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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最早的高等学府

陕西大学堂
①

姚　远
(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 根据对清末报刊文献的再发掘, 清理出从春明学舍和青门学舍→养正书院→崇化书院→游

艺学塾 (格致学堂) →陕西大学堂→西北大学的清晰脉络, 并对陕西大学堂的源流、承袭、沿革、校舍、

校政、宗旨等作了全面的历史性论证。结论认为: 陕西大学堂是中国西部创建最早的地方性、综合性的

新式高等学府, 奠定其后组成西北大学的基础, 同时也是陕西地方教育由书院制度向学堂制度的转折,

标志着以引入西学为标志的新的高等教育体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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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背影、创建与地位

　　清光绪二十七年 (1901 年) 一月二十九日, 避

逃八国联军攻京而驻陕的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为取

悦于帝国主义、拉拢资产阶级上层和巩固封建统

治, 在西安发布“新政上谕”。“上谕”特别强调:

“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 无一成不变之治法, 穷变

通久, 见于大易, 损益可知, 著于论语。盖不易者,

三纲五常, 照然如日星之照世, 而可变者, 令甲令

乙, 不妨琴瑟之改弦”②。这就是“新政”的基本原

则。据此, 要求各方大员参酌中西政要, 就朝章国

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提出陈奏。

此后, 清廷主要根据张之洞等的陈奏, 对封建统治

机体作了一些皮毛性的调整, 即所谓“回銮新政”。

光绪二十七年 (1901 年) 九月, 清廷就新政又在西

安发布“兴学诏”, 谕令: “各省所有书院, 于省城

均设大学堂”, 并规定所有学堂“当以四书五经纲

常大义为主, 以历史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 1 ]。

作为清廷临时的“行在”的西安, 对实施新政

自不甘人后。距“兴学诏”发布不到一个月, 陕西

巡抚李绍　即奏请成立陕西大学堂, 并对学堂经

费、教师、校舍等提出解决办法, 也许光绪帝与慈

禧太后正忙于由西安回銮北京 (1901 年 10 月 6 日

由西安起程, 1902 年 1 月 3 日抵京) , 无暇批奏。因

此, 陕西巡抚升允于 1902 年初再奏开办陕西大学

堂事, 并奏陕西大学堂章程。此奏很快御批获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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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大学堂遂于光绪二十八年 (1902 年) 正月正式

成立, 并于当年 3 月正式开学。

在此前后, 我国成立的国立、省立性质的学堂,

且具有管理国家学务或管理地方学务的国家最高

学府或地方最高学府, 主要有天津中西学堂 (天津,

1895, 延续为天津大学)、京师大学堂 (惟一国立、

北京, 1898 年延续为北京大学)、广西学堂 (广州,

1899, 1902 年改为两广大学堂, 后又改为广东高等

学堂)、山东大学堂 (济南, 1901 延续为山东大

学)、浙江求是大学堂 (杭州, 1901, 后改为浙江

大学堂, 延续为浙江大学)、山西大学堂 (太原,

1902, 延续为山西大学)。当时, 中国西部省份近

代高等教育萌芽较早的地区主要有陕西西安、四川

成都、甘肃兰州等。其时, 四川省城高等学堂 (四

川大学的前身) 尚在筹备中, 直至光绪三十一年

(1905 年) 前后, 才正式成立, 四川的通省师范、法

政、存古、藏文、农政、工业等学堂也在 1905 年

后陆续成立。甘肃以成立于宣统元年 (1909 年) 的

甘肃法政学堂 (兰州大学的前身) 为最早。云南、

贵州、广西、重庆、新疆等省区市均在 20 世纪二

三十年代以后才有高等教育的萌芽。青海、宁夏、

西藏、内蒙古等西部省区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 才有高等教育。因此, 陕西大学堂是中国西部

省份成立最早的地方性新式高等学府。

在此前后, 陕西省城及附近的学堂尚有 10 余

所, 各直隶州均设立中学堂, 各州县也先后设立高、

初等小学堂, 以致“陕西学堂林立”[ 2 ]。当时, 省城

及附近的主要学堂见表 1。

表 1　清末陕西的主要学堂 (1898～ 1911 年)

名　　称 校　　址 创 建 年 月 倡　建　人

游艺学塾 省城崇化书院旧址 1898—01 陕西巡抚魏光焘奏立

武备学堂① 省城西关 1898—05 魏光焘奏立

陕西中学堂 西安北院门西安府试院内 1898—07 魏光焘奏立

陕西大学堂 省城崇化书院与咸长考院旧址 1902—01 陕西巡抚升允奏立

宏道工业学堂 泾阳宏道书院旧址 1902 督学沈卫

第一师范学堂 省城关中书院旧址 1903 陕西巡抚升允奏立

陕西课吏馆 省城万寿宫 1903—04 巡抚升允奏设

陕西农业学堂 城垣西南隅 1904 西安知府尹昌龄

高等巡警学堂 按察使署北院 1906 巡抚曹鸿勋奏设

陕西法政学堂 由课吏馆改设 1907—03 巡抚曹鸿勋奏设

陕西客籍学堂 省城南教场西 1908 提学使余　

存古学堂 举院供给所址 1909 巡抚恩寿奏设

女子师范学堂 省城梁埠街 1910 提学使余　

陕西实业学堂 旧贡院北 1910 西安知府尹昌龄

二、源流、承袭与沿革

作为陕西近代高等教育的最高学府陕西大学

堂的成立, 绝非凭空而设。其实, 它是由清代书院、

学塾、考院等学制演变而成的, 特别是由书院制度

向学堂制度的转折, 标志着以引入西方学制为标志

的新的高等教育体制的形成。陕西按察使、陕西大

学堂兼任监督樊增祥也指出:“陕西高等学堂, ⋯⋯

其先沿于旧学”[ 3 ]。

陕西大学堂的源头可远溯至清代中期的乾隆

年间。清乾隆三十八年 (1773 年) , 位于省城的咸

宁、长安两县各于城郭之外建立学舍 (相当于书

院) , 西称青门学舍, 东称春明学舍, 专教两邑童

子。其中, 长安县的青门学舍以西安西关旧蚕馆

(今西安西关正街西段路北西新民巷附近) 改建而

成, 由县拨当商生息银六十两作为每年维修学舍之

费用, 而无师生津贴膏火之费。咸宁县的春明学舍

以西安东关文昌祠 (今西安东关长乐坊)改建而成。

两学舍由于师生生活补给来源渐枯, 加上年久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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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逐渐颓废。

清嘉庆七年 (1802 年) , 清军同知叶世倬于西

安城内卧龙寺巷购置房产, 徙并青门学舍与春明学

舍为养正书院, 与关中书院分课生徒, 并由清军同

知与咸宁、长安两县共同主办。其旧址在今西安城

区柏树林街东卧龙寺巷。

清道光年 (1821～ 1850 年) 间, 养正书院更名

为崇化书院。清光绪十六年 (1890 年) , 由卧龙寺

徙址于旧清军同治署东侧 (约在今西安东厅门路北

西安高级中学东侧)。

甲午战后, 办学日趋实用, 陕西巡抚魏光焘根

据粮道姚协赞和举人薛信的建议, 于光绪二十三年

十二月 (1898 年 1 月) 奏设一所格致学堂, 名曰游

艺学塾。“游艺学塾者, 乃书院改良初具学堂雏形

之教育机关也”[ 4 ] , 校址即在崇化书院旧址。游艺学

塾, 又名格致学堂, 而格致为古代“科学”的代名

词, 因此这是一所培养各种专门科学理论和实用人

才的新式学校, 在陕西的书院向学堂的嬗变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 是走向“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办学

体制的重要过渡。正如陕西巡抚魏光焘所说: “拘

守旧章, 既滞于通今, 未由一发其扃钥; 徒尚西学,

又或轻于蔑古, 不惮自抉其藩篱。欲救二者之偏,

惟有尊重经训, 以端其趋, 博综子史, 以观其变,

由是参考时务, 兼习算学。举凡天文、地舆、兵、

农、工、商、与夫电、化、声、光、重 (机械)、汽

一切有用之学, 统归格致之中, 分门研讨, 务臻其

奥, 而语言文字尤为初学阶梯, 亦应设立学习”[ 5 ]。

这实际上就是游艺学塾的办学方针。据此, 游艺学

塾由前任粮道姚协赞任总办, 聘川人肖开太为教

习, 授算学, 湘人葛道殿为分教习, 授格致, 旗人

阎某授英语, 薛信、阎培棠 (甘园, 1864～ 1942)

管理理化仪器, 毛昌年管理图书兼任会计, 周铬任

检查。课程设置除经史外, 算学亦为必修, 其余的

电、化、声、光、重、汽、以至兵、农、工、商、

地学等, 则可任选一二门。对于英语学习, 则招 14

～ 17 岁口齿清晰, 并已读经书一二部的学生 20 名

专开一班。另外, 设有“通晓算学兼精制造”的正

课生 4 名, 可兼任学塾的管理事宜和给副课生上一

些课程。学塾总计学生 70 名。学塾中备有从津沪

购置的图书、实验仪器和材料, 可供学生实验制造

之用。如有学生“能自出心裁制器”或“查出矿产

开采畅旺者”①, 从获利中抽出一定比例作为奖金,

以资鼓励。学生学习 3 年期满, 学业优异者, 咨送

总理衙门, 经考试录用。学塾当年开办经费由陕西

粮道姚协赞筹银 4 000 两, 议定以后的常年经费合

计每年 6 100 两。

清光绪二十八年 (1902 年) 1 月, 陕西巡抚升

允奏准在原游艺学塾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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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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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将陕西大学堂改为陕西高等学堂。宣统元年

(19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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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岁羽决定将陕西高等学校 (陕西大学堂)、关中法政

大学 (陕西法政学堂)、三秦公学 (陕西农业学

堂)、陕西实业学堂、陕西客籍学堂等合组为西北

大学。

三、校舍、校政与办学宗旨

(一) 学堂规模与办学宗旨

陕西大学堂在西安六海坊原省城咸长考院和

西安府崇化书院旧址 (即今西安东厅门路北西安高

级中学校址)上扩建而成。原考院和崇化书院相邻,

二者合计号舍有三四十间, 而且隙地空阔, 扩充空

间广大。其西紧贴端履门大街, 东界箭道, 北为东

大街, 西南邻碑林、文庙, 南邻卧龙巷原养正书院

旧址, 大致呈南北长东西宽的长方形展布[ 6 ]。在此

基础上, 校舍有两次较大的扩建工程: 第一次是在

光绪二十八年 (1902 年) , 学堂初办, 陕西巡抚升

允拨库银两万两 (实际支出三万余两) 用于兴造堂

舍门厅, 形成初期规模; 第二次是在改为陕西高等

学堂之后的光绪三十一年 (1905 年) 冬至次年

(1906 年) 春的扩建工程, 陕西巡抚曹鸿勋委派县

令涂嘉荫为监修, 先派人带工匠到湖北省城考察学

堂建筑, 回陕后, 仿华、洋各式建成讲堂、斋舍、

自习室、图书仪器室共计 73 处, 大小房舍 252 间,

共用银 18 300 余两。第二次大规模扩建竣工之后,

学堂监督樊增祥的“验收禀”指出: “查近来学务

蔚兴, 凡办学堂者, 未遑教育, 先谋建筑, 各省营

造之赀多者数十万, 少亦十数万, 吾陕学堂规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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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东南。此次添加诸工, 就前筑之堂基, 仿东洋之

图式, 历时半年之久, 聚工成阵, 积料如山。官绅

十许人常川监视, 及其成也”, 樊增祥还称赞监修

委员涂喜荫:“节省至此, 皆由该令一身艰苦卓绝,

⋯⋯嘉叹之余, 益深感佩”[ 7 ]。这两次扩建共用银

48 000 余两。在这两次较大的扩建工程间, “屡有

改作”, 学堂提调仇继恒亦于光绪三十一年 (1905

年) 秋添建洋式讲堂三座。在第二次扩建前后, 一

面赴日本考察学务, 参观东洋校舍, 一面又赴湖北

武昌考察西式学堂建筑, 设计又按“华、洋各式”,

看来, 其建筑必定是中西合壁之作。陕西大学堂初

期的二门联形象地形容了学堂校舍的浩大规模:

“广厦构众材看榱题文梓青牛多士莫忘新缔

造, 城中有四大与岳麓梅花白鹿同时全拓旧规模”。

其中“城中有四大”, 大约是说大学堂的校舍为城

中四大建筑群之一, 不亚于岳麓书院、梅花书院和

白鹿书院旧时的规模。

《陕西大学堂章程》明确规定其办学宗旨为

“以中学为体, 以西学为用”。章程对此进一步指出:

“必明体乃有益身心, 必达用乃有裨于家国。绩学

尚已, 敦品优先, 若不知砥行饬躬尊君亲上为何事,

即智慧日启, 学业日精, 流弊将不可问; 甚有摭拾

狂瞽谬说, 谓人人有自主之权, 驯至诋訾圣贤, 畔

道离经”[ 8 ]。这里的“敦品优先”、“尊君亲上”, 都

要求学生忠于清王朝, 并将有民主色彩的言论视为

异端, 斥为“狂瞽谬说”, 如有违者, 将“立时斥

逐”。由于要“以中学为体”, 大学堂内还“恭祀至

圣先师孔子暨诸先儒”木柱, 每逢初一、十五日由

教习率领各班学生行礼。引西学入学堂, 毕竟是新

式学堂的重要特点, 因此在将“四书”、“五经”定

为必修课的同时, 性理格致、政治时务、地舆、兵

事、天文、算学、地质、测量、电化等西学课程还

是占了较大比例。

办学宗旨还集中体现在陕西大学堂的各处楹

联[ 9 ]中。其大门联为:

“天大地大王者亦大九州共识尊王义, 古学今

学圣人之学多士毋忘近圣居。”

其官厅联为:

“博古通今适用世用, 砥德励行报以国华。”

陕西巡抚升允为其夫子庙题写的堂联为:

“日月经天谁谓西行不到, 诗书未烬庶几东周

可为”。

大学堂总教习屠仁守所题的讲堂联为:

“道统垂五千年由尧舜而来继以孔孟述以程朱

大学在明新曲说异端严摈绝, 声教讫九万里唯天地

与立义则君臣亲则父子中庸赞化育群伦庶物广甄

陶。”

江西巡抚夏某为陕西大学堂所题联为:

“百家虽殊言必衷圣, 三代所共学以明伦。”

以上楹联对“以中学为体”, 严摈“异端邪说”、尊

崇孔、孟、程、朱儒学、讲求君臣父子纲常、中庸

之道的办学宗旨和中心教学内容作了进一步阐发,

表明这所新式学堂未脱书院传统教育模式的痕迹。

陕西大学堂的楹联中, 还反映了一些新的气

息。如又一处讲堂联有:

“吾道自有真真理学不迂真知巧不奸真经济不

杂言咙而衷诸圣可以药一切新旧党人少年读时务

书先要认明忠孝字,

士流贵耻耻志力未坚耻纪纲未立耻艺业未精

官失而守在夷亟须还三代神灵故物秀才任天下事

莫虚生长帝王州。”

陕西按察使樊增祥所题的讲堂联:

“立命安身在性理今颁讲求俄铅英椠光化电汽

诸学为庠序通才先须自信是孔氏干城是本朝臣庶

即体操练将奇器考工互市鬻财要贵脚跟站定其前

堂置四书集注五子近思时时勿违曾孟程朱乃不投

西夏酒垆去耳户庭广大并非琐注虫鱼惟圣教覃敷

差免籍谈忘祖,

经世行远以交章士各分占内政外交天算舆地

一门备君相简擢异曰皆当为阙廷宣谕为幕府掌笺

至场屋呈能私家著录绝域奉使并宜叱属雅驯所作

悉如报馆野言胥徒故牒比比弗识曹刘燕无阝奈重贴

江东帐下笑向骨采骞腾始见中原麟凤倘吾谋获用

岂忧秦国无人。”

官厅联:

“神仙官属更休论乎版常忝便书佐茶僮到此自

成关学派,

松桂高寒不妨带头巾气息对井栏亭片旁置身仍

在玉堂间。”

这些楹联反映了三个方面的办学目标: 一是再次强

调要学习“俄铅英椠光化电汽诸西学”, 必须先

“自信是孔氏干城是本朝臣庶”, 必须先明“忠孝”,

“耻纪纲未定”, 即以中学为体和忠于清王朝; 二是

强调学生要“为庠序通才”, 这种“通才”要博古

通今, 既明西学又精儒学, 且对“体操练将奇器考

工互市鬻财”、“内政外交天算舆地”, 亦即兵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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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工程、经济、政治、外交、天文、数学、地理

等均要通融, 如此才能“立命安身”, “才任天下

事”, 也才能“砥德励行报以国华”; 三是为陕西地

方培养人才, 并教学生热爱陕西, 承续关学, 为地

方建设献力, 这在“莫虚生长帝王州”、“岂忧秦国

无人”、“到此自成关学派”等联语中表露无遗。

(二) 校政、职事与开支

陕西大学堂除管理本学堂的学务外, 同时还兼

有全省教育行政中枢机构的职能, 负责管理全省

中、小学堂的学务。大学堂的监督、总办、既是大

学堂的校长, 又是全省教育行政的负责人。这项职

能维持至光绪三十一年 (1905 年) , 是年, 陕西学

政奏请按照《奏定学堂章程》, 取消管理全省学务

的职能, 并专设陕西学务处代其职权。

开办之初, 陕西巡抚升允奏请前按察使陕西候

补道吴树芬①为陕西大学堂总办, 另聘光禄寺少卿

屠仁守② 为总教习。光绪二十九年 (1903 年) 12

月, 屠仁守因病去职, 吴树芬以总办暂时兼任总教

习一职。总办是大学堂初期的最高行政首长, 负责

统辖各员和主持所有事务。除总办外, 另设总教习

1 人, 分教习 4 人, 帮分教 4 人, 洋教习 1 人。其

中: 总教习每年　银 2 400 两; 洋教习 2 400 两; 分

教习每人年　银 140 两, 总办年薪水银 960 两; 提

调年薪水银 720 两; 文案收支各一员, 每人年薪

288 两; 斋长 4 人, 每年津贴银 96 两; 司事工人,

每年工食共银 192 两; 书役斋夫等项执事约 30 余

人, 每年共约工食银 1 300 两。纸张笔墨等项, 每

年约银 400 两, 油烛茶水等费每年约 600 两, 再加

学生所需的膏火银 8 800 两, 每年共约计银 26 000

两。

光绪三十一年 (1905 年) , 陕西巡抚夏时遵章

将陕西大学堂改为陕西高等学堂后, 按照新的《高

等学堂更订章程》, “以藩臬两司为名誉监督”[ 10 ] ,

取消总教习之设。由此, 陕西高等学堂的校政按职

位依次为监督、总办、提调、教务长、庶务长、斋

务长、文案官、会计官、杂务官、监学官、检察官

等。

其中: 监督在办学初期为兼职, 陕西按察使樊

增祥③兼任监督时日稍久, 继樊增祥之后的光绪三

十二年 (1906 年) , 陕西高等学堂始设专任监督, 周

镛④ 是为首任, 并任职到宣统三年 (1911 年) , 前

后五年; 总办在办学初期相当于一校之长, 设监督

后, 降为统辖各员和主持具体事务者; 提调在监督、

总办领导之下, 分管庶务、斋务或其他职事, 学堂

初期, 滕经⑤ 任提调, 光绪三十一年 (1905 年) 调

兴平县令杨宜瀚继任, 并被派往日本考察学务, 聘

请教师和购置图书、仪器, 富平知县仇继恒亦曾任

提调, 并拟订《高等学堂更订章程》; 教务长“由

教员兼充 (无人则缺)”[ 10 ] , 主管学科课程、教师教

法、学生学业等, 王猷⑥ 曾由斋务长改任此职; 庶

务长专管堂中庶务, 其下属有掌管一切文牍的文官

和掌管银钱出入的会计官, 以及掌管雇用人役、堂

室器物的杂务官等, 姚文蔚⑦、张效铭曾先后出任

高等学堂的庶务长; 斋务长主管学生品行的考察和

学生斋舍的一切事务, 可由教师兼任, 其下属有考

察学生功课勤惰和学生出入起居的监学官和检查

照料学生食宿、卫生的检察官, 在光绪年和宣统元

年 (1909 年) 间, 英文教习王猷兼任高等学堂斋务

长。除以上职位外, 学堂还设有养病房一所, 主要

为患病学生医病; 设工房一所, 由熟练工人随时修

理学堂仪器等; 设藏书楼、译书局、博物院各一所,

供师生学习和研究之用。光绪三十一年 (1905 年)

曾派员专往日本采购图书、仪器, 并于次年全部运

回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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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候补知县, 1905 年 10 月曾往日本考察学务、工艺等。

约在光绪三十三年 (1907 年) 改任教务长, 在任内的 8 月 27 日, 英人指使丹麦人呼伦资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
企图运往伦敦时, 以英文特长奉命出面与呼伦交涉, 结果盗买协约被废除, 是日原碑由西安西郊移至城内碑林保存。

江西兴安人, 甲戊 (1814 年) 进士, 翰林院编修, 陕西候补道。

又名石笙, 陕西泾阳人, 任法部主事, 因西忧在籍, 被陕西巡抚派往日本考察学务。1906 年, 回国后即任高等学堂监
督, 直至宣统三年 (1911 年) 由陕西巡抚恩寿奏请批准予以奖励, 加四品官衔, 由法部主事升为员外郎, 并回法部补
用。

湖北恩施人, 丁丑 (1877 年) 进士, 翰林院编修。

又名梅君, 湖北人, 主讲理学, 陕西巡抚升允在《奏报大学堂总教习光禄寺少卿屠因病出缺折》中称赞他“品端学邃,
⋯⋯到堂以来综揽教规, 发明正学, 不厌不倦, 先后两年在堂, 诸生因多可造之”。

山东历城 (今济南) 人, 庚辰 (1880 年) 进士, 时任翰林院编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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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arl iest In stitute of H igher L earn ing in
W estern Ch ina
Shanx i Grand School

YA O Y uan

Abstract: H aving gone th rough the p rocess of search ing on the new spapers and jou rna ls pub lished in

Q ing D ynasty, a d ist inct h isto ry has been discovered. It had gone a long w ay from Chun M ing Schoo l→

Q ing M en Schoo l→Yang Zheng A rt Schoo l→Chong H ua and You Y i Com p rehen sive Schoo ls→Shannx i

Grand Schoo l→N o rthw estern U n iversity. T h is art icle verif ies from the angle of h isto ry the o rig in,

inheritance, con struct ion, po licies and p rincip les of Shannx i Grand Schoo l. T he conclu sion tha t has been

reached ind ica tes tha t Shannx i Grand Schoo l w as the earliest loca l and com p rehen sive in st itu te of h igher

learn ing in w estern Ch ina. T he cu rren t N o rthw estern U n iversity w as founded based on it. T he Schoo l

w as a lso a tu rn ing po in t in educa t ion from an art schoo l system to a com p rehen sive educa t ion system in

Shannx i. It m arked the fo rm ing of new educat iona l system in h igh ter learn ing by in troducing the

educa t ion of w estern coun tries.

Key words: Shanx i grand schoo l, w estern educa t iona l system , Japanese teach ing po licies, educa t ion

p rom o tion a t the end of Q ing D ynasty, cu rren t educa t ion in h igher learn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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