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 月

第 期 总 期

中 国 社 会 料 学 院 研 究 生 院 学 报

又艰卜八 〔’ 乡八以叭汗 岌 艾 巴 人「又玉 、 又’ 罗 〔 ’外 。魂

严 复 晚 年 的 经 济 收 入

黄令坦

提 要」根据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严复晚年的账本�并结合严复的日记�对他在晚年的总收入进
行计算。其收入来源主要包括以学为政之薪金、股票红利、存款利息、稿酬等。 年一 年间�严
复凭借 自己融会中西的学问�在袁世凯政府担任数项要职�并领取到丰厚的报酬。他在商务印书馆持有的
股份每年也能分到六七千元的红利。最后计算的结果总计 万银元�折合现在的人民币约两千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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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
关于严复的经济生活�是广大学者们十分感兴趣的一个
题目。然而由于史料的缺乏�特别是已经出版的有关严
复的集子与专著中很少涉及严复的经济活动。虽然在严
复与家人朋友的书信以及日记中提及经济活动�但也只
是只言片语�冰山一角�不能反映出严复全面的经济生
活。笔者有幸参阅到严复遗留的账本。此账本收藏在中
国国家博物馆。其中详细记载了严复在 年及

年至 年的往来账 目。无论巨细�皆收录在账�大
者如 “收参政院八月薪 元 ”�小者甚至 “付澡堂
元 ” 也登记在册。辛亥革命以来�严复的经济来源主要
有以学为政之薪金、股票红利、存款利息以及稿酬等。
由于史料所限�仅能统计和计算 年至 年严复

的收人。这十年之间市面上主要流通的货币有鹰洋、龙
洋以及民三新币。鹰洋�即墨西哥银元�又叫做 “墨
银 ”�最初于 年流人广东�其后流行各地。每枚重
库平七钱二分八厘�银色为 。① 龙洋为清政府 自
铸银元�币背铸有龙纹� 年开始流通于市面�清政
府共铸造光绪元宝、宣统元宝、大清银币三种龙洋。龙
洋每枚币重库平七钱二分�成色为 �含纯银量为六
钱四分八厘。 年�清政府颁布 《币制则例 》�正式
规定龙洋为标准货币�以 “圆 ” 为单位。② 民三新币就
是通常所说的 “袁大头 ”� 年 月由天津造币厂根

据 《国币条例 》始铸�江南币厂继之。 年 月 日

颁布的 《国币条例 》规定 “一元银币重库平七钱二分�
内含纯银九成�计六钱四分八 ”。③ 这三种银元�在同一

个时期等价使用。① 按银色计算�白银一两约合银元
元。账本中也涉及到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
在此期间两行发行钞票不过数千万元�而且都是可以兑
换现洋的纸币�因此钞票一元和一块大洋是等价的。⑤

一 、以学 为政 之薪金
一 供职海军部

海军部薪水是严复晚年最可靠 的一笔经济来源。
年 月�清廷成立海军部�并特授严复为海军部

一等参谋官� 年 月又授为海军协都统�一直到严
复病逝的前一年仍收到海军部的薪水。严复日记中经常
有此记录。先是每月 元大洋� 年 月以后改

为 “现洋 元�中钞 元 ”。 年 月以后增至

·‘现洋 元�中钞 元��。⑥ 但由于严复于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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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去世�期间再考虑到一些不可抗拒因素致使没有领到
海军部薪水�可以大概地认为每月可以从海军部领到
。元薪水�以十年计�严复自民国元年到其去世�可
以从海军部领到 万银元。

二 京师大学堂总监督

年 月 日�严复被派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
“此缺本系三品实缺京堂官 ”�“薪水月三百两 ”。① 然而�
此时的袁世凯政府几乎无稳定财源�财政状况极为恶化。
月初�财政部以库款支细�通令京内外各衙门�凡薪水
在 元以下者�照旧支给�其在 元以上者�一律暂支
元。② 如果按照这个数目来支取薪水�一直到 月 日

严复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前后八个月可领到 元。
三 公府顾问之津贴

严复于 年 月中旬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顾问

官。③ 每月发给津贴 元。④ 年 月 日�袁世
凯裁撤总统府顾问及咨议共 人�并减发留任顾问薪
金。 月 日�严复得公府 总统府 主计信�告以总
统府 “顾问薪水自六月起停支 ”。⑤ 从此以后�严复成了
一个挂名顾问。

因此�可以断定在作为总统府外交顾问期间�严复
仅拿到了 年 月至 年 月的共 个月的薪

水�每月 元�总计 元。
四 约法会议之津贴

年 月 日�约法会议开幕�以严复等 。人
为议员。严复因此也收到一笔不菲的津贴� “ 年

月 日�收到约法会议五、六月份薪费 元 ” “ 月
日�约法 元 ” ·一 ⑥约法会议于 年 月

日闭幕�前后历时整整一年�共召开会议 次。严复
于 月 日 “收到约法三月薪 元 ”�⑦ 最后一个月
可能是发双薪�以后再也没有约法会议薪水的记录。严
复的账本仅记录了约法会议九个月的薪水�缺少
年三、四月和 年一、二月的薪水记录。按照其余
九个月的薪水推理�这四个月应该也是每月收到 元

薪水。 年 月总计收到约法会议 。元�都算是
当年五、六月的薪水。这样可以计算�严复从约法会议
领到 个月 的薪水�共 元

又 元公债�总计为 元。
五 参政院之薪金

年 月 日�袁世凯任命严复等 人为参政

院参政。⑧ 参政月费 元。⑨ 严复日记中记载 月

日当天 “收参政院八月薪 元 ”。严复的账本中提及
“收参政院某月薪 元 ” 达 次之多。参政院从
年 月开院�到 年 月被裁撤�前后历时 个月�
严复实际上只领到了 个月的薪水�总计 元。

严复还以参政的身份兼任了中华民国宪法起草委员

之职。 年 月 日领到此职的第一笔薪水� “收宪
法大会七月份车马费 元 ”�从八月份开始宪法会的
车马费改为 元。⑩ 严复约收到宪法会 个月的薪水�
总计 元。

六 政事堂法制局之薪金

年 月 日�严复被袁世凯延揽到法制局任
职。严复账本中第一次关于法制局薪水的记录是 “
年 月 日�收到法制局 元 ”。最后一次收到法制局
的薪金是 “ 年 月 日�收到法制局九月份薪
。元 ”�③ 在此之前每月都收到 元�前后总计

个月 一 � 元。
七 内史监之薪金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袁世凯关注世界局
势。严复因此也 “自欧战发生后�府君于战事新闻�每
摘要论述�送总统府备览 ”。⑩ 总统府对此项工作给以丰
厚的报酬�每个月发给 元译费并 元车马费�而
且是当月分别发放�极少拖欠。 年 月开始�这
笔薪金改为一次性支付 元。这笔薪水一直发放到
“ 年 月 日�收公府三月份会费 元��。⑩ 虽
然�严复账本上一直到 年 月才有这笔薪水的记

录。但是严复从事此项工作 “积年余�不下数万言 ”�⑩
再结合黄克武先生的研究成果�可以断定严复从事此项
工作前后历时 个月 一 一 一 。最后结算
的结果 为公府内史监译述 《居仁 日览 》此项差事可以
让严复领到 元。

从民国元年一直到 年袁世凯帝制复辟失败�
严复在北洋政府中身兼数职�一月领几份薪水。如果依
次将各职薪金相加�总计约为 元。

二 、股 票红 利
严复和商务印书馆在经济上的往来也很多。严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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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量译著�获得了不菲的稿酬。
年�他开始翻译 《原富 》�此书尚未译完时�张元济就
写信给他� “承许以两千金购稿。’�① 待 。。年翻译完
毕�张元济同意 《原富 》除两千元稿酬外�出版时 “以
售值十成之二见分 ”。② 严复的 《天演论 》自出版以来�
畅销一时一版再版�到 年仅商务印书馆就印刷

次。由于商务印书馆在社会上信誉好、利息高�这些稿
酬严复除支取少量外�其余作为股份投资在商务印书馆
生息。特别是 年以后�不在政府任职的严复主要
靠投资于商务印书馆的股金与股息维持生活。

年 月�严复收到商务印书馆股息 元�③
由于史料缺乏�此时尚不能确定严复持有商务印书馆多
少股份。 年 月 日�严复 ‘收到商务来股份利

元。”④ 月 巧 日� “上海商务印书馆收到购股
汇款叁仟式百元。”⑤ 也就是说�严复又增持了 股。
一直到 年 月 日�又收到 “商务馆来红利

元 ”�⑥ 而当年的股息是 “一分五厘 ”。⑦ 因此�
可以计算出严复此时持有商务股份 股。 年 月

日�商务印书馆交给严复 股的红利�按一分五厘
开�合 元口⑧ 一直到 。年�严复在商务印书馆
的持股数目仍然是 。。⑨ 然而到了 年�严复在
月 日与长子严壕的家书中�告以本年 “商务印书馆
红利以五百股一七分�分八千五百元 ”。⑩ 可知严复在商
务印书馆的股金为五万元。 月 日�又函嘱严豫 “商
务馆股分更换新票�吾家总五百股�除新票百股不计
外�其四百股之旧票�应其一律更换新票。”⑧ 根据相关
记载�这 十年期 间严 复可从 商 务 印书馆 分得 红 利

元 。

四、稿酬 以及其他
严复的一生对报纸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自从

年 月他在天津创办 《国闻报 》�成为北方宣传维新变
法的舆论阵地�一直到晚年仍有言论见诸报端。例如�

年 月�仍在 《宗圣汇志 》上发表 《加以提倡国
民性案 》 仅 年�就在 《公言报 》上发表 《时乎时
不再来 》等十四篇时评。为报纸投稿�一般会得到每千
字五元左右的报酬�而这个时期天津造币总厂的工人平
均 “每人每日可得工资大洋三角五分 ”�⑩ 千字稿酬大概
相当于工人半个月的工资收入�当时高级知识分子与工
人阶级收人之悬殊由此可见一斑。由于在严复晚年的日
记和账本中没有详细记录稿费收入�有时在账本中也是
寥寥数笔记录 “收回大公报馆红利 元 ” 或 “人龙
洋 元 ”。因此将稿费与其他收人一并来计算。其他收
人范围十分广泛�包括 寿礼、公债利息、官利、版
费、卖字收人等�民国元年至严复去世这十年间的稿酬
及其他收人约为 元。

小 结

将以学为政的薪金、商务印书馆股利等以上四项
相加�严复生命的最后十年间的总收人约为
元�平均每年高达 万银元。而这个年代的唐山煤
场的普通工人每月只能拿到 元工资。⑩ 年 月�
沈雁冰由北京大学预科初到商务印书馆时�试用期月
薪 只有 银 元 � 年 定 为 银 元 � 年 为

三 、存款 利息
严复还将收人所得存入银行、商业机构、钱庄等生

息。其积蓄主要存于商务印书馆、汇丰银行、麦加利银
行等。 年严复在麦加利银行的存款有 元。⑥
此后又不断将每月薪水存于麦加利�例如� 年

月 日� “寄天津麦加利十一月领状 ”。⑩ 年严复

在与妻子的信中提到自己的存款数目情况。⑧ 民国成立
前后�严复约有六千余元的长短期及活期存款。

年�严复在商务印书馆的存款也基本维持在六
千元左右。

由史料观察 从 民国元年至严复去世�严复的活
期、短期及长期存款总额每年基本上维持在五六千元的
水平。如果平均按年息七厘计算�这十年的利息可达

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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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元。 年 月�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蒋梦麟�
尚未归国时�就预先经黄炎培介绍到商务印书馆�一
开始定月薪 元。①由此可见�严复不仅是西方经
济思想的传播者�而且是一个有现代经济头脑的践
行者。

如果按照实际购买力计算�严复晚年十年间的收
人相当于今天多少人民币呢 年一 年�北京
的物价还是比较稳定的�这十年之间物价指数变化
如下

表 年 年物价指数变化

合 年人民币 元。将严复晚年总收人
元�折算成 年的人民币为 元。每年将
近 万元人民币收人�这是我们今天名牌大学的教授
难以望其项背的。

严复晚年在政府体制、经济市场和文化市场之间穿
梭游弋�通过多种渠道获取了丰厚的经济收人。在他的
经济来源中�完全没有地租收人�特别是 年以后�
仅靠股票、稿酬等照样维持高等阶层的生活。这说明近
代以来�中国知识阶层某些人已可以脱离旧有封建经济
体制而存活�他们的收人已经在向近代化转型。

年年份份 物价指数数 银圆比价价 合 年人人 合 年人人
圆 民币 元 民币 元

〔导师马勇教授点评 〕
严复是近代中国著名思想家�关于他的研究已汗牛

充栋。只是这些研究大多处于人云亦云状态�而对严复
生平、思想、学术等方面�缺乏更细致、更具个性的研
究。究其原因�就是资料缺乏。比如严复后半生�我们
弄不清他的真实处境�不明白他在离开北洋水师学堂后
二十多年时间�既不在体制内�也没有持续稳定的工
作�他究竟靠什么维持一个大家庭的体面生活。黄令坦
《严复晚年的经济收入 》一文根据还没有发表的严复家
庭收支账本�匀勒出严复后半生经济来源大致线索�是
严复研究中最具意义的突破�必将丰富严复研究与表
达�是一篇不错的博士生习作�值得推荐。

资料来源 陈明远 《鲁迅时代何以为生 》�陕西人民出版
社 年版�第 页。

经过换算取平均� 年一 年间每元钱合

年人民币 元。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年 指数全年 同比上涨 年 同比上涨

年全年同比上涨 。因此�经过换算

本文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

级博士生

责任编辑 赵 俊

① 陈明远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山西人民出版社 。年
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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