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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史话

1915 年巴拿马世界博览会

与《清华年报》创办
金富军

《清华年报》（The Tsing Hua 

Annual）是清华历史上持续出版时

间较长的一份刊物。“该项年报，

完全用英文撰述，其体裁悉仿美国

学校所刊行之年鉴，记载一年来校

中大事，体育成绩，社交活动，教

职员衔名，各级同学录，笑话，卡

通及大量照片。内容相当丰富，装

印精致。”年报保存了学校大量的

历史信息，是研究清华校史的重要

资料。

据 1914 年 4 月 7 日出版的《清

华周报》（后改名《清华周刊》）

第 3 期刊登：

本校将办年报，其宗旨系将全

校成绩择尤选登，并预备巴拿马与

赛之用。已由各班选举代表其事。

兹将其襄办姓名开列于下：

高等科四年级 周启邦

高等科三年级 蔡   正

高等科二年级 吴   宓

高等科一年级 朱   彬

中等科一、二、三年级 李汝祺 

可 见，《 清 华 年 报》 创 刊 的

直接动因是参加 1915 年在美国旧

金山举行的巴拿马世界博览会。

1914 年的《清华年报》印刷完毕

后，封面印着 For the 1915 Panama 

Exposition；从参与代表的年级分布

看，年报内容侧重点在高等科。4

月 18 日，《清华年报》经理部成立，

经理为海利恩先生，副经理为洪深，

助理为金岳霖、廖世承、傅葆琛、

黄勤、谢宝添、李郭舟、吴世晋、

何钧等八人。

1915 年 2 月 22 日 -12 月 4 日，

美国在旧金山举办巴拿马太平洋万

国博览会，宗旨在“祝运河开通之

盛典，并为太平洋发见四百年（约

计）之纪念，兼图人文之进步、产

业之勃兴与贸易之增进，并国际间

之和平者也。”中国政府对此极为

重视，经过充分准备，选出来自 19

个省 4172 个单位 10 万余种、1800

余箱、1500 余吨的展品分两批运往

美国。中国政府还成立驻美赛会监

督处，同时直隶、山东、江苏、安

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四

川、广东、上海、交通部等 12 个省、

部派出总计 18 名代表。值得一提的

是，国内只有清华学校选派两名代

表，可见清华学校对此次博览会的

重视。

《清华年报》封面上印刷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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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 年巴拿马世界博览会

与《清华年报》创办

大奖背后陈琪等人的争取与努力。

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展出期间，

一位参观博览会的中国留学生乐森

璧称赞清华：“吾国与赛各校，惟

北京清华得大奖。按美人对于是校，

虽另加青眼，然平心而论，国中现

时诸校，能如是校教授管理之严密，

以及学生之勇进，盖未之见也。”

一份学生为主的自办刊物，甫

一创办即获得国际最高奖，实属不

易。这首先应归功于师生的齐心协

力用心办刊。另一方面，也是当时

清华学校校园文化熏陶的结果。前

揭乐森璧称赞清华，并非仅仅因为

《清华年报》的设计与装帧精美和

内容丰富，而是由于清华展品所体

现的学校严密管理与学生昂扬向上

的精神状态等校园文化。

Hua College。 但 实 际

上这是学校主持、师生

合作、学生为主编辑的

第一份刊物。 “该项

年报……撰述之责，全

归同学，校方仅指定教

员数人充任顾问。” 

由 于 学 校 重 视，

经费投入较多。因此，

年报不但材料丰富，纸

张和印刷都很精美。在

年报启动编辑时，年报

经理部即开始年报的预

订工作。零售每册一元

五角，但预定可以优惠

到每册一元。

经过认真工作，1914 年《清华

年报》于 12 月印刷完毕，并于 12

月 10 日运到学校。同学们争先取阅，

先睹为快。

《清华年报》主要内容为学校

历史与现状，学校行政领导与教职

员，学生，各类学生社团，体育以

及出版物，戏剧活动等其他活动，

学校日历以及学校贡献等八个部分。

内容丰富，印刷与装帧极为精美。

巴拿马博览会奖项共有六级，

由高到低依次为：大奖章（最好的

等级）、荣誉奖（95-100 分）、金

奖（85-94 分）、银奖（75-84 分）、

铜奖（64-75 分）、奖词（无牌）。

在评选最后的高等审查环节，中国

驻美赛会监督处监督陈琪当选为评

议及补行审查会特别委员，极力为

中国展品争取奖项，曾多次致函审

查总长要求更改奖项，并阐述理由。

例如，《清华年报》原拟授予“荣

誉奖”，在陈琦的争取下，被授予

最高等级的“大奖章”。陈琪推荐

黄鼎、丁韪良、梁敦彦等人争取最

高奖：“清华学校游学生监督黄佐

廷、丁韪良二人于清华学校颇尽心

力；外交总长梁敦彦于派遣学生事

多多主持。”

《清华年报》获得大奖成为清

华人的骄傲。多年以后，姚崧龄回

忆：1915 年，清华学校“参加该会

教育展览，曾将该期年刊十册，特

用皮面烫金字，连同学生各种学科

成绩，汇送比赛。结果我校获得教

育组之特奖 Grand Prize。”清华师

生的努力应该肯定，但也应该铭记

巴拿马博览会清华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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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清华，周诒春校长特别

强调实干，认为“今日中国所急需

者，非高谈阔论之理想家，乃身体

力行之实验家也。”鼓励学生要在

各种团体中着眼于大体，不谋小团

体利益。通过联络、团结，胜不骄、

败不馁，才能自立于生存竞争之世

界。清华学生也深深体会到周诒春

的良苦用心，认识到“像我们这般

颓唐的国家，要想振作，非得有一

群人老实肯作事。所以无论什么地

方，只要有人抱着好心肠极力的作

事。不管怎样作法都是好的。换句

话，不管怎样，实地的工作最有价

值。在学校里，养成不肯放过光阴，

时刻准备作事的习惯最要紧。”因

此，清华校内各类学生会社活动有

声有色，各类出版物也蓬勃发展。

清华学生也将组织、参与各种会社

与出版各种刊物视为“自动的作业”

与“练习的机会”，培养自己“创

作的精神”。

《清华年刊》的编辑工作全由

学生承担，丰富的内容、精美的设

计以及斩获大奖体现了清华学生工

作的热情、效率和创造性。

但在编辑过程中，也有同学不

满甚至反感。作为高等科二年级代

表参与编辑工作的吴宓在日记中批

评学校做表面文章粉饰敷衍以图虚

荣，他在日记中写到：

近者美国旧金山将有展览会，

校长必欲各科成绩运往陈列。于是

各教员极力做表面功夫，粉饰敷衍

藉图虚荣。如德文教员则舍书不顾，

令学生自易读之，而别取佳好纸本，

将所授文法反复抄写，惟求明净美

观以备展览。数学教员则令作线、

画图至二至三，不厌其繁，毫无实

益。其本末倒置，可为痛哭。若辈

只顾誊写抄录，费去学生读书之时

间，独不虑所写材料其浅陋之处，

令外人将笑杀。今之办学者，皆存

此粉饰邀名之想，即苦力自学之学

生反不能行其志，误人子弟、误我

国民，患可胜言。

历史地看，吴宓的批评未免夸

大，且更多是一种青年学生被派活

后的牢骚和抱怨。清华自 1914 年

开始编辑年报并形成传统，一直坚

持、保存了大量的校史信息，极具

重要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相较于

此而言，吴宓的牢骚和抱怨都可忽

略不计了。

1912-1918年，清华学生成立的专门性团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