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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碧城与北洋女子公学

崔金丽

【提 要 】
北洋女子公学 的 创 立 ， 对近代 中 国 女子教育 事业的发展有 着举足轻重的 影

响 。 其创 办之始 ， 值 中 国女 学事业甫兴 ， 青年女性 吕 碧城 ， 不仅参与 了此校 的创 建 ， 而且

首任学校总教 习
， 在 当 时引 起广 泛舆论关注 。 目 前研究者对 吕 碧城在北洋女子公 学创建过

程 中担 当 的 角 色述说不一 ， 本人通过梳理 当 时诸多 倡 办者的 日 记 、 书 信以 及 当 时 的舆论报

道等史料 ， 对吕碧城参与女 学创 办 的缘起、 其他倡 办者在创 办 中 的 实 际工作 、 女 学建成后

吕 碧城对学校发展的贡献等问题进行分析 ， 尝 试全 面定位 吕 碧 城在北 洋女子公学创 办 、 建

设和发展中 所承担的社会角 色 。

【关键词 】 吕碧城 英敛之 北洋女子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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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近代中 国新女性的代表人物之
一一

吕北洋女子公学创办的历史 ， 对 吕碧城参与此校创办

碧城才识卓荦 ， 不仅精于诗词 ， 且曾积极投身于中的缘起 、 其他倡办者在创办学校中的实际工作 ， 以

国女性的解放与教育事业 ， 其人其事近年来受到学及学校建成后吕碧城对学校发展的贡献等问题进行

界较多的关注 ’ 而与北洋女子公学的
一

段渊源尤为分析 ， 尝试全面定位 吕碧城在北洋女子公学创办 、

后人所津津乐道 。

？ 纵览相关论说 ， 笔者发现 目前建设和发展中所承担的社会角色 。

学界在吕碧城与女学的创建之关系上莫衷
一是。

譬如李保民于 《 吕碧城词笺注 》
一书

“

前言
”

中
—

— ’
Ｍｇ碧城与北洋女子公学的渊源关系初始于

选 》 中的表述略有不同 ， 兹 因篇
，
有限 ， 不－

了觀 年 （ 光绪三十年 甲辰 〉 春 ， 也是 吕 碧城甫
列举 。

、

归纳絲大致倾
＾
于以下三种

，
点 ： 1 ． 认

踏人社会之始 。 其时 ， 寄居舅家的 吕碧城与其
为女学由 Ｓ舰首先倡议兴建 ， 麵翻众人Ｗ龍内《方小難夫人约定去天津访女学 ，

？

扶持而成功开办 ；
2 ． 女学为 吕碧城

一

人之力所

办 ？

’ 3 ． 女学为英敛之或北洋政府袁世凯 、 傅增湘

等人所办 ， 吕碧城不过是协助创建者之一。 而诸如① 据 吕碧城 ： 《北洋女子公学同学录序 》 、 傅增湘 ： 《藏园居士

此等 ， 对于这些不同的认知倾向 ， 我们不禁要问 ：六十 自述 》 等相关资料 ’ 北洋女子公学是其正式成立后的名

介斗进备工 々丨 丨法Ａ口 拍ｗ众甚必按加轴此称 ’ 而之前则被相关当事人称之为天津女学堂或天津公立女
在北洋女子Ａ子酬建中 ， 口碧城究竟发挥何种作学堂 。 細论述方便 ， 文中统

－

称之为 ： 北洋女子公学 。

用 ？ 学界对此事为何持有不同见解？ 本文试图通过② 钱实甫编 ： 《清代职官年表 》 第 4 卷 ， 中华书局 1 9 8 0 年版 ：

当事人的书信、 日记以及报刊等相关的报道 ， 回溯吕碧城舅父严 朗轩 ’ 同治末年 （ 1肌 ） 为知 州 ’ 光绪三十

年 （ 1 9 0 4 ） 任天津塘沽司榷 （ 掌管海关税收的官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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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一

行动被其舅得知后遭到阻栏 ， 吕 碧城
一气育救国的社会舆论对北洋政府的教育举措产生

之下逃离舅 家 ， 未及携带旅费及行装 ， 只身前了较大影响 。 袁世凯 于 1 9 0 1 年署理直隶总督

往天津 ， 向寓居 《大公报 》 馆的方夫人
“

驰函后 ， 对教育机构的设立及相关行政人员 的委任

畅诉
”

， 此函遂为
“

该报总理英君所见 ， 大加叹进行了
一

系列改革 。 虽然 国人在对袁世凯的论

赏 ， 亲谒 。 邀与方夫人同居
”

，

① 吕 碧城于此回定上有着较为
一

致的共识 ， 但若 以事论事 ， 袁

忆中所提及 的
“

该报总理英君
”

即 《大公报 》世凯对 中 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不能说没有贡献 ，

的创办者英敛之 。 吕碧城身处 困境之际 ， 英敛他曾于 1 9 0 3
、

1 9 0 5 年 ， 先后两次同张之洞 、 赵

之对其伸出 援助之手 ， 不仅邀其于 当 日
＂

二十尔巽向 晚清政府奏请递减科举 ， 停科举以广学

三 日 （甲辰三月 ） ：

……移至馆 中 ， 与方夫人同校 。 他较为重视教育 ， 认为
“

政治必赖于人才 ，

住
”

， 且与其
“

灯下闲谈十二点方然去
”

，

？ 此间人才必出 于学校 ， 古今中外莫不皆然 。

”？ 在对

观 吕碧城昔 日所作之词 《满江红 》 ， 赞赏有加 。 待女子教育上 ， 袁世凯的态度可谓开明 。 作为直

而或是欣赏 吕碧城的才情 、 叹服其勇气 ， 并怜隶督署幕僚傅增湘 ， 是袁幕府座上客 。 他曾 回忆

惜其遭际 。 翻阅英敛之的 日 记 ， 发现 自 吕 碧城到 ：

“

其间从项城回籍 ，

……

留江淮间者八月 。 而

被邀居 《大公报 》 馆后 ， 她的名字几乎每 日 于项城以女学事驰书数四 ， 督促北返。

”⑦
＇

无疑 ， 傅

英敛之笔下 出 现 ， 从为其安置行旅 、 购买各项增湘也是参与北洋女子公学创建的关键人物 。 北

生活用品到
一起 吃饭 、 散步等 ， 英敛之对她的洋政府属意于女学教育 ， 委托傅增湘等筹办 ， 而

照顾可谓无微不至 。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 吕 碧英敛之和傅增湘曾有密切交往 ， 因此英敛之对北

城是幸运的 ， 落难之际遇 到了英敛之 ， 而英的洋政府属意女子教育事业的筹划应该比较清楚 。

帮助与提携则影 响着 吕 碧城此后 的人生选择 ，英敛之对 吕 碧城不遗余力地挽留 ， 并非仅

也开始 了她与北洋女子公学的渊源 。仅因欣赏其才情见识这么简单 。 在 吕 碧城来津

也就是这段在津的经历 ， 让 吕 碧城萌生 了前 ， 英敛之就 已经满怀兴学之志 ， 他 曾流露 ：

创办女学的想法 。 如 吕碧城 日 后 回忆 ：

“

鄙人浪
“

予久蓄兴学之志 ， 惟苦于师范无人 ，
不克开

迹津沽 ， 征诸同 志 ， 将有创办女学之举 ， 恐绵办 ， 今得此 （ 指 吕 碧城 ）
， 不假之便 。 乃 奔走

力之难济也
”

，
因而

“

抒其刍论 ， 假报纸游说于组织为天津公立女学堂 。

”⑧ 这番言语出 自 英敛

当道
”

。

③ 她的行为也得到
一些社会人士的响应之于 1 9 0 5 年所辑刻的 《 吕 氏三姐妹集 》 之序

和支持 ， 其中英敛之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人 ＾中 。 如此看来 ，
吕 碧城的 出 现 ， 无疑对于久怀

1 9 0 4 年 5 月 2 0 日 （甲辰 四 月初六 ）
， 英敛

之接到吕 碧城的求助函
＂

托代觅学堂
”

， 原因是① 李保民 ： 《 吕碧翻笺注 》 ， 上海古籍 出版社 2 0 0 1 年版 ， 第

吕碧城的舅 舅严朗轩撤职离任 ， 若再寻不 到合3
？

4 ？ 。

、

￥举杏毋且ｊ ｉｒ ／，口 趙械收 但Ｘ 随甘 窗 々 而② 方豪编录 ： 《英敛之先生 日记遗编 》 ’ 沈五龙 主编 ： 《近代中
适学堂安身 ， 那么 口碧城将不得不随其舅乂回目史料丛纖辑 》

， （台北 ） 文海出紐 1 9 7 4 年版 ， 第 8 1 8

乡 ，

“

伊颇不愿回乡 ， 寂寞黑暗世界也 ， 情颇怅页 。

悒
”

。 次 日 ，
吕碧城见英敛之 ，

“

云不 日 即南下 ，③ 李保民 ： 《 吕碧城词笺注 》 ， 上海古籍出版社 2 0 0 1 年版 ， 第

兹特辞行
”

。
？ 对 吕 碧城欣赏有加的英敛之此时

④ ｇ编录 ：纖之先生 日记遗编 》 ， 沈云龙主编 ： 《 近代中

设法挽留 ， 并将 吕碧城的这
一

境况及时告诉了国史料丛刊续辑 》 ， （ 台北 ） 文海出版社 1 9 7 4 年版 ， 第 8 2 6

和她诗词唱和的
一些朋友 ， 其中和 吕碧城诗词页 。

唱和的诸人 中 ， 不乏社会名流和教育界人士 ，

⑤

＾
中国近代

，
育史资料汇编 》 ’ 上海教育出版社細 7 年版 ’

第 3 1？ 3 2 页 。

如傅增湘 、 梁士诒 、 严修等当时的直隶督署幕 ⑥ 《袁世凯奏议 》 下 册 ， 天津古籍出版社 1 9 8 7 年版 ， 第 7 3 6

僚 。 严修在 1 9 0 4 年继胡廉访之后被袁世凯委为页 。

直隶学校司督办
一

职 ，

⑤ 而傅增湘与北洋政府属
⑦ 傅增湘 ： 《藏园老人六十 自述 》

’ 国家 图 书馆古籍馆藏书 ，

★从士由 ＂丄也上
1 9 3 1 年版 ， 第 4

？

5 页 0

意教育事业 、 兴女子的政举密切相关 。

⑧ 英敛之 ： 《 吕 氏三姊妹集 》 ， 首都图书馆藏书 ，
1 9 0 5 年版 ，

北洋新政初期 ， 具有 良好的社会氛围 ， 教第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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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金丽 ： 吕碧城与北洋女子公学


“

兴学之志
”

， 但却
“

苦于 师范无人
”

的 英敛之间傅增湘多次
“

偕碧城上谒杨文敬 、 唐少川诸

而言 ， 更增强了他创办女学的想法 。 在 吕 碧城 5公
”

，
③ 在袁世凯与唐少川面前极力斡旋 。 创办女

月 2 1 日 向其辞行时 ， 英敛之于是 日 午后便
“

偕学事宜颇费周折 ， 英敛之几乎要失去耐心 ， 于是

内人同碧城车至傅润沅 （ 即傅增湘 ） 处 ， 为碧
“

代作跋海关道函 ， 问女 学堂事 ， 究竟如何 ？

”④

城谋读书事
”

。 几天后 （ 5 月 2 4 日 ， 即农历甲辰但是
一

切困难毕竟在克服当中 ， 并最终获得 了北

四月初十 ） ， 傅增湘到英敛之处
“

商女学堂事
”

， 洋政府和乡绅的肯定和支持 。

并告之有
“

多人肯 出 首
”

创 办女学的消息 。 这女学创办 ， 首先要拟定出
一

个详细完备的章

也从侧面反映了北洋政府对兴建女学的态度 。 程 。 英敛之是章程主要执笔者 ， 甲辰年四月 二十

对此 ， 英敛之的反应是
“

先有萌芽 巳大佳
”

， 不三 日 （ 1 9 0 4 年 6 月 6 日 ） 在 自 己 的 日记里如是写

可操之过急 ， 欲速则不达 。 办女学实属创新之道 ：

“

早起如常 ，
写女学开创章程

”

，
二十 四 日

举 ， 为稳妥起见 ， 英敛之的顾虑不无道理 ， 但
“

至方药雨处 ， 将章程交伊 。

”

此后 ，

一

连数 日 ，

是兴办女学的计划显然 已经在筹划之中 。 此时 ， 英敛之 、 吕碧城 、 傅增湘 、 方药雨等其他参与创

吕 碧城那位思想保守 的 舅 舅对她 留津也有所妥办者反复讨论修改 ， 开创章程关乎到学堂的方方

协 ， 同意吕 碧城继续留在 《大公报 》 馆 ，

“

严朗面面 ， 毕竟众口 难调 ， 要达成一致谈何容易 ， 直

轩先生来谈碧城事 ， 托予夫妇代为尽心
”

，

① 吕至七月十五 日方于
“

午后同碧城商订宣布章程

碧城与北洋女子公学的
一段渊源关系 由此开始 。作为女学章程的执笔者 ， 英敛之可谓竭尽心力 。

由上可知 ， 吕 碧城 、 英敛之等人都有办学对此 ， 他深有感受 ：

“

他人因皆裹足 ， 而予益复着

兴教的想法。 而北洋女子公学倡设之初 ， 实乃忙矣 。

……予才绵力短 ， 虽此等平常创置 ， 亦颇

由英敛之、 吕 碧城及傅增湘等人在特定历史条觉其困矣 ！

”

其实 ， 当 日傅增湘等人就女学事同其

件及种种因缘巧合下的共同谋划 。 北洋政府的商议并表示肯出首时 ，

“

予告之不必太急
”一

语已

支持 ， 无疑为女学的建立提供了浓厚的政治背流露出他对女学堂创建过程的复杂及艰辛的预料 。

景 ，
也为女学的筹款 、 建立和宣传给予 了较大除了诸如上述不辞辛劳地争取当 局的支持及

的便利 。 仅就
“

北洋女 子公学
”

的名 称 而言 ，
募集开办资金 、 制定学堂章程诸种外 ’ 此后在教

就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 也反映 了北洋政府发展务执掌 、 教员聘任 、 选择校舍 、 招募教习 、 生源

女子教育事业的积极态度 。及学堂管理等问题上 ， 也是
一

波三折 ， 不过在傅

＿增湘 、 英敛之 、 吕碧城以及其他诸人士的共同努
—力下 ， 困难与阻力也都

一一解决 。 吕碧城作为主

要创办者中惟一的女性 ， 在：！匕洋女子公学开办后 ，

近代中 国 女性教育事业的发展可谓步履维 ＝＝
丨

？口

的

艰 经元善于 1■ 年在上海开设女子学校
一

执？＿
—

职 ’ 这也由■开了 吕碧—与北

二：：二 ｗ洋女子公学贿事业的新篇章 。

Ｊ？ ｉＳ

‘

北洋女子公学的建立 ， 为 当时教育界
－

大
毕竟规模未备 ， 不成气候 。 英敛之 、 吕 碧城 、

傅增湘等人积极筹划倡设女学 ， 可计划
一旦落

ｎ ｉ ｌ．
－

ａ ｒｏ －ｒｆｆｃＫ）如 ；工① 方豪编录 ： 《英敛之先生 日记遗编 》 ， 沈云龙主编 ：
《近代 中

于头际行动 人Ｊ ｚ？遭遇重重阻力及 困难 。 ＾
■ 管无国史料丛刊续辑》 ， （台北 ） 文海出版社 1 9 7 4 年版 ， 第 8 2 7

？

法呈现创建北洋女子公学的具体历程 ， 但从当 8 3 2 页。

事人相关的零落记述中 ， 还是能感受到女学创② 方豪编录 ： 《英敛之先生 日 记遗编 》 ’ 沈云龙主编 ： 《近代 中
、

国史料丛刊续辑》
，

（ 台北 ） 文海出版社 1 9 7 4 年版 ’ 第 8 4 7

建过程中的不易和艰辛 。

为了获得 当局更多资金的支持 ， 英敛之 、 ③ 傅增湘 ：
《 藏园老 人六十 自 述 》 ， 国家 图书 馆古籍馆藏 书 ，

吕 碧城及傅增湘 等创办者 为此频繁奔走 游说 ，〗 9 3 1 年版 ’ 第 4
？ 5 页。

＾

—由
， 丨 、 丨 丨 丨
④ 方豪编录 ： 《 英敛之先生 日记遗编 》 ， 沈云龙主编 ： 《 近代中

＂

碧城去傅润沉处 ’ 偕至海关道署 ， 晤唐少川 ，

国史料丛刊续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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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 2 0 1 5 年第 1 期

盛事 ， 各个报刊杂志 ， 纷纷撰稿报道 ， 赞誉之若考虑到女学主要创办人英敛之 、 吕碧城与 《大

声不绝 。 就报道的 内容来看 ， 主要围绕此校是公报 》 的关系 ， 这似乎是为北洋女子公学的亮相

以 吕碧城倡办为核心进行宣传 。 舆论的大力报而做的铺垫与准备 。 或基于其时社会风气的保守 、

道 ， 加重了 吕 碧城在倡办北洋女子公学中 的地学堂属性及生源等多方面的综合考虑 ， 报道强调

位和声望 ， 但无疑也掩盖 了其他参与者在学校
“

吕碧城女士倡办天津女学堂
”

， 但也不排除以女

创办过程 中 的努力和功绩 ， 甚至造成后来有研性
“

倡办
”

来扩大社会影响的可能 。 当然 ， 《大公

究者认为北洋女子公学由 吕碧城独倡的误解 。报 》 对于学堂的创办 ， 具有得天独厚的报道便利 ，

—这为关注此事的其他报刊提供了方便 。

三 1 9 0 4 年 1 1 月 7 日 （甲 辰十月 初
一

日 ）
， 北

，

Ｑ
．

Ａ ｌ

ｌ桂士 迪今洋女子公学正式举行开学庆典 ， 《大公报 》 于开
1 9 0 4 年刖后的 中 国 ， 创建女学尚 属 刖端之， 1Ａ＃ 、 丨 ＋ ^

＾ｍ｜廿 曰 ＾ ＾＾ ‘
‘甘学次 日对此次典礼作了较为具体的描述 ：

“

昨 日

举 ，
？ 尤其是在足津

一带 ， 女界较为沉寂 。 其ａ，

时 ， 京津一带虽有 私立女学二三 ， 胃家属 制

度
”

，

？ 如成立于此前的河东女学堂 ， 是
“

河＊
＋」 ＾

，
Ｋ＾礼嘉宾 ， 有驻津 日 本领事馆的人贝 ， 有美 国某

ｅｔ夫人 ， 此外大都是地方名流绅要 。

合同志
”

合力所办 ， 所收学生则为他们的子女 ，

ｕ／／＋八描
、、 ／／玄卡

■

九 ＝ｔ
、、

． ． ． ．
． ．疫费

从 《大么报 》 、 《女子世界 》 、 《东方杂志 》

等各地报刊对北洋女子公学创建的报道上 ， 可
匕洋
患＝＝ 以看出舆论尤其强调

“

女士倡办
”

， 加之 吕碧城

苎
时的创办堪称开时

二
风飞之先

二
若
巧

备＊
滞公学总教习 的显赫的头衔 ， 使得她

一

度成
4

为爾女子公学＿、过程 巾令人瞩 目 的焦点人

物 。 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 了其他倡办者在学校
道 ， 报道 的内容主要 围绕 吕碧城倡办女学为核

创建过程中的功绩 。

心 。 1如 4 年 1 0 月 3 号 （ 光绪三十年八月 二十？翻检英敛之 、 吕 碧城 、 傅增湘几位当事者
日 ） ， 天津 《大公报 》 事件－栏全文刊

，
了 《天

有关女学创建的记述 ， 发现其详略倾向 也各有
津女学堂创办简章》

， 共 邪 条 ， 第一 、 二两条是
不同 。 吕碧城 日 后的 回忆中 明显隐去了 自 己 当

学堂对 自身性质的界定 ：

“

为官绅合办
”

ｖｍ
‘‘

以
日为

‘‘

探访女学
， ，

离家赴津到
＂

将有创办女学
开导女子普通知识 、 培植后来师范溥及教育为宗 之举 ，

恐绵力 之难济也 ， 抒其刍论……
”

其间
旨

”

。 其余 2 4細从教职人员 的选定、 学堂收支
的
一些情形 ， 并淡化 了

“

诸同志
”

活动 的身影 。

杂务的料理 、 学生录取 、 学科分设以及学期的时 ￥－位主事者傅增湘的 回忆 ：

“

先是旅津遇旌德
长划分等相关规定到学生膳食费用的收取 、 贫困

吕碧城 ， 喜其才赡学博 ， 高轶时辈 。 因约英敛
生的免费声明以及对外来人员访问学堂的程序安 之、 卢木斋 、 姚石 泉等倡设女学

”

等稍微具
排等 ， 可谓详细 、 周全与缜密 。 简章的末尾交待 体 ，

⑥ 而英敛之的 日 记中关于学校创建的记述如

了学堂的创办人及开学 日期 ：

“

吕碧城女士倡办天

津女学堂 ’ 径各大宪及 目 绅等捐助款项 ， 襄此善
① 参见丁致聘编 ： 《 民国丛书 ．

中国近七十年 来教育记事 》 ，

举……定于九月 十五 日 开学 ， 兹先将简明章程登上海书店 1 9 8 9 年 版 。

报 ， 以供众览
”

， 简章署名为
“

创始经理人 ： 日 日② 吕碧城 ： 《北洋女子公学同学录序 》 ’ 細编著 ： 《 吕碧城评

由：
Ｉ

Ｗ 4 4 ？士犹ＴＫ士八《 ＪＫｒｉｉ ！ｒＡ （ｒ＋ Ｉ

＝
Ｉ由 ”？传 ？ 作品选 》 ’ 中国文史出版社 1 ＂ 8 年版 ’ 第 1？ 页 。

新闻社方药雨 、 大么报馆央敛之同启 。

③ 《女学将兴》 ， 《大公报 》 1 9 0 4 年 1 0 月 3 日 ，

作为京津地区较有影响力的报纸 ，
《大公报》④ 吕碧城 ： 《北洋女子公学同学录序 》 ， 刘纳编著 ： 《 吕碧城评

对北洋女子公学创办简章的全文登载颇为引人注传 ＊ 作品选 》 ’ 中国文史出版社 1 9 9 8 年版 ， 第 1 4 1 页 。

？

＾ＡＴ ｃｒｎ⑤ 《天津女学堂创办简章 》 ’ 《大公报 》 1 9 0 4 年 1 0 月 3 日 。

目 。 翻检此时期的报道 ’ 就ｓ发现 自 1 9 0 4 年 5 月
⑥ 傅增湘 ： 《 藏园老人六 十 自 述 》 ， 国家图书 馆古籍馆藏书 ，

以后 ， 对各地女权运动及新学的关注突然增多 ， 1 9 3 1 年版 ， 第 4
？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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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金丽 ： 吕 碧城与北洋女子公学

倡设女学的提议 、 创办过程 中人员 交际 、 关系多未备
”

， 发展到
“

众誉 翕然 ， 生徒进步骎骎 ，

疏通 、 资金筹款 、 人员配置 、 公学的性质及章程由是来者 日众
”

的 良好状态 。

？甚至在女学成立两

制定 ， 甚至制定公学章程时几位创办者之间所产年后的 1 9 0 6 年 ， 《中 国新女界 》 杂志还刊登 了一

生的意见分歧 ：

“

共事者又未必与我心心相印 ， 息地方女学负责人到此校的
“

取经
”

日记 ：

“

悟其教

息相通 ， 为不快者久之
”

诸如此等则更为详细，授吕碧城 、 吕惠如二君 ， 见其生徒所绘本国画颇

几位创办者述及北洋女子公学建立过程的客观。 国文亦佳……二 吕故负时望 ， 名下 固无虚

文字虽详略各异 ， 但是均 能发现他们积极倡办席也
”

，

③
由此可见北洋女子公学在当时社会上的

的热忱 。 不过 ， 女学创建过程 中几位倡建者彼影响力 。 毫不夸张地说 ， 吕碧城可谓躬行女子教

此间也隐生
一

些矛盾 ， 英敛之甚至
一度萌生退育事业的女性先驱者之一 ， 为 2 0 世纪初期中 国女

意 ， 虽在傅增湘 的劝说下没有辞 出 ， 但分歧既子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 。

已产生便很难消弭 。 北洋女子公学成立后不久 ，

吕碧城 、 英敛之 、 傅增湘 等主事者之间 的种种本文作者 ： 中 国 社会科 学 院研究 生院文 学

矛盾纠缠逐渐明 显 ， 直至此后英敛之和 吕 碧城系 2 0 1 2 届博士 ， 中 国 人 民大 学 文学 院博

关系破裂 ， 个 中缘 由让 当事者在提及此事时 ，士后

难免会遮隐或淡化其中的
一些情形 。责任编辑 ： 马 光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 ， 创办女学绝非易事 。 但
是毫无疑问 ， 如果没有北洋政府的支持 ， 如果没有

英敛之 、 傅增湘 、 方药雨等人的奔走游说 ， 如果没① 方豪编录 ： 《英敛之先生 曰记遗编 》 ， 沈 云龙 主编 ： 《 近代 中

有吕碧城恰逢其时 ， 如果没有上述诸位的精心筹国史料丛刊续辑 》 ’ （ 台北 ＞文海 出 版 社■ 年版 ． 第

Ｑ 4 7 1 5
Ｔ

1 ■＾力
② 吕碧城 ： 《北洋女子公学同学录序 》

， 纖编 著 ：
《 吕 碧城评

而作为北洋女子公学总教习 ， 从 1如 4 年 1 1传 ？ 作品选 》 ， 中 国文史 出版社 1 9 9 8 年版 ， 第 1 4 1 页 。

月 7 日学校成立直至 1 9 1 2 年停力、
， 吕碧城在此③ 《山东第

一公立女学堂校长昆明萧国英女士调查天津女学 日

执掌期间 ， 恪尽职守 ， 兢兢业业 ， 在她的努力记 》
，

《 中国近现代女性期刊汇编之二 ． 中国新女界 》 ， 北京

下 ， 北洋女子公学 由 创建伊始的
“

规制科 目 尚Ｓ装书局出版社■ 年版 ’ 第 4 6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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