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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年6月，年轻的西医杨维翰喜得

贵子，他给自己的第一个孩子起名永清。

杨维翰是苏州博习医院医科学堂第一届

学生，1888年毕业并获得医学士学位。此

后，杨维翰短期留院工作，旋回无锡行

医，1890年开设了无锡第一家西医诊所，

也曾兼任无锡新式学堂的英文教习，后因

笃信基督教，遂弃医作传教士。在这深受

西方文化熏陶的家庭里，杨永清度过了他

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童年，也影响了他日

后的求学和人生之路。

东吴大学堂的少年学子

1902年，11岁的杨永清考入了坐落在

苏州天赐庄的东吴大学堂。大学堂是上年

3月才开办的，虽然名为大学堂，但在初

始的几年，就是个中学，所授课程，也完

全中学程度。也就是说，杨永清在东吴大

学的求学是从中学开始的。《（东吴书

院）1902年年度报告》中说，“今年共招

收103名学生”。当时，东吴大学堂春秋

两季招生，尚无法确定杨永清在春季或秋

季入学。另据《（东吴大学堂）1904年年

度报告》，“我们的奋斗目标是，获得中

文预科证书的学生，其水平达到秀才等级

（中国科举制度的文学学士），而获得大

学毕业文凭的学生，其水平达到举人等级

（中国科举制度的文学硕士）。今年令我

们深受鼓舞的是，本校六名预科班学生参

加乡试，其中三人考中秀才”。由此获

知，此时东吴大学堂设立了预科和大学本

科。1905年首次招大学生，1907年东吴大

清华同学会首任会长杨永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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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德榜　马国骥　陈　藩　许世箴　

杨炳勋　叶玉良　廖慰慈　郑辅维

1913年留美预备部毕业同学（43人）

王文培　王景贤　王锡昌　何运煌　

李绍昌　阮宝江　余日宣　余曹济　

吕彦直　邱培澜　范　铎　徐允钟　

梁传玲　唐　钺　桂质廷　张绍连　

陈立廷　黄　光　黄纯道　黄汉和　

陆凤书　陆锦文　郭承志　许鼎基　

程宗阳　程灜章　钮树棻　杨永清　

杨锦魁　叶桂馥　潘文炳　潘勰安　

乐森璧　蔡星五　邓少萍　鲍明钤　

钱天鹤　薛绳祖　戴芳澜　关颂声　

应尚才　顾子毅　顾　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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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首届大学生毕业。在求学的过程中，

杨永清由中学而入预科继升入大学本科。

1910年年初杨永清毕业，是为东吴大学堂

第三届大学生，同时获得文学学士学位。

清华同学会的首任会长

清华学堂，这所利用美国退还庚款开

办的留美预备学校，于1911年3月开学。

由于爆发辛亥革命，学校停课半年多，在

1912年5月学校重新开学。民国成立了，

但清华学校的处境并不乐观。一方面，

一部分学生没有返校，学校必须尽快安

排招生；另一方面，由于庚子赔款的停

止，学校的经费遇到了极大的困难。1912

年8月，清华学校举行秋季招生考试。本

年清华学校中等科录取45人，高等科录取

70人。已经在上海清心中学任教两年的杨

永清参加了这次考试，由于成绩突出，入

学后被编入1913级（高等科三年级）。也

就是说只要在清华学校读一年就可以赴美

深造，这是年轻学子所梦寐以求的。时间

荏苒，一年的求学在紧张和愉悦中度过，

1913年7月1日，清华学校隆重举行第一次

毕业典礼，高等科毕业班有1912级和1913

级两个年级；典礼上还宣布了取得游美资

格的学生名单。外交总长陆徵祥的代表唐

在复、美国使馆参赞威廉、代理教育总长

董鸿祎等出席并讲话，副总统黎元洪亦派

代表出席。可以猜想，杨永清一定是以兴

奋的心情参加了毕业典礼。当然，他也会

有不快，因学校经费原因，杨永清所在的

1913级本年未能赴美留学。

在举行毕业典礼的两天前，6月29

日，1912级的“继续班”和1913级学生发

起组织“清华同学会”。其宗旨是振作校

风、联络情谊，并通过章程，选举职员。

选举杨永清为会长、李宝鎏为副会长。据

《东吴大学年度报告（1913）》：“去年

11月成立的校友会在今年7月毕业典礼期

间举行了令人鼓舞的会议。会议最重要的

决定是：为了学校的利益，特别是为了更

好地为原先三所学校的毕业生提供一个交

流平台，大家决定创办一本杂志。”杨永

清在清华学校读书期间，与母校东吴大学

时有联系，母校成立校友会也一定要邀请

毕业不久的杨永清。有这样的经历，在毕

业之际，杨永清提议组织清华同学会，应

该说，因杨永清是发起人，才被推举为清

华校友会的首任会长。1914年8月15日杨

永清等清华留美学生乘“中国号”轮船赴

美，由周诒春校长护送。在赴美行程中，

重修《清华同学会章程》，选举周自齐、

范源濂为名誉会长，周诒春为名誉会员，

杨永清仍任会长。

作为清华同学首任会长，杨永清在

美国学习工作8年之后，1922年回到了北

京，到外交部供职，但他对清华同学会工

作的热情依然如故，不久杨永清又接任华

北清华同学会书记及会长并立即投入工

作。据《清华周刊》报道，1923年10月21

日，华北清华同学会在东华饭店开秋季聚

餐会，会后选举本年华北同学会职员，唐

悅良任会长，杨永清任书记，沈隽淇任会

计。1924年9月28日，华北清华同学会在

北京大陆饭店开会，到会者有杨永清等31

人，会上选举新职员，杨永清任会长，张

歆海任书记，全绍文任会计。会上讨论在

京筹建俱乐部事。10月29日，复开大会，

会议议决发行一万元债券筹措开办费用，

当场认购30元以上者有10多人，杨永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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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认购。12月13日清华同学俱乐部开成

立大会，为俱乐部筹款事，此前校长曹云

祥、前校长周诒春、会长杨永清等连请客

三天，发售五厘债卷，已募款5400余元。

1924年12月21日，校长曹云祥、会长杨永

清、干事蔡竞平到天津向在津清华同学募

款，共认购1500余元。当这个清华华北同

学会的新会所于1927年12月启用时，杨永

清已在东吴大学校长的任上了。

民国外交界的青年才俊

1916年，杨永清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读

国际公法及外交学专业时，就开始了外交

工作的实习，那一年他担任了我国驻华盛

顿公使顾维钧的私人秘书。据《纽约时

报》，1918年10月1日，中国驻美公使顾

维钧在纽约格林伍德公墓的自由坛演讲，

解释中国参战原因，杨永清作为顾维钧公

使的随员，出席此次活动。1919年10月29

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了第一次国际劳工

大会，杨永清作为代表与会。1920年1月

16日，国际联盟第一届大会在巴黎召开，

杨永清作为中国代表团的秘书与会，会

后，到伦敦任中国使馆任随员秘书。1921

年11月12日至次年2月6日，在美国首都华

盛顿举行太平洋裁军会议，杨永清任中国

代表团秘书。连续几年在国际会议上的历

练，使杨永清积累了外交工作的经验。

1922年5月，杨永清回国在北京外交部任

秘书和条约司等职，起草取消不平等条约

的照会，深得当时外交部长顾维钧的信

任，是顾的得力助手。1926年3月，曹云

祥在《清华学校之过去现在及将来》一文

中说：“其鞅掌政枢从容坛坫者，有如黄

宗法、魏文彬、杨永清、唐悦良诸氏。”

由于杨永清在国际事务和外交方面的

经验，1945—1946年滞留国外期间，先后

在旧金山和伦敦联合国国际秘书处充任中

国外交人员，参加联合国的筹备事宜。

东吴大学的首位华人校长

东吴大学是杨永清的母校，这所美国

教会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迎来了新的挑

战。中国学界的非基督化和收回教育主权

运动推动教会学校向中国私立学校的转

变，东吴大学也就加快中国化的进程。

1922年，东吴大学新任校长文乃史先

生（美国人）在北京会晤了在外交部

供职不久的杨永清，邀请他回母校工

作，并推荐他任副校长。杨永清是文

乃史的最得意的学生，为母校服务，

对他来说是义不容辞的，但杨永清向

外交部的辞职未获批准，回母校任职

的事也就搁置下来。1927年，在北伐

的胜利和反帝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东

吴大学的中国化变革已是刻不容缓，

文乃史校长主动辞职并要求选举中国

人任校长，在多次商讨之后，8月30
现苏州大学档案馆史料《杨永清小传》，是否

为杨永清先生亲笔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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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东吴大学董事会召开第四次临时会议，

会议表决一致通过提名委员会提出杨永清

为新任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的议案。消

息公布，杨永清立即辞去了北京政府的

公职，于l0月28日抵达苏州到东吴大学履

任。同一天，关心校友动态的《清华周

刊》以“杨永清南下做校长”为题报导：

“一九一三年同学杨君永清回国以来，供

职外交部多年。月前因其母校苏州东吴大

学全体邀请担任校长，又因杨君老父在苏

州原籍，盼其回家，杨君遂于月初携眷出

京南下，荣任校长去矣。”12月3日，东

吴大学举行校长就职典礼。在全国13所教

会大学中，以岭南、东吴两校最早推选本

国人执掌校务，体现了我国当年收回教育

主权之第一步，杨永清成为东吴大学的首

任华人校长。

杨校长就任以后，励精图治，使东吴

大学走上本土化、人间化、学术化的艰

难历程。1929年春，杨永清决定“自本年

度起，东吴正式文凭，概用中文”。接

着在原英文校训“UNTO…A…FULL…GROWN…

MAN”（为社会造就完美人格）的基础

上，又增添中文校训。4月，校政部通

过决议说：“议决接受杨校长奉献本校

之中文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

人’。”中文校训为孙中山先生1923年写

给蒋介石的对联。此后，校长杨永清用端

庄的楷书书写了中文校训，并被镌刻在校

门门柱之上。1935年，杨永清创作东吴大

学的中文校歌，歌词共四段，第一段是：

“天开图画，地秀山湖，佳胜蔚东吴。人

杰地灵，云兴霞起，黉序创宏图。中西文

艺，并蓄兼输，国运待昭苏。古今完人，

天地正气，更勉以同符。”这些举措表明

杨永清要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逐步改造这

所西方文化浓厚的教会大学。

杨永清长校的东吴大学，于1929年8

月向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注册立案，成为中

国的私立大学。1929年东吴大学共有文、

理及法3个学院，12个学系。1930年学生人

数达755人为全国基督教大学之冠。此后，

校长延聘著名教授充实师资，增添设备，

提高教学质量，兴建校舍，扩充场馆，建

造了男女生宿舍、体育馆、游泳池等。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开始。

杨永清带领东吴大学文理学院及附中师生

内迁，分别在浙江湖州和南浔继续上课。

不久，战火威胁杭嘉湖一带，东吴被迫解

散，―部分师生转移到皖南黟县，―部分往

长沙，杨永清和―部分师生则折回上海。其

时，东吴大学法学院已从虹口昆山路迁至租

界内慕尔堂补课。杨永清等到上海后，电召

在长沙和在黟县两地师生回上海。在1938年

春，东吴大学的文、理、法三院及附中分

别在慕尔堂和慈淑大楼复课。

1941年2月，杨永清奉校董会之命，

赴美向监理公会述职。是年冬，太平洋战

争爆发，杨永清滞留美国，除了为教会工

作之外，还在几所大学讲课，并主持中国

新闻处的宣传工作，奔走美国各地，宣传

我国抗战的艰苦形势，争取援助。1947年

2月，杨永清回国。东吴大学师生在上海

集会欢迎离校多年的校长。杨永清在会上

说：“永清身在外洋，心在祖国。永清有

三件一直不能忘怀的事——祖国、母校东

吴和青年。”当时，东吴大学的校舍和设

备遭到严重破坏，杨校长往来于苏沪宁之

间，与有关方面联络重建东吴大学。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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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看到校友总会发布的纪念百年会

庆征文启事时，立刻想起在上海校友中受

人敬重的金兆骧先生。

1965年，我毕业分配到上海机电二局

（现上海航天局），在其下属的一个研究

所做航天产品设计。那个地方远离外滩，

位于郊区一处四面环水的孤岛上，依靠一

座新造的几十米长的水泥桥与外界相连，

交通十分不便。直到70年代末，从未参加

过任何校友活动。

事情的转折点出现在1981年，当年正

值清华大学建校70周年。4月初,所里有同事

告诉我，上海校友即将在西藏中路上的淮

海大厦（原青年基督会）集会庆祝。这条

消息很快在校友中间传开了，大家在感叹

十年无奈的同时对校庆活动充满了期待。

那天，当我满头大汗地赶到

现场时，聚会早已开场。人山人

海的会场里洋溢着喜庆、热烈的

气氛，到处可以见到清华人会心

的微笑。“好久不见”的话语不

绝于耳。人们“畅叙水木清华之

友情，激励实现四化之壮志”。

在签到处填写资料时，突然看到

1959年北上进京到达前门站时首

次看到的清华大学校旗，亲切之

情顿时在心中升起，仿佛又置身

于久违的校园里。我听说母校预

霓虹不淡真颜色    岁月更新写春秋
——纪念校友总会成立百年暨怀念金兆骧先生

○邱国霖（1965自控）

参加清华中学讲座后，邱国霖（左）、凌吴彬
（右）与金兆骧学长（中）在校园内合影

吴大学文理学院和江南大学数理系、苏南

文教学院合并，筹建江苏师范学院。此

后，杨永清调往上海，任上海教育局高等

教育司顾问。到上海后患心脏病，休一个

月病假后感到难以恢复工作，遂申请退

休，并获批准。1956年3月，杨永清因高

血压和心脏病去世，终年65岁。

以人性品格的纯善，宗教信仰的坚

定，本职工作上的尽责，公益服务时的热

忱，面对复杂局面的睿智，身处危难环境

的稳健，杨永清先生称得上是一位榜样人

物了。

2013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