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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不做收藏，但深知收藏的价值。
藏书画、藏善本、藏玉石、藏瓷器，既是一种颇为昂贵的“个人兴趣”-，也是一种获利甚丰的“投资
行为”。
因此，谈论此等收藏之“价值”，用不着多费口舌，单说某藏品曾在某次拍卖会上得到热烈追捧，就
足以打消一切疑虑。
可还有另一种收藏，藏品本身并不怎么值钱，但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让人牵肠挂肚。
这样的收藏，其潜在的“价值”，需要有心人去发掘与阐释。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程道德先生半路出家，从“国际法”一转而为“近代书札”，二转而为“科举文
化”，三转而为“高教文物”，如此曲折的收藏之路，因缘际会中，包含着某种独特的眼光与趣味（
或许也有财力方面的考量）。
我歆羡其收藏的不少珍品（如康有为、梁启超的手稿），对其锲而不舍地关注高教文物，更是钦佩不
已。
因为此类收藏需要投入很大精力，只有从学术文化的角度，才能理解其意义。
换句话说，程先生的收藏趣味，不是投资家，更像在筹办专题博物馆。
饱含历史沧桑但仍气韵生动的名人墨迹，任谁都宝爱；至于那些平淡无奇的毕业文凭或教师聘书，除
了当事人及其子孙，一般人不会特别在意。
可当收藏家将他搜集的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至1952年院系调整前，中国119所高等院校和专科学校
的237件修业证书摊在你面前，并且一五一十地讲述这些证书的前世今生，你会有一种震撼感。
这些毕业、结业、肄业证书，几乎涵盖了晚清至民国年间所有重要的公立大学、私立大学以及教会大
学。
精美的图版，配上编者的简要说明，隐约呈现了百年中国高等教育的坎坷历程。
《近代中国高等院校修业证书图鉴》还只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文物丛书”中打头阵的，整套丛书
三册合成后，当可做另类的“中国近现代大学史”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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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饱含历史沧桑但仍气韵生动的名人墨迹，任谁都宝爱；至于那些平淡无奇的毕业文凭或教师聘书，除
了当事人及其子孙，一般人不会特别在意。
可当收藏家将他搜集的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至1952年院系调整前，中国119所高等院校和专科学校
的237件修业证书摊在你面前，并且一五一十地讲述这些证书的前世今生，你会有一种震撼感。
这些毕业、结业、肄业证书，几乎涵盖了晚清至民国年间所有重要的公立大学、私立大学以及教会大
学。
精美的图版，配上编者的简要说明，隐约呈现了百年中国高等教育的坎坷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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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北京  一、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  二、清华大学（清华学校）　三、北京师范大学（北京高等师范
学校）　四、中国人民大学（华北大学）　五、外交部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外交部俄文专修馆）　六
、北平交通管理学院（交通部邮电学校）　七、中国大学（中国学院）　八、京师大学校　一○、北
京协和医学校　一一、燕京大学（汇文大学）　一二、辅仁大学　一三、北京通才商业专门学校　一
四、北平财政商业专科学校　一五、郁文大学　一六、铁路学院　一七、华北学院　一八、朝阳学院
　一九、中国政法大学　二○、中法大学　二一、北京工业学院天津　二二、天津大学（北洋大学）
　二三、南开大学　二四、津沽大学（天津工商学院）　二五、达仁学院河北　二六、直隶高等师范
学校　二七、河北师范学院（北洋女师范学堂）　二八、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　二九、北方大学山
西　三○、山西大学辽宁　三一、东北大学　三二、中国医科大学　三三、东北鲁迅文艺学院吉林　
三四、延边大学　三五、东北银行专门学校黑龙江　三六、东北农学院　三七、东北铁路学院　三八
、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
西甘肃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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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美英两国的基督教长老会、公理会、美以美会、圣公会、伦敦布道
会和伦敦医学会共同创办了“协和医学堂”，并向清政府立案。
民国元年（1912）改称f办和医学校。
1915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经过数年的考察后，成立“中华医学基金会”，决定接办该校，筹组“
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并于1916年2月24日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注册。
1917年始办预科，1919年本科正式开学。
1925年，北京政府教育部正式认可协和医科大学。
为培养高水平的医学人才，该校实行8年学制，其中包括3年医预科。
1929年，根据罔民政府教育部有关规定，该校以“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名称立案。
1937年全院设生理、解剖、生物、药物、病理、免疫、细菌、内科、外科、妇女和公共卫生11系，有
教员128人，职员15人，学生156名。
协和医学院实行严格的淘汰制，毕业生一般仅占入学人数的三分之一。
截至1941年止，该院本科毕业生累计也只有318名，高级护士168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美日处于战争状态，协和医学院被迫停办。
抗战胜利后，直至1947年春恢复办学。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协和医学院照旧办学。
1951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卫生部接管了协和医学院，改为国家公办的“中国协和医学院”。
以后又先后改名为中国医科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和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2006年定名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
“老协和”近一个世纪以来，努力保持其高标准、高质量的办学方针，为我罔医务界培养出像张孝骞
、林巧稚、吴宪、汤非凡、诸福棠、黄家驷、钟惠澜、胡传揆、陈敏章、聂毓婵、王琇英、吴阶平、
邓家栋、吴英恺、方圻等一批中同医学界泰斗，对我同医学教育和医学科学事业的发展有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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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们于2002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举办了“中国近现代高等院校校长墨迹展”，展出了140位名校校长墨
宝。
这次展出，观者如潮，著名教育家的人格魅力，以及他们的办学理念、严谨的治学精神深深地震撼了
广大观众。
称赞之余，观众也提出不少有关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的问题。
他们的询问，促使我们迫切需要读一点中国高等教育历史，研究一点高教史上的问题。
从书本资料入手，教育学专家们早已系统地研究过，并有一批研究成果问世，自然不可能沿着这条路
子走。
如何人手？
只能另辟蹊径，从物入手，以物说人，以人叙事，以事寻物。
衡量一所高校办学质量高低，一要看这所学校的师资状况，有多少大师级学者；二要看这所学校培养
人才的状况，培养出多少精英和有用之才。
名校之所以成“名”，界定的标准，应该主要是看这两条。
因此，我们最早收藏高校文物，重点收集高校毕业证书和聘书。
在方法上，收藏与研究同步进行，边搜集，边整理研究，边发表短篇研究成果。
经过七八年的努力，收藏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文物，已形成三大系列：中国近代高等院校修业证书
系列；中国近现代高校聘书及教授传道授业的文物资料系列；中国近现代高校规章典籍、同学录及其
他文物系列。
三大系列，准备在三五年内编著出版三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文物图书。
第一部图书——《近代中国高等院校修业证书图鉴》（上下册），经过编著者们的共同努力，已完成
书稿，并交付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排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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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代中国高等院校修业证书图鉴(套装上下册)》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文物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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