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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人物简介

唐国安（１８６０—１９１３），字介臣，广东香山县人，清华学

校（清华大学前身）第一任校长。１８７３年被选送为第二批

官费生赴美国留学，初入新不列颠中学，后考入耶鲁大学

法律系。１８８５年归国，任教于约翰书院（即后来的圣约翰

大学），并被聘为《南方报》编辑。１８８７年，唐国安调北京，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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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外务部司员，兼任职京奉铁路，１９０９年，唐国安被委任

为在上海召开的万国禁烟会议的中国代表。其时，清廷筹

建清华学堂，１９０９年４月，在北京成立“游美学务部”。

１９１０年，清政府正式任命唐国安为外务部考工司主事。

１９１１年２月，游美学务部将“游美肄业馆”正式定名为“清

华学堂”，唐国安兼任副监督。同年，复任在荷兰海牙召开

的万国禁烟会议代表。１９１２年５月，清华学堂改称为清

华学校，“监督”改称为“校长”，唐国安出任清华第一任校

长。此后，每年都将该校高等学科的毕业生资送美国留

学。建校后，唐国安殚精竭虑，仍尽力为学校的发展制定

规划。１９１３年８月２日，唐国安在北京病逝。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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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思想

教育体制与美衔接

１９１１年，唐国安开始主持清华学堂工作，他办了几件

大事：首先是经呈报外务部批准，将游美学务处撤销。过

去的招生、国内准备、遣派、留学监督等职权，是分别由学

务处、学堂、驻美监督处三个部门去操作管理的，现在统统

改为归学堂统一操作管理。学堂监督的权力加大，上司干

预过多的问题也有所解决。其次是在唐国安的奔走努力

下，清华学堂得以复学，新政府采纳他的意见，改组学堂，

援用西学体例，实行校长负责制。１９１２年１０月１７日，清

华学堂改名为清华学校，唐国安出任第一届校长。唐国安

精心修编了一本《清华学校近章》，在整肃校内封建遗风的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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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提出，既然是办留美预备学校，那就要与美国的教

育体制相衔接。三是改变学制课程，将高等科设置到美国

大学一二年级的水平。这样一来，中国学生读完清华学

校，就可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高年级。这一改革，使清华

学校实际具备了美国大学的部分教育职能。以至于英国

哲学家罗素参观时大为惊奇，赞誉说：“你从美国移来了一

所大学”。

校长治校

唐国安主张校长治校，认为政府不应对学校的管理和

教学有过多的干涉，在他的奔走坚持下，清政府的外务部

撤销了游美学务处，将其职权划归学堂管理，使学堂有办

学自主权，对教育事业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唐国安任清华

学校校长期间，还将学校一度实行的中等科五年、高等科

三年的“五三制”，改回中等科四年、高等科四年的“四四

制”。

唐国安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民间，晚年身为政府官

员，却很少官气。他一贯忠于职守，思想开明，待人诚恳，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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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护学生，深受师生们的爱戴。著名教育家，１９１１级校友

陈鹤琴在《我的半生》中回忆道：“他是一个基督徒，待人非

常诚恳，办事非常热心，视学生如子弟，看同事如朋友，可

惜做了（校长）不久，就得病去世了，我们都觉得很悲痛，好

像失掉了一个可爱的慈母。”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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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任清华校长

１９１２年中国巨变，袁世凯掌权，学校领导层多逃遁或

在政府就职。唐绍仪当时就任政府总理。唐国安和唐绍

仪既是同乡、同学，又是同事，还是同宗同辈的叔伯兄弟，

要想在内阁政府中谋个一官半职，不无可能。但唐国安无

意谋官，甘愿留在清华，独自主持校务，积极筹备复校。４

月聘周贻春为教务长，５月１日正式复学。他随即被任命

为清华学堂监督。１０月１７日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

并成为首任校长。

清华园即北京西北郊之王府旧园，作为近现代教育史

标志之一的清华学堂于１９１１年４月２９日在这里正式成

立，一所百年名校也由此诞生。时为学堂副监督的唐国安

站在清华园里，一个建设中国高等教育的设想有了雏形。

这所学校本为大清帝国的留美预备学校，和庚款办学有着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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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的联系。学校成立的严酷背景是美国作为八国联军

元凶之一，攻占了北京城，掠夺了中国大量钱财。后来从

中拿出一部分赔款交给清政府办学，企图培养未来亲美人

才。因此清华又有赔款学校、国耻学校、中国战败纪念碑

之称。唐国安希望通过这所学校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事

业，培养学生的爱国之心、兴国之志。以退还溢算的庚子

赔款来办学，“故谓清华为中国战败纪念碑可也；谓清华为

中国民族要求解放之失败纪念碑也亦可”。但唐国安由任

游美学务处常务会办，继而任清华学校首任校长，由志在

绵承容闳事业而至落实梁诚争回庚款办学的构想，最终推

荐周诒春以自代，在这种承先启后主创清华的过程中，他

于“清华不幸而产生于国耻之下”，示范了“清华所以惨淡

经营求雪国耻之努力”的爱国主义教育取向。这便是唐国

安留给后人的启示。

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的社会文化活动。教育思想是

人们对社会文化现象比较系统、理性的认识，特别是如何

认识和处理教育与社会、人、文化发展之间的基本关系。

教育思想的核心是确定教育的目标和价值观。教育思想

既受教育规律的约束，又与一定的时代背景和人们的个体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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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有关。因此，不同国度、不同学校、不同时期的教育思

想都可能会有较大的差异。

教育理念是建立在对教育规律和时代特征深刻认识

的基础之上的理想模式，也受时代和文化背景的影响。科

学的教育理念能正确地反映教育的本质和时代的特征，指

明教育前进的方向。当然，教育理念不等于教育的现实，

实现教育理念是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大学领导者的基

本素质是既要有明确的教育思想、办学思路，又要有科学

的教育理念，高瞻远瞩，把握教育的发展方向，并力求两者

之间的协调和统一。清华前身清华学堂是由庚子赔款创

办的留美预备学校，早期校长唐国安、周诒春就重视学生

品格，注重培育清华精神。周诒春提出德、智、体三育并进

的教育方针。１９１４年提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

这一校训出自梁启超的一次讲演，日益凝炼成为清华的传

统精神。

唐国安主持清华学堂工作后，立志整顿校务，办了几

件大事：

第一件事，经呈报外务部批准，于１９１２年５月２３日

将游美学务处撤销。过去的招生、国内准备、遣派、留学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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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等职权，是分别由学务处，学堂、驻美监督处３个部门去

操作管理的，现在统统改为归学堂统一操作管理。学堂监

督的权力由此加大，上司干预过多的问题也有所解决，这

便于学堂工作的开展，对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第二件事，经呈报外务部批准，于１９１２年１０月１７日

将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外务部任命唐国安为第一

任校长，周诒春为副校长。他们着手总结近年来办学的经

验，修订原有的章程。主要有：（一）将一度实行的中等科

５年、高等科３年的五三制改回中等科４年、高等科４年的

四四制，充实教学内容，实行高等科文（文法）实（理工）分

班；（二）将高、中等科混合招生改为中等科统招、高等科插

班招；（三）坚持“进德修业，自强不息”的教育方针，加强对

学生的管理等等。他们力图通过各项措施，提高学生素质

水平，提高学校的档次，让学生经过几年学习之后，中等科

（高小程度入学）毕业能达到美国高中一、二年级水平，高

等科毕业能达到美国大学一、二年级水平，相当于美国的

初级大学。学生赴美后，可以直接上三、四年级，缩短了上

大学的期限，也为早日进入研究院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创

造了条件。这些措施在其后来补充修订的《清华学校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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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中得以体现。

第三件事，是解决经费问题。虽说有庚子赔款退款支

撑，但草创时期经费常不能按期发放，匮乏危机时常出现，

加上袁世凯扣发经费，情况更为严重。１９１２年８月已向

华俄、华比银行借了２０万两银（占全年经费的１／３），逾期

未能偿还。唐国安为此四处奔走，吁请上级支持解决。为

彻底解决经费被挪用问题，他于１９１３年７月１５日在病榻

上给外务部写报告，说明这笔退款和清华的关系，强调专

款只能专用，不应将此项退款列为国家常规收入而随意挪

用。这一问题的解决，为学校以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

保证。

第四件事，是为谋图长远发展作好规划。唐国安抓住

有利时机，一年之内两次扩充校园。第一次在１９１３年春，

请政府将清华园西邻之近春园划拨学校使用获准；接着，

为解决园内水系畅流问题，再次请政府将近春园西邻之长

春园东南隅划拨学校，是年冬天获准。不幸的是此时唐国

安已去世。这两次扩充共增地４８０亩，使清华园在原有

４５０亩的基础上翻了一番，加上先前购进的周边地约２００

亩，学校已拥有近１２００亩之校园。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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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件事，为清华选定继任人。１９１３年春，唐国安由

于一年之间精力耗于教务者半、耗于款务者亦半，入春以

后陡患心疾，唐国安发现自己患心脏病。发病３次，他仍

勉力支撑，但病情日益加剧。他去世前回顾道“一年之间，

精力耗于校务者半，耗于款务者半”，幸得副校长周诒春的

得力支持和分担。周诒春在校内同辈众多人才中，早为他

所赏识。周诒春此时３０岁，早年是上海约翰书院学生，

１９１１年自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毕业回国，任教于复旦公学，

后转任清华副校长兼教务长，苦心孤诣、劳怨弗辞。根据

唐校长的推荐被外交部任命为清华学校校长后，他主持校

政至１９１８年初。四年间，他着眼于民族教育独立，力主把

清华办成独立大学，倡导德、智、体三育并进；倡导“社会事

业为学生时代唯一有助于国之举”、“学生宜改良社会教育

及从事调查”、“学生宜提倡贫民教育”、“学生从事社会事

业亦可开扩个人之命运”。在他的任内，清华开始选派女

生留美。大礼堂、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及新大楼相继建

成，教务方面亦多改进。周诒春校长使清华事业扩展，足

资证明唐国安荐贤得人。８月２１日，他毅然向外务部递

交自请免官报告，提出“因病辞职，荐贤自代”，正式推荐当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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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正护送留学生赴美的周诒春为继任校长。两天后他因

心脏病猝发，于８月２２下午与世长辞了。他是清华第一

位死于任上的校长。

清华大学治学严谨，有着较高的学术水平和教学

质量。清华大学传承“培养具有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

全品格的人才”的教育理念，建校至今，共培养了一大

批优秀学生，其中包括许多中华民族引以为自豪的治

学大师、兴业英才和治国栋梁。他们中有竺可桢、高士

其、姜立夫、段学复、张子高、杨石先、叶企荪、周培源、

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梁思成、杨廷宝、钱伟长、吴仲

华、洪深、曹禺、金岳霖、王力、陈岱孙、钱钟书、费孝通、

吴晗、周光召、林宗棠等。此外，马寅初、陈寅恪、熊庆

来、华罗庚、茅以升、吴有训、钱学森、张光斗等是清华

的进修生和资助生，美籍学者杨振宁、李政道、林家翘

是清华校友。在１９９９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勋章”的２３

位功勋中，有１４位是清华校友。截至２００１年１２月

底，１５３７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近２５％

为清华大学校友。

一直以来，清华大学蕴育着独特的精神魅力。清华大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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