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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贾并重的儒贾并重的

（上接第８版）

书院教育

书院是聚徒讲学的地方，是儒童参加

科举应试的预备场所，是“乡学之秀”进一

步深造的教育机构。一般中小商人子弟须

入当地书院就读。明清时期，晋中有名的

书院有榆次的凤鸣书院、源池书院，太谷的

凤山书院、繁禳书院，祁县的昭余书院，平

遥的西河书院、超山书院，介休的绵山书

院，灵石的二贤、竹林、修身、双藤等书院，

寿阳的受川书院，昔阳的文昌书院、少山书

院，和顺的云龙书院，榆社的箕城书院等。

书院的经费除个别由政府拨款外，主要靠

私人筹措捐献，晋商是主要赞助力量之

一。如平遥超山书院“由董事24家轮流值

年经管，官吏概不经手”（《松龛全集·文集》

卷三、四）。1837年，榆次凤鸣书院重新修

建，常氏家族常维城“慨然捐资二百金，为

诸生膏火金”，知县文光赠匾“崇文尚义”。

祁县昭余书院，由各商户在 1840 年捐银 2

万两，岁得息银1440两用于日常经费。

巨商大贾则自设书院，成为家族教育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灵石静升王家的桂

馨书院，就是王家子弟求取功名的地方。

王家子弟求学分三步，稚童启蒙在养正书

塾，少年读书入三元书馆，进一步深造则集

中在桂馨书院。桂馨书院正窑廊柱上有一

木刻楹联：“万卷诗书四时苦读一朝悟，十

年寒窗三鼓灯火五更明。”榆次车辋村常氏

家族拥有约斋书院和石芸轩书院，其中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黑瓦关帝庙”书院。1898

年，常麟书为“扩学识、增阅历、济时艰”，将

族中弟侄20余人迁往太原，在黑瓦关帝庙

租赁房屋，集体居住，由他在夜间亲自授

课。由于他博学善教，弟侄们提高很快，不

少人参加晋阳书院或令德堂书院考试成绩

斐然。1902年，山西、陕西两省学子会试，

从黑瓦关帝庙赶赴西安应考的常赞春、常

旭春、常麟图兄弟三人，同榜中举，“黑瓦关

帝庙”一时名声大噪，吸引了不少学子。

新式教育

清末，清政府实行教育革新，“废科举，

兴学堂”。晋商家族中的饱学之士，顺应时

代潮流，以其勇于开拓创新的远见卓识和

雄厚的财力，首先在家族内积极创办新式

学堂。

榆次车辋村常氏家族是晋商家族中兴

办近代教育较早的。1903年，常氏家族中

的十四世、清末进士常麟书将本族各家的

私塾合并，成立常氏私立笃初小学堂，并亲

任教务。课程设置经、史、文、算四门。这

是榆次成立的第一所新式学校，省内也属

较早者。1906年，常氏私立笃初小学堂又

增设中学部，呈报山西提学使审批立案，改

名“常氏私立中学兼高初两级小学堂”，课

程依照清政府颁布的学堂章程设置，增聘

英语、科学教师数人。这是榆次第一所私

立中学，也是当时全省唯一一所私立中学。

民国初年，太谷曹家也将族中私塾改

组为“三多堂私立小学”。

晋商在家族内兴办新式学堂，走在全

省前列，为新学的兴起起到了表率作用。

这些新式学堂在学制、课程设置、教学方法

和学生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留学教育

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是清末教育革新

的重要内容之一。晋商家族中的部分有识

之士逐渐认识到积极吸取西洋近代文化的

重要性，支持并资助子弟出国留学。以榆

次为例，清末到民国年间，出国留学者共有

26人，大部分是商人家族子弟。晋中商人

子弟留学的地方大多选在日本。榆次 26

名留学生中，有20名在日本，其余6名分别

选在英国、美国、法国、苏联、比利时5国，

所学专业各异。其中，榆次车辋村常氏家

族的常蕴春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法科、常

凤洲毕业于日本文部省立的神户高等商业

学校、常乃钦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

经济科、常乃锐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

学校。

女子教育

清末教育革新中，女子教育被提到重

要位置，晋商在家族教育中首开山西女子

教育之先河。

1905年，榆次车辋村常氏家族中的十

四世常沛春、常建春、常泽春等人共同发起

成立了“常氏知耻女子学堂”。课程为文

学、算术、修身，学生以本族女子为主。常

赞春除讲授经史知识外，更亲自为学生讲

授勾、股、弦等知识。常氏家族兴办女学，

在晋中乃至山西引起不小的轰动。

次年，即 1906 年，太谷阳邑东里村富

商乔穆卿办起一所女子学堂。值得注意的

是，常氏家族与乔穆卿开办女学的时间，均

早于清政府正式规定女子新教育制度的时

间（1907年）。晋商家族的开拓创新精神由

此可见一斑。这些女子学堂为后来女子教

育的发展作了初步尝试。

社会办学

晋商家族除致力于家族教育外，在清

朝末年至民国初年时期，还把注意力转向

社会性教育事业，在地方上热心倡导和筹

办新式学堂。晋商家族中有不少鸿儒硕学

和归国留学生执教新学，担任学校的重要

职务，为山西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一些经济实力

比较雄厚的晋商家族纷纷慷慨解囊，筹办

新学和捐资助学。1904年，渠本翘与祁县

乡绅商定，筹集资金将城内原有的昭余书

院改为祁县中学堂，呈报山西巡抚，旋即获

准。次年2月，祁县中学堂正式开办，按照

时序排列，名列全省第十。学堂设国文、数

学、物理、化学、英语等课程，并以高薪从北

洋大学请来英语教师，从山西大学堂聘数

理教师。渠本翘亲自制定规章制度，并为

学生设立奖学金。办学经费均来自渠家、

乔家和其他晋商的捐助。1909年，渠本翘

等人首创县立女子两级小学堂。渠本翘还

参加了山西大学堂的筹建工作，并于1910

年任山西大学堂总监督。渠本翘的侄儿渠

晋山，继承了父辈既经商又从文的家风，

1919 年出资 2 万两白银，在祁县城内创建

竞新小学校。学校每年的日常支出由渠晋

山全部负担，还对家庭困难的学生进行资

助。渠晋山还高薪聘请德才兼备的教师任

教，竞新小学校以师资高、校规严、设备全、

成绩优闻名三晋。

（下转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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