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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高等实业学堂考

顾金亮

（金陵科技学院 学报编辑部， 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１９９）

　 　 ［摘　 要］ 在甲午战争中中国遭遇惨败，有识之士纷纷认识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乃至“商战”不如“学战”，从而使洋务教育偏重学习“西文”和军事技术等“西艺”的思想和

做法有了调整，兴办服务于民族工商业的实业教育渐成风气。 在这样的背景下，１８９６ 年

“俾育人才而济实用”的江南储材学堂应运而生，开两江治下实业教育之先河。 在维新运

动中该校更名为江南高等学堂，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又嬗变为江南格致学堂，在清末“新政”
中于 １９０４ 年改办成江南实业学堂，又于 １９０５ 年升格为江南高等实业学堂，成为江苏和安

徽等地实业教育的最高学府。 民国以后，江南高等实业学堂以南京工业专门学校和江苏

省立第一农业学校两脉延续和发展。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随着大学区制的实施，南京工

业专门学校和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并入国立第四中山大学。 江南高等实业学堂的办学

史是中国教育近代化转型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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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的近代化运动①，中国教育近代化也是在洋务运动中拉开帷幕的。 从 １９ 世

纪 ６０ 年代起，举办以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为目标的新式教育蔚然成风。 据统计，在甲午战争

结束前洋务派一共举办了 ２６ 所洋务学堂②。 洋务教育看上去如火如荼，北洋水师号称亚洲第一，但
是在 １８９４ 年的甲午战争中中国惨败于蕞尔小国日本，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教育也备受社会

各界的批评和指责，既有来自顽固派的诘难，也有来自维新派的抨击。 其中梁启超的评价深刻揭示

了洋务教育的弊端：“今之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武备学堂、自强学堂、实学馆之类，其不能得

异才何也？ 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 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
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无几矣。”③他批评洋务派学西方学得还不够，只涉猎其皮毛，造就不了

国家急需的真正人才，最多只能培养出翻译、买办之类的经纪人。 洋务派也进行了自我反省，有着多

年买办实践经验的郑观应如是说：“广方言馆、同文馆虽罗致英才，聘师教习，要亦不过只学语言文

字，若夫天文、舆地、算学、化学，直不过粗习皮毛而已。 他如水师武备学堂，仅设于通商口岸，为数无

多，且皆未能悉照西洋认真学习。”④他还另辟蹊径地提出了“习兵战不如习商战”⑤的“以商立国”思
想。 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认为“强学”乃强国之道，他说：“以中国之弱，由于学之不讲，教之未修，故政

法不举。”⑥乃至“商战”不如“学战”的观点亦渐渐明朗：“今日之世界，竞争剧烈之世界也……争之

为道有三：兵战也，商战也，学战也。 而兵战商战其事皆本学战。”⑦《马关条约》签订后，虽然历时 ３０
余年的洋务运动渐近尾声，但是其对新式教育的探索并没有止步，洋务教育思想与维新教育思潮相



融合，协同催生了一批各门类专业学堂，推动新式教育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江南储材学

堂⑧即是这一特殊背景下的产物①。

一、江南高等实业学堂的前史———江南储材学堂的创办与演变

１ 张之洞两上办学奏折

江南储材学堂的创办，离不开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的极力倡议与筹划。 作为洋务运动后期“自强”
新政最活跃的领导者，张之洞清醒地认识到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日益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机，“台湾资

敌矣，威海驻兵矣，南洋之寇在肘腋，北洋之寇在门庭，狡谋一生，朝发夕至，有意之挑衅，无理之决裂，无
从豫防，无从億料”②。 他敏锐地洞察到人才是兴国自强之本，只有系统推进教育改革才能挽救清廷之

颓势。 他于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１８９５ 年 ７ 月 １９ 日）向光绪帝上了名为《吁请修备储才折》的
奏折，这也是他甲午战后继续各项洋务事业的纲领性文件和兴办新式教育的宣言书。

《吁请修备储才折》详细阐述了兴办新式教育的紧迫性和极端重要性：“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

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 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泰西诸大国之

用人，皆取之专门学校。”③张之洞吁请朝廷在“各省悉设学堂，自各国语言文字以及种植、制造、商务、水
师、陆军、开矿、修路、律例各项专门名家之学，博延外洋名师教习”④。 他认为国家必须兴办各种专门学

校，培养各项专门之人才，大力兴办工政，发展商务，“则人心鼓舞，必有人才出于其中矣”⑤。
为了使他的办学思想落地，张之洞又于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１８９６ 年 ２ 月 １ 日）上《创设

江南储材学堂折》，力陈创办江南储材学堂，“俾育人才而济实用”⑥。 他甚至在上奏前已经谋划了切

实可行的办学经费来源，“洋教习薪水……加以学生膏火奖赏，员役薪水夫马，学堂购置图书器具杂

用等项，统计需银约六万两。 拟将仪征淮盐总栈每年节省商捐局用银三万两，皖岸督销局每年节省

商捐局用银三万余两，尽数拨给充用，如有盈余积存，作建堂经费”⑦，足以显示张之洞创设江南储材

学堂的决心和周密安排。
２ 刘坤一接续筹建江南储材学堂

张之洞上《创设储材学堂折》时，刘坤一即将回任两江总督，清廷批准了张之洞的办学建议，并
“著张之洞移交刘坤一妥为经理”，继续江南储材学堂创办事宜。

（１）选址

刘坤一甫抵江宁便极力推进江南储材学堂的筹办，而且紧锣密鼓地启动了新校舍的建设工程。
《申报》曾有专门报道：“江南储材学堂于本年春夏间，经督宪派员在仪凤门内妙耳山下，相度屋基，
饬匠建筑，嗣委桂乡亭、方伯、篙庆为总办，筚登削冯，将及半载，惟是工程浩大，尚未告厥成功，而储

材一举已经远近传闻。”⑧可以想见，江南储材学堂的开办在当时是一大盛事。
江南储材学堂地处南京下关。 由于洋务运动的多年经营，下关滨江地带日益兴盛，招商局的成

立（１８９４ 年）、大马路的建设（１８９５ 年）以及金陵关的设置（１８９９ 年），似乎在昭示这个在连年战火中

逐渐凋敝的古都正在复苏；不仅商业充满生机，南京的新式教育也在这里萌发，江南水师学堂、江南

陆师学堂、矿务铁路学堂等学校与金陵同文馆比邻而居。 商业和教育的有机结合，信息与观念的交

流、碰撞和融合，对未来江南储材学堂用先进的办学思路、务实的教育方式培育人才，以及启迪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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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创办的新式学堂还有天津北洋中西学堂（今天津大学）、上海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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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观念的产生不无益处①。
（２）招生

按照张之洞奏折中的办学方案，学堂将金陵同文馆开设的英、法两门外语扩充为英、法、德三门

外语，招生规模由原来两门外语合计 ３０ 名增加到每门外语 ４０ 名，拟“遴选学生一百二十人”。 在实

际实施中，江南储材学堂设置了英、法、德、日四门外语，每门各招 ３０ 人，共 １２０ 名。 招生工作与校舍

建设同步进行。 校舍尚未落成，学堂便声名远播，省内外官绅子弟纷纷前来报名，由于人数较多，只
得先行考试加以遴选。 “多有官绅子弟，愿充本堂学生，自客省来宁侨居，拟待招考后即入学堂肄业

者……学生名数已有百余人之多，因饬役传知在公馆内先行考试。”学堂“缮写告示，日贴通衢，择定

于本月下旬为试期，惟试后其有因瑕不录者，固听远归，即已蒙取定者，亦谕令暂返故乡，俟工竣开堂

之日再行饬知来省，毋庸在等候以示体恤”②。
江南储材学堂的入学考试既严格，亦不拘一格。 考试内容包括西学和中学两个方面，考试程序

分为面试和笔试两个环节。 面试时不仅要询问家庭住址，还要“察其年貌”；面试是笔试的前提，面试

通过才能参加笔试。 对此，《利济学堂报》报道甚详：“江南储材学堂总办杨诚之观察兆鋆提考学生，
将报名人数汇齐，出示晓谕，定期在本公馆传见面试，并先行禀知督宪，共考十三日，兹悉自初十日开

考，每日下午一点钟时传到，学生以次进见。 观察先叩其居址，察其年貌，约年在十三岁以上十七岁

以下者，方为合格，否则面议毋庸考试。 其有合格而且能文者，则拉取四子书命题试以后股两比或半

篇起讲不等，间有年在妙龄而可原谅者，则仅试以破承题，或令作对，背诵经书，即可收录。 每次考

时，必有中外教习，轮值监场。”③

首期招收的学生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其一是原金陵同文馆的学生占了三分之一多，原因是学

堂系在金陵同文馆的基础上扩建，同文馆的在读学生需要得到安置，“同文馆共有学生五十人，均应

收入堂内肆业，余额仅有七十人”。 二是招录金陵学生四十人，“投考者必聪颖又年幼，方为合选，因
酌取四十人，将其卷封固，送呈督辕，候督帅鉴核，然后缮”。 三是招收上海学生三十人，原因是上海

生源较好，“上海为通商最繁之区，子弟潜心洋文者不少”，“所余三十额，拟……招考晓悉洋文之学

生入堂肆业”。 于是“总办杨诚之观察，又于今正赴沪，考取学生若干名”④。 学堂将复试环节写进了

学堂章程，明文规定“学生到堂，先试习三月，再行甄别，以定去留”。 首期学生入学后即按章进行复

试，“本月十八、十九等日，命将全堂肆业学生，悉行甄别，令中西各教习，严核诸考生功课以定去取。
其有不堪造就者，即行黜退”⑤。 实行严格的招生考试及复试淘汰制，既体现了学堂对办学质量的重

视，也体现了倡议者对新式教育办学成效的期待。
江南储材学堂校舍于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六月上旬竣工，同年七月初一“开堂教授”，学堂正式

开办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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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新旧思想的融合与碰撞，从鲁迅在南京的求学经历可见一斑。 鲁迅于 １８９８ 年 １７ 岁时进江南水师学堂求学，后又转入江南
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 他在《琐记》一文中既批评了洋务派办学的诸多“乌烟瘴气”，也记述了他最初接触进化论的兴
奋，以及不顾本家老辈反对，如饥似渴地阅读《天演论》的情景，“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 他在
《呐喊·自序》中说：“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画和体操”，并“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
和《化学卫生论》之类”的书。 他不仅在课堂上勤奋学习，手抄讲义，精细地绘录《机械制图》，还不止一次深入到南京市郊的青
龙山矿井实地考察，并经常采集“铁矿石、铜矿石、石英石、三叶虫化石，还有像石榴籽一样的矿石”。 鲁迅使用的教科书是英国
赖耶尔的《地质学纲要》的一个译本，名为《地学浅说》，他学到了当时关于古生物学的系统知识，进一步了解了赫胥黎有关达尔
文“进化论”的“天演”学说。 可以说，南京下关是鲁迅接触现代科学知识的开端。 鲁迅的经历与感悟是当时众多学子的写照。
《储材招考》，《申报》１８９６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记储材学堂试事》，《利济学堂报》，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上海教
育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第 ５９７－５９８ 页。
《记储材学堂试事》，《利济学堂报》，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上海教
育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第 ５９７ 页。
《记储材学堂甄别学生》，《萃报》，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上海教育
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第 ５９８ 页。
《记储材学堂开学》，《萃报》，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
社，２００７ 年，第 ５９８ 页。



　 　 （３）师资选聘

张之洞在《创设江南储材学堂折》中明确提出了未来学堂师资选聘的指导思想，即办“专门之

学”，育“专门之才”，因此他非常注重师资队伍的专业性。 如在聘请洋教习方面，张之洞注意根据西

方诸国各自的发展水平和技术优势，力求选择最优秀的专业人才担任教习。 经过比较和权衡，较为

理想的做法是：“大约法律、农政之教习，宜求诸法德两国；工艺、商务之教习，宜求诸英国。”①

《创设江南储材学堂折》上奏后不久张之洞就转任湖广总督，江南储材学堂的师资招聘工作主要

由总办杨兆鋆②完成。 萧规曹随，杨兆鋆领会了张之洞的办学思想，竭力优化师资队伍。 除原金陵同

文馆的教习并入储材学堂外，为了达到育“专门之才”的办学目标，他还制定了一个渐次优化的师资

引进计划：“盖以堂内章程，英、法、德、日语言文字，俱以华人为教习，惟两同文馆之头班学生，于英法

文均能晓畅，而又因习法文者无多，并拟另延一英人、一法人为教习，于语言文字外，授以律例、种植

各事。 一俟新招学生，皆有进境后再添延洋教习数人，勤为传授，务使学生于西学竟委穷深，以备异

日于城之选。”③

杨兆鋆还专门赴上海聘请教习，延揽西学教习 ４ 名、中学教习 ８ 名，在学堂正式开学前完成了教

习聘任④。 可考的师资有日文教习陈茂才，英文教习裴克雷、黎吉士刻史，德文教习萧俊生等。 据

《申报》报道，学堂正式开学后，“金陵储材学堂教习均有总办杨观察延订，先后莅堂，惟德文教习萧

君俊生，至前月始，至兹已开堂课读，由观察禀知督宪矣”。 也就是说，除德文教习推迟开堂外，其他

教习大都按时开堂授课，可见学堂的筹备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其中总办杨兆鋆功不可没。
（４）历史意义和影响

江南储材学堂诞生于洋务教育思想与维新教育思潮相融合的特殊时期，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

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一是经费筹措机制领风气之先。 江南储材学堂的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商捐局捐助，“款由捐集，

不动公项”。 应该说，捐款办学是后期洋务派兴办洋务教育的新举措，既极大地减轻了清政府的财政

负担，又促进了近代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既有利于筹措办学资金，又能引起商界对教育界的关注。
二是开中国近代综合性办学之先河。 江南储材学堂办学兼具综合性和专业性。 为了办“专门之

学”，育“专门之才”，学堂的人才培养体系分“四门十六目”，“分立交涉、农政、工艺、商务四大纲。 交

涉之学，分子目四：曰律例，曰赋税，曰舆图，曰翻书……农政之学分子目四：曰种植，曰水利，曰畜牧，
曰农器。 工艺之学分子目四：曰化学，曰汽机，曰矿务，曰工程。 商务之学分子目四：曰各国好尚，曰
中国土货，曰钱币轻重，曰各国货物衰旺。 此四门十六目，皆有益国计民生之大端”⑤。 “四门十六

目”近似于 ４ 个学科 １６ 个专业，从教育层次与科目设置等方面来说已具备近代高等教育的诸多特

征。 在江南储材学堂创办前，江苏尚未出现门类如此齐全、专业划分如此明确的学堂，特别是农政科

的设立，拉开了江苏农科教育的序幕。
三是创中国早期分级学制的雏形。 江南储材学堂实行分级的教学组织形式。 由于学堂“西师以西

书相传授，学生不通西文，即无从受西师之教，无从读西国之书……故不得不以语言文字为初基”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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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创设江南储材学堂折》，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上海教育
出版社版社，２００７ 年，第 ３０６ 页。
杨兆鋆，字诚之，号须圃，浙江乌程人，生于 １８５４ 年。 同治七年（１８６８）入上海广方言馆学习，同治十年（１８７１）由两江总督曾国藩第
二次咨送到京师同文馆英文馆学习。 光绪十年（１８８４）随许景澄出洋，归国后以道员身分发江苏补用。 光绪十九年任金陵同文馆教
习，精通西学。 兼授算学，且对算学有一定的研究，撰有《须曼精庐算学》２４ 卷。 初任江南储材学堂总办，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由刘
坤一推荐任督办。 参见王全来《杨兆鋆“三角测量术”推广的研究》，《曲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
《记偖材学堂招考》，《利济学堂报》，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上海教
育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第 ５９７ 页。
《记储材学堂开学》，《萃报》，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
社，２００７ 年，第 ５９８ 页。
张之洞：《创设江南储材学堂折》，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上海教育
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第 ３０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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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依据西文水平将学生分成四个班，“以初学学生列入头班，后即升为高等学生末班，似此层递而上”。
头班学生的西文水平最差，则“先以文法语言为第一要义，然后分授各课，以重实学”①。 如果学生经过

强化学习西文达到一定的水平，则被分配到高等末班，洋教习直接用西文原版教科书授课。 江南储

材学堂“四班制”的分级形式与上海南洋公学（分师范院、外院、中院和上院四院）、天津北洋中西学

堂（分头等、二等学堂）的做法异曲同工，三者都成为中国近代教育早期分级学制的开端。
四是办学模式在全国范围内产生示范效应。 《申报》报道：“中日一役，以大国而见侮于小邦，各

省建学堂，振兴西学，湖南巡抚陈佑民中垂大加整顿，出示招考学生，其规例与金陵储材学堂不相上

下。”②江南储材学堂因其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办学体制，成为同类学堂效仿的榜样。
３．在维新运动中易名为江南高等学堂③

甲午战争后维新运动迅速兴起，他们高举“开民智”的大旗，对教育改革也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
并且得到了光绪帝的采纳。 光绪帝于二十四年（１８９８）七月颁布上谕，饬令“其各省府州县，皆立农

务学堂，广开学会……工学、商学各事宜，亦著一体认真举办”④。 各地迅速响应，如梁启超在上海设

立了编译学堂，端方在北京设立了农务中学堂，孙家鼐在北京设立了医学堂等，维新派的教育改革一

时呈现出如火如荼的景象。
（１）刘坤一上《创立江省郡县学堂折》
形势逼人，刘坤一于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七月二十九日上《创立江省郡县学堂折》，陈述了他设

立省、府、县三级学堂的计划，还建议将江南储材学堂改办为省级学堂———江南高等学堂，“拟设江南

学堂一区为高等省学堂……江南旧有储材学堂，原议分设交涉、农政、工艺、商务四大纲，学额以一百

二十名为止。 又以学生未解西书，不得不以语言文字为途径。 现在所学仅英、德、法、日四国语言文

字，即使三年有成，不过备译人之选，而于律例、赋税、舆图、翻书、种植、水利、畜牧、农务、化学、汽机、
矿务、工程、各国商务、中国土货、钱币、货物诸学均未讲求，仍须俟数年之后。 定额既少，收效又迟，
且与大学堂章程亦多不能相应。 方今朝廷励精图治，百度维新，各省遍设学堂，一洗空疏积习，宏规

茂矩，体用兼资，不患无翻译之才，而患无会通之士……拟将储材学堂改为江南高等学堂，推广学额，
多延教习……”⑤

（２）江南高等学堂的筹建

刘坤一在将江南储材学堂改为江南高等学堂的建议获批后，任命两湖书院监督蒯光典⑥担任江

南高等学堂总办，具体负责学堂的筹备工作。
江南高等学堂自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 年）十月开始筹备，于次年四月一日正式开学⑦，并引起社

会的高度关注。 《申报》报道：“江南高等学堂，自四月朔开办以来，遴选两省英才，课以有用之学，济
济者争自奋励以期无负大宪栽成嗣因。”⑧《知新报》则说：“开学以来，四十余日，堂中一切规模，经总

办秉承大帅，苦心擘画，尽美尽善，生等努力自爱，兼日课功，虽自愧不才，然亦时思勉副朝廷作育人

才之至意，与大帅栽培后进之深心，而两省士民踊跃来堂，陆续踵接，几至室不能容，是以议添黉

舍。”⑨可见，江南高等学堂的开办在两江地区引发了相当的社会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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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储材学堂章程》，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 ３０８页。
《振兴西学》，《申报》１８９７ 年 ７ 月 ２９ 日。
近代南京曾先后建有两所江南高等学堂，两所学堂在时空上并无交集。 另一所江南高等学堂成立于 １９０２ 年（此时由储材学堂
改建的江南高等学堂已演变为江南格致书院），系由钟山书院改建，首任监督为原钟山书院山长缪荃孙，校址位于延龄巷门帘
桥。 《首都志》释之曰：“江南高等学堂，肇基于癸卯，辍讲于辛亥，凡为学九年。”有许多文献混淆了这两所学堂，如顾明远主编
《教育大辞典》“江南储材学堂”词条说“校名屡易，（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定名为江南高等学堂”；百度百科“江南高等学堂”词
条称“江南高等学堂成立于 １９０２ 年，由南京钟山书院在创办于 １８９６ 年的江南储材学堂并入后改建”，均不确 。 参见王焕镳编纂
《首都志》（下），正中书局，１９４７ 年，第 ７１１ 页。 顾明远：《教育大辞典（下）》，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第 ６８５ 页。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 年，第 ５７ 页。
刘坤一：《创立江省郡县学堂折（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 ，《刘坤一遗集》（第 ３ 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 年，第 １０４５ 页。
蒯光典（１８５７—１９１０），字礼卿，安徽合肥人，在清末以革行新政，兴办教育而著称。
《饬撤学堂》，《申报》１８９９ 年 ７ 月 ２０ 日。
《学堂近事》，《申报》１８９９ 年 ９ 月 ２９ 日。
《江宁高等学堂学生：上刘制军禀》，《知新报》１８９８ 年 ８ 月 ２６ 日，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
运动时期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第 ３０６ 页。



（３）江南高等学堂的办学特点

与江南储材学堂相比，江南高等学堂在人才培养上的显著变化是不再单纯以外语水平作为分级的

依据。 江南高等学堂将课程大体上分成专门课程和通行课程，“以专门为归宿，以通行课程为阶梯”。
“专门学艺设格致、商学、律例三门，格致所包至广，先就其中挑出三类：工程、制造、化学。”通行课程涉

及面广，门类相当齐全，包括 “经史、理文、中外政治、掌故、舆地、洋文、算学、体操、试验、格致、化学、攻
金、攻木、测量、绘地、图绘等事”①，可见“洋文”则是诸多通行课程中的一门，不再是一语独大的主要教

学内容。 将课程划分为专门课程和通行课程，即以通识教育为基础，以培养专门人才为目的，使办学的

综合性与专门性得以统一，这表明江南高等学堂的办学思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４）江南高等学堂的裁撤

正当江南高等学堂逐渐步入正轨将在新式教育上一展身手时，时局突变。 １８９８ 年 ９ 月 ２１ 日，慈
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囚，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守旧派群起攻击西学，在礼部的建议下慈禧下令

各地裁撤学堂，恢复书院制度。 江南高等学堂面临被裁撤的命运。 此时的刘坤一已经对新式教育有

了相当的认知，他向朝廷力陈“书院不必改，学堂不必停，兼收并蓄，以广造就而育真才”，以竭力保留

维新教育成果，并建议朝廷饬令孙家鼐“赶办京师大学堂，以为之倡。 并饬各省分设中学堂、小学堂，
多译中西政事有用之书，以资诵习；延请中外品学兼优之士，以为师儒，以期渐开风气”②。 刘坤一不

仅竭力维护江南高等学堂的存续，还要求所辖江南地区各书院保留原有的西学课程。 奈何独木难

支，１８９９ 年夏天，江南高等学堂最终以“学堂无实效，徒事虚糜”为由被裁撤。 从筹办到被裁，江南高

等学堂仅存续了 １０ 个月，便被碾碎在历史的车轮下。
４ 逆势而行的江南格致书院

戊戌政变后，清廷明令停办学堂，恢复旧式书院。 作为清末难得的兼具远见卓识和非凡胆量的

封疆大吏，刘坤一推进新式教育的脚步并没有停止，而是策略性地采取了“曲线救国”的方式，将江南

高等学堂改办成江南格致书院就是他的手笔之一。
刘坤一最初的打算是将江南高等学堂改名为中西学院，其目的是“盖欲使诸生顾名思义，庶几学

通中外，宏济时艰也”。 但考虑到朝廷对新式学堂的反对和压制，他最终将学校命名为江南格致书

院。 在办学方针上，刘坤一确定了“另筹别款，接办课程，悉沿旧例，惟易其名”③的基本原则，即课程

依照原江南高等学堂设置，书院章程沿用旧制，除学堂改名外其他事项一律照旧。 从而间接地为近

代两江教育保留下了这一可贵的维新成果。
从 １８９９ 年 ７ 月江南高等学堂被勒令停办，到同年 ９ 月以江南格致书院的名义“复活”，仅用了短

短两个月时间。

二、江南高等实业学堂的举办———清末“新政”背景下实业教育的复兴

１９０１ 年起清廷开始实行“新政”。 在官绅合力推动下，全国各地兴办实业学堂已是大势所趋。
近代两江实业教育的主要奠基人刘坤一于 １９０２ 年 １０ 月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继张之洞短暂署理两

江后，魏光焘于 １９０３ 年 ３ 月履任两江总督，两江地区的实业教育迎来了复兴。
１ 筹议改江南格致书院为实业学堂

魏光焘对于实业及实业教育极有洞见，他认为：“强国之道，首在富民；致富之方，不外实业。 而

振兴实业，莫大于农工商矿四者。”他又具体分析两江的实际情况：“两江虽夙称繁庶，而士旷民游，商
疲工窳，多未讲求，非兴实业学堂，不足以陶冶人才，以为振兴富庶之基。”于是，魏光焘决定在省垣金

陵创办实业学堂，通过培育实业人才以振兴实业。 而且事不宜迟，“是考求实业，实为今日第一要图。
江南地广人稠，兴办尤不可缓”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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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高等学堂简明章程》，《申报》（６１ 辑），第 ２０５ 页。
《书院学堂并行以广造就折（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三日）》，《刘坤一遗集》（第 ３ 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 年，第 １０６７ 页。
《学堂近事》，《申报》１８９９ 年 ９ 月 ２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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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新建实业学堂非一蹴而就之事，魏光焘决定改江南格致书院为实业学堂，作此决策主要

基于节省经费。 “方兹时事艰难，筹款非易”，魏光焘选择“于格致书院改并办理，既收实业之用，复
省度地营建之劳，诚为两益”①，是最经济的做法。

２ 江南实业学堂的开办

为使学堂顺利开办，魏光焘委任“于农工商各学尤极究心办事”的江苏补用道刘世珩兼总堂务，
委任早年出使日本，对“学堂规制亦极谙练”的黎经诰为驻堂总办②。 此二人均熟稔西学，讲求实业

发展，有志于实业教育，在他们的苦心经营下，江南实业学堂③发展成为当时全国标杆性的几所综合

性实业学堂之一。
江南实业学堂“分设农工商矿四科，额设学生一百二十名，分门肄业”，对于矿科生源可在原格致

书院在校生中遴选，“中有曾习矿学者，于格致之理已有根柢，故本堂矿学一科，即以原有学生专门练

习”，农工商三科需另行招生，并“延聘日本教习、技师，分班教授，先习普通一年，四年毕业”④。 毕业

考试优秀的学生，由学堂保荐到京师高等实业学堂继续深造，以资成就。
实业教育离不开实验教学，江南实业学堂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积极创造条件让

学生参加工农业生产实践。 学堂不仅“备有各科标本、仪器、材料，为学生考验之用”，而且专门为农

工科安排实习场所。 对于工科，学堂专门设立劝业机器工艺局，以方便诸门学生进行实际操作，“以
资实习”。 对于农科，在“省城元武湖广袤几及十里，于种植、畜牧等学均便试验 ”⑤。 注意到“俄国

居寒带……其天然物产之殷富不下于他国，且仿种他国农品亦几于应有尽有。 如能广为罗致以供我

国研究之资，其于农业有裨实非浅鲜”，代购各项子种，“计购到农品子种三百四十六种……种植之法

另行开列”⑥，如此国际视野在当时的中国教育界应属罕见。 学校附设的农业试验场，仅试验田就达

１８０ 亩；实验科目及种类则不一而足，仅农事试验一项，即分水田试验、陆田试验、木框试验三种，所涉

及的实验物种有普通作物、特有作物、蔬菜、果树、有用树木、草花六种。 实验教学效果相当明显，不
仅让学生扎实掌握了农业专业知识和技术，又在江苏改良和推广了农业科学技术⑦。

３ 江南高等实业学堂的举办

１９０４ 年张之洞等拟奏的《奏定学堂章程》 （又称“癸卯学制”）颁布，实业教育制度正式确立。
《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实业教育分农、工、商三种，学制分为高、中、初三等，且规定高等学堂招生规模

在 ５００ 人以上为合式，最少不得低于 ２００ 人。 江南实业学堂起初按照中等实业学堂章程举办，其任

务和目的是培养适用的实业人才，以及向高等实业学堂输送优秀毕业生，继续深造。 随着各地中等

实业教育的蓬勃兴起，以及两江地区对高层次实业人才的巨大需求，学部于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十
一月改江南实业学堂为江南高等实业学堂⑧，并于 １９０７ 年开办高等正科⑨，成为江苏、安徽等地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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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江总督魏奏江南格致书院改为实业学堂折（１９０４ 年）》， 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
动时期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版社，２００７ 年，第 ６７ 页。
《前两江总督魏奏江南格致书院改为实业学堂折（１９０４ 年）》， 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
动时期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版社，２００７ 年，第 ６７－６８ 页。
曾初命名为江南农工格致学堂和农工商矿实业学堂。 《首都志》（第 ７３７ 页）引《江苏咨议局第二年度报》“张督部堂答复据宁学
司详江南实业学堂正名高等并农工分办案，应俟有的款再行照办文”称“实业学堂系由格致书院改设，名江南农工格致学堂，后
该堂详请前督宪魏奏咨改称今名”；引《续金陵通纪》称“光绪三十年改格致书院为农工商矿实业学堂”。
《前两江总督魏奏江南格致书院改为实业学堂折（１９０４ 年）》， 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
动时期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版社，２００７ 年，第 ６７ 页。
《魏奏办学务情形折》，《申报》１９０４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出使俄国大臣胡咨两江总督购送各项子种文》，《政治官报》，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十一月二十三日，第 １５ 页。
刘正伟：《督抚与士绅：江苏教育近代化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１９４ 页。
从“二重证据法”的角度，“江南高等实业学堂”作为校名于何时启用或者是否启用过仍然待考。 目前笔者所见的实物至少有三件不支持
该校曾经使用过“江南高等实业学堂”校名。 一是由学堂总办李凤年作序，１９０６ 年学堂官方印行的《江南实业学堂普通毕业同学録》，其
中无“高等”字样，但据《前清学部立案各省高等实业学堂一览表》，此时江南高等实业学堂已于前一年即 １９０５ 年开办。 二是光绪三十三
年（１９０７）十一月二十三日《政治官报》载有“江南实业学堂”委托出使俄国大臣代购各项子种的消息，亦不见有“高等”二字。 三是东南大
学档案馆收藏有“江南高等实业学堂”于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十一月初九日颁发给吴克颐的毕业文凭，如果依据文献记载此时江南高等实业
学堂开办有年，理应用“江南高等实业学堂”名之。 但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关于校名该文凭使用的称谓是“江南实业学堂”（出现了 ２
次），而不是“江南高等实业学堂”。 不过此时的江南实业学堂系高等学堂是确凿无疑的，因为该文凭清晰地说明吴克颐于光绪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五月“在矿学普通科毕业”，“是年八月升入矿学专科”。
《前清学部立案各省高等实业学堂一览表》，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上海：开明书店，１９３４ 年，第 １４５ 页。



教育的最高学府，亦是江苏实业教育的重要源头和基础之一。
关于江南高等实业学堂的停办时间，目前有两种说法。 一是停办于辛亥革命中。 １９１１ 年 １０ 月

辛亥革命爆发，受战争的影响，“江苏境内除教会大学以外的高等学堂，如江苏高等学堂、江南高等学

堂、南菁高等学堂、江北高等学堂以及两江师范学堂，全部停办”①，校舍皆被军队驻扎，江南高等实

业学堂自然不能幸免 。 二是停办于 １９１３ 年。 《前清学部立案各省高等实业学堂一览表》称，江南高

等实业学堂于“于民国二年停办”②。 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首任校长吴桓如在《１９１３ 年 １－３ 月江苏

省立第一农业学校概况报告》中说：“桓如自去冬十一月受事以来，即日催令军队迁让。”③如果参照

吴桓如的说法，江南高等实业学堂应该是停办于辛亥革命中。

三、从实业学堂到专门学校———江南高等实业学堂民国以来的延续

１９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拉开了教育变革的序幕。
法令的第一条规定：“从前各项学堂，均改称为学校，监督、堂长应一律改称校长。”④同年中华民国北

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又公布了《专门学校令》，将专门学校分为法政、医学、药学、农业、工业、商业、美
术、音乐、商船及外国语等 １０ 类⑤。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清末癸卯学制中建立起来的高等实业学堂纷

纷改名，一般是改为高等工业学校，比如：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改为国立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京
师高等实业学堂改为国立北平工业专门学校，湖南高等实业学堂改为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⑥。 如

同枯木逢春，江南高等实业学堂虽然在辛亥之役中被按下暂停键，但是它良好的办学基础仍在，得以

在“改名潮”中迎来再生和分蘖的机遇。 江南实业学堂在办学初期即以“四科十六门”著称，经过多

年经营，至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工科已以“矿、电、应用化学”三科为明显特色，农科实力尤强，且一度

筹议附设蚕桑学堂，因此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将工农两科独立办学的夙愿⑦。
１ 江南高等实业学堂工科办学的延续

（１）江苏省立第一工业学校

１９１２ 年 １１ 月，以江南高等实业学堂的工农两科为基础，分别成立了江苏省立第一工业学校（甲
种）和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甲种）两所中等实业学校。 江苏省第一工业学校设在复成桥，校长陈

有，有教员 １６ 人，学生 ８０ 人，初期设机械、电机两科，有“任事得人，进行必速”之誉⑧。
（２）南京工业专门学校

１９２３ 年施行《壬戌学制》，为“提倡工艺”，“培养高等领袖人才”，江苏省立第一工业学校由中等

职业学校升格为专门学校———南京工业专门学校，设机械、电气两科。 此时南京工业专门学校与另

一所专门学校———苏州工业专门学校，被赋予为江苏培养工科应用型人才的重任，“自应内审地方财

力，外察世界潮流，以定整理与扩张之标准。 庶几苏省之实业及专门教育，得与时俱进也”⑨。
２ 江南高等实业学堂农科办学的延续

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是江南高等实业学堂农科办学的传承，设在原江南高等实业学堂仪凤门

内三牌楼旧址，由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林学实科的吴桓如任校长。 学制 ４ 年，预科 １ 年，本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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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运来：《试论江苏高等教育主体的近代化》，《民国档案》２０００ 年第 １ 期，第 ９６－１０２ 页。
《前清学部立案各省高等实业学堂一览表》，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上海：开明书店，１９３４ 年，第 １４５ 页。
《１９１３ 年 １－３ 月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概况报告》，朱有瓛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第三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２ 年，第 ２２７ 页。
《教育部：电各省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第 ５９６ 页。
《教育部公布专门学校令》，潘懋元、刘海峰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第 ４７１页。
《前清学部立案各省高等实业学堂一览表》，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上海：开明书店，１９３４ 年，第 １４５ 页。
根据《首都志》（第 ７３７ 页）转引《江苏咨议局第二年度报》，早在 １９０９ 年江南高等实业学堂就曾经申请工农两科独立办学，“拟
划分矿、电、应用化学三科，改为高等工业学堂，划分农科及农事试验场为高等农业学堂，并以蚕桑学堂附入”。 时任两江总督张
人骏答复：“农工合办本未非法，若遽行分办，非筹有巨款，必致两种均成敷衍。 不如该堂仍暂行照办，一俟筹有扩充农工两科的
款，再行详立预算表，增加科目，分为两校。”工农两科独立办学的计划终因没有筹集到充足的办学经费而流产。 参见王焕镳编
纂《首都志》（下），正中书局，１９４７ 年，第 ７３７ 页。
《视察第三区（皖、苏、浙）学务总报告（１９１４）》，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１ 年，第 ３１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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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设农林两科，预科额定 ７０ 名，实取学生 ６５ 名，其中农科 ３７ 人，林科 ２８ 人①。
１９１５—１９１９ 年，由中国科学社的发起者之一、著名农学家过探先担任校长。 过探先长校期间对

校务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颇见成效。 一是充实与优化师资。 过探先利用自己曾留学美国的视野广

延名师，聘请唐昌治担任农科主任，陈嵘担任林科主任，钱崇澍等留美生和余乘、黄希周、曾济宽、萧
诚等留日生亦来校任教，学校的师资条件大为改善，教学质量也得到了保证②。 二是努力在教育经费

不足的情况下谋发展。 面对经费的严重短缺，过探先主张：“本因陋就简之旨，为苟完苟美之谋，不敢

从事夸张，致多纷更，适值经济奇绌，进行不易，各部虽略事布置，返原来之计划。”③即将筹集到的教

育经费首先用于学校自身发展。 三是积极推进校外农业教育。 过探先深受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教

育模式的影响，认为农学教育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学生不应只在校内从书本上学习农学知识，必须走

出校门，主动参与农业调查和农林实践活动。 他提出：“研究为实施农业改良之基础，调查为研究之

先导……特恐不先调查研究，所谈偏于学理，反碍推行，研究少有端倪，即当进行。”④过探先将校外

农业教育作为农业专门人才培养的重要路径，为此他积极联合江苏省内其他农业学校，共同开展农

业试验和农业演讲，既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又扩大了学校的社会影响。
在过探先任职期间，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的招生规模逐步扩大，由 １９１５ 年的 １８７ 人，增长到

１９１７ 年的 ２２４ 人⑤。 学校的社会声誉日隆，时人评价“择地甚良，规模亦阔”⑥。

四、百川归海———在大学区制的推进中汇入国立第四中山大学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同年 ６ 月在蔡元培的推动下施行大学区制。 大学区制是将全国

划分为若干个大学区，于每区设置一所大学来管理全区的教育文化事业。 在江苏，国民政府将“江苏

教育厅与东南大学、河海工科大学、上海商科大学、江苏法政大学、南京工业专门学校、苏州工业专门

学校、上海商业专门学校、南京农业学校等九校，合并而设立第四中山大学”⑦，以此来管理江苏大学

区（含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内全部的教育文化事宜。
接下来南京工业专门学校和南京农业学校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的一分子。

“１９２７ 年 ６ 月 ２３ 日，江苏教育厅函聘杨孝述会同督学周宣德接收南京工业专门学校，７ 月 ２ 日又加

聘卢恩绪一同办理。 该校师资、设备等均并入四中大（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工学院。”１９２７ 年 ７ 月 ２９
日，常宗会、张天才前往接收南京农业学校（即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合并于国立第四中山大

学，并以该校旧址作为四中大农学院院址”⑧。
从此江南高等实业学堂融入了历史。 它在不同的办学时期一共存续了 ３０ 余年，是近代许多重

大时代变革的协同者和见证者，亦是中国教育近代化转型的缩影。

（责任编辑　 刘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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