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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从专题研究、资料辑录、亲历回忆三个不同角度，比较全面而又详尽地勾勒出复旦大学创始者
马相伯先生的生平要略，包括马相伯一生对于中国的政治改革、教育改革、宗教改革和人文学科改革
，付出的努力和历史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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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马相伯在宦海中浮沉多年，大半时间扮演的角色是幕僚，充当达官显宦的顾问或参谋。
清代的幕僚或幕友，聘用与否和待遇如何都由官员个人决定，相对地说不受资格限制，但必须是名士
或专业人才，特别是同聘用者有&ldquo;关系&rdquo;。
　　据说马相伯曾为县学生员。
这是否事实并不重要。
马相伯即使曾中秀才，这身份也并非做官的保证。
　　然而马相伯没有功名，却有&ldquo;关系&rdquo;，同&ldquo;淮系&rdquo;官僚的特殊关系。
　　马相伯之兄马建勋，曾任淮军的粮道，即主管军粮的军需长官，同不少高级将领往来密切。
马相伯在1876年进入其兄密友、山东布政使余紫垣的幕府，正是&ldquo;关系&rdquo;在起作用。
　　山东是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的管辖范围，省布政使必须从事李鸿章所热心的&ldquo;洋
务&rdquo;，兴办各种新式军事工业、民用工矿运输业以及办理对外事务。
马相伯饱受西方教育，通晓多种西方语言，自然成为余紫垣幕中最受器重的人才。
据他晚年回忆说，余紫垣在署山东巡抚(代省长)期间曾委托他处理布政使的日常工作。
这事在清代官方记载中尚未发现佐证。
不过余紫垣曾经委派他担任山东潍县机械局的总办，则是可信的。
这个&ldquo;洋务&rdquo;军火制造企业的局长，属于洋务派高官的幕僚亲信垂涎的&ldquo;肥差&rdquo;
。
但马相伯却不懂做官的秘密，他把这个混乱的企业整顿得可以正常生产了，而在北京的上司却怎么也
不相信他呈报的造价属实，于是他只好辞职。
接着，他由李鸿章委派，再往山东调查矿务。
先后在山东三年，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成绩。
　　另一个&ldquo;关系&rdquo;使马相伯成了外交官。
1881年4月，曾在清廷驻法使馆与马建忠同事、并交情甚好的&ldquo;洋务&rdquo;名流黎庶昌，做了出
使日本国大臣，遴选马相伯任使馆参赞。
马相伯抵日后，改任驻神户领事。
但这年秋天，他回国看望病中的马建勋，便被李鸿章留住了，被派往朝鲜。
　　怎么回事呢?又是由于马建忠的关系。
原来，马建忠赴法国，是由李鸿章选派的，一面任职于驻法使馆，一面就读于巴黎政治学院，仅用三
年，于1879年居然获得博士学位。
这是李鸿章门下荣获&ldquo;洋进士&rdquo;头衔的第一人。
马建忠在法期间，事事都要超过白人，不但学业要争第一，连付房租之类小事，都要同白人相争，这
虽使马建忠的房东太太气得发昏，却使&ldquo;中堂大人&rdquo;乐得拍手，认为马建忠替华人挣足
了&ldquo;面子&rdquo;，&ldquo;为外人所敬重&rdquo;。
那时清帝国推行&ldquo;洋务&rdquo;的三大领袖，&ldquo;湘系&rdquo;的曾国藩已死，左宗棠已老，唯
有李鸿章最具实力。
他也确有所谓&ldquo;现代化&rdquo;的眼光，看到帝国&ldquo;自强&rdquo;的出路，不仅需要建设强大
的海军及造船工业，还需要建设从采矿、冶金到交通运输等基础工业。
马建忠回国，立即建议兴建铁路，以为这是&ldquo;洋务&rdquo;的关键，而资金困难可通过借&ldquo;
洋债&rdquo;解决。
这正搔到了李鸿章的痒处，因而更把马建忠看作奇才。
回国不到一年，三十五岁的马建忠，便被清政府列名为二品衔的驻外使节的候选人。
当然李鸿章无意让马建忠离开他的幕府。
他如此保举马建忠，是为了使此人能以高级官员身份代表他过问涉外军政事务。
　　马相伯受到黎庶昌的青睐，肯定使李鸿章不悦。
贵州才子黎庶昌，旱就名列&ldquo;曾门四弟子&rdquo;，跻身外交界则出于郭嵩焘的提携，属于湘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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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
那时帝国驻外使馆诸官员，都由使臣遴选，也等于使臣的幕僚。
马相伯赴驻日使馆任职，按照当时的官场积习来看，就意味着湘系挖取淮系的人才。
马相伯回国探亲时，适值李鸿章派马建忠往南洋诸地与英国殖民当局办交涉，而感到&ldquo;正缺人
手&rdquo;，所以一见马相伯便命他随同北上。
那时李鸿章名为大学士，但所兼北洋通商大臣，在体制上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然而他只用一句话，便取消了由总理衙门批准任命的一名驻外领事职务，从现代眼光来看是难以理解
的，却是中世纪式政坛的平凡小事，比这更古怪的现象不知凡几。
　　马相伯被李鸿章用一句话由外交官变成直隶总督府幕僚，又被李鸿章用一句话由幕僚变成帝国藩
属的国王顾问。
原来朝鲜正受日本侵逼，李鸿章便出主意要朝鲜政府与欧美列强签约通商，借以制约日本，也就
是&ldquo;以夷制夷&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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