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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私立南开大学
特色学术传统的生成及影响

彭 泽 平１,２,３,金　燕１

(西南大学１教育学部,２统筹城乡教育发展研究中心,３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重庆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私立南开大学是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它能够在办学经费极度缺乏的战乱年代得到发

展,离不开在实用主义导向下根据本土社会实际需要而开展的应用性研究.这种应用性研究是私立南开大学

“产、学、研合一”学术传统形成的重要条件.这一特色学术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为私立南开大学自身发展

筹得了部分经费、影响了学生的职业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教育独立”思潮,成为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现代

化的缩影,而且也为同时期其他高校的发展提供了示范.全面考察私立南开大学特色学术传统的形成过程及

其对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而产生的积极影响,有助于正确评价私立南开大学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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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作为私立南开大学的创办者和爱国教育家的优秀代表,其办学思想与实践历来为学界

所重视.研究者已对其办学理念、办学精神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而他在教育管理、体育等方

面的真知灼见与实践也为研究者所关注和重视.在深入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的今天,深入挖

掘和借鉴教育家办大学的有益经验,是凸显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特色、争取教育国际话语权的有效路

径.由张伯苓主持开展的私立南开大学的办学实践,无疑生动地反映了我国早期高等教育现代化

的图景.私立南开大学能够在办学经费极度缺乏的动荡社会环境中克服困难不断前进,与社会各

界人士的不吝乐捐以及校长张伯苓的多方努力息息相关,更与私立南开大学面向社会实际需要而

开展应用性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产、学、研合一”的特色学术传统有着重要的关系.针对社

会实际需要而开展的应用性研究是私立南开大学“产、学、研合一”这一特色学术传统生成的重要条

件,而这一学术传统的生成又为应用性研究的开展提供了资金保障.本文通过梳理抗战前私立南

开大学特色学术传统的生成过程,分析这一学术传统给当时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进而对私立南开

大学在教育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作出正确的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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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用主义教育影响下的早期学科建设和学术风气

２０世纪初,尽管各路军阀同室操戈使得社会秩序极度混乱,但“五四”以后自由主义思潮和科

学教育观念的盛行还是为私立大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然而,当时的中国私立大学没

有自主办学和现代化发展的经验,师法他国办学经验成为我国早期私立大学办学的有效途径,私立

南开大学也是如此.鉴于当时社会有识之士普遍认为教育是推动日本社会进步的主要因素,张伯

苓和严范孙决定取道东洋.然而,张伯苓经过考察发现,日本现代教育在封建教育的母体中发育,

“性近专制,为造成领袖及训练服从者之用”[１]１０４Ｇ１０５.这与他追求教育民主、科学的理念相悖,于是

他转为师法美国.１９０８年,张伯苓作为直隶省代表前往美国参观渔业博览会,同时考察了美国教

育.在回国途经欧洲时,他又参观了欧洲学校.欧美的文明开化以及民主的教育制度深深地感染

了他,正如他所说:“我第一次到美国去的时候,看见他们样样都好,恨不得样样都搬到中国

来”[１]１０５.１９１１年４月,张伯苓受清华学堂副监督范源濂邀请而出任清华学堂教务长.在清华学

堂,他领略了国内学校学习美国教育模式的风气,之后又受到杜威访华所刮起的实用主义风潮的影

响.从国外的考察到对国内学习美国办学模式的深切感悟,美国实用主义的教育特色深刻地影响

了张伯苓的办学思想,并促进了私立南开大学办学模式的形成.国人办学旨在振国兴邦,张伯苓在

谈到兴办教育的目的时也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这种愿望.他说:“教育之目的无他,在求此解决吾华

困难问题之方而已.”[２]９３实用主义教育的价值取向与其教育理想契合,并影响了早期私立南开大学

的发展.

(一)实用型学科建设

在私立南开大学成立之初,学校确立了以造就各种具有基本能力的“干才”为核心的人才培养

目标,这表明学校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与国立北京大学特别注重纯学术研究相异的发展之路.

在同一时期,其他私立大学主要设置文、法二科.然而,私立南开大学在建校初期就设置了文、理、

商三科:文科下设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和人类学八系;理科下设算

学、化学、物理学、地质学、生物学、天文学六系;商科仅包括普通商学、银行学和会计学三系,下辖国

外贸易、银行财政、商业组织三个专业方向.１９２１年,学校“接受河南六河沟煤矿董事长李组绅捐

款,增设矿科”[３],不分系.尽管文科科系庞杂,并且是兴办商科必不可缺的基础,但它还是无法与

理科、商科成鼎足之势,而商科则成为学校重点发展的学科.

建立这种看似不合理的学科格局,一方面是由于在艰苦环境下办学资金筹措不易,更应该把募

集到的办学经费用在社会急需人才的培养上,而不能引导更多的人为人文学科的学习和研究耗费

一生的精力;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张伯苓对其“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思想的践行.张伯苓

从来都毫不掩饰自己对商科的偏爱,他说:“我的理想,如何实现,在办教育,所恃靠的人,即你们商

科的学生”[２]１４７.１９２６年,黄钰生在其提出的改革文科、加强实用学科建设的计划书中更是将文科

合并为五系,以经济、政治为主,以教育心理、历史、哲学为辅.“无论其为应用、为学理,政治与经

济,‘其研究之对象,当然以中国之政治经济为主体,为实用计’.”[４]２０３文科建设亦遵守实用原则,以

造就实用之文科人才为要.由此,以实用学科为重心的系科建设为早期私立南开大学学术传统的

生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早期“重教学轻研究”的学术风气

办学资本的极度缺乏迫使私立南开大学不得不放弃纯粹研究高深学问的办学宗旨而采取实用主

义导向下的以教学为主的办学模式,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与当时国立大学风格迥异的学术传统.

由于私立南开大学办学完全是“个人兴学”行为,在办学经费上得不到政府的强有力支持,所以



经费充足与否成为决定学校能否持续办学的重要因素.从１９２９年国立清华和私立南开大学的办

学经费对比来看,私立南开大学办学经费只有２２０１２６元,而国立清华大学因有政府的大力支持,

其办学经费多达６７００００元[５],并且还得到“庚子赔款”的支持.经费的短缺使私立南开大学缺少

成为像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那样的研究型大学的必备条件.早期私立南开大学主要以教学为

主,正如黄钰生所言:“南开大学为经济所限,不敢奢谈研究,她只是一个老老实实的教学机关(a

teacherinstitution),间或有点研究”[４]７８７.然而私立南开大学并不是自己甘愿走出高深知识研究的

殿堂,而是因办学经费极度缺乏而欲维持办学的无奈选择.何廉也谈到,在当时的学校教学中,“一

位教授负责的教学包括４门、每周３个学时的不同课程,每周总共１２节课.要胜任这么重的教学

任务,备课工作是极其繁重的”[６]３９.因此,当大学部主任凌冰看到终日为学务所累的学生竟成立了

科学会时,他欣慰地说:“大学自开学以来,学生均忙于功课,是以课外组织颇少,今日诸君自动地组

织科学研究会,实胜庆幸”[４]４４６.繁重的教学任务和侈谈研究的风气使何廉产生了离开私立南开大

学的想法,最终因校长张伯苓同意减少其授课时间并接受其改革大学教研体制的建议而作罢.政

治学教授萧公权在私立南开大学两年半的时间里,虽然每周授课时间只有９个小时,但是“所用于

准备教材的时间大约五倍于此而蒋廷黻在南开的数年间,尽管在学术上有所积累,但响当当的

研究成果却寥寥无几,据其自称只有一篇”[７].

早期私立南开大学在实用主义导向下采取“重教学轻研究”的办学模式是张伯苓校长基于社会

现实的考量.他一贯主张发展实业教育以强国,正如他所说:“现代科学之昌明,工、商、农界都有新

的发明和新的组织,我希望南开大学能造就出一班有组织能力之人,以发达中国的实业而谋国家的

富强”[２]１４７.何廉在其回忆录中谈到张伯苓在实用主义导向下强调以“教学为主”的办学理念时指

出:“他的定向是鼓励职业的、实际的和技术性的学习.他承认一些人文科学课程的必要性,但认为

在中国急需有实际训练的人才之时,如果将人的一生消耗于这些人文科学的学习和研究上有什么

意义.”[３]２１２由于这种理念与学校内大多数受过“哥大式”或“美式”自由教育和学术理论研究熏陶的

教授们的志趣严重偏离,因而直接酿成了１９２９年一大批知名教授出走的“悲剧”,而私立南开大学

也因此遭遇了自建校以来的第一次办学危机.从此,私立南开大学开始在“危”与“机”的夹缝中踽

踽独行,并着手为开创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而努力.

二、抗战前本土化学术研究的开展及特色学术传统的生成

美国的实用主义办学模式为私立南开大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但是,由于对这种模式的盲

目崇拜也为其早期的办学失败埋下了伏笔.１９２４年“轮回教育事件”的出现成为探索“教育本土

化”发展路径的导火索,而１９２９年“教授流失”事件的发生则促使学校领导者不断反思先前重实用

性教学而轻研究的办学模式所带来的弊端.由此,学校领导者从对美国教育模式的盲目崇拜中逐

渐清醒过来,开始探索一种符合中国实际的办学模式.这次探索肇始于１９２６年前后,学校将教学、

研究与社会调查联系起来,设立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课程,同时广泛地设立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

的研究所,并且将研究成果运用于企业生产,从而使新的办学模式在与企业合作的实践中逐渐完

善、定型.

(一)基于本土社会实际需要的系科建设和课程设置

在教育救国理念的影响下,校长张伯苓从一开始便把实用学科的创建作为私立南开大学发展

的中心工作.“到１９２６年,南开大学已经成为中国全国公认的高等学府之一了.它包括四个

科———文、理、商业、矿业,学生总数超过了５００人.”[６]３４为了更好地发展以及避免与国立大学竞争,

私立南开大学利用私立大学相对自主的办学权,以中国社会实际需要为导向,集中优势资源,开创



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系科,在危机中找到了自我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比如设置了电气工程系.而当

时设置电气工程系的高校,“除上海交通大学外,尚未多见.我校开办斯系,实为华北各大学空前之

举,对吾国电气工程学界尤增益不少”[４]２０４.除此之外,私立南开大学又相继设置了化学工程系、电

机工程学系以及机械工程学系.同时,学校在文科类系科的设置方面也力求与社会实际相联系,针

对社会实际需要而设置了一系列课程,如设置了“当代中国政治问题”和“中国经济问题”等课程,有

助于学生在内乱不断的动荡社会中了解国事.学校还“增设了与广大贫困农村相联系的课程,如
‘乡村社会学’、‘乡村建设概论’”[８],以鼓励学生参加农村建设,增强服务农村的能力.此外,学校

同时还开设了“读书指导”“新闻写作”“讲演”“应用心理学”“售货学”“办公室管理”等课程,以加强

教育与社会的联系.

私立南开大学新设置的专业和开设的课程满足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需求,适应了当时民族

工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同时也有助于培养学生服务社会的能力.由此,私立南开大学形成了以学校

发展为主体、社会需要为导向,学校教育发展与社会发展需求紧密联系的新格局.

(二)从“学、研结合”到“产、学、研相结合”

基于私立大学经费短缺的弊端而采取的“重教学轻研究”的办学模式直接造成了教师队伍内部

的分化.为了稳定教师队伍、促进学校教育发展,私立南开大学重新审视“学术研究”的价值,经过

不断探索与实践,逐渐把教学、学术研究以及科学研究成果的应用结合起来,开创了“产、学、研相结

合”的办学模式.

何廉认为,教师只有通过教学才能使其学术研究不断丰富和持续,而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则

必须通过“课堂教学与实地调查研究相结合,使学生能将所学理论结合专业实践”[４]３９３.为了保证

研究取得实效,私立南开大学确立了三条标准:“(一)各种研究,必以一具体的问题为主;(二)此问

题必须为现实社会所亟待解决者;(三)此问题必须适宜于南开之地位”[４]３９.因此,从成立“社会经

济研究委员会”的小试牛刀,到“经济研究所”的成立,再到“应用化学研究所”“东北研究会”“边疆人

文研究室”等相继建立,教学与学术研究逐渐融合.随着“经济研究所”与“应用化学研究所”的相继

成立,学校教学、学术研究与研究成果的运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首先,“产、学、研相结合”体现在人文社科方面.以“经济研究所”的成立为例,该所于成立之初

就在天津市内开展广泛的经济调查,其调查内容涉及工人生活费指数以及新式工业的发展情况.

后来其关注范围更超出了天津这一地域而扩大至华北、河北及山东地区,其关注的内容也不局限于

生活费指数,而是扩大到乡村工业、区县财政和地方行政等方面.其中,在工业方面开展了对“天津

地毯业、织布业、针织业、粮食业、磨坊业、鞋业及天津棉花远销的调查”以及对“河北省高阳县织布

业、宝坻县手工业、中国煤矿及十七省华商纱厂的调查”[９].这些调查有助于师生了解工商业发展

现状以及社会经济形势,同时也为工商业布局、市场价格的调整提供了理论依据.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产、学、研相结合”体现在与社会工商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实用类学科方

面.学校不仅将学术研究成果作为校办企业办理的理论支柱,而且与社会企业合作,将其投入社会

企业中.以化学研究所为例,该所在成立之初就将其目的确定为:“研究我国工商业实际之问题,利

用南开大学之设备,辅助我国工商业改善其出品之质量,俾收学校与社会合作之实效”[４]２０６Ｇ２０７.该

所下辖化学部、制造部和咨询部三部,职能各异,各司其责.咨询部负责解答各界关于化学工业的

问题,而化学部则负责专门化验和分析各种物品,在国内创造性地率先采用有偿服务的形式,对委

托鉴定化验的物品,“以化验时所用药料价值之高低及化验手续之繁简酌收化验费”[１０]６.这就拓宽

了学校办学经费的来源,至少为化学研究所的正常发展提供了资金上的资助.制造部则用研究出

的新方法自行制造各种物品,并把所产物品投放市场以供社会所用.“化学研究所于１９３４年成立



了南开化学工业社,１９３６年改建为研究所的试验工厂,曾生产硬脂酸、甘油、钾皂、酒精、黄铅粉、红

铅粉等供应市场.”[１１]３４０化学研究所此举真正促成了私立南开大学“产、学、研相结合”这一学术传统

的形成.这一学术传统或办学模式不仅在私立大学中一枝独秀,甚至在整个高等教育界也独具

特色.

三、私立南开大学特色学术传统的影响

“产、学、研相结合”的特色办学模式或学术传统,不仅促进了学校实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确立

和办学经费渠道的拓宽,同时也为因经费短缺而陷入发展困境的其他高校提供了办学范例.基于

这一特色学术传统的办学实践无论是对私立南开大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对其他高校的发展而言,均

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办学经费渠道不断拓宽,教育经费相对独立

在政治影响教育、经济决定发展的传统社会格局下,大学的发展有赖于当政者对教育的态度和

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如果当政者重视,学校则大兴;如果经费充裕,学校就能维持下去,否则难以

维持.在军阀割据的动荡社会,大学尤其是私立大学的发展亦是如此.因此,许多私立大学在既缺

乏政策支持又缺少资金援助的情况下无奈地被迫选择关停.然而,私立南开大学却以实用主义教

育思想为导向,强调“本土化”办学理念,开创了“产、学、研相结合”的学术传统,以良好的办学声誉,

不仅赢得了社会人士和社会团体(包括国际社会财团)的资金支持,更是通过与企业合作而获得经

费援助.例如,“太平洋国际学会拨给专题调查费,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从３０年代初就给予捐助,

每年１５０００元”[１０]１８１.“１９３３年天津利中公司拟请外商包建一座年产３万吨的硫磺厂,费用就高达

２５万元,而应用化学所承担了该项目,只收取了１３万元.不到一年酸厂建成投产.”[１１]３４０另外,学

校还成立“化学工业社”,利用掌握先进生产方法之便,生产出多种类的产品投放市场,以此筹措资

金维持日常开销.化学研究所还代理一些厂家的研究项目,如:“为达仁堂药店研究蜂蜜脱臭,为
«大公报»研制合金铅字,为桅灯厂研制手电灯反光镜等,不仅急厂家之所急,而且收费合理,以至远

到包头电气面粉厂、昆明革辫厂,都来洽谈委托研究项目”[１]３２１.除此之外,学校还投资实业,如“联

合创办华北实业公司,在内蒙古、宁夏河套地区开办萨拉齐农场,利用当地资源,发展商品经济;与

金城银行等单位联合,组织华北农产改进社等”[１]３２１.这些措施的推行减少了学校对政府的依赖,

为学校在获得政府有限支持的情况下维持正常办学提供了保障.

学校把研究成果用于校办企业,并与社会企业合作而获得办学经费,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私

立南开大学通过自身实践对“教育经费独立”的呼声作出的回应.尽管这种教育经费的相对独立是

通过自身努力而获得的,是一种个体行为,与当时普遍“要求政府划出固定经费以保障教育正常发

展”的呼声并不一致,但这毕竟是私立南开大学以自身实践对教育独立思潮的响应.

(二)坚持学术独立,培养实用型人才

学术独立是大学生命力的象征,是学校自主发展的重要表现.私立南开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

不同于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造就理论人才为主,而是以实用主义的教育理念影响师生,坚持

学术独立,培养实用型人才,这体现在学校对待西方教育模式的态度以及学生的出路上.首先,学

校以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为指导,提出“本土化”发展思路,确立了为社会工商业发展造就实用型人才

的培养目标.这一实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确立有助于教师从办学理念上破除对西方教育模式的迷

信,将精力集中于针对中国社会实际的本土化学术建设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有益于实业人才的培

养和成长.在学校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上,校长张伯苓始终坚持教育必须从根本上独立于政治的信

念,这表现在其超然于政治的学术品格上.“当十五六年之交,政府谬采虚声,拟畀苓以教育总长,



及天津市市长等职,因志在教育不在政治,均力辞不就,仍一心办理南开.”[１２]２５４在许多教师因大学

经常欠薪而不断外出兼课的情况下,私立南开大学的大多数教师亦能够保持超然于名利的学术品

格而坚守在南开大学的讲台上.即使在私立南开大学获得南京政府扶持的情况下,张伯苓也“依旧

坚持自治学校的立场,学校没有积极贯彻南京国民政府的官方高等教育方针,各种学生团体及其活

动也不受南京国民政府相关规定的限制”[１３]１３７.

其次,把造就实业人才作为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也使得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免受政治的影响,而
广泛地投身于社会实业,这表现在他们毕业后的流向上.表１反映的是１９３２－１９３４年私立南开大

学学生的毕业流向情况.
表１　１９３２－１９３４年私立南开大学学生的毕业流向[１４]３３７

职业分类
１９３２年

人数 百分比

１９３３年

人数 百分比

１９３４年

人数 百分比

教育 １０７ ３３．１３ １１９ ３２．８７ １３６ ３３．０
商业 ５８ １７．９６ ６５ １７．９６ ８４ ２０．３９
实业 ２２ ６．８１ ２９ ８．０１ ３５ ８．５０
文化 １８ ５．５７ ２２ ６．０６ ２８ ６．８０
军政 ２３ ７．１２ ２４ ６．６３ １９ ４．６１
交通 １９ ５．８８ １８ ４．９７ ２０ ４．８５

海关与税务 ５ １．５５ ６ １．６５ １３ ３．１６
不详 ７１ ２１．９８ ７９ ２１．８５ ７７ １８．６９
总数 ３２３ １００ ３６２ １００ ４１２ １００

　　从表１可以看出,毕业生主要流向教育、商业、实业、军政以及交通等部门,但军界、政界对学生

的吸引力不高且逐年下降,而实业界和文化教育界在吸纳毕业生方面的能力则显著增强.毕业生

职业选择的多元化,对促进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不能否认私立南开大学的特色学

术传统对促进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
(三)特色学术传统为其他高校提供了示范

私立南开大学放弃纯粹的理论研究,注重根据社会实际需要而开展应用性研究,并通过校办企

业或者与校外企业合作而将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种办学模式体现了私立南开大学

的学术传统,不仅拓宽了教育经费的来源渠道,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因经费缺乏而陷入发展

困境的其他高校提供了示范.从同时期其他大学的发展就可以看到这种办学模式的影子.如复旦

大学明确提出:“纯科学的研究,为知识而求知识的研究,在大学中诚然也占有一个位置,然而,我们

学校特别重视国家社会的迫切需要.我们以后当致力于解决现代社会实际的问题,而不专崇尚经

院式的理论研究.”[１４]为此,复旦大学与中国茶叶公司合作成立了茶业研究组,并附设茶叶研究室.
“研究室分三部:一为生产部,从事茶叶生产制作之实验与研究.二为化验部,从事茶叶之化学的分

析与实验研究.三为经济部,从事茶叶经济行政及政策之调查研究.研究室内并附设实验茶场、茶
叶化验室与茶叶资料室.”[１５]复旦大学注重“产、学、研相结合”,为我国茶叶产制技术的改进和对外

贸易的扩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云南大学矿冶系也先后与资源委员会炼铜厂合作研究炼铜技术,

并参加滇北矿务局对马尾丝铜矿的“浮游精选”研究,同时“农学院与资源委员会合作办酒精厂,后
又获得云南企业局烟草栽培试验费１０万元,进行栽培试验等”[１６].岭南大学也依托于自身的研究

技术,开办食品公司、日用品公司、牛乳厂、蚕丝厂等,不仅为家庭困难的学生提供了勤工俭学的机

会,亦为学校自身发展补充了经费.

私立南开大学能够在战火不断的动乱年代生存和发展是个奇迹.尽管这个奇迹的发生得益于

社会各界的支持以及校长张伯苓与徐世昌、蒋介石等政治人物“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但我们丝

毫不能否认特色学术传统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特色化的办学实践不仅拓宽了其办学



经费来源渠道、加强了学校与社会的联系、增强了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而且也为同一时期其他高

校的办学提供了示范.私立南开大学“产、学、研相结合”的特色学术传统在那战火不断的动乱年代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它在形成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也值得我们反思.首先,在高等

教育国际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如何处理好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如何使我国高等

教育既保持宽广的国际视野又体现本土特色,这仍然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其次,在高等教育发展水

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如何处理好教学、科研以及社会服务三者的关系、如何更好地实现高等教育本

体价值与工具价值的统一,这依然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另外,在经济利益驱使和个人私欲膨胀的社

会环境中,高等教育者应如何保持其超然的学术品格、灼灼的道德情操,这仍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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