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華校史上的政治學人」演講致詞 

 

很感謝北京清華大學政治系張小勁主任到校作「清華校史上的政治學

人」演講；清華校史上出過許多傑出人才，「清華人」是我這幾年很

有興趣探討的題目，所以接到邀請時，不禁眼睛一亮，今天見到張教

授，也有遇到知音的感覺。 

在本年校慶時談「清華校史上的政治學人」具有特別意義，清華與民

國同壽，整個清華史與民國史就息息相關；眾所周知，清華是運用美

國退還多要的「庚子賠款」建立的，根據官方文書，1907 年 12 月，

老羅斯福（Theodore Roosevelt）總統在致國會的咨文中，要求國會

授權退還多要的中國庚子拳亂賠款（庚款），作為中國人的教育費用。

在他的努力下，這項提案在國會順利通過。到了 1908 年，羅斯福簽

署法案，退還了庚款，主要用在興辦清華學堂，支持中國官派留美學

生；而庚款之退還與用於教育，牽涉晚清三位極重要的政治人物，分

別是慈禧太后、袁世凱與張之洞。 

慈禧太后早年在清咸豐帝病逝於熱河夏宮後，以雷霆之勢，拔除了肅

順等權臣，逐漸獨攬大權，在同治、道光兩朝呼風喚雨，但中國卻無

力抵制歐洲強權，甚至敗於新興的日本之手；戊戌政變雖似鬧劇一

場，也增加對外國強權的疑懼，終於導致「義和團拳亂」，幾致亡國，

所以在中國歷史上，慈禧是典型的反面人物；但她在其後發動外交攻

勢，包括熱情款待來華訪問的美國老羅斯福總統愛女愛麗思羅斯福

（Alice Roosevelt），與美國老羅斯福總統交好，應與美國最終退還

庚款不無關係，歷史的吊詭，莫盡於此；至於袁世凱，時任軍機大臣，

曾欲用庚款為其他用途，幸得 1905 年至 1909 年任美國駐華大使的柔

克義（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先生，成功協助清廷駐美公使

梁誠先生堅持將美國退還多索的庚款作為教育之用，才沒有得逞。另

一方面，當年署理留學生出國的大臣張之洞主張選送的學生要具備深

厚的國學根基，而後來這些直接留美生學成返國後，許多成為各行業

的領袖，與他們具有卓越識見與善於表達應有密切關係。 

曾任西南聯大常務委員，前北京大學校長蔣夢麟先生在「西潮」一書

中曾回憶：中日甲午戰爭後，中國力求追隨日本而發奮圖強，日本成

為中國人的偶像，留日學生一度高達五萬人，而到歐美留學的很少；

但不久發現，日本值得效法的東西多是從歐美學習而來，巧在美國退



還庚款，中國利用庚款選派了許多留美學生，而在學成歸國的留美學

生人數逐漸增加之後，開始掌握政府、工商業以及教育界許多重要職

位；據統計，由庚款選派出國的「清華人」超過一千人，對中國現代

化發揮了巨大的影響力；另一方面，北京清華名師後裔在一百年底編

輯出版了「清華名師風采」，包括文科卷、理科卷與工科卷三巨冊，

收錄名師 117 人，長達兩千餘頁；因此談起「清華人」，有「五四以

前及以後對中國思想界影響最大分別是梁啟超與胡適先生」，兩人著

述全集分別達一千四百萬字與一千八百萬字；陳寅恪先生被譽為「三

百年來史學第一人」，王國維先生學術成就「幾若無涯岸之可望、轍

跡之可尋」；趙元任先生「中國語言學百年第一人」；馮友蘭先生「中

國哲學百年第一人」，兩岸清華永久校長，梅貽琦校長是民國以來有

數的偉大教育家；吳國楨與孫立人校友，對台灣在關鍵時期社會政

治、軍事局勢發揮了中流砥柱的作用；在我國駐美大使中，知名度最

高，貢獻最大的胡適、葉公超、蔣廷黻先生；得到諾貝爾物理獎的楊

振寧、李政道先生，化學獎的李遠哲先生；台北市設立紀念傑出文學

家故居包括的胡適、林語堂、錢穆、梁實秋、殷海光諸先生；大陸中

國物理學會為紀念五位對中國物理發展最有貢獻的物理學界前輩，設

立的胡剛復、饒毓泰、葉企孫、吳有訓、王淦昌物理學獎等等，如果

開一門「清華人」的課，恐怕是沒完沒了！今天張小勁主任到校作「清

華校史上的政治學人」演講，將讓我們更多了解清華政治學人的事蹟

與作為，為「清華人」增添新章，也希望更多的清華人如張教授一樣

致力於弘揚清華精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