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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民国之前，安徽东至周家出了个大学校长，尽管是由于家族原因才被任命的职务，但山东大学堂第一任校

长周学熙推行的“新知识与旧道德”相结合的教育方法，却成为各地书院改办学堂所效法的榜样。而袁世凯的重要谋

士杨士琦，在袁“称帝”梦碎抑郁而终时，他的“本学堂讲求实业，以能见诸实用为要旨，为振兴中国商业造就人才”的理

念却成了学校体制改革先风。或许他们不被人们尊崇，可对教育的贡献我们不应抹杀。

相反，作为清朝的翰林，歙县人徐谦甘当孙中山和冯玉祥的中间联系人，为国民革命运动作出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坚持办学操守的清朝遗士

父亲官至山东巡抚

1901年10月，官立山东大学堂在

济南正式创办，第一批招收新生300

名。首任校长（当时称管理总办）是

周学熙先生。此前也有史料记载，唐

绍仪为山东大学堂的第一任校长。

后据研究考证，唐绍仪作为袁世凯的

幕僚，虽然在上奏清政府和草拟《山

东大学堂章程》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

用，但并没有担任过校长一职。正式

被袁世凯委任为山东大学堂首任管

理总办的是周学熙。

他的父亲周馥25岁那年一个偶

然的机会入李鸿章府，成为李鸿章信

得过的人。凭着对李鸿章的忠诚，周

馥很快被提升为四川布政使。李鸿章

到了晚年面临与八国联军谈判的诸多

棘手难题，便邀远在四川的周馥进京

襄理“议和”。其后，周馥与李鸿章一

起，承担了与多国列强讲和、签约的千

古骂名。这同时也使他平步青云，官

职从四川布政使到直隶布政使。1902

年5月28日，经北洋大臣袁世凯的推

荐，得以出任山东巡抚。

袁世凯主政山东后，即将周馥第

四个儿子周学熙带到济南，协助自己

谋划“新政”和“洋务”，创建山东大学堂

遴选校长时，他又首先想到了周学熙，

希望“子承父业”，光大“洋务”思想。

新知识与旧道德结合

1901年 10月，山东大学堂开学，

管理总办周学熙按照当时洋务派“中

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方针，大力

整肃校风，订立办学章程。

创办之初就有校长等管理人员

80人，各类教师110多人，还有美、英、

德、日籍教师8人。虽然专业的划分

还不细，但已经分了本科和预科学制

三年，并有严格的考试制度，不及格

的不能毕业。

他推行“新知识与旧道德”相结

合的教育方法，在当时国家动荡、风

气日下的环境下，有相当的积极作

用。尤以《山东大学堂章程》在当时

的影响最大，成为各地书院改办学堂

所效法的榜样。

将自来水引进京城

1903年3月，周学熙受袁世凯派

遣到日本考察，使周学熙眼界大开，

尤其是日本的教育体制和金融体制

的确立，给周学熙留下深刻印象。他

把40多天考察的所见所闻，写成《游

日记》，提出了“振工兴商，富民强国”

的主张。

回国后，他被委任为直隶工艺总

局的总办。袁世凯调任军机大臣后，

向慈禧和光绪皇帝推荐周学熙进京

“总理京师自来水”事宜。经过两年

的努力，1910年 2月 10日，周学熙将

自来水引进京城。

办实业救国

周学熙一生最大的功绩在于办

实业，实业救国，为中国民族工业的

发展立下汗马功劳。他亲自创办的

著名企业有：北京自来水有限公司、

中国实业银行、唐山启新洋灰公司、

大苑实业银行、华新纱厂、兴华棉业

公司、耀华玻璃公司、唐山启新机器

厂。周学熙与江南著名实业家张骞

齐名，被誉为“北方实业巨子”，有“南

张北周”之说。

经过多年的积累，周学熙亲手营

建起一个庞大的事业集团。在中国

北方，以天津为基地，形成了一个享

誉海内外的“周氏企业集团”，资本金

额高达4000多万元，在当时这几乎

是一个天文数字。 张亚琴

杨士琦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杨士骧

的弟弟，清末官至邮传部侍郎。十三岁时

失去父母，从诸兄读书，刻苦自励。李勤恪

为两广总督时，他开始当李勤恪的幕僚。

四年后官至道员，义和团运动时，他上书请

李鸿章办理和议，李鸿章被命为全权大使、

直隶总督，便召杨士琦参与其事。

光绪二十七年，李鸿章死后，杨士琦转

身投靠袁世凯，袁世凯当直隶总督时，便以

他为幕僚长。袁世凯的文电奏章，多半出

自杨士琦之手。他随袁世凯最久，当袁世

凯还未被清廷放逐时，杨氏兄弟就以袁党

著称，他和袁世凯有着悠久的历史与很深

的感情，是袁世凯左右中最懂得袁世凯脾

气的，可以说是袁世凯的首席智囊。

清光绪三十年清政府商部接收了南洋

公学，校名改为高等实业学堂。杨士琦任

监督。杨士琦上任后对学校教务、体制等

进行了一些改革。废除了总理、提调职务，

设教务、斋务、庶务三长分工负责学校行

政，重新制《商部高等实业学堂章程》，明确

提出“本学堂讲求实业，以能见诸实用为要

旨，为振兴中国商业造就人才”。

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要放在当

时的社会背景中。杨士琦一生从幕僚起，

以其独特的才能，在历史上也作出过一点

贡献。他帮袁世凯办洋务推行新政，虽意

在挽留清廷衰落的命运，也算是为腐朽的

清王朝输入了新血液。他追随袁世凯数任

要职，1907年，曾代表清政府到南洋10余

埠考察商务，在华商大会历史中留有一

笔。在教育方面，杨士琦1905~1907年任上

海交通大学监督（校长），改革校务管理，上

海交通大学后分支西安交通大学，两校在

校史上均对杨士琦有专门介绍。

朱玉婷

号召国民武装反袁

民国元年（1912年）初，徐谦与伍

廷芳、王宠惠、许世英等人在上海成

立国民共进会，以“完成健全共和政

体”为宗旨，是年6月，袁世凯为实现

其个人独裁野心，修改《临时约法》中

关于总统颁布命令须经内阁副署之

规定，唐绍仪不满袁世凯个人独裁、

遇事专横的作风，愤而辞职，徐谦也

与其他同盟会阁员一起辞职。

1913 年 3 月 20 日，宋教仁案事

发。事后查明为袁世凯主使。为此，

徐谦撰《布告国民》一文发表于4月

27日的《民权报》，号召国民奋起组织

武装反袁斗争。

成为基督翰林

徐谦是清朝翰林院编修。二次

革命失败后，这位前清翰林一度对前

景悲观失望，意志消沉，便避居上海，

兼作律师。

其间，某些基督徒朋友劝其入基

督教，以求精神之寄托。徐谦云：“若

你们有个好上帝，就不该容许袁世凯

这种人活在世上。若袁世凯马上死

去，我必入教。”恰巧袁称帝不久即暴

病而亡，徐谦便履行诺言，正式接受

圣公会洗礼，皈依基督，取教名为“乔

治”。徐谦自称，入教乃为救国。

孙中山和冯玉祥之间联络人

1919年1月，徐谦离粤赴沪，会晤

孙中山，时值巴黎和会召开前夕，孙

中山派徐谦与陈友仁以南方代表顾

问身份出席巴黎和会。在巴黎，徐谦

等人坚决反对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处

理结果，并反对在和约上签字。

孙中山曾委派徐谦与钮永建去

汉口会晤冯玉祥，以争取冯玉祥脱离

北洋军阀，参加国民革命。会见中，

徐、钮向冯玉祥详细介绍了孙中山的

革命思想，冯玉祥听后，表示很赞成

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此后，徐谦便成

为孙、冯之间的联络人，常常出入于

冯玉祥军中。

后来，徐谦受冯玉祥之邀到京，

用“基督救国主义”思想劝说“基督将

军”冯玉祥，对冯玉祥参加国民革命

运动曾起过一定的推动影响。

在北京期间，徐谦还与李大钊等

共产党员建立联系，积极参加了1925

年的国民会议运动及五卅反帝爱国

运动。

1927年2月至12月，徐谦任国立

武昌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前身）校务

委员会主任（校长）一职。张亚琴

周学熙：东至周家四公子

人物简

介：周学熙，

山东大学堂

（山东大学前

身）监督(校

长)，安 徽 东

至人。

徐谦：心忧国民的前清翰林

人物简介：徐谦，安徽歙县人，

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前身）

校务委员会主任（校长）。

杨士琦：
袁世凯的首席智囊

人物简介：杨士琦，

安徽泗州（今泗县）人。

清光绪三十年清政府商

部接收了南洋公学，校

名 改 为 高 等 实 业 学 堂

（上海交通大学前身）。

杨士琦任监督（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