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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与广雅书院

黄家裕

光绪十年(1884 年)，因中法战争，张之洞由山西巡抚升任两广总督。在督

粤期间开设广州广雅书院。时粤地有识之士多追求科场折桂而沉溺于科举应试

之文(即所谓帖括)，而有意于经、史者则寥若晨星。张开设的广雅书院，一扫

儒林中这一守旧之风，力聘士林各宿执教，改革课程设置。不但开经、史、词

章；还开设西方学校教程：数、理、化、博物、地理，奖校优秀学生，因而士

风为之一变。张之洞每逢政事闲假必来校了解校事，与莘莘学于论文评章，与

教师探研教习。据清人徐珂在《清稗类钞》记述：“院(指广雅书院)在西城外数

里，近彩虹桥，风景清幽，花木葱蔚，又可见张之洞十分注意创造一个优美的

学习环境，这与他爱好园林之雅颇有关系。一次，张之洞来校视察，见院一池，

未及种莲，之洞倚栏凭眺，谈及池美无荷衬，实是遗憾，这为院某员所闻，某

员为投其所好，绞尽脑汁，密为布置。之洞改日来院，目睹院中数亩方塘，芙

蕖盛开，张之洞为之惊诧，召某员到来，询问何法使荚蕖昼夜阔怒放?原来某员

探知池水甚浅，他四处活动收集盆莲数百，投放池中，盆体水淹，令茎叶丰露

水面，远视池塘，满塘芙蕖盛开，达到以假乱真。张之洞听后，哈哈大笑，这

是广雅书院开办初的一段轶趣。

张之洞为清末洋务派首领，锐意新政，开办造船厂、兵工厂、矿务局，创

办平汉铁路、汉阳铁厂、萍乡煤矿；除广雅书院外，还设立水师学堂，命容阂

带领三十三人出洋留学(这与曾国藩意见一致)学习西方技术等等，充分反映了

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政治主张。虽然张之洞有反对戊戌变法和八

国联军八京在帝国主义指使下参与“东南互保”镇压两湖反洋教斗争以及唐才

常自立军起事。但不愧为思想开放，热心洋务有独立见解的封建官僚，特别是

他作为洋务派首领在闭关自守的满清时代创办了一些工业体系，这点政绩无论



如何不该抹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