初小教员有韩升华、韩咏华等。高小只兴办一班，有１３名

学生，该班任教的教师均是当时直隶教育界知名人士，如

华海门、郑趾周等。严氏女学是一所正规的女子小学，是

直隶女学的发端，不仅在直隶开风气之先，也是全国最早

的女学之一，为直隶女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严修常亲自

批阅女生的作文和日记，并注意增加适合女生特点的课

程。后来在南开大学与南开小学中都实行男女合校，严氏

蒙养园自始就男女儿童兼收，这都体现了严修男女教育平

等并重的思想。这在男尊女卑思想浓厚的时代是需要相

当的魄力与卓见的。严修为女子教育打开了一扇大门，使

女子教育逐渐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同时，他也扫除了封建

教育对女性的贬低排斥之风，为中国近代女性解放作出了

巨大的贡献。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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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学前教育

严修不仅重视小学和中学教育，对幼儿教育也很重

视，在那个时代这是难能可贵的。１９０５年，严修在自己家

中创建了严氏蒙养园（相当于今日的幼儿园），后改名为幼

稚园，这可能是国内最早的幼儿园。为了提高幼教质量，

同年还在家中开办了保姆讲习所，培养幼儿师资，聘日籍

女教师大野铃子主持，这在国内也是最早的。除了学习幼

教课程外，讲习所的学员都要到蒙养园实习教学，开天津

幼儿教育之先河。这所幼教学园设备完善，开设国文、英

文、算术、生理、化学、保育法、音乐、弹琴、体操、游戏等课

程，教师训练有素，水平较高。学生二十余人，多属严、韩、

林、华各姓女子。该所于１９０９年大野回国时停办，又成立

过一个师范班。师范班停办后，学员留园任教，半天教学，

再以半天到直隶女子师范学堂旁听，继续深造。刘清扬、

韩咏华、董洁如即为当年的师范生和蒙养师。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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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并重是严修一贯坚持的教育思

想，他将革除封建陈规陋习、推进社会教育作为自己教育

事业的另一个重要内容。这是他作为一个教育家的高尚

品格与本色。他尝说：“欲强国家，先善社会，实不易之

序。”因而对于社会上的颓风陋俗、败德恶习，他无不深恶

痛绝，利用学校教育的武器给予坚决抵制的同时还以身作

则地加以反对与抵制。他认为社会不良风气足以削弱和

抵消学校正面的教育，强调优化教育环境以及良好的教育

环境对改善社会环境的作用。

严修的社会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

第一，他反对歧视妇女的世俗观念，反对冶游、征妓与

纳妾。严修在《结婚满四十年纪念》诗中说：“新吾持论最

公平，世上宁唯女慕贞？”自注：“《呻吟语》卷五：‘夫礼也，

严于女子之守贞而疏于男子之纵欲，亦圣人之偏也。’”他

在这里借明人吕坤（字新吾）的话来表示自己对圣人重男

轻女的思想的不满与抗议，为妇女鸣不平。所以他自己

“终身耻作狭邪游”，“平生不履平康里”；“宴会间遇有征伎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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侑酒者，即托故辞去”。对于反对纳妾行为，他更是不遗余

力。１９１６年北京公园内设有社会改良会，积极宣传反对

纳妾，因其宗旨与自己相同，他便当即加入该会成为会员，

并拟将一位名为松继云者所著斥纳妾之人“不齿于人类”

的《臆说》一书推荐给该会择登。他在创建南开学校时明

文规定：不许学生早婚、嫖妓、冶游等等，如有违规者立即

开除。可以说，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严修将学校教育和

社会教育紧密结合的思想及实践对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

有着特殊的意义。

第二，反对赌博、吸烟等社会不良习染。１９１０年李石

曾写了《吸烟与经济卫生实业之关系及戒烟之法》一书，严

修阅后，大为赞同，特为之作序。文中说：“吾国近十年间，

风俗习染之骤，有至可惊至可惧者三，即麻雀牌、彩票和纸

烟”，“惟纸烟一项使人靡然同风而不以为怪，需要大声疾

呼，方能逐渐加以戒除。”他还以自身戒烟经验相告勉：“忍

此数日之小不适，而为吾身去无形之害，为吾家吾乡吾国

造无量之福，仁人君子诚何惮而不为耶？”

第三，反对封建迷信。早在晚清从政时期，严修对于

禳祀、建醮、堪舆、唪经之类的诡异荒诞的迷信行为就持鄙

夷的态度，这在他以前所写的日记中时有可见。１９２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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