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3 年前的“赶考”

——记北洋工艺学堂的招生考试

曹旭冉 杨洋

今天，如果你的志愿是进入到河北工业大学读书，那么你所需要

做的是在高考之路上披荆斩棘，在万千学子中脱颖而出，来到自己心

仪的高等学府。如果时光倒转至 1903 年，想要在北洋工艺学堂（河

北工业大学前身）读书，需要如何做呢？让我们回到 113 年前，看看

那时的招生考试。

清朝末年，废科举、兴学堂几乎成

了所有有识之士共同的呼声。起始于隋

唐的科举制度，走完了 1300 多年的历

程，也走到了穷途末路。与科举的逐步

革废相伴，全国相继办起一些新式学堂，

至 1903 年，已有国立大学堂 3 所，高

等级学堂近 10 所，北洋工艺学堂（河

北工业大学前身）是其一，与此同时，

近代学堂考试在新式教育的推动下也

逐步发展起来。

北洋工艺学堂创建于光绪二十八

年十二月（1903 年 1 月），由直隶总

督袁世凯委派天津知府凌福彭筹建，地

点在天津老城东南角贡院草厂庵，是全

国最早的培养工业技术人才的高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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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北洋工艺学堂 1903 年 1 月开创时，仅招学生 30名，录取条件非

常严格，要求考生年龄在 15岁以上 22 岁以下，文理通顺，曾习英文，

天资聪颖，身家清白，体质强健，取具妥保后方可报名。并且在考试

前 20天发出启示，晓谕各方。考试当天，天津知府凌福彭亲自主考。

整个招考过程，学生须过三关。第一关，先面试审核，看其年貌、条

件是否相符；第二关，初试，根据成绩挑选超过录取人数 30%的考生

准备复试；第三关，经过复试录取的学生，再由英文教习面试，而后

决定去取。

据资料记载，当时应考者不下二三百

人。考试科目包括汉文、汉文译英文、英

文等。汉文要求一小时交卷，汉文译英文

两小时交卷，开考前发给洋纸（旧时指从

国外进口的纸张）一份。两小时交卷，不

能作者放出，两小时交卷后出英文论题。

凡考英文者三、四日内单发一榜。

考试也很独特，汉文主要是写作，相

当于现在写的论文，题目是《化学为制造

之根本》，要求考生能略举其说。汉文译

英文也与化学科学相关，其中有一段话是

这样的：“黄金其色纯黄，触空气不生锈。

其纯粹者质颇柔软，可展引为细线，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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箔，并可如制货币，则和少许铜以坚至之，银货亦然。豪斯多里出金

优多甲，儿荷尼次之。银色纯白易硫化，触空气或变色。墨西哥白露

等出银甚多。白金质至坚，遭剧药、强热曾无变化，出于乌拉甲、儿

何尼、豪斯多里”等。英文是格致化学问题，共七条，英文考题至少

须答三问才完卷。

从报考要求之细、考试流程之多、考试难度之大，我们不难看出，

为选录合格学生培养工业专门人才，北洋工艺学堂选拔人才之严格，

对于学生质量之重视。在《高等工业学堂总志》中有如此一段话，“科

学与实业如影随形，为国而思，握实业界之霸权，必有通于各种科学

之人才，然后旧者可图改良，新者可期发展”。学堂自创办之初便以

“发明工业”为宗旨，按照“教育培植工艺上之人才，注重讲授理法，

继以实验，卒业后能胜任教习、工师之职”的要求，因材施教，始终

秉承“工艺非学不兴，学非工艺不显”的“工学并举”办学特色，为

复兴中国而培养专门人才，实现救国兴国富国之梦。


