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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新发现的清末报刊文献 ,对湮没不彰的陕西大学堂的学制与教学、教习与师资管

理、学生管理与学潮作了历史性的考证。结论指出:陕西大学堂的创建 ,奠定了近代陕西高等教育的

基础 ,也成为陕西地方教育由书院制度向学堂制度转折的标志 ,同时也标志着以引入西方高等教育

学制和管理为特征的新型教育体制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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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光绪廿七年十月 ( 1901) ,陕西巡抚李绍 奏

请在原游艺学塾旧址 (即原崇化书院旧址 )和西安六

海坊原咸宁、长安两县考院旧址创建陕西大学堂。清

光绪廿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 1902年 5月 2日 )正式

开学 ,首批入学 40名学生。 清光绪廿八年四月十二

日 ( 1902年 5月 19日 )陕西巡抚升允再奏获准 ,并

有光绪帝“著即督饬 ,认真办理 ,务收兴学实效”的朱

批。清光绪廿八年四月廿四日 ( 1902年 5月 31日 )

奏准在陕西大学堂“设农务、工艺两斋” ,光绪帝有

“农务工艺足厚民生 ,著即认真兴办 ,毋涉敷衍”的朱

批①。根据清末关于京师设大学堂 ,省会设高等学堂

的制度 ,陕西巡抚夏时于清光绪三十一年 ( 1905)将

陕西大学堂改为陕西高等学堂。 宣统元年 ( 1909)始

办正科。辛亥革命后 ,改为陕西高等学校。 1912年 3

月 ,中华民国秦军政分府大都督张凤 决定将陕西

高等学校、关中法政大学、陕西实业学堂、陕西客籍

学堂等合组为西北大学。陕西大学堂是为陕西 ,乃至

整个中国西部创办最早的地方性高等学府 ,在中国

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然而 ,有关陕西大学堂的历史长期湮没不彰 ,仅

有极少的文献涉及 [1-4 ]。 本文拟对其学制与教学、

教习与师资管理、学生管理与学潮等作初步考证。

一、学制与教学

陕西大学堂初期的学制并无明确规定 ,直至光

绪三十一年 ( 1905)拟订的《高等学堂更订章程》才对

学制作了“补习普通科学一年 ,高等正科三年……四

年毕业” [5 ]的明确规定。然而 ,这一学制并未得到切

实执行。在首期学生入学 3年时 ,兼任监督樊增祥曾

就此原因和对策作了分析 ,他认为: “陕省大学堂开

办之始 ,考送学生多不合格。夫子之门 ,盖亦杂矣 ,忽

忽三年 ,若竟因仍不改 ,必至传习愈非。 驻堂学生之

不合格 ,非止一端 ,要以嗜好为首 ,先禁戒之事欲峻

整规条 ,以勉中程 ,即不能不县为厉禁 ,以分别去

留。” [6 ]看来 ,这既有中等教育基础欠佳的原因 ,也

有学堂管理上的原因 ,特别是前者可能是造成学制

执行不力 ,又一时难以解决的关键因素。实际学制的

执行 ,大约均为 6年左右。第一期学生本应在光绪三

十二年 ( 1906)底毕业 ,实际上直到光绪三十三年

( 1907)六月陕西巡抚曹鸿勋才奏请慈禧太后和光绪

帝按中学期满办理中学毕业 ,后又奏 ,到光绪三十四

年 ( 1908)六月 ,第一期学生才正式办理中学毕业 ,实

际在堂学习 6年半。 第二期学生从光绪三十一年

( 1905)入学 ,到宣统二年 ( 1910)办理中学毕业 ,实际

在堂学习 6年。 第三期学生从光绪三十二年 ( 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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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 ,到宣统三年 ( 1911)毕业 ,实际学制亦为 6年。

实际上 ,高等学堂授予中学毕业资格的情况并非陕

西独有 ,“查河南、福建等省的高等学堂均以开办 4

年暂照中学毕业奖励” ,陕西巡抚亦据此认为“陕省

事同一律 ,自应援案办理” [7 ] ,即使是京师大学堂 ,

到辛亥革命前亦无正科毕业 ,仅有 120余名预科毕

业生。

在课目和课程设置方面 ,陕西巡抚升允在开办

大学堂的奏折中提出了“教法当以伦理为先 ,次及经

猷材艺”的原则。 据此 ,陕西大学堂总教习屠仁守拟

定了课目。其中 ,中学分为 4门 16目:第一门为性理

格致 ,分明伦、修身、综物、博文 ;第二门为政治时务 ,

分治纲、掌故、内政、外交 ;第三门为地舆兵士 ,分形

势、绘图、法制、韬钤 ;第四门为天文、算术 ,分测候、

推步、元化、积微。西学也有 4门 ,即算艺科、质测科、

电化科和文语科。光绪三十二年 ( 1906) ,监察御使王

步瀛曾抄得陕西高等学堂课程表 (见表 1)。
表 1　陕西高等学堂课程表

星
期
一

星
期
二

星
期
三

星
期
四

星
期
五

星
期
六

英文 日文 英文 英文 算术 英文

历史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日文

英文 讲经 讲经 算术 英文 日文

日文 日文 日文 日文 日文 地理

算术 英文 日文 地理 伦理 体操

理化 体操 中文 体操 历史 体操

　　这些课程每周安排有 36节 ,即 36学时 ,每天上

课 6学时 ,自习 4学时。其中外语达 20节 ,而且外语

已被分为普通外语、理科应用外语和历史地理应用

外语 3种类型。表中所列 ,只是学堂某学期的课程 ,

据《秦中官报》等所载 ,第一期学生还开设有中国经

史、中国文学、博物、图画、法语 (英、法、日语任选一

门 )等课程。在“中学” 4门中 ,学生可任选一门作为

专业 ,重点课目为经史、舆地、算术 ,尤重诵习小学、

四书、五经 ,浏览历代史鉴 ,用以“厚植根柢”。西学课

程是从光绪三十二年 ( 1906)聘回东洋教习并购回图

书、仪器后才开课的 ,其重点科目为外语、普通西学、

格致等课程。全省学堂的课程中 ,修身 (遗规、古诗歌

等 )、读讲经 (春秋、左传等 )、国文 (阅读、作文、书法

等 )、外国语 (读法、译解、会话、文法、作文、习字 )、历

史 (中、外史 )、地理 (分省地理、地图 )、算学、博物 (植

物、动物、标本 )、图画 (手绘、器绘 )、体操 (普通体操、

兵式体操 )等课程是统一设置的 ,按学堂类别区别深

浅 ,或增设课目。 因此 ,陕西学务处参考中外各学堂

表式 ,订出了基本课程表样式 ,供各学堂使用 [8]。

课程的开设由于受师资聘请所限 ,常常不能如

期开出 ,造成时多时少或任意增减的现象。这种现象

到了清王朝覆灭前夕 ,已达到较为严重的程度 ,陕西

学司不得不于宣统二年 ( 1910) 5月至 7月前后两次

向高等学堂发出“请将该堂学科切实整顿”的照会。

该文指出: “立一校必收一校之效果 ,历一年即有一

年之进步 ,倘学科任意减少 ,程度未能画一 ,于教育

前途窒碍实多。前以贵堂课程种种不合 ,曾经照会在

案 ,兹阅五月份所送讲义 ,高等科仅有经学、近世史、

兵学三门 ,余均从阙 ;中学科亦少外国语、化学、地文

三科。复核其教授程度 ,又多与年级不符 ,似此办法 ,

不特违背定章 ,深恐有碍毕业 ,仍希贵监督转饬教务

长 ,设法更正 ,务合定章 ,庶免参差不齐之弊 ,……迅

速见复施行” [9 ]。清光绪三十三年 ( 1906) 9月 ,监察

御史王步瀛曾因高等学堂英文课时太多 ,而上奏批

评其“荒落中国根本学问” ,是“本末倒置”。高等学堂

则撰文反驳 ,是趁有新聘东洋教习 ,“故多加钟点” ,

认为王步瀛的奏折是“执一偏之成见 ,生学界之波

澜” ,“将无作有 ,指素为缁” [10 ]。

对于课程设置和学生实际水平问题 ,恐不能尽

听一言。当学堂开学后的第四年 ,即开始选派留日学

生。 校方也认为: “学堂肄业诸生 ,不乏聪明可造之

士。” [11]在光绪三十二年 ( 1906)从日本聘回 5名东

洋教习后 ,学堂监督也认为“堂中科学 ,乃臻完备” ,

“中西书籍、仪器标本、衣、械、饮食 ,无不具备。”

[12]、陕西巡抚曹鸿勋亦认为:其“甲、乙班学生……

于中国经史、文学具有根柢 ,而地理、算学、博物、理

化、图书、体操、英、法、日语亦皆分科讲习 ,各有可

观 ,虽比较高等稍形不足 ,而视中学堂程度殆已远

过” [13 ]。从高等学堂考取客籍学生超等第一名尹钧

在《秦中官报》发表的《德育智育体育论》来看 ,其对

德、智、体三者关系的论证 ,具有相当的中、西学功

底。其论文不仅注意用孔孟儒学进行论证 ,而且还引

述了西方亚利斯托儿、斯巴达、毛塔耶尼氏、斯宾塞

尔等人的观点 ,认为日本“以东洋道德、西洋工技合

之 ,始成 ,是其智育、体育得力于西学” [14 ]。 他认为

中国则要“采泰西智育、体育之原蕴而灌输于斯民神

经中 ,复取吾国之性理天道 ,昌明而阐发之 ,体以植

德之基 ,智以广德之用 ,庶几 ,民俗以纯 ,民力以强 ,

民智以开 ,我禹域之黄种不难骧首亚东 ,一跃而登于

20世纪大舞台之上 ,虽强如英法吾何畏彼哉” [14 ]。

此文“胸罗廿四史 ,囊括五大洲而后下笔 ,为文可谓

极尽词章之能事” [14 ] ,集中地代表了学堂学生融通

165



中西的学习水平。这都说明 ,陕西高等学堂的课程设

置和学生水平 ,绝不能一概否定 ,虽无高等正科毕业

生 ,但已于清宣统元年 ( 1909)开办高等正科 ,至

1911年应该毕业的高等正科学生因辛亥革命而推

迟毕业 ,而在 1912年成立的西北大学中大多补办了

毕业证书。因此 ,陕西大学堂至高等学堂 ,为陕西培

养了第一批学贯中西的新式人才这一点 ,功不可没。

学堂的校历在办学初期和中期略有不同。 光绪

廿八年 ( 1902)的《学堂条规》规定每年年假为 1个

月 ,每月逢 10、 20、 30日休假 ,中秋、端午和清明节亦

各放假 1日。光绪三十一年 ( 1905)的《高等学堂更订

章程》规定每年放年假、暑假各 1个月 ,旬假改为每

星期休息 1日 ,中秋、端午和清明节仍各放假 1日。

学堂的考试分为临时考试、学期考试、年终考

试、毕业考试和升学考试 5种。 “预科毕业者即行升

入正科无庸录考。除以上 5项考试外 ,各科教员随时

考问。 考试分类以百分为满格 ,共分 5等” [15]。其

中学期考试和年终考试满 80分以上为最优 ,或满

60分以为优等 ,可获奖励 ; 20分至 40分为下等最下

等 ,将留原级补习或令其退学。毕业考试成绩分为最

优等、优等、中等、差等、最差等 ,考为最优等者奖予

“拔贡”出身 ,优等作为“优贡” ,中等作为“岁贡” ,下

等作为“优廪生。”

二、教习与师资管理

“关中僻在西陲 ,师资合格之员尤难” [16 ] ,因

此 ,师资问题一直是困扰陕西办学的关键问题。陕西

大学堂主要从 3个渠道延聘师资:一是从省内选拔 ,

包括从本堂优等学生中留用 ,如光绪三十一年

( 1906)七月从本省长安县所聘的廪生汪如波 ,即被

充任算学教习 (月薪平银 20两 ) ;二是从外省选聘 ,

比如光绪廿九年 ( 1903)二月初聘 ,三十一年 ( 1905)

续聘的山西猗氏县癸卯科进士狄楼海 ,即充任算术

教习 ;三是从日本选聘日籍教习或中国留学生 ,如光

绪三十二年 ( 1906)从日本聘回田中、足立、菅野、叶

董等 4名教习 ,后又聘回铃木直 ,增至 5位。现可知

名的到堂教习有: 屠仁守 (总教习 )、吴树芬 (总教

习 )、李异材 (数学教习 )、狄楼海、陆元平 (算术教

习 )、刘春谷 (政治时务科算术教习 )、杜斗垣、毛昌

杰、刘葆锋 (数学教习 )、王猷 (英文教习、庶务长、教

务长 )、董明铭 (体操教习 )、周铭、汪如波 (数学教

习 )、高普 (数理教习 )、邵力子 (世界史教习 )、张子

安 (地理教习 )、宋元恺 (兵学教习 )等。

首任总教习屠仁守 ,字梅君 ,湖北孝感人。 清同

治十三年 ( 1874)进士 ,选庶吉士 ,授编修。光绪 ( 1875

～ 1908)中 ,转御史。光绪十五年 ( 1889) ,因得罪慈禧

太后被革职。离京后 ,主讲于山西令德堂。光绪廿六

年 ( 1900) ,起用为五品京堂 ,授光禄寺少卿。 次年冬

陕西巡抚李绍 奏请允准为陕西大学堂总教习 ,光

绪廿八年 ( 1902)到堂任职 ,次年十二月因病离职。陕

西巡抚升允当月廿四日的奏折称其“品端学邃 ,到堂

以来 ,综览教规 ,发明正学 ,不厌不倦 ,先后两年在

堂 ,诸生因多可造之”。

分教习狄楼海 ,山西猗氏县人 ,癸卯 ( 1903)科进

士 ,授刑部主事。光绪廿九年 ( 1903)十二月被聘为陕

西大学堂教习 ,主讲算术。光绪三十一年 ( 1905)被派

往日本考察学务 ,聘请日籍教习 ,回国后继续任教。

早期数学教习中的李异材 ( 1858～ 1937) ,又名

仲特 ,陕西蒲城人 ,为清末民初陕西著名数学家 ,著

有《开方数理图说》和《级数比类》等。 清光绪四年

( 1878)中秀才后 ,在乡间设馆授徒。 光绪十五年

( 1889)被选为三原宏道书院上舍生。 光绪廿四年

( 1898) ,主讲于甘肃兰山书院。光绪廿八年 ( 1902)被

聘为陕西大学堂教习 ,光绪廿九年 ( 1903)参加川汉

铁路勘测。光绪三十二年 ( 1906)再任陕西高等学堂

算学教习。后曾任同盟会陕西分会会长、陕西舆图馆

馆长等职。

世界史教习邵力子 ( 1882～ 1967) ,原名闻泰、仲

辉 ,浙江绍兴人。光绪廿九年 ( 1903)中举 ,为陕西候

补县令。 光绪年间留学日本。 他于清光绪三十三年

( 1907)在日本考察时被聘为陕西高等学堂教习 ,次

年到堂讲授法文与西洋史课程 ,并在师范学堂兼任

西洋史教习 ,后因支持学运被清陕西当局驱逐出陕

境。

算术教习刘春谷 (?～ 1926)为陕西长安人 ,清光

绪甲午举人 ,曾任四川知县。民国元年 ( 1912)任陕西

实业厅厅长。他在光绪廿八年 ( 1902)被陕西巡抚升

允聘为陕西大学堂政治时务科教习。

分教习杜斗垣 ,陕西米脂人 ,辛卯 ( 1891)科举

人。 陕西大学堂创建伊始 ,即被聘为分教习 ,主讲数

学。光绪三十年 ( 1904) ,榆林知府延聘其创办榆林中

学。 辛亥革命后 ,任陕北联合中学国文教员。

数理教习高普 ,字竹轩 ,陕西榆林人。 考至京

师大学堂习德文。清宣统年间 ( 1909～ 1911)自京师

大学堂毕业后即受陕西高等学堂之聘任教习。民国

年间出任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旋任农业学校校长。

兵学教习宋元恺 ( 1870～ 1917) ,字向辰 (又作相

臣 ) ,陕西耀县人 ,清末廪生 ,曾在三原宏道高等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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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 光绪三十一年 ( 1905)留学于日本明治大学经

济科、陆军士官学校、东武学校。 其间入同盟会。宣

统二年 ( 1910) ,奉孙中山指示 ,在朝鲜、大连等地从

事革命活动。后随井勿幕返陕 ,先后任陕西高等学堂

兵学教习、陕西农业学堂日文教员 ,并从事革命活

动 ,介绍学堂中不少师生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中 ,

他亲往军装局把枪弹配给学生 ,让学生回乡组织民

团 ,保卫地方。在陕西辛亥革命中任外交部部长 ,参

加西路战役时 ,任炸弹队总队长 ,率部在礼泉等地作

战。西路议和后任交通司司长。其间 ,建议陕西先后

派出 200余名留日学生 ,并于 1913年辞司长职亲任

陕西留日学生经理。 1916年自日归陕任乐群学社社

长。 1917年 ,张勋复辟后 ,按孙中山密令 ,组织陕西

讨逆军 ,任总司令 ,在与阎锡山部的战斗中牺牲。

日籍教习中的足立喜六 ,原籍日本静冈县磐田

郡袖浦村字冈。明治三十一年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

学校。 明治三十九年 (清光绪三十二年 , 1906)一月 ,

应清政府聘 ,任陕西高等学堂教习。至明治四十三年

(清宣统二年 , 1910)二月回国。他在西安时常踏访古

迹 ,晚年对历史地理多有研究 ,并将其数理之长用于

考古测量 ,著有《长安史迹考》 (杨炼译 ,商务印书馆 ,

1935)等。 1996年 ,日本田边昭三先生与足立氏之孙

女曾同来西安踏访 ,并与西北大学教授有联系。

中学教习和西学教习的管理均实行合同聘请

法。合同每年订立一次。学堂又设“功过簿” ,记录教

习、学生、提调、委员各司事夫役的优劣业绩 ,并视具

体表现给予奖惩或决定去留。按照《大学堂章程》 ,如

教习德不称位 ,才不称职 ,由总办和总教习商请陕西

巡抚随时更换。按清廷《奏定学务纲要》 ,凡毕业学生

在 60名以上 ,教习和管理人员工作年限在 5年以上

者 ,按异常劳绩授奖 ,工作年限在 3年以上者 ,按寻

常劳绩授奖。 陕西高等学堂曾有两次共 15人授奖:

一次是宣统元年 ( 1909)授奖 10人 ,一次是宣统三年

( 1911)授奖 5人。 其奖励内容多系升官晋阶。 如学

堂监督周镛至宣统三年 ( 1911)任职满 5年 ,即由陕

西巡抚恩寿奏准授奖 ,由法部主事升为员外郎并加

四品衔。另有英文教员兼斋务长 (后转任教务长 )王

猷、庶务长姚文蔚、会计官袁鸿逵、杂务兼会计官胡

明显等 ,均曾获奖 ,并以直隶州知州补用。 对于外籍

教习的管理较具体:一是明确归学堂监督节制 ;二是

规定薪金按西历逐月发给 ,含饮食、衣服、医药、仆役

在内 ;三是聘期一年即 12个月 ,含年暑假 ,合同期内

违约者辞退 ,只给定额川资 ,续聘须提前在合同期满

一个月前商定 ;四是由学堂负担来华和回国旅费 ;五

是其家眷不能住在堂内 ,单身者可在堂内住宿 ;六是

病假一个月内照付薪水 ,超过一月由本人负担 ,超 3

个月即解聘 ,如病故 ,除发旅费外 ,发给 3个月薪水

的抚恤金 ;七是合同一式三份 ,分存于受聘人、省学

务处和学堂。

三、学生管理与学潮

陕西大学堂的生源初拟应来自中学堂的优秀学

生 ,但因中学堂的设立是与大学堂几乎同时进行的 ,

故尚无中学毕业生。因此 ,学堂初期的招生只好暂由

各府、厅、州、县按经义史招考 ,报送大学堂选择录

取。由此 ,造成“陕省大学堂开办之始 ,考送学生多不

合格” [6]的局面。到光绪三十一年 ( 1905) ,《高等学

堂更订章程》颁布后 ,学生仍以 200人为额 ,考选时

备取数十名以便传补 ,又进一步明确规定除旧有在

堂学生和当年考取的学生外 ,非中学堂毕业者不能

躐等收入 ,年龄定为 18岁以上 , 35岁以下 ,还要求

身家清白 ,体质强健 ,无不良嗜好。

学生总数计划预科 200名 ,每年伙食银 6 600

两 ,正科学生 100名 ,每年膏火银 2 200两 ,共 8 800

余两。办学初期 ,学堂拨付伙食费 ,由学生自雇炊工

起火 ;光绪三十一年 ( 1905)后 ,改为食堂制 ,学生依

次分为精舍生、上舍生和中舍生 ,由“中”入“上”或入

“精”且参加月考、季考者 ,均可在月发 2两膏火银的

基础上再加发 2两 ;光绪三十一年 ( 1905)更订章程

之后 ,开始酌收学费 ,其中陕西籍学生每年收银 30

两 ,用于学生伙食费用 25两 ,客籍学生每年收费 60

两 ,可享受奖学金。

学生进堂 3～ 4个月期间 ,由教习和提调进行考

核和复试 ,满 3个月后 ,由总教习会同总办再行复

核 ,以定去留。 “其天资高明而心术不正者 ,立时斥

逐。 亦有心术纯正而赋质少绌者 ,考核以后再留三

月 ,以观后效 ,如两次考核实属不堪造就 ,不准再留”

[17]。光绪三十一年 ( 1905)又规定: “开学四个月后 ,

察看学生 ,如有颓惰不能授学者 ,即行黜退” [5 ]。

学生管理制度主要反映在光绪二十八年 ( 1902)

和光绪三十二年 ( 1906)先后制定的学堂条规。这些

条规大致包括 4个方面:一是忠君 ,规定“每年恭逢

皇太后万寿、皇上万寿、皇后千秋 ,由总办率领诸生

齐班望阙行礼” ;二是尊孔 ,“恭祀至圣先师孔子暨本

省诸先贤先儒 ,每年延师、开学、散学之期 ,由总教

习、教习、总办、提调率领学生……行礼 ,每月朔 (初

一日 )望 (十五日 )则由总教习、教习率领学生行礼并

宣读《圣谕广训》一条” ;三是礼让 ,“教导诸生以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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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 ,知羞恶 ,敦崇礼让 ,激发忠良为第一要义” ,“有违

犯堂规 ,不敦品宜 ,不守礼法及梗顽不化 ,不能完成

课程者 ,或量予记过 ,或降列等次 ,或开除名额 ,应由

各教习商请总教习会同总办提调秉公核办 ,其父兄

不得到堂辩论 ,违者治以妄诉之罪” [17 ];四是戒忌 ,

诸如教员上堂学生必起立致敬 ,必须起立致答 ,不许

当堂提问 ,课间不许会客 ,不得赤膊赤足失仪 ,吸水

旱烟限于憩息室内等等。大学堂留日学生马凌甫回

忆说: “我们这个母校原是一个理学王国 ,学术思想

和政治水平都在时代的后面 ,不但有关革命的书报

列为禁品 ,就连壬寅、癸卯的《新民丛报》也认为是洋

学书籍 ,不让学生多看。……学生在文字中偶尔引用

新的名词 ,即目为狂悖而严加申诫。 但是 ,客观形势

的发展 ,绝不是少数人主观愿望抑制得住的。……改

为高等学堂 ,……学堂才开始有了新的气象 ,学生集

会结社也才得到一些自由。” [18] ( P83-100)

尽管学生的言论和政治自由受到严密控制 ,但

学堂的学生仍有一些大的政治活动。 光绪三十三年

( 1907) ,陕西高等学堂、陕西法政学堂联合师范、中

学、陆军等学堂的全体学生 ,呈书给陕西巡抚曹鸿

勋 ,抗议向英国出卖陕西铁路权 ,呼吁陕西自办洛潼

铁路。 曹鸿勋斥责曰: “吾陕士风纯谨 ,何应染此嚣

习” [19] ,断不许学生参政。 光绪三十四年 ( 1908)七

月 ,陕西高等学堂地理教习张子安因未参加谒圣礼

而遭侮辱 ,张教习提出抗议 ,遂被学堂监督周镛解

雇。为此 ,学生向监督、提学使交涉 ,要求挽留张教

习 ,均遭拒绝 ,遂引发高等学堂学生全体罢课直至退

学 ,并撤离学堂。 200多名学生离校后分住城内的礼

泉、咸阳、商州、蓝田各会馆 ,并仿上海中国公学 ,制

定自治规则 ,设稽查、调查、会计、书记各员 ,处理日

常事务。退学学生以礼泉会馆为总机关 ,并准备在渭

南成立公学。这次学潮得到全省学界的大力支援 ,陕

西当局惟恐事态扩大 ,撤销了庶务员和监学官二人 ,

由教育总会会长等出面调停 ,答应了学生的要求 ,罢

课遂结束。这是清末陕西学界最大的一次学潮 ,给行

将覆灭的清廷以很大震动。随后 ,陕西当局照会高等

学堂 ,并转发清廷学部札 ,要求学堂“管教各员 ,随时

董戒学生 ,不准联盟纠众 ,立会演说及潜附他人党

会” [20]。之后 ,高等学堂的一些学生参加同盟会的

秘密活动 ,远在东洋的高等学堂首批留日学生郗朝

俊、马凌甫、张荫庭、钱鸿钧、谭耀唐、崔云松等先后

创办《秦陇》、《关陇》、《夏声》等月刊 ,呼应陕西的反

清斗争。《夏声》第 6号即曾发表署名“大无畏”的《陕

西高等学堂之纪事及评论》一文 ,呼应学潮。大学堂

留日学生马凌甫、王芝庭、张荫庭于光绪三十二年

( 1906)春节期间返乡省亲 ,即与同学康寄遥、王授金

等筹组一个爱国团体 ,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18 ]。原陕

西农业学堂学生郑伯奇回忆: “高等学堂……是由旧

的书院改组的 ,学生年龄较大 ,资格较高 ,与本省在

北京、上海以及留日学生多有联系 ,在历次学生运动

中俨然居于领导地位。” [21] ( P101-105)辛亥革命的

前一年 ,西安学运达到高潮 ,农业学堂由于对教学和

生活管理不满而罢课 ,并全体离校入城 ,高等学堂学

生也予以声援 ,并派代表马彦 前往慰问。留日高等

学堂学生中的马凌甫、张荫庭已加入同盟会 ,并返回

南京作为 17省代表之一 ,参加了孙中山就任中华民

国临时大总统的就职典礼。陕西作为武昌起义的首

先响应省份 ,其响应武昌起义的大会就是 1911年

10月 27日在陕西高等学堂召开的 ,并在此宣布成

立了“秦陇复汉军政府”。 陕西大学堂的毕业生崔云

松任财政部长 (后任都督府秘书长 ) ,郗朝俊任副部

长 ,曹澍任教育部长 ,钱鸿钧为司法部副部长 ,高等

学堂兵学教习宋元恺任外交部部长 ,其余参加辛亥

革命的不在少数。

从光绪三十四年 ( 1908)开始有 73名毕业生起 ,

至宣统三年 ( 1911) ,共有 3期毕业生 ,共毕业学生

208名。其中: 考为优等 ,奖以优贡出身者 31人 ;考

为中等 ,奖以岁贡出身者 161人 ;考为下等 ,奖以优

廪生出身者 10人。 其中又有白常洁、高冠英、王芝

庭、钱鸿钧、曹澍、崔云松、张荫庭、郗朝俊、马凌甫、

张星岩等 10余人于光绪三十一年 ( 1905)考取官费

留学生东渡日本 ,也有 10余名由陕西巡抚选送北京

京师大学堂或青岛、浙江等地的高一级学堂或分科

大学深造 ,有不少学生被派往充州县学堂任教习。另

有一些师生参加辛亥革命 ,甚至为推翻封建王朝献

出生命。 首批留日归国的学生大多成为辛亥革命后

西北大学的创始人或新政权的领导骨干。

四、结　论

陕西大学堂是为陕源西北大学的源头认 ,它不

仅是陕西高等教育的开端 ,也标志着我国西北地区

乃至整个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肇始。

陕西大学堂教学活动的突出特点是“中学为体 ,

西学为用 ,”系统开设了英文、日文、质测、电化、理

化、积微、天文等西学课程 ,延聘了陕西最早的外国

籍教学 ,也派出第一批较大规模的留日学生 ,这在传

统文化积淀较为深厚的陕西 ,无疑激起层层波澜 ,发

生了抵制尊孔 ,反对封建统治、反对向外国出卖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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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等学潮 ,直到最后参与辛亥革命 ,推翻清王朝。这

一方面反映了中西文化的碰撞冲突 ,也反映了上世

纪初期 ,封闭落后的陕西勇于接收新文化的积极姿

态 ,实现了由书院制度向学堂制度的转折和成功实

现了第一次高等教育体制的变革。这无疑充实和丰

富了近代秦文化的内涵 ,是作为近代秦文化策源地

之一的西北大学向区内辐射出的第一束文化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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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Shaanxi Grand School and Its Teaching Programme

Y AO Yuan
(Editorial Board of the Journal of Nothwest University , Xi′an 710069,China)

Abstract: Acco rding to the do ccem ents published in jo urnals and new spapers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 a histo rical argument was made o n the o blivious Shaanx i Grand School a nd i ts scho ol system,

teaching prog ramme a nd students′movements. Fro m this w e g et the conclusio n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haa nxi Grand School has laid the fo unda tion of modern insti tutio ns of higher educa tion in Shaa nxi a nd

m arked the t ransfo rmation fro m the system of academ y of classical learning to the sy stem of modern school

cha racteristic o f the w estern eaducatio nal administration and teaching prog ramme.

Key words: Shaa nxi Grand Schoo l; w estern school system; eastern teaching prog ramme; students′mov e-

m ent in the last Qing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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