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是中国近代史上首屈一指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家；他的一
生都在为国家糍起和民族振兴丽奔走呼号。在那个风霜飘摇，致权瞬变的
挺纪里，饱以对阂家翱人民永恒不移的至爱情感，将西方大学的文讫精神
一点一滴融入脚下这片神奇的沃土之中，为后世子孙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财
富。1939年4月，在他百年寿诞之际，中国共产党以“国家之光，人类之瑞”的
祝词毫贺，表达对他翳崇翥敬意——籀就楚中国文化毅青界的一代宗糅，复
旦大学的饲始人马相伯。

马相伯：

大爱无疆，青
◎文·党宁

史永垂的“传奇”校长

马桶伯原名志德，亦名建常，字相伯。1840年3月，他出生

于江苏丹阳一个笃恼天主教的家庭中。他囱少聪颖过人，富有

疆识，12岁时便独岛桊船到上海，进入徐汇公学读书。凌十年

苦读期阉，他古今唪外无所不窥，除了对中黼传统经典有系统

的阅读之外，还对西方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天文等)以及哲

学、神学簿用力极深，并掌握了褥膳文、拉丁文、法文、意大剩

文等多季窜语言。后来，他接任过徐汇公学的教师稀校长，并在

31岁时获得神学博士学位，成为～名神父。但他因不满法国教

士对中圈人的歧视，子38岁时愤然脱离教会，投身晚清的洋务

运动，成为李鸿章懿霪要幕镶。纯曾经漂浮避海游嚣考察了欢

美日本等国，搞过洋务，办过外交，给清廷提出过不少“禽国强

民”的建议，还去过朝鲜参与改革政事，但都以失败而谂终。这

交缝的满腔救国热愧受到极大的打击，于憝在1901年恐退隐

沪西土山湾，开始专营教育活动。此后，他倾尽全部家资栩继刨

办震旦学院和复旦公学，并亲自主持校务和教学事宜。人生暮

年，诧仍|疆活跃在中黧教育的舞台上，为国家的复兴竭尽了所

有的力鬃。1939年，他在复量大学内迁昆龋途中因病去墩。

“传奇人生’：谱写教骞救溺的千古绝唱

马相伯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情感的知识分子，面对

108蠢躲黧。。一。。

霸已多灾多难的祖国无论如何是不会置之不理的。虽然此前程

政治生涯中受到了诸多挫败，但是他在痛定思痛，总结经验之

后，毅然将自已静救国理想转移到“纛发民智，振兴教育”的道

路上。驳诧，为处于永深火热之中的炎簧子孙割立一所新式大

学，便成为马相伯最大的人生夙愿。为达到这个圈的，他先后考

察了欧美强融的著名高等学府，并形成了自己对麓等教育和人

才培养的独到觅解。然而，要怒实瑗为疆孛国剑办一掰堪与疆

方大学相提并论的新式大学，其中的备种艰辛困莆可想而知。

“毁家兴学，创办震旦”：1900年，马相伯力排众议，毅然决

然缝将謇己全豁家产——松江、毒溱等壶篷的3000余蜜妥产援黻

给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并立

下“捐献家产兴学字据”。此举一出，四座皆惊。纵观中国几千

年的悠久历史，弱资助学鳇毒援之±豹礁不鞋投举，毽是缘马

襁伯这样一次就把自己的万贯家产倾囊相赠，却只图兴办学校

的案例，可谓妪古未有。可以想象，这样的壮举对当时中国各界

的震动有多么强烈。1902年，在各方瑟条俘都已经成熟之际，

他以“中谣大学堂”理念，宅l办震量学院。“震量”二字乃是梵文

“中国”之谓，含“东方日出，前途无嫩”之意。而马相伯也渴塑

这所初生的大学能够摆脱中国传统棚沿承袭的“繁锢之学”，其

歪把学阕当或“毽冥街最薄贵者”。

1895年创办的北洋大学堂是中豳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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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震量学浣霆是中匿近代第一掰私立大学。马相继在锏立震

旦之初，便按照自己对高等教育的理解实行了一套独特的管

理和教学方法。首先是实行“学生自治制”，校务由学生推选干

事容行籍理。其次是提僵“学生爨壶掰究之风”，也就是学术民

主，思想自由，并采厢“挈举纲领，开示门裰”的启发式教学方

法。他在办学方针中强调了三点：一是注煎文艺，二是崇尚科

学，三是不谈教理。地还身体力行，亲自加入到学校警邂的第

一线，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吸雩l学生参与到民主自洽之中。随着

学校内民主自由的风气日渐形成，天主教耶稣会对教学开始

实旎干预，目的是扼杀已经在校内盛行的鞠由气息。由于教会

对学校“民主謇鸯”嗣度的严羹破坏，马椽穗子1904年毅然宣

布辞职。此举也得到了震旦学院很多学生的拥护和支持，这些

具有进步思想的学生追随老校长愤然离去，并开始积极筹划

建立掰黪学校。

“改弦更张，情归复旦”：1905年，马栩伯游说自己的好友

严复和张謇等人为成立新的学校筹集善款，又在学生叶景莱、

予右{王等入鲍麓璎下，建立复量公学(鄂琵在的复旦大学程复

旦中学)。学校定名为“复旦”，既深含“光复震旦”之意，又寄托

了马相伯等人对国家未来的夔好祝愿。古诗((卿云》圈：“日月

光华，旦复旦兮”，这就是复旦的文化底蕴。复旦创立之螽，一

切仍仿照震量瞄粼，且更将其发扬光大。马柜伯在师生盼一致

拥戴中成为复旦第一任校长。此外，他还囱告奋勇，以六十六

岁之高龄亲任拉丁文和法文教授。在其学生的记忆中，他上课

时总是神态宣著麓鏊整在谤台上，鼻子上絮蔫硕大酶铜边鼹镜，

垒国各界撤国会“七君子”出狱后在马相伯家合影

“疆说摇垂，不以为苦”。

然而，复旦公学在韧创时的困难是不言而喻的。学校既无

校址，也没有经费，更缺乏德才兼备的合格教员。但马相伯并没

鸯被这诸多灌戆翁吓型。缝以虿舅予不挠静精撩，在社会各方有

识之士的支持和帮助下，和学生们共同奋斗，终于闯过了这些

肴似不可逾越的障碍。他们先将从震旦迁出的一部分器材和图

书，寄存在灏荚租雾的一赝宅院当中，继而由马相伯出面发电

搬给其f墨交两江总督周馥，要求拨褥癸淞营地七十余亩作为建

梭之用，并暂借旧吴淞掇督行辕作为临时校舍。最后又争取到

开办费二万灏，遂定于1905年的中秋节正式开学。

虽然马栩信援任囊量公学校长静时阔并不长，僵是毽搿创

办的震旦学院的第一批学生，包括蔡元培、黄炎培、胡敦复、邵

力子、徐季龙、翁文灏、攀叔同、于右任等人，正是受到了其强

懋的爱莺主义精裤酶彩镳，嚣嚣才褥以在中匡的竣淦、文化秘

毅育界做出了许多卓愁的贡献。尤矮是蔡元培此后在担任北

大校长期间，大力提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方针，并促使“五

耀”运动穗“凝文讫”运动的蓬勃开溪，应该说，这一切所受马

榴伯的影响撼不可忽视的。在此屠的几十年间，由于战争的影

响，复旦公学的命运也照几起几落，但无论如何马相伯都始终

关注着这所榘结了他毕生心血的大学，直到毡走到宣己人生的

尽头。

“智慧志光’：开创中国教育的一代赫风

作为中国近代民主主义教育

的一面伟大旗帜，马相伯为中湖教

弯螫下了一所享豢璧界酶高等学

府，也为后来的教育界同仁树立了

一个高山仰止的身影。同时，他也

给孛墓麓等教育贡激了很多宝费

的精神财富。可以说，马相伯以其

博大精深、别具一格的现代大学的

教育理念，为中国近代高等教密开

窟了一片薪的天空。

“两学东渐，万流归宗”：马相

伯所处的时代是联方文明不断冲

击东方文唆，并取褥翳显{莞势鲍历

史阶段。为使中国摆脱西方殖民主

义的控制，只有虚心向西方学习，

走琵代纯静塞国强兵道路。马糨绉

舍家兴学也是为了学习和研究西

方文化的精髓，从而使其服务于中

华民族黪再次龌起。虽然关于如何

吸收两方先进文化理论赛有禳多

争议，但是马相伯对此有着自己的

独到见孵。

曾先，他搓密对待中国传统

文化要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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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伯接受过良好的传统儒家教育，但他对中国儒家传统和封

建专制主义教育有过激烈批判，批驳孔子教育思想中的夷夏之

辨、读书做官等不符合现代教育精神的观念，指斥以繁琐主义

和空虚主义为特征的儒家经学教育严重脱离社会生活实践，不

利于创新精神和独立人格的培养，与教育民主化思想背道而

驰。但马相伯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他对儒家“治

学”、“立志”、“大丈夫精神”以及“民本自治”等观念，对墨家的

逻辑知识和积极向上的平民人生态度，均给予肯定。他主张博

古通今，在学习现代知识的同时要注意吸取中华民族的优秀文

化传统，也要求学习要做到中西交融，在辅仁大学，他明确地提

出以“中西汇合”为办学指导方针。但针对西方某些传教士欲以

“彼文彼语，以化吾文吾语”的文化殖民主义，以及国内学术界

日益严重的全盘西化倾向，马相伯深以为忧。虽然马相伯提倡

西学，积极投身于学习和借鉴西方科学的教育中，但他旗帜鲜

明地反对不顾中国国情和优秀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指出学习

西方的正确态度是“洋为中用”。为了理性地吸收西方的科学人

文精神，同时也能彰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国教育的现代

化与本土化、世界性与民族性得以相融共进，他对西学采取是

批判吸收的态度，明确表示那是为中国所用、振兴中华的一种

手段，强调学生要联系中国文化遗产去学习西方科学知识，比

较对照，融会贯通。他认为只有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同

时不忘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才能汲取中西文化精华，融人世界

潮流之中。可以总结说，马相伯是要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基

础融会西方先进文化的精粹，从而创造一个适应时代历史发展

需要的具有世界性的新型民族文化。

“科学为父，人文作母”：马相伯对科学和人文在高等教育

中各自所处地位的论述，也体现出其高瞻远瞩的深邃智慧。他

认为，科学只是人类文明成果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道德、宗

教、文学等人文领域的成果，它们分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各有

其不同的价值取向。前者求真，后者求善、求美，二者间并没有

孰轻孰重之分。因此，他主张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的教育

方式。

马相伯对科学教育内涵的阐述，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

作为课程的科学知识与理论；第二，作为课程的科学技术及应

用知识；第三，探求知识，追求事物本质的自由而独立的科学

态度与科学精神。马相伯对科学知识及理论的重视，可以从震

旦学院、复旦公学的课程设置中清楚地看出来。马相伯创设震

旦学院时虽然标榜其培养目标为“广延鸿儒，培成译才”，但它

在课程设置上却把“质学”(即科学)与“文学”并列为两个对等

的学科。在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之外，马相伯十分强调自然科学

课程在人的成长过程中的作用。马相伯倡导科学教育，却并不

是唯科学主义者。他在高度肯定科学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

作用时，又从理性与价值的立场出发，反对盲目推崇科学，尤其

是反对科学万能论。

在强调人文教育的办学过程中，马相伯首先从道德与社会

变革的关系人手，强调道德教育在人文主义教育中的核心地

位。他认为，道德品格不立，一切社会改革都不过是空谈罢了。

另外，他在演讲中多次强调道德教育才是教育的核心内容。他

1 10盆整哿淼。。。。oc加。。，

在代理北京大学校长发表演讲时说：“所谓大学生，非校舍之

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索薪水之大之谓，系道

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诸君在此校学习，须遵循道德和专业内

容，庶不辜负大学生三字。”马相伯所阐述的道德含义很丰富，

既包括中国儒家优秀道德元素，又包括西方资产阶级一些重要

的伦理道德品质。不过马相伯所推崇的道德教育，大致以儒家

之理想主义为旨趣，《大学》中的“止于至善”是其最终目标。

其次，在人文课程实施中，马相伯结合中国近代教育的实

际，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与创新。第一，在课程的总体取向上，以

古典文化教育为主，同时重视现代语言课程的学习。如前所述，

马相伯将课程分为“文学”和“质学”两大类，文学类课程包括

古文和今文两类，古文包括希腊语、拉丁文等古典语言和古典

文学。马相伯认为，西方的古典语言与古典文学是西方精神文

明的源头和象征，它具有人类共同理性的永恒价值学习它们，

不仅可以获得历史的视野，而且可以穿越历史时空，养成一种

宽广的胸怀，对于提升民族文化素质具有重要价值。在古典人

文课程设计中，马相伯对中国古典文化格外珍视，可以说，在他

的人文主义教育中渗透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文化传统。

“学术之根，自由为本”：马相伯对大学理想的思考，不仅仅

局限于大学所传授的高深知识。他对大学思想自由和民主自治

的必要性也不乏新颖的理解。首先，他提出大学教育还要有充

分的自由空间，大学校长要拥有独立于政府和教会等其他机构

的自主权。马相伯在创办学校和经营学校的过程中始终力图

使高等教育摆脱官方的控制，目的就是避免使其沦为统治阶

级的工具。而且，他还主张高等教育应该独立于教会。“不谈教

理”即是他反对教会干涉学校管理的体现。马相伯一手缔造的

震旦学院就是他“教育自由”思想的集中体现。这所中国第一所

私立大学的管理制度相当简约明确，概括起来就是校长领导下

的“民主自治制”。当时的震旦学院仅设总干事和会计干事两名

专职人员，其余的工作人员都是在开学之初，由学生自己选举

出来的代表来担任。学校的教师只需专心于教学研究工作，不

必为学校管理的具体事情而费尽心力。随着“民主自治”的不断

深入发展，这一以学生管理者为主体的制度越来越显示出其优

势，并逐渐衍生出“面向所有学生，无论其思想派别有何不同都

任其自由发挥”的“兼容并包，有教无类”的办学宗旨。可以说，

自由的气息大大促进了震旦学院的学术发展。

其次，为破除中国传统的“奴隶之学”，反对为谋取一官半

职的功利主义学习观，马相伯提出要在自由宽松的氛围内进行

自主学习的理想。在这种环境中，他要求学生做学问必须要独

立自主，求真务实，还要养成自由研究的风气；学生要根据自

己的兴趣和才能选择不同的学科和内容加以研修，学习中不能

伴有任何私心杂念；教师和学生在教育过程中要追求“学问之

真”，为求真理可以付出一切努力；无论对科学学科还是人文学

科，只要一经选定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不能止步于对知识

真理的一知半解。马相伯认为，只有使每一个学生和教师都在

一个自由的环境中自主的创造学习，才能最大限度发挥他们的

潜力，从而为国家作出自己的贡献，而这也是其对高等教育的

最大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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