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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山西大学为研究对象，以中国近代大学教育为宏观背景，在廓清基本史实的基础上，努力在“
务为前人所不为”方面有所作为。
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也遭遇诸多难题和困惑，如山西大学堂的创办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和发生
于义和团运动期间的“山西教案”密切相关，如何看待山西大学堂中的“英国因素”、李提摩太和山
西大学堂之间的关系如何评价？
研究山西大学堂难免要牵涉民族主义和政治性的话题，亦要牵涉学校的教育方针与决策权问题等，这
些问题如何权衡？
如何在教育史研究的基础上借鉴教育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以做到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等等。
由于作者对于上述难题的充分考虑和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在研究中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从而使论文具
有创新之处和理论的深度。
    近年来，关于近代大学教育或大学史的（很多是校史）著作并不少见，然而这部书稿的视野、角度
和深度使其具有自己的特色和创新之处。
其中，浸润着作者经年研究和领悟独得的认识，尤其难能可贵：比如，中国近代大学教育是在中国近
代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
中国近代大学直接采借西方近代大学教育的模式，又深受中国传统教育的荫泽，是二者相互影响和作
用的结果，不能简单看成完全西化的东西。
事实上，中国近代大学教育在初创阶段，在努力学习和借鉴西方和日本大学教育的办学经验和教学模
式的同时，始终没有脱出中国传统教育的影响，更没有放弃对大学教育中国化的探索，山西大学堂就
是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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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李金，196Q年出生，山西平定县人，历史学博士。
现在山西省教育厅工作，任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兼职教授、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特聘研究员、中国高
等教育学会常务理事。
长期从事教学工作和高等教育管理工作，并致力于近现代大学教育和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先后在《光
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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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艰难起步：山西大学堂之创设（1902）：　　山西大学堂创建于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
年），是清朝末年实行“新政”①期间改革传统书院、创新办学模式的产物，也是在西学东渐过程中
借鉴西方近代大学教育、进行文明采借的结果②。
在20世纪初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山西大学堂与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等仅有的几所大学，一起开
创了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先河③。
山西大学堂还以其独具特色的办学模式和教育实践，为此后中国大学教育的建设和发展进行了有益的
探索，做出了突出贡献。
建校之初，大学堂分设中学专斋和西学专斋两部分，中学专斋由原省城书院改建而成，西学专斋则由
英国传教士一手新办。
因而，山西大学堂既有改造传统书院的背景，又有创立新式学堂的努力，而不管改建抑或新建．均
与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所谓“山西教案”的发生和处理以及后来的形势变化有着密切关系。
山西大学堂的创设与发展经历乃是清末中国传统教育走向变革及其实现艰难转型的缩影。
　　第一节　乘势而动：清末教育改革与山西大学堂之创立：　　一、清末教育改革的推进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攻迫下，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腥风血雨中，步履蹒
跚地踏上近代化之路。
“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
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
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
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①中国近代的演化过程，实际上就是由愚昧、封建和封闭缓慢走向文明、近代和开放的过程。
1895年，中国因甲午一役战败，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民族精神则勃然而兴，中国近代社会乃自此步人
急剧变化的历史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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