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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报

视 点

SHI DIAN

彼南洋，此南洋，这南模

续写《此南洋不是那南洋》

南洋公学师范院：

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

先生提到，南洋公学是盛宣怀创办的。

必须先来讲讲南洋公学。话说，1894 甲午年

间， 拥有不错装备的北洋水师对阵硬件水

平差不多的日本舰队，结果居然一败涂地，

隔年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有

识之士发现：救国，决不能单靠硬件“买买

买”，要奋发图强，必须从教育入手，科教救

国。 大臣盛宣怀上书清政府，建议在上海建

南洋公学，光绪皇帝御批同意。

办学后， 盛宣怀再次上书，《筹集商捐

开办南洋公学情形折》 并附《南洋公学章

程》， 言南洋公学下设四院，“一曰师范院，

即师范学堂也；二曰外院，即曰本师范学校

附属之小学院也； 三曰中院， 即二等学堂

也；四曰上院，即高等学堂也。 ”光绪朱批：

“著照所请，礼部知道。 钦此。 ”

和前期京师同文馆培养翻译人才，福

州船政学堂培养造船用船、 军事人才的新

式学堂不同， 南洋公学的培养体制是从根

子上开始的。 四院中最早开班的是师范院，

1897 年 4 月开学上课，第一批录取了 40 名

20 岁—35 岁的青年。 这是我国教育史上的

第一所师范学校。 师范生成绩分蓝据、绿

据、黄据、紫据、红据五格。 每季度考试一

次，递进递给，优秀者额外奖励，不合格者

淘汰。同期，外院招生；隔年，1898 年中院开

办。 外院学生成绩合格者升入中院（中学）、

上院（大学）。1901 年，外院独立办学成为南

洋公学附属高等小学， 特班开设；1902 年，

上院开办；1903 年， 师范院完成历史使命，

停办。

南洋中学：

君子不忘本 南洋公学师范生办校

师范院，前后 7 年，时间不长，但却办

出了师范院校珠峰的高度。 先讲讲提前一

天报到的王培孙同学， 后先生每与人谈起

他和南洋公学的关系， 总要说：“我是南洋

公学的第一个学生。 ”在校读书期间成绩优

秀，按例被聘为外院的教习。 1900 年前后，

王培孙正式接掌其叔叔王柳生创办的育材

书塾， 该校既不同于当年一批西方教会创

建的新式学校，更异于传统的私塾形制，被

誉为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新式中学。

1904 年，先生将校名改为南洋中学，人

问其用意何在， 他说：“君子不忘

其本， 因为我是南洋公

学的学生

嘛！ ”校名历经百年，再没变过。他确立的办

学宗旨“知行并进，为己积福，为家增光，为

国桢干，为天下肇和平”，将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的理想校本化、教育化，传承至

今。 发扬国人精神，是南洋中学学子百余年

不变的情怀。 培孙先生主持学校 52 年，南

洋中学成为了近代中国教育史的写照，南

洋校友中包括顾维钧、“亚洲摄影之父”朗

静山、文学泰斗巴金等名家，以及 23 位中

外院士、40 余位高校校长。

南洋模范中学：

饮水思源 模范立校 青锋扬志

南模中学是中国第一所国立新式中小

学， 老牌的市重点中学， 现为全国文明单

位、上海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 南洋公学时

期，外院、中院就是现在南模中学的前身，

师范院的优秀学生是学校的主要师资。

1927 年， 政府规定， 高校不再办附属中小

学，不能再叫交通大学附属中小学。 公立转

私立，自立门户，沪上已经有了南洋中学，

这个名字不能再用。 但饮水思源，南洋两字

必须保留。 南洋公学师范院毕业的校董林

康侯先生提议用“南洋模范”作为校名，大

家不禁想起南洋公学老校长何梅生办附属

学校之初衷，乃是“以立模范……以开通内

地之风气，并为他省之先导”。 得此消息，王

培孙先生特来祝贺，希望学校越办越好，模

范中华。

1950 年毛泽东主席为南模中学学子亲

笔题词：“青锋”，勉励南模学子争做青年先

锋，“手执青锋卫共和”。模范有了新的高度，

“青锋”成为了南模中学的亮色。2001 年，江

泽民总书记为南模中学百年校庆寄语“四

个模范”。 百廿年来，在这所追求模范的学

校里， 走出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陆定

一、“无产阶级杰出的文化战士”邹韬奋，走

出了荣获“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外交工

作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的董建华、李

道豫，走出了入选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

100 名杰出贡献人物”王选、厉以宁、姚明，

走出了“歼八之父”顾诵芬等 37 名中国科

学院、工程院院士。 四万余南模学子为新中

国建立、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南洋公学师范同学：

志同道合的新式教育先驱

南洋公学师范院，先后 7 年，共培养学

生 71 人。 其中包括吴稚晖、沈叔逵、林康

侯、陈懋治以及王培孙、吴怀久、白雅雨、钮

永建、张一鹏等人。 他们读书的时候，西学

东渐，西学的教材都是舶来品，有原

版、有翻译版，没有一本是国人编著的。 有

先进文明的渐入， 自然也有野蛮的暴力入

侵。 如何适应国情，如何把握新式教育“中

学为本、西学为用”？ 他们是第一批创新实

践者，实践的课堂就在外院、附属高等小学

以及后来的南模中小学。

民国期间，办教育不易，办一所好的学

校更不易。 不忘教育救国的初心，南洋公学

师范班的一众同学守望相助， 相互扶持。

1902 年，吴怀久（吴馨）同学，创办务本女

塾。“女子为国民之母，欲陶冶健全国民,根

本须提倡女权”，因而“取塾名为务本”，这

是上海第一所由国人自办的女子学校。

初时学生仅 7 人，后陆续增至 40 人，学生

多为成年女性，再后来新生开始年年倍增，

王培孙先生便动员、 支持其夫人沈竹书到

务本女中担任舍监，支持老同学办学。 1904

年，上海务本女塾率先开始附设幼稚舍，成

为上海第一所中国人创办的幼儿园。 学校

几经迁改，现为上海市第二中学（简称市二

中学）， 也是上海市一所老牌的市重点中

学。 沈叔逵先生是学堂乐歌代表人物、音乐

教育家，同学情深，南模中学授课之余，时

常到务本女中、南洋中学中授课。

尾声：传承基因 赓续血脉

现在可以回答的是， 南洋公学师范院

是中国的第一所师范学校， 在教育救国背

景下而生。 早年，培养了包括南模中学、南

洋中学、 市二中学等一批老校长在内的一

众新式教育先驱，开创了国人自办新学的时

代，育人情怀代代相传。南模中学、南洋中学

校名皆源于此。 突然想起，南洋公学的衣钵

继承人———上海交通大学在去年又重新开

办教育学院啦，教育强国续写辉煌。

南洋中学和南模中学， 在教育兴国进

程中发展，在教育强国的使命下奋进。 特别

是南模中学源自南洋公学外院、中院，基因

传承、血脉赓续。 又想起，新中国建立后，长

期在徐汇区内三所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任

职， 并带领学校创造辉煌业绩的四位校

长———南模中学赵宪初校长、张茂昌校长，

市二中学老校长吴小仲， 位育中学赵家镐

校长中学均毕业于南模中学。 这，也许也是

一种血脉赓续吧。

（作者系上海市南模中学党委

书记，先后在南洋中学、

南模中学工作）

南洋中学、 南模中学，

都是百年老校。 两校的校名

都源自南洋公学，为什么都

取名“南洋”，“是不是南洋

华侨办的呢？ ”不仅现在很

多人搞不清，很多年前就有

人请教过时任南模中学校

长赵宪初先生。 问得人多

了， 先生索性写了篇文章

《此南洋不是那南洋》，发表

在 1982 年 1 月 12 日的《新

民晚报》上。 讲到鸦片战争

后，清廷专设北洋大臣和南

洋大臣，管理对外交涉和通

商的工作。 天津属北洋，上

海属南洋。 洋务运动的代表

人物盛宣怀在两地分别建

了一所高校，北洋大学（天

津大学前身） 和南洋公学

（上海交通大学前身）。 最后

明确回答“南洋中学和南洋

模范中学，都和南洋公学有

过一些关系或者联系。 由此

明确，此“南洋”中国长江以

南靠海洋区域称谓，和“北

洋”相对应，和东南亚的“南

洋”没啥关联。但是南洋中

学和南模中学、 南洋

公学到底是啥关

系， 有啥联系，先

生没讲。 今日，我

狗尾续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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