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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公学译书院的翻译出版活动!

唐欣玉

"重庆邮电大学 外语学院#重庆 &"""HM$

摘D要!南洋公学译书院为配合晚清军事,政治变革及公学人才培养的需要$在'中学为

体$西学为用(方针指导下$近六年间从西方,日本翻译并出版了大量兵书,政法类书籍及教

材% 尽管译书院负责人,身为洋务官僚的盛宣怀在政治上存有局限$尽管'中体西用(作为指

导思想在学理上是否合理$目前学界还颇有争议$但译书院事实上为建立晚清新式陆军,推行

新政运动,培养新型人才以及推进近代翻译事业做出的贡献$实不容忽视%

关键词!翻译)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盛宣怀)张元济)南洋公学译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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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南洋公学译书院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所高

校出版兼翻译机构# 从 #$%$ 年创立"至 #%"& 年

因经费紧张被迫裁撤"共翻译)出版东西学书籍

H% 种"内容囊括兵书)政书及教材等# 目前有关

译书院的研究"除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

校史编纂组的史料收集与整理外"有关盛宣怀与

张元济的研究中也有涉及# 其中较为重要的成果

是/张元济与南洋公学译书院0

1#2一文# 作者对

张元济任译书院院长期间译书院的译书情况及所

译东西学书籍在当时社会产生的影响做了详细梳

理# 由于该文论述重点在张元济"因而不涉及译

书院其他时段的翻译活动和一以贯之的翻译指导

思想# 本文将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探讨译书院不

同时期选择翻译的不同西书及背后的时代)个人

因素-分析译书院的翻译指导方针-纠正当前有关

研究中片面夸大张元济功绩的不实之处#

二%创设译书院之缘起及翻译思想

盛宣怀创立译书院的动因"首先缘于他兴办

洋务的实际需要# #% 世纪末"盛氏已创办起轮)

电)矿)纺织)铁厂)铁路)银行等多家近代民用企

业# 如何经营这些新式实业"传统文化中没有先

例可循"取法西方成了当时的合理选择"由此也就

产生了对新式人才的大量需求# 在盛宣怀看来"

理想的新型人才需%能读西国之籍&%能周知四国

之为&

1!2H#M

# 而熟练掌握外语则是实现上述目标

必不可少的前提之一# 但盛宣怀也很清楚"学好

外语并非一朝一夕的工夫"要达到精通或熟练的

程度颇费时日"难以满足其时对人才的迫切需

求1!2H#M

# 若诉诸翻译"收效就更快)更显著"正所

谓%任其难者"不过数十人-而受其益才"将千万

人而未已&

1G2GG#

# 所以早在 #$%H 年筹备成立南洋

公学时"盛宣怀便购置了大量东西学书籍"打算让

公学学生陆续翻译出版1&2GK

# 创建译书院"则是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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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思路的具体落实#

其次"现有译书存在的诸多弊病是促使盛宣

怀创设译书院的另一诱因# 自 #% 世纪 H" 年代以

来"因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需要"同文馆)江南制

造局)福州船政学堂及各地方言馆)书局)报社等

展开了较大规模的西书翻译活动# 和其时大多数

有识之士一样"盛宣怀也认识到了这些译书存在

的问题$一是数量明显不足"所译书籍不过西书中

的极少部分-二是译书门类选择不平衡"算)化)

工)艺等领域居多"政治方面的书籍则较少1!2H#M

-

三是所译书籍内容多已陈旧# 而要把握西学的新

理新法"并在短时期内收到成效"大量翻译日本)

西方新近出版的书籍是当时唯一的选择1!2H#M

#

除以上现实因素外"盛宣怀器重翻译还有更

深层次的思想上的原因# 和严复将翻译视作认识

西学的最下策不同1M2MH#

"盛宣怀认为西学本应通

过翻译来传播# 他先以埃及作反面例子"指出埃

及之所以衰落并至灭亡"就在于直接以西文传递

西学# 理由是$废弃国文或将外国文字置于本国

文字之上"必然会造成国人还未通晓西学便已背

弃国学的局面1!2K&H

!

"因而%比有事曾不得一人之

用&

1!2K&H

# 而与埃及形成对照的日本"自明治维新

开始便以东文大量翻译西书"不仅未丧失其立足

之本"还扩大了西学的受惠群体"上至将帅公卿"

下到贩夫走卒"无不受益于新学"日本也是因此才

有了后来的强大1!2KGG

# 通过强调翻译在日本自强

道路上扮演的重要角色"盛宣怀为他推广翻译找

到了强有力的支持# 所以他提出"除外交交涉宜

用外文外"其他领域仍当以中文为重1!2KG&

#

而中学之所以必须居于根本地位"则和盛宣

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有关# 这一思想

在他的言论中随处可见# #$%H 年他奏请设立南

洋公学"谈到其时人才匮乏的问题"认为根本原因

就在于%毋亦孔孟义理之学未植其本"中外政法

之故未通其大&

1!2M&!

# 在向清廷举荐何嗣主持

公学时称后者%学术湛深"不求闻达"臣'盛宣怀(

与纵论西学为用"必以中学为体&

1!2H#!

# 另外"

/南洋公学章程0的设学宗旨也明确定为%以通达

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柢为基础"以西国政治家日

本法部文部为指归&

1&2GH

# 从始至终"盛宣怀始终

将中学置于主体地位"认为讲求西学只是%礼失

而求诸野&

1!2H#!

# 具体到翻译西书上"他的理想便

是%使东西文得中文阐发而无偏弊"则中学得西

学辅翼而益昌明&

1!2KG&

"根本目的则在以翻译确保

中学的地位#

三%兵书翻译!为建立新式陆军服务

检视译书院几年的翻译活动"可以发现"从

#$%$ 到 #%"# 近三年的时间里"译书院主要从事

的是兵书翻译# G# 种已译成书籍中"兵书占了 !"

种# 后之论者在谈及这一情况时多以%实用主义

选题方针&做总结1#2$%"1H2G&

"背后参照的当是康梁

等人以政治制度改革为目标所进行的翻译# 无可

厚非"甲午后"康)梁等人高瞻远瞩"认识到军队的

强大并非西方国家制胜的根本所在-只有从制度

上加以变革"才能救亡图存"实现自强# 因此"他

们主持的译书机构大都不再以翻译兵学书籍为

主"而是首译西方政治)历史)教育等社科类著作#

然而"康梁的政治主张及译书活动只是其时

历史面貌的一端# 即便他们站得更高"也不能藉

此忽视译书院的业绩# 事实上"盛宣怀这一时期

选择以兵书翻译为主"也自有其合乎历史发展脉

络及个人思想认识的方面# 甲午一战"海军全军

覆没"陆军一路溃败# 战争的惨败迫使朝野有识

之士对失败的原因进行反思# 维新派人士指出是

专制制度导致了鸦片战争以来晚清政府屡战屡败

的局面"提出唯有变法维新"才能从根本上强国#

但其时绝大多数官绅仍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

因此他们更多的还是从战争本身寻找原因"而批

判的焦点大多集中在官兵素质低下这一方面# 袁

世凯批评军官们%师心自用"仍欲以*剿击发捻+

旧法抵御强敌"故得力者不可数睹耳&

1K2!#%

# 张之

洞也谈到将官因循守旧)不懂西方军事科学"甚至

连新式枪械也不熟悉1$2#"M!

# 将领不善带兵"士兵

自然不可能骁勇善战# 陆军如此"海军也不例外#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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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持此观点的还不止盛宣怀一人% #%"! 年-外交报.第三期上发表了-论中国语言文字.一文$作者在按语中

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其理由有三&第一$'语言文字为国民精神之所寄$未有语言亡$而其国存者()第二$'教育之要$在

普通学$而不在语学()第三$外国文'终不如用中文之亲切广大(%



北洋舰队后期"%操练尽弛"自左右总兵以下"争

携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 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

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

1%2&LM有如此将士"

打败仗也就不足为奇#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甲午战争后"%整军经

武"以救危亡&的呼声遍及朝野# %一时内外文

章"争献练兵之策&

1#"2#K%

# 清政府因应时势"开始

了声势浩大的练新兵运动# 荣禄在北京着手编练

新军-袁世凯接替胡遹芬在天津小站练兵-张之洞

则在江宁编练自强军# 另外"鉴于%西国之将领"

由武备院肄业生考充兵弁"以次迁升"必其学成而

后致用&

1##2MGH

"晚清政府)地方官绅纷纷效法"在

各省大力兴办武备学堂"培养新式官兵# 从 #$%M

到 #$%$ 仅三年时间"全国各地奏请开办的武备学

堂就有十多所# 一时间"建立新式陆军成了朝野

共同关注的问题# 即便维新派人士"也同样赞同建

立一支现代化军队# 康有为就曾先后上书光绪"请

求广设武备学校1#!2#&H

)裁撤绿营旗兵及仿德日军

制训练新军1#G2G#$

#

盛宣怀在这一问题上的主张也不例外# 实际

上"早在 #% 世纪 K" 年代襄助李鸿章镇压少数民

族起义)处理天津教案等过程中"他便已认识到兵

强对于国家安危的重要意义# #$%& 年中日交战

期间"他痛斥各军守旧军官不学无术"建议李鸿章

练新军1#&2#MG

# #$%H 年他在上奏光绪皇帝的第一

个奏折/条陈自强大计0中系统地总结了他的强

国主张"其中首要便是练兵1!2MGK

# 此外"盛宣怀也

意识到培育新型军事人才的重要性"提出%'各

省(先设武备学堂一所"教以筑垒测地)枪炮制

造)弹丸发送)队伍分合)马骑控御诸学&

1!2MG%的具

体措施#

在以上内外因素作用下"盛宣怀将译书院此

一时期的任务定为主要翻译兵书"也就自有其合

情合理的成分# 他后来对此也做过解释$%臣初

以练兵为急务"故兵学居多#&

1!2KGG事实上"不仅南

洋公学译书院如此"其时新成立的诸多军校都大

量翻译西方兵学著作# 如湖北武备学堂翻译了

!& 部德国军事著作"汇集成/湖北武学0-江南陆

师学堂翻译刊印了德国教习编写的 !$ 卷德国陆

军学术教材# 另外"维新人士虽不再以兵书翻译

为主"但兵制的改革仍在其关注范围内"所以也翻

译了一些西方军制方面的书籍或文章"如译书公

会报就刊载过/俄国新造兵舰0 '#$%K()/日本海

军大学堂章程0 '#$%$(等译文# 因此"南洋公学

译书院进行兵书翻译并非落后保守"而是顺应了

历史发展的需要#

至于有论者认为译书院%当时所译书目均为

日本的军事书籍"状况平平# 比较起三十年前江

南制造局译馆由傅兰雅)林乐知)徐寿)华蘅芳)李

善兰等主持所译的格致之书" 似乎进展不

大&

1#M2H&

"更是与实际情况不符# 译书院的兵书翻

译和江南制造局时期的兵书翻译并不完全一样#

后者多集中在枪炮等武器的介绍上"前者则涉及

了部队作战的方方面面"从战术到军事训练"从设

置障碍到野外生存"从战时供给保障到军人薪水

支付"从军校章程到东西国军制"一应俱全# 和同

时期的兵书翻译相比"译书院的翻译也自有其特

色# 首先"和当时兵书大多译自德国不同"译书院

的兵书绝大部分译自日本"开启了下一个阶段全

面学习日本军制的先河# 其次"译书质量更高#

其余武备学堂译书大都采取外国教习口述)中国

人笔录的模式"译书院却以高薪聘请了日本陆军

大尉细田谦藏)稻村新六担任军事翻译顾问"或由

他们亲自翻译"确保了翻译的准确性# 译书院的

兵书翻译在当时确也远近闻名"如/步兵操典0一

书"就再版了三次-顾燮光 #%"! 年为/增版东西学

书录0做序时也称%兵家言南洋公学译之&

1#H2G"

#

通过翻译"译书院为近代新式陆军的建立做出了

自己的贡献#

四%政法书籍翻译!配合新政运动

从 #%"# 年下半年始"译书院的翻译方针发生

了重大改变"兵书翻译比例迅速下降# 据目前资

料"译书院六年共译兵书 !& 种"前文已提及 #%"#

年以前便翻译了 !" 种"也即从 #%"# 年下半年至

#%"& 年译书院撤销为止"只翻译了四种兵书"其

余大部分则为政治)法律和教材等书籍1#K2

# 此处

仅先就政法类书籍的翻译进行讨论# 有关译书院

此一时期大量翻译政法类书籍的原因"目前学界

存有不同意见# 有论者认为是清廷的新政运动促

成盛宣怀对译书门类做了调整1#$2!$M

-另有论者则

坚持是张元济对盛施加影响的结果1H2G&

-还有论者

将此完全归功于张元济1#2$%"1#%2!G

# 那么"实际情况

$"#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DDDDDDDDDDDDDDD第 !% 卷



究竟如何3 应该怎样衡量张元济在译书院的地位

和作用3

#$%% 年 G 月"张元济受李鸿章推荐"正式出

任译书院院长一职# 准备就职前"张元济确有自

己的打算和准备# 首先在西书的门类选择方面"

他决定先翻译字典"然后译政治)法律)理财)商务

等书籍1M2M!$

# 其次他还就如何选择译员)怎样安

排译员工作量)如何计算报酬)如何包译)怎样计

费等具体问题向严复请教1M2M!HLMG"

# 然而后来的事

实证明"张元济的想法基本上没有得到落实# 盛

宣怀在张元济还未上任之前"就已经决定好了译

书院要翻译的是兵制)商务书籍1!2H!#LH!!

# 至于聘

请译员)计算报酬方面"则早在 #$%$ 年 ## 月前就

已经确定1!"2#"

"张更是无从干预#

就职后的张元济"事实上也是按照盛宣怀既

定的方针在主持译书# #$%% 年 H 月"他上报盛宣

怀"已译成兵书 $ 种"拟定翻译的 !G 种书籍仍属

军事著作1!"2#"

# #%"# 年再次呈文"告之盛译书院

历年翻译并出版的书籍共十四种"其中兵政占了

十二种-另外已经完成翻译的书籍有兵政 '八

种()理财'一种()商务'两种()国政'两种()学

校'三种(和税法'一种(等"准备陆续刊印1!"2#H

#

尽管这里也提及了两人都认同的商务)理财类书

籍的翻译"具体如日本古城贞吉的 /万国通商

史0)佐佐木信夫的/商业实务志0和英国花纳的

/英国商务提要0等"但和译书院此一时期翻译出

版的兵书相比"其他门类书籍所占比例明显很小#

那么"是否张元济的%无权&状态到 #%"# 年

下半年发生了变化"以至可以影响盛宣怀的译书

抉择3 答案则是否定的"实际情况是盛氏本身的

思想发生了转变# #%"" 年八国联军侵华"盛宣怀

鉴于国内外局势"从之前的坚决反对变法转而主

动提出变法"一方面委托其时的驻美公使伍廷芳

以变法维新为条件试探美国"期望后者促成停战

议和1!2H%#

-一方面奏请朝廷%力行新政纲领&

1!2K#!

#

在盛等人的努力下"#%"# 年 # 月"清政府宣布实

施新政"决心从本源上学习西方# 而翻译则是其

时人们公认的最快捷)有效的学习方式# 针对已

有译书大都属技艺门类"于变法毫无补益的现状"

张之洞)刘坤一提出 %宜多译外国政术学术之

书&

1!#2!G

-张謇也主张大量翻译日本已经翻译过来

的西政类书籍1!!2#&

# 作为促成新政运动的积极分

子"盛宣怀则将翻译置于新政推行的首要位置"认

为%译书一事&可%发其端倪&

1!2KGG

# 同时他也意识

到其时的政学译本太少"因而适时调整了译书院的

译书方针"还为此专门上奏清廷"言明译书院将推

广翻译政治法律等书籍1!2KGG

"从而为变革维新提供

可考之书#

因此"译书院翻译方针发生变动并非张元济

的作用# 我们可以说"盛宣怀和张元济这一阶段

在选择什么样的书来翻译方面达成了共识"但盛

宣怀认识上的转变"才是促成译书门类变化的根

本原因# 另外"早先既定的南洋公学人才培养目

标"也要求译书院就西政西法类书籍进行翻译#

这一点稍后还会详细谈到# 而在如何翻译西方政

法类书籍方面"盛宣怀重申他一贯的主张"强调西

学)西政等书籍%当与中国本有之文学政事融会

贯通"方能得其要领"而不为所囿&

1!2KGG

"其%中体

西用&的思想再次得以呈现#

五%教材翻译!人才培养

如果说译书院的兵书翻译是为建立晚清新式

陆军服务"政书翻译部分配合了新政运动的话"那

么"接下来讨论的教材翻译则是针对南洋公学和

晚清社会的人才培养问题# 据笔者统计"译书院

五年间所译教材至少占了总译西书的 !Ga"内容

涉及历史)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统计学)图画)几

何)算学)地理等# 从分布时段看"主要集中在

#%"# 年清廷开始推行新政后"但实际翻译活动从

南洋公学成立后不久便已经开始# 公学初创"教

材缺乏是个大问题# 中学课本尚可自编"涉及西

学的部分则没有现成的可以沿用"只有参酌西书"

进行编译# 而选择什么样的西书来翻译"至关重

要"因为这关系着公学人才的培养# 总的来说"译

书院仍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下从事

教科书的翻译# 盛宣怀 #%"! 年总结译书应注意

的四个方面时"最后一项便涉及教材的翻译# 他

认为%髫龄之初"苟无/小学0/孝经0/四书0预固

其根基" 成人以后" 放僻邪侈" 流极不知何

底&

1!2K&H

"主张小学课本仍当以中学为根本# 因此

接下来在确定翻译哪些西学教材时"决心%专取

其文部所定教员所授之本"咫闻杂学概不兼

收&

1!2K&H

"从而实现以西学辅助中学的根本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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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宗旨在译书院制定的译书规划中也得到了具

体落实# 教员白作霖受命编译教材时"就提出

%拟参仿彼中探迹国法论与国法各论之意"仿英

国宪法之史之例"再略依其立法)行政等部别"采

中国古来法制"撮要为之"俾略识本邦政法沿革之

略&

1&2H!

# 简言之"只有融合了西政西法和中国已

有法制的教材方能为学生所用#

而译书院所译教材囊括了公学各院学生所

需# 南洋公学分设师范院)外院'小学()中院'中

学(和上院'大学(# 其中外院阶段的学习"在公

学创办人看来尤为重要# 盛宣怀强调%蒙养正则

圣功始&

1!2H#!

"认为办好师范)小学"是%学堂一事

先务中之先务&

1!2H#!

"因此对小学教材尤为重视"

主持翻译了历史)地理)算术等读本# 其中最为后

世称道的则是/蒙学课本0一书# 该教材被视为

晚清最早由国人自编的新式教科书# 虽名为%自

编&"实际上%大半译自西书"略加点窜&

1#!2M&#

# 全

书以德育为重"翻译的同时结合晚清时势"对学生

进行知耻)爱国等教育# 智育教育则从识字开始"

再辅以短文阐释字义"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生理)

卫生)饮食等各个方面# 公学希望藉此造就出既

不%懵于经史大义之根底&"又不迷于%章句咕哔

之迂途&

1!2H#!的新型人才#

其次"为配合公学培养政治家这一宗旨1&2GH

"

译书院还翻译了大量政法类书籍作中院)上院及

师范院学生教材用# 白作霖在与盛宣怀商讨课程

设置时"提出师法日本研究政治学的程序"即

%'其(序由历史为之基"自古而迄最近"乃终以文

明史)社会学"使其融化事实-次乃及国家国法等

学-再次各国法制-而本邦宪法)行政等"以公法法

理等学辅焉-终之以统计)美辞)论理诸学&

1&2MM

"

同时翻译以上各类书籍"供公学学生使用# 译书

院后来翻译的如勃克鲁的/英国文明史0)图雷尔

的/英国枢政治0)韦尔生的/政群源流考0以及

/日本近政史0 /欧洲全史0 /英国会典考0 /美国

宪法史0等"一方面配合了晚清新政运动"另一方

面也是公学教材翻译方针得以落实的结果# 此

外"公学负责人还期望通过翻译政法类教材达到

纠偏时弊的目的# 白作霖这样总结其时国人对西

政西法的了解$%晚近恶习"既未知外国政法何

等"动辄挟其耳学"以为平权自由-欲稍折以情理

之乎"辄诟为迂腐旧说"坐其不知"实际徒赴会于

近似"以为便己之资#&

1&2MM在他看来"时人所言的

平权自由"实由对外国政法一知半解所致# 为了

让学生免受上述恶习的影响"他提出因而导之"通

过翻译西方政学书籍以匡正言论1&2MM

#

最后"译书院所译教材还不仅仅只是为了解

决公学自身的问题"盛宣怀还打算推而广之"作各

省学堂教材# 他这样讲道$%臣今所译为学堂计"

以外国寻常小学校高等小学校课本"备将来各省

小学堂之用"以外国寻常中学校高等中学校课本"

备将来各省中学校之用#&

1!2K&H有关译书院教材是

否为其他学校沿用的史实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但

至少就立意而言"译书院将自身的翻译活动和晚

清的兴学运动结合了起来"这也就决定了其所译

西书无论在内容还是门类上必然总体反映了新式

教育的主张和需求# 因此"即便译书院翻译的教

材未能成为其他新式学堂的教科书"其为后来教

科书的编纂提供了参考这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

六%结语

#%"! 年盛宣怀谈到译书院将翻译日本译自

德国的西政书籍以为晚清新政提供参考时"称译

书院的译书%得尺得寸"为旱年一溉之计&

1!2K&H

#

实际上"从前文的分析可看出"不仅政法类书籍的

翻译如此"其他如兵书)教材等的翻译"也都为急

需输入西学新知的晚清社会做出了及时)实在的

贡献# 尽管身为洋务官僚的盛宣怀在政治上存有

难以克服的局限-尽管%中体西用&这一指导思想

从学理上而言是否合理"学界还颇有争议"但译书

院事实上为建立晚清新式陆军)推行新政运动)培

养新型人才以及推进近代翻译事业所做出的成

绩"仍有目共睹#

&参考文献'

*#+ 邹振环*译林旧踪*R+*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 夏东元*盛宣怀年谱长编!下" *R+*上海&上海交通

大学出版社$!""&*

*G+ 黎难秋*中国科学翻译史料*R+*合肥&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出版社$#%%H*

*&+ 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R+*西安&西安交

通大学出版社$#%$H*

*M+ 王縂*严复集*R+*北京&中华书局$#%$H*

"##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DDDDDDDDDDDDDDD第 !% 卷



*H+ 张人凤*智民之师###张元济*R+*济南&山东画报出

版社$#%%$*

*K+ 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 M

册"*R+*上海&新知识出版社$#%MH*

*$+ 张之洞*张之洞全集!第 ! 册" *R+*石家庄&河北人

民出版社$#%%$*

*%+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R+*武昌本$#$%K*

*#"+ 何敏$薛学共*中国近代军事思想述论*R+*北京&军

事科学出版社$!""!*

*##+ 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 K

册"*R+*上海&新知识出版社$#%MH*

*#!+ 朱有骔*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 *R+*上

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G+ 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上册" *R+*北京&中华书

局$#%$#*

*#&+ 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

!第 M 册"*R+*北京&中华书局$#%%&*

*#M+ 吴方*仁智的山水###张元济传*R+*上海&上海文

艺出版社$#%%&*

*#H+ 王韬$顾燮光*近代译书目*R+*北京&北京图书馆出

版社$!""G*

*#K+ 南洋公学所译书目*E+*中外日报$#%"# O#" O#K*

*#$+ 夏东元*盛宣怀传 *R+*天津&南开大学出版

社$#%%$*

*#%+ 李西宁*人淡如菊/张元济*R+*济南&山东画报出

版社$#%%$*

*!"+ 霍有光$顾利民*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年谱*R+*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璩鑫圭$唐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

*R+*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张謇*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二"*R+*北京&中华

书局$#%G#*

"责任编校!杨D睿$

%>&01%01% ;#','1:!05#,- >#1#?0(6(4 M'(#Q01% C-1'6(-&

!!!6376-/.<0/?5.)/.: \(T05<35.)'8?5>5?57<,1?376-/.<0/?5,. U7Z/-?V7.?,1E/.9/.)2,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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