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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富军

清华最早的三位领导

这是 1909年游美学务处第

一批直接留美生与游美学务处

部分工作人员合影。站立者除

个别人员外均为本年取中的留

学生，年少学生的神情均较庄

重。他们的眼神中，既有对负

笈海外的向往，也似乎存有前

往异国的一丝不安。第一排坐

着的三位年长者则面带微笑，

神态自若，依次为唐国安、周

自齐和范源濂。他们是领导游

美学务处和清华学堂，是清华

最早的三位领导。

1909年 6月，清政府在北

京设立游美学务处，由外务部

会同学部共同管辖，负责选派

游美学生和筹建游美肄业馆。

当时署理外务部右丞左参议兼

学部丞参上行走的周自齐为总

办，学部员外郎范源濂和外务

部候补主事唐国安因“中西学

问，均属精通”而任会办。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学习西

方而来，属于横向移植而非对

中国传统教育纵向继承。其源

头大致有二：一个是通过学习

日本进而学习欧洲大陆，一种

学习美国。细查周、范、唐三

人履历，不难看出清政府注意

选择不同教育背景的人来办理

学堂，兼顾中国传统教育与日、

美两大教育思潮来源，可谓用

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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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入学的胡光麃曾有

评论：“总办周先生是同文馆

最早的学生，又有满清举人的

身份（副榜，即举人备取），

换言之，他是科举出身；他没

有正式留过学，英文是在中国

学的，但做过驻美代办、旧金山、

纽约总领事和古巴代办，资格

极老；会办范源廉先生是留日

的，在日本还办过法政速成班；

而唐国安先生则是个幼年生，

与詹天佑、唐绍仪等同派出洋

的，是留美的。从这里我们可

以看得出来，当时在人选上是

很有配合的，教育背景上也不

偏颇留美派或那一派。”以后

见之明看，清政府固然在很多

内政外交问题上处置失当颟顸

无能，但在办理清华这件事上，

思路清晰且所选得人，为学校

发展奠定了基础。

周自齐是我国庚款留学事

业最早的参与者之一。在驻美

使馆工作期间，他作为驻美公

使梁诚的得力助手，协助其交

涉、促成美国退还超收的部分

庚子赔款；在梁诚回国后，他

任代理驻美公使期间，继续交

涉、联络中美两国间有关庚子

赔款的各项事宜。

周自齐、范源濂、唐国安

负责留学生的选派和清华学堂的

筹建。在没有任何经验可借鉴，

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他们

主持的游美学务处以负责、务

实的态度，顺利完成了三批直

接留美生的选拔和派遣；在一

片废园的基础上，规划建设了

集皇家园林风格与多种西式建

筑风格和谐并存的美丽校园；

为清华学堂招聘了最初的中外

师资队伍，招考了清华学堂的

第一批学生；主持制订了《清华

学堂章程》；善始善终地完成了

游美学务处“筹办学堂、考选学

生”的使命，为清华学堂（清华

学校）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

的基础。

1912年 1月，中华民国成立。

周自齐、范源濂离开学校，分

别在多个重要岗位任职，事迹

昭彰，均为民国著名人物。

1912年 4月，北京政府外

交部任命唐国安为清华学堂监

督。5月 1日，在唐国安的主持

下，清华学堂重新开学。10月，

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唐

国安任清华学校校长。

恢复开学后的学校，工作

纷繁复杂，唐国安宵旰焦劳、殚

精竭虑，付出了全部的心血乃至

生命。唐国安将中等科五年、

高等科三年的“五三制”改回

“四四制”；四处奔波吁请上

级部门支持解决学校经费问题；

积极争取将校园面积扩充一倍

唐国安 周自齐 范源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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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为学校长远发展奠定重要基

础；贯彻学校“培植全才，增进

国力”的办学宗旨，重视学生德、

智、体全面发展，等等。 

长期劳累造成唐国安积劳

成疾。1913年 8月 21日，自知

病入膏肓的唐国安向外交部请

辞，推荐副校长周诒春继任。

翌日，唐国安病逝于校长任上。

他为清华可谓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

清政府办理清华学堂，可

算是旧传统下办新教育，也可

以说是老环境中出新风气，因

此官场气息总不可避免有所保

留。入学考试时，周自齐穿着

官服高坐堂上，到的学生站在

广场。旁边考试官按省籍唱名：

“浙江听点”、“江苏听点”

⋯⋯唱到学生名字时，相应的

学生就高声喊“到”。周自齐

就在那个学生的名字上用银珠

红点一下，如此，他就“正式”

入场了。

金岳霖回忆，有一次周自

齐来清华。由大门（现在的二

校门）至工字厅两旁摆满了菊

花，一、二尺一盆，好像接皇

帝一样。学生见校长，需要打

个“禀帖”，好像见官一样。

金岳霖有个湖南同乡，后来回

去了。但不久又想来清华，要

金岳霖替他问问学校。金岳霖

为了这件事要去见周自齐，只

得买个禀帖，上面写“为禀请

者⋯⋯”，最后写上“禀请者

金岳霖”等。

开学之日，周自齐、范源

濂率众学生在礼堂向“皇帝万

岁万万岁”牌行三跪九叩礼。

有学生为逃避此仪式，前一日

已预先告假，或诈称腹痛，或

假言发热，等等。

客观地说，任何人都不能

脱离自己所处的历史阶段和环

境，周、范、唐等亦是如此。

在当时留有这些风气和做派并

不奇怪，不必苛责。所幸他们

深具世界眼光，尽心尽力地筹

办游美学务处、游美肄业馆，

为以后清华的发展开启了良好

的开端。

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交流

史看，周、范、唐等人在清华

初创时期所建事功的意义更为

深远。

在清华建立之前，清政府

派出的中国留学生有三代。第一

代官派留学生是同治年间的 120

名 12~15岁的留美幼童；第二代

是光绪初年（1877年）派出的海

军留学生近百人，分赴欧洲各国

学习；第三代是 20世纪初的留

日潮。这三代留学生中不乏硕学

俊彦，但由于经济、政治、人

事等原因，派遣留学生工作缺

乏连续性。庚款留学开启了第

四代留学生派遣。并且，在国

内设立清华学校，先期进行系

统训练、严格规范出国手续与

学习科目，成建制出洋留学，

对外开放与学习交流真正有了

制度保障，标志着中国对外交

流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伴随着庚款留美生源源不

断回国，他们成为奠定和开拓

中国现代学术事业的一代。正

是这些人，在近代中国由传统

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由

自我封闭的弱国经过曲折奋斗

走向开放强国转变中，在诸多

领域参与甚至领导了这一过程，

对于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进

步发挥了积极作用。

正如冯友兰先生指出的，

清华校史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

育的缩影，清华的发展过程反

映了中国近代学术和高等教育

走向独立、走向世界的历程。

这个历程的开端，凝结着周自

齐、范源濂、唐国安三位领导

的心血。他们的功绩，应值得

永远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