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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青

值此南开大学建校八十周年之际，我们结集出版《南开人物

志》第一、二辑，谨以此书献给八十周年校庆。

南开大学创建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中国人以自己的

力量创办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私立大学典范。经过八十年的奋斗。

特别是建国以后、改革开放以来的建设与发展，南开大学办学成就

卓著，声名远播，已成为当代中国著名高等学府，为我国教育、科学

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南开事业的成就，南开精神和传统的

形成，是一代代南开人自强不息、拼搏奋进的结果。南开一向名师

荟萃，学者云集，他们以服众的人格，精深的学识，传道授业，竭诚

奉献；南开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高级专门人才，他们遍布世界各

地、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秉承“公能”校训，成为推动时代前进的生

力军。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是南开人的杰出代表。

发掘、整理和认识这种传统所蕴含的历史价值，为了讴歌先

驱，激励当代，垂范未来，这对于在新世纪继承和发扬南开精神和

传统，建设世界高水平大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学校决

定，编写《南开人物志》，分集陆续付梓刊世。

《南开人物志》按学校发展的不同时期进行编辑。历史人物的

入选以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先行者、对南开创建发展有卓越贡献

者、学术精深在全国有较大影响者为主；改革开放以来的人物以有

突出贡献的专家、知名教授或毕生献身南开教育并被公认有成就

者为主。第一辑侧重于建国以前；第二辑集中反映建国后17年的

人物。第一辑曾于南开大学75周年校庆时出版，此次重新做了调

整改写，并增补了一些人物传略。由于搜集资料困难等原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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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辑中未及收入的人物，以后酌情补编。

《南开人物志》第一、二辑由王文俊主编，梁吉生、宋秋蓉协编。

在这两辑《南开人物志》成书过程中，得到学校和各院、系领导

以及校友、师生的指导、关心、支持和帮助。此外，也吸收了一些书

刊的有关内容。在此，谨致衷心的谢忱。由于我们水平所限，难免

有一些疏漏、错误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南开人物志》第一、二辑的出版，得到浙江东港集团王云友董

事长的慷慨赞助，谨表深挚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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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侉

梁吉生

严修是南开大学的奠基人，是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积极

变革封建教育、倡导新式教育的先驱者。人们高度评价这位20世

纪的爱国教育家。1929年，严修去世第二天，天津《大公报》即发

表社评，称他“不愧为旧世纪一代完人”。此后60年，即1989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二次会议通过议案，褒扬严修一生

倡导新学的功绩和培育英才对祖国的贡献。

严修(1860～1929)，字范孙，早年受过系统的封建科举教育，

中进士、点翰林，终于攀上封建统治阶层，做过清朝翰林院编修、贵

州学政、学部侍郎。但是，严修不同于一般封建官吏。强烈的民族

正义感和敏锐的洞察力使之较早地看到了世界潮流和国势阽危的

严竣。他勇敢地走出迂腐颟顸的封建营垒，率先大声疾呼：中国自

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

基于这种信念，1898年，严修弃官回津以其严氏家馆为基地，

进行改革旧式教育，兴办“西学”的试验。1904年，在家馆的基础

上，成立完全新式教育的南开中学。由于他的积极倡导，天津教育

成为北方的先进地区。

20世纪初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为教育的发展创造

了社会条件，“大学教育之设施及扩充，为我国目前最急切之要

求”。严修不失时机地适应社会的呼唤，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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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试办高等教育。1916年，他与张伯苓校长大胆开办专门部和高

等师范班，这可谓南开办大学的滥觞。

这是艰难的一步。高等师范班只办了一届，终因师资匮乏，经

费短缺，难以为继。严修没有灰心气馁。他与张伯苓商定，先由张

伯苓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高等教育，随后即于1918年严修赴

美参观考察。严修以半年的时间，或去美国大学旁听教育理论课

程，或走访美国东西各地，对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葛林奈尔

大学、旧金山大学等学校的学制、行政管理、办学经费、教育教学方

法及设备、图书情况详细调查研究，特别对美国私立大学教育有了

较为深入的了解。

在美期间，他还与张伯苓一起广泛接触了中国留学生，如李建

勋、郑宗梅、廖世承、汪懋祖、邓萃英、王文培、傅葆琛、鲍明黔、张耀

翔、凌冰、朱家骅、刘廷芳、侯德榜、邓以蛰、颜任光、张默君等。他

们对美国教育的切身感受给予严修很多启发，严修还从这些留学

生中为未来的南开大学物色骨干教师。

1918年底，严修、张伯苓回到天津。他们对创办大学教育充

满了信心和勇气。正如张伯苓在南开师生欢迎他们的集会上所说

的：“这次我与严范孙先生和范源濂先生先后游美，很有收益。一

年多来，考察他们的国情及人民的精神，遂知教育是一国之根本，

并且一国的人才全由大学产生而来。现在我国教育不兴，人才缺

乏，不禁使人感而思奋，要立即创办大学。”

1919年初，旧历春节刚过几天，花甲之年的严修不顾体弱多

病和刚刚丧子的悲痛，偕张伯苓开始为筹办南开大学仆仆于京津

路上。为了就近与张伯苓等人筹商大学事宜，他甚至提出要在南

开学校内设立办公室。严张首先到了北京，在教育部拜见教育总

长傅增湘，讨论南开大学立案事，在六味斋约见蔡元培、胡适、陶孟

和，征求建立大学的有关建议，在中山公园会见梁士诒、曹汝霖、周

自齐等筹募办学经费。不久，严张又分赴太原、保定、南京等地，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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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阎锡山、曹锟、李纯等协助办学，以后又派人遍访各省军民长官

及教育当局，敦请鼎力襄助。

为了筹款，向人求见，严修和张伯苓不知坐过多少冷板凳，挨

过多少次白眼，但为了办成南开大学，他们并不自悲、自惭，诚如张

伯苓说道：“虽然有时向人家求见捐款，被其挡驾，有辱于脸面，但

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

严修等人的努力终见成果，于是从1919年4月起开始兴建大

学校舍，5月成立大学筹备课，拟订校章，规划系科，组织招生，9月

录取周恩来、马骏、张平群等96名学生，25日举行开学典礼，严

修、黎元洪、范源濂等莅会，私立南开大学诞生。第二年开始招收

女生，这是中国近代私立大学中最早招收女生的高等学府。

应当说，南开大学得以奠定巩固始基并获初步发展，是与严修

的努力与名望有着极大关系的。胡适在分析南开教育时，曾对严

修在天津地方、直隶全省的道德名望，及其对教育的信念、对新时

代新学识的虚心接受给予很高评价。可以说，没有严修，就没有南

开。

严修在南开大学最初发展中，曾以个人财力、物力给过学校很

大支持。1919年他捐赠南开大学购书款2千美元，同年还赠中文

书籍30余种数百册；1922年捐地5亩多，折洋18130元；1924年

又以《二十四史》、《九通》等数十种古籍捐赠南开大学图书馆。

20年代，南开大学接受几笔大的社会捐款，也不无缘自他的

名望和关系。如1921年江苏督军李纯以其四分之一存款捐助南

开大学作永久基金，就是由其弟李馨致函严修，并派员与严修之代

表洽商拨交手续的。1922年严修好友徐世昌捐助南开大学震义

银行存款票据8万元，也是经由严修转交南开大学的。

思源堂(今第二教学楼)的起建，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时称

罗氏基金团)捐助建筑及设备费12万多元，而建筑费的另一半则

由河南袁述之慨捐。述之先生系严修好友袁世凯的堂弟。他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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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秉承慈命，朝达夙愿”，固然主要在于南开大学“声誉日隆，倾动

中外”，但严修与袁氏家族的特殊关系也是原因之一。

官绅出身的著名实业家和教育家卢木斋是严修的儿女亲家。

1927年经严修促成，卢木斋捐出10万元兴建南开大学图书馆。

这幢新式图书馆占地920平方公尺，外形为丁字型，可容纳读者

300人，藏书20万册。1928年lO月17日’，南开大学校庆之际，同

时举行图书馆落成仪式，严修等亲临出席，观礼来宾达400余人，

成为当时天津文化一大盛事。图书馆被命名为“木斋图书馆”(今

行政办公楼)。

严修不仅从物质上给予南开大学支持，其教育思想和办学理

念对学校早期的办学宗旨、专业设置、教学内容和人才培养模式等

无不有着重要指导作用。严修主张“讲中学以通经致用，讲西学以

强国富民”，强调德、智、体、美四育并进，特别注重人格修养和校风

建设。对于南开文科的发展，严修曾拟与梁启超联合，吸纳优秀人

才，使文科在全国建立学术地位和影响，梁启超对此也信心十足，

表示“若将文科全部交我，我当负责任”，“南开文科办三年后，令全

国学校文史两门教授皆仰本科供给”。后来，梁启超这个计划未能

实现，他又计划在南开设立“东方文化研究院”，学校采半学校半书

院制，院舍在南开，课程与南开保持相当的联系，主要研究孔孟思

想和宋明理学。严修对此十分赞成，多次与梁研究磋商。在理工

科设置上，严修支持张伯苓发展应用科学的主张，使南开大学比较

适应了天津及北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在办南开教育上，严修一直把张伯苓视为知己和同志。他十

分信任和支持张伯苓。张伯苓最初主持南开教育是极不容易的，

社会上并不理解南开大学建校的初衷和主张，认为南开大学要以

实用为科学的重点，是把科学从崇高的地位拖到尘埃，张伯苓只配

做一个职业中学校长。面对社会的压力，正是严修给予了张伯苓

坚强的支持。历史已经证明，张伯苓的确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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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之所以办出骄人的成绩，南开大学之所以成为一所著名大学，张

伯苓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可以说，严修慧眼识贤才，他给南开大

学选了一位好校长，这也正是他对南开的最大贡献。

严修慧眼识贤才，还表现在他对周恩来的器重和资助上。

1913年周恩来考入南开中学。在南开这个中西文化融合的教育

环境中，周恩来很快显露出品学兼优的才能，得到严修的格外赏

识。1917年周恩来中学毕业赴日本求学，翌年4月严修去美国考

察教育途经日本，受到周恩来热烈欢迎。在几天的时间里，周恩来

一直相伴左右，甚至在严修下榻旅馆留宿彻夜长谈。同年年底，严

修、张伯苓回国又在日本停留。严张告诉周恩来南开将设大学，欢

迎他回母校就读。1919年“五四”前夕，周恩来回到天津，经严张

同意免试进入南开大学文科，开学前4天，严修在私宅设宴欢迎周

恩来。

周恩来人大学后，成为南开和天津青年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

者。他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组织“觉悟社”，勇敢地站在反帝

反封建斗争的第一线，带领广大进步青年学生请愿，游行示威，抵

制日货，开展以科学、民主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1920年1月遭

反动当局逮捕身陷囹圄之中，仍然不减斗争锐气。同年7月胜利

出狱。严修一如既往看重周恩来。他与张伯苓商量以他在南开设

立的“严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出国深造。10月，他给驻英国公

使顾维钧写信，为周恩来介绍去英国留学。

周恩来到达欧洲后，一直与严修书信往还，保持密切联系。严

为资助周恩来，特在严家帐目上为周立了户头。除第1年的用款

是他交给周支票携走外，以后周恩来在欧洲的3年，都是他让人转

寄的，每半年一次，准时不误。如1921年严修日记载有：2月27

日“李琴湘来，余将补助李福景、周恩来之学费，交伊持去”。1922

年旧历正月初五，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特去拜谢严修。

严修在经济上对周恩来的帮助，不仅使之免受饥馁之苦，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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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不必像其他旅欧学生那样勤工俭学。美国记者埃德加·斯

诺写的《西行漫记》中说：“周在欧洲时，他本人的经费支持者是南

开大学一位创办人严修。与其他中国学生不同，周在法国时，除短

期在雷诺厂研究劳动组织外，并未参加体力劳动。他从一位私人

教师学习法语一年后，即以全部时间从事政治活动。”周恩来在欧

洲参加共产党后，有人曾劝严修不要再给周恩来以资助，但他不为

所动，以“人各有志”奉答，继续寄钱给周恩来。对此，周恩来十分

感激。他深情地说：“严老先生是封建社会一个好人。”

南开大学作为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以中国人自己的力

量创办新式大学的成功典范，严修为她的早期发展做出了重大贡

献。他对教育的极大热情和无私奉献精神，使人感怀和钦敬。严

修去世后，南开大学召开追悼会。张伯苓高度评价严修的办学功

绩，他说：“严先生道德学问，万流共仰!个人追随颇久，深受其人

格陶冶。南开之有今日，严先生之力尤多。严公逝世，在个人失一

同志，在学校失一导师，应尊严先生为校父。”严修逝世后，南开在

世界各地的校友发起捐款，在南开中学兴建“范孙楼”；敬塑严修铜

像。1992年10月17日南开大学又在中心花园敬塑严修半身铜

像，以为永远纪念。每逢他的诞辰或校庆纪念日，南开师生和校友

都来这里凭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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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

郑致光

张伯苓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教育家。他在青年时期，目睹清政

府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欺凌，立志兴办教育，用爱国

精神和科学知识教育青年，以达到抵御外侮，振兴中华的目的。他

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历尽艰辛，刻苦奋斗，颠扑蝎蹶，矢志不

渝。他从传授“新学”的家馆开始，一步一步办起了南开中学、南开

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为国家培育了众多杰

出的人才。

一、家世生平

张伯苓，名寿春，字伯苓。1876年4月5日生于天津。其祖

父张虔，为国学生，因屡试不第，致疯狂病逝，年仅三十八岁。其父

张云藻，为独生子，且兼继承五门，不以科举功名为重，酷爱音乐，

醉心骑射，访求名师，弹拉吹打，元一不精，尤擅长琵琶，天津人称

之为“琵琶张”。

张伯苓六岁时入私塾读书。白天在义学里念《三字经》、《千字

文》，放学回家后，其父再辅以教导和讲解，督促甚严。在这种义学

中使张伯苓接触了更多的贫家子弟。

1891年，张伯苓考入北洋水师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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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水师学堂是洋务代表人物、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培植北洋

海军人才而建立的。学堂总办是船政大臣吴虞成，总教习是近代

启蒙思想家、主张变法维新的严复。教习多半是留英学生。用的

是洋文，念的是洋书。总之，到这里来上学，叫做上洋学。清政府

为吸引学生，不但学费全免，还管吃管住，这对家境日趋贫困的张

伯苓确有很大的吸引力。

张伯苓在水师学堂如饥似渴地学习近代科学知识，大开眼界。

他是航海驾驶班最好的学生，每次考试都是名列前茅。严复的思

想对他影响很大。

按《北洋海军章程》规定：“驾驶班学生在学堂习完四年毕业，

派上练船学习船艺一年，送原学堂再习三月，然后拨入枪炮练船，

再学三月。考核及格，派归兵船差遣补用。”

1894年，张伯苓等十八名同学完成堂课，被派往北洋水师舰

队实习。时值朝鲜东学党之变，清政府出兵平乱，日本也趁机出兵

寻衅，遂引起中日甲午战争。战争既起，清政府的海陆军被击溃。

于是急调北洋水师增援。张伯苓随北洋水师舰队参加了这一历史

性战役。9月17 El，日本海军中将伊东佑享率领联合舰队袭击北

洋水师，在波涛汹涌的黄海海面上发生了一场大海战。双方激战

五个多小时，互有损伤。张伯苓又随北洋舰队退守威海卫海军基

地。1895年1月，日本组成山东作战军，海陆两路夹击威海卫，丁

汝昌等将士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战斗。2月12日敌军

占据刘公岛，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张伯苓随北洋水师舰队开始参

战时，第一艘兵船才出海，就被日舰击沉。张伯苓含泪饮恨与众人

返师归来。这是张伯苓的爱国热忱受到的第一次沉重的打击。

1897年，承甲午败绩，国事日颓，英、德、法、俄、日等帝国主义

列强，纷纷染指，妄图瓜分中国。日本强迫清政府订立关于结束中

日甲午战争的马关条约。俄、法、德三国以迫使日本交还辽东半岛

有功向中国索取报酬，德国租占胶州湾，俄国强租旅顺、大连，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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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占了广州湾，而英国强租九龙与威海卫。帝国主义强盗的协议

既成，清廷乃派大员乘通济舰去山东，办理接收和转让手续，张伯

苓随舰前往。船到威海卫的头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阳旗，升起中国

的青龙旗。第二天，又降下中国的青龙旗，升起英国的米字旗。张

伯苓目睹这场“国帜三易”的接收和转让仪式，亲自尝受了这一丧

权辱国的场面，气愤填膺，五内俱裂。他从威海卫归来之后，认为

海军报国无望，决定退役。

甲午之战是中国大失败的开始。海军军舰全军覆没，这次大

失败的教训，激励了张伯苓的志气，坚定了他一生的爱国热忱。当

时科举虽还未疲，而要求变法维新以求富强，已成为一般有志青年

的愿望。张伯苓决心创办新式教育。适值天津名绅严范孙倡办新

学，1898年乃延聘张伯苓主持严氏家塾。张伯苓结识严范孙，对

其后来南开一系列事业的创立与发展影响很大。

张伯苓在严馆执教时期除教授学生学习英文、数学和理化外，

并提倡体育。那时没有体育设施，就在院子里放两张木椅，上面架

一个鸡毛掸子的长竹杆，作为跳高的横杆，让学生把长辫子盘在头

上，撩起长袍的衣襟，学跳高。这在当时却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罕见

之举。

1901年，即义和团运动的次年，天津邑绅王奎章也聘请张伯

苓教其子侄，是谓“王馆”。

张伯苓在严、王两馆，循环往复，诲人不倦。两馆教法大体相

同，只是附读学生逐年增多，设备及教法都还不完备。

1903年，张伯苓有感于El本蕞尔小邦，居然胜中国，挫强俄，

一跃跻身于世界列强，必有所以致此之道，不可不往一观。在严

修、王奎章的大力支持下，张伯苓乘暑假航海东渡，亲眼看到日本

明治维新后的盛况，领略了日本对教育的重视及办学规模和教育

方法，深受启发。

1904年5月，张伯苓和严修二渡扶桑，经过四个月的细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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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后回国，决定成立中学。遂将严、王两馆合并，成立“私立中学

堂”。从此他结束了家塾先生的生涯，成为学堂的学监，开始一展

他的宏愿。

张伯苓自1904年创办南开中学以来，到1917年学生已满千

人，中学基础日臻巩固，教育设施逐渐完善。每看到各届毕业生依

依不舍地离开学校，他觉得应该向大多数学生提供继续升学的机

会。社会的需要，使他认识到：“普通教育仅为国民教育之初步，创

办高等学校乃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于是他决心赴美学习和

考察。

1918年，适逢严修与范静生也赴美，张伯苓乃与严、范遍游美

国各地，考察了许多私立大学的组织和实施。12月，张伯苓与严

修游美归国。不久便积极筹募经费，并获徐世昌、黎元洪等人及天

津士绅之助，开始筹划创办南开大学。1919年春，在中学南端空

地建大学教室，当年秋季落成。

1919年9月5、6日，举行大学新生入学考试，25日正式上课。

南开大学创办伊始就建立了理科。那时北京、上海开创许多

私立大学，都是只办文、法、史、地、国学等文、法科，教师抱的是线

装书去上课，而张伯苓专请留美多年的凌冰博士为大学部主任，除

开设文科外，还设理科和商科，后来改称文、理、商三个学院。这在

当时也是十分难得的。

南开大学的兴办和发展，对张伯苓来说，并不意味着兴办教育

的终结。建立一个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才是他兴办教育的宏伟

大略。

张伯苓于1923年建立了南开女中。接着在1928年，张伯苓

又兴致勃勃地在女生校舍对面建筑小学校舍，设立了小学部。

为开展学术研究和造就高层次人才，张伯苓在兴建和完善女

中和小学之后，又分别于1927年和1932年创办了南开经济研究

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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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既以办学为救国的手段，故早就不以在天津创办学校

为满足。1931年以后，日本军阀在华北屡生事端，他看到两国终

不免一战，而天津定首当其冲。及至1935年，华北局势日益危急。

张伯苓深为忧虑。1935年，他亲赴重庆考察后，决心在重庆建立

南开中学。1936年夏，校舍落成，定名“南渝中学”。并于当年九

月开学。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国共两党建立起抗日统一战线。1938

年，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要求团结抗日的压力下，在汉口成立了

国民党参政会。蒋介石为了装璜门面，拉拢在南方有一定声望的

张一麟和在北方颇有影响的张伯苓担任参政会的副议长。

1948年国民党政府改组，约请张伯苓出任考试院院长。

1948年7月，张伯苓到南京后，目睹国民党政府，政治黑暗腐

败，心情很不愉快。年末，他以“体弱需静养”为借口，离开了南京

考试院，回到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的老寓所，终日深居简出。

解放前夕，蒋介石三番两次到沙坪坝津南村，要求他离开重

庆，去台湾或去美国，后来蒋氏又派蒋经国和张群来劝行，他都婉

言谢绝了。1949年，他毅然留在重庆迎接解放。解放后，他衷心

地称赞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及其内外政策。1951年2月23日因病

谢世，享年76岁。在他的遗嘱中，对国家民族无限光明前景充满

信心，勉励“友好、同学”，“拥护人民政府”，“务共努力”，“以建设富

强康乐之新中国”。

张伯苓作为在他生活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不可避免

地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在其晚年，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但

是，张伯苓毕竟是一位与时俱进的爱国教育家。他从一生办学，饱

经沧桑的切身经历中，逐步看清了中国的前途，在历史转折的关键

时刻，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表现出一个真正教育家的高风亮节。

张伯苓的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一生。他创业南开，功在国家，为

发展我国近代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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