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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海飞云，杰地自收风月景；籀楼

拱瑞，书山多植栋梁材。”这是当年项骧

应瑞安县学校长余崧舫的聘请，为刚刚

落成的籀公楼所题的对联。从我们现在

的眼光来看这副对联，仍能感受到作者

淹古通今的大家手笔；感受到那股大气

磅礴中的豪迈之情。

项骧（1880—1944），字渭臣，号微

尘，他是瑞安人公认的大才子，是从县城

草堂巷里走出的时代俊秀。他出身名门

望族，瑞安县城的会文里，就是为纪念南

宋项氏祖先项公泽，奉敕所立的会文坊

而得名。从晚清至民初，项氏更是人才

辈出：项霁、项傅梅、项傅霖、项方纲、项

湘藻、项芳兰等，个个闻名遐迩，誉满乡

里。当年项氏大宅院内，还建有耕读亭、

株树楼等富于文化内涵的楼台亭阁，项

骧从小就在这里得到家族文化最初始的

熏陶。

光绪二十三年（1897），项湘藻、项

芳兰为学习西方技术，培养外语人才，开

地方风气之先，斥资在县城范大桥项氏

宗祠内创办了方言馆（瑞安中学前身），

聘请上海圣约翰大学蔡华卿为教习，教

授英文、拉丁文及外国史地，项骧就是当

时首批入学的学生。他天资聪颖、好学

不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令方言馆创办

人项氏两兄弟倍加赞赏，认为孺子可教，

日后必成大器。

后来，项骧果然以优异成绩考入南

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与于右任、

邵力子、李叔同、黄炎培等同为蔡元培的

得意门生。1903 年冬，南洋公学发生罢

课风潮，项骧率部分同学助马相伯另组

震旦学院（复旦大学前身），并“总理其

事”。同时，他还与许幼园、黄炎培等共

创“沪学会”,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名著《罗

马大将恺撒》，曾一度引起轰动，令许多

人争相传阅。

当时温州、瑞安一带的时代青年，为

寻求救国图强之路，掀起了出国留学的

热潮，但限于条件，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去

日本。项骧也曾游学日本，不过他总觉

得大洋彼岸的美国更为先进发达，也更

具吸引力。1905 年，在堂叔项湘藻的鼎

力资助下，他终于登上了赴美国留学的

远洋海轮。

在纽约的曼哈顿，项骧凭着扎实的

英语功底，顺利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

系。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首屈一指的名

校，迄今历届毕业生和教职员中有 97 名

获过诺贝尔奖，在世界各大学中排名第

一。项骧在这里度过了四年难忘的时

光，于 1909 年毕业，并获经济硕士学位。

项骧归国后，清廷已废除科举制度，

但对从海外留学回国的学子，仍按旧制

仪式举行廷试，称之为“洋科举”。当年，

参加“洋科举”的温州留学生就有好几

个，其中瑞安人尽占风光。廷试时，林大

闾位居榜首，称“洋会元”。殿试时，项骧

夺魁，名列黄榜一等第一名，时称“洋状

元”，授翰林院修撰。

项骧殿试夺魁时，瑞安还没有通电

话和电报。发榜的喜报只得先由北京电

传至省城杭州，再由杭州那边派快马飞

传抵瑞安。喜报传到后，瑞安城差不多

沸腾了，旗鼓伞纛齐出，笙箫管弦共奏，

全城振奋，万人空巷，人们奔走相告，“洋

状元”项骧的大名家喻户晓。

民国政府成立后，项骧三度出任财

政部次长兼盐务署长、盐务稽核所总

办。任内，他曾亲赴上海参加国际关税

会议，在外交谈判席上，面对十多个国家

的代表，他不畏强权，力争关税自主，维

护了民族尊严和国家权益。旋即，又去

美国考察财政，向美、英等国专家取经，

拟订了金本位制度。项骧总揽全国盐

务，年税收逾亿元。他清廉自守，一丝不

苟，财政收支，井然不紊，全国财务检查

时，深受各界赞誉，民国政府授予一等大

绶勋章，以示褒扬。

1925 年 ，直 、奉 军 阀 之 间 又 起 内

战。不久，项骧辞职回乡，从此息影家

园，以诗文自娱。他爱国爱乡，仍时刻关

心民生疾苦。1932 年，在上海得知武汉

等地发生严重水灾，农田绝收，哀鸿遍

野，他致电同窗好友、时任美国总统胡

佛，呼吁赈济灾民，结果获得了一定的援

助。

抗日战争爆发后，项骧义愤填膺，在

家乡带头组织“反日会”。在瑞安大操场

召开的抗敌救援大会上，他慷慨陈词，愤

怒声讨日寇的侵略暴行，并当场为“反日

会”捐献 100 银元和 20 美元。嗣后又发

起举办书画展览会，将义卖所得款项全

部捐作抗日经费。

1941 年 4 月 19 日凌晨，日本侵略军

侵占瑞安城，项骧仓促中不及出城，受到

日伪的威胁。他大义凛然，誓不屈服，因

忧愤交加，患脑溢血症瘫痪在床，从此一

病不起。1944 年 9 月，永嘉沦陷，瑞安

危在旦夕，一时间人心惶惶，居民纷纷疏

散。项骧以衰病之身，不忍再见家乡沦

于敌手，遂决意绝食，于 1944 年 11 月 4

日逝世，享年 66 岁。他逝世后不到 10

个月，日本就宣布无条件投降了，可惜项

骧没能等到与同胞共庆抗日胜利的这一

天。

项骧辞世已半个多世纪，可是“洋状

元”当年殿试夺魁，晚年为反抗日寇暴行

绝食身亡的故事，仍在坊间盛传不衰，先

辈的种种荣耀，依然熠熠生辉，家乡人民

一直在为他而感到骄傲。

1994 年，项骧的孙子项洁在美国哥

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里，查找到他祖父毕

业时所作的经济学硕士论文原本，并将

其复制送交瑞中校史馆保藏, 这是“洋

状元”留给母校一份弥足珍贵的厚礼。

当年，瑞安这些自费或公费的出国留学

生们正处于国家积贫积弱、中华民族面临危

急存亡的紧要关头，他们虽然普遍年纪较

轻，但爱国热情高涨，怀着一颗救国图强的

决心，踏上异国求知的艰难路程，或学军

事，或学政治，或学法律，或学医农，或学

工商，而且，个个没有辜负家乡人民期望，

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出色完成各自的学业，把

自己培养成为对国家对民族有用的人才。在

学习期间，他们能够维护民族尊严，坚守

“国格”“人格”，为后人留下了值得学习的

榜样。

从清末瑞安留学潮至今，已经过去整整

一百年，世界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的中

国不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超级经济大国，而

且在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每个海外学子身

后都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中国不再贫穷，也

不再落后，中国人的钱包随着改革开放逐渐

鼓了起来，一轮新的留学大潮，席卷神州大

地，远非当年可比，送子女出国留学，几乎成

为每个中国家庭的必要选择，特别是占有留

学风气之先的瑞安人更是如此。

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在如此众多的出

国学子中，真正怀着报国之志的究竟有多

少？真正能埋头苦学的又有

多少？我们当然对自己的下

一代充满信心，但我们更应

从前人的事迹中得到一些有

益启示，希望当今出国的学

子们既有崇高的理想又有务

实的精神，在中华民族复兴

的 道 路 上 担 负 起 历 史 的 重

任 ， 不 要 让 留 学 成 为 “ 镀

金”的代名词。

留给今人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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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骧留学殿试夺魁

清末的瑞安留学潮
■俞 海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特别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开启了中国千年
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有识之士，纷纷将目光投向西方，寻求富国强兵之路。

在瑞安，以黄绍箕、孙诒让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倡导西学，
提出兴教育、建学校、重农桑、办实业、保利权、设议院等一系列具体改革措施，同时，支
持鼓励瑞安的年轻学子留洋读书深造，掀起一股出洋留学的热潮。

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曾经在《劝学篇》中

说：“至于留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路近省费

可多遣；去华近，易考察；西书甚繁，凡西学不

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国）东（瀛）

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

此。”1898 年，他亲自选派包括他的孙子张厚

琨在内的湖南、湖北两省 200 名学生赴日留

学，开启中国学生留学日本的大门。后来，他

又委派时任湖北提学使的瑞安人黄绍箕率团

赴日考察教育，学习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先

进思想和经验。

当时，温州、瑞安距日本较近，确是一衣

带水，赴日观光考察和留学，蔚成风气。瑞安

“留日军团”之庞大，人才之优秀，可称空前绝

后。

据《浙江潮》杂志等资料的记载，自清光

绪二十八年（1902）到三十年（1904），瑞安到

日本留学的学生就有 26 人之多，高居温属各

县之首，他们年龄小则 17 岁，大则 31 岁。其

中比较有名的有：

翰林院编修黄绍第的次子黄曾锴和三子

黄曾铭均于光绪廿九年到日本，自费入同文

书院。后黄曾锴在日本东京高等商业学校毕

业，在家乡举办内河轮船公司等实业；黄曾铭

在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归国后殿试

选为庶吉士，被称“洋翰林”。民国初，任交通

部电政司科长。

黄曾延，黄绍箕长子。光绪廿九年到日

本，自费入成城学校，后在庆应义塾大学毕

业。民国时任审计院协审官。

林大闾，光绪廿九年到日本，毕业于日本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回国后廷试第一名，称

为“洋会元”。授翰林院编修，民国时任工商

公报局局长，升农商部次长。

林大同，光绪廿九年到日本，毕业于日本

东北大学土木工程科。归国部试工科举人，

授内阁中书。民国时任浙江省水利委员会会

长。

孙锵鸣的第九子孙冶域，光绪廿九年到

日本，回国后，与孙怀创办温州第一份日报

《东瓯日报》。

许燊和许壬两兄弟，光绪廿九年到日本。

许燊公费入弘文学院读书。辛亥后，任国会

参议院议员。抗日期间回乡，被聘为省参议

员；许壬毕业于日本政法大学，参加辛亥革命

活动，归国后任浙江官立法政学校教务长、私

立法政学校校长。为我国司法界前辈，民法

专家。杭州有路名“养颐里”，即纪念他，现尚

保存。

光绪三十年，许璇（许燊兄）又和许征（许

燊弟）到日本，许璇公费入京都高等学校，毕

业于东京帝大农科。民国后，历任北京大学

生农科教授、浙大农学院院长、北平大学农业

经济系主任、中华农学会总理事长，为我国现

代农学主要奠基人；许征自费入成城学校，毕

业于日本东京帝大冶金科。归国后任兵工署

少将专员、南京兵工专门学校校长。新中国

成立后任东北大学一级教授，我国著名冶金

专家。

李慕林，为清末举人李漱梅次子。光绪

三十年赴日，时年廿三岁。自费入日本法政

大学，瑞安近代工业的创始人。

王鼐卿，光绪三十年赴日，在东京参加革

命活动，归国后追随陶成章从事革命。民国

后，被选为众议院议员。

唐介，光绪三十年赴日，公费入法政学

校。民国七年，当选为省议员。

光绪三十年，陈恺和许藩由瑞安孙诒让

选派赴日，公费入弘文学院，陈恺专修科学

习，许藩学习数理化。回国后，陈恺任瑞安普

通学堂教员，宣统间任瑞安中学监督（校长）；

许藩民国元年起任瑞安中学校长。

金嵘轩 ，瑞安林垟人，著名教育家。光绪

三十二年（1906）入东京日语预备堂、东京数

学馆，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回国后任

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校长，浙江省教育厅社教

科长，江苏省立镇江中学、瑞安中学、温州中

学校长。1956 年起，出任温州市副市长、浙江

省人民代表、温州市政协副主席。

洪天遂，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曾任南

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第八后方医院院长，

后来为瑞安人民医院的创始人。另外，还有

林调元、洪彦远、沈靖等人（本版《瑞安先贤故

事会》栏目均曾介绍过）。

除了留学日本之外，同时出国留学的名

人还有：

伍献文，中国科学院院士、生物学家。早

年留学法国，是我国鱼类学和水生生物学的

奠基人之一：项骧(本版《项骧留学殿试夺魁》

一文详细介绍）。

稍后一些还有曾省，他是我国著名昆虫

学家，曾留学法国里昂大学；其弟曾勉留学

法国蒙不利亚大学园艺系，是我国著名的柑

橘专家；张更，字演参，美国哈佛大学留

学。回国后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

员。

人才荟萃的“留日军团”

马知力 画

■马邦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