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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八章普通高等教育‘ 一：

，。

‘ ‘

4 r

·

、。
．

．

：

·

一，‘? ：’J 一·’|” I。
。。

4第一节。概况⋯． ．⋯

， ，一7
●

‘

．：南京高等教育兴起较早。自三国东吴(公元229年)起至东

晋、宋、齐、梁、陈、南唐、明初、太平天国、中华民国，先后有10个朝

代定都南京，分别设有太学、国子学、国子监等国立最高学府。(iS

见第一章“国学”) ·。， ，，

’

．一

一’南京近代高等教育始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朝廷宣布维

新变法，推行新政，下令全国各地兴办学堂。这年十月，两江总督

刘坤一奏请将储才学堂按大学堂定章改为江南高等学堂，堂址在

三牌楼。不久，因维新变法失败，翌年停办，改为格致书院。÷
’

．，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月，清朝廷迫于形势，颁“兴学诏书”，

再次鼓励办学堂，并谕令全国一律将书院改为学堂。光绪二十八

年(1902)四月初一，两江总督刘坤一邀请东南名流张謇、缪荃孙和

罗振玉等商议筹办学堂事宜。四月二十三日，刘坤一上奏<筹办师

范学堂折>，呈请在督署江宁(即南京)办师范学堂。是年九月，刘

坤一病逝。1903年2月，张之洞移督两江后，复奏<创办三江师范

学堂折>，同年获准，即开始筹建。这是中国近代最早建立的高等

师范学堂之一。堂址设在北极阁前明代国子监遗址。学堂主要培

养中、小学教员。．“凡两江总督辖区的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士人，

皆得入堂受学”，但须由三省的地方官考选保送。学堂由翰林院编

修缪荃孙任总稽查，进行筹建。江苏候补道杨觐圭为首任监督(校

长)。光绪三十一年(1905)，继任两江总督周馥，因总督之称两江，

遂易名两江师范学堂暨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先后由江苏候补道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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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昌、江宁提学使李瑞清担任监督。该校是为适应清朝廷决定推

行新的教育制度，要求各省、府、州、县广设中、小学堂的需要而设

立的。李瑞清主持两江师范期间，悉心兴学育才，学校规模日益扩

大，最多时有在校生千余人，教学成绩卓著，为江南各高等学堂之

冠。建校后，先后有毕业生2000余人，培养出江南第一代中小学

堂师资。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学堂停办。

光绪二十八年(1902)，钟山书院山长缪荃孙将该书院改建为

江南高等学堂，堂址在门帘桥，亦称钱厂街(今太平南路白下会

堂)。办学九年间培养了一批专门人才，至1911年停办。

光绪三十年(1904)十一月，两江总督魏光焘将格致书院改办

为江南农工格致学堂，后易名江南农工商矿实业学堂，后又定名为

江南高等实业学堂，堂址在三牌楼和会街(民国成立后，改建为江

苏省第一工业学校和江苏省第一农业学校)。 ．．

光绪三十二年(1906)，建立江南高中两等商业学堂(初为江南

中等商业学堂，后设江南高等商业学堂，合并后改为江南高中两等

商业学堂)，堂址在复成桥商务局内。同年，由蚕桑树艺公司改办

为江南蚕桑学堂，堂址在中正街。
’ 。“ 。-

光绪三十三年(1907)，两江总督端方奏准在江宁府(南京)建

立南洋方言学堂，培养涉外和翻译人才。堂址在中正街八府塘。

同年，由陶保晋等七人创议、郑苏龛京卿大力提倡，并获得张謇等

赞同协助建立江南法政讲习所，又经两江总督端方拨给娃娃桥官

房作教学处所，于是年四月开学(1911年改为私立金陵法政专门

学堂，校长辛汉。1914年，北京政府教育部饬令停办)。一

。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两江总督端方奏请将江宁省城旧仕

学馆(地址在红纸廊)改建为两江法政学堂。其学生“官绅并取”。

每年招收100名，其中江苏20名，安徽、江西各lO名、江宁(南京)

60名。毕业后回各省任用。别科系为江宁所属各县造就佐理新

政人才，专收宁属36县举贡生员及候补人员，经过考试录取，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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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宣统二年(1910)，增设讲习科，定额100名，专为造就速成

法政人才。宣统三年(1911)，又附设监狱专修科及中学经济科。

。 宣统二年(1910)，在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传教士傅罗创办的

汇文书院基础上和宏育书院(系由基督书院和益智书院合并改称

宏育书院)合并，并按大学编制进行改组，定名为金陵大学。办学

宗旨为“培养基督化人格”，开办时学生仅数十人。学校由美以美、

基督、北长老三教会(后浸礼会也赞助并加入)组成校董会，推包

文、文怀恩(均为美籍)为正副校长。校址设在鼓楼坡下(今南京大

学校址)。 ，? ：．。

’辛亥革命爆发后，由于战争，清末时期南京地区所设立的高等

学堂，除教会办的金陵大学外全部停办。’1912年民国成立后，以

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对教育开始了改革。当年公布了(壬

子学制>、<大学令>、<专门学校令>，高等学堂改称高等学校，高等

学校分公立、私立，监督改称校长。规定高等教育机构有大学院、

大学、专门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允许私人设立大学和专门学校，

这是我国首次在法律上确定了私立高等学校的地位。之后，南京

地区兴办一批私立法政学校：由监狱传习所改办私立南京大学(初

名开通法律学堂)，设法律别科及法官养成所，校长王春生，校址在

珍珠桥。是年，王文柱创办私立南京法律学校，校址在游府西街。

同年，又成立了私立民国法政大学，设大学部、专门部及别科，校长

杨年，校址在红纸廊前两江法政学堂旧址。同时，还办有私立民国

大学等。以上私立高校，由于不具备办学条件，经北京政府教育部

派员视察后，认为纯属“营业性质”，分别于1914～1915年饬令停

办。 一
，

：．
一

’

1912年9月，建立江苏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校址在府西街原

江宁府署，设法律及政治经济预科。 -，

，1913年，由美国基督教会在江苏、浙江所办的各女子中学校

长在上海集会商讨在长江流域创办女子大学。．此议得到美国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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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五会——长老会、美以美会、监理会、浸礼会、基督教会的赞同，
‘

并担任筹划开办及经费任务，同年11月。组织校董事会，确定选址

于南京，校名定为金陵女子大学。并推选德本康夫人(美籍)为校

长。1915年9月，学校租用绣花巷李鸿章故宅为临时校址，招生

开学。1916年，得到纽约州大学的承认，准予立案。1921年，在宁

海路南端西侧购地建校(今南京师范大学校址)。1923年迁入新

址。’1928年，德本康夫人辞去校长职务，校董会推选金女大首届

毕业生、留美博士吴贻芳任校长。1930年，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立

案，改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

；”’、

一．1914年，鉴于中等学校教员大为缺乏，江苏各省立中等学校

校长向江苏省巡按使公署联名建议在北极阁前两江优级师范学堂

原址，设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同年8月，江苏省巡按使韩国钧准

就两江师范学堂校舍改设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委派江南硕儒江

谦主持筹建。于翌年9月开学。该校是民国初期，继北京高师、武

昌高师和广州高师之后，我国最早成立的4所高等师范学校之一。。

校长先后由江谦和留美博士郭秉文担任。 ．．?j ， ．．

． 1915年，我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时任北洋政府农

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为培养治水人才，呈准在南京创建河海’

工程专门学校。校址初设在丁家桥(江苏省咨议局内)，后迁中正

街。聘请留美工程师、同盟会会员许肇南为校主任(后改称校长)。

办学经费由冀、鲁、苏、浙四省分摊，为四省培养人才。
‘

‘

j

，一4 1920年4月，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在校务会议上’

首次提出建立大学的建议。9月，郭秉文携带计划前往上海，与各

方面进行洽谈，大家均极表赞成，并商得9位先生为发起人，当月，一

张謇、蔡元培、王正廷、蒋梦麟、沈恩孚、黄炎培、江谦、袁观澜、穆湘

王l|、郭秉文等联名向教育部提出。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工艺、体

育、教育、农业、商业等专修科的基础上扩建成立国立东南大学。

12月7 El，经北洋政府国务会议通过。这是民国初继北京大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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