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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最早与世界进行文化交流的

使者，是那些曾经负笈远行、求学欧美

的留学生。成立于1913年10月的欧美同学

会（Western Returned Students’ Club，
WRSC），则是创建最早、规模最大并延

续至今的中国留学人员组织。欧美同学会

成立近110年来，遵循“修学、游艺、敦

谊、励行”的宗旨，为中华民族振兴，

促进中外沟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广泛实

践，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产生独特

影响，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有其重要地位。

早期清华作为一所“留美预备学

校”，为近代中国的留学生群体提供了源

源不断的人才，那些毕业归国的庚款留学

生也成为欧美同学会会员的重要组成部

分。很重要的一点是，唐国安、周诒春、

张煜全、金邦正、曹云祥、温应星等早期

清华学校的校长们，全都具有在欧美留学

早期欧美同学会在清华的一次重要活动
○袁  帆（1975 级建工）

的背景。特别是周诒春（1883—1958），

更是在清华校长任上直接参与了“欧美同

学会”的创建工作，是与顾维钧（1888—
1985）齐名的创始人之一。

一、甘博影集中的一个悬念被破解

美国人西德尼·D·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1890—1968）在20世纪上半叶旅

居中国期间拍摄了大量珍贵照片，为研究

中国近代史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影像资料。

我在《近代中国教育剪影：甘博的清华视

角》一文中，集中考证了甘博所拍摄的清

华题材照片，得出了若干结论，同时也对

他未留下明确说明的一些照片提出了探讨

思路，其中，“一张明显是在清华学堂西

侧大草坪上拍摄的合影”被我特别关注。

对于这张合影照片中的人物辨识、拍

摄时间确定，以及对活动背景的判断，我

当时是这样写的：“在第

二排坐着的20个人中，可

以辨认出居于C位的竟然是

蔡元培（1868—1940）和

张伯苓（1876—1951），

还有年轻的胡适（1891—
1962）。另外在这些人中

还可以看到几张西方人面

孔，因此这次活动应该是

一次跨校际的国际交流。

至于拍摄时间，很有可能

是在1919年5月之前蔡元

培还在担任北大校长期华北欧美同学会第二次年会合影（1919 年 4 月于清华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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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与此同时，我也希望这张合影能够

引起历史爱好者的共同关注，“留个心

眼，继续考证”。

如我所愿，在文章刊出之后，引起不

少读者的兴趣，并对甘博清华照片中的种

种未解之谜进行了多方面求解。这当中属

清华大学历史系1996级硕士校友赵锦铎先

生撰写的《对西德尼·D·甘博拍摄合影的

补充考察》最有见地，对这张照片的背景

给出了明确的考察结论。

这篇文章中提供了1919年4月北京

《晨报》、上海《申报》的新闻报道，并

与蔡元培、胡适等名人的有关回忆相互印

证，厘清了这次在清华园进行的“跨校

际的国际交流”，其实是“华北欧美同

学会1919年年会”（以下简称为“清华年

会”）。对甘博影集研究的这一新发现不

仅为早期欧美同学会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

实依据，也为了解早期清华历史拓宽了研

究空间。

二、欧美同学会历史上的一次
重要活动

欧美同学会召开的这次清华年会，到

底有哪些主要内容呢？

从1919年4月1日北京《晨报》刊登的

《欧美留学生开会预誌》中可以了解到，

“除请芮公使及范君静生蔡君孑民演说

外，并有年会会讌、足球网球比赛及讨

论种种社会服务实行问题”。显然，这

次年会不只有“宴会、足球、网球”这

样通常的联谊活动，还涉及了归国留学生

参与“种种社会服务实行”等政治与社会

问题。

这里提到的三位人物，“芮公使”是

指时任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1869－1923）；“范君静生”

是指范源廉（濂）（1875－1927），曾任

“游美学务处”会办，也曾担任过北洋政

府教育总长；“蔡君孑民”是指蔡元培，

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此三人当中，芮公

使本人曾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范源

廉、蔡元培分别具有欧美国家留学背景，

由他们担当演讲嘉宾，自然给这次留学生

年会增色不少。

这次活动由于是安排在郊外的清华园

举行，距离京城较远，交通不甚方便，加

之活动内容多样，因此会期安排了一天

半，“五日上午十二钟开会，六日晚九钟

闭会”。由于4月5日、6日恰逢周末，清

华学校正常教学和会议活动之间的相互干

扰可以大大减少，此外“赴会者须自带行

李，在清华寄宿一宵，次晚则可乘京绥路

特备之专车回京”，食宿行也很方便解

决。这样的安排显然经过精心策划，并得

到清华学校的大力协助与支持。

关于此次清华年会的进行情况，北京

《益世报》在1919年4月8日报道称：“本

月五六日，华北欧美归国学生在清华园开

第二次年会，到会者约百余人。”这印证

活动按计划如期举行，而且出席人数也与

合影照片上出镜的76人基本吻合，表明了

年会组织颇有效率，致使在京的欧美同学

们踊跃参与。

欧美同学会最早的会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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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年会显然不是一次仅限于内部的

联谊活动，仅从当时的媒体反应就可以看

出其社会政治动向。《益世报》在会后第

三天的报道中说，“此次年会所为之事有

两件极为重要。第一是组织北京、天津各地社

会服务团；第二是对于时局发出宣言书”。

而1919年4月9日的上海《申报》则对

这次清华年会连发两条消息，一条是披露

了《欧美归国留学生议决》的要点，另一

条消息则称“旅京留学欧美公团电陆使力

争发言权，勿为日人气馁，此间同人愿

为后盾”。这里的“陆使”指的是出席巴

黎和会的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1871—
1949），他同时也是彼时之欧美同学会会长。

这些要闻报道不仅使我们今天得以了

解清华年会的梗概，也从媒体声音中感知

了舆论对此次活动的关切程度，以及活动

产生的社会影响。

至于欧美同学会为什么要在1919年4
月初召开这样一次年会，又为何要针对时

局发出《宣言书》呢？赵锦铎先生在《补

充考察》一文中有着简明扼要的分析：

“在清华学校召开的这次年会在时间节点

上相当微妙。内政方面，国家仍然处于事

实上的不统一状态，此时北京政府和广州

军政府在上海举行的南北和谈时断时续，

国人看不到国家统一的曙光；外交方面，

巴黎和会日本欲夺取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也牵动着

国人的神经。这些情况对年会的议程和活

动都有影响。”

并非巧合的是，就在清华年会召开后

的一个月，在中国近代史上作为“觉醒年

代”标志事件的“五四运动”爆发。欧美

同学会这次“偶然”发声中明确表达的政

治主张，无疑成为“五四”交响乐的有力

前奏，在“必然”前进的历史潮流中显现

出积极的影响。

三、《宣言书》的历史价值

针对时局发出的《宣言书》无疑成为

一大亮点，1919年的清华年会也因其明确

的政治态度成为欧美同学会发展史上的里

程碑。1919年4月8日北京《益世报》如是

评价《宣言书》：“宣言书尤为近今极

可注意的事。因为西洋归国学生对于国中

政局向持被动的态度，没有积极的主张。

现今他们受了世界政局与国内政潮之影

响，居然有一种正式宣言书出现，自然为

各方面所注目了。”这条信息说明，在当

时民众印象中，欧美留学生向来并不热衷

于国内时局，也没有明确的积极主张。所

以当他们主动发声于《宣言书》时，自然

引发媒体的高度关注。为了帮助读者充分

了解，《益世报》做了进一步报道：“宣

言书分两种，一是主张大纲，一是施行细

目。其细目已由会中委托十余人专门学者

为之制定，不久可以发表。大纲则由前晚

（六日）大会修正通过。 ”
今天的人们若要了解一百年前归国留

学生的政治主张，不妨也来一起读读《宣

言书》的大纲原文：

我等欧美归国学生，今觉有急须解决
之问题，其中尤有格外紧急，格外重要之
问题应结晶成一种正式之宣言。所以此次
宣出之下列各条，为我等认为中国今日最
要紧的根本建设，试分述之。
（一）中国应该统一。因为中国不统

一，不但不能在巴黎和会得为强硬有力之
主张，并且不能在国内有振作进步的希
望。因为中国不统一，使全国的人都不能
专心去做改良社会、振兴实业的事。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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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要做到真正的统一，须要除去许多阻碍
统一之事物。因此主张：（甲）废除军阀政
治（督军制）；（乙）军人不得干涉政治。
（二）我等深信民主的政治最适宜于

中国，若要使民国基础稳固，则主张：
（甲）实行普及的国民教育，使国人免去
愚昧的危险，且不致受卑劣政客及权奸之
愚弄；（乙）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凡不
正当干涉自由言论者，认为违背民主政治
的原则。
（三）我等主张政治上应从实效。一

方面着意改良，财政管理须负责任，文官
任用法须极力推行，预算案须慎重，预备
既成之后须实力遵守。政府关于财政的收
入、支出及与外人之交涉，均须公开，不
当秘密。
（四）为谋中国经济的发展须促进币

制统一。
（五）主张要求各国废除领事裁判制度。
（六）主张废除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

围及利益范围。
以上各条我们认为今日中国必须建设。

至于各条件细目，已公推专门学者分别讨
论，筹划实行的程序，俟脱稿即行发表也。

20世纪初叶的中国，虽然辛亥革命推

翻了满清王朝，但几千年封建制度形成的

巨大历史惯性，仍不可避免地继续制约着

社会发展；虽然已经开始接受来自外部世

界的剧烈冲击，但长期固步自封的社会和

被禁锢已久的思想，却无法使中国人迅速

找到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路径。对

于广大民众而言，直接面对的依然是国家

分裂、孱弱、贫穷；对于知识阶层来说，

最感苦闷的当然是文明落差和理想落空。

终于，这些被视为“沟通中西文明先

行者”的归国留学生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节

点，跳出自我，走到一起，关注起国事民

生，探讨起治世良策。“追求国家统一，

废除军阀专权，推行民主制度，进行政治

改良，废除外国领事裁判制，废除列强在

华利益范围”，《宣言书》中的这些关键

概念，既表达出知识阶层所主张的核心政

治诉求，也契合了广大民众希望改变国情

的普遍愿望。

联想到“五四运动”中“外争主权，

内除国贼”“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

黎和约》上签字”等著名口号，谁能说没

有受到《宣言书》的影响？而一代“觉醒

先锋”当年大力倡导的“民主”“科学”

理念，又何尝不是后人追求社会进步的永

久目标呢？

四、清华年会的更多历史看点

锁定了这张合影照片的真实背景，就

像拿到了一把破解历史谜团的钥匙，探寻

的思路被打开，目标却更准确。于是，清

华年会的更多看点随之浮出水面。

1．芮恩施的身影

政治学者出身的芮恩施在中美关系史

上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历史人物。作为20世
纪初美国“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

运动的著名代表，他在1913—1919年担任

美国驻华公使六年期间，在维护美国国家

利益的同时，也在参与披露日本谋求在华

强权，鼓励中国加入国际事务方面积极

活动。他身兼学者与外交官的双重身份，

必定对早期中美文化交流产生影响。根据

顾维钧的回忆，在欧美同学会的创建过程

中，芮恩施也发挥了一定促进作用。

深入了解当年美国的进步主义思想，

会发现其中有一个重要信条，就是知识精

英应该有社会担当，为国效劳，最优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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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应该去改革政治或者投身政治。欧美同

学会的行动准则，特别是清华年会上发表的

《宣言书》，显然带有这一思想的烙印。

有中国学者研究表明：“在芮恩施公

使的倡议下，1919年4月上旬召开的华北

欧美同学会第二次年会做出决定，即‘充

分发挥他们的留学才能，推动中国社会的

进步’；芮恩施在会议上作了一场题目是

《欧美留学生与一战后的中国》的演说，

他大声呼吁欧美留学生用其所学，引领时

代潮流。”

芮恩施参加清华年会的史实至此得到

确认，但他的身影为何没有出现在合影

中，其原因可能是他只参加了年会第一天

的开场部分，而合影是在第二天才拍摄完

成。不过，甘博的清华照片中还有一张芮

恩施与张伯苓的合影，现在可以确定为也

是在这次年会中拍摄。

2．蔡元培的回忆

蔡元培，字孑民，既是近代中国历史

上的卓越教育家，还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优

秀实践者，一生曾在日本、德国、法国等

几个国家学习过。他成为早期欧美同学

会的领导者之一是众望所归，1918年起连

续三年都担任同学会的主任干事。1919年
4月时蔡元培51岁，已经在北大校长任上

有两年。从目前查证到的资料中得知，他

公开提及这次清华年会是在将近四年后的

1923年1月。当时他对北洋政府教育总长

彭允彝（1878—1943）常常干涉司法，以

“整饬学风”为名摧残教育的行为极为不

满，毅然决定辞去北大校长一职，并公开

发表《关于不合作宣言》，说明辞职的原

委，其中提到：

（民国）八年的春季，华北欧美同学
会在清华学校开会，有一部分会员提出对

于政治问题的意见，在会场上通过，我那
时就问他们：“我们提出来了，万一政府
竟置之不理，我们怎么样？我个人的意
见，要是我们但为发表意见，同新闻记者
的社论一样，那就不必说了；若是求有
点效果，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帮忙的决
心。”

这段话不仅以亲历者的角度证实了清

华年会的时间、地点，而且透露出会议的

一些细节，内中提及一份“政治问题的

意见”，应该指的是当时发表的《宣言

书》。结合蔡元培引出这段回忆时的具体

背景，可以看出他早就主张留学生对时局

要有独立的见解，以及知行合一的立场；

倡导政治意见表达要注重实效，若是得不

到当局的认同，就“要有不再替政府帮忙

的决心”。 历史证明，他自己不但是这

样主张的，也是这样做的。

3．胡适的佐证

1919年春天的胡适还只是回国应聘北

大不到两年的青年教授，他在清华年会合

影中的形象非常清晰。他对这次活动的回

忆也是在1923年1月，而且就是蔡元培辞

职的第二天。作为时任北大教务长的胡适

张伯苓（左）与芮恩施（1919 年 4 月于

清华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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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蔡元培以辞职为抗议》一文，对蔡

元培的决绝行动加以声援。他这样写道：

当民国八年三四月间，欧美留学生在
清华园开了三天的大会。那时正当安福部
横行无忌的时候，一般西洋留学生稍有天
良的，都还想有所努力，所以大会中推举
了几个人，组织一个“政治主张起草委
员会”，拟了一个很详细的政纲，一条一
条地报告出来，都通过了。最后有一位先
生——似乎是张伯苓先生——起来问道：
“假如政府不采我们的主张，仍旧这样腐
败下去，我们又怎么办呢？”那时大家面
面相觑，都没有话了。蔡先生起来说：
“将来总有一日实在黑暗的太不像样了，
一般稍有人心，稍为自爱的人，实在忍无
可忍了，只好抛弃各自的官位差使，相率
离开北京政府，北京政府也就要倒了。”
却可以表示蔡先生在安福时代的态度。

文中的“安福部”特指北洋军阀时期

依附于皖系军阀的官僚政客集团。胡适这

段回忆中的个别细节虽然与清华年会的实

际情况有些许差异，但丝毫不影响对蔡元

培表述的佐证价值，而且还生动详实地透

露了更多信息，在后来读者眼中仍然具有

强烈画面感。

4．值得记入清华早期校史的重要活动

欧美同学会在清华学校举办这么重要

的一次年会，作为“东道主”都有谁出席

了呢？很遗憾，在当年的新闻报道和清华

校史中至今未查到相关的信息。但从道理

上讲，任何一个东道主对于在自己地盘上

进行的重要跨界活动绝对不会大意怠慢，

更何况出席这次清华年会的来宾都是当年

中外学界一众“大腕”，其中既有范源

廉、蔡元培、张伯苓、胡适，又有美国驻

华公使和若干外籍会员。从礼仪安排上，

出面接待并符合对等身份的清华学校领导

应该是校长张煜全。

校史资料显示，张煜全（ 1 8 7 9—
1953）从1918年4月接手校长一职，前后

在任只有一年零七个月。1919年3月至6月
中旬，张煜全因病向外交部请假，由副校

长赵国材代理校务。虽然欧美同学会的年

会时间正处于其请假期间，但以此作为判

断张煜全不会出席这次合影活动的依据，

还是显得过于简单。

在年会合影照片上，坐在第二排中间

的两位人物，一位可以肯定是蔡元培，与

其紧邻的右边位置应该属于东道主清华校

长，但那位人物显然不是代理校务的赵国

材，大胆地推测自然就是张煜全。1919年
张煜全时年40岁，与照片上的人物年龄相

仿。虽然张煜全在同一时期留下的照片目

前尚未发现，暂时无法直接进行比对，但

被确认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其实，无论张煜全是否出席了这次清

华年会，在清华园举行的这次早期欧美同

学会重要活动，因为其对“五四运动”的

影响都值得在清华早期校史中留下一笔。

五、结语

早期欧美同学会在清华进行的一次重

要活动，因为一张甘博老照片的被破解而

被挖掘出来，从而使后人得以进一步了解

“五四运动”前后的历史背景，以及爱国

知识分子的主动作为。清华园有幸成为这

个历史事件的见证者，也使清华校史研究

取得了新的成果。在此，期待爱好历史的

读者们能够寻找、提供相关信息，在更多

历史谜团的破解过程中感受历史的厚度与

温度，共同向那个“觉醒年代”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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