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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李树人天津是中国近代以来北方的重要城市，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金融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
地位。
而且在文化上也有着辉煌的过去，对全国产生过重大影响。
天津是鸦片战争以来较早开埠的城市之一。
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早，中西文化碰撞，产生了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引领下，创造了灿烂的
中国近代文化。
天津是兴办近代教育最早的城市之一。
维新时期，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在天津成立；严范孙、张伯苓创建了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
；刘宝慈创建了中国近代第一所官立小学。
天津是中国近代报业最先兴起的城市之一。
1902年《大公报》即在天津创办；以后又有《益世报》、《庸报》、《商报》陆续出版。
天津是传播近代思想的前沿阵地。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最早发表在由他创办的《国闻报》每旬增刊《国闻汇编》上。
近代以来天津出现过众多的文化名人，出生于天津或在天津生活工作过的名人，层出不穷。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曾有严复活跃在天津的新闻文化界，这位被毛泽东称之为“睁眼看世界”的先
躯，对当时以及后来的中国思想界，产生过重大影响，学贯中西的著名思想家、改革家梁启超，在天
津完成了他的《饮冰室合集》。
著名的佛教大师弘一法师李叔同出生在天津，他早期的文化活动很多是在天津进行的，他在近代艺术
如话剧、美术、音乐等多个方面都是开创者，都是走在历史的前头的。
著名语言大师赵元任也是出生在天津，他在许多领域特别是语言学方面，都有卓越的研究成果，作出
过创造性的贡献。
中国社会学鼻祖陶孟和也是天津人，他的《社会与教育》一书，是我国最早的一本教育社会学著作。
他强调社会学一定要建立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建立在科学统计的基础上。
著名的甲骨文研究专家王襄是中国发现甲骨文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优秀成果的第一人。
天津又有戏剧界如孙菊仙、尚和玉这样影响深远的名家。
后来，诸如明清史专家郑天挺、中外史学大家雷海宗、元史名家杨志玖、美国史专家杨生茂，深谙中
国古典文学的诗词大家顾随，古汉语专家马汉麟、裴学海，红学大家周汝昌，殷墟考古专家陈邦怀，
戏曲大师杨宝森、厉慧良、骆玉笙、马三立、鲜灵霞等，他们都是享誉海内外的名人。
此外，著名作家老舍、历史学家范文澜、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等，也都曾经在天津工作过。
由此可见，天津的文化名人真可谓群星灿烂，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有成就的、在国内外
都有影响的名人，更是不胜枚举。
这本《十二大学人》是从中选出的代表，仅仅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层面，说明天津在文化方面的突出成
就和贡献。
这十二位学人出现在天津，足以证明天津是地地道道历史文化名城，那种认为天津仅仅是工商业城市
的看法，是片面的。
综观这些学界的优秀代表，他们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学术成就，除了时代和他们的天资条件之外，都
有如下的共同特点：1.立志高远，胸怀大志。
本书所介绍的各位大师，他们多数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走过来的，他们目睹了封建统治者的
腐败，亲自尝受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人民的欺压和掠夺，他们立志要改变中国的现状，发奋图强，
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他们励志苦修，努力学习和从事多种问题的研究，为的是改变中国的命运，使国家富强，摆脱被压迫
被奴役的地位。
他们学习和工作的目的明确，因而有无穷的动力，不怕千难万苦，终生奋斗不息。
梁启超、严复、王照这些改革派的先躯，他们都有这种品格，他们为鼓动改革而奔走呼号，经历了种
种艰难险阻而毫不畏惧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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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动力来自他们的一腔爱国热情。
2.意志顽强，锲而不舍。
书中介绍的十二位学人，他们之所以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都是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
他们定准一个目标，便终生为之奋斗。
梁启超、严复等改革家先躯，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放眼世界，吸收各国的先进思想，与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相结合，积极写文章出书，用以武装国民。
严复曾明确说，办报写文章的目的就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这些先躯者都是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的饱学之士。
他们用有限的生命写出了常人可能用几生都难以写出的华章。
如果没有顽强拼搏、锲而不舍的精神，是不可想象的。
梁启超只活了五十多岁，写出了近千万字的《饮冰室合集》，没有顽强的意志和超强的毅力，是根本
不可能的。
甲骨文研究专家王襄，为了甲骨文的研究，把一部《说文解字》背得烂熟于心，对各地出土的先秦文
物逐一进行考证。
辨识各种器物上的铭文，互相参证，才使得对甲骨文的研究一步步深入下去。
书里介绍的十二位大师，莫不是对自己研究的领域如此痴情，如此下工夫。
3.基础牢固，知识渊博。
这几乎是一切有成就的专门家所共有的特点。
书里介绍的诸位大家，都是自幼即打下了坚固的旧学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非常熟悉的人，都是
幼功非常扎实的人。
他们个个都自幼熟读过《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对中国的历史非常了解。
同时他们又广泛涉猎，对相关文化知识非常关注、注意学习。
他们的知识面非常广泛。
梁启超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而且有着极高的学术水平，对有清以来的学术发展史有着精透的分析。
严复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如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法学等都有很高的建树。
郑天挺专攻明清史，但对中国通史也非常熟悉。
雷海宗教授既是世界史大家，又是能开中国史课程的少有奇才。
为了学习借鉴西方文化精华，他们又非常注意外语学习。
他们的外语水平都非常高，有的精通几国语言，这才使他们真正成为学贯中西的人。
像严复、梁启超、赵元任、陶孟和、何廉、方显廷、雷海宗等都是精通一国或几国语言的人。
赵元任不仅精通英语，而且对法、德、日、俄等国语言也能熟练运用，并懂得拉丁文和梵文。
他简直是语言天才，中国各地方言如浙语、粤语、闽南话、客家话等，他都掌握。
4.道德高尚，虚怀若谷。
中国传统文人都讲究道德文章。
本书介绍的各位大师，都是道德高尚、真正可称得起德才兼备的杰出俊才。
他们都有一颗爱国心，都是为了振兴中华而学习而工作的人。
他们都非常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
梁启超那感人的家书，今天都可用来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
李叔同、郑天挺、雷海宗等对待教学的认真态度，至今感人至深。
他们的学生回忆起来都是满怀深情的。
他们都是大学问家，同时又都非常谦虚。
这几乎又是一个规律——越是有学问的人，越是虚怀若谷。
郑天挺可谓是明清史泰斗式的大师，但他待人、待学问总是持一种谦逊的态度。
他是一位真正的忠厚长者。
他总是先看到别人的长处，所以他当领导就能网络真正有学问的人，使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
南开大学历史系正是因为有了郑天挺、雷海宗而闻名中外。
本书只选了十二位学人，但却代表了这个历史时期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学人的整体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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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学术成就，他们的奋斗经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当以他们为骄傲、为荣耀
。
2009年10月22日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近代天津十二大学人>>

内容概要

天津是中国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
在中国近代史上，众多有影响的风云人物出自天津。
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近代天津十二大学人》是“
近代天津名人丛书”之一，记述的就是他们的故事。

《近代天津十二大学人》选了十二位学人，但却代表了近代这个历史时期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学人的
整体面貌。
他们的学术成就，他们的奋斗经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当以他们为骄傲、为荣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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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
序
近代天津第一学人严复
学贯中西的思想家梁启超
中国拼音字母的先行者王照
由儒入佛的律宗传人李叔同
我国著名甲骨文研究专家王襄
一代宗师赵元任
明清史学大家郑天挺
学贯中西的史学家雷海宗
中国社会学的鼻祖陶孟和
西方经济学理论教学和研究中国化的先驱——经济学家何廉和方显廷
高凌雯先生修志兴学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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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七、晚年的思想“回归”严复在英国时，孙中山先生也在英国，中山先生慕严之名，
前去拜访。
在谈话过程中，严复认为，要挽救中国，改变民智低下的状况，需从教育人手，不然的话，即有改革
，害之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
为今之计，惟从教育上人手，庶几逐渐更新。
中山先生不同意严复的看法，乃婉转地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我乃执行家。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严复又被管学大臣张百熙聘为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他在任上亲手厘定
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
几经挫折，这时的严复阅历已深，对中西文化的观察比较，已较年轻时深刻多了。
当时，他与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同居北京，吴的思想十分保守，深惧因新学的传播而使中国的传统文化
归于寂灭。
严复却不以为然，他说，新学愈发达，传统文化愈能得到发扬，因为新学只能起到“他山之石”的借
鉴作用。
后来严复在一首诗里，写下了“乾坤整顿会有时”的话，证明他对中国前途还是充满希望的。
这一年，他还写下了著名的《与（外交报）主人书》，在这封信里，严复除了为中国规划出新的教育
体制外，还精辟地阐发了他的中西文化观。
他认为，中国当前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愚、贫、弱，而不是中、西和新、旧的争论，以及用什么、或
不用什么的问题。
只要能够解决愚、贫、弱，我们就可以“竭力尽气、皴手茧足以求之”，“虽出于夷狄禽兽（顽固派
对西人的蔑称），犹将师之，等而上焉者无论已”，更不要计其中、西、新、旧。
不能改变愚、贫、弱的，“虽出于父祖之亲，君师之严，犹将弃之，等而下焉者无论已”。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中国目前的处境实在太可悲了，中国四万万人的遭遇太令人痛心了。
这些话曾被认为是中西文化兼容并蓄的金玉良言。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严复抵达上海，应上海知交之邀，在青年会讲演政治学，后将讲演稿整理为
《政治讲义》，于翌年出版。
彼时，复旦公学（复旦大学的前身）在上海创办，首任监督（校长）为马良（相伯）。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马良赴日本，监督一职由严复继任。
不及一年，严复即因学校经费无着，向两江总督端方辞职。
旋应安徽巡抚恩铭的邀请，前往安庆就任安徽高等师范学堂监督，不久又因学生无端闹事，向安徽提
学使沈曾植说明情况后，辞去职务。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严复又应直隶总督杨士骧之聘，回到天津。
在旅途中手批《王荆公（安石）诗集》以消磨时光。
他研究王安石是有所为而发的，他认为王安石的“变风俗”，就是自己所说的“开民智”。
王安石虽然是历史上有名的改革家，但失败得比商鞅、比王莽都惨。
究其原因，主要是社会上的苟且习惯不易祛，而人们又有妒嫉之性，以至权与名常成为众矢之的。
主观上，则是王安石不懂得适用于一郡一州的政策不一定适用于全国，如同今天适用于甲国的办法不
一定适用于乙国一样。
再者，是王安石不了解反对新政而提出另一套办法的人，不一定就是坏人，而支持你、为你唱赞歌的
，不一定就对你有利。
这种看法，无疑是深刻的。
后来，严复又把眼光扩大到宋代历史上。
他提出，研究历史应留心观察社会之异同。
古人好读前四史，主要是读其文字。
“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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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之八九，可断言也”。
可惜的是，严复提出的这一重大课题，直到约半个世纪后，方为国内外的史学家所注意研究。
从宣统元年（1909年）开始，严复似乎交了一点儿好运。
这一年，清廷增设学部，尚书荣庆聘严复为审定名词馆总纂，开资政院，严复以“硕学通儒”被定为
资政院议员，后来又当上了宪政编查馆督议官。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过了不久，清廷又钦赐严复这位屡试不第的57岁老人，为“文科进士出身”。
其实，严复对此早已麻木不仁了，这一天，严复写了一首诗《初七见邸抄作》，内有“生平献玉常遭
刖（古代的一种刑罚，砍去双脚），此日闻诏本不图”之句，他那无所谓的心情，于此表现得是再清
楚不过了。
第二年，清廷增设海军部，再授严复为海军协都统及海军部一等参谋官。
未几，改元民国，袁世凯窃得大总统职位，根据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的建议，任命严复为北京大学的第
一任校长。
当时北大共有学生五百余人，于1911年5月15日开学。
严复就任后，于北大的规制颇有更张。
如将经学、文学两科合并为一，改为文科，还自任文科学长。
后来蔡元培在评价这一改革时，认为严复所为，与德国之“新大学不设神学科相类”，可见其意义之
重大。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严复任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还应邀参加约法会议和政治会议，
每天都要把战事情形译送总统府备览。
帝国主义之间的你争我夺，动摇了严复对西方文化的信仰。
这时他已明白看出，“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
“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遂尽”。
“平等、自由、民权诸主义⋯⋯乃至于今，其弊日见，不变计者，且有乱亡之祸”。
这就是说，中国若再盲目取法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只能是自取祸乱。
就在这时，袁世凯上演了一出复辟帝制的丑剧，严复也因此一度陷入泥潭。
关于严复与袁世凯的关系，历史上便有些瓜葛。
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期间，慕于严复的大名，曾再四相邀，屡致延揽之意。
但严复深知袁的为人，采取了萧然自远的态度。
袁对此很是不满，说：“严某纵是圣人复生，吾亦不敢再用。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死去，由光绪帝的侄子溥仪继位，其父载沣辅政，
称摄政王。
载沣对袁世凯在戊戌政变时出卖其兄光绪的事一直衔恨在心，所以上台后便把身膺内阁总理大臣兼外
务部尚书的袁世凯开缺，要他回籍养疴。
对于袁世凯的能力，严复是了解的，彼时新君继位，用人孔殷，严复认为“项城（指袁世凯）乃朝廷
柱石，奈何自毁栋梁”。
这些话传到袁世凯的耳朵里，被认为是知己之言，遂使前嫌冰释。
所以袁世凯一上台，严复就当上了北大校长，并非出于偶然。
及至帝制议起，时为袁世凯心腹人的杨度奉命组织筹安会，网罗社会名流，为复辟制造舆论。
严复硕学高才，名满都门，自然是首选的对象。
对于那时国体的变更，严复是有看法的，他曾说过：“人民程度不及，徒有共和之名而无其实。
”无奈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有人遂把此话告诉了杨度，说：“此人若为我用，则帝制增色不浅。
”于是杨度屡赴旧刑部街严复家中，表示“非得公为发起人不可”。
甚至不待严复同意，即署名为筹安会的六位发起人之一，且名列第三，并很快见诸报端。
严复得知这一情况，预感到大势不妙，想逃回天津租界，但门外早为荷枪实弹的军警所监视，只好杜
门谢客，拒绝与外界往来。
几天后，梁启超在报上发表文章《异哉！
所谓国体问题》，在社会上引起极大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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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乃密令总统府内史夏寿田携支票四万元前往严府，丐严命笔反驳，为严所拒。
最后改由孙毓文代笔。
帝制运动失败后，惩办祸首之议，盛倡都下，不少人劝严复外出躲避，但此时他的态度却很坦然，说
：于复辟一事，“吾一言未发，一字未写，俯仰无愧，虽被刑，无累神明，庸何伤？
”不过严复究竟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他在事后检讨此事时，给了自己十六个字的评价：“当断不决
，虚与委蛇，名登黑榜，有愧前贤。
”晚年的严复，从一生的奋发努力和坎坷经历中，得到了太多太多的感悟。
这时，他终于认识到，一个国家要想推行近代化的政治体制，需以全社会的智识和文明程度为转移。
即使西方一切都好，如果无条件地搬到中国来，也是非常危险的。
要想拯救纷乱的中国，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历史有过的那种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这一观点，就是后来流行于西方反过来又为不少中国学者所接受的“新权威主义”。
其次，是要用时代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和儒家学说，“鄙人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
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
四书五经，故[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
严复说这些话的时候，已是64岁的人了。
晚年的严复，身体和精力日渐不逮，自感“精神益断，喘咳支离，每执笔临纸，则昏沉欲寐，万不能
如往日之神思锐猛，甚可哀也！
”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停止那终生都在迈进的脚步，这就是不断地向前追求。
严复虽然没有了年轻时的激进与激烈，但他毕竟回到现实中来了。
1921年秋，69岁的严复自觉病深，手缮遗嘱，交与儿孙。
其中有三句话，是他一生经验与阅历的总结，说得十分恳切：一、中国必不亡。
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
二、新知无尽，真理无穷。
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
三、两害相权，己轻，群重。
不久，便病逝于福州郎官巷寓所。
严复属于最早一批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中国人，可惜的是，他没有找到马克思主义，没有找到社会主义
，所以中国没有、也不可能跟着严复的思想走，而是严复最终迁就了中国的现实。
大学人严复一生对中国的学术、对中国的思想文化贡献是巨大的，但他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又是非常
值得今人回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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