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毛劣久和教育￠丰 阳为
2司阶以=ι 丛书主编黄藤 ~~

.宋秋蓉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E书在服蠕自( CIP)数据

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发展史/宋秩蓉著. 西安:挟西

人民教育出版社，2∞6.11

(七方民办教育丛书)

ISBN 7 - 5419 - 9702 - 1 

1.近… II. 宋… 1lI.在主学校:高等学校-研

究一中国一近代 IV .G648.7 

中国版本图书埠ì CIP 数据核字。∞6)第 104979 号

七方民办教 fî' ij，飞 H

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发展史

求秋'拉 羔二

I~夹 1 1可人民敦市 :t~版社 :B版发行

( IJ号安长安 I{'j胳 181 \J~) 

各地新华 li!Ajffii1 l!可安外 'Jf学院印刷厂印刷

8S0 x 1168 毫米 32 }1'4' 15.375 nl 张 350 f? 
2αJ6年 I1 月号在 1 极 2峨年 I1 ) j 'f} 1 ;灾印刷

ISBI\ 7-5419-9702- lIC'S426 

主价: 26.00 兀



总序

我银高兴第二批"七方民办教育丛书"现在与读者崩友

有1 克西了。这是西安外事学院七方教育研究所的全体胃志

和一拉热心民办教育研究的学者 在其共同探索的漫长道

路上又回住了几粒石子。我真心希望更多的人踩着她继续

前行。中国民办教育是在"市场""实践" "政策""理论"的相

互影响和作用下不断发展壮大的商理论研究是对其政策、

实践等活动规律性的总结，是进一步推动民办教育键康发

展的基础。

回颠哥安外事学院 13年来的杂学历程，一个强重要的

技获就是在积极进行实践探索的民时，始终重视对办学活

动从经拴教训到理论摄括的总结 重槐花教育的基本规律

与民办教育活动的特殊提律相结合。正是出于这种理论意

识的吉觉，我们于2003年推出了一批具有初步理论最态的

民办教育研究成果这就是第一批6册"七方民办教育丛书"

时民办教育求索上《虱办教育民论上{中居民办教育史上

{中国民办教育发展提告上《中国民办教育政策分析上《外



国私立教育抖。这套丛书出版后在全匮发行达6万余册，在广

大关心民办教育的读者中产生了热烈反响。

为了在第一拉"七方民办教育丛书"的基础上继续展开

对于民办教育理论体系的建构，推动民办教育事业的理性发

展， 2003年3月，西安外事学院七方教育研究所在权威媒体

向全匮发布民办教育研究课题招标学术公告，开创了民办事

校向全吕学术界进有学术招标的先河。此次扭标活动得到了

来告全匮 45个高校、科研轨构教育行政部门的 50余位学者

的积极响应。为了保证学术招标活动的科学性和权威性，七

方教育研究所邀请了潘憨元、原明远、刘献君、谢安邦、唐安

E 、张应强、文东茅等著名学者组成专家评审组，对全部申请

评审书采取严格的重名评审最终确定来自翼门大学、西安

交通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部莲大

学、南开大学、北京博闻教育集型的史秋衡、郭大光、陆报书、

申小莹、郭建如、国光才、刘莉莉、宋秋蓉、柯结祥、王伟、王窗

栓等 11名学者为七方教育研究房20号3-2005年度民办教

育研究课题资助获得者。 2004年8Jl七方教育研究厨以"学

校教育功能研究"和"日本私立高校研究"为理题，向全雷招

聘课题研究短成员，最后由来自厦门大学等 7月厅高校的8名学

者分射组成"学校教育功能研究"课题组和"日本私立高校研

究"课题组。两次扭标活动共计13个课题。经过上述学者一两

年来的辛勤努力，现在，作为这两次课题招标活动最终成果

体现的第二拉"七方民办教育丛书"，终于呈现在读者茵茵。

我以为如果与第一拉"七方民办教育丛书"相比较，第二

批"七方民办教育丛书"表现出如下特点:第一，丛书规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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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人数多，全套丛书将近200万字，可~说是目前国内提

模较大、内容较丰富的民办教育研究丛书。第二，涉及民办教

育实践的层面更广泛，微观研究更加深入细致，特躬是对民

办教育〈民办学校〉本体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比如对民办高

校组织、管理与运抒轨制的研究、对教育私营化和民办高校

剩余索取权的研究、对民办高校评估挂标体系的研究、对民

办高校个案的研究等。 I哥时，对民办高校的教师和学生的研

究也有了新的收获，比如对师资队伍建设的研究、对民办高

校大学生学习风格的研究和对民办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的

研究。第三，拓展并局部深免了民办教育的纵向历史研究和

国挥比较研究，比如对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发展史的断代研

究、对亚非拉七国私立大学办学经挂研究和对美 E 营科性教

育事L构制度环境研究。第四，从民办教育实践活动出发，上升

到对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层 00 ，比如对于学校教育功能

i剖F问司题的研究我音剖]提出"学校教育的基本功能就是部分张扬

或者挣制人的自然天性，而不能创造天性

了学枝教育功能的有限性 i以;丑i 此与传统的学技教育功能1提尾进

行讨论商榷。第五，从对中国民办教育发是史约归纳总结研

究，进入到对中国民办教育发展前景的前瞻性、颈割挂研究，

比如在"日本著名私立高校研究"中我们发现日本私立大学

发展的轨迹及办学模式与我臣的民办大学极其相奴，由此提

出日本私立大学的现实就是中国民办大学的未来。至此，我

如初步完成了对于中臣民办教育发展进程的完整的理性认

识和对于民办教育理论体系框架的基本建构。

任坷学科的理论研究都是历史性的、新段性的学术工

作。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二拉"七方民办教育丛书"也肯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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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某种局摄桂的成果。因为民办教育的实践还在不断向

前挂进，新的问题、新的课题、新的克解也会不断濡现。但是，

这社丛书毕竟代表了我们所有参与研究的学者们在吕前所

能达到的学术高度，为匙，我有充分的理由向七方民办教育

丛书的作者白表示由衷的祝贺和感谢，向七方教育研究费参

与和组织课题研究的同志们表示感谢，也很莲、意向所有关

心、支持中臣民办教育事业的读者朋友们推荐这套丛书。

著名学者潘愚元、颜明远先生对这套丛书的出版发行一

直给予关心和鼓黠。我的导师、北京大学党委书记 1)tJ维方教

援特意为丛书题写了书名。陕西人虱教育出报社的编辑同志

为丛.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的辛勤劳动。在此向他们一并致

谢?

黄藤

2∞5年 10月 9日子英国布鲁奈尔大学

(Brunel University ，也e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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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五年前，在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理工大学)攻读高等教育

博士学位，开始关于"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博士论文研究。当

时，对该论文研究对象，曾经有过激烈的思想冲突。是囊括教会

大学和愚人私立大学在内的所有和立高等教育机构?还是回避教

会大学，主要研究国人私立大学?最终，选择了后者。然而，导

师和专家，财主张对近代中国约各类私立大学做出全面的研究。

全面研究的意义何在?

导师朱九思先生指出，特别是 20 世纪前半期，总的来说，

教会大学的办学水平比国人私立大学要高，西类学校一起研究，

可以更加充分地体现私人办学体制的钝势，更为有力地说明私立

大学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往与作用。

厦门大学潘愚元先生认为，如果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外昌

人来华投资办学可能成为一种未来趋势着眼，应该将教会大学和

国人私立大学一起研究，全面研究，更具有前糖，性。

上述教育大家的意见，萦系于怀，成为末了的心愿。

恰逢三年前，西安外事学院七方教育研究所推出恢宏计划，

技注大笔资金，确立民办教育研究课题，并在全国范圈内公开招

标。笔者有幸被选定为完成上述宏大计划的一名成员，承担《近

代中毒私立大学发展史》课题，研究目的，在于全面探讨 19 世

纪末至 20世纪上半叶各类私立大学产生、发展、演变乃至消亡

的过程。

往昔的反愿，由于七方教育研究所提供的机遇，得以实现。

攻读博士崩离，选择国人私立大学为主攻对象，重要原理之



一是全面研究的难度，承担七方研究所的课题后，难度并未减

轻。原因如下:

首先，先前虽然著有以国人私立大学为主要探讨对象的《近

代中国私立大学研究》一书，但是，该书是前题式研究，以论为

主，"史"前叙述，篇幅很小;但新课题别是历史研究，以史为

主，夹叙夹议。因此，研究着眼点差异很大。

其次，关于近战中国教会大学，学界研究成果丰硕，并已经

突破诸多禁区，思想解放、学术自由的生机与活力充盈其间。然

而，至今，国内尚没有一本完整的教会大学史问世。也就是说，

全面拉理 19 世纪末直至 20世纪上半叶教会大学产生、发展与演

变乃至清亡的过程，是必要的工作。

最后，也是难度最大的任务，是将教会大学与国人私立大学

融为一体的研究。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上半叶，教会大学与国人

私立大学虽然同属私立，但毕竟差异极大。前者是外国传教士来

华所办，资金主要来自海外;后者系 E骂人自办，资金主要来自国

内。办学主体有中外之分，学校性质有世俗索教之尉，国资金来

源不同而产生的差异更大。理此，如何将两类不甚梧同的私立大

学兼容并包，颜费思量。

尤其针对最后一个难度，决意采取分合聚散、灵活变适的谋

篇方法。国两吴学校差异，分别以国人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的称

谓立题，具体细致阐述两类学校各自的来龙去脉与特点，各走各

的路。是为"分"与"散"。同时，"合"与"聚"亦不可或缺。

两类学校毕竟同属私立性盾，自然存在共性特征，归纳一起，以

私立大学相称谓，共司的轨迹终究是有的。

成书后共分八章。第一章绪论，第八章总评。

第二章至第七章，是本书的主体，划分时期，叙述 19 世纪

末至 20世纪前半期中菌私立大学产生、发展、演变直至消亡的

历史过程。撰写中，每个时期，学校的发展背景和基本定住，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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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交待; 1912-1927 年、 1927-1937 年、 1937一1949 年各时期，

分别抽取两类私立学校的个案简要介绍。

第一章，概念界说外，客观，审视教会大学的外来侵略性与宗

教性，旨在事先承认上述两种特性前提之下，明确本书研究该类

高等教育机构的私学祠，角。

第二章，叙述了晚清时期，最早出现的新式私立大学，即教

会大学，探讨其产生背景、发展状态、办学特点及其在中国现代

高等教育草斗争j 时期的积极作窍。

第三章，清帝退位前十余年，国人、外国人所办与中外合办

的世俗性私立大学梧继出现，教会大学日渐发展，该章，对上述

教育机构的产生、成长背景，特点、不足与贡献，清廷的积极政

策，逐一进行了探讨。

第四章，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政局动荡，战乱频仍，国家权

力的式撮，反而使私立大学获得发展机遇。此，坷，国人掀起越办

私立大学的热潮，教会大学进入繁荣兴旺时期，近代中国绝大多

数教会大学已经建立。由各类私立大学组成的私立高等教育体

系，在中国高等教育系统中占据了显著地位。

第五幸，南京屠民政府上台后，出台严格管理与物质扶助双

营齐下的政策与措施，国人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有了长足的进

步。琦类学校的办学状况、经费运筹、办学特色以及教学管理，

都是该章研究的内容。此外，对近代中国私立大学之典范，南开

大学与燕京大学卓著成就的原因，做了初步的分析。

第六章， 1937 年抗战爆发直至 1949 年，依照部分学者的观

点，是私立大学日趋衰落时期。但是，本章中，笔者明确提出新

的看法，认为，由于战初南京昌.民政府保护高等教育的决策，社

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有利环境，加之政月号非常时期的物质

支持，离人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在遭受损失的司时，勿在继续发

展。史实表明，该时期，国人私立大学规模和数量娃续扩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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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大学办学水准持续提高，换言之，私立大学并未停止扩张

脚步。

第七幸，新中国建立后，各类私立大学经历了被维护乃至改

造过程，该时期，反帝声浪响彻民内城镇乡村，特别是抗美援

朝，更使中美关系恶化，教会大学的私立性盾大都改变。此间，

中国模仿前苏联模式，确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权

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私立大学失去了存在的棋度环境。 1951-

1953 年全国克围内的院系璃整，使活跃了近一个世纪的私立大

学，销声匿迹于中国教育舞台。

第八章，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功过科弊，在本章做了总体

评价。

本书略有新意之处如下:

1.客观，具体地展示了 19 世纪末至 20世纪前半期各个历史阶

段，国人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玛类主要私立教育机构产生与发展

的原因、状况，及其贡献。

2. 对每个历史阶段教会大学的办学特点，连一做出总结。

3. 首次将近代中国的各类私立大学融为一体，进行全面

研究。

本书遗4惑之处藏多，不再一一例举。还恳请就教于学界方

家，予以轨驳菊豆。

宋秋蓉

2(溺年 2 月于南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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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 论

第一节概念界说，

一、"近代"与"现代"穰念辨斩

本书中，同时出现"近代"、"现代"两种模念，为明斯读者

的认识，有必要进行辨析。

本书中的"近代"模念，代表了一种时间尺度，摇中国 1制0

年至 1949 年整个时闰段。 1949 年以后，接受前苏联史学界的分

期法，国内史学界通常将上述历史时期划分为近、现代两部分。

1840年至 1919 年"五·四"运动之前为中国近代史， 1919 年至

1949 年为中国现代史。按照这一分期，本书应使用"近现1-t"的

称谓，又向以会用"近代"取雨代之呢?首先，使用"近代"一

词，旨在与"当代"概念相区分。一般人头脑中， "现代"与

"当代"是互为混淆的两个概念，而运居"近代"摄念，则可以

与"当代"拉开距离，表示一个已经结束了的历史时期。其次，

相对于已经步入 21 世纪的当代社会而言， 19 世纪下半期至 20 世

纪前半期毕竟是一段梧对久远的历史，吕菌，国内许多学者已经

把上述时段全部划人"近代"时间区。倒妇，学术界通常所说的

近代中国百年，即指 1部0 年至 1949 年整个历史时段。至于教育

史学界，"近代"更是一种通常的扉法，倒如，霍益萍所著《近

代中嚣的高等教育》一书、金以林所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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